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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论视野中的拉美区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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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拉丁 美洲地 区是 区域主义发展较为典型的地区
。

依附论是一种主要由拉美学者发

展起来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实现 自身发展的经济学理论
。

拉美区域主义

从兴起到衰落
,

从衰落到再度勃兴
,

都受到不 同形态的依附理论的深刻影响
。

依附论 的历史演

进和拉美区域主义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
,

依附论 的警示
,

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 了拉美新 区域主

义存在的问题和面 临的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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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主义
,

是二 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 中广

泛兴起的政治现象
。

民族国家的发源地

—
欧洲

的区域主义实践所取得的引人 注 目的发展
,

使 区

域主义研究受到普遍的关注
。

区域主义就是强调

区域性安排在国际关系 中的地 位和作用
,

它是一

个内涵和外延都十分丰富的概念
。
〔’〕‘P“ ’

欧洲虽然

是区域主义兴起和发展的典型地 区
,

但 区域主义

本身不是一个仅仅用来指称高度制度化的欧洲一

体化进程的狭义概念
,

区域主义研究也不是欧洲

经验的简单总结
。

在欧洲之外的其他 区域
,

区域

主义活动以不 同的组织形 态表现和存在
。

其中
,

拉丁美洲地区 的区域主义在理论上深受不 同形态

的依附理论的深刻影响
,

拉美区 域主义 的漫长探

索与依附理论 的兴起 和修正密切相关
。

因此
,

从

依附论的历史演进 的角度透视拉美区域主义的发

展历程
,

具有不容忽视的理论意义
。

一
、

发展主义依附论与

早期拉美区域主义

战后拉美地 区 的区域主义浪潮
,

在很大程度

上是一种政府推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

而政府之

所以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区域或次区域的经济一体

化
,

则是 因为受到以 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为

代表的发展主义依附论学者的深刻影响
。

普雷维

什认为
,

拉美 以及其他发展 中国家贫 困的根源在

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 国际经济中的不平等

地位
。

在国际分工和 国际贸易 中
,

拉美等发展 中

国家仅仅是发达工业国家生产原料 的提供者
。

发

达工业国家通过技术垄断提高工业制成 品价格
,

压低原料等初级产品价格
, “

技术进步的好处只集

中在中心国家(发达工业 国家 )而不会惠及世界体

系中的外 围国家 (发展 中国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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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分工体系中的不利地位
,

发展中国家惟一 的出

路就是实现 自身的工业化
,

用国内生产替代进 口

工业制成品
,

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

从而彻底摆脱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不利地位
。

国际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和经济发展的失败

经历
,

促使拉美各国政府普遍 接受 了普雷维什所

开出的政策处方
,

制定 出进 口 替代的发展战 略
。

但进 口 替代的工业化道路又遭遇到国内市场过于

狭小的瓶颈约束
。

许多耐用消费品适合大规模生

产
,

而拉美国家 由于国民收入水平普遍低下
,

本国

市场难以满足生产 的需要
,

国与 国之间又缺乏必

要的联系
,

工业发 展因而深受 限制
。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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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

