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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中国到巴西，空中飞行距离 17000 公里，穿越亚

洲、非洲，横跨大西洋，而全球化把地球两端的中国与巴西拉到

了一起。同为金砖国家，中巴两国在矿业、农业、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前景十分广阔。随着巴

西世界杯赛事临近，巴西经济也进一步展现出生机与活力。近日，本报记者与巴西精英企业

家联合会中国区主席隔空对话，力图向读者更直接更具体地呈现巴西商机。

中巴经贸合作：
突破瓶颈约束 立足互补共赢

巴西，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方激，巴西精英企

业家联合会中国区主席。日前，记者在北京与身处

巴西的方激女士进行了一场跨时空、跨时区的对话。

记者：您觉得巴西哪些领域、行业是中国企业可

以重点关注的？

方激：巴西是农业大国，可耕种面积广阔，气候

条件、土壤条件非常适合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巴西

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米纳斯吉拉斯州就是其中一

个代表。米纳斯吉拉斯州全称是 O Estado de Minas

Gerais-MG，其含义就是矿产丰富，这个州是巴西矿

产储量和产量最高的州。此外，巴西的飞机制造业

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换言之，巴西的优势项目为中国企业提供了相

关的投资机会。以巴西的食品业为例，中国有关食

品的企业，比如食品设备，食品包装等在巴西都会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和巴西经济结构是互补的。再

比如，由于世界杯和奥运会将在巴西举行，巴西有许

多基础设施项目，这为中国的建材、重型机械、建筑

等企业提供了机会。

此外，巴西在教育、电子信息、纺织、化肥、医药

等领域都为中国企业淘金提供了可能。

记者：作为拉丁美洲的重要国家，巴西有哪些优

惠政策来吸引中国企业投资？

方激：巴西的许多州都有各自的优惠政策，这些

提供优惠政策的州更多地集中在巴西北部地区。比

如，作为经济自由免税区的亚马逊州，它的优惠政策

就非常多，但亚马逊地处巴西最北部，运输方面的费

用较高。总体而言，地理位置优越、经济较发达的地

区优惠政策相对较少，比如圣保罗。

巴西是南美共同体成员，如果中国企业已经完

全成为巴西本地化企业，这些企业在拉美地区销售

产品时，在税收方面会有相当大的优惠。所谓企业

本地化，是指中国企业需要在巴西开办公司或者分

支机构，在转化为当地企业后，才能享受到税收优惠

政策。

记者：中国企业赴巴西投资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方激：首先，企业应先了解巴西近期的政治动

态。其次，企业还要了解所投资行业的优惠政策。

最后，中国企业不要盲目进行投资，最好先从贸易做

起，磨合一段时间后，再展开投资合作。

中国企业在巴西进行投资活动时，可以先从并

购当地中小企业开始，因为并购可以省去很多繁冗

批文的环节，节省很多时间，是非常划算的模式。不

过，中国企业要非常了解被并购企业的经营状况。

此外，企业可以通过展览会或者实地考察的方

式，来了解巴西政治、文化等相关信息。中国企业

还 可 以 通 过 咨 询 服 务 公 司 了 解 投 资 环 境，通 过 他

们，企业可以以较少的投入，找到更加安全可靠的

投资方式。

记者：在巴西企业投资中国过程中，巴西企业对

中国政策有什么看法？

方激：巴西企业在中国投资过程中，遇到最大的

几个问题是政治、文化以及商业模式的差异。这些

差异需要更多交流来弥补和磨合，而巴西精英企业

家联合会能为这些企业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企业

家可以提出不同的困难和问题，大家一起寻找解决

方案。

中国政府应该更多地关心这些在华投资的巴西

企业，中国市场是非常有潜力的，但是在具体项目和

政策落实时，需要政府起到桥梁作用，从而产生更好

的经济效益，这对巴西企业选择投资领域和项目非

常重要。

金砖巴西 成色十足
——专访巴西精英企业家联合会中国区主席方激

未来几年，巴西经济与体育赛事可谓息息相关，

世界最重要的两大体育赛事：2014 年的足球世界杯

和 2016 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都将在巴西举办。这

两场体育盛会，将为巴西的经济发展与基础建设带

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这两场体育盛事也将成为巴西向世界展示自己

的窗口。据巴西政府估计，届时将有 370 万游客涌入

巴西观看体育赛事，所以巴西交通、场馆等基础设施

的建设尤为重要。但是，目前的巴西基建能力不足，

而且几个举办地相距甚远，大部分行程游客们只能

坐飞机。

对此，巴西体育部特别顾问若艾指出，巴西基建

的瓶颈就是没有足够的投资，“我们现在正面临着改

变这个现状的最好机遇，我们将完善民航系统，翻修

7 个最主要的机场，并努力推进公共交通建设。”

