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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罗塞夫时代的
中巴经济合作
  文／        王 飞       

  里约奥运会之后，巴西政局变动

告一段落。随着参议院在8月31日最

终表决通过了对总统罗塞夫的弹劾，

自去年11月以来的“总统弹劾案”终

于宣告结束。代总统特梅尔正式就任

总统，任职至2018年本届总统任期结

束，罗塞夫虽被弹劾却保留了政治权

利。巴西的乱局终于有了短暂的明朗，

但是经济衰退、政治斗争和社会对抗

三重危机叠加使新总统和新政府依旧

面临众多挑战。在巴西政坛震荡的背

景下，中巴关系的未来发展出现了不

确定性。但是在当前巴西经济的困局

下，中国企业或许有着更多的机遇。 

 新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 

 自今年5月12日巴西参议院首轮投

票结束至8月31日罗塞夫最终被弹劾，

代总统特梅尔在短短的百日内对国家

的发展政策进行了变革。为帮助经济

恢复活力，新政府在财政赤字削减、

货币政策、养老金改革、企业私有化

等方面都做了新的尝试。但是，由于

劳工党多年以来缺乏改革以及各种制

约根深蒂固，巴西新政府依旧面临着

众多难题。在政治生态尚不明朗的前

提下，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将成为未

来巴西走向的关键。其中，经济连续

两年负增长、高通货膨胀以及国内消

费和投资低迷构成了首要挑战。 

 巴西的政治环境十分复杂。三权

分立、政党轮替以及诸党派联合执政

的民主政体看似成熟稳固，实质上却

深埋隐患。自去年以来，几乎所有政

党的高层，无论是执政党、反对党、

在野党，还是左翼、右翼政党或者中间

势力，从联邦到地方，都牵扯到腐败案

当中。巴西国内政局“纸牌屋”般的

剧情变动恰恰说明在庞杂的多党体制

下，政党间关系的变化更容易引发政

治生态上的联动反应。虽然特梅尔成

功“转正”，但是其民众支持率也仅

为13%，与罗塞夫大致相当。因此，在

尚不明朗的政治生态下，特梅尔政府

需要通过改革实现经济增长，获得民

众支持。然而，新政府在经济方面面

临的挑战却更为棘手。政府需要将短

期政策与长期规划相结合，但是由于

此届任期仅剩两年，未来选举的不确

定性将限制特梅尔的改革力度。 

 首先，危机尚未结束，经济继续

萎缩。截至今年二季度，巴西经济连

续第六个季度负增长。失业率于2016

年上半年突破两位数。其次，通货

膨胀和赤字持续高企。自2014年底巴

西通货膨胀率突破央行规定的上限以

来，一直高位运行，今年年初曾一度

达到两位数。为了抑制通胀，巴西中

央银行已连续第九次将基准利率维持

在14.25%的近十年历史高位。财政赤

字是高通胀的原因之一。目前，巴西

公共债务总额相当于GDP的67%，财

政赤字占比为2.74%。第三，恢复增

长的动力难觅。根据巴西地理统计局

的预计，今年粮食总产量将比2015年

下降9.8%。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复苏尚

未见端倪，例如今年以来圣保罗地区

房产销量已经降到2004年以来的最低

水平，5月的新房成交量同比下降了

50.7%。巴国居民和企业的消费能力因

政治经济危机而疲软。2016年上半年

巴西汽车销量同比下降25%，创十年来

最差纪录。 

 在这样的形势下，结构性改革

势在必行。在世界经济“新平庸”的

背景下，大宗商品价格依旧低迷，这

令巴西的复苏前景一片黯淡。此外，

美联储加息预期增强可能引发资本外

流，对其带来新一轮冲击。经济萎

缩、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双双高企，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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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难题”。在经济衰退背景下，巴国

的财政紧缩将变得愈发艰难。新总统

特梅尔的使命是改革，而且必须是全

方位的改革。但是，巴西自卢拉时期

以来一直未曾有过实质性的改革，当

前更是缺少改革的资本和必要的社会

稳定环境：无论是社会福利改革还是

劳工政策改革都必须紧缩公共支出，

这将引发中产阶层和劳工阶层的不

满；税收制度改革则会触及资本权贵

阶层的利益。因此，对于特梅尔政府

来说，缺少资金支持将使改革每走一

步都非常艰难。 

 新形势下的中巴关系与中国企业的机遇 

 特梅尔刚刚“转正”就迅速赶到

杭州参加G20峰会，吸引更多中国资本

进入巴西是他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

这反映出了中国尤其是中国企业在巴

西的新机遇。 

 作为全球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和拉

美地区最大的国家，巴西的市场潜力

依旧巨大。新政府推出瞄准改革、投

资和就业的“特梅尔计划”，确定了

吸引投资的优先领域，希望以此来重

新实现全面就业和提高投资评级。中

国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中巴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以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进一

