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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一、巴西论坛系列 

 第一期：巴西危机走势及影响 

 第二期：政治危机与中巴关系 

 第三期：中资企业在拉丁美洲 

 第四期：巴西公民基本收入保障 

 第五期：中国与巴西的经济比较 

 第六期: 巴西政局及政策走向 

 第七期: 拉美学者看中拉经贸关系 

 

二、对外交流活动 

 巴西开发银行代表团访问拉美所 

 巴西教育代表团访问巴西研究中心 

 巴西参议员访问巴西研究中心 

 巴西研究中心成员出访拉美多国 

 巴西研究中心赴广西开展调研活动 

 

三、媒体文章及采访 

 吴白乙、陈笃庆：中拉“朋友圈”不断扩大夯实 

 陈笃庆：巴西这条经济大船不会沉 

 专访前中国驻巴西大使陈笃庆 

 周志伟：权力争斗背后的经济治理之败 

 周志伟：中国新版“对拉政策”的三点新意 

 张勇：巴西需要“双管齐下”摆脱危机 

 张勇：拉美“看上”中国农产品市场 

 王飞：巴西困局 中国经济能汲取什么教训？ 

 何露杨：习式外交再现拉美，中拉关系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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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西论坛（Fórum Brasil）系列 

  第一期：巴西危机的走势及影响 

    2016年3月23日，巴西研究中心召开了 2016年第一届巴西论坛（Fórum Brasil）

“巴西危机：走势及影响”，重点研讨巴西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未来走向。 

    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首先对巴西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全面

的介绍。他认为，当前巴西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尤其是 2016 年 3 月份以

来，随着前总统卢拉被强制问询、入阁受阻等事件的持续发酵，巴西的前景变得

十分微妙。3 月份连续两次民众游行，无论是反政府还是亲政府一派，都加剧了

当前巴西社会局势的紧张。此外，周志伟还对反对党未来可能采取的策略、劳工

党的应急预案、两院力量对比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巴西研究中心主任陈笃庆大使认为当前形势对劳工党而言非常严峻，罗塞夫

企图任命卢拉担任部长的决策实际上并不合理，反而使得自己陷入更加被动的局

面。加之罗塞夫总统本人缺乏政治协调能力，加剧了政治混乱的程度。但是，巴

西目前又很难找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或者强有力的政党出来力挽狂澜。目前，

民主运动党的态度是主导巴西政治走向的最大变数。 

    巴西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勇认为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并存对于任何一方

政治势力来说都是十分棘手的问题。未来，无论哪个总统当选，都必须着力解决

结构性问题。从短期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很有限，而且雷亚尔的走势可

能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反而更加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巴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何露杨认为总统弹劾案引发了政治危机，在政治和经

济两个领域都对巴西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巴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王飞对巴西

当前发生货币危机进行了定义和测算，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失灵。巴西目前财

政赤字负担较重、通货膨胀目标制失灵，货币政策双目标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受阻，陷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价格螺旋。内需导向型的巴西经济遭遇困难，不得

不对 2003 年以来“黄金增长期”内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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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期：政治危机与中巴关系 

    2016 年 4 月 13 日，巴西研究中心组织召开第二期“巴西论坛”。在本期论

坛上，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的高文勇（Evandro Menezes de Carvalho）教授做了题

为“转型中的巴西：政治危机以及卡多佐—卢拉时代的终结”的讲座。 

    从巴西政治经济危机的根源来看，高文勇教授认为劳工党在政府治理方面存

在诸多不足与失误，尤其是在过去十几年的执政期间，劳工党政府没有实行必要

的政策调整，也未推行重要的改革。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罗塞夫总统欠缺卢拉的

个人魅力和政治协调能力。随着全球经济的下行，罗塞夫在第一任期内经济治理

的低效引发民众不满，并在 2014 年总统选举中得到体现。劳工党的势衰被巴西

右翼势力充分利用，并最终逐渐发酵成当前的政治危机。 

 

    针对弹劾总统的司法根据，高文勇教授分析指出：一方面， “洗车行动”

