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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
共同挑战与合作路径

张蛟龙

内容提要: 联合国 «改变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 (简称 “２０３０ 年议程”) 体现了国际发展治理的新方向ꎬ 对

全球治理有着重要意义ꎮ 一方面ꎬ ２０３０ 年议程能否顺利完成ꎬ 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金砖国家的落实情况ꎮ 另一方面ꎬ 合作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有利于培育金砖合作新动能ꎬ 有利于金砖国家积极参与和改

革全球治理ꎬ 有利于推广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ꎮ 本文根据 ２０１７ 年

«ＳＤＧｓ 指数和指数板» 报告分析了金砖国家的 ＳＤＧｓ 达标程度及其

在实现 ＳＤＧｓ 过程中面临的共同挑战ꎬ 为金砖国家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

程确立优先合作领域提供了参考ꎮ 金砖国家合作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

的路径必须放在金砖合作的整体框架和进程中考察ꎮ 第一ꎬ 金砖国

家要以 ＳＤＧｓ 为指引ꎬ 调整和完善现有合作机制ꎬ 把金砖合作进程

与有效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紧密结合起来ꎮ 第二ꎬ 根据互补性和共同

性标准ꎬ 聚焦重点合作领域ꎬ 推动金砖国家转型发展ꎮ 第三ꎬ 树立

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ꎬ 推动多边机制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ꎬ 提升议程

落实的协同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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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联合国 «改变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简称

“２０３０ 年议程”)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实施ꎬ 国际发展治理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ꎮ 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是当前国际发展合作的共同任务ꎬ 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

责任ꎮ 金融危机催生的金砖合作机制影响力不断扩大ꎬ 成为新兴国家变革和

改善全球治理体系平台之一ꎮ 金砖国家对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有什么重要意义ꎬ
合作落实议程又会对金砖国家产生哪些影响ꎬ 哪些领域是金砖国家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所面临的共同挑战ꎬ 如何合作落实议程等问题成为金砖

国家未来合作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ꎮ 但相关研究较少①ꎬ 大部分研究关注金砖

在某一具体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合作进展ꎬ 如环境、 能源、 基础设施、 气候等ꎬ
但都没有以整体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为考虑ꎬ 没有对金砖国家如何实现 ＳＤＧｓ 进

行分析ꎬ 而是泛泛地分析这些功能领域合作对金砖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意义ꎮ
本文借助于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 ( ＳＤＳＮ) 与贝塔斯曼基金会联合制定的

«ＳＤＧｓ 指数和指数板»ꎬ 对目前金砖国家 ＳＤＧｓ 达标情况进行分析ꎬ 考察金砖

国家目前的共同挑战ꎬ 提出了未来金砖国家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实施路径ꎮ

一　 ２０３０ 年议程: 国际发展治理的新方向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ꎬ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ꎮ 峰会

通过的纲领性文件 ２０３０ 年议程勾勒了未来 １５ 年全球发展的宏伟蓝图ꎬ 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ꎮ ２０３０ 年议程是对 ２０００ 年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 的继承和

发展ꎮ 与后者相比ꎬ ２０３０ 年议程标准更高、 覆盖面更广ꎬ 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识ꎬ 对全球治理具有重要影响ꎬ 表现在以下几方面ꎮ
一是重塑发展理念ꎬ 拓宽发展范畴ꎮ 以 １９７２ 年、 １９９２ 年、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１２ 年 ４ 次世界性环境与发展会议为标志ꎬ 国际社会对发展问题的理解经历

了不同的阶段②ꎬ 越来越强调发展的整体性、 长远性、 主体性和综合性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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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强的文献如田慧芳: «金砖国家可持续发展合作的优先领域与政策选择»ꎬ 载 «国际经

济合作»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１７ － ２１ 页ꎻ 刘勇等: «金砖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机遇、 挑战及建议»ꎬ 载

«当代世界»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ꎬ 第 ３３ － ３７ 页ꎻ 田丰: «金砖国家经济增长、 结构转型与产能合作»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８５ － １０４ 页ꎮ
俞海、 张永亮、 王勇: «全球可持续发展ꎬ 我们经历了什么?»ꎬ 载 «环境经济»ꎬ 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４ 期ꎬ 第 １６ － １７ 页ꎮ
王光辉、 刘怡君、 王红兵: «过去 ３０ 年世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演替»ꎬ 载 «中国科学院院

刊»ꎬ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５８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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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０ 年议程标志着人类对发展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ꎬ 是国际社会最新

的发展规范ꎬ 将根本性地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ꎬ 坚持包容性

增长和经济、 社会、 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ꎮ 因此ꎬ ２０３０ 年议程大

幅拓宽了发展的范畴ꎮ 它基于五个 “Ｐ” (人民、 地球、 繁荣、 和平与伙伴关

系) 而确立了 １７ 个大目标和 １６９ 个具体目标ꎬ 以此推动世界实现 ３ 个史无

前例的任务: 经济领域ꎬ 消除极端贫穷ꎻ 社会领域ꎬ 战胜不平等和不公正ꎻ
环境领域ꎬ 遏制全球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ꎬ 并确保所有人的生活和

