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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非洲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化主要是指非洲大陆及非洲主要

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身份、 角色和地位的规范化、 规则化和制度化。
２１ 世纪以来， 非洲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化取得较大进展。 在此背景下，
金砖合作机制开启对非扩容进程， 对非议题领域不断拓展、 议题设置实

现 “非洲化”、 与非洲关系不断 “议题化”。 金砖合作机制对非扩容可

以视为非洲参与全球治理走向机制化的标志和缩影， 具有深远意义。 在

非洲实质性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 中国与非洲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未来的对非合作， 中国需要进一步关注和回应非洲在提升全球治理代表

性、 话语权方面的诉求； 通过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对非合作机制建

设以及探索对非机制性三方合作等方式， 发掘新的中非合作增长点， 助

力非洲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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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大陆和国家命运的自主权是非洲矢志追求和不懈奋斗的目标。 ２０ 世纪

后半叶， 其主要表现为非洲人民争取国家独立、 实现民族自决的反殖反霸斗争。
进入 ２１ 世纪， 在谋求国家发展的同时， 非洲积极在国际领域、 全球性议题特别

是涉非议题上维护自身利益， 发出自身声音， 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可以概括为非洲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化。

·３·

∗ 本文系教育部 ２０２１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青年基金） “ ‘一带一路’ 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机制化问题研究” （２１ＹＪＣＧＪＷ００９）、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科研创新项目 “ ‘金砖’ 对非扩容与非洲参与全球治理的机制化” （３１６２０２３ＺＹＫＣ０２）
以及外交学院 ２０２３ 年度科研项目结余经费自设课题项目 “非洲参与全球治理的趋势研
究” （ＪＹ２０２３０１９）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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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追求自主权的崭新历史进程， 非洲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化主要是指非洲大

陆及非洲主要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身份、 角色和地位的规范化、 规则化和制度

化。 ２１ 世纪以来， 非洲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化取得较大进展， 而金砖合作机制对

非洲扩容 （简称 “金砖对非扩容”）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非洲参与全球治理走

向机制化的历史缩影和重要里程碑。 本文首先梳理了非洲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化的

历史进程； 然后以此为背景着重分析金砖对非扩容的历程、 内涵以及战略价值；
最后提出中国与非洲需要进一步加强全球治理合作， 支持非洲参与全球治理机制

化的新历史进程。

非洲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化的历史进程

２０ 世纪后半叶， 在泛非主义指引下， 非洲国家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构建国际

政治经济新秩序， 在全球舞台上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但受到当时世界格局、
自身实力和实践经验的限制， 总体上非洲参与全球事务的程度和水平并不高。 进

入 ２１ 世纪， 非洲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 并逐渐走向机制化。 这一趋势主要

体现在非洲与大国多边合作机制化、 推动涉非全球性议程以及加入全球治理主流

机制 ３ 个方面。 虽然三者在历史进程或时间脉络上有所交叠， 但也体现出比较明

确的阶段性特征。 如图 １ 所示， 坐标内 ３ 条矢量线代表非洲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化

的 ３ 个纬度： 实线部分代表已完成的机制化实践， 虚线部分代表未完成或趋势性

的机制化进程， 虚线到实线的转变意味着机制化程度越来越高。 ３ 条矢量线在图

中由低到高排布， 代表非洲实质性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或水平逐渐递增或递进。

图 １　 非洲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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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与大国多边合作机制化。 ２１ 世纪以来， 非洲与一些大国 （特别是新

兴大国） 建立了对话合作机制。 与大国建立机制性合作， 可以说是非洲参与全球

治理的捷径。 ２０ 世纪后半叶， 英国、 法国、 日本等西方国家分别建立起对非合

作机制， 但是初获独立的非洲国家在其中处于边缘或被动地位。 相较之下， 在

２１ 世纪建立的 （新兴） 大国对非合作机制中， 非洲更充分地发挥了能动性， 行

使了主事权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以中非合作论坛为例， 非洲在其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论

坛创立阶段， 非洲国家最先倡议建立中国与非洲对话合作机制， 并积极推动其定

期召开会议， 实现机制化。① 中非合作论坛建立后， 非洲也绝非像一般理解的或

西方国家所诬陷的那样， 仅是中方决策的被动接受者。 事实上， 在论坛建设过程

中， 非洲国家的主动进取精神与论坛创立阶段的主事权精神一脉相承； 不论是举

办国的选定、 议事日程的确定， 还是重要议题的提出、 论坛文件的定稿， 非方都

与中国积极磋商， 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在举办论坛峰会方面， 非方多次提议提升

论坛会议层次， 得到中方重视并最终达成共识， 迄今共举办三次论坛峰会。 这些

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助力非洲改变了对外交往模式， 尤其是与西方大国交往模式，
非洲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以此为基础， 近年来非洲学界、 政界提出了 “非洲 ＋ １” 峰会 （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ｌｕｓ
Ｏｎｅ” Ｓｕｍｍｉｔｓ） 的概念。③ 这表明非洲正从更大的、 更具战略性的全球治理视角看

