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汇编的配图是中国艺术家郑圣天与孙景波 2017年创作的大型壁画《风起扶桑》。据说“扶桑”在古汉语中
是指墨西哥沿岸地区。这幅作品致敬拉美对中国的影响，尤其是墨西哥艺术家对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影响。壁画
描绘了大卫·阿尔法罗·西凯罗斯、鲁迅、弗里达·卡罗、李成、何塞·万徒勒里以及郑圣天本人的肖像，重现了拉美与
中国之间丰富的文化交流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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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再次崛起成为经济强国，跻身国际舞台，所谓“新美国世纪”的幻
想已是昨日黄花。企图征服地球的西方世界已经分崩离析，美国推动其单极化
企图的战略早就成为了泡影。

令人神往的西方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甚至没有满足其狂热吹捧者的预期。
尽管全球新自由主义派、新保守派以及迷恋美国发展模式的“美国派”仍一意孤行，
世界如今正在朝多极化转变。当然，在这一形势下，新右翼运动也将借机壮大声势，
旧的右翼势力也将改头换面、卷土重来 1。霸权主义危机加上早已如火如荼的地
缘政治转型，给全球南方人民既造成了艰巨挑战，也带来了重大机遇。

美帝国衰落、多极化世界格局自 2001 年开始、于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加速
成型，这为被美国长期视为后院的拉丁美洲带来了众多新可能、新议题。这一
情况引发了关于地区自主权前景的热议，即从依靠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转而关注
普通民众的需求。这一背景催生了两个重要问题：中国的再次崛起及其全球影
响力对拉美地区增强国家自主权有何意义？拉美一体化进程对利用本地区资源
造福民众有何作用？

拉美大陆正处于两种矛盾趋势之中。一方面，起码从 2012 年开始的对右翼、
统治阶级及美帝国主义新攻势的反抗斗争推动一些新的人民议程达到国家层
面。另一方面，一系列右翼团体出现并被高度合法化，哪怕危及资产阶级民主
的基础。

在第 51 期汇编《看中国：拉美人民的多极化机遇》中，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将探讨中国的经济及地缘政治实力所带来的机遇，旨在呼吁新型的区域一体化。
面对一个衰落帝国的孤注一掷，这种一体化如今更为迫切。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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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导权正经历由西向东的地缘政治转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前所
未见。这种转移虽非历史上的首次，但毫无疑问代表了一种重大转折。首先，与
这次转移同时发生的是一场绝无仅有的社会、经济、生态危机，或称 “文明的
危机”。其次，就存续了近五百年的资本主义体系而言，其核心首次开始偏离大
西洋轴线。这既能说明中美之间贸易战、争夺全球主导权的动向，也能解释欧
美大西洋联盟的颓势及各自的内部危机，包括法西斯、极端保守势力卷土重来，
崛起的一二线大国势力范围内的区域政治冲突加剧，比如也门、克什米尔、乌
克兰的冲突，其中乌克兰冲突展现了一种叫做混合战争的干涉形式 2。

正如世界体系理论家乔瓦尼·阿里吉所言，全球领导权转移期的特点是国家
之间、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 3。这种转移还会导致各国内部社会斗争激化，其
前兆是以金融扩张为主的“信号危机”。美国霸权的信号危机初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而 1979 年美国财政部提高美元利率，引发了全球债务危机，即“沃尔
克冲击”（Volcker Shock），清楚表明全球主导权转移正在进行，伴随着因生产
型经济严重衰退所导致的金融化加速进程 4。值得说明的是，这一危机的首次信
号并未立刻影响全球秩序；美国在之后几十年里仍然是世界第一强国。然而，
金融化的出现暴露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5 维护者口中“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局限
性。

在该信号危机出现前的几十年里，美国在世界秩序中专权恣肆。它不仅在经
济、军事领域独占鳌头，还带来了一个昔日帝国所没有的重大变化。它推销将个
人满足寄托于消费的“美国生活方式”，将其自由民主模式作为全世界的唯一
选项 6。然而，丝绒手套难掩帝国铁拳。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全球南方人
民向霸权主义政治和文化范式发起挑战，明确抗拒照搬或效仿美国及盟国的模
式再造世界，具体表现有社会革命、民族解放进程、公众集会等，进一步团结了
受全球北方战略压迫的人民。

1. 美国霸权转变愈演愈烈



沃尔克冲击之后，霸权主义危机日渐加深。金融化程度达到空前水平，使
得少数超级富豪掌握了全球六成以上的收入 7。军事化程度加剧，战争频发，跟
先前的几次全球领导权转移过程中发生的情况一样，比如 1618 年 -1648 年的
三十年战争、1803 年 -1815 年的拿破仑战争、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及 1939 年 -1945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起，美国在世
界各地的军事干预激增，反映了美国这一北方大国于苏联解体后在新世纪持续
主导全球的企图心。最重要的几次行动是通过北约对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
前南斯拉夫、利比亚、海地的直接干预，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对委内瑞拉、洪都拉斯、
也门等国进行的秘密干预，美国的帝国主义、单极主义恶劣嘴脸暴露无遗。

