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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构建一个全球发展公共产品的 “供给—
需求” 研究框架， 探讨全球发展赤字的表现与根源， 以及全球发

展倡议在缓解发展赤字方面的作用。 全球发展赤字主要源于全球发

展公共产品的供需失衡， 表现为霸权国工具化治理实践， 致使发展

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缺位； 发展机制面临有效性危机， 发展公共产品

供给陷入效率困境； 部分国家治理能力缺失， 发展公共产品供给出

现普惠赤字。 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实现全球发展公共产品的再平

衡， 有助于弥合全球发展赤字， 包括引领大国协作重建治理合法

性、 推动机制合作提升治理有效性， 以及强化国家能力提高治理普

惠性。 与此同时， 全球发展倡议在助力区域发展治理方面同样发挥

不可或缺的作用， 特别体现在推动相关地区在器物公共产品、 制度

公共产品和理念公共产品等三类公共产品实现再平衡。 例如， 共建

中拉发展共同体既体现了全球发展倡议的全球意义， 又结合了当地

的发展实际而体现出区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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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发展公共产品供需再平衡的中国方案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

出， 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 安全赤字、 治理赤字加重， 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① 其

中， 发展赤字是触发诸多全球问题的原发性因素， 表现为全球发展总体不充

分、 全球发展空间不平衡、 全球发展动能不充足、 全球发展援助不完善与全

球发展环境不理想。② 为了更为有效应对 “四大赤字” 特别是发展赤字， 习

近平主席多次在重要场合明确提出中国愿意为其他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

和空间， 欢迎其他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 “便车”， 为世界各国提供多元的合作

模式、 丰富的公共产品以及可资参考的发展经验。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习近平主席

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强调，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

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并

提出了包含六项主要原则的全球发展倡议： 一是坚持发展优先， 二是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 三是坚持普惠包容， 四是坚持创新驱动， 五是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六是坚持行动导向。③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习近平主席出席 ２０２２ 年世界经

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题为 “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

界” 的演讲， 深入阐述国际社会团结战胜疫情的正确方向、 推动世界经济稳

定复苏的治本之策、 弥合发展鸿沟的现实路径、 国家之间正确的相处之道。

其中， 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 全球发展倡议是向全世界开放的公共产品。④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 Ｇ２０ 峰会时再次强调， “我提出全球发展倡

议， 就是着眼全球共同发展的长远目标和现实需要， 凝聚促进发展的国际共

识， 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 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进步。”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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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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第 １ 版。

吴志成、 李培东： 《全球发展赤字与中国的治理实践》，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第 ２０ － ４１ 页。

《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 （全文）》， 新华社，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２２ ／ ｃ＿ １１２７８８６７５４. ｈｔｍ.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１］

《习近平出席 ２０２２ 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演讲》， 新华社，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１７ ／ ｃ＿ １１２８２７１６２９. ｈｔｍ.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１］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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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实需求： 公共产品供需失衡

当前， 在大国博弈日益升温、 新冠疫情持续蔓延、 乌克兰危机久拖未决，
以及全球通胀高位运行等因素的叠加作用下， 发展合作领域正处于系统性危

机中。① 发展赤字源于发展领域的治理赤字， 发展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在多

层次与多维度出现严重失衡， 主要表现为霸权国 “工具化” 相关治理实践、
现行国际发展机制陷入合法性与有效性危机。 此外， 发展治理没有触及国内

治理之根源， 部分欠发展经济体乃至发达经济体国家人民的获得感普遍缺失。
（一） 霸权国 “工具化” 治理实践， 发展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缺位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降， 以 “东升西降” 为特征的国际权力转移进程

愈发凸显， 主要表现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澳大利亚智

库洛伊研究所 （Ｌｏｗ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发布的 ２０２０ 年 “亚洲实力指数” 报告显示，
尽管美国的地位持续领先， 但其八项指标中的七项均有所下降。 相较于两年

前 （２０１８ 年） 领先中国 １０ 分的情况， 美国对中国的总体领先程度在 ２０２０ 年

缩小了一半， 这表明美国远非无可争议的单极强国， 随着其霸权的相对衰落，
美国参与发展治理的能力与意愿皆有不足之嫌。②

为了缓解权力转移带来的压力， 并加强与中国的竞争力度， 特朗普政府

与拜登政府均采取了工具化全球治理的策略。 尽管两届政府选择的切入点有

所不同， 但实质上都体现了美国提供公共产品能力与意愿的降低。 特朗普政

府时期， 作为现行秩序霸权国的美国面临无力承担高额治理成本的困境， 大

行 “以退为进” 的对外战略， 以 “退出 ／威胁退出” 政策谋求对国际秩序的

重构， 通过降低美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权力资源消耗， 以期阻碍乃至逆转其

实力相对下降的趋势， 主要表现为退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 和

《巴黎气候协定》， 以及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等。 拜登政府执政以

来， 尽管一改前任 “美国优先” 和 “单边主义” 的政策模式， 却代之以全球

治理 “集团化” “阵营化” 的对外战略， 亦是对全球治理平台工具化使用的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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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ｉｄｏ Ａｓｈｏｆｆ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Ｋｌｉｎｇｅｂｉｅ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 ｉｎ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ａ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Ｇｅｒ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ｄｏ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ｍｅｄｉａ ／ ＤＰ＿ ９. ２０１４.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３］

