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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研究中心召开“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巴战略伙伴关系 

——纪念中巴建交 35 周年”研讨会 

2009 年 8 月 10 日，为纪念中国与巴西建交 35 周年，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巴

西研究中心和巴西驻中国大使馆联合主办了“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巴战略伙伴关系

——纪念中巴建交 35 周年”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和拉美

所国际关系室主任、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副主任贺双荣共同主持。 
 
中国驻巴西前大使、巴西研究中心主任陈笃庆从中国视角回顾了 35 年来中

巴关系的发展历程。他将中巴建交以来 35 年的两国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1974～
1984 年为双方关系的磨合期、1985～2002 年为两国关系稳步发展时期、2003 年

至今为双边关系迅速发展阶段。他认为，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是双边关系不

断深化的必然结果，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中巴两国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

益，在国际讲坛上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陈大使指出，中巴关系 35 年的发

展令人满意，当前的中巴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在政治上，中巴是互信的战

略伙伴；在经济上，中巴是平等互利的伙伴；在文化、科技和其他领域，两国交

流也日益密切；在空间技术领域方面，两国合作也开启了发展中国家在高科技领

域合作的先河，并堪称典范。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两国经贸关系的日益

密切，巴西各界对中国的关注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高，并且越来越感到中巴两国

完全可以成为好伙伴。同时，陈大使也表示，中巴两国建立稳固的战略伙伴关系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目前中巴关系发展现状来看，两国间的相互了解仍显不够，

要改变这种状况，两国不仅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而且更需要双方采取积极有

效的措施加以改进。中国的发展为巴西提供了机遇，反之亦然。陈大使认为，在

当前新的世界格局下，巩固和发展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对

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加强亚洲与拉美合作、推动解决全球性问题、建立更加

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设和谐世界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巴西驻中国大使、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高级顾问胡格内先生（Clodoaldo 
Hugueney）则从巴西视角回顾和展望了中巴关系的现状和前景。胡格内大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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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巴关系经过 35 年的发展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在政治领域，两国高层

互访频繁，尤其是从 2004 年以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在世

界格局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在经贸领域，两国实现了互利双赢的结果，两

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贸易产品结构相对比较集中。谈到目前两国经贸中面

临的困难和问题，胡格内大使认为两国完全可以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而两国在相

互投资方面存在巨大的潜力。在科技领域，两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存在许

多可开辟的新领域。展望未来的中巴关系，胡格内大使认为，作为东、西两半球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巴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的影响力。目前，

中巴两国都在为各自的发展实施着改革进程，因此，加强两国间的对话与合作，

可以达到发展经验的共享，实现中巴两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总结部分，

胡格内大使表示，中国两国不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冲突，这意味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并且也决定了未来中巴关系将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巴

关系未来发展的 35 年将比过去 35 年更重要。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会长、中巴企业家委员会中方主席苗耕书认为，中巴战

略伙伴关系为双方企业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广阔的经贸发展空间。他指

出，巴西是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第一个发展中国家。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

为两国经贸关系注入了巨大活力，2008 年中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 485 亿美元，

同比增长 63.2%，远远超过了中国当年外贸 17.8%的增幅。2009 年前 4 个月，中

国更是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两国快速增长的经贸关系中，2004
年 5 月成立的中巴企业家委员会发挥着重要的平台作用。通过举办中巴经贸合作

论坛、投资贸易研讨会、配合两国领导人互访等多种方式，中巴企业家委员会积

极推动和加强了两国企业间的合作，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苗耕书主

席表示，在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下，中巴企业家委员会将再接再厉，积极推

动中巴经贸关系不断取得发展。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副所长、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吴白乙则从国际政治和国

