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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机制化整体合作的进程及特点解析
——

以地 区 间 主义 为视 角

？

楼项飞

内容提要 随 着 中拉论坛 首届部 长级会议 的 成功举行 ，
中拉整体合作终 于 由 构想 变成 了 现 实 。 它标 志着 中 国 实现 了 与 发展

中 国 家机制化整体合作 的全覆盖 ， 为 开拓 中 国 特 色 大 国 外交迈 出 了 新 的 步伐 。 中拉整体合作 是地 区 间 主义发展的 重要成

果
，
它 与 中非整体合作具有

一

些共 同特 点 ，
但并非是后 者的 简 单

“

复 制品
”

。 拉美特有 的 经济 、
文化和地缘 因 素 决定 了 中

ｉ拉整体合作在借鉴 已有经验的基础上 ，
必 须根据现 实环境走 出 一条 兼顾各 方 利益的 特有之路 ， 从而促进 中拉全 面 合作伙伴

十关 系 的健康发展 。

Ｊ关 键 词 中拉关 系 机制化 整体合作 ｔ拉论坛 地 区 间主 义

５

ｍ冷战结束以来 ， 经济全球化和地区
一

体化 的深的
一组国家之间制度化和正式的联系 。

②

二入发展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起了 巨大的推动地区间主义最早来源于欧盟前身欧共体在冷战
°作用 。 地区认同 、 地区一体化合作 以及跨地区对话期 间发起 的与第三世界 国家 间 的

“

集 团 与集 团
”

｜与合作成为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变革与发展 的重要组对话 ， 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地 区
一

体化的深人发

士成部分 。 地区一体化组织在推动地区 间整体合作的展
，
这种对话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不断丰富 。 从地区

ｎ过程中发挥 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也越来越受到国间关系 的类型划分来看 ， 最大的争论焦点集中在是

＜际社会的关注与重视 。 中国与拉美地区组织以及次否应该把地区组织与单
一

国家间 的互动关系视为地

￡地区组织的对话与合作在这一背景 下逐 步开展起区间 主义的表现形式 。 杰根 ？ 鲁兰德将地区间主义

ｚ来 ， 是发展 中大国与发展中地区之间的地区间主义划分为双边地 区主义和跨地区主义两个类型 ， 前者

＾（
ｉｎｔｅ ｒｒｅｇ ｉ ｏｎ ａｌｉ ｓｍ

，
也有 学者 称之 为

“

区 域 间 主指不同地区 的地 区组织之 间 的 对话 ， 如 欧盟与东

Ｂ义
”

） 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
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９ 日 ， 中盟 、 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等制度化合作

；
而后者则

｜国
一拉美和加 勒 比 国 家共 同体论坛 （ 以 下 简 称指不同地区 的一些国家组成的对话关系 ， 例如亚欧

“

中拉论坛
”

） 首届部长级会议的顺利举行 ， 为全会议 、 亚太经 济合作 组织 等等 。

？ 海纳 ■ 汉 吉

面开展中拉地区间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 。（
Ｈｅｍｅ ｒ Ｈａｎｇｇ

ｉ ） 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具有争议的第

一 地区间主义与中拉机制化整体合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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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衍生出 的地区间合作也变得更为频繁 。 到 目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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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类型 ， 即地区组织 与单个国 家之 间 的混合关伙伴关系发展的政治共识 ， 确定了整体合作和论坛

系？ 。 中拉论坛就属于第三种类型？ 。建设的总体方向 ， 明 确 了双方深化合作 的指导原

基于地区间关系形态的复杂性 ， 多数学者都倾则 。 它指出 ：

“

我们将遵循尊重 、 平等 、 多元 、 互

向于把现实主义 、 自 由 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理论视角利 、 合作 、 开放 、 包容和不设条件的原则 ， 决心通

结合起来 ， 对地区间 主义的 目 的和功能进行综合性过创新合作方式 ， 在论坛主要领域及双方商定的其

分析 。 学者们大致认同地区间主义具有 以下功能 ， 他领域开展对话 ， 促进共同可持续发展 、 社会福祉

即权力或制度平衡 、 制度建设 、 认 同强化 、 理性化和经济增长 ， 为南南合作做出新的贡献 。

” ？

与议题设置 、 促进稳定与发展 。
③ 尽管对地区间主

“

合作规划
”

确定了未来 ５ 年中拉开展整体合

义的理论研究仍然存在较多争议 ， 但它却为进一步作的行动路线 图 ， 指 出 了双方在 １ ３ 个重点领域 的楼

分析国家间关系 、 国家与地区 间关系 、 地区与地区５０ 多项具体合作措施 ， 涵盖 了 政治和安全 、 国 际^

间关系 以及国际制度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 。事务 、 贸易 、 投资 、 金融 、 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 、

＿
２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以来 ， 为 了给国 内经济建设营能源资源 、 农业 、 工业 、 科技 、 航空航天 、 人文交基

造更为和平与稳定的 国际环境 ， 中国开始积极参与流等等 。

“

合作规划
”

