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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发展中国家是世界政治经济中一支

独立而重要的战略力量，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

上升，“第三世界”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中间力量；冷

战结束后一段时间，大国主导国际事务司空见惯，尽

管发展中大国中国、印度、巴西等的迅猛崛起分外耀

眼，但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活动一度沉寂；①然而，随着

百年变局深化演进，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发声颇有振

聋发聩之感，“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概念横空出

世，其战略价值为世界诸大国所高度关注，深刻影响

着各大国战略博弈的布局与态势，关于其话语权、主

导权与合作权的争夺随即显现。概言之，“全球南

方”被视为全球战略博弈和全球格局重塑的重要动

力，成为百年变局深化演进的重要标示。

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发展中国家

积蓄经济力量，推动世界经济中心加速向南方转移，

形成了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经济势能，造就了全球

发展领域最为鼓舞人心的进展。②“全球南方”的政

治影响在应对乌克兰危机中得以展现，其政治觉醒

成为推动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表现。③进入2023年，

“全球南方”迅即成为1月印度主办的“全球南方国家

之声”线上峰会、2月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5月七

国集团广岛峰会等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各大国

深刻认识到“全球南方”兴起的影响，致力于迅速推

出应对之策。概言之，长期被视为国际事务次要因

素的“全球南方”正在成为国际关注的主角，其影响

力愈发不可忽视。④

百年变局的深化演进，深刻影响着中国外部环

境与战略布局，中国外交战略的优化势在必行。随

“全球南方”的兴起与国际博弈的新图景
——兼论中国的战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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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全球南方”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要素，如何深刻

认识“全球南方”兴起及其效应，如何客观评估“全球

南方”兴起与大国博弈新态势，是当前我们必须深入

思考的重大战略议题。

一、“全球南方”的含义

“全球南方”从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的概念

而来。美国政治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les⁃
by)1969年第一次使用了“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

的说法。冷战期间，随着“西方”和“东方”概念的流

行，探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关系的“南方”和“北

方”概念 (the South and the North)也逐渐流行开来，

“南方国家”取代有明确政治诉求的“第三世界”，专

指不发达国家。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南方的

挑战：南方委员会的报告》，南方委员会强调南方国

家需要在全球层面共同努力，“全球南方”的概念由

此兴起。200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打造全

球南方》报告，明确将中国列为南方国家。随着发

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

“全球南方”的概念变得更为流行。2013年，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以《南方的崛

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为主题，剖析南方国

家群体性崛起的世界影响，认为南方国家将加速崛

起。2022年应对乌克兰危机，南方国家不约而同与

美西方保持距离，成为推动乌克兰危机和平解决的

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了“全球南方”概念的世

界聚焦。

迄今，“全球南方”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⑤一般

而言，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和“全球南方”都指的

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或高收

入国家、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

区，与发达国家和北方相对，主要包括非洲、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屿以及亚洲的发展中国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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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冷战后“全球南方”概念的逐渐流

行，与越来越侧重于从整体视角看待南方国家发展

与南南合作有直接关系，⑦也与这些国家在国际事务

中协调立场、争取共同利益直接相关。与此同时，

“全球南方”有着更加丰富的国际政治含义，其内涵

超越地理边界和“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范畴，更多

指的是美西方主导下世界体系中的弱势国家。⑧进

一步说，“全球南方”的概念脱胎于“南方”和“北方”

的分野，强调了其经济社会不发达的发展水平属性，

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另一方面，

这一概念的政治属性和国际政治属性更值得关注，

有些南方国家的地理位置身处北方，但政治社会制

度与美西方国家有异，有鉴于地缘政治和全球化因

素的影响，南方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产业链和价值

链位置等均处境不利或不公。有鉴于此，“全球南

方”有其明确的发展诉求和国际地位诉求，堪称是与

“西方”和“全球北方”相对的重要概念。

发展中国家素有联合自强的强烈愿望和战略举

措，“第三世界”和“全球南方”均堪称例证，而最近金

砖国家的扩容可谓“全球南方”进一步团结合作的象

征。按照购买力评价，以“全球南方”为主的金砖国

家的GDP已经超过“全球北方”的七国集团，“全球南

方”的政治经济实力不容小觑，它不再是欠发达的象

征，而是前景广阔的代名词，世界经济中心加速向南

方转移更为政策研究界津津乐道。有鉴于“全球南

方”的发展历程，它有着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

治的政治基因，积极寻求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强烈要

求增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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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天然同盟