Ｈｅｒｖｅ Ｌｅｍａｈｉｅｕ ａｎｄ Ａｌｙｓｓａ Ｌｅｎｇ， “Ａｓｉａ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Ｋｅｙ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２０２０”， Ｌｏｗ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ｗｅｒ. ｌｏｗ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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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表现。 拜登政府一方面强调摒弃 “新冷战” 思维， 另一方面却大力推动

建立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治理 “小集团”， 采取 “武器化” 全球治理的策略，
对中国施行战略 “规锁” 与压制， 严重割裂了全球治理的整体力量， 加剧了

大国间的信任赤字。 美国将全球治理 “私物化” 的行为与其现行秩序主导国

的地位严重不符， 不可避免地阻碍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共识的形成， 进一步恶

化治理赤字的状况， 特别是使得发展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缺失的情况， 从而导

致全球治理出现严重的 “供给—需求” 失衡的局面。
（二） 治理机制面临有效性危机， 公共产品供给面临效率困境

国际制度既具有中性功能， 又具有权力的非中性。 二战后， 现行全球发展治

理秩序建立在一系列由部分发达国家主导创设的国际机制之上， 包括联合国、 世

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等。 这些国际机制在全球发展治理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 霸权

国出于权力竞争目的工具化地使用某些治理平台， 加剧了现行国际发展机制的排

他性与非中性特征。 新冠疫情的持续流行、 屡创纪录的全球高通胀和乌克兰危机

的久拖不决等， 进一步削弱了这些国际机制对全球发展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以下简称 “２０３０ 议程”） 是由联合国所有会员

国于 ２０１５ 年一致通过的指导国际和国家发展行动的整体框架， 由 １７ 项可持

续发展目标、 １６９ 项具体目标和 ２３１ 项独特指标构成。 ２０３０ 议程将平等和不

歧视原则作为核心， 承诺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和 “首先尽力帮助落在最

后面的人”。 然而， 在诸多负面客观因素的冲击下， ２０３０ 议程正面临着难以如

期达成的风险。 经合组织发布的 《２０２１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融资展望》 显示，
受新冠疫情影响， ２０３０ 议程充满不确定性， 可持续发展融资面临崩溃的风险，
发展中国家可用资源面临压力。① 即使在新冠疫情暴发前， 英国海外发展研究

所 （ＯＤＩ） 与国际救援委员会 （ＩＲＣ） 联合发布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 脆

弱性、 危机和不让任何人掉队》 报告也表明， 只有 ３５％ 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 的正常轨道上， 而脆弱国家则仅有 １８％
步入了正轨。 这意味着 ２０３０ 议程将大概率无法如期实现， 这样将不仅损害国

际社会的信誉， 并将导致数百万人非必要地死亡。②

—５５—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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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ｏｂａｌ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Ａ Ｎｅｗ Ｗａｙ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 ＯＥＣ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９，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 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ｅ３ｃ３０ａ９ａ － ｅｎ.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４］

Ｅｍｍａ Ｓａｍｍａｎ， Ｐａｕｌａ Ｌｕｃｃｉ， ａｎｄ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Ｈａｇｅｎ － Ｚａｎｋｅｒ， “ＳＤ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Ｆｒａｇｉｌｉｔｙ，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Ｎｏ Ｏｎ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ＯＤＩ ａｎｄ ＩＲＣ，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ｃｄｎ. ｏｄｉ. ｏｒｇ ／ ｍｅｄｉａ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１２４２７. ｐｄｆ.［２０２２ －０９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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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批准了约 ６５００ 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

（ＳＤＲ） 普遍分配方案， 大幅增加了该组织的发展治理的资源供给， 但是， 由

于全球对其储备资金的需求呈现指数级增长， 此次分配依然无法彻底解决储

备资金供需失衡的问题。 ＩＭＦ 表示， 当前全球 ６０％ 的国家面临严重的债务困

境， 其债务负担普遍超过其 ＧＤＰ 的 ５０％ 。① 此外， 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