重申 了
“

将根据各 自 国 内政§

地区 内和地区间 的合作 。 中国 与各地区组织的互动策和法规 ， 按照灵活和 自愿参与原则予以实施 ， 并｜

日益增多 。 拉美地区是世界上地区
一体化组织最多且不影响任何 已经达成

一

致的双边合作项 目
，
也不ｆ

的区域 。 从 ２〇 世纪 ９ ０ 年代开始 ， 在
“

开放的地区替代各方 已经达成
一

致的双边协定 、 决定或承诺
”择

主义
”

思想指 导下 ， 拉美各 地区组织和次地区组
“

所述合作领域为提示性且不具排他性
” “

在落实｜

织与区域外大国和地区组织间 的对话与合作不断增本合作规划过程中 ， 将适当考虑拉共体成员 国 中最ｊ

加 。 在拉美和加勒 比 国 家共同体 （ 以下简 称
“

拉不发达国家 、 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ｇ
共体

”

） 成立之前 ， 中 国以 观察员身份参与 了美洲面临 的挑战 和需求
”

等 落实规划 的具体原则 和ｉ

开发银行 、 拉美一体化协会 、 联合 国拉美经委会 、 措施。
⑥

太平洋联盟等拉美地区和次地区组织的活动 ； 中 国“

机制设置和运行规则
”

则是为 了
“

更好地规

与里约集 团 和南方共同 市场建立 了稳定 的对话机

制
；
中国还通ｄ东亚 拉美 口 作 坛与拉美各国进①ＨｅｍｅｆＨｉｉｎｇｇ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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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〇 ｌ ｌ年
１ ２

月拉丑体正式成立不仅 ） 拉美 （ ｅｄｓ ． ）
， ＩｒＵｅ 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ｓｍ ａｎｄＩｎ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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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各 ＩＩ加强团结与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
也为中② 虽然国 内外学者对于地区组织与单个国家间关系是否属 于

拉实现整体合作提供 了 机遇 。 ２０ １ ５ 年新 年伊始 ，地 区间主义研究 范畴存 在争议 ， 但笔 者较为认同 中国学者郑先武

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顺利召开 。 会议以的观点 ， 他认为单
－大 国在推动地 区 间主义 的制度 化进程中具有

？重大 贡献 ， 这些贡献不应被抹杀 ，
如 中非合作论坛就是典型例 子。

新平 口 、 新起点 、 新机遇 ，、 同 努力推进 中拉
他认为定义地区间 主义的

“

底线
，，

是－方为
‘‘

区域组织／集 团或某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

为主题 ，
反映 了 中拉 ｉ仑坛 的 一个或多个 区域 的大多数 国家

”

。 参见郑先武 ： 《 国际关系研究新

特点和双方对整体合作的期望。 在论坛的开幕式致层次 ： 区域间主义理论与实证》 ， 载 《世界经 济与政治 》 ，
２００８ 年

辞中 ， 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
“

四 个坚持
”

，
即坚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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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间主义 的功能学者们大都围绕上述 内容展开 ， 参

等相待的合作原则 、 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 目标 、 坚见 ： Ｊｕ ｒ
ｇ
ｅｎＲｕ ｌ ａｎ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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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灵活务实的合作方式 、 坚 持开放包容 的合作精Ｈｅ ｉｎｅ ｒＨ ａｎｇｇ ｉ ， Ｒａｌ ｆＲｏ ｌｏｆｆ ａｎｄ 
Ｊｕ ｒｇｅｎ Ｒｕ ｌａｎｄ（ 

ｅｄｓ ． ） ，
Ｍｆｅｒｒｅ如麗 Ｚｉｓ ／ｎ

神④ ， 为中拉论坛的未来发展指明
ｌ
方向 。 经过两 二工 次 ｅａ

天的全体会议 ，
双方就深化政府互ｆｅ 、 扩大互利合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２００８ 年第 ８ 期 ， 第 ６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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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推进论坛建设等达成广泛共 ｉ只并通过 了 《 中④ 习近平 ： 《共同谱写 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篇 章
——在

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 （ 以下简称
“

北
部

＾
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 》 ’

载 《人民 日

报》 ２０ １ ５ 年 １ 月 ９ 日 ０２ 版 。

京宣言
”

） 、 《 中 国与拉美 和加勒 比 国家合作规划⑤ 《 中国
－拉共体论坛首届 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 ，

新华 网 ， Ｍｍ
（
２０ １ ５

—２０ １ ９
） 》 （ 以下简称

“

合作规划
”

） 和 《 中２０ １５ 年 １ 月９曰 。 ｈｔｔ ｐ ：／／ ｎｅｗＳ ．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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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个重要的成果文件 Ｄ

网 ，
２０ １５

年 
１月９日

。
ｈ

ｔ ｔ

ｐ
：／／ ｎ ｅｗｓ ．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Ｌ ｃｏｍ／ ｗｏｒ ｌｄ／２０ １５ 
－

０１ ／０９／

“

北京宣言
”

集中反映了对推动中拉全面合作１ １ １３９４４６４８ ．ｈ ｔｍ



划论坛发展 ， 有效落实论坛部长级会议所通过的各洲和拉美国家都希望借助中 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

领域合作倡议和措施
”

， 它 明确 了部长级会议 、 中扩大与中国 的经贸合作 ， 与此同时它们对发展民族

国
一

拉共体
“

四驾马车
”