待和把握大国对非合作机制， 致力于打造 “非洲 ＋１” 峰会网络， 而中非合作论坛

峰会是这一网络上的关键结点。 总的来看， 正在构建中的 “非洲 ＋１” 峰会网络， 有

助于提升非洲的国际影响力， 及其在全球治理特别是涉非问题上的参与度和话语权，
缓解 ２１ 世纪以来非洲国际战略地位提升与其全球治理参与水平相对低下之间的

张力。④

第二， 推动涉非全球性议程。 在过去数十年中， 相当多杰出的非洲人活跃在

国际舞台上， 广泛参与国际事务， 比如埃及人布特罗斯·加利、 加纳人科菲·安

南都曾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 并且在任内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又呈现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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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雷： 《论中非合作论坛的起源、 发展与贡献》，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第
８１—８３ 页。
李安山、 刘海方： 《论中非合作论坛的运作机制及其与非洲一体化的关系》， 《教学与研
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 第 ６１ 页。
Ｃｏｂｕｓ Ｖａｎ Ｓｔａｄｅ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 Ｓｕｍｍｉ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ＡＩＩ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７８，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ｐ. ７.
赵晨光： 《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机制化： 趋向、 基础与发展建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
第 ５ 期， 第 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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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趋势， 即非洲人更加自觉主动地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全球事务， 推动涉非议题进

入全球治理机制。
如图 １ 所示， 这一趋势大致可追溯到 ２０１５ 年， 即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ＭＤＧｓ） 到期之年。 非洲虽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步， 但多数指标未

达到千年发展目标的既定标准。 然而这并不能说明非洲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上失败了。 ２１ 世纪以来， 非洲发展状况不能单纯依赖具体指标进行静态或

结果主义式评估。 不同的目标设置和评估方法会使某些地区的情况看起来更

好， 而使另一些地区看起来更糟。① 事实上， 千年发展目标在指标、 指数的设

置和评估上对非洲并不公平，② 这使非洲认识到积极参与和推动涉非全球性议程

的重要性。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 ２０１５ 年到期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后

续， 该议程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通过， 确定了作为人类共同

愿景的 １７ 项目标。 为避免千年发展目标 “一刀切”、 脱离非洲实际等情况再度

发生， 非洲国家在新议程酝酿和制定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早在 ２０１１ 年， 非

洲国家就对新国际发展议程中应予关切的重点问题展开讨论， 并最终在非盟官方

层面形成了非洲共同立场。 相较之下， 其他发展中地区均未形成类似共识或立

场。 非洲共同立场代表了非洲国家对发展问题的基本认识， 其针对新国际发展议

程的诉求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的积极支持。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中国政府发布了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 呼吁充分发挥南北合作的主渠道作用， 加

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支持， 将非洲共同立场中凝聚的发

展关切和诉求列为新国际发展议程的重点予以考虑并采纳。③ 乌克兰危机爆发

后， 非洲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参与、 发挥建设性作用以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努力， 更

加令人印象深刻。 肯尼亚、 加纳代表以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身份做出的关

于非洲国家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 不激化矛盾的声明广为流传， 让非洲声音在国

际上得到认可和尊重。 南非政府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一份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路线图， 大会对此进行认真讨论， 有 １ ／ ３ 的会员国赞成这一方案。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塞

内加尔总统萨勒以非盟轮值主席身份访问俄罗斯， 代表非盟进一步推动停火及促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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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晨光： 《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与非洲治理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２１４—２１５ 页。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 “ Ｈｏｗ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ａｒｅ Ｕｎｆａｉｒ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 ３７，Ｎｏ. １，２００９，ｐｐ. ２６ － ３５.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 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ｔｙｔｊ＿６７４９１１ ／ ｚｃｗｊ＿６７４９１５ ／ ｔ１２６３４５３. 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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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 并呼吁俄罗斯及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由冲突引发的粮食和化肥短缺问题。
总之， 非洲在很大程度上已改变以往无力解决自身问题的脆弱形象， 正深度参与

（涉非） 全球性议题的设置和解决进程。①

第三， 加入全球治理主流机制。 如图 １ 所示， 国际机制纬度上的矢量线以

２０１０ 年为起点 （南非加入金砖合作机制）， 到 ２０２３ 年 （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

对非扩容） 之间为虚线， 表示这一时期非洲在全球治理或国际机制中获得一定的

代表性， 但还很不充分， 事实上非洲国家对此颇有意见。 ２０２３ 年后， 图 １ 中向

右矢量线的虚线有所变化， 表示以此为转折点， 非洲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明显

上升。② 而且随着非洲全球战略地位和全球治理参与水平的提升， 这一趋势有望

得到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这不仅体现在金砖国家

和二十国集团对非扩容议题上，③ 而且反映在非洲国家呼吁已久的联合国改革等

影响更为深远的战略问题上。 在当前各方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缺乏共识的情况

下， 中国支持就优先解决非洲国家的代表性不足问题展开磋商， 力争早日实现突

破。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非盟安理会改革问题委员会与 ５ 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代表磋

