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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举办首届金砖国家经济形势

研讨会，嘉宾云集，26 个国家的政府官员、

外交使节，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

士汇聚一堂，共同探讨金砖国家面临的挑

战与机遇。在当前世界经济运行中的不稳

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发达经济体经济持续

低迷的背景下，如何通过进一步加强金砖

国家机制的内外部合作，推动金砖国家以

自身发展带动全球经济复苏，进而推进全

球经济治理改革，成为大家普遍关注的焦

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承载了人

们越来越多的期待。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

互联系、相互依存、利益交融达到前所未有

的水平，各个国家和国家集团都身处同一

条大船中，没人能在风雨飘摇中独善其

身。今年以来，受外部环境恶化等负面因

素影响，金砖国家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冲

击，经济增速出现放缓迹象。面对在当前

这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所出现的种

种问题，无疑需要金砖国家在持续发展与

合作中去解决。

金砖国家合作基础牢固，潜力巨大。

进一步加强金砖国家机制内部互利共赢的

经贸交流与合作，被视为推动各国经济持

续增长的重要途径。金砖国家间的合作目

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双边合作水平不尽相

同；各国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各异，相互间

经济互补性较强。这些都为金砖国家间实

现优势互补、促进互惠合作带来了机遇。

通过推动各国搭建贸易投资促进合作平

台，提高相互投资和贸易便利化，鼓励中小

企业合作，以及在促进基础设施融资和创

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具体领域达成协

议，将使金砖国家的利益联系更加紧密，经

济增长更具潜力。

金砖国家间的合作还应体现在共同

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上。近年来，以金砖

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贡献日益增大，这一方面凸显了对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进行改革的紧迫性和

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使国际社会对金砖

国家承担国际责任的期望和要求不断提

高。因此，有着共同利益和相似诉求的

金砖国家应进一步携手合作，推动建设

公平有效的全球发展体系，全面落实联

合 国 千 年 发 展 目 标 ；推 动 建 设 公 平 、公

正、包容、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增

加新兴经济体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促进

巴塞尔 III 协议的落实；推动建设公正、合

理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反对各种形式

的保护主义，早日实现多哈回合谈判发

展回合授权的目标。

金砖国家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希

望和困难同在；但机遇大于挑战，困难终将

克服。正如“金砖先生”吉姆·奥尼尔所说，

“金砖国家应该完全有能力摆脱外界影响，

实现自身增长。”

携手合作，共促繁荣。这是与会嘉宾

的共识，也是所有金砖国家的共同愿景。

金砖国家加强合作，成功跨越障碍，必将迎

来新的发展机遇，继续为世界经济稳定复

苏传递信心，为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动

力，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贡献力量。

携手合作 共促繁荣

在 首 届 金 砖 国 家 经
济形势研讨会第一阶段
研讨中，来自中国、俄罗
斯、巴西、南非等金砖国
家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
围绕“金砖国家经贸合作
恰逢其时”这一主题展开
讨论。与会专家表示，金
砖国家合作正处在新的
发 展 起 点 ，更 应 携 手 努
力 ，不 断 扩 大 利 益 共 同
点，提高合作水平，共同
应对全球经济挑战。

数据显示，金砖国家
之间的经贸关系近年来取
得了快速发展。2011 年，
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
已超过3200亿美元，是10
年前的6倍，相互投资也在
迅速发展。在此次研讨会
上，来自中国、俄罗斯、南
非、巴西、印度的政府官员
和驻华使节对金砖国家的
经贸合作发表了看法。专
家们认为，未来金砖国家的
消费市场不断扩大，基础设
施建设明显加快，相关产业
发展方兴未艾，所有这些都
将为金砖国家深化经贸合
作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
同时，金砖国家也需要提高
合作水平，以便为今后扩大
相互贸易和投资带来更多
机会。

专家们认为，提高合
作水平，首先需要加强金
砖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指
出，发达经济体在宏观经
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
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方
面存在的不确定性，加大
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
砖国家实施宏观经济政策
的难度。为此，金砖国家
需要加强在财政、货币、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
协调；加强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
强在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面的合作。

俄罗斯杜马能源委员会主席格拉乔夫表示，在应对
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不利局面时，金砖国家应该联手出
台相关政策，同时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也要进一步加强。

