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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
“

更新
”

：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杨建民

［ 内容提要 ］ 长期面 临经济 困难的古 巴正经历 着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 变化 ，
但具

体的 目 标模式尚未确 定。 自 劳 尔
？

卡斯特 罗 主政以 来 ，
古 巴共产 党和政府在思

想观念和经济发展方 面采取 了 一 系 列措施
，在 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 经济

为主导的前提下 ，
承认市场 的客观必要性和私人所有权的补充作用 。 目前 ， 古 巴

的私营经济快速发展 ，甚至 出现 了 贫富 分化现象 ，但作为经济主体的 国 有部 门 的

活力 仍然有待激发 。 相较于传统的社会主 义模式 ，
古 巴 的模式更新在所有制结

构 、 市场的运 用 、对平 均主义和效率的认识以及党和 国 家的作 用等方 面都发生 了

改变 ，但仍 然在创新社会主义理论 、最高领导层代际更替和国 际环境等方 面面 临

着挑战 。

［ 关键词 ］ 模式更新 社会主义 理论化 市场

最近十余年 ，古 巴正在孕育着新的变

化 。 自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劳尔 ？ 卡斯特罗接任

国家最高领导职务以来 ， 先是推动 了
“

结

构与观念
”

的变革 ，继而在 ２０ １ １ 年 ４ 月举

行的古共
“

六大
”

上出 台 了《党和革命的经

济社会政策纲要 》 （ 以 下简称 《纲要 》 ）

？
，

提出
“

更新
”

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任务 。

２０ １６ 年 ４ 月在古共
“

七大
”

后出 台 的 《古巴

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模式 的理论

化》 （ 以下简称 《理论化文件》 ）

？
对更新进

程的 目标模式进行了厘定 。 然而 ， 中外学

者对当前古巴的更新进程仍然有着不同的

认识。 既然古巴 已经明确提出要借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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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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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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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社会主义

和越南的改革经验 ， 那么它会不会走上 中

国 和越南率先践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

路 ？ 有学者认为 ，
虽然古 巴的模式更新最

终究竟是走向 中 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还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期望的西式民主和 自

由市场经济还难以确定 ，但必然会对历史

上形成的苏联式中 央计划经济进行改革 ，

势必给古巴 国 内外企业带来机会 ， 这样的

转型值得欢迎 。
① 这也是美 国 ２０ １４ 年 以

来转而对古采取
“

和平演变
”

政策 的重要

原因 。 但也有学者认为 ，古巴更新的社会

主义模式既区别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 ，

又与以 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模式大不相同 ，并称之为
“

拉美的马

克思主义中央计划
”

模式 。
② 那么 ，古巴 当

前的社会主义究竟是怎样一种模式呢？

１０ 年来 ，古巴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模式

更新进程 ，
从思想 、 经济 、政治和外交等多

个方面进行改革 ，正在走向
一

种与传统社

会主义模式不同的新模式 。 尽管古 巴在更

新进程的 目标模式上还没有定论 ， 但与传

统社会主义模式相 比已经有 了明显不同的

特点 。

一

、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实质是
一

场

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改革

古共
“

六大
”

出 台的 《纲要 》是更新的

纲领性文件 ，它指出社会主义不可逆转 ，更

新的 目标是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在

坚持社会主义 的前提下 ，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 。 《理论化文件 》重 申模式更新的基础

是社会主义原则 。 该原则 的具体内容包

括 ：在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强调古巴

共产党是古 巴社会和国家 的最高领导力

量 ；在经济上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

民所有制的主导地位 ，强调社会主义计划

的决定性作用 ；在分配上 ，
主张机会 的平

等
，反对平均主义和财富集中两种极端倾

向 。
③

建设繁荣 、可持续的社会主义是模式

更新的战略 目 标 ， 但古巴 官方的说法不是
“

改革
”

（
Ｒｅｆｏｒｍａｒ

） ，
而是

“

更新
”

（
Ａｃ ｔｕａｌ－

ｉ ｚａｒ
） 或

“

改变 、变革
”

（
Ｃａｍｂ ｉａｒ ） ， 意在突出

并不是要否定原来的社会主义模式 ， 而是

要在原来的基础上
“

升级
”

， 因此古 巴官方

将
“

更新
”
一

词的英文译为
“

Ｕｐｄａ ｔｅ

”

， 就是

升级和更新换代的意思 。 因此 ，在实质上

古巴 的社会主义模式更新进程是
一

场坚持

社会主义原则的改革 。 虽然在菲德尔 ？ 卡

斯特罗时期 ，古巴就进行过多次
“

调整
”

与
“

改革
”

