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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中诚信国际：金砖合作机制扩容重塑全球经济治理格局 

 

8 月 24 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宣布扩员，沙特、埃及、阿联酋、阿根廷、伊朗、

埃塞俄比亚获邀加入。至此，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成员数量由 5 个增至 11 个，新增

国家来自亚非拉三大洲，均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在地缘政治对

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与全球供应链的影响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

扩员将整体提升新兴市场国家的全球影响力，重塑全球贸易与投资格局；通过增强

对石油、金属等资源的控制，有望进一步提高金砖国家在贸易和投资中的本币结算，

打破美元垄断商品及金融交易的局面；同时，扩容后新开发银行的重要性也将进一

步凸显，将在推动成员国基础设施发展、本币融资与贸易等领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

用。 

（一）扩员后，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的整体影响力将提升，重

塑全球贸易与投资格局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扩容，使得金砖国家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占全球总量的比

重将进一步提升，并有望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扩员后，金砖 11 国的经济

及人口规模占全球的比重分别增至 29.2%和 46.8%。伴随金砖五国经贸合作的不断

拓展，2021 年金砖五国之间贸易额较 2006 年增加 300%，扩员后，不同资源储备国

家的有机结合，将有望推动金砖成员国贸易合作进一步深化。而基于共同利益，成

员的增加也将提升金砖国家在 G20、IMF、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中的影响力、协调能

力和发言权。 

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加入将进一步增加金砖国家在非洲的分量、作用和影响

力，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也将助力两国进一步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拓宽融资渠道。非洲是拥有最多发展中国家的大陆，在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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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面临基础设施落后、教育资源稀缺、自主发展能力较弱、国际话语权不足等诸多

困难与挑战。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作为聚焦经济和发展的合作平台，与非洲国家需求

紧密契合。金砖国家是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重要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外资来源地，

已成立的新开发银行在促进贸易与投资方面有巨大潜力，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此次入

群后，可借助金砖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等资源加快自身发展，减少对美元的依

赖，提高本国货币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阿根廷作为南美第二大经济体和重要贸易国，加入金砖机制将扩大金砖国家的

地缘影响力、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同时为阿根廷打开新局面。阿根廷的经

济规模和国民收入水平较高，但多年以来，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阿根廷经济内部缺

乏造血功能，资本管制的过度放开以及货币超发加剧了经济的波动性，政府债务和

外债水平处于高位，至今仍在寻求解决债务问题的途径。当前，阿根廷经济面临内

外部挑战，而加入金砖合作机制可促进阿根廷打开新局面，有助于其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二）扩员后，金砖体系将增强对石油、金属等资源的控制，并有望进一步提

高金砖国家在贸易和投资中的本币结算，打破美元垄断商品及金融交易的局面 

金砖五国作为原料生产及加工出口的主要国家，持续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助力

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此次，受益于产油国伊朗、沙特、阿联酋的加入，金砖体系与

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在原油生产及出口方面的协同性加强，对能源储量和产量的

掌控程度也将进一步提升。而能源大宗商品交易通常与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紧密相关。

在利益趋同性主导下，金砖体系之间的石油贸易交易或将更多采用本币交易，进一

步打破石油美元的深度绑定。此次金砖扩员前，沙特已正式接受了肯尼亚采用本币

购买石油，巴西和阿根廷也已分别宣布与中国直接使用人民币开展相关贸易结算。 

沙特、阿联酋和伊朗均为全球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在近年的国际局势变换下，

三国加入金砖合作机制体现出中东地区能源出口国普遍具有通过多边合作平台，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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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共同利益、开展创新合作的强烈动机。沙特和伊朗自今年 3 月恢复外交关系后仅

间隔 5 个月即同批加入金砖组织，体现了金砖体系所倡导的平等协商这一强大的理

念支撑，是金砖机制作为国际合作新典范的有力印证。此轮加入金砖序列前，沙特、

阿联酋和伊朗的能源和外交政策均从以往美国主导下的决策体系有不同程度脱离，

展现出更多的战略自主性。伴随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大潮，金砖

扩容可为各成员国化解地区矛盾、降低美国影响力辐射、共同探索全球发展的新路

径、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铺垫良好基础。 

（三）扩员后，新开发银行的重要性也将进一步凸显，将在推动成员国基础设

施发展、本币融资与贸易等领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通过有效调动各成员国及国际资本市场的资金资源，在金砖体制下成立的新开

