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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发展倡议专题

发展史视角下全球发展范式
重构与实现路径

杨先明　 邵素军

内容提要: 针对全球发展面临的多重挑战ꎬ 习近平主席基于中

国与世界发展的历史经验ꎬ 提出了坚持发展优先、 以人民为中心、
普惠包容、 创新驱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行动导向的全球发展倡

议ꎮ 全球发展倡议构建了以人为本的新的全球发展范式ꎬ 不仅贯彻

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ꎬ 而且将联合国人类自由发

展的思想具体化ꎬ 并指出了解决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充分的根本途

径ꎮ 围绕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ꎬ 全球发展倡议以全

球化和全球合作为基础ꎬ 将创新驱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普惠包

容作为三大实现机制ꎬ 这三大机制通过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影响全球

发展ꎮ 全球发展倡议倡导发展优先和行动导向ꎬ 将全球发展共识转

化为国际发展合作的务实行动ꎬ 通过 “围绕中心、 项目引领、 各

方参与、 加大投入、 全面推进、 突出重点” 六个方面构建实现路

径ꎮ 中国不仅倡导全球发展倡议ꎬ 并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发展倡

议ꎬ 通过全面脱贫、 “一带一路” 倡议和持续改善生态环境等为全

球发展提供中国贡献ꎬ 对凝聚全球发展共识、 促进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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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全球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引致了普遍的关注ꎮ 联合国贸发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认为疫情不仅暴露了各国应对意外冲击准备的不足ꎬ 而且深刻揭

示了全球经济的分化程度ꎻ 世界经济正面临重大的结构性重塑ꎮ① 世贸组织

(ＷＴＯ) 指出ꎬ 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发展中实际持续并存的两个全球经济: 一

个是技术上先进、 经济一体化程度高ꎬ 从而在面临危机冲击时具有较强的韧

性ꎻ 另一个是技术发展相对滞后、 融合程度较低ꎬ 在危机中缺失抵御与恢复

能力ꎮ② 许多学者也分析了全球化进展面临的严峻挑战ꎮ 斯蒂格利茨认为ꎬ 当

前全球化在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进入衰退阶段ꎬ 甚至出现了全球化失败: 供应

链中断、 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知识产权制度导致数十亿人没有获得防治

新冠病毒的疫苗ꎬ 为没有国界的世界而共同努力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ꎮ③

韩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李根 (Ｋｅｕｎ Ｌｅｅ) 则着重关注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

的困境ꎮ 他指出ꎬ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成功实现有赖于全球价值

链ꎬ 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地缘冲突冲击了全球价值链ꎬ 从而严重抑制其发

展进程ꎮ④

在全球发展走到了关键转折之际ꎬ 如何破解全球发展可持续的难题? 为

此ꎬ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ꎬ
其核心内容是坚持发展优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普惠包容、 坚持创新

驱动、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及坚持行动导向⑤ꎮ 此后在 ２０２２ 年世界经济论

坛上ꎬ 习近平主席强调全球发展倡议旨在对接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 (简称 “２０３０ 年议程”)ꎬ 是向全世界开放的公共产品ꎮ 在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全

球发展高层对话上ꎬ 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共同凝聚促进发展的国际共识、
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 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 共同构建全球

发展伙伴关系四点主张ꎮ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之后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反响ꎮ 从

发展史视角看ꎬ 全球发展倡议重构了以人为本的全球发展的一个新范式ꎬ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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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了基于全球化和全球合作实现全球发展的机制和路径ꎬ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

义和现实价值ꎮ

一　 全球发展需要构建新发展范式

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全球发展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做到发展为了人

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ꎬ 不断增强民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
安全感ꎬ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ꎮ① 全球发展倡议使发展回归最初的含义ꎬ 即发

展是为了人类的利益ꎬ 使自然作为一种资源具有生产力和可驯服性②ꎬ 即技术

的进步和环境的改造最终都是要为人类的利益服务ꎮ 全球发展倡议以人为

中心的发展ꎬ 使全球发展的中心从以资本积累为主的经济增长转变为以能

力提升为主的人的发展ꎬ 是对联合国人类自由发展思想的具体落实ꎬ 更是

解决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充分的根本途径ꎬ 构建了以人为本的全球发展新

范式ꎮ
全球发展倡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

想一脉相承ꎮ 基于社会发展史ꎬ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ꎬ 个人将发展

出一种整体能力ꎬ 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地从事各种可以发挥和发展

自身才能的活动ꎮ③ 人的本质内容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是在满足自身需

要的过程中得到确认的ꎬ 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意味着人的各种需要、 活动、
能力、 社会关系和个性都能得到充分发展ꎬ 也是每个社会成员全部才能和力

量得到展示的过程ꎮ 马克思将个体能力的全面发展视为目的本身ꎬ 经济社会

的发展、 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关系的丰富最终都要转化为人的能力的提升和

需要的丰富ꎮ 全球发展倡议强调要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ꎬ 实质上强调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的思想ꎬ 使发展回归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ꎮ
全球发展倡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体现了联合国人类自由发展思想的核

心主旨ꎮ １９９４ 年在埃及开罗召开、 有 １８２ 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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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议通过了 «关于国际人口与发展的行动纲领»ꎬ 提出 “可持续发展问题的

中心是人”①ꎬ 是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突破ꎬ 奠定了人类在可持续发展中不可替

代的地位和作用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ＤＰ) 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发表的年度报

告 «人类发展报告» 更是强调人类自由发展这一思想的集中表现ꎮ 阿玛蒂

亚森作为发展经济学家ꎬ 一直强调发展要实现的目标是人的自由发展ꎬ 个

人不仅有选择的能力ꎬ 而且有选择的权利ꎮ 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用个人

在生活中实现各种价值的实际能力来评价一个人的发展ꎬ 不仅关注发展的目

标ꎬ 也关注发展的过程ꎮ 他认为ꎬ 人类发展目标是通过扩展人的能力来帮助

他们过上所珍视的生活ꎬ 并有很大范围的选择来满足他们的潜力ꎻ 对发展而

言重要的不是手段ꎬ 而是人们可以做什么ꎬ 以及是否有做的自由ꎻ 强调每个

人都应被当作目的ꎬ 而不仅仅是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ꎻ 通过评估人的生活质

量ꎬ 将个人自由视为发展的基本构件ꎮ② 众所周知ꎬ 阿玛蒂亚森的观点对世

界发展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世界银行也明确指出增长本身并非终极目标ꎬ
相反ꎬ 增长是实现若干最终目标的工具ꎬ 要重视人的基本权利和发展ꎬ 确保

增长收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③ꎮ
全球发展倡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对全球发展不平等的解决具有重要意

