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根廷：“南美贵族”何去何从
8月，总统初选引发股债汇“三杀”；10月，正式大选让经济面临更险峻考验

一部以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为

背景的电影《英勇废柴》，自8月15日上

映以来创下了阿根廷国产片近两年的

最佳票房， 甚至有可能代表阿根廷角

逐下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分析认为， 这部影片之所以能创

票房新高，是因为通过影片，很多阿根

廷人为当前他们正亲身经历的国家政

治和经济局势的不确定性而感同身受

地哭泣。 8月11日，阿根廷总统初选结

束后，由于反对党候选人费尔南德斯

出乎预料地领先现任总统马克里，股

市、债市、外汇第二天出现暴跌。

正式大选的总统候选人辩论即将

于10月中旬展开。就目前形势来看，经

济治理不力和腐败丑闻分别是马克里

和费尔南德斯的最大“黑点”：阿根廷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阿

根廷2019上半年贫困率高达35.4%，

是马克里2015年上台执政以来的最高

点。费尔南德斯的竞选搭档、阿根廷前

总统克里斯蒂娜在卸任后一度面临受

贿、洗钱、侵吞公款等多项涉腐指控，

其所代表的左派政党也一度被马克里

描述为贪腐犯罪的代言人。

尽管双方各执一词， 但若仅从初

选结果看， 似乎相比热度有所消减的

腐败问题， 阿根廷人对关乎自己现实

生活的经济状况更加在意。

自上个世纪初就步入中等发展水

平国家的“南美贵族”阿根廷，究竟怎

么了？

初选危机暴露经济政
策的“两难”

8月阿根廷总统初选的结果在宣

告马克里竞选前景不妙的同时， 也引

发了阿根廷股债汇三市危机。

8月17日， 财长杜霍夫宣布辞职。

当地媒体评论称， 杜霍夫显然在为这

场金融动荡和阿根廷长久以来糟糕的

经济状况买单。 在此前的8月14日，马

克里宣布政府将陆续采取一揽子经济

措施以应对初选后的金融市场波动。

这些措施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减

少劳动者个人税费负担、 设置中小型

企业债务缓冲期、 增加劳动者子女补

助、增发奖学金等。

这些措施能否有效挽回民心尚且

不论， 措施本身包含的对经济金融市

场的干预和社会福利待遇的回升，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里经济政策向

“中左方向”妥协。 马克里自上任以来

一直采取与前左翼政府针锋相对的宽

松经济政策，例如取消汇率管制、取消

出口税、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等，但3年

多来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似乎始终未

能给阿根廷经济带来起色。

在民众对马克里失望的同时，投

资者对反对派的政府干预型经济政策

取向同样不看好。 此次初选引发的股

债汇“三杀”危机正是这一态度的集中

体现。投资者担忧，一旦费尔南德斯当

选， 很可能引导现政府的财政和货币

政策整体“左倾”，甚至出现反对现有

协议， 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救助

贷款问题重新谈判的局面。

这一现象同时暴露出了阿根廷在

政策方向上“左右为难”的尴尬状况。

但实际上， 阿根廷的经济困境并非因

短期政策形成的。 自上世纪“大萧条”

