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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１３年３月乌戈·查 韦 斯 去 世，政 权 交 到 了 他 生 前 指 定 的 接 班 人 尼 古 拉 斯·马 杜 罗 手 中。

从总体上看，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新政府的对外政策没有重大调整，委内瑞拉政府将继续致力于建立多

极化、多边主义和反对霸权主义的世界格局。委内瑞拉正尝试改善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但是未来的两国关 系

依然会非常紧张。同时，马杜罗政府重视通过区域一体化来提升委内瑞拉在西半球的地位，特别是在拉美 和

加勒比国家共同体（ＣＥＬＡＣ）及南方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中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马杜罗政府暂停了美

洲玻利瓦尔联盟（ＡＬＢＡ）的援助活动，这原本是查 韦 斯 的 外 交 核 心。另 外，在 应 对 国 内 严 重 的 政 治 和 经 济 危

机的同时，马杜罗开始计划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马杜罗政府的外交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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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３月，委内瑞拉国家政权从查韦斯手

中平稳过渡到马杜罗手中，委内瑞拉的外交政策

总体上不会发生重大改变，将继续推行从１９９９年

开始实施 的“２１世 纪 社 会 主 义”和“玻 利 瓦 尔 革

命”。
具体来讲，委内瑞拉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特

别是在美国及其西半球盟友（尤其是哥伦比亚）以
及国际金融市场和投机资本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更

是如此。同时，委内瑞拉是一个兼具石油和地缘

政治战略性的国家，其政治进程和外交走向会令

这些国家感到不安。他们的不安源于查韦斯政府

实行的独立自由的外交政策，使委内瑞拉摆脱了

美国地缘政治的影响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束

缚。其外交政策强调保护和捍卫国家主权，这使

得委内瑞拉当局打破了之前传统的亲美方针，并

在冷战后单边主义的世界格局下谨慎地开启“分

裂极”［１］。这一主张也在委内瑞拉的军事 领 域 产

生了影响，国防战略机制上采用“不对称作战”［２］，
并且继续和俄罗斯、中国、伊朗这些不满或者公开

对抗美国霸权主义政策的国家进行结盟。

一、恒久的愿望：拉丁美洲一体化

查韦斯时期的委内瑞拉一直致力于推动一个

排除美国单边主义的全新的西半球一体化局面。
对此，“查韦斯式”的外交政策推动了美洲玻利瓦

尔 联 盟 （ＡＬＢＡ，２００４）、南 美 国 家 联 盟 （ＵＮ－
ＡＳＵＲ，２００８）、拉 美 和 加 勒 比 国 家 共 同 体

（ＣＥＬＡＣ，２０１１）等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其中，拉美

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是第一个没有美国和加拿大

参与的西半球一体化组织。
除此之外，委内瑞拉还积极加入到现 有 的 拉

美一体 化 组 织 框 架 中，如 南 方 共 同 市 场（ＭＥＲ－
ＣＯＳＵＲ），２０１２年，委内瑞拉成为其正式成员国。

特别要注意的是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人民贸

易协定（ＡＬＢＡ－ＴＣＰ）的建立，协定内容包括：重

视拉美地区社会问题、拉美人民的共同利益以及

拉美民族认同；并且立场鲜明地反对美国前总统

比尔·克林顿１９９４年倡导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

区计划（ＡＬＣＡ），反 对 其 提 出 的 自 由 贸 易 理 论 及

新自由主义学说，同时也坚决反对由华盛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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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的其他战略计划，如２０００年的哥伦比亚计划

以及普埃布拉－巴拿马计划（“ＰＰＰ”）。
自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委内瑞拉和古巴签署合作协

