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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巴西关系中的“去工业化"议题评析 

牛海彬 

[内容提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去工业化”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一个重要政策议 

题，该议题的实质是国家对其国际竞争力与国际地位的长远忧虑。中国和巴西间的经贸关系也面 

临着该议题的困扰。鉴于工业部门在两国各 自发展和崛起战略中的重要性，正确应对该议题关乎 

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中巴从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是出于推动 

双方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中巴在“去工业化”议题上的探索，也可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重 

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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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关系及拉美政治与外交问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去工业化”④现象 

引发世界上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强烈关注，工业部门 

在创造就业和保持国际竞争力上的重要性由此开始 

被重新认识。在此背景下，2011年美国出台“再工 

业化”政策，巴西发布 《工 业强 国计划 (2011— 

2014)》，而 中国的工业部 门则在加快走 向全球。 

“去工业化”现象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它涉 

及技术能力的全球地理分布，关乎未来国际经济秩 

序。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巴西及其他一些世界主要 

经济体在思考其“去工业化”问题时，均不同程度地 

归咎于其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这种情况表明，“去 

工业化”议题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正在上 

升，反映了中国作为新兴制造业大国的国际困境。 

本文试图在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探讨“去工 

业化”问题的政治经济因素与应对之道，进而探求 

其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启示。 

一

、 中巴关系 “去工业化”议题 的 

经济解读 

经贸合作是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最为引人注目之 

处。进入新世纪，中巴经济相互依存度快速提升，两 

国经贸关系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2008年国际金 

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巴经贸合作更趋紧密，两国相互 

成为对方应对危机的重要依托，体现出战略价值。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1年中巴贸易额是 1974年的 

4952倍，达到 842亿美元。中国自2009年起成为 

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之前美国占据该地位长达 

80年。② 目前，巴西超过 18％的出1：3流向中国，超 

过56％的贸易盈余来自对华贸易，③是中国的第九 

大贸易伙伴。这些事实不仅充分显示出中巴贸易的 

活力和增长前景，而且充分显示了金砖国家合作的 

经济潜力。考虑到巴西之前的最大贸易伙伴均来 自 

欧美发达国家，中巴贸易的成就尤其可贵。新兴经 

济体之间经济关系的强化，有利于世界经济平衡、健 

康和可持续发展。 

在取得上述成果的同时，围绕巴西“去工业化” 

现象，中巴经贸关系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开始显 

① “去工业化”主要是指具备相当工业能力的经济体 由于主 

动或者被动的原因，出现国内工业部门空心化或者弱化现象。其成 

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全球化背景。 
② Daniel Cardoso，“China-Brazil：A S te舀c Partnership in an 

Evolving World Order”，East As／a，Vo1．30，No．1，2013，PP．35—51． 

③ 数据引自巴西发展、工业与贸易部，http：／／www．indic．gov． 

br．(上网时间：20t3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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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巴西“去工业化”现象主要有两个表现：一是制 

