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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政治生态的新变化与基本趋势分析

袁 东振

【 内 容提要】 近年来 ，拉美 国 家民 主 与稳定的 趋势进一步 稳固 ，政 治体制 正常

运行 ，
政治 生 活有序展开 ，社会矛盾和冲 突处于 可控状 态 。 但稳定 中 有 隐 患 ， 不稳定

或 不确 定因 素依然存在 ；体制运转失灵的 风险仍未 消 除 ．政 治发展的 不确定性增加 ，

拉美 国 家的不 团 结 不利 于地区 政治稳定。 在新的 国 际和地 区 环境 中 ，拉美政 治 生态

和政治社会环境继 续发生新变动 。

“

左退右进
”

的 效应持 续发酵 ， 持续近二十年的 左

翼
“

粉红 色
”

潮流继续褪 色 ， 左 翼执政 党 面临 的 难题增 多 ，

“

２ 〗 世纪社会主 义
’ ’

实 践探

索遭遇新挫折 。 但拉美左翼政治 力 量的 影 响仍 不 可 小觑 ，
一些仍 继 续执政 的 左翼政

府不断调整政策和理念 ，执政方针趋 于温和化与 实 用 主义化 。 古 巴
“

更新
”

开启 新征

程 ， 将对拉美政治格局和政治发展产生 不 可忽视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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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世界经济和 国际政治领域发生
一

系列重大变化 ， 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

增多 。 发展中 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努力寻求对 国际事务的更大话语权 ，世界政治经

济的版图继续被改写 。 在上述背景下 ，拉美地区政治生态发生
一

系列重要变动 。 拉

美的总体局势虽基本稳定 ，但稳中有忧 ，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多 ；
地区政治力量对

比 、政治生态和政治环境发生持续变化 。 虽然近期右翼力量进一步抬头 ，但左右翼

共存与竞争仍是拉美政治发展的基本态势 ；左翼政府执政难度增大 ，但左翼力量积

极寻求应对右翼
“

回潮
”

的新对策 ； 古 巴
“

革新
”

进程加速推进 ，将对地区政治格局产

生重要影响 。 本文拟对近年来拉美政治生态的新变化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做初

步研究 ，对这些变化所产生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进行初步分析 ， 为研判拉美政治格局

的演变动向提供新素材 。

一

、拉美政治 出现新变化

进人 ２ １ 世纪以来 ，拉美政治发展出现
一

系列重要变化 。 这些变化体现了拉美地

区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动 ，不仅改变了该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生态 ，
也关乎未来拉美政

治的发展 。

最显著的变化之
一

是民主与稳定的趋势进一步稳固 ， 但仍存在不确定性 ，特别

是在 ２０ １５ 年以后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 。 在拉美历史上 ， 民主制度与威权统治交

替出现 ，呈现出独特的
“

钟摆效应
”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后拉美 国家开始军政府
“

还

政于民
”

的
“

再民主化
”

进程 ，这
一

进程到 ９０ 年代初基本完成 ， 拉美 由此进人历史上持

续最长的一轮民主政治周期 。 在传统上深受威权政治之苦的各阶层大众对民主化

巩固 、民主体制完善以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满怀憧憬 。 随着威权政治 向民主政治

转型 ，拉美国家民主制度框架渐趋完善 ， 政党运行规则 日 益完备 ， 政府体制和治理机

制趋于改善 ，维护民主制度的共识进一步增强。 即使在传统上
一直动荡不定的某些

安第斯地区国家 ，民主体制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固 。 期 间虽有少数拉美国家的军

人萌发干政的企图 ，但在政治民主化渐趋稳固的环境下 ，这些偶发事件不仅不能像

历史上那样在周边国家产生
“

传染效应
”

，而且遭到该地区国 家的一致谴责 ，最终都

在民主体制的框架内得到妥善解决 。 目前所有拉美国家都由民选的民主政府治理 ，

民主与稳定的趋势已经难以逆转 。

另
一

个最显著变化是拉美左翼的群体性崛起 。 从 １９９９ 年查韦斯在委 内瑞拉上

台执政开始 ，

一

大批左翼政党在拉美地区陆续上台执政 ，其中最主要的是委内瑞拉 、

智利 、 巴西 、阿根廷 、乌拉圭、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等国家 。 左翼执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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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土面积超过拉美总面积 ７０％ ，人 口约占拉美总人口 ５４％ 。 国 内外学界将此轮拉

美左翼执政周期称为
“

粉红色
”

潮流 。

一般说来 ，拉美左翼通常代表中下层的利益和

诉求 ， 主张变革现存政治社会秩序 ，重新分配社会权力和利益 。 左翼主张对经济进

行一定程度干预 ；持有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和程度 、推进大众政治的理念 ；倾向于公平

优先于效率 ；在对外政策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反美或
“

去美国化
”

倾向 。 在十几年的执

政期 内 ，拉美左翼执政党试图修正新 自 由 主义的政策 ， 执行亲中下阶层的社会政策 ，

推动实施较激进的政治经济变革 ，谋求建立替代发展模式 ， 解决根深蒂固的各种社

会问题 ，力图推动国家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摆脱对外依附 。 拉美有些左翼执政党

甚至提出
“

社会主义
”

和
“

替代资本主义
”

的激进主张和 口号 。

近期 ， 由经济衰退引发的一系列严重政治社会后果持续发酵 ， 拉美地区的政治

发展出现重要转折 。 由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 ，
２００３ 年以后 出现的拉美

经济增长
“

黄金十年
”

难以持续 ，
经济增长步入下行通道 ，

一些国家甚至陷人衰退和

危机 。 ２０ １４ 年拉美经济仅增长 １ ． １％
，
２０ １ ５ 和 ２０１ ６ 年连续两年负增长 （分别下降

０．

５％和 １ ． １ ％ ）
，
２０ １ ７ 年仅增长 １ ．３％ 。 经济衰退的政治社会效应不断发酵 ，社会不

满情绪不断积聚 ，政治社会稳定开始动摇 ， 不确定性进
一步凸显 ，引发并推动拉美地

区政治生态和政治环境发生新变动 。

二
、 民主稳定的趋势与不稳定 、不确定的风险

近年来 ，拉美地区民主和平与稳定的趋势进一步稳固 ，个别国家偶发、局部或短

期的不稳定难以改变整个地区政治发展的这
一

基本走势 。 然而拉美政治发展稳中

有忧 ，不稳定和不确定的风险依然存在 。

（

―

）民主稳定的趋势不断稳固

１ ． 政治体制有效运行 ，政治生活有序展开 。 拉美最近
一

轮的民主化进程启动至

今已经 ４０ 年。 在拉美历史上最长的
一

轮民主周期内 ，拉美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基

本确立起来 ，权力机构 日益有效 ，立法和司法机构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加强 ；
民主体制

