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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西地处南大西洋沿岸特殊的地理位置,深水海洋油气技术先进,产业区域性聚集明显,受

极地气候变化影响明显,在此大背景下,巴西政府高度重视海洋与极地发展对其国际地位、政府治

理、产业经济和社会稳定的联动影响。近年来,巴西借助部际海洋资源委员会、南极事务委员会等

专业管理和决策机构,颁布了一系列海洋与极地战略的政策规划和法律法规,旨在全面推动巴西

在全球海洋与极地科技事务中的顶层部署和研究领域,尤其是费拉兹司令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

成,为巴西参与南极事务奠定了基础设施和支撑。中国可在借鉴巴西海洋与极地事务经验教训的

基础上,特别是深水油气开发技术的成功经验上,持续加强与巴西的深层合作,积极寻求两国在海

洋与极地科技开发中的相互战略支持,建立和谐稳定的中巴双边科技创新长效合作机制,更加有

利于中国海洋与极地科技创新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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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itsspecialgeographicallocationofthecoastoftheSouthAtlanticOcean,Brazil

hasthestate-of-the-artdeep-wateroffshoreoil&gastechnology,prominentregionalindustrial

clustering,andisvulnerabletothechangeofpolarclimate.Underthiscontext,theBraziliangov-

ernmenthasattachedgreatimportancetothelinkageeffectsofoceanandpolardevelopme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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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internationalstatus,governmentgovernance,industrialeconomyandsocialstability.Inrecent

years,withthehelpofprofessionalmanagementanddecision-makinginstitutionssuchastheIn-

ter-ministerialCommissionforMarineResources,AntarcticAffairsCommittee,andtheBrazilian

Navy,theBraziliangovernmenthaspromulgatedaseriesofpolicies,plans,lawsandregulations

relatedtooceanandpolarstrategies,aimingtocomprehensivelypromotethetop-leveldeploy-

ment,enlargetheresearchfields,andstrengthenthepoliticalconnotationinglobaloceanand

polarscience,technologyandaffairs.Inparticular,thecompletionoftheFerrazAntarcticScientific

ResearchStationhaslaidanabsolutefoundationforBrazilsparticipationinAntarcticaffairs.On

thebasisoflearningfromtheexperienceandlessonsofBrazil'smarineandpolaraffairs,

especiallythesuccessfulexperienceofdeepwateroilandgasdevelopmenttechnology,Chinacan

continuetostrengthendeepcooperationwithBrazilandactivelyseekmutualstrategicsupportbe-

tweenthetwocountriesinthedevelopmentofmarineandpolarscienceandtechnology.Establis-

hingaharmoniousandstablebilaterallong-termcooperationmechanismforscientificandtechno-

logicalinnovationbetweenChinaandPakistanismoreconducivetothecomprehensivedevelop-

mentofChina'smarineandpolar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

Keywords:Brazil,OceanTechnology,PolarExploitation,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Strategies,

InternationalCooperation.

0 引言

巴西联邦共和国位于南美洲东部,大西洋西

侧[1],是南美洲最大的海洋国家,同时也是拉丁美洲

最大的油气生产国,以里约热内卢沿海集中的深水

油气最负盛名,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作为巴西工业经济命脉的深水、超深水及盐下油

气勘探开发技术的快速崛起,以及更易受到极地气候

影响带来的海洋灾害的沿海地理特点,赋予了巴西在

海洋与极地方面极具重要的政治和国际战略地位。

进入21世纪以来,得益于巴西经济实力的稳固提升,

海洋产业在国际上快速发展的技术革新需求,以及对

全球极地气候变化的不断关注,巴西政府积极参与应

对海洋与南极大陆治理等全球事务,推行了一系列的

海洋与极地政策,为巴西海洋与南极的科技研究、科
研设施平台建设以及产业发展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依据,在推动巴西海洋与极地的科技和产业发展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使得巴西在海洋资源与南极治理中的