，就经济领导体制和社会发展模式

进行过
一些探索 ，但都是 以克服临时 的经

济困难为 目 的 ， 采取的是发展个体经济和

利用市场作用等务实措施 。 而在经济困难

有所缓解时 ，古 巴又收紧 了上述政策 。 这

也是劳尔 ？ 卡斯特罗在刚刚提出模式更新

时 ，古巴国内外都对其前景有所怀疑的原

因 。 然而 ，

１０ 年过去 了 ，模式更新的改革

虽然有时急速推进 ，有时略显停滞 ，但总体

上坚持了
“

不急躁也不停顿
”

的渐进模式 ，

发展市场和个体经济等措施不断深人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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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趋势已经难以逆转 。 在坚持社会主义原

则的条件下 ，模式更新会继续进行下去并

不断完善已成为大概率事件 。

二 、发展非公经济 ，建立以公有制为主导 、

多种所有制为补充的所有制结构

《纲要》指出 ，古巴的模式更新进程将

继续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 ，

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 ， 承认并鼓励外

资企业 、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等非公经济形

式的发展 。 《理论化文件》 在重 申社会主

义公有制主导地位的 同 时 ， 首次承认私人

所有制等其他经济形式的补充作用 。

（

一

）
密集出 台更新措施

，

积极发展非

公经济

截至 目前 ，古巴更新经济模式 主要包

括如下内容 。

１
． 发展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等 非公经

济形式

劳尔 ？ 卡斯特罗主政后 ， 古巴依 旧 面

临长期 的经济困难 ， 认为
“

和平时期 的特

殊阶段
”

仍然没有结束 ， 于是采取了放松

经济管制和缓解经济困难的措施 。

首先是政府将闲置土地承包给农民 ，

使农民享有农业经营 的 自 主权 ，调 动农民

的劳动积极性 ，并在 ２０ １７ 年决定将农民的

土地承包期限从 １０ 年延长至 ２０ 年 。
① 在

模式更新 以前 ，
土地主要集中在 国家手中 ，

除 国营农场外 ， 农业经营 的主要形式是农

业生产基层组织 （
ＵＢＰＣ

） ， 该组织在农业

生产和产品销售等方面都受到政府的严格

限制 ，农民缺乏劳动积极性 。

其次是发展个体经济 ，扩大个体经济

的经营范围 ，允许个体户雇用工人 ，减少国

有部门 的冗员 ，扩大个体户 的数量 。 ２０ １６

年 ４ 月 ，劳尔 ？ 卡斯特罗在古共
“

七大
”

上

—

５ ２
—

指 出 ，非国有经济继续扩大 ，
国有职位 已经

从 ２０ １０ 年的 ８ １ ．２％ 减少到 了２０ １５ 年 的

７０ ． ８％ 。 古巴政府对个体户的政策是不歧

视也不指责 ，劳尔 ？ 卡斯特罗在
“

七大
”

报

告 中指 出这样 的氛 围 正在形成 。
？ 根据

２０ １ ７ 年 １ ０ 月古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

的数据 ，个体户 已经达到 ５７８４２ １ 户 ，较上

年增长了１ １ ％ 。
③

实际上 ，在模式更新实施以前 ，个体经

济就已经存在 。
１ ９８０ 年 ，古 巴政府就 曾经

相继开放了农 民 自 由市场和艺术品 市场 。

但到 １ ９８６ 年的
“

纠偏 运动
”

时 ， 古 巴政府

认为个体经济会导致资本主义倾向 的产

生 ，会使党的领导作用弱化 ，
使社会上出现

贫富不均和非法致富的现象 ，
于是关闭 自

由市场 ， 采取 了 限制 个体经济发 展的措

施 。
④ 在苏东剧变之后 ，古巴进人

“

和平时

期 的特殊阶段
”

，古 巴共产党提出
“

拯救革

命 、拯救社会主义
”

的 口号 ，再次放开 自 由

市场 ，鼓励发展个体经济
，
但到 ２００３ 年古

巴经济有所好转时 ， 古 巴政府再度采取了

限制个体经济发展的措施 。 直到劳尔 ？ 卡

斯特罗执政后 ， 为克服经济困难 ，才再度采

取放宽经济管制的措施 ， 回到发展个体经

济的轨道上来 。 ２０ １６ 年古共
“

七大
”

后 出

台 的 《理论化文件》才正式承认个体经济

的补充作用 。 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预计 ，

尽管古 巴政府提 出 了禁止财富集 中 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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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但古 巴以个体经济为代表的私人经济

还会继续增长 。
①

再次是发展合作社 。 这是古巴更新经

济模式 的重要探索 。 从设计理念上来讲 ，

这种形式既可 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 又

可以避免私人经济的快速扩张 。 此前的合

作社只存在于农业部门 ，
目前古巴 在非农

业部门也成立了合作社 ， 即非农合作社 ， 主

要成立 了两种组织 ：

一是从国 营部门剥 离

出来进行独立经营的单位 ；

二是 由个体户

成立的组织 。 合作社实行合伙人制 度 ， 其

产 品服从市场定价 ， 自 主经营 、 自负盈亏 。

合作社是
“

更新模式
”

