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过去 10 年，金砖国家合作基础扎实，成果丰硕；

未来 10 年，金砖国家将携手开拓新领域，更上一层楼。2013 年

至今，习近平主席先后 4 次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5 次参加

或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并作重要讲话。在金砖国

家合作平台上，习近平主席系统阐释“开放、包容、合作、共

赢”的金砖精神，合力推动金砖国家开辟出一条平等互利、合

作共赢的新路子，有力助推金砖国家合作取得一批实实在在的

成果。习近平主席的金砖外交足迹，在国际舞台唱响中国声

音，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谱写出一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的壮美画卷。

习近平主席的“金砖”足迹

南非德班

我们要共同参与国际

发展议程的制定，充分利

用人类积累的生产力和物

质资源，完成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缩小南北发展

差距，促进全球发展更加

平衡。
—— 摘 自 2013 年 3 月 27

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

巴西福塔莱萨

我们应该坚持开放

精神，发挥各自比较优

势，加强相互经济合

作，培育全球大市场，

完善全球价值链，做开

放 型 世 界 经 济 的 建

设者。
——摘自2014年7月15日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六次会晤上的讲话

俄罗斯乌法

我们要以建设利益共

享的价值链和利益融合的

大市场为目标，共同构建

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发

挥各成员国在资源禀赋、

产业结构上的互补优势，

合力拓展更大发展空间。
——摘自 2015 年 7 月 9 日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七次会晤上的讲话

印度果阿

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

强的根本出路。我们要遵循

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

当今时代发展潮流，推进结

构性改革，创新增长方式，

构建开放型经济，旗帜鲜明

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摘自 2016 年 10 月 16 日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

会晤大范围会议上的讲话

南非德班

不管国际格局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平等
民主、兼容并蓄，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
道路的权利，尊重文明多样性，做到国家不分大小、强
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一国的事情由本
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

——摘自 2013 年 3 月 27 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

巴西福塔莱萨

我们应该坚持包容精神，推动不同社

会制度互容、不同文化文明互鉴、不同发

展模式互惠，做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践者。

——摘自 2014 年 7 月 15 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六次会晤上的讲话

俄罗斯乌法

金砖国家合作的成功充分证明，不同社会制度可
以相互包容，不同发展模式可以相互合作，不同价值
文化可以相互交流。我们要坚持开放包容，在交流互
鉴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前进。

——摘自 2015 年 7 月 9 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

次会晤上的讲话

印度果阿

我们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结合落实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成果，加强南
北对话和南南合作，用新思路、新理念、新举措为国际发
展合作注入新动力、开辟新空间，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强
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摘自 2016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八次会晤大范围会议上的讲话

南非德班

我们要深化互利合作、谋求互利共赢。金砖
国家30亿人要都过上好日子，全面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主
要靠各国自力更生，也需要金砖国家加强合作。

——摘自 2013 年 3 月 27 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

巴西福塔莱萨

我们应该坚持合作精神，继续加强团
结，照顾彼此关切，深化务实合作，携手
为各国经济谋求增长，为完善全球治理提
供动力。

——摘自 2014 年 7 月 15 日习近平在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上的讲话

俄罗斯乌法

金砖国家分处四大洲、地跨南北半球，具
有独特地理优势，我们要利用好这一优势，积
极开展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对话和交流，分
享合作成果。要加强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扩
大金砖国家代表性和影响力。

——摘自 2015 年 7 月 9 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七次会晤上的讲话

印度果阿

我们要加强在重大国际问题以及地区
热点上的协调沟通，共同行动，推动热点
问题的政治解决，携手应对自然灾害、气
候变化、传染病疫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
问题。

——摘自2016年10月16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八次会晤大范围会议上的讲话

南非德班

我们要用伙伴关系把金砖各国紧密联
系起来，下大气力推进经贸、金融、基础
设施建设、人员往来等领域合作，朝着一
体化大市场、多层次大流通、陆海空大联
通、文化大交流的目标前进。