义ꎮ 历史上联合国的发展报告曾经提出了不同的发展概念ꎬ 从 １９５１ 年的 «欠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应采取的措施» 到世纪之交的 «千年发展宣言» 涉及 “真
正的发展” “良性的发展” “整体的发展” “符合希望的发展” “以自己的力量

为中心的发展” “满足基本需要的发展” “人道的发展” 等ꎬ 但概念的改变并

不能掩盖不平等的历史渊源、 改变不平等的现实ꎮ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

间发展的不平衡在不断加剧ꎬ 广泛存在不平等的社会无法有效维持长期增长ꎬ
而且导致了更多的不稳定④ꎮ 显然ꎬ 要实现全球发展ꎬ 必须妥善解决不平等问

题ꎮ 有学者认为ꎬ 发展中国家发展滞后导致全球发展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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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忽视了激励因素①ꎬ 但是 “不平等根源的内层” 被忽略了ꎬ 包括一国的文

化特征和政治制度ꎬ 以及社会多样性和凝聚力等深层次的影响因素②ꎮ 全球发

展倡议明确指出要 “坚持普惠包容”ꎬ 对解决全球不平等的深层次原因具有针

对性ꎮ
从现实看ꎬ 全球发展面临的挑战抑制以了人民为中心的发展ꎮ 首先全

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ꎬ 影响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ꎮ 当前地球的生态环境正

面临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三大生态环境危机ꎬ 这些危机威胁

着地球的健康和人类的生存ꎬ 严重阻碍了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如期实现ꎮ 世界气

象组织 (ＷＭＯ) 指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 温

室气体浓度继续上升至创纪录高位ꎬ 大气层二氧化碳的浓度水平继续上升ꎻ
化石燃料的排放率在因疫情封锁而暂时下降后ꎬ 现已超过疫情前的水平ꎻ
２０３０ 减排承诺的力度需要提高 ７ 倍才能符合 «巴黎协定» 中 １ ５℃ 的温升

目标ꎬ 但新的 ２０３０ 年国家自主减排承诺还远远不够③ꎮ 随着全球变暖ꎬ 以高

温热浪、 强降水和干旱等为代表的极端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在增加ꎬ 过

去 ５０ 年里ꎬ 与天气、 气候和水相关的灾害数量增加了 ５ 倍ꎬ 每天造成 ２ ０２ 亿

美元的损失④ꎮ
其次ꎬ 去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剧影响了 ２０３０ 年议程目标的实现ꎮ 全球化进

程自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来已有所放缓ꎬ 在近年来更是受到诸多冲击ꎬ ２０１８ 年

以来逆全球化趋势明显增强ꎬ 全球贸易争端明显增加ꎮ ２０１６ 年之后全球贸易

的增长速度慢于全球 ＧＤＰ 的增长速度ꎬ ２０１９ 年全球贸易出现金融危机之后首

次量的收缩ꎬ 世界贸易增幅比前一年减少了一半以上ꎮ 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

示ꎬ ２０２０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 ３ ３％ ꎬ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经济的

最低增速ꎬ ２０２０ 年全球人均 ＧＤＰ 增速、 贸易和服务的进出口占比的下滑程度

均超过了 ２００９ 年因金融危机下滑的程度 (如图 １ 所示)ꎮ

—６３—

①

②

③

④

[美] 威廉伊斯特利著ꎬ 姜世明译: «经济增长的迷雾: 经济学家的发展政策为何失败»ꎬ
北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２ 页ꎮ

[以] 奥戴德盖勒著ꎬ 余江译: «人类之旅: 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ꎬ 北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ꎬ 第 ＸＩ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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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５０ 年与天气有关的灾害增加ꎬ 损失上升ꎬ 死亡减少»ꎬ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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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全球主要指标变化情况 (１９９４—２０２１ 年)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绘制ꎮ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５]

　 　 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抑制了人的发展ꎮ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

显示ꎬ ２０２０ 年出现全球极端贫困人口 ２０ 多年来的首次上升ꎬ 全球新增贫困人

口达 １ １９ 亿 ~ １ ２４ 亿ꎬ 极端贫困率上升至 ９ ５％ ①ꎬ 导致多达 ９０％ 国家的人

类发展指数出现有记录以来的首次下降②ꎮ 由于各国经济基础、 抗疫策略等方

面的差异ꎬ 形成了 “分化式” 的不均衡复苏ꎬ 各国间的不平等进一步扩大ꎮ
这种 “断层” 效应不仅将扩大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不平等ꎬ 造

成严重的区域间分化ꎬ 还将严重威胁全球经济复苏的韧性和可持续性ꎮ
全球在经历自二战以来持续的发展后ꎬ 正遭遇百年未见之大变局ꎮ 全球

发展如何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同时应对多重挑战ꎬ 重塑全球发展机制和实

现路径成为十分紧迫的战略抉择问题ꎮ 显然ꎬ 全球发展的良性机制和路径实

现将有利于推进全球化和全球范围内的合作ꎬ 在实现各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缩

小国家之间的差距与不平等ꎬ 在实现当前发展的同时为子孙后代奠定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基础ꎮ

二　 全球发展的核心机制: 创新、 可持续与包容

全球发展机制的核心问题是发展的可持续性ꎬ 其中关键制约因素是经济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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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过程如何保持韧性ꎮ 全球增长史实表明ꎬ 这并非是一个持续稳定的顺利

过程ꎮ 全球经济增长的历史ꎬ 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的历史揭示了这一经验事

实ꎬ 即各国实现偶尔的增长ꎬ 甚至是短期的高速增长并不困难ꎬ 历史上几乎

每个国家都经历过ꎬ 但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现过长期保持适度的增长ꎮ 对

１９５０—２０１１ 年期间 １４１ 个国家长期增长绩效分析后可知ꎬ 富国在大约 ８４％ 的

年份里实现了增长ꎬ 而穷国仅在 ６２％的年份里实现了增长ꎬ 虽然穷国在增长

期的增长速度并不低于富国ꎬ “事实上ꎬ 穷国的平均增长率要高于富国”ꎬ 但

它们的萎缩率和萎缩频率也更高ꎬ 其累积结果仍然是拉大了穷国与富国的差

距ꎬ 导致穷国与富国出现了无条件的趋异而不是趋同ꎮ① 因此长期经济增长是

非连续的ꎬ 是增长和萎缩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大多数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变化曲线看起来不仅仅是连续的上升ꎬ 更像是一系列的矮山ꎬ 最好的情况是

高原ꎬ 最坏的情况是山、 谷、 高原甚至是悬崖的随机组合ꎮ 特别是对发展中

国家而言ꎬ 负增长是一种常见的现象ꎮ②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ꎬ 在全球化过程

中ꎬ 各国在增长过程中的分化仍然是不争的事实ꎮ 而且ꎬ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

分析可以发现ꎬ 只有在条件变量相类似的国家ꎬ 经济趋同才会出现ꎮ③ 可见ꎬ
准确选择对不同国家都具有共约性的、 合意的条件变量作为发展导向ꎬ 对于形

成不同国家实现共同增长的基础能力和保持增长活力的现实意义重大ꎮ 对此ꎬ
全球发展倡议从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 的基本思想出发ꎬ 聚焦全球可

