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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社会 #

拉丁美洲非政府组织问题初探

#贺  钦

内容提要  拉美本土非政府组织 ( NGOs) 从 19世纪单一的慈善救助, 发展到今天多层面、多领域、多渠道的非营利公益

事业, 已成为凝聚社会关爱、引领社会价值、整合社会资源、代表社会呼声、倡导社会正义、满足社会需求、促进社会发

展的重要民间力量。作为政府及市场的有力补充, 非政府组织面对拉美贫穷落后和不公正的社会现实, 充分发挥其自下而

上与连横合纵的动员优势, 积极参与到民主与发展的各项事业中, 成为拉美各国、拉美地区乃至全球公民社会的先锋。目

前, 拉美 NGOs呈现出制度化、专业化、网络化、一体化等趋势, 而合法性缺失与自治能力不足是其发展的两大瓶颈, 同

政府的良性互动还有待进一步磨合。

关 键 词  拉丁美洲  非政府组织  公民社会  社会运动

  20世纪后半期, 世界各国均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治理危机。西方福利国家的赤字危机、发展中国

家的发展危机、世界性的环境危机和社会主义国家

的计划体制危机促使人们再次反思国家的角色, 并

期待寻求有效的替代方案。而通讯革命的拓展和中

产阶级的壮大使一场全球性的 /结社革命 0 ( G lob2
a lAssociational Revolution) 成为可能。当学术界还

在为 /非政府组织 0 ( NGOs)、 /非营利组织 0
( NPOs)、 /志愿组织0 ( VOs) 的定义而争论不休

时, 越来越多的社团已身体力行地投入到非营利的

公益事业中, 推动着公民社会的复苏和强大。

在这场全球性的结社革命中, 作为发展中国家

公民社会的先锋, 拉美的 NGO s担负着推动地区民

主与发展的重要作用。从殖民时期单一的慈善组织

发展到今天网络式的咨询服务组织, 拉美 NGO s已

成为一支推动地区政治民主、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

的重要民间力量。与此同时, 拉美各国正经历着自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 80年代经济危机和新自由主

义的国际渗透以来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结构调

整。面对复杂的生存环境和自身的制度性缺陷, 拉

美 NGOs正面临内忧外患的认同危机和发展困境。

作为一股新兴的社会力量, NGOs究竟能否继续保

持其既有优势、兑现承诺从而真正改变拉美人的生

存状况呢? 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和政府与市场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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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补充, NGOs的功能发挥既取决于其内部体制的

健全, 更有赖于政府引导、市场规范、全民参与的

社会系统工程的完善。只有实现 NGOs协调官方和

民间、地方和国际、效率和公平的杠杆功能, 拉美

社会才能在稳定与和谐中谋求民主与发展。NGO s

的成长、成熟既是民主与发展的结果, 又是民主与

发展的条件。因此, 了解和剖析拉美 NGO s的发展

规律, 将有助于我们从非官方的视角, 重新认识新

的历史时期下拉美民众的发展诉求, 判断拉美社会

变革的进展和趋势。

一  拉美 NGO s的发展概况

1946年, 联合国首次启用 /非政府组织 0

( Non- governm enta lO rgan ization) 一词, 并将其初

步定义为独立于政府体系和企业部门之外的社会组

织。目前,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将 NGO s

定义为以利他主义为价值取向, 提供各种服务、分

析和专门知识的非官方、非营利、非暴力、非政党

的社会组织¹。美国学者萨拉蒙定义的 NGO s具有

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非

宗教性 (不以吸收新教徒为目的 ) 和非政治性

(不推举公职候选人 ) 特点。º 根据拉美本土的实

¹

º

王杰、张海滨、张志洲主编: 5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

组织 6,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第 13页。

[美 ] 莱斯特# 萨拉蒙等著: 5全球公民社会 ) ) ) 非营利
部门视界 6,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 第 3~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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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本文关于 /拉美 NGO s0 的论述将采用非营利

公益组织的内涵, 不排除带有政治和宗教色彩的

NGOs。关于 NGOs的分类, 可根据跨国性将其分

为国际 NGOs和国内 NGO s, 根据地缘性划分为北

方发达国家的 NGOs和南方发展中国家的 NGO s,

根据 NGO s的程式可分为以项目为导向的运作型

NGOs和以价值为导向的倡议型 NGOs等。按照

NGOs的代际发展, 还可将其划分为 /救济与福

利0 /地方自力更生0 /可持续的系统发展 0 和
/民主参与 0 四代。¹ 事实上, 目前无论在北方还

是南方国家, 四代 NGOs几乎都是并存的。

(一 ) 拉美 NGO s的发展历程

拉美 NGO s的成长既符合 NGOs代际发展的一

般规律, 又体现出拉美独特的历史轨迹、文化传统

和社会结构。从殖民地时期到 20世纪 60年代的拉

美第一代 NGO s, 多为教会支持的慈善机构, 主要

为大众提供短期的救助和福利, 如为无家可归者提

供住所、为印第安人提供食品、为穷人提供免费的

医疗救助等。尽管 NGO s这一叫法始于 20世纪 40

年代, 但早期慈善机构的福利救助已初显 NGO s的

价值关怀与行为方式。

现代意义上的拉美 NGO s始于 20世纪 60年

代, 其活动从慈善救济逐渐过渡到技术援助。这些

以 /发展 0 为己任的 NGO s成为当时国际援助在拉

美地区的首选目标。 /觉醒 0 ( Concient izaci�n )、

/社区发展 0 ( Desarro llo Comunitario ) 等 /反国

家0 和 /扶贫 0 的口号, 成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大部分拉美 NGO s的行动纲要。作为协助国家解决

