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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文明倡议专题

发展知识合作: 全球文明倡议
的拉美实践

郭存海

内容提要: 过去两年间ꎬ 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和全球文明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并化抽象理念为生动实践ꎮ
与此同时ꎬ 全球南方的新一轮觉醒给南南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机

遇ꎮ 中国和拉美同属全球南方ꎬ 都面临进一步发展的使命ꎬ 双方亟

待加强合作以实现共同发展ꎮ 从长远来看ꎬ 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

径是推进发展知识合作ꎬ 提高自主发展能力ꎬ 其中ꎬ 发展知识合作

是贯通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创新实践ꎮ 中国式现代化是

对中国百年发展经验和实践的高度凝结和提炼ꎬ 是中国最大的发展

知识ꎮ 历经早期的探索和近两年的创新实践之后ꎬ 中拉发展知识合

作不断走深走实ꎬ 最终搭建起 “以知识促发展ꎬ 以合作促发展”
为宗旨的中拉发展知识联盟———这种创新平台的价值令人期待ꎮ 本

文旨在从全球南方框架下考察发展知识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ꎬ 总

结其在联合国和发展中地区的探索ꎬ 在此基础上对中拉发展知识合

作的创新实践进行系统评价ꎮ 本文认为ꎬ ２０２４ 年中拉论坛十周年

将为中拉发展知识合作提供新动力ꎬ 未来应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

发展知识探索合作模式和路径ꎬ 以为新时期中拉全面合作伙伴提质

升级贡献智慧和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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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ꎬ 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ꎮ 一方面ꎬ 新冠疫情导致世

界经济复苏进程严重受挫ꎬ 南方国家的发展动力尤为不足ꎬ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实现难度增加ꎮ 另一方面ꎬ 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加剧了地区紧张局

势ꎬ 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甚嚣尘上ꎬ 人类文明进程遭遇重大挑战ꎮ① 面对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ꎬ 习近平主席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ꎬ 相继提出了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ꎮ 三大倡议构成了解决全球发

展和治理问题的中国方案、 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ꎮ
南北发展鸿沟的进一步扩大和南方国家发展诉求的相似性推动着全球南

方的整体性崛起ꎮ 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最大成员国和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杰

出代表ꎬ 有义务、 有责任推动南方国家的团结和发展ꎮ 发展知识合作是结构

性地推动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路径ꎬ 它有机地融合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

明倡议的核心目标ꎮ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发展经验和实践的高度凝结ꎬ 它成

功地探索出一条既汲取一切文明成果ꎬ 又基于中国国情创造性转化的自主发

展道路ꎬ 由此可以为其他南方国家提供经验示范或路径参考ꎮ 和西方发展知

识体系不同的是ꎬ 中国的发展知识具有天然的人民性、 实践性和在场性ꎬ 由

此使得南方国家之间的发展知识流动具有 “平行经验ꎬ 平行分享”② 的本质

特征ꎮ 这给中国与包括拉美在内的广大南方国家开展发展合作开辟了新空间

和新路径ꎮ

一　 推进发展知识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近年来ꎬ 伴随着 “全球南方” 的崛起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使命

担当增强ꎬ 发展知识合作不仅变得必要ꎬ 而且愈加迫切ꎮ 以中国国际发展知

识中心和国际发展知识网络为代表的机制建设为推进发展知识合作提供了制

度支撑ꎮ
(一) 推进发展知识合作的必要性

推进发展知识合作是讲好中国发展故事的需要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 习近平总

书记就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集体学习时强调指示ꎬ 要采用贴近不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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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不同国家、 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ꎬ 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

全球化表达、 区域化表达、 分众化表达ꎬ 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ꎮ①

这一指示对新时期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了新要求ꎬ 指明了新方向ꎬ 点明了新路

径ꎮ 中国的 “发展” 故事无疑是 “最好” 的故事: 一方面ꎬ 中国百年来的发

展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ꎬ 亦毋庸置疑ꎬ 甚至是时常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人

都不得不承认的ꎻ 另一方面ꎬ 知识合作更少意识形态色彩ꎬ 而来自发展中国

家的发展经验和发展知识更具适应性和匹配度ꎮ② 因此ꎬ 推进发展知识合作不

仅可以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内容和素材ꎬ 而且其本身就是在讲好中国 “发展”
故事ꎬ 是更高层次的发展经验和实践的集中呈现ꎮ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ꎬ 讲好

中国故事根本不容忽视中国 “发展” 故事ꎻ 而要讲好中国 “发展” 故事ꎬ 推

进发展知识合作就是最佳路径ꎮ
推进发展知识合作是构建中国发展话语体系的需要ꎮ 在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举行

的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集体学习中ꎬ 习近平总书记还着重强调了构建

中国话语体系的紧迫性: 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ꎬ 用中国理论

阐释中国实践ꎬ 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ꎬ 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 新范畴、
新表述ꎬ 更加充分、 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ꎮ③

这种紧迫性主要源于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处于一种单薄甚至失声的尴尬境

地ꎬ 与其在当今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严重不匹配ꎮ 然而ꎬ 要加快

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ꎬ 以扭转 “有理说不出、 说了传不开” 的困局ꎬ 就需要

锚定核心或标识话语ꎮ 符合该特性的话语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其一ꎬ 能够体

现中国的最大特色ꎻ 其二ꎬ 能够引起受众的关切或共鸣ꎮ 发展话语无疑就是

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最理想的选择ꎮ 有鉴于此ꎬ 中国的话语和叙事体系建设应

当以发展为本位④ꎬ 因为中国的发展知识根植于中国的具体发展实践ꎬ 是对中

国发展经验的集中提炼和系统总结ꎬ 可以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注入持

久的生命力ꎮ
推进发展知识合作是建设全球发展共同体的需要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和 ２０２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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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月ꎬ 习近平主席先后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和 “金砖 ＋ ” 领导人对话会上

提出要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和全球发展共同体①ꎬ 以携手破解发展难题ꎬ 解

决发展赤字ꎮ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 一直高度重视发展问题ꎬ 始终将

发展视作第一要务和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ꎮ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ꎬ 世界

