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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中等收入阶段

2011年，智利实现了人均国民收入12350美元，达到
了世界银行规定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按照世界银行2009
年的标准，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为 12196 美元以
上），成功超越中等收入阶段。2012年，智利又被世界银
行列为“高收入经济与合作组织成员国”。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前发布的《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
报告》对128个经济体进行评分和排名，智利凭借制度、基础
设施和商业成熟度的优势列拉美地区之首。国际三大信用评
级机构对智利做出A级信用评级，风险评估也属于低风险级
别。《经济学人》信息部公布的全球经商环境排名，智利位列
最具吸引的经商国家前15位，领跑拉美地区。

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王萍接受本报采访时
表示：“智利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改革发展道路，成功实现经
济、政治和社会的平稳转型。1971年智利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1020美元，首次突破‘贫困陷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经过40余年的不断改革，2011年智利人均国民收入首次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拉美地区率先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一年以前，大家公认智利已经走出‘中等收入陷

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孙岩峰
说：“但是我们看到今年智利也有一些小问题。可以说，智
利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如果它处理不好的话，仍
然有可能重新跌回‘陷阱’。”

顺势而为的改革

“智利的改革道路虽然最初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
影响，但此后40年一直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走一条适合智
利国情的‘中间道路’。”王萍说，“智利并非完全按预先设计的
方案实行改革，而是根据国情的变化，不断调整改革政策。”

回顾智利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其道路在不断
调整。“从上世纪70年代初皮诺切特政府上台以后，智利
就率先应用了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管理思想，搞市场化、自
由化和私营化。智利在经济和市场改革方面是最早的。正
好赶上了拉美和全球从80年代到90年代整个经济增长的周
期。”孙岩峰说。

智利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格纳西奥也指出，智利的成功

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政
府意识到国内市场狭小内需
不足的局限性，发挥矿藏、
农林渔业资源丰富的优势，
谋求建立在外部竞争力之上
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智
利的改革开放开始较早，正
好与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同
步，此时谋求自由市场经济
转型、推动外向型经济正好
顺应了世界潮流。

事实上，上世纪 90 年
代，多个拉美国家实行了结构性改革，接受了所谓“新自
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否定了过去的“进口替代工业
化”发展战略，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这些改革措施
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帮助拉美走出债务危机，
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新
自由主义”的弊端就明显地暴露出来。它片面强调市场的功
能，忽视宏观调控，对拉动经济发展的出口、投资和消费三者
之间的关系处置不当，特别是忽视社会发展，失业增加，贫富
差距加大，腐败之风盛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智利进行了适时的调整。“皮诺切特政府在上世纪80
年代进行政策调整。即在实行开放经济的同时，也主张用
强有力的国家之手引导经济。因此把部分已经私有化了的
国有企业重又拿回到国家的监管之下，并且同时推出‘以
债权换股权’的方式，以被称为‘人民资本主义’的方式
把国有企业的债务转移到了私人投资者手中。与此同时，
还采取了与之相配套的改革政策，诸如：通过税收优惠政
策鼓励企业投资；放弃固定汇率制度代之以小幅度调整的
爬行汇率制；加强非传统产品的出口等。”王萍说。

更重要的是，智利保证了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
续性。孙岩峰说：“皮诺切特政府开始实施的这一套经济改
革和市场开放政策得到了良好的延续。虽然经历了皮诺切
特的军人政府下台，文人政府上台，但文人政府中不管是
左翼还是右翼，他们基本上在经济政策领域都延续了皮诺
切特时期这一套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整体经济思想，只
是在小部分有所调整。它的政策没有像其他拉美国家那样
忽左忽右、朝令夕改，产生巨大的波动。”

多元平衡的政策

西班牙阿尔卡拉大学教授拉蒙?卡西尔达称，包含政
治、经济和社会措施的平衡计划将保障社会正义，改善旨在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治理。拥有一个积极而有效的政府是
多个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共性之一。

智利也不例外。“我们去考察时，智利人说，智利狭长
的地形决定了其战略风险相当大。”孙岩峰说，“智利的历
届政府都对国家政策和发展经济有强大的自觉性和积极向
上的态度。”

为平衡外部冲击，智利注重经济发展的多元化。
一方面，智利长期坚持贸易合作伙伴多元化。20世纪

90年代以来，智利先后与拉美、北美、亚洲、欧盟等国家
和地区集团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成为世界上对外签
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这种开放的贸易政
策无疑极大地拓展了智利出口市场。

另一方面，智利注重经济结构的多元化。“智利很早以
前就知道，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孙岩峰说，“铜矿是
智利经济的支柱，但是，除此之外，智利还开发了葡萄酒、热
带水果、渔业等产业。”数据显示，产铜大国智利还是世界第
四大葡萄酒出口国，每年出口价值20亿美元的葡萄酒到全
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此外，在水果、海产品、林产品等方面，智
利的出口量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智利也注重
搞平衡。

实现社会公平，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
要目标。但是，很多拉美国家疾风骤雨地推行
以效率为先的经济改革，忽视了社会公平的实
现，其间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最终使改革
因缺乏民众支持而夭折，有的甚至导致政权频
繁更迭，使改革缺乏了延续性和稳定性。
“自1990年文人政府开始以来，智利在注

重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强调兼顾社会公平。”
王萍说，一方面，智利不断提高公共社会支出
规模，尽最大可能提高减贫效果。1993年，政
府将社会项目支出提高到占GDP的15%，此后
政府不断加大对社会支出的倾斜。另一方面，
不断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对弱势群体
的保护力度，其中养老金制度改革颇具特色。
改革后，规定所有公私部门员工都必须个人缴
纳工资收入的10%存入个人保险账户，由国家
监督的私营公司管理和经营。
“智利是拉美最早搞养老金改革的一个国