美国在打败宿敌苏联后趾高气扬，对世界逐渐发生重大转变的迹象视若无
睹，尽管这一转变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才全面显现。美国每况愈下，而以中
国为代表的东亚正在重新崛起，所谓“大分流”，即工业资本主义成为全球体系，
侵害、压制亚洲，使西方居于全球经济、地缘政治前沿的历史进程从而得以逆
转 8。

应当澄清的是，东亚崛起与美国霸权危机显现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相反，
与美国霸权衰落相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即后来所谓的“全球动荡”，
而西方的应对之道是想方设法维持其主导地位 9。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美国霸权危机加速，中国则大力推动建立多极化
世界新秩序。美国于大萧条后 1933 年通过，禁止商业、投资银行合并的《格拉斯—
斯蒂格尔法案》在 1999 年被废除，加上新保守派在 2001 年后势力的增强和打
着“反恐”旗号的新型军事侵略，这些情况进一步削弱了美国霸权，激化了主张
全球优先和主张美国优先的两派之间的矛盾，直至今日 10。

美国当权者施行的计划带给南方国家的只有单极化。一方面，美国优先派、
共和党右翼维护单边单极化计划，这些计划摒弃了外交、合作的形式，甚至是与
其美国盟友的合作。另一方面，对拜登、奥巴马、克林顿及在民主党占多数的全
球优先派来说，他们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多边单极化的计划，寻求在全球北方内
部建立广泛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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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缩减了单极化的空间，并为世界边缘地区提供了机遇。自布雷
顿森林体系开始的旧秩序已然式微，影响力今非昔比。然而该体系下的制度仍
被用作强化帝国统治的工具，即使新生力量的出现已无法遏制。他们为了推进
单极化进程所采取的措施越来越有强制性，比如：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
融资条件；对所谓“流氓国家”进行贸易和金融制裁；在多个拉美国家推动右翼、
反人民的议题；利用欧亚的缓冲国进行军事控制；为扰乱他国的各种阴谋提供
金援。为重获战略地位，美国公然不择手段，无视其行动对全球南方造成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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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亚洲崛起与多极化世界

19 世纪“大分流”的加剧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开始主导全球，也标志着亚
洲各种社会形态遭到破坏 11。

由于英国的资本主义战略，亚洲经历了边缘化时期。之后，亚洲 1914 年到
1917年开始在经济、政治上复苏，并在 60 年代取得重大飞跃，当时的“亚洲四小龙” 
和日本在生产力上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76年
毛泽东逝世后开始开放经济，但与其他东亚邻国经济发展受制于与美国双边协
议的模式不同，中国选择了强有力的国家主导发展规划 12。中国经济迅速腾
飞，1978 年 -2017 年年均增长率高达 9.5% 13。中国得以推行发展战略的根源是
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在 1949 年获得成功。自那时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建国家主权，
加强国家制度，实现了高度的社会平等，推行了通过土地国有化使农民获得土地
的成功土改模式，并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1949 年建国后的 25 年间年均
增长近 11%。这些都令国家实力大幅增强，能够支持优先考虑人民需求、减贫、社
会包容等事业的发展战略。正如萨米尔·阿明所言，中国是唯一未遵循罗斯托核
心国家经济成长理论资本主义发展各阶段而取得成就的、具有完全主权的新兴国
家 14。

20 世纪 70 年代，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受到全球经济大动荡的影响时，中
华人民共和国被迫改变方针，通过提高生产技术能力，将建国以来大幅增加的城
市人口的一大部分纳入劳动力队伍。邓小平领导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改革上
取得进展，如转向非计划价格体制的市场经济；在明确国家管控外资利用前提
下鼓励外国投资；在避免倒退回地主庄园制的前提下改革农民耕地方式，以提
高农业生产力。

数据清晰表明，在高水平的规划下，中国经济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开
始持续增长，减贫进程加速，在全球贸易和生产中占比不断提高。东亚在全球
GDP 所占份额因此从 1950 年的 5% 上升到 2003 年的 20% 15。2020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全球 GDP 份额达 22.7%，成为唯一超过西欧国家 13.3% 总计份额
的国家 16。

不可否认，中国在经济上已成为全球大国，推动了世界多个地区的发展。由此，
它也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秩序中的重要力量，即便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也无法忽视
这一事实。而且，中国的经济成功模式突破了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在第三世界全
面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让企图将中国飞速发展关键归功于市场导向改革和
经济开放的人惶恐不安。相反，中国成功的关键是国家经济规划，它为几十年来
受制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例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富有希望的模式。