贸易机制， 世界贸易组织正面临着严峻挑战， 一是谈判协商未能实现规则的

现代化， 争端解决机制事实上倒退回关贸总协定 （ＧＡＴＴ） 时代； 二是贸易政

策监督机制的失效， 中美贸易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在世贸组织规则之外进行管

理。② 处于危机中的世贸组织无法继续有效供给解决贸易争端的公共产品， 将

在较大程度上阻碍世界贸易的增长与全球发展的进程。
（三） 各类国家治理压力加大， 发展公共产品供给面临赤字

近年来， 新冠疫情持续蔓延， 全球发展赤字有增无减， 人类发展指数 ３０
年来首次下降， 世界各国人民普遍缺乏获得感。 为了应对疫情冲击， 世界各

国动用大量公共财政资源与社会资源， 可用于发展治理的资源减少。 这种情

况在欠发达国家中表现非常明显。 发展资源的过度消耗与透支， 对原本缺乏

发展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许多发展治理稍

有起色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甚至因此出现了大量返贫现象。 ２０２１ 年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在罗马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预备会议上表示， ２０２０ 年全球有

８. １１ 亿人面临饥饿， 比 ２０１９ 年增加了 １. ６１ 亿人。③

发展赤字并非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 “专利”， “落后” 和 “被遗

弃” 的故事同样是西方发达国家无法回避的叙事主题。 西方发达国家在不平

衡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国内治理不充分、 收入差距和发展鸿沟不断加剧，
导致国内出现功能信任危机、 制度信任危机与价值信任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

题。④ 皮尤研究中心 ２０１９ 年在美英两国开展了焦点小组讨论， 参与者认为全

球化力量使他们失去方向、 关闭产业， 在经济上蒙受损失。 这些被世界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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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Ｘｉａｏ Ｇｅ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Ｍｏｒｅ Ｕｎｆｉｔ ｔｈａｎ Ｅｖ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 Ａｐｒｉｌ ２９，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 ｏｒｇ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ＴＯ：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ａｄｅ.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ｏｃｌｉｂ ／ ｄｏｃｓ ／ ２０２１ ／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４］

《联合国秘书长敦促共同解决日益严重的饥饿问题》， 联合国，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１０８８６１２.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５］

彭博： 《西方政治失信图鉴》， 载 《环球》，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ｇｌｏｂｅ ／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１８ ／ ｃ＿ １３９９５１２５６. ｈｔｍ.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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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被社会抛弃的故事， 逐渐加剧了相关民众的疏离感和失落感①， 滋生出西方

世界民粹主义兴起的土壤： 美国选民为特朗普及其 “美国优先” 愿景投票，
英国民众在 “夺回控制权” 口号的引领下实现了 “脱欧”， 法国 “国民阵线”
支持率显著上升， 以及德国 “选择党” 的兴起等。

发达国家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意愿下降， 发展公共产品供给愈加不足。
在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的助推下， 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国家主义立场再次回

归， 一种新的危险共识正在这些国家中迅速形成， 即 “是时候去全球化

了”。 这种共识认为， 更好的发展方式应当是严格控制边界、 建立有弹性的

供应链、 在关键技术上追求自给自足， 以及不顾全球贸易规则对竞争对手

施加贸易制裁等。② 这种认知已经并将严重削弱发达国家供给全球公共产品

的能力和意愿， 加剧全球治理赤字， 甚至可能导致全球发展赤字走向积重难

返的地步。

二　 理论意义： 全球公共产品供需再平衡

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有助于实现对发展公共产品供需的再平衡， 为弥合

全球发展赤字提供充分有效的公共产品。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

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即坚持发展优先、 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 坚持普惠包容、 坚持创新驱动、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

行动导向。③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中国外交部发布 《中国联合国合作立场文件》，
阐述了全球发展倡议的核心理念、 出发点和落脚点、 目标、 行动指南等， 全

球发展框架基本形成， 随后， 各类阐释研究报告不断涌现。④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发布 《全球发展报告》， 对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进展与挑战， 当前全球发展面临的时代背景， 全球发展倡议的理念、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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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Ｌａｕｒａ Ｓｉｌｖｅｒ ａｎｄ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Ｓｃｈｕｍａｃｈｅｒ （ｅｄｓ.）， “Ｉｎ Ｕ. Ｓ. ａｎｄ Ｕ. Ｋ，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ｖｅｓ Ｓｏｍ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 ｏｒ ‘ Ｓｗｅｐｔ Ｕｐ’”，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５，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ｇｌｏｂａｌ ／ ２０２０ ／ １０ ／ ０５.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５］

Ｅｄｗａｒｄ Ａｌｄｅｎ， “Ｔｈｅ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Ｎｅｗ Ａｎｔｉ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ｙ ３，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３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ｄ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ｔｒａｄｅ － ｂｏｒｄｅｒｓ ／ ．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６］

《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第 １ 版。

《中国联合国合作立场文件》， 新华网，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２２ ／ ｃ＿ １１２７９８６１３６. ｈｔｍ.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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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和进展， 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等进行了系统阐述。①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 《从关键词读懂 “全球发展倡议” 研究报告》，
全面系统梳理了全球发展倡议的形成脉络、 核心要义和重点领域。② 上述政策

宣示与研究报告为全球发展倡议明确了指导性原则， 提供了全面系统的解读。
具体而言， 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培育大国共识， 做大发展蛋糕

