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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全球治理境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

突出，已经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机制。作为“全球

南方”国家加强政策协调的制度平台和合作载体，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致力于

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南方”里的中等强

国已经逐步显现对全球治理不可忽视的作用，并将在一系列重大和敏感的

国际与地区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成为维护国际和平与促进世界发展的重

要力量。在新一轮扩员之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代表性和公信力得到进

一步提升，但仍然面临扩大群体受众面和维持高位影响力的现实需求。金

砖国家和中等强国都是步入全球治理舞台中央的新生集体力量，对国际事

务存在相似或相近的观点，这些因素决定两者的共存空间和合作潜能巨

大。中等强国看待金砖合作的态度更加客观公正。“全球南方”里的中等

强国能够兼顾扩员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更应该成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扩员

的优先考虑方向。
【关 键 词】 金砖国家 中等强国 全球治理体系 二十国集团

“全球南方”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重点学科项目“中国周边战

略”( 项目编号: 2017DFZDQQY02) ;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周

边外交战略”( 项目编号: 2020QQYB05) 。
【作者简介】 丁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24 年 1 月，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完成第二次扩员，包括沙特阿拉伯、埃

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和阿联酋 5 个国家正式加入。这次扩员不仅进一步提

升金砖国家的地域覆盖面和平衡性，有利于壮大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更为符

合条件并有意向加入“金砖大家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行的参考路径，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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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彰显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金砖国家为全球和区域治

理机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发挥了引领作用，在实现历史性扩员之后，金砖国家

合作机制对“全球南方”国家和全球治理产生更加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虽然

在新一轮扩员之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代表性和公信力得到进一步提

升，但仍然面临扩大群体受众面和维持高位影响力的现实需求。因此，继

续扩大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辐射面积和受益范围，根据机制“自然发展”过

程适度增加成员国数量仍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基本发展趋势。在此过

程中，金砖国家需要强化自身作为“全球南方”利益代言人和维护者的角

色，扩员的对象无疑要面向“全球南方”国家。其中，“全球南方”里的中等

强国能够兼顾扩员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更应该成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扩员

的优先考虑方向。

一 “全球南方”崛起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建立

( 一)“全球南方”概念的梳理及其战略作用的增强

“全球南方”不是一个确切的概念，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迄今为止，

研究者们对“全球南方”的内涵尚未达成共识，很多时候将“全球南方”同发

展中国家、第三世界等名词混用。在世界地图上看，“全球南方”通常泛指拉

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等地区，由于在地理范围上大多位于南半球而得名①。
由此可以看出，“全球南方”一般用来指代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是发展中国

家以整体力量存在于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象征。因此，要建立普遍认同和广泛

接受的“全球南方”概念，首先应该准确框定发展中国家的范畴和定义边界。
冷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成为改变世界战略格局、促进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因素。但直到目前，学界对发展中国家概念本

身仍没有一致认可的定义，对发展中国家的范畴也存在争议。发展中国家的

概念最早源自于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称谓。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人们开始

使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一词来描述非西方国家中经济快速增长、实行较为

开放的自由化政策的亚洲和拉美国家。随后又有机构提出新兴市场概念，指

发展中国家内部少数规模中等和收入较高的经济体。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发展中国家的称谓得到国内外学术界认同，但关于划分新兴经济体的标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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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众说纷纭，不同的国家和国际机构给出多个不同版本的成员名单。比较流

行的划分方法是根据联合国按照人均收入高低标准认定，但一些海湾产油国

尽管国民收入很高，甚至比绝大多数老牌发达国家还要高出一大截，却被国

际社会公认为发展中国家。还有以加入某种组织获得身份认同来定义国家

属性的方法，如一度以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或者欧盟为发达国家的标

志，土耳其、墨西哥、智利、以色列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等就以此

为依据认定自己是发达国家。
尽管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概念的界定并不一致，但毕竟有某些趋同的

方法论和视角，主要依据经济、社会、人文发展标准和历史经历，并认为这些

因素构成发展中国家政治行为和对外关系特征的基础。基于此，笔者认为发

展中国家的定性不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情况的反应，也与该国政治制度、社会

发展、对外战略思维方式和国际交往趋向紧密相关。因此，笔者参照上述标

准认为，发达国家主要指欧盟国家和七国集团成员，即欧盟 27 个国家，非欧

盟的瑞士、韩国、新加坡、以色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6 个国家，以及七国集团

中的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 4 个国家，共计 37 个国家。而在联合国 193 个

