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总体向好，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国
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实现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和健康
成长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在充满风险和挑战的大环境下，金砖国家之
间的合作正在迈出实质性步伐，展示了金砖国家更加光明的合作前景。

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过去 12 年间，经过各方
的携手努力，“金砖”从一个经济学家的概念发展成一个新兴经济体国
家间重要的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
金融和发展领域交流与对话的重要平台，这一框架和机制正在不断地
发展和完善。

中国与金砖国家其他成员国都是战略伙伴，经贸关系密切，合作势
头良好。随着各领域合作的全面推进，中国与金砖国家其他成员国的

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更高水平。
今年以来，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普遍放缓，

个别国家的金融市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外部环境短期内难有
改观的情况下，金砖国家更应注重改善自身经济“体质”，调结构、促转
型已成为金砖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金砖国家
应携手努力，不断提高合作水平，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风险。

今年是《经济日报》第二次举办“金砖国家财经论坛”，我们希望通
过举办此次论坛，发挥财经媒体的独特作用和优势，深入分析和展望金
砖国家的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进一步梳理各国在经济领域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探讨加强彼此合作的方向、路径与措施，打造金砖国家之间
高层次的经济对话平台，为进一步推进金砖国家间合作发挥积极的建
设性作用。 （本报记者 徐惠喜整理）

打造高层次经济对话平台
经济日报社社长 徐如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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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
施，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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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回暖复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进程当中，金砖国家新闻媒体也承担着非
常重要的角色。近年来，金砖各国的新闻媒体加大了相互报道力度，一
些国家积极介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解读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
和发展道路，为继续推动中国与金砖国家新闻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作出
了贡献。展望未来，我们各国的新闻部门理应有更大的作为，更好地营
造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舆论环境。

首先，要发挥政府新闻部门的积极作用，深化金砖国家之间经济社
会信息的交流。各国新闻媒体应共享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
信息，及时传播有利于推进各国关系发展的事实，及时报道有利于各国

经济繁荣和稳定的情况。
其次，要加强新闻媒体在新媒体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加强金砖国

家新媒体方面的交流合作，既切合了未来媒体发展的方向，又符合双方
深化合作需要，我们在利用新媒体，促进经贸信息，及时共享等方面还
有很多的工作可做。

第三，要共同表达金砖国家的立场和观点。在涉及国际货币基金
体系的改革，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制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
革方案等重大国际经济问题上，金砖国家的新闻媒体要加强协调观点
和立场，在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维护世界粮食和能源安全、
稳定大宗商品价格、重申里约原则以及消除贫困等政治承诺等方面，金
砖国家的新闻媒体要发出共同的声音，切实提高金砖国家的代表性和
发言权。 （本报记者 朱 磊整理）

金砖媒体需要发出共同声音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 崔玉英

金砖国家机制成立以来的实践证明，金砖国家间的合作互利互惠，
不仅降低了各自遭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也将为尽快恢复经济健康
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当前，世界经济仍未完全摆脱金融危机影响，新兴
经济体增长放缓，但仍保持相对高位的增速，美国、欧洲经济复苏出现
分化，欧洲仍然处于衰败的边缘。面对这种情况，没有一国能够独善其
身，也没有一国能独立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作为主要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国家，金砖国家在资源、市场、劳动力、科技等方面各有优势、互补性
强，合作成果显著。过去十年，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年均增长达 28%，共
增加了 15 倍。目前，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总额占全球总量的
20%，但这与领土占全球 30%、人口占世界 43%的数字相比，仍有较大
差距，这些差距正说明未来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唯有加大经济合

作力度，拓展合作领域，增强合作实效，方能呼应这一广阔前景，才能为
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要充分发挥金砖各国优势加强经贸交流合作，首先应认识加强经
贸合作的必要性，金砖国家之间互利共赢的合作将带来无限商机和利
益，应倍加珍惜并不遗余力地予以推动；二是加强相互交流往来，增进
了解与友谊，对人员交流要做出全面规划和安排，并付诸实施；三是鼓
励企业开展贸易投资合作，这不仅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壮大，也有利于
各国恢复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并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四是
营造良好的经商环境，为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应建立法制化
商业环境，不可因一时一事的利益，采取有悖自由贸易原则的错误措
施，进而影响彼此的长远利益。 （本报记者 廉 丹整理）

不遗余力推动多方合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 王锦珍

来自俄罗斯的与会嘉宾在认真听会来自俄罗斯的与会嘉宾在认真听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翟天雪翟天雪摄摄

锻造金砖国家命运共同体
徐惠喜

金砖五国处在相似经济发展阶段，面临类似发展机

遇和挑战。今后，可以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矿

业、农业、金融、能源等领域合作，实现自主发展、共

同发展、互利共赢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砖国家经济要素齐全、

商品廉价、资本充足、劳动力富余、市场潜力巨大，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当

前，进一步推进相互间的合作和发展，携手打造金砖国家命运共同体，顺应时代潮流，

有利于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

金砖各国的共同特点是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巨大。如今，金砖五国总人口占全世界

的 40%强，土地面积约占 30%，经济总量占比超过 20%。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规模决

