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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巴西多边
主义外交与金砖合作

王　飞

【提　要】巴西是金砖国家中突出且高度活跃的一员，在合作机制创立阶段发挥了关键

作用。巴西积极通过与金砖国家扩大合作，参与关键的制度设计，赢得自主权，以实现获

得拉美地区的领导地位和更高国际地位的战略目标。通过两场金砖 “主场外交”，巴西在国

际金融、国际贸易、气候变化、互联网治理等议题上向世界传递了 “巴西声音”，同时积极

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机制化建设。展望未来，推动金砖国家之间的能源合作与农业合作是

巴西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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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９月，金砖国家 （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领导人第九次峰会在中国厦门

举行，对十年来金砖合作的成果进行了评估，并对开启金砖国家团结合作第二个 “金色十年”进行

了展望。巴西是金砖国家成员之一，在合作机制创立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积极推进金砖国家之间

全方位的务实合作。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巴西大国外交和 “南南合作”的产物。利用金砖国家合作

机制，巴西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实现了跨越，在全球治理中提升了代表性和话语权，在拉丁美洲的领

导地位得到巩固。回归民主化之后，“多边主义”多次出现在巴西领导人的讲话和著作中，巴西的外

交战略呈现出明显的多边主义特征。巴西在全球、地区和双边等多个层次利用多边机制为本国争取

国际事务中更多的发言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正是在这样的战略背景下，巴西积极参与金砖国家

合作。本文在全球治理的视角下对巴西多边主义外交传统进行了归纳和梳理，并对巴西在金砖国家

合作机制中的角色发挥进行定位。巴西在能源 和 农 业 领 域 的 优 势 能 积 极 推 动 未 来 金 砖 合 作 的 深 化，
进一步实现金砖国家互利合作。

一、巴西外交多边主义传统

巴西军政府下台后，巴西进入民主过渡期。① 此时，与拉美地区其他国家一样，巴西深陷经济和

社会危机：经济增长率低，债务和通货膨胀高企，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外资撤离。经济上的 “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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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６４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军队推翻了古拉特政府，建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军政府。



外患”以及长达５０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积重难返，对巴西外交政策的重塑产生了重要影响。

１９９２年，塞尔索·拉斐尔就任巴西外交部长，巴西 “参与型自主”的外交理念初步形成。该理

念认为，如果巴西想要在国际舞台上享有更大的空间，就不能以保护主权为由而对新的国际议题和

制度敬而远之。相反，巴西应尽力运用自身价值观和外交传统影响国际议程。费尔南多·恩里克·
卡多佐①继任巴西外交部长后，对 “参与型自主”外交理念进行了扩展和深化。他认为巴西必须跨越

专制民族主义和内向型发展阶段，努力实现对世界事务的竞争性参与。１９９３年５月，卡多佐出任巴

西财政部长，塞尔索·阿莫林接任巴西外交部长，巴西的外交政策表现出更明显的多元化自主特征。
为了能够在多边层面更具谈判能力，巴 西 努 力 加 强 与 其 战 略 伙 伴 之 间 的 关 系，并 积 极 扩 大 在 政 治、
经济和技术等领域的利益范围。卡多佐正式就任巴西总统后，在两届任期内，形成了巴西 “参与型

自主”理念指导下的外交格局，外交政策符合民主政治价值和经济自由主义。在这个时期，南方共

同市场是巴西参与国际事务的平台。巴西还积极寻求与全球价值和趋势保持一致，积极参加包括环

境保护、裁军、贸易自由化等议题在内的各种多边论坛。此后，巴西一直坚持多边主义的外交战略，
重视国际法，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利用实用主义原则支持其实现拉美地区领导权和世界大国地位的

国际战略目标。②

２００３年，劳工党主席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当选巴西总统，成为巴西外交政策的

转折点，巴西外交战略实现了从 “参与型自主”向 “多元化自主”的转变。巴西积极参与全球事务，
强调与新兴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巴西更加重视与主要新兴经济体的联

