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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政治安全合作是金砖国家合作的初衷之一ꎬ 也是目

前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ꎮ 金砖国家能否以及如何有效地在政治

安全领域开展务实合作至关重要ꎮ 总的来讲ꎬ 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

作就是要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框架下ꎬ 应对和解决各个层面、
各种领域的和平与安全问题ꎮ 具体而言ꎬ 金砖国家主张在理念上维

护 «联合国宪章» 规定的 “集体办法” 与 “和平方法”ꎬ 在制度

上推动联合国全面改革尤其是安理会权力结构的调整ꎬ 在行动上支

持联合国授权、 参与或认可的国际实践ꎬ 从而确保实现金砖国家政

治安全合作关于 “合法性” “合理性” 与 “合规性” 的价值追求ꎮ
在此过程中ꎬ 金砖国家需要重点处理好与发达国家集团之间的竞合

关系ꎬ 协调好不同类型金砖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ꎬ 管控好涉及金砖

国家核心利益的争端与冲突ꎮ 另外ꎬ 金砖国家还有必要探索一些诸

如内外协作和双多边互动的创新性路径与方式ꎬ 以便更好地确保政

治安全合作的顺利开展ꎮ 虽然政治安全合作实属不易ꎬ 但是当前的

新冠肺炎疫情与国际形势的变化为金砖国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提

供了必要的动力与难得的契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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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的内涵与挑战　

　 　 经济学家首创了 “金砖” (ＢＲＩＣｓ) 的概念①ꎬ 而经济合作也一直被视为

“金砖合作的初衷和主线”ꎬ 是 “潜力最大、 内容最丰富、 成果最集中的领

域”②ꎬ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金砖国家对政治安全议题的关注ꎮ 从 ２００９ 年首次金

砖国家峰会论及建立多极世界ꎬ 推动多边外交ꎬ 支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ꎬ 谴

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ꎬ 再到 ２０１３ 年金砖国家第一轮领导人会晤收官之际明

确提出 “致力于逐步将金砖国家发展成为就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诸多重大

问题进行日常和长期协调的全方位机制”③ꎬ 直至 ２０１７ 年厦门峰会正式确立政

治安全、 经贸财金、 人文交流的 “三轮驱动” 架构ꎬ 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

不仅从来没有缺位ꎬ 而且在世界和平赤字、 地区局势动荡、 热点问题频发的

背景下显得愈发突出ꎮ
对此ꎬ 学者们认为ꎬ “金砖国家是真正意义的政治范畴”④ꎮ “金砖国家组

织不仅仅是一项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工程ꎬ 更多的是一项政治工程ꎮ”⑤ “金砖

国家合作的不可替代的价值ꎬ 更多地体现在政治、 战略特别是国际制度和国

际规则方面ꎮ”⑥ 尤其是在 “大国之间地缘政治矛盾、 文化碰撞、 地方冲突不

断增多的这个动荡时代ꎬ 金砖国家会谈的议程必须越来越多地关注国际安全

问题ꎮ”⑦ 有鉴于此ꎬ 国内外学界从宏观上论述了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的意

义、 进程、 诉求、 挑战、 前景及其对现有国际体系和主导国家的影响ꎻ 从中

观上阐释了金砖国家在相对单一的安全领域或者更为具体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上进行合作的必要性、 可能性与可行性ꎻ 从微观上分析了金砖国家在诸如网

络安全、 金融安全、 经贸安全、 粮食安全、 反恐等议题领域以及在联合国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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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 “金砖之父” 的高盛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最初提出的仅是金砖四国的概

念ꎬ 直到 ２０１１ 年南非正式加入金砖机制ꎬ 金砖国家的英文表述才更改为 ＢＲＩＣＳꎮ
习近平: «让美好愿景变为现实———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约翰内斯堡会晤大范围会议上的讲话»ꎬ 新华

社ꎬ ２０１８ 年７ 月 ２６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８ －０７ / ２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３０９５６５ ｈｔｍ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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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金砖在失色?»ꎬ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３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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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下各种维和与建和行动中的相关实践ꎮ①

然而ꎬ 也有一部分学者指出ꎬ 由于 “整个金砖国家层面上的安全利益缺

乏共同的基础”②ꎬ “在全球外交和安全治理问题上ꎬ 金砖国家较难推出共同

举措”③ꎬ “几乎很少就具体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采取联合行动”④ꎬ “更不会有

军事政治联盟的色彩”⑤ꎮ 实事求是地讲ꎬ 这的确是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面

临的巨大挑战ꎬ 但这并不能否认金砖国家开展政治安全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ꎬ 也无益于解决现实中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面临的问题与困境ꎮ 目前学术

界关注的已经不在于金砖国家是否要开展政治安全合作ꎬ 也不在于金砖国家能

否开展政治安全合作ꎬ 而是应当将重点放在金砖国家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开展政

治安全合作ꎬ 同时通过创造新的条件提高合作效率ꎬ 增强合作效果ꎮ 当然ꎬ 回

答上述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ꎬ 那就是政治安全合作的内涵必须得以框定ꎮ
它与经贸财金合作、 人文交流合作的界限何在? 它的总体主线是什么? 它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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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的内涵与挑战　

体主张、 诉求和举措又包括哪些方面? 这些都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ꎮ

一　 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的概念辨析

纵观金砖国家发布的 １２ 份峰会宣言ꎬ 明确提及 “政治安全合作”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一词的仅有 １ 次ꎮ 这一提法首次出现在 ２０１７ 年中国