外长对话 、
国家协调 员工业 、 摆脱原材料供应者身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

会议等协调与对话机制 ， 为论坛的可持续性发展提都希望改变与中 国的产品贸易结构 。 另
一

方面 ， 中

供 了制度保障 。

①国人 口红利逐渐消失 ， 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压力 ，

从中拉地区间合作的实践可以看出 ， 双方合作必须 实现产业全方位转型升级 ， 中 国 正处于 由

基本包含了地区间主义的所有功能 ３ 它为拉美 国家
“

中国制造
”

转化为
“

中国创造
”

的关键转换期 。

平衡对欧盟和美 国的不对称依赖提供了新 的力量支非洲和拉美都将是中国重要的海外投资 目 的地 、 制

点 ， 为 中拉整体合作的制度 化建设提供 了新 的机造业以及过剩产能的转移地 。 中 国企业在拉美和非

遇 ， 为拉美各国强化地区认同和增加地区凝聚力提洲落地生根的过程 中都出 现了
“

水土不服
”

的现

供了新的动力 ， 为发展中 国家凝聚共识更有效参与象 ， 都遇到 了企业社会责任缺失 、 雇佣当地员工 比

Ｉ全球治理的议程设置提供了新的平 台 。例不高以及对所在国的政治和政策风险认知不足等

＋问题 。 中拉论坛与中非论坛为协调经贸合作中产生

Ｉ二 中拉论坛的特点 ： 与 中非论坛比较的矛盾和冲突 、 增加相互了解提供了新的平台 。

５第三 ， 中拉论坛和中非论坛都面临重大的竞争

ｗ中拉论坛的建立标志着中 国实现了与发展 中国压力 ， 有利于非洲和拉美各国在开展地区间合作时

＾家整体合作机制 的全覆盖 。 它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平衡各外部行为体 的力量 ， 增加本地区的话语权 。

体的支柱 ， 与 中非合作论坛 、 中 阿合作论坛
一

起 ， 进人新世纪以来 ，
随着全球资源和市场竞争的 日趋

｜成为新时期中 国与发展中世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三激烈 ， 拥有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的拉美和非洲再次

±根
“

擎天柱
”

。 ２０００ 年 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是中非引起了国 际社会的重视 。
２００６ 年 中非北京峰会之

月关系史上的
一

个创举 ， 为 中非开展整体合作提供了后 ， 国际上各种对非合作机制呈现出快速发展 的态

｜新的平台 。 中非论坛取得的丰硕成果也为 中国与广势 。 原有的对非合作机制变得更为活跃 ， 新的对非

＾大发展中 国家开展类似的机制化合作树立 了典范 。 合作机制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 ， 涉非多边合作机制

ｆ中拉论坛与中非论坛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 但同时也也被提上议程 。
②
中拉机制化合作也面临着类似 中

〇存在
一

些区别 。 总体上看 ， 它们主要有 以下三方面非合作的竞争压力 。 与美 国和欧洲 国家相 比 ， 中国

Ｉ的共 同特点 。与拉美国家的机制化合作起步较晚 。 当前 ， 美洲国

Ｓ第
一

， 中拉论坛与中非论坛都属 于双方开展集体家首脑会议以及欧盟与拉美国家峰会＜？ 已经存在多

对话 、 谋求共同发展的南南合作机制 ， 是
一

种弱制度年并已取得了
一

定成果 。 此外 ， 更多国家和组织开

化合作模式 。 中拉双方 、 中非双方具有相同的合作理始加人到与拉美 的机制化合作 中来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月

念 ， 各方都认识到在当前 国际体系深刻调整的背景底 ， 第三届拉共体峰会在哥斯达黎加召开 ， 会议通

下
， 进一步深化南南合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 首先 ， 过的 《拉共体 ２０ １ ５ 年行动计划 》 中除了强调要把

两个论坛作为推进跨区域整体合作的重要平台 ， 都标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的成果付诸行动外 ， 也提

志着双方整体合作开始由政治或经济主导向政治 、 经出 了要加强与印 度 、 俄罗 斯以及东盟的政治对话 ，

济 、 社会和文化等全方位务实合作迈进 。 其次 ， 这种并探讨在 ２０ １ ５ 年建立更多跨区域合作论坛 ，
尤其

整体合作机制建立在平等互利 、 共同发展的基础之是与印度和俄罗斯建立合作论坛的可能性 。

④ 各 国

■■上 ， 有利于中国与拉美 、 非洲各国共同应对经济全球

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 也有利于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① 《 中国－拉共体论坛机 制设 置和 运行规则 》 ， 中 国
－

拉共

的正当权益 。 最后
， 中拉 、 中非合作机制都秉承灵活体论坛官 网

，

２〇 丨 ５ 年 １ 月 ９ 曰 。
ｈ ｔ

ｌｐ ：／／ｗｗ ． ＣｈｉｎａＣｅ ｌａＣｆ〇ｍｍ． 〇 ｒ＆
／

务实和开放包容的原则 ，
合作重点都主要集中在非传

＾ ｎ／ ｚ
ｙ
ｗ

ｊ
／ｔ １ ２３６ １ ５０ ． ｈ ｔｍ

ｍｕ② 张春 ： 《 中非关系 ：
应对 国际对非合作 的压力 和挑 战 》 ，

统女全领域 ， 者Ｐ不针对第二方 ， 也不预设合作条件和 载 《外交评论 》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３ 期 ， 第 ３４
￣