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高。

1 巴西海洋与极地政策的发展历程

1.1 巴西海洋政策的演进历程

巴西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海洋运输业和海洋石

油工业在国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宪法和国家海

洋政策构成了巴西海洋管理的法律与政策依据。

早在1974年巴西就成立了海洋资源部际委员

会(CIRM)[2],其实际为巴西海洋事务协调委员会,

主要协助总统推进巴西海洋资源政策的制定、修改

和实施,如国家海洋资源政策、海洋资源领域的部

门和行业计划、海岸带管理行动计划和一系列相关

法规的制定,并依靠国家海洋政策,以及上述政策

与计划推进海洋与海岸带综合管理工作。作为巴

西最高层次的海洋事务机构,CIRM 由巴西海军直

接协调指挥,并在巴西海洋政策的制定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

1979年,巴西在罗卡斯环礁建立了第一个海洋

保护区。1980年,CIRM 制定了《国家海洋资源政

策》,该方案的目的是阐明侧重于海洋和沿海环境

部门政策的多样性。1988年,巴西制订新宪法,提

出了海洋空间的新概念,建立了巴西的领海制度,

并将巴西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资源及海岸带列为

“国家财富”[3],同年出台了《国家海岸带管理计划》,

负责制定国家海岸带法规。1992年,巴西通过了

《生物多样性公约》,该公约规定了从禁止一切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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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采掘活动的海域,到允许一定程度的商业捕鱼、

