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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能源转型加速的大背景之下,中国与巴西之间的新能源合作呈现出十分突出的资源与

技术互补的特性。基于此,本文对两国在光伏、风电以及生物燃料等领域的合作现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对合作过程中所面临的技术适配性不足、政策壁垒、市场竞争压力以及文化差异等核心挑战展开了分

析,并且提出了构建“研发-投资-治理”三维协同机制的发展路径,以此来优化合作模式,推动双方实现

互利共赢,同时也为全球的绿色转型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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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ccelerated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the new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Brazil presents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resource and technology complementarit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statu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fields of photovoltaic, wind 

power and biofuel, analyses the core challenges of insufficient technological suitability, policy barriers, market 

competition pressur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process of cooperation and proposes a development path to 

build a three-dimensional synergistic mechanism of ‘R&D - investment - governance’ to optimize the 

cooperation mode and promote mutual benefits and contribute to the global green transition. It also proposes a 

development path to build a three-dimensional synergistic mechanism of ‘R&D - Investment - Governance’, 

so as to optimise the cooperation mode, promote mutual benefits and win-win situation for both parties, and 

also contribute to the global green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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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全球能源格局持续不断地发生变化,新能源正逐渐取

代传统化石燃料,慢慢成为未来能源发展的主导方向,全球新能

源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政策支持以及成本下降这几个驱动因素,

加快了从传统能源向新能源的转型进程。 

中国身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在传统能源领域占据着

相当关键的地位,在新能源技术和投资方面拥有领先的优势,推

动着全球能源转型。巴西凭借其生物燃料和水电资源,在全球新

能源市场中占据着关键的位置,其能源结构以生物燃料和水电

为主,并且拥有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东北部地区风能潜力

巨大,助推了能源多元化以及全球影响力的提升。 

1.1中巴两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的深远战略意义 

1.1.1促进经济互补,优化能源结构。巴西新能源资源丰富,

但技术发展相对滞后。中国企业可提供先进技术,推动双方新能

源合作,实现资源互补。 

1.1.2提升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作为全球最大的

乙醇生产国以及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富集国,巴西的新能源市场

为中国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发展空间,同时推动其国际化布局。 

1.1.3推动南南合作,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巴在新能

源领域的合作可加强政策协调,并提升双方在全球治理中的影

响力。 

1.1.4增强能源安全,减少对化石燃料依赖。巴西发展新能

源有助于减少水电依赖,中国则可通过合作优化能源结构,提升

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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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中巴合作可推动新能源技

术研发和产业升级,促进技术经验的共享。 

2 中国与巴西新能源合作的背景与现状 

2.1巴西新能源资源的概况 

巴西地处南美洲,是面积最大的热带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

的热带雨林,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自然资源为新能源开

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1.1巴西在水能、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源领域有突出优

势,是全球新能源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水电在巴西能源结构里占据关键位置,不过受气候变化影

响,政府正在积极推动风能和太阳能的发展,巴西东北部风能潜

力巨大,光照资源丰富,适宜进行太阳能开发,而且巴西还是全

球领先的生物燃料生产国,其乙醇产业在能源供应中占据关键

地位。 

2.1.2巴西新能源政策和发展战略。巴西长期以来依赖水电,

但是气候变化引发的干旱问题使其能源供应面临挑战,为了应

对能源供应挑战,巴西政府出台了新能源激励政策,比如电力拍

卖机制以及生物燃料推广举措,以此推动风能、太阳能和乙醇燃

料的发展,这些政策让巴西成为全球最大的乙醇燃料生产国和

消费国,并且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迅速发展。 

巴西政府借助税收优惠以及融资支持来吸引外资,推动新

能源国际合作,像国家电网、三峡集团这样的中企已经在巴西展

开了大规模投资,巴西还积极参与全球新能源治理,在金砖国家

框架之内促进技术合作与政策协调,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2.2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与国际合作需求 

2.2.1中国新能源技术、产业发展现状及其全球领先地位。

中国在新能源领域拥有显著的技术优势和产业规模,是全球新

能源发展的领军者。一方面,我国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生物

质能等,有天然的资源优势。国家政策上,对新能源也给予了大

力扶持和补贴。在劳动成本方面,我国也有一定优势。[1] 