认可的社会主

义所有制体系的组成部分 ，是具有法人资

格的经济实体 ， 以合伙人的劳动为基础 ， 自

愿组建 、 自负盈亏 。 在经营管理方面 ，合作

社具有高度 的 自 主权和 自 决权 。 合作社还

可以雇用临时工 ，与其他所有制实体订立

长期服务合 同 ，

“

更新模式
”

还允许不 同的

合作社联合形成新的合作社 ， 以扩大规模 、

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 。

２
． 修改相关法律 ，推进更新进程

为了适应模式更新的需要 ， 自 ２０ １ ３ 年

起 ，古巴相继修改了税收法 、移 民法 、社会

保障法 、个体劳动者法 、 劳工法和外资法

等 。 新税法主要针对个体经营的发展而修

改 ，更新进程
一开始就试图 通过法治实现

社会公平正义 。
② 新移民法放宽 了居民 的

出国限制 ，取消 了 手续繁琐 的
“

白色 出境

许可＇ 为了使距离哈瓦那 ４０ 公里的 马

列尔港充分发挥国 际航运中转站的作用 ，

《马列尔发展特区法 》于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１ 月 生

效 ，特区内实施特别优惠关税 ，对在特区内

加工后再出 口 的货物实行免税 ，
而且对其

出 口产品给予出 口退税的优惠 。 ２０ １４ 年 ６

月 生效的新 《外国投资法 》规定 ， 外资企业

不仅享受税收减免的优惠待遇 ，
还扩大了

外资进入的领域 ，外资可以在除教育 、 医疗

和军事等领域外的所有行业进行投资 。 新

外资法还在确保外国投资不被征用或国有

化方面提供了法律保障 ， 并列出 了鼓励外

商投资的行业 ，如农业 、基础设施 、制糖和

镍矿开采等 。

（
二

）
建立以公有制为主导 、多 种所有

制为补充的所有制结构

所有制结构决定 国家的性质 ，尤其是

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会对生

产关系和财富的分配以及所有权起到决定

性作用 。 古 巴模式更新在所有制方面的最

大亮点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为

主导的前提下 ，承认混合所有制和私人所

有制的补充作用 。 根据 《理论化文件》 ，古

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由 以 下五类形式

组成 。

（
１
）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 制 ，是指基本

生产资料由 集体支配 ，劳动成果归全社会

所共有 。 在实践中存在两种全民所有制实

体 ：

一

是履行国家使命和职责的非商业性

预算单位 ，
也就是政府机构 ，是社会主义国

家的组成部分
；

二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企业 ，在生产商 品和服务的同时履行社会

责任 。 该类企业享有 自 主经营权 ， 自 负盈

亏 ，但其活动要服从国家计划 ， 服从国家的

监管 。 全民所有制 占主导地位 ，是整个社

会主义所有制体系的支柱 。 古巴将巩固基

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作为模式更

新的主要 内容之
一

。

（ ２ ） 合作社所有制 。 前文 已有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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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李林 ： 《通过法治实现公平正义 》 ， 载 《北京联合大学

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１ ４ 年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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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不再详细介绍 。

（ ３ ） 混合所有制 ，是指全民所有制 与

其他所有制形式相结合的所有制形式 。 由

于全民所有制在经济中 的主导地位 ，其必

然参与混合所有制实体的管理和领导 ，使

混合所有 制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 贡

献 ，
而且不会危及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 ４ ）私人所有制 ，是指生产资料 由古

巴的 自 然人或法人所有 ，
或者完全为外 国

资本所有 。

一

方面 ，
国家肯定私人所有制

在提供就业 、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的补充

作用 ，并根据这种补充作用对其进行监管 。

另
一

方面 ，为了使私有制为社会主义服务 ，

国家限制私人所有制对生产资料的支配

权 ，使其遵循国家限制财富集中的原则 。

（
５

）各种组织 的所有制 ，包括政治组

织 、群众组织 、社会组织及其他形式的组织

所有制 。 组织所有制 旨在实现与公共利益

相关的宗 旨和 目标 ，不 以获取利润为 目的 。

三 、承认市场的作用 ，禁止财富集中

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方面 ， 古 巴承认

市场对效率的作用 ，但坚决禁止财富的集

中 ，
以保证社会公平 。

（

一

） 承认市场 的作用 ，
但强调计划的

决定性作用

长期以来 ，古巴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 ，

只有在经济困难时期 ，利用市场 、发展个体

经济才成为策略上的需要 ，是对资本主义

的必要让步 。 古 巴主张精神鼓励 、反对物

质刺激 ，这严重影 响了 劳动者 的积极性 。

菲德尔 ？ 卡斯特罗指 出 ：

“

我们不能将经

济和 社会发展寄托在市场盲 目 的 规律

上 。

” ①“

有人想 ， 市场应该解决一切 问题 ，

但市场是一只发了疯的 、野蛮的畜生 ，谁也

控制不了他 。 人不能让非理性支配 ，
也不

—

５４
—

能让盲 目 的规律支配 。

”

