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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在 2023 年被广泛

提及和重点关注，成为英国《金融

时报》年度热词之一。当年 8 月，

南非作为金砖峰会主席国强调本次

峰会目标是推动“全球南方”议程

顺利进行。而在随后的二十国集团

（G20）新德里峰会上，非洲联盟的

正式加入无疑为“全球南方”的崛

起提供了新的佐证。2024 年 2 月，

习近平主席在非洲联盟峰会上的发

言深刻阐明“全球南方”的崛起尤

其是中国和非洲的蓬勃发展及其对

世界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

此外，2023 年 9 月，在第 78 届

联合国大会议程中“全球南方”这

一议题备受瞩目，被频繁提及和热

烈讨论。而在其后举办的七国集团

广岛峰会上，同样将进一步强化与

“全球南方”合作关系确定为峰会

重要讨论议题。除了议题设置外，

峰会还特别邀请了包括巴西、印度、

印尼（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

科摩罗联盟（非盟轮值主席国）以

及库克群岛等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全

球南方”国家作为此次峰会的合作

对话伙伴，共同探讨以七国集团为

代表的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国

家之间在贸易、供应链、外交和安

全政策等多个领域的深度合作。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博雷利表示在欧盟地缘政治议程中，

“改善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被明

确界定为四项核心任务之一。法国、

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也纷纷表示

深化与“全球南方”合作关系不仅

是其历史遗产和文化亲和力的重要

体现，更是捍卫地缘政治权益和追

求“战略自主”的关键环节。

2023 年的“七十七国集团和中

国”峰会通过了《哈瓦那宣言》，

呼吁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决策机

构中的代表性，推动构建更加包容、

协调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国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商共建共

享等理念及主张也被纳入宣言中，

反映出中国和其他南方国家推动重

塑国际秩序的努力。

“全球南方”通过紧密的南南

合作，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共同繁荣，

也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

的团结和发言权。在《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

大会中，在南方国家的积极推动下，

各方就启动损失和损害基金等重要

议题达成一致，回应了“全球南方”

诉求，在全球气候公正方面实现了

突破。

金砖合作机制实现历史性扩员，

上海合作组织取得新发展，“七十七

国集团和中国”哈瓦那峰会发出“全

球南方”强音，时隔近 20 年未举办

的南方首脑会议再度召开，“全球

南方”的这些探索和努力大大提升

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世界

多极化进程注入了新动力。

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南方

国家的集体崛起，全球的力量中心

正逐渐向南方转移，打破了长期以

来国际事务由北方国家主导的格局。

通过参与国际组织、提出倡议和倡

导多边主义，南方国家正在努力确

保国际规则更加符合全球多样性的

需求，促使国际秩序更好地反映各

国的利益和关切，推动着国际秩序

向着更为多元和平等的方向发展。

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谈及

“全球南方”的地位和作用时表示，

金砖国家发展壮大，是维护和平力

量的增强，是世界正义阵线的扩大，

不应被视为什么挑战。从更广意义

上讲，金砖扩员是“全球南方”群

体性崛起、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推

进的体现。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集合体，“全球南方”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提升到 40% 以

上，正在深刻改写世界经济的版图。

独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底色，

团结自强是“全球南方”的传统。“全

球南方”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

已经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力量，

是百年变局的希望所在。

扮演“第三极”独特角色

“全球南方”复兴的背后是国

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历史性变化。当

前国际政治舞台上，中美地缘政治

竞争日益加剧，加之俄乌之间紧张

对峙等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塑造了

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在面对

国际形势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之际，

在诸如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中，“全

球南方”国家持有相近的国际事务

立场，将其置身于国际冲突之外，

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

展现出对本国战略利益的坚定维护，

　　非西方世界不再容忍“被排除在全球决策过程之外”，

而是积极参与并影响国际事务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