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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

的“全球南方”国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一支重要力

量，也成为国际舆论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乌克兰

危机重塑了地缘政治格局，暴露了西方与“全球南

方”之间的脱节。①美日欧意识到“全球南方”不愿为

西方所谓的“普遍价值”和地缘政治意图牺牲自身的

国家利益。为此，它们不得不将调整与“全球南方”

国家的关系，作为其外交的一个重要方向。

一、“全球南方”的崛起与地缘战略竞争

“全球南方”泛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

广大发展中国家。相比大部分位于北纬30度以北的

发达国家而言，“全球南方”国家经常被描述为新兴

工业化国家或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不以贫富

差距、阵营、宗教和制度等意识形态划线，而是整个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尽在其中，统称一体。②“全球南

方”尽管成型早，但因概念界定不够清晰，存在被美

日欧予以政治化和工具化倾向。

(一)“全球南方”全方位崛起是不争的事实

应该说，“全球南方”并非一个确切的概念，而具

有综合性的内涵，其所涵盖的范围变动不居。大部分

学者认为，“全球南方”概念的前身是“第三世界”。③

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亚洲出现经

济奇迹，第三世界即为“贫穷的世界”失去解释性，它

的标签开始被“南方”所取代。北方和南方共同被纳

入全球化进程，“南方”之前往往被添加“全球”，全球

化进程和结构使所有的国家成为日益一体化世界的

一部分。虽然有历史根源，但如今的“全球南方”逐渐

具有地缘政治内涵，而不是严格的经济内涵。④

“全球南方”群体性、全方位崛起，已成为一个不

争的事实⑤，对二战以来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具有

冲击性。经济上，根据 2023年 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发布的报告，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

处于强劲增长之中，增速从2022年的2.8％大幅升至

2023年的 4.5％。以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为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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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南方”代表性的金砖国家经济总量由 2013年的

16.59万亿美元提升至 2022年的 25.91万亿美元，与

美国的25.47万亿美元持平，占全球GDP总和的比重

也从 2013年的 21.37％跃升至 2022年的 25.77％。⑥

政治上，“全球南方”最大的特点，是对外决策的制定

依据自身国家利益，拒绝在大国冲突中选边站队。

“南方国家”的崛起，成为21世纪初全球发展领域最

为鼓舞人心的进展。⑦

(二)“全球南方”崛起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首先，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觉醒和崛起，其行

为选择具有更大的自主性，推动世界格局呈现更为

明显的多极化态势。⑧冷战期间，这些国家必须选择

一个阵营，或者与不结盟国家站在一起。但近十年，

“全球南方”国家扩大了自身的回旋余地，形成多向、

多节点对外关系，它们以复杂的方式相互发展关系，

特别是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全球南方”强国，不仅能

够有效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还能够对国际局势产

生积极影响，促进地区乃至全球的稳定和发展。

其次，“全球南方”崛起对地缘政治经济产生深

刻影响。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日欧普遍存在一种

误解，认为世界各国都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事实

上，代表世界一半人口的国家对于联合国谴责俄罗

斯的决议投反对票或弃权，非洲、东南亚(新加坡除

外)和拉美等国家均没有加入其中。“全球南方”代表

之一的印度，其外长苏杰生甚至提出欧洲必须摆脱

“欧洲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但世界的问题不是欧洲

的问题”这一思维定式。⑨面对乌克兰危机下世界政

治格局日益“阵营化”“集团化”的趋势，“全球南方”

国家进一步追求对外政策的独立性和强化“不结盟”

立场，乌克兰危机被视为“全球南方”政治觉醒的重

要标志。⑩而自 2023年 10月 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

发后，“全球南方”再次展现出一致立场，一方面对以

色列非人道战争行为进行批评和谴责，另一方面支

持巴勒斯坦立国，通过和平谈判达成“两国”解决

方案。

“全球南方”大多数国家并不希望卷入大国之间

紧张的竞争关系，很少参与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之外

的惩罚行动，它们着眼于重塑未来新型国际秩序，已

成为决定世界格局走向的关键变量之一，扮演着多

极世界格局的平衡手、多维世界格局的博弈者和多

元世界格局的指示器等重要角色。在大国竞争日

益激烈的情况下，“全球南方”无论在体量、权力和影

响力方面都变得更为重要。

再次，美日欧效仿之前概念输出成功案例，欲塑

造“全球南方”地缘政治话语体系。“全球南方”这个

概念在欧盟最初提出之时，主要是出于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考量，而且故意突出了

后者的分量，以便把不符合其标准的国家排斥在外，

美国等国紧跟附和，使之成为相当热度的概念。美

日欧更加关注的，是“全球南方”实力相对较强的某

个或某些国家群体性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影

响。“全球南方”近年来日益成为美日欧政学两界的

高频词，它们希望通过制造热点，复制之前的“成功”

做法，比如“印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概念的

输出，增加其在新的国际关系建构中的话语权和影

响力。同时，趁“全球南方”尚未形成整体性国际力

量之机提前布局，联动拉拢“全球南方”国家，使其成

为大国竞争和地缘战略对抗的新工具。

(三)美日欧从地缘战略竞争的角度布局“全球

南方”

乌克兰危机和大国竞争的延续，政治安全因素

取代经济因素上升为国际关系中考虑的主要因素，

美日欧同频共振全面合作的趋势基本形成，在政治

安全乃至经济安全领域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与

此同时，在布局“全球南方”的战略目标上，三方基本

达成共识并在行动上形成联动，但在做法上稍有不

同。美国从“全球南方”挑战其全球霸权的角度出发

制定相关政策，日本和欧盟则既表现出密切配合美

国、维护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同时又将“全球南

方”作为大国博弈的第三方力量，通过强化与其联系

扩大自身战略回旋余地，增强对国际事务影响力，实

现“战略自主”。

具体来看，首先，日欧借“全球南方”议题作为实

现其“战略自主”的重要途径。2022年3月欧洲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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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过的《凡尔赛宣言》中指出，要在国防、能源供应

和经济方面加强欧盟的战略自主。欧盟战略自主

的方向，主要是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对域外供应链依

赖以及对美安全依赖。为此，在前殖民地区主要是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岛国(简称“非加太”)特殊经贸