社会问题的重要力量, 天主教会、企业等纷纷成为

拉美 NGO s的后盾, 担负起援助弱势群体等工作。

20世纪 70年代中期, 拉美 NGOs迎来了又一

发展高峰, 其中大部分 NGOs对当时的独裁政府持

批评态度。包括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在内的一批专

业人士, 由于受到独裁政府的排挤和迫害, 成为高

失业率群体。这批社会力量通过吸引国际机构和外

国政府的资助, 发挥专业优势, 为大量的 NGO s提

供咨询和管理工作, 日渐成为地方草根组织获取国

际援助的代理人。

进入 80年代以后, 民主的回归既为拉美 NGOs

参与地区发展和治理创造了新的空间与机遇, 也给

拉美 NGO s的发展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挑战。一方

面, 在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 拉美 NGO s开始进入

科技、妇女权益、人权、生存战略等新的领域, 并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

等国际机构发起的会议及论坛中。而另一方面, 拉

美新一轮的民主化也使国际援助机构普遍认为拉美

已不再是最需要援助的地区, 因而流向该地区的国

际援助急剧下降。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国际援助, 不

少拉美 NGOs被迫走上了亲国家的发展道路。在同

技术官僚的合作中, 一些拉美 NGO s利用政府发起

的一系列面向妇女、儿童、印第安人、贫民窟和失

业人口等援助, 在地方社区尝试性地开展福利活

动。但也有一些 NGOs担心与政府的合作会使其失

去批评者的立场, 成为政府的迎合者。

进入 90年代后, 受发达国家经济霸权和新自

由主义思潮的影响, 拉美 NGOs开始遵循市场逻辑

和实用主义, 脱离意识形态话语, 涉足小额贷款、

生态环保等领域, 逐步实现了从盲目无序到加强项

目管理、再到注重组织能力建设的职业化进步。随

着国家的改革和放权, 小型 NGOs得到了发展, 其

中不少是由前任公务员组建的。一些私营企业也开

始创办 NGOs并积极拓展国际合作。少数 NGOs开

始探讨和制定组织的发展战略, 并邀请境内外研究

机构帮助评定组织的职能、权责与绩效。另外, 由

教育和研究机构等举办的、各类面向 NGOs管理人

员的专业培训和学位教育也日益增多。总之, 世纪

之交的拉美 NGO s规模日益壮大、职能日趋多样

化、影响力不断攀升, 如何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成为

拉美 NGOs当前的最大挑战。

(二 ) 拉美 NGOs的发展现状

11拉美 NGO s的使命与价值观。拉美 NGOs涉

足领域十分广泛, 不同的群体利益和实践方式决定

了它们的各自取向。早期的拉美 NGOs大都替代色

彩浓重, 对旧有的不公平秩序与不道德规范持激进

的抵制态度。如今, 不少拉美 NGO s的立场变得更

加务实与多元, 对新的民主制度与规范充满期待,

并大胆追求。综观各类拉美 NGO s, 地缘和时代的

特性决定了 /民主与发展 0 必将成为该地区 NGO s

的终极关怀。 /民主 0 价值多体现在宏观层面, 如

倡导拉美一体化、反对不平等的全球化、反对新自

由主义, 倡议公民登记、清洁选举、提升公民参与

率, 完善政党、政治运动和代议制度等积极主张。

/发展 0 则涉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各个微观层面

(如倡导社会公正、关心弱势群体、促进人权等关

系国计民生的各类倡议 ) 或具体问题 (如教育、

¹ 王绍光著: 5多元与统一 ) ) ) 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 6,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 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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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就业和职业培训、住房、妇女儿童保

护、印第安人救助等 )。

21拉美 NGOs的规模与类型。拉美各国对非

政府组织的定义不一, 因此很难对拉美非政府组织

的总数有所了解。各项研究统计相差悬殊, 各国官

方的注册数据也只代表冰山一角。如果包括慈善机

构、福利机构、文化和体育团体等第三部门组织的

话, 数量可能会更多。根据拉丁美洲组织促进协会

( ALOP) 1999年公布的数据, 拉美大约有 5万非

政府组织, 其中严格意义上的 NGO s仅有 5 000到

10 000。¹ 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公民社会组织已

超过了 100万。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称作 NGO s,

大部分是非营利社会服务组织、教育机构、卫生部

门、研究院所、文化组织、体育和休闲团体等。另

有 10万宗教组织, 其中 1 /3是未正式登记的。º

目前, 活跃在拉美的 NGOs主要有国际 NGOs

和拉美本土 NGO s。其中国际 NGOs主要指致力于

拉美发展的全球性 NGOs和发达国家的 NGO s。拉

美本土 NGOs根据地域和层级又可划分为地区性

NGOs、国家级 NGOs、地方性 NGO s和基层 NGO s。

这些不同层级的 NGOs组成了拉美 NGO s的庞大网

络。从垂直关系看, 以地方社区为基础的民众基层

组织 (简称基层组织, GRO s) 和以全国性或区域

发展援助组织为基础的民众基层支持组织 (简称

基层支持组织, GRSOs) 构成了拉美 NGOs网络的

分子。基层支持组织通常由专家组成, 为基层组织

引入国际基金, 帮助社区发展而不是为了自身发

展。从横向关系看, 将一个社区同另一个社区联接

起来的基层组织网络和基层支持组织网络构成了拉

美 NGOs网络的结点。这些网络组织旨在整合拉美

NGOs的资源、引领 NGO s的发展、表达 NGOs的

权益等。处于不同链接中的拉美 NGO s分工不同,

同一组织相对不同的服务对象和组织层级也会扮演

不同的组织角色。例如, 拉美最庞大的 NGOs) ) )
巴西无地农民运动 (M ST ) 拥有 150万成员, 组织

结构严密, 几乎囊括了基层组织、基层网络组织、

基层支持组织和基层支持组织网络等所有 NGO s的

组织形式。以该组织生产、合作与环境部为例, 自

1985年后, MST已倡导建立了 400个生产和服务

组、 63个集体和半集体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由 2 299个成员家庭组成 )、 22个贸易服务合作

社 ( 11 174名成员 )、3个信用合作社 (即人民银

行, 5 400名成员 ) 等多个生产及培训机构。MST

通过不断完善组织结构、推广相关政策和项目, 活

动领域不断扩展, 现设有生产、合作、教育、环

保、性别、政策教育、卫生、文化、传媒、人权和

青年人等部门, 并致力于维护公共部门、左派政

党、工会、其他社会运动、进步教会、国际合作机

构与 NGOs业已建立的良好关系。»