（即巴西石油公司腐败案调查）的调查中，罗塞夫总统并未受到直接的指控；另

一方面，“财政蹬车”（即违规平衡联邦账户的做法）发生在罗塞夫首个任期内，

且为巴西联邦政府及地方政府普遍采取的做法，如以此为据而弹劾总统，就存在

选择性执法的问题。因此，“洗车行动”和“财政蹬车”作为弹劾总统的司法依

据都欠充分。另外，高文勇认为，平衡账户的做法在巴西是通行做法，并且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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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扩大政府开支的问题。  

    针对总统弹劾的可能性问题，高文勇认为，罗塞夫总统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众议院特别委员会表决的通过，使得局势进一步不利于劳工党政府。如弹劾案进

入参议院表决，局势可能进一步复杂化，两派力量的对决将更加白热化。如果罗

塞夫最终被弹劾，巴西社会将更趋分化，政治稳定将面临更多挑战。针对中巴关

系的走势，高文勇教授认为，即使右翼成功上位，中巴双边经贸关系不会受到太

大影响。但是，巴西可能强化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关系，在战略层面的议题上，中

国与巴西的合作成本有可能会上升。  

    

   第三期：中资企业在拉丁美洲 

    2016 年 5 月 18 日，巴西研究中心主任陈笃庆大使主持召开了第三期“巴西

论坛（Fórum Brasil）”。在本期论坛上，《人民日报》驻巴西首席记者丁刚做了

题为“中资企业在拉美”的讲座。 

 

    丁刚先生在拉美国家常驻期间走访过多个拉美国家以及当地的中资企业，对

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业务开展情况有着深入的跟踪研究。他分别以委内瑞拉、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秘鲁、厄瓜多尔以及巴西等国为例，选取有代表性的企业和

产业进行分析，总结了中资企业的成功经验，也指出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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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遇到的困难及解决途径。 

    丁刚先生认为，进入拉美的中国企业克服了一系列困难，在法律法规的熟悉

和遵守、环境保护规则的执行、处理与当地工会的关系以及与当地原住居民沟通

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在讲座中，丁刚重点分

析了当前巴西经济全面衰退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遇到的问题。首先，由于经济

下滑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下降，巴西市场规模严重萎缩，一些家庭不能够承担汽

车等消费品的支出，因此中国的汽车企业在巴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其次，

由于巴西无法生产一些高端零部件，中国的企业只能通过进口解决中间产品的问

题，这就必须面对汇率风险，雷亚尔大幅贬值给这些企业的经营造成了较大的风

险。第三，工会力量过于强大造成企业利润空间收缩。 

 

   第四期：巴西公民基本收入保障 

    2016 年 7 月 2 日，巴西研究中心与社会文化室共同举办了第四期“巴西论

坛”，巴西劳工党成员、圣保罗州前参议员爱德华多•苏普利西（Eduardo Suplicy）

介绍巴西的社会保障以及巴西政治经济危机。 

 
    爱德华多•苏普利西是巴西劳工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从 90 年代初开始担任圣

保罗州参议员直至 2015年，期间致力于推动实施公民基本收入保障政策。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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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多主要介绍了公民基本收入保障的概念及其在巴西的发展。公民基本收入保障

（Renda Básica de Cidadania）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无条件收入补贴，旨在满足公民

的基本需求。在 90 年代担任圣保罗州议员期间，爱德华多就积极推动公民基本

收入保障立法。正是从公民基本收入保障中汲取灵感，巴西少数城市实行了与贫

困儿童入学率、上课出勤率挂钩的有条件的补贴政策，最终于卢拉政府时期发展

成为全国性的家庭补助金计划，为巴西的减贫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在强调公民基

本收入保障的必要性的同时，爱德华多也承认该政策的推行不能一蹴而就。根据

他的介绍，早在本世纪初巴西两院就通过了公民基本收入保障政策，卢拉总统也

于 2004年签署了相关法律，但却迟迟没有落实。近年来，爱德华多坚持向罗塞

夫总统写信，建议组建专家团队研究公民基本收入保障政策的实施可能性。谈及

总统弹劾案，爱德华多认为罗塞夫没有犯罪，希望弹劾以失败告终。 

 