议至今，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已拥有１１个拉美地区

成员国［３］，以及叙利亚和伊朗两个非美洲 大 陆 观

察员国。另外，据最新报导，观察员国海地也有意

正式加入。
查韦斯时期，委内瑞拉使用过不同手 段 来 推

动拉丁美洲一体化，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建立了加

勒比石油计划（ＰＥＴＲＯＣＡＲＩＢＥ）平台，该平台有

效地解决了多个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国家，甚至

还包括那些非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成员国的能源问

题。此外，建立了南方电视台（ＴＥＬＥＳＵＲ），用于

对抗西方主流媒体。成立南方银行，用于推动一

体化货币苏克 雷（ＳＵＣＲＥ）在 拉 美 区 域 金 融 活 动

中的使用。
在社会援助方面，查韦斯通过美洲玻 利 瓦 尔

联盟，成功援助了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

等国民众。

二、马杜罗领导下的外交政策

２０１３年３月，查 韦 斯 去 世，“查 韦 斯 主 义”失

去了其人身领袖，其继任者能否延续查韦斯式的

外交政策，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尽管当

前委内瑞拉政府遭遇到一系列的政治危机，特别

是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曾多次爆发正面冲突（主

要发生 在２０１４年２月 至４月），但 是 笔 者 认 为，
“后查韦斯”时期的委内瑞拉国内政局仍可以称得

上是稳定的。从表面上看，马杜罗政府已经在整

合国内政局［４］及获得国际社会认可［５］方面取得了

一定的 进 展。因 此，２０１３年７月 底，马 杜 罗 进 行

了首次区域性出访，旨在表明其委内瑞拉新总统

的身份，并加强其执政的合法性和提高外界的认

可度，同时巩固几个主要外交盟国对委内瑞拉在

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支持。
基于此，马杜罗出访的第一站选择了巴西、阿

根廷和乌拉圭这三个同属于南方共同市场组织的

国家［６］。在粮食合作上得到了这几个国家领导人

的重要承诺（这大大缓解了委内瑞拉国内自２０１２
年起发生的粮食短缺危机）；共同探讨了能源合作

问题；并且扩大了“苏克雷”区域货币机制，把乌拉

圭纳入到了机制中来。
相比较而言，马杜罗政府当前面临的 最 大 问

题是严重的经济危机。据非官方机构统计数据显

示，截止到２０１４年９月，委内瑞拉国内通货膨胀

率高达６３．４％，为 西 半 球 最 高；但 委 内 瑞 拉 中 央

银行对外公布的数据则仅为３９％。

恶性通货膨胀可能会诱发社会腐败，加 上 反

对党激进派发动的反政府示威，马杜罗政府感受

到了空前的政治和社会压力，被迫将注意力先放

在解决国内危机上，活跃外交的计划暂时被搁置

了。可以说，发生在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４月的一系列

政治危机，严重影响了马杜罗试图巩固西半球盟

友政治和经济支持以及提高国际社会认可度的外

交计划。

因此，与活跃且颇具全球影响力的查 韦 斯 外

交相比，“后查韦斯时期”马杜罗的外交则显得有

点停滞不前。因为马杜罗当前首先要把精力投入

到其他方面，例如，努力巩固其执政的合法地位以

及应对国内的政治危机；持续巩固委内瑞拉在南

方共同市 场 及 拉 美 和 加 勒 比 国 家 共 同 体 中 的 地

位；以及通过加勒比石油计划机制来延续查韦斯

在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能源战略计划等。

值得注意的是，后查韦斯时期的美洲 玻 利 瓦

尔联盟，在组织内部事务的处理上，马杜罗政府采

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政策，例如，逐步推动联盟与

其他一体化组织的合作，特别是与南方共同市场

（ＭＥＲＣＯＳＵＲ）、南美洲国家联盟（ＵＮＡＳＵＲ）及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ＣＥＬＡＣ）之间的合作。

目前来看，马杜罗既没有照搬“查韦斯时期”推行

的人格魅力和能源魅力的外交政策，也暂时没有

推行新的政策，尚处于保守观察阶段，这也引起了

国 际 社 会 对 美 洲 玻 利 瓦 尔 联 盟 未 来 的 各 种 猜

测［７］。当前，拉美地区现有的众多 一 体 化 组 织 之

间既需要整合又面临新兴一体化组织（例如由墨

西哥、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组成的太平洋联盟ｌａ
Ａｌｉａｎｚａ　ｄｅｌ　Ｐａｃｉｆｉｃｏ）的挑战，尤其是，太平洋联盟

于２０１１年底被奥巴马纳入到了美国主导的《跨太

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当中。因此，委内瑞

拉未来的外交政策对拉美地区具有重大影响。

上述因素使得马杜罗政府对外明确了其未来

外交工作的几个重点：第一，坚持与古巴的战略伙

伴关系不动摇，并签署协议延长双边战略合作关

系１０年；第二，重视加强与其他一些伙伴国的关

系，如巴西和俄罗斯，后者是委内瑞拉在能源和军

事领 域 的 主 要 合 作 伙 伴；第 三，也 是 最 重 要 的 一

点，重视与中国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尤其在能

源、金融和建筑领域的合作与发展；众所周知，建

筑领域是“查韦斯主义”社会发展计划的引擎［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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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全面战略伙伴

