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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作为一个术语ꎬ “全球南方” 是国际舆论和学术研究中热议和

争论的理论问题ꎻ 作为一种现实ꎬ “全球南方” 是影响国际格局、 世界秩序、
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ꎮ “全球南方” 的崛起ꎬ 既有国际格局新变化的深层

背景ꎬ 也有非常浓厚的大国博弈色彩ꎬ 同时为深化全球发展治理合作提供了

新机遇ꎮ 金砖国家作为 “全球南方” 的代表ꎬ 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ꎬ 参与

全球治理ꎬ 促推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改革与务实合作ꎮ 当前ꎬ “全球南方”
国家普遍不满西方国家试图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ꎬ
主张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ꎮ 中国既是金砖国家的重要

成员之一ꎬ 更是 “全球南方” 的当然成员ꎬ 还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引领者ꎬ 当

下则面临着严峻且复杂的国际形势: 一方面ꎬ 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借助分类、
拉拢和施压等手段ꎬ 试图分化瓦解 “全球南方” 乃至排斥和制衡中国ꎻ 另一

方面ꎬ “全球南方” 国际影响力渐增ꎬ 自主发展意识和制度建设加强ꎮ 鉴此ꎬ
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ꎬ 并可基于自身发展经验ꎬ 不

断深化 “全球南方” 国家之间新型南南合作ꎬ 从而不断助力全球发展治理新

架构的构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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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 崛起与国际秩序新变化

王　 健

一　 战后国际秩序面临根本性挑战

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中主要行为体ꎬ 尤其是大国权力分配、 利益分配和

观念分配的结果ꎬ 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全球性国际机制的合作与冲突ꎬ 国际

秩序之争实际上是权利利益之争ꎬ 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 国际机制之争ꎮ①

迈克尔巴内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 认为ꎬ 国际秩序涉及规则、 制度、 法律和

规范如何产生并维持关系和行为模式ꎮ 国际秩序既有物质成分ꎬ 也有社会

成分ꎮ②

战后国际秩序是二战后建立的雅尔塔秩序以及这一秩序在冷战后的扩展

与延伸ꎬ 突出表现为自由主义中心ꎮ 它主要通过联合国、 世界贸易组织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进行国际合作ꎬ 促进市场开放、 安全合作ꎮ 必须

指出的是ꎬ 这一国际秩序主要是在战后两极格局和冷战后 “一超多强” 国际

格局下由美国主导建立起来的ꎬ 虽在发展演变过程中ꎬ 其有益成分为维护世

界和平与稳定、 促进人类发展与繁荣曾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ꎬ 但具有明显

的强权政治和所谓西方 “普世价值” 色彩ꎬ 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后冷战后国际

格局的变化和人类发展的需求ꎮ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 ２０２０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和 ２０２２ 年的乌克兰危机

的爆发ꎬ 导致战后国际秩序面临根本性挑战ꎬ 要求改革战后国际秩序的呼声

越来越高ꎮ 一方面ꎬ 以 ２０１６ 年美国特朗普上台和英国脱欧为标志ꎬ 战后国际

秩序在西方各国内部遭到民粹主义、 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对ꎮ 制造业空

洞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导致美国国内收入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日趋严重ꎮ 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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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不可能三角”① 假说的推动下ꎬ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推出一系列单

边主义政策ꎬ 退出了包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 在内的 ２０ 几个国际

组织和条约ꎬ 并以狭隘的国家利益推行 “美国优先” 政策ꎮ ２０２１ 年拜登就任

美国总统后ꎬ 提出具有国家保护主义色彩的 “拜登经济学”ꎮ 同时ꎬ 因移民等

引发的族群矛盾也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反全球化思潮ꎮ 英国和部分欧盟

国家的情况与美国类似ꎬ 民粹主义政党在一些国家崛起ꎮ 所有这些ꎬ 都对全

球多边主义造成了巨大冲击ꎮ
另一方面ꎬ 世界面临新冠肺炎疫情、 债务危机、 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

等全球性挑战ꎬ 全球和平赤字、 安全赤字、 信任赤字、 治理赤字有增无减ꎬ
反映出战后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ꎮ 当今世

界是一个 “相互依存、 瞬息万变、 错综复杂” 的世界ꎬ 具有高度的互联性、
不确定性和复杂性ꎮ② 但由于美国等西方大国对战后国际秩序及其相关机制

不断 “私物化”ꎬ 全球治理呈现 “孤岛化” 趋势ꎬ 国际合作的意愿和能力下

降ꎬ 冲突和对抗却在日益增强ꎮ 一场世纪疫情就导致许多国家的发展成果

被吞噬ꎬ 人类发展指数 ３０ 年来首次出现下降ꎬ 全球近 ７０ 个国家的 ８ 亿人生

活在饥饿之中ꎮ

二　 “全球南方” 成为国际秩序的变革力量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ꎬ 国际秩序与世界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ꎮ 权力决定格

局ꎬ 格局制定规则ꎬ 规则形成秩序ꎮ 以 ２０１０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

标志ꎬ “全球南方”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ꎬ 全球力量对比

发生了新变化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指出: “未来

１０ 年ꎬ 将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 １０ 年ꎮ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 ８０％ ꎮ 按汇率法计算ꎬ 经济总量占世界的

比重接近 ４０％ ꎮ 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ꎬ １０ 年后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ꎮ”③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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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不可能三角” 的概念出自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 (Ｄａｎｉ Ｒｏｄｒｉｋ)ꎬ 他认为经济

全球化、 国家主权与民主三者不可能同时成立ꎬ 最多取其二ꎮ
[德国] 克劳斯施瓦布、 [法国] 蒂埃里马勒著: «后疫情时代: 大重构»ꎬ 世界经济论坛

北京代表处译ꎬ 中信出版集团ꎬ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３ ~ １５ 页ꎮ
习近平: «金砖国家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建设性作用»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ꎬ 载习近

平著: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４４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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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公司预测ꎬ 到 ２０５０ 年ꎬ 世界前三大经济体将是中国、 美国和印度ꎮ① 普

华永道按购买力平价推测ꎬ 到 ２０５０ 年ꎬ 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ꎬ 南方国家的中

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位于前两位和第四位ꎬ 巴西和墨西哥等国也将位列其

中ꎮ② “全球南方” 的群体性崛起ꎬ 推动世界格局呈现更为明显的多极化态

势ꎮ 由此ꎬ 建立在非多极化格局基础上的战后国际秩序已不能充分反映全球

力量对比的变化ꎬ 特别是 “全球南方” 国家的政治、 经济、 文化等权益诉求ꎮ
“全球南方” 必然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变革力量ꎮ

１９８０ 年ꎬ «勃兰特报告» 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划了一条 “勃兰特线”
(Ｂｒａｎｄｔ Ｌｉｎｅ)ꎬ 以反映当时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ꎮ 由于

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 “勃兰特线” 以北ꎬ 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线南ꎬ 因此ꎬ
国际上习惯把发达国家称为 “北方国家”ꎬ 将发展中国家称为 “南方国家”ꎮ
除了经济含义ꎬ “全球南方” 代表着 ２０ 世纪反殖民浪潮中实现民族解放和独

立的国家ꎬ 因此它带有反帝、 反殖、 反霸的政治意涵ꎮ １９５５ 年召开的万隆会

议ꎬ 标志着南方国家作为一个集体正式走入世界政治舞台ꎮ １９６４ 年成立的七

十七国集团ꎬ 成为联合国系统内最重要的全球南方国家联盟ꎮ③ ２００６ 年ꎬ 巴

西、 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四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ꎬ 开启金

砖国家合作序幕ꎮ ２０２３ 年ꎬ 金砖国家成员数量由成立之初的 ４ 个发展为 １１
个ꎮ “全球南方” 日益以集体的形态ꎬ 通过依托和改革国际合作的平台和机

制ꎬ 在全球议程中积极争取自身的权益ꎮ

三　 “全球南方” 重塑国际新秩序

２０２２ 年以来ꎬ “全球南方” 概念日益引发国际政坛和学术界关注ꎬ 一个

深层次的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将 “全球南方” 视为争夺未来国

际秩序发展方向的支撑性力量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ꎬ 德国总理朔尔茨在美国 «外交

事务» 杂志撰文指出ꎬ 世界正面临着时代转型 (ｚｅｉｔｅｎｗｅｎｄｅ)ꎬ 向一个划时代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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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造转变ꎮ 乌克兰危机结束了一个时代ꎬ 新的大国已经或重新出现ꎬ 包括

经济强大和政治自信的中国ꎮ 在新的多极世界中ꎬ 不同国家和政府模式正在

争夺国际权力和影响力ꎮ①

由于美国不能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ꎬ 对华政策出现了错误认知ꎮ ２０１７ 年ꎬ
特朗普政府的 «国家安全战略» 将中国定义为国际秩序的 “修正主义国家”ꎮ
２０２２ 年ꎬ 拜登政府的 «国家安全战略» 再次宣称: “我们正处于塑造未来国际

秩序的战略竞争之中”ꎬ 并把中国视为 “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想法ꎬ 又

有经济、 外交、 军事和科技能力推进这个目标的对手”ꎮ 为此ꎬ 美国不仅对中国

实施了全面战略竞争战略ꎬ 而且还将中美竞争构建为所谓 “威权” 和 “民主”
两种体制和秩序竞争的叙事ꎮ «２０２３ 年慕尼黑安全报告» 也将未来国际秩序的

变革描述为重新构想的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基于所谓专制的威权主

义国际秩序之间的竞争ꎬ 并认为世界正进入争夺未来国际秩序的关键十年ꎮ
但是ꎬ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中美战略博弈和乌克兰危机中并没有 “选边站

队”ꎬ 美西方国家对此深感焦虑ꎮ 早在 ２０１２ 年ꎬ 有学者就认为巴西、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土耳其这 ４ 个 “全球摇摆国家”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ｗ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对国际秩

序的重塑非常重要ꎮ②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ꎬ «经济学人» 杂志将没有 “选边站队” 的

印度、 巴西、 印度尼西亚、 土耳其、 越南、 沙特阿拉伯、 埃及、 阿联酋、 卡

塔尔、 尼日利亚等 ２５ 个经济体称为 “交易型二十五国”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２５) ꎮ
上述国家的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占全球总量的 ４５％ 和 １８％ ꎮ③ 为此ꎬ 美