与政治联系的基础上，将某些曾施加在“非加太”的

政策移植到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国家，这些国家日

益成为欧洲的重点拉拢对象。深化与“全球南方”的

关系，成为欧洲国家对外政策的优先选项。

欧洲主要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

把与“全球南方”的合作视为其历史遗产、文化亲和

力和地缘政治利益的一部分，也成为其谋求“战略自

主”的重要抓手。如西班牙积极深化与拉丁美洲交

往，而法国和意大利在北非地区的活动异常活跃。

自2000年欧盟与“非加太”签订《科托努协定》后，还

签订了双边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在乌克

兰危机中，遭遇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欧洲，在安全

上日益依赖美国的同时，为了能够继续“战略自主”，

寻求“全球南方”国家支持成为其拓宽发展道路的重

要选项。

日本近年来战略自主性逐渐增强，将自己定位

为“全球南方”和欧美之间的桥梁。日本认为其外交

优势之一，是尊重各国和地区的历史和传统，不强加

特定的价值观。日本政界领导在国内外不同场合，

集中强调日本介入“全球南方”的意愿。日本发表

《发展合作白皮书》，将与“全球南方”合作作为优先

选项。在与“全球南方”国家接触时，将“法治”作为

其外交的招牌，认为在全球难以达成共识的情况下，

这一价值观比人权和民主更容易被“全球南方”国家

接受。如岸田首相在 2023年 1月访问华盛顿时演

讲强调，如果被“全球南方”抛弃，我们将沦为少数

派，不利于解决政策性课题。他在 2023年 1月 23日
发表施政方针提出：“为了整个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

球面临的课题，将加大对‘全球南方’的介入力度。”

在同年4月10日召开的自民党核心层会议上他又提

出，日本作为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要倾听“全球南

方”的声音加强参与。日本政府同时将其理念外化

为行动，其政要对中亚、东南亚、非洲和太平洋岛国

和拉丁美洲等“全球南方”国家拉拢力度不断加大。

其次，美国也将对“全球南方”的介入作为对外

政策的重要方向。“全球南方”日益成为美国政学两

界的“高频词”。为了维持其对“全球南方”广大地区

的影响力，在2022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中提出构建“包容性阵营”，加大与中东、非洲、拉美

等地区和国家的接触力度。但是，美国思考“全球

南方”问题，主要是从“全球南方”对其所主导的世界

秩序造成的挑战出发。美国认为，最大的挑战在“全

球南方”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大国，基本没有美国的盟

国；相反，中国却将自己塑造为“全球南方”一员，把

与这些国家的紧密合作作为增强软硬实力的途径和

方法，同时主导“全球南方”的“去美元化”。另外，美

国与“全球南方”关注重点不一致。“全球南方”国家

更加关注气候、环境和能源问题，它们认为自己受到

气候变化影响最大，而西方国家应对大部分排放负

责，并支付大部分减排费用。美国则试图通过控制

世界经济的关键因素，如债务、经济增长和贸易政策

决策所增强的实力，对“全球南方”国家施加政治、经

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总之，针对“全球南方”的政策，欧洲经济、军事

和社会等各项政策比较完备，在政策选择上具有一

定的示范效应，日本紧随其后在优势领域不断发力

并在话题引领上表现突出，美国针对“全球南方”政

策不断与日欧同步。美日欧凭借其对技术创新和金

融体系的控制、自身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援助、军

事以及对于多边组织的操控，借“全球南方”还未形

成一个整体性力量，很难做到像欧盟那样奉行连贯

政策或者采取集体行动的特点，提前布局，怀柔与威

慑并举，拉拢与分化结合，阻碍这些国家形成集团合

力，极大地影响着“全球南方”的发展。

二、美日欧制造“全球南方”议题的动因

随着大国博弈的加剧，“全球南方”已经成为全

球格局中一支重要力量，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在世

界舞台上积聚了大量经济资源和政治影响，在国际

体系中的影响和战略价值凸显，越来越成为大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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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政治竞争的对象。美日欧通过复制“印太战略”

概念营销的做法，主动炒热“全球南方”叙事，最终实

现分化南方的图谋。

(一)维护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乌克兰危机强化了欧洲对美国军事安全的依

赖，美国将西方国家团结在其“领导”之下，如今美欧

对全球重大问题持有的许多看法保持一致，但西方

在政治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却越来越脱节。由

日欧官方机构联合发布的《统一的西方，与其他地区

分离》调查报告认为，美国认可更多的是东西方、民

主与专制之间的冷战式两极格局，更倾向于将“全球

南方”国家的中等强国拉入自己的阵营。日欧基本

认同和追随美国的看法的同时，提出也要为多极世

界做好准备，应根据“全球南方”的想法，提前布局，

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尽管“全球南方”国家对西

方国家存在着不满，但由于它们数量众多，在国际重

大问题上仍缺乏统一立场，难以就贸易和发展等问

题与主要大国进行有效谈判，仍处于国际事务的边

缘，在认同感和规则制定上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针对“全球南方”由于缺乏有效机制的聚拢效应，在

