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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自由贸易区肋进展与问题

周先平
’

【内容提要】 各主要谈判方在美洲 自由贸易区 中的 利益是有差异的
。

创建

美洲 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到 目前为止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

目前美洲 自由贸易区

的创建面 临着一些 新的挑战
,

美国和拉美国家能否在规定时间内达成协议
,

取决

于双方 以 及拉美国 家内部能否协调一 致
。

美洲 自由贸易 区中的各方利益

对于美 国来说
,

该地 区有重要的经济和

政治利益
。

世界经济多极化和区域经济集团

化 的发展直接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

导地位
,

削弱了美国争夺 国际市场的能力
,

从

而迫使美国采取相应行动
,

利用其在西半球

传统 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

创建以 自己 为核心

的 区域集 团化组织
,

以增强与其他经济组织

和集团的抗衡能力
,

阻止地 区外大国插足其
“

后院
” ,

遏制拉美 国家的太平洋意识
。

关于

贸 易 利 益
,

拉 美 占 美 国 出 口 品 市 场 的

5 6
.

4写
,

显而易见
,

对美 国来说
,

拉丁美洲是

足够大的市场
,

必须给予高度重视¹
。

贸易的

增长还可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人的收人
。

19 9 8 年美 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为 196 5
.

5 亿

美元
,

占总投资的 20 写
。

另外美洲 自由贸易

区 (下称 FT A A ) 可 以 作为一种工具
“

锁定
”

9 0 年代拉美市场开放进程
,

提高政策逆转成

本
,

防止新保护主义的抬头 º
。 F T A A 对美国

同拉美的政治关系还有
“

溢出效应
” ,

经济状

况的改善可 以促进拉美民主化进程
,

促进拉

美在打击毒品走私
、

劳工标准
、

环境污染
、

民

主改革等方面同美 国的合作
。

拉美担心在 以欧盟
、

北美和亚太三 大板

块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格局中
,

自己有可能处

于被发达国家
“

边缘化
”

的境地
。

这种担忧引

起了拉美在国际经济关系中重新定位的强烈

愿望
,

进而走上了与美国经济结盟 的道路
。

南

方共同市场国家特别是巴西在该地 区有很强

的不断增长的经济利益
。

通过 FT A A 使拉美

和加勒比更加繁荣和 民主也符合南方共同市

场的利益
。

南方共同市场和美国在大部分农

产品 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
。

巴西寻求制造业

的 自由化
,

阿根廷希望削减农产品壁垒
。

在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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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FT A A 创造的机会之前
,

它们要巩固从区

域一体化获得的利益
,

同主要 贸易伙伴的互

惠贸易协定是它们发展的主要战略
。

中美洲

和加勒比地 区 同美 国的经贸联系密切
,

相对

于南方共同市场而言参 与谈判 的积极性更

高
。

拉美一些小国如玻利维亚
、

厄瓜多尔
、

巴

拉圭等认为 自由贸易谈判应考虑到小国的实

际竞争能力和利益
,

顾及大小 国家的平衡发

展
。

它们认为如果北美发达国家不采取切实

的措施帮助贫困 国家
,

那么 自由贸易区 即使

建成也毫无意义
。

所 以它们对建立和加人

FT A A 都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
。

创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进程

到 目前为止
,

F T A A 谈判大致经历了三

个阶段
:

美洲倡议至迈阿密会议 ;迈阿密会议

至 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届满 ; 小布什上 台至

今
。

第一 阶段各方合作进展顺利
。

随着美国

在世界经济 中的地位的 日益下降
,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美国政府被迫与周边国家和拉美

国家加强经济合作
,

开始谋求 以美国为核心

的经济集团的发展
。

而拉美在 80 年代经历了
“

失落的十年
” ,

并在 8 0 年代中后期实行了经

济自由化政治 民主化的改革
,

也希望加强 同

美国的经贸关系
。

所以当 19 9 0 年美国总统老

布什提出
“

美洲倡议
”