福祉ꎮ
二是变革全球发展治理方向ꎮ ２０３０ 年议程超越了传统的发展议程ꎬ 代表

了一种多层面的发展方式ꎬ 将成为未来 １５ 年国际和跨国合作的核心ꎬ 对全球

发展治理的方向有着根本性影响ꎮ 首先ꎬ 它确立了全球发展政策领域的基本

原则和价值ꎬ 即经济发展、 社会公平、 环境可持续以及 “不让任何人落后”ꎮ
为了实现议程雄心勃勃的目标ꎬ 需要进行广泛的变革ꎬ 从政策调整、 消费和

生产模式改变到制定新的投资战略ꎮ 其次ꎬ 它要求所有发展合作领域都要对

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敏感 (ＳＤＧｓ －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ꎮ① 这就意味着ꎬ 包括国家、 非

国家行为体以及私营部门在内的全球所有行为体的行动和合作都必须要与

ＳＤＧｓ “对标”ꎬ 对以南北合作为主、 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为辅的发展合作而

言尤其如此ꎮ 换句话说ꎬ 国际组织和各国的对外发展合作战略都必须再调整ꎬ
以适应 ２０３０ 年议程所确立的新发展轨道ꎮ

三是更加强调治理一致性ꎮ ２０３０ 年议程为可持续发展行动提供了连贯一

致的愿景ꎬ 旨在应对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社会和生态方面的系统性挑战ꎮ 一

般而言ꎬ 全球治理的一致性是为系统性地促进社会正义而相互加强的政策ꎮ
就 ＳＤＧｓ 而言ꎬ 它指的是在全球和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的三个领域中有系统

地推行相辅相成的政策ꎮ② 可持续发展目标不是各个发展领域的简单拼盘ꎬ 而

是按照经济、 社会、 环境三重底线的原则ꎬ 强调不同领域之间的发展不是分

裂的而是融合的ꎬ 每一个目标的实现都要借力多个方面的协同与平衡ꎮ 在国

内层面落实 ＳＤＧｓ 的行动需要综合考虑经济、 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ꎬ 并促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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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政府部门之间政策的一致性ꎮ 而在国际合作中ꎬ 则要求在 ２０３０ 年议程价值

观的基础上加强各国对外政策和国际政策的一致性ꎮ 换言之ꎬ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

落实ꎬ 要求更高的政策一致性和各类行为体间更大程度的合作ꎮ
四是体现了目标治理的新路径ꎬ 即通过设定目标和达成目标推动全球发

展治理ꎮ① ＳＤＧｓ 有几个具体特征体现了这种目标治理ꎮ 第一ꎬ 覆盖面广泛ꎬ
指标体系复杂ꎮ 千年发展目标只有 ８ 个目标及 ２２ 个简单指标ꎬ 而 ２０３０ 年议

程确定了 １７ 个目标以及 １６９ 个操作指标ꎮ 第二ꎬ 可衡量性是通过目标实现

治理的核心ꎮ ＳＤＧｓ 的 １６９ 个指标是可检测、 可报告、 可检验的ꎬ 因此通过

使用指标衡量和比较行为体的进展情况是目标治理的独特特征ꎮ 通过这种

方式ꎬ 议程旨在动员国际、 国家和地方各级的所有行动者ꎬ 推动经济、 社

会和环境标准相结合的变革ꎮ 第三ꎬ 特别依赖行为体之间的协同ꎮ 协同是

一种间接和软性的治理策略ꎬ 协调者由于缺乏相应的物质资源而必须通过

领导、 劝导和激励中间行为体进行工作ꎬ 以实现最终政策目标ꎮ② ２０３０ 年议

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ꎬ 其实施不能通过国际法来执行ꎮ 因此ꎬ 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

程必须依赖于软性的协同治理ꎮ 在全球层面上的协调和监督审议中心是为此

设立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ꎬ 但它必须借助联合国发展系统的

各个专门组织、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各多边开发机构、 各区域组

织、 二十国集团、 金砖合作机制等政府间机构的力量推动实施ꎬ 进而发挥中

心性的协同作用ꎮ

二　 金砖合作与 ２０３０ 年议程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落实依赖协同治理ꎬ 而金砖合作机制则是有力的中间行为

体ꎬ 加之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提高及其庞大的农村人口ꎬ
世界能否实现 ＳＤＧｓ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砖国家的落实情况ꎮ 此外ꎬ 合作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对于金砖国家意义重大: 有利于金砖国家凝聚发展共识和增加合

作动力ꎬ 为金砖国家争取和创造更充足的发展空间ꎬ 有利于金砖国家参与和

改革全球治理ꎬ 也有利于推广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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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砖国家对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重要性

第一ꎬ 金砖国家日益成为国际发展治理中的治理者ꎬ 而不再仅仅是被治

理者ꎮ 金砖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发展援助ꎬ 开始建立新的发展融资机构如金

砖开发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ꎬ 打破了发达国家在国际治理中的垄

断地位ꎮ① 同时ꎬ 它们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 走向富裕提供了可资参考

的发展经验ꎮ② 在美国改变气候变化政策的情况下ꎬ 金砖国家坚持 «巴黎协

定» 中做出的承诺ꎬ 积极推动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ꎬ 其作用就显得更加重大ꎮ 国

际社会期待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发展合作中扮演更为重要

的角色ꎮ③

第二ꎬ 国际发展空间的增长点从发达国家转向包括新兴市场在内的发展

中国家ꎬ 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越来越大ꎮ 无论是从金砖国家的国内

生产总值 (ＧＤＰ)、 贸易进出口、 对外投资总量及其占全球的比重ꎬ 还是从成

员国自身经济增长来看ꎬ 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ꎮ 按

购买力平价计算ꎬ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ꎬ 金砖国家 ＧＤＰ 占全球 ＧＤＰ 的比重由