这一 问题
,

普雷维什又提出了进行区域 内经济一

体化建立起可 以支持大规模工业化的产品市场的

发展思路
。

由此
,

区域主义作为解决进 口 替代 战

略所面临的市场狭小问题的配套战略为拉美各国

普遍采纳
,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

作为拉美各国发

展国民经济的现实需要
,

也在拉美地区蓬勃兴起
。

在 2 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的这一时期
,

中美洲

共同市场 (1 9 6 0 年建立 )
,

安第斯条约组织 ( 1 9 6 9

建立
,

即安第斯集团 )
,

加勒 比共 同体和共 同市场

(1 9 7 3 建立 )等 区域组织相继建立
。

这些 区域组

织
,

对 内减免关税
,

对外保护本地 区市场
,

减少 内

部贸易壁垒
,

积极推动组织成员国之 间的 自由贸

易
。

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活动
,

直接服务于拉美

各国共同推行的进口替代战略
。

减少内部的关税

和非关税壁垒
,

目的在于拓宽本地区生产的工业

制成品市场
,

使其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

保护本地

区市场则是在民族工业还极其脆弱的情况下实行

的必要举措
。

为更好地适应进 口 替代战略
,

有的

区域一体化组织
,

如安第斯集团还实行了部 门工

业发展计划
。

根据该计划
,

列人部 门工业发展计

划的产品被分为配额产品和非配额产品
。

非配额

产品可以在任何成员国生产
;配额产品则指定成

员国单独生产或共同合作生产
,

充分调动区域合

作的市场资源来优先发展冶金
、

汽车
、

化工
、

电子

等凭借单个国家的内部市场根本无法建立的重工

业部门
。

: 4 〕(P1 6 。)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创立和发展
,

推动 了

拉美地区内部贸易的增长和市场整合程度 的上

升
。

1 9 5 0 年和 1 9 6 0 年
,

本地 区贸易在全部 出 口

中仅 占 8
.

1% 和 7
.

6 %
,

在全部进 口 中仅 占 10 %

和 8 %
。

6 0一70 年代
,

地 区 内进 出 口 贸易的发展

速度超过了与外部贸易的发展速度
。

1 9 6 0一 1 9 7 8

年期 间
,

地 区 内 的 出 口
,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达 到

41
.

4 %
,

几乎比地 区 外 出 口 的增 长速度快 3 倍
。

到 19 8 1 年
,

内部出 口 占地区出 口 总额的比重
_

上升

到 16
.

5 %
,

进 口 比重上升到 1 9
.

5 %
。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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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服务于进 口替代发展战略的 区域主义
,

在发展进

程中不可避免地受 到其
“

被邀请 的工业 化
”
(in

-

d u s t r ia li
z a t io n b y in v it a tio n )的战略 目标和工业

欠发达的现状所带来的种种限制
。

第一
,

进口 替代战略的 目标是逐步减少对工

业制成品的进 口
,

实现 自给 自足的生产
,

改变本国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遭受发达工业国家剥削的不利

地位
。

进 口替代战略 旨在独立 自主地发展经济
,

带有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性质
。

由于担心跨国

公司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对本国生产部门的渗透

和控制
,

妨害民 族工业的成长和发展
。

拉美区域

主义选择了封闭型
、

内向型的发展道路
。

拉美区

域主义的封闭性
“

不仅是经济民族主义的一种表

现
,

而且
,

正是 因为它们缺乏成就
,

促使人们越来

越意识到现有制度的不平等
,

从而产生更强烈的

经济民族主义
。 ” 仁吕」‘”‘2 3’经济 民族 主义是拉美区域

主义兴起和发展 的原初动力
,

而又正是经济民族

主义的发展理念
,

直接决定了早期拉美 区域主义

的封闭性和内向性
。

第二
,

拉美区域主义中出现 的极化现象阻碍

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人发展
。

在区域经济一体

化过程 中
,

即使是在发达工业国家之间进行的一

体化过程中
,

其合作收益 的分配都不是完全均衡

的
。

在各种区域主义安排下
,

往往会 出现相对获

益较多的
“

增长极
”
(p o le s o f g r o w t h )和相对获益

较少 的
“

停 滞极
”
( p o le s o f S t a g n a t io n )

。 仁。」(P飞卜 12 ,

然而
,

在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过

程中
,

贸易创造效应所产生的合作剩余 (CO o p e ra
-

ti 。n S u r p l。 S )
,

可 以抵 消分配不均衡给处在
“

停滞

极
”

的国家带来的福利损失
,

使其合作收益高于不

合作的状态
。

也就是说
,

虽然相对获益 ( r el at iVe

g a in s )并没 有均 衡 分配
,

但 绝 对 获 益 (a b s o lu te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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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ai n s)仍然能使成员 国保持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

