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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美经济 

影响中美洲国家发展前景的若干因素

 江时学

内容提要　中美洲国家未来的发展将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政局能否保持稳定 , 区域一体化进程能否得到进一步推动 , 能

否在实施 《美国—中美洲—多米尼加自由贸易协定》时扬长避短 , 能否有效地调整产业结构。就近几年的发展态势而言 ,

可以预料 , 中美洲国家的发展前景是美好的。

关 键 词　中美洲国家　发展前景　政局　区域一体化　自由贸易协定　产业结构

　 中国与哥斯达黎加建交后 , 中国公众和媒体对

中美洲地区的关注与日俱增 。中美洲是指墨西哥以

南 、 哥伦比亚以北的美洲大陆中部地区 , 包括巴拿

马 、 伯利兹 、 哥斯达黎加 、 洪都拉斯 、 尼加拉瓜 、

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 7国① , 面积 54万多平方千

米 , 人口 4 006万 (2004年 )。 20世纪 80年代 ,

该地区爆发了内战。 90年代 , 随着和平进程的完

成 , 中美洲国家实现了政治稳定和民主化 , 区域一

体化也得到复苏 。进入 21世纪后 , 该地区的国民

经济在不断发展 , 政治局势进一步稳定 , 对外关系

也越来越活跃 。除巴拿马和伯利兹以外的其他 5国

甚至在 2004年与美国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 , 从而

提高了该地区在国际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

中美洲国家未来的发展将取决于以下四个

因素 。

一　政局能否保持稳定

政局稳定是任何一个国家取得发展的必要条件

之一 。在中美洲 , 既有哥斯达黎加这样的 “拉美

民主的榜样 ”② , 也有政局长期动荡的尼加拉瓜 、

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

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统治长达 43年。它

控制了尼加拉瓜的国民经济命脉 。在其鼎盛时期 ,

收稿日期:2007 - 06 - 29

作者简介:江时学, 男 , 1980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现为中

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 , 研究员 , 学术委员会主任 ,

中美洲和加勒比研究中心主任 , 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

丁美洲研究所 , 北京　 100007)

它控制了全国 43%的可耕地 , 拥有 340家大企业 ,

财产价值高达 20亿美元 。它还依靠国民警卫队 ,

用武力统治国家 , 对反对派实施强硬的高压手段 。

在国际上 , 索摩查家族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关系 , 成

为中美洲地区抵御 “共产主义影响 ” 的重要 “桥

头堡”。③

为推翻索摩查的独裁统治 ,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

线联合各派进步力量 , 经过 1年半的斗争 , 终于在

1979年 7月 19日推翻了索摩查家族的统治 , 建立

了民族复兴政府 。④

虽然美国的干预和尼加拉瓜反对派的骚扰未能

摧毁桑地诺政权 , 但长时期的政局动荡使尼加拉瓜

经济得不到发展 。此外 , 20世纪 80年代国际格局

发生变化后 , 苏联 、 东欧和古巴的援助迅速减少 ,

而美国则加大了支持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力度 , 并迫

使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接受反对派 、反政府武装力

①

②

③

④

中美洲的地理概念有 “大” “中 ” “小 ” 之分。 “小 ” 是

指哥斯达黎加 、 洪都拉斯 、 尼加拉瓜 、 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 5国 ,

“中 ” 是指上述 5国以及巴拿马 , “大 ” 是指上述 6国以及伯利兹。

本文有时采用 “大 ” 的概念 , 有时则仅指 5国。

1949年 , 哥斯达黎加颁布新宪法, 取消军队, 确立了民主

制度的基本原则。自那时以来 , 哥斯达黎加始终能保持政局的稳定。

1956年 , 索摩查遇刺受伤后 , 立即被送到美国控制的巴

拿马运河区的医院接受治疗。对索摩查疯狂反共十分感激的艾森豪

威尔总统派出自己的私人医生 , 但索摩查未能生还。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执政后就宣布了两个政策目标:一是

