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肖瑾(１９９０—),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国际发展;李小云(１９６１—),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南

南农业合作学院、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发展学.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发展援助与中国发展援助的战略政策比较分析”(项目编号:１６AZD０１７)的阶段性

成果.

　学界观察
«学术界»(月刊)

总第２４８期,２０１９．１

ACADEMICS

No．１Jan．２０１９

新全球发展与治理〔∗〕

———以南南合作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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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南合作缘起于冷战反殖民主义的历史背景,先后出现了万隆会议、七十七国集团、联合国贸发会

议等南南合作的阵地,但是由于国际发展合作话语一直受西方主导,南南合作在其后的３０多年中进展缓慢,从

最初的强调经济政治诉求转变为以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为主要内容.直到以中国为首的南方国家崛起,南南合

作有了新的发展契机,开始进入新南南合作阶段.新的全球发展和治理正是伴随新南南合作的兴起而到来.南

南合作在贸易、投资和国际发展合作多个领域都对全球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全球发展与治理提供了新的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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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二战以后,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

去殖民化运动使得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走向民

族独立的道路.这是继历史上传统的民族国家

形成之后,又一轮新兴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去

殖民化运动既是西方在进步力量驱动下的结果,

也是殖民地地区人民斗争的结果.在这样的斗

争过程中殖民地新形成的所谓发展中国家一方

面继承了殖民时代的政治经济遗产,一方面与原

殖民者之间却产生了结构性的裂痕.殖民后的

发展中国家与原殖民者之间的矛盾成为了去殖

民化初期除了冷战之外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的最

新特点之一.南方国家概念的出现正是基于这

样的历史背景.

南南合作经历了从政治性团结到南方国家

之间发展经验的分享以及现在包括新资本、物
质、新发展经验分享和南南合作制度化形成为特

点的新南南合作的不同阶段.长期以来,除了中

国和印度为南方伙伴提供各种形式的物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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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以外,南南合作一直局限于政治性的团结和

发展经验的分享等软性方面的交流.从２０世纪

末开始,南方国家迅速崛起,在南方国家中形成

了新兴国家,新兴国家和其他南方国家一起从根

本上改变了全球的经济社会结构,南南合作开始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首先,南方国家已经积累了

丰富的发展经验,这与５０、６０年代的经验完全不

同.这些独立的发展经验在南方国家形成了平

行性的经验分享,与南北垂直差异的发展经验形

成鲜明对比.其次,南方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具

备了很强的经济实力,南方国家之间的经验分享

已经不再仅限于会议讨论层面,而是更多地转向

物质资金的流动.第三,南方国家特别是新兴国

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发展制度的重要性,因此发

起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由此可见南南合作已经进入到了新南南

合作的阶段,新的全球发展和治理正是伴随新南

南合作的兴起而到来.