西方国家深切地认识到ꎬ 要继续主导战后国际秩序ꎬ 除了西方大国之间的联

盟战略外ꎬ 还要积极争取 “全球南方” 这一中间力量ꎮ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ꎬ 慕尼黑

安全会议在其报告中多次提到要重新赢得 “全球南方” 的信任ꎬ 并设置了

“南北合作” 专场讨论ꎮ ５ 月ꎬ 七国集团广岛峰会也邀请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与

会ꎬ 并将加强与 “全球南方” 国家关系作为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ꎮ 与此同时ꎬ
美西方还试图让 “全球南方” 与中国 “脱钩”ꎬ 从而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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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ａｆ Ｓｃｈｏｌｚꎬ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Ｚｅｉｔｅｎｗｅｎｄｅ: Ｈｏｗ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ａ Ｎｅｗ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ｉｎ ａ Ｍｕｌｔｉ － ｐｏｌａｒ Ｅｒａ”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ꎬ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 /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ｏｌａｆ － ｓｃｈｏｌｚ － ｇｌｏｂａｌ －
ｚｅｉｔｅｎｗｅｎｄｅ － ｈｏｗ － ａｖｏｉｄ － ｎｅｗ － ｃｏｌｄ － ｗａｒꎬ ２０２３ － ０７ － １０

Ｄａｎｉｅｌ Ｍ Ｋｌｉｍａｎ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ｏｎｔａｉｎｅꎻ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ｗ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ｒａｚｉｌꎬ Ｉｎｄｉａꎬ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ꎬ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ꎬ ＧＭＦ /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

“Ｈｏｗ ｔｏ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ａ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 Ｓｐｌｉｔ”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ꎬ Ａｐｒｉｌ １１ꎬ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１ / ｈｏｗ － ｔｏ － ｓｕｒｖｉｖｅ － ａ －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 － ｓｐｌｉｔꎬ ２０２３ － ０７ － １０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和塑造力ꎮ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和 ６ 月ꎬ 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相继通过法

案ꎬ 要求终止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ꎮ
中国是 “全球南方” 的当然成员ꎬ 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ꎮ①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ＤＰ) ２００４ 年发布的 «打造全球南方» 报告ꎬ 明确将

中国列为 “全球南方” 国家ꎮ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 在国际秩序变革

中的一个基本诉求就是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治理与发展问题ꎬ 努力提升新兴

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ꎬ 切实维护 “全球南方” 的利

益ꎬ 推进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ꎬ 习近平在

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并发表演讲时明确指出: 中国 “将继续和广大发展中国

家站在一起ꎬ 坚定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ꎬ 特别是非洲国家ꎬ 在国际治理体系

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ꎬ 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ꎮ”②

公道正义是 “全球南方” 国家秉持的共同主张ꎮ “全球南方” 国家普遍不满

西方国家鼓吹并试图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所谓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ꎬ 主张推动

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ꎮ 今后ꎬ 中国作为 “全球南方” 一员ꎬ 将

与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ꎬ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ꎬ 坚决反对所谓 “民主和威权”
“自由和专制” 的二元对立ꎬ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ꎬ 推动落实 “全球发展

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和 “全球文明倡议”ꎬ 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

化ꎬ 战后国际秩序也必将由此而产生公平正义、 平等包容、 合作共赢的新变化ꎮ

大国博弈与全球治理中的 “全球南方”

任　 琳

一　 关于 “全球南方” 的概念辨析

近年来ꎬ “全球南方” 概念愈发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ꎮ 然而ꎬ 围绕 “全球

南方” 概念的内涵外延ꎬ 国际社会并未形成共识性认定ꎮ 一般来说ꎬ 在国际

８

①

②

«王毅就加强 “全球南方” 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ꎬ 载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３０７ / ｔ２０２３０７２６＿１１１１７８２４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３ － ０７ － ２６ꎮ

习近平著: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２５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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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ꎬ “全球南方” 往往指代非洲、 亚洲、 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ꎬ 与二战

后各国认定的 “南方国家” 概念之间既存在共同点ꎬ 又存在不同点ꎮ 就相似

点而言ꎬ 二者都强调该国家群体具有相似的地理位置、 发展水平和历史经历ꎬ
皆用以描述主要处于北半球南部和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ꎮ 从历史维度看ꎬ 这

些国家曾遭受过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殖民统治ꎬ 也因此形成了近

现代积贫积弱的局面ꎮ 就不同点而言ꎬ “全球南方” 比 “南方国家” 多了一

个 “全球” 的定语ꎬ 在形式上强调了这类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ꎬ 更重要

的是给概念增加了国际政治的色彩ꎮ 这里提及的国际政治色彩ꎬ 既有中性色

彩ꎬ 由发展中国家发起ꎬ 追求公正公平的待遇与权益ꎻ 又包括非中性色彩ꎬ
由美国为代表的既成大国发起ꎬ 旨在增加对 “全球南方” 的掌控力ꎬ 巩固等

级制的国际秩序ꎮ 后者系此轮 “全球南方” 热背后的最重要驱动力ꎬ 蕴含着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浓厚的主观意图ꎮ
虽然 “全球南方” 并不是一个有着明确成员国家、 确定战略目标和完善

体制机构的国家集团或国际机制ꎬ 但拥有类似的国际政治诉求且愈发成为全

球事务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ꎮ 这也是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开始忌惮并

重视这一国家群体的国际政治意义之原因ꎮ 可见ꎬ “全球南方” 概念在国际舞

台上博得热度具有一定的客观原因ꎬ 但大国博弈则是隐藏在背后的重要主观

原因ꎮ 近年来ꎬ “全球南方” 概念不断被部分发达国家赋予战略色彩ꎮ 它们妄

图操纵 “全球南方” 概念ꎬ 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制造排他性ꎬ 进而分化

“全球南方” 的凝聚力且增强其掌控力ꎬ 如 ２０２３ 年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将首

轮会谈主题设定为 “重新校准指南针: 南北合作”ꎮ 与会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

歇尔更是就欧盟支持非洲联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做出承诺ꎮ ２０２２ 年度的七国集

团峰会邀请了印度、 南非、 印度尼西亚、 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参加ꎻ 继而ꎬ
２０２３ 年度的七国集团峰会也邀请巴西、 印度、 印度尼西亚、 越南等发展中国

家参加ꎮ 两次七国集团峰会都抛出了多项政策对 “全球南方” 国家进行诱拉ꎮ

二　 大国博弈与全球治理中的 “全球南方”

打 “全球南方” 牌ꎬ 炮制带有浓厚人道主义色彩的叙事ꎬ 系以美国为代

表的发达国家当下国际战略中的重要一环ꎮ 毕竟ꎬ “全球南方” 国家的人口占

到世界总人口的七成ꎬ 且国际社会已然看到它们在相关国际事务中的群体影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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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ꎮ 若它们在重大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上没有与美西方保持一致ꎬ 能够带来

重大的国际影响力甚至掣肘美西方战略意图的实现ꎮ 这最终迫使美西方不得

不对其予以高度重视ꎬ 最后做出争夺 “全球南方” 定义权的荒唐举措ꎮ 统观

美西方的行为ꎬ 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ꎮ
第一ꎬ 增强对 “全球南方” 国家的政治掌控力ꎬ 要求 “全球南方” 在国

际重大事务上与其保持一致ꎮ 随着 “全球南方” 国家作为一支独特的政治力

量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ꎬ 更是在很多场合表现出与霸权国美国不

一致的行为选择ꎮ 例如ꎬ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 在联合国召开的乌克兰问题特

别会议上ꎬ 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不仅未获得来自 “全球南方” 国家

的普遍支持ꎬ 更有 ５２ 个发展中国家明确表示不支持对俄罗斯实施制裁ꎻ 在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ꎬ １３０ 多个宣布不参与对俄罗斯金融制裁的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

家ꎮ 针对 “沉默的大多数” 现象ꎬ 美西方开始连连出招ꎬ 诱拉 “全球南方”
国家ꎮ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５ ~ ６ 日ꎬ 在沙特吉达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和平会议并未邀请

作为涉事方的俄罗斯ꎬ 但在美国以及欧洲之外ꎬ 会议还邀请了亚洲、 非洲和

拉丁美洲的部分发展中国家ꎮ 美西方希望借此强化对 “全球南方” 国家在乌

克兰问题上的政治掌控力ꎬ 诱导它们与其站在同一立场ꎮ
第二ꎬ 维护自身非中性的利益ꎬ 减少 “全球南方” 对既成的于己有利的

治理体系形成冲击ꎮ “全球南方” 国家通过内部对话与合作ꎬ 寻求对全球治理

体系进行民主化改革ꎮ 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国

家群体ꎬ 欲通过拉拢和控制它们ꎬ 进而达到缓解改革对自身利益带来的冲击ꎮ
“全球南方” 国家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纠正既成国际金融架构中

的偏见和不公ꎬ 呼吁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进行有效改革ꎬ 如提出增加发展中

国家在执董会的代表比重、 进行份额改革、 向发展中国家倾斜资金用途等内

容ꎮ 当下ꎬ 这些改革的阻力相当大ꎮ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言: “疫情

防控期间ꎬ 被视为发达国家代表的七国集团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总计相

当于２ ８００亿美元的资金ꎬ 而一些最不发达国家获得的资助总计只有约 ８０ 亿美

元ꎮ 七国集团总人口约 ７ ７ 亿ꎬ 而上述最不发达国家人口合计约 １１ 亿ꎮ”①

第三ꎬ 借助分类、 拉拢和施压等手段ꎬ 分化瓦解 “全球南方” 国家的团

０１

① Ｓ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ｃｏｍ/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１７ / ｕｎｉｔｅｄ －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ｍｆ － ｗｏｒｌｄ － ｂａｎｋ － ｇｌａｒｉｎｇ － ｆａｉｌｕｒｅ － ｓｔｒｅｓ －
ｔｅｓｔ －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ꎬ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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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与合作ꎮ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 “全球南方” 内部刻意制造排他性的

国家分类法ꎬ 妄图把中国排除在外ꎮ 此外ꎬ 它们还妄图在 “全球南方” 内部

制造分歧ꎬ 通过塑造矛盾达到使之互相钳制的目标ꎮ 最为突出的例子是ꎬ 美国

通过双边施压手段以期分化金砖国家ꎮ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 “全球南方” 参与

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ꎬ 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美