会员国中，除这 37 个国家之外，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

大洋洲岛国 156 个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构成“全球南方”的主体

仍然是处在非西方世界的亚非拉地区约 160 个发展中国家，与之对应，“全球

北方”近似或等同于发达国家。可见，“全球南方”不再是国际政治舞台上

“沉默的大多数”，而已经是推动国际力量对比的原动力和新变量。
( 二)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建立

金砖国家是中国、印度、巴西所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时代潮流

产物，也是“全球南方”国家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角色的体现①。自 2009 年 6
月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四国领导人举行首次会晤以来，金砖国家合作机

制已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运行架构，实现从经济学虚拟概念向国际

合作平台的实质性转化。现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员来自亚、欧、非、美四

大洲，总共包含 28 个合作机制，其中部级 14 个、高官层次工作组 9 个、其他

领域 5 个，形成覆盖首脑峰会、财金专员、青年外交官、媒体代表多个层次级

别，关涉经济学家、民间人士、政府职员以及社会团体、行政部门等不同行业

单位和组别领域，从国内事务磋商到国际问题协调等多个领域的全面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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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立之初，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就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

起，成为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合作的表率和典范。
作为开展“南南合作”的重要载体和对话平台，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提出了

一系列有关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设想，成为国际体系变革最为积极的因素

和完善全球治理最为活跃的动力①。从扩大机制受众群体和影响的角度看，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有必要扩充规模，以提升该组织的地域代表性和覆盖面，

并促进合作机制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但同时，扩员也是一把“双刃剑”，既能

增强金砖国家整体实力，也会衍生一些复杂问题，从而稀释机制的合作效力。
因此，在明确指导原则、标准和启动程序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扩员的边界和

锁定潜在的目标方向对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展至关重要。

二 中等强国崛起与全球治理新格局

( 一) 中等强国身份的辨析与认定

中等强国( Middle Power) 是国际关系领域的术语，从中等国家概念的基

础上延伸而来，用来描述那些虽不是超级大国或大国，但实力却显著超出普

通中小国家、具备较强地区影响力和较高国际认可度的国家群体。基于前述

理论可知，界定中等强国必须从中等( Middle) 和权力( Power) 两个基本面来判

断、衡量和测度。首先，中等强国位于国际层级体系的中段偏上结构，具有依托

实力造就的权力; 其次，中等强国能够使堆积、团聚的权力发挥足够有效的影响

力。因此，中等强国属性的最大特点便是在世界各国层级序列里除大国外最出

类拔萃的国家，西班牙、韩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加拿大、阿根廷、印度尼西亚、
波兰、墨西哥就是这类群体的典型代表。当前，世界上共有 233 个国家和地区

行为体，其中包括 197 个国家( 195 个主权国家、两个准主权国家纽埃和库克群

岛，不含马耳他骑士团②) 和 36 个地区，其中 193 个是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巴

勒斯坦和梵蒂冈是联合国观察员国，纽埃和库克群岛尚未加入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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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明:《金砖机制建设的角色定位与利益融合》，《国际问题研究》2015 年第 5 期。
耶路撒冷、罗得岛和马耳他圣约翰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简称马耳他骑士团，是

联合国观察员实体，具有“准国家”性质，没有领土，是最为古老的天主教修道骑士会之

一，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微型国家之一。前身是天主教军事组织医院骑士团，也是著名的

三大骑士团之一。该国拥有两幢享有治外法权的建筑: 罗马孔多迪大街 68 号一幢占地

1. 2 万平方米的大厦马耳他宫，以及罗马郊区阿文提诺山上的马耳他部。骑士团居民只

有几十人。



“金砖扩员”与“全球南方”里的中等强国

由此不难看出，中等强国这一阶层大致由按权力指标综合排名第 10～30
位的国家构成①。这意味着，中等强国实际上并不处于真正意义的中部区

间，而是处在以享有联合国合法席位、具备国际社会正式成员身份的近 200
个国家为系统基数的、位居前 15%最强大国家的上层精英集团之中。

( 二) 中等强国崛起推动全球治理新格局的形成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完全认同和接受了