奉行独立的不结盟政策 , 二是建立一种混合经济体制。由于这两个

政策目标损害了美国在尼加拉瓜的利益 , 因此里根政府采取了敌视

尼加拉瓜革命政权的态度 , 并支持反对派发动内战。一方面 , 里根

政府对尼加拉瓜实施经济制裁 , 另一方面 , 它还向尼加拉瓜的反对

派提供各种援助。



江
时
学
　
影
响
中
美
洲
国
家
发
展
前
景
的
若
干
因
素

35　　　

量和其他中美洲国家提出的各种谈判条件。在内外

交困的形势下 ,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治优势受

到削弱 , 统治地位发生动摇 , 并最终在 1990年 2

月 25日的大选中被无党派人士查莫罗夫人击败。

萨尔瓦多同样经历过长时间的政局动荡。 1972

年 , 主张民主改革的各反对派组成全国反对派联

盟 , 推举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杜阿尔特为总统候选

人。由于政府操纵选举 , 杜阿尔特未能获胜 。民众

的抗议被政府用高压手段击垮。

在 20世纪 70年代的萨尔瓦多 , 不仅国内的政

治民主不断恶化 , 而且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

高。 1975年 , 约 40%的农民根本没有土地 (1960

年的这一比重为 12%)。①

1980年 10月 , 萨尔瓦多共产党和 4个游击队

组织组成法拉本多 马蒂民族解放阵线 。② 它的宗

旨是: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寡头政治制度和军人独裁

统治 , 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 吸收社会各阶层参

加的革命民主政府 。

内战爆发后 , 里根政府向萨尔瓦多政府军提供

了大量援助。当时的国际舆论都认为 , 如果没有美

国的援助 , 萨尔瓦多政府必然会垮台。这一持续时

间长达 12年的内战使 7.5万人丧生。在联合国的

调停下 , 内战双方于 1991年 9月在纽约签署了和

平协议草案。 1992年 1月 26日 , 双方在墨西哥城

正式签订了和平协议。根据协议 , 反政府军同意放

下武器 , 政府同意进行政治改革 、 减少政府军人

数 、 降低军队的政治地位 , 惩治侵犯人权的贪官

污吏 。

危地马拉的政局同样长期动荡不安。 1960年 ,

一批军官发动政变 , 试图推翻米 伊 富恩特斯将

军的独裁统治 。政变被粉碎后 , 一些人开始用秘密

方式组织反政府力量。此后不久 , 危地马拉先后出

现了多个游击队组织 。从 60年代中期起 , 政府加

强了对游击队的打击 , 从而使内战不断升级 。

1979年 7月尼加拉瓜革命的胜利对危地马拉

的革命运动和武装斗争产生了重大的示范效应。

1982年 2月 , 反政府武装力量实现了联合 , 成立

了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 , 号召社会各阶层为消灭

恐怖主义和推翻独裁政府而斗争。政府军采取了

“以牙还牙 ” 的强硬手段 , 从而使人民的生命和财

产蒙受了巨大损失 。

在联合国和有关国家的调停下 , 阿尔苏政府与

全国革命联盟于 1996年 12月 29日签署了 《永久

和平协议》。 1997年 5月 2日 , 在联合国和平使团

的监督下 , 反政府武装力量交出最后一批武器 , 长

达 36年的危地马拉内战终于结束 。据估计 , 1960 ～

1996年 , 危地马拉的内战使 10多万人丧生 、 数万

人流亡国外 。③

综上所述 , 尼加拉瓜 、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 3

国的内战是由一系列因素引起的。这些因素包括:

政府实行独裁统治 , 军人干政使民主体制得不到保

障 , 贫困问题和收入分配不公使反政府武装力量不

断壮大 , 美国的干预 , 等等。可见 , 未来中美洲国

家能否保持政局稳定 , 将取决于下述因素 。

一是政府能否提高执政能力。政府是政策的制

定者和实施者 , 并掌握着国家的多种资源 。因此 ,

政府能否提高执政能力 、 减少腐败 , 是赢得民众信

任和实现 “善治 ” 的必要条件之一。

不容否认 , 中美洲国家的腐败官员为数不少 。

例如 , 尼加拉瓜阿莱曼总统在执政期间 (1997年 1

月 ～ 2002年 1月)因犯有洗钱 、 诈骗和侵吞公款

罪而于 2003年 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 20年 。又如 ,

2004年 9月 15日就任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的哥斯

达黎加前总统罗德里格斯 , 因在担任总统期间

(1998年 5月 ～ 2002年 5月 )收受台湾当局 140万

美元巨款和法国阿尔卡特公司的大笔佣金而被迫辞

去秘书长职务。同年 10月 15日回国后 , 他立刻被

警方逮捕。不过 , 与过去相比 , 中美洲国家政府官

员的腐败有所减轻。政府领导人能接受议会 、 其他

党派 、 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监督 , 不像索摩查那样

鱼肉人民 , 不再用高压手段统治国家。

二是能否举行自由而公正的选举。民主与选举

的关系非常密切 。选举不是民主的全部内容 , 但选

举 (尤其是自由而公正的选举 )却是民主化的核

心内容之一 。马克思曾对巴黎公社尝试的选举给予

高度评价。

在索摩查实行独裁统治的 44年中 , 尼加拉瓜

曾进行过 8次总统选举 , 但没有一次选举是自由而

公正的 。 1932 ～ 1979年 , 萨尔瓦多的立法机构实

际上是由军人控制的 。这一期间 , 萨尔瓦多虽然也

举行总统选举 , 但没有一次选举可以被视为真正意

①

②

③

托马斯 斯基德莫尔 、 彼得 史密斯著 , 江时学译:《现

代拉丁美洲》,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1996年 , 第 400页。

1931年 , 法拉本多 马蒂 (萨尔瓦多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结束流亡生活 , 回国组织农民运动 , 1932年被政府杀害。法拉本