国试图通过拉拢或施压巴西、 印度和南非等其圈定的所谓 “摇摆国家”①ꎬ 破坏

金砖国家的内部凝聚力ꎬ 分化金砖国家合作机制ꎮ 总之ꎬ 在贸易治理和发展治

理等全球治理相关议程中ꎬ 一旦 “全球南方” 缺乏统一立场ꎬ 就更加难以在同

发达国家的国际谈判中形成合力ꎬ 共同应对发达国家对议事日程和治理规则的

非中性设定ꎮ “全球南方” 只有积极塑造并维护属于自身的全球治理平台ꎬ 才能

够将该群体国家 “拧成一股绳”ꎬ 发出同样的声音ꎬ 争取更大的权益ꎮ
第四ꎬ 制造所谓的 “债务危机中国责任论”ꎬ 分化中国与其他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关系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一边积极热捧与

操控 “全球南方” 概念ꎬ 一边有意将中国排除在 “全球南方” 之外ꎬ 妄想分

化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天然联系ꎬ 削弱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的影响

力ꎮ 为达到上述目标ꎬ 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地制造出所谓

的 “债务陷阱” 叙事ꎬ 在债务治理议题中只强调双边债务ꎬ 绝口不提与之高

度相关的多边金融机构和西方商业债权人所持债务ꎬ 刻意捏造所谓的 “债务

危机中国责任论”ꎬ 而事实却是一场 “贼喊捉贼” 的文字游戏ꎮ 世界银行的数

据显示ꎬ ４９ 个非洲国家负债总额合计 ６ ９６０ 亿美元ꎬ 而其中有近 ３ / ４ 的债务

来自多边金融机构与西方商业债权人所持债务ꎮ② 然而ꎬ 这些债务类别却由于

某些发达国家的操控凭空消失在讨论债务治理的国际舆论场ꎮ 以上客观数据

显示ꎬ 某些发达国家炮制的 “债务危机中国责任论” 是毫无依据且荒谬的ꎮ
第五ꎬ 为达排斥和制衡中国目标ꎬ 把印度塑造为 “全球南方” 的领导者ꎮ

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不仅继续利用中、 印两国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的分

歧来分化两国ꎬ 更是在近期制造出所谓 “全球南方领导国” 叙事来分化两国ꎮ
在某种意义上ꎬ 将印度塑造为 “全球南方” 的领导者ꎬ 是美国发起遏制中国

１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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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战略” 的辅助手段ꎬ 主要目的在于分化中、 印两国的政治和经济立场、 控

制该区域局势和掌控发展中国家ꎮ 印度长期具有将自身从区域强国提升为世界

强国的夙愿ꎬ 而争当 “全球南方” 领导国似乎为其提供了一个增强国际影响力

的说辞ꎮ 印度年初在线上举办了 “全球南方国家之声” 峰会ꎬ 宣称 “全球南

方” 时代正在到来ꎬ 而印度则应代表全球南方国家 “争取共同未来”ꎮ 可见ꎬ 美

西方塑造 “全球南方领导国” 的叙事ꎬ 利用了印度想成为世界大国的雄心ꎬ 有

助于它们以印度为翘板扩张自身在该区域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内的影响力ꎮ

三　 全球治理视阈下的中国应对

虽然 “全球南方” 概念的兴起有浓厚的大国博弈色彩ꎬ 一定程度上受到

西方发达国家的操纵ꎬ 可能会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ꎬ 带来一定的矛盾和对立ꎬ
但它也为深化全球发展治理合作提供了机遇ꎬ 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ꎮ

第一ꎬ 亟待在 “全球南方” 国家内部澄清事实ꎬ 使各国充分认识到部分

发达国家分化中国与 “全球南方” 天然联系的战略意图ꎮ 中国是 “全球南

方” 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也是 “全球南方” 国际影响力增强不可或缺的助推者ꎮ
例如ꎬ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ꎬ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２１ 年ꎬ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

贡献率为 ３８ ６％ ꎬ 超过七国集团的 ２５ ７％ ꎮ① 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持续增长

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ꎬ “全球南方” 整体力量上升ꎬ 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

得以大大提升ꎮ 中国与其他 “全球南方” 国家要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世

界秩序的诉求高度一致ꎬ 一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和基本利益ꎮ 换句

话说ꎬ 一旦两者的紧密关系被割裂ꎬ 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势必下

降ꎮ 因此ꎬ 正如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所言: “全球南方” 国家 “要团结一致ꎬ 共

商合作”②ꎮ 对于这一点ꎬ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约翰内斯堡金砖国

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深刻指出ꎬ 作为发展中国家、 “全球南方” 的一员ꎬ 中国

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 共命运ꎬ 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ꎬ 推

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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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ＭＫＴＰ ＫＤ ＺＧꎬ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１０
参见 «王毅就加强 “全球南方” 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ꎮ
习近平: «深化团结合作　 应对风险挑战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 ２０２３ 年金砖国家工商论

坛闭幕式上的致辞» (２０２３ 年８ 月 ２２ 日ꎬ 约翰内斯堡杉藤会议中心)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２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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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推动 “全球南方” 概念的去政治化ꎬ 强调 “全球南方” 参与全球

治理的核心议程应该是共同谋求发展的问题ꎮ 只有坚持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

的中心位置ꎬ 才能避免 “全球南方” 概念被部分发达国家政治化和工具化ꎬ
偏离发展中国家群体的本意ꎮ 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ꎬ 也有助于敦促

发达国家切实履行援助承诺ꎬ 而不是简单地依靠炒作概念来逃避国际责任ꎮ
回归发展中国家关注的发展议题ꎬ 还将有助于凝聚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国际共

识ꎬ 切实维护并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ꎬ 筹集足够的全球发展公共产

品ꎮ 中国作为 “全球南方” 的重要代表ꎬ 一贯坚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发

展权利ꎮ 一方面ꎬ 在全球发展倡议的框架下ꎬ 中国为全球发展治理提供了大

量公共产品ꎻ 另一方面ꎬ 中国在国内发展治理中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ꎬ 愿与

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治国理政经验ꎮ
第三ꎬ 淡化领导权问题ꎬ 倡导主要国家树立 “全球发展治理利益攸关方”

的正确理念ꎮ 首先ꎬ 客观剖析主要国家参与全球发展治理乃至作为 “全球南

方” 领导国的意愿和能力ꎮ 领导权是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为基础的ꎬ 印度及

其背后的美西方并不具备向 “全球南方” 提供充足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ꎮ
例如ꎬ 七国集团曾就支持 “全球南方” 国家的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提供

相应公共产品的承诺ꎬ 包括援助资金和救助资金ꎮ 迄今ꎬ 它们不仅没有兑现

承诺ꎬ 还一再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要求其偿还此前所欠的债务ꎮ 其次ꎬ 以 “全
球发展治理利益攸关方” 的概念替代 “全球南方领导权” 叙事ꎬ 强调主要国

家在全球发展治理事务中的责任担当ꎮ 作为发展中国家里的大国ꎬ 中国和印

度都是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利益攸关方ꎬ 双方应摒弃外部干扰或离间ꎬ 就

“全球南方” 普遍关心的发展治理议题增进有益的对话与合作ꎬ 切实为发展中

国家群体谋福利ꎮ

金砖国家促推 “全球南方” 合作

吴洪英

　 　 当前ꎬ 国际形势复杂动荡ꎬ “黑天鹅” 事件和 “灰犀牛” 事件频发ꎬ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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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赤字、 发展赤字、 安全赤字、 治理赤字加重ꎬ 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

战ꎮ”① 在国际局势大动荡、 大危机、 大组合、 大变革叠加共振的背景下ꎬ 金

砖国家作为 “全球南方” 的代表ꎬ “逆流” 而上ꎬ 携手合作ꎬ 提质增容ꎬ 积

极推动 “全球南方” 合作ꎬ 尤其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召开的南非金砖国家领导人峰

会ꎬ 更是为动荡的世界增添了一份稳定性ꎬ 为 “全球南方” 合作打造了一支

重要的建设性力量ꎮ

一　 金砖国家是 “全球南方” 的重要代表

近来ꎬ “全球南方” 一词不仅成为各种报刊网络媒体使用的高频词汇ꎬ 而

且成为一个日益流行的国际经济政治术语ꎮ 但对何谓 “全球南方”? 其内涵和

外延是什么? 发展轨迹和发展前景怎么样? 则是众说纷纭ꎬ 莫衷一是ꎮ
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ꎬ “全球南方” 通常指独立于北半球发达的资本主义

生产体系之外的广大南半球地区ꎬ 基本上与 “第三世界” “发展中国家” “外
围地区” “欠发达地区” 等概念划上等号ꎮ 例如ꎬ “第三世界” 一词ꎬ 最早出

现在 １９５２ 年阿尔弗雷德索维 (Ａｌｆｒｅｄ Ｓａｕｖｙ) 撰写的 «三个世界ꎬ 一个地

球» 一文之中ꎮ 他强调 “第三世界” 是指那些被排除在冷战的东西方冲突之

外、 曾遭受西方殖民统治的贫困地区ꎮ② 随着 “第三世界” 被逐渐纳入到西

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体系ꎬ 第三世界国家通过不平等贸易获得一定的发展ꎬ
于是西方学者又将其冠以 “发展中国家” 称号ꎬ 并以 “较贫穷、 较脆弱ꎬ 严

重依赖初级产业出口” 等形容词将其定性ꎮ③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ꎬ 有学者认为

发展中国家是给西方工业中心国家提供原料的地区ꎬ 属于 “外围” 地区ꎬ 由

此出现了 “中心—外围” 提法ꎮ④ 尽管 “外围” 在与 “中心” 交往中获得一

定发展ꎬ 但这种发展相当有限ꎬ 因此ꎬ 西方学者将这些发展有限的亚非拉地

４１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６０ 页ꎮ
Ｂ Ｒ 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ꎬ “Ｗｈａ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Ｎｏ ２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３０７ － ３０９
Ｎａｈｚｅｅｍ Ｏｌｕｗａｆｅｍｉ Ｍｉｍｉｋｏꎬ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ꎬ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４７
Ｄａｄｏｓꎬ Ｎｏｕｒ ａｎｄ Ｒａｅｗｙｎ Ｃｏｎｎｅｌｌꎬ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ꎬ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１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２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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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称作 “欠发达地区”ꎬ 并且认为要摆脱 “外围” 状态ꎬ 只有进行 “进口替

