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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随着世界权力结构的加速演变ꎬ“全球南方”作为非制度化的新兴政治经

济力量快速崛起ꎬ深刻推动了国际秩序转型进程ꎮ 本文聚焦中国与欧盟对于“全球南方”

的战略认知差异分析及政策应对比较研究ꎬ揭示双方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存在的矛盾

与分歧ꎬ并探析其未来合作的可能性ꎮ 中国基于自身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ꎬ将

深化“南南合作”作为外交战略支柱ꎬ通过机制创新与资源整合ꎬ持续增强“全球南方”的

主体性ꎮ 欧盟则秉持规范性力量的思维框架ꎬ将“全球南方”工具化为地缘竞争载体ꎬ试

图通过制度规制维系传统“中心—边缘”秩序ꎮ 尽管双方在战略定位、合作路径和价值导

向上存在显著分歧ꎬ但面对美国单边霸权导致的体系失序ꎬ中欧在基础设施联通、数字转

型、气候治理等领域存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现实空间ꎮ 中国应在坚决抵制西方“去南方

化”图谋的同时ꎬ把握欧盟战略自主诉求上升的契机ꎬ探索多利益攸关方协作模式ꎬ推动

形成更具包容性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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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１ 世纪ꎬ世界权力结构经历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再平衡进程ꎮ 以新兴

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全球南方”(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群体性崛起ꎬ并通过非制度

化的政治经济合作网络ꎬ持续冲击着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范式ꎮ “全球南方”卓然壮

大是这个时代最鲜明的标志ꎮ “全球南方”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超过 ４０％ꎬ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８０％ꎬ已成为维护国际和平、带动世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的

关键力量ꎮ① “全球南方”崛起带来了国际话语权分配格局的质变:从气候谈判中的

“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Ｇ７７＋Ｃｈｉｎａ)到金砖机制扩容ꎬ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ꎬ«人民日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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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 ＲＣＥＰ)到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ꎬ

“全球南方”正通过多元路径重构全球治理议程的设置权ꎮ 在此背景下ꎬ传统权力中

心与新兴力量围绕国际秩序转型的互动模式ꎬ成为理解当代国际关系演变的关键所

在ꎮ

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两大核心行为体ꎬ中国与欧盟对“全球南方”兴起的战略

认知与政策回应呈现显著分野ꎮ 中国基于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定位ꎬ将南南合

作视为突破依附性发展困境的战略支点ꎬ通过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

行等新型机制ꎬ推动全球发展资源向南方国家倾斜ꎮ 欧盟作为规范性权力的典型代

表ꎬ其“全球门户”计划虽然在形式上呼应南方国家的发展诉求ꎬ实则延续“中心—边

缘”的治理思维ꎬ试图通过规则输出来维持制度性霸权ꎮ 这种认知差异根植于双方对

国际秩序本质的不同理解:中国强调主权平等的多极化愿景ꎬ欧盟则致力于维护所谓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ꎮ

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影响力的逐步提升ꎬ相关议题日益受到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关

注ꎮ 当前ꎬ研究议题不断拓展ꎬ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ꎬ特别是聚焦于

研究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合作ꎬ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

程ꎻ①研究方法日益多样化ꎬ如通过跨学科研究方法ꎬ融合多领域视角ꎬ构建适应南方

国家特性的理论框架ꎻ研究视角不断丰富ꎬ既有从宏观层面探讨“全球南方”的整体发

展和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及地位ꎬ也有从微观层面分析具体的国家或地

区ꎬ深入探究“全球南方”不同区域或国家的历史脉络、文化特质、政治格局、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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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和社会结构等多维度特性ꎬ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ꎮ① 鉴于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单

一行为体(如提出“南南合作”的中国或以“规范性权力”自称的欧盟)ꎬ缺乏对双方互

动机制及南方国家主体性的系统性解释ꎬ本文分析“全球南方”兴起背景下ꎬ中欧战略

应对的差异与合作空间ꎬ考察“全球南方”从被治理对象向秩序塑造者转变的进程ꎮ

中欧在“全球南方”议题上既存在治理理念上的矛盾和分歧ꎬ又面临美国单边主义冲

击带来的合作机遇ꎮ 特别是在“数字丝绸之路”与欧盟“全球门户”计划对接、绿色金

融标准互认、气候韧性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ꎬ双方存在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实践交汇

点ꎮ 这种竞合交织的互动模式ꎬ为观察国际秩序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ꎮ

本文聚焦中国与欧盟对“全球南方”的战略认知差异及政策应对比较研究ꎬ分析

中欧通过话语塑造、实践示范和资源分配的方式ꎬ宣传其价值观与治理模式ꎬ并通过制

度竞争争夺在“全球南方”区域的规则话语权ꎬ揭示双方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矛

盾与合作可能性ꎮ 文章的主要内容是:梳理中欧对“全球南方”的认知异同ꎬ分析中国

和欧盟对“全球南方”开展的竞争与合作ꎬ探讨南方国家对中国和欧盟相关政策的看

法ꎬ以及南方国家能动性对中欧策略调整的影响ꎬ继而就中欧围绕“全球南方”开展第

三方合作的现状和潜力提出相关政策建议ꎮ

一　 问题的提出

“全球南方”的兴起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ꎬ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在全

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和影响力ꎮ 目前ꎬ“全球南方”概念仍在被学术界、政治经济界广

泛讨论ꎬ未有明确的界定ꎬ但可以被视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ꎮ 学

界的研究主要从地缘、政治性和经济性三种定义展开:第一ꎬ从地缘角度将全球南方作

为“欠发达”的隐喻和“第三世界”一词的替代品ꎮ １９６９ 年ꎬ美国左翼政治活动家卡

尔奥格尔斯比(Ｃａｒｌ Ｏｇｌｅｓｂｙ)率先使用“全球南方”一词ꎬ认为“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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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延续几个世纪之后ꎬ产生了一种“无法容忍的社会秩序”ꎮ① 这类用法使得

“全球南方”成为非洲、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低收入国家(按照世界

银行分类)的统称ꎬ暗示殖民主义的遗产及其后果ꎮ 第二ꎬ“全球南方”具有深刻的政

治意涵ꎮ “全球南方”的内涵超越了地理边界ꎬ更多的是指包含多样化价值观念、文化

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国家群体ꎬ非西方、反干预、求发展是南方国家

的最大公约数ꎮ② 第三ꎬ经济属性是划分“全球南方”的重要尺度ꎮ 在不结盟运动兴起

的同时ꎬ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也在寻求推动全球经济秩序的变革ꎮ １９６４ 年ꎬ１２０ 个国

家、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的代表齐聚日内瓦ꎬ举行了第一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ＵＮＣＴＡＤ)ꎮ 由 ７７ 个不结盟国

家组成了“七十七国集团”(Ｇ７７)ꎬ发表«七十七个发展中国家联合宣言»ꎬ寻求减少向

工业化国家出口原材料ꎬ增强低收入国家的制造能力ꎬ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需求ꎬ从

而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ꎮ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把“全球南方”定义为“七十七国集团

和中国”ꎬ③强调“七十七国集团”的目标和行动旨在弥补并最终消除世界经济的不公

平ꎮ 总之ꎬ“全球南方”通常用于指代政治经济意义上位于全球经济发展鸿沟一侧的

低收入国家ꎮ 南方国家大多有被“全球北方”国家(通常是欧洲国家)殖民的历史ꎬ其

在摆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处境后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ꎮ “全球南方”这一概念从发展

中国家和“第三世界”演变而来ꎬ根植于 ２０ 世纪的社会革命和去殖民运动ꎮ 相比蕴含

前殖民地、不发达、落后意涵的“第三世界”概念ꎬ“全球南方”具有更多的价值中立和

开放特征ꎮ

“全球南方”研究不仅拓宽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ꎬ还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

了新的思路ꎮ 从全球视角来看ꎬ南方国家的政治崛起改变了全球治理的格局ꎬ推动了

研究视角的多样性ꎮ 南方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大幅上升ꎬ推动了全球治理价值观

的非西方化ꎮ 同时ꎬ南方国家基于共同身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行为ꎬ也推动了国际关

系研究从利益政治向身份政治拓展ꎬ进一步丰富了对国家行为逻辑的理解ꎮ 从区域角

度来看ꎬ南方国家正以更为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ꎬ构建

起紧密且高效的 “南南合作” 体系ꎬ有力地推动了各国经济的协同发展与共同繁荣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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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团结协作能力以及话语权ꎬ使其能够

以更为有力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决策与交流ꎮ 南方国家作为松散的联盟ꎬ其崛起促使

国际关系研究重视非实体力量的作用ꎬ丰富了有关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认知ꎮ “全球

南方”概念的兴起ꎬ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从传统的大国视角向小国视角拓展ꎬ使国际

关系理论更加关注小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ꎮ 从多极化视角来看ꎬ随着南方国家经济

实力的增强和政治影响力的提升ꎬ世界经济中心呈现向南方国家转移的倾向ꎬ这有助

于打破长期以来美欧主导的国际格局ꎬ推动世界向更加均衡、多元的方向发展ꎮ

“全球南方”研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ꎮ 南方国家的崛起重塑了国际权力格局ꎬ

为全球治理带来挑战与机遇ꎮ 过去ꎬ西方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ꎮ 如今ꎬ随着“全球南

方”话语权的上升ꎬ南方国家通过参与国际组织、提出倡议及倡导多边主义ꎬ推动国际

规则契合全球化的需求ꎬ使国际秩序更贴合各国的利益与关切ꎮ 南方国家在占全球名

义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份额超过发达经济体的同时ꎬ也在全球公共事务中扮演着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ꎮ 它们的关注点从以往的经济发展、气候变化、跨国贸易等“低政

治”议题ꎬ逐渐扩展到国际安全、地区冲突、多边外交等“高政治”议题ꎮ 这种转变体现

了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变化和影响力提升ꎮ 南方国家通过南南合作、南北对

话等方式ꎬ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多元、包容的新型国际秩序ꎮ 此外ꎬ南方国家在应

