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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全球南方”政策的调整
———基于地区间主义视角的分析∗

顾　 苏

　 　 内容提要: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ꎬ欧盟逐渐加大对“全球南方”的关注ꎬ将其视为构

建“基于规则的”多极世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ꎮ 欧盟不断调整其对外政策ꎬ持续在战

略上谋求与“全球南方”这一地区关系的深化ꎬ力图巩固自身作为全球行为体的地位ꎮ 作

为欧盟外交关系的一种特定模式以及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ꎬ地区间主义为理解欧

盟“全球南方”政策的变化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ꎮ 欧盟通过重新校准定位、突出经济合

作、强化安全协作、加强盟友协调等方式加速调整“全球南方”布局ꎮ 欧盟政策调整的动

因包括平衡大国影响力ꎬ推动经济“去风险”以及应对“全球南方”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

背景下的加速觉醒ꎮ 欧盟“全球南方”政策的调整充分体现了地区间主义的三个核心功

能ꎬ即平衡、制度性协调与身份认同构建ꎮ 尽管欧盟已表现出强烈的政策调整意图ꎬ其策

略日益复杂化ꎬ但相关政策的全面落实仍面临诸多挑战和阻力ꎮ 未来ꎬ欧盟将继续调整

和细化其“全球南方”政策ꎬ以更好地服务于其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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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ꎬ百年变局加速演进ꎬ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ꎬ美国单极霸权衰落趋势明

显ꎬ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突显欧洲安全和战略困境ꎬ欧盟高度关注世界秩序的变化及其

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ꎬ主动适应并积极塑造以中美竞争为主轴的世界多极格局ꎮ① 近

年来ꎬ包括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大洋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

家ꎬ以及 ７７ 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组织的“全球南方”(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努力争取地区和全球影响力ꎬ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ꎮ 尤其在过去的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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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全球南方”概念日益成为国际舆论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ꎬ①在各类学术出版物中

出现的频率呈指数级增长ꎮ② 欧盟及主要成员国逐渐认识到ꎬ“全球南方”已成为世界

舞台上不可忽视的群体性力量ꎬ因而加大了对“全球南方”的关注ꎮ

欧洲对“全球南方”的认知早已超越了地理概念ꎬ也不再局限于“第三世界”或“发

展中国家”ꎮ 然而ꎬ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ꎬ对“全球南方”尚未有明确的界定ꎮ 有批评

者认为ꎬ“全球南方”概念有标签化倾向ꎬ这一“标签”涵盖了政治和经济制度、历史及

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ꎬ以同质性掩盖多样性ꎬ容易忽视不同国家间迥异的利益诉求和

优先事项ꎮ 即便如此ꎬ这一概念的不可替代性及合理性在于ꎬ“全球南方”所包含的国

家和地区具有一些共同特征ꎮ③ 如果将“全球南方”这一术语拆分开来理解ꎬ“全球”

是“南方”的限定词ꎬ其一方面强调相关国家间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日益紧密联系的

过程ꎬ④另一方面则将“北方”与“南方”、富裕与贫穷、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等问题置于全球化背景中考量ꎬ进一步突出了不平等现象的全球性ꎮ 这一

概念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在南北对话语境中被使用ꎬ体现出全球对不平等现象的持续

关注ꎬ反映了南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逐步扩大ꎬ标志着人们的关注点从发展

或文化差异向地缘政治权力关系的转变ꎮ⑤

欧洲政界和学界对“全球南方”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ꎬ从国家实力角度出

发ꎬ将“全球南方”视为“在政治、经济或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ꎬ根据量化指标

衡量其社会发展水平ꎬ⑥强调“全球南方”与政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之间的差

异ꎮ 第二ꎬ从全球权力结构角度出发ꎬ将“全球南方”视为抵抗“北方”作为全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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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霸权的空间和载体ꎬ赋予其反思和批判西方霸权和资本主义的意涵ꎮ① 这种理解

与反殖民主义和批判主义思潮密切相关ꎬ这里的“北方”超越了以国家实体为基础的

意涵ꎬ而“南方”则代表了在历史上经历过殖民主义和剥削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和

“第三世界”ꎬ及其反抗帝国主义殖民和霸权的政治实践ꎮ② 第三ꎬ从国际秩序角度出

发ꎬ将“全球南方”理解为一系列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跨地区联盟以及由不同国家

组成的集团ꎬ这些组织积极参与国际谈判ꎬ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坚持自己的全球治理

观点ꎬ共同表达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满ꎬ挑战“北方”国家的结构性特权ꎮ③

综合上述视角ꎬ本文认为ꎬ欧盟及其成员国主要从全球地缘政治和国际秩序角度

来认知“全球南方”ꎬ将其视为一个边界不断变化且处于形塑发展的地区ꎮ④ 该地区包

含不同的国家及地区组织、奉行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战略ꎬ并作为一个潜在的行为主

体在国际社会共同要求获得公平的话语权和权力份额ꎮ 欧盟与“全球南方”的合作由

来已久ꎬ主要集中在贸易投资和发展援助领域ꎬ⑤然而ꎬ俄乌冲突暴露了二者的隔阂ꎬ

“全球南方”甚至成为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态度国家的总称ꎬ这些国家并不愿意为

欧美所谓的“普世价值”及地缘政治目标牺牲自身的利益ꎬ促使欧盟反思其“全球南

方”政策的缺陷ꎮ⑥ “全球南方”作为欧盟实施外交政策四项基本原则———扩大、稳定、

双边主义和地区间主义中“地区间主义”原则的主要对象国ꎬ⑦在国际秩序调整重塑中

处于“上升地带”ꎬ是欧盟构建基于规则的多极世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ꎮ 欧盟能

否作为未来一极发挥影响力ꎬ取决于其能否同其他权力中心构建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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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关系ꎮ 俄乌冲突以来ꎬ欧盟及其成员国不断调整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关系ꎬ以巩固

并加强欧盟作为全球行为体的地位ꎬ积极适应并塑造世界多极格局ꎮ

欧盟的“全球南方”政策①并非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政策的简单

汇总ꎬ而是源于其针对特定地区ꎬ尤其是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太平洋岛国等前

殖民地的政策ꎮ 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初ꎬ欧共体通过«联系国协定»确立了西欧国家与

非加太国家的特殊经贸与政治联系ꎬ包括单边优惠贸易和发展援助等措施ꎬ以延续殖

民时期的关系ꎮ 随着冷战结束ꎬ西欧将部分针对非加太地区的政策扩展至其他发展中

国家ꎬ主要包括附带政治条件及价值观的发展援助政策ꎮ 同时ꎬ欧盟尝试改变曾经的

非对称性援助关系ꎬ推动与非加太地区国家建立平等伙伴关系ꎮ 欧盟的南方政策逐渐

从针对特定地区转变为“全球南方”政策ꎬ以更好适应新的国际形势ꎮ② 因此ꎬ可以将

欧盟的“全球南方”政策理解为其持续在战略上谋求与“全球南方”这一地区的关系ꎬ

开展地区间互动与交流ꎬ巩固其作为全球行为体的属性并对外部国际环境产生影

响ꎮ③ 从这个意义而言ꎬ地区间主义作为欧盟外交关系的一种特定模式及其实现全球

战略的重要工具ꎬ④为理解欧盟的“全球南方”政策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ꎮ 地区间主义

作为欧盟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其政策领域与欧盟的三大外交政策关系密切ꎬ均

涵盖贸易与经济合作、国际发展合作及外交与安全政策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从理论层面

看ꎬ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兴起的地区间主义理论仍在发展过程中ꎬ且不断受到来自现实

层面的挑战ꎮ⑤ 特别是在欧盟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及其作为一体化典范的重要性逐渐

下降的背景下ꎬ之前的分析框架已不再完全适用ꎻ从实践层面看ꎬ“全球南方”涵盖范

围广泛ꎬ欧盟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关系复杂多样ꎬ包括集团组织间的制度性安排和双

边层面的协议与谈判等ꎮ 因此ꎬ本文结合该理论视角的最新发展方向ꎬ尝试为理解欧

盟的“全球南方”政策搭建合适的分析框架ꎬ探讨其动因、考察其实践ꎬ并分析其政策

走向及战略意义ꎬ以期为理解欧盟与“全球南方”关系以及思考中欧关系的未来提供

新的视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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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值得注意的是ꎬ尽管中国是“全球南方”的一员ꎬ欧盟与“全球南方”关系不包括欧盟与中国的关系ꎮ 参
见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上海欧洲学会:«欧盟的大国和地区政策(２０２３)»ꎬ总第 ３ 期ꎬ２０２４ 年 ４ 月ꎬ第 ４
页ꎮ

简军波:«陷入矛盾与挑战的欧洲全球南方政策:从法国从尼日尔撤军说起»ꎬ澎湃新闻ꎬ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ꎬｈｔｔｐｓ: / / ｍ.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２４８６４４６３? ｃｏｍｍＴａｇ＝ ｔｒｕｅꎮ

郑春荣、王晓彤:«地区间主义视角下欧盟印太战略的功能目标及其限度»ꎬ载«南亚研究»ꎬ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ꎬ第 ２ 页ꎮ

同上ꎮ
Ａｎｄｒéａｓ Ｌｉｔｓｅｇåｒｄ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ｋ Ｍａｔｔｈｅｉｓꎬ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Ｂｅｙｏｎｄ Ｓｔａｔｅ－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ꎬ”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４５ꎬ Ｎｏ.７ꎬ ２０２４ꎬ ｐｐ.１２７５－１２７６.



一　 地区间主义的理论视角:内涵与功能

(一)地区间主义的理论阐释

随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地区主义的重新兴起ꎬ“新地区主义”①的相关研究也逐渐活

跃起来ꎮ 地区间主义研究最初在新地区主义的框架内展开ꎬ试图从理论层面解释冷战

后出现的地区间合作关系与网络ꎬ这为将地区主义、地区化、全球化以及冷战后的国际

体系重构的辩论结合起来提供了契机ꎮ② 地区被理解为正在形成或尚未完全形成的

行为体ꎬ主要包括地区组织、地区集团以及民族国家ꎮ 这些行为体的边界、角色和能力

都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ꎮ③ 地区组织因其行为能力强ꎬ被视为核心参与者ꎮ 欧盟既是

地区间主义的典型代表ꎬ④也是地区间合作关系模式的最早实践者和最大推动者ꎮ 在

不断完善自身制度建设和扩展一体化进程的同时ꎬ欧盟对外积极拓展与特定区域或集

团间的关系ꎬ展现出其超国家行为体的属性和行动力ꎮ 尽管近年来有一些研究尝试走

出“欧洲中心论”ꎬ⑤但总体而言ꎬ关于地区间主义的研究依旧主要集中在欧盟主导的

地区间关系上ꎬ特别是欧盟与东盟、南方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的合作ꎬ以及欧盟与东亚

和跨大西洋关系等ꎮ⑥ 地区间主义被定义为扩大和深化国际区域间政治、经济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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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新地区主义”又称“第二波地区主义”ꎬ区别于“旧地区主义”ꎮ 旧地区主义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以欧
共体为地区一体化理论和实践的典范ꎬ通常表现为地区政府间组织和单一维度的经济或政治组织ꎮ 拉丁美洲在
旧地区主义浪潮中一度活跃ꎬ但因市场扭曲和缺乏政治意愿支持而逐渐衰退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随着冷战的结束
和全球化进程加速ꎬ地区主义再次复兴ꎬ在第二波浪潮中ꎬ地区间对话的数量和强度明显增加ꎬ地区组织遍布世界
各地ꎬ地区间关系的发展成为新地区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ꎮ 参见 Ｈｅｉｎｅｒ Ｈäｎｇｇｉ ｅｔ ａｌ.ꎬ “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 Ｎｅｗ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 Ｈｅｉｎｅｒ Ｈäｎｇｇｉ ｅｔ ａｌ.ꎬ ｅｄｓ.ꎬ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３－６ꎮ

Ｒａｌｆ Ｒｏｌｏｆｆꎬ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ꎬ” ｉｎ Ｈｅｉｎｅｒ Ｈäｎｇｇｉ ｅｔ ａｌ.ꎬ ｅｄｓ.ꎬ Ｉｎ￣
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ｐ.２０

