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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金砖国家合作结硕果

□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李春辉

当前，以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为

代表的国际组织不仅成为俄罗斯参与国际

和地区事务的重要抓手，也是促进俄自身

发展的重要平台。俄看重金砖国家在促进

自身经济发展、参与国际市场的重要作用，

愿积极助力金砖国家合作。

俄罗斯高度重视和评价金砖国家的

积极作用。俄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帕特

鲁舍夫表示，金砖国家可以在制定全球发

展议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成为平等对

话和集体寻求全球安全问题解决方案的

关键平台。帕特鲁舍夫认为，与美国领导

的北约不同，金砖国家可以在国际关系中

发挥重要稳定作用。他表示，金砖国家在

多年的合作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对话文化，

并建立了基于主权平等原则和考虑参与

者利益的信任关系，这有助于各国“即使

在最困难的问题上也总能找到共同点和

相互接受的解决方案”。

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

卢茨基也表示，金砖国家是新多极世界的

“招牌”，不存在双重标准，不存在解决方

案的垄断，各国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

础上。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尽管世界经

济存在种种问题，金砖国家仍在扩大互利

合作。俄积极致力于将贸易和对外经贸联

系 转 向 可 靠 的 国 际 伙 伴 ，尤 其 是 金 砖 国

家。自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

经济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围堵、扼

制，金融领域尤甚。为此，去美元化、建立

新的支付和结算方式成为俄重点任务。俄

国家开发集团负责人伊戈尔·舒瓦洛夫曾

呼吁俄中两国加强卢布、人民币等上海合

作组织和金砖国家货币结算体系建设，称

各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以便尽快建立这

样的基础设施。他还表示，中俄两国贸易

和经济合作只会不断增长，因此需要建立

不仅服务两国贸易，还有利于金砖国家等

国家和地区的独立、高效的结算基础设施。

此前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国际

贸易结算去美元化趋势不可逆转。俄官

员 多 次 呼 吁 各 国 放 弃 美 元 ，保 护 本 国

经济。

事实表明，俄并未因制裁而孤立于国

际大市场，而是多措并举实现了经济稳定

发展。俄总统助理马克西姆·奥列什金表

示，俄经济转型速度比预期快，虽然经济快

速复苏的阶段已经结束，但经济增长将保

持在 2%至 2.5%的稳定区间内。初步数据

显示，2023 年第二季度俄 GDP 同比增长

4.9%，这反映出俄罗斯经济已经适应制裁

压力，并展现出较强韧性。

比如，在粮食领域，2022 至 2023 农业

年度，俄粮食出口创造出 6000 万吨的新纪

录。俄农业部长帕特鲁舍夫表示，多数粮

食出口到友好国家，这为增加收入创造了

可能性。俄副总理阿布拉姆琴科称，俄在

2022 年保持了小麦出口领先地位，在世界

粮食出口国排行榜上升至第 18 位。

又如，在建筑领域，普京日前表示，建

筑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稳

定，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拉动俄经济发展

的火车头之一。数据显示，2020 年至 2022

年，俄建筑工程量增长近 15%，并在 2023

年上半年继续保持增长。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

新的 2022 年底世界各国按购买力平价计

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评估中，俄罗斯跻身

全球五大经济体，超过德国成为欧洲第一

大经济体。俄罗斯专家分析称，俄经济基

础较为坚实，能够承受制裁压力要归功于

积极的进口替代以及与世界经济前景好

的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包括与亚洲和非洲

国家的经济互动。

俄与金砖国家在能源、农业、汽车、科

技和金融等领域的合作稳步推进并结出

累累硕果。未来，俄计划将进一步扩大合

作空间。 这 些 计 划 包 括 ：积 极 推 动 金 砖

国家扩员，壮大金砖国家力量；扩大合作

领 域 ，积 极 发 展 与 金 砖 国 家 和 上 海 合 作

组织在北极地区合作等。俄外交部无任

所大使尼古拉·科尔楚诺夫表示，目前，俄

与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国家在北极的联

系正在积极开展中，一批包括科研、物流、

环保等在内的合作项目正在制定中。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

进，粮食能源、经济金融、公共卫生、气候

变化、地缘政治等多重风险相互影响、交

织叠加，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2023 年至 2025 年，金砖国家相继担任二十

