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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左翼政权能否“起底回升”
文／孙岩峰

3月5日，委内瑞拉、古巴等拉美

多个国家举行纪念拉美“左翼领袖”

查韦斯去世四周年的纪念活动，特别

是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同时召

开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第十四届特别峰

会。与会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

罗、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尼加拉

瓜总统奥尔特加等拉美左翼领导人在

缅怀近几年相继去世的查韦斯和菲德

尔·卡斯特罗之后，都号召当前拉美

左翼力量“团结一致”相互扶持。的

确，当前拉美左翼正处于低潮时期，

很多右翼媒体都期待拉美政治生态的

“左下右上”继续发酵，从而回到上

个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右翼一统拉

美的“黄金十年”。在这个敏感复杂的

历史关头，作为地区左翼“风向标”的

委内瑞拉的走向就格外引人关注。

一度风雨飘摇

一年之前的2016年初，很多拉

美政治分析师均对委内瑞拉局势忧心

忡忡。自2015年12月赢得国会选举以

来，反对派夺权的步伐不断加快，马

杜罗政权几乎应对不暇。一方面，借

国会多数席位，反对派大力削弱政

府行政权力：草拟“最高法院改革

法”，欲从左翼执政联盟中夺取高法

控制权；修改《央行法》《财政系统

管理法》和《公共部门及国有资产管

理法》，试图削弱马杜罗政府对国家

财政的控制，将政府预算、借债、资

金运转等权力抓入手中；讨论《公共

部门信息透明法》，试图彻查政府账

目；要求政府部长向议会汇报工作，

同时还试图以“未能应对食品短缺”

为由意图罢免食品部长；通过《大赦

法》，要求释放包括激进右翼领袖洛

佩斯在内的75名在押“政治犯”。另一

方面，加紧推动总统罢黜公投。反对

派自1月开始启动弹劾程序，5月初向国

家选举委员会递交185万份公投申请签

名，要求于年内发起对总统的罢免性

公投。反对派声称将很快征集到约400

万张有效签名，并会“在公投中轻松

获得逼马下台的750万张选票”。

而去年上半年的地区和国际形

势也对马杜罗政权极其不利。美委关

系紧张程度不断加剧，奥巴马先后多

次宣布对委制裁措施，时任国务卿克

里多次公开支持委反对派，并鼓动美

洲国家组织依《美洲民主宪章》干预

委政局。地区左翼力量也渐趋衰落，

继2015年底阿根廷左翼大选失利后，

2016年5月巴西左翼总统罗塞夫遭弹劾

离职，委逐渐丧失最重要地区盟友。加

之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也均面临执政困

局，委地区支持体系日益萎缩。

此外，委国内经济和社会局势

也令人生忧。受国际油价持续低迷影

响，依赖原油出口的委经济面临严重

困难，通货膨胀率大幅飙升，国际储

备大降，市场供应普遍短缺。民众不

满情绪加大，社会治安随之持续恶

化，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哄抢事件此

起彼伏。一时间，马杜罗政权的垮台

仿佛触手可及。

峰回路转渐现

在内外形势均不利好的背景下，

马杜罗政府展开艰难的“政权保卫

战”。一方面，确保国内政治、经

济局势不失控。2016年1月，政府宣

布国家进入为期60天的“经济紧急状

态”，颁布一系列经济措施以期缓解

经济压力，如允许政府动用储备金确

保物资供给、加快建设各类民生项

目、简化进出口和政府采购手续、吸

引外资、增加生产、打击偷逃税等。

2016年5月，又宣布全国进入为期60天

的“紧急状态”，包括举行全国军事

演习，防止可能出现的“帝国主义”

军事干涉和国内政变；加强警力，打

击国内犯罪团伙和准军事组织，缓和

社会治安矛盾；成立“地方生产供给

委员会”，加强粮食生产，力图确保

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为应对“反

对派发起的经济战”，下令由军方负

责粮食和药品等基本物资的分配，对

故意停产的私营企业进行国有化，保

障生活必需品供应。之后，又相继发

布多项经济脱困举措：政府拥有特

别融资权和资金处置权，国会不得干

涉；允许对私营企业采取必要措施确

保商品生产和配给，严厉打击倒买倒

卖、囤积居奇和价格欺诈；出动军警

协助生活必需品分配。政府将所有低

价补贴品由“生产和供应委员会”统

一销售，并优先向“拥查派”家庭分

发，以稳定“基本盘”和军心。同时

强调政府对外偿债决心，坚称“委绝

不会出现债务违约”，增强国际市场

信心。为打击“黑市”金融和走私洗

钱，“大胆”推行“换钞”措施，发

行更大面值新钞，取消最大面值的100

玻利瓦尔纸币。

同时，积极展开外交战，“软中

带硬”，改善国际环境。对美国“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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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破”，不激化与美矛盾，不给美