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法比亚诺也对外表

示：“巴西有资源，但我们没有渠道输送出去，因为公

路体系不完善，可以承载大宗货物运输的铁路线几

乎没有，航空成本高，再加上巴西的地形地貌比较复

杂，建设耗资数额不会少。要一次性获得这么庞大

的投资，没有两大盛会的影响力，基本是很难的。这

是目前巴西经济发展最尴尬的体现。”

世界杯和奥运会将为巴西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

推动作用。来自巴西方面的数据显示，世界杯场馆

以及城市交通建设需要投入 145 亿美元，仅仅这些投

资就能推动巴西经济每年增长 0.4 个百分点。而奥

林匹克场馆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跟世界杯

项目相当。到 2014 年，这两场运动会项目将提供 360

万 个 短 期 和 长 期 的 工 作 岗 位。“ 目

前，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基础建设工

程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特别是在体

育场馆和飞机场的扩建方面，整个巴西都非常重视

这些项目。”巴西精英企业家联合会中国区主席方激

对记者表示。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基建浪潮中，许多国际化的

大公司都参与其中并且受益匪浅。比如，总部位于

洛杉矶的 AECOM 技术公司设计了里约市的奥林匹

克公园；总部位于英格兰的 Denham 酒店集团致力于

开发巴西旅游市场潜力；而巴西里约市的 Mills 建筑

公司为运动场馆项目供应脚手架和水泥后，其股票

价格已经上涨了 3 倍之多。

而巴西大兴土木怎能少了中国公司的身影？据

了解，在巴西场馆建设外围，有包括三一重工在内的

多家中国机械制造公司为巴西基建提供压路机、挖

掘机等设备。而早在几年前，巴西世界杯和奥委会

代表就向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一些公司开出价值

5490 亿美元的基础建设项目订单，特别是在机场、港

口、公路和酒店等中国企业擅长的领域。

不过，多家媒体都报道称，目前，巴西的基础建

设步伐十分缓慢，为 2014 年世界杯计划的 109 项工程

中，现在交付的仅有 15 个。对此，巴西建筑师和工程

师工会主席若昂认为，这种情况反映出巴西一直以

来缺乏长线计划。此外，巴西玛瑙斯等城市的体育

场馆在世界杯后该如何运营也没有具体计划。

此外，在赛事筹办方面，巴西还面临经济低迷的

巨大难题。2010 年以来，巴西发展进入瓶颈期，2012

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 0.9%。2013 年以来，巴西国内

经济增长几乎停滞。据巴西央行预测，今年巴西经

济增长率将维持在 2.21%的低位。

不过，巴西总统罗塞夫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巴

西政府官员和比赛举办地的市长们会不惜一切代价

确保世界杯顺利进行。”

备战体育赛事 巴西掀起基建热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王 哲

相关链接：

巴西精英企业家联合会成立于 2003 年，总

部位于巴西第一大城市圣保罗，由巴西千余家行

业领军企业家和社会名流组成。作为巴西最具

影响力的商业领袖联合会，该联合会已在美国、

德国等 12 个国家设立了海外分支机构。当地颇

有影响力的华裔女企业家方激，便是这一联合会

的中国地区主席。正是在她的力促下，中国分部

于今年 6 月在南京成立。

“巴西政府对来巴西投资的中国企业非常欢迎。”

曾在巴西工作的 Marcelo Joao 对《中国贸易报》记者表

示，巴西有着丰富的林业资源、大量的矿产资源，农业

也非常发达，这些领域都是中国企业可以涉足投资

的，而且大有潜力可以挖掘。

巴西副总统做“推销员”

