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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的 9 月，全球的目光再次聚焦
中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在
厦门举行。

“十年磨一剑”。10年来，金砖合作
机制不断充实和成熟，合作成果斐然。
10年来，金砖合作枝繁叶茂、树大根深，
金砖机制的“朋友圈”越来越大，金砖国
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越来越受到国
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面对世界经济脆弱复苏势头、地缘
政治错综复杂、保护主义抬头等新形势
新问题，金砖国家未来将扮演怎样的角
色？金砖国家如何规划未来蓝图、如何打
造金砖合作的第二个“金色十年”？

世界期待听到中国声音，期待在厦
门找到答案。

十年结出金色硕果

2001 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
师首次提出“金砖四国”这一概念，认
为在未来几十年全球经济增长中，巴
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将扮演重要角
色。2006 年，金砖国家外长在联合国
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开启金砖国家
合作的序幕，金砖国家逐步从概念变为
现实。

实践是最动人的旋律，行动是最有
力的宣言。金砖合作启动10年来，无论
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金砖合作始终砥砺
前行。

金砖国家十年耕耘，十年收获。从
叶卡捷琳堡到三亚，从德班到果阿，金砖
合作基础日益夯实，领域逐渐拓展，合作
影响力已经超越五国范畴，成为促进世
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国际关
系民主化的建设性力量。

10 年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从无到
有，由小及大，已经举行了八届首脑峰
会，金砖国家外长、财长、贸易部长等部
长级会议，以及工商论坛、金融论坛、智
库论坛等多层次、专业化论坛，并成立了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工商理事会等
机构。

可以说，金砖国家已经形成以领导
人会晤为引领，以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
议、外长会晤等部长级会议为支撑，在数
十个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的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合作机制。

在多样化的合作机制当中，经贸合
作机制处于中心地位。过去10年，金砖
国家经济总量不断提升，占全球比重从

12%上升到 23%，贸易总额比重从 11%上
升 到 16% ，对 外 投 资 比 重 从 7% 上 升 到
12%，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增长的重
要引擎。

2011年至今，金砖国家建立了经贸联
络组，提出抵制保护主义倾向、尊重发展中
国家现有的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政策空
间，发表贸易投资便利化行动计划等文件，
开展有关服务贸易、中小企业、单一窗口、
标准等方面的合作。

金融领域合作成就尤为突出。10 年
来，金砖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政策协
调、机制建设、货币合作、开发性金融等领域
取得了全方位进展。

2014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巴西福塔
莱萨峰会上签署成立新开发银行的协议。
次年7月，10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
行正式开业运营，去年发放了第一批贷款及
第一批30亿元人民币绿色债券，投向可再
生能源项目。

2014年，金砖国家共同签署应急储备
安排条约，通过实现共同担保，共同防范金
融风险。在本币结算和货币互换方面，金砖

国家签署协议，基本形成本币结算合作机
制。在金融监管合作方面，金砖国家签署
了双、多边谅解备忘录，并通过对话机制加
强监管合作。

金砖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人文交
流。交流领域逐步扩大，从最初的科教合
作发展到文体交流；内容不断增多，从青
年互动到社会对话；特色活动持续涌现，
形成了诸如金砖国家大学联盟、金砖国家
电影节、金砖国家旅游大会等系列合作
项目。

与此同时，金砖国家人文交流的统筹
性也在进一步增强。一方面，人文交流的
框架设计越来越清晰，各种对话与互动在
人文交流的框架下得到了更加长足的发
展；另一方面，人文交流的制度建设越来
越完善，创建了教育部长会议、文化部长
会议、卫生部长会议等合作机制。

在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层面，金砖国家
合作机制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
量。多边贸易谈判越发深入，新兴经济体
在金融治理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得到
提高。

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核不扩散机制、

反恐、网络空间治理、气候治理等非传统
安全议题的推进中，金砖各国也扮演着关
键的角色。

中国展现大国气质

2017年1月1日，中国正式接任金砖
国家主席国，开启了金砖国家的“中国
年”。今年的厦门会晤主题为“深化金砖
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其间，还
将举行主题为“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
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
话会。

10年间，中国在金砖机制中，高瞻远
瞩，倡导伙伴关系，为金砖合作留下诸多
中国印记，成为金砖机制的中流砥柱。
2010 年 12 月，中国作为金砖国家合作机
制轮值主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一致
商定，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
家机制，“金砖四国”变成“金砖五国”，并
更名为“金砖国家”。在次年举办的三亚
峰会上，金砖国家达成诸多共识，决定深
化在金融、智库、工商界、科技和能源等领
域的交流合作。 （下转第二版）

构建开放共享的全球治理平台
——写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举行之际

郭 言

当前，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发展失衡，
全球经济治理滞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中国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本着

“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经
济治理改革，推动各国各领域互联互通，
共同发展共享繁荣，力图从根本上铲除和
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产生的根源，
着力解决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
存在的问题。

发展，是当前世界面临的首要任务。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促进了全球经济稳定
和持续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吸
引外资超过 1.7 万亿美元，累计对外直接
投资超过 1.2 万亿美元，为世界经济发展
作出巨大贡献。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
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认为，“中国经济
对世界经济而言是极大的推动”。国际金
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超过30%。