主办的厦门峰会ꎮ① 随后ꎬ 在 ２０１８ 年南非主办的约翰内斯堡峰会发布的中文

版宣言中又出现了 “加强和巩固金砖国家国际政治安全合作” 的字眼ꎮ 虽然

２０１９ 年的 «巴西利亚宣言» 没有继续沿用 “政治安全合作” 的表述ꎬ 但是

２０２０ 年的 «莫斯科宣言» 却使用了 “政策与安全”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的类

似表达ꎮ 事实上ꎬ 在历届峰会宣言的英文版中使用最多的还是 “和平与安全”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且这种表述自 ２０１１ 年的三亚峰会开始就一直存在ꎮ 即

便是 «厦门宣言» 也都在文内的大标题上使用了 “和平与安全” 而非 “政治

与安全” 的字样ꎮ 因此ꎬ 上述文字表达方面的不一致更多是因中外语言翻译

所致ꎬ 并不意味着金砖国家对政治安全合作缺乏最基本的共识ꎬ 而应当理解

为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的主要指向就是和平与安全问题ꎮ
相对而言ꎬ 和平问题的边界较为清晰ꎮ 根据 «辞海» 的定义ꎬ “和平”

一词与 “战争” 相对ꎬ 主要是指没有战争的状态ꎮ 而安全问题更为复杂ꎬ 既

包括军事安全、 政治安全等传统安全ꎬ 又包含了诸如经济、 健康、 环境、 人

权以及其他跨界社会问题等影响人类福祉的更为广泛的议题ꎬ 以致于 “安全”
在概念建构上无所不包ꎬ 但在实践中却又出现了无所适从的情况ꎮ② 那么ꎬ 金

砖国家在政治安全合作支柱下所关注的和平与安全问题都有哪些呢? 最直观的

方法就是参看历次的峰会宣言ꎬ 尤其是那些将和平与安全问题单列的部分ꎮ③ 虽

然前八次峰会在宣言中都提到了和平与安全相关的问题ꎬ 但并未对其进行统一

归类ꎮ 直到厦门峰会ꎬ 金砖国家才首次对宣言内容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概括ꎮ
其中ꎬ 厦门宣言第四部分的标题为 “国际和平与安全”ꎮ 该部分涉及的具

—５３—

①

②

③

值得注意的是ꎬ 习近平主席在厦门峰会上致辞时对金砖合作领域的概括也只是简单地使用了

经济、 政治、 人文的区分ꎬ 而并未明确提到政治安全合作ꎮ
Ｐａｕｌ Ｖｉｏｔｔｉ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Ｋａｕｐｐｉ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Ｄｏｒｌｉｎｇ Ｋｉｎｄｅｒｓｌｅｙ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２３
这种方法基本上是可行的ꎬ 因为历次金砖峰会的宣言内容在很多方面都保持了一致性ꎬ 有的

时候仅仅是在具体表述上有所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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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问题包括: 国际法基本准则、 «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 可持续和平、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 叙利亚问题、 巴以冲突、 伊拉克问题、 也门局势、 海湾

地区危机、 朝鲜核问题、 伊朗核问题和发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利比亚、 南

苏丹、 索马里、 中非共和国、 西撒哈拉地区的有关问题ꎬ 以及阿富汗问题、
恐怖主义、 联合国维和行动、 国际贩毒、 洗钱、 有组织犯罪、 人权和基本自

由、 国际移民、 信息通信技术犯罪、 互联网安全、 和平开发和利用外空等

议题ꎮ①

约翰内斯堡峰会总体上延续了厦门峰会的宣言模式ꎬ 也对 “加强和巩固

金砖国家国际和平与安全合作” 进行了单独表述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约翰内斯

堡宣言» 提到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与 «厦门宣言» 并无二致ꎬ 但诸如联合国作

用、 联合国宪章、 安理会改革、 恐怖主义、 网络安全等则被置于 “加强多边

主义ꎬ 推进全球治理改革ꎬ 应对共同挑战” 的框架之下ꎮ ２０１９ 年的巴西利亚

峰会又将上述问题分别放在了 “加强和改革多边体系” 以及 “地区热点问

题” 两个大类中ꎮ ２０２０ 年的莫斯科峰会在政治安全合作框架下新增了全球停

火倡议、 维护战略稳定机制和军控体系、 禁止生化武器以及支持阿塞拜疆与

亚美尼亚在纳卡地区实现全面停火等议题ꎮ 尽管最近 ４ 次峰会对和平与安全

问题的归类方法不尽相同ꎬ 所提及的具体内容又有所差异ꎬ 然而从早已确立

的经济、 政治、 人文三大支柱来讲ꎬ 上述问题均具有明显的非经济和非人文

的属性ꎬ 从而也就把诸如经济安全、 能源安全、 粮食安全等跨界安全问题排

除在了政治安全合作的范畴之外ꎮ② 需要说明的是ꎬ 上述划分与非传统安全语

境下对它们作为新安全议题的性质认定并不矛盾ꎬ 也并不是说金砖国家不关

注此类问题ꎬ 相反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吸引力有时还会超过传统议题ꎬ 甚至

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对和平与安全构成全新的挑战ꎮ 而本文主张就金砖国家政

治安全合作确定较为严格的边界ꎬ 也是为了更好地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支柱之

间的分工协同与良性互动ꎮ
总的来讲ꎬ 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涵盖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既可以从横向

—６３—

①

②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４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０４ / ｃ＿１１２１６０３６５２＿２ ｈｔｍ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２８]