对全球性挑战ꎬ如气候变化、经济不平等和数字鸿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ꎬ通过合作

与交流ꎬ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ꎮ 面对地区冲突、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ꎬ南方国家高度

重视团结协作的价值ꎬ积极与发达国家沟通ꎬ呼吁其在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危机时承担

更大的责任、发挥更关键的作用ꎬ以共同推动全球问题的解决ꎮ 与之相关联ꎬ南方国家

自身也在努力提升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ꎮ 例如ꎬ在气候变化应对领域ꎬ以绿色“一

带一路”建设为着力点ꎬ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合作项目落地实施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全

球南方”借鉴了中国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经验ꎬ创立了由南方国家主导的、更开放灵

活的合作模式ꎬ逐步成为国际发展的重要增长点ꎮ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ꎬ绝大多

数南方国家正呈现出一种新型的不结盟趋势ꎮ① 南方国家不愿在大国之间选边站ꎬ更

倾向于发展与合作ꎬ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ꎮ

“全球南方”研究对中欧关系意义重大ꎮ 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

欧关系ꎮ 欧洲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方向ꎬ健康、稳定的中欧关系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和

５　 “全球南方”兴起的因应:中欧的竞争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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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普遍期待ꎮ 作为世界两大文明和当代两大力量ꎬ中国愿同欧方妥善处理矛盾分

歧ꎬ寻求共赢方案ꎬ共同维护自由贸易ꎬ共同捍卫多边主义ꎮ 从理论层面看ꎬ通过比较

中欧如何应对“全球南方”的兴起ꎬ可以推进中欧关系研究领域议题的拓展ꎮ 中国作

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ꎬ其与欧盟的关系不仅是传统的经济和政治合作ꎬ还涉及双方

对于全球治理模式的共同探讨ꎮ 中欧双方可以更好地探讨新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

地位和作用ꎬ从而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ꎮ 此外ꎬ南方国家的多元性和复杂

性也为研讨中欧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ꎬ促使双方在多边合作和第三方合作中寻求

更广泛的共识ꎮ 从实践角度看ꎬ“全球南方”研究对于中欧关系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ꎮ

“全球南方”是中欧开展第三方合作的主要对象ꎬ并将成为未来中国开展对欧工作的

重要抓手ꎮ 南方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和环境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ꎬ其发展需求和

合作意愿为中欧关系提供了新的合作空间ꎮ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机制ꎬ积极

推动与南方国家的合作ꎬ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互联互通ꎮ 欧洲作为全球重要的经

济和政治力量ꎬ也在寻求与南方国家的合作ꎬ以应对气候变化、经济不平等和地缘政治

挑战ꎮ 中欧在支持南方国家发展、推动南南合作以及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具有共

同利益ꎬ为双方提供了新的合作契机ꎮ

本文通过中欧比较研究揭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多重动力机制ꎬ研讨南方国家的

能动性如何影响中欧策略调整ꎬ为中国保持南南合作的主体性和探索与欧盟等传统发

达力量的新型互动模式等方面提供政策参考ꎮ 在全球权力转移与秩序重构并行的历

史节点ꎬ如何平衡不同文明形态的发展诉求、化解制度竞争张力、构建包容性治理框

架ꎬ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世纪课题ꎮ 本文的探讨将为此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启

示ꎮ

二　 中欧对“全球南方”的认知分歧

中国与欧盟有着全然不同的内生发展逻辑与外向政策路径ꎬ在“全球南方”概念

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本体论认知ꎮ 中国始终将自身定位为“全球南方”的一员ꎬ并在

实践中切实贯彻这一理念ꎬ把发展权置于优先地位ꎬ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观念ꎬ恪守不

干涉内政的原则ꎮ 欧盟则以“自我—他者”的二元视角来审视“全球南方”ꎬ更多地从

外部观察者的立场出发ꎬ被动地认可南方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影响力逐步上升

的现实ꎬ强调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欧盟对外协定中的人权条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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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作为“全球南方”一员的承诺

中国对“全球南方”认知的演变ꎬ深刻反映了自身的发展轨迹及其与国际格局的

互动ꎮ 中国对“全球南方”议题的态度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被动参与ꎬ到对于逐

步扩大合作网络的不断重视ꎬ再到近年来以倡议主动引领全球治理的转变过程ꎮ 这一

变化既反映了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ꎬ也与中国自身发展需求和对全球治理理念认知的

演进密切相关ꎮ 中国对“全球南方”的认知演变ꎬ既是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的体现ꎬ又是

其从体系适应者向秩序塑造者转型的缩影ꎮ 通过技术合作、机制创新和文明互鉴ꎬ中

国把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整合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ꎬ①将南南合作从传统

的发展援助升级为现代化合作伙伴关系ꎬ以此重构全球治理的权力结构ꎮ 这一进程既

需面对西方战略挤压的阻力ꎬ也需回应南方国家对公平发展的期待ꎬ其成败或将决定

未来国际秩序的基本面貌ꎮ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ꎬ随着冷战的加剧以及民族解放和去殖民化运动蓬勃发展ꎬ亚

非拉新兴国家崛起ꎬ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等“中间地带”相继出现ꎮ 中国作

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ꎬ通过支持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不结盟运动ꎬ与“全

球南方”建立初步联系ꎮ 受限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话语权的不足ꎬ中国在这一

阶段更多地是以参与者身份介入ꎬ尚未形成系统性战略ꎬ参与方式以政治声援为主ꎮ

中国有限的多边机制参与仅限于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南南合作平台表达诉求ꎬ更多的是

扮演追随者的角色ꎮ 双方经济合作有限ꎬ援助形式以物资和技术形式的无偿援助为

主ꎮ

改革开放初期ꎬ中国以国内经济发展为核心任务ꎬ对“全球南方”的参与更多地基

于历史情感和道义支持ꎬ尚未形成系统性战略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发展中国家成为全

球最大的政治经济板块ꎮ 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后ꎬ发展中国家也成为中国外交

的主要方向ꎮ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ꎬ南南合作逐渐成为外交重点ꎮ 邓小平同志指

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ꎬ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ꎬ一个是和平问题ꎬ一个是经济

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ꎮ 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ꎬ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ꎮ 概括起来ꎬ就是

东西南北四个字ꎮ 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ꎮ”②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之后ꎬ深度融入全球化ꎬ经济实力显著增强ꎬ开始

通过多边机制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ꎮ 这一阶段ꎬ中国通过经贸合作深化与南方

７　 “全球南方”兴起的因应:中欧的竞争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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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关系ꎬ但仍以双边合作为主ꎬ并未上升为中国的全球战略布局ꎮ 中国与南方国

家的资源与市场互补ꎬ包括:通过能源和基建合作(非洲铁路和港口项目等)拓展经济

联系ꎻ发展援助从单向援助转向互利共赢ꎻ强调技术转移和产能合作(非洲农业技术

示范中心的建设等)ꎮ 中国开始尝试自主创设多边机制ꎬ２０００ 年ꎬ中非合作论坛的成

立标志着南南合作机制化的开端ꎮ ２００９ 年ꎬ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形成ꎬ中国加速与其他

新兴经济体共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ꎬ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平台的设立ꎬ双方

合作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ꎬ合作也扩展至基础设施、能源等领域ꎮ

２０１３ 年ꎬ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ꎬ开始主动塑造“全球南方”合作议程ꎬ回应发

展中国家对公平治理的诉求ꎮ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ꎬ王毅在约翰内斯堡出席第十三次金砖国

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时ꎬ明确指出ꎬ“全球南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集合体ꎬ要不断深化南南合作ꎬ引领“全球南方”团结自强ꎬ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稳定ꎬ推

动建设平等有序的多极世界ꎮ① 中国这一阶段的政策调整源于多重动因:一方面ꎬ西

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暴露弊端ꎬ南方国家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和多边机构ꎻ另一方面ꎬ

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不断扩大ꎬ通过分享工业化经验和技术转移ꎬ中国力图构建“发

展命运共同体”ꎬ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ꎬ南方国家成为对冲美国等西方国家

压力和应对西方围堵的重要伙伴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中国提出并推动落实“一带一路”

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重大国际合作倡议ꎬ积极为南方

国家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合作平台、经济援助ꎬ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

应ꎮ

２０２３ 年ꎬ习近平主席在南非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致辞时指出ꎬ“作为发展

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ꎬ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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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②２０２４ 年 ９ 月ꎬ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ꎬ“中方愿同

非方开展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ꎬ深化中非合作ꎬ引领全球南方现代

化ꎮ”③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ꎬ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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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ꎬ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八项行动ꎬ为“全球南方”加快发展注入新的动力ꎮ① 这一

阶段的标志性进展包括:构建机制化平台ꎬ通过中拉论坛、中阿峰会等多边机制深化合

作ꎻ２０２１ 年ꎬ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ꎬ聚焦减贫、气候变化等议题ꎬ设立 ４０ 亿美元“全

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ꎬ覆盖减贫、气候变化等领域的 １３０ 余个项目ꎻ中国在安全观

和发展观方面有所创新ꎬ提出了内生性安全观ꎬ主张通过国内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实

现安全韧性ꎬ反对西方军事同盟干预ꎬ推动非洲自主解决安全问题ꎻ中国在 Ｇ２０、联合

国等不同层面推动粮食安全、债务减免等南方国家关切议题ꎻ中国提出合作式多极秩

序:倡导以金砖、上合组织等机制平衡西方霸权ꎬ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机构中提升代

表权ꎬ支持非盟加入 Ｇ２０ꎮ

２０２４ 年是中国成为“全球南方”议题引领者的关键一年ꎬ中国对“全球南方”的战

略定位进一步升级ꎮ 除了金砖国家扩容以外ꎬ中国还通过“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机

制强化与南方国家的团结ꎮ ２０２４ 年ꎬ中国主导的 Ｇ２０ 议程聚焦粮食安全、气候融资等

南方国家核心关切ꎮ 中国在乌克兰危机等热点问题上协调南方国家共同发声ꎬ凸显自

身政治影响力ꎮ 在理念创新方面ꎬ中国提出合作式多极秩序ꎬ反对胁迫性单极霸权ꎬ强

调发展权与公平治理ꎮ 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ꎬ中国推动南南技术合

作ꎮ 中国还对最不发达国家 １００％税目产品实行零关税ꎬ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对最不