大国是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力量， 对全球治理的推进与完善具有关

键作用， 正所谓 “大国合， 则全球治理兴； 大国分， 则全球治理衰”。 在霸

权国通过治理秩序的 “集团化” 分裂全球治理的整体力量、 西方发达国家

提供公共产品意愿日趋下降之际， 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

重要公共产品， 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负责任大国的责任担当， 呼吁弥合大

国间的信任赤字， 共同提供全球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 缓解全球发展领域

的治理赤字。
作为知识型全球公共产品③， 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塑造大国在全球治理与

国际发展领域的共识。 全球发展倡议将坚持发展优先作为该倡议的首要内涵，
呼吁世界主要经济体肩负起人类发展的使命和责任， 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将

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 加强政策协调， 保持连续性、 稳定

性、 可持续， 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针对推动世界经济

实现复苏的问题， 全球发展倡议为加强大国合作提出了一条兼具必要性和

可行性的方案， 即 “主要经济体要树立共同体意识， 强化系统观念， 加强

政策信息透明和共享”， 并通过弘扬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的理念， 强调

主要发达国家应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 把控好本国政策的负面外溢效应，
避免给发展中国家造成更加严重的冲击。④ 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以各国利益

的最大公约数对冲某些大国高度看重的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相对收益思想，
即通过积极对接反映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利益的联合国 ２０３０ 议程， 淡化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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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全球发展报告》，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ｈｔｔｐ： ／ ／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ｃｈｉｎａ － ｃｏｎｓｕｌａｔｅ. ｇｏｖ.
ｃｎ ／ ｚｇｙｗ ／ ２０２２０６.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７］

《从关键词读懂 “全球发展倡议” 研究报告》，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ｈｔｔｐ： ／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ｃｈｉｎａ. ｃｎ ／ ｅｎ ／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７］

Ｊｏｓｅｐｈ Ｅ.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 ｉｎ Ｉｎｇｅ Ｋａｕｌ， Ｉｓａｂｅｌｌｅ Ｇｒｕ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Ｍａｒｃ
Ｓｔｅｒ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习近平： 《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０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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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问题上的分歧， 进一步推动大国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全球发展倡议

坚持行动导向。 有学者认为， 通过科学识别和推动 ２０３０ 年议程中政治色彩

较低领域的合作， 化解狭隘的现实主义逻辑， 推动大国以合作冲破隔阂与

藩篱。①

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创新驱动， 强调要缓解当下大国间的信任赤字和日益

激烈的零和技术竞争， 为大国合作创造增量空间， 推动大国关系朝着正向竞

合的方向发展。 不同于霸权国热衷于搞排他性 “小圈子”、 大力施行 “小院高

墙” 政策等行为， 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致力于打造开放、 公平、 公正、 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 挖掘疫后经济增长

的新动能。 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各国通过国际合作，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 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谋求高质量的共

同发展与进步。 与发达国家遵循 “此消彼长” 的零和博弈逻辑、 竭力争夺有

限的存量发展资源的基本逻辑不同， 全球发展倡议更加重视各国共享知识资

源与技术进步红利， 加强合作科研、 共同开发， 为实现全球均衡发展提供新

动能， 通过把发展的蛋糕做大， 携手各国共同实现跨越发展。
（二） 推动多边合作进程， 破解发展治理效率困境

全球发展倡议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重视中国与联合国发展机构的合作，
依托或对接现有各类发展机制和平台。 全球发展倡议坚持行动导向的原则，
明确了与国际社会加强在减贫、 粮食安全、 抗疫和疫苗、 发展筹资、 气候变

化和绿色发展、 工业化、 数字经济以及互联互通等一系列重点领域的合作。
在国际制度竞争加剧、 全球治理赤字加剧的大背景下， 全球发展倡议为提振

国际发展领域的制度对接与机制合作提供了 “桥梁与枢纽”。
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推动多边

发展合作进程协同增效。 全球发展倡议重视与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在目标、 原则、 实施路径上进行多维度的对接。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中国宣布 “全
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将为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采取七大方面的举措： 发布全球

发展倡议项目库首批项目清单， 推进 “促进粮食生产专项行动”， 推进 “全球

清洁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推进 “智慧海关、 智能边境、 智享联通” 合作， 发

起成立世界数字教育联盟， 同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启动制定 “以竹代塑全球行

—９５—

① 赵若祯、 张贵洪： 《全球发展倡议对接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内涵、 动力与路径》， 载

《湖北社会科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９ － 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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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计划”， 以及宣布 “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 １ 号” 数据面向全球开放共享。①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成员已逾 ６０ 国， 通过创设全

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 中国将加大对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投入，
并逐步制定务实合作清单， 设立开放式项目库， 明确倡议推进路线图， 以期

同 １００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推进这一倡议， 为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提供新助力。②