中国现在是“后查韦斯”时期马杜罗在外交战

略的棋子和赌注。发展对中关系并延续“查韦斯

主义”的统治地位，这种做法带有强烈的政治和选

举意图，尤其针对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举行的议会选举

以及２０１９年的总统大选。

２０１３年９月，马杜罗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中

国，此前在２００６到２０１２年间，他曾以外交部长身

份多次访问中国。

２００１年，中 委 双 方 签 署 了 一 份 战 略 合 作 协

议，该协议进一步加强了两国关系。值得一提的

是，马杜罗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两人在之前的互访

中已 经 熟 识，这 也 使 得 两 人 私 下 相 处 非 常 和 谐。

２００９年，习近平 出 访 委 内 瑞 拉，马 杜 罗 当 时 是 查

韦斯政府的外交部长。
马杜罗２０１３年的访华，恰逢中委两国首脑换

届选举之际，这时的马杜罗刚当选委内瑞拉总统，
而习近平正处于巩固其领导地位的时期。这使得

两位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把两国关系发展的优先目

标放在了经济领域。
中国作为委内瑞拉的第二大贸易伙 伴，其 重

要性毋庸置疑。事实上，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２年间，中

委两国 贸 易 关 系 发 展 迅 猛：据 拉 美 经 委 会（ＣＥ－
ＰＡＬ）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０年，在委内瑞拉的出

口贸易中，中国排在第３５位；进口贸易中，中国排

名第１８位。但是到 了２０１２年，短 短１２年 间，双

边贸易发展迅猛，中国成为了委内瑞拉第二大国

际贸易伙伴［９］。２００１年，中委两国进出口贸易总

额不足５．８９亿美元，到２０１２年则超过了２００亿

美元。
马杜罗此次访问还得到中国国家发展银行提

供的一笔５０亿美元的贷款，主要用于委内瑞拉社

会住房 和 交 通 设 施 建 设 计 划。目 前 贷 款 尚 未 到

位，主 要 是 受 到 委 内 瑞 拉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银 行

（ＢＡＮＤＥＳ）公务人员非法挪用８４００万美元丑闻

的影响，该银行成立于２００７年，主要负责管理来

自中委联合融资基金的贷款，用于推动中委两国

的发展。
通过中委联合融资基金，委内瑞拉已 经 收 到

中方承诺的４４５亿美元贷款中约３６０亿美元，而

委方则以每天１０万桶的原油和其他石油产品来

偿还贷款。当前委内瑞拉石油日产量为６４万桶，
预计在２０１５年可以增长到１００万桶。

除了在经济领域合作之外，能源领域 合 作 对

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也极有战略意义。中国大型

国企中国石化（ＳＩＮＯＰＥＣ）宣布投资１４亿美元用

于委内瑞拉奥里诺科石油带胡宁１号区块项目，
计划每天生产石油２０万桶。与此同时，中国进出

口银行同意提供一笔贷款给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

司，用于专用石化码头建造项目。该码头位于莫

隆经济特区（卡拉沃沃州），紧临帕里托炼油厂，在
首都加拉加斯西面１５０公里。另外还有一笔由中

国银行提供的约７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在委开展

地质调查和开发拉斯克里斯蒂纳斯金矿［１０］。
另外，马杜罗的访问还使得中委双方 达 成 了

一份公交车购买协议，以及两国联合在委成立一

家汽车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拉美地区。
两国政府还就委内瑞拉公共住房计划进行了

磋商，这 是 一 项 触 动 委 国 政 府 敏 感 神 经 的 计 划。
马杜罗政 府 正 处 于 需 要 巩 固 民 众 支 持 的 关 键 时

期，为此，近期将在委内瑞拉东部的新埃斯帕塔州

和安索阿特吉州建造４５００套民用住宅。还 有 农

业方面，中国承诺在大米和大豆种植方面对委内

瑞拉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用于稳定委国内的粮

食产量［１１］。
在马杜罗访问之前，副总统阿雷亚萨 以 及 国

会议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曾先后访问中国，其

中卡韦略被认为是委国内主要的“查韦斯主义”领
袖之一，他继承了“查韦斯路线”的政治思想、经济

思路和行政风格。

２０１３年７月阿雷亚萨访问中国，主要在国内

经济特区建设问题上寻求中国的帮助，因为中国

曾帮助过拉美地区一些国家建立过经济特区，比

如帮助古巴建立了马里埃尔港，以及协助过一些

非洲地区国家。中国政府也从上述经验中总结并

善意地提醒委内瑞拉政府注意，设立经济特区会

导致国内贫富分化加剧。
卡韦略访问的意义在于政治方面，其 目 的 是

推动委内瑞拉统一社会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之后，马杜罗访问中共中央党校时，在卡韦略访问

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两党的合作。
在马杜罗政府主要成员大规模访问 中 国 后，

