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金砖” 与 “全球南方” : 合作、 治理与变革

及其利好ꎮ 中俄两国可以利用孵化园 “中俄数字经济研究中心” “俄罗斯之家协

同创新中心” 等平台加强人工智能技术联合研究和难点攻关ꎮ ∗

三是补足短板ꎬ 加大金砖整体军事防务合作与人文交流力度ꎮ 相较在政治、 经

济合作中的丰硕成果ꎬ 金砖机制在整体军事防务上的合作可谓乏善可陈ꎮ 囿于忌惮

美国及西方的过度反应ꎬ 金砖军事防务合作目前仅限于双边军事演习ꎬ 即使已开展

的三边海陆联合演习也并非以金砖名义进行ꎮ 在变乱交织的国际格局下ꎬ 金砖合作

拓展至军事防务领域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凸显ꎬ 需要加强顶层设计ꎬ 推动军事安全合

作成为未来 “大金砖合作” 的重要方向①ꎮ 同样ꎬ 人文交流合作理应成为 “大金砖

合作”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ꎬ 需要在已有的金砖国家运动会、 金砖大学联盟等人

文交流成果的基础上ꎬ 尽快出台期待已久的金砖国家签证互免政策ꎬ 为人文交流打

开便利之门ꎮ 此外ꎬ 还需深化金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合作ꎬ 成立传媒合作机制ꎬ 合

力补齐短板ꎬ 可在 “金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 的基础上建立 “金砖通讯社”ꎬ 用金

砖声音反映全球南方国家的历史人文面貌和发展利益诉求ꎬ 摆脱经常被西方媒体以

“民主” “人权” 价值观名义进行污名化和政治化操弄的窘境ꎮ
在当下全球治理体系 “失序、 失效、 失衡” 叠加发酵之际ꎬ “金砖俄罗斯

年” 将本着 “有所为ꎬ 有所不为” 的原则ꎬ 顺势找准契合世界政治经济新生态

的合作领域进行拓展和深化ꎬ 加速推进国际体系变革和国际秩序重构ꎬ “大金砖

合作” 势必将全球治理架构推入 “再平衡” 的快轨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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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金砖机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共识的本质ꎬ 是以南方国家为主体、 主角和主

人所提出的对于全球秩序的倡议—行动体系ꎬ 其理想愿景是 “起自南方ꎬ 惠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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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ꎬ 其正确的归宿是汇入包容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洪流ꎮ 全球南方力图建

立一个南北方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的国际秩序ꎬ 其群体的整体性、 名称的合法

性、 秩序的创新性、 本质的包容性、 进程的行动性ꎬ 汇聚成为再塑全球秩序的新

浪潮ꎮ 在此过程中ꎬ 金砖机制挺立潮头ꎬ 源源不断地提供合作动力ꎮ

一、 潮起南方

中国、 印度、 巴西、 印尼、 埃及、 沙特、 阿联酋等新兴经济体相继提出有关

全球南方的倡议与行动ꎬ 引领全球南方发展ꎬ 初步形成全球南方共识ꎮ 金砖国家

的发展和扩容更是代表了全球南方的兴起ꎮ
一是提出全球倡议ꎮ 二战后ꎬ 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ꎬ 发达国家主导着全球议

程的设置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南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发出设置全球议程的声音ꎮ 不同

版本的全球南方倡议兴起ꎬ 产生全球南方共识的聚合效应ꎮ 俄罗斯面对俄乌冲突

以来西方发起的制裁ꎬ 其外交重点出现明显的 “南方化” 转向ꎬ 通过喀山论坛、
俄罗斯—非洲峰会等平台着力加强与南方国家的立场协调和合作共赢ꎮ 巴西积极

推动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 金砖合作机制的去西方中心改革ꎬ 积极在俄

乌之间进行调和ꎮ 印度在担任 Ｇ２０ 轮值主席国期间ꎬ 组织汇集 １２５ 个南方国家举

办 “全球南方之声峰会”ꎬ 就南南共同发展提出替代性方案ꎬ 推出 “回应、 承

认、 尊重和改革” (４Ｒｓ) 全球议程与五项关键举措ꎮ 中国持续推动加强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权和话语权ꎬ 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

