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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冷战时期ꎬ 大多数拉美国家在对外关系方面经历了

从与美国结盟到纷纷加入不结盟运动的转变ꎮ 二战后初期ꎬ 随着美

国对拉丁美洲政治与经济影响的深入ꎬ 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成为美国

的盟友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不结盟运动成立时ꎬ 受美国的控制和影

响ꎬ 拉美国家与不结盟运动基本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ꎮ 随着国际形

势的变化ꎬ 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拉美国家才逐渐改变了与美国的盟

友关系ꎬ 纷纷加入不结盟运动ꎬ 拉美国家与不结盟运动的关系越来

越密切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拉美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的数量仍在增

加ꎬ 至冷战结束时大多数拉美国家已加入不结盟运动ꎬ 拉美国家与

不结盟运动的关系进一步深化ꎮ 拉美左翼政府的推动力、 不结盟运

动的强大吸引力及美苏的结盟压力等因素是拉美国家纷纷加入不结

盟运动的主要原因ꎮ 拉美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ꎬ 推动了拉美国家的

政治独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ꎬ 促进了不结盟运动各项事业的发展ꎬ
冲击了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ꎬ 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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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时期ꎬ 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对外关系方面经历了从与美国结盟

到纷纷加入不结盟运动的转变ꎬ 从而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国内学术界关于拉美国家对外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美拉关系、 英拉关系、
中拉关系和苏 (俄) 拉关系等大国间关系ꎬ 很少关注拉美国家与相关国际

组织的关系ꎬ 专注于拉美国家与不结盟运动关系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ꎮ 国

外学术界关于拉美国家对外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究拉美国家的对外贸

易政策、 拉美国家在冷战时期与美苏两国之间的关系、 拉美国家的第三世

界政策等ꎮ 与国内相较ꎬ 国外学术界对拉美国家与不结盟运动的关系较为

关注ꎮ① 然而ꎬ 在该问题上ꎬ 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多为某一具体国家与不结盟

运动的关系②ꎬ 从宏观层面研究拉美国家与不结盟运动关系的成果并不多见ꎮ
本文在充分利用不结盟运动重要会议文献资料及借鉴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ꎬ 拟对拉丁美洲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的原因和历程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ꎬ
并论述其影响ꎮ

一　 拉丁美洲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的历程

独立后的拉丁美洲不断受到美国的政治与经济渗透ꎬ 逐渐成为美国的

“后院”ꎮ 美苏冷战初期ꎬ 绝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从政治到经济都被美国牢牢

控制ꎬ 成为美国忠实的盟友ꎮ 但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

化ꎬ 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缓和ꎬ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ꎬ 欧洲安全

与合作会议召开以及核武器限制条约签订 (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或限制战略武

器谈判) 等ꎮ③ 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ꎬ 拉美国家逐渐调整了外交政策ꎬ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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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不结盟ꎬ 并对正在崛起的第三世界国家表示强烈认同ꎮ 随着不结盟运动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ꎬ 它所倡导的各种国际主张也得到亚非拉发展中

国家越来越多的支持ꎬ 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逐渐向不结盟运动靠拢ꎬ 选择加入

不结盟运动ꎮ 法国学者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在论及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拉美国家

对外关系时写道: “这些国家越来越感到同第三世界利害一致ꎬ 同享有特殊利

益的美国之间的盟国关系越来越削弱ꎮ”① 冷战时期拉美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

的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ꎮ
(一) 初期阶段 (１９６１—１９６９ 年)
第一个阶段为初期阶段ꎮ 最早加入不结盟运动的拉美国家是古巴ꎮ 早在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ꎬ 在第 １４ 届联合国大会上ꎬ 古巴外交大臣劳尔罗亚发表讲话ꎬ
宣布古巴今后将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ꎬ 既不倾向共产主义阵营ꎬ 也不倾向资

本主义阵营ꎬ 将古巴定位为不结盟国家ꎮ② １９６１ 年 ６ 月 ５—１２ 日ꎬ 不结盟运动

筹备会议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ꎬ 古巴作为拉美国家的唯一代表与会ꎮ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ꎬ 第一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ꎬ
古巴作为不结盟运动正式成员参加了会议ꎮ 当时ꎬ 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率代

表团出席会议ꎬ 并在大会上发言ꎮ 会议最终成果文件被列入古巴的重要诉求ꎬ
即关塔那摩的美国军事基地影响了该国主权和领土完整ꎬ 古巴政府和人民反

对长期保持这个基地ꎮ③ 这样ꎬ 古巴成为当时拉美国家中唯一一个不结盟运动

的成员ꎮ 另外ꎬ 玻利维亚、 巴西、 厄瓜多尔等三个拉美国家也以观察员身份

参加了会议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其时墨西哥政府虽然一直主张不干涉和民族自决的对外

政策ꎬ 但在其北方强邻的影响下ꎬ 对不结盟国家的态度一直比较消极ꎬ 直到

马特奥斯政府时期这种情况才发生了转变ꎮ 马特奥斯总统在冷战的环境下ꎬ
宣布墨西哥属于不结盟的发展中国家ꎬ 并对 １９６１ 年 ８ 月底 ９ 月初举行的贝尔

格莱德不结盟会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ꎬ 认为这次会议有可能在华盛顿和莫斯

科之间正式确立一个新的第三世界政治集团ꎮ 尽管马特奥斯总统对会议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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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再三ꎬ 最终没有成行ꎬ 但墨西哥与不结盟运动的这种初步接触为墨西哥

参加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主要由不结盟国家在开罗举行的经济发展问题会议奠定了基

础ꎮ① １９６４ 年ꎬ 墨西哥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ꎮ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初ꎬ 参加第二

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的拉美 (含加勒比) 国家增加到 １０ 个ꎬ 其中ꎬ 古巴是

正式成员ꎬ 阿根廷、 玻利维亚、 巴西、 智利、 牙买加、 墨西哥、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乌拉圭、 委内瑞拉等 ９ 国是观察员ꎮ
总的来看ꎬ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在不结盟运动的初期活动中ꎬ 拉美国家与不

结盟运动的关系并不密切ꎬ 只有古巴加入了不结盟运动ꎬ 大部分拉美国家游

离于不结盟运动之外ꎬ 与不结盟运动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ꎮ 下面从历史与现

实两个方面分析其原因ꎮ
就历史而言ꎬ 绝大多数拉美国家一直以来都追随美国ꎮ 在地理位置上ꎬ

美洲大陆相对隔绝的特殊地理位置ꎬ 使得新独立的拉美国家不易同美国之外

的国家建立牢固的联盟关系ꎮ 在感情倾向上ꎬ 拉美地区长期遭受来自欧洲列

强的侵略ꎬ 拉美独立之时欧洲列强仍计划出兵镇压ꎬ 使得拉美国家对欧洲列

强并不信任ꎮ 而美国自拉美国家独立伊始就率先予以承认ꎬ 拉美人民的情感

始终倾向美国ꎮ 在政治立场上ꎬ 美国自 １８２３ 年门罗主义出台后ꎬ 就一直致力

于将拉美地区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ꎮ 二战后ꎬ 随着美国国力的日益增强ꎬ 它

对拉美国家的控制力度也越来越强ꎬ 拉美国家与美国的联盟关系也越来越牢

固ꎮ 即便一些拉美国家掀起了反美浪潮ꎬ 短时间内也很难打破这种盟友关系ꎮ
在经济利益上ꎬ 由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依靠初级产

