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与金砖国家

外贸的“共享式”增长
＊

欧阳峣　张亚斌　易先忠

摘　要：中国与金砖国家外贸的 “共享式”增长，是促进金砖国家合作的关键

性引擎。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经济与贸易结构中的互补性明显，但由于金砖国家

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工业化进程所引致的相近目标产业的发展，它们在

相互间的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的动态竞争态势逐步凸显。金砖国家需要通过产业链

的 “雁行”布局，构建互利共赢的贸易格局，以科技合作实现经济贸易结构的调整

升级，以及通过中国的 “出口转投资”模式，强化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互补性占主

导的贸易关系，实现外贸的 “共享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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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４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发表的 《三亚宣言》确立了以

包容性发展为方向、经贸领域为重点的全方位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为全球经济合

作的新模式。在Ｇ２０框架内，金砖国家这种新型合作模式，也是改变少数发达国家

（Ｇ７）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趟出 “南南合作”新路的重要实践。包容性发展是金

砖国家合作机制的特质与创新所在，其核心是利益共享。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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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互补的经济结构，金砖国家积极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共享式合作态

势不断加强。在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ＢＲＩＣＳ）五国

间的贸易规模增长了１８．３倍，２０１１年达到２８００多亿美元。但与此同时，金砖国家

之间经贸利益的不对等性和产业结构的竞争性，又成为其开展深层次合作的障碍性

因素。加上政治、地缘、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以及包括边界纠纷在内的一些问题，使

得金砖国家难以形成核心凝聚力，继而影响了联合行动的效率。并且，在中国的竞

争性工业制成品和能源产业领域，五国贸易摩擦不断；① 五国间贸易总额仅占五国

对外贸易总额的４．９％，五国之间的进出口产品结构单一；金砖国家相互之间的生

产投资在各成员国海外投资中的比重仍然很小。金砖国家之间的内部竞争，可能造

成零和博弈的结果，遏制或拖延各自的发展与崛起。

金砖国家的分化组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共同的经贸利益，夯实互补性经贸关

系，规避或弱化竞争性经贸关系，实现金砖国家外贸的 “共享式”增长，是促进金

砖国家合纵连横的重要途径。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 “共享式”外贸增长的具体内涵

体现在：在中国 “单边”层次 上，有 利 于 提 高 对 外 贸 易 效 益 和 追 求 动 态 贸 易 利 益；

在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 “双边”层次上，有利于贸易双方的互利共赢；在金砖国

家 “多边”层次上，有利于金砖国家整体贸易利益的共享式改进。

那么，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是否具有实现共享式外贸增长的经济基础？总体上

看，金砖国家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各不相同，经济发展模式差别较大，经济与贸易

结构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基于这一经贸结构，既有文献主要从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

静态贸易关系，探讨金砖国家共享式外贸增长的现实基础，其中中印、中巴贸易关系

是关注的重点。中印作为金砖国家中两个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其贸易关系是影响金

砖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中印两国的贸易结构相似度相对较高，中印

在世界市场上构成一定的竞争关系。② 但同时，中印在出口贸易结构、贸易品的技术

层次方面存在差异，两国之间存在明显上升的互补性趋势。③ 并且通过两国贸易环境

和政策的不断改变，中印贸易合作潜力非常大。④ 中印两国在不同产品上的出口贸易

关系也不尽相同，在服装、纺织品和皮革等部门，印度面临来自中国的严峻竞争，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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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印在自动数据处理、电器等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上，有较好的互补性。① 中国

与巴西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贸易结构的总体互补性强，中

国对巴西的直接威胁较小。② 但在制成品贸易上，中巴具有一定的竞争性。③ 从方

法论来看，这些分析竞争效应或者互补效应的研究，基本都是基于中国进出口贸易

结构与其他国家的相似性，分析中国对金砖国家在第三方市场上份额的影响，不同

的只是对于贸易相似性的测量方法和标准。④ 但这 一 分 析 框 架 存 在 以 下 主 要 问 题。

（１）不能确定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外贸竞争关系，即使是最新拓展的恒定市场份

额分析方法，也只能说明中国 外 贸 与 其 他 国 家 的 潜 在 竞 争 关 系。还 应 当 考 虑 的 是，

竞争性贸易不仅体现在外部市场的挤出效应，也体现在金砖国家之间的内部贸易竞

争。（２）没有将金砖国家双边贸易结构、工业化进程等因素所带来的贸易结构的动

态转变所引致的竞争纳入分析。诚然，静态贸易关系是影响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外

贸共享式增长的现实基础，但金砖国家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工业化进程所

引致的竞争，以及由于贸易结构产生的经贸利益不对等而引发的竞争，也是影响金

砖国家外贸共享式增长的重要因素。

鉴于此，本文从金砖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和竞争性两个方面，探讨中国与其他金

砖国家实现共享式外贸增长的可行性及途径。从金砖国家出口产品结构的系统性变

化，分析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关系，重点引入金砖国家之间的内部贸易竞争

和它们在外部市场的贸易竞争，以及由于金砖国家之间经贸利益的不对等性与相同

目标的产业发展所引致的竞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实现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

共享式外贸增长的可行途径。

二、金砖国家贸易利益的分析框架

在比较优势理论范式下，要素禀赋和技术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更有利于

福利水平的改进。与技术领先的北方国家进行的贸易，通过内含于资本品的技术转

移，为南方国家的技术进步带来更大的技术扩散效应。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贸易

则通常被认为是竞争性的，缺乏内在的发展动力。然而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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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曾长期被迅猛增长的南北贸易所掩盖的南南贸易，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尽管贸

易占比不大，但新兴国家之间、特别是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增速却超过了全球贸易增

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金砖国家间的南南贸易之所以发展迅速，其根本

原因在于它们之间存在共享式外贸增长的基础。这不仅体现在金砖国家资源禀赋差

异所形成的互补性贸易格局，也体现在南南贸易框架下金砖国家之间贸易存在广泛

的贸易利益源，即便在它们增长方式的转变中，由于经济结构趋同而引发一定的贸

易竞争，但也存在广泛的协调空间。

（一）金砖国家资源禀赋差异与贸易利益互补

无论是比较优势理论还是资源禀赋理论都认为，国家之间技术差异和资源禀赋

差异是形成国际分工进而国际贸易收益的源泉。在这一理论范式下，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之间因要素禀赋与经济结构的巨大差异，构成互补性贸易。同样，金砖国

家资源禀赋条件也有明显差异，决定了金砖国家之间的南南贸易发展潜力大。金砖

国家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各不相同，经济发展模式差别较大，经济结构具有较强

的互补性，互补的产业经济结构也导致了高度互补的贸易结构。有 “世界工厂”之

称的中国提供大量廉价的工业制成品，被誉为 “世界办公室”的印度提供信息软件

和服务产品以及矿石原料，而 “世界加油站”俄罗斯、“世界原料基地”巴西和资源

丰富的南非，提供中印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能源和矿产资源。中国和印度对原材料和

能源的巨大需求，给矿产资源大国俄罗斯、巴西和南非注入资金，这三国又成为中

国和印度的制造品重要消费市场。这种资源互补性和分工合作关系为发展金砖国家

之间的贸易奠定了基础。金砖国家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了其比较优势的差异，从而

导致出口结构的差异，这种差异性出口结构不仅耦合了金砖国家互补性贸易结构，

并且使得实施出口导向增长的金砖国家在外部市场上竞争关系也不强。

（二）金砖国家增长方式转变中的贸易竞争与协调

虽然金砖国家的经济贸易结构具有高度互补性，但由于工业化进程和经济转型

而导致的相同目标产业的发展，以及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的意愿，金

砖国家内部的贸易竞争也不可避免。① 如印度和巴西均志在成为制造业强国。② 巴

西 “不甘心沦落为资源性产品出口大国”，努力实现从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向依赖高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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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转型，加快工业技术革新、加强制造业的竞争力成为其 “加

