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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社会主义研究述评

毛相麟　金淑霞

摘　要：近年来，古巴社会主义研究的相 关 成 果 不 断 问 世。以 “古 巴 社 会 主 义”冠 名 的 中 文 著 作 并 不 多，

但涉及这一领域的相关论著却不少。中国学者的研究 主 题 趋 于 多 元 化，主 要 围 绕 古 巴 社 会 主 义 模 式、古 巴 共 产

党、新领导班子的表现、经济状况和外交等方面展开。古 巴 国 内 出 版 了 一 批 有 关 模 式 更 新 的 论 著，官 方 强 调 要

加强理论研究，对过去的部分学术成果进行重新审视 和 评 价。其 他 国 家 学 者 日 益 重 视 古 巴 的 经 济 改 革，特 别 是

民营经济的发展问题。本文对中国、古巴、美国、加拿大和 英 国 学 界 关 于 古 巴 社 会 主 义 的 研 究 情 况 进 行 了 简 要

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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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重要国家，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中国同古巴

建交５０多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关于古巴社会主义的研究，学界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下

面分别介绍中国、古巴以及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部分相关研究成果。

一、中国学界的古巴社会主义研究

中国的古巴研究是 随 着 古 巴 革 命 胜 利 和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而 起 步 并 不 断 发 展 的。迄 今 为 止，

我国学界对古巴社会主义相关问题的介绍和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而全面。

以 “古巴社会主义”冠名的书，除拙作 《古巴社会主义研究》外，只出过两本，即 《越

南、古巴社会主义现状和前景》和 《古巴社会主义》①。前者涉及古巴的内容共六章，约１０万

字，主要谈古巴社会主义的现状，因篇幅所限，未能展开谈。后者约有１５万字，共十章，主

要谈古巴在苏东剧变后的改革开放，占了五章。其中有三章是谈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可以

说这两本书各有其侧重点，但都不是全面系统地阐述古巴社会主义制度。此外，王承就２０１６
年以 “古巴社会主义研究”课题申请立项，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总体而言，虽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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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古巴社会主义的研究专著不多，但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这一主题的书却不胜枚举①。

除学术研究成果外，我国前驻古巴大使和记者，如陈久长、王成家、徐贻聪和庞炳庵等

人的著作为国内读者了解古巴提供了鲜活的素材②。国内关于古巴领导人的传记著作也有多个

版本。据不完全统计，从 《卡斯特罗》到 《卡斯特罗评传》③ 出版的１０余年间，关于卡斯特

罗的传记至少出版了８本，加上国外学者的中译本④，达到了十多本。格瓦拉的传记著作也达

到了十余本⑤。

从相关成果的研究主题来看，既有古巴社会主义模式这样的宏大研究，也有古巴共产党、

领导人换届、经济状况和外交等方面的具体研究。

王承就从历史角度对古巴特色社会 主义 模式 的 形 成 过程 进行 了 总结，将其概括为自主探

索、学习苏联等国家建设模式、捍卫 和 坚 持 社 会 主 义、模 式 更 新 等 四 个 阶 段。他 认 为，古 巴

社会主义模式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 系的主导 地 位；它以人是主要目标和核心主题、社会

主义民主、共产党的领导等社会主 义 原 则 为 支 柱，具 有 以 人 为 本、团 结、革 命、生 产 资 料 公

有制为主导、经济和社会平衡发展等基 本特征；共产党的领导是古巴社会主义繁荣、可持续

的保证。古巴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虽遇到不少困难，但其发展前景是向好的⑥。

与菲德尔·卡斯特罗执政时期相比，劳尔·卡斯特罗执政以来的古巴共产党改革成为学

界关注的热点。目前，国内各界的研究已经取得较大进展，对古巴共产党改革的背景、原则、

措施、成效和挑战都进行了分析，但系统性、学理性及时效性方面还有待加强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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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领导人换届在中国学界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张慧玲认为，２０１８年４月古巴第九届

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３１人组成的国务委员会，是１９５９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国家

主要领导人 的 首 次 “代 际 更 替”。包 括 迪 亚 斯—卡 内 尔 在 内 的 “新 生 代”领 导 群 体 具 有 年 轻

化、专业化和广泛的代表性等 特 征①。杨 建 民 认 为，虽 然 古 巴 最 高 领 导 层 换 届 已 迈 出 关 键 一

步，但本次换届只涉及国务委员会，而部长会议 （除主席和第一副主席已经确定外）和古共

中央的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留待以后完成。古巴政治开始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袖治国