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贡献: 一方面ꎬ 中国当前正面临一系列新的发展问题ꎬ
这些问题只能通过自身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ꎻ 另一方面ꎬ 当今世界特别是发

展中世界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ꎬ 而这些问题需要共同

合作解决ꎮ 有鉴于此ꎬ 中国和世界都有责任、 有义务缔结发展伙伴关系ꎬ 共

建发展共同体ꎮ 从长远来看ꎬ 要实现这一目标ꎬ 发展知识合作至关重要ꎬ 因

为知识是推动全球发展的根本动能和缩小南北发展鸿沟的关键ꎮ② 发展知识既

是构建发展伙伴关系的智慧桥梁ꎬ 又是凝聚发展共识的无形力量ꎮ 中国成功

地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ꎬ 既基于自身百年的发展实践ꎬ 又得

益于世界各国先进发展经验的启迪ꎮ 中国乐于以其发展知识为建设全球发展

共同体贡献力量ꎬ 也乐于从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发展伙伴的共享经验和实践

中汲取发展智慧ꎬ 以实现自身更大的发展ꎮ
(二) 推进发展知识合作的可行性

进入 ２１ 世纪第三个十年ꎬ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进一

步增强ꎮ ２０２１ 年ꎬ 中国经济总量突破 １７ ７ 万亿美元ꎬ 稳居世界第二ꎬ 占全球经

济的比重超过 １８％ꎬ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２５％左右ꎬ 外汇储备也稳定

在 ３ 万亿美元以上ꎬ 稳居世界第一ꎮ③ 同年ꎬ 中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ꎬ 完成了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ꎬ 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ꎮ 中国的百年

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不断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ꎬ 另一方面也是自主探

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大量发展实践的结果ꎮ 基于各国发展经验的创造性转化和本

国发展实践的创新性发展构成了百年来中国最宝贵的发展智慧和发展知识ꎮ
尽管如此ꎬ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 兼具 “受援国” 和

“援助国” 的双重身份ꎮ 这一特性意味着ꎬ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世界大国ꎬ 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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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要承担国际发展责任ꎬ 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更高速度、 更高质量的发展ꎻ
另一方面双重身份便于中国以其自身发展经验和实践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

主发展能力ꎬ 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ꎮ 正是在此背景下ꎬ 中国独特的

国际发展合作理念日渐成型并完善ꎬ 这集中体现在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的

成立、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设立ꎬ 以及 «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
的发布ꎮ① 透过这三个标志性事件可以发现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基本特点ꎬ 即

以发展能力建设为基本导向ꎬ 以发展知识分享为基本手段ꎬ 以帮助发展中国

家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为根本目标ꎮ
正是高瞻远瞩地看到中国在国际发展知识供给领域的独特优势ꎬ 习近平

主席早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就提出设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

心ꎬ 以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ꎮ② 在此理

念指导下ꎬ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宣告成立ꎬ 提出以全球发展

倡议为引领ꎬ 进一步加强发展知识的研究交流和互学互鉴ꎬ 在交流互鉴中贡

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ꎮ③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

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 “中国将搭建国际发展知识经验交流平台ꎬ 成立全球

发展促进中心ꎬ 建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ꎬ 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ꎬ 促进互学

互鉴”④ꎮ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的成立和运营以及筹建中的国际发展经验交流平

台和全球发展知识网络为开展发展知识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制度和机构保障ꎮ

二　 发展知识合作贯通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构筑了人类命运共同

体大厦的 “三大支柱”⑤ꎬ 分别对应发展、 安全和文明ꎬ 三者既紧密相联ꎬ 又

辩证统一ꎮ 发展重在解决物质领域的问题ꎬ 文明重在解决精神领域的问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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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网站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ｋｄ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ｕｓ? ｍｅｎｕＩｄ ＝ １４６３６７０９７１６１
７１４８９３０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０８]

«习近平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 (全文)»ꎬ 中国政府网ꎬ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２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９７５９２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０３]

刘建超: «深刻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 “三大全球倡议” 的内在关系»ꎬ 载 «人民日

报»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８ 日第 ９ 版ꎮ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两者为安全的实现提供基础性的支撑ꎮ 而发展知识合作有机地融合了发展和

文明ꎬ 搭建起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天然桥梁ꎮ
(一) 全球发展倡议及其内涵

２０２１ 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 “全球发展倡议”ꎬ
核心是 “六个坚持”ꎬ 倡导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ꎮ① 全

球发展倡议的直接目标虽然是为应对新冠疫情给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冲

击ꎬ 但其立意长远ꎬ 着眼于世界各国共同的可持续发展ꎬ 唤醒国际社会重新

聚焦 “发展” 议程ꎮ 其中ꎬ “坚持发展优先” 是全球发展倡议的最大原则ꎬ
也是其核心内容ꎬ 要求构建发展伙伴关系ꎮ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两年来ꎬ 化理

念为行动ꎬ 一步步走深走实ꎬ 发展伙伴关系不断拓展ꎬ 务实发展合作持续推

进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 全球发展倡议的第一个重要行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

在北京举办ꎬ 会上宣布了一系列旨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具体行动ꎬ 标志着

倡议进入务实合作新阶段ꎮ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向全球共享发展行动

论坛首届高级别会议致贺信时强调ꎬ 中国将进一步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

源投入ꎬ 充分展现了中国推动全球共享发展的责任担当ꎮ 在中国的倡导和努

力下ꎬ 一系列的发展合作平台正在或已经搭建ꎬ 从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到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ꎬ 从全球发展知识网络到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等ꎬ
全球发展倡议不断落地生根ꎮ

(二) 全球文明倡议及其内涵

早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就初

步提出了中国的新文明观ꎮ 十年后ꎬ 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了 “全球文明倡议”
并将其核心理念凝结为四个 “共同倡导”②ꎬ 即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

性、 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ꎬ 以及共

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ꎮ 如果说前三个 “共同倡导” 是一种价值主张

或理念宣示ꎬ 那么第四个 “共同倡导” 无疑就是全球文明倡议的行动指南ꎮ
它指明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实践路径ꎬ 特别是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