２２ ９％提升至 ３０ ７％ ꎬ 进出口总额占全球比重由 １１ ９％提升至 １７ ２％ ꎬ 对全

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５２％ ꎮ④ 随着金砖国家经济实力和人力资源水平的不断

提高ꎬ 金砖国家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突出ꎮ
第三ꎬ 金砖国家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球能否如

期完成ꎮ ２０１６ 年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的 ２９ ６％ ꎬ 耕地面积占世界的

３６％ ꎬ 人口总量占世界的 ４２ ７％ ꎬ 农村人口占世界农村人口的 ４７ １％ ⑤ꎬ 这

些数字意味着任何一项发展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金砖国家的落实ꎮ 落实联合

国千年发展目标就是一例ꎮ 综合来看金砖国家已经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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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１Ｃꎬ ２０１５ 年将营养不良人数减半①ꎬ 为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了重大贡

献ꎮ 同理ꎬ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 ＳＤＧｓ 的实现ꎬ 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砖国家能

否成功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ꎮ②

(二) 金砖国家合作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金砖国家凝聚发展共识ꎬ 增加合作动力ꎮ 合作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

程有利于降低金砖合作阻力ꎬ 凝聚可持续发展共识ꎬ 为推动金砖国家经济社

会转型升级提供明确的方向ꎮ 近年来ꎬ 金砖国家内部经济增长发生分化ꎬ 实

力不对称性加大ꎬ 协调成本上升ꎮ 伴随而来的有两个后果: 其一是加剧了原

有国内发展优先事项的差异ꎻ 其二是某些成员国对合作的疑虑上升ꎬ 担心过

度依赖中国而对一些合作倡议较为犹豫ꎮ 通过聚焦可持续发展、 合作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ꎬ 有助于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ꎬ 不断寻求金砖国家的利益交汇点ꎬ
增加金砖国家合作的动力ꎮ

二是有利于为金砖国家争取和创造更充足的发展空间ꎮ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

爆发后ꎬ 国际发展环境和治理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ꎮ 全球化带来益处的共

识逐渐减弱ꎬ 贸易保护主义回潮ꎬ 发达国家主要战略关注从巩固冷战后的国

际经济秩序转向应对新兴经济群体的崛起③ꎬ 在国际发展领域提供公共产品的

能力与意愿均有所下降ꎮ 这要求金砖国家在国际发展领域承担更大责任ꎬ 但

一些期望和要求超过了金砖国家自身能力和发展阶段ꎮ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

时ꎬ 金砖各国在社会公平与环境可持续方面付出了不小的代价ꎬ 面临如何应

对经济增长趋缓和消除贫困、 促进社会公平等艰巨的可持续发展任务ꎮ 因此

在 ＳＤＧｓ 实现进程中ꎬ 金砖国家承受的 “双重压力” 趋于加大ꎬ 而成员国合

作实施 ＳＤＧｓ 有利于减缓这种压力ꎮ 金砖国家通过合作实施 ＳＤＧｓꎬ 可以发挥

比较优势ꎬ 相互学习最佳经验和实践ꎬ 有利于金砖合作机制的可持续发展ꎻ
有利于维护 “共同但有区别” 的国际发展治理原则ꎬ 为金砖国家争取更大的

发展空间ꎮ
三是合作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成为金砖国家改革全球治理的适当途径ꎮ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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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ꎬ 合作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有利于为金砖各国自身的发展道路正名ꎮ ＳＤＧｓ 对

全球所有国家具有适用性ꎬ 这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在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ꎬ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平等地位ꎬ 是发展伙伴关系ꎬ 所有国家均有选择

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ꎮ 合作落实 ＳＤＧｓ 有利于防止发达国家利用新议程中

的治理机制限制发展中国家对不同发展道路的追寻和尝试ꎮ 其次ꎬ 合作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是金砖国家加强国际发展合作的体现ꎬ 有利于形成金砖国家自身

的发展叙事和规范ꎬ 增强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话语权ꎮ① 随着金砖

国家的影响力及其在国际发展治理中承担的责任日益增多ꎬ 其拥有成功实现

自身经济发展的共同经验ꎬ 进而为它们的发展合作带来了显著的信誉和合法

性ꎮ 虽然金砖国家形成了不干预和不附加条件等发展合作规范ꎬ 但各国推动

的发展合作的模式和话语仍然存在分歧②ꎬ 难以形成对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以及经合组织国家发展援助委员会主导范式的可替代性框架ꎮ③ 金砖国

家若能把握 ２０３０ 年议程实施的主导权ꎬ 对于增强其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地位

和话语权ꎬ 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平和合理具有重要意义ꎮ④

四是有利于推广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ꎮ ２０３０ 年议程是为应对全球性挑战

而实现共同利益的工具ꎬ 也是各国推动自身发展、 提出各自治理方案的最重

要场域ꎮ⑤ 金砖合作机制是新兴国家参与和改革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之一ꎬ 不

仅是推动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重要力量ꎬ 而且是金砖国家提出和推广自身治理

方案的有力平台ꎮ 就中国而言ꎬ 在金砖合作框架下推动 ＳＤＧｓ 的实现ꎬ 首先有

助于向其他金砖成员和国际社会宣介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

发展新理念ꎬ 分享消除贫困、 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成功经验ꎬ 借此增强国际社

