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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建设的创新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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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提出建设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金砖国家创新基地）的倡议意义重大，既给金砖国

家紧抓新工业革命带来了机遇，也深化了金砖国家伙伴关系，推动了金砖国家创新发展。总结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在政

策协调、人才培养和项目开发等领域取得的建设成效，分析其在建设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及其面临的内外发展环境带来

的挑战，提出其创新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建议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应巩固金砖国家伙伴关系、牢牢把握创新实质、立足

新工业革命领域，高水平加强政策协调、人才培养和项目开发，探索全球科技治理新范式，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培育

经济发展新动能，助力金砖国家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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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BRICS Innovation Bas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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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initiative to build Innovation Base for BRICS Partnership on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BRICS Innovation Bas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t not only enables the BRICS countries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but also deepen the BRICS partnership and promot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BRICS countries. Summarize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BRICS innovation base 
in the fields of policy coordin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and project development, analyzed its shortcoming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it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BRICS Innovation Base should consolidate the BRICS partnership, firmly grasp the essence 
of innovation, base itself on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strengthen policy coordin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and project development at a high level, explore a new paradigm of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enhanc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foster new drive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e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RICS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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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17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的讲话中提出：

我们愿同各方一道加快建设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

伙伴关系，将在福建省厦门市建立金砖国家新工

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开展政策协调、人才

培养、项目开发等领域合作。作为金砖合作历程

中的新事物，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

基地（以下简称“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建设没

有可借鉴的历史经验，目前的相关研究也十分缺

乏，因而有必要厘清金砖国家创新基地的功能定

位和建设目标，了解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建设的重

大意义，分析其发展现状和面临的挑战，尝试论

述其创新发展的策略，以推动金砖国家创新基地

建设取得新的进展。

1 金砖国家创新基地概述

作为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重大成果

之一，金砖国家创新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应对当前风谲云诡的国

际形势、面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发出的引领金砖

国家务实合作的一项重大倡议，是落实新工业革

命伙伴关系的重大举措，是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

重要探索，旨在立足于新工业革命领域合作，践

行“金砖精神”，突出“伙伴关系”，着眼于“创

新”，加强金砖国家在政策协调、人才培养、项

目开发等领域的广泛合作，为金砖国家高质量伙

伴关系建设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和新的平台，在全

球治理中发出金砖声音、贡献金砖智慧。

1.1 功能定位

（1）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领域合作提供智

力支持。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建设作为新生事物，

在建设发展中还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自身建

设发展没有先例可循，金砖各国对其建设发展还

有着不同的态度和目的，外界对其建设发展还存

在着不同的看法。金砖国家创新基地通过加强人

文交流合作、凝聚各国共识、提高金砖国家话语

权、发挥智库作用，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领域

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2）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领域合作提供政

策协调。金砖国家在新工业革命领域政策各异、

发展阶段不同，金砖国家创新基地通过加强政策

沟通协调，推动各国在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规

则标准方面的“软联通”，进一步推动各国互补

优势，释放协同创新效应，共同抓住新工业革命

带来的发展机遇，发挥出新工业革命对经济发展

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3）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领域合作提供人

才服务。新工业革命对人才的需求有着更多更高

的要求，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将着眼于金砖国家创

新发展需要，继续推进和深化在人才培养方面的

交流与合作，加大对相应行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力

度，进一步提升各类技术人才储备质量，为金砖

国家创新发展储备智力财富，也吸引更多人才到

金砖国家创新创业。

（4）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领域合作提供项

目支撑。金砖国家目前都处在新工业革命领域加

速推进数字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工业发展阶段

相近，项目合作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空间最大、合

作内容最丰富的方面。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将推动

金砖国家在新工业革命领域的项目交流对接与合

作，实现金砖国家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创新

发展。

1.2 建设目标

（1）引领金砖国家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金

砖国家创新基地将通过开展政策协调、加强人才

培养、推进项目开发等，进一步加强金砖国家之

间的沟通协调、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挖掘合

作的最大潜力，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

发展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多的发展条件，成

为引领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

平台。

（2）落实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的重要平台。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国际合作，已经突破了传统

意义上的投资、贸易等合作，更多地是在数字

化、工业化、创新、包容性发展等领域的合作。

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就是在新工业革命领域建立新

的合作方式、合作模式，加强金砖国家技术创新

与合作，不断提升整体创新驱动能力，成为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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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的重要平台。