网络ꎬ 丰富交流内容ꎬ 拓展合作渠道等ꎮ 全球文明倡议的内涵极其丰富ꎬ 不

仅主张融贯古今、 古为今用ꎬ 而且强调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推动传

—０５—

①

②

«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２２ / ｃ＿１１２７８８６７５４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１５]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第 １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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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相通ꎮ① 中国提出和分享这一智慧是源于自己的历史发

现ꎮ 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ꎬ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ꎬ 是中国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ꎮ 特别是

“第二个结合” 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ꎬ 由

此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文明的 “相互成就”: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

化以深厚底蕴ꎬ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ꎮ② 正因如此ꎬ 我们对

待世界文明也应当像对待中国文明一样: 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ꎬ
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ꎮ 正因如此ꎬ 习近平主席极富远见地指出ꎬ
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ꎬ 也是当代中国之学ꎮ③

(三) 以发展知识合作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和行动导向ꎬ 强调通过务实合作切实解决南

北之间ꎬ 特别是南方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ꎮ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

本路径是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自主能力建设ꎬ 这也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

特色ꎮ 不过ꎬ 能力的生成需要大量的发展知识的交流、 分享和借鉴ꎮ 全球文

明倡议主张ꎬ 既要注重挖掘世界各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ꎬ 不断从中发现其时

代价值ꎬ 又要善于从世界各国的当代经验和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创新性知识ꎬ
让融贯古今的文明成果能够为世界共享ꎮ 这就需要加强文明间的交流对话ꎮ
文明对话有三个层次的目标④ꎬ 其中ꎬ 尊重和包容是基本目标ꎬ 理解和信任是

中间目标ꎬ 而互学互鉴无疑是最高目标ꎮ 全球文明倡议同样以帮助世界特别

是发展中各国增强发展能力、 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为根本目

标ꎮ 事实上ꎬ 一切发展知识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成果ꎬ 凝结着大量发展

经验和实践的创新和创造ꎮ 发展知识合作天然地融合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

文明倡议的本质内核ꎬ 搭建起贯通两大倡议的桥梁ꎬ 找到了践行两大倡议的

共同的实践路径ꎮ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中国百年来的发展经验和实践ꎬ 那无疑是 “中国式现

代化”ꎮ 中国式现代化可谓是中国最大的发展知识ꎬ 是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标

—１５—

①

②

③
④

高翔: «揭示文明兴衰规律　 擘画文明发展路径———全球文明倡议的理论意涵与实践价值»ꎬ
载 «当代世界»ꎬ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２ 页ꎮ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ꎬ 载 «求是»ꎬ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７ 期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ｑｓｔｈｅｏｒｙ ｃｎ / ｄｕｋａｎ / ｑｓ /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３１ / ｃ＿１１２９８３４７００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０３]

«习近平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第 １ 版ꎮ
郭存海: «中拉文明对话: 意义、 目标、 路径和机制»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６ － 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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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性成果ꎮ 它不仅是对中国追寻自主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和创造性实践的高

度总结ꎬ 而且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而成的创新性发展成果ꎬ
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ꎮ 从本质上来看ꎬ “全球文明倡议源于中国式现代化

的探索与实践ꎬ 蕴含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规律和实践逻辑”①ꎮ 不惟如此ꎬ
中国式现代化还打破了 “现代化 ＝ 西方化” 的迷思ꎬ 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

图景ꎬ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②ꎬ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

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ꎮ 一言以蔽之ꎬ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发展知识的集

大成者ꎬ 是中国发展知识体系的灵魂ꎮ 推动发展知识合作应当以中国式现代

化为核心载体ꎬ 同世界各国开展知识的联合生产、 交流、 传播和实践ꎮ

三　 发展知识合作的全球南方探索

全球南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ꎬ 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
独立自主是其政治底色ꎬ 发展振兴是其历史使命ꎬ 公正道义是其共同主张ꎻ
中国是全球南方无可非议的当然成员ꎮ③ 事实上ꎬ 早在 ２００４ 年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发布的 «打造全球南方» 报告中就明确将中国置于全球南方国家行列ꎮ
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而且是最大成员ꎬ 其发展经验和治理模式一直是全

球知识转移的焦点话题ꎮ④

(一) 作为南南合作的发展知识合作

新时期的发展知识合作天然地是南南合作ꎬ 这是由知识生产的平行主体、
知识转移的平行方向和知识要素的平行经验决定的ꎮ

第一ꎬ 知识生产的平行主体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发展知识的生产出现了

重大变化ꎬ 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 “知识霸权” 开始动摇ꎬ 发展知识的生产主

体转移至发展中国家ꎮ 根据李小云教授等人的研究⑤ꎬ 发展知识体系的演变经

—２５—

①

②

③

④
⑤

高翔: «揭示文明兴衰规律　 擘画文明发展路径———全球文明倡议的理论意涵与实践价值»ꎬ
载 «当代世界»ꎬ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９ 页ꎮ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ꎬ 中国政府网ꎬ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０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４０５５７ ｈｔｍ＃１ [２０２３ － １１ － １９]

«王毅就加强 “全球南方” 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ꎬ 中国外交部网站ꎬ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ｚｙｘｗ / ２０２３０７ / ｔ２０２３０７２６＿１１１１７８２４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１６]

沈陈: «全球 “南方” 的兴起与中国担当»ꎬ 载 «大众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５ 日第 ６ 版ꎮ
李小云、 徐秀丽、 齐顾波: «反思发展研究: 历史渊源、 理论流派与国际前沿»ꎬ 载 «经济评

论»ꎬ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５２ － １６０ 页ꎻ 徐秀丽、 李小云: «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

探索性构建»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１１７ － １３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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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经典发展知识体系、 现代发展知识体系和新发展知识体系ꎬ 其中ꎬ 前两