根据活动领域, 又可将拉美 NGOs分为发展型

( DNGO s) 和倡议型 ( ANGOs) 两大类。前者提供

人道主义援助和福利服务,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 涉

足扶贫、医疗、教育等领域; 后者为维护民主权

益、构建价值体系的利益表达型组织, 包括人权、

反歧视等组织。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 上述两大类

NGO s又会衍生出更多类型。以 DNGO s为例, 可

将其细分为以下种类 (见表 1)。

表 1 DNGOs的不同分类

标  准 类  型

哲学概念
进步主义, 包括激进的、人道的、神学的、

专业的等

活动领域
教育、居住、健康、环境、性别等或综合

项目

具体问题
住房和基础设施、食品和母婴卫生、失业、

占地等

服务对象
农民、卫星城和贫民窟居民、土著人、妇

女、儿童、病人、小生产者等

活动规模
社区、城市、州、地区、国家、拉美及加

勒比地区、国际

活动方式 调查、培训、咨询、行动

资源质量 资金、人员的数量和质量

创 办 者
宗教、企业、学生、学术教育机构、政党、

国家、境外

发展阶段 新兴、巩固、壮大、衰落

  资料来源: Jorge Ba lb is, ONGs, Gobernancia y Desarrollo

en Am�rica Latina y el Caribe, Com it�Nac iona l de En lace

P rogram aMOST /UNESCO, M on tev ideo, 2001.

本文涉及的拉美发展型 NGO s主要包括扶贫

NGO s、环境 NGO s, 倡议型 NGOs主要有政治性

NGO s、人权 NGOs等。拉美 NGO s根据其独立程度

¹

º

»

Joe Fow eraker, Gra ssroots M ovem en ts, P olitical A ctivism and

S ocial Developmen t in L a tin Am erica: A Compa rison of Ch ile and B razil,

C ivil Society and SocialM ovem ents Program, Un ited Nations Research

In 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 en t, 2001, p110. http: / /www1unrisd.

org /8025633C005BCCF9 /

Bruce S ch earer, John Tom l inson, The Em erging Na ture of C ivil

S ociety in L atin Am erica and C aribbean, New York, The Synergos ln sti2

tate, 19971h ttp: / /www1 syn ergos1 ory /know ledge /97 /cs in lac1htm
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官方网站。 http: / /www1m st1 org1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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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分为半官方 NGOs和纯民间 NGO s; 根据其合

法性可分为合法注册 NGOs、合法未注册 NGOs和

非法 NGO s等。

此外, 在拉美, 公民社会、社会运动是与

NGOs交替出现的两个重要概念, 这三者既相互关

联又相互区别。从广义的联系看, 三者均区别于制

度性和市场性的部门, 带有民间和自发的色彩, 偏

好从下至上的视角, 推崇 /小政府、大社会 0 的

价值理念与实践模式。从历史范畴来说, 产生于西

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 /公民社会 0 概念最为久

远, 具有深厚的政治哲学渊源。现代意义上的公民

社会, 作为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 /第三部门 0, 蕴

藏着民间丰富的大众智慧和民主诉求。目前, 公民

社会概念在规范和实证意义上的包容性使其成为人

们在探讨拉美相关问题时的主流话语。根据联合国

有关拉美社会资本问题的研究报告¹, 拉美公民社

会组织按其属性可分为四类: 一是亲密型社团, 二

是以地域和社区为基础的组织, 三是企业基金组

织, 四是支援性组织。其中 NGO s被界定为第四类

组织。作为公民社会中的活跃分子, NGO s与社会

运动均隶属于公民社会, 前者突出非官方性、现代

性、组织性、持续性和生活性, 后者强调烈度、偏

重价值诉求和 /解放 0 意义。在拉美的现实生活

中, /社会运动 0 一词具有较强的地缘色彩, 体现

了拉美社会倚重动员、迷信权威、非理性的文化传

统、制度性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和社会压迫与排斥

的严重性。而拉美本土 NGOs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

可以归结为一种组织化、制度化和现代化了的社会

运动, 当然完全现代意义上的 NGOs要想扎根拉美

国家, 还有待于传统与现代的博弈和融合。

二  拉美 NGO s的主要活动与作用

经过多年努力, 拉美 NGOs在促进地区民主、

倡导社会公正、参与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等领域不

断开拓, 成绩显著。如今, 作为拉美各国沟通个人和

制度的重要社会资本, 拉美 NGOs在整合群体利益、

服务大众需求、促进社会认同、复兴人本主义精神等

方面均起到了传统公域和私域均难以企及的作用。

(一 ) NGOs与拉美政治民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在拉美非民主国家有限

的政治空间内, NGOs成为民间表达政治和社会利

益的关键渠道。在此后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中, 作为

民主重建和国家改革的积极参与者, 拉美 NGO s自

下而上地参与公共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 既推动了

政府政治行为的合理化, 又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

了一道缓冲区, 释放了公民对政府的紧张能量, 促

进了双方的互动合作。

11积极推进选举民主。选举民主的基本要件
包括公民获得国家、政党和权力机构等社会公职的

途径畅通, 选举和政府组织运行的竞争化、自由

化、制度化。一些 NGO s以公民登记、清洁选举、

提升公民参与率、倡导全民公投、完善政党、政治

运动和代议制度为要义, 坚持倡议和游说, 既普及

了大众选举知识、培养了大众参政意识, 也对政府

和政党的选举行为构成了监督, 从一定程度上增进

了透明度, 遏制了官僚腐败。

21在制度内外寻求关注, 表达诉求, 监督与

制约政府的权力。拉美传统的社会运动倚重合法性

集会、示威和游行, 抑或采取非法的暴乱和恐怖活

动, 通过达到震撼视听、搅乱时局的效果维护权

益, 这种破坏性大于建设性的申诉方式显然不利于

民众利益的制度化和长久性表达, 不利于民间与官

方的冷静沟通与相互理解。

随着民主观念与民主制度的深入人心, 拉美

NGO s在追求民主价值的同时, 更注重方式方法的

合法性。 ( 1) 法律手段。不少拉美 NGOs开始依托

法律制度, 通过参加听证会、提交法案和法律诉讼

等方式, 有理、有力、有据地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争取同政府平等的谈判地位。 ( 2) 信息手段。随