持续发展目标ꎬ 将创新驱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普惠包容作为实现全球发展

的三大机制ꎬ 这三大机制相互依存、 相互影响ꎬ 共同作用于全球发展过程ꎮ
要实现全球发展ꎬ 创新作为可持续的驱动力尤为关键ꎮ 发展史表明ꎬ 人

类社会之所以从长期停滞走向增长转型ꎬ 人均收入水平出现持续增长ꎬ 从而

突破马尔萨斯均衡陷阱ꎬ 其中ꎬ 创新对人口和技术进步之间形成动力机制至

关重要ꎮ 创新引致的技术进步不仅成为人均收入增长的驱动力ꎬ 而且也是各

国增长分化的重要因素ꎮ④ 在这过程中全球化在其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角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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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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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丹尼罗德里克: «经济增长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ꎬ 载 «比较»ꎬ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４２ 页ꎮ

[美] Ｏ 盖勒著ꎬ 杨斌译: «统一增长理论»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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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ꎬ 正如经济学家费尔普斯指出ꎬ 创新及从社会的角度将创新引入经济的意

愿所必需的欲望和能力①构成了不同国家的 “活力”ꎻ 而紧密的全球联系可以

促进创新与知识的传播ꎬ 可以使每个创新者都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ꎮ② 创新

与技术进步不仅推动国家的长期发展ꎬ 而且对于全球发展也是最重要、 最基

础的驱动力ꎮ 毋庸置疑ꎬ 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可持续的创新ꎮ 经济史学家盖

勒基于整个人类发展历史的考察ꎬ 发现人口规模及其结构与技术变革相互促

进ꎬ 直至推动创新率达到临界点并最终产生爆发式突破ꎬ 是理解人类发展进

程和破解增长谜题的关键所在ꎬ 特别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中ꎬ 这个良性循环一

再发生ꎮ③ 从更近的历史来看ꎬ 在工业革命前大约 １５００ 年的历史中ꎬ 平均增

长速度约为零ꎬ 直到 １９ 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和创新ꎬ 部分国家实现

了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ꎬ 如 １８１５ 年前后的英国和美国、 １８７０ 年前后的德国和

法国ꎮ 积极引进这些领先经济体的新工艺和新产品的国家ꎬ 比如荷兰和意大

利ꎬ 也见证了本国增长率的提升ꎮ④ 工业革命以来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ꎬ
一国采纳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政策ꎬ 再辅之以对外开放等政策和制度ꎬ 可以在

初期实现强劲的增长ꎬ 但是如果后续未能有效地转向创新经济并进行相关制

度和政策的调整ꎬ 则往往会导致增长中断ꎬ 难以实现持续的长期增长ꎮ 二战

后不少国家都迈过了中等收入门槛ꎬ 但几十年过后这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分

化: 一些曾经被誉为新兴经济体的国家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ꎬ 由于长期

经济增长动力的缺失ꎬ 落入 “发展陷阱”ꎻ 而另一些经济体如东亚的日本和韩

国实现了持续增长ꎬ 成功跨过 “陷阱”ꎬ 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⑤ꎮ 长期增长的

历史表明ꎬ 尽管有着相似的起点ꎬ 但国家越是走向发达ꎬ 距离技术前沿越近ꎬ
就越需要用持续创新来充当增长发动机以实现技术追赶⑥ꎮ

创新不仅影响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ꎬ 也影响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的解决ꎮ
当前全球虽然面临着资源、 生态、 能源、 气候等一系列危机ꎬ 但是通过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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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发明和应用ꎬ 调整产业结构ꎬ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ꎬ 相关危机是可以减缓、
克服乃至避免的ꎬ 从而保障发展的可持续性ꎮ 因此ꎬ 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和

技术进步ꎬ 可提升人均收入水平ꎬ 并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①ꎮ 此外ꎬ 创新与

市场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ꎬ 创新需要广泛的市场应用ꎬ 市场对创新的检

验又推动了创新的进一步发展ꎬ 在此过程中ꎬ 新技术和新企业的出现与旧技

术和旧企业的退出ꎬ 都是创新的组成部分ꎮ 概言之ꎬ 创新过程需要资源市场

化配置的实现ꎬ 唯如此ꎬ 创新才能真正作用于经济增长ꎮ 过去一个多世纪发

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进程显示ꎬ 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从进口替代、 技

术引进到通过创新实现自身技术能力建设的转型过程ꎬ 就不可能为人类的科

技进步贡献力量ꎮ② 还应该看到ꎬ 创新的国际化正在改变创新过程和创新资源

的全球配置ꎮ 发达国家的创新和研发活动在不断加速升级的同时ꎬ 一些研发

活动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ꎻ 这一过程中能力的积累将为未来的创新增长奠

定基础ꎮ③ 因此ꎬ 菲尔普斯在分析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ꎬ 指出创新需要跨

越国别的界限: 人类拥有非凡的天赋ꎬ 整个人类社会只要有意愿就有可能建

立起一个允许和鼓励新想法产生的经济ꎬ 从而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ꎮ④ 全球发

展倡议正是基于创新驱动需要各国共同努力的事实ꎬ 明确呼吁各国顺应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潮流ꎬ 特别是要打造开放、 公平、 公正、 非歧

视的科技发展环境ꎬ 挖掘疫后经济增长新动能ꎬ 携手实现跨越发展ꎮ
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发展倡议的核心理念ꎮ “罗马俱乐部” １９７２

年发表的 «增长的极限» 作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先驱ꎬ 引发了半个世纪

的学术理论、 经济治理以及国际合作的研究ꎮ １９８７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ＷＣＥＤ) 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 “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ꎬ 又不对后代

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ꎮ”⑤ 即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最佳生态系统ꎬ
用以支持生态的完整性和人类全体生存愿望的实现ꎬ 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英] 马特里德利著ꎬ 王大鹏、 张智慧译: «创新的起源: 一部科学技术进步史»ꎬ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ꎬ 第 ３５０ 页ꎮ

[美] 董洁林著: «人类科技创新简史»ꎬ 北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第 ４７６ 页ꎮ
[美] 乐文睿、 马丁肯尼、 约翰彼得穆尔曼主编ꎬ 张志学审校: «中国创新的挑战: 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２３８ 页ꎮ
[美] 埃德蒙费尔普斯、 [法] 莱彻博吉洛夫、 [新加坡] 云天德、 [冰岛] 尔维索伊

