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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压而不垮的奥秘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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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中联部 肖枫 

  古巴距美国近在咫尺，遭受美国孤立和封锁已长达40余年。十多年前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古巴更面临严峻的生存威胁。当时西方媒体预言，

古巴躲不过苏东社会主义政权崩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下次就该轮到古巴了”。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古巴仍傲然屹立在加勒比海上。 

  现在古巴正逐步走上振兴之路。2005年，古巴实现11.8%的经济增长率，政府还大幅度增加了职工的工资和退休金，使占全国人口45％的人

受益。古巴的国际环境也在发生变化，1992年联合国大会就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封锁的决议进行表决时，只有59个国家投赞成票，1996年却增至

138个国家。在一些拉美国家中，古巴的社会主义思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不久前，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访问了古巴，他公开表示崇拜卡

斯特罗，羡慕古巴的社会主义。 

  那么，古巴为什么打而不倒、压而不垮？这种近乎神奇的力量来自何方？这种“古巴奇迹”的奥秘究竟在哪里？ 

  一、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并实行稳步的改革开放。 

  古巴不同于东欧国家，它是通过自身艰苦的武装斗争取得胜利的。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很重视实现自己在《历史宣判我无罪》中宣布的政

治纲领，特别重视农村土地改革，要让劳动农民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但并没有打算搞社会主义。后来古巴走社会主义道路，那是美国“逼出来

的”。美国不仅外交上竭力孤立和制裁古巴，经济上对古巴实行封锁禁运，而且于1961年4月派遣雇佣军对古巴发动武装侵略，企图颠覆古巴革命

政府。严峻的现实使古巴别无选择，就在美国雇佣军入侵的当天，卡斯特罗庄严宣布，古巴选择“社会主义”，同年5月1日卡斯特罗宣布古巴是

社会主义国家。 

  古巴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美国变本加厉地对古巴采取封锁和颠覆政策，但古巴立场坚定毫不动摇。数十年来，美国在政治上扶植反对

派，搞各种颠覆、破坏活动，企图杀害卡斯特罗等古巴领导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古巴发动“电波侵略”，在迈阿密设立“马蒂电视台”，对

古巴开展颠覆性宣传攻势；在移民问题上，挑动非法移民，煽动“筏民潮”。40余年来，从艾森豪威尔到小布什，美国总统更换了10个，每一届

都视古巴为眼中钉、肉中刺，企图扼杀古巴革命，颠覆这一革命政权，但是这一切都没能使古巴屈服，没能使古巴放弃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政治地震”，又使古巴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的考验。由于古巴从70年代就参与苏联

东欧国家的“国际分工”，同这些国家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而这些国家剧变后纷纷撕毁合同，使古巴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关系几乎完全陷于停

顿。1989年，俄罗斯向古巴提供的石油是1200万吨，苏联解体后的1992年则减少了一半，结果使古巴陷入了严重的能源危机。由于缺油，发电

量显著下降，大批工厂被迫关闭或减产。此外，由于俄罗斯不再向古巴提供粮食，古巴面临着“断炊”的生存威胁。民航和公共交通因缺油而减

少班次，自行车、马车等成为主要交通工具。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趁机向古巴施压。1992年3月4日，老布什在迈阿密对拉美裔（主要是古巴裔）集中居住的城市发表竞选讲话，叫嚷“卡

斯特罗必定要下台”，并扬言当卡斯特罗下台时，美国将“立即准备恢复我们的友谊，然后立即帮助重建自由民主的古巴”。布什说，他“期待

着成为踏上卡斯特罗之后的古巴自由土地”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在美国政府的煽动下，迈阿密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还乡团”，叫喊要“打

回哈瓦那过圣诞节”。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古巴怎么办？其实，卡斯特罗对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已早有认识、颇有微词。戈尔巴乔夫1986年上台后，开始

推行“改革”。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不能照抄苏联的做法，而要“寻找一条新的道路”、“寻找自己的道路，自己的办法”。1989年东欧开始动

荡和剧变时，卡斯特罗强调古巴要捍卫社会主义，并首次提出“誓死捍卫社会主义，誓死捍卫马列主义”的口号。1989年7月26日，卡斯特罗在

纪念攻打蒙卡达兵营36周年大会上就提醒古巴人民：社会主义大家庭可能“瓦解”，苏联可能“发生内战或解体”，他号召古巴人民要坚持斗争

到底。 

  正是由于古巴早有思想准备，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拉开距离、划清了界线，因此当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加紧对古巴施加压力，企图