中等强国的地位，积极以中等强国身份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在联合国框架

内缓解地区热点国家的紧张关系，通过在国际维和、环境保护领域践行多边

主义原则，使全世界对核裁军、人道主义干预有兴趣的国家行动起来，展现在

经济一体化和维和行动等关键问题上左右全球议程的能力，开启以中等强国

为独立科目使用现代国际关系思维模式进行学术观察和政策研究的篇章②。
这种治国理政的施行方略为秉承大国意愿和追求却受到自然禀赋等条件

限制的多个国家所接受，并被运用到外交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成为许多中

等体量大国进行战略筹划和对外交往的常规选项。然而，在美国和苏联主

导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格局下，中等强国外交不得不在美苏之间“选边

站队”，难以获得自主可控的更大行事空间。冷战后，在中等强国群体性崛

起的独特背景下，一批中等强国的战略自主意识从隐性潜意识转向争取显

性政治诉求，开始寻求加强自身开拓性和创新性的领导地位③。
从全球层面看，中等强国在国际关系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影

响显著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格局多极化的发展变量和重要推手。例

如，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由韩国、墨西哥、巴基斯坦、阿根廷、土耳其

等中等强国牵头的“团结谋共识”运动，反对强加不成熟的改革方案或采取零

散处理的做法，认为应通过充分民主协商、凝聚共识使改革更有效率和透明，

而不是强行推动各方尚存巨大分歧的改革方案，成为打破“四国联盟”( 日

本、德国、印度、巴西) 希冀以“抱团捆绑”方式单方面强行获取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席位图谋的先驱力量④。2010 年 5 月，土耳其联手巴西同伊朗签署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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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境内进行核燃料交换的协议，为处于僵持局面的伊朗核危机提供了全新

的解决途径。2010 年 6 月联合国在审议美国提交的关于制裁伊朗的决议案

时，土耳其和巴西作为该届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顶住美西方国家的压力，

成为安理会仅有的两个投反对票的国家。2013 年 9 月，由韩国、墨西哥、土耳

其、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五国组建中等强国合作体( MIKTA) 机制，左右逢

源于金砖国家和七国集团两大群体之间，成为博弈双方争取的相对独立的

“中间地带”①。2018 年 10 月，作为中等强国重要代表的加拿大召集 12 个

世贸组织成员在渥太华开会，达成维护争端解决机制等诸多共识。这个中

等强国倡议组织也被称作有关世贸组织改革的“渥太华集团”，尽管这些国

家劝说美国不要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法官遴选和任命的努力没有成功，

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既得利益维护者与后起分权者之间的对立，有利于

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应对全球性挑战。此外，多位来自墨西哥、土耳

其、澳大利亚等中等强国的人员曾出任联合国秘书处、世界银行集团总部、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处以及国际专门机构和重要地区组织的主要负

责人。
从地区层面看，中等强国大多无视超级大国的投票偏好，不会为迎合欧

美大国而放弃区域集团独立自主的代表身份。事实表明，韩国、澳大利亚、印
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等中等强国不盲目依赖于大国，甚至与大国在本

地区处于对抗状态，也都没有把美国或者其他大国作为地区的主要投票伙

伴②。2003 年 3 月，在美军借道土耳其国土开辟对伊拉克的北方战线，以及

土耳其越境打击伊拉克北部山区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等涉及重大安全利益的

问题上，土耳其顶住美方压力，坚决表示“根据自身的利益采取行动，有权决

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潜在或

意向成员方中，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两个中等强国的立场非常关键，对该机制

起到风向标和催化剂的作用，印度尼西亚对美国召开环南海沿岸国海军论坛

的提议也不买账。2019 年 6 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决定于 2020 年正式发

行区域单一货币埃科( ECO) ，以取代西非法郎及各国现行流通的本国货币，

并决定组建西共体联邦银行，实行统一管理。

—02—

①

②

Mo Jongryn，Introduction: G20 Middle Powers ( MIKTA ) and Glob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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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grave Pivot，New York，2016，pp. 1－12.
金灿荣、段皓文:《后危机时代的大国关系格局与新动向》，《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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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当前俄乌之间的激烈武装冲突，国际社会立场出现分化，自愿或者