军。当然，“全球南方”成员众多，文化价值观多元，

发展水平不等，利益诉求各异，未建立一体化的国际

组织，尚无凝聚共同利益的行动纲领，不是新的政治

集团或国家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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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南方”的兴起

二战后，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推动发

展中国家登上世界舞台。1955年的万隆会议标志着

第三世界在全球政治舞台的出现和兴起，被视为南

方国家在世界舞台的起航，首次向国际社会表达了

联合政治的信息。⑨20世纪 50年代后期和 60年代，

西方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亚非拉和南太平洋地

区的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兴起，不结盟运动应时而起

并日益壮大，1964年七十七国集团的成立标志着发

展中国家成为影响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⑩20世纪

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大放异彩，推动南北正式对话

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然而，进

入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新自由主

义兴起、华盛顿共识的推进，发展中国家坚持的国际

发展议程受到冷落，联合国贸发会议作为南北对话

协调机构的作用日益下降，南南合作的光辉也逐渐

黯淡。1990年，南方委员会发布的《对南方的挑战》

报告呼吁经济强大的发展中国家起到推动和维护南

南合作的领头作用。冷战结束后，中国、印度、巴西

等发展中大国快速崛起，拉开了“全球南方”经济崛

起的序幕，成为推动南南合作和发展中国家不被冷

落的重要推动力。2008年6月，“七十七国集团和中

国”峰会制定通过《南方国家发展纲领》，主张在发展

南北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南南合作、改革国际经济体

系、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

2009年，金砖国家组织应运而生，巴西、中国、印度、

俄罗斯、南非等发展中大国开始更多地承担起推广

南南合作、重启南南发展议程的历史使命。2009年
二十国集团峰会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领导人探讨世

界紧迫的全球性问题的核心舞台，世界主要新兴经

济体成为不可或缺的主角，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

国的地位与作用更是分外突出。2013年，联合国设

立南南合作办公室(UN Office of South-South Cooper⁃

ation)，致力于推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议程。

进入新时代，中国成为推动南南合作的主要推动力，

伴随着新型国际关系、正确义利观、真实亲诚理念的

提出和秉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实，中

国和非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地区等合作论坛的创

设和发展，中国的新型国际合作理论呼之欲出，中

国也成为推动“全球南方”在世界舞台绽放异彩的核

心力量。

进入 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全球南方”的兴起

可谓耀眼夺目。伴随着中国、印度上升为全球大国

之列，它们所积极推动的国际发展合作议程也开始

展现全球性影响，尤其在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中展

现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方向的意愿和实力。2016
年，中国主办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邀请与会的发展

中国家史上最多。2022-2024年，印尼、印度、巴西三

大“全球南方”国家相继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

国，迎来“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舞台的高光时

刻。2023年 9月 9日，二十国集团新德里峰会邀请

非洲联盟成为正式成员，被视为“全球南方”加速崛

起的新注脚。另一方面，“全球南方”的联合自强进

一步提升了其全球影响力。2023年 8月，金砖国家

领导人会晤在南非成功举行，20多个国家提交了正

式加盟的申请，沙特、埃及、阿联酋、阿根廷、伊朗、埃

塞俄比亚获邀成为金砖大家庭正式成员，金砖合作

机制成为“全球南方”推进团结自强、捍卫多边主义、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完善全球治理所倚重的政治经

济平台。

依托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世界经济影响力，“全

球南方”政治立场的影响开始变得不容忽视。尤其

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全球南方”不仅没有全面

倒向西方，还公开表达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它们

秉持不结盟的政治立场，明确表示不愿与西方一起

孤立俄罗斯，不支持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众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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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家在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有关谴责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并“制造人道主义危机”、谴责俄罗斯