机制渐趋完善 ，政党政治趋于成熟 ， 多党竞争的规则牢固确立 ；
政党制度 、政府治理

与民主制度的关联度进
一

步提升 ；政府制度不断成熟和完善 ，政府效率不断提高 ；权

力制约机制 日益显现 ，选举和政治生活的透明度都得到基本保障 。 拉美国家的政治

生活有效展开 ，大选 、政府更替及执政党更迭基本在宪法和 民主体制框架下有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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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 因选举产生的争议和冲突越来越少 。

① ２０ １７ 年后拉美进入新一轮大选周期 ， 继

厄瓜多尔 、 巴哈马 、洪都拉斯、智利四 国大选 ， 以及阿根廷议会中期选举和委 内瑞拉

地方选举之后 ，
２０ １ ８ 年有哥斯达黎加 、古巴 、 巴拉圭 、委 内瑞拉 、哥伦比亚、墨西哥 、 巴

西 、 巴 巴多斯、格林纳达 、安提瓜和巴布达等十多个国家举行大选或总统选举 。 多数

国家的选举紧张但有序展开 ，政府更替依法定程序进行 ，虽偶发意外 ，但未发生重大

争议 ，选举结果得到广泛尊重 ，未引发严重社会动荡 。 ２０ １ ８ 年秘鲁总统库琴斯基因

卷入腐败案宣布辞职 ，但政府实现顺利和平稳更迭 。

２ ．地区局势总体稳定 ，有利于稳定的因素进
一

步增多 。 拉美地区的局势总体稳

定 ，对稳定有负面影响的热点问题继续降温 。 世纪之交前后 ，拉美国家有许多热点

冲突 ，严重危及相关国家和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 当时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政治社

会冲突激烈 ，多位总统不能完成预定任期 ，在大规模民众抗议中被迫提前下台 。 除

哥伦比亚反政府游击队活动频繁外 ，秘鲁和墨西哥等 国家也有游击队从事反政府的

活动 。 秘鲁等国家因社区和民族矛盾引发的社会冲突频发 ，时常造成财产损失 和人

员伤亡 。 近年来 ， 这些所谓热点冲突都得到不同程度化解 ，有利于稳定的因素不断

增强 。 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实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政治社会稳定 ， 墨西哥和秘鲁等 国

的反政府游击队活动基本绝迹 。 特别是哥伦 比亚的长期 国内 武装冲突得到根本性

化解 ，和平进程取得不可逆成果 。

② 哥伦比亚反政府游击队
“

革命武装力量
”

（简称

ＦＡＲＣ） 和
“

民族解放军
”

（简称 ＥＬＮ） 等与政府交战 ５０ 多年
，
共造成 ２２ 万人死亡、数

百万人流离失所 ，严重危及本国及地区和平稳定 。 经友好国家斡旋 ，哥政府与 ＦＡＲＣ

经谈判签定和平协议 。 根据协议 ，
ＦＡＲＣ 将转型为合法政党并在国会拥有席位 （从协

议生效至 ２０２６ 年 ，
ＦＡＲＣ 在国会选举中可 自动获得 １０ 个议席 ） 。 ２ ０ １７ 年 ９ 月 ＦＡＲＣ

宣布成立
“

大众革命替代力量
”

党 （仍简称 ＦＡＲＣ ）
，并参加 ２０ １ ８ 年 ３ 月 国会选举 。 该

党主席隆多尼奥 （
ＲｏｄｒｉｇｏＬｏｎｄｏｉｉｏ ）计划参加 ２０ １ ８ 年总统选举 ，后因心脏手术退出 。

哥政府和 ＦＡＲＣ 签署和平协议的积极效应持续扩散 ，推动 了政府与 ＥＬＮ 的和谈进

程 。 政府与 ＥＬＮ 签署和平对话协议 ，决定定期举行和谈 。
ＥＬＮ在 ２０ １８ 年大选期间

宣布单方面停火 ， 释放和平善意 。 困扰该国数十年的武装冲突有望完全解决 ，其对

地区稳定的威胁也随之减弱 以至消失 。

①袁东振 ：
《理解拉美主要 国家政治制度的变迁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 １７ 年第 １ ０ 期 ，第

２９
—

３２ 页 。

② 莉娜 ？ 卢纳 ：
《哥伦比亚和平进程 ：

历史背景 、发展和展望 》 ， 《拉丁美洲研究 》２０ １ ７ 年 ６期 ，

第 ５６
—

７ １ 页 。

？１ ２ ７？



拉美政治生态的新变化与基本趋势分析

值得指出的是 ，委内瑞拉国内 政治危机
一度有所缓解 ，但近期又趋加剧 。 多年

来委 内瑞拉国 内政治危机呈周期性高发状态 。 特别是反对派联盟 ２０ １５ 年底赢得国

会选举后 ，

“

府院之争
”

升级 。 ２０ １ ７ 年反对派发动长达数月 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 引

发多起暴力事件 ，造成 １〇〇 多人死亡 。 为化解危机 ，马杜罗总统宣布启动制宪大会 ，

希望通过制定新宪法来消除反对派控制的议会权力 ， 此举遭反对派反对和抵制 。 委

２０ １ ７ 年 １ ０ 月举行地方选举 ，执政党和反对派在全 国 ２３ 个州 中各贏得 １ ８ 个州和 ５

个州 。 地方选举后国 内 政治局势
一

度缓和 ，政府和反对派开展对话并取得
一些进

展 ，但 ２０ １８ 年双方谈判破裂 。 为应对内外压力 ，委政府决定把应在 ２０ １ ８ 年底举行的

总统选举提前到 ５ 月举行 ，马杜罗在主要反对派抵制的情况下再次当选总统 。 马杜

罗胜选后宣布将调整经济模式 ， 国 内政治秩序
一

度趋于平稳 。
２ ０１ 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 马

杜罗宣誓就职 ，开始为期 ６ 年的新任期 。 此后委 内瑞拉局势发生急剧变化 。 当月 ２３

日 ，反对派人士 、 国会主席瓜伊多 （Ｊ
ｕａｎＧｕａ ｉｄｏ ） 自封临时总统 ， 宣布马杜罗为

“

篡权

者
”