时得到了拉美国家的热

烈响应
。

拉美国家普遍认为
,

北美自由贸易区

(下称 N A FT A )的达成将很快导致美国同其

他国家成功达成协议
。

克林顿任期的头两年

继续助长了这种期望
,

他努力使国会于 1 9 9 3

年 1 1 月批准了 N A FT A
。

1 9 9 4 年 9 月克林顿

推出
“

西半球 自由贸易区计划
” ,

同样也得到

拉美国家的支持
。

拉美国家也受到了墨西哥

加人 N A F T A 后 经济统计数据快速增长 的

鼓舞
。

所以克林顿倡议的首次美洲首脑会议

5 4

有除古巴之外的 34 国首脑参加
。

在第二阶段
,

拉美 国家和美国展开了针

锋相对的斗争并取得了主动权
。

直到开始真

正 的谈判
,

拉美国家才发现美国咄咄逼 人 的

意图
。

在
“

西半球 自由贸易区计划
”

中克林顿

提出 以 N A FT A 为基础
,

根据拉美各国的经

济改革程度及市场发育状况
,

分三步安排各

国加人
,

最终建立西半球 自由贸易区
。

由于美

国成功地和 墨西哥达成了协议
,

受该模式的

影响
,

在对美国真实意图不甚了解的情况下
,

当时的智利和阿根廷等国以及中美洲共同市

场和南锥体共同市场 (后改名南方共同市场 )

等都打算加人 N A FT A
。

美国竭力主张所有

成员国应 以独立身份参加
,

其 目的在于分化

拉美现有的经济集团
,

削弱这些经济集团
,

特

别是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的南方共同市场的

势力
,

增强美国在建立 F T A A 谈判中的筹码

和地位
,

使其成为未来 FT A A 的主宰
。

针对

美国的策略
,

拉美 国家特别是南方共同市场

成员从 自身利益出发
,

改变了策略
,

主张以已

经建立的拉美经贸集团为单位集体加人
。

南

方共同市场上述主张的目的
,

首先是为了使

未来 的谈判关系由美国分别与拉美各国之间

的双边关系转变为美国与南方共同市场之间

的经贸关系
,

增强 自身与美国谈判的筹码
。

其

次
,

南方共同市场认为
,

FT A A 的建立不应

影响南方共同市场的进程
,

不应影响南方共

同市场制定的战略计划
。

美国极力主张加速谈判进程
。

美国坚持

认 为
,

FT A A 的创建应该采取速战速决的方

针
,

尽早统一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

争取在

2 0 0 5 年前正式组建 FT A A
。

后来美国
、

加拿

大还建议在 2 0 0 3 年提前建立 FT A A
。

以南

方共 同市场为代表的拉美国家认为
,

由于拉

美国家产业基础普遍薄弱
,

同时区域内北方

发达 国家与南方发展中国家经济差距较大
,

拉美需要时间来完善基础设施
,

调 整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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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

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
,

因而主张创建应该

循序渐进
,

并且经济发达 国家应 向经济落后

国家提供援助
,

以促进这些 国家的技术进步

和竞争力 的提高
,

使各 国之间的竞争更加公

平合理
。

谈判开始后
,

拉美国家不仅发现美国的

意 图就是要在 FT A A 中发挥绝对的主导作

用
,

通过 FT A A 牢牢控 制拉美
,

而且很快对

美国政府推动 自由化的能力和诚意产生了怀

疑
。

其实 N A F T A 在美 国国会中只是 以微弱

多数通过
,

其间爆发了激烈 的争论
,

两党对 自

由贸易不再有近乎一致 的看法
。

贸易投资 自

由化对美 国生产和就业 的影 响引起 广泛关

注
,

其中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 自由化成

为争论的焦点
。

这种政治气氛至少产生了三

个直接后果
:

