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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使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大国在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ꎮ 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

在于它主要基于西方普世性概念ꎬ 将整个世界视为单一的同质实

体ꎬ 否认不同的价值和治理体系的存在ꎮ 世界遭遇西方普世化ꎬ 导

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落后ꎬ 因为发展中国家不能满足西方提出的

要求而无法获得发展资金ꎮ 通过单一维度实现世界普世化的做法是

殖民的产物ꎬ 并且仍然作为新殖民主义的工具ꎬ 破坏了多元化ꎬ 否

定共同繁荣的前景ꎮ 金砖国家进入全球治理体系ꎬ 是希望建立一个

基于所有国家现实的多元世界ꎮ 金砖国家致力于加强、 促进和保护

多边主义ꎬ 成为建设多元世界的基石ꎮ 在开放、 包容、 合作、 共赢

的金砖精神推动下ꎬ 金砖国家致力于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对

话ꎬ 建立伙伴关系ꎬ 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ꎮ 金砖机制向发展中国家

和新兴经济体的扩展使得它们能够选择愿意与之合作的机构ꎬ 减少

对西方主导的、 僵化的国际金融机构的依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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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合作: 走向多元世界的基石　

　 　 １９７８ 年ꎬ 塔博姆贝基作为现任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 (ＡＮＣ) 的全国

执行委员会成员ꎬ 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指出: “现代政治学赞

成这样一个事实ꎬ 即每种社会制度都有确定的历史渊源ꎮ 如果 ‘万事皆有因’
这句话是正确的ꎬ 那么可以说未来形成于现在ꎬ 现在孕育着未来ꎮ 因此ꎬ 所

有社会都带有自身历史的烙印ꎮ 而历史能否产生重大影响ꎬ 则取决于每个社

会所面临的一系列内外因素ꎮ”①

当今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体系是历史的产物ꎬ 无论其本身是真实还是扭

曲ꎬ 都制造了我们今天经常看到的 “现实”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一个新兴的学派

试图重新设计这个世界惯用的观察自身的棱镜ꎬ 特别是要挑战克雷加祖所说

的 “一个世界、 一个现实、 一个宇宙的谬论”②ꎬ 以及恩德洛夫—加特谢尼所

说的反对多元性的 “错误而坚韧的概念———没有他者的世界”③ꎮ 埃斯科瓦尔

将多元性这一观点描述为看待现实的方式ꎬ 这种方式与 “一个世界假设” 形

成鲜明对比ꎬ 后者认为只存在单一事实ꎬ 前者则认为存在多种多样的文化或

主观表征ꎮ④

上面提到的 “一个现实” 的产生ꎬ 既是权力的创造ꎬ 也是权力的产物ꎮ
既然万事皆有因ꎬ 那么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根源则带有普世主义和殖民主义

的印记与思想ꎮ 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源自征服、 西方霸权、 利益博弈和影响

力之争的历史ꎬ 如果听之任之ꎬ 全球治理体系将继续通过议程设置、 控制知

识生产与传播来定义大多数全球现实ꎬ 简言之ꎬ 即认识论霸权ꎮ
虽然全球治理体系建立在所谓的 “共同利益” 之上ꎬ 但深受其创建者思

想的影响并反映创建者的利益ꎮ 张振燮认为ꎬ 全球治理体系依然是新自由主

义范式在国际政治权力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中发生变化的结果ꎬ 受到国家、
国际组织、 科学界等众多行为体的影响和定义ꎮ⑤

在不同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展开的这场影响力之战中ꎬ 历史一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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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ꎬ 从而推进某些议程并获得主导地位ꎮ 科学界和游说团体代表各种各样的

利益或资助者的利益ꎬ 持续影响全球治理ꎬ 使普世主义长存而无视其他现实

的存在ꎮ 这助长了新殖民主义ꎮ 全球治理体系往往代表所谓的强国的利益ꎬ
在这一格局中ꎬ 金砖国家机制的形成是走向多元世界的基石ꎬ 这一机制接受

多样性ꎬ 致力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多元性为那些无法阐释或分享自己的现实和历史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阐

释和编织自身现实的空间ꎮ 在狮子学会讲故事之前ꎬ 猎人永远是赢家ꎮ 这里

的猎人是殖民者ꎬ 他们抹去了 “荒地” 的历史ꎬ 讲故事称颂自己ꎬ 而非赞颂

狮子 (即原住民)ꎮ

一　 多元性是什么?