发达国家实施如此广泛的零关税政策ꎬ实现了制度性突破ꎮ

中国多次强调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针对美国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

方”之外的企图ꎬ②强调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合法性(如人均 ＧＤＰ 仅为美国的

１６.６％)ꎮ 这一外交立场延续至今ꎬ并不因中国综合国力的改变而有所变化ꎮ 王毅在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外交主题记者会上ꎬ谈及南方国家合作时指出ꎬ“中国是

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ꎬ因为我们有着反殖反霸的共同历史、发展振兴的共同使命”ꎮ③

(二)欧盟的全球南方“他者化”叙事

欧盟对“全球南方”的认知经历了从殖民遗产到地缘战略竞争的复杂演变ꎬ其阶

段性特征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密切相关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ꎬ面对曾经的殖民地迎来民族独立和解放浪潮ꎬ欧盟一方面

９　 “全球南方”兴起的因应:中欧的竞争与合作

①

②

③

«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关于“抗击饥饿
与贫困”议题的讲话»ꎬ«人民日报»ꎬ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ꎬ第 ２ 版ꎮ

Ｌｉｌｙ ＭｃＥｌｗｅｅꎬ “Ｌｅａｄｅｒꎬ Ｍｏｄｅｌꎬ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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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ＭｃＥｌｗｅｅ.ｐｄ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ꎮ



要适应难以预测的多极世界ꎬ另一方面要正视日渐崛起的“全球南方”ꎮ① 此时ꎬ欧盟

将南方国家称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或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国家ꎬ带有明显的发

达—落后、富裕—贫穷的两分法色彩ꎮ

冷战时期ꎬ欧洲的南方政策并非涵盖所有南方国家的综合政策ꎬ其根源在于针对

特定地区(尤其是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岛国等前殖民地)的政策考量ꎮ １９７５ 年ꎬ欧共

体与非加太国家缔结«洛美协定»ꎬ开启了西欧国家与非加太地区在经贸和政治领域

的特殊关系ꎬ协定内容包括西欧对非加太地区的单边贸易优惠等合作机制ꎬ并通过发

展援助等方式继续强化与这些国家的联系ꎬ以延续殖民时代建立的特殊关系ꎮ 冷战背

景下ꎬ欧洲南方政策的目标以遏制苏联的影响为主ꎬ通过单边贸易优惠和发展援助巩

固西方阵营的势力范围ꎮ 欧洲对非加太地区的政策可以被视为其冷战时期南方政策

的继承和延续ꎮ 西方最初采取双边形式将物质援助提供给前殖民地ꎬ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起ꎬ其援助逐渐覆盖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ꎮ 同时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

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援助机构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ꎬ纷纷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大规模人员培训、优惠贷款和专业技术援

助ꎮ② １９８０ 年ꎬ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发布的«勃兰特报告»中ꎬ提出一条基于人均

ＧＤＰ 将世界划分南、北方的“勃兰特线”(Ｂｒａｎｄｔ Ｌｉｎｅ)ꎬ将北纬 ３０ 度线视为对“全球南

方”与“全球北方”的地理分界ꎮ③

冷战结束后ꎬ世界格局从两极、美国主导的单极转变为多极ꎮ 欧盟逐渐开始重视

南方国家的崛起对其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ꎬ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实施了务实的

合作战略ꎬ欧盟试图将“非加太模式”推广至更广泛的南方国家ꎬ并逐渐完善对“全球

南方”的认知和定位ꎮ 欧盟的扩大、欧盟的稳定、双边主义和地区间主义四项基本政

策ꎬ原则上分别对应四类对象国:未来成员国、邻国、大国和更遥远的地区(如非洲、亚

洲和拉丁美洲)ꎬ而这些地区构成所谓的“南方国家”ꎮ④ 欧盟开始重视与南方国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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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ꎬ强调平等伙伴关系和价值观输出(如人权、民主)ꎬ但实

际仍以条件性援助为主ꎮ 全球化加速推动欧盟将南方国家视为新兴市场和地缘政治

的支点ꎬ但其政策仍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ꎬ忽视南方国家的自主诉求ꎮ 甚至

可以说ꎬ欧洲人仍然固守西方中心、欧洲中心的世界观ꎬ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我

们—他们”的区隔仍旧如影随形ꎮ

面对“全球南方”兴起并成为多极化的关键力量ꎬ欧盟承认西方统治时代已结束ꎬ

但试图通过拉拢南方国家应对中俄竞争ꎬ同时追求自身战略自主ꎮ 随着俄乌和巴以冲

突的持续ꎬ尽管欧盟意识到“全球南方”这一发展中国家群体的重要性与日俱增ꎬ但双

方在现有的商业贸易、债务减免、气候变化以及多边主义改革等方面难以达成一致ꎮ

欧盟为拉拢南方国家ꎬ在一些领域做出有限的妥协ꎮ 在经济合作中ꎬ欧盟调整贸易政

策ꎬ给予部分南方国家更优惠的贸易条件(如降低关税壁垒)ꎬ以促进双方贸易往来ꎮ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ꎬ欧盟声称会加大对南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ꎬ助其应对气候挑

战ꎮ 然而ꎬ诸多矛盾也日益凸显ꎮ 欧盟在贸易合作中仍试图占据主导地位ꎬ近年来出

台的«关键原材料法案»和«净零工业法案»等政策带有扶持自身产业的性质ꎬ同时对

外部竞争者(尤其是南方国家)形成一定的壁垒ꎮ 欧盟对自身产业的补贴政策引发一

些南方国家的不满ꎬ认为这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ꎮ 许多南方国家寄希望于通过

与欧盟的贸易合作扩大自身产业的国际市场份额ꎬ实现产业升级ꎬ然而欧盟的产业补

贴政策使其在欧盟市场以及第三方市场上均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ꎬ这不利于全球贸

易的自由化与公平化发展ꎮ 在外交政策协调方面ꎬ欧盟与南方国家在国际合作优先事

项上存在分歧ꎮ 这不但没有增进互信ꎬ反而引发南方国家对欧盟真诚度的质疑ꎮ 例

如ꎬ欧盟与美国一道要求南方国家公开谴责俄罗斯ꎬ并对俄实施经济制裁ꎬ而且对巴以

冲突和俄乌冲突采取“双重标准”ꎮ 法国总统马克龙(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ｃｒｏｎ)指责在俄乌

冲突中保持中立的国家与俄“同谋”ꎬ引起南方国家的不满ꎮ① 欧盟为了拉拢南方国家

所做出的有限妥协和双方矛盾的凸显ꎬ更加彰显了南方国家在国际秩序调整中的重要

性ꎮ 目前ꎬ欧盟在不断调整其对外政策ꎬ不断通过战略手段寻求与“全球南方”加强联

系ꎬ旨在增强自身作为全球舞台上主要行为体的地位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欧盟针对南方国家的策略ꎬ包含促使其选边站队的战略考虑ꎮ 欧

盟试图将中国边缘化ꎬ以削弱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影响力ꎬ进而分化中国与这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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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关系ꎮ 欧盟与“全球南方”的对话主要聚焦于非法移民、打击腐败和气候变化等

议题ꎬ但对于“全球南方”提出的改革多边机构、加快实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消

除南北不平等的要求未给予足够重视ꎮ①

主要欧盟成员国对“全球南方”的看法也体现了欧盟的整体趋势ꎮ 德国与南方国

家的贸易发展面临来自中俄的竞争ꎮ 德国政府需要制定框架以实现去风险化和提高

供应链弹性ꎬ同时加强对南方国家的影响力ꎮ 法国在非洲和其他南方地区进行军事干

预ꎬ但近年来逐步开始撤军ꎬ显示出其在这些地区军事影响力的减弱ꎮ 法国通过双边

贸易协定和建立经济伙伴关系ꎬ试图加强与南方国家的经贸联系ꎬ但也面临南方国家

的抵制和挑战ꎮ 法国在人权、环境保护和移民等领域对南方国家施加影响ꎬ试图通过

这些领域的政策约束南方国家ꎮ 意大利政府对南方国家发展的政策经历了多次演变ꎬ

近年来的对非“马泰”(Ｍａｔｔｅｉ)计划ꎬ尽管取得了一些短期成效ꎬ但总体效果不佳ꎮ 西

班牙将与南方国家的关系视为其历史遗产和文化亲和力的一部分ꎬ积极深化与拉丁美

洲等南方国家的交往ꎮ

显然ꎬ中欧在对“全球南方”概念的认知上存在本体论的差异ꎮ 中国始终认为自

己是南方国家的一部分ꎬ这一观点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量ꎮ 历史上ꎬ中国与南方

国家共同遭遇西方殖民统治ꎬ携手抵抗殖民压迫ꎬ致力于实现民族独立与自主ꎮ 鉴于

上述历史渊源ꎬ新中国自成立以来ꎬ始终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情谊ꎬ倡导并践

行广受赞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ꎬ以此为基石有力推动南南合作与南北关系向纵深发

展ꎮ 如今ꎬ中国与多数南方国家相似ꎬ经济成就突出ꎬ但也面临重重挑战ꎮ 保持经济稳

定增长、结构优化、创新强化、贫富差距缩减等问题ꎬ是中国与南方国家待解的共同难

题ꎮ

在战略目标方面ꎬ中欧均认同多极化世界的发展趋势ꎬ主张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全

球治理的多元化与公平化ꎮ 双方都认识到“全球南方”在推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关键

作用ꎬ力求增强南方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ꎬ推动构建更为公平合理的

国际秩序ꎮ 但是中欧双方的战略目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ꎮ 中国致力于深化与“全球

南方”的团结合作ꎬ推动共同发展和理念契合ꎬ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三大全球倡议

实现从利益交汇到价值认同的转变ꎮ 中国强调与“全球南方”的共同发展和互利共

赢ꎬ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提升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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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战略目标侧重于巩固其作为多极世界一极的地位ꎬ平衡中美俄等大国的全球影

