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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論

1. 政治區分:

雖然對於位於美國以南的這片廣大土地定義分歧1，但傳統而言，拉丁美洲是

指從美、墨邊界的格蘭得河往南，一直到南美洲南端的好望角為止全長一萬多公

里的大陸和沿海島嶼。整個拉丁美洲可分為四個部分：北美洲的墨西哥、中美洲、

加勒比海的西印度群島及南美洲。目前在拉丁美洲地區共有三十三個獨立國家。

其中講西班牙語的國家在北美洲有墨西哥；在中美洲有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薩

爾瓦多、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巴拿馬等六國；在加勒比海有古巴及多明尼加共

和國；在南美洲有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祕魯、玻利維亞、智利、巴拉圭、

烏拉圭及阿根廷等九國。屬於葡語及法語系的分別是巴西及海地；英語系等國家

有位於中美洲的貝里斯以及其他位於加勒比海的牙買加、蘇利南、聖文森等諸國

此外，還包括散佈在加勒比海及南美洲東北部等屬於英、美、法、荷等國的十多處

殖民地。

綜觀上述，拉丁美洲地區仍以講西班牙語的國家最多，這個地區也是中華民

國邦交國最多的地區，其中西語系有八國，包括中美洲六國、多明尼加及巴拉圭。

2. 地理位置和天然資源：

拉丁美洲位於北緯三十二度和南為五十六度間，面積二千多萬平方公里，佔

全球陸地面積百分之十三點八。除北面以格蘭得河與美國接壤外，其他都被太平

洋及大西洋所環繞。境內地形、地質結構、土壤及氣候都非常複雜。

在地形上，墨西哥及中美洲境內靠近太平洋岸是北美落磯山脈的延伸，在南

美則有高聳寬闊的安地斯山脈，因此這兩個地區多火山並常發生地震。在拉丁美

洲有全世界水量最大的亞馬遜河，世界最大的亞馬遜平原以及阿根廷境內一望無

際的彭巴草原。全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地區位於熱帶及亞熱帶。另外，大部分拉

美地區都位於赤道以南，所以季節與北半球恰好相反。在資源方面，礦產儲藏量

和農牧業的產量都非常富饒。其中不少礦藏，如委內瑞拉和墨西哥的石油、巴西

的鐵、牙買加的鋁土、智利的銅、墨西哥的銀、玻利維亞的錫、哥倫比亞的綠寶石

等都居世界前茅。豐富的金、銀礦更是西班牙在十六世紀初征服新大陸最主要的

動機。再者，拉丁美洲的土地肥沃、氣候適宜，非常有利於各種農作物的生長與畜

牧業的發展。在農業方面，玉米、咖啡、香蕉、可可、甘蔗等產量之高世界聞名；阿

根廷、巴拉圭及烏拉圭由於有廣大的天然牧場成為世界上輸出牛羊肉最主要地區

此外，拉丁美洲土地有百分之四十覆蓋著森林，因此林業發達，林中也棲息各種

1對於美國以南的廣大領域除廣義稱為拉丁美洲外，也稱為伊比利美洲（Iberoamérica）即曾遭受
位於南歐伊比利半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的十八個西語系國家及巴西；此外也稱之為西語美洲
即十八個西語系國家，以及印地安美洲等。