家。为什么？因为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时候，
不能让老百姓过多地受到市场的不利因素压
迫，所以采用养老金私有化的方法，让底层人
民的福利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孙岩峰说。

此外，清廉高效的政府为经济改革提供了
保障。拉美多个国家在结构调整、资源重新分
配的浪潮中，由于政府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约
束，很多拉美国家成为贪污腐败的重灾区。但
是智利却成为少有的净土。自1995年透明国际
发布腐败影响指数以来，在全球清廉排行榜上，
智利是拉美地区唯一进入前20位的国家。正是
由于智利在约束权力、打击腐败方面的成效，国
家经济在市场化过程中的权力寻租现象得到了
有效控制。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发布的《全球营
商环境报告》，智利营商环境便利度在拉丁美洲
排在第一位。根据瑞士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国
际竞争力排名调查》，智利的市场经济透明度也
位于拉美国家的榜首。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
的《经济自由度报告》，智利的经济自由度位于
全球之首，政府腐败指数在拉美最低。

据俄罗斯《晨报》报道，乌克兰政府发布通告，决定于
12月1日－2日在黑海靠近克里米亚西岸空域进行导弹发射
试验，并将该地区列为禁飞区。对此，俄方表示强烈不满。

争执不下

对于乌克兰计划进行导弹发射试验这一决定，俄航空署
和国防部纷纷发表声明予以声讨。

据俄罗斯卫星新闻报道，俄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乌克兰
方面宣称禁航区的东南边界侵犯俄罗斯领海，这不仅违反国
际法规定，也违反俄罗斯法律。

乌方对俄方的指责迅速做出回应。乌克兰通讯社报道称，
乌克兰国防和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图尔奇诺夫表示，俄方干涉
乌方导弹试验是一种挑衅和歇斯底里的行为。

俄 乌 最
近龃龉不断。
就在前几日
召开的第 18
届欧盟－乌
克兰峰会上，
乌克兰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还呼吁欧盟继续制裁俄罗斯。俄
国防部近期表示，乌克兰安全局人员非法在克里米亚拘捕两
名俄罗斯合同兵并将其送到乌克兰，并试图针对他们捏造刑
事案件。

而另一方面，乌克兰与欧盟的关系最近颇为热络。据路
透社消息，在第18届欧盟－乌克兰峰会中，欧盟领导人重申
支持乌克兰，宣布追加总值3亿欧元的一揽子援助项目，并
承诺尽量在年底前给予其公民免签证待遇。

博弈延续

对于乌克兰进行导弹发射试验的行为，俄媒体表露担
忧，认为这可能引发俄乌军事冲突。俄罗斯《晨报》11月26
日报道称“基辅在向莫斯科宣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姜毅接受
本报采访时指出，这次乌方的举动实质上是两国你来我往博
弈的一个延续。从乌方角度来看，不管是进行发射导弹实验还

是采取其他军事部署方式，目的都是为了强化自身安全，同时
表现对俄关系的一个强硬立场。另外，乌克兰想要借此拉拢西
方国家共同遏制俄罗斯的崛起。

然而，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欧盟有意笼络并改造乌克
兰，但当前，欧乌关系发展仍然面临多重难题。

冲突或可避免

美国《国际财经时报》报道称，莫斯科反对乌克兰军队
在克里米亚争议地区进行导弹试验的计划，加深了两国之间
的政治危机。

这一事件真的会引发军事冲突吗？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正泉说：“乌克兰就是闹一闹，它根本没有
实力对抗俄罗斯，因而不可能引发军事冲突。”

姜毅也认
为此事件引发
军事冲突的可
能性几乎为
零 。 他 说 ：
“一方面，由

于当前俄罗斯已经遭受西方国家强力压制和制裁，所以俄方
不会轻易动武，但是也不会忍气吞声。另一方面，乌方军力
远远弱于俄方军力，因此乌方不敢派军队进攻。”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来源

于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银行在

《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该报告

对二战后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做

了历史性考察，发现大多数国家在进

入人均国民收入3000-5000美元的中

等收入后，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经济社

会发展长期停滞，根据这一带有普遍

性的现象，便把人均国民收入在

5000美元左右停滞不前的发展阶段

称为“中等收入陷阱”。2010年，世

界银行发表题为《复苏强劲，风险上

升》的研究报告，明确指出拉美和中

东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江时

学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提出，一个国家

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随着

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会上

升，而它的产业结构及科技创新却未

出现显著的改善或进步。其结果是，

它既不能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发

展中国家竞争，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

争，从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他认为，世界银行所说的“中等收入

陷阱”不是指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

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而是指劳动

力成本上升后遇到的一种“进退两

难”的境况。

从智利经验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上篇）

走适合自己国情之路
本报记者 张 红 严 瑜 宦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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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三次访问拉

美，在国内带起一阵“拉美热”，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

智利再次进入国人视野。作为最先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的拉美国家之一，智利的成功经验引发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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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会再次爆发冲突吗？
周丹丹

图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乌克兰前总

统亚努科维奇。 （资料图）

泰国立法议会确认

哇集拉隆功王储继承王位

11月29日，在泰国首都曼谷，泰国立法议会召开特别会议。主席蓬贝宣布立法议会正

式确认哇集拉隆功王储继承王位。 新华社发（泰国立法议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