响力ꎬ确保自身在全球事务中的战略自主和话语权ꎮ 通过深化与“全球南方”的互动ꎬ

欧盟希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ꎬ避免在潜在的两极格局中被边缘化ꎮ

在战略趋向方面ꎬ中欧都强调多边主义ꎬ主张通过多边机制和国际合作应对全球

挑战ꎬ提升南方国家的国际地位ꎮ 双方都倾向于通过制度化合作和多边机制增强与

“全球南方”的联系ꎬ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和优化ꎮ 但是中欧双方的战略趋向方面存

在一定的差异性ꎮ 中国趋向于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和全球文明倡议加强与“全球南方”的合作ꎮ 中国与南方国家携手抵制国际社会的分

裂对立ꎬ积极支持并致力于推动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ꎮ 欧盟趋向于通过制度化协调

和身份认同构建ꎬ强调规则制定和制度协调ꎬ不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ꎬ企图剥夺

中国的南方国家身份ꎬ有意将中国孤立ꎬ把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割裂甚至对立起来ꎮ

欧盟对南方国家身份进行选择性塑造ꎬ对全球南方议题进行引导ꎬ并有意凸显全球南

方的内部差异性ꎬ污名化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实践与经验ꎮ①

在战略重点方面ꎬ中欧都将经济合作作为与“全球南方”互动的重点领域ꎬ通过贸

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深化联系ꎮ 双方都关注“全球南方”在国际安全中的角色ꎬ通

过多边机制和区域合作提升安全治理能力ꎮ 但是中欧双方的战略重点存在一定的差

异ꎮ 中国重点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合作ꎬ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绿色

发展和数字合作ꎮ 欧盟的重点是通过“全球门户”计划深化与非洲、印太等地区的联

系ꎬ推动关键原材料供应的多元化ꎬ确保经济安全ꎮ 欧盟还强调通过多边机制推动全

球治理改革ꎬ提升南方国家的参与度ꎮ

三　 中欧对“全球南方”政策的协同与分野

中欧在“全球南方”议题上具有合作潜力ꎬ但也存在显著差异ꎮ 双方都重视与南

方国家的合作ꎬ关注其发展的不平衡性ꎬ并视其为多极化世界的重要力量ꎮ 中国强调

与南方国家携手发展、共同应对挑战、共享尊严ꎬ致力于构建命运与共的紧密关系ꎻ欧

盟则通过经济合作、政治分化及规则限制谋求自身地缘政治优势ꎮ 这种差异反映出双

方在战略意图和实施手段上的不同理念:中国注重利益相连与责任共担ꎻ欧盟则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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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规则主导与秩序塑造ꎮ 尽管存在分歧ꎬ但中欧双方在推动全球治理和应对国际挑战

方面仍有合作空间ꎮ

(一)中欧在“全球南方”的议题性合作

中欧双方需要共同应对“全球南方”兴起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化、震荡和冲击ꎬ保持

务实合作的韧性ꎬ推动双方关系行稳致远ꎮ 中国和欧盟均重视与南方国家开展合作ꎬ

强调发展经济合作与政治关系ꎬ关注南方国家的整体发展和不平衡性ꎬ从中寻求战略

空间ꎮ 中国与欧盟在“全球南方”政策上具有一定的共识与合作潜力ꎮ 中国外交部长

王毅指出ꎬ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的团结与振兴ꎬ倡导南方国家共同维护和

平、促进开放发展、参与全球治理ꎮ① 欧盟也在其相关政策中将“全球南方”视为构建

“基于规则的”多极世界的重要元素ꎬ强调与南方国家合作以应对国际挑战和塑造全

球治理结构ꎮ②

首先ꎬ中国与欧盟均注重通过经济合作和发展援助来促进南方国家的发展ꎮ 第

一ꎬ在经济合作方面ꎬ中国提出支持“全球南方”合作的八项举措ꎬ涵盖贸易投资、绿色

发展等领域ꎬ旨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方位的支持ꎻ欧盟借助自由贸易区以及经济合

作协议等手段ꎬ推动了同南方国家的双边和多边经贸投资ꎬ同时还通过发展援助与技

术支持ꎬ推进南方国家的社会发展与可持续发展项目建设ꎮ 第二ꎬ中国与欧盟均支持

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ꎬ为南方国家提供大量的基

础设施建设支持ꎻ欧盟在非洲、拉美地区开展“全球门户”计划框架下的基础设施合作

项目ꎮ③ 中欧双方都希望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来促进经济发展和区域互联互通ꎮ 第三ꎬ

中国和欧盟均鼓励与南方国家的贸易多元化ꎬ减少对传统商品的依赖ꎬ增加高附加值

产品贸易ꎮ 双方都支持在南方国家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ꎬ以提高这些国家的经济竞争

力ꎮ 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建设了东方工业园ꎬ吸引了众多中国企业入驻ꎮ 该园区不仅促

进了埃塞俄比亚的制造业发展ꎬ还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ꎮ 欧盟与墨西哥签订了自

由贸易协定ꎬ促进了双方在多个领域的贸易合作ꎮ 该协定不仅包括传统的商品贸易ꎬ

还涵盖了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ꎮ

其次ꎬ中国和欧盟均向南方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并推进技术合作ꎬ帮助其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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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ꎮ 第一ꎬ中欧双方都认识到减少贫困和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性ꎬ

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援助和培训项目来实现这一目标ꎮ 中国在埃塞俄比亚援建了多个

职业教育培训中心ꎬ帮助当地培养技术人才ꎬ提升当地民众的就业能力ꎬ为埃塞俄比亚

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ꎮ 欧盟资助了柬埔寨的农村教育项目ꎬ建设了多所

学校ꎬ提供了教育设备和培训ꎬ帮助当地儿童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ꎮ 第二ꎬ中国和欧盟

均致力于向南方国家转让先进技术ꎬ提升这些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ꎮ 中欧双方在南方

国家建立科技园区和创新中心ꎬ以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ꎮ 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建

设了中国—东盟信息港ꎬ旨在促进双方在信息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ꎮ 该项目通过建

设数据中心、卫星通信设施和电子商务平台ꎬ帮助东盟国家提升信息通信技术能力ꎬ推

动数字经济的发展ꎮ 欧盟与非洲国家合作开展“非洲联合研究计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ｉ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旨在促进非洲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ꎬ该计划通过建立联合实验

室、提供科研设备和技术支持ꎬ帮助非洲国家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ꎮ① 第三ꎬ中欧

双方都认识到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ꎬ并通过各种能力培训项目来支持这些国家的发

展ꎮ 中国在肯尼亚建立了中国—非洲联合研究中心(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 Ｊｏｉ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

ｔｅｒꎬＳＡＪＯＲＥＣ)ꎬ为非洲国家提供农业科技培训和能力建设项目ꎮ 该中心通过培训当

地农民和科研人员ꎬ帮助他们掌握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ꎮ② 欧盟在非洲多个国家实施了能力建设项目ꎬ旨在帮助非洲国家提

升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ꎮ 例如ꎬ欧盟在加纳实施了一个为期五年的能力建设项

目ꎬ通过培训当地公务员和政府官员ꎬ帮助加纳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ꎮ

项目内容包括:公共财政管理、政策制定和实施和公共服务交付等方面的培训ꎬ帮助加

纳政府提升治理能力ꎬ促进社会经济发展ꎮ③

再次ꎬ在全球治理和多边合作方面ꎬ中国和欧盟均致力于与南方国家共同应对气

候变化、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ꎮ 第一ꎬ双方都认识到这些挑战的全球性和

复杂性ꎬ并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来寻找解决方案ꎮ 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太阳

能设备和技术援助ꎬ帮助这些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ꎬ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ꎮ 欧盟与

非洲联盟早在 ２００７ 年就签署了«非洲—欧盟联合战略»(Ｊｏｉｎｔ Ａｆｒｉｃａ－ＥＵ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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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开展合作ꎮ① 欧盟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支

持ꎬ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和加强环境管理ꎮ 第二ꎬ中国和欧盟

都认识到区域合作对南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ꎬ双方都支持南方国家

的区域合作ꎬ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经济合作组织等形式ꎬ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ꎮ 中国

通过与非洲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合作ꎬ支持非洲自由贸易区建设ꎬ促进非洲区域经济一

体化ꎮ 欧盟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ꎬ帮助“南方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国家加强

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便利化措施ꎬ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ꎮ 第三ꎬ中欧都认

为多边合作是解决全球问题的有效途径ꎮ 双方均积极与南方国家共同参与联合国、世

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活动ꎬ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ꎮ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ꎬ与南方国家共同推动«巴黎协定»的实施ꎮ 欧盟与发展中国家合作ꎬ

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ꎬ旨在加强 ＷＴＯ 的争端解决机制、改进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实

施ꎮ

(二)中欧在“全球南方”的竞争

中欧在对“全球南方”的战略意图、实施手段、重点事项上存在显著差异ꎬ体现了

各自不同的地缘政治考量、追求和理念ꎮ 总体来看ꎬ中国面向南方国家的政策侧重携

手发展、共同应对命运挑战、共享尊严等三大核心要点ꎬ同时致力于打造利益相连、责

任共担、命运与共的紧密关系ꎮ 欧盟基于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地缘政治的博弈考量和

历史发展路径的惯性ꎬ采取在经济领域推动合作与互动、在政治层面制造分裂与对抗、

在规则制定上设置诸多限制性条款的策略ꎮ

１.经济合作差异

中国与南方国家的经济合作中强调合作聚焦共同发展与战略对接ꎬ而欧盟与南方

国家的经济合作基于经贸和援助的制度化ꎬ通过自贸谈判实现经贸多元化、占领价值

标准优势、强化南方市场依赖ꎬ服务于其地缘政治竞争与对抗战略ꎮ

中国作为成功实现数亿人口摆脱贫困目标的发展中国家ꎬ其发展模式为南方国家

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经验ꎮ 中国通过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和南南学院等平台ꎬ助力发展中

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ꎬ实现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转变ꎮ 南南合作援助基