国际影响力的发挥上仍受到制约的短板的存在，日

欧积极提出一些议题和概念提前布局谋划，美国随

后跟进，三者各有侧重分化拉拢“全球南方”中的对

国际秩序重塑有着重要意义的“摇摆”强国(如巴西、

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

以日本为例，日本在外交上针对“全球南方”四

面出击，贯穿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代表西方拉拢“全

球南方”国家。过去日本利用政府发展援助(ODA)
为“全球南方”特别是东南亚各国提供了帮助，但现

实是无论经济实力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援助

都落后于中国。为此，日本希望尝试有别于美欧的

方法，不只是通过实力拉拢，还在规则的制定上增强

吸引力。日本认为，“全球南方”国家不再心甘情愿

地与超级大国结盟，但“全球南方”不是政治集团和

多边组织，不以意识形态、区域划分，而是一个妥协

的、域外的和多边的松散团体。由于脱离了区域划

分，对美日欧来说具有更强工具性。

“全球南方”更关注经济与发展挑战，更希望看

到一个制衡美西方力量的世界，它们倡导“政治中

立”，认为壁垒分明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实体之间

的冲突或竞争，并非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问题和挑

战的最有用方式。为此，美日欧通过了解需求后包

装特定议题为导向，试图与这些国家形成“议题统一

战线”，意图为其理念站台，在国际上形成压倒性声

音，服务于美日欧利益，继续维护它们在国际体系的

领导地位。

(二)遏制中国在“全球南方”中日益扩大的影

响力

“全球南方”更倾向于一个多极世界。在单极世

界里，美国习惯于通过提出要求和最后通牒来处理

问题，然后加大施压力度，先是制裁和武力威胁，如

果更温和的胁迫措施没有奏效，就转向震慑和政权

更迭。美西方喜欢居高临下，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

既是法官又是陪审团。相比之下，在多极世界里，即

便最强大的国家也必须关注其他国家的需求，努力

说服其中一些国家达成互利的协议。作为在多极世

界秩序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是120多个国家

的最大贸易伙伴，已经成为全球生产的中心枢纽，在

中高端附加值的技术生产中全球份额从个位数增长

到近 40％，超过了七国集团的总和。中国在“全球

南方”不断扩大影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全球

南方”受益，积极促成伊朗和沙特和解，并与沙特和

伊朗通过建立三方联合委员会来促进中东地区的和

平与稳定，在推动乌克兰危机实现和平方面发挥作

用，以及在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中发挥重要

作用。

为了遏制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美

日欧联手阻碍中国在世界秩序构建中发挥重要作

用。三方不仅减少对华经济依赖，还将中国塑造为

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通过加强与

“全球南方”第三方合作，以增强供应链韧性、保护经

济安全等名义让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加入进来，以

实现对中国的“脱钩断链”，通过构建小集团式的方

式拉帮结派形成围堵中国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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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避新金融架构对世界金融体系形成挑战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日欧联手将俄罗斯与国

际金融架构隔离开来的举动，推动了“全球南方”国

家市场之间结成联盟，削弱了美元的地位。随着替

代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选择日益增多，更多保持

不结盟立场的国家开始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美元作

为储备货币权重已经从2003年占世界各国中央银行

外汇持有量的2/3，下降到2021年的55％、2022年的

47％。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在世界

经济中的分量不断增加，金砖国家于 2015年成立了

总部设在上海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
ment Bank，NDB)，签署了《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

(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t，CRA)，允许金砖国

家成员获得(主要由中国提供的)流动性。金砖国家

成员国以美元以外货币进行贸易的尝试，有可能给

全球经济带来革命性变化。乌克兰危机后，“全球

南方”国家兴起了“去美元化”热潮，不仅削弱美国在

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和影响力，而且

削弱美国制裁的效能。长期以来，美元一直被视为

全球储备货币，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对美国经济及

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而美国如采取对

抗“去美元化”的举措，将会引发与“全球南方”之间

经济关系出现意想不到的具有潜在破坏力的后果。

如美国制定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将制裁对

象扩大到不肯合作的国家，这一举措势必鼓励更多

的国家联合起来维护集体安全或者反抗。如果越来

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走向“去美元化”，将会导致

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动，动摇美国的国际金融体系霸

权，为此引起美日欧的焦虑。他们认为其建立的“基

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为了维护其主导的世

界金融体系，借机拉拢“全球南方”国家重启排除中

国和俄罗斯的新的“全球化”，重新定义国际金融的

规则和制度。

三、美日欧联手应对“全球南方”崛起的路径

选择

“全球南方”的崛起发生在深度全球化时代，美

日欧意识到“全球南方”形成于与西方紧密联系和相

互嵌入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国

际发展合作规则制定、议程设置、话语主导权等体系

优势，遏制打击、规制同化“全球南方”。为此，三方

通过协调看法，加强沟通，形成一定的战略共识和联

动，在应对的路径选择上越来越同频共振。

(一)在话语权概念设计上以阵营化思维拉拢分

化“全球南方”国家

冷战时期，全球格局呈现高度阵营化。随着世

界格局进入新的大变化、大动荡、大改组时期，美国

以大国战略竞争为名，日欧给予不同程度的积极配

合，要求“全球南方”国家选边站队，阵营化思维尘嚣

四起。

日欧都在试图采用三分法，刻意将中国从“全球

南方”国家排除。日本认为，冷战时期印度、印尼等

第三世界代表性国家，就强调不结盟和中立性质。

2015年前后，“全球南方”以一种地缘政治术语出现，

指那些既非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也不与中俄建立

密切合作的其他国家。日本认为，世界是由美日

欧、中俄以及“全球南方”三个阵营组成。这种思维

方式主要受到各国对待乌克兰危机的态度左右。这

反映出日本希望通过打造新的外交话语，来增加西

方世界对于“全球南方”的号召力。欧洲也同样提

出世界分为三大阵营，世界秩序将由全球西方、全球

东方和全球南方组成的权力三角来决定。欧洲认

为，全球西方主要是由美日欧及其盟友组成的全球

西方国家，核心是欧盟、北约国家和美国在亚太的联

盟网络，大约有30个国家，组成美国的联盟体系来维

持现有的所谓“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而

全球南方则以印度、沙特、南非、尼日利亚和巴西等

国为首，由来自亚洲、非洲和拉美的125个国家组成，

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却不在美方的“全球南

方”名单。美日欧把“全球南方”作为政治概念，拉拢

和分化“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的特点都是将中国从

“全球南方”中排挤出去，达到“去中国化”的目的。

随着美国主导的秩序发生变革和经济脱钩加

速，西方国家认为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出现了交易

型25国(T25)，具体指的是在乌克兰危机或中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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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选边站队的25个经济体。这些国家尽管经济