会对 “中国道路” 的认可和借鉴ꎮ 其次ꎬ 有利于中国把以 “共商、 共建、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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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为原则的 “一带一路” 倡议与 ＳＤＧｓ 结合起来①ꎬ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ꎬ 借此推动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ꎮ②

三　 金砖国家 ＳＤＧｓ 指数排名分析及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共同挑战

推进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关键在于采取切实行动ꎮ 在采取行动之前ꎬ 首先需要

了解金砖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现状距 ＳＤＧｓ 各项指标要求有多远ꎬ 哪些领域和指

标落实基础较好而哪些领域和指标落实基础较差ꎮ 只有对这些情况做一个相

对清晰的了解ꎬ 才能对金砖国家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合作路径提出恰当的

建议ꎮ
(一) 金砖国家 ＳＤＧｓ 指数排名分析

２０３０ 年议程涵盖 １７ 个大目标和 １６９ 项小目标ꎬ 指标体系比较复杂ꎮ 在联

合国统计署的支持下ꎬ ２０１６ 年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联合贝塔斯曼基金会制定

了一套 «ＳＤＧｓ 指数和指示板»ꎬ 旨在帮助各个国家理解 ＳＤＧｓ 实施过程中的挑

战ꎬ 明确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ꎬ 为比较国家间不同的发展水平提供了可能ꎬ
也为寻求国家间合作点提供了参考ꎮ③ 这是因为 «ＳＤＧｓ 指数和指示板» 报告

开创性地制定了一套用于国家层面上 ＳＤＧｓ 的测量标准ꎬ 根据现有数据对多个

国家的 ＳＤＧｓ 指数进行了测算与排名ꎬ 并发布了一份 “ＳＤＧｓ 指示板”ꎮ 在这份

指示板中ꎬ 各项目标的所有指标均设定临界值ꎬ 并用绿、 黄、 红三种颜色进

行编码ꎬ 以此来表明某一国是否已经实现该目标 (绿色)ꎬ 或是面临挑战、 有

待提升 (黄色)ꎬ 或是距实现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目标相差甚远 (红色)ꎻ 最后根据

每个 ＳＤＧｓ 指标中得分最低的颜色作为该项目标的评级颜色ꎮ
根据 ２０１７ 年 «ＳＤＧｓ 指数和指示板» 报告ꎬ 对全球 １５７ 个国家 (地区)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实施评估ꎬ 可以发现金砖国家几乎没有进入排名

前 ５０ 的第一方阵ꎮ 根据金砖国家在该报告中的排名和 ＳＤＧｓ 指数板上的颜色

指示 (见表 １)④ꎬ 可以显示金砖国家在完成 ＳＤＧｓ 上的大致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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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金砖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数及排名

全球排名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 南非

ＳＤＧｓ 指数
(排名、 得分)

５６ꎬ ６９ ５ ６２ꎬ ６８ ９ １１６ꎬ ５８ １ ７１ꎬ ６７ １ １０８ꎬ ６１ ２

人均 ＧＤＰ
(排名、 美元)

６８ꎬ １４５３３ ４５ꎬ ２４１２４ １０５ꎬ ５７３３ ７１ꎬ １３５７２ ７７ꎬ １２３９３

红色 ＳＤＧｓ
３、 ８、 １０、
１４、 １６

３、 １０、 １６
２、 ３、 ５、 ７、

９、 １１、 １４、 １６
３、 １０、 １３、 １４

１、 ２、 ３、 ８、
１０、 １５、 １６

绿色 ＳＤＧｓ ７ １ － １ －

　 　 资料来源: Ｊｅｆｆｅｒｙ Ｓａｃｈｓꎬ ｅｔ ａｌ ꎬ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Ｄａｓｈｂｏａｒｄｓ ２０１７ꎬ 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
Ｓｔｉｆｕ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 ２０１７

表 １ 清晰地显示了金砖国家整体达标排名、 各 ＳＤＧｓ 达标情况ꎮ 俄罗斯、
巴西、 中国的 ＳＤＧｓ 达标情况排名相对靠前ꎬ 南非和印度则靠后ꎮ 金砖国家在

ＳＤＧｓ 指示板中为红色的目标以及相同次数ꎬ 从高到低依次是: 目标 ３ (５
次)、 目标 １０ (４ 次)、 目标 １６ (４ 次)、 目标 １４ (３ 次)、 目标 ８ (２ 次)ꎮ 具

体看来ꎬ 目标 ３ “良好健康与福祉” 中ꎬ 因空气污染、 交通事故和肺结核等

疾病而导致年龄标准化死亡率较高ꎮ 目标 １０ “缩小差距” 中ꎬ 各国存在的普

遍问题是基尼系数偏高ꎬ 国内发展和收入分配不均衡ꎮ 在目标 １６ “和平、 正

义与稳健制度” 中ꎬ 自杀和犯罪率较高ꎬ 社会治安不好ꎮ 在目标 １４ “水下生

物” 中ꎬ 海洋健康指数普遍较低ꎬ 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及海洋资源方面

任务艰巨ꎮ 在目标 ８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中ꎬ 主要是经济增长率放缓ꎬ 失

业率较高ꎮ 除了红色目标领域外ꎬ 金砖国家还在农业氮污染、 空气污染、 气候

变化脆弱性、 生物多样性、 森林保护等多方面都呈红色指示ꎮ ＳＤＧｓ 指示板中俄

罗斯和中国在目标 １、 巴西在目标 ７ 为绿色ꎬ 南非和印度则没有绿色目标ꎮ
(二) 金砖国家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共同挑战