金与联合国的机构、基金和各计划署密切协作ꎬ高效且可持续地推出大批人道主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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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项目ꎮ 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和南南学院已发展成为中国与南方国家合作的重要公共

产品ꎮ 同时ꎬ中国与南方国家的合作通常以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和贸易协定为基

石ꎬ重点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确保自然资源的获取ꎮ 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机制ꎬ有力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民生福祉ꎮ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ꎬ

“一带一路”合作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ꎬ１５０ 多个国家、３０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ꎬ举办了三届“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ꎬ成立了 ２０ 多个专

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ꎬ为沿线国家带来巨大收益ꎮ① 中国的高速铁路技术已经非常成

熟ꎬ不仅在国内广泛应用ꎬ还积极向海外拓展ꎬ赢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ꎮ 从坦赞铁

路、亚吉铁路、中老铁路到雅万高铁ꎬ中国铁路和高铁项目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和

国际产能合作的标志性成果ꎮ 雅万高铁作为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ꎬ既是“一带一路”

倡议的旗舰项目ꎬ也是印尼的国家战略工程ꎬ其正式启用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在国际

舞台上的又一次重大突破ꎮ 这些铁路项目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区域互联互通ꎬ

还为南方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ꎬ展现了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强大实力和

卓越贡献ꎮ “一带一路”倡议重塑南方国家在基建与物流、科技与创新方面的互联互

通ꎬ促使南方国家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获得全球一体化的利好实惠ꎮ 中国可借

助南方国家普遍认可“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ꎬ继续扩大合作领域ꎬ深挖合作潜力ꎮ

在制度化合作方面ꎬ联合国成立 ７０ 周年系列峰会期间ꎬ习近平主席宣布 ５ 年内启

动 ６ 个“１００ 项目”ꎬ包括 １００ 个减贫项目、１００ 个农业合作项目、１００ 个促贸援助项目、

１００ 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１００ 所医院和诊所、１００ 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

心ꎬ帮助实施 １００ 个“妇幼健康工程”和 １００ 个“快乐校园工程”ꎬ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

金ꎬ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ꎬ提供来华培训和奖学金名额ꎬ免除有关国家无

息贷款债务ꎬ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和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等重要举措ꎮ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８ 年ꎬ中国共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大洋洲和欧洲的 １２２ 个国家和 ２０

个国际和区域性多边组织提供援助ꎬ其中包括非洲 ５３ 国、亚洲 ３０ 国、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 ２２ 国、大洋洲 ９ 国、欧洲 ８ 国ꎮ② 中国资本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其便利性ꎬ而且

在于数量日益庞大ꎬ可以满足基础设施需求ꎬ并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ꎬ尊重当地发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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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ꎮ 中国与南方国家知识网络的搭建将为“全球南方”的现代化提供智识和人力资源

基础ꎬ提供西方模式以外的多元选项ꎬ激发其自主性、创造力和创新意识ꎮ 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较低ꎬ中国长期以来不断地向其转移技术、分享治理经验ꎬ引导

更多资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ꎬ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破除发展瓶

颈ꎮ①

欧盟与“全球南方”的合作重点集中于经贸和援助两个方面的制度化ꎮ 欧盟在经

贸制度化方面通过开展自贸谈判ꎬ力求实现对外经贸关系的多元化ꎬ确立其在价值观

和标准制定方面的主导地位ꎬ并增强南方市场对其依赖性ꎮ 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服务于

其自身的地缘政治竞争战略ꎬ也旨在通过经济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扩大欧盟的影响力和

控制力ꎮ ２０００ 年ꎬ欧盟与非加太国家签订«科托努协定»之后ꎬ双方就签署«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的谈判也取得了重要进展ꎮ② 早在«科托努协定»中ꎬ欧盟就已开始要求相

关国家增加透明度并强调问责制的重要性ꎬ推动它们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ꎬ以此作为

提供援助的前提条件ꎮ 除了将对非加太地区的单边贸易优惠建立在互惠基础上ꎬ以期

建立所谓“平等伙伴关系”之外ꎬ欧盟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加速了自贸协定的谈

判ꎮ③ ２０２３ 年ꎬ欧盟与肯尼亚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ꎮ 欧盟正积极开展与东盟及

其部分成员国的谈判ꎬ并加速推进与拉美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的相关谈判ꎮ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ꎬ印度宣布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ＥＦＴＡ)签署自贸协定ꎬ并与欧盟继续推进自贸协定

谈判ꎮ

在援助制度化方面ꎬ欧盟倾向于提倡更加多边的发展援助方式ꎬ向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积极输出西方民主、人权和善治等原则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欧盟公布“全球门户”计

划ꎬ预计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７ 年为各类项目筹集 ３０００ 亿欧元ꎬ其中投入欧洲—非洲投资计

划的金额约为 １５００ 亿欧元ꎬ投入亚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资金约为 ４５０ 亿欧

元ꎮ④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明确表示ꎬ“全球门户”计划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

倡议竞争影响力的一项计划和战略ꎮ⑤ 通过扩大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项目的合作ꎬ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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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有机会切实推动价值观认同和可持续发展的愿景ꎮ① 欧盟正在把 “全球门户” 计划

当作推进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一种重要工具ꎮ 从双边角度看ꎬ欧盟与各个目标国家围绕

交通、贸易以及网络等诸多领域积极展开合作ꎻ从区域维度看ꎬ欧盟全力支持与东盟以

及中亚、拉美、非洲诸多国家的区域间合作ꎻ从国际视角看ꎬ欧盟在互联互通的基本规

则框架内ꎬ不断强化与各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ꎮ 自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启动后ꎬ“全球门户”

计划聚焦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ꎬ同时重视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中东地区以及亚

洲与太平洋地区ꎬ促使众多项目落地实施ꎮ 为了更易在各种融资工具之间重新分配资

金ꎬ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对外援助的效率ꎬ２０２５ 年 ５ 月ꎬ欧盟推出一个统一的金融架

构ꎬ以吸引欧盟以外的私营部门投资ꎬ将“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ｕｓꎬ ＥＦＳＤ＋)、统一预算担保———欧洲担保机构协会( 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ꎬ ＥＡＧ)和财政援助作为“全球门户”计划的三

大支柱ꎮ② 但是由于推行时间较短ꎬ各项目的实施效果还有待继续观察ꎮ

２.政治关系有别

中国与南方国家发展政治关系强调“三大全球倡议”及推动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

建设ꎬ维护共同利益ꎮ 欧盟则侧重多边合作与治理模式输出ꎬ涵盖公共管理、司法改革

和反腐败等方面ꎮ

中国与南方国家开展的合作已确立求同存异的政治理念ꎮ 在共同性方面ꎬ体现为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ꎮ 在差异性方面ꎬ包括对东南亚和中亚

等周边外交中的“亲诚惠容”、对非外交中的“真实亲诚”和对拉外交中的“真诚互信”

等ꎮ 中国遵循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全球发展倡议ꎬ为南方国家提供了多

维度可持续发展的平台ꎮ 全球安全倡议不单为地区安全治理提供了解决边界冲突、打

击跨境犯罪和恐怖主义等问题的机制平台ꎬ也同时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异常等

非传统安全领域构建了多边合作机制ꎮ 全球文明倡议对标南方国家摆脱西方文明霸

权、开拓国际话语权、建立文化自信的需求ꎬ是一个跨文明的多元交流、互鉴互通平台ꎮ

中国已成功建立与东南亚、非洲、拉美、中亚、阿拉伯国家、太平洋岛国等国家和地

区的多个“１＋Ｎ”对话合作机制ꎬ并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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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相通”实践活动ꎬ增进与全球南方地区的互信水平ꎮ① 中国积极创设和推动包括中

非合作论坛、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与中国等多边机制ꎬ促进南方国家的共同

发展与合作ꎮ 金砖国家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和支持ꎬ逐渐成为推动南方国家合作

的重要“引擎”ꎮ 在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金砖国家没有盲目参与西方对俄罗斯

无底线的制裁ꎬ在联合国围绕俄罗斯展开的一系列投票表决中ꎬ金砖国家大多未明确

支持或反对俄罗斯ꎮ 巴西总统卢拉提出建立包括中、印、巴在内的“和平俱乐部”

(Ｐｅａｃｅ Ｃｌｕｂ)ꎬ以推动危机和平解决ꎮ②

曾经遭受列强侵略的中国ꎬ一直坚定地支持发展中国家捍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

益ꎬ为它们发声ꎮ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ꎬ中国多次行使否决权ꎬ为津巴布韦、叙利亚、玻利

维亚等国创造和平环境、提供人道主义援助ꎮ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ꎬ中国支持“两国方

案”ꎬ呼吁纠正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历史不公ꎬ通过谈判等和平方式解决冲突ꎬ实现地

区和平稳定ꎮ 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建立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ꎬ维护南方国家的

共同利益ꎮ

相较之下ꎬ欧盟与南方国家开展合作时ꎬ秉持着一系列特定的政治理念ꎬ强调多边

合作ꎬ认为通过多边机制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全球性问题ꎮ 欧盟通过联合国、世界贸易

组织等多边平台与南方国家合作ꎬ注重治理模式的输出ꎬ包括公共管理、司法改革和反

腐败等方面ꎮ 欧盟希望通过改善南方国家的治理结构ꎬ提高这些国家的治理能力和透

明度ꎮ 但在双方围绕债务减免、气候变化和多边主义改革等方面分歧日益加剧的境况

下ꎬ欧盟因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中采取“双重标准”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ꎬ其标榜的

道德观和价值观也因此受到质疑ꎮ③ 此外ꎬ“黑人生命珍贵”(Ｂｌａｃｋ Ｌｉｖｅｓ Ｍａｔｔｅｒ)运动

促使全球重新审视欧洲殖民历史、奴隶贸易以及欧盟移民政策中存在的长期、系统性

的种族主义问题ꎮ④

此外ꎬ欧盟正在强化与大多数南方国家(包含印度)的经贸联系ꎮ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举

行的首届“中亚—欧盟”峰会上ꎬ欧盟与中亚双方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ꎬ并强调维护

０２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５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耿协峰:«增进互信:中国开展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的政策支点»ꎬ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ꎬ２０２４ 年第
８ 期ꎬ第 ７６－８８ 页ꎮ

Ｋａｔａｒíｎａ Ｊａｖｏｒｃ̌ｅｋｏｖáꎬ “Ｔｈｅ Ｄｅ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ｕｌａ’ｓ ‘Ｐｅａｃｅ Ｃｌｕｂ’ꎬ” Ｇｌｏｂｓｅｃ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７ꎬ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ｌｏｂ￣
ｓｅｃ.ｏｒｇ / ｗｈａｔ－ｗｅ－ｄｏ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 ｄｅｌｕｓｉｏｎ－ｌｕｌａｓ－ｐｅａｃｅ－ｃｌｕｂ.