从俄罗斯作为轮值主席国公布的 ２０２０ 年金砖合作优先议程来看ꎬ 政治安全合作的议题主要包

括: 促进国际法的原则与规范以及联合国的中心作用ꎻ 应对全球和地区挑战与威胁ꎻ 深化反恐、 反极

端主义、 反腐ꎬ 以及打击跨界犯罪、 非法毒品和武器贩运ꎻ 和平利用外空ꎻ 推进信息通信技术安全对

话和打击网络犯罪ꎻ 加强在关键的国际论坛中的协调ꎻ 发展与伙伴国家之间的合作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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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划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类别ꎬ 也可以从纵向维度纳入全球、
地区和国家多个层次ꎮ 但值得注意的是ꎬ 金砖国家在讨论这些和平与安全问

题时几乎都提到了联合国ꎮ 正如金砖国家一再强调的那样ꎬ “联合国作为最主

要的多边国际组织ꎬ 是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的核心ꎬ 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方面应发挥中心作用”ꎮ①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 以联合国为主线来勾勒金砖国家

政治安全合作的图景是有理有据的ꎮ 为此ꎬ 笔者将官方文件提及的和平与安

全问题总结概括为三类: 第一类属于原则、 规范、 规则等理念范畴ꎬ 第二类

属于体制、 机制、 机构等制度范畴ꎬ 第三类属于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等行动

范畴 (见表 １)ꎮ 金砖国家的政治安全合作就是要分别在理念上认可和支持联

合国ꎬ 特别是 «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ꎻ 在制度上坚持和完善联合国机

制ꎬ 尤其是推动落实安理会改革ꎻ 在行动上维护和推崇联合国ꎬ 有效应对和

解决各种安全问题ꎬ 从而实现金砖国家在政治安全领域对合法性、 合理性和

合规性的价值追求ꎮ

表 １　 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的内涵

合作范畴 合作议题 合作取向 合作价值

理念 原则、 规范、 规则 认可和支持联合国 合法性

制度 体制、 机制、 机构 坚持和完善联合国 合理性

行动 全球、 地区热点问题 维护和推崇联合国 合规性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绘制ꎮ

二　 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的合法性主张

«联合国宪章» 第一章第一条第一款规定ꎬ 联合国的首要宗旨是 “维持国

际和平及安全”ꎮ 为此ꎬ 联合国将 “采取有效集体办法ꎬ 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

平之威胁ꎬ 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对和平之破坏ꎻ 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

际法之原则ꎬ 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②ꎮ 在笔者看来ꎬ
上述规定的关键词有二: 一个是 “集体办法”ꎬ 另一个是 “和平方法”ꎮ 其

中ꎬ 所谓 “集体办法” 指的是ꎬ 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靠的不是某个大

—７３—

①
②

朱天祥编著: «金砖国家与全球治理»ꎬ 北京: 时事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第 １７６ 页ꎮ
«联合国宪章»ꎬ 联合国网站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ｕｎ － ｃｈａｒｔｅｒ / ｃｈａｐｔｅｒ － ｉ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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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霸权稳定功能ꎬ 也不是少数国家组成的对抗性联盟机制ꎬ 而是要在全球

多边主义框架下推动实现最大范围的集体安全ꎮ 而所谓 “和平方法” 则指的

是ꎬ 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遵守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原则ꎬ “在其国际关系

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ꎬ 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ꎬ 侵害任何

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①ꎮ
对此ꎬ 金砖国家一再强调 “坚持多边主义”ꎬ 并 “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朝

着更加公平、 公正、 平等、 更具代表性的多极化方向发展”ꎮ② 同时ꎬ 金砖国

家也积极重申 “坚持诚信、 主权平等、 不干涉他国内政等原则ꎬ 履行根据

«联合国宪章» 开展合作的义务”ꎬ 并特别指出ꎬ “落实这些原则不能采取违

反国际法的强制措施”ꎮ③另外ꎬ 金砖国家还尤为注重为有效解决国际和平与

安全问题提供有价值的金砖智慧和金砖方案ꎮ 比如ꎬ 金砖国家强调 “安全不

可分割的独特重要性ꎬ 任何国家都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来加强自身安

全”④ꎬ 并提出 “发展与安全联系紧密ꎬ 相互促进ꎬ 对实现持久和平至关重

要”⑤ꎮ 不仅如此ꎬ 金砖国家还针对 “保护的责任” 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滥用

武力的情形创造性地提出了 “保护当中的责任”⑥ꎬ 从而成为金砖国家逐步跻

身国际规则制定者之列的一个很好的例证ꎮ
虽然上述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办法和方法既是 «联合国宪章» 和国际

法的基本要求ꎬ 也是金砖国家开展政治安全合作的基本主张ꎬ 但是金砖国家

还是明显感觉到了 “多边主义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⑦ꎬ 并明确 “反对任何在

«联合国宪章» 框架之外采取单边主义措施的行为”⑧ꎮ 如果说单边主义是霸

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一种具体表现的话ꎬ 那么金砖国家开展政治安全合作自

—８３—

①

②

④

⑤

⑥

⑦

⑧

«联合国宪章»ꎬ 联合国网站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ｕｎ － ｃｈａｒｔｅｒ / ｃｈａｐｔｅｒ － ｉ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１]

③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巴西利亚宣言»ꎬ 中国新闻网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ｊ /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１５ / ９００７９３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１]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福塔莱萨宣言»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
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１７ / ｃ＿ １２６７６２０３９ ｈｔｍ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２]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乌法宣言»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１１ / ｃ＿ １１１５８８９５８１ ｈｔｍ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２]

参见徐秀军等著: «金砖国家研究: 理论与议题»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２６８ 页ꎮ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巴西利亚宣言»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１５ / ｃ＿１１２５２３３８８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４]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７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２７ / ｃ＿ １１２３１８２９４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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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很难避开同超级大国美国及其个别盟友在国际政治安全事务中产生立场

