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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拉美社会主义专题

从当前拉美左翼执政困境
看其发展前景

张慧玲

内容提要: ２０ 世纪末以来ꎬ 巴西、 委内瑞拉、 阿根廷等 １０ 多

个拉美国家的中左翼力量先后通过选举上台执政ꎬ 拉美政局呈现出

“左强右弱” 的态势ꎬ 同期拉美经济也进入平稳快速增长期ꎮ 但近

年来ꎬ 伴随世界经济形势低迷ꎬ 拉美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ꎬ 拉美

主要执政左翼力量或选举失利乃至下野ꎬ 或面临经济下滑和社会矛

盾激化等困境ꎮ 这既缘于全球和地区经济不振等现实原因ꎬ 也与拉

美左翼自身建设和处于对发展道路的探索阶段等因素密不可分ꎬ 比

如拉美左翼未能真正找到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ꎬ 资本主义体制限

制了拉美左翼的变革ꎬ 左翼政党自身党建薄弱且未能妥善应对民生

诉求和民意变化等ꎮ 与此同时ꎬ 也不能忽视美国对拉美的战略调整

对地区左右翼力量对比带来的深远影响ꎮ 从当前拉美左翼执政困境

判断拉美政党政治已由 “左倾” 向 “右摆” 为时尚早ꎬ 但各国左

翼亟待审时度势、 整顿调整ꎬ 才能重整旗鼓、 持续发展ꎮ 此外ꎬ 目

前拉美左右翼力量对比变化对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值得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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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 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发酵ꎬ 拉美地区的经济和政

治形势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调整ꎮ 尤其是在拉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低迷的背

景下ꎬ 拉美左翼力量普遍遭遇执政困境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在阿根廷总统选举第

二轮投票中ꎬ 中右翼反对党联盟 “我们改变” 总统候选人马克里 (Ｍａｕｒｉｃｉｏ
Ｍａｃｒｉ) 获胜当选ꎬ 连续三届执政的中左翼联盟 “胜利阵线” 黯然下野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委内瑞拉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换届选举ꎬ 执政党 “统一社会主义党”
惨败ꎮ 众多媒体评论均将两次选举视为拉美左翼由 “强” 走 “弱” 的风向

标ꎮ 本文从当前拉美左翼政府所面临挑战的表征入手ꎬ 深入分析其执政困境

的历史和现实原因ꎬ 并试图对拉美左翼的发展前景做出客观和理性的判断ꎮ

一　 当前拉美左翼普遍遭遇执政困境

１９９９ 年ꎬ 委内瑞拉 “第五共和国运动” 领袖查韦斯赢得总统大选上台执

政ꎬ 成为拉美左翼力量群体性崛起的起始点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巴西劳工党、 阿

根廷胜利阵线、 厄瓜多尔 “主权祖国联盟” 运动、 玻利维亚 “争取社会主

义” 运动、 秘鲁民族主义党、 乌拉圭广泛阵线、 萨尔瓦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
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等拉美国家中左翼力量纷纷通过选举上台执政ꎬ
拉美政治格局总体呈现 “左强右弱” 的态势ꎮ 但近年来ꎬ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

蔓延发酵ꎬ 拉美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ꎬ 拉美主要左翼执政国家政治、 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ꎮ ２０１３ 年委内瑞拉查韦斯总统去世ꎬ 包括

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在内的拉美左翼的发展开始进入 “后查韦斯”
时代ꎮ 近年来ꎬ 拉美地区经济进入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困难时期ꎬ
拉美中左翼力量普遍遭遇执政困境ꎮ

阿根廷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阿根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ꎬ 中右翼反对党

联盟 “我们改变” 总统候选人马克里以 ５１ ４５％ 的得票率战胜中左翼联盟

“胜利阵线” 总统候选人肖利①ꎬ 并于 １２ 月 １０ 日宣誓就职ꎮ “胜利阵线” 由

基什内尔总统和克里斯蒂娜总统一手打造ꎬ 两人先后连续执政 １２ 年ꎮ 阿根廷

此次大选朝野易位、 左右更迭被专家学者评论为拉美政局由 “左倾” 向 “右
摆” 的风向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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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委内瑞拉举行全国代表大会 (最高立法机构)
换届选举ꎬ 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惨败ꎬ 反对党联盟获得多数议席ꎮ 马杜罗

总统表示接受此次选举结果ꎬ 但称仍将坚持玻利瓦尔革命ꎮ 他此前多次表示ꎬ
由于国际油价下跌ꎬ 国内经济面临困难ꎬ 这将是统一社会主义党执政 １６ 年以

来最艰难的一次选举ꎮ① 舆论认为ꎬ 右翼反对派在议会的绝对优势必将对马杜

罗政府形成强大掣肘ꎬ 不排除右翼乘势于 ２０１６ 年对马杜罗总统发动罢黜公投

的可能ꎮ 委内瑞拉作为拉美激进左翼的桥头堡ꎬ 此次选举不仅对统一社会主

义党ꎬ 而且将对整个拉美左翼力量的发展造成冲击ꎮ
巴西　 ２０１５ 年为罗塞夫总统蝉联执政的开局之年ꎬ 但劳工党与朝野显然

毫无 “蜜月期” 可言ꎮ 巴西石油公司腐败案持续发酵ꎬ 劳工党和政府多名政

要涉案ꎬ 执政联盟内部矛盾多发ꎬ 政府和议会关系不断恶化ꎬ 经济下行压力

有增无减ꎮ １２ 月ꎬ 巴西众议长决定接受弹劾罗塞夫总统的申请ꎬ 巴西府院之

争、 左右翼角力形势日趋严峻ꎮ 目前ꎬ 罗塞夫民意支持率不足 １０％ ꎬ 为 １９９９
年以来历届总统最低ꎮ② 劳工党正面临自 ２００３ 年上台以来最艰难的执政危机ꎮ

