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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報道稱，盧拉此次訪華率領經「擴容」後規模龐大的代
表團。巴西早前公布的第一份訪華代表團名單中，就包括

多名內閣部長、州長、27名議員和240名商界領袖，還有數百名
巴西農業企業代表已經先行抵達中國。今次隨團出訪人員名單較
上月的首份名單，再增加12名巴西聯邦參議員、眾議員，巴西參
議院議長帕切科亦陪同總統訪華。
經貿議程是巴西媒體對此次盧拉訪華行程的關注重點，在盧拉
還未啟程前，部分先行到達的巴西企業代表已與中國同行確定一
些合作項目。巴西UOL網站早前展望稱，在盧拉到訪中國期
間，兩國有望在科技領域簽署一系列交流合作協議。巴西《環球
報》稱，盧拉訪問期間，中國政府可能宣布對巴西進行新投資，
以及對巴西的山核桃、芝麻等農產品開放市場。

料討論加入「一帶一路」倡議
另據巴西《經濟價值報》網站報道，盧拉此次訪問還將討論巴

西加入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議程。巴西總統府社會交流秘書
處負責人皮曼達透露，使用非美元的當地貨幣進行貿易結算，也
是此次雙方領導人會晤時將要討論的重點議題。
彭博通訊社亦指出，巴西希望中國在基礎設施、半導體、衛
星技術等方面與巴方展開合作。法媒《星期天日報》則提到，
中國汽車製造商比亞迪或會得到巴方許可，接管位於巴西巴伊
亞州的美國福特汽車最後一間工廠，每年可生產約30萬輛汽
車。報道認為兼顧中美兩大貿易夥伴的能力，也很符合領導巴
西的盧拉的形象。

專家：進入「政熱經熱」新周期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發展中國家研究所所長、中國拉美學會常
務理事王友明表示，通過盧拉今次訪問，中巴關係將從巴西前總
統博爾索納羅時期的「政冷經熱」，進入「政熱經熱」的新周
期。尤其在經貿合作方面，兩國將從以大宗商品為主的傳統貿
易，向涵蓋5G等新興技術的新興貿易開拓延伸。巴西既希望擴
大傳統貿易合作，尤其是拓展肉類市場。也希望能在新興領域開
闢合作空間。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長牛海彬也注意到，今
次巴西訪華代表團成員組成均衡，涵蓋政界和工商界，「這說明
巴西各界希望深化對華合作，期望在政治經貿等個層面促進交流
互動，尋找新的合作機會，進一步交流經驗。」

香港文匯報訊 巴西總統盧拉前日抵達中國，第三

次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中國也是他今年1月就任巴

西總統以來首次外訪的國家。盧拉訪華獲得巴西等多

國傳媒密切關注，分析認為今次訪問有助加強元首外

交，深化中巴兩國經貿投資合作，成為開啟中巴雙邊

關係的「新時刻」。

香港文匯報訊 巴西總統盧拉昨日訪問新
開發銀行總部，第一夫人羅桑傑拉，以及參
議院議長、多位聯邦部長和州長等巴西政要
陪同訪問。
這是盧拉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第一站，

也是首次有國家元首訪問位於上海的新開發
銀行總部。盧拉見證新開發銀行對踐行使命
宗旨、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堅定承諾。
新開發銀行致力為金磚國家、其他新興經
濟體及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和可持續發展
項目動員資源，作為現有多邊和區域金融機
構的補充，促進全球增長與發展。2021年，
新開發銀行啟動擴員，接納孟加拉、埃及、
阿聯酋和烏拉圭為新成員國。
盧拉在向新開發銀行全體員工發表的演講中

表示，「新開發銀行誕生於金磚國家合作夥伴
關係的共同願景，即建立一個貧困減少、不平
等程度降低、更可持續的世界。羅塞夫女士出
任新開發銀行行長，將憑借她極其豐富的經
歷、在公共政策與國際格局方面的遠見卓識，
增強新開發銀行的領導力，以塑造一個更好

的、沒有貧困和飢餓的世界。」
羅塞夫在講話中，強調新開發銀行支持巴
西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承諾，並指出盧拉
來訪對增強新開發銀行與巴西合作具有重要
意義，「作為巴西前總統，我深知多邊開發
銀行，特別是新開發銀行，在滿足成員國經
濟、社會發展和環境需求方面的重要性。擔
任新開發銀行行長對我而言無疑是極佳機
會，能為金磚國家、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
家，以及我的祖國巴西，作出更多貢獻。」
訪問期間，盧拉與新開發銀行高級管理層

討論了銀行在巴西進一步開展項目投資，涉
及可再生與清潔能源、現代交通基礎設施與
城市交通、水與衞生設施效率等發展領域。
雙方還討論加強合作的方向，包括進一步支
持巴西減緩氣候變化影響、推動綠色金融等
方面的努力。

參觀華為上海研究所
當天下午，盧拉來到華為上海研究所參

觀。華為上海研究所成立於1996年，2010年
入駐金橋基地。該所重
點關注無線通訊的研究
和產品開發，主要從事
無線網絡、旗艦智能手
機、智能汽車、數字能
源等產品和解決方案的
研發。據了解，目前華
為在巴西開展業務已有
25年。

首站訪新開發銀行總部首站訪新開發銀行總部

香港文匯報訊 巴西總統盧拉昨日訪華期間，與來自基礎設施、技術和汽車等行業的商業
團體代表會面，並參觀中國大型電訊商華為在上海的創新研究中心。這一行程安排受到美國
媒體特別關注，稱盧拉訪問華為可能會「激怒美國」。巴西外長維埃拉回應說，巴西希望與

