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砖国家间的合作近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多实质性
的进展。例如，在经贸合作、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领域，金砖国家间的互助合作实现了技术、人力、资金
的互融互通，为各个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有
了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金砖国家间的融合发展能
够为各国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

除此之外，提升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
体 在 全 球 治 理 体 系 中 的 发 言 权 ，也 是 一 项 重 要 议
程 。 目 前 ，新 兴 经 济 体 占 据 了 全 球 经 济 的 半 壁 江
山。无论是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还是在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改革，都应有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因此，
金砖国家间的合作应再向前迈一步，不仅是要签署
经贸和金融领域的合作协议，更要在国际上发出一
致的声音，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平等的
话语权。

金砖国家间的经贸合作现已成为各成员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南非为例，2014 年南非和其他
4 个金砖国家的贸易额大幅增加。未来，应进一步挖
掘金砖国家间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互补性，加强企业间
的合作，通过设立合资企业等合作方式推动各国市场
的互联互通。 （本报记者 禹 洋整理）

回顾 2015年，我们看到一系列全球合作机制的达
成。2015 年 9 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 17 个
可持续发展目标，12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

《巴黎协定》，而早在 2015 年 7 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
行正式开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会在本周正式
开业。总的来说，2015 年一系列合作成果，将使得各
个国家的发展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和包容性。

展望 2016 年，很多论调对全球经济发展比较悲
观，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金砖国家正在努力应对这种
悲观情绪，努力建立起内部对话体系。此外，2016 年
在中国举办的 20 国集团峰会将是另外一个重要机遇，
发展已经成为贯穿其议程的重要话题。

2016 年，期待金砖国家领导人可以通过对增长
战略的决策，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而不仅仅关
注增长速度。同时，通过对税负政策的改革，进一步
实现增长成果在更多人之间公平分享。对于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开始设立的基础
设施投资项目，希望更多人的生活由此受益。此外，
期待金砖国家的企业能够更多雇佣本地的劳动力，让
他们创造更多的收入。

（本报记者 袁 勇整理）

金砖国家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巴西、俄
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这五个国家构成的经济体，
2008 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为 8%左右，远高于全球经
济平均增速。

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非常大，尤其在贸易
和投资方面。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整个世界经济的
趋势实际上是增加了金砖国家的竞争力。金砖国家
有雄心勃勃的未来，正在重塑整个世界经济的机制。

当前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一些困难，未来 5
年的发展速度也许不会很快，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保持
发展势头，努力缩小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差别。

金砖国家要寻找新的合作方式，建立新的伙伴关
系，要动员金砖国家内部的和世界各国一切可以动
员的资源，来促进金砖国家经济的发展。金砖国家
经济多元，充满活力，富有弹性，有成功应对各种挑
战的经验，各国取长补短，相互借鉴，融合发展，一定
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史杰文对金砖国家的未来感到
非常乐观。

（本报记者 徐惠喜整理）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不仅是五国
扩大多方面伙伴关系合作的重要平
台，而且是加强国际政治多边合作、
加快建立更加平衡的世界经济秩序
的重要机构。金砖国家成员都赞成
建立多极化的世界，每个国家都拥
有与其他国家同等的权利。乌法峰
会上通过的一系列文件体现出了金

砖国家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也
有助于加强金砖国家在制定全球议
程中的作用。

当前，世界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状
况依然很不稳定，这就要求金砖国家
进一步团结起来。在金砖国家合作
机制创建之初，有不少人没有重视这
一合作机制，现在全世界都在密切关

注这一合作机制的发展。金砖国家
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分量不断增加，
各国证明了自身的实力。乌法峰会
上签署的有关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
银行和外汇储备基金文件，证明了大
家有能力在短时期内建立起大的合
作机制，实现既定的目标。

（本报记者 袁 勇整理）

在过去 15 年时间里，巴西发展
很快，55%的人口跻身于中产阶层，
基尼系数从 2011 年的 0.58 降到了
0.49，失业率不到 5%，人均 GDP 也
在快速持续增长，从 2002 年的 2000
美元增加到了现在的 1万美元。