规模和政治体制存在差异，贸易格局也是多元化的，

但共同点是在世界大变局下，对外政策从本国的国

家利益出发，本着务实的态度，希望寻求达成跨越分

裂的权宜之计，有针对性地利用一些区域联盟或组

织，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与某一个集团联系在一

起。这种易变的、交易的方式正在重塑地缘政治，目

前它们代表了全球 45％人口，在全球GDP的份额从

1992 年的 11％上升到 2023 年的 18％，超过了欧

盟。T25国家属于中等强国，尽管至今仍未形成统

一的管理机构和运作机制，但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

日益增强。为此，美日欧将以议题为导向，利用市场

准入、技术和信息自由流动等优势，为其提供一个更

加灵活的安全关系网络，另外还通过债务减免、气候

融资等方式，利用更多的微型多边机制，加强与这些

国家的联系和合作。美日欧通过炮制T25这一概念

和议题，加大对其的争取和拉拢，通过精准突破，破

坏“全球南方”的整体性和团结。

(二)经济上以“去风险”为由在“全球南方”重塑

新产业链

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后，美日欧加大全球价

值链重组的步伐，全球价值链趋于区域化、本土化，

其主要特点是不只考虑经济效益，也兼顾韧性和安

全。2023年 5月七国集团峰会召开以来，欧盟提出

的“去风险”取代了美国主张的“脱钩”，日益成为美

日欧经济安全政策的主流，并利用其在全球范围内

主导的国际机制，联手推进主要是针对中国的“趋同

存异”的“去风险”进程。美日欧通过新设合作框架，

加强面向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关键产品供应链、

新兴技术标准制定、关键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上朝

着进一步具体化、机制化、趋同化的方向发展。

1.美国联合日欧，拉拢“全球南方”重塑全球经

济秩序

美国以创新国际经济伙伴关系为名，联合日欧

将国内外分散的目标整合起来形成合力。同时，将

传统上属于国家安全领域的事务渗透到经济政策

上，脱离以市场准入和关税自由化为中心的传统自

由贸易协议，转而作出各种制度上的安排，而不再提

供额外的准入机会。美国推行更广泛的以遏制中国

为导向的出口管制、外资审查和特定非传统经贸安

排，这一系列举动标志着其贸易政策方针发生深刻

转变。

(1)与“全球南方”国家建立供应链韧性经济联盟

美国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大力推进“供应链外

交”，试图构建供应链联盟的立体网络。美国将“全

球南方”市场作为争夺对象，强调在“全球南方”国家

重塑供应链的“多样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增强关

键产业的韧性。为此，通过对新兴经济体的赋权，即

通过友岸外包、离岸外包，促使中低收入国家在供应

链中发挥更大作用；通过重塑供应链即将制造业的

某些部分从有地缘政治风险的国家转移到比较友好

的国家等方式，如印度、墨西哥和波兰，推行将经济

联盟与“民主联盟”相互协同。2021年10月二十国

集团(G20)峰会上专门组织了首次“全球供应链韧性

峰会”，2022年7月由国务卿布林肯和商务部长雷蒙

多共同主持供应链部长级论坛，参与者均为全球供

应链关键节点国家。在此过程中，将日、韩、印、越和

马来西亚作为联盟的重要支点国家发挥作用。同

时，联合日欧将非洲和拉丁美洲作为供应链安全的

核心组成部分，重点发挥巴西和阿根廷的作用。由

于它们有能力出口粮食、能源和矿物，如阿根廷的巴

卡穆埃尔塔油气田、巴西的盐下超深水油田和锂矿，

都被纳入美国的战略。

(2)在“全球南方”国家构建关键矿物供应链

以美日签订的《关键矿物协定》为蓝本，重建关

键矿物供应链。如拜登政府把提振电动汽车产业作

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回应“全球南方”的关

切，加大对这些国家的吸引力。由于全球用于电池

和电动机材料的重要矿产资源生产 80％依靠中国，

美国认为这严重地威胁了其经济安全。而“全球南

方”许多国家蕴藏着重要的矿产资源，如印尼拥有世

界上最大规模的镍矿储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玻利

维亚等国拥有丰富的地下资源。如果美国能够建立

起从“全球南方”国家采购重要矿产资源的机制，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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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加速“去风险”的步伐。2023年 3月，美日签订了

《关键矿物协定》，规定对在日本开采、加工的重要矿

产品采取与美国产品同样的税收优惠政策，这将成

为与东南亚和非洲国家间签订类似协定的模板。

此后，美国与东南亚和非洲签署有关镍、锂等重要矿

产资源的贸易协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商务部、

财政部协调办理，以此打造不依赖中国关键矿物的

供应链。

(3)启用新的多边经济安排，重点发挥“印太经济

框架”中的“全球南方”国家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

作用

2022年包括美国在内共有14个成员的“印太经

济框架”(IPEF)宣布成立，美日通过此平台强化与一

些“全球南方”强国如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的

关系，建立新的区域贸易架构，搭建新的供应链，重

点是建立半导体供应链。如马来西亚的半导体是一

个不断增长的行业，尤其是先进的封装领域。越南

是美国与中国脱钩“友岸外包”替代者。印度是全球

半导体生态系统的积极参与者，也是 IPEF供应链支

柱关键成员。印度尼西亚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不断增

强，拥有大量劳动力，作为一个半导体生产国，拥有

可加快其发展的许多关键资源，如镍储量占世界储

量的 1/4。印尼正提议成立一个“类似欧佩克的组

织”专注于镍的出口管制。目前，由于美日强调将国

家安全越来越多地融入经济和贸易政策领域，IPEF
是美国高科技产业战略与新兴贸易战略的交叉点的

重要平台，以此缓解了其制定的对先进半导体及其

制造工具实施出口管制适用于域外供应链的政策所

带来的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紧张的局面。

(4)实施更加灵活变通的金融制裁手段强化威慑

国际货币体系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权力配置。美

元在全球支付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全球约 88％的

外汇交易以美元进行，使其能够对其他国家的经济

命脉施加影响。美国越来越依赖金融制裁作为外交

政策工具，开展地缘政治战，惩罚反对者。美国通过

关税、制裁、价格上限、贸易限制等方式加强经济威

慑力量。据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报告显示，拜登政

府平均每年向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特别指定国民清

单增加 1151个新名单，高于特朗普政府平均数的

975个，奥巴马第一任期仅 544个。再如其没收阿

富汗央行的70亿美元并冻结俄罗斯巨额外汇储备，

还与西方盟友一起，将俄罗斯逐出全球银行体系。

美国近年来对利比亚、叙利亚、伊朗和委内瑞拉都采

取过类似的制裁手段。但实际效果是降低了“全球

南方”使用美元的意愿。为了拉拢“全球南方”国家，

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重新考虑金融制裁的方

法，以防止单极货币秩序受到侵蚀。为此，美国通过

制定新规则，建立自愿制裁联盟，通过与“全球南方”

