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砖国家的起源、
内部结构及向心力分析∗

肖辉忠
∗

【内容提要】 　 针对金砖国家有着各种截然不同的评价ꎬ 分歧主要在于对金

砖的不同认识ꎮ 从金砖的起源、 内部结构以及向心力等方面入手分析ꎬ 有助于认

识金砖这个新生的 (准) 国际组织ꎮ 从起源来看ꎬ 金砖机制的形成虽然与高盛

集团的概念和俄罗斯的外交推动有关ꎬ 但金砖国家合作有着比这些更为重要的基

础ꎮ 从内部结构来看ꎬ 俄印中和印巴南两个三边机制并没有构成金砖内部合作的

基础与动力ꎬ 也不是阻碍ꎮ 中俄与印巴南之间在安理会改革上的分歧ꎬ 也不是问

题ꎮ 金砖内部存在的一个分歧是ꎬ 俄罗斯希望金砖机制制度化ꎬ 使金砖成为一个

有战略影响力的政治集团ꎬ 但其他金砖国家坚持一个灵活的、 非正式的金砖机

制ꎬ 以减缓外界对金砖的顾虑ꎮ 总体上看ꎬ 金砖对其成员国的吸引力及对外影响

力与中国因素密切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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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的概念最早是高盛集团提出的 (２００１ 年)①ꎮ 后经俄罗斯倡议ꎬ 中

国、 俄罗斯、 印度、 巴西四国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联合国大会期间ꎬ 举行了首次外长

会晤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会晤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四国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ꎬ 正式吸收南非加入进来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在巴西福

塔雷萨峰会上签署了成立新开发银行的协议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在印度果阿举行第

八次金砖领导人会晤ꎮ ２００９ 年至今ꎬ 金砖领导人峰会没有中断过ꎬ 且每次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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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最高领导人代表本国参会ꎮ 这是金砖国家大致的发展历程以及重要的

事件ꎮ

一　 金砖国家的起源与性质分析

目前对金砖的认识和评价不一ꎬ 差别很大ꎮ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金砖信息中心

主任约翰柯顿 (Ｊｏｈｎ Ｋｉｒｔｏｎ) 归纳了十种不同的看法①ꎬ 概括如下:
第一ꎬ 认为金砖国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绩ꎬ 特别是在关键的问题上ꎬ 如安理

会改革ꎮ
第二ꎬ 以经济指标来评价金砖国家ꎬ 认为金砖国家经济局势在 ２０１３ 年就出

现了困难ꎬ 金砖只是一时的现象ꎮ
第三ꎬ 金砖国家华而不实ꎮ 在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方面ꎬ 各国内部的经济和政

治的复杂性ꎬ 以及与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ꎬ 使得金砖国家很难形成共同的立场ꎮ
金砖内部不平衡ꎬ 中国远超其他国家ꎮ

第四ꎬ 金砖是一个短期倡议ꎬ 出现于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之际ꎮ 金砖国家的经

济规模ꎬ 让它们能够参与到克服经济危机的讨论之中ꎮ 为此ꎬ 这些国家的联合ꎬ
能够提高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ꎮ

第五ꎬ 金砖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无可避免地会上升ꎬ 但这个组合还远非一个

地缘政治集团或联盟ꎮ
第六ꎬ 金砖国家是一个以俄罗斯为首的反霸权联盟ꎮ 金砖国家联合与发挥影

响的基础在于ꎬ 这些国家都是 “地区超级大国”ꎬ 它们在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上

有着共识ꎮ
第七ꎬ 金砖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联合ꎬ 希望国际政治平衡朝着有利于自身的

方向发展ꎮ
第八ꎬ 金砖国家取得了成功ꎬ 成功地凝聚了共同利益ꎬ 同时避免容易产生分

歧的问题ꎬ 体现了非正式组合的制度灵活性ꎮ
第九ꎬ 金砖国家是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的竞争者ꎮ
第十ꎬ 金砖国家是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的伙伴ꎮ 在很多重要问题上ꎬ 金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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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二十国集团其他成员的立场是相符的ꎮ
出于不同的动机ꎬ 可以对金砖国家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ꎮ 目前ꎬ 即便是构成

金砖的五个国家ꎬ 对金砖机制的评价、 期望也不尽相同ꎮ 本部分的内容希望从金

砖的起源、 金砖的性质入手ꎬ 了解这个组织是怎么形成的ꎬ 以及判断金砖是一个

经济联合还是地缘政治组织ꎮ

(一) 金砖国家的起源

在金砖国家起源的问题上ꎬ 基本上没有大的争议ꎬ 从高盛集团 ２００１ 年年底

金砖概念的提出ꎬ 到金砖国家在各类国际会议上的参与ꎬ 再到 ２００８ 年的国际金

融危机ꎬ 最后就有了 ２００９ 年俄罗斯叶卡捷琳堡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会晤ꎬ 这

次会晤标志着金砖机制的成型ꎮ 当然ꎬ 新兴大国群体的形成历史ꎬ 也可以上溯到

更早的中、 印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不结盟运动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 巴西经济的发展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中国的改革开放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印度经济的起飞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等①ꎮ 这些都是重要的历

史积累ꎮ 新世纪以来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对金砖机制的形成ꎬ 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ꎮ

１ 高盛集团的报告

针对金砖国家的研究文章ꎬ 都会提及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

２００１ 年的报告ꎮ 对这份报告ꎬ 大多是从经济和投资的视角来加以评析的ꎮ 实际

上ꎬ 这份报告的内容不仅于此ꎬ 它的一个重要结论是ꎬ 由于金砖国家的崛起ꎬ 世

界的决策机制需要重新组合ꎬ 特别是七国集团应该作出调整ꎬ 吸收金砖国家②ꎮ
这份报告的核心目标ꎬ 是把七国集团转变为九国集团ꎬ 其中包括金砖四国ꎮ 奥尼

尔在这篇报告中ꎬ 细数了七国集团的发展历史ꎬ 认为七国集团应该升级成为九国

集团ꎬ 即把欧洲的代表缩减 ２ 个ꎬ 保留英国以及另外一个欧洲国家ꎬ 再加上美

国、 日本、 加拿大ꎬ 另外增加金砖四国 (中国、 印度、 巴西和俄罗斯)③ꎮ 奥尼

尔的结论是ꎬ 吸收金砖国家加入七国集团ꎬ 有利于对一些重要的问题作出合适的

政策协调ꎬ 如美元、 欧元和日元的汇率及管理问题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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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报告的真正用意是吸收金砖国家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ꎬ 因为这些国家的

实力已经与七国集团持平或者超出ꎮ 高盛报告的计算方式ꎬ 不是按照以美元计价

的 ＧＤＰ 产值ꎬ 而是按照购买力平价 (ＰＰＰ) 来计算的ꎮ 计算的结果就是ꎬ 金砖国

家的经济体量以及增长态势ꎬ 足以使其加入到大国俱乐部之中ꎮ 这份报告的影响

力在于ꎬ 它把经济实力的事实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产值) 以及未来的发展趋

势明确地展现了出来ꎮ 这也是在宣告七国与四国之间实力对比在发生变化ꎬ 并让

四国更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实力的增长ꎮ
四个国家逐渐被关注ꎬ 并被邀请参与七国集团的会议中ꎮ 此后ꎬ 七国会议、

联合国大会、 二十国会议等平台成为金砖联合、 合作的重要孵化器ꎮ 可以说ꎬ 在

２００９ 年金砖领导人会晤之前ꎬ 四国 (还有墨西哥) 就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中集体

登场了ꎬ 只是当时还没有形成联合ꎮ

２ 国际组织平台中孕育的金砖四国

高盛集团 ２００１ 年年底报告中的建议ꎬ 显然没有得到采纳ꎬ 仍然是八国集团ꎮ
但是在 ２００３ 年法国埃维昂八国集团峰会上ꎬ 初步形成了 “Ｇ８ ＋ ５” (中国、 印

度、 巴西、 墨西哥和南非) 的形式ꎮ ２００５ 年英国苏格兰鹰谷 (格伦英格尔斯)
峰会ꎬ 正式形成 “Ｇ８ ＋ ５” 的会议形式①ꎮ

问题是这种会议形式并未真正给予新兴国家决策权ꎬ 仍是不平等对话形式ꎬ
议题设定的主导权完全在八国集团手里ꎬ 这引起了新兴国家的不满②ꎮ 联合自强

就是顺理成章之举了ꎮ 可以说ꎬ 在某种意义上八国集团对五国发出参会邀请 (墨
西哥由于与美国关系密切ꎬ 与其他四国之间会刻意保持距离)ꎬ 但又不给五国平

等对话权ꎬ 反而刺激了新兴国家的联合ꎮ 此后ꎬ 中、 俄、 印、 巴等国开始积极地

利用国际组织的会议平台ꎬ 在会议间歇时安排小范围会晤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ꎬ 四国 (中、 俄、 印、 巴) 外长在第 ６１ 届联合国大会期间ꎬ 举

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外交协调会议ꎮ 这次会议很成功ꎬ 并达成了一个决定ꎬ 四国的

对话需要在国家领导人之间以年度峰会的形式举行③ꎮ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ꎬ 在第 ６２ 届

联合国大会期间ꎬ 四国外长再次碰头ꎬ 并决定于 ２００８ 年春季举行一次独立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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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①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ꎬ 四国外长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ꎬ 并发表了联合声

明ꎮ 该声明传达的主要信息有: (１) 外长们强调金砖对话的前景是基于相互信

任和尊重ꎬ 在全球发展的重要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 一致或者类似的态度ꎻ
(２) 外长们同意必须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国际体系ꎻ (３) 俄罗斯和中国外长重

申ꎬ 两国支持印度和巴西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ꎬ 理解和支持印度与巴西希望

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的心愿②ꎮ

３ 国际金融危机

战争、 危机事件等往往是制度变迁的动力ꎮ 一战之后出现了凡尔赛—华盛顿

体系ꎻ 二战之后形成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治理结构ꎬ 一直延续至今ꎻ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ꎬ 促成了七国集团和欧佩克组织的形

成ꎻ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ꎬ 东盟与中日韩签署了 «清迈协议»ꎮ
２００８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ꎬ 是促使金砖国家走向机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虽

然各方面评价不同ꎬ 但大都承认二者之间的关联ꎮ 如俄罗斯学者托洛拉亚认为ꎬ
“金砖合作开始于 ２００８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ꎮ”③ 即便是对金砖合作持否定看法的

观点ꎬ 也承认 “金砖出现于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之际ꎬ 金砖国家的经济规模ꎬ 让它

们能够参与到克服经济危机的讨论之中” ④ꎮ 还有的学者认为ꎬ “２００８ 年从美国

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扩展了金砖国家正式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空间ꎮ”⑤

４ 俄罗斯的外交推动

危机事件会推动和形成一些在正常情况下无法作出的决策ꎬ 但是需要 “把
握” 危机的机会ꎮ 在这方面ꎬ 传统大国的外交更胜一筹ꎮ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美

元危机、 石油危机和经济危机期间ꎬ 法国率先提出召开法、 美、 日、 英、 德五国

最高级首脑会议ꎮ 第一次峰会在法国的朗布依埃举行 (１９７５ 年)ꎬ 这是七国峰会

的开端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在俄罗斯的倡议下ꎬ 举行了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议ꎬ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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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ｏｒｇｙ Ｔｏｌｏｒａｙａꎬ “ＢＲＩＣＳ: 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ａｇｒｅｅ ｏｎ ａ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１２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ｕ / ｅｎ / ｉｎｎｅｒ / ? ｉｄ＿ ４ ＝ １５１７

