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第三届部长经贸合作行动纲领 

（2010-2013） 

 

 

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安哥拉共和国、巴西联邦共和国、佛得角共和国、几内亚比

绍共和国、莫桑比克共和国、葡萄牙共和国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主管经贸事务

的部长，于2010年11月  

13日至14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澳门）举行中国-

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以下简称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 

部长们回顾了自2003年论坛成立以来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发展的状况，积

极评价论坛为落实2003年和2006年分别签署的《经贸合作行动纲领》在深化经

贸合作方面取得的显着成效。 
赞赏论坛通过增加双方高层互访、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组织贸易投资促进活动

、加强政府和企业在农业与渔业、基础设施建设、自然资源和发展援助等合作领域

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推动与会国相互了解、加强了经贸合作伙伴关系。 

重申赞赏并肯定澳门不断加强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关系中的服务平台作用和论

坛与会国之间的联系桥梁作用。 

重申希望不断巩固和继续深化澳门的服务平台与桥梁作用。赞赏澳门特别行政

区政府为论坛开展活动所给予的支持。 

    
部长们认识到，论坛与会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具比较优势与特点。论坛与

会国均同意继续努力加强经贸合作，应对后危机时期面临的各种挑战，反对贸易保

护主义，减少贸易投资障碍，为论坛与会国经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论坛与会国应坚持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形式多样的原则，加强交流与沟通，

照顾彼此关切，开展经贸政策的合作与对话，提升经贸合作水平，拓展新的合

作领域，促进共同繁荣与发展。 

    

为落实本届部长级会议的成果，进一步加强论坛与会国的经贸合作伙伴关系，

部长们一致同意制定本《行动纲领》，条文如下： 

 

一、政府间合作 

 

1.1充分肯定高层互访对于相互协商与促进合作的重要性，同意在论坛框架内不

断加强和完善中国与葡语国家业已存在的政府间双边合作机制，推动与会国间

高层互访。 

    

1.2重申经贸关系是论坛与会国现有关系的基础与动力，一致同意推动并发展与

会国双边及多边层面的经贸关系，特别是贸易、投资、旅游、运输等领域的合

作。 

 



1.3注意到政府间合作不应局限于经贸领域，还可以扩展到与会国共同关注的相

关领域。 

 

1.4  鉴于上述，高度赞赏有利于亚洲和非洲葡语国家发展的举措和行动。 

 

二、贸易 

 

2.1赞赏实施论坛前两个《行动纲领》所取得的显着成绩，注意到中国与葡语国

家间贸易快速发展的事实，贸易规模逐年扩大，2008年更突破770亿美元。认

为双方贸易仍具有很大增长潜力，发展贸易符合各方需要，同意采取积极措施

为扩大中国与葡语国家间进出口贸易创造良好条件，力争到2013年贸易额达到

1000亿美元。 

 

2.2在论坛与会国作出国际承诺的框架内，倡导和推动自由贸易，鼓励并采取有

助于扩大中国与葡语国家间贸易的措施。 

 

2.3强调应在2003年10月签署的《贸易促进机构与商会间合作协议》框架基础

上，加强经贸合作，推动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及时提供贸易及产品供需信息。

强调外贸融资机制的重要性，支持企业获得信贷，以促进贸易增长。 

 

2.4肯定加强海关监管、卫生检疫监管、动植物卫生监管、食品和消费品安全领

域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以促进贸易可持续发展；强调与会国应共同努力，加

强海关之间的合作，提高通关效率，推进货物通关便利化。 

 

2.5强调工业生产与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同意根据与会国现行法律鼓励探讨在有

关国家设立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和物流中心的可行性，以吸引和鼓励来自与会

国等国家（地区）的投资与商业活动。 

 

三、投资与企业间合作 

 

3.1肯定相互投资在经贸关系中的重要性，为争取各与会国相互投资实现平衡发

展，同意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促进2010 

至2013年期间相互投资，力争实现实质性增长。 

 