？可见
，模式更新

之前的古 巴是将市场等 同于资本主义 、将

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的 ，
所以模式更新能

够承认市场的作用 ，本身就是古 巴党和政

府在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上的重大突破。

劳尔 ？ 卡斯特罗主政后 ，古 巴党和政

府逐渐认识到 ，古巴经济长期 困难的原因

不仅仅是美国 封锁 ，更重要的是 国有部门

的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 ，
而市场正是提高

效率的重要手段 。 虽然古共
“

六大
”

出 台

的 《 纲要 》仍然强调在模式更新进程 中计

划的优先地位和决定性作用 ，但该文件同

时也明确提出要考虑市场的趋向 ，
要利用

市场 。
？

２０ １ ６ 年出 台的 《理论化文件 》则 明确

指出 ， 国家承认市场的客观需要 ， 引进供需

规则 （ 市场 ） 与计划原则并不冲突 。 两者

可以共存 ，互为补充 ，造福国家 。 中国 的改

革和越南的革新进程就已经成功地证明 了

这
一点 。 古 巴曾经在一些省份采取

一

系列

利用市场的措施 ，增加某些产品的储量 以

保证国有市场的供应 ，使供给价格下降 ，有

效发挥了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 。 这也使

古巴在利用市场 、调节市场方面获得了
一

些积极的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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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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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卡斯特 罗在机场为加拿大总理送

行后对报界 的讲话 ，转引 自徐世澄 ： 《卡斯特罗评传 ：

从马蒂主义者到 马克思 主义者 》 ，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第 ３５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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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反对平均主义

，
禁止财富集中

长期以来 ，古巴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

只注重精神鼓励 ，
不提倡甚至禁止物质刺

激 ，
乃至分配过程中平均 主义泛滥 ， 导致

“

大锅饭
”

， 劳动者 的积极性遭到 严重打

击 。 这也是古 巴国有部门效率低下的重要

原因 。 劳尔 ？ 卡斯特罗在思想上为模式更

新做好准备 ，
明确反对平均主义 。 他指出 ：

“

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公正和平等 ，但是是

权利的平等 ，机会的平等 ，
而非收人的平等 。

平等不是平均主义 。 归根结蒂 ，平均主义也

是
一

种剥削形式 ：勤劳的劳动者受到不勤劳

的劳动者甚至好吃懒做者的剥削 。

”

①

在模式更新进程中 ，劳尔 ？ 卡斯特罗

提出 ，在生产过程中 ，对劳动者中 的积极分

子既要进行精神鼓励 ，
又要给予物质激励 ，

这样才能真正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推动

经济发展 。 模式更新重新将物质激励作为

经济增长的动力 ，有利于打破长期 以 来人

浮于事 、效率低下的僵化局面 。

劳尔 ？ 卡斯特罗主政后的模式更新为

私营行业的发展提供 了宽松的环境 ， 在经

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 了贫富分化现象 ， 威

胁着社会稳定 。 ２０ １ ０
—

２０ １ ６ 年间 ， 古 巴新

兴中产阶级创立了成功且利润丰厚的商业

模式 ，其 中 ２０ １ ６ 年仅餐饮业的收入就达

６ ．９３ 亿美元 。 奥巴马执政和美古关系正常

化进程启动后 ，古巴部分居民收到了更多的

侨汇收入。 在 ２０１６ 年 ，古巴 的侨汇收人达

到 ３４ 亿美元 ，
比 ２００９ 年增长了

一倍。
②

因此 ， 《理论化文件 》禁止所有权和财

富集中在非 国有制形式的 自 然人和法人手

中 。 在控制财富集 中方面 ，古巴提 出利用

税收手段保护低收入者 ， 对非公经济的利

润进行调控 。
２０ １７ 年 ７ 月 ， 劳尔 ？ 卡斯特

罗在古巴全国人大通过新的 《经济社会政

策纲要 》时指出 ，古 巴不允许产权和财富

集中到私人部门 。 针对已经有人拥有两

家 、三家 、四家甚至五家餐馆的现实 ， 他明

确提出不允许古 巴人拥有多种生意 。
③

四 、加强党对模式更新的领导 ，

发挥国家对市场的调控职能

国家虽然承认了 市场的作用 ，但这并

不意味着群众利益受损时党和国家可 以袖

手旁观。 党加强对模式更新领导 的 同 时 ，

强调国家对市场的调控职能 。

（

―

）
规范党的组织生活 ， 明确干部任

期制度

古共
“

七 大
”

在
“

六大
”

闭幕后五年如

期召开 ，而没有像
“

六大
”

