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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思潮

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
自主理论及其评价

赵　 晖

内容提要: 拉美自主理论诞生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早期代表人

物是巴西学者雅瓜里贝和阿根廷学者普伊格ꎬ 两人曾分别担任巴西

科技部长和阿根廷外交部长ꎮ 自主理论以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为

思想源泉ꎬ 突破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既定框架ꎬ 将外围国家

视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 “主体” 而非 “客体”ꎬ 围绕拉美国家的核

心关切———自主来构建理论ꎮ 自主理论认为ꎬ 主权平等掩盖了国际

权力的不平等ꎬ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秩序掩盖了由自主程度不一的国

家构成的等级秩序ꎬ 并强调外围国家国内精英集团对维护或改变依

附状态至关重要ꎮ 针对外围国家的出路问题ꎬ 自主理论提出ꎬ 在依

附和革命的选项之外ꎬ 外围国家还有第三条道路———自主ꎬ 可以通

过创造性地利用国际体系提供的回旋空间ꎬ 制定和实施符合自身利

益的战略目标ꎬ 最终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ꎬ 实现自主发展ꎮ 作为

一条可行路径ꎬ 自主理论将自主与一体化联系起来ꎬ 提倡志同道合

的外围国家一起实施共同的一体化战略ꎬ 形成一个贯通的、 有凝聚

力的系统ꎬ 扩大资源和市场基础ꎬ 提高生产规模ꎬ 促进内生性发

展ꎬ 提高在国际层面的集体议价能力ꎮ
关 键 词: 自主理论　 外围国家　 发展主义　 依附论　 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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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关系学带有突出的西方中心主义 “烙印”ꎬ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建

构主义等西方主流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ꎬ 霍夫曼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更是

将国际关系学称为 “美国的社会科学”ꎮ① 然而ꎬ 随着第三世界的经济崛起和

思想觉醒ꎬ 包括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等在内的拉美本土理论在全球国际关

系研究中崭露头角ꎬ 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学科话语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发起

一定挑战ꎮ 形成于东西冲突和南北冲突共生时代的自主理论②ꎬ 深受拉美发展

主义和依附论影响ꎬ 自成一派ꎬ 被视为是拉美学界对国际关系学的第三大理

论贡献ꎮ

一　 自主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拉美国际关系研究对 “自主” 概念的大讨论ꎬ 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冷

战中期ꎮ 当时ꎬ 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过度的向外扩张中实力有所滑坡ꎬ
东西方阵营内部出现了分化ꎬ 导致美苏关系出现缓和ꎬ 国际紧张局势一度得

到缓解ꎮ 与此同时ꎬ 曾处于中间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为维护共同利益团结起

来ꎬ 形成一股合力ꎬ 以成立七十七国集团等实际行动来推动世界格局向多极

化发展ꎬ 力图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ꎮ
在第三世界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ꎬ 拉美国家逐步成为国际舞台上

反对霸权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ꎬ 经历了从东西视角到南北视角、 从自动结盟

到不结盟、 从泛美主义到拉美主义、 从重安全到重发展、 从对美依赖到对外

—２—

①

②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ꎬ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１９９５ꎬ ｐｐ ２１２ － ２４１

在以 “自主” 为核心概念的论著、 论文中ꎬ 不同学者按照自己的认识和判断ꎬ 将雅瓜里贝

(Ｈéｌｉｏ Ｊａｇｕａｒｉｂｅ) 和普伊格 ( Ｊｕａｎ Ｃａｒｌｏｓ Ｐｕｉｇ) 等人关于自主的学术研究成果统称为 “自主主义”
(ｄｏｃｔｒｉｎａ ｄｅ ｌ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íａ) 或 “自主理论” (ｔｅｏｒíａ ｄｅ ｌ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íａ)ꎮ 比如ꎬ 贝纳尔—梅萨 (Ｒａúｌ Ｂｅｒｎａｌ －
Ｍｅｚａ) 等学者习惯使用 “自主主义” 这一表述ꎬ 而博洛尼亚 (Ａｌｆｒｅｄｏ Ｂｒｕｎｏ Ｂｏｌｏｇｎａ) 等大多数学者则

将其称为 “自主理论”ꎮ 在布里塞尼奥—鲁伊斯 (Ｊｏｓé Ｂｒｉｃｅñｏ Ｒｕｉｚ) 和西蒙诺夫 (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 Ｓｉｍｏｎｏｆｆ)
看来ꎬ 不同于卡尔沃主义 (ｄｏｃｔｒｉｎａ Ｃａｌｖｏ)、 德拉戈主义 (ｄｏｃｔｒｉｎａ Ｄｒａｇｏ)、 埃斯特拉达主义 ( ｄｏｃｔｒｉｎａ
Ｅｓｔｒａｄａ) 等外交主张ꎬ 普伊格和雅瓜里贝的研究以 “自主” 为出发点ꎬ 系统地探讨了国际体系的结构

和运作ꎬ 并根据不同类型进行分类ꎬ 概括性地阐明变化条件ꎬ 因而符合 “理论” 对高度抽象和普遍适

用的要求ꎮ 参见 Ｊｏｓé Ｂｒｉｃｅñｏ Ｒｕｉｚ ｙ 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 Ｓｉｍｏｎｏｆｆꎬ “Ｌａ Ｅｓｃｕｅｌａ ｄｅ ｌ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íａꎬ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ｌａ
Ｔｅｏｒíａ ｄｅ ｌａｓ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ｓ”ꎬ ｅｎ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ｓ (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ꎬ Ｖｏｌ ４９ Ｎｏ １８６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５７ － ５８ 在实践层面ꎬ 罗梅罗 (Ｐｅｄｒｏ Ｒｏｍｅｒｏ) 指出ꎬ 虽然自主理论产生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但时

至今日仍是很有价值的分析外交政策的工具ꎮ 参见 Ｐｅｄｒｏ Ｒｏｍｅｒｏꎬ “Ｈａｃｉａ ｕｎａ Ｎｕｅｖ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ｃｉóｎ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ａ ｄｅ ｌ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íａ”ꎬ ｅｎ Ｇｌａｄｙｓ Ｌｅｃｈｉｎｉ ｄｅ Ａｌｖａｒｅｚ ｅｔ ａｌ ( ｅｄｓ)ꎬ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ｅ Ｂｒａｓｉｌ Ｖｅｎｃｅｎｄｏ ｏｓ
Ｐｒｅｃｏｎｃｅｉｔｏｓ Ａｓ Ｖａｒｉａｓ Ａｒｅｓｔａｓ ｄｅ ｕｍａ Ｃｏｎｃｅｐｃａｏ Ｅｓｔｒａｔéｇｉｃａꎬ Ｒｉｏ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 Ｅｄｉｔｏｒａ Ｒｅｖａｎ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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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五大转变ꎮ
第一ꎬ 从东西视角到南北视角ꎮ 受长期沦为欧洲殖民地等历史原因的深

刻影响ꎬ 拉美国家在意识形态、 社会制度、 文化传统、 民族构成等方面与西

方有着天然的联系ꎬ 因而拉美精英阶层在自我认知上将自己认同为是西方体

系的一部分ꎮ 二战后ꎬ 拉美作为美国势力范围的这一事实在雅尔塔会议上得

到了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默认ꎮ 杜鲁门推行反苏、 反共的冷战政策时ꎬ
拉美更是被强行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战略体系ꎮ①

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７０ 年代初ꎬ 由于深陷越战泥潭、 国内种族矛盾白热

化ꎬ 美国国家实力受到削弱ꎮ 与此同时ꎬ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石油危机

的爆发、 原材料生产国的出口红利以及美苏关系和美中关系的缓和ꎬ 预示着

国际权力关系的调整和重塑ꎮ 这些事件导致拉美国家的统治集团开始对美国

和西方国家的能力产生怀疑ꎬ 并看到了第一世界没落式微、 第三世界发展壮

大进而发展中国家在重构国际经济秩序中施加更大影响力的可能性ꎮ 基于这

样的预判ꎬ 拉美国家在考虑自身在未来世界格局的地位和作用时ꎬ 将立足点

转向南方ꎬ 更多地关注南北关系ꎬ 而不是传统的东西关系ꎬ 对第三世界的身

份认同也不断加深ꎮ 这一时期ꎬ 以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 委内瑞拉佩雷斯

总统、 阿根廷庇隆总统、 巴西盖泽尔总统等为首的拉美国家领导人都积极发

展与区外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ꎮ
第二ꎬ 从自动结盟到不结盟ꎮ 二战后ꎬ 美国为加强对 “后院” 的控制ꎬ

力主推动拉美国家与美国在政治上、 军事上结盟ꎮ １９４７ 年ꎬ 拉美国家被拉入

美国一手炮制的 «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ꎮ １９４８ 年ꎬ 美国主导的美洲国家组

织成立ꎬ 成为美国干涉拉美事务的重要工具ꎮ 战后初期ꎬ 先后有 １３ 个拉美国

家同美国签订了双边军事互助条约ꎬ 美国在拉美建立了 ４００ 多个军事基地ꎮ
在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等国际机构中ꎬ 大多数拉美国家成了美国操纵的

“表决机器”ꎮ② 一些拉美大国甚至将与美国 “自动结盟” 奉为对外政策的

圭臬ꎮ
但随着冷战中期国际形势的变化ꎬ 特别是两极格局的削弱、 欧洲和日本

等 “第二世界” 的复兴、 一大批政治独立的新兴国家的涌现ꎬ 在全球范围内

推高了不结盟运动的浪潮ꎬ 不少拉美国家也开始从 “结盟” 转向 “不结盟”ꎮ

—３—

①
②

安建国: «战后拉美国际关系的发展»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１９８７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２１ 页ꎮ
肖枫: «论战后拉美国家外交理论和政策的发展 (上)»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１９８９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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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１ 年 ９ 月ꎬ 古巴成为当时拉美国家中唯一一个不结盟运动成员国ꎮ １９７２ 年

８ 月ꎬ 不结盟运动外长会议首次在拉丁美洲召开ꎬ 掀起了拉美国家加入不结盟

运动的一个高潮ꎮ １９７４ 年ꎬ 基辛格对拉丁美洲 “滑入不结盟集团并使我们在

世界各地的问题更加复杂” 的前景感到严重困扰ꎮ① 到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第六次不

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古巴哈瓦那召开时ꎬ 拉美已有 １１ 个国家成为正式成员

国ꎬ 另有 １１ 个国家为观察员国ꎮ 拉美国家成为了不结盟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

量ꎬ 尤其在捍卫 ２００ 海里海洋权的斗争中ꎬ 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捍卫海洋权

益、 反对超级大国的海洋霸权主义发挥了带头作用ꎬ 最终推动 «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 就 “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济区” 做出了明确规定ꎮ
第三ꎬ 从泛美主义到拉美主义ꎮ 泛美主义最早由玻利瓦尔等人在拉美独

立战争期间提出ꎬ 目的是联合拉美国家抗击西班牙ꎬ 谋求独立ꎬ 摆脱殖民地

位ꎬ 巩固和维护自身主权ꎮ １９ 世纪末ꎬ 随着美国从大陆扩张阶段进入海外扩

张阶段ꎬ 泛美主义开始被美国利用ꎬ 成为美国加速对外扩张的一面 “大旗”ꎮ
通过频繁使用 “大棒政策” 和 “金元外交”ꎬ 美国对拉美国家进行武力干涉

和经济扩张ꎮ 一方面ꎬ 在军事上将一些拉美国家变为自己的保护国ꎬ 另一方

面ꎬ 在经济上排挤欧洲列强在拉美的影响力ꎬ 使该地区逐渐沦为美国的商品

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ꎮ 与此同时ꎬ 拉美各国的对外政策受到美国的蛮横干涉ꎮ
１９５９ 年古巴革命胜利后ꎬ 美国以古巴意识形态与泛美体系不相容、 导致西半

球团结处于危险之中为由ꎬ 对古巴实行孤立政策ꎬ 推动美洲国家组织通过了

驱逐古巴的决议ꎮ 到 １９６４ 年年底ꎬ 拉美国家中只有墨西哥与古巴保持外交

关系ꎮ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开始ꎬ 随着拉美国家经济实力逐步增强、 民族主义

不断高涨ꎬ 要求改革泛美体系、 以拉美主义取代泛美主义的呼声便越来越高ꎮ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ꎬ 在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倡议下ꎬ 拉美 ２３ 国政府代表签署 «巴
拿马协议»ꎬ 宣告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成立ꎬ 以协调拉美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问题

的共同立场ꎬ 提高拉美国家在国际对话中的地位ꎮ 这是继 １９４８ 年成立联合国

拉美经委会、 １９４９ 年成立拉美大学联盟、 １９６０ 年成立拉美自由贸易协会、
１９６４ 年成立拉美议会、 １９６９ 年成立拉美特别协调委员会之后ꎬ 拉美国家成立

的又一个代表 “拉美主义” 的地区性组织ꎮ 所有这些机构都有助于在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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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强化拉美这一概念ꎬ 有意识地与美国以及其倡导的泛美主义拉开距离ꎮ
第四ꎬ 从重安全到重发展ꎮ 战后初期ꎬ 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西半球

的发展ꎬ 积极编织反共防务安全体系ꎬ 在拉美培植大量亲美反共的右翼军人

上台执政ꎬ 并提升对亲美政府的军事援助力度ꎬ 巩固双方的军事合作ꎬ 一致

反共ꎬ 维护集体安全ꎮ 这一时期ꎬ 拉美在东西方冲突中旗帜鲜明地站在美国

一边ꎬ 许多拉美国家的对外政策都被打上了反苏、 反共的印记ꎬ 将防止共产

主义渗透这一安全问题置于首要位置ꎮ
随着世界格局从战后初期的美国独霸演变为美苏均势ꎬ 冷战开始进入缓

和阶段ꎬ 拉美国家的对外关系开始从单纯战略安全利益转向社会经济发展问

题ꎮ 许多拉美国家公开拒绝 “拉美与美国之间有特殊的和排他性的关系” 这

一说法ꎬ 不再 “谈共色变”ꎬ 加强了同苏联、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等的关系ꎬ 同

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取得突破性发展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共有 １１ 个拉美国

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ꎮ 此外ꎬ 拉美经济民族主义呈现出十分强劲的势头ꎬ
对内坚持发展民族经济ꎬ 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发展路径ꎬ 摆脱外国控制ꎻ 对

外维护经济主权和独立ꎬ 强烈谴责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剥削和不公

正的国际经济秩序ꎮ 而美国对拉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忽视和回避ꎬ
让一些曾寄希望通过美国援助和双边合作来改变落后问题的拉美政府抛弃了

幻想ꎮ １９６９ 年 ５ 月ꎬ ２１ 个拉美国家在智利的比尼亚德尔马召开会议ꎬ 讨论拉

美与美国之间不平等的经贸关系问题ꎬ 公开表达对美国的强烈不满ꎬ 并强调

各国有权自由支配其自然资源主权以及经济合作不能附带政治和军事条件等

原则ꎮ
第五ꎬ 从对美依赖到对外多元ꎮ 在 １８ 世纪末 １９ 世纪初的民族独立解放

运动中ꎬ 拉美国家纷纷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ꎬ 赢得了政治独立ꎬ 但经济上仍

被英国、 德国等西方垄断资本牢牢控制ꎮ 二战期间ꎬ 英国的势力显著下降ꎬ
拉美国家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基本中断ꎬ 美国垄断集团实现了排挤竞争对手、
夺取该地区统治地位的目的ꎬ 从而确立了在拉美的经济霸权ꎮ① ７０ 代中期ꎬ
仅美国跨国公司就控制了拉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 / ５、 工业生产的 １ / ３、 出

口的 ２ / ５、 银行资产的 １ / ２ꎮ②

随着拉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ꎬ 自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ꎬ 不少拉

—５—

①

②

韩琦: «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拉丁美洲的影响»ꎬ 载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３ 辑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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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掀起了大规模国有化运动ꎬ 将以美国企业为主的大批外资企业收归国

有ꎮ １９６０—１９７６ 年间ꎬ 拉美国家将约 ２００ 家外国企业收归国有ꎬ 其中美资企

业 １５８ 家、 英资企业 ８ 家、 其他国家企业 ３４ 家ꎮ① 与此同时ꎬ 美国在拉美对

外贸易中的比重也不断下滑ꎬ 从二战后初期的 ５０％下降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

的 ４０％左右ꎮ 到了 １９７９ 年ꎬ 美国仅占拉美进口的 ３４ ９％ 、 出口的 ３８％ ꎮ② 美

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总额也从 １９５０ 年的 ３８ ８％ 下降至 １９８０ 年的

１７ ９％ ꎮ③ 与此同时ꎬ 西欧、 日本在拉美的贸易和投资显著增长ꎬ 同苏联、 东

欧等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经贸交往明显增多ꎬ 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

也日益频繁ꎮ
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 拉美自主实践兴起的现实背景下ꎬ 拉美学界ꎬ 特

别是南椎体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开始密集关注和探讨通过自主外交实现国家

利益的可能性和制约条件ꎬ 由此产生了以 “自主” 为核心概念的学术共同体ꎮ
巴西学者雅瓜里贝和阿根廷学者普伊格是其中的佼佼者ꎮ

二　 雅瓜里贝的主要观点

出生于 １９２３ 年的雅瓜里贝是巴西知名学者ꎬ 曾在多所美国大学任教ꎬ 同

时也是一名政治家ꎬ 参与组建了巴西社会民主党ꎬ 并曾出任巴西科技部长一

职ꎮ 早在青年时期ꎬ 雅瓜里贝就曾参与创立巴西高等研究院ꎬ 宣扬带有强烈

发展主义色彩的思想ꎮ
在 １９６９ 年发表的 «拉美的依附和自主» 一文中ꎬ 雅瓜里贝采纳了拉美发

展主义的一些 “诊断” 结果ꎬ 指出拉美国家存在依附性的三个结构性趋势:
停滞、 边缘化和去国家化ꎮ 首先ꎬ 贸易条件恶化、 进口替代不彻底和外部融

资不可持续ꎬ 导致了经济停滞ꎬ 并由此带来了政治、 文化、 社会的停滞ꎮ 其

次ꎬ 随着越来越多的失业农民转移到城市ꎬ 中心城区的贫困带越来越庞大ꎮ
这部分人群在经济、 政治、 教育等领域都处于被边缘化地位ꎬ 无法融入到工

业化进程ꎬ 只能从事低端第三产业ꎬ 导致社会边缘化问题突出ꎮ 再次ꎬ 在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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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经济部门、 文化层面和政治军事层面都出现了去国家化现象ꎮ 由于跨国

公司、 外资企业的比重不断增加ꎬ 拉美国家失去了对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战

略性行业的控制权ꎮ 外资企业在做决策时考虑的是中心国家的利益ꎬ 与拉美

国家谋求内生性自主发展的设想南辕北辙ꎮ 与此同时ꎬ 拉美科技创新能力弱ꎬ
不具备推动和促进科技发展的机制性保障ꎮ 而在国外大学深造的拉美年轻人

回国后ꎬ 只想充当外来知识的 “传送带”ꎬ 没有致力于建立研发中心以推动本

国的科技进步ꎬ 导致科技依附不断延续ꎬ 形成了文化层面的去国家化ꎮ 此外ꎬ
借抵御共产主义威胁之名ꎬ 拉美军队加强了对美国国防系统的依附ꎬ 不仅从

美国大量引进武器和战备物资ꎬ 还有大批拉美高级军官接受了美国方面的培

训ꎮ 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ꎬ 以及由军队与保守派结盟组成的威权政府ꎬ 也

在政治上不断巩固与美国的依附关系ꎬ 造成政治和军事层面的去国家化ꎮ①

１９７９ 年发表的 «外围自主和中心霸权» 一文是雅瓜里贝全面阐释自主理

论的代表作品ꎮ 在文中ꎬ 雅瓜里贝运用历史—结构分析法ꎬ 在宏大的历史视

角下ꎬ 将国际体系作为自主理论研究的出发点ꎮ 在他看来ꎬ 当时主导世界格

局的主要是两种秩序ꎮ 第一种秩序是两个超级大国所代表的两种帝国系统之

间体现出来的复杂的竞合关系ꎬ 第二种秩序是帝国系统内部存在的中心国家

和外围国家的关系ꎮ 虽然两种帝国系统具有鲜明的差异性ꎬ 但也有相同点ꎬ
即内部结构的不对称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系统内部的对立紧张ꎮ② 在此基础上ꎬ
他进一步指出ꎬ “国际上存在着新的等级制度ꎬ 根据自我决断能力的高低ꎬ 大

致可以分为四类”ꎮ③第一类是全面支配型 (ｐｒｉｍａｃí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ꎮ 二战后的 ２０ 年

里ꎬ 美国是唯一的全面支配型国家ꎬ 主要体现在本国领土的不可征服性ꎬ 以

及具备全球统治权和实施核反击以摧毁进犯者的军事能力ꎮ 苏联则依靠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末科技军事实力的稳步提升ꎬ 日益接近全面支配型的标准ꎮ 第二类

是地区支配型 (ｐｒｉｍａｃí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ꎮ 苏联是地区支配型的典型代表ꎬ 拥有对某

些特定地区而非所有地区的统治权ꎮ 当时正在实施 “联美抗苏” 政策的中国

较有希望晋级到这一类别ꎮ 第三类是自主型 (ａｕｔｏｎｏｍíａ)ꎬ 包括西欧国家、 中

国、 日本ꎮ 其特点是ꎬ 虽然本国领土不具备不可征服性ꎬ 但可以对可能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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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者实施物质上或道德上的惩罚ꎮ 此外ꎬ 在本国内部事务和国际事务上具有

较大的自我决策空间ꎮ 相对于严格意义上的全面自主型ꎬ 还有地区自主型ꎬ
比如中东的伊朗、 南美的巴西等ꎬ 以及行业自主型ꎬ 比如沙特阿拉伯等ꎮ 第

四个类别是依附型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ａ)ꎬ 涵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ꎮ 这些国家往往

受制于具有全面支配或者地区支配能力的外来国家ꎬ 有的还受制于具有自主

能力的中等强国ꎮ
雅瓜里贝认为ꎬ 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系统内部所存在的支配和依附的

关系ꎬ 既是社会客观现实的反映ꎬ 也是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两厢情愿的结果ꎮ
换言之ꎬ 那些处于依附状态的国家并非是被强制要求依附的ꎬ 而是本国的精

英集团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所做的对外政策选择ꎮ① 在这一帝国系统内部ꎬ 发

挥居间作用的是那些具有全面自主能力的中等强国ꎮ 但是ꎬ 自主能力不是一成

不变的ꎬ 比如已经具备地区自主或者行业自主能力的国家有可能 “升级” 为具

有全面自主能力的国家ꎬ 而以前具备全面自主能力的国家也有可能 “降级”ꎮ
在自主还是依附的问题上ꎬ 雅瓜里贝认为ꎬ 只有同时满足两个静态结构性

条件和两个动态功能性条件的国家ꎬ 才有可能成为自主型而非依附型国家ꎮ②

第一个结构性条件是 “国内可行性” (ｖｉａｂｉｌｉｄａｄ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ꎮ 国内可行性

取决于一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逐步摆脱依附状态而掌握和支配的自然资源、
人力资源和国际交换能力的程度ꎬ 包括自然资源、 战略资源、 工业、 原材料、
农产品、 能源、 科技以及接轨国际贸易的公共政策等一系列内部条件ꎬ 同时

也与一国的科技发展状况、 社会文化融合程度、 民众道德教育水平等因素密

切相关ꎮ 如果社会文化融合程度或者社会集体道德水平较高ꎬ 实现自主的物

质要求就会相应降低ꎮ 雅瓜里贝根据国内可行性的高低ꎬ 将全世界分为三类

国家ꎮ 第一类国家具备实现自主发展条件的充足条件ꎬ 包括美国、 苏联、 中

国、 日本、 欧共体、 英国和英联邦国家ꎮ 第二类国家具备在经济上建立自主

发展计划的最低条件ꎬ 包括印度、 拉美的大国和中等国家、 阿拉伯国家、 巴

基斯坦、 印度尼西亚等等ꎮ 第三类国家则不具备自主发展条件ꎬ 比如中美洲

和加勒比小国、 非洲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等等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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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结构性条件是 “国际宽容度” (ｐｅｒｍｉｓｉｂｉｌｉｄａ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ꎮ 国际

宽容度的概念更加抽象ꎬ 是指一国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层面所拥有的对冲

他国发动实质威胁的条件ꎮ 这些条件既可以是内部的ꎬ 比如一国的经济、 军

事实力ꎬ 也可以是外部的ꎬ 比如与他国建立防守联盟ꎮ 以墨西哥、 巴西和阿

根廷这三个拉美大国为例ꎮ 巴西和阿根廷的国际宽容度比墨西哥要高ꎬ 更容

易增强自主性ꎬ 这是因为美国对墨西哥进行直接干涉的能力要比巴西和阿根

廷高得多ꎮ① 与此同时ꎬ 国际宽容度并非是常量ꎬ 会随着国际大环境趋于紧张

或趋于缓和而发生变化ꎮ 比如ꎬ 同在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下ꎬ 国际宽容度会

根据两极之间对抗的激烈程度而有明显变化ꎮ
此外ꎬ 自主还有两个功能性条件ꎬ 分别是 “技术—企业独立” 和 “种族—

文化相近”ꎮ 技术—企业独立的典型代表是欧共体和日本ꎮ 在欧共体内部ꎬ 尽

管法国比西德更多拥有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ꎬ 但西德的自主性要明显高于法

国ꎮ 雅瓜里贝认为ꎬ 这是因为由于西德在技术和企业层面更加独立ꎬ 更具有

内生发展动力ꎮ 而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ꎬ 虽然无论在政治、 军事

上ꎬ 还是在技术、 企业上ꎬ 都不具备充分的自主条件ꎬ 但由于这些国家在种

族和文化上与美国非常接近ꎬ 与美国保持着良好关系ꎬ 因此在帝国系统内部

也享有较高自主权ꎮ
雅瓜里贝指出ꎬ 结构性条件属于赋权型条件ꎬ 与一个国家采取的对外政

策关联甚小ꎬ 却与社会文化融合程度、 民众道德教育水平密切相关ꎮ 而功能

性条件属于操作型条件ꎬ 可能会因外围国家的自身努力或者中心国家的行为

改变而发生变化ꎮ②

通过考察国际格局从两极向多极发展的趋势ꎬ 雅瓜里贝对拉美政治的未

来走向提出了三种假设: 继续保持卫星式依附、 革命、 自主ꎮ 与依附模式或

革命模式的 “内在不稳定性” 不同ꎬ 自主模式具有 “相对稳定性”ꎮ③ 鉴于以

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体系内部为符合美国基本利益和价值观的外围国家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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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大的自主空间ꎬ 他认为拉美国家可以选择 “发展和一体化的自主模式”ꎮ
这一模式的自主体现在两个层面ꎮ 第一是决策过程的自主ꎮ 自主发展和自主

一体化运动ꎬ 意味着拉美国家根据自身利益ꎬ 自由地做出涉及政治、 经济、
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重大决策ꎮ 第二是发展模式上的自主ꎮ “发展和一体化的

自主模式” 不是简单地复制新自由主义模式或共产主义模式这两种存在着严

重意识形态冲突的发展模式ꎬ 而是有别于它们的第三条道路ꎮ① 这一融合国家

发展和地区一体化的发展模式ꎬ 一方面是拉美国家作为自主行为体在文化、
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上的结合ꎬ 另一方面是在不损害其身份和社会最佳发展

条件的情况下ꎬ 通过地区一体化ꎬ 形成一个贯通的、 有凝聚力的系统ꎬ 扩大

成员国的资源和市场基础ꎬ 提高其生产规模和生产力ꎬ 确保整个地区的内生

性发展ꎮ②

雅瓜里贝认为ꎬ 一体化进程是对拉美国家自主发展进程的再保险ꎬ 也是

从地区层面改善拉美国家国内可行性的工具ꎮ 与此同时ꎬ 拉美一体化进程的

核心价值体现在政治上ꎬ 而非经济上ꎮ 因为这一进程一方面关乎拉美国家的

自主ꎬ 另一方面也代表着拉美为建立一个更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所做出的

努力和贡献ꎮ③ 根据拉美的实际情况ꎬ 他指出ꎬ 拉美一体化应该是开放的和渐

进的ꎬ 而 “同心圆” 式一体化是比较理想的一体化模型ꎮ 他力主建立阿根廷—
巴西联盟ꎬ 通过双方强烈的政治意愿来推动实施共同产业政策ꎬ 并以这一战

略联盟为基础ꎬ 打造和引领南方共同市场ꎮ
雅瓜里贝是南方共同市场的坚定捍卫者ꎮ 他认为ꎬ 南方共同市场不仅有

效提高了成员国的国际竞争力ꎬ 同时也维护了成员国在国际层面的自主权ꎮ
这一双重优势非常重要ꎬ 因为无论未来是美国独霸天下还是多极世界相互制

衡ꎬ 能否在国际舞台上实现自主决策ꎬ 将决定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能否以最

佳方式融入国际新秩序ꎮ④ 而在南方共同市场这一圈层之外ꎬ 还有涵盖更多国

家的南美洲国家联盟ꎮ 他期待ꎬ 在 “同心圆” 式一体化进程的推动下ꎬ 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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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相互抱团ꎬ 通过自由贸易和地区合作ꎬ 从整体上提升成员国的国内可行

性和国际宽容度ꎬ 从而实现自主ꎮ①

三　 普伊格的主要观点

出生于 １９２８ 年的普伊格是阿根廷国际关系研究的奠基人之一ꎬ 曾于 １９７３
年短暂出任过两个月的阿根廷外长ꎬ 期间筹备了与英国就马尔维纳斯岛主权

问题的谈判ꎬ 后因坎波拉总统辞职而告别政坛ꎮ １９７６ 年ꎬ 为躲避军政府迫害ꎬ
流亡到委内瑞拉的一所大学任教ꎬ 并在那里撰写了大量有关自主理论的书籍

和文章ꎮ
对普伊格来说ꎬ 提供真正自主方案的唯一途径是 “放弃那些基于我们自

己以外的现实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ꎮ② 普伊格的自主理论建立在对阿根廷和

拉美进行历史政治分析的基础之上ꎬ 将自主作为拉美国家外交政策的核心范

畴ꎬ 同时也作为民众需求和历史斗争的表达内容ꎮ 其代表作品有 １９８０ 年出版

的 «国际学说和拉美自主»、 １９８３ 年出版的 «马尔维纳斯和国际制度»、 １９８４
年出版的 «拉美: 外交政策比较» 等ꎮ

国际体系中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ꎬ 是普伊格构

建自主理论的出发点ꎮ 普伊格认为ꎬ 国际体系与人类社群一样ꎬ 都具有明确

的职能分工ꎬ 都被一套具有最高效力的分配制度所支配和管理ꎬ 有人做出决

策ꎬ 有人遵照执行ꎬ 有人服从决策ꎮ 他将国际社会 “原子化”ꎬ 大体分为三类

群体: 最高分配者、 低级分配者和接受者ꎮ 拥有核武器等超大威慑力的美国

和苏联统治者是最高分配者ꎬ 其他国家元首以及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和跨

国公司的掌门人是低级分配者ꎬ 而除此以外的其他所有人都是接受者ꎮ③

通过综合分析全球性大国传统优势衰减、 帝国体系稳定性出现松动、 欧

佩克等新的国际行为体不断涌现等国际形势新特点对国际体系的冲击ꎬ 普伊

格做出了 “集团间不可渗透性” “集团内部自主化” 等判断ꎮ 他认为ꎬ 二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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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

营将世界分割为两个不同的集团ꎬ 相互之间存在着互不干涉的默契ꎬ 导致两

个集团之间 “不可渗透”ꎮ 这也决定了集团内部的相对稳定性ꎬ 即一个集团的

中心国家无法通过对另一集团的外围国家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来削

弱集团内部的支配和依附关系ꎬ 也就不可能推动外围国家从现有的集团中脱

离出来ꎮ 与此同时ꎬ 集团内部的中心国家可以运用足够多的政策工具来保证

对外围国家的支配和主导ꎬ 一旦有个别外围国家有 “异心”ꎬ 中心国家还可以

争取集团内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声援来进行压制ꎮ① 然而ꎬ 真正的变化却可能来

自于内部ꎮ 外围国家的精英集团在充分认清国际社会现实和本国自主决策潜

在空间的前提下ꎬ 通过渐进式自主化ꎬ 借助高超的危机管理艺术ꎬ 有可能最

终实现与中心国家的战略性切割ꎮ
普伊格反对依附论给出的 “令人沮丧的和虚无主义的答案”ꎬ 不认为 “依

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的结构不对称的自然结果”ꎮ② 他指出ꎬ “拥有最

高分配者的国际制度与各国人民渐进式自主化之间并非是不相容的”ꎮ③在不

采取革命的情况下ꎬ 外围国家并非只有依附这条路可以选择ꎮ 相反ꎬ 外围国

家通过实施自主外交政策ꎬ 可以参与修改旧规则、 制定新规则ꎬ 为本国国家

利益服务ꎬ 甚至对中心国家形成一定制约ꎬ 并最终摆脱依附地位ꎮ 他将 “自
主” 定义为ꎬ 在现实世界的客观条件下ꎬ 一国可以拥有的最大的自我决策

能力ꎮ④他认为ꎬ 追求自主意味着 “扩大自己的决策空间ꎬ 这通常意味着减

少其他人享有的决策空间ꎮ 实现更大的自主权意味着预先发生战略性零和

游戏ꎬ 其中一个人赢得另一个人失去的东西” “无论好坏ꎬ 对抗都是不可避

免的”ꎮ⑤

普伊格认为ꎬ 外围国家在依附和自主之间拥有四种外交政策选项: 类殖

民性依附ꎬ 即外围国家的统治阶层沦为中心国家的附庸ꎻ 国家性依附ꎬ 即外

围国家的统治集团将依附视为国家发展的理性选择ꎬ 将中心国家的利益纳入

本国的国家计划ꎬ 通过依附寻求在未来获得更大的自主空间ꎻ 非正统性自主ꎬ
即外围国家的统治集团制定不同于中心国家的国家计划ꎬ 追求不同于中心国

家的国家利益ꎬ 但不挑战中心国家的核心战略利益ꎻ 脱钩性自主ꎬ 即外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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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从中心国家主导的集团里脱离出来ꎬ 挑战其全球权力ꎮ① 这代表了外围国家

从殖民地似的原始历史依附到最终实现最大程度自我决策的不同形态ꎮ 但这

些形态之间的逻辑并不是单向线性发展的ꎬ 而是会根据特定的国际环境发生

变化ꎬ 或前进或后退ꎮ
在类殖民性依附模型中ꎬ 外围国家虽然享有主权ꎬ 但在参与国际政治经

济活动时与殖民地并无二致ꎬ 其政府充其量只不过是中心国家权力结构下的

附属品ꎬ 完全听命于中心国家的最高分配者ꎮ 受制于来自外部的政治统治ꎬ
这些国家经济完全丧失自主权ꎬ 以中心国家的利益为导向ꎬ 大力发展资源开

采活动ꎬ 向中心国家提供其工业发展所需的初级产品和原材料ꎬ 且绝大部分

利润被转移到国外ꎬ 而不是再投资并促进本土经济发展ꎮ 与此同时ꎬ 本国市

场成为外国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市场ꎬ 令本土手工业和制造业生存艰难、 濒临

崩溃ꎮ 在中心国家的默许下ꎬ 这些国家的少数群体享有超高特权ꎬ 维持着与

现代经济不相容的统治形式ꎮ １８２１ 年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仍处于政治经济

“半殖民” 状态的秘鲁属于这一类型ꎮ
在国家性依附模型中ꎬ 外围国家的决策者部分行使国内最高分配者的职

责ꎬ 制度化的国家决策系统虽独立于外部干涉ꎬ 但却受到外部影响力的高度

制约ꎮ 统治集团接受依附状态ꎬ 并试图从对外依附中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ꎬ
争取未来取得更大自主权ꎮ 他们将依附 “合理化”ꎬ 根据依附情况制定本国的

发展目标和国家政策ꎬ 谋求依附双方利益的一致性ꎬ 同时为国际体系中的高

级分配者划定不可逾越的 “底线”ꎮ 一旦触碰底线ꎬ 外围国家将会做出反应ꎬ
甚至是激烈反抗ꎮ 比如 １９ 世纪的阿根廷ꎬ 在面对欧洲列强向拉美国家强加治

外法权、 运用武力讨债等触碰底线的行为时ꎬ 阿根廷表现出典型的国家性依

附特点ꎬ 相继提出卡尔沃主义和德拉戈主义ꎬ 得到了拉美各国的支持ꎬ 阻止

了欧洲列强以外交保护为名、 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以及用武力向他国索取契

约债务的行为ꎬ 维护了本国和其他拉美国家的正当权益ꎮ
在非正统性自主模型中ꎬ 外围国家在接受中心国家领导的前提下ꎬ 其决

策者较为充分地行使国内最高分配者的职责ꎬ 在涉及本国发展模式、 对外交

往战略等国家决策层面享有较高自主权ꎬ 不接受中心国家机械地、 教条地将

以自身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政治和战略考量强加在他们身上ꎮ 同时ꎬ 可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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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度地利用中心国家的弱点和错误ꎬ 来拓展本国的国际回旋空间ꎮ 而中心

国家也允许外围国家自主制定本国的几乎所有政策ꎬ 并在一些涉及非核心利

益的一般性议题中存有分歧ꎮ 但对于中心国家的核心诉求ꎬ 外围国家必须做

出积极回应ꎬ 否则ꎬ 中心国家会动用包括武力在内的所有力量来迫使外围国

家就范ꎮ 实施非正统性自主外交政策ꎬ 有时如同 “在刀锋上行走”ꎬ 尤其需要

准确判断中心国家的一般利益在特定条件下 “升级” 为核心利益的临界状态ꎬ
并及时调整ꎬ 与其保持一致ꎬ 以维护中心国家在集团内部的领导地位ꎮ １９ 世

纪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追随英国的美国是这一模型的突出代表ꎮ
在脱钩性自主模型中ꎬ 外围国家决定切断与中心国家的关系ꎬ 从既有的

集团内部脱离出来ꎬ 完全独立自主ꎬ 国内最高分配者也不必再顾及中心国家

的战略利益ꎮ １９ 世纪末的美国就成功实施了脱钩性自主外交政策ꎮ 当时的美

国决策者决定在全球范围内明确挑战英国至高无上的地位ꎬ 其结果是两国达

成了 “１９ 世纪的雅尔塔协议”ꎬ 英国承认美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政治

主导地位ꎬ 而美国则承诺不干涉英国在南美洲的利益ꎮ 然而ꎬ 实施这一外交

政策的风险系数较高ꎬ 不仅会穷尽国家资源ꎬ 还可能导致完全有违预期的结

果ꎮ 因为一旦国家缺乏在国际体系中足够的生存能力ꎬ 极有可能还会回到以

前的依附状态ꎮ 比如ꎬ 古巴在脱离以美国为主导的集团后ꎬ 并没有实现完全

自主ꎬ 而是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ꎬ 在国家性依附和非正统性自

主间摇摆ꎮ
对于外围国家从依附到自主的 “进阶” 条件ꎬ 普伊格特别强调国内精英

集团奉行自主战略的决心和在集团内部建立反对中心国家的联盟ꎮ 他认同雅

瓜里贝有关 “国内可行性” 和 “国际宽容度” 的表述ꎬ 认为外围国家具备

“国内可行性” 是实现自主的重要内因ꎮ 在 “国内可行性” 的构成方面ꎬ 他

指出ꎬ 除了拥有足够的物资基础外ꎬ 存在坚决走自主化道路的功能性精英集

团 (éｌｉｔｅｓ ｆｕｎｃｉｏｎａｌｅｓ) 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ꎮ 这是因为ꎬ “依附性结构在

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决定的ꎬ 而不是物质决定的”ꎮ① 精英集团所采取的行为至

关重要ꎬ 如果他们以功能失调的方式行事ꎬ 不服务于本国国家利益ꎬ 那么ꎬ 他

们将成为中心国家主导部门的权力 “传送带”ꎬ 促进和巩固依附现象ꎬ 但如果发

挥积极的功能性作用ꎬ 也可以推动实现依附的最小化ꎬ 逐步达到自主ꎮ 而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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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上ꎬ 他主张外围国家要走出孤立状态ꎬ 与集团内的其他外围国家结成联盟ꎬ
汇聚成共同的权力性资源ꎬ 以反抗中心国家的统治ꎮ 但他同时也指出ꎬ 一体化

本身并不是自主导向的ꎬ 而是工具性的ꎬ 即推动一体化进程并不必然导致自主

的发生ꎮ 只有将一体化的目标设定为是实现自主ꎬ 只有成员国通过一体化进程

完成国内国际战略的协同发展ꎬ 实现自主的条件才有可能得到加强和完善ꎮ①

普伊格认为ꎬ 拉美国家的自主ꎬ 比如庇隆主义的 “第三条道路”ꎬ 属于非

正统性自主ꎬ 主要是在两极格局中美国影响力下降的背景下发生的ꎮ 非正统

性自主的一个典型特点是ꎬ 依附国家虽然接受中心国家的战略性领导并维护

中心国家的核心利益ꎬ 但至少可在三个重大问题上公开与中心国家公开 “唱
反调”: 第一ꎬ 自主确定本国发展模式ꎬ 而不必过多考虑中心国家的需求ꎻ 第

二ꎬ 自主发展不具有国际战略性的对外关系ꎻ 第三ꎬ 区别对待中心国家作为

单独国家的国家利益和作为帝国系统领导者的国家利益ꎮ② 基于第三点ꎬ 普伊

格认为外围国家在系统内部可以通过联合自强ꎬ 以集体的方式对抗中心国家

向其强加的仅符合自身利益而不符合系统利益的目标ꎮ 于是ꎬ 他提出了 “休
戚相关的一体化” (ｉｎｔｅｇｒａｃｉóｎ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ａ) 的概念ꎬ 主张超越以往仅仅从贸易和

经济角度考虑一体化功能的做法ꎬ 加入更多政治和文化等内容ꎬ 建立 “包括

自主在内的地区共享的价值观”ꎬ③ 从而实现整个地区的逐步自主ꎮ 此外ꎬ 一

体化不应局限在谋求自主的功能性精英集团上ꎬ 而应该着眼于民间社会ꎬ 从

国家的宏观层面到个人的微观层面都达成对 “民族区域” 而非 “民族国家”
的共同认知ꎬ 推动具有自主意愿的区内国家开展涵盖广泛的多领域战略性合

作ꎬ 摒弃只考虑经济收益的模式ꎬ 结成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ꎬ 以集体的方

式寻找更大的国际活动空间ꎬ 进而调整与中心国家之间的不对称关系ꎮ

四　 对早期自主理论的评价

尽管雅瓜里贝和普伊格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ꎬ 但仍有很多共通点ꎬ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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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借鉴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核心观点的基础上ꎬ 以更符合外围国家现实需

要的 “自主” 概念替代经典现实主义的 “权力” 概念ꎬ 作为捍卫国家主权和

发展、 约束跨国行为者行为、 增强国际谈判能力、 与国际体系中更为强大的

行为体博弈并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ꎮ
在蒂克纳 (Ａｒｌｅｎｅ Ｂ Ｔｉｃｋｎｅｒ) 看来ꎬ 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对拉美国际

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解释了在全球分工和资本主义运作机制由外向

内的作用下ꎬ 外围国家的发展潜能是如何被压制、 国家主权是如何被否定的ꎮ
而继承了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 “中心—外围” 结构分析方法的自主理论ꎬ
其中心任务是界定政治自主和经济自主在对内、 对外两个维度上的潜能ꎬ 并

设计出行之有效地、 最大化地激发这些潜能的战略ꎮ①

布里塞尼奥—鲁伊斯和西蒙诺夫则认为ꎬ 拉美虽然是发达地区国际关系

理论的被动接受者ꎬ 但仍基于其外围视角发展出了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

土理论ꎮ 其中ꎬ 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最为突出ꎮ 而以普伊格和雅瓜里贝为

代表人物的自主理论ꎬ 尽管其影响程度较低ꎬ 但 “仍可称得上是拉美对国际

关系学的第三大理论贡献”ꎮ② 科拉克莱 (Ｍｉｒｙａｍ Ｃｏｌａｃｒａｉ) 也认为ꎬ 自主理

论为弱小国家寻找减少脆弱性方案的努力ꎬ 超越了具有虚无主义色彩的依附

论ꎬ 也超越了现实主义对弱国自主行动能力所持的悲观结论ꎮ③

第一ꎬ 突破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既定框架ꎬ 围绕拉美国家的核心关

切———自主来构建理论ꎮ 在现实主义的语境中ꎬ 权力界定利益ꎮ 权力斗争在

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作用机制是一致的ꎬ 都是为了控制对方ꎬ 使对方屈服ꎮ
通过外交政策实现国家利益的过程ꎬ 就是保持、 扩大和展现权力的过程ꎮ 与

权力相比ꎬ 自主从来不是中心国家需要关心的问题ꎮ 作为国际体系的塑造者

和国际制度的制定者ꎬ 中心国家拥有足够大的操作空间ꎬ 可以在有利的国际

体系和国际制度环境下自主开展对外行动ꎬ 最大限度地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ꎮ
沃尔兹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ａｌｔｚ) 指出ꎬ “权力是面对外部力量仍保持自主的能力”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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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ꎬ 自主是相伴权力而生的ꎬ 由具备巨大权力属性的行为体来行使ꎮ 中

心国家因为拥有巨大权力ꎬ 几乎享有完全自主ꎬ 而外围国家的自主则是先天

不足的ꎬ 甚至是缺失的ꎮ
对于权力概念在分析国际行为体互动方面的重要作用ꎬ 雅瓜里贝和普伊

格都不否认ꎬ 但同时也提出权力并不能涵盖所有内容ꎬ 尤其是被中心国家所

忽视的自主问题ꎮ 自主理论认为ꎬ 不同于中心国家在国际权力争斗中产生的

战争与和平问题ꎬ 居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更关心的是经济社会的欠发达问题

和不公正的国际秩序问题ꎮ 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自主ꎮ 这是因为ꎬ 在与

国际体系的互动中ꎬ 自主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外围国家能否有效抵挡来自

中心国家和跨国行为体的制约和影响ꎬ 以及国内精英集团能否自由地在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等不同领域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重大决策ꎮ 自主理论转换

视角ꎬ 将外围国家视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 “主体” 而非 “客体”①ꎬ 提出了以

自主作为替代方案来提高国际回旋空间、 减少或终结依附现象的一系列主张ꎬ
符合外围国家的核心关切和利益诉求ꎮ 其思想原创性是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关

系学科的重要贡献ꎬ 为思考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提供了不同于已有的国际关

系主流派别的视角ꎮ②

第二ꎬ 批判性地吸收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的核心观点ꎬ 理性分析依附

的内外成因ꎮ 自主理论继承了拉美发展主义有关 “中心—外围” 结构的论断ꎬ
进一步提出国际体系存在等级制度ꎮ 雅瓜里贝根据自主程度的差异ꎬ 将国际

体系分为全面支配性、 地区支配性、 自主型和依附型四类国家ꎮ 普伊格则将

国际社会 “原子化”ꎬ 突出被主权国家的表象所掩盖的国际权力的不平等ꎬ 并

根据命令—实施—接受的传导过程ꎬ 分为最高分配者、 低级分配者和接受者

三类群体ꎮ 虽然对等级的具体表述不同ꎬ 但传达了一个相同信息ꎬ 即极少数

拥有核武器这一独有的、 排他性物质条件的国家居于国际体系的中心地位ꎬ
通过制定国际规则ꎬ 对外围国家实行不同程度的控制ꎮ 然而ꎬ 对于拉美发展

主义仅从经济角度探寻欠发展原因、 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地区一体化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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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外围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主张ꎬ 普伊格认为存在方向性错误ꎬ 因为 “没有

对不公正的根源ꎬ 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ꎬ 提出质疑”ꎮ①

对于依附论强调除了经济依附以外还存在政治、 文化、 意识形态等多领

域依附的判断ꎬ 自主理论表示认同ꎬ 但明确反对依附论将外因扩大化ꎮ 雅瓜

里贝认为ꎬ 拉美国家长期处于依附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精英充当了中

心国家统治的 “传送带”ꎬ 有意或无意地压制了社会变革和技术创新ꎬ 导致自

主能力的匮乏和缺失ꎮ “外围国家的依附与其说是中心国家强加的ꎬ 不如说是

国内精英为换取阶级好处的一种选择”ꎮ② 普伊格则强调ꎬ 必须了解清楚国际

制度的结构和运作是如何制约外围国家的ꎬ 而不是简单地归咎于外部因素ꎮ③

他赞同 “依附论将问题推给外部而不自省是逃避现实”④ 的说法ꎬ 并指出内

部因素的影响也至关重要ꎬ 尤其是国内的功能性精英ꎬ 既可以推动和巩固依

附ꎬ 也可以争取依附最小化ꎮ 因此ꎬ 他认为ꎬ 依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行为

体层面的ꎬ 而不是物质层面的ꎮ 换言之ꎬ 自主理论相信ꎬ 国内精英的意愿、
决心和信念对一个国家的自主程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ꎮ

第三ꎬ 为外围国家指明出路ꎬ 提倡建立共享价值观的全面地区一体化ꎮ
针对外围国家的出路问题ꎬ 自主理论提出ꎬ 在依附和革命的选项之外ꎬ 外围

国家还有第三条道路———自主ꎮ 这是因为ꎬ 中心国家的统治与外围国家的自

主之间并非是不可兼容的ꎬ 相反ꎬ 依附国家可以在满足国内一系列必备条件

的基础上ꎬ 创造性地利用国际体系提供的回旋空间ꎬ 制定和实施符合自身利

益的战略目标ꎮ 其中ꎬ 作为实现自主的主要路径ꎬ 地区性的经济联合和政策

协调必不可少ꎮ 自主理论主张将自主与一体化联合起来ꎬ 认为在资本主义体

系中ꎬ 面对来自中心国家的统治ꎬ 外围国家只有通过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

实施共同的一体化战略ꎬ 才有可能从整体上加强成员国的 “国内可行性” 和

“国际宽容度”ꎬ 促进内生性发展ꎬ 提高在国际层面的议价能力ꎮ
对此ꎬ 雅瓜里贝提出 “发展和一体化的自主模式” 的概念ꎬ 提倡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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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圆” 式一体化ꎬ 以阿根廷—巴西联盟为基础ꎬ 开放地、 渐进地吸收本地

区更多国家参与一体化进程ꎬ 帮助成员国以最佳方式融入国际新秩序ꎬ 为成

员国的自主发展提供保障ꎮ 普伊格则对唯经济论的一体化模式提出质疑ꎬ 建

议用 “休戚相关的一体化” 来代替 “相互依存的一体化”ꎬ 在以经济和贸易

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一体化议程中加入更多政治和文化等内容ꎬ 建立地区共享

的价值观ꎬ 包括对自主的共同认知ꎮ 他特别强调一体化的工具属性ꎬ 认为一

体化本身并不能保证成员国实现自主ꎬ 前提是所有成员国都要将一体化的目

标设定为实现自主ꎮ 自主理论将一体化作为实现自主的工具ꎬ 并不是刻意贬

低一体化ꎬ 而是将其置于实现自主的中心位置ꎮ①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初期ꎬ 雅瓜里贝和普伊格的自主理论曾有过

短暂辉煌ꎬ 但之后随着拉美国家普遍陷入债务危机、 地区一体化努力受挫ꎬ
自主理论开始陷入沉寂ꎮ 借助推销新自由主义药方ꎬ 美国扭转了冷战中期在

拉美地区重要性有所下降的趋势ꎬ 开始 “强势回归”ꎬ 对拉美事务的干涉也不

断增多ꎮ 在新自由主义以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ꎬ 政府作用被削弱ꎬ
市场力量抬头ꎬ 促使拉美国家纷纷转向低姿态的对外战略ꎬ 强调自主显得有

些不合时宜ꎮ
尤其是冷战结束导致国际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ꎬ 使得形成于东西冲突和

南北冲突共生时代的自主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ꎮ 一方面ꎬ 柏林墙的倒

塌和苏联的解体宣告了东西冲突的终结ꎬ 另一方面ꎬ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

崛起也改变了南北冲突的固有形态ꎮ 这让自主理论的解释力遭遇了危机ꎮ 有

批评认为ꎬ 自主理论被用来强化国家机器ꎬ 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ꎬ 并最

终会伤害到普通民众的实际利益ꎮ 此外ꎬ 实施自主外交政策的拉美国家也会

因与美国对抗而遭 “秋后算账”ꎬ 给国家实力造成负面影响ꎮ②

埃斯库德 (Ｃａｒｌｏｓ Ｅｓｃｕｄé) 在梳理 １８８９—１９８９ 年这 １００ 年间的阿根廷外

交政策时发现ꎬ 从反对美国 “门罗主义”ꎬ 到两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ꎬ 再到

冷战时期奉行 “第三立场”、 加入了不结盟运动、 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 冒

险发展中程弹道导弹 “秃鹰 ＩＩ 号” 计划等ꎬ 阿根廷对美国一贯采取对抗态度ꎬ

—９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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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８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１０４

Ａｒｌｅｎｅ Ｂ Ｔｉｃｋｎｅｒꎬ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ｌｏ Ｐｒáｃｔｉｃｏ”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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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力量对比悬殊ꎬ 美国一有机会就对阿根廷进行经济、 政治等多方位打