Ｂｊöｒｎ Ｈｅｔｔｎｅꎬ “ＥＵ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ꎬ” ｐ.１７.
地区间关系最早可追溯到 １９７５ 年欧共体与 ７１ 个非加太国家签署的«洛美协定»ꎬ该协定随后于 ２０００ 年

被«科托努协定»取代ꎮ 之后ꎬ欧盟从与东盟的合作开始ꎬ逐渐将地区间合作扩展至发展中世界的大多数地区集
团ꎬ因此ꎬ地区间主义被认为是欧盟在发展对外关系中演变出的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现象ꎮ 参见 Ｆｒｅｄｒｉｋ Ｓöｄｅｒｂａｕｍꎬ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Ｒｉｔｚｅｒꎬ ｅｄ.ꎬ Ｔｈｅ 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１２００－１２０２ꎮ

相关代表性讨论ꎬ参见 Ｇｉａｎ Ｌｕｃａ Ｇａｒｄｉｎｉ ｅｔ ａｌ.ꎬ ｅｄｓ.ꎬ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ꎬ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２０３－２１３ꎻ 王志、屈佳荣:«比较地区间主义:演化、路径与中国视角»ꎬ载«东北亚论坛»ꎬ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７８－９４ 页ꎻＡｎｄｒéａｓ Ｌｉｔｓｅｇåｒｄ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ｋ Ｍａｔｔｈｅｉｓꎬ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Ｂｅｙｏｎｄ Ｓｔａｔｅ－ｃｅｎ￣
ｔ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ꎬ” ｐｐ.１２７５－１２７６ꎮ

相关代表性讨论ꎬ参见 Ａｌａｎ Ｈａｒｄａｃｒｅꎬ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ＥＵ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Ｒｅｐｕｂ￣
ｌｉｃ ｏｆ Ｌｅｔｔｅｒｓꎬ ２００９ꎻ Ｌａｉ Ｓｕｅｔ Ｙｉꎬ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ｓ: Ａｓｉａ－Ｅｕｒｏｐ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ＳＥＭ) ａｓ ａ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ꎬ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ｎｔｅｒｂｕｒｙꎬ ２０１２ꎻ Ｌａｕｒａ Ａｌｌｉ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ＥＵꎬ ＡＳＥ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ｍ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ＡＳＥＡＮ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５ꎻ Ｍａｒｉｏ Ｔｏｒｒｅｓ Ｊａｒｒíｎ ａｎｄ Ｌｏｕｒｄｅｓ
Ｇａｂｒｉｅｌａ Ｄａｚａ Ａｒａｍａｙｏꎬ ｅｄｓ.ꎬ ＥＵ－ＭＥＲＣＯＳＵＲ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２３ꎮ



互动的过程ꎬ①是两个地区出于经济利益或政治安全目的进行交流与互动ꎬ以正式或

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为平台ꎬ形成平等或非对称的地区间关系ꎬ以应对地区乃至全球层

面的共同问题、探索地区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路径ꎮ②

由于地区间主义的表现形式多样ꎬ③学术界对地区间关系的界定尚存在一定争

议ꎮ④ 目前ꎬ学术界相对公认的分类由汉吉(Ｈｅｉｎｅｒ Ｈäｎｇｇｉ)提出ꎬ他将地区间关系分

为三种类型:第一ꎬ纯粹地区间主义(Ｐ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指两个具有明确制度框架

的地区集团之间的互动与合作ꎬ如欧盟与东盟或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关系ꎮ 第

二ꎬ跨地区主义(Ｔｒａｎ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指国家以个体身份参与的国家集团间合作ꎮ 欧盟

在一些涉及多个地区或国家的合作框架中ꎬ也表现出跨地区主义的特征ꎬ如亚太经合

组织(ＡＰＥ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以及欧盟与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的合

作⑤等ꎬ都是欧盟与松散分布于多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合作ꎬ体现出国家以个体身份

参与的特点ꎮ 第三ꎬ混合地区间主义(Ｈｙｂｒｉｄ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指地区集团与世界其他

地区的单个大国之间达成的协议ꎬ如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ＴＴＩＰ)ꎬ或欧

盟与世界其他地区大国间达成的协议ꎬ如欧盟与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战略伙伴关

系ꎮ⑥ 随着各种新形态和开放性地区间关系的出现ꎬ地区间合作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复

杂性的特征ꎮ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分类方式进行了扩展ꎬ认为可以增加诸如“想

象中的地区间主义”或“无地区的地区间主义”等新类别概念ꎬ或将无法归入前两类的

关系纳入混合地区间主义范畴ꎮ⑦ 因此ꎬ面对“全球南方”的复杂环境ꎬ欧盟并不局限

于某一种地区间主义模式ꎬ而是根据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特点以及具体合作领域ꎬ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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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ａｌｆ Ｒｏｌｏｆｆꎬ Ｅｕｒｏｐａꎬ Ａｍｅｒｉｋａ ｕｎｄ Ａｓｉｅｎ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 Ｄａｓ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
Ｋｏｎｚｅｒｔ ｕｎｄ ｄｉｅ ö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ｋꎬ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Ｓｃｈöｎｉｎｇｈꎬ ２００１ꎬ ｐ.２０.

杨娜:«欧盟的东亚战略———地区间主义视角»ꎬ载«世界经济与政治»ꎬ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ꎬ第 １３１ 页ꎮ
上述三种行为体的互动构成了地区间主义的多种方式ꎬ包括地区组织与地区组织、地区组织与地区集

团、地区组织与民族国家、地区集团与地区集团ꎬ以及地区集团与民族国家等ꎮ
比如亚太经合组织论坛被不同学者定义为“多边地区间主义”“超大地区”“跨地区论坛”“泛地区安排”

等ꎮ
此处指拉加共同体(ＣＥＰＡＬ)成立之前与欧盟的合作形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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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多种地区间主义模式ꎬ体现了欧盟对外政策的重新平衡ꎮ①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ꎬ相关研究主要通过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

主义三个视角来解释地区间关系ꎮ 现实主义认为ꎬ国家基于自身利益选择与其他国家

或地区结成联盟ꎬ将地区间主义作为防御战略和权力平衡的工具ꎬ以避免他国的绝对

优势对其构成威胁ꎮ 与之相对ꎬ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地区间合作的长期安全和繁荣效

应ꎬ主张合作和共同收益ꎬ认为地区间主义为各方提供了管理复杂相互依存关系并建

立信任的机会ꎬ从而实现合作伙伴之间的共同利益ꎻ建构主义则主张不应过分关注权

力和利益的最大化ꎬ而应更多关注行为体的身份、规范和价值观与地区间合作进程中

的相互作用与影响ꎮ② 然而ꎬ越来越多的研究表现出超越单一理论范式的趋势ꎬ认为

地区间主义不仅是由权力政治或合作动机所决定ꎬ还受新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等理论

影响ꎬ因而倾向于将不同的理论视角结合起来分析地区间主义这一复杂现象ꎮ③ 有学

者提出ꎬ地区间主义既追求权力又以合作为导向ꎬ是新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理论相结

合的产物ꎬ也有学者从新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理论融合的角度ꎬ将地区间主义关系解

释为权力从国家行为体向地区间结构的转移ꎬ或者认为由于信息不足或非理性行为ꎬ

国家会通过由经验和理念塑造的行为模式来权衡地区间合作的成本与收益ꎮ④ 面对

全球权力分散、国家权力碎片化以及全球多边主义停滞等困境ꎬ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

部分ꎬ欧盟希望通过地区间主义提升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影响力ꎮ 在政治领域ꎬ由

于地缘竞争日趋激烈ꎬ欧盟出于制衡动机ꎬ倾向于选择制度化程度较低的纯粹地区间

主义ꎬ以便影响其他地区行为体并保持政策自主性ꎻ而在经济领域ꎬ欧盟更偏好混合地

区间主义ꎬ通过合理化和议程设置来增强经济权力并构建制度ꎮ⑤

(二)地区间主义的功能分析

地区间主义的理论核心在于对其多重功能的深入分析ꎮ 学界普遍认同吕兰

(Ｊüｒｇｅｎ Ｒüｌａｎｄ)的观点ꎬ他结合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ꎬ认为地区间合作主要承担了制

１２１　 欧盟“全球南方”政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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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制度建设、合理化、议程设定和身份认同构建五项功能:①第一ꎬ制衡功能指地区间

机制在三边关系中维持各方平衡ꎬ增强各方的谈判筹码ꎬ从而防止单一主体主导全局ꎻ

第二ꎬ制度建设功能指通过建立沟通渠道和附属机构ꎬ塑造正式制度安排ꎬ促进国际制

度的多样化和区域内的凝聚力ꎻ第三ꎬ合理化功能则将全球战略目标细化为具体地区

任务ꎬ简化全球治理的复杂性ꎻ第四ꎬ议程设定功能指利用地区对话将未在全球论坛上

得到重视的议题纳入国际议程ꎬ从而增强地区影响力ꎻ第五ꎬ基于建构主义ꎬ集体认同

构建功能认为ꎬ地区间主义通过构建出制度化网络可以强化身份认同ꎬ提升凝聚力并

促进地区团结ꎮ

地区间主义的功能分析框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ꎬ学者们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深

入探讨ꎬ并从不同角度对这些功能内涵进行了调整和补充ꎮ② 有学者将地区间关系视

为国家与全球市场之间的纽带ꎬ认为地区间关系的主要功能在于促进地区间贸易协定

的形成ꎬ③或通过扩散理论解释地区间安排ꎬ指出地区间主义的发展与欧洲地区主义

模式向其他地区扩散相关ꎮ④ 也有学者认为制度建设、合理化和议程设定这三者之间

具有内在逻辑关联ꎬ制度是地区间合作的核心组成部分ꎬ其中ꎬ制度化对话可以作为探

讨全球事务的先期机制ꎬ通过将决策过程从多边层面转移到地区间层面从而发挥合理

化功能ꎬ而议程设置则可以将地区间论坛上形成的立场转移到多边决策过程中ꎬ因此

可将三项功能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ꎮ⑤

由此ꎬ本文针对地区间主义的主要功能逻辑进行了总结ꎮ 第一ꎬ制衡ꎮ 地区间主

义的制衡功能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全球局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ꎬ各个地区通过相

互制衡来维护自身利益以及平衡全球权力结构ꎮ 制衡不仅是地区间合作的核心功能

之一ꎬ也是解释其起源的关键外部变量ꎮ 通过地区间互动ꎬ行为体能够在军事领域实

现权力平衡ꎬ防止形成单一国家或集团的主导地位ꎮ 同时ꎬ制衡机制也体现在非军事

领域ꎬ如制度平衡、软平衡和对冲等策略ꎬ这些策略不仅增强了地区行为体在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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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谈判能力ꎬ而且减少了单一地区主导全局的可能性ꎬ确保多元化的国际秩序ꎮ①

随着国家间经济和制度竞争加剧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增加ꎬ制衡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地

区协调模式ꎬ是权力平衡与合作之间的折中方式ꎬ既包含权力角逐也含有合作的元

素ꎮ② 在这种模式下ꎬ地区间通过既竞争又合作的方式来回应全球性的变化和挑战ꎮ

第二ꎬ制度化协调ꎮ 制度化协调功能体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ꎬ是一种通过建

立和巩固地区间制度和对话进程来提升区域合作效率和影响力的机制ꎬ涉及制度建

设、合理化和议程设置三个方面ꎮ 首先ꎬ制度建设通过地区间论坛和地区机构ꎬ使成员

间建立常规沟通渠道ꎬ增强地区集团的内部凝聚力ꎬ推动地区间和跨地区的制度化进

程ꎮ 这种制度建设不仅增加了国际制度的多样性ꎬ还促进了地区内外的协调与整合ꎬ

加速地区一体化的发展ꎮ 其次ꎬ合理化旨在应对全球多边论坛中的复杂议程ꎮ 随着多

边性论坛的参与者和议题数量的增多ꎬ决策速度变得极其缓慢ꎮ 地区间合作通过将复

杂的多边决策过程转移到更高效的地区间层面ꎬ减少全球论坛中的复杂性和决策僵

局ꎬ确保地区间协议与多边规则的一致性ꎮ③ 最后ꎬ议程设置在制度化协调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ꎬ在全球论坛上无法引起足够关注的政策或主题ꎬ往往通过地区间合作来推