3.2为促进投资，同意加强各与会国投资法律法规的宣传，鼓励与会国商签双边

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3.3同意在论坛常设秘书处的协调下，运作投资工作小组，通过制定工作计划，

开展双边与多边投资促进活动，为与会国企业搭建交流与合作平台，推介投资

商机，推动潜在项目的实施。 

 

3.4继续鼓励在与会国轮流举行企业经贸合作洽谈会，推介投资信息和商机，鼓

励与会国企业互访和参加在中葡论坛与会国举办的展览会、博览会和经贸合作

洽谈会。在符合各国产业政策的前提下，重点推动与会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

、电信、能源、农业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领域加强合作。 



 

3.5同意建立论坛与会国投资贸易信息数据库，为企业提供商机信息，包括各国

市场的进出口管理体制、改善投资环境的相关政策、产业机会和投资项目、投

资开放范围和程度、推介投资环境及配套措施。 

 

3.6为便利企业间合作，鼓励与会国为中小企业间开展多种形式的合资合作提供

便利。 

 

四、农业领域合作 

 

4.1认识到农业发展对于消除贫困的重要作用，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农业、畜牧业

和渔业方面合作前景广阔，强调应采取具体措施推动上述领域合作。 

 

4.2推进农业与渔业合作，应优先进行人员交流和培训，研究制订中国与葡语国

家农业与渔业合作发展规划并实施年度合作计划，鼓励和支持企业参与农业与

渔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种植、养殖技术推广、农机生产和农产品及食品加工

业等。 

 

4.3推动非洲和亚洲的葡语国家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上述国家开展反贫

困斗争，促进农业发展。中国政府将为非洲和亚洲每个论坛与会国的一个农业

合作项目提供支持。 

 

4.4认识到与会国渔业合作潜力，在关注环境和保护物种基础上，同意通过技术

转让和推广、交流经验、建设渔业基础设施等，深化已有合作。 

 

4.5赞赏在农业种植业领域合作取得的进步，并同意将合作扩展至林业、水产养

殖和畜牧业等领域。 

 

五、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合作 

 

5.1鉴于部分论坛与会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有技术领先和设备制造的能力，

强调应推动与会国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广泛参与各与会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5.2重申要鼓励中国与葡语国家的企业交流，加强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技术与

信息交流，探讨承包工程管理和融资的最佳合作模式，鼓励企业在规划、设计

、咨询、设备材料供应、工程建设与管理等方面开展合作。 

 

六、自然资源领域合作 

 

6.1考虑到自然资源对于与会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强调应按照互利互补、共

同发展的原则，采取形式多样的合作方式，加强在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领域的

合作。 

 



6.2肯定与会国的能源潜力，同意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转让、人员交流与培

训、能源发展规划制订等方式鼓励和支持与会国之间的能源合作。 

 

6.3考虑到目前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鼓励开展建立可再生

能源和生物燃料等领域产业园的可行性研究。 

 

七、教育与人力资源领域合作 

 

7.1注意到中国与葡语国家自论坛2003年部长级会议以来，加强人力资源的开

发合作，充分肯定人力资源培训和创造就业对与会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7.2依据与会国各自特点，重申愿继续促进合作，特别是结合论坛与会国发展需

求和培训规划，制订人力资源培训计划，确定优先领域和培训人数。 

 

7.3强调要积极协调与会国的人力资源培训活动，并根据各自潜力，开展人力资

源合作；通过确定培训项目，扩展培训范围与领域，开展多国人员授课，增加

受训人数。 

 

7.4根据发展中葡语国家的实际需求，中国政府将举办有针对性的培训班，争取培

训1500名官员和技术人员，重点放在农业、教育、卫生、科技和海关等领域。 

 

