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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拉美国家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伙伴和

国际传播的重要对象ꎬ 其媒体和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和评价

值得我们研究ꎮ 本文首先通过大数据抓取技术自建有关 “中共二

十大” 的新闻语料库ꎬ 运用语料库话语分析法ꎬ 分析拉美国家媒

体对中共二十大报道的特点ꎻ 然后ꎬ 通过梳理拉美主要智库、 论文

数据库、 重要期刊、 著名学者论文报告等学术文献ꎬ 运用文献分析

法ꎬ 分析拉美学术界对二十大报告所体现的中共治国理政经验和习

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特点ꎮ 分析发现ꎬ 相对于媒体ꎬ 拉美学术界对

中共的认知更加全面客观ꎬ 能较深入地认识到中共领导中国取得经

济和社会发展成就的根本原因ꎬ 也能基本认同中共提出的外交理念

和全球治理方案ꎮ 然而ꎬ 受美西方影响和中拉间文化和价值观差异

影响ꎬ 拉美学者对中共仍存在许多错误认知ꎮ 对此ꎬ 我们应以拉美

学术界为重点传播对象ꎬ 更好地构建对外话语体系ꎬ 讲好中国故

事ꎬ 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ꎬ 推动构建中拉价值共同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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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启了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征程ꎬ 吹响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ꎮ 二十大报告总结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ꎬ 擘画新征程宏伟蓝图ꎬ 全面呈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的治国理念ꎮ 各国媒体对中共二十大的报道及其学术界对二十大报告主要思

想的研究基本可以反映出这些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情况ꎮ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以下简称拉美) 国家是共建 “一带一路” 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伙伴ꎮ 与此同时ꎬ 由于拉美地区与美国二百年来特

殊的地缘关系和当前愈演愈烈的中美竞争态势ꎬ 拉美也是中国需要重点争取

的国际力量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对象ꎮ 本文试图研究拉美国家新闻媒体和学术

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特点及原因ꎮ 首先通过大数据抓取技术自建有关中共

二十大的新闻语料库ꎬ 运用语料库话语分析法ꎬ 分析拉美国家媒体对中共二

十大报道的特点ꎮ 然后运用文献分析法ꎬ 分析拉美学术界对二十大报告所体

现的中共治国理念和外交思想的研究特点ꎮ 在此基础上ꎬ 分析拉美国家对中

国共产党认知特点产生的原因ꎬ 并思考如何针对其认知偏差加强国际传播ꎮ

一　 拉美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共二十大报道的特点:
基于大数据和语料库话语分析法

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中ꎬ 大数据分析法以及语料库话语分析法已经成为

研究某课题重要的、 不可或缺的方法ꎬ 特别是对于某一话题的舆情分析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然而ꎬ 目前拉美研究学界较少结合两种分析方法研究中国

的对外传播问题ꎬ 导致统计分析的多样性不足ꎬ 缺乏进一步与理论结合的实

践分析ꎮ 因此ꎬ 针对本文话题ꎬ 笔者希望发挥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势ꎬ 在保证

数据充足的情况下ꎬ 加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ꎮ
(一)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拉美主流媒体对中共二十大的报道可以反映出该地区的总体关注重点以及

情感倾向ꎬ 是研究中国 “他塑” 的重要语料素材来源ꎮ 为使研究数据更加全面

科学ꎬ 大数据舆情分析和语料库话语分析的结合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环节ꎮ 因此ꎬ
笔者以拉美地区对中共二十大相关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ꎬ 运用语料库话语分析

法ꎬ 结合文献分析法ꎬ 探寻拉美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共二十大报道的特点ꎮ 为了

确定数据的选取范围ꎬ 首先运用多种编程语言编写构建的大数据抓取及分析技

术平台ꎬ 以 “ＸＸ Ｃｏｎｇｒｅｓｏ ｄｅｌ Ｐａｒｔｉｄｏ Ｃｏｍｕｎｉｓｔａ” 为搜索关键词ꎬ 不指定媒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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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ꎬ 抓取全世界西班牙语国家及地区所有开源的新闻网站数据ꎮ 在剔除西班牙

等非拉美国家的新闻数据后ꎬ 统计出新闻数据在拉美地区主要西语国家的分布

特征 (见图 １)ꎬ 并由此确认建立拉美西语主题新闻语料库所需的数据范围ꎮ

图 １　 拉美西语国家对中共二十大的报道数量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ꎮ

根据大数据抓取结果所得的报道地区分布图ꎬ 我们选取报道数量在 ４ 篇

及以上的 ９ 个拉美西语国家 (秘鲁、 古巴、 墨西哥、 哥伦比亚、 阿根廷、 智

利、 委内瑞拉、 玻利维亚和巴拿马) 作为研究对象ꎮ 考虑到洪都拉斯与中国

刚刚建立外交关系ꎬ 所以也将其纳入研究范围ꎮ 为构建本研究的语料库ꎬ 笔

者搜集了这 １０ 个西语国家的 ２０ 家主流媒体ꎬ 包括墨西哥的 «至上报» 和

«太阳报»、 阿根廷的 «国民报» 和 «号角报»、 秘鲁的 «快报» 和 «商报»、
智利的 «信使报»、 哥伦比亚的 «时代报» 和 «观察者报»、 委内瑞拉的 «国
民报» 和 «宇宙报»、 古巴的 «格拉玛报» 和 «青年起义者报»、 玻利维亚的

«人民报» «七页报» 和 «责任报»、 巴拿马的 «官方公报» 和 «数字巴拿

马»、 洪都拉斯的 «新闻报» 和 «进程报»ꎮ 以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３—２９ 日为时间

跨度ꎬ 从中筛选出与中共二十大强相关的新闻报道共 ８６ 篇ꎮ
此外ꎬ 考虑到巴西在拉美地区的重要性ꎬ 将巴西的葡语新闻报道单独搜

集ꎬ 从而保证本研究的完整性ꎮ 因此ꎬ 本文选取了巴西 «环球报» 和 «圣保

罗页报» 作为数据来源ꎬ 同样采用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３—２９ 日这一时间跨度ꎬ 搜

集了 １１ 篇与中共二十大强相关的新闻ꎬ 建立独立的葡语新闻主题语料库ꎮ
下面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相关统计方法ꎬ 借助语料库分析软件ꎬ 从上述

西语、 葡语两个主题语料库的语料数据中提取关键词、 词频等话语信息ꎬ 识

别其中突出的语言特征ꎬ 为研究拉美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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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方面的支持ꎮ 同时ꎬ 结合文献分析法ꎬ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定性分

析ꎬ 从而得出研究结论ꎮ
(二) 拉美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共二十大报道的特点分析