国家达成第三方协议，削弱被制裁方规避制裁的能

力，以此方式不再要求“全球南方”选边站，从而平息

“全球南方”的不满情绪。

2.日欧借配合美国之名拉拢“全球南方”国家实

现各自利益

(1)日欧以经济安全为名构建排除中国的经济联

盟，通过建立平行体系，重塑在关键产业的主导

通常日本“先试先行”，欧洲紧随其后。如日本

采取“中国+1”策略，将20世纪90年代已集中投资于

中国的产业部分转移到与其经贸关联密切的新兴经

济体，越南、柬埔寨、泰国、印尼、印度以及墨西哥均

成为+1的主要对象。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的报

告指出，由于欧洲的殖民遗产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态

度，特别是受贸易和人权方面的双重标准影响，“全球

南方”的许多国家认为欧洲是自私自利的和奉行后殖

民主义政策，没有考虑到它们的主要诉求——包括在

G20等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加快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实施，或通过取消债务或确保公平获得疫苗来

解决全球不平等等问题。欧洲在与“全球南方”的交

往中存在危机，迫切需要一种新方法。因此，欧盟利

用与日本的牢固关系，积极参与日本与东南亚和非洲

的项目，日欧联手通过在“全球南方”建设高水平基础

设施，共同强化对“全球南方”的工作。为此，日欧自

2018年建立高级别的经济对话以来，不断加强经济

安全合作，协商一致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笼络

它们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站在美日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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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欧在拉拢“全球南方”重塑产业链政策方面

表现积极

日本认为，构筑新型国际供应链离不开“全球南

方”的相互配合，特别是需要在数字化转型、绿色转

型等未来领域深化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为此，借

助多边平台，密集出台一系列经济安保政策，如将稀

土等重要矿产以及半导体、蓄电池、药品等划定特定

重要物资。其主要方式首先在重点区域建立关键技

术联盟，重点放在蓄电池和太阳能面板等领域。如

日本2022年发布《蓄电池产业战略》，重点围绕蓄电

池及太阳能面板等关键技术和产业制定战略，构建

包括“全球南方”国家在内的全球蓄电池产业联盟，

打造新的供应链，避免让这些“全球南方”国家重要

材料、矿物和零部件供应依赖中国、俄罗斯等特定国

家。其次，组建关键产业链供应链联盟。日本配合

美国借助“印太经济框架”平台重塑关键产业链，重

点加强对东南亚所谓志同道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安

保海外援助，为建立安保产业链做准备。制定“政府

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改变对发展中国家的

援助方式，提出以提供型合作取代之前的要求型援

助，对菲律宾、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和斐济等“全球南

方”国家提供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等所需器材。同

时，加强出口管制，划定合作朋友圈，将23种设备出

口到与日本友好42个国家之外国家必须取得个别许

可。另外，还制定出针对“全球南方”未来产业旗舰

项目构想，提出美日欧与志同道合的“全球南方”企

业共同合作，打造最先进的商务模式。

而欧盟通过加速与“全球南方”国家签订自贸协

定以加强经济布局。如欧盟与东盟及部分成员国、

与拉美南方共同市场、与印度的自贸协定谈判等。

同时，还扩展其在“全球南方”军事能力建设，将特定

地区预算纳入一个更为广泛全球性军事干预计划的

预算框架中，如将非洲和平基金并入欧洲和平基

金中。

与此同时，日欧借“去风险”为由，一方面积极配

合美国，如日本和荷兰配合美国的出口管制计划，另

一方面以“去风险”之名，实则借助这一理念，推进本

国本地区再工业化以解决国内产业空心化困境，并

在国际规则制定及产业链布局中谋求其自身利益。

3.推出“一带一路”替代方案，加大对“全球南

方”基础设施投入

由于“全球南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众

多，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每个东盟成员都是共建“一

带一路”参与者。为此，美日欧以意识形态为先导，

推出所谓高标准、民主、绿色“基础设施”实施计划，

以此平衡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一是在全球

范围内，美日欧整合各自计划，借助七国集团平台联

合推出“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PGII)。该

计划前身是美国提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将
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项目，但强调透明、

可持续性和民主驱动的参与形式。这一计划成为

美日欧所有涉及基础设施计划的总称。日本表示，

将其主导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QII)纳
入PGII框架，欧洲的“全球门户计划”也将与B3W相

互促进。二是在区域层次，日美在 IPEF嵌入基础设

施建设，承诺到 2030年调动 750亿美元公共和私人

资金，通过私人投资和以日元计价的贷款用于亚太

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进东南亚、南亚和太平

洋岛国的互联互通，印度和孟加拉国将成为推进“孟

加拉湾—印度东北工业价值链概念”的关键支柱。

美日欧通过基础设施计划，谋求降低这些“全球南

方”国家对中俄的依赖。在配合美国遏制中俄的战

略部署的同时，日欧也推进各自地缘政治和经济

利益。

(三)在拉拢方式上以“一区一策”方式密织与“全

球南方”联系

美日欧加强与“全球南方”联系方面互相配合，

各有侧重，通常情况下日本在议题设计方面具有引

领作用。日本针对“全球南方”通常做法是策划一些

概念性议题，加强与美欧的沟通与合作，并到七国集

团兜售，获得七国集团认可后，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

主流话语，通过协调制定有约束力的制度以影响“全

球南方”的发展进程。如针对所谓“中国借基础设施

建设在非洲制造债务陷阱”，在2016年七国集团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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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2021年七国

集团峰会上强调的“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全球基础

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的主干内容，日本又进一步将

经济安全列为高质量的核心内容。这一术语已经

成为美日欧的普遍用语。日本通过制定概念，希望

在地缘博弈、规则与标准、话语权之争中占据主动地

位，同时与美欧进行沟通，获得其认可后三方互相倚

重形成“合力”。

1.日本在对非议题设置方面起到引航作用，美

欧紧随其后

日本在非洲政策方面进行“导航”，美欧逐渐比

肩。乌克兰危机爆发后，非洲54个国家中的26个国

家没有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俄罗斯，这让西方感到意

外。《经济学人》分析显示，从2017年到2021年南非平

均每年与美国投票一致只占23％。美日欧认为，自

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它们在非洲的影

响力减弱。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囊括了40多个非洲

国家并影响10亿非洲民众。由于非洲可再生能源和

绿色技术所需要的关键重要矿产资源丰富，同时也是

为了对冲中俄在非洲的影响力，日本在对非工作上发

挥“独树一帜”的作用。其主要做法，是通过频繁的访

问、对话和包括G20在内的地区论坛，积极与“全球南

方”非洲领导人接触。日本1993年设立“东京非洲发

展会议”，截至2022年已举办八届。在2016年第六届

日非峰会上提出“印太战略”，一直不间断持续重视对

非洲的拉拢工作，并通过与印度合作制定“亚非增长

走廊”计划，设立多层级的机制化安排。

美欧纷纷效仿日本，重新召集已停摆多年的峰

会，重振与非洲的关系。2022年12月美国召集了一

场有49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峰会，这是继2014
年奥巴马首次邀请非洲领导人赴美参会八年后的第