Ｍａｒｅｄ Ｇｗｙｎ Ｊｏｎｅｓꎬ “Ｗｈｙ Ｉｓ ｔｈｅ ＥＵ Ｍｏｓｔｌｙ Ｓｉｌｅｎｔ ｏ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Ｃａｓ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ｓｒａｅｌ?” Ｅｕｒｏ
Ｎｅｗｓ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２ꎬ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ｍｙ－ｅｕｒｏｐｅ / ２０２４ / ０１ / １２ / ｗｈｅｒｅ－ｄｏ－ｅｕ－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ｔａｎｄ－ｏｎ－
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ｓ－ｇｅｎｏｃｉｄｅ－ｃａｓ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ｉｓｒａｅｌ.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Ｄｅ Ｇｅｎｏｖａꎬ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ｓ Ｒａ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Ｄｏ Ｂｌａｃｋ Ｌｉｖｅ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Ｓｕｍａｎ
Ｇｕｐｔａ ａｎｄ Ｓａｔｎａｍ Ｖｉｒｄｅｅꎬ ｅｄｓ.ꎬ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１９－３６.



基于规则的多边秩序的重要性ꎬ呼吁加强在多边框架下的合作ꎮ 双方拟在关键原材

料、交通基础设施、能源与气候行动、数字互联等领域强化合作ꎮ① 一方面ꎬ欧盟不认

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ꎬ试图将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割裂甚至对立起来ꎮ 另一

方面ꎬ欧盟还选择性地塑造南方国家的身份ꎬ主导全球南方议题的讨论ꎬ并刻意放大南

方国家内部的差异性ꎬ同时对中国在南方国家的行动与实践污名化ꎮ② 与此同时ꎬ欧

盟与南方国家的政治对话主要围绕非法移民、反腐和气候变化等议题ꎬ却忽视了后者

关于改革多边机构、加速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消除南北不平等的诉求ꎮ③ 由

此可见ꎬ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当前推行的“全球南方”政策ꎬ更多的是源于地缘政治竞

争与对抗意识ꎬ并非真正的“全球化”ꎮ

３.规范规则之争

中国与欧盟在“全球南方”议题上的规则规范之争ꎬ主要体现为双方在国际规则

制定、经济合作、环境保护等具体议题方面的分歧ꎮ 这些问题不仅波及双方的合作ꎬ还

将对南方国家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ꎮ

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关注南方国家ꎬ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坚持不干涉

他国内政ꎬ且在援助他国时不附加任何条件ꎮ 中国是“全球南方”的一员ꎬ永远属于发

展中国家的大家庭ꎮ 一直以来ꎬ中国坚定支持南方国家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ꎬ坚决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ꎬ维护南方国家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ꎮ 在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时ꎬ中国始终支持地区国家和组织以和平自主的方式解决问题ꎬ反对打着人道主义援

助的旗号对别国进行干涉ꎮ 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的发展和振兴ꎮ 面对全

球发展难题ꎬ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ꎬ引领国际发展合作ꎮ 目前ꎬ已有超过 １００ 个国

家及国际组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ꎬ与此同时ꎬ约 ７０ 个国家正式成为“全球发展倡议

之友小组”的成员ꎮ 中国发布的«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提出ꎬ秉持“真实亲诚”理

念和正确义利观ꎬ推动中非政治互信、经济合作、人文交流与和平安全协作ꎮ 双方在主

权核心利益上相互支持ꎬ非洲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ꎬ中国坚定支持非洲捍卫主权、反

对种族主义与单边制裁ꎮ 双方通过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协作ꎬ推动非洲疫后重建与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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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ꎬ倡导“非洲提出、非洲主导”原则ꎬ反对西方单边干预ꎬ助力非洲实现持久和平与

发展目标ꎮ①

中国通过举办“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研修项目ꎬ为各国官员搭建了政策沟通与交

流的平台ꎬ促进了各国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ꎮ 这些项目主要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标准化、贸易便利化、技术标准化等方面开展ꎬ旨在提升参与国在

相关领域的专业能力ꎬ促进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ꎮ 交流项目为各国提供了政策对话的

平台ꎬ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联盟«２０６３ 年议程»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２０２５»、老挝 “变陆锁国为陆联国”、菲律宾“大建特建”、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蒙古

国“发展之路”等国家发展战略进行探讨ꎬ以期取得合作成果ꎬ推动“一带一路”建设ꎮ

长期以来ꎬ欧盟以规范性力量为己任ꎬ越来越多地在人权、环境保护和移民等领域

对南方国家施加影响ꎮ 欧盟通过在经济、政治和科技等领域的利益交换和策略捆绑ꎬ

试图引导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走向ꎬ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达成地缘政治目标ꎮ 欧

盟先后通过«针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采取限制性措施的决定»、“欧洲绿色协议”“碳边

境调节机制”(ＣＢＡＭ)和“反强迫劳动法令”等ꎬ以“法治”为名ꎬ干涉南方国家内政ꎮ

欧盟将自身价值观和标准通过这些法令强加给发展中国家ꎬ表面上是为了解决人权、

环保和劳工权益等全球性问题ꎬ实际上却隐藏着地缘政治的算计ꎮ 这些法令不仅没有

真正解决问题ꎬ反而加剧了南北之间的不信任和对立ꎮ 欧盟一边声称维护多边主义ꎬ

一边却通过这些单边法令干涉他国内政ꎬ破坏国际社会的公平与正义ꎮ 这种做法暴露

了欧盟的虚伪性ꎬ其所谓的规范性力量不过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ꎮ 在南方国

家看来ꎬ欧盟需要反思ꎬ真正的人权、环保和劳工权益保护ꎬ应该建立在平等、对话和合

作的基础上ꎬ而不是以霸凌和干涉为手段ꎮ 欧盟在绿色领域的严格要求可能会对处于

工业化进程中国家的产业发展造成损害ꎮ 欧盟将于 ２０２６ 年起正式开征的碳关税ꎬ计

划在 ２０３４ 年前全面实施ꎮ② 在发达国家先完成工业化ꎬ并把高能耗产能转移至别国

的背景下ꎬ欧盟设立碳边境调节机制ꎬ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成本ꎮ 该机制对各国

进口产品实行统一碳价ꎬ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样ꎬ在减碳责任上一视同仁ꎮ

这种做法违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中确立的“共同而有区别

责任原则”以及“各自能力原则”ꎮ

欧盟在难民庇护方面的承诺与行动脱节ꎬ边境及海岸警卫粗暴对待难民ꎬ引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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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和中东国家的强烈不满ꎮ 欧盟如今更加注重防范非法移民、强化边境管控ꎬ而非制

度构建、善治与人权ꎮ ２０１５ 年ꎬ欧盟在地中海中南部启动“索菲亚行动”(ＥＵＮＡＶＦＯＲ

Ｍ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ＰＨＩＡ)ꎬ并在利比亚开展欧盟边境援助团任务ꎮ① 欧盟理事会宣称ꎬ

这些行动旨在依据国际法防止更多的移民在海上遇难ꎮ② 事实证明ꎬ“索菲亚行动”的

主要目的是限制移民进入欧盟ꎬ违反了«联合国难民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ꎮ 尽管如

此ꎬ欧盟不仅没有承担相应责任ꎬ反而将问题根源归咎于发展中国家ꎬ这种做法引发了

北非和中东国家的强烈不满ꎮ 欧盟在难民问题上口惠而实不至ꎬ其行动暴露了在难民

庇护领域的双重标准和地缘政治算计ꎮ 此外ꎬ欧盟在贸易及援助方面常附加保护主义

条款ꎬ与人权等议题捆绑ꎬ这些严苛条件令多数南方国家心生不满ꎮ 历史殖民主义的

遗留问题和文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双方的交流与合作ꎮ

总之ꎬ中欧均致力于加强与南方国家的外交关系ꎬ争取“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支

持ꎮ 中国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ꎬ尊重“全球南方”国家的主权和独立ꎬ互不干涉内

政ꎬ赢得了许多国家的信任和支持ꎮ 在南方国家参与的多边外交场合ꎬ如不结盟运动

等框架下ꎬ中国积极倡导多边主义ꎬ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ꎬ提升自身在发展中国

家中的影响力ꎮ 在“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合作机制中ꎬ中国与七十七国集团共同致

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ꎮ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ꎬ“七十七国集团

和中国”第三届南方首脑会议召开ꎬ与会的发展中国家期望与中国共同应对全球挑

战ꎬ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ꎮ③ 欧盟在相关的国际事务中ꎬ常以政治条件附加在对南方

国家的援助和合作上ꎬ试图影响这些国家的内政和政策走向ꎬ以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ꎮ

然而ꎬ欧洲凭借其传统的外交优势和殖民历史遗留的关联性ꎬ在一些南方国家仍然存

在一定的外交根基ꎮ 例如ꎬ在非洲联盟等地区组织事务中ꎬ欧洲国家通过提供资金援

助、技术支持等方式ꎬ试图保持其在非洲事务中的重要地位ꎬ与中国在外交理念传播、

国际组织事务协调等方面存在竞争ꎮ 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ꎬ中国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公

平、合理的国际秩序ꎬ让南方国家在国际贸易、金融等规则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ꎮ 欧洲

则试图维护其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既得利益ꎬ同时也在一些新兴领域的规则制定中与