加著ꎬ 郝小楠译: «活力»ꎬ 北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ꎬ 第 １７ 页ꎮ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ꎬ 王之佳、 柯金良译: «我们共同的未来»ꎬ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

社ꎬ １９９７ 年ꎬ 第 ５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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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持续ꎬ 因此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发展的可持续性ꎬ 而不是单个国家发展的

可持续性ꎬ 体现的是包括人类福祉和环境福祉在内的综合福祉ꎮ① 人类福祉和

环境福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ꎬ 只有在二者都得到发展的情况下ꎬ 才能实现

全球的可持续发展ꎮ １９９２ 年ꎬ 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强

调了上述理念ꎬ 大会通过的 «里约热内卢宣言» 与 «２１ 世纪议程» 强调和

平、 发展和环境保护是互相依存、 不可分割的ꎮ ２０１２ 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

召开的可持续发展大会 ( “里约 ＋ ２０” 峰会) 把 “可持续发展” 和 “消除贫

困的背景下发展绿色经济” 作为两大主题ꎬ 再次承诺实现可持续发展ꎬ 确保

为地球及今世后代创造经济、 社会、 环境可持续的未来ꎮ② 对此ꎬ 全球发展倡

议秉承可持续发展思想ꎬ 明确提出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ꎮ 事实上ꎬ 气候

变化本质上是全球性的现象ꎬ 要缓解甚至避免气候变化的影响ꎬ 全球范围的

普遍响应极有必要ꎮ 因此ꎬ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要对实现全球发展负责ꎬ 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建立伙伴关系ꎮ③ ２０３０ 年议程就是上述思想的集中

体现ꎬ 其目标是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实现全球发展ꎬ 基于 “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ꎬ 穷国、 富国和中等收入国家共同采取行动ꎬ 消除贫困、 保护地

球、 确保所有人的和平与繁荣ꎮ④ 发展绿色经济已经逐渐成为各国解决多重挑

战的共识方案ꎬ 并成为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的新机遇和新载体ꎬ
２０１２ 年联合国 “里约 ＋ ２０” 大会也将绿色经济作为大会的两大主题之一ꎬ 呼

吁通过绿色新政发展绿色新兴产业、 增加绿色就业、 提高绿色竞争力等目标ꎬ
助推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ꎮ 然而ꎬ 挑战仍然严峻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Ｐ) 对世界 ５０ 大经济体的调查发现ꎬ 尽管绿色投资的乘数是非绿色投资

的两到三倍⑤ꎬ 但复苏总支出中只有不到 ２０％是绿色支出ꎮ⑥ 可见ꎬ 面对气候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Ｏ Ｐ Ｄｗｉｖｅｄｉ ａｎｄ Ｒｅｎｕ Ｋｈａｔｏｒꎬ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ｔｈｉｃ”ꎬ
ｉｎ Ａｌｉ Ｆａｒａｚ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Ｊａｃｋ Ｐｉｎｋｏｗｓｋｉ (ｅｄｓ)ꎬ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ａｒｃｅｌ Ｄｅｋｋｅｒ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１０１９

联合国: «我们希望的未来»ꎬ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ｔｒｅａｔｙ / Ａ －
ＲＥＳ － ６６ － ２８８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５]

Ｒｏｂｅｒｔ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 － Ａｌｌｅｎꎬ Ｔｈｅ Ｗｅｌｌ － 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ｂｙ －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

Ｓ Ｆｕｋｕｄａ － Ｐａｒｒ ａｎｄ Ｄ ＭｃＮｅｉｌｌꎬ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ＤＧ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ꎬ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Ｎｏ Ｓ１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５

Ｎ Ｂａｔｉｎｉꎬ Ｍ ｄｉ Ｓｅｒｉｏꎬ Ｍ Ｆｒａｇｅｔｔａꎬ Ｇ Ｍｅｌｉｎａꎬ ａｎｄ Ａ Ｗａｌｄｒｏｎꎬ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Ｂｅｔｔｅｒ: Ｈｏｗ Ｂｉｇ
Ａｒｅ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ｓ?” ｉｎ ＩＭ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Ｎｏ ２０２１ / ０８７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ꎬ ｐ １

ＵＮＥＰꎬ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１”ꎬ ２０２１ꎬ ｐ 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ｄｏｃｓ ｕｎｅｐ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２０ ５００
１１８２２ / ３７９４６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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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生物多样性丧失、 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发展难

题ꎬ 全球发展倡议所强调的 “加快绿色低碳转型ꎬ 实现绿色复苏发展”① 具

有现实紧迫性ꎮ
与上述全球发展要以人民为发展中心的基点相对应ꎬ 全球发展倡议强调

以普惠包容来实现共同发展的范式问题ꎬ 突出发展成果应更多更好更公平地

惠及各国及其人民的核心命题ꎮ 从长远的历史来看ꎬ 减少不平等和实现持续

增长是同一硬币的两面ꎬ 即使将外部冲击、 初始收入、 制度质量、 贸易开放

度和宏观经济稳定性等因素考虑在内ꎬ 不平等对长期经济增长仍然很重要ꎬ
不平等加剧会阻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可持续性ꎮ② 从全球不平等发展的历史来

看ꎬ 全球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自工业革命以来首次出现了下降ꎬ 下降源自国

家之间的不平等减弱ꎬ 然而该趋势又被各国内部不平等的加剧所抵消ꎬ 使得

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生活在不平等日益严重的国家之中ꎮ③ 阿特金森将此过程描

述为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水平呈现出 “Ｕ” 形ꎬ 而国家间的不平等水平则呈现

出倒 “Ｕ” 形ꎮ④ 各国的收入差距是全球不平等的主要原因ꎬ 其深层次原因是

快速的全球化以及伴随全球化的技术革新产生了重要的分配效应ꎬ 即全球化

使人类社会获得巨大财富增长的同时ꎬ 技术进步的惊人成就并未在全球范围

内得到平等的分享ꎻ 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和发展速度加快的同时ꎬ 很多落后国

家却深陷欠发达困境ꎮ⑤ 创新与技术进步驱动了生产率与经济增长ꎬ 也加剧了

增长分化与不平等现象ꎮ 一般而言ꎬ 创新和技术进步更有利于技能劳动力而

不那么有利于非技能劳动力ꎻ 更有利于资本所有者而非劳动力的回报ꎮ 创新

与技术进步一方面加速了全球化ꎬ 另一方面也对以制造业和可贸易的服务业

为代表的中等收入员工的就业岗位和工资增长形成冲击ꎮ⑥ 毫无疑问ꎬ 在人类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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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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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３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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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迎来全球范围内新一轮以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之际ꎬ
必须面对这些矛盾ꎮ 显然ꎬ 要使新技术革命和创新惠及所有国家ꎬ 涉及信息

