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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世界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在不同经
济体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尤其是经贸合作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潮流。
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的经济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获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在世界经
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对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影响也日益增加。
中、俄、印、巴（以下简称“金砖四国”或“四国”）之间进行某种形式的经贸合作（以下简称“合
作”），既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也有利于四国各自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这种经贸合作既是应对国际社会对四国崛起的种种不和谐态度，防范现有世界大国采取分化、瓦解的
策略并对其进行战略遏制的有效手段，也是避免为获取世界市场、战略性资源而相互间进行恶性竞争
的重要途径。
    金砖四国自各自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其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但是，四国之间缺乏相互合作的机
制，没有建立有效沟通、协调的平台和渠道，在双边层次拥有一定的合作方式，但在区域层次与多边
层次，缺乏有效发挥自身影响力的合作机制，与自身的大国地位不相符合。
    全球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变化，需要金砖四国之间创新合作方式，将经贸合作机制化，为自身经济的
发展创造新的推动力。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加强的背景下，四国应该把握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加
强经贸领域的合作。
而要想使合作持续稳定地进行，就需要建立相应的经贸合作机制，方便各方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协调，
达成有一定约束力的“协议”，给参与各方一个稳定的预期，减少合作的交易成本，避免可能的潜在
冲突，促进经贸合作的顺利推行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本书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全面深入研究四国经贸合作，通过对博弈论、区域合作理论、国际合作理
论、发展中大国合作理论的分析与推演，为四国经贸合作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后通过分析四国的
经贸发展特点、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贸易商品结构、经贸关系以及经贸发展战略，从中找出利益交
汇点，为四国合作提供可靠的现实基础，从双边、区域及多边层次分析四国经贸合作，最终构建起四
国经贸合作机制，并提出该机制在双边、区域及多边层次的实施步骤及方案。
所以，本书对四国经贸合作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本书首先通过理论推导的方法，分析出四国进行经贸合作的理论基础，而后通过历史的分析方法，
对四国经贸关系发展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和分析，通过查阅大量中外文献和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力
求数据的翔实与新颖，将四国经贸合作发展的情况尽可能描述得准确、清晰，反映四国经贸合作发展
的历史进程、现状及可能的发展趋势。
例如，通过大量的数据和分析报告对四国经贸发展的现状特点及经贸合作特点进行研究。
    本书采用了归纳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归纳中外学者关于四国经贸合作发展研究的现状，充分
利用已有研究成果支持自己的一些立论，探究四国经贸合作发展以及综合分析非合作博弈理论、合作
博弈理论、边境区合作理论、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国际合作理论等，从中梳理出四国的经贸合作理论
基础。
在此基础上，又提出综合以上各种观点精髓，又反映新时期特点的发展中大国合作理论。
    本书也采用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利用了大量翔实的统计数据，力图揭示出四国经
贸合作发展的一些内在规律。
尤其是利用一些国际组织和著名学者的定量分析结果，例如，在分析互补性与竞争性时，利用专业化
系数（CS）和一致系数（CC）进行定量分析。
另外，利用博弈论的策略矩阵模型对四国的经贸合作进行博弈分析等。
    同时，本书也利用了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四国在双边、区域及多边领域进行经贸合作的
现状及重点领域，借鉴军事实兵推演的方式，在各种理论和合作层次上，对四国的经贸合作进行推演
，并画出具体的推演图形，虽然，实际上还没有形成这样的合作机制，但是，通过推演可以看出未来
合作的可能以及由合作带来的巨大的收益。
     本书共分为7章，第1章为引言，阐明本书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述评，主要是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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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对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创新之处以及研究方法进行简单说明与概括。
     第2章主要分析四国经贸合作的理论基础。
该章对非合作博弈理论、合作博弈理论、边境区合作理论、国际合作理论、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以及发
展中大国合作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细致的梳理，为四国开展经贸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3章主要分析四国经贸合作发展现状及其经贸关系特点。
该章遵循这样的逻辑顺序：先从四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入手，分析四国经贸关系的历史演变、比较四国
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贸易商品结构、贸易地区流向，对四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主要贸易商品进行了
深入剖析，从中分析出四国之间的经贸互补性与竞争性。
在此基础上，分析四国利益交汇点，为经贸合作机制的建立提供坚实的实践基础。
     第4章主要分析四国在双边层次的经贸合作。
该章以中国的视角，分析了中俄、中印以及中巴双边经贸合作，对双边经贸关系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研
究，同时对双边经贸关系进行了评估，从中分析出推进双边经贸关系的重点合作领域。
     第5章主要分析四国在区域层次的经贸合作。
该章从四国各自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入手，对四国面向发展的区域经贸合作进行深入的解读与剖析，
指出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四国应该倡导面向发展的区域经贸合作，不
仅仅是签署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协议等，还应该将区域经贸合作焦点集中在促进整体经济增长、
改善经济结构的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包括货币与金融安排、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政策等。
     第6章主要分析四国在多边层次的经贸合作。
该章从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职能、
运行机制和存在问题入手，分析四国在多边贸易体制、多边货币、金融体制等多边领域进行合作的潜
在可能与策略选择。
     第7章是本书的结论部分，提出四国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机制构建。
分析四国经贸合作机制构建的背景、目的及意义以后，提出四国经贸合作机制的目标和功能以及所遵
循的基本原则，提出四国经贸合作的运行机制。
具体而言，互利共赢是经贸合作机制的基本原则，该机制包括四国元首定期会晤机制、四国总理定期
会晤机制、四国峰会、四国经济战略对话机制、四国经贸科技联委会等形式。
最后，提出四国经贸合作机制在双边、区域、多边层次实施的步骤及方案。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出发展中大国经贸合作理论。
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对现有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各国战略利益空间重合交叉，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冲突明显化
，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与指导发展中大国之间的合作。
发展中大国合作理论是一种动态的、适应形势变化的、可随时进行调整的理论，是集自由主义、现实
主义、实用主义之精髓，在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国际国内形势飞速变化的大趋势下，发挥大国优势
，构建合作机制、注重制度推进，兼顾文化认同的发展中大国之间的经贸合作理论。
该理论为发展中大国经贸合作机制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
     第二，系统化、多角度、全方位研究四国经贸合作。
本书从四国产业结构、贸易商品结构和贸易地区流向入手，考察四国经济领域的竞争性与互补性，通
过对各自主要贸易伙伴的分析，找出其主要竞争对手及竞争领域，为经贸合作机制构建坚实的实践基
础。
     第三，从双边、区域和多边层次对四国经贸合作机制进行全方位研究与设计。
在双边层次，以中国的视角，分析了中俄、中印以及中巴双边经贸合作，对双边经贸关系的特点进行
了深入研究，同时对双边经贸关系进行了评估，从中分析出推进双边经贸关系的重点合作领域。
在区域层次，从四国各自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入手，对四国面向发展的区域经贸合作进行深入的解读
与剖析，指出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四国应该倡导面向发展的区域经贸
合作。
随后，又对四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区域经贸合作进行了分析与研究。
在多边层次，提出金砖四国在贸发会议框架下倡导成立发展中国家互助委员会，建立起自己的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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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贸援助体系，以减缓发达国家对新兴国家，尤其是对中国对外援助领域的压力和责难。
     第四，在结论部分提出了四国建立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机制的构想，对该机制的架构进行了路线图
式的分析，并且提出了合作机制在双边、区域、多边层次实施的步骤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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