多 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ht tp: / /new s3. xinhuanet. com /m rdx /2007 - 04 /03 /con tent_

5928800.h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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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民主选举 。 1960 ～ 1985年 , 危地马拉也曾

举行过多次总统大选 , 但每次选举的胜者都是军

人。在洪都拉斯 , 军人统治的时间不长 , 但直到

1980年 , 两党竞争的民主选举制度才得以确立 。

最近几年 , 中美洲国家基本上都能在民主的框架

内举行大选 , 在大选中失败的总统候选人能尊重民

意 , 不会为推翻选举结果而求助于军人。即便在尼加

拉瓜 , 国际观察团也认为其选举是较自由而公正的。

三是反政府武装力量能否放下武器 。中美洲实

现和平后 , 反政府武装力量已转换为政党。它们希

望在民主的框架内表达其政治主张 , 不再为达到其

政治目的而诉诸武力。如在 1994年 4月的大选中 ,

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 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成为全国

第二大政党和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尼加拉瓜的桑

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早已发展为一个政党 , 力图用政

治斗争取代武装斗争 , 它甚至在 1992年作为观察

员加入了社会党国际。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于

1998年成为合法政党 , 放弃了武装斗争的策略 ,

表示要通过合法的选举程序来扩大自身的影响。

四是军人能否实现职业化。最近几年 , 随着中

美洲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发展 , 军人正在远离政治舞

台 , 因此干政的可能性不断减少 。

五是美国能否停止干预 。如前所述 , 中美洲政

局的动荡与美国的干预密不可分 。作为美国 “后

院” 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 中美洲在美国的

对外政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长期以来 ,

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中美洲地区的势力范围而经常干

预中美洲事务 , 有时甚至动用武力。除了在 20世

纪 80年代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力量提供多种形

式的援助以外 , 1912 ～ 1933年美国还多次向尼加

拉瓜派遣海军陆战队;1989年美国出兵巴拿马 ,

推翻了诺列加政府。此外 , 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在

1954年策划了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阴谋。①

由于中美洲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 美

国不会放弃对中美洲事务的干预 。如在 2006年的

尼加拉瓜大选中 , 美国明确表示反对桑地诺民族解

放阵线推举的总统候选人奥尔特加 , 公开支持其他

候选人。一些美国国会议员甚至扬言 , 如果奥尔特

加当选尼加拉瓜总统 , 美国政府应该禁止在美国工

作的尼加拉瓜人将美元汇入尼加拉瓜。②

但是 , 可以预料 , 美国不会像当年扶植索摩查

那样去刻意培养独裁者 。这是因为 , 第一 , 索摩查

家族在一定程度上是冷战的产物 , 是美国在中美洲

地区抵御 “共产主义影响” 的 “马前卒 ”。冷战结

束后 , 美国没有必要在拉美培植独裁政权 。第二 ,

2001年 9月 11日美洲国家组织第 28次特别大会通

过的 《美洲民主宪章》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美国

的行为 。该宪章规定 , 美洲国家不得承认通过政变

上台的政权 。③第三 , 在实现和平后 , 中美洲的民

主化潮流势不可挡 , 因此该地区已不具备产生索摩

查这样的独裁者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

总之 , 上述因素是有利于中美洲国家保持政局

稳定的 。然而 , 该地区的贫困问题和收入分配不公

问题非常严重 , 因此 , 中美洲国家在维护政局稳定

的过程中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

二　区域一体化进程能否得到进一步推动

中美洲区域一体化进程可追溯到 1824年由危

地马拉 、萨尔瓦多 、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和哥斯达

黎加成立的中美洲联邦。④ 20世纪 40年代 , 随着

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起步 , 国内市场狭小的缺陷愈益

明显。为了克服这一弊端 , 中美洲国家采取了加强

区域经济合作的措施 。

不容否认 , 中美洲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推行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 “先锋 ”。这与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

作用密不可分。早在 1948年 ,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就决定对拉美地区建立关税同盟和支付同盟进行可

行性研究。 50年代初期 , 它在墨西哥城设立了一

个办事处。该办事处除了为中美洲国家开展经济一

体化提供技术性帮助以外 , 还在中美洲地区和一些

南美洲国家对成立经济合作组织进行多次实地考察

和调查 。 1956年 ,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在本机构内

部设立了贸易委员会 , 其任务是为拉美地区建立地

区性市场制订政策和方案 。在此后 3年时间内 , 拉

美经委会召开了一系列会议 , 参加者既有政府官

①

②

③

④

1954年 1月至 6月中旬 , 中央情报局大约花费 2 000万美

元组织和装备了游击队和一支秘密空投部队 , 建立秘密无线电台 ,

并物色一位可以取代阿本斯的人物———前上校卡洛斯 卡斯蒂略 

阿马斯。 1954年 6月 17日 , 阿马斯在美国飞机的支援下越过危洪

边界攻入危地马拉 , 数日之后 , 阿本斯政府被推翻。参见徐世澄主

编:《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 世界知识出版社 , 2002年。

侨汇收入是尼加拉瓜外汇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 2002年 4月委内瑞拉发生政变时 , 《美洲民主宪章》发

