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尼西亚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开始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

后不久，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外长就发表《关于印度尼

西亚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的联合声明》表示，全力支持印度尼

西亚办好 2022 年二十国集团各项活动的工作，并着重就统筹

抗击疫情和经济复苏、数字经济等领域加强协调。同时，随着

二十国集团峰会进入印尼巴厘岛时刻，也意味着自 2010 年 10

月韩国首尔、2012 年 6 月墨西哥洛斯卡沃斯、2014 年 11 月澳

大利亚布里斯班以及 2015 年 11 月土耳其安塔利亚后，MIKTA

所有成员国即将全部完成承办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夙愿。应该

说，MIKTA 五国作为二十国集团成员，主办 G20 峰会不仅是

MIKTA 国家提高国际“能见度”和“曝光率”的绝佳机会，也是

中等强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影响力获得实

质性提升的体现。

中等强国合作体促成 G20 版“三国演义”
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其中 M 代表墨西哥、I 代表印度

尼西亚、K 代表韩国、T 代表土耳其、A 代表澳大利亚）是由 5

个仅次于大国的中型力量强国，怀着共同发展的目标走到一

起，并随着相关议题的初步达成，共同利益和合作领域的逐步

扩大，日益成为一股独树一帜的国际政治力量和保护多边机构

的重要平台。8 年多来，MIKTA 共召开 6 次议长协商会、18 次

外长联席会、8 次高官碰头会和 G20 专项事务协调人会议，合

作机制的整体架构轮廓初步显现，合作领域不断充实丰富，基

本实现对群众组织、政党、智库等多个议题的广泛覆盖，结成

多轨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国际集团组织，完成将对话议题由

传统政治、经济“双轨并行”上升到政、经、文、社“四轮驱动”

的高度。从全球范围看，韩国、澳大利亚、墨西哥、印度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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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和土耳其同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地区重要国家，其在全球

主要经济体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排序分别是第十一、第十三、第

十五、第十六和第十七位，基本上都是保持全球经济前 20 名

的重要经济体 ；并且 5 国还拥有 5 亿多人口的市场规模，经济

总量之和已经达到 7 万多亿美元，经济和贸易总量分别占全球

的8.2%和15%，共同具有经济增速较高、市场潜力较大的特点。

事实上，MIKTA推动G20机制形成G7、BRICS和MIKTA三足鼎立、

比肩并列的格局，在代表中小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合作中具有很

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中等强国合作体是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新动能
作为集合了传统的七国集团、新兴的金砖国家，以及正在

抱团的中等强国群体的多边协调机制，G20 机制的构成和功

能基本反映当今世界经济力量格局现状趋势，成为承接国际

格局转型和改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重要载体。同时，依托

G20 跃居成为全球治理首要平台的黄金机遇，MIKTA 各国也

才得以有机会站到全球治理的最前沿和制高点。MIKTA 国家

基本都实施过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形成

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贸易大进大出的发展格局。不可否

认，MIKTA 不可能建立起大国一样完整的工业化体系，无法为

日益饱和的工业品提供强大的购买力，主要是通过参与国际

生产分工成为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补充和组成环节，即通过向

海外出口克服本国消费市场狭小和生产相对过剩问题，借助

国际市场和外部需求消化刺激扩大再生产，这种经济发展模

式决定其需要采取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的政策。2016 年 7 月，

在中国上海举行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期间，MIKTA 也举

行了贸易部长会议，明确表示 MIKTA 致力于维护以规则为基

础和以世贸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系，还试图加强同 G20 和

世界贸易组织的内部交流合作，此举无疑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国

际经贸合作秩序朝着多元化、多样化方向发展的又一个标志。

客观来说，经济贸易合作不仅是中等强国促进经济发展

的助推器，也是中等强国合作体的重点合作方向和主要议题，

中等强国合作体在 2015 年 5 月举行 5 国外长联席会议上指定

的 7 个长期优先事项中就包括经贸合作。因此，中等强国合作

体可以考虑把倡导和推动开放贸易作为主打品牌和用力方向，

相互提高开放水平和优化投资兴业环境，在开放中做大共同

利益、扩展合作领域，这样既能够让这些国家快速收获合作信

心和成果，还能有助于他们更进一步厘清未来合作的方向矢

量、明确工作任务，从而促进全球经济治理趋向良性改革。而

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中等强国合作体的实际影响已经超出了

各自区域单纯的经济利益范围，也可以成为一个高质量的多

边贸易合作机制。近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内顾倾向加重，参

与国际发展合作意愿减退，对以 G20 为平台促进全球治理体系

改革的关注态度由积极主动转变为消极被动。中等强国合作

体则支持巩固 G20 作为国际经济治理合作主要论坛的地位，希

望 G20 在维护金融稳定、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强国际宏观经

济政策协调、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等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与部分西方国家挑战全球治理框架、试图“规锁”