«多元性: 关于反发展的词典» 一书由科塔里等人在 ２０１９ 年编辑出版ꎬ
其中包含 １００ 多篇关于多元性的文章ꎮ 学者们对该书的评论指出ꎬ 多元性能

够帮助我们重新思考社会和人类的意义ꎬ 为建立反认知共同体作出宝贵

贡献ꎮ①

这表明多元性受到高度重视ꎬ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利用多元性

来驱散 “一个世界” 的谬论ꎮ 格罗斯福格尔指出: “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出了

‘多元性’ 这一至关重要的概念ꎬ 是真正的民主和非殖民化的方案ꎬ 能够替代

西方提出的 ‘普世性’ 概念ꎬ 后者带有帝国主义和威权主义的色彩ꎮ”② 佩里

支持该观点ꎬ 她认为 “多元性是从非殖民化运动思想中诞生的概念ꎬ 它为当

代北方国家提出的普世性设想提供了一种反叙事”ꎬ 并展示了 “一个基于 ‘世
界生存方式’ 多样性的共享计划”ꎮ③ 巴斯孔塞洛斯和马丁将多元性描述为在

知识生产过程中创造认知多样性ꎮ④ 米格诺罗指出: “多元性不是文化相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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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由一个个独立单元构成的世界)ꎬ 而是几种不同的世界观在当前的权力差

异格局中的交织ꎮ”①

多元性是 “一种看待现实的方式ꎬ 这种方式与 ‘一个世界假设’ 形成鲜

明对比ꎬ 后者认为只存在单一事实ꎬ 前者则认为存在多种多样的文化、 观点

或主观表征”ꎮ② 恩德洛夫—加特谢尼认为 “一个世界” 的观念对人类而言存

在严重缺陷ꎬ 并进一步将这种现象称为 “一” 的范式ꎬ 该范式建立在对单一

性的坚定信念之上ꎬ 即一个上帝、 一种国家、 一种知识、 一个民族、 一种文

化、 一种语言、 一种身份、 一种性取向、 一种宗教、 一种认知方式、 一种经

济制度、 一种政治制度、 一种道德秩序、 一夫一妻ꎬ 也建立在笃信有边界的

主权和公民身份的僵化观念之上ꎮ③ 这无疑具有限制性和排他性ꎮ④

埃斯科瓦尔认为ꎬ 关于世界的普世性观点及世界的治理与 “多元性提议

形成鲜明对比ꎬ 后者承认存在多种现实ꎬ 但并不以更真实的描述为由 ‘纠正’
单一现实的观点”ꎮ⑤ 因此ꎬ 多元性并未质疑那些有助于我们管理日常事务的

共同标准和受到广泛研究的现象ꎬ 例如距离、 重量、 温度等的计量标准ꎮ 恰

恰相反ꎬ 根据巴斯孔塞洛斯和马丁的观点ꎬ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ꎬ 多元性拒绝

接受 “普世主义思想的普遍化”⑥ꎮ 作为一个完整的真理ꎬ 在这个真理之下不

存在其他世界ꎮ 多元性仅仅希望提出这样一种理念ꎬ 即存在其他科学和知识ꎬ
正如布莱泽、 德拉卡德纳、 埃斯科瓦尔等人断言ꎬ 多元性是一种工具ꎬ 可以

成为 “一个世界” 谬论的替代方案ꎬ 并与想要打破 “一个世界” 叙事的其他

世界形成共鸣ꎬ 也 “意味着从 ‘全球化’ 和 ‘全球研究’ 等一个世界的概念

向以多元性为中心的概念的转变ꎬ 这是一种由多个相互联系、 共同构成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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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不同的世界形成的多样性”ꎬ 而非简单的二元论ꎮ①

因此ꎬ 多元主义思想的传播构成了颠覆普世主义的力量ꎮ 普世主义建立

在殖民主义基础之上ꎬ 通过认识论暴力ꎬ 抹去和篡改那些被认为是 “荒地”
的国家的历史ꎮ 这一点得到了克雷加祖的支持ꎬ 他指出: “普世性的概念异常

强大ꎬ 通过不同的方式被强行当作现实ꎬ 其中一些方式比其他方式更加暴力ꎮ
这一概念已经变得如此强烈和自然ꎬ 以至于似乎无可争辩ꎮ”② 这是通过为新

殖民主义服务的各种工具实现的ꎬ 目的是维持全球南方国家对西方文明的依

赖ꎬ 以及西方文明对其他地区的统治ꎬ 进而延续它自创的优劣概念ꎮ 但通过

寻求其他真理和接纳来自全世界的本体论追求多元性是有争议的ꎮ 米格诺罗

总结得好: “多元性作为一个普遍方案ꎬ 不是为了改变世界ꎬ 而是为了改变对

世界的信仰和理解 (知识论)ꎬ 这将改变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的 (所有) 实

