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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在如何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方面有着复杂

的经验和丰富的成果，既经受了意识形态和国家身份认同的矛盾，也为维护国家的战略自主地位做了艰苦的努力。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国力迅速提升为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平台，在此之上，发展中国家的

身份认同仍然是判断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出发点，因而推动与巩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将继续成为中国的战略选

择，包括与新兴大国、周边国家及非洲拉美等重要资源国的关系。  

正文 

  发展中国家是当代国际体系中的最大群体，也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基础。[1]“基础”一说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对国

际体系的一种认识，即国际体系存在着一种隐性的结构，中国通过与这个最大群体构筑合作关系打造中国外交政策

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中国可以推进其战略目标的实现。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战略目标而言，正确认识中国自

身的身份认同与发展中国家在体系中整体地位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战略自主的民族国

家，必然要努力提高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实现民族复兴，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前景又和发展

中国家的整体地位联系在一起。本文拟从当代国际体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论述新中国对外战略中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这

个方面，并试图从中找出有助于理解未来发展趋势的结论。 

  一、意识形态之争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 

  意识形态之争是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标志。在这个标志下，几乎 

  所有国家都有被归类的经验，这种归类，自愿或非自愿，代表了雅尔塔体系的成型。新中国成立与国际体系这

个进程几乎是同步的，新中国成立后所做的选择则既是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系对中国在政策和战略的选

择上所施加的制约的体现。中国的“一边倒”选择是在新中国审时度势后做出的，这个选择一方面扩展了中国在冷

战逐渐走向高潮时在国际体系中运作的战略空间，使西方大国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的企图完全不可实现；另一方

面，这个选择也限制了中国实现完全战略自主的可能，成为苏联领导阵营的一个成员，尽管中国当时在苏联阵营中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其他相对弱小的成员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但毕竟仍然是苏联领导下的一个成员。这一

点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新中国的战略选择对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的影响，总体来看，不算是很积极的。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在

与西方的对抗中努力拉近其与发展中国家的距离，并且客观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冷战初期大都仍需摆脱帝国主义的

控制，但社会主义阵营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仍然是有限的。在亚洲，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

中国家企图寻找两大集团之间的“中间道路”，以尼赫鲁的泛亚洲主义精神为号召，以至于尼赫鲁甚至在1955年召



开的亚非国家万隆会议上公开号召发展中国家既不要参加美国拼凑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也

应该退出苏联控制的“共产党情报局”。尼赫鲁的这种说法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影响的，其思想后来也发展成在两极

格局之下寻求“第三条道路“的先声，印度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国际形势的这种发展对中国与发展

中国家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的身份认同问题。中国当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刚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国家一样，也饱受帝

国主义的欺凌。因此在中国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时，中国完全应该将自己列入发展中国家的同一个阵营，但这

却不是现实。现实是在意识形态争端阴影下，中国的这个“站队”还有是否被认同的问题。万隆会议之成为中国在

冷战初期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标杆，其原因也在于此，因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目标在这次会议上得到出色的

阐述，周恩来在会议上大力呼吁的“求同存异”精神为解决身份认同与意识形态的冲突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周

恩来个人的杰出外交活动在这次重要会议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既使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认同，

也使“求同存异”成为指导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原则，为中国与大批发展中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铺平了道

路。 

  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虽然在身份认同上是同一阵营的，但国家与国家之间因利益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与争端

也同样存在。当这种分歧与争端导致危机产生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有时令中国处于比较被动甚至不利的地

位，例如中印边界冲突后，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一定的不利于中国的变化；越南战争爆发后，中

国成为部分亚洲反共国家的目标。在冷战环境下，意识形态之争在亚洲常常明显地或隐性地纠缠于相关的矛盾之

中。中国为团结发展中国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包括在中国自己也相当困难的时候，就向中国的邻国及非洲国家提

供各种援助，目的在于向全世界昭示，决定中国对外政策的并不就是意识形态的同一性。中国领导人通过对亚非国

家的访问，彰显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意愿，这为后来中国与苏联决裂后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奠定

了基础。 

  此外，冷战初期西方国家在铁幕理论指导下掀起的反共浪潮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政策造成压力，虽然这主要是

针对苏联的，但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对华政策中也有所体现。美国在亚洲建立的对华包围圈有很大一部分成员也