代工业化”ꎮ①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ꎬ 第二世界出现分化ꎬ 因此ꎬ 西方学者

普遍认为ꎬ 需要一种新的、 更简单的分类ꎮ 于是 “全球北方” 和 “全球南

方” 两个词汇开始流行开来ꎮ 实际上ꎬ 西方学术界最早使用 “全球南方” 一

词作为政治术语的学者是卡尔奥格尔斯比 (Ｃａｒｌ Ｏｇｌｅｓｂｙ)ꎮ 他 １９６９ 年在

«公益» 杂志上发文指出ꎬ 几个世纪以来北方 “对全球南方的统治已经产

生了一种无法容忍的社会秩序ꎮ”② 自此ꎬ “全球南方” 一词开始受到学界关

注ꎮ 不过ꎬ 直到 ２１ 世纪初ꎬ 随着一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ꎬ “全球南方”
一词才快速流行起来ꎮ 到 ２０１３ 年ꎬ “全球南方” 一词已出现在数百种出版物

之中ꎮ 一般认为ꎬ “全球南方” 一词之所以迅速流行ꎬ 在于这一新词较 “第三

世界” 或 “发展中国家” 两个词汇更少等级含义ꎮ 不过ꎬ 许多西方学界仍然认

为ꎬ “收入低下、 人口稠密、 基础设施薄弱ꎬ 往往处于政治或文化边缘” 仍是南

方国家主要特点ꎮ③ 显然ꎬ “全球北方” 和 “全球南方” 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划

分和整体发展差距的问题ꎬ 而是一个涉及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的问题ꎮ
中国政界和学界则普遍认为ꎬ “全球南方” 和 “全球北方” 不是一个简

单的地理概念ꎬ 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北半球富裕和南半球贫穷的社会学划分ꎬ
比较认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对 “全球南方” 的界定ꎬ 即包括非洲、 拉丁

美洲、 亚洲 (不包括以色列、 日本和韩国) 和大洋洲 (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 的国家ꎻ④ 换言之ꎬ 发达国家通常是北方国家ꎬ 而发展中国家通常是南

方国家ꎮ 可见ꎬ 在中国学者眼中ꎬ “全球南方” 一词既是一个国际经济政治社

会术语ꎬ 还是一个动态的发展概念ꎮ 早在 １９７４ 年毛主席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

达时ꎬ 就提出 “三个世界” 理论ꎬ 美、 苏为第一世界ꎬ 美国之外的西方发达

国家为第二世界ꎬ 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属于第三世界ꎮ 这种划分应该

说深刻反映了当时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现状ꎮ 然而ꎬ 到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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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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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亚洲四小龙” 快速发展、 １９８６ 年越南和老挝经济转型、 １９９０ 年苏联解

体ꎬ “第三世界” 一词已无法反映世界政治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ꎬ 遂被

“发展中国家” 和 “发展中地区” 等词汇所替代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随着中国、 印度、 俄罗斯和巴西等地区大国的群体性崛

起ꎬ 全球制造业和生产活动逐渐从北方转移到南方ꎬ 南南合作不仅 “增强了

全球南方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历史潜力”ꎬ 而且开始 “挑战北方的政治和经济

主导地位”ꎮ① 因此ꎬ “全球南方” 一词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和认可ꎬ
因为 “全球南方” 一词不仅有助于推动 “南半球国家在政治、 经济、 社会、
环境、 文化和技术问题上进行合作” ②ꎬ 而且更适合抵制 “威胁这些国家自治

和发展的霸权势力” ③ꎮ 因此ꎬ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由中国、 印度、 俄罗斯、 巴

西和南非组成的 “金砖国家” (ＢＲＩＣＳ)ꎬ 可谓算得上是 “全球南方” 的典型

代表ꎮ 从名称起源看ꎬ 金砖国家原本是 ２００１ 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奥

尼尔发明的一个 “人造概念”ꎮ 他将横跨亚非欧的中国、 印度、 巴西 ３ 个发展

中大国和俄罗斯这个转型国家放到一起ꎬ 创造出一个 “金砖” 概念ꎮ 但这一

概念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

化的结果ꎮ 从发展目标看ꎬ 自主选择发展道路ꎬ 摆脱贫困落后ꎬ 实现现代化ꎬ
成为发达国家ꎬ 不仅是所有金砖国家谋求的最大目标ꎬ 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

不懈努力的方向ꎮ 从发展路径看ꎬ 通过工业化、 城市化、 信息化、 智能化、
贸易自由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等方式ꎬ 建设一个民主富裕文明强盛的国家ꎬ
不仅是金砖国家正在探索的发展道路ꎬ 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正在实践的过程ꎮ
从合作意愿看ꎬ 金砖国家都很重视金砖合作机制ꎬ 不仅将其当作交流治国理

政经验、 实现本国现代化的重要路径ꎬ 而且视之为参与全球治理、 提升国际

影响的重要途径ꎮ 从合作成果看ꎬ 占世界面积 ２９ ４％ 、 人口 ４１ ２％ 的金砖国

家④ꎬ ２０２２ 年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球总量的 ２５ ７７％ 、 贸易量的 １８％ 、 外汇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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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 ３５％ ꎬ 外资流入的 ４５％以上ꎬ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５０％ ꎮ① 从

发展前景看ꎬ 据预测ꎬ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世界上最重要的 ５ 个经济体中将有 ３ 个来自

南方国家: 中国、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ꎻ② 世界 ８０％的中产阶级人口将生活在南

方国家ꎮ③ 可见ꎬ 在中国的引领下ꎬ 金砖合作机制正在成为拓展发展中国家外

交和推动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ꎬ 并将成为改变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ꎮ

二　 金砖国家积极推进 “全球南方” 合作

自 ２００６ 年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四国开启金砖国家合作序幕以来ꎬ
在经贸财金、 政治安全、 人文交流 “三驾马车” 驱动下ꎬ 金砖合作机制一路

高歌猛进ꎬ 实现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虚到实、 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ꎮ 面

对百年大变局ꎬ 地缘政治博弈加剧ꎬ 世界经济发展疲软ꎬ 全球治理赤字加重ꎬ
金砖国家没有退缩ꎬ 而是奋发进取ꎬ 积极推动 “全球南方” 合作向前发展ꎮ

第一ꎬ 开展经贸务实合作ꎬ 助推 “全球南方” 经济整体实力提升ꎮ 金砖

国家普遍崇尚 “自由贸易”ꎬ 积极推动内部双边贸易发展ꎬ 不断推进世界贸易

组织改革ꎮ ２０２２ 年金砖国家第 １２ 次经贸部长会议达成 «金砖国家加强多边贸

易体制和世贸组织改革声明» «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 «金砖国家

贸易投资与可持续发展倡议» «金砖国家加强供应链合作倡议» 等成果文件ꎬ
成为推动金砖国家深化经贸合作的重要政策基础ꎮ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ꎬ 金砖

国家经济实力整体提升ꎮ 贸易上ꎬ 据中国海关统计ꎬ ２０２２ 年中国与金砖国家

双边贸易额达 ５ ５４４ ７ 亿美元ꎮ 中国长期保持俄罗斯、 巴西和南非的最大贸易

伙伴地位ꎬ ２０２０ 年取代美国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ꎬ 中国还是 １００ 多个发展

中国家重要的贸易伙伴ꎮ 投资上ꎬ 金砖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从 ２００１ 年

８４０ 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２１ 年 ３ ５５０ 亿美元ꎬ 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０ ９％ 增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２６ ５％ ꎮ④ 经济体量上ꎬ ２０２２ 年金砖国家国内生

产总值近 ２６ ０３ 万亿美元ꎬ 略高于美国ꎬ 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 ２００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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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 «金砖国家成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ꎬ 载 «经济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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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０３％ 增 至 ２０２２ 年 ３１ ５％ ꎻ 而 七 国 集 团 从 １９８２ 年 的 ５０ ４２％ 降 到

３０ ３９％ ꎮ 对金砖国家来说ꎬ 经济体量超过七国集团实属不易ꎬ 这是一次历

史性的超越ꎮ
第二ꎬ 积极劝和促谈ꎬ 推动 “全球南方” 成为和平力量ꎮ 乌克兰危机爆

发后ꎬ 美欧持续不断地对俄罗斯进行无底线的制裁ꎬ 持续不断向乌克兰输送

武器ꎬ 使乌克兰战争演化成一场由乌克兰代替美国等北约国家与俄罗斯发生

军事冲突的 “代理人战争”ꎬ 并且正在升级为俄罗斯与整个美西方的战略对

峙ꎮ 面对不断升级的危机ꎬ 金砖国家 (除俄罗斯外) 一方面坚持各国主权和

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ꎬ «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都应得到遵守ꎬ 各国合理

安全关切都应得到重视ꎻ 另一方面ꎬ 努力支持俄、 乌双方展开对话和谈判ꎬ
推动早日停火止战ꎬ 化解乌克兰危机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 金砖国家普遍表

现得理性客观ꎬ 基本采取了不拱火、 不输送武器、 不参与对俄罗斯无底线制

裁的 “三不” 政策ꎬ 在联合国通过的一系列针对俄罗斯的投票表决中ꎬ 金砖

国家大多持中立立场ꎮ 巴西总统卢拉明确提出建立包括中、 印、 巴在内的

“和平俱乐部”ꎬ 以推动乌克兰危机和平解决ꎮ①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４ 日中国提出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ꎬ 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ꎬ 被称

作 “中国 １２ 点和平倡议”ꎮ 中国政府还派出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大使出

访多国进行政治斡旋ꎮ 总体来说ꎬ 金砖国家这种支持俄、 乌对话和政治解

决之道ꎬ 获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认可和称赞ꎬ 为乌克兰危机提供了

“金砖方案”ꎮ
第三ꎬ 携手应对疫情ꎬ 推动 “全球南方” 成为全球抗击疫情的主力军ꎮ

众所周知ꎬ 中国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早期受害者ꎬ 巴西和印度是疫情的 “重灾

区”ꎮ 疫情暴发以来ꎬ 金砖国家不仅各自努力防疫抗疫ꎬ 而且守望相助ꎬ 共度

时艰ꎬ 尤其中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抗疫物资和疫苗ꎮ 金砖新开发

银行也向成员国提供了 １００ 亿美元的抗疫特别贷款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ꎬ 金砖