１ 报道来源

首先ꎬ 信息来源方面ꎬ 西方媒体的观点和信息被拉美国家媒体高频引用ꎮ
这 ９７ 篇报道引用拉美本地区新闻素材和观点的次数为 ４７ 次ꎬ 而引用世界其

他地区媒体新闻素材和观点的次数却高达 ６１ 次ꎬ 主要来源为法新社、 路透

社、 埃菲社、 纽约时报、 ＢＢＣ 等西方主流媒体ꎻ 相比之下ꎬ 引用中国官方主

流媒体 (新华社) 信息仅有 １ 次 (见图 ２)ꎮ 这表明欧美主流媒体在拉美处于

重要地位ꎬ 有着非常高的话语权ꎮ

图 ２　 拉美国家主流媒体有关中共二十大报道的信息来源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报道中大部分不利于中国的言论 (即负面新闻) 通常来

自这些西方主流媒体ꎬ 但拉美媒体却直接引用了这些不实报道ꎮ 这一方面是

因为这些媒体本身就认同西方媒体的看法ꎬ 另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更多的消息

来源ꎬ 只能进行 “跟风式” 的报道ꎮ 可见ꎬ 虽然中国与众多拉美国家建立了

友好的外交关系ꎬ 但是双方在媒体方面的信息交流仍然有限ꎮ 另外ꎬ 虽然尼

加拉瓜已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ꎬ 但其主流媒体上并没有关于中共二十大的任

何消息ꎮ
２ 报道主题及情感立场分析

以报道主要内容及结论为切入点ꎬ 笔者将 “对事件加以积极价值判断”
的报道归类为 “正面” 报道ꎬ 比如有 “肯定会议的新政策” “给予中国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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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任与支持” 以及 “中国的繁荣发展提供许多机会” 等明显正向积极表述

的报道归为 “正面” 一类ꎻ 将 “对事件不加任何价值判断ꎬ 仅有客观新闻描

述” 的报道归类为 “中立” 报道ꎬ 比如仅对中共二十大的场景、 内容进行阐

述的一类报道归为 “中立”ꎻ 将 “对事件加以消极价值判断” 的报道归类为

“负面” 报道ꎬ 比如把 “不实报道” “没有依据地批判中国问题” 等相关话题

的报道归为 “负面” 一类ꎮ
从整体上看ꎬ 无论是正面的报道还是负面的新闻ꎬ 拉美国家对中共二十

大的报道主题主要集中于 “二十大内容” “台湾问题” “中国政策” 等ꎬ 只是

观点与立场上有所区别ꎬ 负面的报道通常表现在 “故意夸大且误解某个细节”
“断章取义”ꎬ 等等ꎮ

从国别的角度看ꎬ 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对中共二十大的报道基本为正面ꎬ
报道主题主要为 “中国在经济、 生态保护、 安全等领域取得的新成就” “面对

现阶段种种挑战ꎬ 中国如何展现其应对的决心与能力” 以及 “中国与古巴的

友好关系”ꎮ 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等激进左派执政的国家也有正面报道ꎬ 与古

巴的报道主题相似ꎮ 与此相对照ꎬ 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等国的报道主要为

中间立场观点ꎬ 报道以客观描述二十大的场景、 内容为主 (见图 ３)ꎮ

图 ３　 拉美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共二十大报道的立场和情感倾向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左派政党上台执政不久的哥伦比亚、 智利、 洪都拉斯、
秘鲁的报道内容却以负面居多ꎬ 尤其是秘鲁的报道内容几乎完全是负面的ꎬ
其 １３ 篇报道里有 １０ 篇均来源于欧美媒体ꎻ 刚刚与中国建交的洪都拉斯对中

共二十大报道数量较少ꎬ 且均为负面报道ꎬ 该类新闻多为 “不实报道” “断章

取义地猜测中共相关事件” 以及 “没有依据地批判中国问题” 等ꎬ 表现出对

中国共产党的极大误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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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报道内容分析

本研究采用大数据与人工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ꎬ 利用线上语料库分析

软件 Ｓｋｅｔｃｈ Ｅｎｇｉｎｅ 得出有关中共二十大报道的主题词和高频词、 关键词ꎬ 构

建本研究的语料库ꎬ 并运用语料库分析软件 ＬａｎｃｓＢｏｘ Ｘ 分析该语料库中与

“二十大” ( “ＸＸ ｃｏｎｇｒｅｓｏ”) 搭配的实义词ꎬ 如实义动词、 形容词和名词ꎬ 得

出语料库词频列表 (见表 １)ꎮ 最后ꎬ 通过人工分析ꎬ 关注新闻语料中的具体

信息与关注重点ꎬ 分析拉美国家对二十大的认知模式ꎮ
从语料库分析得出的主题词列表可以发现: 其一ꎬ “ ｌíｄｅｒ ｃｈｉｎｏ” ( “中国

领导人”) 等高频短语都与中国政治选举工作相关ꎻ 其二ꎬ 拉美国家媒体对中

国的发展成就及发展理念非常重视ꎬ 例如ꎬ 墨西哥、 哥伦比亚、 智利、 秘鲁、
阿根廷、 委内瑞拉以及洪都拉斯 ２７ 次用 “ｇｉｇａｎｔｅ ａｓｉáｔｉｃｏ” ( “亚洲巨人”) 描

述中国ꎬ 墨西哥、 阿根廷、 哥伦比亚及玻利维亚 １０ 次提及了 “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ｄａｄ
ｃｏｍúｎ” ( “共同富裕”)ꎬ １２ 次提及 “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ｄａｄ ｓｏｃｉａｌ” ( “社会稳定”) 等具

体内容ꎮ 检索语料库中的词频列表发现ꎬ 无论是西语还是葡语ꎬ 两者在实义

词 (动词、 名词和形容词) 方面高度趋同ꎮ 由此可见ꎬ 无论是葡语媒体还是

西语媒体ꎬ 拉美地区对于二十大的关注角度都较为集中ꎮ

表 １　 拉美媒体有关 “二十大” 报道的语料库词频列表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名词 频率 名词 频率 形容词 频率 形容词 频率 动词 频率 动词 频率