步深化与巴西的经济联系，通过收购

巴西资产、投入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等

举措，践行“走出去”战略和“一带

一路”倡议，以此为契机，强化全球

布局。 

 中巴关系前景持续向好 

 特梅尔就任代理总统之后，有观

点认为巴西将逐步脱离“南南合作”

这一外交主线，强化与发达国家之间

的关系，中国在巴西外交中的地位会

有所下降。事实上，历经40多年的中

巴关系已经步入稳健成熟阶段，两国

关系的走向不可能完全反转。 

 巴西是中国在拉美的第一大贸易

和投资伙伴国，中国连续七年保持巴

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地位，双边贸易额

占巴西对外贸易总量的五分之一。截

至2015年底，中国企业对巴西直接投

资存量达到38.77亿美元，在巴西设立

的中资企业超过200家。中国企业在巴

西签署承包合同总额为187.7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128.7亿美元。此外，巴

西还是美洲地区唯一的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创始国。里约奥运会期间，

从地铁专线到开幕式的烟花、安检设

备、制冷空调、志愿者的服装以及吉

祥物等，均产自中国。因此，无论

哪个政党上台，中巴坚实的经贸联系

都将推动双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深

化。巴西新任外长若泽·塞拉在就职

仪式上就曾表示，新政府的外交政策

中将把与亚洲国家的新伙伴关系置于

优先地位，尤其是同中国的关系。 

 中国企业面临机遇 

 过去十年中，巴西开始探索吸引

外国和私人投资的新模式，改善基础

设施水平。但目前巴西的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PPP）发展仍处于初期阶

段，大多数PPP项目在州、市级层面开

展。巴西政府近期宣布了改进本国PPP

模式的发展计划，并大幅改善相关监

管框架，以促进外国企业参与交通运

输、物流及能源等领域项目的特许经

营。未来，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收购资

产等方式参与巴西基础设施建设。目

前，国家电网和三峡集团等中国企业

通过资产收购等方式，已经成功进入

了巴西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这将对其

他中国企业产生示范作用。此外，国

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

险有限公司等均在巴西设立了分行或

代表处，能够为中国企业进入巴西提

供金融支持。 

 机遇之一：收购巴西资产，扩

展中资企业国际化。巴西政治经济危

机严重影响了其企业的盈利能力。企

业为降低债务水平，只能将一些资产

变现。得益于巴西雷亚尔的持续贬值

和巴国的经济萎缩，中国企业已经开

始对巴西资产进行收购。据不完全统

计，2016年以来，中国企业宣布收购

的巴西资产已达40亿美元，为2010年

之后相同时期的最高水平。涉及领域

包括矿业、电力基础设施、房地产、

农业、航空等。其中，上海鹏欣集团

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成为首个对巴西

农业公司进行收购的中国企业。过去

十年因中国需求的增加，巴西农户的

大豆种植比例扩大，巴国大豆产量也

大幅提升。同时，大豆成为巴西对中

国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2015年巴西

出口到中国的大豆占其大豆总出口的

78%。鹏新集团此举将推动中巴农业更

加深入的合作。因此，收购巴西企业

的部分资产，有助于中国企业进行全

球布局，特别是适应在当地的投资门

槛要求，更好地规避经营风险。 

 机遇之二，投资巴西基础设施领

域，助推中巴产能合作。此前，巴西

通过出口资源和能源商品获得的财富

虽然改善了国家的福利状况，却未能

有效促进巴国的基础建设。因此，基

础设施建设能力不足、社会治理紊乱

成为巴西发展的掣肘。虽然面临经济

衰退，但巴西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

没有下降。巴西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

资将提高其对工程机械产品的需求，

这将成为中国投资者的机会。巴西联

邦政府还将针对港口建设进行改革，

尝试放宽投资限制，废除对私人港口

面积扩张不得超过25%的限制。政府还

计划在2016年内恢复港口建设的特许

经营权招标，这将为中国资本参与巴

西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机会。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巴西

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