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经济日报》主办、中国经济网承办的“第三届金
砖国家财经论坛”15 日在北京举行，与会各国政商学媒
人士深入分析金砖国家未来的合作方向，面临的新机遇
新挑战，剖析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作用与营运模式，探
讨以互联互通为引擎，进一步深化紧密合作，以工业技
术革新带动金砖国家结构转型，加强各国在金融、贸易、
技术创新等领域的互补性合作。

当前，金砖各国正在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经济稳
定增长。“抓住金砖各国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积极对接各
国发展战略，发挥经济互补优势，必将更好地推动金砖国
家实现更大发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名照指出，金
砖国家需要“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推进交流合作。”

金砖国家如何建立更紧密、更全面、更牢固的经济

伙伴关系，是本届论坛热议的另一个话题。金砖国家内
部经贸往来非常密切，去年五国间的贸易额接近 3500
亿美元，比 6 年前增长了 2.5 倍，平均每年增长 17%。中
国已成为巴西、俄罗斯和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印度
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到去年底中国对金砖国家的累计投
资额已经超过 550 亿美元。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坦
言，金砖国家要“积极推进一体化的大市场，打造更紧密
的伙伴关系”。与会人士甚至提议“研究金砖国家之间
建立统一市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

金砖国家间的实质性合作不断推进，特别是金砖国
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建立，成为金砖国家合作
的里程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促进
金砖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领域，显示了金砖国家能够紧

紧抓住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财政部副部长
朱光耀强调，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之际，推进基础设施
发展，将成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工作宗旨。

对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与会嘉
宾展开了热议。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
认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合
作的重要交流平台，是经济发展和投融资合作的新渠
道，可以为新兴经济体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也
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发展新的选择。前瑞士苏黎世
州银行北京首席代表刘志勤认为，金砖银行的成立符合
金砖国家应有世界影响力的要求，不仅能有效提高发展
中国家的国际金融话语权，还能促进国际金融机构积极
主动推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同时可以将其“视
为一所国际金融院校，未来可以为各国培养具有国际金
融领导力的金融人才。”

会议认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放缓和“金砖失色”的
言论，金砖国家需要加大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投资，这有
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经济发
展突破口。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昌泓表示，
互联互通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
体，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
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高铁是中国的一张名片，也是金
砖国家互联互通的重要使者，建设经济圈、经济带、经济
共同体，铁路要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对于如何推动金砖国家的互联互通，金砖国家工商
理事会中方秘书长许超有着自己的见解。他建议，首先
要求金砖国家提升本国基础设施质量，并在互利共赢基
础上携手并进，为其他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提供公平的环
境；其次，完善金砖国家间交通网络布局，将基础设施联
网成片，实现效益和功能的最大化；第三，秉持开放合作
的态度，拓宽金砖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此外，
在硬件发展的同时，还要注重制度衔接、教育、培训等软
实力的构建，软硬结合。

互联互通离不开人文教育领域的交流。俄罗斯伊
尔库茨克贝加尔国立经济法律大学代表萨尔科娃·伊丽
娜认为，经济合作不能仅依赖于利益关系，金砖国家人
民间应有更进一步深入的了解，逐渐培养出对相互文化
的理解与互信，才是各国之间长久合作，共谋发展的坚
实基础。

《经济日报》举办第三届金砖国家财经论坛，嘉宾云集。

多国政府官员、外交使节，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汇

聚一堂，围绕“创新引领发展 互补促进合作”主题共商金砖

国家合作大计。对金砖国家发展的关注，在当前全球经济复

苏依然脆弱的局面下显得尤为突出。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

金砖国家亟需创新发展方式，加强团结合作，发挥互补优势，

形成利益融合、增长联动的新局面。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砖国家从经济概念逐渐转变为对