进程 的动机
。

而在拉美地 区
,

贸易创造效应出现

的条件并不存在
,

区域一体化更多地是政府推动
,

而不是
“

自然
”

发生 的过程
。 仁7」‘”2 55 ’

区域合作 并没

有产生足够的合作收益以使处在
“

停滞极
”

的国家

从中获得必要的福利补偿
,

这使得 区域经济一体

化中的极化现象极其严重
。

尽管拉美区域组织为

克服极化现象的阻力
,

作出了大量 的政策上的调

整和制度上的修正
,

但这种为维持 区域组织的存

在而牺牲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化水平的举措
,

实际上仅仅是拉美区域主义在极化现象面前的倒

退
,

它不可能带来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
。

第三
,

进 口替代战略 的内在缺陷从根本上导

致了早期拉美区域主义的失败
。

进 口替代战略主

张优先发展资本密集 型产业
,

而拉美各国的要素

察赋条件却是资本相对稀缺
,

劳动力相对充裕
。

进 口替代战略在资本相对稀缺的享赋条件下
,

大

量进 口 机器设备
,

鼓励对资本的使用
,

其产品不能

发挥 比较优势
,

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

[sj 早期

拉美 区域主义实际上正是拉美各国生产 的工业制

成品在国际市场上不能参与竞争的情况下而作出

的迫不得 已的选择
。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支持进

口替代战略的政策 选择得到广泛 认可和普遍采

纳
,

但这种政策力量推动的经济一体化并不 能解

决进 口替代战略的内在缺陷
。

在各个 区域组织 中
,

各 国将 本国进 口替代工

业部 门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出 口到受到保护的区域

市场
,

但对于进 口 这些工业制成 品的一体化组织

成员国来说
,

购买这些价格远远高于 国际市场价

格的产品
,

意味着将本国本 已十分有限的经济资

源用于补贴产 品生产国的工业发展
。

显然
,

大量

进 口 区域内部生产 的工业制成 品是得不偿失的
。

因此
,

尽管拉美区域组织极力倡导对内减免关税
,

对外实行共同税率
,

但 由于区域 内部 贸易 中的产

品价格问题
,

其内部贸易 占总贸易额 的比例实际

上是相当微小的
,

不能达到预想 的促进本地 区工

业部门发展的水平
。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能有效地提供进 口替代

工业化所需要的市场支持的情况下
,

进 口替代工

业部门就不能创造出足够的经济剩余来实现 自身

困

的持续发展
。

为继续推行进 口替代战略
,

拉美各

国不得不大量举借 外债
,

而缺乏国际竞争力 的国

内工业又无法形成有效 的债务清偿能力
,

这致使

各国外债逐年累积
,

并最终导致 了 20 世纪 80 年

代拉美 国家的债务危机
,

进 口 替代 战略的失败以

及早期拉美 区域主义的衰落
。

二
、

依附论的修正与新

区域主义的兴起

20 世纪 80 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
,

肇始于 1 9 8 2

年墨西哥公开宣布本国已无力支付国际债务的利

息偿还
。

在墨西哥的
“

破产
”

举动之后
,

拉美国家纷

纷陷人沉重的债务危机
。

债务危机又导致了深重

的经济危机和政治
、

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危机
。

这场

席卷拉美各 国的全面危机
,

动摇 了拉美社会 的基

础
,

对过去 30 年所推行 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方方面

面
,

尤其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提出了质疑
。

区域

主义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质疑
,

各国对区域经济一

体化普遍丧失信心
,

区域主义的发展陷入了危机状

态
,

各个区域组织的经济活动也几近停滞
。

另一方面
,

在债务危机爆发之前
,

依附论学者

就开始对进口 替代 战略进行深刻的反思
,

并开始

思索经济发展的替代模式
。

在东亚发展模式的成

功范例所形成的强烈对比下
,

依附论学者对发展主

义依附论所开出的政策处方提出了质疑
,

卡尔多索

(F er n an do Ca rd os o) 对激进 的依附论作 出了修正
,

提出了依附性发展的思想
,

他强调
,

发展中国家要

利用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关系发展经济
,

壮

大自己
,

最后走 向自主
。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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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对卡尔多索的思想进行了总结与升华
,