速发展计划”的重要内容。印度政府力图借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发展制造业。南非也

以 “加速增长、成果共享倡议”推进工业化进程，将产业升级、支持高技术产业的

发展作为重要内容。俄罗斯为改变过度依赖能源和原材料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加

紧落实创新型经济发展战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重点发展节能、航天、核能

以及医药等高科技创新项目。南非则将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清洁能源作为发

展重点，并希望通过 “新工业政策行动计划”扩大就业，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实

现可持续的生产性经济发展模式。为实现本国的制造业发展，对中国质优价廉的工

业制成品频繁实施反倾销措施，成为印、巴等其他金砖国家保护本国工业的一个必

要步骤。金砖国家增长方式转变中引发的贸易竞争，可能制约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

的共享式外贸增长。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与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的制造业结构趋同

将凸显。但应该注意到，金砖国家间的工业化进程差异较大，中国处于重化工业的

后期，以 “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新型工业化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其经济结构的定

位是高技术与新兴产业的发展。而巴西和俄罗斯正努力实现从生产资源型大宗商品

的经济结构向高附加值制成品的转型，印度和南非则需要注重基础工业的发展。这

一差异明显的工业化进程，为实现金砖国家间产业 “雁行”布局与差异化发展提供

了巨大的协调空间。同时也应看到，以工业技术革新带动结构转型，已成为金砖国

家的共同选择，这为金砖国家的科技合作拓展出共同发展的空间。

（三）南南贸易框架下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利益源

首 先，金 砖 国 家 之 间 的 南 南 贸 易 可 减 缓 大 幅 度 的 结 构 性 调 整，提 供 出 口 机

会，实 现 规 模 经 济。发 展 中 国 家 与 发 达 国 家 不 仅 在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上 存 在 巨 大 差

距，在 文 化 上 也 存 在 很 大 差 异，因 而 商 品 的 需 求 结 构 不 尽 相 同。发 展 中 国 家 受

自 身 能 力 的 限 制，生 产 的 产 品 常 常 难 以 适 应 发 达 国 家 消 费 者 的 需 求，这 阻 碍 了

南 北 贸 易 的 扩 大。发 达 国 家 对 进 口 产 品 实 行 的 苛 刻 标 准，已 经 成 为 阻 碍 发 展 中

国 家 产 品 进 入 发 达 国 家 市 场 的 门 槛。相 比 之 下，南 南 贸 易 具 有 广 泛 的 贸 易 基 础。

Ｌｉｎｄｅｒ的 相 互 需 求 理 论 认 为，国 际 贸 易 是 由 贸 易 双 方 的 需 求 结 构 相 似 性 决 定 的。

强 调 规 模 经 济 和 产 品 差 异 的 新 贸 易 理 论 认 为，贸 易 收 益 通 过 相 似 国 家 之 间 的 产

业 内 贸 易 获 得。根 据 这 些 理 论，金 砖 国 家 之 间 的 南 南 贸 易 应 该 具 有 比 南 北 贸 易

更 大 的 贸 易 基 础，这 个 结 论 也 得 到 了 实 证 经 验 的 支 持。① 发 展 中 国 家 在 竞 争 不

太 激 烈 的 市 场 上 进 行 “干 中 学”和 发 展 规 模 经 济，为 它 们 进 入 北 方 国 家 的 制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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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市 场 提 供 了 可 能。①

其次，金砖国家之间的南南贸易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结构转换。在与北方国家的

贸易中，由于北方国家强有力的议价能力和垄断地位，南方国家高度依赖于北方的

高技术资本产品，出口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导致了贸易条件的恶化和贸

易地位的边缘化。Ｓｔｅｗａｒｔ指出，北方国家在新技术上的垄断地位，使得 南 方 国 家

通过贸易的技术扩散效应，以实现技术赶超的期待，可望而不可即；内含北方国家

新技术的生产工艺和成品，往往不适合南方国家的要素禀赋和消费模式；扩大南南

贸易更适合南方的技术发展。② 因为南南贸易与南北贸易的结构不同，南南贸易具

有相对高的技术密集度，有助于南方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与产品差异化。③ 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很多对南南贸易和南北贸易结构的经验研究发现，南南贸易具有更大的学

习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④ 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对北方国家的出口并不是

增长促进型的，而且南北贸易也没有为它们提供经济结构转换的学习机会，而南南

贸易则提供了这一转换的试验场所。⑤

再次，金砖国家之间的南南贸易可降低对北方国家市场的依赖，减轻北方市场

波动的不利影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初级原料和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

同时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一南北贸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升级的可能性，⑥ 造成在高技术产品上对发达国家的过分依

赖。而扩大南南贸易有助于发展中国家逐渐优化产业结构，并且在当前欧美市场需

求不振的情况下，南南贸易扩张可填补由北方进口增长放缓造成的世界市场需求的

不足。由于金砖国家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商业周期存在明显差异，以及其巨大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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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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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规模效应，① 金砖国家之间南南贸易的扩张，可减少对发达经济体的依赖，并成

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来源。②

三、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结构的互补性分析

（一）金砖国家出口产品结构的差异性与趋同性

首先，从出口 产 品 的 总 体 结 构 看，金 砖 国 家 出 口 商 品 结 构 有 较 大 差 异。２０１１
年，俄罗斯和巴西的初级产品出口比例分别达到６６％和６２％，印度和南非的初级产

品出口比例也超过３０％，而中国的制成品出口占９７．３％，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主的工

业制成品占中国出口的主要份额。③ 印度的出口则主要集中在以原材料为基础的制

成品 （ＳＩＴＣ６）、化学成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矿物燃料出口也占较大比重。俄罗斯

的出口以石油、天然气等矿物燃料 （ＳＩＴＣ３）为主，农牧产品与矿产资源在巴西的

出口中占有重要份额，南非的出口以资源密集型制成品和运输设备等产品为主。这

一差异较大的出口结构说明，金砖国家的贸易互补性较好。

其次，从主要出口产品看，金砖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差异显著，互补性强 （见

表１）。中国的出口覆盖了几乎所有类型的制造业产品，在机器及交通设备、电子产

品、纺织品等方面的出口遥遥领先。印度的出口比较多元化，２０１１年印度前十位的

出口部门涵盖了原油等初级产品、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医药等高技术产品，

石油原油为印度主导出口部门，占总商品出口的１８．１％。很显然，主导印度出口的

还是资源密集型或资本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矿产品、食品和植物产品是巴西长期

主要出口商品，２０１１年铁矿砂及其精矿与石油原油占巴西出口的２４．７％。巴西工业

各部门发展比较全面，其中石化、矿业、钢铁、汽车等产业较发达，民用支线飞机

制造和生物燃料产业还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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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金砖国家作为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２０１０年其人口占

世界总人口的４３．２％，占世界经济总量的１８．２％，占全球贸易份额的１５．４％，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６０％。参见 《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 （２０１１）》电 子 版，第２、

１２、３２、１２８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ｑｔｓｊ／ｊｚｇｊ２０１１．其中贸易数据根据联合