此外， 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也将成为实现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抓手。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一带一路” 倡议的 “五通” 政策与 ２０３０ 议程

的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有着内在联系， 其所产生的利润有助于帮助缩小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巨大资金缺口。③ 当下， 全球发展倡议已经得到了包括东

盟、 太平洋岛国、 非洲国家、 拉美和加勒比共同体以及中亚五国等的大力支

持， 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联合声明与宣言， 初步建立了与这些地区发展战略

和区域机制的对接。
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推动现行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改革， 为实现全球发展

治理的蓝图目标提供新动能。 一方面， 作为负责任大国， 中国一直坚持对既

有发展机制中不合理的部分进行改革， 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发

言权和代表性， 进而增强这些现行机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例如， 在中国与

新兴国家合力推动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在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２ 年分别通过

了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份额改革方案 （投票权） 和特别提款权 （ＳＤＲ） 定值

审查。 另一方面， 中国不断探索与创设全球发展融资新机制， 这是对全球发展

治理体系完善的又一贡献。 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 丝

路基金、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亚洲地区乃至世界

范围内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 逐渐成为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抓手之一。
（三） 治理能力提升的智力支持， 确保公共产品惠及全体人民

全球发展倡议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提供智力支持。 在

全球发展倡议理念的指引下， 中国为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了谋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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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毅宣布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七大行动》， 外交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 ６７４９７９ ／ ｄｎｚｔ＿ ６７４９８１ ／ ｑｔｚｔ.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０６］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第 ２ 版。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一带一路” 倡议可以帮助缩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巨大资金缺

口》， 联合国，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１０３３１９１.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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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可供参考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有助于缓解其内部治理产品供需失衡的

状态， 推动这些国家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 例如， 传递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 分享贫困治理的成功经验等， 都是为发展中国家提升发展治理能力分

享观念或曰知识公共产品。
全球发展倡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 保护和促进人权， 不断增强民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和安全感， 实现人的

全面发展。 在该理念指导下， 中国坚持认为 “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
为此， 中国加大减贫力度， 帮助脆弱国家提升减贫能力； 促进可持续农业发

展， 提高部分国家的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安全水平； 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基

层医疗设施条件， 加强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等。 通过这些举措， 中

国致力于让 “人类是一个整体、 地球是一个家园” 的共识逐步深入人心， 为

全球发展描绘了充满希望的愿景， 即 “让发展成果为民所享， 在发展的道路

上， 一个国家都不能少”。
坚持普惠包容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目标的主要路径， 中国关注发展

中国家特殊需求， 通过缓债、 发展援助等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困难特

别大的脆弱国家， 着力解决国家间内部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 全球发

展倡议旨在整合有助于实现全球普惠性发展的各方力量， 坚持尽己所能为发

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提供国际发展资源。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中国向中国—联合

国粮农组织第三期南南合作信托基金提供 ５０００ 万美元， 旨在为减贫与粮食安

全等国际发展领域提供增量资源。 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

其经济带来的冲击，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中国已向 １２０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

供约 ２２ 亿剂新冠肺炎疫苗， 有助于缓解这些国家在抗击疫情上的资源压力，
从而使其将有限资源投入到经济发展和建设之中。 面对大变局， 任何国家都

不能独善其身， 必须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三　 助力区域发展治理： 以共建 “中国—拉美” 发展共同体为例

全球发展倡议落地拉美地区， 具体表现为双方共同构建 “中国—拉美”
发展共同体的一系列努力。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

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以视频方式成功举行。 习近平主席向会议发表视频致

辞， 为推进新时代中拉关系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主席指出， “当今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中拉都面临着推动疫后复苏、 实现人民幸福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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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新课题。 欢迎拉方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 同中方一道， 共克时艰、 共创

机遇， 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双方发布了 《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

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年）》 合作文件， 明确了 “政治与安

全合作” “经济务实合作” “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 “社会人文合作” “可持续

发展” 以及 “国际事务与次区域、 区域间合作” 等六大重点合作领域。 拉美

和加勒比国家欢迎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认为这是继 “一带一路” 倡议

后， 中方提出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 将为包括拉美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带来新机遇。① 具体而言， 全球发展倡议将从器物、
制度与理念三个维度帮助拉美地区实现发展公共产品的供需再平衡， 为共建

“中国—拉美” 发展共同体提供强劲动力。
（一） 器物公共产品的再平衡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 乌克兰危机和供应链中断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世界经济复苏遇到了巨大阻碍， 使得拉美地区面临严重的器物公共产品失衡

问题。 ２０２２ 年年初以来，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不顾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

家的利益， 频繁加息以应对国内的高通胀， 导致拉美主要经济体本币汇率

下跌， 进口成本不断攀升， 输入性通胀日益严重。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阿根廷央

行将基准利率提高至 ６９. ５％ ， 该国 ７ 月份的通胀率达到 ７. ４％ ， 创 ２０ 年来

新高； 墨西哥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的年化通胀率也超过了 ８％ ， 为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最