向集体领导转化，但迪亚斯—卡内尔没有在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的经历，军事方面的话语权仍

掌握在劳尔·卡斯特罗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手中。古巴的 “革命一代”仍将继续发挥稳定政

局的重要作用②。

古巴 “更新”经济模式的相关研究 表 明，近 年 来，古 巴 经 济 发 展 稳 中 向 好，所 有 制 结 构

优化、私营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资 源 配 置 机 制 完 善、融 资 渠 道 拓 宽、国 际 贸 易 有 所 增

长，但同时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经济结构问题、内

部政治问题以及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问题等③。

外交方面，近年来古巴的外交进展有目共睹，通过文教外交、医疗外交、宗教外交与非

洲国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中国是延续古巴社会主义对外关系的重

要伙伴，俄罗斯提升 了 古 巴 在 其 外 交 战 略 中 的 地 位。古 巴 延 续 了 对 外 政 策 多 元 化 发 展 路 线。

但外汇储备不足与美国的经贸金融封锁，都将挑战迪亚斯—卡内尔的外交智慧。新的领导班

子如何面对特朗普政府软硬兼施的非传统对古外交，打破紧张的古美关系，成为悬念④。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涉及古巴社会主义的中文著作和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为研究者提

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浏览之余，笔者对同行们的努力深怀敬意。但上述成果 （包括拙作在

内）普遍存在着一种偏向，即对古 巴 的 成 就、优 势 和 经 验 谈 得 多、谈 得 细，对 不 足、失 误 和

教训谈得少、谈得不充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研究不够深入；第二，为了显示 不 认

同某些西方学者和舆论对古巴社会主义 事业的有 意 贬 低、歪曲或否定，我们过多地强调其优

点，忽略其缺点；第三，我们作为同属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的 中 国 学 者，难 免 倾 向 于 多 谈 喜、少 谈

忧；第四，对古巴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 出现的问 题 认 识 不足 等。目前古巴的实际情况是，劳

尔·卡斯特罗主政后对过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某些过去认为成功的事现在看来是不成功的，

如对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便是一例，不少问题还需要重新评价。然而，我国学界的成果尚未明

确而充分地反映出古巴的这一新变化。

二、古巴学界的社会主义研究

本世纪第一个１０年末期至第二个１０年初期是古巴共产党自我反思的转折期。经过数年的

酝酿，２０１０年前后，古巴共产党内部基本上取得共识，认为从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０年古巴处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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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模式的危机时期①，并于２０１１年在古共六大上正式提出 “更新”模式的方案。到２０１７
年年末，古巴已出版了一批论述劳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 “更新”模式的书籍，其中主要有

古巴经济研究中心编印的、由奥马尔·埃韦尔伦尼·佩雷斯和比利亚努埃瓦，里卡多·托雷

斯主编的题为 《注视古巴经济：对非国有部门的分析》的报刊文集，以及玛丽亚·德尔卡门

·萨瓦拉等人主编的题为 《古巴经济模式更新过程中对社会公正的挑战》文集等②。

值得注意的是，劳尔·卡斯特罗曾在较短的时间内三次强调要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③。根

据这一指示精神，古巴学者过去所发表的研究成果中的一些观点有待重新审视。当然，如何

重新评价过去的某一问题是件大事，如何评价在模式危机期间举行的古共五大更是值得深入

研究的问题。目前在古巴学界，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拉斐尔·埃尔南德斯对过去进行了深

刻的反思，认为长期的经济困难一直困扰着古巴。到２００６年，古巴面临的问题一是社会不平

等现象加剧，居民收入差距达到４：１；哈瓦那有２０％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全国有５６％的人

住房条件不好；二是政治和经济管理过度 集 中，从而抑制了民众的参与度和社会管理的积极

性；三是经济发展缓 慢，基 本 消 费 需 求 长 期 不 足，机 构 管 理 效 率 低 下；四 是 腐 败 问 题 抬 头，

人们对未来日益缺乏信心④。古巴政府前经济部部长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则否定市场经

济作用，说 “古巴不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 “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这种市场经济只产生