他指出发

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相互联系
、

渗透的趋势下
,

存

在着独特的优势
。

在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

进行有力的政府宏观干预
,

实现国际资本和国内当

地资本的联合
,

是实现自身发展的关键
。
〔‘。」

严酷的发展危机
、

发展主义神话 的破灭和依

附论的 自我修正
,

促使拉美各国从 90 年代开始调

整经济发展战略
,

由进 口替代战略转 向出 口导 向

战略
。

与此 同时
,

区域主义也以新 的形式
—

新

区域主义
,

重新提上拉美各国的议事 日程
。

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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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修正所带来 的发展观念的转变
,

使拉美各 国

对区域主义的基本看法 也发生 了根本性的转变
。

新区域主义是一种
“

开放的区 域主义
” ,

它强

调贸易 自由化和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并行不悖而且

是相互促进的过程
,

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 的开放

性
,

促进本国与世界经济的接轨
,

通过谋求在国际

市场竞争 中赢得优势来 实现 自身 的发展班
‘’{‘”2 5 ’

新区域主义的开放性是由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所

决定的
。 “

封闭的区域主义
”

是进 口替代发展模式

的战略逻辑的直接延伸
,

其目的是创造 出一个受

到保护的地区市场来扶持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本地

区工业的发展
。

出口 导向战略注重发展体现自身

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

以要素察赋条件 的

变化来指导产业结构的调整
,

不断培育和开发在

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 的产品
,

通过产品出口

创造的经济剩余来实现产业结构 的不断升级
,

从

而实现本国经济的战略性发展
。

因此
,

新区域主

义改变
一

了过去的区域保护主义的立场
,

在区域 内

成员国之间进行一体化合作的同时
,

积极发展与

美国
、

欧盟以及亚太地区的经贸关系
。

另一个引人注 目的变化是
,

拉美各国从排斥

和拒绝与发达国家开展经济合作
,

转 向积极 寻求

与发达国家发展互利互惠的经济合作
,

从而为本

国经济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 “

开放 的

区域主义
”

不再以 一概否定的态度对待发展中国

家和发达国家之 间的经济合作关系
,

而是以更加

务实的态度对合作关系中的机遇和风险进行理性

的评估
,

以实际的收益和成本 比较来指导 自身 的

对外经济决策
。

在发展主义依附论的神话被打破

之后
, 。‘

不对称的相互依存
”
(a s y m m e tr ie a l in t e r -

d e p e n d e n c e )仍然是对发展 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之

间的经济合作关系的一种基本描述
。 “

不对称的

相互依存
”

会造成强 国对弱 国的控制的看法仍然

阻碍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 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
。

拉美新区域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对于
“

不对

称的相互依存
”

的僵化的理解
,

将从相互依存关系

中
,

尽管是
“

不对称的相互依存
”

关 系中获得 的绝

对收益放在一个更加突出和重要 的位置
,

而不 以

相对收益上的劣势地位来拒斥
“

不对称的相互依

存
”

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

墨西哥在 1 9 9 4 年与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北美

发达国家签署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
,

就是这一方面

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

该协定使墨西哥成为仅次

于中国的吸引外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

并为

墨西哥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

缓解 了长期 困扰

墨西哥政府的失业和贫困问题
。

北美 自由贸易区

的成立
,

冲破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 国家之 间经济

合作 的
“

禁忌
” ,

使同美 国开展 区域主义的经济合

作
,

建立美洲 自由贸易 区作 为一种可 以接受的设

想提上了拉美各国的议事 日程
。

北美 自由贸易区

成立之后不久
,

第一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召开
,

美

国总统克林顿在 1 9 9 0 年其前任总统布什的美洲

倡议 的基础上
,

正式提 出了建立
“

美洲 自由贸易

区
”