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提供和获取问题ꎮ 相比于发达国家ꎬ 发展中国家在数

字基础设施和技术上存在巨大的差距ꎮ 国际电信联盟 (ＩＴＵ) 统计数据显示ꎬ
２０２１ 年最不发达国家 ４Ｇ 网络人口覆盖率仅为 ５３％ ꎬ ３Ｇ 网络人口覆盖率为

３０％ ꎬ 固定宽带订阅量为每 １００ 位居民只有 １ ４ 个用户ꎬ 使用互联网的人口

仅占 ２７％ ꎮ① 因此ꎬ 弱化数字鸿沟ꎬ 解决新一轮技术革命中科技资源的不平

等现象ꎬ 对于全球发展至关重要ꎻ 概言之ꎬ 普惠包容应当成为实现全球发展

的必由之路ꎮ 对此ꎬ 需要新的全球发展理念ꎮ 很明显ꎬ 全球发展倡议所体现

的发展范式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国际发展概念ꎮ 国际发展通常强调发达国家对

发展中国家的援助ꎬ 援助被认为是决定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的关键因素②ꎬ 其

中比较典型的就是联合国制定的 «千年发展目标»ꎬ 它更多体现发达国家为发

展中国家设计的发展目标ꎮ③ 国际发展所表达的内涵已不适合当前应对重大挑

战所需要的各国共同合作的格局ꎬ 全球发展的概念与当前全球所面临的广泛

挑战和共同应对的必要性更为贴切④ꎬ 全球发展涵盖全球范围内的所有国家ꎬ
关注转型和变化等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ꎬ 特别是贫困、 社会排斥、 区域

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受到关注的问题ꎮ⑤ 从各国发展

面临的现实挑战来看ꎬ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ꎬ 都面临着增长分化、
气候变化、 公共卫生恶化、 区域冲突等亟待解决的全球性挑战ꎬ 特别是全球

能源结构和生态环境面临诸多挑战的现实ꎬ 充分表明全球可持续发展必须建

立在各国相互依赖和有效合作的基础之上ꎮ 毋庸置疑ꎬ 发达国家需要承担更

多的历史与现实责任ꎬ 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ꎬ 通过缓债、 发展援助等

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困难特别大的脆弱国家ꎬ 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ＩＴＵ ＩＣＴ ＳＤ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ｔｕ
ｉｎｔ / ｅｎ / ＩＴＵ － Ｄ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Ｐａｇｅｓ / ＳＤＧｓ － ＩＴＵ － ＩＣＴ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ｓｐｘ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５]

Ｇ Ｈａｒｔ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 Ｃｕｌｓ ｄｅ Ｓａｃ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Ｐａｔｈｓ”ꎬ ｉ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Ｖｏｌ ２５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６４９ － ６５８

Ｄ Ｈｕｌｍｅꎬ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Ａ 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Ｐｒｏｍｉｓｅ”ꎬ
ｉｎ ＢＷＰ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１００ꎬ ｐ １ꎬ ２００９

Ｒ Ｈｏｒｎｅｒ ａｎｄ Ｄ Ｈｕｌｍｅꎬ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Ｖｏｌ ５０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３４７ － ３７８

Ｓ Ｍａｘｗｅｌｌꎬ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ꎬ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ꎬ
ｉｎ ＩＤ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ꎬ Ｖｏｌ ２９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 ２０ －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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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ꎮ① 国际社会客观存在的多样性决定了普惠包容

内含于全球发展的机制中ꎮ
不论是 «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 一书中基于人类发展历史

的考察ꎬ 还是 «皮凯蒂之后: 不平等研究的新议程» 中广泛的跨国对比分析ꎬ
相关结果都证明全球发展的三大机制即创新驱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普惠

包容是基于世界的成功经验、 着眼于全球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ꎬ 且是可努力

实现的目标机制ꎮ 创新是当今世界绝大多数人与他们的祖先相比享受着繁荣

和智慧生活的原因ꎬ 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出现财富大爆炸的首要因

素ꎬ 也解释了为何极端贫困的发生率在全球范围内有史以来首次出现自由落

体式下降ꎮ②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ꎬ 从 “罗马俱乐部”
的增长极限到 “风险社会” 概念所包含的生态挑战ꎬ 再到各种环境运动和地球

峰会ꎬ 全球社会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已经有半个世纪ꎬ 当前全球生态环境的恶

化使得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ꎮ 普惠包容关注国家

间的平等均衡发展ꎬ 其实质是要实现机会平等的增长ꎬ 通过消除各国背景不同

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ꎬ 从而缩小发展结果的不平等ꎬ 使各国可以公平合理地分

享经济增长ꎮ 这三大机制相互关联ꎬ 不可或缺ꎬ 构成了全球发展的机制基础ꎮ

三　 全球发展的实现路径: 坚持发展优先与行动导向

全球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增长努力和国家之间的

有效合作程度ꎬ 但是在现实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发展和治理困境ꎬ 从而影响

发展机制的推进ꎮ 其原因何在? 路径选择和路径实现能力应当是其中至关重

要的决定因素ꎮ 经济学家罗德里克发现ꎬ 一些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借鉴而

来的发展政策ꎬ 特别是贸易壁垒、 价格控制、 私有化、 财政政策、 劳动力市

场、 外汇和资本管制等领域的改革和治理方案均言之有理ꎬ 但其结果却是经

济鲜有增长ꎬ 私人投资仍然萧条ꎬ 贫困和不平等不降反升③ꎻ 而另一些国家则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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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ꎬ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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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马特里德利著ꎬ 王大鹏、 张智慧译: «创新的起源: 一部科学技术进步史»ꎬ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ꎬ 第 ４ 页ꎮ

[土耳其] 丹尼罗德里克著ꎬ 张军扩、 侯永志等译: «一种经济学ꎬ 多种药方: 全球化、 制

度建设和经济增长»ꎬ 北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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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获取全球化的好处并实现持续增长ꎮ 出现这种反差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

前者路径选择的失当和路径实现能力的弱化或缺失ꎬ 从而出现很多发展战略

和治理方案言而无行、 行而无效的现象ꎮ 罗德里克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

解答这些 “迷惑”ꎬ 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全球发展中选择路径和构建路径实现

能力的关键作用ꎮ
基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ꎬ 罗德里克认为ꎬ 首先要区分 “启动增长” 和 “维

持增长” 之间的差异ꎬ 如果忽视二者之间的区别ꎬ 将会导致目标偏离可行性、
无差别化和不现实的政策议程ꎬ “维持增长” 在许多方面要比前者困难得多①ꎻ
其次ꎬ 各个国家在对全球化做出反应的制度安排时ꎬ 要具备较大的制度创新