被迫开始“选边站队”。南非、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伊朗、阿根廷、墨西哥、
印度尼西亚、埃及、土耳其、尼日利亚等大多数中等强国选择相对温和的中立

态度，不赞同某些西方大国使用过激手段解决冲突的做法，土耳其、印度尼西

亚等个别国家还积极扮演调停人角色。由于大国之间结构性矛盾在俄乌冲

突中呈现被激化和放大的趋势，中等强国拓展外交领域和参与国际事务的热

情引起世界关注，主要大国都在努力争取中等强国来增加自身竞争的筹码。
不难看出，俄乌冲突再一次唤醒了这些国家的强国梦和战略自主的内在需

求，但它们的梦想决不是依附任何一个国家，即使依附也是为达到自身目标

的策略与桥梁，仅仅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这些国家的意识觉醒和未

来可能采取的战略策略将会逐渐影响世界格局的进一步调整与演化①。可

见，在当前和今后各个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事务上，这些中等强国通过参与

国际竞争和合作提升了自身的话语权和利益分享权，寻求在国际舞台上获得

更大的影响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从联合国五常、七国集团、八国

集团到二十国集团机制的扩展表明，超级大国和大国即便有能力建立国际制

度和规则，但如果没有中等强国的积极参与，这些制度和规则将难以长期运

行。也就是说，从全球权力集聚向流散平行演变的发展脉络和现实表象看，

未来国际关系格局将向世界大国减少、中等强国增加、地区强国林立的方向

演化实属情理之中②。

三 以中等强国为“金砖扩员”的优先方向

随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有意向加入其

中。据悉，已经有十多个国家提交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申请，二十多个

国家表达希望加入的意愿。经过本次历史性扩员后，金砖国家组织代表着

85%发展中国家的 GDP、近 75%世界发展中国家人口、80%国际贸易总额，金

砖国家的地域覆盖面和平衡性获得进一步提升。但仍有近 150 个发展中国

家不是它的成员，如果不能照顾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的利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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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玲:《俄乌冲突: 世界格局演化的重要变量》，《国家安全研究》202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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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国家合作机制将失去其合法性和公信力①。而且，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既不

是针对特定国家的“俱乐部”，更不是追求封闭排外的“小集团”，而是始终秉

持自愿协商、开放包容的合作主义精神的多边协调机制②。因此，金砖国家

不可能总是维持成员固化的状况，扩员将是大势所趋，而扩员以及优先吸收

哪些国家进入则是极为复杂的问题。扩员虽然整体上可壮大组织的力量，但

是也存在成员间共性下降、“公约数”缩小、决策力萎缩的可能性。因此，金砖

国家基本认同增加成员数量能够促进机制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也能够进一步

增强、扩展该组织的地域代表性和涵量覆盖面，以便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更强

有力的声音③。在此过程中，金砖国家需要强化“全球南方”利益代言人和维

护者的角色，扩员的对象自然要面向“全球南方”国家④。其中，“全球南方”
里的中等强国更应该成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扩员的优先考虑方向。原因在于

以下几点。
( 一) 中等强国对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态度更为积极客观

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向新秩序发展的阶段，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已

经达成一致并在某些情况下得到实施的改革举措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原有

国际机构的实际权力安排。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平等协商与有效

合作仍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西方国家对改革国际秩序举棋不定，持延滞

和迟疑态度，国际关系中不公正、不平等现象仍很突出，发展中国家未能在国

际金融危机低谷之时乘势重塑全球治理秩序，为不能深谙国际游戏规则和博

弈之道交付学费。
随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新一轮扩员完成，在二十国集团机制内，金砖国

家与七国集团几乎拥有同样数量的成员，按照购买力平价( PPP ) 计算，金砖

国家经济总量也已经与七国集团大致相当，而这正是“全球南方”崛起以及发

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变化的缩影⑤。然而，全球秩序和国际机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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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维江:《二十国集团与金砖国家合作》，《中国远洋海运》2017 年第 8 期。
《外交部就习近平主席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