进ꎮ 地区间论坛具有参与方较少、凝聚力较强、利益相对一致等优势ꎬ因此可以通过提

前讨论全球层面决策ꎬ形成支持或反对某种立场的联盟ꎮ④ 国家或地区性集团利用这

些对话平台ꎬ将自身关注的议题纳入国际议程中的优先事项ꎬ争取更多国际资源和支

持ꎬ从而提高其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的地位ꎮ

第三ꎬ构建身份认同ꎮ 身份认同的构建是地区间互动中建构主义关注的核心议

题ꎬ既可以被视为推动地区间主义的动力ꎬ也可被理解为其进程的结果ꎮ⑤ 这一过程

不仅限于内在认同的强化ꎬ还受到外部压力与认可的影响ꎮ 地区行为体通过自身的行

动与决策ꎬ增强了成员国的集体认同感ꎬ提升了国家内部凝聚力和国家间合作的意愿ꎮ

同时ꎬ外部行为体的认可与互动进一步推动了区域内的团结与集体身份的形成ꎮ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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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内外互动ꎬ地区行为体不仅在区域内获得了更强的认同感ꎬ还在全球治理中确立

了更为重要的地位ꎮ 地区间的制度化协调为身份认同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框架ꎬ这种对

话既促进了地区内部的统一立场ꎬ又为其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身特色和能力提供了平

台ꎮ 身份认同的构建一方面影响着地区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ꎬ另一方面强化了

地区组织的独立性和影响力ꎬ使其成为全球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ꎮ

在理论探讨中ꎬ学界也指出ꎬ对欧盟地区间主义功能理论的分析大多集中于经济

和发展合作ꎬ较少涉及安全合作领域ꎮ 后者在欧盟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日益重要ꎬ包括

冲突解决和地区稳定等ꎬ但现有研究往往未能充分考虑该因素ꎮ① 也有学者指出ꎬ地

区间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行为体实现对外政策和自我投射的工具ꎬ并不一定助益于地

区一体化进程ꎮ 这一观点挑战了地区间主义功能理论的规范性特征ꎬ暗示其更多是服

务于个别行为体的战略目标ꎬ而非地区整体利益ꎮ②

二　 欧盟“全球南方”政策调整的新动向

长期以来ꎬ欧盟将“全球南方”视为其运用地区间主义的核心对象ꎬ通过与非洲、

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大洋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ꎬ特别是 ７７ 国

集团、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集团广泛而深入的合作ꎬ建立了密切的多边关

系ꎮ 欧盟在经济领域通过自由贸易区和经济合作协议等机制ꎬ促进与“全球南方”的

双边和多边贸易与投资流动ꎻ在政治和安全领域ꎬ通过与非盟、东盟等地区组织的合

作ꎬ深化在冲突预防、危机管理和人权保护等方面的互动ꎬ并推广其价值观和治理模

式ꎻ在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领域ꎬ通过发展援助和技术支持ꎬ帮助“全球南方”应对

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挑战ꎮ 与此同时ꎬ欧盟通过“传染性扩散”和“程序性扩散”两种模

式ꎬ广泛传播其规范和规则ꎮ 尽管欧盟在与非洲和拉美的合作中ꎬ因实力悬殊而占据

主导地位ꎬ导致不对称关系和不平等政策ꎬ但随着地区间力量对比的变化ꎬ欧盟与东亚

的关系逐渐趋向对称ꎬ互动形式更加多样ꎮ③ 通过一系列合作ꎬ欧盟不仅巩固了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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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和知名度ꎬ还强化了其作为多边主义倡导者、全球规范性力量和

负责任国际行为体的形象ꎮ

然而ꎬ欧盟这种自我认知越来越无法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认同ꎮ 尽管这些国

家继续与欧盟进行贸易往来、接受欧盟援助ꎬ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接受现金支付以控制

移民流动ꎬ但它们却频频批评欧盟虚伪、自私、具有后殖民主义倾向ꎮ 这些国家认为ꎬ

欧盟的对外政策中依然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ꎬ尽管表面上宣称建立“平等伙伴关

系”ꎬ实际上却将“全球南方”视为吸引投资的市场、投资目的地和原材料供应地以及

保护欧洲利益的屏障ꎮ 此外ꎬ欧盟将人权政策纳入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动之中ꎬ但

这一政策并未有效改变外界对其欧洲中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倾向的质疑ꎮ① 欧盟与

“全球南方”之间的差距正迅速扩大ꎬ不仅因为双方在贸易、债务减免、气候变化和多

边主义改革等问题上存在根深蒂固的分歧ꎬ还因为欧盟在俄乌冲突和加沙冲突上立场

的对比引发了“全球南方”的不满ꎮ 欧盟及成员国认识到ꎬ“全球南方”已成为国际舞

台上无法忽视的群体性力量ꎬ因而其开始反思“全球南方”政策的不足ꎬ强化对“全球

南方”的经略和塑造ꎬ试图使其成为推动多极化格局的抓手和工具ꎮ

近年来ꎬ欧盟“全球南方”政策的调整主要呈现四个新动向ꎮ 第一ꎬ重新校准定

位ꎮ 欧盟越来越多地透过大国竞争视角看待“全球南方”的角色ꎮ 在大国博弈日趋激

烈的背景下ꎬ欧盟打造“地缘政治欧洲”的雄心上升ꎬ欧盟和部分成员国试图通过争夺

“全球南方”来取得地缘政治优势ꎬ推进欧洲战略自主ꎮ 德国总理朔尔茨特意邀请印

度、印尼、南非、阿根廷等国参加 ２０２２ 年七国集团峰会ꎮ② ２０２３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则

设置“重新校准指南针:南北合作”专场研讨会ꎮ③

第二ꎬ突出经济合作ꎮ 在经济合作方面ꎬ欧盟显著加强了对“全球南方”的吸引

力ꎬ希望通过新的经贸合作政策弥补与“全球南方”间不对称的地区间关系ꎬ通过推动

自贸协定等方式达成制度化的经济合作ꎮ 首先ꎬ欧盟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进

一步拉近关系ꎮ 为更好地吸引这些国家ꎬ欧盟有意调整甚至放弃以往坚持的严苛规

则ꎬ持续推动与南方共同市场、印度等签署自贸协定ꎮ 其次ꎬ欧盟积极推进“全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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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倡议(Ｇｌｏｂａｌ Ｇａｔｅｗａｙ)的落实ꎮ 欧盟已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 ６０ 多个国家发起

近百个项目ꎬ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底召开了首届“全球门户”论坛ꎬ发布首批 ８９ 项合作成

果ꎮ 最后ꎬ发展人道援助ꎮ 欧盟决定将 ２０２１—２０２７ 年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提升至约

１４８ 亿欧元ꎬ比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的实际支出增加 ３６％ꎬ并继续加强与“全球南方”在发展

援助、危机应对等领域的联系ꎮ①

第三ꎬ强化安全协作ꎮ 欧盟一方面通过现有地区间论坛和交流机制加强与“全球

南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ꎬ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在军事领域对“全球南方”的投入ꎬ增强

地区间安全合作ꎮ 首先ꎬ欧盟试图拓展全球军事介入能力建设ꎮ 欧盟将针对特定地区

的预算纳入一个更为广泛致力于全球性军事干预计划的预算框架ꎬ特别是将非洲和平

基金并入欧洲和平基金中ꎬ并将该预算置于欧盟整体预算框架内ꎬ以推动欧盟对外军

事干预重点从非洲等地区扩大到全球层面ꎮ② 其次ꎬ将印太地区视作未来地缘安全竞

争的重点区域ꎮ 欧盟认为ꎬ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日益相互依存ꎬ因而寻求强化在印

太地区安全领域的作用ꎮ 欧盟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参与ꎬ包括在西北印度

洋实施海上协调、增加与印太伙伴的联合海军演习和港口访问次数等ꎬ希望在印太地

区的安全架构中推进并加强制度化的安全合作ꎮ③ 最后ꎬ加大对“全球南方”武器出

口ꎮ 德国经济部数据显示ꎬ２０２３ 年德国政府批准出口的武器总额达 １１７.１ 亿欧元ꎬ创

下历史新高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等国系德武器主要买家ꎮ④

第四ꎬ加大盟友协调ꎮ 一方面ꎬ欧盟试图弥合内部分歧ꎬ整合内部资源ꎬ统筹欧盟

机构、成员国、欧洲投资银行和私营部门力量ꎬ通过“欧洲团队”模式融资ꎬ加大对“全

球南方”重点地区和国家投资、经营的合力ꎮ 欧洲改革中心指出ꎬ印太地区的安全危

机将严重影响欧洲利益ꎮ 为了在维护该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ꎬ欧盟需

要解决其内部分歧ꎮ 与此同时ꎬ欧盟也应尽可能利用成员国之间的差异ꎬ如充分利用

一些成员国与该地区某些国家具有密切经济或外交关系的优势ꎬ从而让相应成员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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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应有的作用ꎮ① 另一方面ꎬ欧洲试图同美国、日本等盟友加强在“全球南方”的政策

协调和交流ꎬ扩大同“全球南方”资源丰富国家的合作ꎬ争夺在关键矿物领域的控制

权ꎮ 例如ꎬ欧盟将投资和专业知识引入“全球南方”国家的采矿业ꎬ稳定欧美锂、锰和

钴等关键原材料的供应ꎬ推动绿色能源和绿色经济发展ꎬ并减少在关键矿产方面对中

国的依赖ꎮ 近期ꎬ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建议欧洲应该利用欧日之间牢固的盟友关系ꎬ

在东南亚和非洲联合开展项目ꎬ利用日本在“全球南方”的积极形象来获得作为合作

伙伴的信誉ꎬ在“全球南方”兴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以带动互联互通项目的实施ꎮ②

三　 欧盟“全球南方”政策调整的动因

地区间合作的初始动力通常来源于应对地区内外的挑战ꎬ其核心目标在于实现经

济上的互利共赢、提升政治上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ꎬ并通过地区间互动维护经贸合作

所需的安全稳定环境ꎬ兼顾力量平衡与总体发展ꎮ 目前ꎬ“全球南方”已成为大国博弈

的重点领域、世界秩序重塑的重要变量、多极世界格局形成的关键推动力ꎬ欧盟寻求深

化与“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与互动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因素ꎮ

(一)根本原因:平衡大国影响力ꎬ塑造多极化世界格局

在当前国际新形势下ꎬ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中美博弈的加剧以及“全球南

方”群体性崛起ꎬ国际秩序变革正处于新旧交替调整的关键阶段ꎬ这促使欧盟对“全球

南方”政策进行调整ꎬ平衡中美俄等大国的全球影响力ꎬ并主动适应和塑造多极化世

界ꎬ以维护自身的国际地位ꎮ 根据希尔(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Ｈｉｌｌ)的“能力—期望差距”(ｃａｐａ￣

ｂｉｌｉｔｙ－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ｇａｐ)理论ꎬ欧盟在扮演全球行为体的过程中ꎬ常常面临实际能力与

全球角色期望之间的落差ꎮ③ 鉴于此ꎬ欧盟希望通过调整其对外战略ꎬ特别是调整“全

球南方”政策ꎬ以应对这一差距带来的挑战和压力ꎮ 在欧洲内部ꎬ各界对中美战略竞

争可能加剧阵营对抗并将世界重新带回两极格局的忧虑日益增加ꎬ普遍认为多极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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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地缘政治的新常态ꎬ①而“全球南方”的崛起是地缘政治的新现实ꎮ 尽管多极化的