系。印度、巴西和南非 “三国对话论坛 （ＩＢＳＡ）”的成立标志着巴西与印度和南非的关系正常化。同

时，巴西积极加强与中国和俄罗斯在商业、科技和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巴西的外交政策正式从 “参

与型自主”过渡到 “多元化自主”，即通过 “南南联盟”使巴西遵循国际原则和规范，实现多极化和

更大的平衡。③ 卢拉政府在外交上的根本立足点是用 “多元化自主”的理念取代 “参与型自主”，从

而使巴西巩固了一种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卢拉坚持推行多边主义，将其视为建立国际政治秩序的

原则，并将其视为一种广泛的运动，以实现国际社会的权力分散和规范。巴西在与超级大国的交往

中强调自主，重视通过双边努力或国际机构来加强与南方国家的联系，部分继承了军政府时期形成

的 “负责任的实用主义”④ 传统。但是，“负责任的实用主义”并不与南方议程完全一致，这是巴西

外交政策中的又一特点，例如，巴西从来不曾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

二、巴西参与金砖合作的效果

“金砖巴西”的全球治理观是：在多边主义外交战略的指引下，维持目前的国际地位，巩固在拉

美的大国地位以及保证经济发展。⑤ 鉴于此，巴西人认为必须积极参与一些国际规则的制定，并且要

在国际组织中获得话语权，这样才能拒绝可能对本国产生不利影响的规则。巴西积极推动建立全球

治理机制，并寻求在国际社会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⑥ 巴西通过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全球

气候变化以及金砖国家合作等方面提高参与度实现了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其中，金砖合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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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多佐于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９９３年５月任巴西外交部长，１９９５年１月就任巴西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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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巴西外交政策的三种类型转变，可参见 ［巴西］杜鲁·维也瓦尼、加布里埃尔·塞帕鲁尼：《巴西外交政策：从萨尔内到卢

拉的自主之路》，李祥坤、刘国枝、邹翠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１～１２页。
“实用主义”在巴西的历史可一直追溯到军政府时期。１９６７年后，盖泽尔总统推行了 “负责任的实用主义”政策，通过远离国际

权力中心实现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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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被巴西视为彰显其新兴大国地位、助其获得参与全球治理地位的重要平台。同时，巴西希望通过

金砖合作获得金融和投资支持，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增强在南美洲地区的影响力。
首先，巴西利用金砖合作机制提升国际地位。巴西外交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世界体系在民主和公

平方面更加完善，同时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加适宜的经济发展环境。巴西一直希望建立一个发展中

国家联盟，从而在更好的政治条件下进行谈判，使 “南北交换”更加公平。① 金砖合作机制为包括巴

西在内的世界上发展最令人瞩目的５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会。于是，巴西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积

极倡导者，坚持 “参与谋求自主”的理念，希望利用金砖合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使其在拉美地区

领导国的地位得到国际认可，并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终极目标是寻求在联合国安理会当中的

位置。金砖合作机制成为巴西推进其 “入常”目标的重要平台，国际社会对其身份的认同感也得到

提升。② 巴西获得了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英国、法国、俄罗斯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国际社会

对巴西 “入常”的认可度达到了历史最高点。③ 此外，卢拉政府时期还试图通过削弱美国的单边霸权

而对国际秩序的改变产生一定的影响，这集中体现在巴西对于伊拉克战争的态度上。④ 随着巴西国际

影响力的提升，美国和欧洲对巴西的重视程度提高。２０１１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建议

美国认真考虑加强与巴西全方位的合作，并且支持巴西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⑤

其次，巴西利用金砖合作机制强化其在南美洲的影响力。在多边主义外交战略的引导下，巴西

的外交政策积极主动，希望通过加强自身经济实力以及与发展中国家的结盟在国际政治领域获得一

定的影响力，提升在国际层级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巴西以南美洲作为其利益范围，利用拉丁美洲

作为其参与国际竞争的平台，以获得国际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大国地位。⑥ 在俄罗斯提出将虚拟的 “金