３６ 页 。

门橋 ， 符洽开放的地区主义原贝Ｕ 。③ 随着拉共体 的正式成立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月 首届 欧盟

一

拉共体

第二 ， 中拉论坛与中非论坛都 以深化经贸合作首脑 峰会在智利召开 ， 取代了已举办 ６ 届的欧盟一拉美 国家峰会 。

， 』、
，

－

ｒ
－

，，

ｒｔＴ
．

ｒ Ｔ
，Ｘ Ｊ ．④

“

Ｐ ｌａ ｎｄ ｅＡｃｃｉ
６ ｎｄｅ ｌａＣＥＬＡＣ ２０１ ５

”

，

Ｂｅｌ６ ｎ
，
Ｃｏ ｓｔａ Ｒ ｉｃａ

，２９ｄｅ

６４为弓 丨擎 ，
且都有助于双方口作的转聖升汲 ， 从而进ｅ ｎｅｒ〇 （ｌｅ ２０１ｉ ｈ ｔ ｔｐ ：／／＿＾ ｅｅｌ ａｃ２０１ｉ ｇａ ｅＩ

？

／
ｐ

ｌ ａｎ
＿

ｄｅ
＿

ａｅｅｉ。 ｎ
＿

ｄｅ
＿

ｌａ
－

一步促进双方经贸关系 的稳定与发展 。

一

方面， 非ｃｅｌ ａｃ
－

２０ １５／



和地区组织强化对非洲与拉美的机制化合作为这两家的影响力 。 因此 ， 非洲成为新中 国成立后实现外

个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 ， 增加了它们在地区交突破的新地带 ， 中国与非洲在反对殖民侵略和支

间合作机制中的话语权 。 中 国历来重视与发展中 国持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 中结下 了深厚的传统友

家的关系 。 虽然各国 和各地区组织增强对拉美和非谊 。
？ 虽然拉美国家与中 国在反帝反殖上有相 同的

洲的机制化合作会挤压中国与拉美和非洲合作的发立场 ， 但在地缘因 素的影响下 ，
中拉关系的发展不

展空间 ， 但也使中国更加重视机制化合作的创新性如 中非关系顺利 ＾ 其次 ， 拉美与非洲的发展水平不

和灵活务实性 ， 尽可能使竞争压力转化为双方合作同决定 了中拉论坛和中非论坛的起点不同 。 拉美与

及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非洲虽然同属于发展 中地区 ，
但拉美早在 １ ９ 世纪

中拉论坛与中非论坛除了 在合作理念 、 合作基初期就迎来了独立运动的高潮 ， 比非洲早了 Ｉ 个多楼

础 以及合作环境上有
一

些相似之处外 ，
还有其 自身世纪 。 经过 ２〇〇 多年的发展 ， 拉美总体发展水平 、

零

特有的优势与特点 。 中拉论坛并不是中非论坛简单 政治体制和
，
制Ｉ
建设 、 教育文化水平以及地区

一

体

的
“

复制品
”

， 它与中非论坛在合作架构 、 合作基 化水平都要远远高于非洲 。 此外 ， 冷战结束以来拉｜

础及合作 内容方面都存在显著区别 。美拥有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 ， 而非洲 的传统安全和ｇ

第一
， 合 作架构 的 区别 。 中 非 合作论 坛是非传统安全形势都不容乐观 。 因此 ， 中非论坛虽然化

“
一

对多
”

的合作模式 ， 该论坛的非洲对接方并不 成立至今已有十多年历史并已取得了许多机制化合｜

是非洲联盟 ， 酿与 中 Ｓ鼓 的 ５ ０ 个棚酿Ｗ作贼果 ， 但中拉合作论坛隨体实力要高于巾非｜

及非盟委员会 。 虽然中非论坛从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合作论坛 。

费

开始 已经确立了机制化合作 ， 但迄今为止非方仍
＇

没第三 ， 合作 内容的区别 。 除了经贸合作外 ， 巾｜

有统－的组织来跟进和落实论坛决议 。 中拉论坛贝
Ｉ

Ｊ

制仑坛中对非援助的内容 占据 了重要位置 。

“

亚洲｜

是
“
一

对一
”

的合作模式 ， 论坛的拉美对接方是
神洲是 中国对外援助

巧
主要地区 。 为促进实现千｜

拉共体 ， 这种合作模式更容易形成合作力 ， 提高＊２
发
ｆ
目

３ ：
， 门

中 国

Ｔ
卜援助资金更多地投向低收

）
析

作效率 。 根据
“

机制设置和运行规则
”

所示 ，

“

巾 ｆ
展中

，

＊从第
７
届 中 非论坛开始 ，

？
免债

拉论坛定位为 由 中 国和拉共体成员 国外交部牵头的

政府间合作平台 ， 主要机制包括部长级会议 、 中 Ｓ 二＝＝＝
任

－

拉共体
‘

四驾 马车
’

外长对话 、 国家协调 员＃

议 （高官会 ）

”

