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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卢拉于5月
10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
势下，卢拉总统此次访华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东西半球最大的
两个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巴西既面临外部市场不确定性考验，
也肩负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责任。在当今严峻的国际贸易
环境下寻找新的机遇势在必行。

中巴经贸合作的新进展

建交51年来，中巴经贸合作得到全面发展。2009年和2012
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巴西第一大出口国和进口来源国。2023
年4月，巴西总统卢拉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签署涵
盖科技、金融等领域的多项合作协议。2024年11月，习近平访问
巴西，与卢拉共同宣布，将中巴关系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
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2024年，中巴贸易额达
到1881.78亿美元，稳居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2015—2024年中国、巴西进出口贸易额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当前，中巴经贸合作呈现高度互补的格局。2024年，巴西
对中国的出口额为 944.11亿美元，占其全年出口额 3370.36亿
美元的28.01%。巴西对华出口主要是大宗商品和农产品，包括
大豆、矿石、石油、肉类等产品，中国对巴出口则以机电设备、化
工制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

中巴经贸合作的新机遇

在中巴经贸合作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一
是中巴贸易结构不对称，中国主要从巴西进口大宗农矿产品，出口
工业制成品，这种单一的贸易结构引发巴西社会对沦为“初级产品
供应者”的担忧，进而导致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措施；二是缺乏充分
的贸易机制保障，中巴目前尚未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且仍以美元结
算为主，不利于抵抗外部冲击；三是外部势力干扰，例如，美国利用
其政治、经济影响力阻碍中巴合作项目，尤其是高科技领域。

然而，中巴双方依然迎来农业、科技、金融等领域的经贸合
作新机遇。

中巴农业合作基础牢固，互惠共赢。中国人口众多，人均
耕地面积与部分矿产资源相对不足，中国需要确保农产品的稳
定供应。

巴西是世界农业大国，也是中国的主要大豆进口国。2024
年，中国从巴西进口大豆 7255.77 万吨，从美国进口大豆仅
2705.95万吨，后者不足前者的40%。

2015—2024年中国从巴西、美国进口大豆重量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Database）

巴西虽是农业大国，但其农产品多为经济作物，主粮产量相对
不足。在中巴战略互信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中巴农业合作的空间进
一步增大，中国可以促进巴西农业的机械化，提升其粮食产量，促进
巴西农业结构的优化，实现中巴进出口贸易的进一步互惠共赢。

科技合作前景广阔，互利共赢。近年来，巴西大力发展工
业，旨在通过加快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升级，提高其经济竞争
力。2023年 8月，卢拉政府提出“加速增长计划（PAC）”，致力
于促进巴西的能源、物流和基础设施建设。2024年 1月，巴西
政府宣布启动“巴西新工业”计划，正式迈向新工业化道路。
2024年11月，习近平与卢拉共签署38项合作文件，其中近半数
涉及科技产业合作。这一趋势为中巴科技合作提供宝贵契机，
双方在5G通信、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巨大合作潜力有望
助推“巴西新工业”战略实施，实现中巴经贸合作的互惠双赢。

巴西近年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而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域
正迅速壮大。2025年1月，正式发布的DeepSeek-R1模型不仅
在数学、代码和推理等任务中的性能可匹敌美国顶尖大语言模
型OpenAI o1，且使用成本大幅低于同类产品。中国的人工智
能技术优势能够加快“巴西新工业”战略实施。

中国是巴西最大的新能源汽车进口国，2024年巴西从中国
进口的新能源汽车金额为14.42亿美元，占其全年新能源汽车进
口总额16.91亿美元的85.25%。同年，比亚迪巴西生产基地综合
体正式开工，预计建成后能为巴西提供5000多个就业岗位。中
国的新能源汽车优势将大大促进巴西向绿色经济的转型。

金融合作破除壁垒，互通共赢。2024年3月，首届中国—巴
西金融论坛在北京举行，巴西财政部副部长罗熙丹表示，将继
续推动中巴深化金融合作。

人民币和雷亚尔的本币结算在中巴经贸合作中将进一步
增加。中巴本币结算能够有效减少对美元的依赖，降低汇率波
动带来的风险，并提升双边贸易的稳定性，降低交易的成本。
2023年 10月，巴西埃尔多拉多纸浆公司与中国厦门某进口企
业以人民币为合同计价货币完成交易，中巴贸易首次实现本币
交易的全流程闭环交易。未来，中巴的本币结算有望进一步扩
大，助力中巴经贸健康发展。