危机后， 阿根廷经济在跌宕起伏中埋

藏了种种深层次弊病， 牢牢束缚了真

正意义上经济腾飞的可能性。

从“阿根廷梗”看经济变迁

放眼全球， 或许巴西人是最喜欢

调侃阿根廷的。 在巴西的市井闲谈中

有个有趣的现象：无论称赞墨西哥、秘

鲁、智利、哥伦比亚等任何一个拉美国

家，巴西人都能淡定自若，但只要谈及

阿根廷， 巴西人就会一脸嫌弃地质问

“说阿根廷干嘛”。

巴西人对这位同为南方共同市场

成员的 “好邻居” 的嫌弃比比皆是：

巴西人嘴上永远不愿称赞逢年过节到

阿根廷旅游的行为， 不愿承认阿根廷牛

肉的肉质较之巴西更佳。 而当巴西人数

落某人做事不成功时， 会调侃称 “只有

阿根廷人不如你”， 或是 “也就比阿根

廷人强点”。

作为持续百年的争夺“拉美第一”的

竞争对手，巴、阿两国明里暗里的较劲倒

是不难理解，但若将时光倒退百年，光景

则全然不同。 得益于先天的自然条件优

势和沃土潘帕斯草原对畜牧业的滋养，

农牧业成为阿根廷国民经济的支柱。 而

随着以欧洲为首的国外市场对农产品需

求的日益增大，阿根廷一度被称作“世界

粮仓和肉库”。 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

入为3797美元， 高于法国的3485美元和

德国的3648美元，“南美巴黎” 布宜诺斯

艾利斯已然超越巴黎。

单从数据来看， 阿根廷早在上世纪

初就已经跻身中等发展水平国家甚至发

达国家行列， 但潜藏在华丽数字外表之

下的， 是阿根廷百年不曾改变的农牧业

国家定位。也正因如此，阿根廷与同样依

赖大宗商品出口的邻国巴西一样， 经济

发展深受国际经济的影响， 而这也意味

着，一旦世界经济有个头疼脑热，阿根廷

一定跟着发病。 从经济大萧条到次贷危

机， 阿根廷几乎未曾缺席过任何一场全

球性经济动荡， 经济形势还经常因为国

内问题和区域问题发生小幅波动。

从宏观历史角度来讲， 阿根廷的经

济模式百年来受政治、 外交等多方面影

响和束缚。首先，政局动荡未能给经济以

宽松健康的成长环境。 从20世纪上半叶

至80年代， 阿根廷一直处于军政府更迭

的状态， 而这种政府频繁更迭带来的政

策极端摇摆似已形成传统，影响至今。以

现政府为例， 马克里上台后即全面推翻

前任左翼政府的经济政策， 从一个极端

走向另一个极端， 将阿根廷的经济拉扯

得难以平衡。

二是阿根廷始终未能改变国民经济

结构， 农牧业出口国身份渐从亮点成为

拖累。 尽管阿根廷在“大萧条”后就开始

采取进口替代道路，以发展本国工业，但

这一政策也仅仅是让阿根廷成为拉美地

区的“工业化大国”而已，其所谓的工业

基础在保护主义政策下，根本不具备应

对外来竞争的能力。 这也使得阿根廷陷

入“不开放则经济难以发展， 开放则本

国工业受冲击严重”的进退维谷处境。

三是对国际金融资本的过度依赖，

使阿根廷频现债务危机 。 早在2018年

中， 泛美经济研究所就曾评估称， 阿根

廷对国外资本的依赖已达到高危水平，

国内经济面临着严重的汇市与债务风

险。 此言一语成谶， 总统大选成为矛盾

的集中爆发点。 而在历史上， 阿根廷曾

于19世纪末、 20世纪80年代、 21世纪初

三次爆发大规模债务危机 。 如今的情

形， 只能说明拥有借债传统的阿根廷始

终未曾从根本上吸取经验教训。

下一任总统必须兼具远
见和勇气

2018年， 马克里政府为获取来自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500亿美元救助性贷

款， 被迫接受削减财政赤字等 “痛苦药

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阿根廷削

减财政赤字， 目标为2018年财政赤字占

国内生产总值2.7%， 2019年为1.3%， 到

2020年实现财政平衡 ， 2021年盈余

0.5%。 2018年至2021年间， 阿根廷需减

少赤字193亿美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1%。

阿根廷私营企业受经济衰退和市场

信心不足的影响， 投资严重下降， 大

型基建项目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 为

“达标” 强行削减财政赤字必定导致

基建动力严重不足。 但对于马克里而

言 ， 这笔必借的债已经无法计较代

价， 纵使进一步冷却经济、 削减社会

福利政策也不得不为之。 然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500亿美元终究不是救

世神药，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阿根廷经

济的结构性问题， 政府依赖美元、 超

发纸币等财政管理失误也进一步导致

局势恶化。

面对当前阿根廷大选及其引发的

金融动荡， 有拉美媒体评论称 “无论

是马克里还是费尔南德斯， 都不具备

改善阿根廷经济的能力”。 两个候选

人在正式投票前都被 “差评”， 而选

民是出于反感而选投马克里的竞争

者， 阿根廷正在重演2018年巴西大选

的局面。 但可以肯定的是， 无论下一

任总统花落谁家， 想要真正从根本上

改善阿根廷的经济状况， 都必须兼具

远见和勇气， 选择一条真正意义上的

深度改革之路。

（本报巴西利亚10月13日专电）

一周书单