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国际制度变革的成因、出路以及新兴大国崛

起的途径、作用和策略。吴所长认为，虽然当今世界依旧在经济全球化、技术现

实化以及安全的非常规化三个方向上发展和运动，但这些趋势不再是国家意志使

然，跨国公司、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传媒和各种以宗教、政治和经济主张为背

景集合在一起的反抗力量快速兴起，正在很大程度上牵动国家行为，影响国际体

系的运行和走势。客观上国家必须顺应全球秩序的基础已经发生改变的这一现

实，并服务于这一变化，才能进而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因此，对未来世界制度的

思想只能有三个出路：一是合作主义，二是多边主义，三是和谐共存的理念。在

展望新兴大国在未来趋势中的作用和策略时，吴白乙认为，大国的定义最根本的

意义应在于市场容量。新兴大国的潜力一方面在于充分发展巨大的内部市场，另

一方面要通过对外合作开拓国际市场。在此过程中，其制度的兼容性与合理性必

然随竞争而加速改进，同时也因其特性而产生巨大的创新冲动，这些必将对世界

经济及其制度重构带来重大影响。同时，国际关系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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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际制度的改革可能促进这一演变，也必须依据国际关系的现实来“量体裁

衣”，新兴大国只能采取务实、灵活的多边主义外交策略，通过国际制度的多元

性来取得既成大国的合法地位。当然，多边主义的功效仍须以有效的双边合作为

支撑，新兴大国应该构筑自身的友好国家体系。这些，对于同属新兴大国的中、

巴两国的崛起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巴西论坛主席、巴西伊塔乌银行驻华代表罗伯托·杜马斯·达玛斯（Roberto 
Dumas Damas）先生介绍了巴西近 60 年来、尤其是近 30 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

以及巴西政府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和应对世界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措施。在谈到中

巴关系时，杜马斯先生认为，中巴两国经济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具有很好的发展

前景。同时，两国都拥有充足的债券和外汇储备，这为扩大两国间的相互投资提

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巴西研究中心副主任贺双荣研究员在总结发言中表示，中巴关系的迅速发展

及良好前景将为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巴西研究中心

希望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在政府、企业与学术界之间架起

一座桥梁，与所有从事中巴关系研究、致力于推动中巴关系发展的有关机构、单

位和个人共同推动中巴关系的发展。 

 

除了拉美所本所研究人员参会外，还有来自外交部、商务部、中联部、科技

部、对外友协、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对外经贸大学、北京外国语大

学、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

视台、《中国日报》、《商务周刊》、中国社科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报》、

巴西驻华使馆、伊塔乌银行驻上海办事处、巴西淡水河谷公司驻上海办事处、巴

西航空工业公司驻京办事处、巴西贸易与投资促进局驻京办事处，巴西法博律师

事务所驻上海代表处等 70 多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巴西三位学者访问巴西研究中心 

    2009 年 8 月 6 日下午，圣保罗大学政治学博士若泽·梅德罗斯（José 
Medeiros）、圣保罗大学博士埃里亚斯·若博（Elias Jabbour）、南里奥格朗德

州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迭戈·帕乌达索（Diego Pautasso）访问中国社科院拉美所

巴西研究中心，三位学者分别就巴西的南美政策、巴西政治经济形势、巴西与新

兴大国关系做了相关报告。会议由拉美所国际关系室主任贺双荣研究员主持。 

关于巴西的南美政策，若泽·梅德罗斯博士人为，近期在南美发生的几件大

事（南共市区域货币互换协议、巴西与委内瑞拉领导人建立定期会晤机制、巴智

总统会晤、巴西与巴拉圭签署伊泰普水电站协议、美国在哥伦比亚设立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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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地区关系的影响重大。他指出，随着南美国家整体实力的壮大，南美对一体