Дж Киртон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БРИКС———Анализ причин успешности саммитов
БРИКС

郭树勇、 史明涛: «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可能———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设立
看世界秩序变更»ꎬ 载 «国际观察»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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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①ꎮ
从金砖国家形成的总体过程来看ꎬ 并不能说是俄罗斯一家推动形成了金砖机

制ꎮ 至少高盛集团的报告、 国际组织的平台ꎬ 以及 ２００８ 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ꎬ
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ꎮ 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 治理理念的差异

等ꎬ 是金砖机制形成的更为重要的原因ꎮ 当然ꎬ 金砖合作的形成ꎬ 从表面来看与

俄罗斯的积极推动密切相关ꎬ 这一点也影响着人们对金砖性质的认识ꎮ

(二) 金砖国家的性质分析

关于金砖国家的性质ꎬ 金砖内部没有一个共识ꎬ 主要分歧在俄罗斯与其他金

砖国家之间ꎮ 俄罗斯更多的是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待金砖合作ꎬ 而其他国家则

强调金砖的发展向度ꎮ
俄罗斯金砖问题研究国家委员会执行主席托洛拉亚认为ꎬ “金砖国家在自身

的发展过程中ꎬ 逐步形成的不仅是一个地缘经济ꎬ 也是一个地缘政治集团ꎮ 金砖

联合的意义ꎬ 是改变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所形成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制度ꎮ”②

这是典型的俄罗斯学者对金砖国家的认识ꎬ 也反映了俄罗斯的官方立场ꎮ 俄罗斯

官方对金砖发展的期许和前景考虑ꎬ 是 “逐步把目前这种针对有限问题的对话和

协调论坛ꎬ 转变为针对关键的全球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合作的战略性的、 成熟的机

制”ꎮ 这是 «俄罗斯联邦参加金砖国家的构想» 所定下的目标③ꎮ 无独有偶ꎬ 俄

罗斯已经举办的两届金砖领导人峰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ꎬ 叶卡捷琳堡ꎻ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 ９ 日ꎬ 乌法)ꎬ 都是与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接连在一起的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５ ~ １６ 日ꎬ 叶卡捷琳堡ꎻ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ꎬ 乌法)ꎮ 有学者将此称为 “双峰

会” 或 “合金峰会” (上合、 金砖)ꎮ 相比而言ꎬ ２０１５ 年的乌法峰会比 ２００９ 年的

叶卡捷琳堡峰会更能调动世界的想象④ꎮ 这种安排给人带来的一个直观感受是ꎬ
金砖国家具有欧亚地缘政治性质ꎮ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金砖中心主任约翰柯顿指

６

①

②

③

④

实际上ꎬ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９ 日ꎬ 在日本北海道的八国峰会期间ꎬ 金砖国家领导人就举行了第一次会
晤ꎮ 但 专 门 的、 独 立 的 金 砖 领 导 人 会 晤 是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在 叶 卡 捷 琳 堡ꎮ 参 见 Первая в истории
четырёхсторонняя встреча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БРИК ( Бразилияꎬ Россияꎬ Индияꎬ Китай ) состоялась на
Хоккайдо ９ июля ２００８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ｅｒｙ ＝ ％Ｄ０％９１％Ｄ０％Ａ０％Ｄ０％９８％Ｄ０％９Ａ

Георгий Толораяꎬ Зачем России БРИКС? / /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２０１５ № １
Том １３ Ｃ ７０ － ８１

参见 Концепция уча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объединении БРИКС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ｍｅｄｉａ / ｅｖｅｎ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４１ｄ４５２ａ８ａ２３２ｂ２ｆ６ｆ８ａ５ ｐｄｆꎻ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ＩＣＳ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 ｎｅｗｓ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ｍｅｄｉａ / ｅｖｅｎｔｓ / ｅｎｇ / ｆｉｌｅｓ / ４１ｄ４５２ｂ１３ｄ９ｃ２６２４ｄ２２８ ｐｄｆ

杨成: «制度积累与上合、 金砖发展中的 “中段陷阱”»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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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ꎬ “有一个普遍的看法ꎬ 即金砖关注的中心就是经济ꎬ 这是错误的俄罗斯

把金砖视为一个国际政治的影响中心ꎬ 类似于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ꎮ”①

但对金砖合作的性质ꎬ 印度学者表达了不同的意见ꎮ 印度观察者研究基金会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副主席萨米尔萨兰指出ꎬ “金砖不是一个政治

联盟———因为每个国家的地缘政治道路、 方向、 轨迹不同从印度的视角看ꎬ
金砖国家是一个战略性的地缘经济联合印度在金砖国家内的作用ꎬ 是防止金

砖成为地缘政治的堡垒ꎮ”② 巴西学者也不认同金砖是一个地缘政治机制ꎮ 巴西

及拉美第一大智库瓦加斯基金会 (Ｇｅｔúｌｉｏ Ｖａｒｇａ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研究人员施腾格尔

(Ｏｌｉｖｅｒ Ｓｔｕｅｎｋｅｌ) 在俄罗斯瓦尔代的一份报告中指出ꎬ “俄罗斯可能希望是金砖

国家政治化ꎬ 并把金砖变成一个反西方的平台ꎬ 特别是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不停

止的话ꎮ 俄罗斯的这个战略会引起其他金砖国家的抵制ꎬ 这些国家不想与西方国

家发生不必要的冲撞ꎮ”③ 在清华大学的一份关于金砖国家的研究报告中指出ꎬ
“金砖机制首要的是合作共赢的机制ꎬ 并非针对第三者的挑战性机制ꎮ 金砖的战

略目标并非剑指现行国际秩序ꎬ 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ꎮ”④ 这份报告也

指出ꎬ “南非认为应维持与北方国家的合作关系ꎬ 不搞对抗ꎮ 同时ꎬ 金砖国家不

应谋求霸权ꎬ 否则将被其他发展中国家认为是 ‘次一级的帝国主义者’ꎮ”⑤

总体而言ꎬ 金砖内部并没有就金砖合作的性质达成共识ꎮ 基本的分歧在于ꎬ
俄罗斯更关注于地缘政治问题ꎬ 而其他四国则强调发展⑥ꎮ 正因为如此ꎬ 西方学

者虽然一方面把金砖国家视为 “非西方的团体” 和 “挑战者”ꎻ 但另一方面ꎬ 认

为金砖不是从地缘政治和安全方面发起挑战ꎬ “金砖国家在某些方面ꎬ 发挥的是

修正主义的作用ꎬ 但主要是在全球经济治理中ꎬ 而不是在安全治理方面ꎮ”⑦ 约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ｕｓｓｉａ: Ａ Ｌｉｎｋ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ꎬ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Ｊｏｈｎ Ｋｉｒｔｏｎ ｂｙ Ｊｕｌｉａ Ｎｅｔｅｓｏｖａ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９ꎬ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ｒｉｃｓ ｕｔｏｒｏｎｔｏ ｃａ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１３０３１９ － ｋｉｒｔｏｎ － ｒｏｓｂａｌｔ － ｒｕ ｈｔｍｌ

Ｓａｍｉｒ Ｓａｒａｎꎬ Ａｂｈｉｊｎａｎ Ｒｅｊꎬ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ｎｅｗ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ＢＲＩＣＳ”ꎬ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ｋｉｂｒｉｃｓ ｒｕ / ｐｏｓｔｓ / ｓｈｏｗ / ５６ｆ５３ｄ１ｂ６２７２６９６ａ８４０ｃ００００

Ｏｌｉｖｅｒ Ｓｔｕｅｎｋｅｌꎬ “Ｔｈｅ Ｇ７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Ｃｒｉｍｅ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ꎬ Ｖａｌｄａｉ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Ｎｏ １４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ｚｈ ｓｃｒｉｂｄ ｃｏｍ / ｄｏｃ / ２６４３６６６０７ / Ｖａｌｄａｉ － Ｐａｐｅｒ － １４ － Ｔｈｅ － Ｇ７ － ａｎｄ － ｔｈｅ － ＢＲＩＣＳ － ｉｎ － ｔｈｅ
－ Ｐｏｓｔ － Ｃｒｉｍｅａ － Ｗｏｒｌｄ － Ｏｒｄｅｒ ２０１５

«金砖发展战略报告 (２０１５)»ꎬ 总第 ６６ 期ꎬ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金砖国家经济智
库”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第 ８ 页ꎮ

同上ꎬ 第 ９ 页ꎮ
Ｂｏｂｏ Ｌｏꎬ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ꎬ Ｒｕｓｓｉｅ Ｎｅｉ Ｖｉｓｉｏｎ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ꎬ Ｎｏ ９２
参见 Ｍ Ｒｅｗｉｚｏｒｓｋｉ ( ｅｄ )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ꎬ ２０１５ꎬ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９７８ － ３ － ３１９ － １９０９９ － ０＿ ３ꎬ ｐｐ ３ － ４ꎬ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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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柯顿的研究表明ꎬ 金砖领导人峰会始终聚焦于发展和宏观经济问题ꎬ 但日程

不断扩大ꎬ 包括社会政策ꎬ 如食品安全和卫生ꎻ 日程也会扩大到政治与安全问

题ꎬ 如防止武器扩散、 恐怖主义等ꎮ

表 １　 金砖峰会的优先议题 (内容篇幅占最终声明文本的比例ꎬ％)

议题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金融危机 ２１ ５ １８ １ １４ ４ １２ ２ ９ ３ ９ １

国际金融
机构改革

１２ ９ ２１ １ ７ ９ １２ ５ ８ ３ １８ ７

汇率 ７ ２ ５ ９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宏观经济政策 ５６ ８ ４３ ２ ４０ ５ ３９ ２ ２５ ０ １３ ９

就业 ０ ０ ６ ４ １ ２ ７ ３ ９ ０ ４ ３

贸易、 投资 ３５ ７ ６ ８ １１ ５ ２５ ５ １９ ２ １１ ７

发展 ３５ ２ ４０ ８ ４０ ２ ３６ ４ ６０ １ ３０ ９

健康 ６ ８ ７ ３ １４ ４ １６ ３ １５ ４ ６ ６

食品与农业 ６ ８ ８ ９ １７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犯罪与腐败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２ ７ ４ ０

恐怖主义 ５ ６ ５ １ ４ ６ ６ ４ ９ ２ ５ ４

武器控制 ０ ０ ０ ０ ８ ８ ８ ９ ２ ６ ３ ０

资 料 来 源: Дж Киртон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БРИКС － Анализ причин
успешности саммитов БРИКС / / Вестни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２０１５
Т １０ № ２ Ｃ ２８

不过金砖国家的政治影响ꎬ 甚至是给外界带来的心理上影响ꎬ 也是不容忽视

的ꎮ 西印度大学学者西奥多图多罗尤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Ｔｕｄｏｒｏｉｕ) 对金砖 (ＢＲＩＣＳ) 和

欧佩克 (ＯＰＥＣ) 做了一项比较研究①ꎮ 首先ꎬ 他指出ꎬ 很多人仅仅从经济的视

角看待 ＯＰＥＣꎬ 从技术上讲ꎬ 这是对的ꎬ 但也有误导性ꎮ ＯＰＥＣ 成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代表了对经济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式的回应ꎬ 因此 ＯＰＥＣ 首先是一个政治

集团ꎮ 其次ꎬ ＯＰＥＣ 的存在ꎬ 带给人心理上的冲击是最重要的ꎮ 在这些方面ꎬ
ＢＲＩＣＳ 和 ＯＰＥＣ 很类似ꎮ 虽然除俄罗斯之外的其他金砖国家更多的是从发展的角

