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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

两大 影响：一 是 有利于打 破 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秩
序，二是有利于协调发展中国家利益，统一发展中国家立场

 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金砖国家研究基地 姚枝仲

自上世纪末以来，全球经济治

理机制的缺陷逐渐显现。东南亚金融

危机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

位显著下降，随之，世界贸易组织

的多哈谈判失败，全球气候谈判进展

缓慢，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更是面临

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不平衡的重新调

整，尤其是暴露了现行体系缺少国际

收支纠正机制这一根本缺陷。这些缺

陷也是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

的缺陷。事实上，随着新兴国家的崛

起，发达国家已经不再能完全主导全

球经济治理。发达国家也已经通过

“8+5”、G20等安排来协调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当前，G20

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主

要平台。G20是一个发达经济体和发

展中经济体的组合。其中发达经济体

的利益和立场可以在G7的框架下进行

协调，但是，谁来协调发展中经济体

的利益和立场呢？这个时候，金砖国

家的出现，对于协调发展中经济体的

利益和立场，乃至对于推动全球经济

治理机制的改革，均有重大意义。

金砖国家之所以能在全球经济治

理中发挥作用，首先是因为其较大的

增长潜力，带来了世界经济实力对比

的变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和

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力

量对比正在发生结构性

变化。当前，发达经

济体在世界GDP中占

53.8%，新兴和发展

中经济体占46.2%。

2010年，发达经济体的

GDP增长率约为2.5%，新

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约为6.5%。

按照这一速度，到2015年之前，新兴

和发展中经济体的GDP总量就会超

过发达经济体。金砖国家自身与主要

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重要变

化。中国的GDP已经世界第二，超

过了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发达国家。世

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中国GDP

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按照购买

力平价，除南非以外，其他四个金砖

国家均已成为全球前十大经济体。金

砖国家的经济总量也将超过七国集团

的经济总量。这就说明，在经济实力

方面，由发达经济体、尤其是七国集

团占绝对优势的世界经济格局将会被

打破。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全球

财富生产和收入来源将主要来自于以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

体，尤其是金砖国家自身。

金砖国家之所以能在全球经济治

理中发挥作用，还体现在其对国际市

场日益增大的影响力上。金砖国家已

经逐渐摆脱了经济学意义

上的“小国”地位。经

济学上的“小国”，是

指其供给和需求对国际

市场价格没有影响、被

动接受国际市场价格的国

家。金砖国家对国际市场价

格已经具有重大影响力。在国际

大宗商品市场上，中国对石油、金属

矿产以及大豆需求，俄罗斯的石油和

天然气供应，巴西的铁矿石和咖啡供

应，均是国际市场的主要供需力量，

均能显著影响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

格。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金砖国家持

有大量的国外资产，中国还是世界上

外汇储备持有量最多的国家，金砖国

家国外资产配置的变化和跨国资本流

动的变化，能对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

和利率造成重大影响。

金砖国家均处于迅速发展过程，

均具有潜在的大国影响力。但是，也

应该看到，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有能力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同

时，他们的发展还受到发达国家的联

合打压，均难以独自面对发达国家的

压力，因而均有抱团取暖的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金砖国家是在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

极化不断发展的全球格局中，五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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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大国协调立场、凝聚力量、共担压