是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成员均是这种情况，这使中国在这段时期的外交工

作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中国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努力“求同存异”方针，本来就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亚非国家。面对美国领导的反共大合唱，中国既需要坚持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立场，也要推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

友好合作关系，这是中国在冷战初期在外交战略上始终面临的一个挑战。评估中国在“一边倒”时期对发展中国家

的政策时，一个总的看法是，在国际体系的制约力量下，中国为谋求战略自主地位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与发展中国

家的关系是检测中国是否获得战略自主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中国与印度等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明确了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方针，通过万隆会议，中国在与苏联集团决裂前，已经基本完成了身份认同和战略自主地

位的塑造，为接下来一个阶段打开困难局面创造了条件。 

  二、中美苏“三足鼎立”与“三个世界”理论 

  与苏联决裂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最为重大的举措之一。中国在寻求 

  完全独立地位的进程中改变了世界格局，构成了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量。尽管中国当

时的国力以及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还远远谈不上所谓“一极”的地位，但由于中国脱离苏联集团，以及美国在1960

年代后期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急于寻求变局，这使中国有可能在两极体系之外形成另一个基点，中美苏“三足鼎

立”由此产生。在这个基本格局中，中国的独立地位得到尊重，并因此为中国在两极格局下谋求新的战略空间提出

了新的可能，中美关系破解是直接体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因而获得了与冷战初期完全不同的地位，其中具有标志

意义的事件是中国于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发展中国家把中国抬进去的。这显

示了中国在与苏联决裂后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国恢复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中国与美国的和解，促使中国重新认识国际体系。尽管此阶段意识形态在

中国内外战略中都仍然具有重要地位，但与冷战初期相比则已有质的不同，而在身份认同上，中国更提出了具有前

瞻意义的看法，那就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根据某些西方学者的看法，“三个世界”的理论，实际上是先

有“第三世界”这个说法的，而这又来源于法国大革命前法国社会存在的“第三等级”。[2]无论这种说法是否有充

足的根据，也无论毛泽东当年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时是否了解这个背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第三世界”之

上的所谓“第一”和“第二”世界确实是雅尔塔体系所确定的那个治理世界的模式。换言之，“三个世界”理论用

一种非常容易理解的方式解释了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基本形态，因而在国际政治理论上是一个贡献。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认同因“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而清晰化。中国归属于“第三世界”，这以中国的实

力而言，当然没有需要讨论的地方，而且因这个地位，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推行的政策将不再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区

别，中国奉行的和平独立外交政策在脱离苏联集团归入“第三世界”的过程中逐渐成形。值得注意的是，“三个世

界”理论虽然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中国所处的“第三世界”却基本是按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而定的，也就

是“第三世界”是与贫困落后联系在一起的，与“第三世界”成员奉行何种意识形态或社会政治制度关系不大，这

使得“第三世界”事实上是一个十分庞杂的集团，成员的社会形态差异极大，在国际社会中的立场主张常常也没有

什么共同点。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时期的关系在冷战初期已经建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三个世界”理论的指导下，

中国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以反对霸权主义为基本原则，强调发展中国家在现行国际体系之下所处的不平等地

位，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改变不平等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要求。与此同时，由于这个时期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西方



国家的关系逐渐正常化，中国的国际地位因而有了显著的改变，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的，并先

后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关系正常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所坚持的意识形态因素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有所弱化，中国进一步强调与发展中国家同心同德，这

与中国当时国内仍然十分坚持的意识形态没有很大关系。事实上中国与西方及日本等发达国家重建正常关系的过程

就是中国逐渐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身份认同在“三个世界”的理论框架中没有什么困难，

中国理所当然成为“第三世界”的一个成员，因而也逐渐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正常成员。 

  其次，中国的反霸斗争使中国对外政策的独立性十分突出，这一般而言，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长期来，发

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低下，虽然有不结盟运动及其他反对两极格局的机制，但在体系力量的制约下作用有

限。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以反对霸权主义为号召，形成了政治上的另一种感召力，尽管中国奉行的意识形态，从广

大发展中国家来看，与苏联并无大的区别，中国与苏联的决裂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争吵的结果，但中国坚决

反对苏联的政策和立场使中国在国际体系的范畴内与苏联根本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格局，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对苏联一向有疑虑的国家，如东南亚国家等，对此是持欢迎态度的。 