压ꎬ 损害阿根廷的国家利益ꎮ 与此相反ꎬ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

历史经验以及德国、 日本、 意大利等国在二战后的复苏表现ꎬ 足以说明与霸

权国家保持战略协同、 避免对抗的重要性ꎮ
基于以上这些判断ꎬ 埃斯库德提出 “外围现实主义”ꎬ 提倡对自主进行再

定义ꎮ 在他看来ꎬ 自主不再意味着行动自由ꎬ 因为 “几乎所有中等国家都拥

有巨大的行动自由ꎬ 甚至可以达到自我毁灭的程度”ꎮ 他在有关自主的辩论中

引入了成本概念ꎬ 提出以实现行动自由的相对成本来定义和衡量自主ꎬ 采用

审慎态度、 战略视角以及功利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来决定自主实践的广度

和内涵ꎮ 同时ꎬ “有必要区分自主本身和自主的使用ꎮ 当使用自主是为了巩固

国家的权力和 (或) 福利基础ꎬ 可以视为是自主的投资ꎬ 而如果仅仅是为了

证明本国不受任何其他国家监护ꎬ 则是自主的消耗”ꎮ① 此外ꎬ 他反对为了所

谓的 “荣誉” “尊严” “骄傲” 等象征性目标去实施对抗性自主外交政策ꎬ 认

为这只是满足了精英集团的虚荣心ꎬ 最后承担成本的还是下层民众ꎮ 他认为ꎬ
自主必须从消除外部政治对抗开始ꎬ 不能被浪费在具有挑战性或象征性的态

度上ꎬ 而必须通过提高国家权力属性和改善人民物质基础的决策和行动来维

持ꎬ 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加以强化ꎮ
埃斯库德力主外围国家的对外政策保持尽可能低的姿态ꎬ 使其政治目标

与所在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的政治目标相匹配ꎬ 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ꎬ
谋求与中心国家结盟ꎬ 建立良好的 “宏观关系”ꎬ 为外围国家的国际交换、 经

济增长、 社会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ꎬ 为广大民众争取实实在在的物质利

益ꎮ 而在地区一体化议题上ꎬ 外围现实主义与普伊格提出的 “休戚相关的一

体化” 划清界限ꎬ 不再将增强地区自主能力设定为是一体化的目标ꎬ 而希望

在接受现行国际秩序的前提下ꎬ 通过地区一体化来最大化地激发外围国家融

入全球化进程的潜能ꎮ
针对埃斯库德 “唱衰” 自主理论的做法ꎬ 一些拉美学者表达了异议ꎮ 如

托卡特里安 (Ｊｕａｎ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Ｔｏｋａｔｌｉａｎ) 和卡瓦哈尔 (Ｌｅｏｎａｒｄｏ Ｃａｒｖａｊａｌ) 认为仅

仅从物质利益来定义外交政策、 确定政策目标是非常片面的ꎮ② 在以结构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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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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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２７ꎬ １９９１ꎬ ｐｐ ３９６ － 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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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主要特征的国际体系中ꎬ 争取自决和主权的斗争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ꎬ
也是外围国家生存的必要条件ꎮ “自主” 本身不是 “消费品”ꎬ 而是为增强外

围国家的行动能力、 以务实方式融入世界体系服务ꎮ 西蒙诺夫也认为ꎬ 虽然

东西冲突已经终结ꎬ 但自主理论并没有因此丧失它的解释力ꎮ 其中一个主要

原因是ꎬ 南北对抗不但没有消失ꎬ 反而得到增强ꎬ 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为重要ꎮ 特别是中心国家加大了对国际组织的控制ꎬ 并继续保持对外围国家

的绝对科技优势ꎬ 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统治—依附关系ꎮ①

进入 ２１ 世纪初ꎬ 随着美国霸权受到新的挑战并威胁到已有的均势结构ꎬ
加之一些拉美国家重拾自主战略中的政治协调功能ꎬ 自主理论迎来了新的发

展ꎮ② 不同学者先后提出了 “关联性自主”、 “疏离性自主” 和 “参与性自

主”、 “孤立性自主” 和 “融入式自主”、 “多元化自主” 及 “区域性自主”
等ꎮ 这些新的理论范式在延承雅瓜里贝和普伊格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ꎬ 对

其进行了补充和扩展ꎬ 在分析框架上表现出与时代特征相符的异质性ꎬ 代表

了研究自主问题的新视角ꎬ 同时也反映出自主理论具有超越特定历史时期的

解释力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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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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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

西方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的源流、
逻辑及困境

付文广

内容提要: 作为主流的西方思想传统ꎬ 自由国际主义历来是影

响和塑造现代国际秩序的重要意识形态因素ꎮ 纵览历史ꎬ 自由国际

主义思想传统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在启蒙时代ꎬ 以格老秀

斯、 克略西和康德等为代表的思想家系统地提出了 “国际法治和

平” “商业贸易和平” 及 “共和主义和平” 命题ꎬ 自由国际主义思

想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ꎻ １９ 世纪ꎬ 随着自由主义思想与英国霸权

结合ꎬ 由此催生了国际政治领域的古典自由国际主义ꎻ １９ 世纪末

至 ２０ 世纪上半叶ꎬ 以两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召开特别是对 “一
战” 爆发的反思为契机ꎬ 古典 (道德) 自由国际主义加快向现代

(制度) 自由国际主义转变ꎬ 西方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基本格局趋

于定型ꎮ 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蕴含理性、 合作、 集体安全与多边

主义等合理要素ꎬ 其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制度化和维持国际体

系的开放性方面具有进步意义ꎻ 同时ꎬ 在关于主权与人权价值的权

衡ꎬ 美西方中心主义与普适性多边主义缠结ꎬ 国际关系中普世主

义、 理性主义、 和平诉求及精英取向与民族主义、 帝国主义、 战争

冲突及大众政治因素的调和方面也存在难以化解的悖论性困境ꎮ
关 键 词: 自由国际主义　 国际安全　 多边主义　 意识形态　

道德　 制度

作者简介: 付文广ꎬ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ꎮ
中图分类号: Ｄ０６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 － ６６４９ (２０２２) ０４ － ００２２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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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的源流、 逻辑及困境　

　 　 作为一种具有自身思想价值、 实践意涵和发展谱系的主流国际关系思

想传统ꎬ 由于顺应、 契合乃至引领了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理性化、 组织化和

制度化进程ꎬ 并为国际政治演化赋予目的感和方向感ꎬ 西方学术语境中的

“国际主义” 及作为其主流形态的 “自由国际主义” 不仅与主权—民族国家

体系本身一样古老ꎬ 而且对近现代世界政治和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打上了

深刻的思想烙印ꎮ① 鉴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在近现代国际体

系中占据核心和优势地位ꎬ 自由国际主义的思想传统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

政治生活中一股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ꎻ 在这样的意义上ꎬ 梳理和辨析其历

史渊源、 发展脉络与现实影响ꎬ 也就等同于触及世界历史和国际政治进程

的核心ꎮ②

尽管 “自由国际主义” 在西方学术语境中已成为被广泛使用的概念术语ꎬ
遗憾的是迄今并不存在学界公认的权威定义ꎮ 这是由于ꎬ 自由国际主义既可

被视为 (作为政治经济哲学的) “自由主义” 的一个专门部分ꎬ 也可被看作

是 (作为外交思想的) “国际主义” 的一个特殊分支ꎻ 此外ꎬ 学者们在使用

“自由国际主义” 与 “国际主义” 等概念时并无严格区分ꎬ 而后者更难界

定ꎮ③ 在宽泛的意义上ꎬ “国际主义” 可被理解为以超越单一主权国家政治方

式处理对外关系的一种理念型态ꎻ 换言之ꎬ 其与严格的 “国家理由”
(ｒａｉｓｏｎｄ′ｅｔａｔ) 逻辑是互不相容的ꎮ 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国际关系思想传统ꎬ
“国际主义” 自身又包含 “保守国际主义” “自由国际主义” 与 “社会国际主

—３２—

①
②

③

本文中ꎬ 除非有所特指ꎬ 所谓 “国际主义” 即指 “自由国际主义” 并可互换使用ꎮ
本质上ꎬ 由于自由国际主义捕捉到国内和国际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ꎬ 并提供了将二者置于同

一背景之下的思维框架ꎬ 因而构成了一种超越现实主义逻辑的可能解决方案: 其假定国际政治中存在

的无政府状态、 权力竞争、 不安全感可以通过在国际领域植入一套国家间的制度安排来缓解ꎮ 参见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Ｃｈｒｉｓｔｏｖꎬ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Ｇｒｏｔｉｕｓꎬ Ｖａｔｔｅｌ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ｅｇａｃｙ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５６１ － ５６２ꎻ [美] 亨利基辛格著ꎬ 胡利平等译:
«世界秩序»ꎬ 北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１６ － １８ 页ꎮ 尽管如此ꎬ “自由国际主义” 概念进入学界

视野却是相对晚近的事ꎮ 一般认为ꎬ 国外特别是美国学界对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及其思想体系的系统性

研究浪潮大致发端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冷战” 终结之后ꎬ 当时学者们发展了 “自由国际主义” 概念ꎬ
以描述一种强调国际制度和网络而不是主要主权国家作用的对外关系方法ꎮ 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Ｐｅｔｒｕｃｃｅｌｌｉꎬ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ꎬ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３１ꎬ Ｎｏ １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ꎬ ｐ １１３

有人认为ꎬ “国际主义” 概念总是充满争议ꎬ 任何试图穷尽其意义范围和广度的主张都是一

项艰巨的智力任务ꎮ 参见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Ｃｈｒｉｓｔｏｖꎬ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Ｇｒｏｔｉｕｓꎬ Ｖａｔｔｅｌꎬ ａｎｄ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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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等次属类型ꎮ① 因此ꎬ 在这样的意义上 “自由国际主义” 可视为 “国际

主义” 的下级概念ꎮ 但是ꎬ “自由国际主义” 也可视作 “自由主义” 的一个

专门部分ꎬ 系由自由主义原则集合中具有国际向度或对国际事务产生影响的

若干政治概念组成ꎮ② 更进一步ꎬ 设若 “国际主义” 可视作国际关系学中为

数不多的联结分析性与规范性范畴的 “大理论”ꎬ “自由国际主义” 也可从

分析性和规范性向度进行交叉透视: 分析性向度系指国家通过制度化多边

合作方式实施对外关系议程的一种理念型态ꎻ 规范性向度植根于欧洲启蒙

运动提出的个人自然权利学说ꎬ 核心是由共同价值观、 共同利益和制度纽

带维系并具有某种自由开明 ( ｌｉｂｅｒａｌ) 取向之国际社会的 “理想” 化

抱负ꎮ③

一　 自由国际主义的历史渊源、 演化脉络与生成逻辑

历史上ꎬ 作为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延伸和运用ꎬ 自由国际主义思

想传统通过因应不同的历史条件ꎬ 呈现出高度适应性并发育出多样化的内涵ꎮ
不过ꎬ 也应当看到ꎬ 尽管自由国际主义的具体内涵从来都是丰富多元与因时

而异的ꎬ 其作为一种具有独特话语特征的主流国际关系思想传统总是具有一

脉相承的精神本质ꎮ
(一) 早期渊源: 思想准备

在西方精神史上ꎬ 追求 “人类大同” 理想和建立国家联邦维护和平的朴

素国际主义思想可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ꎮ 例如ꎬ 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

提出: “人是理性的动物ꎬ 并具有作为 ‘世界之邦’ 公民的普世主义权利”ꎻ
还从人的理性与自然法角度探究 “人的权利” “平等” 以及 “世界公民” 等

概念ꎬ 并就如何构建统一的 “人类共同体” 命题展开了讨论ꎮ 中世纪ꎬ 由于

基督教神学占据统治地位ꎬ 因此建立一个包容全人类的 “基督教共和国”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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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Ｃａｒｓｔｅｎ Ｈｏｌｂｒａａｄ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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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５０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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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ｅｄ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ꎬ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６４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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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系世界和平的观念同样强劲有力ꎮ① 文艺复兴时代以降ꎬ 对国家间 “和平联

盟” 计划的支持逐渐增加ꎬ 但这种想法在当时更多地被视为乌托邦或怀旧情

结而遭到排斥ꎮ② 总之ꎬ 受时代与物质条件限制ꎬ 这些零星的早期探讨大多停

留在哲学家的思辨和玄想阶段ꎬ 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 “国际主义”
思想体系ꎮ

自中世纪后期开始ꎬ 欧洲的社会思想领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动向ꎮ
一方面ꎬ 伴随中世纪大一统神权政治解体的是欧洲世俗王权的崛起ꎬ 并连带

催生了各民族意识的觉醒ꎬ 以马基雅维利和让博丹等为代表的思想家超越

了中世纪统治者对国家的想象ꎬ 促进了国家作为一个合法实体和一种非个人

化 “公共事物” (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 的认知———国家最能代表作为 “主权者” 而统

一的政府和人民的领土联盟ꎬ 并致力在 “国家间框架” 内实现其目标ꎻ 由此ꎬ
国家的具体利益超越了自然法和神授法的普遍概念ꎬ 成为行动的标准和指

南ꎮ③ 另一方面ꎬ 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强调从人的理性自

然法则中探寻国家间秩序的构建ꎬ 现代自由国际主义的思想传统由此迎来了

真正的萌芽时期ꎮ④

一般认为ꎬ 现代自由国际主义思潮的起源可以从中世纪后期基督教世界

的解体、 欧洲商人和新兴资产阶级追求世俗利益空间的开放中找到ꎮ 最初ꎬ
这样一种共同话语在欧洲的法哲学家撰写的 “国法”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文本中

找到了表达方式ꎮ 他们认为ꎬ 个人可以通过贸易、 发现和获得法律所有权等

世俗途径追求自己的理性利益ꎬ 进而促进和平与和谐ꎮ 在 １７ 世纪欧洲持久而

残酷的宗教圣战 ( “３０ 年战争”) 背景下ꎬ 那个时代建构欧洲新体系规则和制

度的任务是规范合作与竞争模式ꎬ 以便新兴的主权国家能够独立于外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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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和世界秩序: 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ꎬ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ꎬ 第 ７７ 页ꎮ

近代早期ꎬ 文明世界作为相互联系整体的观念已被欧洲智识界直接或隐约地加以讨论ꎮ １６ 世

纪西班牙新经院神学家苏亚雷斯认为ꎬ 尽管每个国家均是独立完整的政治单元ꎬ 但它们都需要别国提

供物质上的扶助与道义上的友爱ꎬ 因此国家仅仅是 “具有准政治和道德属性的普世性社会” 一分子ꎬ
正是它构成国际法赖以成立的基础ꎮ 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ｇｈｔ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ｏｌｍｅｓ ＆ Ｍｅｉｅｒꎬ １９９２ꎬ ｐ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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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 (罗马天主教会和哈布斯堡帝国) 进行组织ꎮ① 尽管有这些思想上的准

备ꎬ 但是ꎬ 只有当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以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等社会条件

具备之后ꎬ 自由国际主义的核心命题才由启蒙哲学家系统地提出ꎮ
(二) 启蒙时代: 辉煌创生

启蒙运动大致起源于 １７ 世纪 ８０ 年代的英国ꎬ 兴盛于 １８ 世纪的法国ꎬ 核

心主题是高扬人的理性ꎮ 这一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的总体特征是: 其一ꎬ «威斯

特伐利亚和约» 确立的现代主权国家体系标志着中世纪统治欧洲的罗马帝国

和教皇制全面衰落ꎬ 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新航路的开辟、 早期

殖民掠夺的进行以及跨大西洋贸易迅速发展ꎬ 世界市场的雏形已见端倪②ꎻ 其

二ꎬ 作为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ꎬ 出现了一个触角和利益跨越国界并以 “全民

利益代表” 自居的中产阶级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 ——— “由于中产阶级意识到自己是

一个世界性的阶级ꎬ 从一开始其自由主义政治蓝图就涵盖了整个世界ꎮ”③

启蒙时代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ꎮ
启蒙运动的特点是极大地相信人类有能力理解世界ꎬ 把握其规律和基本原理ꎬ
预测其未来ꎬ 以及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操控其力量ꎮ④ 正是看到了理性的力量和

人的无限潜力ꎬ 启蒙思想家大都乐观地相信: “理性” 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国家

长远利益的实现无须凭借武力威胁和战争ꎬ 而是依靠国际合作ꎻ 倘若人类学

会运用自己的理智ꎬ 以 “和平” “进步” 为标志的、 理性和科学的国际秩序

就会到来ꎮ 此外ꎬ 即便约翰洛克和格老秀斯等思想家承认国际社会处于无

政府状态ꎬ 但他们并不把它看作是霍布斯笔下那种绝望恐怖的战争状态ꎬ 而

是相信理性可以导致契约和法律的创制ꎬ 进而建立一个具有规则和秩序的国

际社会ꎮ

—６２—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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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汉主编: «资本主义史: 从世界体系形成到经济全球化»ꎬ 上海: 学林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２５ － ２６ 页ꎮ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ꎬ 罗荣渠等译: «现代世界体系» (第一卷)ꎬ 北京: 高等教育出

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ꎬ 第 ４６６ － ４７７ 页ꎻ [奥]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著ꎬ 韩光明等译: «自由与繁荣的国

度»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１３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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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１４７ꎬ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８７ꎬ ｐ １３４ 法国思想家卢梭是这种思想的主要代言人ꎬ 他相信人类有能力充分理解社

会现实ꎬ 在运用理性把握社会结构以及自我本性基本规律的基础上ꎬ 继而掌握自身和周围环境的命运ꎮ
参见 [挪] 克努成著ꎬ 余万里译: «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ꎬ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１３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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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主义的思想史上ꎬ 启蒙时代是重要而辉煌的创生阶段ꎮ 具体地

说ꎬ 这一时期特别是进入 １８ 世纪ꎬ 随着主权国家地位已经非常巩固以及超

越领土国家之上的国际公共领域开始出现ꎬ 作为处于贵族和王权压制下新

兴资本家中产阶级在理论上的代言人ꎬ 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开

始把目光投向相对无序的国际关系ꎬ 并试图为无政府的国家体系引入一定

程度的秩序ꎮ①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和背景下ꎬ 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的生成

和发展迎来了黄金时期ꎬ 以格老秀斯、 克略西和康德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

对人类事务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富有深度的思考ꎬ 并在理性主义基础

上系统地提出了 “国际法治和平” “商业贸易和平” 以及 “共和主义和平”
理论命题ꎮ

１ 国际法治和平论ꎮ 现代国际法之父、 荷兰法哲学家格老秀斯是这一思

想传统的集大成者ꎬ 其学说以自然法为基础ꎬ 而自然法被认为是普遍的ꎬ 体

现了正确的理性要求和正义ꎬ 既约束个人也约束国家ꎮ② 一般认为ꎬ 统领格老

秀斯国际政治思想主线的是理性主义 “二元论”: 一方面ꎬ 他承认 １７ 世纪的

国际体系是以国家为主导的体系ꎬ 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ꎻ 另一方

面ꎬ 他也认可国家的理性特征ꎬ 并且认为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可以帮助造就一

个有序的国际社会ꎮ 总体上ꎬ 格老秀斯的学说是关于自然权利和战争的道德

理论: 承认人类普遍存在的社会性ꎬ 其通过实证法可以适用于个人和国家③ꎻ
此外ꎬ 它抓住了历史的 “进步性” 在于用独立国家共同体的社会性取代中世

纪关于世界的统一性ꎬ 并设想所有国家都在以契约和正义为基础的国际法范

围内运作ꎬ 其将在即便不保证和平的情况下规范战争ꎮ④ 格老秀斯的历史贡献

主要在道德和规范领域: “经由国际法治实现和平” 的思想意味着在国际关系

中可以基于权利而非武力解决国家间的纷争与冲突ꎬ 这种通过法律实现和平

—７２—

①
②

③

④

Ａｌａｎ Ｃａｓｓｅｌｓꎬ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１９９６ꎬ ｐ １３
[美] 肯尼思Ｗ汤普森著ꎬ 谢峰译: «国际思想之父: 政治理论的遗产»ꎬ 北京: 北京大

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ꎬ 第 ８４ － ８７ 页ꎮ 此外ꎬ 格老秀斯也是西方思想界试图在先例和自然法基础上提出

系统国际行为准则的第一人ꎬ 参见 Ａｌａｎ Ｃａｓｓｅｌｓꎬ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１９９６ꎬ ｐ １０

Ａ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ꎬ “Éｍｅｒｉｃ Ｃｒｕｃé’ ｓ ‘Ｎｏｕｖｅａｕ Ｃｙｎéｅ’ (１６２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ꎬ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ｄｅａｓ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１３

Ｆ Ｈ Ｈｉｎｓｌｅｙꎬ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７ꎬ ｐｐ ２３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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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正式提出ꎮ①

２ 商业贸易和平论ꎮ 同样在 １７ 世纪ꎬ 随着时间推移ꎬ 人们对经年累月的

战争感到厌倦并越来越认识到和平对商业的潜在好处ꎬ 由此催生了新的和平

计划: 以自由贸易为媒介ꎬ 通过培育和巩固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来抑制战争倾

向ꎮ 在这方面ꎬ 法国思想家埃默里克克略西不仅是第一个从自由主义角度

思考国际关系的人ꎬ 也是最早提倡两个国家间贸易相互依存导致和平的现代

例子ꎮ② 根据克略西和其他人的观点: 自由贸易是人类进步的关键ꎻ 重商主义

和领土扩张在此过程中被摒弃ꎬ 因为其构成对商业合作、 人类进步与永久和

平的阻碍ꎮ 于是ꎬ 经由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基于物质主义考量来实现国际合

作ꎬ 这就为解决那个时代的问题提供了一种超越宗教的先进而新颖的方法ꎮ③

质言之ꎬ 商业贸易和平论的核心是: 经济交往作为一种互动手段ꎬ 不仅可

以改变国家好战的行为倾向ꎻ 还能创造相互依存与共同利益ꎬ 其反过来又

对国家间的和平状态进行 “锁定”ꎬ 最终实现和平之于繁荣的良性循环与正

向激励ꎮ 这标志着一个巨大的思想进步: 在传统的经济观点中ꎬ 土地是财

富的基本来源ꎬ 财富通过权力积累ꎻ 而在新的开明观点中ꎬ 贸易促进了繁

荣ꎬ 鼓励了 “礼貌和学习的兴起”ꎬ 消除了 “破坏性偏见”ꎬ 产生了 “文雅

的习俗”ꎮ④

３ 共和主义和平论ꎮ 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相比ꎬ 康德更深入地阐发了自

由国际主义的理念ꎬ 即各国在对世界主义权利的呼吁中形成一个 “和平联

盟”ꎮ⑤ 这样一个理性形成联盟的目标不仅仅是结束战争或建立和平条约ꎬ 也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ａｒｒｅｎ Ｆ Ｋｕｅｈｌꎬ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１９２０ꎬ
Ｎａｓｈｖｉｌｌｅ: 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９ꎬ ｐ ７

在 １６２３ 年出版的 «新西尼» 一书中ꎬ 克略西拒绝把对 “无神论” 或 “异端” 的传统神学关

注作为立论起点ꎬ 而是主张根除 “非人道”ꎬ 这是所有罪恶的根源ꎮ 战争作为 “非人道” 的极端表现

使他提倡一种新颖、 积极的人类行动方式———由物质利益驱动的和平ꎬ 这与依赖均势和条约的传统路

径形成了对比ꎮ 参见 Ａ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ꎬ “Éｍｅｒｉｃ Ｃｒｕｃé’ｓ ‘Ｎｏｕｖｅａｕ Ｃｙｎéｅ’ (１６２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ꎬ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ｄｅａｓ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９ － １５

Ａ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ꎬ “Éｍｅｒｉｃ Ｃｒｕｃé’ ｓ ‘Ｎｏｕｖｅａｕ Ｃｙｎéｅ’ (１６２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ꎬ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ｄｅａｓ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０ － ２２

Ｆｒａｎｋ Ｎｉｎｋｏｖｉｃｈꎬ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Ｉｎａｄｖｅｒｔｅｎｔ Ｒｉｓｅ ｔｏ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ｗｅｒ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２０

实际上ꎬ 共和主义和平论在康德的时代成为十分普遍的理论主张ꎮ 例如ꎬ 孟德斯鸠宣称战争

与政权类型相关ꎬ 他写道: “君主制的精神是战争和扩张ꎬ 共和制的精神是和平与节制ꎮ” 英国人威

廉古德温则提出 “当民主变得简单而牢不可破时ꎬ 战争将越来越远离人民的习性”ꎬ 并且当两个民

主国家共享一条边界的时候ꎬ 民主的和平特性就表现得十分明显ꎮ 参见 [挪] 克努成著ꎬ 余万里译:
«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ꎬ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１２６ － １２７ 页ꎮ



西方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的源流、 逻辑及困境　

是为了建立一个 “国际国家” (ｃｉｖｉｔａｓ ｇｅｎｔｉｕｍ) 以消除未来战争的条件①ꎻ 而

在共和制国家组成的和平联盟中ꎬ 国家之所以不得不将自身利益置于国际法

准则之下ꎬ 根源在于其理性洞察力以及公民对于人类共同体的道德承诺ꎮ② 本

质上ꎬ 与专制政体相比ꎬ 共和制国家具有天然的和平倾向ꎮ 这是由于ꎬ 在共

和体制下ꎬ 政府有效地代表人民ꎬ 人民自身是立法或主权者ꎬ 因而人民的利

益与国家利益高度重合——— “共和体制下如果要发动战争ꎬ 那就必须征询全

体公民的意见ꎻ 最自然的情况是ꎬ 他们在宣布开始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时ꎬ 将

会异常谨慎ꎬ 因为贸然决定参加一场战争将不得不承担战争引发的所有后

果”ꎮ③ 然而ꎬ 尽管共和制国家更倾向和平ꎬ 但在当时毕竟是少数ꎬ 这就提出

一个问题: 世界的永久和平如何可能? 对此ꎬ 他给出的论证是: 首先ꎬ 共和

制国家在政府形式上实行代议民主制ꎬ 政府管理过程实行分权制衡ꎬ 且公民

在法律上绝对平等ꎬ 因此共和制国家之间更可能倾向于和平共处④ꎻ 其次ꎬ
“如果一个强大开明的民族有幸能形成共和国 (其天然倾向于追求永久和平) 
这将为其他国家中的联盟团体树立一个典型ꎮ 这些联盟将与前者联合起来ꎬ
从而根据国际权利确保其中每个国家的自由ꎬ 然后这个整体会通过一系列类

似的结盟不断扩大”⑤ꎻ 最后ꎬ 自然法则决定了人类最终会通过理性思考 “逐
渐走向一个权力联合体系ꎬ 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安全体系” 和 “一个完美的人

类公民联盟”ꎮ⑥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Ｃｈｒｉｓｔｏｖꎬ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Ｇｒｏｔｉｕｓꎬ Ｖａｔｔｅｌ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ｅｇａｃｙ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５６２ 康德的国际主义思想复杂而精微ꎬ 他

承认霍布斯关于 “自然状态” 的描述是正确的ꎬ 即那是一种每一个体均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强者权利

占优的 “无法律状态” ———本质上是一种战争状态ꎬ 即便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战争和持续不断的实际

攻击 (敌对行动)ꎻ 但又认为这种 “所有人对所有人战争” 的自然状态缺乏正当性ꎬ 人与国家的道德

责任是超越自然状态而进入由 “权利” 和 “公共法律” 界定的公民社会ꎮ 参见 [美] 理查德塔克

著ꎬ 罗炯等译: «战争与和平的权利: 从格老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与国际秩序»ꎬ 南京: 译林出版

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２４８ － ２５１ 页ꎮ
李少军等著: «国际体系: 理论解释、 经验事实与战略启示»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８８ 页ꎮ
Ｈａｎｓ Ｒｅｉｓｓ (ｅｄ)ꎬ Ｋａｎｔ’ 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１ꎬ ｐｐ ９９ －

１００
Ｒｏｌａｎｄ Ｐａｒｉｓꎬ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Ｎｏ ２ꎬ Ｆａｌｌ １９９７ꎬ ｐ ５９
Ｈａｎｓ Ｒｅｉｓｓ (ｅｄ)ꎬ Ｋａｎｔ’ 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１ꎬ

ｐ １０４ꎻ [美] 理查德塔克著ꎬ 罗炯等译: «战争与和平的权利: 从格老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与国

际秩序»ꎬ 南京: 译林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２６５ 页ꎮ
[美] 亨利基辛格著ꎬ 胡利平等译: «世界秩序»ꎬ 北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２５ －２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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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主义思想发展史上ꎬ 启蒙哲学家的影响极为深远: 一是给国际关

系理论带来研究焦点的转移ꎬ 从以往注重单个国家转向整个国际体系ꎻ 二是

从进化的角度研究历史和社会ꎮ① 基于对人性、 政治和历史的乐观预设ꎬ 启蒙

思想家对国际社会的结构和过程具有高度理想主义的观点ꎮ 他们认为ꎬ 虽然

特定的对外政策可能在国家间激发矛盾和冲突ꎬ 但从理性角度看ꎬ 各国深层

次的根本利益仍然是和谐的ꎮ
(三) １８ 世纪后期至 １９ 世纪: 实践转向

影响这一时期国际思想演化的总体背景是: 首先ꎬ 随着启蒙世界观和大

众政治的兴起等现代力量的逐渐侵蚀ꎬ 以教会权威、 君主政体和贵族统治为

基础的旧制度结构秩序在一场最终导致美国独立、 法国大革命以及拉美革命

的过程中崩溃了ꎻ 其次ꎬ １９ 世纪早期以降ꎬ 伴随一种将工业化、 理性国家建

设和进步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新格局以及前所未有的全球现代性环境出现ꎬ
某些具有实践品质及现实关怀的国际主义思想要素开始生成ꎻ 再次ꎬ 由于自

由主义国家和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在时间上是一起出现的ꎬ 因此ꎬ 随着英国在

国际体系中崛起并在世界经济中登上霸主地位ꎬ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开始酝酿

并发育出早期雏形②ꎻ 最后ꎬ 尤具启迪意义的是ꎬ １８ 世纪开始的欧洲思想领

域中出现了一种世俗的大同精神ꎬ 其向传统的 “势力均衡” 概念提出了挑

战——— “势力均衡” 依靠各国相互冲突的利益维持ꎬ 而这种新的精神却设想

建立一个由国家支持、 受规则管理的、 理性的世界秩序ꎮ③

差不多同时ꎬ 开工业革命风气之先的英国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 “世界工

厂”ꎬ 并建构起以自由贸易、 海外殖民地和 (经由 “欧洲协调”) 操控欧洲

(大陆) 均势为三大支柱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Ｐａｘ 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ꎮ 而在其引领的 “精神世界” 革命中ꎬ 一是受越来越成为社

会思想主流的进化论和科学理性的影响ꎬ 进步主义哲学在 １９ 世纪逐步获得了

压倒性优势ꎻ 二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在英国得到了最充分发展ꎬ 并

取得了民族哲学和国家政策的地位ꎻ 三是与欧洲殖民帝国在全球的扩张一致ꎬ
自由主义也出现了向帝国转向的微妙趋势: 支持暴力征服和专制统治非欧洲

人的思想倾向偏离了自由主义前辈的观点ꎬ 使得自由主义传统在历史的这一

—０３—

①

②

[挪] 克努成著ꎬ 余万里译: «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ꎬ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１４７ －
１４８ 页ꎮ

③　 [加] 考克斯著ꎬ 林华译: «生产、 权力和世界秩序: 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ꎬ 北

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ꎬ 第 ８５ 页ꎬ 第 ８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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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被卷入一种不平等和明显非人道的国际政治之中ꎮ① 总之ꎬ 通过与英国自

由主义霸权更紧密结合ꎬ 这一时期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基本面貌和精神实质

与往昔相比已大不相同ꎮ
在实践层面ꎬ １８ 世纪后期特别是 １９ 世纪上半叶西方国际主义思想发展的

基本内容有: 超越 １８ 世纪均势政治逻辑、 体现 “集体安全” 原则雏形的 “欧
洲协调” 机制开始生成并在大国外交实践中初露锋芒②ꎻ 具有 “商业—经济

国际主义” 意涵的开放性自由贸易体制取代传统的排他性重商主义经济政策

并逐渐占据优势地位ꎻ 作为首要的自由主义国家ꎬ １９ 世纪的英国开始推动金

本位、 海上航行自由等国际制度ꎬ 这些设计与安排构成早期自由国际秩序的

重要组成部分③ꎻ 作为国际主义思想的社会载体与推动力量ꎬ 国际和平运动逐

渐登上历史舞台ꎬ 等等ꎮ
作为古典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发展的顶峰和最为典型的体现ꎬ １９ 世纪

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是: 其假定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消极意义是有限

的ꎬ 国家间的交往纽带 (包括各国的共同利益、 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 不

仅可以确保国际关系的稳定ꎬ 也确保了国际社会的和谐本质ꎮ 此外ꎬ 与古典

—１３—

①

②

③

[美] 珍妮弗皮茨著ꎬ 金毅等译: «转向帝国: 英法帝国主义自由主义的兴起»ꎬ 南京: 江

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３ 页ꎬ 第 ３０ 页ꎬ 第 ３５７ 页ꎮ
“欧洲协调” 是 “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现象”ꎮ 确实ꎬ １８１５ 年维也纳和会创立的 “欧洲协

调” 与 １８ 世纪的势力均衡在精神实质和运作模式上均截然不同ꎬ 通过一种新的法律—制度安排和道德

原则的约束ꎬ 在实质上超越了旧的欧洲均势政治的逻辑ꎬ 因而构成了国际关系结构层面的 “体系性变

迁”ꎮ 不仅如此ꎬ “欧洲协调” 还可以 “实质性地缓解安全困境”ꎬ 从而为 “无政府状态下的平衡提供

了一种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法”ꎮ 参见 Ｐａｕｌ Ｗ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ꎬ “Ｔｈｅ １９ｔｈ －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３９ꎬ Ｎｏ １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８６ꎬ ｐｐ １ － ２６ꎻ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 Ｋｕｐｃｈａｎ ａｎｄ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Ａ Ｋｕｐｃｈａｎꎬ “Ｃｏｎｃｅｒｔｓꎬ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Ｖｏｌ １６ꎬ Ｎｏ １ꎬ Ｓｕｍｍｅｒ １９９１ꎬ ｐｐ １３０ － １４３ꎻ Ｆ Ｈ Ｈｉｎｓｌｅｙꎬ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７ꎬ ｐｐ １３ －
１０６ꎻ [英] 马佐尔著ꎬ 胡晓姣等译: «谁将主宰世界: 支配世界的思想和权力»ꎬ 北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４ 页ꎮ 此外ꎬ 欧洲协调也是更成熟国际组织的先驱: “大国会议的机制是执行、 立法和调

解ꎮ 它采取了行政行动ꎬ 有时命令武装部队产生某些结果ꎻ 它是立法的ꎬ 因为它对国际法的一般问题

发表了声明ꎻ 有时是自己的成员或其他国家之间利益冲突的法官ꎮ 在所有这些职能中ꎬ 它都预示着成

为国际联盟机制的一部分ꎮ” 总之ꎬ “欧洲协调” 事实上承担了对 (欧洲) 国家间关系进行全方位规制

的职能ꎮ 然而ꎬ 其实际运转主要通过大国不定期召开会议的形式进行ꎬ 但会议本身往往是对重大事件

的被动反应而非提前预防ꎬ 这表明它的组织化和会议外交的制度化程度严重不足ꎬ 并且缺乏一以贯之

的行动原则和明确的方向感ꎮ 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ꎬ “Ｔｈｅ Ｍｏｖｅ ｔ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 Ｃａｒｄｏｚｏ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８ꎬ １９８７ꎬ ｐ ８５８ꎻ Ｌｏｒｉｍｅｒ Ｊａｍｅｓꎬ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ｌａｃｋ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ｏｎｓꎬ １８８４ꎬ ｐｐ １７５ － ２７５

达巍: « “自由国际秩序” 的前路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ꎬ 载 «全球秩序»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９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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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思想所承载的时代特征相一致ꎬ １９ 世纪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在很大程

度上以自由放任主义为基本理念ꎬ 并且特别强调这样一种倾向: 受到最少干

预或不被干预的世界本身就会走向秩序ꎮ①

此外ꎬ 在社会的深层思想倾向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ꎮ 首先ꎬ
１８ 世纪那种静态的世界观 (机械论的空间对称理念) 被 １９ 世纪动态的世界

观 (有机的、 存在于时间之中的进步秩序观) 所取代ꎮ② 其次ꎬ １９ 世纪开始

兴起并蔚为大观的自由主义不再像早期共和主义那样吁求公共精神和美德ꎬ
而是转向依靠机制作为获取自由和幸福的途径ꎬ 这必然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演

进方向产生深远影响ꎮ③ 再次ꎬ 国际主义思潮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次重要的

“实践转向”: 启蒙时代思想家的理论使命在于论证国家行为体之间利益的天

然和谐ꎬ 作为主体的人的任务仅仅是运用天赋理性去 “发现” 这种天然的和

谐关系ꎬ 而 １９ 世纪早期的国际主义思想家更注重通过主体意识的完善和提升

去 “实现” 这种和谐ꎮ 最后ꎬ 在追求国际和平的具体途径和手段上ꎬ 与启蒙

思想家主要诉诸人类理性与共和主义等先验和静态的因素不同ꎬ １９ 世纪的理

论家更强调自由贸易、 普遍裁军、 国际仲裁及国际司法等现实的能动因素ꎮ④

(四)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 (上半叶): 格局定型

在国际思想发展史上ꎬ 这是古典 “道德” 自由国际主义向现代 “制度”
自由国际主义过渡和转型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ꎬ 至此ꎬ 自由国际主义作为

一种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的基本格局已大致定型ꎮ 影响这一时期国际主义思想

发展与转型的总体背景和基本轮廓是: 以国际分工的完成、 世界市场和世界

—２３—

①

②

③

④

沈秋欢著: «格莱斯顿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及实践»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２０６ － ２０７ 页ꎮ

[挪] 克努成著ꎬ 余万里译: «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ꎬ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１４８ 页ꎮ

刘慧: «共和自由主义»ꎬ 载秦亚青主编: «理性与国际合作: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ꎬ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１１４ 页ꎮ

边沁功利主义哲学的提出是这种思潮转型的重要标志: 其不仅强调国家行为体之间天然的利

益和谐关系ꎬ 更强调通过高超的制度 (立法) 对国际行为体的行为进行控制和指导以增进这种和谐ꎮ
边沁的卓越之处还在于首次从功利主义角度系统地提出了以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原则全面改造国际体

系的理论构想ꎮ 此外ꎬ 大致从边沁的时代开始ꎬ 西方特别是英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逐渐摆脱以往那

种形而上的理论思辨色彩ꎬ 而是更多地强调积极介入和参与现实的国际政治生活ꎮ 参见 Ｆ Ｈ Ｈｉｎｓｌｅｙꎬ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７ꎬ ｐ ８２ꎻ 沈秋欢著: «格莱斯顿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及实践»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５５ － ５６ 页ꎻ [挪] 克努成著ꎬ 余万里译: «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ꎬ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１５５ － １５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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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体系的出现以及殖民体系的建立为标志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基本形成①ꎻ
随着强调个体行动和信仰自由放任哲学的 “旧” 自由主义向着眼于集体行动

和主张政府干预实现积极自由的 “新” 自由主义蜕变ꎬ 相应地自由国际主义

也从主张自由放任和不干预原则的古典 “道德” 国际主义向创建普遍性国际

组织为核心的现代 “制度” 国际主义转变ꎮ②

国际关系实践领域的变迁同样影响深远: 从 １９ 世纪中期开始ꎬ 受现代化

进程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ꎬ 国家间的联系与相互依存进一步增强ꎬ
全球化的内生动力和强化机制加速形成ꎬ 滥觞于 １７ 世纪的近代威斯特伐利亚

“共存型国际体系” 开始向现代 “合作型国际体系” 转变ꎮ③ 这就创造了由一

—３３—

①
②

③

潘忠歧著: «世界秩序: 结构、 机制与模式»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ꎬ 第 ２１ 页ꎮ
“一战” 爆发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了这一思想: 新的和平必须是

“有组织的和平”ꎬ 用当时年轻而有才华的作家沃尔特李普曼的话来说就是以 “控制” 取代 “随波逐

流”ꎮ １９１７ 年ꎬ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在 «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控制» 一文中指出: “世界正成为一个更宏

大和更高级的组织ꎬ 它现在要求在国际领域中表现出来” 总之ꎬ 和平必须人为 “建立”ꎬ 而不可

能 “自然地” 实现ꎮ 从西方思想发展的总体智识背景看ꎬ 随着先前那种带有决定论意涵的古典理性主

义哲学渐趋没落ꎬ 强调主体意志及其能动性的 (现代) 后理性主义哲学取得优势地位ꎻ 相应地ꎬ 古典

“道德” 国际主义也加快向现代 “制度” 国际主义转变ꎮ 古典的 “道德” 国际主义者对人性持相对乐

观的看法ꎬ 强调道德或理性等国际意识能成为向积极方向改造国际关系最关键的媒介或动力ꎬ 这种意

识本身即能保证国际关系的进步、 秩序和连续性ꎻ 在认识论层面ꎬ 则依据形而上学的自然法传统ꎬ 强

调绝对伦理原则超越具体时空条件的普遍适用性ꎮ 相反ꎬ 现代 “制度” 国际主义思想对人性的看法相

对中立和客观———在理性和制度约束下ꎬ 人性的良善面能够得到培育和展现ꎬ 与此同时ꎬ 其对国际关

系的进步不再单纯寄托在人类道德和理性的有机提升之上ꎬ 而是更注重通过国际制度的构建引导和塑

造国家行为ꎻ 思想方法上ꎬ 更强调凭藉 “历史—社会” 的情景分析视角ꎬ 针对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具体

议题寻求治理之道ꎮ “一战” 的爆发迫使国际主义者直面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客观现实和人性本身的不

可靠ꎬ 从而加快了西方国际主义思想从以往主要关注 “人性” 和 “道德” 提升向侧重 “制度” 与

“功能” 领域转移的趋势ꎬ 现代自由国际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理论特质由此得以确立ꎮ Ｊ Ｗ Ｂｕｒｒｏｗꎬ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ꎬ １８４８ － １９１４ꎬ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５２ －
６７ꎻ Ｉａｎ Ｈａｃｋｉｎｇꎬ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ｒａ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ꎬ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ｄｅａｓꎬ Ｖｏｌ ４４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８３ꎬ ｐｐ ４５５ － ４７５ꎻ Ｃａｓｐｅｒ Ｓｙｌｖｅｓｔꎬ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ｃ １９００ －１９３０”ꎬ ｉ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１ꎬ Ｎｏ ２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２６３ －
２８３ꎻ Ｃｏｒｎｅｌｉａ Ｎａｖａｒｉꎬ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ｎ Ａｎｇｅｌｌ”ꎬ ｉ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５ꎬ Ｎｏ ４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８９ꎬ ｐ ３４２ꎻ Ｗａｌｔｅｒ Ｌｉｐｐｍａｎｎꎬ Ｄｒｉｆｔ ａｎｄ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ｎｒｅｓｔ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Ｋｅｎｎｅｒｌｅｙꎬ １９１４ꎻ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ｏｒｔｏｎ Ｃｏｏｌｅｙ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１２ꎬ
１９１７ꎬ ｐｐ ２０７ － ２１６ꎻ 沈秋欢著: «格莱斯顿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及实践»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２０８ － ２０９ 页ꎻ 李少军等著: «国际体系: 理论解释、 经验事实与战略启示»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９４ 页ꎮ

例如ꎬ 在国际联盟之前ꎬ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每个国家都认为是自己行为唯一和主权的

法官ꎬ 不效忠于任何更高的权威ꎬ 有权对其他国家的批评甚至质疑表示不满ꎮ 但这种概念永远消失了:
国际社会有讨论和判断其每一成员国际行为的道德和法律权利ꎬ 这一点毫无疑问ꎬ 也不会再被怀疑ꎮ
参见 Ｆ Ｐ Ｗａｌｔｅｒｓꎬ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５２ꎬ ｐｐ １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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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跨国家的全球性治理机构管理全球社会新力量与国际相互依存关系的现实

需求ꎬ 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政治的某种制度化势在必行ꎮ 更深刻的转变是:
随着 １９ 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国际性霸权被 ２０ 世纪美国的体系性霸权所取代ꎬ
在此过程中国家本身也被 “国际化” 了ꎮ 质言之ꎬ “国家的国际化” 是一个

全球性进程ꎬ 通过这一进程ꎬ 民族国家成为一个更大、 更复杂的政治结构的

一部分ꎮ① 根本上ꎬ 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在这一阶段的发展演化进程也可被视为

中产阶级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现代性及其在国际领域内不断积聚的矛盾、 张

力与挑战的正面回应ꎮ②

概言之ꎬ 新自由主义者广泛地认可了通过政府间国际组织管理国际关系

的需要ꎬ 以及对国际生活进行制度化组织的重要性ꎬ 一种强调国际法和国际

组织的现代国际主义思想得以发展起来ꎻ 同时ꎬ 他们也更了解冲突的客观存

在和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ꎮ 这些思想上的进展与早期的自由主义先辈们

形成了鲜明对比: 大多数 １９ 世纪的国际主义者认为国际组织是没有必要的ꎬ
有时甚至是危险的ꎻ 在处理国际冲突时ꎬ 他们宁愿依靠仲裁或其他特别程序ꎮ
此外ꎬ 从 １９ 世纪中叶的理查德科布登到 ２０ 世纪初的诺曼安吉尔ꎬ 传统

的自由主义思想都拒绝对经济力量施加政治控制ꎮ 但是ꎬ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后ꎬ 头脑与观念更新的自由主义者逐渐认同需要一些更持久的 (多边) 机

制来管理国家间的关系和冲突ꎮ③ 出于对卷入大国总体性战争的恐惧和对理想

国际秩序的渴望ꎬ 在 “一战” 前几十年里ꎬ 西方特别是英美等国具有自由主

义倾向的政治家和学者开始为建立国际组织进行辩护ꎮ④

—４３—

①

②

③

④

[加] 考克斯著ꎬ 林华译: «生产、 权力和世界秩序: 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ꎬ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ꎬ 第 １８１ － １８２ 页ꎮ

“现代性” 是另一个涵义难以准确界定的概念ꎮ 根据巴里布赞和劳森的定义ꎬ 它指的是

“工业化、 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意识形态相互交织的配置”ꎬ 或者借用吉登斯的说法是 “内在的全球

化”ꎮ 参见 Ｊｏｈ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ꎬ ｉ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９ꎬ Ｎｏ ５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１０４３

Ｃａｒｓｔｅｎ Ｈｏｌｂｒａａｄ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４２ － ４４

例如ꎬ 英国人布莱斯福德和拉姆塞缪尔受到 １９ 世纪 “欧洲协调” 的启发ꎬ 认为其代表了从

完全无政府状态到国际关系组织化进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过渡阶段ꎮ 参见 Ｆ Ｈ Ｈｉｎｓｌｅｙꎬ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７ꎬ ｐ １ꎻ Ｃａｒｓｔｅｎ Ｈｏｌｂｒａａｄ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４２ꎻ Ｃａｒｓｔｅｎ Ｈｏｌｂｒａａｄ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ｒｔ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ꎬ １８１５ － １９１４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ｒｎｅｓ ａｎｄ Ｎｏｂｌｅꎬ １９７１ꎬ ｐｐ １７６ － １８４



西方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的源流、 逻辑及困境　

与此同时ꎬ 作为推动国际主义思想向前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ꎬ 在英美乃

至整个欧洲大陆ꎬ 随着知识分子、 商人、 律师和国会议员等精英群体加入ꎬ
国际和平运动获得了新动力ꎬ “世界和平大会” 与 “各国议会联盟” 组织在

成员规模和影响力上不断扩大ꎻ 其关注焦点不再像以福音派和贵格会教徒为

主体的早期和平运动那样ꎬ 仅仅基于宗教立场对战争进行抽象的道义谴责ꎬ
而是更强调通过仲裁、 国际法编纂与普遍裁军等相对 “实际的” 途径推动国

际合作的现实目标ꎮ① 很大程度上ꎬ 正是在和平团体的引领和推动下ꎬ 特别是

以 １８９９ 年和 １９０７ 年召开的两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以及对 “一战” 的反思为

契机ꎬ 关于改革旧式国际关系体系的呼声在以欧洲和北美为主体的西方社会

迅速高涨ꎮ② 世纪之交ꎬ 滥觞于启蒙时代并经由边沁等系统阐述过的 “国际议

会” 思想重新受到重视ꎬ 呼吁建立体现集体安全原则的 “和平联盟” 构想在

自由派知识分子中渐成声势ꎬ 而鼓吹国际生活组织化和制度化的书籍、 文章

和小册子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ꎮ③

—５３—

①

②

③

关于这一时期西方特别是美国和平运动的一般情况及其 “务实” 转向ꎬ 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 Ｌｕｔｚｋｅｒꎬ “Ｔｈ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ａｃ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１８９５ － １９１７”ꎬ ｉｎ Ｈａｒｖｅｙ Ｌ Ｄｙｃｋ
(ｅｄ)ꎬ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ｓｔ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３２０ － ３４０ꎻ Ｄａｖｉｄ
Ｓ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ꎬ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ａｃ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１８９８ － １９１４ ”ꎬ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Ｎｏ １ꎬ ｓｐｒｉｎｇ １９７２ꎬ ｐｐ ３１ － ４９

１８９９ 年与 １９０７ 年两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召开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反思在这一时期西

方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海牙体系可视为西方文明有意识地迈向国际政治生

活组织化和远离战争混乱的第一步ꎮ 有学者指出: “海牙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普遍性ꎮ” 但这只是第

一步ꎬ 并注定会失败ꎮ 即便如此ꎬ 海牙体系仍被看作为一个更新、 更好的体系奠定了基础: 海牙会议

是国际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ꎬ 与其说是凭借它的实际成就ꎬ 不如说是由于它所表达的概念、 被夸大的

希望、 基本上未能实施的建议以及未能解决但却暴露出来的深层问题ꎮ 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ꎬ “Ｔｈｅ
Ｍｏｖｅ ｔ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 Ｃａｒｄｏｚｏ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８ꎬ １９８７ꎬ ｐｐ ８４５ － ８４７

１８９８ 年ꎬ 美国人埃德温米德在 «新英格兰杂志» 发表了 «把世界组织起来» 的文章ꎬ 正式

提出了通过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实现世界和平的倡议ꎻ １８９９ 年ꎬ 本杰明特鲁布拉德出版了 «世界联

邦» 一书ꎬ １９０３ 年又提出召开 “经常性国际咨议大会” 的倡议ꎻ １８９９ 年ꎬ 雷蒙德布瑞吉曼在 «新
英格兰杂志» 发表题为 “人类政体” 的文章ꎬ 此后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深化并于 １９０５ 年出版了 «世
界政府» 一书ꎻ １９０３ 年ꎬ 在总部位于波士顿的 “美国和平协会” 推动下ꎬ 马赛诸萨州议会通过了一项

决议ꎬ 请求国会授权美国总统邀请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共同建立世界议会ꎬ 商议解决涉及各国共同利益

的问题ꎻ １９０４ 年ꎬ 各国议会联盟在美国圣路易斯城召开会议ꎬ 会议向国际社会发出公开呼吁ꎬ 一是适

时召开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ꎬ 二是继续谈判国际仲裁条约ꎬ 三是建议成立 “国际议会” 并定期举行会

议讨论重大国际问题ꎮ 参见 Ｅｄｗｉｎ Ｄ Ｍｅａｄꎬ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ꎬ 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Ｖｏｌ ＸＩＸꎬ Ｎｏ ４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８９８ꎬ ｐｐ ５１４ － ５２０ꎻ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Ｆ Ｔｒｕｅｂｌｏｏｄꎬ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Ｂｏｓｔｏｎ: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ꎬ Ｍｉｆｆｌｉｎ ＆ Ｃｏꎬ １８９９ꎻ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Ｌ Ｂｒｉｄｇ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ꎬ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ꎬ 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Ｖｏｌ ＸＸＩꎬ Ｎｏ １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９９ꎬ ｐｐ ２３ － ３１ꎻ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Ｂｏｓｔｏｎ: Ｇｉｎｎ ＆ Ｃｏꎬ １９０５ꎻ Ａｎｄｒｅｗ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ꎬ Ａ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Ａ Ｒｅｃｔｏｒｉａ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ｔ Ａｎｄｒｅｗｓꎬ Ｂｏｓｔｏｎ: Ｇｉｎ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１９０６ꎬ 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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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际制度是对一个无组织世界必要和可取的反应ꎬ 这使得前制度化的

国际秩序与制度化的国际秩序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国际联

盟———在 １９１９ 年的创立而区别开来ꎮ 大国通过国际联盟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

相互依存体系进行管理和控制的思想ꎬ 得到了强调大国权力和保持国际现状的

保守国际主义者与强调对国际体系进行适度机制和规范化改造的自由国际主义

者的共同支持ꎮ 某种程度上ꎬ 国际联盟可被理解为边沁设想的 “国际议会” (体
现为 “国联大会” 的设计)、 “欧洲协调” (体现为由大国组成的国联理事会)
以及 “集体安全” 三种观念折衷调和的产物ꎻ 同时ꎬ 它也体现出西方国际主义

思潮演进的历史连续性与发展阶段性ꎮ 譬如ꎬ 国联理事会显然是 “欧洲协调”
经过重大修订的升级版本ꎬ 纳入了权威和职权范围的法律定义、 体制连续性、
会议规律性以及大小国家代表的均衡构成等原则ꎻ 国联大会实现了参加海牙和

会的政治家对召开一次 “世界议会” 的希望和计划: 定期举行会议ꎬ 不依赖于

单个国家的倡议ꎬ 并有能力制定长期议事规则等ꎮ 至于国联秘书处ꎬ 则显然是在

１９ 世纪国际联合中涌现的 “国际局” 这一开创性概念在体制上的开花结果ꎮ①

然而ꎬ 这一时期国际生活的现实是ꎬ 与经济领域空前增强的国际联系和

相互依存相比ꎬ (以欧洲为中心的) 国际政治仍然固守着传统的均势与结盟外

交: 由于实行抢夺殖民地、 划分排他性势力范围和以武力为后盾的外交政策ꎬ
欧洲列强之间的全面总体竞争不断加剧ꎬ 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对国际秩序

的约束条件逐渐崩溃ꎬ 近代外交手段的强权性质充分暴露出来ꎬ 国际关系成

为空前赤裸裸的实力政治争夺ꎬ 直至跌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ꎮ② 作为对

“帝国主义外交” 浪潮的反弹ꎬ 从 １９ 世纪后期开始ꎬ 对极端民族主义、 大国

沙文主义和列强殖民主义的自由主义批评在大西洋两岸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

重视和倾听ꎮ “自由贸易” “民选政府” 与 “国际合作” 分别是自由主义批评

家们对 “帝国主义” “波拿巴主义” 和 “均势政治” 在思想上的回应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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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国际关系越来越不协调ꎮ 早在 １８６５ 年ꎬ «国民报» 驻巴黎记者抱怨说: “在以自由主义自豪的 １９
世纪欧洲ꎬ 霍布斯、 马基雅维利、 凯撒的公理和信条ꎬ 就像被遗忘的幽灵一样复活了ꎮ” 参见 Ｆｒａｎ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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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ꎬ 受 １９ 世纪下半叶流行的进化论思想和自由主义关于人类永恒进步

