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
晤定于8月22日至24日在南非举
行。 这是三年多来金砖国家领导
人会晤首次线下举办， 金砖国家
领导人将围绕加强金砖合作与金
砖合作机制 “扩容” 等议题展开
讨论。

此次会议期间， 除金砖国家
领导人会晤和金砖国家工商论坛
等活动外， 南非还邀请许多非洲
国家及 “全球南方” 国家领导人
出席 “金砖－非洲” 会议和 “金
砖+ ” 对话会 。 与此同时 ， 非
洲、 中东、 拉美等地区有一些国
家已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合作机
制， 还有更多国家表达了加入的
意愿。 金砖合作机制的吸引力、
感召力越来越强。

为了共同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

愿望。 金砖合作机制行之有效，
是因为其建立在促进世界和平与
发展的崇高原则之上。 金砖国家
对人类未来发展有着共同愿景，
这也是金砖合作机制吸引力不断
增强的原因。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17年发展
历程， 取得了丰硕成果： 设立新
开发银行， 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
备安排， 制定 《金砖国家粮食安
全合作战略》， 全力维护以世界
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
制， 务实合作涉及经贸、 财金、
科技 、 农业 、 文化 、 教育 、 卫
生、 智库等各领域， 为促进全球
经济复苏、 解决全球发展问题作

出了重要贡献。
英国经济研究机构橡果宏观

咨询公司今年3月公布的统计数
据显示， 2022年， 按购买力平价
计算， 由五大新兴经济体组成的
金砖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
超过了西方七国集团。 这反映出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也反映出
金砖国家发展的成就。

不少发展中国家希望加入金
砖合作机制， 正是因为看到了金
砖蓬勃发展的生机， 希望汲取成
功经验， 共同坐上发展的列车。

埃及阿拉伯政治和战略研究
中心副主席穆赫塔尔·戈巴希认
为， 越来越多国家希望加入金砖
合作机制， 昭示着这是一个富有
吸引力的机制， 在世界经济中拥
有重要影响力。 加入金砖合作机
制将增进成员国之间的投资和贸
易往来， 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土耳其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塞
尔丘克·乔拉克奥卢指出， 金砖
国 家 解 决 了 不 少 发 展 中 国 家
面 临 的难题 ， 在可持续发展以
及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绩。 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希望加入
金砖合作机制， 通过相互借鉴与
合作来为自身经济发展注入更多
动力。

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中
国 研 究 中 心 研 究 员 塞 巴 斯 蒂
安·舒尔茨说 ， 来自不同地区 、
拥有不同历史和不同语言的发展
中国家纷纷申请加入金砖合作机
制， 足以表明发展中国家看好其
前景。

为了公平正义
金砖合作机制是 “全球南

方” 国家开展战略沟通最重要的
渠道， 金砖国家致力于维护多边
主义， 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
革， 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已成为
国际事务中一支积极、 稳定、 建
设性力量。

2017年厦门会晤上 ， “金
砖+ ” 合作理念应运而生 。 如
今， “金砖+” 模式不断深化拓
展， 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开展南南合作、 实现联合自
强的典范。 2022年6月， 在金砖
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期间，
金砖五国领导人就金砖扩员问题
达成重要共识， 支持讨论扩员标
准和程序。 金砖 “扩容” 也是本
次领导人会晤的一个重要议题。

不少国际人士认为， 引入新
鲜血液， 将为金砖合作带来新活
力， 也将提升金砖国家代表性和
影响力， 有利于发出更强有力的
“金砖声音 ”， 维护国际公平正
义， 践行多边主义， 为充满不确
定性的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日前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金砖合作机
制是捍卫多边主义、 改善全球治
理并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重
要平台， “是正在形成的新多极
世界的驱动力”。 津巴布韦政治
分析人士库扎伊·穆蒂西也认为，
金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吸引
力 ， 因为它有效打破了单极体

系， 迎来了一个多极世界。
沙特政治分析人士优素福·

阿明道出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期
待， 即今后的国际秩序不应再有
“非友即敌” 的强迫站队。 对于
很多像沙特一样希望在这一新秩
序形成过程中增加自身话语权的
国家来说， 加入金砖合作机制是
实现这一愿景的重要机会。

阿尔及利亚经济学家法里
斯·马斯杜尔指出， 一些西方国
家主导的国际组织通过赠款、 借
贷等方式控制发展中国家， 金砖
合作机制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摆
脱这些控制。 “在金砖合作机制
下， 没有国家会被边缘化。”

为了美好未来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如何建设这个世界” 是人类社会
永恒的命题。