智利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智利经济增长乏力ꎬ 政坛腐败丑闻频出ꎬ 社会民众

对巴切莱特总统及其政府的不满情绪加剧ꎬ 大规模游行和示威活动时有发生ꎮ
右翼反对派抓住政府腐败丑闻和推动经济不力等问题大做文章ꎬ 巴切莱特政

府推行的教育和劳工改革举步维艰ꎮ 目前ꎬ 巴切莱特总统的民意支持率已降

至 ３０％ ꎮ
秘鲁　 乌马拉总统创建的秘鲁民族主义党虽属左翼政党ꎬ 但其执政以来

政纲务实ꎬ 刻意淡化激进左翼意识形态ꎬ 推动秘鲁经济较快增长ꎮ 但该党上

台以来始终面临 “朝小野大” 的执政劣势ꎬ 且未能妥善处理与盟党和反对党

的关系ꎬ 加之党建不力ꎬ 贪腐丑闻不断ꎬ 乌马拉政府频现执政危机ꎮ ２０１５ 年

进入乌马拉总统执政尾期ꎬ 政府深陷腐败丑闻ꎬ 在朝野政局中日渐孤立ꎮ
厄瓜多尔　 科雷亚总统是经济学家出身ꎬ 在其领导下ꎬ 近年来厄瓜多尔

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举措得当ꎬ 经济保持平稳态势ꎮ 科雷亚总统有意通

过修宪达到无限期连任目的ꎬ 遭到右翼反对派的强烈反对ꎮ 为此ꎬ 科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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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主动宣布放弃参加下届总统大选以避嫌ꎬ 同时全力推动修宪ꎮ 但鉴

于目前执政党 “主权祖国联盟” 运动内部还无人能及科雷亚的政治威望和

影响ꎬ ２０１７ 年 “主权祖国联盟” 运动能否赢得大选并无十足把握ꎬ 该党长

期执政的不确定因素增多ꎮ
玻利维亚　 莫拉莱斯总统领导的执政党 “争取社会主义” 运动在 ２０１５ 年

中期选举中失利ꎬ 在首都拉巴斯和科恰班巴等重要城市市政选举中败选ꎮ
除上述左翼执政国家出现困境外ꎬ 拉美其他中左翼执政国家如乌拉圭、

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等国政治和经济形势比较平稳ꎬ 但因国小力微ꎬ 并不足

以对当前拉美左翼执政困局发挥帮扶和稳定作用ꎮ

二　 当前拉美左翼执政面临的挑战

面对国内外不利因素ꎬ 当前拉美左翼政府应对经济困境乏有良策ꎬ 朝野

争斗加剧和社会问题出现反复更使地区左翼政府施政回旋余地收窄ꎬ 新世纪

以来拉美左翼全力推进的自主独立的拉美一体化进程亦停滞不前ꎮ
(一) 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ꎬ 巴西、 阿根廷等中左翼执政国家曾因应对

措施得力、 短期内经济快速企稳复苏而一度被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寄予厚望ꎮ
但近两三年以来ꎬ 受世界经济低迷、 原材料价格持续走低以及自身经济结构

性等问题多重影响ꎬ 拉美地区经济面临严峻挑战ꎬ 多数左翼执政国家经济下

行压力明显增大ꎮ ２０１０ 年以来拉美地区经济连年下滑ꎬ ２０１４ 年拉美地区经济

增长率仅为 １ １％ (见图 １)ꎮ 与此同时ꎬ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拉美贸易条件持续恶

化ꎬ ２０１４ 年经常项目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 ２ ９％ (见图 ２)ꎮ

图 １　 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率 (以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 ＣＥＰＡＬꎬ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 Ｐｅｒｆｉ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ｏ”  ｈｔｔｐ: / / ｉｎｔｅｒｗｐ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ｃｅｐａｌｓｔａｔ / Ｐｅｒｆｉ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 ｈｔｍｌ? ｉｄｉｏｍａ ＝ ｓｐａｎｉｓｈ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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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地区经济形势恶化严重影响了该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ꎮ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拉美吸引外资数量出现下滑 (见图 ３)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美联储正式宣布加息ꎬ
美元进入加息通道ꎬ 拉美经济学家认为此举将使拉美经济 “雪上加霜”ꎬ 加剧

外资流出拉美国家ꎬ 并刺激主要货币进一步贬值ꎬ 对本已不景气的拉美主要

国家财政金融形势造成冲击ꎮ

图 ２　 拉美地区经常项目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
资料来源: ＣＥＰＡＬꎬ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 Ｐｅｒｆｉ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ｏ”  ｈｔｔｐ: / / ｉｎｔｅｒｗｐ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ｃｅｐａｌｓｔａｔ / Ｐｅｒｆｉ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 ｈｔｍｌ? ｉｄｉｏｍａ ＝ ｓｐａｎｉｓｈ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５]

图 ３　 拉美地区吸引外资情况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ＣＥＰＡＬꎬ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 Ｐｅｒｆｉ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ｏ”  ｈｔｔｐ: / / ｉｎｔｅｒｗｐ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ｃｅｐａｌｓｔａｔ / Ｐｅｒｆｉ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 ｈｔｍｌ? ｉｄｉｏｍａ ＝ ｓｐａｎｉｓｈ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５]

国际和地区经济机构纷纷预测拉美经济将进入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最困难时期ꎮ 中美洲情况尚好ꎬ 古巴和多米尼加经济有望实现 ４％的增长ꎬ 墨

西哥亦有 ２ ５％的缓慢增长ꎮ 南美洲国家经济衰退严重ꎬ ２０１５ 年地区经济总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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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负增长 ０ ４％ ꎬ 且 ２０１６ 年态势也不乐观ꎬ 有可能仍是零增长ꎮ① 巴西、 委内