益ꎮ 全球南方倡议的积聚反映了各南方国家在对外战略上对全球南方的重视ꎮ 各

国基于战略偏好和本国利益提出各具特色的提案ꎬ 既是南方智慧的积聚ꎬ 也引发

了部分国家对 “全球南方” 领导力的博弈ꎮ
二是融入新兴机制ꎮ 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ꎬ 南方国家的

国际地位与参与感明显上升ꎬ 更有机会形成全方位、 多领域的国际协作ꎮ 一个最

突出的表现是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成为新兴机制的成员ꎬ 南方国家在新兴多边机

制中的代表权持续增加ꎮ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ꎬ 上海合作组织实现第二次扩员ꎬ 伊朗正式

加入上合组织ꎮ ２０２４ 年年初ꎬ 埃及、 埃塞俄比亚、 伊朗、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

正式加入金砖合作机制ꎮ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ꎬ 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就非洲联盟成为正式成

员达成共识ꎬ 非盟由此成为继欧盟之后 Ｇ２０ 中的第二个区域组织ꎮ 全球南方声音

在 Ｇ２０ 中持续增强ꎮ 印尼、 印度、 巴西于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４ 年期间成为首次全部由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 Ｇ２０ 三驾马车ꎬ 开启 Ｇ２０ 全球南方化进程ꎮ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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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多边机制由此前的北方主导转为南北共治ꎬ 南方国家从国际舞台的边缘向中心

靠拢ꎮ 全球南方在国际多边机制中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ꎬ 为南方国家推动国际治

理机制改革提供了更多机会ꎮ
三是保持独立立场ꎮ 南方国家在国际问题上更倾向于保持自主性ꎬ 不追随或

盲从西方ꎬ 甚至在部分问题上联合起来反对西方立场ꎮ 比如ꎬ 不少南方国家不愿

就乌克兰问题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选边站ꎮ 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到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的联合

国会议中ꎬ 超过 ５０ 个南方国家不支持西方对俄制裁ꎬ 共有 ３２ 个国家对谴责俄违

反 «联合国宪章» 的决议投了弃权票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巴以冲突爆发后ꎬ 大多数南

方国家并没有站在美国一边ꎬ 而是对加沙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感到担忧ꎮ １０
月 １６ 日和 １８ 日ꎬ 俄罗斯和巴西先后主导呼吁对 “立即实行持久人道主义停火”
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ꎬ 但因美国等国的反对未获通过ꎮ １０ 月 ２７ 日ꎬ 联合国大会

在巴以冲突背景下通过了一项关于 “保护平民和维护法律和人道主义义务” 的

决议ꎬ 谴责 “所有针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平民的暴力行为”ꎬ 获得 １２０ 票赞成ꎮ
这反映了南方国家采取独立和不结盟外交的倾向ꎬ 各国更明确表达了支持国际社

会的和平与稳定、 反对外国势力干预内政、 不愿卷入大国竞争的偏好ꎮ

二、 惠及全球

以金砖机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的汇聚成潮ꎬ 是当下全球秩序变迁的重要体现

和关键动力ꎮ 全球南方的主要力量是中国、 印度、 俄罗斯、 巴西等新兴市场与发

展中国家ꎬ 但全球南方旨在建立的全球秩序并不将北方国家排除在外ꎬ 而是寻求

南北方国家更加公平的互动ꎬ 不是零和ꎬ 而是共赢ꎮ 因此ꎬ 在推进全球南方目标

的过程中ꎬ 存在南方国家内部的互动、 南北方国家之间的互动等多种复杂博弈情

况ꎮ 一个好的概念要在好意图的基础上按正确的方向推进ꎬ 否则会功败垂成ꎮ 为

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ꎬ 全球南方尤其是金砖机制应坚持 “起自南方ꎬ 惠及全球”
的总体原则ꎮ

一是坚持南方国家的求同存异原则ꎮ 当前ꎬ 全球南方包含 １３０ 多个国家ꎬ 覆

盖拉丁美洲、 亚洲、 非洲和大洋洲等地区ꎮ 由于发展水平与价值观念不同ꎬ 南方

国家对全球秩序的设想存在差异ꎮ 以中国、 印度和俄罗斯为例ꎬ 三国对西方主导

的国际制度和机制有着不同的立场ꎮ 印度将自己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的桥梁ꎬ 借助美日印澳四方机制、 七国集团、 北约等平台为印度版全球南方设想

发声ꎮ 中国主张改革和完善多边主义治理机制ꎬ 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多边机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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