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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和中国: 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加强战略伙伴关系
路易斯#伊纳西奥 #卢拉#达席尔瓦

我很荣幸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所在中国和全亚洲最知名的学术机构之一, 贵院在所有研究领域都有

很高的知名度。同时, 也很高兴能参加贵院巴西研究中心的成立仪式。借此机会我想与大家分享巴中战略

伙伴关系的几点思考, 以及讨论国际格局大变化中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巴西与中国在 35年前建立外交关系, 开始了友好合作, 尤其在最近几年, 我们的合作得到进一步加

强。在友好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我们不断完善对话渠道, 在重大项目的合作上取得了积极进展。作为富

有活力和互补性的两个经济体, 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加强合作, 比如能源、航空、矿产资源开采等领域。

我们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也卓有成效, 最具代表性的是卫星项目, 该项目惠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巴中双边贸

易额每年都突破新高, 尽管如此, 我们仍将继续努力扩大和丰富双方的交流。2009年, 中国逐渐成为巴

西的主要贸易伙伴。然而, 我们还要相互挖掘由双方经济规模所提供的巨大投资潜力。

巴中关系的活力体现在方方面面。在当今国际舞台上首脑外交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的背景下, 各国元首

间的互访体现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我举一个例子: 从 2008年 7月到 2009年末, 胡锦涛主席和我在不同

的场合将共有 9次会晤。在这些会晤中, 特别是我此次访华过程中, 双方均重申了进一步深化巴中战略伙

伴关系的决心。为此, 我们决定制定一份 5共同行动纲领 6, 它将以更加具体的方式为两国在 2010~ 2014

年期间广泛开展合作奠定全新的基础。35年来, 巴西和中国在寻求可持续发展以及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

国际秩序方面表现出了广泛的共识。如今, 国际体系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在国际机构和关于全球治理改革

的讨论中, 发展中国家正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作为两个发展中的大国, 我们参与了包括 /金砖 4

国0、G5和 G20在内的各种机制, 使我们能够就重大国际问题加强对话。

我们只能被动地对重大事件作出反应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1世纪以来形成的多极世界, 使得

我们能够在多边主义的基础上, 积极参与到重大国际问题决策机制的核心中。

在当前的经济危机格局下, 我们两国政府一直在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体制开展着富有建设性的协

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是因为我们两国都知道如何应对这场危机。虽然危机并不是我们引发的, 但它

将威胁到两国人民辛辛苦苦取得的建设成就。尽管这场危机的中心在发达国家, 但是伦敦峰会让我们清楚

地看到, 没有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参与, 克服危机无从谈起。这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 比如像巴西和中国

这样的国家参与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过程中。然而, 要让国际决策机制更加与时俱进,

不应该仅局限于经济组织的改革, 同样也必须让国际政治机构适应近几十年来国际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

对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国际安全机构进行民主化改革刻不容缓。要使得安理会更有代表性、更加平衡

和高效, 只有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最大限度地参与其中才能做到, 包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让这些

变革久拖不决, 就是在削弱联合国的重要性。巴西一直以来都在为这一变革而努力。

巴西和中国都面临着很多来自国内的挑战。我们两国都兼具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点。作为发

展中国家, 我们具有确保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我们社会各个阶层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共同目标。

就本国国情交流经验, 对于我们这两个伟大的民族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推动包括企业家、

科学家、学生乃至游客在内的两国民众间的交流、对话和互动。我们有必要相互借鉴国家发展和消除贫困

方面的成功经验。我们愿增进对几千年中国文化的了解, 也希望贵国人民增进对巴西文学和艺术的了解。

贵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及郑秉文所长为拉近两国间距离所作的努力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成立的巴西研究

中心必将为增进中国对巴西的了解作出巨大贡献。同时, 也将成为巴西和中国学术机构之间的桥梁。我相

信该中心将以高标准开展对巴西的研究, 推广葡萄牙语教学, 并成为巴西文化在中国的重要传播者。

永远致力于改善民生的共同目标把巴西和中国这两个大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凭着远大的志向和大国的

规模, 我们两国必将在国际舞台的众多领域内成为紧密的伙伴, 并达成众多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