珍貴的飛禽走獸。因雨量豐沛、河流廣佈，拉丁美洲的水利資源也很豐富。另外不

論在太平洋或大西洋沿岸因洋流交會，盛產魚類。

3.居民成分：

目前拉丁美洲人口總數約五億人，佔世界總人口的百分之十。整體而言人口

密度低，然而人口集中城市及少數地區也是不爭的事實。人口成長率大約百分之

二點五，即每年約增加八百萬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成長快速的地區之一。

拉丁美洲居民可區分為四種：印地安土著、白人、黑人、及混血種人，其中印

歐混血的梅斯提索人比例最多。此外還有一定數量的華僑，日本人和印度人等。

這些人種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分布，是不完全相同的。在阿根廷和烏拉圭，

因獨立初期大肆屠殺印地安人並且在十九世紀中葉接受大量歐洲移民，所以和哥

斯大黎加是拉美白種居民佔絕對優勢的國家。巴西、古巴及智利也擁有相當比例

的白人。目前白人富有階級在大多數拉美國家的政治及經濟生活中擁有很大的勢

力。

印地安人是拉丁美洲的原住民，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前他已擁有高度的文化

發展。他們曾遭歐洲殖民者的極端壓榨及迫害。雖然如此，他們仍然在大多數國

家及地區保存下來。在祕魯、玻利維亞、厄瓜多及瓜地馬拉，印地安人仍佔其居民

的主要部分。目前的印地安人，絕大多數是農民或農業工人，有些甚至還過著近

似傳統部落式的原始生活。

黑人是歐洲殖民者從非洲掠奪而來，曾長期作為奴隸，主要在巴西及加勒比

海地區從事熱帶或亞熱帶種植園中出賣勞力。在牙買加及海地幾乎全部或大部分

是黑人。至於印歐混血種人，主要分布在墨西哥、多明尼加、委內瑞拉、巴拉圭及

中美洲各國。

4.社會及經濟結構：

雖然拉丁美洲各國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但是直到二十世紀中葉，大多數國

家和地區仍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人民的生活水準偏低。工業發展情況

雖各有不同，但仍是比較落後，他們大都是屬於發展中或低度發展的國家。拉美

這種低度發展、半殖民地現象，其成因包括：A.帝國主義操縱各國主要經濟命脈：

從殖民時期開始，拉美地區就成為歐洲帝國主義者，廉價原料的來源，並盡情掠

奪當地的金銀珠寶。在十九世紀初這些殖民地紛紛脫離西班牙或葡萄牙獨立，但

是卻又立刻成為當時歐洲工業強權英國的經濟附庸，也是英國工業品的銷售市場

及原料重要來源。直到二十世紀初，美國取代英國成為拉美各國經濟的壟斷者。

美國資本掌控智利的銅、委內瑞拉的石油、玻利維亞的錫及中美洲的香蕉等，因

此拉美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淪為美國的經濟附庸。B.大莊園制度：早在西、葡殖

民時代拉美就存在大莊園制度，十九世紀初各國獨立後，除墨西哥及海地有某種

程度的破壞外，大多數國家仍盛行此制度，也就是普遍存在土地集中在少數大地

主手中，加劇社會的貧富不均現象，也導致在二十世紀，拉美各國普遍爆發左派

游擊隊運動，造成政治及社會的不安定。C.單一產品制或單一經濟作物：這種制

度也是從西、葡殖民時代開始。當時歐洲盛行重商主義，為了從殖民地獲取最大



限度財富，因此強迫殖民地只生產一、二種能從國際市場謀取暴利的產品，像糖、

棉花及金銀等，其他則受到嚴格限制或禁止，發展緩慢。到二十世紀中葉，在大多

數拉丁美洲國家，單一經濟作物的現象仍十分嚴重。隨著這些作物在國際市場價

格的波動，常常嚴重影響這些國家政治及經濟的穩定。在政治體制上，拉丁美洲

國家在獨立後，都沿襲歐美憲法成為共和政體，也設有議會。總統和國會議員也

都經過選舉產生。但實際上，不少國家的政權仍掌握在少數大地主、大資產階級

及帝國強權所支持的獨裁者手中。此外，獨立後各國也頻傳軍人干政及政變事件

這些都是造成拉丁美洲政治、經濟落後的根本原因。

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前美洲概況：
當哥倫布在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第一次到達美洲前，印地安人在美洲已有