进行大规模干涉的借口。对哥伦比亚

前总统乌里韦等地区右翼力量，则针

锋相对，称“拉美右派正与委国内反动

派相勾结”妄图颠覆委合法政府。对地

区左翼力量则“抱团取暖”，多次召

开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左翼一体化组

织峰会，声援丧失执政权的巴西和阿

根廷左翼政党。对态度模糊的欧盟，

则提出“尊法制”“要和平”，利用

民选当政的合法地位，邀请西班牙前

首相萨帕特罗等政要参与国内朝野和

谈，不给国际舆论以抹黑“口实”。

更关键的是，围绕反对派提出的

“罢免公投”，政府通过所控制的最

高法院和最高选举委员会，利用法定

程序拖延公投进程。根据宪法规定，

马杜罗若在2017年1月前遭罢免，将举

行总统大选，若之后下台，由副总统

接任至2019年。选举委员会宣布反对

派已搜集的签名多为“虚假”，冒用

死人或他人签名。经过多次“漫长”

审核，公投不仅未能在去年年内举

行，而且根据目前的签名审核节奏，

2017年也有可能无法实现。加之今年

初，马杜罗任命亲信伊萨米担任副总

统，即使举行公投并失败，马政权依然

可以有序接班。危及马杜罗政权稳定

的最大“地雷”基本得以排除。

能否获得“喘息空间”？

目前看，马杜罗政府抗击内外

冲击的能力大大增强。国际油价已回

升至50美元上方，国际机构对未来大

宗商品预期看好，委基本上已经度过

“最艰难时刻”。从国内政治斗争

看，反对派依然处于一盘散沙的状

态，激进右翼、温和右翼对下一步局

势走向意见分歧较大。激进右翼希望

继续抗争，以强硬手段迫使马杜罗政

府下台。温和右翼意识到自身劣势，

希望跟政府有限合作，力争在下一届

总统大选中“合法上台”。因此，尽

管2月中旬，20多个政党组成的反对

派联盟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

但普遍认为反对派在委内瑞拉的行政

权、司法权、立法权、选举权、军权

并行的政治架构中仅掌握国会，短期

内难以合法撼动政府执政。

特朗普上台后，美委关系出现

微妙变化。一方面，特朗普执政团队

对委态度强硬，特朗普亲自会见被关

在委狱中的反对派政治领袖洛佩斯的

妻子，并以“涉嫌毒品走私”为由，

宣布对委新副总统伊萨米采取制裁措

施。同时，施压美洲国家组织对委实

施干预，甚至提议将其开除。但另一

方面，各方普遍认为特朗普外交重心

不在拉美，对拉美“有限的关注点”

也会集中在与墨西哥的贸易、移民、

安全分歧。在兴建“移民墙”和重新

谈判《北美自贸协定》之前，委内瑞

拉不会成为美关注重点。更何况，据

说特朗普身边的石油大亨们都与委石

油贸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美对

委“痛下杀手”恐难实现。

对委内瑞拉走势影响最大的应

该是地区整体的政治生态变化。2016

年，拉美右翼力量持续兴起。新上台

的中右翼政府普遍“重拾”新自由主

义模式，减少政府干预，推行“小政

府、大市场”体制改革。鼓励“私

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

（“华盛顿共识”的核心）。随着拉

美右翼力量持续走高并相继执掌政

权，拉美整体发展模式恐将重新“右

转”。与此相对应的拉美政治生态可

能继续“右转”。2017年2月，厄瓜多

尔大选，执政的左翼候选人未能在第

一轮获胜。2017年底智利大选，右翼

上台可能性较大。2018年7月墨西哥大

选，革命制度党下台风险上升。2018年

10月巴西大选，社会民主党有望执政。

2019年玻利维亚大选，“后莫拉莱斯时

代”左翼将面临巨大挑战。在这一背

景下，2018年底或2019年初的委内瑞

拉大选可能将深受影响。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拉美所副所长）

2017年1月15日，马杜罗（前排中）与

委内瑞拉最高法院院长格拉迪斯·玛

利亚·古铁雷斯（前排右）共同出席

一场在加拉加斯举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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