一是克林顿 政府在 1 9 9 5 年和

1 9 9 7 年两次企图从 国会获得快 速审批权 的

行动均 以失败告终¹ ; 二是克林顿政府 曾在

迈阿密峰会许诺中美洲和加勒比的民主国家

可 以享受墨西哥在 N A FT A 下拥有的权利
,

但没有兑现 ; 三是原定于 19 9 5 年 5 月将智利

纳人 N A FT A 的计划落空
。

此外美国在政治

上实行了很多单边政策
。 19 9 4 年克林顿政府

派军队人侵海地
,

企图
“

恢复民主政府
” 。

在古

巴问题上美国一意孤行
。 19 9 6 年赫一伯法案

颁布 以后
,

引起 了欧盟
、

墨西哥
、

加拿大和拉

美的反对
。

在环境
、

移 民
、

人权
、

扫毒等问题上

美国对拉美的政策也不得人心
。

美国的霸权

主义行径引起了拉美 国家的担忧
,

也损害了

拉美国家对美国在本地 区推行 自由贸易能力

的信心
。

与此同时
,

拉美也降低了对市场改革成

效的期望
。

迈阿密峰会后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让拉美感到震惊
,

也意识到 了经济一体化进

程中成员体经济极度不对称所带来的负面影

响
。

内部的改革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

经过

10 多年的自由市场改革以后
,

拉美正在经受

“

改革疲劳
” 。

反通胀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

没有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
,

减少贫困
、

缩小

贫富差距的 目标也没能实现
。

民 主脆弱
,

政

治
、

司法腐败
,

国际上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走私

猖撅
。

成千上万的拉美人觉得他们被 自由市

场的神话欺骗 了
。

许多 国家对新经济 自由主

义产生了疑问
,

放慢了经济改革的步伐
。

在这种背景下
,

拉美调整 了 自己的策略
,

降低了美洲一体化初期 的那种热情
。

一方面

加强了 自身一体化的进程
,

另一方面密切 了

同欧盟之间的经贸关系
。

与美洲 自由贸易进

程停滞不前相反
,

拉美地 区的经济一体化仍

然如火如茶
。 19 9 4 ~ 19 9 8 年拉美国家之间达

成的贸易协定有 10 个
。 19 9 5 年 6 月欧盟与

南方共 同市场等地区组织签署的经贸合作框

架协议 以及法国提出的关于举行欧拉首脑会

议的倡议得到了拉美国家的回应
。

墨西哥与

欧盟也于 19 9 7 年开始谈判
,

19 9 9 年 n 月正

式签署 自由贸易协定
。

欧盟插手拉美在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拉美 国家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

赖
,

降低了拉美 国家对创建美洲 自由贸易区

的兴趣
。

拉美的一体化和欧盟与拉美经贸关系的

加强让美国惴惴不安
,

担心 自己对
“

后院
”

的

影响力受到削弱
,

美国调整了对拉美的政策
。

克林顿总统在 19 9 7 年 5 月首次拉美之行中
,

出于修复和巩 固美拉关 系的需要
,

对美拉双

方共同关心 的贸易 自由化等问题做出了积极

的合作姿态
,

宣布要
“

在 20 0 0 年前 取得具体

进展并在 20 0 5 年前建成
” 。

但在具体 问题上
,

¹ 克林顿政府 对 19 9 5 年 没有重新 获得 审批权的解

释是 由于墨西哥 金融危 机
,

对 19 9 7 年 的解释是因为预算法

案和 重新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
。

实际 上政府在国会没

有做强有力的推动也是一个 重要 因素
。

到第二次峰会前政

府还没有向 国会提交 快速 审批权 申请的时间表
,

拉美也 不

在 政 府 19 9 8 年 对 外 政 策 优先考 虑 的 范 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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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方面坚持以逐个扩大北美 自由贸易区成

员 国 的方式推进美洲 自由贸易一体化进程
,

排除与拉 美小 区域集 团达成 多边协议 的可

能 ; 另一方面
,

要求与拉美 国家先谈判降低进

口关税问题
,

后讨论美国贸易保护
、

农业补贴

等问题
。

可 以看出美国的策略并没有实质性

的改变
。

1 9 9 7 年 8 月
,

美 国宣布给予阿根廷
“

非北约成员主要盟国
”