“以压促变”时，古巴毫不动摇。结果与东欧国家纷纷“回归资本主义”不同，古巴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卡斯特罗强调：“古巴宁可沉入大海，

也决不改变航向，任凭它惊涛与骇浪！”这是古巴压而不垮的首要原因。 

  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同时，为渡过难关，古巴政府调整了政策，从1993年开始实行稳步的改革开放，从而为坚持社会主义提供了必要的物

质保障。1993年，卡斯特罗宣布，古巴必须“改革”，并将“改革”纳入马克思主义范畴。他说：应当放弃对“纯粹的、理想的、完美的社会主

义”的追求，“为了拯救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成果，我们准备做一切必须做的事情”。“中国、越南等国一直在这样做。难道说这是放弃我们



 

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信念吗？不！恰恰相反”。“作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我们应该这样做，形势也要求我们以现实主义态度勇敢地这样

做”。劳尔?卡斯特罗也强调：“古巴党和政府面临着革命崩溃的抉择，与其自我灭亡，不如冒风险搞改革。” 

  古巴的改革已取得明显成效。改革的第二年，古巴经济就停止下滑，逐步回升。1994年~1997年，古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是0.7％、2.5％、

7.8％、2.2％，2005年则高达11.8%。现在，古巴渡过了“和平时期的最困难阶段”，逐步走上了经济复兴的道路。事实表明，美国长期的经济

封锁没有搞垮古巴，苏联东欧剧变后的“双重压力”也没有压垮古巴。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古巴既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又从本国实际情

况出发实行稳步的改革开放。 

  二、始终不忘为民造福，让群众从改革和建设中获得实惠。 

  古巴的领导人为政廉洁，当政以来为民众谋了不少福利。古巴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为古巴争得了独立、主权和尊严，在经济和社会领

域，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卫生和住房等方面，使人民得到了实惠，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古巴革命胜利后，农民通过“土地改革”得到了土地，

城市居民通过“城市改革”得到了住房，并且从60年代以来古巴就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迅速建立了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襁褓到

坟墓”无所不包的社会保障，使古巴人从社会主义制度中切身感受到获得了实惠。 

  多年来，古巴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尽管现在古巴的经济还较困难，但这一制度并未改变。每个古巴人一年可免费享受两次全面体检。从

小病到大病，从挂号到诊治，从手术到住院，古巴人一律享受免费待遇。 

  尽管目前古巴的工资不高，但古巴老百姓的生活是完全有保障的：一个孩子，从上幼儿园到大学毕业甚至到获得博士学位，完全不用交学

费；全民免费医疗让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现在古巴90％的城市居民都拥有自己的住房，而很低的房租让无房者也居有定所；政府还对一些基本

消费品（食品和日用品）予以高额补贴；公共事业（水、电、煤气、通信、公交等）收费也很低，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并不高。 

  古巴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率已达100%。在各项社会政策中，教育、医疗和就业是重点。教育是古巴实现其社会目标的战略中心，古巴的教育

水平在拉美名列前茅。古巴的医疗卫生事业成绩也很突出，不仅全民免费医疗，而且还为拉美和非洲许多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医生。此外，

古巴每年还有数万名医生在拉美和非洲从事各种医疗服务。古巴的社会政策十分重视公正，特别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据官方统计，1997年古巴的

失业率为7.1%，2005年已不到2%。 

  古巴很重视发展教育、体育和文化事业，并取得了重要成就，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古巴是世界体育强

国之一。1992年，在第25届奥运会上，古巴运动员夺得了14金、6银、11铜奖牌，名列第5名。1996年，在第26届奥运会上，古巴获奖牌数名列

第8名。 

  虽然目前古巴的物资还不很丰富，人们生活还有些清苦，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受益者。古巴打而不倒、压而不垮，一个重要奥秘是因为它有深

厚的群众基础。 

  三、各级干部不搞特殊，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古巴的领导干部不搞特权，住房、供应和老百姓一样。他们生活在群众之中，其家属受到群众监督。除卡斯特罗坐防弹车外，所有其他高级