高度的文化發展，且總人數已達一千四百萬至四千萬人。

對於印第安人，過去有許多誤解。首先哥倫布把他發現的美洲誤認為印度，

所以當地居民也被誤認為印度人或印第安人。其次，過去一般都把美洲土著稱之

為紅種人。這也是誤會，因為印第安人皮膚實際上並不紅，只是他們常把紅色顏

料圖在臉上而已。

經過學者長期研究後，一般都認為美洲印第安人是蒙古人種的一支，約在一

萬二千至一萬五千年前從亞洲東北部通過白令海到達阿拉斯加，又經過長期不斷

的遷移和推進，終於散佈到南北美洲各地。近來有些學者也認為，除了蒙古人種外

有一部份印第安人屬於澳大利亞的美拉尼亞人種。首批來到新大陸的亞洲人，不

懂耕種而以漁獵維生並採集野生穀類和水果食用。在美洲，他們從南到北，建立

起各種生活和社會制度，也累積大量文化財富。印第安人的分布非常廣泛，種族

複雜，語言和膚色也各有不同。比較重要的有墨西哥及中美洲的阿茲堤克人和馬

雅人，南美洲安地斯山區則有著名的印加文化。各種印第安人在社會經濟發展方

面，雖然各不相同，但大致可歸為部落公社制模式。這種型態多半採母系氏族，有

些處於過度階段，但有些已達父系氏族，甚至有些已組成部落聯盟，這些部落成

員多半具有血緣關係。

美洲印第安人雖然在社會組織方面處於較低階段，但在文化方面卻有輝煌的

成就與貢獻，其中又以馬雅文化、阿茲提克文化和印加文化發展程度最高。

三、一四九二至一八二六年殖民統治期：
從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第一次在美洲登陸之日起，至一八二六年拉丁美洲大部

分地區獲得獨立為止這三百多年期間，拉丁美洲地區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等

殖民統治時期。這時期西、葡、法等殖民統治者對拉美天然資源大肆掠奪，也強奪

印第安人的土地及財富，屠殺印第安人並破壞印第安人傳統的社會制度與文化，

他們也把西葡的大莊園制、農奴及奴隸制度強加在印第安人身上。他們對土生的

白人也予歧視和排斥，亦即領導統治階層都由在伊比利半島出生的西葡人士擔任

這種政治及經濟上的不平等待遇，促使土生白人結合分離主義者，參加反殖民統



治和獨立運動的行動。當然十九世紀初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事實上也受到十八世

紀末美國獨立及法國大革命成功的鼓舞。此外，啟蒙運動所傳播的自由理念也扮

演觸媒的角色。

西班牙對新大陸的征服及殖民並掠奪大量資源財富外，傳播天主教信仰也是

重要的任務之一。這種現象可從目前拉丁美洲地區仍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眾是

天主教徒窺知一二。

再者，這段西、葡、法殖民時期所建立的大莊園制度，奴隸制及地方首領制，

造成拉丁美洲地區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經濟依賴外國強權以及個人主義式的

政治領導風格，使得大多數國家遭受軍人及獨裁統治的紛擾現象。

至於為何拉丁美洲地區不能同北美英國殖民地在獨立後成為單一國家，而分

裂成目前的三十三個國家，是許多因素造成的。首先殖民者的統治方式，加深這

個地區的分裂。在殖民時期，拉美地區只能直接與宗主國貿易，區域間的貿易則

完全被宗主國禁止，因此減少各地區間的互賴依存的關係。其次，這些地區在獨

立後又淪為英、美政治及經濟附庸，更加深了既存的分裂現象。再者，拉美地區在

獨立初期社會結構較美國複雜。拉美獨立受益最大的是土生白人，印歐混血及印

第安人的社會及經濟地位卻無明顯改變。最後是大河、高山及叢林等地理的阻隔

阻礙彼此間的來往，這些地理因素最後也都成為獨立國家間的天然疆界。

四、從獨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都在十九世紀初即一八二六年前獨立。古巴是在一八九