光伏产业方面,中国光伏产业链完整,具有全球竞争力,中

国生产的光伏产品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95%以上,在全球光伏市

场中处于领先地位,以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墨西

哥、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都是中国光伏产品的关键出口目的

地。[1] 

风电产业方面,中国风电产业发展态势良好,陆上风电装机

容量在连续多年间一直位居全球首位,中国企业借助技术创新

以及规模化生产的方式,极大程度地降低了风电成本,有力地推

动了全球风电市场的拓展。 

储能技术领域,中国在储能电池技术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

在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并网这些领域,对全球能源转型起到

了推动作用。中国企业的储能技术契合了国内的需求,还出口到

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2.2.2中国对外能源合作政策及其对巴西的具体影响。中国

把能源合作当作南南合作的关键支撑部分,借助金砖国家、中拉

论坛等多边机制以及双边协议,持续加深与巴西等国家的合作。 

政策支持上,2015年出台的《中拉合作规划》将新能源确定

为优先发展的领域。2023年中巴联合声明提出要共建“绿色伙

伴关系”,着重推进氢能、可持续航空燃料等前沿技术的合作。 

合作模式上,中国在与巴西的能源合作中秉持“优势互补”

的原则,一方面,借助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给予融资方面的支持,

比如2015年国开行向巴西石油公司提供35亿美元贷款,用于盐

下油田的开发；[2]另一方面,国家电网、三峡集团等中国企业凭

借技术输出以及项目共建,积极投身于巴西新能源市场。 

2.3中国与巴西新能源合作的现状 

2.3.1中国企业在巴西新能源市场的投资。中国企业积极参

与巴西新能源投资,像国家电网公司(State Grid)、三峡集团

(CTG)在风电、水电领域进行布局,比亚迪(BYD)还建立了光伏制

造工厂,推动当地清洁能源的发展。 

2.3.2具体合作项目及其成效。风电领域：国家电投于2022

年收购巴西东北部的Marangatu和Panati光伏项目70%股权,总

装机容量达到1.2吉瓦；三峡集团在巴西管理11座风电场,总装

机容量超过500兆瓦。 

光伏领域：比亚迪在巴西坎皮纳斯建设了光伏组件生产厂,

年产能达1.5吉瓦；中广核则投资建设的LDB风电项目,其年发电

量达3.7亿千瓦时,足以满足2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3] 

油气领域：中石化、中石油、中化集团和中海油积极与巴

西石油公司在原油贸易、深海勘探和海上工程建设等领域深度

合作。例如,2013年,中石油和中海油联合巴西石油公司、荷兰

壳牌公司以及法国道达尔公司联合中标巴西的利布拉(Libra)

油田,分享其20%权益。[2] 

3 中巴新能源合作面临的挑战 

3.1技术适配与资源开发效率问题 

3.1.1技术适配性问题。中国在光伏、风能等新能源技术领

域优势显著,但这些技术在巴西的应用中存在一定的适配性

问题。如巴西电网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影响新能源项目的并网

效率。 

3.1.2资源开发效率低下。巴西拥有丰富的新能源资源,然

而开发效率却比较低,举例来说,分布式光伏项目的审批周期长

达18个月,远远超过中国的6个月。这种低效的审批流程增加了

项目成本,还延缓了实施的进度,降低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3.2政策与法规障碍 

3.2.1政策不稳定性。巴西能源政策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

影响了中巴新能源合作的顺利推进。例如,在盐下层油田的开发

中,虽然政府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但为保证巴方的权益,政府

从法律法规方面对外资公司的参与做了诸多限制。2013年7月,

巴西能源政策委员会颁布了盐下层油气田特许经营招标法令,

规定合同签约费为150亿雷亚尔,并要求在勘探阶段,购买巴西

的物资和服务不得低于37%；至2021年止的生产阶段不得低于

59%。[2]此外,巴西严格的环保法规延长了项目审批周期,增加了

投资风险。 

3.2.2法规冲突。中巴两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法规存在差异,



经济学研究前沿 
第 8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3082-8295(O) / 2630-4759(P)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1 