发展，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
匙。中国通过自身经济的发展，不仅使
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也使全球经济

增长更加包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
告显示，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
7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坦言，“过
去10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
献的国家”。当前，全球增长动能不足，
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中国
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共建

“一带一路”，将其建成和平之路、繁荣
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
路，同一大批国家的联动发展，使全球
经济发展更加平衡。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世界经济格局
正在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地位上升，全
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紧迫性越来越突
出。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
济新变化。中国在各种场合，为发展中国
家代言，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为国际
经济秩序的完善作出持续不断的努力。
中国积极推进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
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提高中
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
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为发展中国家争取

更多话语权。中国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人
民币纳入 SDR 国际储备货币篮子，并建
立全新的多边合作机构，推进国际货币金
融体系变革。金砖银行作为首个由发展
中国家主导的多边开发银行，构造了一个
外汇资金池，使成员国在遭遇金融危机时
维持币值稳定，有效减少成员国对其他国
际金融机构的依赖。亚投行与现有的多
边开发银行合作，为亚洲地区庞大的基础
设施建设需求提供融资。

在贸易投资领域，中国积极维护
WTO 作为世界贸易多边体制的主渠道
地位，推动多哈回合取得进展，同时寻
求与有关贸易伙伴谈判和签署双边或区
域贸易协议，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 （RCEP），促进贸易投资的便利
化。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巴罗佐称赞，中
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努力“得到了全球的
欢迎”。在国际税收领域，中国在实施增
长友好型的税收政策的同时，帮助发展
中国家提高税收征管能力，促进包容性
发展。中国不断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税

收培训与技术援助，支持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和
世界银行共同成立的税收合作平台，积
极参与平台建设以及其他相关工作，并
与金砖国家一道相互提高税收征管能
力，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给予援助。

去年中国担任 G20 主席国期间，将
G20 杭州峰会主题确定为“构建创新、活
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致力于推动
全球创新增长方式，完善经济金融治理，
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实现包容和联动式
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力。杭州峰
会巩固了 G20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核心
地位，引领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可谓
既治标以求眼下稳增长，又治本以谋长远
添动力，被国际社会誉为促进全球经济治
理的“中国药方”。即将在厦门举行的金
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国探索“金砖+”拓
展模式，深化伙伴关系，扩大金砖“朋友
圈”，致力于把金砖合作打造成当今世界
最具影响力的南南合作平台，为全球经济
治理贡献“金砖方案”。

“中国方案”促进世界经济治理变革

中国经济如何影响世界经济 ②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徐惠喜

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各地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欢
欣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忠诚担当和干事创业
的实际行动，当好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排头兵，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8 月 31 日，河北省内丘县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
说，我们建设 178 平方公里富岗生态大花园，是“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我们要走好生态路，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作贡献。

贵州省黔西县副县长朱绍顺说，黔西县作为重要的
能源基地，将更加深入全面地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推
进能源工业转型升级，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祖国大家庭
的温暖。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各族群众饱含期待。

9 月 1 日，在新疆库车县，热斯坦街道辖区的 500
余名群众载歌载舞。“党和政府正在推进老城区改造，
新房子建起来了，路面也硬化了。”居民买日耶木·吐
尔地高兴地说，“党的好政策带来了幸福生活，大家都
期待十九大胜利召开，相信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新
疆会越来越好！”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
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在贫困地区基层干部眼里，这是向
深度贫困发起最后攻坚的冲锋号。

甘肃碌曲县拉仁关乡党委副书记安广忠说，“党的十
八大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拉仁关乡贫
困人口逐年大幅减少。下一步，我们将下足‘绣花’功夫，
争取早日脱贫、高质量脱贫”。

河北青龙县委书记霍春利表示，县里总投资达25亿
元的十大扶贫攻坚工程顺利进行，在“十二五”期间实现
8 万农村群众稳定脱贫的基础上，2016 年又使 30085 名
农村群众实现了稳定脱贫。

在贵州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党委书记肖
四说，“石朝乡一直是脱贫攻坚中的硬骨头。2016年，贵
州省、市、县组建专门工作组进驻石朝，经过一年多的帮
扶，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和产业培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脱贫攻坚初见成效”。肖四表示，作为基层党组织的
负责人，将带领全乡干部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打赢脱贫
攻坚战。

（文/本报记者 雷汉发 乔文汇 陈发明 吴秉泽）

团结奋进谱新篇
——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迎接十九大

本报今起推出“2017 年金砖
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特刊”

（五、六、七版）

本报杭州9月2日电 记者常理报道：截至今年7月
底，我国小微企业名录收录的小微企业已达 7328.1 万
户。这是记者在今日于杭州举办的“助力小微企业创新
发展”高层论坛上获悉的。

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每户小型企业能带动
8人就业，一户个体工商户带动2.8人就业。世界银行发
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从2013年度到2016年度，我
国营商环境的世界排名每年提高 6 位，共提高了 18 位，
其中开办企业便利度排名上升31位。

截至7月底——

我国小微企业达7328.1万户

这是布置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广场上的厦门会晤主题花坛（8 月 24 日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将于 9 月 3 日至 5 日在福建
省厦门市举行。美丽的厦门花团锦簇，绿草如茵，盛情迎接八方宾客。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