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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恩霆 整理

从经济概念到国际实体

2001年9月30日，时任高盛
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吉姆·奥尼
尔发表文章，称“世界经济需要
金砖国家”。由此，“金砖国家”作
为一个经贸和投资概念问世。16
年后的今天，奥尼尔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金砖”在今年来看
仍是一个成功的概念。

奥尼尔回忆说，当时促使
他提出这一全新概念的有两件
事，一是他即将担任高盛经济
研究部门的独立领导人，需要
展示自身的领导力；二是中国
在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
的表现令他印象深刻。

奥尼尔说，2001年的“9·
11”恐袭事件让他得出结论，
“美国化”将不再是全球化的单
一主导力量，而囊括了当时四
个最大新兴经济体的“金砖国
家”势必将在接下来的全球化
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
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更坚定了奥尼尔提出

“金砖国家”概念的信心。
奥尼尔提出“金砖”概念两

年后，高盛公司在2003年10月
发表了一份“与BRICS（金砖国
家英文首字母，当时尚不包括
南非——— 编者注）一起梦想的
全球经济报告”。报告预计，到
2050年，世纪经济格局将经历
剧烈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
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
本、巴西、俄罗斯。

在“金砖”概念问世五年
后，2006年9月经俄罗斯提议，
中俄印巴四国外长在出席联合
国大会期间举行了首次外长
会，标志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正式建立，也意味着“金砖国
家”从一个经济概念转变成了
一个国际实体。

2008年肇始于华尔街、席卷
全球的金融危机重创世界经济，
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接踵而至，
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经
济陷入衰退。与此同时，金砖四
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凭借
自身出色的经济表现，逐渐成为
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在这一大背景下，2009年6
月，金砖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
卡捷琳堡举行首次峰会，确立了
金砖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2010
年11月二十国集团（G20）首尔峰
会期间，南非申请加入金砖国家
合作机制。12月，四国协商一致
正式吸收南非加入，金砖四国改
称金砖国家（BRICS）。

2013年3月的南非德班峰
会，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
次参加金砖国家峰会。这次峰会
决定设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和应急储备安排。2014年7月的
巴西福塔莱萨峰会，首次将政治
安全问题列入议题。2015年7月
的俄罗斯乌法峰会上，习近平主
席指出，金砖国家就像五根手
指，伸开各有所长，攥紧就是一
只拳头。也就是在这次峰会上，
发表了《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
略》，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发
展提供指南和路线。

“金砖褪色论”站不住脚

2008年金融危机后，金砖
国家主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和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
金融组织进行改革，加强新兴
经济体的影响，保证金砖国家
在这些机构中的参与度与其在
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相称。

目前，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改
革投票权比重都有所提升，其中
五国在IMF的份额为14.91%，在
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为12.24%。根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更
新的十大股东名单，金砖国家占
了四席，其中中国为仅次于美日
的第三大股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银行乃是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金砖国家
作为新兴经济体在其中的份额
比重的增加，得益于五国的体量
和过去十年来的经济表现。

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全球
30%，人口总量占全球44%，过
去十年来，五国经济总量占全
球比重从12%提高到23%，对
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超过50%。
十年来，五国贸易规模占全球
比重从11%提升至16%，对外
投资规模占全球比重从7%增

至12%，吸收外资总额占全球
16%，研发投入占全球17%，高
技术产品出口额达6万亿美元，
占全球28%……

然而，近年来，中国处于深
化改革、结构转型期，经济增速
有所放缓；受原油、铁矿石等国
际大宗商品进入价格调整期影
响，俄罗斯、巴西等资源依赖型
国家经济增速大幅回落。此外，
俄罗斯长期遭受美欧经济制
裁，巴西和南非等国近年来政
局错综复杂，也在很大程度上
拖累了各自经济增长。于是，西
方国家有关“金砖褪色”的论调
甚嚣尘上。这种说法不仅有失
偏颇，更是面对国际经济格局
变迁“酸葡萄”心理的体现。