中国竞争ꎮ 例如ꎬ在气候变化应对规则方面ꎬ欧盟推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是其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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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规则制定中谋求主导地位的关键举措ꎮ 通过 ＣＢＡＭꎬ欧盟将贸易与碳定价挂钩ꎬ

试图促使其他国家提升减排力度ꎮ 这一机制引起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注ꎮ 中

国迅速回应欧盟“气候保护主义”倾向ꎬ加快了全国碳市场的建设进程ꎬ推动碳定价相

关政策的研究与制定ꎬ以应对欧盟 ＣＢＡＭ 带来的挑战ꎮ 同时ꎬ中国也在积极推进构建

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碳市场规则ꎬ力争主导制定全球碳市场多边合作的国际规则ꎬ制

定“一带一路”倡议下与其他沿线国家气候合作的法律方案ꎬ帮助发展中国家争取更

多的发展空间和资金技术援助ꎮ

４.互动模式不同

鉴于南方国家的自主性与差异性ꎬ中国和欧盟与南方国家的互动模式不同ꎬ这既

反映出各自的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ꎬ也体现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博弈ꎮ

发展是南方国家的核心诉求ꎬ这些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位

置ꎮ① 南方国家通过技术引进、科技发展和制度改革等手段ꎬ实现了经济实力的显著

提升ꎮ 同时ꎬ大国博弈的加剧以及国际组织的兴起ꎬ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南方国家

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ꎮ 南方国家在追求独立自主的道路上ꎬ虽然面临经济基础薄

弱、技术落后、政治动荡和国际环境复杂等挑战ꎬ但也拥有全球化带来的市场机遇、技

术进步、产业转移以及南南合作不断深化等机遇ꎮ “全球南方”迫切要求提高发展水

平ꎬ以整体力量突破现行生产关系等体系桎梏ꎬ掌握先进生产资料的主动权ꎬ通过独立

自主和团结合作解决国家难题ꎬ推动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民生的发展进步ꎮ②

在应对南方国家的自主性问题上ꎬ中国强调互利共赢、平等相待ꎬ注重通过合作实

现共同发展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多边机制ꎬ与南方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

合作ꎮ 而欧盟则在合作中强调价值观推广和治理模式的输出ꎬ带有一定的附加条件ꎮ

例如ꎬ中非合作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ꎬ而欧非合作更多地关注政治和治理改

革ꎬ欧盟更加强调市场规则和自由贸易协定优先ꎮ

中国将自身定位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ꎬ通过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平等互助模

式ꎬ采取“发展伙伴型”路径ꎬ支持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诉求ꎮ 尽管美国等西方

国家试图渲染中印在“全球南方”领导权上的争夺ꎬ但中国更注重凝聚共识ꎬ提出消除

冲突、重振活力、开放包容、团结一致四点主张ꎬ强调通过和平环境与独立自主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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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色抵御外部干预ꎮ①

欧盟希望通过深化与“全球南方”的互动ꎬ推动基于规则的多极世界秩序ꎬ确保其

在全球事务中的战略自主和话语权ꎮ 欧盟尤其强调通过经济安全议程重塑与南方国

家的关系ꎬ推行“开放性战略自主”政策ꎬ减少对南方国家在供应链和关键资源上的依

赖ꎮ② 而中国以发展为导向的合作机制更易获得南方国家的政治认同ꎬ欧盟的“战略

自主”则受制于内部整合难题与价值观输出困境ꎮ 未来ꎬ南方国家的自主性增强可能

进一步凸显中欧路径的竞争性ꎮ

总之ꎬ中欧在“全球南方”政策上既有协同也有分野ꎮ 双方都通过多边机制和国

际合作平台加强互动ꎬ强调制度化合作实现共同目标ꎮ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

三大全球倡议促进合作ꎬ注重实际项目和共同发展ꎬ提供资源并分享经验ꎬ聚焦发展与

减贫ꎮ 欧盟则通过“全球门户”计划等倡议ꎬ强调规则制定和制度协调ꎮ

四　 “全球南方”能动性对中欧策略调整的影响

南方国家在与中欧的合作中发挥能动性ꎬ寻求减少对传统西方大国的依赖ꎬ维护

自身利益和主动权ꎮ 中欧与南方国家在共同利益和挑战的驱动下ꎬ在第三方市场开展

合作ꎮ 面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ꎬ各国多边合作意愿增强ꎬ南

方国家战略价值凸显ꎬ为“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全球门户”计划创造了更多合作空

间ꎮ

(一)南方国家能动性诉求与实践

南方国家将自身与中国和欧盟的关系视为实现伙伴关系多元化、减少对传统西方

大国依赖的机会ꎬ在这一过程中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主动权ꎮ 从目前来看ꎬ南方国家

正在发挥能动性影响ꎬ希冀中欧在上述问题上支持“全球南方”的立场和措施ꎮ

首先ꎬ南方国家希望中国和欧盟共同促进一个更加公正和平衡的国际秩序ꎬ而不

是单极霸权或集团对抗ꎮ 在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时ꎬ南方

国家期待中国和欧盟能够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法ꎬ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ꎮ 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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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性和影响力尤其体现在乌克兰危机时期ꎬ不愿追随西方选边

站队ꎮ①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ꎬ在联合国大会上ꎬ有 ８０ 多个成员国投票反对(或弃权)将俄罗

斯驱逐出人权理事会ꎮ② 时任塞内加尔总统麦基萨勒(Ｍａｋｉ Ｓａｌ)警告ꎬ非洲的“历

史负担”意味着非洲大陆不想成为新冷战和选边站的温床ꎮ③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

(Ｓｕｂｒａｈｍａｎｙａｍ Ｊａｉｓｈａｎｋａｒ)敦促欧洲“摆脱‘欧洲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ꎬ但世界的问

题不是欧洲的问题’的思维定式”ꎮ④

其次ꎬ南方国家认为ꎬ中国和欧盟作为两个重要的全球力量ꎬ应当在维护多边主义

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方面承担相应的责任ꎬ做出积极的贡献ꎮ 南方国家期望中国

和欧盟在国际组织中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ꎬ助力全球治理朝着更公平的方向迈

进ꎮ⑤ 南方国家普遍支持多极化ꎬ通过与不同国家的合作ꎬ增强自身影响力ꎬ降低对单

一国家的依赖ꎮ 南方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中与中国立场相近ꎬ共同呼吁改善全球治理

秩序ꎮ⑥ 与此同时ꎬ南方国家在支持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具体议题上ꎬ也在寻求具体

议题中自身利益的最大化ꎮ 非洲国家在气候融资谈判中ꎬ同时要求中欧增加资金和技

术支持ꎬ利用中欧双方的竞争效应来推动承诺的落实ꎮ 非盟加入 Ｇ２０ 后ꎬ推动国际金

融机构改革ꎬ要求增加发展中国家投票权ꎮ⑦ 这一诉求得到中国支持ꎬ而欧盟在非盟

和中国的压力下也正在调整部分立场ꎮ

再次ꎬ南方国家十分看重中国和欧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方面的潜力ꎬ认为中国提

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都是值得关注的重点ꎮ⑧ 南方国家期

望中国和欧盟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往来、投资合作和技术转移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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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ꎮ① 南方国家将中国视为关键的经济合作伙伴ꎮ 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为这些国家带来基建投资与新的机遇ꎬ助力改善当地交通、能源及通

信设施ꎮ② 南方国家在与中欧的合作中力求取得平衡ꎮ 一方面ꎬ它们渴望从中国获得

经济援助与基础设施投资ꎻ另一方面ꎬ又希望从欧盟得到可持续发展援助ꎮ

此外ꎬ南方国家希望中欧共同支持南南合作ꎮ “全球南方”认为中国是南南合作

的关键力量ꎬ赞赏中国在其中的贡献ꎬ特别是在提供发展援助、技术支持和人才培养方

面ꎮ③ 同时ꎬ南方国家期望欧盟也积极投身南南合作ꎬ携手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

会进步ꎮ④ 南方国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伙伴关系ꎬ逐步重塑国际权力格局ꎬ提升自身

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ꎮ 对中国和欧盟而言ꎬ支持南方国家的诉求不仅是道

义责任ꎬ更是维护多极秩序稳定的必需ꎮ 若中欧能超越地缘竞争ꎬ在气候融资、技术转

移、多边机制改革等领域协同行动ꎬ将有助于南方国家实现真正的“发展赋权”ꎬ进而

推动南南合作新格局的构建ꎮ

(二)中欧对“全球南方”的能动性诉求与实践的回应

中欧需要共同应对“全球南方”崛起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化及其影响ꎬ保持务实合

作的韧性ꎬ推动双方关系稳定发展ꎮ 中国和欧盟都高度重视与南方国家的合作ꎬ强调

经济合作和深化政治关系ꎻ同时关注南方国家的整体发展及其不平衡性ꎬ从中寻求战

略空间ꎮ 中国和欧盟将“全球南方”视为构建基于规则的多极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强调通过与南方国家的合作应对国际挑战并塑造全球治理结构ꎮ 中欧在“全球南方”

议题上具有一定的共识与合作潜力ꎬ双方都强调与南方国家的合作是实现共同目标的

重要途径ꎮ

在应对南方国家能动性诉求方面ꎬ中国与欧盟展现出不同的策略路径ꎮ 中国秉持

互利共赢、平等相待的原则ꎬ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多边机制ꎬ与南方国家在基础设

施建设、贸易合作等领域展开紧密合作ꎬ助力其实现自主发展ꎮ “金砖”正在成为全球

南方合作的核心构成ꎬ中国正在落实“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ꎬ加快构建

“中阿五大合作格局”ꎬ以“中拉论坛”１０ 周年为契机ꎬ不断推进“全球南方”的联合自

７２　 “全球南方”兴起的因应:中欧的竞争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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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ꎮ 中国还通过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平等互助模式ꎬ支持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诉

求ꎬ并在知识共享、技术转移等方面提供支持ꎮ

欧盟则在合作中更强调价值观推广和治理模式的输出ꎬ带有一定的附加条件ꎮ 例

如ꎬ欧盟在与非洲的合作中ꎬ更多地关注政治和治理改革ꎬ同时强调欧盟市场规则和自

由贸易协定的优先性ꎬ以此深化与南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联系ꎮ 欧盟希望通过深化与