中方也进行了回访。２０１４年７月，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访问了委内瑞拉和其他一些拉美国家，如

阿根廷、巴西和古巴。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习近平与 马 杜 罗

签署了多项经济合作协议和财政援助计划，帮助

委内瑞拉摆脱经济危机和流动资金不足等问题。
同时，结合２０１３年卡韦略和马杜罗访问北京时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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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达成的政治共识，两党（委内瑞拉社会统一党和

中国共产党）达成了全面政治合作协议。
近几年来，委内瑞拉国内对中国的关 注 度 不

断上升，例如：委内瑞拉的公共电视台转播中国中

央电视台的节目；同时在商贸和建筑领域，两国进

行了大量合作；以及委国内出现了大批中国移民。

２０１１年，查 韦 斯 政 府 在 国 内 推 行“大 住 房 使

命”计划，中国与巴西、俄罗斯、伊朗、白俄罗斯、古
巴和葡萄牙都是该计划的主要援助国。马杜罗选

举之初就提出在任期内完成该计划的绝大部分，
即到２０１８年底，在国内建成约４００多万套民用住

宅。因此，“大住房使命”也被视为２０１９年总统大

选马杜罗政府能否连任的决定性因素。２０１４年９
月，委内瑞拉深入贫民区使命及三色区使命主席

曼诺埃尔·盖维多将军访问中国，继续深化和调

整了两国政府在“大住房使命”以及另外两项使命

方面的合作。

四、无限制联盟？

探讨委内瑞拉的外交关系，很重要的 一 个 方

面，就是要考虑到全球体系的变化，特别是委内瑞

拉与美国关系的变化。

１９９９年查韦斯掌权后，反帝、反霸权、反美成

了委内瑞拉外交活动中常见的口号，但这样的号

召并没有得到中国主动的响应，双方在这一点上

的态度相去甚远［１２］。因此，委内瑞拉试图和中国

建立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的无限制同盟，只能是

徒劳无功。
中国和委内瑞拉在建立多极化世界秩序问题

上态度一致。但是，如果我们非要对中委关系下

定义并概念化的话，可以称之为实用主义。互不

干涉和战略理解是两国紧密合作的基石，也包括

双方在军事和太空等特殊领域的合作［１３］。
一直以来，两国在公开声明中都不断 巩 固 彼

此的和谐关系。习近平称马杜罗是“中国的好朋

友”。２０１３年４月马杜罗赢得大选，５月，中国国

家副主席李源潮对委内瑞拉进行国事访问。当时

委内瑞拉国内的政治局势非常紧张，李源潮是这

一时期第一个访委的外国领导人，他称委内瑞拉

是“中国 在 拉 丁 美 洲 最 好 的 朋 友”［１４］。所 有 的 这

一切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委关系的发展，使得两国

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另外，由于马杜罗政

府需要维持巨大的社会公共支出，需要外交盟国

的援助，因此中国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委内瑞拉

在经 济 和 财 政 方 面 的 重 要 战 略 伙 伴。据 统 计：

２０１３年委内瑞拉社会公共支出达到３１０亿美元，
比２０１２年同期增长了６５％。

毫无疑问，马杜罗把发展对中关系作 为 对 外

政策的优先战略目标。中国对委内瑞拉的财政援

助主要用于推动各项“社会使命”计划和社会发展

项目。很显然，大量的基础设施和民用住宅建设，
都附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意图在大选中赢得公

众对“查韦斯主义”的支持。
然而，中国政府必须注意的是，委内瑞拉的经

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非常高，这将是未来两国关

系发展最不稳定的因素［１５］。近年来，委内瑞拉面

临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基础物资

严重短缺，危机日益加剧。委内瑞拉国家发展模

式严重依赖石油换资金，世界石油行业和国际原

油市场价格波动会对中委战略关系的发展与稳定

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经济危机导致国家财政失衡和经济濒临

崩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委内瑞拉都将严重依赖

中国等外交伙伴的支持。

２０１３年４月马杜罗 赢 得 大 选 不 久 以 及２０１４
年２月到４月期间，委内瑞拉国内爆发了大规模

的政治 危 机，不 难 预 见，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的 议 会 选

举，马杜罗政府的形势会非常严峻。“后查韦斯时

期”政权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是中国需要密切关注

的方面，同时也是中委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一个

不稳定因素。
值得中国政府密切关注的还有，委内 瑞 拉 当

前紧张的政治气氛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还会进

一步恶化。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持续的

经济危机将导致社会危机加剧；二、政府流动资金

进一步短缺；三、自２００３年起，委内瑞拉一直实行

外汇兑换管制制度，使得国内货币体系混乱不堪

且不断贬值，这点在马杜罗执政时期将会显得尤

为突出。
因此，虽然现在不可能，但如果“查韦斯主义”