国家启动 “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ꎬ 决定在疫苗联合研发与试验、 合作建

厂、 授权生产、 标准互认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ꎮ 三年抗击疫情结果表明ꎬ 金

砖国家率先在全球范围筑起一道 “金砖防线”ꎬ 引领发展中国家抗疫ꎬ 充分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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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砖国家在全球卫生危机面前的 “金砖担当”ꎮ
第四ꎬ 支持真正的多边主义ꎬ 推动 “全球南方” 成为世界秩序公正化的

力量ꎮ 近年ꎬ 美西方国家为维护自身霸权和利益ꎬ 持续 “筑小院、 垒高墙”ꎬ
不断拉帮结派ꎬ 搞 “小圈子”ꎬ 行 “伪多边主义”ꎮ 金砖国家特别关注美欧单

边制裁给世界经济复苏、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能源和粮食安全造成的严重影

响ꎬ 呼吁遵守 «联合国宪章»ꎬ 高度重视并切实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关切ꎬ 确

保各国经济民生不受影响ꎬ 反对单边主义ꎬ 反对撕裂国际社会ꎬ 反对 “选边

站”ꎬ 反对代理人战争ꎮ 维护国际秩序ꎬ 推动国际秩序公正化ꎬ 成为金砖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的方向ꎮ

三　 金砖南非峰会成为 “全球南方” 合作 “加速器”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１５ 次会晤于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至 ２４ 日在南非约翰内斯

堡举行ꎮ 这是金砖国家历史上一次划时代、 开创未来的峰会ꎬ 因为它进行了

大规模的 “扩容”ꎬ 正式批准阿根廷、 埃及、 埃塞俄比亚、 伊朗、 沙特阿拉

伯、 阿联酋六国为金砖正式成员ꎬ 使 “金砖五国” 变成 “金砖十一国”ꎮ
此次金砖 “扩容增量”ꎬ 不仅丰富了金砖合作机制的内涵外延ꎬ 而且导致

一个庞大的经济方阵形成ꎬ 并显示出金砖作为 “全球南方” 最重要合作平台

的前景ꎮ 从内涵看ꎬ “金砖五国” 变成 “金砖十一国”ꎬ 成员国数量超过七国

集团ꎬ 直逼二十国集团ꎬ 这种扩容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ꎮ 从外延看ꎬ 新增六

国分别来自拉美、 非洲和中东 ３ 个发展中地区ꎬ 不仅弥补了金砖合作机制中

非洲和拉美代表性不足的问题ꎬ 而且填补了中东代表性 “空白” 问题ꎮ 从体

量看ꎬ 金砖扩容后的面积从占全球 ２６％增至 ３２％ ꎬ 人口从 ４２％升至 ４７％ ꎬ 国

内生产总值从 ２６％升至 ２９％ ꎬ 货物贸易从 １８％升至 ２１％ ꎮ 扩容后的金砖无疑

成了全球经济版图中最耀眼的部分ꎮ 鉴于目前还有 ４０ 多个国家欲加入金砖ꎬ
金砖合作机制必将进一步发展壮大ꎬ 其成为 “全球南方” 最重要合作平台的

前景依稀可见、 指日可待ꎮ
此次金砖 “扩容增量”ꎬ 不仅意味着金砖国家合作伙伴增多ꎬ 而且意味着

“全球南方” 的发展机会增多ꎮ 阿根廷是拉美第三大经济体ꎬ 埃及是非洲第二

大经济体ꎬ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人口第二多的国家ꎬ 沙特是中东 “头号石油

国”ꎬ 伊朗是中东重要的政治军事大国ꎬ 它们与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第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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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经济体印度、 拉美最大的经济体巴西、 全球第三大石油生产国俄罗斯共
∗同携手合作、 “强强联合”ꎬ 必然产生巨大的 “虹吸效应”ꎬ 给 “全球南方”
带来巨大的生产、 投资和消费机会ꎬ 全球经济版图必将发生重大变化ꎮ 同时ꎬ
在联合国 １９３ 个会员中ꎬ 大约 １６０ 个为发展中国家ꎮ 然而ꎬ “占世界人口 ８５％
的南方国家在全球决策方面仍处于边缘地位”ꎮ① 扩员后的金砖国家致力于推

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ꎬ 无疑切中了全球治理体系不

合理不均衡、 治理能力不足的历史症结ꎬ 契合了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诉求ꎬ 必

将获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和支持ꎮ 金砖国家重视并加强与联合国、 世界

贸易组织、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多边机制的沟

通与合作ꎬ 这意味着 “全球南方” 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话语权的极大提升ꎮ
金砖国家坚持 “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 的金砖精神ꎬ 顺应了国际社会主流民

意ꎬ 代表了时代发展方向ꎬ 势必获得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同与支持ꎮ
总之ꎬ 金砖国家既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员ꎬ 又是 “全球南方” 的天然代表ꎮ

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ꎬ 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 国际政治多极化、 全球治理体

系改革、 国际格局深刻演进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ꎮ 未来ꎬ 为应对世

界之变、 历史之变和时代之变ꎬ 金砖国家应加强团结协作、 互学互鉴、 互帮

互助ꎬ 为构建国际关系民主化、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ꎮ

“全球南方” 的中东板块: 历史逻辑与现实价值∗

刘中民

一　 “全球南方” 概念持续升温的背景

作为一个术语ꎬ “全球南方” 是国际舆论和学术研究中热议和争论的理论

问题ꎻ 作为一种现实ꎬ “全球南方” 是影响国际格局、 世界秩序、 全球治理变

０２

∗

①

本文系 ２０２２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百年变局下国际体系和中东地区互

动关系研究” (２２ＪＪＤ８１００２３) 的阶段性成果ꎮ
Ｓｕｍａｙｙａ Ｉｓｍａｉｌꎬ “Ｃａｎ ＢＲＩＣＳ Ｅｎｄ ‘Ａｐａｒｔｈｅｉ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２０２３ / ８ / ２２ / ｃａｎ － ｂｒｉｃｓ － ｅｎｄ － ａｐａｒｔｈｅｉｄ － ａｇａｉｎｓｔ － ｔｈｅ － ｇｌｏｂａｌ － ｓｏｕｔｈꎬ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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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重要力量ꎮ 但是ꎬ 目前国际社会围绕 “全球南方” 的含义和构成并未形

成广泛的共识ꎮ 一般而言ꎬ “全球南方” 是国际社会中既具有明显共性又存在

显著差异的国家群体ꎮ 正如有关分析指出ꎬ “全球南方” 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或

政治集团ꎬ 而是一个包含多样化的价值观念、 文化传统、 发展水平以及多元

化利益诉求的国家群体ꎮ 但 “全球南方” 具有鲜明的 “共同基因”ꎬ 如拥有

反帝反殖民的历史ꎬ 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ꎬ 主张多极化ꎬ 反对霸权、
追求正义等特征ꎮ①

事实上ꎬ “全球南方” 并非新鲜的概念ꎬ 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２００４ 年发

布了 «打造全球南方» 报告ꎬ “全球南方” 概念就是该报告的重要关键词ꎮ
在 “全球南方” 概念之前ꎬ 在国际社会便有 “发展中国家” “欠发达国家”
“第三世界” “南方国家” 等一系列概念ꎬ 尽管其内涵有所不同ꎬ 但它们都多

在不同时期被用来指代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水平方面落后于西方ꎬ 并要求建

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发展中国家ꎮ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界定ꎬ “全球

南方” 包括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ꎬ 涵盖广大亚非拉地区ꎮ 就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的功能而言ꎬ 它提出这一概念的初衷显然是侧重发展合作领域的经济范畴ꎮ
但是ꎬ 在近几年特别是在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以来ꎬ “全球南方” 不仅成为国

际舆论热议的话题ꎬ 其内容也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地缘政治蕴意ꎬ 其重要原因

在于伴随国际格局剧烈变动ꎬ 在冷战后国际地位一度遭到削弱的南方国家作

为 “中间地带” 的战略价值迅速上升ꎬ 而南方国家在大国博弈特别是乌克兰

危机中战略自主增强ꎬ 使其在国际格局中的战略地位迅速上升ꎮ 当然ꎬ 南方

国家作为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实力和作用的上升ꎬ 也是南方国

家群体性崛起的重要经济基础ꎮ
因此ꎬ 在当前的国际社会ꎬ 无论是美欧西方国家以及南方国家自身ꎬ 都

在话语和实践层面争取 “全球南方” 的主导权ꎬ 使其服务于自身利益和战略

的需要ꎮ② 由此可见ꎬ “全球南方” 概念背后既存在话语之争ꎬ 也存在权力博

弈ꎮ 为表达中国对 “全球南方” 的理解和立场ꎬ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于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在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ꎬ 专门就加

１２

①

②

«什么是 “全球南方”?»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ｆ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 ｓｔａｔｉｃｓｇ / ｒｅｓ / ｈｔｍｌ / ｗｅｂ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ｈｔｍｌ?
ｉｄ ＝ ６４６１４９＆ｓｉｄ ＝ ６７ꎬ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０２ꎮ

王辉耀、 苗绿: «西方热炒 “全球南方” 概念ꎬ 中国如何应对?»ꎬ 载 «环球时报»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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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全球南方” 国家合作提出了中国的立场和主张ꎮ 王毅表示ꎬ 独立自主是

“全球南方” 的政治底色ꎬ 发展振兴是 “全球南方” 的历史使命ꎬ 公道正义

是 “全球南方” 的共同主张ꎮ 王毅还就加强 “全球南方” 国家合作提出四点

主张: 第一ꎬ 要消除冲突ꎬ 共建和平ꎻ 第二ꎬ 要重振活力ꎬ 共促发展ꎻ 第三ꎬ
要开放包容ꎬ 共谋进步ꎻ 第四ꎬ 要团结一致ꎬ 共商合作ꎮ①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ꎬ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ꎬ 作

为发展中国家、 “全球南方” 的一员ꎬ 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 共

命运ꎬ 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ꎬ 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ꎮ②

在东起阿富汗西至摩洛哥的广大中东地区ꎬ 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为西

方坚定盟友的以色列外ꎬ 其他所有国家都可以归入 “全球南方” 国家的行列ꎮ
中东作为 “全球南方” 的重要板块ꎬ 既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ꎬ 更有其重要的

现实价值ꎮ

二　 中东作为 “全球南方” 重要板块的历史逻辑

中东地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ꎬ 在历史上对人类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但是ꎬ 近代以来ꎬ 伴随奥斯曼帝国衰落和西方殖民扩张ꎬ 中东地区相继沦为西