８

①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Ｔｕｄｏｒｏｉｕꎬ “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ＢＲＩＣＳ: ＯＰＥＣ ａｓ ａ Ｍｉｒｒｏｒ”ꎬ 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２ꎬ Ｖｏｌ ２０ꎬ Ｎｏ １ꎬ ｐｐ ２３ － ４５ꎬ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８０ / ０２１８５３７７ ２０１２ ６７３８５７



金砖国家研究　

度来看待金砖合作ꎬ 但是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声明中ꎬ 还是对国际政治、 安

全问题的表态①ꎮ 此外ꎬ 不仅是俄罗斯ꎬ 其他金砖国家对金砖合作也有政治上的

诉求ꎮ 印度、 巴西、 南非希望借此机制提高国际影响力ꎬ 实现入常的目标ꎮ 中国

官方也表示ꎬ “金砖国家要加强协调ꎬ 在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上共同发声”②ꎬ “推
动金砖国家全面开展经济和政治安全合作ꎬ 形成金砖合作进程经济与政治双轮驱

动的新局面”③ꎮ
总之ꎬ 金砖国家不会在组织上成为一个地缘政治集团ꎬ 因为金砖国家内部对

此的意见不一致ꎮ 但在提高金砖机制在国际政治与安全等问题上的影响力ꎬ 存在

着内部共识ꎮ 不过ꎬ 这不意味着金砖国家要打破既有的国际秩序ꎬ 金砖在政治上

的要求ꎬ 更多的是体现为 “国际关系民主化”④ꎮ

(三) 金砖国家与现有秩序的关系

金砖国家至今甚至还没有一个秘书处ꎬ 除了集体声明之外ꎬ 联合性的实际行

动较少ꎬ 也从来没有联合军演ꎮ 因此ꎬ 对于金砖国家与现存国际秩序的讨论ꎬ 大

多是从理论的层面展开的ꎮ 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张昕通过对几轮国家资本

主义发展的比较ꎬ 认为在第三轮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ꎬ 与第二轮中

典型的 “依附发展” 相比ꎬ 对于核心国家的资本依赖程度大大降低ꎮ 因此这些

新兴经济体有能力忽视来自国际金融组织的政策指令⑤ꎮ 确实ꎬ 新兴经济体的实

力增长ꎬ 让这些国家可以采取更为独立的外交政策与外交实践ꎬ 包括金砖组合ꎮ
不过ꎬ 新兴经济体尚未建立起ꎬ 也未必会有意、 有能力建立起替代性的制度安

排ꎬ 但是平行性的制度雏形开始形成ꎮ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徐秀军

从制度非中性的视角出发ꎬ 认为 “金砖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根本改变现有的

全球治理规则体系通过相互之间的深入合作ꎬ 建立非中性的新制度ꎬ 平衡现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１５ 年金砖国家乌法峰会发表了 «乌法宣言»ꎬ “就联合国改革、 维护二战成果、 世界经济形势、
巴以问题、 伊朗核问题、 阿富汗问题、 乌克兰局势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表达了共同立场”ꎬ 参见
新华网: “乌法峰会有何成果”ꎬ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１０ / ｃ＿
１２８００８０４５ ｈｔｍ

«王毅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ꎬ 中国外交部网站ꎬ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ｈｄｑｚｚ＿ ６８１９６４ / ｊｚｇｊ＿ ６８２１５８ / ｘｇｘｗ＿ ６８２１６４ / ｔ１３０２５５０ ｓｈｔｍｌ

«王毅: 推动金砖合作经济与政治双轮驱动»ꎬ 中国外交部网站ꎬ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７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ｈｄｑｚｚ＿ ６８１９６４ / ｊｚｇｊ＿ ６８２１５８ / ｘｇｘｗ＿ ６８２１６４ / ｔ１３４３７４２ ｓｈｔｍｌ

«共建伙伴关系　 共创美好未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上的讲话»ꎬ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ꎬ
新华网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０９ / ｃ＿ １１１５８７６０９２ ｈｔｍ

张昕: «新兴经济赶超、 国家资本主义与世界秩序»ꎬ 载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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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全球非中性制度框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只是对现有国际制度的一种有益

补充ꎮ”①

金砖国家建立的平行制度与既有制度之间的关系如何ꎬ 是一个重要问题ꎮ 英

国牛津大学学者安德鲁赫里尔指出ꎬ “在战后以美国为首形成的世界秩序中ꎬ
日本、 韩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主要的欧洲国家ꎬ 与美国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

的联盟ꎻ 但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ꎬ 或者是处于体系之外ꎬ 或者是在边缘位

置从更广的视角看ꎬ 这些国家在传统和历史上ꎬ 所信奉和遵行的国际秩序概

念ꎬ 是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秩序的: 从苏联和中国的革命ꎬ 到 １９４８ 年之后

奉行强硬修正主义的印度ꎬ 以及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奉行缓

和修正主义的巴西ꎻ 此外ꎬ 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都偏好于对国家主权的坚

持ꎮ”② 德国学者斯蒂芬进一步指出ꎬ 新兴大国挑战的不是全球治理秩序本身ꎬ
而是其背后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ꎻ 新兴大国的兴起ꎬ 导致的是一个混合的治理秩

序ꎬ 这个秩序包含着跨国一体化的因素ꎬ 也包括非自由的因素③ꎮ 显然ꎬ 平行的

制度安排ꎬ 虽然没有直接替代已有的制度机制ꎬ 但是运行的原则是有本质差异

的ꎮ 比如ꎬ 在放贷资格问题上ꎬ 世界银行与金砖新开发银行是不同的ꎬ 后者 “不
会在发展合作项目中附加具有价值观导向的政治或者经济条件”④ꎮ

金砖国家的出现ꎬ 对既有秩序的冲击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ꎮ 目前ꎬ 金砖国家

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与七国集团、 二十国集团平行的三大非正式组织⑤ꎮ 不

过ꎬ 金砖对既有秩序的冲击ꎬ 主要是在治理理念方面ꎬ 而不是在机制和制度方

面ꎮ 金砖国家都是世贸组织的成员国ꎬ 印、 巴、 南希望改革联合国安理会ꎬ 目的

是自己能加入进去ꎬ 而不是推翻战后的秩序安排ꎮ 中国提出的建设中美新型大国

关系ꎬ 就是希望形成不冲突、 不对抗的国际关系模式ꎮ 或许正因为如此ꎬ “西方

的政策制定者ꎬ 很少认为金砖是一个威胁ꎬ 华盛顿对新开发银行的态度是漫不经

心的ꎬ 但极力阻碍亚投行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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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徐秀军: «制度非中性与金砖国家合作»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ꎮ
Ａｎｄｒｅｗ Ｈｕｒｒｅｌｌꎬ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ꎬ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ｗｈａｔ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ｗｏｕｌｄ － ｂ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２００６ꎬ Ｖｏｌ ８２ꎬ Ｎｏ １ꎬ ｐｐ １ － １９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ꎬ “Ｒｉ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ｓ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１４ꎬ Ｖｏｌ ２０ꎬ Ｎｏ ４ꎬ
ｐｐ ９１２ － ９３８

张海冰: «新开发银行的发展创新»ꎬ 载 «国际展望»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韦宗友: «非正式集团、 大国协调与全球治理»ꎮ
Ｂｏｂｏ Ｌｏꎬ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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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ꎬ 虽然在金砖的发展过程中ꎬ “俄罗斯” 色彩浓厚ꎬ 但金砖的起源和性

质ꎬ 都不是以某一个金砖国家 (包括俄罗斯) 为坐标的ꎮ 金砖国家的产生ꎬ 与

高盛集团的概念、 国际金融危机、 俄罗斯的外交推动都有关系ꎬ 但更主要的是这

些国家庞大的规模ꎬ 加上几十年来成功的发展ꎮ 金砖国家的兴起ꎬ 是一个重大的

政治和经济事件ꎬ 但并不直接挑战既有的政治与经济秩序ꎮ

二　 金砖国家的内部关系结构

在金砖国家中ꎬ 中国与俄罗斯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ꎬ 国际影响力较其他几个

国家更为重要ꎮ 虽然金砖内部并不存在领袖ꎬ 也不存在轴心的说法ꎬ 但是目前中

俄的影响在客观上要超过其他几个国家ꎮ 整体而言ꎬ 金砖的内部结构和内部关系

良好ꎬ 就是因为中俄之间ꎬ 以及中俄与其他三个金砖国家的关系都比较良好ꎮ
从中国方面来看ꎬ 中俄之间已经解决了边界问题ꎬ 并且形成了 “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ꎬ 两国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①ꎻ ２００５ 年中印宣布建立 “面向和平与

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ꎬ 近年来中印关系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②ꎻ 中国与

南非双边关系全面、 快速发展ꎬ ２０１０ 年双方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③ꎻ ２０１２
年ꎬ 中国与巴西两国关系提升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④ꎮ

从俄罗斯方面来看ꎬ ２０１３ 年通过的 «俄罗斯联邦参加金砖国家的构想» 指

出ꎬ “俄罗斯与每一个金砖国家都很友好ꎬ 这是俄罗斯在多边框架下发展金砖国

家的基础ꎮ 俄罗斯的立场是ꎬ 金砖国家间在具体问题上的合作ꎬ 不应该破坏已有

的双边关系ꎮ”⑤

印度、 巴西、 南非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关系也长期友好ꎮ 事实上ꎬ 印度与中国

的关系并没有成为金砖发展的障碍ꎬ 下文会稍作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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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ꎬ 外交部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６７６２０３ /
ｏｚ＿ ６７８７７０ / １２０６＿ ６７９１１０ / ｓｂｇｘ＿ ６７９１１４ /

«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统慕吉举行会谈»ꎬ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ꎬ 外交部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ｙｘｗ / ｔ１３６６９１０ ｓｈｔｍｌ

«中国同南非关系»ꎬ 外交部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６７６２０３ / ｆｚ＿
６７７３１６ / １２０６＿ ６７８２８４ / ｓｂｇｘ＿ ６７８２８８ /

«中国同巴西的关系»ꎬ 外交部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６７６２０３ /
ｎｍｚ＿ ６８０９２４ / １２０６＿ ６８０９７４ / ｓｂｇｘ＿ ６８０９７８ /

Концепция уча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объединении БРИКС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ｍｅｄｉａ /
ｅｖｅｎ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４１ｄ４５２ａ８ａ２３２ｂ２ｆ６ｆ８ａ５ ｐｄｆꎻ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ＩＣＳ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 ｎｅｗｓ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ｍｅｄｉａ / ｅｖｅｎｔｓ / ｅｎｇ / ｆｉｌｅｓ / ４１ｄ４５２ｂ１３ｄ９ｃ２６２４ｄ２２８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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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砖内部的双边关系中ꎬ 中俄关系仍然是最为重要的ꎬ 二者是否在争夺金

砖的领导权ꎬ 是需要分析的一个问题ꎮ 除双边关系之外ꎬ 金砖内部还有多边关系

结构: 主要是俄—印—中 (ＲＩＣ) 和印—巴—南 (ＩＢＳＡ) 机制ꎮ 此外ꎬ 中俄与印

巴南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存在着立场差异ꎮ

(一) 金砖框架内的平等原则

从经济实力来看ꎬ 中国一国超过其他金砖国家的总和ꎮ 有人评价金砖内部的

结构是 “星型” 结构ꎬ 即以北京为中心ꎬ 其他各国与北京的联系ꎬ 都超过与其

他成员国的联系ꎮ 波波罗也指出ꎬ “中国是金砖国家的银行ꎬ 没有中国的经济

领导和金融保障ꎬ 金砖就没有发展日程可谈虽然中国经济增速在放缓ꎬ 但没

有中国ꎬ 金砖就没有分量ꎮ 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大国ꎬ 中国决定什么是优先领