   第五期：中国与巴西经济比较 

    2016 年 7 月 4 日，由巴西坎皮纳斯学院副院长罗德里格•萨巴迪尼博士

（Rodrigo Sabbatini）率领的该校师生团（25 人）一行访问巴西研究中心。拉美

所的科研人员为该校师生讲解了“中国经济新常态”，萨巴迪尼院长则从危机的

角度对当前巴西经济形势进行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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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王飞就“中国经济新常态”这一主题为来访的巴西

学生进行了讲解。他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和特征入手，通过数据展示和图表

描述将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和局限以及当前经济新常态面临的

问题进行了讲解。接着，他以标准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对新常态下中国经

济未来的发展动力进行了分析。 

    萨巴迪尼院长从结构性分析的视角对巴西的情况做了介绍。他通过展示经济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指标，对比了卡多佐政府时期和劳工党两位总统、

三届任期内巴西经济的变化，详细分析了目前巴西正在经历的政治和经济混乱的

根源。他指出，巴西民众都期待国内能够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规划，确保政

治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虽然巴西正在经历着一场危机，但是危机中蕴藏

着机遇，规模相对较大的市场容量和丰富的资源以及当前国际收支相对稳健都将

会有效减轻政治经济危机对巴西的冲击。巴西经济的前景仍然值得期待。 

 

   第六期：总统弹劾案后的巴西局势及政策走向 

    2016 年 9 月 14 日，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举行第六期“巴西论坛”——“总

统弹劾案后的巴西局势及政策走向”，分析总统弹劾后的巴西政治生态、经济走

势及外交动向。 

    针对巴西总统弹劾案，中国前驻巴西大使陈笃庆认为，弹劾案的导火索还是

在于经济危机，在司法和舆论都倒戈的局面下，劳工党丧失了继续执政的环境。

从过去十三年的执政来看，劳工党的社会政策主要造福巴西中下层阶级，对于众

多处在社会上层的议员来说，并没有获得多少好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触犯了

这些利益集团。巴西目前需要进行社会改革和劳工改革，但是由于经济情况困难

以及长期以来劳工法无法修改，其改革的前景并不明朗。在分析特梅尔政府执政

前景时，陈笃庆大使认为值得关注以下因素：1，库尼亚案能否继续发酵；2，社

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3，财政困难能否缓和，等等。 

    巴西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勇副研究员从经济方面对巴西当前的形势进行了分

析。他分析了股市、汇市的变化，指出总统弹劾案后巴西的金融形势得到好转。

由于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积累等压力，巴西经济改革的困难会非常大。预计未来，

张勇认为 2020 年之前巴西将陷入经济低迷，即使有增长，也不会很高。巴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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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副秘书长何露杨介绍了巴西总统弹劾之后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她认为新政府的

外交重点是提升巴西的国际认可，加强务实合作，并以此来助推经济发展。此外，

特梅尔政府还将逐步消除意识形态色彩，重视气候环境议题等。 

 

   第七期：墨西哥和巴西学者谈中拉经贸关系 

    2016 年 10 月 27 日，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与墨西哥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第七

期“巴西论坛”。本次论坛邀请到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墨研究中心主任杜塞尔

教授和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巴西青年学者古斯塔沃博士，两位学者

就中拉经贸关系等问题做了演讲。 

    杜塞尔教授指出，随着双边关系深入发展，中拉经贸合作的复杂性也越发突

出。他用三个阶段或过程的特征来解释。第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拉关系

以快速增长的贸易关系为先导，但是过度的贸易增长并非对拉美完全有利。拉美

对中国存在贸易赤字，而且拉美出口大部分集中于石油、大豆等初级产品，中高

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仅占 3%-5%。反观从中国进口，中高技术含量产品占比达

到 60%-70%。这种存在巨大鸿沟的贸易结构是不可持续的。第二，2007-2008 年

中国对拉投资和中拉金融合作的序幕拉开。中国对拉美贷款增加，同时投资飙升。

但投资出现不平衡性，投资主体集中在国企，领域集中于能矿业，制造业领域投

资很少。而且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也面临较大的挑战。第三，从 2012-2013 年以