个时期的知识生产主体都是欧洲ꎮ 经典发展知识基于欧洲历史和现实的实践ꎬ
是对欧洲发展经验的理论总结ꎬ 具有深厚的欧洲在场性ꎮ 而现代发展知识是

一种 “悬置性” 的知识体系①ꎬ 它既不是源于欧洲原生性知识ꎬ 又不是源于

非欧洲国家的在场性知识ꎬ 而是基于欧洲发展经验和知识的次生性建构ꎬ 这

种 “凭空” 建构的发展知识却被西方用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ꎮ 由此

造成的问题是ꎬ 这种基于西方 “想象” 的发展知识在发展中国家严重 “水土

不服”ꎬ 经此指导的具体实践不适应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ꎬ 不仅

没有使其成功实现发展转型ꎬ 反而导致严重的发展扭曲ꎮ 和上述两种发展知

识的生产主体不同ꎬ 新发展知识体系源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具体

发展实践ꎬ 是自身发展经验的直接表达和客观总结ꎬ 没有经过次生性建构的

复杂过程ꎬ 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在场性知识要素ꎮ②因此ꎬ 新发展知识在生产上

具有平等性ꎬ 是平行主体ꎬ 不会产生知识霸权ꎮ
第二ꎬ 知识转移的平行方向ꎮ 现代发展知识的建构试图解决的是落后国

家如何追赶先进发达国家ꎬ 其知识转移的视角是俯视性的ꎬ 知识转移的方向

是自上而下的ꎬ 其方式也是灌输式的ꎬ 通常附加各种政治条件或经济约束ꎮ
而在发展知识合作框架下ꎬ 发展中国家既是发展知识的生产者ꎬ 也是发展知

识的受益者ꎬ 因此知识流动在方向上是平行转移的ꎮ 由此ꎬ 发展知识合作不

仅在生产主体上具有平等性ꎬ 在转移方向上也具有平等性ꎻ 发展知识的转移

没有任何的条件约束ꎬ 既不强制接收ꎬ 也不输出某种价值观念或发展模式ꎮ
发展知识之所以能够实现平行转移或分享ꎬ 源于合作双方在政治权力上的对

等性、 发展问题的相似性以及解决方案所要求条件的相似性ꎮ③ 这种基于发展

知识分享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凝聚一种聚焦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意识ꎮ
第三ꎬ 知识要素的平行经验ꎮ 从构成要素来看ꎬ 传统的西方现代发展知

识经历了 “经验—想象—建构—运用—反思—再建构” 的复杂的生产和再生

产过程④ꎬ 其中既糅合了欧洲的经验ꎬ 又融入对他者的想象和理论的建构与重

—３５—

①

③

④

②　 李小云: «发展知识体系的演化: 从 “悬置性” 到 “在场性”»ꎬ 载 «人民论坛学术前

沿»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２４ 期ꎬ 第 ８９ 页ꎬ 第 ９４ 页ꎮ
徐秀丽、 李小云: «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ꎬ 载 «世界经济与

政治»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１３２ 页ꎮ
李小云: «全球格局变化与新发展知识的兴起»ꎬ 载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９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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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ꎬ 但唯独缺少对最重要的当地发展经验和实践的接受和吸纳ꎬ 由此造成发

展知识的异化ꎻ 理论的形成罔顾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历史文化传统ꎬ 却又用

以指导其发展实践ꎬ 其结果是 “相看两厌”ꎮ 和西方发展知识的生产逻辑不

同ꎬ 新发展知识走的是一条 “从发展中来ꎬ 到发展中去” 的平行路线ꎬ 它根

植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直接而丰富的发展经验和实践ꎬ 是基于发展问题相似性

和解决方案相通性的思考、 实践和再思考、 再实践ꎬ 经历了理论和实践的反

复锤炼与检验ꎮ 因此ꎬ 发展知识是对发展中国家平行经验的理论化、 系统化

的创造性总结ꎬ 发展知识合作就是平行经验的平行分享ꎮ① 中国大量的发展经

验和实践为新发展知识的形成提供了最丰富的要素资源ꎬ 中国成为新时期发

展知识的主要生产者ꎬ 也是国际发展知识合作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ꎮ
(二) 基于联合国平台的发展知识合作探索

联合国系统对知识的界定比较宽泛ꎬ 包括发展理念、 研究成果、 信息、 数

据、 经验和方案等ꎬ 而其推动国际发展合作的根本目标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

“怎么办” 的问题———其关键路径是发展知识分享ꎮ② 不过ꎬ 关于 “发展知识”
这个概念并没有共识ꎬ 存在不同的理解ꎮ 李小云认为ꎬ 发展知识是指有关传统

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认知体系③ꎬ 而汪牧耘则认为发展知识是各种发展理念、
经验、 方针和规律的总结④ꎮ 笔者认为ꎬ 发展知识是历史上一切有关发展的经

验、 观念、 认知、 能力、 实践和方案的总和ꎬ 其中既包括现代经验和认识ꎬ 又包

括传统智慧和观念ꎬ 也包括观念和认识的实践工具ꎬ 比如推动发展的科学技术等ꎮ
近年来ꎬ 中国依托联合国系统探索搭建了一系列知识分享平台ꎬ 以在全

球南方框架下推动发展知识合作ꎮ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ꎬ 由中国农业农村部与联

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建的中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南南合作知识分享平台

(ｗｗｗ ｗｆｐｃｈｉｎａｃｏｅ ｎｅｔ) 正式上线ꎮ 该平台的具体承建单位是中国外文局和世界

粮食计划署旗下的农村卓越发展中心ꎬ 双方将合力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

在发展领域的技术解决方案、 最佳实践、 经验和发展途径ꎻ 围绕零饥饿等可持

—４５—

①

②

③

④

徐秀丽、 李小云: «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

治»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１３４ 页ꎮ
王晓军、 王永洁: «智库与国际组织合作促进知识共享»ꎬ 中国社会科学网ꎬ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ｋｌｉｂ ｃｎ / ｃ /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２８ / ６２３９５６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１９]
李小云: «发展知识体系的演化: 从 “悬置性” 到 “在场性”»ꎬ 载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２４ 期ꎬ 第 ８６ － ９４ 页ꎮ
汪牧耘: «日本国际发展知识体系的建构———从传统到前沿的历史演变»ꎬ 载 «日本研究»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４７ － ５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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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目标ꎬ 通过联合研究、 共同举办知识分享的线上及线下活动、 共建南南

