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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啟後,金磚合作邁向下一個“黃金十年” 

                                 

近日第九屆金磚國家領袖峰會在中國福建廈門舉行,中國、俄

羅斯、印度、巴西及南非元首出席。中方並邀請墨西哥、埃及、

塔吉克斯坦、幾內亞及泰國參與。9月3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

席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次日金磚國家領導

人發佈《廈門宣言》。在地緣政治風波此起彼伏、全球經濟金融

發展面臨更多不確定性以及“一帶一路”倡議逐步落實的背景之

下，金磚國家再次聚首，共商強化經濟和人文交流合作、完善全

球經濟治理、維護國際社會和平與安全的未來發展願景，具有積

極正面意義。 

 

金磚五國共謀發展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金融發展步入緩慢復甦

及再平衡進程，金磚國家在應對危機中攜手發展，成為國際舞臺

一道亮麗風景。金磚五國近十年經濟總量、貿易總額及城鎮化人

口分別增長179%、94%及28%。與2010年相較，金磚五國經濟總量

占全球比重自12%升至23%，貿易總額佔比自11%提至16%，對外投

資比重由7%躍升至12%。以“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為原

則的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發揮良好的促進作用。 

 

作為合作機制的重要組成部份，一年一度的金磚國家領袖峰

會備受矚目。2009年6月，金磚國家領袖首次聚首俄羅斯葉卡捷琳

堡，次年4月巴西利亞峰會初步形成金磚合作機制。2014年巴西福

塔萊薩峰會通過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與建立應急儲備機制決議，

奠定合作發展里程碑。2015年7月俄羅斯烏法峰會通過《金磚國家

經濟夥伴戰略》，次年10月印度果阿峰會探討設立金磚國家評級

機構的可能性。今年的峰會聲明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強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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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開放包容的世界經濟，承諾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加強在物

聯網、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領域的聯合研發

與創新，並呼籲全球強化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將對新興市

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負面外溢效應和衝擊降至最低。  

 

中國角色舉足輕重 

 

回顧金磚五國的合作發展歷程，平等相待、求同存異、增信

釋疑、務實創新、合作共贏、知行合一、胸懷天下、立己達人、

感同身受是貫穿始終的共同理念。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

在金磚五國合作機制中扮演舉足輕重的引領者角色。在金磚五國

應急儲備安排所需1000億美元資金中，中國出資410億美元，俄羅

斯、巴西、印度各出資180億美元，南非則出資50億美元；去年金

磚開發銀行批准7個貸款項目，涉資15億美元，中國項目佔比24.3%。

另外，去年金磚銀行發行第一只30億元人民幣綠色金融債券，開

創多邊開發銀行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人民幣綠色金融債券

的先例。 

 

在金磚合作框架下，中國目前是俄羅斯、巴西、南非第一大

貿易夥伴，是印度第二大貿易夥伴，去年中俄、中巴、中印、中

南貿易總額分別達695.3億美元、585.0億美元、711.8億美元及

204.0億美元。在“一帶一路”倡議落實進程中，俄羅斯、印度均

屬沿線國家，而南非、巴西則透過其他形式參與其中。今年8月印

度中國工業園開工建設，打造產城一體化。此次峰會中方更宣佈，

擬設立首期5億元人民幣的金磚國家經濟技術合作交流計畫。 

 

金磚合作繼往開來 

 

展望未來，儘管全球經濟金融格局面臨深刻複雜變化、貿易

保護主義與民粹主義不斷湧現、金磚國家經濟增長出現起伏，但

廈門宣言71條條款、共計1.2萬字內容為金磚國家逆風前行、深化

合作發展指明了方向。下一步，金磚五國將強化貿易投資、貨幣

金融、互聯互通、可持續發展、創新和產業等務實經濟合作，基

於“共商、共建、共離”原則構建貿易投資大市場、貨幣金融大

流通、基礎設施大聯通，推進全球經濟治理改革、提高新興市場

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全面鋪開人文交流合作並形成

經常化、機制化，共同開啟金磚合作第二個“金色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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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報告 
 

1.  人行新規接連出臺 同業存單屬性進一步明確 
劉雅莹 09.01 

2.  新股通—為兩地資本市場聯通升級 
孔玲 08.31 

3.  從細節看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的執行 
戴道華 08.31 

4.  美國加息週期會否導致亞洲新興市場另一場危機？ 
戴道華 08.29 

5.  數字貨幣融資方興未艾,機遇與風險並存 
蘇傑 08.29 

6.  有效控制「一帶一路」倡議推進中的地緣政治風險 柳洪 08.24 

7.  混改去產能重組並進,內地國企改革砥礪前行 蘇傑 08.24 

8.  印尼次季增長穩定 央行短期無需減息 黃思華 08.14 

9.  二季度香港經濟增長再勝預期 蔡永雄 08.11 

10. 加息週期下，美國國債長息不升之謎 
蔡永雄 08.11 

11. 離岸市場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功能定位？ 
戴道華 08.09 

12. 美元弱勢實為調整期的延續 
卓亮 08.04 

13. 估值調整疊加政策驅動,內地創板發展來日方長 
蘇杰 08.03 

14. 内地M2增速放緩的啓示 
戴道華 07.28 

15. 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對經濟的影響 
劉雅莹 07.25 

16. 加息或適得其反 聯儲局急於縮表主因 
卓亮 07.24 

17. 二季度內地經濟維持穩健增長 
蔡永雄 07.17 

18. 聯儲局180度轉身 
卓亮 07.17 

19. 探討香港經濟復甦步伐偏慢之謎 
戴道華 07.17 

20. 從“擴表”經驗看縮表影響 
卓亮 0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