阿联酋 《海湾新闻报》 网站
日前刊文说， 从全球变暖、 食品
短缺， 到非法移民、 能源危机，
全球性挑战正变得越来越尖锐和
紧迫。 正因如此， 作为今年最重
要的会议之一， 金砖国家领导人
会晤的进程和结果值得关注。

自2001年 “金砖” 一词诞生
以来， 金砖国家从概念到现实，
金砖合作从无到有， 走出了一条
相互砥砺 、 合作共赢的人间正
道，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进行了有效实践。 金砖合作， 超
越了政治和军事结盟的老套路，
建立了结伴不结盟的新关系； 超
越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老思维，

走出了相互尊重、 共同进步的新
道路； 超越了你输我赢、 赢者通
吃的老观念， 实践了互惠互利、
合作共赢的新理念。

当前， 金砖合作进入高质量
发展新阶段。面对世界之变、时代
之变、历史之变，中国接连提出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
文明倡议，为共同应对粮食危机、
能源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
地缘冲突、霸权主义、保护主义等
全球性挑战指明了合作方向，这
也成为金砖合作的道路指引。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
斯·阿德希尔说， 中国是非洲的
合作伙伴， 不仅愿意与非洲分享
发展成果， 而且愿意维护发展中
国家的集体利益 。 全球发展倡
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
议都表明了中国推动世界全面、
包容、 可持续发展的愿望。

巴西金砖国家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安娜·加西亚认为，金砖国家
在经济、 技术等领域取得了越来
越大的发展， 有能力建立起与西
方大国不同的世界新共识。 当今
世界面临着气候变化等各种公共
问题的严峻挑战， 亟需制定有针
对性的公共政策来照顾最脆弱群
体。 金砖国家将在这方面发挥非
常重要的作用， 推动加强南南合
作，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新机遇。

人们期待， 此次金砖国家领
导人会晤进一步凝聚共识， 为金
砖合作增添动力， 推动金砖航船
乘风破浪， 驶向更加光明美好的
彼岸。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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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合作机制吸引力为何越来越强

美日韩戴维营会晤
散发冷战寒意

盛夏高温尚未退去 ， 从
美国总统度假地戴维营散发
出的冷战气息让世界顿觉寒
意 。 当地时间 18日 ， 美国 、
日 本 和 韩 国 领 导 人 在 此 会
晤 ， 宣 称 要 加 强 三 国 在 军
事等领域合作， 并蓄意散布
所谓 “中国威胁 ” 的谎言 。
在美国主导下 ， 三国各怀心
思 ， 相互利用 ， 打着 “维护
安全 ” 的 旗 号 构 建 封 闭 排
他 的 地 缘 政治 “小圈子 ” ，
意在加剧对立 、 损害地区战
略安全 ， 危及亚太和平、 稳
定与繁荣。

美国拉拢日韩 ， 搞所谓
安全合作 ， 实际上是置两国
安全于不顾 ， 将两国推向危
险境地 。 事实一再证明 ， 美
国的战略重心投向哪里 ， 哪
里就不得安宁 。 贩卖安全焦
虑 、 煽动对立对抗 、 制造冲
突动荡 ， 看看美国通过这套
模式在中东 、 欧洲造成的局
面 ， 再看看眼下美国在亚太
的所作所为 ， 就不难推断美
国用心所在 。 “维护安全 ”
之说 ， 只是美国通过贩卖安
全焦虑拿捏某些国家心理的
手段 。 这种针对他国 、 损害
他国战略安全的危险思维 ，
不仅不会给日韩两国带来真
正的 “安全感”， 反而会推高
地区安全风险 ， 制造地区紧
张局势 ， 最终受害的还是日

韩 。 不论是朝鲜半岛紧张局
势 ， 还是荒谬的所谓 “中国
威胁论”， 实际上都离不开美
国的鼓噪和挑动 ， 真正的地
区 安 全 威 胁 其 实 是 美 国 。
《韩民族日报 》 就发出警告 ，
如 果 韩 国 卷 入 美 国 鼓 动 的
“新冷战 ”， 半岛周边安全风
险将明显增加 ， 韩国的安全
态势将变得更不稳定。