的主张
。

1 9 9 8 年
,

第二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

召开
。

会上
,

拉美国家达成共识
,

宣布正式启动有

关美洲 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

112 卜代“)

在建立美洲 自由贸易 区 的战略设 想的引导

下
,

各个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

也不同程度地

进行 了一些一体化协议 的调整和适应
,

推动美洲

自由贸易区 的谈判进程
。

比如
,

南方共 同市场就

对建立美洲 自由贸易 区的计划作 出了积极 的回

应
,

在阿根廷和 巴西两个区域经济大国的倡导下
,

成员国一致同意在 自由贸易区建立的过程中逐步

降低
,

直至取消与未来的 自由贸易协议相违背 的

共同对外关税
。

正如阿根廷在南方共同市场组织

中的谈判代表费利克斯
·

佩纳 (Fe lix P ena )所说
,

“

目前阿根廷的战略在于寻求一种
‘

共时性的互惠

协议
’
(S im u lt a n e o u s r e e ip r o e a l a g r e e rn

e n t s )
。

在

这个战略中
,

次区域协议仅仅是通向半球 自由贸

易
,

或者说
,

多边主义的一个 中间步骤
。 ”t‘3」‘’“5 ”

这

种
“

共时性 的互惠协议
”

战略是在
“

开放的区域主

义
”

框架下的过渡性战略
,

它表明更加开放的美洲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拉美区域主义的发展方向
。

最后
,

依附论的修正使拉美 区域主义在对待

跨国公司和外来投资的态度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
,

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得到 了新区域主义的肯

定和认可
,

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利弊得失
,

也得到

重新评价和认识
。

早期依附论学者将跨国公司视

为
“

当代帝国主义的细胞
” ,

对跨国公 司的利润汇

出
、

收取技术和专利权转让 费用等经济活动进行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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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激烈的指责和批判
。

〔‘4〕因此
,

20 世纪 60
、

70 年

代的各个拉美区域组织对跨国公司所从事的各种

经济活动进行 了严格的管束 和限制
,

跨 国公司在

早期拉美区域主义的发展历程中被置于一个与国

家经济 自主水火不容的地位
。

随着依附论观点从

依附与发展相互对立向依附与发展并无矛盾的转

变
,

新 区域主义在对待跨 国公司和外来投资 的态

度上也发生了由不加区别的排斥
、

否定
,

向接受和

肯定它对区域成员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转变
。

各个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

也对原有 的一体化协议 中

不利于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的内容进行 了修

改
,

作出了一些有利于改善跨国公司投资环境 的

新规定
,

并取得 了积极 的成效
。

19 9 0一 1 9 9 5 年拉

美地区 的外国直接投资从 80
.

61 亿美元猛涨 到

2 3 4
.

4 3 亿美元
,

19 9 6 年又增至 3 1 0 亿美元
,

1 9 9 7

年
,

这一数字上升到 4 50 亿美元
。

南方共 同市场

还签署了一些保障投资者利益
,

允许在该地区的

投资者享有优惠待遇的协议
,

为 吸引跨 国公司的

直接投资创造 了有利 的条件
。

1 9 9 5一 2 0 0 0 年
,

跨

国公 司在南方共同市场的汽车制造业投资 1 30 亿

美元
。

大众
、

福特
、

丰田
、

奔驰
、

菲亚特等跨国公司

都已在阿根廷和 巴西两 国投资设厂
,

并宣布将继

续增加投资
,

扩大生产
。

阁
‘“
66) 总之

,

跨国公 司已不

再是拉美区域主义排斥 的对象
,

它在拉美地 区 的

经济活动中扮演着 日益重要的角色
。

三
、

依附论的曹示与拉美

新 区域主义的挑战

尽管依附论对发展中国家贫困根源的理论解

释和走出不发达状态的政策处方
,

已受到多方的

质疑和否定
,

并 已被拉美各 国的出口 导向发展战

略和新区域主义 的实践抛在一边
。

然 而
,

作为一

种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的理论范式
,

依

附论仍然不失其透达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本质的理

论生命力
。

在拉美各国作出
“

开放的区域主义
”