砖四国”转化为一个四国集团 （Ｇ４）的倡议后，卢拉积极响应，希望将金砖合作升级为一个正式的

政治协调机制。在成功举办第二届 “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之后，巴西又利用第六届 “金砖国家领

导人峰会”强化了其在南美洲的影响力。⑦ 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多层次的发展特性制约了进一步的深

化与整合，相互竞争程度加剧，巴西希望利用金砖合作机制向本地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在第六

届 “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巴西倡导了 “金砖＋”合作模式，邀请南美洲国家的领导人参加

会议，并与金砖各国的领导人展开对话，以此强化巴西在南美洲地区的影响力。
最后，巴西利用金砖合作机制获得了一定的经济红利。一方面，金砖合作成为巴西对外贸易的

稳定器，是巴西贸易创汇的核心市场。据统计，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巴西与金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年均

增幅约为２７％，高于巴西与发展中国家２０．１％的增幅。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巴西对外贸易降幅明显，但

是与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缩减幅度 （３０．５％）低于巴西与发达国家的贸易降幅 （３１．７％）。⑧此外，自

首届金砖国家峰会以来，巴西与金砖国家成员国的贸易一直处于顺差水平。另一方面，金砖合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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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提供了金融资源。２０１７年４月，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巴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签署了首份针

对巴西的贷款协议，巴西获得了总额３亿美元、为期１２年的贷款，将主要用于建设巴西的可再生能

源项目。巴西是全球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领先者，其中水力发电占其总发电量的６０％。面对当前全球

日益严峻的气候问题，绿色金融和可再生能源是有效解决之道。在此背景下，新开发银行此项贷款

将进一步推动巴西能源结构多元化、保证未来能源安全。

三、巴西在金砖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巴西是金砖国家中突出且高度活跃的一员，通过积极与金砖国家扩大合作，参与关键制度设计，
赢得自主权，以提高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和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通过两场金砖主场外交，巴西在

金融、贸易、气候变化、互联网治理等议题上向世界传递了 “巴西声音”，同时，巴西还积极推动金

砖国家合作的机制化建设。
（一）巴西积极推动金砖合作机制化

在各国的努力下，金 砖 合 作 机 制 建 设 不 断 完 善，已 经 从 单 一 层 次 的 外 长 会 议 逐 步 发 展 成 为 以

“金砖峰会”为中心、辐射各个层级的多层次合作机制，议题也实现了扩展。巴西是金砖国家合作最

为积极的推动 者 之 一。通 过 实 施 互 惠 互 利 的 多 边 主 义 外 交 策 略，巴 西 推 动 建 立 “三 国 对 话 论 坛”、
“基础四国”等议题导向的多边协调机制，这 可 看 成 巴 西 积 极 推 动 金 砖 国 家 机 制 化 合 作 的 前 奏。自

２００９年金砖合作机制形成后，巴西一直将发展与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视为其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

２０１０年成立的巴西金砖国家政策中心，研究合作议程，制定对策安排，成为巴西对外战略和金砖国

家合作战略的重要平台。
在首届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建立后，２０１０年四国领导人在巴西利亚举行的第二次会晤上提

出加强金砖国家合作与协调的具体举措，推动金砖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这一年，巴西经济强劲反

弹，ＧＤＰ实现了７．５％的高增长，帮助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获得了更加平等对话和合作的机会。巴

西利亚峰会期间，巴西为金砖国家在企业家论坛、银行联合体和智库会议等议题方面搭建了合作与

交流的平台。２０１４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再次来到巴西，此次峰会在推动金砖各国金融领域的

机制化合作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新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的建立标志着作为新兴经济

体的代表，金砖国家开始尝试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进行金融公共产品的提供。新开发银行将采取市

场化的运作方式，降低贷款成本，创新贷款工具，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强劲、灵活、快捷和以客

户为导向的融资服务。金砖各国在确立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库的解决方案上分歧较大，巴西充分

发挥了东道主的作用，积极推动各个多边、诸边议题的沟通协调，经过七轮谈判，终于达成全面共

识。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８日，巴西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议员安德烈·菲格雷多 （Ａｎｄｒé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的

