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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在建设中前进，在发展中完善，在合作

中成长。巴西作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虽然与中国远隔万里，但两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科

技、文化教育等领域都紧密联系。近年来，中巴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文旅交流

不断加强、科技创新稳步推进，在当今世界的大格局大环境之下，中国与巴西不断深入的战略合作不仅

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更助于推动双方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巴的友好合作关系已经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

团结合作、携手发展的典范。为进一步加强中巴友好合作关系，需要不断增强两国间的互联互通、政治

互信与文旅交流，推动合作升级，增强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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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e initiative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One Belt 
and One Road” has made progress in construction, improved in development and grown in c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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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tion. Brazil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Although it is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from China, the two countries have close ties in trade, investment, fina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epening of political mutual trust,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the strengthening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ex-
changes, and the steady progres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etween China and 
Brazil, the deepening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Brazil not only has strong political 
significance, but also helps to promote the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of both sides. The friendly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Brazil has gradually become a model of solidarity, 
cooperation and joint developmen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ord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friendly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Brazil,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en-
hance the connectivity, political mutual trust, cultural and tourism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cooperation, and enhance th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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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巴友好合作关系的现状 

1.1. 经贸合作走深走实 

1993 年，巴西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自从建交以来，中巴的贸易关系取得了

长足发展。在投资领域，两国的经济合作和相互投资逐年增加。两国投资合作的领域逐渐多元化，不仅

在农业、矿产等传统领域有所涉及，还拓展到科技、电力、能源等领域。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我

国在采矿、电信、木材加工等领域有实力的企业也先后在巴西投入资金和技术，为巴西经济的发展以及

扩大就业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金融领域，中国主要金融和保险机构均将巴西作为重要的海外市

场，200 亿美元的中巴扩大产能合作基金、新开发银行等双多边金融机制运行顺畅，在一定程度上为双

方的长久合作提供了金融保障。 

1.2. 文旅交流紧密加强 

中国和巴西在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两国友好合作的根基也在不断巩固，

为了满足巴西群众对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的需求，中国已在当地建成十所孔子学院和三所孔子学堂，这

为中巴的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1]。除此之外，中巴旅游业的合作也是促使两国互利共赢的重

要一环，相关数据表明，在 2016 年我国有超过 1.3 亿人次出国旅游，只不过仅仅有 0.038%的人将目的地

选在巴西[2]。自此以后，巴西政府逐渐意识到开发旅游市场的重要性，进而确立了新目标，逐渐放宽签

证办理手续，把全世界客源最大的中国市场成为重要的开拓方向。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保障中国游客

的人身安全，让其没有后顾之忧，中巴还共同签署了《旅游目的地国协议谅解备忘录》，巴西的旅行社

需要得到授权才能够接待中国团体游客，中巴两国在文化、教育、旅游方面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

两国的交流，筑牢了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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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科技创新稳步推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

决定性因素。中国和巴西在新材料、农业科技、新能源、基础科学、信息通信等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丰

硕成果。早在上世纪的 80 年代，中巴双方就商讨开展卫星发射、航天合作。1999 年 10 月 14 日在我国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了中国与巴西研制的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此后又相继发射了第四颗、第五颗地

球资源卫星，资源一号卫星的研制填补了我国没有自主的陆地资源遥感卫星的空白，结束了我国卫星资

源遥感数据长期以来依靠国外的历史，进而拥有了独立自主获取自己国家卫星资源遥感数据的能力。在

资源卫星遥感数据的使用上不再受制于人，极大地掌握了主动权，这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卫

星遥感应用的发展，它所获得的数据广泛地应用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服务于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3]。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多家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已经相继进

驻巴西，其中部分企业还在巴西建立了研发中心，为双方密切技术转让、创新研发合作提供了条件，也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巴友好合作关系的深入[4]。 

2. 中巴友好合作发展目前存在的困难 

2.1. 中巴外交风波频发 

自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以来，巴西极右翼政府成员多次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攻击，中巴关系

出现了自两国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外交“风波”。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联邦众议员、众议院对外关系

及国防委员会主席爱德华多·博索纳罗、巴西教育部长温特劳布和巴西外长阿劳若等巴西政府高官先后

发表言论攻击中国。针对相关言论，中国驻巴西大使馆予以严厉谴责。外交风波的涌现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中巴两国之间的贸易与往来。 

2.2. 中巴交往关系中的误解 

虽然中国与巴西在经济、文化和科技创新等方面都实现了快速发展，但这一双边关系也时常产生很

多误解。首先，巴西乃至其一些其它国家认为，中国从巴西进口的大量初级产品和资源，从而导致巴西

无法有效的提升产业结构。误解并且低估了中国与巴西经贸关系的互补性。中国进口大量资源不仅有利

于巴西获得更多的出口收入，而且有利于巴西发挥其特有的自然资源优势促进本国发展。其次，巴西乃

至其一些其它国家认为，中国仅仅希望从巴西进口初级产品和资源，不愿意在巴西进行直接投资。没有

客观的认识到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外交政策。再次，巴西乃至其一些其它国家认为，“中国的

