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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中拉政党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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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中联部拉美局原副局长郭元增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

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历来都是在做好党内、国内工作的同时，积极做外国政府和外国政党的工作。本文重点介绍我党做拉丁美洲政党

工作，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做拉美政党工作的情况及成就，以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 

    

一、开国初期我党与拉美共产党交往意义重大  

    

拉丁美洲各国均实行多党制，而且拉美各国政府长期受到美国控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限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大

都对我采取政治和经济封锁，包括拉美各国政府和政党几乎与我无来往。为了打破封锁，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决定，实行“一边倒”

的对外政策，我国从当时的社会主义各国获得了宝贵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支持，使新中国很快站稳脚跟。 

    

党的对外交往是我国整个外交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党中央的重视。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就把此项工作提到议事日程。在中央的指示

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于1951年1月16日正式成立，任命王稼祥为部长。刘少奇在写给中联部首任部长王稼祥的信中说：“（中联部）任务是

与各兄弟党联络，但具体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与东方各国兄弟党联络……。”在此情况下，中联部积极发展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

共产党的友好来往，同时也积极开展包括拉美各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在野共产党的联络工作。而我党与拉美各国共产党在莫斯科早就有所接触。

1953年7月，巴西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洛斯·马里盖拉率学习、参观团访华，这是拉美最早的访华政党代表团。从此，拉美各国共产党领导

人、访华团接踵而来。1956年3月，古巴、墨西哥、巴西等6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联合访华；同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之际，巴西、阿根廷等11

个拉美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来华参加了大会活动；1957年11月，10个拉美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一起访华；1959年2月，15个拉美国家的共产党共

23位领导人在参加苏共二十一大后访华；在我国国庆10周年之际，有60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前来祝贺，其中有17个拉美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 

    

拉美各国共产党大都创建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斗争教育了拉美各国人民，削弱了本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力量，分散了美

帝国主义围攻社会主义国家的精力。不仅如此，拉美各国共产党访华人员在20世纪50年代，不仅向我方介绍拉美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介绍各
国共产党历史和斗争情况，使我党和政府迅速了解“新大陆”的状况，而且还为增进中拉友谊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在中朝两国人民进行抗击美

国侵朝战争期间，拉美各国共产党人发动群众，反对本国政府派兵到朝鲜替美帝当炮灰。美帝原计划要拉美各国派14万人去朝鲜参加侵略战争，

结果只有哥伦比亚派了1000人，波多黎各派了400人，使美帝如意算盘破产。拉美各国共产党人努力宣传中国内外政策和成就，为后来我国与拉

美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我党与拉美各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很早就提出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国家关系，但是要发展同外国执政党和政府

的关系，就必须改变这种只同各国共产党来往的单一局面。为此，毛主席曾谈到：“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同国外的同志、朋友谈谈。连敌对

的人，我也见见谈谈。”1954年10月，毛主席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指出：“尽管思想和社会制度不同，两个政党完全可以合作，如果丘吉尔

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同他合作。我们也愿意同美国合作，只要美国愿意。”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政府和我党的相关部门，把

友好交往的面扩大了。1959年5月，应我方邀请，智利激进党领导人奥尔特加访华，毛主席在会见时指出：“你们大概不信仰共产主义。你们信仰

你们的，我们信仰我们的，但是我们有共同点，可以合作。”这就表明，党际交往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 

    

二、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关系的新发展 

    

20世纪70年代是国际局势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尤其是美国尼克松政府表现出松动对华关系的姿态。毛主席、党中央及时抓住有利时机，先后邀

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访华，促成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中美国家关系的改善，很快带动了拉美国家相继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热

潮。在中拉政府关系方面，由两个左派党领导的国家首先打开两国外交关系大门。古巴由“7·26运动”领导的革命于1959年元旦取得胜利，在

 



1960年9月率先与我国建交，是拉美第一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1970年10月，智利社会党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总统，在当年12月15日即实现

了中智建交。智利成为南美洲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随着中美国家关系的改善，20世纪70年代，又有秘鲁、巴西等10个国家与我国建交。

1980年代至2007年，拉美先后又有12个国家与我国建交。至此，与我国建交的拉美国家已达24个，其人口、生产总值分别占地区总人口和地区

生产总值的95%和98%以上。由于外交局面的打开，也为中拉政党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三、中拉政党关系的全面发展推动国家关系的大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1979年3月，我党应墨西哥执政党革命制度党邀请，首次派代表团出席拉美这个非共产党政党成立50周年的庆祝