Ｘｉ ８６５ ｐａｒｔｉｄｏ １１２ ｃｈｉｎｏ ４６１ ｃｈｉｎêｓ ７２ ｐｏｄｅｒ ２１６ ｐｏｄｅｒ ４９

ｐａｒｔｉｄｏ ４９２ Ｃｈｉｎａ ８６ ｃｏｍｕｎｉｓｔａ ２２６ ｃｏｍｕｎｉｓｔａ ４１ ｄｅｃｉｒ ２１４ ｔｅｒ ３１

Ｃｈｉｎａ ２３５ ａｎｏ ５６ ｎｕｅｖｏ １９９ ｔｅｒｃｅｉｒｏ ２５ ｔｅｎｅｒ １４２ ｄｉｚｅｒ ２５

ａñｏ ２８２ Ｊｉｎｐｉｎｇ ５３ ｇｒａｎｄｅ １６８ ｐｏｌíｔｉｃｏ ２４ ｄｅｂｅｒ １０１ ｖｅｒ ２４

Ｊｉｎｐｉｎｇ ２８０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 ５２ ｐｏｌíｔｉｃｏ １５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２４ ｕｎｉｒ ９２ ｆａｚｅｒ ２１

Ｃｏｎｇｒｅｓｏ ２４３ ｃｏｍｉｔé ４９ ｃｅｎｔｒａｌ １４７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ｅ ２０ ｓｅｇｕｉｒ ８９ ｄｅｖｅｒ １６

ｐａíｓ ２３１ Ｍａｏ ４０ ｐｒｉｍｅｒｏ １４２ ｐｒóｘｉｍｏ １６ ｖｅｒ ８２ ｌｅｒ １６

ｃｏｍｉｔé ２０５ ｍａｎｄａｔｏ ３９ ｔｅｒｃｅｒｏ １３１ ｖｅｒｍｅｌｈｏ １６ ａｓｅｇｕｒａｒ ７１ ｔｏｒｎａｒ １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ｅ ２０２ ｐａíｓ ３８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ｏ １２５ ｇｒａｎｄｅ １６ ｑｕｅｒｅｒ ７０ ｄａｒ １２

ｐｏｄｅｒ １９９ ｐｏｄｅｒ ３４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ｅ １１４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１５ ｐａｓａｒ ６６ ｐａｓｓａｒ １１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ꎮ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 拉美国家媒体重点关注的是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等内容ꎬ
而非二十大报告所体现的中共治国理念和成就ꎮ 拉美主流媒体最关注的话题

是中国的政治工作ꎬ 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主流媒体对此话题持续报道ꎬ 另一

方面是因为拉美很多国家在 ２０２２ 年正值大选年ꎬ 对该话题较为关注ꎮ 另外两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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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高频话题是 “中国政策” 和 “二十大内容”ꎮ 关于 “中国政策”ꎬ 拉美媒体

对于 “中国政府如何处理台湾问题” “中国的防疫政策” 等内容尤为关注ꎬ
在报道过程中虽然有可能引用西方媒体的观点ꎬ 但更多的时候还是以陈述客

观事实为主ꎮ 关于 “二十大内容”ꎬ 拉美媒体关注的重点内容是 “中央政治局

常委变动” “中共领导层的性别比例” “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将国防、 教育

和科技放在首位” 等ꎮ
相比之下ꎬ 古巴和委内瑞拉两国主流媒体能够较为全面地阐述中国共产

党的内政外交理念和中国发展成就ꎬ 肯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坚定对中国最

高领导人执政的信心ꎬ 重点介绍 “中国倡导全球合作” “拒绝单边主义” “坚
持一国两制和一个中国原则” 等中国重视的内容ꎬ 这种正向宣传的内容在其

他拉美国家主流媒体中较为少见ꎮ

二　 拉美国家学术界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基于文献分析法

本文研究的学术文献主要来自于拉美十大智库①ꎬ 包括巴西的瓦加斯基金

会 (ＦＧＶ)、 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 (ＣＡＲＩ)、 哥伦比亚高等教育与发展基金

会 (Ｆｅ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 智利自由与发展研究中心 (ＬｙＤ)、 阿根廷平等与增长公共

政策研究中心 (ＣＩＰＰＥＣ)、 智利公共研究中心 (ＣＥＰ) 等ꎬ 此外还有来自拉

美两大论文数据库 Ｒｅｄａｌｙｃ 和 Ｓｃｉｅｌｏ、 拉美地区学术期刊以及拉美著名高校学

者的研究ꎮ 不同于新闻媒体ꎬ 拉美国家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主要来自

于其对中共指导思想、 治国理念与实践、 外交思想等内容的长期研究ꎮ 中共

二十大报告从政治、 经济、 社会、 民生、 外交等多方面全面总结了新时代十

年伟大变革的成就ꎬ 提出了新征程的目标和发展方略ꎬ 并特别阐述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这些

内容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ꎮ 与此同时ꎬ 拉美国家学者近年来对这些内容的

研究也不断深入ꎬ 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ꎮ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ꎬ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ꎬ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９６—

① 十大智库选取标准: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智库研究项目” (ＴＴＣＳＰ) 最后发布的 «全球智库

索引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 Ｉｎｄｅｘ Ｒｅｐｏｒｔ)ꎬ 按世界排名从高到低的顺序选取十个拉美智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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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义ꎬ 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ꎬ 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

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ꎮ① 拉美学者对中共指导思想的研究非常丰富ꎮ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ꎬ 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政治

学学者巴尔博萨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Ｂａｒｂｏｓａ) 认为ꎬ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谐社会的价值

理念可以追溯到孔子时代ꎬ 中国领导人提出要建设一个充满生机、 团结的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ꎬ 不仅追求国内政党、 民族、 宗教、 阶层和海内外同胞关系

的和谐ꎬ 还追求建立一个不同文化、 种族、 意识形态、 宗教、 艺术、 情感、
品味和谐共存的世界ꎮ② 秘鲁学者兼资深新闻记者柯裴 (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Ｃａｓｔｒｏ
Ｏｂａｎｄｏ) 也指出ꎬ 由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根基的重要性ꎬ 中国的社会

主义成了一种极具民族特色、 不断适应时代需求的产物ꎮ③

除了扎根优秀传统文化ꎬ 中国共产党人还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ꎮ 阿根廷萨尔门多国立大学学者特雷西 (Ｍａｒｉａｎｏ Ｔｒｅａｃｙ) 认为ꎬ
与其说中国经济崛起源自市场经济对国家主导经济的胜利ꎬ 不如说源自中国

模式的独特之处ꎻ 中国学习了资本主义竞争的规则ꎬ 同时利用了中国独特政

治制度及一个具有强大纪律、 计划能力和高支持率政权的力量ꎬ 秉持实用主

义原则ꎬ 而非拘泥于国家主义或自由市场二分法ꎮ④ 墨西哥索诺拉国立大学教

授阿维莱斯 (Ｄｉｅｇｏ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Ａｖｉｌｅｓ Ｑｕｉｎｔａｎａｒ) 指出ꎬ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变革和