践ꎮ”③ 这一点很重要ꎬ 因为在这个世界中ꎬ 单一的世界观被用于构建世界及

其制度ꎬ 这些制度支配着我们的生活ꎬ 并在西方现代性的范围内规定了我们

的发展规则ꎬ 而忽视了人类及其信仰体系和自然环境的多样性ꎮ

二　 普世性及其局限性

普世性是认识论暴力的产物ꎬ 也是西方统治和发展的工具与产物ꎮ 殖民

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诉求蕴含着桑托斯所说的 “深渊思想”ꎬ 认为世界是二元

的ꎬ 即普世性位于深渊线的一侧ꎬ 其他所有知识体系位于深渊线的另一侧ꎬ
由于殖民时期蓄意造成的认知盲目性ꎬ 其他知识体系被认为晦涩难懂、 微不

足道ꎬ 缺乏科学性ꎮ④ 万事皆有因ꎮ 普世性观念的出发点在于ꎬ 它本身具有不

可改变、 不证自明的正确性ꎬ 因此在知识学、 治理和人类发展方面是毋庸置

—８７—

①

②

③

④

Ｍ Ｐｅｒｒｙꎬ “Ｐｌｕｒｉｖｅｒｓ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ｉ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Ｔｉｍｅｓ”ꎬ ｉ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５６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２９３ － ３０９

Ａ Ｑｕｅｒｅｊａｚｕꎬ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ｉｖｅｒｓｅ: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ｌｄｓ”ꎬ ｉｎ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Ｂｒａｓｉｌｅｉｒａ ｄｅ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５９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７

Ｗａｌｔｅｒ Ｄ Ｍｉｇｎｏｌｏꎬ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Ｏｎ Ｐｌｕｒ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ｉｔｙ”ꎬ ｉｎ Ｂｅｒｎｄ Ｒｅｉｔｅｒ (ｅｄ )ꎬ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ｉｖｅｒｓｅ: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ＵＳＡ: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ｉｘ － ｘｖｉ

Ｂ Ｓａｎｔｏｓ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Ａｂｙｓｓ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ｉｎｅｓ ｔｏ Ｅｃ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ꎬ ｉｎ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 ｄｅ Ｃｉｅｎｃｉａｓ Ｓｏｃｉａｉｓꎬ Ｖｏｌ ８０ꎬ ２００７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ｚｉｎｅ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２０ ]ꎻ 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ꎬ “Ｐｌｕｒａｌｉｔｙꎬ Ｐｌｕｒｉ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ｌｕｒ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ＣＥＥＮ )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ｅｔｅｒꎬ
Ｕｎｄａｔｅｄ ｈｔｔｐｓ: / /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ｘｅｔｅｒ ａｃ ｕｋ / ｍｅｄｉａ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ｘｅｔｅｒ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２８]



