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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当前国际体系的一个突出特征是部分关键的新兴经济体正在成长为有影响力的全球行为体。金砖国家一词已经

被广泛用来指代全球经济力量从发达国家向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尽管新兴经济力量是一个用来描述发展中大国

经济活力的术语，但尚不能充分反应这些经济力量的地缘政治和外交政策影响。为了更准确地分析新兴经济力量的

国际影响力，新兴大国成为用于表述此现象的新概念。  

正文 

  国际社会在过去的十年已经见证了金砖国家在世界事务中日趋活跃的姿态。这种在国际体系内积极的姿态的反

应了新兴大国关于自身命运与全球化和国际体系深刻相关的认识。金砖国家的绝大多数成员均与地区内国家建立了

深厚的政治和经济纽带，在地区合作中扮演着领导抑或支持性角色。金砖国家的对外战略不仅仅以所在地区为唯一

基础，而是都采纳了发展自身的全球战略。 

  为了进一步拓展其全球经济关系和保护日趋增长的海外利益，金砖国家开始注重把其经济力量转化为国际政治

影响力。金砖国家峰会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性机制，不仅仅是推动成员之间的经济合作，而且志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改革。在此背景下，改革当前主要全球性机制已经成为主要新兴大国的集中关注，以便这些机制可以更好地保护新

兴大国日趋增长的体系利益和反映其对未来世界秩序的看法与价值观。 

  为了更好地理解新兴大国对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视，本文将分析金砖国家在联合国维和、安理会改革以及G20峰会

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方面的努力。 

  联合国维和与保护的责任 

  金砖国家成员均是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成员。绝大多数金砖国家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贡献良多，

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军队、培训以及投票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等。金砖国家视联合国为在维持和恢复和平方面

采取集体行动最为合法的机构。金砖国家都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中扮演中心角色，特别是在全球治理

日益发展的背景下。考虑到联合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重要性，金砖国家努力在联合国框架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

色。 

  绝大多数金砖国家参与了联合国维和行动，这为新兴大国承担国际责任和锻炼海外军事行动能力提供了机遇。

总体上，金砖国家对于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军事行动上态度比较谨慎。在利比亚的例子上，金砖国家批评的是

北约干涉和执行联合国决议的方式，而不是保护的责任这一原则本身。新兴大国拥有不断上升的国际抱负和日趋增

长的海外利益，这促使新兴大国思考对保护的责任应该采取的态度。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 

  联合国安理会经常被批评未能反映当今世界的权力分布，还停留在1945年的水平。没有美国的领导、必要的地

区共识以及对全球安全的迫切的体系性威胁，改革安理会的阻力似乎很难克服。地区机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日趋

上升，加之不同的国家组合在不同的议题上影响力不一，使得有必要对安理会的组成进行改革，从而使其更加有



效。 

  金砖国家成员均同意联合国需要全面改革来使其更加有效和更具代表性，但是尽管金砖国家三亚峰会宣言中生

命中国和俄罗斯支持巴西、印度和南非在联合国中扮演更大的角色，却并未明确支持上述三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在金砖国家内部培育一种更加清晰、一致和坚定的支持立场将会大大改变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活力。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呈现出来的是一幅非常复杂的图景。构建基于类似规范、行为方式和共享利益的互信是联合

国安理会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必要步骤。金砖国家内部的政治团结尚不足以支撑其共同推动安理会改革。 

  G20峰会和国际金融机制改革 

  G20的演变本身就是一个展示管理当今世界经济复杂性的活教材。G20峰会是首个结构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力量

分布的国际论坛。G20成员国占据世界GDP的85%。[1]G20最初是作为解决上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中新兴经济

体的问题而创建的部长级论坛。G20被提升至峰会水平主要是解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中

国和巴西在峰会创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G20峰会的创建正是为了借助新兴经济体的力量，不仅解决发达经济体的问

题，而且要维持全球经济的稳定性。 

  当首届金砖国家峰会2008年在俄罗斯召开时，它的核心关注即是如何理解这场危机以及如何在G20峰会框架内合

作改革国际金融机制。G20峰会的主要成就是启动了高达1.1万亿美元的全球复苏计划和增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的资