二、南方国家的政治团结———万隆会议

学界普遍把万隆会议当作南南合作的起点,
这是因为万隆会议是第一次没有殖民者参加的

会议,并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联合起来提出了自己

的政治独立和国家发展的诉求.二战结束后去

殖民化运动首先在亚洲展开,以印度的民族独立

运动为标志,亚洲的去殖民成就直接影响了非洲

的去殖民化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１〕１９４５年

泛非大会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参会的２００多名

代表主要来自非洲,他们要求非洲民族独立解

放,并要求殖民者无条件结束殖民统治.其后召

开的万隆会议顺应了亚洲和非洲民族国家摆脱

殖民主义的独立自决的需求.在万隆会议召开

之前非洲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亚(时称阿比西尼

亚)、利比里亚、利比亚和南非〔２〕等５国取得独

立,亚洲有１５个国家获得独立.
万隆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提出了独立自主

和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这一个特点充分体现

在会议成果«亚非会议最后公报»〔３〕(以下简称

«公报»)提出的十项原则中.不干涉内政指的是

“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

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对其他国家

施加压力.”〔４〕不干涉内政在政治理念上表现为

中立主义,由于南方国家独立时期处在冷战阶

段,只有不在意识形态对立的美苏阵营的任何一

方站队才能保证南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独立.正

如参加首次亚洲关系会议的一位缅甸代表所言:
“被西方大国统治可怕,被亚洲大国统治会更加

可怕”.〔５〕因此中立原则和不干涉内政也成为南

南合作的基本原则,一直贯穿南南合作的整个发

展阶段.万隆会议除了强调南方国家的团结以

外,同时强调“遵循联合国宪章”,一方面这是取

得联合国支持获得新兴国家的合法性策略,另一

方面也奠定了南南合作与联合国密不可分的历

史渊源.这是联合国一直推动南南合作的重要

原因,同时也是南方国家一直利用联合国这个平

台,来推动满足自身诉求的原因,联合国的“南方

化”从这里开始.〔６〕

万隆会议的第二项重要成果是强调国家间

的发展合作,通过进步国家与新兴独立国家间的

援助合作,实现经济独立.«公报»提出了在经

济、文化、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合作目标.这些合

作目标都围绕着巩固南方国家经济政治独立的

目标展开,虽然南方国家积极提出倡议,但是因

为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由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建立和主导,所以这一时期的南南合作

还是依靠当时既存的国际合作秩序.二战结束

后,国际机构开始出现,联合国、国际复兴开发银

行(世界银行的前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在

美国主导下建立,总部都设在纽约或华盛顿.其

中联合国的建立目标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

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建立是希望向各国政府

提供贷款,使世界贫困国家和人民受惠.这两个

机构的大部分资金都由美国提供.«公报»的经

济合作部分建议设立联合国经济发展特别基金

会,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拨出更大一部分的资金

给亚非国家.〔７〕万隆会议在其成果中将现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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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角色写入其中,反映了南南合作在最初阶

段由于各国财力和政治、经济力量的缺乏无法与

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抗衡的现实.美

国作为新的超级大国,不同于旧时代殖民体系中

以英国为首的传统殖民帝国,美国的立场也一度

支持去殖民化运动.所以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

南方国家寻求与新崛起的超级大国美国一致的

援助合作的策略.«公报»还建议设立国际金融

公司,包括进行股权投资,鼓励促进亚非国家之

间的联合企业.〔８〕这也与现在由联合国主导的所

展开的一系列国际合作方式一致,为将来国际合

作开辟了金融和投资领域合作的道路.此外,
«公报»的经济合作中强调国家间技术援助的作

用,倡导南方国家间互相提供技术援助,通过提

供专家、示范试验工程装备、交换技术知识实现

国际合 作.〔９〕这 也 与 联 合 国 经 济 社 会 委 员 会

１９４９年成立的第一个联合国技术援助项目一

致,也成为日后南南合作中技术交换的前身.

万隆会议增强了亚非国家的民族主义,极大

地激励了还在争取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的亚

非人民,特别是对万隆会议之前只有５个独立国

家的非洲而言,万隆会议之后非洲各国摆脱殖民

统治的斗争如火如荼展开.据统计,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末非洲约有１３０个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其
中有８０多个是在万隆会议结束后的５年里建立

的.〔１０〕１９６０年１７个非洲国家先后宣告独立(见
表１),因而在世界历史上被称为“非洲年”.

表１　１９５６—１９６０年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

由上可知,南南合作的兴起将去殖民化运动

推向了高潮.万隆会议开创的“尊重国家主权、
不干涉内政”等共识成为南南合作框架的基石.
国家之间发展合作在会议公报中被反复强调,预
示了国家主导的发展官僚体系将成为南方国家

发展和南南合作的主要方法,也是南南合作视角

下全球发展与治理的标志.

三、国际经济新秩序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崛起

拉美国家由于取得独立的时间长,积累了近

１００年的发展经验,独立后拉美国家主要依赖北

美和欧洲市场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发展出口导向

型经济.一直到１９２９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
欧洲和北美的需求急剧萎缩,拉美国家的经济受

到重大打击,但由于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探讨拉

美道路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进口替代的方案,拉美

经济在经历经济危机后以进口替代的模式得以

继续增长.从１９４５到１９７５年的３０年里,拉美

国家钢产量增加了２０倍,电力、金属、机械增长

了１０倍.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和智利被划入世

界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列.〔１１〕这一阶段的南南合

作呈现出拉美国家推动南方国家七十七国集团

成立、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另一方面,１９６０年

以来,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作为七十七国集

团创始成员国韩国成为东亚模式的代表,政府主

导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开始为全球发展提供另一

种方案.
(一)国际经济新秩序

１９６４年第一届贸发会议上７７个发展中国

家和地区发表«七十七国联合宣言»,成立七十七

国集团.«七十七国联合宣言»标志着南南合作

从南方国家的政治团结走向建立国际经济新秩

序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化的诉求.１９７４年５
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建立新的