分歧ꎬ 甚至可能在地区冲突解决方面对后者形成一定程度的 “软平衡”①ꎮ 也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ꎬ 金砖合作往往被贴上反美或反西方的政治标签ꎬ 而且这种

竞争和对抗还被进一步扩大到关于新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转型的争论之中ꎮ
比如ꎬ 在某些学者看来ꎬ “从广义上讲ꎬ 金砖国家是一个修正主义者”②ꎮ

“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就是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而进行的有益探索和努

力”③ꎬ 而 “金砖国家的崛起之路也即是开启世界秩序的转型或重建之

路”④ꎮ 但也有其他学者认为ꎬ 金砖四国当初开展制度化合作的初衷 “并非是

建立一个反霸权联盟”ꎬ 也 “并非要直接破坏那些作为当今全球秩序根基的原

则”ꎮ 更为现实的一种理解应当是ꎬ “金砖国家本质上欢迎当代国际秩序的方

方面面”ꎬ 它们 “只是不太愿意受霸权指使或接受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特权地

位ꎬ 而不是改变体系本身”⑤ꎮ 因而ꎬ “整体看ꎬ 金砖国家是现行国际规则的

接受者”⑥ꎮ
从坚持和维护联合国合法性权威的意义上讲ꎬ 金砖国家开展政治安全合作ꎬ

与其说是意图 “改变” 或 “重塑” 某些规则和秩序ꎬ 不如说是 “还原” 或 “回
归” 联合国早已立下的宗旨和原则ꎮ 准确地讲ꎬ 金砖国家不满意的并不是这些

理念本身ꎬ 而是这些理念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和落实ꎮ 导致这种结果的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就是ꎬ 个别大国和某些大国集团妄图操纵联合国以谋取私利ꎮ 因此ꎬ
在维护多边主义体制和集体安全机制的问题上ꎬ 无论谁出来阻挠和破坏联合国

规则ꎬ 金砖国家都会加以反对ꎮ⑦ 但这并不意味着金砖合作天然地针对第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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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发展战略对接: 迈向共同繁荣的路径»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７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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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明: «全球治理新态势下的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ꎬ 载 «当代世界»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７ 页ꎮ

徐秀军: «金砖国家研究的发展与现状评估»ꎬ 载朱杰进主编: «金砖国家与全球经济治理»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９０ 页ꎮ

[巴西] 奥利弗施廷克尔著ꎬ 钱亚平译: «金砖国家与全球秩序的未来»ꎬ 上海: 上海人民

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３８ 页ꎬ 第 １９８ 页ꎬ 第 １８９ 页ꎮ
张宇燕: «理解国际秩序和金砖国家合作»ꎬ 载徐秀军等著: «金砖国家研究: 理论与议题»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序言第 ３ 页ꎮ
Ｍａｒｋ Ｅ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Ｇ Ｐ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ｇｅｒꎬ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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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第三方ꎮ① 因为金砖国家所主张的更加民主、 公平、 公正的国际秩序意味着

所有国家的平等参与ꎮ② 而这在强调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话语权的同时ꎬ
实际上也肯定了发达国家在软实力和硬实力方面对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重要

作用ꎮ③ 正如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莫斯科宣言» 所指出的ꎬ 金砖

国家 “强调国际组织应全面坚持会员国主导ꎬ 促进所有国家的利益”④ꎮ

三　 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的合理性诉求

２００５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指出ꎬ “保证提高联合国的实际作用、 效

力、 效率、 问责度和公信力” 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和共同利益ꎮ 为此ꎬ 国

际社会 “重申致力于加强联合国ꎬ 以增强其权威和效率ꎬ 提高其根据 «宪章»
宗旨和原则有效应对当今各种挑战的能力”ꎬ 并 “决心重振联合国的政府间机

关ꎬ 使其适应 ２１ 世纪的需要”ꎮ⑤ 这也是金砖国家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基本立

场ꎮ 金砖国家虽然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和中心作用ꎬ 但也充分意识到

“需要对联合国包括其安理会进行全面改革ꎬ 使之更具代表性、 效力和效率ꎬ
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ꎬ 以应对全球挑战”⑥ꎮ 不仅如此ꎬ 金砖国家还鼓励

“在联合国行政和预算事务方面开展进一步合作ꎬ 保证其获得充足资源ꎬ 维护

会员国主导ꎬ 确保更有效的监督并加强其作用”⑦ꎮ 尽管联合国改革涉及方方

面面ꎬ 然而安理会改革却是重中之重ꎬ 尤其是在和平与安全领域ꎬ 因而也是

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关注的焦点议题ꎮ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在迄今为止的峰会宣言中ꎬ 仅有 «德班宣言» 在谈及发达经济体国内政策对其他经济体带来

负面外溢效应时ꎬ 提到了欧洲、 美国和日本ꎮ «乌法宣言» 在迟迟未能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２０１０ 年

改革方案问题上直接点名美国ꎮ 但从整体表述来看ꎬ 金砖国家并没有将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推到自身

的对立面上ꎬ 而是希望后者能够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ꎮ
Ｃｅｄｒｉｃ ｄｅ Ｃｏｎｉｎｇꎬ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ａｎｄｒｕｐ ａｎｄ Ｌｉｓｅｌｏｔｔｅ Ｏｄｇａａｒｄ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４５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 Ｂｅａｕｓａｎｇꎬ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Ｗｈｙ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Ｒｕｌ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ｒ Ｌｏｎｇ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９７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莫斯科宣言»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