Frontier of Economics Research 

导致合作过程中出现冲突,比如巴西对新能源项目的环境影响

评估要求较高,而中国的环保标准相对较低,这使得中国企业在

巴西的投资项目面临较大的合规压力。另外巴西严格的劳动法

规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3.3经济与市场因素 

3.3.1汇率波动与外汇风险。近年来,巴西雷亚尔对美元的

贬值幅度持续增大,给中资企业的资金回流以及成本控制给予

了严峻的挑战,2023年,雷亚尔对美元贬值23%,致使中企汇兑损

失超过5亿美元,这种汇率波动影响了企业的盈利能力,还增加

了投资的不确定性。 

3.3.2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全球新能源市场的发展使中巴合

作的竞争压力加剧,经济不确定性、贸易摩擦等因素增加了中资

企业在巴西的运营风险,另外欧盟、美日等国家加大在巴西新能

源领域的布局,挤压了中企的市场份额。 

3.4社会与文化因素 

3.4.1劳工文化差异。中巴劳工文化差异较大,可能影响项

目推进。此外,巴西劳动法规严格,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 

3.4.2社会对外资的敏感性。巴西的殖民历史和独特的文化

环境使其民众对外资进入十分敏感。部分巴西民众对“对中国

经济过度依赖论”感到担忧,影响了中资企业在当地的接受度。

此外,巴西以葡语为主,英语并不十分普及,在巴中国企业雇员

能熟练使用葡语的不多,所以中国与巴西在语言交流方面会有

一定的障碍。[2] 

4 未来协同发展路径与对策建议 

4.1改善技术合作与资源利用 

4.1.1加强技术适配与本地化研发。中巴双方根据巴西的气

候条件以及资源特点,强化新能源技术的适配性研发工作,比如

中国可在巴西创建新能源技术研发中心,与巴西的科研机构展

开合作,一起开发适宜高温高湿环境的光伏组件以及高效风电

设备,推动新能源设备进行本地化生产,以此提高设备的适应性

与可靠性,降低运营成本。 

4.1.2推动技术创新与标准化合作。双方在新能源项目的规

划、设计、建设以及运营等多个方面加深合作,共享技术与经验,

并且推动新能源技术朝着标准化与规范化方向发展,制定统一

的技术标准以及认证体系,以此提升项目的质量和效益,比如建

立中巴新能源技术联合实验室,开展前沿技术的研究工作,推动

氢能、储能等领域取得突破。 

4.2优化政策与投资环境 

4.2.1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巴要尽快签署双边投资

保护协定,明确新能源领域的投资政策与保护措施,保障中企

的合法权益,同时优化新能源项目的审批流程,缩短审批周期,

降低投资风险,例如建立“一站式”审批机制,提高项目落地

的效率。 

4.2.2推动政策协调与标准制定。双方共同参与新能源领域

的国际标准制定,推动技术实现国际化与标准化。比如在风电、

光伏以及生物燃料等领域制定统一的技术规范和认证体系,提

升项目的市场竞争力,还要加强环保法规的协调,推动绿色金融

政策的对接,为新能源项目提供稳定的政策支持。 

4.3深化经贸合作与融资支持 

4.3.1设立中巴绿色基金。建议设立中巴绿色基金,初期规

模为50亿美元,优先支持海上风电、绿氢等重大项目,该基金可

为中巴新能源合作项目提供低成本融资,减轻企业的资金压力。

同时探索“资源-信贷-技术”捆绑模式,用巴西锂矿开采权换取

中国储能技术转让,实现资源与技术的有机结合。 

4.3.2加强产业链整合与协同发展。双方应当促使新能源产

业链进行更为深入的整合,打造出一条覆盖从资源开发直至技

术应用的完整合作链条,比如说,中国企业可参与到巴西新能源

项目的设计、建设以及运营过程当中,以此带动当地产业链实现

升级,鼓励中国企业在巴西设立生产基地,推动设备制造以及技

术服务在当地实现本地化。 

5 结论与展望 

中巴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已经从传统的油气贸易发展至全

产业链的深度协同,虽说面临技术适配、政治波动以及经济风险

等诸多挑战,然而两国在资源禀赋、市场潜力以及战略需求等方

面有高度互补性,未来随着金砖国家“清洁能源走廊”机制的不

断推进,中巴新能源合作将会更加紧密,有希望成为全球能源转

型的典范。 

中国所拥有的技术优势以及巴西的资源潜力为双方的合作

奠定了坚实基础,凭借不断深化技术合作、优化政策环境、创新

融资模式以及提高社会文化融合,中巴新能源合作可为全球能

源治理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关键的参考,中国的解决方案还可

为他们他新兴经济体的低碳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推动全球绿

色能源转型朝着新的高度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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