国际经济秩序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
强调每个国家主权平等,对本国的资源和经济活

动拥有一切完整的主权;强调每个国家都有选择

适合自己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受到任何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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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并对本国的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充

分的自主权;发展中国家出口原料、初级产品、制
成品与进口原料、初级产品、制成品之间建立公

平的价格关系等.〔１２〕与此同时,«宣言»继承了

１９５５年万隆会议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并且

进一步将这项原则放在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

提供援助中要求,如«宣言»中指出“整个国际社

会进一步加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积极援助,而不

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或军事条件.”〔１３〕此外,比起

１９５５年万隆会议的«公报»中对发展中国家经济

平等的诉求,«宣言»也更加直接明确:“在开展国

际经济合作的一切领域中,只要办得到,行得通,
就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特惠的和不要求互惠的待

遇.”«宣言»还指出,“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以便把

财政资金转移到发展中国家.”〔１４〕

早在拉美经济委员会成立之时普雷维什就

提出了国家干预的工业化的战略,认为国家干预

可以弥补市场的不足解决发展中国家边缘化结

构的问题.〔１５〕到１９６４年第一届联合国贸易与发

展会议(以下简称贸发会议)召开和七十七国集

团成立时,支持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已经写入会议

成果文件.第一届贸发会议的几个提议围绕如

何促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经济诉求召开:一是

要解决初级产品的问题.由于来自工业化国家

的经济周期传播导致初级产品出口国在经济周

期下行期间出现需求量和价格大幅下跌的双重

损失,需要探索成立一个国际商品协议,使用国

际金融缓冲库存作为解决的方法.另一方面,初
级产品出口国的初级产品出口收入相对于制造

业出口收入增长缓慢,建议加速初级产品出口国

的工业化,取消工业化国家对初级产品进口壁

垒、关税升级、劳动密集制造业进口的限制.二

是要推动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出口关税优惠,发展

中国家的工业化需要从进口替代工业化转变为

出口导向工业化才能推进.三是要发展补偿性

金融以弥补发展中国家贸易不平衡的损失.
(二)东亚模式与发展型国家

１９６０年代以来,日本、新加坡、韩国先后实

现工业化.发展型国家开始成为解释东亚模式

的核心概念.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
最早是学者约翰逊针对日本在二战后实现工业

化所提出的概念.〔１６〕约翰逊在讨论日本经济奇

迹时指出,日本的国际贸易与工业部为发展型国

家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起点.在资本短缺的年代,
日本以国家作为缺失资本市场的代理人来刺激

投资.日本本国的邮政储蓄系统和国家发展银

行对获取工业投入的资本至关重要.国家作为

提供资本的中心角色促使其落实了“工业理性

化”和“工业结构政策”.日本的国际贸易与工业

部成为监督整个过程的“试点经纪”,具备为国家

开发银行批准投资贷款、授权进口外国技术的外

汇分配许可证、提供减税、提供规范产业的行政

指导等能力,这使得国际贸易与工业部成为最大

化激励决策的角色.日本发展型国家的成功还

表现在其与韦伯式官僚假设的契合.官员个人

利益的最大化需要通过与官僚体系制度规章的

协调一致而不是通过暗中的个人机会主义来达

成.此外,日本的发展型国家还强调非正式网络

在官僚体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约翰逊发现通

过gakubatsu与精英大学的同学建立联系是官

僚体系精英招聘的一种方式,例如东京法学院的

校友聚集的平台———非正式网络batsu.这种非

正式网络增强了官僚体系内部的连贯性.〔１７〕对

外,非正式网络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部委的

校友网络与市场上的企业联系,例如通过部委重

要职位退休的人员所形成的强大的非正式网

络———Amakudari的嵌入机制.与日本类似,韩
国的工业化取得成功也是因为发展型国家的推

动.韩国政府人员的组成基于严格考试的精英

选拔制度,有类似日本国际贸易与工业部的国家

“试点经纪”作为发展代理人———经济计划委员

会(EPB).发展型国家具有韦伯式官僚体系的

特点.发展型国家的官僚体系是由受过良好教

育的精英组成,具备专业化的知识,他们获得良

好的薪酬,与家长制国家和掠夺国家的臃肿低效

率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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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这一阶段的南南合作在拉美国家