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在推动 G20 重

视发展议程上具有高度共识，全球经济治

理进入“金砖时刻”。在全球发展赤字加

剧、南北鸿沟持续拉大的背景下，金砖各

方应凝聚发展共识，加强发展伙伴关系，

有效运用 G20 平台，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

议，在 8 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

和 9 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八次峰会上

发出重振全球发展的“金砖最强音”。

凝聚重振发展动能“金砖共识”

2023 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南非将

今年金砖合作主题定为“金砖与非洲：深

化伙伴关系，促进彼此增长，实现可持续

发展，加强包容性多边主义”。部分“金砖

共识”有望提升为 G20 议程。

一是高度关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多

重危机挑战。在粮食和能源领域，G20 框

架下，金砖国家从发展中国家紧迫需求出

发，推动评估粮食和能源安全风险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影响，探讨如何构建韧性和可

持续的粮食、化肥和能源系统；金砖框架

下，关注如何应对粮食和能源价格高企带

来的“本世纪最大生活成本危机”。在公

共卫生领域，G20 框架下，金砖国家在世界

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支持下，推动制定新

冠疫情大流行导致的经济风险和脆弱性

分析框架，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科学防范

和应对下一次疫情大流行的卫生和经济

政策；金砖框架下，将应对疫情大流行及

其“疤痕效应”作为重点合作领域。在气

候领域，G20 框架下，金砖国家以及沙特等

发 展 中 国 家 共 同 反 对 发 达 成 员 搞“ 一 刀

切”的减排模式，并推动评估气候变化及

不同绿色转型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宏观经

济影响；金砖框架下，各方在相关政策文

件中均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呼

吁发达国家履行气候资金承诺。在经济

金融稳定领域，金砖国家认为，发达国家

货币政策激进调整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

债务脆弱性加剧，发达国家近期银行体系

危机进一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稳定

产生负面外溢效应。

二是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加大发

展融资支持。金砖国家希望加强在 G20 等

平台的立场协调，共同推动提升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等机构的代表性和话语权。金砖国家

赞同在 G20 设立多边开发银行专家组，推

动 G20 各方探索扩大多边开发银行资源、

加大发展融资的可行方式。针对世界银行

近期拟淡化其减贫与发展宗旨等，南非推

动金砖国家呼吁世界银行和其他区域开发

银行优先考虑支持减贫和包容性增长项

目。巴西支持新开发银行为各国可持续

发展提供有效融资方案并持续扩员。

三是加强基础设施合作，创新融资模

式。G20 框架下，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各

方聚焦包容、韧性和可持续的未来城市发

展模式，特别是呼吁采取包括撬动私营部

门资金等方式进一步缩小全球基础设施

融资缺口，提高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

水平。金砖框架下，在轮值主席国南非推

动 下 ，重 点 通 过 政 府 与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PPP）、混合融资等方式弥合发展中国家

基础设施缺口。

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作为国际社会积极、向上、建设性的

力量，金砖国家应树 立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意识，共同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和更

有韧性的全球发展。金砖国家在重振全

球 发 展 动 能 、完 善 全 球 经 济 治 理 上 具 有

高度共识，与全球发展倡议、“一带一路”