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以维护知情权为己任的电子民

主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不少拉美国家纷纷建立了

中央和地方层面的电子政务, 以增加行政透明度。

许多 NGOs也日渐认识到信息平等的重要性, 纷纷

建立起网络空间, 力求争取资源和扩大影响, 弥合

信息鸿沟, 敦促官方减少民主赤字。但由于拉美国

家信息化建设的普遍滞后, 短期内实现信息平等的

可能性不大。 ( 3) 学术手段。一些 NGOs凭借良好

的人脉资源, 以学术研讨的方式, 邀请专家学者参

与咨询和协商, 从而提升了自身的权威性、合法性

与服务效率。新的斗争方式赋予了拉美 NGOs更多

的合法空间和对政府更有效的监督与制约。

31实践参与式民主, 同政府分享治权。在拉

美, 不少 NGOs已参与到限制行政权的国家立法与

¹ Jorge B alb is, ONG s, G obernancia y De sarrollo enAm�rica L a t2

ina y el Caribe, MOST /UNE SCO, 20011http: / /www1unesco1 org /
m ost /dsp53_ en1h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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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中, 推动着国家机构的革新, 督促政府决

策者对其政策和行为负责。近年来, 拉美各国地方

政府的作用显著提升。在地方治权扩大的过程中,

拉美 NGOs通过地方政府会议等平台, 积极参与地

方治理的政策制定与执行, 丰富了公共物品的供

给。以巴西实行 10多年的基层参与式预算为例,

不少 NGOs纷纷参与地方政府委托成立的公民特别

小组, 积极讨论和评估对公众有直接影响的预算项

目, 公民特别小组的成形意见将作为政府委托预算

的定案, 交由政府执行, 并在执行过程中由社会公

众直接进行监督。

41与传统政党政治构成潜在的替代关系¹。近
年来, 政党衰微成为拉美政坛值得关注的趋势之

一, 这与 NGOs的蓬勃发展是否关联呢? 客观地

说, 两者力量的消长, 既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又有

一定的必然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军人专制时

期, 拉美部分 NGOs由于其非政党性, 获得了反对

党无法得到的政治空间。进入民主化阶段后, 政党

日渐面临因代表性缺失而导致的信任危机, 内部民

主的匮乏、庇护主义的盛行、考迪罗式的领导风

格、抛弃意识形态和纲领等组织方式、同事实权力

交往、建立政治认同模糊的联盟是政党式微的主要

原因。由于拉美政党不能有效疏通民意, NGOs等

公民社会组织日益成为倾听和满足民众要求的替代

角色。NGOs同政党在代表性和参与性上的紧张关

系并不能代表两者关系的全部。有迹象表明, 部分

政党也试图披上 NGO s的外衣, 从事自己的社会活

动。总之, NGOs与政党的这种竞争 ) 合作 ) 连带

关系最终会派生出此消彼长、还是共生共荣的局面

还有待观望, 但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 政党兴衰

的历史值得 NGOs借鉴。

51倡导军队职业化, 积极推进国家非军事化,

巩固政治民主体制。具有强制性威权潜能的军人势

力曾是阻碍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敦促各国政府

推动非军事化运动是拉美 NGOs的重要使命之一。

如 1988年由哥斯达黎加总统奥斯卡 #阿里亚斯创

办的阿里亚斯基金会º, 多年来旨在促进地区非军

事化和永久和平, 通过改善人权、社会正义与和谐,

积极推动中美洲及其他地区的和平进程与民主化。

61与大众传媒的合作与融合。作为政府的监
督者与合作者, NGOs与大众传媒有某种功能上的

相似。双方的互动与合作有利于扩大公民社会和

NGOs的影响力, 实现对制度性权力的监督与制

约。目前, 拉美 NGOs主要通过争取主流媒体的关

注来表达诉求, 或利用平面、网络等新媒体扩展活

动空间。此外, 不少 NGOs本身就是媒体, 旨在倡

导新闻自由权、保护公民的知情权、推动基层数字

化、减少信息鸿沟等。非传媒性质的 NGO s则纷纷

成立专门的公关部门、制定相关的传播战略、设立

门户网站和论坛、出版读物及宣传品等。总之, 拉

美 NGO s传媒化的趋势有增无减。

71整合公民社会, 倡导社会团结与互助。在

拉美各国历史上的独裁时期, 法团主义盛行, 工

会、财团、行会、教会等各种寡头组织通过让渡部

分垄断特权, 同国家分享统治权, 受国家庇护, 体

现了社会国家化、利益集团官僚化和国家至上的政

治特点。而在民主巩固时期, 传统的寡头组织和不

断壮大的特殊利益群体 (如妇女、印第安人、青

年等 ) 试图脱离国家的统制, 开始自下而上地构

建公民民主格局, 呈现国家社会化的反向趋势。以

智利为例, 2002年 11月 23日智利公民社会论坛

在圣地亚哥发表宣言。» 宣言肯定了智利公民社会

作为复兴民主的中坚力量, 在建设参与式民主过程

中的重要角色。期间, 来自世界各地的 NGO s就如

何倡导和实现民主团结、公民参与、社会公正、性

别平等、包容多样性、反对歧视和种族排斥等社会

理想达成了广泛共识。

(二 ) NGO s与拉美社会公正

目前, 拉美各国的社会公正问题主要体现在因

制度不平等和歧视观念而引发的贫富分化上, 而反

贫困和人权斗争则成为解决公正问题的突破口。

11反贫困斗争。贫困是长期困扰拉美国家最
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因而也是拉美 NGO s的主要