，要求其下台 。 在美 国和拉美右翼政府支持下 ， 瓜伊多开展一系列针对马杜罗政

府的活动 。 与此同时 ，美国强化对马杜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制裁 ， 最大限度地对其

施加政治和外交压力 ，甚至进行公开的军事威胁。 在此背景下 ， 委 国 内冲突迅速升

级 ，进而引发全面政治危机 ，发生政治变局的风险明显加大 。

３ ． 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处于可控状态 。 长期 以来拉美国家社会矛盾突 出 ，社会

冲突频发 。 随着近期
一些国家发生左右执政周期的轮替 ，

一些中右翼执政党启动社

会改革 ， 旨在减轻左翼执政时期高福利政策给国家财政造成的沉重负担 。 与其他领

域的改革相 比 ，社会改革敏感度较高 ，关乎众多劳动者和中下层民众的切身利益 ，更

容易引发争议和冲突 。 近期 巴西 、阿根廷 、 智利等 国家都发生 了 大规模抗议活动 。

罢工和社会抗议活动在许多国家成为
“

常态
”

，但这些抗议活动通常并不具有明显的

政治色彩 。 例如在抗议活动频发的阿根廷 ， 抗议活动多由工会组织发动 ， 主要动机

是抗议工资下降 、拖欠工资和违反协议 （
４４％ ） ，或者是反对裁员 （２５％ ） 和抗议工作

条件恶化 （ １ ２％ ） ，抗议
“

政治改革
”

的活动只 占少数 （ １ ０％ ） 。 拉美 国家的社会冲突虽

处于频发多发状态 ，但这些
“

常态化
”

冲突基本处于可控状态 ，不足以从根本上损 害

整个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二 ）
不稳定和不确定的风险

然而 ，拉美地区政治不稳定的隐患犹存 ，政治发展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 这突出地

表现为以下方面。

１ ． 依然存在的体制运转失灵风险危及政治和社会稳定 。 拉美 国家体制运转失

？１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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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风险首先表现为体制化解危机的能力不足 。 拉美国家党派林立 ，各派政治力量虽

观点不同 ，但在维护民主体制方面有共同诉求 。 然而 ， 拉美 国家政治体制化解危机

的能力不足 ，致使一些国家政治危机频发 ，加剧了各种治理难题。

“

再民主化
”

进程

启动 ４０ 年之后 ，许多拉美国家体制中 固有的脆弱性和缺陷依然没有消 除 ，

“

形式 民

主
”

虽不断完善 ，但
“

民主质量
”

未得到根本性改善 ，未能在民主体制下实现人们梦寐

以求的经济与社会良性发展 。 许多拉美国家的体制依然缺乏化解政治和社会难题

的能力 ，致使体制性危机仍时常发生 。 近年来巴西 、委内瑞拉 、 巴拉圭 、 厄瓜多尔 、洪

都拉斯 、尼加拉瓜等国家发生的危机 ， 在
一

定程度上表明其体制存在失灵的风险 。

拉美国家体制运转失灵的风险还表现为制度能力差。 拉美不少国家的制度和体制

缺乏 自我调节和 自我修复的能力 ，国家的权力机构成为各政党和政治势力角逐和争

权夺利的平台 。 在
一些国家 ，各主要政党缺乏寻求共识的意愿和能力 ，在事关国家

发展的关键和重大问题上相互掣肘甚至相互拆台 ；
不少政党把本党利益置于国家利

益之上 ，在关键时刻不惜对 自 己的政治盟友发动
“

软政变
”

。 拉美国家多实行三权分

立制度 ，总统和国会分别 由不同的选举产生 ，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并不
一

定为 同
一

政党所掌控 。 在政治运行过程中 ，立法和行政机构相互撕裂 、公开对抗、相互拆台 的

场面屡见不鲜 ，形成所谓
“

分裂的政府
”

和
“

蹩脚鸭
”

政府 。
① 政府施政纲领因得不到

由在野党控制的立法机构支持而夭折的情况时有发生 ，加大了不稳定的风险 。

２ ． 公众对制度和体制缺乏信任加大不稳定的隐患 。 拉美公众对制度 和体制 的

不信任源于体制缺陷及制度能力的滞后 ， 源于对执政者执政能力失望 ，源于对政治

体制公平性不满以及对政治家的反感 。
② 而公众的这些不满或不信任有各种表现 ，

特别表现为对制度的信任度下降 ， 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业绩不满意 ， 甚至 由此引发

对国家的发展前途无信心 。 拉美地区多家智库的调查研究显示 ，拉美公众对本国民

主制度运行的不满意度达到 ６０％
，其中哥伦 比亚 （

７５％ ） 和巴西 （ ７ １％ ） 的不满意度最

高 ， 阿根廷 （６８％ ） 、秘鲁 （
６２ ％ ）和墨西哥 （

５９％ ）等国家也不低 。 拉美 由此而成为全

世界公众对制度最不满意的地区之
一

。

３
． 公众对公共政策的不满损害政治和社会稳定 。 公共政策引发社会矛盾和社

会冲突多发是拉美国家不稳定的重要源泉 。 在拉美地区 ，社会政策为弱势阶层提供

①杨建民 ：
《 ２０ １ ７

—

２０ １ ８ 年拉美政治形势 ：
迎接大选年 》 ，袁东振主编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

展报告 ＞（ ２０ １ ７
—

２０ １ ８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 １ ８ 年 ，第 ４ １ 页 。

② 吴 白乙主编 ：
《拉美国家的能力建设与社会治理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年 ，第

１ １ ５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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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程度的保护 ，