域ꎬ 在特定的方面投资多少等ꎮ”①

但中国并不谋求金砖领导国的地位ꎬ 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舒缓了金砖内部的

中俄与中印关系ꎮ 托洛拉亚认为ꎬ “不仅是金砖国家与中国经济联系密切ꎬ 全世

界都是如此ꎮ 关键是ꎬ 北京从政治上并不想 (至少是目前) 主导金砖机制”ꎬ
“北京明白ꎬ 如果中国把金砖机制变成一个用以改变世界的中国项目ꎬ 不仅西方

世界不会同意ꎬ 金砖成员本身也不会支持ꎮ”② 言下之意很明显ꎬ 一方面ꎬ 托洛

拉亚不认为中国想主导金砖ꎬ 另一方面ꎬ 俄罗斯也不会同意中国主导金砖ꎮ 同

样ꎬ 其他金砖国家也不会同意俄罗斯左右金砖日程ꎮ “俄罗斯也很难用自身的实

力来证明自己ꎬ 特别是在面对中国的时候ꎮ”③ 其他三个国家更没有可能成为金

砖的领袖ꎮ
金砖合作虽然尚未推出一个类似 “上海精神” 的指导原则ꎬ 但是成员国之

间的平等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合作基础ꎮ 这在新开发银行的平等投票权问题上表现

得最为直接ꎬ “平等共治是其突出的特点”④ꎮ 金砖各国对于主权平等的原则非常

敏感ꎬ 如果金砖真的出现某个领导国ꎬ 或者一两个国家主导日程的情况ꎬ 那么金

砖合作将无异于其他带有等级次序的组织ꎮ 这种情况不仅会造成金砖内部分歧加

大ꎬ 也会直接影响金砖机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中的形象和声誉ꎮ 因此ꎬ 金砖国家

２１

①
②
③

④

Ｂｏｂｏ Ｌｏꎬ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Георгий Толораяꎬ Зачем России БРИКС?
Виктор Денисенкоꎬ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в рамках БРИКС １８ ０４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ｉｎｏｓｍｉ ｒｕ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３０４１８ / ２０８１８８８５６ ｈｔｍｌ
张海冰: «新开发银行的发展创新»ꎬ 载 «国际展望»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金砖国家研究　

没有一个突出的领袖ꎬ 反倒是优势ꎬ 也符合其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张ꎮ

(二) 俄印中机制 (ＲＩＣ)
客观而言ꎬ 金砖内部的 “三巨头” 非中俄印莫属ꎬ 但是在金砖形成和发展

过程中ꎬ 三国并没有形成事实上的金砖内部小集团ꎮ 除了俄罗斯之外ꎬ 中国和印

度很少把俄印中机制与金砖合作联系在一起ꎮ
俄罗斯方面反复强调的是ꎬ 金砖国家的前身和基础是俄印中机制ꎮ 俄罗斯远

东所的乌扬纳耶夫直言ꎬ “БРИКＣꎬ 就是 РИК 加上 Бразилия” (金砖就是俄印中

加巴西)ꎬ “有足够的理由认为ꎬ 形成金砖的直接铺垫ꎬ 不是高盛集团的虚拟概

念ꎬ 而是 РИК (俄印中机制) 的实际行动ꎮ”① 托洛拉亚指出ꎬ “应该向普里马

科夫院士致敬ꎬ 他提出了俄印中三角ꎬ 从中衍生出了作为地缘政治现实的金砖国

家ꎮ”② 在俄罗斯对金砖的叙事中ꎬ 几乎都是从俄印中三角关系的角度介入的ꎬ
这与普里马科夫的思想密切相关ꎮ

“俄印中战略三角” 是普里马科夫在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访问印度时提出的ꎮ 当时

俄罗斯外交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 美英轰炸伊拉克ꎬ 南联盟战争爆发ꎮ 但普里马

科夫的提议并未得到德里和北京明确支持ꎮ 瓦杰帕伊总理说ꎬ “并没有一个正式

的建立联盟的提法ꎮ” 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是ꎬ “中国推行的是独立、 自主的外交

政策ꎮ” 换句话说ꎬ 中国不想与俄罗斯或者其他的大国建立集团或者联盟ꎮ 北京

很清楚ꎬ 与俄罗斯建立反西方的战略联盟会影响西方的投资ꎬ 这是中国经济改革

的必要条件③ꎮ 中国也担心这会被美国视为对抗性的集团④ꎮ 另外ꎬ 也有中国学

者指出ꎬ “三方战略合作的根本悖论在于ꎬ 国际体系的稳定是合作的前提和必要

条件ꎬ 但是合作的纵深发展则必定将改变国际体系结构ꎬ 也就是破坏体系的稳

定ꎬ 从而失去合作的基础ꎮ 从长远来看ꎬ 中俄印形成真正盟友的前景是不存在

的ꎮ”⑤ 而且ꎬ 中国也担心同盟政策有可能会将中国卷入到不必要的战争之中⑥ꎮ
普里马科夫俄中印战略三角的提出ꎬ 反映了俄罗斯当时的外交思想ꎮ 他的思

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Уянаев С В Структура РИК: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ее роли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 / под ред Е Сафронова Китай в мирово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ВЫП ＸＶＩＩꎬ ２０１２

Георгий Толораяꎬ Зачем России БРИКС?
Пекин подвел Примакова ２４ декабря １９９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ｏｍｍｅｒｓａｎｔ ｒｕ / ｄｏｃ / ２１１１０１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 Ｇｌｏｓｎｙ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Ａ Ｒｅａｌ ( ｂｕ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ａ Ｕｎｉｐｏｌａｒ Ｗｏｒｌｄꎬ

Ｐｏｌｉｔｙꎬ ２０１０ꎬ Ｖｏｌ ４２ꎬ Ｎｏ １
赵干城: «中俄印战略关系的政策意义与发展前景»ꎬ 载 «南亚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ꎮ
阎学通: «国际环境及外交思考»ꎬ 载 «现代国际关系» １９９９ 年第 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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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直至今日还在影响着俄罗斯的外交ꎮ 在出访印度之前的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ꎬ 普里马

科夫在俄罗斯 «外交公报»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国际政治中的俄罗斯———纪念

戈尔恰科夫 ２００ 周年诞辰» 的文章①ꎮ 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 (１７９８ ~ １８８３ 年)
在 １８５６ 年俄罗斯于克里米亚战败之后的危难之际出任外交部长ꎮ 当时ꎬ 俄罗斯

有沦为二流国家的危险ꎮ 戈尔恰科夫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ꎬ 有效地改变了俄罗斯

的不利地位ꎮ 普里马科夫很赞赏戈尔恰科夫的均衡外交ꎬ 他说ꎬ “俄罗斯在确定

盟友和对手的时候ꎬ 戈尔恰科夫的做法是灵活的ꎬ 目的是不让任何一个大国拥有

霸主的地位ꎬ 因为这种情况很危险ꎮ” 普里马科夫在这篇文章中指出ꎬ 戈尔恰科

夫外交思想对俄罗斯仍有现实意义ꎮ
首先ꎬ 不仅是在戈尔恰科夫的时代ꎬ 在今天也有一些人认为ꎬ 孱弱的俄罗斯

无力支撑积极的外交ꎮ 在困难的时候ꎬ 应该发展经济ꎬ 进行军事改革ꎬ 然后才能

在外交领域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主要国家ꎮ 这种观点是不对的ꎮ 最主要的是ꎬ
没有积极的外交ꎬ 俄罗斯很难实现内部的改革ꎬ 很难保证自身的领土完整ꎮ

其次ꎬ 在国际舞台上俄罗斯不能局限于某个方向ꎬ 而应采取多维度的外交:
美国、 欧洲、 中国、 日本、 印度、 中东、 亚太、 拉美和非洲ꎮ 戈尔恰科夫的外交

政策就是如此ꎬ 他没有把外交局限在欧洲ꎬ 而是发展与当时的 “二流国家” 的

关系ꎬ 如中国、 日本、 美国和巴西等ꎮ 他明白ꎬ 如果俄罗斯不实施多方位的外交

关系ꎬ 俄罗斯就不能克服自己的困难ꎬ 不能保持自身的大国地位ꎮ 在今天这样一

个互相依赖的世界ꎬ 就更是如此ꎮ
第三ꎬ 俄罗斯有没有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大国的作用ꎬ 戈尔恰科夫的答案

是肯定的ꎮ 对于今天的俄罗斯ꎬ 就更没有怀疑的理由ꎮ 鉴于俄罗斯的规模、 实

力、 潜力、 历史、 传统等ꎬ 在客观上ꎬ 它仍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主要作用ꎮ
普里马科夫重提戈尔恰科夫ꎬ 表明俄罗斯将重拾帝国外交中可资借鉴的传

统: 积极进取、 势力均衡、 大国外交和全方位外交ꎮ 显然ꎬ 俄罗斯有意拉上中印

以抗衡西方对俄的压力ꎮ 虽然俄印中没有形成事实上的三角关系ꎬ 但是俄罗斯通

过积极的 “叙事”ꎬ 特别是通过俄印中外长会议机制ꎬ 给外界造成了一种俄印中

联手的印象ꎮ ２００２ 年举行了首次俄印中外长会晤ꎬ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ꎬ 在莫斯科

举行了俄印中外长第十四次会晤ꎬ 但没有形成三国领导人的定期会晤机制 (２００６

４１

① Примаков Е М Россия в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 к ２００ － летию А М Горчакова ) / /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１９９８ ０７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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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圣彼得堡八国峰会期间ꎬ 举行过一次三国领导人会晤)ꎮ
随着金砖机制的形成ꎬ 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ꎬ 有声音质疑俄印

中三边机制存在的必要性ꎮ 对于俄印中机制的发展状况ꎬ 俄罗斯方面也表达了担

忧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俄罗斯外交部卡布洛夫司长表示ꎬ “重要的是让俄罗斯—
印度—中国三方机制尽快实际运作在三国领导人没有意识到以这种机制进行

紧密合作和协调的重要性之前ꎬ 我们未必能取得积极进展ꎮ”①

俄罗斯方面至今没有放弃普里马科夫的构想ꎬ 但是其他两方则尽力避免出现

三国的地缘政治联盟ꎮ 俄罗斯基本上是以俄印中的视角来看待金砖国家的ꎬ 认为

金砖国家的基础是俄印中合作机制ꎮ 而印度和中国则很少从这个角度和结构来看

待金砖合作ꎮ 这是俄罗斯与印度和中国在认识金砖国家上的重要区别ꎮ 从严格意

义上说ꎬ 并不存在俄印中机制ꎬ 因为没有一个正式的成立宣言ꎮ 俄印中机制的松

散对于金砖合作反而是一个优点ꎬ 即避免了金砖内部的小集团问题ꎮ 相比之下ꎬ
印巴南机制更为正式ꎬ 但是随着金砖机制的出现和成长ꎬ 印巴南合作近年来逐步

失去光彩ꎮ

(三) 印巴南机制 ( ＩＢＳＡ)
“印度、 巴西、 南非对话论坛” (ＩＢＳＡ) 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ꎬ 标志是 «巴西利亚

声明» (Ｂｒａｓｉｌｉ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②ꎮ 这个机制有很多特色ꎮ
首先ꎬ 这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大国、 南方大国间的合作机制ꎬ 南南合作的特

色明显ꎮ 印度、 巴西、 南非是不结盟运动 (印度、 南非)、 七十七国集团 (印
度、 巴西、 南非) 和二十四国集团 (巴西、 印度) 的成员ꎮ 这些国家都有过