与世界趋向和平信念的影响ꎬ “一战” 前的自由主义者近乎普遍地相信: 西方

社会大都发展到民主自由的 “文明” 阶段ꎬ 人类理性、 公众舆论以及国家间

利益的天然和谐得到确立ꎬ “势力均衡” 已不再可能构成缔造国际新秩序的组

织原则ꎮ① 然而ꎬ １９１４ 年 “文明” 的欧洲跌落到野蛮的战争深渊ꎬ 给自由主

义者关于人类道德良知和永恒进步的乐观信念带来了毁灭性冲击ꎮ 作为对空

前危机的回应ꎬ 自由主义者本能的反应是: 决意要把大战本身作为一次彻底

清算和改造 (欧洲) “旧式” 国际体系的天赐良机ꎬ 用伍德罗威尔逊的话

来说就是 “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ꎮ② 与保守的现实主义者动辄把大战的起源

和责任归咎到德、 奥等国的好战本性与邪恶动机不同ꎬ 自由主义者却提出了

更加激进的关于战争起源的解释——— “一战” 乃至于更一般意义上战争的根

源主要不在于敌国好战或邪恶的本性ꎬ 而在于既有的国际关系体系存在某种

根本性的结构缺陷ꎮ 所以ꎬ 在自由主义者对战争起源的探讨中ꎬ 从对国家本

身政治属性和政治家个体意识与心理动机的批判转向对主权国家体系层面的

关注ꎬ 这在客观上就为现代 “制度国际主义” 的兴起铺平了道路ꎮ １９１５ 年有

人提出ꎬ 不是 “国际主义” 变得失效ꎬ 而是旧式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外交出了

故障ꎮ③ 英国人罗伊斯迪金森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最有代表性ꎮ 他在 １９１６
年出版的划时代著作 «欧洲无政府状态» 中指出: 战前的欧洲外交体系本质

上是一种霍布斯式 “国际无政府状态”ꎮ④ 由于保守派和激进左派在国际事务

中难以调和的观点ꎬ 尽管并非所有人都接受 “国际无政府状态” 是战争与混

乱的唯一解释ꎬ 但显然他的分析在动员和支持国际联盟与集体安全原则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因为它是自由主义者在国际事务中寻求进步、 秩序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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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ꎬ 但他并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将被迫在这个旧秩序中发挥自己的作用ꎻ 相反ꎬ 他认为战

争提供了一个全面改革国际体系的绝佳机会ꎬ 使之符合美国的理想即 “一个基于广泛和普遍权利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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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核心制度支柱ꎮ①

最后ꎬ 从国际思想本身的演化进程看ꎬ ２０ 世纪上半叶以降ꎬ 随着跨国关

系发展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增长ꎬ 现代自由国际主义思潮的三个主要分支即立

宪的、 进化的与人道的自由国际主义分别衍生出来ꎮ 立宪的自由国际主义致

力于国际政治生活的法律化和组织化ꎬ 由于需要应对两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国

际危机ꎬ 其在 ２０ 世纪早期占据主导地位ꎬ 并直接促成了国际联盟与联合国体

系的创立ꎮ 进化的自由国际主义偏重经济与社会维度ꎬ 在 ２０ 世纪后期渐成主

流ꎬ 构成指导欧洲一体化等区域主义进程的思想基础——— “功能主义”ꎻ 由于

主张通过跨国合作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ꎬ 因而是自由国际主义更加社会化的

版本ꎮ② 到 “一战” 前后ꎬ 这两股思潮都与 １９ 世纪古典自由国际主义传统形

成了某种背离ꎬ 并与国际政治中国际主义思想的两种分析上可相互分离的模

式相关ꎮ 第一种是传统的道德论点ꎬ 其基础是人类缓慢但逐渐进步的概念ꎬ
并认为国际政治的秩序和正义将有机地发展———人类设计的法律和道德机制

必须符合并尊重这些先决条件ꎮ 因此ꎬ 虽然传统的国际主义者普遍支持国际

法的发展ꎬ 但很多人认为ꎬ 只有当人类的道德或理性得到改善时ꎬ 法律规则

才能发挥作用ꎮ 第二种是现代的制度观点ꎬ 其在 ２０ 世纪早期变得更加普遍ꎬ
并纠正了传统道德观点中肤浅的乐观主义ꎬ 转而坚持 “国际主义” 的理想只

能通过建立政治和法律制度来制约国际政治中无理性和不道德的行为来实现ꎮ
自由国际主义作为普遍性国际组织 (特别是国际联盟) 理念助产士的关键作

用ꎬ 就是从这种思想中产生的ꎮ③ 至于 “人道的” 自由国际主义ꎬ 其在观念

谱系上更多地与 １９ 世纪英国古典自由国际主义者的杰出代表 Ｊ Ｓ 密尔ꎬ 维多

利亚时代英国自由主义的人格化身———威廉格莱斯顿等的国际主义思想一

脉相承ꎮ 在观察到 ２０ 世纪早期各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相互依存之后ꎬ 自由

主义者对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念和集体责任有了全新认识ꎮ 结果是一种

“新” 道德国际主义的复兴和发展ꎬ 其最初强调西方 “文明的” 国际社会对

“低等级” 种族 “监管” 和 “保护” 的责任ꎬ 在 ２０ 世纪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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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反殖民主义运动之后ꎬ 逐步演变为对普世人权的强调和尊重ꎬ 这体现

出了时代的进步ꎮ “冷战” 后ꎬ 人道主义干预思潮在西方重新抬头ꎬ 作为其相

对晚近的表现ꎬ 如 ２００５ 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提出关于 “保护责任 (Ｒ２Ｐ)”
倡议等ꎬ 背后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潮或隐或显的线索及深远持久的影响ꎮ

二　 自由国际主义的历史方位及悖论性困境

任何关于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的研究最终都无可避免地回归到自由主

义本身ꎮ 作为最核心和普遍的西方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ꎬ 自由主义的历史不

仅承载着文明思维、 政治实践和哲学伦理创新的重要遗产ꎬ 也从根本上塑造

和决定着自由国际主义的历史命运ꎮ
(一) 历史方位

在国际关系史上ꎬ 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的产物ꎬ
其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出现在西欧—北美ꎬ 并且大多是在自己的国家首先获得

政治经验ꎮ 从一开始ꎬ 自由国际主义者就对国际政治有一个基本的诊断ꎬ 即

国际事务是一个由无序、 强权、 秘密及非理性定义和主导的政治领域ꎬ 这些

势力本身会危及 “自由”ꎬ 最直观的体现是贵族通过巨大象征性权力从事的秘

密外交ꎬ 当然也表现在战争的不定期重演中ꎮ① 从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看ꎬ 自

由国际主义反映了商人、 资本家、 知识分子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利益与价值观

念ꎬ 其潜在的意识形态目的及手段均在于: 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倾向于以国内

类比的概念为指导ꎬ 根据国内类比世界 (或至少是所在地理区域) 的结构和

过程ꎬ 从而使后者变得更类似于国内社会ꎬ 最终将秩序、 正义和进步等国内

社会的特征嫁接或移植到国际领域ꎮ②

根本上ꎬ 由于 “国际化” 自始至终是一个充满 “矛盾和不均衡的进程”ꎬ
因此ꎬ 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也可被理解为资本家及其中产阶级盟友等推动

欧美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社会力量对这一动态进程中的非理性因素进行管理

和控制的一种意识形态ꎮ 不过ꎬ 与当代美国化版本的自由国际主义逐渐退化

为 “价值中立” 的解释性理论并为美西方霸权 (帝国) 主义进行保守性辩护

—９３—

①

②

Ｃａｓｐｅｒ Ｓｙｌｖｅｓｔꎬ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ꎬ ｉｎ Ｔｉｍ Ｄｕｎｎｅ ａｎｄ Ｔｒｉｎｅ Ｆｌｏｃｋｈａｒｔ
(ｅｄｓ)ꎬ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１７７

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好研究ꎬ 可参见 Ｈｉｄｅｍｉ Ｓｕｇａｎａｍｉꎬ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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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ꎬ 历史上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曾经发展出一种颇具锋芒的批判与规范性

立场ꎬ 其在推动各民族自决和反殖民化运动ꎬ 倡导国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
民主化ꎬ 强调市场开放和自由竞争ꎬ 以及反对国家的军事主义倾向、 鼓励大

国合作和通过集体安全原则构建国际持久和平等方面均起过积极有益的作用ꎮ
最后ꎬ 必须承认ꎬ 尽管现代国际政治的很大一部分框架———从联合国等

国际机构到人权制度———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特征ꎬ 但这些特征已经内化为

世界政治文明的一部分ꎮ 还应看到ꎬ 在历史的特定阶段 (如 “二战” 后相当

长一段时间)ꎬ 在民族主义的国内需求和资本主义获取全球资源和市场的外部

需求之间ꎬ 某种谦抑、 衡平、 中庸的自由国际主义版本或许是一种解决两者

必要平衡的相对合理方式ꎮ① 此外ꎬ 与历史上基于纯粹现实主义逻辑的国际秩

序相比ꎬ 自由国际秩序不仅为参与该体系的国家提供了程度不等的经济、 政

治和安全收益ꎬ 而且为体系内国家间的互动提供了可预测性ꎮ② 或许ꎬ 自由国

际主义思想传统迄今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可以用 “欧洲之父” 让莫内的一句

名言最好地加以概括——— “没有人就没有可能ꎻ 没有制度就没有持久性”ꎮ③

(二) 悖论性困境

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政治经济思想传统ꎬ 自由主义本身充满张力和潜在

的内部矛盾④ꎮ 相应地ꎬ 当代的自由国际主义不仅存在难以克服的悖论和张

力ꎬ 同时也面临着深刻的困境: 其在克服民族主义限制因素、 美国的霸权控

—０４—

①

②

③

④

Ｄａｖｉｄ Ｓｔｅｉｇｅｒｗａｌｄꎬ “Ｔｈｅ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 ｉ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２３ꎬ Ｎｏ １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７９ － ９９ 约翰鲁杰从国际经济秩序角度把这种相对衡平、 中庸的自由国际主义称为

“嵌入式自由主义”ꎻ 杰里辛普森则从国际法角度将强调包容与多元主义的 “ (联合国) 宪章自由主

义” 与追求国际社会 “同质普遍性” 的 “反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 进行了区分ꎮ 参见 Ｊｏｈｎ Ｇｅｒａｒｄ
Ｒｕｇｇｉｅꎬ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ꎬ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３６ꎬ Ｎｏ ２ꎬ Ｓｐｒｉｎｇ １９８２ꎬ ｐｐ ３７９ － ４１５ꎻ Ｇｅｒｒｙ Ｓｉｍｐｓｏｎꎬ “Ｔｗｏ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ｓ”ꎬ ｉｎ ＥＪＩＬꎬ Ｖｏｌ １２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５３７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Ｌｉｓｓｎ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ｒａ Ｒａｐｐ － Ｈｏｏｐｅｒꎬ “Ｔｈｅ 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ｕｍｐ: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ꎬ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１２ 此外ꎬ 尽管各国可

能在事实和行动方针上存在分歧ꎬ 但它们都同意ꎬ 在一个权力不受管制的世界中ꎬ 维持国际秩序既是

唯一可行的政治战略ꎬ 也是国际政治参与各方最大的共同利益ꎮ 参见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Ｃｈｒｉｓｔｏｖꎬ “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Ｇｒｏｔｉｕｓꎬ Ｖａｔｔｅｌ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ｅｇａｃｙ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５６４

Ｃａｒｓｔｅｎ Ｈｏｌｂｒａａｄ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５３

当然ꎬ 换一种角度看ꎬ 这何尝不是其适应性与活力的源泉ꎮ 参见 Ｓｔｅｆａｎｏ Ｇｕｚｚｉｎｉꎬ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ꎬ ｉｎ Ｔｉｍ Ｄｕｎｎｅ ａｎｄ Ｔｒｉｎｅ Ｆｌｏｃｋｈａｒｔ (ｅｄｓ)ꎬ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２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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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及对主权国家的困惑立场等障碍中的至少一个时都遇到了问题ꎮ 实质上ꎬ
出于对国家主权和多元主义的尊重ꎬ 以及同样坚持强调追求所谓普遍道德目

标的双重承诺ꎬ 自由国际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双刃剑概念ꎮ 由此ꎬ 它常

常引起了不同的、 有时甚至完全冲突的解释ꎬ 这些解释在意识形态内容和其

支持者关于应在自由国际主义的多元性和统一性承诺之间达成适当平衡的观

点上都有所不同ꎮ 理念层面ꎬ 自由国际主义本质的模糊性决定了多元主义和

统一主义之间悬而未决的紧张关系ꎮ① 归纳起来ꎬ 这些悖论性困境主要有如下

几种表现ꎮ
一是关于主权与人权的 “精神分裂” 立场ꎮ 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

命开始、 及至贯穿 １９ 世纪至 ２０ 世纪欧亚非地区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和解放

运动的一条思想主线是: 在国际上应用自由主义乃是为了支持民族自决和主

权制度的普遍适用ꎮ 然而ꎬ 同样重要的是ꎬ 在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中ꎬ 不仅一

个普遍而抽象的理性主义者个体始终被置于这种意识形态的中心ꎬ 而且国家

主权最终也来源于自然状态下的个人权利ꎮ② 因此ꎬ 自由国际主义作为一种意

识形态的历史使命或伦理基础ꎬ 在于消除国际层次上任何阻碍个体自由意志

或行使自由的因素ꎮ 早期自由主义者以迷信、 宗教等作为攻击目标ꎻ 当代新

自由主义者认定对自由的主要威胁来自运转失灵或专制压迫的国家ꎮ 在自由

主义者看来ꎬ 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ꎬ 通过建立民主体制对其施加限制ꎬ 国家

将被重新塑造———这个过程将受到那些从失败或专制国家以及从过时文化传

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个体的欢迎ꎮ 于是ꎬ 通过扎根于其普遍人类主体的世界

性观念ꎬ 继而以保护人权和促进民主的名义支持或使干预合理化ꎬ 自由的国

际主义却越来越强调废除作为现代世界体系基石的国家主权ꎬ 自由国际秩序

由此陷入 “不断革命” 的困境ꎮ③

二是所谓 “好国家” 困境ꎮ 历史上ꎬ 从早期伟大的国际法理论家格老秀

—１４—

①

②

③

Ａｎｄｒｅｗ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ꎬ “Ｔｈｅ Ｗａｒｓ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ꎬ Ｄｕｅｌｌ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ｉｎ ａ Ｐｏｓｔ －
ｕｎｉｐｏｌａｒ Ｗｏｒｌｄ”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５０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９１ －９３

由于这些权利是普遍的ꎬ 如果看到其他国家人民的权利遭到侵犯ꎬ 自由主义国家感到真的有

责任代表他们进行干预ꎮ 参见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ꎬ 李泽译: «大幻想: 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

现实»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第 １７２ 页ꎮ
Ｔｏｂｙ Ｄｏｄｇｅꎬ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ｅａｍｓ ｏｆ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Ｓｔａｔｅ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ｅａｃｅ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Ｉｒａｑ”ꎬ ｉ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９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１９６ －
１１９７ꎻ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 Ｄｅｓｃｈ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ｌ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Ｖｏｌ ３２ꎬ Ｎｏ ３ꎬ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ꎬ ｐ １３ꎻ 达巍: « “自由国际秩

序” 的前路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ꎬ 载 «全球秩序»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９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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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到哲学家康德等ꎬ 自由国际主义都假定某种 “特殊” 类型的国家具有本质

上的优越性ꎮ① 在格老秀斯那里ꎬ 国际领域内成功的契约安排依赖于某个强

国ꎬ 如统一后的欧洲 “低地国家” (荷兰)ꎻ 康德的 “永久和平” 构想则依赖

于一个国家体系 (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一个强大而开明的共和主义国家)ꎬ 其中

每个国家都是根据道德上优越的共和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ꎮ 因此ꎬ 在自由国

际主义的思想体系中ꎬ 全球秩序中的主权问题总是表现为试图首先在国家内

部创建一个理想的政治共同体ꎬ 然后将这个共同体的价值、 权威、 边界、 文

化或生产方式外化或投射到国际政体中去ꎮ② 但是ꎬ 一个 “理想国家” 的预

设总是无可避免地播下了国际主义滑向 “背叛” 反面的种子ꎮ③ 历史上ꎬ 这

种基于国家身份属性的二元划分不断为占优势的西方制造出一连串的 “他
者”ꎬ 并可能为 “好” 国家不受约束地干预 “坏” 国家提供理据ꎮ 将这种逻

辑推衍到极致的后果是: 最具 “自由主义” 身份属性国家的对外政策常常与

傲慢粗暴的单边主义、 干预主义和军国主义等 “反自由主义” ( ｉｌｌｉｂｅｒａｌ) 特

征联系在一起ꎮ④

三是对霸权与帝国等 “反自由主义” 历史力量的暧昧态度ꎮ 一般而言ꎬ
当且仅当与国际体系中最有力量的自由主义霸权国相结合ꎬ 自由国际主义才

可能从理论和思辨层面上升为一种塑造国家间互动方式的规范性因素ꎮ⑤ 但很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在西方语境中ꎬ “好国家” 系指开放、 自由、 民主的共和国ꎮ 参见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Ｏｎｕｆꎬ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Ｌｅｇａｃ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８ꎬ ｐ ２３０

多数自由主义者断言自由主义优于其他类型的政治秩序ꎬ 并且认为如果只存在自由主义政权ꎬ
世界会变得更美好ꎬ 同时坚信只有基于自由价值观的社会模式才能在历史演变的竞争中取得胜利ꎮ 自

由主义中固有的优越感有时助长了对非自由群体和国家惊人的不宽容ꎮ 参见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ꎬ 李泽译: «大幻想: 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第 ６９ 页ꎬ 第

１４３ 页ꎻ Ａｄａｍ Ｑｕｉｎｎꎬ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Ｂｕ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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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ꎬ １９ 世纪以来的所有国际体系之所以能够被定义为自由主义秩序ꎬ 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体系中存在一个有能力管理和执行规则的支配性自由主义霸权国家ꎮ 参见 Ｓｔｅｆａｎｏ Ｇｕｚｚｉｎ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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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ꎬ “一个具有自由主义属性的国家本身并不能保证良好的政治判断”①ꎮ
于是ꎬ 当霸权主义或特定民族主义意识主导国际多边机构时ꎬ 极可能违背国

际主义的积极愿景和规范性目标———超越霸权国的自私自利并满足一个人道

化世界的根本承诺ꎮ 质言之ꎬ 自由国际主义能否走出当前困境ꎬ 取决于其能

否发展出一种连贯和一致的针对主权国家特别是国际体系中最强大国家的公

正立场ꎮ 它始终面临根本性难题: 能否超越民族国家的狭隘视域ꎬ 尤其是超

越霸权主义的武断干预ꎮ② 不仅如此ꎬ 历史上自由主义对帝国以及更广泛的国

际正义持有何种立场ꎬ 始终是存在巨大分歧的问题ꎮ 有人宣称自由主义往往

包含着一个帝国主义的内核: 由于自由主义者对进步和法治构建孜孜不倦的

坚持ꎬ 已使得自由主义者们反复支持帝国主义的计划ꎮ 另一些人认为ꎬ 自由

主义与生俱来就是反帝国主义的ꎬ 这是考虑到自由主义对人类 “平等” 和

“自治” 的承诺ꎮ 事实上在自由主义历史传统中ꎬ 自由主义者在不同时期、 不

同环境中曾跻身帝国主义最优秀的辩护者和最激进的批评者之列ꎮ③

四是 “精英主义” 价值取向与诉诸 “公众理性” 的对立ꎮ 在精神习性和

价值偏好方面ꎬ 自由国际主义的拥趸天然具有精英主义取向ꎬ 但他们总以诉

诸公众或普通人理性的形式出现ꎬ 这经常表现为一种自相矛盾的态度ꎮ 自由

国际主义者从来相信通过人类理性、 道德和国民性的提升来改革国际事务是

可能的ꎬ 然而ꎬ 这种对个体和公众理性的信仰却一次又一次被对其潜在腐败

的日益增强的担忧所抵消和冲淡ꎮ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ꎮ 譬如ꎬ 当 １９ 世纪中

叶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ꎬ 科布登和他的国际主义支持者们就不得不直面推动

政客们走向对抗的战争精神ꎮ 由于他们历来倚重的媒体与公众的声音变得极

具攻击性ꎬ 科布登不由得发出了这样的灵魂拷问: “我们还是理性的、 进步的

物种吗?”④ ２０ 世纪初ꎬ 诺曼安吉尔指出ꎬ “公众判断的 ‘自然’ 倾向是极

其不可靠和错误的”ꎬ 然而ꎬ “长远来看ꎬ 除了公众的判断之外ꎬ 没有其他选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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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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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珍妮弗皮茨著ꎬ 金毅等译: «转向帝国: 英法帝国主义自由主义的兴起»ꎬ 南京: 江

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６ － ７ 页ꎮ
[英] 马佐尔著ꎬ 胡晓姣等译: «谁将主宰世界: 支配世界的思想和权力»ꎬ 北京: 中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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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可作为政府的基础”ꎮ 总之ꎬ 尽管存在对大众政治中不可控因素的担忧ꎬ 自

由国际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传统总是有一种诉诸普通人常识的张力ꎮ 非但如此ꎬ
这种对大众政治的焦虑也延伸到了其对主权国家和民族主义的矛盾观点ꎮ①

五是主张多元平等的 “普世主义” 表面修辞与 “西方中心主义” 内在实

质的张力ꎮ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其普遍性ꎬ 认为

历史倾向于世界的社会和文化统一ꎮ② 相应地ꎬ 自由国际主义思想 (至少在理

论层面) 也提供了一个开放和基于 (多边主义) 规则体系的承诺: 在一个以

克制、 互惠和主权平等为原则的合作性世界秩序体系中ꎬ 各国通过贸易与合

作实现互利共赢ꎮ③ 然而ꎬ 透过当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纷繁复杂的表象ꎬ 却不

难辨识其 “西方中心” 甚至 “盎格鲁—撒克逊” 英语民族中心主义的本质属

性ꎮ 这是因为ꎬ 在国际关系史上ꎬ 尽管自由价值观仅仅是欧洲文明发展史上

特定地点和事件刺激的偶然产物ꎬ 但自由主义者却相信 “自由、 民主与自由

企业的三位一体” 构成国家成功的单一可持续模式ꎬ 并坚称其对所有社会均

真实、 正确和一体适用④ꎮ 在更加抽象的理论层面ꎬ 大多数情况下国际关系

和国际理论展示了一个内置的世界政治的等级化概念ꎬ 它是建立在文明标

准的分析或规范性的西方中心概念和等级主权的全球制度之上的ꎮ 本质上ꎬ
国际理论始终在操纵一种伪装成普遍性的 “地方性—分层级的” 世界政治

概念⑤ꎮ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尽管自由主义总是在民族主义国家背景下运作ꎬ 但它经常忽略身份和领土之间的联系ꎬ 而这

恰是民族主义的核心ꎮ 乌黛梅塔指出: “英美自由主义传统中的政治理论家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忽视

了政治身份和领土之间的联系ꎬ 而且还将前者概念化ꎬ 至少含蓄地否定了后者的重要性和两者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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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余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自由国际主义的历史命运

作为一种植根于西方文明并具有高度实践性及现实关怀的思想传统ꎬ 自

由国际主义必然反映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 知识传统与价值偏好ꎬ 并投射其

特定的政治目标和理想追求ꎮ 因此ꎬ 无论 “自由国际主义” 以何种 “普世”
“中立” 面目加以表达ꎬ 其背后总是或隐或显地浮现出某种基于发达的市民社

会、 科技与制度创新活力并具有强势扩张性海洋商业文明的影子———盎格鲁

—撒克逊英语民族的自由主义霸权ꎮ① 由此便不难理解ꎬ 近代以来英美等自由

主义霸权对世界体系特别是国际公共场域 “开放性” “规则” 和 “普世价值”
的强调ꎬ 对相对超脱于欧亚大陆地缘纷争之外ꎬ 因而有条件按照抽象原则建

构理想化世界秩序的 (英美) 资本主义海洋商业强国来说ꎬ 一个按照 “自由

国际主义” 的国际关系哲学构建起来并且稳定可管理的国际体系是相对廉价

与更为可取的ꎮ② 这意味着它们既无须承担传统均势同盟体系下那种繁重的条

约义务ꎬ 又能保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ꎻ 其对以商业立国并具有强大综合竞

争力的海洋国家在全球进行和平的商业扩张与意识形态渗透也是非常有利

的ꎮ③ 本质上ꎬ 自由国际主义作为一种具有预设立场的思想传统ꎬ 总是有意无

意地试图淡化国际体系中的 “主权” “战争” “均势” 等构成性 (政治) 因

素ꎬ 将国际政治化约成去政治化的理性国际 “公共空间”ꎬ 继而方便自由主义

—５４—

①

②

③

有美国学者将英美社会自 １７ 世纪以来开创的对资本主义和社会变迁等新理念持有的宽容和开

放态度称为 “盎格鲁 － 撒克逊态度”ꎬ 结果是其在全球技术进步的浪潮中长期占据前沿和有利的优势

地位ꎮ 参见 [美]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ꎬ 涂怡超等译: «上帝与黄金: 英国、 美国与现代世界的

形成»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１６ － １７ 页ꎮ 然而ꎬ 从历史上一系列 “他者” 立场观

之ꎬ 自由国际主义的立足点和最终归宿 “总是在保障自由主义的主导权ꎬ 让历史冻结在英美等霸权国

倡导的自由主义时代ꎬ 随后再按自由主义的形式重新书写和长久掌控世界秩序ꎬ 进而为各国行为和领

土疆域划定界限真正的权力在于对制定规范准则的掌控ꎬ 他们有权决定这些规则适用于何人何

地ꎮ” 参见 [英] 马佐尔著ꎬ 胡晓姣等译: «谁将主宰世界: 支配世界的思想和权力»ꎬ 北京: 中信出

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１５１ － １５２ 页ꎮ
例如ꎬ １９１８ 年初威尔逊总统在与豪斯上校的一次谈话中说ꎬ 他已决定ꎬ 战后一般的和平条款

应优先于具体的领土调整ꎮ 换言之ꎬ 与战后领土安排的具体细节相比ꎬ 威尔逊对如何构建和平以防止

未来战争的抽象原则更感兴趣ꎮ 参见 Ｊｏａｎ Ｈｏｆｆꎬ Ａ Ｆａｕｓｔ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ｏｍ 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 ｔｏ Ｇｅｏｒｇｅ
Ｗ Ｂｕｓｈ: Ｄｒｅａｍｓ ｏｆ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ｂｉｌｉｔｙ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５０

Ｃｏｌｉｎ Ｄｕｅｃｋꎬ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ｅａｐ: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Ｗｉｌｓｏｎ ｔｏ Ｂｕｓｈ”ꎬ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２０ꎬ Ｎｏ ４ꎬ 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１ － １１ꎻ Ｃａｒｓｔｅｎ Ｈｏｌｂｒａａｄ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ｒｔ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ꎬ １８１５ － １９１４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ｒｎｅｓ ａｎｄ Ｎｏｂｌｅꎬ １９７１ꎬ
ｐ 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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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对其进行控制、 管理和 “征税”ꎮ
应当承认ꎬ “自由国际主义” 具有高度的活力与适应性ꎻ 所以ꎬ 尽管当前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出现松动迹象ꎬ 但断言自由国际秩序已经终结还言之过

早①ꎮ 同时ꎬ 客观而言ꎬ 自由国际主义的思想传统既有阴暗面也有积极面ꎬ 其

中主张自由、 开放、 多元、 理性、 合作、 平等的价值观念以及倡导多边主义、
集体安全、 贸易自由化与共同利益等政治原则具有进步性和普适性ꎬ 这些是

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ꎬ 因而可以构成中西交流、 对话的前提和基础ꎮ 在全球

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ꎬ 要真正摆脱 “文明冲突论” 魔咒和自我实

现的预言ꎬ 实现东西方文明相互镜鉴与共生共荣的积极愿景ꎬ 只有某种既反

映国际权势格局又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各主要文明共识的新型国际主义ꎬ 才是

指引人类走出当前困局的唯一出路ꎮ 长远看ꎬ 虽然这种 “国际主义” 的具体

内涵和表现形式尚难预料ꎬ 但它必定具有某种衡平或中庸特征: 海洋文明与

大陆文明的平衡ꎬ 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平衡ꎬ 西方 (个人主义) 与东方

(集体主义) 的平衡ꎬ 主权国家内政相对闭合性 (国家治理独立) 与国际体

系开放性 (全球准则统一) 的平衡ꎬ 以及效率与公平价值的平衡ꎬ 等等ꎮ 说

到底是要摒弃霸权执念和民族中心主义ꎬ 真正践行以平等、 包容及协商为内

核的多边主义ꎮ 未来ꎬ 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在世界东方群体性崛起ꎬ 以及现

有国际体系在经历 “去 (西方) 中心化” 之后ꎬ 将会衍生出何种内涵的 “国
际主义政治” 及规范性承诺ꎬ 其能否规避西方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的悖论

性困境ꎬ 仍有待观察和检验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６４—

① 达巍: « “自由国际秩序” 的前路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ꎬ 载 «全球秩序»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０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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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区域主义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

李德鹏　 思特格奇

内容提要: 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 地区长期存在着多样的区

域主义主张和行动ꎬ 其实际成果如何则见仁见智ꎮ 本文认为ꎬ 拉美

区域主义的特点在于 “弱而不竭” “起伏不定”: 拉美区域主义的

发展是一个在相对固定、 上限较低的区间内不断振荡的过程ꎬ 同时

具有稳定性和振荡性ꎮ 为解释这一点ꎬ 本文借助布罗代尔关于时间

的历史理论作为分析框架ꎬ 认为中长时段因素塑造了拉美区域主义

稳定的一面ꎬ 而短时段因素则造成了拉美区域主义发展的振荡ꎮ 中

长时段因素包括地理因素、 人文因素和经济因素ꎮ 这些因素对拉美

区域主义的影响都有两面性ꎬ 大体而言ꎬ 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推动

了区域主义发展ꎬ 而经济因素则是阻碍区域主义取得进一步成果的

主要因素ꎬ 使其活动长期处在较低的水平ꎮ 短时段因素指政府政策

因素ꎬ 取决于政府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变化ꎮ 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变化

很快ꎬ 造成了拉美区域主义的不稳定性ꎮ 本文以近年来南美区域主

义为例ꎬ 结合南美洲国家联盟和南美进步论坛的发展情况ꎬ 说明了

不同因素在拉美区域主义实践中的作用ꎮ
关 键 词: 区域主义　 一体化　 南美洲　 南美洲国家联盟　 南

美进步论坛

作者简介: 李德鹏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拉丁美洲研究系博士

研究生ꎻ 思特格奇ꎬ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国际战略研

究院非洲与拉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ꎮ
中图分类号: Ｄ８１４ 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 － ６６４９ (２０２２) ０４ － ００４７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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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独立以来ꎬ 拉丁美洲国家从不缺乏种种区域主义的愿望与行动ꎬ 但实

际结果则往往十分复杂ꎮ 从过程看ꎬ 拉美区域主义的方向常常摇摆不定ꎬ 整

体进程也常大起大落ꎻ 从结果看ꎬ 相比欧洲一体化ꎬ 拉美区域主义在深度、
成果方面都较为有限ꎮ 不过ꎬ 学者奥利弗达贝内 (Ｏｌｉｖｅｒ Ｄａｂéｎｅ) 提出ꎬ
拉美区域主义是 “不稳定但持续的ꎬ 有危机也有恢复力”①ꎮ 在他看来ꎬ 尽管

问题重重ꎬ 但拉美区域主义的韧性也颇为可观ꎮ 本文认同达贝内的观点ꎬ 认

为拉美区域主义长期处在一种 “起伏不定、 弱而不竭” 的状态ꎬ 既具有振荡

性ꎬ 同时这种振荡又是在一个较稳定的区间进行ꎬ 既不会趋于消亡ꎬ 又无法

取得大的突破ꎮ 本文将主要论述拉美区域主义同时表现出这些特点的原因ꎬ
并结合近年来南美洲区域主义的代表南美洲国家联盟 (Ｕｎａｓｕｒ) 和南美进步

论坛 (Ｐｒｏｓｕｒ) 的兴衰说明这一点ꎮ

一　 拉美区域主义的整体情况

本部分内容首先将明确本文所讨论的 “拉美区域主义” 的具体含义ꎬ 并

在之后结合拉美区域主义的发展史ꎬ 说明拉美区域主义在整体上具有 “起伏

不定” “弱而不竭” 的特点ꎮ
(一) “区域主义” / “一体化” 的含义

本文中ꎬ “区域主义”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也译 “地区主义”) 和 “一体化”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被用作同义词ꎬ 有时交替使用ꎮ 达贝内将区域一体化定义为

“ (次国家、 国家、 跨国家) 政治单元互动渐增的历史进程”②ꎬ 本文对区域主

义 /一体化的理解也大致如此ꎮ 本文较为宽泛地界定这两个概念ꎬ 认为它们涉

及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等不同领域ꎬ 同时认为既有的区域组织和制度、
尝试构建区域组织和制度乃至加强区域国家间合作的实践都是区域主义 /一体

化的一部分ꎮ 不过ꎬ 本文主要研究的也是政府层面的实践ꎬ 不讨论社会层面

关于拉美区域主义的思想和活动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本文和部分学者对拉美区域主义 /一体化的理解是不同

的ꎬ 部分学者对一体化的定义更窄ꎮ 研究欧洲一体化的学者倾向仅从让渡主

权的角度理解一体化ꎬ 这样看一体化实际是区域主义的高级形式ꎬ 比一般的

—８４—

①②　 Ｏｌｉｖｅｒ Ｄａｂéｎｅ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５ꎬ 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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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合作更深入ꎮ 或者说ꎬ 区域合作是 “政府间性”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的ꎬ
而一体化是 “超国家” (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的ꎮ① 在持此观点的学者看来ꎬ 拉美众

多区域组织体现的应该仅仅是合作而非一体化ꎮ② 但由于本文引用的很多学者

并没有严格区分一体化和区域主义ꎬ 甚至拉美区域组织的官方表述也会用到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ｃｉóｎ” 一词ꎬ 所以本文在行文中不再区别这两个术语ꎬ 对一

体化也采用最广义的概念ꎬ 将其等同于区域主义ꎮ
从时间维度看ꎬ 本文认为ꎬ 拉美的区域主义 /一体化可以追溯到拉美国家

独立初期ꎮ 不过ꎬ 也有学者认为拉美区域主义源于二战后ꎬ 与欧洲一体化进

程基本同时开始ꎮ 这实则也与概念的定义方式有关ꎮ 例如ꎬ «牛津比较区域主

义手册» 将区域主义理解为 “主要由国家主导的ꎬ 在至少 ３ 个国家间建立和

维持正式制度和组织的过程”ꎮ 依据这种严格的定义ꎬ 拉美一体化要自二战后

算起ꎮ③ 早期拉美区域主义的努力的确没有形成有较多现代意义的正式制度和

组织ꎬ 但尝试联合拉美各国的国家层面活动却是客观存在的ꎮ 因此在本文看

来ꎬ 拉美区域主义是一个持续 ２００ 年左右的长期历史现象ꎮ④ 本文延展观察拉

美一体化的时间长度ꎬ 也是为了能考量一些作用于中长时段的影响因素ꎬ 如

地理、 文化等因素ꎮ
在地理层面ꎬ “拉美” 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泛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ꎬ 加勒比地区的区域主义在本文中也偶有涉及ꎮ 不过ꎬ 加勒比国家都是

小国ꎬ 且基本都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才独立ꎬ 加勒比地区的区域主

义的影响力更弱ꎬ 历史也更短ꎮ 整合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区域主义组

—９４—

①

②

③

④

Ｄｅｔｌｅｆ Ｎｏｌｔｅ ａｎｄ Ｂｒｉｇｉｔｔｅ Ｗｅｉｆｆｅｎꎬ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ꎬ 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Ｇ Ｗｅｉｓｓ ａｎｄ
Ｒｏｒｄｅｎ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 ｅｄｓ)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２ － ３

参见 Ｏｌｉｖｅｒ Ｄａｂéｎｅ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１０ꎻ 张凡: «拉美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国别基础、 互

补与竞争»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９３ 页ꎮ
Ｔａｎｊａ Ａ Ｂöｒｚ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ｉｓｓｅꎬ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 Ｔａｎｊａ Ａ Ｂöｒｚ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ｉｓｓｅ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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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也倾向将拉美区域主义的源头追溯到其独立初期ꎬ 参见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 Ｒｉｖｅｒａꎬ Ｌａｔ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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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 １３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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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ＣＥＬＡＣ) 则直到 ２１ 世纪才出现ꎮ 由

于这些原因ꎬ 本文所谈的拉美区域主义实际更多涉及西葡语国家间的区域

主义ꎮ
本文所指的拉美区域主义不包含涉及美国和加拿大的区域主义ꎮ 北美国

家发起的一些区域主义实践确实也有拉美国家参与ꎬ 但由于美国巨大的体量ꎬ
拉美国家在参与这类区域主义活动时ꎬ 客观上难免处于边缘乃至依附地位ꎮ
此外ꎬ 很多拉美一体化活动诞生的初衷即有区别于美国、 抗衡美国的因素ꎮ
因此ꎬ 本文把美国在西半球营造的 “泛美主义” 国际组织体系及北美自由贸

易区 (ＮＡＦＴＡ) 等区域组织视为拉美区域主义的竞争对手ꎬ 而非拉美一体化

的某种形式ꎮ
(二) 拉美一体化的 “起伏不定” 与 “弱而不竭”
１９ 世纪时ꎬ 拉美一体化的倡议和行动主要出现在西语国家间ꎬ 不同西语

国家发起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彼此的联合ꎮ 这些会议包括 １８２６ 年玻利瓦尔发起

的巴拿马会议、 １８４７—１８４８ 年为针对厄瓜多尔总统引入欧洲君主的计划而由

秘鲁发起的利马会议、 １８５６—１８５７ 年智利发起的圣地亚哥会议、 １８６４—１８６５
年秘鲁与西班牙冲突引发的第二次利马会议ꎬ 等等ꎮ 这些会议往往以政治、
军事联盟条约作为成果ꎬ 只是所有条约都没有得到相应拉美政府的一致批

准ꎮ① 尽管在 １９ 世纪拉美也存在一些与一体化相反的分裂趋势ꎬ 如大哥伦比

亚共和国和中美洲联邦分别解体、 拉美国家之间出现战争等ꎬ 但大体上看ꎬ
在 １９ 世纪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产生新的区域联合主张ꎮ 从 １９ 世纪末到二战前ꎬ
拉美国家的区域主义相对陷入低潮②ꎬ 只有 ２０ 世纪初巴西、 阿根廷、 智利间

曾在局部尝试建立联盟或缔结某种和平友好条约ꎮ 这一时期ꎬ 美国在美洲取

—０５—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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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ꎬ Ｒｉｖｅｒａ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ＮＣ: 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ｄ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３４ － ８３

本文主要讨论政府层面的区域主义ꎬ 在这个层面上 １９ 世纪末及 ２０ 世纪上半叶是拉美区域主

义活动的低潮期ꎮ 但在思想领域ꎬ 何塞恩里克罗多 ( Ｊｏｓé Ｅｎｒｉｑｕｅ Ｒｏｄó)、 曼努埃尔乌加尔特

(Ｍａｎｕｅｌ Ｕｇａｒｔｅ) 和萨尔瓦多门迭塔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 Ｍｅｎｄｉｅｔａ) 等思想家在这一时期大量阐发了主张拉美

(或拉美的一些次地区) 团结、 一体化的思想ꎮ 秘鲁的阿普拉党 (ＡＰＲＡꎬ 亦称美洲人民革命联盟)、
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 (Ａｕｇｕｓｔｏ Ｃｅｓａｒ Ｓａｎｄｉｎｏ) 等这一时期活跃的政治力量和人物也有关于拉美

一体化的主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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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独大的地位ꎬ 通过侵略、 干涉直接控制了一些中北美、 加勒比小国ꎬ 并开

始推动创立以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 (后更名 “美洲国家组织”ꎬ ＯＡＳ) 为代表

的泛美体系ꎬ 这些都冲淡了拉美国家间区域合作的意味ꎮ 二战后ꎬ 拉美一体

化更多以创立具体组织机制的方式推进ꎬ 一体化整体的起伏也变得更频繁ꎮ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拉美一体化在发展过程中常有方向和程度的变化ꎬ 认为存

在着几 “波” 一体化ꎮ 例如ꎬ 有观点认为在二战后拉美存在着 ４ 波一体化潮

流ꎬ 分别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６０ 年代 (发展主义的)、 ７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

(修正发展主义的)、 ９０ 年代 (新自由主义、 开放的区域主义的) 和 ２１ 世纪

初ꎬ 分别被不同的思想主导ꎮ① 总体看ꎬ 可以说拉美区域主义经历了 １９ 世纪

的第一波 “涨潮” 与随后几十年的 “落潮”ꎬ 在近几十年中则每 １０ ~ ２０ 年经

历一番起伏ꎮ
本文无意具体探讨每一波一体化的具体特点及成因ꎬ 回顾历史只是为了

说明拉美区域主义有着 “起伏不定” “弱而不竭” 的特点ꎮ 如学者们所说ꎬ
拉美区域主义的形势往往呈 “波浪状”ꎬ 这说明拉美区域主义的实践是不稳定

的、 有其内在弱点的ꎬ 但也有较强的恢复力ꎮ②

拉美区域主义的不稳定性 ( “起伏不定”) 体现在其高峰与低谷的落差ꎮ
从不同时间截面看ꎬ 拉美区域主义的景观是大为不同的ꎮ 在一些时刻ꎬ 能看

到区域倡议或组织井喷式的涌现、 各国对区域主义的高涨热情ꎬ 而在另一些

时刻ꎬ 则只能见到区域主义的黯淡景象ꎬ 此时区域组织碌碌无为乃至分崩离

析ꎬ 而区域各国则将注意力转向域外或国内ꎮ 例如ꎬ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人们见

证了中美洲共同市场 (ＣＡＣＭ)、 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 (ＬＡＦＴＡ)、 加勒比

自由贸易协会 ( ＣＡＲＩＦＴＡ)、 东加勒比共同市场 ( ＥＣＣＭ)、 安第斯集团

(ＡＧ) 的纷纷成立ꎮ 而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ꎬ 拉美国家整体陷入了

债务危机ꎬ 中美洲多国还陷入内战ꎬ 区域大多数国家无暇顾及一体化ꎮ 此时

过去区域主义模式 (倾向发展主义、 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紧密相关) 的弊端

—１５—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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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鲁伊斯和安德烈里瓦罗拉对 “恢复力”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的概念有较多论述ꎬ 认为在区域一

体化层面ꎬ “恢复力” 可以被理解为 “区域一体化、 合作进程中ꎬ 从危机和挫折中恢复的能力”ꎮ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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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逐渐显露ꎬ 像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这样的组织也没能实现最初消除域内

贸易壁垒的初衷ꎬ 也在 ８０ 年代初以改组为拉美一体化协会 (ＬＡＩＡ) 告终ꎮ①

可以说ꎬ 拉美区域主义活动呈现出发展的波动性ꎬ 有其高点与低点、 高峰与

低谷ꎮ
拉美区域主义的脆弱性 (“弱”) 则在于其成就的有限ꎮ 拉美区域主义所

取得的总体成就并不令人满意ꎬ 一直存在深度不足、 流于表面的问题ꎬ 很多

区域组织的发展程度与其最初设想都有一定距离ꎬ 与更成功的欧洲一体化在

程度上不可同日而语ꎮ 有学者用 “象征性地区主义” 来形容拉美和东亚地区

的一体化进程ꎬ 认为其实质是 “借地区合作之名行巩固主权之实”ꎮ② 且不论

拉美一体化实践的动机为何ꎬ 但 “象征性地区主义” 这一称谓的确道出拉美

一体化进程的虚弱一面ꎮ 同时ꎬ 拉美一体化也是高度分裂的ꎮ 从一开始ꎬ 旨

在囊括全部拉美国家和仅覆盖某个次区域的一体化活动就同时存在ꎬ 在功能

上也往往重叠ꎻ 近几十年中ꎬ 指导思想对立的组织之间彼此竞争ꎬ 造成一体

化力量的内耗ꎮ 如学者所言ꎬ “分化、 重叠的区域项目的存在不是成功一体化

的体现ꎬ 而是反映出潜力的耗竭”③ꎬ 不同区域组织间的相互倾轧还常导致一

体化整体进程的停滞与倒退ꎮ
但另一方面ꎬ 拉美区域主义的重重问题却也没有让它彻底停滞ꎬ 这就是

其具有恢复力或 “弱而不竭” 的一面ꎮ 一波区域主义浪潮可能会被否定或被

新的区域主义形式和主张取代ꎬ 但实现区域团结、 整合的根本目标却很少遭

到质疑ꎮ 遭到否定的只是区域主义的具体外在形式ꎬ 其内核精神尽管模糊、
薄弱ꎬ 却不会有消失的危险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 拉美区域主义也立于某种不败

之地ꎮ 很多时候ꎬ 甚至曾被否定的元素也会卷土重来ꎮ 例如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的 “开放的区域主义” 在 ２１ 世纪初拉美左翼潮流中遭到批判ꎬ 趋于式微ꎬ 但

２０１１ 年成立的太平洋联盟 (ＰＡ) 又多少复活了其倾向自由贸易、 对外开放的

精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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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型颖、 王衡: «象征性地区主义及其发生机制———以东亚和拉美为例»ꎬ 载 «国际论坛»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１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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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ꎬ 可以将拉美区域主义看作在特定区间内不断变化振荡的进程: 拉

美区域主义既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ꎬ 不能与欧洲一体化比肩ꎬ 但同时也不会

消逝在历史中ꎮ 这样一来ꎬ 在振荡变化中ꎬ 拉美区域主义也表现出某种不变

的稳定性: 其存在是稳定的ꎬ 其发展水平也已被大致框定ꎮ 因此ꎬ 本文认为

拉美区域主义同时有着 “起伏不定” “弱而不竭” 的复杂面相ꎮ

二　 对拉美区域主义特点的解释

本部分在对拉美区域主义发展特点的既有解释基础上ꎬ 借用布罗代尔

(Ｆｅｒｎａｎｄ Ｂｒａｕｄｅｌ) 的理论对影响拉美区域主义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类ꎮ 之后ꎬ
本文提出ꎬ 拉美区域主义 “起伏不定” “弱而不竭” 的特点ꎬ 是由地理、 人

文、 经济等中长时段因素和政府物质权力、 政府意识形态等短时段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ꎮ
(一) 基本框架

一些研究欧洲一体化的经典理论如功能主义、 新功能主义、 自由政府间

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等关注了低政治领域功能外溢、 政府 (政治精英) 作用、
社会认同等要素对于一体化的影响ꎮ① 尽管很多学者在研究拉美区域主义时不

一定会有意识地运用以上理论ꎬ 但这些理论所关注的变量也都在拉美区域主

义的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ꎮ
或多或少地结合了欧洲一体化理论提出的观察角度ꎬ 大量从事拉美区

域研究的学者基于历史和现实ꎬ 对影响拉美区域主义成败的因素做了细致

的归纳ꎮ 其中ꎬ 大部分学者主要关注的是拉美区域主义较为失败的一面ꎬ
认为后者可以归咎于拉美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 对总统外交的过分依赖、
区域内部贸易水平低、 外部干涉、 区域内部缺乏领导者、 意识形态分歧、
领土争端等因素ꎮ② 关注拉美区域主义恢复力的学者则提出ꎬ 对政治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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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Ａｎｔｊｅ Ｗｉｅｎ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Ｄｉｅｚꎬ Ｅｕｏｒ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６ － １１

参见 Ｃａｒｌｏｓ Ｍａｌａｍｕｄ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ꎬ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９５ －９７ꎻ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
Ｒｉｖｅｒａꎬ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ꎬ Ｒｉｖｅｒａ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ＮＣ: 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ｄ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１１ － ２２ꎻ 温大琳: «当前拉美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要制约因素»ꎬ 载 «拉丁

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２２ － ２６ 页ꎻ 周志伟: «当前拉美一体化现状及陷入困境的原因»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２ － ４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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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发展的追求、 共同的文化和认同是驱动一体化长久不衰的基本

要素ꎮ①

本文认为ꎬ 以上分析都有一定道理ꎬ 但这些因素往往彼此有重叠之处ꎬ
或分属于不同层次、 维度ꎬ 难以简单地并列ꎮ 而且ꎬ 既有研究往往更侧重于

解释拉美一体化成功或失败的单一方面ꎬ 但实际上拉美区域主义 “起伏不定”
“弱而不竭” 的特点又同时辩证存在、 彼此关联ꎬ 需要一个统一的解释ꎮ 本文

希望对前人提出的种种变量加以进一步抽象、 提炼ꎬ 提出一个较简洁的分析

框架ꎬ 帮助厘清不同变量间的联系ꎬ 说明拉美一体化 “起伏不定” “弱而不

竭” 的原因ꎮ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分析历史时使用了结合 “长时段” “中时段” “短

时段” 的方法ꎬ 也被称为 “长时段理论” 或 “三种时段理论”ꎮ 这种历史观

是本文想加以借鉴的ꎮ 在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一书中ꎬ
布罗代尔将上述三种时段分别解释为地理时间、 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ꎬ 对应

“人同周围环境的关系史” “群体和集团史” (经济、 国家、 社会、 文明等)
和 “事件史”ꎮ② 布罗代尔对于历史时段的划分ꎬ 有助于厘清拉美区域主义中

不同影响因素的层次和作用ꎮ 布罗代尔也提出ꎬ 长时段的历史是 “几乎静止

的”、 中时段的历史是 “节奏缓慢” 的ꎬ 而短时段的事件史则是 “短促迅速

和动荡的”ꎮ③在 «历史学和社会科学» 一文中ꎬ 布罗代尔又提出 “每一 ‘当
前的事件’ 都聚合了不同起源、 不同节奏的运动: 今天的时间起源于昨天、
前天和从前的时间ꎮ”④ 布罗代尔认为ꎬ 不同的历史时段有不同的节奏ꎬ 不同

节奏同时影响着当前事件ꎬ 这对于理解拉美区域主义的 “变” 与 “不变” 是

有帮助的ꎮ
本文认为ꎬ 拉美区域主义同时呈现的稳定与不稳定ꎬ 分别是相对恒定的

因素和富于变化因素影响的结果ꎮ 前者是布罗代尔所说的相对静态的中长时

段因素ꎬ 后者是动态变化的短时段因素ꎮ 具体而言ꎬ 中长时段的因素框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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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Ａｎｄｒéｓ Ｒｉｖａｒｏｌａ Ｐｕｎｔｉｇｌｉａｎｏ ａｎｄ Ｊｏｓé Ｂｒｉｃｅñｏ － Ｒｕｉｚꎬ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ｉｎ Ａｎｄｒéｓ Ｒｉｖａｒｏｌａ Ｐｕｎｔｉｇｌｉａｎｏ ａｎｄ Ｊｏｓé Ｂｒｉｃｅñｏ － Ｒｕｉｚ (ｅｄｓ)ꎬ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ꎬ Ｈｏｕｎｄｓｍｉｌｌｓꎬ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ꎬ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８ － ９

③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ꎬ 唐家龙、 曾培耿等译: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

世界» (第一卷)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９６ 年ꎬ 第 ８ － １０ 页ꎮ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ꎬ 刘北成、 周立红译: «论历史 (上)»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ꎬ 第 ４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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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区域主义的上限与下限ꎬ 赋予其 “弱而不竭” 的特点ꎬ 即拉美区域主

义能取得的最高成就是有限的ꎬ 但最惨淡时也不至于消亡ꎻ 而一些短时段

的因素ꎬ 则令拉美区域主义起伏不定ꎮ 本文对中长时段因素、 短时段因素

的界定和布罗代尔大同小异ꎬ 但本文不再区分长时段因素和中时段因素ꎬ
而是将拉美或西半球的地理条件、 人文背景、 经济结构 (在全球体系的位

置) 都笼统视为 “中长时段” 因素ꎮ 拉美内部的力量分配情况和各国的主

导思潮、 意识形态则往往受个人、 单一政府的影响较大ꎬ 属于布罗代尔所

说的短时段因素ꎮ
(二) 中长时段因素及其影响

如布罗代尔所说ꎬ 地理因素从时间层面看是近乎静止的ꎻ 而在本文研究

的时段内 (自拉美独立至今)ꎬ 拉美国家的人文景观大体也是稳定的: 从独立

至今ꎬ 至少承载各国文化的官方语言文字没有较大变化ꎬ 而这很大程度上是

在殖民时期就已定型的ꎮ① 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这两大中长期因素实际成为拉

美一体化最主要的动力ꎬ 它们共同催生了对拉丁美洲的认同ꎮ 大西洋和太平

洋将整个美洲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分隔开ꎬ 而由于整个美洲大陆土地广袤ꎬ
很多拉美国家特别是南美国家与美国、 加拿大也有遥远的距离ꎮ 在文化层面ꎬ
拉美的主要国家都经历了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ꎬ
因而具有文化上的共性ꎬ 而和盎格鲁—撒克逊美洲拉开了心理距离ꎮ 即使很

多加勒比岛国历史上主要受英国殖民ꎬ 但种植园经济的历史传统和大量非洲

裔的存在也让他们与两个北美国家文化迥异ꎮ 正是地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综

合作用构建了 “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 这一概念与认同ꎬ 使得追求拉美团

结成为区域人民一种天然的诉求ꎮ
当然ꎬ 地理因素与人文因素对拉美一体化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ꎮ 在地