新兴国家正常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中等强国合作体对全球治

理制度既要遵守和执行，又要坚持和巩固，更要发展和完善，

这种立场同西方发达国家狭隘、保守、反对变革的做法拉开了

距离，日益成为一支推动全球经济改革的独特规范性力量。

中等强国合作体是中国全球经济治理合作的新朋友
综合来看，中国与 MIKTA 五国既是现成秩序变革的接受

者、也是体系变革的推动者，两者都得益于自由贸易体系的维

持和壮大，是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深化的较大受益者。两

者都认为有责任通过加强集体行为的方式支持既有框架内国

际体系，而非采取体系外“另起炉灶”式的竞争性多边主义途

径，也都将 G20 视为影响全球经济治理发展方向的重要载体平

台。这些天然因素决定中国和中等强国合作体互为彼此机遇，

存在成为有机结合、相互点亮的合作伙伴的潜在性和可能性。

一般而言，由于大国具有更强的区域大市场效应和对全球多

边贸易规则影响力，MIKTA 还远未具有想象中的国际影响力

集团效应，许多问题的解决仍需要与既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合

作。事实上，有评论就认为如果不考虑中国、欧洲、印度、日

本、美国等经济贸易体量大国的参与或加入，MIKTA 将只能是

中 国 与 MIKTA 五 国 既 是 现 成 秩 序
变革的接受者、也是体系变革的推
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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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跨国间合作论坛。因此，MIKTA 国

家需要获得来自大国中国的理解和支持，也希望增进同中国

之间的互动合作。

从目前来看，部分国家继续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生产要素

流通紧缩政策，给全球多边秩序和国际贸易体制带来严重的

冲击和破坏。特别是全球疫情促使贸易保护主义出现抬头趋

势，进一步使国际贸易和投资正常发展遭受更大的挑战和压

力。有统计数据显示，仅美国从 2008 年到 2017 年的 10 年间，

就对其他国家采取总计多达近 700 项的反倾销调查和国际贸

易保护措施。相反，中国却积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坚

定维护多边化的自由贸易体制，已与 24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 16

个自贸协定，与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协议。

事实上，中等强国基本上都是倾向于主张开放经济和自由

贸易的政策，韩国、墨西哥、澳大利亚等都是世界上签署自由

贸易协定较多的国家，每个国家基本上平均共签订了 50 多个

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并且，韩国是第一个与欧盟和美国两大

经济体达成自贸协定（FTA）的国家、中韩自贸区谈判也取得

积极进展，澳大利亚则分别同美国、中国和日本建成自由贸易

区，墨西哥和土耳其也分别与美国、欧盟建立起多组自由贸易

关系。考虑到中国同其他大国尤其是西方大国合作可能更受

非经济及技术因素限制，与 MIKTA 则因利益接触面、摩擦点较

小而呈现偶合依存度高、合作效果较务实理性的特点，使得双

方更易于听取、接受对方的观点和利益诉求。

不得不说，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和保护主义兴起之际，美、

日、欧相继违反世贸组织执业规则公然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

济地位，西方与中国的经贸规则制定及多边主义政治博弈正

吹响对决号角。但是相反，中国和中等强国却都认同多边主

义是实现国际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基础和首要渠道，

都是主张对现行机制进行渐进式变革的重要力量，中国和中

等强国合作体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

也是重要建设者和主要受益者。因此，中国可以借助 G20 平台

加强与中等强国在减少贸易壁垒和促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等领域合作，通过支持建立中等强国利益共同体网络，有助于

中国规避和减轻在全球治理改革中面临的外部压力，有利于

中国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赢得更加宽裕的回旋梯度和腾

挪空间。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图1：显示G20国家2008—2016年之间采取歧视性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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