一

直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推动器 。 ２０ １４ 年以后经济形势的恶化

使拉美国家政府的社会政策陷人困境 。 为保持财政平衡 ， 部分拉美国家被迫将削减

支出特别是社会支出作为重要调控手段 ， 由此削弱了社会政策的能力 。 与此同时 ，

经济环境恶化导致失业人 口和非正规就业者迅速增加 ， 收人水平下降 。 在上述双重

因素的作用下 ，
２ １ 世纪后拉美贫困人口持续下降的势头受到抑制 ，不仅减贫动力下

降 ，
而且脱贫人 口重新返贫 、 中间阶层贫 困化的风险增大 。

？ 拉美国家的社会政策既

不能有效化解贫富分化 、社会环境恶化、暴力犯罪增多等历史难题 ，又不能化解改革

过程中产生的民众利益受损等现实问题 ，反而使
一

些阶层 已经获得的利益有得而复

失的风险 。 社会政策失灵必然使民众对公共部门 和公共政策信任度下降 ， 不满情

绪 、 不信任感 、不安全感和不公平感增加 。 越来越多 的民众通过抗议 、示威等方式表

达对政府和公共政策的不满 ，表达 自 己 的利益和诉求 。 抗议和示威等活动频发必然

会损害政治和社会稳定 ，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国家预定的发展进程 。

４ ． 拉美国家政治发展仍存在
一定程度不确定性 。 政治发展的不确定首先源于

经济发展的不稳定 。 拉美经济结构不合理 ，对外依赖程度较大 ， 易受外部因 素冲击 ，

经济增长呈现较强的周期性波动 的特点 。 如前所述 ， ２００３
—

２０ １３ 年拉美经济经历
“

黄金十年
”

，实现新一轮增长 ，其中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拉美 ＧＤＰ年均增长 ４ ．８％ ，人均年

增长 ３ ．４％ 。 凭借强劲的经济增长 ，拉美国家成功抵御 了２００８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的

冲击 ，
２０ １０ 年 、

２〇 １ １ 年和 ２０ １ ２ 年 ＧＤＰ分别增长 ５ ．９％ 、
４ ．３％和 ３ ．１％ ，人均分别增

长 ４ ．８％ 、 ３ ．１％和 ２．０％
；
２０ １３ 年拉美经济增长 ２． ６％ 。

２０ １４ 年拉美经济步入下行

通道 ，
２０ １ ５ 和 ２０ １６ 年连续两年负增长 ， ２０ １ ７ 年实现 １ ．３％的低速增长 。 ２０ １７ 年底联

合国拉美经委会预计 ，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继续好转 以及大宗商品价格 回稳 ， ２０ １ ８ 年

拉美经济有望增长 ２ ．２％
，但增长前景有较大不确定性 。 此后 ， 该机构连续下调拉美

经济增长率 ，
２０ １ ８ 年 ８ 月下调至 １ ．５％ ， １ ０ 月下调至 １ ．３％

；
１ ２ 月再次下调至 １ ．２％ ，

其中委内瑞拉 （
＿

１ ５％ ） 、 阿根廷 （

－

２ ．６％ ） 、尼加拉瓜 （

－

４ ． １ ％ ） 、多米尼克 （
－

４ ．４％ ） 、

巴 巴多斯 （

－

０ ．５％ ）五国为负增长 。 拉美的经验表 明 ，经济衰退 、社会不满 、政治动荡

有明显的相关性 。 在经济衰退时期或出现衰退的国家 （如近期的 巴西 、阿根廷 、委 内

瑞拉 ） ，通常会出现
一

个
“

愤怒
”

的 中 间阶层 ， 他们对社会的忧虑和不满情绪不断扩

散 ，时常演化为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 ， 引起社会动荡多发 ， 执政环境恶化 ， 加剧政

治发展的不确定性或动荡的风险 ，损害政治社会稳定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ｍｍｉ 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Ｌａｔ ｉｎＡｍｅｒ
ｉ
ｃａａｎｄｔｈｅＣａ ｒｉｂｂｅａｎ（ ＥＣＬＡＣ）

，Ｓｏｃ
ｉ
ａ

ｌＰａｎ ｏｒａｍａｏｆ

Ｌａｔ ｉｎＡｍ ｅｒｉｃａ２０ １ ７ ＊Ｓａｎｔｉ
ａｇｏ ｄｅＣｈｉ ｌ ｅ

：
ＥＣＬＡＣ ，２０ １ ８ ，

ｐ
． ８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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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治生态和环境的变化及其影响

（

一

）政治生态和政治环境的变化

最近几年拉美政治生态和政治环境持续发生新变动 。 始于 ２ １ 世纪之初的左翼
“

粉红色
”

潮流继续褪色 ，
政治舞台延续

“

左退右进
”

的态势 ， 由右翼政党执政的国家

明显增多 。

一些仍继续执政的拉美左翼政府面临 的压力加大 ，不断调整政策和理

念 ，执政方针趋于温和 。

１ ．

“

粉红色
”

周期继续衰退 。 由于经济下行和衰退的社会效应不断发酵 ， ２０ １ ５ 年

以后拉美政治发展中暗潮涌动 ，各国政坛酝酿新变局 ， 地区政治生态 出现新变化 ，延

续了十六七年的
“

粉红色
”

潮流大面积褪色 。 阿根廷 、 巴西、秘鲁等国家的左翼政党

相继失去执政地位 ，对拉美左翼形成
“

巨大打击
”

。
① ２０ １ ５ 年 Ｕ 月 阿根廷右翼

“

变革

联盟
”

领袖毛里西奥 ？ 马克里当选总统 ，终结了该国左翼政党 １２ 年的连续执政
；

２０ １ ６

年 ８ 月 巴西左翼总统迪尔玛 ？ 罗塞夫被右翼控制的国会弹劾下台 ，政坛
“

右转
”

。 在

２０ １６ 年秘鲁总统选举中右翼政党 占据绝对优势 ，选举完全成为两个新兴右翼政党表

演的舞台 。 此外 ，在委内瑞拉 ２０ １ ５年底举行的国会选举中 ，执政的左翼政党联盟 自

１ ９９９ 年以来首次失去对国家立法权的控制 ，反对派
“

民主团结联盟
”

获得 ２／３ 的绝对

多数国会席位 ，给左翼政府继续执政造成强大阻力 。 在 ２０ １ ７ 年厄瓜多尔总统选举

中 ，右翼政党也险些实现翻盘 ，左翼执政党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受到严重冲击 。

２ ．

“

左退右进
”

的效应持续发酵 。 ２０ １ ５ 年和 ２０ １６ 年阿根廷 、 巴西左翼执政党相

继下台的
“

传染效应
”

在其他国家迅速扩散 ， 整个地区继续呈现出
“

左升右降
” “

左退

右进
”

的态势 。 在 ２０ １ ７ 年底的智利总统选举中 ，右翼
“

前进联盟
”