挥了作用。 19个拉美国家的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 , 谴责这种违反

宪法秩序的行为 , 不承认通过非法手段上台的新政府。

一方面 , 代表封建庄园主和天主教会利益的保守派与代表

资产阶级和贵族利益的自由派之间的矛盾得不到解决 , 从而爆发了

内战;另一方面 ,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也经常发生矛盾。因

此 , 中美洲联邦于 1840年被迫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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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 也有研究一体化问题的专家和学者 。在与会者

的倡导下 , 拉美经委会设立了不少工作小组 , 对与

开展一体化有关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相比之下 , 萨尔瓦多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方面

的积极性尤为高涨 。 1951 ～ 1954年期间 , 萨尔瓦

多先后与 4个邻国 (尼加拉瓜 、 危地马拉 、 哥斯

达黎加和洪都拉斯 )达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尽管这些协定仅限于少数种类的商品 , 但区域内贸

易额则明显扩大。

在此基础上 , 中美洲 5国于 1958年先后签订

了 《中美洲工业一体化条约》和 《中美洲自由贸

易和经济一体化多边条约》。第一个条约反映了联

合国拉美经委会提出的 “有计划的一体化 ” 的思

想 , 即中美洲国家在建立工业企业时应充分考虑本

地区工业发展的整体计划。第二个条约要求中美洲

国家对本地区生产的 237种商品实行免税 , 为最终

建立关税同盟创造条件 。

1960年 12月 ,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 萨尔瓦

多和尼加拉瓜签订了 《中美洲经济一体化总条

约》, 开始筹建中美洲共同市场。 1962年 7月 , 哥

斯达黎加表示同意加入该共同市场。 8月 , 中美洲

5国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约瑟签订协议 , 正式成立

中美洲共同市场。这是发展中国家成立的第一个区

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

事实上 , 中美洲共同市场仅仅是一个关税同

盟 , 因为中美洲国家并没有实现人员和资本的自由

流动 , 也没有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 。但在中美

洲共同市场启动后的头 10年内 , 区域内的出口贸

易额占成员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1960年的 6%上

升到 1968年的 25%。①

70年代期间 , 虽然中美洲共同市场成员国之

间的关税壁垒在降低 , 但非关税壁垒却在上升 , 从

而对该组织未来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

影响 。②

70年代末爆发的中美洲危机使中美洲共同市

场濒临崩溃的边缘。 1986年 , 中美洲共同市场的

区域内出口贸易额占成员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已下降

到不足 10%。③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后 , 中美洲的和平进程开

始加快。与此同时 , 世界各地的区域经济合作趋势

不断提速 。面对这些新变化 , 中美洲国家认识到 ,

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 重振中美洲区域一体化。 1991

年 12月 , 哥斯达黎加 、洪都拉斯 、 尼加拉瓜 、 萨

尔瓦多 、 危地马拉和巴拿马在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

加尔巴召开了第十一次中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会议

发表的 《特古西加尔巴议定书》决定建立中美洲

一体化体系 。 1993年 , 该体系正式成立 。

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的宗旨是协调和推进中美洲

的区域一体化进程 , 促进中美洲地区的和平 、自

由 、民主和发展 。可见 , 中美洲一体化体系不仅涉

及经济领域 , 而且还力图加强在其他领域的合作。

与中美洲共同市场不同的是 , 中美洲一体化体

系不是采用对外高筑贸易壁垒的方式来保护本地区

市场 , 而是制定较低的共同对外关税。可见 , 中美

洲一体化体系类似关税同盟 , 具有 “开放的区域

主义” 的特点。④

中美洲经济一体化体系对推动中美洲国家之间

的经济合作作出了贡献。如在贸易领域 , 区域内出

口贸易额占成员国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已从 1990

年的 17.1%提高到 2004年的 27.6%。
⑤
不仅如此 ,

出口贸易的质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标志是 , 工

业制成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重不断扩大。

由于中美洲国家疆域狭小 , 经济规模有限 , 因

此 , 加强一体化是其面对全球化挑战和加快发展的

必由之路。从中美洲共同体到中美洲一体化体系 ,

中美洲国家在一体化道路上已走过近半个世纪的历

程 。为在未来进一步推动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 , 中

美洲国家必须面对以下挑战。

第一 , 如何增加政治互信 。区域一体化的推进

必须以成员国之间良好的政治互信为基础 。由于缺

乏政治互信 , 中美洲共同市场多次陷入严重的危

机 , 致使一体化停滞不前。例如 , 1969年 7月萨

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之间曾爆发一场由足球赛引发的

“足球战争 ”。这场战争虽然仅仅持续了 100个小

时 , 但它对中美洲共同市场留下的负面影响却长达

10年 。 80年代发生在尼加拉瓜 、 危地马拉和萨尔

①

②

③

④

Thom asAnd rew O’ Keefe, “The C en tralAm erican In tegration

System (S. I.C.A.) at th e Daw n of A New C en tu ry:W ill the Cen tral

Am erican Isthmu s Finally B e Ab le to A chieve Econom ic and Political

Un ity” , F lorida Journa l of In terna tiona l Law , V olum e X III, No.3,

Sp ring 2001, pp. 243 - 261.

也有人认为 , 尼加拉瓜无力支付来自其他中美洲国家的商

品 , 是中美洲共同市场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参见 V ictor

Bu lm er-Thom as, Th e E conom ic H istory of Lat in Am erica since

Independence, C amb ridge Univers ity Press, 2003, p. 366.

V ictor Bu lm er - Thom as, The E conom ic H istory o f Lat in

America since Independence, C amb 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36.

⑤　 Fernando Ru eda - Junqu era, P rospects for the Cen tra l

American Custom sUn ion, Jean Monnet /Robert S chum an Paper Series,

Vo l. 5N o. 18, Ju ly 2005, p. 1,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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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多的内战则彻底葬送了中美洲共同市场。

