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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对一种新型区域一体化模式的分析

#王  鹏

内容提要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谋求创造一种新型区域一体化模式, 从而替代美洲自由贸易区, 在解决贫困与社会排斥的基

础上实现拉美的真正一体化。联盟是拉美反对新自由主义斗争的产物, 是拉美一体化进程的产物, 是拉美民族主义和反美

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的替代性表现在 : 强调国家的作用, 主张内生发展, 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进行区别对待, 强调公

民社会参与一体化进程, 明确把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作为远景目标。联盟成立以来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取得

一系列合作成就和影响力, 但它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如过于依赖委内瑞拉的石油经济、联盟凝聚力问题, 联盟理论

与实践的脱节等。

关 键 词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一体化  贸易自由化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 ALBA ) 成立于 2004年,

得名于南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它寻求创造
一种新型区域一体化模式, 从而替代美洲自由贸易

区, 乃至替代基于自由贸易的一体化路径, 使具有

紧密的地理联系、历史联系和文化联系的拉美国家

能够在解决贫困与社会排斥的基础上, 实现真正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联盟在成立之后取得稳

步发展, 成员国数量不断增加, 各类合作机制逐步

建立。它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广泛性和代表性的

中小国家集团, 对平衡大国影响力、捍卫中小国家

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是世界秩序重构的一个表现。

一  联盟的产生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产生应当归结于以下三大

因素。

第一, 联盟是拉美反对新自由主义斗争的产

物。20世纪末以来, 拉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动,

一批左派政党和政治家通过选举实现执政。以委内

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为代表的拉美左派执政者强
烈反对新自由主义, 抨击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剧拉美

的依附、贫困和不平等, 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

中发挥主导作用。摆脱新自由主义的束缚是他们优

先关注的目标。在他们看来, 美洲自由贸易区是新

自由主义的集中体现, 是把新自由主义制度化的工

具。这种以自由化、私有化和非管制化为核心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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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贸易安排维护跨国公司和大资本的利益, 使跨国

公司摆脱国家的制度束缚, 趁机最大限度地攫取利

润。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借助跨国公司从贸易

自由化进程中获得最大利益。如果在西半球实行自

由贸易, 拉美的弱小经济体根本无力与美国进行竞

争。事实表明, 它们无法通过自由贸易获得发展。

美洲自由贸易区必然加剧拉美国家的依附、贫困和

不平等。因此, 这些拉美左派执政者谋求在本地区

创造一种替代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他们的

主张得到一些拉美中小国家的支持。

第二, 联盟是拉美一体化进程的产物。以查韦

斯为代表的拉美左派执政者自视为西蒙 #玻利瓦尔

一体化思想的继承者。他们认为, 发达国家为全球

化制定了利己的 /游戏规则0,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因此受到严重的损害。拉美国家必须坚持推进真正

的一体化, 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捍卫自身安

全和主权、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这些拉美左派执

政者认为, 贫困和社会排斥、沉重的债务负担、不

平等的国际交换和不公正的国际关系等因素制约拉

美一体化进程走向深化, 发展程度和发展需求不同

的国家要求应用不同的一体化模式。有鉴于此, 拉

美的一体化应当通过一种更为公正的方式进行, 并

遵循合作、互补、互助和团结的原则。

第三, 联盟是拉美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相结合

的产物。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拉美左派执政者具有强

烈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他们认为美国等发达国

家为全球化制定了利己的 /游戏规则 0, 美国提出

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贸易倡议是损害发展中国家利

益的 /陷阱0。美洲自由贸易区是一个由美国操纵

62



王
 
鹏
 
美
洲
玻
利
瓦
尔
联
盟
\

对
一
种
新
型
区
域
一
体
化
模
式
的
分
析

的帝国主义兼并计划, 是美国向拉美渗透的工具。

它将使贸易规则凌驾于拉美国家的法律之上, 损害

它们在经济社会政策领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些

拉美左派执政者认为, 拉美能够在不依附美国和欧

洲的情况下实现发展。他们主张拉美国家坚持走一

体化道路 (美国这样的地区外部国家应当被排除

在外 ), 以团结合作捍卫独立和抵制外来干涉, 终

结美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垄断地位。

查韦斯是拉美一体化的坚定拥护者和大力倡导

者。他认为, 拉美国家应当自己寻找解决问题的途

径, /神奇的解决办法不是来自北方, 不是来自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 0。¹ 他主张把资源交