开采和其他自然资源利用活动的“多用途”海域[4]。

1994年,巴西颁布《国家海洋政策》,用以综合协调

开展各类涉海活动,统筹保护和利用海洋与内陆

水域[5]。随后,巴西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巴西

海洋的相关政策法规[6-9],用于指导海洋资源、渔

业、生物、矿产、能源等有效的开发利用,深化巴西

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统筹管理,同时协调各

类海洋活动,全面促进巴西的海洋开发、社会、经

济、环境、安全与大国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与

劳动就业。

同时,巴西还颁布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来规

范海洋管理,确定海洋产业发展的法律边界,如
《促进和保护渔业活动法》《环境政策法》《石油投

资法》《海洋资源部门计划》《港口法》《旅游 法》

等[10-13]。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颁布的《石油投

资法》[14],明确了石油工业与天然气工业的地位和

作用,同时,该法令还制定了巴西石油工业与天然

气工业有关经营和管理的策略,成为巴西石油工

业的基本大法。2018年,特梅尔政府颁布了《特林

达迪和马丁瓦斯群岛海洋保护区》法令,创建了特

林达迪和马丁瓦斯群岛、圣佩德罗和圣保罗群岛

两大海 洋 保 护 区,使 海 洋 保 护 区 面 积 的 比 重 由

1.5%提升至26%[15]。2020年颁布《海洋资源部

门计划》[16]第10版,该计划保持了由学术机构和

政府机构等共同参与的管理模式,通过环境、气

象、渔业和相关生物多样性监测,支持海洋领域的

科学、技术和创新发展,为社会提供数据信息,准

确了解国家管控海洋资源。

1.2 巴西极地政策的演进历程

巴西较早参与了南极事务,1975年巴西签署了

《南极条约》,1982年启动了《巴西南极计划》,开展

了第一次南极科学考察,并于1984年在南极半岛建

立了“费拉兹中校”科考站,奠定了巴西在南极早期

的国际地位。同时,巴西在1985年和1986年被正

式接纳为“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和“南极研究科学

委员会”成员。1995年,巴西签署了《关于环境保护

的南极条约议定书》[17],成为率先进行南极立法的

第一批发展中国家,这在巴西南极大陆的科学考察

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至此正式开启了巴西南极大陆的科学探索之

旅,后期巴西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极大地

促进了巴西在南极的科学研究活动,保证了巴西作

为《南极条约》协商缔约国的国际地位,切实推动了

巴西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关乎国家安全高度的关注

和应对措施的持续热度。

在过去的40余年中,巴西南极考察在海洋学、

生物学、冰川学、地质学和气象学等多个领域取得

了重要的科学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巴西在南

极事务中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2006年,巴西牵

头,联合波兰、厄瓜多尔和秘鲁向南极条约协商国

会议申请建立“南极特别管理区”并提出了系统的

管理方案,一跃成为南极地区的第一个特别管理

区[18]。2011年,巴西联合智利等9个国家成立“布

宜诺斯艾利斯集团”,目的是反对日本在南极海域

以科研为名,大肆猎捕鲸鱼[19]。2016年巴西正式

宣布投资1亿美元对在2012年大火中烧毁的南极

科考站进行重建,该科考站由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

司承建,并于2020年在南极乔治王岛建成费拉兹司

令[20]南极科学考察站。新的科考站将为巴西在南

极科考提供新的活力,这对于奠定巴西在南极活动

中的国际影响力,以及推动巴西国家极地科技与经

济的发展等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1.3 巴西海洋与极地政策的突出特点

纵观巴西的海洋与极地政策可以看出,巴西政

府虽然对于巴西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区建设,以及

南极事务的行动时间上稍晚于其他国家,但后续一

系列有力的举措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对于加强巴西

海洋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利用,推动南极事务

参与度的不断高涨,以及维护巴西履行国际公约的

良好国际形象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3.1 高度重视海洋与极地科学研究的创新能力

南极冰川融化的自然环境现象、丰富的油气矿

产资源,以及巴西人口和经济产业集中在沿海地理

位置的独特性,使得巴西从一开始就对海洋与南极

大陆充满兴趣。巴西高度重视海洋与南极事务对

国内海洋与极地产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气候变

化、科技高技术人才培养,以及创新能力的提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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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通过海洋与极地科学研究为海洋产业、资

源保护与南极事务的决策提供参考和支撑,以《国

家海洋政策》《南极特别管理区》等为代表的一系列

巴西国家层面的政策及法规应运而生。为了极力

推动政策的实施落地,巴西政府借助巴西海军在国

内的地位,后续在巴西海洋与极地政策的制定与落

地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使得巴西海洋与极地事务

得以快速发展。

1.3.2 充分发挥国际协作创新优势

巴西是海上油气资源大国,深水油气储量十分

丰富,主要分布在巴西“坎波斯、桑托斯、圣埃斯皮

尔盆地深水、超深水和盐下层油气层,在巴西“深水

油田开采技术创新和开发计划”(ProgramforTech-

nologyCapacitationinDeepwaterExploitation,PRO-

CAP)为代表的“PROCAP1000”“PROCAP3000”