， 其中高 官会的主要职责为
“

筹备
国

ｆ ｔ 得以建立的
一

个重要基础就是中 国已经成为拉美国
可

ｊ ５
家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 。 在本届 中拉论坛所达成的

＝ ？

三份３１要成雜文件中可以看 出 ， 中御１方并未把
了

ｔ
方后

ｌｕｔｉｎ
’
而拉方王要 由

＿免债务以及对拉发展援助列为重要议题 。

拉共体轮值王席 国 和拉共体其他成员 国相互协作 ，

三 中 国
一拉共体论坛 ： 新机遇与新挑战

第二 ， 合作基础 的区别 。 首先
，
合作的历史基

＾中拉統贼鱗办为双方雖合細可持续
融合了美洲印第安文化和非洲黑人文化 ， 具有丰富
性 、 质感性和复杂性等特征 。

？ 拉美地区长期处于ｉ

史 从 ， “ ／
丄 士 八 匕 ｚ口

丨
Ｚ① 《 中国

－拉共体论坛机制设置 和运行规则 》 ，
２０ １５ 年 １ 月 ９

美国 后 Ｉｋ 的地位 ， 并且在 今 后 很 ｋ

一段时 间日
，
中 国一拉共 体 论坛 官 网 。

ｈ
ｔ ｔｐ ：／／ＷＷＷ ．ｃｈ

ｉｎａｃ ｅｌ ａｄｂｍ ｒｉＬ ｏ ｒｇ／

内美国仍将保持对拉美的传统影响力 。 美洲大陆以ｃｈ ｎ／ ｚ
ｙ
ｗ

ｊ
／

ｔ
ｌ ２３６ １ ５０ ．ｈ

ｔ
ｍ

外的任何国家想要发展与拉美国家的关系 ， 都不得②
［ 美 ］

托马斯 ？

Ｅ ？ 斯基德莫尔 、 彼得 ？

Ｈ ． 史密 斯 、 詹姆

丁也由 班门 出主 如 丨
， ４

－

ｒ
＊

ｉ 、ｕ 丨４ 〇口 认
、 ａ了

＊

曰斯 － ｎ ． 格林著 ， 张森根 、 岳云霞译 ： 《现代拉丁美 洲 》 ， 北京 ， 当Ｋｅｓｍ
不考虑美国因素 。 相比之下 ， 非洲文 明的王体不属

代中国出版社 ，
２０ １４ 年 ， 第 ４３４

￣

４３５ 页 。ｇＢＭ
于西方文 明 。 非洲是最早遭受西方殖 民侵略的地③ 中非关系可参见张忠祥著 ： 《 中非合作论坛研究 》 ，

北京 ，

区
，
虽然非洲国家独立后与欧洲国家 的经济关系密２〇 ｌ ２ ￥Ｈ ７ ｌＭ 。

如／口 生 ＡＵ —占 ＋ 田 从Ｗ十 故产④ 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务 院 新 闻 办 ： 《中 国 的 对 外 援 助^

切 ， ｆ一在政 ？口 和女全上对队洲 則 ７Ｋ主 国 的依赖较
（
２０ １ ４

） 》 白 皮 书 ， ２０ １４ 年 ７ 月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 ．ｓｃ ｉｏ．

ｇ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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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开启 了 新篇章 。 它不仅使 习 近平主席在 ２０ １ ４织 。

一方面 ， 自成立后 的几年时间里 ， 拉共体
一

直

年 ７ 月提 出 的
“

１＋ ３ ＋ ６
”

中拉合作框架得到 落致力于推动地 区一体化的发展 ， 促进地 区 内部经

实
，
也为中拉下阶段的合作指明了方向 。 它为中拉济 、 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建设 ， 协调各成员 国在国际

建设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 以下几方面的机遇 。事务中 的立场 ， 其 国 际影 响力不断提升 。 另一方

首先 ， 中拉论坛有利于更有效地整合拉美各国面 ，
３３ 个成员 国在政治 、 经济和外交等方面存在

的 国家利益及地区利益 ， 从而促进 中拉整体合作的不 同的利益诉求 ， 对拉共体的发展方向 意见不一 。

深人发展。 拉美地区 国家众多 ， 各 国 的政 治 、 经今后拉共体 内部 的经济 、 政治整合进程 以及
“

亲

济 、 社会状况各不相同 ， 与 中国 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美
”

与
“

反美
”

两大阵营 的协调问题都将对该组

也不一而足 ， 甚至有 １ ２ 个拉美 国家仍未与中 国建织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 拉共体能否发展成为

立外交关系 。 通过中拉论坛这
一

平台 ， 中国可以同类似于欧盟那样的地区组织仍是
一

个未知数 。 它要

包括非建交国在 内的所有拉美国家就共同关心的 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仍离不开各成员 国间不断的相互

｜际和地区 问题进行协调 ，
使各方的利益关切点都能协调与共同努 力 。 虽然 在

“

合作规划
”

里 中拉双

＋有所反映 ， 从而促进整体合作与双边合作的共同发方 已经明确提出要根据拉共体成员 国的现实情况适

Ｓ展 ， 增进相互 了解和增加政治互信 。当考虑各国 的需求 ， 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如何求

５其次 ， 中拉论坛有利于提升双方贸易水平 、 扩同存异 、 平衡各方利益仍将直接影响中拉合作论坛

ｍ大投资合作及拓宽合作领域 。 与美国对拉合作过程的有效运行 。

二中地区安全与经贸合作并重的地区 间合作战略相比 ，第二 ， 贸易与投资领域 的增幅低于预期可能给

中拉地区间合作更侧重经济层面的合作与协调 。 自中拉经贸合作的深人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 中拉整体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 以来 ， 世界 经济 复苏艰难 曲合作的推进主要建立在双方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以及