世界格局可能存在不稳定性ꎬ但两极格局显然不符合欧洲的根本利益ꎮ 欧盟深知ꎬ只

有通过争取和拉拢“全球南方”国家ꎬ寻求在中美俄等大国之间的平衡ꎬ并通过灵活的

外交策略和全球地区间主义来维护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ꎬ才能有效推动自身在全

球事务中成为一极ꎮ 这一战略调整不仅是对“能力—期望差距”的应对ꎬ更是为了避

免在一个潜在的两极格局中被边缘化ꎬ确保欧盟在全球治理中扮演关键角色ꎮ

从历史经验看ꎬ两极格局并非一个稳定的秩序架构ꎬ也难以长期维系ꎮ 除了 １６ 世

纪的欧洲、１１ 世纪的中国、②古希腊的雅典与斯巴达之争ꎬ两极体系在历史上颇为罕

见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多数体系都倾向于向多极化方向发展ꎬ或者出现单极格局的趋

势ꎮ 在欧洲ꎬ自 ９ 世纪晚期加洛林王朝解体以来ꎬ多极体系占据主导地位ꎮ 而在东亚ꎬ

１３—１９ 世纪的中华帝国也曾居于优势ꎮ 相比单极帝国或多极体系ꎬ两极体系需要精

妙的平衡ꎬ因此难以维系ꎮ 在多数情况下ꎬ两极体系依赖于未直接受控于强权的国家ꎬ

这些国家以意识形态认同等形式ꎬ维持体系的稳定ꎮ 除冷战外ꎬ所有两极体系均以战

争告终ꎬ如三十年战争、辽国解体、伯罗奔尼撒战争等ꎮ③ 尽管冷战期间两大阵营因核

武器的存在维持了相对稳定的“恐怖平衡”ꎬ但世界多次走到核对抗的边缘ꎮ 两大阵

营内部保持着非正常的紧张状态ꎬ欧洲成为冷战前沿阵地ꎬ朝鲜、越南、柬埔寨、乍得、

也门、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安哥拉、尼加拉瓜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则陷入代理人战争ꎬ

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ꎮ

从现实情况看ꎬ世界格局的两极化将严重损害欧盟的战略和经济利益ꎮ 随着美国

越来越多地从中美竞争的视角看待国际事务和欧美关系ꎬ加之国内政治极化和人口结

构变迁ꎬ美国将更多资源投入印太地区ꎬ对欧盟的战略重视和投入相对下降ꎬ并要求欧

盟承担更多防务预算和安全责任ꎬ甚至迫使欧盟为维护美国的全球金融和军事霸权地

位提供更多支持ꎮ 欧盟内部普遍担忧ꎬ拜登可能是最后一位“跨大西洋派”的美国总

统ꎬ欧美之间的长期利益分歧将进一步凸显ꎬ欧洲继续无条件依附美国的战略取向无

法持续ꎮ 如果中美两极主导全球事务并展开激烈博弈ꎬ由于美国过度依赖军事力量维

持其全球地位ꎬ欧盟将被迫全方位倒向美国ꎬ类似冷战时失去在重大安全、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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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上的自主权ꎬ从而再次沦为美国的附庸ꎬ国际影响力大幅削弱ꎬ最终可能沦为“二

流玩家”ꎮ 同时ꎬ世界格局两极化意味着全球市场的割裂和价值链、产业链的急剧重

组ꎮ 美国部分极端政客大肆鼓吹对华“脱钩”ꎬ这不仅与欧盟建立单一市场、推动商品

人员自由流动的根本理念背道而驰ꎬ还将严重打击欧盟主要成员国ꎬ特别是德国、荷兰

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ꎬ导致经济衰退、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保障开支削减ꎬ进而激化欧

盟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ꎬ影响其政治和社会稳定ꎬ使其成为世界格局两极化的最大输

家ꎮ

从全球治理层面看ꎬ两极化将极大影响欧盟、“全球南方”及其他国家应对全球挑

战的努力ꎮ 两极格局将推动国际关系朝着高度竞争与零和博弈的方向发展ꎬ严重损害

全球多边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ꎮ 近年来ꎬ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应

对气候变化谈判僵局ꎬ应对生物多样性、流行病、债务、移民等问题ꎬ以及围绕国际组织

竞选的激烈角逐中可以看到ꎬ大国博弈和地缘竞争已经严重阻碍了各国应对全球性挑

战的国际合作ꎮ 如果两极化格局卷土重来ꎬ欧盟及其他国家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时ꎬ将

难以达成妥协和共识ꎬ全球治理可能陷入停滞ꎮ 而作为全球行为体ꎬ引领全球治理进

程是欧盟追求的重要外交目标ꎮ①

(二)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去风险”ꎬ增强综合竞争力

近年来ꎬ面对自身安全环境恶化、综合竞争力下降的局面ꎬ欧盟地缘政治焦虑加

剧ꎬ经济保护主义冲动上升ꎬ“去风险”和“降依赖”成为其对外经济政策主基调ꎮ② 在

此背景下ꎬ欧盟通过灵活运用多种地区间主义模式ꎬ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务实合

作ꎬ以提升自身竞争力ꎬ推动经济“去风险”目标的实现ꎮ 从这一角度看ꎬ欧盟不仅接

受了全球地缘政治多极化的新常态ꎬ而且试图通过与“全球南方”的地区间合作主动

拥抱世界经济多极化的新现实ꎮ

一方面ꎬ欧盟日益重视“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ꎮ “全球南方”已

经崛起为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ꎮ 从经济实力来看ꎬ“全球南方”对全球 ＧＤＰ 的贡献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９％迅速增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４２％ꎮ③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ꎬ七国集团在全球 ＧＤＰ

占比已从 １９９０ 年的近 ７０％降至 ３０％ꎬ而“全球南方”代表性金砖国家目前对全球 ＧＤＰ

的贡献则超过七国集团ꎬ占比 ３１.５％ꎮ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ꎬ金砖国家所占份额将增至 ５０％

９２１　 欧盟“全球南方”政策的调整

①
②
③

郑春荣、王晓彤:«地区间主义视角下欧盟印太战略的功能目标及其限度»ꎬ第 １３ 页ꎮ
顾苏、熊炜:«试析欧盟推动对华“去风险”»ꎬ载«现代国际关系»ꎬ２０２３ 年第 ９ 期ꎬ第 ４３－４６ 页ꎮ
Ｄａｖｉｄ Ｂｏｒｎꎬ “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Ｂｅｙｏｎｄ ＢＲＩＣＳꎬ” ２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ｏｌａｎｄｂｅｒｇｅｒ. ｃｏｍ / ｅｎ / Ｉｎ￣

ｓｉｇｈ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Ｇｌｏｂａｌ－Ｓｏｕｔｈ－Ｂｅｙｏｎｄ－ＢＲＩＣＳ.ｈｔｍｌ.



以上ꎮ① 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ꎬ“全球南方”长期发展趋势向好ꎮ

“全球南方”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枢纽ꎬ并将是推动下一阶段全球经济发展的

主要动力源ꎮ 根据标普全球评级(Ｓ＆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ａｔｉｎｇ)２０２３ 年发布的报告ꎬ中国和印度

将分别成为 ２０３０ 年全球第一大和第三大经济体ꎬ而在未来几年ꎬ印度将是全球增速最

快的经济体ꎮ② 从资源潜力看ꎬ阿根廷、智利等南美国家和以印尼为代表的东南亚国

家正推动建立“锂佩克”和“镍佩克”等资源输出国组织ꎮ 与此同时ꎬ全球南方国家的

人口红利十分可观ꎬ未来 ２５ 年ꎬ非洲人口预计将增长至 ２５ 亿ꎬ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

一ꎮ③ 从政治影响来看ꎬ“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地区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

等不断发展壮大ꎬ二十国集团迎来了“全球南方时刻”ꎮ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年ꎬ印度尼西亚、印

度、巴西、南非连续举办四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ꎬ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与治理

中扮演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ꎮ «外交政策»宣称ꎬ２０２３ 年

最有意义的趋势之一就是“全球南方”影响力的上升ꎮ④ 此外ꎬ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

收新关税ꎬ标志着中美之间保护主义升级的转折点ꎬ也象征着全球贸易割裂的转折点ꎮ

欧盟可能成为中美经济冲突的输家ꎮ 为避免这种情况ꎬ欧盟必须通过与新兴国家建立

联系来寻求解决方案ꎮ 在这一逻辑下ꎬ新兴国家将成为受益者ꎮ 这些国家不仅包括能

源转型所需原材料和矿物的生产国ꎬ如印尼、巴西、智利等ꎬ还包括扮演着“连接器”角

色的国家ꎬ如墨西哥和越南ꎬ它们正逐步成为中国产品再出口到西方的“枢纽”ꎮ 而印

度等试图将自己定位为新的制造业中心的地区也会受益ꎮ⑤

另一方面ꎬ近年来ꎬ减少对外特别是对华经济依赖已成为欧盟内部的普遍共识ꎮ

自 ２０１９ 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要打造“地缘政治委员会”以来ꎬ欧盟已陆续

出台一系列措施ꎬ旨在通过加大外国投资审查、建立多元化供应链、修订外国补贴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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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ꎬ强化对欧洲单一市场的保护ꎮ 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进一步暴露了欧盟在卫

生、油气、矿产、农业等关键战略领域的对外依赖ꎮ 此外ꎬ俄乌冲突也表明ꎬ经济相互依

赖的不对称性削弱了国际制裁的作用ꎬ并成为一国对外经济政策工具ꎮ① 欧洲国际政

治研究中心发布的«欧洲经济安全和关键原材料的获取»报告指出ꎬ减少对单一来源

的依赖、确保关键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对于经济安全至关重要ꎬ因此应拓宽关键原材料

的供应渠道ꎮ 报告进一步指出ꎬ在欧盟的 １５ 种战略原材料(ＳＲＭ)中ꎬ包括铋、钴、镓、

锗、镁、稀土和钨在内的 ７ 种关键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商均为中国ꎬ其中钴、镓和镁对中

国的依赖性尤为严重ꎮ 在欧盟关键矿物的总进口量中ꎬ中国的供应在价值和产量上均

超过 ８０％ꎮ② 由此ꎬ欧盟认为ꎬ在关键市场、原材料、基础设施及产业链供应链方面ꎬ必

须减少对外ꎬ特别是对中国的依赖ꎬ以更好地维护其自身利益和经济安全ꎮ

(三)外部催化:“全球南方”的加速觉醒

俄乌冲突对乌克兰民众造成的不利影响得到欧盟国家的普遍重视ꎬ而欧盟对包括

加沙在内的其他地区人民的痛苦却缺乏足够的关心ꎬ这种脱节现象令“全球南方”深

感震惊ꎮ 非洲等地区的民众注意到ꎬ欧盟热烈欢迎来自乌克兰的难民ꎬ却对逃离其他

战争的难民采取了严格的“欧洲堡垒”政策ꎮ 总体来看ꎬ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以下简

称“两大冲突”)暴露了欧盟在价值观、国际规则与秩序等问题上的双重标准ꎬ损害了

其国际信誉ꎬ并加速了“全球南方”的全面政治觉醒ꎮ 欧盟认识到ꎬ必须从自身的失误

中吸取教训、正视现实ꎬ停止“自我安慰”和“自我推销”ꎬ才能恢复其在“全球南方”中

的影响力和可信度ꎮ 欧盟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其“全球南方”政策ꎬ在多极化世界中

扮演更具建设性的角色ꎮ

第一ꎬ两大冲突提升了“全球南方”国家的主体意识ꎬ加剧了东西方之间的裂痕ꎬ

使得“全球南方”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ꎮ 在俄乌冲突中ꎬ大多数“全球南

方”国家拒绝谴责并制裁俄罗斯ꎬ其核心关切并非援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ꎬ而是尽量

减轻危机对其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ꎮ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Ｓ. Ｊａｉｓｈａｎｋａｒ)表示ꎬ

欧洲必须摆脱这样的思维模式ꎬ即欧洲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ꎬ但世界的问题不是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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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ꎮ①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Ａｎｗａｒ Ｉｂｒａｈｉｍ)抨击欧盟及其成员国在谴责俄罗斯

的同时却不支持加沙停火ꎬ态度虚伪ꎮ② 斯里兰卡外交部长萨布里(Ａｌｉ Ｓａｂｒｙ)认为ꎬ

欧盟在中东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ꎬ“西方世界的信誉岌岌可危ꎬ除非你平等对待所有

