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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刚刚结束其任内的首次访华之旅。 在
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马杜罗多次强
调，将继承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的
遗愿，扩大同中国的互利合作 ，不断
巩固双方战略伙伴关系。 毫无疑问，
在不同程度上 ，委内瑞拉 、甚至很多
其他拉美国家仍处于 “后查韦斯时
代”， 这或许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发展
关系时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大背景。

9月23日，马杜罗率代表团访问中
共中央党校， 在座谈会上详细介绍了
查韦斯总统在国内进行的玻利瓦尔革
命及其“21世纪社会主义”思想。 马杜
罗说，“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
是原创的、独一无二的、也是在未来几
十年我们要继续的”。

查韦斯国内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推
行玻利瓦尔和平民主革命，废除新自由
主义经济模式，建立“穷人经济”，重视
民生，鼓励大众民主。 查韦斯执政期间
先后实施30多个社会计划， 累计花费
超过4680亿美元， 国内贫困率明显下
降，他也被穷人视为“大救星”。 查韦斯
对国内石油企业实行了大刀阔斧的国
有化改革，强化对电力、通信等行业和
支柱产业的控制；此外，他还通过建立
社区委员会等方式鼓励和支持基层民
众参政议政，显著激发了普通老百姓的
政治参与热情，2012年委内瑞拉总统
大选投票率达到81%，创历史最高。

在对外政策上，查韦斯不遗余力
地支持拉美地区左翼政治力量的发
展。 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执政
被认为是拉美左翼再度崛起的重要
标志， 此后左翼力量先后在巴西、阿
根廷 、乌拉圭 、尼加拉瓜等多个国家
取得执政地位 ，拉美地区形成了 “向
左转”和左右均势的基本格局。 委内
瑞拉在“加勒比石油计划”框架下，每
年向其他15个加勒比国家提供50亿
美元融资，每天以优惠条件提供18.5
万桶原油。 特别是委内瑞拉给予古巴
大量经济援助，古巴政府则支持查韦
斯成为拉美左翼力量的旗帜。

在查韦斯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
南美国家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
同体（首个没有美国和加拿大参加的
拉美地区组织）、南方石油公司、南方
银行等先后成立。 查韦斯坚信，只有
通过地区一体化才能实现拉美国家
联合自强， 摆脱和抗衡美国的影响。
查韦斯敢于对美国说“不”，他上台不
久便终结了委美两国长达50多年的
军事合作，坚决反对美国主导的美洲
自由贸易区计划，与古巴结盟并发展
与伊朗的关系，旗帜鲜明地谴责美国
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

然而，强人政治是把“双刃剑”，查
韦斯的执政表现也并非完美。 无论是
从“查韦斯现象”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
看， 还是从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石
油储量这一特殊国情看， 查韦斯所代
表的激进左翼的执政方式和风格难以
被他的继任者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复
制。正如马杜罗所言，世上已无查韦斯，
只不过会出现一些“查韦斯主义者”。

查韦斯执政时期， 委经济高度依赖
石油，产业结构单一，内在发展动力不足的
缺陷加剧，民众主义政策的弊端也逐渐显
现。 公共开支多集中于庞大的福利计划，
加剧生产性投资不足， 财政赤字持续攀
升，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资本外逃非常严
重，社会治安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恶化。

此外，查韦斯政府的决策机制存在
缺陷，效率不高和机构运行欠顺畅的问
题比较明显，而且查韦斯政权过分突出
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威信，缺乏对权力
的监督与制衡。这些都是查韦斯政治遗
产的负面成分。 有拉美学者认为，未来
一个时期，在经济、社会和对外政策上
相对温和、平衡的“巴西共识”有可能会
替代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成为
在拉美地区更有影响力的发展模式。

再者，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厄
瓜多尔总统科雷亚、玻利维亚总统莫
拉莱斯以及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
等人影响力远不及查韦斯，阿根廷总
统克里斯蒂娜面临较为繁重的国内
问题挑战，这些领导人尚无能力成为
拉美左翼 “盟主”。 在 “后查韦斯时
代 ”，不少人认为拉美政治 “向左转 ”
的趋势或将难以持续。

但应看到，拉美“向左转”的根源在
于相关国家希望消除新自由主义发展模
式的弊端， 解决经济对外依附性较高、
工业化水平较低、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等
问题， 寻找更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
路。 正如马杜罗在中央党校的坦诚表
态，委内瑞拉接下来要加大力度打击特
权阶级、消灭腐败、遏制暴力犯罪，打造
一个更加公平、 自由的委内瑞拉， 一个
“后查韦斯时代”的拉美仍然值得期待。

马杜罗访华与“后查韦斯时代”的拉美
时评

赵明昊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9月21日，索马里“青年党”对肯
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家购物中心发
动恐怖袭击，酿成超过60人死亡的悲
剧，截至昨天对峙仍未结束。 那么，索
马里“青年党”是一个什么组织呢？ 其
历史发展、组织结构和国际影响又如
何呢 ？ 这也正是本文试图揭示的内
容。 【索马里“青年党”是谁（上）详见9
月24日早报A12】