巴西作为拉美地区的重要金融中心，吸引大量中国资本的
投资。中巴资本市场的合作，不仅促进两国企业在股票和债券
市场上的互动，也为更多中国企业进入巴西市场提供融资支持。

中巴经贸合作的展望

中国和巴西应在农业、自然资源、科技产业、金融等多个领
域加强战略合作，推动经贸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

首先，拓宽贸易品类，加强5G、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
科技合作，在发挥两国比较优势的同时满足巴西工业化的实际
需求，共同实现双方产业结构的优化。

同时，推动本币结算常态化，鼓励更多贸易投资以本币计
价，降低汇率成本并减少对第三方货币依赖。双方应扩大本币
互换规模，拓宽跨境银行业务，利用多边金融平台拓展融资渠
道，夯实金融基础，提高抗风险能力。

此外，随着中巴经贸合作的深化与完善，中巴双方需构建
制度化经贸合作框架，加快开展自贸协定谈判，为中巴经贸合
作建立制度保障。

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之际，确保中巴双方经贸合作、为世
界经济注入稳定力量、展现南南合作新典范意义重大。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

中巴经贸合作迎来新机遇
■ 杨小彬 吴博识

2025年是中智建交55周年，中智关系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同
拉美国家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当
前，中国是智利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其最
大进口来源国、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农
产品出口市场。根据 Trade Map 的数据，
2024 年，智利全年出口额达 1033.12 亿美
元，其中渔业资源出口额高达 73.02 亿美
元。中国在智利海产品贸易中占据一定地
位，已经成为智利海产品出口中的重要市
场。中智两国在渔业资源领域拥有良好的
合作基础，在中智自贸协定的带动下，加强
渔业资源的贸易合作有助于优化供应链，
推动两国农产品贸易取得新发展。

智利渔业资源丰富

智利是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拥有近1
万公里的海岸线，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
气候条件适合农林牧渔业的生产发展。受
秘鲁寒流带来的上升补偿流影响，智利太
平洋沿海和近海区域成为海产品的天然养
殖场地，而在德雷克海峡及南极水域附近
同样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智利作为世界
第五大渔业生产国，其渔业资源可以分为
水产养殖、捕捞渔业和加工贸易三大类别。

智利的水产养殖不仅在国内经济中占
据重要地位，在国际市场上也具有很强的
竞争力，特别是在三文鱼和鳟鱼养殖方面
位居世界前列。智利沿海水域水质优良、
水温适宜，为水产养殖提供了理想的环
境。近年来，智利政府通过严格的环境管
理、疫病防控和养殖密度控制等措施，保障

了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例如，智利
政府要求养殖企业定期进行水质监测和疫
病检查，以减少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当前，智利的水产养殖正朝着品种多样化
的方向发展，加大了对银鱼、南方鳕鱼、红
鲍鱼、贻贝等经济品种的投入力度。

在捕捞渔业方面，其海洋捕捞历史悠
久，在技术和设备上不断升级，通过配备先
进的导航系统确保捕捞效率和产品质量，
主要捕捞对象包括拟沙丁鱼、帝王蟹、龙
虾、无须鳕、竹荚鱼、智利鲱等经济价值较
高的鱼类资源。智利的捕捞渔业不仅注重
经济效益，更关注渔业资源的保护。智利
自2023年起扩大海洋保护区建设，各种旨
在减少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影响的政策、
倡议相继生效。当前，智利共有58个各类
海洋保护区，覆盖智利超过40%的海域，是
拉美国家中保护水域面积最大的国家。

智利的渔业加工贸易同样发展迅速，
涵盖了鱼油、鱼粉、干海藻、烟熏食品等多
种产品。智利政府同时鼓励私人和外国企
业投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新型机械化渔
船等进行水产品深加工，以提升产品质量
和附加值，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智利渔业行业面临挑战

受全球气候变化、政府配额制政策以
及国际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智利渔业行
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智利渔业
和水产养殖局发布的《2024年智利主要渔
业资源状况报告》，智利渔业资源总出口额
已经出现连续三年的下滑趋势（2022 年