合作相关网站、 联合出版宣介等形式ꎬ 推动南南合作知识产品开发ꎮ① 南南合作

知识分享平台的启动为数字化南南农业交流与合作提供了范例ꎮ 平台上线一年

来ꎬ 发布案例、 政策参考等知识内容 １０００ 余篇ꎬ 访问量超 ２５０ 万次ꎬ 访问者覆

盖 ８４ 个国家和地区ꎬ 为南南合作拓展了崭新形态的数字空间ꎮ②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ꎬ
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ꎬ 相关机构还在会上发起了 “南南合作

知识分享伙伴关系联合倡议”ꎬ 号召各方借助创新手段加强数字化南南合作ꎬ 以

知识共享加强伙伴关系ꎬ 合力推动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ꎮ
南南合作知识分享平台是最新但并非最早的发展知识合作平台ꎮ 早在

２０１６ 年ꎬ 世界银行就发起并搭建了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平台ꎬ 以通过减贫

案例和研究成果等形式ꎬ 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和国际上成功的减贫

模式和创新实践ꎮ 从 ２０１８ 年起ꎬ 为分享中外减贫成功实践ꎬ 充分发挥减贫案

例的实践经验载体作用ꎬ 促进南南减贫知识合作ꎬ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联合世

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发起 “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ꎬ 迄今已连续

举办四届ꎬ 征集 ２７００ 余篇案例ꎬ 评选出 ４２４ 篇优秀案例ꎬ 涉及 ６７ 个国家和地

区ꎮ 第五届将于 ２０２４ 年择期发布约 １００ 个优秀案例并在全球推广分享ꎮ③

(三) 发展知识合作的地区实践

进入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国大力倡导同发展中地区的整体合作ꎬ 截至 ２０１５ 年中国

—拉共体论坛 (简称 “中拉论坛”) 建立ꎬ 中国同所有发展中地区都建立了整体合

作机制ꎮ 受益于这种合作机制和平台ꎬ 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领域更加丰富和多

元ꎬ 但多以实现共同发展为目标ꎬ 以文明对话和经验互鉴为手段搭建知识分享平台ꎮ
非洲是较早与中国探索发展知识合作的地区ꎬ 也是中国发展援助的主要

接收方ꎮ 从 ２０００ 年中非合作论坛启动迄今ꎬ 以减贫为导向的中非发展知识合

作不断优化升级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ꎬ “中非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④ 在北京成立ꎬ

—５５—

①

②

③

④

参见中国外文局: «中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南南合作知识分享平台上线»ꎬ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ｃｇ ｏｒｇ ｃｎ / ｍ /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２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１９４７６４３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１１ － ２５]

参见 «中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南南合作知识分享平台上线一周年 　 数字化南南合作正逢其

时»ꎬ 中国网ꎬ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２３ －０５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８５３４０４３８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１２ －０９]

参见 «第五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公告»ꎬ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２３ －
１１ / ０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１６７９００９１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１９]

«中非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成立大会暨 ２０２２ 年中非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会议在京举办»ꎬ
国家乡村振兴局网站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ｎｒｒａ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１ / ａｒｔ ＿ １４２ ＿ １９７５６５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１１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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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由国家乡村振兴局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发起ꎬ 是新时期推进中非减贫与

发展合作的重要平台ꎬ 也是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的有益创新ꎬ
将为进一步建立知识共享与思想交流的伙伴关系①、 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发挥积

极作用ꎮ 不惟如此ꎬ 中国还支持非洲利用本土知识推动和服务非洲发展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ꎬ 由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②支持的 “非洲专家知识

网络” 正式启动ꎬ 该网络平台由联合国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具体承建ꎬ
支持非洲学者、 智库积极推动本土知识开发ꎬ 旨在为非洲发展提供知识产品ꎬ
进而为联合国和非洲政策制定者提供与关键发展问题相关的思想和观点ꎮ③ 文

明对话是发展经验交流的重要路径ꎬ 中非文明对话平台近两年也搭建起来ꎮ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和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ꎬ 第一、 第二届中非文明对话大会相继在北京举

行ꎬ 大会主题聚焦中非文明交流和现代化发展道路互鉴ꎮ④ 这是继中国—阿拉

伯联盟文明对话研讨会 (２００５ 年)、 中拉文明对话论坛 (２０１７ 年)、 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 (２０１９ 年) 之后第四个地区性的文明对话平台ꎮ
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发展知识合作主要通过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和中阿

改革发展论坛两个对话机制实施ꎮ 两者均是中阿合作论坛框架内的机制性活

动ꎬ 也是中阿文明交流和发展合作的重要平台ꎮ “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

讨会” 每两年举办一届ꎬ 从 ２００５ 年迄今已轮流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成功举办

十届ꎬ 议题围绕文明交流互鉴以及发展和安全合作等⑤ꎮ 中阿改革发展论坛由

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⑥具体实施ꎬ 从 ２０１８ 年迄今已举办四届ꎬ 议题聚焦治

国理政和改革发展经验等领域的知识分享和思想交流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ꎬ 习近平

主席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上提出中阿务实合作 “八大共同行动”ꎬ 其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鸿武: «中非应建立知识共享与思想交流的伙伴关系»ꎬ 人民网ꎬ ２０１５ 年１２ 月３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１２０３ / ｃ１００２ － ２７８８２８８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０９]

该基金是习近平主席 ２０１５ 年在联合国成立 ７０ 周年系列峰会时宣布设立ꎬ 总额 １０ 亿美元ꎬ 为

期 １０ 年ꎬ 主要致力于和平与安全ꎬ 以及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ꎮ
参见联合国: «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启动 “非洲专家知识网络” 项目»ꎬ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ｕｎｐｄｆ / ＯＳＡＡ －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ｏｆ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Ｅｘｐｅｒｔｓ [２０２３ －
１１ －２６]

参见中国非洲研究院: «首届中非文明对话大会成功举行»ꎬ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ｃａｉ
ｃｓｓｎ ｃｎ / ｇｏｎｇｇａｏ / ２０２２０４ / ｔ２０２２０４１１＿５４０２９２３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１１ － ２０]

参见中阿合作论坛: «第十届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ꎬ ２０２３ 年１２ 月２６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ｔｊｚ / ｗｈｄｈ / ｄｓｈｉｊ [２０２３ － １１ － ２０]

该中心成立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教育部、 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ꎬ 上海