理上ꎬ 墨西哥以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确实离美国较近ꎬ 难以逃脱

美国的影响力ꎮ 而拉美内部存在的一些自然屏障如安第斯山脉、 亚马孙雨

林、 加勒比海等也增加了各国彼此之间联系的困难ꎬ 将拉美划分为不同的

次区域ꎬ 从而分散了区域主义的力量ꎮ 同样ꎬ 诸多英语、 荷兰语加勒比国

—５５—

① 也有些例外ꎬ 如墨西哥独立后ꎬ 由于推行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政策ꎬ 西班牙语逐渐取代过

去的印第安本土语言成为优势语言ꎬ 但这实际也是对殖民时期传统趋势的延续ꎮ 参见曹佳: «墨西哥

民族整合进程中印第安人的国族认同研究»ꎬ 载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２ 页ꎮ 如今在一些国家ꎬ 印第安本土语言的地位相比过去上升ꎬ 但也没能取代欧洲语言的主

体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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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西语、 葡语国家在文化上也存在较大差异ꎬ 两类国家间的文化认同较

弱ꎬ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囊括除美国和加拿大以外全部西半球国家的拉美和

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ＣＥＬＡＣ) 要等到 ２０１１ 年才诞生ꎮ 甚至讲葡语的巴西对

其他西语国家的态度也一度是若即若离的ꎬ 巴西并不总是像其在 ２１ 世纪初

那样积极支持一体化、 拥抱邻国ꎮ 著名学者莱斯利贝瑟尔 ( Ｌｅｓｌｉｅ
Ｂｅｔｈｅｌｌ) 甚至认为巴西成为 “拉美” 的一部分更多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之后

的问题ꎮ①

经济因素也是在中长期大体保持相对稳定的因素ꎬ 其对拉美区域主义的

影响也是根本性的ꎮ 这里的经济因素是指这一情况: 自独立以后ꎬ 作为整体

的拉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直处于落后、 边缘、 依附的地位ꎮ 应该承认ꎬ 拉

美国家在独立后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充满起伏ꎬ 不乏短期和局部的亮点ꎬ 但从

长远和全局看ꎬ 拉美在近 ２００ 年内一直没有缩小与西方国家在发展水平上的

差距ꎮ 数据显示ꎬ 拉美整体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独立伊始就已远落后于美

国ꎮ 在之后的历史中ꎬ 拉美各国具体情况有所不同ꎬ 但在缩小与美国差距方

面都成效有限ꎬ 很多国家还逐渐被美国拉开了更大的距离ꎮ 在 ２０ 世纪以后ꎬ
拉美 (仅指西语、 葡语国家) 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低于美国的 ２５％ ꎬ 自

１９６０ 年以来ꎬ 拉美最富裕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要低于美国的一半ꎮ②

在经济表现长期低迷的背后ꎬ 拉丁美洲国家一直未能实现产业、 技术升级ꎬ
一直未能从事 “创新的机会窗口大、 报酬递增和协同效应强” 的生产活动③ꎬ
在全球经济中被锁定在一个较为不利的位置ꎮ 这种情况也是自拉美国家独立

以来就未曾根本改变的ꎬ 无论是出口导向还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尝试都未能

找到实现经济高速稳定发展的道路ꎮ
这种情况也是拉美区域主义发展的主要阻力ꎮ 经济因素的作用是根本性

的: 很多学者们归纳的一体化不利因素也都源于拉美在世界经济中的弱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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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莱斯利贝瑟尔: «从思想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视角看巴西与拉丁美洲的关系»ꎬ 载 «拉丁美洲

研究»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１５ 页ꎮ 也有观点认为ꎬ 尽管巴西真正认同 “拉丁美洲” 这一具体概念较

晚ꎬ 但是与周边国家的交往比莱斯利贝瑟尔的判断更密切、 更积极ꎮ 参见 Ｊｏｓé Ｂｒｉｃｅñｏ － Ｒｕｉｚ ａｎｄ
Ａｎｄｒéｓ Ｒｉｖａｒｏｌａ Ｐｕｎｔｉｇｌｉａｎｏꎬ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ｓꎬ
ＬａｎｈａｍＢｏｕｌｄ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Ｌｏｎｄｏｎ: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１７

[英] 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著ꎬ 张森根、 王萍译: «独立以来的拉丁美洲经济史» (第三

版)ꎬ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ꎬ 第 ４８５ － ４９０ 页ꎬ 第 ５２８ 页ꎮ
王效云: «拉美国家的发展困境与出路———演化发展经济学的视角»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研究生院) 博士学位论文ꎬ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ꎬ 第 １４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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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ꎮ 正是由于拉美国家整体都有经济方面的困难ꎬ 所以无法产生有能力为一

体化提供稳定公共产品的领导者ꎻ 由于拉美国家普遍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ꎬ
所以彼此间互补性也很有限ꎮ 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数据ꎬ 自 １９６２ 年以

来ꎬ 拉美区域内部货物出口在全部货物出口中的占比也一直鲜有超过 ２０％ ①ꎬ
导致拉美区域主义也就不能像欧洲那样通过低政治领域的进展逐步深化ꎻ 拉

美国家的保护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也同样源于各国经济的脆弱性ꎬ 这类思想

与行动也会阻碍一体化的深入ꎮ
当然ꎬ 经济的落后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拉美区域主义动力ꎮ 这是因为

人们认为区域团结可能是改变经济不利地位的一种手段ꎮ 在 ２０ 世纪中叶ꎬ 拉

美区域主义的倡导者如普雷维什 (Ｒａúｌ Ｐｒｅｂｉｓｃｈ) 等学者、 技术专家认为ꎬ 单

一拉美国家市场狭小ꎬ 希望通过区域主义提供更大市场以支持当时拉美国家

普遍推行的进口替代战略ꎮ
总之ꎬ 地理、 文化、 经济三个中长时段因素导致拉美区域长期的 “弱而

不竭” 的命运ꎮ 这三种因素的具体作用都是复杂的、 双面的ꎬ 但大体而言ꎬ
地理、 文化因素塑造了拉丁美洲的认同ꎬ 从而提供了拉美区域主义最主要的

动力ꎬ 而经济上的不利地位则是拉美区域主义发展所面临种种障碍的最主要

源头ꎮ 这三个因素之间的互动使得拉美区域主义的动力和阻力实现了一种动

态平衡ꎬ 让拉美区域主义的波动局限于特定的水平ꎬ 不会跌破下限也无法超

越上限ꎬ 落入 “弱而不竭” 的宿命ꎮ
(三) 短时段因素及其影响

短时段因素则如布罗代尔所言ꎬ 有更强的偶然性和变化性ꎮ 布罗代尔认

为短时段因素更多是 “个人的”ꎬ 影响拉美区域主义的短时段因素则是一系列

单个政府的政策ꎬ 包括拉美政府的政策和一些区域外部大国的政策ꎮ 政府政

策可以从物质和观念两个层面去观测: 物质层面指单一政府推行某一政策时

所具有的物质力量ꎻ 政府的意识形态则作为观念ꎬ 决定着政府对区域主义的

态度ꎬ 也就是决定着物质力量使用的方向ꎮ
从物质权力的角度看ꎬ 独立以后拉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大体没有

变化ꎬ 一直处在相对边缘、 次要的位置ꎬ 但短期内各国国力的变化是很频

繁的ꎬ 政府所能调动资源的多少也随之大幅涨跌ꎮ 一些幸运的国家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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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期内因经济高速增长而国力大增ꎬ 也可能因为短期的经济危机、 革命、
战争而实力剧减ꎮ 国家权力的变化会影响到各政府对区域主义的投入程度ꎮ
作为面积最大的西语国家ꎬ 在 １９ 世纪的头几十年ꎬ 墨西哥曾是很多西语国

家政治联盟倡议的发起者ꎬ 但因为国内内战和与美国、 法国的战争ꎬ 墨西

哥的这种努力总是难以持续ꎮ① 与墨西哥相仿ꎬ 南美大国的国力变化也是很

有戏剧性的ꎮ 例如ꎬ 南美大国都有发展的黄金期ꎬ 如阿根廷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巴西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时都是如此ꎻ 但阿根廷在 ２０ 世纪中叶左右

开始逐渐被各种政治、 经济问题困扰ꎬ 而 ８０ 年代初和 ９０ 年代末的债务与经

济危机则都让巴、 阿两国短期内元气大伤ꎻ ２１ 世纪初两国都随着经济的恢

复、 增长而国力上升ꎬ 又都在近年来因经济萧条而再次把更多注意力转回

国内ꎮ 与此相应ꎬ 相关区域主义进程也会随着这些区域大国国力的增减而

进退不一ꎮ
当然ꎬ 除了国家物质权力以外ꎬ 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其能运用

国家物质权力的程度ꎮ 这两者并不总是等价的ꎬ 所以ꎬ 本文直接关注的也是

政府具有的物质力量而非国家实力ꎮ 有时尽管国家整体的物质力量强大ꎬ 但

由于国内政局的动荡ꎬ 执政者也没有余力在区域层面投入精力ꎮ 一些学者和

项目在测评国家物质实力时ꎬ 会把军队规模、 军事投入作为一个指标 (如国

家实力综合指数ꎬ ＣＩＮＣ)ꎮ② 这样一来ꎬ 在国家处于内战、 动荡的情况下ꎬ
这些指标往往会随着军队的扩张而上升ꎬ 但上述情况的出现其实意味着政

府的脆弱ꎮ 这种情况下ꎬ 国家的物质能力或许是强大的ꎬ 但政府能投入外

交的力量其实是有限的ꎮ 例如ꎬ 哥伦比亚的内战就会限制该国对区域问题

的关注ꎮ
与拉美区域主义相关的意识形态因素更加复杂ꎮ 学者卡洛斯马拉默德

认为当前拉美各种政治、 经济、 社会行为体都不否定区域一体化的好处③ꎬ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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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区域主义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萨尔瓦多里维拉也提到在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文献中都罕见反对一体化的言

论ꎮ① 不过ꎬ 实际上也确实存在与拉美区域化有所抵牾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

态ꎬ 强调本国主权、 利益的民族主义或实用主义立场②无疑就会有碍区域主义

的推进ꎮ 可以说ꎬ 在拉美存在着不同层面的民族主义ꎬ 拉美区域主义和将拉

美整体视为 “大祖国” (Ｐａｔ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ｅ) 的民族主义较为重合③ꎻ 而当以本国

为中心的民族主义高涨ꎬ 拉美国家间的摩擦常会增加ꎬ 区域主义事业会由此

被削弱ꎮ④

支持一体化的意识形态彼此间也存在着观念上的对立ꎮ 如前所述ꎬ 拉美

区域主义的不同潮流侧重不同ꎬ 有偏重安全领域的、 与进口替代战略紧密相

连的发展主义的、 偏向对外开放的ꎬ 等等ꎮ 不同意识形态主导的区域主义活

动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和路径ꎬ 彼此并不兼容ꎮ
这种情况下ꎬ 区域主义的发展态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国家间是否存

在支持区域主义的意识形态共识ꎮ 如果区域国家政府都有较强的民族主义色

彩ꎬ 区域主义则难以推进ꎮ 如 １９ 世纪时ꎬ 拉美国家间的战争就让区域主义无

从谈起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时ꎬ 拉美的一些军政府都受到地缘政治思潮的影响ꎬ
很多邻国间 (如巴西与阿根廷) 有很强的敌意ꎬ 区域主义也难有进展ꎮ 对不

同区域主义路径的偏好或其他意识形态矛盾也会撕裂团体合作ꎮ 例如ꎬ 民主

政权和非民主政权的矛盾使得智利皮诺切特政权在 １９７６ 年退出了当时的安第

斯条约组织ꎬ⑤ 而 ２００６ 年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则因不满其他成员国与美国缔

结自由贸易条约而退出了安第斯共同体ꎮ
以美国为代表的区域外大国对拉美区域主义的发展有很强的影响ꎮ 美国

如果直接对拉美部分国家进行占领和控制ꎬ 这些国家无疑无法再参与拉美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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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力量如太平洋联盟提出在区域主义进程中要更加务实、 弱化意识形态ꎬ 但这种态度本身

也可以视作一种意识形态主张ꎮ 实用主义的立场有时倾向弱化拉美国家间情感认同对外交政策的影响ꎬ
而主张加强与更能增进本国贸易利益的域外国家的联系ꎬ 这无疑会削弱拉美区域主义ꎮ

有学者将之称为 “区域民族主义”ꎬ 这种民族主义与一些超国家的泛民族主义有些相似ꎮ 参

见李紫莹: «拉美区域民族主义的历史嬗变: 民族认同与多元表达»ꎬ 载 «世界民族»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２２ － ２８ 页ꎮ

有时ꎬ 区域主义和一国的民族主义也是重合的ꎮ 很多理论家认为区域合作符合每个拉美国家

的利益ꎮ 这大体上是成立的ꎬ 但是在具体实践中ꎬ 总会有区域主义利益分配、 成本分担等问题引发民

族主义者的不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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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区域主义ꎮ 而若美国等域外大国只是制造了尚未付诸实践的威胁ꎬ 那么

反而会激发拉美国家的团结ꎬ １９ 世纪中诸多西语国家间的会议就是为应对域

外大国干涉而召开的ꎮ 同时ꎬ 如果美国等域外大国对拉美更加关注ꎬ 愿意给

予拉美国家一些实惠ꎬ 部分拉美国家也难免会疏远区域主义事业ꎬ 转入以域

外大国为中心的轨道ꎮ
域外大国对拉美的政策部分也取决于其执政者的对拉认识、 对拉定位ꎬ

这广义上可以视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ꎮ 因此ꎬ 域外大国的对拉政策也是高度

变化的ꎮ 美国尤其如此ꎬ 尽管有些总统如西奥多罗斯福、 特朗普ꎬ 会对拉

美国家采取干涉、 威胁或歧视性的政策ꎬ 有些总统如小布什会忙于其他事务

而忽视拉美ꎬ 但是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采取的 “睦邻政策”、 肯尼迪时期

对拉美的 “争取进步联盟” 计划等都有拉美国家欢迎的因素ꎬ 还有些总统如

奥巴马至少在姿态上会做出尊重拉美国家、 减少干涉的表示ꎮ 不同美国总统

迥异的对拉政策ꎬ 对于拉美区域主义产生的作用无疑也是不同的ꎬ 拉美区域

主义的起伏有时也就和美国选举周期的变化相应ꎮ 其他域外国家对拉美的政

策相对稳定一些ꎬ 对拉美区域主义一般都持同情立场ꎬ 但也不乏变数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７ 年举行的巴西—欧盟首脑会议启动了巴西—欧盟战略伙伴关系ꎬ 欧盟方

面还赞誉了巴西的区域领导地位ꎬ 直接引发了其他南美国家的不满ꎬ 也影响

了巴西与其邻国的关系ꎮ① 只能说ꎬ 域外国家既有理由尊重拉美的整体性而将

拉美作为谈判对手ꎬ 也有强烈的动机为了短期更具现实性的利益而对拉美特

定国家展开双边外交ꎬ 从而客观上分化拉美国家ꎮ 具体情况取决于当时的情

境和决策者当时的认识ꎬ 其选择是极不稳定的ꎮ
与物质权力因素相仿ꎬ 意识形态因素的变化也是较为迅速、 频繁的ꎮ 意

识形态的变化也有很强的个人色彩ꎬ 与执政者的更迭直接相关ꎬ 这种变化接

近于布罗代尔所说的 “事件”ꎮ 拉美区域主义的 “起伏不定” 主要就是由物

质权力和意识形态因素解释的ꎮ 当然ꎬ 它们的变化机制本身都是更为复杂的ꎬ
受到国内、 国际等不同层面因素的影响ꎬ 两者间相互的影响也是存在的ꎮ 本

文对其变化机制的阐述无疑还不充分ꎬ 但限于篇幅ꎬ 也为了保持框架结构的

简洁ꎬ 本文不再对其做更多分析ꎮ
不同时段因素对拉美区域主义影响作用的时段、 影响的方式和结果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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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的总结ꎮ

表 １　 拉美区域主义的特点与背后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影响时段 影响方向 影响结果

经济弱势地位

地理、 文化

中长时段

大体削弱
区域主义实践ꎻ
但激发区域
主义愿望

主要使得拉美
区域主义处于

弱势状态

大体推动
区域主义ꎻ
对区域主义

也有分化作用

主要使得拉美
区域主义源源

不竭

使得拉美
区域主义
“弱而
不竭”

拉美区域
内外政府政策

政府物质力量、
权力因素

政府意识形态因素

短时段
方向不定

方向不定

使得拉美区域主义
“起伏不定”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ꎮ

三　 案例解析: 以近年南美洲区域主义为例

南美洲层面的区域主义是拉美区域主义史上的一个较新现象ꎮ 进入 ２１ 世

纪ꎬ 南美洲层面诞生了一个重要的区域组织南美洲国家联盟ꎬ 南美洲国家联

盟在诞生后经历了极富戏剧性的命运ꎬ 一度由盛而衰直至濒于瓦解ꎬ 但近年

又显出些许东山再起之势ꎮ 在南美洲国家联盟衰微之际ꎬ 南美进步论坛则应

运而生ꎬ 但现在看来ꎬ 这一新的组织想要彻底取代南美洲国家联盟也力有未

逮ꎮ 南美洲区域主义如今的局面混乱、 缺乏确定性ꎬ 很难简单地用 “好” 或

“不好” 来评价ꎬ 称其为 “起伏不定” “弱而不竭” 却很贴切ꎮ 本部分希望用

以南美洲国家联盟和南美进步论坛为代表的南美洲区域主义作案例ꎬ 具体说

明本文之前提出的拉美区域主义分析框架ꎮ
(一) ２１ 世纪南美区域主义的变化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拉美区域主义模式开始更加侧重政治、 社会领域ꎬ 同时突

出国家的作用ꎬ 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区域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
则十分抗拒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诞生了一系列新的区域组织ꎬ 南美洲国家联盟

也在其中ꎮ
最初ꎬ 南美洲国家共同体 (ＣＳＮ) 于 ２００４ 年在秘鲁成立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ꎬ

在委内瑞拉举行的南美能源会议上ꎬ 各国首脑决定将这一组织更名为 “南美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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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国家联盟”ꎮ 南美洲国家联盟的目标高远而宽泛ꎬ 从促进一体化、 建立南美

洲认同、 建立南美洲的公民身份ꎬ 到保护生态多样性、 扫除文盲ꎬ 等等ꎮ① 此

外ꎬ 在组织机构的安排上也能看出南美洲国家联盟的雄心: 联盟设有自己的

议会、 银行ꎬ 以及各个涉及社会、 公共卫生、 基础设施、 经济金融等诸多领

域的理事会ꎮ 值得强调的是ꎬ 联盟还设立了南美洲第一个区域性防务机

制———南美防务理事会 (ＳＡＤＣ)ꎮ
在南美洲国家联盟兴盛期ꎬ 在南美乃至中北美洲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中

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联盟参与并帮助解决了 ２００８ 年玻利维亚部分省份要求自

治的政治危机和 ２０１０ 年厄瓜多尔警察骚乱引发的政治危机ꎬ 对两国政府给予

支持ꎬ 这对维持两国当时的政治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ꎮ② 在维护民主方面ꎬ 南

美洲国家联盟还对 ２００９ 年发生的洪都拉斯政变进行了批评ꎬ 对 ２０１２ 年发生

政变的巴拉圭进行了暂停成员国资格的制裁ꎮ 南美洲国家联盟还致力于维护

区域和平ꎬ 对 ２０１０ 年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断交的矛盾进行了调解ꎮ 在反对美

国于哥伦比亚建立军事基地、 支持海地灾后重建等问题上ꎬ 南美洲国家联盟

也都有积极行动ꎮ③

不过ꎬ 南美洲国家联盟的活跃主要也集中于其成立后若干年ꎬ 活动领域

则集中于上述的政治领域ꎮ 随着 ２１ 世纪初曾一度蓬勃发展的区域主义模式整

体上遇到挑战ꎬ 南美洲国家联盟也未能幸免ꎮ 联盟在组织人事方面早就出现

了危机ꎮ 依据宪章性的 «南美洲国家联盟组织条约»ꎬ 作为组织最高决策机构

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委员会应每年举行一次例会ꎬ 轮值主席国还可在所有

成员国同意的情况下召开特别首脑会议ꎻ 联盟的秘书长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

脑委员会根据外长委员会提名来任命ꎬ 秘书长任期两年ꎬ 仅可连任一次ꎮ④ 然

而ꎬ 联盟的最后一次首脑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举行ꎬ 之后再也没有召开ꎬ 秘

书长人选也一直拖延未决: 上一任秘书长 (也是哥伦比亚前总统) 埃内斯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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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桑佩尔 (Ｅｒｎｅｓｔｏ Ｓａｍｐｅｒ) 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任职到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 也就是他

在完成一届任期后又额外工作了 ５ 个月ꎬ 之后一直没有产生新的秘书长ꎮ 阿

根廷、 巴拉圭和秘鲁表示反对桑佩尔继续连任ꎬ 但当时的轮值主席国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阿根廷推荐的人选何塞奥克塔维奥博尔东 (Ｊｏｓé
Ｏｃｔａｖｉｏ Ｂｏｒｄóｎ) 则被委内瑞拉拒绝ꎬ 玻利维亚和苏里南也支持委内瑞拉的意

见ꎮ① 时任玻利维亚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马马尼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Ｈｕａｎａｃｕｎｉ
Ｍａｍａｎｉ) 给出的理由是秘书长迄今一直由成员国前元首或前外长担任ꎬ 而

阿根廷推荐的人选不符合这一条件ꎻ 他还指责作为前任轮值主席国的阿根

廷留下了悬而未决的问题ꎮ② 秘书长人选的僵局导致巴西、 阿根廷、 哥伦比

亚、 智利、 秘鲁和巴拉圭 ６ 国外长向轮值主席国玻利维亚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递交信件表示暂时退出组织活动ꎬ 直到组织正常运行再重新

参加ꎮ
之后ꎬ 委内瑞拉内部的危机与南美洲国家联盟成员对委内瑞拉局势态度

的分歧直接造成联盟濒于瘫痪ꎮ 自查韦斯总统执政后期以来ꎬ 委内瑞拉国内

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ꎬ 而在马杜罗总统接任总统后ꎬ 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

的政治斗争趋于激化ꎬ 国家逐渐陷入了经济、 政治、 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危机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 一些反对马杜罗政府的美洲国家在利马召开会议ꎬ 组成 “利马

集团” (Ｌｉｍａ Ｇｒｏｕｐ)ꎬ 其中包括南美洲国家联盟成员国的阿根廷、 巴西、 智

利、 哥伦比亚、 巴拉圭和秘鲁ꎬ 圭亚那和玻利维亚后来也加入了这一集团ꎮ③

这些国家认为委内瑞拉政府违反民主、 侵犯人权ꎬ 并否定委内瑞拉制宪大会

和 ２０１８ 年委内瑞拉总统选举的合法性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ꎬ 委内瑞拉新任的国民会

议主席胡安瓜伊多 (Ｊｕａｎ Ｇｕａｉｄó) 宣布自己是委内瑞拉总统ꎬ 并得到当时

除墨西哥外所有利马集团成员的承认ꎮ
一些成员国不满意南美洲国家联盟未能对委内瑞拉政府进行制裁ꎬ 采取

了对联盟不利的行动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ꎬ 哥伦比亚总统杜克 ( Ｉｖáｎ Ｄｕｑ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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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权更迭ꎬ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ꎬ 阿根廷、 玻利维亚、 秘鲁政府已经不再对马杜罗政府的

合法性持否定态度ꎬ 甚至有些政府退出了这一组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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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áｒｑｕｅｚ) 宣布哥伦比亚正式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ꎬ 拉开了成员国退出的序

幕ꎮ 杜克曾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不能继续再做一个已经成为委内瑞拉独裁统

治最大帮凶的组织的一员ꎮ”①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ꎬ 杜克提出正在与智利等国协商建

立新的组织取代南美洲国家联盟ꎮ 同年 ３ 月 ２３ 日ꎬ 除委内瑞拉以外的南美国

家在智利圣地亚哥召开会议ꎬ 其中智利、 阿根廷、 巴西、 哥伦比亚、 厄瓜多

尔、 圭亚那、 巴拉圭、 秘鲁一起签署声明ꎬ 宣布开始筹建南美进步论坛ꎬ 以

之作为南美洲国家联盟的替代品ꎮ 而在会议前后ꎬ 巴拉圭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阿根廷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厄瓜多尔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巴西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智

利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乌拉圭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也相继宣布正式退出南美洲国家

联盟ꎮ 其中ꎬ 巴西甚至是在玻利维亚向其移交轮值主席国身份时退出的ꎬ 而

厄瓜多尔则在退出时要求收回联盟设在厄瓜多尔的秘书处大楼ꎮ
然而ꎬ 近来也有一些利好于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动向ꎬ 使得人们难以断言

其 “死亡”ꎮ ２０１９ 年玻利维亚在莫拉莱斯总统被迫离职后ꎬ 新的临时政府改

弦易辙ꎬ 曾表示将考虑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②ꎬ 但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ꎬ 随着左翼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 候选人阿尔塞 (Ｌｕｉｓ Ａｒｃｅ) 当选ꎬ 玻利维亚的外交政

策又发生根本性的变化ꎬ 新政府表示重新恢复在一系列有左翼色彩的区域组

织中的活动ꎮ③ 此外ꎬ 阿根廷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 秘鲁总统卡斯蒂略

在执政后ꎬ 也都有重返南美洲国家联盟的表示ꎮ 这些情况也意味着南美洲国

家联盟的确 “弱而不竭”ꎬ 在瘫痪中存有生机ꎮ
与南美洲国家联盟相对应ꎬ 南美进步论坛也有着跨领域的目标ꎬ 但由于

其产生时的背景ꎬ 该组织对民主政治、 市场经济更为侧重ꎬ 本身反映的是拉

美右翼的一体化偏好ꎮ④ 南美进步论坛的命运也颇具戏剧性ꎬ 其诞生时便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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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个成员国ꎬ 但之后却很难再扩展ꎬ 成员国间的分歧也逐渐上升ꎮ 像阿尔韦

托费尔南德斯就任阿根廷总统后ꎬ 在南美进步论坛官方网站记录的一些高

层联署宣言、 高层会议中都没有再见到阿根廷方面的参与ꎮ① 尽管在新生时ꎬ
南美进步论坛俨然有取代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势头ꎬ 但如今其优势除了能正常

运转外ꎬ 南美进步论坛在各方面的作为都很有限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南美洲一

体化在整体上可以看做是分裂、 混乱的ꎬ 但也难言完全没有取得进一步发展

的希望ꎮ
(二) 宏观因素与南美区域主义的 “弱而不竭”
前文认为ꎬ 地理、 文化、 经济等宏观中长期因素ꎬ 决定了拉美区域主义

是 “弱而不竭” 的ꎮ 南美区域主义ꎬ 作为拉美区域主义的一部分ꎬ 也依然是

弱而不竭的ꎬ 而这也主要是由上述宏观因素造成的ꎮ
相对其他的拉美次区域地区ꎬ 南美洲区域主义诞生较晚ꎮ 相对而言ꎬ 在

“南美” 概念的建构过程中ꎬ 地理因素比文化因素作用更大ꎮ 从历史文化上

看ꎬ 位居南美大陆的圭亚那、 苏里南分别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从英国和荷兰获

得独立ꎬ 国内主要人口为印度裔、 非洲裔ꎬ 和其他拉美国家很不一样ꎬ 更多

被视为政治意义上的加勒比国家ꎮ 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

也确实存在ꎮ 因此ꎬ “南美洲” 不是一个传统的历史文化实体ꎬ 而如学者所

言ꎬ 很大程度上是巴西为投射自身影响力而划定的 “地缘政治项目” 或 “发
明”ꎮ② 但从地理上看ꎬ 南美洲的边界却非常清晰ꎬ 以巴拿马运河为界与中美

洲区分开来ꎮ 相比中美洲和墨西哥ꎬ 南美洲整体上距离美国更远ꎬ 因此相对

独立于美国的影响ꎬ 使得作为政治集团的南美地区可以获得独立性ꎮ 此外ꎬ
巴西的领土面积将近占南美洲总面积的一半ꎬ 又同时与南美洲其余 １１ 个国家

中除智利和厄瓜多尔外的 ９ 国接壤ꎬ 天然是南美洲的中心ꎮ 综合而言ꎬ 地理

因素使得南美洲可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又有 (潜在) 核心国家的政治群体ꎮ
所以ꎬ 南美地区的一体化一旦出现ꎬ 就不会轻易地淡出历史舞台ꎮ 批评南美

洲国家联盟的国家却仍要构建以南美地区为区域主义框架的南美进步论坛ꎬ
就说明了地理因素赋予南美区域主义的生命力ꎮ

地理因素也部分地决定了南美区域主义的弱势地位ꎮ 南美洲北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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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中北美洲、 南美洲东西两岸的差异ꎬ 都在削弱着南美区域主义ꎬ 使其出

现内部分化ꎮ 也就是说ꎬ 美国甚至墨西哥的影响力容易延伸到南美洲北部ꎬ
南美洲北部的大国也愿意向北拓展其外交空间ꎻ 从东西轴线看ꎬ 面向太平洋

和面向大西洋的国家也有着不一样的对外航路ꎮ 所以ꎬ 哥伦比亚等南美洲北

部国家与美国有紧密联系ꎬ 委内瑞拉倡导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ＡＬＢＡ) 愿意

吸纳更多加勒比岛国ꎬ 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则倾向和墨西哥一起组成太平洋联

盟ꎮ 这些组织体现了域外大国在南美洲的影响或南美国家超越南美洲边界的

地缘政治抱负ꎬ 同时也削弱了南美洲的向心力ꎮ 所以ꎬ 地理因素在赋予南美

区域主义不竭生命力的同时ꎬ 也制造了其发展的天然障碍ꎬ 拉低了其发展

上限ꎮ
如其他拉美区域主义实践一样ꎬ 南美区域主义一直处于某种 “疲弱” 状

态ꎬ 而这也更多由经济因素导致的ꎮ 即使在南美洲国家联盟的鼎盛时期ꎬ 其

发展也存在问题ꎮ 应该说ꎬ 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工作重心和成就主要在政治领

域ꎬ 在经济等其他领域和具体工作中该组织一直存在 “跛脚” 的现象ꎮ 根据

联盟基础设施与计划理事会 (ＣＯＳＩＰＬＡＮ) ２０１６ 年的项目报告ꎬ 截至当年的

５８１ 个基础设施项目中ꎬ 有 １２３ 个仍处在计划阶段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ꎬ 而其中 ９０％
早在 ２０１２ 年之前就处在这一阶段ꎮ① 由于南方银行发展不顺ꎬ 联盟的一系列

社会经济倡议得不到充足的资金支持ꎮ② 很多成员国在离开南美洲国家联盟

时ꎬ 也对该组织的工作表达了不满ꎬ 智利外长罗伯托安普埃罗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Ａｍｐｕｅｒｏ) 甚至曾批评道ꎬ “南美洲国家联盟毫无成绩ꎬ 无助于区域一体化ꎬ
也没有能力解决问题”ꎬ 并抱怨智利每年向联盟投入大量资金ꎮ③ 南美进步论

坛为克服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弊病ꎬ 特别标榜组织机构的灵活性、 精简和更少

的官僚主义ꎮ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ꎬ 这也意味着南美进步论坛在目标上的有限

性ꎬ 从一开始该论坛的组织机构就未被赋予较大权力ꎮ 另外ꎬ 由于没有得到

南美国家的一致认可ꎬ 加上新冠疫情的蔓延影响其正常工作ꎬ 南美进步论坛

成立至今成果寥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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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区域主义的低上限ꎬ 也是南美国家整体经济的弱势地位造成的ꎮ 初

级产品长期是南美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ꎬ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尤其如此ꎬ 此

后 “南美洲国家凭借初级产品专业化通常进入全球价值链的初级阶段”①ꎮ 尽

管在 ２１ 世纪第一个 １０ 年ꎬ 很多南美国家经济增长势头迅猛ꎬ 但这也是出现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和 ２１ 世纪初的一系列经济危机之后ꎬ 而且为期相对短暂ꎮ
这种情况下ꎬ 南美国家难以真正突破 “发展中国家” 身份的桎梏而取得长足

发展ꎬ 彼此经济的互补性也难免不足ꎮ 弱势的经济地位使得南美各国对短期

经济得失十分敏感ꎻ 南美大国如巴西本身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有限ꎬ 对外援助

受到民意的反对ꎬ 无法大量提供公共产品②ꎻ 各个小国也有强烈的经济民族主

义思想ꎬ 一方面期待外来援助ꎬ 另一方面又担心遭到外来资本的剥削ꎮ 在南

美洲国家联盟成立的 ２００８ 年当年ꎬ 厄瓜多尔总统就曾因与巴西建筑巨头奥德

布雷希特 (Ｏｄｅｂｒｅｃｈｔ) 的纠纷而拒绝偿还巴西贷款ꎬ 引发了两国争端ꎮ 南美

国家的经济疲弱让这些国家无力、 无意支付区域主义活动的预先成本ꎬ 也就

不能推动区域主义达到更高的高度ꎮ
(三) 物质权力因素与南美洲区域主义的 “起伏不定”
前文提到ꎬ 政治享有物质权力情况的短期变化会导致区域主义的起伏ꎮ

本部分会说明ꎬ 南美区域国家 (特别是大国) 政府物质权力的变化ꎬ 确实与

南美洲国家联盟、 南美进步论坛的兴衰密切关联ꎮ
在本文关注的时段内ꎬ 在整个南美洲ꎬ 巴西的综合实力遥遥领先ꎬ 其人

口 (２０１７ 年)、 领土面积、 经济总量 (２０１７ 年) 等数据都是南美洲第二名的

至少 ３ 倍以上ꎮ③ 除巴西以外ꎬ 一些学者指出南美洲也存在着一些 “次级强

国”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ｓ)ꎬ 包括阿根廷、 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 智利ꎮ④ 总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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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４３３ － ４６５

以上信息根据世界银行相关的数据计算得出ꎬ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４]

参见 Ｊａｖｉｅｒ Ｌｕｃｉａｎｏ Ｑｕｉｓｐｅ Ｒｏｂｌｅｓꎬ “Ｌａ Ｅｆｉｃａｃｉａ ｄｅ Ｕｎａｓｕｒ ｐａｒａ ｌａ Ｓｏｌｕｃｉóｎ ｄ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Ｐｏｌíｔｉｃａｓ ｅｎ
Ｓｕｄａｍéｒｉｃａ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ꎬ ｅｎ Ｐｏｌｉｔａｉ: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ｄｅ Ｃｉｅｎｃｉａ Ｐｏｌíｔ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１４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０４ꎻ Ｄａｎｉｅｌ
Ｆｌ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ｓｌｉｅ Ｗｅｈｎｅｒꎬ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Ｇｅｒｍ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Ｎｏ ２０７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６３ － １６４ 实际上ꎬ 秘鲁在领土、 人口等

数据上的排名也较为靠前ꎬ 但由于其经济总量和军费开支低于前述国家ꎬ 本文未将其纳入讨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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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ꎬ 上述 ４ 国在领土、 人口、 经济总量等数据上虽不能与巴西相比ꎬ 也远超

其他南美小国ꎻ 这 ４ 国在不同方面各有优势ꎬ 整体实力基本处于同一水平ꎮ
可以说ꎬ 巴西和这 ４ 国是南美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棋手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这

些国家在地区外交和军事力量发展上也显得更为积极ꎮ① 特别是委内瑞拉在

２１ 世纪初的活动格外活跃ꎬ 在查韦斯总统执政时期ꎬ 有利的石油价格大大提

升了委内瑞拉当时的经济实力ꎬ 委内瑞拉可以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南美次区域

和拉美地区的一体化事业中ꎮ
如学者所言ꎬ “巴西、 委内瑞拉、 阿根廷领导区域的雄心ꎬ 催生了种种

区域一体化组织ꎬ 南美洲国家联盟也是其中之一ꎮ”② 也就是说ꎬ 在 “南美

五强” 中ꎬ 有 ３ 个支持南美洲国家联盟ꎬ 其中包括实力远超他国的巴西ꎬ
其合力足以克服域内其他反对力量ꎮ 尽管另两个次级强国智利、 哥伦比亚

对南美洲国家联盟的热情度有限甚至不无异议ꎬ 但联盟的发展也有了基本

的保证ꎮ
巴西很大程度上是南美洲国家联盟的首倡者ꎮ 巴西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就

有整合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两个区域组织的想法ꎬ 自 ２０００ 年起ꎬ 巴

西的卡多佐总统 (１９９５—２００２ 年执政) 又发起了一系列南美国家首脑会议ꎬ
开始讨论建立南美国家间的一体化组织ꎮ③ 经过这一系列会议ꎬ 南美洲国家共

同体终于在 ２００４ 年诞生ꎮ 此后ꎬ 随着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执政权力的巩固ꎬ
其对南美洲国家联盟的推动作用也日益明显ꎬ 促成了南美洲国家共同体向南

美洲国家联盟的转变ꎮ “南美洲国家联盟” 这一名称就来自于委内瑞拉总统查

韦斯的提议ꎮ 委内瑞拉及其盟友使得南美洲国家联盟相比过去的南美洲国家

共同体更侧重政治、 社会议题ꎬ 拓展了南美洲国家联盟的目标ꎮ④ 虽然联盟与

巴西最初的设计并不完全一致ꎬ 但此后巴西依然对其保持了热情ꎬ 南美防务

—８６—

①

②

③

④

各国军事力量发展情况可参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ＳＩＰＲＩ) 关于军费开支的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ｉｐｒｉ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 ｍｉｌｅｘ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４]ꎻ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ꎬ 该数据过分低估了委内

瑞拉的军费开支ꎬ 近年来委内瑞拉也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ꎮ 参见 Ｊｅｆｆ Ｃｏｌｇａｎꎬ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ꎬ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４８ꎬ Ｉｓｓｕｅ ４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５４７ － ５５６

Ｊａｖｉｅｒ Ｌｕｃｉａｎｏ Ｑｕｉｓｐｅ Ｒｏｂｌｅｓꎬ “Ｌａ Ｅｆｉｃａｃｉａ ｄｅ Ｕｎａｓｕｒ ｐａｒａ ｌａ Ｓｏｌｕｃｉóｎ ｄ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Ｐｏｌíｔｉｃａｓ ｅｎ
Ｓｕｄａｍéｒｉｃａ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ꎬ ｅｎ Ｐｏｌｉｔａｉ: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ｄｅ Ｃｉｅｎｃｉａ Ｐｏｌíｔ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１４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０４

Ｐａｕｌ Ｋｅｌｌｏｇｇ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ａｗｎ ｏｆ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ꎬ ｉｎ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２９ꎬ Ｎｏ ２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１９６ － １９７

Ｊｏｓé Ｂｒｉｃｅñｏ － Ｒｕｉｚꎬ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ｒｅａ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Ｒｉｓ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１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２１７ － ２２６



拉美区域主义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理事会的建立就是源自巴西的建议ꎮ 巴西和委内瑞拉对联盟的设想有所不同ꎬ
两国在联盟中也存在竞争ꎬ 不过ꎬ “尽管存在这些分歧ꎬ 委内瑞拉和巴西更愿

意私下协商并在公开场合表现出一致”①ꎮ 在很多问题上ꎬ 南美洲国家联盟折

中了委内瑞拉和巴西的意志ꎬ 体现了两国的合力ꎮ 另外ꎬ 阿根廷在基什内尔

夫妇执政时期也对联盟做出了贡献ꎮ 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在其卸任阿根廷总

统 (其妻当选为新的阿根廷总统) 后成为联盟的首任秘书长ꎬ 在担任这一职

务期间ꎬ 他参与了对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争端的调停、 斡旋ꎬ 帮助促成了两

国最终的和解ꎬ 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当事国的认可ꎮ② 联盟在厄瓜多尔总部秘书

处大楼也被命名为内斯托基什内尔大楼 (Ｅｄｉｆｉｃｉｏ Ｎéｓｔｏｒ Ｋｉｒｃｈｎｅｒ)ꎬ 这也反

映出阿根廷当时对这一组织的支持和影响力ꎮ
然而ꎬ 进入 ２１ 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ꎬ 巴西、 委内瑞拉、 阿根廷国内都发生

了不小的变化ꎮ 甚至在巴西、 阿根廷的中右翼政府上台之前ꎬ 左翼政府对区

域一体化的支持力度就已经下降ꎮ
从整体上看ꎬ 在 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机后ꎬ 这 ３ 国的整体经济形势已不如从

前ꎬ 从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６ 年ꎬ ３ 国都在一些年份中出现经济衰退的情况ꎮ 雪上加

霜的是ꎬ 巴西和委内瑞拉还因为内政中的矛盾进一步被分散了精力ꎮ 在罗塞

夫总统执政后期ꎬ 国内反腐案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危机ꎬ 最终罗塞夫被弹劾下

台ꎮ 自 ２０１４ 年开始ꎬ 委内瑞拉的经济开始严重恶化和衰退ꎬ 国内也随之出

现了社会、 政治动荡ꎬ 反对派一方面借助其主导的国会对抗政府ꎬ 另一方

面不断示威、 对政府发起冲击ꎮ 委内瑞拉政府的执政基础遭到削弱ꎬ 无暇

再对外投入ꎮ 委内瑞拉政府自身的合法性问题还引来了域内右翼政府的批

评和干涉ꎬ 于是委内瑞拉反而成了南美洲国家联盟的争议焦点ꎬ 直接诱发

了联盟的崩解ꎮ
南美进步论坛最初是由智利和哥伦比亚两国发起的ꎬ 这并非偶然ꎬ 而是

区域权力结构微妙变化的反映ꎮ 在发起提议的 ２０１９ 年之前ꎬ 尽管这两国经济

增速并不是拉美最为突出的ꎬ 但整体表现远好于巴西、 阿根廷和委内瑞拉ꎬ
且都在 ２０１８ 年经济表现优异ꎮ 两国也确实存在对自身力量的乐观情绪ꎬ 如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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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ｉｔａ Ｇｉａｃａｌｏꎬ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ｅｎ Ｕｎａｓｕ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ｃｉó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ｙ Ｄｉｓｃｕｒｓｏ Ｐｏｌíｔｉｃｏ ”ꎬ ｅｎ Ｄｅｓａｆíｏｓꎬ
Ｖｏｌ ２５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１４３

“Ｃｈáｖｅｚ: Ｋｉｒｃｈｎｅｒ Ｊｕｇó Ｒｏｌ Ｃｌａｖｅ ｅｎ ｌａ Ｐａｚ ｅｎｔｒ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ｙ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ꎬ ２８ ｄｅ ｏｃｔｕｂｒｅꎬ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 ｓｏｃｉｅｄａｄ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 ｃｈａｖｅｚ － ｋｉｒｃｈｎｅｒ － ｊｕｇｏ － ｒｏｌ － ｃｌａｖｅ － ｅｎ －
ｌａ － ｐａｚ － ｅｎｔｒｅ －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 ｙ －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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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比亚一直在谋求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ꎬ 并终于在 ２０２０ 年如愿

以偿ꎻ 而智利领导人皮涅拉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还骄傲地宣称智利是拉丁美洲的

“绿洲”①ꎮ 两国在外交上表现得更加自信ꎬ 开始愿意扮演区域领导的角色ꎮ②

不过ꎬ 智利和哥伦比亚的愿望都没有实现ꎬ 因为就在 ２０１９ 年年底ꎬ 两国国内

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ꎬ 哥伦比亚政府与国内游击队的和解进程也再次

出现新的波折ꎮ 这让南美进步论坛的进一步发展在短期内丧失了两国的推动

力ꎮ ２０２０ 年ꎬ 新冠疫情给南美主要国家都带来了巨大的打击ꎬ 区域主义议题

在近两年陷于沉寂ꎮ
总之ꎬ 可以看到南美区域组织的兴衰和区域国家政府政策的变化彼此

伴随ꎮ 近年来ꎬ 拉美国家政府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变化、 转换是相对迅速的ꎬ
拉美区域主义波动的频率也随之加快ꎮ 国内政治动荡、 新冠疫情这样的不

可控因素进一步加深了政府力量变化的意外性ꎬ 也加剧了区域主义发展的

波动性ꎮ
(四) 意识形态因素与南美洲区域主义的 “起伏不定”
总体而言ꎬ 在 ２１ 世纪ꎬ 曾经导致拉美国家相互敌对而破坏区域主义的民

族主义意识形态不再显著存在ꎮ 如前所述ꎬ 拉美国家的各政治力量原则上都

是支持拉美一体化的ꎬ 更多地把邻国视为伙伴而非竞争对手ꎮ 像玻利维亚、
秘鲁虽然和智利有领土或领海争端ꎬ 但这些争端并不能从根本上阻碍这些国

家对区域一体化的支持ꎮ 当然ꎬ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没有消失ꎬ 它更多稳定

地潜伏在拉美国家对主权的关注中ꎬ 其作用是长期限制拉美区域主义所能达

到的高度ꎬ 而不是影响其短期表现ꎮ
在 ２１ 世纪ꎬ 在短期内导致拉美区域主义剧烈振荡的ꎬ 还是左翼与右翼的

意识形态竞争ꎬ 这两种政治力量对于区域主义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安排ꎬ 因此

在国内和区域层面都相互冲突ꎮ 简单而言ꎬ 在 ２１ 世纪的拉美地区ꎬ 左翼与右

翼的分野主要与对新自由主义的态度密切相关ꎮ 拉美左翼对新自由主义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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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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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ꎬ 认为新自由主义造成了拉美国家的经济灾难ꎬ 而右翼一般则都继承了

新自由主义对小政府、 经济自由、 贸易开放的推崇ꎮ 这种差异也反映在两种

政治力量的区域观中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时ꎬ 拉美国家曾普遍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ꎬ 彼时流

行的 “开放的区域主义” 也与此相对应ꎬ 是亲市场、 重贸易的ꎮ 而在 ２１ 世纪

初ꎬ 新的区域主义被称为 “后自由主义” 或 “后霸权主义”ꎬ① 这时的区域主

义更多由反对过度全球化、 过分偏重经济自由的左翼政权推动ꎬ 不再聚焦自

由贸易ꎬ 而是在政治、 社会领域有更高的一体化目标ꎮ 这种新的区域主义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区域主义是针锋相对的ꎮ 就南美洲的区域主义而言ꎬ 南美洲

国家联盟属于 “后自由主义” “后霸权主义” 的区域主义潮流ꎬ 而南美进步

论坛则是对 “开放的区域主义” 的回归ꎮ
在南美洲国家联盟筹建之初ꎬ 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成员间存在意识形态上

的大致共识ꎮ 在 ２１ 世纪头 １０ 年南美洲国家联盟初建之时ꎬ 正是左翼力量在

这一地区蓬勃发展之际ꎮ② 暂且排除苏里南和圭亚那③ꎬ 从 ２００７ 年到 ２０１６ 年

年初ꎬ 在南美洲 １０ 个讲西语、 葡语的拉美国家中ꎬ 每年都有 ７ ~ ８ 个由左翼

执政国家ꎬ 而剩下的 ２ ~ ３ 个国家也并非由强硬的右翼统治ꎬ 如智利的皮涅拉

政府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 和秘鲁的加西亚政府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 尽管不是左

翼ꎬ 但当时在意识形态上都相对温和务实ꎬ 与众多左翼政府之间不存在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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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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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时期拉美左翼政府的界定ꎬ 参见徐世澄: «中国学者对拉美左翼政府的政策分析»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０９ 年增刊 ２ꎬ 第 ５３ 页ꎻ 苏振兴: «拉美左派崛起与左派政府的变革»ꎬ 载 «拉
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４ 页ꎮ

这两国情况较为特殊ꎬ 它们在地理上位于南美洲ꎬ 但在文化、 语言上不属于拉丁美洲ꎬ 两国

参与区域主义的情况也与其他南美国家很不相同ꎮ 这两国的政治分野在传统上主要是族裔的而非意识

形态的ꎬ 两国国内意识形态的格局也和其他南美国家不同ꎮ 圭亚那两大政党在历史上都受到社会主义

思想的影响ꎬ ２０１０ 年当选苏里南总统的鲍特瑟 (Ｄéｓｉ Ｂｏｕｔｅｒｓｅ) 在意识形态上基本属于左翼ꎬ 与委内

瑞拉等国交好ꎮ 圭亚那在 ２０１９ 年加入南美进步论坛ꎬ 更多是因长期与委内瑞拉有矛盾而非典型的意识

形态原因ꎮ ２０２１ 年ꎬ 苏 里 南 也 对 南 美 进 步 论 坛 表 达 了 好 感ꎬ 此 时 接 替 鲍 特 瑟 的 单 多 吉

(Ｃｈａｎｄｒｉｋａｐｅｒｓａｄ Ｓａｎｔｏｋｈｉ) 总统尽管属于中左翼ꎬ 但和鲍特瑟矛盾很深ꎬ 在外交政策上和前者完全不

同ꎮ 圭亚那、 苏里南参与南美洲国家联盟的情况和意识形态更相关ꎬ 但其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而接近

南美进步论坛则不是单一的意识形态因素所能解释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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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立 (不过ꎬ 皮涅拉在 ２０１８ 年再次当选后ꎬ 对区域左翼政府的态度则较为

强硬)ꎮ 这一时期只有哥伦比亚和巴拉圭的右翼政府与左翼政府不时产生摩

擦ꎬ 而哥伦比亚在桑托斯总统于 ２０１０ 年上任后也一度调整政策ꎬ 缓和了与委

内瑞拉、 厄瓜多尔的关系ꎬ 并尝试在南美洲国家联盟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ꎮ
无疑ꎬ 在存在相互竞争的区域主义模式时ꎬ 区域国家间的共识可以避免区域

主义运动间的内耗ꎬ 推动区域主义前行ꎮ
特别是在区域大国之间ꎬ 意识形态共识也起到粘合剂的作用ꎮ 如前所述ꎬ

主要推动南美区域主义的巴西、 阿根廷、 委内瑞拉 ３ 国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竞

争和发展目标的差异: 巴西将南美洲视为自身能施加特殊影响的区域ꎬ 希望

成为南美洲的领导国ꎻ 委内瑞拉在南美洲国家联盟之外ꎬ 还推动着美洲玻利

瓦尔联盟这样以自身为中心、 不限于南美国家参与的区域组织建设ꎬ 希望成

为拉美地区左翼国家的领导ꎻ 阿根廷在一些问题上会选择制衡巴西ꎬ 如力推

包含墨西哥等中北美洲国家参与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ＣＥＬＡＣ)ꎬ 以此

稀释巴西的影响力ꎮ 此时ꎬ 能在权力竞争中调和各国关系的正是 ３ 国领导人

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ꎬ 这种一致性帮助淡化了大国间的竞争色彩ꎮ 很多

学者认为在卢拉、 罗塞夫等左翼领导人执政时ꎬ 巴西在南美洲的权力是一种

“共识性霸权” 或 “软权力”ꎬ 这也说明了意识形态对于维系区域稳定的重

要性ꎮ
然而ꎬ 有利于区域主义的意识形态分布情况在之后几年间就快速发生了

变化ꎮ 首先ꎬ 拉美的左翼政党接连失去政权ꎬ 阿根廷在 ２０１５ 年ꎬ 秘鲁、 巴西

在 ２０１６ 年ꎬ 智利在 ２０１８ 年都出现了这种情况ꎮ 此外ꎬ ２０１７ 年厄瓜多尔上任

的左翼总统莱宁莫雷诺 (Ｌｅｎｎíｎ Ｂｏｌｔａｉｒｅ Ｍｏｒｅｎｏ) 在当选后也和国内左翼力

量分道扬镳ꎬ 诸多政策更为接近右翼ꎮ 以上情况直接导致了区域政府间的左

翼共识消失ꎮ 其中ꎬ 巴西、 阿根廷的政权转换对区域左翼力量的削弱尤为

严重ꎮ
这种情况下ꎬ 一些原本之前可以平稳着陆的问题就酿成了区域组织的

危机ꎮ ２０１２ 年ꎬ 巴拉圭的左翼政权被以有争议的方式弹劾下台ꎬ 巴西、 阿

根廷等左翼执政的区域大国在达成共识后暂停了巴拉圭在南美洲国家联盟

的成员资格ꎬ 于是未给区域主义的发展本身造成很大影响ꎮ 但随着左翼共

识不再ꎬ 类似的 ２０１７ 年洪都拉斯选举争议和 ２０１８ 年尼加拉瓜的政治危机

等问题都引发了南美国家间的激烈争执ꎬ 而委内瑞拉这一南美洲国家联盟

重要成员国的危机则成为斗争的焦点ꎬ 诱发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崩解ꎮ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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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时ꎬ 往往也直接以意识形态为理由ꎬ 如阿根廷对

其最终退出组织所给出的理由除了秘书长人选长达两年的空缺、 联盟近年

行政管理的混乱外ꎬ 还包括联盟的议程 “含有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内容ꎬ 偏

离了最初的目标”①ꎮ 南美洲国家联盟的迅速瘫痪ꎬ 也是近年内区域意识形态

形势对比变化的结果ꎮ
南美进步论坛虽然在短期内崭露头角ꎬ 但其随后发展略显平庸ꎬ 反而是

南美洲国家联盟重现生机ꎬ 这也与地区政府意识形态更迭速度的加快有关ꎮ
在除圭亚那、 苏里南之外的拉美 １０ 国中ꎬ 在南美进步论坛成立的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 有 ７ 国是由中右翼政府执政ꎬ 左翼执政的主要地缘政治棋手只有委内瑞

拉 １ 国ꎬ 在 ２０２０ 年时ꎬ 中右翼执政的国家甚至还曾达到 ８ 个ꎮ 而截止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ꎬ 此时中右翼执政的国家虽然仍有 ６ 个ꎬ 但左翼在委内瑞拉和阿根廷两

个重要国家都取得了政权ꎬ 右翼相对左翼的优势已不再突出ꎮ 在不到两年的

时间里ꎬ 区域意识形态格局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ꎬ 这也造成南美进步论坛如

今的声势远不如初创之时ꎬ 而南美洲国家联盟则意外地重获希望ꎮ②

在本文关注的时间段ꎬ 南美国家与美国的实力对比情况没有质的变化ꎬ
此时影响美国对南美区域主义影响的因素主要是美国的具体对拉政策ꎮ 总体

而言ꎬ 美国对南美洲的关注度是有限的ꎬ 这也为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兴起创造

了一定条件ꎮ 然而ꎬ 在奥巴马政府后期特别是特朗普时期ꎬ 美国政府对委内

瑞拉的敌意逐步加深ꎬ 采取了一系列敌视委内瑞拉等左翼政权的政策ꎮ 美国

的态度无疑对区域右翼力量有所鼓励ꎬ 也为南美进步论坛的活跃创造了条

件ꎮ③ 美国等域外大国对南美的区域政策也常常随南美地区局势变换而有所调

整ꎬ 这也给南美区域主义在短期内的发展增加变数ꎮ

四　 结语与展望

总之ꎬ 拉美区域主义发展的整体大势是由一些历史上相对稳定的情况塑

—３７—

①

②

③

“Ｌａ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Ｓｅ Ｒｅｔｉｒａ ｄｅ ｌａ ＵＮＡＳＵＲ”ꎬ １２ ｄｅ ａｂｒｉｌꎬ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ｎｃｉｌｌｅｒｉａ ｇｏｂ ａｒ / ｅ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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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ꎬ 不同的区域左翼政权如今在对委内瑞拉、 古巴等国政府的态度上也存在裂痕ꎬ 因此区

域左翼政权的重新风行是否意味着南美洲国家联盟走向复兴ꎬ 还有待观察ꎮ
严谨: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３２ 页ꎬ 第 ３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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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ꎬ 但短期内又很容易受不稳定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ꎮ 这样看来ꎬ 在短

期内预测拉美区域主义的发展态势和方向相对困难ꎬ 因为这需要预测各个拉

美国家执政力量的变换和拉美国家短期内的力量发展情况ꎮ 当然ꎬ 由于新冠

疫情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消除ꎬ 这很可能令拉美国家政府在短期内都境况窘迫ꎬ
拉美区域主义也因而在短时间内都难以取得大的进展ꎮ

放眼更长的未来ꎬ 拉美区域主义大体也将保持现状ꎮ 拉美国家的地理、
人文情况基本是常量ꎬ 而拉美国家特别是地区大国想要在经济领域真正突破

在国际上的边缘地位也并非易事ꎮ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ꎬ 拉美区域主义仍将是

拉美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主题ꎬ 但仍难以取得质的飞跃ꎮ 与此同时ꎬ 虽然拉

美不同派别政府的更迭与力量变化难以具体预测ꎬ 但考虑到选举的周期性ꎬ
至少政权变换依然会是普遍现象ꎬ 拉美区域主义的 “起伏不定” 恐怕也将长

期延续ꎮ
本文主要说明了拉美区域主义长期 “弱而不竭” 与具体时段中 “起伏不

定” 现象产生的原因ꎮ 不过ꎬ 区域主义 “起伏” 的具体时间节点则并非本文

可以解决的ꎬ 这涉及到对政府政策这一短时段因素的细化分析ꎬ 需要探讨政

府力量和意识形态兴衰的具体原因及两者间的交互作用ꎬ 这是未来研究可以

展开的方向ꎮ
(责任编辑　 王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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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竞争背景下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黄乐平

内容提要: 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ꎬ 中国应加强与世界各国

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ꎬ 扩大伙伴关系网络ꎮ 近年来中国与拉

美国家的经贸关系突飞猛进ꎬ 中拉命运共同体已具备一定的物质基

础ꎮ 然而ꎬ 当前中拉关系的本质仍是理性主义主导的复合相互依存

关系ꎬ 双方仍处于利益驱动的洛克文化中ꎬ 合作的绝对收益带来的

共赢并不能掩盖相对收益分配不平衡造成的冲突ꎮ 此外ꎬ 美国历来

视拉美为其 “后院”ꎬ 对中国在拉美的一举一动十分敏感ꎮ 中拉关

系要克服其内在矛盾和外在不利条件ꎬ 实现提质升级ꎬ 就要超越纯

粹理性主义的功利关系ꎬ 由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跨越ꎮ 建构主义理

论认为ꎬ 无政府文化是国家造就的ꎬ 是行为体互动和社会建构的结

果ꎮ 中国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ꎬ 必须积极作为ꎬ 利用国际机制与拉

美国家开展更广泛、 更深层次的互动ꎬ 在现有共识基础上形成更多

共有观念和群体认同ꎬ 通过全球治理合作、 产能合作和人文交流ꎬ
互塑和建构新的集体身份和集体利益ꎬ 构建真正共赢的命运共

同体ꎮ
关 键 词: 中美竞争　 中拉命运共同体　 复合相互依存　 建构主义

康德文化

作者简介: 黄乐平ꎬ 经济学博士ꎬ 深圳大学副教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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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而当前中美竞争加剧成为大变局中最令

世人瞩目之焦点ꎮ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ꎬ 随着中美相对实力的变化ꎬ 美国开始

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压制中国ꎬ 进而通过贸易战、 科技战、 印太战略主动挑

起中美竞争ꎮ 拜登政府上台后更是利用涉港、 涉疆、 涉台等问题拉拢其盟友

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频频发难ꎬ 在台海、 南海制造军事威胁ꎮ 这些都使得

中国发展的国际经济和安全环境不断恶化ꎮ 面对这样的局面ꎬ 中国一方面要

针锋相对ꎬ 另一方面要保持战略定力、 与其斗而不破ꎬ 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

扩大对外开放ꎬ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加强与世界各国

尤其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ꎬ 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ꎬ 争取更

广泛的国际支持ꎬ 从而在中美竞争这场持久战中赢得主动ꎮ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以下简称 “拉美”) 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

地区之一ꎬ 历来是中国外交和对外合作的重要对象ꎬ 是中国外交取得重要发

展的标志ꎬ 也是中国对外开放多元化的重要支点ꎮ ２１ 世纪以来中拉经贸关系

飞速发展ꎬ 全方位合作方兴未艾ꎬ ２０１４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拉领导人会晤中

正式提出要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ꎮ 然而ꎬ 美国历来视拉美为自己的 “后院”ꎬ
对域外势力进入拉美始终心存戒备ꎬ 近 ２０ 年来不断加强的中拉战略合作在某

种程度上被视作对其安全的威胁ꎮ 在当前中美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ꎬ “门罗

主义” 再次抬头ꎬ “中国威胁美国后院论” 再次甚嚣尘上ꎮ 相对于中国与亚非

国家的合作ꎬ 中拉合作和命运共同体构建面临来自美国更直接的挑战和干扰ꎮ
本文试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视角探讨两个层面的问题: 从理论层

面看ꎬ 当前中拉关系的实质是什么? 未来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和内涵应是

什么? 该共同体如何为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从中拉关系实践的层面看ꎬ 中拉合作如何克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 实现

稳步健康发展? 以及如何夯实现有合作基础、 阔步迈向新的阶段?