商， 这是非盟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首次会谈。 中国在安理会改革进程中的

积极作用得到非洲国家充分肯定。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第 ７７
届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机制共同主席时表示： “安理会改革要坚持公平正

义， 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让更多中小国家有机会参与安理会决

策， 尤其是纠正对非洲的历史不公。”④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大使在第 ７８ 届联大全会审议安理会改革问题时明确指出： “关于安理会改革， 中

国支持就优先解决非洲诉求作出特殊安排。”⑤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

家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具有相同或相近立场， 中方立场得到非洲国家积极响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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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方： 《变动世界秩序中的非洲》，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４ 页。
于江： 《在多极化进程中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当代世界》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第
５１—５２ 页。
中国是第一个明确表态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的国家， 并支持非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 参见 《二十国集团邀请非盟成为正式成员》， 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ｌｉｅｂｉａｏ ／ ２０２３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０３１１６. ｈｔｍ，访问日期：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
《王毅会见第 ７７ 届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机制共同主席》， 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ｙｘｗ ／ ２０２３０４ ／ ｔ２０２３０４２９ ＿ １１０６９００９. ｓｈｔｍｌ， 访问日期：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５ 日。
《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在第 ７８ 届联大全会审议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发言》， 中国外交部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ｗｂｄ＿６７３０３２ ／ ｗｊｚｓ ／ ２０２３１１ ／ ｔ２０２３１１１７＿１１１８２２８２. ｓｈｔｍｌ，访问
日期：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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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 未来非洲积极加入全球治理主流机制的诉求和努力， 将继

续得到中国的积极回应和支持。

金砖对非扩容的历程与内涵

金砖合作机制扩容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平台， 同时表

明包括新兴大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机制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与此相应， 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金砖扩容对于非洲来说具有更加突出

的意义。 它是非洲参与全球治理走向机制化的历史缩影和重要里程碑， 可以从历

程和内涵两大维度把握其实践进程。

（一） 金砖对非扩容的历程

扩容议题在金砖合作机制成立之初即被提出。 截至目前， 金砖扩容进程可以

分为 ３ 个阶段。 其首次扩容将南非纳入， 使非洲在金砖国家中占据一席之地。 南

非加入金砖合作机制后， 积极推动非洲国家与金砖国家的伙伴关系。 通过南非举

办的 ３ 次金砖峰会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２３ 年）， 金砖国家与非洲外围对话会

逐渐机制化， 为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铺垫了基础。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十五次会晤开启了第二轮扩容进程， 埃及、 埃塞俄比亚两个非洲国家加入，
使非洲在金砖国家中的代表性进一步提升。

第一， 首轮扩容， 南非代表非洲加入金砖合作机制。 南非加入金砖国家的愿

望可以追溯到 ２００９ 年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的第一次金砖峰会。 其后两年，
南非为争取加入金砖合作机制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甚至对 “金砖四国”
（ＢＲＩＣ） 一词的创造者吉姆·奥尼尔 （Ｊｉｍ Ｏ’Ｎｅｉｌｌ） 展开游说。① 最终， 南非的

努力取得成功，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参

加了在中国三亚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 尽管奥尼尔并不认可南非

作为金砖国家成员的资格， 但是当时金砖四国看重的是南非作为非洲国家代表

的身份。 南非加入不仅象征着金砖合作机制真正拥有了 “金砖” （ＢＲＩＣＳ） 概

念的所有权， 而且表达了非洲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诉求， 加强了金砖国家

同非洲大陆的直接联系， 凸显了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定

位和机制属性。

·８·

① ［巴西］ 奥利弗·施廷克尔： 《金砖国家与全球秩序的未来》， 钱亚平译， 上海人民出版
社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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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金砖国家与非洲外围对话机制化， 为新一轮扩容铺垫基础。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南非首次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 主办了第五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南

非在此次峰会上首次邀请 １２ 个非洲国家参加金砖外围对话， 开创了金砖国家与

地区国家对话的先河。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巴西、 俄罗斯和印度在担任轮值主席国

期间， 也分别举办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与主席国所在地区国家领导人的对话会。
２０１７ 年， 第九次金砖峰会在中国厦门召开。 中国用 “金砖 ＋ ” 模式对金砖外围

对话机制进行革新， 不再仅与主席国所在区域的伙伴国开展对话， 而是邀请各金

砖成员国所在区域的代表性国家与会。 这实质上弱化了主席国所属地区 （国家）
在金砖峰会上的专属性， 有助于加强金砖合作机制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

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
其后南非又主办两次金砖峰会的实践表明， 金砖国家与非洲国家对话会的形

式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第十次金砖峰会上， 南非作为主席国邀

请 １８ 个非洲国家领导人以及非洲区域组织负责人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展开对话。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南非主办第十五次金砖峰会， 邀请全部 ５４ 个非洲国家领导人与会。
值得注意的是， 在本届峰会发布的宣言中， 与 “金砖 ＋ ” 模式并列， 金砖—非