可喜的是 , 中美洲危机解决后 , 中美洲国家之

间的团结在不断加强。每年举行两次的中美洲国家

首脑会议使许多分歧在平等协商的框架内得以弥

合。更为重要的是 , 中美洲国家的领导人均表达了

进一步推动区域一体化的愿望 。如在 1997年 9月

2日 , 危地马拉 、 萨尔瓦多 、 洪都拉斯 、 尼加拉瓜

和哥斯达黎加 5国总统在马那瓜举行特别首脑会

议 , 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 5

国总统在会议结束时签署了 《尼加拉瓜声明》, 决

定开始组建中美洲联盟 。 《声明》还指出 , 中美洲

是一个政治 、 经济 、社会和文化大家庭 , 各国人民

拥有共同的历史和语言 。这是建立中美洲联盟的基

础。 《声明》强调 , 只有加强联合 , 中美洲国家才

能充分利用本地区的资源 , 应对 21世纪面临的巨

大挑战。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在 2007年 3月 28

日说 , 目前拉美国家正面临着一个特殊时期 , 因此

中美洲国家应加快地区一体化进程。他认为 , 中美

洲国家有条件实现这一目标 。①

第二 , 如何使成员国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获得

均等的利益。世界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历

程表明 , 只有使成员国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获得均

等的利益 , 成员国才能齐心协力 , 推动区域一体化

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 中美洲

共同市场的一些成员国因擅自提高关税而诱发

“贸易战”。这些国家认为 , 它们从区域经济合作

中得到的好处不多 , 因而被迫采取 “自卫 ” 措施。

如在 1971年 , 哥斯达黎加为减少贸易逆差而仿效

洪都拉斯 , 禁止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商品进入本

国 , 并对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商品征收进口税。

对此 , 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也采取了报复性措施 ,

一度使中美洲共同市场实际上缩小到尼加拉瓜和萨

尔瓦多两国的范围内 。 70年代末 , 哥斯达黎加曾

表示 , 除非对共同市场的现行关税制度作某些修

改 , 否则它将退出共同市场 。

第三 , 如何避免 “雷声大雨点小 ” 的形式主

义倾向。从中美洲共同市场成立以来 , 中美洲国家

的领导人为推动区域一体化召开了无数次首脑会

议 , 发表了无数个声明或宣言 , 并在这些文件中提

出了许多目标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应采取的措施。

因此 , 从表面上看 , 中美洲国家的领导人非常重视

区域一体化 , 但是 , 他们在声明或宣言中确定的许

多目标和措施 , 常常流于形式或纸上谈兵 , 很难落

到实处。

除了杜绝形式主义以外 , 中美洲国家的领导人

在筹划区域一体化的未来构想时还应脚踏实地 , 避

免好高骛远 。一位美国记者在分析中美洲的一体化

时说 , 中美洲国家疆域狭小 , 经济规模有限 , 因此

不必各自拥有中央银行 , 也不必各自拥有货币 , 应

该实现高度的经济一体化 , 以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

力 。②中美洲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和工商界人士也认

为 , 中美洲国家应向欧洲国家学习 , 把中美洲一体

化体系提升为类似欧盟的经济联盟 。

这样一种好高骛远的目标显然是有害无益的 。

虽然从中美洲共同市场诞生之日算起 , 该地区的区

域一体化已有 40多年的历史 , 但是 , 无论在政治

层面上还是在经济层面上 , 中美洲国家的发展水平

大大落后于欧洲国家 。

在分析中美洲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景时 ,

还应注意到墨西哥前总统福克斯于 2001年提出的

“普埃布拉—巴拿马计划 ”。该计划涉及墨西哥南

部的 8个州以及伯利兹 、危地马拉 、 萨尔瓦多 、洪

都拉斯 、尼加拉瓜 、 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 7国③ ,

合作领域包括能源 、 科技 、交通 、 旅游和对外贸易

等 。迄今为止 , 有关国家已签署了近百个合作

项目。

2007年 4月 11日 , 中美洲 7国 、 墨西哥和哥

伦比亚领导人在墨西哥东南部城市坎佩切举行会议 ,

讨论如何推动 “普埃布拉—巴拿马计划”。与会领

导人在联合声明中指出 , 他们对 “普埃布拉—巴拿

马计划 ” 的实施效果表示满意 , 并决定要继续努

力 , 强化成员国之间的对话与协商机制 , 使区域经

济合作取得更大的成果。

三　能否在实施 《美国—中美洲—多米尼加

自由贸易协定》时扬长避短

　　2002年 1月 16日 , 美国总统布什宣布 , 美国

将与中美洲国家探讨签署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

性 。 1年后 , 谈判正式启动 。经过 9轮艰难的谈

判 , 双方于 2004年 3月 15日结束整个谈判进程 ,

5月 28日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同年 8月 5日 ,

