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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效应

巴西总统卢拉对中国的访问与中美日内

瓦会谈几乎在同时发生，看似不相关的两件

事情，其实是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

联系的。这就是经贸与国际关系中非常重要

的“第三方效应”，也即在两个国家或地区

进行经济交往或国际关系互动时，对第三个

国家或地区产生的影响。

中国与巴西的合作本来基础就好。巴西是

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国，中国是巴西第一大贸

易伙伴国，2024 年中巴双边贸易额为 1881.7

亿美元，中方主要出口机械设备、化学与化工

品等，而从巴西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大豆、

原油等。不仅如此，双方这几年来一直致力于

推动贸易多样化和便利性，促进服务贸易及农

产品贸易，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2025 年一季度，巴西对华大豆出口量同

比激增 47%，而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乃至世

界各国举起关税大棒之际，2025 年 4 月下旬，

40 艘万吨级巴西大豆货轮骤然出现在宁波舟

山港外海，宛如一支由巨轮组成的“海上舰

队”，巴西大豆也频频登上热搜。而东边日

出西边雨，另一厢，2023 年美国大豆库存量

飙升至 1.2 亿吨，创下近 20 年新高，而截至

4 月 17 日当周，美国大豆净销售量为 277000 

吨，较上周减少 50%。与神采奕奕的巴西豆

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无数农场主则被

迫申请破产保护。耐人寻味的是，也正是来

自农民及各界的压力，最终促使特朗普政府

修正了它的对华关税立场。

但中巴关系却成为赢家。经历这次风雨，

中国与巴西的合作进一步升级，比如巴西正

在努力扩大对华农贸合作，寻求成为中国市

场肉类进口新选择，巴中双方正积极商讨共

建一条连接巴西东海岸与秘鲁钱凯港的总长

约 5000 公里的两洋铁路……中国与巴西正在

形成互补型、双赢型、可持续发展型的经贸

及双边关系。

而中国与巴西的经贸及全面合作，仅仅

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缩影。同期在北京

举行的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

（简称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反映

出中拉合作的丰硕成果。中国稳居拉美第二

大贸易伙伴地位，拉美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第

二大目的地，双方的经贸合作从传统领域向

新能源、数字技术、卫星通信、跨境电商等

领域不断拓展， 而“一带一路”在拉美的“朋

友圈”也在不断扩大。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中国为拉美提供了

“不以政治条件或意识形态亲疏为基础的

关系选择”，中国被该地区视为不会强加

政治或经济模式的重要发展伙伴。

不仅是中国与巴西的关系，中国与拉

美的关系，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中国与阿

拉伯世界的关系，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中国

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关系，发展势头都非常

良好。而这些关系，汇聚成中国走向未来的长

河、天梯，成为中美博弈的关键因素，也成就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光荣与梦想。

　　中国与巴西正在形成互补型、双赢型、可持续发展型的经贸及双边关系。而这种关系有着明显的第三

方效应，对于两国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有着潜在但深远的意义。

　　中国与巴西的

合作进一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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