89.29亿美元；2023年76.95亿美元；2024年
73.02亿美元）。

首先，厄尔尼诺现象以及极端气候因
素对渔业活动形成较大冲击。全球气候变
暖导致智利沿海水域温度显著上升，影响
了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这种温度的变化
直接影响了三文鱼和贻贝等主要养殖产品
的生长环境。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则导
致部分渔业设施受损，捕捞活动被迫暂
停。海洋酸化对贝类资源的生长和繁殖产
生负面影响，导致贝壳变薄，产量下降。

其次，智利政府出于保护渔业资源的
考虑，颁布禁渔令，并对捕捞实行配额限
制。2023 年，智利政府修订《渔业和水产
养殖法》法案，针对沙丁鱼、凤尾鱼和鱿鱼
等重要经济物种，基于科学数据规定每年
可捕捞的鱼类数量，以保护鱼类繁殖期。

最后，智利渔业行业还面临国际市场
的激烈竞争。以三文鱼为例，其所占全球
市场份额已远低于挪威。智利渔业行业虽
然在产品质量和价格上具有一定竞争优
势，但在品牌建设方面仍显不足，不仅影响
了产品的附加值，也限制了其在国际高端
市场的竞争力。

中智渔业资源合作前景广阔

从中智两国贸易合作的大前景看，日
益开放的中国市场必将为两国带来更广阔
的发展机遇。博里奇总统连续出席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中拉论
坛正式运行十周年之际再度访华，可见其
高度重视发展对华经贸关系。自 2006 年

中智自贸协定生效以来，两国贸易额快速
增长。2019 年，中智自贸协定完成升级，
成为迄今我国货物贸易开放水平最高的自
贸协定。自贸协定的签署促进了双边贸易
的增长，2024年达到 616.6亿美元，是协定
生效前的8.6倍，远高于同期中国对全球贸
易3.2倍的增幅，为两国企业创造了更多机
会，使两国人民享受更多实惠。

此外，中智两国在远洋渔业方面存在
一定互补性，中国高度重视捕捞业和水产
养殖业的发展，在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下，两国的渔业合作可以进一步拓
展。在2024年7月举行的第三届中国—拉
美和加勒比农业部长论坛上，发布《中拉农
业重点领域部长共识》和《中拉深化农业合
作行动计划（2024—2028）》，规划引领未来
几年中拉农渔业重点领域的合作方向，包
括聚焦水产养殖等领域，推动双方在渔业
技术、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
探索在渔业全产业链方面的合作，包括捕
捞、加工、贸易等环节，提升渔业产业的整
体竞争力。

通过加强渔业技术交流与合作、拓展
渔业全产业链合作、提升渔业贸易便利化
与市场拓展，中国企业可以在智利渔业领
域实现更深层次的合作，促进双方渔业产
业的共同发展。

第一，继续推动中智渔业技术交流与
合作，鼓励中国企业与智利相关机构或企
业开展渔业技术合作项目，共同研发和推
广先进的水产养殖技术、渔业资源评估和
管理技术。2025年2月，智利经济部渔业副

部长萨拉斯率团访华，他表示，智利作为全
球主要渔业国家之一，高度重视与中国的
合作，愿为中方企业在南太平洋作业提供
港口服务、数据共享等支持，并期待引入中
方在远洋装备、加工技术及数字化转型方
面的经验，助力智利渔业产业升级。未来，
相关中资企业可以加强与智利渔业行业的
技术交流，特别是在水产养殖技术、海洋捕
捞、渔业资源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在夯
实现有基础上，共同研究解决渔业资源可
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中的关键技术问题。

第二，深化中智渔业全领域、全产业链
合作，包括捕捞、加工、贸易等环节，提升渔
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随着秘鲁钱凯港的
正式投入使用，来自拉美的农渔业产品将
在更短时间、以更新鲜的状态抵达中国市
场。中国企业可以利用钱凯港的优势，投
资智利的渔业加工和物流基础设施，建立
现代化的渔业加工企业和冷链物流中心，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升产业整体竞
争力。