候选人塞巴斯蒂

安 ？ 皮涅拉 （ＳｅｂａｓｔｉｄｎＰｉ ｆｉｅｒａ ）当选 ， ２０ １ ８年 ３ 月 执政党更迭完成 ， 中左翼政府被右翼

政府取代 。 在哥伦比亚 ２０１ ８ 年总统选举中 ， 右翼的 民主 中心党候选人杜克 （ Ｉｖａｎ

Ｄｕｑｕｅ）获胜 ，延续了 自 ２００２ 年起该国一直由右翼政党执政的局面 。 ２０ １ ８ 年 ４ 月 红

党候选人阿布多 （Ｍａｒｉｏ Ａｂｄｏ ）在巴拉圭大选中获胜 ，右翼在该国的执政地位进
一

步

稳固 。 巴西右翼 政党 社会 自 由 党 异军 突起 ， 不仅该 党候选人 博索 纳 罗 （Ｊａ
ｉｒ

Ｂｏ ｌｓｏｎａ ｒｏ ）在 ２０ １ ８年总统选举中获胜 ，该党在议会中的议席也大幅增加 （在众议院

① 方旭飞 ： 《从右翼复兴看拉美政治中的
“

左退右进
”

态势 》 ， 《现代 国际关系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１ ０

期 ，第 ２７
—

２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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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席从 １ 席增至 ５２ 席 ） ，

一举成为众议院第二大政党 ，带动巴西政治生态继续
“

右

转
”

。 除阿根廷 、 巴西、秘鲁 、智利等国右翼力量重新上位外 ， 仍继续执政的委 内瑞

拉 、玻利维亚 、尼加拉瓜等 国左翼执政党遭遇重大挫折 ， 执政压力越来越大 ，需要应

对的执政难题越来越多 ，长期执政的前景变得越来越不确定 。 目前左翼政党主要在

一些拉美中小国家执政 ，即使被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属于左翼的洛佩斯 ２０ １ ８ 年 ７ 月在

墨西哥赢得总统选举胜利 ，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拉美地区
“

左退右进
”

的政治生态。

拉美国家的右翼政治力量也有相对稳固的社会和政治基础 ，有 自 己 的支持群

体 。

一

般说来 ，右翼通常代表中上社会阶层利益 ，
主张维护既得利益 ，赞同温和社会

改良 ，反对剧烈社会变革 ；倾向于 自 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策和精英治国的政治理念 ；

主张效率优先于公平 ；
有明显的亲美倾向或

“

美 国化
”

偏好。 越来越多的拉美右翼政

府上台执政 ，不仅标志着该地区政治力量对比出 现明显变化 ，也预示着该地区政治

和社会环境将发生进
一步的深刻变化 。 阿根廷 、 巴西 、秘鲁右翼政府上台执政后 ，不

仅进
一

步推动 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改革 ，也对包括对外政策在 内的前左翼政府的政

策进行大幅度 回调 。 在对外政策方面 ， 这些政府积极 向美国和欧洲靠拢 ， 转变 了对

拉美激进左翼政府的态度 ，甚至积极参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的

“

围剿
”

，不断向委内瑞拉左翼政府施压。

３ ．

“

拉美 ２ １ 世纪社会主义
”

实践探索遭遇新挫折 。 与进入 ２ １ 世纪后左翼执政周

期相伴随 ，拉美出现所谓
“
２ １ 世纪社会主义

”

的实践探索 ，并在短期 内取得
一些成效 。

随着国际经济危机影响持续发酵 ，拉美一些左翼执政国家的经济下行并陷人衰退 ，

困难增多 。 委内瑞拉、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等国左翼执政党的
“

社会主义
”

实践探索

难度加大 。 在这种形势下 ，围绕
“

拉美 ２ １ 世纪社会主义
”

的争论趋于激烈 。

一

些左翼

学者和左翼政党继续论证
“

拉美 ２ １ 世纪社会主义
”

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 ，充分肯定

其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成就 。 右翼学者和媒体则加大对其攻击和批判 的力度 ， 渲染
“

拉美左翼正在遭遇最黑暗的时刻
”

，

“
‘

２ １ 世纪社会主义
’

在选举中失去影响
”

，并
“

在

拉美沉没和退潮
”

； 宣称
“

‘

２ １ 世纪社会主义
’

是拉美最大的不幸和灾难
”

， 强调
“

不应

再犯
‘

２ １ 世纪社会主义
’

的错误
”

，断言
“

２ １ 世纪的社会主义
”

最终会滑人
“

军事独

裁
”

。 尽管对
“

拉美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

有不同评价 ，但有
一

点是确定无疑的 ， 即持续近

２ ０年的拉美
“

２ １ 世纪社会主义
”

实践探索 目前已陷人新困境 。

４ ． 仍在继续执政的左翼政党面临的执政难题明显增多 。 目前厄瓜多尔 、委内瑞

拉 、尼加拉瓜等国左翼执政党的执政难度明 显增加 。 （ １ ） 厄瓜多尔左翼执政党主权

祖国联盟运动内部发生严重分裂 。 ２０ １ ７ 年莫莱诺 （Ｌ ｅｎ 彳ｎＭｏｒｅｎｏ ）总统执政后进行
一

系列政策调整 ，取得较好业绩 ， 但执政党 内矛盾加剧 ， 形成两派 ，莫莱诺与前总统
？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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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雷亚的矛盾激化 。 ２０ １ ８年 １ 月 科雷亚宣布脱离 ２００６ 年 由他 自 己创建的
“

主权祖

国联盟
”

党 ，另组
“

公民革命运动
”

，执政党正式分裂 。 科雷亚指责莫莱诺是
“

叛徒
”

，

背叛
“

公民革命
”

。 由于执政党发生分裂 ，现总统莫莱诺有可能会偏离既定的左翼路

线 。 （
２

） 委内瑞拉左翼执政党面临新难题 。 自 １９９９ 年起委左翼执政党 已经连续执

政 ２０ 年 ，执政期间实施一系列惠民政策 ，中下层民众得到切实利益 。 然而 ，执政的统

一社会主义党未能有效解决国家面临的
一系列 经济 、政治和社会难题 ， 国家经济频

于崩溃 ，社会政策难以持续 ， 党的社会和群众基础不断削弱 。 越来越多的委内瑞拉

人对国家经济状况不满 ，对政府执政业绩不满 ，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严重

损害 。 在外部压力增加和国 内局势不断恶化的双重压力下 ，执政党 内部分化的风险

加大 ，其持政前景堪忧 。 （ ３ ） 尼加拉瓜左翼执政党的执政难度增加 。 因对执政党桑

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社会政策不满 ，
２０ １ ８ 年尼加拉瓜出现小型示威游行 ，随即演变