金砖国家合作: 走向多元世界的基石　

疑的ꎬ 而对其可能被质疑的挑战则是非理性的ꎮ 同样ꎬ 全球治理体系也并非

凭空而来ꎬ 它源自当时西方统治力量的思想ꎮ 扎伊科娃借用马克思和恩格斯

关于统治阶级和统治思想之间关系的论述指出ꎬ “社会是由统治阶级的思想塑

造的ꎬ 这些思想表达并维护统治阶级的立场ꎬ 思想和价值观不能独立于在政

治和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而存在ꎮ 统治阶级的思想经常被描述成普世

真理ꎬ 并且符合人民的利益ꎮ”①

佩里阐明了扫盲对于塑造社会的重要性ꎬ 他认为ꎬ “扫盲作为教育的支柱

和社会变革的工具ꎬ 与可持续性、 公平、 发展的政策和实践密不可分ꎮ”② 查

塞在其会议论文中指出ꎬ “当联合国于 １９４５ 年成立时ꎬ 欧洲殖民主义仍然十

分活跃”③ꎬ 并引用了李的观点: “在联合国机构建设过程中ꎬ 欧美国家的主

张占据了主导地位ꎬ 并被前欧洲国家殖民地的代表所接受”④ꎮ 因此ꎬ 从某种

意义上说ꎬ 联合国是按照前欧洲殖民者的思想建设的ꎮ 当时欧洲统治阶级

的思想通过延续殖民统治的认知暴力得以推广ꎬ 并最终成为联合国的主导

思想ꎮ
这个过程本身源于深刻的认知暴力ꎮ 马克迪西指出: “在 １７９０ 年至 １８３０

年之间ꎬ 超过 １ ５ 亿人的历史被英国人通过浪漫主义在 ‘荒地’ 中抹杀ꎮ 在

此期间ꎬ 英国文学和艺术创作在浪漫主义中呈现出极大繁荣ꎬ 宣布了一个全

新时代的到来ꎬ 这是一个充满社会和个人创伤与可能性的新世界ꎮ”⑤

活跃的殖民统治和浪漫主义的核心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ꎬ 该观点意

味着欧洲科学和知识对其他科学和知识的胜利ꎬ 以及这样一个谬论: “欧洲以

外的世界都是 ‘荒地’ꎬ 不能为人类作出任何贡献ꎬ 而欧洲代表世界的未来ꎬ
拥有最好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制度ꎬ 特别是自诩为普世的多元主义民主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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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德洛夫—加特谢尼指出: “欧洲理念的核心是将特殊性普遍化ꎬ 这个过程被

称为欧洲化ꎮ”① 欧洲化和现代化受到帝国意志的驱动ꎬ 强行向外推销欧洲或

西方的世界观ꎮ 米格诺罗注意到这一点ꎬ 他说: “西方普世性的普遍化是其帝

国计划的一部分ꎮ”② 非洲的大学使用西方认识论范式来构建知识模型ꎬ 将命

题知识视为普遍的、 客观的、 科学的、 抽象的、 中性的、 非历史的、 无实体

的、 无个性的和跨文化的ꎬ 简而言之ꎬ 普世性是世界其他地区必须适应的、
以认识论为基础的世界欧洲化ꎮ 可以肯定地说ꎬ １４９２ 年以后以欧洲为中心的

现代性是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交织在一起的ꎮ 巴斯孔塞洛斯和马丁哀叹现

代性的人为优越性ꎬ 称现代性是 “一个在根源上带有西方标榜的普世性的谎

言”③ꎮ 毫无疑问ꎬ 欧洲中心主义对欧洲殖民前哨如何塑造自身的社会、 政治

和经济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ꎮ 查塞指出ꎬ 联合国成立 ２０ 年后ꎬ 也就是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帝国主义治理结构才让位于随着主权国家崛起而产生的新的主

导结构ꎮ 这说明西方的思想会影响全球治理ꎮ 当时ꎬ 只有 １７ 个非洲国家取得

独立ꎬ 全球 “国家大家庭” 的概念似乎有了新的合理性ꎮ④ 更糟糕的是ꎬ
１９４５ 年在英国统治下、 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也加入了联合国ꎮ 南非的种

族隔离制度建立在对黑人的压迫和征服的基础上ꎮ
可以肯定地说ꎬ 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之所以能够加入联合国ꎬ 是因为

它相信白人的普世性和欧洲的优越性ꎮ 这一观察ꎬ 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统

治阶级的论述相结合ꎬ 有助于加强这样一种论点ꎬ 即全球治理体系带有殖民

历史的烙印ꎬ 殖民者的思想通过普世性理念的长期存在主导联合国系统ꎮ 换

句话说ꎬ 当大多数非洲国家获得独立的时候ꎬ 全球治理体系的设计已经被殖

民统治阶级的思想所强化ꎮ 因此ꎬ 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成为一个并非由它们设

计的系统的参与者ꎬ 这是一个围绕普世性而非多元性构建的系统ꎮ 杜根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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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ꎬ “当前国际环境的特征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日益加剧ꎬ 试图改变跨

区域一体化倡议ꎬ 消除对国际安全秩序的新威胁ꎮ”①

当前由赞助研究、 知识商业化、 国际援助机构和游说团体控制的认识论

机制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ꎬ 这些机构继续推行带有认知暴力色彩的新殖民主

义议程ꎬ 利用 “一个世界” 的 “普世” 知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灌输政策立

场ꎬ 拒绝和限制任何与自己相左的声音ꎬ 或者通过获得背书的 “通用” 科

学方法ꎬ 使得一套知识体系具有科学性和普世性ꎬ 而视其他知识体系为非

科学的知识系统ꎬ 或仅仅是本土知识系统ꎬ 尽管所有科学从源头上讲都是

本土的ꎮ 克雷加祖注意到 “国际关系不仅通过认识论的学科化排斥差异性ꎬ
而且拒绝其他本体论ꎬ 特别是那些属于原住民的本体论ꎬ 将它们归入神话、
传说和信仰的范畴”②ꎮ