政权一朝突然倒台，将是对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

一个沉重打击，将使中国失去一个强有力的能源

伙伴。此前发生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权颠覆事

件，就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和能源战

略的利益，比 如２０１１年 利 比 亚 卡 扎 菲 政 权 垮 台

事件。

五、“后查韦斯主义者”的现实政治

和实用主义

　　２０１４年９月初，拉斐尔·拉米雷斯被任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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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新任外交部长［１６］，这是马杜罗政府最近

的一次政府人事调整，这一人事调整带有强烈的

政治意义和选举目的（针对２０１５年１２月的议会

选举）［１７］，当然，也 不 排 除 这 可 能 是“实 用 主 义 和

现实政治”在“黄楼”［１８］逐渐成型的标志。
尽管委内瑞拉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依然持强硬

的外交辞令，但马杜罗政府已开始刻意减少与西

半球邻国之间产生摩擦。然而，委内瑞拉和美国、
哥伦比亚等一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到目前为止仍

然非常紧张。最近一次委美关系紧张的导火索是

在２０１４年８月初，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制裁委内瑞

拉政 府 的 部 分 官 员，原 因 是 这 些 官 员 参 与 贩 毒。
同一时间，马杜罗进行反击，发表声明计划出售委

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美国雪铁戈分公司，该公司

是美国能源市场重要的跨国公司之一。
还有２０１４年９月，委内瑞拉试图再次进入联

合国安理会担任非常任理事国，美国对此虽未公

开表示反对，但在人权和民主化问题上对马杜罗

政府提出了严厉批评。
但是，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之间，两国关系正

在向理解互信方向转变。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

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协商，将

进一步推动边界安全合作，特别是共同打击走私

和非法贸易。另外，９月初，哥伦比亚政府驱逐了

两名在当地参与反对马杜罗政府活动的委内瑞拉

籍学生，并直接将两人移交给了委内瑞拉当局。
不久前，哥伦比亚前总统埃内斯托·桑 佩 尔

被任命为新一任南美洲国家联盟秘书长，委内瑞

拉政府对此公开表示欢迎。桑托斯政府也多次公

开感谢委内瑞拉在哥伦比亚国内和平问题上的合

作，尤其在委调解下，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同意与

哥政府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展开和平对话 ［１９］。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马杜罗通过 对 拉 米