作为领域。目前, 拉美各国均拥有致力于反贫困的

代表性 NGO s, 如阿根廷的人民文化中心 ( INCU2
PO ) 、社会发展与人道援助中心 ( INDES)、农牧

服务中心 ( ISAN ), 玻利维亚的社会行动国家联盟

(UN ITAS)、就业和教育协会 ( A IPE ) , 巴西的农

民教育和文化中心 ( CENTRU )、智利的圣地亚哥

教育和技术中心 ( CET )、厄瓜多尔的农业服务中

心 ( CESA ) 等。这些组织在促进地方参与式发

展、协调农村地方权力、培训农民技能、改善农民

¹

º

»

在拉美, 亲政党的 NGOs被称作 PANGO s ( Party- affiliated

NGO s)。

阿里亚斯基金会官方网站。 h ttp: / /www1 arias1 or1 cr

E d if icio D iego Portales, D ecla raci�n Program�t ica de l F oro de

la S oc iedad C ivil, San t iago, 2002. h ttp: / /www1 sociedadcivil1 cl/ foro /

portada /docum en to1 asp? Id=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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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平等方面贡献突出。

21人权斗争。拉美人权 NGO s构成丰富。根

据目标人群划分, 主要有妇女组织、青年学生组

织、印第安人组织、黑人组织、保护儿童组织等。

以妇女组织为例, 其主要倡议包括保护妇女受教

育、就业、生殖、健康等各方面的权益, 反对家庭

暴力、社会歧视等不公正, 以及反对战争、关爱儿

童等正义主张等, 例如拉美和加勒比妇女权益保护

委员会 ( CLADEM ) ¹、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等妇

女 NGO s。此外根据不同领域划分的拉美人权

NGOs, 还包括各种人居组织、信息化组织、司法

保护组织等。º 目前, 拉美各国人权斗争的焦点在

于: 贫穷和不平等现象; 性别、种族、宗教等歧

视; 武装冲突和暴力; 民主赤字、法律缺失与政府

治理不力。

(三 ) NGOs与拉美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 NGO s创造了大量的就

业, 增加了国民收入, 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

民经济的增长, 改善了一国的国际形象。在拉美,

尚没有权威的成果可以全面地、贴切地印证类似的

事实, 但许多现象的确可以从侧面反映出 NGO s对

拉美各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和贡献, 如第三部门

的扩展、公共治理的社会化、可持续发展观的深入

人心、小额贷款的盛行、非正规经济的蔓延和对美

洲自由贸易协定 ( ALCA )、多边自由贸易协定

( TLC) 及私有化的不同声音等。

11参与地区经济改革与公共治理。在社会转
轨期, 拉美 NGOs积极配合国家的系统改革, 在政

府的引导下通过自身有限的经济能量和感召力, 发

动社会参与到教育、卫生保健、社会服务、环保、

文化等公共治理的核心领域。以医疗卫生改革为

例, 截至上世纪 90年代末, 始于 80年代经济危机

后的拉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已在该地区大部分国家

展开。» 作为国家重点放权领域之一的医疗卫生部

门, 逐步交由社会私人部门和公民社会团体运作。

通过公开竞争, 拉美 NGO s凭借在地方医疗服务中

的经验以及同国际援助方和社区的良好关系, 在众

多私人部门团体中脱颖而出, 成为政府的合作方,

从而实现了双方资源互补的战略选择。改革解除了

NGOs作为契约方在财政和管理上的障碍。NGOs

创造性地提供了多种社会服务, 包括社区参与式卫

生教育和培训等超出政府资助范围的服务。

近年来, 拉美 NGOs在公共治理的各个领域体

现出专业化的趋势, 尤其在社会创新方面优势明

显。在拉美经委会举办的 2005年 /社会创新竞

赛 0 ( Experiencias en Innovac i�n Social) 中, 有近

100个项目入围, 其中 NGOs占 42%。

21致力于地区可持续发展。拉美丰富的生态
环境和自然资源是拉美环境 NGOs的首要保护对

象。除保护河流、耕地、雨林等环境的生物多样性

外, 拉美独特的人文环境, 尤其是土著文化也在环

境 NGO s的保护之列。目前, 拉美环境 NGOs的主

要活动包括: ( 1) 收集、分析、传播科学的环保

信息, 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咨询; ( 2) 为基

层社区提供服务和咨询, 并直接参与环保项目的规

划、运行和评定; ( 3) 监控环境协议的执行; ( 4)

代表土著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参与政策制定, 通过

运动等方式动员舆论, 争取民众对环境保护的普遍

共识与参与, 倡导环境公正及可持续性生产与发

展; ( 5) 加强区域内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多边合作,

促进国际环境 NGOs决策合理化。

由于目标一致性和环境问题的严峻性, 拉美环

境 NGO s较其他类型的 NGOs, 显现出了更为理性

的共识和更加严密的组织性。例如, 2001年 10

月, 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峰会前夕, 拉

美和加勒比地区的 NGO s代表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

开地区会议, 并发表了如下声明¼: 拉美 NGO s承

认 5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6 和 521世纪议程 6½

在执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原则和目标, 但却对拉美

各国政府在促进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表

示质疑。声明认为, 里约承诺的失效加重了社会环

境的恶化、增加了发展的不确定性、阻碍了世界范

围内的民主化, 而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的不断扩张亦

使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行动受到了进一步制约。会

¹

º

»

¼

½

拉美和加勒比妇女权益保护委员会官方网站。 h ttp: / /

www1 clad em1 org

拉丁美洲人权组织网站。 http: / /www1d erechos1 org /n izkor /

la /ong. h tm l

A lberto C ardelle, Dem ocra tiza tion, H ealth Ca re R eform, and

NGOs- G ov ernmen tC ollabora tion in the1990 s: Ca ta lyst or Con stra in t, in

th e Challeng e of C hang e in La tin Am erica and the Caribbean, North -

Sou th C en ter Press, 2001. pp1185- 192.

