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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厦门峰会的若干建议

蔡春林

即将于 2017 年 9 月在厦门举办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是一次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会晤，将对金砖合作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开启金砖

国家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本年度峰会应该以实质性合作回应国际质疑，引

导资本预期，塑造金砖精神，做实金砖国家利益和命运共同体。

一、国际上对金砖合作质疑的回顾与梳理

自从 2003 年“金砖”概念提出以来，国际上质疑之声一直不断。一些学者、

媒体认为这几个国家根本不值得作为“金砖”看待，经济政治影响力非常有限，

不值得进行投资。即便是在全球投资者蜂拥而至的“黄金十年”，也有很多声音

质疑“金砖”成色不足，名不副实，早晚有一天会出问题。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

尤其是在高盛关闭了旗下金砖国家投资基金后，这种质疑更加严重。国际上对金

砖合作质疑的主要观点如下：

1.合作机制虚化，实际成果明显不足。金砖合作十年来，每年举行各类会议，

发表声明和倡议，表面繁华，实际上务虚多于务实，没有实际成果。而且，由于

国力所限，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很小。一些经济、贸易、金融、投资合作也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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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原有合作的简单翻版，缺乏新意和动力，是一场自娱自乐的国际关系游戏。

2.内部矛盾不断，难以持续合作。金砖国家距离遥远，分布在不同的区域，

历史恩怨、领土争端、意识形态差异很大，战略诉求不同，内部矛盾时常出现，

无法形成统一的声音，即便是自身事务方面也无法形成相互支持的合力。例如，

印度、巴西、南非在联合国的地位提升问题，无法在实质上获得中俄支持。中国、

印度、俄罗斯三国之间，尤其是中印两国，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边界问题

成为潜在的隐患。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也无法得到印度的认同和参与，

即便是召开首届“一带一路”国际论坛，印度也未参加，这被国际舆论解读为严

重的内部矛盾和不团结的表现，认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很难持续下去，总有一天

会因为内部冲突，而不欢而散，灰飞烟灭。

3.冲击国际秩序，危及全球稳定。一些观点认为金砖国家以发展中国家群体

的代表自居，试图改变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格局，获取与自身地

位相匹配的影响力，对现存大国构成了潜在和实质性威胁，成为国际秩序中不稳

定的来源。

二、金砖国家厦门峰会的若干建议

今年是金砖国家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开好局，布局未来十年合作。建议

厦门峰会制定金砖国家未来十年合作行动倡议，以清单方式列明金砖国家合作项

目和时间表，继续筑牢和充实政治安全、经济金融、人文交流三大合作支柱，积

极拓展更多的新兴领域合作，以实质性合作回应国际质疑。

1.强调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 10 年，谋划世界发展新蓝图。以共同声明、联合

倡议和发布合作清单方式，开启金砖国家第二个“金色十年”，为世界的稳定与

繁荣，为多边主义的健康发展担起历史使命。

（1）进一步理清金砖国家在全球格局中的历史方位和使命感。

（2）向世界表明金砖合作要做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助

推器”、地区与国际局势的“稳定器”、国际秩序变革的“加速器”。

（3）为人类社会集体繁荣进步贡献更多“金砖智慧”和“金砖方案”，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4）在适当时候，可以借助金砖智库力量制定并发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金砖行动方案》，为全人类发展谋划蓝图。

2.借助全球重新关注金砖概念的契机，预期引导国际资金流向。国际投资

领域本来就是预期引导的，而且，预期本身存在自证预言倾向，当全球认为金砖

国家前景无限美好时，就会加大投资，从而在事实上推动金砖国家更加繁荣。如

果都不看好金砖国家，则问题非常严重。当前，国际资本正在形成新的投资预期，

资本配置上也正在逐步调整，尤其是那些曾经在金砖国家投资中赚得大把利润的

国际投资者，在经过多年的波动和盘整后，重新开始关注金砖国家概念，国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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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已经开始增加对金砖国家的投资头寸，金砖峰会可做好预期引导。

3.塑造并传播金砖精神，构建金砖国家利益和命运共同体。金砖国家内部团

结非常重要，如果无法建立信任，或者无法管控分析，那么未来十年合作很难持

续下去。金砖合作业已超越传统国际关系和战略博弈的老套路、老思维和老观念，

奉行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已经形成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

金砖精神。金砖精神是合作的根基，是合作机制的强大力量来源和生存之本。历

经十年沉淀、凝聚、升华、成熟，需要逐步融入到成员国每一个普通民众的认知

理念之中，从而大大激发内部合作发展活力。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无论各成

员国内前行的路如何困难重重，只要金砖精神永刻心中，金砖将成为当代国际合

作新典范。

4.为全球问题提供治本之策，使金砖合作成为世界稳定基石。金砖合作机制

契合五国客观需要，也顺应了历史大势。10 年来，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

重从 12%上升到 2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 50%。同时，金砖国家已经成

为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之外的重要新兴援助来源，在补充全球援助资金和重

塑国际发展融资规范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印度等已经成为非洲地区的

重要投资国，在带动非洲地区经济发展，引导非洲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依然有 7亿多人每天忍受贫穷、饥饿、灾难甚至战乱。

金砖国家应该倡导以发展为导向的合作，给世界提供了解决温饱、安全等问题的

治本药方。

5.建立金砖合作发言人制度，定期举办新闻吹风会。目前，金砖五国常驻纽

约、日内瓦和维也纳代表定期会晤的方式，进一步在国际平台增强金砖国家的声

音。今年，金砖国家已经在联大会议上做了“共同发言”，这是一次重要的尝试。

未来在国际组织和国际关系领域，尽可能多地以“共同发言”的方式阐述金砖国

家观点，拓展“金砖+”的对话合作模式，构建广泛伙伴关系。本年度峰会可尝

试逐步建立金砖合作发言人制度，定期就金砖合作及全球重大问题举行各类媒体

见面、吹风会议等，营造有利于金砖合作的良好气氛和国际舆论。

6.提升营商环境，做实金砖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国际竞争的制胜关键在营商

环境。政策上更重视金砖国家整体营商环境的宣传、改进、调整和提升。在信息

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金砖国家破除制度障碍，在实质上推进

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构建一体化的通关系统和统一大市场，使金砖国家成为

标准互认、市场统一、投资协同的共同市场甚至是经济金融货币共同体。

（1）实现货物、服务、人员和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很多开放政策直接双

向甚至是单方面主动开放。

（2）推动五个成员国之间要彼此提升营商环境。巴西应减轻外商税收负担,

使开办企业更加便利化；俄罗斯应减少跨境贸易障碍,刺激中小型企业发展。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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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应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

域开放；南非应加强监管力度,建立有利的外资投资制度。

过去十年是建立信任关系，未来十年要把这种信任关系做实。提供必要资金、

转让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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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与运行模式研究》(11JJD790002)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金砖国家共

赢性发展互动机制研究》（13BGJ027）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广东工业大学金砖国

家研究中心主任，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理事，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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