给最不发达的国家, 帮助它们建设基础设施, 从而

能够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他对地区一体化的设想

集中体现在 /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 0 ( ALBA )。

2001年, 他在第 3届加勒比国家联盟政府领导人

会议上首次提出成立该 /计划 0, 使之成为美洲自

由贸易区的替代方案, 促进拉美的经济、政治和社

会一体化进程。按照他的设想, /计划0 的基础是

合作而非竞争, 是团结而非支配, 是合作而非剥

削, 是尊重主权而非公司统治。 /计划0 寻求创造

一种替代贸易自由化的一体化机制, 打破阻碍真正

一体化实现的障碍, 使各国能够捍卫主权, 根据自

身愿望和需求发展经济。古巴和委内瑞拉在 2004

年 12月签署合作协议, /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 0

由此宣告成立。 2005年, /计划 0 正式开始运转。

2009年, 它正式更改为现名。

联盟是一个完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地区一体

化集团, 其成员国的数量不断增加。 2006年, 联

盟实现首次扩容, 玻利维亚成为该组织的第 3个成

员国。它现有 8个成员国 (截至 2010年 ): 安提

瓜和巴布达、玻利维亚、古巴、多米尼克、厄瓜多

尔、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尼加拉瓜和委内瑞

拉。洪都拉斯原为成员国, 在 2010年正式退出。

二  联盟的机制、原则与合作内容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谋求使国家间关系由竞争转

变为互补与合作, 反对把经济合作框架建立在国家

之间的殊死竞争之上, 希望使发展水平不尽相同的

成员国都能够从一体化进程中受益。

联盟具有与拉美一体化协会 ( ALAD I) 相似

的分散化治理结构。最高领导机构为总统理事会,

下设部长理事会和社会运动理事会, 另设政治、社

会、经济、投资金融、能源、环境、青年等委员

会。各委员会由成员国负责相关事务的政府部长组

成。委员会定期向部长理事会和社会运动理事会汇

报工作。这两个理事会则向总统理事会汇报工作。

委员会给出研究结果和建议, 但建议实施与否完全

取决于成员国的意愿。

联盟的运作遵循政府间主义, 较少超国家色

彩。联盟无意仿效欧盟建立拥有很大权力的超国家

机构, 而是希望在构建合作框架的过程中发挥成员

国的作用, 确保成员国对自身政治事务、经济事务

和社会事务的控制力。联盟的超国家成分更多体现

了成员国的共识, 而非成员国向它让渡主权。联盟

没有一整套对全体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的法规或

义务。

联盟谋求创造具有最大灵活性的合作机制。联

盟认为, 尽管成员国具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水平, 但

它们都具有独特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力量。因此,

联盟希望成为一个平台, 发挥联结作用, 使具有共

同意愿的某些成员国能够在某个领域直接开展一体

化建设。这意味着在联盟框架下签署的合作协定往

往是部分成员国之间的双边或三边协定。

联盟的核心理念是探索一条非资本主义的一体

化道路。联盟认为, 资本主义的一体化策略以市场

为掩护, 把资本的权利置于社会、政治、文化和人

权之上。在 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并非一场

周期性危机的重演, 而是一场结构性的资本主义体

系危机。这场危机无法通过注入资金、强化监管之

类的补救措施得到化解。人类有必要创造和发展资

本主义的替代模式。º 联盟全体成员国在 2010年 4

月签署的 5加拉加斯 200周年宣言 6 中明确承诺

建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把社会主义视为国家实

现真正独立、人民获得公正的唯一保障。»

联盟的指导原则包括: ( 1) 推动反贫斗争;

( 2) 捍卫拉美的自主和特性; ( 3) 转让技术和提

供技术援助; ( 4) 培育人力资源; ( 5) 使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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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首先成为公共福利提供者; ( 6) 各项协议不应