力、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参与全球经

济治理的机制。这一机制对于全球经

济治理改革有两大重大影响：一是有

利于打破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秩

序，建立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

家共同主导的、更为公正合理的世界

秩序。二是有利于协调发展中国家利

益，统一发展中国家立场，避免对抗

和过多的利益诉求阻碍全球经济治理

机制的重构，并最终有利于新规则形

成。

当然，金砖国家还是一个新生的

机制，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真正发挥

上述影响力，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

其是必须理顺以下关系和回答以下问

题：

金砖国家是经济合作平台还是政

治与经济合作平台？五国对于金砖国

家的定位各有想法。总的来说，争论

点在于它到底是一个经济合作平台还

是一个政治与经济合作平台。俄罗斯

更看重其政治与战略作用，欲以五国

合作为依托，削弱美国全球控制力，

助推世界多极化，提振俄罗斯大国雄

威。巴西、印度和南非三国均认为这

是一个经济与政治并重的平台，希望

其有助于提高大国地位，并期望利用

这一平台加速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的进程。中国则更看重其在经

济、金融与发展领域的合作。当前，

由发达经济体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格

局正在发生变化，重构全球经济治理

机制的任务迫在眉睫，而欧美主要国

家主导国际政治的力量还非常强大。

同时，“金砖国家”在国际经济合作

领域的共同利益较多，而在国际政治

领域的共识相对较少、互信程度相对

较低。因此，“金砖国家”在近期内

应该以经济合作为主，以政治合作为

辅，在长期内则可以定位为一个政治

与经济全面合作的平台。

金砖国家是过渡性的机制、还是

长期性的机制？一种观点认为，“金

砖国家”是一个过渡性平台。未来十

到十五年，中国将迅速缩小与美国的

实力差距，承受的崛起压力将陡然加

大，故“金砖国家”可以为我用来规

避和缓解外在压力。待中国崛起成功

之后，这一平台将失去利用价值。另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仍将在较长时期

内面临发展问题，保持发展中国家的

身份，金砖国家有长期利用价值。其

实，金砖国家的概念和成员有可能发

生变化，但是其承担的联合新兴发展

中国家力量来参与国际治理的功能具

有长期性。首先，G20将是未来相当

长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

平台。在G20中，发达经济体的利益

可以在G7的框架下进行协调，新兴和

发展中经济体同样需要一个类似的框

架来进行立场协调。其次，即使中国

未来成为全球舞台的主导力量，仍然

需要一个平台来协调新兴国家立场。

金砖国家是应该机制化还是保

持论坛形式？“金砖国家”已经形成

了以首脑峰会为核心，以高级事务代

表、部长和驻多边机构代表会晤为辅

助，以智库、工商界、银行界等务实

合作为支撑的合作框架。一种观点认

为，现有的合作框架可以实现“金砖

国家”在各个层级上的对话与协商，

目前的重点是找到可以务实合作的领

域，尽快展开合作，强行机制化并无

意义。另一种观点认为，建立固定机

构、稳定“金砖国家”机制，有利于

“金砖国家”的发展壮大，也有利于

防止西方国家的分化。事实上，“金

砖国家”重在协调立场，而不仅仅是

自身的合作发展；“金砖国家”是为

了建立一个能够充分反映新兴发展中

国家利益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而不

是为了与发达国家对抗。因此，就目

前情况而言，“金砖国家”建立固定

机构的条件尚不成熟。

金砖国家是应该扩大规模还是

维持现状？继南非加入后，墨西哥、

埃及等国亦有意申请加入“金砖国

家”。“金砖国家”的扩大会增加

其代表性，但也会增加协调的难度。

俄罗斯认为应该有门槛。巴西更是反

对墨西哥的加入。“金砖国家”影响

力的增强，既可来自于五个国家自身

的成长和内部的协作与互信，也可来

自于成员数目的增长。前者是一个长

期过程，后者则可以迅速实现。通过

精心选择成员来扩大规模，逐步提高

“金砖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有利于

巩固“金砖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有

利于提高成员对“金砖国家”这一机

制的重视程度和内部团结。“金砖国

家”扩容的方向，首先可以考虑G20

成员中的新兴国家，这将促进“金砖

国家”在G20乃至全球经济中的影响

力；其次，扩容也可以考虑吸收G20

之外的成员，尤其是经济总量较大、

又有参与国际对话诉求的国家。这不

仅可以提高“金砖国家”的代表性，

而且可以提高G20的代表性和层次

感，有利于促进G20成为全球经济治

理的主要平台。

可以预计，经过进一步发展完善

的金砖国家机制，将不断在全球经济

治理中增强影响力，将逐步成为全球

经济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建立起发达

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共同主导的世

界经济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