提高合作水平，同时还需要加强沟通，推进互利合
作。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在致辞中指出，金砖国
家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在十分困难的情
况下率先实现了经济回暖向好，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
的重要引擎。他表示，希望新闻媒体充分发挥自身独特
优势，捕捉国际经济最新动态，把握国际经济最新走向，
向世界传递更多、更准确、更积极的经济复苏信号，为金
砖国家和世界经济作出贡献。商务部部长助理李荣灿则
表示，一是要共同促进全球经济治理朝更加合理、均衡的
方向发展；二是共同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开放自由的全球
贸易秩序和规则体系；三是共同致力于金砖国家互利共
赢的经贸合作。

提高合作水平，更需要不断机制创新。南非驻华大
使兰加表示，随着金砖国家之间一系列合作机制的建立
完善，金砖国家将保持快速发展，同时也不能就此满足，
金砖国家之间要持续地进行创新，找到新的资源，用于推
动全球经济增长。巴西驻华大使代表、公使衔参赞罗西
妲表示，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改革，特别是经济和金融机
构改革方面可以进行充分合作和协调，需要在这些机构
和组织中扩大自身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同时，金砖国家
内部的相互合作是彼此合作的核心，应进一步得到加强。

增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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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建

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尚未根本
消除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总需求不足，国
际贸易经历寒冬，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普遍面
临下行压力。围绕“金砖国家的机遇与挑
战”分议题，与会嘉宾建言献策，对金砖国家
间合作发展提出各自期待与展望，指出金砖
国家应在推动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进程
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金砖国家面临来自内外部的诸多共同
挑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
长霍建国指出，金砖国家需应对共同存在
的发展问题：一是产业经济结构效益差，竞
争力弱，创新能力亟待提升；二是金砖国家
在应对金融和汇率的风险上处于被动；三
是有待开放市场，应继续提高金砖国家内
部的贸易融合度。

印度驻华使馆贸易及商务参赞高志愿
认为，金砖国家的优势在于经济基本面非
常好，并且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口，35 岁人
口超过 40%，而挑战则在于如何创造这么

多的工作岗位。此外，如何将金砖国家开
发银行这个概念发展下去，以解决发展中
的资金不足，也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与会嘉宾认为，金砖国家应在推动全
球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霍建国表示，金砖国家在很多国际事务中
有着共同诉求，如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
改革。此外，金砖国家在投资贸易、产业合
作、能源、金融，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
前景广阔。中国社科院金砖国家研究基地

执行主任姚枝仲表示，建立一个更具兼容
性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金砖国家最重要的
挑战和任务。金砖国家处于全球增长前
沿，不仅在经济领域拥有广阔合作前景，应
在推动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进程中扮演
更重要的角色。

如何在当前严峻的经济环境下，深化彼
此间经济合作？与会者进行了深入交流。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
为，2013 年，金砖国家的经济仍然会在震荡
中前行。金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和税

收制度的改革规划相对接。对于中国而言，
结构性减税政策应成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
重点。姚枝仲提出，金砖国家合作可坚持三
原则：保持内部凝聚力、保持开放性、遵循渐
进性的过程。从合作的层次上看，应该有两
个方面，一是统一的面对外部的合作，二是
金砖内部的合作。内部合作的目标不仅仅
是加强凝聚力，是建立一个兼容性的合作标
准，也可以选择一些优先合作的领域，如货
币与金融方面的合作，推动储备货币和国际
交易货币的多元化。

建新秩序：任重道远须努力
——“金砖国家的机遇与挑战”分议题讨论侧记

本报记者 李春霞

图为在首届金砖国家经济形势研讨会上，与会嘉宾正在进行演讲。 本版照片均由赵 晶摄

与会嘉宾在认真聆听演讲。

与会嘉宾在阅读《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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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寒冬终将过去，复苏的春芽
终会萌发。在国际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经
济产生显著影响的情况下，以金砖国家为代
表的新兴经济体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的主
要驱动力。这是在首届金砖国家经济形势
研讨会上与会嘉宾的重要共识。