瑞拉经济形势恶化ꎬ 哥伦比亚、 智利、 秘鲁和乌拉圭情况稍好ꎬ 但衰退迹象

也比较明显ꎮ 即使阿根廷 ２０１５ 年经济出现增长ꎬ ２０１６ 年也难免下滑ꎮ 而厄瓜

多尔则因货币美元化ꎬ 在拉美邻国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其经贸发展备受压力ꎮ
只有玻利维亚因在前些年经济状况良好时积累了充足的外汇储备ꎬ 其经济才

显得比较平稳ꎮ
巴西央行发布的 «焦点调查» 报告显示ꎬ 巴西 ２０１５ 年经济衰退将达到

３ ５％ ꎬ 而受民众关注的通胀率将高达 １０ ４４％ ꎬ 远高于巴西政府通胀管理目

标的最高上限 ６ ５％ ꎮ ２０１６ 年巴西经济可能仍将衰退 ２ ３１％ ꎬ 通胀率为

６ ７％ ꎮ②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ꎬ 美联储宣布美元加息当日ꎬ 惠誉评级再度下调

巴西债券信用等级ꎬ 由 “ＢＢＢ － ” 降为 “ＢＢ ＋ ”ꎬ 这意味着新兴大国巴西的

国债已由 “投资级” 降为 “投机级”ꎮ 该机构预测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巴西经济

增长率分别为 － ３ ７％ 和 － ２ ５％ ꎮ③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总统称 ２０１５ 年委经

济将出现 ４％的衰退ꎬ 通胀率高达 １００％ ꎬ 但外界预测 ２０１５ 年该国经济增长率

将达 － １０％ ꎮ④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预测拉美加勒比地区 ２０１５ 年经济增长 － ０ ４％ ꎬ ２０１６
年经济增长预期 ０ ２％ ꎮ 拉美经委会的报告指出ꎬ ２０１６ 年拉美地区将面临诸

多复杂因素和风险ꎮ 第一ꎬ ２０１６ 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 (２ ９％ )ꎬ 拉美最大贸

易伙伴之一的中国经济增长也将持续放缓 (６ ４％ )ꎻ 第二ꎬ 全球贸易增速放

缓 (２０１５ 年增长 １ ５％ ꎬ ２０１６ 年预测增长 ２ ５％ ) 也是拉美遭遇的主要风险ꎻ
第三ꎬ 拉美出口构成中的重要部分———原材料价格将持续低迷ꎬ 多数拉美国

家特别是能矿出口大国将受冲击ꎻ 第四ꎬ 在金融领域ꎬ 拉美继续面临国际金

融市场不稳定的困扰ꎻ 第五ꎬ 区域内经济发展差异化现象凸显ꎬ 中美洲地区

经济增长 ４ ３％ ꎬ 而南美洲地区经济将衰退 － ０ ８％ (巴西 － ０ ２％ ꎬ 委内瑞拉

—４２—

①

②

③

④

Ｊｏｓé Ａ Ｏｃａｍｐｏꎬ “Ｌａ Ｄｉｆíｃｉｌ Ｃｏｙｕｎｔｕｒａ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ｆｏｌａｔａｍ 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２３ / ｌａ － ｄｉｆｉｃｉｌ － ｃｏｙｕｎｔｕｒａ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 －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２３]

«巴西经济衰退 ３ ５％ 总统罗塞夫的腾挪空间还有多少?»ꎬ 载 «国际金融报»ꎮ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ｓｏ ｃｏｍ/ ｄｅｔａｉｌ / ２０１５１２１４ /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３２８８０１４１４５００７５１１０５８３９９０２４８＿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１２ －１４]

Ｉｎｆｏｌａｔａｍꎬ “Ｂｒａｓｉｌ Ｐｉｅｒｄｅ ｓｕ Ｇｒａｄｏ ｄ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óｎ ｃｏｎ Ｒｅｄｕｃ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Ｎｏｔａ ｄｅ Ｆｉｔｃｈ”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ｆｏｌａｔａｍ ｃｏｍ/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６ / ｂｒａｓｉｌ － ｐｉｅｒｄｅ － ｓｕ － ｇｒａｄｏ － ｄｅ －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 ｃｏｎ － ｒｅｄｕｃｃｉｏｎ － ｄｅ － ｌａ － ｎｏｔａ － ｄｅ －
ｆｉｔｃｈ / . [２０１５ －１２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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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０％ )ꎬ 加勒比地区增长 １ ６％ ꎮ①