（3）探索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当

前人类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以金砖

国家作为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探索完善

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必然。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就是

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金砖国家话语权，更多地是

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发展利益，修正不公正、不公

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成为探索完善更加合

理、更加公平、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

平台。

1.3 重大意义

（1）有利于抓住新工业革命机遇实现跨越发

展。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以日、美、欧盟等为

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以制造

业为核心的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

降（图 1）。1980 年到 2004 年，高收入国家服务

业增加值占比达到了 72%，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

达 68.5%，纽约、东京、巴黎、新加坡等国际大

都市服务业增加值和从业人员占比分别高达 80%
和 60%[1]。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纷

纷重视新工业革命机遇，德国推出工业 4.0，美

国提出“工业互联网”，中国也为实现制造业由

大变强提出了发展战略。

新工业革命以互联网和制造技术双向融合来

推动制造业向信息化、智能化和网络化发展，深

刻影响着全球经济发展和分工格局，给世界各国

都带来巨大的发展潜力，给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带来实现弯道超车、超

越发展的可能。建设金砖国家创新基地有利于金

砖国家抓住新工业革命历史机遇，引领金砖国家

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

（2）有利于深化金砖国家伙伴关系探索全

球治理变革。伙伴关系始终是金砖合作的核心

主题，更是金砖合作不断走向深入的制胜法宝。

2012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会晤发表《德里

宣言》，首次提出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倡议。2015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以“金砖国家伙

伴关系——全球发展的强有力因素”为主题，倡

导“结伴而不结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和全球发

展伙伴关系，第一次阐述了金砖国家伙伴关系

性质。在 2017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

2020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分别以“深

图 1 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B）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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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深化金

砖伙伴关系，促进全球稳定、共同安全和创新增

长”为主题，进一步深化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发

展。2022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以

“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

为主题，强调构建更加全面、紧密、务实、包容

的高质量伙伴关系。

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创建了“结伴不结盟”的

新关系，开创了“相互尊重、共同进步”的新道

路，实现了“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理念，

践行了真正的多边主义，不仅为实现金砖国家政

治互信和深化合作提供重要保障，而且为全球治

理注入了积极、向上、建设性的力量。建设金

砖国家创新基地有利于深化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发

展，推动了全球治理“向善之变”。

（3）有利于提升金砖国家创新能力稳定世界

经济发展。金砖国家不仅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

重要力量，也是促进世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

（WTO）统计，2021 年金砖国家GDP总量占全球

经济总量的 24.77%，金砖国家国际贸易总量为

6.3 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 17.9%。根据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年度全球创新指数

报告，金砖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排名总体上处于上

升趋势，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

（表 1）。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遭遇重大困难，地区安

全问题更加突出，人类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困境。金砖国家作为重要的新兴市

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要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

的第一动力，展现担当、勇于作为，要为世界注

入积极、稳定、建设性力量，更要为世界发展选

择方向。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建设有利于提升金砖

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为金砖国家应对各类问

题和挑战提供有效的科技支撑，为世界发展注入

新的动力。

2 建设成效

福建省委省政府和厦门市委市政府从大局出

发，自金砖国家创新基地正式启动以来，在中共

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和外

交部等国家相关部委的指导关心下，立足“国家

所需、福建和厦门所能、金砖国家所愿”，紧紧

围绕“政策协调”“人才培养”“项目开发”三大

任务，推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2.1 协调机制建设

2.1.1 顶层设计趋于完善

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建设采取理事会、战略咨

询委员会、实体机构三级架构运行机制，其中战

略咨询委员会由 34 名产学研专家组成。2021 年

4 月 8 日，厦门市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成立，承担厦门市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建

设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内设综合保障组、政策协

调组、人才培养组、项目开发组、国际合作组，

协调推进各项工作，明确厦门火炬高新区和自贸

片区为核心区。2021 年 9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

福建省以及厦门市签署合作协议，建立部、省、

市三方共建机制，于 2021 年 9 月 7 日金砖国家

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承担金

砖国家创新基地政策协调、人才培养、项目开发

等事务性、辅助性工作。

2.1.2 政策研究对接有效推进

在开展金砖国家工业部长会议、科技部长会

议进行政府层面政策协调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

部通过举办金砖国家智库国际研讨会，推动金砖

国家智库、工商界、金融界等民间专家学者围绕

表 1 金砖国家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变化情况

年份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 南非

2012 58 51 64 34 54

2017 69 45 60 22 57

2022 54 47 40 11 61

资料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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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建设开展深入研讨，为金砖国