政治变革对经济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ꎬ 自邓小平时代以来ꎬ 包括农业、 外贸、
金融、 管理、 就业等领域的改革就以渐进灵活的方式充满活力地开展起来ꎬ
在社会和经济方面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ꎻ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减速ꎬ 但

仍是全世界最大市场、 最大制造业国和出口国ꎬ 产生和接收大量投资ꎬ 这些

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ꎮ⑤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第 １ 版ꎮ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Ｂａｒｂｏｓａꎬ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ｔｒｅ ｅｌ Ｓｕｅñｏ ｙ ｌａ Ｕｔｏｐíａ ”ꎬ ｅｎ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Ｍｕｎｄｏ Ａｓｉａ Ｐａｃíｆｉｃｏ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ＥＡＦＩＴ: Ｒｅｖｉｓｔａｓ Ａｃａｄéｍｉｃａｓ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２１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 １０ － １７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Ｍａｒｉｎａ Ｃａｓｔｒｏ Ｏｂａｎｄｏꎬ “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ｉｏ ｄｅｌ ＰＣＣｈ ｅｎ ｅｌ Ｍｕｓｅｏ Ｌ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ｌ Ｓｕｅñｏ ｄｅ Ｍａｏ ｅｓ ｅｌ

Ｓｕｅñｏ ｄｅ Ｘｉ”ꎬ ｅｎ Ｄｅ Ｇａｌｉｃｉａ ａ Ｃｈｉｎａ: Ｄｏｎｄｅ Ｈａｙ Ｖｏｌｕｎｔａｄꎬ Ｈａｙ ｕｎ Ｃａｍｉｎｏꎬ Ｌｉｂｒｏ Ｈｏｍｅｎａｊｅ ａ Ｘｕｌｉｏ Ｒíｏｓ
Ｐａｒｅｄｅｓꎬ Ｅｄｉｃｉóｎ ｎｏｎ ｖｅｎａｌꎬ ２０２１ꎬ ｐ ６６

Ｍａｒｉａｎｏ Ｔｒｅａｃｙꎬ “Ｕｎ Ｇｒａｎ Ｃａｏｓ Ｂａｊｏ ｅｌ Ｃｉｅｌｏ: 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ａｓ ｙ Ｄｅｓａｆíｏｓ ｄｅ ｌａ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ｃｉóｎ ｄｅｌ
Ｌｉｄｅｒａｚｇ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ｎ ｅｌ Ｓｉｇｌｏ ⅩⅪ”ꎬ ｅｎ Ｃｉｃｌｏｓ Ｅｎ Ｌ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ꎬ Ｌａ Ｅｃｏｎｏｍíａ Ｙ Ｌａ Ｓｏｃｉｅｄａｄꎬ Ｖｏｌ ２８ꎬ
Ｎｏ ５６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３３ － ５７

Ｄｉｅｇｏ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Ａｖｉｌｅｓ Ｑｕｉｎｔａｎａｒꎬ ｅｔ ａｌꎬ “Ｃｈｉｎａꎬ¿Ａｌｉａｄｏ ｏ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ｏ? Ｕｎ Ａｎáｌｉｓｉｓ ｄｅ ｌｏｓ Ｉｍｐａｃｔｏｓ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ｏｓ ｄｅｌ Ｇｉｇａｎｔｅ Ａｓｉáｔｉｃｏ ｅｎ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éｒｉｃａ ｄｕｒａｎｔｅ ｅｌ Ｐｅｒｉｏｄｏ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４”ꎬ ｅｎ Ｉｎｄｉｃｉａｌｅｓꎬ Ｖｏｌ １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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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ꎬ 委内瑞拉学者托雷斯 (Ｖｅｒｕｓｋａ Ｔｏｒｒｅｓ) 认为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新中国历代领导

人思想的传承和创新ꎬ 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ꎮ 中国共产

党坚持马克思和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ꎬ 既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ꎬ 又能

提高执政效率ꎮ① 柯裴认为ꎬ 习近平时代的 “中国梦” 是对毛泽东时代的

“中国梦” 的继承和发展ꎬ “中国梦”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上集体梦

想与个人梦想的统一ꎬ 民族复兴将转化为全体人民共同的经济福祉ꎮ②

(二) 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ꎬ 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ꎮ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ꎬ 是人口规

模巨大的现代化ꎬ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ꎬ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

协调的现代化ꎬ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ꎬ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

化ꎮ③ 中国式现代化吸收借鉴了各国现代化的先进经验ꎬ 更体现出基于自身国

情的中国特色ꎮ 拉美学者对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原因进行

了深入分析ꎮ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首先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ꎮ 阿根廷库约国立大学学者克鲁兹 (Ｊｕａｎ Ｃｒｕｚ Ｃａｍｐａｇｎａ) 认为ꎬ 中国

共产党高效的执行力和稳定的社会合法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

一ꎮ 中国的行政制度能够保证体系的稳定ꎬ 保证干部的更替流动、 理论培训

和实践锻炼ꎬ 保证人民的拥护和追随ꎮ 其集中统一的制度保证决策时能集中ꎬ
具体执行时能快速高效ꎬ 权力能下放ꎮ 此外ꎬ 这一制度允许内部争论和讨论ꎬ
允许批评ꎬ 善于自我修正ꎮ④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者莱昂尼 (Ｍａｔíａｓ
Ｌｉｏｎｉ) 认为ꎬ 中国各级政府和机构的统一协调带来独特的计划能力和长期规

—１７—

①

②

③

④

Ｖｅｒｕｓｋａ Ｔｏｒｒｅｓꎬ “Ｌａ Ｃｈｉｎａ ｄｅ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Ｕｎａ Ｍｉｒａｄａ ａｌ Ｎｕｅｖ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ｏ”ꎬ ｅｎ Ｅｌ Ｒｅｉｎｏ ｄｅｌ Ｃｅｎｔｒｏ
Ｖｉｓｔｏ Ｄｅｓｄｅ ｅｌ Ｓｕｒ Ｃｈｉｎａ ｅｎ ｌａ Óｐｔｉｃａ ｄｅ ｌ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ｃｉｏｎｅｓ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 ｄｅｌ Ｓｉｇｌｏ ⅩⅪ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４１ － ４８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Ｍａｒｉｎａ Ｃａｓｔｒｏ Ｏｂａｎｄｏꎬ “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ｉｏ ｄｅｌ ＰＣＣｈ ｅｎ ｅｌ Ｍｕｓｅｏ Ｌ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ｌ Ｓｕｅñｏ ｄｅ Ｍａｏ ｅｓ ｅｌ
Ｓｕｅñｏ ｄｅ Ｘｉ”ꎬ ｅｎ Ｄｅ Ｇａｌｉｃｉａ ａ Ｃｈｉｎａ: Ｄｏｎｄｅ Ｈａｙ Ｖｏｌｕｎｔａｄꎬ Ｈａｙ ｕｎ Ｃａｍｉｎｏꎬ Ｌｉｂｒｏ Ｈｏｍｅｎａｊｅ ａ Ｘｕｌｉｏ Ｒíｏｓ
Ｐａｒｅｄｅｓꎬ Ｅｄｉｃｉóｎ ｎｏｎ ｖｅｎａｌꎬ ２０２１ꎬ ｐ ６３