所有人保持良好而密切的關係，訪問華為不應被視為挑釁。
彭博社稱，由於美國一再聲稱華為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盧拉參觀華
為研究中心的舉動可能會「激怒美國」。對此，維埃拉指出，巴西希望與世界各

地的所有人保持良好而密切的關係，「既然總統訪問其他國
家，他就會訪問這個國家的公司。」
維埃拉表示，盧拉是收到華為的邀請進行訪問，指出盧拉參
觀華為發出一個信息，即巴西不會在美國與這家中國科技公
司的鬥爭中「站隊」。

反駁「激怒美國」說法
巴外長：參觀華為不應視為挑釁

香港文匯報訊 巴西總統盧拉率大型代表團訪華，在盧拉訪華前
夕，數百名巴西企業代表匯聚北京，尋求對華合作新機遇。而在中
國營商多年的巴西企業家，也對在中國的發展前景極為看好。
中國已連續14年成為巴西第一大貿易夥伴，近日兩國更

達成協議，中巴貿易不再使用美元作為中間貨幣，而以
本幣開展貿易。此舉預計將進一步促進中巴雙邊貿易
和投資便利化。盧拉此次訪華也被視為推動兩國各領
域互利友好合作提質升級的重要舉措。在兩國關係愈
加緊密下，巴西企業家對中國市場和中巴經貿合作前景
抱有極大期待。
30歲的巴西企業家安德烈在華營商多年，他於2015年在巴西
創立自己的外貿公司，翌年來中國參加一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中
國經濟的蓬勃生機，讓他萌生來中國發展的想法。2017年，安德
烈合夥開設他在中國的第一家外貿公司，如今他在中國已經擁有
兩家外貿公司和兩家餐廳。
安德烈說，「中國是巴西最大的貿易夥伴，這是我決定來中國發展
的重要原因。」巴西是首個對華貿易額突破千億美元的拉美國家，據中國

海關總署數據，去年中國
與巴西進出口總額達1,713.45億美元（約1.34萬億港
元），中國從巴西進口凍牛肉達110.5萬噸，佔進口總量
41%。

中國市場繁榮給予發展信心
2018年，安德烈成為拉蒂娜巴西牛排館北京分店的合

夥人。他發現隨着中國人消費能力提升，對食物需求更
多元。中國日新月異的發展讓安德烈印象深刻，「我真
的很喜歡住在這裏，我會對其他從未來過中國的商人
說，他們必須來，他們需要了解中國，中國的發展超出
了我的預期。」安德烈說，今年餐廳迎來更多顧客，消
費市場展現出蓬勃生機，中國的經濟前景更可期，中國
市場將會更繁榮，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合作也會更密切。
隨着抖音等短視頻平台的流行，安德烈也緊跟潮流，

在這些平台上開設賬號進行產品營銷，「這是我們適應
市場的舉措，這些平台為我們帶來了數量可觀的客
戶。」去年夏天，拉蒂娜在北京開設第二家分店。今年
春節，中國消費的強勁復甦讓安德烈忙碌不已，「欣欣
向榮的中國市場給予我發展信心。我相信，中國和各國
之間的經貿關係會變得更牢固，中國和巴西的合作大有
可為，體育、文化等領域交流合作會更頻繁。」

巴西在華企業家：
中巴合作大有可為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在大宗
商品交易中，中國正在更多地使用人民幣作為結算
貨幣。在與巴西開展的貿易和投資中，兩國可不再
使用美元作為中間貨幣；在與俄羅斯的石油交易
中，中國愈來愈多地使用人民幣；國有石油巨頭中

海油今年3月以人民幣購入阿聯酋產液化天然氣
（LNG），成為人民幣結算LNG的首筆大單。除了
撼動美元霸權外，中國此舉似乎也有穩定大宗商品
採購渠道的考慮。
據法新社等媒體報道，中國與巴西在3月達成共
識，在貿易和金融交易中，創建使用兩國本幣直接
交易的結算機制。兩國央行在2月確認，將在巴西指
定負責人民幣結算的金融機構。
從中巴貿易來看，鐵礦石、大豆和石油是中國自

巴西進口的重點。本幣直接交易的方式將有助於中
國更好遏制匯率風險、確保資源穩定供應。
石油、天然氣領域的人民幣結算也在擴大。在進口
俄羅斯石油的交易中，人民幣結算正在逐步推進。
2022年，中俄貿易同比增長三成，創歷史新高，其中
近五成貿易額是以人民幣或盧布結算的，中俄之間不
再以美元作為中間貨幣的機制也在逐步確立。

人民幣在大宗結算嶄露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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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報比亞迪或獲巴方許可，接管位於巴伊亞州的福特汽車最
後一間工廠。圖為該工廠生產情況。 網上圖片

◆ 盧拉（左）昨日訪問
新開發銀行總部，與新
開發銀行行長羅塞夫握
手。 法新社

◆盧拉（右）參觀華為上海研究所。 路透社

◆ 安德烈在中國營商多年。圖為他在其經營
的餐廳準備食品。 新華社 ◆大豆是中國自巴西進口的重點之一。 網上圖片

◆◆ 巴西總統盧拉伉儷昨日巴西總統盧拉伉儷昨日
抵達上海抵達上海，，中國外交部副部中國外交部副部
長謝鋒長謝鋒（（左左））到機場迎接到機場迎接。。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