后中国对拉美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增加。但是，大规模基建投资在拉美也引发了环

境、社区等问题。 

    古斯塔沃博士分析了巴西从军政府到新自由主义，再到卢拉执政三个时期的

特征，并指出大宗商品价格繁荣期对卢拉政府形成了支撑。但他认为目前的问题

主要源于政治危机。财政操控只是弹劾罗塞夫的一个借口。腐败问题也不是主因，

现任总统特梅尔也身陷腐败指控。弹劾罗塞夫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反对劳工党的政

策。劳工党现阶段最急迫的任务应该是深刻反思教训。关于巴西形势和中巴合作，

他提出四点初步看法。第一，不应认为巴西出现钟摆局面，要深入分析政治斗争

的背后原因。第二，巴西目前所处的危机是政治危机，而非经济问题，经济因素

并不是主因。第三，在南南合作中，中国和巴西的合作更多要基于我们自己的立

场和互相了解，而非借用他国的经验。美国、日本的模式可能并不适用。第四，



《巴西研究中心通讯》                                                           2016 年刊 
Boletim do Centro de Estudos Brasileiros                                           

 10 / 19 
 

在对外关系中巴西新政府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例如支持金砖机制以及南美一体

化。 

 

二、对外交流活动 

   1. 巴西开发银行代表团访问拉美所 

    2016 年 3 月 24 日，拉美所经济室和巴西研究中心邀请巴西开发银行执行经

理若昂·卡洛斯·费拉兹（João Carlos Ferraz）和国际部负责人莱昂纳多·博特略

（Leonardo Botelho）访问拉美所，就巴西当前经济政治形势、中巴合作前景等

问题进行座谈。 

 
    费拉兹认为，巴西陷入了严峻的经济困境，来自政治方面的不确定性使巴西

局势更加混乱，未来两个月之后可能会逐渐明朗起来。2015 年，巴西经济总量

萎缩，投资负增长，通货膨胀高企，对外部门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尤其是国内

政治形势影响了公众和企业的预期，造成生产的下降。经济形势也负面影响了巴

西开发银行的业务。展望 2016 年，他认为，通货膨胀有缓解的迹象，经济将继

续萎缩 3%-3.5%，投资负增长，但降幅将收窄至 9%，通货膨胀率将维持在 7%

左右，对外贸易仍然将保持盈余。目前，巴西需要找到新的、对经济强有力的支

撑点，帮助经济在 2017 年回到 1.5%的正增长水平之上。 

    针对经常账户赤字问题，费拉兹认为目前并不需要过分关注这一点，因为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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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的经常账户相比之前已经有很大程度的改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方面，中央政

府已经与几个较为困难的州达成协议，通过对债务进行 20 年的展期，帮助其度

过财政困境。巴西的出口商品结构和出口的地区结构方面，他指出，大宗商品价

格的下跌对中巴贸易的影响并不大，因为需求总量相对稳定，尤其是农产品部门。

未来中国应该重视在巴西的基础设施投资和相关物流方面的建设。除了中国之外，

美国也是巴西重要的贸易伙伴，2015 年巴西出口到美国的机器设备实现了增长，

这是一个较为积极的信号。 

 

   2. 巴西教育代表团访问巴西研究中心 

    2016 年 10 月 18 日上午，由巴西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乔

建珍率领的巴西教育代表团访问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该团成员包括里约州前教

育厅厅长威尔逊（Wilson Risolia Rodrigues）、伯南布哥州教育厅厅长弗莱德里克

（Frederico da Costa Amânico）、圣埃斯皮里图州教育厅副厅长爱德华多（Eduardo 

Malini）、里约孔子学院巴方院长（Andriana Nobrega）及其他教育界人士。在座

谈会上，中巴双方学者就巴西教育体制、地方政府教育政策、中巴教育现状比较

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威尔逊详细介绍了当前巴西教育的整体状况和面临的主要挑战。他从教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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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的视角解读了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指出教育是事关巴西长期发展的关键