成为科技成果传播的障碍; ( 7) 通过确保公平竞

争的有效机制应对垄断和寡头独占; ( 8) 外国投

资者不得损害所在国的公共利益; ( 9) 区别对待

不相均衡的经济体, 为最脆弱的经济体提供机遇;

( 10) 广泛的社会参与; ( 11) 经济权利、社会权

利、文化权利和公民权利相互依赖, 不可或缺;

( 12) 投资者的商业利益不得超越人权或国家主

权; ( 13) 设立专门基金, 促进结构汇合和消除不

对称。¹

联盟的合作内容主要涉及经济领域、社会领域

和政治领域。

第一, 经济领域的合作。联盟成员国在互惠互

利、满足相互需求的基础上, 缔结一系列双边或多

边 /人民贸易协定 0 ( TCP)。协定谋求推动公平

贸易, 强调互惠互利和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能源合作是联盟一体化进程的最重要内容。联

盟力求保障成员国的能源安全, 确保成员国获得稳

定的能源供给。委内瑞拉在这一领域发挥核心作

用, 承诺为成员国提供石油。联盟认为, 保障能源

安全应当依靠国家而非市场, 为此成立美洲石油公

司, 加强成员国的能源政策协调。

联盟创建一批 /大国有企业 0, 也就是由成员
国的国有企业合作创建新的地区性公共企业, 由成

员国的国有企业实施国家间合作。例如, 联盟在

2009年成立一家进出口企业 ( ALBAEX IM ), 负责

发挥补偿贸易机制的作用。美洲玻利瓦尔联盟银行

(ALBA Bank) 也是一个 /大国有企业 0, 它是联

盟在金融合作领域的重大成果。作为一家地区发展

银行, 它负责协调成员国的金融政策, 汇集成员国

的资金, 并将其注入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和基础设

施建设, 从而降低成员国对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等外

部资金来源的依赖。

2010年, /地区单一补偿支付体系 0 正式启
动, 标志着联盟拥有共同货币。该体系包含 4个组

成部分: 作为共同货币的 /苏克雷 0 ( Sucre)、地

区货币委员会、支付清算中心和一个地区储备基

金。 /苏克雷 0 首先作为联盟内部贸易结算的虚拟
货币存在, 将在未来转变为欧元一样的实体货币,

具备支付和储备功能。委内瑞拉和古巴是首批启用

/苏克雷 0 的国家。此后, 尼加拉瓜、厄瓜多尔等

国也相继启用该货币。

第二, 社会领域的合作。联盟成员国围绕医

疗、教育和人员培训开展一系列互惠合作, 以便推

动反贫困斗争和满足社会需求。古巴帮助其他成员

国发展其教育和医疗体系。例如, 古巴向委内瑞拉

等国派遣医生, 帮助委内瑞拉在全国各地建立诊

所, 为委内瑞拉培训医务人员。委古两国合作开展

人道主义援助行动。古巴主持实施 /奇迹行动 0

( Operac i�nM ilagro), 免费为拉美国家的眼病患者

提供诊治和手术; 委内瑞拉为医生和患者提供免费

空中交通和住宿。在传媒领域, 联盟推动成立南方

电视台 ( Telesur), 以拉美视角报道新闻。在文化

艺术领域, 联盟设立众多 /文化之家 0, 加强拉美

人对自身的文化认同。

第三, 政治领域的合作。联盟推动成员国构建

共同外交政策, 其内涵可归结为两点: 构建多极世

界, 使联盟成为一个力量中心; 反对各种形式的外

来干涉、尤其是军事干涉。联盟反对任何外部势力

干涉成员国的内政。玻利维亚在 2008年陷入政治

危机之后, 它坚定支持莫拉莱斯政府, 抨击该国的

分离主义势力。在拉美地区事务中, 它扮演小国利

益代言人的角色。在巴拉圭与巴西围绕伊泰普水电

站发生争执之后, 联盟公开支持巴拉圭。这是它支

持本地区小国 (巴拉圭 ) 对抗地区大国 (巴西 )