第三，提升中智渔业贸易便利化，支持
两国共同开展市场推广活动，提升智利渔
业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品牌知名度和附加
值。2024年11月，13家智利企业参加于青
岛举办的第 27 届中国国际渔博会，三文
鱼、贻贝、鳕鱼、帝王蟹、大鱿鱼等海产品受
到许多消费者喜爱。两国政府可以提供必
要的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和政策指导，促进
双方渔业合作的顺利开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
政治经济学院）

智利渔业出口商看好中国市场
■ 单充允

今年春节期间，丰产的智利车厘子登上中国千家万户的餐
桌；巴西精品咖啡进入中国的咖啡连锁店，成为年轻消费者的

“时尚饮品”；厄瓜多尔白虾、阿根廷红虾，多种拉美和加勒比地
区海产品漂洋过海来华……近年来，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的优质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存在感”日益凸显，供需双方顺畅
对接，形成了从采购到销售的热烈互动。

中国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海关总署
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与拉美商品进出口总额达到 5184.67
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进口额达2414.66亿美元，较五年前增
长约46%。亮眼的货物进出口数据背后，是中拉广阔的市场和光
明的发展前景。

近年来，随着中国消费升级和提振内需政策不断落实，消费
者对优质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下，拉美和加勒比地
区出口到中国的各色产品凭借其高附加值和独特的品质优势，
正成为满足这一市场新需求的重要力量。

农产品一直是中拉双边经贸合作的亮点。多年来，智利盛
产的车厘子都会在每年11月前后，以空运、海运的方式陆续抵达
中国，持续满足消费者在年末和春节期间对高端水果的消费需
求。“本智利车厘子产季，我们在广州地区的智利车厘子销量较
上季同期增长 40%以上。”中国大型零售平台盒马鲜生广佛莞中
珠区域水果采购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春节期间，3J、4J的高规格
车厘子品种和客单价更高的礼盒装受到消费者青睐。

智利出口促进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车厘子出口额
超过30.91亿美元，其中有超九成发往中国。在旺盛消费需求的
带动下，如今智利已成为中国第二大鲜果进口来源国。

除了智利车厘子，智利西梅、秘鲁青提、巴西咖啡等拉美和
加勒比地区优质农产品也逐渐进入中国市场。盒马鲜生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年初，广州地区各大门店首次上架了来自秘鲁的
太阳芒，受到不少顾客的喜爱。

此外，厄瓜多尔玫瑰、哥伦比亚绣球、秘鲁朱顶红等来自拉
美和加勒比地区的鲜花也持续走俏。今年春节期间，北京新发
地花卉批发市场售出了4万多枝厄瓜多尔玫瑰，满足旺盛的节日
消费需求。专注培育高端朱顶红花卉的秘鲁农花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马塞洛·弗洛雷斯说，中国消费市场庞大、购买力强，对高

品质花卉产品的需求旺盛，近几年，他们出口到中国的朱顶红种球数量持续增长。
今年，提振消费、扩大内需被摆在了中国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同时，扩大高水平对外

开放，稳外贸、稳外资位列中国政府全年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中。政策的带动将为更多拉美
和加勒比地区优质产品实现对华出口提供机遇，中拉经贸合作将延续高效务实的节奏。

长期关注中拉关系的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副教授张芯瑜表示，近年来，中国与拉美
和加勒比地区多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促进了中拉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使更多优质产品
能够快速、安全地送到中国人的餐桌。

自2005年与智利签署自贸协定以来，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已先后与智利、秘鲁、
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签署了自贸协定，均已生效实施。今年年初，在中厄自贸
协定的框架下，厄瓜多尔金枪鱼罐头在中国雄安综保区完成首单进口，为中国消费者提供
了更多选择。

在中国开放大市场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企业寻求经贸合作机
遇。前不久率领商务代表团访华的智利全国牛奶生产商联合会主席马科斯·温克勒表示，
他对智利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奶制品消费需求的能力充满信心。

“中国明确告诉世界，它将始终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推动更多产品进口。”秘鲁圣马科
斯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卡洛斯·阿基诺表示，中国每年举行的进博会等活动，对国
际商品的进口、消费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不仅能够让中国消费者获得更实惠的好
产品，同时也对秘鲁乃至世界经济有益”。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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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2月21日，“罗安达轮”集装箱船靠泊在天津港（无人机照片）。当日，“罗
安达轮”集装箱船正式从天津港出发，驶向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智利等南美洲国
家，标志着天津港正式开通天津—南美西新航线。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