一　 现有研究述评

国内外与本文主题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ꎮ
首先是中拉关系和中拉命运共同体研究ꎮ 关于中拉关系的发展阶段、 战

略定位和意义ꎬ 国内有研究指出中拉关系已超越既往的 “自然生长” 方式ꎬ
进入以双方主动构建为主要特点的新发展阶段ꎻ 在战略定位上中国将拉美从

对外关系格局里相对边缘的选项转化为显性 “增量”ꎬ 而拉美将中国作为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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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战略中重要的外部合作选项之一ꎬ 某些国家甚至将中国视为平衡西半球地

缘政治格局和抵御北方大国霸权的重要砝码ꎮ① 关于合作战略和路径ꎬ 有研究

认为中拉合作要借助 “一带一路” 倡议这个重要抓手ꎬ 在 “五通” 领域中寻

求共赢ꎬ 促进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ꎮ② 中拉应借助 “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

实现发展战略对接ꎬ 使拉美成为中国发展的有力支撑ꎮ③ 拉美学者也在探索未

来中拉合作的路径ꎮ 有研究指出在贸易、 投资、 基础设施和能源合作的基础

上ꎬ 中拉应在环保、 科技、 创新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开创新的合作领域ꎮ④ 然而

有些拉美和欧美学者仍对中拉关系的本质存疑ꎬ 认为中拉贸易互补貌似 “完
美婚姻”ꎬ 但实质上依然是旧有的 “中心—外围” 关系ꎬ 不利于拉美产业升

级ꎮ⑤ 而对未来中拉经贸合作的专门研究恰好有助于释疑ꎮ 国内有研究指出中

国的供给侧改革将为中拉经贸合作提供商品机遇和资本机遇ꎬ 而 “一带一路”
倡议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拉美对能源、 道路、 通信、 互联网等软硬件投资和

工业经济升级的需求ꎮ⑥ “一带一路” 倡议有利于拉美参与全球价值链和攀升

产业价值链ꎬ 有利于解决其产业结构失衡、 基础设施落后、 区域一体化发展

不足、 营商环境不完善、 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ꎮ⑦ 然而有拉美学者对中国对拉

投资领域和对象集中的问题表示担忧ꎬ 同时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减速和大宗商

品价格走低ꎬ 中国企业会在海外市场寻求新的投资领域ꎬ 如服务业ꎮ⑧

其次是中、 美、 拉三边关系研究ꎮ ２１ 世纪初ꎬ 针对 “中国加速进入美国

‘后院’ 会损害美国利益、 削弱其在美洲的影响力” 的论调ꎬ 有国内研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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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关系秉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ꎬ 且中拉关系历史短、 起点低、 基础薄弱ꎬ
同时美国对拉美的影响力无与伦比ꎬ 而大多数拉美国家出于自身安全与政治

经济利益的考虑ꎬ 也将发展并巩固与美国的关系置于其对外战略的首位ꎬ 因

此中国无意也不可能威胁美国 “后院”ꎮ① 有美国学者也认为ꎬ 中拉不太可能

建立同盟来限制美国对拉美的影响ꎬ 但美国应该警醒ꎬ 重视与拉美的关系ꎮ②

然而十余年后ꎬ 美中在拉美地区存量与增量的优势差异矛盾与美拉之间 “门
罗主义” 思维与拉美联合自强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ꎬ 使中、 美、 拉三角关系

的动态格局呈现愈加复杂的变化趋势ꎮ③ 对此ꎬ 美国学界 “鹰派” 认为中国

正在拉美 “破坏性崛起”ꎬ 因支持左派 “民粹主义” 政权和扶植 “代理人”
而逆转了拉美民主化进程ꎬ 是美国主导的西半球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ꎮ④ 但

也有拉美和美国学者认为中拉关系的重点仍是经贸领域ꎬ 中国并未在拉美寻

求与美国霸权对抗ꎬ “新两极格局” 和西半球 “新冷战” 的提法并不准确ꎮ
然而ꎬ 中拉关系升温的间接后果是拉美对美国逐渐疏离ꎬ 美国对拉美的影响

力逐渐减弱ꎮ 随着中美关系不断紧张ꎬ 拉美可能成为两国新的 “竞技场”ꎮ⑤

综上ꎬ 现有文献广泛研究了中拉经贸合作的路径、 “一带一路” 对构建中

拉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中拉关系的发展阶段和战略定位ꎬ 同时研究了中美拉

三边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 美国学界和政界对中拉关系的定性和反应以及中

国应采取的应对策略ꎬ 然而此类研究仍然存在可进一步探讨和突破的空间ꎬ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ꎮ 其一ꎬ 现有文献学理性研究较少ꎮ 如何用国际政治经

济学理论分析和把握中美拉三边关系的实质和未来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及

构建路径ꎬ 中拉如何超越纯粹理性主义的功利关系、 在观念和文化上建立紧

密的精神纽带和伙伴关系ꎬ 值得进一步研究ꎮ 其二ꎬ 现有文献对新形势的关

注较少ꎮ 在当前新冠疫情全球肆虐、 全球产业链遭受破坏并重构、 中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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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升级、 美国有可能通过产业链区域化和 ５Ｇ 建设等问题逼迫拉美国家在中

美之间 “选边站队” 的新形势下ꎬ 中拉关系如何克服美国的干扰ꎬ 在构建命

运共同体目标的指引下ꎬ 利用好 “一带一路” 这个重要抓手ꎬ 加强中拉在产

能等领域的合作ꎬ 值得我们研究ꎮ

二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流理论梳理

作为国际关系学一个学科分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 ＩＰＥ) 滥觞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论战ꎮ 在二战和冷战前半期ꎬ 强调权力和冲突

的古典现实主义主导国际关系理论研究ꎬ 其代表人物摩根索在 １９４８ 年总结出

现实主义的 ３ 个核心观点: 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ꎻ 国际政治的实质

是权力政治ꎻ 安全是世界政治的首要问题ꎬ 军事是权力政治的核心ꎮ①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ꎬ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 越战结束ꎬ 西

方国家陷入滞涨ꎮ 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的推进ꎬ 使国际经济上升为 “高层次

政治”ꎬ 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的趋势引发关注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自由主义理论

复兴ꎬ 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ꎮ 自由主义学者基欧汉和奈提出 “复合相互依存”
理论ꎬ 对现实主义上述 ３ 个观点提出质疑ꎬ 认为非国家行为体 (如跨国公司)
亦可直接参与国际政治ꎬ 各问题间无明确的等级区分ꎬ 军事力量不是主要的

政策工具ꎮ② 但其同时指出ꎬ 相互依存并不意味着互利ꎬ 而是包含代价 (依存

限制自主权)、 伴随冲突 (依存各方间存在相对受益和相对受损) 的ꎻ 相互依

存也包含竞争ꎬ 并不必然 “非零和”ꎻ 不对称性是相互依存政治的核心ꎬ 依赖

性小可以是一种权力资源ꎮ③ 那么ꎬ 维持和管理这样一个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

需要什么条件和前提?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产生的霸权稳定论认为ꎬ 霸权国的

兴衰和国际政治关系在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中有重要意义ꎬ 国际机制只

不过是霸权国为维持国际体系稳定而提供的公共产品ꎮ 如果霸权国承担的义

务和成本超过其收益ꎬ 就会走向衰落ꎬ 并有可能与新兴国家爆发霸权战争ꎬ

—９７—

①

②

③

[美] 汉斯Ｊ 摩根索著ꎬ 徐昕等译: «国家间政治: 权力斗争与和平»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

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１５９ － ３４３ 页ꎮ
[美] 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著ꎬ 门洪华译: «权力与相互依赖» (第四版)ꎬ 北京: 北

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２２ － ３３ 页ꎮ
[美] 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著ꎬ 门洪华译: «权力与相互依赖» (第四版)ꎬ 北京: 北

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１０ － １５ 页ꎻ [美] 小约瑟夫奈、 [加拿大] 戴维韦尔奇著ꎬ 张小明译:
«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 理论与历史»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 ３３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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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带来国际体系变革、 新的霸权冲突和霸权更替ꎮ① 而自由主义学者则认为

国际机制是因国家间为降低交易成本、 摆脱 “囚徒困境” 的需求而产生的ꎬ
霸权国的衰落并不必然带来不稳定和冲突ꎬ 因为各国有共同的利益ꎬ 会通过

维持现有国际机制和创造新的合作机制来实现合作ꎮ②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虽然相互争论ꎬ 但基本都属于理性主义的范畴ꎬ
因为它们或重视物质性因素对行为体的直接影响ꎬ 或强调行为体为实现利益最

大化而做出的理性选择ꎮ 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形成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则强调物质因素的社会化和观念化ꎬ 既坚持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ꎬ 又坚持理念

重于物质、 观念决定利益、 利益决定行为的本体论ꎬ 希望在理性主义和各种反

思主义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ꎬ 并通过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与自由主义的论战使国

际政治研究由理性主义转向建构主义ꎮ③ 此次论战围绕国际制度为何能促成合作

这一论题展开ꎮ 自由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行为体的身份、 利益 /偏
好都是先验的ꎬ 面对国际制度ꎬ 行为体会利用规则来进行理性选择ꎬ 在合作中

实现利益最大化ꎮ 而建构主义则首先认为无政府状态不是先验的客观事实ꎬ 而

是国家造就的ꎬ 是行为体互动和社会建构的结果ꎬ 既可以形成霍布斯文化 (每
个人反对每个人)ꎬ 也可以形成洛克文化 (承认相互生存权并竞争) 和康德文化

(构筑友善共同体)ꎮ④此外ꎬ 身份和利益也是后验、 互动的结果ꎬ⑤ 其基本逻辑

为: 行为体之间的互动 (或相互学习) 形成一定的文化及国际规范和观念ꎬ
进而在现有或首创的制度中得到认同 (形成共有知识和文化) 并取得合法性ꎬ
得到各成员认可ꎬ 然后通过制度来建构行为体身份和利益ꎬ 并最后决定其行

为ꎮ⑥ 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温特认为ꎬ 虽然各国在无政府状态下存在实力差异和竞

争ꎬ 但各国也追求平等ꎬ 需要被承认ꎻ 身份高度认同后会出现世界国家ꎬ 到那

时真正的世界治理才会实现ꎮ 可见ꎬ 建构主义是一种乐观的进化理论ꎬ 它认为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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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美] 罗伯特吉尔平著ꎬ 宋新宁译: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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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将朝着康德文化的方向发展ꎬ 朝着世界政府和世界大同的方向发展ꎮ①

然而ꎬ 正是由于霍布斯结构、 洛克结构和康德结构这三种政治文化都是

由行为体互动建构的ꎬ 因此在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中受规范内化等级不同的

影响会形成不同的共有观念和政治文化ꎮ 温特认为ꎬ 行为体在遵循上述三种

文化规范时的三种理由或曰规范得以内化的三种等级ꎬ 分别是被迫遵守 (武
力)、 利益驱使 (代价) 和承认规范的合法性ꎬ 这三种理由基本上与现实主

义、 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 (理念主义) 关于规范在国际生活中的作用的理论

相对应ꎮ 只有在第三种内化等级即合法性上ꎬ 行为体才真正被文化所 “建
构”ꎮ② 同样的国家 (行为体) 之间因不同的互动和社会建构方式ꎬ 会建构不

同的观念、 身份和利益ꎬ 从而造就不同的无政府文化ꎮ 例如ꎬ 欧洲国家之间

历史上曾处于霍布斯文化和洛克文化中ꎬ 而二战后在北大西洋国家之间以及

在欧盟国家之间ꎬ 其行为体的互动和共有观念、 身份和利益的建构处于规范

内化的第三等级ꎬ 因此超越洛克文化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康德文化结构ꎮ 与其

形成对照的是ꎬ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与美国及西方国家之间的互动ꎬ 及共有

观念、 身份和利益的建构过程ꎬ 受到大国竞争博弈、 缺乏政治与安全互信等

现实主义及文化因素影响而并未发展为规范内化的第三等级ꎬ 因此未形成康

德文化ꎬ 仍处在介于霍布斯文化和洛克文化之间的文化结构中ꎮ

三　 中美拉三边关系的现状和挑战: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上文梳理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主流理论尤其是建构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ꎬ 并

总结了建构主义提出的国际体系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 洛克文化和康

德文化的特点ꎮ 下面将从这一理论视角分析中美拉三边关系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ꎮ
(一) 中美拉三边关系的现状

当前中拉关系以及中美、 美拉关系仍处于洛克文化中ꎮ 洛克文化的特点

是国家间的主要关系不是安全冲突而是经济相互依存和理性主义的竞争ꎬ 但

相互依存具有不对称性和对彼此不同程度的依赖性ꎬ 以及存在因相对收益不

均而产生的冲突ꎮ 首先看中拉经贸关系ꎮ ２１ 世纪以来中拉经济相互依存度不

—１８—

①

②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ｅｎｄｔꎬ “Ｗｈｙ ａ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ｓ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ꎬ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 ９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４９１ － ５４２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ꎬ 秦亚青译: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２４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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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加强ꎮ ２０２０ 年中拉货物贸易总额为 ２００２ 年数额的 １８ 倍ꎬ 达到 ３２０１ ２ 亿美

元ꎬ 占当年中国与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 ６ ９％ ꎻ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

净额为 １６６ ６ 亿美元ꎬ 占当年中国对世界直接投资净额的 １０ ８％ ꎬ 是对非洲

投资的 ３ ９ 倍、 对美国投资的 ２ ８ 倍ꎮ①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 中国正式邀请拉美国家

自愿加入 “一带一路” 倡议ꎬ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 已经先后有 ２１ 个拉美国家

同中国签署了 “一带一路” 共建协议ꎮ 中拉经贸关系飞速发展得益于 ２１ 世纪

头十年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世界经济处于繁荣周期以及中美关系相对稳定ꎮ
再来看中美经贸关系ꎮ 中美自 １９７９ 年建交以来ꎬ 走过 ４０ 多年的曲折发展过

程ꎬ 美国始终希望 “非自由” 的中国向 “自由” 的美国靠拢ꎬ 将中国纳入美

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ꎬ② 因此将中国视为 “有缺点的合作伙伴”ꎮ ２０２０ 年中

美货物贸易总额为 ５８６９ ８ 亿美元ꎬ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净额为 ６０ ２ 亿美元ꎬ
实际利用美国直接投资 ２３ 亿美元ꎮ③ 最后看美拉经贸关系ꎮ 美国始终是拉美

国家最重要的经贸伙伴ꎮ ２０２１ 年美拉货物贸易总额为 ９６４０ ３ 亿美元ꎬ 是中拉

货物贸易额的 ３ 倍 (见图 １)ꎻ ２０１９ 年美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存量为 ９３１０ ２ 亿

美元ꎬ 近年来有被中国赶超的趋势 (见图 ２)ꎮ④ 从对拉投资类型看ꎬ 美国无

论在跨国并购还是在新开工项目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ꎬ 但 ２０２０ 年在跨国并购

方面被中国、 西班牙等国超越 (见图 ３、 图 ４)ꎮ

图 １　 美拉和中拉货物贸易额

资料来源: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ｅａ ｇｏｖ) 和中国国家统计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 数据绘制ꎮ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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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ꎬ 中国对拉投资主要为金融投资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拉直接投资存量 ６２９８ １

亿美元中有 ９７％位于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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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美国对拉美地区和中国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

资料来源: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ｅａ ｇｏｖ) 和中国国家统计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 数据绘制ꎮ

图 ３　 世界部分国家在拉美的跨国并购投资

资料来源: Ｃｅｐａｌꎬ Ｌａ Ｉｎｖｅｒｓｉóｎ Ｅｘｔｒａｎｊｅｒａ Ｄｉｒｅｃｔａ ｅｎ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ꎬ Ｎａｃｉｏｎｅｓ Ｕｎｉｄａｓꎬ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ꎬ ２０２１ꎬ ｐ １１１

图 ４　 世界部分国家在拉美的新开工项目投资

资料来源: Ｃｅｐａｌꎬ Ｌａ Ｉｎｖｅｒｓｉóｎ Ｅｘｔｒａｎｊｅｒａ Ｄｉｒｅｃｔａ ｅｎ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ꎬ Ｎａｃｉｏｎｅｓ Ｕｎｉｄａｓꎬ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ꎬ ２０２１ꎬ ｐ １１１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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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学者米尔纳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 ４ 个要素阐述相互依存的国际

体系的特征: 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成为世界政治的重要行

为体ꎻ 经济力量等因素成为除军事力量之外新的世界政治权力ꎻ 相互依存成

为国际体系的定义特征ꎻ 世界政治中的合作是可能的ꎮ① 美中两国作为世界最

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依存ꎬ 和则两利ꎬ 斗则两伤ꎬ 合作是自建交 ４０ 年来中美

关系的基本共识ꎮ 而中拉、 美拉在经济合作共赢的目标驱动下ꎬ 相互依存程

度也不断加强ꎮ 按照建构主义学者温特的观点ꎬ 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其实大

部分处于所谓的洛克文化之中ꎬ 即国家间为竞争关系ꎬ 相互承认生存和自由

权利ꎬ 尽量避免战争并将其控制在有限范围内ꎬ 对合作产生的绝对收益更加

看重ꎮ 各国相互承认主权ꎬ 其实就是共享一种制度ꎬ 共有一个期望ꎬ 共同维

护一套国际法ꎮ 所以说ꎬ 国际法并不仅是一种物质力量ꎬ 更是一种共有观念ꎬ
其内涵是相互尊重和承认ꎮ 相对于被强迫ꎬ 当前中美拉各方形成洛克文化更

多地是出于理性主义的利己动机ꎬ 也就是说遵守共同的规范和制度符合其自

身利益ꎮ②

(二) 中美拉三边关系面临的挑战

中拉关系经过反应式、 顺势而为的自发发展和自主发展两个阶段ꎬ 到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进入区域性、 整体性、 全面性合作新阶段ꎬ 在利益需求驱动

的基础上ꎬ 双方合作更注重顶层设计、 政策沟通、 建立对话和合作机制ꎬ 以

及人文交流ꎮ③ 然而恰恰是发展到这一阶段ꎬ 中拉关系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开

始逐渐显现出来ꎬ 在很多领域进入 “瓶颈” 期ꎬ 主要问题在于贸易结构不平

衡导致拉美国家对中拉关系产生疑虑ꎮ 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ＣＥＰＡＬ) 统计ꎬ
２０１３ 年拉美对华出口中 ７３％为初级产品ꎬ 仅 ６％ 为制造产品ꎬ 而对世界其他

地区的出口中这两个数字分别为 ４１％和 ４２％ ꎬ 同时中国对拉美出口中 ９１％为

制造产品ꎮ 对此ꎬ 有评论认为中拉贸易结构简言之就是制成品交换原材料ꎮ④

２０１７ 年拉美对中国贸易赤字达 ６７０ 亿美元ꎮ 另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统计ꎬ １９９５—２０１３ 年期间ꎬ 中国对南美洲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４８—

①

②

③
④

Ｈｅｌｅｎ Ｖ Ｍｉｌｎｅｒ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 ( ｅｄｓ)ꎬ Ｐｏｗｅｒꎬ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５ － ２１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ꎬ 秦亚青译: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２７２ － ２８１ 页ꎮ

吴白乙主编: «面向新时代的中拉关系»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ꎬ 第 １ －５ 页ꎮ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著: «第一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Ｃｅｌａｃ): 与

中国探索经贸和投资合作空间论坛»ꎬ 智利圣地亚哥: 联合国出版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２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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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为 ０ ４４９ꎬ 而南美洲国家对中国的该指数平均为 ０ ２９１ꎬ 即中国的出口商

品可满足南美洲国家 ４４ ９％的市场需求ꎬ 而南美洲国家的出口商品只能满足

中国 ２９ １％的市场需求ꎮ① 这说明拉美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远高于中国对拉

美的贸易依存度ꎮ 这样的贸易结构和国际收支虽然是由中拉双方的比较优势

和市场行为导致的自然结果ꎬ 但似乎与拉美结构主义和依附论所描绘的 “中
心—外围” 结构以及贸易比价恶化现象一致ꎬ 因此容易引起一些拉美国家的

不满ꎬ 认为这样的贸易结构不仅不利于其债务的减少ꎬ 更重要的是对拉美国

家的制造业形成了强烈冲击ꎬ 导致其经济脆弱性增加ꎬ 患 “荷兰病” 的风险

加剧ꎬ 不利于其产业结构升级和扭转 “去工业化” “大宗商品化” 的趋势ꎮ②

因此ꎬ 有些人将中国在拉美的经济存在称为 “新殖民主义”ꎮ 另外ꎬ 墨西哥等

制造业相对发达的拉美国家时常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诉讼ꎬ 贸易争端频发ꎬ 并在

美国等第三方市场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ꎮ 正如上文中复合相互依存理论所指出

的ꎬ 相互依存并不必然 “非零和”ꎬ 也包含竞争并伴随着冲突ꎮ 虽然合作为各方

带来绝对收益ꎬ 创造双赢ꎬ 但相对收益分配不平衡会造成一定的政治冲突ꎮ③

中拉相互依存不断加深ꎬ 但这种相互依存是不对称的ꎬ 在这一关系中ꎬ
中国的依赖性低ꎬ 脆弱性也较低ꎬ 因此改变该相互依存体系结构 (逃离体系

或改变游戏规则) 和政策调整的相对成本较低ꎻ 但是中国的敏感性并不低ꎬ
因为来自拉美的初级产品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有很重要的意义ꎬ 中国很重视同

拉美的经贸合作ꎮ 而拉美在中拉相互依存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都较高ꎮ 拉美

历史上长期存在对欧美 “中心国家” 的经济依附ꎮ 目前很多拉美国家虽然继

续实行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ꎬ 但仍然希望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

工业化程度实现现代化和民族振兴ꎬ 因此对中拉贸易对其经济结构的正负面

效应及从中获得的相对收益非常敏感ꎮ 中国是很多拉美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

伴ꎬ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甚至通过中拉贸易影响到拉美国家的

经济走势ꎬ 因此在中拉相互依存关系中ꎬ 拉美的依赖性和脆弱性较高ꎮ 可见ꎬ
当前中拉关系仍处于理性主义的、 利益驱动的、 因相对收益不平衡会造成冲

—５８—

①

②

③

Ｇ Ｄ Ｓｉｌｖａꎬ Ｍ Ｆ Ｍ Ｇｏｍｅｓ ｙ Ｅ Ｃ Ｔｅｉｘｅｉｒａꎬ “Ｅｆｅｃｔｏ Ｄｅｒｒａｍｅ ｄｅｌ Ｃｒｅｃｉｍｉｅｎｔｏ ｄ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ｎ Ａｍéｒｉｃａ ｄｅｌ
Ｓｕｒ: Ｕｎ Ａｎáｌｉｓｉｓ Ｂａｓａｄｏ ｅｎ ｅｌ Ｃｏｍｅｒｃｉ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ꎬ ｅｎ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ｄｅ ｌａ ＣＥＰＡＬꎬ Ｎｏ １２６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５７ －５８

Ｊ Ｄ Ｌｉｍａ ｙ Ａ Ｐｅｌｌａｎｄｒａꎬ “Ｌａ Ｉｒｒｕｐｃｉóｎ ｄｅ Ｃｈｉｎａ ｙ ｓｕ Ｉｍｐａｃｔｏ ｓｏｂｒｅ ｌａ 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ａ ｙ
Ｃｏｍｅｒｃｉａｌ ｅｎ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ꎬ ｅｎ Ｓｅｒｉｅ Ｃｏｍｅｒｃｉ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ꎬ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Ｃｅｐａｌꎬ Ｎａｃｉｏｎｅｓ
Ｕｎｉｄａｓ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７

[美] 小约瑟夫奈、 [加拿大] 戴维韦尔奇著ꎬ 张小明译: «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 理论

与历史»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 ３３３ － ３３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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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复合相互依存阶段ꎮ 虽然拉美因其高度敏感性往往成为冲突的发起方ꎬ
但中拉双方都有跨越当前阶段、 迈向更高层次合作阶段的愿望和动力ꎮ

影响中拉合作的两个重要外部变量———中美关系和美拉关系虽基本保持

相互依存的基调ꎬ 但近年来出现诸多不确定性ꎬ 在地缘政治上为中拉合作带

来挑战ꎮ 首先ꎬ 当前中美关系有从复合相互依存滑向现实主义的风险ꎮ 霸权

稳定论者认为霸权国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之间存在一种 “霸权困境”: 霸权周

期前期ꎬ 霸权国更多追求绝对收益ꎬ 愿意维持一个导致缩短与竞争者差距的

自由国际经济秩序ꎻ 霸权周期后期ꎬ 霸权国更多看重相对收益ꎬ 更倾向于执

行重商主义政策ꎬ 而这最终会导致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衰退甚至崩溃ꎮ① 在中

国崛起和美国霸权衰落的背景下ꎬ 美国开始注重中美战略地位的相对变化及

其相对收益的变化ꎬ 不惜背弃其维护多年的自由贸易原则而对中国发动大规

模贸易战和科技战ꎬ 甚至不惜发出新冷战威胁ꎬ 以压制中国发展ꎮ 另外ꎬ 霸

权稳定论者认为霸权更替将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ꎮ 美国学者奈虽然认为只

要不发生战略误判ꎬ 中美之间的战争并不必然发生ꎬ② 但随后又提出 “金德尔

伯格陷阱” 理论ꎬ 担心中国在崛起的同时不能提供足够的全球性公共产品ꎬ
进而引发全球治理体系崩溃ꎮ③ 其次ꎬ 美国对拉美政策的霸权主义意图逐渐回

归ꎮ 为扭转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因反恐战争和重返亚太而与拉美关系相

对疏远的趋势ꎬ 以便重新控制拉美ꎬ 阻止中国和俄罗斯等国 “乘虚而入”ꎬ 特

朗普政府上台后调整对拉政策ꎬ 具体为: 以价值观为标准拉拢拉美右翼ꎬ 打

击左翼ꎬ 遏制反美联盟ꎬ 以解构其地区内部凝聚力和团结ꎬ 达到分而治之的

目的ꎻ 通过重新主导美洲国家组织等机构来弱化拉美国家自己主导的地区一

体化进程ꎬ 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力ꎻ 重新强调门罗主义的价值ꎬ 通

过宣扬 “中国威胁论”、 推出与 “一带一路” 倡议针锋相对的对拉投资融资

法案和 “美洲增长” 倡议、 打击中拉整体合作最主要的平台———拉美和加勒

比国家共同体 (ＣＥＬＡＣ) 以达到阻挠中拉合作、 排挤中国的目的ꎮ④拜登政府

—６８—

①

②

③

④

Ａｒｔｈｕｒ Ａ Ｓｔｅｉｎꎬ “Ｔｈｅ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８４ꎬ ｐｐ ３５５ － ３８６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ꎬ Ｊｒ 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ｉｎ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Ｖａｎ Ｅｖｅｒａ (ｅｄ)ꎬ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ｋ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ａｆｅ: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７３ － ７８

杨增岽、 杜成敏: « “金德尔伯格陷阱” 的实质评析»ꎬ 载 «思想教育研究»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７５ 页ꎮ

严谨: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２０ 年

第 ２ 期ꎬ 第 ２２ － ３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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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后虽一改特朗普政府对拉强硬姿态ꎬ 但通过 “扶右打左” 控制拉美的总

方针不变ꎮ ２０２１ 年ꎬ 拜登政府推出 “重建更好世界” 计划 (Ｂ３Ｗ) 并将委内

瑞拉等左翼政府执政的拉美国家排除在外ꎬ 试图进一步巩固美国在拉美的主

导地位ꎮ
综上ꎬ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ꎬ 当前中拉之间的主要关系是相互依

存和理性主义的竞争ꎬ 其相互依存具有不对称性和对彼此不同程度的依赖性ꎬ
存在因相对收益不均而产生的冲突ꎮ 因此ꎬ 中拉关系仍处于洛克文化中ꎬ 现

阶段该文化实现的主要路径和规范内化的方式依然是利己ꎬ 相互依存的主要

驱动力依然是利益ꎮ 影响中拉合作的两个重要外部变量———中美关系、 美拉

关系也处于相互依存的洛克文化中ꎬ 而其现实主义风险在加剧ꎮ 要使中拉关

系增强抵抗内外部风险的能力ꎬ 突破瓶颈、 提质升级ꎬ 就必须超越利益驱动

的洛克文化ꎬ 构建更高文化层次的中拉命运共同体ꎮ

四　 未来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建构主义的视角

上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分析了中美拉三边关系的现状和面临

的挑战ꎬ 接下来将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主义理论分析中拉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路径ꎮ
(一) 康德文化: 中拉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构建逻辑

建构主义学者温特认为ꎬ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文化) 是国家造就的ꎬ
可以通过行为体互动和社会建构进行主动选择ꎬ 即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ꎮ
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形成共有观念ꎬ 再造施动者身份和利益ꎬ 并在实践中促

进了体系结构变化ꎬ 实现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跨越ꎮ 康德文化以友谊的角色

结构为基础 (但友谊的概念只涉及国家安全ꎬ 即互不发动战争ꎬ 而在其他领

域朋友之间也会有冲突)ꎬ 友谊在时间上无限制ꎮ 更适合康德文化的规范内化

途径不是利己ꎬ 而是合法性ꎬ 即行为体发自内心地认为约束是合理的ꎬ 从而

心甘情愿地遵守相关规范和制度ꎮ① 虽然上述理论将康德文化的友谊概念限定

在集体安全领域ꎬ 但其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逻辑为我们创建新型国际关系

的进路提供了启示ꎮ 我们可以将未来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设定为一种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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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友善共同体的建构进程: 在现有基础上ꎬ 中拉双方通过双边、 多边交流

和整体合作继续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互动ꎬ 在中国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拉美国

家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寻求共识ꎬ 形成更多的共有观念ꎬ 通过现有或新的制度

得到各方认同ꎬ 进而建构全新的行为体身份和利益ꎬ 减少利己身份的成分ꎬ
建立更多的集体身份ꎬ 在观念和文化上建立紧密的精神纽带和伙伴关系ꎬ 形

成基于友谊角色结构的友善共同体ꎮ
中拉形成这样的友善共同体已具备一定的基础ꎮ 一是ꎬ 中拉关系在物质

层面已经打下坚实的基础ꎮ 中拉经贸关系经过数十年的自发和自主发展ꎬ 在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已经日趋紧密ꎮ 中拉货物和服务贸易额不断增加ꎬ 中国已

成为拉美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国ꎬ 仅次于美国ꎬ 甚至已成为一些拉美国家的

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ꎮ 中国已与智利、 秘鲁和哥斯达黎加签订了自由贸易协

定ꎬ 并正在与更多的拉美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ꎮ 拉美成为中国海外投

资第二大目的地ꎬ 投资增量和存量不断增加ꎬ 投资主体、 对象和地域日益多

元化ꎮ 在此基础上ꎬ 拉美成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自然延伸ꎬ 越来越

多的拉美国家与中国签订 “一带一路” 共建协议ꎮ 此外ꎬ 中国和巴西两个大

国利用 “金砖国家” 合作机制引领中拉合作ꎬ 诸多拉美国家加入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ꎬ 中国人民银行加入美洲开发银行ꎬ 中国建立中拉产能合作投资

基金ꎬ 一系列举措都助力中拉经贸、 金融合作迈上新台阶ꎮ 二是ꎬ 中拉在观

念层面已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ꎮ 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 ４ 次访问拉美ꎬ 中

国先后发布两份对拉政策文件ꎬ 中拉先后召开两次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ꎬ 双

方在国际政治事务、 全球经济治理、 全球化、 自由贸易、 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 应对气候变化、 网络安全等议题上有广泛共识ꎬ 都认同联合

国、 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和全球治理制度的基本原则ꎬ 在亚太经合组织、
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 等一些国际多边舞台上有广泛合作ꎮ 三是ꎬ 中拉已拥有

一定的集体身份和共同利益ꎮ ２０ 世纪下半叶ꎬ 中拉共同拥有第三世界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ꎬ 在国际事务中患难与共ꎬ 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真诚

合作ꎬ 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ꎬ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自身发展的权益ꎮ
当前ꎬ 中拉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ꎬ 都反对单边主义、 霸凌主

义和贸易保护主义ꎬ 希望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ꎬ 提高发展中国

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ꎬ 维护双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ꎮ 总之ꎬ 中拉

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文化和价值观差异ꎬ 不具备类似北大西洋国家或欧盟国

家之间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所天然拥有的共有观念和集体身份ꎬ 但中拉之间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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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分的政治互信ꎬ 人民之间自古友谊深厚ꎬ 基本不存在地缘政治矛盾和冲

突ꎬ 基本不存在任何一方因文化中心论导致的心理优越感ꎬ 都认同 “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ꎬ 都有着对经济发展和

繁荣的渴望ꎮ 此外ꎬ 中拉双方有加强互动、 形成集体身份和集体利益的共同

愿望ꎬ 相向而行ꎬ 基本不存在一方积极主动而另一方消极或抵制的情况ꎬ 因

此具备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条件ꎮ
(二) 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如何将有限的洛克文化认同发展为充分的康德文化认同ꎬ 扩大集体身份

范畴? 温特指出ꎬ 文化具有保守性质ꎬ 体系结构的变化非常困难ꎮ 体系中的

重要行为体 (一般指大国) 必须改变其行为ꎬ 持之以恒地开展造就朋友的

“亲社会” 活动ꎬ 才能打破维持体系稳定的内在根源 (行为体自身对安全和秩

序预期的需求) 和外在根源 (制度对行为的奖惩)ꎬ 导致文化的变化和集体身

份的增加ꎮ① 作为在世界上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大国ꎬ 中国近年来在中拉关系中

积极作为ꎬ 创造性地提出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构想和方案ꎬ 在双方互动中表

现出更多的主动性ꎮ ２０１４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中拉应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 经

贸上合作共赢、 人文上互学互鉴、 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 整体合作和双边关

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 “五位一体” 新格局ꎬ 得到拉美国家的广泛认同ꎮ 中

国的积极行动已为中拉构建具有康德文化特点的命运共同体开辟了道路ꎮ 未

来ꎬ 中国要继续与拉美国家在政治、 经济、 文化领域加强互动ꎮ 首先在物质

层面通过更高层次合作化解既有矛盾ꎬ 构建更稳固的利益共同体ꎬ 为建构共

有观念创造物质条件ꎻ 其次在文化层面加强交流互鉴ꎬ 构建价值共同体ꎬ 从

而全方位建构共有观念、 集体身份和集体利益ꎮ
第一ꎬ 在全球治理上加强合作ꎮ 在国际风云变幻、 现实主义威胁不断增

加、 非传统风险加剧、 全球化受挫的背景下ꎬ 通过真诚互动明确和加深中拉

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有观念ꎬ 巩固和加强双方在国际政治上既有合作伙伴的

集体身份和共同利益ꎮ 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贸易分工、 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

中逐渐就自身对全球治理的责任和作用有了越来越明确的认识ꎮ 在 ２００８ 年全

球金融危机等事件导致 “全球治理失灵”、 新兴经济体力量上升导致全球权力

转移、 西方发达国家相对衰落并出现逆全球化趋势、 全球治理规则改革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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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ꎬ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方案ꎬ 号召各国妥善处理利

益和观念冲突ꎬ 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和世界共同利益ꎮ 拉美有 ３３ 个国家ꎬ 在国

际组织中拥有重要地位和议程设置能力ꎬ 在全球治理多边场合有很高的集体

谈判能力ꎬ 因拥有西方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而在现有国际体系中有更多话语权ꎬ
同时积极为发展中国家发声ꎮ 中国应借助拉美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地位ꎬ 将其

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突破口ꎬ 向拉美并进而向西方阐释中国的全球治

理理念ꎬ 利用现有国际机制使中国观念、 中国方案获得合法性ꎬ 争取更多共

识ꎬ 建构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身份ꎮ
第二ꎬ 实现更高层次的经济合作ꎮ 通过 “一带一路” 平台加强中拉产能

合作ꎬ 建构产业链重塑者的新集体身份ꎬ 在保证共赢和双方绝对收益的前提

下化解相对收益分配不均带来的矛盾ꎬ 建构国际价值链上共赢的新集体利益ꎬ
拿出足够的诚意来交朋友ꎬ 真正做到同呼吸、 共命运ꎮ 在中右翼主导拉美政

治生态时期ꎬ 很多国家希望通过加强与美国合作融入全球价值链ꎮ 而特朗普

政府提出 “美国优先”、 鼓励制造业回归、 退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 重新就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ＮＡＦＴＡ) 进行谈判等举措ꎬ 使拉美国

家只得对其国际合作取向重新调整ꎬ 并将更多注意力投向中国提出的 “一带

一路” 和产能合作倡议ꎮ 虽然特朗普政府后期提出 “美洲增长” 倡议、 拜登

政府提出 “重建更好世界” (Ｂ３Ｗ) 倡议ꎬ 但这两个倡议目前在拉美并未对

“一带一路” 倡议产生明显的冲击和替代效应ꎬ 大部分拉美国家对中美两国的

倡议和投资均持开放态度ꎮ 当前ꎬ 中拉在经贸领域的冲突主要来自贸易不平

衡对拉美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负面影响ꎮ 而中国提出将本国有竞争优势、 适

应东道国输入需求的产业整体输出ꎬ 再发展到将企业生产价值链中各个生产

环节进行全球重新布局ꎬ 可以帮助东道国建立更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制造能力ꎮ
当前ꎬ 全球产业链结构因新冠疫情冲击而面临调整和重组的可能ꎬ 这为中拉

产能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ꎮ 中拉应利用中国在资本要素、 拉美在劳动力要素

上的比较优势和供应互补性ꎬ 以中国市场、 拉美本土市场、 第三方市场为导

向在不同行业开展产能合作ꎬ 同时做好法律法规等外部机制建设ꎬ 从而在实

现中国产业向高端制造发展的同时促进拉美国家产业转型升级ꎬ 实现中拉在

全球价值链上共同跃升和共赢ꎮ① 这一新集体身份和集体利益将有效减轻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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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分配不平衡ꎬ 从而减少冲突、 增进友谊ꎮ
第三ꎬ 实现更有效的人文交流ꎮ 通过互学互鉴ꎬ 减少隔阂和误解ꎬ 使中

拉双方超越纯粹理性主义的功利关系ꎬ 在观念和文化上建立紧密的精神纽带

和伙伴关系ꎮ 中拉在近现代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命运ꎬ 本就相互理解和同

情ꎬ 在主张捍卫人的尊严、 追求平等和正义、 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和 “去中心

化” 等方面均有共识ꎮ 近年来中拉文化交流从文艺演出、 展览、 艺术节等传

统合作领域扩展到文化产业、 传媒、 留学、 学术交流等新型合作领域ꎮ 然而

据调查ꎬ 拉美国家民众对中国形象持正面态度的比重虽高于西方主要发达国

家ꎬ 但远低于非洲国家民众对华持正面态度的比重ꎮ 此外ꎬ 拉美国家民众对

美国甚至日本的正面认知度都比对中国高ꎮ① 这既显示出西方媒体不实报道和

“新殖民主义” 言论给拉美人带来的对中国的疑虑和误读ꎬ② 也暴露了中国对

外传播策略的问题ꎮ 长期以来ꎬ 中国将对外传播机制视为一种主体对客体的

“独白” 过程ꎬ 希望依靠单方面 “运动式” 外宣来改善国际形象ꎮ 而建构主

义则强调主体间应进行持续互动和身份互塑ꎬ 形成一种共有的理解和期望、
一种共享的观念和关系文化ꎮ③ 国家形象不是一个客观既定的个体实物和自我

设计的产物ꎬ 而是一种国家身份和国家间相互认同的关系ꎬ 国家形象传播要

通过国际社会互动实践建构正向身份和共有观念ꎬ 寻求他国对本国的正向认

知和正向认同ꎮ④ 可见ꎬ 未来中国应潜心研究如何真正以朋友的姿态走进拉

美ꎬ 想其所想、 以心交心ꎬ 这样才能使友谊超越利益ꎬ 不惧考验ꎮ
大部分拉美国家对中国在各领域发起的互动给予积极回应ꎬ 因为与中国

加强合作显然符合其根本利益: 经济上ꎬ 利用 “中国机遇” 融入亚太地区产

业链ꎬ 促进自身 “再工业化” 进程ꎬ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ꎻ 政治上ꎬ 借助与亚

太地区 (尤其是中国) 的合作来强化外交多元化ꎬ 增强其外交自主权ꎬ 平抑

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ꎮ⑤ 当前ꎬ 拉美主要国家政治格局出现 “左转” 态势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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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利用这一机遇ꎬ 在巩固中拉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ꎬ 加快构建价值共同

体ꎬ 将中拉合作推向新的高度ꎮ
(三)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在政治上面临来自美国的挑战ꎮ 拉美和美国同属西

方文化ꎬ 有着相似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ꎮ 自 １９ 世纪以来ꎬ 美洲国家就内在地

凝聚在 “西半球理念” 周围ꎬ 包括不干涉原则和代表性政府 (人权) 原则ꎮ①

从 “门罗宣言” 到 “争取进步联盟” 再到北美自由贸易区ꎬ 虽经历曲折和反

复ꎬ 但美国对拉美的政治经济控制从未放松ꎮ② 相比之下ꎬ 中国与拉美距离遥

远ꎬ 文化迥异ꎬ 政治经济关系还有待发展ꎮ 因此在对拉关系上ꎬ 中美不具对

等性ꎮ 近年来美国鹰派认为中国积极同拉美发展政治经济关系是在挑战美国

霸权ꎬ 是在寻求对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和 “重返亚太” 战略进行对冲和反制ꎬ
并利用中拉经济关系的 “杠杆效应” 迫使美国在亚洲事务上做出让步ꎮ③ 鉴

于此ꎬ 美国对中国在拉美的存在进一步警惕ꎮ 近期ꎬ 随着中美技术竞争加剧ꎬ
美国向巴西等国施压ꎬ 促其放弃与中国华为公司在 ５Ｇ 技术上的合作ꎮ 另外ꎬ
在新冠疫情暴露全球供应链脆弱性后ꎬ 美国意图将其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向

西半球收缩ꎬ 这不但会促使墨西哥在现有基础上加强与美国的紧密经济合作ꎬ
也为南美洲国家参与美国全球供应链提供了机会ꎮ 美国或许会通过这些手段

逼迫拉美国家在中美之间 “选边站队”ꎮ 而中国要想经受住这一考验ꎬ 在美国

“后院” 交朋友ꎬ 首先还是要通过现有机制加强中拉整体合作ꎬ 巩固共有观

念ꎻ 其次要灵活处理与不同拉美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ꎬ 尽可能克服意识形态

和政治理念分歧造成的障碍ꎬ 利用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建构集体身份和集体

利益ꎬ 拉近心理距离ꎮ 应当看到ꎬ 大部分拉美国家自 ２１ 世纪以来在国际关系

和对外经贸关系上秉持务实态度ꎬ 逐渐淡化意识形态色彩ꎬ 在中国、 美国、
欧盟等各方之间寻求平衡ꎬ 虽然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摆脱美国的影响ꎬ 但在

处理中美拉三边关系上会做出理性选择ꎮ
中拉文化差异造成双方不同程度的群体认同ꎮ 中国文化强调集体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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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观念ꎬ 而拉美所继承的西方文化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体权利ꎮ ２０２０ 年新冠

病毒全球暴发ꎬ 中国从大局出发ꎬ 用强有力手段控制住疫情ꎬ 并号召世界各

国加强合作ꎬ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ꎮ 而许多拉美国家对疫情并不十分重

视ꎬ 不愿牺牲个人自由来换取群体利益ꎮ 例如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消极对待疫

情防控措施ꎬ 质疑口罩的防病毒传播作用ꎬ 公开表示自己不会接种疫苗ꎬ 也

不建议国民接种疫苗ꎮ① 温特指出ꎬ 人们往往因害怕 “非个体化” 使自己被

群体需要淹没而抵制文化的内化ꎬ 而利己主义对国家的吸引力更大ꎮ 因此ꎬ
集体身份是分层次的ꎬ 相较于共同安全ꎬ 国家对责任分担、 经济发展、 文化

独立表现出更小的群体认同张力ꎮ② 这种个体主义和自我保护意识还表现在中

拉经济合作过程中拉美当地人充分强调其文化习俗和劳动法规ꎬ 表现出强烈

的权利意识和环保诉求ꎮ 面对文化差异ꎬ 中国应秉承求同存异的原则ꎬ 努力

挖掘双方文化中的一致性和共有理念来创造更多群体认同ꎮ 我们一方面应向

拉美阐释中国的 “国不以利为利ꎬ 以义为利也” 的义利观和 “以世界责任为

己任” 的天下观ꎻ 另一方面也应阐释中华文化中自助与助人之间的 “非零和”
理念ꎬ 即集体利益的实现并不必然以牺牲个体利益为代价ꎬ 而是要在实现个

体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与集体利益共赢ꎬ 所谓 “穷则独善其身ꎬ 达则兼

济天下” “推己及人” “美美与共”ꎮ

五　 结论

当前ꎬ 美国各界在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这一问题上已形成共识ꎬ 未来

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必将受到来自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ꎮ 为了给自身发

展创造稳定良好的外部环境ꎬ 中国必须广交朋友ꎬ 扩大伙伴关系网络ꎬ 而拉

美对于中国创建新型国际关系有其独特的重要意义ꎮ
中拉同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ꎬ 发展程度相似ꎬ 经贸合作突飞猛进ꎬ

有很好的合作基础ꎬ 同时拉美的初级产品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有重要意义ꎮ 然

而ꎬ 现阶段中拉关系仍处于理性主义、 利益驱动的洛克文化之中ꎬ 其复合相

互依存关系给双方带来的绝对收益并不能掩盖相对收益分配的不平衡ꎮ 中拉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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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质疑口罩又不愿打疫苗? 巴西总统放话: 我不接种ꎬ 巴西人也不需要»ꎬ 腾讯网ꎬ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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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ꎬ 秦亚青译: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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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虽然互补性强ꎬ 但贸易结构和合作模式中的不合理因素在客观上不利于

拉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ꎬ 从而引发拉美国家对中拉合作的消极情绪ꎮ 此外ꎬ
美国历来视拉美为其 “后院”ꎬ 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更是对中国在拉美的

一举一动十分敏感ꎮ 因此ꎬ 中拉关系的内在矛盾和外在不利条件使中拉命运

共同体的构建面临巨大挑战ꎮ 如果中拉一方面能够超越纯粹理性主义的功利

关系ꎬ 实现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跨越ꎬ 另一方面能够在美国霸权因素存在

的条件下ꎬ 使中拉关系提质升级ꎬ 那么将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

个典范ꎬ 必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重要贡献ꎮ
康德文化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ꎬ 是行为体互动和社会建构的结果ꎮ

中国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ꎬ 必须积极作为ꎬ 利用国际多边机制和中拉双边及

整体合作平台与拉美国家开展更广泛、 更深层次的互动ꎬ 在现有政治共识的

基础上形成更多共有观念和群体认同ꎬ 通过全球治理合作、 产能合作和人文

交流ꎬ 互塑新的集体身份ꎬ 建构新的集体利益ꎮ 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可以

借鉴建构主义理论的逻辑ꎬ 但同时我们应明确ꎬ 建构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ꎬ 温特提出的康德文化友善共同体是以西方为中心向东方扩展ꎬ 并且将友

谊的概念限定在集体安全领域ꎮ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体现中国智慧的理念ꎬ
直接以天下为分析单位ꎬ 更具包容性ꎬ 而且将集体利益的概念扩展到安全、
政治、 经济、 可持续发展、 文化等各个领域ꎬ 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ꎮ