空间ꎬ “成功的国家就是那些善于利用这些政策空间的国家”②ꎻ 最后ꎬ 建立

识别对增长产生 “硬约束” 的框架ꎬ 以便使改革战略能够集中于最紧要的领

域ꎮ 增长诊断的目的在于以适合本国情况的、 有针对性的政策消除发展的制

约因素ꎬ 同时使政策设计活动制度化ꎮ③针对全球化与国家特性之间的矛盾ꎬ 罗

德里克主张ꎬ 设计合适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能够在保留全球化大部分利益的同

时ꎬ 以适当的速度推进国内制度改革以帮助那些国家实现本国发展目标ꎮ 对此ꎬ
罗德里克进一步在跨国对比分析的基础上ꎬ 指出 “华盛顿共识” 虽然提供了实

现发展目标的一种符合逻辑的方法ꎬ 但它并非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目标的唯一

路径ꎬ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现有的行政管理和政治制度ꎬ 或有其他更好的达到目

标的途径ꎬ 从而突出了发展的路径选择的重要意义ꎮ④ 显然ꎬ 仅仅限于发展路径

的选择还远远不够ꎬ 路径实现的能力往往也成为发展的障碍ꎮ 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
在审视各国的发展计划后发现ꎬ 各国都有各种各样的发展计划ꎬ 甚至是长期计划ꎬ
然而由于执行能力和财政手段欠缺、 政治经济改革能力薄弱以及缺乏应急规划ꎬ
导致大多数发展计划并没有得到落实⑤ꎮ 罗德里克给我们的启示是ꎬ 在一个经济快

速全球化的时代ꎬ 经济增长始终是第一位的ꎬ 而就实现这一目标而言ꎬ 路径选择

对决定导向固然重要ꎬ 但是实际行动能力同样构成路径实现的重要内容ꎮ
毫无疑问ꎬ 全球发展目标的实现还面临着集体行动的难题ꎮ 全球发展目

—５４—

①

④

⑤

②③　 [土耳其] 丹尼罗德里克著ꎬ 张军扩、 侯永志等译: «一种经济学ꎬ 多种药方: 全球

化、 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ꎬ 北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１ 页ꎬ 第 ３９ 页ꎬ 第 １５ 页ꎬ 第 ５１ 页ꎮ
[土耳其] 丹尼罗德里克著ꎬ 张军扩、 侯永志等译: «一种经济学ꎬ 多种药方: 全球化、 制

度建设和经济增长»ꎬ 北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２１ 页ꎮ 作者充分肯定中国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

于华盛顿共识的发展道路的成就ꎮ
ＯＥＣＤꎬ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ꎬ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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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中包含大量的集体行动难题ꎬ 而集体行动悖论在于ꎬ 个体行为者通常不会

为共同利益而行动ꎬ 即使他们也会受益ꎬ 这也会导致协调失败和次优结果ꎬ
尤其会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和全球治理的效率问题ꎮ 此外ꎬ 罗德里克指出ꎬ
过犹不及的全球化导致资本、 政府和各国社会大众之间利益关系趋向紧张ꎬ
需要回归到保留国内政策空间的理性全球化ꎬ 以便实现更可持续、 公平和包

容的全球发展①ꎮ 如果忽略不同群体对激励的反应ꎬ 忽略激励和反应的多样

化ꎬ 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的利益和行动的协调ꎮ 可见ꎬ 全球发展路径的可行性

还需建立在对全球发展趋势和不同类型国家发展经验的客观认识的基础之上ꎮ
还应当看到ꎬ 当前新冠疫情已经充分暴露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存在的一些

短板ꎬ 一些国家的政策趋向保护主义ꎬ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明显

下降ꎬ 更凸显了维护多边主义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性ꎮ 在这样的背景

下ꎬ 构建具有共通性特征的实现路径十分必要ꎮ
全球发展倡议强调要 “加强主要经济体政策协调ꎬ 保持连续性、 稳定性、

可持续性ꎬ 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ꎬ 推动多边发展合作进程

协同增效ꎬ 加快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②ꎬ 体现发展中的问题只

能通过发展和合作才能解决的基本思想ꎮ 实现全球发展需要明确的发展目标ꎬ
更需要务实的行动举措ꎬ 将全球发展共识转化为国际发展合作的务实行动ꎬ
对此全球发展倡议倡导 “坚持发展优先” 和 “坚持行动导向”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中国在联合国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部长级会议上阐述的 “围绕中心、
项目引领、 各方参与、 加大投入、 全面推进、 突出重点” 六个方面ꎬ 实质上

为实现全球发展目标提供了基本路径ꎮ
一是 “围绕中心”ꎬ 即围绕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发展目标ꎮ ２０３０ 年议程是

２０１５ 年 １９３ 个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上一致通过的ꎬ 它建立了一个规范性框架ꎬ
将发展定义为对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普遍渴望ꎬ 不仅为各国提供了共同的发

展目标ꎬ 而且包含具体和可衡量的目标和指标ꎬ 容易被各国所接受ꎮ③

二是 “项目引领”ꎬ 即通过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的项目推进各国的能力建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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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丹尼罗德里克著ꎬ 卓贤译: «贸易的真相: 如何构建理性的世界经济»ꎬ 北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 ２７ 页ꎮ

新华社: «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ꎬ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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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务实合作ꎮ ２０２２ 年中国发布了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首批项目清单ꎬ 其中

包括减贫、 粮食安全、 工业化等领域的 ５０ 个务实合作项目和新的 １０００ 期能

力建设项目①ꎬ 同时欢迎各国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提出新的项目建议ꎬ 不断充

实全球发展倡议的项目库ꎮ
三是 “各方参与”ꎬ 即以联合国为重要合作伙伴ꎬ 以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

小组” 成员为主体ꎬ 带动其他国家参与ꎮ 全球发展倡议注重与已有合作机制

协同增效ꎬ 对接已有的合作战略ꎬ 推动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ꎬ 形成国际合

力ꎬ 包括推动联合国、 亚太经合组织、 二十国集团、 金砖国家、 上海合作组

织、 中国—东盟 “１０ ＋ １” 机制等多边合作机制ꎬ 同心协力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ꎮ
四是 “加大投入”ꎬ 即用好 “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 等各项发展资

金ꎬ 并汇聚更多的资源ꎮ 当前全球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ꎬ 其中之一就是以金

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ꎬ 使全球治理体系从以西方发达国家主

导转变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主导ꎬ 新兴经济体已经具备一定能力去表达

和维护自己在全球治理中的利益ꎮ ２１ 世纪以来最典型的新兴全球治理机制包括金

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ＮＤＢ) 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ꎬ 简称亚投行)ꎮ 金砖

