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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峰会开启金砖合作新十年

要点:

2017 年 9 月 4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在中国厦门举行第

九次会晤，“金砖+”机制、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成为本

次峰会的三大亮点。金砖国家合作要实现贸易投资大市

场、货币金融大融通、基础设施大联通及人文大交流，

这与“一带一路”有着天然的一致性，金砖机制与“一

带一路”倡议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金砖国家间经贸合

作为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一是提供更坚实

的发展基础；二是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三是提供更

多样的业务机会，四是提供更稳定的发展机制。金砖国

家的开发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的金融合作领域广泛、

内容丰富，长期以来产生了大量合作成果，中资银行未

来可以从增强贸易便利化和投资便利化方面进一步深

化金砖国家的金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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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4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在中国厦门举行第

九次会晤。值此金砖合作迎来第二个十年之际，习近平主席

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描绘了未来金砖国家发

展与合作的宏伟蓝图——深化金砖合作，助推五国经济增加

动力；勇担金砖责任，维护世界和平安宁；发挥金砖作用，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金砖影响，构建广泛伙伴关系。会

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获得通过，各国领导

人及代表就许多重大合作事宜取得一致。

一、厦门金砖峰会三大亮点

（一）金砖+”机制：继续深化南南合作

世界需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更

需要金砖国家加强团结合作、展现大国担当。目前全球南北

差距、贫富差距的难题依旧存在，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依旧复杂。鉴于此，为拓展金砖影响，

构建更加广泛的伙伴关系，“金砖+”合作机制创新出现。在

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会上，各国发出了深化南

南合作及全球合作的强烈信号，愿共同打造“金砖+”模式，

加入更多亚非拉国家使金砖机制具备更强的全球性，更能代

表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这样的变化充分反

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的共同诉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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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

（二）经贸合作成果丰硕

经贸合作一直被看做是金砖合作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商

务部数据显示，从 2006 年至今，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

经济的比重从 12%上升到 23%，贸易总额比重从 11%上升到

16%，对外投资比重从 7%上升到 12%，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 50%。此次厦门会晤取得的经贸成果、合作共识异

常丰硕，颇为引人关注。

首先，金砖国家承诺将使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结构

性改革等所有的政策工具来增强经济韧性及潜力，同时共同

敦促发达国家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减少负面溢出效

应，明确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其次，金砖国家财政部长和央

行行长就 PPP 模式的推广达成共识。再次，金砖国家海关署

长和代表签署《金砖国家海关合作战略框架》，以加强贸易

便利合作。最后，《金砖国家投资便利化纲要》、《服务贸易

合作路线图》、《经济技术合作框架》、《电子商务合作倡议》

等贸易投资领域的文件获得通过。此外，此次会晤还推动应

急储备安排的发展和完善，推动金砖国家本币债券市场的发

展，推动金砖国家间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化的布局，

加强金融监管的交流与合作，推进金砖各国的货币合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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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钱、反恐融资等方面也提出了建议。

厦门会晤的合作成果非常丰硕，我国提出了很多带有中

国智慧的金砖解决方案，这为加强金砖伙伴关系、深化各领

域务实合作规划了新的蓝图，为金砖国家提出了新的发展方

向。

（三）“三轮驱动”：人文交流补短板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早日实现民心

相通，深入金砖成员国之间的全面了解，才能夯实金砖合作

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此前金砖国家在经贸往来、政治安

全合作方面多有建树，但人文交流方面还有待补短板。此次

厦门会晤提出，要将人文交流与政治安全、经济合作结合，

“三轮驱动”金砖合作发展未来。作为此次厦门会晤期间的

重要文化配套活动，金砖国家文化节将于 9月 15 日至 22 日

在厦门拉开帷幕。2017 年 7 月，我国已经举办了金砖国家文

化部长会，成立了金砖国家图书馆联盟、博物馆联盟、美术

馆联盟、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四大专业机构联盟。

“三轮驱动”，不仅仅是探索国与国合作的新模式，也

是探索全球治理、塑造另一国际秩序的新模式。人文与经济、

政治并驱很重要。英国、美国的崛起，分别以“自由贸易”、

“民主人权”作为人文价值体现。金砖各国要实现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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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得到世界认可，同样需要带给世界新的价值规范。