人”ꎮ③ “全球南方”国家认为ꎬ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意味着西方世界对它们

的规训、压迫和忽视ꎬ这个时代已经结束ꎬ世界正进入大国竞争的新多极格局ꎬ“全球

南方”成为中美俄等大国积极争取的对象ꎬ它们的对外政策选择增多ꎬ在国际场合的

发言权得以提升ꎮ “全球南方”认识到自身在多极格局中的重要性ꎬ认为应抓住机会

发出独立的声音ꎮ

第二ꎬ两大冲突彰显了“全球南方”影响欧盟地缘政治议程的强大潜力ꎮ 俄乌冲

突以来ꎬ欧盟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出台了十余轮制裁措施ꎬ在能源领域以史无前例的速

度和规模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ꎬ对俄罗斯经济造成重大打击ꎮ 尽管如此ꎬ俄罗斯经济

并未崩溃ꎬ欧盟等国家的制裁未能发挥预期效果ꎮ 事实证明ꎬ俄罗斯的进出口虽然在

初期受到了冲击ꎬ但随后其迅速转向“全球南方”国家的市场ꎬ尤其是亚洲市场ꎮ 这充

分表明ꎬ“全球南方”特别是亚洲国家已经恢复了自古以来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重要

性ꎬ推动了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多极化格局ꎮ 尽管欧盟及其成员国的金融制裁仍具威

慑力ꎬ但“全球南方”对受到制裁国家的援助能力显著增强ꎮ 欧洲国家认为ꎬ中国、印

度对俄罗斯产品的需求在 ２０２３ 年不断增长ꎬ足以弥补俄罗斯在欧洲市场的损失ꎮ “全

球南方”不再仅仅是欧盟实施经济制裁和遏制政策的棋子ꎬ而是已成为具有自主决策

能力的玩家ꎬ有能力影响欧盟制裁措施的效果ꎮ 俄乌冲突让欧盟认识到ꎬ虽然实施经

济制裁相对容易ꎬ但制裁的效果却变得难以预测ꎮ 在巴以冲突中ꎬ南非根据«防止及

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向国际法院提起了针对以色列的法律诉讼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关于该冲突的国际辩论ꎮ 南非外交部长潘多尔(Ｎａｌｅｄｉ Ｐａｎｄｏｒ)撰文表示ꎬ巴勒斯坦

人的斗争“让我们想起了南非黑人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经历”ꎮ④

第三ꎬ两大冲突放大了“全球南方”要求改革现存国际秩序的呼声ꎮ “全球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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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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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ｈｉｎｄｕ.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ｊａｉｓｈａｎｋａｒｓ－ｅｕｒｏｐｅ－ｒｅｍａｒｋ－ｅｃｈｏｅｓ－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ｉｎ－ｍｕｎｉｃｈ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６６５３１０８７.ｅｃｅ.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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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Ｍａｙ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ｏｎｄｏｗｅｉｓｓ.ｎｅｔ / ２０２４ / ０５ / 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ｆｍ－ｗｅ－ｗｉｌｌ－ｎｏｔ－ｒｅｓｔ－ｕｎｔｉｌ－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ｓ－ｆｒｅｅｄｏｍ－ｉｓ－ｒｅａｌ￣
ｉｚｅｄ / .



国家普遍认为ꎬ欧盟要求它们谴责和制裁俄罗斯的做法集中反映了西方的伪善ꎮ 欧盟

只关注俄乌冲突对其自身安全造成的威胁ꎬ却选择性忽视了在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发生的战争冲突ꎬ以及粮食和能源安全、债务、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环境脆弱性等问

题ꎮ “全球南方”国家还抨击欧盟对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弃”的霸道态度ꎮ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ꎬ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印太论坛(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Ｆｏｒｕｍ)会议上ꎬ印尼外交部长蕾特

诺马尔苏迪(Ｒｅｔｎｏ Ｍａｒｓｕｄｉ)坚持强调“一致性”ꎬ并表示“东盟和欧盟应该站在尊重

国际法价值观和原则的第一线ꎬ这种尊重也应该适用于巴勒斯坦和加沙地带”ꎮ① “全

球南方”国家认识到ꎬ欧美国家极力宣扬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ꎬ本质上是通

过国际话语霸权维护西方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权ꎬ并强迫“全球南方”接受其支配行为ꎮ

欧美打着维护国际秩序的旗号ꎬ肆意干涉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及非洲国家内政ꎬ并

长期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进行严厉制裁ꎬ造成当地恐怖主义盛行、人民生活困顿、社

会秩序崩解等恶果ꎬ严重损害“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ꎮ 因

此ꎬ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是全球性挑战的解决方案ꎬ而是问题的来源ꎮ 对

“全球南方”国家而言ꎬ它们未能参与创建现有的秩序规则ꎬ并认为欧盟国家在执行规

则方面缺乏公正性和道义合法性ꎮ 面对中美俄欧等国际重要行为体争取其支持的机

会ꎬ“全球南方”大力呼吁改革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ꎬ尤其是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机制ꎬ

扩大“全球南方”国家的投票权和发言权ꎮ

第四ꎬ两大冲突加剧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两面下注”倾向ꎮ 首先ꎬ

“全球南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各异ꎬ多数国家不认为意识形态差异必然会导致

冲突对抗ꎬ拒绝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ꎮ 塞内加尔前总统

萨勒(Ｍａｃｋｙ Ｓａｌｌ)警告道ꎬ非洲承受了沉重的历史负担ꎬ“不想成为新冷战的温床”ꎮ②

“全球南方”国家致力于同主要大国均保持良好关系ꎬ避免选边站队和与单一大国绑

定ꎬ以规避风险和减少不确定性ꎮ 其次ꎬ面对当前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对

抗ꎬ“全球南方”国家无法预测最终赢家ꎬ因此普遍坚持中立立场和实用主义态度ꎬ采

取“两面下注”的对冲策略ꎮ 在俄乌冲突中ꎬ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选择在美欧与俄

罗斯之间对冲ꎬ不愿轻易卷入大国竞争ꎬ着眼于维护本国主权和谋求自身利益ꎬ采取更

加灵活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ꎬ与不同大国在安全、经贸和能源等领域开展“菜单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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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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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ａｎｔａｒ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３０４８７５ / ｅｕ－ｍｕｓｔ－ｂ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ｉ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ｆｍ－ｍａｒｓｕｄｉ.

Ｋｒｉｓｔａ Ｌａｒｓｏｎ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Ｌｅａｄｅｒ Ｗａｒｎｓ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 Ｓｉｄｅｓ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ＡＰ Ｎｅｗｓꎬ ２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ｒｕｓｓｉａ－ｕｋｒａｉｎ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ｍａｃｋｙ－ｓａｌｌ－ｆ７ｂ８ｅｃ５ｅ６０９２ｄｃ４３９ａｄｃ１２３０
ｅ４ｆ６４ｄ１ｄ.



作ꎮ 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在挑选合作伙伴时ꎬ并不以美国、欧盟为唯一目标ꎬ还将目

光投射于中国、俄罗斯等国ꎮ 它们不愿谈论永久的盟友ꎬ而是希望基于具体项目开展

合作ꎮ 例如ꎬ印度同西方国家一起抨击中国立场的同时ꎬ并未听从美国和欧盟的号令

停止从俄罗斯购买石油ꎬ也没有对莫斯科实施制裁ꎮ 沙特阿拉伯则不放弃与美国的长

期合作关系ꎬ并通过中国的斡旋与主要对手伊朗达成和解ꎮ 此外ꎬ虽然美元长期以来

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ꎬ但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正试图加大同中国的合作ꎬ

削弱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ꎮ 最后ꎬ与冷战期间发展中国家集团发起的不结盟运动

不同ꎬ在新多极格局下ꎬ“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诉求更为多元化和差异化ꎬ更倾向于

与不同国家建立非排他性伙伴关系ꎮ 部分新兴大国在各种双多边场合积极为“全球

南方”代言ꎬ在中美俄欧间穿梭斡旋ꎬ试图减缓大国分歧和对抗ꎬ避免大国冲突影响

“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和利益ꎮ 印度在 ２０２２ 年充分利用担任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

组织的双主席国身份ꎬ举办“全球南方之声”峰会ꎬ谋求“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权ꎬ为

该国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营造声势ꎮ 巴西总统卢拉(Ｌｕｌａ ｄａ Ｓｉｌｖａ)对领

导“全球南方”跃跃欲试ꎬ希冀利用巴西在 ２０２４ 年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２０２５ 年担

任金砖主席国的契机ꎬ扩大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ꎬ加速推动其“入常”进程ꎮ

四　 欧盟“全球南方”政策的调整

作为地区间合作的首倡者和积极推动者ꎬ欧盟在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中展

现了其复杂的互动模式ꎮ 欧盟通常凭借其较强的经济与政治实力主导合作进程ꎬ但由

于各地区组织的实力与制度化程度存在差异ꎬ地区间合作的效果也有所不同ꎮ 新冠疫

情、俄乌冲突以及巴以冲突的爆发ꎬ促使“全球南方”加速政治觉醒ꎬ其在大国博弈中

的战略砝码作用愈加凸显ꎬ从而推动世界秩序加速转型ꎮ 在此背景下ꎬ欧盟与“全球

南方”关系的基调、内容与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ꎬ欧盟在调整“全球南方”政策的过程

中ꎬ愈发体现了地区间主义的三个核心功能:制衡、制度性协调和身份认同构建ꎮ

(一)欧盟“全球南方”政策的制衡机制

在全球多极化背景下ꎬ欧盟利用地区间主义的制衡功能来维护其战略利益和国际

地位ꎮ 制衡不仅涵盖军事领域的“硬制衡”ꎬ即通过国内军事建设和军事联盟增强相

对力量ꎬ还包括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调的“软平衡”ꎬ以及制度制衡和对冲策略ꎮ 这些制

衡机制通过增强参与者的议价能力ꎬ减少某一方对其他两方的支配可能性ꎬ确保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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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权力结构的多元和稳定ꎮ① 欧盟在推动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地区间合作时ꎬ充分发

挥了这些制衡机制的作用ꎮ 为弥合同“全球南方”的裂隙ꎬ欧盟致力于通过经济和政

治力量的平衡来制衡其他全球大国的影响力ꎬ提升自身在全球多极化格局中的地位ꎮ

欧盟在重塑互动模式时具体体现为五种制衡策略:一是地位的平衡ꎮ 欧洲政界和

智库逐渐认识到“西方中心论”的局限性ꎬ主张淡化对欧盟“领导”角色的叙述ꎬ转而更

多倾听并接纳“全球南方”的观点ꎬ探索更加平等、包容的外交路径ꎮ 在此过程中ꎬ欧

盟从全球规范和标准的主要制定者转变为共同制定者ꎬ以合作伙伴的身份分享自身的

知识、经验和智慧ꎬ而非以说教或施压的方式对待“全球南方”ꎮ②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ꎬ德国

出台首份«国家安全战略»ꎬ承诺将“有针对性地扩大其全球伙伴关系”ꎬ即“独立平等

伙伴之间公平、尊重和长期的合作”ꎮ③ 欧盟加强对“全球南方”的重视ꎬ推动“全球南

方”在其政治、外交议程中的权重不断上升ꎮ 欧盟频繁采取峰会外交与倡议外交等多

层次的外交手段ꎬ广泛邀请“全球南方”国家参与高规格会议ꎬ使欧盟与“全球南方”的

地区间交往更为正式和规范ꎬ进一步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ꎬ围绕贸易投资、基础设施

建设、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ꎮ 冯德莱恩在第六届欧盟—非盟峰会上表示要

同非洲建立新伙伴关系ꎬ承诺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ꎬ并向非洲大陆投资 １５００ 亿欧

元ꎬ修建公路、铁路、水利等基础设施ꎮ④ ２０２４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专门邀请“全球南

方”国家领导人与会ꎬ强调西方要尽力弥合与“全球南方”日益扩大的分歧ꎬ在国际安

全问题上应与“全球南方”开展合作ꎮ⑤

二是地区的平衡ꎮ 鉴于欧洲和非洲地理位置临近ꎬ且在资源、移民、安全等诸多领

域相互依存ꎬ非洲一直是欧盟“全球南方”战略布局中的传统重点地区ꎮ 欧盟“全球门

户”倡议将非洲作为重点实施地区ꎬ制定“非洲—欧洲投资一揽子计划”ꎬ着力深化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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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ꎬＩｎｔｅｇｒｉｅｒｔｅ 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 ｆü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ꎬ ２０２３ꎬ ｐ.４２.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ｅｃｈ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ｖｏｎ ｄｅｒ Ｌｅｙｅｎ ａｔ ｔｈｅ ６ｔｈ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ｕｍｍｉｔ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１７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 / ｄｅｔａｉｌ / ｅｓ / ｓｐｅｅｃｈ＿２２＿１１４２.
Ｗａｓｌａｔ Ｈａｓｒａｔ－Ｎａｚｉｍｉꎬ “ＭＳＣ ２０２４: Ｎ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ꎬ” ＤＷꎬ １７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ｄｗ.ｃｏｍ / ｅｎ / ｍｓｃ－２０２４－ｎ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ｓｏｕｔｈ / ａ－６８２８８８１２.