外国语大学承办ꎬ 致力于建成集人才培养、 研修培训、 人文交流、 智库研究等功能为一体的世界一流

智库基地和国际化思想交流平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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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两大共同行动 (第六和第七) 均指向文明对话和发展知识合作ꎮ①

中国和东盟率先建立了直接聚焦发展知识共享的合作机制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３０ 周年纪念峰会上宣布建立

中国—东盟发展知识网络ꎬ 以加强包括减贫在内的国际发展合作ꎬ 促进均衡

包容发展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ꎬ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举行 “中国—东盟发展知识合

作研讨会暨中国—东盟发展知识网络秘书处揭牌仪式”ꎮ 中国—东盟发展知识网

络坚持共商、 共建、 共享和官产学研相结合等原则ꎬ 通过研究分享发展理论与

发展实践ꎬ 促进互学互鉴ꎬ 提升发展能力ꎬ 共享发展机遇ꎬ 最终实现 “以知识

促发展” 的目标ꎮ 中国—东盟发展知识网络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ꎬ 积极

对接全球发展倡议ꎬ 对地区共同关注的发展问题开展联合研究和交流ꎬ 助力全

球发展倡议率先落地东盟ꎻ 第二ꎬ 打造官产研学共同参与建设的知识分享平台ꎬ
充分发挥政府、 国际机构、 学界、 企业、 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的积极作用ꎬ 从

发展实践中提炼和创新知识ꎬ 并通过多渠道多方式分享发展知识ꎻ 第三ꎬ 注重

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ꎬ 开展访问学者、 短期培训、 青年实习等多样化项目ꎬ 加

强互学互鉴ꎮ 中国—东盟发展知识网络的成立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和东盟在发展

知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ꎬ 有助于双方加强政策沟通和经验共享ꎬ 实现各国可持

续发展计划的协同增效ꎮ② 中国—东盟发展知识网络无疑是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

共同打造的第一个区域性发展知识合作网络ꎬ 但不会是最后一个ꎮ

四　 中拉发展知识合作的尝试和实践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中国整体合作机制建设中开启时间最晚的一个

地区ꎬ 但中拉关系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ꎮ 自 ２０１５ 年以中拉论坛为标志的中拉

整体合作机制启动以来ꎬ 中拉关系疾速发展ꎮ 政治上ꎬ 中国同拉美 (含加勒

比) 地区的建交国从 １９ 个增至 ２６ 个ꎬ ２２ 个拉美国家加入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ꎮ 经济上ꎬ 中国对拉直接投资存量截至 ２０２１ 年年底增至近 ７０００ 亿美元ꎬ
中拉贸易额截至 ２０２２ 年增至 ４８５８ 亿美元ꎮ 文化上ꎬ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年底ꎬ 拉美

地区开设的孔子学院有 ４７ 所ꎬ 同期中国开设西班牙语的院校增至近 １６０ 所ꎻ

—７５—

①

②

«习近平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上提出中阿务实合作 “八大共同行动”»ꎬ 中国政府网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１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３１１３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１３]

卫庶、 杨俊峰: «中国—东盟发展知识合作前景广阔»ꎬ 载 «人民日报» (海外版)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第 ５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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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拉美研究机构达到 ６６ 个ꎬ 拉美各国涉华研究的机构和学者的数量也在

不断快速增长ꎮ① 可以说ꎬ 中拉关系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ꎮ 受整

体合作和双边合作的共同驱动ꎬ 中拉合作的结构和方向也在发生变化: 中拉

合作正超越传统的政治经济领域而拓展至人文交流、 经验分享和文明互鉴等更

深更高层次ꎮ 为新时期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质升级ꎬ 亟待构建一种以

中拉命运共同体为思想引领、 以实现共同发展为根本目标、 以知识分享和发展

互鉴为手段的新型交流合作关系ꎮ②

(一) 中拉发展知识合作的政策保障

２０１６ 年中国政府发布了第二份对拉政策白皮书ꎬ 其中 “人文上互学互

鉴” 被列为构建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五大支柱之一ꎬ 强调要从各自历史

传统和发展实践中汲取经验智慧ꎬ 进一步加强在治国理政和发展领域经验交

流ꎬ 助力双方共同发展③ꎻ 注重坚持义利并举、 合作共赢原则ꎬ 帮助拉美国家

提高自主发展能力ꎻ 加强经济技术援助ꎬ 重点用于人力资源开发、 发展规划、
减贫和经济政策咨询培训等领域ꎻ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ꎬ 开展交流合作ꎬ 分

享治理经验ꎬ 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ꎻ 推进社会发展领域

交流合作ꎬ 加强政策分享ꎻ 加强环境领域的政策对话、 信息分享、 经验交流、
能力建设和技术合作等ꎮ

此后发布的 «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年)» 和 «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４ 年)» 尽管各有侧重ꎬ 但均强调要在人文、 知识、 政策、 技术、 经验以

及成功实践和长期规划等领域展开交流ꎬ 推动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ꎮ 比如 «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④ 强调在农业领域加强人力资源培养合作ꎬ 相互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管理

经验和生产技术ꎻ 在人文领域鼓励加强思想文化交流对话ꎬ 共同推动中拉思

—８５—

①

②

③

④

上述投资和贸易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ꎬ 其他数据来自外交部网站、 孔子学院总部网站和作者

调查统计ꎮ
郭存海: «发展互鉴: 构建中拉新型交流合作关系»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２４ － ４１ 页ꎮ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ꎬ 中国—拉共体论坛网站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ｃｅｌａｃ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ｚｙｗｊ / ２０１６１１ / ｔ２０１６１１２５＿６２８５００４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１５]
«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ꎬ 中国—拉共体论坛网站ꎬ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ｃｅｌａｃ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ｚｙｗｊ / ２０１８０２ / ｔ２０１８０２０３＿６２８５０２３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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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文化研究发展等ꎮ 而 «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年)»① 则强调在政治领域加强治国理政经验分享ꎻ 在科技领域

支持开展先进技术转移转化ꎻ 在可持续发展和减贫领域推动智库减贫脱贫研

究合作ꎬ 以及探讨建立应急管理合作机制ꎬ 促进防灾减灾救灾领域的实践和

经验交流合作等ꎮ 此种政策孵化的第一个技术知识平台———中国—拉美和加

勒比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于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在广东正式启动ꎬ 意味着中拉开始启动