拉美发展之困，困于“债务危机”泥沼
长久以来， 围绕拉美国家发展困

境的讨论层出不穷， 除阿根廷外， 墨

西哥、 巴西、 委内瑞拉在进入中等水

平国家行列后均停滞不前， 甚至频繁

出现大规模金融动荡和发展倒退。 那

么， 拉美地区的发展问题究竟是 “发

展瓶颈” 还是 “资源诅咒论”， 抑或

有其他更加复杂的成因？

包括阿根廷 、 墨西哥 、 委内瑞

拉 、 巴西在内的众多拉美国家 ，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进入了中等收入

国家行列， 但直到现在人均 GDP 仍

处在 4000 美元至 12000 美元阶段 ，

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世界各

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障碍不可一概而

论， 拉美的困境亦有其特点。 以巴西

为例 ， 在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

中， 巴西经济明显呈现反复波动的特

征。 既有 1968 年至 1973 年间年均经

济增长率超 10%的 “巴西奇迹”， 也

有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幅下滑的衰落。

此后由于国际贸易发展和实施自由市场

政策， 巴西一度重现高速发展的辉煌，

但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再度出现大幅萎

缩， 至今尚无明显好转。

与此同时 ， 委内瑞拉则可被当作

“资源诅咒论 ” 的范例 。 经济学理论

“资源诅咒” 指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

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 大多数自

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

家增长得更慢。 石油探明储量世界第一

的委内瑞拉 ， 在油价高企时代人均

GDP 全球第四、 跻身全球最富裕的 20

个国家之列， 跌至如今社会动荡、 通胀

高企的局面， 似乎是资源诅咒应验的典

例。 但无论是巴西还是委内瑞拉， 经济

发展遭遇瓶颈的原因复杂， 远不可一言

以蔽之。

从自身发展动力来看， 拉美国家的

经济结构始终未能完善。 巴西、 阿根廷

长期严重依赖农产品和特定工业产品贸

易， 委内瑞拉过度依赖石油， 均存在产

业结构不合理、 工业化发展不健全的突

出问题。 在 20 世纪末， 石油收入占委

内瑞拉出口约 60%-70%， 在 2008 年至

2014 年间 ， 甚至高达 96%， 直接导致

国际油价下跌对其经济产生致命影响。

与此同理， 巴西、 阿根廷等国受国际大

宗产品贸易波动的影响也十分严重。

从外部因素看， 拉美国家的发展普

遍受到发达国家的干预。 在经济发展的

道路上， 拉美国家受外界影响、 特别是

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影响不容忽视，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借助国际组织对

拉美国家施加压力， 起到了阻碍作用。

上世纪 70 年代， 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

美联储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央行均采取了

宽松的货币政策， 导致很多拉美国家大

举借外债从事石油开发。 然而美联储上

世纪 80 年代提高利率的政策调整则使

这些国家普遍跌入债务危机。 随后世界

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债务重

组则要求拉美国家推广 “经济自由化”、

变卖国有资产， 严重削弱了后者的自主

发展能力。

从发展持续性看， 拉美国家忽视制

度完善和改革，积弊影响持续。自巴西

石油公司腐败案曝光以来，反腐“洗车

行动”迅速席卷拉美政坛，牵出十几个

国家的政界高官乃至前任、 现任领导

人， 暴露出拉美国家制度建设的巨大

漏洞。 此外，部分国家自上世纪 90 年

代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单方

面放任市场作用， 忽视政府宏观调控

和改革调整。 而由于政府对社会发展

的重视不足， 经济增长扩大了贫富差

距，失业率等指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

成为政治经济的潜在威胁。

实际上， 拉美地区陷入发展困境

的原因远比上述复杂得多， 除地区整

体因素外 ， 各国也有各自的 “烦心

事”， 解决发展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

有观点认为， 陷入发展停滞期的拉美

各国都需要有魄力的政府和领袖， 以

长远的目光和坚定的信心推进有效的

长期改革， 才能真正从根本上引导拉

美经济走上正轨， 突破 “发展瓶颈”

