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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金砖国家贸易发展的前景 

金砖国家（简称 BRICs）以维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而得名，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

接连冲击下，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这四个金砖经济体和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却依然保持了突出的增

长势头，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和增长的亮点。伴随着金砖国家的脱颖而出，它们相互之间的对外贸易也

呈现了势不可挡的增长势头。在金融危机阴霾未散而“欧债危机”风险不减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对外贸易增

长速度大幅下滑，与发达经济体之间贸易萎靡不振，但与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进出口却节节攀升。那

么，中国与金砖国家贸易发展的前景几何，是否具有进一步增长的潜力？这一问题的准确判断是政府政策

制定和企业决策选择所必须明确的重要前提。 

与金砖国家的贸易增长成新亮点 

中国与其它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增长速度快于中国整

体的贸易增长率。虽然 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对中国与金砖国家间贸易产生了冲击，但危机后很快恢

复并保持了高增速。以 2011 年的出口贸易数据为例，中国对巴西出口增长 30.2%，对印度出口增长 23.5%，

对俄罗斯出口增长 31.4%，都快于中国整体 20.3%的出口增长率。而在金融危机之前的 2005 年，中国对巴

西出口增速 31.4%，对印度出口增速 50.5%，对俄罗斯出口增速 45.2%，同样高于中国整体出口的 28.4%。

由此可见，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已经保持了多年领跑出口增长的态势，是中国出口增长中的亮点。 

从今年以来的贸易数据看，对金砖国家的贸易增长速度尤其突出。具体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对

美国的贸易呈现缓慢增长，对欧盟贸易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而下滑严重，但对金砖国家以及其它新兴

经济体的贸易增速喜人。目前，中国与金砖国家的相互贸易呈现了以下特点：第一，增长速度快，远快于

对发达经济体的贸易。第二，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产品出口很少，而中国对外出口的下降

主要是在加工贸易产品方面。第三，中国对其它金砖国家出口的商品以具有优势的工业制成品为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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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金砖国家进口的商品以原材料、能源等基础性商品为主。第四，贸易差额方面，中国对巴西的贸易一

直呈现逆差状态，对俄罗斯的贸易也基本上呈现逆差状态，而对印度贸易则处于顺差地位。 

蕴含发展的潜力和机遇 

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贸易在未来的发展前景决定于相互之间是否具有贸易增长的潜力。整体上，进一

步发展的潜力和空间是巨大的。 

其一，中国与其它金砖国家的相互贸易互补性显著。从贸易的商品结构看，中国向其它金砖国家出口

的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发挥“中国制造”的优势；而其它金砖国家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原材料和能源类产

品，发挥的是资源优势。具体来说，中国向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出口的主要是机器设备、工业制成品以及

服装等产品，而印度主要向中国出口石油和矿产，俄罗斯主要向中国出口石油和其它资源产品，巴西主要

向中国出口大豆等农产品。工业制成品和原材料产品属于不同的产业类型，说明中国和其它金砖国家之间

的贸易具有互补性，未来发展的潜力较大。 

其二，中国与其它金砖国家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具有贸易的空间。虽然金砖国家都是快

速发展中的大国，但它们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从人均 GDP 看，俄罗斯和巴西高于中国，而印度远低于

中国；而从整体制造业的竞争力水平看，中国高于其它三个国家。这说明，金砖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相

互贸易具有基础和空间。而从产业结构比较而言，中国工业（第二产业）所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相对较大，

俄罗斯和印度的服务业（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相对较大，而巴西的农业（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

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大。产业结构的差异决定了，中国与其它金砖国家的贸易具有发展的潜力。 

其三，金砖国家经济规模大、经济增长速度快，有利于相互贸易的发展。经济规模大必然国内需求大，

经济增长速度快意味着需求增长的速度快，而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又具有互补性，则贸易量的增加

是必然的结果。 

其四，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将世界经济拖入“慢车道”，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普遍缓慢甚

至面临危机。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发达国家的需求将下降，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将一定程度上重返实体经

济；这两方面因素都会减少发达国家的外部需求。发达经济体需求的下降必然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则金砖