中国 家 对 话 会 举 行 中 外 媒 体 吹 风 会》，https: / /www. mfa. gov. cn /web /wjbzhd /2017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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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相对于世界格局和战略力量对比的变化存在延迟性和滞后性，致使国际力

量对比和现实秩序安排形成一定程度的“失真”与“错位”。新兴国家群体性

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现行的国际秩序，它们寻求改变以发达国家利益为

导向的全球治理规则，对现有全球秩序的重新思考和调整国际权力结构的诉

求并不是要实质性的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①。金砖国家推动建立了

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两大多边金融机构渐次落成和投入运营有力地补充

和完善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多边合作机制和国际开发组织。但作为全球性的

新兴大国协调机制，金砖国家谋求和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要求对国际制度

进行公正合理改革的行为仍然会被美西方国家视为政治和经济上的挑战，会被怀

疑和解读为要修正、打破甚至推翻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②。出现这一问题的

原因，既在于发达经济体对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了解不够，也是西方国家从维护

自身既得利益的角度出发所致③。
相比而言，中等强国看待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态度更加客观公正，并且金

砖国家和中等强国都是步入全球治理舞台中央的新生集体力量，对国际事务和

全球治理存在很多相似或相近的观点与理念④。一方面，中等强国从现行体系

中获益，不仅遵守现行国际制度和规则，而且对现行国际秩序存有极高的认同

度和归属感，有维护其稳定的意愿和利益诉求; 但另一方面，中等强国也对现行

体系不满意，是改革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作为变革者，中等强国认为世界制度

体系并未完全反映当前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全球经济状况，需要采取有效行动改

变全球秩序中部分不公平、不合理的现状，要求对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规

则体系进行改革⑤。因此，虽然许多国家表达了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意愿

和想法，其中一部分国家也获得了金砖国家成员的认可和支持，但从该组织的

长远发展角度看，如果再进行扩员，重点考察的对象和可能的候选者包括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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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燕:《乌法峰会绘制全球治理新蓝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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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坚持下，意大利和加拿大成为与其他 5 个国家平等的成员。由此可见，意大利和加拿

大作为大国的实力不足，带有一些中等强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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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西亚、阿根廷、墨西哥、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等清一色中等强国则

并非巧合。
( 二) 金砖国家和中等强国在维护多边秩序方面有共同话题和相近立场

多边主义是一种在广义的行动原则基础上协调三个或者更多国家之间

关系的制度形式，还是地区性国际组织之间以及世界不同地区国家之间合作

制度化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出现的规范、规则等制度因素也被视为多边主

义的重要组成部分①。进入 21 世纪，多边主义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多边主

义的制度体系也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政治实体参与到多边主义互动之中，

世界各国也普遍接受通过多边机制来调节和处理与本国相关的全球性事务，

在世界版图上已经很难找到尚未加入任何同盟或联盟、未参与实施任何多边

合作项目的国家和地区②。特别是在国际政治民主化的时代，随着二十国集

团成为国际经济治理的主要论坛，多边机制已经成为推动各国建立新型地区

合作格局和世界治理模式变革、引领国际关系发展和多边主义合作的重要

力量。
时至今日，尽管现行国际机制的运作仍然残留着强权政治的余味，国家

实力强弱仍然是决定各国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基础因素。但国际合作机制的

存在提高了危害他国利益行为的成本，在一定意义上给大国内外权力的行使

增加了限制性因素，赋予中小国家在大多数国际组织中享有重要地位和发挥

领导作用的权利。在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活动中，中小国家至少能够享有程

序上的平等权利并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从而有机会向国际社会表达自己的政

策观点和利益诉求。国际会议制度化让占世界绝大多数的中小国家能够在

多边外交中发挥更大作用，并以国家联合的形式确立国际关系中新的力量来

源或权力中心，从而改变大国主宰国际事务的局面和国际系统中大国优势的

权力构造，助推强权时代趋于落幕和终结大国主宰的历史，减少对大国或超

级大国的依赖开始成为国际活动中的一种新现象。在国际体系中，实力相对

弱小的国家更倾向于通过寻求合作来增强对规则制定的影响力，以规则为基

础的国际体系与中等强国的存在是相辅相成的。由于中等强国没有足够的

能力采取单方面行动，想让国际机制决策结果接近和符合它们的利益偏好或

者强烈愿望，则必须获得多边主义网络化权力的支持，更需要借用多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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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A. Caporaso，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heory and Multilateralism: The Search for
Found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46，No. 3，1992，pp. 599－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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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合作来弥补自身能力和影响的不足，同时避免独立地位、行动自由受