发银行目前已成为促进成员国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力量。自成立以来，新开发银行

主要通过投资港口、机场、高铁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通

过投资清洁能源等项目助力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巴西为例，巴西近年来通

过新开发银行获得多项重要投资，有效提升了其交通运输、水务及数字网络方面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同时，新开发银行也在持续提升其在成员国资本市场的参与程度，

促进本币融资与贸易。2023 年 8 月，新开发银行在南非国内债券市场成功发行 15

亿兰特债券，是 2015 年以来该市场评级最高的发行人；2023 年 5 月，新开发银行

发行了规模为 85 亿元的熊猫债，是中国银行间市场最大的熊猫债发行人之一。在

全球高通胀、高利率的背景下，新兴及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融资困境。金砖机制扩

容后，新开发银行将在推动成员国基础设施发展、本币融资与贸易等领域发挥更为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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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金砖扩容新成员发展状况概览 

沙特位于阿拉伯湾西海岸中部，占据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土地，为政教合一的君

主专制政体，人口超过 3,000 万（其中公民约占 60%），油气资源丰富并拥有多种金

属矿藏和非金属矿产，已探明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排名全球第二和第六，石油产

量则位居全球第二。沙特是中东地区最大的经济体，截至 2022 年末 GDP 规模高达

11,080 亿美元，2022 年人均 GDP 高达 30,436 美元。自 2016 年推出“2030 愿景”以

来，沙特加大改革力度，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使得社会开放度日益提升，营商环

境不断改善。沙特在高油价时期积累了庞大的财政资源，其主权财富基金（PIF）是

执行发展战略的主体。2020 年，石油经济承压下 GDP 跌入 4.3%的负增长，财政赤

字扩大至 10.7%，但随着国际油价的反弹，财政赤字于 2021 年缩窄至 2.3%，2022

年转入 2.5%的盈余，GDP 增速 2021 年恢复至 3.9%，2022 年则高达 8.7%，为 11

年来最高增速。俄乌冲突爆发后，沙特的外交生态位得到提升， 且开启与伊朗和以

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进程，目前内外环境向好发展，支持政府战略和改革执行的平稳

推进。 

阿联酋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端，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储量均排在全球第六位。阿

联酋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截至 2022 年末人均 GDP 为 50,007 美元，GDP 规模

则高达 4,920 亿美元，在中东地区仅次于沙特。阿联酋在海湾国家中经济多元化水

平较高，国际油价步入下行周期以来即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创新发展，加

强其作为中东北非地区贸易、金融、物流枢纽的地位，使得石油产业占名义 GDP

比重的均值降至 2015-2019 年的 23%。阿联酋经济 2020 年萎缩约 5%，但 2021、2022

年取得 3.9%和 7.6%的增长。油气仍然是阿联酋的支柱产业和主要财政收入来源，

其它收入则包括来自政府关联企业的利润转移和股息，以及阿布扎比投资局的投资

收益回报等。财政路线方面，联邦政府始终坚持预算平衡原则，在低油价环境中则

以现金余额弥补财政刺激和民生支持带来的支出缺口，从而保证收支基本平衡，

2015-2022 年平均录得 0.1%的微小赤字。中期而言，考虑到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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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及经济多元化进程的持续，阿联酋增长前景有望保持在 5%左右。 