这是一场权力的游戏ꎮ 克雷加祖展示了这种权力游戏ꎬ 并指出国际关系

作为一门学科ꎬ 本应通过汇集世界各地的不同观点产生关于世界的知识ꎬ 但

可悲的是这门学科被西方控制ꎬ 不仅忽视来自世界各地的理论贡献ꎬ 而且加

以反对③ꎬ 导致只有一套知识体系主导国际事务ꎮ 正如克雷加祖所说ꎬ “这种

情况的影响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ꎬ 还将对我们应对现实的方式以及所做

的政治安排产生巨大影响ꎬ 并最终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ꎮ”④知识、 权力和发

展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ꎮ⑤ 根据雅各布斯和阿索坎的观点ꎬ “知识通过多种方

式促进发展ꎬ 或作为生产资源ꎬ 或作为对教育、 科学研究和工业技术不可或

缺的投入ꎬ 或作为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催化剂ꎬ 或作为文明和文化价值观

的根基ꎬ 促进社会团结与和谐ꎬ 这是发展的重要基础ꎮ”⑥

同样ꎬ 伯纳德总结道: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ꎬ 殖民主义都深刻塑造了当代

世界ꎮ 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存在的不平等、 种族等级制度、 国家形式、 国际

贸易模式和资金流动方式ꎬ 以及国际组织的结构都受到殖民活动和殖民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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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烈影响ꎮ”① 研究如何灌输政策立场没有错ꎮ 但是ꎬ 当只有一套知识体系

享有拥有听众的特权ꎬ 而另一套知识体系被贬低ꎬ 这就成了一个问题ꎮ 恩格

卡维尼对当前的形势评论道: “我们必须将多元性作为一种反对霸权的理念来

追求ꎬ 这样才能从人类经验的整体中找到解决方案ꎮ 这包括废除殖民主义及

其对全球南方国家知识体系的扼杀ꎬ 不让殖民主义在普世性的幌子下持续存

在ꎮ”② 尽管经历了改革ꎬ 但全球治理的架构仍然带有历史的烙印ꎬ 这是一部

在普世性旗帜掩盖下的宗派利益、 霸权和殖民主义的历史ꎮ 普世性认为世界

上没有他者的存在ꎬ 从而使新殖民主义永存ꎮ 金砖国家正处于改变现状的位

置ꎬ 并已成为走向多元世界的基石ꎮ

三　 金砖国家合作: 走向多元世界的基石

在全球治理体系建立之时ꎬ 欧洲殖民主义仍然活跃ꎬ 大多数南方国家

都处于欧洲殖民统治之下ꎬ 包括今天的金砖国家成员南非和印度等国家ꎮ
巴西在 １９ 世纪初期获得独立ꎬ 而俄罗斯从未遭受过殖民统治ꎮ 提到这一点

是为了说明金砖国家成员在 １９４５ 年并未全部作为独立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体

系的设计和建设ꎮ 前面引用的查塞的话提到ꎬ 联合国在成立时是由欧美国

家主导的ꎬ 这种主导地位在当时欧洲殖民地的代表中引起了广泛反响ꎮ③ 那

时ꎬ 两个现任金砖国家成员印度和南非ꎬ 作为殖民前哨加入了联合国ꎮ 它们

的表达可能受到当时宗主国的限制和深刻影响ꎮ 因此ꎬ 全球治理的理念并没

有考虑多元性ꎬ 而是基于欧美理想的世界模式ꎬ 即 “一个世界”ꎬ 一个没有他

者的世界ꎮ
由于大多数国家努力摆脱殖民统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禁锢ꎬ 以及改变西

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必要性ꎬ ２１ 世纪见证了世界向着以更加公平和多元

的世界秩序为基础、 以多边主义为核心的多极化格局的转变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
金砖国家成为多极化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ꎬ 寻求重塑全球治理体系ꎬ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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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多数国家都被剥夺了在全球权力等级体系中的一席之地ꎮ①

宗迪论证了金砖国家在改变以普世性为核心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

要性ꎬ 他写道: “金砖国家平台汇集了在塑造全球话语方面已成为战略性的力

量从而更真实地反映世界的多样性ꎮ 它们都有改革的想法ꎬ 希望建立一

个公平、 公正、 合理的世界体系ꎮ”②

杜根对金砖国家的重要性持有相同的观点ꎬ 他指出: “尽管关于金砖国家

影响全球议程的能力存在争议ꎬ 但它仍然是全球范围内通过加强南南合作促

进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最全面的多边平台”③ꎬ 并协调其成员的立场和全球更多

南方国家的立场来创造一个多元世界ꎬ 以确保它们处于全球治理体系的主流

位置ꎮ 杜根进一步声称ꎬ “金砖国家在南南合作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ꎬ 因为它