那样拖了１４ 年

之久 ，说明 党的组织生活恢复正常 。 早在

２０ １ １ 年召开的古共
“

六大
”

上
，劳尔 ？ 卡斯

特罗就建议实行干部任期制度 ，党和 国家

的领导干部的任期限制为两届 ，每届五年 。

２０ １２ 年古共第
一

次全国代表会议④通过的

《党的工作 目标》明确规定 ，党政领导人的

①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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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ｓｓｕｅＡｒｔ ｉ

ｃｌｅ＆
ｉｓｓｕ ｅ＿  ｉｄ＝

５２５７５５４３６＆ａｒ
ｔ

ｉｃｌｅ
＿ｉ
ｄ
＝ ２００５ ７５４９８４ ．

④ 根据古巴共产党 《党章》 的规定 ，党的代表大会 （
〇ｍ－

ｇ
ｉ＾ｏ

）每五年举行一 次 ，
在 两次代 表大会之间

，
可就

某一方面 的工作召 开党 的代表会议 （
Ｃｏｎｆｅ ｒｅｎｃｉａ

） 。

但此前 ，古共从 未召开过党的 全 国代表会议。 ２０ １ ２

年 １ 月 ２ ８
—

２９ 日 召开的 会议是古共召开 的第一次

全国代表会议 ， 主要讨论党 的工作 。 参见古 巴共产

党 网站 ｈ ｔｌ
ｐ ：

／／ｗｗｗ．

ｐ
ｃｃ ．ｃ ｕ／ 。

—

５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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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为两届 ，每届 五年 。
① 实际上古 巴 自

此就废除 了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 职务终身

制 。 在干部年轻化方面 ，古 巴也迈 出 了坚

实的步伐 。
２０ １６ 年 ４ 月 举行的古共

“

七

大
”

正式提 出 ，新任 中央委员不得超过 ６０

岁 ，新任政治局委员不得超过 ７０ 岁 。

在 ２０ １ ３ 年 ２ 月 举行的全 国人 民政权

代表大会第
一

次会议上 ，劳尔 ？ 卡斯特罗

提议修改宪法 ，将古巴国 家高层领导人任

期制度化 ，宣布 自 己任期满五年后将不再

连任国务委员会主席等 国家最高领导职

务 。 时年 ５２ 岁 的米格尔
？

迪亚斯
－

卡内

尔 （
Ｍ ｉ

ｇｕｅ ｌＤ ｉａｚ
－

Ｃａｎ ｅｌ ） 当选古 巴 国务委

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

成为劳尔
？ 卡斯特罗最有可能的接班人 ，

这是第
一

次由未参加过古 巴革命的领导人

担任这些职务 。 ２０ １ ７ 年 ９ 月 ，古 巴进人政

治过渡期 ，全国的政府换届工作开始启动 ，

但原定于 ２０ １７ 年 １０ 月举行的市人大代表

选举 因厄玛飓风延期到 １ １ 月底才举行 ，原

定于 ２０ １ ８ 年 ２ 月 召开的第九次全国人民

政权代表大会也 因此将延后到同年 ４ 月举

行 。 届时劳尔 ？ 卡斯特罗可能辞去国务委

员会主席 、部长会议主席等 国家最高领导

职务 ，但仍将继续担任古共中央第
一书记 。

（
二

）
坚持

一

党制 ，加强党对模式更新

的领导

古巴坚持一党制不动摇 。 古 巴只有
一

个合法政党 ， 即古巴共产党 ，是古 巴社会和

国家的最高领导力量 ，
代表着国家团结 ，是

古巴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最核心 的战略武

器 。 劳尔 ？ 卡斯特罗在回答美国人提出 的

古 巴有几个政党这
一

问题时说 ：

“

和你们
一

样 ，古巴只有
一

个政党 。

”

在美 国人指 出

美国有两个政党时 ，劳尔
？ 卡斯特 罗 回答

说 ：

“

对 ，非常准确 ，在古巴也是
一

样 ，假如

古巴也有两个政党 ，菲德尔领导一个 ，我领

—

５６
—

导一个 。

”