问题，重点提到了巴西的“啃老族”、生育后的年轻女性以及狱中青少年的教育

问题。法尔科尼管理咨询公司（Falconi）的代表伊莎贝拉（Izabela Lanna Murici）

介绍了公司在巴西教育领域的运作，其中包括提供教育领域的咨询建议、制定教

学管理方案、协助培训教师等内容，重点介绍“APCD”（计划、实施、检查、调

整）方法及其在里约州所取得的效果。爱德华多介绍了圣埃斯皮里图州（Espirito 

Santo）的教育情况，尤其重点强调了该州大力推行的“生动校园”（ESCOLA VIVA）

项目。该项目实施基于创新管理、教学、监督的全日制公立学校新模式，激发学

生自身的学习兴趣以发现未来方向。弗莱德里克重点介绍了伯南布哥州

（Pernambuco）的中等教育情况，包括名为“赢得世界”的学生出国交流项目，同

时强调了伯南布哥州在消除教育平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如 2007 年至 2015 年间伯

南布哥州在降低辍学率方面表现最佳，目前该州的高中辍学率为全国最低。 

 

   3.巴西参议员访问巴西研究中心 

    2016 年 11 月 10 日，应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邀请，巴西现任参议员克里斯托

万•布阿尔克（Cristovam Buarque）一行访问拉美所，并就“后罗塞夫时代巴西

政治经济形势”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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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斯托万•布阿尔克参议员曾任巴西利亚大学校长，多年担任巴西利亚联

邦区长官，并在卢拉第一届政府出任教育部长，还作为民主工党（PDT）候选人

参加了 2006 年总统选举。在其担任议员期间，布阿尔克致力于通过教育手段减

少巴西的社会不平等。他自 1979 年担任巴西利亚大学经济系教授，2012 年被授

予荣誉教授。参议员先生认为，劳工党的失误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为了

使政府运转及协调政党利益而任用不够资质的政客；第二，未尽到财政责任；第

三，容忍腐败行为；第四，未在选举体制、社会保障、劳工制度等领域深化改革。

同时他承认，针对罗塞夫总统“财政蹬车”行为的犯罪指责存在一定的讨论空间，

投票支持弹劾案的议员更多是考虑到当下巴西的政治经济局势而选择寻求一种

改变。布阿尔克认为，最好不要弹劾，但不弹劾，情况会更糟糕。谈到未来巴西

政府面临的三个主要挑战，布阿尔克参议员认为首先是重新开启不同政党间的对

话，其次是通过一系列改革平衡财政收支，最后是重塑国内外各界对巴西经济发

展的信心。布阿尔克参议员也指出，政治经济危机也为巴西创造了改革的机遇，

可以利用这一窗口推动社会保障、劳工及选举等相关制度的改革。他强调对教育

的关注，认为新左派的重点不是为巴西带来资本，而是保障少年儿童的入学率和

提高教育质量。 

 

   4. 巴西研究中心成员出访拉美多国 

    2016 年 11 月 5-17 日，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受邀赴秘鲁、智利，

分别参加由秘鲁天主教大学、中华拉美论坛、“关于智库”联合主办的“中拉智

库对话”以及由智利发展大学举办的“减贫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与拉美

的长期共识”学术讨论会。 

    2016 年 8 月 22 日至 31 日，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代表团应格林纳达政府邀

请赴格进行调研。期间代表团与格 2030 战略规划委员会等部门深入沟通，并考

察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勇博士参加了上述调研活

动。 

    2016 年 8 月 15-23 日，应委内瑞拉政府邀请，巴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王飞

随中国智库代表团对委内瑞拉进行了为期八天的访问，会见了委方政府官员和相

关智库，了解委内瑞拉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在社会政策方面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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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张勇出访格林纳达，左下：王飞出访委内瑞拉，右：周志伟出访秘鲁 

 

   4. 巴西研究中心“国情调研”项目 

    2016 年 9 月 18 日-23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巴西研究中心赴

广西开展全面专题调研，通过了解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全方位的合作，以及广西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特殊功能及实施效果，为研究中拉合作提供借鉴。 