“PROCAP未来愿景”等一系列政策的有效推动下,

以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美国

FMC Technologies、One Subsea、挪 威 Aker

Solutions等大批国外资本的国际合作推动下,巴西

的深水、超深水及超200亿桶的可观的深水盐下层

的油气勘探开发技术已居国际先进地位,已于2017年

12月首次实现油气的自给自足,并形成了巴西的对

外出口能力,成为拉丁美洲最大的油气生产国。同

时,在此大背景下,巴西国内通过制定定向扶植巴

西海洋产业的相关政策,刺激本国海洋油气、海洋

船舶、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的国产化率和出口率,

加快了本国海洋产业的蓬勃发展,逐渐形成“国际

创新合作-国内政策产业保护”的突出海洋油气政

策特点。

1.3.3 高度关注极地气候变化带给巴西沿海环境

的影响

巴西政府高度关注极地环境变化带给巴西气

候的影响,制定了一系列的南极事务制度与条约,

试图在极地事务中发挥主动作用,带动拉美国家争

得一席之位。一方面巴西通过金砖国家的角色,制

定南极国际合作外交政策,通过不断进行极地事务

的版图扩充来提高巴西在国际与南大西洋的军事

影响力和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谋求军事和政治战略

利益;另一方面,巴西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

作,共同推进南极事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实

施落地,积极寻求在南极事务政治和产业上的援

助,对于创造巴西的南极事务的科学研究与科技创

新,促进巴西在南极事务中的话语权都具有重大的

国家战略意义。

2 巴西海洋与极地领域的重要研究规划与

基础设施

在过去的40余年里,为了在海洋开发与南极事

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巴西制定了一系列的重要

政策与研究规划,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有效拓

宽了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领域,确保

了巴西在海洋与极地事务中的大国地位。

2.1 PROCAP
随着世界深水油气不断向着更深、更远、极地

开发策略的不断推进,巴西因可观的油气储量、深

水、超深水及盐下层油气勘探开发技术的国际领先

地位,与美国、西非共同形成了世界深水油气勘探

开发的“金三角”格局。为了保持巴西在全球深海

油气勘探开发方面的领先优势,从20世纪80年代

中期巴西石油公司发现其第一个水深200~1000m的

大型Albacora油田[21]以来,历经40余年的发展,

巴西经过“PROCAP1000”“PROCAP2000”“PRO-

CAP3000”和“PROCAP未来愿景”[22-24],一系列

的研发计划使得巴西深海作业能力不断加强,跨国

石油公司纷纷进入巴西,深水油气勘探不断取得进

展,油气储量和产量大幅增加,在深水、超深水、复

杂盐下层、海上稠油开采方面实现了海洋工程技术

及装备跨越发展,已经具备开发3000m深水油气

的能力。

PROCAP的计划历程:

(1)“PROCAP1000”,1986—1991年,目标为:

建立1000m水深油气勘探开发能力。攻关技术:

岩土工程、海洋气象数据收集、系泊、隔水管、水下

设备和浮式生产装置。

(2)“PROCAP2000”,1993—1999年,目标为:

建立2000m水深油气勘探开发能力。攻关技术:

水下增压系统取得突破,并成功地将电潜泵应用于

深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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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ROCAP3000”,2000—2010年,目标为:

建立3000m水深油气勘探开发能力。攻关技术:

智能化油田、超深水钻井和完井流体、盐下钻井、超

深水油井完整性、人工举升、钢制悬束式立管、柔性

立管、3000m水下设备、非常规生产体系、超深水

固井、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装置(FPSO)和单柱平台

新船体设计等。

(4)“PROCAP未来愿景”,2011年至今,目标

为:开发新技术,满足超深水盐下油气藏高效勘探

开发的技术挑战和水深挑战。攻关技术:涉及海上

油气生产的几乎所有方面,主要包括新一代水下生

产系统、建井、油藏和生产组织四大领域。

在PROCAP计划推进以来,巴西深水油气产

业快速发展,结合巴西海域典型的特点,逐渐形成

了“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装置(FPSO)+半潜式平台

+水下生产系统”的开发模式,此模式被业界称为

著名的“巴西模式”,促进了以FPSO和半潜式平台

为代表的巴西海洋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业的快速

发展,涌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浮式新型平台和技

术,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开发的

超大型浮式钻井和生产装置 MONOBR[25],该装置

类似Spar平台,但吃水只有40m,而排水量达到

135000t,使得抵抗波浪的能力前所未有,对未来巴

西深水大型油气田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2.2 “蓝色亚马孙”规划

“蓝色亚马孙”规划实际上是巴西扩大其海洋

面积的划界申请。2004年5月,巴西作为第二个申

请国家,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CLPC)提出了划界

申请,拟将巴西大陆架划界跨越 200 海里,达到

911847km2。2006年2月,巴西提出补充申请,使

其整个划界区域达到953525km2,海洋面积总共

可以达到440万km2[26],约为陆地面积的一半。尽

管CLPC对超出200海里的扩展区域的20%部分

不予支持,但仍然向巴西提出了合理的建议[27]。

CIRM接收了CLPC的建议并在3号决议规定“尽

管没有最终确定200海里之外区域大陆架的延伸界

限,巴西有权事先评估在200海里以外大陆架上进

行研究的授权请求”,最终巴西维护了自身的利

益[26]。“蓝色亚马孙”项目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和国际关注,巴西于2015年11月颁布的《第13187号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11月16日即《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的生效之日定为“蓝色亚马孙日”。

2.3 圣保罗群岛计划[28-29]

巴西第二项重大海洋计划是圣彼得-圣保罗

群岛计划(PROARQUIPELAGO),旨在增强其在

南大西洋的地位。该计划以CIRM 第1号决议的

形式设立,将巴西最荒凉的地区之一“圣彼得-圣

保罗岩礁群”的名称改为“圣彼得-圣保罗群岛”,

并在圣彼得和圣保罗群岛建立了“研究事务工作

组”。PROARQUIPELAGO计划使得巴西确立了

对该区域200海里内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所享有

的权利,使巴西围绕该群岛增加了相当于巴西海洋

面积15%、领土面积6%的45万km2的大陆架和专

属经济区面积,该计划最重要的意义是推动巴西在

该区域开展地质、地理、生物、渔业资源、海洋、气象

和地震等领域的科研项目。

2.4 巴西2013—2020年间南极科学计划

巴西对于南极领域事务的参与非常积极和重

视。据统计,在1981—2011年,巴西南极科学研究

数量占全球数量的比例从0.1%提升到2.8%[30]。

为了进一步提高巴西在南极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国

际地位,巴西于2014年5月发布了《巴西2013—

2020年间南极科学计划》,该文件确定了5个南极

的科学研究[31]优先领域,具体包括:①冰冻圈在环

境系统和气候变化中的角色;②气候变化对南极生

态系统生物复杂性的影响及其与南美洲的联系;