(二) 政局不稳定因素增多

一方面ꎬ 拉美中左翼执政联盟内部因政见分歧和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龃

龉不断ꎮ ２０１５ 年罗塞夫总统第二任上台伊始开局艰难ꎬ 在经济和社会形势不

利的情况下ꎬ 罗塞夫政府与议会和主要盟党关系恶化ꎬ 特别是同议会第一大

党民运党矛盾越来越大ꎮ 巴西石油公司腐败案持续发酵ꎬ 已有数十名高级官

员和企业家被捕ꎬ 对罗塞夫总统执政稳定构成巨大威胁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智利

巴切莱特总统第二次执政面临相似情况ꎬ 中左翼执政联盟 “新多数派” 不满

巴切莱特总统的施政方针ꎬ 与政府嫌隙增大ꎮ
另一方面ꎬ 拉美左翼虽然执政日久ꎬ 但右翼仍然掌控强大的企业和媒体

资源ꎮ 近年拉美右翼力量或利用左翼党政高层腐败大做文章ꎬ 或借左翼执政

失误乘势而起ꎬ 卷土重来之势日盛ꎬ 对拉美左翼执政构成一定威胁ꎮ ２０１５ 年

年底委内瑞拉右翼反对派以绝对优势赢得全国代表大会选举胜利ꎬ 这也是

１９９９ 年查韦斯左翼政府上台以来右翼首次赢得议会选举ꎮ 委内瑞拉左翼执政

党统一社会主义党未来施政必然会遭到反对派的强大掣肘ꎬ 甚至可能面临反

对派发起的罢黜公投ꎮ 阿根廷战略学家弗拉加称ꎬ “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

败选ꎬ 反对派的胜利让人对马杜罗政府能否继续保持执政地位产生怀疑ꎮ 未

来马杜罗政府和由右翼反对派控制的议会之间的争斗不可避免ꎬ 并可能伴随

大规模的街头冲突ꎮ 在马克里赢得阿根廷大选后两星期ꎬ 委内瑞拉右翼反对

派又获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ꎬ 让人不禁联想拉美地区政治是否开始转向了ꎮ”②

在秘鲁ꎬ 执政党民族主义党内忧外患不断ꎬ 乌马拉总统夫妇对执政党和

政府的掌控力进一步削弱ꎬ 包括总统夫人在内的党政高层涉嫌贪腐ꎬ 使乌马

拉总统在任期最后一年的执政举步维艰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 秘鲁将举行总统选举ꎬ
目前ꎬ 中右翼人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藤森庆子民意支持率领先于其他各派总

统候选人ꎬ 民族主义党即使参选也无蝉联执政的可能ꎮ
(三) 社会问题出现反复和加重趋势

一方面ꎬ 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ꎬ 拉美各国政府在财政紧缩和保障民生

方面进退两难ꎮ ２０１５ 年第三季度ꎬ 罗塞夫政府公布了一项总额为 １７０ 亿美元

—５２—

①

②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预测 ２０１６ 年拉美经济形势»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ｄｘｆｗ / ｎｂｇｚ / ２０１５１２ /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２１４４７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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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紧缩措施ꎬ 目的是减少预算赤字并恢复外界对巴西经济的信心ꎮ 此项计划

主要包括缩减支出和增加税收两方面内容ꎮ 时近年底ꎬ 巴西政府又宣布冻结

２０１５ 年结余开支ꎬ 除了公务员工资、 退休福利、 失业保险等必要的专项预算

外ꎬ 其他领域的非刚性支出项目将被取消ꎮ 为应对经济困顿ꎬ 巴西政府意在

“节流”ꎬ 但经济紧缩政策与社会的民生期待背道而驰ꎬ 导致社会不满情绪蔓

延扩大ꎮ 委内瑞拉经济仍高度依赖于石油产业ꎬ 绝大部分食品和日用品要靠

进口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国际油价大跌ꎬ 委内瑞拉现行的慷慨惠民政策难以为继ꎮ
目前ꎬ 马杜罗政府面对外汇短缺和日用品匮乏困境并没有切实可行的解决办

法ꎬ 民众排长队等候购买限量供应食品和日用品的场景随处可见ꎮ
另一方面ꎬ 拉美社会治安问题痼疾难去ꎬ 贫困问题再度凸显ꎮ 拉美是世

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地区之一ꎬ 尽管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效ꎬ 但犯

罪率高发和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该地区的发展ꎮ 如委内瑞拉目前因经济民生

形势恶化ꎬ 社会治安严重恶化ꎻ 墨西哥、 巴西、 萨尔瓦多等国社会治安形势也

非常严峻ꎮ 此外ꎬ 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拉美地区赤贫人口比率连续两年上升ꎬ 赤贫

总人口增加了７１ 万ꎬ 重返２０１１ 年危机后的初始水平ꎮ 这一数据表明近年来拉美

地区的扶贫形势出现困难ꎬ 近 １０ 年来贫困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发生逆转ꎮ①

(四) 地区一体化进程徘徊不前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伴随着拉美左翼的群体性崛起ꎬ 拉美国家联合自强成为拉

美地区一体化的主旋律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委内瑞拉、 古巴、 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

组成的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 (２００９ 年更名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成为拉美

激进左翼同声共气谋发展的一张地区名片ꎮ ２００６ 年ꎬ 由巴西、 阿根廷、 乌拉

圭和巴拉圭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决定吸纳委内瑞拉为正式成员ꎬ ２０１２ 年委内

瑞拉正式加入该组织ꎮ 南方共同市场扩容不仅增加了该次区域一体化组织的

经济容量ꎬ 而且使南美大陆左翼势力发展呈现南北遥相呼应的局势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在巴西和古巴等国的力推和倡导下ꎬ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宣告成立ꎬ 成

为历史上首个排除美国且囊括了所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地区一体化组织ꎬ
在拉美地区一体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ꎮ 将美国排除在外的政策

意图是让拉美新左翼政权更独立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ꎮ②

然而ꎬ 近年来ꎬ 因左翼执政国家政治经济形势不佳ꎬ 各国内顾倾向加重ꎬ

—６２—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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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中左翼主导的地区一体化组织的发展陷于停顿ꎮ 自 ２０１３ 年查韦斯去世以

来ꎬ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失去强大的核心领导和经济支撑ꎬ 声势大不如前ꎮ 由

于巴西经济不景气ꎬ 南方共同市场区内经济活力大减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南方共

同市场在巴拉圭的亚松森召开阿根廷朝野易位后的首次峰会ꎬ 但会议没有就

进一步推动南方共同市场的发展达成实质性共识ꎬ 而阿根廷新任右翼总统马

克里的立场却引人关注ꎮ 马克里在峰会上要求委内瑞拉政府立即释放政治犯ꎬ
被委方指责干涉内政ꎮ 舆论认为ꎬ 委内瑞拉和阿根廷政府的左、 右意识形态

分歧必将对南方共同市场内部的务实合作产生负面影响ꎮ
与拉美中左翼主导的地区一体化组织徘徊不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ꎬ ２０１２ 年

由墨西哥、 哥伦比亚、 秘鲁和智利 ４ 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组建的太平洋联盟风生