根据 ２０１７ 年 «ＳＤＧｓ 指数和指示板» 的分析ꎬ 金砖国家在经济、 社会和

环境等领域面临着共同的严峻挑战ꎮ 经济领域的挑战主要是经济发展趋缓ꎬ
包容性增长不够ꎮ 近年来金砖国家受一系列内外因素影响ꎬ ＧＤＰ 增速整体有

所放缓ꎮ 巴西、 俄罗斯和南非的实际 ＧＤＰ 增速从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变为低于

全球平均水平ꎬ 巴西和俄罗斯经济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陷入负增长ꎬ 南非经济近

乎陷入停滞ꎬ 仅中国和印度一直保持较高增速ꎮ①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金砖各国基

—６４１—

① 刘勇等: «金砖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机遇、 挑战及建议»ꎬ 载 «当代世界»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ꎬ
第 ３３ － ３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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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系数除印度外均超过 ０ ４１ꎬ 南非甚至超过 ０ ６３ꎮ①

社会领域的挑战是粮食与营养不安全、 传染病与非传染病防控较差、 犯

罪率较高等ꎮ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 (ＥＩＵ)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 «全球粮食安

全指数»ꎬ １１３ 个国家中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的排名依次为 ４１、
４８、 ７５、 ４２ 和 ４７ꎮ② 当前仍有接近一半的世界饥饿人口生活在金砖国家ꎬ 营

养不良也是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ꎮ③ ２０１６ 年世界范围内有 １０４０ 万例结核病

新发病例ꎬ 金砖国家结核病例占全球结核病例总数的近一半ꎮ④

环境领域的挑战尤其严峻ꎬ 包括空气污染、 生物多样性丧失、 包括海洋

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情况较差、 适应气候变化能力较弱ꎮ 在这些

领域ꎬ 金砖国家平均完成进度均不高ꎬ 距离目标有相当的距离ꎮ 巴西、 俄罗

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在环境目标方面的完成率分别为 ８３％ 、 ７０％ 、 ６３％ 、
６７％和 ６５％ ꎮ⑤

同时ꎬ 金砖各国在不同 ＳＤＧｓ 上也各有优势ꎬ 比如中国和俄罗斯在减贫、
消除饥饿方面达标程度较好ꎬ 而巴西则在 “廉价和清洁能源” 方面得分较高ꎮ
实现 ＳＤＧｓ 过程中经济、 社会、 环境三个维度具有不可分割性ꎬ 因此尤其要格

外关注达标程度较低的相关领域ꎮ 这些共同的可持续发展任务挑战ꎬ 为金砖

国家合作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关注领域提供了参考ꎮ

四　 金砖国家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合作路径

从上文分析中可知ꎬ 虽然金砖国家实现 ＳＤＧｓ 最大的挑战突出在环境

维度上ꎬ 但这并不意味着金砖合作中仅突出环境领域ꎬ 而是意味着发展过

程中应特别注重环境因素ꎬ 同时注重经济、 环境和社会的平衡与包容发

展ꎮ 这也是金砖国家在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制定以及 ２０３０ 年议程落实中坚

持 “共同但有区别” 原则的原因ꎬ 不能让发达国家以 “绿色经济” 为名

—７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国家统计局编: «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 (２０１７)ꎬ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ꎬ 第 ７３ 页ꎮ
ＥＩＵꎬ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ｆｏｏ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ｅｉｕ ｃｏｍ/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２０]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金砖国家: 应把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放在最高优先级»ꎮ ｈｔｔｐ: / / ｃｎ

ｉｆｐｒｉ ｏｒｇ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４９３４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２２]
ＷＨＯ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０７ － １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ｈｏ ｉｎｔ /

ｔｂ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 ｅｎ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２０]
金砖国家在环境维度的 ＳＤＧｓ 达标进展参见: 张洁清、 唐华清、 奚若航: «金砖国家实现联合

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ꎬ 载 «中国环境报»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５ 日第 ３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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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空间ꎮ 因此ꎬ 金砖国家合作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ꎬ 必须放在金砖整体合作的框架和进程中考察ꎮ 有关实施路

径的整体思路如下ꎮ
(一) 以 ＳＤＧｓ 为指引ꎬ 完善合作机制

ＳＤＧｓ 应为金砖国家成员的发展战略和优先事项提供指导ꎮ 金砖国家要以

ＳＤＧｓ 为指引ꎬ 调整和完善现有合作机制ꎬ 把金砖合作与有效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

程紧密结合起来ꎮ
第一ꎬ 对标 ２０３０ 年议程ꎬ 完善各功能领域工作机制ꎮ 金砖合作框架下所

有相关工作机制和工作组应将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纳入各自工作ꎬ 使其工

作同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紧密融合ꎮ 这就意味着不仅要深化传统的经贸、
农业、 教育、 文化、 健康卫生、 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ꎬ 还应完善和拓宽环境