家创新基地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截至 2022 年 9
月底前已举办了 3 次金砖国家智库国际研讨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积极推动开展面向金砖国家的培

训和资格互认，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开始

推动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领域标准制定及互认，

厦门海关与南非德班海关开展通关便利化、智慧

海关等政策对接等，都在各个领域推动了金砖国

家间的政策交流对接。

2.2 人才培训

2.2.1 积极开展各领域人才培训活动

金砖国家创新基地以厦门高校为先导，组

建成立了“厦门金砖新工业能力提升培训基地联

盟”，建立起了专业的培训师资和保障团队，形

成了六大领域（宏观经济政策解读、跨文化交流

融合、智慧城市管理、智慧农业、智能制造、通

信与互联网）11 个培训项目的培训方案，举办了

20 场金砖国家国际交流活动，开展了 28 期培训

交流会，覆盖了 41 个国家 84 万人次，为金砖国

家院校和企业搭建了人才培训合作交流平台。

2.2.2 不断创新人才合作方式

金砖国家创新基地首创外籍人才专业水平

评价机制，首批来自俄罗斯、印度的 4 名外籍专

家通过专业技术（技能）认定取得了工作居留许

可，2 名印度专家成为科技特派员。建立“厦门

市金砖未来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研究院”，先后

举办 2021 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2022 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启动赛、促进金砖工

业创新合作大赛等国际赛事，开展金砖国家间的

技能开发、培训和技术认证、交流等工作，吸引

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 1 000 多支国内外队伍参赛，

有效推动“以赛促训、以赛引才”，助力培养国

际化、专业化的未来技术技能人才。

2.3 项目开发

2.3.1 搭建重点项目合作平台

举办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搭

建了金砖国家在新工业革命领域的高水平交流对

接和创新合作平台，论坛的举办推动了金砖国家

重点领域投资和创新合作项目库，促进了金砖国

家创新项目对接能力提升。在 2022 金砖国家新

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上，签约 29 个项目，涵

盖了金砖能力建设、产业合作、基金等领域，投

资总额 181 亿元，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八大赋能平

台同时在论坛现场上线，并成立了金砖国家创新

基地产业创新联盟。

2.3.2 深化新工业革命领域项目合作

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围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

和产业供应链开展密切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效。

厦门大学、莫斯科大学与厦门市政府共同成立的

中俄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极大地推动了金砖国家

数字经济的发展。金砖国家创新基地知识产权交

易服务平台、数字领域标准验证与创新应用服务

平台两个服务平台的建立，构建了新兴数字领域

政策、标准、技术资源池，创新“一站式”公共

服务，提高了金砖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的

产业升级能力。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在节能环保、

清洁能源等产业领域的创新合作，推动了金砖国

家在绿色发展方面的合作。以建发集团、国贸集

团和象屿集团等厦门国企为代表的企业，加强与

金砖国家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推动了金砖

国家应对突发疫情和贸易战能力的提升。

3 风险与挑战

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建设两年时间以来，在政

策协调、人才培养和项目开发等三大领域不断取

得进展，特别是厦门市金砖创新基地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快金砖创新基地建设的若

干措施》，对促进金砖创新基地建设发展起到了

极大的推动和保障作用，但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建

设还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

3.1 金砖国家创新基地自身建设存在较大不足

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在新工业革命领域的科技

创新政策协调工作还停留在管理机构建设、政策

沟通、合作机制探讨等基础工作阶段，在科技创

新政策的协同跟进、科技创新困境的共同应对、

科技创新发展规则的共同制定和实施等方面还没

能达成有效共识，也未能真正开展共同行动，在

推动科技治理体系建设方面未能取得实质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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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未能对推动金砖国家在新工业革命领域的科