的带领下取得了不小的突破:南南合作从万隆会

议阶段的政治独立诉求拓展为经济贸易公平的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求,南南合作的国家也从万

隆会议时期的亚非国家合作拓宽到亚非拉国家

的合作.另一方面,东亚发展型国家以国家主导

的发展官僚体系也为南方国家的经济起飞与社

会发展提供了参照.
尽管成就有目共睹,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复杂

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导致南方国家之间的内部

分化拉大,南南合作仍处于曲折发展的阶段.首

先是七十七国集团内部的分歧,１９７１年,普雷维

什的继任者佩雷斯格雷罗希望能够推动成立

七十七国集团秘书处,但因七十七国集团成员国

内部分歧而不能成立.秘书处是设在南方国家

还是北方国家? 秘书长由哪个大洲选出? 谁来

负责经费? 这些都是产生分歧的地方.大的发

展中国家担心自己背负了经济责任,而秘书长却

倾向于从小国选出.最终的结果还是维持七十

七国集团依赖于联合国贸发会议来提供政策议

程.其次,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

大.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以东亚发展型国家为

标志的亚洲四小龙崛起,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同时

也是七十七国集团成员国之一.１９８２年韩国的

人均 GDP已经超过２０００美元,１９８５年韩国人

均 GDP达到２５４２美元,而同为七十七国集团成

员的越南人均 GDP只有人均２３９美元,〔１８〕不及

韩国的１/１０.此外７０年代石油危机使得石油

输出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发展中国家凭借石

油价格上涨经济实力大增,进一步与其他七十七

国集团国家拉开差距.第三,南方国家之间的分

化还与整个国际发展局势相关.８０年代的拉美

债务危机导致初级产品出口国中最穷的发展中

国家被迫向新自由主义转型.〔１９〕发展中国家开

始采纳世界银行主导的结构调整方案.虽然贸

发会议和七十七国集团直面南北贸易不平等的

问题,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求.然而在

现实中遭到发达国家的反对和阻挠,前文关于初

级产品出口、补偿性金融等议题中第二个关税优

惠方面取得突破,１９６８年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二

届贸发会议上,关税优惠(GSP)获得了发达国家

的让步,其他几条都因为发达国家的反对没有什

么实质性的进展.再加上美国主导关贸总协定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影响,贸发会议的经

济诉求的职能日渐式微.于是其逐渐由多边贸

易与发展论坛转变成提供技术援助、政策研究和

数据信息的平台.〔２０〕

四、减贫成为全球发展议程

１９７８年南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

会议上通过了«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

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２１〕(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强调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在最不

发达国家如土地缺乏和小岛国的发展中国家实

施.南南合作开始由６０年代的以政治经济诉求

为主转向南方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与减贫.
«行动计划»体现了万隆会议以来自力更生

与尊重国家主权的南南合作精神.例如«行动计

划»提出“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根据自己的理念、
价值观和特殊需要,找出解决其他发展问题的方

法,来实现发展中国家的自立.通过交流经验,
收集共享和利用技术资源以及开发自己的各种

辅助能力等来促进和加强发展中国家整体的自

力更生能力.”〔２２〕

至此,南方国家间的技术合作开始成为南南

合作的主流,也成为联合国官方定义的南南合作

的基础.２００４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发展中

国家技术合作专门单元正式改名为“南南合作专

门单元”,标志着南南合作知识生产平台正式建

立.联合国对南南合作的定义是:南方发展中国

家之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领域

合作的一个广泛的框架.涉及两个或多个发展

中国家,可以以双边的、区域的、次区域的或跨区

域的合作为基础.发展中国家通过共享知识、技
能、专家和资源以实现其发展目标.南南合作办

公室还鼓励三方合作,即传统援助国家与其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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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组织通过提供资金、培训和管理技术等形式以

支持南南合作的倡议被称为三方合作.〔２３〕

另一方面,进入９０年代,由于世界银行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在发展中国家

遭遇失败,导致许多南方国家背负重债,经合组

织将发展议题从经济增长转向减贫领域.１９９９
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出«减贫战