等领域的合作机制①ꎬ 在能源、 海洋等金砖国家 ＳＤＧｓ 达标情况较差的领域建

立常态化合作机制ꎬ 使相关领域合作切实有利于实现 ＳＤＧｓꎮ② 例如ꎬ 金砖国

家应该建立一种旨在发展蓝色经济、 保护海洋环境、 促进海上贸易以及可持

续利用海底资源的合作机制ꎮ
第二ꎬ 建立可持续发展工作组ꎮ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实施要求较高的协调性和

一致性ꎬ 这既是因为参与行为体较多ꎬ 也是因为合作行动中经济、 社会和环

境三个维度之间本身存在着张力ꎮ 虽然金砖国家已经在多个领域建立了合作

机制ꎬ 但如何统筹协调各项合作ꎬ 使之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最大合力ꎬ
是具有挑战性的工作ꎮ 首先ꎬ 建立可持续发展工作组将对金砖五国跨目标的

战略协调有所帮助ꎬ 进而加强政策的一致性ꎮ 工作组在金砖轮值主席国设定

议程时与协调人员一道ꎬ 为各功能领域工作机制如何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提供战

略指导ꎬ 并保证各工作机制间的协调和对话ꎮ 其次ꎬ 工作组可以组织各国专

家ꎬ 围绕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目标ꎬ 研讨和制定金砖国家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之良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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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金砖国家环境合作刚刚起步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 金砖国家共举行了三次环境部长会议ꎬ 聚焦

城市可持续发展ꎬ ２０１７ 年通过了 «金砖国家环境可持续城市伙伴关系倡议»ꎮ 详见李凯杰、 葛顺奇:
«金砖国家环境议题的合作与发展»ꎬ 载 «国际经济合作»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１２ － １６ 页ꎮ

能源方面ꎬ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共举办两届金砖国家能源部长会议ꎬ 鼓励金砖国家在发展清洁能源

和能效技术方面开展合作ꎬ 但多数合作仍停留在可行性研究阶段ꎮ 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尚未被正式纳

入合作领域ꎬ 合作行动主要在企业界ꎬ 尚未上升到政府层面ꎮ ２０１７ 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把蓝色经济作

为四大主题之一ꎬ 海洋合作也成为厦门峰会宣言附件中可探讨的新合作倡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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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 “绿色发展” 和 “绿色经济” 等新理念的界定ꎮ①

第三ꎬ 要充分发挥新开发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国际发展

机构在金砖国家落实 ＳＤＧｓ 过程中的作用ꎬ 使其项目培育与 ＳＤＧｓ 指标要求相

适应ꎬ 并着重于项目实施、 能力建设和满足所需的技术和专长等内容ꎮ 目前

已有这样的趋势ꎬ ２０１７ 年新开发银行计划资助 １５ 个价值 ２ ５ 亿 ~ １０ 亿美元的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绿色和环境友好项目ꎮ② 这些新兴银行凝聚了金砖国

家的金融合力ꎬ 将增强国际发展融资的集体力量ꎬ 对促进金砖国家、 其他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③

第四ꎬ 以 ＳＤＧｓ 为指导ꎬ 确保各项合作计划的制定对企业、 科研机构等相

关行为体具有包容性ꎮ 传统形式的国际合作是以各国之间的协议为基础ꎬ 而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一个重要突破是强调把政府、 私营部门与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召

集在一起ꎬ 调动一切资源协助落实 ＳＤＧｓꎬ 这对增强执行 ＳＤＧｓ 的手段、 吸引

社会资本的广泛参与至关重要ꎮ 厦门峰会上ꎬ 金砖国家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模式 (ＰＰＰ) 达成共识ꎬ 正式建立了政府与社会资本融合领域的合作框架ꎬ
包括制定 «金砖国家 ＰＰＰ 良好实践» 以及设立工作组研究金砖国家开展 ＰＰＰ
合作的具体方式ꎮ 这为金砖国家开展 ＰＰＰ 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ꎬ 进而提升金

砖国家落实 ＳＤＧｓ 的能力ꎮ
(二) 聚焦重点领域ꎬ 加快转型发展

合作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不仅是金砖国家履行国际发展义务的需要ꎬ 也是金

砖国家调整经济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ꎮ 金砖国家作为新兴经

济体的代表ꎬ 虽然经济发展表现突出ꎬ 但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 不可持续的

问题ꎬ 因此转型发展的重点在于突出环境维度ꎮ④ 实现 ＳＤＧｓ 与金砖国家转型

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ꎮ 但是金砖国家之间发展基础不同、 政治制度与价值观

迥异、 资源禀赋差异巨大ꎬ 因而导致各国发展优先事项与实现 ＳＤＧｓ 的举措有

所不同ꎮ 这就要求金砖国家聚焦于实现 ＳＤＧｓ 所面临的共同发展任务和具有高

度互补性的产业领域ꎮ 共同挑战和互补性产业是选择可持续发展领域合作的

—９４１—

①

②

③
④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金砖国家经济智库: «金砖机制发展战略报告 (２０１７)»ꎬ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ꎬ 第 ２４ 页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ｗｅ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ｅｄｕ ｃｎ / ｉｎｆｏ / ｔｐｘｗ / ２２１６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２５]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ꎬ “Ａｂｏｕｔ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ＮＤＢ)”.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ｄｂ ｉｎｔ / ａｂｏｕｔ －
ｕｓ / ｅｓｓｅｎｃｅ / ｏｕｒ － ｗｏｒｋ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２４]