    此次调研，巴西中心选取智库、企业和高校三类调研对象，先后调研了广西

柳工集团、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师范大学教育

学部、中国石油天然气第六建设公司，并与上述机构针对中国与东盟关系、“一

带一路”倡议、中巴经贸关系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座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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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研究中心调研广西柳工集团 

 

三、媒体文章及采访 

   1.吴白乙、陈笃庆：中拉“朋友圈”不断扩大夯实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拉美三国，并出席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

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

所长吴白乙认为，APEC 利马峰会上，与会国家取得重大共识，在“TPP

群主”美国“退群”、欧美逆全球化趋势兴起的时刻，发展中国家重申

反对贸易保护体系，坚持开放的自由贸易体系，为全球化进程增加了有

力的推手，“中拉朋友圈的夯实，在这样的历史关键时刻非常重要”。中

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主任、前驻巴西大使陈笃庆认为，此

访最大亮点是“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中拉应思考如何在一条大

船上同舟共济，扬帆远航”。无论从高规格接待还是舆论反应各方面，

拉美国家对习近平到访的重视都体现出对中拉关系发展的期待，反映出

双方在未来发展关切上有高度共。 

    来源：中国新闻社，2016 年 11 月 23 日  

    http://soccer.chinanews.com/gn/2016/11-23/80728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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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陈笃庆：巴西这条经济大船不会沉 

    巴西整体经济量比较大，国民经济总量超过 2 万亿美元。巴西经济 2015 年

可能下降 3 个百分点以上，2016 年仍可能出现下降，但巴西这条经济大船是沉

不下去的。中国有句话，东边不亮西边亮。巴西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回旋余地

还是很大的。比如，巴西金融体系非常健全，其监管制度甚至股票交易制度的成

熟程度已超过中国。然而，当前国际经济大环境未有实质性变化，指望巴西一家

单独摆脱困境有些困难，这需要时间。我预计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巴西经济

可能出现反弹。 

    来源：环球时报，2016 年 1 月 12 日 

    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6-01/8359135.html。 

 

    3. 专访前中国驻巴西大使陈笃庆 

    陈笃庆：中国与巴西最近几年在金融方面的合作不错。实际上，在上世纪

90 年代巴西金融领域的改革完成后，巴西整个金融市场的秩序和规章制度都是

较为先进的，监管制度也很完善，对于中企进入较为有利。而在产业方面，像三

一重工等机械制造行业企业，在巴西世界杯之前，销售情况也都很不错。现在巴

西国内市场较为饱和，奥运会的场馆建设也接近尾声，同时巴西汽车制造业也在

萎缩，为中国在巴西有业务的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不过，投资与做买卖不同，

在大的投资上要有长远的眼光，不断地耕耘，才可能生根发芽。目前，有很多国

有企业在海外进行长线投资，其实正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存在部分企业员工

不愿意在当地进行长时间的工作。而民营企业的投机性会多一些，许多民营企业

在向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军之前，准备功课做得不够，再加上当地法律、商业环

境等方面的诸多不同，造成投资不如意的情况比较多。与此同时，巴西也是人情

社会，但就算讲熟人介绍也要按当地的司法规矩办事，司法透明度也较高，这些

都是中国企业进入巴西市场需要注意的问题。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2016 年 2 月 22 日 

    http://epaper.21jingji.com/html/2016-02/22/content_321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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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周志伟：权力争斗背后的经济治理之败 

    文章认为劳工党和罗塞夫陷入目前的困局，主要源自治理经济的失败。从巴

西经济危机的根源来看，主要在于其“去工业化”的产业结构以及对外高度依赖。

产业结构方面，初级产品繁荣加剧了巴西的“去工业化”，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不足，而初级产品价格的下降使得经济增长失去了支撑。另一方面，外贸的

下滑使国际收支压力增大，而国际流动性的减弱扩大了资本账户与经常账户之间

的缺口，加上通货膨胀压迫利率上行的因素，本显不足的投资能力更受制约。另

外，国有企业在巴西国内投资中举足轻重，由于巴西石油公司腐败案牵涉到一批

大型国有企业，从而使得公共投资基本陷入停顿状态，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投资压

力。 

    来源：南方都市报，2016 年 6 月 26 日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A/html/2016-06/26/content_49973.htm 