美国之所以在亚太地区
拉帮结伙 ， 将地区国家与其
所谓 “印太战略 ” 的战车深
度绑定 ， 意图只是维护美国
霸权 。 近年来 ， 美国在亚太
地区兜售 “印太经济框架 ”，
强化 “五眼联盟”， 炮制拼凑
“四边机制 ”、 三边安全伙伴
关系 ， 操纵北约插手亚太 ，
逼迫地区国家选边站队 。 美
日 、 美韩早已建立了双边同
盟关系 ， 但美国仍执意打造
与日韩的 “小圈子”， 吹捧日
韩 “核心盟友 ” 地位 ， 这些
都表明美国在急迫推进毒化
亚太战略 。 东日本国际大学
客座教授西园寺一晃指出 ，
美国欲将日韩联系起来结成
所谓 “东北亚同盟”， 加剧日
韩同其他亚洲国家对立对抗，
自己坐享渔翁之利 。 日韩不
过是美国维持其在亚洲霸权
地位的棋子。

亚太是发展的高地 、 合
作的热土 ， 不是地缘政治的

角斗场 。 亚太人民对霸权主
导的冲突对抗记忆犹新 ， 亚
太国家普遍不愿选边站队 ，
地区主流声音是和睦相处 、
合作共赢 。 地区各国欢迎一
起来 “成事 ” 的努力 ， 不欢
迎来 “搞事 ” 的企图 。 美国
强推 “印太战略 ” 将毁坏地
区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架构，
破坏几十年来地区各国共同
努力创造的和平发展势头 ，
是无视地区国家谋求和平 、
发展 、 合作 、 共赢的呼声 ，
逆潮流而动 ， 开历史倒车 ，
不得人心， 也注定不会得逞。
印度尼西亚根塔拉研究所战
略传播与研究总监陈姝伶指
出 ， 不稳定是亚太地区最不
希望发生的事情 ， 美国拼凑
形形色色军事集团的做法已
经引起地区多国担忧 。 菲律
宾 “亚洲世纪 ” 战略研究所
副所长安娜·马林博格－乌伊
说， 东盟国家拒绝选边站队，
“印太战略” 在东南亚很难得
到认同。

国与国之间交往 ， 应当
有助于增进理解与信任 ， 有
助于维护和平与稳定 。 奉劝
美方放弃搅乱亚太的企图 ，
也奉劝日韩不要充当美国霸
权的棋子 ， 不要站在地区绝
大多数国家的对立面和历史
的错误一边。

据新华社

斐济一些人士和组织
强烈抗议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新华社电 近来，南太平洋岛

国斐济的一些人士和社会组织对
日本政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强行
推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表达强烈
抗议， 要求日方立即停止核污染
水排海计划。

据斐济媒体报道， 团结斐济
党领导人萨韦纳萨·纳鲁贝日前
表示， 日本将核污染水排海将给
斐济人民赖以生存的太平洋带来
严重影响。 斐济社会服务委员会
执行主任瓦妮·卡塔纳西加表示，

太平洋不是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
“垃圾场”。这场斗争已不仅仅是关于
核污染水的物理性排放，“我们是
在为太平洋岛民的尊严而战”。

斐济非政府组织人权联盟发
表声明说， 日本向太平洋排放核
污染水的计划侵犯了太平洋 地
区所有人民的人权 。 此举将对
“海洋生物以及依赖海洋资源的
亚太地区人民的生计构成巨大威
胁”。 声明敦促日本政府立即停
止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新华社电 瑞典中央统计局
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
上半年瑞典新增2.3万人口 ， 比
2022年同期减少1.18万人口， 为
该国新增人口数自2005年以来的
最低水平。

瑞典中央统计局当日发布公
报说，今年上半年，瑞典人口增长
低于去年同期的主要原因是新生

儿数量的减少和瑞典向其他国家
的移民增多。数据显示，截至2023
年6月30日， 瑞典登记人口数为
1054.53万。今年上半年瑞典共有
5.16万名新生儿， 是自2003年以
来最低水平。与2022年同期相比，
新生儿数量减少了5.5%。今年前6
个月， 共有2.64万人从瑞典向其
他国家移民，同比增加了23%。

瑞典新增人口数创17年来最低

俄罗斯“月球-25”号探测器出现异常
新华社电 俄罗斯国家航天

集团近日发布消息说 ， 俄 “月
球-25” 号探测器当天在执行变
轨控制进入着陆准备轨道时出现
异常， 无法按照预定参数进行操
作。

消息说 ， 指挥组专家目前
正 对探测器的异常情况进行分
析。

“月球-25” 号探测器本月

11日搭乘 “联盟-2.1b” 运载火
箭从位于俄远东地区阿穆尔州的
东方航天发射场升空， 16日顺利
进入月球轨道。 按照此前计划，
“月球-25” 号探测器预计于21
日在月球南极的博古斯拉夫斯基
陨石坑附近软着陆。 如果成功，
“月球-25” 号将成为人类历史
上首个在月球南极着陆的探测
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