ht tp: / /www1 johannesbu rgsumm it1 org /htm l /prep _ process /

regional_ docs/ lat in_ am erican_ prepcom _ NGO s_ statem en t. doc

1992年 6月,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又名首届里约地

球问题首脑会议 )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了 5里约环境与发展宣

言 6 ( R io Declaration, 又名 5生物多样性公约 6 ) 和 521世纪议

程 6。前者为环保国际条约, 后者为可持续发展全球行动计划。

5 21世纪议程 6 提出了 2 500多条各式各样的行动建议, 包括如何

减少浪费性消费、消除贫穷、保护大气层、海洋和生物多样性以及

促进可持续农业的详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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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再次强调了公民参与 521世纪议程 6 的重要性,

主张在国际、地区、国家和地方等层面达成促进可

持续发展的社会共识。此外, 会议还呼吁各国政府

尊重基层社区的集体智慧和创新能力, 保护种族和

文化的多样性及地球的生态平衡。

(四 ) 拉美 NGO s与国际合作

拉美 NGO s的跨国活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国际 NGO s与拉美本土 NGOs的战略合作。美

洲基金 ( Inter- Am erican Foundation) 的研究表明,

通过 NGOs渠道进入拉美的国际援助主要集中在环

境、儿童和小型企业三个领域。¹ 以美洲开发银行

( IDB) 为例。º 该行长期致力于地区社会福利、经

济发展和政治民主, 积极推广拉美各国政府与社会

的合作经验, 并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 NGO s保有

良好的合作关系。该行为 NGOs提供小额贷款、资

金、人员和技术培训, 并帮助其申请来自 IMF等

国际金融机构的投资。二是拉美 NGO s以成员身份

参与国际 NGO s的各类活动。目前, 拉美 NGO s在

联合国 NGOs论坛、世界社会论坛等会场均拥有不

小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拉美 NGO s的第一种跨国活

动主要以国际援助为直接目的, 作用方式为由外至

内, 作为契约方的拉美 NGOs担当类似于项目经理

的角色, 被动性较大; 第二种国际参与以国际倡议

为主旨, 行动指向为由内至外, 拉美 NGOs以主体

身份参与讨论, 充分发挥了 NGOs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本土 NGOs的国际影响力。

由拉美 NGOs创办的世界社会论坛一贯以反全

球化、反新自由主义、反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等

激进的面目示人, 使人们普遍认为, 拉美 NGO s乃

至发展中国家的 NGO s在价值理念上与全球化格格

不入。事实上, 拉美 NGO s所倡导的反全球化并不

是要全盘否定全球化所带来的进步与成果, 而仅仅

是对不公正的国际规制的一种消极抵抗。在全球化

双刃剑的生效过程中, 发展中国家的弱势群体和边

缘部族的利益往往受到多重剥夺, 而在制度性表达

渠道缺失的情况下, 这些群体只能通过暴烈和激进

的行动与主张寻求关注和支持。今天的拉美 NGOs

大多以积极姿态回应全球化的挑战, 主张通过地区

一体化与合法斗争等方式, 替代现行不合理的国际

政治经济秩序, 争取民主未来和全球善治。旨在增

进尊重、理解和互助的世界社会论坛等国际和地区

组织, 为拉美 NGOs实践参与式民主和对话民主提

供了平等、自由、宽容、快捷的信息沟通机制, 不

失为公民社会适应全球化时代流动性和多样性的一

种积极尝试。

三  拉美 NGO s的挑战与发展趋势

合法性缺失与自治能力不足是目前拉美 NGO s

面临的两大发展瓶颈。一方面, 通过拉美 NGOs自

身权、责、利的明确能有效解决其代表性、内部民

主和透明度等合法性问题, 政府对司法体系和行政

监管的逐步完善也将有助于拉美 NGOs合法性的增

强。另一方面, 拉美 NGOs自治能力不足主要体现

在制度、项目和资源等方面的供给不足上, 不断完

善组织的规范性、凝聚性、自主性和适应性才能实

现拉美 NGO s的可持续发展。

如今, 历经数十年发展的拉美现代 NGOs在同

国家与市场的磨合中, 逐渐显现出了制度化、专业

化、网络化、一体化等趋势。 ( 1) 制度化。面对

制度环境的变迁与自身制度建设的挑战, 不少拉美

支持型 NGO s开始涉足专项制度培训。例如, 由智

利的 /参与 0 组织和阿根廷 /加迪斯0 组织联合

创办的 /认同与管理 0 组织», 旨在探索拉美
NGO s的发展模式和制度化建设。该组织已连续五

年推出面向拉美 NGOs的组织能力培养计划, 引入

了信息化、战略规划、市场营销、行政、财务和人

力资源管理、资金来源多样化等理念, 以帮助拉美

NGO s实现自治和可持续发展。 ( 2) 专业化。拉美

NGO s日益呈现出人员构成的职业化、组织管理的

企业化和项目管理的规范化等趋势。 ( 3) 网络化

与一体化。拉美 NGOs在基层、国家和地区层面的

网络化趋势有增无减。而全球性 NGOs在拉美的分

部以及中美洲、南共市等地区性 NGOs的联合会,

在连通和团结拉美各层次、各领域 NGO s的过程

中, 起到了桥梁式的关键作用。例如, 国际绿色和

平组织阿根廷分会利用网络方式动员民众, 参与环

保行动, 影响遍布阿根廷及南美各国。

此外, 在同市场关系方面, 拉美 NGO s逐渐从

/反市场 0 角色转变为 /亲市场 0 组织, 而在同政

府的关系上, 两者仍有待进一步的磨合。目前, 只

有在巴西、智利等国, /政府引导、管理 NGO s0

¹

º

»

Stephen V etter, / M ob ilizing R esources: the Bus iness ofGrass2

rootsD evelopm ent0. http: / /www1 iaf1 gov / jrnl19- 2 /vetter1h tm

美洲开发银行公民社会组织网。 h ttp: / /www. iadb. org /

aboutus /VI /civilsociety. cfm? language= E nglish

/认同与管理 0 组织官方网站。 h ttp: / /www. ident idady2
gest ion1 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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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NGOs参与国家改革 0 的良性互动已初见成