连接了不同的地区ꎬ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整合者ꎬ 可以被视为南南合作的潜在

推动力ꎬ”④它捍卫了发展中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ꎬ 以及渴望多元化的成

员国的利益ꎮ
金砖国家追求多元化的第一个标志是 ２００９ 年金砖国家成立之初ꎬ 宣布支

持全球治理改革ꎬ 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ꎮ
它主张由二十国集团而非八国集团、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或西方主

导的国际金融机构来协调此类改革ꎮ⑤ 此举是为了确保全球治理体系实现多元

化和非殖民化ꎮ 全球治理多元化的呼声就是非殖民化的呼声ꎬ 因为这个体系

是由欧美国家主导建立的ꎮ
金砖国家 “表达了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ꎬ 认为发达国家在解决全球性问

题和履行可持续发展承诺方面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⑥ꎬ 这明显体现了多元性

的思想ꎮ 为了表明金砖国家是走向多元化的新力量ꎬ 宗迪继续说道ꎬ “共同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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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理念承载了这样一种思想ꎬ 即要建设一个比 １９４５ 年以来二战胜利者创造的

世界更加美好的世界ꎮ”①

四　 作为集体的金砖国家及其成员国

评论家们对金砖国家持怀疑态度ꎮ 比如批评金砖成员国 “在地理上分

散ꎬ 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ꎬ 意识形态方面存在较大差异”②ꎮ 然而ꎬ 正

是这种多样性才使得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ꎬ 换句话说ꎬ
金砖国家重视和理解多元世界的多样性ꎮ 尽管存在种种质疑ꎬ 但不可否认

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及其各成员国在全球治理和构建多元世界方面发挥

了巨大作用ꎬ 它们挑战西方的普世性ꎬ 并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寻找替代

方案ꎮ 它们通过改变全球治理体系和建立发展融资新方式作出贡献ꎮ ２０１３
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五届金砖国家学术论坛文集的前言中ꎬ 宗迪在提到

金砖国家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和吸引力时指出: “在以西方为中心的旧世界体

系面临转型压力的时期ꎬ 金砖国家成员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深深影响了国际

关系ꎮ”③

需要强调的是ꎬ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ꎬ 国际格局尘埃落定ꎬ 普世

性作为指导原则被置于中心地位ꎬ 这意味着世界的欧洲化ꎬ 欧洲和美国被描

绘成拥有最好的社会、 经济和政治制度ꎬ 世界其他地区要想获得成功ꎬ 就应

当效仿欧美ꎮ 欧美国家的社会、 政治和经济制度被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

度推向世界ꎮ 普世性的核心是人权、 民主和善治等普世价值ꎮ 善治问题是一

个微妙的概念ꎬ 主张全球只有一个可以在 “普世善治” 的棱镜下被共同治理

的世界ꎬ 因此善治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西方民主治理ꎮ
亨廷顿提出ꎬ 冷战结束后ꎬ 主要冲突将是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

文明之间的冲突ꎬ 因为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ꎮ 正因为如此ꎬ 西

方必须摒弃对普世性的幻想ꎮ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第 １４ 届巴厘民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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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合作: 走向多元世界的基石　

坛上对民主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民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成果ꎬ 就

像扎根在各国土壤的植物一样ꎬ 在不同的历史文化、 民族传统和社会环境中

汲取营养不存在唯我独尊的民主ꎬ 更不存在高人一等的民主ꎮ”①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ꎬ 李世默在南非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大师班上也表明了西方民主的

局限性ꎬ 他说: “与西方民主不同ꎬ 中国的政治制度并不声称具有普世性ꎮ 中

国不会把自身制度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ꎮ” 他进一步指出ꎬ “如果 (西方) 民