搭建技术转移和政策研究协作网络ꎮ② 这是国内第一个面向拉美的国家级跨国

技术转移机构ꎬ 也是中拉发展知识合作领域的里程碑事件ꎮ
(二) 中拉发展知识合作的制度支撑

在上述政策指导下ꎬ 双方在中拉论坛框架下探索建立了一系列的分享平

台ꎬ 以便为推进中拉发展知识合作提供制度支撑ꎮ 中拉论坛成立十年间ꎬ 双

方在此框架下共建立了 １５ 个专业领域分论坛ꎬ 中拉智库交流论坛、 中拉地方

政府合作论坛、 中拉减贫与发展论坛、 中拉数字技术合作论坛以及中拉灾害

管理合作部长论坛等五个分论坛与发展知识合作直接相关ꎬ 而诸如中拉农业

部长论坛、 中拉青年政治家论坛及中拉新能源合作论坛则涉及有关发展知识

合作和能力建设等内容ꎮ
以中拉减贫与发展论坛为例ꎬ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ꎬ 首届中拉减贫与发展论坛③

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ꎬ 主题聚焦 “中拉减贫对话: 政策与实践”ꎬ 旨在新冠疫

情背景下进一步促进中拉减贫经验交流和分享ꎬ 提炼总结双方取得积极成效

的政策与实践ꎬ 交流有益做法ꎮ 该论坛是第一个面向拉美地区的减贫与发展

经验交流分享平台ꎬ 中拉双方将藉此促进知识共享ꎬ 提升减贫实效ꎮ 此后又

相继于 ２０２２ 年和 ２０２３ 年举行了第二届和第三届中拉减贫与发展论坛ꎮ 尽管

和其他地区类似机制相比中拉减贫经验和知识共享机制建设相对滞后ꎬ 机制

化水平也有待提高ꎬ 但意义重大ꎬ 未来一个时期应加强构建机制化、 启发式、
多层次的知识共享体系ꎮ④

—９５—

①

②

③

④

«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ꎬ 中国—拉共体论坛网站ꎬ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ｃｅｌａｃ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ｚｙｗｊ / ２０２１１２ / ｔ２０２１１２０８＿１０４６４１０７ ｈｔｍ [２０２３ －１２ －０９]

参见 «科技部副部长张广军出席中拉技术转移中心揭牌启动仪式»ꎬ 中国科技部网站ꎬ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ｓｔ ｇｏｖ ｃｎ / ｋｊｂｇｚ / ２０２３０６ / ｔ２０２３０６２９＿１８６８０９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２９]

«首届中拉减贫与发展论坛成功举办»ꎬ 国家乡村振兴局网站ꎬ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ｒｒａ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１ / ９ / ３ / ａｒｔ＿６２４＿１９１５７０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１２]

林华: «中国和拉美国家减贫合作的空间与路径»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０６ － １１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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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农业部长论坛平台则蕴涵着丰富的数字智慧内容ꎬ 有望创新中拉发

展经验交流的内容和层次ꎮ 比如在 ２０２１ 年第二届中拉农业部长论坛上设立的

拉共体—中国—粮农组织数字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心ꎬ 基于中国在数字农业领

域的先进经验ꎬ 促进知识共享和发展经验交流①ꎬ 为在拉美地区推广数字解决

方案奠定技术和知识基础ꎮ
(三) 中拉发展知识合作的创新实践

中拉整体合作框架下的政策激励和制度支撑ꎬ 特别为民间层面探索中拉

发展知识合作的创新实践提供了动力ꎮ 从中拉论坛机制建立ꎬ 特别是 ２０２１ 年

以来ꎬ 一系列围绕发展合作和知识共享的倡议和行动不断丰富中拉发展知识

合作的案例和实践ꎬ 推动中拉发展知识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和日趋网络化、 机

制化ꎮ 这里特别介绍其中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创新实践ꎮ
１ 中拉文明对话论坛

中拉文明对话论坛可以说是一种机制性的探索ꎬ 一种创新性的试验ꎮ 它

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倡举和行动推动中拉文明对话机制日臻成熟ꎮ
首先ꎬ 它是一种多机构的共同倡举和联合实践ꎮ ２０１７ 年相关智库、 地方外

事部门、 对外传播机构和高校等利用各自比较优势ꎬ 凝聚人文外交合力ꎬ 率先

发起机制性的 “中拉文明对话” 研讨会ꎬ 借以探索构建中拉文明交流互鉴的平

台ꎬ 集聚推动和从事中拉文明交流互鉴的力量ꎮ 此后ꎬ 联合主办单位更加丰富

多元ꎬ 不仅有拉美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机构———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和拉丁

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的持续支持 (联合主办第四届和第六届中拉文明对话论

坛)ꎬ 还有影响力日增的北京中拉文化交流中心等民间文化交流机构的加入ꎮ
其次ꎬ 它从最初的单一倡议发展到中拉两地众多机构遥相呼应的共同行

动ꎬ 从中国单向举行发展到探索两地轮流举行ꎮ 除了 ２０２１ 年第四届在北京举

行外ꎬ 其他五届均是机制性地在江苏不同城市举行ꎬ 但 ２０２３ 年第六届中拉文

明对话论坛是首次在海外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举办ꎬ 这不仅是一

个伟大的创举ꎬ 而且实现了第四届北京论坛期望的目标ꎮ 自 ２０１７ 年首次举办

迄今ꎬ 除 ２０２０ 年因疫情停办一年以外ꎬ 中拉文明对话论坛已连续举办六届ꎮ
论坛的国际感召力与地区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ꎬ 已经成为中国和拉美之间最

重要的公共对话平台之一ꎮ

—０６—

① «联合国粮农组织支持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紧密合作　 促进农业粮食体系发展»ꎬ 中国网ꎬ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ｇｕｏｑ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２１ －０２ / ２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７２５５６１９ ｈｔｍ [２０２２ －１２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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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ꎬ 从研讨会到文明对话合作网络雏形初现ꎬ 从文明文化交流目标到