项安波: «凝聚金砖国家的金融合力»ꎬ 载 «今日中国» (中文版)ꎬ ２０１５ 年第６ 期ꎬ 第１４ －１５ 页ꎮ
潘家华: «转型发展推动金砖国家环境合作»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７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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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标准ꎬ 同时也要坚持成果导向ꎬ 力求金砖合作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取得早期

成果ꎬ 产生示范效应ꎮ
第一ꎬ 加强科技合作ꎬ 发展数字经济ꎮ 实现 ＳＤＧｓꎬ 要坚持 “创新导向”ꎮ

其一ꎬ 创新是金砖各国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 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的根本驱动力ꎮ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 中对科技创新合作着墨颇多ꎬ 明确指出了信息通

信技术将是未来协同发展的重点ꎬ 金砖国家将加强在物联网、 云计算、 大数

据、 数据分析、 纳米技术、 人工智能、 ５Ｇ 及其创新应用等信息通信技术领域

的联合研发和创新ꎬ 提升成员国信息通信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水平ꎬ
发挥在信息通信技术软硬件和技能方面的互补优势ꎮ 其二ꎬ 金砖各国的数字

经济都处于起步阶段ꎬ 增长的潜力和发展的空间巨大ꎬ 有助于经济包容性增

长ꎮ 相对于工业经济的基础设施ꎬ 金砖国家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在全球处于中

上水平ꎬ 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有难得的比较优势ꎮ 信息通信技术向制造业、
服务业、 创业创新全面渗透ꎬ 新业态、 新模式不断涌现ꎬ 重塑着各行业的生

产模式和服务模式ꎬ 因此金砖国家应抓住这一机遇ꎮ① 例如ꎬ 电子商务就是金

砖经贸合作的新模式ꎬ 电子商务有力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ꎬ 帮助年轻人、
妇女更好地实现就业ꎮ 统计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６ 年金砖五国网民人数超过 １４ ６ 亿

人ꎬ 网络购物人数超过 ７ 亿人ꎬ 网络零售交易额达到 ８７６１ 亿美元ꎬ 跨境网络

销售达到 ９２０ 亿美元ꎬ 金砖电子商务合作潜力巨大ꎮ②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达成的

«金砖国家电子商务合作倡议» 朝着这一发展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ꎮ
第二ꎬ 建设能源金砖ꎬ 发展低碳经济ꎮ 金砖国家在能源领域有较强的互

补性ꎬ 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ꎮ 俄罗斯、 巴西是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ꎬ 中国

和印度分别是全球第一大和第四大能源消费国ꎮ 建设能源金砖有两层重要意

义ꎮ 其一ꎬ 金砖国家都面临着能源利用体系的创新问题ꎬ 可以加强清洁能源

创新与产能方面的合作ꎮ 例如ꎬ 在新能源发展和应用等方面ꎬ 中国的太阳能

产品在南非市场十分畅销ꎻ 在生物能源方面ꎬ 巴西的宝贵经验值得学习ꎻ 在

新能源科技研发领域ꎬ 印度和俄罗斯拥有领先优势ꎬ 南非的煤制油技术也处

于全球领先水平ꎮ③ 建设能源金砖有利于金砖国家经济转向绿色低碳ꎬ 共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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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绿色发展合作ꎬ 对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和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ꎮ 其二ꎬ 有利于提升金砖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地位和话语权ꎮ 虽然金砖

国家不论在能源供给侧还是在消费侧都举足轻重ꎬ 但目前金砖国家的能源安

全主要依赖金砖国家以外的市场ꎬ 且金砖国家的能源消费量和产量与其在国

际能源市场上的地位极其不相称ꎬ 亟须建立金砖国家能源合作机制ꎮ 金砖国

家应加强在国际石油天然气期货市场的合作ꎬ 大力推动将金砖国家货币作为

石油的交易货币ꎮ 中国已经建立了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ꎬ 金砖国家应以此

为基础ꎬ 积极参与国际能源机制建设ꎬ 提升金砖国家在国际油气交易规则制

定中的发言权ꎬ 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ꎮ①

第三ꎬ 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为标准的基础设施合作ꎮ 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是

实现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其他目标的关键ꎮ 建设绿色、 清洁、 高质量的

基础设施有助于金砖各国持续提升 «巴黎协定» 要求的自主贡献目标ꎬ 有助

于为各国创造就业机会ꎬ 帮助各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ꎮ② 基础设施是

金砖国家最可能形成凝聚力的优先合作领域ꎬ 是推动金砖国家经济高速增长

的重要动力之一ꎬ 同时也是推动金砖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ꎮ③ 这是因为金

砖国家正受到 “基础设施不足” 问题的困扰ꎬ 尤其以交通和能源领域最为突

出ꎮ 中国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较大优势和丰富经验ꎬ 可与其他金

砖国家加强合作ꎬ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ꎮ④ 对此ꎬ 金砖五国可展开以可持续发展