雷斯的任命清楚地向外界表明，委内瑞拉将加强

同中国的关系以及缓和同美国的关系。拉米雷斯

曾担任过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总裁、能源部部

长以及副总统，被称为委内瑞拉经济“沙皇”。在

外界特别是中国政府眼中，他是众多“查韦斯主义

者”中比较有影响力和辨识度的一个。马杜罗执

政时期，他是委内瑞拉国内“高级技术型”官员的

代表，近几年在政府各大职能部门和公共管理部

门轮流任职［２０］。
在对美关系问题 上，从２０１４年 中 期 起，马 杜

罗政府着重于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关系，重新派遣

了驻美大使。政府外交顾问马克西米利安·阿尔

维拉兹临危受命，更凸显该职位的重要性。

六、西班牙和委内瑞拉的关系

委内瑞拉外交关系的发展并不局限 于 美 国、
哥伦比亚、中国或者西半球的国家身上。除中国

外，与拉美国家的外交关系是委内瑞拉最优先的

发展目标，紧随其后的是发展与西班牙的外交关

系。西班牙和委内瑞拉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以

及政治渊源，特别是双方关系的发展直接影响到

委内瑞拉与欧盟关系的发展以及伊比利亚美洲国

家之间的合作。
查韦斯执政时期，委内瑞拉和西班牙 的 双 边

关系历经曲折，经历过紧张与缓和交错并存的时

期，也经历过融洽稳定的时期。对此，笔者将西委

关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西班牙人民

党保守派领袖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第二任首

相期间（２０００－２００４）。这一阶段也恰好是查韦斯

执政的头几年（１９９９－２００４）。这一时期的委内瑞

拉正处于选举法、宪法、政策和经济改革的初始阶

段，也是查韦斯主义与国内反对派及国际社会之

间频繁发生矛盾和冲突的白热化阶段。在这一阶

段中，西委两国之间的局势非常紧张。主要原因

有两个：第一是西班牙要求委内瑞拉引渡在委的

埃塔组织（ＥＴＡ）成员，并称该组织的恐怖分子参

与了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第二是委内瑞拉政

府实行的企业国有化进程，损害了在委的西班牙

移民和企业的权益。但是，使得两国紧张关系最

大化的事件是，阿斯纳尔政府和华盛顿政府一起

公开支持２００４年４月发生在委内瑞拉国内的推

翻查韦斯的政变，委内瑞拉政府对此表示强烈谴

责。而且在查韦斯因政治叛乱被迫丢掉总统位置

后，西班牙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承认政变当局佩

德罗·卡莫纳临时政府的国家，但这个短命的政

府仅仅存活了 一 天 时 间（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２日－１３
日）。

第二个阶段，是西班牙社工党领袖萨 帕 特 罗

上台执政期间（２００４－２０１１）。这一时期的两国关

系明显改善。但是在缓和的同时又在处理一些历

史性问题上关系颇为紧张，呈现两极化局面。特

别是在推动经济国有化政策问题上，查韦斯政府

试图将西班牙桑坦德国家银行委内瑞拉分行国有

化，这一举动加剧了两国的紧张局势。
第三个阶段，是西班牙人民党重新上台、保守

派领导 人 拉 霍 伊 担 任 首 相 期 间（２０１１年 至 今）。
同一时间，委内瑞拉国内因查韦斯生病陷入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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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６月）；之后查韦斯第四次竞选总统成功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并 指 定 马 杜 罗 担 任 临 时 总 统；

２０１３年３月查韦斯因病去世，同年４月马杜罗竞

选胜出担任总统。这个阶段，两国解除了之前的

紧张关系，逐渐走向缓和。但是，双方并未表现出

太多的交集，主要是因为现阶段两国政府工作的

重心没有太多的一致性。两国各自的经济危机迫

使拉霍伊 和 马 杜 罗 都 将 更 多 的 工 作 重 心 放 在 国

内，比起两国之前针锋相对的双边关系，现在双方

都以一种较为平和的语气进行交涉。但是依然存

在一些双边紧张的状况，例如：拉霍伊政府和众多

西班牙媒体 公 开 批 评 马 杜 罗 政 府 暴 力 镇 压２０１４
年２月－４月 的 学 生 及 市 民 示 威 游 行。然 而，另

一方面，西、委又在发展双边关系上迈出了建设性

的一步。西班牙政府同意在首都马德里开设委内

瑞拉文化中心；同时，两国关系向正常化方向不断

发展，外交来往和使节互访频繁。

七、一个新阶段？

委内瑞拉国内近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部长任

命，体现出马杜罗政府在外交方面的两个改变：实

用主义和现实政治，特别是涉及到委内瑞拉地缘

政治的战略角色中国、美国、拉丁美洲和欧洲时是

如此。
但是，在改变中也有不变因素，例如继续保持

和古巴的特殊关系，两国关系始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

查韦斯政府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政府在加拉加斯

签署联盟与合作协议，２０１０年时双方又将协议延

长１０年。单从这方面来看，马杜罗政府的对外政

策仍延续着查韦斯时期的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
但从整体上看，并不能说他会完全继承查韦斯时

期的外交遗产。
马杜罗的外交政策中最为突出的，就 是 坚 定

不移地和 中 国 发 展 重 要 经 济 和 政 治 战 略 伙 伴 关

系，尤其在经济领域。与中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是委内瑞拉和古巴两国达成的共识，这一点也得

到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认同。劳尔·卡

斯特罗在２００６年被菲德尔·卡斯特罗钦点为临

时接班人，２００８年被正式任命为古巴国务委员会

主席。因此，中委战略伙伴关系可以被视为是“后
查韦斯”时期马杜罗各项外交政策变量的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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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合法人民选举体系。在 地 缘 政 治 立 场 上，塞 雷 索 勒 建 议

查韦斯靠近以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为主的权力极。

［２］“不对称作战”战略作为“玻利瓦尔国家武装力量”（ＦＡＮＢ）的防

御作战机制，经西班牙政治学 家 豪 尔 赫·维 特 里 尼（Ｊｏｒｇｅ　Ｖｅｒ－

ｔｒｙｎｇｅ）将 其 理 论 化 后，从２００５年 起 一 直 作 为 一 个 重 要 的 军 事

理论被委内瑞拉军界采用。这 项 战 略 理 论 是 受２００３年 伊 拉 克

战争中伊拉克的游击战略的启发。从２００５年起，维特里尼多次

被邀请访问委内瑞拉玻利瓦尔 共 和 国 国 防 部 高 级 研 究 所，他 的

两部著作《外围战》和《革 命 的 伊 斯 兰》在 当 地 引 起 了 巨 大 的 反

响。此外他还发表过两篇关于“不 对 称 作 战”战 略 理 论 的 文 章，

一篇为《不对称战争的起源、准则 和 伦 理》，另 一 篇 为《与 帝 国 抗

衡：不对称战争和全面战争》。

［３］这些国家分别是：古巴、委内 瑞 拉、厄 瓜 多 尔、玻 利 维 亚、尼 加 拉

瓜、多米尼加、安提 瓜 和 巴 布 达、圣 卢 西 亚、苏 里 南、萨 尔 瓦 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洪都拉 斯 发 生 推 翻 前 总 统 马 努 埃·塞