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的数据整理，ｈｔｔｐ：／／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ｕｎ．ｏｒｇ／ｄｂ．
参见 Ｍａｎｏｊ　Ｐａｎｔ为印度 《经济时报》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０日写的评论：《寄希望于新兴国家

推动南南贸易》，《上海证券报》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３日。
数据来 源：根 据 联 合 国 商 品 贸 易 统 计 数 据 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 据 整 理，ｈｔｔｐ：／／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ｕｎ．ｏｒｇ／ｄｂ．



表１　金砖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变化

国　别

中
　
国

印
　
度

巴
　
西

南
　
非

俄
罗
斯

年　份 主要出口产品 （出口比例）
前十位产品

出口比例 （％）

２０１１
无线电传输器具 （８．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８．４％），
电子集成电路 （３．７％），电子仪器 （２．５％），套头衫及类似品 （２．４％），
家具及零件 （２．４％），船 （２．３％），鞋靴 （２．３％）

３６．３

１９９５
鞋靴 （４．５％），婴孩车及游戏品 （４％），套头衫及类似品 （４％），
无线电传输器具 （２．７％），未列名电气机器及器具 （１．６％），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１．５％），家具及零件 （１．２％）

２１．７

２０１１
石油原油 （１８．１％），钻石 （１０．８％），珠宝首饰 （５．４％），
未分类商品 （４．６％），医药制剂 （２．５％），船 （２．３％），
纺织纱线 （１．６％），无线电传输器具 （１．７％），女式服装 （１．５％）

５０．０

１９９５
钻石 （１５％），服装 （４．９％），稻谷 （４．３％），纺织纱线 （４．３％），
医药制剂 （１．８％），铁矿石及其精矿 （１．６％），珠宝首饰 （１．６％），
未分类商品 （１．６％），石油原油 （１．４％）

３６．８

２０１１
铁矿砂及其精矿 （１６．３％），石油原油 （８．４％），大豆 （６．４％），
糖类 （５．７％），肉类 （３．５％），咖啡 （３．４％），动物饲料 （２．３％），
机动车辆零部件 （２．０％），未分类商品 （１．９７％）

５２．２

１９９５
铁矿砂及其精矿 （５．５％），糖类 （４．１％），机动车辆零部件 （３．２％），
生铁 （１．８％），大豆 （１．７％），肉类 （１．７％），汽车 （１．０％），
航空器 （０．６％），石油原油 （０．１％）

２１．０

２０１１
铂 （１１．９％），铁矿石及其精矿 （９．７％），原煤 （７．９６％），黄金 （７．７％），
铁合金 （５．４％），贱金属 （４．７％），汽车和其他机动车辆 （４．６％），
离心机 （３．１％），珍珠、宝石 （２．４％）

５９．９

２０００
珍珠、宝石 （６．７％），铁合金 （５．０％），原煤 （５．０％），铂 （１３．３％），
汽车和其他机动车辆 （４％），未锻轧铝 （３．３％），离心机 （２．９％），
贱金属 （２．３％），铁矿石及其精矿 （１．２％）

３１．３

２０１１
石油原油 （３６％），石油 （１９．１％），天然气 （１４．２％），未分类商品 （１７％），
煤 （２．４％），肥料 （２．１％），铁或非合金钢产品 （１．７％），
未锻轧铝 （１．６％），铜 （１．１％）

８２．７

１９９６
石油原油 （１６．９％），天然气 （１５．８％），未分类商品 （１５．８％），
石油 （８．４％），未锻轧铝 （４．８％），铁或非合金钢平板轧材 （２．６％），
铁或非合金钢产品 （２．６％），肥料 （２．２％）

７０．９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整理，ｈｔｔｐ：／／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ｕｎ．ｏｒｇ／ｄｂ．

南非和俄罗斯的出口结构较为单一。南非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油气矿产出口 国，

铂、铁矿石、原煤成为目前南非的主要出口产品。为改变单一的出口结构状况，南

非政府大力鼓励矿山机械、汽车及零配件等产品的出口，同时也鼓励高技术产品的

出口。在政府的扶持下，南非的汽车和货运车辆等交通设备产品及机电产品出口的

比例持续增长，２０１１年占总出口的１７．１％。俄罗斯的出口结构最为单一，以初级产

品出口为主，原油、石油和天然气为２０１１年的三大出口产品，依靠能源出口仍将是

其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

从主要出口产品变化看，随着金砖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出口产品结构有一

定的 趋 同 性。中 国 商 品 出 口 占 世 界 的 份 额，从１９９２年 的２．３％增 长 到２０１１年 的

１０．４％，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其 间 服 装 等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品 的 出 口 份 额

明 显 下 降，以 自 动 数 据 处 理 设 备 为 代 表 的 高 科 技 产 品 的 出 口 比 例 不 断 提 升。印

度 主 导 出 口 的 部 门 虽 然 还 是 资 源 密 集 型 产 品，但 造 船 和 无 线 电 传 输 器 具 等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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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量 较 低 产 品 的 出 口 比 例 不 断 提 高。俄 罗 斯 和 巴 西 仍 以 初 级 产 品 出 口 为 主，以

原 材 料 为 基 础 的 制 成 品 是 南 非 的 主 要 出 口 产 品，但 运 输 设 备 等 产 品 的 出 口 比 例

不 断 提 高。

最后，从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看，金砖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差异显著 （见表

２）。中国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的制成品占中国制成品出口的比例不断降低，制

成品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技术产品。巴西的制成品出口以中等技术制成品为主，

其高技术制成品出口的比例也不断提高，而劳动与资源密集型的制成品以及低技术

制成品出口的比例不断降低。印度在大幅度降低劳动与资源密集型的制成品出口的

同时，低、中、高技术制成品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南非的制成品出口以中等技术

和低技术制成品为主，而俄罗斯的制成品出口主要集中在低技术制成品上。

　　　　　　　　　　　　表２　金砖国家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演进 单位：％

国　别 中　国 巴　西 印　度 南　非 俄罗斯

年　份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０

劳动与

资源

密集型

制成品

４８．６　３０．３　２５．５　２５．３　２０．２　１４．３　５６．５　３８．６　２７．６　２０．０　１１．４　 ６．６　 １０．１　 ８．２　 ７．９

低技术

制成品
１１．３　１０．０　１１．３　２２．１　１９．６　１７．７　１０．６　１５．３　１８．１　１９．６　３１．７　３０．３　 ４１．２　４２．６　４０．７

中等技术

制成品
１３．５　１７．４　２０．５　３３．０　３６．２　３９．４　１１．３　１４．３　１８．１　３２．３　３５．６　３９．４　 １８．７　１７．３　１６．８

高技术

制成品
２２．３　３９．９　４０．２　１８．４　２３．０　２７．４　１７．１　２２．０　２５．４　２５．７　１９．７　２１．６　 ２７．７　３０．１　３３．４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数据库 （ＵＮＣＴＡＤ，ｈｔｔｐ：／／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计算。

从发展趋势看，金砖国家制成品出口结构的趋同性主要体现在，劳动与资源密

集型制成品出口的比例都明显下降，而中等和高技术制成品出口的比例持续扩张。

随着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中国与巴西和南非的贸易竞争关系在中等技术制成品上

可能进一步凸显。随着印度低技术产品的扩张，中国与印度在低技术制成品上的竞

争态势也可能强化。

（二）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相似度

借鉴Ｇｌｉｃｋ－Ｒｏｓｅ的出口相似度指数①计算方法，对中国与印度、巴西、南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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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出口产品结构相似度进行测度。相似度指数越高，表明两国的出口结构越