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会增加。这些外在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对金砖国家的贸易发展面临机遇和潜力。 

其五，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拥有良好的相互合作关系，为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外部环境。近年来，中国

从多方面加强了与金砖国家的相互交流与合作，同时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同时，金砖国家的经济

发展水平相近，具有很多相同的利益和诉求，在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中很容易团结一致，形成共同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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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客观上天然形成了相互之间的友好关系。 

挑战不可小觑 

中国与金砖国家的贸易发展虽然具有潜力，但金砖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贸易发展面

临的挑战同样不可小觑。 

第一，金砖国家整体上发展水平相近，产业结构和层次存在一定的趋同性，相互竞争客观的存在。这

种竞争不仅体现在争夺其它国家的市场，更突出的体现在相互争夺各自国内的市场。虽然目前中国与其它

金砖国家产业的竞争性还不强，但这种竞争的趋势可能会愈来愈突出和显著。 

第二，中国对其它金砖国家主要出口工业制成品，而其它金砖国家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基本是原材料和

矿产品，这一结构多年来一直没有实质的改善。其它金砖国家难免会担忧沦为中国原料的供应国，不满足

于维持并深化这样的贸易关系，从而会挫伤贸易的积极性，不利于相互贸易的发展。 

第三，印度、俄罗斯和巴西政府都明确提出发展制造业是提升竞争力和解决就业的关键，并高度重视

制造业且将其作为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引擎。对制造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必然会与“中国制造”形成竞争，不

利于相互之间贸易的推进。 

第四，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大的国家之间容易滋生相互抑制和竞争的情绪，不利于贸易的发展。以中

印贸易为例，两国经济发展的差距在不断扩大，贸易上印度对中国制成品的需求巨大，印度会担心对中国

的依赖增加，从而有摆脱这种局面的倾向。 

前景判断与应对策略 

虽然中国和金砖国家之间未来贸易的发展既有潜力又有挑战，但总体上，潜力大于挑战，将具有以下

趋势：（1）相互贸易将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2）随着未来中国和其它金砖国家产业的相互竞争性增

加，相互之间贸易增长的速度会下降；（3）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发达国家，与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基本

不可能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体。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国和金砖国家的贸易发展速度很快，成为新的增长亮点，但必须看到的是，中

国对金砖国家的贸易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根本不足以影响到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局。以

2011 年的数据为例，中国对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的出口分别仅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1.7%、2.7%和 2.1%；而

中国从这三个国家的进口分别只占中国进口总额的 3.1%、1.3%和 2.3%。这样的规模说明了：中国对外贸

易的主要伙伴是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在重视发展与金砖国家经贸合作的同时，必须分清主次，贸易

发展的着力点必须放在主要贸易伙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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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与金砖国家贸易的策略上，应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加强交流与合作，促进区域贸易一体化发展。维护良好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开放市场，是促进

中国与金砖国家贸易的必由之路。目前，中国已经与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建立了初步的经贸合作机制，

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争取建立双边或多边的区域贸易一体化安排，促进相互贸

易的发展。 

其次，促进贸易的平衡，建立和谐的贸易关系。两国间贸易差额的状态往往决定了相互贸易之中的地

位，逆差国通常处于更加优势的主导地位，而顺差国则往往会较易受到逆差国的指责和贸易摩擦的侵扰。

中国与俄罗斯以及巴西的贸易处于逆差状态，而对印度呈现顺差状态。从而中国对俄罗斯和巴西的出口增

加较少遭到贸易壁垒的阻碍或指责，而对印度的出口贸易则时常遭到贸易摩擦的损害。所以，促进中国和

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平衡，建立和谐的贸易关系，对于相互之间的贸易发展非常重要。 

最后，处理好与金砖国家的外交和政治关系，推动相互贸易的发展。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外交及政治关

系总体友好，但也存在不稳定因素。中国和印度以及俄罗斯比邻，相互在领土和安全防卫等领域都存在不

稳定的隐患。故而，协调好相互之间的外交与政治关系，为对外贸易创造优良的外在环境，是发展中国与

金砖国家贸易的重要环节。 

 

（执笔人：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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