品出口ꎬ 美国在排挤了英、 法、 德等欧洲国家后ꎬ 成为拉美国家最大的投资

者和贸易对象ꎮ 拉美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和稳固统治ꎬ 不得不依赖美国ꎬ 顺从

美国的意志ꎮ
从现实来看ꎬ 美国的 “争取进步联盟” 计划影响了拉美国家对不结盟运

动的态度ꎮ １９５９ 年古巴革命成功ꎬ 美国被迫调整对拉美的政策ꎮ １９６０ 年ꎬ 肯

尼迪政府提出了 “争取进步联盟” 计划ꎮ １９６１ 年 ８ 月ꎬ 泛美经济与社会理事

会部长级会议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召开ꎬ 会议通过了 «告美洲各国人民书»
和 «埃特斯角宪章»ꎬ 宣告 “争取进步联盟” 计划正式实施ꎮ 会后ꎬ 委内瑞

拉、 巴西、 哥伦比亚等国政府相继宣布接受这些决议ꎬ “争取进步联盟”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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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半球有条不紊地进行着ꎮ① “争取进步联盟” 计划旨在防止拉美各国社会

运动的发展ꎬ 消除古巴革命对拉美地区的影响ꎮ 当时ꎬ 几乎所有的拉美国

家都接受该计划ꎬ 它们选择与美国结盟ꎬ 追随美国将古巴从泛美体系中排

除出去ꎬ 并抵制不结盟运动ꎬ “于是ꎬ 不结盟运动就这样被暂时搁浅ꎬ 它被

很多人看成是罪孽” ꎮ②

(二) 高潮阶段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年)
第二个阶段为高潮阶段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在反殖、 反帝、 反霸和争取建

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共同斗争中ꎬ 拉美国家与不结盟运动的关系不断深化ꎮ
墨西哥埃切维利亚总统 (１９７０—１９７６ 年) 就任后宣布ꎬ 墨西哥同第三世界国

家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ꎻ 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 (１９７４—１９７９ 年) 在任时积极

维护和促进拉美及第三世界的团结ꎬ 并认为第三世界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形成

一支能够参与解决世界重大问题的决定性力量ꎻ 阿根廷庇隆主义领导人坎波

拉于 １９７３ 年 ３ 月就任总统时宣布ꎬ 阿根廷不受大国控制ꎬ 并加入为争取彻底

的政治经济独立、 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斗争的第三世界ꎻ 巴西盖泽尔

政府放弃了同美国 “自动结盟” 的路线ꎬ 多次表示巴西 “既是西方国家ꎬ 又

是第三世界国家”ꎬ 并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对第三世界国家表示支持ꎮ 此

外ꎬ 巴拿马的托里霍斯政府 ( １９６８—１９８１ 年)、 秘鲁的贝拉斯科政府

(１９６８—１９７５ 年)、 圭亚那的伯纳姆政府 (１９６８—１９８５ 年) 及智利的阿连德政

府 (１９７０—１９７３ 年) 等都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从与美国的 “实际结盟” 走上了

不结盟之路ꎮ③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ꎬ 第三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ꎬ 参

加这次首脑会议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共有 １３ 个ꎬ 其中ꎬ 古巴、 圭亚

那、 牙买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 ４ 个国家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ꎬ 阿根廷、
巴巴多斯、 玻利维亚、 巴西、 智利、 厄瓜多尔、 秘鲁、 乌拉圭、 委内瑞拉等 ９
个国家是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ꎮ １９７２ 年 ８ 月ꎬ 不结盟运动外长会议在圭亚那

的乔治敦召开ꎬ 这是不结盟运动重要会议首次在拉丁美洲召开ꎮ 这次会议被

认为是拉美国家与不结盟运动关系的关键点ꎬ 不仅智利在这次会议上被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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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杜娟: «美国与拉美游击运动第一波»ꎬ 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著: «冷战国

际史研究９»ꎬ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２０３ 页ꎮ
[墨] 路易斯埃切维里亚、 [南] 米洛什米尼奇著ꎬ 可大安等译: «不结盟国家面临挑

战»ꎬ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ꎬ １９８５ 年ꎬ 第 ９５ 页ꎮ
徐文渊主编: «走向 ２１ 世纪的拉丁美洲»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ꎬ 第 １８６ － １８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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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不结盟运动ꎬ 而且此后拉美国家掀起了加入不结盟运动的一个高潮ꎮ
１９７３ 年 ６ 月ꎬ 墨西哥外长埃米略奥拉瓦萨在同南斯拉夫通讯社记者的一

次谈话中表示ꎬ 墨西哥决定参加不结盟国家的活动ꎬ 他说道: “我们的问题和

我们的愿望同其他所有不结盟国家是一样的ꎮ 墨西哥的对外政策同不结盟国

家一样ꎬ 都是建立在反对侵略、 尊重各国人民自决权、 不干涉别国内政、 和

平和积极地共处、 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平等而斗争的原则基础上ꎮ”①

１９７３ 年 ８ 月ꎬ 阿根廷外交部发表公报ꎬ 宣布阿根廷已申请参加不结盟国家组织ꎮ
该公报说道ꎬ 正义党主张 “同第三世界国家ꎬ 特别是同拉美国家密切联合”ꎬ
“我们的立场是ꎬ 既疏远这一个帝国主义ꎬ 也疏远另一个帝国主义ꎬ 主张第三世

界国家人民团结起来ꎮ 这是最后取得和巩固真正的独立、 完全的主权和社会正

义的唯一方法ꎮ” 因此ꎬ 阿根廷 “准备积极参加不结盟国家运动ꎬ 以便为反对新

形式的殖民主义和剥削的解放进程作出贡献ꎬ 支持发展国际合作并巩固和平”ꎮ②

１９７３ 年 ９ 月ꎬ 第四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召

开ꎬ 拉美国家秘鲁、 阿根廷皆从观察员升格为成员ꎮ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ꎬ 不结

盟运动第五次外长会议决定接纳巴拿马为新成员ꎮ １９７９ 年 ８ 月ꎬ 刚刚获得革

命胜利的尼加拉瓜宣布加入不结盟运动ꎮ 同年 ９ 月第六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

议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时ꎬ 参加会议的拉美国家已经有 ２２ 个ꎬ 其中ꎬ 阿根