水起ꎬ 发展态势良好ꎮ 四国均奉行 “开放的地区主义”ꎬ 都与美国签有自由贸易

协定ꎬ 而且墨西哥、 秘鲁和智利都是美国主导的 “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
成员国ꎮ 太平洋联盟成立之初便被贴上 “亲美” 标签ꎬ 并被分析人士视为与拉

美左翼主导的南方共同市场和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分庭抗礼的经济共同体ꎬ 甚至有

舆论媒体认为ꎬ 美国一直暗中在推动该联盟以破坏拉美左翼国家联合自强的努力ꎮ

三　 拉美左翼遭遇执政困境的现实原因和历史因素

各界普遍认为ꎬ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 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导致拉美经济高

速增长周期中止ꎬ 这是引起此番拉美左翼执政困境的直接原因ꎮ 但笔者认为ꎬ 将

现实原因和历史经纬参合考量或许能更好地厘清拉美左翼遭遇执政困境的真实缘由ꎮ
(一) 拉美左翼未能真正找到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

世纪之交拉美左翼崛起之时ꎬ 各国中左翼对 “举什么旗” 意见高度统一ꎬ
即反对新自由主义ꎬ 但对 “走什么路” 政见不一ꎮ 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大力倡导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ꎮ ２００５ 年年初ꎬ 查韦斯在第五届世界社会论坛发表讲话ꎬ
提出了在委内瑞拉建设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的构想ꎮ 查韦斯在讲话中严厉抨

击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拉美各国的奴役和剥削ꎬ 旗帜鲜

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ꎬ 并首次提出委内瑞拉将转向社会主义ꎮ① 但经历了 １０

—７２—

① [委内瑞拉] 乌戈查韦斯ꎬ 刘婷摘译: «委内瑞拉正转向社会主义———查韦斯在世界社会论

坛的演讲»ꎬ 载 «国外理论动态»ꎬ ２００５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２０ － ２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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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的发展ꎬ 委内瑞拉经济仍高度依赖石油产业ꎬ 日常用品和生活必需品不

能自给自足ꎬ 更不用说建立完备的工商业体系ꎻ 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强力干预

还带来了高通膨、 治安恶化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ꎮ 以巴西总统卢拉和智

利总统巴切莱特为代表的温和左翼在保持自由市场经济架构的同时注重社会

公平ꎬ 但他们倡导的发展模式实质不过是 “新自由主义” 的改良版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巴西劳工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总结卢拉政府执政成就的同时强调ꎬ
“尽管近 ４ 年来巴西和拉美其他国家都发生了变革ꎬ 但是ꎬ 无论在巴西还是在

拉美ꎬ 新自由主义思想仍占主导地位ꎮ 今天ꎬ 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时期ꎬ 这

一时期将持续多长还不清楚ꎬ 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ꎮ
克服新自由主义的影响ꎬ 要通过具体的替代方案ꎬ 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①

然而ꎬ 经历了 １０ 余年的发展ꎬ 拉美左翼还未真正找到适合本国国情、 能替代

新自由主义的方案ꎮ
美国著名左翼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认为ꎬ 尽管有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独立模式” (巴西总统卢拉) 和 “社会主义模式”
(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和乌拉圭总统巴斯克斯) 这样的浮夸词语ꎬ 但这里提到的

这些政权仍保留甚至深化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主要结构特征和政策ꎬ 它们仍

然非常依赖全球市场ꎮ 事实上ꎬ 由于强调利用价格方面的暂时飙升来出口初

级产品ꎬ 其结果就是这些国家极大地增加了自身受外部震荡影响的可能性ꎮ
随着 ２００８ 年世界性经济衰退的开始ꎬ 需求的崩溃使庞大的贸易盈余终止了ꎬ
并引起了所有相关经济指标的大幅下滑ꎮ②

(二) 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局限与政党自身建设薄弱

从先天环境看ꎬ 拉美左翼倡导的政治主张与其所处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

“先天” 违和ꎮ 无论是查韦斯总统倡导的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ꎬ 还是卢拉总统

所属的劳工党宣扬的 “劳工社会主义”ꎬ 抑或是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总统推行的

“社群社会主义”ꎬ 都囿于既有的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体制框架ꎬ 拉美中左翼

政府在结构性、 体制性改革方面难有大的作为ꎬ 只好 “穿新鞋走老路”ꎮ③ 这

—８２—

①

②

③

徐世澄: «巴西劳工党及其劳工社会主义»ꎬ 载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ꎬ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８５ － ８６ 页ꎮ

詹姆斯彼得拉斯: «世界经济危机挑战拉美新左翼政府的改良主义»ꎬ 载 «国外理论动态»ꎬ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２７ － ３２ 页ꎮ

陈文学: «冷战结束以来拉美中左翼崛起的原因和面临的挑战»ꎬ 载 «当代世界»ꎬ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５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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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意味着拉美左翼始终无法摆脱选举政治、 三权争斗的游戏规则ꎬ 理想信念

和实际政纲之间的妥协乃至屈从不可避免ꎮ 加之拉美政党政治传统体制下的

党政分离使一些左翼政党 “当家不做主”ꎮ 尽管劳工党目前在巴西仍处于执政

地位ꎬ 但它并不认为巴西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ꎬ 而认为巴西仍是一个资本主

义国家ꎬ 也不认为卢拉政府执行的政策是社会主义政策ꎮ 在现阶段ꎬ 为了治

理国家ꎬ 卢拉不得不同巴西的中右翼力量结盟ꎮ①

从后天发展看ꎬ 拉美左翼自身建设亦存在很多问题ꎮ 一是党建薄弱ꎮ 很

多拉美左翼政党出身于社会运动ꎬ 长于街头游行和工会斗争ꎬ 但自身执政经

验和人才储备不足ꎬ 加之党内派系林立ꎬ 短期尚能以利益撮合ꎬ 长期执政而

又疏于自身建设ꎬ 难免产生分裂和涣散ꎮ 信息化时代新闻媒体在政治选举中

的作用更加突出ꎬ 一些左翼政党将媒体宣传作为竞选的主要方式ꎬ 却逐渐忽

视与社会对话和沟通ꎬ 无形中与民意脱节ꎬ 削弱了执政的社会基础ꎮ 二是随

着执政时间渐长ꎬ 执政损耗日益显现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左翼政党掌权的拉美

国家多达 １０ 余个ꎬ 执政时间从数年到 １０ 余年长短不一ꎮ 如委内瑞拉查韦斯

总统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 年) 和马杜罗总统 (２０１３ 年至今)ꎬ 巴西劳工党、 阿根廷