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推销中国高铁一样，不

久前，巴西副总统特梅尔在巴西驻华大使馆也做起了

推销。

“中国对粮食的消耗量很多。”特梅尔推销的言语非

常直接，他希望中国能从巴西进口更多的大豆和牛肉。

特梅尔表示，近几年，中巴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

方在贸易、投资、货币、农业和科技等领域有着广泛的

合作前景。巴西将在 2016 年举办奥运会，有很多的投

资机会和空间，巴西欢迎中国企业来巴西寻找商机。

特梅尔还表示，巴西与中国无论是经济、贸易还

是科技、文化关系都得到了发展，他希望可以进一步

深化两国交往。而随着双方经贸合作的加深，贸易投

资领域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有研究显示，2007 年以来

宣布的高达 700 亿美元的中国对巴西投资项目中，几

乎 2/3 的项目或被暂停，或被取消。有媒体报道称，巴

西资源丰富，近几年，中国企业大举进军巴西，投资铁

矿石等原材料丰富的领域，由于巴西经济发展放缓，

投资成本回收缓慢，使得部分中国企业丧失信心。

中国银行巴西分公司首席执行官张东向称，企业

在巴西运营是个巨大的挑战，尽管一些中国企业在巴

西获得了成功，但很多企业心存疑虑，投资巴西的热

情在下降。

对此，特梅尔表示：“希望从政府层面为两国的投

资合作多开绿灯。”

农业合作尽显商机

巴西地处热带气候，有着辽阔的土地，这为巴西

成为重要的农业出口国提供了有利条件。巴西农牧

业联合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农牧业占巴西国内生产总

值的 22.5%，为巴西提供了 36%的就业机会，农牧产品

出口占巴西出口总量的近 40%。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2013 年前 11 个月，中巴双

边贸易额达 822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8%。而

在这几百亿美元的贸易额中，农牧业占了非常大的比

重。2012 年的数据显示，巴西向中国出口了近 180 亿

美元的农牧产品，其中，粮食和种子占 30%左右。

不久前在中国进行访问的巴西农业和畜牧业联

合会主席卡齐亚·阿布莱乌表示，中国正在经历的社

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对食品消费和粮食安全提出了

更高要求，巴西在农牧业生产方面的优势和严格的质

量控制体系，可以帮助中国满足这些要求。据了解，

目前，进入中国的巴西农产品种类相对单一，大

豆仍然是最为核心的产品。

巴西巨大的矿产资源和农产品助推了中国的

工业增长，并为中国民众提供食品。巴西由此获得

的 回 报 也 帮 助 这 个 拉 美 巨 人 迎 来 了 新 的 繁 荣 期 。

2012 年，两国的双边贸易总量大约为 750 亿美元。在

巴西对中国价值 412 亿美元的出口产品中，铁矿石占

34%，大豆和豆制品占 29%，原油占 12%。在巴西从中

国购进的价值 342 亿美元的进口产品中，电器、机械

和工业品占了很大比重。

绕开美元 贸易升级

中巴贸易在 2013 年迈出的最重要一步是，双方

签署了 300 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标志着

中巴贸易绕开了长期以来美国和欧洲主导的贸易流

通方式，也为中国企业降低汇率风险提供了保障。

对此，巴西央行行长亚历山大·通比尼表示：“货

币互换的目的是便于两国在不受国际金融条件限制

的前提下进行贸易。”协议有效期 3 年，将保护两国贸

易交流免受美元浮动和国际金融动荡的影响。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乏力、国际市场需求疲

弱的情况下，中巴贸易的稳定对两国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Marcelo Joao 对记者表示，由于两国经济的巨

大互补性和增长潜力，中国和巴西在投资领域的合作

前景十分广阔。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会慕名而来，开

始在巴西设立公司或企业，这对两国经济发展都是有

好处的。

相关数据显示，中巴双方于 2012 年升级为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新兴经

济体，继 2009 年成为巴西第一大出口国后，2012 年又

成为巴西第一大进口国，双边贸易额在巴对外贸易总

额中居第一位。其中，中国纺织品服装在巴西纺织品

服装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也由 2010 年的 43.23%上升为

2012 年的 50.33%，进口金额达到 33.2 亿美元，同比增

长 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