 

    5.周志伟：中国新版“对拉政策”的三点新意 

    文章认为新版文件全面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对拉政策的新理念、新主张、新举

措，体现出中国政府对国际局势的研判、中拉关系基础的认识、中国对拉美政策

的把控等多方面新意。这些政策新内容进一步贴近拉美国家的发展需求，体现了

中国兑现“与拉美实现发展战略对接”的承诺，不仅能提高拉美国家对政策文件

的“接受度”，而且也能增加中拉落实合作的效力。中国政府公布的对拉政策新

文件是基于全球和地区新格局、中拉关系现状而做出的政策更新，显示了中国与

拉美交往坚持尊重、平等、多元、互利、合作、开放、包容和不设条件原则，努

力推进中拉“共同发展”、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合作意愿。 

    来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锐评”，2016 年 11 月 24 日 

    http://mp.weixin.qq.com/s/BcT6fNVHPy7Otpp6JqKEsA?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6. 张勇：巴西需要“双管齐下”摆脱危机 

    巴西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勇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巴西经济虽

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经济形势短期内不容乐观。而从中长期来看，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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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结构改革对巴西经济的影响比外部周期性因素更为重要。新政府推出的降低

公共债务、限制财政支出和实行新一轮私有化的经济“组合拳”，绝大多数须经

过国会对法律作出修改，而政治博弈、政党碎片化、既得利益集团阻碍等很可能

对议案通过产生负面作用。要想摆脱巴西目前所处的政治经济双重危机，还需要

从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双管齐下”。展望未来，中巴合作将沿着降低交易成本，

发挥比较优势和共同应对外部性问题三条主线展开。 
    来源：经济日报，2016 年 12 月 28 日 
    链接地址：http://paper.ce.cn/jjrb/html/2016-12/28/content_321528.htm 

 

    7. 张勇：拉美“看上”中国农产品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张勇在接受国际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正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加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拉动作用。随着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及消费模式的升级，中国对农产品，特别

是从拉美进口的具有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的需求将会增加。同时对拉美而言，凭借

有利的气候条件、丰富的土地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加之技术进步，拉美农业生产

率正在逐渐提高，这对其农业生产及提高农产品供给能力都将起到促进作用。因

此，从长远来看，中国与拉美在农产品贸易及农业合作上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来源：国际商报，第 8360 期 

    链接地址：http://epaper.comnews.cn/news-1118289.html 

 

    8. 王飞：巴西困局 中国经济能汲取什么教训？ 

    文章对巴西从昔日的“金砖明星”陷入政治经济危局进行了原因分析。究其

根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整个国家经济管理不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失误，或者

说经济发展战略不合理。从宏观经济政策上来说，则是巴西货币政策双重目标与

单一工具之间的矛盾，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长期和短期目标不兼容之间的矛盾，

同时也是巴西延误结构性改革实际的必食之果。 

    来源：观察者网，2016 年 5 月 11 日 

    http://www.guancha.cn/Wangfei/2016_05_11_359801.shtml 

 



《巴西研究中心通讯》                                                           2016 年刊 
Boletim do Centro de Estudos Brasileiros                                           

 19 / 19 
 

    9. 何露杨：习式外交再现拉美，中拉关系历久弥新 

    文章认为中拉之间要深化命运共同体意识，让彼此越走越近。要不断提升双

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共同搭建平台，共同制定规则，共享发展成果。中拉双方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

随着中拉论坛的成立，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逐步形成，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将进一步深化，推动中拉关系迈上新台阶。地理上的距

离并不会妨碍中拉关系的持续发展，只有双方一起携手共进，在日益变化的国际

环境中，中拉友谊一定会历久弥新。 

    来源：国际在线，2016 年 11 月 21 日 

    http://news.cri.cn/20161121/1a096aea-cbfc-2d24-570a-d68152b94a7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