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１８ / ｃ＿１１２６７５２３９６ ｈｔｍ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２９]
参见 ２００５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ｇａ / ６０ / ｄｏｃｓ / ａｒｅｓ６０＿ １ ｈｔｍ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４]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巴西利亚宣言»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１５ / ｃ＿ １１２５２３３８８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４]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７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２７ / ｃ＿ １１２３１８２９４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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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ꎬ 金砖国家在支持安理会改革这一根本问题上立场一致ꎬ 但在

“改什么” 与 “如何改” 的问题上却存在一些分歧ꎮ “相对而言ꎬ 作为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ꎬ 中国与俄罗斯更关注安理会本身的工作方法问题ꎬ 而巴西、 印

度和南非则更希望能够通过代表性和否决权的改革成功跻身常任理事国行

列ꎮ”① 然而ꎬ 新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否决权增持等问题恰恰又是国际社会

争论的焦点和阻碍改革的主要瓶颈ꎮ② 在此背景下ꎬ 金砖国家领导人虽然自首

次峰会以来就不断声明 “中国和俄罗斯重申巴西、 印度和南非在国际事务中

的地位和作用ꎬ 支持其希望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③ꎬ 但迄今为止也

并未明确地就巴西、 印度、 南非的 “入常” 问题做出一致的具体承诺ꎮ 这种

表面上的连续性看似反映了金砖国家的共同立场ꎬ 但实际上却折射出金砖国

家之间不同的利益考量和权力博弈ꎮ④

对此ꎬ 有学者指出ꎬ “虽然巴西和印度正在推动制度性权力在当今全球治

理结构中更根本性的重新分配ꎬ 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ꎬ 中国和俄

罗斯本质上是维持现状的大国ꎬ 不愿意改变过去几十年里有利于它们的体

系”⑤ꎬ 从而 “导致了金砖五国内部的紧张气氛”ꎬ 反过来又使得 “倡导联合

国中心论的俄罗斯和中国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⑥ꎬ 进而有损金砖国家在政

治安全领域的共同价值和共有观念ꎮ 有鉴于此ꎬ 金砖国家领导人有必要选取合

适的时机在峰会宣言中明确表态支持巴西、 印度、 南非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的总体愿望ꎬ 以弥补金砖国家在此问题上日益凸显的内部裂痕ꎮ 这样做其实并

不必然导致安理会权力结构发生变革ꎬ 毕竟三国能否入围还要受到其他竞争性

集团和国家的影响ꎬ 并取决于它们能否在联大赢得多数会员国的支持ꎮ⑦ 但此举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朱天祥、 李文倩: «金砖国家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ꎬ 载肖肃、 朱天祥主编: «和平与发展:
联合国使命与中国方案»ꎬ 北京: 时事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４８ 页ꎮ

罗国强: «安理会改革核心问题研究»ꎬ 载 «当代亚太»ꎬ 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９ － ２５ 页ꎮ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巴西利亚宣言»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１５ / ｃ＿ １１２５２３３８８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４]
这种博弈似乎在 ２０２０ 年表现得更为激烈ꎬ 甚至导致莫斯科宣言直接删除了中国和俄罗斯多年

来一直重申的对巴西、 印度和南非希望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的明确支持ꎬ 转而使用了 “致力

于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相关讨论注入新活力” 这样更为模糊的表达ꎮ
[巴西] 奥利弗施廷克尔著ꎬ 钱亚平译: «金砖国家与全球秩序的未来»ꎬ 上海: 上海人民

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２ 页ꎮ
格奥尔基托洛拉亚: «金砖国家战略对接: 俄罗斯立场及建议»ꎬ 载王灵桂、 赵江林主编:

«金砖国家发展战略对接: 迈向共同繁荣的路径»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１０６ 页ꎮ
Ｋｗａｎｇ Ｈｏ Ｃｈｕｎꎬ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Ａｓｈｇａｔｅ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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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可以避免部分金砖成员被另一部分成员视为其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绊脚

石ꎬ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其他国家对金砖合作的挑拨和分化企图ꎮ①

当然ꎬ 上述做法还不足以解决金砖国家围绕安理会改革产生的矛盾ꎮ 更

关键的一步在于ꎬ “对于困扰合作深化和损害政治互信的联合国安理会增常议

程ꎬ 金砖国家应通过创新思路发展出过渡性的制度设计”②ꎮ 令人欣慰的是ꎬ
虽然巴西、 印度和南非在 “入常” 道路上都在打 “组合拳”③ꎬ 但金砖合作一

直是三国较为看重和依赖的平台ꎮ 毕竟金砖机制无论从实力均衡还是从影响

权重来看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ꎮ 这也是为什么三国在金砖支持力度持续显

弱的背景下仍然寄希望于该机制的重要原因ꎮ 因此ꎬ 金砖国家应该抓住这一

“最大公约数”ꎬ 积极探索金砖国家就国际政治安全议题先行开展内部协作的

尝试性方案ꎮ
事实证明ꎬ 金砖国家在大多数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利益和立场是基

本一致的ꎮ 对于巴西、 印度、 南非来讲ꎬ 成为常任理事国既是一个目标ꎬ 又

是一种手段ꎮ 就此而言ꎬ 在安理会改革仍然面临内外多方阻力而无法在短期

内取得突破的情况下ꎬ 金砖国家如若能够在政治安全合作架构下事先进行内

部协商ꎬ 而后尽可能形成金砖立场ꎬ 再由当年的轮值主席国在安理会统一发

声ꎬ 同时辅之以中俄常任理事国以及其他金砖非常任理事国的支持ꎬ 那么不

仅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解决巴西、 印度、 南非的利益诉求ꎬ 而且还能够使金砖