造业在国内产值中所占份额显著下降；二是工业制 

成品在对外贸易中的份额明显下滑。后者在中巴贸 

易中表现非常突出。据巴西政府的统计数据，初级 

产品在巴西对华出口中占比呈现上升趋势，而且从 

事对华进口的巴西公司要远远多于从事对华出口的 

巴西公 司，两者在 2010年 的比例约为 10：1。④ 

2010年巴西在对华贸易中享有 5．2亿美元的顺差， 

但该年巴西对华出口84％是初级产品，而中国向巴 

西出售的产品中98％是制造业产品。② 由此不难理 

解，与印度关注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不同，巴西更多关 

注的是对华贸易模式问题。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 

巴西固然担忧中国经济减速带来的进 口需求减少， 

但其更深层次的忧虑却来 自于中巴贸易模式对该国 

“去工业化”现象的影响。 

事实上，巴西的“去工业化”现象有着深刻的国 

内原因，落后的基础设施、汇率升值、储蓄率和投资 

率低、利率过高、高等教育偏重文科等因素都难辞其 

咎。巴西政府和智库人士虽对此心知肚明，但依然 

对中国因素颇有微词。为应对在制造业领域的国际 

竞争压力，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于2010年提出货币 

战争概念。他以此指责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故 

意压低其货币，以增强各自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巴 

西近年来还努力推动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讨论汇 

率问题。罗塞夫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议题始终聚焦 

于如何增加对华制成品出口，改善对华贸易结构。 

2011年 9月，巴西外贸委员会宣布一系列限制进 口 

措施，所涉及产品大部分来 自中国，以期保护本国工 

业。针对中国企业利用南方共同市场的贸易便利， 

在成本更加低廉的成员国设厂，然后将产品出口到 

巴西市场的做法，巴西政府仿效加拿大的经验，利用 

贸易壁垒鼓励中国公司前往巴西本土投资，从而增 

进巴西的工业化。例如，奇瑞公司受此影响，被迫调 

整在乌拉圭设厂再出口巴西的战略，转而在巴西投 

资设厂。 

巴西政要在对华经贸问题上的表态及该国政策 

举措深刻地反映了巴西各界对于中巴经贸合作中对 

巴西不利一面的深层忧虑。忧虑之一是中巴贸易结 

构“南北色彩”日趋严重，长此以往将加深巴西对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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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加剧其“去工业化”现象。巴西 

国家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巴贸易的深化出 

现了两个不利于巴西的趋势：第一，巴西从中国进口 

的产品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 

产品升级；第二，巴西的知识和技术密集行业不但在 

国内受到中国同类出口产品的竞争，而且在全球市 

场也受到冲击，这加重了巴西对出口初级产品的依 

赖。③据南大西洋通讯社 2013年 5月报道，在过去 

12个月 内，阿根廷对 巴西工业制成 品进 口减少 

20％，而对华同类产品进口增加 8％。④ 据此，巴西 

政府对阿根廷的贸易政策提出批评，指责其为应对 

国内通胀压力，故意限制对巴西制成品进口，从而增 

加中国同类产品的进口。这一事态表明，中国因素 

不仅加剧巴西对其贸易出口产品结构恶化的忧虑， 

而且引发巴西对其地区贸易布局的担忧。中国政府 

曾于2012年提出与南方共同市场建立自由贸易区 

的意向，巴阿最近的分歧表明，实现该意向首先必须 

降低巴西对“去工业化”效应的忧虑。 

忧虑之二是中巴贸易加剧巴西的“去工业化” 

进程，将危及巴西的可持续发展、国民福利和国际竞 

争力。工业化是现代国家财富与竞争力的基础，罗 

塞夫政府对工业化特别注重。这一方面是基于巴西 

的大国抱负，它不愿意沦为其他大国的原材料供应 

国；另一方面，巴西从自身和其他大国的发展中吸取 

了教训。中巴两国3O年前经济实力相当，如今却相 

去甚远，因此巴西特别重视中国成功发展的经验，并 

将其归结为制造业的繁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爆发后，美欧等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再工业化”重振 

竞争力，也令巴西深受震动。从巴西的国内发展议 

程来看，其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 

且劳动报酬偏低，只有强化工业部门竞争力，才有望 

增加社会就业率和提高竞争力。此外，受到中国产 

① “BRAZIL-CHINA”，http：／／www．brasil．gov．br／para／press／ 

files／fact—sheet—brazil—china—trade．(上网时间2013年4月 2日) 
⑦ Paulo Prada．“Brazilian President to Visit China on a Trade 

Mission”．The贶 f2 Stfeet Jounmf．April I】．20l1． 

③ Puga，Fernando＆Marcelo Nascimento，“Vis螽0 do Desenvolvi 

mento O Efeito China Sobre as Importa~Ses brasileiras BNDEs Report 

Dec．20．2010． 

④ “Brazil and Argentina Working to Find a Long-standing Agree· 
ment on 1hde”．Merco Press，May 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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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冲击的巴西本土企业和欧美企业也极力抱团游说 

