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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关系比中国同这些国家的

关系更为错综复杂且相互交织。有

专家指出，今天的美国及其西方盟

友希望利用“全球南方”作为实施

政治遏制和经济制裁政策的工具，

因此不会认可中国是南方国家的一

员。

西方的目的很明确——一方面

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

减缓中国的发展进程。为了笼络“全

球南方”，西方大国试图用“中国

统治全球”的话术来恐吓“全球南

方”，并散播“中国将称霸全球”

的不实之词。美国战略学术界屡屡

通过夸大中国的所谓“军事威胁”

来拉拢其他南方国家。诸如中国在

所谓“印太”地区与美国抗衡，更

试图在“全球南方”确立军事和政

治主导权，都出自在全球遍布军事

基地的美国的一些人士之口。更有

美国人表示，中国准备通过限制美

国在全球体系中的行动和影响力，

来结束美国的霸权统治。尽管有人

炮制一个庞大的“假想敌”形象，

向“全球南方”国家承诺保护他们

免受大国冲突的影响，并帮助其解

决发展难题，但实际上，西方视角

的“全球南方”国家不得不为此付

出经济损失和政治让步的代价。

错在“小院高墙”避难

“全球南方”中不少国家将中

国视为可靠的经济伙伴，也有国家

学习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

这缘起于中国曾经是半殖民地半封

建国家的过往经历，使得中国更懂

得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问题，也能

让南方国家从中国身上看到更多希

望和未来。但一些西方舆论却带节

奏宣称，“将殖民历史作为对过去

的耻辱记忆并以此去‘报复’西方，

也是在制造一种带有偏见的宣传”，

以此抹黑中国。

目前看，无论在中东还是在拉美、

非洲，一些西方国家仍在通过插手“全

球南方”事务，加剧世界的分裂和对

抗。殷之光强调，南南合作、南北对

话，由此展开合作来解决全球挑战，

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直以来，南北分歧是一个

复杂的问题，类似争论已经持续了

很长时间，合作不仅可以找到正在

讨论的问题根源，同时也将帮助解

决问题。” 殷之光说。

在殷之光看来，过去到如今，

曾经屡屡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以

及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国际恐怖

主义、全球气候变化、能源格局调整、

人工智能兴起、全球供应链调整等，

这些全球性问题构成了对整个世界

的共同挑战。

“所有这些全球性挑战，仅仅

靠一两个大国是无法解决的，需要

包括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在内的世

界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

革与建设，合作应对。”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分析道。

过去十几年来，中国政府已经

发起了一系列旨在惠及南方国家的

全球倡议。比如“一带一路”——

西方一些国家以“体制竞争”的视

角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一

带一路”倡议与南南合作的原则相

契合。同时，在推动南南合作的双

边和多边机制中，中国展现出独特

优势。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对南

方国家表现出更多的理解、同情和

尊重。中国向南方国家传达更加尊

重发展中国家的理念，承诺不干涉

他国内政，不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

也不对“全球南方”国家实施经济

胁迫。

西方希望在自己所砌筑的“高

墙小院”里避难，已被证明是一个

重大的战略错误，受到了国际社会

的广泛批评。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

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

所长、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罗曼

诺夫近日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

道：“尽管‘全球南方’国家无法

改变西方的政策，但他们可以修建

属于自己的‘庭院大门’，并向与

其他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敞开这一

大门。可以说，实现这一设想的能

力将决定‘全球南方’未来 15 年乃

至 20 年的发展前景。”

在殷之光看来，关于“全球南

方”的讨论，真正构成了一个现实

世界的真正多元性。中国设想的“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文明互鉴”

的人类命运体途径，归根结底都指

向了同一种秩序理想。在这种从亚

非拉团结到不结盟运动，再到“全

球南方”的政治探索中，未来世界

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可能性将逐

渐显现。

　　南方国家在全球问题上越来越拥有自己的判断、选择

和决策自主权。南北之间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矛盾”，
而存在着“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