了一个没有社会主义的市场，没有产生出别的东西”⑤。可喜的是，古共七大提出了加强社会

主义理论研究的问题，我们期待着通过深入的研究，有新的成果问世，并在理论认识上有所

创新。

对于我国的学者来说，能读到的来自古巴的一手资料十分丰富。在有关的图书馆里收藏

有大量古巴的党报、党刊和重要的相关图书资料，一些著作也已翻译成中文出版，如 《卡斯

特罗语录》《总司令的思考》⑥ 等，特别是法国学者伊格纳西奥·拉莫内的 《卡斯特罗访谈传

记：我的一生》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再者，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历年的讲

话以及古巴重要的报刊都已数字化；古巴的党政军部门都有各自的网站，毫无遗漏地提供文

献资料；古巴的国家统计机构适时地发 布 各种 统计 数 字 资 料，并都已数字化。所有这些资料

都无偿地供国内外互联网读者查阅和下载。

３７古巴社会主义研究述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Ｒａｆａｅｌ　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Ｒｅｆｏｒｍ／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ｕｂａ：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６－１７，２０１０．

Ｏｍａｒ　Ｅｖｅｒｌｅｎｙ　Ｐéｒｅｚ，Ｖｉｌｌａｎｕｅｖａ　ａｎｄ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Ｔｏｒｒｅｓ （ｅｄｓ．），Ｍｉｒａｄａｓ　ａ　ｌａ　Ｅｃｏｎｏｍíａ　Ｃｕｂａｎａ：Ａｎáｌｉｓｉｓ
ｄｅ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ｎｏ　ｅｓｔａｔａｌ，Ｌａ　Ｈａｂａｎａ：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ａｍｉｎｏｓ，２０１５；Ｍａｒíａ　ｄｅｌ　Ｃａｒｍｅｎ　Ｚａｖａｌａ　ｅｔ　ａｌ， （ｅｄｓ．），Ｒｅｔｏｓ　ｐａｒａ　ｌａ
ｅｑｕｉｄａ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　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ｏ　ｄｅ　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ａｃｉóｎ　ｄｅｌ　ｍｏｄｅｌｏ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ｏ　ｃｕｂａｎｏ，Ｌａ　Ｈａｂａｎａ：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ｉｅｎｃｉ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

２０１５．
劳尔·卡斯特罗于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６日、８月１日和１２月１８日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讲话。

Ｒａｆａｅｌ　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Ｒｅｆｏｒｍ／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ｕｂａ：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６－１７，２０１０．

拉斐尔·埃尔南德斯系古巴著名的 《主题》（Ｔｅｍａｓ）杂 志 主 编、古 巴 政 府 前 经 济 部 部 长。他 否 定 市 场 经

济的话是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向墨西哥 《每日报》（Ｊｏｒｎａｄａ）记者的谈话中说的，该谈话后载于墨西哥 《更新》（Ｒｅｎ－
ｏｖａｔｉｏｎ）杂志上。

参见 ［古］萨洛蒙·苏希·萨尔法蒂：《卡斯特罗语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古］菲德尔·

卡斯特罗：《总司令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三、部分欧美国家的古巴社会主义研究

古巴是拉丁美洲唯一的社会主义国 家，由于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作用和独特的政治经济社

会体制，一直受到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的密切关注。自１９５９年革命胜利以来，古巴国内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欧美国家的学者也在不断追踪古巴的最新情

况，出版了众多研究古巴社会主义的著 作 和论 文。下面就部分国家的机构、学者及研究成果

进行简要介绍。

（一）美国

世界上对古巴的研究，就人数、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而言，美国都居于首 位。然 而，专

门论述古巴社会主义的书很少。下面着重介绍几位长期或终身研究古巴的学者的研究近况。

哈佛大学教授豪尔赫·Ｉ．多明格斯的 《古巴：秩序与革命》① 是美国学界对古巴进行全

面深入细致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对革命前后古巴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进行了详细分析，重点

介绍了卡斯特罗之前的政治发展，以及卡斯特罗执政后的社会主义政策、群众政治参与、古

巴共产党的发展、农业发展以及政治文化等。多明格斯教授后来发表的几本著作多为论述古

巴的政治和对外关系。本世纪以来，其研究领域扩展至经济、社会等方面，成果主要有：《２１
世纪初的古巴经济》（合著）、《今日古巴：分析其过去，设想其未来》、《古巴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２１世纪中的政策改革与挑战》（合著）、《古巴的社会政策和非集中化：２１世纪拉丁美洲

