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通       讯 
                       

2019 年第 1 期（总 50 期） 

 

主办: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秘书处                  2019 年 11 月 27 日 

 

第八届中拉学术高层论坛暨中国拉美学会学术大会 

聚焦“地区与全球大变局下的中拉关系” 

 

10 月 19日，由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美洲研究所、福建师范大学、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智利安德烈斯·贝

略大学、阿根廷科尔多瓦国立大学联合主办，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承办的

“第八届中拉学术高层论坛暨中国拉美学会学术会议——地区与全球大变局下

的中拉关系展望”学术研讨会在福州召开。来自中国、巴西、智利和阿根廷等国

约 140名学者、政府官员及外交官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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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现场 

中国拉美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董经胜教授主持会议开幕

式。中国拉美学会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福建师范大学王晓德教授，中共中央

对外联络部拉美局局长王玉林，外交部拉美司大使赵宏声，福建师范大学党委副

书记叶燊，中国拉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副所长王荣军，中国社会科

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吕薇洲，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教授马尔克斯·科尔德罗以及中

国拉美学会顾问、前驻巴西大使陈笃庆在开幕式上先后致辞。 

王晓德在致辞中表示，中拉学术高层论坛在促进中国与拉美国家学术交往上

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桥梁作用，同时促进了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文化上的相互理解

和认知。中拉关系近些年来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在拉美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全面延伸至拉美，中国

与拉美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也在不断攀升，人文交流也在日益广泛和深入，中拉

之间有着广泛深入发展的良好前景，但影响中拉关系正常发展的问题也不少，尤

其受到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的影响。因此从重要地区的全球大变革的视角探讨中

拉关系，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拉美学会会长王晓德致辞。杨震摄 

王玉林在致辞中指出，当前，中拉高层交往频繁，整体合作取得历史性突破，中

拉关系进入全方位发展的新时代。一是中拉党际交往面不断扩大；二是中拉党际

交往的平台不断拓展；三是中拉党际交往对国家政治关系的引领作用不断突出；

四是中拉党际交往的内涵更加丰富。“一带一路”倡议为助力中拉合作优化升级

开辟了广阔前景。王玉林同时表示，新时代下中拉关系面临着相互认知不足，地

区政治格局调整，外部因素干扰等挑战。但我们相信，只要携起手来，顺应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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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呼应人民共同期待，就必然能够克服各种挑战，

推动中拉关系朝着更高水平发展。 

赵宏声在会议中表示，中拉同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第一要务，我们在各自

发展议程上比较优势和合作潜力巨大，完全可以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基础上，推

动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共同发展。要进一步以“一带一路”倡议和“三共五通”理

念引领中拉合作。以相互尊重，平等互信提升战略水平；以互利惠民、合作共赢

拉进利益纽带；以互学互鉴，共谋进步带动创新发展；以开放包容、兼容并蓄促

进中拉合作。“大变局”，“新时代”给中拉关系提出了不少新课题、新任务，

这就需要更深入细致的拉美和中拉关系研究，需要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转化成

促进中拉关系的行动力。希望与会学者能为大变局下的中拉关系发展提供更多有

益的方案，为促进新时代中拉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不断汇聚正能量。 

叶燊指出，福建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是该校特色优势学科之一，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王晓德教授的带领下，我校世界史特别是美洲史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

期，建成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美洲史研究院等高水平研究机构，形成了较为完整

的教学科研体系，成为中国国内美洲史研究的重镇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一

带一路”倡议为中拉关系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中拉关系进入全方位发展的新时

期，双边友好合作关系巩固发展，成为南南合作共赢的典范。近年来，国际局势

风云变幻，给当前国际关系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叶燊表示，新形势下，如何

深化发展中拉关系，共同应对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是摆在中国和拉美学界

面前的重大课题。此次论坛将为中国与拉美学者分享展示最新成果、开展学术交

流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也推动了中拉关系在新时代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叶燊致辞。王志强摄 



4 
 

    王荣军表示，应高度重视在已经变化且在继续发生变化的国际格局下中国与

拉美关系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大变局”这个词带有鲜明的中国特

色，但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拉美学者，都感受到也会关注地区和全球局势正在发

生的重大变化。他认为，对理解大变局对中拉关系的影响而言，至少应注意以下

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世界主要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大国竞争的回归。二是

科技进步尤其是信息化和数字经济快速深入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和不确定性。三

是国际多边体系进入重构过程。在变局下如何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共享的发展，

如何使国家治理现代化，以符合各国实际国情的标准来实现真正的良治和善治，

对中国和拉美来说，这些问题都意义重大。 

     吕薇洲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和拉美相似的发展阶段、相同的发展任务、相近

的发展理念使得其关系越来越紧密。政治上深化互信、经贸上扩大合作、人文上

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配合，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伙

伴关系。中拉高层学术论坛的成功举办为中拉人文社会科学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

平台，为中拉互利合作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智力支持，为中拉关系的全面发展发挥

了积极作用。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如何在大变局下、在

踌躇不前的新机遇新挑战下，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给中拉合作带来的新契

机，携手共建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中拉关系，共同促进中拉合作是

中拉发展共同面临的一大挑战。 

马尔克斯·科尔德罗在致辞中回顾了中拉高层论坛的历史。他对中拉论坛给

中拉关系和中国拉美研究作出的贡献表示赞赏，指出中国与巴西的关系在近些年

得到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也增加了两国互信和合作，为中拉经贸、互通协作

打开了未来之门。但当今世界存在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如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

破坏了多边主义的基础，对两国发展造成了影响。正因为此，中国务实合作的理

念对中巴关系、中拉关系，都有着重大意义，也会为两国发展带来新的方向。 

 

马尔克斯·科尔德罗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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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笃庆在会议上表示，在大变局的形势下，拉美研究也同样处于一个大变局、

大分化、大改写的时代。诸位学者应寻找切合自身研究发展的道路。现在中拉关

系面临新机遇，但美国的单边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对中拉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竞

争。如何把握，怎么掌控是中拉发展面临的一大问题。但中拉双边友好发展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的学者也有责任把中拉友好交往情况如实的向国内各界介绍，

增强我们对中拉合作的信心。另外，中拉关系研究应采取多样化形式，将历史和

现实结合起来，以促进中拉研究更加深入、不断为中国和拉美的发展增添活力。 

开幕式结束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前所长、中国

拉美学会前会长苏振兴研究员结合当前国际形势和中拉关系发展的新趋势

做了题为“大变局下的中拉关系”的主题演讲。前智利驻华大使、安德烈斯·贝

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费尔南多·雷耶斯·马塔，中国拉美学会顾问、上海大学拉

美研究中心主任江时学，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路易斯·安东尼诺·保

利诺，中国拉美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特别助理吴洪英，中

国拉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副所长袁东振，以及中国拉美学

会常务理事、中国拉美史研究会副理事长、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巨轸

等中拉学者，分别从全球化世界中的社会挑战和公共政策、大变局及中拉关系、

中巴经贸关系展望、古巴修宪、中拉合作的制度性约束及破解、以及中拉人文交

流等角度探讨了全球大变局下的中拉合作往来。 

 

 

 

 

 

 

 

                              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秘书处 

                                       2019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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