拉亚 政 变 后，于２００９年 退 出；更 多 信 息 可 以 参 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Ｇａｌｅｇｏ　ｄｅ　Ａｎáｌｉｓｅ　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ｃｉó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ＩＧＡＤＩ）．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ｇａｄｉ．ｏｒｇ／ｗｅｂ／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ｓ－ｄ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ｃ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ｓｅｇｕｒｉｄａｄｅ－ｃｏｎｆｌｉｔｏｓ－ｅ－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ａｓ－ｎｏ－ｓｉｓｔｅ－

ｍ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ｉｏ－ｄｏ－ａｌｂａ．Ｐáｇｉｎａ　ｗｅｂ　ｄｅｌ

ＡＬＢＡ：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ｏｒｔａｌａｌｂａ．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ｒ

ｔａｍｂｉéｎ：ＡＬＢＡ（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ａ　Ｂｏｌｉｖａｒｉａｎａ　ｐａｒａ　ｌａｓ　Ａｍéｒｉｃａｓ）ｅｎ

Ｅｍｉｒ　Ｓａｄｅｒ　ｅ　Ｉｖａｎａ　Ｊｉｎｋｉｎｓ（ｃｏｏｒｄｓ），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Ｅｎｃｉｃｌｏ－

ｐｅｄｉａ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áｎｅａ　ｄ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ＣＬＡＣＳＯ

Ｃｏｅｄｉｃｉｏｎｅｓ，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ＫＡＬ，Ｂｏｉｔｅｍｐｏ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２００９，ｐｐ．

６６－６７．
［４］２０１３年７月，在第三次委内瑞拉社会党（ＰＳＵＶ）全体会议上，马

杜罗的合法执政 地 位 得 到 了 巩 固。借 此，马 杜 罗 平 衡 了“查 韦

斯主义”鼎盛时期 的 政 治 精 英 团 体 和 经 济 精 英 团 体，而 一 些 反

对党领导的革命性团体、民众批 判 运 动 团 体 以 及 一 些 既 得 利 益

团体（享有公共权 利 的 团 体，甚 至 被 戏 称 为 玻 利 瓦 尔 官 僚 主 义

团体）通通 都 被 马 杜 罗 暂 时 性 地 排 斥 出 了 权 力 中 心。资 料 参

考：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ｇａｄｉ．ｏｒｇ／ｗｅｂ／ａｎａｌｉｓ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ｏ－

ｓａｃｕｄｏｎ－ｄｅ－ｍａｄｕｒｏ
［５］美国官方拒绝承认２０１３年４月大选中马杜罗以５０．５％的得票

率微弱胜出这一结果。自从 查 韦 斯 在２００８年 命 令 驱 逐 美 国 驻

委内瑞拉大使以来，两国关系 跌 入 冰 点，两 国 宣 布 断 交，关 系 持

续紧张。尽管如此，马杜罗政府 正 尝 试 重 新 建 立 与 美 国 的 外 交

关系，这点从最近 的 一 项 人 事 任 命 可 以 看 出 来，马 克 西 米 利 安

·阿尔 维 拉 兹（Ｍａｘｉｍｉｌｅｎ　Ａｒｂｅｌáｉｚ）被 任 命 为 委 内 瑞 拉 驻 美

大使。

［６］ＭＡＮＳＩＬＬＡ　ＢＬＡＮＣＯ，Ｒｏｂｅｒｔｏ，" ＭＥＲＣＯＳＵＲ　ｅ　Ｃｈｉｎａ：

ｐｅóｎｓ　ｅｓｔｒａｔéｔｉｃｏｓ　ｐａｒａ　Ｍａｄｕｒｏ" ．ＩＧＡＤＩ，２４ｄｅ　ｊｕｌｉｏ　ｄｅ　２０１３．

Ｖｅｒ　ｅ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ｇａｄｉ．ｏｒｇ／ｗｅｂ／ａｎａｌｉｓ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ｍｅｒｃｏｓｕｒ