背景下的变革》（合著）②。多明格斯教授对古巴持温和观点，同古巴学者有着数十年的学术联

系，上述部分著作就是与古巴学者共同编写的。

宾夕法尼亚州爱丁堡大学教授马克斯·阿齐克里，是古巴政治、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

方面的专家，其主要作品有：《古巴：政治、经济和社会》、《古巴的今天和明天：重新创造社

会主义》、《新世纪的古巴社会主义：逆境、幸存和更新》（合著）③ 等。其中，《古巴的今天和

明天：重新创造社会主义》被誉为冷战结束后古巴研究的经典之作，考察了苏联解体对古巴

的影响，经济匮乏造成的国家社会萎靡、经济重组、政治体制变革等问题。马克斯·阿齐克

里教授的观点比较客观，既全面而又简明扼要，其著作充分利用了来自古巴、美国及其他地

方的原始资料和学术研究成果。他强调，古巴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使其避免了苏联阵营中其

他政权的命运，古巴共产党在不断重塑古巴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他看来，由于经济社会等方

面的实际情况，更加克制和有限的社会主 义 适合于 今 天 的 古 巴，他还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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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Ｊｏｒｇｅ　Ｉ　Ｄｏｍｉｎｇｕｅｚ，Ｃｕｂａ　Ｈｏｙ，Ａｎａｌｉｚａｎｄｏ
ｓｕ　ｐａｓａｄｏ，ｉｍａａｇｉｎａｎｄｏ　ｓｕ　ｆｕｔｕｒｏ（Ｓｐａｎｉｓ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ｏｌｉｂｒｉ，２００６；Ｊｏｒｇｅ　Ｉ．Ｄｏｍíｎｇｕｅｚ，Ｏｍａｒ　Ｅｖｅｒｌｅｎ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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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Ｊｏｒｇｅ　Ｉ．Ｄｏｍíｎｇｕｅｚ，Ｍａｒíａ　ｄｅｌ　Ｃａｒｍｅｎ　Ｚａｂａｌａ　Ａｒｇüｅｌｌｅｓ，Ｍａｙｒａ　Ｅｓ－
ｐｉｎａ　Ｐｒｉｅｔｏ，Ｌｏｒｅｎａ　Ｇ．Ｂａｒｂｅｒｉａ（ｅ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ｕｂａ：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参见 Ｍａｘ　Ａｚｉｃｒｉ，Ｃｕｂ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ｉｎｔｅｒ，１９８８；Ｍａｘ　Ａｚｉｃｒｉ，Ｃｕｂａ　Ｔｏｄａｙ　ａｎｄ　Ｔｏ－
ｍｏｒｒｏｗ：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ｕｂ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ｄａ，２００１；Ｍａｘ　Ａｚｉｃｒｉ，Ｅｌｓｉｅ　Ｄｅ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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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将会超越卡斯特罗而继续在古巴存续下去。

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和拉丁美洲研究荣 誉 教授、古巴问题专家卡梅洛·梅萨—拉戈，曾先

后在欧洲和拉美国家的一些知名高校担任客 座教授，在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等国际组织中担任

顾问。他的８０余部著作被翻译成七种文字在３４个国家发行，研究领域涉及古巴经济、社会保

障和比较经济制度等。他是 《古巴研究》杂志的创始人和编辑，其处女作是编著的 《古巴的

革命变革》①。他的著作主要有： 《七十年代的 古 巴：注 重 实 效 与 体 制 化》、 《冷 战 后 的 古 巴》

（主编）、《社会主义古巴的经济：对２０年的评价》、《劳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评价改

革》（合著）、《古巴非国有部门中的变革之声》 （主编）② 等。他对古巴经济持高度批判的态

度，但他所根据的资料大都来自古巴，个别地方也有误引的情况，如关于中古关系他曾在一

处引用了美国的不实资料，笔者对他当面提出了批评。他曾在美国 《古巴研究》上发表对拙

作 《古巴社会主义研究》西文本的书评，认为此书是 “不妥协地赞扬古巴革命及其政策”③。

此外，还有长期研究古巴而至今仍活 跃 于学 界的一 些 资 深 学者，如美洲大学教授威廉·

Ｍ．利奥格兰德、迈阿密大学教授海梅·苏奇利基等。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比较 活 跃 的 美