±折
， 国际贸易增长乏力 ， 以 中 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在当前国际体系变革过程中具有许多共同利益的基

頁体增速放缓 。 中国与拉美各国都处于调整经济结构 、 础之上 ， 其中经贸合作是中拉关系全面发展的重 中

＜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的关键时期 。 在此背景下 ， 双之重 。 当前中国经济正进人增速放缓而结构优化升

５方经贸关系 的进一步整合与发展 ， 有利于各 自经济级的新常态 。 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 中 国对拉

ｆ的进
一

步稳定与发展并提高双方的 国际竞争力 。美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相对减少 ， 中拉贸易合作的

〇最后 ， 中拉论坛不仅有利于促进拉美各国 的地增长幅度将受到影响 ， 如果双方在投资与金融领域

Ｉ区认同 ，
也有利于进

一

步促进中 国和拉美各国对发的合作不能及时跟进 ， 必将动摇 中拉整体合作的基

Ｉ展中国家的身份认 同 ， 从而增加发展中 国家在全球础 。 当前 ， 中 国对拉美的投资与金融合作仍处于起

治理中 的话语权 。 地区间 主义虽然并不必然导致集步阶段 ， 与拉美国家在社会制度 、 价值观和企业文

体认同 的形成 ， 但在推进 中拉地区 间合作过程 中 ， 化上的差异较大 。 中拉论坛的成立将为增加相互投

不仅能使拉美地区各国更容易形成
一定程度上的内资提供更多机遇 ， 但中国与拉美各国仍缺乏相互了

部共识 ，
也会因 为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历史境遇 、 相解 ， 在相互投资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 现

同 的发展 目标以及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转变过程中象 。 可以预见 ， 在未来 中拉经贸合作的版 图 中 ，
不

共同的利益诉求而培育出对发展中 国家身份的集体仅要解决贸易领域的结构性不平衡和同质竞争的 问

认同 。 这种集体认同 的产生可 以进
一步 内化为参与题 ， 更要处理好投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与冲突 。

全球治理过程中 的相互协调与相互支持 ， 从而有利第三 ， 必须考虑
“

美 国 因 素
”

对中拉整体合

■
于中拉双方实现从国 际规则的

“

参与者
”

到
“

建作带来的不确定性 。 虽然拉美各国 在实施多元化夕卜

设者
”

的角色转变 。交和推进地区
一

体化过程中对美 国的依附性相对减

Ｈ中拉论坛机制化合作刚刚起步 ，
双方需要正视 弱 ，

但美国依然是影响拉美国家对外关系 中的重要因

■和消除可能存在的
一些不利影响 ， 在把握整体合作 素 ， 美拉关系

“

脱而不离 、 斗而不破
”

的复杂局面将

關 有序推进的大好机遇的同时 ， 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 长期存在 。
？ 今后美国在拉美仍将保持地缘政治 、 经

如下挑战 。（
下 转第 ７３ 页 ）

第
－

， 拉共体 自 身的机制化建设与发展将对中 

拉整体合作 的制度化造成直接影响 。 拉共体作为中① 王細 ： 《构建中健体合佩制 ： 議 、 賊 及思路 》 ，

拉整体合作的对接方 ，
其 自身仍然是

一个年轻的组载 《国 际问题研究 》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３ 期 ， 第 １ １ １
￣

１ １
２ 页 。



层面上的 网络犯罪治理积累经验 。现真正意义上的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

再次 ， 中 巴两国应加强信息技术创新和互联 网奠定基础 。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 ，
促进各 自互联网产业发

展。 加快信息业和互联 网基础设施建设是增强全球四 结语

互联 网治理中 主导性的重要途径 。 过去 １ ０ 多年时

间 里 ，
两国的信息业 、 互联 网基础设施产业发展迅近年来 ， 随着互联 网的飞速发展和普及 ， 网络

速 ，
各 自积 累 了 丰富的 经验和优势 。 ２０ １ ５ 年 ５ 月空间的重要性 日益提升 ， 网络空间治理也成为全球

１ ９ 日 ， 李克强总理和罗塞夫总统共 同签署 了 《 中治理领域的新议题 。 国 际社会在互联 网治理利益 、

巴 ２〇 １ ５ ￣ ２〇２ １ 年共同行动计划 》 ， 高度重视该领域理念 、 主张等各个层面存在着广泛的分歧 ， 全球互＠

的合作 ，
强调深化中 国

一

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联 网治理领域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 ， 已明显｜
会信息技术与产业分委会的作用 ， 加强该领域的双滞后于全球互联网的发展 。 以巴西为代表的地区新

边合作 。

？
中 巴 两 国应发挥各 自 的优势 和互补性 ， 兴大国在参与全球互联 网治理 、 引 导国际互联网治｜

加强合作 ， 提升两国在全球互联 网治理体系中 的影理机制制订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作为§

响力 。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 巴西在互联网治理̄

最后 ， 中巴两国应积极利用多边机制 ， 求 同存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深入研究巴西以及其他拉Ｅ

异 ， 推广
“

两国共识
”