八年美西戰爭後獨立，而巴拿馬則是在一九 O三年在美國支持協助下脫離哥倫

比亞獨立。至於其他英、法、荷等在加勒比海的屬地則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陸續

獨立。

拉丁美洲國家在獨立初期因為驅逐了西葡統治者並且新的領導階層無法填

補政治的空窗期，因此大都形成無政府的混亂局面，也導致在殖民時代，掌控地

方政治、經濟的地方酋長主義在拉美地區竄升、盛行，遂行個人、獨裁的統治方式

影響日後拉美各國政治的穩定。再者，獨立初期也普遍存在主張中央集權的保守

人士及聯邦分權的自由派人士的對立、爭鬥，使得這些國家政權不斷更迭。

在經濟與社會方面，獨立，代表這些國家排除殖民時代存在的貿易障礙，加

入國際貿易行列。大部分國家都和美國及西歐建立外貿關係。然而這些國家在獨

立初期進步仍相當有限。大多數農村、貧窮及不識字人民的生活也沒有獲得改善

在十九世紀中到二十世紀初，由於以英國為主的世界貿易蓬勃發展為拉丁美

洲各國開啟原料出口的新市場。出口的激增有助這些新興國家的現代化和城市化

阿根廷、烏拉圭和智利在教育上有長足進步。再者，經濟的發展形成新興的中產

階級，有助於阿根廷和智利在十九世紀中葉後成為政治穩定的國家。此外，十九

世紀中葉後，大批歐洲移民湧入阿根廷、烏拉圭、智利及哥斯大黎加等國，這是這

些國家目前白人居多的原因之一。

十九世紀末，因為美國的工業發展急需拉美廣大的市場及豐富的原料，遂取



代英國成為在拉丁美洲新的霸權。此外，美國的資本也大量湧入拉美各國。一八

九五年起美國更是直接介入拉丁美洲事務。

五、第一次世界大戰至冷戰末期：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在拉美影響力遞減，另一方面美國的經濟勢力則不斷