非地区间政治经济联系ꎮ① 随着印太地区战略意义的上升ꎬ欧盟逐步加大对该地区的

投入ꎬ通过“全球门户”倡议积极参与印太事务ꎬ并同相关国家建立伙伴关系ꎬ以扩大

在地区发展和安全问题上的影响力ꎮ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Ａｎｔｏｎｉｏ Ｔａｊａｎｉ)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称ꎬ意大利作为七国集团主席国将更多关注东盟和印太地区事务ꎮ 他表

示ꎬ东盟是印太地区增长和稳定的重要力量ꎬ意大利将持续深化与东盟的关系ꎮ② 欧

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ꎬ欧洲的

战略和经济利益与印太地区国家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

交织在一起”ꎮ 双方必须以“更全面的方式”看待对方ꎬ而“不能仅仅通过经济视角”ꎮ

他强调ꎬ欧盟正在扩大与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ꎬ更准确地说是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ꎬ欧

盟是其安全和防务领域值得信赖和坚定的合作伙伴ꎮ③

三是手段的平衡ꎮ 欧盟对“全球南方”的传统政策工具主要是附带政治条件的发

展援助和嵌套欧洲价值观的贸易政策ꎮ 随着欧盟和“全球南方”面临的地缘环境和角

色认知的变化ꎬ欧盟寻求转化双方关系范式ꎬ增强对“全球南方”不断变化的需求的响

应能力ꎬ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和长期承诺ꎬ进而构建更加互惠和负责任的伙伴关

系ꎮ 具体而言ꎬ欧盟不仅要增强“全球南方”的获得感ꎬ还要提升其经济、社会“造血能

力”ꎻ相关政策不仅要满足欧盟对“全球南方”的现实利益需求ꎬ还要强化欧盟在“全球

南方”的竞争能力ꎮ 在此基础上ꎬ欧盟有意制定更具个性化的“全球南方”政策ꎬ增强

贸易和投资在双方关系议程中的重要性ꎬ以求重建援助、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平衡ꎮ④

在“全球门户”倡议中ꎬ欧盟计划在绿色能源、关键原材料、交通运输、教育、可持续金

融、数字化等领域扩大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投资ꎬ着力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打造成为

欧洲对“全球南方”施加影响力的重要抓手ꎮ⑤ ２０２４ 年年初ꎬ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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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Ｕ－Ａｆｒｉｃ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ａｔｅｗａ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ａｃｋａｇｅ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ꎬ ｐ.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ｅａ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２０２３ / ＧＧ＿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ａｃｋａｇｅ.ｐｄｆ＿０.ｐｄｆ.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Ｔａｊａｎ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２４ｔｈ ＥＵ－ＡＳＥＡ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ＥＵ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ꎬ”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ａｌｙꎬ １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ｓｔｅｒｉ.ｉｔ / ｅｎ / ｓａｌａ＿ｓｔａｍｐａ / ａｒｃｈｉｖｉｏｎｏｔｉｚｉｅ / ｃｏｍｕｎｉｃａｔｉ / ２０２４ / ０２ / ｐａｒｔｅｃｉｐａｚｉｏｎｅ－ｄｅｌ－ｍｉｎｉｓｔｒｏ－ｔａｊａｎｉ－ａｌｌａ－２４ａ－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ｅ－
ｕｅ－ａｓｅａｎ－ｅ－ａｌｌａ－ｒｉｕｎｉｏｎ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ｅ－ｄｅｉ－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ｄｅｇｌｉ－ｅｓｔｅｒｉ－ｄｅｌｌｕｅ－ｇｙｍｎｉｃｈ / .

“Ｓｈａｎｇｒｉ－Ｌ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ｂｙ Ｈｉｇ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Ｊｏｓｅｐ Ｂｏｒｒｅｌｌ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１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ｅａ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ｅａｓ / ｓｈａｎｇｒｉ－ｌ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ｐｅｅｃｈ－ｈｉｇ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ｊｏｓｅｐ－ｂｏｒｒｅｌ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ｅｎ.

Ｍａｔｓ Ｅｎｇｓｔｒöｍꎬ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Ｓｕｍｍｉｔ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ＥＵ Ｏｆｆ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ꎬ”
ＥＣＦＲꎬ ２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ｆｒ.ｅ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ｈｅ－ｂｒｉｃｓ－ｓｕｍｍｉｔ－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ｓ－ｃｈｉｎａ－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ａ－ｂｅｔｔｅｒ－ｅｕ－ｏｆｆｅｒ－
ｆｏｒ－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ｓｏｕｔｈ.

Ｍａｒｉｅ Ｄｅｊｏｎｇｈｅꎬ “Ｕｎｌｏｃｋ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ａｔｅｗａ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ꎬ” Ｅｇｍｏ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３１３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３ꎬ ｐｐ.１－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ｇｍｏ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ｂｅ / ａｐｐ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３ / ０７ / Ｍａｒｉｅ－Ｄｅｊｏｎｇ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Ｂｒｉｅｆ＿３１３＿ｖ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ｔｙｐｅ＝ｐｄｆ.



大利—非洲峰会上宣布针对非洲大陆在绿色能源、教育和数字化等领域的重大援助计

划ꎬ承诺将非洲发展作为主题ꎬ以换取在移民问题上的更多合作ꎮ① 冯德莱恩在会上

表示ꎬ该计划是对欧盟“全球门户”计划的补充ꎮ② 有学者认为ꎬ“全球门户”倡议的独

特之处在于它能够在其他类似的发展融资举措未取得预期效果的情况下获得成功ꎬ其

公私合作模式有助于增强其投资影响力ꎬ提升成功项目的数量ꎮ “全球门户”倡议可

能会推动欧盟实现其“一带一路”的预期目标ꎬ并以可接受的成本获得持久影响ꎮ③

四是战略利益平衡ꎮ 当前地缘政治变局让欧盟认识到ꎬ必须通过经济增长和防务

改革推动战略自主ꎬ以避免其他国家将重点放在与欧盟各个国家的交往上ꎬ实现对欧

洲的“各个击破”和“分而治之”ꎬ进而阻碍欧盟成为更强大的地缘政治参与者和全球

行为体ꎮ 欧盟推出的“战略指南针”计划、新的经济安全战略以及“全球门户”等倡议

表明ꎬ其正努力适应从全球规范的制定者转变为共同制定者的过程ꎬ更加积极主动接

触“全球南方”国家ꎬ将其作为跨大西洋“舒适区”的补充ꎮ④ 这意味着欧盟需要大规

模调整其外交、安全和贸易政策ꎬ避免完全依赖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安全保护ꎬ在跨大西

洋关系与“全球南方”等权力中心之间实现新的平衡ꎮ 此外ꎬ欧盟在推动与“全球南

方”的地区间合作时ꎬ旨在通过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平衡来制衡其他全球大国的影响ꎬ

通过促进与这些地区的经贸关系ꎬ减少对单一外部大国的依赖ꎮ

五是历史矛盾的平衡ꎮ 在寻求地区间关系的均衡时ꎬ历史联系也被视为一个需要

考量的因素ꎬ特别是当历史联系对地区间关系的持续性具有决定性作用时ꎬ如何处理

这些历史纠葛便成为关键ꎮ 有学者指出ꎬ地区间关系通常建立在相关地区历史接触的

基础上ꎬ这种接触往往是维系关系的重要前提ꎮ 历史接触可以在其中一方激发情感ꎬ

这些情感通常源自殖民主义、霸权关系或其他高度不对称的关系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这种情感往往伴随着该地区经济或军事力量的增强而愈发强烈ꎬ并逐渐转化为追求平

等与独立的强烈意愿ꎬ⑤从而推动地区间关系朝着更为平衡的方向发展ꎮ 近年来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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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ｎｇｅｌｏ Ａｍａｎｔ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ｐｉａｎ Ｂａｌｍｅｒꎬ “Ｉｔａｌｙ’ｓ Ｍｅｌｏｎｉ Ｐｌｅｄｇｅｓ Ｎｅｗ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Ｆｕｎｄ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
Ｒｅｕｔｅｒｓꎬ ３０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ｅｕｒｏｐｅ / ｉｔａｌｙｓ－ｍｅｌｏｎｉ－ｏｐｅｎｓ－ａｆｒｉｃａ－ｓｕｍｍｉｔ－ｐｒｏｍｉｓｅｓ－ｎｅｗ－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２０２４－０１－２９ / .

“ Ｓｐｅｅｃｈ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ｖｏｎ ｄｅｒ Ｌｅｙｅｎ ａｔ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ｙ－Ａｆｒｉｃａ Ｓｕｍｍｉｔ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２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４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 / ｄｅｔａｉｌ / ｅｎ / ｓｐｅｅｃｈ＿２４＿５０２.

Ｋａｌｕｍ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ａｎｅｌｔ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ａｔｅｗａｙ: Ｔｈｅ ＥＵ Ｍａｐｓ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ｔｈ Ｔｈａｎ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ꎬ １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ｇｌｏｂａｌｅｕｒｏｐｅ.ｅｕ / ｅｕｒｏｐｅｓ－ｆｕｔｕｒｅ / ｇｌｏｂａｌ－ｇａｔｅｗａｙ－ｔｈｅ－ｅｕ－ｍａｐｓ－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ｔｈ－ｔｈａｎ－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 / .

Ｓｈａｄａ Ｉｓｌａｍꎬ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Ｈｏｗ ｔｏ Ｇａｉ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Ｗｏｒｌｄꎬ” ｐ.２.
Ｊüｒｇｅｎ Ｒüｌａｎｄꎬ “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 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Ａｇｅｎｄａꎬ” ｉｎ Ｈｅｉｎｅｒ Ｈäｎｇｇｉ ｅｔ ａｌ.ꎬ ｅｄｓ.ꎬ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ｐ.３０９.



