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携手共进成就中拉命运共同体
本报记者 禹 洋

习 近 平 主 席 的“ 拉 美 之

行”在中国全方位外交布局

中具有重要意义，将有力推

动 金 砖 国 家 深 化 和 拓 展 合

作，提升中拉双边和多边关

系 。 中 国 和 拉 美 虽 远 隔 千

山万水，但双方都是新兴市

场力量的代表，拥有诸多共

同 发 展 诉 求 。 双 方 携 手 合

作，必将谱写出“南南合作”

的新篇章

构建五位一体新格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拉美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
之一。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重要
代表，中拉双方有着众多的共同利
益，相互需求不断加大，合作与交流
的意愿不断提升。中拉不只是互为经
济伙伴，更是政治、经济、人文、国
际事务、整体合作等各个方面的命运
共同体。

近年来，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
国家在双边和次地区层面的交流合
作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中拉双方高
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去年以来，共有 10 位拉美国家领导
人访问中国；在国际会议等多边场
合中，中国与拉美国家领导人也频
繁接触。

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
人会晤中，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政治
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
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
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
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打造中拉携手
共进的命运共同体。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
会 拉 美 研 究 中 心 研 究 员 沈 允 熬 表
示，中国一向重视加强与发展中国
家的关系。拉美和加勒比是发展中
国家较为集中的地区，中拉政治与
战略互信的不断增强在推动双边关
系迈上新台阶的同时，还将有助于
提升双方的国际地位，提高发展中
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推动
双方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解决热点地区问题、应对气候变化
等重大国际问题上携手并进。

合作新框架指明方向

中 拉 经 济 方 面 有 较 强 的 互 补
性，经贸合作近年来成为推动双方

关系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中拉同
属发展中经济体，处在相似的发展
阶段。拉美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
富，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需初级产品
的主要供应方。中国则有拉美所需
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不断增
长的市场，能够满足拉美国家转变
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和发展制造业的
需求。同时，中拉在资本供需上的
差异，可以使中国投资在拉美地区
大显身手。国家电网、中铁、华为
等中国企业进军拉美，不仅有助于
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同时也将
助力拉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其
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
人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

“1+3+6”合作新框架。“1”是制定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
（2015-2019） 》；“3” 是 贸 易 、 投
资、金融合作“三大引擎”；“6”是
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
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六大领
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王珍认为，关于合作框架
内容的表述具体到了重点合作领域，
这表明拓展中拉贸易已经不仅是双方
的愿景，而且是脚踏实地的计划。

“100 亿 美 元 中 拉 基 础 设 施 专 项 贷
款 ， 200 亿 美 元 专 项 贷 款 额 度 ，
5000 万 美 元 中 拉 农 业 合 作 专 项 资
金，这些都有落实时间表和实施细节
的计划，在指明合作方向的同时，更
明确了具体目标。”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
所所长吴洪英看来，“三大引擎”是
中方基于拉美具体情况提出的倡议。
她表示，拉美地区不同于其他发展中
国家地区，其发展水平、开放程度比
较高，总体金融体系比较完善。中拉
将在贸易、投资两大重点领域基础
上，把金融合作打造成中拉合作的新
增长点。

全面合作迈上新台阶

机制化建设是中拉整体合作的重
要支柱。近年来，中国与拉美主要国
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伙
伴关系，并与南方共同市场、太平洋
联盟、加勒比共同体等次地区组织展
开积极对话。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
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共同宣
布，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建立平
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
伴关系。

沈允熬认为，中拉领导人会晤
是中国和拉美领导人的第一次集体
会晤，在中拉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集体会晤是中拉关系从双
边到整体，从国家间到地区合作的
升级，表明在继续推动双边关系的
基础上搭建一个整体合作的平台，
已 成 为 双 方 的 共 同 愿 望 。” 他 说 ，
中拉整体合作的平台建立后，将与
现有的双边和次地区合作平台形成
互补和互动，有力推动中拉关系深
化发展。

吴洪英表示，中国—拉共体论坛
是中国与整个拉美地区建立的合作平
台，人口加起来近 20 亿，GDP 规模
接近美国。这是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的
一件大事。“在论坛之初，双方已提
出涵盖多方面、内容扎实的规划和措
施 ， 这 是 一 个 前 所 未 有 的 努 力 方
向。”吴洪英认为，中拉构建命运共
同体，意味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这将使双方的利益更加紧密地交织在
一起，敦促双方不断加深信任，互相
帮助扶持。

