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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新聞分析 

古巴：姓社? 姓資? 
  

向駿1 

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主任 
 

                                                                 

 古巴第一家英文書店於 8 月 9 日在哈瓦那開張，店名叫「古巴書」(Cuba Libro)，

和雞尾酒「自由古巴」(Cuba libre)只差一個字母。一家書店當然不可能給古巴帶來

多少自由，但能經營多久卻代表古巴的資本主義能走多遠!  

 

 7 月 9 日古巴經濟政策委員會主席馬利諾·穆里悠(Marino Murillo)表示該國經濟

改革已進入付予國有企業更多自主權的重要階段。他指出這一階段改革的目標在增

加國企的效率，那些效益好的國有企業可以保留更多的利潤。看來古巴有限的資本

主義試驗已進入關鍵的階段，也就是不僅「要社會主義的草」，更要「資本主義的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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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社? 姓資? 

 

 巴西前總統卡多索(Fernando H. Cardoso)在其回憶錄中曾謂「沒有任何拉丁美洲

國家想再走古巴的老路」，3 因此 2008 年 2 月卡斯楚(Fidel Castro)之突然辭職，「可

能是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後絕響，一個『香蕉國家』可以引發世界如此巨大

的震盪，或許正是卡斯楚的成功。」4 

 

 什麼是「社會主義」呢?中國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前副所長江時學認為至少應

具備三個基本條件:堅持共產黨領導、公有制占主導地位和馬克斯主義在意識形態中

占主流。古巴是全球符合此一標準的五個國家之一，其他四個分別是中國、北韓、

越南和老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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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國際公認古巴在教育和醫療方面居全球領先地位。全世界中無論是

大國還是小國，富國還是窮國，古巴在教育領域中名列第一，因其教育是「一

種由國家主辦、全社會參與、同勞動相結合、不斷改革和創新的模式，正是這

種模式把古巴的教育推向世界第一的地位。」
6
至於醫療方面的優勢，主要內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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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傳染病防治、災後醫療援助和醫務人員培訓等方面，其醫療外交的重點主要集

中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區。 

 

 然而，2010 年 9月 8 日強人卡斯楚卻慨歎「古巴模式如今連在古巴也行不通了！」

2010 年底，古巴政府開始發放許可證給個體經營和雇傭他人的私營企業，至今從業

總人數已達 40 萬左右。今(2013)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就像往年一樣，數以十萬計的

古巴政府和國企雇員在勞動節當天走向哈瓦那市巨大的革命廣場，包括醫生、水手、

銀行職員等都揮舞著旗子、吹著塑膠喇叭、高舉宣誓忠於社會主義的標語。但不同

的是在這群慶祝勞動節的人群中還挾雜著一個逐漸受到青睞的新群體：企業家。政

府正指望他們的私營企業去吸收那些正待解雇的員工。 

 

美國眼中釘 

 

 卡斯楚統治下的古巴一直被美國視為眼中釘和肉中刺。美國對社會主義古巴的

經濟封鎖是人類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制裁，此一制裁在美國被叫作「禁運」

(embargo)，在古巴則被視為「封鎖」（blockade）。去(2012)年 11 月古巴大使白詩德

(Alberto Jesús Blanco Silva)向聯合國大會提交的「結束美國對古巴的經濟、貿易和金

融封鎖政策的必要性」的決議草案指出，「美國的封鎖政策並沒能孤立古巴」，但古

巴經濟進一步發展需要吸引外資，而美國的單邊封鎖仍是制約古巴未來發展的主要

障礙。11 月 13 日第 67 屆聯合國大會以 188 票贊成、3 票反對、2 票棄權通過決議，

要求美國結束對古巴實行的經濟、貿易和金融制裁，這已是聯合國大會連續 21 年通

過類似的決議。 

 

 今年 7 月 15 日巴拿馬阻截一艘從古巴開往北韓的船隻，該艘船隻載有可用

於製造精密導彈的材料，並試圖取道巴拿馬運河。總統馬丁內利(Ricardo Martinelli)

當晚在巴拿馬的電視及廣播中表示：「全世界都必須記住的是：不可以未經呈

報就把可用於戰爭的武器通過巴拿馬運河運出去。」古巴和北韓來往並不令人驚

訝，但古巴不該忘了，今年 1 月聯合國安理會一致投票通過決議，譴責北韓發射火

箭行為並決定加強制裁。中國已是世界強國，負有維護國際秩序的責任。明乎此，

就不該無事生非，否則北京翻臉恐將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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