趋于收敛。以ＳＩＴＣ一位数分类标准，测度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总体出口产品结

构相似度。根据表３，中国与印度的出口结构较相似，２０１１年达到５６；中国与南非

的出口结构相似度也达到了４８，可能构成潜在的贸易竞争关系；中国与俄罗斯的出

口结构相似度相对最低，说明出口结构的互补程度相对较好。但中国与印度、巴西、

俄罗斯的总体出口结构相似度指数，却有明显下降的趋势。

表３　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总体出口产品结构相似度指数

年 份国　别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印　度 ７０．１６　 ６７．４８　 ６３．９　 ６１．７　 ６０．７３　 ５７．１２　 ５６．６５　 ５５．２１　 ５４．９８　 ５６．２５

巴　西 ６３．９６　 ６４．７５　 ６２．６６　 ６２．６２　 ６５．０８　 ５９．８８　 ５８．２５　 ５６．２４　 ５０．５８　 ３９．７６

俄罗斯 ／ ／ ４１．２２　 ３９．０６　 ３６．３４　 ３５．６５　 ３３．２３　 ２７．４５　 ２５．４６　 ２３．２７

南　非 ／ ／ ／ ／ ５３．９１　 ５７．８８　 ５２．２８　 ５２．６６　 ５３．７８　 ４８．１３

　　　注：／表示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ｈｔｔｐ：／／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ｕｎ．ｏｒｇ／ｄｂ）计算。

为了反映细分类产品的出口相似度，选择ＳＩＴＣ第７类产品 （机械及运输设备）

四分位数据，计算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结构相似度。这样做的理由是，中国

的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一直高达４５％，２０１１
年达到４８．８％。因此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竞争贸易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７
类产品的出口结构相似度。

表４　 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出口结构相似度指数

年 份国　别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印　度 ３８．４４　 ３６．７２　 ４１．９３　 ３６．１７　 ３９．２６　 ３６．４７　 ３４．７　 ３５．３３　 ３６．２２　 ４１．４６

巴　西 ２９．６４　 ２８．４２　 ２８．１８　 ２２．１４　 ２６．１２　 ２６．８７　 ２４．４　 ２９．５７　 ２９．０９　 ２７．３３

俄罗斯 ／ ／ ３０．７２　 ２７．３７　 ２７．９４　 ２４．４１　 ２３．０４　 ２８．２　 ３３．７８　 ４０．８３

南　非 ／ ／ ／ ／ ２９．２８　 ２５．０８　 ２３．８６　 ２４．０３　 ２５．６５　 ２７．３８

　　　注：／表示数据缺失，根据ＳＩＴＣ四位数分类方法，第７类产品组包括２１４种产品。

　资料来源：同表３。

根据表４，与总体出口结构相似度相比，中国与印度、巴西以及南非的机械及

运输产品的出口结构相似度明显降低，这可能是由于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的存

在，降低了在机械及运输产品上的产品同质程度。虽然中国与俄罗斯在机械及运输

产品上的相似度达到了４０．８，但由于这类产品只占俄罗斯出口的２．５％，说明潜在

竞争关系并不强。

（三）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双边贸易互补性与单一性

总体看来，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 的 双 边 贸 易 呈 大 幅 增 长 的 态 势，双 边 贸 易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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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体现了各自的比较优势。但 双 边 贸 易 结 构 比 较 单 一，体 现 在 中 国 向 其 他 金 砖 国

家主要出口机电、纺织品等 制 成 品，并 从 其 他 金 砖 国 家 集 中 进 口 铁 矿 砂、石 油 等

原材料。这种单一的贸易结 构，成 为 引 发 贸 易 摩 擦、制 约 双 边 贸 易 进 一 步 拓 展 的

重要因素。

　　　　　　　　　　　表５　２０１１年中国从其他金砖国家主要进口产品所占比例 单位：％

中国从印度进口 中国从俄罗斯进口 中国从巴西进口 中国从南非进口

产品组 比　例 产品组 比　例 产品组 比　例 产品组 比　例

铁矿砂及其精矿 ４１．３ 石油原油 ４０．４ 铁矿砂 ４９．２ 未分类商品 ４９．６

棉　花 １１．５ 石　油 １１．７ 大　豆 ２２．５ 铁矿砂 ２０．１

铜 ９．１ 铁矿石 ６．９ 石油原油 ９．３ 未列名贱金属 ７．３

珍珠、宝石 ５．１ 镍 ６．２ 纸　浆 ３．５ 铂 ６．１

纺织纱线 ２．３ 原　木 ５．２ 甘蔗糖或甜菜糖 ２．４ 铁合金 ４．１

未列名贱金属 ２．１ 原　煤 ３．９ 航空器及设备 １．４ 珍珠、宝石 ４．０

塑　料 １．８ 鱼 ３．８ 生　铁 １．３ 煤 ３．６

石、砂 １．７ 木　材 ３．３ 植物油 １．２ 纸　浆 ０．６

植物油 １．３ 肥　料 ２．８ 棉　花 １．２ 羊　毛 ０．４

皮　革 １．３ 纸　浆 ２．３ 肉及食用品 １．１ 镍 ０．４

合　计 ７７．７　 ８６．６　 ９３．１　 ９６．２

　　　注：“比例”表示中国从某一国每种产品的进口占中国从 这 一 国 总 进 口 的 比 例。按 照ＳＩＴＣ三 位 数 分 类 标

准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整理，ｈｔｔｐ：／／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ｕｎ．ｏｒｇ／ｄｂ．

就中印双边贸易看，中印货物贸 易 结 构 和 产 品 种 类 的 互 补 优 势 明 显，但 中 印

双边贸易结构单一，中国向印 度 主 要 出 口 机 电 产 品 及 化 学 产 品，从 印 度 进 口 的 产

品高度集中在矿产品及原 料 制 成 品。中 俄 双 边 贸 易 大 幅 增 长，中 国 为 俄 第 一 大 贸

易伙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 的 产 品 也 高 度 集 中 在 石 油、矿 产 品、原 木 和 贱 金 属 制

品。俄罗斯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和鞋靴等轻工产品。

俄罗斯在航天等产业的优势 并 没 有 在 双 边 贸 易 中 体 现，双 边 贸 易 结 构 单 一 是 目 前

中俄贸易面临的重要困难 和 问 题。中 巴 双 边 贸 易 额 在 迅 速 扩 张 的 同 时，其 贸 易 结

构问题也更加凸显。２０１１年中国的制成品出口占对巴西总出口的９７％。巴西对中

国的出口品种非常集中，主要是铁矿砂、大 豆 和 原 油 等 原 材 料，２０１１年 巴 西 对 中

国的原材料出口比例超过９０％。巴西不仅仅是农产品、矿产品和原油的生产大国，

还有很发达的工业部门。而目前巴西向中国出口的唯一工业制成品是飞机，这一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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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结构引起人均ＧＤＰ超过１万美元、位居世界第十位的经济大国的忧虑，① 也引发

了巴西要求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工业制成品频繁实施反倾销等冲突。中国为南非第一