当前ꎬ 我们正从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全球

政治经济一体化、 国家间利益基本和谐、 世界持久和平的全球共生体系发

展ꎬ① 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ꎮ 美国因素和中拉文化间的差异是构建中拉

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挑战ꎬ 而因疫情加剧的全球经济不景气也可能会使国家利

益的重要性暂时超越群体利益ꎮ 因此ꎬ 中拉关系将在理性主义的现实考量和

建构主义的理想期望之间曲折发展ꎮ
(责任编辑　 王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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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夏立平: «全球共生系统理论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ꎬ 载 «美国研究»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２８ 页ꎮ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拉丁美洲研究 Ａｕｇ ２０２２　
第 ４４ 卷　 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４

习近平新时代大国外交思想研究

正确义利观视角下的中拉绿色合作:
进展、 挑战及前景

邢　 伟

内容提要: 正确义利观视角下的中拉绿色合作包含国家间合作

谋求经济利益的意涵ꎬ 更重要的是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充分考

虑到环保理念、 人文价值等方面的因素ꎮ 正确义利观有助于开展高

质量绿色合作ꎬ 体现了可持续发展ꎬ 促进多行为体参与到普惠包容

的绿色合作中ꎬ 并且对于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促进作用ꎮ
中拉绿色合作的进展包括ꎬ 中拉绿色能源合作为拉美提供发展支

撑ꎬ 中拉绿色农业合作以高科技为底色ꎬ 以义为先的企业社会责任

促进 “惠民生” 和 “心联通”ꎬ 中拉在绿色金融、 绿色贸易等领域

的合作有待拓展ꎮ 在中美博弈的战略背景下ꎬ 中拉在绿色合作层面

会面临一些挑战ꎬ 如美国的介入、 拉美国内政治、 社会因素等方面

的影响ꎮ 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ꎬ 未来需要构建更加精细化的中拉

绿色合作机制ꎬ 从 “惠民生” 和 “心联通” 角度深化绿色合作ꎬ
更加积极灵活应对美方介入拉美的行为ꎮ 目前ꎬ 克服新冠疫情对世

界经济带来的冲击、 努力恢复经济发展是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ꎮ 中

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与正确义利观的核心思想吻合ꎬ 对于中拉绿

色合作具有指导作用ꎮ
关 键 词: 正确义利观　 绿色合作　 中拉关系　 “一带一路”

全球发展倡议

作者简介: 邢伟ꎬ 法学博士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

研究院助理研究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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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要坚持绿色发展ꎬ 致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

丽家园”①ꎬ “加快绿色低碳转型ꎬ 实现绿色复苏发展ꎮ”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中国与拉美通过 “一带一路” 建设及多层次建设ꎬ 深化绿色合作ꎮ 绿色合作

体现了国家间合作谋求经济利益ꎬ 更重要的是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充分

考虑到环保理念、 人文价值等方面的因素ꎬ 需要正确义利观指导其发展ꎮ 正

确义利观把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 中国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 中国人民利益

与人类共同利益统筹起来ꎬ 倡导以义为先、 义利兼顾ꎬ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ꎬ
展现了中国外交的国际主义胸怀和负责任大国担当ꎮ③ 绿色合作、 绿色发展的

内涵中含有正确义利观的要义ꎮ 本文旨在分析正确义利观对绿色合作指导意

义基础上ꎬ 研究中拉绿色合作的进展、 面临的挑战ꎬ 并对未来中拉绿色合作

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ꎮ

一　 正确义利观及其对绿色合作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正确义利观ꎮ 正确义利观的内

涵包括道义与利益的关系ꎬ 指导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朝着互利共赢的方向

发展ꎬ 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相结合ꎬ 贯彻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原则ꎮ 当前ꎬ 绿色发展理念为世界广泛接受ꎬ 中国与拉美开展绿

色合作也需要正确义利观作为指导ꎬ 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ꎬ 推动中拉双方经

济协调发展、 社会和谐与环境保护ꎮ
(一) 正确义利观的提出和基本内涵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ꎬ “要找

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ꎬ 坚持正确义利观ꎬ 有原则、 讲情谊、 讲道义ꎬ 多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拉美

四国媒体采访时指出ꎬ “我们将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发展ꎬ 坚持正确义利

观ꎬ 义利并举、 以义为先ꎬ 促进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ꎬ 特别是帮助发展中国

—６９—

①

②

③

«习近平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的致辞»ꎬ 新华社ꎬ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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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ꎬ 新华社ꎬ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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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成、 李佳轩: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正确义利观»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２３ 页ꎮ



正确义利观视角下的中拉绿色合作: 进展、 挑战及前景　

家实现自主和可持续发展ꎮ”①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

工作会议上强调ꎬ “要坚持正确义利观ꎬ 做到义利兼顾要切实落实好正确

义利观ꎬ 做好对外援助工作ꎬ 真正做到弘义融利ꎮ”②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 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ꎬ “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

的天然同盟军ꎬ 要坚持正确义利观ꎬ 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ꎮ”③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ꎬ 中国 “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广

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ꎬ 整体合作机制实现全覆盖ꎮ”④ 正确义利观是以习近

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传承和转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外交理论、 继承和总结中国外交实践经验、 借鉴和扬弃国际关系规范准

则的创造性理论结晶ꎮ⑤ 正确义利观强调在国际交往中要讲求道义和公平正

义ꎬ 而不是只追求利益ꎮ 特别是在同发展中国家交往的过程中ꎬ 要坚持道义

为先ꎬ 重视和照顾其利益需求ꎬ 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ꎮ⑥ 中国倡导的义利观

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ꎬ 又是对当今国际关系现状与中国国情的应对ꎬ
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理念ꎬ 义利观突出了以义为先、 合作

共赢、 共同发展的导向ꎮ⑦ 正确义利观将道义与利益的关系具体化ꎬ 以更加可

行的方式提出处理 “义” 与 “利” 的关系ꎮ “以义为先” 强调了道义的首要

作用ꎬ 国际合作中应将道义置于第一的位置ꎻ “义利并举” 表明国际交往中要

同样重视道义和利益的双重作用ꎬ 尤其在经贸合作中道义与利益的关系需要

正确把握ꎻ “义重于利” 则意味着在需要对道义和利益进行权衡取舍的情况

下ꎬ 道义无疑是最重要的ꎬ 这一点在开展绿色合作时尤其关键ꎮ 正确义利观

从道义和利益双重角度ꎬ 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外开展合作的正确

理念ꎬ 为中国与拉美开展绿色合作提供了价值观方面的指导和理论依据ꎮ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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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０６ 月 ２４ 日第 ０１ 版ꎮ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全文)»ꎬ 中国政府网ꎬ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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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确义利观对绿色合作的指导意义

绿色发展、 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共识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

机爆发后ꎬ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Ｐ) 发起了绿色经济倡议ꎬ 呼吁全球领导

者及宏观经济、 金融、 贸易、 环境等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关注绿色投资对经济

增长、 增加就业和减贫的贡献ꎮ①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ꎬ “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基本国策ꎬ 坚持可持续发展ꎬ 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ꎮ 推

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ꎮ”② 正确义利观与中拉绿色合作具有共同

的价值内涵ꎬ 二者都体现了高质量、 可持续、 惠民生的发展目标ꎬ 正确义利

观在中拉绿色合作中将道义作为首要因素ꎮ 中国和拉美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ꎬ
双方在合作中并不是单纯追求利益ꎬ 而是在遵循环保、 可持续发展等 “义”
的前提下追求双方共赢的利益ꎮ 中拉在绿色合作中ꎬ 多层次行为体在谋求经

济利益的同时ꎬ 必须受到道义的约束ꎮ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ꎬ 绿色发展理念

深入人心ꎬ 在正确义利观指导下ꎬ 中国通过与拉美国家开展绿色合作ꎬ 能够

促进 “一带一路” 的纵深发展ꎬ 并且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特色的参与范式ꎮ
第一ꎬ 正确义利观对于开展高质量绿色合作具有促进作用ꎬ 有利于推动

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绿色投资、 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协调发展ꎮ 绿色发展是人

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阶段ꎬ 世界经历了三次绿色思潮ꎬ 中国近年来也对绿色

发展进行了深入反思ꎬ 建设生态文明、 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ꎮ 绿色发展理念适应了世界绿色发展的潮流ꎬ 体现了中

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ꎮ③ 中拉双方就绿色发展议题开展高质量合作ꎬ
正确义利观要求更加关注环保、 节能、 创新等领域的发展提升ꎮ 中方在境外

开展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绿色投资、 绿色金融等活动时ꎬ 都应遵循当地国家

的发展规划ꎬ 做好双方发展规划的对接ꎮ 中方企业在关注利益增长点的同时ꎬ
必须对绿色发展因素进行深度思考ꎮ 海外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平衡度

需要依靠正确义利观的引导ꎮ 基础设施投资的建设周期长ꎬ 但是直接关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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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居民的生存状态ꎬ 水电站、 水库、 公路、 铁路的修建可以为当地经济发

展和民生改善做出长期的贡献ꎮ 这类基础设施投资往往在建设中会面临许多

棘手的技术和环保问题ꎬ 需要双方政府、 企业等参与方以 “义” 作为前提ꎬ
共同引导问题的解决ꎬ 促进相关领域合作顺利进行ꎮ

第二ꎬ 正确义利观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ꎬ 有助于规范绿色合作中的行

为ꎮ 地区国家协调、 均衡的发展以及公正合理的地区政治经济关系是绿色合

作的重要目标ꎮ 正确义利观要求中国在海外开展经贸、 投资合作时ꎬ 要遵循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ꎮ 正确义利观辩证看待道义与利益ꎬ 从道义的角度来看ꎬ
可持续发展考量各国利益的协调、 均衡发展ꎻ 发展不应以牺牲子孙后代的生

存为代价ꎬ 而应当在保护环境和不超出生态系统承载力的前提下发展经济ꎮ
这体现了 “以义为先”ꎬ 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体现道义的要求ꎬ 即 “义
利并举”ꎮ 正确义利观引导国家和地区进入均衡、 可持续的发展状态ꎬ 有助于

规范中拉经济合作中的行为ꎮ 拉美地区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特质ꎬ 亚马孙雨林、
安第斯山脉等都蕴含了该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特质ꎮ 中拉在开展绿色合作的同

时ꎬ 遵从正确的义利观ꎬ 践行可持续发展ꎬ 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当地的生态

环境ꎮ 通过绿色合作ꎬ 拉美民众在获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ꎬ 其周边生态环

境也会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ꎬ 这对于中拉双方都是共赢的结果ꎮ 承认绿色合

作中各方应得的利益ꎬ 同时遵守道义方面的行为规范ꎬ 对于绿色合作至关

重要ꎮ
第三ꎬ 正确义利观有助于多行为体参与到普惠包容的绿色合作中ꎮ 开放

多元、 多边主义是双方合作的特点ꎬ 最终有助于普惠包容的发展ꎮ 中拉绿色

合作需要政府主导推动ꎮ 作为近年来新兴的经济合作领域ꎬ 绿色合作在初期

会面临一些难点ꎬ 比如成本较高、 社会认可度等问题ꎮ 绿色合作贯彻全球发

展倡议ꎬ 遵循 “一带一路” 倡议ꎬ 中方在初期推动绿色合作时ꎬ 利用官方和

半官方的渠道ꎬ 向国外相关方面说明绿色合作的重要性及收益情况ꎬ 这有助

于外方增进对绿色合作的了解ꎬ 进而加大与中方合作的可能性ꎮ 这一过程中ꎬ
政府的推动实质上也是对外阐明了正确义利观ꎬ 绿色合作从道义和利益的角

度对于中外双方都具有益处ꎮ 绿色合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主要依靠企业为主

要承办方ꎬ 开展低碳、 减排、 节能环保、 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经贸合作ꎬ 企

业仍需要在合作中获取正常的收益ꎮ 企业获得收益的前提是政府为绿色合作

进行了前期的铺垫ꎮ 践行正确的义利观有助于企业在海外开展绿色合作时ꎬ
理性对待经济收益ꎬ 减小企业获益行为与国家利益的偏离度ꎮ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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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ꎬ 正确义利观有助于促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７５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表示ꎬ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于 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峰值ꎬ 努力争取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ꎮ 这是党中央做

出的重大战略决策ꎬ 是正确义利观在新发展格局下的具体体现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ꎬ 中国正式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ꎮ 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纳

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２１６２ 家ꎬ 每年覆盖的碳排放量超过 ４５ 亿吨ꎬ 是全

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ꎮ① 近年来ꎬ 中方提出绿色、 低碳的

发展理念ꎬ 并将其付诸行动ꎬ 覆盖范围从国内拓展到了全球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 «关于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的意见»ꎬ 提

出全面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ꎬ 稳慎推进在建境外煤电项目ꎮ 淘汰落后产能ꎬ
促进产业结构提升ꎬ 在提升产能的同时关注可持续安全与发展ꎬ 体现了中方

在绿色发展与合作中对于长期利益的重视ꎮ 追求长期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

在遵循、 维护道义ꎮ 以义为先的绿色合作有助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良

性发展ꎮ 国际经贸合作中不合理的现象依然存在ꎬ 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遵循

正确义利观ꎬ 其后果对于世界经济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都是不利的ꎮ 国际合

作中需要贯彻正确的义利观ꎬ 绿色、 低碳的发展方式是促进国际政治经济新

秩序构建的重要路径ꎮ 正确义利观对于绿色合作中多种合作项目的协调增益、
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发展、 各参与主体协调成本与收益ꎬ 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新

秩序的构建都具有引领作用ꎮ

二　 中拉绿色合作的进展

２０２１ 年 «中国 －拉共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宣言» 认为中方提出的全球

发展倡议 “将有助于加快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ꎬ 推动实现更加

强劲、 绿色、 健康的全球发展”ꎮ② 中国和拉美虽然距离遥远ꎬ 但是中拉对于

绿色发展、 绿色合作存在共同的认识ꎮ 绿色合作蕴含着可持续发展的意涵ꎬ
为后代预留发展空间也在诠释着正确义利观ꎮ 拉美多国和地区主要合作组织

已经对绿色发展有了较为深入的规划ꎬ 中拉绿色合作在覆盖领域、 发展动力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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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都能够体现出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作用ꎮ
长久以来ꎬ 对平衡与和谐状态的追求ꎬ 是拉美各印第安民族宇宙观的哲

学共识ꎮ 在不损害他人和环境的前提下实现共赢的发展ꎬ 是社会和谐的关

键ꎮ① 拉美多国、 国际组织均制定了绿色合作、 绿色发展的战略规划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ꎬ 巴西正式推出 “国家绿色增长计划”ꎬ 并成立 “气候变化和绿色增

长部际委员会”ꎮ 该计划拟利用总规模约 ４０００ 亿雷亚尔的国内外公共和私人

资本实现降低碳排放、 开展森林保护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三大目标ꎬ 以创造

绿色就业、 促进绿色增长ꎮ② 阿根廷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颁布的行政决议正式通过绿

色生产发展规划ꎮ 此项规划旨在优化生产力、 新增就业岗位、 整合土地资源

和发展出口等战略布局中融入环保理念ꎮ 阿根廷将通过创新、 生态设计和绿

色经济发展促进生产力和产品差异化竞争ꎬ 助力本国产业融入新兴市场ꎮ 该

规划将吸引 １００ 亿比索的投资ꎬ 还将有助于阿根廷经济转型: 一是有助于循

环生产ꎻ 二是促进可再生能源使用ꎻ 三是助推中小微企业发展ꎬ 提升应对气

候变化的能力ꎮ③ ２０２１ 年阿根廷可再生能源发电覆盖全国用电需求的 １３％ ꎬ
高出 ２０２０ 年水平的 １０％ ꎮ 阿根廷电力需求日益增长ꎬ 可再生能源正在发挥关

键作用ꎮ ２０２１ 年阿根廷全国可再生能源供电总量中风能发电占比最高ꎬ 为

７４％ ꎬ 其次是太阳能光伏发电 １３％ 、 小型水力发电 ７％ 、 生物能源发电为

６％ ꎮ 阿根廷现有 １８７ 个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ꎬ 总装机容量 ５１８１ ７４ 兆瓦ꎮ④

智利的氢能储备位居世界前列ꎬ 智利计划在 ２０２５ 年成为拉美地区最大的绿氢

投资目的地ꎬ 氢电解和开发水平将达到 ５０００ 兆瓦ꎬ 每年将在两个绿氢产地产

出 ２０ 万吨的绿氢ꎮ 智利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在出口绿氢及其衍生产品方面达到世

界领先ꎬ 其绿氢目标价格将达到低于 １ ５ 美元 /每千克的世界较低水平ꎬ 其电

解绿氢年产能将达到 ２５０００ 兆瓦ꎮ⑤ 在国际组织方面ꎬ 拉共体关注可持续发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韩晗: « “美好生活”: 拉美左翼政党的行动»ꎬ 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２０ 年 ０９ 月 ２４ 日第

０５ 版ꎮ
«巴西政府正式推出 “国家绿色增长计划”»ꎬ 驻巴西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ꎬ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ｂｒ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１１０ / ２０２１１００３２１２６６２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９]
«阿根廷政府正式出台绿色生产发展规划»ꎬ 驻阿根廷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ꎬ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ａｒ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１０７ / ２０２１０７０３１７６９４１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９]
«２０２１ 年阿根廷可再生能源发电覆盖全国用电需求的 １３％ »ꎬ 驻阿根廷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

处ꎬ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３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ａｒ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２０２ / ２０２２０２０３２７８０９４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ｌｅ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ｅｒｇｉａ ｇｏｂ ｃｌ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 ｃｈｉｌｅ ｐｄｆ [２０２２ －０２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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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绿色合作等议题目标ꎬ 其 ２０３０ 规划中指出ꎬ 为促进区域一体化、 可持续

发展ꎬ 以及政治合作、 区域一体化进程ꎬ 将推动拉美参与世界事务ꎬ 促进与

其他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对话ꎬ 促进区域和次区域机构之间的合作与沟通ꎮ① 拉

美地区的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对于绿色合作的战略规划ꎬ 体现了可持续发

展的原则ꎬ 重视包容性增长ꎬ 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ꎬ 追求道义与利

益的统一ꎬ 符合正确义利观的要义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时指

出ꎬ 中方将生态文明领域合作作为共建 “一带一路” 重点内容ꎬ 发起了系列

绿色行动倡议ꎬ 采取绿色基建、 绿色能源、 绿色交通、 绿色金融等一系列举

措ꎬ 持续造福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 的各国人民ꎮ② 通过投资、 贸易、 技术

合作的拉动ꎬ 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绿色合作以正确义利观作为指导ꎬ 为地区经

济发展、 社会稳定、 环境提升、 民心相通做出了贡献ꎮ 中拉绿色合作的进展

体现在以下几方面ꎮ
(一) 中拉绿色能源合作为拉美提供发展支撑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Ａｎｔóｎｉｏ Ｇｕｔｅｒｒｅｓ) 曾表示ꎬ “一带一

路”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有着 “内在联系”ꎬ 尤其在为发展中国家的可持

续性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资金方面ꎮ③ 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ꎬ 中国在风能、 光

伏发电领域进行投资ꎬ 国有企业和民营资本都参与其中ꎬ 帮助拉美国家民众

用上更安全、 更实惠、 更廉价的清洁能源ꎬ 为降低拉美国家的碳排放做出了

努力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中国在拉美的可再生能源投资逐渐增长ꎮ 中国官方公布

的 １５ 家投资拉美的中资公司项目中ꎬ 约有 ５７％ 的项目集中在太阳能发电ꎮ④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ꎬ 中国能建葛洲坝国际公司与巴拿马 Ｐａｎａｓｏｌａｒ 公司通过视频连

线ꎬ 签署了巴拿马 １１０ 兆瓦光伏项目设计采购施工合同ꎬ 合同金额 １ ０８ 亿美

元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ꎬ 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普罗格雷索 (Ｐｒｏｇｒｅｓｏ) 风电场正式投

运ꎮ 中国远景能源 (Ｅｎｖｉｓｉ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公司和墨西哥 Ｖｉｖｅ 能源公司组成的新

公司承建此项目ꎬ 绿色风能发电机组由中方设计生产ꎬ 总装机容量达 ９０ 兆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ＣＥＬＡＣ ２０３０ Ｐｌａｎ”ꎬ ＣＥＬＡＣ ｈｔｔｐｓ: / / ｃｅｌａ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 / ｃｅｌａｃ － ２ － ２ /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０]
«习近平: 中方将生态文明领域合作作为共建 “一带一路” 重点内容»ꎬ 新华社ꎬ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６０１５１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１]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ｏｕｔａｒꎬ “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Ｃｏｕｒ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３ꎬ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７]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２０２１”ꎬ ＥＣＬＡＣ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５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６]



正确义利观视角下的中拉绿色合作: 进展、 挑战及前景　

瓦ꎬ 每年能为当地电网提供 ３００ 吉瓦时的电力ꎮ 此项投资价值 １ ５５ 亿美元ꎬ
每年将减少 ２６ ３５ 万吨碳排放ꎬ 大概相当于 １４ ４ 万辆汽车的年排放量ꎮ① 普

罗格雷索风电场项目为当地民众带来社会、 经济和环境效益ꎬ 不仅能够创造

就业机会、 提升员工专业技能ꎬ 也为墨西哥绿色发展提供技术、 政策和经验ꎬ
通过新能源的使用帮助解决该地区能源供需不平衡问题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 由中

国电建和上海电建共同建设的高查瑞 (Ｃａｕｃｈａｒｉ) 光伏电站项目已开始向阿根

廷提供清洁电力ꎬ 目前供电功率为 ２４５ 兆瓦ꎬ 并将提升至 ３００ 兆瓦ꎮ②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ꎬ 中国电建和上海电建联合体签署阿根廷高查瑞二期 ２００ 兆瓦光伏

项目总承包合同ꎬ 包括新建 ２００ 兆瓦光伏发电站和扩建一座原有升压站ꎮ 该

项目系已投入商业运行的一期 ３００ 兆瓦光伏电站的扩建项目ꎬ 将为当地创造

６００ 个就业机会ꎬ 进一步减少 １ ２９５ 亿吨二氧化碳年排放量ꎬ 可为 １７ 万个家

庭提供清洁能源ꎮ③ 该项目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将生态文明领域合作作为共

建 ‘一带一路’ 重点内容” 后ꎬ 中阿两国在绿色能源开发方面的再次合作ꎬ
直接响应绿色低碳倡议及国际低碳环保共识ꎬ 践行绿色基建、 绿色能源开发ꎬ
运用资本和技术以促进中拉绿色合作ꎮ

在光伏发电设备生产领域ꎬ 已经有中国企业进入拉美光伏发电市场的成

功案例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中国阿特斯太阳能公司与外资公司合作斥资 ８０００ 万

雷亚尔建设的太阳能组件厂在巴西圣保罗落成ꎬ 产能达到每年 ４００ 兆瓦ꎬ 是

巴西最大的光伏组件制造厂之一ꎮ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ꎬ 比亚迪公司位于巴西坎皮

纳斯市的太阳能板厂建成投产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ꎬ 中国光伏企业正信光电与巴西

马托格罗索州立发展中心正式达成战略合作ꎬ 合作建设太阳能电站、 生产线ꎬ
开发采矿业一体化光伏解决方案ꎬ 项目总投资超 ３ ６ 亿美元ꎮ④ 光伏发电设备

生产为清洁能源提供基础设施保证ꎬ 助力中拉绿色合作ꎮ
在水电开发领域ꎬ 中国与拉美国家同样实践了正确的义利观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Ｗｉ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Ｙｕｃａｔáｎ: Ｗｉｎ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ｓ Ａｒｒｉｖ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ｇｒｅｓｏ Ｗｉｎｄ Ｆａｒｍ”ꎬ ＲＥＶＥ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４ꎬ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ｖｗｉｎｄ ｅｓ /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０４ / ｗｉｎｄ － ｐｏｗｅｒ － ｉｎ － ｙｕｃａｔａｎ － ｗｉｎｄ － ｔｕｒｂｉｎｅｓ － ａｒｒｉｖｅ － ｆｏｒ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ｏ － ｗｉｎｄ － ｆａｒｍ / ７０６７０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７]

«高查瑞光伏电站项目并网发电»ꎬ 驻阿根廷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ꎬ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ａｒ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００９ / ２０２００９０３００２４５５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０]

«上海电建阿根廷高查瑞光伏项目获能源国际合作最佳实践案例»ꎬ 驻阿根廷共和国大使馆经

济商务处ꎬ ２０２１ 年１１ 月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ａｒ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ｔ / ２０２１１１ / ２０２１１１０３２１５７０３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０２ －
１６]

张远南: «巴西光伏市场青睐中国企业»ꎬ 人民网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７ / １１２７ / ｃ１００４ － ２９６６８７４２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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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１３ 日ꎬ 中国电建集团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总承包的厄瓜多尔辛克雷

水电站首批 ４ 台机组正式发电ꎮ 该项目总装机 １５００ 兆瓦ꎬ 共 ８ 台机组ꎮ 全部

发电后可使厄全国电力生产增加 １ / ３ꎬ 将有效改善该国依赖从国外购电的能源

短缺现状ꎬ 该国可再生能源占电力比重将超过 ９０％ ꎮ① 由中国三峡集团和葡

萄牙电力公司 (ＥＤＰ Ｅｎｅｒｇｉａｓ) 组建的秘鲁环球水电投资公司 (Ｈｙｄｒ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ｕ)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获得了建造圣加旺三级水电站 (Ｓａｎ Ｇａｂａｎ ＩＩＩ) ３０ 年特

许权ꎮ 这是中方在拉美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ꎬ 项目价值 ４ ３８ 亿美元ꎬ
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行融资ꎮ② 中国与阿根廷联合开发的基塞 (ＮＫ / ＪＣ) 水

电站建成后ꎬ 年均发电量 ４９ ５ 亿千瓦时ꎬ 可满足 １５０ 万户家庭用电ꎻ 中国与

阿根廷还合作建设了孔拉 (ＣＣ / ＬＢ) 水电站ꎬ 为当地生态旅游业发展创造巨

大机遇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间ꎬ 中国在拉美地区开展的水电合作

项目共有 ２３ 个ꎬ ２ 个项目延迟或暂停施工ꎬ １２ 个项目建设完毕或基本完工ꎬ
其他项目都是在建状态ꎮ 中拉在水电方面的合作发展趋势良好ꎮ③ 中国与拉美

国家积极拓展绿色合作的新方式ꎬ 坚持可持续发展ꎬ 投资绿色能源相关产业ꎬ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ꎬ 是正确义利观指导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ꎮ

(二) 中拉绿色农业合作以高科技为底色

在中拉多领域合作持续深化背景下ꎬ 双边科技互动更加频繁ꎬ 为贸易、
能源等产业合作提供了重要支撑ꎮ 农业科技合作是中拉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

一环ꎬ 双方积极分享农业技术发展经验ꎮ④ 绿色农业合作是中拉践行正确义利

观的又一体现ꎬ 农产品生产中坚持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 通过农业科技合

作促进优产都是绿色合作的重点ꎬ 合作以国家层面为主ꎮ 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底ꎬ
中粮集团已实现对巴西大豆重要产区马托皮巴 (巴西四个产豆州马拉尼昂州、
皮奥伊州、 托坎廷斯州、 巴伊亚州的合称) 所有直接采购大豆的完全可溯源ꎬ
在巴西建立的可持续大豆供应链取得突破性进展ꎮ 马托皮巴面积超过 ７３００ 万

公顷ꎬ 位于巴西重要生态区塞拉多 (Ｃｅｒｒａｄｏ)ꎬ 近年来却因当地农民毁林开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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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我在厄瓜多尔承建最大水电站成功发电»ꎬ 驻厄瓜多尔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ꎬ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６０４ / 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２９６７９４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８]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２０２１”ꎬ ＥＣＬＡＣ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５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６]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Ｋｏｌｅｓｋｉ ａｎｄ Ａｌｅｃ Ｂｌｉｖａｓ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ꎬ
Ｕ Ｓ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７ꎬ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ｃｃ ｇｏｖ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ｃｈｉｎａｓ －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ｌａｔｉ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ａｎｄ －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３]

姚明峰等: «中拉友好合作提质升级»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０２ 月 ２３ 日第 ０３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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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屡遭破坏ꎮ 为解决此问题ꎬ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中粮集团与世界银行成员国际金融

公司 (ＩＦＣ) 启动合作ꎬ 利用卫星图像和地理数据ꎬ 对供应商的农场进行地图

绘制和动态监测ꎬ 确保这些农场符合一系列可持续发展标准ꎬ 包括不涉及森

林砍伐和植被破坏问题、 没有位于环境保护区、 不侵占土著人土地等ꎮ① 高科

技使拉美农产品在生产中的可追溯性得到了保证ꎬ 这体现了对环境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的重视ꎮ 在智利ꎬ 中智农业科技研发中心和示范农场为中智两国在

种质资源交换、 种质创新与品种改良等项目搭建了沟通合作平台ꎮ 拉美的先

进农业技术同样为中国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帮助ꎮ ４０ 多年来ꎬ 总部位于墨西哥

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 (ＣＩＭＭＹＴ) 与中方科研机构开展了密切合作ꎬ 该

中心获得了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ꎮ 中国用引进自该中心的品种作亲本ꎬ
培育了大量玉米和小麦品种ꎮ 中拉双方通过农业领域的科技助力ꎬ 为中拉农

业合作加入了绿色的元素ꎮ 高科技的运用促进了中拉绿色农业合作的深化

发展ꎮ
(三) 以义为先的企业社会责任促进 “惠民生” 和 “心联通”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三次 “一带一路” 建设座谈会上

强调ꎬ 把基础设施 “硬联通” 作为重要方向ꎬ 把规则标准 “软联通” 作为重

要支撑ꎬ 把同共建国家人民 “心联通” 作为重要基础ꎬ 推动共建 “一带一

路” 高质量发展ꎮ② 中拉在绿色合作的进程中ꎬ 中方企业在当地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ꎮ 中方在保障民生、 保护生物多样性、 防污治污、 文物传承等方面贯彻

正确义利观ꎬ 注重考量社会责任这一道义因素ꎬ 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促进民生

水平提升ꎬ 借此推动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民心相通ꎮ
在解决民众安居和就业方面ꎬ 中企在拉美地区开展绿色合作的同时ꎬ 重

视将 “义” 作为重要的考量ꎮ 中铝秘鲁矿业公司在矿区实施了大规模的迁建

工程ꎬ 斥资 ５０００ 万美元用于城镇搬迁工作ꎬ 在莫罗科查 (Ｍｏｒｏｃｏｃｈａ) 新城建

造了 １０５０ 套住宅以改善当地居民的居住环境ꎮ③ 中企的做法超越了西方大型

矿业集团ꎬ 创立了社会责任的新标准ꎬ 被秘鲁时任总统乌马拉称为 “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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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粮在巴西建立可持续大豆供应链取得突破进展»ꎬ 中粮集团ꎬ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ｆｃｏ ｃｏｍ / ｃｎ / Ｎｅｗｓ / Ａｌｌｎｅｗｓ / Ｌａｔｅｓｔ / ２０２２ / ０１１０ / ５１１４７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８]

«习近平在第三次 “一带一路” 建设座谈会上强调 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 继续推动共

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韩正主持»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９ / ｃ＿ １１２８０８１４８６ ｈｔｍ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４]

«中铝公司在秘鲁建新城»ꎬ 观察者网ꎬ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２０１２＿ ０７＿ ０３＿ ８２４５３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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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业发展模式”ꎮ 阿根廷高查瑞光伏园区项目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正式开工以来ꎬ
为当地村民提供就业机遇ꎬ 尤其在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进入施工高峰期后ꎬ 为当地提

供了约 １５００ 个就业岗位ꎮ 该项目还将发电站运行和维护岗位用于吸收当地劳

动力就业ꎮ 项目投产后ꎬ 每年为阿根廷带来超过 ５０００ 万美元的财政收入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ꎬ 中国和阿根廷共建的阿根廷罗马布兰卡 (Ｌｏｍａ Ｂｌａｎｃａ) 六期风

电场项目竣工并投入运营ꎮ 中方团队积极实行本地化管理ꎬ 累计提供就业岗

位 １５００ 多个ꎮ 改善居住条件和促进就业都是中方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ꎮ
中资企业在拉美投资兴业的同时ꎬ 对当地的环境进行主动维护ꎬ 在水污

染防治、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文物保护等方面贯彻正确义利观ꎮ 中铝秘鲁矿业

公司先后投入 ５０００ 多万美元建成金斯米尔 (Ｋｉｎｇｓｍｉｌｌ) 污水处理厂ꎬ 以解决

当地多年以来形成的水污染问题ꎮ 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 １１ 万吨ꎬ 使当地河

流水质得到明显改善ꎬ 并解决了当地 ９０ 万居民的用水安全ꎮ 同时ꎬ 污水经处

理后约 １ / ３ 供给特罗莫克 (Ｔｏｒｏｍｏｃｈｏ) 铜矿使用ꎬ 补充了生产用水ꎮ① 为做

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ꎬ 中铝秘鲁矿业公司设立了约 ８００ 公顷的生态保护区ꎬ
并安装隐藏摄像头对生态环境进行持续监测ꎬ 发现了多种珍稀保护动物ꎬ 包

括最重要的安第斯山虎猫、 白腹抖尾地雀ꎮ 中国三峡 (巴西) 公司在巴西南

部卡诺阿斯河运营格利保吉 (Ｇａｒｉｂａｌｄｉ) 水电站ꎮ 在水电站建设阶段ꎬ 工程

队发掘出约 １ ３ 万件文物残片ꎬ 其中既有约 ８０００ 年前的石器ꎬ 也有约 ２０００ 年

前的陶器和生产工具ꎮ 为将这些历史文物妥善保管ꎬ ２０１９ 年年底中国三峡

(巴西) 公司与西圣卡塔琳娜大学签署合作协议ꎬ 共建西圣卡塔琳娜大学考古

研究中心ꎬ 最终交由校方全权管理ꎮ② 中企在拉美的绿色合作中履行社会责

任ꎬ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践行正确义利观ꎬ 为当地民生水平提升、 环境保护、
历史文化传承提供了合作平台ꎬ 拉动了 “惠民生” 和 “心联通” 的发展ꎮ

(四) 中拉在绿色金融、 绿色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有待拓展

在绿色金融合作方面ꎬ 中国在与拉美国家的合作中ꎬ 遵守拉美国家相关

规定ꎬ 在清洁能源开发领域重点实施了绿色金融合作ꎮ ２０１４ 年中国银监会印

发的 «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评价指标» 有关境外项目管理的内容指出ꎬ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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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铝秘鲁矿业公司: 中铝秘鲁矿业公司海外社区污水处理项目»ꎬ 国务院国资委网站ꎬ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３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ｓａ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４４７００４８ / ｎ８４５６８８６ / ｎ９１９９４３１ / ｎ９１９９４８８ / ｎ９２０１７１８ / ｃ９２３９７１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６]

刘旭霞、 朱东君、 颜欢: «为促进民心相通起到重要桥梁作用»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０６
月 ２０ 日第 ０３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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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机构应加强对拟授信境外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ꎬ 确保项目发起人遵

守项目所在国家或地区有关环保、 土地、 健康、 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ꎻ 对拟

授信的境外项目公开承诺采用相关国际惯例或国际准则ꎬ 确保对拟授信项目

的操作与国际良好做法在实质上保持一致ꎮ①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４ 年间ꎬ 中国国家

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向拉美国家提供了约 ７０ 亿美元的绿色融资ꎬ 约

占拉美从 １１ 家主要开发银行获得绿色融资总额的 １２％ ꎮ② 中国在拉美地区开

展绿色金融合作业务量的 ９４％ 都集中于水电开发融资ꎮ③ 未来ꎬ 中国与拉美

的绿色金融合作可以进一步拓展ꎬ 领域应更加广泛ꎮ ２０２２ 年ꎬ 国家电网巴西

控股公司对其所属的西尔瓦尼亚输变电项目发行了价值 ２ ３５ 亿雷亚尔的绿色

债券ꎮ 这是国家电网公司首次在巴西发行绿色债券ꎮ④ 绿色产品在中拉双边贸

易中所占比重较低ꎬ 中方在拉美的绿色贸易对象高度集中ꎬ 均为区域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的大国ꎬ 对巴西和墨西哥的出口占对拉美整体出口的 ５０％ 以上ꎻ
仅有少数拉美国家有能力向中国出口少量绿色产品ꎮ 中方绿色产品出口潜力

更多地取决于拉美地区的市场需求ꎮ⑤ 中拉双方在绿色金融、 绿色贸易等方面

需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ꎬ 进一步在发展空间和业务领域等方面进行更加均

衡的调整与拓展ꎮ

三　 中拉绿色合作面临的挑战

正确义利观视角下的中拉绿色合作会面临美国介入、 拉美国内政治、 社

会因素等方面的影响ꎮ 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ꎬ 多方面因素对于中拉绿色合作

会造成一定阻力ꎮ

—７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评价指标»ꎬ 中国银监会网站ꎬ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ꎮ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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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５ / １１ / ＧＥＧＩ －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 Ｆｉｎａｌ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３]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ｏ Ｄｅ Ｓｏｕｚａꎬ “Ｓｔａｔｅ Ｇｒｉｄ Ｂｒａｚｉｌ Ｆａｚ Ｐｒｉｍｅｉｒａ Ｅｍｉｓｓãｏ ｄｅ Ｔíｔｕｌｏｓ Ｖｅｒｄｅｓ”ꎬ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ꎬ
２ ｄｅ Ｆｅｖｅｒｅｉｒｏ ｄｅ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ｍｏｎｉｔｏｒ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 ｃｏｍ ｂｒ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３]

史沛然: «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中拉绿色产品贸易: 特征、 比较优势与出口潜力»ꎬ 载 «企
业经济»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３５ － １４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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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国因素的影响

绿色合作是中国贯彻正确义利观的海外实践ꎬ 美国的介入对于中拉开展

绿色合作存在不利影响ꎮ 拉美国家是美国的近邻ꎬ 在中拉合作的议题领域容

易受到美国的干扰ꎮ 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ꎬ 近年来美国战略界人士纷纷指

出ꎬ 美国政府应该加大对西半球事务的关注ꎮ 他们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对于拉

美事务的参与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的安全、 导致美国在拉美的影响力下降ꎬ 还

渲染中拉 “一带一路” 合作对于拉美的威胁巨大ꎮ①

中国的国内市场、 金融资源、 经济模式等对拉美国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ꎮ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的进出口贸易数据ꎬ ２０２１ 年中拉双方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

了 ４５１５ ９１ 亿美元ꎬ 同比 ２０２０ 年增加了 ４１ １％ ꎮ② 据美方统计ꎬ 中国现在是

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ꎬ 已经超越美国成为拉美国家 (除墨西哥) 最大的出口

目的地ꎻ 中国也是巴西最重要的商业伙伴ꎬ 中巴经贸规模相当于巴美经贸规

模的两倍ꎮ 尽管美国在与拉美贸易方面仍然具有领先优势ꎬ 但这种优势自 ２１
世纪初以来一直在减弱ꎮ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８ 年ꎬ 拉美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占拉

美所有出口的比重从 ５８％下降到 ４３％ ꎬ 而同期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占拉美所有

出口的比重从 １ １％ 上升到了 １２ ４％ ꎮ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拉美国家 (除
墨西哥) 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ꎮ 在金融领域ꎬ 拉美国家将中国视为一个有吸

引力的融资来源ꎬ 中国的商业贷款没有其他附加条件ꎮ 从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在西半球 (包括美国) 的投资和建设合同总额超过 ４４００ 亿美元ꎮ③ 目前

拉美地区共有 ２１ 国同中国签订了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ꎮ④ “一带一路”
及中拉经贸合作为双方的绿色合作提供了正确指导ꎬ 确保在正确义利观的方

向下进行合作ꎮ 美国因此会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产生抵触ꎬ 并可能影响到中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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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Ｊｏｅ Ｂａｕｅｒ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ｓ Ｉｇｎｏｒｉｎｇ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ｈｉｎａ Ｉｓｎ’ ｔ”ꎬ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ｄ Ｔｉｍｅｓ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０ꎬ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ｔｈｒｅａｄ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ｔｈｅ － ｕｎｉｔｅｄ － ｓｔａｔｅｓ － ｉｓ － ｉｇｎｏｒｉｎｇ － ｌａｔｉ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ｃｈｉｎａ － ｉｓｎｔꎻ
Ｒｙａｎ Ｃ 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Ｈａｌ Ｂｒａｎｄｓꎬ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ｉｎ 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ꎬ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ｇｏｒｄ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ｉｕ ｅｄｕ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 － ｒｅｔｕｒｎ － ｏｆ －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１]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进出口商品国别 (地区) 总值表 (美元值)»ꎬ 中国海关总署网站ꎬ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３０２２４９ / ｚｆｘｘｇｋ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１１]

Ｒｙａｎ Ｃ 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Ｈａｌ Ｂｒａｎｄｓꎬ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ｉｎ 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ꎬ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ｇｏｒｄ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ｉｕ ｅｄｕ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 － ｒｅｔｕｒｎ － ｏｆ －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１]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ꎬ 中国一带一路网ꎬ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７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ｒｏｌｌ / ７７２９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３]



正确义利观视角下的中拉绿色合作: 进展、 挑战及前景　

绿色合作ꎮ 美国通过美洲国家联盟、 “美洲增长” 倡议及 “重建美好世界”
(Ｂ３Ｗ) 等方式加大通过美国模式塑造拉美发展的力度ꎬ 与中拉绿色合作、 全

球发展倡议等进行竞争ꎮ “美洲增长” 倡议下来自美国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

取代 “一带一路” 倡议下来自中国的投资ꎬ 使得拉美国家对于中国的投资需

求有所减少ꎮ①

近年来ꎬ 美国在清洁能源、 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大了与中方的竞争ꎮ 美国

在中美洲通过掌控液化天然气市场与中国争夺影响力ꎬ 并意图将影响力逐步

扩张至南美ꎮ 液化天然气是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战略能源产品ꎮ 美国爱依斯

(ＡＥＳ) 电力公司 ２０００ 年就开始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引入天然气ꎬ 由此减少了

每年约 ４００ 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 ＡＥＳ 投资兴建的巴拿马科隆

市天然气热电厂开始运营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ꎬ ＡＥＳ 建成并运营科隆市的天然气储

存设施ꎬ 为天然气热电厂提供持续性原料ꎬ 并吸收了 ２０００ 多名巴拿马员工就

业ꎮ 美国也在注重本土化的运营战略ꎬ 加大绿色清洁能源投资ꎬ 并在投资中

关注企业责任和民生问题ꎬ 以此提升当地民众对美国的好感ꎮ 美国通过建设

液化天然气的储存设施ꎬ 希望帮助巴拿马成为中美洲地区的天然气中心ꎬ 同

时也为美国能源找到了出口市场ꎮ 巴拿马在运用清洁能源方面会更加依附于

美国ꎬ 中国在巴拿马的绿色能源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ꎮ 美国在巴拿

马的能源拓展根本上是服务于美国的安全、 经济发展战略ꎮ② 美国在可再生能

源领域的并购方面也加强了与中方的竞争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ꎬ ＡＥＳ 巴拿马子公司

从中国风力涡轮机制造商金风科技有限公司的金风美洲子公司购买了一座功

率为 ５５ 兆瓦的风力发电场ꎮ③ 美国在多种场合对拉美绿色能源转型保持关注ꎬ
并通过援助来提升拉美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ꎬ 进而拓展美国模式的治理范式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８ 日ꎬ 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由阿根廷主办的视频

会议中表示ꎬ 美国计划扩大对拉美绿色产能的援助ꎬ 争取到 ２０３０ 年拉美绿色

产能比现在增加 ７０％ ꎻ 美国通过减排、 运用公共财政加大林业融资ꎬ 以恢复

—９０１—

①

②

③

宋海英、 王敏慧: « “美洲增长” 倡议对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的经济影响»ꎬ 载 «拉丁美洲

研究»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９８ － １０４ 页ꎮ
“ ＡＥＳ 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ｅｗ Ｌ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Ｎ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１ꎬ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ｓｅｎｅｒｇ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ａｅｓ － ｌｎｇ －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４]
“Ｇｏｌｄｗｉｎｄ Ｓｅｌｌｓ ５５ － ＭＷ Ｗｉｎｄ Ｆａｒｍ ｔｏ ＡＥＳ Ｐａｎａｍａ”ꎬ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 Ｎｏｗꎬ Ｍａｙ １４ꎬ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ｎｏｗ ｃｏｍ/ ｎｅｗｓ / ｇｏｌｄｗｉｎｄ － ｓｅｌｌｓ －５５ －ｍｗ －ｗｉｎｄ － ｆａｒｍ － ｔｏ － ａｅｓ － ｐａｎａｍａ －６９８７７６ /  [２０２２ －０３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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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森林生态系统ꎬ 应对地区气候变化ꎮ①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ꎬ 美国国际发展金融

公司 (ＤＦＣ) 同意为厄瓜多尔基础设施项目提供 ２８ 亿美元的资金ꎬ 并称这笔

资金可用于帮助厄瓜多尔偿还拖欠中国的债务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ꎬ 巴拿马运河管

理局承诺到 ２０３０ 年年底前巴拿马成为碳中和的国家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 美国向拉

美部分国家派出了一个访问团ꎬ 旨在听取对 Ｂ３Ｗ 的反应ꎮ 在厄瓜多尔ꎬ 美国

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宣布将继续对可持续发展的建设项目进行资金支持ꎮ 在巴

拿马ꎬ 美巴双方讨论了促进巴拿马运河负碳目标的基础设施需求ꎬ Ｂ３Ｗ 关注

巴拿马的水资源获取、 数字包容性和商业环境的透明度ꎮ② 由此可见ꎬ 美国介

入拉美的绿色发展ꎬ 对中拉绿色合作会形成长期竞争关系ꎮ
(二) 拉美国内政治影响

拉美国家国内政治的变动也是影响中拉开展绿色合作的重要因素ꎮ 拉美

国家左右翼政府更迭变化ꎬ 不同派别的政党对于绿色合作的认知存在差异ꎬ
特别是在与中国合作的议题上ꎬ 拉美国家国内政治因素会影响到不同党派政

府与中方的合作ꎮ 拉美国家对于绿色经济、 绿色发展的持续态度值得关注ꎮ
墨西哥 ２０２１ 年决定ꎬ 将可再生能源提供家庭用电量达到 ３５％这一目标的实现

时间由原定 ２０２４ 年推迟至 ２０３０ 年ꎬ 延期决定已通过总统令形式提交国家监

管改进委员会 (ＣＯＮＡＭＥＲ) 批准ꎮ③ 中拉在进行绿色合作时ꎬ 由于不同拉美

国家在立法、 治理、 监管等方面的能力不同ꎬ 如果面临风险或变数ꎬ 加之民

间舆论的影响ꎬ 中拉绿色合作可能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ꎮ
拉美国家政治体制对外交政策也可能会产生影响ꎮ 当前左翼政党的优势

在拉美主要国家领导人选举中逐渐体现ꎬ 但国内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对峙的

局面也愈发激烈ꎮ 在秘鲁ꎬ 土著代表、 左翼人士卡斯蒂略 (Ｐｅｄｒｏ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 登

上总统宝座ꎬ 但右翼力量却成功控制国会ꎮ 在墨西哥和阿根廷ꎬ 反对派在议

会及地方选举中都形成了对当局的强大反制力量ꎮ④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阿根廷议会

中期选举的结果显示ꎬ 作为庇隆主义政党代表的全民阵线党 (Ｔｏｄｘｓ Ｆｒｏ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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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将可再生能源利用目标期限推迟 ６ 年»ꎬ 驻墨西哥合众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ꎬ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ｍｘ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１０９ / ２０２１０９０３２０３８９５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８]
章婕妤: «中拉关系仍处在 “战略机遇期”»ꎬ 载 «大众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０１ 月 ０８ 日第 ０４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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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参议院控制权ꎬ 这是自 １９８３ 年以来庇隆主义政党第一次失去参议院半数

席位优势ꎻ 众议院的选举结果也显示出执政党领先反对派的席位优势非常微

弱ꎮ① 拉美多国的领导人和立法机构均存在派别不一的现象ꎬ 各派的政治力

量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ꎬ 涉及中拉绿色合作的发展趋势仍需观察ꎮ 拉美

左翼政府的能源国有化具有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调整的双重性质ꎬ 其恪守

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原则ꎬ 对外政策上带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ꎬ 意识形

态因素淡化ꎬ 并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倾向ꎬ 因此中拉在经贸合作方面的争

端可能会加大ꎮ② 尽管拉美国家普遍对于可持续发展较为认同ꎬ 但政党轮

替、 立法与行政机构的关系对于中拉绿色合作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影响ꎮ
(三) 拉美社会因素的影响

拉美国家社会组织对国家政策会产生一定影响ꎬ 如墨西哥的一些社会组

织就曾批评墨西哥总统洛佩斯的一些重大举措ꎬ 包括墨西哥城机场的部分在

建项目和尤卡坦半岛旅游列车项目ꎮ ２０２１ 年以来ꎬ 尼加拉瓜政府通过并实施

了一系列法律ꎬ 限制其境内社会组织的运作ꎮ 拉美地区这些社会组织大都对

政府的政策提出了反对意见ꎬ 并受到美国的资金支持ꎮ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

展ꎬ 拉美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日益加深ꎮ 很多拉美左翼政府虽然有反美立场ꎬ
但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ꎬ 采取斗而不破的策略ꎮ④ 受到美国

支持的拉美国家社会组织对本国经济发展产生影响ꎬ 是中国在拉美开展绿色

合作时应当注意的方面ꎮ 另外ꎬ 拉美国家的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存在不确

定的情况ꎮ 相当多的环境社会组织对于外国投资影响自然环境的做法非常关

注ꎬ 甚至会进行抗议活动ꎮ 如巴西国内很多地方都有强大的社会组织ꎬ 这些

组织强烈反对博索纳罗的环境和气候政策ꎮ 同时ꎬ 巴西一些市和州政府的领

导人与博索纳罗领导的联邦政府意见不一ꎬ 地方政府也希望在决策方面拥有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④

«阿反对派赢得议会中期选举ꎬ 庇隆主义党首次失去参议院控制权»ꎬ 驻阿根廷共和国大使馆

经济商务处ꎬ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ａｒ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１１１ / ２０２１１１０３２２１５２３ ｓｈｔ
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５]

孙洪波: « “拉美国家中左派上台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学术研讨会综述»ꎬ 载 «拉丁美洲研

究»ꎬ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７５ － ７６ 页ꎮ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ＵＳ ｔｏ Ｓｔｏｐ Ａｉｄ ｆｏｒ ＮＧＯ”ꎬ ＡＰ Ｎｅｗｓꎬ Ｍａｙ ２０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８]
贺双荣: «拉美左派执政对国际关系的影响»ꎬ 载 «学习月刊»ꎬ ２００８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４４ －４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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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自主权ꎮ① 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项目曾经因劳资纠纷和环保等问题遭

遇罢工、 社区抗议并导致项目受阻ꎬ 在此情况下中资企业往往陷入与工会的

漫长谈判ꎬ 有时需付出大笔额外资金满足社区或环保组织的要求而拉高投资

成本ꎬ 很多大项目最终收益甚微甚至搁浅ꎬ 给中国企业 “走出去” 造成了很

大困扰ꎬ 也不利于中国形象的塑造ꎮ② 由于拉美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不均ꎬ 治

理理念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ꎬ 社会因素对中拉绿色合作可能会产生不确定性

的影响ꎬ 这是中方需要关注的方面ꎮ

四　 中拉绿色合作的前景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以视频方式出席第 ７６ 届联合国大会ꎬ
在参加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ꎬ 并提

出全球发展倡议: 一是坚持发展优先ꎻ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ꎻ 三是坚持普

惠包容ꎻ 四是坚持创新驱动ꎻ 五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ꎻ 六是坚持行动导

向ꎮ 深入贯彻全球发展倡议ꎬ 能够从正确的义利观角度推动中拉绿色合作走

深走远ꎮ 中拉发展合作对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将起到重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ꎮ
拉美地区由于其自身发展的独特性ꎬ 可以成为中国发展经验的实践平台ꎬ 加

深全球对发展问题的认识ꎬ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宝贵经验ꎮ③ 绿色发展是未

来世界经济前进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ꎮ 中拉虽然远隔重洋ꎬ 但是同属发展中

国家的属性有助于中拉整体合作ꎮ 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ꎬ 中拉绿色合作可

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拓展ꎮ
(一) 构建更加精细化的中拉绿色合作机制

拉美地区是 “一带一路” 的自然延伸ꎮ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中ꎬ “一带一路” 被描述为 “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

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ꎮ 中拉合作符合双方需要和根本利益ꎬ 是双方

自主自愿的选择ꎮ 中国在拉美没有任何地缘政治考虑ꎬ 过去没有ꎬ 将来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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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ｄｒｉａｎａ Ｅｒｔｈａｌ Ａｂｄｅｎｕｒ ｅｔ ａｌ ꎬ “Ｗｈａｔ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Ｄｅａｌｓ Ｔａｕｇｈ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ａｚｏｎ”ꎬ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４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ｏｒｇ /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０４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８]

吕洋: «中国对拉美投资的现状及问题»ꎬ 载 «国际研究参考»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１０ 页ꎮ
赵晖、 黄顺达: «专访: 发展互鉴是中拉共同逐梦的基石———访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柴

瑜»ꎬ 新华社ꎬ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ｇｂ / ｎ１ / ２０２１ / １２０９ / ｃ１００２ － ３２３０４０４０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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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ꎮ 中方尊重拉美地区独特的历史渊源ꎬ 乐见拉美国家同其他任何国家发