王珍则认为，整体合作机制的
确立将促进多边和跨国合作项目的
发展。“中国、巴西、秘鲁 3 国合作
的铁路项目就是一个尝试。今后，
在这一机制保障下，路上运河、跨
国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都将
成为可能。”

拉美是充满希望与生机的地区，在中国外交大布局

中占据重要地位。习近平主席此次出访拉美，是我国开

拓外交新局面、完善外交总体布局的一次重大行动。中

国与拉美国家已成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中拉关系

从此进入“换挡提速”的新阶段。

举行首次中拉领导人会晤、推动成立中国—拉共体

论坛是习近平主席此访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中拉关系

史上的新里程碑。近年来，中拉关系快速发展，政治互信

日益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扩大，人文交流更加丰富，国际

事务协作不断加强，全面合作迈出实质步伐。中方倡议

举行此次中拉领导人会晤，旨在加强对话、在最高层面凝

聚共识，共商新形势下推进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大

计。此次会晤确定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

作伙伴关系定位，为中拉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会

晤宣布建立中国—拉共体论坛，有利于正式启动中拉整

体合作进程，为打造中拉关系“升级版”提供得力“抓

手”。中拉领导人相聚在一起，共商中拉关系发展大计，

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事件。

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是中拉合作的主题。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有关构建五位一体新格局、打造中拉

携手共进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得到拉方领导人积极响应，

在拉美国家产生共鸣，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拉方认

为，中方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契合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

展的需要，必将有力推动拉美可持续发展，有助于提升中

拉关系水平，推进双方整体合作。国际舆论认为，中拉论

坛的成立，为中拉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广阔的平

台，将为双方在政治、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以及在国

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有利于中

拉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一个声音”，共同提升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新秩序中的话语权。拉方期待同中国加强对话，

扩大合作，深化友谊，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

前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进步，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

民主化。

务实合作是中拉关系发展的黏合剂和催化剂。中

拉合作要深挖潜力，创新模式，深化利益融合，寻找增

长点，打造新亮点。中方在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

域有优势，拉美国家资源丰富，生态建设等方面有特

色，双方可以优势互补，互利合作，交流互鉴。中方主

张加强中拉合作顶层设计，坚持互利互惠，深化利益融

合，以金融和投资为引擎，以能源合作为主轴，多个轮

子一起转。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拉美四国，确定了中

国与四国和其他拉美国家合作的重点领域，与有关拉

美国家签订了贸易、投资、金融、基础设施、科技、农业、

生物技术、教育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中拉经贸合作

已从传统矿产资源领域向高科技领域迈进，在阿根廷

建设重水堆核电站,中国、巴西、秘鲁将共建连接大西洋

和太平洋的“两洋铁路”，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中拉务实合作发挥了双方各自资源和优势，紧密契合

了彼此发展战略，有利于提升双方经贸合作水平，实现

互补合作、互利共赢，受到各方热烈欢迎。

习近平主席此访释放出的一个重要信息是，中国愿

全面加强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管距离远近。中

国与拉美国家都是发展中世界和国际新兴力量的重要组

成部分。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必将有力推动中国和拉

美四国及中拉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中拉全面合作
迈出新步

徐惠喜

本版编辑 李红光

习近平主席出访拉美期间，记
者 也 有 幸 前 往 巴 西 、 委 内 瑞 拉 采
访，与别样的拉美风情有了一次近
距离接触。

初到南美，满眼的绿色令人惊
叹。从飞机上往下看，整个南美大
陆就是绿色的海洋。在巴西，森林
覆盖率达到了 57.2%，可耕地面积
超过 3 亿公顷，这真是让人羡慕的
一片沃土。这也许正是中巴两国加
强 农 业 合 作 的 基 础 吧 。 想 想 在 国
内，在普通老百姓的餐桌上，巴西
的大豆和玉米已经司空见惯。随着
双方合作的日渐深入，未来将有更
多的巴西农牧产品进入中国。