  再者，中国与美国的和解虽然主要是出于大国关系调整的需要而进行的，但在和解的进程中，中国既没有成为

美国的附庸，也没有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上，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都没有因与美

国的关系而发生重大的变化，应当说，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有了一个真正的飞跃，以中国恢

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契机，邓小平出席1974年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阐明了中国在“三个世界”框架结构中

的地位，即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中国永不称霸，这为中国改革开放后调整对发展中国家战略指明了方向：

中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的身份认同是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国际格局发生何种变动，都不会改变这一

点，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全力推行的和平独立外交政策必然也是将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视为最主要的方针之一。 

  三、改革开放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战略 

  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政策调整。改革开放的主要 

  动因当然是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与要求，但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也同样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

变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包括中国的发展模式，这虽然主要是针对经济发展问题的，但在政治上产生的影响甚至可能

更深远，例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指出世界大战的危险可能不复存在，这个论断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具有

重大的指导意义，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同样重要。 

  继中美苏“三足鼎立”在战略上的意义逐渐降低后，中国的实际地位问题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由

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前30年的内外动荡，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十分迟缓，中国的实际国力在剥去一些不适当的光环后

显示出真实的一面，中国的封闭所造成的落后使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处于非常虚弱的状况，尽管中国已经

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核武器国家。这种状况因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而实现了根本的改变。从1980年代初到

冷战结束的十多年里，中国领先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在内外两个大局中，中国都

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根本上摒弃了随时准备与外部世界发生冲突的观念，并全力以赴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开

放的国际环境。因此当冷战正式宣告结束之际，中国实际早已进入了新的轨道，即融入当今世界体系，充分利用经

济全球化的趋势，为中国国力的全面提升奠定了物质和理念基础。在这个大背景下讨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有几个需要高度关注的方面。 

  在政治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没有因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发生质的变化，这里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体系

中的身份认同并没有因改革开放而改变，中国在谋求融入世界体系的进程中仍然坚定地认为中国是“第三世界”的

一员，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这在冷战尚未结束的1980年代特别明显：中国虽然与美苏这两个超

级大国的关系都相继正常化，但中国奉行的和平独立外交政策仍然是以发展中国家为平台的，尽管与超级大国斗争

的一面有所弱化。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单极化趋势突出，在自由主义战胜共产主义的喧嚣声中，发展中国家的

整体地位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体系中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并且事实上诸多发展中国家也陷入各种内外动乱中。在

国际格局的大变动中，中国努力寻求自身的定位，同时加强落实睦邻友好的周边政策，应当说这一时期中国与传统

的非洲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关系有所淡化，但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则有着快速的发展。 

  在经济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展开的，在对外战略方面，中国对经济的高度重视反映

在这个时期，发达国家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大幅度上升，因为发达国家既是中国所需的资金和技术的来源，也是

中国发展外贸的主要市场，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显然是下降了。尽管如此，中国并没有改变在经济上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个传统政策，而且随着中国经济能力的加强，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方面，中

国的力度更有所增加，除了传统的政府援建项目和派遣医疗队等，中国在对外援助方面，根据中国的优势，特别注

重技术和专业培训方面的援助，意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共同发展的道路。因此，从经济上看，改革开放促使中

国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发达国家，但长远而言，由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历史经验和相似的国际

地位之基础上的，因此中国的发展和地位的提高最终也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当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相对困难阶段之际，冷战的突然结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因此而产生的单极格局对国际

体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并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造成了自由主义价值盛行一时发展中国家无所适从的

局面。面对不利的形势，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站在一起的需要不是比过去弱了，这从历届联合国人权会

议及其他国际场合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与此同时，中国尽管在政治上因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重新评估中国的地位

而遇到一定的困难，但中国已经走过的改革开放道路使中国的国力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推动中国更深地融入国



际体系，为新世纪中国的国际地位产生质的飞跃做好了准备，也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迈入新的伙伴合作阶段创

造了条件。 

  四、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新世纪所见证的重大事件加速了国际体系的分化和重组，对中国 

  的对外战略提出了深刻的命题，其中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虽不居于中心地位，但如何开创新型的与发展中国家

关系的课题已经置于中国对外政策的议程上。党的十六大不但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而且更强

调了今后15到20年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发展前景，也许可得出一

些新的视角和观念。 

  一直以来，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最大群体，被赋予一些共同的特征，并且基本上是以它们所处的国际体