国家银行通过金砖国家内部融资服务于成员国的发展需要ꎬ 弥补了发达国家主导

的全球治理机制在促进发展领域中的不足ꎮ 亚投行是立足于区域、 面向全球的新兴

治理机制ꎬ 由中国发起倡议ꎬ 多边参与建立ꎬ 惠及广大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多边

开发性金融机构ꎮ 金砖国家银行和亚投行都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ꎬ 促进了南南合

作ꎮ② 利用好此类南南合作的基金并加大投入ꎬ 将进一步促进多边合作和全球发展ꎮ
五是 “全面推进”ꎬ 即通过加强八大重点领域的合作ꎬ 加快落实 ２０３０ 年

议程ꎮ 八大重点领域合作包括减贫、 粮食安全、 抗疫和疫苗、 发展筹资、 气

候变化和绿色发展、 工业化、 数字经济、 互联互通等ꎮ 全球发展倡议将加强

和改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协调与合作ꎬ 增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和发展

韧性ꎻ 通过推动国际社会全面有效落实 «巴黎协定»ꎬ 加强全球气候环境治

理ꎬ 推动各国生产和消费向着绿色低碳转型ꎬ 加强绿色融资ꎬ 促进绿色技术

研发和转移分享ꎬ 实现绿色复苏ꎻ 通过加强政策协调和能力建设ꎬ 推动新型

—７４—

①

②

王毅: «携手推进全球发展倡议ꎬ 合力谱写共同发展新篇章———在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部长级会议上的主旨发言»ꎬ 外交部网站ꎬ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２０９ / ｔ２０２２０９２１＿１０７６９１２７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５]

Ｅ Ｍａｗｄｓｌｅｙꎬ “Ｓｏｕ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３ ０?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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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合作ꎬ 促进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ꎻ 通过加强数

字经济合作ꎬ 帮助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消弭数字鸿沟ꎬ 提升数字基础设施

水平和产业发展能力ꎬ 促进数字经济下共享普惠发展提供新的机遇ꎻ 通过增

强互联互通ꎬ 利用更便捷的沟通和合作技术手段ꎬ 促进技术转移和知识分享ꎬ
增强发展伙伴关系ꎬ 让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各国可持续发展ꎮ

六是 “突出重点”ꎬ 即在全面推进的同时ꎬ 聚焦当前粮食和能源安全等挑

战ꎮ 通过实施惠及民生的国际减贫合作项目、 分享交流减贫经验、 开展国际减

贫培训等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减贫事业ꎻ 通过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 实施农业援

助项目、 完善国际粮农治理、 协调提供国际粮食援助等方式帮助脆弱群体改善粮

食安全ꎻ 通过增强发展中国家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ꎬ 帮助其提高疫苗部署能

力ꎬ 开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交流ꎬ 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ꎮ
从全球化的历史看ꎬ 有效路径选择的缺失以及路径实现的困难一直是困

扰全球治理和发展的难点ꎮ 一国能否实现路径选择或改进其原有的发展路径ꎬ
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制度和产业结构ꎬ 而这些制度和产业结构通常与该国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工业发展的历史息息相关ꎬ 这些结构性传承往往被认为是

对改变发展路径的挑战ꎮ① 日益紧密的全球化、 超国家经济体的出现、 持续的

技术发展使得一国的路径选择和路径实现变得更为复杂ꎮ 不同于以往发展倡

议中关于制度选择的分析ꎬ 全球发展倡议在对当今全球发展存在的约束因素

和难点的准确诊断基础上ꎬ 不囿于 “华盛顿共识” 与 “北京共识” 之间的差

异ꎬ 对全球发展的实现路径以尊重各国的实践经验、 关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

制约因素为出发点ꎬ 聚焦于可作为的方向ꎮ 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和行

动导向ꎬ 并基于中国的发展经验ꎬ 通过项目合作的方式为合作方提供新的技

术结构和新的学习体系ꎬ 使其获得内生性增长的力量ꎬ 避免了历史上一些国

际治理方案的矫枉过正和过犹不及的问题ꎬ 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担当

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ꎮ 正如伊斯特利在 «经济增长的迷雾: 经济学家的发

展政策为何失败» 一书中所指出的: “中国的经验给我们带来了希望ꎬ 那就是

尽管本书所描述的西方式发展模式都失败了ꎬ 但是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仍然可

以依靠其内生的经济力量来获得成功ꎮ”②

—８４—

①

②

[德] 富克斯、 [英] 夏皮拉著ꎬ 王伟光、 吉国秀等译: «区域创新与变革: 路径依赖抑或地

方突破»ꎬ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１ 页ꎮ
[美] 威廉伊斯特利著ꎬ 姜世明译: «经济增长的迷雾: 经济学家的发展政策为何失败»ꎬ

北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４ 页ꎮ



发展史视角下全球发展范式重构与实现路径　

四　 结语: 中国对全球发展的贡献与努力方向

全球发展倡议是继 “一带一路” 后ꎬ 中国提出的又一重大倡议ꎮ 中国在

推动自身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ꎬ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引擎ꎬ 在市场、
投资、 贸易等方面给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ꎮ 自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 (ＷＴＯ) 以来ꎬ 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ꎬ 而且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ꎬ 中国平均贡献

了全球总增长的 １ / ３ꎬ 超过了所有发达经济体的贡献总和①ꎮ 中国对全球发展

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ꎮ
首先ꎬ 通过全面脱贫减少了绝对贫困人口ꎮ 以 ２０１０ 年中国贫困标准计

算ꎬ １９７８—２０１９ 年期间ꎬ 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９７ ５％ 下降到 ０ ６％ ꎬ 农村

贫困人口从 ７ ７ 亿下降到 ５５０ 万ꎬ 减少近 ７ ６５ 亿ꎮ １９８１—２０１７ 年期间ꎬ 全世

界平均每年减少近 ３４００ 万贫困人口ꎬ 其中 ２４００ 万来自中国的贡献②ꎮ 中国人

类发展指数排名从 １９９０ 年的第 １０６ 名 (共 １４４ 个国家) 提升到 ２０２１ 年的第

７９ 名 (共 １９１ 个国家)ꎬ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③ꎮ 中国的减贫成就不仅

帮助世界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ꎬ 还提前十年实现了联合国第一个可持续发展目

标———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ꎬ 为早日实现全球减贫目标提振了信心ꎮ
其次ꎬ 通过 “一带一路” 倡议带动沿线地区的发展ꎮ “一带一路” 倡议

同 ２０３０ 年议程在目标、 原则、 实施路径上高度吻合ꎬ 中国把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

程融入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中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ꎬ 中国政府与 １４１ 个国

家和 ３２ 个国际组织签署 ２００ 余份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ꎮ 中欧班列累计

开行突破 ４ 万列ꎬ 通达 ２３ 个欧洲国家的 １７０ 多个城市ꎬ 有效提升了各地区基

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水平④ꎮ
最后ꎬ 持续推进环境治理ꎬ 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ꎮ 中国实施积极应对气