出口商品充斥巴西市场，使巴西制造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没有客观认识到，中国对巴西的出口是

两国经贸关系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导致其出口产品价廉物美。这有利于丰富巴西的市场

供应，也有利于巴西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5]。综上，这些误解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与巴西的友好合

作关系的发展。 

3. 中国加强与巴西友好合作关系的意义 

3.1. 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合作共赢 

中巴同为金砖国家，自 1993 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74 年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两国在贸易、投资、

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联系日益密切，中国在 2009 年超过美国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

出口目的地国。在经济方面，巴西拥有十分丰富的原材料，而我国人口多，对原材料的需求较大，原材

料耗费量大，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我国对巴西原材料的重视与大量需求，而中国具有广阔的市场以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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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物美价廉的产品，主要以中低端制成品为主，这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巴西不同消费水平的需要，这使

得巴西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相对旺盛。因此，我国加强同巴西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我国与巴西实现优势

互补，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进而不断扩大对外贸易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节约社会劳动，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关系。其次，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不断吸收和引

进各自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进而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在国际市场当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除

此外，我国加强同巴西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区域内部的经济联系，进而更好地实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

济一体化，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为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积累一定的经验。伴随着

中国不断的对外开放，中国与和巴西的经贸额不断增长，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这种友好合作关系是一

种合作共赢的关系，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有利于促进巴西的发展与繁荣，对于巴西来说，

可以借助中国开阔的市场以及强大而稳定的经济实力带动其发展。因此，中国和巴西合保持友好合作关

系意义重大[6]。 

3.2. 促进对外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了顺应潮流的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成为了当今

世界的发展趋势，对外开放也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基本国策，这也是根据我国改革发展的客观需要作出的

自主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大会上发言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伟大历史

成就，他指出：“我们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着眼

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的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7]中方主动和巴西构建友好合作关系正是我国贯彻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一环，不仅推动了我国经

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还推动了当代国际形势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建交 45 年以来，中国

和巴西的关系始终保持着健康稳定的发展，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在各个领域互利合作硕果累累，虽然

两国相隔很远，但是两国的友谊源远流长，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文旅交流不断

加强、科技创新稳步推进。已经日益成为发展中大国团结协作、互利共赢、携手发展的典范。综上所述，

中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促进国际间交流与合作，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具有积极意义。 

4. 进一步加强中巴友好合作关系的路径思考 

4.1. 加强互联互通，推动战略对接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和巴西都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人民幸

福越来越成为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的愿望以及发展的目标。为进一步加强中巴的友好合作关系，首先应

不断加强战略对接，深化经贸合作，推动双边贸易结构多样化，更好地对接双方的发展规划和资源优势，

进而推动两国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中方则可以利用其广阔的市场和稳定的经济实力为巴方提供贸

易平台，巴方可将其原材料当作特定优势实现与中方的合作共赢。其次，中巴双方还应不断推动构建“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增强中巴两国在基建、人员、投资、贸易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不断增强两国间的交

流与合作，进而不断深挖双方合作潜力，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质量，促进中巴双方共同发展[8]。 

4.2. 加强政治互信，推动合作升级 

增强中巴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对加强中巴友好合作关系至关重要，首先要增强政治互信，

加强政治对话，不断夯实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扩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和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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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中方将要在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更大规模增加商

品和服务进口，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协调政策，进而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活力，为中巴的进一步

合作注入新动力。同时，巴方也应当以中方对巴西特色产品的需求为契机，赴华投资，进一步寻找商机

以及两国之间新的合作点。除此之外，加强中巴友好合作关系要遵循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推动建立

公平、公正、开放、包容的国际秩序，不断推动中巴两国在各个领域和合作，面对相同的国际责任和广

泛的共同利益，中巴两国应当就国际和地区事务加强沟通与协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

捍卫多边贸易体系和世贸规则，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4.3. 加强人文交流，促进社会融通 

人文交流是中巴关系长久发展的永续动力，中巴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应当加大与中方的人文交流，

促进社会融通。首先，中巴双方应当持续保持当前文化、教育、旅游、体育、社会等领域交流合作的良

好势头，推动更多高校、媒体、艺术团体等集体访问交流，促进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亲相爱，进而促

进两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其次，中巴两国还应当适当增加交通往来，比如增加两国各地之间来往的航

班，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等，不仅如此，还应充分利用网络媒体资源，加强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鼓励

两国内的媒体增加对双方风土人情、地理风貌等方面的报导，不断增强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进而增强

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进而推动中巴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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