。 中 国和 巴西可 以利用现有美 国家的互联网治理模式 ， 可以为中拉互联网治理胃
的多边协商机制加强与第三方的沟通与合作 ， 积极合作及发展 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 治理提供有§

寻求多边合作 ， 尤其是在金砖 国家框架 内的合作 ， 益借鉴 ， 从而为推动建设更加开放 、
公平 、 科学 、｜

进
一

步扩大双边共同立场的辐射维度 ， 进而产生规合理的全球互联 网秩序贡献发展 中国家的力量 。^

模效应 ， 推动建立全球互联网新秩序 。 此外 ， 中国（ 责任编辑 高涵 ）｜
和巴西在加强政府间合作 的同时 ， 也应鼓励包括民

间 团体 、 行业机构 、 网络精英在 内的其他利益攸关① 《 中巴签署 ２〇 ！ ５
￣■ 年共同行动计划 》 ， 载 《华 尔街见

、 、 、 ， ， ａ ， ，
．

，， ， ，， 、， ， ，
＊闻 》

，
２０ １ ５年 

５月２０日 
０
ｈ ｔｔ

ｐ ：／／ｗｗｗ ．

ｐ５ｗ
．ｎｅｔ／ ｎｅｗｓ／

ｇｊ
ｃ
ｊ
／２０１ ５０５／

方之间的合作 ， 发挥不同利益攸关方的作用 ， 为实

（
上接第 ６６ 页 ）中拉整体合作是双方关系发展到

一

定阶段后需要进

济和文化 中的相对优势 ， 发展对美关系仍将处于拉
一步全面提升的产物 ，

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

美各国外交中 的首要位置 。 为 了保持在西半球的霸中拉论坛作为推进 中拉地区间合作 的重要阶段

权地位 ， 美国不会坐视拉美地区
一体化不断深化 ，

性成果 ， 凸显了平等互利原则 。 它为拉美各 国提供

也不会任 由 中拉地区间合作关系深入发展 。

一旦美了
一个用

“

同
一个声音说话

”

的场所 ， 使得 中拉

国认为中拉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对美国利益构成了威整体合作推进过程 中拉美各国的对外政策和意愿都

胁 ， 那么其必将采取
一

系列 的预防或反制措施 。得以体现 。 这不仅有利于推动 中拉关系的全面转型

升级 ，
也有利于促进拉美地区

一

体化 的深人发展 。

四 总结中拉论坛同时也是
一

个倡导结伴而不结盟的开放性

合作平台 。 中拉双方发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不具有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 的今天 ， 中 国与拉美各国都排他性 ，
也不针对第三方 。 为 了推进中拉整体合作

意识到全面深化中拉关系的重要意义 ， 中拉关系无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
不仅需要加强中拉双方的对话＿

论在双边还是多边舞台上都大有可为 。 中拉机制化与协调 ，
也需要增进与美 国等 第三方的交 流与沟

整体合作虽然处于起步阶段 ， 但它是建立平等互利 、
通

， 从而使各利益攸关方能够利用好中拉论坛这一

共同发展的 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
一

步。 中平台 ， 增加战略互信 ， 扩大经贸合作 ，
最终实现各

拉机制化整体合作可 以借鉴和吸取中非整体合作的方的互利共赢 。Ｗｉ

经验和教训 ， 但它并非是
一

个简单的
“

复制 品
”

。（ 责任编辑 高 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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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 ｉｎｔｈ ｅｆｒａｍ ｅｗｏｒｋｏｆＳｏｕｔｈ
－

Ｓｏｕ ｔｈｃｏｏｐｅ ｒａ ｔ ｉｏｎ ．Ｉｔｉ ｓ
ｐｏ

ｉｎｔｅｄｏｕｔ ｔｈａ ｔ
ｉ ｔｉｓｃｒｕｃ ｉａｌｔｏｌａｕｎｃｈａｃｌ ｉｍａ 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ｉ ｔ ｉａ ｔ ｉｖｅｔｈｒｏｕｇ

ｈ ｔｈｅｎｅｗｌ

ｙｃｒｅａ
ｔｅｄＣ ｈ ｉｎａ

－

ＣＥ ＬＡＣＦｏｒｕｍ ．Ａ ｔｔｈｉ ｓｔ ｉｍｅ
， ｔｈｅｆｅａ ｓ ｉｂｌｅｃｈｏｉｃｅｆｏｒＣｈ ｉｎａｉ ｓｔｏ

ａｄｖａｎ ｃｅ ｔｈ ｅｓ ｔｒａ ｔｅｇｉｃｃｏ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ｗ ｉ ｔｈ ｔｈｅＣ ａｒｉ ｂｂ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ｂ ｙｃ ｏｎｄｕｃ ｔ ｉｎｇｓ ｔｒａ ｔｅｇ ｉｃｄ ｉａ ｌｏｇｕｅ ，ｐｒｏｖ ｉｄ ｉｎｇ

ｃ ｌ ｉｍａ ｔｅａｓｓ ｉｓ 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ｌａｕｎ ｃｈｐ 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ｃａｐ ａｃ
ｉ
ｔｙｃ ｏｏｐｅｒａ ｔ

