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科技通讯(CHINA S&T NEWSLETTER) 

2019 年第 17 期 

 

目录 

 

科技创新为“金砖”增色 

 



 2 

科技创新为“金砖”增色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于 11 月 13

日至 14 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  

伴随着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稳步提

升，金砖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也呈不断深化的

趋势。金砖五国把握了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以

创新促增长、促转型，积极融入智能制造、互

联网+、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带来的创新发展

浪潮，在加深彼此之间战略联系的同时，也为

世界经济的复苏贡献出了一份力量。 

 

《坎皮纳斯宣言》开启金砖国家科技合作新篇章 

2019 年 9 月，第七届金砖国家科技创新部长

级会议在巴西圣保罗州坎皮纳斯市举行。会议重点

讨论了金砖国家科技创新政策和优先发展领域的

进展、科技创新框架计划等议题，并发表了《坎皮

纳斯宣言》和《金砖国家科技创新工作计划（2019

—2022 年）》。 

今年巴西作为轮值主席国，确定了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十一次会晤的主题为“金砖国家：经济增长

打造创新未来”，其中一个优先议题是“加强科技

创新合作”，这体现了五国领导人对于科技创新的

重视，也赋予了五国科技部门更大的责任。 

金砖各国一致主张，创新是推动全球可持续发

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对促进经济发展、支持就业、

创业和结构改革、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以及应对全

球性挑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金砖各方科技创新主管部门将共同努力，加快

建设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创新金砖网络等务实

合作项目，推进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共识在科技创

新领域落实落地。 

各方将通过卓有成效的务实行动，继续加强科

技创新合作，开展创新政策和战略交流，针对共同

面对的挑战制定长期合作计划，推动金砖国家新工

业革命伙伴关系取得实质性发展。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下科技创新领域不断拓展 

尽管金砖国家的总体科技水平落后于发达国

家，但它们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形成了各自的技术优

势，如中国的通信设备、高铁等产业，俄罗斯的航

空航天产业、核电产业，印度的软件开发和生物制

药业，巴西的民用航空和深海石油开发业，南非的

煤化工等领域都拥有比较先进的技术。 

 

金砖五国强调合作行动优先的理念，鼓励开展和

推动包括公私伙伴关系在内的多领域、多层次创

新合作； 

鼓励开展金砖国家科技园区合作，建立园区合作

定期交流机制； 

鼓励金砖五国开展技术转移转化合作，搭建产学

研合作平台； 

推动建立青年创新创业合作伙伴关系，支持科技

创新投资以及跨境投资； 

支持科技创新人才，尤其是青年科学家、青年创

业者之间的合作交流，分享创新创业最佳实践； 

强调开放科学、共享研究基础设施和大科学项目

合作； 

继续支持妇女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作用。 

 

据《金砖国家综合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

（2017）》显示，金砖国家年研发投入约占全

球的 17%，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近 6 万亿美

元，约占全球的 28%，科技期刊论文发表量达

到 59 万篇，约占全球的 27%。 

金砖国家对世界科技创新的贡献率逐渐提高，

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金砖国家已经成为所在地区

的标杆和“领头羊”，引领周边国家科技、经济和

社会发展。 

目前，金砖国家都在从各自的技术优势和未来

的市场需求出发，加快在新技术开发和新兴产业发

展中的布局。 

中国在 7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俄罗斯在空间技

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领域，印度在信息技术、

空间技术、核能技术等领域，巴西在航空技术、海



 3 

洋工程、生物质能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为实

现产业升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民间科技合作是政府科技合作的重要补

充，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则是民间科技合作中

最活跃的力量，金砖国家企业之间的科技合作对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将成为

金砖国家产业合作的重要领域。 

金砖国家间科技创新合作成效显著 

十年来，在金砖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双边交流

日益密切，推动科技合作逐渐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与巴西两国科技创新合作互补性强，发展

潜力大，在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农牧

林业、水产养殖、医药卫生及能源矿产等领域签有

多个合作协议。 

2019 年 6 月 18 日，第三届中国-巴西高级别

科技创新对话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召开。双方一致

同意要不断深化彼此间的科技创新合作，进一步推

动双方在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发展和青年科

学家交流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在纳米技术、空间科

技、清洁能源、农业科技等已经取得良好合作进展

的领域，要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同时积极拓展物

联网、信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共识领域的合作。

希望未来双方通过科技创新合作为两国经济转型

升级和社会民生改善做出贡献。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

经济互补互鉴，合作潜力巨大。在第六次中印战略

经济对话期间，两国在政策协调、基础设施、节能

环保、高技术、能源和医药等领域达成新的合作共

识。 

双方均表示，两国经济是互补而非竞争的关

系，双方要以更大范围的开放拥抱发展机遇，以更

宽领域的合作谋求互利共赢，继续强化政策沟通，

加强优势互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基础设

施、住房、物流、智慧城市、制造业等领域具体项

目，为两国企业合作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中国与俄罗斯两国间经济合作互补性、互利性

的优势越发明显，在纳米、能源、节能、环保、合

理利用自然资源等领域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合

作，两国大学与科研院所间的访问交流也日益密

切，双边科技合作存在巨大提升潜力，前景十分广

阔。 

中国与南非互为对方投资的重点国家之一，在

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南科技创新合作也在积极推

进。双方各领域技术合作取得重要进展，前沿技术

领域、产业应用方面合作实现多点开花，中南科学

家在科技领域取得的突破受到全球科技界瞩目，丰

富了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成为拓展两国互

利合作新的增长点。 

目前，两国双向投资已从传统的家电、矿业、

冶炼等领域扩展到金融、电信、新能源、基础设施

等领域。 

金砖国家国情不同、文化各异，各国所采取的

发展之路也不相同，正是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成为

金砖国家相互取长补短、实现包容性合作的动力。

金砖国家将努力拓宽科技合作领域，不断挖掘新的

合作动力。在 2019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

晤召开之际，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合作将越来越

好，越来越精彩。 

 

（来源：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