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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中央社 

「金磚集團」擴充成員但缺乏共同發展價值觀難走遠路 

                    台北醫學大學兼任副教授 楊志恆 

一、「金磚 5國」南非峰會擴充成員為「金磚 11國」 

    8 月 22至 24日「金磚 5國」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及南非

在南非約翰尼斯堡舉行第 15 次峰會，而「擴充成員」是這次峰會主

要議題，24日經過 11小時的討論，地主國南非總統拉瑪佛沙（Cyril 

Ramaphosa）宣布，阿根廷、埃及、衣索比亞、伊朗、沙烏地阿拉伯、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 6國將於 2024年 1月加入。這是 2010年南非應

中國邀請加入後的首次擴大，成員國將從 5 個擴增為 11 個。據媒體

披露，有超過 40個國家表達加入興趣，其中已有 20多國正式提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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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申請，包括墨西哥、孟加拉等。習近平是這次擴張的主導者，對中

國和俄國兩個創始國而言，擴張的主要考量應是希望建立可與歐美抗

衡的勢力；不過，並非 5個創始國都著眼與歐美對抗，南非總統拉瑪

佛沙即表示，金磚國家無意與西方競爭，不想站在 G7、G20 或美國

的對立面。如今峰會已結束，「金磚集團」擴充已成定局，未來其發

展將成全球矚目焦點。 

二、加入「金磚集團」缺乏客觀標準 

（一）增加成員國的政治動機 

    主導這次峰會討論新增會員國案的是習近平，他的動機顯然是要

與主導現有國際秩序的美國對抗，俄國總統蒲亭雖未親自參與，但

想法和習近平應該差不多。不過，其他創始國家印度、巴西與南非方

面的想法就不盡相同，他們是希望世界發展多一個選擇方案，可以有

更多機會追求自身利益，且不一定得反對美國和西方。「金磚集團」

最初成立的目的，就是為尋找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

「世界銀行（WB）」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方法，令新興經濟體擁有更

大的發言權及代表性。事實上，「金磚集團」既有成員之間反倒有很

大的政治分歧，例如中印之間的緊張就難澈底解決，因此印度一直強

烈反對中國讓巴基斯坦加入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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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成員中的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都是美國的長期

盟友，雖然近期和美國關係不如從前緊密，但很難想像他們會與美國

對抗；阿根廷、埃及、衣索比亞和美國的關係也都不壞，只有伊朗親

近中俄。整體而言，對前述國家來說，加入「金磚集團」不是為了選

邊站，而是在警示西方國家應更關注他們的需求。 

（二）「去美元化」的考量 

    「去美元化」是金磚國家近來討論的熱門議題，峰會鼓勵成員國

及其交易夥伴進行國際貿易時以本幣結算，實現另一種形式的「去美

元化」，拉瑪佛沙總統在峰會中表示，使用本幣、替代金融系統和替

代支付系統的全球時機已經到來。中國、巴西和俄國都曾採取一些「去

美元化」行動，但都不足以撼動美元地位。目前仍有 88%的國際交易

以美元進行，且美元佔全球外匯儲備的 58%，要翻轉仍需很長時間。

不過，「金磚集團」擴張後，人口升至全球的 47%，經濟總量上升至

29%，這都會讓「金磚集團」在國際具備更大聲量，對美國領導的國

際經濟秩序形成壓力。當然，擴大組織並不一定代表能夠發揮更多影

響力，這得看各成員國能否團結，因此後續發展還有待觀察。 

三、新成員國加入對地緣政治的影響 

（一）習近平欲提升「金磚集團」國際發言權以對抗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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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或被邀請參加「金磚集團」的大多是接受中國「一帶一路」

經濟援助的國家，或是在俄烏戰爭中提供俄國武器的國家，很明顯習

近平有意藉拉攏各國提升國際發言權，以與美國在國際社會抗衡。 

（二）蒲亭想要突破歐美國家的經濟制裁 

    從蒲亭的角度來看，支持新成員國加入主要是想突破歐美國家的

經濟制裁，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國加入可使歐美國家

的經濟制裁漏洞更多，且把中東國家變成戰略盟友，對俄國也有幫助。

中東現已變成歐美與中俄爭奪地緣戰略優勢之重點區域，而中東國家

們也有自身利益考量，參加「金磚集團」有助實現目標。 

四、美國不要求新加入國家選邊站而是繼續促進與各國關係 

（一）美國看待「金磚集團」擴張相當淡定 

    8 月 24 日，美國國務院發表對「金磚集團」成員增加的看法，

表示將繼續與世界各地的夥伴合作，並重申自身信念，即各國可選擇

交往的夥伴與團體。美國白宮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先前

亦曾表示，美國並未將金磚國家機制視為潛在的地緣政治競爭對手，

他強調，美國將繼續促進與巴西、南非和印度的關係，控制與中國的

溝通，並積極抵制俄國。其實，各金磚國家在政治體制、發展階段、

地緣政治等層面差異頗大：巴西、印度、南非為民主政體；中國、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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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則是專制體制。儘管「金磚集團」未來還可能擴大，但彼此之間終

究只有現實利益，缺乏共同發展價值觀，行動力很難凝聚，和美國主

導印太民主同盟發展的作法大異其趣，而這或許就是美國以平常心看

待金磚擴張的原因。 

（二）缺乏共同發展價值觀「金磚集團」難走遠路 

    「金磚集團」即將迎來 6個新成員，這是一個新的里程碑，但未

來發展問題相當複雜，單就勸說蒲亭不要參加這次峰會，就讓南非立

場尷尬；印度與巴西則是希望俄烏戰爭早日結束；中國不斷強調自身

經濟發展經驗他國難以複製，中俄是「金磚集團」領頭羊，自身的發

展經驗他國都無法學習，等於是要各國各自尋找發展出路，未來不知

何去何從，這樣一個沒有共同價值觀的組織，實在是難走遠路，前景

不敢樂觀。 

編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及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