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政治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ꎮ④ 比如ꎬ 除

了日常协调外ꎬ 金砖国家亦可效仿在联大开会期间的会晤机制ꎬ 借助已有的

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联络渠道ꎬ 就安理会讨论的重大国际政治安全议题展开会

外沟通和交流ꎬ 从而为金砖国家在暂不改变安理会权力结构和运作机制的情

—２４—

①

②

③

④

这与毛瑞鹏在关于中国应对安理会改革问题上提出的 “低介入策略” 和 “中国可考虑公开支

持印度入常” 的逻辑基本一致ꎮ 参见毛瑞鹏: «争论焦点和集团重组———政府间谈判阶段的安理会改

革»ꎬ 载 «国际展望»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８６ － ８９ 页ꎮ
牛海彬: «金砖国家合作的评估与前瞻»ꎬ 载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２３ 页ꎮ
涉及巴西、 印度和南非三个国家的不同改革组合主要包括: 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

(ＩＢＳＡ)ꎬ 日本、 德国、 印度、 巴西组建的 “四国集团”ꎬ 巴西、 印度、 南非与其他国家共同成立的

“Ｌ６９ 集团”ꎬ 以及非洲联盟等ꎮ
２０１１ 年金砖五国同时成为安理会成员及其对利比亚问题的共同立场、 ２０１２ 年金砖部分成员作

为安理会成员及其对叙利亚问题的共同立场ꎬ 分别从不同角度证明了金砖国家开展政治安全内部协作

的可能性ꎬ 无论是否有新成员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ꎮ 参见 Ｍａｌｔｅ Ｂｒｏｓｉｇꎬ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ＲＩＣＳ ｉｎ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６４ －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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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实现五国政治安全合作提供新的思路ꎮ
不可否认ꎬ 要推动上述机制创新得以落实ꎬ 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ꎮ 它首

先需要中俄两国与巴西、 印度、 南非三国之间达成必要的政治妥协ꎮ① 但相对

于因为分歧而无所作为ꎬ 这种尝试既没有实质性减损中俄作为现任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的权力ꎬ 又为巴西、 印度和南非获取在安理会的 “准影响力” 提供

了难得的机会ꎬ 也算是一种 “两害相权取其轻” 的理性做法ꎮ 而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ꎬ 金砖国家也可以采用更加注重实用性的功能合作模式ꎬ 通过一事一

议的试点逐步促进政治安全合作的持续制度化ꎮ 更有价值的是ꎬ 这种持续的

协作还有可能为金砖国家培育更多的共同利益ꎬ 营造更好的合作氛围ꎬ 塑造

更趋同的身份认知ꎬ 进而为今后的安理会改革以及金砖国家通过安理会应对

和解决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奠定坚实的基础ꎮ

四　 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的合规性举措

在金砖国家看来ꎬ 是否遵守联合国相关决议或有联合国的参与ꎬ 抑或符

合 «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ꎬ 是判定某个具体的国际行为或行动是否合

规的首要标准ꎮ 而这也成为金砖国家通过政治安全合作应对和解决全球和地

区热点问题的基本准则ꎮ 因此ꎬ 金砖国家在认可 “联合国安理会负有维护世

界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的基础上②ꎬ 一贯主张根据安理会相关决议政治解

决国家间冲突并协调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ꎮ 同时ꎬ 金砖国家也欢迎和支

持联合国框架下的其他机构以及与联合国有关的专门性国际组织 (如联合国

和平利用外空委员会、 联合国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政府专家组、 禁止化学武器

组织等) 分别在特定议题领域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ꎮ 另外ꎬ 金砖国家还特别

重视国际法的指导作用ꎬ 不仅强调需要遵守和强化像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和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等现有法律文件ꎬ 而且还不断呼吁在联合国框架下

就维护信息通信技术安全、 网络空间负责任行为以及全面反恐等事宜制定各

—３４—

①

②

莫斯科宣言虽然在安理会改革的问题上重挫了巴西、 印度和南非的 “入常” 诉求ꎬ 但同时又

专门提及了上述三国已经担任或即将担任或争取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情形ꎬ 并提出这将为金砖

国家就联合国安理会事务增进对话、 在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继续开展合作提供契机ꎮ 这也可以视为金

砖五国为发展政治安全合作的一种权宜之计ꎮ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巴西利亚宣言»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１５ / ｃ＿ １１２５２３３８８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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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普遍接受且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准则ꎮ
鉴于对联合国性质与能力以及作用和效率的辩证认知ꎬ 金砖国家并不完

全被动地依赖联合国ꎬ 而是致力于通过主动贡献金砖方案ꎬ 以 “小多边” 促

“大多边” 的方式ꎬ 推进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性议程发展ꎮ 比如ꎬ 金砖国家设

立了网络安全工作组ꎬ 制定了 «金砖国家网络安全务实合作路线图»ꎬ 提出了

缔结金砖网络安全政府间协议和相关双边协议的倡议ꎻ 在反恐工作组下面设

立了专题工作小组ꎬ 举行了金砖国家反恐战略研讨会ꎬ 制定了 «金砖国家反

恐战略»ꎻ 倡议并举行了金砖国家维和对话与金砖国家中东问题特使磋商ꎬ 以

及倡议成立了金砖国家维和工作组ꎮ 此外ꎬ 金砖国家还特别重视地区组织和

次区域组织对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支撑作用ꎮ 因为这些组织在处理

地区性安全事务时具备天然的 “可适性”ꎮ 比如ꎬ 金砖国家向来支持非洲联盟

以及诸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次区域组织在解决非洲地区冲突和维护非洲地区和平

安全方面扮演重要角色ꎬ 发挥特殊作用ꎮ①

除了对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呼吁和赞赏外ꎬ 金砖国家也在尝试利用 “金砖 ＋ ”
对话建设性地介入五国各自所在地区的有关争端与安全热点问题ꎬ 积极助推