干部的公务车都是拉达牌轿车。90年代以来，在上下班时，领导干部的公务车如有空位，必须让群众搭载。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部长会议执行委

员会秘书（常务副总理）卡洛斯?拉赫，担任常务副总理主持政府日常工作已有10多年了，但他至今仍住在出生时自家的房子里，周围是普通民

宅。他的家属也与邻居打成一片。他说，在这样困难的时期，如果领导干部及其家属搞特殊，脱离群众，我们一天也坚持不下去。 

  卡斯特罗等古巴领导人为理想和民众而献身的人格魅力和道义权威，在关键时刻能发挥关键作用。卡斯特罗等领导人出身于庄园主家庭，他

们抛弃较富裕的生活投身革命，为民众利益不惜牺牲一切，其巨大的人格魅力，对民众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号召力。1959年土改时，卡斯特罗带

头把自己家族的1.3万公顷土地全部无条件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古巴其他不少领导人不仅抛弃优厚的生活为革命做出了牺牲，还不同程度地

献出过家庭财产。他们是为理想而奋斗的，因而赢得群众尊敬和拥护。 

  卡斯特罗为政清廉，生活俭朴，不搞特殊化，与平民百姓没有两样。卡斯特罗的穿着很“特别”。从1959年革命胜利时起，直到现在，他除

了出国访问和出席国际会议换上西装外，平时总是军装不离身。他靠部队发给他的军便服年复一年地对付了几十年。卡斯特罗办公室的陈设也很

简单。在他经常接待外宾的与其办公室一门之隔的小会客室里，全部家具只有由一张3个座位和两张单人座位组成的一套皮沙发。至于卡斯特罗拿

多少工资，据他回答记者提问时的透露：“我的月工资同40年前大体持平，甚至还要少一些。”“但我饿不着，衣服也够穿”，“同时政府还拨

给我汽油，为我做饭和提供最起码的餐具”，“有时人们还给我送点东西就足以应付了”。他还声明说：“我无意要求为我增加工资，因为幸福

不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的。” 

  卡斯特罗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历经半个世纪，一贯忠于自己的理想和原则，言行一致，以身作则。1953年，他在敌人法庭上的辩护词——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中所提出的革命纲领，包括土改、住房、教育、卫生等具体政策，革命胜利后他都全部兑现，做到取信于民。几十年来，

哪里最危险、最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在诸如戒烟、献血等具体事情上，他也带头示范。1994年，美国煽动古巴移民风潮和政治骚乱时，他只

带少数警卫赶到现场，并使局势迅速得到控制。 

  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古巴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简而言之：一是领导坚强，二是群众基础好，三是精神支柱稳固，四是靠改革提供了起码的

物质保障，五是组织健全严密。古巴人民有严密的组织，而反对派未能形成气候。古巴工、青、妇、保卫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很健全、很有效。保

卫革命委员会有700万会员，中央工会有300万会员，共青联有50万成员，妇联有360万成员，可以说古巴1100•万人是通过不同的团体组织起来

了的。反古分子多集中在美国，在国内的反对派没有群众基础，根本形不成气候。 

  四、加强党的建设，严格惩治腐败。古巴在强大的敌人和困难面前从不畏惧，是因为它有一个坚强的党。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之

 



后，古巴共产党召开了“五大”。卡斯特罗在大会上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建设一个钢铁般的党”。他说：“我们应该建设一个钢铁般的党。

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我们始终要保证我们的革命能够得以延续，不误入歧途，能够经受得起内外危险的考验。”“在没有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

的条件下进行斗争，拯救祖国，拯救革命，拯救社会主义，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 

  为了加强党的建设，古巴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道德建设与反腐倡廉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强调坚持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对党章的有关规定做了重要修改。一是在1991年古巴共产党“四大”上，正式将古巴民族

英雄和思想家何塞?马蒂的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突出古共的“民族性”和“本土性”，增强党和人民的凝聚

力。这对于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和外来威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二是1991年在古共“四大”上，取消了党章中关于“有宗教信仰的

革命者不能入党”的规定。这对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改善古巴的国际形象，赢得更多的国际同情和支持，具有积极意义。 

