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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金砖国家组织这一深具

创意的机制化实践已经基本搭建完

成，未来金砖国家在深化和完善内

设机构的基础上，应将加强同其他

地区组织的合作作为下一阶段的重

要任务，从而进一步增强金砖国家

组织的全球影响力，具体来说可以

分别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

中等强国三大群体切入。

第一，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

的合作。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

公布的世界各国GDP计算，金砖国
家的经济总量（15.8万亿美元）大

致同欧盟（17.4万亿美元）、美国

（16.8万亿美元）对等平齐，并且

此三方GDP之和已经占据全球经济
总量的三分之二，表明世界经济的

版图分布一定程度上形成三家“鼎

足而立”、并驾齐驱的格局。这就

意味着金砖国家事实上改变了自冷

战结束以来，长期由美、欧、日三

方主导全球经济格局的旧有体系，

金砖国家作为一个主体具备同美国

和欧盟进行平等协商、对话的基础

条件。

因此，可以考虑按照金砖、

欧盟和美国作为三个独立参与方，

建立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三方高官年

度定期对话机制。而在具体议题方

面，由于金砖国家同美、欧在政治

理念和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容易

引发涉及内政、金融领域的深层次

冲突，故建议以主推外交部长和商

务部长的2+2会晤方式，侧重进行政
治对话和经贸合作。其中，金砖方

深化金砖国家与相关组织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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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以该年度峰会轮值国相关机构负

责人的出席，欧盟方面可由欧盟委

员会主席与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高

级代表出席，美国则可派出国务卿

和商务部部长参会。通过此三方机

制，一方面可以促进金砖国家与西

方世界更全面的协调、合作，另一

方面，更直接的交流对话还能够加

强相互间的认知和了解，从而降

低西方世界对金砖机制的疑虑和

误解。

第二，金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的合作。金砖五国中除俄罗斯带有

“双重属性”外，其他四国都是毋

庸置疑的发展中国家，可见金砖组

织总体上体现南南合作的成果。因

此，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金砖国家

作为一个整体开展对外合作的重点

仍应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但考

虑到发展中国家数量过于庞杂的特

点，金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适宜通

过以其所属地区性多边组织为合作

基点，按照由点及片、以点带面的

方式推动金砖国家与遍布全球的发

展中国家合作。根据发展中国家所

在地缘板块划分，各个区域基本都

已拥有能够整合地区力量的多边组

织。如非洲地区的非盟、中东地区

的阿盟、中亚地区的上合、南亚地

区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东南亚地

区的东盟、拉丁美洲地区的拉共体

和南盟等。同时，由于金砖五国在

上述地区组织中大多扮演着主导性

角色或发挥着关键性的影响，以各

个地区组织对应的金砖成员国作为

牵线“中介”，每当金砖某国轮值

主持该年峰会时，由该国负责邀请

对口联络的地区组织参会。即：当

金砖巴西峰会时，由巴西负责联系

拉共体和南美洲国家联盟的代表参

会，并具体设计、实施金砖与拉共

体、南盟对话的详细内容和议题程

序。以此类推，当中国主持峰会时

联络阿盟、东盟，俄罗斯峰会时联

络上合、独联体或欧亚联盟（筹建

中），印度峰会时联络南亚区域合

作联盟，南非峰会则联络非盟和南

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进而推动金

砖国家与关涉更多、覆盖更广的发

展中国家建立交流、合作途径。金

砖国家可通过“由点带片”促进全

球合作治理与互利共赢，把金砖经

验推广到东亚、南亚、非洲、拉美

等其他区域层面上来。

第三，金砖国家与中等强国

（Middle Power）的合作。中等强

国是指那些虽不是超级大国或主体

大国，但实力却显著超出普通中、

小国家，能够在所参加的国际活

动领域采取相对独立自主的政策，

具备较强地区影响力和较高国际

认可度的国家。当前，中等强国主

要包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墨西哥、西班牙、土耳其、印度尼

西亚、南非、阿根廷、沙特阿拉伯

等。新世纪以来，中等强国呈现集

群崛起的态势，成为国际政治发展

的一支重要力量。特别是在跃升为

全球治理首要平台的二十国集团

（G20）就吸收近一半的中等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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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中等强国在法理上享有参与

国际秩序核心决策进程的权利。近

年，随着金砖体制渐趋成型完善，

在G20的组织框架内逐步形成G7
（由于俄罗斯始终未能参加G7的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只能算是该集

团的“半成员”，再加上因乌克兰

危机而被暂时剔除出局，因此仅以

G7作为独立单元考虑）和金砖国家

两大强势的亚团体驱动G20发展方
向和未来走势的状况，而游离于两

大群体之外的多个中等强国隐现被

“边缘化”的可能。

有鉴于此，部分中等强国也开

始寻求组团捆绑、联合自强的方式

以改变身处弱势的不利境况。2013
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由韩
国牵头联合墨西哥、印度尼西亚、

土耳其、澳大利亚四国组成的五国

外长定期会晤机制（MIKTA，五国英

文头字母的组合），宣告“中等强

国合作体”这一全新机制的诞生。

2014年4月，五国外长再度在韩国
聚首，一致认为中等强国合作体将

为全球治理提供鲜活动力，并进一

步明确以此机制为平台继续深化合

作、强化协调的共识。中等强国合

作体的建立不仅打破了国际多边机

制不是发达国家就是发展中国家的

两分界限，更重要的是，在G20机
制内，中等强国还作为一个内聚统

合的整体，发挥着独立于以G7为主
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以BRICS为首的
发展中国家之外的第三极势力。基

于中等强国群体影响力不断上升的

现实趋势，欧美国家开始考虑通过

吸收中等强国的力量来补强自身日

益衰退的影响力。最近，有西方智

库机构就提议将俄罗斯排除出八国

集团（G8），而加入韩国和澳大利

亚两个中等强国、再联合欧盟组成

“民主十国”。由此可见，中等强

国的战略价值已引起欧美国家的重

视，金砖国家也需要加强与中等强

国的合作来进一步提升本组织在全

球事务中的作用。

因此，可以通过先建立金砖五

国外长+中强五国外长的十国外长对
话机制，初步形成两大组织交流沟

通的平台。如果未来中等强国合作

体升格为首脑高峰会晤模式，再适

时将十国外长对话升级为“十国峰

会”机制。

事实上，金砖国家与中等强国

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一方面，梳

理金砖国家的成长轨迹可以看到，

金砖机制原初起源和发展脉络同崭

露头角的中等强国合作体机制具有

高度的相似性，并且部分中等强国

还曾是呼声很高的潜在“金砖成

员”。因此，金砖从虚拟概念性投

资名词发展成实体组织的经验模式

对中等强国合作体向纵深发展提供

了可以借鉴、参考的适配先例。另

一方面，加强金砖与中等强国的合

作还能够顾及部分独特国家的利益

关切。例如，土耳其作为致力加入

欧盟的中东、伊斯兰大国，在当前

金砖国家的合作布局中近乎没有位

置，但土耳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的重要性却越来越突出。而金砖国

家通过与中等强国合作体的对话，

就能够弥补对中东和欧亚结合部布

局空缺的不足。再如，通过金砖国

家与中等强国澳大利亚的合作，金

砖国家以此为桥梁和纽带建立同大

洋洲的联系，有利于金砖组织实现

覆盖全球五大洲的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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