提案。该议员提出成立旨在推动和发展金砖国家间关系、加强彼此立法机构合作和交流的 “巴西—
金砖国家议会小组”。①

罗塞夫总统被弹劾后，推动金砖合作机制化的进程在巴西并未受阻。代总统米歇尔·特梅尔就

职次日就迅速赶到杭州参加Ｇ２０峰会，随后又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第八届 “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足

以体现巴西对 “南南合作”、特别是金砖国家 合 作 一 贯 的 重 视。虽 然 当 前 巴 西 的 重 点 是 恢 复 国 内 经

济，但与金砖国家的合作无疑是助其走出政治经济危机的一把钥匙。２０１７年４月６日，巴西民主运

动党 （ＰＭＤＢ）的参议员罗伯托·瑞吉奥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Ｒｅｑｕｉｏ）指出，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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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ＥＭＡＩＳ－ＰＡＩＳＥＳ－ＤＯ－ＢＲＩＣ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８日。



西参与国际事务和扩展海外市场都必须与地缘政治战略和外交手段相配合，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

立是非常成功的外交措施之一。①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５日，巴西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布鲁纳·
弗兰 （Ｂｒｕｎａ　Ｆｕｒｌａｎ）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拉美局在巴西利亚展开对话时强调，巴西与俄罗斯、印

度、中国及南非的关系是外交政策中的优先选项，而且在国防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前主席佩

德罗·维莱拉 （Ｐｅｄｒｏ　Ｖｉｌｅｌａ）也强调，巴西将继续推动金砖国家在国际贸易、科学、技术、创新和

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务实合作，打造多方面、多领域共同努力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②

（二）巴西在多个领域贡献力量

自２０１０年后巴西经济开始减速，２０１５年第三季度以来更是陷入了政治经济危机，总统被弹劾，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在金砖合作中的参与度。但是，尽管经济增长遇到困难，巴西在推动金砖国

家合作方面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金融、贸易、气候和互联网等方面。
第一，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鉴于国际金融中不稳定因素及其影响的存在，在多次试图

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结构调整的努力失败后，金砖国家通过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和应急储备安排加强金融合作，希望以此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改变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权责不

一致现象。③ ２０１１年３月，金砖国家三亚峰会期间，巴西开发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俄罗斯开

发与对外经济活动银行、印度进出口银行和南非南部非洲开发银行共同签署了 “金砖国家银行合作

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拟在五国间利用本国货币进行融资、扩大本币结算、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

化。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８日，巴西总统罗塞夫在印度参加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峰会”时表示，联合国

安理会以及国际主要金融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需要改革。此次峰会首次提出

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构想。２０１４年金砖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在巴西进行，最终达成了建立金砖国

家开发银行的基本框架。巴西利用 “金砖峰会”主办方优势促使在最后一刻就银行总部选址争执不

下的中国和印度达成共识，对于新开发银行协议的达成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第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倡导贸易自由化。巴西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的态度

体现了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诉求。④ 农业一直以来都是巴西的优势产业，其农产品贸易具有强大

的竞争优势。多哈回合的顺利谈判将通过降低农业关税壁垒促进巴西农业的出口，提升其贸易水平。
因此，从卡多佐政府时期开始，巴西高度重视多哈回合贸易谈判。２００３年，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世

贸组织部长会议召开前，卢拉总统领导创建了 “２０国协调组”，坚持工业产品贸易自由化必须以农业

产品贸易自由化为前提。巴西在以解决农业问题为核心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发挥了作用，符合其

国家利益，同时获得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国、印度和南非等国同巴西一起，发挥着核心作