大贸易伙伴的同时，矿产品、贱金属及制品一直是南非对中国出口中最主要的产品，

而南非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尽管中国与南非双边贸易的产品

结构符合双方比较优势，然而这一单一的贸易结构限制了两国经贸范围的扩大，加剧

了两国的贸易摩擦。②

四、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竞争性贸易关系分析

为 实 现 金 砖 国 家 共 享 式 贸 易 增 长，不 仅 应 在 金 砖 国 家 之 间 形 成 互 补 性 为 主

导 的 贸 易 格 局，规 避 内 部 竞 争，还 应 在 金 砖 国 家 的 外 部 市 场 上 形 成 非 竞 争 性 的

贸 易 关 系。利 用 “全 球 化 红 利”，实 施 出 口 导 向 的 增 长，以 国 际 市 场 带 动 本 国 经

济 增 长，是 金 砖 国 家 的 共 同 选 择。中 国 与 其 他 金 砖 国 家 的 出 口 市 场 结 构 都 高 度

依 赖 于 美 国、日 本 和 欧 盟 市 场。③ 中国与其他金 砖 国 家 在 同 一 外 部 市 场 的 贸 易 关

系，也是影响共享式外贸增长 的 重 要 因 素。为 识 别 中 国 与 其 他 金 砖 国 家 在 外 部 市

场上的贸易竞争关系，选择美 国 市 场 作 为 外 部 市 场 的 参 照 系，这 是 由 于 美 国 是 金

砖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如２００８年，美国是中国、巴西、印度的第一大出口市场

和南非的 第 二 大 出 口 市 场，对 美 国 的 出 口 分 别 占 各 自 总 出 口 的１９．１４％、１４％、

１３．８％和１０．８％。要 识 别 现 实 的 竞 争 性 贸 易 关 系，关 键 在 于 考 察 同 一 外 部 市 场

中，中国的出口是否挤出了其 他 金 砖 国 家 的 出 口。其 他 金 砖 国 家 在 外 部 市 场 的 出

口，不仅受到自身前期出口量 的 影 响，也 可 能 受 到 中 国 当 期 和 前 期 在 同 一 外 部 市

场出口的影响。为检验中国的出口是否在美国市场上挤出了其他金砖国家的出口，

可设定以下动态模型：

　　ｓｈａｒｅＸｉ，ｔ＝α１ｓｈａｒｅＸｉ，ｔ－１＋β１ｓｈａｒｅ１５６ｉ，ｔ＋β２ｓｈａｒｅ１５６ｉ，ｔ－１＋μｉ＋ｅｉ，ｔ （１）

ｓｈａｒｅＸ为印度、巴西、俄罗斯 和 南 非 在 美 国 市 场 的 出 口 额 （ＦＯＢ价 格）与 美

国总进口 额 （ＣＩＦ价 格）之 比，即 在 美 国 市 场 上 的 出 口 份 额，ｓｈａｒｅ１５６为 中 国 在

美国市场的出口额 （ＦＯＢ价 格）与 美 国 总 进 口 额 （ＣＩＦ价 格）之 比。为 了 消 除 地

·８７·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

①

②

③

赵忆宁：《为 双 边 贸 易 “整 容”：巴 西 为 何 从 高 兴 变 为 不 高 兴》， 《２１世 纪 经 济 报 道》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７日。
南非是非洲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提起反倾销最多的国家。２０１０年７月，南非贸工部长

戴维斯表示，南非不会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对南非不利，南非没有能力

与中国的经济规模竞争。参见中国—南非经贸合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ｃ．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
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ｓａｃｓｂｄｔ／２０１００７．
林跃勤主编： 《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第５７页。



理距离及运输、保险费用对出口份额 的 影 响，采 用ＦＯＢ价 格 计 算 出 口 额。μ度 量

各个横截面单位的个体即不同产品的差异，ｅ为随机扰动项。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

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俄罗斯数据的期间为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南非数

据的期间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其 他 国 家 的 数 据 期 间 为１９９２—２００８年。根 据Ｌａｌｌ的

产品技术结构的类标准，① 将 出 口 产 品ＳＩＴＣ三 位 数 的２６０多 种 商 品 分 为 五 大 类：

原料产品、资源密集型制成品、低技术制成品、中等技术制成品和高技术制成品。

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高度 集 中 在 低、中、高 技 术 产 品 上，中 国 对 其 他 金 砖 国 家 的

贸易影响主要体现在这三类 产 品 上，所 以 竞 争 性 贸 易 关 系 的 检 验 主 要 集 中 在 这 三

类产品上。

由于该模型解释变量中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导致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

相关 （即解释变量具有内生性）。另外，采用２００多个产品数据，难以纳入其他控制

变量，可能会有遗漏变量问题。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 （Ｓｙｓ－ＧＭＭ），一方面能够

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差分过程可以部分地解决

解释变量的遗漏问题。但系统广义矩两步估计的标准差存在向下偏倚，会导致两步

广义矩估计量的近似渐进分布不可靠，在经验应用中通常使用一步广义矩估计量。

除时间虚拟变量外，解释变量的所有二阶以上滞后变量与解释变量相关，但与随机

扰动项不相关，将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采用Ｓａｒｇａｎ统计量，检验工具

变量的整体有效性。以一阶差分转换方程的一阶、二阶序列相关检验ＡＲ （１）、ＡＲ
（２），判断残差项是否序列相关。为检验系统广义矩是否比差分广义矩更有效，利用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Ｈａｎｓｅｎ检验，确定新增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为克服截面相依性对估计

结果的影响，纳入年份虚拟变量。为了避免伪回归，对估计的模型进行诊断检 验，

运用Ｉｍ、Ｐｅｓａｒａｎ和Ｓｈｉｎ的ｗ统计量，进行面板残差的平衡性检验。② 判断广义矩

估计是否可靠，有效的简单方法是看因变量滞后项的广义矩估计量，是否介于ＯＬＳ
估计量和静态固定效应模型估计量之间。③ 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分组检验的结

果，见表６和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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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金砖国家外贸的 “共享式”增长

①

②

③

Ｓａｎｊａｙａ　Ｌａｌｌ，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１９８５－９８，＂Ｏｘｆｏｒ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８，ｎｏ．３，２０００，

ｐｐ．３３８－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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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中国与印度 （６９９）、巴西 （７６）在美国市场上竞争性贸易关系检验

