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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

关系的调整

赵干城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

是中国对外政策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对外政策的基础
。

[l] 这包含两层重

要的意义
:

其一
,

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

外交的传统
,

这个传统因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

个重要成员
,

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类似的命运和

遭遇而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极为重要的基础
。

没有

这个基础
,

新中国的外交恐怕难以从容应对冷战时

期的复杂局面
。

其二
,

中国在历经改革开放数十年

后
,

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

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

系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

随着时代的演变
,

中国在改

革开放时期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战略也经历了从理

论到实践的变化
。

一
、

从
“
三个世界

”

到
“

战略基础
”

钓

理论砖型

“

三个世界
”

理论曾经是指导中国与发展中国

家关系的方针
,

它产生于冷战高峰时期
,

在相当长

时期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
,

包括中国已经走上

改革开放道路后而冷战尚未结束的阶段
。

不过
,

冷

战的结束宣告了
“

第一
”

和
“

第二
”

世界不复存

在
。

在新的形势下
,

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重新界定

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

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到冷战结束
,

中国的国内和

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在国际环境方面最

重要的是和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

中国与世界的

关系因而改变
。

但是
,

中国的
“

第三世界
”

政治属

性仍然未变
,

也就是中国的相关政策调整仍然基于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一员
,

即便是经过了改革开放初

期阶段的快速增长
,

邓小平仍然认为中国只是一个

有着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
。

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

位
,

是中国制定对发展中国家战略的出发点
。

在新

形势下
“

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 ,

包

含了一些不同的战略意义
。

首先
,

中国曾经是
“

第三世界
”

阵营的一个成

员
,

这与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的遭遇有关
。

中国和广

大第三世界国家一样
,

在西方资本争夺世界资源和

市场的历史进程中
,

遭到了同样的欺凌和屈辱
。

这

种类似的遭遇使中国在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反

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浪潮中
,

必定支持处

于极端弱势地位的亚非拉国家
。

中国在万隆会议上

呼吁亚非国家团结起来
,

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

量
,

而是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

本利益
。

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
,

例如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和印度在西藏问题上发

生的争端就表明
,

即便是两个有着类似历史经验的

发展中国家
,

在国家利益问题上也有分歧
,
「2] 但从

总体上看
,

面对西方强权和二战后已然成型的国际

体系
,

中国和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挑战是类

似的
,

希望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的要求也是类似

的
。

这是中国将自己归人
“

第三世界
”

阵营的一个

根本原因
。

其次
,

中国改革开放后
,

加大了与国际体系结

合的力度
,

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

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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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指导下
,

外交政策亦开

始进行重大的调整
。

邓小平的
“

当今世界的主流是

和平与发展
”

的思想
,

为中国以一种新的姿态参与

国际体系铺平了道路
,

其中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虽

不居于核心地位
,

但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这

个角度来衡量
,

将发展中国家视为中国在新时期对

外战略的基础是符合逻辑的
,

这不但因为中国在可

预见的未来仍将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成员
,

而且因

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也仍将是重要的组成部

分
,

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体诉求者
。

在中国走向

世界的进程中
,

自然是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的
。

再者
, “

三个世界
”

结构的消失对中国与发展

中国家关系的影响体现在各个层面上
。

例如
,

中国

因改革开放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逐步上升
,

但发展

中国家的总体地位在后冷战时期却呈下降趋势
,

这

客观上可能不利于双方关系的发展
。

但随着中国国

际地位的上升
,

中国在国际舞台需要发展中国家的

支持也同样在上升
,

这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其前

身的历次会议
,

以及中国在其他国际机构与发达国

家的矛盾冲突中都可以看到
。

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

以说
,

冷战的结束为中国进一步加深与发展中国家

的关系创造了新的条件
:

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

国
,

需要在国际体系中寻求新的定位
,

而这个定位

也需要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实现
。

最后
,

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经济体系赖以运转的

基石之一
,

同样也是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越来

越重要的条件
。

发展中国家在能源
、

原料
、

资本
、

市场
、

人力资源等各领域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

虽然

中国对外开放的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机遇来自发

达国家
,

但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走向世界
,

以及资本

积累的加速而导致的对海外市场的需求
,

发展中国

家的重要性也逐渐显现
。

综上所述
, “

三个世界
”

