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
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并发

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和合共生、天

下大同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美

好追求。”驶向现代化的彼岸，走和

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有怎

样的世界意义？

刘英：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显著的世
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自立自强，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正确处理中

国与世界关系的现代化，绝不同于西方

国家靠掠夺、殖民、剥削、制裁的现代

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世界特

征。从历史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

的先进本质，其蕴含的价值观、世界观、

历史观等，都是对既有世界现代化理念

的伟大创新。正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

坚持人民性的本质特征，才从根本上区

别于西方现代化。反观西方式现代化

带来了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

社会治理扭曲等怪现象。在世界步入

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式现代化有利于

推动国际社会和平、谋求实现共同发

展，为国际社会的许多国家提供更多现

代化道路。

余南平：中国式现代化有力地助推
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究竟以何种形

式构建国际关系，或者说合理正常的国

际关系应该如何构建？一直是国际关

系理论与实践探讨的问题。从西方现

代国际关系的传统上看，体系是西方理

论对国际关系认识的出发点，而在体系

之中结构与层次又是关键的核心。这

意味着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认

知和构建中，西方一直是将民族国家单

元按高中低层次、中心-边缘模式进行

“西方逻辑”排序。不仅突出了西方中

心化和中心主义色彩，同时其以领导型

国家模式进行的构建更是强化和维护

了某些西方国家的霸权。西方这种老

殖民主义和新“无边疆殖民主义”的思

维使得国际关系民主化一直未能得到

真正的实现，进而也难以实现国际关系

的公平、正义。特别是，这种畸形的国

际关系形态塑造长期损害了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利益，包括剥夺了广大发展中

国家在国际开放社会中的“国家发展

权”和人民福祉增加。

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和平发展道路

的坚持，特别是以平等、互利、合作基础

对国际关系的塑造与重构，不仅使得百

年变局下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治理，有了

新的符合人类发展本质诉求的理论与

现实模板，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

的国际关系的调整和国际合作，也为破

除现代化西方模式和单一路径后的未

来国际关系提供了全球化时代拓展空

间。在这个新空间中，中国作为全球经

济增长动力、和平发展稳定力量出现，

使得层次化和结构性锁定的国际关系

被打破，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平等的机会

在国际社会以网络单元主体和互通节

点进行互利合作、平等相处，进而为提

升全球共同福祉而产生新的发展要素

组合。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和平发

展道路的坚持，不是中国的单一诉求与

主张，其是当今国际社会正义、平等、公

平发展的共识，也是人类社会未来构建

命运共同体的终极归宿。

任晓：中国式现代化有内外两方
面，对内是走改革和发展之路，对外是

走和平发展之路，这两个方面是密切

联系在一起的。1978年12月召开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全党全国的工

作重心转移到了现代化建设上，次年1

月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多年

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

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济总量自

2010年以来稳居世界第二。历史已经

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成功之路，也

是必由之路。

应该看到，各国的现代化既有共

同之处，也一定会有各自的特点，对这

两方面我们都应加以体认。各国的现

代化一般都会经过工业化、信息化的

发展过程，时间有早晚先后，程度或有

所不同。随着这一发展过程而来的，

会有一些共同的问题，如老龄化社会

的出现，生育率的下降。大城市病也

很普遍。与此同时，由于国情的不同，

各国现代化也会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并没有统一

的模式。各国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对方

的发展模式，应该交流各自的发展经

验并相互借鉴。

主持人：习近平主席强调，“金
砖国家是塑造国际格局的重要力

量”。从“金砖五”到“金砖+”，金砖

扩容再次印证“大道不孤，众行致

远”的道理，各种“褪色论”“崩溃

论”不攻自破。以金砖国家为代表

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变革中

扮演着怎样日益重要的角色？作

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

员，中国如何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任晓：金砖机制的成长，反映了新
兴经济体在世界事务中作用的增长。