技创新合作提供制度体系保障，对推动建设更加

公平合理科技治理体系建设建树不够。

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在高水平创新型科技人才

的培养和交流合作方面还是空白，特别是没有在

高尖端科技人才培养方面开展创新工作，高水平

科技人才交流合作不足，金砖国家创新基地未能

发挥金砖国家高端科技人才“试验田”作用，不

能有效带动金砖国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对发挥

人才关键作用、推动金砖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支撑不够。

金砖国家创新基地缺乏针对金砖国家优势产

业的项目开发，前沿科技重大课题、金砖国家面

临的关键技术及“卡脖子”技术和应对全球问题

方面的重大研发项目的开发，金砖国家创新基地

的“创新”基因没能真正得到激发，立足新工业

革命领域开发科技创新项目较少，对通过实施新

工业革命领域项目带动金砖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用不强。

3.2 全球科技治理失序带来极大扰乱

近年来，由于美西方国家长期坚持科技霸权

主义，实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科技治理模式，面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崛起，美国等西方国家

开启了“逆全球化”步伐，使得科技治理日益泛

政治化和泛意识形态化，导致科技大国之间在技

术标准、治理规则、数据标准应用等方面的激烈

博弈，美国等西方国家更是滥用技术管制、技术

壁垒试图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发展，如

美国提出的“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人工智能”、欧

盟提出的“主权”概念、英国提出的“可信任研

究”标准等，给全球科技治理秩序造成了极大的

破坏。

面对全球治理失序的干扰和冲击，金砖国

家成为全球治理规则破坏的受害者，金砖各国之

间在推动全球科技治理变革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分

歧。如印度采取常用的投机手段，紧随美国等西

方国家，对引进印度的中国 5G无线通信技术、

手机制造企业突然采取打压限制措施；巴西在全

球气候变化方面与金砖国家政策和意见相左；各

国在应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方面的政策不同

步。这对金砖国家创新基地探索新的全球科技治

理格局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3.3 金砖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差异加大协调困难

金砖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较强，总体国家

创新能力均处在所在地区经济体前列，在科技投

入和成果产出方面，金砖国家年研发投入大于全

球总量的 1/6，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大于 6 万亿美

元，大于全球总量的 1/4，科技期刊论文发表总

量超过 60 万篇，占全球总量的 1/4 多 [2]。

但金砖成员国之间的科技创新能力差距较

大，创新发展分化明显。2022 年前 100 强科技

集群的数量中国和美国最多，都是 21 个，印度

有 4 个，俄罗斯和巴西各有 1 个，南非则没有科

技集群进入前 100 名。根据QS 2023 世界大学排

名，在排名前 500 名的大学中，中国有 28 所，

俄罗斯有 17 所，印度有 9 所，巴西有 5 所，南

非有 4 所。在高技术出口方面，中国高技术出口

净额及其占贸易总额的比例都远远高于其他金砖

国家（表 2）。金砖国家之间科技创新能力的差

异，也给建设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带来了一定的协

表 2 金砖国家高技术出口情况

国家
高技术出口净额 /亿美元 高技术出口净额在贸易总额中的占比 /%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巴西 103.75 107.15 110.63 93.92 59.45 16.00 14.31 14.74 14.07 11.35

俄罗斯 112.06 103.59 100.75 107.57 65.25 15.75 12.29 11.32 12.87 9.20

印度 142.61 151.02 201.82 234.71 215.83 7.66 7.36 9.04 10.22 11.03

中国 5 945.21 6 541.57 7 313.19 7 153.03 7 574.59 30.24 30.91 31.57 30.84 31.28

南非 23.97 21.98 20.91 18.33 18.35 6.66 5.68 5.27 4.89 5.6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B）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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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困难。

3.4 金砖国家经济发展困境削弱投入支持

金砖国家作为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经济体，

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逐年增长，对全球经济

的复苏发展和经济稳定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

（图 2）。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 2017 年厦门金砖国

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10 年

间，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增长 179%，贸易总额增

长 94%，城镇化人口增长 28%，为世界经济企稳

复苏作出突出贡献，也让 30 多亿人民有了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

但近 10 年来，金砖国家经济同样遭遇了发

展困境。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印度保持低速增

长，巴西出现严重衰退，俄罗斯和南非出现萎缩

（图 3）。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暴发后，金砖国家经

济发展更是雪上加霜。经济低迷造成了各国科技

图 3 近 10 年金砖国家GDP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

图 2 金砖国家GDP占世界经济总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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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投入的减少，巴西在研发方面的公共投资水