“会”逢其时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尚未
根本消除，各国经济增速不同程度减缓。在
这场危机中，金砖国家经济也受到了明显的
冲击。此时探讨金砖国家间如何深化合作
恰逢其时。

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在研讨会
上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日报社发起
举办首届金砖国家经济形势研讨会，分析展
望金砖国家经济形势和前景，研究探讨经济
合作的途径举措，对于金砖国家之间加强交
流，形成共识，共同应对危机挑战，带动全球
经济回暖复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日报社社长徐如俊致辞说，当前
金砖国家合作正处在新的发展起点。经
济日报希望通过举办此次研讨会，积极发
挥财经媒体的独特作用和优势，深入分析
和展望金砖国家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进
一步明确各国在经济、金融等领域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探讨合作的方向、路径和措
施，更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共同打造金
砖国家之间增进了解、加强合作、互利互
惠的高层次对话平台，为进一步推进金砖
国家间的深入交流与合作发挥积极和建
设性的作用。

经济日报是中国以经济宣传为主的一家
国家级的经济媒体，始终坚持推动和服务中
国与世界各国贸易交流合作，是国内外了解
中国经济发展动向的重要窗口。举办这次研
讨会，就是发挥主流财经媒体的积极作用，推
动金砖国家经贸交流与合作深入发展。

合作方共赢

金砖国家是全球最大的市场。每个国
家在不同领域拥有各自的竞争优势，有的国
家自然资源丰富，有的国家在制造业、信息、
生物科技、通信或航天技术方面优势显著。
合作方可共赢，金砖国家将在共同提升中熠
熠生辉。

商务部部长助理李荣灿认为，展望未
来 ，金 砖 国 家 经 济 有 望 继 续 保 持 较 快 增

长，消费市场不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继
续加快，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化。所有这些
都将为金砖国家深化经贸合作开辟更加
广阔的前景，为扩大相互贸易和投资带来
契机。

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任何国家在全
球经济中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俄罗斯杜马
能源委员会主席格拉乔夫表示，当前要做的
事情是如何集中金砖国家的力量，共同度过
危机。希望所有的金砖国家能够团结起来，
降低再次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

金砖国家之间如何才能求同存异、相互
补充，这是会上研讨的问题之一。巴西驻华
使馆公使衔参赞罗西妲表示，在金砖国家合
作中，有3个领域需要加强，一是在全球治理
改革中共同发声，在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
织中增加决策权；二是通过加强交流合作增
大对地区的影响力；三是加强金砖国家内部
的相互合作。

挑战即机遇

“2013 年金砖国家将表现更优”，“金
砖”概念创始人、高盛资产管理部主席吉姆·
奥尼尔为研讨会发来的预测中这样表述。
他认为，尽管金砖国家面临诸多挑战，但未
来态势依然看上去令人乐观。

金 砖 五 国 如 同 散 落 在 全 球 的 5 颗 珍
珠 ，把 它 们 串 起 来 就 会 成 为 闪 烁 异 彩 的
项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
究 部 副 部 长 赵 晋 平 这 样 比 喻 金 砖 五 国 。
如何面对挑战加强合作，赵晋平概括为 3
句 话 ：在 推 动 全 球 经 济 可 持 续 增 长 中 的
作 用 日 益 上 升 ；面 临 许 多 短 期 和 长 期 问
题 ；深 化 合 作 是 金 砖 国 家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必由之路。

规模效益差、创新能力不强、市场开放
不够是金砖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商务部

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指出，
为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金砖各国应
充分开放市场，营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
境，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俄中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发展协会负
责人杰米霍夫在研讨会上的发言言简意赅，

“在当今世界上，金砖国家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各个国家都掌握着农业、矿物、劳动力等
重要资源。各国政府也都在进行积极的经
济改革，以提升全球竞争力。”

巴西驻华大使馆经济能源处参赞布拉
斯对金砖国家的发展前景信心十足，“尽管
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对金砖各国都带来
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不应忽视的问题是金
砖国家的基础是稳健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未
来几年金砖国家将继续保持增长。”

是五头遒劲的奔牛，更像五匹飞腾的骏
马，金砖国家不断增强的实力和喷发的活
力，让世界充满了期待。

金砖国家经历洗礼不“褪色”
本报记者 廉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