③南大洋地区的气候变化及其敏感性;④南极在冈

瓦纳大陆演化和破裂以及南大西洋演化过程中的

角色;⑤南极地区高层大气动力学及其与南美洲的

联系,增进了巴西南极研究成果在国际社会上的影

响力,对巴西深度参与南极事务有着重要的里程碑

意义。

2.5 费拉兹司令南极科学考察站

南极科考是巴西实现南极科学研究、科技创

新、产业发展,以及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但巴西

在南极的科考站仅有1个全年站。1984年,费拉兹

司令南极科学考察站开始运行,其间经历了2012年

的大火烧毁、2016年的重建等工作,最终在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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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由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完成设备调试并

正式交付巴西。该新科考站[32]总面积超过4900m2,

全站可容纳60余人,由226个集装箱式的模块组

成。科考站总体上分为东区、西区和技术区,除了

实验室、设备用房的配置,图书馆和生活娱乐等设

施齐全。费拉兹司令南极科学考察站为巴西在南

极事务中的科学研究、创新技术融合,以及金砖国

家在南极治理中的互联互通起到了关键性的基础

设施保证,对于进一步夯实巴西在南极事务的地位

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巴在南极事务中的合作建立了

良好的关系。

2.6 LabOceano

LabOceano实验室成立于2003年,是巴西里约

热内卢联邦大学所拥有,属于巴西国家实验室,主

要用于海上油气装备和结构的模型水池试验,以加

快巴西3000m深水油气勘探计划的顺利实施,是

国际上最具盛名的海洋工程实验室之一。该实验

室拥有一个水深15m、尺寸30m×40m的水池,同

时还有一个10m 深井。水池配备一个由75个襟

翼组成的分段造波机和水循环通道,具备充分的造

波和造流能力,能够模拟近乎全工况的波流环境,

包括墨西哥湾、巴西坎普斯盆地、非洲西部、北海和

中国南海等多个海域的海浪和海流条件,并通过在

水池表面安装辅助风机的方式可以实现对海流、风

和波浪的同时模拟,已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

满足巴西石油等国际石油公司深水油气开发需求

的专用实验室。

3 巴西海洋与极地的未来发展前景

3.1 巴西海洋与极地产业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巴西的海洋产业非常丰富,主要有海洋油气

业、海洋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业、海洋渔业、滨海旅

游业以及海洋交通运输业等,因巴西的沿岸独特地

理位置优势和海洋产业的先进开发技术,使其有着

巨大的发展潜力。纵观近5年巴西GDP的增长速

率,基本呈上升趋势,虽然受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

的影响,GDP出现负增长,但未来仍充满期待。

巴西海洋油气业因超3000m的先进勘探开发

技术、盐下层油藏的独有特点,以及全球首创的深

水超深水钻井、生产、集输与安装的科技实践体系

等,依托巴西政府一系列的PROCAP的政策,已然

成为引领国际的深水油气开采强国,在世界主要石

油探明储量国家中,巴西排名跻身第15位[33]。尤

其在2001—2010年世界十大油气田中发现有7个

位于巴西海岸外的深水区[34],其中最大油气发现利

布拉(Libra)油田,预计储量达80亿桶,未来发展潜

力巨大。

海洋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主要与巴

西的海运贸易发展、政府的扶植政策、巴西深海油

气资源开发的巨大需求,以及巴西传统造船行业的

发展密切相关,其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辉煌、

80年代的衰退、90年代的苏醒好转,以及21世纪以

来的发展契机4个阶段。随着巴西油气产业的迅速

崛起,巴西政府提出大力扶植海工装备制造业,要

求巴西油气勘探开发装备的国产化率要达到60%
以上[35],同时还要求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尽量向国内