巴西政府，促其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圣保罗工业联 

盟(FIESP)和国家工业联盟(CNI)是巴西国内对华 

贸易批评声音最高的两个行业协会。巴西私有部门 

咨询委员会在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法律程序中 

的作用至关重要，国家工业联盟是该委员会的重要 

成员。2011年 9月，巴西政府宣布对进口汽车征收 

30％的关税，这正是巴西国内利益集团施压的结果。 

在巴西对华贸易产业格局中，其初级产品出口部门 

受益，制造业部门却面临中国同行的有力竞争。因 

此，巴西制造业的前途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巴两国关 

系的重要议题。 

巴西政府的上述表态和忧虑表明，中巴两国在 

经济领域的战略合作基础亟需巩固，使之更具有可 

持续性。在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巴方主要思 

路是中国减少对进 口巴西制成品的限制，同时增加 

对巴西各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先进制造业的直接 

投资。这一思路得到中方的认同。2012年 6月签 

署的中巴两国《联合声明》认为扩大和促进双边贸 

易和投资多元化是互利的，强调两国贸易和投资对 

提高对象国产品附加值意义重大。近年来，中巴双 

向投资均有进展 ，特别是中国对巴西的投资呈现出 

快速增长和流向多元的特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 

2012年底中方累计对巴投资 150亿美元，巴西在华 

实际投资4．88亿美元。① 中国对巴投资呈现出多元 

化格局，超越了传统的矿产、农业和能源等领域，涉 

及通讯 、电力、汽车和基础设施等众多行业。华为、 

中兴、格力、嘉陵、江淮、奇瑞、国家电网以及中石化 

等一大批中资企业已在巴西广泛展开业务。巴西对 

华投资也取得明显进展。2012年两国政府《联合声 

明》明确表示，中巴合资的哈尔滨安博威飞机工业 

有限公司在华生产公务飞机项 目不久将投产，希望 

尽快完成巴西马可波罗公司与中国黄海汽车合资合 

作的有关谈判。作为全球最大的支线飞机制造商，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首次获准在中国进行公务飞机的 

制造和销售。 

中巴投资合作是化解巴“去工业化”的重要努 

力，但这一举措本身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首先，两国 

工业技术的整体水平较低，由此导致相互投资的技 

术含量有限，这与两国优先发展环境友好 、节能和高 

科技含量的先进制造业的要求形成矛盾。这是南南 

合作或者“边缘”地带国家间合作的瓶颈。中国在 

投资巴西能源业和粗放型制造业时面临的环保压力 

较大。值得乐观之处是，中巴两国在卫星领域拥有 

成功的合作经验，并在生物能源、航天、热带农业等 

领域具有合作空间。中巴在这些领域的合作有望提 

升南南合作的技术水平。其次，中巴相互投资面临 

保护主义的困扰。一方面，中巴都在设法保护本国 

制造业的发展，比如在政府采购中优先采购本国产 

品等。巴西政府发布 的《工业强 国计划 (2011— 

2014)》明确提出，要加强关税对国内制造业的贸易 

保护作用。②另一方面，政府对土地、重要资源和关 

键行业的保护力度上升。巴西近年来对外资购买土 

地的面积和途径、投资内容、外国劳工签证和矿业活 

动等均出台了限制或规范措施。④ 这些举措客观上 

增加了中国企业投资巴西的难度和成本。再次，企 

业走出去引发的本国“去工业化”的担忧。在国内 

工资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在走向成本较低的 

国家，或者靠近消费市场终端国家。而在巴西，在振 

兴工业的优惠措施激励下，出现了一批巴西大型企 

业撤回部分对外投资，转而投向巴西国内的迹象。 

尽管中巴两国情况不同，但制造业布局的转移均反 

映出两国对工业竞争力的关注。 

二、中巴关系 “去工业化”议题的 

政治考量 

“去工业化”议题对国家的发展与崛起具有战 

略影响。因此，涉及该议题的国家间关系必然呈现 

出政治与经济互动现象。在世界经济高度相互依赖 

的今天，紧密的经贸关系却依然未必总是能够发挥 

压舱石作用。各国政治雄心和角逐之间的相互影 

响，包括它们在合作方面的努力，确立了市场和经济 

① 数据引自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J．en．(上 
网时间：2013年 3月26日) 

② Brasil Maior Plano 2011／2014，por Minist6rio do Desenvolvim— 

ento，Indfistria e Com~rcio Exterior，201 1． 

③ “2012 Investment Climate Statement—Brazil”，http：／／www． 

state．gov／e／eb／rls／othr／ics／2012／191115．htm．(上网时间 2013年 4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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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在其中运作的政治关系框架。①各国必须关注 