①

②

③

人民网 2007年 3月 29日讯。 h ttp: / /w orld. peop le. com.

cn /GB /1029 /5540295. h tm l

And res Oppenheim er, “ Lack of in tegration hurts Cen tral

Am erica” , M iam iHerald , June 10, 2007.

哥伦比亚于 2004年以观察员身份加入该计划并于 2006年

正式获得成员国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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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加也签署了该协定 , ① 从而使 《美国 —中美

洲自由贸易协定》成为 《美国—中美洲 —多米尼

加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 “美中加自由贸易协

定”)。

美国与中美洲国家和多米尼加建立的自由贸易

区是美洲地区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的第二大自由贸易区。中美洲国家和多米尼加每年

从美国进口约 15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 , 因而成了

美国在拉美的第二大出口市场 (仅次于墨西哥 ),

也是美国在世界上的第十大出口市场。

中美洲 5国和多米尼加的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

国的 1 /145。它们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在 2.3% ～

10.1%之间 。根据 “美中加自由贸易协定” 的安排 ,

中美洲国家应在协定生效后立即取消针对美国商品

的 80%的关税 , 其余部分在今后 10年内逐步取消。

此外 , 它们还应取消对美国投资的限制 , 并加强对

美国知识产权 、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

美国对 “美中加自由贸易协定 ” 寄予很高的

期望 。它认为 , 这一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中美洲国

家向美国扩大出口 , 从而达到刺激中美洲经济和减

少中美洲向美国输送非法移民的目的。美国政府发

表的有关声明指出 , 美国与中美洲国家和多米尼加

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目的是 “帮助中美洲国家和

多米尼加扩大贸易 , 消除贫困 , 加快发展和巩固民

主”。此外 , 这一自由贸易协定也是 “布什总统构

建一个更密切 、 更团结和更繁荣的西半球 ” 的设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② 布什总统说: “开放贸易和

投资会使 (中美洲国家和多米尼加 )经济健康地

发展 , 有利于推动民主改革事业 。我们的目标是强

化美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使这些国家在经

济 、 政治和社会改革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 。”③ 美

国农场局 (The 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 tion)

估计 , “美中加自由贸易协定” 实施后 , 美国对中

美洲国家和多米尼加的农产品出口会每年增加 15

亿美元。此外 , 美国的信息产业部门 、 农业机械 、

建筑业机械 、 纸产品 、 药品 、医疗设备和高科技产

品将受益非浅 。
④

2005年 8月 2日 , 布什总统签署了 “美中加

自由贸易协定 ”, 此前 1周 , 美国国会批准了该协

定。在签字仪式上 , 布什总统再次强调了该协定对

美国和中美洲国家及多米尼加带来的好处。他说:

“目前 , 中美洲国家的商品能免税进入美国市场 ,

而美国对中美洲的出口则要面临很高的关税 。美国

与中美洲国家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将终止美国产品

面临的不公平关税 , 确保自由贸易是一种公平的贸

易 。” 他还说 , 自由贸易带动的中美洲国家的经济

增长将使该地区 “扩大对美国产品的需求 , 减少

贫困和造就一个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 。 (中美洲国

家的)经济增长还能使选择自由的人民获得希望

和机会 。中美洲人在自己的家园获得的机会越多 ,

他们通过非法渠道进入美国的可能性就越少”。⑤

同样重要的是 , 这一自由贸易协定将提升美国

在中美洲地区的影响力 , 使美国进一步控制中美洲

经济 , 也能为美国倡导的建立除古巴以外的所有西

半球国家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创造条件。

中美洲国家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进

行自由贸易 , 能获得多方面的好处 。首先 , 中美洲

国家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将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其