的一个典型案例。

联盟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构建新世界经济秩序的

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它看来, 世界经济危机无

法在 8国集团或 20国集团的架构下得到解决。危

机的解决和新世界经济秩序的构建应当有联合国全

体会员国的参与, 使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发出自己的

声音。

三  联盟的替代性和兼容性

传统的贸易安排 (例如美洲自由贸易区 ) 以

市场为依托, 主要通过商品和资本的交换建立或扩

大市场, 削减关税和贸易壁垒, 具有浓厚的商业色

彩。在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推动者看来, 通过消除

关税和贸易投资管制给予市场准入的做法符合大国

和发达国家的利益, 却无法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

中小发展中国家受益。因此, 联盟寻求创造一种替

代贸易自由化的一体化模式。

相较于以美洲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传统贸易安

排, 联盟的替代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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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联盟强调国家而非市场的作用, 以政府

代替跨国企业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角。在美洲自

由贸易区的架构下, 国家仅仅作为市场的管制者消

极发挥作用。联盟认为, 市场自身不能带来真正的

一体化, 因而反对一味要求非管制化、私有化和削

弱公共管理能力的国家改革。联盟主张国家对私人

部门实行更紧密的控制, 把人民的利益置于跨国公

司的利益之上, 加强对自然资源的控制。政府与政

府之间的安排是任何人员流动、资本流动或商品流

动的基础。在联盟的一体化框架下, 国家将发挥主

导作用, 成员国以国家的力量参与竞争。国家既要

充当贸易的管制者, 还要在贸易中发挥积极作用;