然而，关于中国崛起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首先，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
质一直存在争议。西方国家有些左派思想认为中国另辟蹊径，通过类似于欧美国
家所遵循的发展阶段，从社会主义经济转向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17。与此相反，
一些知识分子转移争论焦点，认为中国的确遵循了自己的发展进程，其中既有以
劳动社会分工、小规模分权为导向的“勤劳革命”，又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战略规划 18。
这种模式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截然不
同。持续创造就业的中国模式规划、分配就业机会，以满足如卫生、教育、住房
等社会需求。同时，即便贸易自由化、全球化，土地、银行、战略性自然资源仍是
国家的专有财产。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中国作为新兴经济大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有一种解读认
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效仿西方帝国主义的做法，压制边缘国家的主权选择 19。
但该观点忽略了多个因素：首先，在 19 世纪之前，中国遵从合作、不干涉、尊重
他国的原则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而 1949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
这一传统在后来的中印缅三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得到贯彻加强：互相尊重
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和平共处原则，如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的讲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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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
提供新机遇 20。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
机遇 。

这种国际关系的战略愿景迥然不同于美利坚帝国干涉他国、推行混合战争、
制定所谓“流氓国家”名单、侵犯人权、强制输出其政治模式、彻底遵循主导西
方的金融资本主义逻辑等等做法。哪怕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仍与一
些国家存在紧张关系，如 1962 年中印关系紧张、1966 年中苏关系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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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年，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写道，帝国主义列强都曾意图控制
欧亚大陆或阻止其他势力在此扩张 21。他的名言是：“谁统治了心脏地带，就统治
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就统治了世界。”这后来被归纳为“心脏地带”或“枢
纽地区”理论，视欧亚中心为全球战略要地。毕竟该地区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人
口最稠密的一片连绵地带，历史文化已延续数千年。一带一路计划通过建设区域
交通体系、基础设施、通信网络、国际贸易区来推动欧亚一体化。中国的欧亚融
合战略与大英帝国和美国在 20 世纪及 21 世纪初实施的战略形成了鲜明对比。
西方推进其战略的最新重要表现可见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后者随着美
军撤离喀布尔于 2021 年宣告结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3 年 9 月出访哈萨克斯坦时正式提出了一带一
路计划。该计划的初衷是建立通路，将中国西部贫穷偏远地区与中亚、欧洲各国
连接起来。多年来，一带一路计划已经扩展至东南亚、印度洋地区、非洲等地，自
2017 年起向北冰洋方向延伸，涵盖了拉美地区。 

有所谓“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之称的一带一路计划包括两条主线。第一，开
辟陆上通道，用通往巴尔干半岛诸国、法国的铁路线将中国与巴基斯坦、阿富汗
、土耳其、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
吉克斯坦乃至欧洲连接起来。第二，拓展“珍珠链”，即通往拉美、非洲、中东的
海上航线，在印度洋、太平洋、加勒比海地区新建商业港口。

虽然中国在计划实施初期将欧亚优先作为区域性中心，但拉美和加勒比地
区在该计划中的重要地位却日益凸显。

过去 15 年，中拉关系发展显著。2008 年 11 月，中国政府发布了拉加地区白
皮书，这是中国关于该地区的第一份政策文件，强调了中国对该地区的重视 22。
在 2008 年之前的 15 年间，中国已与巴西（1993 年）、委内瑞拉（2001 年）、

3. “一带一路”计划
与拉美在中国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墨西哥（2003 年）、阿根 廷（2004 年）正式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后来又在
2012 年与智利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拉贸易额从 2001 年的 149 亿美元攀升
至 2012 年的 2613 亿美元，中国成为该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政府的数据
显示，截至 2012 年底，中国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总额为 682 亿美元。此外，中
国也与智利（2005 年）、秘鲁（2009 年）、哥斯达黎加（2010 年）签署了自由贸
易协定。

自习近平上任以来，中拉关系的重要地位更上一层楼。2014年中国和拉美
各国领导人在巴西会晤，2015年又在北京举行了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
会议，习近平主席倡议构建中拉全面合作“1+3+6”新框架。“1”指《中国与拉
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3”指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三大引
擎，“6”指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六大合
作重点领域 23。

2016年11月，中国政府发布了第二份《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白皮书。文件涉及多项议题，但其重点是中国与该地区在贸易、投资、金融、农
业、制造业、基础设施、资源能源、海关、质检、旅游、公共债务削减、技术援助
方面的经济合作模式。中国目标明确，需要获得原材料以助推经济快速增长，
但它首先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化参与者，倾向于建立更公平、更尊重他人的世界
秩序。该文件着重解释了这种替代模式，其内涵远超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下建
立的简单商业关系。白皮书概述了中国对拉美近年来日益增长的国际作用给予
重视，称区域间关系为“战略关系”。文件还明确指出，一个中国政策是该地区
国家与中国建立双边关系的基础和必要条件 24。同时，中国也力图将与该地区
的合作局限于防务交流、合作及对话，避免激起美国的敏感情绪甚至不满。