活动。1980年9月，我党又邀请委内瑞拉执政党基督教社会党总书记爱德华多·费尔南德斯率代表团访华，华国锋同志会见了代表团。这也是拉美

首个非共产党政党代表团访华。从此，中国共产党除了同拉美各国共产党保持来往之外，还同拉美大量其他各种类型政党发展友好关系。尤其是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在总结我们党长期涉外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更加规范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

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到1990年，我党同拉美地区建立友好关系的政党达70多个，其中50多个是非共产党的政党。 

    

改革开放30年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都在不同时期亲自出面做拉美各类政党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我党与拉美地区党际关系
的发展和深入。在接待拉美地区众多政党代表团和政党领导人的同时，我们党也应邀向拉美各国派出了上百个代表团与对方交流。他们无不称赞

我党总结出的这四项原则，表示完全赞同按四项原则保持双边长期友好交往。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使国家发展迅速，在国际上倍受关注、尊

重。因此，改革开放30年来，与我党先后建立起友好关系的拉美各类政党数量不断增多，至今已超过100个。拉美33个独立国家的几乎所有重要
的、有影响的政党，都与我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其中，包括各个共产党和社会党性质的政党、基民党性质的政党、工党性质的政党。在与外国政

党的交往中，双边国家关系同时得到了极大的促进。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党在我驻阿根廷大使馆的大力协助下，与乌拉圭三大主要政党——红党、白党和广泛阵线建立了联系。 

    

1985年5月，我党邀请红党国际书记（时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贝托·阿西亚因访华。我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谷牧和中顾委常委姬鹏飞等同志

出面做工作。阿西亚因回国后，在政府和议会积极游说，为乌中两国在1988年2月3日正式建交做出了重要贡献。而玻利维亚与我建交，玻共（马

列）总书记奥·萨莫拉功不可没。尼加拉瓜与我建交，是我国党政部门做其执政党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工作的结果。类似的例子还有不

少。  

    

自我党开展与拉美非共产主义政党工作以来，已有20位以上的政党领袖人物在访华后很快当选本国总统。因此，这些政治家把中国称作“仕途福

地”。拉美不少人士今天还是政党领导成员，明天就可能被任命为国家部委领导。智利近几任总统都是在竞选前夕访华，回国后就当选为总统。

智利社会党领袖里卡多·拉戈斯1998年4月率团访华，就在4月23日江泽民总书记会见他时，拉戈斯诚恳地表示“我们很愿意同伟大的中国共同建

设人类的未来”，并表示智利愿作中国进入南美洲的通道。拉戈斯在访华1年后的2000年1月，即当选智利总统。至今，中智友好合作关系一年一

个台阶，不断提高。巴西劳工党领袖路易斯·卢拉·达·席尔瓦2001年5月访华，2002年10月即当选为巴西总统。  

    

近30年来，拉美著名政治家纷纷访华，他们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经验的了解日益增多，对与中国合作前景愈益看好，因此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

拉美经贸关系和科学技术合作的深入发展。比如，中国和拉美贸易1978年共计7.35亿美元，2007年就高达1026亿美元，30年增长了近140倍。中

国和智利贸易总额在1978年为4485万美元，在2007年增至146.7亿美元，增长320多倍。中国和巴西贸易在1979年为2.16亿美元，2007年突飞

猛进增至297亿美元，增长148倍；巴西和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合作更值得大书特书，中巴两国合作制造并由中国火箭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已成功发

射了3颗。中国共产党和委内瑞拉“第五共和国运动”有着良好的关系；中委在石油、铁矿砂等资源方面的贸易量巨大且顺畅；委内瑞拉不仅与我

国在经济领域是重要的合作伙伴，而且在航天领域的合作也卓有成效。中巴、中委之间若没有互信与良好的关系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合作水平的。

外电注意到，巴西总统卢拉在谈到国际问题时“言必讲中国”，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也“不同寻常”。目前，我国与巴

西、智利、秘鲁等国保持着“战略伙伴”关系。 

    

在国际问题上，我国与拉美各建交国共同语言最多，分歧最少，而且在台湾、西藏、人权等重大问题上，拉美众多国家都支持我方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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