目前，俄罗斯、巴西的经济
都在复苏中。2017年俄罗斯经济
增长预期约为1 . 3%，2018年和
2019年约为1.4%；巴西2017年经
济增长预期为0 .47%，2018年则
为2 .5%；加之中国、印度经济均
稳定在7%左右的增速，所谓“金
砖褪色论”根本站不住脚。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
示，2019年，新兴经济体的平均
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 . 7%，而发
达国家仅为1 . 7%；中国、巴西、
印度、印尼、墨西哥、俄罗斯和
土耳其这7个主要新兴经济体
的经济总量将于2018年超过七
国集团（G7）的经济总量。

金砖+，南南合作新平台

所谓“金砖褪色论”的另一
个依据，是金砖五国在意识形
态、政治制度、历史传统等方面
都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前不久
刚结束的洞朗对峙事件，也反
映出中印两国在特定问题上存
在巨大分歧。

不过，在金砖国家厦门峰会
前夕，洞朗对峙事件以印度全部
撤回告终，随后印方宣布总理莫
迪访华出席峰会，也反映出双边
关系中的摩擦并不构成对金砖
合作机制的冲击，后者的集体目
标是就现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
进行改革和完善，以适应新兴经
济体地位上升的新时代。

金砖合作机制过去十年来
的重大成果，也有力回应了外
界对五国差异难成合力的担

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就是总部设在上海的金砖国家
新开发银行——— 历史上首个由
新型市场国家自主成立并主导
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2013
年完成可行性论证，2014年签
署协议章程，2015年正式开业，
2016年就公布了首批贷款项
目。去年一年，新开发银行批准
了五国7个项目，贷款总额15亿
美元。今年有望批准10至15个
贷款项目，成为金砖五国互利
合作的有形抓手。今年8月17
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南
非设立首个地区分支机构———
非洲区域中心，成为金砖连结
非洲的重要纽带。

作为今年金砖国家轮值主
席国，中国创新性地提出了“金
砖+”概念——— 通过金砖国家同
其他发展中大国和发展中国家
组织进行对话，建立更广泛的伙
伴关系，扩大金砖的“朋友圈”，
把金砖合作打造成为当今世界
最有影响力的南南合作平台。

为此，埃及、几内亚、墨西
哥、塔吉克斯坦、泰国等国的领
导人受邀出席厦门峰会。同时，
金砖机制会否再度扩容也备受
关注。从本国意愿、地区代表性
和经济体量等因素考量，如果
金砖再扩容，可能入围的国家
包括墨西哥、印尼等国。

当然，金砖五国合作也存
在诸多不足，比如还需加强彼
此宏观政策协调，整体对外投
资规模和吸引外资总额的全球
占比不高，五国间的投资占比
仅6%、单项贸易仅占1 . 5%。而
且，五国中其他四国与中国的
经贸规模很大，但其他四国之
间的经贸规模较小。这些既是
亟待解决的问题，反过来也说
明金砖国家间可挖掘的增长空
间巨大。

目前，每年与金砖有关的
会议机制已超过100个，金砖机
制成为国际新秩序的重要补充
和国际经济规则的重要制定
者。此次厦门峰会，五国将就国
内经济结构改革和全球经济治
理等领域不断协调立场，有助
于“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合作
机制对接，开启金砖机制下一
个金色十年。

9月3日至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在中国厦门举行。从2001年高盛首席经
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首创“金砖国家”概念，到2006年中俄印巴四国举行首次外长会
建立金砖机制，已经走过十年历程的金砖合作机制，将在这次厦门会晤开启
第二个金色十年。

过去十年来，金砖国家先是在2009年确定领导人定期会晤机
制，接着于2010年完成“4+1”扩容，2015年出台金砖国家经济
伙伴战略；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从12%增至
23%，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超过50%，成为世界经
济重要引擎，有力地回击了“金砖褪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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