胜利阵线、 厄瓜多尔 “主权祖国联盟” 运动、 玻利维亚 “争取社会主义” 运

动、 乌拉圭广泛阵线、 萨尔瓦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和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

阵线等中左翼力量均实现过蝉联执政ꎮ 执政损耗既表现为执政联盟内部因利益

分配不均和执政理念分歧导致争斗加剧ꎬ 也表现为执政失误引发朝野不满ꎮ 三

是贪腐丑闻使得针对左翼政府的负面炒作增多ꎬ 中左翼政党声誉严重受损ꎮ 左

翼上台执政之初都将反腐作为一面旗帜占据政治道德高地ꎬ 但一朝大权在握之

后却逐渐为利益所驱ꎬ 忘却了反腐的道义初心ꎮ 目前ꎬ 一些左翼政府深陷贪腐

丑闻ꎬ 给右翼反对派的攻击提供了把柄ꎬ 也引起广大民众的反感ꎮ 四是拉美新

兴政党的崛起对传统政党政治的冲击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包括阿根廷 “共和国方

案” 党、 哥斯达黎加公民行动党在内的一批新兴政党异军突起ꎬ 搅动了拉美各

国传统的政党政治格局ꎮ 新兴政党政治诉求多元ꎬ 传统政党影响力下降ꎬ 各派

政治力量分散ꎬ 这些都促使中左翼政府利益分配和把控政局的难度大大增加ꎮ
(三) 不能妥善及时应对民生诉求和民意变化

首先ꎬ 当前拉美经济下行使中左翼政府改善民生的压力骤增ꎮ 拉美中左

—９２—

① 徐世澄: «巴西劳工党及其劳工社会主义»ꎬ 载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ꎬ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８７ － ８８ 页ꎮ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翼政府始终将改善民生作为其施政重点ꎬ 并将社会发展成就作为区别于右翼

执政的标杆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拉美地区社会发展成就有目共睹ꎬ 得到各方好评ꎮ
这既得益于中左翼政府的政策措施ꎬ 也与拉美 １０ 年经济黄金增长周期密不可

分ꎮ 但社会福利具有 “能上不能下” 的刚性特质ꎬ 在拉美经济下行压力有增

无减的今天ꎬ 拉美中左翼政府普遍面临 “缺米下锅” 的困境ꎬ 如何统筹保经

济和促民生两大任务成为拉美中左翼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ꎮ 中左翼政府执政

１０ 余年里ꎬ 社会福利政策的受益人群主要是中下层民众ꎬ 但即使生活水平得

到改善和提高ꎬ 其经济状态仍不稳固ꎬ 政治取向多变ꎮ
其次ꎬ 拉美新兴中产阶级诉求增多ꎬ 开始引领社会运动和街头抗议活动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拉美多数左翼执政国家经济社会形势稳定ꎬ 催生了一大批

新兴中产阶级ꎮ 仅巴西一国因扶贫等社会政策得力ꎬ 就有 ４０００ 万人脱贫而成

为中产阶级ꎮ 与此同时ꎬ 拉美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政策取向呈

多元分化ꎬ 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期望不断上升ꎮ 近两年来ꎬ 包括巴西和智利等

素以中产阶级数量庞大、 民主政体稳固著称的国家接连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ꎬ
新兴中产阶级开始取代以往的工人运动和无地农民运动而成为街头运动的主

力ꎮ 拉美国家社会冲突和抗议趋于常态化和多样化ꎬ 而对现状不满的新兴中

产阶级常常成为抗议的主角ꎮ① 继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民众大规模抗议之后ꎬ
２０１５ 年巴西又爆发了数次声势浩大的民众示威游行ꎬ 不仅抗议经济不景气、
社会福利减少ꎬ 而且更多地将矛头指向罗塞夫政府贪腐ꎬ 甚至要求弹劾总统ꎮ

最后ꎬ 拉美国家历来可治理性较差ꎮ 国内外学者从政治民主、 社会发展

等多维度对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进行了大量研究ꎬ 基本共识是可治理性缺失

始终是拉美国家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ꎮ 可治理性缺失的一个直接后果是ꎬ 民

众对政府、 公共机构、 体制和政策的信任度和认同度低ꎬ 这具有极大的危害

性ꎮ②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拉美多国军政府 “还政于民”ꎬ 拉美民主政治进

程不断发展ꎬ 但可治理性差的问题却未有明显改观ꎮ 结合当前拉美左翼执政

困境ꎬ 不难发现民众对选举政治的厌倦ꎬ 对政党本身并无忠诚度可言ꎮ 由于

可治理性缺失ꎬ 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普遍不乐观ꎬ 从而对社会凝聚力构成威胁ꎮ
(四) 美国对拉美中左翼或明或暗的干预

世纪之交ꎬ 因美国全力投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并疲于应对反恐危机ꎬ

—０３—

①
②

徐世澄: «拉美左翼政权面临严峻挑战»ꎬ 载 «当代世界»ꎬ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４０ － ４３ 页ꎮ
袁东振主编: «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问题研究»ꎬ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２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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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略中心转移ꎬ 放松了对拉美地区的控制ꎬ 使拉美国家获得更大自主发