被殖民国家要求“反思和赎罪”的呼声下ꎬ欧盟积极为昔日的殖民历史道歉ꎬ①努力通

过妥善处理历史矛盾和殖民遗留问题修复与“全球南方”的关系ꎮ ２０２２ 年ꎬ荷兰首相

正式为该国在奴隶贸易中的角色道歉ꎬ并承认这一行为构成“反人类罪”ꎮ② ２０２３ 年ꎬ

德国总统访问坦桑尼亚时ꎬ对本国在殖民统治期间所犯罪行表示“羞愧”ꎬ请求坦桑尼

亚人民宽恕德国人对他们祖先所做的事情ꎬ希望与坦桑尼亚一道正视历史ꎬ并承诺将

归还德国在殖民时期掠夺的文物ꎮ③ ２０２４ 年ꎬ在纪念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３０ 周年之际ꎬ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ꎬ法国及其西方盟友“本可以阻止”卢旺达 １９９４ 年的种族灭绝ꎮ④

同年ꎬ德国外交部推出新书«外交部与殖民地»ꎬ对德国殖民时期犯下的种族灭绝等暴

行道歉ꎬ并表示愿意从对方的视角看待历史与世界ꎮ⑤

(二)欧盟与“全球南方”互动中的制度性协调

在全球治理的复杂背景下ꎬ欧盟意图通过制度性协调功能提升对全球南方国家的

影响力ꎮ 在制度建设方面ꎬ作为“规范性力量”ꎬ欧盟通过多层次合作框架深化了与全

球南方国家的互动ꎬ推动双方在全球性议题上的协调ꎮ 在合理化方面ꎬ欧盟通过区域

间合作简化了多边决策过程ꎬ提高了全球治理效率ꎬ并优化了决策路径ꎮ 在议程设置

方面ꎬ欧盟利用其在数字和绿色转型领域的先发优势ꎬ影响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框架ꎬ

并通过输出其规范和标准ꎬ巩固了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ꎮ 欧盟通过多种合作机

制构建地区间关系ꎬ旨在增强全球南方国家对其规范和标准的认同ꎬ并进一步提升自

身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ꎬ从而确保在应对全球挑战时占据先机ꎮ

首先ꎬ制度建设是欧盟与“全球南方”国家互动中的核心元素ꎬ欧盟在推进与“全

球南方”地区间合作的制度建设中ꎬ展现了其多层次、多领域的战略布局ꎬ力求通过政

治对话、经济合作和安全协作等途径ꎬ深化与这些地区的联系ꎬ从而巩固自身在国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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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的主导地位ꎮ 以拉美地区为例ꎬ欧盟—拉美峰会(ＥＵ－ＬＡＣ)机制自 １９９９ 年建立

以来ꎬ便成为两大地区政治对话的重要载体ꎮ① 然而ꎬ由于 ２０１５ 年委内瑞拉危机导致

拉共体(ＣＥＬＡＣ)议程搁置ꎬ②欧盟—拉美峰会机制也遭遇瓶颈ꎬ致使欧盟在这一地区

的政治影响力一度减弱ꎮ 俄乌冲突发生后ꎬ拉美大多数国家保持中立ꎬ拒绝在美俄之

间选边站队ꎮ 欧盟意识到需加强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关系ꎬ冯德莱恩强调ꎬ欧

盟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是关键盟友ꎬ并希望进一

步深化双方的政治伙伴关系ꎮ③ 在此背景下ꎬ欧盟与拉美国家的地区间合作得以重

启ꎬ欧盟—拉共体外长会议和欧盟—拉美峰会分别于 ２０２２ 年和 ２０２３ 年顺利召开ꎮ 一

方面ꎬ欧盟试图以价值观为抓手争取更多盟友ꎬ以形成更广泛的国际联盟ꎬ推动对俄制

裁ꎮ 正如博雷利所说ꎬ世界上拥有相似价值观的地区间必须建立战略性网络ꎮ④ 另一

方面ꎬ欧盟希望通过重启欧盟—拉美峰会强化双方的战略联系ꎬ进而稳定欧盟内部因

制裁而引发的经济、能源和难民危机ꎮ 这一举措展现了欧盟在制度建设中的灵活性和

战略耐心ꎬ意图通过逐步修复并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关系ꎬ重建双方的政治对话机制ꎬ进

而巩固其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ꎮ 同样ꎬ在印度及更广泛的印太地区ꎬ欧盟近年来通过

密集的高层会晤和战略互动ꎬ进一步推动了地区间合作的制度化进程ꎮ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ꎬ

经过 １６ 年的谈判ꎬ欧洲自由贸易联盟(ＥＦＴＡ)与印度签署了贸易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ＴＥＰＡ)ꎬ该协议扩大了市场准入ꎬ简化了海关手续ꎬ为印度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企

业在各自市场拓展业务提供了便利ꎮ⑤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ꎬ印欧战略伙伴关系第四轮评估会

在德里举行ꎬ标志着双方在制度建设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ꎮ 该会议旨在通过对政治和

经济关系的全面评估ꎬ确定未来双边合作的重点领域ꎬ并进一步巩固印欧之间的战略

伙伴关系ꎮ 同时ꎬ欧盟通过高级别对话推进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和地理标志

协定的谈判ꎮ 随着印欧海洋安全对话会的举行ꎬ双方同意在西印度洋海域继续开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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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机ꎬ新当选的环保主义者卢拉推动了地区间团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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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联合行动ꎬ深化印欧海洋安全合作ꎮ① 此外ꎬ欧盟也在东盟地区通过一系列机制

性合作平台ꎬ扩大了其政治和经济影响力ꎮ ２０２３ 年ꎬ欧盟利用欧盟—东盟部长级对

话、联合合作委员会会议(ＪＣＣ)、欧盟—东盟峰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等渠道ꎬ提出了新

的合作愿景ꎬ并对既定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评估ꎮ 这些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不仅为东

盟和欧盟之间的多领域合作提供了制度化的支持ꎬ还增强了欧盟在该地区事务中的影

响力ꎮ②

在合理化方面ꎬ欧盟采取了策略性措施来简化多边机制中的复杂议程ꎮ 全球化的

深入发展使得公共卫生、发展治理、经济治理和安全治理等议题相互交织ꎬ决策过程变

得异常复杂ꎮ 全球性组织或论坛中的参与者数量不断增加ꎬ使得决策效率降低ꎮ 面对

这一挑战ꎬ欧盟通过地区间合作简化了多边决策进程ꎮ 具体而言ꎬ欧盟通过积极推动

“全球南方”国家在安理会改革、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债务、能源和粮食安全、数

字转型等领域的参与度ꎬ降低了多边决策的复杂性ꎮ 此外ꎬ欧盟通过“策略性放权”提

高了这些国家的发言权ꎬ特别是在全球议题中ꎬ欧盟主张对除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

赋予更大决策权ꎮ 这种做法不仅减轻了全球多边论坛的决策负担ꎬ还提升了决策效

率ꎮ 例如ꎬ在安理会改革中ꎬ欧盟倡导赋予“全球南方”国家更多的话语权ꎬ这减少了

双边谈判的复杂性ꎬ并促进了多边合作的顺利进行ꎮ 通过这些措施ꎬ欧盟有效简化了

多边决策过程ꎬ并增强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参与感和认同感ꎮ

在议程设置方面ꎬ欧盟通过强调与“全球南方”国家在多边领域的共同立场ꎬ有效

推动了国际议题的优先排序ꎮ 欧盟及成员国高层领导如博雷利、朔尔茨和马克龙ꎬ均

强调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ꎬ特别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核心地位ꎮ 这种

强调不仅增强了“全球南方”国家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认同感ꎬ还提升了这些国家在国

际组织中的代表性ꎮ③ 欧盟利用地区间合作推动了全球议程的设置ꎬ并确保了其在国

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ꎮ 通过形成支持或反对某种立场的联盟ꎬ欧盟影响了国际议程的

优先排序ꎬ并提升了自身及盟友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ꎮ

具体到合作领域ꎬ欧盟寻求通过“全球门户”倡议以及与“全球南方”关键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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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国直接合作ꎬ重组其供应链体系ꎬ增强欧洲经济的韧性和安全性ꎮ 从“全球门户”

倡议有关规划和实施情况看ꎬ欧盟与“全球南方”的务实合作聚焦于四大重点领域:一

是在关键原材料方面ꎬ欧盟计划与阿根廷、智利、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刚果(金)、

赞比亚等关键原材料充裕国签署谅解备忘录ꎬ建立伙伴关系ꎬ提高原材料本地开采、加

工、运输能力ꎬ共同开发锂、镍、硅、钴、铜等关键原材料ꎬ支持精炼、制造等行业再循环

项目ꎮ① 二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ꎬ欧盟试图借助“全球门户”倡议进一步增强和巩固欧

洲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ꎬ重点在印度、南非、纳米比亚、哥伦比亚、

中亚等地开发可再生能源ꎬ助力解决欧洲能源供应和绿色转型ꎮ 在太阳能领域ꎬ欧洲

加大同印度、南非等国合作ꎬ推进供应链一体化ꎮ 在氢能领域ꎬ“全球门户”倡议支持

地中海氢进口走廊建设ꎬ计划加强同中东国家合作ꎮ 欧盟还同纳米比亚启动在绿色氢

能方面的战略伙伴关系路线图ꎮ 三是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领域ꎮ “全球门户”倡议的

一大优先事项是为大型能源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优惠贷款并改善融资条件ꎬ简化有关项

目审批程序ꎮ “全球门户”倡议支持开发建设“洛比托走廊”ꎬ该走廊连接安哥拉洛比

托港和刚果(金)、赞比亚西北部ꎬ将有力促进原材料和矿产运输ꎮ 在首届“全球门户”

论坛上ꎬ欧盟还宣布向格鲁吉亚提供 １６００ 万欧元贷款ꎬ改善连接格鲁吉亚东西部的高

速公路状况ꎮ 四是建立数字连接ꎮ “全球门户”倡议提出启动欧盟—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数字联盟ꎮ 在欧盟—拉共体外长会议期间ꎬ双方正式启动“欧盟—拉美数字联

盟”ꎬ扩建同拉美地区的海底电缆连接ꎬ扩展同印太地区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

合作ꎬ提升同该地区国家的数字伙伴关系ꎮ 同时ꎬ对南高加索地区的数字电缆进行升

级ꎬ充分发挥其欧亚数字枢纽能力ꎬ并通过“欧非门户”光缆、“埃拉连接”光缆以及“美

杜莎”海底光缆ꎬ加强同地中海南岸国家、拉丁美洲、大西洋及印太地区的数字联通ꎮ②

(三)构建集体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构建是欧盟地区间主义实践的一个重要功能ꎮ 通过跨区域的互动ꎬ地区

间行为体能够强化集体身份认同ꎮ 这一构建过程不仅仅限于利益的协同ꎬ还涉及行为

体间对共同价值观和认知框架的深入理解ꎮ 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ꎬ欧盟在“全

球南方”政策的调整过程中ꎬ通过地缘政治战略的布局、利益关系的调整、概念的重塑

和意识形态共识的构建ꎬ旨在将“全球南方”逐步融入欧盟所主导的集体身份框架中ꎬ

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ꎬ并在多极化的国际秩序中巩固自身的战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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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欧盟不仅希望强化“全球南方”的集体身份认同ꎬ还加强了自身的

身份认同ꎬ从而巩固其作为一个统一行为体的形象ꎮ 总体来看ꎬ欧盟在与“全球南方”

的地区间互动与合作中展现了日益复杂和具有战略意义的政策取向ꎮ

首先ꎬ欧盟通过强化与“全球南方”的地缘政治互动ꎬ希冀在全球多极化趋势中占

据有利位置ꎮ 当前ꎬ在综合实力方面ꎬ欧洲与中美两国的差距持续扩大ꎬ且这种趋势可

能长期延续ꎮ 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可能导致世界进一步分裂ꎬ加速形成阵营对抗的局

面ꎬ令欧盟内部忧虑增多ꎮ 欧洲普遍认为ꎬ中美爆发大规模冲突不符合欧洲的根本利

益ꎬ而多中心的权力格局有助于减缓大国竞争的烈度ꎮ 因此ꎬ欧盟将“全球南方”视为

实现战略自主的重要力量ꎮ 通过加强与“全球南方”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业等领域

的合作ꎬ欧盟不仅在经济上寻求互利共赢ꎬ还在战略层面上试图构建依托于地区间合

作的集体认同ꎮ 这一过程充分体现并发挥了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的作用ꎬ以巩固

其作为全球关键行为体的地位ꎮ 欧盟通过共识的建立和利益的绑定ꎬ推动“全球南

方”成为其在国际舞台上强化身份认同的重要伙伴ꎬ从而巩固自身国际影响力和话语

权ꎮ

其次ꎬ欧盟在重新定义“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的过程中ꎬ力图掌控话语权ꎬ并通过

分而治之的策略增强其在这些国家中的影响力ꎮ 芬兰总统斯图布(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Ｓｔｕｂｂ)

在分析各国对俄乌冲突立场的基础上ꎬ提出世界将由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全球

西方”、希望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全球东方”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全球南方”所决定ꎮ