话与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金砖国家通过逆周期的刺激政

策，熨平经济波动，整体实力逆势上升，与发达经济体的“大衰

退”形成鲜明对比，南北总体差距由此缩小，大大提升了发展

中经济体的国际地位。

但也应看到，后危机时代，受外部环境恶化影响，金砖国

家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国际社会各种恶意“唱衰金砖”的论调

此起彼伏。金砖国家必须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政策和方式，通

过结构性改革，充分释放市场力量，推动经济从周期性复苏走

向可持续性增长，以实际行动让“金砖褪色”等论调不攻自破。

为此，金砖国家创新合作和发展机制，已成为时代变迁的需

要。从某种程度上说，金砖国家的未来取决于经济发展前景，

以及如何创新合作机制。

金砖国家创新合作，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优势，且在资

本、资源、市场、科技、人力资源等方面合作互补性极强。金融

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则是当下金砖国家创新合作的两大重

点领域。先说基建。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的拉动效应世人有

目共睹，被视为撬动经济复苏、实现增长的重要杠杆。基础设

施的落后和建设投资不足，成为制约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的瓶

颈。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在基建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

了关键能力，愿意加强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合作，促进金砖国家

间的互联互通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投资，金砖国家的基建合作呼唤金

融合作。基建具有资金需求量大、投资风险高、时间周期长、

流动性差等特点，因而融资难、渠道少往往成为项目面临的最

大难题。金砖国家需要打破常规，创新金融合作模式，探索政

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为构建金砖国家全方位的互联互

通新格局等提供支持。为此，金砖国家领导人在福塔莱萨会

晤时，呼吁加强金融合作，并一致决定推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和应急储备安排尽早投入运作。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可以与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共同为金砖国家的基础

设施投资作出贡献。

展望未来，站在合作“新起点”上的金砖国家，仍需发扬

“真金不怕火炼”的精神，创新合作模式，凝聚各方的“新动力”，

朝着“新愿景”开展全方位合作，建设更紧密、更全面、更牢固的

伙伴关系，共同提高金砖国家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提升合作机制
增加“金砖”成色

□ 萧 旭

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43%，
经济总量占全球的 21%，是国际经济体
系的重要力量，在资源、市场、劳动力、科
技等方面各有优势，经济互补性很强，具
有加强合作的有利条件和美好愿景。

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与金
砖各国的务实合作。当前，中国正在进
行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
治理体系现代化，同时将在更大范围、更
广领域、更高水平上推进对外开放。金
砖各国也正在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推动
经济稳定增长。我们应抓住金砖各国转
型发展的重要契机，共同实现更大发
展。在此，我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加强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金砖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处在
同样的发展阶段，面对相同的外部环境，
面临相似的风险挑战，加强治国理政理
念和实践经验的交流，对各国走好今后

的道路、实现更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愿意积极推进这
项交流。

第二，加强金砖国家间人文交流互
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我们应进一步
加强金砖国家文化交流合作，更好地增
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夯实金
砖国家合作发展的民意基础。

第三，加强金砖国家媒体间交流合
作。媒体是信息传播的载体和文化交流
的使者，是深化国家间合作的重要推动
力。近年来，各国媒体都十分关注金砖
国家发展，报道量不断增多。金砖国家
媒体应加强交流合作，建立对话交流机
制，增进理解、相互借力、共同发声，客观
报道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讲好金砖
国家共赢发展的故事，唱响金砖国家发
展光明论，为金砖国家更大发展汇聚正
能量。 （本报记者 孙 璇整理）

为更大发展汇聚正能量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蔡名照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协议的签署，标志
着金砖国家的合作步入机制化的进程，同
时也会铭记在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的
发展史上。

第一，这显示了金砖国家治理经济发
展的坚定信念和合作力量。金砖国家需
要加强团结、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共同
发展。

第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工作的重
心放在基础设施发展领域，抓住了当前世
界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在当前全球经
济复苏乏力的新挑战下，坚定地推进基础
设施的发展，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是应
对挑战的关键措施之一。

第三，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体
现了一种创新的机制模式，反映了金砖国
家一种改革的理念。与现有的开发银行
不同，它的构成不是以经济规模作为股权
的基础，而是按照平等的原则，五个国家