金砖五国代表了若干发展中大国。在

这一机制产生之前，曾经有过八国集团

与主要发展中大国的对话机制，即8+5，

这是世界经济力量配置的变化在上层

建筑中的反映。这些新机制的产生，常

常是危机驱动的。在亚洲金融危机背

景下，由20国机制应运而生。2008年，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20国机制从

央行行长和财长层次提升到了领导人

层次（G20），其中发展中国家具有了更

大的代表性，除中、印、巴西等国之外，

还有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墨西哥等多

国。这几种国际性机制的出现，都反映

了世界政治经济中力量配置的变化，表

明没有发展中大国的参与，全球经济治

理无从谈起。这些机制的产生和发展

共同作用于全球治理。但其影响一定

是渐进的。对此世人必须保持足够的

耐心。

近些年来，我从事了中国对外援助

（或发展援助）问题的研究，得出的一个

结论是，西方的援助模式是以经合组织

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代表的、整齐划一的

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居高临下，要

求受援国必须符合统一规整的条件（尤

其是政治条件）才能获得援助。中国的

对外援助之路则是合作式的，是以谋求

共同发展为目标的，在方式上更为平

等，总的来说是有效、富有成果的。在

此同时，中国也始终与经合组织及其发

展援助委员会保持对话沟通，这一渠道

是畅通的。

余南平：“金砖国家”概念产生源自
于西方非主流国家共同成长的一个经

济现象提炼。而在金砖国家的共同利

益和诉求下，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新型的

国际组织以峰会、领导人会晤、新国际

金融机构构建等互动形式，始终在磨合

与共识中不断凝合聚力、共同发展。在

金砖国家合作推动全球发展的不长历

史过程中，其自身经济结构也在变化的

国际环境下不断地调整与适应。目前，

金砖国家中经济体量最大的中国已经摆

脱初级制成品“世界加工厂”的角色，开

始追求新的高质量发展，包括通过深化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带动共同发展。其

他金砖国家经济增长也克服了不利因

素，如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封锁、巴西

的对外债务压力、南非的基础设施薄弱

与电力短缺、印度的经济结构转型等差

异化影响，金砖国家实现了困难和不利

环境下的稳定增长，因此，西方舆论对金

砖国家施与的“褪色论”与“崩溃论”预言

不仅没有成为现实，同时更是被金砖国

家经济增长现实和聚合力强化所证伪。

目前，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约占世

界的25%，贸易总额约占世界的18%，

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0%。金砖和金砖+国家的出现对于全

球经济基础和生产网络的结构性重构，

使得金砖国家作为新型国际组织自身

构建的国际政治力量加强，金砖国家作

为全球治理的新型建设性力量，不仅打

破了全球治理中西方“中心论”和“主导

论”，同时，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方

式也给国际社会创新了共同发展新模

式。在这个新模式下，全球治理新规则

构建、新合作模式的出现，既反映在全

球经济、金融、发展援助模式变化上，同

时，更是深刻地反映在反向影响全球治

理新理念和新规则确立中，进而推动全

球治理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刘英：金砖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和
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全球治理变革中

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首先，为全球治

理注入新动力。金砖国家不仅推进世

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

而且不断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

家的份额、代表性和发言权。不仅如

此，金砖国家还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

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加强绿色发展、

本币国际化，加强风险防控。本届峰会

金砖国家还在共同货币方面加强合

作。在人工智能时代加强合作，讨论相

关规则、标准。其次，为全球治理提供

新理念。全球治理长期面临着个别国

家为牟取私利打压他国，实施脱钩断

链、极限施压、小院高墙等怪现象。金

砖国家则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

神，成为全球治理新理念的倡导者，是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势力。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消灭治理

赤字，推动建立更加公正、民主的全球

治理秩序中付出努力。中国提出“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

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不断推行国际

关系民主化，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最后，拓展全球治理新平台。以金砖

国家机制为代表的国际合作平台为南

南合作、南北对话提供新平台、扩充新

成员、对话新理念，为完善既有全球治

理机制提供有力支撑，也成为了各国

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依托。

为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推动全球治理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

向发展，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首先，

继续推动金砖机制扩员。针对性建立

更多国际合作机制，提供更多优秀的

国际公共产品。积极参与联合国等既

有国际机制的发展和改革，为发展中

国家在既有全球治理当中提供更合

理、更民主化的平台。其次，坚定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可探索建立各领域的命

运共同体，如网络空间共同体、健康共

同体、数据共同体等，在国际规则制定

和改革方面走出属于自身的道路。最

后，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统

筹发展与安全，推进联合国2030可持

续发展议程的落实，推动实现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全球经

济治理、全球民主赤字治理等问题的

解决打下基础。

主持人：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正确义利观”十周年。作为

金砖国家中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

中国秉承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

念，与各方共同做大“经济蛋糕”，

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当

前，在各种“脱钩断链”和日益复杂

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如何继续

发挥好促进国际自由贸易、稳定世

界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作用？

余南平：作为金砖国家经济总量最
大的国家，中国始终秉持“正确义利观”