“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伤害的经历”ꎬ “ＩＢＳＡ 是南方国家最重要的联盟之一”③ꎮ
ＩＢＳＡ 也宣称自身是南方国家的一部分ꎬ 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为建设性的作

用ꎬ 代表其余的南方国家ꎬ 担负全球责任ꎮ 两位南非学者评价说ꎬ “ＩＢＳＡ 在 ２００３
年的出现ꎬ 是南南合作的一个里程碑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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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俄外交部: 俄认为让俄印中三方机制尽快运作很重要»ꎬ 俄罗斯卫星网ꎬ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ｃｎ / ｒｕｓｓｉａ / ２０１６０５３１ / １０１９４８９２８３ ｈｔｍｌ

潘兴明、 周鹤: «三种维度下的金砖国家关系考察»ꎬ 载 «俄罗斯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Ｌｅｔｉｃｉａ Ｐｉｎｈｅｉｒｏ ａｎｄ Ｇａｂｒｉｅｌｉ Ｇａｉｏꎬ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ｔａｇｏｎｉｓｍ”ꎬ ｉｎ Ｓ Ｋｉｎｇａｈꎬ Ｃ Ｑｕｉｌｉｃｏｎｉ ( ｅｄｓ )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ＢＲＩＣ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１１ꎬ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９７８ － ３ － ３１９ － ２２９７２ － ０ ＿ １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８４

Ｓｉｐｈａｍａｎｄｌａ Ｚｏｎｄｉꎬ Ｃａｎｄｉｃｅ Ｍｏｏｒｅꎬ “ＩＢＳ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ｏｌｅ: 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Ｖｏｌ ３１ꎬ Ｎｏ ４ꎬ ｐｐ ４８８ － 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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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 ＩＢＳＡ 又不是一般的南方国家ꎬ 而是南方 “民主国家” 的代表ꎮ ＩＢＳＡ
的民主国家特点ꎬ 也为西方学者所认同ꎬ 认为这比北方国家强加南方国家民主价

值观ꎬ 更有示范作用ꎮ 但 ＩＢＳＡ 的观点是发展优先于民主ꎬ 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

件ꎬ 这与 ２０ 世纪 ７０、 ８０ 年代的华盛顿共识不同ꎮ 因此ꎬ 也有来自西方的批评ꎬ
认为 ＩＢＳＡ 并非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联盟ꎬ 因为在很多问题的投票上ꎬ ＩＢＳＡ 不是

以民主和人权为判断标准ꎬ 如 ２０１３ 年三国都反对对叙利亚进行人道主义

干涉①ꎮ
第三ꎬ ＩＢＳＡ 国家在世贸组织内影响力大ꎮ 巴西、 印度和南非都是关贸总协

定的创始国 (均于 １９４８ 年成为会员国)ꎻ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１ 日ꎬ 三国成为世贸组织

成员国ꎮ 而中国在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加入世贸组织ꎬ 俄罗斯直到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才加

入②ꎮ 巴西和印度在世贸组织内形成联盟ꎬ 抵制欧美的政策ꎬ 有能力影响最终规

则的形成③ꎮ
第四ꎬ ＩＢＳＡ 三国还有特定的追求ꎬ 就是谋求大国地位ꎬ 特别是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ꎮ 但是印巴南的这个追求ꎬ 并没有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

持ꎬ 三国在各自所在的区域内ꎬ 都有竞争对手ꎬ 对抗其地区霸权④ꎬ 印度在南亚

地区有巴基斯坦ꎬ 南非在非洲大陆有尼日利亚ꎬ 巴西在南美洲有阿根廷ꎮ ＩＢＳＡ
平台的局限ꎬ 是这些国家加入到金砖机制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印度希望摆脱自身作

为一个南方国家的形象ꎬ 以获取大国地位ꎮ 巴西和南非也是如此ꎬ 金砖身份比

ＩＢＳＡ 身份更能提高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形象⑤ꎮ
ＩＢＳＡ 领导人峰会比较松散ꎬ 自 ２０１１ 年举行了峰会之后ꎬ ２０１３ 年是 ＩＢＳＡ 成

立十周年ꎬ 但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ꎬ 以及金砖平台的兴起ꎬ 原本要举行的峰会被

取消了ꎮ ２０１４ 年峰会仍然没有成行ꎮ 而且ꎬ 从 ＩＢＳＡ 的官方网站上⑥也看不到新

近更新的信息资料等ꎮ 在 ２０１４ 年的金砖峰会期间ꎬ 印度总理莫迪与南非总统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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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ｉｐｈａｍａｎｄｌａ Ｚｏｎｄｉꎬ Ｃａｎｄｉｃｅ Ｍｏｏｒｅꎬ “ＩＢＳ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ｏｌｅ: 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ＢＲＩＣＳ －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ｂｙ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Ｂｒａｓíｌｉａꎬ ２０１５
Ａｎｄｒｅｗ Ｈｕｒｒｅｌｌꎬ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ꎬ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ｗｈａｔ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ｗｏｕｌｄ － ｂ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２００６ꎬ Ｖｏｌ ８２ꎬ Ｎｏ １ꎬ ｐｐ １ － １９
Ｓ Ｋｉｎｇａｈꎬ Ｃ Ｑｕｉｌｉｃｏｎｉ ( ｅｄｓ )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ＢＲＩＣ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１１ꎬ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９７８ － ３ － ３１９ － ２２９７２ － ０＿ １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ꎬ ２０１６

Ｓｉｐｈａｍａｎｄｌａ Ｚｏｎｄｉꎬ Ｃａｎｄｉｃｅ Ｍｏｏｒｅꎬ “ＩＢＳ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ｏｌｅ: 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ｂｓａ － 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ｏｒ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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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宣布ꎬ 印度将于 ２０１５ 年举办第七次 ＩＢＳＡ 峰会①ꎮ 但是这次峰会到底有没有举

行ꎬ 无从核实ꎮ 在印度外交部的网站上ꎬ 所能找到的关于 ＩＢＳＡ 的最新信息ꎬ 仍

然停留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②ꎮ
虽然 ＩＢＳＡ 在经贸领域内的 “软制衡” 战略是成功的ꎬ 特别是在世贸谈判

中③ꎬ 但是 ＩＢＳＡ 作为一个非正式的国际组织ꎬ 由于缺乏制度性的限制ꎬ 一旦首

脑峰会停止或滞后举办ꎬ 组织声誉就会明显下降ꎮ 特别是在金砖国家合作快速发

展的背景下 (金砖银行成立)ꎬ 印巴南对话机制相形之下就显得更为空洞④ꎮ
俄印中和印巴南是金砖国家内部的两个主要的三边机制ꎬ 但是由于印度同时

属于两个机制ꎬ 特别是这两个三边机制并不像宣传中的那样定型和重要ꎬ 因此ꎬ
金砖内部并不存在明显的竞争与对抗ꎬ 或者制衡的关系格局ꎮ 金砖内部一个比较

明显的分歧是关于安理会的改革ꎬ 印巴南积极要求改革ꎬ 中俄对此态度谨慎ꎮ

(四) 中俄与印巴南关系

印度、 巴西和南非都有着大国抱负和追求ꎮ 对这些国家而言ꎬ 成为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ꎬ 是大国身份的最高体现ꎮ 因此ꎬ 这些国家通过 ＩＢＳＡ 机制ꎬ 呼吁联合

国改革ꎬ 也希望借助金砖平台ꎬ 实现自身的大国梦想ꎮ
印度独立以来 ６０ 多年的外交历程ꎬ “从领导不结盟运动、 拥有核武器ꎬ 到争

取入常ꎬ 是其走向世界大国的三部曲ꎻ 金砖国家合作是印度走向政治大国的一个

重要机遇ꎮ”⑤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末ꎬ 印度的第一位总理尼赫鲁对印度的设想是ꎬ
“印度成为和美国、 苏联、 中国一样的世界大国ꎮ” 印度前总理辛格确信ꎬ “２１ 世

纪将成为印度的世纪ꎮ” 印度现总理莫迪也表达了他强大的信念ꎬ “印度在不久

的将来ꎬ 会成为一个世界大国ꎮ”⑥ 巴西从 １９４５ 年就提出自己应该成为联合国安

７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Ｉｎｄｉａ ｔｏ ｈｏｓｔ ｎｅｘｔ ＩＢＳＡ ｓｕｍｉｔ”ꎬ Ｔｈｅ Ｈｉｎｄｕꎬ １８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ｈｉｎｄｕ ｃｏｍ / ｔｏｄａｙｓ － ｐａｐｅｒ /
ｔｐ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ｉｎｄｉａ － ｔｏ － ｈｏｓｔ － ｎｅｘｔ － ｉｂｓａ － ｓｕｍｍｉ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６２２２８０２ ｅｃｅ

“ ＩＢＳＡ 〔Ｉｎｄｉａꎬ Ｂｒａｚｉｌ ＆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４ꎬ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ｍｅａ ｇｏｖ ｉｎ / ｉｎ － ｆｏｃｕ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ｈｔｍ?
２１５７８ / ＩＢＳＡ ＋ Ｉｎｄｉａ ＋ Ｂｒａｚｉｌ ＋ ａｍｐ ＋ Ｓｏｕｔｈ ＋ Ａｆｒｉｃａ

江天骄: «从软制衡理论看非正式国际组织在新兴市场国家间的发展———以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
坛 (ＩＢＳＡ) 为例»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ꎮ

参见王磊: «抗衡金砖ꎬ 巴西在野党想激活 “印巴南对话论坛”»ꎬ 澎湃新闻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１２６９６９３

张贵洪、 王磊: «印度政治大国梦与金砖国家合作»ꎬ 载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ꎮ
Ｇｏｌａｍ Ｒｏｂｂａｎｉꎬ “Ｉｎｄｉａ ａ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ꎬ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ꎬ ｉｎ Ｓ Ｋｉｎｇａｈꎬ

Ｃ Ｑｕｉｌｉｃｏｎｉ (ｅｄｓ )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ＢＲＩＣ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１１ꎬ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９７８ － ３ － ３１９ － ２２９７２ － ０＿ １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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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会常任理事国①ꎻ 巴西是国联、 联合国、 美洲国家组织、 关贸总协定的创始成

员国之一ꎻ 巴西也是唯一参加过一战的南美洲国家②ꎮ 印巴入常ꎬ 还有很多类似

的理由ꎮ
在金砖内部ꎬ 关于印度、 巴西的入常ꎬ 中俄均表示支持印巴国际地位的提

升ꎬ 但是始终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安理会扩员ꎮ 在金砖峰会上ꎬ 虽然也会提联合国

改革的议题ꎬ 但是都比较含混ꎮ 作为对比ꎬ 在 ＩＢＳＡ 峰会上ꎬ 则明确提出安理会

改革的细节问题③ꎮ 俄罗斯科学院拉美所副所长马尔丁诺夫直言ꎬ “入常应该符

合俄罗斯的要求ꎬ 即原来五常国家的地位和排他性的权力要保留ꎮ”④ 金砖问题

研究专家、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约翰柯顿指出ꎬ “安理会扩员问题ꎬ 是金砖内部

的一个主要的分歧ꎻ 印度、 巴西和南非ꎬ 希望提高它们在安理会的地位ꎬ 希望快

速推进ꎬ 中国和俄罗斯则是抵制的力量ꎮ”⑤

中俄与印巴南在安理会改革上的不同立场ꎬ 实际上并没有造成金砖内部机制

的瘫痪ꎮ 巴西及拉美第一大智库瓦加斯基金会施腾格尔坦言ꎬ “金砖内部的差异

在于ꎬ 巴西、 印度和南非致力于推动国际机构中的权力分配有一个大的变动ꎬ 而

中国和俄罗斯是现存的大国ꎬ 不希望改变联合国安理会的体系ꎮ” 但是他也指出ꎬ
“任何一个组织内部的矛盾都是很正常的: 在北约内部美国和法国矛盾一直不断ꎬ
但这不能认为北约没有前途ꎻ 在欧盟内部ꎬ 意大利反对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ꎬ 而英国支持ꎬ 也没有人会因此质疑欧盟的存在ꎮ”⑥ 而且ꎬ 即便印巴