权力关系及其经济基础的变动，从而不断调整自身 

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政治关系对经济合作的重 

大影响，不仅体现在既有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关系之 

中，而且反映在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之中。美国及 

其盟国通常让潜在的经济冲突服从于维持政治和安 

全合作的需要。中巴之间虽没有重大的安全合作需 

求，但两国政治合作的需求对于双方经济合作的影 

响不容忽视。 

从积极方面看，中巴经济关系的政治引领和机 

制保障较为有力，为两国经济合作的深化起到了保 

驾护航作用。巴西是世界上较早承认中国为市场经 

济国家的为数不多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巴西政府之 

所以能够克服国内利益集团存在巨大争议的困难， 

甘冒“去工业化”加剧的风险，做出这一姿态，是因 

为它主要从政治利益来考虑中巴关系问题。卢拉政 

府重视中国在未来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认为中 

国是南南合作战略的重要伙伴。此外，巴西没有明 

言的期望是想以此换取中国对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 

事国的支持。近年来，两国进行了一系列具有战略 

意义的大项 目合作，展现和巩固了两国的战略互信。 

2009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中石化、巴西石油公 

司合作，成功运作了 100亿美元的大额石油合作项 

目，开启了中巴互利合作的新纪元。② 巴西有望成 

为石油输出国组织之外最具实力的石油出口国，中 

巴石油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除继续发展地球资源卫 

星项 目合作外，中巴合资公司2012年获准在华生产 

支线公务机，两国在高技术领域合作的良好传统得 

以延续。需要指出的是，在卫星和客机合作的最初 

阶段，像巴西这样兼具技术优势和合作意愿的选择 

少之又少。2013年 3月，中巴签署价值 300亿美元 

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金额约相当于中巴年度贸易 

额的一半，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影响。很难 

想象，没有高度的政治共识，此类战略项目合作能够 

顺利实现。 

2012年中巴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将两国关系 

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不是一次从战略伙伴 

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的简单升级，而是一次旨在解 

决新时期两国关系定位与矛盾的战略升级。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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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是对两国关系全球性和战略性影响的再确认。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巴两国通过政治协 

调，有效管控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分歧。两国还 

通过金砖国家峰会和 G20峰会等新的多边平台，协 

力推动主要国际经济机制向有利于金砖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的方向转型。在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 

下，中巴经贸关系不仅没有沦为保护主义的牺牲品， 

反而成为各 自应对危机的重要依托。两国并在经 

贸、投资和金融合作等领域均取得历史性成就。其 

次，升级两国关系也是为了应对两国在全球化深入 

发展条件下的新挑战，即两国作为新兴经济体面临 

的合作水平提升、可持续性加强的挑战。2011年， 

中巴《十年合作规划》出台，明确了2012—2021年双 

方在科技与创新、经济合作及人文交流方面的优先 

领域和重点项 目。细观该规划文本与合作项 目排 

序，可发现它非常强调从提升两国可持续发展和保 

持在世界经济中竞争力的视角看待两国合作。《十 

年合作规划》鼓励双边贸易多元化，特别是鼓励巴 

西高附加值产品对华出口。并且，规划还制定了双 

边贸易额的增长 目标，即在平衡的基础上，2016年 

前实现较201 1年翻一番；2021年前实现较 2016年 

翻一番。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能够达成如此长时 

段、全面性的合作规划实属罕见。 

在描述上述积极图景的同时，中巴政治关系变 

动对两国经济合作的消极影响或挑战也不容忽视。 

如前所述 ，巴西2004年做出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的承诺，主要是基于政治和外交考虑，而非经济 目 

的。在未能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后，巴西在中国市 

场经济地位问题上的立场有所倒退。⑧ 巴西政府虽 

然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却没有修改国内 

相关法律、法规，仍然根据 1995年 1602号法令的规 

① [美]罗伯特 ·吉尔平著，杨宇光、杨炯译：《全球政治经济 

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第 17页。 
② “金融助力，中巴互利合作开启新纪元”，http：／／www．bdb． 

coin．cn．(上网时间：2013年 4月 2日) 
③ 中国签订的人世议定书包括“l5年市场经济地位过渡期” 

的条款，这意味着凡是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世贸成员方 ， 
一 旦要对中国企业发起反倾销诉讼 ，就可利用第三方通常是 市场经 

济国家的更高价格来替代中国价格。按照人世协议，到 2016年，中 

国将 自动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为了尽早更加平等地参与世界贸 
易、免受反倾销之害，市场经济地位是中国处理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关 

系的一个核心关切。 



《现代国际关系》 2013年第5期 

定，在接受企业 申诉、对 中国产品实行反倾销调查 

时，将第三国同类产品价格作为参考指数。2012年 

巴西共发起 16起反倾销调查，其中13起针对中国 

产品。近期，中国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向巴方表达了 

中方关切，涉及巴方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落实与 

近期对华产品反倾销调查等问题 ，希望巴方认真考 

虑在尼龙长丝、大蒜和陶瓷餐具等反倾销案件中中 

国企业的行业市场经济地位申请。① 巴西人罗伯 

特 ·阿泽维多当选新一任世贸组织总干事，中国在 

选举投票中给予支持。该领导人的变化对改善中巴 

贸易关系的作用尚需观察。应该说，中巴经贸关系 

改善与否，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两国的政治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巴西的中国观正在发生微妙变 