企业订造海工装备,以此刺激巴西海洋船舶与海工

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巴西里约热

内卢为中心的海工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具有巨大的

发展潜力。目前巴西海洋油气生产平台建造排名

世界第二,钻井设备制造排名世界第四[36]。

在海洋旅游业方面,巴西是世界十大旅游创汇

国之一,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巴西里约热内卢-圣保

罗-伊瓜苏-玛瑙斯为主线的世界著名旅游景点。

为了保证巴西旅游业的稳定发展,巴西政府专门制

定了旅游法,同时1995年将发展旅游列入巴西发展

战略规划,并由巴西国家旅游部负责制定巴西旅游

发展规划和政策,随着全球新冠疫情的蔓延,巴西

旅游业受到了不小冲击,但因巴西独特的旅游资源

使得前景依然乐观。

海洋捕捞是巴西海洋渔业发展的主要方式,海

水养殖和南极海域捕捞发展程度不高,与其他沿海

国家相比,巴西海洋渔业并不发达,海水水产品产

量世界排名20多位[37-38]。尽管如此,海洋渔业在

巴西渔业发展中的地位仍然很高,其渔业发展战略

与中国高度相似,对于渔业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

必将推动中巴两国在海洋渔业上的持续战略合作。

同时,巴西的港口交通运输业也是巴西海洋的

著名产业,其主要港口有图巴朗港、马德拉港、桑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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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港等,目前巴西主要面临港口运营饱和、基础设

施薄弱、系统发展滞后等问题。据世界经济论坛公

布的报告数据显示,就港口运营效率排名,巴西在

144个国家中位列第135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

的深入推进,中巴在巴西港口的基础建设方面必将

有出色的国际合作。

3.2 中巴海洋与极地前期合作政策与科研基础

中巴两国作为金砖国家,自2009年在俄罗斯叶

卡捷琳堡进行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以来,已在

航空航天、农牧林业、水产养殖与渔业、海洋油气与

装备、极地科考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全面展开合作。

据文献计量现状统计分析[39],中国在海洋与极地研

究领域的论文增长显著,2020年已成为发文量最大

的国家,论文影响力在金砖国家中表现突出,尽管

巴西在海洋和极地研究发文方面较少,与中国差距

明显,但在海洋环境、海洋数值模拟、环境生态、极

地气候变化和海冰研究等方面两国有着共同的关

注点,且有一定的合作基础。

在政策合作方面,2009年,中国国家海洋局与

巴西科技创新部及环境部签署了涉及海洋环境保

护、海洋科研、发展蓝色经济、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合

作谅解备忘录;2010年,中巴两国共同签署《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与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2010年至

2014年共同行动计划》,并在此基础上于2012年签

署了《十年合作规划》,提出要重点关注在能源、矿

产及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战略合作,并加强在石化产

品及油气方面的合作。2014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与巴西国家科技发展委员会签署了科学与

技术合作协议,共同资助联合研究项目和学术交流

会议,两国优先合作领域为“生物多样性”“绿色能

源”“航空航天”和“海洋研究”。2019年,中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巴西圣保罗研究基金委员

会合作协议。

在科研合作方面,2013年,中石油、中海油与巴

西国家石油公司共同参与巴西深海libra项目,该项

目开采区块面积超过1500km2,为全球石油开采

规模最大的海上油田。2016年,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与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成立了“中巴深海

技术联合研究院”,联合开展深海油气开采及高端

装备技术攻关,双方已在深海油气开发模式、水下

生产系统关键技术、长距离回接管线,以及复合材

料立管等方向取得重要研究进展。2019年11月,

厦门大学承担了中国-俄罗斯-巴西3国在河口羽

流对塑料垃圾陆海传输调控作用方面的联合研究

项目。同年,中石油和中海油,联合巴西国家石油

公司中标巴西位于里约州外海桑托斯盆地的盐下

层石油布济乌斯区块。

3.3 中巴海洋与极地未来合作与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海洋强

国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

识海洋、经略海洋”“重点在深水、绿色、安全的海洋

高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必须在深海进入、深海探

测、深海开发方面掌握关键技术”“南极科考意义重

大是造福人类崇高事业”。党的十九大指出“坚持

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这都为我国海洋与

极地科技更快、更好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国颁

布了《国家“十二五”海洋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全国科技兴海规划(2016—2020年)》《“十三