源。金砖国家对这两个成就都有所贡献。中国启动了庞大的国内刺激计划，巴西也同样如此，巴西甚至摆脱了长达

数十年的借贷者形象进而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作为回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同意把投票权想新兴经济

体转移。G20其他的关于建立金融稳定委员会、金融管理政策、相互评估机制和发展议程的倡议对于新兴经济体的未

来也是高度相关的。 

  在所有这些机构中，金砖国家通过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而获得了较高的合法性。金砖国家是各自地区的主要

经济体和世界贸易组织内有影响的成员国。新获得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身份对于改善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具有促进作

用，特别是考虑到俄罗斯的金融系统与其他金砖国家存在差距，其政治影响力主要建立在能源行业。中国和巴西是

200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的主要受益方。金砖国家是200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的注资方。尽管欧洲人

仍然占据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的职位，但在执董会中降低了欧洲董事的数量，并且所有董事须经选举产生。 

  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金砖国家认为有必要积累巨额外汇储备避免金融风险，但这也意味着将受制于外汇

国货币政策的消极变动。金砖国家为此希望改革世界货币体系，推动美元的替代货币，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建

构一个负责的国际货币体系。与美国的关注类似，金砖国家也希望平衡全球支付体系，降低美国的财政账户赤字，

维持世界经济的可持续运转。金砖国家还呼吁改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美欧人士担当的惯例，改由基于

个人才能而非国籍选举产生两个机构领导人。2012年世界银行行长首次出现多个候选人是一个历史性进步。金砖国

家希望经由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换取该组织投票份额的改革。此外，金砖国家还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强对

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以避免体系性风险。然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都需要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积极合作，避免在G20

中出现以金砖国家和七国集团为中心的两个冲突性或竞争性的小集团是必须加以注意的。 

  结语 

  伴随着其快速增长的综合国力，金砖国家势必有能力贡献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这不仅是来自国际社会解决全

球性问题的期待，也符合金砖国家保护其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的客观需求。这些新增的公共产品将主要通过当前的

国际机制进行，而这些机制仍然主要被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规范主导。接纳新兴大国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一个相

互调适和渐进的过程。关键是秉持一种合作的精神和务实的做法而不是进行零和博弈或者集团思维。 

  由于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西方国家创建和领导的，新兴大国需要使用集体的力量来影响国际体系的转

型。随着G20峰会的运行，机制性和平等性都有欠缺的“8+5”对话会丧失了活力。金砖国家甚至创建了自身峰会平

台以利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金砖国家试图建构的是一个建立在多极化、公平、公正和民主原则上的新国际政治

经济秩序。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有影响力的新成员，新兴大国希望在全球治理架构中通过和平和渐进的方式提升其

声音，以反映其视角和维护自身利益。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不是为了制衡西方的守成大国，而是为了追求一个更

加有效力的，可以与西方大国在其中进行平等互动的新世界秩序。 

  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绝非易事。金砖国家峰会的声明善于就地区和全球事务提出合作性

的远景，但在实现这些愿景的具体方案和手段上则语焉不详。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候选名单上金

砖国家缺乏共识，这些为金砖国家塑造全球议程的能力披上了一层阴影。考虑到金砖国家影响全球性议题的巨大潜

能，他们应该寻找到一个更加清晰和共同的立场。金砖国家已经在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上有所成就，随着南非加

入金砖国家机制，金砖国家在促进国际发展议程和推动非洲发展上将会有所作为。 

  金砖国家对成为所谓的“负责任利益攸关方”或者维持西方秩序的伙伴是非常警惕的。新兴大国在人道主义干

涉、金融放任以及有条件的援助政策等西方自由主义政策存有疑虑。这也是西方国家视金砖国家为其国际议程的阻

碍力量而不是进步力量的原因所在。西方国家凡此种种的对新兴大国的担忧在国际权力转移的背景下被放大，这对

双方发展机制性合作有害无益。正确的选择是客观看待国际权力转移的基本趋势，增加双方的战略接触、对话与协

调，孕育出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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