“吞并乌克兰东南部四省”并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

军的决议投票中选择弃权乃至不投票，表达对西方

在国际多边机制中对俄罗斯孤立的不同意见。绝大

多数亚洲国家(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除外)和中东、非

洲、拉美国家(巴哈马群岛除外)都未选择制裁俄罗

斯，美国的北约盟友土耳其以及阿根廷、巴西、巴基

斯坦、菲律宾、泰国等美国非北约盟友都没有参与西

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2023年 2月，在印度班加

罗尔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美

国财政部长耶伦要求二十国集团成员国谴责俄罗斯

的军事行动、支持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但巴西、印

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南非等南方国家认为制裁

俄罗斯正在危及世界；主办国印度明确表态，二十国

集团会议是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不是政治会议。

颇具指向意义的是，印度、巴西、土耳其等诸多南方

国家与俄罗斯的贸易额大幅攀升，美西方通过战争

和经济制裁消耗俄罗斯的企图料难达成。2023年1
月卢拉再次当选巴西总统，提议成立由巴西、中国和

印度等中立国家担任调解人的国家小组，协调促成

俄乌双方达成和平协议。南方国家政治立场的表

达给美西方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促使西方各国更加

重视南方国家的意见并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成为

影响大国关系调整的新要素。

上述进展表明，在经历30余年的跌宕起伏之后，

发展中国家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央，“全球南方”的兴

起气势磅礴。迄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

量占全球GDP的比重已接近 40%，对世界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已达到 8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南方国家不再是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尤其

是，中国、印度、巴西、印尼等发展中大国在世界舞台

上扮演积极、建设性角色，致力于发挥引领性作用，

有了金砖国家峰会、联合国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七十

七国集团等核心平台的支撑，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等

全球平台的地位愈发突出，东盟、非洲联盟、上海合

作组织、拉共体等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全球舞台发挥

重要作用，其所依托的国际平台愈加多元和稳固。

南方国家致力于推进国际发展合作，在推动南南合

作进一步展开的同时，积极实现发展中大国发展经

验、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共享，并大力推进全球发

展治理，在国际发展援助方面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展现了南方国家的主动性、创造力。

另一方面，大多数南方国家尚未实现经济赶超

目标，经济增长、政治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的挑战巨

大、任务繁重。“全球南方”地域范围宽广、国家和

地区众多，其中既有中国、印度、巴西这样的大国强

国，更有46个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各国发展水平

不等，发展和安全所面临的问题各异，文明多样性、

多元化突出，缺乏稳固的立场协调机制和强有力的

支持性机构，实现团结、协调与合作殊为不易。作为

整体的南方国家政治力量依然薄弱，容易受到冲突

的影响而产生分歧和分裂，也难以避免相互的纷

争。“全球南方”的崛起发生在深度全球化的时代，

是在与发达国家紧密联系和相互嵌入的政治经济关

系中形成的，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不对称依赖关系，

其发展的脆弱性更是不容忽视。

三、“全球南方”兴起与大国新博弈

进入 21世纪第三个十年，“全球南方”不仅是一

支独立的政治经济力量，还被视为地缘政治博弈的

参与者、国际政治变革和全球治理重塑的核心力量，

参与全球博弈的意愿强烈、作用突出。

首先，“全球南方”以独立自主的姿态、不结盟和

不选边站队的立场参与全球博弈，成为大国博弈的

重要参与方，中国、印度等南方大国更是大国博弈的

当事方。“南方国家致力于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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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和缩小南北差距的核心目标；与此同时，积

极表达利益关切，反对和不参与集团式对抗，体现了

“战略自主”的政治追求。“全球南方”体现出鲜明的

非西方、非北方、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的政

治立场，它们不认同美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

序，谋求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并重，致力于维护

发展道路选择的自主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绝大

多数南方国家拒绝或避免在中美战略博弈之间选边

站队，不支持、不参与、不盲从美西方全面制裁俄罗

斯等极端行动，不愿意卷入大国博弈的漩涡而从中

牟利，不充当美西方势力在所在地区的代理人，反对

被动和仆从的角色认定，而是更加积极地展现独立

姿态、发挥独立作用，在地缘政治竞争中展现更多的

能动性。“全球南方”对战略自主的追求体现在，在乌

克兰问题上采取平衡稳健立场，认为乌克兰危机属

于欧洲的问题而非世界的问题，中国、巴西、南非、沙

特等南方国家或提出与西方立场迥异的和平方案，

或往返于俄罗斯、乌克兰之间劝和促谈，成为制衡和

平衡大国博弈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全球南方”