尽管中国避免与美国发生各种外交冲突，但美国政府却对中拉关系怀有敌
意，视其为威胁。美帝国主义在该地区步步紧逼的直接原因之一是，中国与捍
卫主权的拉美革命政权关系日益紧密。有一系列事件之间显然具有连续性，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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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紧其主导的针对委内瑞拉的混合战争，而中国加强了与委内瑞拉的商
业、政治、军事联系。

得到美国支持的推翻迪尔玛·罗塞夫政府的议会政变恰恰发生在 2014 年
福塔莱萨金砖国家首脑会议和巴西利亚拉加共同体与中国领导人会晤后不
久。

阿根廷克里斯蒂娜政府制定多极化议程后，美帝国主义就承诺支持马克里。

 厄瓜多尔在莫雷诺上台后，就开始对美国唯命是从。

玻利维亚在美国的支持下于 2019 年发动政变，并停止通过拉加共同体以
双边或区域方式同中国开展的合作项目。拉加共同体的成立得益于玻利维
亚前总统莫拉莱斯、区域领导人查韦斯和科雷亚的倡议及支持。

2017 年 5 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上，拉美国家首次受
邀加入该倡议。时任阿根廷总统马克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及其他拉美国家的
20 位部长出席了活动。这两国仅有智利继续深化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而阿根廷
则抵制拉加共同体，在官方和商业领域之外与中国的关系降温。2017 年，连接
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战略要地巴拿马宣布与台湾断交，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
中国建立双边关系。数月后，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
《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2018 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萨尔瓦多也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拉美 33 国中
已有 24 个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外，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
秘鲁、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乌拉圭、哥斯达黎加、苏里南、牙买加等 12 个拉加
地区国家与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前七国更是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

1.

2. 

3. 

4. 

5.



2018年1月在智利举行的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标志着一个
新起点，会上中国正式邀请拉美国家加入一带一路计划。该提议在各种政治背
景的拉美地区代表中均反响热烈，其中智利新自由主义政府尤为积极。会议通
过了关于一带一路计划的特别声明，各国政府一致认为中国政府的这项计划是
加强相关国家发展合作的重要机遇。

同时，中国提出了以下六项建议，旨在深化关键领域的合作：

·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联通陆海。

· 促进贸易和投资，开辟广阔市场。

· 深化高附加值领域的生产合作。

· 加强新兴产业合作，促进绿色发展与创
新。

· 增加平等的文化交流。

· 开展中国和拉美的研究，建立互信。

本次峰会令美国政府颇为警觉。一个月后，即 2018 年 2 月，美方派出时任
国务卿蒂勒森访问拉加多国。蒂勒森毫不避讳地赞扬门罗主义，谴责委内瑞拉，
并警告说中国对该地区存在“狼子野心”。他告诫称：“拉美不需要只图本国人
利益的新帝国列强。中国的国家主导发展模式使人联想到过去，西半球的未来
不必如此 25。”

尽管华盛顿使出种种手段，中拉关系至今仍在不断深化。2021 年 9 月拉共
体第六届峰会的主题就是大力支持区域一体化和对华关系。峰会质疑美洲国家
组织（OAS）的干预，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并呼吁让委内瑞拉全面参与拉共体。
各成员国还承诺与区域外伙伴尤其是中国 - 拉共体论坛参与国维持关系。在此
背景下，《中国 - 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2-2024）》详细
列出了安全、经济、旅游、金融、技术创新等领域存在的机遇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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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政治关系加强既得益于拉加地区多国政府转而支持多极化，也因为
2021年中拉贸易总额再创新高，超过4500亿美元，同时种种迹象表明贸易额还
将继续稳定增长。根据中国政府最新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拉美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量的10.8% 27。该地区超过了欧洲、北美洲、非洲、大洋
洲，成为中国在亚洲以外的主要投资地。

目前，21个拉加国家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备忘录或协议，
包括巴拿马、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多米尼克、格林纳达、
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加共和国、巴巴多斯、牙买加、古巴、苏里南、玻利维
亚、圭亚那、委内瑞拉、乌拉圭、智利、厄瓜多尔、秘鲁，以及2022年1月、2月新
加入的尼加拉瓜、阿根廷。由于中国是地缘政治大国，与中国开展某种合作符
合拉美的实情，但问题是：对拉美人民来说，深化联系有何政治诉求，拉美的发
展目标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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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中国拉近经济、政治关系方面，代表不同政党的拉美各国政府都取得
了进展。拉美各国政府向来只能接受美国制定的金融债务计划，其中几乎没有
基建投资，自然积极拥护一带一路计划。此外，在新冠疫情期间，中俄等大国与
拉美在疫苗供应上的合作上远超美国的援助，美国哪怕对待最听话的拉美国家
也不例外。皮涅拉领导的智利新自由主义政府推出了一项 428 亿美元的基础设
施投资计划，深入参与一带一路计划 28。同样，拉美新右翼政权的鲜明代表 - 萨
尔瓦多的布克尔政府也在 2019 年与中国签署了贸易协定。甚至连哥伦比亚的
保守派政府也于 2019 年杜克总统访华后就加入“一带一路”展开辩论。拉美地
区只有少数政府公开亲美反华，包括巴西的博尔索纳罗右翼政府，但他促进美
国利益的努力并未获得经济部长盖德斯的支持 29。