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ꎮ 受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影响ꎬ 中东地区体系具有明

显的依附性特征ꎮ 无论是殖民时期的殖民统治和委任统治ꎬ 还是冷战时期东西

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中东国家的深刻影响ꎬ 以及冷战后西方的 “民主改造”
和新自由主义对中东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强势干预ꎬ 都使得中东国家的发展路

径具有严重的外部依赖性ꎮ③ 因此ꎬ 长期以来ꎬ 独立、 和平、 发展是中东国

家的不懈追求ꎬ 并使中东国家成为第三世界、 发展中国家、 南方国家的重

要成员ꎬ 这也构成了中东国家在当今成为 “全球南方” 重要板块的历史逻

辑所在ꎮ
第一ꎬ 中东国家在长期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形成了 “全球南方” 的政治底

２２

①
②

③

参见 «王毅就加强 “全球南方” 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ꎮ
« “全球南方” 同呼吸共命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２３ / ｃ ＿ １１２９８１９５７６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０２ꎮ
刘中民: «阿拉伯之春十年后看中东困局»ꎬ 载 «环球时报»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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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独立自主ꎮ 自 １９ 世纪以来ꎬ 中东国家就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了

不懈的斗争ꎬ 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才最终形成中东的独立民族国家体系ꎮ 有

学者根据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把 ２０ 世纪现代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

成划分为 ３ 个阶段ꎬ 即 ２０ 世纪初期以土耳其、 伊朗民族民主革命和阿拉伯民

族主义形成为标志的 “中东的觉醒”ꎬ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民族解放运动高潮

为内容的 “中东的抗争”ꎬ 二战后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反帝反殖斗争胜利、 中

东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为标志的 “中东的巨变”ꎮ① 总之ꎬ 中东国家经历了长期

反殖、 反帝、 反霸的斗争才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ꎬ 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

牺牲和代价ꎬ 从而使其具备了独立自主的纯正政治底色ꎮ
第二ꎬ 发展振兴作为 “全球南方” 的历史使命ꎬ 构成了中东国家在现代

化进程中不懈追求的目标ꎮ 从 １９ 世纪奥斯曼帝国寻求现代化的 “坦齐马特”
(原意为 “整顿”) 改革和埃及的阿里改革运动ꎬ 到 ２０ 世纪上半叶土耳其、 伊

朗、 埃及、 阿富汗等中东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ꎻ 从二战后中东民族主义、 资

本主义、 社会主义、 伊斯兰复兴主义对发展道路的探索ꎬ 到经历西方新自由

主义失败和 “阿拉伯剧变” 阵痛后各国纷纷制定新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愿景ꎬ②

中东国家为实现发展振兴进行了不懈的探索ꎬ 进而使其与 “全球南方” 肩负

着共同的历史使命ꎮ
第三ꎬ 公道正义是 “全球南方” 的共同主张ꎬ 中东国家为实现公道正义

广泛参与了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ꎮ “发展中国家” 和

“第三世界” 作为 “全球南方” 的前身ꎬ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逐步发展成为

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ꎬ 特别是亚非会议的召开、 不结盟运动的兴起、
七十七国集团的建立ꎬ 构成了南方国家兴起和发展的重要里程碑ꎬ 并为推动

建立公正、 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中东国家不仅

广泛参与了南方国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集体斗争和国际组织ꎬ 而且

建立和发展了阿拉伯国家联盟、 伊斯兰合作组织、 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地区性

３２

①

②

详尽论述参见王铁铮: «试论现代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ꎬ 载 «西亚非洲» １９９１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４１ ~ ４８ 页ꎻ 刘中民: «挑战与回应: 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２８０ ~ ２８１ 页ꎮ

关于中东国家现代化、 发展道路、 发展规划等问题的论述ꎬ 可参见彭树智主编: «伊斯兰教与

中东现代化进程»ꎬ 西北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７ 年版ꎻ 哈全安著: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版ꎻ 陈万里等著: «二战后中东伊斯兰国家发展道路案例研究»ꎬ 宁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ꎻ
王林聪主编: «中东发展报告 Ｎｏ ２４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２)»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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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功能性的国际组织ꎬ 为维护中东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例如ꎬ 阿富汗、 伊朗、 也门、 沙特、 伊拉克、 叙利亚、 黎巴嫩、 约旦、 土耳

其、 埃及、 苏丹等一批中东国家参加了 １９５５ 年召开的亚非会议ꎬ 积极推动亚

非国家团结反帝、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ꎮ 在 １９６１ 年兴起的不结盟运动中ꎬ 埃

及与南斯拉夫、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加纳一起构成了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ꎬ
埃及开罗还承办了不结盟运动的筹备会议ꎮ 中东国家也是 １９６４ 年成立的七十

七国集团的重要参与者ꎬ 阿尔及利亚还于 １９６７ 年主办了七十七国集团第一次

部长级会议ꎮ①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 １９７３ 年ꎬ 以中东国家为主的石油输出国组

织发起了震撼世界的石油斗争ꎬ 以 “限产、 提价、 禁运” 为主要措施保护中

东国家的经济权益ꎬ 不仅极大地支援了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斗争ꎬ 更对

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造成了强烈冲击ꎮ

三　 中东作为 “全球南方” 重要板块的现实价值

第一ꎬ 中东国家是 “全球南方” 国家中一支独立自主的重要力量ꎮ 近代

以来ꎬ 西方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政治、 经济、 军事

和文化等领域对中东的干预、 控制、 侵略和渗透ꎬ 使得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

体系具有外部强加的典型特征ꎬ 也使中东地区体系具有典型的依附性特点ꎮ②

如前所述ꎬ 中东国家在近代以来为实现独立自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ꎬ 但

始终难以彻底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的外部干涉ꎮ
近年来ꎬ 伴随国际体系内大国力量格局变化ꎬ 域外大国对中东的影响趋

于多元平衡ꎬ 地区国家的自主性上升ꎬ 导致中东地区格局正呈现出值得肯定

的积极变化ꎮ③ 伴随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大国战略竞争并在中东进行战略收

缩ꎬ 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来中东国家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能源格局中的地

位迅速上升ꎬ 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信和战略自主得到了极大提升ꎮ 乌克兰危机

４２

①

②
③

关于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具体情况ꎬ 可参见李琮著: «第三世界论»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版ꎻ 畅征、 陈峰君主编: «第三世界的变革»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７ 年版ꎻ 张雷声著:
«寻求独立、 平等与发展»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版ꎮ

Ｓｅｅ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ꎬ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ｐｐｅｒ Ｔｏｒｃｈｂｏｏｋｓꎬ １９６６ꎬ ｐｐ ２８ －４６
刘中民: «重构中的中东地区格局: 迎来和平发展 “新气象”?»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８ 期ꎬ 第 １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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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ꎬ 在美国发起对俄罗斯谴责、 围堵、 制裁的过程中ꎬ 中东国家的态度尽

管存在较大的差异ꎬ 但基本上采取了相对中立的立场和政策ꎬ① 并未加入美国

制裁和对抗俄罗斯的阵营ꎬ 尤其是土耳其、 沙特、 阿联酋、 以色列等美国盟

国ꎬ 并未简单按照美国要求行事ꎬ 而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进行理性选择ꎬ 甚

至敢于拒绝美国的要求 (如石油限产)ꎬ 这一切都是中东国家战略自主增强的

体现ꎮ 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不仅有利于维护其自身利益ꎬ 更使中东地区构成

了维护全球战略格局稳定的重要 “中间地带”ꎮ
第二ꎬ 中东国家是 “全球南方” 国家中维护地区与全球安全的重要力量ꎮ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采取分而治之、 军事干预、 代理人战争等政策对中东事务

进行干预ꎬ 导致地区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领土边界矛盾、 地缘政治矛盾、
民族宗教纷争异常复杂ꎬ 酿成了层出不穷的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ꎬ 进而使中

东地区体系具有典型的冲突性特征ꎬ 中东地区也成为和平赤字、 安全赤字最

为严重的地区ꎮ
但是ꎬ 当前中东地区形势正在出现可喜的积极变化ꎬ 进而使中东国家在

消除地区冲突、 维护地区和世界安全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ꎮ 近年来ꎬ 伴随美

国的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大国竞争并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ꎬ 中东地区大国在

“阿拉伯剧变” 以来面临发展转型的巨大压力ꎬ 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来美、 俄

的战略博弈重点从中东转向乌克兰ꎬ 促使地区国家纷纷进行战略调整ꎮ 在此

背景下ꎬ 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出现了罕见的 “和解潮”ꎮ② 特别是自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中国、 沙特和伊朗三方发表沙特与伊朗和解的 «北京声明» 后ꎬ 伊朗与

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ꎬ 土耳其与沙特、 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ꎬ
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关系、 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的关系都出现了对话、 缓和

的积极互动ꎬ 进而有利于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发展ꎮ③ 当前沙特、 土耳其等

中东国家已成为斡旋地区和国际冲突的重要角色ꎮ 例如ꎬ 土耳其在斡旋乌

５２

①

②

③

关于中东国家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ꎬ 可参见章远: «俄乌冲突与伊朗维持中东地区均势的对外行

为»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２ ~５７ 页ꎻ 佘纲正: «新型 “中间地带”: 俄乌冲突中的

阿拉伯国家»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５８ ~ ７６ 页ꎻ 杨晨: «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

衡外交: 表现、 动因及影响»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７７ ~ ９４ 页ꎻ 吴诗尧: «以色列

介入俄乌冲突的动机、 举措及影响»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９５ ~１１６ 页ꎮ
参见金良祥: «中东国家新一轮关系缓和探析»ꎬ 载 «国际关系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３７ ~

１５２ 页ꎮ
刘中民: «中国促成沙伊和解ꎬ 推动中东和平发展新潮流»ꎬ 载 «光明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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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危机特别是达成黑海粮食运输协议方面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ꎻ 沙特

在召开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 斡旋苏丹冲突方面的作用引起了国际社会广

泛关注ꎮ
第三ꎬ 中东国家是 “全球南方”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伙伴ꎮ “全球南

方” 国家合作的核心就是要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ꎬ 进一步凝聚促发

展的国际共识ꎬ 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利ꎻ 重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ꎬ 培