南无法通过金砖机制入常ꎬ 也能通过金砖机制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ꎮ 特别是金砖

国家中有了中国ꎬ 使得这个组织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大大加强ꎮ

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Борис Мартыновꎬ Бразилия － наш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партнер /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２０１５ № ７
Ｃ ５２ － ６６

Ｍｅｌｉｓａ Ｄｅｃｉａｎｃｉｏꎬ “Ｂｒａｚｉｌ’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ꎬ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ꎬ ｉｎ Ｓ Ｋｉｎｇａｈꎬ Ｃ Ｑｕｉｌｉｃｏｎｉ ( ｅｄｓ )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ＢＲＩＣ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１１ꎬ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９７８ － ３ － ３１９ － ２２９７２ － ０＿ １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５５

Ｇｅｏｒｇｙ Ｔｏｌｏｒａｙａꎬ ｅｄｉｔꎬ ＶＩＩ ＢＲＩＣ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ꎬ Ｍｏｓｃｏｗ: ＮＣＲ ＢＲＩＣＳꎬ ２０１５
Борис Мартыновꎬ Бразилия в формате БРИКС /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２０１２ № １１ Ｃ １９ － ２８
Дж Киртон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БРИКС － Анализ причин успешности саммитов

БРИКС / / Вестни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２０１５ Т １０ № ２
Ｏｌｉｖｅｒ Ｓｔｕｅｎｋｅｌꎬ “Ｗｈｙ ＢＲＩＶＳ Ｍａｔｔｅｒｓ”ꎬ Ｍａｒ ２８ꎬ ２０１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 － ｉｒ ｉｎｆｏ / ２０１２ / ０３ / ２８ / ｗｈｙ －

ｂｒｉｃｓ － ｍａｔｔｅｒ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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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金砖的向心力分析

从 ２００９ 年至今ꎬ 金砖国家领导人没有缺席过峰会ꎬ 从这一点来看ꎬ 至少金

砖各国领导人都很重视这个合作的机制ꎬ 但是金砖各国对金砖合作的定位、 期

盼、 投入等还是有所差异ꎮ

(一) 俄罗斯

从俄罗斯提出的倡议、 俄罗斯本国相关机构的设置和投入等方面都可以看出

俄罗斯方面对金砖机制的期盼和重视ꎮ
首先ꎬ 形成俄罗斯的 “金砖叙事”ꎮ 最早是由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提出

的俄印中三角ꎬ 从中衍生出了作为地缘政治现实的金砖国家①ꎮ “根据俄罗斯领

导人 ２００６ 年的倡议ꎬ 成立了金砖国家机制ꎬ 并在短时间内成为国际政治和经济

领域内的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ꎮ”② 不仅学者在讲述ꎬ 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俄罗斯乌法

金砖峰会之后ꎬ 普京也回顾了金砖形成的过程: “金砖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启动ꎬ 当时

我们提议ꎬ 中俄印领导人举行会晤ꎬ 当时他们在参加圣彼得堡论坛ꎬ 他们接受了

我们的建议ꎮ 巴西后来加入进来ꎬ 然后是南非ꎮ”③ 从俄罗斯的叙事中可以明确

感受到ꎬ “我们 (俄罗斯)” 是金砖形成的重要策划者ꎮ
其次ꎬ 强大的研究力量支撑ꎮ 在这些叙事的背后ꎬ 是俄罗斯学术界的投入ꎮ

“几乎在每一个俄罗斯重要的大学里ꎬ 都成立了研究金砖问题的中心和团队ꎬ 还

有公民社会的相关组织ꎮ”④ 为整合俄罗斯的研究力量ꎬ 俄罗斯专门以总统令的

形式成立了 “金砖问题研究国家委员会” (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п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БРИКСꎬ 简称 НКИ БРИКС)ꎮ 这个国家委员会是由俄罗斯世界基

金会联合俄罗斯科学院ꎬ 在俄罗斯外交部的支持下成立的ꎮ 其主要任务是推出俄

罗斯的立场ꎬ 协调有关金砖问题的研究机构和专家的活动⑤ꎮ 这个委员会有官方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ｋｉｂｒｉｃｓ ｒｕ / )ꎬ 信息非常丰富ꎬ 更新及时ꎮ 同时ꎬ 出版金砖

９１

①
②

③

④
⑤

Георгий Толораяꎬ Зачем России БРИКС?
Концепци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объединении Брикс в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годах ０１марта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ｂｒｉｃｓ２０１５ ｒｕ /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ｂｒｉｃｓ / ２０１５０３０１ / １５３８３ － ｐｒｉｎｔ ｈｔｍｌ
“Ｎｅｗ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ｙ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ＣＯ ｓｕｍｍｉｔｓ”ꎬ Ｊｕｌｙ １０ꎬ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４９９０９
Георгий Толораяꎬ Зачем России БРИКС?
Ｇｅｏｒｇｙ Ｔｏｌｏｒａｙａꎬ ｅｄｉｔꎬ ＶＩＩ ＢＲＩＣ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ꎬ Ｍｏｓｃｏｗ: ＮＣＲ ＢＲＩＣＳꎬ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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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报ꎬ 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开始ꎬ 几乎每个月发布一期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 已经出版

到第 ６８ 期ꎮ 在其他的金砖国家中ꎬ 尚没有在国家层面上的以 “国家” 冠名的金

砖问题研究机构ꎮ 比较各国关于金砖问题的专门网站ꎬ 也没有比俄罗斯金砖问题

研究国家委员会更为专业、 详细、 及时的ꎮ 俄罗斯方面似乎有意将这个网站打造

成一个金砖国家虚拟的秘书处ꎮ 在俄罗斯还举办过难以计数的各类国际、 国内关

于金砖问题的学术会议ꎮ
第三ꎬ 出台 «俄罗斯联邦参与金砖国家构想»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ꎬ 俄罗斯

总统批准了 «俄罗斯联邦参与金砖国家构想»ꎮ 比较而言ꎬ 其他金砖国家尚未推

出如此高规格的、 专门针对金砖国家的政策文件ꎮ 俄罗斯金砖国家研究委员会主

席、 俄罗斯国家杜马教育委员会主席尼克诺夫指出ꎬ “俄罗斯针对金砖国家的战

略考虑是认真的、 长久的ꎮ”① 这个构想基本上代表了俄罗斯对金砖国家整体、
长远的思考ꎬ 值得加以关注ꎮ 该构想中的重要思想和内容ꎬ 至今仍然是俄罗斯领

导人、 外交部门和主要学者所反复提及和坚持的ꎮ 该构想对金砖国家的定位是地

缘政治组织ꎬ “由俄罗斯在 ２００６ 年发起的金砖国家的成立ꎬ 是二十一世纪之初最

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ꎮ 金砖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有

影响力的因素ꎮ” 这个构想明确提出了俄罗斯关于金砖国家前景的考虑ꎬ “逐步

把目前这种针对有限问题的对话和协调论坛ꎬ 转变为针对关键的全球政治经济问

题进行合作的、 战略性的、 成熟的机制ꎮ” 俄罗斯希望金砖国家机制化、 制度化ꎬ
并成为一个对重大问题进行合作的机制ꎮ 托洛拉亚直接指出ꎬ “必须尽快讨论成

立秘书处的问题建立秘书处ꎬ 能够起到巩固金砖的作用ꎮ”② 托洛拉亚提议ꎬ
“在 ２０１６ 年前ꎬ 形成一个功能健全的虚拟秘书处在未来的五年里ꎬ 建立一个

常设的金砖秘书处ꎮ”③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２０１５ 年金砖峰会后指出ꎬ “为了能更

好地协调我们的合作ꎬ 我们将创立一个虚拟或电子的秘书处ꎮ”④

第四ꎬ 俄罗斯对金砖的 “担忧”ꎮ 实际上ꎬ 俄罗斯对金砖的发展前景很关

注ꎬ 也有 “担忧”ꎮ 担忧更凸显了俄罗斯对这一机制的关注ꎮ

０２

①

②
③

④

Участие России в БРИКС рассчитано " всерьез и надолго " － политолог Вячеслав Никонов
２６ ０３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ｕｓｓｋｉｙｍｉｒ ｒｕ / ｒｕｓｓｋｉｙｍｉｒ / ｒｕ / ｆｕｎｄ / ｐｒｅｓｓ / ｐｒｅｓｓ３７７２ ｈｔｍｌ

Георгий Толораяꎬ Зачем России БРИКС?
Ｇｅｏｒｇｙ Ｔｏｌｏｒａｙａ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ＲＩＣ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Ｇｏａｌｓ ＆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ꎬ ｉｎ Ｇｅｏｒｇｙ Ｔｏｌｏｒａｙａꎬ ｅｄｉｔꎬ

ＶＩＩ ＢＲＩＣ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ꎬ Ｍｏｓｃｏｗ: ＮＣＲ ＢＲＩＣ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４３３
“Ｎｅｗ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ｙ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ＣＯ ｓｕｍｍｉｔｓ”ꎬ Ｊｕｌｙ １０ꎬ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４９９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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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担心金砖领导人峰会的延续性和轮值主席国的工作质量ꎮ ２００９ 年ꎬ
首次金砖峰会在俄罗斯举行ꎬ 但是 ２０１０ 年谁来接起俄罗斯的倡议呢? 巴西承办

了第二次金砖峰会之后ꎬ 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对第二次峰会 “非常满意”ꎮ
他还特别指出ꎬ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邀请金砖国家领导人在 ２０１１ 年到中国开

会ꎮ”① 俄罗斯方面高度重视金砖领导人峰会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的第七届金砖领导人

乌法峰会ꎬ 盛况空前ꎮ 期间俄罗斯方面积极推动通过了 «乌法宣言» «乌法行动

计划» 和 «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 等文件ꎮ
俄罗斯还担忧西方国家对金砖机制的 “破坏” 与金砖内部的矛盾ꎮ 对此ꎬ

俄罗斯并不讳言ꎮ 俄罗斯金砖国家问题研究委员会撰写的报告 «俄罗斯参与金砖

国家: 战略目标与实现手段»② 直接指出ꎬ “西方国家会尽力干预这些计划的实

现ꎬ 挑拨金砖国家间的分歧ꎬ 冻结金砖发展进程ꎬ 因为他们视金砖国家为竞争对

手ꎬ 不希望金砖机制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巩固和加强ꎮ” 因此ꎬ 俄罗斯的主要行

动目标ꎬ 是巩固金砖机制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 日在俄罗斯乌法金砖峰会的官方网站

上ꎬ 公布了 “俄罗斯担任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金砖主席国的构想”③ꎮ 其中ꎬ 第一个部

分就是 “巩固俄罗斯以及金砖整体的国际政治地位”ꎮ 俄罗斯也确实通过行动ꎬ
来巩固金砖合作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２ 日ꎬ 俄罗斯发布了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的总结报告ꎮ 这是一个相当丰富的日程清单和总结④ꎮ 在俄

担任主席国期间ꎬ 除了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的第七次乌法首脑峰会之外ꎬ 还有多达 １０２
次的各级别的金砖国家联合活动ꎬ 其中 ８２ 次是在俄罗斯举行的ꎮ 议会论坛、 工