另一方面，拉美的进步左翼政府与中国保持着灵活的关系，从而获得大量
硬通货，以投入相关产业的发展（尤其是采矿、基建相关行业），稳定本国货币
以应对美国金融资本的投机操控。中国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之间发展的
关系当然就属于这种情况，与墨西哥、阿根廷等进步政府之间就是如此。2022
年 2 月，阿根廷签署了 230 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加入“一带一路”。

中国为拉美国家提供的机遇是优先满足人民需求的自主发展计划，它们取
决于以下两点：

4. 目前拉美的一体化计划

第一，使群众运动组织有能力将斗争提上政治议程，并在国家权力中摒弃
寡头政治。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拉美对美国主导贸易投资体系的依赖与
统治阶级被殖民化的思想密不可分，统治阶级普遍希望成为美国资本的附
庸。这种思想上的依赖性往往违背人民的切身利益。

第二，重启的区域一体化进程重合作而轻竞争，将美国及其对外干预政策
排除在拉美政治机构之外。



单极化与多极化。拉美国家的发展计划是否有利于美国维持、加强其在
1990-1991 年苏联解体后变本加厉却脆弱不堪的单极化企图？还是有利于
推动以区域发展为前提的世界秩序？

不发达的发展与国家、区域自主。拉美国家的发展计划是否会使这些国家
继续从归属于一个为北方国家和本地区少数资本家创造财富、让大多数人
陷入贫困的世界经济体系（即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所称的“不发达的发展”）？
还是会推动重视国家、区域、人民发展的议程？

中国在拉美的作用不属于上述矛盾中的任何一方。如果拉美国家的发展计
划只是通过出口初级产品对中国产生新的依赖关系，那么中国的参与可能会助
长“不发达的发展”。相反，建立在平等（多极化）、技术转让、生产流程升级、
区域一体化（国家、区域自主）基础上的伙伴关系，对拉美人民的益处要大得多。

拉美右翼一意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因而采取务实的对华路线。这种务实立
场的前提有二：提倡多边主义但不挑战美国的单极化战略，主张将初级资源开
采与高价值生产适当升级结合。他们承认中国的作用，但并不希望扩大对华商
业关系，也不希望深度调整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更不希望改变当前的全球秩
序体系。智利皮涅拉政府、哥伦比亚杜克政府、萨尔瓦多布克尔政府等便是如此。
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经济潜力让他们有办法通过在国际地位上继续边缘化的、
对外依赖更严重，以便壮大本地寡头势力。

而另一些发展计划则在对华关系中寻求国家自主权的希望。这些国家已着
手制定方案，利用与中国互利交流的机会，在经济领域开展结构性改革，在政
治领域谋求国家自主权，部分国家的推进步伐较为稳健。这种做法有助于推进
受到美国持续制裁和混合战等严厉打击的玻利瓦尔革命事业。

1.

2. 

拉美地区存在两种互相冲突的发展方向，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为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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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这个路线，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于 2004 年成立
了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ALBA）。该组织有九个成员国，是该区域国际关系
的替代方案，旨在推进两大目标：脱离外部主导以争取国家自主权；以一体化促
进区域发展进步。该联盟在区域贸易上立足于几个原则：重视合作、反对竞争；
根据各国和本区域的需要进行交流互补；重视区域团结，以应对与其他区域联
盟的潜在谈判；突破美元依赖，争取设立区域性货币；基础设施和融资计划（如
南方银行）协调发展。中国的崛起为推进基于合作、不干涉的发展议程带来了
机遇。

最后，摆脱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需要一种不同的全球化，并与西方的
现代性观念决裂。这种全球化提倡多极化、合作、规划，使拉美顺利摆脱国际
关系中零和博弈的恶性循环，迈向共赢的一体化。中国正成为世界大国，其发
展在各种意义上都改变着世界。然而，建设多极化的未来新世界、提升发展中
国家的自主权，也取决于人民能否利用地缘政治的变化情况来推进人民利益至
上的“伟大祖国”（Patria Grande）理想 30。