定经济发展。足够大的市场规模，足以容纳更多的社会专业分工，这有利于促进金砖国

家的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第二届

金砖国家财经论坛”的与会嘉宾一致认为，金砖国家对基础设施、教育、社会福利的投

资将大幅拉升各自内需。如巴西瞄准教育体系改革，俄罗斯正在掀起远东大开发热潮，

印度决定突破基础设施落后瓶颈，中国加速经济转型，南非力推非洲区域经济合作，这

些都将激发金砖国家的增长潜力。

金砖国家资源禀赋相异，互补性较强。巴西幅员辽阔，热带雨林资源、农产品和矿

石资源丰富，号称“世界原料基地”；俄罗斯高科技发达，石油、天然气资源得天独

厚，产量可观，被称为“世界加油站”；印度信息外包、IT 产业非常发达，被誉为“世

界办公室”；中国以加工业、制造业见长，被称为“世界工厂”；而南非则为整个世界通

向非洲的桥头堡。经济结构各不相同、各有特色的金砖五国有待进一步强化自身优势，将

自身潜力最大化，同时在各自的优势领域，相互支持，互通有无，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

值链，培育普惠各方的全球大市场，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今年 3 月的德班峰会期间，金

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就确定了一些当前合作重点，如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技术创新合作、

服务贸易合作等。

金砖国家未来的合作和发展，有着广阔的提升空间。金砖五国都处在相似的经济发

展阶段，都面临着类似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五国携手合作，空间巨大。以贸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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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年前相比增长了 11.5 倍。而同期内中国同全球整体贸易额的增幅仅有 5.2

倍。换言之，中国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增幅远远高于同全球贸易的增幅。再看投资，金砖

五国的对外投资占世界的 10%，但五国之间的相互投资只占世界的 2.5%。由此可见，金

砖国家间的相互投资和贸易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阶段，金砖国家的相互贸易和投资正

在快速增长，相互间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今后，金砖国家可以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矿业、农业、金融、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现

自主发展、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是夯实金砖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当前，金砖

国家正朝着一体化大市场、多层次大流通、陆海空大联通、文化大交流的目标迈进。让金

砖国家 30 亿人都过上好日子，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金砖国家的共同愿望。这

需要各国的自力更生，更需要金砖国家间携手合作！

本报北京 10 月 31 日讯 记者朱磊报道：由经济
日报社主办的“第二届金砖国家财经论坛”今天在京
举行。论坛以“合作与发展”为主题，突出金融和商贸
特色，旨在进一步凝聚金砖国家共识，推进彼此间的
深入交流和在经济、贸易、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的实质性合作。来自金砖五国的政府官员、经济学
家、金融机构和企业负责人约 150人出席论坛。

会议认为，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
同发展的积极力量。经过多年努力，“金砖”已经从一
个经济学概念发展成为新兴经济体国家间的重要合
作机制。特别是今年以来，金砖国家间的实质性合作
不断推进，不仅有助于克服经济危机的影响尽快恢复
本国经济，同时也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维护世界金
融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议强调，当前世界经济虽开始逐步走出低谷，
但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全球经济复苏
之路还很漫长。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既要靠各国自力
更生，也需要金砖国家深化互利合作，谋求互利共赢。

与会者围绕金砖国家应对金融全球化挑战，联手
设计国际资本市场应对机制及新兴经济体如何调整
结构促增长等话题，对金砖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形势和
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展望，并就金砖国家间如
何深化经贸合作进行了探讨。

会议认为，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今天，为实现持
续、快速增长，金砖国家需重建政策空间，推进结构改
革。各国应加强政策协调和沟通，并通过采取货币互
换安排等应急措施，帮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应对
外部环境可能带来的挑战，共同应对金融全球化挑
战。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对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
不利，要推动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提升金砖国家
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

会议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金砖国家要改
变经济高度依赖外需的发展方式，转向以内需为主，
进行结构调整，改变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同时，新
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应当有清醒的头脑、完善的
战略来应对变化。目前，金砖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依
然处于中低端，但彼此间经济互补性强，应深入挖掘
经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建立金砖国家工商业合作平
台，增强整体凝聚力和影响力，通过经贸合作有效推
动金砖国家向全球产业链上游攀升。

目前，全球经济疲弱造成金砖国家经济减速，
金砖国家普遍都出台了对企业融资支持等多方面的
经济刺激政策。对此，会议建议，金砖国家间要加
强经济政策协调，分享彼此间经济社会民生发展的
经验，深挖经贸合作的潜力，夯实金砖国家合作的
根基，同时加强在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世
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制中的立场协

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扩大与东盟、独联体和非盟等组织的合作，增强金砖
国家的吸引力。

论坛期间还举办了金砖国家财经媒体圆桌会，就如何增强金砖国家在国际传媒中的声
音、加强金砖国家财经媒体的交流和合作进行了研讨。

深化互利合作

推进共赢发展

第二届金砖国家财经论坛在京举办

印度报业托拉斯（PTI）北京分社代表莫康达在媒体圆桌会上发

言。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图为嘉宾在有关金融主题的圆桌会上发言。

本报记者 徐惠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