为标准、 以提升各国基础设施为核心的产能合作ꎮ 加强产能合作要求金砖国

家加强发展战略对接ꎮ 中国目前正在推进的 “一带一路” 倡议在理念和目标

上与 ＳＤＧｓ 高度契合ꎬ 其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产能合作为双核心ꎬ 有效

对接了其他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战略ꎬ 为推进金砖国家间的产能合

作和实现 ＳＤＧｓ 提供了广阔的舞台ꎮ⑤

(三) 加强多方协同ꎬ 共推议程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落实需要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ꎬ 需要更多国际政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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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和协调性ꎬ 因为在国际发展治理体系中ꎬ 多方利益相关行为体的诉求、
政策是不同的ꎮ 鉴于此ꎬ 作为国际发展治理中的重要力量ꎬ 金砖国家要树立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维ꎬ 推动多边机制来制定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行动计

划ꎬ 提升国际协同效应ꎮ
第一ꎬ 加强金砖国家与联合国系统合作ꎬ 增强联合国发展系统支持成员

国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能力ꎮ 首先ꎬ 加强金砖国家与联合国各个机构的合作ꎬ
把金砖国家的资本、 经验与专业知识带入联合国系统中来ꎬ 为联合国系统落

实 ＳＤＧｓ 提供更多公共产品ꎮ 为此ꎬ 金砖国家已经在联合国粮农机构、 教科文

组织、 工业发展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等专门机构建立了金砖国家协调机制ꎬ
并通过南南合作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ꎮ 例如建立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金

砖国家技术平台ꎬ 建立了金砖国家电子商务产业联盟ꎬ 帮助中小企业满足其

技术需求ꎮ① 其次ꎬ 要推动联合国发展系统改革ꎬ 聚焦发展ꎬ 增加投入ꎬ 真正

服务于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ꎮ 最后ꎬ 要敦促发达国家信守承诺ꎬ 增加对发展

中国家的支持力度ꎮ
第二ꎬ 推动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 积极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ꎮ 推动 Ｇ２０ 更多关

注发展问题是金砖国家在 Ｇ２０ 可以采取联合行动的议题之一ꎮ② 金砖国家作为

新兴经济体在南北对话和合作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条件ꎬ 可以在南北之间发

挥桥梁作用ꎮ 通过推动实现 Ｇ２０ 与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有效对接ꎬ 实现 Ｇ２０ 与联合

国系统在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分工与合作ꎬ 使作为整体的 Ｇ２０ 成为 ２０３０ 年

议程落实与评估的典范ꎬ 通过 “榜样” 作用推动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后续落实ꎮ③

中国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了引领和创新作用ꎬ 特别是在 Ｇ２０ 框架

内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议程ꎮ 中国在杭州峰会首次引入了可持续发展和绿色

金融议题ꎬ 并在峰会上推动制定了 «二十国集团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行动计划»ꎮ
第三ꎬ 发挥 “金砖 ＋ ” 这一南南合作平台助力发展中国家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

程ꎮ 金砖成员国的地缘政治以及引发的开放合作模式ꎬ 使它具有推动发展中

国家落实 ＳＤＧｓ 的能力ꎮ 首先ꎬ 南南合作将在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中发挥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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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ꎮ 由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南南合作所坚持的

平等、 尊重主权、 互利互惠、 不附加条件等理念与原则ꎬ 南南合作在全球发

展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ꎬ 这不仅体现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的过程

中①ꎬ 也将体现在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实施过程中ꎮ 其次ꎬ “金砖 ＋ ” 这一南南合作

平台是推动发展中国家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有力抓手ꎮ “金砖 ＋ ” 在全球化时

代的南南合作中有着更为明确和成熟的路径选择ꎬ 形成了由金砖成员国引领、
主要国家带动、 一般国家参与的合作模式ꎬ 它对提高决策效率、 加强区域合

作及提升合作水平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ꎮ 通过这一平台ꎬ 金砖国家能够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ꎬ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 市场、 技术、 发展经验等方面援助ꎬ
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ꎬ 增加南南贸易和投资的数量ꎬ 分享解决方案和专业

知识ꎬ 共同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ꎮ

五　 结语

２０３０ 年议程是国际社会最新的国际发展共识ꎬ 是应对全球挑战的有力工

具ꎬ 对全球治理有着重要意义ꎮ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顺利实现离不开金砖国家的合

作ꎬ 而合作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对于金砖国家意义重大ꎬ 既有利于培育金砖合作

机制新动能ꎬ 也为金砖国家积极参与和改革全球治理提供了有利契机ꎬ 同时

也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ꎮ 根据 ２０１７ 年 «ＳＤＧｓ 指数和指数

板» 报告分析金砖国家 ＳＤＧｓ 达标程度及其在实现 ＳＤＧｓ 过程中面临的共同挑

战ꎬ 为金砖国家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优先合作领域提供了参考ꎮ 金砖国家合作

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路径必须放在金砖合作的整体框架和进程中考察ꎮ 第一ꎬ
金砖国家要以 ＳＤＧｓ 为指引ꎬ 调整和完善现有合作机制ꎬ 把金砖合作进程与有

效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紧密结合起来ꎮ 第二ꎬ 根据互补性和共同挑战标准ꎬ 聚焦

重点合作领域ꎬ 推动金砖国家转型发展ꎮ 第三ꎬ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ꎬ
推动多边机制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ꎬ 提升议程落实的协同效应ꎮ 总之ꎬ 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ꎬ 金砖各国要创新各项政策ꎬ 聚焦核心任务ꎬ 加强伙伴关系ꎬ 做到理

念上有共识、 行动上有计划、 机制上有保障ꎬ 实现共同繁荣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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