效, 而大多数拉美政府与本国 NGOs的合作仍处在

试验阶段。拉美各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制度供给和法

律保障, 加强对 NGOs的适度监管, 另一方面力图

改善 NGOs参与公共治理的渠道和平台。许多国家

纷纷设立了针对 NGO s的管理机构 (一般由内政部

负责 ) 和 /强制注册登记 0 等制度。智利政府作

为 NGOs的积极合作方, 设立了专门协调公民社会

事务的 /公民社会促进委员会 0; 智利国会也于
2005年 7月召集国际专家、议员、公民社会组织

和学术机构及总统候选人等, 就 /公民参与 0 的

概念、历史和国际经验, / NGO s参与公共治理 0,

/ NGOs立法 0 和 / NGOs的机遇与挑战 0 等主题
召开论坛。除登记制度外, 各国还通过各种行政、

法律和经济手段规定了公益性 NGOs的免税或减税

待遇、申请国家援助的办法、立法的指导原则、商

业运营的原则范围、信息透明度规范以及政府对

NGOs进行财务审计监管等内容。目前, 拉美各国

有关 NGO s的立法和监管普遍落后于 NGOs自身的

发展, 各国的立法程序和现行法律对 NGOs均抱有

不同程度的歧视。巴西率先建立了有关 NGO s的专

门法¹, 萨尔瓦多于 1996年颁布了 5非营利组织

法6, 智利º、墨西哥»、危地马拉¼、阿根廷、哥

伦比亚和乌拉圭等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

或正在酝酿 NGO s的专项法。各国宪法中的结社自

由原则是确保 NGOs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根本前提。

此外, 大多数国家在民法典等法律体系中, 还规定

了 NGOs相关的适用条款, 或在 5税法 6 和 5结

社法 6 等法律法规中作了零星补充。总的来看,

拉美各国落后的法律制度显然已无法适应拉美

NGOs急剧扩张的现实, 拉美 NGOs要想争取政府

毫无保留地创立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专门法十分困

难, NGOs必须尽快提出自己的替代方案, 以期在

司法过程中寻求公正公平, 抑或争取司法保护等方

面的国际援助与合作。而政府一方, 为确保 NGOs

在合作过程中的独立性和规范性, 也应不断摸索新

的合作与管理模式, 以期在帮助 NGOs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同时, 进一步改进自身的公共服务和治理水平。

四  结  论

目前, 人们对 NGOs的基本评价褒贬不一, 不

少人对这种超越传统的、非市场导向的动员组织模

式存在疑虑。NGO s究竟是社会矛盾的解压阀还是

导火索呢? 笔者认为, NGOs是社会发展特定阶段

的一种工具性组织形式, 它的兴起与发展体现了现

代社会对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科层化的

理性诉求; 而 NGO s的合法性将最终来自于它对发

展的绝对贡献和超出其他组织形式的相对优势。一

方面, 拉美 NGOs的视野和作为体现了拉美社会转

型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传统性和

现代性的矛盾, 并从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后发国家的

社会力量自主探索发展进路的强烈意愿, 代表了发

展中国家公民社会的先进水平。另一方面, 作为特

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拉美 NGOs的

成长与成熟既取决于自身的新陈代谢, 更取决于拉

美各国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

的理性化。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初期, 国家对公

民社会的权威引导十分重要。根据市场型、参与

型、弹性型和解制型的现代政府理念, 不少发达国

家在处理国家与 NGOs的关系时, 采取了鼓励社会

资本的开放态度, 将一些政府管理职能发包给

NGO s具体实施, 政府仅通过签约来监督其执行和

实施。发展中国家是否也能如法炮制呢? 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 社会条件和需求也

不尽相同。发达国家具备相应的经济和制度基础,

政府有能力通过分权的方式控制社会。而在发展中

国家启动现代化的初期, 包括 NGO s在内的各种社

会组织和制度建设还十分薄弱, 社会的利益关系和

阶层矛盾也相对尖锐。因此, 国家应当在维护稳定

大局、引导社会发展方向、缓解冲突、确保法律制

¹

º

»

¼

巴西的 NGO s立法走在了拉美前列。巴西的法律规定, 巴

西公益组织的免税地位不受法人资格限制。从 1996年起, 巴西各

级政府就相继对 NGOs注册管理、合同签约、自治机制、责任制

度、捐资和扩展融资渠道、志愿者管理、信息等方面的法律体系作

出了有利于 NGO s成长的调整。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 5志愿服务
法 6 和 5公共利益公民社会组织法 6。前者规定了志愿者劳工的权

利。后者作为国家和公民社会组织谈判妥协的结果, 规定了 NGOs

的身份、社会角色、融资渠道, 并通过义务和责任的划分推动了国

家向 NGO s倾斜和与其合作的制度建设。

目前, 智利政府正着手创立旨在推动公民参与的 5公民权

法 6 ( C iudadan�a de Ley)。该法于 1999年提出, 直到 2005年 7月

才由政府提交议会审议, 并由众议院内政委员会通过。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 2002年通过的 5社会福利与发展

活动促进法 6 ( la Ley de Fom en to a las Activ idades de B ienestar y D e2

sarro llo Social) , 规定了 NGOs的权利和义务、NGOs合法性的内涵

等。该法成为淘汰不良 NGOs的有效滤器, 使 NGOs的运行更加透

明, 有社会回应能力的 NGOs将适者生存。 h ttp: / /www. loyola.

edu. m x /notas_ anteriores/ong. h tm l

Foro de ONG deGuatem ala, Institucional izaci�n de lS ector ONG

en Gua tem ala: E strateg ia d e G est i�n d el Desarrollo S ectoria, 2000.

h ttp: / /www. icn .l org / jou rnal /vol3 iss2 /cr_ guatem ala. PDF



第
三
十
一
卷
第
三
期
 
二
o
o
九
年
六
月
 

拉
丁
美
洲
研
究

50   

度有效运转、保持宏观经济平衡、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在保证国家合法性

和权威性的前提下, 国家应努力推行公民民主, 通

过公共服务和公共财政政策, 支持社会组织和志愿

者组织的活动, 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 以确保公民

权的实现。在转型期, 拉美各国只有在 /强政府 0
的前提下, 推行 /强社会 0 的发展模式, 才可能

逐步实现 /小政府 ) 大社会 0 的善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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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阿里尔 #阿莫尼谈中拉关系
  2008年 12月, 美国富布赖特学者阿里尔 #阿