努力推动自身、金砖国家和全球经济的

共同增长。今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发布报告，不仅将今年世界经

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8%，同时，还运用

了“极大不确定性”、“迷雾重重”、“危

险”等负面性措辞对全球经济前景进行

描述。而正是全球诸多不确定性中，今

年5月IMF发布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

报告，依然进一步调升了中国经济增长

预期，并指出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

献将达24.9%。因此，中国不仅继续成

为全球的经济增长引擎，同时也为金砖

国家和金砖+国家的共同发展与合作提

供了广阔的空间，进而为全球经济发展

产生更为强烈的正溢出效应。

必须认识到，当下世界正处于产业

格局重塑与地缘政治格局重构相互交

织阶段。基于地缘政治因素形成的对

立性质的经济集团形成与出现，将加剧

地缘经济的碎片化风险，分裂世界贸易

体系，给全球经济，特别是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造成巨大损失。从全球

经济不稳定的根源上来说，美国的自我

保护和单边主义政策外溢效应明显，不

仅造成自身金融动荡和全球经济不稳

定，同时，美国还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

的“脱钩”与“再挂钩”，将区域经贸科技

体制政治化，对未来全球贸易投资，产

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带来严重冲击。

而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稳

定器和全球制成品生产“锚定地”，不仅

需要通过自身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增

添新发展动力，同时更要与金砖国家、

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合作，为全球经

济稳定和全球福祉做出更多的新贡献。

刘英：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
国应从三方面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实

现世界经济稳定增长：首先，坚持发展

优先，与各国共同实现全球发展倡议。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

匙。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

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中国经

济发展的韧性和质量。其次，与世界各

国构建更多元、更高标准的双多边经贸

协定。包括但不限于加入CPTPP、DEPA

等。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金砖国

家机制，稳妥推进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吸

引更多国家加入“一带一路”。以中国式

现代化带动更多国家走出发展困境，实

现现代化。最后，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

义，针对性打击长臂管辖等非法行径，实

现国际经济大环境的绿色化、合理化。

任晓：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告
诉我们，一切建设都要从实际出发。要

认准目标，坚持不懈地谋求改革发展。

要不断地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

坚持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方向不动

摇。同样道理，我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分享发展经验，谋求共同发展，也要坚

持实事求是，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政

治上则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

方。从实际出发，要求对各自的发展需

要及能力、潜力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

要努力对接各自的发展战略和目标，脚

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前进。我

们一定要有过程观，任何国家的发展都

是一个过程，甚至是长过程。在这一过

程中，我们对风险挑战要估计得充分一

些，立足长远，稳扎稳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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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砖+”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我们和其他发
展中国家分享发展
经 验 ，谋 求 共 同 发
展 ，要 坚 持 实 事 求
是，相互尊重对方的
选择。政治上则是
不结盟，不对抗，不
针对第三方。从实
际出发，要求对各自
的发展需要及能力、
潜力要有恰如其分
的估计。要努力对
接各自的发展战略
和目标，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地扎
实前进。

任
晓

观点

■主持人： 陈 瑜 本报记者
■嘉 宾： 余南平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任 晓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刘 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学术圆桌

“
余
南
平

中国式现代化
对于和平发展道路的
坚持，特别是以平等、
互利、合作基础对国
际关系的塑造与重
构，不仅使得百年变
局下的国际关系和国
际治理，有了新的符
合人类发展本质诉求
的理论与现实模板，
同时，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下的国际关系的
调整和国际合作，也
为破除现代化西方模
式和单一路径后的未
来国际关系提供了全
球化时代拓展空间。

“
刘
英

全球治理长期
面临着个别国家为牟
取私利打压他国，实
施脱钩断链、极限施
压、小院高墙等怪现
象。以中国为代表的
新兴国家在消灭治理
赤字，推动建立更加
公正、民主的全球治
理秩序中付出努力。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全球发展
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不断推
行国际关系民主化，践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

和平发展，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

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

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

征。”在日前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十五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站在增进

全人类福祉的高度，郑重宣布了一系

列推动金砖合作的务实举措。

和合共生、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

千百年来的美好追求。这决定了“中

国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

长，是国际正义力量的壮大，无论发展

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

搞扩张”。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

现代化如何助推国际关系民主化？如

何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朝着更加公正合

理的方向发展？如何为世界注入更多

确定性、稳定性、正能量？本报约请三

位专家从“金砖+”解读中国式现代化

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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