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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刊

近年来，金砖国家合作参与全球治理
的势头日益发展，与此同时，金砖国家之间
的经贸合作也不断深化。

合作深入 地位上升

人们高兴地看到，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
格局中的地位有较大上升。联合国贸发会议
发布的2013年《全球价值链和发展》报告显
示，金砖国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确立了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中国通过完善基础设施
建设，积极吸引外资，促进了加工制造业的发
展，成为“世界工厂”。印度则利用语言和人
力资源成本优势发展软件服务外包，成为“世
界办公室”。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充分发挥资
源和能源优势，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能源、资
源和原材料的供应者和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市
场提供者。过去金砖国家以原料和加工出口
为主，在技术、市场组织、营销渠道、品牌等等
下游产业均处于劣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
机爆发以来，“发展中国家生产、发达国家消
费”的模式正在被打破。全球价值链开始出
现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在此带动
下，金砖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越来越深入。

金砖国家的相互贸易不断增长。据联
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2000 年金砖五国的
总体贸易规模为 8919 亿美元，占世界贸易
总额的 6.8%；2009 年，五国的总体贸易规
模 约 35000 亿 美 元 ，占 世 界 贸 易 总 额 的
14%，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16%。与此同时，
金砖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增长更为迅速。
2001年，金砖五国间贸易额为 211亿美元；
2011 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 3200 亿美元，
10 年间增长了 15 倍。2012 年金砖国家相
互贸易达到 3300 亿美元。其中，中国同金
砖国家的贸易额达到了 3000 亿美元，与
2002年，即 10 年前的水平相比增长了 11.5
倍。与此同时，中国同全球整体贸易额的
增幅仅有 5.2 倍，也就是说中国同全球的增
长幅度只相当于中国同金砖国家贸易增幅
的一半。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金砖国家
的重要性不断上升。2012 年中国同金砖
国家的相互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

重是 7.75%，2002 年也就是 10 年前这一比
重只有 3.85%。

相互投资与金融合作成为

新亮点
金砖国家十分注重通过相互投资的扩

大来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截
止到 2012 年底，中国对金砖国家的直接投
资累积将近 500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是
在过去 10 年中发生的。根据联合国贸发
会议报告预测，金砖国家的对外投资规模
将在 21 世纪内增长 10 倍以上。可以认为，
金砖国家间的相互投资将成为务实合作的
新增长点。在今后的相互投资中，高新技
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将成为重点。要给各
国企业家提供相互对接的平台，开展产品
和产业对话、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在促进企
业管理、技术创新、平台营销方面实现集群
优势。其次是金砖国家中小企业间的相互
投资。金砖国家都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中
小企业是在各个领域推动技术升级和突破
的主要动力。推动中小企业的交流与合
作，可以给金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上
下游延伸提供更多的机会。

强化金融合作是近年来金砖国家合作的
亮点。在2012年新德里金砖国家领导人峰
会上，五国签署了《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多
边本币授信总协议》和《多边信用证保兑服务
协议》，意在为金砖各国间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服务。2013年，德班峰会正式决定筹建“金砖
国家发展银行”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目
前，总资本达到10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外汇
储备库建设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中国预计会
成为最大的资金提供者。此外，金砖国家发展
银行的筹组也在进行之中。这两个项目的进
展，对于维护金砖国家的金融稳定，创造良好
的经济发展环境极为重要，同时也将对全球金
融改革增添新的动力。

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看到金砖国家合作的巨大成就和美

好前景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金砖国家合
作面临的挑战。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部分金砖国家增长放缓。经历
21 世纪初的“黄金十年”以后，新兴市场的
增长预期普遍下调，巴西、印度、南非等国
在 2013 上半年出现资本外流、货币贬值、
通货膨胀等经济动荡。在此背景下，一直
有人不断发出“金砖褪色”的质疑。

其二，发达国家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意
愿下降。由于新兴国家的崛起不可避免地
将削弱发达国家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因
此全球治理改革必然会面临发达国家的拖
延和阻挠。这一两年来，由于自身经济从危
机中有所恢复，发达国家对新兴国家参与全
球治理的欢迎度和容忍度明显下降。

其三，金砖国家的合作还刚起步，有许多
问题需要妥善解决，特别是要处理好金砖各
国在全球经济中可能出现的相互竞争和矛
盾。虽然目前金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
工比较明确，处在一个靠发挥各自优势并相
互配合从全球价值链中获益的阶段，但是并
不排除相互之间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竞争性的
做法。处理好彼此的贸易摩擦也十分重要。
金砖国家都是全球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受害
者，同时近年来彼此的贸易摩擦也呈上升趋
势，相互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越来越多。出
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相互沟通不够，缺乏有
效的磋商渠道和足够的磋商机会。

扩大务实合作任重而道远

为了应对全球治理改革出现的新挑
战，金砖国家必须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相互
间的务实合作，以期发展和壮大自己。否
则，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将成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目前，金砖国家正在进行一系
列努力，以推动相互之间合作的大发展。

第一，正在开展协调宏观政策的顶层
设计。金砖国家都有促进制造业发展和进
一步升级的需要。比如，南非和巴西希望
通过合作带动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和投
资；俄罗斯则希望通过建立项目创新平台
促进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投资与合作，

还希望以此推动工业园区的建立；印度则把
重点放在中小企业，服务贸易等方面。要
作好各国产业发展战略的协调，理顺彼此在
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方面的立场和分歧。为
了有效地实现各国经贸合作目标之间的平
衡，金砖国家在领导人峰会机制下，先后成
立经贸部长会议、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农
业部长会议、科技部长会议、国家统计局长
会议、海关署长会议等政府间协商机制，以
及工商理事会等民间对话渠道。这些将为
今后的金砖合作提供更多的政治推动。金
砖国家务实合作机制的设计不应该仅仅是
支持某些具体的合作需求，更应该把各国的
具体合作需求和努力变成一个长期坚持的
合作过程，使合作成果逐渐积累，最终实现
不同诉求之间的有机平衡。

第二，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促进金
砖国家之间更紧密合作。由于金砖国家在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利不一，因而对贸易自
由化的态度有很大差异。但是，以不改变现
有法律框架为前提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是
所有金砖国家都能接受和欢迎的，也是金砖
国家经贸合作中的最为现实，最具有操作空
间的路径。现在进入研究和探讨的主要有：
推行海关通关手续简化、发展电子商务、简
化签证手续等多个方面。

第三，政府和民间相互合作，加强相互
间的信息沟通和共享，探索合作空间的扩
大和形式的多元化。在今年德班领导人峰
会期间召开的第三次经贸部长会议通过了

《金砖国家贸易投资合作框架》，提出了金
砖国家未来可拓展的合作项目：一是筹措
建立“金砖国家经贸信息共享平台”，帮助
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了解各国经贸政策，
分享彼此市场信息，有效预防贸易欺诈现
象，切实保护从事金砖贸易的中小商人利
益；二是目前俄罗斯、南非等国正在实行各
种经济特区和开发区，中国可考虑向其他
金砖国家介绍自身保税区发展经验，并与
其他金砖国家开展保税园区建设合作，协
助各国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三是加强
金砖国家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与自主创
新，大力寻求利益共同点，实现相互协调，
相互依托，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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