到损害或威胁。
罗伯特·基欧汉曾指出，中等强国是综合国力有限、单凭任何一国的力

量难以有所作为但却能够在一个小团体或者通过一个国际机构产生系统性

影响的国家①。因此，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存在有助于形成一套有效的国际制

度，这种建立在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国际制度赋予中等强国更强大的制度性权

力，使其在角色定位和功能属性上能够参与和坚持国际秩序的系统性转变，

而不仅仅是突出调解者、追随者和规范接受者的作用，这一现象在国际政治

舞台上表现得愈发明显②。
可以说，多边主义自加拿大推出中等强国外交伊始便相伴相随，其重要

性因两者间彼此交融互动的正相关性不断提高，从而使得多边主义不断内化

为中等强国核心价值取向之一③。当前，多边主义是传统、新兴、复合中等强

国共同具有的内在机能和独特属性，已成为克服中等强国结构性影响力不足

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这一特征是促成中等强国合作体( MIKTA) 等以中等强

国为主体的多边机制出现的重要因素，也是中等强国利用规则并建立制度来

对冲和制衡大国的明智选择。
不同于大国能够独自主持和管理多边合作机制，中等强国和较小国家则

依靠体系来缩短与大国实力的差距，为弥补外交政策中竞争优势的相对不

足，中等强国倾向于借助多边机构来促成国际共识并采取一致行动。一般来

说，大国重视多边外交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一是综合实力强，其战略利益会扩

展到更为广阔的地区; 二是需要获得经营周边和引领区域合作的能力; 三是

能够提出并实践新的合作理念与倡议，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四是寻求

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能够参与重大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的议程④。不

难看出，大国之间能够有效沟通和协调有利于全球性多边主义机制发挥作

用，而大国之间竞争加剧就会导致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的力量削弱。由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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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obert Keohane，Lilliputians Dilemmas: 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 23，No. 2，1969，p.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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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把民主、自由、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作为维持全球霸权地位的战略工具，不

仅促使大国之间结构性矛盾呈无限放大的趋势，还加剧了大国之间意识形态

对立的阵营化叙事和权力分配竞争的集团化趋向，从而对大国协调进行多边

合作构成较大冲击，给全球多边秩序和多边机制带来严重的破坏。金砖国家

合作机制始终坚持多边主义的发展方向，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和坚

定支持者，这使金砖国家和中等强国在维护多边秩序方面具有共同话题和相

近立场。
( 三) 以中等强国为“金砖扩员”的优先方向有助于中国优化外部环境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

治理体系的改革、建设、完善，致力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透明、非歧视、开放、
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治理规则制定和制度安排过程中发挥着发展中

大国应有的作用，力图通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国际秩

序朝着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因此，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

“全球南方”具有中国外交战略盟友的基本属性，这意味着，无论将来中国怎

么发展，永远都属于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全球南方”，都会坚定支持广大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都会继续致力于保持和维护同发展中国家的紧密伙伴关

系①。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展壮大的进程中，中国充分发挥引领、塑造作

用，扮演了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角色，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强化“全球南方”
利益代言人和维护者的定位，以及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

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创始成员国和主要推动方，中

国和其他金砖国家从维护和拓展“全球南方”正当权益的角度出发，没有拒绝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原则和惯例，而是倡导和推动建立全球治理新秩序。中

国以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为问题导向、以金砖国家合作机

制为活动载体，积极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

发展，不是对过去国际机制和治理模式的全盘否定，而是在新发展阶段对全

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提升和深化②。
随着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跃升，中国同超级大国美国的实力差

距不断缩小，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持续扩大，这必然会推动和引发“一超

多强”格局的嬗变，意味着中国已经站在新一轮大国博弈的最前沿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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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丁工:《以“金砖+”平台推进全球伙伴关系建设》，《教学与研究》2018 年第 4 期。
Schoeman Maxi，Alliances beyond BＲICS－South Africa ＇s Ｒole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22，No. 2，2015，pp. 143－144.