二、金砖机制与“一带一路”相得益彰

金砖国家所秉持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

精神，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

丝路精神一脉相承，两者的理念、路径和目标相近。金砖国

家合作要实现贸易投资大市场、货币金融大融通、基础设施

大联通及人文大交流，这与“一带一路”有着天然的一致性。

本质而言，两者都是以主权平等作为根本原则，以共同发展

为目标，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因此可以

说金砖机制与“一带一路”倡议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金砖国家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与发展中国家分

享发展经验和治理理念，能够为其他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化

提供良好策略，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并重塑全球价值

链。“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了内陆国家同沿海国家沟通的桥

梁，对于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多极化和共同

发展做出了贡献。

从实际操作来看，金砖国家可以充分利用“一带一路”

合作平台，加快政策与战略的沟通与对接，加大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加大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亚投行等合作，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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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基础设施大联通。金砖国家参与“一带一路”，也有助

于发展中国家在多元的国际经济平台上提高合作水平，加深

技术交流，重塑新价值链，实现均衡普惠发展。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过程当中，

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的金砖国家正在国际治理舞台上发挥

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完善

全球治理的稳定器，为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注入新

动力。

三、商业银行应积极把握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机遇

（一）金砖国家经贸合作为商业银行提供了重要机遇

金砖国家是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经济持续、稳定

发展的重要力量。深化金融领域合作，对于促进各国经济发

展和经贸合作、货币稳定、资本流动和工业化、城镇化转型

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金砖国家的经贸合作离不开加强金

融机构间的合作。

经贸合作离不开金融支持，金砖国家间经贸合作为商业

银行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一是提供更坚实的发展基础。

随着经贸合作提量、提质、提速，金砖国家将进一步成为全

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也为商业银行的稳定持续发展

提供坚实基础。二是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基础设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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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合作等领域的大量金融服务需求，为商业银行创新金融服

务打开更多通道。三是提供更多样的业务机会，包括贸易融

资、国际结算、金融租赁、债券承销、投资银行等。四是提

供更稳定的发展机制。金砖国家是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

体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深化金融领域，对于稳

定区域币值、资本流动和工业化、城镇化转型发展具有重要

支撑作用。

（二）中资银行服务金砖经贸合作成效及未来着力点

金砖国家的开发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的金融合作领

域广泛、内容丰富，长期以来产生了大量合作成果：一方面，

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是金融国家务实性金融合作的坚

实成果。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及我行等商业银行

在金砖国家开展了全方位、多领域合作。截至 2016 年底，

国开行对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四国的贷款余额为 593

亿美元，占国际业务贷款余额的 17%。我行在所有金砖国家

都有经营机构，取得了大量合作成果，截至 2016 年底，跨

境人民币业务量 3.89 万亿元，工银巴西、工银俄罗斯、工

银标准和孟买分行总资产约 220 亿美元。截至 2017 年一季

度末，我行已在金砖四国参与开展 23 个专项项目，项目金

额共计 134 亿美元，其中在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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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金额非别达 54 亿美元、40 亿美元、27.5 亿美元和 11.9

亿美元，业务类型除传统类型外，还涵盖并购、结构性融资、

银团贷款、租赁等创新形式。

商业银行在资金、网络、科技等方面优势明显，在支持

和服务金砖国家企业合作方面积累了成熟经验，未来可以从

增强贸易便利化和投资便利化方面进一步深化金融合作：一

是提升结算便利度和覆盖面。二是通过本外币互换协议，减

少汇率波动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三是发挥区域内信息和金

融服务优势，为多领域贸易合作、企业投资提供信息、政策、

风险控制等多维度服务，提升商业银行服务金砖国家的综合

服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