洲外围对话这一会议形式得到确认。① 应该说， 金砖国家与非洲国家外围对话

实现机制化， 凸显了双方关系的战略性和特殊性， 为金砖对非扩容铺垫了

基础。
第三， 金砖合作机制第二轮扩容， 非洲比重进一步提升。 经过一系列酝

酿，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实现了历史性的第二轮扩容， 非洲在金砖合

作机制中的代表性得到很大增强。 本次峰会新增沙特阿拉伯、 伊朗、 阿联酋、
埃及、 埃塞俄比亚和阿根廷 ６ 个成员国，② 其中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国家，
两国人口均超过 １ 亿人。 埃及是非洲和中东地区大国； 埃塞俄比亚是非盟总部

所在地， 经济增速处在非洲前例。 埃及、 埃塞俄比亚加入金砖合作机制凸显了

非洲在国际格局中的重要性。 金砖国家第二轮扩容的直接影响在于， 非洲国家

在金砖合作机制中的比重由 １ ／ ５ 提升至 １ ／ ４ 强。 相应地， 非洲国家担任金砖合

作机制轮值主席国的频率增大。 未来， 南非、 埃及和埃塞三国将在金砖合作机

制下加强协调合作， 代表非洲发出共同声音， 进一步提升非洲在全球治理中的

影响力。

·９·

①

②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 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ｖｗｅｂ ／ ｙａｏｗｅｎ ／ ｌｉｅｂｉａｏ ／ ２０２３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００１０９. ｈｔｍ，访问日期：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在金砖第二轮扩容即将于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前夕， 阿根廷新当选
总统米莱宣布不加入金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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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砖对非扩容的内涵

作为影响力持续提升的全球治理新兴机制， 金砖合作机制成立以来始终关注

非洲， 将非洲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伙伴和开展合作的重要对象， 对非议题设置不

断拓展， 这集中体现在历次金砖峰会发布的宣言文本中。 南非加入金砖合作机制

更助推了这一趋势， 特别是其担任主席国期间，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议题设置

“非洲化” （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ｓｉｎｇ）。① 以此为基础， 第二轮金砖对非扩容实质上是一个水

到渠成的过程， 是其长期以来对非洲关注实现议题化、 机制化的体现。
第一， 非洲是金砖国家开展全球治理的重要伙伴， 其对非议题领域不断拓

展。 金砖国家对非洲议题的关注始于在巴西利亚召开的第二次峰会， 其后历次

峰会均设置对非议题， 而且领域不断拓展。 如表 １ 所示， 第二次金砖峰会宣言

仅涉及消除贫困一项对非议题， 从第三次峰会开始对非议题逐渐增加。 截至目

前， 金砖峰会在对非议题设置上已涉及全球治理、 非洲治理、 政治、 经济、 安

全、 文化、 卫生、 区域一体化等领域， 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值得注意的是， 金

砖国家拓展对非议题并非简单的逐年累加， 而是紧贴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

性特点和实际需要。 比如， ２０１５ 年非盟启动了非洲大陆综合性发展战略

《２０６３ 年议程》， ２０１６ 年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果阿宣言》 便载入相应

内容， 并首次阐明支持非洲区域一体化进程和可持续发展。 与此类似， 在非洲

发展的重要节点， 金砖合作机制均在议题设置上予以回应和支持。 ２０１８ 年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 表示支持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
２０２０ 年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莫斯科宣言》 表示支持非洲增强应对

新冠疫情的能力。② ２０２３ 年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
对非洲国家提出的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和平倡议予以积极回应。③

表 １　 金砖国家领导人历次会晤对非议题

届别 地点 对非议题
对非议题
段落数
（段）

对非议题
段落数

占比 （％ ）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２０１０ 年）

巴西
巴西利亚

消除贫困 １ ３

·０１·

①

②

③

Ｓｉｐｈａｍａｎｄｌａ Ｚｏｎｄｉ， 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Ａｇｅｎｄａ：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Ｄｕｒｂａ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６，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 － ｉｒ. ｉｎｆｏ ／ ｐｄｆ ／ ３５０１３，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５，２０２３.
参见 “历届领导人会晤成果文件”，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官网， ｈｔｔｐ： ／ ／ ｂｒｉｃｓ
２０２２.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ｃｈｎ ／ ｇｙｊｚｇｊ ／ ｌｊｌｄｒｈｗｃｇｗｊ ／ ，访问日期：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 中国政府网，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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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届别 地点 对非议题
对非议题
段落数
（段）

对非议题
段落数
占比
（％ ）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
（２０１１ 年）

中国
三亚

安全、 消除贫困、 基础设施
建设和工业化

４ １２. ５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会晤
（２０１２ 年）

印度
新德里

全球治理、 安全、 稳定与发
展、 经济增长

６ １２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
（２０１３ 年）

南非
德班

全球治理、 非洲治理、 安全、
全面经济发展议题

１２ ２５. ５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
（２０１４ 年）

巴西
福塔莱萨

全球治理、 非洲治理、 安全、
发展与金融、 金砖国家与非
洲关系

８ １１. １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
（２０１５ 年）

俄罗斯
乌法

非洲治理、 安全、 反恐、 卫生 ６ ７. ８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
（２０１６ 年）