理论与
“

战略基础论
”

是

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

前者因冷战结束而失去作

为理论框架的意义
,

但
“

第三世界
”

作为一种身份认

同仍被广泛使用
,

亦显示了当今世界体系对雅尔塔

体系的继承和发展
。

而这种变动的国际体系正是中

国制定对外战略的前提
,

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

仍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促进了新时期中国对发展中

国家战略的形成
。

:
、

和平发展时代钓 中园

对发展中国家战略

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始于国际压力或国际环境

的变化
,

而是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
,

纠正错误路线

的努力结果
,

但作为执政党
,

这种努力对中国如何

看世界
,

在观念上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以邓小平

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
,

从中国面临的客观环

境的实际出发
,

一方面对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做出

实事求是的评估
,

另一方面
,

中国也做出了巨大的

努力
,

以改善于中国不利的国际因素
,

包括与美国

建立外交关系
,

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苏联调整关

系
。 “

不存在世界大战危险
”

的结论正是在上述背

景下做出的
。

从这个结论中自然可以导出
,

中国的

战略重点不再是应对战争
,

而是创造可以争取和平

与发展的战略机遇
,

这与中国国内的重点转向经济

建设是一致的
。

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为中国全面融人世界体系

的进程铺平了道路
。

在改革开放的 30 年里
,

中国

的外交政策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
,

建立了快速反应

和逐步调整的双轨机制
。

在战略上
,

中国在两大集

团对峙尚处于高峰时就已经放弃了以意识形态划线

的外交方针
,

这不但意味着中国不将自己的意识形

态输出到他国
,

或企图通过意识形态手段影响他国

的政策抉择
,

而且也不以他国的意识形态或价值体

系来决定中国对外政策
。

中国的外交政策将以国家

利益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而决定
,

在处理与他国

的关系中最大程度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

努力维

护国际体系的稳定与世界和平
。

这个重大的战略调

整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后冷战时期
,

中国经济建设进人了快速发展的

轨道
,

在国际舞台上影响扩大
。

然而
,

在中国与发

展中国家的关系方面
,

应当说出现了一定的游离
,

或者说与冷战时期相比
,

中国的外交重点有所转

移
,

这是由国际环境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
。

后冷战

时期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
,

在这个过程

中
,

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被逐渐边缘化
。

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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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几乎都来自发达国家和周

边地区 ; 又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本身的

分化和变化
,

使世界的力量对比产生了趋势性的转

移
。

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进一步巩固了它

们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

成为全球化的大赢

家 ; 其次是前苏联集团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下降
,

或者成为西方联盟中无足轻重的成员
,

或者受制于

国内的纷乱 ; 再者是部分发展中国家陷人债务危机

和国内动荡
,

特别是南部非洲国家
,

虽拥有丰富的

资源矿藏
,

但在西方跨国资本大规模转移运动中
,

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机遇
,

反而 日益被边缘化 ; 最后

是东亚地区的急剧变化
,

促使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

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
。

这些变化促使中国调整对外

战略
,

包括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政策
。

200 6 年
,

中国政府发布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

件》 (白皮书)
,

全面阐述了中国在国际形势发生

重大变化后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战略
。

这是中国对发

展中国家战略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

白皮书针对新时

期中非关系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前景
,

提出了一系

列新的方针政策
,

得到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
,

但也

引起了西方大国的忧虑
。

白皮书强调了
“

非洲是发

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

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

一支重要力量
。

新形势下中非传统友好关系面临新

的发展机遇
。

中国政府制订对非洲政策文件
,

旨在宣示中国

对非政策的目标及措施
,

规划今后一段时期双方在

各领域的合作
,

推动中非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和互利

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 ”