参见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第 １ 版ꎮ
Ｊｕａｎ Ｃｒｕｚ Ｃａｍｐａｇｎａꎬ “Ｐａｒｔｉｄｏ Ｃｏｍｕｎｉｓｔａ ｄｅ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 Ｃｉｅｎ Ａñｏｓ ｄｅ ｓｕ Ｆｕｎｄａｃｉóｎ Ｕｎ

Ａｎáｌｉｓｉｓ ｄｅｓｄｅ ｌａ Ｃｉｅｎｃｉａ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ｙ ｌａｓ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ｓ”ꎬ 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ａꎬ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ｃｉóｎ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ｙ Ｌｅｇｉｔｉｍｉｄａ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 １００ Ａñｏｓ ｄｅ ｌａ Ｆｕｎｄａｃｉóｎ ｄｅｌ ＰＣＣｈꎬ Ｍｅｎｄｏｚａ: Ｅｄｉｃｉｏｎ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ｄｅ Ｃｏｎｇｒｅｓｏ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９０ －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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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一致性ꎬ 使得公共政策的执行和创新直接而高效ꎬ 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改

善ꎬ 其稳定性在世界范围内是不寻常的ꎮ①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学学者杜

塞尔 (Ｅｎｒｉｑｕｅ Ｄｕｓｓｅｌ Ｐｅｔｅｒｓ) 认为ꎬ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公共部门在全国广

泛存在ꎬ 相互间竞争发展ꎬ 为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ꎬ 这是拉丁美洲和世界

其他地区所没有的ꎬ 这一点对理解中国在 ２１ 世纪第三个 １０ 年的发展战略至

关重要ꎮ②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天主教大学教授罗德里格斯 (Ｆｅｒｎａｎｄａ Ｃｒｉｓｔｉｎａ
Ｒｉｂｅｉｒｏ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 认为ꎬ 虽然身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秩序和新自由主义全球

化秩序之中ꎬ 中国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ꎬ 汇集复杂和有机的变量ꎬ 体

现出共同发展的辩证法ꎮ③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还要求在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ꎬ 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以人民为中心ꎬ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ꎬ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ꎮ 关于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战略ꎬ 特雷西认为ꎬ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计划、 新丝绸之路、 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 等举措共同构成了一个连贯的经济发展战略ꎬ 旨在从出

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过渡到基于加强国内市场与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贸易伙伴多元化、 扩大人民币影响范围的新发展格局ꎮ④ 关于以人民为中心ꎬ
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学者弗朗西斯卡 (Ｍａｒｉａ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 Ｓｔａｉａｎｏ) 认为中国

古代的 “仁政” 思想代表了中国人文主义传统ꎬ 并用 “新人文主义” 的概念

来阐述中国当前的改革和国际定位ꎮ 她认为ꎬ ２０２０ 年通过的新民法典在权利

保护等方面充分体现了 “以人为本” “以人民为中心” 的思想ꎬ 而在国际关

系理论和实践中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体现了这种新人文主义思想ꎮ⑤ 阿根

廷资深新闻记者和中国问题研究学者恩格 (Ｇｕｓｔａｖｏ Ｎｇ) 指出ꎬ 中国共产党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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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媒体和学术界对中共二十大的认知特点及原因　

分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和利益ꎬ 党的领导维持并提高了人民的热情支持ꎮ 支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公信力ꎬ 而公信力是通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立的ꎮ
关于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ꎬ 恩格指出ꎬ 中国共产党致

力于促进人民物质文化事业发展ꎬ 并坚定地朝着共同富裕目标前进ꎮ①

(三) 习近平外交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ꎬ 在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的大背景下ꎬ 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

关系ꎬ 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ꎬ 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ꎬ 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ꎬ 弘扬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全

人类共同价值ꎮ②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拉政治交往和合作不断密切ꎬ 政治互信不

断加深ꎬ 经贸合作迈上新的台阶ꎬ 文化交流日益频繁ꎮ 拉美国家越来越重视

与中国的合作ꎬ 拉美学者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也越来越全面ꎮ
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伙伴关系方面ꎬ 中国的原则是平等、 开放、

合作ꎬ 强调各国利益的汇合ꎬ 总体战略目标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对

此ꎬ 克鲁兹认为ꎬ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在走向强大过程中没有侵略、 殖民、 发

动战争的国家ꎮ 在习近平领导下ꎬ 中国奉行不干涉、 主权平等、 互利共赢的

原则ꎬ 致力于构建一个平衡、 多边、 无霸权的世界ꎮ③ 巴西拉美一体化联邦大

学学者斯莱 (Ｍａｒíａ Ｊｏｓé Ｈａｒｏ Ｓｌｙ) 认为ꎬ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将权力的不平等

和干涉外围国家事务合理化ꎬ 南方国家须从自身具体经验出发创建有利于形

成公正、 和谐的国际秩序新理论ꎬ 而中国实施自主的外交政策和 “一带一路”
倡议有着中长期的战略眼光ꎬ 拉美国家也应通过自主的外交政策摆脱从属和

依附ꎬ 实现整体的主权和人民的福祉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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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中美大国关系及中美拉三边关系ꎬ 阿根廷学者阿尔瓦雷斯 (Áｌｖａｒｏ
Áｌｖａｒｅｚ) 从 “霸权更替” 理论出发解读中国的外交战略ꎬ 认为中国正试图根

据自己的需要塑造国际秩序和区域间的关系ꎬ 让太平洋的重要性超过大西洋ꎻ
虽然中国通过成为南方国家发展愿望的关键行为体而在实质上改变了全球秩

序ꎬ 但似乎仍远未成为取代美国的新霸主或真正的抗衡力量ꎮ① 国际经济问题

分析家罗萨莱斯 (Ｏｓｖａｌｄｏ Ｒｏｓａｌｅｓ) 认为ꎬ 中美两国应开展对话、 谈判和合

作ꎬ 避免引起直接或潜在冲突ꎬ 这符合国际社会利益ꎻ 而冲突将降低投资和

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ꎬ 影响产业链价值链的发展ꎬ 导致经济和金融波动及不

确定因素ꎮ② 哥斯达黎加学者里韦罗 ( Ｓｅｒｇｉｏ Ｒｉｖｅｒｏ) 认为ꎬ 哥斯达黎加在

２００７ 年预见到了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趋势ꎬ 在中美洲国家里率先与中国建交ꎬ
当前哥国应发挥地区领导作用ꎬ 推动中美洲一体化体系 (ＳＩＣＡ) 成员与中国