25

艺术作品

郑圣天、孙景波
 
《风起扶桑》作于 2017 年
丙烯酸画布，六幅，每幅 320*200 厘米
 
资料由艺术家提供

人物列表

第四页
1. 鲁迅（1881-1936）
2. 徐梵澄（1909-2000）
3. 张光宇（1900-1964）
4. 米格尔·科瓦鲁比亚斯（1904-1957）
5. 张正宇（1904-1976）
6. 叶浅予（1907-1995）
7. 伯纳丁·索尔德·弗里茨（1896-1982）
8. 罗莎·罗兰达（1895-1970）
9. 邵洵美（1906-1968）
10. 孙景波（生于 1945 年）
 
第六页
11. 迭戈·里维拉（1886-1957）
12. 弗里达·卡罗（1907-1954）
13. 泽维尔·格雷罗（1896-1974）
14. 米雷娅·拉富恩特（1905-1976）
15. 阿利皮奥·哈拉米略（1913-1999）
 
第九页
16. 阿特尔博士（杰拉多·穆里略·科纳多，1875-           
1964）
17. 伊格纳西奥·阿吉雷（1900-1990）
18. 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1883-1949）
19. 阿图罗·埃斯特拉达·埃尔南德斯（生于1925 年）
20. 马里奥·奥罗斯科·里维拉（1930-1998） 
21. 周恩来（1898-1976）
22. 赛利亚·卡尔德隆（1921-1969）
23. 何塞·劳尔·安圭亚诺·瓦拉德斯（1915-2006）
24. 阿图罗·加西亚·布斯托斯（1926-2017）
25. 丽娜·拉索（生于 1923 年）
 

第十二页
26. 大卫·阿尔法罗·西凯罗斯（1896-1974）
27. 安赫丽卡·阿雷纳尔（1910-1989）
28. 王琦（1918-2016）
29. 姚钟华（生于 1939 年）
30. 董希文（1914-1973）
31. 迪莉娅·巴拉奥娜（卒于 1988 年）
34. 阿道夫·梅西亚克（生于 1927 年）
 
第十六页
32. 帕兹·文特利·巴拉奥纳（生于 1951 年）
33. 何塞·文图雷利（1924-1988）
35. 董卓（生于 1984 年）
36. 侯一民（生于 1930 年）
37. 李成（生于 1941 年）
39. 袁运甫（生于 1933 年）
48. 张仃（1917-2010）
 
第十九页
38. 唐小禾（生于 1941 年）
40. 郑飞（生于 1938 年）
41. 袁运生（生于 1937 年）
42. 李化吉（生于 1931 年）
43. 权正环（1932-2009）
44. 肖惠祥（生于 1933 年）
45. 祝大年（1916-1995）
46. 周菱（生于 1941 年）
47. 刘秉江（生于 1937 年）
49. 马鑫（生于 1986 年）
50. 郑圣天（生于 1938 年）





27



致谢
感谢东声编辑部吉塞拉·塞纳达斯、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行动秘书处的贡萨洛·阿穆阿对本期汇编的
协助。

参考文献

Amin, Samir. ‘China, 2013’. Monthly Review, 1 March 2013. https://monthlyreview.org/2013/03/01/china2013/
https://monthlyreview.org/2013/03/01/china-2013/.
Anderson, Perry. ‘Force and Consent’. New Left Review, No. 17, September–October 2002. https://newleftreview.
org/issues/ii17/articles/perry-anderson-force-and-consent.
Arrighi, Giovann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Arrighi, Giovann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Verso, 2007.
BBC. ‘Los países de América Latina que forman parte de la Nueva Ruta de la Seda de China’ [Th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hat are part of China’s New Silk Road]. BBC Mundo, 26 April 2019. https://www.bbc.com/
mundo/noticias-america-latina-48071584.
Brenner, Robert.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from Long Boom to 
Long Downturn, 1945-2005. London: Verso, 2006.
China-CELAC Forum. ‘China-CELAC Joint Action Plan for Cooperation in Key Areas (2022-2024)’. 9 December 
2021. 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eng/zywj_3/202112/t20211209_10465116.htm
China-CELAC Forum. ‘Documento sobre la Política de China Haci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5 November 
2016. 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esp/zywj_4/201611/t20161125_6587586.htm
‘China ya supera a Estados Unidos y ya es la primera economía mundial’, El Economista, 8 October 2014. https://
www.eleconomista.es/global/noticias/6142651/10/14/China-pasa-a-ser-la-primera-potencia-mundial-mientras-
Espana-sigue-desinflandose.html.
Gunder Frank, Andre.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Harvey, David.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Li, Minqi. ‘China: Imperialism or Semi-Periphery?’. Monthly Review, 1 July 2021. https://monthlyreview.
org/2021/07/01/china-imperialism-or-semi-periphery/
‘Latin America should not rely on China: U.S. Secretary of State Tillerson’, Reuters, 1 February 2018. https://www.
reuters.com/article/us-usa-diplomacy-latam-china-idUSKBN1FL6D5
Lissardy, Gerardo. ‘“América Latina no necesita un nuevo poder imperial”: la dura advertencia de Estados Unidos 
sobre la creciente influencia de China en la región’ [‘Latin America does not need a new imperial power’: The 
United States’ stark warning on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in the región], BBC Mundo, 2 February 2018. https://
www.bbc.com/mundo/noticias-internacional-42913719
Mackinder, Halford.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1904)’.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70, No. 4, 
December 2004, pp. 298–321.
Mallapaty, Smriti. ‘China’s five-year plan focuses on scientific self-reliance’, Nature 591 (11 March 2021): 353-35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0638-3