相关矛盾和冲突的和平解决以及个别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共同应对ꎮ 比如ꎬ 金

砖国家在同南美国家领导人对话时就曾指出ꎬ 加强双方合作可以在促进多边

主义、 实现和平安全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ꎬ 特别是认可南美国家联盟在促进

区域和平与民主方面的重要作用ꎮ② 金砖国家在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及观察

员国领导人会晤时ꎬ 也提出要致力于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秩序ꎬ 携手打击恐

怖主义、 贩毒等跨国犯罪ꎮ③ 这为金砖国家开展政治安全合作提供了可拓展的

平台和路径ꎬ 也为丰富 “金砖 ＋ ” 机制的内涵提供了有益的尝试ꎮ 但鉴于政

治安全议题的敏感性ꎬ 金砖国家必须充分尊重各个成员在特定地区的特殊关

注ꎬ 支持金砖成员在各自主导或中意的地区一体化机制中发挥引领作用ꎮ 当

—４４—

①

②

③

金砖国家领导人在 «德里宣言» 中也曾对阿拉伯国家联盟在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方面发

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欢迎ꎮ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同南美国家领导人对话会»ꎬ 外交部网站ꎬ ２０１４ 年７ 月１７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ｈｄｑｚｚ＿６８１９６４ / ｊｚｇｊ＿６８２１５８ / ｘｇｘｗ＿６８２１６４ / ｔ１１７５３５４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２１]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同欧亚经济联盟、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观察员国及受邀国领导人对话会»ꎬ
外交部网站ꎬ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ｈｄｑｚｚ ＿ ６８１９６４ / ｊｚｇｊ ＿
６８２１５８ / ｘｇｘｗ＿６８２１６４ / ｔ１２８０２２３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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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ꎬ 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还有必要注意避免被某些成员过度的安全需求所

捆绑和掣肘①ꎬ 以防卷入纷繁复杂的对抗与冲突当中ꎬ 进而违背金砖国家政治

安全合作的初衷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虽然金砖国家在大多数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采取了

“中规中矩” 的做法ꎬ 但也有部分学者尖锐地指出ꎬ 每个金砖国家 “都礼貌地

回避了其他成员的冲突或棘手问题”②ꎮ “金砖国家成员国有时也违背它们自

己的不干涉和领土完整的原则ꎬ 当危及它们自己的利益时ꎬ 则会打着人道主

义的幌子ꎬ 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干涉ꎮ”③ 当然ꎬ 这里既有某些人的双重标准

问题ꎬ 但也确实反映出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的一大挑战ꎮ 虽然地理位置的

远近和安全威胁的范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金砖国家针对个别政治安全问

题的非常规做法④ꎬ 特别是当这些问题与某个金砖成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时⑤ꎬ 但这毕竟与金砖国家倡导的应对和处理外部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理念与行

为有所不同ꎬ 从而会 “破坏金砖国家规范性抱负的可信度及其关于将全球秩

序变得更好的主张”⑥ꎮ
尤其应当引起重视的是ꎬ 金砖国家相互之间尚未彻底摆脱传统的安全困

境ꎬ 特别是中国与印度之间 “现有的边境争端成为建立包容性安全共同体的

严重障碍”⑦ꎮ ２０１７ 年的洞朗事件险些造成印度缺席当年的金砖国家厦门峰

会ꎬ 而 ２０２０ 年印度在中印边界地区挑起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再一次引发了各界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所谓过度安全需求ꎬ 主要是指个别金砖成员更多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狭隘考量而试图采取的

超越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共同利益的举措ꎮ 比如俄罗斯多次力争金砖国家与西方国家抗衡以缓解俄

罗斯的外部压力ꎬ 而印度则长期以反恐为由要求金砖国家对巴基斯坦进行谴责、 制裁和孤立ꎮ
雷纳托加尔旺弗洛雷斯: «关于金砖国家战略对接的政策建议»ꎬ 载王灵桂、 赵江林主编:

«金砖国家发展战略对接: 迈向共同繁荣的路径»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１６３ 页ꎮ
拉尔夫科萨: «金砖国家间的合作对全球治理意味着什么?»ꎬ 载周余云、 栾建章主编: «金

砖在失色?»ꎬ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２５０ 页ꎮ
季平: « “我存在ꎬ 因为你存在” ———夯实金砖国家合作的政治及社会基础»ꎬ 载 «当代世

界»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９ 页ꎻ 鲍里斯Ｆ 马丁诺夫: « “金砖四国”: 国际安全领域合作视角»ꎬ 载李

扬主编: « “金砖四国” 与国际转型: ＢＲＩＣｓ 智库巴西峰会的思考»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ꎬ 第 １５８ 页ꎮ

比如俄罗斯与乌克兰关于克里米亚归属问题的争端ꎮ 金砖国家对俄罗斯的做法既没有表示赞

同ꎬ 也没有提出批评ꎬ 而是展现出一种基于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 “被动合作”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姿态ꎮ 参见 Ｍａｌｔｅ Ｂｒｏｓｉｇꎬ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ＲＩＣＳ ｉｎ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１３５

Ｍａｌｔｅ Ｂｒｏｓｉｇꎬ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ＲＩＣＳ ｉｎ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２０１