印度
果阿

全球治理、 非洲治理、 安全、
发展与金融、 区域一体化

１０ ９. １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
（２０１７ 年）

中国
厦门

非洲治理、 安全、 发展、 一体
化、 野生动物保护、 “金砖 ＋ ”

３ ４. ２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
（２０１８ 年）

南非
约翰内斯堡

全球治理、 非洲治理、 安全、
全面经济发展议题、 一体化

９ ８. ９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
晤 （２０１９ 年）

巴西
巴西利亚

非洲治理、 安全、 发展、 投资 ４ ５. ５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
晤 （２０２０ 年）

俄罗斯
莫斯科

非洲治理、 安全、 发展、 一
体化、 卫生

４ ４. １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
晤 （２０２１ 年）

印度主办
视频会议

全 球 治 理 及 非 洲 代 表 性、
安全

２ ２. ７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
晤 （２０２２ 年）

中国主办
视频会议

全球治理及非洲代表性、 非
洲治理、 非洲综合发展及一
体化、 安全、 卫生

５ ６. ７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
晤 （２０２３ 年）

南非
约翰内斯堡

全球治理及非洲代表性、 非洲
治理、 安全、 非洲一体化、 全
面经济发展议题、 “金砖” —
非洲对话、 “金砖” 扩容

８ ８. ５

　 　 注： 作者根据金砖国家领导人历次会晤宣言 （前两次会晤为 “联合声明”） 整理制作。 “对
非议题段落数” 是根据宣言文本中明确提及非洲或非洲国家 （南非除外） 的内容统计； “对非议
题段落数占比” 是指宣言文本中明确提及非洲的段落数占全文段落总数的百分比。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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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非洲是金砖合作机制开展全球治理的既定方向， 其议题设置实现非洲

化。 南非加入后， 金砖国家对非洲议题的关注得到机制性保障， 最直观地体现在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宣言文本对非议题段落数或内容明显增加。 如表 １ 所示， 金

砖国家领导人第二次会晤联合声明仅有 １ 段涉及对非议题， 占整个文本段落数的

３％ 。 ２０１１ 年南非首次作为正式成员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 其后对非

洲议题的关注显著提升。 特别是在南非担任主席国期间， 非洲议题在宣言文本中

的占比较高。 ２０１３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在南非德班举行， 非洲议题占

比甚至高达 ２５. ５％ 。 在第二轮扩容之前， 南非是非洲大陆在金砖合作机制中的

唯一代表。 截至目前， 南非三次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 均将峰会主题瞄准非

洲。 ２０１３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德班会晤主题为 “金砖国家与非洲： 致力于发展、
一体化和工业化的伙伴关系”， ２０１８ 年约翰内斯堡会晤主题为 “金砖国家在非

洲：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共谋包容增长和共同繁荣”， ２０２３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

晤再次在约翰内斯堡举行， 主题为 “金砖与非洲： 深化伙伴关系， 促进彼此增

长， 实现可持续发展， 加强包容性多边主义”。 这突出反映了南非积极推动金砖

合作机制议题设置非洲化的倾向。 随着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加入金砖国家， 非洲的

代表性得到进一步增强， 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强化金砖合作机制议题设置非洲化的

趋势。
第三， 提升非洲代表性是金砖国家开展全球治理的机制目标， 其与非洲关系

逐步议题化。 长期以来， 国际社会十分关注金砖扩容问题。 每逢金砖国家领导人

会晤前夕， 关于金砖国家可能吸纳新成员的讨论就开始升温。① 事实上， 作为发

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非洲在金砖合作机制等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代表性问题始

终是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关注的议题。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南非正式加入金砖合作机

制。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南非总统祖马在中国三亚首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自

此南非成为金砖国家与非洲之间的桥梁， 金砖国家与非洲关系也逐步议题化。
２０１３ 年南非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在议题设置非洲化的同时， 首次召开金

砖国家与非洲国家领导人对话会。 ２０１４ 年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福塔莱

萨宣言》 重申德班会晤对非洲所作的承诺， 并首次提出加强金砖国家与非洲合作

关系的议题。 ２０１７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在中国厦门举行第九次会晤， 宣布建立金砖

国家新开发银行非洲区域中心， 金砖国家与非洲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 ２０１８ 年

·２１·

① 王磊： 《新一轮扩员将成为金砖国家提升影响力的重要契机》，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５
期， 第 ２１ 页。



“金砖” 扩容与非洲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化探析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 首次提出确保非洲国家在联合国

特别是和平与安全事务中的充分代表性问题，① 这是金砖国家与非洲关系不断议

题化的结果。 双方关系的战略性持续提升， 是非洲实质性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体

现， 同时将助推非洲参与全球治理的机制化进程。

金砖对非扩容的战略价值

金砖扩容进程始于非洲， 金砖国家外围对话也始于非洲， 第二轮扩容又纳入

两个非洲国家。 实际上， 金砖对非扩容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对于金砖国家和

非洲国家而言， 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对于金砖国家来说， 它们均重视发展同非洲的全面合作关系， 南非更是将促