２０１



－ｅ－ｃｈｉｎａ－ｐｅｏｎ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ｘｉｃｏｓ－ｐａｒａ－ｍａｄｕｒｏ．
［７］ＭＡＮＳＩＬＬＡ　ＢＬＡＮＣＯ，Ｒｏｂｅｒｔｏ，" Ｅｌ　ＡＬＢＡ　ｐｏｓｔ－Ｃｈáｖｅｚ" ．

Ａｎｕａｒｉｏ　ＣＥＩＤ（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ｅ　ＩＧＡＤＩ，１１ｄｅ　ｆｅｂｒｅｒｏ　ｄｅ　２０１４．

Ｖｅｒ　ｅ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ｇａｄｉ．ｏｒｇ／ｗｅｂ／ａｎａｌｉｓ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ｅｌ－ａｌｂａ－

ｐｏｓｔ－ｃｈａｖｅｚ
［８］例如，２０１４年９月，中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双边协议，继续援助委

内瑞拉 的 民 生 工 程 计 划“深 入 贫 民 区 使 命（Ｍｉｓｉｏｎｅｓ　Ｂａｒｒｉｏ

Ａｄｅｎｔｒｏ）”和“三色区使命（Ｂａｒｒｉｏ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这两项使命都是

从２００４年起由查韦斯提出并推动的，如今已交到马杜罗手中。

［９］ＳＬＩＰＡＫ，Ａｒｉｅｌ　Ｍ．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Ｃｈｉｎａ：ｃｏｏｐｅｒａｃｉóｎ　Ｓｕｒ－

Ｓｕｒ　ｏ　Ｃｏｎｓｅｎｓｏ　ｄ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Ｎｕｅｖａ　Ｓｏｃｉｅｄａｄ，Ｎ２５０，ｍａ－

ｒｚｏ－ａｂｒｉｌ　ｄｅ　２０１４．ＩＳＳＮ：０２５１－３５５２．Ｖｅｒ　ｅｎ：ｈｔｔｐ：／／ｗｗｗ．

ｎｕｓｏ．ｏｒｇ／ｕｐｌｏａｄ／ａｒｔｉｃｕｌｏｓ／４０１９＿１．ｐｄｆ．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ＲＯＳ，Ｘｕｌｉｏ，"Ｃｈｉｎａ　ｙ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ｄｅ

ｌａ　ａｌｉａｎｚａ　ｐｅｒｆｅｃｔａ　ａ　ｌａ　ａｌｉａｎｚａ　ｍａｄｕｒａ"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ｉｏ　ｄｅ　ｌａ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Ｃｈｉｎａ（ＯＰＣｈ）ｅ　ＩＧＡＤＩ，２４ｄｅ　ｓｅｐｔｉｅｍｂｒｅ　ｄｅ　２０１３．

Ｖｅｒ　ｅ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ｇａｄｉ．ｏｒｇ／ｗｅｂ／ａｎａｌｉｓ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ｙ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ｄｅ－ｌａ－ａｌｉａｎｚａ－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ａ－ｌａ－ａｌｉａｎｚａ－ｍａ－

ｄｕｒａ．
［１６］拉斐尔·拉米雷斯自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转任委内瑞拉驻联合

国大使级代表，马 杜 罗 称，这 次 外 交 部 长 的 人 事 调 整“将 加 强

玻利瓦尔外交政策”。———译者注

［１７］［２０］ＭＡＮＳＩＬＬＡ　ＢＬＡＮＣＯ，Ｒｏｂｅｒｔｏ，"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ｏ　ｓａｃｕｄóｎ

ｄｅ　Ｍａｄｕｒｏ" ．ＩＧＡＤＩ，８ｄｅ　ｓｅｐｔｉｅｍｂｒｅ　ｄｅ　２０１４．Ｖｅｒ　ｅｎ：ｈｔ－

ｔｐ：／／ｗｗｗ．ｉｇａｄｉ．ｏｒｇ／ｗｅｂ／ａｎａｌｉｓ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ｏ－ｓａ－

ｃｕｄｏｎ－ｄｅ－ｍａｄｕｒｏ．
［１８］委内瑞拉外交部所在地。———译者注

［１９］这里的哥伦 比 亚 反 政 府 武 装 指 的 是：哥 伦 比 亚 革 命 武 装 力 量

和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译者注

Ｔｈ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ｏｍ　Ｃｈáｖｅｚ　ｔｏ　Ｍａｄｕｒｏ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Ｍａｎｓｉｌｌａ　Ｂｌａｎｃｏ１，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ＬＡＮ　ＢＯ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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