莫尼 (A riel C. A rmony) 博士访问拉美所, 就中拉

关系与拉美所学者进行座谈。

阿莫尼尝试把政治 ) 文化因素引入对中拉关系

的分析。他认为, 3个政治 ) 文化因素有助于拉近
拉美和中国的关系: 反美主义, 非正式规则, 中国

的发展模式和外交政策模式对拉美具有吸引力。

阿莫尼认为, 拉美和中国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反

美主义。拉美当前的强烈反美主义与布什政府的政

策紧密关联, 但拉美的反美主义具有很深的历史根

源, 把它简单视为一种与拉美的 /新左派 0 政府

相关联的意识形态是错误的。对美国的负面看法是

中拉之间具有认同感的一个潜在思想来源。

非正式规则是中国和拉美文化中共同存在的一

种现象。非正式规则在拉美发挥着重要作用, 既表

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也表现在经济交易中; 既

表现在选民和政治家之间的互动中, 又表现在治理

机制中。非正式的个人关系通过提供协调机制、实

施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而经常替代国家制度。阿莫

尼指出, 非正式规则有助于促进中拉之间的理解。

阿莫尼认为, 中国为拉美提供了两种有吸引力

的模式: 外交模式和发展模式。中国在外交领域提

出对拉美很有吸引力的两点主张: 国际关系民主化

与南南合作。中国的这一模式与拉美左派政府的一

些外交主张相适应。同时, 中拉双方均倡导国际多

边组织的民主化。中国还为拉美提供一种替代发展

模式, 这一模式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更具

吸引力。中国的这一替代模式主张根据国情进行创

新、实施非正统的政策和进行政策实验。阿莫尼指

出, 上述两种模式在 /北京共识 0 中有清晰表述:

第一, 在改革中致力于创新和连续不断的实验; 第

二, 不但注重经济增长, 还要注重平等和可持续

性; 第三, 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独立自主。

阿莫尼还分析了上述 3种因素对中拉关系可能

产生的负面影响。第一, 拉美和中国也许具有同一

种形式的反美主义, 但这种反美主义往往因为一国

所处环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这种差别往往对

应于一国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联系, 事

实上有可能导致不利于拉美与中国关系的反美主义

派生形式。第二, 非正式规则往往助长腐败、削弱

法治、降低责任性和透明度。第三, 中国的替代发

展模式有很大的吸引力, 但这种发展模式有可能使

拉美国家退回到以往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

(王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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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 ing new politica l partic ipants based on the ident ification o f ethn ic groups, no intention of se izing state pow er,

and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Thosemovem ents are play ing a progressive role in improv ing social justice in

the reg ion and therefore imposing an influence over the reg ional governm ents. On the o ther hand, they have tomeet

the challenges in dealing w ith the relat ions w ith leftist politica l parties and the state and reso lving the ir inside

d ivergences. ( Fang Xufei)

The 21st Century Socialism in Ecuador ( pp117- 22)

In Ecuador the 21st century soc ia lism is regarded as the resu lt of g reatly fragmented politica l structure, low

eff iciency of po litical institutions, rampant corrupt ion, and popu lar distrust of politica l inst itutions. There are also a

variety o f external causes such as the emergence o f those leftist reg imes and the v igorous pursuit o f some le ft ist top

leaders for soc ialism as an a lternative to neo2libera lism. A m ajor d ifference from the trad itional soc ialism, the 21st

century soc ia lism in E cuador is a complex o f princip les instead o f a system ic theory. In order to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change, the Correa government has taken sign ificant measures inc lud ing the issue o f a new

constitution to grantmuchmore authority to the presiden,t the reo rgan ization o f adm inistrat ive d iv ision to reso lve the

h ighland2low land con flicts, the re introduction of state in terven tion in economy, the launch of the cong ress reform to

restr ict its pow er and the adopt ion of reg iona l integ ration as a priority of fore ign affa irs. ( Yang Jianm in)

Priv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 Ana lysis o f theM ode of Prov iding

Public Products w ith a Case Study on H ighw ay T raffic ( pp123- 29)

As a typ ica l pub lic produc,t h ighway traffic is usually prov ided by the state. Since the 1990s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in it ia ted the priva tization of highw ay tra ff ic to base it on private supply, w hich is exemplified in

A rgent ina, Co lumb ia and Ch ile. The gains and lessons from it can be a good reference for Ch inaw ho has recen tly

launched privat izat ion in the field. ( Tang Jun)

Reflections on T rade and Agricu ltura l Policy Reform s in Latin America

( pp135- 41)

The food crisis in 2008 w as m ain ly resu lted from the imbalance betw een supply and demand, market

specu lation, the deve lopm ent of bio2energy, the restrict ions on agriculture in develop ing countries, monopo lizat ion

in food marke.t It had inflicted a very negative impact o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such as social unrest and

po lit ical turmoi,l the rising inflation, the increase o f people liv ing in abso lute poverty, and the deteriorat ion of

balance o f payments.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reg iona l countries w ere effective in easing the crisis, butw ere not

enough to reso lve i.t It is proved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reg ional countries to estab lish a long2term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ake co llective actions to hand le the system ic imba lance betw een agr icu ltura l product ion

and trade in the wo rld. ( Zhang Y ong)

An Analys is of Non2governmen tal Organ izations in Latin Am erica

( pp142- 50)

A v igorous c iv il force in La tin American, non2governmenta l organ izat ions ( NGO s) have succeeded in

d iversify ing its ro le from the provision of charity in the 19th century to enhanc ing soc ial cohesion and resources

integ ration, guiding soc ial va lues, promo ting socia l justice, and boosting soc ietal deve lopm en.t Now adays they are

seek ing to construct the in tra2reg ional network and rein force capacity2building and integrat 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re also faced w ith cha llenges like leg it imacy crises and the insu ff iciency of autonomy and expected to estab lish

posit ive and effective interact ions w ith the state. (H e Q 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