廷、 玻利维亚、 格林纳达、 古巴、 圭亚那、 牙买加、 尼加拉瓜、 巴拿马、 秘

鲁、 苏里南、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 １１ 个国家为成员ꎻ 巴巴多斯、 巴西、 萨尔

瓦多、 墨西哥、 乌拉圭、 委内瑞拉、 多米尼加、 厄瓜多尔、 哥伦比亚、 哥斯

达黎加、 圣卢西亚等 １１ 个国家为观察员ꎮ 这意味着ꎬ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大

多数拉美国家都已成为不结盟国家ꎬ 其中 １ / ３ 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ꎬ 拉美国

家与不结盟运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ꎮ 因此ꎬ 有学者评论ꎬ “从实际上结盟转变

为不结盟ꎬ 同亚非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加强合作ꎬ 这是 ７０ 年代拉美国家

对外关系的特点之一”ꎮ③

(三) 扩展阶段 (１９８０—１９９１ 年)
第三个阶段为扩展阶段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拉美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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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坚持不结盟政策　 加强团结反帝事业　 阿希乔总统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协调行动对一些大国经

常保持警惕　 墨西哥外长拉瓦萨指出不结盟国家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更迅速前进»ꎬ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７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第 ０６ 版ꎮ

«阿根廷正式申请参加不结盟国家组织»ꎬ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７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第 ０６ 版ꎮ
洪育沂主编: «拉美国际关系史纲»ꎬ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年ꎬ 第 ３１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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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仍在增长ꎮ １９８１ 年 ２ 月ꎬ 在第七次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上ꎬ 圣卢西亚加入

不结盟运动ꎮ 同年 ９ 月ꎬ 在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不结盟国家外

长和代表团团长会议上ꎬ 伯利兹和厄瓜多尔被接纳为正式成员ꎮ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ꎬ
第七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时ꎬ 又有 ３ 个拉美国家加

入不结盟运动ꎬ 它们是巴哈马、 巴巴多斯、 哥伦比亚ꎬ 至此拉美地区有 １７ 个

国家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ꎬ 另有 ６ 个国家 (组织) 是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ꎬ
它们是巴西、 萨尔瓦多、 墨西哥、 乌拉圭、 委内瑞拉和波多黎各社会党ꎮ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ꎬ 不结盟运动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第九次首脑会议ꎬ
又接纳了委内瑞拉为正式成员ꎮ 此后不久ꎬ 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也成为不结

盟运动的观察员ꎮ 至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 ４—７ 日第十次不结盟运动外长会议在加纳的

阿克拉召开时ꎬ 智利的成员国地位得以恢复ꎬ 拉美地区已有 ２５ 个国家是不结

盟运动国家ꎬ 其中 １９ 个国家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ꎬ ６ 个国家是观察员ꎮ 因此ꎬ
冷战结束时ꎬ 大多数拉美国家已加入不结盟运动ꎬ 拉美国家与不结盟运动的

关系进一步密切ꎮ
总之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是拉美国家为争取和平与发展而不懈斗争的年代ꎬ

也是该地区与不结盟运动的关系进一步深化的年代ꎮ

二　 拉丁美洲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的原因

拉美国家之所以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纷纷加入不结盟运动ꎬ 究其原因主要

有三个方面ꎬ 包括拉美左翼的推动、 拉美国家利益的需要以及美苏两极的结

盟压力ꎮ
(一) 拉美左翼是推动拉美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的强大政治力量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ꎬ 拉美地区连续发生了好几场革命风暴ꎬ 开始了一

连串的政治革命ꎬ 如 １９４４—１９５４ 年间危地马拉 “十月革命”、 １９５２—１９５６ 年

间玻利维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 １９５３ 年开始的古巴革命等ꎮ① 受这些革命

的影响ꎬ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大部分拉美国家转向左翼执政ꎮ 古巴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末建立了西半球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ꎬ 墨西哥在马特奥斯政府执政时期

(１９５８—１９６４ 年) 也向左转ꎮ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智利 (１９７０—１９７３ 年阿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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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崔桂田、 蒋锐等著: «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及左翼社会运动»ꎬ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４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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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政府)、 阿根廷 (１９７３—１９７６ 年庇隆政府)、 委内瑞拉 (１９７４—１９７９ 年洛佩

斯政府) 等国都是由左翼政府执政ꎬ 中美洲也出现了由左翼力量领导的武装

斗争ꎮ① 当时ꎬ 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国家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国内问题ꎬ 贫困人

口数量不断增加ꎬ 而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却日益减少ꎬ 特别是在拉丁美洲ꎬ
传统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未能达到最初设想的增长目标ꎮ②

为摆脱经济发展的困境ꎬ 在拉美经济学家提出的 “发展主义” 理论影响

下ꎬ 拉美左翼政府对内坚持发展民族经济ꎬ 摆脱外国控制ꎻ 对外反对美国干

涉拉美地区事务ꎬ 强烈谴责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 “国际剥削” 和 “不公

正的国际经济秩序”ꎬ 认为这是造成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重要国际因素ꎬ 并

把发展中国家外部条件的改善寄希望于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ꎮ １９６７—１９７１ 年

期间ꎬ 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萧条时期ꎮ③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经济形势ꎬ 拉美

国家开始寻求与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对话ꎮ １９６９ 年 ５ 月ꎬ 拉美各国外长、 财政

部长在智利的比尼亚德尔马举行了没有美国参加的拉丁美洲特别协调委员会

会议ꎬ 通过了 «比尼亚德尔马协议书»ꎬ 要求 “深刻变革” 拉美同美国的经

济贸易关系ꎬ 并强调各国有权自由支配其自然资源主权以及经济合作不能附

带政治和军事条件的原则ꎮ④ １９７０ 年ꎬ 拉美国家和美国举行了几次会谈ꎬ 拉

美国家代表想要美国接受一些有利于拉美经济发展的主张ꎬ 但美国代表却不

愿意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ꎬ 其回避态度使得拉美国家的不满和失望情绪更

加强烈ꎮ⑤ 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在写给美国总统福特的信中就直言不讳地说

道: “我们曾一再指出ꎬ 拉丁美洲国家是因为被迫向美国经济作出贡献而沦于

贫困境地的ꎮ”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ꎬ 拉美国家根据拉美经委会的发展主义理

论ꎬ 联合其他第三世界国家ꎬ 发起了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ꎮ⑦ 然

而ꎬ 在斗争过程中ꎬ 拉美国家看到ꎬ 发达工业化国家不愿为推动国际贸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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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袁东振: «政治变迁与拉美左翼的变动趋势»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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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渊主编: «走向 ２１ 世纪的拉丁美洲»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ꎬ 第 １７９ － １８０ 页ꎮ
[委] Ｄ 博埃斯内尔著ꎬ 殷恒民译: «拉丁美洲国际关系简史»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９０