地位和放开对拉美国

家的武器禁运
,

就是在拉美国家之间制造矛

盾
,

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

美国的做法理所

当然地遭到拉美国家的反对
。

1 9 9 7 年 8 月底

在亚松森召 开的第 11 次里约集团首脑会议

上
,

里约集团各国在加强对美 国的谴责的同

时
,

加强了同欧盟的关系
,

以 回击美国
。

会上

通 过 了一项反对美 国采取单方面措施的特别

声明
,

指出
“

这些措施破坏了国家间的友好合

作关系
,

践踏了各 国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
、

相

互尊重的原则以及国家的主权尊严
” 。

由于对美国推行 自由化能力的怀疑和对

F T A A 期望的减少
,

拉美国家开始对美国企

图主导 FT A A 谈判表示不满
,

特别是南方共

同市场团结一致地同美国展开 了针锋相对的

斗争
。

第二次峰会标志着拉美国家取得 了谈

判的主动权
。

美国报刊在评论克林顿总统参

加圣地亚哥会议时认为
, “

鉴于总统没有获得

快速审批权而两手空空地参加 了会议
,

这次

会议笼罩着一片怀疑的气氛
。 ”¹加之美国对

拉美的单边政策
,

美国代表在首脑会议上失

去 了往 日的光辉
, “

像 劣等学生戴着受罚纸

帽
”º

,

而 巴西
、

智利等国则出尽风头
:
启动美

洲 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地在智利的圣地亚哥
,

但谈判的结构和进程是 由巴西决定的
。

巴西

和美国一 起成为谈判的
“

共 同领导
” ,

将共同

主持最后三年最艰难的谈判工作
。

由于主导权丧失
,

加之克林顿政府第二

届任期过半
,

美国在圣地亚哥首脑会议后没

有提 出什么新的策略
,

而许多拉美国家却进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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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协调和统一了其 在 F T A A 谈判中的立

场
。 2 0 0 0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l 日南美 12 国

首脑在巴西首都召 开会议
,

会议 的一个主要

目的就是加强南美地 区在 FT A A 谈判 中与

美国抗衡的力量
,

反对美 国将 FT A A 谈判结

束的时间提前至 20 0 3 年
。

在第三阶段
,

布什政府采取积极灵活的

措施
,

逐渐摆脱了被动局面
。

美 国政府意识

到
,

FT A A 不 可能完 全按 照 自己 的意愿 创

建
,

加之为了消除各 国对美 国贸易保护主义

的忧虑
,

故采取了积极灵活的策略
。

布什政府

20 0 2 年获得快速审批权
,

完成了 同智利的谈

判
,

加快 了美国与中美洲 国家贸易协议谈判

的进程
,

帮助阿根廷
、

巴西和 乌拉圭缓和了金

融危机
, 20 0 3 年 2 月还公布了一项综合性的

贸易建议
。

这些积极措施都有利于布什政府

扭转在 F T A A 谈判中的被动局面
。

布什政府

还采取了灵活的措施
。

虽然在目前进行的谈

判 中
,

美 国并不多提 N A FT A 南扩
,

但竭力

把 N A FT A 中关 于贸易与投资 的规定作为

FT A A 谈判标准
,

这实际上是在迂回地实现

以 N A FT A 为中心的 FT A A »
。

布什实施的

是
“

双管齐下
”

的策略
,

既进行全面的 FT A A

谈判
,

又和单个拉美 国家或集团谈判¼
。

美国

看到
,

在谈判速度和截止时间上
,

拉美国家丝

毫不让步
,

也发现 20 0 3 年提前建成 FT A 八

的建议不但没有促进拉美 国家进一步开放市

场
,

相反这种政策使它们停止了 自由化进程
。

因为如果它们在截止 日期之前早早地就实现

了 自由化
,

那么就丧失 了在贸易谈判 中讨价

还价的筹码
。

比如
,

阿根廷在 19 9 5 年就停止

¹ N
。
功 Yo r k T i,,l 。、 ,

A Pr il l , 19 98
.

º T h o E ‘刀 , , o ) n i 、z , A Pr i l 25
.

19 9 8 , p
.

37
.

» 王晓德
:
《挑战与机遇一

一美洲贸易 自山化研究 芳
,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200 1 年版
,

第 316 页
。

¼ S t e p )、e n jo h n s o : 1
, “ T h e A n i e r ie a s S u n l, , , it :

W I、y

N e g o t ia zo W I飞e n Y o u C a :1 S e t t h e R u le , ? ”
.

可以从遗产从

金会网站 w w w
.

h e r i to g e . o r g 获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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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改革
,

