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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的“拉美

之 行 ”在 中 拉 关 系 史 上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义 ，必 将

推动中拉关系全面深入

向 前 发 展 ，为 中 拉 经 贸

合作提供新的动力。中

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进

一 步 务 实 合 作 ，也 将 为

拉美地区的发展与繁荣

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的巴西、阿
根廷、委内瑞拉和古巴等拉美四国，
是拉美大、中、小三类国家的典型代
表，与中国的关系非同寻常。巴西是
拉美最大经济体，也是中国在拉美最
大的战略合作伙伴，与中国最早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2012 年升级为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阿根廷是仅次于墨西哥
的拉美第三大经济体，是中国在南美
的第二大战略伙伴；委内瑞拉属于拉
美中等国家，建交 40 年来，中委关系
逐渐走向成熟。2001 年建立战略伙伴
关系以来，中委双方在国际政治、经
济合作、文化交流和科学技术等方面
密切互动，相互支持和共同发展；古
巴属于拉美小国，但却是西半球唯一
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在加勒比地
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中国是古
巴第二大贸易伙伴。

随着中拉经贸关系不断密切，相
互依存度明显上升，越来越多的中国
人开始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和普通老
百姓的生活离不开拉丁美洲，而拉美
社会各界也日益公认中国是拉动拉美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联合国拉美
经委会执行秘书长巴尔塞纳表示，中
国是拉美举足轻重的主要合作伙伴，
中国经济增长对拉美的带动力很强，
拉美各国深化对华合作的热情高涨。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分别与四国
政府、议会、政党领导人会谈会见，
广泛接触四国经贸、学术等社会各界

友好人士，还将与拉美四国签署经济
与贸易合作协议，涉及经贸、金融、
能源、资源、教育、旅游等多个领
域，这不仅将极大地增进中拉各界相
互之间的了解与认知，而且将有力促
进中国与拉美国家各个领域的务实合
作，为中拉关系发展增添新的推动力。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还将有力推
动中国与拉美整个地区对话与合作平
台的诞生。近年来，中拉关系持续快
速发展，尤其经贸关系更是突飞猛
进。拉美不仅成为全球对华出口增速
最快的地区，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海外
投资目的地之一。截至 2013 年，中国
在拉美非金融类投资存量超过 800 亿
美元。可以说，中拉关系无论在速
度、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是处于历
史最佳时期。但是，应该看到，中拉
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是以双边关系为
主，随着中拉关系内涵不断丰富、涉
及领域不断拓展，双边关系的架构已
经很难满足现实的需求，搭建一个整
体合作的平台，成为中拉双方的共同
愿望。2011 年 12 月，囊括拉美 33 个
国家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正式成立，为推进中国与拉美地区整
体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2013 年中方
倡议建立“中国—拉美共同体论坛”，
获得拉美国家积极响应。2014 年 1 月
在古巴举行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
同体首脑峰会”，通过“关于支持建立
中国—拉共体论坛的特别声明”，为建

立中拉集体对话与合作平台迈出了关
键一步。习近平主席访问巴西期间与
拉美国家领导人举行首次集体会晤，
中拉领导人围绕“平等互利、合作共
赢、 共 同 发 展 ” 的 主 题 ， 就 治 国 理
政、中拉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
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流看法，标志着
众 人 期 待 的 “ 中 拉 论 坛 ” 初 见 雏
形，对推动中拉关系全面深入发展
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将为中拉关
系未来发展奠定深厚的基础，并指
明前进的方向。

此外，习近平主席参加金砖国家
首脑峰会，不仅表明中国愿意推动金
砖国家集团的机制化，愿意在国际舞
台上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且还将在客
观上有力推动中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经
贸合作和战略协作，充分体现中国外
交格局的全球性、整体性、平衡性，
对推动中国加速融入世界、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也具有重大意义。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
化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习近平主席
此次访问是构成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
推行积极作为的全球外交的组成部
分，是中国新全球外交战略的一次重
要展示，将有力推动中拉双边和多边
关系的发展与深化，推动中国与新兴
大国在全球层面的合作，相信中拉关
系必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拉美所所长）