年ꎬ 第 ２６７ 页ꎮ
肖枫著: «西方发展学和拉美的发展理论»ꎬ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１９９０ 年ꎬ 第 １９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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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改革做出让步ꎮ①

与发达国家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ꎬ 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国际组织ꎬ
不结盟运动对经济议题越来越关注ꎮ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ꎬ 在第三次不结盟运动首脑

会议上ꎬ 经济问题成为关键的辩论议题ꎮ １９７２ 年 ８ 月ꎬ 在乔治敦不结盟运动

外长会议通过的 «乔治敦宣言» 中ꎬ 不结盟运动要求各国家集团加强合作ꎬ
努力建立更加广泛和公正的国际经济关系ꎮ １９７３ 年 ９ 月ꎬ 不结盟运动在第四

次首脑会议上通过了 «经济宣言» 和 «经济合作行动纲领»ꎬ 并设立了工作

组ꎬ 旨在加强不结盟国家之间更密切和专业的合作ꎮ 不结盟国家以第三世界

的名义发声ꎬ 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越来越高ꎮ②不结盟运动成员国

通过协调它们在联合国的行动ꎬ 并通过与北方工业化国家的谈判ꎬ 成功地将

很多经济政策方面的要求载入国际宣言和决议ꎮ 因此ꎬ 不结盟运动建立国际

经济新秩序的战略目标与拉美国家的内在发展需求高度契合ꎬ 成为推动拉美

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动力ꎮ
(二) 不结盟运动的宗旨和原则符合拉美各国国家利益的需要

不结盟运动的宗旨和原则符合拉美各国国家利益的需要ꎬ 对拉美国家越

来越具有吸引力ꎮ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初ꎬ 不结盟运动在成立伊始就明确提出了自己

的宗旨和原则ꎬ 即和平、 中立、 不结盟ꎬ 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ꎬ 强调和

平共处原则是奠定各国间合作和兄弟关系的牢固基础ꎬ 并在第一次首脑会议

成果文件中赞扬 “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正继续对国际关系的改善作出日益有效

的贡献”③ꎮ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初ꎬ 不结盟运动第二次首脑会议公开谴责殖民主义

和新殖民主义在拉丁美洲的表现ꎬ 宣布赞成在拉丁美洲地区实施各国享有自

决和独立的权利ꎮ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ꎬ 不结盟运动第三次首脑会议通过了 «关于和

平、 独立、 发展、 合作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宣言»ꎬ 重申了下列原则: 还未获

得自由的各国人民享有自由、 自决和独立的权利ꎻ 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

整ꎻ 各国平等和积极参加国际事务的权利ꎻ 一切主权国家都有权完全自由地

决定自己在政治、 经济、 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道路ꎻ 各国人民有权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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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好处和科技革命的成果ꎻ 不施加威胁ꎬ 不使用武力ꎬ 和平解决争

端ꎮ① 长期以来ꎬ 不结盟运动坚持其宗旨与原则ꎬ 关切拉美国家的核心利益ꎬ
多次声援古巴、 波多黎各、 阿根廷和巴拿马等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正义斗争ꎬ 因此ꎬ 加入不结盟运动成为拉美国家维护其国家利益的重要举措ꎮ
巴拿马就是在收复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斗争中加入不结盟运动的ꎬ 其目

的是希望在联合国以及在同美国政府谈判运河问题时能够得到不结盟国家的

支持ꎮ 在托里霍斯执政期间ꎬ 巴拿马开始作为观察员参与不结盟运动的活动ꎬ
并在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召开的不结盟运动第五次外长会议上被正式接纳为不结

盟运动的成员ꎬ 开始通过不结盟运动各种会议处理巴拿马运河问题ꎮ② １９７６
年 ８ 月ꎬ 不结盟运动第五次首脑会议重申坚决支持和声援巴拿马政府和人民

对巴拿马运河区行使有效主权和全面管辖权的合理斗争ꎻ 坚决支持巴拿马共

和国在国际讲坛上特别是在联合国机构中所作的一切努力ꎻ 赞扬巴拿马人民

在以托里霍斯将军为首的革命政府领导下所取得的进步ꎬ 并表示在巴拿马人

民面临任何可能造成巴拿马局势不稳定行动的时候ꎬ 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任何

援助ꎮ 在会议成果文件中ꎬ 不结盟运动再次确认巴拿马是巴拿马运河区的合

法所有者ꎬ 要求恢复巴拿马对巴拿马运河区的主权ꎮ③ 正是在不结盟运动等国

际社会的声援下ꎬ 美国倍感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ꎬ 最终不得不改变了态度ꎮ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ꎬ 美国与巴拿马经过多年谈判后ꎬ 终于签订了 «巴拿马运河条

约» 和 «关于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和运河营运条约»ꎬ 美国将运河区主权交还

给了巴拿马ꎮ 巴拿马运河问题历经数十年ꎬ 终于随着 １９７７ 年的 «托里霍斯—
卡特条约» 的签订而得到原则性解决ꎮ④ 其后ꎬ 不结盟运动敦促国际社会共同

遵守对巴拿马运河区保持中立的议定书ꎬ 保证该条约得到应有的尊重ꎮ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ꎬ 不结盟运动在第六次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中肯定了巴拿马人民为恢复他

们对巴拿马运河区享有的主权而进行的斗争ꎬ 认为这是国际关系积极趋向的必

然结果ꎮ 会议宣布巴拿马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缔结的 «托里霍斯—卡特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④

“Ｆｉｎ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ＮＡＭ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ｕｍｍｉｔ”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７０ ｈｔｔｐ: / / ｃｎｓ ｍｉｉｓ ｅｄｕ /
ｎａｍ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１０]

Ｌｕｉｓ Ｄａｌｌａｎｅｇｅｒ Ｐｅｄｒａｚａꎬ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ａｌｉｇｎｅ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Ａｌｉｇｎｅｄ Ｗｏｒｌｄ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２ꎬ Ａｐｒｉｌ － Ｊｕｎｅ １９８４ꎬ ｐｐ ２７ － ５１

联合国: «１９７６ 年 ９ 月 １ 日斯里兰卡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ꎬ Ａ / ３１ / １９７ꎬ １９７６ 年 ９ 月

８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ｄｓ － ｎｙ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 / ＵＮＤＯＣ/ ＧＥＮ/ Ｎ７６ / １６６ / ９６ / ｉｍｇ / Ｎ７６１６６９６ ｐｄｆ?ＯｐｅｎＥｌ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２０]

林被甸、 董经胜著: «拉丁美洲史»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５７１ 页ꎮ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条约» 将于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生效ꎬ 这一条约必须保证巴拿马在它的整个国

