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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喀山峰会召开在即，“大金砖合作”开局之年有哪些看点

除了扩员，跨境支付新体系值得关注

金砖国家（BRICS），最初是
引用巴西（Brazil）、俄罗斯（Rus-
sia）、印度（India）、中国（China）
四国英文名称首字母组成缩写
词。因“BRICs”拼写和发音同英
文单词“砖”（bricks）相近，中国
媒体和学者将其译为“金砖国
家”。2011年，南非（South Af-
rica）正式加入金砖国家，英文
名称定为BRICS。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
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首次提
出“金砖四国”这一概念，特指
世界新兴市场。2006年，巴西、
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外长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
晤，开启金砖国家合作序幕。金
砖国家领导人迄今共进行了15
次会晤和9次非正式会晤。2024
年1月1日，沙特阿拉伯、埃及、
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成为
金砖国家正式成员。

金砖国家的标志是五国国
旗的代表颜色做条状围成的圆
形，象征着“金砖国家”的合作、
团结。2017年12月，金砖国家入
选“2017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
行语”。

中国三次担任金砖主席
国。2011年4月，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三次会晤在三亚举行，首
次邀请南非参会，金砖机制正式扩为五个成
员国。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
晤在厦门举行，开启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
十年”，进入经贸财金、政治安全和人文交流

“三轮驱动”新阶段。厦门会晤还开创“金砖+”
模式，举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
会，推动建立更广泛的伙伴关系，促进更大
范围的发展繁荣。2022年6月，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十四次会晤以视频方式在北京举行，五
国领导人围绕“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
全球发展新时代”的主题，就金砖各领域合
作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达成广
泛共识，形成一系列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
成果，开启了金砖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俄罗斯自2024年1月1日起担任2024年
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 据外交部网站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将于
10月22日至24日在俄罗斯喀山举行。金
砖国家领导人在“金砖大家庭”实现历史
性扩员后首度线下聚首，迎来举世瞩目
的“金砖时刻”。值此“大金砖合作”开局
之年，国际社会期待金砖国家进一步加
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为促进平等有
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
化作出“金砖贡献”，为应对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提供“南方答案”。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各种新旧问题与复杂矛盾叠加碰撞、
交织发酵，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成为
常态。地区局势持续紧张，热点问题此起
彼伏，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肆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南北
差距、发展断层等问题更加突出。面对变
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全球南方”不再是

“沉默的大多数”，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
关键力量、百年变局的希望所在。金砖合
作机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加强团结合作、维护共同利益的重要平
台，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完
善全球治理发挥着建设性作用。

金砖国家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守
卫安全环境，为推动冲突降温、建设世界和
平发出“南方声音”。2023年11月，金砖国家
领导人举行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就巴
以问题协调立场、采取行动，为扩员后的

“大金砖合作”开了个好头，成为推动对话
与和平的重要力量。面对冲突对抗，很多南
方国家主张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持政治解决热点问题，推动以对话解决
争端，携手应对各类安全挑战，为国际事务
注入更多稳定性。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
克·索尔海姆表示，“全球南方”国家是世界
和平的有力推动者和维护者，将为建立一
个稳定多极的世界发挥巨大作用。

金砖国家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
追求发展振兴，为推动经济发展、引领发
展潮流展现“南方作为”。金砖国家新开

发银行开业9年来，累计批准100多个项
目，贷款总额约350亿美元。聚焦合作发
展是金砖合作机制等平台吸引力不断提
高的关键所在。推动金砖务实合作，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创新“全球南方”国
家间合作机制……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坚
持发展优先，汇聚进步合力，推进经济全球
化，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中心位置，
为各国发展营造有利环境。西班牙埃尔卡
诺皇家研究所网站刊文说，全球化进程的
主角发生了变化，“相对于‘全球北方’，新
兴的‘全球南方’越来越重要”。

金砖国家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
捍卫公平正义，为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
完善全球治理谱写“南方篇章”。全球的
事务要由大家商量着办，国际规则应由
各国共同制定和遵守，治理的成果也要
由大家一起分享，这是很多“全球南方”
国家的共同诉求。2023年，《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重
申“致力于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
建更加灵敏、有效、高效、代表性强、民

主、问责的国际和多边体系”。金砖国家
始终坚持和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
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维护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提升发展
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
权，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英国政治评论员卡洛斯·马丁内斯说，金
砖合作机制正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得
更加平衡、更具代表性。