29

Merinos, Gabriel. ‘The Imperial Reconfigur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the Rise of China’. The Veins of 
the South Are Still Open: Debates Around the Imperialism of Our Time. New Delhi: LeftWord Books, 2020.
Merino, Gabriel; Bilmes, Julián, and Barrenengoa, Amanda. ‘El ascenso de China desde una mirada histórica’ 
[China’s Rise Through History].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22 November 2021. https://
thetricontinental.org/es/argentina/chinacuaderno2/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0 Statistical Bulletin 
on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eijing: China Business Publishing House,
2021. http://images.mofcom.gov.cn/hzs/202110/20211014083913502.pdf.
New China Research. ‘Chinese Poverty Alleviation Studies: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February 2021.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special/2021jpxbg.pdf
Nieves, Vicente. ‘China supera a la Eurozona como segunda economía mundial y empieza a acercarse a EEUU’ 
[China overtakes the Eurozone a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nd starts to catch up with the US]. El 
Economista, 14 October 2020. https://www.eleconomista.es/economia/noticias/10825322/10/20/China-supera-a-la-
Eurozona-como-segunda-economia-mundial-y-empieza-a-acercarse-a-EEUU.html
Pomeranz, Kenneth.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rieto, Fernando. ‘El principio de una sola China y la evolución de la cuestión de Taiwán desde la perspectiva de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Taiwan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bservatorio de la Política China, 16 May 2020. https://politica-china.org/
areas/taiwan/el-principio-de-una-sola-china-y-la-evolucion-de-la-cuestion-de-taiwan-desde-la-perspectiva-de-la-
republica-popular-china
Rivara, Lautaro, and Vicente Prieto, Fernando (ed.). El nuevo Plan Cóndor. Geopolítica e imperialismo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The New Operation Condor: Geopolitics and Imperial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Buenos Aires: Batalla de Ideas, 2022.
Ron, Carlos, and Vicente Prieto, Fernando. ‘La integración en disputa: Bolívar versus Monroe en el siglo XXI 
[Disputed Integration: Bolívar versus Monroe in the 21st Century], in El nuevo plan Cóndor, ed. Rivara, Lautaro, 
and Vicente Prieto, Fernando. Buenos Aires: Batalla de Ideas, 2022.
Ross, John. China’s Great Road. Lessons for Marxist Theory and Socialist Practices. Articles 2010-202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804 Books at the People’s Forum, 2021.
Rostow, Walt Whitman.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Sugihara, Kaoru. ‘The East Asian Pa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Long-Term Perspective’, in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ed. Arrighi, Giovanni, et al. London: Routledge, 2003.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Venezuela and Hybrid Wars in Latin America. Dossier no. 17, June 
2019.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17-venezuela-and-hybrid-wars-in-latin-america/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Des-iguales: las causas del Abismo entre el norte y el sur [Unequal: 
The Causes of the North-South Gap]. 7 December 2020.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es/argentina/desigualdad-
cuaderno1/.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Serve the People: The Eradication of Extreme Poverty in China. 23 
July 2021.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studies-1-socialist-construction/.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New Clothes, Old Threads: The Dangerous Right-Wing Offensive in 
Latin America. Dossier no. 47, December 2021.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47-right-wing-offensive-latin-
america/
Walker Richard, and Buck, Daniel. ‘The Chinese Road: Cities in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No. 46, July–August 2007. https://newleftreview.org/issues/ii46/articles/richard-walker-daniel-buck-the-chinese-
road.
Xinping, Xi. ‘Secure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Strive for the Great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Speech at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18 October 2017. https://www.chinadaily.com.cn/china/19thcpcnationalcongress/2017-11/04/
content_34115212.htm
Yin, He. ‘China will remain committed to promoting peac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Quishi, 8 July 2021. http://en.qstheory.cn/2021-07/08/c_640977.htm