平 分 金 砖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的 份 额 ，各 占
20%。通过这些努力，使得金砖国家蓬勃
的内在活力得到充分发挥，同时也推进全
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改革进程。

第四，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同现有的国
际经济体系，是相互补充而不是取代关
系。在基础设施领域全球的资金缺口巨
大，需要探索各种形式加以弥补。其中就
包括建立新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探
索公共和私人资本合作 PPP方式等。

几天前，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金
砖国家开发银行首次临时董事会已经举
行。五国临时董事一致表示，将各自尽快
完成本国批准程序，确保金砖国家开发银
行在 2015 年底之前投入运作。我们期望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能够切实促进金砖国
家基础设施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为全球经
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作出贡献。

（本报记者 崔文苑整理）

促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
财政部副部长 朱光耀

促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
财政部副部长 朱光耀

金砖国家合作要做到政治和经济
“双轮”驱动。既要协调宏观经济政策，
共同破解发展难题；也要深化在国际政
治和安全领域的协调与合作，捍卫国际
公平正义。

信息交流是国家之间合作的重要
方面，媒体在这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我们要通过新闻传播，来促进
相互之间的了解，达成广泛共识。相互
合作还需要在国际社会上发出共同声
音，这更是金砖各国媒体的任务和使
命。《经济日报》和中国经济网非常愿意
与各国媒体一道，共同努力，担负起这
样的使命。金砖国家财经论坛体现了
媒体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各国官员和
学者之间相互交流搭建起一个平台。
期盼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学者利用这个

平台，沟通观点、发表见解，在交流互动
中碰撞出更多智慧的火花，为金砖国家
深化合作献计出力。

今天这个会场里有一群特别的客
人，他们就是我们特意邀请来参加论坛
的留学生嘉宾。我们希望这些青年朋友
既认真学习金砖五国的合作经验，也要
发扬我们业已形成的合作精神，在未来
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来自海外的专家学者，来自中国经
济界和学术界的朋友，欢聚一堂，交流
信息，沟通思想。这将是一次立足今
天、着眼未来的聚会。我们相信大家能
够为金砖国家的合作、为
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智慧
和力量。

（本报记者 马春阳整理）

为深化合作献计出力
经济日报社社长 徐如俊

当前，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普遍放缓，暂
时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金砖失色”
的声音又在响起。但我们可以看到，金砖
各国仍处在经济成长阶段，基础设施建设
明显加快，国内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产业发
展方兴未艾，并且各自具有自然资源、劳动
力资源、技术实力等不同的优势，具有保持
长期稳定增长的潜力。

面对这种放缓的局面，非常重要的是金
砖国家应通过进一步深化相互间的合作，充
分发挥经济发展潜能，共同克服短期增长中
的困难，并继续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贡献。

例如，可以积极推进建设金砖国家的
一体化大市场，打造更紧
密的伙伴关系。通过共
同制定《金砖国家经济伙
伴关系战略》，积极推进

贸易投资、金融、能源矿产、交通物流、科
学技术及创新、网络及信息安全等领域的
务实交流与合作，共同营造良好的市场环
境。研究商签金砖国家之间自由贸易区
的可行性。还比如，金砖国家可以大力加
强企业间的交往与合作，进一步加大贸易
投资促进工作力度，搭建更多经贸交流平
台。利用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平台召开金
砖国家投资机会论坛，建立投资项目库，为
金砖银行贷款提供项目选择，更为投资者
提供便利。此外，还可以鼓励各国贸易投
资促进机构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携手向全
球产业链上游迈进。

利用好金砖国家财经论坛这一交流
平台十分有意义，可以为深化金砖国家合
作提供智慧贡献。

（本报记者 李予阳整理）

应深入挖掘合作潜力
商务部部长助理 王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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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发展 互补促进合作
——第三届金砖国家财经论坛在京举办

□ 本报记者 徐惠喜 马春阳 林紫晓

12月 15日，第三届金砖国家财经论坛在北京开幕。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来自金砖国家的留学生代表进行“金砖国家青年对话”。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各方嘉宾在认真听会。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出席的外国嘉宾记录会场瞬间。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