被解释变量：ｓｈａｒｅ６９９ 被解释变量：ｓｈａｒｅ７６

所有产品 低技术 中等技术 高技术 所有产品 低技术 中等技术 高技术

ｓｈａｒｅ
６９９ｔ－１

０．３５０＊＊＊

（７．３６）
０．７９７＊＊＊

（８．９２）
０．９４６＊＊＊

（３．１０）
０．８５１＊＊＊

（４．３１）
ｓｈａｒｅ
７６ｔ－１

０．６３７＊＊＊

（９．９４）
０．９４６＊＊＊

（９．３１）
０．８７２＊＊＊

（８．８６）
０．８２６＊＊＊

（８．３６）

ｓｈａｒｅ
１５６ｔ

０．１６８
（１．１１）

０．０３４
（１．３５）

０．０２３
（０．２９）

－０．００４
（－０．９９）

ｓｈａｒｅ１５６ｔ
０．０２６
（０．７２）

０．３５１
（０．６７）

０．０１５６
（１．２４）

０．００４
（０．９５）

ｓｈａｒｅ
１５６ｔ－１

－０．１６７
（－１．２４）

－０．０２２＊＊＊

（－３．７６）
－０．０２２
（－０．２７）

０．００２
（０．４７）

ｓｈａｒｅ
１５６ｔ－１

０．０５３
（０．７２）

－０．０６４
（－１．６５）

０．００４
（０．１６）

－０．０１２
（－０．３０）

ｃｏｎｓ
０．０１３＊＊＊

（３．２６）
０．００４＊＊＊

（３．３３）
０．００６＊＊＊

（７．５０）
０．００９＊＊＊

（４．３０）
ｃｏｎｓ

０．０８２＊＊＊

（４．６１）
０．０７３＊＊＊

（１０．５３）
０．０１７＊＊＊

（４．５７）
０．０２５＊＊＊

（５．６１）

控制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控制

年份
是 是 是 是

ＡＲ （１） ０．２９６　 ０．１２５　 ０．１０２　 ０．１１７ ＡＲ （１） ０．１０４２　 ０．００７　 ０．１３５　 ０．０１６

ＡＲ （２） ０．３２２　 ０．２７１　 ０．３４０　 ０．１９５ ＡＲ （２） ０．２７４３　 ０．２６４５　 ０．２６９　 ０．２６７

Ｓａｒｇａｎ
ｔｅｓｔ

４８．８７
［０．１５９］

４１．７９
［０．９７７］

４５．９６
［０．９３７］

７８．９９
［１．０００］

Ｓａｒｇａｎ
ｔｅｓｔ

２２４．６３７４
［０．９０８］

２７．９１
［１．０００］

３１．９９
［０．９９９］

２１０．２５
［０．９７５］

残差

平稳性

检验

Ｗ－ｓｔａｔ

－３．４６６
［０．０００］

－３．７３５
［０．０００］

－３．８６４
［０．０００］

－３．７５３
［０．０００］

残差

平稳性

检验

Ｗ－ｓｔａｔ

－３．６８１
［０．０００］

－３．２７１
［０．０００］

－３．５７９
［０．０００］

－３．８６３
［０．０００］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Ｈａｎｓｅｎ

０．５２１　 ０．４３９　 ０．２３２　 ０．５２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Ｈａｎｓｅｎ

０．６７４　 ０．７５４　 ０．８５９　 ０．８３７

观测值
（ｎ）

２９７６　 ６４０　 ７６８　 ２７２
观测值
（ｎ）

２８８０　 ６００　 ６９０　 １３５

ＯＬＳ
０．６５２＊＊＊

（２．７２）
０．９７２＊＊＊

（５．７９）
０．９８６＊＊＊

（５．８１）
０．９５４９＊＊＊

（５．６５）
ＯＬＳ

０．９７２＊＊＊

（５．５２）
１．０３０＊＊＊

（３．３８）
０．９４８＊＊＊

（３．７７）
０．９９８＊＊＊

（３．６５）

ＦＥ
０．３２７＊＊＊

（８．４１）
０．７４８＊＊＊

（１２．７０）
０．８９３＊＊＊

（４．８０）
０．８７５＊＊＊

（１１．７５）
ＦＥ

０．０５８＊＊＊

（５．７５）
０．９１７＊＊＊

（１５．５１）
０．７２３＊＊＊

（１３．６４）
０．７７７＊＊＊

（６．２９）

　　　注：（）内 为 考 虑 异 方 差 稳 健 性 标 准 误 对 应 的ｔ值， ［］内 为 伴 随 概 率；＊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

０．００１。

表６ 和 表 ７ 中 的 Ｓａｒｇａｎ 统 计 量 不 显 著，说 明 工 具 变 量 是 联 合 有 效 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Ｈａｎｓｅｎ检验表明新增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即采用系统广义矩比差分广

义矩更有效。ＡＲ （２）检验接受原假设 （原假设为不存在序列相关），则表明原方程

的残差序列不相关。对各模型分别采用混合ＯＬＳ及面板固定效应估计，一阶滞后被

解释变量的参数见这两个表的倒数第二行和倒数第一行，广义矩估计的因变量ｓｈａｒｅＸ
滞后项的系数，基本处于混合ＯＬＳ及面板固定效应估计之间，说明我们的估计结果并

没有因为样本量和工具的选择而产生大的偏倚。面板残差的平衡性检验 （Ｗ－ｓｔａｔ）表

明，估计模型的面板残差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平衡性。所以，本文所估计的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基本准确地揭示了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关系。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中国出口份额 （ｓｈａｒｅ１５６ｔ）及其滞后期 （ｓｈａｒｅ１５６ｔ－１）的系

数及其显著性。根据中国与印度在美国市场上贸易关系的检验结果 （表６），在包括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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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多 种 产 品 的 “所 有 产 品”检 验 以 及 “中 等 技 术”和 “高 技 术”检 验 中，

ｓｈａｒｅ１５６ｔ和ｓｈａｒｅ１５６ｔ－１的系数不显著，说明中国在美国市场上的出口并没有明显挤

出印度在美国市场上的同类产品销售。这与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等人的结论一 致。① 而 在

“低技术产品”的检验中，ｓｈａｒｅ１５６ｔ－１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国与印度在低技术

产品上构成贸易竞争关系，中 国 的 出 口 对 印 度 的 出 口 有 明 显 的 滞 后 挤 出 效 应。可

能的原因是，中印在美国市 场 上 出 口 产 品 结 构 相 似 度 较 高，特 别 是 服 装、纺 织 品

等低技术产品都是中国与印 度 的 主 要 出 口 产 品，并 且 美 国 成 为 中 印 两 国 低 技 术 产

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如２００８年，中国低技术产品 占 美 国 同 类 产 品 市 场 的２８．４％，