进自身及非洲大陆的利益视为其加入金砖国家的使命和责任。 这是金砖对非扩容

的直接原因。 ５４ 个非洲国家均属发展中国家， 占全球国家总数的１ ／ ４以上。 作为

一个整体， 非洲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一极， 是联合国系统的重要 “票仓”。 全球

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均重视非洲在国际多边外交中的重要地位， 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等全球多边机制也日益重视非洲议题。 在此背景下， 金砖国家有意

愿、 有动力通过对非扩容， 获得更多非洲国家的认可和支持， 更有力地代表新兴

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 推进对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改革， 改善全球治

理、 落实自身各项议程和愿景。②

对于非洲国家而言， 金砖合作机制两轮扩容进程充分关照非洲作为发展中国

家最集中大陆的特殊地位。 南非来自南部非洲， 新成员埃塞俄比亚和埃及分别来

自东非和北非， 而且未来不排除西非大国尼日利亚在后续扩容进程中加入金砖国

家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 非洲在金砖合作机制中的代表性正得到充分体现。 金砖

扩容进程在非洲引起一片欢呼， 非洲国家可以说夙愿得偿。③ 非洲之所以如此重

视金砖扩容， 主要在于金砖合作机制三方面的战略价值。
第一， 推动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现实层面， 加入金砖合作机制为非洲贸

易、 投资和技术转让提供了重要机遇， 推动非洲发展和一体化进程。 根据非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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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历届领导人会晤成果文件”，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官网。
曾爱平： 《金砖 “非洲议程” 日益突出》， 《中国投资》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８ 期， 第 ４６ 页。
Ｔｈｕｓｏ Ｋｈｕｍａｌｏ，“Ａｆｒｉｃａ：Ｂｒｉｃｓ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Ｓｐａｒｋｓ Ｊｏ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２５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２０２３０８２６００７４. 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５，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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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银行 ２０２２ 年发布的数据， 金砖国家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① 特别是中国，
自 ２００９ 年起已连续 １４ 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中非贸易额占非洲整

体外贸总额的比重连年上升， 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２０％ 。 根据中国官

方数据， ２０２２ 年中非贸易额达 ２８２０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１１. １％ 。② 以中国为代表

的金砖国家正在成为非洲的重要投资者， 尤其体现在基础设施、 制造业、 服务业

等领域。
在发展理念上， 金砖国家为非洲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即必须探索并完善一

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 具体来说， 金砖国家对非合作基于自身的成功发展

经验， 针对非洲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着力加强对非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相较之

下， 由于商业资本短期逐利的本性， 美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不愿实

质性地支持甚至回应非洲真正的发展需求。 在这个意义上， 美西方对非合作仍在

维系并拓展非洲的依附性和从属性。 而金砖合作机制为非洲提供了一个重要平

台， 在兼顾非洲统一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 实现有效的知识共享与共有观念建

构。 由此， 新兴发展中大国与非洲甚至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协调战略、 政策， 推进

自身发展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③

第二， 增强非洲发展自主性。 长期以来， 美西方将美元以及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世界银行等机构作为控制非洲政治和经济的工具， 非洲国家在全球体系

中处于弱势地位。 随着世界格局和国际局势持续演变， 非洲国家越来越认识

到， 必须摆脱对既有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依赖， 这与金砖国家的立场

一致。 非洲国家认为， 与金砖国家合作有助于增强自身应对西方胁迫的能力。
特别是在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全面严厉的制裁后， 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正在探

索以非美元甚至非西方货币开展国际贸易的途径， 谋求战略自主， 摆脱西方及

其国际经济体系的控制。
金砖扩容有助于削弱美西方滥用经济制裁的有效性， 加速全球货币秩序走向

多极化。 金砖国家已经建立了成员国银行间合作机制， 对非扩容后还将为泛非支

付和结算系统 （ＰＡＰＳＳ） 等不依赖美元的支付系统发展提供机遇。④ 这为金砖国

家银行之间以本币进行跨境支付提供了便利， 将减少以美元进行的全球贸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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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ＡｆＤＢ，“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ａ Ｗｉｎ － Ｗｉ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ｈｔｔｐｓ： ／ ／ ｂｌｏｇｓ. ａｆｄｂ. ｏｒｇ ／ ｆｒ ／ ａｆｄｂ －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ｎｇ －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 ｇｒｏｗｔｈ － ａｃｒｏｓｓ － ａｆｒｉｃａ ／ ｐｏｓｔ ／ ａｆｒｉｃａ － ａｎｄ － ｔｈｅ － ｂｒｉｃｓ － ａ － ｗｉｎ － ｗｉｎ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 １２０９８，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０，２０２３.
《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报告 （２０２３）》， 中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ｂｊ.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２０２３０７ ／ ２０２３０７０３４２０９８１. 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沈逸： 《金砖机制对非洲的意义》， 《中国投资》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３７—３８ 页。
钟卓锐： 《南非峰会： 金砖合作迈入新纪元》，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８ 期， 第 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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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由于国际经济制度以及美国金融力量存在黏性和惯性， 美元主导地位在较长