为了加强党对模式更新的领导 ，

２０ １２ 年 １ 月
，古共在历史上召开了首次全

国代表会议 ，专 门讨论党的工作问题 。 会

议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把贯彻落实 《纲要 》 、

完成经济计划作为党 的工作重点 ； 加强对

非公经济从业人员 的政治思想工作 ， 与对

个体户 的偏见作斗争 。

劳尔 ？ 卡斯特罗指出 ，在任何情况下 ，

国家作 出的决定都不能破坏绝大多数民众

团结在党的周 围 ，
也绝不允许因为经济措

施而让古 巴 民众陷人不稳定性和不确定

性 。 劳尔
？

卡斯特罗要求党员和党组织在

实施 《纲要》时保持政治敏锐性 ，需要 向人

民做更多的解释工作 ，加强 自身纪律性 ，注

意倾听基层的声音 。

（
三

） 变革国家职能 ，发挥国家对市场

的调控作用

如前文所述 ，在模式更新 以前的社会

主义古巴 ， 国家不仅包办 了社会 ，
还用计划

取代了市场的作用 。 代表市场的作用的个

体经济等非公经济形式仅仅在国家经济困

难时期才被允许 出现和发展 ，
但在模式更

新开始后 ，古巴党和政府将精简机构 、裁撤

冗员 、政企分开作为重要的更新措施加以

推行 ，通过行政重组 ，将政府各部下属的国

有企业剥离出来 ， 成立大型国有企业集团 ，

涉及农业 、邮政 、通信等诸多行业 ， 为变革

国家职能和国有企业的进
一步改革准备了

条件 。
？

古共
“

七大
”

不仅承认了市场的作用 ，

而且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到了 国家与市场

①Ｐａ ｒ
ｔ
ｉ ｄｏＣ ｏｍｕ ｎｉ ｓ

ｔ ａＤ ｅｌＣｕｂａ
，

咖ｏ ｓＤｅ ＴＶａｆｃｑ／
ｏＤｅＺ

Ｐａ ｒｔｉｄｏＣｏｍｕｎｉｓｔａＤｅｌＣｕｂａ
，
Ａｐｒｏｖａｄｏ ｓｐｏ ｒｌａＰｒｉｍｅ ｒ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 ｎｃ ｉａ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
２０ １２ ．

②Ｃａｒｍｅ ｌｏＭｅｓａ 
－

Ｌａｇｏ＆Ｊｏ ｉ

＾ ｊ

ｅＰ６ ｒｅｚ
－

Ｌ６ｐｅｚ
，

ＣｕｂａＵｎ？

ｄｅｒＲａｕ ｌＣａｓｔ ｒｏ
，
Ａｓｓｅｓ 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ｆｏ ｒｍ

，Ｂｏｕｌ ｄｅ ｒ
，ＣＯ ：

ＬｙｎｎｅＲ ｉｅｎｎｅ 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

２０ １ ３
， ｐ

．１ ８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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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问题 。 这也说明 ，尽管截至 目前古

巴仍然认为市场仅发挥补充作用 ， 古 巴 的

模式更新仍然是利用市场作用 的改革 ，而

不是市场化或市场导 向 的改革 ，但古 巴共

产党已经认识到 了要想利用好市场 ，必须

发挥国家对市场的调控作用 。 《理论化文

件》指 出 ， 承认市场并不意味着党和政府

在人民利益受到侵犯时无动于衷 ，
不履行

社会职责 。 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以及群众组

织都有义务解决损害人民利益的不公正问

题 。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 限制 ， 市场供应满

足不了大众需求 ， 出现了投机和垄断现象 ，

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 这就需要党和 国

家的领导以及对市场的调控 。

首先 ， 国家要改进和完善中央 和地方

的组织机构体系和职能 ，
通过制定 国 家发

展规划 ，调节和领导社会发展 ，
通过社会主

义的计划手段 ，全面聚焦社会可持续发展 ，

同时兼顾市场的作用和特点 ， 并对市场进

行调控 ，保证效率的提高和 国家战略 目标

的实现 。 国家承认市场 ，
并通过直接指导

工具 （ 行政性指导 ）和间接指导工具 （经济

指导 ） ， 以及结合财政 、货币 、汇率和价格

等政策 ，把市场融入到经济计划 的运行之

中 ，规范和调控市场的发展 。 改革国家的

经济领导体制 ， 改革 国家和经济活动者的

组织 、结构 、准则 、文化和工作作风 。 在进

行集中决策和指导性计划的同时 ，
使用 间

接手段激发经济活动者的积极性 。 经济计

划要考虑市场关系的存在 ，调节市场运行 ，

限制市场作用 的空 间 ， 不能使市场在
“

更

新模式
”

中发挥主导作用 。

其次 ，国家要对市场进行调控 ， 即保证

市场融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 。 这具

体包括 ： 给予来 自 不同所有制形式的经济

活动者以相似的市场准入条件 ， 引 导合理

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确定如何利用市场 ，在

多大程度上利用市场 ，
以及确定各种活动

者的权利和义务 ；
制定规则 ，规范竞争 ， 制

止投机行为 ，维护公共利益 ，保护市场参与

者的利益 ；禁止违背社会利益的垄断性行

为等 。

五 、模式更新面临的挑战及其

采取的变革方式

截至 目 前 ，古 巴 的模式更新落实了
一

系列改革举措 ，
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尤其是

在以个体经济为代表的非公经济方面成效

显著 ，
非公经济 中的就业显著增长 ，有

一部

分人已经先富起来 了 。 与之相 比 ，
古 巴的

国有部 门改革滞缓 ，宏观经济没有 明显改

善 。 这
一局面恰恰与模式更新所面临的挑

战有关 ，
而这些挑战又决定 了更新的速度

与变革方式 。

（

一

） 模式更新面临的挑战

第
一

，古 巴的更新面临 的最大障碍仍

然是落后的观念 。 劳尔
？

卡斯特罗指 出 ，

古巴面临的主要障碍仍然是过时的观念 ，

缺乏对未来的信心等 。 他认为 目前党内存

在两种极端错误的认识 ：

一是 当前的认识

还停留在苏联 和社会主义阵营存在的时

代 ；
二是认为用资本主义手段就可 以解决

古 巴所有的问题 。
① 从古共

“

七大
”