和“资源诅咒” 的束缚。

（本报巴西利亚 10 月 13 日专电）

穿行在马六甲的历史和现实之间终于实现了期盼已久的马来西亚
游。 在报名之际，我只提出一个要求，就
是马来西亚的行程中一定要有马六甲。

之所以希望去马六甲一游， 皆因从
孩提时代就知道马六甲海峡是全世界最
重要的海上通道。随着日本、韩国尤其是
中国相继成为石油进口大国后， 每天从
波斯湾经印度洋再通过马六甲海峡前往
东亚的油轮越来越多。

对这一重要战略航道， 对一生浸淫
于国际问题研究的我来说， 仅通过间接
了解显然是不够深切的，只有身临其境，

才会有切身的感受。

使我感到意外惊喜的是， 在马六甲
下榻的酒店居然就在马六甲海边， 从房
间里就可将马六甲海峡的风光尽收眼
底。 因此入住后行装甫卸， 我立马就前
往酒店面前的沙滩， 眺望波涛汹涌的海
峡。 马六甲海峡的最窄处宽约37公里，

这里比最窄处略宽， 但也就四五十公里
左右。 可惜那天有轻微的雾霾， 因此未

能看到对岸。 但眼看一艘艘西行东往的
油轮， 我对该海峡的战略价值有了感性
认识。

看着海浪拍打沙滩，我技痒难忍，随
即下水在海中畅游一番。 原来的期待只
是在岸边能驻足， 如今不仅在海景酒店
住上一晚， 还能嬉水海中， 显然是超值
了。加上在行程第一站新加坡，看到马六
甲海峡东端入口处、 这一咽喉要道的运
输繁忙状况， 对新加坡何以成为全球名
列榜首的航运中心也有了切身体会。

对所有前往马六甲的中国游客而
言， 郑和庙是必到的景点。 郑和七下西
洋， 其中五次途经马六甲即当时的 “满
剌加国”。 1433年农历4月， 已航行近
3年的郑和船队即将完成第七次远航 。

在印度西海岸的古里， 一代航海家郑和
病逝于船上。 于是， 留守的船员在马六
甲修建了一座纪念郑和的庙宇， 此后历

代屡加修葺， 当地百姓也称其为 “三宝
庙”。 据说当初建庙所用的建材均由中
国运来。 当地华人普遍认为郑和曾驻军
于如今庙宇所在的山头， 还曾在山脚掘
井取水。 郑和及其船队驻守的山头被马
来官方命名为Bukit China， 即 “中
国山”， 山下的社区为 “三宝井”。 当地
华人一度引用郑和的封号 “三保太监”，

将三宝写为 “三保”。

按照中国人的观念， 如此一位重要
的历史名人， 其庙宇当然应该是巍峨壮
观、器宇轩昂、飞檐重阁的楠木大殿。 但
马六甲的郑和庙却显得相当寒碜。 郑和
庙非常狭小， 占地面积一共也就百把平
方米。 庙门的高度和宽度与普通住房或
商铺无异。而矗立在庙里的郑和塑像，只
有约50厘米高，加上两截基座也就一个
成人的高度， 而且基座根本不是汉白玉
或花岗石，就是水泥而已。塑像上方只有

“郑和”两字，既没有横匾，也没有歌颂其
非凡业绩的对联。 塑像后的墙面居然就
是红砖，都没有粉刷过，以至不少前往参
观的中国游客颇有失落感。

由于郑和庙太狭小， 根本无法展示
与郑和航海相关的文物。 为了纪念郑和
下西洋600周年，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
华人 、 华侨出资3000万元人民币 ，于
1980年在马六甲郑和官仓遗址建立了
一座郑和文化馆。该文化馆总面积8000