境内恶行累累
1991年索马里陷入战乱以来，国

家陷入四分五裂的无政府状态，北方
的索马里兰 （Somaliland）和邦特
兰（Puntland）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
态，“伊斯兰法院联盟”控制南部大部
地区，而“青年党”试图建立包括整个
索马里 、肯尼亚东部 、埃塞俄比亚欧
加登 （Ogaden）和吉布提在内的 “东
非伊斯兰酋长国”。 为实现这一目标，
“青年党” 不仅在索马里国内和周边
地区大肆进行恐怖暴力活动，还坚决
反对2008年索马里联邦过渡政府与
反对派达成的《吉布提协议》，严重破
坏了索马里的国家和平进程。

近年来，“青年党” 在索马里境内
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 2008年
2月6日，“青年党” 在索马里海港城市
博萨索实施爆炸袭击， 造成近90人伤
亡， 美国国务院旋即于同月26日宣布
将“青年党”列入恐怖组织名单；2009
年9月17日，“青年党”针对非洲联盟驻
索马里维和部队司令部实施自杀式炸

弹袭击，造成21人死亡，以报复美军
当月14日在索马里南部击毙该组织重
要头目纳班；2011年10月4日，“青年
党”对首都摩加迪沙政府办公楼实施自
杀式炸弹袭击， 致死65人； 2012年11
月8日，索马里政府军和“青年党”武装
在南部地区激烈交火，造成18名政府军
和21名“青年党”武装分子身亡；2013
年6月19日，“青年党” 成员运用载有爆
炸物的卡车冲击联合国驻地办公楼，造
成包括8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内的15人
死亡。 “青年党”频繁进行的恐怖暴力活
动，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而且也
使索马里和平进程的希望更加渺茫。

破坏地区稳定
首先，索马里“青年党”致力于建

立包括整个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肯
尼亚部分地区的 “东非伊斯兰酋长
国”，加剧了东非国家间的矛盾。

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围绕欧加
登地区的归属长期对抗，而“青年党”
力图将欧加登地区纳入所谓的“东非
伊斯兰酋长国”， 这也正是埃塞俄比
亚积极介入索马里事务的原因所在。
2004年埃塞俄比亚扶持索马里联邦
过渡政府成立，2006年出兵索马里推
翻伊斯兰法院联盟政权，以及此后积
极参与打压 “青年党 ”的国际反恐合
作，虽然对于防范伊斯兰极端势力和
恐怖势力在索马里坐大有积极作用，
但也激起了索马里民众的民族主义
情绪。 “青年党”主张驱逐包括埃塞俄
比亚在内的外国势力，赢得了国内民
众的支持，加强了“青年党”的社会基
础。 肯尼亚、乌干达等国对索马里事
务的介入也产生了类似的效应。

更为复杂的是，厄立特里亚通过

向 “青年党 ”提供资金援助和军事培
训，以削弱埃塞俄比亚对索马里局势
的控制，而这又进一步激化了索马里
联邦过渡政府对厄立特里亚的不满，
最终导致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
索马里过渡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

其次，“青年党”向周边国家的渗
透 ， 以及在周边国家制造的恐怖活
动，严重破坏了东非的地区稳定。

肯尼亚东北部、 埃塞俄比亚的欧
加登地区居住着大量索马里人，“青年
党”积极对这些地区进行思想渗透、招
募成员， 还唆使这些地区的索马里人
进行“自治”，以便为“东非伊斯兰酋长
国”创造条件，造成了肯尼亚、埃塞俄
比亚族群关系的紧张。 “青年党”在周
边国家制造的恐怖袭击事件更是严重
破坏了这些国家的稳定。 例如，2010
年6月，“青年党”对乌干达正在观看足
球赛的民众进行袭击， 导致150多人
死伤，这是“青年党”第一次在境外实
施恐怖袭击。 2011年10月16日，肯尼
亚军队跨境进入索马里，开始“国家使
命”行动，追击在肯方境内多次绑架外
国人的索马里“青年党”人员。 2012年
2月18日，肯尼亚警方称，自从肯尼亚
介入索马里事务以来，“青年党” 涉嫌
杀死了至少30名肯尼亚平民。

此外，“青年党”的猖獗活动也对索
马里海盗的活动推波助澜。 2008年以
来索马里海盗的猖獗活动， 也恰恰与
“青年党” 在索马里坐大在时间上具有
同步性。 有资料显示，“青年党”还与海
盗相互勾结，通过海盗劫掠勒索大量赎
金已成为“青年党”资金的重要来源之
一。而“青年党”和亚丁湾对岸的“基地”
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的联手，更是直接
威胁亚丁湾和红海的海洋通道安全。

索马里“青年党”是谁（下）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