2014 年 2 月，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中标巴西美丽山水
电站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输电线路长达 2200 多公里，
投资金额达 50 亿美元。该项目是中拉经贸合作规模持
续扩大，领域不断拓宽的缩影。

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中拉经贸关系迎来了一个全方位、快速发展的阶段，逐渐
形成了相互倚重、共同发展的经贸关系格局。主要亮点
有：一是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13 年，中拉贸易额
为 2615.7 亿美元，是 2000 年 126 亿美元的近 21 倍，占中
国总体对外贸易的份额从 2000 年的 2.7%上升到 2013
年的 6.3%。

二是中国对拉美投资增长较快。根据中国商务部统
计，2013年，中国对拉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 151.6亿美
元，同比增长 42.9%，连续 4 年超过 100 亿美元。不仅如
此，投资领域也从能矿领域逐步向制造业、电力、农业和
金融等领域延伸，投资方式日趋多样化。中国企业看好
拉美市场。目前，在拉美有投资的企业主要包括中石化、
中石油、国家电网、武钢集团、华为、中兴等知名企业。此
外，国开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已在拉美
设立了分支机构或办事处。

三是拉美成为中国重要的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市
场。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 2013 年，中国累计在拉美
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 946 亿美元，实际完成营业额 544
亿美元，分别占中国总体对外工程承包业务新签合同额
和实际完成额的 8.1%和 6.9%。目前，中国工程承包业务
主要涉及天然气管道、电站、公路、港口疏浚、住房、通讯
设施等领域。

拉美是一个富有活力，充满希望的市场。当前，中拉
经济都在平稳发展，双方经济互补性强，经贸合作前景广
阔。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内需市场规模巨
大、发展前景广阔，而拉美各国也在实行经济结构调整，大
力发展基础设施。这既成为不断拓展中拉互利合作的重
要基础，也将是未来一个时期发展双边合作的最大优势。
近年来，在中拉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拉贸易结构正在逐
步发生变化。拉美国家的飞机、肉类、水果、酒类、奶制品
等非传统产品以及中国的机电产品都进入了对方市场，但
总体上，双方的贸易仍以传统进出口产品为主。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全球气候变化双重压力下，
现在世界各国都把发展新兴产业作为引领复苏、促进发
展的突破口。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确立了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以
及新能源汽车等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中国在太阳能光
伏产业、大型成套设备等领域优势突出，技术成熟，拉美
各国也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双方企业和企业家应审时
度势、奋发有为，进一步积极行动起来，增进相互了解，挖
掘合作潜力，发挥双方优势，开辟更加广阔的合作领域。

拉美地区资源丰富，政治经济环境稳定，对外开放程
度较高，法律法规相对完善。中拉双方应紧紧抓住经济
快速增长带来的新机遇，在深化传统领域合作的同时，结
合各自的特点和优势，进一步扩大直接双向投资，拓展投
资领域，创新投资方式，积极打造合作新亮点，重点探讨
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绿色经济、生物产业、科技
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等新兴战略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一
步发掘在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电子信息、机械设备、大型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潜力，推动中拉经贸合作不
断向前发展。

中拉经贸合作

势不可挡
本报记者 李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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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中巴关系，中国驻巴西大使
李金章如数家珍。日前，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李金章大使表示，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是推动中巴经贸关系持
续发展、不断深化的核心动力。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巴关系发展

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李金章：1993 年，中国在发展中
国家中率先同巴西建立了战略伙伴关
系。2012 年，又将与巴西的关系提升
为拉美首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与
巴西建立全面战略对话。近年来，两
国在航空航天、飞机制造等高科技领
域的合作也开创了发展中国家高科技
合作的先河。当前，中巴关系正处于
历史最好时期，已形成宽领域、全方
位的合作格局，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
强，经贸关系不断加深。这种关系凸
显战略性、全局性，特别是作为重要
的新兴经济体和金砖国家成员，两国
在国际事务中密切配合，共同维护了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未来，两国还应
充分发挥机制化平台的作用，加强对
话磋商、统筹规划和全面协调。同
时，双方还应就构建中拉论坛、推进
中拉整体合作加强沟通协作，为提升
中拉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记 者 ： 中 巴 经 贸 合 作 的 互 利 共