深刻认识到，通过南方国家的团结、协作、立场协调

是其发挥积极作用并受到重视的基础所在，因此南

南合作的创新发展至为关键，也是其作用展现的动

力所在，金砖国家峰会的扩容就是颇有气势和启示

的例证。有鉴于此，积极推进全球发展治理和世界

秩序变革，就成为“全球南方”新时代的共同利益诉

求，也使得南方国家在全球博弈中发挥积极和引领

性的作用，中国、印度等南方大国尤其扮演着关键性

角色。

其次，“全球南方”内部博弈已起，开始出现主导

权之争，印度等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战略考虑值得密

切关注。中国、印度、巴西、印尼等国家在“全球南

方”发挥着“领头羊”作用，但其战略考虑和战略姿态

有异，未来“全球南方”的团结一致面临考验。有鉴

于金砖国际峰会在“全球南方”的核心平台地位和中

国、印度、巴西在金砖国家峰会的主导性作用，如何

有效协调这些国家的立场、利益与战略取向至为关

键。当前，印度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全球南方”的

领导者，开始将自身定位为“西南大国”(West-South
Power)，即在战略目标和价值观上与西方深度交汇，

同时深深植根于全球南方，意在充当全球南方与全

球北方之间的桥梁，两边下注、两边取利。2023年1
月印度主办“全球南方之声”线上峰会，是其塑造自

己南方国家利益代言人形象、争夺“全球南方”主导

权的重要步骤，拒绝邀请中国与会更是其将中国排

除在南方国家之外的重要举措，积极配合美西方对

中国战略定位的意图彰显。2023年9月印度主持召

开二十国集团新德里峰会，邀请其南亚邻国和诸多

发展中国家与会，推动非洲联盟成为二十国集团正

式成员，进一步展现“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和印度对

“全球南方”的影响力。2023年1月卢拉再次当选巴

西总统，他表示将重振南方共同市场，以此引领“全

球南方”合作。西方媒体开始把印度和巴西并列成

为“全球南方”的领袖国家。2022年印尼主办二十国

集团雅加达峰会，积极展现了独立第三方的角色定

位，其在“全球南方”的作用颇为多国所期待。面向

未来，南方大国之间的关系走向颇为世人所关注，而

中印之间的“龙象之争”更被视为指向标。

再次，美西方国家争夺“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和

合作权，反俄排华意识形态浓厚。美国史汀生中心

2022年12月发布专题报告指出，西方和“全球南方”

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如果西方不试图理解这些国

家的利益、需求和要求，不停止寻求将西方价值观强

加于它们身上，就有可能完全失去后者。美西方国

家深刻认识到“全球南方”的兴起，试图联合“全球南

方”国家一道维护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致力于联合南方国家反对俄罗斯，共同应对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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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挑战”。美西方的做法包括：第一，承认“全球

南方”兴起，摆出更加重视南方国家的姿态。它们认

识到南方国家对西方失去信任和信心的危险，呼吁

加大对“全球南方”事务的介入力度，争取南方国家

的信任。2023年2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设置南

北合作专场讨论，其安全报告更是用较大篇幅聚焦

“全球南方”议题，其中“全球南方”一词出现55次之

多。2023年 5月的七国集团广岛峰会邀请印度、巴

西、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非盟轮值主席国科摩罗联

盟、越南等南方国家领导人作为对话伙伴与会，将加

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纳入峰会主要议题。第

二，美西方国家通过推出系列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

发展倡议，增加对南方国家的发展援助，将南方国家

作为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的替代选项等，深化与

南方国家的经贸和技术合作，视之为对华竞争的新

选项。美西方试图通过利用“全球南方”的资源和市

场来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推进其对华

“去风险”战略。第三，美西方积极争夺对“全球南

方”的话语权，试图将“全球南方”塑造成一个不包含

中国在内的群体，借以在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

间制造对立，推动大国竞争和地缘对抗。美西方图

谋将“全球南方”打造成牵制中国的战略抓手，鼓噪

“中国债务陷阱论”，否认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否

认中国属于“全球南方”，扶持印度充当“全球南方”

领导者，挑起中国与“全球南方”的矛盾，削弱中国在

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在西方国家中，美国和日本

尤其重视“全球南方”。美国试图多管齐下，在增进

与“全球南方”关系的同时，致力于把“全球南方”打

造为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方向，在中国与“全球

南方”之间进行区隔，防止中国主导“全球南方”，打

击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联合自强的努力。日本2023
年版的《外交蓝皮书》和《通商白皮书》强调，国际社