举行外交部长会议ꎬ 以提高中美洲地区的全球竞争力ꎮ③ 哥伦比亚高等教育与

发展基金会董事长费尔南多 (Ｌｕｉｓ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Ｍｅｊíａ) 认为ꎬ 中国在世界和拉美

地区的经济、 技术和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ꎬ 贸易投资规模越来越大ꎬ 这对于

哥伦比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ꎻ 哥伦比亚新任佩特罗政府须谨慎平衡对中

美两国的态度ꎬ 一方面要加强与美国这个更重要盟友的关系ꎬ 另一方面要在

市场导向的框架内ꎬ 与中国建立进一步的贸易和投资关系ꎮ④ 智利自由与发展

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学家弗洛雷斯 (Ｔｏｍａｓ Ｆｌｏｒｅｓ Ｊａñａ) 认为ꎬ 智利是一个开放

的小国ꎬ 鉴于中美两国贸易和投资对该国的重要性ꎬ 智利不能选边站队ꎬ 而

应利用好每一个机会ꎬ 继续为贸易往来打开大门ꎬ 并吸引新的投资ꎮ⑤

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总目标ꎬ 中国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全球化方向ꎬ 以

“一带一路” 建设为抓手ꎬ 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ꎬ 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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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ꎮ 古巴国际关系高等研究院学者阿尔瓦雷斯 (Ｍａｒíａ Ｅｌｅｎａ Áｌｖａｒｅｚ Ａｃｏｓｔａ)
认为ꎬ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巩固了南北依赖关系ꎬ 而南南关系为不发达国家的

发展需求提供了不同的替代方案ꎬ “一带一路” 倡议可以被视为中国对新自由

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方案ꎮ① 阿根廷罗萨里奥大学学者米尼奥 (Ｔｏｍáｓ Ｍｉñｏ) 认

为ꎬ “一带一路”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全球互联互通和一体化ꎬ 通过协商和

共建来满足各方利益ꎬ 寻求各国共同发展ꎬ 这种 “互利互惠、 共同发展、 共

享繁荣” 的全球治理模式与西方的概念不同ꎬ 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全

球化ꎮ② 也有学者对中拉贸易失衡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以及 “一带一路” 实

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ꎬ 如阿维莱斯认为ꎬ 墨西哥对中国长期处于

贸易逆差地位ꎬ 为改变这一局面ꎬ 墨西哥应加大对华出口并改善出口结构ꎬ
例如增加食品和农渔业产品出口ꎮ③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

另一个重要抓手ꎮ 面对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诸多全球性问题ꎬ 中国主张各国

应当团结一致ꎬ 平等协商ꎬ 共同治理ꎮ 阿根廷科尔多瓦国立大学高级研究中

心、 社会科学学院学者吉吉诺 (Ｇｏｎｚａｌｏ Ｇｈｉｇｇｉｎｏ) 认为ꎬ 中国倡导构建一个

更有支持性、 合作性且更具多边性的全球治理新框架ꎬ 让发展中国家有真正

的发言权和投票权ꎮ 新冠疫情大流行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的缺陷ꎬ 中国从一

开始就实施合作和援助政策ꎬ 其范围远至拉美地区ꎬ 缓解了发达国家缺乏领

导力、 缺乏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组织协调的问题ꎬ 表明中国在设计基于多

边主义原则的新治理模式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ꎮ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发

展中国家的地位ꎬ 已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者ꎮ 相比而言ꎬ 美国

政府提出的多边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使国际体系更加稳定ꎬ 而仅仅是为了对

中国施加压力ꎮ④ 巴西圣保罗大学学者伯纳尔—梅萨 (Ｒａúｌ Ｂｅｒｎａｌ － Ｍｅｚａ) 认

为ꎬ 中国正崛起为一个大国ꎬ 在卫生安全和经济方面有很强的管理能力ꎬ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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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发展中国家眼中的形象越来越好ꎬ 疫情期间中国显得更加自信ꎬ 这种信

心源于世界各国对中国更大的依赖性ꎬ 以及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缺乏战略和

领导力的问题ꎮ①

贡献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是新时代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第三个重要抓手ꎮ 这些价值既是当代中国价值的全球传播ꎬ
也是国际公认基本价值原则的中国表述ꎮ② 中国在同拉美等地区发展中国家交

往中尤其强调秉持正确义利观、 尊重各国主权、 保障人民自由、 实行文明互

鉴ꎮ 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学者瓦莱芬 (Ｃａｍｉｌａ Ｖａｌｌｅｆｉｎ) 认为ꎬ 在当前数

字媒体信息呈指数级增长的背景下ꎬ 中国正将自己定位为全球治理中一个强

大的行为体ꎬ 其极具包容性的核心价值观在阿根廷引起共鸣ꎬ 尽管中阿两国

之间地理距离遥远ꎬ 但两国保持并加深了关系ꎮ③ 然而ꎬ 也有些拉美学者受西

方反华思想蛊惑ꎬ 担心中国的崛起对其权利和价值观构成威胁ꎮ④

三　 拉美国家对中国共产党认知的特点和原因

总结拉美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共二十大报道的特点、 梳理拉美学术界对二

十大报告中体现的中共治国理政和外交思想的研究ꎬ 可以发现拉美国家对中

国共产党的认知具有如下特点ꎮ
(一) 拉美国家学术界对中共的认知比媒体更为全面客观

除古巴外ꎬ 拉美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共二十大过程中大量援引西方媒体信息和

观点ꎬ 刻意回避中国官方媒体的信息ꎬ 导致出现大量负面报道ꎬ 对普通民众产生

较大的误导作用ꎮ 有学者认为ꎬ 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 形式和国家权力的一种工

具ꎬ 传媒通过 “议程设置权” “话语权” “审判权” “信息掌握与传播权” “政治形

象塑造权” 等对社会进行控制ꎮ 有组织的全球跨国传媒公司在国际领域影响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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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政治见解、 态度和行为ꎬ 控制意识形态ꎮ 掌握强大传媒资源、 生产信息和知

识的 “中心” 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占据主动地位ꎬ 对 “边缘” 国家实行霸权ꎮ① 拉

