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中国参与
“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的建议

“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第一次高级别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15-16 日在墨西哥城举行。全

球 130 多个国家共 1500 多人参加了会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代表联合国在大会开幕式中就

2015 后发展的筹资框架、发展援助、贸易、债务和宏观经济稳定等问题做了发言，墨西哥总统

恩里克 · 佩尼亚 · 涅托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会议就自 2011 年 11 月在韩国釜山会议形成的全

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议程的进展，在发展中更多地依靠国内发展资源、南南合作及如何继续支持

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私营领域支持发展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通过了“迈向包容性的 2015 后

发展议程宣言”，同时形成了由不同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及智库提出的 39 项具体行动计

划。中国政府没有派出代表参加会议，印度只派出了驻墨西哥的外交官员参加会议，巴西及南非

均派出了主管对外发展合作的官员参会。会议对中国的缺席产生了广泛的议论。一种议论认为，

中国与印度反对把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等同并列，双方可能共同协商抵制此次会议。第二种议论

认为，中国对该议程的合法性以及议程准备的文件中有关南南合作的作用等提法存在异议，因此

不愿意参加会议。第三种议论认为，中国可能根本没有准备参加会议，因为有关会议的文件已通

过墨西哥驻中国大使同中方进行了沟通，中国方面提出的意见已被会议主办方接受。

我们作为非官方的学者代表参加了会议，同时，我们也参加了 2011 年的釜山会议，并且一直

从事国际发展政策的研究。据此，就中国如何应对国际发展格局的这一新变化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非经合组织 （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

国家的兴起直接挑战了以 DAC 成员国为主导的国

际发展合作的框架和议程以及其统治地位。 虽然

说，2003 年由 DAC 主导的援助有效性罗马高级别

会议已经吸纳了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个方面

的参与，但是真正具有重要变化的还是釜山援助有

效性高级别会议。釜山高级别会议有两个方面的积

极影响。首先，釜山高级别会议由发达国家关注的

援助有效性问题转向发展中国家关注的发展有效

性问题；其次，以 DAC为核心的“援助有效性工作

团”领导下的援助有效性议程转变为由发展中国 

家、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等共同领导的、更加开

放的“全球有效的发展合作伙伴”议程。墨西哥城

高级别会议是这个新的议程的第一次会议。虽然

该议程并不是在联合国框架下运行的机制，而且

DAC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该议程在议题

的讨论和参与的代表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影

响力等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

家和新兴国家的代表积极参与其中，有利于利用

这样一个平台充分阐述中国的发展主张，通过参

与，扩大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从而影响

全球发展议程。

    第二， 在过去十多年中，国际发展合作议程

在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下，其决策机制也正在发生

变化。广大的受援国在如何接受发展援助和实施

发展援助方面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话语权。这一趋

http://rcid.c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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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也是导致建立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框架的

重要地缘政治因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

议程的构架有可能消解 OECD-DAC 的主导作

用，就如同 G20 正在消解 G7(8) 的主导作用那

样。釜山会议之后所形成的决议，决定印度尼西

亚发展计划部长、尼日利亚财政部长与英国国际

发展大臣担任全球有效发展伙伴议程的共同主

席，因此，该伙伴计划至少在结构上来看具有广

泛的代表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基

本认可这个结构。如果产生中国抵制这个议程的

国际议论，则影响中国的大国国际形象，反华势

力也容易利用中国的缺席攻击中国缺乏国际义

务等等。

    第三， 中国与许多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事

务中有着共同的利益，如金砖国家议程等，但是

其在国际治理结构中的政治、经济考量则有所

不同。很多新兴国家的经济实力还不是很强，而

且对外援助的总量相对中国来说还很少，因此，

非常担心在这样一些场合受到要求其增加针对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的压力。  因为中国也

面临同样问题，这些新兴国家可能希望和中国

联合抵制西方国家要求新兴国家承担更多责任

的呼声，对此，中国应积极回应和协调这一主张

。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其对外

援助的数量和影响都已经很大，客观上说已经

超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所能承担的能力范围，

只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贡献了解不多。因此

如果能客观地、科学地在国际社会中宣传中国

对外援助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则会非常有利于

消解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压力。因此，中国

应增加对外援助的透明度，利用这个平台广泛

宣传中国的对外援助，展示中国对外援助的成

绩和经验，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开交流。

     第四， 国际发展合作治理结构是全球治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全球治理领域相比，中国

与其他国家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根本性冲突不

多。而且，国际发展领域认可中国自身发展的成就

和长期巨大的对外援助对国际发展的贡献。西方

发达国家虽然希望利用这样一个新的平台影响中

国，施加压力，但是他们同时也希望合作，借鉴中

国发展的经验。一方面，在一个中国相对具有优势

的空间中与西方发达国家展开合作，有利于中国

增大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在

这个领域的合作也会很好地平衡与西方国家在其

他领域的冲突和矛盾。

    第五， 当然，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自身的发

展和对外援助的经验具有中国的独特性。这种独

特性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是全球发展经

验的宝贵财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而且西方发展体系对此多持积极态

度。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和西方在发展知

识、战略路径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加上抑华和反

华因素等的影响等均会影响中国和西方合作的有

效性。我们认为，参与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议

程的活动都应以不放弃中国的经验和原则为前 

提，以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为基础，力求通过中国

的影响力重新型塑国际发展治理体系。

    国际发展合作领域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西

方国家的主导性正在下降。未来如何应对 OECD

发展援助委员会，如何应对联合国 2015 后发展议

程的筹资，如何应对与新兴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

的合作，如何应对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合作，如何适

应发展中国家对援助的要求，这些问题均需要研

究，通盘考虑，以免在不同的国际空间中出现政策

的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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