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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开 世 界 一 扇 窗

谈判结果

未达到预期

对本届金砖峰会，外界最关
注的是金砖银行和外汇储备库
这两项实质性措施。这两项措施
甚至被认为未来有望挑战甚至
取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但显然，这样的期望
是高估了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最终谈判结果也未能达到
预期。在金砖银行方面，《德班宣
言》仅就可行性达成了一致，在
出资比例、投票权分配、机构地
点等一系列问题上，仍无法统一
意见。在职能方面，根据《德班宣
言》构想，金砖银行将是一个主
要服务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
银行，这和提供包括教育、医疗、
环保、金融等全方位发展援助的
世界银行还难以相提并论。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
金砖国家目前所能提供的发展
经验仍较为有限，尚不具备建立
一个全方位发展援助机构的实
力，尤其是在知识、人才、发展援
助经验等方面较为匮乏。正是出
于这一考虑，《德班宣言》将金砖

银行定位为“作为对全球增长和
发展领域的现有多边和区域金
融机构的补充”。因此，金砖银行
的目的并不是挑战甚至取代世
行等既有国际组织，而是一种有
益补充。

外汇储备库

并非首创

在外汇储备库问题上，本次
峰会宣布建立的1000亿美元应
急储备库也较最初预测更小。所
谓外汇储备库是一个互助基金，
在成员发生金融危机时提供紧
急援助。这一概念并非金砖独
创，在欧洲和亚洲，类似的应急
储备库已经建立。

东盟10国和中日韩在2009
年就设立了一个亚洲区域外汇
储备库，规模当时为 1200亿美
元，并很可能在近期扩容到2400
亿美元。在欧洲，欧债危机之后，
7 0 0 0 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
(ESM)也已正式启动。

和上述两大区域应急储备
库相比，金砖储备库的规模并不
算大。究其原因，区域国家由于
唇亡齿寒的经济联系而有更大

的动力建立共同的储备防火墙，
而金砖五国分散在全球四个大
洲，相互的经济关联不强，金融
风险横向传染的概率不大，因此
建立共同应急储备库的迫切性
便不如同一地区的国家。

利益共同体

还未形成

要对金砖国家合作前景有
一个理性判断，有必要梳理一下
金砖概念的来龙去脉。2001年高
盛公司提出金砖国家这个概念，
主要是描述一种经济现象：当时
金砖四国均出现经济高速增长。
因此，金砖国家更多是一个现象
共同体，而非一个利益共同体。
而国家之间如果要组成联盟，其
基础应当是利益共同体。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
金砖国家带来组成利益共同体
的机会，即共同呼吁在国际治理
中提高发展中国家地位，呼吁在
国际政策协调过程中更加照顾
发展中国家利益。在这一背景
下，金砖国家实现了快速的“实
心化”。

但这一特殊时期的利益共

同体能否长远走下去，面临考
验。目前的现实是，除了中国和
其余四国均有较为密切的经济
联系之外，俄罗斯、印度、巴西和
南非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紧密。
甚至，同为资源出口国的俄罗斯
和巴西是竞争对手，印度和中国
同样是潜在的经济对手而非伙
伴。

金砖五国在政治制度、价值
观念、地区安全等领域的利益诉
求也不一致，互相之间的信赖基
础较为薄弱。例如俄罗斯希望联
合中国抗衡美国，而印度希望联
合美国抗衡中国。

经济快速增长

能否延续

目前，金砖国家之间的经济
实力差距巨大，且经济增长已出
现分化苗头。中国经济规模是南
非的21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四
倍多，比另外四国总和还高出两
成多。2008年以来，除中国仍能
保持8%左右的高增长之外，巴西
增速从4 . 5%回落至2%，俄罗斯
增速从7%降至3 . 5%，印度从9%
降至6%，南非的经济状况则更糟

糕，经济势头已被邻国尼日利亚
盖过。

从历史经验来看，多数新兴
经济体不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
并最终跻身发达国家。摩根士丹
利新兴市场和全球宏观经济研
究部门主管Ruchir Sharma的研
究显示，1950年以来的六个十年
间，仅有1/3的新兴经济体可以
在一个十年间保持5%或更快的
经济增速，只有1/4的新兴经济
体可以在两个十年内保持这一
增速，只有1/10的新兴经济体可
以在三个十年内保持这一速度。

二战后的历史也显示，发展
中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存在代际
更替现象，在金砖崛起之前，拉
美、东南亚部分国家已经风光过
一段时间，而在金砖之后，许多
新的现象共同体已经出现，如金
钻十一国、灵猫六国、雄鹰十国、
未来七国等等。

对中国来说，金砖国家机制
只是金融外交的一个维度，并不
能偏废其他维度，包括继续寻求
提升在世行和IMF的话语权、深
化诸如东盟十加三等地区性合
作关系、参与中日韩自贸谈判、
参加TPP谈判等等。

据《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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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成果”冷思考
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也被称作“金砖国家”，占据了全球26 . 8%的国土面积、40%的人口、20%

的经济总量、15%的贸易总额。上周闭幕的金砖国家峰会提醒人们，短短五年间，这个抽象概念已经逐步“实心

化”为一个卓有成效的长效机制。全球舆论充满了对金砖国家“过分”关注，其中也包括对中国作用的“吹

捧”。真的需要一些冷静的思考，金砖国家机制的确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但这一机制仅仅是中国从地

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迈进过程中的一个维度，不应被过分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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