美国家媒体ꎬ 包括左翼执政国家的媒体ꎬ 在报道中国事件时大量引用西方主

流媒体的信息和观点ꎬ 这恰恰反映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政治和传媒对拉美社会

的控制ꎮ 在西方的话语霸权下ꎬ 拉美一些媒体不能或不愿全面认识中国共产

党ꎬ 形成大量错误和虚假认知ꎬ 甚至为获取商业利益和博眼球ꎬ 故意夸张地

将一些内容置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面ꎮ 瓦莱芬认

为ꎬ 公众舆论的构建是任何类型的政治经济联系得以继续和深化的基本因素ꎬ
传统的霸权主义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在公众舆论中产生了负面影响ꎬ 其传

播的关于中国的叙事仍然显示出传播异国情调或低劣信息的倾向ꎻ 在这个意

义上ꎬ 有必要认识到媒体生态系统中存在的仇恨言论ꎬ 这些言论不仅没有建

设性ꎬ 而且与拉美地区的文化、 政治、 经济利益相对立ꎮ②

相较于媒体ꎬ 拉美国家学术界大部分学者对中共的认知更为全面客观ꎬ 评

价也更积极ꎮ 因此ꎬ 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ꎬ 中国国际传播对拉美的优先对象应

是地区各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知识分子ꎮ 一般来说ꎬ 知识分子比普通民众更倾

向于冷静思考ꎬ 比一些受资本操纵的媒体更尊重事实ꎬ 比一些谋求政治利益的

政客更客观公允ꎮ 此外ꎬ 越来越多的拉美学者来到中国求学或进行学术交流ꎬ
越来越多的拉美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中国学术研究机构进行科研合作并共同出版

学术著作ꎮ 通过他们的视角ꎬ 一个真实、 立体、 全面的中国形象在拉美地区越

来越完整和清晰ꎮ 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内政外交思想和中国道路的研究能够起到

传播桥梁的作用ꎬ 将对其本国民众、 媒体、 企业界甚至政府发挥积极有效的影响ꎮ
(二) 拉美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较媒体更为全面ꎬ 尤其重视对习近平

外交思想的研究

拉美学者对中共内政外交思想做了全面的研究ꎮ
首先ꎬ 拉美学者深入研究了二十大报告谈到的中共指导思想的发展和治

国理政思想ꎮ 他们认识到ꎬ 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ꎬ 才能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ꎬ 有效解决不同时代提出的不同问题和挑

战ꎬ 不仅赢得了革命胜利ꎬ 还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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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是因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始终以人民为中心ꎬ 走科学的可持续

发展道路ꎬ 才能在保持政治、 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的飞跃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ꎮ 反观一些拉美国家ꎬ 曾因盲目信奉和照搬西方新自由

主义理论且不顾国情地实施极端的自由化、 私有化、 市场化改革ꎬ 不仅断送

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积累的制造业基础ꎬ 错失工业化发展升级机遇ꎬ 而且

经济危机频发ꎬ 贫富差距不断拉大ꎻ 经济和社会危机又加剧政局动荡和政党

交替ꎬ 国家战略和政策缺乏稳定性ꎬ 部分政客谋求私利、 目光短浅ꎬ 导致宏

观经济难以稳定ꎬ 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不前ꎬ 至今仍滞留 “中等收入陷阱”ꎮ
有学者认为ꎬ 拉美国家的民主体制缺乏化解政治和社会难题的能力ꎬ 政党碎

片化、 恶性竞争ꎬ 议会高度极化ꎬ 民众对当前民主体制的不满增加ꎮ 因此ꎬ
拉美学者开始探讨 “非西方道路” 的可能性ꎬ 亟须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

的成功经验ꎬ 寻找中国制度和发展道路的 “密钥”ꎬ 反思西方代议式民主制度

在实践中面临的危机ꎬ 寻找解决当下危机的方案ꎮ① 然而ꎬ 虽然拉美学者对中

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ꎬ 但对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到的一些

重要政治理念、 论断和治国方略ꎬ 诸如全过程人民民主、 第三次分配、 共同富

裕、 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等研究相对不足ꎬ 甚至还存在许多误解ꎬ 没有认识到

中国保持政治经济稳定和发展的更多深层次原因ꎮ 对此ꎬ 在对拉传播过程中应

更好地全面阐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当前面临的发展任务ꎬ 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基层群众自

治制度等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安排ꎬ 共同富裕的内涵和意义ꎬ 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原因和意义ꎬ 等等ꎮ
其次ꎬ 拉美学者重点研究了习近平外交思想ꎬ 其原因在于如下几方面ꎮ

一是中拉政治交往源远流长ꎬ 双方同为第三世界国家ꎬ 在共同反帝反霸过程

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ꎬ 也建立了广泛的共同利益和集体身份ꎮ 因此ꎬ 拉美学

者对中国外交思想的研究有深厚的传统ꎮ 二是 ２０ 世纪以来随着中拉经贸合作

飞速发展ꎬ 双方政治交往也不断加深ꎬ 尤其是在中国不断崛起的背景下ꎬ 拉

美将中国作为其发展战略中重要的外部合作选项之一ꎬ 某些国家甚至将中国

视为平衡西半球地缘政治格局和抵御北方大国霸权的重要砝码ꎮ② 三是拉美国

—８７—

①

②

陈岚、 靳呈伟: «２０２１ 年西班牙语国家的中国研究评述»ꎬ 载 «国外理论动态»ꎬ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０３ － １１２ 页ꎮ

张凡: «中拉关系及中国对拉战略研究的一种进路: 进展与问题»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２６ － ２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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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各国际组织中占有重要地位ꎬ 在全球治理多边场合拥有一定话语权ꎬ 多

年来积极倡导南南合作ꎬ 寻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ꎬ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

同利益ꎮ 新时代中共外交思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

目标、 “一带一路” 倡议、 全球治理方案以及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

主、 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与拉美国家的外交和发展理念基本吻合ꎬ 能够产生

深层次的共鸣ꎮ 因此ꎬ 拉美国家在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场合支持中国

外交理念ꎬ 积极参与中国发起的 “一带一路” 倡议和金砖银行、 亚投行等新

兴治理机制ꎬ 也希望借助中国实现其自身在国际上的发展权益ꎮ 对此ꎬ 中国

应借助拉美学者对中共外交思想的重视ꎬ 与其加强学术交流合作ꎬ 深入挖掘

中拉在发展理念上的共同点ꎬ 建构更多共有观念ꎬ 形成更多集体身份ꎬ 推动

构建中拉价值共同体ꎬ 为双方更高层次合作奠定思想基础ꎮ
(三) 拉美学者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深入全面ꎬ 但仍存在许多误解