展关系ꎬ 愿在尊重地区国家意愿基础上探讨开展三方合作、 多方合作ꎬ 共同

做大利益蛋糕ꎬ 实现多赢、 共赢ꎮ①

从国家层面ꎬ 更加精细化的绿色合作机制有助于促进中拉双方在正确义

利观指引下开展合作ꎮ 在开展绿色合作的同时ꎬ 中方应当对拉美各国不同的

经济社会情况进行分类ꎬ 差异化开展绿色合作的机制化运作ꎮ 在经济基础较

好的巴西、 阿根廷、 墨西哥、 智利、 哥斯达黎加等国ꎬ 双方应着力全方位开

展绿色合作ꎬ 中方企业、 当地企业及第三方国家的企业都可以共同通过机制

化的合作ꎬ 例如共同设立合资公司等方式参与绿色合作ꎬ 通过清洁能源设施

建设、 绿色农业、 绿色金融等综合路径ꎬ 在绿色农业、 新能源开发等领域适

当拓展绿色金融合作ꎬ 打造中拉绿色合作示范区ꎬ 协调发展绿色贸易与绿色

投资ꎮ 同时ꎬ 由于每个国家具有自身相对独特的发展特色ꎬ 一国一策和区域

协同发展都应得到考量ꎮ 另外ꎬ 在次区域合作较为成熟的地区机制层面ꎬ 例

如南方共同市场、 太平洋联盟ꎬ 应针对不同的次区域合作机制开展针对性的

绿色合作方案ꎬ 通过合作机制拓展与一系列成员国的绿色合作ꎮ 反之ꎬ 中方

也可以通过与某个成员国的合作促进与次区域合作机制的联系ꎮ 如中国与乌

拉圭进行自贸区谈判的做法会带动中国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合作ꎬ 中方看重的

是与次区域整体的合作ꎮ② 这也是从整体性的角度理解正确义利观的方式ꎬ 中

拉在开展绿色合作时可以借鉴ꎮ 在市场较为成熟的区域开展绿色合作时ꎬ 随

着东道国企业在绿色合作方面参与度的提升ꎬ 中方的社会责任、 环境保护等

方面的义务也可以得到共同分担ꎬ 能够减轻中方在责任与义务方面的压力ꎮ
而在经济发展能力不突出的拉美国家ꎬ 中拉双方合资设立公司的条件往往不

成熟ꎮ 中方与这类国家的绿色合作可以在拉共体等合作机制框架内开展ꎬ 要

更加仔细了解当地国家对于投资、 贸易的规定ꎬ 在双方合作中突出道义的作

用ꎬ 将双方绿色合作定位于长期利益ꎬ 不能仅仅看重一时的合作成效ꎮ 这类

合作可以作为中方与地区其他国家拓展合作的先导力量ꎬ 将道义为主的合作

作为示范性力量ꎬ 吸引中国与拉美更多的国家开展绿色合作ꎮ

—３１１—

①

②

«王毅: 中拉合作是双方自主自愿的选择»ꎬ 中国外交部网站ꎬ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１９０９ / ｔ２０１９０９２７＿ ３５９７０１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２]

贺双荣、 佟亚维: «中国与乌拉圭共建 “一带一路”: 进展、 驱动因素及挑战»ꎬ 载 «拉丁美

洲研究»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８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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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 “惠民生” 和 “心联通” 角度发展绿色合作

中国与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的 “心联通” 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ꎬ
“心联通” 是 “硬联通” “软联通” 的情感纽带ꎬ 为共建 “一带一路” 奠定重

要基础ꎬ 成为共建国家融入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 价值链的持久动力源ꎮ① 人

文交流对于中拉绿色合作是积极的促进路径ꎬ 绿色发展赋能中拉 “心联通”ꎬ
双方通过国家、 民营、 社会组织等多种行为体的参与ꎬ 在基建、 文教、 健康、
灾害防治等领域应注重营造绿色合作项目ꎬ 打造人文交流平台ꎮ 中国应推动

中方主导的民营资本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中拉绿色合作ꎬ 因为它们具有灵

活性强、 贴近民众等特点ꎬ 更能够深入当地民众的生活并得到民众理解ꎮ 对

于政府间或企业层面的绿色合作ꎬ 应注重消除道德风险ꎬ 注重环境生态保护ꎬ
保证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能够因绿色合作而受益ꎬ 大力推动实施当地民众能

够获益的绿色合作项目ꎬ 在建设和使用过程中达到环保标准ꎬ 尽可能避免合

作项目成为拉美社会争议的焦点ꎮ
正确义利观体现了人文精神的精髓ꎬ 中拉双方在各自的历史、 社会和文

化中体现了正确义利观ꎬ 很多民间故事、 历史典故都可以作为弘扬正确义利

观的内容ꎮ 中拉双方在教育、 智库、 人文等方面的交流中ꎬ 应当加大正确义

利观、 绿色合作方面的交流互鉴ꎬ 同时双方应在人才培养、 技术交流、 语言

学习等诸多方面加大人文交流的力度ꎮ 在疫情流行的背景下ꎬ 中拉学术界、
教育界可以加大视频交流的力度ꎬ 采取灵活的交流形式ꎮ 双方政府间应有意

识地加大对绿色合作的探讨力度ꎬ 在民间交流中碰撞出合作的意识ꎬ 从基层

的角度推动互信的建立ꎮ 同时ꎬ 对于双方绿色合作的重要成果ꎬ 需要及时、
准确、 有效地向各国民众以各自熟悉的语言进行传播ꎬ 应充分利用网络信息

平台、 广播电视媒介的渠道作用ꎮ 绿色合作的成果需要以人文交流的形式进

行扩散ꎬ 增进双方民众的联系ꎬ 借此缩短双方的距离ꎮ 通过对合作理念的交

流ꎬ 中拉在绿色合作中能体现出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作用ꎮ
(三) 积极灵活应对美方介入拉美的行为

“美洲增长” 倡议、 “重建美好世界” (Ｂ３Ｗ) 及 “印太经济框架” 等实

质上都是美国霸权在全球和区域中的体现ꎮ 自从 “门罗主义” 提出后ꎬ 美国

就将拉美地区公开视作其势力范围ꎮ 在中美战略博弈日益加深的背景下ꎬ 美

—４１１—

① 李曾骙、 王妤心泓: «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丝路精神述评»ꎬ 载 «光明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第 ０５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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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年来通过多种方式不断深化对华竞争ꎬ 拓展美国模式的治理范式ꎮ 美国

向包括拉美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地扩散经贸合作的经验与技术ꎬ 对中方开展

“一带一路” 合作造成了影响ꎮ 美国对中国单独接触或者遏制战略都不奏效ꎬ
关键是要在不引起冲突的前提下将二者结合ꎮ① 因此在应对美国的压力时ꎬ 一

方面应当积极争取与美国进行谈判与协调ꎬ 尽可能与更多的美国企业、 地方

政府等开展合作ꎬ 避免中美在拉美地区的恶性竞争ꎬ 必要时可以通过第三方

市场合作的形式进行共同开发ꎮ 中美应在多层次的协调当中推动对绿色合作

的认识ꎬ 在绿色基础设施、 绿色金融、 绿色农业等方面探索合作的可能性ꎬ
在合作当中同样要将正确的义利观一以贯之ꎮ 在追求利益的同时ꎬ 中方企业

要坚持对道义第一性的要求ꎬ 对就业、 环保等民生因素的考量需要特别重视ꎬ
同时在利益分配方面尽量使各方的主要利益能够得到满足ꎮ

另一方面ꎬ 中方也应考虑到美方各类倡议对中拉合作的冲击ꎬ 应谨慎、
细致研判美方的行动对中拉绿色合作的影响ꎮ «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

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年)» 指出ꎬ 要推动中拉产业智能化、 数字

化、 绿色化发展ꎮ 面对美方的打压和干扰ꎬ 中方应避免在美拉优势合作领域

进行竞争ꎬ 积极应对和采取经济反制ꎻ 应与合作基础较好的拉美国家通过国

家间的战略合作做好规划ꎬ 同时深化双方在绿色产业等方面的协作ꎬ 利用双

方各自优势领域ꎬ 加大产业融合力度ꎬ 将中拉双方绿色产业的发展前途统筹

规划ꎬ 增加合作的稳定性ꎮ 同时ꎬ 在进一步尽好企业责任的同时ꎬ 中方对于

“债务陷阱论” 等美方不实宣传应给予及时驳斥ꎬ 同时通过事实树立起中企在

拉美遵守义利观的正面形象ꎮ

五　 结语

正确义利观倡导 “以义为先、 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ꎬ 倡导高质量绿色合

作、 可持续发展ꎬ 体现了真正的多边主义ꎬ 并有助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

构建ꎮ 新冠疫情使拉美经济复苏面临严重的脆弱性ꎬ 从长期看ꎬ 拉美应实施

新发展模式ꎬ 以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ꎮ② 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拉美国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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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Ｇｉｄｅｏｎ Ｒｏｓｅ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ꎬ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９８ꎬ Ｎｏ １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ꎬ ｐ ２０

袁勇: «拉美经济复苏具有明显脆弱性»ꎬ 载 «经济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０１ 月 ０３ 日第 ０４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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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值得借鉴的方案ꎬ 拉美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离不开中拉经贸领域的合作ꎬ
正确义利观指引下的中拉绿色合作对中拉经贸合作能够起到支撑和引领的作

用ꎮ 中拉绿色合作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绿色金融、 绿色贸易、 绿色农业合

作等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ꎬ 并且体现了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ꎮ 中拉在开展绿

色合作的同时认真贯彻了正确义利观ꎬ 较好地把握了利益与道义的关系ꎬ 为

中拉全面、 整体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但同时也应看到ꎬ 中拉绿色合作在遵循了正确义利观的同时ꎬ 在中美全

球博弈的大背景下ꎬ 也面临着美国的介入干扰、 拉美国家国内政治和社会因

素的影响ꎮ 美国通过 Ｂ３Ｗ 等倡议在全球范围内与 “一带一路” 开展竞争ꎬ 意

图以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样板ꎬ 妄图干扰中拉正常合作ꎮ
安全和发展并不能轻易分开①ꎬ 当前克服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 努

力恢复经济发展ꎬ 维护和平与稳定是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ꎮ 中方提出的全球

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与正确义利观的核心思想相符合ꎬ 对于中拉绿色合

作具有指导作用ꎮ 中拉绿色合作是增强拉美经济韧性与活力的重要因素ꎬ 未

来双方应紧密合作ꎬ 把握正确义利观ꎬ 立足可持续发展ꎬ 努力克服合作中的

困难ꎬ 以绿色合作带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ꎬ 共同推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发展

与安全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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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关系

能源转型背景下中国与拉美
清洁能源合作探析

焦玉平　 蔡　 宇

内容提要: 推动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是中国在能源转型背景下为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实现自身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战略

选择ꎮ 拉美是中国清洁能源走出去的重点地区ꎮ 从发展历程上看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经历了从水能到太阳能、 风能、 生物质能以及核

能多领域共同发展ꎬ 从工程承包模式到 “投融资 ＋ 建设 ＋ 运营”
模式融合发展的转变ꎮ 在政治、 经济金融整体合作ꎬ 资源与技术优

势互补的基础上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进展顺利ꎬ 实现了政策互通与

供需对接ꎮ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推动后疫情时代拉美经济复苏、 实

现拉美经济转型的现实要求为中拉清洁能源持续性合作提供了发展

机遇ꎮ 但是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仍面临诸多挑战ꎬ 既有来自拉美内

部的政治、 经济风险ꎬ 又有来源于美国的竞争挤压ꎬ 以及源自中国

本身的清洁能源制度建设困境和融资困境ꎮ 展望未来ꎬ 进一步拓展

与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合作、 加大与发达国家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

加强中国政府与企业的协调应对风险能力能够深化中国与拉美清洁

能源合作前景ꎮ
关 键 词: 能源转型　 能源合作　 清洁能源　 气候变化　 经济

转型　 第三方市场合作

作者简介: 焦玉平ꎬ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ꎻ
蔡宇ꎬ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ꎮ

中图分类号: Ｆ４２６ 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 － ６６４９ (２０２２) ０４ － ０１１７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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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推能源转型、 构建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消费结构已经成为全

球发展趋势ꎮ 清洁能源在世界能源结构中的地位日益提升ꎮ 从消费结构上看ꎬ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间ꎬ 清洁能源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 １３ ３％ 升至

１５ ７％ ꎬ 其中非水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更是从 １ ８％ 升至 ５％ ꎮ 从装机规模上

看ꎬ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间ꎬ 全球太阳能、 风能和地热能装机容量从 １８２ ６ 吉瓦跃

升至 １２２３ １ 吉瓦ꎬ 累计增长 ６６９ ８％ ꎮ 从发电量上看ꎬ 同一时期ꎬ 全球水能

累计增长 １２３％ ꎬ 非水可再生能源累计增长 ４４０ ６％ ꎮ① 由此可见ꎬ 全球清洁

能源ꎬ 尤其是非水清洁能源发展势头迅猛ꎮ 目前ꎬ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

和风能生产国以及可再生能源境外投资国ꎬ 是全球清洁能源的引领者ꎮ 并且ꎬ
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ꎬ 支持清洁能源的国内外发展将成为中国为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和推进实现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由之路ꎬ 也是实现自身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ꎮ②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 (以下简称 “拉美地区”) 是全球清洁能源市

场最活跃、 清洁能源装置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ꎬ ２０１５ 年ꎬ 巴西、 墨西哥和智

利就已经跻身全球十大可再生能源市场行列ꎮ③ 拉美是 “一带一路” 的重要

参与方ꎬ 也是中国清洁能源走出去的重点区域ꎬ 目前ꎬ 中国与巴西、 阿根

廷、 智利、 厄瓜多尔等国已经开展了广泛的清洁能源合作ꎮ 中拉清洁能源

合作的具体现状如何? 从既有成果上看ꎬ 中拉能够实现清洁能源合作的合

作动力是什么? 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面临哪些

机遇与挑战? 本文旨在聚焦上述问题ꎬ 从整体的视角出发窥探中拉清洁能

源合作的全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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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由于 ＢＰ 公司数据区分统计了水能、 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量、 发电量以及装机容量ꎬ 此处

的清洁能源指的是水能、 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加总ꎬ 原始数据来源于 ＢＰ 数据统计ꎬ 比重由笔者计算ꎮ
参见 ＢＰꎬ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ｐ ｃｏｍ/ ｅ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 ｒｅｖｉｅｗ － ｏｆ － ｗｏｒｌｄ － ｅｎｅｒｇｙ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０６ －２８]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发布的 «新时代的中国能源» 白皮书以及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 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 都强调了推动能源转型、 推进绿色

能源体系建设和低碳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ꎮ 参见 «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１ / ｃ＿１１２６８８７６０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０]ꎻ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３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１３ / ｃ＿１１２７２０５５６４ ｈｔｍ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ｒｅｎａ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６ / Ｎｏｖ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Ｍａｒｋｅｔ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Ｌａｔｉ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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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目前ꎬ 学界对清洁能源的认知可分为三种ꎮ 第一种观点认为ꎬ 清洁能源

与可再生能源等同ꎮ①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定义ꎬ 可再生能源指的是可循环再

生、 直接来自于太阳或者地球内部的能源ꎬ 包括太阳能、 风能、 潮汐能、 水

能、 生物质能、 地热能以及由可再生资源产生的生物燃料和氢气等ꎮ② 第二种

观点认为ꎬ 清洁能源应包括可再生能源与非可再生能源ꎮ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

玉卓认为ꎬ 将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划等号的认知忽视了各类能源的资源整

合、 技术耦合与协同发展ꎬ 实际上是局限了清洁能源的内涵ꎮ 他认为清洁能

源不仅包括可再生能源ꎬ 还包括经过清洁处理以及污染较低的化石能源 (如
天然气和煤层气)ꎮ③ 第三种观点认为ꎬ 尽管较石油污染排放量低ꎬ 但天然气

和煤层气等在严格意义上仍属于传统化石能源ꎬ 而核能尽管属于不可再生能

源ꎬ 但污染排放量低ꎬ 应该纳入清洁能源的范畴ꎮ 因此ꎬ 清洁能源应该是可

再生能源与核能的加总④ꎬ 本文所讨论的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在第三种观点的认

知下展开ꎮ
传统能源合作包括能源贸易、 能源投资、 能源工程承包和能源金融合作ꎬ

其中能源贸易主要是指与东道国的石油、 煤炭、 天然气等贸易往来ꎮ 与传统

能源合作不同ꎬ 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较少涉及能源贸易ꎬ 这是因为清洁能源

贸易主要表现为区域内的跨境电力贸易ꎮ 中国和拉美距离遥远ꎬ 跨境电力贸

易成本太高ꎬ 资助拉美清洁能源发展、 推动拉美内部电力贸易是合作的主要

形式ꎮ 由此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主要表现在能源投资、 能源金融合作和能源

工程承包三方面ꎮ
从时间上看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分为两个阶段ꎮ 起步阶段的合作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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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锐、 寇静娜: «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兴起: 主体与议题»ꎬ 载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８３ 页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２ ｈｔｔｐｓ: /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ｍ
ｅｄｕ ｍｏ / ｅｂｏｏｋｓ / ｂ１３６２３７６ｘ ｐｄｆ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０]

张玉卓: «中国清洁能源的战略研究及发展对策»ꎬ 载 «中国科学院院刊»ꎬ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４３１ 页ꎮ

徐斌、 陈宇芳、 沈小波: «清洁能源发展、 二氧化碳减排与区域经济增长»ꎬ 载 «经济研究»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１８９ 页ꎻ 李昕蕾: « “一带一路” 框架下中国的清洁能源外交———契机、 挑战与战略

性能力建设»ꎬ 载 «国际展望»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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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援助和能源工程承包ꎬ 以及中拉双方技术交流为主ꎬ 并主要在水电

领域展开ꎮ １９８４ 年ꎬ 在 «经济技术和科学合作基础协定» 和 «贷款合作协

定» 的基础上ꎬ 中国确立援建厄瓜多尔 ８ 座小型水电站项目ꎬ 中方负责提供

发电设备和技术指导ꎮ①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 江泽民主席、 李鹏总理、 朱镕

基副总理、 中国的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人员等多次参观考察伊泰普水电站ꎬ 就

三峡工程的筹建、 生产、 运营等方面问题向巴西 “取经”ꎮ② １９９８ 年ꎬ 苏里南

共和国的 “波洛科庞多农村输配电工程” (该输配电网的电源取自阿福巴卡水

电站) 由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设计、 江苏金坛国际经济技

术合作公司施工和中国友发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监理完成ꎬ 并于 １９９９ 年顺利并

网送电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随着 “走出去” 战略的实施有序拓

展ꎬ 国际工程承包仍是主流ꎬ 但规模较 ２０ 世纪有所扩大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间ꎬ 中国水电顾问工程集团公司参与了委内瑞拉博高诺托斯水电站和拉里

维萨水电站的勘测设计ꎻ ２００３ 年ꎬ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 (以下简称 “中国

水电集团”) 中标伯利兹恰里洛水电站建设项目ꎬ 这是中国水电集团成立以来

签约的第一个美洲地区项目ꎬ 同年在伯利兹设立第一个代表处ꎮ 但是ꎬ 相较

而言ꎬ 此时中国水电项目走出去的目的地仍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中国周边ꎬ 对

拉美的合作十分有限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 ２０１３ 年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为中拉清洁能

源合作提供了发展机遇ꎬ 合作由此进入迅速发展阶段ꎮ 从合作领域上看ꎬ 中

拉水能合作发展迅速ꎬ 并逐渐拓展到风能、 太阳能和核能等领域ꎮ ２００９—
２０２０ 年间ꎬ 中拉水能合作达到高潮ꎮ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中

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数据显示③ꎬ ２００９—
２０２０ 年间ꎬ 仅在巴西ꎬ 中国企业在水能领域的投融资装机容量就高达 １５５７２
兆瓦ꎬ 占对拉美水能投融资总装机容量的 ７７％ ꎮ 另外ꎬ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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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建厄瓜多尔的 ８ 座小型水电站分别是龙巴基、 金萨洛马、 埃尔埃斯塔多、 安卡马尔卡、
莫耶图罗、 拉波尼塔、 查乌查、 印达格ꎮ 参见常流、 王波主编: «中国水力发电年鉴 (１９８９—１９９１
年)»ꎬ 北京: 水利电力出版社ꎬ １９９２ 年ꎬ 第 ５０８ 页ꎮ

韩琦: «拉美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国际合作精神: 以伊泰普水电站为例»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８ － １９ 页ꎮ

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是一个交互式数据平台ꎬ 展示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 / 或开发性金融

机构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 参与的海外电厂信息 (交易类型、 装机容量、 贷款方、
能源类型、 项目状态等) 及其碳足迹估算ꎮ 参见 Ｋｅｖｉｎ Ｐ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ｅｔ ａｌ 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ｕ ｅｄｕ / ｃｇｐ / ? ｌａｎｇ ＝ ｚｈ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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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中国国开行”) 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也对厄瓜多尔、 阿根廷等国的

水电领域进行了融资ꎮ 同一时期ꎬ 中国企业和政策性银行对拉美的风能、 生

物质能和太阳能投融资的装机容量也分别高达 ２７６５ 兆瓦、 ７８８ 兆瓦和 ５６７ 兆

瓦ꎮ 比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古巴太阳能和生物质能项目融资、 中国国开行对

智利太阳能项目融资、 国家电网对巴西风电公司并购等ꎮ① 除了政策性银行

外ꎬ 其他类型的商业银行和信贷公司也对拉美地区的清洁能源进行了融资ꎬ
所以其规模更大ꎮ 例如在 ２０１２ 年ꎬ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融资参与了阿根廷

罗马布兰卡 (Ｌｏｍａ Ｂｌａｎｃａ) 的风电项目ꎬ 这也是中国公司在阿根廷参与的第

一个清洁能源项目ꎮ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ꎬ 罗马布兰卡一期、 三期项目正式并入

阿根廷国家电网系统ꎬ 总装机容量高达 １００ 兆瓦ꎬ 可满足 １０ 万户居民用电ꎮ②

从合作形式上看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从单一工程承包向 “投融资 ＋ 建设 ＋
运营” 融合发展ꎮ 自 ２０ 世纪末以来ꎬ 国际工程承包由 “建设—融资分离” 模

式向 “带资承包” 模式转变ꎬ 中国政府也大力支持中国电力公司的海外拓展

向 “建设—经营—转让” 模式 (ＢＯＴ) 和 “带资承包” 模式转变ꎮ③ ２００８ 年

金融危机后ꎬ 西方国家投融资能力下降ꎬ 中国企业、 银行加大了海外 “投棋

布子” 的步伐ꎮ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间ꎬ 中国企业和政策性银行以并购、 绿地投资

和贷款的形式向拉美清洁能源领域投融资的总装机容量高达 ２４ ３ 吉瓦ꎮ 目

前ꎬ 将投融资与工程承包、 项目运营相结合的 “投融资 ＋ 建设 ＋ 经营” 模式

逐渐成为中拉清洁能源合作主流ꎮ 从制度建设上看ꎬ 中拉双多边政策沟通机

制和清洁能源制度建设为合作铺路架桥ꎮ 首先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始终围绕

整体合作展开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拉在既有基础上不断深化双多边政策沟

通机制ꎮ 从双边上看ꎬ 中拉积极推进双边对话机制ꎬ 譬如中国—巴西高层协

调与合作委员会、 中国—阿根廷政府间常设委员会机制、 中国—墨西哥战略

对话机制等相继建立ꎮ④ 从多边上看ꎬ 中共十八大以来ꎬ 一大批中拉多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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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智利 Ａｒｉｃａ Ｓｏｌａｒ 项目融资ꎬ 国家电网对巴西圣克拉拉 ＣＰＦＬ 公司的并购等ꎮ 关于更多中国政策性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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邴凤山主编: «中国水力发电年鉴 (２００４ 年)»ꎬ 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３３４ 页ꎮ
江时学: « “一带一路” 延伸推动中拉合作进入新阶段»ꎬ 载 «当代世界»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２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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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纷纷建立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通过

了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共同体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联合声明»ꎬ 宣布成立中

国—拉共体论坛 (简称 “中拉论坛”)ꎮ 在中拉论坛的引领下ꎬ 包括中拉基础

设施合作论坛、 中拉科技创新论坛、 中拉智库论坛等在内的合作机制纷纷成

立ꎬ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 «中国与拉共体

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关于 “一带一路” 倡

议的特别声明» 等合作文件也顺利达成ꎬ 极大促进了中拉整体合作的进程ꎮ①

尤其是ꎬ 随着拉美地区成为 “一带一路” 的自然延伸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

方ꎬ “一带一路” 制度框架成为实现双方战略发展对接的新动力ꎮ 中拉多边合

作机制高屋建瓴ꎬ 成为中国在拉美推广清洁能源合作的政策制度保障ꎮ 其次ꎬ
中拉双方积极推进与清洁能源相关的制度建设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受双方政府委托ꎬ
中国—巴西气候变化与能源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简称 “中巴气候与能源中

心”) 在清华大学成立ꎬ 旨在为中巴气候变化与能源技术创新合作牵线搭桥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在中巴气候与能源中心的基础上ꎬ 中拉清洁能源与气候变化联合实

验室在中国科技部的支持下成立ꎬ 旨在促进中拉双方在清洁能源、 气候变化、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合作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ꎬ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

盟正式成立ꎬ 旨在推动共建绿色 “一带一路”ꎬ 助力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

续发展目标ꎬ 古巴和危地马拉是创始伙伴国ꎮ② 最后ꎬ 从企业层面上看ꎬ 中国

企业积极为开拓拉美市场建构制度基础ꎮ 比如在水电领域ꎬ ２００９ 年开始ꎬ 中

国水电集团先后在委内瑞拉、 厄瓜多尔、 哥斯达黎加、 哥伦比亚等国建立了

代表处和分公司ꎬ 成为中拉水能工程合作的桥头堡ꎮ 目前ꎬ 拉美地区已经成为

中国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第三大市场ꎮ ２０１９ 年ꎬ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水电集团、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

八工程局有限公司等跻身中国在拉美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前三十企业排名ꎮ③

从具体领域上看ꎬ 水能是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重点ꎮ 中国海外电力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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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拉共体论坛»ꎬ 外交部ꎬ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ꎮ ｈｔｔｐ: / / ｉｎｆｏｇａｔｅ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６７３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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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介绍»ꎬ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ｒｉｇｃ
ｎｅｔ / ｇｙｗｍ / ｌｍｊｓ / ２０２００７ / ｔ２０２００７２６＿１０２０７７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２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ꎬ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ｉｍａｇｅ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ｍ/ ２０２１０１ / ２０２１０１２００１４１０１４０３ ｐｄｆ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５].
中国企业除了直接参与水电站、 风电厂、 太阳能电厂的建设外ꎬ 还参与到输配电基础设施建设中ꎬ 所

以事实上的合作规模更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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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数据显示ꎬ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间ꎬ 中国企业和政策性银行在全球范围内

水电领域投融资的总装机容量为 ３４２３２ 兆瓦ꎬ 在拉美地区为 ２０１７４ 兆瓦ꎬ 主要

集中在巴西、 厄瓜多尔、 阿根廷和智利 ４ 国ꎮ 其中ꎬ 中国在巴西和智利水电

装机容量分别为 １５５７２ 兆瓦和 ５０１ 兆瓦ꎬ 以并购和绿地投资为主ꎻ 在厄瓜多

尔和阿根廷为 ２２８４ 兆瓦和 １８１７ 兆瓦ꎬ 均为中国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融

资ꎮ 在现有计划内ꎬ ２０２１—２０３３ 年间中国在拉美水电投融资的装机容量将会

再增 ２３４ 兆瓦 (见图 １)ꎮ 除直接对水电站投融资外ꎬ 中国还积极参与拉美当

地的输配电建设ꎬ 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国家电网对巴西美丽山水电站一二期输

电工程的投资、 建设与运营ꎮ 该项目不仅促进了中国企业、 中国技术走出去ꎬ
更是有效解决了巴西南部用电难的问题ꎬ 改善了当地民生福祉ꎮ①

中国对拉美地区的风能、 太阳能合作较水电晚ꎬ 但近年来发展较快ꎮ 巴

西是最主要的合作对象ꎬ 合作最典型的方式是投资ꎮ 从形式上看ꎬ 中国太阳

能、 风能企业率先以并购的方式进驻巴西市场ꎬ 但从未来发展趋势上更倾向

于绿地投资ꎮ 根据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ꎬ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间ꎬ 中国企业在

巴西太阳能和风能领域的投资项目绝大部分以并购的方式实现ꎬ 而 ２０２０ 年后

则出现了大量计划内绿地投资项目ꎮ 除巴西外ꎬ 中国在拉美其他国家也有太阳

能和风能投资ꎬ 但规模较小ꎮ 例如ꎬ 包括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天合光能股份

有限公司、 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内的中国太阳能企业预计对墨西哥的 ７ 个

项目进行投资ꎬ 总装机容量将高达 ９４２ 兆瓦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投资了智利的蓬塔塞拉 (Ｐｕｎｔａ Ｓｉｅｒｒａ) 风电项目ꎬ 总装机容量 ８２ 兆瓦ꎮ
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也融资了拉美太阳能和风能行业ꎬ 但规模较投资小ꎮ 在风能

领域ꎬ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间ꎬ 仅中国国开行向厄瓜多尔比洛纳科 (Ｖｉｌｌｏｎａｃｏ) 风电

站进行了融资ꎬ 这也是该国的第一座风电站ꎮ 在太阳能领域ꎬ 阿根廷最大的太

阳能项目———高查瑞 (Ｃａｕｃｈａｒｉ) 光伏园区一期二期均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

融资ꎮ 除投融资外ꎬ 中国企业还以国际工程承包的方式积极参与对拉美地区的

风能、 太阳能开发的合作ꎮ 例如ꎬ 阿根廷罗马布兰卡的 ４ 个风电项目由中国金

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中国电建集团担任工程总承包商ꎬ 建成后每年将为

该国减少 １８０ 万吨碳排放ꎬ 极大地促进阿根廷的能源转型ꎮ②

—３２１—

①

②

« “美丽山” 里的中国电力高速公路»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２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 － ０２ / １２ / ｃ＿１１１８０２４０４２ ｈｔｍ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２８]

«中国 “大风车” 助力阿根廷能源结构升级»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
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ｗｅｒ /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８ / ｃ＿１２１０１０２４０９ ｈｔｍ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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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ꎬ 中拉在生物质能和核能领域的合作力度也有所增强ꎮ 中国海外

电力资产数据库数据显示ꎬ 中国企业在巴西参与投资的生物质能发电装机容

量高达 ７６８ 兆瓦ꎬ 其中国家电网国际发展公司下属的巴西 ＣＰＦＬ 新能源公司控

股多个项目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三峰环境下属三峰卡万塔公司签订巴西圣保罗州巴路

里市垃圾发电项目焚烧炉及余热锅炉设备供货合同ꎬ 成为中巴生物质能合作

的代表性项目之一ꎮ① 阿根廷是中拉核能合作的重点国家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 中

国和阿根廷签署了 «关于在阿根廷合作建设压水堆核电站的协议» 和 «合作

在阿根廷建设重水堆核电站的谅解备忘录»ꎬ 标志着中国核电技术正式出口拉

美地区ꎮ② 目前ꎬ 中国 “华龙一号” 技术已经成功运用到阿根廷核电站 (例
如阿图查 ３ 号) 建设中去ꎬ 开辟了中拉核能技术合作的新篇章ꎮ

图 １　 中国对拉美清洁能源领域投融资总装机容量变迁 (２０１１—２０３３ 年)
资料来源: Ｋｅｖｉｎ Ｐ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ｅｔ ａｌ 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ｕ ｅｄｕ / ｃｇｐ / ? ｌａｎｇ ＝ ｚｈ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０]

总的来说ꎬ ２００８ 年ꎬ 尤其是 ２０１３ 年后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进展迅速ꎮ 从

领域上看ꎬ 早期合作以水能为主ꎬ 风能、 太阳能、 核能和生物质能合作在近

１０ 年内发展起来ꎬ 成为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亮点ꎮ 从合作对象上看ꎬ 巴西、
阿根廷等南美大国是主要合作国ꎮ 从合作形式上看ꎬ 合作早期以国际工程承

包为主ꎬ 但目前已经形成了 “投融资 ＋ 建设 ＋ 运营” 的融合发展模式ꎮ 总的

来说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在近 １０ 年内发展势头迅猛ꎬ 拉美地区成为中国清洁

—４２１—

①

②

«中巴可再生能源合作空间广阔»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ｅｎｅｒｇｙ / ２０２１０６０８ / ｆ５８ｅ４０６ｅｅ２０３４１１ｄａｃｃ９ａ９６８７５４９７０ｅｃ / ｃ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０]

«华龙一号: 原创三代核电技术引人瞩目 (走进央企看创新) 目前正在积极推进与多国的核

能领域合作»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１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１１ / ｃ＿１２９０５
１０２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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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走出去的重点区域之一ꎮ

二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发展基础

从既有成果上看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与中拉政治、 经贸、 金融、 传统能

源合作并行互促ꎬ 是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和实践优势与拉美清洁能源资源优势

相结合的产物ꎬ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ꎮ
首先ꎬ 中拉日益建立的政治互信和持续发展的经贸、 金融关系是清洁能源

合作顺利展开的根本保障ꎮ 在政治上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ꎬ 中拉关系经

历了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低到高的发展历程ꎮ① 目前ꎬ ２４ 个拉美国家与中

国建立了外交关系ꎬ １０ 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 “战略伙伴关系”ꎬ １９ 个国家与中

国签订了 “一带一路” 倡议合作文件ꎮ② 中拉政府间的政治互信为中国企业、
银行走进拉美清洁能源行业起到了指引作用ꎮ 一方面ꎬ 通过搭建中拉政策协调

的平台ꎬ 为中国企业、 银行吃下规避政治风险的 “定心丸”ꎻ 另一方面ꎬ 通过政

府间协调ꎬ 中方了解到拉美国家国内清洁能源市场发展诉求ꎬ 中国政府能有的

放矢推动企业走出去ꎮ 经贸关系是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 “压舱石”ꎮ 在贸易领

域ꎬ ２０００ 年中拉贸易额仅为 １００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０ 年达 １８００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９ 年首次超

过 ３０００ 亿美元ꎬ 中国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三大出口市场ꎮ 在投资领

域ꎬ 根据中国政府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９ 年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４３６０ ５ 亿美

元ꎬ 占中国海外投资总存量的 １９ ８％ꎬ 拉美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第二大目

的地ꎮ③ 在融资领域ꎬ 中拉以双多边的形式展开务实合作ꎮ 在双边形式上ꎬ 中国

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积极推动中拉开发性金融合作和人民币清算业务ꎮ 波

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中拉金融数据库数据显示ꎬ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间

—５２１—

①

②

③

崔守军: «中国和拉美关系转型的特征、 动因与挑战»ꎬ 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ꎬ ２０１９ 年

第 ３ 期ꎬ 第 ９８ 页ꎮ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ꎬ 一带一路网ꎬ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ｇｂｊｇ / ｇｂｇｋ / ７７０７３ ｈｔｍ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２０１９ 年)»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ꎬ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ｉｍａｇｅ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ｈｚｓ / ２０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１０２９１７２０２７６５２ ｐｄｆꎮ 注: 王永中和徐沛原认

为ꎬ 中国官方统计的对拉直接投资总额将流向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金额也计算在内ꎬ 导致在

反映投资的国别 (地区) 分布方面存在明显的偏差和失真ꎮ 他们根据 Ｄｅａｌｏｇｉｃ、 ＦＤＩ 资讯和美国传统

基金会的微观项目数据重新分析了中国对拉直接投资ꎮ 结果显示ꎬ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对拉美的真实直接投

资存量为 １０７０ ５ 亿美元ꎬ 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第四大目的地ꎮ 参见王永中、 徐沛原: «中国对拉美直接

投资的特征与风险»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５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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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累计向拉美地区融资 １３６０ 亿美元ꎬ 拉美成为中国

政策性银行海外融资的主要目的地ꎮ① 此外ꎬ 包括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工商银

行在内的商业银行也与智利、 阿根廷等国开展了人民币清算业务ꎬ 有力助推

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ꎮ 在多边形式上ꎬ 一方面ꎬ 阿根廷、 巴西、 厄瓜多尔积

极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ꎬ 玻利维亚、 智利、 秘鲁、 委内瑞拉也成为意

向成员国ꎮ② 另一方面ꎬ 中国在 ２０１９ 年主导成立了 “中拉开发性金融合作机

制”ꎬ 这是第一个中拉政府间的多边金融合作机制ꎮ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是经贸、
金融合作的有机组成部分ꎬ 中拉双多边经贸、 金融合作的达成和金融机制的建

立有效促进了清洁能源合作ꎮ 反之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也能够推动整体经贸、
金融关系进一步发展ꎮ 总的来说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始终在双方良好的政治、
经贸、 金融合作背景下展开ꎮ 例如在融资领域ꎬ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间中国政策性银

行分别在水能、 太阳能、 风能、 生物质能领域向厄瓜多尔、 阿根廷、 智利、 古

巴等国提供贷款 (见图 ２)ꎬ 而这些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经济联系ꎮ

图 ２　 中国国开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对拉美各国

清洁能源融资状况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
资料来源: Ｋｅｖｉｎ Ｐ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ｕ ｅｄｕ / ｃｇｅｆ / ＃ / ｉｎｔｒｏ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２]

其次ꎬ 拉美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和对清洁能源的高度依赖性是合作的前

提ꎮ 拉美具有丰沛的水能资源ꎬ 亚马孙河是世界上流量最大、 流域面积最广、
支流最多的河流ꎬ 流域面积内的巴西是世界上水能资源最丰富、 水电利用率

—６２１—

①

②

Ｋｅｖｉｎ Ｐ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ꎬ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Ｍｙｅｒｓꎬ “Ｃｈｉｎａ －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Ｉｎｔｅｒ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ｒｇ / ｍａｐ＿ｌｉｓｔ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２]

Ａｓｉａ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ꎬ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ｎｋ”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ｉｉｂ ｏｒｇ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 － ａｉｉｂ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ｏｆ － ｂａｎｋ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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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国家之一ꎬ 巴西对水电的高度依赖是中巴在水电领域能够展开持续合

作的重要原因ꎮ 同时ꎬ 拉美地区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ꎮ 根

据世界银行的报告ꎬ 全球有 ２０％ 的人口生活在 ７０ 个光伏发电条件优越的国

家ꎬ 长期日均光伏发电量 (ＰＶＯＵＴ) 水平超过 ４ ５ 千瓦时 /天ꎬ 阿根廷、 智

利、 墨西哥、 秘鲁位列其中ꎮ① 例如智利北部地区的年平均日照时间达 ４０００
小时ꎬ 辐射水平高ꎬ 是拉美地区太阳能投资最活跃的地区之一ꎮ 拉美地区还

是全球风能潜力最大的地区ꎬ 哥伦比亚、 巴西、 阿根廷南部拥有丰富的风能

资源ꎮ 同时ꎬ 拉美地区对清洁能源的依赖度较高ꎮ ２０１８ 年ꎬ 拉美地区一次能

源供应中石油所占比重为 ４０％ ꎬ 生物能源为 ２２％ ꎬ 天然气为 ２０％ ꎬ 水能为

８％ ꎬ 煤炭为 ７％ ꎬ 太阳能、 风能为 ２％ ꎬ 核能为 １％ ꎬ 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消

费的比重超过 ３０％ ꎬ 远高于世界均值ꎮ② 此外ꎬ 从电力系统的角度上看ꎬ 不

少国家已经形成了全球碳排放量最少的电力系统ꎮ③ 以水能为例ꎬ 拉美地区是

全球水力发电利用率最高的地区之一ꎬ 该地区电力供应的一半以上为水电ꎬ
其中巴西、 巴拉圭、 巴拿马、 乌拉圭、 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等国水力发电占

本国总发电量的比重甚至超过了 ６０％ ꎮ④ 清洁能源在拉美既有能源消费格局

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中拉能够开展清洁能源合作的原因之一ꎮ
再次ꎬ 中国具备与拉美展开清洁能源合作的技术基础和实践经验ꎮ 中国

的清洁能源技术在 ２０００ 年后走向成熟ꎬ 目前ꎬ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

市场和设备制造国ꎮ 在水能领域ꎬ 中国拥有向全球出口水电设备的经验ꎮ 新

中国早期的对外援助中就有水电基础设施建设的身影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ꎬ
中国政府以对外援助的形式与朝鲜、 阿尔巴利亚、 几内亚、 刚果等国合作修

建水电站ꎬ 在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援助水电生产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经验ꎬ 为新

时期中国开展国际水能合作夯实了基础ꎮ⑤ 在太阳能领域ꎬ 中国具有全球领先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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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锐: «新冠疫情影响下的拉美能源转型»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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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ｒｅｎａ ｏｒｇ / － / ｍｅｄｉａ / Ｆｉｌｅｓ / ＩＲＥＮＡ / Ａｇｅｎｃ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３０]
中国政府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朝鲜政府合作修复了水丰水电站ꎬ 合资建设了云峰水电站、

老虎哨 (渭源) 水电站和太平湾 (新义州) 水电站ꎬ 并自 ６０ 年代开始与非洲国家合作建立了几内亚

金康水电站、 刚果布昂扎水电站、 赤道几内亚毕科莫水电站等ꎮ 参见常流、 陆钦侃、 潘家铮主编:
«中国水力发电年鉴 (１９４９—１９８３ 年)»ꎬ 北京: 水力发电杂志社ꎬ １９８５ 年ꎬ 第 ５４３ － ５４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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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和较为完备的产业链ꎮ 从地理空间上看ꎬ 全球太阳能技术中心呈现

“美国—日本—中国” 的转移现象ꎬ 中国目前是太阳能专利活动最活跃的国

家①ꎬ “美国繁荣联盟” (ＣＰＡ) 首席经济学家杰夫费里 (Ｊｅｆｆ Ｆｅｒｒｙ) 也声

称ꎬ 中国制造商在全球太阳能市场中处于主导地位ꎮ② 从产业链上看ꎬ 与芯片

不同ꎬ 中国光伏产业在原材料市场、 电池及其组建技术、 市场占有等方面已

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ꎮ③ 其一ꎬ 光伏产业最重要的原材料是晶体硅ꎬ 中国

是全球晶体硅的主要生产国ꎮ 其二ꎬ 全球排名前十的光伏组件企业中有 ７ 家

是中国企业ꎬ 全球光伏市场中超过 ７０％ 的组件由中国制造ꎮ④ 其三ꎬ 中国在

全球太阳能市场中处于领先地位ꎬ 福布斯的报告显示ꎬ 全球十大太阳能公司

中ꎬ 有 ８ 家是中国公司ꎮ⑤ 中国风电产业也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的发展

历程ꎬ 目前ꎬ 中国风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位ꎮ⑥ 尽管中国风电产

业走出去的规模不如水能和太阳能ꎬ 但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技术与实践ꎮ 包

括金风科技、 远景能源等在内的中国风能企业已经在拉美市场顺利开展项目ꎮ
最后ꎬ 中拉传统能源合作为清洁能源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ꎮ 中拉传统能

源合作的历史可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ꎮ １９９３ 年ꎬ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标

秘鲁塔拉拉油田ꎬ 中拉油气合作由此拉开序幕ꎮ⑦ 此后ꎬ 中国与巴西、 委内瑞

拉、 秘鲁、 厄瓜多尔、 哥伦比亚、 墨西哥等国在贸易、 投融资和工程承包等

领域展开了广泛合作ꎮ 在石油贸易领域ꎬ 随着城市化、 工业化逐步推进ꎬ 中

国对石油需求不断增长ꎬ 中拉石油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ꎬ 目前ꎬ 巴西和委内

瑞拉已经成为中国主要的原油来源国ꎮ⑧ 中国与巴西、 委内瑞拉等国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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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背景下中国与拉美清洁能源合作探析　

“贷款换石油” 模式一方面多元化了中国石油资源来源途径ꎬ 另一方面也纾解

了东道国的债务 “瓶颈”ꎬ 达成了互利双赢的良好局面ꎮ① 中国不仅是拉美石

油开发的主要参与方ꎬ 而且积极参与对拉油气基础设施建设ꎮ 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ꎬ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开始承建贯穿巴西东南—东北的卡塞内 (Ｇａｓｅｎｅ) 天然气管

道工程ꎮ 卡塞内项目全长１２７７ 公里ꎬ 建成后年输气量为７２ 亿立方米ꎬ 堪称巴西

的 “西气东输” 工程ꎮ 在中石化的精心建设下ꎬ 卡塞内项目圆满完工ꎬ 不仅有

效缓解了当地旱季水力发电站供电不足的紧张局面ꎬ 而且为当地创造了约 ３ 万

个就业岗位ꎬ 产生了正外部效应ꎮ② 中拉油气合作与清洁能源合作并行互促ꎮ 在

巴西ꎬ 中巴石油合作积攒了良好的信誉ꎬ 为清洁能源合作打开了市场ꎬ 目前ꎬ 巴

西不仅是中国化石能源主要伙伴国ꎬ 更是中国清洁能源走出去的主要目的地ꎮ

三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前景与挑战

在全球能源转型顺利进行、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稳步推进的大背景下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优势互补、 并行互促ꎬ 合作前景广阔ꎮ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ꎮ

第一ꎬ 维持气候稳定、 实践能源转型的全球发展趋势为中拉清洁能源合

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ꎮ 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ꎬ 推动清洁能源持续

发展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是中拉共同的战略选择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ꎬ 习近

平主席在第 ７５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ꎬ 承诺将为后疫情时代世

界经济的 “绿色复苏” 贡献中国力量ꎬ 二氧化碳排放量力争在 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

峰值ꎬ 努力争取在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ꎮ③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 中国政府发

布了 «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 白皮书ꎬ 强调推进绿色能源合作在持续贯彻

“四个革命、 一个合作” 能源安全新战略中的重要性ꎮ④ 为应对气候变化、 兑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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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部分西方学者将这种 “贷款换石油” 的模式恶意曲解为 “新殖民主义” 行为ꎮ 事实上ꎬ 这种

“贷款换资源” 的模式在全球金融发展史上是常见现象ꎮ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ꎬ 中日之间就逐步形

成了 “资源换贷款” 的 “双赢” 模式———日本承诺提供技术、 设备、 建设器材以及基础设施融资支

持ꎬ 中国则同意以同等金额的原油和煤炭进行偿付ꎮ 参见 [美]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著ꎬ 沈晓雷、 高

明秀译: «龙的礼物: 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２６ － ２８ 页ꎮ
«中巴两国石油建设者架起巴西 “能源生命线”»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ꎬ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ｊｒｚｇ / ２０１３ － ０３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３５４６０３ ｈｔｍ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８]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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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ꎬ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７１９１６ ｈｔｍ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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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巴黎气候协定» 承诺ꎬ 拉美各国也分别制定了新的减排政策方案ꎮ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ꎬ 智利宣布新的减排方案ꎬ 致力于在 ２０２５ 年实现碳达峰ꎬ ２０５０ 年实现

碳中和ꎮ①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ꎬ 巴西环境部长里卡多萨勒斯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Ｓａｌｌｅｓ)
宣布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 ４３％的减排目标ꎬ 到 ２０６０ 年实现碳中和ꎮ② 实现拉美地区

的减排目标需要更多投融资ꎮ 美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显示ꎬ 仅在电力基础设施

领域ꎬ 拉美要实现 ２０５０ 年碳中和的目标就需要增加大约 １０００ 亿美元的投

资ꎮ③ 总的来说ꎬ 中拉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共有承诺以及拉美为兑现减排

目标所需要的资金需求为中拉清洁能源长期合作提供了发展机遇ꎮ
第二ꎬ 拉美地区持续的电力需求是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先决条件ꎮ 尽管

拉美地区目前的获得电力指标值较高ꎬ 但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需求ꎬ 其电力需求量仍将不断增长ꎮ 美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显示ꎬ 到 ２０４０ 年拉美

地区的电力需求量将增至 ２９７０ 亿千瓦时ꎬ 相当于 ２０１４ 年发电量的 １８ 倍ꎬ 预计

超过 ８０％的电力需求来自于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墨西哥和委内瑞

拉等国家ꎬ 其中巴西和墨西哥占到一半以上 (见表 １)ꎮ 一方面ꎬ 水电作为拉丁

美洲的主要用电构成ꎬ 到 ２０４０ 年ꎬ 为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减少能源部门

的碳排放量ꎬ 仍可能会保持潜在增长ꎬ 中拉水能合作仍具备发展空间ꎮ 另一方

面ꎬ 拉美国家希望达成水电与其他清洁能源平衡意识的加强为中拉非水清洁能

源合作提供了发展机遇ꎮ 例如ꎬ 为改善能源结构ꎬ 阿根廷政府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实

现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 ２０％ꎬ 并给予了风电建设项目减税的优惠政策ꎮ
第三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能够助推拉美国家实现能源转型和经济转型ꎮ

首先ꎬ 拉美能源和经济转型具有必要性ꎮ 拉美相当一部分国家石油资源丰富ꎬ
尤其是巴西、 委内瑞拉ꎬ 作为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ꎬ 经济严重依赖石油美元ꎬ
想要实现能源和经济独立的唯一途径是向可再生能源转型ꎬ 因为扩大清洁能

源的利用率能够多元化能源来源途径ꎬ 增加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灵活性和

抗压性ꎮ 其次ꎬ 拉美能源和经济转型具有可行性ꎮ 一方面ꎬ 能源转型能够带来

实在的经济利益ꎮ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预计ꎬ 在未来 １０ 年中ꎬ 全球电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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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拉美地区电力需求量预计增长情况 (单位: 亿千瓦时)

国家 (地区)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４０ 年

总增长率 (％ )

阿根廷 １３９ ２１３ ５２ ７

巴西 ５７０ １１２０ ９６ ４

智利 ７３ １７５ １３９ ５

哥伦比亚 ６５ １５９ １４５ ８

墨西哥 ２９７ ５５６ ８７ ２

委内瑞拉 １１８ １９１ ６１ ４

其他 ２９０ ５５６ ９１ ７

拉美地区 １５５３ ２９７０ ９１ ２

资料来源: Ｌｅｎｉｎ Ｈ Ｂａｌｚａꎬ Ｒａｍóｎ Ｅｓｐｉｎａｓａꎬ ａｎｄ Ｔｏｍａｓ Ｓｅｒｅｂｒｉｓｋｙ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Ｎｅｅｄ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ｔｏ ２０４０ꎬ Ｉｎｔｅｒ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ꎬ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ａｄｂ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１０]

的转型可能带来超过 ２ ４ 万亿美元的净经济收益ꎮ① 根据预测ꎬ 每年用太阳能

和风能取代 ５００ 吉瓦的煤炭发电将会削减高达 ２３０ 亿美元的成本ꎬ 并产生价

值 ９４００ 亿美元的经济刺激ꎮ② 美洲开发银行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也显示ꎬ
到 ２０３０ 年拉美向零碳经济转变将会导致与化石燃料工业、 动物性食品加工等

相关的 ７５０ 万个工作岗位消失ꎬ 但同时ꎬ ２２５０ 万个新工作岗位将会随着可再

生电力、 林业等低碳产业的发展而产生ꎮ 也就是说ꎬ 抵消化石能源的岗位流

失后ꎬ 还有 １５００ 万个新岗位将会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而产生ꎮ③ 另一方面ꎬ
清洁能源ꎬ 尤其是非水清洁能源发电成本持续降低ꎬ 为拉美由化石能源向清

洁能源转型提供了发展机遇ꎮ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 ＩＲＥＮＡ) 的数据显示ꎬ
全球太阳能和风能成本一直呈现下降趋势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间ꎬ 全球太阳能光

伏 (ＰＶ) 成本下降幅度达 ８２％ ꎬ 聚光太阳能 (ＣＳＰ) 成本下降 ４７％ ꎬ 陆上风

电和海上风电成本分别下降 ４０％ 和 ２９％ ꎮ④ 最后ꎬ 中国不仅在清洁能源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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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具备了技术优势ꎬ 更是具有对清洁能源进行持续技术创新的优势ꎮ 国际

能源署的报告认为ꎬ 中国擅长将快速成型技术 (ＲＰ 技术)、 公共采购、 廉价

融资和内部市场部署相融合ꎬ 在清洁能源技术创新上的试错容忍度较高ꎬ 是

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独特优势ꎮ① 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既有优势和持续的技

术创新优势将成为拉美经济结构转型的催化剂ꎮ
第四ꎬ 后疫情时代ꎬ 清洁能源成为刺激拉美经济复苏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新冠疫情 (ＣＯＶＩＤ －１９) 的复合效应使得拉美整体经济形势和就业市场更为

严峻ꎮ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报告显示ꎬ 拉美地区是受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危机影响最

严重的地区ꎬ ２０２０ 年ꎬ 其年均经济收缩 ７ ７％ ꎬ 为 １２０ 年来之最ꎮ② 并且ꎬ
ＣＯＶＩＤ －１９ 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动荡严重影响了拉美地区的劳动力市场ꎬ 尤其

导致劳动密集型的服务消费大幅降低ꎬ 数以百万计的拉美工人失业ꎮ③ 作为一

套完整的产业链ꎬ 清洁能源本身能够吸纳新投融资和就业ꎬ 但相当一部分拉美

国家的电力部门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债务负担持续加重ꎬ 本身几乎没有新建项目

的能力ꎮ④ 中国虽然也遭受了新冠疫情冲击ꎬ 但良好的恢复状况、 充足的外汇储

备以及优良的清洁能源技术为后疫情时代的中拉清洁能源持续合作提供了动力ꎮ
尽管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前景广阔ꎬ 但仍面临挑战ꎬ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

面ꎮ 第一ꎬ 从第三方的视角上看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面临西方大国ꎬ 尤其是

来自于美国的挑战ꎮ 西班牙 «国家报» (Ｅｌ Ｐａíｓ) 的报告声称ꎬ 如果说大国之

间的斗争首先是商贸ꎬ 其次是技术ꎬ 那么未来几十年的关键战场将是气候ꎬ
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掌握清洁能源技术的国家将是 ２１ 世纪经济的主导者ꎮ 因

此ꎬ 争夺清洁能源投融资、 技术的主导权将会成为未来大国博弈的关键ꎮ⑤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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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问题以及与气候密切相关的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新的地缘政治竞争角力场ꎬ
中美作为气候地缘政治的中心ꎬ 必将展开新的技术与市场竞争ꎮ① 拜登政府在

竞选初期就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气候计划ꎬ 力图通过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和清