国家既是主权实体, 也是经济实体, 使公共领域和

私人领域相互结合。

美洲自由贸易区主张向市场开放公共服务, 联

盟则要依靠国家扩大和深化公共服务。联盟认为,

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意味着众多穷人将无法获得生存

所必需的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必须以满足人民

需求为主, 而不能以企业或私人利益为主导。公共

服务是改变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条件。任何意味着放

弃使用公共政策工具的贸易协定都是不可接受的。

公共服务必须以满足人民需求为导向, 而不是迎合

私人利益。

第二, 联盟主张实现内生发展而非建立出口导

向型经济。美洲自由贸易区将使拉美国家愈来愈转

向出口导向型经济, 愈来愈依赖对外出口。与之相

反, 联盟强调内生发展的重要性。内生发展就是一

国依靠自身条件发展经济, 把自然资源转化为可用

于消费或出口的产品, 促进社会化服务和本地化生

产; 意味着通过发展教育形成平等的劳动关系和有

尊严的就业; 意味着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是相辅相

成而非相互抵消的。内生发展依赖于政府的积极推

动, 而不是依赖市场或全球化。

联盟把客户工业斥为 /血汗工厂 0, 认为客户
工业无法使落后国家的工业和农业获得真正的发

展, 无助于减少贫困。如果投资和出口的增长完全

依赖于对劳动力的严酷剥削, 就无法产生加强产业

部门之间联系的 /乘数效应 0, 不能使农业和工业
有效融合起来, 不能创造应对贫困和社会排斥所需

的就业。¹

联盟把农业视为实现内生发展的基础, 而不是

将其简单视为一个出口导向的产业部门, 反对让农

业走市场自由化道路。原因在于, 农业不仅是一种

产业, 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文化载体, 能够体

现拉美国家的文化特性。发展中国家不能在发达国

家向农提供大量补贴的情况下接受农产品贸易自由

化。即使发达国家停止对本国农业的贸易保护, 发

展中国家的农业往往也不具备与之进行竞争的能

力。一旦进口农产品涌入市场, 拉美国家农民的生

活水平必然恶化。

第三, 联盟主张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进行区

别对待, 在充分考虑其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的基础

上, 给予差别待遇。在联盟看来, 在发展程度不对

称的国家之间进行自由竞争将毁灭弱者, 贸易协定

必须以公平而非最大利润为核心。联盟的贸易协定

遵循个案处理原则, 以保持弹性。美洲自由贸易区

倡导的所谓 /贸易平等 0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拉美

国家的不平等。如果在西半球实行自由贸易, 拉美

企业难以同美国的跨国公司相抗衡。美洲自由贸易

区所要求的 /最惠国待遇0 和 /国民待遇 0 严重

威胁拉美国家的主权。国民待遇意味着跨国公司可

以享受一国赋予本国中小企业或合作社的优惠

待遇。

联盟成员国在贸易中遵循非对等性和补偿性原

则, 从而体现差别待遇、保障公平贸易。例如, 经

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委内瑞拉给予玻利维亚一系

列优惠待遇。其中, 委内瑞拉承诺把玻利维亚产品

纳入本国政府采购范围, 但玻利维亚不必向委内瑞

拉产品提供相同待遇。联盟还具有贸易支付的非对

等性。例如, 玻利维亚在进口古巴产品时可以用本

国产品作为支付手段, 也可以用本国货币或是其他

双方同意的货币。但是, 玻利维亚并不必然以同等

优惠条件回馈古巴。

第四, 联盟强调公民社会参与一体化进程, 明

确把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作为工作目标。美洲自由

贸易区是完全的贸易协定, 把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视为重点, 基本上未涉及社会领域的发展。它的谈

判进程受到技术专家的主导, 民众缺少发表意见的

途径和机会, 仅有一些非政府组织担任观察员。联

盟则是政府与公民社会 /合作治理 0 观念的体现。

它强调地区一体化进程的透明性与责任性, 主张决

策过程需要多形式、多层次的社会参与, 关注全球

化进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拉美的社会运动能够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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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参与联盟的规划和管理。无地农民运动 (M ST)