印度为２．７％。在中国与 巴 西 贸 易 关 系 的 分 组 检 验 中，中 国 出 口 都 没 有 明 显 挤 出

巴西的出口。

表７　中国与俄罗斯 （６４３）、南非 （７１０）在美国市场上竞争性贸易关系检验

被解释变量：ｓｈａｒｅ６４３ 被解释变量：ｓｈａｒｅ７１０

所有产品 低技术 中等技术 高技术 所有产品 低技术 中等技术 高技术

Ｓｈａｒｅ
６４３ｔ－１

０．６４６＊＊＊

（４．９３）
０．６９０＊＊＊

（４．４１）
０．６２１＊＊＊

（５．４１）
０．３８１＊＊＊

（４．０４）
ｓｈａｒｅ
７１０ｔ－１

０．１９６＊＊＊

（５．２９）
０．７５６＊＊＊

（５．１９）
０．６２４＊＊＊

（５．３４）
０．６１８＊＊＊

（６．１０）

ｓｈａｒｅ
１５６ｔ

－０．０２９
（－０．９０）

－０．０２１
（－０．４２）

０．００２
（０．５３）

０．０３９４
（１．３０）

ｓｈａｒｅ
１５６ｔ

０．００４
（０．４２）

０．００３
（０．６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００５
（０．３９）

ｓｈａｒｅ
１５６ｔ－１

－０．０１９
（－１．２１）

－０．０２９
（－０．４２）

－０．００４
（－０．８９）

－０．０３２
（－１．１１）

ｓｈａｒｅ
１５６ｔ－１

－０．０２８＊＊

（－２．８２）
－０．０１０
（－０．１７２）

－０．０１５＊＊＊

（－４．５７）
０．００７
（０．５４）

ｃｏｎｓ
０．００３
（２．２５）

０．０２１＊＊＊

（９．４８）
０．００４＊

（２．１４）
０．００１７３
（１．１４）

ｃｏｎｓ
０．００９＊＊＊

（１３．２７）
０．００２＊＊

（２．４７）
０．００５＊＊＊

（５．８７）
０．００２６
（２．６６）

控制年份 是 是 是 是 控制年份 是 是 是 是

ＡＲ （１） ０．１０９　 ０．２６１　 ０．２３８　 ０．１４１ ＡＲ （１） ０．００３　 ０．１６６　 ０．０４３　 ０．２２１

ＡＲ （２） ０．１５２５　 ０．２９０　 ０．３３７　 ０．１２８ ＡＲ （２） ０．５６９６　 ０．４７９　 ０．２８２　 ０．１７７

Ｓａｒｇａｎ
ｔｅｓｔ

６３．１９
［０．２０９］

２２．５９
［１．０００］

２４．８５
［０．９９８］

１３．７３
［１．０００］

Ｓａｒｇａｎ
ｔｅｓｔ

２８．４４
［０．１２８１］

２８．６９
［０．１２１６］

２８．７９
［０．３２０４］

９．９３６
［０．９７９］

残差

平稳性

检验

Ｗ－ｓｔａｔ

－３．５３７
［０．０００］

－２．８４６
［０．０００］

－３．３５７
［０．０００］

－３．６２５
［０．０００］

残差

平稳性

检验

Ｗ－ｓｔａｔ

－４．１６８
［０．０００］

－３．５７９
［０．０００］

－２．９３５
［０．０００］

－３．５６８
［０．００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Ｈａｎｓｅｎ

０．４８６　 ０．５１２　 ０．９９９　 ０．７６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Ｈａｎｓｅｎ

０．７８５　 ０．２７６　 ０．２８８　 ０．６８１

观测值
（ｎ）

１６７４　 ３８４　 ４４４　 １８０
观测值
（ｎ）

１４１４　 ３０１　 ３４３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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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Ｂａｒｒｙ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Ｙｅｏｎｇｓｅｏｐ　Ｒｈｅｅ　ａｎｄ　Ｈｕｉ　Ｔｏｎｇ，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０７６８，２００４．



续表７

被解释变量：ｓｈａｒｅ６４３ 被解释变量：ｓｈａｒｅ７１０

所有产品 低技术 中等技术 高技术 所有产品 低技术 中等技术 高技术

ＯＬＳ
０．６７３＊＊＊

（４．６２）
０．６９１＊＊＊

（５．８２）
０．８５８＊＊＊

（５．６８）
０．３８２＊＊＊

（５．３０）
ＯＬＳ

０．８５４＊＊＊

（９．１７）
０．９４４＊＊＊

（８．５０）
０．９８２＊＊＊

（７．１７）
０．９７３＊＊＊

（６．３１）

ＦＥ
０．２３３＊＊＊

（９．６５）
０．４９９＊

（２．１７）
０．４７５５＊＊

（２．５９）
０．１８８＊

（２．３７）
ＦＥ

０．１６２９＊＊＊

（７．７６）
０．７２４＊＊＊

（９．８１）
０．４５１＊＊

（３．５３）
０．５８９＊＊

（２．７６）

　　　注：（）内 为 考 虑 异 方 差 稳 健 性 标 准 误 对 应 的ｔ值， ［］内 为 伴 随 概 率；＊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

０．００１。

在表７的 “所有产品”、“低技术”、 “中等技术”和 “高技术”的产品检验中，

中国的出口没有明显挤出俄罗斯在美国市场上的出口。在中国与南非在美国市场上

的出口竞争关系检验中，在 “所有产品”检验上，中国在美国市场上的前一期出口

明显挤出了南非在美国市场上的出口，这一竞争关系主要是中国和南非在中等技术

产品的竞争引致的。由于南非的运输设备等中等技术产品占南非总出口的比例不断

提高，２００８年达到３０．４％，并且南非的中等技术产品出口占美国市场的比例也不断

提高，从而与中国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关系明显。

五、实现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共享式外贸增长的途径分析

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具有广泛的利益源，建立同生共赢的贸易关系具有比较稳

健的经济基础。但由于贸易结构升级导致的相同目标产业的发展，双边贸易结构单

一导致的贸易利益不对等，以及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的意愿，金砖国

家内部的贸易竞争也制约了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共享式外贸增长。金砖国家大都

实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出口产品及出口市场的结构相似，使它们在外部市场上

也呈现一定的竞争性。为实现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共享式外贸增长，政策重点应

从关注贸易摩擦转向互补性贸易的拓展，通过完善合作机制和创新合作方式，形成

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架构，构建以互补为主导的贸易格局。

（一）金砖国家通过产业链的 “雁行”布局，构建互利共赢的贸易格局

共享式外贸增长在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 “双边”层次上，要有利于贸易双方

的互利共赢。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是金砖国家共同的目标。巴

西和南非的中等技术制成品、印度的低技术制成品的出口比例已明显攀升，中国与

其他金砖国家在制成品上的竞争将逐步凸显。并且由于金砖国家的大国效应，这一

竞争关系可能会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而更加激烈。这就需要金砖国家根据自身资源与

结构的优势，错位发展，形成 “雁行”模式下的国际分工，以规避这一动态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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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实现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发展的互利共赢。

金砖国家的资源禀赋各异，产品技术层次不同，产业优势互补性很强，为产业

结构在金砖国家内部的 “雁行”布局提供了可能，以充分发挥相互间在资本、资源、

市场、科技和人力资源上的优势互补性。在产业间分工上，根据巴西的资源优 势、

俄罗斯的能源优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与资金优势、印度的高端人才优势，可实施

“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雁行”布局。在产

业内分工上，根据各国企业优势实施 “低质品—高质品”的差异产品 “雁行”布局。

金砖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金砖国家内部收入阶层的差异性，产生了对不

同质量层次产品的巨大需求，而金砖国家的巨大市场规模可以支撑任一差异产品的

规模经济。根据新贸易理论，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有较大国内市场的国家会倾向

于出口适合本国需求的差异产品，而一个国内市场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就只能生

产和出口那些同质产品。① 因此，有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金砖国家同一产业内的异

质企业，可以定位于差异化产品的发展，实施 “低质品—高质品”的 “雁行”布局。

通过差异产品 “雁行”分工和贸易，金砖国家不仅可以因新贸易理论所言的 “母市

场效应”，提高差异产品的程度，改善贸易条件，② 并且根据新新贸易理论，③ 还可

以通过市场份额的重新配置和行业生产率的提高，增加社会福利。④ 这样就规避了

金砖国家由于产业结构趋同而引发的贸易竞争。在产品内分工上，根据不同国家的

优势，可将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加工、组装、销售等价值链环节在金砖国

家内部优化配置，根据不同国家的优势，将不同类别的中间产品生产环节布局在不

同国家，形成产业链的 “雁行”布局。金砖各国拥有不同的核心优势，如俄罗斯的

基础科学优势、印度的软件技术优势、巴西的清洁技术与现代农业优势、中国的制

造加工与资金优势、南非的矿产开采技术优势等，金砖各国可据此并利用不同国家

的区位优势，构建以本国企业为 “雁头”的产业链，形成多产业共同发展的 “雁群

模式”。这种产业链的 “雁行”布局，不仅规避了传统 “技术密集产业—资本技术密

集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业间雁行分工体系”所导致的贸易结构单一、贸易利

益不对等的问题，也有助于价值链的整合，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化解金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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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Ｐ．Ｋｒｕｇｍａｎ，Ｓｃａ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０，ｎｏ．５，１９８０，ｐｐ．９５０－９５９．
Ｇｉａｎｃａｒｌｏ　Ｃｏｒｓｅｔｔｉ，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Ｍａｒｔｉｎ　ａｎｄ　Ｐａｏｌｏ　Ｐｅｓｅｎｔｉ，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Ｈｏｍ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ｆｆｅｃ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７３，ｎｏ．１，