次 , 中美洲国家的出口商品 (尤其是非传统出口

商品)将在美国市场上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 , 出

口商品也将越来越多样化 。再次 , 自由贸易协定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美洲国家的国际地位 , 因此中

美洲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将增强。

毫无疑问 , “美中加自由贸易协定” 也会产生

一些不利于中美洲国家的负面影响 。例如 , 中美洲

国家在经济上将进一步依赖美国。又如 , 中美洲国

家的多种行业 (尤其是农业 )将受到美国商品的

有力竞争。再如 , 对美国商品取消关税后 , 中美洲

国家的财政收入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 , 总的来

说 , “美中加自由贸易协定 ” 对中美洲国家的经济

发展是利大于弊的。

四　能否有效地调整产业结构

不容否认 , 最近一二十年 , 中美洲国家的产业

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具有以下几个显著

特点。

第一 , 农业在 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 工业

和服务业的比重在上升 。如表 1所示 , 2006年 ,

所有中美洲国家的服务业在 GDP中的比重都在

①

②

③

⑤

美国与多米尼加的谈判是单独进行的。

转引自 2004年 1月 WTO审议美国贸易政策时美国政府发

表的政策声明 (T rade Police Review)。 h ttp: / /chinaw to. m of-

com. gov. cn /aarticle / i /ae /bd /200608 /20060802982200. h tm l

④　转引自 O ffice of the Un ited S tates T rade Represen tative,

CAFTAFacts:CAFTAPo licy Brief, February 2005.h ttp: / /www.u str. gov

h ttp: / /www.w h itehouse. gov /new s /re leases /2005 /08 /20050

802 -2. h 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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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以上 , 其中巴拿马高达 76%。此外 , 除危地

马拉和伯利兹以外 , 所有中美洲国家的工业在

GDP中的比重都超过了农业 。巴拿马 、 哥斯达黎

加和萨尔瓦多的农业在 GDP中的比重仅为 1位数。

但是 , 农业在劳动力总数中的比重却依然很高。如

在危地马拉 , 这一比重高达 50%, 在洪都拉斯和

尼加拉瓜则在 1 /3左右。

表 1　2006年中美洲国家的产业结构及劳动力结构 (%)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占 GDP