的

选择
,

积极融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际
,

依附论者

的警语
: “

拉美不会因脱离国际资本主义经济而遭

殃
,

而恰恰是因被结合进国际资本主义经济而遭

殃
。 ”

川
(P
32) 在新区域主义的实践 中又得 到了某种

国

程度的体现和印证
。

首先
,

新区域主义并没有带来 民众福利的普

遍和均衡的增长
,

它使许 多社会边缘群体陷入更

加贫困的状态
。

20 世纪 6 0
、

7 0 年代的进 口 替代

战略为集聚足够的资本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

业
,

从农业人 口 身上提取了大量 的经济资源来扶

持工业制造业的建设和发展
,

这造成 了一次社会

财富从农村贫困人 口 向社会上层的大规模转移
,

造成了
“

穷者愈穷
,

富者愈富
”

的局面
。

新区域主

义再一次使脆弱的民族工业和技术水平低下的农

业遭受到剧烈的冲击
,

在这场规模 巨大 的社会 和

经济的全面重组 中
,

处在社会最底层 的城市失业

工人和农业人 口等社会边缘群体再次成为社会调

整成本 的最主要的承受者
。

他们对新区域主义发

出了反对的声音
,

但 这些社会边缘群体 的政治意

愿的表达没有能够带来新 区域主义 的终结或 改

变
。

然而
,

社会边缘群体的贫困化问题如何解决
,

新区域主义如何 获得稳定的社会支持
,

却是拉美

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

其次
,

新区域 主义是拉美国家在接受出 口导

向战略的条件下作出的现实选择
。

但是
,

新区域

主义并不能保证所有的拉美 国家都获得同样的发

展机会
。

对于拉美地 区 的经济大 国来说
,

与发达

国家之间的互惠互利的开放
,

可以保证它们获得

稳定的市场准人
,

防止发达国家以非正 当的理由

关闭它们向其 出口 的有竞争力产品的市场
。

而对

于加勒 比地区那些最小的拉美 国家
,

以及像玻利

维亚那样最贫穷的拉美 国家来说
,

新区 域主义并

没有解决它们长期 以来面临的经济形势持续恶化

的问题
。

可见
,

新区域主义远远不是解决这些国

家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
。

最后
,

新区域主义鼓励贸易和投资的 自由化
,

外资的大量涌人
,

虽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

但

也使拉美国家抵御外资流动造成的经济动荡的能

力明显减弱
。

拉美经济的脆弱性不断增加
,

自主

性不断丧失
。

令拉美各国政府不可否认的是
,

它

们的经济并没有摆脱
,

而是更加严重地陷入依附

论者所描述的
, “

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

济的发展和扩张
”

的依附状态
。

呻五P3 02) 同时
,

国内市

场向外国资本的开放
,

更增加了经济受制于他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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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

墨西哥在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
,

国内经

济部门已逐渐被汹涌而至的美国资本挤占和控制
。

“

不对称的一体化
”
(a s

卿m e tr ie al in te g r a tio n )造成

的不良后果
,

说明的是墨西哥政府的一体化决策简

直就是在进行一场风险巨大的赌博
。

与之相似的

是
,

新区域主义也类似于一场结果难 以预料 的赌

博
。

在这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博弈中
,

新区域主义

能否经受住时间和实践的考验
,

拉美各国能否通过

有效的政策举措和制度创新减少经济的脆弱性 和

对外依附状态
,

走上经济自主发展的道路而成为最

后的赢家
,

我们惟有拭 目以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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