平低于 20 年前，许多融资创新的公共政策正在

减少或面临暂停的风险，俄罗斯、印度和南非也

同样面临着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中国 2020 年

全国投入研发经费 24 393.1 亿元，增速比上年回

落 2.3 个百分点，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比上年

减少 622.4 亿元，下降 5.8%[3]。金砖国家经济发

展面临的困难削弱了对建设金砖国家创新基地的

支持。

4 创新发展策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4]。金砖国家

创新基地作为金砖合作推出的新公共产品，其

建设发展的前提是“新工业革命”、基础是“伙

伴”，但核心是“创新”。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建设

要正视自身建设发展的不足，要着眼于通过科技

创新来应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巩固伙伴关系推

动政策协调，紧抓创新实质开展人才培养，立足

新工业革命领域开发合作项目，在更高水平上探

索科技治理新范式、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培育经

济发展新动能，用科技创新擦亮金砖这块“金字

招牌”，助力金砖及“金砖+”国家高质量发展。

4.1 巩固伙伴关系推动政策协调，不断探索科技

治理新范式

金砖国家有着不同的国情和制度，经济发展

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存在一定差异，金砖国家应

当巩固好不断深入发展的伙伴关系，以推动金砖

国家创新基地加强政策协调，特别是在新工业革

命领域的政策推进和规则协调，要“在大局上谋

划、关键处落子，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寻找发展政策和优先领域的契合点”[5]。

4.1.1 坚持“金砖精神”推动政策协调

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建设要秉持“开放、包

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聚焦金砖国家发

展的共同利益，加大开放力度、注重包容发展，

加强各国在科技创新合作领域的顶层设计合作，

切实推动各国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和深

度融合，充分发挥各国之间的互补优势，释放协

同效应，共同应对全球科技治理失衡的困局。聚

焦金砖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挑战，集中各国智

慧进行分析总结，开展科技创新发展形势的联合

研判和前瞻性研究，发挥金砖国家伙伴关系优

势，加强各国之间宏观创新政策的协调与发展规

则标准的共同制定，推动金砖及“金砖+”国家

在政策和规则方面的“软联通”，推动金砖国家

共同融入新工业革命体系，促进科技创新和工业

化领域的合作，实现金砖国家在新工业革命领域

实现创新发展和合作共赢。

4.1.2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探索新

范式

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建设要真正践行“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要从代表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

展中国家利益出发，要着眼于全球健康可持续发

展，立足于人民利益至上，要注重共同遏制美西

方国家科技霸权主义的泛滥，抵制科技创新领域

的单边主义行径，逐步消除科技发达国家制造的

科技创新合作门槛，在解决全球性问题和金砖国

家发展重大需求时，形成金砖共识、发出金砖声

音、提出金砖方案、提供金砖智慧，打造科技治

理的金砖样板，以实际行动、实际成果推动公平

合理的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建设，构建全球科技治

理新范式。

4.2 紧抓创新实质开展人才培养，切实提升科技

创新能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创新发展不仅仅是对技

术和知识的需求，更是对创新人才的需求，因为

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人才是创新发展的

第一资源。金砖国家都是人才大国，但在历史上

都遭遇过高科技人才大量流失的惨痛经历，甚至

到今天还面临着人才流失的困局。面对当前日益

激烈的人才竞争和科技竞争，金砖国家创新基地

应当紧紧抓住科技人才这个根本，开展在新工业

革命领域的技术培养与人才储备，因此要“着力

完善人才发展机制，最大限度地支持和帮助科技

人员创新创业”[6]，“要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

放、更加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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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加强金砖国家产学研合作

金砖国家创新基地要积极依托金砖国家高

校、科研院所资源，主动对接企业人才需求，推

动金砖国家产学研合作。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依

托各国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丰富的科技创新资

源，实施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开展创新技术联合

研发、关键技术联合攻关，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

领域技术，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构建金砖国家科技园区合作网络，加强科技

园区创新合作，通过项目、平台培养吸引人才。

继续实施技术培训计划，针对金砖国家企业需求

推广“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产业技术创

新发展需要的人、紧缺的人。持续改善营商环

境，出台支持金砖国家科技人员创新创业举措，

打造金砖国家产学研创新要素聚集区、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产业技术应用创新区，为金砖国家