平方米，共三个楼层，分郑和在中国、郑
和在马六甲、郑和宝船三大部分，展出郑
和下西洋所带的数百件瓷器、海产品、宝
船模型等，还展示郑和船员生活场景，在
古老的中国馆里开设了茶馆和郑和纪念
品中心。

马六甲最著名的景点当属荷兰广
场 ，它建于17世纪 ，是东南亚地区现存
最古老的荷兰式建筑群。 300多年来，其

中最著名的是荷兰红屋， 厚厚的粉红色
砖墙， 笨重的硬木门， 门前是宽阔的石
级。 红屋一直是政府机关所在地， 直至
1980年才改为马六甲博物馆。馆内保留
了马六甲各个时期的历史遗物， 包括荷
兰古代兵器，葡萄牙人16世纪以来的服
装，马来人婚嫁服饰，金、银、珠宝手工艺
品以及在马六甲港口停泊的各类古代船
只的图片等。 馆内还收藏有稀有的古代
钱币和邮票。

历史上马六甲曾先后成为葡萄牙、

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 而各殖民地时期
的建筑特色迥然相异， 却水乳交融般地
在荷兰红屋周围簇拥在一起，蔚为壮观。

风格各异的历史建筑吸引了近悦远来的
各路游客，那里整天人声鼎沸，肤色不同
的各国游客摩肩接踵， 诸多缤纷艳丽的
三轮车频繁穿行其间， 从而使马六甲成
为马来西亚著名的旅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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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世界

■陈鸿斌

■本报驻巴西利亚记者 张峻榕

■本报驻巴西利亚记者 张峻榕

布宜诺斯艾

利斯街头， 一名

男子在翻捡垃圾

桶， 阿根廷经济

危机加剧了粮食

紧张状态。

视觉中国

［英国］乔乔·莫耶斯

1937 年， 生长在英国的爱丽丝跟
随未婚夫贝内特前往美国。 但随后才发
现，自己没有前往“机会之地”，而是来到
肯塔基州山区的贝利维尔。 当地最有权
势的是专横的矿主老板杰弗里·范·克莱
夫，此外，她的公公还要挤在她的房子里
一起生活。

直到融入了“驮马”图书馆，爱丽丝
才获得新的生活勇气。 这是在时任美国
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倡议下建立
的乡村图书馆之一。有人生了重病，或者
太过年迈， 这些女人们就会把书带到他
们家去。 她们日复一日地骑着沉重的驮
马，在山中穿行。

爱丽丝喜欢她的工作、 大自然和那
里的居民。她鼓起勇气走自己的路，对抗
生活的逆境。

（奇妙出版社 2019 年 10 月）

《像深夜中的光芒》

■亚马逊德国10月畅销小说

［奥地利］安德烈亚斯·格鲁伯

一名神秘的修女进入威斯巴登的
BKA 大楼，并宣称在接下来的 7 天内将
发生 7 起谋杀案。 她只想和分析员斯尼
德谈谈。但是他刚刚辞职，因此修女对斯
尼德的同事萨宾·内梅斯提出质疑。

她选择保持沉默。随后，发生了第一
起谋杀案。 现在她也吸引了斯尼德的注
意。在修女被监禁期间，斯尼德和内梅斯
成为一项聪明计划的受害者。 该计划残
酷地挑战着一个人的生命， 并起源于一
个可怕的黑暗过去。

（高德曼出版社 2019 年 8 月）

《死亡印记》

［德国］萨利姆·古勒

朱迪斯是一个孤独的女人， 没有朋
友，是一个一直受到欺负的局外人。直到
她遇见一个男人，并成为他的猎物。朱迪
斯完全没有意识到， 她只是另一个落入
精神病性虐待狂患者手中的受害者。

内尔·布鲁姆和汤姆·哈特正在找寻
这名精神病患者， 后者会把每一个新受
害者的耳朵放入包裹送给他们。 只要没
有尸体，他们都希望受害者还活着。

内尔和汤姆能够阻止精神病患者
吗？ 还是当更多的女人陷入虐待狂的陷
阱并遭受折磨致死时， 他们不得不无奈
地束手无策？

与时间的竞赛开始了， 没有给读者
留下喘息的空间。

（美女时代出版社 201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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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