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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承办: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

8月 7日，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
长潘多尔表示，南非已准备好举办金
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这将是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金砖国家举行的首
场线下峰会。当天，在以视频形式举
行的金砖国家第十三次经贸部长会议
上，五国经贸部长就一系列重大经贸
议题进行深入讨论，达成诸多共识，取
得五个方面重要成果。

商务部国际司负责人介绍，金砖
国家第十三次经贸部长会议达成《金
砖国家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和世贸组织
改革的声明》《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工作
组职责文件》《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工作
组工作计划》《金砖国家关于加强韧性
和可持续发展的供应链合作框架》和

《金砖国家中小微企业合作框架》等成
果文件，为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
会晤准备了经贸领域成果。

“疫情后的首次线下金砖国家领
导人会晤，有利于金砖国家就当前国
际热点议题展开讨论发出共同声音、
有利于金砖合作更加深入务实地推
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砖国家研究
中心主任蓝庆新在接受《中国贸易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金砖国家合作
已经形成以领导人会晤为引领，部长
级会议为支撑，论坛、研讨会等形式为
辅助的国家间务实稳固机制，成为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交流与对话的平
台，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公平公正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实
现全球事务的共治共享和多极化发
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陈文玲表示，达成的成果文件成为推
动金砖国家深化经贸合作的重要政策
基础。2022年中国与金砖国家双边贸
易额超 550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9%，
中国长期保持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的
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为相关国家经济
持续注入发展动力。

“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
率超过5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金砖国家加强经贸合作，坚定推
动全球化发展，有利于推动全球经济复
苏。”蓝庆新表示，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潜
力巨大，自 2006年金砖合作机制建立
以来，金砖国家的贸易规模持续增长，
经贸合作夯实了金砖合作机制的根基，
在互惠共赢的基础上形成了深化合作
的着力点，使得各个国家的人民受益，
有利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持久化。

谈及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新机遇，
专家表示，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将为
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

陈文玲表示，数字经济为包括金
砖成员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金
砖国家应加强在云计算、大数据、电子
商务、平台经济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
领域合作，提升金砖国家的话语权和
规则制定权。加快金砖国家传统产业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共同促
进数字经济繁荣发展，营造开放、公
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加
强金砖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不断扩大数字基建投资，合作推进 5G
网络建设、应用推广、技术发展和安全
保障。共同推进数字化公共安全联防
联控、数字市场竞争等领域合作。

在绿色经济领域，陈文玲表示，金
砖国家是推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中坚力量。金砖国家应围绕促进绿色
发展提出贸易投资务实合作举措，鼓
励绿色低碳技术和绿色生产消费模
式，促进清洁技术转让，推动向可持续
的消费和生产模式过渡。金砖国家企
业应扩大绿色发展领域投资，提高在
全球市场的竞争力。金砖国家应进一
步凝聚共识，反对绿色壁垒，发出共同
声音，维护共同权益。应向国际社会
明确表明，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所有
措施必须完全符合世贸组织协议，不
得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不得
对国际贸易带来不必要的障碍。

据了解，鉴于金砖国家的吸引力，

目前已有多个国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
合作机制，这将成为今年金砖峰会的
主要议题之一。金砖国家第十三次经
贸部长会议也就扩大“金砖+”合作达
成诸多共识。各方同意邀请非金砖国
家参与数字经济议题讨论，探索与其
他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合作，
形成数字经济发展合力。同意与志同
道合的非金砖成员加强多边贸易体
制，推动形成有利于发展的良好贸易
环境，维护好“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

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说：“从成立
之初，金砖国家就不是一个排外的组
织。该组织提倡包容性，推动全球治
理和金融机构改革，推动多边体系公
平化，加强联合国体系下的多边治
理。我们坚持加快建立更好的全球贸
易体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在陈文玲看来，随着金砖机制有
更多新成员加入，经济总量会越来越
大，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会越来越高，
也将为维护世界和、推动共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发挥更大作用。

蓝庆新表示，扩大金砖国家的朋
友圈，拓展“金砖+”模式，有利于与发
展中国家建立更为广泛的伙伴关系，
吸纳世界上有经济代表性和地区代表
性的发展中大国进入，加强金砖合作
力量。

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机制——

在全球事务共治共享和多极化发展中壮大
■ 本报记者 王曼

根据科尔尼《美国制造业回流指
数》报告，2022年，美国从亚洲14个低
成本经济体进口的制成品总额占美国
国内制造业总产值的比例从2021年的
14.49%下降到14.1%，国内制造业增长
首次超过从亚洲低成本经济体进口的
增长。这种变化，似乎表明美国的制
造业回流加快并成为全球供应链重构
的特征之一。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09 年金融危
机之前，技术进步、交通运输成本的下
降、世界范围内相对宽松的贸易投资
环境为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深化提
供了有利条件，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基
于各国比较优势与成本级差的离岸外
包成为国际生产活动的主流方式，带
动了国际贸易向产品内分工发展，不
同国家的企业承担了国际分工的某个
或某几个生产环节，外延式全球供应
链分工成为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

金融危机后，全球供应链外延式扩
张放缓, 特别是2018年以来，受中美贸
易摩擦升级、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地缘
政治冲突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化背
景下形成的各国企业高度相互依赖的
全球供应链暴露了其脆弱性。同时，技
术创新、可持续发展理念等也在影响着
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在供应安全、技术
创新、可持续发展理念等多重因素驱动
下，全球供应链由经济效率优先转向安
全、韧性优先，供应链条逐渐缩短，呈现
本土化和区域化的发展趋势。