土上有效地行使主权ꎮ 届时ꎬ 运河两端的进口港———即太平洋岸的巴尔博亚

港和大西洋岸的克里斯托巴尔港———都将交还巴拿马管理ꎬ 此外ꎬ 跨地峡铁

路也将移交巴拿马ꎬ 从而使得巴拿马恢复对其整个国土的管辖权ꎮ 不结盟国

家和政府首脑对美国履行 «托里霍斯—卡特条约» 的情况也表示关注ꎬ 希望

美国政府尊重这些条约的文字和精神ꎮ 会议进一步决定要求国际社会所有国

家都牢记巴拿马的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原则ꎬ 信守关于巴拿马运河永久中

立条约的议定书ꎮ①

阿根廷积极参加不结盟运动的活动与其争取恢复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

权斗争紧密相连ꎮ 阿根廷外长阿吉雷拉纳里在向新闻界发表的谈话中说道ꎬ
“阿根廷应参加所有的国际会议ꎬ 以便在这些会议上使我们对马岛享有主权的

问题能被国际社会考虑ꎮ” 他还在向报界发表的另一次谈话中说道ꎬ 阿根廷全

国人民都感谢不结盟国家在马岛问题上给予的支持ꎮ② 同样ꎬ 玻利维亚决定加

入不结盟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ꎬ 其在同智利谈判争取太平洋出海口的斗争

中ꎬ 需要不结盟国家的声援和帮助ꎮ③ 对尼加拉瓜来说ꎬ 加入不结盟运动使它

这样的一个附属小国 “能够争取到国际上对其政策的支持ꎬ 并获得必要的选

票以抗衡美国在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的影响ꎬ 从而避免其政权遭到颠覆ꎬ
保障其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④ꎮ 拉美国家的选择表明ꎬ 拉美国家至关重要的

历史战略利益是与不结盟运动这一国际关系中独立的反集团主义力量的斗争

相一致的ꎮ⑤ 因此ꎬ 正如不结盟运动在其第五次外长会议成果文件 «关于互助

与团结的利马纲领» 中所言ꎬ “对于那些为争取独立、 平等、 和平、 经济和社

会进步以及为建立新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关系而斗争的国家ꎬ 不结盟国家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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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有效工具和不可避免的选择ꎮ”①

(三) 美苏两极的结盟压力是拉美国家转向不结盟运动的重要推力

二战后ꎬ 美国在拉丁美洲进行了全面的扩张ꎬ 对拉美国家政治和经济的

控制愈发强烈ꎮ 在经济上ꎬ 美国通过推行 “克莱顿计划” 和 “第四点计划”
等手段ꎬ 大大扩张了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势力ꎻ 在政治上ꎬ 美国通过成立美洲

国家组织和签订 «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ꎬ 强化了对拉美国家的政治军事控

制ꎬ 拉美地区成为 “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后方”ꎮ 而当时的苏联经过多年建设

发展ꎬ 经济、 军事实力大大增强ꎬ 亦开始在第三世界加紧渗透ꎬ 并不断向美

国发起挑战ꎬ 甚至利用古巴成功打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ꎬ 对美国的 “后院”
造成了威胁ꎮ １９５９ 年的古巴革命是苏联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分水岭ꎬ 当美国对

古巴革命政权实施经济制裁时ꎬ 苏联政府在 １９６０ 年购买了古巴糖ꎬ 并向卡斯

特罗政权提供了石油和武器ꎬ 使之得以生存ꎮ② １９６０ 年 ７ 月 ６ 日ꎬ 苏联领导人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发表演讲ꎬ 谴责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侵略ꎬ 并发誓要 “竭
尽全力支持古巴及其勇敢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斗争”③ꎮ 在危地马拉

和洪都拉斯ꎬ 苏联及其盟国一直在向当地共产党人施压ꎬ 要求他们加入广泛

的革命战线ꎬ 参与武装斗争ꎮ １９７９ 年以后ꎬ 苏联采取了更积极的行动ꎬ 利用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革命性变革的压力ꎬ 进一步加强了拉美国家同苏联及其

盟友打交道的意愿ꎮ④ 在整个冷战期间ꎬ 苏联始终未放弃打入拉美这一美国

“后院” 的想法ꎮ
显而易见ꎬ 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拉拢ꎬ 拉美国家选择任何一方都意

味着将站到另一方的对立面ꎬ 而站到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对立面的后果都是它

们所不愿意也不能够承受的ꎮ 特别是ꎬ 当一些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拉美

国家领导人上台后ꎬ 他们为了摆脱美国的传统控制ꎬ 急需寻求在外交上的独

立ꎮ 此时方兴未艾的不结盟运动恰好为拉美国家提供了第三种选择ꎮ 可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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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３ꎬ １９８１ꎬ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ｏｎ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１４９

Ｃｏｌｅ Ｂｌａｓｉｅｒꎬ “Ｓｏｖｉｅｔ －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ｓ ａｌｍａｎａｃｓ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ｐｓꎬ
ｐｐ ９ －２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ｃｏｍ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ｓ － ａｌｍａｎａｃｓ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ａｎｄ － ｍａｐｓ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１５]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Ｄｅｎｉｓｅ Ｒｅｅｖｅｓꎬ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ｇｌｅ’ ｓ Ｔａｌ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ＰＨ Ｄ Ｔｈｅｓｉｓ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ａｔ Ａｕｓｔｉｎ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９５

“Ｓｏｖｉｅ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ꎬ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Ｊｕｎｅ ２５ꎬ １９８２ꎬ ｐｐ １ －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ｒｅａｄｉｎｇｒｏｏｍ / ｄｏｃｓ / １９８２０６２５ ｐｄｆ [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１３]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来自美苏的结盟压力是促使拉美国家转向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外因ꎮ
综上可知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拉美国家掀起了加入不结盟运动的高潮ꎬ 其原

因是多方面的ꎬ 既有来自拉美国家的内部因素ꎬ 也有来自美苏争霸的外部因

素ꎮ 其中ꎬ 拉美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愿景是其加入不结盟运动的

根本原因ꎬ 而来自不结盟运动的强大吸引力和美苏两极的结盟压力则是促使

拉丁美洲国家转向不结盟运动的重要外因ꎮ 正如外国学者的分析ꎬ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经济和政治现实、 古巴的例子、 第三世界独立和自信的普遍增强ꎬ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ꎬ 鼓励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重新评估其外交政策选择ꎮ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 越来越多的拉丁美洲人开始喜欢不结盟运动会议所产生的

第三世界民族主义ꎮ”①

三　 拉丁美洲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的影响

一大批拉丁美洲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ꎬ 对拉美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建设、
不结盟运动的自身发展以及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一) 推动了拉美国家的政治独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拉美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后ꎬ 积极利用不结盟运动这一平台为国家利益