用。同时，巴西方面还积极探索建立金砖国家自由贸易区以及贸易保障措施。２０１４年在巴西福塔莱

萨举行的 “金砖峰会”上，金砖各国签署了出口信贷保险机构之间的合作备忘录，对于促进各国之间

的贸易和投资具有保障性作用。巴西总统弹劾案之后，处于政治经济危机中的巴西将与金砖国家之间的

贸易合作看成是摆脱经济困境的有效途径。例如，参议员格雷斯·霍夫曼 （Ｇｌｅｉｓｉ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在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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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Ｓｅｎａｄｏ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ｍｅｎｔｏ　ｄｅ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Ｒｅｑｕｉｏ”，ｈｔｔｐ：／／ｗｗｗ２５．ｓｅｎａｄｏ．ｌｅｇ．ｂｒ／ｗｅｂ／ａｔｉｖｉｄａｄｅ／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ｍｅｎｔｏｓ／

－／ｐ／ｔｅｘｔｏ／４３００９４，２０１７年４月６日。

参见ＣｍａｒａｄｏｓＤｅｐｕｔａｄｏｓ，“ＰＣ　Ｃｈｉｎêｓ　ｂｕｓｃａ　ｆｏｒｔａｌｅｃｉｍｅｎｔｏ　ｄｏ　ｄｉáｌｏｇｏ　ｐｏｌíｔｉｃｏ　ｃｏｍ　ｏ　ＰＳＤＢ”，ｈｔｔｐ：／／ｗｗｗ２．ｃａｍａｒａ．ｌｅｇ．ｂｒ／

ａｔｉｖｉｄａｄ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ａ／ｃｏｍｉｓｓｏｅｓ／ｃｏｍｉｓｓｏｅｓ－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ｅｓ／ｃｒｅｄｎ／ｎｏｔｉｃｉａｓ／ｐｃ－ｃｈｉｎｅｓ－ｂｕｓｃａ－ｆｏｒｔａｌｅｃｉｍｅｎｔｏ－ｄｏ－ｄｉａｌｏｇｏ－ｐｏｌｉｔｉ－
ｃｏ－ｃｏｍ－ｏ－ｐｓｄｂ，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５日。

参见王飞：《金砖国家金融合作：全球性公共产品的视角》，《新金融》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２６页。

多哈回合原本应该在２００５年完成，但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冲突难以调和，至今仍陷入僵局。其中，以巴西、印度等金

砖国家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坚持要求发达国家取消对农业的补贴。



年４月２０日的发言中表示，必须加强 “南南贸易”，尤其与金砖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国际贸易。①

第三，区别对待金砖国家扩容。２０１３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在第五次峰会期间与１５个非洲国家的

领导人就 “金砖国家和非洲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进行了对话。此举开创了 “金砖国家＋”的互

惠合作模式。紧接着，２０１４年的巴西福塔莱萨峰会，该模式得到拓展。巴西负责联系拉美国家共同

体和南美洲国家联盟的代表参会，并具体设计实施了金砖国家与这两个地区性组织对话的详细内容

和议题程序。此举不但彰显了巴西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还为金砖未来的发展模式开辟了一条新的

道路：即金砖国家与关涉更多、覆盖更广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交流与合作的途径，“以点带片”促进全

球治理与互利共赢，把金砖经验推广到更广阔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此后，由当年承办 “金砖国家

领导人峰会”的国家邀请相关次区域内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会的合作模式被固定下来。但是，针对

墨西哥申请加入 “金砖国家”，巴西一直反对，其理由是成员国数量增加会加大磋商和协调的难度，
损害工作效率。但实际上则是忌惮墨西哥利用金砖机制提高在拉美的影响力。

第四，坚持强硬态度，积极推动金砖国家气候合作。由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的 “基础

四国”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谈判集团，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８日联合

国气候变化谈判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形成。自此之后，四国每季度轮流在本国主持召开气候变化

部长级会议，就气候变化相关重点议题、发展中国家的关切进行讨论和立场协调。通过这一有效的

协调机制，四国在历次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协调会和缔约方大会期间以 “基础四国”名义进行统一发

声，已对谈判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二十四次 “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０
～１１日在北京举行。巴西将举办下一次 “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２０１５年，中国和巴西签

署了 《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两国将进一步在可再生能源、森林碳汇、节能、能效和低碳发展等领域