倡议有诸多契合之处。金砖各方应秉持

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共同推

动即将举办的金砖和 G20 峰会成为助力

全球发展重回正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的盛会。

推动全球发展倡议以及共建“一带一

路”核心理念写入 G20、金砖领导人宣言和

相关重要文件。向 G20 峰会提交涉及粮食

和能源、公共卫生、气候等契合今年 G20 发

展议程的合作项目，积极宣介全球发展倡

议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成果。

推动形成全方位扩大全球发展融资

的方案。当前，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发展

融资需求激增、供给不足、债务高企等困

境。站在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支持力度、缩

小南北鸿沟的道义制高点，金砖及 G20 议

程应该提出全面、系统扩大全球发展融资

的方案：其一，发达国家应在扩大发展融资

规模、降低货币等宏观政策对发展中国家

造成负面外溢效应等方面兑现承诺、加快

行动，负起首要责任。其二，世界银行等应

坚持减贫与发展的核心职能，通过增资等

多种形式扩充发展资源。亚投行等机构应

积极考虑通过扩员、新设区域代表处等多

种方式做大做强，回应各方迫切需求。其

三，加大公共部门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

等公共产品领域的资金投入，为私人部门

资金投入和混合融资发挥引领作用。其

四，公平、客观、深入分析当前发展中国家

债务问题成因，重点研讨发达国家货币政

策外溢效应加剧发展中国家债务困难、国

际金融机构借鉴历史经验参与减债、多边

开发银行如何加大提供优惠资金力度、如

何更好规范商业债权人等议题。其五，继

续坚持和优化发展导向、形式灵活的“造血

金融”范式，多渠道、多形式为发展中国家

基础设施和生产性领域提供发展资金。

推动 G20 和金砖框架下基础设施合作

议程与共建“一带一路”深度融合。推动

就金砖各方关注的 PPP、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和交付开展联合研究，并积极分享中国

经验和知识。探索在 G20 及金砖框架下推

动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国际金融

机构开展三方和多方合作，共同参与广大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项目融资。

以“金砖+”协调引领“全球南方”，加

快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南非邀请所有

非洲国家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领导人

出席“金砖—非洲”会议和“金砖+”对话

会。应积极借助“金砖+”平台，就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

表性和话语权问题发出共同声音，更有效

地将“金砖共识”转化为推动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加快构建全球发展共

同体的强大力量。

（作者单位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
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抓住全球经济治理的“金砖时刻”
张友谊 赵昌文 周太东