——摘自 2013 年 3 月 27 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

巴西福塔莱萨

我们应该坚持共赢精神，在追求本国利
益的同时兼顾别国利益，做到惠本国、利天
下，推动走出一条大国合作共赢、良性互动
的路子。

——摘自 2014年 7月 15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六次会晤上的讲话

俄罗斯乌法

我们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
治理，加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
际经济金融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让世
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传统国际金融
机构取得新进展，焕发新活力。

——摘自 2015 年 7 月 9 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七次会晤上的讲话

印度果阿

我们要继续做国际和平事业的捍卫者，坚持按
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按照事
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处理问题，释放正能量，推动构
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摘自 2016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八次会晤大范围会议上的讲话

南非德班

中国有句古话，志
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我们来自世界四大洲的

5个国家，为了构筑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
展的宏伟目标走到了一起，为了推动国际
关系民主化、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
事业走到了一起。

——摘自 2013 年 3 月 27 日习近平在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

巴西福塔莱萨

5 年 的 实 践 证
明，我们五国虽相距
遥远，但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志之所
趋，穷山距海不能限。

——摘自 2014 年 7 月

15 日 习 近 平 在 金 砖 国 家

领 导 人 第 六 次 会 晤 上 的

讲话

印度果阿

“十年磨一剑。”金砖国
家10年耕耘，10年收获。金
砖国家一步一个脚印，合作
不断走深走实，发展为具有
重要影响的国际机制，取得
了丰硕成果。

——摘 自 2016 年 10 月 16 日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

晤大范围会议上的讲话

印度果阿

“明镜所以照形，

古事所以知今。”我们

回顾过去，是为了继

往开来，再铸辉煌。
—— 摘 自 2016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大范围

会议上的讲话

金秋九

月 ，美 丽 的 鹭

岛 厦 门 举 世 瞩

目。从今天开始，这

里将见证中国主场外

交的又一盛事——金砖

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召开

迄今规模最大的金砖国家工

商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

会晤以及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对话会。金砖五国及“朋友圈”

共聚一堂，心贴近、手牵手，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勾画和

平发展新愿景，贡献全球治理新方案。

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

深入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

命运与共、休戚相关，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迈上发展快车道，国际力量对

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

展。同时，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化

挑战为机遇，化压力为动力，同舟共济，共克时

艰，需要各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推动建

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携手探寻应对之道。在

这方面，金砖国家合作历经十年努力已是枝繁

叶茂，树大根深。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自金砖国家领

导人会晤机制启动以来，来自亚、非、欧、美 4

大洲的 5 个新兴市场国家致力推动世界经济

增长，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

响、作用和地位不断提高。当前，世界经济正

在经历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大环境总

体保持稳定，但也波澜频起。在此背景下，金

砖国家领导人相聚中国厦门擘画发展蓝图，

吹响了新形势下“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

加光明未来”的强劲号角，也在行动上迈出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坚

实步伐。

今年是金砖合作进入第二个十年。在这

样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节点，中国

接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新十年启幕，我

们期待并且相信，本次厦门会晤进一步推

动金砖国家工商界抓住机遇，踊跃参与

和推动金砖国家经济合作，以实际行

动提振信心、推动改革创新，为推动各国经济发展迈上更高台

阶作出新贡献；进一步从战略上谋划新的合作愿景，挖掘新

的合作动力，使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更加完善、政策协调更

加成熟、务实合作更加深入；进一步联动更多发展中国

家携手向前，建立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对话机制，建

设更广泛伙伴关系，努力打造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命

运的共同体。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条件

下，金砖合作不仅关系 30亿金砖国家人

民的福祉，也关系整个世界和全人

类的前途。从厦门再起航，金砖

巨轮必将为世界繁荣与稳定

开辟更加光明的未来！

为世界开辟繁荣稳定的光明未来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