“全球南方”的互动ꎬ推动基于规则的多极世界秩序ꎬ确保自身在全球事务中的战略自

主和话语权ꎬ推行开放性战略自主政策ꎬ减少对南方国家在供应链和关键资源上的依

赖ꎮ 在中美博弈中ꎬ欧盟试图扮演第三条道路的角色ꎬ通过“全球门户”计划修复传统

影响力ꎬ既拉拢南方国家以增强对华议价的能力ꎬ又避免完全倒向美国ꎮ① 然而ꎬ欧盟

战略自主受制于内部整合难题与价值观输出困境ꎬ而中国以发展为导向的合作机制更

易获得南方国家的政治认同ꎮ 未来ꎬ随着南方国家自主性的增强ꎬ中欧路径的竞争性

与互补性将更加凸显ꎬ推动国际秩序向多极化深化ꎮ

(三)中欧围绕“全球南方”开展第三方合作

中欧关系是世界上最具战略重要性的双边关系之一ꎬ双方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长

期积累的合作基础ꎮ 当前ꎬ中欧关系的重要性更为突出ꎬ同时复杂性、矛盾性愈加明

显ꎮ 中方始终认为欧洲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ꎬ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战略自

主ꎮ② 欧盟对华则出现“三分法”的定位: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ꎮ③ 中

欧关系正逐渐形成一种新常态ꎬ经济领域竞争与合作并存ꎬ在全球治理方面寻求合作ꎬ

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日益明显ꎮ

从合作伙伴的角度看ꎬ欧盟强调中欧合作在全球治理领域的现实意义ꎮ④ 中国坚

持在自身能力范围内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ꎮ 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ꎬ到全球发

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ꎬ中国始终坚持以合作为导向、以开放为原则、以

平等为基础ꎬ为应对全球挑战持续做出中国的贡献ꎮ 中国三大全球倡议提供了“全球

南方”合作的机制平台ꎬ维护了“全球南方”的实际利益ꎮ 欧盟与南方国家的对话往往

集中在制止非法移民和打击腐败上ꎬ通常还会严厉谴责其人权问题ꎬ很少回应南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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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改革多边机构、加快实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消除全球不平等的需求ꎬ欧盟

难以摆脱“欧洲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ꎬ但世界的问题不是欧洲的问题”的思维定式ꎮ

欧盟应该与中国共同促进全球发展ꎬ寻求更多理念上的共同之处ꎬ政策上的具体协同ꎬ

持续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力度ꎬ下决心缩小南北差距ꎬ坚定地支持广大发

展中国家实现更快的发展ꎮ

从经济竞争者的角度看ꎬ欧盟重视与南方国家的伙伴关系ꎬ并认识到这些国家在

全球舞台上日益重要的地位ꎮ 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联系可以增强欧盟在对华关系中的

筹码ꎮ 欧盟力图借助“全球南方”的资源和市场ꎬ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ꎬ以

此推进其对华“去风险”战略ꎮ

从系统性对手角度看ꎬ欧盟对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日益密切的接触心存警惕ꎬ致

力于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群体进行再分类ꎬ以此分化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的关系ꎮ 但是

战略自主、新的“战略指南针”、新的经济安全战略、“全球门户”计划等举措的实施ꎬ又

使欧盟强烈地意识到需要应对新的地缘政治现实ꎮ① 然而ꎬ欧盟如何在跨大西洋联盟

与南方国家之间推进平衡外交是不清晰和不连贯的ꎮ 在这一情势下ꎬ中国正在加强与

“全球南方”的团结合作ꎬ推动“金砖”实现历史性扩员ꎬ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ꎬ致

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ꎬ助力全球治理架构更加均衡、

更为有效ꎮ

中欧与南方国家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挑战ꎬ这促使它们在第三方市场开

展合作ꎮ 在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问题之下ꎬ各国寻求多边合

作的意愿日益增强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南方国家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ꎬ为“一带一路”倡

议与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开展多边合作创造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ꎮ 在政策对接方

面ꎬ当前逆全球化的思潮与行动给多边合作带来不确定性ꎮ 在对非合作方面ꎬ中国逐

渐构建起涵盖资源、信贷、项目的综合性合作模式以及经贸区合作模式ꎻ而欧洲国家则

着重关注科技创新、工业技术、公共服务等领域ꎮ 中欧企业优势互补ꎬ充分发挥双方产

业的特定优势ꎬ推动海外市场深度融合ꎮ 中欧通过在非洲设立合资企业ꎬ共同投资、共

同运营项目ꎬ实现优势互补ꎮ 例如ꎬ法国博洛尔运输物流集团和中国电建集团合作建

设伊波姆深水港ꎬ该项目建成后ꎬ将成为尼日利亚乃至整个西非地区的经济枢纽ꎮ 中

欧还可以将社会组织纳入对外援助项目ꎬ鼓励社会组织在对外援助中发挥更大作用ꎮ

例如ꎬ双方可以联合开展社会公益项目ꎬ帮助非洲国家改善民生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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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在南方国家开展的第三方合作方式ꎬ对于南方国家而言蕴含着重要机遇ꎮ 中

欧双方均致力于助力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ꎬ通过一系列合作项目改善非洲的基础

设施、促进经济发展、提升社会福利ꎮ 在此背景下ꎬ中欧开展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不仅能

够增强合作效能ꎬ还有利于南方国家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ꎬ制定并实施更具

针对性、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发展战略ꎬ从而在国际合作中实现更大的发展利益和扩展

自主发展空间ꎮ 中欧在“全球南方”开展合作ꎬ不仅有助于避免双方在该地区陷入恶

性竞争ꎬ还可以在多个领域实现共同利益ꎮ 中欧在协助非洲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粮食

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海盗ꎬ以及管理公共卫生危机等方面ꎬ均

具有合作的意愿和潜力ꎮ 这种合作模式对南方国家自主处理大国关系也大有裨益ꎮ

目前ꎬ中欧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ꎮ 目前的合作实践表明ꎬ中国

与欧盟在对非第三方市场合作方面均为积极的推动者ꎮ ２０２３ 年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南非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致辞时指出ꎬ“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

一员ꎬ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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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①２０２４ 年 ９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ꎬ中方愿同非方开展中非携手推进现

代化十大伙伴行动ꎬ深化中非合作ꎬ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ꎮ② “全球南方”应当以更

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ꎬ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ꎮ③

五　 结论

“全球南方”是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群体ꎬ而不是具有确定范围、严密

结构和制度约束的组织ꎮ 比较中欧对“全球南方”的认知看法与合作议程ꎬ探讨中欧

与南方国家开展合作的战略目标、方式方法、优先事项的差异性ꎬ在理论层面ꎬ可以推

进中欧关系研究领域和议题的拓展ꎻ在实践层面ꎬ“全球南方”作为中欧开展第三方合

作的主要对象ꎬ可成为未来中国开展对欧工作的重要抓手ꎮ

中国基于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ꎬ将深化南南合作作为外交战略支柱ꎬ通过

机制创新与资源整合持续增强“全球南方”的主体性ꎻ欧盟则秉持规范性力量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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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向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发表致辞»ꎬ«人民日报»ꎬ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ꎬ第 ２ 版ꎮ
习近平:«携手推进现代化ꎬ共筑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ꎮ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７０ 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ꎬ«人民日

报»ꎬ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ꎬ第 １ 版ꎮ



框架ꎬ将“全球南方”工具化为地缘竞争载体ꎬ试图通过制度规制维系传统中心—边缘

秩序ꎮ 中欧在“全球南方”的定义和政策上存在的差异ꎬ反映了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

发展路径和地缘政治利益ꎮ 这种差异不仅影响到中欧对“全球南方”的合作方式和政

策路径ꎬ也可能对未来“全球南方”的国际地位和发展道路产生深远影响ꎮ 中国对“全

球南方”的态度演变ꎬ本质上是从体系融入者向规则塑造者转型的缩影ꎮ 未来ꎬ随着

“全球南方”经济实力持续上升ꎬ中国需进一步协调南北矛盾、创新合作模式ꎬ同时注

重应对西方分化策略ꎬ维护南方团结这一战略支点ꎮ

南方国家内部差异明显的属性决定其对中国和欧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复杂的ꎬ

各利益相关方有着不同的视角和利益诉求ꎬ需要仔细分析地缘政治经济因素ꎮ 相较于

选边站队ꎬ南方国家更强调发展自主性ꎬ更加关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问题ꎮ 南方

国家希望与中国和欧盟建立多元化的伙伴关系ꎬ以减少对传统西方大国的依赖ꎬ维护

自身利益和主动权ꎮ 南方国家寻求通过与中欧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ꎬ特别是在基础设

施建设、经济发展和减贫方面ꎮ 南方国家希望中欧在多边合作和全球治理中支持其立

场和措施ꎬ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ꎮ

面对美国单边霸权导致的体系结构的失序ꎬ中欧在基础设施联通、数字转型、气候

治理等领域存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现实空间ꎮ 中国应在坚决抵制西方“去南方化”图

谋的同时ꎬ把握欧盟战略自主诉求上升契机ꎬ探索多利益攸关方协作模式ꎬ推动形成更

具包容性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ꎮ 尽管中欧双方在战略定位、合作路径和价值导向

上存在显著分歧ꎬ但面对南方国家强调发展自主性与能动性的实践ꎬ中欧应寻求在

“全球南方”议题上的利益结合点并加强第三方合作ꎬ对照南方国家的自主性需求ꎬ开

展相关领域的合作ꎮ 首先ꎬ中国与欧盟可以建立“中欧—南方国家”三方对话机制ꎬ并

开展议题合作ꎻ其次ꎬ中国与欧盟可以共同制定南方国家基建标准ꎬ整合中国效率与欧

盟可持续性要求ꎻ再次ꎬ中国与欧盟应共同应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和全球性挑战ꎬ维

护多边主义ꎬ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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