这个宣示把发展中国家

视为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

这是中国对

发展中国家战略的一个出发点
,

即在和平与发展为

主题的新时期
,

中国不但要巩固与非洲国家的传统

关系
,

而且要根据形势发展的特点将合作推向新的

层面
。

中国与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合作的

新层面包括一些与以前不相同的方面
。

首先
,

与以

前相比
,

中国的国力有了相当程度的提升
,

这使中

国对非洲的 (也包括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援助
,

无论从规模还是质量
,

都可以有较大的提升
。

其

二
,

在国际体系的范畴内
,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团

结合作对双方来说都仍然是必要的
,

并且从和平与

发展的角度看
,

将更加以互利合作的方式进行
。

其

三
,

经济上
,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并非如过去那

样主要由中国提供援助
,

尽管这仍然是中非政府间

的一项重要内容
。

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走向世界
,

非

洲的市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中国与非洲展开互

惠合作的重要方面
。

换言之
,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中
,

中国对非洲的需要将在各方面日益体现出来
,

这将促使中国更为重视非洲
,

在帮助非洲国家发展

的同时
,

为自身的发展寻找新的平台
。

这在中国与

非洲国家近年来的交流合作中已经充分体现出来
。

2(X巧年 n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
“

中非合作论坛

首脑会议
”

便是对新形势下中非合作的一次总结
,

45 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出席此次会议
,

显示了中

非对新型合作关系的空前重视
。

最后
,

谋求中非合

作对双方来说都不存在针对任何第三方的问题
。

无

论对中国还是对非洲国家来说
,

都不存在通过与对

方的合作来与哪一方对抗
,

或对哪一方做预防性的

措施
。

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是真诚

的
,

中国从非洲得到的利益是基于互惠的原则
,

因

而是合理的
,

这种合乎国际关系原则的合作并不需

要得到第三方的批准
,

也不是针对第三方的
,

更不

含有当年西方殖民主义争夺非洲时所产生的势力范

围问题
。

三
、

而询 未来钓中闻与 发展中

国家关系

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

是国际体系演变的

最重要的力量
。

在未来中国对外战略中
,

与发展中

国家的关系将占有愈来愈重要的位置
:

首先
,

中国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地位
,

也

改变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

从 198 5 年起
,

中

国开始申请加入
“

关贸总协定
” ,

历经数十年的努

力
,

在进人新世纪之初
,

完成了这个进程
,

成为世

贸组织的成员
,

并迅速成长为世界最重要的贸易国

家之一
。

同时
,

改革开放 30 年的历程表明
,

中国

对国际体系的观念是有重大变化的
。

从邓小平
“

不

存在世界大战危险
”

的论断到胡锦涛的
“

和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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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

理念
,

无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将工作重心转

移到经济建设后将促进和平
、

谋求发展作为外交战

略的核心
。

虽然中国仍然认为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

秩序是不合理的
,

但以对抗性手段谋求颠覆国际体

系显然早已不是一个选择
。

这里涉及一个观念上的

定义问题
,

即构成国际体系的规则
、

机构和机制
,

虽然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

但以挑战现行体系主导

国家的方式谋求改变不合理秩序
,

将破坏世界的基

本稳定
,

同时也有损于中国的发展利益
。

中国与国

际体系的关系的基调是合作
。

第二
,

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在现行国际体系中仍

然处于弱势的地位
,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
,

虽有

部分国家抓住了机遇
,

取得经济发展的一定成就
,

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仍不容乐观
。

例如
,

联

合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所列的最不发达国家到今天

也没有什么变化
,

仍然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
。

对这

种现象当然可以有多种解释
,

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

义观念倾向于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
,

如

政治非民主化
、

市场经济改革滞后等等 ; 而一些比

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则被用以证明推行开放政策与

世界经济结合更紧密的必要性
。

同时
,

研究发展问

题的不同学派则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解释
,

例如将

世界视为
“

核心
”

与
“

边缘
”

的体系论者认为资本

主义体系的确立已经决定了处于
“

边缘
”

的国家
,

也就是今天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

是不可能发展

的
。
[3] 无论理论上对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作何种解

释
,

不争的事实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国家主导

的国际体系是不满的
,

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

成立

了各种各样的组织机构
,

从
“

77 国集团
”