增加了政府支出和债务 ;秘鲁司法改

革停滞不前
,

导致了涉及总统和高级军官的

腐败丑 闻
。

在这种情况下
,

美国也做 出了让

步
,

经过多次谈判
,

2 0 0 2 年 4 月初美洲国家

贸易部长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建

立 自由贸易区 的时间框架达成了协议
,

同意

2 0 0 5 年建立 F T A A
。

布什政府实行积极灵活

的措施后
,

逐步摆脱 了圣地亚哥峰会 以来美

国政府的被动局面
。

创建美洲 自由贸易区

面临的新挑战

九一 一事 件及 随后 的 反恐 怖 战争给

FT A A 的前景蒙上了一层 阴影
。

九一一事件

后
,

建立反恐怖联盟
、

进行反恐怖 战争成了美

国政府内外政策的轴心
。

人们担心美国政府

可能忙于反恐怖战争而无 暇顾 及拉美 以及

FT A A
,

还有一种担心是美 国在遭受沉重打

击后
,

其政策走向可能趋于谨慎
,

不再像 以前

那么开放 自由了
。

不过现在还很难确切地判

断九一一事件对 FT A A 谈判的影响
。

一方

面
,

九一一事件更使美国意识到通过经贸手

段建立一个稳固后院的紧迫性
。

拉美 由于国

家众多
,

又临近美 国
,

因此争取拉美国家对美

反恐 战争的支持
、

保持本地 区安全形势成为

美国对拉美外交 的重点
,

而建立美洲 自由贸

易区则是美 国用以拉拢和
“

拴住
”

拉美国家的

手段
。

另外
,

九一一事件以后
,

很多美国重要

人物出来讲话
,

说美 国将继续保持开放的体

系
。

美 国贸易代 表指 出
,

开放是 美国的
“

王

牌
” ,

开放能保持美国的竞争性
、

活力和发展
。

为保持在贸易方面的领导地位
,

美国政府重

申对贸易和开放的承诺
。

目前全球贸易体系

充满紧张
、

不确定和忧虑
,

美国作为市场经济

的典范
,

更应该在推行 自由贸易方面不遗余

力
。

国会对美 国贸易促进机构的讨论和其他

的贸易立法 日程 准确无误地传递 了一个信

号
,

即美 国将在促进 自由市场经济方面发挥

领导作用
。

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贝利指出
,

如果九一一事件导致全球化进程

停滞
,

那将是恐怖分子的一大胜利
,

为此美国

将一如既往地实施开放的政策¹
。

阿根廷 的危机严重地影响 了 FT A A 的

进程
。

虽然梅内姆 的改革可能不对危机负责
,

但在政治上是个很好的
“

替罪羊
” ,

危机会导

致某些改革的逆转
,

阿根廷会重新进行 国有

化
,

树立贸易
、

投资壁垒
,

增加政府支出
。

许多

阿根廷人把危机归罪于华盛顿
,

认为是美 国

的政策使他们陷人 困境
,

而且在危机时抛弃

了他们
。

有人认为
,

危机严重地影响了拉美内

部关系 以及阿根廷与美 国的政治经济关系
,

给南方共同市场的前景蒙上 了一层阴影
,

抹

杀了任何达成囊括全美洲 国家 的 FT A A 的

可能º
。

事实上 自 19 9 9 年 巴西的金融危机 以

来
,

直到阿根廷危机和南美的金融动荡
,

美国

的帮助力度远远不够
。

美国的态度起了釜底

抽薪的作用
,

导致民众
、

投资者对阿根廷经济

的信心彻底崩溃
。

美国政府曾预言
,

阿根廷经

济危机的传染性不是很大
,

波及范围只限于

周围几个国家
。

然而它的政治影响却是美国

人始料不及的
。

10 多年来
,

阿根廷一直紧紧

追随美 国
,

曾被视作新 自由主义改革成功的

样板
。

样板倒了
,

新 自由主义模式的有效性和

美国这个盟友的可靠性都受到质疑
。

近年来

有迹象表 明
,

带有强烈民族主义倾 向的意识

形态在拉美有重新抬头 的趋势
。

如果阿根廷

的 事 态 发 展 加 强 了 这 种 趋 势
,

美 国推 行

¹ 参见 R o b e r t B
.

Z o e llie k , “A m e r ie a n T r a d e L e ad -

e r s h亩P : W ha t 亩5 a t S ta k e " ; M d r t jn N e云2 Ba 云l犷 , “E c o 刀o m jc

P o lie y F o llow in g t he T e r r o r is t A t ta e k s ” ,

均 可以从 w w w
·

iie
. e o m 获得

。

º Ma r t in F e ld s te in , “ A rg e n t in a , 5 fa ll le s s e n s fr o m
th e la te s t e r is is ” , F o re i邵 了联了乙i rs

,

M a r e h/ A p r il, 20 0 2 , p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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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 A A 的计划可能遇到严重障碍
。

