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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拉美:跨越太平洋的发展伙伴 

合作·共享 

2016/5/29 8：30—17：10 

 

主持人：沈逸  复旦大学 

 

陈笃庆 

中国驻巴西领事

馆 

 

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关系： 

1. 中国是许多拉美国家重要的贸易伙伴。 

2.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不能独善其身。拉

美国家担心中国经济减速，会波及其他国家。巴西的企业界对中国经

济指数的关注程度甚至超过对美国经济指数的关注。 

3. 对中拉合作的前景有信心。一是中国的经济朝健康的方向发展，中

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初步成效。二是一些拉美国家受到经济的影响，

政治也有一些动荡，但这不必担心，拉美国家会克服这些困难。拉美

国家正在修建基础设施，中国可以帮助拉美国家。 

4. 中国对拉美发展前景信心不变，中拉互惠合作的大局不变，中国加

强同拉美合作的政策不变。 

 

Ana Candida 

Perez 

巴西驻上海总领

馆 

巴西是中国进入拉美的大门： 

1. 中国是一个具有战略性外交思想的大国，一带一路举措是这种战略

的具体实施。 

2.中国和巴西关系还有很大的深化空间，中国已经是巴西最大的贸易

伙伴。 

3. 地理、不同的语言以及文化和政治制度是双方合作的障碍。但是，

双方要互相了解对方的文化。不同和多样性并不能阻碍合作，共同的

利益可以让双方进行合作。 

4.从巴西到秘鲁的跨太平洋和大西洋铁路，中国是被包含在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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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iz Augusto de 

Castro Neves 

中国巴西企业家

协会 

 

全球化背景下的亚洲，中国和拉美： 

1. 全球市场变得原来越复杂，一个新的结构正在兴起。当下，第三世

界正在崛起，一体化的发展正在兴起，也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兴起，

中国的崛起也非常引人注目。现有的制度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建立新

的机制，比如说金砖国家。这样新兴国家才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更

多的声音，在国际事务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2.全球化的过程中部分国家实施了贸易保护主义。巴西和拉美国家更

多的是向内的发展，有保护主义的想法，更关注的是本地的市场。 

3. 亚洲国家在融入全球市场中有更领先的思想，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

例。亚洲和拉美的发展道路完全不同，亚洲是外向的发展。 

4.拉美国家也正在向外向型经济发展，必须通过全球化发展才能进行

内部的发展。拉美国家正在学习中国的发展战略。 

王中美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中国负面清单的外商管理体制的发展： 

1. 1995 年开始对外商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将审批权下放地方。真正

的转变起始于上海自贸区的建立。这种转变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

中国自身也变成对外投资国等内外因素影响下形成的。 

2. 这个负面清单制度目前只适用于四个自贸区。负面清单制度与正面

清单制度的区别在于，清单上没有禁止的项目都是许可开放的，更重

要的是透明度有所区别。 

3. 目前负面清单存在一些问题，如试验的层级太低。 

 

Peter Herrman 

意大利政治经济

社会研究所 

 

增长与发展是全球议题中的挑战： 

1. 世界面临很多挑战：地缘政治方面的挑战、全球的权力中心在转

移、经济上的挑战、生活方式的挑战以及资源方面的问题。除了要考

虑财富的增长，还要考虑如何配置财富，也要考虑到创新和发展的方

向以及发展方式的转变。 

2. 中国和拉美国家都有生产过剩的问题，需要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

不止需要政府的管理，还需要下层的参与。中国要进行经济转型才能

够能好地融入全球的供应链。 

3. 要把政治，经济，社会的各方面综合起来考虑，不要只考虑经济

的发展。有效分配原材料和积累的财富以及过剩的时间，发展各个领

域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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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 

上海 WTO 事务

咨询中心 

 

当前国际经贸协定中国内规制监管： 

1.在近期达成的 TPP 中体现的监管一致性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生

产产生重要影响。 

2. 在 WTO 中，国内规制监管就有关于必要性和透明度的原则，但是

在 WTO 的实践中是有争议的，因为这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问题。 

3. APEC 等国际组织推动国内规制监管一致性合作，APEC 的“一致性”

强调成员方之间的协商，缺乏严格的制度化约束。 

4. TPP“监管一致性”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该协定对国内规制的制度设

计方向。 

讨论总结 

A.J. Nichols 

淡水河谷矿产品

（中国）有限公司 

1. 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不断地上升。中

国与拉美在不断地细化双方的关系。 

2. 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对环境的重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进入

了质的变化，这个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从拉美的角度来看，双方可以

互利互惠实现发展，以帮助中国实现十三五规划。 

3. 中拉贸易需要继续进行发展，杜绝贸易保护主义。除了要有经贸

的合作，从长期的发展来看，还需要文化上的交流，了解双方的不同

之处和互补之处。 

 

 

 

 

Renato Galvao 

Flores Jr. 