育全球发展新动能ꎻ 推动发达国家切实履行援助承诺ꎬ 使发展成果更多惠及

各国人民ꎮ① 在促进发展问题上ꎬ 中东国家不仅有着强烈的发展愿望ꎬ 同时更

是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合作的重要伙伴ꎮ
一方面ꎬ 在经历了长期的艰辛探索和多次挫折之后ꎬ 中东国家纷纷把发

展转型作为国家的战略选择ꎬ 纷纷制定和实施各种发展愿景ꎬ 体现了中东国

家实现发展的迫切愿望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在联合国 «千年宣言» 和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指引下ꎬ 许多中东国家开始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ꎬ 其

目标在于摆脱发展困境ꎬ 破解民生难题ꎬ 巩固政权和统治根基ꎬ 实现经济可

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ꎬ 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发展水平ꎮ② 开拓国际合作渠

道ꎬ 强化对外合作力度ꎬ 推进发展规划的实施ꎬ③ 构成了中东国家实施发展规

划的重要特征ꎬ 这势必促使其积极参与 “全球南方” 发展合作ꎮ
另一方面ꎬ 中东国家已成为金砖国家等 “全球南方” 国家国际发展的合

作重要伙伴ꎮ 当前ꎬ 金砖国家会议已成为 “全球南方” 最具实力和活力的国

际发展合作机制ꎬ 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持续提升ꎬ 对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

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吸引力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ꎬ 已有超过 ４０ 个国家希

望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ꎬ ２０ 多个国家正式提出加入申请ꎬ 其中就包括 ９ 个

中东国家ꎮ 在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南非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ꎬ ２３ 个国家正式申请成

为金砖合作机制正式成员ꎬ 最终峰会决定增加阿根廷、 埃及、 埃塞俄比亚、
伊朗、 沙特、 阿联酋六国为成员国ꎬ 其中埃及、 伊朗、 沙特、 阿联酋四国为

中东国家ꎮ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前首席经济学家纳赛尔赛迪评价说ꎬ 中东国

家面临诸多经济领域的共同挑战ꎬ 其中应对气候变化、 能源转型、 基础设施

发展和摆脱贫困等问题尤为关键ꎬ 特别是多个产油国近年来致力于实现经济

６２

①
②
③

参见 «王毅就加强 “全球南方” 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ꎮ
王林聪主编: «中东发展报告 Ｎｏ ２４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２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１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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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以摆脱对石油收入的依赖ꎬ 加入金砖机制对于这些国家制定符合其国

情的解∗决方案来说大有裨益ꎮ① 中东四国加入无疑将使 “金砖发展成色更足、
分量更重ꎮ” 中东四国人口总和约 ２ ３ 亿ꎬ 进一步提升了金砖在国际上的代表

性和影响力ꎻ 四国已探明石油储量总和约占全球储量的 ３４％ ꎬ 已探明天然气

储量总和约占全球储量的 ２７％ ꎬ 为金砖发展注入强大推动力和续航力ꎻ 四国

国内生产总值总和超过 ２ ２ 万亿美元ꎬ 货物贸易总额约 １ ９ 万亿美元ꎬ 将为

金砖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潜力和空间ꎮ②

此外ꎬ 中东文明的独特性、 多样性也使中东国家成为 “全球南方” 国家

文明互鉴、 交流治国理政经验的重要伙伴ꎮ 由于中东国家长期饱受外部干涉

之苦ꎬ 中东国家更是 “全球南方” 团结一致ꎬ 共商合作ꎬ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的重要伙伴ꎮ
总之ꎬ 中东国家在历史中形成了 “全球南方” 国家追求独立自主、 发展

振兴、 公道正义的共同特征ꎬ 在当前和未来 “全球南方” 国家的合作中ꎬ 中

东国家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板块ꎬ 并对保持全球战略格局稳定ꎬ 维护地区

和全球安全ꎬ 促进全球发展合作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ꎮ 在新一轮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中ꎬ 中东国家必将为扩大 “全球南方” 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ꎬ 维

护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利和共同利益做出更大的贡献ꎮ

　 中国与 “全球南方” 发展合作的趋势与创新∗

徐秀丽

　 　 “全球南方” 概念的兴起本身意味着一种新型国际发展局势的形成ꎬ 即

一方面ꎬ 二战后形成的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对内坚持自主发展的独立

７２

∗

①

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有效分享减贫经验的模式与策略研究”
(２１＆ＺＤ１８０)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十二年来金砖国家首次扩员 　 中东地区何以占据四席?»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ｃｒｉ ｃｎ / ２０２３０８２５ /
ｄａ５ｂｄ５１ｂ － ｆｂｅｂ － ７５２ｄ － ６８３５ － ｅｆ７６１８ｅ７２３ｄ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０３

«中东伙伴为金砖增色»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７５８３２７８３１２８０２７５２２ꎬ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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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不断增强ꎬ 对自身历史、 文化与制度在发展道路形成中的作用强化认识ꎻ
另一方面ꎬ 它们对外主动塑造全球或区域国际发展合作格局的意愿也不断加

强ꎬ 通过区域合作或联合自强不断增强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ꎬ 从而拓展

其全球发展空间ꎮ 此外ꎬ “全球南方” 还体现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地缘政治冲

突背景下努力维系自身相对中立的国际身份再造能力ꎬ 以及追求国际格局多

元化格局的愿景ꎮ 这些都为中国推动 “全球南方” 国家之间的国际发展合作

提供了一个新的智识图景和政治实践背景ꎬ 且推动中国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

合作与全球发展治理的转型ꎮ

一　 传统国际发展共识式微与新型南南合作的兴起

当前ꎬ 尽管 “发展” 仍然是经合组织国家开展全球治理的四大支柱之一ꎬ
但其含义和内涵却发生了诸多变迁ꎮ 从组织架构上看ꎬ 在世界援助大国的英

国ꎬ 较为务实的发展工作也被纳入到外交系统中ꎬ 而经合组织发展援助理事

会也需要更多地与经合组织中的全球关系与合作部相协调ꎬ 这使得发展合作

议程经常受到地缘政治议程的影响ꎬ 出现了发展问题政治化的倾向ꎻ 从资金

流向上看ꎬ 尽管近年来年官方发展援助总经费上扬ꎬ 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外ꎬ
更多地流向了乌克兰危机中的人道主义援助、 防疫抗疫、 自然灾害等短期危

机应对ꎬ 而侧重长期目标的、 关注非洲等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议程却被搁

置ꎬ 从而出现了所谓的发展问题边缘化的倾向ꎻ 从合作机制上看ꎬ 原先由发

达国家主动发起的三方合作机制近年来进展放缓ꎬ 南北发展合作对话机制逐

渐淡出ꎬ 而区域性、 局部性、 南南合作平台与机制加速重组ꎬ 从而出现了发

展动力不足、 发展机制碎片化等倾向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中国等新兴国家坚持高举发展与合作的大旗ꎬ 尽力推动

“全球南方” 国家之间平行的发展经验互鉴与发展合作实践ꎬ 其中最引人注目

的是中国自 ２０１３ 年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ꎬ 以及后续陆续提出的 “全球发

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与 “全球文明倡议” 等国际公共产品ꎬ 均为国际

发展合作注入新动力ꎬ 提供新动能ꎬ 探索新机制、 凝聚新共识ꎮ 这一新型南

南合作的勃兴与二战后传统南南合作相比ꎬ 在如下三方面有所提升: 首先ꎬ
从合作范围看ꎬ 不仅局限于早期零散的经济技术合作ꎬ 而是越来越倾向于平

台的搭建与全球治理机制的重塑ꎮ 例如ꎬ 中国以中非合作论坛创立为起始点ꎬ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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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搭建起了包括中国与非洲、 拉丁美洲、 阿拉伯国家、 东盟、 中东欧、
太平洋岛国等诸多 “１ ＋ Ｎ” 的对话与合作机制ꎬ 并通过政策沟通、 设施联

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等 “五通” 实践ꎬ 不断落实这些机制ꎮ
又如ꎬ ２０２３ 年金砖国家扩容、 非盟成为二十国集团正式成员等ꎬ “全球南方”
国家越来越注重重塑全球发展治理机制ꎬ 它们通过战略、 工作计划、 筹资框

架和机构设置等不断推动新型南南合作的创新ꎮ ２０１９ 年ꎬ 非洲联盟开发计划

署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发表了 “第一份非洲南南合

作报告”ꎬ 被誉为非洲国家对于南南合作的突出贡献①ꎬ 成为非洲国家主动塑

造全球发展治理话语的尝试ꎮ 其次ꎬ 发展合作规模与资金总量有所增加ꎮ
以中国对外援助数量为例ꎬ ２０１３ 年以来的近十年ꎬ 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

展合作的规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６０ 年平均水平的十倍②ꎬ 与此同时ꎬ 援助

在中国发展合作语境中更多是作为一种 “催化剂”ꎬ 带动了更多的经贸合

作ꎬ 这为新型南南合作提供了更多新资源ꎮ 再次ꎬ 新兴国家在自身发展历

程中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发展经验ꎬ 形成了知识盈余ꎬ 从而展开了形式多

样的平行发展经验分享ꎬ 以此不断丰富非洲等区域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和

发展理念的重建ꎮ

二　 “全球南方” 国家自主发展意识愈发强烈

长期以来ꎬ 在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ꎬ “全球南方” 国家对于发展的界定和

发展政策的制定受到北方国家的影响甚至支配ꎬ 自二战以后ꎬ 南北垂直导向

的国际发展体系已经建立起包括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组织机制、 评估标准、 人才培养体系和学科建设体制等ꎬ 具有很强的建制性ꎬ
这些都在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对自身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选择ꎮ
与此同时ꎬ 南方国家之间平行导向的合作机制却相对松散ꎬ 由于缺乏相应的

资金和能力ꎬ 自身对于发展议程的把握也相对有限ꎮ 在此背景下ꎬ 南方国家

尽管自冷战期间开始就具有谋求民族独立的意识ꎬ 但其针对发展的财力、 能

９２

①

②

Ｓ Ｈａｕｇ ＆ Ｃ Ｍ Ｋａｍｗｅｎｇｏ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Ｂｅｙｏｎｄ ‘ Ｓｏｕ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Ｆｒａｍｅ ｗｉｔ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 ３５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２３ꎬ ｐｐ ５４９ － ５６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ꎬ 参见国