洁能源投资实现 ２０３５ 年无碳污染发电和 ２０５０ 年零排放ꎮ② 在上台后不仅重启

“绿色新政”ꎬ 将其作为应对气候挑战、 实践经济复苏的关键思维框架③ꎬ 还

将应对气候变化确定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尤其重视

与发展中国家开展清洁能源国际合作ꎬ 并提出了包括 “承诺 １０ 年内将太阳能

成本削减 ６０％ 、 投资 １７４０ 亿美元支持电动车制造业发展” 等具体政策支持清

洁能源行业发展ꎮ 拉美一直是拜登重点关注地区ꎮ 在担任副总统时期ꎬ 拜登

就曾 １６ 次访问拉美ꎬ 环境问题是其关注的核心之一ꎮ④ 在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举行的

气候峰会上ꎬ 美国国务院宣布扩大对拉美可再生能源倡议的技术援助ꎬ 将与

美洲开发银行、 拉美能源组织和全球电力系统转型联盟合作促进拉美可再生

能源产能ꎮ⑤ 可以预见ꎬ 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有可能形成新一轮的竞争与合

作ꎮ 鉴于拉美在美国地缘政治中的传统地位ꎬ 中国在拉美清洁能源领域影响

力的上升势必引发美国的顾虑与猜忌ꎬ 未来中美在拉美地区清洁能源领域的

竞争趋势有可能会加剧ꎮ
第二ꎬ 从东道国的视角上看ꎬ 国家治理的不确定性和社会治理的差异性

构成了中拉清洁能源长期合作的障碍ꎮ⑥ 从国家层面上看ꎬ 拉美政治经济政策

的不连续性和不稳定性将会影响到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持续性ꎮ 无论是从投

资、 融资还是工程承包上看ꎬ 长期性是能源合作的重要特征之一ꎮ 例如在水

电行业ꎬ 一个项目的投融资、 建设以及运营管理耗时长达数年ꎬ 甚至数十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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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 东道国长期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进行投融资的关键考量ꎮ 拉美地区

政治局势复杂、 政党更迭频繁、 经济政策变幻莫测都是影响中拉清洁能源持

续合作的不确定因素ꎮ 从社会治理上看ꎬ 中拉在劳工法案、 环境条例等方面

的差异构成了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阻碍ꎮ① 例如ꎬ 阿根廷的孔多尔克利夫

(Ｃｏｎｄｏｒ Ｃｌｉｆｆ) 和拉巴—兰库萨 (Ｌａ Ｂａｒｒａｎｃｏｓａ) 水电站最初由中国政策性银

行提供融资建设ꎬ 但由于其环境影响评估不符合当地环保条例ꎬ 导致阿根廷

最高法院下令暂停该项目ꎮ②

第三ꎬ 从国内的视角上看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面临制度建设尚未健全、
行业规范不统一、 融资难的困境ꎮ 其一ꎬ 中国清洁能源走出去仍处于起步阶

段ꎬ 因此在制度建设、 行业规范上仍处于摸索阶段ꎬ 对中拉清洁能源持续合

作构成了挑战ꎮ 从制度建设上看ꎬ 一方面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过程中政府与

企业之间的契合度仍有待提升ꎬ 一条以企业竞争为主、 政府引导为辅的国际

化新路还有待进一步完善ꎮ 另一方面ꎬ 当前许多清洁能源合作还处于摸索阶

段ꎬ 一些中国企业在投标竞争、 项目建设过程、 移交管理中都面临困境ꎬ 中

国清洁能源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仍需不断完善自身制度化建设ꎮ 从行业规范

上看ꎬ 不同清洁能源中资企业间的标准、 中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间标准难以

统一ꎬ 导致中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存在沟通障碍ꎮ 其二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

面临融资难的困境ꎮ 能源融资具有融资金额大、 融资周期长的特点ꎬ 以中国

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主体的政策性银行因具备国家信用、 拥有巨额国

家储蓄作为支撑而成为中国传统能源海外融资的主体ꎮ 但是ꎬ 目前中国非水

清洁能源融资主要是由民营企业提供③ꎬ 在拉美也是如此ꎬ 中国海外电力资产

数据库的数据显示ꎬ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间中国政策性银行对拉美清洁能源融资的

绝大部分集中在水能领域ꎬ 对非水清洁能源领域的融资较少 (见表 １)ꎮ④ 由

于民营企业资产规模较小ꎬ 经常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ꎬ 为解决融资困境ꎬ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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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背景下中国与拉美清洁能源合作探析　

大政策性银行的参与具有必要性ꎮ

四　 结语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取得良好进展ꎬ 为中国在其他地

区开展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提供了示范意义ꎮ 首先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顺利

进行是因地制宜、 互利共赢的结果ꎮ 清洁能源国际合作顺利展开要求中国政

府、 企业加强对东道国国情调研ꎬ 平衡与东道国政府、 企业间的利益分配ꎬ
实现合作双方利益的 “最大公约数”ꎮ 其次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善于利用中国

国家储蓄和外汇储蓄的资本优势和清洁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助力中国清洁能

源企业走出国门ꎬ 树立了中国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的新风向ꎮ 最后ꎬ 中拉清洁

能源合作重视投融资形式创新ꎬ 形成了政策性银行、 企业并购、 绿地投资融

合发展的多样化投融资方式ꎮ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践行

南南合作的试验田ꎬ 也为中国清洁能源企业深化 “走出去” 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教训ꎮ
在新的发展阶段ꎬ 中国政府与企业可从如下三方面进一步拓宽对拉合作

空间ꎮ 首先ꎬ 加强与中美洲国家清洁能源合作ꎮ 目前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项

目大部分集中在南美地区ꎬ 与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模仍有限ꎮ 自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开始ꎬ 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通过 “双多边电力互联”、 鼓励公共和

私人投资竞争等方式在电力供应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ꎬ 但仍有数百万人不能

获得电力供应ꎮ 因此ꎬ 中国可利用自身优势援建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低收

入国家电力系统ꎬ 比如树立模范项目来获得地区国家的肯定ꎬ 通过重视与区

域内外部发展援助机构的合作实现竞争最小化等ꎮ 其次ꎬ 加强与发达国家的

第三方市场合作ꎮ 欧美发达国家在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的行业规范、 咨询、 运

营管理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ꎬ 中国具备国际清洁能源合作的技术和经验优势ꎮ
因此ꎬ 展望未来ꎬ 在对拉清洁能源合作的过程中把握第三方市场合作机遇能

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ꎬ 提高合作效率ꎮ 最后ꎬ 强化企业与政府沟通机制ꎮ 目

前ꎬ 中国清洁能源ꎬ 尤其是非水清洁能源国际化过程中的民营企业参与程度

更高ꎬ 但民营企业本身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资金不足、 信用缺乏的困境ꎬ
建立健全政府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机制ꎬ 继续以开发性金融助力中拉清洁

能源合作尤为重要ꎮ
(责任编辑　 高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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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黑人奴隶家庭的组织模式
及其特点∗

∗

焦　 健

内容提要: 巴西奴隶制时期黑人奴隶多数不能以法律认可的方

式结婚ꎬ 他们婚姻的合法性大多不被承认ꎮ 但由于黑人奴隶有组建

家庭的强烈愿望ꎬ 且具备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组建家庭的客观因

素ꎬ 奴隶们在各种制约和限制下仍然建立了自己的家庭ꎮ 黑人奴隶

在非洲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响下ꎬ 适应了巴西奴隶制社会的现实环

境ꎬ 形成了部族内婚制、 种植园内婚制和外婚制等奴隶所特有的择

偶模式ꎬ 并在组建家庭的过程中形成了核心家庭、 单亲家庭和扩大

家庭等独特的家庭结构ꎮ 相较于美洲实行奴隶制的其他地区ꎬ 巴西

黑人奴隶的家庭构成相对稳定ꎬ 家庭关系中存在特殊的干亲关系ꎬ
尤以教父教母关系最为典型和独特ꎮ 黑人奴隶家庭组织模式具有鲜

明的时代性和特殊性ꎬ 不仅反映了奴隶制特殊历史条件下黑人奴隶

对现实社会环境的妥协与适应ꎬ 而且体现了奴隶对非洲传统文化习

俗的沿袭和创新ꎮ 黑人奴隶家庭客观上延长了奴隶制在巴西的存续

时间ꎬ 同时对非洲黑人文化的代际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媒介

作用ꎮ
关 键 词: 巴西黑人　 婚姻　 择偶模式　 家庭结构　 奴隶制　

非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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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黑人奴隶家庭的组织模式及其特点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ꎮ 古往今来ꎬ 对于各种肤色的人来说ꎬ 家庭

的重要性都是相似的ꎮ 家庭作为巴西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ꎬ 一直受西方学

者重视和关注ꎬ 尤其在奴隶制时期ꎬ 黑人奴隶这一受到压迫和虐待的特殊群

体是否存在家庭ꎬ 一直是学界存在争议的问题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前ꎬ 西方历

史学家、 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巴西奴隶制时期黑人奴隶并无家庭生活可言ꎮ 然

而ꎬ 随着对巴西奴隶制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ꎬ 学者们依据种植园奴隶名单、
财产清单、 人口普查资料和教区的相关记录ꎬ 修正了过去有关巴西黑人奴隶

日常生活和具体处境的一系列观点ꎮ 史学家们逐渐认识到奴隶组建家庭尽管

受到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ꎬ 但仍有相当一部分黑人奴隶能够建立家庭或与他

人共同组成大家庭ꎮ① 近年来ꎬ 多数黑人奴隶生活在家庭中并拥有一定的家庭

生活已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共识ꎮ②

相较于国外对该领域的研究ꎬ 国内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匮乏ꎬ
尚有许多有待探究与思考的方面ꎮ 巴西作为近代黑人奴隶制存续时间最长、
蓄奴人口最多的地区ꎬ 这里的黑人奴隶组建家庭所面临的制约因素、 奴隶家

庭的关系和功能、 奴隶的婚姻家庭伦理和奴隶家庭的稳定性等问题ꎬ 值得我

们进行探讨和开拓性研究ꎮ 鉴于此ꎬ 本文尝试通过梳理黑人奴隶家庭存在的

条件和择偶模式的具体形式ꎬ 对奴隶家庭的结构和特点进行分析ꎬ 深化对巴

西奴隶制时期黑人家庭问题的认识和理解ꎮ

一　 黑人奴隶家庭存在的条件

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ꎬ 是由婚姻、 血缘或收养关系组成的ꎮ③ 家

庭的形成通常要经过婚姻形式中的法律程序ꎬ 即以法律认可的方式结婚才能

建立家庭ꎮ 然而ꎬ 在巴西以法律认可的方式合法地组成家庭ꎬ 对于黑人奴隶

来说是非常困难的ꎮ
一方面ꎬ 多数奴隶主反对奴隶通过合法的方式结婚ꎮ 在奴隶制时期ꎬ 尽

管天主教会承认并认可黑人奴隶通过婚姻组建家庭ꎬ 但这意味着奴隶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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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得到教会的认可ꎬ 便受到教会的保护ꎬ 奴隶主不得随意拆散或卖掉奴隶

夫妻中的一方而致婚姻不能得以延续ꎬ 这其实是对奴隶主利益的一种限制和

制约ꎮ① 大多数情况下当奴隶们请求主人同意他们的婚事时ꎬ 主人会严禁其奴

隶依天主教习俗合法地结为夫妻ꎮ 因为在主人看来ꎬ 被教会认可的合法婚姻ꎬ
婚姻本身及婚生子女均有合法地位ꎬ 受到法律和教会的保护ꎮ 未经教会认可

的奴隶婚姻ꎬ 就是非法的ꎬ 可随意拆散ꎮ 即便奴隶有了夫妻之实ꎬ 奴隶主还

是可以将男女奴隶分别出售或转让ꎮ② 出于这些因素的考量ꎬ 为了防止黑人奴

隶和他们的子女以法律和教会规章为由反对随意拆散他们的家庭ꎬ 大多数奴

隶主都不会批准奴隶以合法的方式结婚ꎮ 学者通过对相关统计资料进行研究

后发现ꎬ 在 １８４１ 年、 １８４２ 年和 １８４７ 年ꎬ 整个里约热内卢的合法奴隶婚姻数

量仅为 １１ 桩③ꎬ 这充分说明在拥有数万奴隶的里约热内卢ꎬ 黑人以合法方式

结婚的困难性ꎮ
另一方面ꎬ 多数黑人奴隶并未按照法律认可的方式成婚ꎮ 由于文化差异

和语言障碍ꎬ 大多数通过奴隶贸易被贩卖到巴西的黑人奴隶从未真正皈依天

主教ꎬ 他们并不认同以天主教的方式结婚ꎮ 同时ꎬ 天主教神父出于宗教上的

狭隘以及对黑人奴隶的偏见和歧视ꎬ 普遍拒绝为奴隶们举行天主教的婚礼ꎮ
在整个里约热内卢的教区资料中ꎬ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被记录下来的奴隶婚姻只有

６７ 桩ꎬ 各个教区的奴隶婚姻记录数量基本都是个位数ꎬ 有的教区更是没有一

桩奴隶婚姻被记录下来ꎬ 这充分反映了教会对奴隶婚姻的漠视和阻挠ꎮ④

鉴于这种情况ꎬ 奴隶们更愿意按照非洲的仪式举办婚礼ꎬ 或者不举办婚

礼仪式直接生活在一起ꎮ 当然多数情况下ꎬ 黑人奴隶会依照自己的意愿ꎬ 以

非洲传统的婚礼仪俗举行庆祝活动ꎬ 并通过这种形式使他们的婚姻获得人们

的认可ꎮ 但这种婚姻方式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并不受法律认可ꎬ 没有相应的

法律地位ꎮ
因此ꎬ 仅以合法婚姻作为判定黑人奴隶家庭存续的必要条件ꎬ 极易片面

地认为奴隶婚姻和奴隶家庭是不存在的ꎮ⑤ 家庭作为初级社会群体ꎬ 是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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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黑人奴隶家庭的组织模式及其特点　

自然产物ꎮ 在家庭中ꎬ 自然的血缘关系和世代关系是维系家庭存在的重要纽

带ꎬ 生育子女、 繁衍后代、 增加新的家庭成员ꎬ 也是在自然状况下发生的ꎮ
家庭的形成ꎬ 虽然要经过婚姻形式中的法律程序ꎬ 有人为因素ꎬ 但却是以自

然形成为条件的ꎮ① 因此ꎬ 除婚姻合法性因素外ꎬ 需要更加全面地对巴西黑人

奴隶建立家庭的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ꎬ 才能客观地判断黑人奴隶家庭是

否真实存在ꎮ
首先ꎬ 黑人奴隶有组建家庭的强烈愿望ꎮ 黑人奴隶作为有血有肉的人ꎬ

与不同肤色其他民族的人们有着相同的情感诉求ꎬ 他们也对建立家庭充满了

渴望ꎮ 在传统非洲黑人文化中ꎬ 广义上的家庭和家族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ꎬ
是人与人之间彼此联系的纽带ꎮ 个人只有在家庭中才能获得群体归属感ꎬ 并

找到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ꎮ 对于远离非洲故土漂泊无根的巴西黑人奴隶来说ꎬ
家庭在日常生活中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ꎬ 它使得黑人奴隶们在巴西陌生的环

境中找到了生存的希望和意义ꎬ 并在奴隶制的艰难环境下得以抱团取暖ꎮ 因

此ꎬ 从建立家庭的主体角度分析ꎬ 黑人奴隶有着组建家庭的现实意愿和具体

动机ꎬ 一定会为争取这一基本权利而努力ꎮ
其次ꎬ 黑人奴隶组建家庭具备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ꎮ 在社会学领域ꎬ 家

庭是通过血缘关系结成的以分享共同生活场域为最主要特征的初级社会群

体ꎮ② 基本的居所和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ꎬ 是建立家庭最重要的物质条件ꎮ 巴

西种植园的黑人奴隶大多集中住在主人安排的排房或主人房间门外的走廊地

板上③ꎬ 共同的居住空间使得男女黑人奴隶有了组建家庭的可能ꎮ 在一些小种

植园或建有围墙的区域ꎬ 奴隶被允许建造独立的棚屋ꎬ 这些按非洲传统建造

的屋舍使得黑人奴隶有了必要的家庭居所ꎮ 尽管这些棚屋只是简单的容身之

所ꎬ 空间小、 私密性差ꎬ 但就在这些屋舍中ꎬ 黑人奴隶传承和发展着非洲传

统的家庭模式和家庭观念ꎮ④

再次ꎬ 相当数量的女性黑人奴隶使得黑人奴隶组建家庭成为可能ꎮ 非洲

有重女轻男的文化传统ꎮ 在非洲许多地区ꎬ 女性除了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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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外ꎬ 还是延续家族血脉、 维系家族关系的重要纽带ꎬ 在社会生活中有

着极高的地位ꎮ 黑人女性多数情况下不会被卖往美洲ꎮ① 而奴隶制早期美洲种

植园和矿山的生产又对精壮劳动力有着持续的需求ꎬ 这导致通过大西洋奴隶

贸易被贩卖到美洲的黑人奴隶多以男性为主ꎮ 这造成了奴隶在性别上男女比

例的严重失调ꎬ 男性约占奴隶总数的 ６５％ 以上ꎮ② 这使得一半以上的男性黑

人奴隶很难找到配偶ꎬ 很多黑人奴隶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娶妻生子ꎮ 到了奴

隶制后期ꎬ 奴隶贩子发现贩卖黑人女奴有利可图ꎬ 大量女性黑奴被贩卖到美

洲ꎮ③ 与此同时ꎬ 巴西土生女性黑人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多ꎬ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黑人奴隶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问题ꎮ 在一些规模较大的种植园ꎬ 由于

其所拥有的奴隶人口基数大ꎬ 相应的女性黑人奴隶的数量也相对较多ꎬ 奴隶

大多能够找到合适的伴侣组建家庭ꎮ④

最后ꎬ 奴隶主态度和观念上的变化影响了奴隶家庭的建立ꎮ 奴隶主在不

同历史时期ꎬ 对于奴隶组建家庭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差别ꎮ 在 １６—１７ 世纪ꎬ 黑

人奴隶间的婚姻常常不被奴隶主允许ꎬ 或者因被主人拆散而难以为继ꎮ⑤ 而奴

隶所生的孩子更是被奴隶主看作是一种负担ꎬ 因为从婴儿到可以用作生产的

劳动力ꎬ 需要经过许多年的时间ꎬ 从经济成本考虑ꎬ 不如直接购买从非洲贩

运而来的黑人奴隶更划算ꎮ 因此ꎬ 在 １７ 世纪到 １９ 世纪初大西洋奴隶贸易蓬

勃发展的时期ꎬ 奴隶主虽然无法彻底阻止奴隶间的结合ꎬ 但大多主观上不鼓

励奴隶结婚生育ꎮ 但 １９ 世纪中期后ꎬ 随着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终结ꎬ 为了保证

奴隶人口的稳定ꎬ 壮大种植园黑人奴隶的数量ꎬ 平衡种植园奴隶性别比例ꎬ
保障潜在的经济收益ꎬ 巴西的种植园主们普遍重视和鼓励奴隶们组成家庭ꎬ
并保证其家庭构成的稳定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黑人奴隶家庭的建立ꎮ

综上所述ꎬ 黑人奴隶组建家庭尽管受诸多因素共同影响ꎬ 但由于具备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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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主观和客观条件ꎬ 因此在奴隶制时期巴西黑人奴隶群体中较为普遍地存

在着奴隶家庭ꎮ

二　 黑人奴隶的择偶模式

择偶是指社会成员结合一定的社会文化因素与个人条件选择异性作为丈

夫和妻子 (即生活伴侣) 的过程①ꎬ 它是一种生理的、 心理的、 社会的、 文

化的现象ꎮ 择偶动机和标准更多地为当时的政治、 经济状况以及社会风俗、
价值取向所制约ꎬ 被烙上时代的印记ꎮ② 在巴西奴隶制时期ꎬ 尽管黑人奴隶在

建立家庭时受到了种种限制和制约ꎬ 但在非洲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响下ꎬ 奴隶

们积极适应着奴隶制社会的现实环境ꎬ 形成了奴隶所特有的择偶观念ꎮ
通常情况下ꎬ 黑人奴隶在选择结婚对象和性伴侣的时候ꎬ 受 “同类婚”

观念的影响ꎬ 趋向于与来自非洲同一文化群体的人结婚ꎮ 当然ꎬ 这种同一的

文化群体并不单局限于同一部族之内ꎬ 它所涵盖的范围更广ꎬ 包括地域相近、
语言文化相通的人ꎮ 这种在婚姻伴侣的选择上对非洲文化属性和族群身份的

重视ꎬ 反映了奴隶对非洲传统黑人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ꎮ③ 斯威特 (Ｊａｍｅｓ
Ｓｗｅｅｔ) 在其研究中指出ꎬ 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在择偶上所遵循的同类性原则

是 “在美洲重建非洲社会和文化的第一步”ꎮ④ 奴隶们在巴西奴隶制社会背景

下ꎬ 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择偶模式ꎮ
(一) 部族内婚制

巴西黑人奴隶在择偶时ꎬ 更多地会选择与自己有着相同非洲文化背景的人

作为终生伴侣ꎮ⑤ 他们对伴侣的考量ꎬ 更为看重其部族背景和非洲出生地ꎮ⑥

通常情况下ꎬ 奴隶们愿意选择来自同一部族的人组成家庭ꎬ 当没有来自同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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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合适对象时ꎬ 来自非洲相近地区的其他部族的人ꎬ 也是理想的结婚对象ꎮ
在所有有记录可查的巴西黑人奴隶婚姻中ꎬ 绝大多数奴隶会在来自同一

非洲部族的异性中选择自己的另一半ꎮ 在巴伊亚和里约热内卢的黑人奴隶婚

姻中ꎬ 就明显存在着基于部族属性的内婚制模式ꎮ 例如在 １８ 世纪上半叶里约

热内卢登记结婚的 ２５３ 对非洲黑人奴隶的合法婚姻中ꎬ 绝大多数的黑人奴隶

都选择了与同一族属的异性相结合ꎮ① 其中在里约热内卢沿海安格拉—多斯雷

斯 (Ａｎｇｒａ ｄｏｓ Ｒｅｉｓ) 地区有记录的黑人奴隶婚姻中ꎬ ７５％的黑人奴隶婚姻有

着共同的非洲部族文化背景ꎮ② 在 １８ 世纪巴伊亚雷孔卡沃 (Ｒｅｃôｎｃａｖｏ) 地区

的 １６０ 宗黑人奴隶婚姻中ꎬ ４１％ 的黑人奴隶选择了与来自非洲同一语族的人

结婚ꎮ③ 而在米纳斯吉拉斯的巴尔巴塞纳 (Ｂａｒｂａｃｅｎａ) 地区ꎬ １７２１—１７８１ 年

的 ４８８ 份婚姻记录中ꎬ 黑人奴隶的部族内婚率也很高ꎬ ９６％ 的奴隶会选择来

自同一民族或讲同种语言的人作为自己的伴侣ꎮ④

巴西黑人奴隶在择偶上所体现出的这种群体偏好源自非洲的部族内婚制

传统ꎮ 在非洲ꎬ 不同部族的人通常情况下会在同部族或同村庄中寻找伴侣ꎬ
实行部族内婚制ꎮ 黑人奴隶经由大西洋奴隶贸易被贩卖到巴西后ꎬ 沿袭了非

洲的内婚制ꎬ 但其内婚制所包含的意义更为广泛ꎮ 奴隶的择偶范围已不再单

纯局限在同一部族之中ꎬ 来自共同文化区的黑人也是普遍被考虑的择偶对象ꎮ
这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区域性部族内婚制使得黑人奴隶的非洲民族属性得以延

续ꎬ 而奴隶的部族归属和部族间的隔阂则逐渐变得模糊ꎮ 巴西黑人奴隶对择

偶对象的地区性偏好ꎬ 在来自上几内亚地区和米纳湾 (今贝宁) 地区的黑人

奴隶群体中尤为明显和突出ꎮ⑤ 据 １７６７—１８３２ 年的档案资料记录所示ꎬ 来自

上几内亚沿海地区的黑人女性有 ６５％的人选择与上几内亚地区的男子组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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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ꎬ 而来自上几内亚内陆地区的黑人女性也有 ６７％的人选择了与上几内亚地

区的男子结合ꎮ 而来自米纳湾地区的黑人女性的择偶状况也与之类似ꎬ 超过

４２％的人选择了与来自同地区的黑人建立家庭ꎮ①

(二) 种植园内婚制

鉴于奴隶建立家庭需要得到主人的首肯ꎬ 并且奴隶们在所劳作的种植园

中终其一生所能接触到的异性数量有限ꎬ 因此可供选择的婚配对象并不多ꎬ
这就意味着奴隶们大多仅限从所在种植园的奴隶中选择伴侣ꎮ② 由于存在奴隶

在婚姻选择上的这些限制ꎬ 因此绝大多数奴隶会在同一奴隶主所拥有的奴隶

群体中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ꎬ 这导致在巴西黑人奴隶群体中出现了种植园内

婚制这一特殊的择偶模式ꎮ
黑人奴隶种植园内婚制广泛存在于巴西各个地区的种植园中ꎮ 在米纳斯

吉拉斯的卡塔斯阿尔塔斯—杜马托登特罗 (Ｃａｔａｓ Ａｌｔａｓ ｄｏ Ｍａｔｏ Ｄｅｎｔｒｏ) 地区ꎬ
１７４２—１８３４ 年同属一个主人的黑人奴隶间的结合占黑人奴隶婚姻总数的

９８％ ꎮ③ 这种情况在 １７—１８ 世纪里约热内卢绝大多数奴隶家庭中也较为常

见ꎮ④ 到了 １９ 世纪ꎬ 里约热内卢沿海地区和圣保罗地区的奴隶结合也大多为

种植园内婚制ꎮ⑤

由于绝大多数黑人奴隶只能在同一种植园中选择自己的伴侣ꎬ 因此奴隶

在择偶上受种植园规模和同一种植园中适龄婚配奴隶数量的限制ꎮ 一般来说ꎬ
种植园的规模与适婚奴隶的数量往往成正比ꎮ 从实际情况来看ꎬ 往往种植园

规模越大ꎬ 黑人奴隶的家庭数量越多ꎮ⑥ 在 １８—１９ 世纪米纳斯吉拉斯、 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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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内卢和圣保罗地区种植园保留的大量资料中ꎬ 可以清晰地看出奴隶们在大

种植园中组成家庭共同生活的情况要明显多于小种植园ꎮ 例如ꎬ 根据 １８２９ 年

圣保罗州人口普查和 １８７２ 年巴西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可以清晰地看出ꎬ 圣保罗

坎皮纳斯 (Ｃａｍｐｉｎａｓ) 地区蓄奴规模超过 １０ 人的甘蔗或咖啡种植园中的奴隶

家庭数量ꎬ 是蓄奴规模小于 １０ 人种植园的两倍ꎮ① 另外ꎬ 在对 １７７５—１８５０ 年

圣保罗州 ２０ 万黑人奴隶的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分析后ꎬ 能够发现随着种植园规

模的扩大ꎬ 奴隶家庭的数量也在明显增多ꎮ 只有一个奴隶的小奴隶主ꎬ 他们

的男性奴隶记录成家率仅为 ６％ ꎬ 女性奴隶的记录成家率则更低ꎬ 仅为 ４％ ꎮ
反观拥有 ４０ 名奴隶以上的大奴隶主ꎬ 他们的男性奴隶记录成家率为 ２１％ ꎬ 女

性奴隶的记录成家率则高达 ３９％ ꎮ②

(三) 外婚制

与黑人奴隶在同一种植园或同一族群选择伴侣的内婚制相对应ꎬ 在巴西

城市地区和农村的小种植园中ꎬ 由于奴隶主所拥有的奴隶数量较少ꎬ 奴隶很

难以同类性原则的择偶标准在同一奴隶群体内找到合适的对象ꎬ 因此部分黑

人奴隶会在种植园以外或其他族属的奴隶中寻找自己的伴侣ꎮ 而在这种情况

下ꎬ 黑人奴隶的择偶对象大多与自己有着不同的身份地位和族群文化背景ꎮ
在巴西各地的文献资料中都有关于并非同一种植园的黑人奴隶组建家庭

的记录ꎬ 而且多数这类结合突破了奴隶与自由人身份地位的界限ꎮ 在 １８ 世纪

以及 １９ 世纪早期欧鲁普雷图维拉利卡 (Ｖｉｌａ Ｒｉｃａ) 的米内罗镇ꎬ 约有 ２０％的

黑人奴隶与释奴组成了家庭ꎮ③ 在 １７２６—１８２０ 年圣安娜德巴纳伊巴 (Ｓａｎｔａｎａ
ｄｅ Ｐａｒｎａíｂａ) 的边陲小镇保利斯塔ꎬ 总共 ５６９ 桩奴隶婚姻记录中ꎬ 除了 ７０％的

婚姻是黑人奴隶之间的结合外ꎬ 有 ５２ 桩为黑人奴隶与印第安人的婚姻ꎬ 还有

１１７ 桩是奴隶与自由有色种人的结合ꎮ④ 在里约热内卢的蔗糖产区坎波斯多斯

戈伊塔卡塞斯 (Ｃａｍｐｏｓ ｄｏｓ Ｇｏｉｔａｃａｓｅｓ)ꎬ ４５０７ 桩奴隶婚姻中有 ６０ 桩为奴隶与自

由人的结合ꎬ 另有 １０２ 桩是奴隶和释奴之间的婚姻ꎮ 在这 ６０ 桩奴隶与自由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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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中ꎬ 多为女性黑人奴隶嫁给了自由平民 (占这类婚姻的 ７２％)ꎬ 而奴隶与

释奴的婚姻则多为男性黑奴娶了女性释奴 (占这类婚姻的 ６１％)ꎮ① 与黑人奴隶

结婚的自由人多为最贫穷的穆拉托人和印第安人ꎬ 鲜有白人会与黑人奴隶结婚ꎮ
当然自由人之所以会选择与奴隶组建家庭ꎬ 主要是受自由人的经济状况

所决定ꎮ 一般来说ꎬ 这些自由人的经济状况普遍堪忧ꎬ 养活自己尚有难度ꎬ
供养家庭则显得更加吃力ꎮ 但如果选择与奴隶组成家庭ꎬ 可以使他们无需供养

另一半ꎬ 因为奴隶的主人大多替他们承担了这笔花销ꎬ 这可以大大减轻其经济

压力ꎮ 在这类家庭中ꎬ 由于奴隶主承担了奴隶家庭的一半花销ꎬ 因此奴隶夫妇

无论自由与否ꎬ 都对主人负有相应的义务ꎬ 夫妻双方都需要为主人进行劳动ꎮ②

此外ꎬ 非洲黑人奴隶与巴西土生黑人奴隶之间的结合ꎬ 也是奴隶外婚制

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ꎮ 在巴西殖民地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ꎬ 由于非洲黑人奴

隶与巴西土生黑人奴隶之间在语言、 习俗和族群认同感上存在着很大的文化

差异ꎬ 导致这两个奴隶群体间极少存在相互通婚的现象ꎮ 最初非洲黑人与巴

西土生黑人的结合只出现在小种植园中ꎬ 因为小种植园主受经济实力所限ꎬ
购买的奴隶数量相对较少ꎬ 他们大多只购入男性黑奴直接从事生产劳动ꎬ 这

使得小种植园中自非洲贩运而来的黑人奴隶在性别比例上出现严重的不平衡ꎮ
与之相对ꎬ 巴西土生黑人的性别比更为均衡ꎬ 黑人女性也更多ꎬ 因此男性黑奴

只能选择巴西土生黑人女性作为结婚对象ꎮ 然而ꎬ 即便如此ꎬ 二者在文化上的

隔阂也使得非洲黑人与巴西土生黑人的结合在奴隶婚姻总数中只占极少数ꎮ
当然ꎬ 在 “非洲—巴西土生” 黑人奴隶家庭中ꎬ 几乎没有黑人奴隶与肤

色较浅的穆拉托人 (黑白混血种人) 结合的情况ꎮ③ 因为在巴西的肤色等级

制下ꎬ 肤色较浅的穆拉托人在择偶时只会选择肤色浅的人作为自己的伴侣ꎬ

而不会垂青那些肤色黝黑或直接运自非洲的黑人ꎮ④这种依肤色等级选择伴侣

的择偶模式ꎬ 对巴西后来的种族融合和种族民主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ꎮ 如

今ꎬ 巴西社会仍然普遍存在以肤色深浅作为选择结婚对象最重要标准的现象ꎬ
其根源即是脱胎于奴隶制时期按不同肤色等级选择婚配对象的择偶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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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ꎬ 巴西奴隶制时期ꎬ 黑人奴隶的择偶观念受文化、 社会、 经济、 地

域和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ꎬ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择偶模式ꎮ

三　 巴西黑人奴隶的家庭结构

学者们对巴西黑人奴隶日常生活的相关研究表明ꎬ 成年黑人奴隶及其子女

大多生活在家庭中ꎮ① 几乎所有的种植园资料中都记录了奴隶家庭的情况ꎬ 这些

记录中黑人奴隶的家庭结构在巴西有着其独特的表现形式ꎮ 奴隶制下的巴西黑

人奴隶家庭普遍存在三种类型的家庭结构: 核心家庭、 单亲家庭和扩大家庭ꎮ
(一) 核心家庭

在巴西奴隶人口中ꎬ 核心家庭是最常见的奴隶家庭类型ꎮ 在社会学与人

类学层面ꎬ 核心家庭通常是指由父、 母、 子女组成的家庭模式ꎮ② 在巴西黑人

奴隶的观念中ꎬ 由丈夫、 妻子和孩子共同组成的核心家庭是最主要的奴隶家庭

形态ꎬ 奴隶父母带着子女共同生活的情况最为普遍ꎮ 在非洲黑人的传统观念中ꎬ
并没有婚后才能发生性关系的观念和禁忌ꎬ 因此黑人男女婚前发生性行为的现

象非常普遍ꎮ 多数研究表明ꎬ 在巴西黑人奴隶的恋爱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试婚阶

段ꎬ 许多奴隶 “夫妇” 会在有了 １ ~２ 个孩子后才最终按照非洲的传统婚礼仪俗

正式组建家庭ꎬ 他们在婚后大多与所生育子女共同组成核心家庭ꎮ③ 生活在核心

家庭的黑人奴隶大多将家庭成员限定在父母与子女的范围内ꎮ④

黑人奴隶核心家庭的数量和稳定性通常与所属奴隶主的经济实力直接相

关ꎮ 相较于经济实力有限的奴隶主ꎬ 大种植园主或大地产主所属的奴隶们更

容易长期维持核心家庭的存续ꎮ 在 １８ 世纪巴纳伊巴 (Ｐａｒｎａíｂａ) 地区规模最

大的 ３ 个庄园中ꎬ 有 ８８ ８％的黑人奴隶家庭符合核心家庭的评判标准ꎬ 生活

在这些核心家庭中的黑人奴隶占 ３ 个庄园黑人奴隶总数的 ７４％ ꎮ⑤ 在 １９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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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皮纳斯 (Ｃａｍｐｉｎａｓ) 地区的大种植园中ꎬ 奴隶的核心家庭构成也普遍较为

稳定ꎬ 大多数黑人小孩能够在双亲的抚育下长大ꎮ①

(二) 单亲家庭

除了核心家庭外ꎬ 单亲家庭是巴西黑人奴隶另一种常见的家庭结构ꎮ 通

常情况下ꎬ 这样的家庭只有母亲和子女ꎬ 没有父亲ꎮ 之所以在奴隶群体中会

大量产生这种特殊的家庭结构ꎬ 最主要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ꎮ 其一ꎬ
由于作为主要劳动力的男性黑奴死亡率高ꎬ 被出售或转让的可能性大ꎬ 因此

成年黑人男性奴隶在成为父亲后ꎬ 被奴隶主贩卖或转让而不得不被迫离开原

种植园远赴异地ꎬ 从此与妻儿人各一方ꎬ 终生难得再见的并不在少数ꎮ 而那

些不堪劳役或身染疾病不幸亡故的男性黑奴ꎬ 则只能留下孤儿寡母独自生活ꎮ
其二ꎬ 奴隶子女的生父是白人男子ꎮ 以欧洲人的标准来看ꎬ 在 １９ 世纪前受天

主教影响下的拉美社会中ꎬ 很少有像巴西这样ꎬ 白人与黑人女奴发生婚外恋

和生养非婚生子女的比率如此之高的情况ꎮ 即便对于巴西白人精英阶层来说ꎬ
虽然合法婚姻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ꎬ 但婚外恋和私生子也远多于

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ꎮ 在萨尔瓦多关于新生儿的教区资料记录中ꎬ １８３０—
１８７４ 年超过 ９０００ 名新生儿中有 ６２％的非婚生子女ꎬ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白人

与黑人奴隶的私生子ꎮ② 这些白人与黑人女奴的私生子ꎬ 在奴隶制社会条件下

作为白人统治阶级无法公开承认的存在ꎬ 其社会阶级属性和地位较为模糊ꎮ③

显然ꎬ 造成这一类单亲家庭产生的主要原因无疑是白人奴隶主对黑人女

性奴隶的性剥削ꎮ 在巴西奴隶制社会ꎬ 由于白人奴隶主具有绝对的权威ꎬ 因

此他们与女性黑人奴隶强行发生性关系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ꎮ 弗雷尔

(Ｇｉｌｂｅｒｔｏ Ｆｒｅｙｒｅ) 曾将这种不对等的性强制描述为 “葡萄牙人与黑人和印第安

人进行融合的最直接方式”④ꎮ 当白人男子意欲强行与女奴发生性关系时ꎬ 女

奴无论愿意与否只能被迫接受ꎮ 因为主人意图寻欢之时ꎬ 一切反抗都只会是

徒劳ꎬ 如果因反抗致主人扫兴或受伤ꎬ 甚至还可能招来严厉的报复和严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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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ꎬ 因此黑人女性只能屈从于这种令人厌恶的性关系中ꎮ 女性黑人奴隶是

这种不正当性关系中的主要受害者ꎬ 她们只是白人奴隶主发泄欲望的工具ꎮ
尽管白人奴隶主会与她们发生性关系ꎬ 甚至还跟她们有了孩子ꎬ 但真正娶了

她们的却几乎没有ꎮ 因为在巴西奴隶制社会ꎬ 跨种族跨阶级的婚姻是不被社

会所接纳的ꎮ① 因此ꎬ 对于在这种畸形婚姻模式中饱受折磨的黑人女奴来说ꎬ
她们只是奴隶主召之即来、 挥之即去的玩物ꎬ 她们不可能得到正式的名分ꎬ
她们只能在人们的白眼和排斥下独自抚养子女长大ꎮ②

(三) 扩大家庭

扩大家庭也是常见的黑人奴隶家庭结构ꎮ 扩大家庭通常是指核心家庭与

非直系亲属所共同组成的家庭ꎮ③ 通常情况下ꎬ 黑人受非洲部族观念影响ꎬ 会

把亲缘关系看作保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途径ꎮ 亲缘关系所涵盖的范围较

为广泛ꎬ 部族中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与其他人沾亲带故ꎬ 因此来自同一族群

的人皆被视为兄弟ꎮ④ 黑人奴隶在来到巴西后ꎬ 也将这种广义上的大家族观念

继承和延续了下来ꎬ 并成为他们在奴隶制下维持社会群体感的一种重要手段ꎮ
在 １８７２ 年圣保罗巴纳纳尔 (Ｂａｎａｎａｌ) 地区的雷斯加特 (Ｒｅｓｇａｔｅ) 咖啡种植

园ꎬ ４３６ 名奴隶中将近 ９０％与他人存在亲属关系ꎮ⑤ 奴隶们通过婚姻ꎬ 建立了

不同家庭之间的联系ꎬ 促成了奴隶大家族体系的建立ꎮ
在奴隶大家族中ꎬ 各个家庭结成了相互联系的血亲关系ꎮ 在这些大家族

中奴隶们普遍遵循共同的婚姻禁忌ꎬ 例如禁止近亲结婚、 反对旁系血亲间的

结合等ꎮ 同时奴隶大家族中有着共同的子女命名规则、 财产继承制度ꎮ 新婚

夫妇是单独生活还是与其中一方的父母一起生活ꎬ 也需家族共同商议决定ꎮ
奴隶大家族还会通过相应的机制保障家庭关系的相对稳定ꎮ 作风败坏或不负

责任的个人会受到家族成员的谴责和强制ꎬ 促使其遵守道德、 承担对家庭的

相应义务ꎬ 强制的方式主要包括对其施加压力、 施以巫术或采用暴力手段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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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屈服等ꎮ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奴隶大家族对奴隶家庭进行监督和约束的重

要作用ꎮ① 此外ꎬ 当出现上文所述黑人奴隶夫妻双方因一人生病、 死亡或被出

售而导致家庭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出现时ꎬ 大家族中的其他成员通常会在抚

养婴儿和帮助料理家务方面ꎬ 给予他们较多的关怀和照拂ꎮ

四　 黑人奴隶家庭的独特性

在奴隶制度下ꎬ 巴西黑人奴隶一方面传承和延续着非洲的婚姻家庭传统ꎬ
另一方面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ꎬ 形成了与奴隶制社会相适应的特殊家庭生

活方式ꎮ 与实行奴隶制的美洲其他地区相比较ꎬ 巴西黑人奴隶的家庭存在以

下两点独特之处ꎮ
(一) 黑人奴隶特有的干亲关系

在巴西黑人奴隶的家庭关系中ꎬ 除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戚外ꎬ 还有

非血缘关系的干亲关系ꎬ 其中教父教母关系是最为典型的干亲关系ꎮ 尽管多

数奴隶婚姻不为教会所承认ꎬ 但每个奴隶新生儿都会被教会要求拥有教父或

教母ꎮ 根据罗马天主教的教义规定ꎬ 教父和教母对教导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ꎮ
教父教母与教子之间的关系等同于亲生父母与子女的关系ꎮ 这种血缘关系之

外的教父教母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多了一层可以互相支持和依靠的紧密联

系ꎮ② 它使得教父教母与孩子形成了一生的亲缘和联系ꎮ 教父教母既可以是孩

子的良师益友ꎬ 也可以在孩子亲生父母死后成为他们的继父母ꎮ 教父教母对

孩子的成长负有义务ꎬ 当孩子成为孤儿时ꎬ 教父教母有责任将他们纳入自己

的家庭进行抚养ꎮ 这种教父教母关系对于孩子的亲生父母也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ꎬ 孩子的教父教母与亲生父母间可以籍此形成相互扶持、 互相帮助的非

血缘亲情关系ꎮ③

在巴西ꎬ 教父教母的选择有其独特之处ꎮ 奴隶父母在给孩子选择教父教

母时ꎬ 多以彼此间深厚的友谊和相互敬重为前提ꎬ 教父教母通常是孩子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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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至交或奴隶社群中德高望重的长者ꎮ 由于黑人奴隶处于社会最底层ꎬ
他们通常会倾向于让拥有更高社会地位的人作孩子的教父教母ꎬ 以寻求孩子

得到更好的抚养和保护ꎮ １８３８—１８８７ 年ꎬ 根据在米纳斯吉拉斯地区一个种植

园中的 １９７０ 名黑人奴隶儿童的受洗资料显示ꎬ 有 ６９％的孩子的教父是自由有

色种人ꎬ 有 ６２％的孩子的教母有着自由人的身份ꎮ 一般来说ꎬ 教父教母是奴

隶的ꎬ 多与教子同在一个种植园中ꎮ① 但教父教母是自由人的ꎬ 则无需与教子

在同一种植园ꎮ② 这种教父教母多为自由人的情况ꎬ 在巴伊亚地区较为常见ꎮ③

教父教母自由与否和是否来自同一个种植园ꎬ 在巴西不同地区有着很大的

差别ꎬ 与巴伊亚地区不同ꎬ １８１７—１８４２ 年在里约热内卢伊尼奥马 (Ｉｎｈａúｍａ) 教

区受洗的 １５５７ 名黑人儿童中ꎬ 他们的教父只有 １ / ３ 是自由人ꎬ 有 ６４％的教父

与教子来自同一种植园ꎬ 而自由人做教父的也大多是释奴ꎮ 教母有 ７８％ 是奴

隶ꎬ 其中 ７２％也与教子来自同一种植园ꎮ④

尽管教父教母的情况在不同地区存在很大差异ꎬ 有一点可以肯定ꎬ 就是奴

隶主基本不会成为奴隶的教父教母ꎮ 在巴西ꎬ 由于身份和地位的巨大差异以及

种族与文化的隔阂ꎬ 使得奴隶主与奴隶之间通常不具有教父教母这种关系ꎮ 当

然ꎬ 尽管奴隶主不能成为奴隶的教父教母ꎬ 但奴隶却可以是自由释奴子女的教

父或教母ꎮ 在米纳斯吉拉斯的一个教区ꎬ ９７９ 名拥有自由人身份的新生儿有教

父ꎬ 其中约有 ３５％的教父是奴隶ꎮ 另外ꎬ 拥有教母的 ９０７ 名新生儿中ꎬ 有超过

４３％的人的教母是奴隶ꎮ⑤ 由此可以看出ꎬ 奴隶与释奴间的友情并未因身份地

位的差异而有所改变ꎬ 而是进一步形成了以教父教母关系为特征的干亲关系ꎮ
教父教母关系是巴西黑人奴隶重要的亲缘关系ꎬ 一定程度上也是黑人奴

隶相互扶持、 互相帮助的扩大家庭的一种表现形式ꎬ 是巴西黑人奴隶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ꎮ 这种干亲关系加深了奴隶间的友谊ꎬ 增进了奴隶社群间日常

生活中的紧密联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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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黑人奴隶的家庭构成相对稳定

通常情况下ꎬ 人们认为巴西黑人奴隶的家庭也同北美和古巴等美洲蓄奴地

区的黑人奴隶家庭一样ꎬ 受家庭成员被出售或转让、 夫妻双方一人死亡和主人

强行拆散等因素共同影响ꎬ 黑人奴隶的家庭极易解体ꎮ 但学者们通过研究后发

现ꎬ 巴西多数地区的奴隶家庭结构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脆弱ꎮ 相反ꎬ 黑人

奴隶的家庭存续时间普遍都很长ꎮ 即便在奴隶死亡率最高的圣保罗坎皮纳斯地

区ꎬ １８７２ 年蓄奴规模在 １０ 人以上的甘蔗和咖啡种植园中ꎬ 年龄在 ３５ ~ ４４ 岁的

黑人奴隶夫妻的平均婚龄也长达 １６ 年 ８ 个月ꎬ 而年龄在二三十岁的年轻黑人奴

隶中ꎬ 更是约有 ６０％的奴隶夫妻的平均婚龄为 １１ 年以上ꎮ 这些奴隶家庭的稳定

性令人惊讶ꎬ 多数核心家庭并未遭遇主人的强制拆散ꎬ 只是因奴隶夫妻中的一

方去世才最终走向解体ꎮ①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巴塔泰斯 (Ｂａｔａｔａｉｓ) 地区ꎬ 这

里的奴隶家庭存续时间普遍也在 １０ 年以上ꎮ② 克莱因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 Ｋｌｅｉｎ) 指

出ꎬ 奴隶主去世对黑人奴隶家庭的稳定性影响并不大ꎬ 奴隶家庭的稳定性始终

很高ꎮ 老奴隶主去世后ꎬ 新奴隶主会尽量设法维持其治下黑人奴隶家庭的完整ꎬ
避免出现因分别继承而导致奴隶家庭成员的离散ꎮ １８５０—１８８８ 年巴塔泰斯的 １１２
个奴隶家庭中只有 ５ 个因财产继承而被拆散ꎮ １７９０—１８３５ 年里约热内卢的奴隶

家庭中ꎬ 只有 １９％的奴隶家庭因主人离世而导致家庭成员被分别继承ꎮ
一般来说ꎬ 大种植园中的黑人奴隶家庭的稳定性较之小种植园更高ꎬ 奴

隶家庭多数不会由主人强行拆散ꎮ 在这些奴隶家庭长大的孩子多数可以与父

母共同生活至接近成年ꎬ 这进一步突显了奴隶家庭所具有的稳定性ꎮ③

当然ꎬ 巴西黑人奴隶的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也是不争的事实ꎮ 马克思曾

说: “在奴隶输入国ꎬ 管理奴隶的格言是 ‘最有效的经济’ꎬ 就是在最短的时

间内从当牛马的人身上榨出最多的劳动ꎮ 在种植热带作物的地方ꎬ 种植园的

年利润往往与总资本相等ꎬ 正是在这些地方ꎬ 黑人的生命被视同草芥”④ꎮ 巴

西种植园的情况与马克思的论断相一致ꎬ 奴隶主为了在短时间内快速收回成

本并让资本增殖ꎬ 往往视黑人奴隶的生命为草芥ꎬ 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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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黑人奴隶的死亡率常年保持在极高水平ꎮ 这也是必须持续进口黑人奴隶

以满足劳动力需求的主要原因ꎮ①

但奴隶的高死亡率却并未对黑人奴隶家庭的稳定性产生决定性的负面影

响ꎬ 其主要原因为以下三点: 首先ꎬ 从非洲被贩运来的黑人奴隶ꎬ 在到达巴

西后会直接被投入到种植园和矿山的生产劳动中ꎬ 在这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很快就因不适应严苛的工作环境和恶劣的生存条件而丧命ꎬ 根本没有机会组

建家庭ꎻ 其次ꎬ 有幸组建家庭的黑人奴隶大多适应了巴西的环境ꎬ 并在繁重

的劳动中得以幸存ꎬ 他们的适应能力和生存技能使得他们在组建家庭后很少

因不堪劳苦而过早死去ꎻ 第三ꎬ 黑人奴隶所掌握技能以及其在种植园中的身

份地位ꎬ 也影响了其组成家庭的可能性ꎮ 男性奴隶监工较之于普通奴隶ꎬ 拥

有家庭的几率普遍更高ꎮ② 这些奴隶的身份使得他们不致因残酷且严苛的奴役

而过早死去ꎬ 他们的家庭也多不会遭遇主人的强制拆散ꎮ
综上所述ꎬ 巴西黑人奴隶的家庭构成相对来说较为稳定ꎮ 巴西黑人奴隶

整体上的高死亡率并未对奴隶家庭的稳定性产生影响ꎮ 奴隶所属种植园蓄奴

规模越大ꎬ 奴隶被出售或转让而导致家庭被拆散的可能越小ꎮ 奴隶主离世后

的财产分割继承对奴隶家庭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也较少产生影响ꎮ

五　 结语

在巴西奴隶制社会ꎬ 黑人奴隶在结婚和组建家庭上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ꎬ
很难得到法律上的认可ꎬ 但即便如此ꎬ 家庭仍然是黑人奴隶日常生活的重要

部分ꎮ 黑人奴隶依照非洲的文化传统组建属于自己的家庭ꎬ 并在奴隶制的特

殊社会条件下创造属于自己的择偶模式和家庭结构ꎮ 他们通过组建家庭构建

亲情和人际关系网ꎬ 形成了专属于黑人奴隶群体的特殊家庭组织模式ꎮ 这种

巴西黑人奴隶所特有的家庭既与非洲传统不同ꎬ 又与欧洲人的家庭模式有所

区别ꎮ 它一方面是黑人奴隶在继承和延续非洲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基础上ꎬ 对

巴西奴隶制社会环境进行妥协和适应的产物ꎻ 另一方面又是在巴西奴隶制特

殊历史时期和人文环境下ꎬ 黑人奴隶对家庭组织模式所进行的创新ꎬ 这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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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组织模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特殊性ꎮ
黑人奴隶家庭客观上延长了奴隶制在巴西的存续时间ꎮ 巴西黑人奴隶家

庭作为奴隶制时期社会的基本单元ꎬ 一方面便于奴隶主对黑人奴隶进行统治

和约束ꎬ 另一方面其所具有的生育和生产功能不仅对黑人奴隶人口的增殖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ꎬ 还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奴隶制经济再生产的需要ꎮ 这一

点在 １８０７ 年 ３ 月英国议会通过 «废除奴隶贸易法»、 宣布彻底禁止奴隶贸易

后尤为突出ꎮ １９ 世纪中后期ꎬ 英国凭借强大的政治、 经济和军事实力ꎬ 通过

缔结条约、 派遣海军武力清剿等手段ꎬ 强行取缔了持续几个世纪的大西洋奴

隶贸易ꎮ① 迫于英国压力ꎬ 巴西也于 １８５０ 年宣布禁止奴隶贸易ꎬ 但直至 １８８８
年才彻底废除奴隶制ꎬ 成为西半球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ꎮ 漫长的废奴

过程既是巴西国内政治社会势力相互斗争与妥协的体现ꎬ 也是国际政治经济环

境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但不可否认ꎬ 黑人奴隶家庭对黑人人口增殖的重要作用ꎬ
保证了黑人奴隶人口的相对稳定ꎬ 确保了奴隶制社会经济在失去非洲劳动力补

充的情况下得以继续运转ꎬ 对巴西奴隶制长时间的苟延残喘具有重要的影响ꎮ
黑人奴隶家庭是非洲黑人文化重要的传承媒介ꎮ 如前文所述ꎬ 黑人奴隶

在择偶时ꎬ 大多会选择来自非洲同一族群或来自非洲同一地区的黑人作为伴

侣ꎮ 这就意味着黑人奴隶的结合通常发生在同一文化群体中ꎮ 通过这种结合ꎬ
黑人奴隶能够将大洋彼岸的非洲文化传承给巴西出生的下一代ꎮ 在家庭中ꎬ
父母会给子女讲述非洲先祖的传说和家族的故事ꎬ 并将非洲的语言、 音乐、
舞蹈和宗教习俗等教给他们ꎬ 使他们从小就对自己的非洲文化背景有着最直

观的感受ꎬ 进而理解非洲传统文化中一些重要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ꎮ 在家

庭氛围的影响下ꎬ 黑人小孩深受其父母文化传统的熏陶ꎬ 继承了其父辈所带

来的非洲文化ꎮ② 这不仅使非洲黑人文化得以进行代际传播ꎬ 而且令非洲的文

化传统也能够历经几个世纪奴隶制的摧残和打压ꎬ 始终固化于巴西黑人族群

之中ꎬ 即便是巴西土生黑人奴隶也保持了与祖先在文化上的一致性ꎮ 如今ꎬ
在巴西日常生活和当代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非洲文化元素ꎬ 追本溯源皆有赖于

奴隶制时期黑人奴隶家庭对非洲文化的传播和继承ꎮ
(责任编辑　 徐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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