增加。美國的跨國企業深入拉美各國的農、礦、工、交通及服務等各行業。而拉美

各國的原料及食品出口也都以美國為主要市場。

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危機及隨後的二次世界大戰，曾對拉美地區帶來正面及

負面的影響。阿根廷及墨西哥等大國曾把握此時機促進國內工業發展，但對大部

份中美洲及加勒比海等小國卻仍然依賴農業等第一級產物的外銷，且仍處低度發

展。

在六O年代，世界經濟蓬勃發展，但拉美經濟並沒有因此而明顯成長且仍依

賴原料出口，因而貧窮人口不斷增加，造成農村抗爭、工廠罷工，往城市移民以及

非法佔用土地等社會動亂現象。在七 O年代拉美各國也大都面臨嚴重的能源危

機及日益惡化的外債問題。到了八O年代，被喻為拉美經濟「遺失」的十年，在這

段期間各國的經濟更形惡化，通貨膨脹、外債問題爆發，有些國家甚至宣佈停止

付息。

在政治和社會方面，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危機及隨後的經濟衰退促成拉美某

些國家出現左派政府，但是有些國家則試圖以軍事來鎮壓左傾勢力。在二次大戰

及冷戰時期，拉美各國都跟隨美國支持軸心國，並和美國並肩作戰對抗以蘇聯為

首的共產集團。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成功後，拉美各國左派游擊隊受到鼓舞，活

動頻繁，美國為防止古巴革命輸出到拉美各國，因此結合拉美各國以國家安全為

由，推翻多明尼加及智利等國社會主義政府。

另外，在二次大戰後拉美各國勞工及中產階級不滿美國勢力在該地區干預日

深，形成一股民族主義浪潮，最具代表的是阿根廷的貝隆政府，他順此潮流將許

多在阿根廷的外國企業收歸國有，並卻企圖在當時世界資本及共產主義對立下，

帶領阿根廷走出自己的路。

在六O及七O年代，拉美各國為防杜左派游擊隊及左派革命成功，逐漸形成

軍事主義，這時祕魯、阿根廷、智利、烏拉圭、巴拉圭等南美各國都形成軍人專制、

獨裁的局面。到八O年代因為各國的覺醒及歐美等國際壓力下，這些國家才逐漸

走向民主化國家。

八O年代的中美洲因一九七九年尼加拉瓜桑定推翻蘇幕薩家族獨裁政權，

革命成功，引起美國恐慌擔心尼國淪為古巴第二，因此當時雷根政府積極介入並

軍援反抗軍及週邊國家，使中美洲成為世界火藥庫。這件棘手的事件在中美洲各

國的努力及國際勢力支持下，在一九九O年因查莫洛夫人上台而獲得平息。

六、冷戰後的拉美情勢
一九八九年蘇聯及東歐共產體制的瓦解，代表東西對抗亦即冷戰時期的結束



這個事件對拉丁美洲區域情勢也有深遠的影響。首先受到衝擊的就是拉美與美國

的雙邊關係。冷戰結束，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國，所以拉美已不再是美

國拉攏對抗共產主義擴張的親密戰友。九 O年代柯林頓政府傾全力於內政及經

濟建設，因此對拉美的關注及援助愈來愈少，拉美國家有逐漸被邊緣化的危機，

所以經濟是冷戰後拉美各國普遍關注的問題。此外，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冷戰時

期，美國常以反蘇、反共產的理由直接介入、干涉拉美各國事務，在冷戰結束後，

也逐漸失去其正當性。因此在九O年代美國遂以打擊毒品走私為新的藉口，介入

拉美多國事務。拉美各國游擊隊組織更指稱美國此項行動雖明為反毒實欲藉此消

除各國左派游擊勢力。此外拉美移民也被美國政府視為影響該國國家安全及社會

福利。

此外，在九O年代美國極力在拉美推動經濟上的門羅主義，企圖將拉美劃入

美國唯一獨占的市場。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形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一九

九四年在邁阿密舉行第一屆美洲高峰會議所揭示在 2005年前建立美洲自由貿易

區的構想，都顯現出美國在這方面的企圖心。美洲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對拉美是利

是弊各有說辭，不過拉美各國大都認為全球化及自由貿易區的設立，獲利的只是

美國，也是美國對拉美經濟上另類門羅主義的干涉。

而在拉美本身，雖然大部分國家在九O年代都已經由極權走向民主政府，但

是政治不穩定，政治的極端主義以及社會混亂仍普遍存在拉美各國。例如巴拉圭

在一九九六年曾發生失敗的政變; 祕魯藤森總統更在一九九二年發動自我政變，

解散國會、制定新憲法並重新改選總統及國會。此外，在委內瑞拉及阿根廷也都

出現強人領導的局面，這些現象令人不禁懷疑拉美的民主時代真的來臨了嗎？在

墨西哥自一九二七年即執政的革命制度黨 (PRI) 在西元二千年總統大選中敗給

國家行動黨 (PAN)，完成墨西哥近七十多年來首次民主政府的更迭。

在經濟方面，大部分國家雖然都有效控制通貨膨脹及外債問題，但是失業及

依賴單一初級產業出口，仍然是普遍存在的困擾。許多國家的經濟體質仍然相當

脆弱，是值得繼續關注的重要課題。再者為了面對及克服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九

O年代拉美國家又再次推動區域整合，例如一九九四年，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及

烏拉圭正式成立南錐共同市場；在安地斯山的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厄瓜多、祕魯

及玻利維亞等國也積極推動成立安地斯共同體，而我中美洲友邦也在一九九一年

宣布成立中美洲整合體，試圖將政治、經濟及社會整合畢其功於一役。

總之，拉美地區幅員遼闊，人種複雜，地理差異性大，氣候及物產也不盡相同

因此唯有針對各國分別探討、研究，才不致於以偏概全，也才能夠真正認識並掌

握拉美情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