技术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

4.2.2 加强推行金砖国家人才强国战略

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应高度重视人才发展战

略，大力推动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不断探索有

利于创新人才培养、开发、引进的机制，加强各

国人才引进（培养）计划（发展规划）的对接，

开展高素质创新人才的联合培养，鼓励金砖国家

基于优势创新资源共建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加大

高水平研究人才队伍的培育，设立金砖国家青年

科学家成长基金，建立金砖国家青年科学家培育

中心，着力培养金砖国家青年科学家和青年高层

次人才队伍。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着力培

养具有预见性、前瞻性、战略规划能力以及国际

视野的科技战略家，也要大力培养既有精湛专业

知识又深谙国际规则且精通外语的复合型科技人

才 [8]，打造金砖国家“高磁力”人才高地，不断

为金砖国家创新发展培养和储备更多高水平智力

资源，提升金砖国家科技创新能力。

4.3 立足新工业革命领域开发合作项目，培育经

济发展新动能

当前，世界仍处于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深度

调整期，各国经济发展普遍遭遇困境，新工业革

命已成为各国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机遇。金砖国家作为新工业革命的重要参与

力量，需要积极拥抱新工业革命，立足新工业革

命领域，推动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在新工业革命领

域开发合作项目，培育壮大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时不待我，新的全球科技竞争要求我们必须增

强紧迫感，紧紧抓住机遇，及时确立发展战略，

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

争的战略主动”[9]，“要推动现代产业发展，弥合

数字鸿沟，加快低碳转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

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10]。

4.3.1 落实金砖国家科技创新合作行动计划

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应主动发挥项目载体作

用，在有效推动落实金砖国家科技创新合作行动

计划方面发挥作用。要发挥金砖国家各自在新工

业革命领域的资源禀赋和产业技术方面的相对优

势，如巴西的转基因、生物能源技术，俄罗斯的

航空航天技术，印度的 IT软件技术和制药技术，

南非的矿产开采技术，中国的 5G无线通信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和完整的技术产业链等，要从结构

性改革、可持续发展等角度入手，凝练开发具有

广泛合作基础的新工业革命领域科技产业项目，

并有针对性地制订金砖国家科技创新合作工作计

划并推动落实，以发掘金砖国家各自的科技创新

潜力，实现产业技术互补发展，补齐各自的技术

发展短板，进而不断推动金砖国家优势产业的创

新发展，进一步巩固各自优势产业的发展地位，

不断培育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为金砖国家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4.3.2 打造金砖国家科技创新合作旗舰项目

金砖国家创新基地要聚焦新工业革命领域发

展趋势，打造出一批新工业革命领域的科技创新

合作旗舰项目。“谁能把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经济发展机遇，谁就把准了时代脉搏”[11]。近

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金砖国家纷纷将信

息通信技术和数据的高效应用确定为优先发展方

向，制定了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数字经济发展

战略。如巴西的“巴西数字化转型战略”、俄罗

斯的“俄罗斯联邦数字经济”国家计划、印度的

“数字印度”战略、南非的“国家数字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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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数字经济增长前景颇为可观。根据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测算数据，印度 2020 年数字经济规

模达到 5 419 亿美元，位列全球第 8 名，数字服

务出口占印度服务出口比重大幅跃升为 76.15%；

俄罗斯 2020 年数字经济规模为 2 756 亿美元，

位列全球第 14 位，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比重提升至 18.6%[12]。金砖国家创新基地

建设要紧随新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将数字经济作

为金砖国家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创新的重

要抓手，聚焦 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

等新工业革命领域颠覆性科技项目开发和交流合

作，以数字技术促进绿色技术，以数字产业带动

绿色产业，以数字化推动工业化，不断围绕数字

经济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金砖国

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实现金砖国家经济可

持续发展。

5 结语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金砖国家机遇和挑战并

存，应该加强合作、携手并进，继续做推动全球

发展的领跑者 [13]。建立金砖国家创新基地，不

仅是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发展的必然，更是新工业

革命浪潮下金砖国家共同面对挑战、抓住机遇的

重要手段，对深化金砖国家合作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金砖国家创新基地要立足于新工业革命，在

政策协调、人才培养、项目开发方面先行先试，

在全球科技治理秩序重塑、创新人才培养储备和

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有效作为，擦亮金砖

合作“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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