爱丽丝埃克曼、 弗朗索瓦兹尼古拉: «关于金砖国家对全球治理所做贡献的评估: 一个局

外人的看法»ꎬ 载周余云、 栾建章主编: «金砖在失色?»ꎬ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２２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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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砖合作的悲观情绪ꎮ 尽管莫斯科峰会最终没有受到此次双边冲突的影响ꎬ
然而在印度即将成为 ２０２１ 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的背景下ꎬ 金砖合作或面临

着更多的不确定ꎮ 因此ꎬ 如何确保金砖成员之间的政治安全矛盾不会破坏金

砖国家的政治安全合作ꎬ 已经成为一个十分迫切和严峻的问题ꎮ 就此而言ꎬ
我们不仅要看到双边关系对多边合作的影响ꎬ 而且也要学会借助多边关系管

控双边分歧ꎮ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通过金砖机制来直接介入和处理成员国的双

边问题ꎬ 而是应致力于为成员国自行协商解决矛盾营造适宜的对话氛围ꎮ 在

这种氛围下ꎬ 金砖国家应首先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不使用武力或不以武力

相威胁设定为金砖合作的一条起码的红线和底线ꎮ① 换句话讲ꎬ 金砖国家要想

其他国家在和平与安全领域 “守规矩”ꎬ 就必须自己先在政治安全合作中 “立
规矩”ꎬ 从而有力地反击有关金砖国家 “无力论” 的观点②ꎬ 同时破除金砖国

家 “例外论” 的质疑ꎮ③

五　 结语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ꎬ 俄罗斯正式接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ꎬ 并将 ２０２０ 年金

砖合作的主题确定为 “维护全球稳定、 共同安全和创新增长的金砖国家伙伴

关系”④ꎮ 在其公布的优先事项清单中ꎬ 俄罗斯首先主张的即 “加强全球政治

中的多边原则和促进金砖国家在国际论坛中的共同利益”⑤ꎮ 不仅如此ꎬ 俄罗

斯还特别强调了全球安全与稳定议题的高优先性ꎮ⑥ ９ 月 ４ 日ꎬ 中国国务委员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早在 ２０１５ 年的首届金砖国家民间论坛上ꎬ 俄罗斯代表就曾呼吁金砖国家政府缔结互不侵犯与

和平共处协议ꎮ
牛海彬: «金砖国家合作的评估与前瞻»ꎬ 载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１８ 页ꎮ
所谓例外论ꎬ 即指金砖国家在维护和平与安全问题上被外界视为其可能的言行不一致的情况ꎮ
在迄今为止的 １２ 次峰会中ꎬ 仅有 ２０１２ 年的新德里峰会和 ２０２０ 年的莫斯科峰会的主题直接提

到了全球稳定和安全问题ꎬ 且均置于经济和发展议题之前ꎮ ２０１２ 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四次会晤主

题为 “金砖国家致力于全球稳定、 安全和繁荣的伙伴关系”ꎮ
该大项涉及的政治与安全议题主要包括基于国际法和各国利益推动统一议程ꎬ 促进联合国在

国际关系中的中心作用ꎬ 应对全球和地区挑战与威胁ꎬ 反对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 腐败、 跨国犯罪、
非法的毒品和武器贩运ꎬ 和平使用外空ꎬ 维护信息通信技术安全ꎬ 打击网络犯罪等ꎮ 参见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ＢＲＩＣＳ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２０２０”ꎬ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ＢＲＩＣＳ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ｇ ｂｒｉｃｓ － ｒｕｓｓｉａ２０２０ ｒｕ /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ｎ＿ ｂｒｉｃｓ / ２０１９１２２６ / １４６９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２６]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Ｇｒｏｕｐ”ꎬ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ＢＲＩＣＳ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ｇ ｂｒｉｃｓ － ｒｕｓｓｉａ２０２０ ｒｕ /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ｎ＿ ｂｒｉｃｓ / ２０１９１２２６ / １４４４ / Ｔｈｅ － ＢＲＩＣＳ －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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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外长王毅在参加金砖国家外长视频会晤时也指出ꎬ 金砖国家下一阶段合作

的重点之一即 “筑牢政治安全合作的根基”ꎬ 认为 “政治安全合作对金砖国家

合作起到重要支撑作用ꎬ 也是我们五国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来源”ꎬ 同时提

议 “金砖国家要从战略高度规划政治安全领域合作” “加强战略沟通ꎬ 增进政

治互信ꎬ 释放呵护和平稳定的积极信号ꎬ 将政治安全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ꎬ
共同应对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ꎮ①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ꎬ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在莫斯科以视频方式

举行ꎮ 除了在联合国成立 ７５ 周年之际重申了对多极国际体系的支持、 对多边

国际秩序的维护、 对地区热点问题的关注及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外ꎬ 在

此次会议上金砖国家领导人还专门审核通过了 «金砖国家反恐战略»ꎬ 从而为

全球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威胁作出了金砖国家的实质性贡献ꎮ 尽管这只是在

政治安全领域的特定议题上迈出的一小步ꎬ 然而它却对于金砖国家进一步切

实开展政治安全合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ꎮ 作为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具有举

足轻重地位的新兴发展中大国集团ꎬ 金砖国家的政治安全合作不仅关系到金

砖五国的主权、 安全与发展利益ꎬ 而且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也有着十分重

大的意义ꎮ 特别是在当前 “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ꎬ 国际格局深刻演变”
的新形势下ꎬ 金砖国家更要坚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ꎬ 坚定支持以联合国

为核心的多边主义ꎬ 反对单边行为和霸权行径ꎬ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ꎮ② 这不仅

是金砖国家的政治使命和历史责任ꎬ 同时也成为学界推动金砖国家政治安全

合作研究的重要契机ꎮ
(责任编辑　 王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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