五”海洋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等海洋科技专项

规划,对我国海洋与极地科技发展进行了系统部

署。中国和巴西同为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均拥有巨

大的海洋与极地市场容量和发展潜力,合作前景

广阔。

巴西是拉美国家首强,但2020年受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巴西经济下滑明显,巴西本国在海洋

与极地战略上具有国际合作的诉求,完全有理由成

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向拉美延伸的重要参

与方。一方面,海洋与南极环境变化的影响是全球

性的,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应对,中巴两国应在海

洋与南极治理关键性议题领域互相寻求政治支持,

提出受益全球的资源与气候开发保护技术方案;另

一方面,中国拥有较强的基建与制造能力,争取未

来在海洋与南极建设中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同时,我国与巴西一样具有丰富的海洋油气资

源,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技术和装备正在不断发展,

但深海油气开发经验相较于巴西不足。中国在一

定程度上可借鉴巴西海洋油气工业的发展路径及

成功经验,联合两国深水油气科研开发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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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油气国际知名企业、科研院校等优势力量,组

建中巴国际联合攻关团队,借助金砖国际合作平

台,在国际实验室建设、人才培养、重要项目申报等

方面开展实质性合作,推动两国在深海油气勘探开

发技术与装备的快速发展。

另外,中巴可以搭建海洋与极地联合实验室等

科研平台,共同承担国际合作项目,可在深水勘探、

海洋资源开发、极地科考、海洋新能源和海洋污染

治理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学术交流,联合培养高

层次科技人才,服务国际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不

断加强中巴智库、媒体、人文等领域交流,为两国的

海洋与极地合作开辟更广阔空间。

4 启示

巴西作为南美洲面积最大、实力最强的国家,

具有独特的海洋地理位置,深水油气资源丰富,产

业区域性聚集明显,加上巴西不断提高其在国际舞

台上的影响力,使得巴西在全球海洋与极地领域的

重要性日益凸显。

中国和巴西同为全球海洋资源环境的倡导者

和《南极条约》的遵守者,应当在全球海洋与极地事

务的关键性政策议题中互相寻求支持,不断深化在

海洋资源开发、海洋油气产业创新、海洋灾害应对、

海洋环境保护,以及南极大陆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合

作。尽管前期合作中凸显出北极事务合作缺乏、长

效政策机制不具体等问题,但随着中巴海洋极地科

技领域创新合作的持续推进及海洋极地命运共同

体的不断构建,中巴合作将有望成为我国参与全球

海洋极地事务的重要抓手和关键突破点。

面向未来,我国将聚焦海洋与极地国际前沿和

国家重大需求,持续加大海洋科学、深海和极地科

学等的基础研究、战略部署和资金投入,持续建立

中巴在海洋与极地的双边合作关系。一是加强国

家海洋与极地战略支持,充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二是加强极地领域合作,以中国承建巴西费拉兹科

考站工程建筑为合作起点,争取未来在南极科考站

基础设施建设中开展更深层次科研合作;三是加强

资源勘探开发和海洋安全建设,借鉴巴西在海洋油

气工业的发展路径及成功经验,在海洋油气和天然

气水合物资源、油气勘探开发技术、可再生能源方

面及海洋工程装备制造等方面开展深层合作;四是

增强中巴国际交流与人才培养,在双方感兴趣的海

洋与极地领域开展更深层次学术交流,联合培养高

层次科技人才。

中巴两国友谊绵长,两国将继续合力探索优势

互补、共生共赢的国际协同创新格局和开放共享的

创新体制机制,逐渐形成跨学科、跨区域的海洋与

极地科技创新平台。中国拥有在金砖国家中最大

的经济总量,是金砖国家形成合作机制的重要推动

者,在中巴海洋与极地合作领域,应通过务实的双

边及多边合作,在关键方向和重大问题上主动凝聚

共识,起到“压舱石”的作用,推动金砖国家海洋和

极地科技创新合作取得新突破,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深入实施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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