开展务实合作。其中，双方重点提到了太阳能领域的合作，在太阳能板和电池产业上增进认识，探

索商业机会，开展政策、规划、技术标准、检测认证等方面的交流以及人员培训，推动中国太阳能

企业在巴西投资建厂。
第五，在互联网治理和其他相关领域，巴西也提出了倡议。巴西的互联网治理目标是强调国家

安全和用户的隐私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巴西加入了金砖国家之间的海底光缆建设计划，希望通

过多元化获得网络空间的战略独立性。同时，巴西颁布了 《互联网民法》，努力平衡用户、政府之间

的权利与义务，保持互联网的开放特性，加强保护网民的隐私。② 其实早在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巴西就与

印度、南非在联合国共同提出建立 “联合国互联网相关政策委员会”，加强政府层面的合作，并将私

营部门和民间团体等攸关方的提议纳入参考范围。在巴西达成的 《福塔莱萨宣言》表达了对互联网

被恐怖分子利用的关切，强调遵守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以及通过国际合作确保和平、安全和开放的

网络空间的重要性。２０１７年的 《巴西国防白皮书》指出，在国防方面，巴西寻求优化从更发达国家

获得技术的条件。同时，鉴于金砖国家以及巴西、印度和南非 “三国对话论坛”显示出的特点，在

高端技术领域，发展中国家 之 间 仍 有 很 大 的 合 作 空 间。因 此，巴 西 将 在 吸 收 发 达 国 家 技 术 的 同 时，
积极推动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

四、巴西在能源和农业领域推动金砖合作取得新突破

金砖国家在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效率方面均占全球重要地位，且大多数都是传统农业大国，能

源合作和农业合作将成为新时代促进金砖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重要途径。未来金砖国家的合作需要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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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露杨：《互联网治理：巴西的角色与中巴合作》，《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７０页。



找新的突破口，能源合作和农业合作将成为突破口。
巴西国土面积辽阔，境内多被亚马逊热带雨林覆盖，森林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作为全球能源储

量靠前、农产品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国家，巴西在未来与金砖各国在能源和农业领域的合作中将占

据重要地位。笔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计算，目前，巴西是俄罗斯农产品的主要供给来源，是

中国和印度能源矿产的供应基地。
首先，发挥能源优势，促进金砖能源合作。巴西拥有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储备，以乙醇为代表

的可再生能源的研制和开发位居世界先进水平。自２００７年以来，巴西在东南部远海水域发现了储量

丰富的盐下层油田。据估计，这里的石油储量可能高达７００亿桶，巴西也将从一个贫油国变成世界

上最具潜力的石油生产国和石油出口国之一。时任总统卢拉评价巴西深海石油的发现是 “巴西的二

次独立”。①２０１２年８月，巴西石油公司又在桑托斯湾的卡尔卡拉油田发现一条４００多米厚的石油储

藏带，有可能是迄今为止巴西所发现的储量最为丰富的海底石油。如果开采进展顺利，２０２０年巴西

全国的石油生产能力将达到日均５００万桶，并可以成为全球前五大石油生产国。目前巴西国内开采

的石油８０％以上来自海上油田，深海石油日产量为１８万桶。为防止全球石油巨头联合，影响巴西深

海石油的开采安全，巴西对 石 油 开 采 规 定 了 严 格 的 限 制。限 制 的 范 围 除 了 限 定 合 作 方、股 权 分 配、
签约金之外，投资者还要遵守在巴西国内购买设备等规定，要求在项目初始阶段购买本土设备和服

务的比例需达到３７％，从２０２２年起升至５９％。
金砖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将帮助促进建立全球能源合作新机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构

和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凭借丰富的资源基础，巴西有望在全球治理的能源合作方面获得一定

话语权。② 同时，伴随传统能源的日渐衰竭和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新能源在未来的主流发展趋势不