的 内外

反应来看 ，古 巴社会内部要求加速改革甚

至实行休克疗法 、在外交上全面倒向西方

的声音越来越大 。 如果古 巴经济继续低

迷 ，改革进展缓慢 ，不排除出现社会动乱甚

至政治动荡的局面。

（ＤＲａ ｆｉｌＣａ ｓ ｔｒｏ Ｒｕｚ ，Ｉｎｆｏｒｍｅ Ｃｅｎｔｒａ ｌ ａｌ Ｉｍｏ ．Ｃｏｎｇ ｒｅｓｏｄｅｌ

ＰａｒｔｉｄｏＣｏｍｕｎ ｉ
ｓｔ ａｄｅ Ｃｕｂａ

ｙＬａＨ ａｂａ ｎａ
，１ ６ｄｅ Ａｂｒｉ ｌ ｄｅ

２０ １ ６ ，ｈｔｔ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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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 、改革和稳定的关系问题上 ，古

巴仍然没有解决好公平与效率 、计划 与市

场的关系问题 。 古共中央仍然将公平和稳

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
而把追求效率和运

用市场放在次要位置 。 这就决定了模式更

新只能是渐进 的过程 ，不可能使古 巴迅速

摆脱长期的经济困难 。 与此相关 ， 在模式

更新的 目标模式上 ，是停留在国家社会主

义 ，还是走向市场社会主义 ，亦或是乌托邦

式的 民主社会主义 ，
古 巴国 内尚有争论 。

？

第二 ，
最高领导层的代际更替进程仍

然存在变数 。 目前 ，除 ８６ 岁的劳尔 ？ 卡斯

特罗担任古共第一书记外 ，第二书记仍然

由 ８７ 岁的本图拉 ？ 马查多担任 ，受人瞩 目

的迪亚斯 － 卡 内尔未能在
“

七大
”

后出 任

第二书记 ；而主持落实 《纲要 》 和改革的马

里诺
？ 穆里略在政治局 只排名第九 ，排在

外交部长布鲁诺 ？ 罗 德里格斯之后 。 此

外 ，进入中央政治局 的 ５ 位年轻委员 多为

科学界人士 ，不可能成为下一代最高领导

层的成员 ，此举唯
一

重要的意义仍然是代

表性方面的考虑。 当然 ，

“

七大
”

并没有否

定或逆转
“

六大
”

以来 的新老交替进程 ，如

迪亚斯
－ 卡内尔在政治局的排名提前到了

第三位等 。 无论是从 ２０ １ ８ 年劳尔 ？ 卡斯

特罗不再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

主席来看 ，还是从 ２０２ １ 年他不再担任古共

中央第一书记来看 ， 古巴最高领导层的新

老更替都应该进人倒计时了 。

第三 ，模式更新的国 际环境仍然面临

挑战 。 近年来 ，为 了给模式更新提供 良好

的外部环境 ，古 巴吸引外资 ，先后与美国和

欧盟实现 了关系正常化 。 然而 ， 与西方关

系的改善对古巴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 虽然

美古关系改善了 ，
但美国颠覆社会主义古

巴的图谋不会改变 。 美国试图通过支持古

巴私营经济的发展改变古 巴的经济结构与

— ５８
—

性质 ，
通过支持古巴的持不同政见者要求

古巴进行
“

民主改革
”

，还支持美国 电信企

业进入古 巴 ，苹果和谷歌都与古 巴达成协

议 ，推进古巴政府难 以监管的宽带和无线

网络建设 ，改变古巴闭塞的状况 ，从而宣传

美国 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有评论认为 ，

奥巴马的访问是对古巴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的重大打击 。 特朗普上台后 ，开始收紧对

古政策 ，
２０ １ ７ 年不断发酵的

“

声波攻击
”

也

使古美关系面临严峻考验 。

此外 ， 当前委内瑞拉左翼政权又遇到

巨大困难 ，委 内瑞拉对古巴的援助在减少 ，

古巴社会的稳定正在经受着严重挑战 。 目

前 ，拉美左翼 已经失去了地 区政治 的主导

权？ ，这也是古 巴模式更新的 国 际环境恶

化的
一

方面 。

（
二

）
模式更新采取渐进的变革方式

古共
“

七大
”