伊朗位于亚洲西南部，为政教合一的伊斯兰议会民主共和制国家，现任总统为

易卜拉欣·莱希，截至 2021 年底全国人口 8,502.9 万。伊朗已探明石油储量和天然

气储量分别约占全球总储量的 11%和 18%，居世界第四和第二；已探明各种矿产 68

种，探明储量占全球总储量的 7%，居世界第 15 位。伊朗经济规模较大，截至 2022

年末约为 3,885 亿美元，位于中东地区第三；2022 年人均 GDP5,453 美元，为全球

均值的 43%。伊朗石油产量和出口量自 2018 年美国重启制裁以来大幅下滑，但 2021

年以来逐渐回升。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对伊制裁态势总体呈放松态势，伊朗经济开

始回归正增长，加之通过友好国家疫苗支持，整体宏观环境得到较快恢复，2020/21

和 2022/23 财年分别取得 49.8%和 8.2%的同比增长，而 2023 年有望增长 2.5%。财

政方面，2020 年财政赤字扩大至 5.8%，2021-2022 年分别缩窄至 4.2%和 4.0%。当

前，伊朗政局大体稳定，但受制裁等内外压力影响，其经济社会前景仍存在较多不

确定因素。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以下简称“埃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明古国之一，地

处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苏伊士运河走廊是连接南海、印度洋至红海、地中海的枢

纽。埃及是非洲第二大经济体，拥有 1.1 亿人口，截至 2022 年末 GDP 规模约为 4,752

亿美元，人均 GDP 为 4,563 美元。埃及是非洲地区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石

油储量非洲第六，天然气储量居非洲第三。埃及结构相对多元化，拥有相对完整的

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体系，政府在努力吸引外资、全力稳定就业市场、推动经济多

元化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经济增长在俄乌冲突外溢影响下仍展现较大韧性，

2021/22 财年录得 6.6%的同比增速，但过度依赖消费的经济结构暴露出内生动力不

足的突出问题，消费通胀屡创新高，经济增长速度趋缓。随着各项改革措施和公共

产品价格市场化机制稳步推进，2021/22 财年埃及财政赤字率降低至 6.1%，但依然

偏高的负债率对公共投资形成掣肘。总体来看，埃及政局稳定，经济维持增长态势，

在多边机构与全球主要经济的支持下，埃及发展前景依然可期。  

 



   

 6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埃塞俄比亚”）是非洲第二大人口国

和第七大经济体，2022 年 GDP 总量为 1,204 亿美元，人均 GDP 为 1,156 美元，人

口总数约为 1.26 亿，其中工作年龄人口占比近 60%，劳动力资源丰富。首都亚的斯

亚贝巴是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联盟总部所在地，被誉为“非洲的政治心脏”。

近年来，埃塞俄比亚经济保持快速增长，过去 15 年间 GDP 年均增长率约为 9%，

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经济体之一。受新冠肺炎疫情、自然灾害和提格雷州军事冲

突升级等因素叠加共振影响，埃塞俄比亚面临经济增速放缓、外汇短缺、物价高企

等问题，但在基建投资拉动下 2021/22 财年仍实现 6.3%的经济增长。财政方面，税

基狭窄和汇率风险制约财政收入增长，2021/22 年财政赤字小幅扩张至 3.4%。政府

外债主要以优惠贷款及赠款为主，利率很低，债务存量较低。展望未来，埃塞俄比

亚经济将保持增长，并以其有利的招商优惠政策、丰沛的人口红利、低廉的营商成

本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不断吸引着外国投资者前来开拓商机。 

阿根廷位于南美洲东南部，是南美地区综合国力较强的国家，2022 年 GDP 总

量约为 6,330 亿美元，仅次于巴西。阿根廷的经济规模和国民收入水平较高，但持

续面临高通胀、货币贬值、外部失衡的挑战，政府债务和外债水平处于高位，在过

去几十年中多次陷入债务危机。2022 年，伴随美联储的大幅加息，阿根廷比索兑美

元大幅贬值，经济前景面临高度不确定性，预计 2023~2024 年，阿根廷经济将持续

萎缩。在此背景下，阿根廷外债偿付压力显著上升，2020 年 9 月以来，阿根廷持续

推进债务重组，与主要债权国达成协议有助于缓解该国的外债偿还压力，当前与 IMF

达成援助法案有助于缓解阿根廷的短期偿债压力。金砖成员国是阿根廷重要的贸易

伙伴，阿根廷的前 5 个主要贸易伙伴中 3 个为金砖成员国，加入金砖合作机制后，

阿根廷与其他成员之间的贸易往来将更加便利。此外，通过金砖合作机制推动产业

升级，以提高经济的造血能力、降低对外资的依赖，将有利于实现阿根廷经济和债

务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