本土化方面，为缓解产业空心化困
境与供应链脆弱的风险，发达经济体展
现出强烈的本土化诉求。2012年，奥巴
马政府出台《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
略》，视供应链安全为国家经济和安全
的核心利益之一；后继的特朗普和拜登
政府本质上延续了奥巴马政府对供应
链安全的战略认知，将供应链弹性作为

国家经济和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贸易战”“美国制造”“实体清单”“强制
退市”等手段，推动美国企业将供应链
迁回本土，建立具有长期弹性的关键供
应链。欧盟于2021年3月通过《供应链
法》草案，尝试以“保护性措施”推动欧
盟经济竞争力的回归。日本也提出将
构建安全供应链作为重要经济发展战
略，以增强供应链韧性。

区 域 化 方 面 ，伴 随 着 USMCA、
RCEP、CPTPP 等新生代区域经济合
作协定的签署和实施以及美国“印太

经济框架”的提出，全球供应链网络
“北美—欧洲—亚洲”“三足鼎立”格局
进一步强化，同时，离岸外包日呈近岸
外包、友岸外包的特征。

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进程中，数字
技术创新，包括物联网、人工智能、大
数据分析和区块链等被广泛应用于全
球供应链管理，提供了新型的商业模
式和服务，有助于监控和应对供应链
管理中的风险，促进供应链各环节的
协同合作与信息共享，提高供应链的
弹性和效率。 （下转第2版）

中企适时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
■ 郎丽华

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链博会）将于 11月 28日至 12月 2日在
北京举办，设置五大链条和一个展区，
即智能汽车链、绿色农业链、清洁能源
链、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和现代物
流等供应链服务展区。企业纷纷期盼
通过链博会这一高层次国际经贸平台，
交换思想、交流技术、达成合作以及获
得发展新动力。

谈起首届链博会，隆基绿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绿能）相关
负责人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链博会为国内外的优秀企业提
供了融通链接的平台，隆基绿能也期望
通过此次参与，同国内外的优秀企业交
流学习，共同努力推进供应链的绿色建
设、稳定发展。

成立于2000年的隆基绿能致力于成
为全球最具价值的太阳能科技公司。隆
基绿能聚焦科技创新，构建单晶硅片、电
池组件、分布式光伏解决方案、地面光伏
解决方案、氢能装备五大业务板块，形成
支撑全球零碳发展的“绿电”＋“绿氢”产
品和解决方案。隆基绿能提出“Solar for
Solar”模式及隆基“LIGHT”可持续发展理
念，是首家同时加入了 RE100、EV100、
EP100以及“科学碳目标（SBTi）”国际倡
议的中国企业。

“隆基绿能在中国、越南、马来西亚
等国家和地区布局多个生产制造基地，
在美国、日本、德国、印度、澳大利亚、阿
联酋、泰国等国家设立分支机构，业务
遍及全球150余个国家和地区。”上述负
责人表示，“LONGi”品牌在全球光伏领
域的影响力位居前列，组件产品连续三年出货量和市场占率
位居全球首位。2022 年，隆基绿能实现单晶硅片出货量
85.06GW，实现单晶组件出货量46.76GW。

该负责人表示，隆基绿能高度重视技术研发，以科技驱动
生产力。2022年研发投入71.41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5.54%，
自2012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至2022年底，公司累计
研发投入195亿元，研发投入为光伏行业最高，截至2022年12
月 31日，累计获得专利 2132项。2021年 4月至 2022年底，隆
基绿能先后14次刷新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世界纪录，自主研
发的硅异质结电池转换效率达到 26.81%，创造了目前全球硅
基太阳能电池效率的最高纪录，自主研发的HPBC新型电池
技术导入大规模商业化量产，量产转换效率超过25%，发布了
适用于全球分布式应用场景的Hi-MO 6产品系列，持续引领
行业技术趋势。光伏新技术的应用，也将有力推动国内光伏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快速发展，催生大量产业链条上的创新型
企业和上市公司。隆基绿能中央研究院进一步强化研发力
量，引进全球科研一线人才，建设世界一流的研发平台和研发
能力，打造全球光伏技术创新中心。

2023年6月，隆基绿能也启动了“绿色可持续供应链共建
行动”，作出“绿色产品设计、绿色采购、绿色制造、绿色质量环
安、绿色物流、绿色储能、绿色合作、绿色品牌”的承诺，用实际
行动推进绿色供应链建设。该负责人表示，隆基绿能在为全
球创造低成本清洁能源的同时，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制造理
念，实现以清洁能源制造清洁能源。2021年，隆基绿能通过了
工信部绿色制造体系认定，成为同时荣获国家级“绿色工厂”

“绿色设计产品”和“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三项荣誉的光伏企
业，在云南保山生产基地启动首个“零碳工厂”建设。

“能源的稳定性、普适性是支持全球能源公平的必要基础。
2022年，海外地缘冲突的爆发对全球能源的供应造成巨大冲击，
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在寻求能源保障的过程中，世界各国
愈发意识到可再生能源的卓越韧性。”上述负责人表示，隆基绿
能始终坚持全球化发展，并紧跟市场需求进行全球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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