服务ꎮ 它们在制定外交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时ꎬ 开始摆脱外来势力的控制ꎬ
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ꎮ 同时ꎬ 它们积极谋求地区国家间的经济合作ꎬ
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也得到快速发展ꎮ

拉丁美洲的 “大陆联合” 思想由来已久ꎬ 拉美独立运动的著名领导人玻

利瓦尔就主张独立的西属美洲国家应该进行合作ꎬ 以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

立ꎮ 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拉美出现了基于普雷维什 “依附论” 的拉美经济一

体化理论ꎬ 该理论得到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认同ꎬ 拉美一体化逐渐被视为拉

美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和重要战略ꎮ②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不结盟运动成立

后及时提出了 “分区域合作” 的主张ꎬ 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和一体

化建设ꎮ 在 １９６４ 年召开的第二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通过的 «和平和国际合

作纲领» 中ꎬ 与会首脑们认为ꎬ “区域性经济集团成员尽最大努力使经济一体

—４１１—

①

②

Ｈａｒｒｙ Ｅ Ｖａｎｄｅｎ ａｎｄ Ｗａｌｔｒａｕｄ Ｑｕｅｉｓｅｒ Ｍｏｒａｌｅｓꎬ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ｏｎａｌｉｇｎｅ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２７ꎬ Ｎｏ ３ꎬ Ａｕｔｕｍｎ １９８５ꎬ ｐｐ １４１ － １６１

王萍: «美洲自由贸易区与拉丁美洲一体化»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０１ 年第６ 期ꎬ 第 ９ － １６
页ꎬ 第 ６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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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助于促进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增加”ꎬ 并赞赏各个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

为促进各国之间在教育、 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合作而做的工作ꎬ 认为各国在教

育、 科学和文化方面的这种合作应该加强和扩大ꎮ①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ꎬ 不结盟运

动在第三次首脑会议上呼吁在国际、 区域和双边的范围内不断加强和扩大互

相合作的领域ꎬ 会议通过的 «关于不结盟和经济进步的宣言» 决定: “在区域

之间和分区域层面最大可能的程度上加强并扩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和一

体化的运动ꎬ 以加速它们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ꎬ 并考虑采取必要的措施以

保证有关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而不是在一体化区域活动的外国公司得到一体化

的利益ꎮ”②不结盟运动的分区域合作主张对拉美国家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建设

起到了鼓舞作用ꎬ 从而对拉美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ꎮ １９７４
年 ７ 月ꎬ 墨西哥的埃切维里亚总统提出了建立拉美经济合作与协调机构的设想ꎮ
１９７５ 年３ 月ꎬ 埃切维里亚总统和委内瑞拉的佩雷斯总统发表了 «联合公报»ꎬ 同

时致函拉美各国的首脑ꎬ 正式倡议成立 “拉丁美洲经济体系”ꎮ
不结盟运动在历次重要会议上对拉美的区域合作给予了赞赏ꎮ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 ２５—３０ 日ꎬ 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外长会议上ꎬ 外长们表示支持

“拉丁美洲经济体系” 的建立ꎮ 这个体系可以实现拉美国家在本地区建立一个

仅限于拉美国家的合作组织ꎬ 以便促进拉美国家的团结、 独立发展和巩固其

主权ꎮ③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ꎬ ２３ 个拉丁美洲国家代表签署 «巴拿马协议»ꎬ 正

式宣告成立拉丁美洲经济体系ꎮ １９７６ 年 ８ 月ꎬ 出席第五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

议的首脑们表示ꎬ 支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民为进行地区和次地区的

合作或一体化而努力发展一些纯粹拉丁美洲的机构ꎬ 重申这些努力有助于该

地区各国的团结、 独立发展以及主权的加强ꎮ 会议表示无保留地支持拉丁美

洲经济体系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作出的努力ꎬ 谴责那些试图阻挡它们发展的

种种阴谋或压力ꎮ④１９８３ 年 ３ 月 ７—１２ 日ꎬ 在第七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

的 «政治宣言» 中ꎬ 与会首脑们对拉美国家努力通过各种区域一体化过程加

强统一、 团结与合作表示满意ꎬ 他们支持设立代表该区域内所有国家利益的

区域组织的愿望ꎮ⑤

—５１１—

①

⑤

②③④　 ３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Ｎｏｎ －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 １９６１ －１９９６ Ｖｏｌｕｍｅ－１:Ｂａｎｄｕｎｇ Ａｐｒｉｌ １８ꎬ
１９５５ ｔｏ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３ꎬ １９８１ꎬ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ｏｎ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１９９７ꎬ
ｐｐ ３４ － ３５ꎬ ｐ ５２ꎬ ｐ １５７ꎬ ｐ ２１９

３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Ｎｏｎ －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 １９６１ －１９９６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Ｉ:Ａｌｇｉｅｒｓ Ａｐｒｉｌ １６ꎬ １９８１ ｔｏ
Ｈａｖａｎａ Ｍａｙ ３０ꎬ １９８８ꎬ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ｏｎ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７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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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促进了不结盟运动各项事业的发展

拉美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以后ꎬ 积极承办不结盟运动的各层次重要会议ꎬ
广泛参与不结盟运动的各项工作ꎬ 踊跃创新不结盟运动的议题ꎬ 为不结盟运

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ꎮ
首先ꎬ 拉美国家积极承办了不结盟运动的各层次重要会议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拉美国家积极响应不结盟运动 “争取世界和平” “推动建立国际经济

新秩序” 及 “促进非殖民化进程” 等倡议ꎬ 主动承办了不结盟运动定期召

开的各种重要会议ꎮ １９７２ 年 ８ 月ꎬ 圭亚那在乔治敦承办了不结盟运动第四

次外长会议ꎬ 这是不结盟运动重要会议首次在拉丁美洲举行ꎮ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ꎬ
秘鲁在利马承办了不结盟运动第五次外长会议ꎮ １９７８ 年 ５ 月ꎬ 古巴在哈瓦

那承办了不结盟运动第六次协调局部长级会议ꎮ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ꎬ 古巴在首都

哈瓦那承办了第六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ꎬ 这是不结盟运动峰会首次在拉

美举行ꎬ 在随后的三年中ꎬ 古巴作为不结盟运动的轮值主席国ꎬ 为不结盟

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从 １９７２ 年乔治敦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首次在

拉丁美洲召开ꎬ 到 １９７９ 年第六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古巴哈瓦那举行ꎬ
不结盟运动一直主要活动在拉丁美洲大陆ꎬ 其焦点已经从亚洲和非洲转移

到了拉丁美洲ꎮ 最为重要的是ꎬ 不结盟运动认为ꎬ 实现拉丁美洲的全面和

真正的独立是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整个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ꎮ① 随着越来