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ｄｃａ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１０ / ｃ＿１２１０９７３０８２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１９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力和外部环境影响力却相对有限ꎬ 因而其自身主导的发展计划难以得到有效

执行ꎮ 比如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非洲国家制定了 «拉各斯行动计划»ꎬ 但由于国

家财政资金困顿而难以推行ꎬ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等国际组织所推动的 “结构调整计划” 所取代ꎬ 后者在当时提供了更为

丰富的财力和话语资源ꎮ
但近年来ꎬ 随着中国、 印度、 巴西、 南非、 墨西哥、 印度尼西亚、 土

耳其等新兴经济体的兴起ꎬ “全球南方” 国家在发展理念重建、 发展模式选

择与发展合作方式拓展等方面都获得了新的参考力量ꎻ 同时ꎬ 由于南方国

家之间的平行经验分享路径增多ꎬ 基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经验参考价

值增加ꎬ “全球南方” 国家在坚持自主发展的意识、 路径和制度建设方面都

获得了新的支撑点ꎮ 以非洲为例ꎬ 这种自主意识首先体现在对于自身规划

和发展议程的制定上ꎮ 自 ２０１３ 年开始ꎬ 非盟制定了面向整个非洲大陆未来

５０ 年的 «２０６３ 年议程»ꎬ 该议程以非洲大陆自 １９６３ 年非洲统一组织成立以

来的非洲自身发展战略规划和议程为基础ꎬ 旨在推动实现非洲驱动、 非洲

拥有、 促进非洲国家和大陆层次的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ꎬ 体现了非洲

大陆的总体性努力ꎮ① 在此框架下ꎬ 非洲各国也根据自身国情制定国别经济

社会发展战略ꎬ 如埃塞俄比亚的 «减贫及可持续发展计划»、 布隆迪的

«２０２５ 年愿景»、 乌 干 达 的 « ２０４０ 年 愿 景» 等ꎮ 目 前ꎬ 非 盟 正 在 进 行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第一个十年的评估ꎬ 拟启动第二个十年的具体规划ꎮ 非洲

的自主意识还体现在对于发展规划的执行能力上ꎬ 一方面注重各规划在国

家、 次区域与大陆方面任务的层次性和衔接性ꎬ 另一方面则关注提供发展

金融的支持ꎬ 更加注重国内税收汲取和管理能力ꎬ 并在次区域层面建立了

若干投资开发银行ꎬ 同时推动了非洲贸易保险公司和投资担保公司等机构

的运行ꎮ 在非洲大陆层面ꎬ 旨在以国内资源促进非洲基础设施优先项目融

资的 “非洲 ５０ 年基金” 可能成为非洲发展融资进程的关键里程碑ꎬ 而非盟

批准设立的非洲信用担保机构 (ＡＣＧＡ) 和非洲投资银行是非洲大陆的两个

主要发展融资工具ꎮ② 此外ꎬ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正式启动ꎬ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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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非洲经委会与非盟发展署: «新伙伴关系重振伙伴关系以促进非洲可持续增»ꎬ 载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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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又进一步通过区域内贸易加强了区域间的整合ꎬ 共同探索互利共赢、 共

同发展的时代ꎬ 从而为其自主发展道路提供经济机制保障ꎮ① 尤其重要的是ꎬ
在涉及非洲大陆的共同问题和全球治理相关问题时ꎬ 非洲各国逐渐形成共同

立场ꎬ 整体战略意识正在增强ꎬ 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的规划、 执行与监测评

估本身就是其中一部分ꎮ

三　 “全球南方” 国家对新发展知识的关注不断加强

“全球南方” 的群体性崛起尤其体现在它们对于新发展经验和新发展知识

的诉求上ꎬ 这一诉求试图超越单一的西方现代化路径ꎬ 而在各自文化和体制

基础上寻求符合各国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ꎬ 并构建更加多元、 公正包容的全

球治理新秩序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全球南方” 国家的这一努力能否超越冷战时

期的地缘政治二元对立的关系ꎬ 发展为新型的、 更富包容性的全球发展治理

架构和国际发展合作模式ꎬ 并从根本上拓宽更多元的发展中国家受益机制ꎬ
且能有效应对当前全球共同挑战ꎬ 从根本上则取决于这一集体新努力能否孕

育出新型的国际发展知识体系ꎮ②

当前ꎬ “全球南方” 国家对于发展知识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首

先ꎬ 越来越注重南方知识生产传统和文化脉络ꎮ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以

“全球南方” 视角审视现有的知识生产、 权力和话语建构机制ꎬ 并在此过程中

进一步支持国民理解民族国家建构、 殖民记忆重构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ꎮ③ 近

期ꎬ 无论是印度欲改国名ꎬ 还是非洲国家对于本土民族、 文化传统和非洲精

神的挖掘ꎬ 都是推动自身传统与现代化进行结合的某种尝试和不同表达ꎮ 其

次ꎬ 经合组织、 联合国等区域性、 全球性国际组织也越来越关注将南方的知

识生产传统引入区域性、 全球辩论、 议程和成果ꎮ 例如ꎬ 经合组织关注如何

将援助资源作为一种 “催化剂” 促进发展中国家自身内在的发展动力ꎬ 从而

推动了国际发展体系从援助有效性向发展有效性的转变ꎮ 再比如ꎬ 不管是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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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洲大陆自贸区的框架内容与作用ꎬ 参见朴英姬: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进展、 效应与

推进路径»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９０ ~ １１６ 页ꎮ
徐秀丽、 李小云: «发展知识: 全球秩序形成与重塑中的隐形线索»ꎬ 载 «文化纵横» ２０２０ 年

第 ２ 期ꎬ 第 ９４ ~ １０３ 页ꎮ
张倍瑜: « “全球南方” 视角下的东南亚知识生产: 以新加坡史为重点»ꎬ 载 «南洋问题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９３ ~ １０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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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ꎬ 还是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ꎬ 都越来越注重南南合作实践与知识在

国际发展知识体系构建中的独特作用ꎮ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 «人类发

展报告» 已建立起机制性咨询 “全球南方” 思想库的机制和渠道ꎮ 再次ꎬ
“全球南方” 智库自身的影响力越来越引人注目ꎮ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智库排名ꎬ 近年来自亚非拉的智库数量大幅增长①ꎬ 这些智库网络与私营企业

实体聚集ꎬ 成为促进区域间知识共享的 “倍增器”ꎮ 非洲联盟发展署提出倡

议ꎬ 希望系统动员非洲智库ꎬ 支持成功落实 «２０６３ 年议程»ꎻ 建立非洲常设

小组ꎬ 其中包括非洲和二十国集团国家的智囊团ꎬ 并就关键的全球经济治理

问题展开更多研究和对话②ꎮ ２０２３ 年ꎬ 非盟成为二十国集团成员也从某种程

度上彰显了 “全球南方” 智库的影响力ꎮ

四　 中国引领 “全球南方” 国家坚持发展导向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 同时也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引领方ꎬ 中国

是上述 “全球南方” 合作趋势的积极引导者和深度参与者ꎮ 在上述趋势的影

响下ꎬ 中国及早部署ꎬ 推动自身对外援助体系逐渐向国际发展合作和全球发

展治理转型ꎬ 迄今已有十多年的时间ꎬ 逐渐探索出一条具有特色的新型南南

合作路径ꎮ
首先ꎬ 为积极参与全球发展治理机制的完善和国际发展合作模式的创新ꎬ

中国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加大了对外援助规模、 改善了援助结构ꎬ 并丰富了国

际发展合作的渠道和合作对象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中国对外援助和经合组织发

展援助委员会的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 没有使用统一的衡量标准ꎬ 因此很难

进行两者之间的简单比较ꎮ 但总体来说ꎬ 中国对外援助规模在总国民收入中

所占比重仍然相对较低ꎬ 而且长期以来ꎬ 中国的对外援助结构较为关注大型

基础设施成套项目ꎬ 优惠贷款所占比重较多ꎮ 进入新时代以来ꎬ 这一局面有

所调整ꎬ 在保持成套项目对外援助一定规模和优势的基础上ꎬ 中国逐渐开始

重视 “小而美” 的民心工程ꎬ 并加大赠款比例ꎬ 不断推进 “全球南方”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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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新型团结和平行经验分享ꎮ① 从合作方式和对象看ꎬ 长期以来ꎬ 中国援

助主要以双边为主ꎬ 但近年来越来越关注多边国际组织在其中的作用ꎬ 并加

强与这些组织和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横向联系ꎮ
其次ꎬ 为了尊重 “全球南方” 国家日益增强的自主发展意识、 探索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ꎬ 中国在对外援助指导观念上也创新了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构筑和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ꎬ 更加注重共同发展ꎮ 这体现了中国

传统文化与当代国际发展前沿话语的结合ꎬ 表达了中国在南北发展对话和南

南发展合作方面所秉承的开放思想和包容理念ꎬ 也是中国在经历了过去几

十年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深度互嵌后、 面对日益增加的全球共同挑战和风险

时的明确主张ꎬ 同时凸显了 “全球南方” 国家在此体系中的主动作为和积

极贡献ꎮ
再次ꎬ 从发展知识建设与分享上ꎬ 中国近年来越来越关注自身发展经验

的总结和与世界各国发展知识互鉴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国设立了中国国际扶贫

中心ꎬ 之后又设立了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机制平

台ꎬ 并通过区域国别学、 国际事务、 全球治理与国际发展等新学科、 新专业

的设立ꎬ 加强了对于 “全球南方” 国家自身发展理念和发展实践的知识积累

和人才培养ꎮ
综上ꎬ 新阶段中国基于自身发展经验、 动员更丰富的发展金融资源、 并

不断拓宽发展合作平台等机制ꎬ 从而持续深化 “全球南方” 国家之间新型南

南合作的含义、 理念、 政策与实践ꎬ 而这些转型不仅体现在横向上对于国际

发展合作与南南合作的创新ꎬ 而且在纵向上拓展了 “全球南方” 国家参与全

球发展治理的机制和渠道ꎬ 从而不断助力世界各国对于新型多元发展路径、
发展知识ꎬ 以及共商共建共享全球发展治理新架构的探索ꎮ 但不可忽视的是ꎬ
当前全球发展治理机制仍然为自 １９ 世纪逐步建立起的北南国际发展框架所主

导ꎬ “全球南方” 国家间横向的新型南南合作将受到其自身经济发展能力、 发

展合作机制建设、 发展知识凝聚与实践的多重挑战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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