尾注
1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2021 年 12 月第 47 期新闻稿《新衣旧线：拉美危险的右翼攻势》
2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2019 年 6 月第 17 期新闻稿《委内瑞拉和拉丁美洲的混合战争》
3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4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　Translator’s note: !e 1944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which brought together representatives of the 44 Allied nations 
of World War II, established the ensuing economic order and its hegemonic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6　Perry Anderson, ‘Force and Consent’, New Left Review, no. 17, September-October 2002.
7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Des-iguales: las causas del Abismo entre el norte y el sur [Unequal: !e Causes 
of the North-South Gap]. 7 December 2020.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es/argentina/desigualdad-cuaderno1/.
8　John Ross, China’s Great Road. Lessons for Marxist !eory and Socialist Practices. Articles 2010-202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804 Books at the People’s Forum, 2021);Gabriel Merino, Julián Bilmes, and Amanda 
Barrenengoa,
‘El ascenso de China desde una mirada histórica’ [China’s Rise !rough History]. 22 November 2021. https://
thetricontinental.org/es/argentina/chinacuaderno2/
9　Robert Brenner, !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e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from Long Boom to Long 
Downturn, 1945-2005 (London: Verso, 2006).
10　Gabriel Merino, ‘La recon$guración imperial y las $suras internas frente al ascenso de China’, in Las venas del sur 
siguen abiertas, edited by Emiliano López (Buenos Aires: Batalla de Ideas, 2020).
11　Kenneth Pomeranz, !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　Gabriel Merino, Julián Bilmes, and Amanda Barrenengoa, ‘El ascenso de China desde una mirada histórica’, 2 
November 2021.
13　Ross, China’s Great Road, 2021, p. 54.
14　Samir Amin, ‘China, 2013’, Monthly Review, 1 March 2013.https://monthlyreview.org/2013/03/01/china-
2013/;Walt Whitman Rostow, !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15　Kaoru Sugihara, ‘!e East Asian Pa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Long-Term Perspective’, in !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Arrighi, Giovanni, et al. (London: Routledge, 2003).
16　Vicente Nieves, ‘China supera a la Eurozona como segunda economía mundial y empieza a acercarse a EEUU’ [China 
overtakes the Eurozone a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nd starts to catch up with the US], El Economista,
14 October 2020. 
https://www.eleconomista.es/economia/noticias/10825322/10/20/China-supera-a-la-Eurozonacomo-segunda-economia-
mundial-y-empieza-a-acercarse-a-EEUU.html.
17　Richard Walker and Daniel Buck, ‘!e Chinese Road: Cities in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No. 
46, July–August 2007. https://newleftreview.org/issues/ii46/articles/richard-walker-daniel-buck-the-chinese-road.
18　Sugihara, ‘!e East Asian Pa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2003;
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Verso, 2007).
19　Minqi Li, ‘China: Imperialism or Semi-Periphery?’, Monthly Review, 1 July 2021. https://monthlyreview.
org/2021/07/01/china-imperialism-or-semi-periphery/
20　He Yin, ‘China Will Remain Committed to Promoting Peac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t’, 
Quishi, 8 July 2021.  http://en.qstheory.cn/2021-07/08/c_640977.htm.
21　Mackinder, Halford. ‘!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1904)’. !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70, no. 4, December 
2004, pp. 298–321.
22　White papers are o&cial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documents published by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de$nes basic guidelines and strategic priorities. !ey are updated every two to four years and help standardize the 
actions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o&cials in each ministry, governmental area, or in state policy. !ere are documents on 
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conomic model,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ertain regions of the 
world.
23　China-LAC Forum, Cooperation Plan (2015-2019), 23 January 2015. 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eng/
zywj_3/201501/t20150123_6475954.htm. 
24　!is has been the o&cial position of the authoriti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1949 and refers to there being 
only one legitimate government. It is a guiding principle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at reject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ose 
who advocate the existence of two states or simply establish o&ci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See: Fernando Prieto, 



‘El principio de una sola China y la evolución de la cuestión de Taiwán desde la perspectiva de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e One China Principl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Taiwan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bservatorio de la Política China, 15 May 2020. https://politica-china.org/areas/taiwan/el-principiode-una-sola-
china-y-la-evolucion-de-la-cuestion-de-taiwandesde-la-perspectiva-de-la-republica-popular-china.
25　‘Latin America should not rely on China: U.S. Secretary of State Tillerson’, Reuters, 1 February 2018. https://www.
reuters.com/article/us-usa-diplomacy-latam-china-idUSKBN1FL6D5.
26　  China-CELAC Forum Joint Action Plan for Cooperation in Key Areas (2022-2024), 9 December 2021. http://www.
chinacelacforum.org/eng/zywj_3/202112/t20211209_10465116.htm.
27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0 Statistical Bulletin on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eijing: China Business Publishing House, 2021. http://images.mofcom.gov.
cn/hzs/202110/20211014083913502.pdf.
28　BBC. ‘Los países de América Latina que forman parte de la Nueva Ruta de la Seda de China’ [!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hat are part of China’s New Silk Road]. BBC
Mundo, 26 April 2019. https://www.bbc.com/mundo/noticias-america-latina-48071584.
29　Tricontinental, New Clothes, Old !reads, December 2021.
30　Translator’s note: Patria grande refers to the ideal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a politically united Latin America to 
become a single shared community or ‘homel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