二次此类会议，被看作是着眼大国战略竞争的手

段。欧洲也同样加强对非联系，2022年 2月重新启

动与非洲的高峰会议。同时，还创建了一个高级别

对话小组，促进欧洲与非洲的经济一体化。欧盟是

非洲最大贸易伙伴，也是非洲外国直接投资(FDI)、官
方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第一大提供者，在推出

的“全球门户”计划，一半的投资和项目是以非洲为

目标。美日欧通过与非洲的峰会和首脑外交，作为

加强与中国在非开展竞争的一种重要手段。

2.美欧支持日本以“共同创造”为名拉拢东盟

成员

据欧盟针对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

和泰国五个东南亚国家的研究发现，日本在东南亚

拥有的软实力高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德国和欧

盟。美欧认为，日本在东盟所具有的引领作用主要

体现在其注重与东盟的“共同创造”，即让伙伴国家

作为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寻找和开发满足其需求

的最佳解决方案。如支持东盟国家和日本的初创企

业共同创造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等。为

此，美欧也接受日本的“共同创造”这一理念。欧盟在

2021年发布《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合作战略》的基础上，

将东盟视为合作伙伴，是其全球战略东移的重要标

志。在日本的带动下，2022年12月14日，首届欧盟-
东盟领导人峰会召开，进一步加大对东盟的“创造性

合作”和拉拢力度。同样，美国在同年 10月发表的

《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寻求与“东南亚伙伴建立更深

入的联系”，通过“共同创造”，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将

双方的合作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平。在“印

太战略”中提出与东盟的共同创造性合作，加强卫生

安全、应对海上挑战、增加互联互通、深化民间关

系。美日欧以“共同创造”为名，提出针对东盟国家，

要表现出对合作伙伴不断变化的需求的响应能力，为

其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和长期承诺。

3.以构建“西半球供应链联盟”为名加强与拉美

国家关系

因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政治和经济局势较为稳定

并拥有丰富的资源如矿产、能源和粮食等，从经济安

全角度对美日欧具有吸引力。一方面，美日欧从地

区层面，通过一系列经济框架将“全球南方”的拉美

国家纳入其中，以经济援助增强对这一区域的黏性；

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关键矿业联盟特别是以玻利维

亚、阿根廷和智利组成的“锂三角”为代表，着手构建

“西半球供应链同盟”，加大拉拢力度。美国提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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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作为“印太经济框架”

拉美版，重点与拉美国家实现“近岸外包”，将具有所

谓共同价值观的盟友纳入其中。日欧同样出于自身

在拉美影响力下降的担忧和获得关键矿产资源与可

再生能源的需要，加大与这一地区签订自贸协定的

力度。欧盟推动落实与拉美南方共同市场的自贸协

定，实现与拉美重建互信。日本通过各种经济协定

安排与墨西哥、秘鲁和智利等国建立新的贸易和投

资规则。美日欧通过重建与拉美的战略合作，打造

合作样本，凸显在“全球南方”朋友圈的壮大。

(四)在机制安排上以小型多边组织架构为主拉

拢“全球南方”