这样的

经济联盟到
“

不结盟运动
”

这样的政治协作
,

以强

化发展中国家的力量
,

与西方发达国家抗争
,

但是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
,

尽管这些组织也发挥了作

用
,

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

特别是在发展问题

上
,

使发达国家在道义上处于被动的地位
。

不过
,

这些都没有实质性地动摇现行国际体系
,

因此广大

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体系仍然是不满的
,

希望改变现

行体系的愿望是迫切的
。

第三
,

鉴于上述分析
,

中国融人国际体系看似

不利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

实则不然
。

中国

要融人的国际体系
,

尽管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主导的
,

但在中国看来
,

这个体系也是包括发展

中国家的
,

也就是说
,

即使发展中国家是处于边缘

化的状况
,

但并不是在体系之外的
。

中国融人体

系
,

并非是仅仅和西方发达国家合作
,

而且也要和

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合作
,

后者在当今世界的地

位和作用
,

随着中国的开放和中国企业的走出国

门
,

已经越来越被中国所认识并得到重视
,

中国与

非洲国家的关系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

由于中国在新

时期加大对非洲外交的力度
, “

中非论坛
”

北京首

脑会议成为世界的焦点
。

经济上
,

中国与非洲国家

的合作正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

改变了

过去单纯的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模式
,

中非双边贸易

发展迅速
,

中国大量企业进人非洲
,

同时中国与非

洲国家的能源和原料合作
,

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

供了强大的基础
。

自联合国提出千年发展目标后
,

据统计
,

中国

已向 110 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 20 00 余个项

目
,

对 44 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减免了超过 200 亿元

人民币的债务
。
[&] 这当然不可以简单理解为中国对

发展中国家的单向援助
,

而是在新时期
,

中国根据

自身条件以及自身发展的需要
,

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的一种富有进取心的行动
,

旨在推动联合国主张的

发展计划
,

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

友好关系向新的方向发展
。

第四
,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有着广阔的前

景
,

但这并不表示中国将与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挑

战现行体系或谋求彻底颠覆体系的结构和机制
。

毫

无疑问
,

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成长是促使国际体系朝

着新的方向演进的主要力量
。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

出
,

中国致力于
“

(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力所能及

的援助
,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
” ,

显示了中国在国际体系的范畴内将与发展中国家站

在一起的政治立场
,

继续发扬
“

老朋友
”

的传统
。

至于发展中国家的
“

正当要求
” ,

应该被理解为在

和平与发展时期
,

基于正义和公平的原则
,

以非对

抗的方式处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矛盾
。

以国

家总是按照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处理国际

关系这一点考量
,

可以有把握地预测
,

由于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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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利益千差万别
,

对国际体系的态度也根据自

身利益的需要而改变
,

因此并不存在发展中国家联

合起来挑战国际体系的问题
。

最后
,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对国际体系的影

响
,

主要取决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在未来将以

何种方式合作以及如何处理互相之间的问题
。

这是

由国际体系的权力政治性质所决定的
,

即国际体系

是由大国来定义的
。

在这方面
,

中国与俄罗斯
、

印

度
、

巴西
、

南非等大国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
。

从
“

八国集团
’,

‘

与
“

五国集团
’,

的对话中可以

看出某些积极的迹象
:
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发展中

大国兴起在国际体系中的意义和前景
。

发展中大国

正在以各自的方式提升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

并在与发达国家的平等对话中谋求协调与合作
。

中

国不是发展中大国的领袖
,

但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力

量的增长确实是居于前列的
,

因此中国的行为和政

策又具有相当关键的意义
。

虽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

大国的国家利益不同
,

追求的国家目标也不一样
,

互相之间仍然存在着各种问题
,

包括历史遗留的问

题和相互竞争的因素等等
,

但中国愿意加强与发展

中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深度合作
,

其意图是明确无

误的
。

所谓
“

和则两利
,

斗则两败俱伤
”