“金砖扩员”与“全球南方”里的中等强国

点。特别是随着中美实力持续接近，美国已经毫不避讳地从“你输我赢”的

零和博弈以及“敌我斗争”的大国对抗视角制定对华政策。虽然中国多次

表示，中国发展不寻求挑战和替代美国，但美国在战略焦虑感驱使下却把

打击、牵制和防范中国作为对外战略的核心事项，导致中国的发展环境正

经历着长期又复杂的深刻变化。中国作为大国在本质上与中等强国不是

对位关系，不会构成结构性矛盾，中等强国对待中国崛起的态度相比美国

等西方大国更为理性、客观和正面。因此，在当今变化的国际格局中，充分

利用中等强国的特征，有助于拓展中国应对美国与外部压力的转圜空间、
加强战略主动性。同时，中等强国实力增强并倾向于采取更加自主的外交

政策，这也为中国开展中等强国外交提供广阔的空间和机遇。

总 结

“全球南方”的稳定发展是世界多极化趋势赖以延续的重要基础之一，也

是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因素。作为“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政策协调的

制度平台和合作载体，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致力于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体系中

的代表性和话语权。金砖国家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代表着

“全球南方”国家的生机活力和发展方向，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和突

出业绩，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注入一剂强心针和正能量。与此同时，中等

强国和区域集团正成为当今多极世界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

越来越高，在国际舞台上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中等强国的参与极大地加强了大

国确定规则和议程的合法性，既是对国际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映射，也是

对当前国际体系结构现状的概括和总结。尤其是，“全球南方”里的中等强国已

经逐步显现对全球治理不可忽视的作用，并将在一系列重大敏感的国际和地区

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成为维护国际和平与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

以中等强国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扩员的优先考虑方向，既能够避免成员急速增

加导致决策效率下降的难题，有益于增强金砖国家组织内部向心力、拓展外部

延伸力，又可以使金砖国家合作的成就惠及和造福更大范围、更广人群，让更多

“全球南方”国家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高速发展中分享红利和机遇，真正达到

兼顾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效果。
( 责任编辑: 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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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S

Song Ze An essential component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new productive
forces，new quality logistics boosts the formation of a new wealth concep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current capital turnover，the depreciation of fixed capital，and of
wealth accumulation. New quality logistics differs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 in its
focus on dynamic time factors and in the balance of stock wealth activation and
incremental wealth creation. New quality logistics has extended its influence
worldwide in the process of high－quality of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cooperation by boost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BＲI and taking considerable wealth effect to countries along the Initiative.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wealth concept，modern logistics
systems，high－quality development，new quality logistics

Ding Gong The mechanisms for BＲICS cooperation are dedicated to enhance
the representation and righ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s. Middle powers in the
Global South are expected to play a greater role in a series of either significant or
sensitive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issues and become a major force to maintain
world peace and boost global development. The representation and public
credibility of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s have been further enhanced after a new
round of membership expansion. However，it is still necessary for BＲICS to expand
the range of target audience and maintain high influence. BＲICS and middle
powers share common space with enormous potentials for cooperation.
Key words: BＲICS，middle power，global governance system，Group of Twenty
( G20) ，the Global South

Wang Chenguang The basis of jointly building the Ice Silk Ｒoad by the SCO
countries is an issue with certain realistic foundations and potential
value. However，their cooperation is facing hindrance factor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it is advisable for China to boost effective docking and favorable interaction
by strengthening strategic operation，integrating strategic consensus of SCO
member states，making more attain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ce Silk Ｒoad，
integrating the Ice Silk Ｒoad into the SCO agenda，and expanding their common
grounds，etc.
Key word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the Ice Silk Ｒoad，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Arctic affairs

Li Jing，Hu Chenchen The sanctions in itiated by US and other Westem
countries against Ｒussia ＇s sovereign wealth fund obstructed the fund＇s financing
method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analysis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fund as well as the
causes and multipl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sanctions imposed by the US and

—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