主是发展的灵丹妙药ꎬ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取得民族独立之前ꎬ 大多数早已选

择西方民主的国家至今仍然贫穷落后?” 这个问题和中国通过自身治理机制取

得的成功ꎬ 说明了普世主义的局限性ꎬ 如果世界和全球治理体系能够欣然接

受多元性ꎬ 将会取得或者有可能取得成功ꎮ
普世性基于西方的世界蓝图ꎬ 对多样性和几种在不同社会中已知但尚未

被深入了解的相对性视而不见ꎬ 特别是那些致力于非殖民化和追求多元性的

社会ꎮ 这种被用作霸权工具的蓄意忽视存在许多局限性ꎬ 特别是与民主、 人

权、 发展等概念相关的时候ꎬ 因为发展最初的形式就是西方现代化ꎬ 马顿胡

将其描述为让非洲按照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ꎬ “紧跟欧洲的发展脚步”ꎮ②

其他地区的西式现代化ꎬ 不得不以西方的 “发展” 为榜样ꎮ 普世性和西方标

准的强制推广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ꎮ 在多元世界中使用

“普世” 知识和概念常常导致许多国家发展落后ꎬ 正如米格诺罗观察到的那

样ꎬ 西方的普世性犯了一个严重错误ꎬ 即否认所有已知的文明都建立在自身

世界观的普世性之上ꎬ 这些文明联合在一起形成多元世界③ꎮ 发展中国家必须

满足西方对人权、 民主和治理的要求ꎬ 而这些要求没有适当考虑差异化和多

样性ꎮ
西方普世要求的强制性阻碍了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资金的机会ꎬ 特别

是布雷顿森林机构提供的资金ꎮ 那些迫切需要发展资金的国家被迫接受结

构性调整方案ꎬ 这是适应西方现代性必须作出的调整ꎮ 本文暂不讨论结构

性调整方案的惨败ꎮ 然而ꎬ 由于忽视多样性ꎬ 这些失败促成了金砖国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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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新开发银行 (ＮＤＢ) 的建立ꎬ “新开发银行的目标是为金砖国家和其他

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资金”ꎮ 新开发

银行的成立被誉为今天金砖国家的显著成就之一ꎮ 因此ꎬ 诸多学者将新开

发银行的建立视为 “金砖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和西方借贷机构吸引力日益下

降的标志” ①ꎮ 新开发银行的工作完善了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为实现全球增长

和发展所做的努力ꎬ 其工作重心是以快速、 灵活、 高效的方式使发展的影响

最大化ꎮ②

这种考虑每个国家具体情况的灵活性在一个多元世界中是非常重要的ꎬ
能够确保所有国家公平发展ꎮ ２０２２ 年金砖国家外长会晤进一步表明了对促进

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承诺ꎬ 决定 “支持通过讨论推进金砖国家扩员进程ꎬ 促

进金砖国家外联活动和 ‘金砖 ＋ ’ 合作”ꎮ 这一呼吁显示了金砖国家在 ２０１５
年会议宣言中体现的包容性和代表性原则ꎬ 重申金砖国家在平等和相互尊重

的基础上深化与其他国家、 国际和地区组织合作的开放性③ꎬ 由此产生了

“金砖 ＋ ” 合作模式ꎮ 金砖国家致力于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对话ꎬ 建立

伙伴关系ꎬ 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ꎬ 这得益于开放、 包容、 合作、 共赢的金

砖精神的推动ꎮ④ 这种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扩展使得它们能够选择

愿意与之合作的机构ꎬ 减少对西方机构的依赖ꎬ 后者往往僵化、 缺乏灵活

性ꎮ 金砖国家的灵活性增加了该组织的吸引力ꎮ 媒体广泛报道称ꎬ 伊朗和

阿根廷已申请加入金砖国家ꎬ 伊朗外交部长声称 “伊朗的加入将为双方带

来收益”⑤ꎮ

五　 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

金砖机制成立以来ꎬ 成员国一再重申联合国在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全球

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ꎮ 然而ꎬ 由于联合国系统和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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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些机构的成立和运行是基于西方的普世性和主导地位)ꎬ 金砖国家自

２００９ 年成立以来一直呼吁改革以联合国为首的全球治理体系ꎮ 一段时间以来ꎬ
布雷顿森林机构持续经历合法性危机ꎬ 拉蒂诺指出ꎬ 鉴于这场危机ꎬ “金砖国

家要求彻底改革布雷顿森林机构ꎬ 西方大国在其中占据过多席位ꎬ 损害了新

兴经济体的利益”①ꎮ 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ꎬ ２００９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一次

会晤联合声明指出: “我们承诺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ꎬ 使其体现世界经济形

势的变化ꎮ 应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

性ꎮ 我们强烈认为应建立一个稳定的、 可预期的、 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

体系ꎮ”
根据杜根等人的观点ꎬ 金砖国家面临的挑战是: “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处