业部长、 能源部长、 环境部长、 文化部长会议ꎬ 禁毒工作会议、 移民问题会议

等ꎬ 都是第一次召开⑤ꎮ 整体而言ꎬ 俄罗斯在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所做的工

作ꎬ 非常细致和深入ꎮ
第五ꎬ 积极展望金砖的发展前景ꎮ 从金砖机制成立至今ꎬ 唱衰之声不断ꎮ 特

别是 ２０１５ 年年末ꎬ 高盛集团宣布关闭已有九年历史的金砖四国基金ꎬ 该基金的

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肖辉忠: «试析俄罗斯金砖国家外交中的几个问题»ꎬ 载 «俄罗斯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ꎮ
Елена Черненкоꎬ Россия нашла значение БРИКС / / Коммерсант № ４０ １１ марта ２０１３ Ｃ ８
Концепци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объединении Брикс в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годах
Доклад по итогам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объединении

БРИКС в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гг Москваꎬ １２ Февраля ２０１６
Александр Лукашик БРИКС: итог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ства и векторы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развития /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 ２ Февраль ２０１６ Ｃ ５２ －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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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规模较 ２０１０ 年的峰值减少了 ８８％ ①ꎬ 引来了新一轮的负面评价ꎮ 甚至金砖

概念的提出者吉姆奥尼尔也指出ꎬ “金砖一体化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ꎬ 应该把

希望寄托于扩大 Ｇ７ꎬ 把中国和印度吸纳进来ꎮ”② 针对金砖各国经济增速下降、
经济困难会否影响到金砖国家间的合作ꎬ 托洛拉亚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指出ꎬ “金砖国

家面对的形势越复杂ꎬ 金砖国家越希望互相支持、 互相合作ꎬ 以共同的立场参与

全球治理ꎮ” “经济上的困难、 国家间的冲突ꎬ 只会让金砖更强大ꎮ”③ ２０１４ 年俄

罗斯 «国际生活» 上的一篇文章认为ꎬ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 “金砖国家成为国际

金融和经济秩序改革者的联盟”ꎬ 最不可能的情况是 “瓦解”④ꎮ
毫无疑问ꎬ 其他金砖国家也都关注金砖机制ꎮ 只是相比之下ꎬ 不如俄罗斯那

般积极和主动ꎮ 但是俄罗斯无法成为金砖内部的主要凝聚力: 一方面ꎬ 其他金砖

国家担心俄罗斯把金砖引向与西方抗衡的道路上ꎻ 另一方面ꎬ 俄罗斯并不属于

“南方” 和发展中国家ꎮ 其实金砖内部最大的差异ꎬ 在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之

间ꎮ 俄罗斯较之其他金砖国家ꎬ 带有更多的西方国家属性ꎮ

(二) 中国

中国方面虽然在宣传、 叙事等方面不如俄罗斯积极ꎬ 但正如波波罗指出

的ꎬ “没有中国ꎬ 金砖就没有分量”ꎬ “没有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保障ꎬ 金砖就没有

发展日程可谈”⑤ꎮ 中国的学者也日益积极地思考金砖现象ꎮ 复旦大学成立了

“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协同创新中心”⑥ꎬ 该中心的总体目标是ꎬ “为中国推

进金砖国家合作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智力支持与战略咨询平台ꎬ 推进中国与金砖国

家全面合作ꎮ”⑦ 中国经济网开设了 “金砖国家新闻网”⑧ꎬ 并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编纂

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高盛关闭旗下金砖四国基金ꎬ 一个时代就此结束»ꎬ 中国经济网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ｅ ｃｎ / ｒｏｌｌｉｎｇ / ２０１５１１ / ０９ / ｔ２０１５１１０９＿ ６９５２１８６ ｓｈｔｍｌ

Запад заживо хоронит БРИКС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２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ｋｉｂｒｉｃｓ ｒｕ / ｐｏｓｔｓ / ｓｈｏｗ / ５６ｆ７ｆｆａａ６２７２６９
６ａ８４１０００００

Георгий Толора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ｃ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о дальнейшему развитию
БРИКС ２９января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ｂｒｉｃｓ２０１５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０１２９ / ８７２０６６ ｈｔｍｌ

Инал Ардзинбаꎬ Будущее группы БРИКС глазами экспертн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２０１４ № ３ Ｃ １５０ － １６８

Ｂｏｂｏ Ｌｏꎬ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成立”ꎬ 复旦新闻文化网ꎬ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ｆｕｄａｎ ｅｄｕ ｃｎ / ２０１２ / ０９１４ / ３１４６６ ｈｔｍｌ
“中国五高校成立金砖国家研究机构”ꎬ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ꎬ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ｎｏｓｓ ｎｅｔ / ２０１２ / １００８ / ４２９６４ 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 / / ｂｒｉｃｓ ｃｅ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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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资讯参考»①ꎮ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了 “金砖国家经

济智库”ꎬ 并推出了几份金砖问题的研究报告②ꎮ
从中国关于金砖问题的大量学术文章来看ꎬ 大部分中国学者对于金砖机制ꎬ

以及中国金砖外交的评价都很积极ꎮ 有的学者认为ꎬ “从中国对外战略角度来看ꎬ
金砖国家居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ꎮ 金砖国家不仅是新时期发展中国外交的重要

实现形式ꎬ 更是中国奋发有为国际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ꎮ”③ 中国官方也力挺

金砖合作ꎮ 金砖国家的新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ꎬ 中国无论如何都需要关注新开

发银行的发展前景ꎮ 可以说ꎬ 金砖新开发银行与金砖的发展是捆绑式的ꎮ ２０１６
年年初ꎬ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 “第四届金砖国家财经论坛” 上指出ꎬ “金
砖国家的经济合作有坚实的基础ꎬ 特别是在金融和基础设施合作方面ꎬ 有根本性

的进展新开发银行已经在积极准备首批金砖项目ꎮ”④

中国通过金砖合作机制也有明显的收益ꎬ 虽然未必是直接的ꎮ 美国国防大学

一名研究中国安全问题的博士后郭达安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 Ｇｌｏｓｎｙ) 在一篇文章中分析

了中国通过加入金砖机制所获得的益处ꎮ 首先ꎬ 金砖合作有利于形成一个稳定的

国际环境ꎬ 防止被包围ꎮ 印度和俄罗斯是中国的两个最为强大的邻居ꎬ 有很大的

能力对中国构成威胁ꎬ 使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化ꎬ 迫使中国把资源从经济现代化中

转移出来ꎮ 中国通过在金砖内的合作ꎬ 让印度和俄罗斯相信ꎬ 中国不会威胁它

们ꎬ 中国不会随着自身的强大而挑战它们的利益ꎮ 此外ꎬ 改善与印度和俄罗斯的

关系ꎬ 不仅使这两个国家直接威胁中国的可能性降低ꎬ 也令他们不可能加入到美

国对中国的包围圈之中ꎮ 其次ꎬ 通过帮助其他的发展中国家ꎬ 加强中国作为一个

发展中国家的身份ꎬ 使自己隐藏在一个集团内 (金砖国家)ꎬ 从而避免被负面地

关注⑤ꎮ
有中国学者指出ꎬ “金砖集团对中国的重要性ꎬ 无法以中国的潜在物质所得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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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ｈｔｔｐ: / / ｂｒｉｃｓ ｃｅ ｃｎ / ｚｘｃｋ /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ｔｍｌ
«金砖发展战略报告 (２０１５)»ꎬ 研究报告 (总第 ６６ 期)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ꎻ «南非与金砖机制建设国

别报告»ꎬ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ꎻ «印度对金砖国家机制建设的目标构想、 利益诉求及举措»ꎬ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ꎻ “俄罗
斯与金砖国家机制建设研究”ꎬ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ꎻ «巴西的金砖机制建设的目标构想、 利益诉求及举措»ꎬ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ꎮ 参见 “金砖国家经济智库” 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ｗｅ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ｅｄｕ ｃｎ / ｃｏｌｕｍｎ / ｊｚｚｋｂｇ

赵可金: «中国国际战略中的金砖国家合作»ꎬ 载 «国际观察»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ꎮ
«朱光耀: 金砖国家经济基本面没变 “不褪色” 有三原因»ꎬ 中国经济网ꎬ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ｉｎｔｌ ｃｅ ｃｎ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 / ｚｘｘｘ / ２０１６０１ / １２ / ｔ２０１６０１１２＿ ８２２０２２４ ｓｈｔｍｌ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 Ｇｌｏｓｎｙ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Ａ Ｒｅａｌ ( ｂｕ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ａ Ｕｎｉｐｏｌａｒ Ｗｏｒｌｄ”ꎬ

Ｐｏｌｉｔｙꎬ ２０１０ꎬ Ｖｏｌ ４２ꎬ Ｎ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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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论证”ꎬ 但是 “金砖国家关系网络倍增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权

力ꎮ”① 此外ꎬ “ ‘金砖国家’ 组织是中国参与构建的第一个、 只包括新兴大国的

全球网络ꎬ 中国在这一关系网络中处于中心和关键地位ꎮ”② 因此ꎬ 中国不仅不

会淡化金砖合作ꎬ 反而会积极支持ꎮ
虽然有着这些政治、 安全和外交方面的利益ꎬ 但中国显然无意把金砖塑造成

为一个地缘政治集团ꎮ 中国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的一份研究建议ꎬ “既
要积极推进金砖合作ꎬ 又要保持必要的谨慎: 参与金砖金融合作应坚持循序渐进

和讲究实效ꎻ 参与金融合作应尽可能地淡化政治集团的形象ꎮ”③

中国对金砖没有刻意地加以宣传ꎬ 也没有形成一个 “中国叙事”ꎬ 这与中国

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情感不同ꎮ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发起的第一个国际组织ꎬ 而且

是以中国的城市命名ꎬ 还发展出了 “上海精神”ꎮ 在中国ꎬ 以上海合作组织为研

究对象的专业机构的数量和规模ꎬ 远超过对金砖研究的机构ꎮ
但这不表明中国对于金砖的贡献和影响小ꎮ 到目前为止ꎬ 金砖国家的重要决

定ꎬ 除了声明和宣言之外ꎬ 一个是接纳南非加入ꎬ 一个是成立新开发银行ꎮ 这两

件事情都与中国的努力密切相关ꎮ 南非的正式加入是在 ２０１１ 年的金砖国家三亚

峰会上ꎬ 当时中国国家主席向南非领导人发出了邀请ꎮ 新开发银行总部设立在上

海ꎬ 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对金砖的影响力和支持ꎮ 实际上ꎬ 金砖内部的凝聚力与对

外的影响力都与中国密切相关ꎮ 也可以认为ꎬ 其他金砖国家希望通过金砖合作机

制ꎬ 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ꎮ 而中国也主动表示ꎬ 即便在新常态下ꎬ 也依然 “欢迎

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ꎮ”④

(三) 印度

拥有不结盟传统的印度ꎬ 在外交政策上一直比较独立和谨慎ꎮ 印度显然不如

俄罗斯那般热情地拥抱金砖ꎬ 但是印度对金砖有着的独立思考和认识ꎮ
首先ꎬ 加入金砖表明印度逐步走向全方位的大国外交之路ꎮ 冷战结束之后ꎬ

印度在外交政策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调整ꎮ 大国追求是其最高的目标ꎬ 为此ꎬ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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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走向全方位的外交ꎬ 并且更多地关注经济因素①ꎮ 参与金砖机制ꎬ 是印度在