化。与卢拉政府更多从机遇论看待中国不同，罗塞 

夫政府对中国的看法趋于机遇与挑战并重。前者强 

调从政治与战略合作的大局看待中巴贸易政策，后 

者更加务实，更加强调培育本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强 

调两国战略与政治合作应该建立在平衡和互利的经 

济合作基础之上。 

目前，巴西战略界人士对中巴合作战略效应的 

评估变得更加谨慎。巴西前总统卡多佐认为，巴西 

不应完全从南南合作的框架来看待中巴合作，因为 

中国已经不再是南方国家，而是一个有着 自身利益 

的大国，中巴关系的非均衡性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认 

知。②近年来，两国在重要国际议程上的分歧加剧 

了巴西战略界的忧虑。诸如两国在巴西“人常”、多 

哈回合谈判等议题上的立场分歧，促使巴西从更加 

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立场出发来看待两国关系。③ 

在这种气氛下，巴西战略界对中巴战略合作之相对 

获益的关注上升，担忧巴西在经济关系上形成对中 

国的单方面、不对称依赖。巴西前外长阿莫林在总 

结卢拉政府的外交遗产时表示，巴西缺乏对中巴关 

系的全面评估，认为对华关系将是巴西未来的重要 

挑战之一。④这种对中巴政治关系的重新评估与定 

位的态势，对管理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提出了新的挑 

战，也使两国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变得更加 

敏感。考虑到美欧印等经济体在评估中国企业投资 

时加强国家安全考量的态势，中巴目前经济合作的 

气氛相对较好，但不能因此轻视政治关系降温后带 

来的潜在挑战。 

三 、应对与启示 

围绕“去工业化”现象，上文分析了中巴战略伙 

伴关系中的政经因素及其互动。中巴经济关系既取 

得重大成就，又孕育着深层次的挑战。延续中巴经 

济关系积极发展的态势，化解经济领域的竞争与挑 

战，需要中巴政治关系提供战略引领和机制保障。 

在后冷战世界的国家关系中，政治关系依然重要，但 

将经济关系建立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更加重要。 

中巴关系及其“去工业化”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中国与金砖国家其他成员的关系中也存在类似问 

题。探讨中巴案例的应对与启示，也因此具备了更 

加广泛的政策与实践意义。 

首先，要充分认识中巴贸易产品结构改善的重 

要性与长期性。作为新兴的制造业大国和具有相对 

竞争优势的经济大国，中国在处理对巴经济关系时 

需要有更加长远的考虑。在维持贸易基本平衡的基 

础上，不仅要看到巴西作为原材料、能源供应方与巨 

大消费市场的重要地位，更要看到巴西在国际经济 

秩序转型中的战略影响。中国需要主动和切实地关 

注巴西对中巴贸易结构和模式“去工业化”的忧虑。 

中巴经济关系的发展方向不应是新的“南北关系”， 

而是共同崛起、共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新型国家 

关系。中巴贸易产品结构的持续“去工业化”进程 

如不能妥善解决，必将损及巴西与中国发展 自由贸 

易关系的信心。更有甚者，会影响到巴西对中国与 

拉美地区发展更大范围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景。巴西 

成功阻击美国克林顿政府美洲自由贸易区议程即是 

前车之鉴。在巴西竞争力提升和中巴比较优势转型 

尚需时 Et的情况下，中巴投资合作的迅速发展是矫 

正贸易产品结构的重要途径。中巴战略伙伴关系需 

① ⋯ 中国制造’难进巴西?”《国际商报》，2013年5月 1日。 

② Brian Winter＆Brian Ellsworth。“Brazil and China：A Young 

Marriage on the Rocks”，Reuters，Feb．3，201 1．http：／／www．reuters． 

corn／．(上网时间：2013年4月5日) 

③ 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优先关注的是农产品的长期稳定 
供应，巴西的优先关注是促使富裕国家减少农业补贴；中国对巴西在 

多哈回合谈判中加入工业议题的主张持不同看法。 

④ Paticia Campos Mello，“Celso Amorim：‘Precisamos Repensar 
Nossa Relacao corn a China⋯ ．O Estado如 Sao Paulo，27 de novembro 

d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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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政治引领与机制保障两方面，保护中巴双向投 