会正处于历史性转折期，必须重视“全球南方”。与

此同时，日本政府致力于在欧美与“全球南方”之间

充当桥梁，意在通过与“全球南方”的合作实现其政

治大国目标。

最后，俄罗斯紧紧抓住“全球南方”，推动其战略

重心的调整。“全球南方”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让

俄罗斯看到了契机和希望。俄罗斯将自己定位为

“全球南方国家对抗新殖民主义”的领导者，致力于

争夺国际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有鉴于南方国家

不但成为俄罗斯打破西方围堵体系的重要缺口，也

否定了西方在乌克兰战场继续拱火的合法性，相当

程度上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与西方僵持提供了必

要条件，俄罗斯致力于争取“全球南方”的理解和支

持，扩大与南方国家的贸易往来，体现了经贸合作

“南方化”的战略考虑。伴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僵持，

“全球南方”将持续作为俄罗斯和美西方激烈博弈的

争取对象，也成为双方竞相扩大经贸合作和深化战

略协调的竞争对象。

四、“全球南方”兴起与中国外交战略应对

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全球南方”是

中国的天然同盟军。在“全球南方”兴起之际，重新

审视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殊为必要。我们要明

确宣告中国属于“全球南方”，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

命运相关、荣辱相连，中国是“全球南方”的重要依

靠，愿意在“全球南方”发展上积极发挥建设性合作

者、理念引领者、智慧贡献者、方案提供者的作用，推

进共商共建共享。

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

系，一直是中国领导人关注的根本性战略问题，是中

国外交战略的重中之重。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

革命家高度重视与亚非拉国家的联合，毛泽东提出

的“中间地带论”和“三个世界理论”把发展中国家视

为坚定的同盟军；邓小平提出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

和“东西南北”问题，突出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和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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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两条主线上的地位与作用；江泽民和胡锦涛聚焦

发展中国家在中国战略布局中的关键性作用，强调

“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习近平把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崛起视为百年变局的核心推动力之一，

把拓展南南合作视为中国战略的重中之重，强调发

展中国家在百年变局深化演进中越来越突出的地位

与影响。2015年 4月 22日，习近平在出席亚非领导

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时提出深化亚非

合作、拓展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的主张，并郑重

宣布“无论发展到哪一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中国都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

改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要秉持真实亲诚

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

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国愿加大对全球发展合

作的资源投入，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坚定支持和帮

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中国致力于扩大金砖

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影响力，增强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权和发言

权。2023年 7月 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外办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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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全球南方”是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中国是“全球南

方”的当然成员，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

员。他提出，独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底色，发

展振兴是“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公道正义是“全球

南方”的共同主张。他强调中方愿同广大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道，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

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并就加强“全球南方”合作提出四点主张：消除冲

突、共建和平，重振活力、共促发展，开放包容、共谋

进步，团结一致、共商合作。2023年8月22日，习近

平在 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致辞指出，

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

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

共同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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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迄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

命运，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建立了制度化的合作

渠道，为“全球南方”兴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进入

新时代以来，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的战略使命，秉持和落实真实亲诚理

念和正确义利观，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和全球文明倡议并积极推进与国际社会一道落地落

实，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创建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

行等战略举措，积极展现其世界领导力。我们正在

迎来发展中国家、后发国家大放异彩的时代，昔日被

凌辱、被欺负、被轻视的国家复兴的时代，“全球南

方”是一个重要的时代符号；这是东方思想备受重视

的时代，“全球东方”的提出代表了东方全面复兴的

时代正在来临；这是中国被全面聚焦的时代，中国集

发展中国家、东方国家、后发国家、复兴国家等于一

身，代表了历史之变的重要方向。有鉴于此，党的

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

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

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

展。”中国的上述主张和系列倡议得到了南方国家

的高度赞同和积极呼应，中国在南南合作的引领者

地位得到了南方国家的尊重和支持。中国在积极提

供发展援助的同时，搭建国际发展知识经验交流平

台，建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

流，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全球南方”的影响

力和吸引力，为中国与“全球南方”的深化合作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全球南方”的兴起也给中国外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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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优化提供了新指向。一方面，我们积极应对美