和 /农民之路0 (V ia C ampesina) 等拉美社会运动

组织已经加入联盟的社会运动理事会。它们对于分

配土地、免费医疗教育和食品安全的主张已经被列

入联盟的工作日程。

此外, 联盟强烈反对现行的知识产权体制, 认

为该体制仅仅保护发达国家掌握的科技知识, 却不

顾及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领域 (如生物多样性、

农民和原住民的传统知识 )。这种状况实际上加剧

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久已存在的不对称

性。这一体制使发达国家锁定自身在科技领域的领

先优势, 同时, 专利保护使发展中国无法以合理的

价格向贫困群体提供普通药品, 也无法生产此类药

品, 因而加剧这些国家的社会问题。

联盟在彰显替代性的同时, 具有一定的兼容

性。联盟谋求与拉美既有的一体化组织形成互补而

非排斥关系。许多成员国同时是其他一体化组织的

成员国。例如, 玻利维亚是安第斯共同体成员国,

而委内瑞拉正在争取成为南共市完全资格成员国。

联盟成员国与美国的合作不受影响。例如, 尼加拉

瓜仍然是 5美国 ) 多米尼加 ) 中美洲自由贸易协

定 6 ( CAFTA - DR ) 的成员国。成员国在加入联

盟之后仍然能够与别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例如,

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在 2010年启动双边自由贸易

协定谈判。

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克、圣文森特和格林

纳丁斯既是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 又是东加勒比国

家组织 ( OECS ) 成员, 并在近年相继加入联盟。

由于联盟的机制具有很大灵活性, 上述 3国的多重

成员国资格并未引发矛盾。当联盟在 2009年决定

发行苏克雷时, 上述 3国明确表示暂不加入苏克

雷, 因为它们正在使用东加勒比国家组织的共同货

币 ) ) ) 东加勒比元。同时, 上述 3国也暂不加入将

要成立的联盟防卫理事会, 因为它们是东加勒比国

家组织下属的 /地区安全体系0 的成员。

四  影响和挑战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是拉美国家寻找替代发展模

式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拉美国家通过贸易自由

化之外的路径实现一体化的重要尝试。它并非一个

成熟的一体化模式, 仍然处于发展和变动之中, 但

它使拉美的一体化进程更具多样性和活力。

联盟把社会利益嵌入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

之中, 强调基于社会需求的国家间合作。这种理念

在中小国家、欠发达国家尤为受到欢迎。它对这些

国家具有以下吸引力: 不同发展水平的成员国可以

享受差别待遇, 贸易和支付条件的非对等性, 成员

国能够以很低的门槛和优惠的条件获得大量贷款,

医疗和教育领域的合作 (直接惠及最弱势群体 )。

安提瓜和巴布达这样的加勒比国家通常对外部援助

具有较大的依赖性。美国是该地区的主要外援提供

者。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大幅削减对加勒比国家的

援助, 而且, 援助往往集中在与美国相关的项目上

(如扫毒和反恐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联盟成为

加勒比国家的新筹资来源,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它们

对外援的需求。联盟资助这些国家的社会项目和基

础设施建设 (通常难以获得外部资金的支持 ) , 更

为积极、迅速地帮助它们应对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

问题 (如粮食价格和石油价格上涨 )。查韦斯认

为, 各国人民都应当受益于这一替代性的贸易 ) 发

展模式, 因而邀请包括美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参与该

计划。

联盟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广泛性和代表性的

中小国家集团, 对平衡大国影响力、捍卫中小国家

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是世界秩序重构的一个表现。

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当今时代, 第三世界国家积极

应对参与全球化和捍卫民族自决之间的矛盾。这一

矛盾的解决不仅有赖于改变竞争条件, 也有赖于各

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团结。因此, 联盟倡导国家间

的团结合作, 推动拉美最弱小国家走联合自强的道

路, 以集体的力量应对激烈的全球竞争, 克服其相

较于发达国家、地区强国所存在的劣势。联盟已经

成为激进变革的代名词, 明确表示将走社会主义发

展道路, 并围绕变革国际贸易关系提出一系列变革

主张。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遭

受挞伐, 却使联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大增, 其意识

形态合法性得到极大增强。詹姆斯 # 佩特拉斯

( James Petras) 认为, 联盟的最重要之处在于提升

拉美人的团结意识和反帝意识, 并为一套全面的地

区发展计划创造基础。¹

联盟的发展进程将在未来面对以下三大挑战。

第一, 联盟对单一成员国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其他

拉美一体化组织。委内瑞拉是建立联盟的首倡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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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推动者, 是该组织中经济实力最强的成员国和

最重要的资金提供者。就目前而言, 联盟的基本经

济合作模式是委内瑞拉以优惠价格的石油交换其他

成员国的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委内瑞拉承担巨

大的义务, 但一些成员国难以提供具有实质意义的

回报, 因此联盟的存在和运转严重依赖于委内瑞拉

的经济状况。2009年以来, 由于委内瑞拉的经济

状况不佳, 联盟一些重要的合作计划已经被搁置

(如计划在厄瓜多尔马纳维省兴建的炼油厂 )。此

外, 一些成员国加入联盟的主要动机是希望得到经

济收益, 而一旦委内瑞拉陷入经济困境, 无法像现

在这样慷慨地提供发展援助, 联盟便有可能陷入凝

聚力危机。

第二, 联盟的凝聚力存在很大的脆弱性。联盟

的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成员国的政治意

愿, 而意识形态分歧、选举政治、国际形势及美国

的压力都将对这种政治意愿产生重大影响。许多人

把联盟视为查韦斯石油外交的一个工具, 实际上在

帮助查韦斯提升其政治影响力。这一点在许多成员

国内部引发是否留在该组织的争论。一旦某个成员

国发生政府更迭, 便有可能采取行动退出该组织。

最典型的例证便是洪都拉斯。 2008年, 塞拉亚政

府决定加入联盟, 但反对派人士认为政府这一做法

使国家受到查韦斯的 /意识形态渗透 0, 也使委内

瑞拉有机会干预洪都拉斯内部政治事务。 2009年 6

月, 塞拉亚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 2010年初洪都

拉斯正式退出联盟。

第三, 联盟的理论和实践存在一定的脱节。按

照构想, 联盟的构建需要依托人民的广泛参与。但

迄今为止, 它的活动主要在成员国政府之间开展,

重大的决定均由成员国总统协商之后产生, 其治理

模式依然是由上至下的, 官僚化倾向愈来愈明显。

社会运动理事会实际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 民

众很少有机会对联盟计划的实施进行充分讨论和监

督。人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存在明显不足, 这就

使联盟难以按照大众需求有效推动社会生产。这就

使人们对这个组织引以为傲的独特属性产生质疑。

联盟主张各成员国实现最具优势的生产互补,

为此开展易货贸易。例如, 委内瑞拉向古巴提供石

油, 后者向委内瑞拉提供医生和教师; 委内瑞拉向

玻利维亚提供石油, 后者以农产品作为偿还。但

是, 易货贸易如何能使这个一体化组织超越 /资

本主义的逻辑 0 并走向社会主义? 联盟尚未对此

作出明确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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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Those productsw ith comparative advantage such as aqua tic and vegetable products shou ld be the priority

fo r Ch ina to develop. ( Kuang Yanx iang, X iang Hong jin)

PETROBRAS.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Bus iness Development ( pp. 31- 37)

The largest company in Brazi,l PETROBRAS is v iew ed as an example of internat iona lizat ion for B razilian

enterprises. Itw as founded in 1953 and ceased to be the state legal monopo list in the oil industry in 1997. From

1997 to 2002, it underw ent a restructure and focused the attent ion on expand ing business in reg ional countries.