越多的拉丁美洲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ꎬ 拉美国家从整体上向不结盟运动靠拢

的趋势也在不断增强ꎮ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ꎬ 拉美国家加强了同亚非国家之间

的团结与合作ꎬ 共同推动了不结盟运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ꎮ
其次ꎬ 拉美国家广泛参与了不结盟运动的各项具体工作ꎮ 在 １９７６ 年召开

的第五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上ꎬ 不结盟运动通过 «经济合作行动纲领»ꎬ 涉

及原料、 卫生、 贸易等 １５ 个领域ꎬ 巴拿马、 古巴、 秘鲁、 圭亚那等 ４ 个拉美

国家担任了其中 １０ 个领域的协调国ꎮ② 古巴不仅参与其中 ６ 个领域的工作ꎬ
并且还作为卫生领域的唯一协调国负责制定了 «经济合作行动纲领» 中的

—６１１—

①

②

Ａｔｔａｒ Ｃｈａｎｄꎬ Ｎｏｎ－Ａｌｉｇｎ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ｉｅｓꎬ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Ｓｅｌｅｃｔｂｏｏ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ꎬ １９８３ꎬ ｐ １９７

１９７６ 年 «经济合作行动纲领» 中拉美各国参与的工作如下: 巴拿马参与了原料、 技术合作和

咨询业务、 就业和人力资源开发及经济发展方面的国际合作等 ３ 项工作ꎻ 古巴参与了原料、 财政和货

币合作、 渔业、 卫生、 跨国公司、 体育等 ６ 项工作ꎻ 秘鲁参与了原料、 财政和货币合作、 科学技术发

展ꎬ 共 ３ 项工作ꎻ 圭亚那参与了贸易、 运输和工业 １ 项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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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 项目ꎬ 并按照纲领要求在该领域采取后续行动ꎬ 以确保其落实ꎮ 在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召开的第六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上ꎬ 不结盟运动的 «经济合作

行动纲领» 扩展到 １８ 个领域ꎬ 拉美国家参加不结盟运动协调国的数量增加到

７ 个ꎬ 分别是巴拿马、 秘鲁、 古巴、 圭亚那、 尼加拉瓜、 牙买加、 阿根廷ꎬ 它

们参与了其中 １４ 个领域的工作ꎮ① 在本次首脑会议上ꎬ 圭亚那政府以 «经济

合作行动纲领» 的贸易、 运输和工业部门的协调国身份提交了一份题名为

«发展中世界的药品———关于药物、 贸易和生产的政策» 的报告ꎬ 该报告得到

与会各国的普遍认可ꎬ 被纳入会议成果文件ꎮ 在 １９８３ 年第七次不结盟运动首

脑会议上ꎬ 不结盟运动协调局的工作增加到 ２１ 个领域ꎬ 拉美国家参加了不结

盟运动协调局全部领域的工作ꎮ 在 １９８６ 年第八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ꎬ 为

使 «经济合作行动纲领» 的方案合理化ꎬ 不结盟运动决定将协调局的工作精

简到 １３ 个领域ꎬ 同样ꎬ 拉美国家参与了全部 １３ 个领域的工作ꎮ 拉丁美洲国

家积极参与不结盟运动协调局的工作ꎬ 为贯彻执行不结盟运动的 «经济合作

行动纲领» 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最后ꎬ 拉美国家在不结盟运动的议题创新方面积极贡献拉美智慧ꎮ 墨西

哥第三世界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室协调员伊万梅内德斯认为ꎬ
古巴、 阿根廷、 玻利维亚、 秘鲁、 尼加拉瓜等国先后加入不结盟运动ꎬ 意味

着不结盟运动出现 “拉美化” 趋势ꎬ 使得不结盟国家的政治活动范围进一步

扩大ꎬ “它们对现代世界将提出更积极的看法”ꎮ② 在这方面ꎬ 秘鲁关于海洋

法问题的倡议具有代表性ꎮ
秘鲁一向认为 “海洋是解决不发达问题的途径”ꎬ 早在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ꎬ

秘鲁、 智利和厄瓜多尔等国就联合宣布对距其海岸 ２００ 海里的海域 “享有

专属主权和管辖权”ꎮ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ꎬ 拉美 １４ 国共同发表 «拉丁美洲关于海

洋法的宣言»ꎬ 重申了捍卫 ２００ 海里海洋权的立场ꎮ 对 ２００ 海里 “管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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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９７９ 年 «经济合作行动纲领» 中拉美各国参与的工作如下: 巴拿马参与了原料、 技术合作和

咨询服务、 就业和人力资源的发展、 国际合作促进发展等 ４ 项工作ꎻ 秘鲁参与了原料、 财政和金融合

作、 科学和技术发展、 研究和资料系统等 ４ 项工作ꎻ 古巴参与了原料、 贸易运输和工业、 财政和金融

合作、 渔业、 卫生、 就业和人力资源的发展、 旅游、 跨国公司和外国私人投资、 体育、 妇女在发展中

的作用、 核能的和平利用等 １１ 项工作ꎻ 圭亚那参与了贸易、 运输和工业等 １ 项工作ꎻ 尼加拉瓜参与了

原料、 财政和金融合作、 跨国公司和外国私人投资、 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等 ４ 项工作ꎻ 牙买加参与了

旅游、 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等 ２ 项工作ꎻ 阿根廷参与了核能的和平利用 １ 项工作ꎮ
[墨] 路易斯埃切维里亚、 [南] 米洛什米尼奇著ꎬ 可大安等译: «不结盟国家面临挑

战»ꎬ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ꎬ １９８５ 年ꎬ 第 １１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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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的主权要求成为秘鲁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基石ꎮ 从某种程度来说ꎬ 秘鲁

正是为了在该问题上得到第三世界的支持才加入不结盟运动ꎬ 也正是在该

领域ꎬ 秘鲁对不结盟运动作出了较大的贡献ꎮ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ꎬ 第三次不结盟

运动首脑会议通过了 «关于海底的决议»ꎮ １９７２ 年 ８ 月ꎬ 不结盟运动在乔治

敦外长会议上通过的 «乔治敦宣言» 强调ꎬ 应确保沿海国家为了自己的经

济发展和人民福利开发其海洋资源的权利ꎮ １９７３ 年 ５ 月ꎬ 在阿富汗首都喀

布尔举行的不结盟运动第一次协调局会议上ꎬ 秘鲁支持不结盟运动关于

“海洋权利” 问题的立场ꎮ １９７３ 年 ９ 月ꎬ 在第四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上ꎬ
秘鲁提出了 «关于海洋法问题的决议»ꎬ 并敦促 １９７４ 年在秘鲁召开海洋法