但最严峻的挑战来 自美国 自身的两个新

法案
。

2 0 0 2 年 5 月 13 日美国总统签署了增

加农产品补贴的法案
。

根据新法案
,

美国将在

6 年内对农业补贴增加 67 %
,

而且补贴范围

也大大扩大
,

这无疑会使主要依靠农产 品出

口的拉美国家雪上加霜
。

这一法案遭到了 巴

西
、

阿根廷
、

墨西哥 和危地马拉等拉美国家的

强烈反对
。

墨西哥批评美 国在农业问题上出

尔反尔
,

巴西和阿根廷则表示将研究 向世贸

组织起诉美国的可能性
。

美国新的农产品补

贴法不仅会给国 际市场带来严重影响
,

而且

也将阻碍今后拉美各国 同美国进行的自由贸

易谈判进程
。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专家们的研

究报告指出
,

美 国众多的反倾销法将是 2 0 0 5

年 1 月结束美洲 自由贸易区谈 判的最大障

碍
。

无独有偶
,

就在美国农产品补贴法案出台

的次 日
,

美国参议院又通过了关于
“

贸易谈判

权
”

的修正案
。

根据这项修正案
,

议会有权修

改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签署的 自由贸易协定

中的任何内容
。

美国参议院的这一修正案将

使拉美国家在与美 国政府 的自由贸易谈判 中

趋于谨慎
,

因为任何贸易协定的条款都可能

在美国国会 的干涉下 修改
,

这不仅不利于 美

国和部分拉美国家的双边 自由贸易谈判
,

而

且会阻碍 美洲 国家在 2。。5 年 1 月 前完成

F T A A 的谈判
。

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前景

尽管 F T A A 的创建困难重重
,

但仍有许

多有利因素
。

如经济多极化和 区域集团化的

发展使美 国 和拉美 国家都面 临着严 峻的挑

战 ;美洲国家经济上存在较强的互补性
,

且都

需要寻求稳定 的外部市场 ;美国 和拉美国家

共同面 临的政治与社会问题需要双方加强合

作
。

此外现有次区域集团与国际多边机构的

5 8

支持与配合为美洲的经济一体化提供了一定

的便利
。

在美洲
,

除了北美三国于 19 9 2 年达

成《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 》外
,

拉美国家自 20 世

纪 9 0 年代 以来已经签署了 2 0 多个 自由贸易

协定
,

另外十多个协定仍在谈判之中
。

这些协

定促进了地 区 内部贸易的增长
,

加强 了成员

国 间的经济技术合作 与交流
,

锁定了各 国正

在实行的民主化制度和经济改革过程
。

拉美

经济一体化是以
“

开放地区 主义
”

为特征的
,

各 自由贸易组织正在互相融合
,

逐渐形成 以

N A FT A
、

南方共 同市场和 三国集团等为核

心 的区域集团化格局
。

目前 FT A A 谈判主要

在几个核心 区域集团组织之间展 开
,

这有利

于各主要谈判方 的沟通和协调
,

便于 谈判的

组织和管理
。

FT A A 的谈判还受到众多国际

多边机构的支持与配合
。

美洲国家组织
、

联合

国拉美与加勒 比经委会
、

泛美开发银行等一

些重要的 国 际多边机构 以及拉美经济体
、

里

约集团等地区性协调机构均对 F T A A 的创

建持积极态度
,

并愿意提供资金
、

技术援助与

组织保障
,

这对协调美洲各 国的宏观经济政

策与微观经济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FT A A 的未来最 终掌握在美洲国家 自

己手中
,

FT A A 构想能否成功实现一是取决

于美 国和拉美国家的决心 和承诺
。

美国作为

FT A A 的发起 国和世界超级大国
,

在 F T A A

创建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

二是取决于美国
’

与拉美以及拉美国家内部能否协调一 致
。

表

面上看拉美在 F T A A 问题上 比较团结
,

其实

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
,

各成员与美 国经 贸关

系的密切程度差异很大
,

缺乏集体行动的选

择性刺激
。

2 0 0 2 年 2 月底 中美洲 7 国举行首

脑会议
,

签署了
“

马那瓜声明
” ,

正 式宣布支持

并开始与美 国谈判
。

其 中美国 同智利的谈判

已经完成
。

FT A A 的创建过程中充满了斗争

和挑战
,

能否在 2 0 0 5 年完成既定 目标
,

我们

拭 目以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