资合作的健康发展。 

其次，中巴需要做好投资战略升级的准备。中 

国企业在投资巴西市场方面取得的成绩非常可喜， 

特别是表现出投资产业的多元化和迅速增长的投资 

规模。如上文所述，巴西鼓励外来投资除了投入基 

础设施建设和能源产业之外，尤其注意鼓励更具环 

保、节能和技术升级带动作用的先进制造业投资。 

这对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发展和“走出去战略”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先进制造业走出国门，才会赢 

得投资目的地国的更多信任，并能够适应投资地的 

环保等高标准。巴西联邦政府正在规范各州积极争 

取中国大项 目投资的混乱局面，一旦整顿见效，中国 

企业投资的难度将会大幅上升。此外，以往中国企 

业走出去战略，偏重于投资环境不大成熟但投资成 

本较低、竞争对手弱小或缺失的非成熟市场。随着 

越来越需要在巴西、墨西哥等比较成熟的大市场进 

行投资，提升在竞争较充分、法规较健全、行业协会 

强大的成熟市场的竞争能力，对于中国企业今后成 

功走出去而言更为关键。当然，同样的逻辑也适用 

于希望投资中国的巴西企业。 

再次，中巴须切实探索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使 

用对方货币结算的可行途径，并探索建立 自由贸易 

区的可能性。中巴2013年签署了价值 300亿美元 

的货币互换协定，虽然数额巨大，但为期只有 3年， 

且仅限于在国际支付发生困难的情况下才会动用， 

这显著降低了该项协定应有的战略意义。基于两国 

迅速增长和庞大的贸易量、缺乏国际制约的美联储 

“量化宽松”政策等因素，中巴两国应该探索切实在 

日常贸易中使用对方货币结算的具体措施。此外， 

中巴等“金砖国家”目前推动的主要是贸易和投资 

便利化，与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的合作层级还有相当 

差距。中巴两国对于美国推动的新一轮贸易 自由协 

定非常关注，巴西政府为此表达了加快推动南方共 

同市场与欧盟 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的愿望，以应 

对这种新的变化。在中巴参与高层级贸易协定短期 

内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两国应该加强政治和战略 

协调，在推动中巴双边或者中国／南方共同市场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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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贸易协定谈判上有新思路或者突破。即便从最消 

极的前景来看，中巴两国至少应当避免这样的局面， 

即力避在拉美或者非洲等新兴市场地区进行恶性的 

商业竞争。 

最后，中巴应设法降低各 自的贸易保护主义，特 

别是非关税壁垒，将两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与合作 

放在更加自由、公平与规范的环境下进行。中巴之 

间目前存在相互抱怨对方奉行保护主义的情况，这 

不利于各 自企业充分利用两国市场聚合的规模效应 

以提升竞争力。进而言之，也不利于中巴为建立双 

边 自由贸易协定创造条件，更不利于两国参加更高 

层次的自由贸易与投资安排。中巴在传统上都比较 

注重国家干预经济的模式，目前这种情况已经大大 

改善，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和激发中小企业的活力都 

受到当前政府的重视。依靠保护主义发展民族工业 

的战略更适合工业化初期的情况，在中巴已经成长 

为新兴经济体的情况下，两国应该探索在更加 自由、 

公平与规范的环境下携手发展 的可能性。随着 

2016年的I临近，中巴双方应该及早就反倾销措施的 

使用进行沟通、保持克制，防止损害经济合作大局。 

中方作为更具竞争优势和市场规模的一方，对于巴 

西在对华出口产品初级产品化导致的有外汇无就业 

的窘境要给予足够重视，必要时给予适度开放国内 

市场的照顾。对于巴西出台的投资引导法规和措 

施，只要不是特别申明针对中国的特别措施，就要避 

免对号入座及由此引发的不必要争议。 

综上所述，“去工业化”议题是中巴经济关系走 

向深入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构建更为平衡、可持续 

的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该议题对于 

在金砖国家内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多重启示。 

金砖国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点不是处理与既有 

大国的关系，而是合作应对共同发展和崛起面临的 

挑战。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大凡相对成熟 

的大国战略合作均需要较高的战略共识、厚实的经 

济基础和完善的机制保障作为支撑。其中，平衡、互 

利与可持续的经济关系最为重要，政治关系理应服 

务于它。o 

(责任编辑：吴兴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