首先ꎬ 大多数拉美学者认识到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原则是平等、 开

放、 合作ꎬ 致力于建立一个多极化、 无霸权的世界ꎬ 但鉴于日益激烈的中美

竞争态势ꎬ 一些学者还是认为中国在试图取代美国成为新的 “世界霸权”ꎬ 人

类命运共同体不过是 “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ꎮ 面对中美在拉美的竞争ꎬ
他们认为拉美国家应保持中立ꎬ 左右逢源ꎮ 其次ꎬ 大多数拉美学者认识到中

国在全球化经济合作中坚持互利共赢原则ꎬ 但部分学者仍认为中拉贸易虽有

着貌似完美的互补结构ꎬ 但本质还是 “中心—外围” 依附关系ꎬ 是 “新的殖

民主义”ꎬ 对拉美产业升级造成负面影响ꎮ① 再次ꎬ 大多数拉美学者认识到中

国参与全球治理是为了维护全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ꎬ 但部分学者

认为中国近年来在国际制度和规则创新过程中积极谋求话语权的行为是在谋

求所谓 “世界霸权”ꎮ 最后ꎬ 大多数拉美学者认同中国提出的人类共同价值ꎬ
但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价值观主张对其价值观和公民权利构成了威胁ꎮ

造成以上错误认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ꎮ 首先ꎬ 拉美国家总体属于西方文

化ꎬ 除古巴外均为资本主义国家ꎬ 在政治、 安全、 经济上受美国的影响远大

于受其他域外国家的影响ꎮ 虽然历史上曾发生过如火如荼的左翼革命运动和

反美运动ꎬ ２１ 世纪初也出现过多国左翼执政的 “粉红浪潮”ꎬ 但当前大部分

拉美国家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还是与美国更加接近ꎮ 近年来ꎬ 美国力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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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描绘成其鼓吹的 “民主” “自由” 普世价值的敌人、 现行国际秩序的挑

战者与破坏者、 地区和平稳定的威胁者、 新崛起的霸权国家ꎬ 这些都深刻影

响了拉美普通民众和部分学者的认知ꎮ 当前拉美虽再次 “左转”ꎬ 但变化主要

体现在各国税收、 教育、 社保等国内政策而非政治制度、 外交战略上ꎬ 甚至

某些重视环保的左翼政府还会以环境保护问题责难中国企业ꎮ 其次ꎬ 当前中

拉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驱动力仍然是理性主义和利益ꎬ 绝对收益的共赢必然

伴随相对收益不均带来的矛盾ꎮ① 由市场和比较优势决定的不对称、 不平衡的

中拉贸易结构 (中国用工业制成品交换拉美的初级产品) 必然造成部分拉美

国家长期对华贸易逆差和市场依赖ꎬ 因此产生对华疑虑和排斥ꎮ 而美国在拉

美渲染的中国 “新殖民主义” 论、 “债务陷阱” 论、 新 “中心—外围” 论、
“中国投资破坏市场规则和民主价值观” 论ꎬ 更加重了一些拉美人对中拉经贸

关系的悲观情绪ꎮ 再次ꎬ 拉美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框架基本是西方的ꎬ 大部

分人不了解、 不认同中国外交思想背后的理论框架ꎮ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ꎬ
无论是强调权力和军事的现实主义、 强调合作但不否认战争冲突的自由主义ꎬ
还是强调通过建构共有观念和利益构筑友善共同体但不否认利益冲突的建构

主义ꎬ 其分析框架都是二元性的ꎬ 都先验地假定了行为体之间的外部性和对

立性以及文明的冲突ꎬ 已不能适应当今世界全球化深度发展、 人类面临越来

越多共同问题的现实ꎬ 而由现实主义推论出的 “修昔底德陷阱” “霸权稳定 /更
替论” 更是与时代脱节ꎬ 无法反映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ꎮ 习近平新时代外

交思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平等、 开放、 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目标ꎬ
互利共赢的合作原则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仅以新中国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等外交传统为基础ꎬ 还反映了中国传统天下观强调天下体系的内部性与和

而不同的共在秩序的智慧ꎮ 中国期望的未来世界既无霸权ꎬ 更无 “中心”ꎬ 各国

都是无外天下的平等伙伴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持久和平不是霸权治下

的和平ꎬ 而是在建立起普遍承认的、 以共有利益为目标的世界制度后形成的和

平ꎻ 普遍安全也不是靠对立均势维持的安全ꎬ 而是天下一家的安全ꎻ 积极有为

并不是韬光养晦与和平的反义词ꎬ 而是要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构建

一个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ꎮ
针对拉美学术界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一些误解ꎬ 我们首先要在 “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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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 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著ꎬ 门洪华译: «权力与相互依赖» (第四版)ꎬ 北京: 北

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１０ － １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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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框架内改善中拉贸易结构ꎬ 通过产能合作和重塑价值链化解相对收益不

均造成的矛盾ꎬ 让对方看到中国的诚意ꎬ 用实际行动消除其疑虑ꎬ 抵消美国

新闻媒体霸权造成的影响ꎮ 其次要加强中拉学术交流合作ꎬ 从官方和民间多

渠道讲清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涵和逻辑ꎬ 尤其是其背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ꎬ 理解中国外交理念有着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和原创性ꎬ 与几千年来的共在、
仁爱、 达人思想一以贯之ꎬ 是民族性格使然ꎮ 这样才能提升中国理念的可信

度、 亲和度和说服力ꎮ

四　 结语

通过总结拉美主流媒体对中共二十大报道的特点和梳理拉美学术界对二

十大报告中体现的中共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ꎬ 我们发现ꎬ 相对于媒体ꎬ 拉美

学术界对中共的认知更加全面、 深入和客观ꎮ 拉美各国学者希望通过研究中

共的治国经验和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ꎬ 为本国发展提供借鉴ꎮ 他们基本认同

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方案ꎬ 认为拉美国家应加强与

中国合作ꎬ 与中国一道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ꎮ 然而ꎬ 由于美西方的

污蔑和误导ꎬ 以及拉美与中国在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 价值观、 文化、 国际

关系理论框架等方面的差异ꎬ 拉美新闻界和学术界对中共内政外交思想还有

着很多误解ꎮ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ꎬ 要讲好中国故事ꎬ 传播好中国声音ꎬ 加

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ꎬ 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而奋斗ꎬ 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ꎮ 要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 提升话语权ꎬ 就要形成多

主体协同、 多渠道多平台融合的传播格局ꎬ 关注传播受众的疑虑和利益诉求ꎬ
发挥公共外交在日常沟通、 战略沟通、 文化交流三个层面的重要作用ꎬ 有效

提升软实力ꎮ 中拉之间应超越利益驱动的相互依存关系ꎬ 在利益共同体和安

全共同体基础上构建价值共同体ꎬ 为全面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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