外交上的一个重要突破ꎮ 近年来ꎬ 印度也积极发展与美国、 日本的关系ꎬ 在印度

有相当影响力的团体ꎬ 支持积极发展印美关系ꎬ 包括在安全和国防领域ꎻ 同时ꎬ
在印度认为需要发展与中国合作关系的人也不少ꎬ 他们不允许与中国发生冲

突②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印度外交秘书苏杰生警告ꎬ “不能过快地同美国建立全面关

系冷战时期的政治秩序ꎬ 到目前为止仍是印美关系的一个部分现在ꎬ 我

们还不能完全地意识到所有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是好是坏如果我们不切实际

地跨越两国关系的阶段ꎬ 那么我们可能会失去很多ꎮ” ③同样ꎬ 印度对于金砖机制

的发展ꎬ 也不会不切实际地跨越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印度观察者研究基金会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副主席萨米尔萨兰等印度学者指出ꎬ “不应该人为地推动

金砖扩员和制度化进程ꎬ 关键是ꎬ 金砖需要一个稳定的运行基础ꎮ”④

其次ꎬ 印度对金砖机制有着深入的思考ꎬ 并非一时之举ꎮ 印度不仅加入了金

砖机制ꎬ 还倡议建立金砖开发银行ꎬ 并加入了亚投行ꎬ 成为亚投行非常重要的创

始成员国ꎮ 萨米尔萨兰指出ꎬ “新德里需要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待金砖机制ꎬ 以

及这个机制为印度在当代国际秩序中所创造的空间”ꎮ 萨兰认为ꎬ 当前的秩序是

二战后三轮扩大的结果: 一个是美国治下和平ꎬ 依托于华盛顿共识、 北约、 世界

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ꎬ 以及市场导向的全球化ꎻ 第二个是欧盟的成立ꎬ 基于

共享的价值观ꎬ 通过软实力撬动乌克兰和其他的苏联前卫星国ꎻ 第三轮ꎬ 也是最

近的一次试验ꎬ 是中国的崛起ꎬ 中国也创建了新的机构ꎬ 亚投行、 新开发银行ꎮ
印度在这两个机构中ꎬ 有很大的份额ꎬ 这两个银行的成功ꎬ 也能让印度在 ２０ 世

纪中叶创建的国际组织中获得更大的地位⑤ꎮ 萨米尔萨兰等印度学者认为ꎬ
“由于印度自身的财政和地缘政治限制ꎬ 印度必须与能够帮助印度的相关方联合ꎬ
印度参加金砖以及新开发银行ꎬ 应该从这个背景来解读ꎮ”

所以ꎬ 并不能说印度对参与金砖机制没有热情ꎬ 相反ꎬ 从印度对金砖新开发

银行 (印度人担任首任行长)、 亚投行 (印度是第二大股东) 的参加程度ꎬ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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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印度是金砖中比较牢固的一块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印度认为自身成长的空间ꎬ
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ꎮ 因此ꎬ 与外界的通常看法不同ꎬ 印度与中国的关系并不是

金砖发展中的障碍ꎬ 反倒可能成为金砖合作中重要的稳定因素ꎮ
第三ꎬ 印度对金砖机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ꎮ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ꎬ 成立

金砖开发银行的建议ꎬ 最早由印度方面提出ꎮ 目前ꎬ 新开发银行行长的重要职务

由印度人担任ꎮ

(四) 巴西、 南非

巴西ꎮ 在创建金砖机制之初ꎬ 巴西被公认为是金砖国家内除俄罗斯之外的第

二个积极分子ꎮ 俄罗斯科学院拉美所副所长马尔丁诺夫指出ꎬ 巴西对金砖国家的

兴趣ꎬ 早在高盛集团的概念之前ꎮ 巴西著名的外交官、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埃里

奥雅瓜里贝 (Ｈéｌｉｏ Ｊａｇｕａｒｉｂｅ)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 就在巴西外交部的期刊

上提出了 “鲸鱼” 国家间的优先合作问题ꎬ 其中他提及了巴西、 俄罗斯、 印度

和中国①ꎮ 但是巴西对金砖的认同和支持ꎬ 可能并不如常常犹豫不决的印度ꎮ 巴

西学者认为金砖合作有许多瓶颈ꎮ 首先ꎬ 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ꎬ 都没有明确表

示支持印度或巴西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ꎮ １９９４ 年巴西外长阿莫林 ( Ｃｅｌｓｏ
Ａｍｏｒｉｍ) 就正式宣布ꎬ 巴西希望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ꎮ ２００３ 年

卢拉上台之后ꎬ 将这个目标定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ꎮ ＩＢＳＡ 机制无法帮助巴西实

现这个目标ꎬ ＢＲＩＣＳ 也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提供明确的支持②ꎮ 其次ꎬ 巴西很担心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ꎮ “如果俄罗斯与西方发生更为直接的冲突ꎬ 不会有一个金

砖国家明确支持莫斯科ꎮ”③ 巴西尽力避免被卷入到与西方的冲突中ꎮ 巴西智库

人员施腾格尔坦言ꎬ “金砖国家愿意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俄罗斯ꎬ 但是能跟随莫斯

科到什么程度ꎬ 要视其他金砖国家的判断ꎬ 即ꎬ 这么做不能损害同西方的关

系实际上ꎬ 巴西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会非常谨慎ꎬ 避免在金砖联合宣言中有过

分的话语ꎮ” ④因为美国和欧洲对于巴西经济仍然非常重要ꎮ “没有一个金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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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追随一个政策ꎬ 如果这个政策会导致西方向自己施加对待俄罗斯那样的制

裁ꎮ”① 可以看出ꎬ 虽然巴西对金砖机制非常积极ꎬ 但是巴西对金砖的顾虑也非

常多ꎬ 巴西并没有把自身的利益深深地和金砖挂钩ꎮ 整体而言ꎬ 巴西的关注点主

要还是在美洲大陆ꎬ 与美国的关系仍然是巴西特别关注的ꎮ
南非ꎮ 在初始阶段ꎬ 南非对于参加金砖国家比较谨慎ꎮ 担心南非加入到金砖

国家ꎬ 会给自身带来不利的影响ꎬ 并为其他国家利用非洲大陆的资源提供机会ꎮ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南非开始支持金砖国家ꎮ 南非非洲研究所专家阿普罗

(Ｆｕｎｅｋａ Ｙａｚｉｎｉ Ａｐｒｉｌ) 指出ꎬ “南非应该逐步脱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ꎬ
并积极参与到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建立ꎮ” 这位作者强调ꎬ “金砖新开发银行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ꎮ 因为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世界银行ꎬ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项目贷款ꎬ 是有选择的ꎮ 特别是ꎬ 那些能够巩固国民经济独立

性的项目ꎬ 他们不给予贷款ꎬ 如原子能、 生物技术、 水电设施建设等ꎮ” “金砖

新开发银行ꎬ 可以使非洲国家不需要履行西方金融机构提出的政治条件ꎬ 能够加

强非洲国家的政治独立性ꎮ”② 独立对于南非是非常重要的ꎮ 南非大学全球对话

研究所所长西法曼德拉宗蒂指出ꎬ “对更大的自主和独立的追求ꎬ 是南非与世

界关系中的一个主要考虑ꎮ”③ 总体而言ꎬ “加入金砖被南非视为重大的外交成

就ꎬ 体现了金砖成员对南非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的认可ꎮ”④

结　 语

俄罗斯的积极叙事给人造成的印象是ꎬ 金砖机制是俄罗斯推动形成的ꎮ 实际

上ꎬ 俄罗斯的推动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ꎮ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 危机局势、
金砖各国前期的合作等ꎬ 都同等重要ꎬ 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素ꎮ 关于金砖合作的

性质与发展的前景ꎬ 金砖国家尚无共识ꎮ 主要分歧在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之

间ꎮ 俄罗斯希望金砖发展成为一个能就重大的、 广泛的国际政治经济展开对话的

７２

①

②

③

④

Ｏｌｉｖｅｒ Ｓｔｕｅｎｋｅｌꎬ “Ｔｈｅ Ｇ７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Ｃｒｉｍｅ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ꎬ Ｖａｌｄａｉ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Ｎｏ １４ꎬ
Ｍａｙ

Мезяев А Б " Мыслитель" － ведущий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й журнал Южной Африки / /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２０１５ № ８ Ｃ ６１ － ６６

Ｓｉｐｈａｍａｎｄｌａ Ｚｏｎｄｉ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Ａｎ Ｉｎｇｒａｉｎｅｄ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ꎬ １２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ꎬ 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 － ｉｒ ｉｎｆｏ / ２０１２ / ０６ / １２ / ｓｏｕｔｈ － ａｆｒｉｃａ － ａｎｄ － ｔｈｅ － ｂｉｒｃｓ － ａｎ － ｉｎｇｒａｉｎｅｄ －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

«南非与金砖机制建设国别报告»ꎬ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ꎬ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第 ９ 页ꎮ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合作机制ꎮ 显然ꎬ 这种发展前景意味着金砖成为另一个能与七国集团抗衡的大国

俱乐部ꎮ 但其他金砖国家则尽力避免与西方发生对抗ꎬ 因此更加关注于发展的议

题和日程ꎮ 金砖合作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ꎬ 只是俄罗斯方面希望

放大影响ꎬ 其他金砖国家则采取谨慎立场ꎮ 经济和政治本来就是密切相关的ꎮ
金砖的内部关系良好ꎮ 在双边关系上ꎬ 通常认为金砖内部的中印关系是一个

障碍ꎮ 事实表明ꎬ 在金砖合作过程中ꎬ 中印之间配合良好ꎮ 本文认为ꎬ 如果金砖

内部真的需要一个核心的话ꎬ 那么中印组合是最佳的ꎮ 一方面ꎬ 两国都有改善双

边关系的巨大的政治意愿ꎬ 也有同样巨大的经济利益因素ꎮ 另一方面ꎬ 与中俄之

间已经相当高的合作水平相比ꎬ 中印关系的发展空间更大ꎮ 第三ꎬ 也是最为重要

的ꎬ 是双方对对方的战略判断ꎬ 特别是印度对于中国发展的战略判断ꎬ 是积极抓

住中国发展的机遇ꎬ 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ꎬ 而不是抵消中国的发展ꎮ 印度加入金

砖机制ꎬ 恰恰看中的是中国的发展前景ꎮ 印度人担任了金砖新开发银行的首任行

长ꎬ 印度还是亚投行的第二大股东ꎮ 而且ꎬ 中印合作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金砖机

制的地缘政治色彩ꎬ 却能大大增加金砖的发展动力ꎮ
俄印中机制、 印巴南机制仍将存在ꎬ 但不是金砖内部两个对抗的三边机制ꎮ

首先ꎬ 印度同时是两个机制的参与国ꎮ 其次ꎬ 印巴南机制已经近五年没有举行领

导人会晤ꎬ 俄印中机制中没有领导人会晤ꎮ 这两个机制的活跃性、 层次都不能与

金砖机制相比ꎮ 在中俄与印巴南之间ꎬ 就安理会改革问题有不同的立场ꎬ 但金砖

合作领域广泛ꎬ 这方面的分歧并未阻碍整体合作ꎮ
虽然金砖各国实力、 影响力差别较大ꎬ 但金砖机制不会允许产生内部的领导

国和等级次序ꎮ 俄罗斯针对金砖的外交活动、 政策建议、 学术讨论最为活跃ꎬ 但

反而引发了其他金砖国家的担忧ꎮ 中国的影响力在客观上是最大的ꎬ 但中国的举

动是尽量消除金砖内外的担忧ꎬ 避免冲突ꎮ 金砖发展过程中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决

策ꎬ 都与中国密切相关ꎮ 印度的态度非常重要ꎬ 印度在积极发展与美国关系的同

时ꎬ 也在有意地保护金砖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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