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巴联手促进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文  / 丁工

为该组织历史上数额最大的一笔贷款。

卢拉就职总统后，随即对经济体制进行

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增加外汇储备和

降低通货膨胀，作为经济改革工作的基

本着力点，加强对外资流入的监管，努

力维护国际收支平衡。

卢拉的改革显著提升了巴西经济抵

御风险的能力，将经济发展方式从对外

依赖型向对内自主型转变，并重新夺回

世界粮仓的盛名。在卢拉的治理下，短

短8年时间，巴西经济累计增长37.3%，

成为全球第八大经济体，人均GDP已接

近9000美元，年通货膨胀率由12.5%下

降到4.5%，巴西的出口额也较2003年时

翻了四番。巴西建立了2000多亿美元的

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七大外汇储备国，

充足的外汇储备增强了巴西抗拒金融风

险的能力，为稳定巴西经济形势提供了

重要保障，也使巴西有能力拨出100亿美

元购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券，并首

次成为该组织的债权国，从贷款国摇身

一变成为债权国。自2003年卢拉执掌政

权以来，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使巴西政

4月12日至15日，巴西总统卢拉率

领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开启其

第四次访华行程，也是他第三次出任巴

西总统以来首次出访美洲之外的国家，

充分体现了巴方对发展中巴关系的重视

以及中巴战略合作伙伴的广度和深度。

中国和巴西分别是东西半球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经济

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国可以借

助卢拉试图重新提振巴西新兴大国地位

的契机，就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加强

战略协作，联手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改革和建设。

卢拉重塑巴西国际定位
一直以来，巴西都被人们冠以“未

来大国”和“潜在大国”的称号，表明巴

西始终无法在国际上发挥世人所渴望的

大国作用。2001年，当高盛投资银行的

首席经济师吉姆 · 奥尼尔将巴西与俄罗

斯、印度和中国一同归纳为“金砖四国”

（BRICs）的时候，奥尼尔不无幽默地说 ：

“人们告诉我，我一定是为了让BRICs这

一缩略词听起来更悦耳一点，才加入了

巴西（B）。”而随后巴西的表现也再次印

证了人们的普遍看法，2003年巴西经

济便陷入另一轮危机，金融市场持续动

荡，主权货币雷亚尔贬值了64%，股市

下跌了27%，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增长

预计降低到1%。为此，巴西被迫向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304亿美元，也成

治地位和外交影响显著提升，参与全球

治理的能力和愿望更加强烈。

但 自2011年 以 来， 巴 西 经 济 持 续

下滑，政局出现动荡，一度由世界第六

大经济体退居第十二位，在以20国集

团、金砖国家等领导人峰会为代表的全

球性论坛中的活跃程度也大幅降低。尤

其是博索纳罗上台后，巴西开始减少以

新兴大国身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

活动，不仅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重大国际事务上很

少发表自己的主张，而且不再视南美地

区合作为加速国家振兴的依托，也没有

兴趣在加快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领导

作用，2019年4月甚至退出南美洲国家

联盟。一直以来，卢拉都将发展中国家

作为首脑外交的主要对象，而将南美以

及拉美地区置于巴西外交政策的优先位

置。2023年卢拉第三次当选总统后，以

周边历史传统区域和发挥巴西大国作用

为基础，以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为目

标，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

便成为其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巴合作塑造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
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巴西最大贸

易伙伴，而巴西也长期保持中国在拉美

地区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2022年双

边贸易额创纪录地达到1714.9亿美元。

巴西在对华关系上不仅是美洲地区的先

行者，甚至在发展中国家范围也曾创造

中国和巴西分别是东西半球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和重要新兴市
场国家，经济互补性强，合作
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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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第一。1993年中国同巴西建立第

一个“战略伙伴关系”，1988年也是中

巴率先在光学遥感、地球资源卫星等科

技项目上开展合作，开创了发展中国家

航天探索领域合作的成功先例。当前，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已经达成一致并

在某些情况下得到实施的改革举措，并

没有实质性地改变这些机构的实际权力

安排。关键是对新兴力量来说，怎样将

推动全球治理改革过程中取得的成果，

通过建立国际规章制度的方式继续予以

巩固和确认。因此，中国可以借助卢拉

试图重振巴西新兴大国地位的契机，与

巴西联手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

建设，从而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

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

（1）中 巴 可 以 共 同 拓 展 与 中 等 强

国合作。中等强国是指那些尽管没有大

国超众的实力和影响，但在国际事务中

相比除大国外的其他国家，更能够扮演

出类拔萃角色的行为体类别，主要包括

韩国、澳大利亚、沙特、阿根廷、波兰、

印尼、墨西哥、加拿大、西班牙和土耳其

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一些中等

强国借助G20升档的难得机遇，以“二

类国家”的实力扮演领导世界的“一等国

家”角色，对全球治理格局的作用和影

响日益增大。金砖国家和中等强国都是

步入全球治理舞台中央的新生力量，对

国际事务存在很多相似或相近的观点和

看法，中等强国看待金砖合作的态度更

加客观公正，决定两者之间有待开发的

共同空间和合作潜能巨大。而且，金砖

国家与中等强国存在诸多关联性，在申

请加入金砖国家的候选者也几乎都是中

等强国。例如，阿根廷是巴西最大的邻

国，也是南美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

在巴西没有走出南美一隅的时间里，人

们将巴西和阿根廷并称为“南美双雄”。

卢拉任职总统期间多次表达加强与阿根

廷贸易关系和共同推动地区一体化的

愿望，将加强和阿根廷的战略关系作为

其南美区域一体化外交的优先对象，强

调同阿根廷建立和谐的战略关系是巴西

“稳固后方、施展全球”的前提条件。卢

拉在第一和第二任期内先后11次访问阿

根廷，2023年再度执政后又把阿根廷选

定为首访国家。同样，阿根廷也是中国的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关系已经成为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发展

的典范。因此，中国和巴西作为金砖国家

组织的重要成员，按照“自然发展”规律

优先考虑以中等强国为“扩员”对象，不

仅成为金砖国家发挥效能的新方向和新

领域，也是改变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一种

重要方式，从而进一步增强金砖国家组织

的地域代表性和覆盖面，有助于提升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

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2）中巴可以按照错位对接、融合

发展的模式，有针对性地开展“第三方

市场”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是在面

对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和下行压力冲击之

下，通过发挥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各自优

势，进行优化资源分配、释放潜在需求，

以及培育经济增长机会和创新发展的国

际合作模式。因此，以双边合作以外的

方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催生“第三

方市场”合作的驱动要素之一，为“一带

一路”沿线各国群众谋利造福是确保“第

三方市场”合作持续推进的强劲动力和

不竭源泉。综合对比可以发现，中国和

巴西经济发展各具优势特色和实现需

求，双方处在同一产业链条的不同位置，

相互之间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潜力

巨大。巴西虽然是较为发达的新兴经济

体，但存在着工业体系不够完整、经济结

构相对单一、过分依赖矿产和能源出口

的缺点。而中国在工业制造、基础设施

建设领域迈入世界一流行列，是被联合

国认证为全球唯一拥有所有工业门类的

国家，精密加工机床、高端机械设备元器

件和零部件的生产供应、智能家电、精

细化工是中国产业的强项。巴西则在矿

产资源开发、农业科技、近海石油勘探、

宜居城市建设、信息通讯和现代物流等

偏向农业和服务业的领域具有极强竞争

力。中巴产业结构的高互补性有利于释

放合作潜力和活力，为两国在“第三方市

场”合作中实施错位分工、互补合作策略

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

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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