系边缘地位来论证当今体系的不合理性，这当然非常正确。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发展中国家在新时期里已经产生重

大的分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证明了发展的理念也许是可以在不同环境下衍生的，

而中国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强大的例证，其他如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也提供了类似的实证案例。其产生的

结果并不是如美国学者福山在冷战结束后曾经预见的那样，自由主义从此将一统天下，而是一些成功的发展中国家

的经验可以提供很不一样的模式，例如英国学者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3]以区别于冷战后一度占有绝对话语权

的“华盛顿共识”。在这个争论的背后，实际真正隐藏的是国际体系演变也许可能产生新的方向，而不是由美国为

首的西方永久主导。这个议题的尖锐性因“9·11”恐怖袭击而暂时中断，但并没有消失。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迅速崛起可能为改变现行体系的固有运行模式做出贡献，因为中国、印度等发展中

大国的兴起将从实力对比上改变现行体系的政治生态。在力量对比行将改变的进程中，发展中大国将如何处理他们

相互之间的关系将影响到国际体系的演变方向，这个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也是中国思考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未来发展

方向的一个指标。对中国的相关政策来说，这是一个从老朋友到新伙伴的战略调整进程。此外，中国等发展中大国

的迅速崛起也在另一个层面上推动了发展中国家互相之间的关系，因所谓“崛起”主要是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使得

发展中大国与主要的原料及能源生产国的关系具有了全新的意义。而对中国来说，更有累积的大量资本向海外进行

投资等积极活动，这也使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例如在全方位外交政策的运作下，中国与

非洲拉美的重要国家关系都在发生质的变化，双方的需求也早已超越单方面援助的模式，形成了各个层面上的大量

互动。这是发达国家表示忧虑不安的一个现象，同时也是检测中国对外战略全面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在新时期主要应在三个层面展开。其一是中国与新兴大国的关系，以与8国集

团对话的5国集团为重要标志，成为中国拓展战略空间的重要领域。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体系转变的进程中，已经充

分意识到发展中大国在体系内的同一性，同时也通过与发展中大国的关系，进一步塑造中国的身份认同，即中国是

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在争取国际关系民主化与更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进程中，中国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一致的。其二是中国与亚洲邻国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关系，因其主要也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

关系这个角度审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中国的邻国构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国际环境

之一，也是中国在新时期推行双边和多边双管齐下方针的主要地区。当年中国成功参与万隆会议，主要是打开了周

边的局面，今天，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已然走向成熟，在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诸多层面建立起互相尊重合作

共赢的关系，这正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新时期拓展相互关系的写照。在中国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的指导

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大框架里将得到极大的关注，并将成为衡量中国的国际环境

的一个主要因素。其三是中国与传统的非洲拉美国家关系，在这个层面，中国的相关政策在新时期有较大幅度的调

整，中国不但要维护与非洲拉美国家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而且要在新形势下注入新的实质性内容。2006年中国政

府发布《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全面阐述了中国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后对非洲国家的政策，这可以被视为中

国对发展中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因为在这个层面上，中国与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包含了诸多新

的内容，包括中国更深入地参与非洲的经济发展，以及非洲的丰富资源与广大市场为中国提供的机遇。 

  发展中国家在新兴大国、周边环境和经济发展资源及市场等方面都构成了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

国能否抓住和利用好战略机遇期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将发展中国家视为中国外交的基础，也就是将

中国的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在现行国际体系之下，亦可说是同进退共发展的伙伴，这种关系

在可预见的将来将继续保持，并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而在内容上得到不断的充实。 

注释 

  [1]“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基础”，这个说法最早见之于中国正式文件的应该是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2002

年），最新的说法则是2009年7月17-20日举行的第11次驻外使节工作会议，胡锦涛主席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了“巩

固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见人民日报2009年7月21日。 

  

  [2]Wolf-Phillips:Why “Third World ”?:Origin,Definition and Usage,Third World 

Quarterly,Vol.9,No.4,1987 

  该学者认为“第三世界”概念来自于法国社会学家对法国大革命前所谓“第三等级”的描述，后被国际政治学

者用来指称战后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意指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因而是先有了“第三世界”，才将西



打印 收藏   

方发达国家划为“第一世界”，苏联集团被归入“第二世界”，使得这种划分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

彩。 

  [3]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London,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http://www.fpc.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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