成长时间的全国性抗议 ，并逐渐发展成 旨在推翻奥尔特加 （Ｄａｎ ｉｅｌＯｒｔ ｅｇａ ）政府的政

治运动 ，抗议者公开提出奥尔特加下 台的要求 。 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造成数百人

死亡
，
上千人受伤。 尼加拉瓜这场危机是 由各社会阶层对执政党业绩不满而引发

的 ，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缩影 ，加大了尼左翼政府执政难度 。

５ ． 拉美左翼政府继续调整政策和理念 。 在十多年的执政周期内 ，拉美左翼执政

党积极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 ， 但也暴露出执政经验欠缺和执政能力不足等缺

陷 。
一些左翼执政党理论建设严重缺失 ，执政理念存在偏差 ， 发展战略和政策出 现

失误 ，在政治 、经济和社会领域逐渐积累了众多难以解决的难题 。 有些左翼执政党

忽视 自身组织建设 ，致使党 内任人唯亲 和腐败现象蔓延 ；有的执政党或联盟 内 部出

现分裂 ，导致政治社会影响力下降 ，甚至丧失执政地位 。

① 有些左翼执政党虽仍继续

执政 ，但未能有效解决民众的诸多利益诉求 ，面临民众不满情绪上升的巨大压力 ，遭

遇
“

执政疲劳症
”

。 为维护和稳固执政基础 ，拉美左翼执政党纷纷调整执政理念和政

策 ，实行更加温和与实用主义的执政方针 。 例如 ，
厄瓜多尔左翼政府主动调整执政

方针 ，主张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特别鼓励私营部门积极参与经济建设 。 玻利维亚左

翼政府的政策也趋于温和化 ，在处理与私人企业的关系问题上 ，显示 出强烈实用主

义倾向 。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２０ １ ８ 年 ５ 月再度当选后宣布了未来 ６ 年的执政纲领 ，

① 智利 １ ９９０年恢复民主后 ， 基督教 民主党 、社会党 、争取民主党和激进社会民主党等 中左

翼政党以联盟形式连续执政 ２０ 年 ；
２０ １ ０
—

２０ １４ 年联盟在野 ４ 年 ，此后重新执政 。 ２０ １ ７ 年 １ ２ 月 大

选前夕 ， 基督教民主党宣布脱离联盟 ，联盟力量遭到削弱 。 在 ２０ １ ８ 年 １ 月第二轮总统选举中 ， 联

盟失利 ， 再度丧失执政地位 。

？１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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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激进程度似乎也有所收敛 。

｛
二

）
政治生态变化的影响

近年拉美政治生态的变化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 ，其中之一是加剧了拉美 国家间

的矛盾 ，进而对地区稳定造成
一定程度的影响 。 随着近年巴西 、阿根廷、 秘鲁 、智利

执政党更迭 ，这些国家的右翼执政党对其前任左翼政府的政策作 出重要调整 ， 与委

内瑞拉等左翼执政国家在发展理念 、发展道路等方面出现分歧和摩擦 。

围绕委 内瑞拉国 内政治危机 ， 拉美国家出 现分歧 ， 甚至发生严重对抗 。 早在

２０ １ ６ 年 １ ２ 月 ，

“

南方共同市场
”

四个创始国 （阿根廷 、 巴西 、巴拉圭和乌拉圭 ）就以
“

委

内瑞拉未按期履行有关贸易 、司法和人权方面的协议
”

为 由 ， 中止委内瑞拉的成员 国

资格 。 ２０１ ７ 年委内瑞拉进行制宪大会选举并成立制宪大会后 ，古巴 、玻利维亚 、尼加

拉瓜 、萨尔瓦多等左翼执政的 国家支持委政府 ， 对选举结果表示祝贺 ； 而 巴西 、 阿根

廷 、墨西哥 、秘鲁等国家拒绝承认委选举结果 ，表示将拒绝承认委制宪大会及其通过

的法律 。 为 回应外部压力 ，委内瑞拉宣布 ２０ １８ 年提前举行总统选举 ，这进
一步加剧

了拉美国家间的分歧。 由 Ｋ） 多个国家组成的
“

玻利瓦尔美洲联盟
”

（ＡＬＢＡ ）支持委

提前大选 ，重 申对马杜罗政府的支持 。 而
“

利马集团
”

的 １ ０ 多个国家则质疑马杜罗政

府 ，反对委提前举行选举 ，断言委
“

不可能举行民主 、 透明 、可信的总统选举
”

。 在拉

美右翼力量支持下 ， ２０ １ ８ 年第八届美洲峰会东道主秘鲁收回对马杜罗总统的参会邀

请 。 ２０ １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委 内瑞拉政府不顾国 内主要反对派 、美国及部分拉美国家反

对 ，如期举行总统选举 ， 马杜罗再次 当选 。 部分拉美国家和美 国不承认选举的合法

性 ，美国还加大对委制裁力度 ， 力图促使马杜罗政权垮台 。 拉美国家在委内瑞拉问

题上选边站队 ，严重危及地区团结 ， 损害脆弱的
一

体化进程 。 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推

波助澜 ，进
一

步加剧拉美国家在相关问题上的分歧 ，不利于拉美地区的政治稳定 。
①

在政治生态发生变化的背景下 ，南美国家联盟遭遇新危机 ， 给地区稳定造成新

冲击 。 该联盟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涵盖 １２ 个南美国家 ，是拉美地区最主要的区域合作组

织 。 联盟成立后提出创立共同货币 、推 出统一护照等主张 ，试图 以欧盟为样板推进

区域
一

体化 。 然而随着地区政治生态的变化 ，联盟成员国在
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难以

取得共识 。 自 ２０ １７ 年 １ 月 联盟秘书长 、 哥伦 比亚前总统桑佩尔 （ＥｒｎｅｓｔｏＳ ａｍ
ｐ
ｅｒ ）任

期届满后 ，就一直没能选出继任者 ，联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
２０ １ ８ 年 ４ 月 哥伦比亚、

① 李菡 、袁东振 ：
《美洲国家峰会难解拉美国家分歧和美拉关系困局 》 ， 《 当代世界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５ 期
，第 ４２