他表示ꎬ“全球南方”将在世界秩序的发展方向中起到决定性作用ꎬ并在影响经济增

长、安全政策和国际组织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ꎮ 与此同时ꎬ斯图布还指出ꎬ学界对

“全球南方”这一术语存在一些争议ꎮ 在他看来ꎬ“全球南方”指的是以巴西、印度、尼

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和南非为首的一大批国家ꎬ“全球东方”由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等

国家组成ꎬ而“全球西方”则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韩国、欧盟和美国ꎮ①

这种三分法实际上为欧盟提供了一种通过定义和分类塑造集体身份的机会ꎮ ２０２３

年ꎬ德国政府宣布自 ２０２６ 年起不再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ꎬ并明确表示联邦发展部自

２０１０ 年起就不再将中国列为发展中国家ꎬ②从而将中国、俄罗斯从“全球南方”中剥离

开来ꎮ 欧盟在削弱与中国、俄罗斯等南方国家关系的同时ꎬ加强同印度的经贸联系ꎬ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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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印度等国争夺“全球南方”领导权ꎬ试图借机分化金砖国家ꎬ使“全球南方”失去“领

头羊”ꎮ 德国«商报»认为ꎬ西方与中国争夺在亚洲和非洲影响力的竞争将进一步加

剧ꎮ 为获得更多支持ꎬ西方必须准备好向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做出让步ꎮ 西方必须意识

到ꎬ印度并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伙伴ꎬ双方在重要问题上也存在分歧ꎬ“但与印度在国

际组织中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公开解决分歧的机会”ꎮ① 这种分化策略不仅在战略上削

弱了竞争对手的力量ꎬ还通过选择性合作强化了欧盟与特定“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

认同ꎮ

此外ꎬ欧盟将意识形态作为凝聚集体认同的重要工具ꎬ通过推动“民主对抗威权”

的叙事ꎬ鼓吹“全球南方”应加入“民主西方”阵营ꎬ对抗“中、俄等威权国家”ꎬ试图在

意识形态层面上强化与“全球南方”部分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ꎮ ２０２３ 年慕安会年度报

告呼吁ꎬ西方应联手“全球南方”与中俄等“专制修正主义”国家争夺国际秩序主导

权ꎮ② 瑞士«新苏黎世报»２０２３ 年发表专题报道称ꎬ中国不仅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

区加大投资、提供贷款、开展基建项目ꎬ还通过中国国际电视台(ＣＧＴＮ)、中国国际广

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多语种网络版等官方媒体以及推特(Ｔｗｉｔｔｅｒ)、脸书(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

社交媒体宣传和展示中国文化、社会和政治ꎬ通过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增强中国和南

半球国家的人文交流ꎬ其实际目的是加大中国意识形态的宣传和输出ꎬ受众国应对此

保持警惕ꎮ③ 德国全球与区域问题研究所(ＧＩＧＡ)主席纳丽卡(Ａｍｒｉｔａ Ｎａｒｌｉｋａｒ)教授

在分析了“全球南方”如何应对全球武器化相互依赖后指出ꎬ在重新划分的大国博弈

中ꎬ看似弱小的国家并非只是受害者ꎬ从而进一步强调“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观能动

性ꎮ④ 欧盟刻意掩盖“南北矛盾”ꎬ通过在民主治理、国际秩序等方面制造“全球南方”

与中国的隔阂ꎬ试图在意识形态上塑造“全球南方”与欧盟的共同敌人ꎮ 这种做法不

仅旨在抵御所谓的“威权主义威胁”ꎬ通过对抗叙事来巩固双方的集体身份ꎬ而且为欧

盟与“全球南方”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奠定了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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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欧盟“全球南方”政策的前景

为应对全球变局ꎬ欧盟调整“全球南方”政策的决心和思路已基本确定ꎬ相关政策

主张正在逐步落地ꎮ 接下来ꎬ欧盟将不断细化其“全球南方”政策ꎬ通过分化、调动并

利用“全球南方”ꎬ服务和维护其地缘政治及经济利益ꎮ 总体而言ꎬ欧盟“全球南方”政

策的调整既存在有利因素ꎬ也存在不利因素ꎬ全面落地阻力重重ꎮ

从有利因素来看ꎬ首先ꎬ欧盟与“全球南方”在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处境具有一定的

相似性ꎮ 对于中美而言ꎬ欧盟和“全球南方”都是两国博弈的客体和重要市场ꎬ是中美

联合的对象和多边竞争的“票仓”ꎮ 欧盟和“全球南方”都反对两极格局和世界的进一

步分裂ꎬ担忧中美博弈可能引发极端冲突ꎬ并认为多极格局有利于发挥各自对中美的

影响力ꎬ从而形成对中美的制衡ꎮ 从这个角度而言ꎬ欧盟和“全球南方”在国际格局演

变中处于相似的“生态位”ꎬ这为欧盟在全球秩序问题上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南方”的

天然盟友提供了条件ꎮ 其次ꎬ欧盟愿意向“全球南方”让渡部分制度性权力ꎮ “全球南

方”国家要求对当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至少进行部分重新谈判ꎬ这需要包括

欧洲在内的西方展现妥协意愿ꎬ并与“全球南方”分享权力ꎮ 欧盟主张构建多极化世

界ꎬ倡导符合欧洲自身意愿和利益的多边议题和国际机构改革ꎬ并通过推动地区间互

动与合作ꎬ适当向“全球南方”让渡部分机制性权力ꎮ 这不仅增强了欧盟对“全球南

方”的吸引力和影响力ꎬ还减少了对美国和中国的依赖ꎬ平衡了大国关系ꎬ并提升了欧

盟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ꎬ推动了其对外关系向深度和广度拓展ꎬ最终实现多极格局下

的战略自主ꎮ 再次ꎬ“全球南方”的碎片化状态为欧盟运筹地区间关系提供了操作空

间ꎮ “全球南方”在历史文化、制度建设、发展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ꎬ价值取向和利益

诉求多元ꎬ国家间的相互竞争和冲突对抗不容忽视ꎬ组织性和协调性亟待加强ꎮ 在可

预见的未来ꎬ“全球南方”将仍是一个包含多元文化传统、发展水平各异的发展中国家

群体ꎬ难以发展成为具有高度凝聚力、行动力以及高度一体化的地区组织或集团ꎬ与欧

盟间形成的各类复杂地区间关系也将长期处于不对称的权力结构中ꎮ 欧盟可能利用

其历史上的殖民文化纽带和发展援助等手段ꎬ对“全球南方”国家进行再分类ꎬ以削弱

其团结ꎬ并鼓励印度等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言人和欧盟与“全球南方”之间的“架

桥者”ꎬ与中国开展竞争ꎬ对冲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ꎮ

然而ꎬ欧盟“全球南方”政策的变化也面临四个方面的不利因素ꎮ 第一ꎬ战略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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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ꎮ 众多“全球南方”国家曾是欧洲的殖民地ꎬ法国和英国至今仍在干预非洲国家

的内政和安全事务ꎬ并经常以“国际规则”为由对“全球南方”内部事务进行“指导”ꎬ

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了发展瓶颈和心理创伤ꎮ 博雷利曾将欧洲比作“花园”ꎬ是“人

类能够建立的政治自由、经济繁荣和社会凝聚力的最佳组合”ꎮ 相比之下ꎬ他声称世

界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是“丛林”ꎬ如果“园丁”照顾不好ꎬ“丛林”可能会侵入这个“花

园”ꎮ① 由于“全球南方”国家天然具有反干涉、反控制、反压迫、反说教的传统ꎬ因而其

改变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愿望较为迫切ꎮ 鉴于此ꎬ许多“全

球南方”国家认为ꎬ欧盟对“全球南方”加大投入是将“全球南方”工具化ꎬ旨在更好地

维护自身利益ꎬ并非真心为了推动“全球南方”的发展和安全ꎮ

第二ꎬ价值观吸引力下降ꎮ 首先ꎬ在发展观、安全观、文明观等层面ꎬ欧盟与“全球

南方”存在着较大的认知差异ꎮ 从本质上讲ꎬ欧洲仍致力于维护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

秩序ꎬ并不真正认同“全球南方”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构想ꎮ 其次ꎬ欧洲近年来深陷安全

困境ꎬ经济发展动力不足ꎬ总体竞争力相对下降ꎬ社会矛盾加剧ꎬ社会思潮转向保守内

顾ꎬ极右翼势力抬头ꎬ接纳“全球南方”国家难移民的意愿下降ꎬ经济民族主义和排外

主义动作不断ꎬ导致所谓西式民主、人权理念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光环失色ꎮ②

两大冲突的持续延宕可能进一步损害欧洲的信誉ꎬ对欧洲的地缘安全影响很大ꎬ但欧

盟囿于实力和意愿的限制ꎬ对危机的进程和终局始终影响有限ꎬ其左支右绌的被动表

现无益于改善欧盟同“全球南方”的关系ꎮ 欧盟及其成员国推动将被冻结的俄罗斯资

产用于援助乌克兰的行为涉嫌违反国际法ꎬ部分欧盟国家领导人批评国际刑事法院向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逮捕令的做法更是火上浇油ꎬ激化了欧盟同“全球南方”

之间的矛盾ꎮ

第三ꎬ关切重点相异ꎮ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ꎬ欧盟将关注点放在一系列与其内

部安全和竞争力相关的议题上ꎬ如安全与防务能力建设、提升经济竞争力、应对难民与

移民问题、维护文化认同、推动环保议程以及保障劳工权利ꎮ 这些议题反映了欧盟在

维护其内部稳定、增强其全球竞争力和应对复杂社会挑战方面的核心关切ꎮ 与此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ꎬ“全球南方”国家的优先事项则侧重于解决与俄乌冲突相关的经济冲

击、外债压力ꎬ实现人道主义援助ꎬ以及妥善处理粮食和能源安全问题ꎮ 此外ꎬ“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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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国家还高度关注种族平等和气候正义等议题ꎬ这些问题关系到其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和对全球公平正义的诉求ꎮ 总体来看ꎬ欧盟和“全球南方”国家在战略优先事项

上存在显著差异ꎬ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的发展阶段和利益诉求的不同ꎬ还可能对

双方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形成重大掣肘ꎮ

第四ꎬ政策执行能力欠佳ꎮ 当前ꎬ德国、法国因内政原因对欧洲的领导力下降ꎬ中

东欧部分国家出于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心存恐惧、对美国依附倾向不降反

增ꎬ因此ꎬ德法等欧洲大国整合欧盟、凝聚团结、推动改革仍面临很大挑战ꎮ 欧盟形成

统一的对外政策道阻且长ꎬ“战略自主”及“对美依附”两种战略取向仍处于激烈博弈

过程中ꎮ 在美国政治极化加剧、总统特朗普再次上台并可能继续推行“美国优先”政

策的背景下ꎬ欧盟寻求推动多极化、坚持真正多边主义的意愿并不坚定ꎬ真正成为世界

一极的前景仍属未定之天ꎬ其“全球南方”政策仍面临极大的摇摆性和不确定性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欧盟调整“全球南方”政策ꎬ针对中国的因素尤为明显ꎮ 近年来ꎬ

欧盟通过推行“去风险”政策和“全球门户”倡议ꎬ试图减少对华依赖ꎬ尤其是在关键领

域如供应链、能源安全和技术合作方面ꎬ减少对中国市场和资源的依赖ꎮ 这些政策不

仅体现了欧盟希望增强自身战略自主的意愿ꎬ还反映出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

对冲意图ꎮ 在能源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化发展等领域ꎬ欧盟明显加大了与中国

的竞争力度ꎬ试图通过加深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从而与中国“对垒”ꎬ以分化并利

用“全球南方”作为制衡中国的“抓手”ꎮ 欧盟意图通过经济援助、投资合作以及倡导

全球规则制定ꎬ争取“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ꎬ强化其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ꎬ以此加大

与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博弈ꎮ 总的来看ꎬ欧盟“全球南方”政策调整所带来的挑战及

其影响值得进一步跟踪研判ꎬ有必要对其挑拨中国同“全球南方”关系的动向提高警

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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