让记者意想不到的是，陆路交
通并不发达的巴西，空中交通却异
常发达。国内城市之间的中短程支
线航班密集，城市之间的往来一般
都是乘坐飞机，支线飞机工业发展
较为成熟。习近平主席访问巴西期
间，中巴两国签署了支线飞机购买
协议，进一步深化了相关领域的合
作。同时，为了加大南美国家的货
物 出 口 运 输 能 力 ， 促 进 地 区 一 体
化 ， 一 条 连 接 大 西 洋 和 太 平 洋 的

“两洋铁路”的设想也被提出，中国
将与南美国家共同开展项目可行性
研究。中国发展与拉美国家关系的

“大、深、远”和拉美国家对中国产
品和技术的信任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巴西逗留期间，正好赶上巴西
举办世界杯，记者深切地感受到了这
个国家和人民对足球深入骨髓的热爱
和洋溢的热情。从巴西利亚到福塔莱
萨，从饭店招待员到政府部长，足球
是永恒的话题，聊的都是巴西队。而
采访中，记者也感受到了巴西人的从
容和自信。在金砖峰会开幕前两天，
记者在峰会举办地塞阿腊州国际会展
中心参观时发现，会场似乎还在装修
之中，让人不由得有点担心。但巴西
外交部官员古斯塔沃却自信满满，表
示绝对没问题。事实证明，金砖峰会
成功举办，并取得丰硕成果。

记者的第二站是委内瑞拉。虽然
是第一次到委内瑞拉，但对其并不陌
生。经过 40 年的友好交往，中委两
国人民已经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近年
来，特别是 2001 年建立共同发展的
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边关系更是取
得了长足发展。当前，中委两国的合

作已涉及诸多领域，并不断得到拓
展。蒂乌娜社会住房项目是双方在民
生领域的重要合作项目，受到当地民
众的齐心称赞。

在委内瑞拉，记者还深刻地感
受到已故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对
这个国家的影响，以及民众对他发
自内心的爱戴。如果在街区呼喊一
句支持查韦斯的口号，马上会得到
民众群体性的回应。查韦斯总统在
任的时候，非常重视社会保障，出
台的很多政策都惠及民生，因此受
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在委内瑞拉，中国企业的身影越
来越多，目前中石油、中石化、中
铁、中信、华为等数十家中国企业已
经进驻委内瑞拉。通过此次习近平主
席的访问，双方已经把中委关系提升
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也意味着双
方合作将更加深入。可以预见，未来
将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到委内瑞拉投资
兴业。

虽然采访已经结束，但拉美国家
已经在记者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相信随着中拉整体合作的深入，中拉
双方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近距离感受拉美风情
本报记者 王宝锟

中拉合作具有战略性，是南南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扩

大，有望成为大区域南南合作的典范。发展中国家、新兴

经济体这两个身份，决定了中拉在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

关系民主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

有共同的利益和诉求。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拉美研究中心主任
吴长胜

中国和拉丁美洲相隔遥远，但中拉之间日益频繁的

亲密互动，为拉丁美洲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投资和就业

机会，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令许多拉美

国家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习近平主席访问期间的精

彩讲话和释放出的积极信号，令拉美国家备受鼓舞。

可以预见，中国和拉美各国将在平等相待、相互理解、

互利共赢的合作之路上越走越好。

——尼加拉瓜法学专家毛里西奥·迪亚兹

扩大投资合作将为下一阶段中拉经贸合作注入新的

动力。另外，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合作以及农业领域也将

是下一阶段双方重要的“利益汇合点”。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苏振兴

中巴和中阿签署本币互换协议不仅标志着双方创新

金融合作新模式，也是促进中国与两国贸易往来和加强经

济合作的重大举措。这是国与国之间非常重要的协议，从

规避汇率风险的角度，能保护贸易活动，加强两国之间的

贸易往来。

——巴西经济学家扎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拉美期间，无论是与拉美

国家领导人密集的多边和双边会晤，还是在到访国所阐

述的对拉关系主张，以及签署的一大批具体合作协议，都

在拉美地区引起广泛而热烈的反响。随着中拉整体合作

机制的出台，一个双方经济大融合、陆海空大联通、文化

大交流的新时期由此开启。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副所长吴白乙
（默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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