的古老智

慧在评估中国与发展中大国关系的前景时仍然是有

巨大现实意义的
。

综上所述
,

面向未来的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

系将继续遵循和平与发展的主题
,

在不同的层面为

中国的对外战略服务
,

包括建设稳定和平的周边环

境
,

着力加强与中国有着传统友谊且盛产能源和原

材料的非洲及拉美国家的关系
,

以及在国际体系的

大范畴内寻求与新兴的发展中大国的合作
。

当然
,

中国在构筑面向未来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时最需要

考量的是国家利益
,

但由于国际体系的制约和中国

的发展中国家身份
,

对国家利益的评估需要有一个

全面的衡量
,

并且需要建立起战略性的视野
。

也正

由此
,

中国在总结改革开放 30 年的历程中
,

把推

进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定义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基础
,

而没有良好的基础
,

中国的外交战略将是不可持续

的
。

注 释:

【l] 中共十六 大政治报告对外政策部分将中国致力于推动与发

展中国家关系列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六大重要原则之一
,

排序则在第

三
,

与党在新时期提出的外交指导方针是一致的
,

即
“

大国是首要
,

周

边是关健
,

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

多边外交是舞台
” 。

[2] 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 0 年和平入驻我西藏地区后
,

根据现在

公布的历 史文献
,

曾在印度内阁引起激烈辫论
,

甚至有主张出兵西藏

和中国一战的
,

以及随后双方交换的外交照会都显示
,

双方利益的分

歧是决定性的
。

见 pat e l
’5 Corre

s
Po

n d e n ee
,

份me Min iste : Ne hru
’s

Not e o n No ve 几由e r 7
,

195 0
,

N哪 D elhi
,

1995
。

131 例如
“

世界体系论
”

的莫基人
、

美国学者华勒斯坦就认为
,

所

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本来就是误导的概念
,

因为它们传达的意

思是
,

发达国家是 已经 完成发展的国家
,

因而是其他国家应该效仿

的
,

发展中国家则是在发展的
,

最终是走向发达的
,

这掩盖了资本控

制资源和市场的要害
。

l4] 王毅
: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 ,

《求是》
,

2印7 年第23 期
。

(上接第45 页) 砖四国
”

和中俄印三国战略合作)
,

也

需要
“
10 + l

”

(东盟 + 中国) 和
“
10 + 3

”

(东盟 + 中

国
、

日本
、

韩国)
。

中国的国际行为准则不是什么
“

拉帮结派
” ,

而是全方位的
“

合作共赢
” 。

第五
,

要以
“

平常心
”

和坚定的信念面对国际

上的
“

噪音
” 。

中国是在骂声中成长的
。

预计奥运

会后
,

骂声不会叫停
。

相反
,

还可能改头换面
,

以

各种新的形式对中国抹黑
。

我们不妨泰然处之
。

西

方有句谚语说得好
:
尽管狗在叫

,

骆驼队还是要继

续前进
。

但对那些特别恶毒而且有代表性的污蔑
,

要予以必要回击和揭露
,

以正视听
。

“

两岸猿声啼不住
,

轻舟已过万重山
” 。

中国

的伟大民族复兴是挡不住的
,

关键是看准方向
,

把

好舵
,

不受干扰
。

注 释:

【11 甄炳禧
:

《处在十字路 口 的世界经济》
,

《国际问题研究》
,

200 8 年第 2 期
。

[2] 甄炳禧
:

《当前世界经济走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

《国际问

题研究》
,

200 8 年第5 期
。

[3 ]《天津日报》
,

200 8 年 8 月 2 6 日
。

[’] 英国《金融时报》
,

200 8 年 9 月 4 日
。

[5 ] IMF
:

WO rl d E eo n o
而

e o u il oo k
,

A pri l 20() 8
,

P卿
5 2 4 一2 5

.

[6] 亨利
·

波特
:
《甘界新获序危及美国》

,

英国《卫报》
,

200 7 年

12 月 2 3 日
。

[7 ] 同注释[5 ]
。

[8 ] 俄塔社 2(X) 7 年 12 月 19 日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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