可替代，绿色发展已经深入人心。新开发银行首批项目全部是绿色可再生能源项目，为金砖国家的

能源合作开启了新篇章。巴 西２０３０年 国 家 能 源 发 展 规 划 将 扩 大 对 能 源 领 域 的 投 资，开 发 核 能、水

力、热力、风能以及生物能源发电，这将极大刺激国内对能源行业相关产品的需求，使除化石能源

外的新能源行业继续迅速发展。此举与金砖国家合作的大趋势相匹配，并且具备极大潜力。
其次，深挖农业潜力，增强金砖国家农业合作。巴西拥有大量的耕地，很多地区面临着无人耕

种的窘境。金砖国家大多是传统农业大国，农业是这些国家的命脉。各国未来可以在农业方面人地

分出、互通有无，建立满足共同需求的粮食市场。巴西以国土面积、可耕地资源、气候特点等优势

以及世界对农产品需求增长为依据，确定了 “以农立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２０１６年政治经济危机

发生后，巴西选择扩大和推动金砖国家之间的农业合作助其走出危机。例如，巴西农业部长在罗塞

夫被暂停总统权力之后，建议代总统特梅尔，通过扩大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帮助巴西农业走出困

境。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与巴西的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强，巴西对华出口农产品数量较大，只

要中方愿意优先选购巴西产品，巴西农业会很快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③ 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出口

国，并在２０１６年占中国大豆总进口量的４６．５％。集中度较高带来了合作的机遇，两国可以探索新的大

豆交易方式，使中国企业能够直接从巴西大豆种植户手中购买大豆，减少交易环节，降低交易成本。

五、结论

自卡多佐总统第二届任期以来，多边主义贯穿了巴西的国际战略。此后的劳工党两位总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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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飞：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巴西多边主义外交与金砖合作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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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最早提出建立金砖能源俱乐部，将金砖五国联系在一起，利用稳定的供求关系实现能源价格的稳定。
《巴西农 业 部 长 将 摆 脱 经 济 危 机 的 希 望 寄 托 在 中 国 身 上》，ｈｔｔｐ：／／ｂｒ．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ｊｍｘｗ／２０１６０６／２０１６０６０１３４３２６９．
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６日。



届半任期都通过采取多边主义的外交战略参与全球治理，促进 “南南合作”，共同服务于巴西追求拉

美地区领导权和世界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目标。金砖合作机制建立后，巴西表现出积极的态度，通

过推动金砖国家开展务实合作，强化其外交目标的实现。巴西认为金砖合作机制是谋求自主化的有

效手段。通过两场金砖主场外交，巴西向世界传递了 “巴西声音”。巴西的金砖合作战略总体上对金

砖合作起到了正面且积极的作用。２０１０年，巴西承办的 “第二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对金砖峰会

机制化的形成起到了巩固作用。２０１４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第二轮轮回首先从巴西开始，体现了

巴西在促进团结、提振信心和巩固合作方面的重要贡献。在国际金融秩序、国际贸易规则、气候治

理和互联网治理等方面，巴西积极推进金砖国家的务实合作。
金砖各国之间具有相互合作的基础和动力，各国对自身发展和国际问题的共识促使他们需建立

更加紧密和全面的伙伴关系。因此，长期内金砖合作继续看好。展望未来，虽然巴西国内政治经济

危机尚未结束，经济减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西在金砖合作中的影响力，但是巴西的多边主义

外交仍然相对活跃，国内的 结 构 性 改 革 仍 在 继 续，其 经 济 影 响 力 和 发 展 潜 力 仍 然 巨 大。与 此 同 时，
巴西国内的各种缺口恰恰成为促进金砖国家在这些领域推进务实合作的契机，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
劳工改革，还是反腐败，都为日后巴西与其他金砖国家成员国展开对话和合作提供了合作基础。其

中，能源和农业两个方面的合作是巴西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进一步促进金砖国家务实合作的突

破口。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２０２０年，中国和印度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达到４０％以

上，成为最主要的增长引擎。① 巴西作为全球主要的原材料产地，在上一轮大宗商品繁荣周期中享受

了来自中国和印度巨额需求产生的福利，未来将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因此，巴西

必须与中国和印度加强团结，借此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金

砖国家合作机制正是强化这一联系的制度性保证。

本文作者：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巴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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