—

４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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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巴拉圭和秘鲁宣布暂停与联盟的合作 ，同年 ８ 月 哥伦比亚宣布退

出联盟 ，
２０１ ９ 年 ３ 月厄瓜多尔宣布正式退出联盟 ，其他

一

些国家也有跟进退出 的迹

象 。

一些国际观察家认为该联盟的政治基础 已不复存在 。 如果联盟解体 ， 不仅会对

拉美国家团结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也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

玻利瓦尔美洲联盟 （ＡＬＢＡ）也因拉美政治生态的变化以及成员 国 间分歧而出现

分裂迹象 。 ２０ １ ８ 年 ８ 月 ２３ 日厄瓜多尔宣布 ， 因对委 内瑞拉政府在解决难民问题上

缺乏政治意愿感到失望退出 ＡＬＢＡ 。 ＡＬＢＡ 是己故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和 己故委 内

瑞拉总统查韦斯 ２００４ 年倡议成立的 ，由古巴 、委内瑞拉 、玻利维亚等十多个左翼执政

国家组成 ，厄瓜多尔 ２００９ 年加入联盟 。 厄退出表明该联盟 出现分裂迹象 ，拉美左翼

执政党之间的团结受到严重削弱 。

四 、拉美政治格局变动的趋势

拉美地区近期出现
“

左退右进
”

的势头 ，政治气候出现
“

右转
”

倾向 ， 但左翼政治

力量的影响仍不可小觑 。 从整体上看 ，拉美地区的左翼和右翼实力基本相 当 ，差距

并不悬殊。 左右共存和相互竞争仍是该地区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 。

左翼政党在一些拉美国家的执政地位依然牢 固 ，左翼执政周期 尚未完全终结 。

截至 ２０ １９ 年初 ，左翼政党仍在委内瑞拉 、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 、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执

政 ，多数左翼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尚相对稳固 。 阿根廷等国家的左翼政党虽暂时丧失

执政地位 ，但仍是议会和地方政府 中最具影响力的力量 ， 在国家决策 中发挥着无可

替代的作用 。 巴西的劳工党虽在 ２０ １ ８ 年总统选举中失利 ， 但仍是众议院第一大党

（有 ５６ 个席位 ， 比执政的社会 自 由党多 ４ 席 ） ，仍有再度执政的实力和可能性。 在

２０１ ８ 年 ７ 月墨西哥大选中 ，左翼的国家复兴运动党不仅赢得总统选举 ，还成为国会

第
一大党 （在 ５００ 个众议院席位中 占 ２５５ 席 ， 在参议院 １ ２８ 个参议院席位 中 占 ５９

席 ） ，
①极大地提升了拉美地区左翼力量的士气 。

从力量对比上看 ，拉美地区左右翼力量仍大体相 当 。 如前所述 ，在智利 、哥伦比

亚等国家近期举行的总统选举中 ，右翼虽 占得先机 ，但优势并不 明显 ，都是在第二轮

角逐中才分出胜负 。 而在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的总统选举中 ，左翼力量则拔得头

筹 ，右翼落败 。 从整体上看 ，拉美地区左翼和右翼的实力差距不明显 ，在大选中谁胜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方网站 ：
《墨西哥国 家概况 》

，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ｗｅｂ／

ｇｊ
ｈｄ

ｑ＿
６７６２〇Ｖ ，访问 日期

：

２０ １ ８年１０ 月１ ５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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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败都算正常 ，且任何一方都无必胜的把握 ；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 ，都有与对方抗衡

的能力和实力 。 左右共存 、相互竞争仍是地区政治发展的基本格局 。

更为重要的是 ，面对右翼实力上升和
“

回潮
”

，拉美左翼政党并未失去信心 ， 而是

做出积极回应 ，特别是利用世界社会论坛 、圣保罗论坛和 ＡＬＢＡ 等重要国际和地区

平台 ，为重新积聚力量做思想和组织准备 。 Ｕ ） 利用世界社会论坛等活动正面 回应

右翼
“

回潮
”

。 拉美左翼政党倡导的第 １ ６ 届世界社会论坛于 ２０１ ８ 年 ３ 月在 巴西萨尔

瓦多市进行 ，主题是
“

抵抗 、创造 、 变革
”

。 该论坛最初由 巴西劳工党等建议创建 ，首

届论坛 ２００１ 年在巴西阿莱格里港举行 。 由于巴西和拉美政局的急剧变化 ，最近几年

论坛处境艰难。 第 １６ 届论坛的 目的是回应拉美政治现实 ，重振社会论坛 ；
来 自世界

各大洲共 ６ 万人参加论坛的 １３ ００ 场活动 。 （２ ） 通过圣保罗论坛等平台凝聚力量 。

圣保罗论坛 １９９０ 年成立 ，是拉美左翼政党和组织的重要协商机制和经验交流平台 。

２０１ ８ 年 ７ 月第 ２４ 届圣保罗论坛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办 ， 主要 目 的是制定抑制 和应

对拉美右翼力量的战略和行动 。 出席会议的有拉美地区主要左翼执政党领导人 ，包

括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萨尔瓦多总统塞伦 、古巴共产党第

二书记本图拉 、 巴西劳工党主席霍夫曼 、 巴西前总统罗塞夫 、洪都拉斯前总统塞拉

亚 ，圣文森特总理 ， 以及来 自拉美 、亚洲 、 欧洲 、非洲地区的左翼政党 、组织和运动 的

４００ 多名代表 。 与会者强调 ，拉美左翼政党和进步运动应加强团结 ，统
一思想 ，捍卫

已取得的成就 ，应对帝国主义和右派的进攻 。 会议声援委内瑞拉 、尼加拉瓜、玻利维

亚左翼政府 ，声援和支持处于困境中的委内瑞拉等拉美左翼执政党 ，庆祝洛佩斯在

墨西哥大选中获胜 ，要求释放巴 西前总统卢拉 。 （３ ） 加强玻利瓦尔美洲联盟机制的

作用 。 如前所述 ， ＡＬＢＡ 的宗 旨是以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的
一

体化思想为指导 ，加强

地区政治经济合作 ，反对美国对拉美地区的控制 。 ２０ １ ８ 年 ３ 月 ＡＬＢＡ 在委 内瑞拉首

都加拉加斯召开会议 ，声援委内瑞拉并纪念查韦斯逝世 ５ 周年 。 委总统马杜罗 、时任

古巴 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 、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等 １２ 个