7.5为更多地培训技术官员和管理人才，同意充分利用现有能力，开展在基础设

施建设管理、自然资源与能源利用管理、专业技术以及贸易、旅游、酒店管理

等领域的人员培训。探讨资助论坛与会国现有培训中心的可行性。 

 

7.6赞赏澳门特区政府提供资金和后勤保障，支持在澳门设立中葡论坛培训中心。 

    

7.7赞赏中国愿意在论坛框架内，加强与葡语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根据

与会国需求，相互酌情增加奖学金名额。 

 

7.8 赞赏中国在论坛框架内，根据2007-

2009年《行动纲领》，为非洲和亚洲的葡语国家建设乡村小学所做出的努力，并

认为需要继续派遣青年志愿者，以提供医疗卫生、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服务。 

 

7.9强调教育在与会国发展中的重要性。为在非洲和亚洲葡语国家实现消除绝对

贫困战略，应推动其制定普及初等教育规划和提高识字率。 

 

7.10强调在与会国开展汉语和葡萄牙语教学的重要性，加强对政府官员的继续

教育，以满足更为紧密的经贸关系发展需要。 

 

7.11同意研究扩大孔子学院在论坛与会国的覆盖范围。 

 

7.12强调葡萄牙语作为中葡论坛与会国重要的文化交流载体，承诺研究推广葡

萄牙语教学的专门机制，鼓励与会国大学和高等院校加强葡萄牙语教学。 

  



八、旅游领域合作 

 

8.1与会国同意加强中国与葡语国家旅游合作，共同鼓励、推动包括酒店业在内

的旅游业界在投资项目、旅游产业管理、专业培训、旅游推介等方面开展交流

合作。 

 

8.2中方欢迎更多的葡语国家继续就成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提出申请，并

积极予以推动实现；与已成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的葡语国家继续充实合

作内容。 

 

8.3同意鼓励酒店业和旅游业通过交流市场信息、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经验，

开展专业培训和实践交流，加强合作，促进与会国旅游行业的发展。 

  

九、运输与通信领域合作 

 

9.1认识到运输在加强与会国经贸、旅游等领域交流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同意

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加强与会国间的交通运输合作，鼓励航运企业研究直航

可行性，开通直航航线，建立与会国物流网络。 

 

9.2强调需要开展运输与通信领域合作，通过政策对话、经验交流、人力资源培

训、技术专利转让等多种形式，深化中国和葡语国家在以上领域的务实合作。 

  

十、金融领域合作 

 

10.1考虑到与会国金融机构之间的已有合作，同意深化各国中央银行、监管当

局以及包括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的合作，保持金融市场的有

效运作，促进贸易往来。 

 

10.2在论坛框架内举办金融合作研讨会，加强与会国银行业合作，鼓励论坛与

会国择机互设银行分支机构。 

 

10.3充分肯定建立论坛框架内投融资机制的重要性，赞赏和支持中国内地的金

融机构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相关机构发起设立中葡合作发展基金，鼓励和欢迎

论坛与会国的金融机构或企业在适当时候自愿参加该基金。 

  

十一、发展合作 

 

11.1强调并赞赏论坛与会国支持推动有利于非洲和亚洲葡语国家的发展合作，

并将于2010-2013年在论坛框架内采取具体行动。 

 

11.2在非洲和亚洲葡语国家减贫发展战略内，积极评价中国根据2007-

2009年行动纲领提供8亿元人民币优惠贷款。中国政府承诺在2010-

2013年在双边合作框架内提供16亿元人民币优惠贷款。 

 

11.3 赞赏中国愿意继续提供无偿援助，用于双方商定的项目。 



 

11.4赞赏论坛与会国其他国家所采取的有利于非洲和亚洲葡语国家发展的类似

举措和行动。 

  

十二、文化、广播影视与体育领域合作 

 

12.1肯定与会国在巩固文化、广播影视与体育领域合作所取得的成果。通过完

善已有合作内容和交流经验，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在上述领域的交流，增进人

民的相互了解和联系。 

 