会议ꎬ 该决议得到了出席会议的 ８０％ 以上国家的赞同ꎬ 这是秘鲁在争取

２００ 海里领海主权的斗争中取得的最大成功ꎮ① 会议通过的 «政治宣言» 采

纳了秘鲁的主张ꎬ “同意支持采纳从基线起测量的不超过 ２００ 海里的国家管

辖区ꎬ 在这些区域里沿岸国家可行使开发自然资源和保护本国人民其他有

关利益的权利ꎮ”② 拉美国家捍卫 ２００ 海里海洋权的斗争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

捍卫海洋权益、 反对超级大国的海洋霸权主义起到了带头和示范作用ꎬ 赢得

了广泛的支持和响应ꎮ 正是在拉美国家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斗争下ꎬ
联合国最终在 １９８２ 年 ４ 月通过了新的 «海洋法公约»ꎬ 在这份新的公约中ꎬ
拉美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到了基本体现ꎮ③ 至此ꎬ 不结盟运动已经完成

了推动海洋法发展完善这一历史任务ꎮ④ 由此可见ꎬ 拉美国家在不结盟运动推

动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 的完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ꎮ
综上所述ꎬ 拉美国家积极参与不结盟运动的各项事业ꎬ 推动了不结盟运

动的成长与发展ꎬ 进一步提升了不结盟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ꎮ 对此ꎬ
不结盟运动赞扬道: “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斗争以及拉丁美洲国家

越来越多地参加不结盟运动ꎬ 对于争取解放的历史潮流ꎬ 特别是对于发展中

国家为了使国际关系实现有效的民主化ꎬ 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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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Ｋ Ｐ Ｍｉｓｒａꎬ Ｎｏｎ－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ꎬ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Ｖｉｋａｓ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２ꎬ ｐ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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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渊主编: «走向 ２１ 世纪的拉丁美洲»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ꎬ 第 １９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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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拉丁美洲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的历程及影响　

一致联合行动ꎬ 是一种卓越的贡献ꎮ”① 此后ꎬ 不结盟运动真正成为一个涵盖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组织ꎮ
(三) 冲击了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拉美国家从与美国的盟友关系转向不结盟运动ꎬ 一方面

打击了美国的霸权主义ꎬ 有利于拉美各国的独立发展ꎬ 另一方面也遏制了美

苏两国在拉美地区的争夺ꎬ 保障了该地区的和平ꎬ 并冲击了美苏争霸的两极

格局ꎮ
拉美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ꎬ 大大增强了第三世界的力量ꎮ 一直以来ꎬ 拉

美地区被默认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和天然盟友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一些由社会党

人执政的拉美国家政府宣布 “既不要华盛顿ꎬ 也不要莫斯科”ꎬ 而要根据本民

族的利益ꎬ 执行多元外交和不结盟政策ꎮ② 随着一大批拉美国家加入不结盟运

动ꎬ 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大大削弱ꎮ 同时ꎬ 尽管苏联也一直没有放弃谋求

扩大在拉丁美洲地区的影响ꎬ 但也始终没能如愿ꎮ 拉美国家拒绝了美国ꎬ 也

没有选择苏联ꎬ 而是选择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ꎬ 走上了不结盟的道

路ꎮ 拉美国家认同第三世界、 坚持不结盟的立场ꎬ 既提高了第三世界的整体

实力ꎬ 又大大增强了不结盟运动的力量ꎮ 不结盟运动的壮大和第三世界的崛

起打击了美国的霸权主义ꎬ 冲击了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ꎬ 并使第三世界成为

世界格局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新力量ꎮ
同时ꎬ 拉美国家的不结盟取向使得该地区未形成尖锐的两极对峙格局ꎬ

从而保障了该地区的和平ꎮ 随着美国在拉美地区影响力的下降ꎬ 苏联趁机对

拉美国家示好ꎬ 试图在该地区拥有更大的影响力ꎮ 苏联对危地马拉、 洪都拉

斯等国提供军事支持ꎬ 又帮助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巩固其革命政权ꎬ 还通过

代理人和第三方势力向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者提供了大量援助ꎬ 并努力

与阿根廷、 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发展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ꎮ③ 但是ꎬ 拉美国家

不为所动ꎬ 而是寻求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ꎬ 纷纷选择加入不结盟运动ꎮ
拉美地区大部分国家没有成为苏联或美国的盟友ꎬ 而是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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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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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避免了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冲突ꎬ 使该地区未能形成尖锐的两极对抗局面ꎬ
从而保障了拉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ꎮ

四　 结语

拉丁美洲国家在冷战背景中从与美国的盟友关系纷纷转向不结盟运动ꎬ
甚至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积极行动国ꎬ 这一政治立场的转变值得我们关注ꎮ 第

三世界在两极对峙的格局中具有某种微妙的政治优势ꎬ “它们可以先倾向东方

以吸引西方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政治支持ꎬ 然后再倾向西方以便从东方吸

引同样的帮助ꎮ”① 然而ꎬ 长期深受美国控制的拉美国家却很难有这种优势ꎮ 作

为美国至关重要的 “后院”ꎬ 拉丁美洲在两极争霸中向来被默认为美国的势力范

围ꎬ 任何倾向于苏联的意图都会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甚至干涉ꎮ 因此ꎬ 在这样

的国际格局下ꎬ 参加不结盟运动成为拉美国家摆脱美国控制的最好选择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ꎬ 随着不结盟运动中拉美国家数量的增长ꎬ 不结盟运动

对该地区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ꎮ 不结盟运动积极支持拉美国家争取民族利益

的斗争ꎬ 推动了拉美国家的政治独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ꎻ 拉美国家的加入也

使得不结盟运动进一步壮大ꎬ 真正成为一个涵盖亚非拉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国

际组织ꎮ 同时ꎬ 拉美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ꎬ 一方面表明其不再是美国的附庸ꎬ
从而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的霸权主义ꎬ 有利于该地区国家的独立自主发展ꎬ 另

一方面也意味着拉美国家并未转向苏联或其他阵营ꎬ 使该地区成功避免了美

苏两极的尖锐对峙局面ꎬ 有利于该地区的长久和平与稳定发展ꎮ
尽管随着冷战的结束ꎬ 不结盟运动存在的意义受到普遍质疑ꎬ 但今天的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３３ 个独立国家仍然都是不结盟运动国家ꎬ 其中ꎬ ２６ 个

国家是不结盟运动的正式成员ꎬ ７ 个国家是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ꎬ 哥伦比亚、
古巴和委内瑞拉还分别在 １９９５—１９９８ 年、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期

间担任了不结盟运动主席ꎮ 这一事实表明ꎬ 今天的大多数拉美国家依然是不

结盟运动的坚定支持者ꎮ 未来拉丁美洲国家仍将是不结盟运动中的一支重要

力量ꎬ 继续推动该运动不断向前发展ꎮ
(责任编辑　 高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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