ｉ ｏｎ ．Ａ
ｐｏｌ ｉ ｃｙｐ

ｒｉｏｒ ｉ ｔ
ｙ

ｆｏ ｒＣｈｉｎａｉ ｓｔｏｄｅｅｐｅｎｍｕｔｕａｌ

ｃｏｏｐｅ ｒａ ｔ ｉ ｏｎｏｎｄ ｅｖｅ ｌｏｐ
ｉｎｇ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ａｎｄａｌ ｔｅｒｎａ ｔ ｉ ｖｅｅｎｅｒｇｙｕ ｎｄｅｒｔｈｅ

“

Ｃｈ ｉｎａ
－

Ｌａ ｔ ｉｎＡｍｅ ｒｉｃ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 ｓａｎｄ

Ｃａｒｉ ｂｂｅａｎＳｔａｔｅ ｓＣｏｏｐｅ ｒａ ｔ ｉｏｎＰ ｌａｎ（
２０ １ ５

－ ２０ １ ９ ） ？（ ＣｈｅｎＹｕａｎｔ ｉｎｇ ）

Ｉｎｓｔ ｉ ｔｕ ｔ ｉ ｏｎａｌ ｉｚｅｄＣｈ ｉｎａ
－

Ｌａｔ ｉｎＡｍｅ ｒｉｃａＯｖｅ ｒａｌｌＣｏｏ
ｐ
ｅｒａｔ ｉｏｎ

：

ＡｎＡｎａｌ
ｙ
ｓ ｉ 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ｔｅｒｒｅ

ｇ
ｉｏｎａ ｌｉｓｍ（ ｐｐ

． ６２
－

６６
）

ＴｈｅＦ ｉ ｒｓ ｔＭ ｉｎｉ ｓ ｔｅｒｉａｌＭ ｅｅ ｔｉｎ
ｇ

ｏｆｔｈｅＣｈ ｉｎａ
－

ＣＥＬＡＣＦｏｒｕｍｍ ａｒｋｓ ｔ
ｈｅｏｆｆ ｉｃ ｉａ ｌｌａｕｎｃ ｈｏｆＣｈｉｎａ 

－

Ｌａ ｔ
ｉｎＡｍｅｒ ｉｃａ

ｏｖｅ ｒａ ｌｌｃ ｏｏｐｅ ｒａ ｔ ｉｏｎ ．
Ｂ

ｙｈｏｌｄ ｉｎ
ｇｔｈｅｍ ｅｅ ｔｉｎｇ ，

Ｃｈ ｉ ｎａ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ａｆｕｌ ｌｃ ｏ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ｉｎｓ ｔ ｉ ｔｕ ｔ ｉ ｏｎａ ｌｃｏｏｐｅ ｒａ ｔ
ｉｏｎｗ ｉｔｈａ ｌ ｌ

ｄｅｖｅ ｌｏｐ
ｉｎ ｇｒｅｇ

ｉｏｎｓ
，

ｌａｙ
ｉｎｇａ ｃｏｒｎｅ ｒｓ ｔｏｎｅ ｆｏｒａｎａｃｃｅ ｌｅ ｒａ ｔｅｄ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ｏｆ ｔｈｅｍ ａ

ｊ

ｏｒ
ｐｏｗｅ ｒｄ ｉｐｌｏｍ ａｃｙｗ ｉ ｔｈＣ ｈ ｉ ｎｅｓｅ

ｃｈ 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 ｔ ｉｃ ｓ ．Ｔｈｉ ｓｏｖｅ ｒａｌｌ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 ｉｏｎｉ 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ｌｌ

－

ｒｏｕ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Ｃ ｈｉｎａ
－ Ｌａ ｔ

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 ｔｉ 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ｖ
ｉｏｕｓｄｅｃａｄｅ ｓ ｉｎ ｓｔｅａｄｏ ｆｍｅｒｅｌ

ｙ
ａｃｏｐｙｏ

ｆＣｈｉｎａ 

＊

 ｓｏｖｅ ｒａ ｌ ｌｃｏｏｐｅ ｒａ ｔ ｉ ｏｎｗ ｉ ｔｈｏｔｈｅ ｒ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ｏｓｕｓ ｔａｉｎｔ ｈｅｏｖｅ ｒａ ｌｌ

ＨｈＩ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 ｏｎ
，Ｃｈ ｉｎａｎｅｅｄｓｔｏｆｕｌ ｌ

ｙｃｏｎｓ ｉｄ ｅｒｅｃ ｏｎｏｍ ｉｃ
，ｃｕｌ ｔｕ ｒａ ｌａｎｄｇｅｏｇ

ｒａｐｈ
ｉ ｃａｌ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ｉｎＬａ ｔ

ｉｎＡｍｅ ｒ ｉｃ ａａｎｄ

ｓｅｅｋｓｔｏｅｘｐ
ｌｏｒｅａ 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ｂ ｕｉ

ｌｄｕｐｂ ｉｌａ ｔｅｒａｌｃｏｏｐ ｅｒａ ｔ ｉ ｏｎｂ ｙｔａｋｉｎｇｆｕｌ ｌａｃｃｏｕｎ ｔｏ ｆａ ｌ
ｌ
ｐａｒ

ｔ ｉｅ ｓ 

＊

 ｉｎｔｅｒｅｓ ｔ ．

８〇（
ＬｏｕＸ ｉａｎｇｆｅ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