西方的恶意抹黑和无理区隔，揭露其将中国从发展

中国家剥离的企图，坚定与“全球南方”站在一起，坚

信“美国任何试图削弱或对抗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

影响力的努力都注定会失败”。另一方面，我们深

化对“全球南方”的认知，从战略高度思考深化与“全

球南方”合作的路径，把“全球南方”作为中国外交战

略支柱来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经营。

深化与“全球南方”的合作，在战略定位上，中国

明确发展中国家在外交战略中的定位，把维护全球

南方独立、防止南方国家迫于现实压力再次沦为资

本附庸和美西方仆从作为出发点。在百年变局深化

演进之下，摆脱对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依赖性的全球

南方将成为一支重构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中国致

力于帮助南方国家维护和实现经济独立，有效制约

和摆脱垄断资本的束缚；维护和实现市场独立，维护

公平的国际贸易体系，帮助南方国家培育经济优势；

维护和实现安全独立，防范美西方的军事干涉与武

力威胁。

深化与“全球南方”的合作，在双边层面上，中国

聚焦南方国家具体的安全和发展诉求，推动双边发

展战略对接，致力于实现务实发展成效，从而打造中

国与南方国家合作的典范；上述双边和区域性合作

将为中国和南方国家良性互动打下坚实的基础。深

化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与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

议的落实落地密切关联，中国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落实共商共建共享的目标诉求，实现南南合作模式

的创新。其间，中国可在“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峰

会机制持续推进的同时，着力打造以“全球南方”合

作为主题的新论坛机制，为“全球南方”持续兴起提

供新平台。

深化与“全球南方”的合作，在地区层面上，积极

通过中国与地区性国际组织合作开展的双边论坛

(如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国—中亚合作

论坛等)推动中国与地区经济合作，实现中国与发展

中地区的平等对话协商。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中

国始终是南南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并在南南合作模

式方面进行了颇具中国特色的探索。其中，中非合

作论坛从发展倡议到对话平台、行动机制，在推动非

洲发展和中非友好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非

合作论坛坚定支持非洲的自主性和内生性发展，为

非洲发展提供坚强支撑，成为南南合作的示范性机

制平台，从而重新激发了南南合作的活力，成为南南

合作的典范。面向未来，中非合作论坛的经验总结

及其在“全球南方”的推广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深化与“全球南方”的合作，在全球层面上，中国

以实现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为目标，在世界秩序重塑、

联合国改革、乌克兰危机、气候变化谈判等重大全球

性议题上凝聚“全球南方”的共识，积极响应南方国

家的合理诉求，致力于增强其在全球事务上的代表

性与发言权，致力于完善全球发展治理架构。中国

应和南方国家进一步加强沟通合作，共建全球发展

知识网络，搭建国际发展知识经验交流平台，推动各

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从而为探索多元化发展道路

提供知识和创见。与此同时，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

的资源投入，在国际发展援助扮演积极角色。作为

“全球南方”最大的援助提供国，中国并不把最不发

达国家视为被动主体，而是视它们为具有内在发展

动力的主体，积极推动实现互利共赢。伴随着百年

变局深化演进，中国致力于通过第三方合作等方式

拓展与南方国家合作的新亮点，积极推动国际议程

重新聚焦发展和减贫议题，敦促北方国家切实承担

责任，继续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在坚定支持和帮助

南方国家加快发展方面扮演主导推动者的角色。

作为世界上迄今最为成功的发展中大国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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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南方”的核心成员，中国乐于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的宝贵经验，在“全球南方”发展上持续扮演引领

者的角色，尤其在新型南南合作模式探索上的先锋

作用。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

突破，中国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为南方

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借鉴；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倡导推动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

的制度建设，强调南南合作的基础性作用，其合作导

向的战略选择对南方国家的国际作为颇具启示意义

和引领作用。中国经验的进一步总结和在南方国家

的分享，对“全球南方”持续发展和南南合作的持续

推进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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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a New Chapter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China's Strategic Responses

Men Honghua

Abstract：A significant amount of global attention has been drawn to the "Global Sout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aning of the "Global South", explores its rise and strategic effect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Global South" has strong eco⁃
nomic strength and global influence and the influence of its political stance cannot be ignored.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has brought about new trends in the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the "Global South" participates in the global competi⁃
tion with an independent attitude and a stance of no-alliance and not taking sid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actively
compete for a say over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Global South", with strong anti-Russian and anti-Chinese sentiments; and
Russia seeks to have an edge in the "Global South" and promote the adjustment of its strategic focus. In view of this, China
should re-examine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Global South", clearly declare that China is a member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provides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Global South",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malicious smears and irrational divis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deepen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Global South", think about pathways to strengthen coopera⁃
tion with the "Global South" from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and adopt the idea of the "Global South" as the strategic pillar of
China's diplomacy to carry out top-level design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Key words：the "Global Sou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China's diplomacy; dis⁃
cours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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