美日欧利用名目繁多的小多边机制，加强与更

多“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有限合作，以地理、利益和

权力为议题，针对“全球南方”设计多种形式的多边

机制。

1.举办区域多边峰会，利用峰会外交加大拉拢

力度

这是与“全球南方”国家进行合作的主要方式。

如欧洲启动与“全球南方”已建立或停办的各种峰

会，既有经济合作，又启动对这些国家的约束机制，

不仅寻求对“全球南方”经济、军事介入，而且通过人

权、环境保护和移民等领域政策约束“全球南方”国

家。如 2023年 7月 17-18日欧盟 27国与 33个拉美

国家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时隔八年来的第三次欧

盟-拉共体峰会，借此全面恢复与拉美的“根深蒂固

的伙伴关系”、推动“全球门户”倡议的落地，启动欧

盟-南方共同市场协议，对拉美地区投资450亿欧元

等事项。美国通过举办全球事务高层峰会，将大批

“全球南方”领导人召集到一起开展对话，包括美非

领导人峰会、民主峰会和美洲国家峰会等，通过设立

各种基金，组建有“全球南方”重点国家参与的多边

机构，如“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美日欧通过举办多

边区域峰会，对特定国家和问题提供象征性支持，推

出一些政策和承诺，促进制定多边政策的连贯性和

协调性，避免因政党交替而使政策执行不具持续性，

失信于“全球南方”。

2.组建共同利益联盟

美日欧利用多边会议机制加入“全球南方”议

题，主要以七国集团为核心，通过相关议题拉拢“全

球南方”强国。如在2023年日本召开的七国峰会上，

日本提出七国携手在保障能源、粮食安全等全球性

课题上做出“贡献”，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特

别是事关粮食问题。如乌克兰危机后，世界粮食价

格飙升，粮食价格指数 2022年 3月达到 159.7，创下

历史新高。为了迎合“全球南方”关切，同时对冲中

俄在“全球南方”粮食安全上的影响力，日本在 2023
年七国集团农业部长会议上发表了首个农业行动计

划即“宫崎行动”，将强化粮食安全定为重要课题。

欧盟在同年2月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邀请了数

量创纪录的亚非拉国家代表，希望向“全球南方”贫

困国家伸出援手。法国总统在与会期间也强调要重

新获得“全球南方”信任。美日欧利用其定期召开的

多边论坛加大对“全球南方”的拉拢力度，但在多边

会议机制具体开展工作时，又多采用各个击破的策

略。由于“全球南方”以自身国家利益和本国关注议

题为导向，各自为政，还未拧成一股绳未形成正式国

际组织，因此多采取“一国一策”“一国一议题”策略，

以灵活而有效的方式开展对“全球南方”的工作。

3.以议题为导向，通过建立多边平台拉拢“全球

南方”领军国家

特别是在美国战略收缩的地区，美日欧利用“多

边平台”频繁制定各类机制，通过将印度推到前台，

将其塑造成为“全球南方”的领军，拉入亚太、中东和

欧洲的重要机制安排，以加强对印度的拉拢和对中

国影响力的对冲。“印太战略”将印度拉入其中，“四

方安全对话”机制和“印太经济框架”则分别成为强

化对印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在中东和

欧洲方向，也充分发挥印度的作用，组成由印度、以

色列、阿联酋和美国组成的美印以阿四国机制

(I2U2)，旨在应对跨国挑战，特别是能源和食品安

全。在 2023年约翰内斯堡举办的G20峰会期间，美

国又提出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简称“印欧经

济走廊”)，旨在建造铁路与海运网络，连接南亚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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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地区的东部走廊、中东与欧洲的北部走廊。与此

同时，还通过七国集团峰会邀请印度等国家参与，以

承认其“全球南方”领袖的地位。美日欧所设计的多

边平台存在的风险在于加剧权力失衡，有可能把短

期利益置于长期目标之上，同时小多边主义的扩散

有可能导致许多相互冲突的协议的达成。

4.日欧策划让“全球南方”议题形成国际共识并

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在欧盟发布的报告中聚焦“全球南方”议题，提

出长期面临发展不平衡的“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对现

有秩序感到不满。西方国家要着力解决这一问题，

否则将很难争取到它们的支持。日本发表的2023年
《外交蓝皮书》首次引入“全球南方”一词，旨在扩大

“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同年经济产业省《通商

白皮书》首次写入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方

针，提出要与值得信任的国家在构筑原材料供应链、

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领域加强战略合作。日

本外务省主管的《外交》杂志出版从“全球南方”看世

界特辑，指出西方民主国家控制世界政治经济的因

素越来越小，特别在应对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等全球

性课题方面，如果不把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纳入

其中就毫无意义。发达国家作为市场经济、民主主

义的典范的魅力正在减弱。日本有必要站在新兴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理解世界。日欧希望在

塑造全球秩序的过程中走出有别于中美的第三条道

路，与“全球南方”达成共识，作为实现其目标的重要

手段。

总之，乌克兰危机后，美日欧针对“全球南方”国

家的地缘战略意义、动机和立场以及它们与七国集

团国家之间关系进行了反思和辩论。它们希望通过

增进与“全球南方”的关系，“鼓励”其与中俄保持距

离，以期谋求长期对华竞争优势并遏制俄罗斯。在

此过程，美日欧三方互相配合，形成联动，出台联结

“全球南方”的各种举措，分化与拉拢，以期获取最大

的地缘政治利益。

四、结语

“全球南方”越来越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表现出其

实力。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南

方”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而美国却将中国列

为最有意愿最具实力的挑战者，全面压制中国的发

展，开始“另辟蹊径”，通过分化与瓦解“全球南方”国

家，试图形成针对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日欧各

有所图，在积极配合美国战略的同时，图谋成为中美

博弈的第三方力量。中国以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

家为己任，不与美国开展对抗性的“新冷战”，不搞二

元对立，通过保持全球体系开放，不断寻求最大公约

数，扩大各国共同利益，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进

步的一边。

注释：

①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what europe can learn from japans approach to the global south," ecfr. eu, Oct. 26, 2023, https://ecfr.
eu/article/what-europe-can-learn-from-japans-approach-to-the-global-south/[2023-10-30].

②参见傅梦孜：《“全球南方”崛起，“一带一路”未来可期》，上观新闻，2023年9月20日，https://www.shobserver.com/staticsg/res/
html/web/newsDetail.html?id=655407[2023-10-20]。

③参见刘德斌等：《“全球南方”研究的兴起及其重要意义》，《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1期，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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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80, 83.

⑤综合《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21》报告中的66个极高发展指数，https://hdr.undp.org/data-center/country-insights#/ranks、联合

国贸发委员会：“Membership of UNCTAD and membership of the Trade and Development Board”2018年10月版的B 组31个国家，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坎坷的复苏2023》附录中的41个发达经济体、《世界银行2023报告》中确定84个高收入国家，

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country-and-lending-groups。本研究综合上述指标，

··47



2024.7国际政治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提出全球西方主要集中在美国、欧元区(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芬兰、立陶宛、

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希腊、克罗地亚、塞浦路斯)、主要发达经济体(加拿大、日本、英国)、其他发达

经济体(安道尔、摩纳哥、圣马力诺、梵蒂冈、以色列、澳大利亚、韩国、捷克、丹麦、新西兰、新加坡、挪威、冰岛、瑞士、瑞典)等39个国

家。但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美日欧更具代表性。作为“全球南方”经济体的代表，通常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称为新兴市场国家和

发展中经济体，包括亚洲、欧洲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东和中亚、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具

有代表性的多边组织，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金砖国家、77国集团+中国、上合组织等。

⑥参见《世界银行 2023报告》，https://da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country-and-lend
ing-gro[2023-05-20]。

⑦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3: the Rise of the South, Human Progress in a Diverse World," 2013, pp. 1-3.
⑧参见王健：《“全球南方”崛起与国际秩序新变化》，《西亚非洲》2023年第6期，第3-33页。

⑨Kishore Mahbubani,"Time for the West to rethink goal of total defeat for Russia in Ukrain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8Feb,
2023, https://www.scmp.com/week-asia/opinion/article/3210636/time-west-rethink-goal-total-defeat-russia-ukraine[2023-05-23].

⑩参见徐秀军、沈陈：《“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4期，第65页。

参见徐秀军：《“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4期，第69-73页。

参见高祖贵：《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光明日报》2023年8月29日，第16版。

"The Versailles declaration," 10 and 11 March 2022 Declaration,"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
03/11/the-versailles-declaration-10-11-03-2022/?utm_source=dsms-auto&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The％20Versailles％
20declaration％2C％2010％20and％2011％20March％202022[2023-05-20].