展空间ꎬ 这是委内瑞拉、 厄瓜多尔、 巴西、 玻利维亚、 乌拉圭、 巴拉圭、 阿

根廷等国左翼力量得以群体性崛起的重要外部因素ꎮ 随着拉美中左翼力量不

断发展壮大ꎬ 拉美各国独立自主性持续增强ꎮ 不仅委内瑞拉、 玻利维亚和厄

瓜多尔等国激进左翼高举反美大旗ꎬ 与美国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ꎬ 包括巴西

和智利等国温和左翼力量也强调联合自强ꎬ 致力于摆脱美国对本国政治和经

济的控制ꎬ 美拉关系渐行渐远ꎮ 虽然战略重点转移ꎬ 但实际上美国对拉美地

区的关注度并未放松ꎬ 仍然不断改变策略对拉美进行或明或暗的干涉ꎮ 比如

２００２ 年委内瑞拉右翼反对派发动直接针对查韦斯总统的 “四一一” 政变ꎬ 查

韦斯坚持认定美国在幕后操纵了这一政变ꎮ ２０１３ 年ꎬ 美国曾向厄瓜多尔反对

派提供 ８７００ 万美元ꎬ 支持反对派在大选中击败科雷亚ꎮ 创建于 １９８３ 年的美

国国家基金会是美国向委内瑞拉非政府组织提供资助的主要机构ꎬ 它的主要

目标是推翻查韦斯和马杜罗政权ꎬ 该基金会 ２０１３ 财年的报告显示它向委反政

府组织提供了 ２３０ 万美元ꎮ① 近年来ꎬ 除了继续加强对拉美右翼势力的扶持

外ꎬ 美国还注重将 “颜色革命” 的手段用于对付拉美左翼ꎬ 如利用新媒体和

网络资源对左翼政府执政失误进行大肆渲染ꎮ

四　 对拉美左翼发展前景的几点思考

尽管拉美左翼遭遇诸多执政困境ꎬ 右翼力量有所回升ꎬ 但据此判断拉美

政治风向已经开始由 “左倾” 向 “右摆” 为时尚早ꎮ 此外ꎬ 鉴于全球和地区

经济发展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ꎬ 拉美左翼未来的发展前景亦不能简单定论ꎮ
应该说ꎬ 正是拉美左翼发展至今面临的执政挑战ꎬ 为我们更好地认知拉美政

党政治趋势提供了一个可供分析比较的客观视角ꎮ 此外ꎬ 拉美左右翼力量对

比变化对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也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议题ꎮ
(一) 对拉美左翼的准确定性及其发展历程的客观认知是判断其发展前景

的基点

对拉美左翼的定性属于静态的分析ꎮ 国内外学界对 “左翼” 和 “右翼”
的区分标准不一ꎬ 但对新世纪以来崛起的拉美左翼的特点有诸多共识之处ꎮ
如上台执政的方式是通过民主选举而非暴力获得政权ꎬ 政治纲领是反对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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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徐世澄: «拉美左翼政权面临严峻挑战»ꎬ 载 «当代世界»ꎬ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４３ 页ꎮ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由主义ꎬ 主张推行社会主义ꎬ 社会领域更加强调平等与包容ꎬ 鼓励参与式民

主等ꎮ 上述特点使新世纪以来的拉美左翼有别于传统左翼ꎮ 因此ꎬ 无论是以

查韦斯总统为代表的激进左翼还是以卢拉总统为代表的温和左翼ꎬ 很多专家

学者将其定性为拉美新左翼ꎮ “新左翼” 这个名词尽管新颖ꎬ 但实际上它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就已经流行ꎮ① 查韦斯总统 １９９９ 年通过赢得大选上台被普遍认

为是拉美新左翼崛起和全面发展的开端ꎮ
对拉美左翼发展历程的认知是动态的ꎮ ２１ 世纪以来的拉美左翼运动属于

世界左翼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国内学界对拉美新左翼发展特征的研究比较

笼统ꎬ 总体阐述了它们在基于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ꎬ 努力通过对内改革

来实现民众对政治的参与性民主ꎬ 实现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正义ꎻ 对外反对美

国的霸权政策ꎬ 主张建立更为平等与合理的国际秩序ꎮ②

当前拉美新左翼普遍面临执政困境ꎬ 让我们得以更加客观看待其自身建

设以及对国家发展道路探索的得失成败ꎮ 如果简单从经验和教训方面来概括ꎬ
不妨用以下三句话来表述拉美新左翼的发展特征: 有公平正义的理想ꎬ 但或

过分强调社会公平而忽视市场经济规律ꎬ 或 “形左而实右”ꎬ 未能跳出新自由

主义的发展模式ꎻ 有平稳快速的发展ꎬ 但多数左翼政府未能抓住 ２１ 世纪头 １０
年的经济增长 “黄金期”ꎬ 丧失了调整经济结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机ꎻ 有

长期执政的机遇ꎬ 但近两年经济持续低迷使 “民众主义” 缺乏物质支撑而使

民心动摇ꎬ 中左翼自身建设问题和执政失误加剧了民心思变ꎮ
(二) 断言当前拉美政局已由 “左倾” 向 “右摆” 为时尚早

从地区左翼政权的数量来看ꎬ 墨西哥、 巴西、 委内瑞拉、 秘鲁、 智利、
厄瓜多尔、 玻利维亚、 乌拉圭、 尼加拉瓜等众多国家依然是左翼执政ꎬ 左翼

在执政数量上仍占优势ꎮ 从主要左翼执政国家内部朝野力量对比看ꎬ 委内瑞

拉马杜罗总统虽在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失利ꎬ 但仍掌握军队和经济核心部门ꎬ
１ / ３ 选民仍是查韦斯主义的铁杆支持者ꎻ 而右翼反对派阵营由于派系林立ꎬ 短