时期内仍将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关键特征， 但随着金砖扩容进程的推进， 金砖国家

有望进一步形成地缘经济集团， 推动世界货币体系向多元储备货币过渡。① 而这

必将产生重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 从而提升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的

发展自主权。
第三， 提升非洲全球代表性和话语权。 近年来非洲发展成为重要的国际议

题， 但是在全球治理甚至非洲治理领域， 非洲声音却十分微弱。 举例来说， 在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中， 非洲有 ４６ 个成员， 却只有两名执行董事； 而世界其他 １００
多个国家或地区则有 ２２ 名董事代表。② 作为当今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南南合作机

制， 金砖国家代表全球南方国家发声， 非洲是其重要伙伴和受益方。 而且金砖国

家推动南南合作、 构建多极世界秩序的主张， 与非洲自主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战略

高度契合。 自成立以来， 金砖合作机制在联合国、 世界贸易组织、 二十国集团等

全球主要多边合作机制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 在全球治理体系中， 金砖国家围绕

全球经济、 政治重大问题开展机制性协调， 已经发展成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

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建设性变革的重要力量。③ 中国最早提出支持非盟作为正式

成员加入二十国集团， 这一目标最终在 ２０２３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

后、 二十国集团第十八次峰会上得以实现。
从更现实的角度讲， 金砖合作机制容纳更多非洲成员， 不仅契合非洲战略诉

求， 而且有助于缓解南非作为 “不情愿的霸权” （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代表整个

非洲大陆的压力。 这有利于金砖合作机制更好地回应和维护非洲国家利益，④ 提

升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中国助力非洲参与全球治理

如前所述，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 非洲愈加重视自身在主流国际机制中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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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ｅ Ｆｏｆａｃｋ，“ＢＲＩＣＳ’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ｔｅｎｓ Ａｄｖｅｎ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 Ｗｏｒｌｄ，”Ａｆｒｉｃ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ｈｔｔｐｓ： ／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２０２３ ／ ０８ ／ ｔｒａｄｅ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ｂｒｉｃｓ －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 ｈａｓｔｅｎｓ － ａｄｖｅｎｔ － ｏｆ －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 － ｗｏｒｌｄ，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２０２３.
沈陈： 《非盟将如何有效参与二十国集团》，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３ 年第 ２０ 期， 第 ４２ 页。
陈文兵： 《金砖国家合作为推动全球治理贡献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ｓｓｎ. ｃｎ ／ ｓｋｇｚ ／ ｂｗｙｃ ／ ２０２３０８ ／ ｔ２０２３０８２２＿５６８０５７７. ｓｈｔｍｌ？ ｄ ＝ １６９２８８２５２１４０９，访问日期：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Ｓ. Ｎａｉｄｕ，“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Ｊｏｉｎｓ ＢＲＩＣ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Ｆｏｒｕｍ，Ａｐｒｉｌ １，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２０１１ ／ ０４ ／ ０１ ／ ｓｏｕｔｈ － ａｆｒｉｃａ － ｊｏｉｎｓ － ｂｉｃ － ｗｉｔｈ － ｃｈｉｎａ － ｓ －
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２０２３.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

表性问题， 谋求参与全球治理实现机制化。 中国是当前全球治理改革的引领

者， 主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应在新的国际秩序中享有充分代表性、 发

挥更大作用。 长期以来， 中国重视在全球多边舞台加强同非洲的协调合作， 助

力非洲提升国际话语权。 在非洲国家或组织加入金砖合作机制、 二十国集团等

重要国际机制的过程中， 中国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事实上， 中国将支持非洲作

为加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重要抓手， 助力全球治理架构更加均衡、 更为有

效。① 可以说， 中国是非洲参与全球治理走向机制化的重要伙伴和支持者。 有鉴

于此， 作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未来中国应更有针对性地回应非洲实质性参与全

球治理的诉求。
第一， 助力非洲增强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非洲国家和非盟分别加入金砖合

作机制和二十国集团， 是全球南方的高光时刻。② 但作为正式成员， 非洲在如何

有效或实质性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 在内部协调上， 非洲国家要做

到 “用一个声音说话” 并不容易； 在议程设置上， 非洲需要提升将发展愿景转

化为战略行动的能力， 并依托全球治理进程与合作伙伴展开更多对接和协调； 在

参与程度上， 多数全球治理领域存在一定的专业门槛， 这需要非洲培养、 推出具

有权威性和专业性的适任人选。③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 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重要性得到

全面提升， 内容主要涉及发展道路与发展战略选择、 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宣介、 党

际交往与干部培训等。④ 根据新的非洲发展战略需要， 未来中国可考虑利用既有

的成熟机制和渠道， 对非着重开展全球治理经验和能力建设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这将成为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方面， 并展现中国推动全球

治理体系改革的大国担当。
第二， 进一步加强对非合作机制化建设。 中非合作论坛和 “一带一路” 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是非洲构建 “非洲 ＋１” 峰会机制化网络的关键结点和实质性参