—９４—

①

②

③

④

ＥＣＢ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Ｅｕｒｏ Ａｒｅ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ꎬ Ｉｓｓｕｅ ７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３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世界银行著: «中国减贫四十年: 驱动力量、 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

向» (会议版)ꎬ ２０２２ 年ꎬ 第 ７ 页ꎮ
ＵＮＤＰꎬ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１－２２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ｉｍｅｓꎬ Ｕｎｓｅｔｔｌｅｄ Ｌｉｖｅｓ: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ｕ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 ａ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ꎬ ２０２２ꎬ ｐ ２８５ ｈｔｔｐｓ: / / ｈｄｒ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ｈｕｍａｎ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２１ － ２２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５]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著: «中国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 (２０２１ 年)»ꎬ ２０２１
年ꎬ 第 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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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的国家战略ꎬ 推进减缓、 适应气候变化各项行动ꎬ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

碳转型ꎬ 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ꎬ 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

试点碳市场已成长为配额成交量全球第二大的碳市场ꎬ 累计交易 ３ ３１ 亿吨ꎬ 成

交额达 ７３ ３６ 亿元ꎬ 减排成效初现ꎮ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增至

２４ ３％ꎬ 光伏和风能装机容量、 发电量均居世界首位ꎬ 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

量比 ２０１５ 年下降 １８ ８％ꎬ 超额完成向国际社会承诺的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目标①ꎮ
尽管中国对全球发展提供了基于自身实践与努力的贡献ꎬ 有其发展的特

殊性ꎬ 但是中国的经验也融合了全球发展的公约性问题ꎬ 对实现全球发展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ꎮ 当前新冠疫情持续影响ꎬ 俄乌冲突带来动荡与不确定性ꎬ
加之气候和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ꎬ 严重冲击全球发展进程ꎬ 贯彻落实全球

发展倡议对实现全球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ꎮ
其一ꎬ 坚持以全球化推动全球发展ꎮ 全球化过程可追溯至几个世纪以前ꎬ

随着创新和技术的变化、 商业企业的发展、 全球局势的演化ꎬ 全球化的强度

也在不断增加ꎮ 全球化对生产力提升、 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提高不可或缺ꎮ
通过全球化ꎬ 开放经济体能够提高生产力ꎬ 实现收入水平更快增长ꎮ 全球化

可以增强一国的外部联结ꎬ 促进一国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ꎬ 提高资本配置

效率ꎬ 实现规模报酬ꎮ 在当今高度互联的世界中ꎬ 没有一个国家是 “孤岛”ꎬ
全球危机和全球问题需要全球共同来应对ꎬ 加强全球韧性、 实现可持续增长

需要更多的全球经贸合作③ꎬ 因此全球化是实现全球发展的必经之路ꎮ 正如习

近平主席所指出的ꎬ “今天ꎬ 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 更

广泛ꎬ 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 更紧密ꎮ 一体化

的世界就在那儿ꎬ 谁拒绝这个世界ꎬ 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ꎮ”④

其二ꎬ 坚持以完善的全球治理体系支撑全球发展ꎮ 二战后全球经济的快

速增长离不开战后建立的许多国际机构ꎬ 如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ꎬ 同时许多有关全球发展方面的组织成立于联

合国内部ꎬ 如粮农组织、 教科文组织和世卫组织等ꎬ 这些国际机构的成立有

效地改进了全球治理ꎬ 为全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ꎮ 当前新冠疫情的

—０５—

①
③

④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著: «中国落实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 (２０２１ 年)»ꎬ ２０２１ 年ꎬ 第４ 页ꎮ
ＷＴＯꎬ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ꎬ ２０２１ꎬ ｐ 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ｒｅｓ＿ 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ｅ / ｗｔｒ２１＿ ｅ ｈｔｍ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５]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２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ꎬ 新华社ꎬ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４ 日ꎮ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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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史视角下全球发展范式重构与实现路径　

持续进一步强化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ꎬ 疫情冲击下韧性成为一种公共产品ꎬ
因为它属于全球性层面ꎬ 既无法被排除ꎬ 也没有竞争性ꎬ “除非人人安全ꎬ 否

则无人安全”①ꎮ 因此ꎬ 政府间合作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核心ꎬ 国家在寻求自身

发展时也应顾及他国正当关切ꎬ 所有国家共同发展是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

途径ꎬ 有效的全球治理只有通过有效的国际合作才能实现ꎮ 同时ꎬ 大规模的数字

化转型正在席卷全球ꎬ 随着数字技术迅速改变经济ꎬ 与发展保持同步的负责任治

理对于通过更好地管理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潜在风险来优化收益至关重要ꎬ 各国进

行适当的政策和法规调整是其中的关键措施ꎮ 因此ꎬ 共商、 共建、 共享是各国参

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ꎬ 是实现全球发展的有效途径ꎮ 各国应共商发展计划ꎬ 共

同解决问题ꎬ 共同建立合作机制ꎬ 共同致力于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实现ꎮ
其三ꎬ 坚持以创新驱动为全球发展不断注入动力ꎮ 工业革命以来每次重大的

技术变革都导致大发展的势头ꎬ 并塑造着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创新ꎬ 为所有人提

供新的技术范式或最佳实践的常识ꎬ 带来经济的高增长和结构性改变ꎮ 因此ꎬ 实

现全球发展的核心是不断通过全球化促进先进技术和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ꎬ
实现各国的技术进步和持续创新ꎮ 当前全球创新格局变化过于迟缓ꎬ 高收入经济

体继续领跑全球创新指数ꎬ 发展中国家由于新冠疫情对研发投资产生了影响ꎬ 与

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ꎮ 各国不能错失本轮以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为基

础的技术变革浪潮ꎬ 建设互联互通的工业基础并同时推广前沿技术ꎬ 实现包括发

展中国家在内所有国家的发展ꎮ 因此ꎬ 创新驱动的实现需要强化国家之间的合作ꎬ
准确定位政府在创新中的角色ꎬ 完善创新制度和激励机制ꎬ 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ꎬ
使技术、 经济、 制度等方面的创新转化为长期发展的潜能ꎮ

全球发展不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重挑战ꎬ 未来也会面临各种未知的难

题ꎮ 全球发展倡议是对全球发展历史成功模式的总结ꎬ 强调以人为本ꎬ 突破

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界限ꎬ 构建了以人为本的全球发展新范式ꎬ 是对

逆全球化的积极应对ꎻ 全球发展倡议将创新驱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普惠

包容的核心机制ꎬ 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各国的平

等均衡发展融合在一起ꎬ 坚持发展优先和行动导向ꎬ 无疑将为全球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具有生命力的机制和路径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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