化有了更高诉求，在处理对美关系方面的自主意识也得到加强。这便形成了近期

南美地区事务的两大重点：“一体化议程”和“反对美国在南美的渗透”。另外，

他认为“实现南美国家社会、经济、政治一体化”是巴西外交的优先目标，其中，

加强南共市建设、深化南美基础设施一体化是该目标的重要基础，而巴、阿、委

三国合作则是地区一体化的关键。在地区一体化具体实施方面，若泽·梅德罗斯

博士认为，巴西不会成为南美地区的“霸权国家”，而会与邻国共享一体化的领

导权。 

埃里亚斯·若博博士介绍了巴西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他首先分析了卡多佐

政府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背景及效果，并总结了卢拉总统执政以来的业绩，指

出两个政府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他认为，虽然卢拉的执政标志着新兴政治

力量的壮大，但其政府内部依然存在着“新自由主义”和“发展主义”之间的对

抗，巴西的未来发展直接取决于“发展主义”能否最终胜出。2010 年总统大选

就将是这两种政治力量的博弈，这场博弈有两种结果：卢拉代表的力量胜出，发

展主义政策将得到延续；反之，巴西将回归自由主义路线，并且将成为南美洲另

一个“哥伦比亚”。 

迭戈·帕乌达索教授从新兴大国崛起的角度，分析了巴西与中国等新兴国家

之间的关系。迭戈指出，20 世纪是美、日、德的世纪，21 世纪将是中、俄、印

的世纪，国际秩序正处于重组过程中，而这种变化能够从巴西外交政策中得到体

现。巴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将美、欧置于外交优先位置，而当前巴西的外交

重点是南美洲，其次是与中、俄、印、南非等南方国家的关系。其中，中国已取

代美国成为巴首要贸易伙伴，中巴未来合作将越来越具有世界影响力。谈到巴西

的发展潜力，迭戈认为，与其他新兴大国相比，巴西具有一些相对优势，比如没

有严重的宗教和民族问题，与邻国不存在边界纠纷，农业贸易实力和潜力巨大，

国家机构组织良好，等等。 

会议结束后，若泽·梅德罗斯博士以个人名义向巴西研究中心赠送了一批巴

西文学和学术著作，以及音像资料。巴西研究中心副主任贺双荣研究员代表巴西

研究中心向若泽博士表示感谢，并希望进一步加强与巴西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

合作。 

巴中工商总会会长查尔斯·唐谈中国与巴西的关系 

2009 年 8 月 20 日，巴中工商总会会长查尔斯·唐（Charles Tang）访问社

科院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并做了题为“快速发展的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报告，

从中巴经贸关系、巴西政局变化等角度分析了中巴关系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唐会长对中巴关系现状的判断是“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佳时期，并且还将

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在经贸关系方面，中国在巴西外贸中所占份额在近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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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并且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环境下取代美国成为巴西的

最大贸易伙伴，这不仅标志着中巴经贸关系日益密切，而且也可以称得上是巴西

外贸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国从巴西进口的产品主要集

中在大豆、铁矿石、石油等基础产品；而巴西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则呈分散化的特

征，其中机械设备占有一定的比例，这标志巴西当前正处于投资建设的阶段，也

意味着给中巴关系的深化提供了机遇。在政治关系方面，唐会长认为中国和巴西

国际事务上有着许多相近的立场，这是两国政治关系在近几年中实现快速发展最

重要的原因。 

 

谈到未来中巴关系的发展，唐会长首先分析了巴西 2010 年大选走势。他认

为目前大选形势还不清晰，因此存在着两种可能的结果，即卢拉所在的劳工党继

续执政或反对党联盟赢得大选。根据唐会长的判断，劳工党继续执政的结果更有

利于中巴关系的未来发展。相比而言，反对党（社会民主党、民主党）的“亲美”

立场更为明显，如果反对党赢得 2010 年大选，中巴关系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

但即使这样，“巴西需要中国”这个事实不可能会改变，因此，中巴关系的发展

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另外，唐会长呼吁中国企业加大对巴西的投资力度。他认为

扩大对巴西的投资，有助于降低中国进口成本，有利于中国增加战略物资的储备，

便于中国改变在战略物资受国际价格控制的被动局面，掌握本国发展的命运。 

 

唐会长在报告中还分析了制约巴西经济发展的因素，以及美国政府对中巴关

系的态度。关于巴西经济发展的障碍，唐会长认为税负重、利率高、劳动力成本、

基础设施滞后、劳工法陈旧、政府体制的僵化是巴西经济发展的 7大制约因素。

在“中-美-拉三角关系”方面，唐会长认为，随着美国政府的战略重点回归至国

内发展，美国将会更加关注巴西的崛起和中国在拉美影响力的上升。另外，美国

政府对中拉关系总的判断是“中美在拉美是存在竞争的”。根据唐会长的理解，

中国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关系，更重要是占领拉美市场，而非与美国展开竞争。最

后，唐会长还与拉美所科研人员就中巴两国发展模式交换了看法，并表达了加强

巴中工商总会与巴西研究中心合作的愿望。 

 

本次会议由巴西研究中心副主任贺双荣研究员主持。会后，唐会长与拉美所

三位所长进行了简单的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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