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时代潮流
中，金砖合作机制的感召力不断上升，吸
引力持续增强，“金字招牌”越擦越亮。以
金砖合作机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声势
卓然壮大，深层动力来自求和平促发展
的各国人心力量，来自求公正促包容的
全球秩序力量，来自世界各国共同追求
现代化的时代演进力量。今年是“大金砖
合作”开局之年，相信喀山会晤将推动

“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推动“全球南
方”联合自强，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为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贡献更多智慧、
展现更大作为。 据新华社

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中
份额上升至37%左右

去年，金砖国家时隔多年后正式扩员。
2023年8月24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
次会晤特别记者会上，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宣布，邀请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
俄比亚正式成为金砖大家庭成员，成员身
份于2024年1月1日生效。

由此，金砖国家成员数量从此前的5
国，发展成为了10国。数据显示，扩员后的
金砖国家集团人口总数约为35亿，占世界
人口的45%。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
额上升至37%左右，超过了七国集团（G7）
和欧盟。

金砖国家对全球的吸引力还在上升。

今年以来，已经有多个国家表达了希望加
入“金砖”的意愿。今年5月，泰国政府批准
了泰国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意向书草
案。7月，马来西亚也表示已经正式申请加
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10月14日，斯里兰卡
外交部长表示，斯里兰卡将在喀山峰会上
申请加入金砖国家。

作为此次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的俄
罗斯确认，已有30多个国家将参加此次
金砖峰会。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此前表
示，在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不仅邀
请正式成员国参加，还将邀请“金砖+”对
话的国家。此外，还计划引入新的“伙伴
国”形式。对此，朱杰进表示，伙伴国的标
准以及具体名单，届时都将会是本届峰
会的看点之一。

除了扩员计划外，朱杰进告诉记者，跨

境支付话题也是看点之一。“短期内要建立
这个体系还是比较困难的，毕竟各方之间
的差异比较大，而且还涉及体系的目标，比
如为了促进贸易与投资，肯定要与现有支
付体系合作。如果要替代现有体系，会涉及
新技术、新科技。”他分析道，预计喀山峰会
将为这一问题设定大的方向和框架。

就支付问题，俄总统普京已在会前表
示，目前打造金砖国家统一货币的时机仍
不成熟。在启用统一货币之前，金砖国家的
经济一体化必须达到必要的高水平。

此外，朱杰进表示，粮食与能源问题也
是喀山峰会的焦点之一，“不仅仅是俄罗斯
本身，扩员后的沙特、伊朗等，都在能源问
题上有很大话语权，因此如何通过与成员
国之间的合作，来提高金砖国家在能源体
系中的定价，也值得关注。”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金砖国家如何参
与到当前火热的人工智能标准的制定，打
造金砖国家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推动金砖国家
在三个重点领域合作

除了上述议题，朱杰进还表示，其实会
议召开的时间点也颇具重要意义。“诸如联
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等旧有的国际治理
体系即将在2025年迎来80周年，而新兴的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投行等将迎来建

立10周年。对于金砖国家而言，当前如何建
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显得尤为
重要，也期待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改
革方面能发出更多的声音。”

俄总统普京曾在年初表示，俄自2024
年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期间，将继续致力
于推进成员国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
文化与人文交流三个重点领域的合作。

在本次峰会举行前，普京于18日出席
金砖国家媒体会议，就22日至24日即将在
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
次会晤回答记者提问。

据报道，会上，普京表示，金砖扩员后
已有10个成员，另有30个国家表示希望与
金砖国家进行不同程度的合作，或以不同
方式加入金砖国家的活动，金砖合作机制
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普京表示，金砖国家的
建设从未针对任何其他方，而是基于共同
价值和发展观以及兼顾彼此利益的原则。

就中俄关系，普京表示，近年来中俄贸易
额增长迅速，得益于中俄关系建立在平等互
利的基础之上，中俄之间致力于倾听和维护
双方利益，“现在的中俄间贸易平衡的状况就
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不仅仅是口头
上说，也落实到行动上。”对于中俄关系的未
来愿景，普京表示，中俄将在能源、农业、基础
设施、科技等领域不断加强合作。俄方将继续
加强对华出口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努力扩大
农业方面的合作。 据央视、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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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

为世界百年变局提供“南方答案”

俄罗斯喀山将迎来重要时刻。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于10
月22日至24日在这里举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教授朱杰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此次峰会恰逢金砖成员从五
国扩展到了十国，“大金砖元年”下
各方如何互动、又如何达成共识，值
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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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十国”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世博园区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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