期内难有领导人可以一呼百应ꎬ 而且右翼反对派对于目前委经济困局并无良

策ꎮ 虽然阿根廷政权发生更迭ꎬ 但新任总统马克里领导的 “变革联盟” 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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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拉美左翼执政困境看其发展前景　

会议席仅占少数ꎬ 马克里在府院关系上是弱势总统ꎮ “胜利阵线” 虽然下野ꎬ
但在参、 众两院席位分别占 ４２ 席和 １１７ 席ꎮ① 舆论认为ꎬ 马克里执政将遭遇

强大掣肘ꎬ 朝小野大局面下 “胜利阵线” 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仍然很大ꎮ 鉴于

巴西和智利是稳固的民主政体ꎬ 如无意外ꎬ 罗塞夫总统和巴切莱特总统顺利

完成任期当无大碍ꎮ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ꎬ 拉美此番经济困局与世纪之交的金融危机不同ꎬ 经

历 １０ 余年经济平稳快速增长ꎬ 拉美各国抗击金融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ꎮ 目前

各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尚好ꎬ 随着近邻美国经济复苏企稳ꎬ 可预料拉美各国经

济不至于失控ꎮ
(三) 拉美左翼的执政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纵观拉美历史ꎬ “左倾” 或 “右摆” 往往是经济社会变局的反应ꎬ 这既

印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普遍原理ꎬ 也反映了拉美民众讲求实效的社

会心理ꎮ 所以相较于意识形态的主张与口号ꎬ 拉美左翼的未来更取决于能否

找到一条适合各国国情的发展道路ꎬ 实现经济社会的繁荣与稳定ꎮ 只有实现

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ꎬ 改善人民生活水平ꎬ 缩小贫富差距并巩固民主ꎬ 同时

平衡好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ꎬ 应对反对势力的挑战ꎬ 拉美新左翼才有发展的

希望ꎮ②

为此ꎬ 拉美新左翼亟待处理好三大关系ꎮ 一是经济与社会的关系ꎮ 一方

面ꎬ 必须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ꎬ 激进变革和逃避改革均不可取ꎮ 实践证

明ꎬ 以巴西卢拉总统为代表的拉美温和左翼的政策取得了更好的发展成效ꎮ
另一方面ꎬ 促民生政策应切合实际ꎬ 为达到政治目标而推行不切实际的社会

政策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走向极端ꎮ 二是民主与治理的关系ꎮ 拉美各国独立

后宪政体制设计很大程度上是借鉴甚至照搬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

模式ꎬ 而拉美经济发展程度与欧美国家相差甚远ꎮ 政治民主大大超前于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的后果是拉美国家的政治民主与可治理性之间的矛盾不断显现ꎮ
巴西劳工党、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中左翼政党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ꎬ
上台后都力推政治改革ꎬ 希望提升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的代表性和效率ꎮ 三

是政党与领袖的关系ꎮ 巴西前总统卢拉、 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 阿根廷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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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基什内尔和克里斯蒂娜、 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 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均以拉美左翼领袖著称ꎬ 尽管执政风格和理念不尽相

同ꎬ 但都被视为 “政治强人”ꎮ 这也是 ２１ 世纪以来拉美左翼发展的一个特点ꎬ
一党之兴往往维系于一人ꎬ 这并不利于左翼政党的可持续发展ꎮ 比如查韦斯

去世之后统一社会主义党每况愈下ꎮ 克里斯蒂娜一手把持总统大选内部权力

分配ꎬ 导致 “祸起萧墙”ꎬ 在政治实力总体占优的情况下败选ꎮ
(四) 左右翼力量对比变化对拉美地区一体化的影响值得关注

就内部而言ꎬ 太平洋联盟的兴起对左翼力量主导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和

南方共同市场等地区一体化组织形成制衡ꎬ 加之拉美经济增长放缓ꎬ 右翼力

量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势力看涨ꎮ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曾表示ꎬ 因马杜罗政府

关押政治犯和限制言论自由等有违民主的做法ꎬ 不排除根据南方共同市场的

“民主条款” 中止委内瑞拉的成员资格的可能ꎮ 马克里出于政治理念和意识形

态的差异ꎬ 力主同委内瑞拉拉开距离的原则立场必将颠覆基什内尔夫妇在拉

美地区力推的左翼联盟ꎬ 加快地区意识形态阵营的分化重组ꎮ
就外部而言ꎬ 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推行的 “巧实力” 外交在处理美拉关

系上也有所体现ꎮ 小布什政府曾力推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区 (ＡＬＣＡ)ꎬ 希望通

过一揽子多边协议将拉美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经贸体系ꎬ 但在第三届美洲国

家首脑峰会上遭到基什内尔、 查韦斯和卢拉等拉美左翼领袖的强烈抵制ꎬ 最

终谈判未能继续ꎮ 针对拉美左翼联合自强、 希冀摆脱美国影响的主张ꎬ 奥巴

马政府一方面通过加强双边经贸合作ꎬ 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ꎬ 与多个拉美国

家签署双边自贸协定ꎬ 并扶持太平洋联盟建设ꎬ 将墨西哥、 秘鲁和智利等国

家纳入 “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ꎻ 另一方面以退为进ꎬ 着力释放与拉美

国家友好合作的善意ꎮ ２０１３ 年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美方放弃 “门罗主义”ꎬ
强调美国不再干预其他美洲国家内部事务ꎬ 而是致力于在平等伙伴关系的基

础上发展与美洲国家间的关系ꎮ ２０１５ 年ꎬ 美古复交进一步缓和了自左翼执政

以来的美拉紧张和疏离关系ꎮ 但无论如何ꎬ 美国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对拉美

“后院” 的管控ꎬ 巧实力外交之形意在服务于加强接触和控制之实ꎮ

(责任编辑　 刘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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