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渠道， 中国可推进两论坛的机制性联系。 “一带一路” 国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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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王毅在第 ６０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 “中国专场” 上
的主旨讲话》， 中国外交部网站，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４０２ ／ ｔ２０２４０２１７＿１１２４６０３６. 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唐宋、 任一林： 《中国坚定支持非洲提升国际地位和话语权》，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第 ３ 版。
沈陈： 《非盟将如何有效参与二十国集团》， 第 ４３ 页。
张春： 《中非合作论坛与中国特色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探索》，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１ 页。



“金砖” 扩容与非洲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化探析

作高峰论坛已举办三届， 其机制化问题正受到关注。① 如前所述， 中非合作论坛

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明显优势。 一方面， 中非合作论坛非方成员占 “一带一

路” 大家庭的 １ ／ ３， 是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影响力的重要基础； 另一

方面， 作为中国最早建立的多边外交平台， 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设经验可资 “一
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借鉴。 与此对应， 机制化的高峰论坛有助于中非合作

在价值与实践层面更好地对接全球发展议程， 并为其拓展第三方合作提供保障。
特别是高峰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均存在机制化前景和潜力，② 两论坛在会议

资源上存在互补和共享的空间。
第三， 在尊重非洲主导地位的基础上， 探索与第三方开展机制性对非合作。

大国对非机制性合作是非洲提升参与全球治理能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抓手。 ２０１７
年日本与印度联合启动 “亚非增长走廊” 计划 （ＡＡＧＣ）， ２０２１ 年美国在七国集

团框架下提出 “重建美好世界” 倡议 （Ｂ３Ｗ）， 欧盟则推出 “全球门户” 计划，
２０２２ 年美国进一步提出 “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ＰＧＩＩ）。 在这些计划

或倡议中， 非洲均是重要方向， 是重要合作对象。 虽然有对冲 “一带一路” 倡

议影响力的意图， 但是上述计划或倡议彼此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 这一点尤其体

现在对非合作方面。 应该说， 非洲战略地位、 自主能力的提升以及大国对非外交

多极格局的形成， 决定了中国、 非洲与西方国家之间开展三方合作存在一定的潜

力和空间。 因此， 中国可探索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与西方国家首先就规则、 标

准等问题开展机制性三方对话， 展示开放包容的姿态， 推进形成各方尤其是非洲

认可的新规则或 “非洲规范”， 替代或消释少数国家宣称的所谓 “国际规则”。
在此基础上， 探索中非合作论坛、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机制与第三

方特别是西方国家对非合作机制开展对话的可能性， 助力非洲打造突出其重要地

位的全球治理网络。

结　 语

２１ 世纪以来， 非洲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化取得较大进展， 而金砖对非扩容正

是这一重要历史进程的缩影和里程碑。 金砖国家始终关注和重视与非洲关系，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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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洁篪就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接受媒体采访 （全文）》， 新华网，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１７ ／ ｃ＿１１２０９９０５４２. ｈｔｍ； 《共建 “一
带一路”： 建设更美好的世界———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研究成果
和建议报告》， 中国一带一路网，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ｗｃｍ.
ｆｉｌｅｓ ／ ｕｐｌｏａｄ ／ ＣＭＳｙｄｙｌｇｗ ／ ２０１９０４ ／ ２０１９０４２３０５５６０４７. ｐｄｆ，访问日期：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赵晨光： 《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机制化： 趋向、 基础与发展建议》， 第 ３２—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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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南非加入后， 这一政策取向表现得更加明显。 具体来说， 金砖国家通过拓展

对非议题领域、 推进议题设置非洲化以及对非关系议题化， 促进双方联系不断密

切。 应该说， 金砖合作机制两轮扩容以及金砖国家与非洲国家外围对话机制化，
正是双方这种密切关系的外化和必然结果。

长期以来， 非洲的国际代表性、 话语权和影响力与其国家数量、 人口数量和

发展潜力极不相称。 ２１ 世纪以来，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际战略地位的持续

提升， 非洲致力于改变其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化处境， 这也是其重视与

金砖国家合作的原因所在。 非洲看重金砖国家在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增强其发展

自主性以及提升其全球代表性和话语权等方面的战略价值。 因此， 金砖对非扩容

的意义和影响十分重大， 不仅实质性提升了非洲国家在金砖合作机制的代表性，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非洲参与全球治理走向机制化的重要标志。

２１ 世纪以来， 非洲在构建 “非洲 ＋１” 峰会网络、 推进涉非全球性议程以及

加入全球治理主流机制三个维度上积极作为， 并取得显著进展。 在这一进程中，
中国始终支持非洲为实现目标而努力， 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未来， 中国在对非合

作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和回应非洲实质性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诉求， 通过加强治国

理政经验交流、 对非合作机制建设以及探索对非机制性三方合作， 提升非洲参与

全球治理的能力。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自强方面不断迈出

新步伐。 金砖合作机制对非扩容以及非盟紧随其后成为二十国集团正式成员， 正

是这一趋势的生动注脚。 随着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 能力

和水平不断提升， 有理由相信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将迎来历史性转变。 在这一进

程中， 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将在金砖合作机制框架下对全球治理

改革与完善发挥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责任编辑： 陈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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