２００７，ｐｐ．９９－１２７．
Ｍａｒｃ　Ｊ．Ｍｅｌｉｔｚ，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ｏｎ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ｖｏｌ．７１，ｎｏ．６，２００３，ｐｐ．１６９５－１７２５．
新新贸易理论的基本逻辑思路为：由于企业异质性的存在，贸易会导致市场份额在产业

内企业间的重新配置，市场份额向高生产率企业靠近，而那些最低生产率的企业被迫退

出，从而提高了行业生产率水平。



家之间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上的竞争，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

贸易的互利共赢式增长。推进金砖国家产业链的 “雁行”布局，政府需要关注的重

点领域应该是：通过实施金砖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和本币结算，以及简化通关、提供

信息平台等措施，降低贸易成本，为微观企业布局 “雁行”模式提供一个更加开放

的贸易环境。

（二）以科技合作，强化优势互补，实现经济贸易结构的调整升级

共享式外贸增长在 “多边”层次上，要有利于金砖国家贸易利益的整体改 进。

出口结构升级是金砖国家改进贸易利益的经济基础，科技进步又是出口结构升级的

必备条件。但金砖国家研发费用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０．９％—１．４％，只有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国家平均值的一半，① 科技创新面临人才、资金短缺的瓶颈，亟需加强合

作。金砖国家在科技方面各具 优 势 和 特 点，俄 罗 斯 有 强 大 的 航 天 产 业 和 军 事 工 业，

在冶金、重工业、医学、高能物理等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机电产品、工

程机械技术上也有优势；巴西拥有发达的农牧业，民用飞机制造和生物燃料产业处

于领先地位；印度有生物工程、软件开发技术的优势。金砖国家在科技发展方面又

有利益交织点，都将新能源、新材料、环境保护以及信息技术等作为技术开发重点，

进行合作研发，将激发出巨大的创新能量。

金砖国家可采用多种科技合作模式，包括政府间联合资助国际科技合作计 划、

政府间开展人力资源计划以及政府采购项目下的国际科技合作等。在政府间联合资

助国际科技合作计划方面，可根据金砖国家产业和科技发展的共同目标，由政府机

构通过科技合作协定等，联合设立科技合作主题计划。在人力资源计划方面，金砖

国家可以通过科技考察、人才引进、人才联合培养、专家互访等多种形式，促进五

国科技人才交流。同时加强金砖国家科技合作平台建设，如建设以网络平台为依托、

服务体系为支撑的国际科技合作平台，包括构建金砖国家科技合作的公共信息网络

平台、服务体系、人才交流平台，为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提供服务和保障。

（三）通过 “出口转投资”的模式，实现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的共享式增长

共享式外贸增长在 “单 边”层 次 上，要 有 利 于 提 高 中 国 自 身 的 对 外 贸 易 效 益。

中国出口增长过度依赖 “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的外商投资，出口

的迅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福利的显著改善，而国际国内的资源与市场均难以支撑其持

续增长，面临的贸易摩擦及遭遇的贸易壁垒越来越多。中国粗放型的外贸扩张，在

外部市场上与其他金砖国家争市场，在金砖国家内部市场上，也容易遭受贸易抵制。

中国由出口向投资转变，通过对外投资方式利用国外市场，能增加东道国的投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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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跃勤主编：《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报告》，第５２页。



就业水平，并提高利用国际市场的绩效。

中国出口向投资的转变，不仅可在金砖国家的外部市场上，规避与其他金砖国

家的贸易竞争，更重要的是，在金砖国家内部市场上，通过拓展中国对其他金砖国

家的投资，实现贸易发展的互利共赢。金砖国家之间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

差异，为相互扩大投资提供了机遇，但目前相互投资很少，中国流入到其他金砖国

家的投资仅占中国对外总投资的０．８６％，中国接受其他金砖国家的投资仅占流入中

国外资的０．２％。① 这与金砖国家作为全球投资热点的事实相背离。中国利用强大

的资金优势，可根据其他金砖国家的不同优势，布局不同类型的投资，而不仅仅是

寻求自然资源型投资，② 还可以是市场或效率型投 资 以 及 寻 求 战 略 性 资 产 投 资 等，

有效利用其他金砖国家的各类优势，实质性提高中国出口能力和出口效益。在中国

对外投资的结构方面，从传统制造业和能源行业向电信技术、清洁能源、金融服务、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拓展，由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销售服务等高端环节延伸。在促

进措施方面，中国要加强与金砖国家在金融、证券和其他金融机制方面的合作，支

持金砖国家成员国间的投资，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以及开展人民币的境外投资

等。在制度安排上，中国应当先以建立某种形式的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等较松

散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为基础，逐步扩大对其他金砖国家的投资，推进中国 “出

口转投资”的转变，实现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外贸的共享式增长。

六、结　　论

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具有广泛的利益源，实现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外贸的共享

式增长，是促进金砖国家合纵 连 横 的 重 要 途 径。为 实 现 金 砖 国 家 共 享 式 贸 易 增 长，

不仅应在金砖国家之间形成互补性为主导的贸易格局，还应在金砖国家的外部市场

上规避竞争性的贸易关系。本文通过分类贸易数据，分析了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出

口产品结构的系统性变化和双边贸易的发展态势，并检验了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

外部市场的竞争性贸易关系。分析表明， （１）金砖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差异明显，

贸易总体互补性强，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双边贸易扩张迅速。但双边贸易结构比

较单一，集中表现在中国向其他金砖国家主要出口机电、纺织品等制成品，从其他

金砖国家集中进口铁矿砂、石油等原材料。这种单一的贸易结构成为引发双边贸易

摩擦、制约双边贸易进一步拓展的重要因素。（２）虽然金砖国家经济贸易结构具有

高度互补性，但由于工业化进程和结构调整而导致的相同目标产业的发展，以及力

·５８·

中国与金砖国家外贸的 “共享式”增长

①
②

《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 （２０１１）》，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中国为获得可靠的原料来源，加大了对巴西、南非等国家资源行业的投资力度，引起

东道国对自身经济安全的关注。



图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的意愿，导致金砖国家贸易结构的趋同性，从而使

得金砖国家内部的贸易竞争逐步显现。（３）金砖国家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出口产品和出口市场的结构相似，导致在外部市场上中国与印度在低技术制成品上、

中国与南非在中等技术制成品上的竞争关系比较明显。

为实现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外贸的共享式增长，不仅应该通过完善合作机 制、

创新合作方式，以改善双边贸易结构，以及通过实施出口市场的多元化，规避中国

与其他金砖国家在外部市场上的竞争，更重要的战略性措施应包括以下方面。 （１）

实施中国由出口向投资的模式转变，规避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竞争，跨越贸易壁

垒，实质性提高中国出口能力 和 出 口 效 益，在 改 善 其 他 金 砖 国 家 经 济 福 利 的 同 时，

在中国 “单边”层次上改进中国的外贸绩效。（２）根据金砖国家各自的资源与结构

优势，错位发展，在产业间、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上形成产业结构 “雁行”布 局，

规避贸易结构单一和贸易利益不对等，化解金砖国家之间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上

的竞争，实现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 “双边”贸易层次的互利共赢。（３）通过多种科

技合作模式以及科技合作平台建设，加强金砖国家科技合作，强化优势互补，推进

经济贸易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实 现 金 砖 国 家 “多 边”层 次 上 贸 易 利 益 的 “共 享 式”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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