略文件»作为重债穷国获得减债的前提和基础条

件.减贫战略开始作为国际援助机构主导的各

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减贫战略文件»遵循的核

心原则有:(１)基于广泛的国家需求和所有权;
(２)基于参与式制定过程,实施和基于结果监测;
(３)注重结果,使穷人受益;(４)全面的范围,承认

多维度贫穷原因的性质,以及多维度减贫的措

施;(５)以伙伴为导向,为其提供基础,积极协调

地参与发展,合作伙伴(双边,多边,非政府)支持

国家减贫战略;(６)基于中长期视角减少贫困,认
识到持续减贫无法在一夜之间实现.〔２４〕

«减贫战略文件»所制定的原则看上去十分

合理:既注重南方国家的国家所有权,又注重公

民社会组织和各种援助机构的广泛参与,也注意

到了贫困问题的多元性与长期性.然而,结果却

与设计背道而驰,«减贫战略文件»并没有取得实

质的成果.外界对减贫战略的批评不绝于耳,有
的学者直接指出«减贫战略文件»是失败的,不但

没有帮助穷国减贫,反而使这些国家按照自由市

场的原则对外开放市场,加剧了人民的贫困.有

的学者认为«减贫战略文件»并没有遵循参与式

的原则,公民社会组织对于决策过程没有产生影

响,决策仍然由援助机构官僚体系主导.〔２５〕还有

学者指出,«减贫战略文件»是西方国家侵蚀非洲

国家主权的新手段.减贫战略的实施体现了多

边机构作为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政治代理服务器

的职能,西方援助机构掌握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

的详细情况,参与制定«减贫战略文件»,并最终

审核这些文件是否合格,加强监管和调控,参与

减贫战略的非洲国家将成为国际金融机构管理

下的“公司”.在这种条件下,非洲主权国家的传

统权力被分享,以国际金融机构为代表的西方政

府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等利益

集团将共同分享非洲国家政府维持秩序、调节经

济和协调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职能.另一方面,这
些利益集团对这些国家减贫战略的实施要加以

控制,各多边机构和援助方所强调的«减贫战略

文件»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国家所有权”,其
实质是“多边援助方主导下的所有权”.〔２６〕

２０００年联合国大会制定千年发展目标.八

项目标中第一项就是消灭贫困和饥饿.在第八

项促进全球合作中,更是强调致力于善政、发展

和减贫,满足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要:对其出

口免征关税、不实行配额;加强重债穷国的减债

方案,注销官方双边债务;向致力于减贫的国家

提供更为慷慨的官方发展援助;满足内陆国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与私营部门合作,
提供新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产生的好处

等.〔２７〕结合上文,不难发现,千年发展目标与西

方援助国家提出的«减贫战略文件»具有高度的

一致性与连贯性,南方国家发展议程也由此纳入

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发展议程中.

五、新南南合作的兴起

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使得经合组织(OECD)
国家经济持续低迷,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则继续增长.金砖银行、亚投

行相继成立,南南合作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合作范

式受到传统援助国家的关注,经合组织开始承认

南南合作的地位,并在２００８年专门成立了南南

合作任务组,国际合作正从北方—南方国家的

“援助者—受援者”的关系转变为不同层级行动

者之间资源和知识共享的关系.〔２８〕

这一阶段南南合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南

方国家发展经验的共享.南方国家发展经验的

共享与南方国家的崛起之路密不可分,二战以

来,尽管经历了种种曲折,南方国家中仍然有几

个发展中大国脱颖而出,成为南方国家经验共享

的典范.其中尤其以中国的崛起最令人瞩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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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只用了短短半个世

纪就从农耕国家转化为制造业强国,贫困人口从

１９９０年的６．８９亿下降到２０１１年的２．５亿,是第

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使贫困人口比例

减半的国家.〔２９〕中国的减贫经验开始成为全球

发展中国家学习的典范.

２０１５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峰会上承诺: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

基金”,首期提供２０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

２０１５年后发展议程;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

家投资,到２０３０年达到１２０亿美元;将免除对有

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

款债务,并将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各国一

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

实践.〔３０〕２０１８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国
家主席习近平承诺为非洲国家提供６００亿美元

的支持.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５日,全球首个由中国

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正式成立.在亚投行的５７个创始成员国

中,包括２０多个发展中国家,也有老挝、越南等

贫困国家和传统发达国家.联合国安理会五大

常任理事国占四席,二十国集团国家占１４席,七
国集团国家占４席,金砖国家全部加入.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使沿线７０多个国家从中受