  古巴还非常重视加强党员和干部的道德和纪律建设，并颁布了《道德法规》。1996年7月，古巴制定了《国家干部道德法规》，对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提出了27条规定。卡斯特罗等古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出席了《国家干部道德法规》的发布仪式，并带头在该法规上签字，表示坚决遵守。部

长会议副主席卡洛斯?拉赫在仪式上强调：“没有精神道德就没有社会主义。如果我们的人民在干部身上看不到共产党人特有的品德，就没有社会

主义。”我们“需要一种道德、一种精神、一种榜样”，“我们要永远牢记总司令（古巴人对卡斯特罗的尊称）的思想：‘社会主义就是榜样的

科学’”，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根除腐败。 

  严惩腐败，是古巴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方面。古巴强调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对于徇私舞弊腐化堕落行为者，不管其职位多高、

功劳多大，决不留情，处罚非常严格。 

  1989年夏天，古巴在政府部门和军队掀起了一场毫不留情的肃贪反腐运动。古巴西部军区司令阿纳尔多?奥乔亚中将被逮捕。奥乔亚可算是古

巴革命的一名功臣，50年代他便参加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山区的游击战，参加过多次重要战役。革命胜利后，担任过古巴驻尼加拉瓜高级军事顾

问，后任驻安哥拉军事司令。他立过3次大功，获得过10枚功勋奖章。在古巴仅有的5名“共和国英雄”中排名第四。奥乔亚为什么被捕？因为他

于1987年月11月担任古巴驻安哥拉军队司令后，将古巴空军飞机运到安哥拉供古巴驻军消费的蔗糖和水泥等物质的剩余部分，在安哥拉黑市上出

售。奥乔亚用这笔钱在安哥拉和非洲其他国家购买象牙、钻石等非洲商品，通过军用飞机运到巴拿马高价出售。此外，奥乔亚利用职权掩护从事

走私活动。后来经过古巴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奥乔亚等4人被判死刑，其余10名罪犯被判处有期徒刑。此外，曾担任过卡斯特罗贴身警卫和卫队

长、内务部长何塞?阿夫兰特斯中将也被解职。因为他严重失职，在其领导的内务部里，有9名军官参与走私贩毒长达两年多之久，而他竟毫无察

觉。同时，受到撤职处分甚至被追究法律责任的还有内务部移民局、情报局、消防局、边防局的局长，民航局、财政局的局长，海关总署署长，

甚至文化部、农业部、建工部、旅游局、电影协会等一些官员。 

  古巴对腐败分子的严厉处罚，对镇慑腐败起了重要作用。现在尽管每年古共的各类党纪处分有3万多起，但其中经济案件、贪污腐败所占的比

例却很小，而且多为中下层干部，涉及的金额也不大。在苏联东欧剧变后的“特殊时期”，古巴更进一步加强了反腐败的工作，对党员干部要求

更加严格。古共规定，领导干部贪污受贿300比索（相当于一般干部的月均工资）以上者予以撤职，情节严重者开除出党。1998年，卡马圭省省

长因挪用下属单位公款为省机关购车、修房被解职并劝其退党。对在反腐败问题上表现立场动摇的领导干部，坚决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2001

年，古巴渔业部长奥兰多?罗德里格斯因对下属单位腐败问题监管不严而被免职。2004年夏季以来，古巴召开了党的高层干部会议，政治局成员分

赴各地视察，要求尽早清理腐败行为者，政府还对企业管理层的账户进行了严格的清理。劳尔?卡斯特罗在党的会议上强调，“革命不仅受到美国

的威胁，而且也受到腐败和容许腐败滋生的自由化立场的威胁”。“腐败将一直伴随着我们，但是我们必须将腐败控制在踝关节以下，绝不能让

它达到我们的脖子位置”。 

  古巴在反腐败斗争中注重防患于未然，对干部严格要求，加强监督，不给腐败行为以可乘之机。〖HT3F〗譬如，古巴规定高级干部即使再有

钱，也不能去旅游饭店消费；高档礼品一律上缴；领导干部装修房子即使用自己的钱，也要经过批准；部级以上干部及其配偶不能成为企业的领

导或名誉领导；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不允许经商；企业领导人不允许把家属和亲戚安排在本企业，等等。这些规定有效地遏制了较大腐败案件的

发生和蔓延，做到防微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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