高值。 此外， 巴西、 哥伦比亚、 秘鲁和智利等拉美国家也都出现了较为严

重的通胀情况。
拉美各国经济结构高度外向， 严重依赖大宗商品出口， 极易受到全球市

场价格波动的冲击。 本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加大了拉美国家爆发债务危机的可

能性。 最近许多分析纷纷关注， 拉美部分国家 （特别是小微型发展中国家）
是否可能成为继斯里兰卡之后倒掉的第二块多米诺骨牌。②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秘鲁美元债券已经成为仅次于斯里兰卡的全球表现第二差的债券， 年内跌幅

已超过 １０％ 。 阿根廷、 哥伦比亚、 乌拉圭和厄瓜多尔等国的外债负债率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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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拉共谋发展、 共创未来的一次盛会》， 外交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ｊｂｘｗ＿ ６７３０１９ ／ ２０２１１２ ／ ｔ２０２１１２０４＿ １０４６２４１２.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５］

严若玮、 步少华： 《斯里兰卡之后， 拉美会是世界债务危机的第二块多米诺骨牌吗？》， 中国

国际问题研究院，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ｃｉｉｓ. ｏｒｇ. ｃｎ ／ ｓｓｐｌ ／ ２０２２０５ ／ ｔ２０２２０５３０＿ ８５５８. ｈｔｍｌ； Ｌａｒｒｙ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ｏｍｉｎｏ ｔｏ Ｆａ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ｂｔ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Ｍａｙ ９，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２ ／ ｍａｙ ／ ０９.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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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５０％ ， 远远高于 ２０％的国际安全线水平。 拉美国家正面临重蹈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失去的十年” 覆辙的风险。①

与某些发达国家通过 “转嫁” 矛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提出的全球

发展倡议寻求真正实现所有国家的共同发展， 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

场国家的发展诉求。
基础设施投融资是中国为构建中拉发展共同体提供的一个关键的器物公

共产品， 有助于实现拉美地区基础设施供需的再平衡。 拉美地区长期面临

“基建赤字”， 各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处于较低水平， 严重阻碍了地区的经济

与社会发展。 近年来， 随着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持续深入， 拉美已经

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 该地区的中资企业已经超过 ２７００ 家。 在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５ 年时间里， 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多达 １３８
个， 投资总额超过 ９４０ 亿美元， 为地区国家带来了总共约 ６０ 万个就业岗位。
新冠疫情暴发后的第二年， 西方国家的公司已经开始撤出拉美地区， 而同一

年中国在该地区的并购交易额达 ５９ 亿美元， 新 “绿地” 投资总额为 ６. ４６ 亿

美元， 为缓解拉美的债务负担注入了一剂 “强心针”。② 中国已经多次向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二十国集团提议， 要求扩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范

围， 旨在使众多承受债务负担的国家 （包括拉美国家） 能够获得及时援助，
这意味中国正尝试在解决拉美地区债务负担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 塑造积极贸易关系是中国为构建中拉发展共同体提供的又一个

重要的器物公共产品。 中拉贸易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依然展现出较强的韧

性与潜力。 ２０２１ 年， 中国与拉美地区贸易总额突破 ４５００ 亿美元， 较 ２０２０ 年增

长 ４１. １％， 占参与了 “一带一路” 倡议的国家对华贸易总额的 １ ／ ４。 其中， 拉

美对华出口 ２２２５. ８２ 亿美元， 中国对拉美出口约 ２２９０. ０９ 亿美元， 双边进出口额

基本持平， 中拉贸易结构展现出较强的平衡性。③ 除贸易总额增幅大和贸易结构

平衡性强之外， 中拉贸易同样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特征。 例如， 产自拉美地区的

柑橘、 蓝莓等水果深受中国消费者的青睐， 而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手机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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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输入性通胀困扰拉美经济》， 新华网，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０ ／ ｃ＿ １１２８９９２７４６. ｈｔｍ.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６］

《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公报》 （２０２２ 年版），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

（ＧＤＰ 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５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ｕ. ｅｄｕ ／ ｇｄｐ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２２ ／ ０３.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６］
《２０２１ 年： 中拉贸易创新高 市场互补促共赢》， 新华网，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２４ ／ ｃ＿ １１２８２９４６８３. ｈｔｍ.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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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等在拉美各国的市场中也占较大份额。 此外， 在通信、 物流和大数据等技

术的支持下， 中拉在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等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已经开始给众

多拉美中小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并将具有愈发宽广的发展空间。
（二） 制度公共产品的再平衡

近年来， 美国工具化地塑造或使用拉美区域治理机制的做法不断削弱拉

美地区合作的制度合法性， 使该地区面临愈发严峻的制度公共产品失衡问题。
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 美国频繁利用 “退出 ／威胁退出” 策略改变地区合作