巴西瓦加斯基金

会 

中拉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可以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贸易： 

1. “一带一路”是一个地理上的战略，是一种更灵活的结构。 

2.通过 LSBCI 指数可以看出，中国大陆、中国香港跟世界性的港口有

很强的联系。他们与南美的贸易国家有着很紧密的双边关系。 

3. 扩大中国、东南亚组织和南美的互动，将韩国和日本也加入“一

带一路”战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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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ard Gomes 

弗鲁米嫩塞联邦

大学 

 

中国与拉美是跨太平洋的合作伙伴： 

1.TPP 有一些优缺点，它是一个更综合的市场准入机制。它有更广泛

的目标，除了贸易，还有关于生活和环境方面的机制。它存在一些问

题，比如它使得现在很多亚洲国家对自身的货币进行贬值，这造成不

同国家收入的不平等。 

2.中国是墨西哥、智利和秘鲁主要的进出口贸易伙伴。虽然暂时还不

知道中国与拉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会以什么形式建立，但是能确定

的是，这种关系可以在 2018 年建成。  

讨论总结 

权衡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研究所 

1.第一个演讲者提到中国和南美的贸易关系，他认为一带一路可以带

动双边的贸易。我认同这个想法，一带一路确实可以带动双边贸易，

尤其是在基础建设方面。 

2. 第二个演讲者提到 DPTP，我认为在 2018 年全球化会下降，地区

一体化会成为另外一种全球化的机制，我们需要更多的区域合作机

制。同时，中国现在面临一些问题，如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还有很多

问题需要解决，南美也是，双方可以共同合作解决这些问题。 

 

 

王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 

巴西三位一体的经济发展战略所面临的挑战： 

1.2015 年巴西的宏观经济发展形势:GDP 衰退，失业率上升，三大产

业萎缩。 

2.巴西从 2015 年 9 月开始进入货币危机，现在进入了经济危机，会

出现持续两年的负增长，连续 20 个月通货膨胀高于央行设定的目标，

2014 年开始出现财政赤字。巴西国内出现政治，经济的混乱局势。 

3. 巴西三位一体的经济政策（财政，通胀和汇率）是失败的。巴西

需要提高央行的独立性，这样才可以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性。 

 

姚红辉 

巴西证券期货交

易所上海代表处 

中国巴西金融市场合作具有发展前景： 

1. 巴西和中国都是新兴经济体，但是又有很大的不同。巴西是资本

主义，经历过很多经济困境。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大约二三十年，

中国正在开放和发展中。 

2. 虽然现在巴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我们可以提供很好的金融

服务，给投资者提供很好的服务，我们可以给投资者提供一个平台去

实现他们的战略。 

3. 从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资本市场也需要复苏，但中国的资本市

场前景还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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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总结 

Renato Galvao 

Flores Jr. 

巴西瓦加斯基金

会 

 

1.巴西现在的经济状况不好，王飞所展示的数据是对的。经济与政治

分不开，巴西现在的危机也是政治的危机。 

2.尽管有很多危机，但巴西还是有很多机会。如果我们进行调整，巴

西的经济就可以恢复。况且，巴西有很多经济部门仍然发展得很好。 

 

 

万瑜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国与拉美的能源合作： 

1.中国和拉美之间的油气合作有很好的前景，中国和拉美的能源合作

有必要性。中国的能源企业，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已经在拉美

进行了投资。 

2.中国要建立多元化的能源战略。现在中国大多数能源从非洲和中东

进口，这种结构很不安全。所以，从拉美进口能源就变得更为重要。

3.中国和拉美的公司应该进行更多的合作，探索新的合作方式。 

 

 

郭长刚 

上海大学 

从南共市看拉美一体化进程： 

1.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对拉美提出华盛顿共识，希望拉美向美国开放。

在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指导下建立的南共市没有给拉美国家带来收

益。 

2.南共市自身存在一系列问题，比如成员国之间并没有互免关税，没

有建立一个好的制度建设。 

3.今后地区一体化的建设中要吸取南共市的教训。 

讨论总结 

王庆元 

中国外交部 

1. 不要太担心巴西的经济形势，巴西可以度过这个难关。 

2. 从中国角度看，拉美对中国的经济和外交战略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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