12.2认识到文化产业在经贸合作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决定通过创意产业博览会和文

化交流等形式，加强中国与葡语国家的文化贸易往来，促进文化贸易合作。 

 

12.3同意加强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广播、电影、电视领域的务实性合作，发挥广

播影视在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关系发展和增进相互了解的重要建设性作用。 

12.4对在论坛框架内成功举办葡韵嘉年华和葡语系运动会表示满意，并同意继

续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间开展此类活动。 

  

十三、其他领域合作 

 

13.1为发挥论坛在强化与会国双边和多边合作关系中日益增长的作用，同意在

不影响落实经贸活动等情况下，中国与葡语国家在以下领域开展合作： 

 

13.2充分利用现有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特别是中国和葡语国家医药企业界的

联系，扩展公共卫生领域合作；通过签署协议，采取多样化的合作模式，建立

防治传染病的合作计划。 

 

13.3积极评价中国在非洲和亚洲葡语国家研究和建立疟疾防治示范中心的举措。赞

赏中国在非洲和亚洲葡语国家派遣医疗队为当地人民提供医疗服务，并同意继续推

动该领域合作。 

 

13.4 推动在科技领域的合作，鼓励与会国增加技术转让、科技培训等合作。 

 

13.5 在土地规划领域开展合作和交流经验，制定城市规划政策。 

 

13.6通过建立和优先开展与会国友好省（州、城市和地区）交流，鼓励地方政

府层级的合作。 

 

13.7研究利用澳门熟悉中国和葡语国家法律体系的比较优势，推动澳门成为中

国与葡语国家企业解决双方商业纠纷的仲裁地点之一。 

 

十四、澳门平台作用 

 

14.1对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为落实论坛目标予以形式多样的大力支持表示满意，并

重申希望澳门继续积极发挥作为中国和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平台的作用。为此，澳门



将继续开展活动，以巩固和加深相互了解，重点推动在与会国经济从业者之间联系

建立多种合作伙伴关系。 

 

14.2要推动澳门企业、中国内地企业和葡语国家企业在贸易、物流、投资、农

业与渔业、自然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卫生和电信等领域共同开展多种形

式的合作。 

 

14.3继续促进和鼓励澳门参与并加强对葡语国家人力资源培训的努力，肯定澳

门为论坛开展语言、贸易、旅游、金融、行政及企业管理等领域的人力培训所

予以的支持。 

 

14.4为完善和加强培养澳门葡语人才，鼓励为澳门毕业生和专业人士到葡语国

家实习提供机会。 

  

十五、后续机制 

 

15.1积极评价论坛常设秘书处在落实2006年《行动纲领》、实施与会国确定的

活动所予以的后勤和财政保障中所发挥的作用，强调需要继续推进和完善这一

包括各国联络员网络在内的协调机制。 

 

15.2 为有效落实第三届部长级会议采取的行动，常设秘书 

处应优先通过驻华使馆与各国联络员沟通，需要继续完善论坛常设秘书处的组

织机构与职能，建议赋予常设秘书处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理地位。 

  

十六、下一届部长级会议 

 

16.1一致同意于2013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举行中葡论坛第四届

部长级会议。 

  

  

  

安哥拉共和国经济部部长 

阿布拉昂.皮奥.多斯桑托斯.戈尔热 

  

巴西联邦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佩德罗.路易斯.卡尔内罗.门东萨 

  

佛得角共和国总理府助理国务秘书 

温贝托.布里托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 

陈德铭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外交、国际合作与侨务部部长 

阿德利诺.马诺.克塔 



  

莫桑比克共和国工业与贸易部部长 

阿曼多.伊隆加 

  

葡萄牙共和国贸易、服务与消费者保护国务秘书 

费尔南多.塞拉斯盖罗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经济发展部部长 

若奥.曼德斯.贡萨尔维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