Titli Basu,"India-Japan Relations: Out of the Shadow of Ukraine," The Diplomat, March 21, 2023, https://thediplomat.com/2023/
03/india-japan-relation"s-out-of-the-shadow-of-ukraine/[2023-07-23].

「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に『中国含めない』岸田文雄首相」、『日本経済新聞』2023年 1月 27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
DGXZQOUA2753R0X20C23A1000000/[2023-07-20]。

「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へ関与」、『日本経済新聞』2023年4月10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109MK0Q3A410
C2000000/[2023-05-23]。

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 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
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2023-04-20].

参见徐秀军：《“全球南方”热潮的缘起与影响》，《世界知识》2023年第12期，第14-16页。

参见国合平：《警惕“全球南方”背后的地缘博弈阴影》，《光明日报》2023年4月2日，第8版。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UNITED WEST, DIVEDEN FROM THE REST: GLOBAL PUBIC OPION
ONE YEAR INTO RUSSIA'S WAR ON UKRAIN," February 2023, https://ecfr.eu/publication/united-west-divided-from-the-rest-glob
al-public-opinion-one-year-into-russias-war-on-ukraine/[2023-07-20].

参见项昊宇：《日本操弄“全球南方”议题居心叵测》，新浪网，2023年 8月 17日，https://k.sina.com.cn/article_6456450127_
180d59c4f02001qpof.html[2023-07-20]。

George Yean,"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Right on China and Trade, but Must Aim Higher," Nationalinterest, May 21, 2023,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biden-administration-right-china-and-trade-must-aim-higher-206488[2023-06-22].

参见葛建华：《美日欧经济安全政策联动分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5期，第83页。

Kalinga Seneviratne,"How BRICS nations are leading push to free Global South from West's financial system," South China Morn⁃
ing Post, Spr. 26, 2023.

参见国合平：《警惕“全球南方”背后的地缘博弈阴影》，《光明日报》2023年4月2日，第8版。

白石隆「グローバル·サウス概念時代とともに変化」、『読売新聞』2023年 5月 7日、https://www.yomiuri.co.jp/serial/earth/

··48



2024.7 国际政治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230507-OYT8T50000/[2023-07-23]。
参见张云：《“全球南方”成日本外交热词，“秩序”的新瓶里装的还是“对抗”旧酒》，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2023年5月22

日，https://cnapp.chinadaily.com.cn/a/202305/22/AP646c1e3ba31008fa31dc3cb3.html[2023-07-23]。
英国《经济学人》选出的这25个国家包括：墨西哥、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以色列、土耳其、越南、卡塔尔、孟加拉国、哥伦比

亚、秘鲁、埃及、泰国、南非、菲律宾、智利、尼日利亚、巴西、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阿根廷、沙特和阿联

酋。参见：Can the West win over the rest? Apr 13th 2023, The Economist, April 13, 2023,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3/04/13/
can-the-west-win-over-the-rest[2023-07-23]。

"How to survive a superpower split," The Economist, April 11, 2023, https://www.economist.com/international/2023/04/11/how-to-
survive-a-superpower-split BEIJING AND JOHANNESBURG[2023-07-23].

参见柯静：《美欧对华“去风险”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8期，第31页。

参见李巍：《拜登政府的经济外交战略及其前景》，《当代世界》2022年第12期，第43-47页。

飛田臨太郎「米国重要鉱物の調達拡大 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と連携強化」、『日本経済新聞』2023年6月3日、https://www.nik
kei.com/article/DGXZQOGN230ZU0T20C23A9000000/[2023-07-23]。

Michelle Jamrisko and Ruth Carson,"Why the world is turning away from the US dollar," June 6, Sydney Morning Herald, https://
www.smh.com.au/business/markets/why-the-world-is-turning-away-fromthe-us-dollar-20230605-p5[2023-07-23].

"what europe can learn from japans approach to the global south,"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Oct. 26, 2023, https://ecfr.eu/arti
cle/what-europe-can-learn-from-japans-approach-to-the-global-south/[2023-10-30].

「経済安保強化へ新興国と連携強化 岸田首相が構想表明」、『日本経済新聞』2023年12月5日、https://www.sankei.com/arti
cle/20231205-RLNUIOR6CFN6VJQT464TIAAQK4/[2023-12-12]。

Derek Grossman,"'Biden's Half-Hearted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Foreign Policy, Jan 10,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
2023/01/10/southeast-asia-asean-china-biden-us-policy/[2023-05-23].

Titli Basu,"India- Japan Relations: Out of the Shadow of Ukraine," thediplomat. com, March 21, 2023, https://thediplomat.com/
2023/03/india-japan-relations-out-of-the-shadow-of-ukraine/[2023-05-23].

参见王一晨、吕耀东：《基于“发展—安全关联”观的日本非洲政策》，《西亚非洲》2022年第2期，第119-140页。

JOHANNESBURG,"Why South Africa is drifting into the Sino-Russian orbit," Feb 192023,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
east-and-africa/2023/02/19/why-south-africa-is-drifting-into-the-sino-russian-orbit[2023-05-23].

"what europe can learn from japans approach to the global south,"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Oct. 26, 2023, Relations https://ec
fr.eu/article/what-europe-can-learn-from-japans-approach-to-the-global-south[2023-10-30].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February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
Pacific-Strategy.pdf[2023-05-23].

 European Council,"The Versailles declaration,"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 releases/2022/03/11/the- ver
sailles- declaration- 10- 11- 03- 2022/?utm_source=dsms- auto&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The％ 20Versailles％ 20declara
tion％2C％2010％20and％2011％20March％202022[2023-07-23].

「G7、食料安全保障の強化で合意です」、『日本経済新聞』2023年4月24日。

外務省「日本外交青書です」、2023年5月7日、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3/pdf/index.html[2023-04-20]。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2023」、2023年5月5日、https://www.meti.go.jp/report/tsuhaku2023/whitepaper_2023.html[2023-04-20]。
遠藤貢·中尾武彦「鼎談なぜいま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を論じるのかインド西部アーメダバードの野外市場課題可能性に

満ちた次代の大国は、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の代表的存在だ(/アフロ)と」。

··49


	“全球南方”崛起与地缘战略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