根据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 8 月 15 日发

布的数据，印尼 2023 年 7 月进出口恢复增长，

进 出 口 总 额 达 404.5 亿 美 元 ，高 于 6 月 的

377.6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达 208.8 亿美元，

环比增长 1.36%；进口额达 195.7 亿美元，环

比增长 14.10%。

2023 年 6 月，印尼进出口曾双双下降，其

中出口额为 206.1 亿美元，环比下降 5.08%；

进口额为 171.5 亿美元，环比下降 19.40%。

但与 2022 年同期相比，印尼 2023 年 7 月

进出口仍保持下降趋势，不过，幅度有所缩

小。2023年7月出口同比下降18.03%，低于6月

同 比 下 降 21.18% 的 水 平 ；进 口 同 比 下 降

8.32%，低于 6 月同比下降 18.35%的水平。

2023 年 1 月至 7 月，印尼累计出口额达

1495.3 亿美元，较 2022 年同期下降 10.27%。

同 时 ，非 油 气 出 口 额 达 1404.7 亿 美 元 ，下

降 10.76%。

由于进口增长明显快于出口增长，印尼

7 月份贸易顺差大幅下降，仅为 13.1 亿美元，

远低于 6 月的 34.5 亿美元，但高于 5 月的顺差

4.4 亿美元。自 2020 年 5 月以来，印尼已连续

39 个月实现贸易顺差。

钢铁成为支持印尼 7 月出口增长的主

要 商 品 ，在 出 口 数 量 和 额 度 上 都 有 所 增

加 。 印 尼 中 央 统 计 局 局 长 维 迪 亚 桑 蒂 表

示 ，印 尼 7 月 份 钢 铁 出 口 额 达 到 22.1 亿 美

元 ，环 比 增 长 1.60%，同比增长 11.71%。但

印尼的两种主要大宗商品，即棕榈油和煤炭

出口都出现了下跌。其中，棕榈油出口额为

22.8 亿美元，低于 6 月的 23.1 亿美元；煤炭出

口额为 25.5 亿美元，环比下降 4.53%，同比下

降 46.12%。

7 月份进口较快增长主要是由于原油进

口量增加，同比增长 83.36%。7 月，印尼石

油和天然气进口额达 31.3 亿美元，环比增长

40.94%，同比下降 29.70%。同时，非油气进

口额达 164.4 亿美元，环比增长 10.1%，同比下降 2.69%。其中，消费

品进口 20.9 亿美元，环比增长 31.89%；原辅材料进口额 139.2 亿美元，

约占进口总额的 71.11%。

中国仍是印尼最大出口市场。统计显示，7 月，印尼对华非油

气出口额达 39.3 亿美元，占非油气出口总额的 25.07%。1 月至 7 月，

印 尼 对 华 非 油 气 出 口 总 额 达 355.3 亿 美 元 ，占 非 油 气 出 口 总 额

的 32.74%。

维迪亚桑蒂表示，大宗商品暴利结束将继续拉低印尼贸易顺

差。印尼 1 月至 7 月的贸易顺差累计达到 212.4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

的 291.2 亿美元减少了 78.8 亿美元。

以 2023 年 7 月的煤炭价格为例，尽管环比上涨 0.87%，但同比下

降 65.03%。这一价格下降趋势不仅导致了煤炭出口额下降，还导致

了 矿 物 燃 料 出 口 额 下 降 19.25% 。 同 时 ，棕 榈 油 价 格 同 比 下 降

16.86%，致使 2023 年 7 月的出口额同比下降 19.25%。

印尼进出口恢复增长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陈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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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成立于 1930 年的英国老牌连锁零售商威尔

科（Wilko）宣告破产，低迷的销售额和巨额的债务使威

尔科无法自救，其遍布英国各地的 400 家门店暂时由普

华永道进行管理，以寻找相关收购方。如果威尔科最

终无法被收购，旗下 1.2 万名工作人员将面临失业，其

自身也将退出历史舞台。目前，威尔科所有实体商店

都推出了关门前的清仓大促销活动，其网络销售服务

也已停止。

威尔科的破产为英国实体零售业敲响了一记警

钟 ，同 时 也 体 现 出 英 国 实 体 零 售 业 正 面 临 着 巨 大 挑

战。业内人士分析，威尔科的境遇是英国零售行业的

缩影。暂时负责管理威尔科门店的普华永道也表示，

当前英国的高通胀与持续加息正在对零售行业造成负

面影响。

自去年 4 月份以来，英国通胀形势不断恶化。去年

10 月份，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一度达到

11.1%，创 41 年来新高，此后虽有小幅回落，但仍处于高

位。为抑制通胀，英国央行自 2021 年 12 月以来已连续

14 次加息，基准利率升至 5.25%，使得经济持续承压。

在高利率冲击下，已有不少欧美电商平台和零售商因受

到影响而宣布倒闭。英国零售研究中心的报告曾指出，

2022 年英国线下零售实体店中约有 17145 家停止营业，

这是近 5 年来店铺关闭数量最多的一年。

而英国零售业实体店的破产倒闭潮在今年并没有

停止。据英国破产服务局的数据，由于经济放缓和高利

率的打击，今年上半年英国企业的破产总数达到 1.3 万

家，同比增长 17%，清盘申请的企业也比去年增加了

1 倍。仅 6 月份，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企业破产数量就达

到了 2163 家，同比增长 27%。

英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7 月份英国

CPI 同比上涨 6.8%，虽然较 6 月 7.9%的涨幅有所放缓，

但核心通胀率与 6 月的 6.9%持平。由于通胀居高不下，

英国民众生活成本不断上升，消费能力下降，导致企业利

润持续下滑，而连续加息进一步

抬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影

响企业的经营发展。经济学家

预计，由于英国核心通胀和服务

业通胀仍然较高，英国央行可能

会在下个月再次加息。随着加

息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英国零

售行业以及英国经济未来可能

将面临更加困难的局面。

这家英国老牌零售店为何破产

视频报道请扫二维码

□ 刘 畅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车辆驶过市中心道路车辆驶过市中心道路。。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白雪骐白雪骐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