机制， 以服务其自身利益及全球战略而非地区人民的福祉。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在美国强力推动下， 《美墨加协定》 （ＵＳＭＣＡ） 正式生效并

取代了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ＮＡＦＴＡ）， 该协定在内外两个方面均体现了美

国工具化地区机制的意图。 一方面， 美墨加协定对内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
美国通过 “极限施压” 方式主导该协定的签订， 进一步提高了原产地规则、
知识产权、 劳工和环境等方面的标准， 并冠之以 “２１ 世纪最高标准的贸易协

定”。 然而， 生效两年以来， 该协定风波不断。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加墨两国作为投

诉方计划联合反对美国对协定中汽车原产地规则的解释， 称美国在电动汽车

方面的保护主义会损害加墨两国相关产业的利益①， 正如墨西哥前高级谈判代

表质疑该协定 “给了美国一个征收关税和关闭市场的工具”②。 另一方面， 该

协定对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破坏成员国与域外相关国

家的经贸合作关系。 这种排他性特别表现在， 协定第 ３２ 章中引入了 “毒丸条

款”， 规定若美墨加三国中任一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则其

他协议伙伴有权在 ６ 个月后退出该协定， 并代之以新的双边协议。 外界普遍

认为 “毒丸条款” 指向中国的意图较为明显， 也是美国不顾贸易伙伴利益、
使区域贸易协定从属于中美大国博弈的典型案例。③

与美国将本国利益凌驾于拉美地区经济发展利益之上的做法不同， 中国

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的原则， 重视拉美国家的发展诉求， 特别

强调将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与地区各国发展战略以及区域合作机制进行对接，
积极为实现拉美地区发展提供制度公共产品。 例如，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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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墨加携手对美国霸王条款说 “不”》， 人民日报海外版，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２ ／ ０２２４ ／ ｃ１００２ － ３２３５８５７５.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６］

《详解新版美加墨协定 （ＵＳＭＣＡ）： 加强劳工执法引发争议， 墨西哥各界反应强烈》， ２１ 世纪

经济报道，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ｍ. ２１ｊｉｎｇｊ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９１２１２ ／ ｈｅｒａｌｄ.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６］
刘卫平： 《大国竞合下的美墨加协定》， 载 《人民论坛》，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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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得到了拉美地区国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中拉 “一带一路” 合作机

制化水平不断提升。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习近平在首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上强调， 拉美是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 并表示愿同拉方加强

合作， 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实现发展战略对接， 促进共同发展。 巴拿马是

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谅解备忘录的拉美国家， 随后， 智

利、 秘鲁、 厄瓜多尔、 苏里南、 圭亚那、 玻利维亚、 乌拉圭、 尼加拉瓜以及

阿根廷等国都与中国签署了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 其中， 地区大国阿根廷

的加入为拉美其他主要经济体提供了积极样板。 此外， 由阿根廷、 乌拉圭、
巴西和巴拉圭四国组成并覆盖 ３ 亿人口的南方共同市场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在北京

成立南共市商会中国代表处， 致力于促进各成员国与中国在基础设施、 物流

运输和经贸投资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与此同时， 中国倡议创建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兴国际制度，

为拉美各国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制度合作平台。 以亚投行为例， 自 ２０１４ 年成

立以来， 该国际组织已经吸收了诸多亚洲以外国家， 其中包括巴西、 阿根廷、
智利、 秘鲁等拉美主要经济体。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亚投行批准了首个面向拉美地

区 （厄瓜多尔） 的 ５０００ 万美元融资， 目的是缓解该国中小微企业 （ＭＳＭＥ）
因疫情和经济危机造成的流动性限制。 这笔贷款不仅吸引了阿根廷、 巴西、
智利、 乌拉圭等拉美地区成员国， 也引起了尚未加入该组织的拉美国家的广

泛兴趣， 例如玻利维亚、 秘鲁和委内瑞拉。 在 ２０２１ 年召开的中国—拉共体论

坛第三届部长会议上， 与会国共同制定了 《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

作共同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年）》， 特别强调各国应加强在亚投行和金砖国

家新开发银行框架下的合作， 为加快地区发展提供更多的制度性动能。
（三） 理念公共产品的再平衡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 “门罗主义” 外交思想死灰复燃。 美国前国家安

全顾问约翰·博尔顿 （Ｊｏｈｎ Ｂｏｌｔｏｎ） 在 ２０１９ 年发表评论称 “门罗主义依然存

在， 而且生机勃勃”①， 这反映了美国许多人坚信其对拉美 “后院” 仍然具有

绝对领导甚至主宰的权利。 在这种背景下， 美国大行以单边主义和 “美国优

先” 理念为指导的对拉政策， 导致该地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发展理念公共产

品失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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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Ｄａｖｉｓ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Ｊｏｈｎ Ｂｏｌｔｏｎ Ｒｅａｆｆｉｒｍ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ｎｒｏ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Ａｐｒｉｌ １７，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ｃｏｍ ／ ２０１９ ／ ０４.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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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美国未对拉美各国具有差异性的发展背景给予充分的承认与尊重。
长期以来， 美国较少诚心去理解墨西哥、 加勒比国家、 哥伦比亚和巴西等不