目前，金砖各国都面临着经济
下行的巨大挑战，巴西也不例外。

但是，巴西的外汇储备并不缺乏，
税务体系和养老金政策的改革、人
口的迁徙能够进一步增加劳动力供
应，这些因素使巴西能够自信、平
和地应对经济衰退。

在乌法峰会中，金砖各国领导人
提出了经济机制方面的合作，金砖国
家建立了新的经济伙伴关系，各国之

间可以进一步促进投资与贸易，加强
农业、金融、技术、信息沟通等方面的
相互指导与合作，实现更为互惠的经
济增长。

巴 西 非 常 期 待 金 砖 国 家 即 将
在印度举办的第八次峰会，与金砖
各 国 进 一 步 实 现 互 联 互 通 与 经 济
发展。 （本报记者 朱轶琳整理）

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金
砖国家的经济增长当前仍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困
境，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进一步巩固金砖国家的合作，
协调政策、克服困难、寻求经济增长稳定，再次回归到
快速稳健增长的轨道上。

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于 2009 年 6 月在俄罗斯开
始启用，已经成功举办了 7 次领导人峰会，在国际金
融治理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目前，金砖国家已
初步形成以领导人会晤为主渠道，以安全事务高级
代表、外长、常驻多边组织为依托，以智库、工商和银
行各领域合作为支撑的多层次的框架，这个框架就
是一个舞台。如果说政府和国家是这个舞台的搭建
者，那么活跃在舞台上的是公司和企业以及个人，他
们才是真正的主角。正是因为有大量的公司、企业
和个人在金砖国家创业投资，进行开拓性的研究，金
砖国家才从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为真正的动力，推
动各国之间的合作迈向前进。

“真金不怕火炼”，金砖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人力资源，广阔的国内市场将有助于推动各国之间
的合作。只要同心协力、同舟共济，金砖国家的合作必
将扬帆远航、乘风破浪。

（本报记者 朱轶琳整理）

金砖国家目前已经形成了以领导人会晤为引领，
以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外交部长会晤等部长级
会议为支撑，在广泛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的多层次架
构。目前，金砖各国已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完善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一支重
要力量。

在世界经济格局面临深刻调整的今天，尽管金砖
国家的发展面临困难和挑战，但前景是美好的，只要我
们各国携手并进，共同加强磋商、加强联系，必然会促
进金砖国家合作美好前景的实现。

关于提升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含金量和在全球
经济中的影响力，实现共同繁荣，曹文炼提出五点
建议：第一，应努力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第二，金砖国家各自提出的全球战略，需
加快实现对接和合作共赢；第三，金砖国家应进一
步建立和完善投资的合作机制；第四，加快推进金
砖国家金融体系建设；第五，进一步推动金砖国家
间的产能合作。 （本报记者 朱 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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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合作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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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砖国家未来感到乐观

目前，世界经济正在接受挑战，我们也面临很多
风险，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实现
包容的和可持续的发展。预计印度在未来两年的经
济增长将达到 7.7%至 7.8%。印度非常重视金砖五
国发展的潜力和动力。通过金砖国家机制，希望改
革在印度取得成就，并加强与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经
济合作。金砖国家是维持整个世界繁荣、稳定的重
要力量。

印度要为重塑世界经济发挥作用，朝着可持续性
发展的《京都议定书》目标而努力，去除贫困，改善治
理。印度希望与各国加强经贸方面合作，包括政治方
面的协调，使新发展银行能够有效地运营。我们非常
高兴 20 国集团峰会将在中国召开。2016 年，我们将
继续制定有效和有决定性作用的决策，全力支持作为
20 国集团峰会东道国的中国，坚决执行乌法峰会上规
划的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发展目标和方向，积极推动金
砖国家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朱 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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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是重要稳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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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惠喜摄

论坛茶歇期间，参会嘉宾在热烈交流。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嘉宾的演讲赢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右图 金砖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

人力资源，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共同市场将有

助于推动各国之间的合作，与会嘉宾认为应

该进一步推动产能合作。图为两位嘉宾在交

流意见。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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