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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合作基础点及重点的建议

蔡春林

金砖合作已经走过了十年，十年来金砖国家以经济合作为主线，建立起覆盖

政治、经济、人文交流与合作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伙伴关系，以新开发

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为代表的机制建设取得了突破进展，各类合作机制成就显

著，为金砖国家乃至全球提供了强劲的增长动能和制度性公共产品，十年来金砖

国家秉持公平、正义，高举发展旗帜，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出金砖声音，提出

金砖方案，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十年来，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以

资深的专业优势、前瞻性思维、国际化视野促进了金砖国家间的政策沟通和思想

创新，为金砖合作探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法与路径，金砖合作的许多重大成果，

比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应急储备机制等都得益于学术界的思考和建议。

当前金砖合作正迈向第二个十年，世界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处于何去何

从的关键时间节点，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多的普惠、平衡，贫

富差距的鸿沟也有待弥合，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断攀

升，但是自身发展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金砖智库能否破解难题，为金砖合作实

现第二个黄金十年指明方向，这些都有待我们共同作出努力。从构建完善全球价

值链的角度提出推动金砖国家产业合作的新思维，为引领全球化发展提供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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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一、产业合作是金砖务实合作的基础点

金砖国家产能合作可按照彼此不同的比较优势和基础条件，结合各国经济发

展的实际需要，在贸易、投资与合作的方式和领域上有所区别，采取互补型贸易、

梯度型转移和产业链分工三种路径，垂直型与水平型转移各有侧重，地理空间和

产业领域相互契合，以进一步提高中国与金砖国家产能合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1.产业合作是务实合作的基础点，是一个撬动其他方面合作的支点。金砖

国家在这方面有共识，也有分歧，未来可以通过研讨、交流、沟通来解决分歧。

产业合作是一个全方位的，全生命周期的合作，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所谓的过剩产

能的输出，而是在产业的初创、成长、成熟、衰退等各个阶段，在新兴产业、成

熟产业、优势产业等各个领域进行的全方位合作与整合。通过整合成熟产业、带

动新兴产业、做强优势产业方面激活金砖国家增长动力和潜力，共同引领全球经

济强劲、均衡、可持续发展。

2.全球经济治理也是金砖国家未来合作的一个重点领域。金砖国家应加强在

多边机制中的协调与合作，打造南南合作新平台。同时，在二十国集团、联合国、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重要国际机构及合作框架下加强

政策沟通协调，推动改革议程，进行“金砖＋”式合作，发出金砖声音，提供金

砖方案，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高效的方

向发展。

3.金砖国家应加强金融危机管理的合作。金砖国家应建立风险预警和危机应

对机制以应对金融市场的脆弱性，调节货币市场的波动。同时，加强宏观经济研

究，提高应急储备安排的可操作性。

4.金砖国家应强化在应急领域合作。在强化应急储备安排机制的基础上，尝

试设立金砖国家稳定委员会，在金融政策协调、风险预测、分析、评估和防范方

面，形成常态化的金融风险应急响应机制，防范全球金融风险传导至金砖国家金

融市场。

5.金砖国家还应加强网络经济与网络安全合作。金砖国家应在技术、标准和

研发领域进行合作，推动全球互联网技术发展和网络空间治理，维护行业发展和

空间安全。增强虚拟网络空间及技术联系，以网络、数字手段缩短金砖国家的物

理距离，实现数字经济、电子商务一体化发展，构建金砖国家网络空间共同体。

二、金砖合作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强调，要把“一带一路”建设成和平、繁荣、开放、创

新和文明之路，这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一脉相承，旨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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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促发展，最终实现各国的互利共赢。金砖国家均是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在世

界经济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深化

金砖合作，发挥金砖国家的示范引领作用，使金砖机制和“一带一路”倡议形成

对接，将更好地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金砖国家机制与“一带一路”倡议两者互动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深化合作

能够深入促进金砖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质增效。

1.“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需要。“一带一路”建设对资金投入的需求量很

大。2007 年，中国与中亚七国计划共同投入 192 亿美元建设“现代丝绸之路”。

2008 年，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中亚四国联合发起丝绸之路区域项目，共

有 19 个国家响应，各国在日内瓦签署意向书，决定再为复兴丝绸之路投入 430

亿美元。

2.各自发展战略的对接。金砖国家高度认可并积极支持“共商、共建、共享”

合作发展理念，以产业合作与全球价值链建设为切入点，有效推进“一带一路”

跨区域对接欧亚经济联盟倡议、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非洲联盟、孟加拉湾多部门

经济技术合作计划、跨印度洋海上航路和文化景观计划，实现金砖国家经济发展

战略有机结合、相互增进，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3.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进行对接。在关键问题上

金砖国家可做出适当让步，拿出更大的诚意、更具实际的资金和切实可行的建设

思路，有效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融资问题，缓解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资

金压力。

此外，金砖国家企业应积极把握“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扩大企

业品牌影响力。

三、促进金砖各国智库及学界合作

金砖合作智库先行，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智库合作是金砖合作的

思想发动机和理念推进器，是金砖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金砖合作机制所

走出的每一步都闪动着智库的思想光芒。历届金砖峰会发出的每一份富有远见的

宣言和倡议凝结着智库的心血。智库播下了思想和智库的种子，收获了金砖合作

的政策方针，促进了金砖国家的合作发展，造福了金砖各国人民。

因此，金砖国家智库及学界要更加务实、接地气，不能人云亦云，金砖国

家研究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金砖合作，智库和学

者要通过实实在在的深入研究，真的很需要到企业、到车间、到街坊了解金砖国

家真正的一些数据，而不是网上去搜索出来的一些数据，真正去解决现实问题。

（作者系新兴经济体论坛秘书长、首席专家，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

兼广东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广东工业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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