同国家之间存在的深刻差异， 而往往采用简单二元叙事描绘该地区的政治经

济发展， 忽视该地区的复杂性。 其次， 美国仍然试图以其主观意识决定西半

球的优先事项， 对拉美国家指手画脚， 而非与之进行平等对话。 出于区域霸

权的思考逻辑， 美国习惯性忽视拉美各国对本国、 本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的想

法， 不愿倾听地区国家领导人与人民的声音。 美国前驻秘鲁、 哥伦比亚和巴

西大使麦金利指出， 拜登在上台执政的第一年内没有与巴西和哥伦比亚等拉

美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进行接触， 从而错失了彼此在面临共同挑战上建立共

同立场的有利时机。① 最后， 美国对拉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愈发浓烈， 在该地

区大行意识形态分裂之举。 美国试图将其全球维度的地缘政治关切转移到地

区维度， 特别要求拉美各国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美国将古巴、
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等排除在第九届美洲峰会之外的做法遭到了多个国家的

批评， 拉美多国与中国加强经济联系的合理诉求与务实态度却被美国视为对

地区安全的重大威胁。②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做法在拉美遭到普遍抵制， 例

如以巴西、 阿根廷、 墨西哥等为代表的地区主要国家在乌克兰危机期间拒绝

跟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中国的全球发展倡议为拉美地区发展提供了亟需的发展理念公共产品。

首先， 全球发展倡议坚持普惠包容的原则， 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 有

助于中拉发展合作遵循 “因地制宜” 的方针， 充分考量地区的复杂性以及各

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差异性， 着力解决地区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和不

充分的问题。 其次， 全球发展倡议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践行共商共建共享

的全球治理观。 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 中国致力于加强与拉美主要经济体

的对话沟通和政策协调， 构建平等均衡的中拉发展伙伴关系， 推动中国与拉

美各国多边发展合作进程协同增效。 最后， 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和以

人民为中心的原则， 不以意识形态作为选择发展伙伴的标尺， 不附加政治条

件， 不寻求建立排他性的小圈子， 不将大国博弈凌驾于地区发展之上。 更重

要的是， 在新冠疫情持续流行和全球经济不断下行的情况下， 全球发展倡议

坚持行动导向的理念， 与某些发达国家不负责任的具有负面溢出效应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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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ｃｋｉｎｌｅｙ，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Ｒｅｓｅｔｔｉｎｇ Ｕ. 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Ｍａｙ ２５，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ｉｐ.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２ ／ ０５.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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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习近平主席宣布在三年内提供 ３０ 亿美

元国际援助， 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①

四　 结论

当前， 疫情反复、 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等多重危机叠加冲击， 全球治理

面临严峻的 “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 安全赤字、 治理赤字”。 其中， 发展赤字

是引发诸多全球性问题的原发性因素， 因此发展也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 实

现全球治理均衡的金钥匙。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 霸权国工具化地使

用治理平台， 发展机制面临有效性危机， 加上部分国家治理压力加大等， 是

导致全球发展赤字的主要成因。 习近平主席强调， 可持续发展是各方的最大

利益契合点和最佳合作切入点， 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 “金钥匙”， 是铲除

“四大赤字” 根源的根本所在。② 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以发展合作为切入点， 破

解当下的诸多难题。 然而， 由于各类主客观因素的叠加影响， 发展领域内的

赤字程度近年来有增无减。 当下而言， 在全球和区域层面有效筹集发展公共

产品， 皆亟须培育大国共识、 加强多边合作与提升治理能力。
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坚持 “发展优先” “以人民为中心” “普惠包

容” “创新驱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和 “行动导向” 等六大原则。 倡议提

出以来， 取得了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 收获了诸多重要成果。 就其全球意义

而言， 全球发展倡议以引领大国协作重建治理合法性、 推动机制合作提升治

理有效性、 强化国家能力提高治理普惠性为主要发力点， 加强南南合作， 推

进南北合作，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汇聚所有国家合力， 着力弥合全球发展

鸿沟， 构建更加均衡有效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 就其区域意义而言， 全球发展

倡议通过推动不同地区在器物公共产品、 制度公共产品和理念公共产品等方面

实现再平衡， 为区域发展治理提供强劲动力。 共建中拉发展共同体正是全球发

展倡议的全球意义与区域意义交汇之典范， 为世界和拉美提供了持久有效的发

展动力， 为世界其他地区有效应对全球发展赤字发挥了牵引和示范效应。
（责任编辑　 史沛然）

—７６—

①

②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讲话》， 新华社，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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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的致辞 （全文）》， 新华社，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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