S ince 2002 it took a decisive step forw ard to achieve the strateg ic goa 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expecting to be one of

the world 's top f ive integrated energy compan ies by 2020. To meet the targe,t PETROBRAS needs to assure

continuous investm ent and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from o il price fluctuation and deep - w ater exp loration. In

add ition, the o il nat iona lizat ion in reg ional countr ies shall be a major challenge for it to mee.t ( Zhou Zh iw e i)

PDVSA under the Chavez Governm ent ( pp. 38- 42)

PDVSA is aV enezuelan state- owned corpo ration dom inating the o il industry o fVenezue la. Under the Chavez

governmen,t itw as massive ly restructured and became fully sub ject to the nat iona l development strategy. Now it is

comm itted to serv ing the interests of theV enezuelan pub lic and has been converted into a booster of the so- called

21st Century Soc ialism sponsored by V 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avez. It is w ide ly agreed that PDVSA has a

prom ising prospect thanks to the huge o il and natural gas reserve in Venezuela a lthough it is confronted w ith

challenges from lacking autonomy, investm ent and qualif ied personne.l ( Zhao Chongyang)

Argentinean Energy Po licy and the S ino- Argentinean Energy Cooperation
( pp. 43- 48)

S ince 2002A rgentina is in the process o f an energy po licy transition w h ich pu t the emphasis on enhancing

government contro l over the energy industry. Due to investm ent shortage and techno logy defic iency, the transition is

not yet conc luded. In recent years A rgent ina has emerged to be one of Ch ina. s partners in energy production in

Latin America, bu t the b i- national cooperation is still on in it ia l stage. There is a large poten tial for them tomake

cooperation in the f ields of oil and natural gas exp lora tion, p ipeline construction and energy equ ipment

manufacture. Chinese energy compan ies try to gain o il blocks in A rgentina bymeans o f b id ormerge, but they have

to cautiously hand le the r isks due to its po 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ntense po licy change. ( SunHongbo)

Opportunity Equity, Econom ic Freedom and Power Structure: Comparison and Theoretical

C ritique of Latin Am erican and EastA sian Developm entM odels ( pp. 53- 61)

Latin America is usua lly regarded by deve lopment theorists as an examp le of failure and on the contrary, East

A sia is an examp le of success. By conduct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es in the two reg ions

sinceWorldWar Tw o, the art icle makes a hypothesis that a state is requ ired to have bo th opportunity equity and

econom ic freedom to ach ieve success; pow er structure is the decisive factor for a stat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It is

conc luded that the d ifferent performance o f Lat in Am erica and EastA sia in pow er structure and opportunity equity

shou ld be the co re reason to expla in the ir success and failure. (G ao Bo)

A S tudy ofALBA: Content and Effects ( pp. 62- 67)

ALBA seeks to create an alternat ive reg iona l in tegrat ionmodel to rep lace the FreeT radeA rea o f theAmericas

( FTAA ) and make the integ ration process to facilitate poverty a lleviat ion and resolv ing socia l exclusion. D ifferent

from traditiona l trade arrangements, i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state interference in econom ic and societa l

affa irs, advocates for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g rants a preferent ia l treatment to the member countries at

disadvantage. It is especially notew orthy that it is a firm believer of popu lar part icipation in to the integ ration process

and has def inite ly set a target for reduc ing poverty and social ex clusion. A lthough ALBA is prog ressing in

econom ic, po litical and societa l cooperat ion, it is pressed to meetma jor cha llenges such as over- dependence on

V enezuela. s pe tro money, the fragile cohesion and the divorce o f theory from practice. (W ang 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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