益(其中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２０１６年９月

二十国集团峰会在中国杭州举办,本届峰会是历

史上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会的二十国集团峰会,

中方邀请了东盟主席国老挝、非盟主席国乍得、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七十七国

集团主席国泰国,以及哈萨克斯坦、埃及两个有

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出席杭州峰会.会议将

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成功地引入”二十国集

团峰会议程,使峰会第一次围绕落实该发展议程

制定行动计划.这是二十国集团历史上首次在

峰会上同时讨论与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有关

的问题,是中国引导二十国集团峰会“全面支持”

落实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具体体现.这一

议题的成功引入,标志着中国成功地将二十国集

团从讨论短期全球金融危机管理转变为从长远

角度讨论世界发展问题.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

标志着以“中国方案”为代表的南方国家的发展

主张正在逐渐成为构建新全球发展与治理的重

要力量.

新南南合作还体现在南方国家为全球提供

了新的发展资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

据统计,近十多年来,南方国家在全球贸易的比

重快速增加.其中南方国家的进口额比重从

２０００年的２８％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４３％.出口额

从２０００年全球总出口额的２２％增加到２０１４年

的３８％.发达国家的相应比重则分别从２０００年

的７２％、７８％下降到２０１４年的５７％、６２％.〔３１〕南

方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基本与南北方国家的

进出口贸易逐渐接近.

除了贸易额的增加,南方国家之间的直接投

资也在增加.２０１５年全球投资报告显示,发展

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主要是亚洲国家,中
国和新加坡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最多,投资超

过了 发 展 中 国 家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来 源 总 额 的

５５％,巴西以７％排在之后.发展中国家(中国、

巴西、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南非)总共占发展

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的３３％(见下页图１).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中,亚洲(东亚、

东南亚、南亚、西亚)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

目的地的５８％,欧洲占１３％,非洲占４％,拉美和

加勒比地区占４％,北美占７％(见下页图２).

在国际发展援助方面,南方国家也开始扮演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南方新

援助国家的国际发展援助金额在逐年增加.其

中,中国已经是南方国家中最大的援助提供国,

中国的官方发展援助支出远超过金砖国家的印

度、巴西和南非;印度居于中国之后成为金砖国

家中第二大援助支出的国家(见下页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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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百分比

(单位:％)
　图２　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目的地百分比

(单位:％)

(来源:UNCTAD WorldInvestmentReport２０１５)　　 (来源:UNCTAD WorldInvestmentReport２０１５)

表２　金砖国家发展合作优惠流动(类官方发展援助)金额估算〔３２〕(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WorldBank,IPEA)

六、结　论

综上所述,经历了万隆会议时期南方国家之

间的政治性团结到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

求和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使得一些南方国家经

济腾飞,到结构调整和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下联

合国贸发会议职能逐渐转变为技术咨询机构,再

到减贫成为全球发展议程,南南合作开始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的崛起为南方

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与援助提供了新的资源和

新的发展经验,新南南合作正在成为新全球发展

与治理的标志.

尽管南南合作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但

依然面临许多挑战.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新兴

国家进口需求呈现下降趋势.〔３４〕虽然消费品和服

务贸易表现出恢复状态,但是预测全球贸易继续

走低趋势、全球投资减弱、供应链整合与贸易自

由化减速.这些都对南方国家间的合作带来了

挑战.

南方国家间的内部分化也是南南合作的一

大挑战.由于各自地缘政治、自然禀赋差异明

显,一直以来都有发展中大国和发展中小国、岛

国等区分.例如,第二次亚非会议和七十七国集

团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尝试也因为南方国家内部

的分化遭受挫折.有学者提出南方国家特别是

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是否意味着一种新

的不平等关系和依附关系的产生,如何避免出现

新的霸权需要南方国家坚持南南合作最初的原

则,共同促进南方国家之间发展经验的知识共享

平台的完善,以及践行平等互利的宗旨.

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发展知识建立在前殖

民时代、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欧洲与非欧洲联

系上.殖民体制解体后,“欠发达”国家的概念取

代了早期的、带有轻蔑语气的概念,同时“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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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责任转变为帮助其他国家达到“发达”的
状态.由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不

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和经济上

的,还是认识论上的,因为发展的知识被发达国

家所主导.〔３５〕亚投行等多边机构能否超越“发达”

与“欠发达”的殖民时期遗留的二元对立的认识

论,能否提供新的发展知识,需要将从中国以及

其他新兴国家中得到的理论层面的经验教训,转
化为系统的知识,建立新的全球发展与治理的知

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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