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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于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

行政区举行。部长们认为，召开本论坛将为与会国发展经贸关系与投资作出积

极贡献，澳门将为加深中国与葡语国家经济关系发挥平台作用。 

 

安哥拉、巴西、佛得角、中国、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葡萄牙和东帝汶部长

出席本次论坛。 

  

一、 总 则 

 

1.1部长们积极评价中国与葡语国家双边合作现状，坚信在与会国政府努力下，

可进一步发掘双边合作发展的巨大潜力。 

 

1.2 部长们注意到，中国与葡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各具特点，同意在平

等、互信、互利、优势互补、形式多样和利益分享的原则基础上，建立经贸合

作伙伴关系。 

 

1.3 部长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与葡语国家有着

共同利益。 

 

1.4 部长们同意，在论坛框架内，依照本行动纲领指导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

作，但并不影响各国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已协商的行动和计划，亦不妨碍各国

履行其它国际义务。 

  

二、政府间合作 

 

2.1 部长们同意，通过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政府高层互访和交流、高官磋商等

方式，加强和完善双边磋商机制，旨在确定经贸合作的新领域和新途径。 

 

2.2 部长们认为，在本论坛框架内所建立的各类机制作为现有双边磋商机制的

补充，将不断加强政府间联系，分享各自经验，激励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关

系。 

 



2.3 部长们重申，在现有经贸混委会框架内努力发展经济领域双边关系，并为

该领域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三、贸 易 

 

3.1 部长们认为，扩大中国与葡语国家间贸易是与会国的共同目标，应在平等

互利、协调发展以及尊重国际贸易规则的基础上发展双边贸易。 

 

3.2部长们同意，以论坛建立的磋商机制为平台，为各国企业间的交流提供便

利，创造良好贸易环境。 

 

3.3 部长们同意，支持论坛与会国举办产品专项展览及通过其它合作形式，促

进其产品相互进入对方市场。 

 

3.4 部长们坚信，加强与会国有关机构和组织相互沟通，增加市场、商品和贸

易信息交流，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 

 

3.5 部长们同意，促进论坛与会国在技术标准方面的合作，消除各国因采取不

同规范而产生的障碍，但不影响各国已作出的承诺。 

 

四、投资与企业合作 

 

4.1 部长们认为，改善本国的投资环境十分重要，为此，承诺将努力建立有利

于投资和保护投资的法律框架，推动签署双边投资促进保护协议。 

 

4.2 部长们同意，鼓励和推动各国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确定合作方式及开发有

共同利益的项目，通过设立合资或独资企业，为各国经济发展作贡献。 

 

4.3 部长们同意，采用新的信息技术，通过交流贸易和投资信息，为发展各国

企业间关系提供便利。 

 

五、农业与渔业领域合作 

 

5.1 部长们认为，发展农业和渔业对摆脱贫困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与葡语国家

在农业与渔业领域开展合作潜力巨大，表示愿意采取必要措施，促进该领域合

作。 

 

5.2 部长们同意，各国在农业和渔业诸多领域开展合作，优先考虑在研究制订

农业发展规划、种植和养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用机械生产、农产品加

工、农业与渔业技术交流和转让等领域的合作。 

 

5.3部长们表示，愿意分享各国在农业发展和渔业生产等领域的经验，便于吸引

投资，发展企业间合作与技术合作。 

  



六、工程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合作 

 

6.1 部长们认为，一些与会国在工程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

和较强的装备制造能力，愿意推动各国企业在交通、电力、通讯、供水、水处

理、城市规划等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 

 

6.2 部长们同意，加强技术和承包工程管理经验的交流，相互通报基础设施建

设及项目招标信息，在可能的条件下，参与国际金融机构出资的项目。 

 

七、自然资源领域合作 

 

7.1部长们同意，加强在自然资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将有助于可持续发展和现

有资源的合理利用。 

 

7.2 部长们同意，在互利、互补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各国在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

方面的合作。 

 

八、人力资源开发领域合作 

 

8.1 部长们同意，在论坛框架内加强中国与葡语国家双边人力资源合作与交

流，并加以完善，以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的经贸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 

 

8.2部长们认为，教育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十分重要，同意在本论坛诸多领域制

订专项培训计划，提出具体项目，加强在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领域的合作。 

 

九、后续机制 

 

9.1 部长们同意，建立论坛后续机制，通过在澳门设立常设秘书处，保障所需

后勤和资金支持，以及必要的联络，以落实拟实施的计划和方案。上述计划和

方案须由与会国建立的联络网作出决定。联络网还将保证对本论坛确定的计划

和方案的实施进行跟踪与评估，包括定期举行各级别会议。 

 

9.2 部长们同意于2006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召开中国-葡语国家

经贸合作论坛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总结中国与葡语国家在经济和企业合作方面

的成果并评估新的合作方式。 

  

 

二00三年十月十三日于澳门 

 

 

安哥拉共和国政府代表 

维托里奥.奥西 

贸易部部长 

 



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代表 

路易斯.费尔南多.弗尔兰 

发展、工业和外贸部部长 

 

佛得角共和国政府代表 

阿韦利诺.博尼法西奥.菲尔南德斯.洛佩斯 

经济、增长和竞争力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安民 

商务部副部长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政府代表 

若昂.若泽.席尔瓦.蒙特罗 

外交、国际合作与侨务部部长 

 

莫桑比克共和国政府代表 

卡洛斯.阿尔贝托.桑帕约.穆尔加多 

贸易和工业部部长 

 

葡萄牙共和国政府代表 

若泽.路易斯.法赞达.阿尔诺.杜阿尔特 

总理助理部长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 

阿贝尔.达.科斯塔.弗雷塔斯.希门内斯 

发展和环境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