国史密斯学院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津巴利斯特和瑞典隆德大学政策研究所所长克拉斯·布伦

登尼亚斯合作发表了多部论著，以充分肯定古巴的建设成就而著称。后来，津巴利斯特教授

的学术兴趣转向其他方面，而布伦登尼亚斯教授则一直研究古巴，近期与古巴的里卡多·托

雷斯合作，主编了论述古巴更新模式的著作：《不再有免费午餐：反思古巴经济改革进程和转

型的挑战》④。

（二）加拿大

加拿大学界对当代古巴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中期。１９６９年，加拿大拉丁美洲研究协会成

立；１９７２年，约克大学设立拉美和加勒比研究室，１９７８年扩展为研究中心。与此同时，卡尔

顿大学、温莎大学等相继开设当代拉美和加勒比课程。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

美洲研究所曾先后派出三位学者访问加拿大高校的拉美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

长期从事古巴研究的学者、卡尔顿大学教授阿奇博尔德·里特尔的主要著作有：《革命古

巴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成效》、《国际体系中的古巴：正常化与一体化》（主编）、《古巴经济》

（主编）、《创业古巴：变化中的政策布局》（合著）⑤。他于２０１０年年末，以 “古巴经济”为题

开辟了一个英、西双语的博客网站，除自己撰稿外，还向国际上的古巴问题专家征稿，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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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研讨古巴的现实问题。目前，这一网站在他的主持下办得十分活跃，跟踪形势，讨论热点

问题，已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数十位学者在其博 客 平台上 发表 过 文章。其内容已不限于古巴经

济，而是涵盖了各个方面，分列出数十个专题。这些文章不仅信息量大，而且包含了古巴最

新的动态。他的观点客观、包容，他同古巴建立了学术 联 系，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期间，曾任哈瓦

那大学经济硕士研究生项目的加方协调员①。

阿诺德·奥古 斯 特 是 加 拿 大 的 作 家 和 记 者，从 事 拉 美 和 美 国 关 系 研 究 多 年，２００８年 至

２０１７年间写了７０多篇古巴—美国关系、古巴的政治制度、委内瑞拉、洪都拉斯和拉美一体化

进程的文章。他是美国拉丁美洲研究学 会、加拿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协会的成员，同时

还受聘于英国诺丁 汉 大 学。他 曾 在 古 巴 做 过 长 时 间 的 实 地 调 研，访 谈 了 大 量 的 学 者 和 官 员，

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著作：《古巴和她的邻国：运动中的民主》《奥巴马执政时期及之后的古

美关系》② 等。他的著作深入分析了古巴的民主以及古巴的革命遗产对这种民主的影响，通过

大量的实证研究数据为人们了解古巴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在古美关系研究方面，

他参考了大量的美国政府文件和古巴田野研 究数据，从古巴的角度来审视古美关系正常化进

程，对于特朗普政府如何应对后菲德尔时代的古巴提供了一些参考。
（三）英国

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利物浦大学等知名大学都设有拉丁美洲研究所或研究

中心，在这些机构中都有研究古巴的学者，但是伦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莱斯利·贝瑟

尔在主编 《剑桥拉丁美洲史》时，却邀请美国学者来撰写古巴的现代和当代的历史。虽然英

国研究古巴现实问题的学者不多，但也并非无所作为。如东安格利亚大学教授鲁思·皮尔逊，

从１９９４年开始对古巴的宏观政策进行研究，并将三位古巴著名的经济学家合著的 《古巴经济

改革参考建议》增订版全书译成英文，通过伦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出版发行，使广大读者

从中了解古巴的经济改革情况。她于２０００年转至利兹大学任教，现为该校发展研究学的荣誉

教授，古巴的转型问题仍是她的研究兴趣之一③。

总体来看，关于古巴 社 会 主 义 的 研 究，不 断 有 新 作 问 世。中 国 学 者 的 研 究 趋 于 多 元 化，

从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跟踪古巴最新的进展，如新领导班子的表现、经济持续低迷以

及古美关系等问题，但在时效性方面仍有待加强。而外国学者的研究则是日益重视古巴的经

济形势和经济改革，特别是民营经济在古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问题。

（责任编辑：聂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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