成员 国的元首或代表与会 ；会议支持 ５ 月委内瑞拉的总统选举 ，反对拉美右翼政府阻

挠马杜罗参加第八届美洲峰会 。 同年 １ ２ 月 １４ 日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开 ＡＬＢＡ 第

１ ６ 次首脑会议 ，古共第
一

书记劳尔 ， 国务委员会主席卡内尔 （Ｍｉ

ｇ
ｕｅ ｌＤｉａｚ￣Ｃａ ｎｅ ｌ ） 、委

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 ， 以及多米尼

克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理与会 。 峰会通过的最后声明强调促进拉美的团结和
一体化 ，反对门罗主义在拉美

“

复辟
”

，反对干涉主义 ，声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左翼

政府 ，要求取消对古巴的封锁等等 。

特别值得指出 的是 ，古巴 的社会主义
“

更新
”

出现新动 向 ，将对拉美政治格局和

？１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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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力量对比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 古巴是西半球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

家 ，是拉美地区左翼力量的重要精神领袖和大本营 ，对拉美左翼力量具有重要的引

领性 、塑造力和影响力 。
２０ １ １ 年古 巴共产党

“

六大
”

提出
“

更新
”

社会主义模式 ， 主张

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所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其他所有制形式 。 ２０１ ６ 年

古共
“

七大
”

提出古巴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模式的理论 ， 以及国家中期发展计划 、 目

标 、重点和战略方向 。 经过数年
“

更新
”

进程 ， 古巴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及古共执政

方略都已发生重要变化 。
２０ １８ 年 ４ 月 卡内尔当选为 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

席 ，古巴正式开始领导班子新老交替 。
２０ １ ８年 ７ 月第九届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

会一致通过新的《古巴共和国 宪法草案 》 。 新宪法草案在
一些原则性条款上保持了

原宪法的精神 ， 如强调古巴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更改性 ，古 巴共产党是社会和国家

最高领导力量 ； 确定古巴是法治 、独立 、主权 、统一 、 民 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 与此同

时 ，新宪法草案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作出新规定 。 在政治体制方面 ， 提出设立总统 、

副总统和总理职位 ； 明确国家领导人任期制 。 在经济体制方面 ， 强调全民所有制 占

主导地位 ，肯定私有制 、混合所有制 、合作所有制等所有制的存在 ， 承认市场作用 ， 肯

定外资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 。
① 古巴全国人大根据征集到的建议和意见 ， 对宪法草

案进行修改 ，
１ ２ 月份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草案 ，

２０ １ ９ 年 ２ 月新宪法草案 由全民公决

通过 ，新宪法文本将由古巴全国人大于 ２０ １９ 年 ４月 正式颁布 。 根据古巴的历史传统

和现实 ，以及卡 内尔本人近期的
一

系列言论可 以断定 ，古巴新的领导集体将不会脱

离卡斯特罗和劳尔领导制定的古共纲领 、基本方针和基本路线 ；但将在完善社会主

义民主 、加强法治国家建设、加强集体领导 、完善党内政治生活 、推进模式更新 、加大

所有制改革 、发挥市场作用 、完善经济结构 、改善民生 、 吸引外资 、 开展对外经济合作

等方面采取
一

些更加具体的政策和措施 。 鉴于古巴在拉美地缘政治 中的特殊性 ，
以

及它对该地区左翼力量
一

贯的重要塑造力和影响力 ，古巴 的
“

更新
”

进程将对拉美政

治格局的发展方向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

五
、 结语

当前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领域发生
一

系列重大变化 ，
增加 了世界发展的不确定

①ＰｒｏｙｅｃｔｏｉｅＣｏ ｎ此 ｈＡＣｈＪｗ（ 《古巴共和国宪法草案 》） ，
２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３ ０

日 ， ｈｔ中 ： ／ ／ｗｗｗ ？ ⑶ｂａｄｅｂａｔｅ ■ ⑴／
ｎｏｔ

ｉｃ ｉＷ２０ １ ８／０７／ ３０／ｄｅｓｃａｒｇ
ｕｅ－ｅｌ

－

ｐｒｏｙｅｃ
ｔｏ￣ｄｅ－ｃｏｎｓ ｔ

ｉ
ｔｕｃｉｏｎ－ｄｅ

＾
ｌａ

－

ｒｅ
－

ｐｕｂｌ ｉｃａ
＾ｄｂｃｕｂａ－ｐｄｆ／ ，访问 日期 ： ２０ １ ８年

１ ０月１ ５日 。

？１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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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世界政治经济的版图继续被改写 。 在此背景下 ，拉美地区的政治生态 、政治环境

和政治形势也持续地出现一系列新的重要变动 ， 出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 从总体上

说 ，当前拉美地区和平稳定的趋势基本稳固 ， 主要国家局势大体稳定 ，有利 于稳定的

因素增多 ，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有效运行 ，政治生活和政党竞争有序展开 ，社会矛盾

和社会冲突处于可控状态 。 然而拉美地区政治发展稳中有忧 ，各种不稳定和不确定

因素依然存在 。

一些国家制 度能力差 、政治体制化解危机的能力不足 、公众对公共

政策不满 、经济发展不稳定 ， 以及拉美国家间矛盾等因素的存在 ，都在一定程度上危

及与损害政治和社会稳定 。 拉美地区的政治生态和政治环境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新

的变动 ，持续近二十年的左翼
“

粉红色
”

潮流继续褪色 ，

“
２ １ 世纪社会主义

”

实践探索

遭遇新挫折 ，

“

左退右进
”

效应持续发酵 ，右翼政府增多 ，仍在继续执政的左翼政党面

临的执政压力增加 ，执政难题增多 。 然而拉美地区左右共存 、相互竞争的总体格局

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 右翼力量虽有所提升 ，但左翼政治力量的影响依然不可小

觑 ，仍具有与右翼抗衡的实力和能力 。 在新的政治环境下 ， 拉美左翼政府和左翼政

党积极寻求应对右翼
“

回潮
”

的新对策 ， 为重新积聚力量做思想和组织准备 。 古巴社

会主义
“

更新
”

进程加快 ，将对拉美政治格局和政治力量对比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

【收稿 日 期 ：
２０ １ ８

－

１ ２
－

０１ 】

【责任编辑 ： 程多 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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