赢、共同发展如何体现？

李金章：巴西自然资源丰富,市
场潜力巨大,与中国经济互补性强,中
巴经贸合作将全面体现互利共赢的原
则，促进两国国民经济长期可持续发
展。当前，除了传统贸易领域外,中

巴两国在电动汽车和太阳能产品等新
能源领域的合作也在逐步展开。中国
企业未来在巴西国内经济的产品升
级、技术改造、能源资源开发、服务
贸易等领域都将发挥更大作用。与此
同时，巴西企业也在积极拓展中国市
场，诸如飞机制造、汽车、农产品等
领域，巴方越来越看重中国市场对促
进经济增长、增加外汇收入、提高国
内就业的重要作用，中国已经成为巴
西 贸 易 多 元 化 的 重 要 支 柱 之 一 。

记者：中巴之间的贸易与投资现

状如何？

李金章：中巴贸易发展到今天已
经达到了每年 900 亿美元的规模，随
着巴西资源产业的不断扩大，市场的
进一步开放，中巴贸易仍有巨大的潜
力。巴西作为拉美地区大国，其市场
规模、制成品市场、服务贸易均占到
拉美地区一半以上。随着双边贸易与
投资的快速增长，中国已成为巴西最
大的贸易伙伴、最大出口目的地、最
大进口来源国和主要投资来源国。同
时，巴西也是中国在拉美和金砖国家
中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在能源矿
产、农业、电力、金融、制造业、基
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发展势头强劲，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记者：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巴西

将 从 哪 些 方 面 推 动 两 国 关 系 深 化 发

展？

李金章：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巴
西在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一历史性的访问将进一步拉近两国

和两国人民的距离，扩大两国互利友
好合作，为推动中巴关系在下一个 40
年以至更长远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全球
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访问不仅将
深化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促进
中国和拉美关系实现历史性跨越，也
将对推动新兴大国合作、推进世界多
极化进程、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
正合理方向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未来两国关系的战略内涵还将进
一步丰富。中巴作为正处于上升期的
国际新兴力量，不仅要致力于发展双
边关系，而且应继续利用联合国、二
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和多
边机制，密切在全球和地区重大事务
中的战略沟通与协作，共同应对各种
全球性挑战，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整
体利益，提升两国关系的全球影响，
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

在双边层面，两国还将积极拓宽
经贸务实合作领域。当前，中国正在
全面深化改革，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巴西也正在罗塞夫
总统领导下实施新一轮加速增长计
划，努力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发展。随
着两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和发展战略
深入推进，厘清合作思路，拓宽合作
渠道，创新合作方式，充分发挥各自
优势，努力实现发展战略和产业对
接，积极打造合作新亮点，重点推进
能源资源、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领
域的合作。

中巴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访中国驻巴西大使李金章

本报记者 王宝锟

2014 年，是中国和巴西携手共进的第 40 个年头。随

着双边关系的不断密切，中巴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尤其在

进入新世纪后的不到 10 年时间里，两国贸易总额增长超

过 10 倍。如今，中国已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

大出口目的国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可以说，中巴关系

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全局性、战略性影响日益凸显，广

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中巴关系之所以能够达到现在的高度，实现互利共

赢，得益于双方政治互信、精诚合作。中国与巴西之间更

加紧密的交流合作是不可阻挡的趋势，经贸活动也有着

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举例来说，巴西的基础建设还较

为落后，特别是将筹备举办 2016 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

巴西政府推出了大规模招商引资项目，中国企业将拥有

更多机械设备、工程承包等领域的机会。随着中国越来

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外移，不少中方企业有意

愿在巴西投资设厂。

当前，全球经济较为低迷，国际体系亟待转型，新兴

国家经济受到较大影响，实现中巴两国更加紧密的握手，

是双方保持本国经济增长、推动南方国家经济和社会持

续发展的需要。尽管在重重因素的叠加作用下，中巴贸

易总额的具体数值变化需要留待时间的验证，但双方经

贸关系迎来升级，却一定是可预见的未来。

精诚合作
互利共赢

熊塬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