的比重

占劳动

力总数

的比重

占 GDP

的比重

占劳动

力总数

的比重

占 GDP

的比重

占劳动

力总数

的比重

巴拿马 7. 2 20. 8 16. 4 18　 76.4 61.2

伯利兹 22. 5 22. 5 14. 8 15.2 62.6 62.3

哥斯达黎加 8. 6 20　 31　 22　 60.4 58　

洪都拉斯 13. 6 34　 31. 4 23　 55　 43　

尼加拉瓜 17. 3 29　 25. 8 19　 56.8 52　

萨尔瓦多 9. 7 17. 1 29. 6 17.1 60.7 65.8

危地马拉 22. 1 50　 19. 1 15　 58.7 35　

　　资料来源:C en tra l Inte lligence Agency, TheWorld Fact-

book 2007 . http: / /www. c ia. gov /libra ry /pub lica tions /the -

wo rld - factbook /index. htm l

第二 , “客户工业 ” 得到快速发展 。如前所

述 , 最近二三十年 , 中美洲的工业取得了显著的发

展。但是 , 这种工业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制造业 , 而

是以来料加工为主的 “客户工业”。

中美洲国家具有发展 “客户工业” 的两个有

利条件:一是它们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 二是它

们在地理上邻近美国 , 很容易将制成品出口到美

国。在所有中美洲国家 , “客户工业 ” 已成为其外

汇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

第三 , 非传统出口在不断发展。中美洲国家的

农业长期依赖于咖啡 、 香蕉和其他一些农产品。但

在最近一二十年 , 非传统出口得到了较快发展。这

些非传统出口产品除了来料加工的工业制成品以

外 , 还包括水产品和蔬菜等 。相比之下 , 哥斯达黎

加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取得的成就尤为显著 。必须

指出的是 , 这一成就与英特尔公司的进入密切相

关。 1998年 4月 , 英特尔公司在哥斯达黎加兴建

了一家微处理器制造厂 。英特尔公司在第一年投资

了 3亿美元 (相当于哥斯达黎加 GDP的 2.1%),

并承诺在今后追加 6亿美元。① 自那时起 , 微处理

器成为哥斯达黎加最大的工业制成品。

据报道 , 在确定投资对象国时 , 除哥斯达黎加

以外 , 英特尔公司还考察了印度尼西亚 、泰国 、 巴

西 、阿根廷 、智利和墨西哥。经过 1年多时间的可

行性研究 , 英特尔公司最终选择了哥斯达黎加 。英

特尔公司之所以选择哥斯达黎加 , 是因为这个中美

洲国家具有下述优势:首先 , 它对外资有较多的税

收优惠 。其次 , 它的劳动力成本较低 , 而劳动力素

质较高 。第三 , 它的政局较稳定 , 且腐败现象相对

而言较轻。②

中美洲国家经济发展基础较为薄弱 , 国内市场

的容量有限 , 因此它们不可能建立齐全的工业体

系 。但是 , 哥斯达黎加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取得的

成就为其他中美洲国家树立了榜样 , 发挥了良好的

示范效应。中美洲国家的领导人表示 , 除了继续发

挥热带农作物的比较优势以外 , 今后将大力发展

“客户工业 ”, 并力求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来引进科

技含量高的外资企业 。

综上所述 ,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中美洲国家

的发展前景是美好的 。该地区能保持政局基本稳

定 、经济继续发展 、 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化的态势。

(责任编辑　蔡同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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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英特尔公司谈判的过程中 , 为了提高效率 , 哥斯达黎

加总统直接协调参与谈判的 7个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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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 s macroeconom ic situation;2) it is unde r the contro l of a small number of large domestic en te rprises and

transna tiona l corporations;3) it ismuchmorew e lldeveloped in BuenosA ires than in o ther areas;and 4) it suffe rs

from trade deficit for an ex tended pe riod o f time.

Though the gove rnment does no t play an active ro 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 t of the cu ltural industry, it
hasmade effo rts to improve legal environment and regu late the sector by reinforcing the ro les o f bo th pub lic and

priva te institutions. M oreove r, the autho rity has a lso imp lemented othe r po lic ie s to stimulate the deve lopmen t of the
sector.

(LinHua)

Facto rs A ffecting the Deve lopment P rospects of CentralAmerica(pp.34 -40)
The developmen t prospec ts of C entral Am erica w ill be de te rm ined by the fo llow ing four fac to rs:1) Po litical

stab ility. It seems that Cen tra lAmerican countriesw ill be able toma in tain politica l stability as the gove rnments are

try ing to rule w ith good governance;democratic election is hono red;the anti-gove rnment fo rce has d ropped down
w eapons;the m ilitary is likely to remain in the barracks;and the U.S. w ill not suppo rt dicta to rs like Somoza. 2)
Reg ional integ ra tion. The leade rs of the C entral Ame rican countries have exp ressed inte rest in deepening reg ional

integ ration, which he lps unite these small countries and expand theirmarke ts. 3)Oppo 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CAFTA. C entralAmerica should take advantage o f the opportunities from CAFTA andm inim ize the challenges and

costs. 4) Industrial structures. It is impe ra tive forC entralAm erican countrie s to upg rade the ir industrial structures

by follow ing the mode l o f Costa Rica.

Taking into considera tion of the above-mentioned four factors, the deve lopment prospec ts o f CentralAme rica

are encourag ing.

(Jiang Sh ixue)

How to Dea lw ith Latin America’ sAnti-dumping Actions against China
(pp.52 -54)

China has become amajor target of an ti-dumping formore than a decad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particularly
A rgen tina andM ex ico, have increasingly practiced this punitive measu re against C hina. The reasons beh ind the

Latin Ame rican actions a re:1)China’ smarke t economy sta tus has not been fully recognized;2) Latin American
coun tries’ prio rity is to protect their ow n domestic marke ts;3) some o f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end to increase

the ir compe titiveness by reducing prices;and 4)when they are unde r attack, the Ch inese expo rters se ldom take

lega l ac tions to defend their rights.

In o rder to dea lw ith the issue, China can undertake such measu res as defending itse lf through lega l ac tions;
making mo re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changing the stra tegy o f export;try ing tow in recogni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sta tus;and, when it is prope r, countering back w ith the same too.l

(Wu Feng)

Reform ofM ex ico’ s E lectoral System under the Salinas Adm inistration
(pp.55 -60)

During the Salinas adm inistration three constitu tional amendments w ere made regarding the d istribu tion of the

cong ress seats, electora l procedures, etc. These refo rm measures increased independence o f the cong re ss, changed
the re lations betw een the leg isla tu re and the executive institution , deepened democratic deve lopment, and increased
credibility o f the e lec tions. M o reover, the refo rms helped lay down the foundation o f a multi-party system and

facilitated the sh ift of theM exican po litical system tow ards increased democracy.

The motivations of these reform s included:1) the oppo sition became all the more pow erfu lw he reas the PRI

fe llweaker and weaker;2) consciousness of po litical participation o f the vo ters w as greatly increased;and 3) the

Salinas adm inistra tion recognized the impo rtance maintaining po litical stability.

(ZhangW 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