于危机之中ꎬ 这从世界贸易组织和布雷顿森林机构现代化改革的努力一再失

败可见一斑ꎮ 受此影响ꎬ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实际作用与

其参与全球机构决策过程的机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ꎮ”② 在金砖国家领导人

年度会晤成果文件中可以找到多个例证ꎬ 这些文件重申了联合国在全球多边

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地位ꎬ 同时呼吁联合国的改革应当更加透明、 平等和具有

代表性ꎮ
和平是发展的先决条件和产物ꎬ ２００９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会晤联

合声明中决定ꎬ 支持建立一个基于国际法治的、 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极世

界ꎬ 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ꎮ③ 该文件表明金砖国家是全球和平的倡

导者ꎮ
金砖国家是公认的全球治理的参与者ꎬ 该组织的这些文件十分重要ꎮ 这

是因为迄今为止对各种改革的呼吁常常是少数国家的特权ꎬ 例如七国集团和

其他在全球治理中享有垄断地位的非国家行为体ꎬ 它们代表各种西方既得利

益者行使影响力ꎮ
本文不打算详细介绍金砖国家成员国的成就ꎬ 但有两个国家的成就值得

注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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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被多次写

入联合国决议①ꎮ 这一理念的背后是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所说的 “契合各国求

和平、 谋发展、 促合作、 要进步的真诚愿望和崇高追求”②ꎬ 从金砖国家到联

合国ꎬ 从拉美地区到中东地区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不断取得积极

进展③ꎮ
二是南非坚持奉行的外交政策ꎬ 即 “承认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关系ꎬ 提倡

合作而非竞争ꎬ 提倡协作而非对抗ꎬ 以非洲大陆作为外交政策的立足点ꎬ 致

力于南南合作ꎬ 维护多边主义的中心地位ꎻ 在泛非主义与反对任何形式的压

迫和殖民的坚定立场推动下ꎬ 巩固与北方国家的关系”④ꎮ 为此ꎬ 南非承诺利

用其金砖国家成员国的身份 “确保非洲大陆其他地区受益于南非金砖国家成

员的身份ꎬ 并确保这些地区能够继续在非洲联盟确定的优先领域从金砖国家

受益”⑤ꎮ 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指出ꎬ “南非将根据自身的国家、 地区、 全

球地位和议程ꎬ 坚持独立掌握自身的外交政策立场ꎬ 但金砖国家伙伴国共同

的愿景和原则将继续确保在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上更紧密地保持一致ꎮ”⑥ 每

当受邀参加全球论坛时ꎬ 南非总是在七国集团、 二十国集团和其他国际组织

中高举非洲旗帜ꎮ

六　 结语

全球治理体系带有普世性和殖民主义的印记与思想ꎬ 并在其西方创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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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博弈中显现出来ꎮ 由于多元化、 国际社会的不断变化以及人类在空间

和时间上的异质性需求ꎬ 需要不断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改革ꎮ 考虑到多元世界

中全人类的现实ꎬ 金砖国家致力于加强、 促进和保护多边主义ꎬ 成为建设多

元世界的基石ꎮ 鉴于其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ꎬ 马科指出ꎬ “金砖国

家不再需要成为代表五个强大的新兴经济体的机构ꎮ 它需要重新定位ꎬ 在一

个由残忍和伪善的国家主宰的世界中ꎬ 成为那些为寻求正义而疲惫不堪的国

家的家园ꎮ”① 事实上ꎬ 正如杜根等人的观察ꎬ “金砖国家在全球发展中发挥

着独特的作用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整合者ꎬ 被视为南南合作的潜在推动

力ꎮ”② 正如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所说ꎬ 万事皆有因ꎬ 未来形成于现在ꎬ
现在孕育着未来ꎬ 金砖国家从当下多元化思想的影响中应运而生ꎬ 必将由此

出发ꎬ 在未来塑造出一个接受多元化的全球治理体系ꎮ
作为学者ꎬ 我们必须相互勉励ꎬ 指出并支持金砖国家有意识地为解决欧

洲化带来的全球弊病所做的努力ꎮ 与其他多边机构一样ꎬ 金砖国家也有自身

的弱点ꎬ 例如当成员国发生政治变革时会出现发展中断或减速ꎮ 金砖国家需

要在积极管理预期的同时获得民众的普遍支持ꎬ 加快人文交流的速度和节奏ꎮ
此外ꎬ 应制定成熟的国家和机构能力建设计划ꎬ 并使之在该组织的议程中占

据突出地位ꎮ
(翻译　 于　 蔷ꎻ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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