再次重 申 ，古 巴的社会主

义不可逆转 。 古巴将继续按照国际标准提

供免费的医疗 、教育 、社会保障等 。 古巴将

继续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 ， 按照
“

不急躁

也不停滞
”

的渐进方针 ， 稳步推进经济社

会更新进程 。 古 巴不会走新 自 由 主义道

路 ，不会实行休克疗法 。 劳尔 ？ 卡斯特罗

在
“

七大
”

讲话 中指 出 ：

“

自
“

六大
”

通 过

《纲要 》时起 ，我们就很清楚这
一

《纲要 》的

贯彻会是一条困难重重 、充满障碍和矛盾

的道路 ，
模式更新的根本性转变需要的时

？Ｃａｍｉ
ｌａＰｉｎｅ ｉｒｏＨａｍｅｃｋｅｒ

，
“

Ｃｕｂａ
’

ｓＮｅｗＳｏｃ ｉａｌｉ ｓｍ ，

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 ｔ

Ｖ
ｉｓｉｏｎｓＳｈａ

ｐ
ｉｎｇ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 ｈａｎ

ｇ
ｅｓ

ｎ

，

ｉ ｎＰｈｉ ｌ

ｉｐ

Ｂｒｅｎｎｅｒ
，
Ｍａｒ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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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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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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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２０１５ 年 １ １ 月阿根廷左翼在大选中落败和 ２０ １６ 年 Ｓ

月 巴西左翼总统迪尔 马 ？ 罗塞夫被弹劾下 台 ， 标志

着拉美左翼失去了地区政治的主导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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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可能不止 ５ 年 。

” “

我们要
一

直 以稳固 的

步伐前进 ，
不急躁也不停顿 ，逐步而全面地

达成 目标 。

”

①

在变革 的方式上 ， 古 巴政府 反对
“

休

克疗法
”

， 反对任何加速国有资产和社会

服务私有化的主张 。 卫生 、 教育和社会保

障领域的任何新 自 由主义配方永远都不适

用于社会主义古 巴 。 古 巴党 和政府认为 ，

实行
“

休克疗法
”

会损害社会下层的利益。

而古巴模式更新的原则之
一

是不抛弃任何
一

个人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模式更新

的速度 。 此外 ， 国际金融危机和美国对古

巴的封锁也是客观的制约因素 。

然而 ，古巴国 内还存在另外两种声音 。

一是由 于古 巴经济长期困难 ，模式更新以

来又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 ，加上美古关系

的改善 ，
以美国为 目的地的移民迅速增加 ，

因而不少人呼吁加快更新 的步伐 ，甚至主

张实行
“

休克疗法
”

。 二是更广大的 国有

部门 的既得利益者害怕失去稳定的工作和

较高的社会地位 ， 因而主张实行国家社会

主义 ，
不愿意裁撤冗员和进行 以市场为导

向的改革 。 因此 ，古 巴政府推行的
“

渐进

式改革
”

方式面临着加快改革和阻碍改革

两方面的压力 。

六 、结 论

从 目前来看 ，古巴 的模式更新 已经迈

出 了坚实的步伐 ，
在所有制结构 、市场的运

用 、对平均主义和效率的认识以及党和国

家的作用等方面都较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

有了改变 ，但仍然 面临挑战 。 虽然党内外

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上有共识 ，
但在探索

建立适合古 巴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的 目标

模式上仍然有着不同意见 。 落后的观念仍

然是模式更新最大的障碍 ，
有待于古巴党

和政府进
一

步解放思想和创新社会主义理

论 。 此外
，更新进程还面临着最高领导层

的代际更替和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 。

关于古 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前景 ，

存在三种可能 ：

一

是与菲德尔
？

卡斯特罗

时代的改革与调整 的结果
一

样 ，利用市场

仅仅是为了解决
一

时 的经济 困难 ，高度集

中的计划经济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
二是如

果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等方面的认识获得

突破 ，古巴可能走上中 国和越南那样的市

场化改革之路 ；
三是如果古巴未能顶住西

方的和平演变 ，或者实行休克疗法 ，社会主

义政权就会变色 。 目前 ，第
一

种可能仍然

不能被排除 ，
因为迄今为止古 巴 的模式更

新仍然是利用市场的改革 ，而不是以市场

为导 向的改革 。 如果古巴确立了市场化改

革的新 目标 ，就会出现第二种可能 。 最后
一种可能 目前仅仅是假设。 无论如何 ， 只

要更新进程在古 巴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

义的旗帜下继续进行 ， 古 巴对社会主义发

展模式的探索都必将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

动的丰富和贡献 。 ■

［ 杨建 民 ： 中国 社会科学院拉丁美 洲研究所 ］

（ 责任编辑 周艳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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