发展知识合作目标ꎬ 中拉文明对话机制日渐成形、 日臻成熟ꎮ 从第四届起ꎬ
中拉文明对话从 “研讨会” 升级为 “论坛”ꎬ 会上发布的 «中拉文明对话北京

宣言» 更是将 “形成中拉文明对话论坛合作网络ꎬ 搭建中拉知识交流与合作分

享平台” 作为推动中拉文明对话机制建设的愿景ꎮ 中拉文明对话论坛的目标升

级可以说是中拉知识界对文明交流互鉴思想的积极响应ꎬ 也是中拉关系发展的

时代需要ꎮ 中拉文明对话论坛的分享主题从纯粹的文明文化交流拓展至经验共

享与发展互鉴ꎬ 以至于与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有机交融ꎮ 比如第

四届论坛聚焦发展经验互鉴ꎬ 充分体现了中拉在分享发展知识与经验、 实现共

同发展方面的迫切愿望ꎬ 也反映了中拉未来合作的新愿景ꎮ 正因如此ꎬ 中国社

会科学院时任副院长王灵桂在致辞中表示ꎬ 未来一个时期ꎬ 中拉要加强发展领

域的互学互鉴ꎬ 要以发展经验和发展知识为核心ꎬ 加强交流与合作ꎮ①

２ 中拉知识交流和合作计划

２０２１ 年新冠疫情的冲击进一步增强了中拉之间的命运共同体意识ꎬ 双方

学术界都愈发认识到加强经验和知识领域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ꎮ 受此驱动ꎬ
中拉知识交流和合作计划应运而生ꎬ 以期通过持续、 系统的知识交流与传播ꎬ
促进中拉发展合作与互鉴ꎮ 中拉知识交流和合作计划从理念变实践ꎬ 从共识

到行动ꎬ 不仅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ꎬ 而且产生了溢出效应ꎬ 助力中拉

知识外交时代的开启ꎮ
作为中拉知识交流和合作计划的一部分ꎬ 中拉主要学术机构率先发起

“中拉大讲堂”ꎬ 藉以普及中拉知识ꎬ 促进两地学术交流和知识合作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中拉大讲堂” 大型学术演讲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正式启动ꎮ 本次启动的 “中拉大讲堂”② 包括 “当代拉丁美洲” 和 “当代中

国” 两个通识系列讲座ꎬ 每个通识系列十五讲ꎮ “当代拉丁美洲” 系列邀请中

国优秀中青年学者担纲主讲ꎬ 主要面向中国受众ꎬ 演讲主题广泛涉及拉美各

个方面ꎻ “当代中国” 系列主要由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 智利等 ８ 个拉美国

家的杰出中国研究学者担纲主讲ꎬ 议题主要涉及中国的政治、 经济、 外交、

—１６—

①

②

参见 «第四届中拉文明对话论坛在京成功举办»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网站ꎬ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ｉｌａｓ ｃａｓｓ ｃｎ / ｘｓｎｅｗｓ / ｄｗｊｉａｏｌｉｕ / ２０２１１０ / ｔ２０２１１０２５＿５３６９４０７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１２ －０８]

“中拉大讲堂” 是由中国知网、 中国拉丁美洲学会、 中拉教科文中心、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

事会、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以及拉丁美洲中国研究学会等机构发起倡导的 “中拉知识交流与合作计

划” 的有机组成部分ꎬ 也是其开局之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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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气候政策等方面ꎬ 主要面向拉美国家的受众ꎮ “中拉大讲堂” 共分两

季ꎬ 第一季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到 ６ 月ꎬ 每周两讲ꎬ 连续十六讲ꎻ 第二季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到 １１ 月ꎬ 每周两讲ꎬ 连续十四讲ꎮ 全部讲座均以线上形式举行ꎬ 由中国

知网提供全球直播平台和回放服务ꎮ
“中拉大讲堂” 取得了两个意想不到效果ꎮ 其一是传播效果显著ꎬ 在线传

播技术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和限制ꎬ 更有利于即时、 长期和反复传播ꎮ
后台统计数据显示ꎬ 总访问量逾 ３０ 万人次ꎬ 单场讲座访问量最高超过 １ ５ 万

人次ꎬ 平均在 １ 万人次以上ꎮ 其二是溢出效应显著ꎬ 启发蕴育了 “当代中国

讲堂”ꎮ 作为 “中拉大讲堂” 联合发起者ꎬ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① “趁热打

铁”ꎬ 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联合中国驻哥斯达黎加使馆共同发起 “当代中国讲堂”ꎬ
藉以回应拉美社会对中国的发展及对中拉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日益增长的兴趣ꎬ
并帮助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决策者了解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世界特别是对拉美和

加勒比地区的影响和作用ꎮ② “当代中国讲堂” 系列活动 “填补了地区整体开

展中国研究的空白” ③ꎮ “当代中国讲堂” 从创设迄今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ꎬ
发布了两季 １８ 场视频演讲ꎬ 出版了 ７ 本图书和 １ 期特刊ꎬ 这些知识产品都可

以随时通过其官网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ａ ｏｒｇ) 免费观看或下载ꎮ
“当代中国讲堂” 的启动还以点带面拉开了中拉知识外交的序幕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 第 ２４ 届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大会以多数票通过决议接纳中国为观察

员国ꎻ １１ 月ꎬ 双方代表签署备忘录ꎬ 合作推进中国研究和中拉知识交流与合

作ꎮ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秘书长乔塞特阿尔特曼博尔冯博士在签署仪式

上表示ꎬ “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知识外交和学

—２６—

①

②

③

据其官网介绍ꎬ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是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于 １９５７ 年成立的一所只招

收研究生的大学和政府间自治组织ꎬ 旨在推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社会科学的研究、 教学和传播ꎬ 是拉

丁美洲最具影响力的三大社会科学机构之一ꎮ 其总秘书处设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ꎬ 在 １３ 个拉美和

加勒比国家设有分部 / 校区ꎮ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的成员资格向签署拉美社科学会协议的拉美和加勒比

国家开放ꎮ 现有 １８ 个成员国: 阿根廷、 玻利维亚、 巴西、 智利、 哥斯达黎加、 古巴、 厄瓜多尔、 萨尔

瓦多、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墨西哥、 尼加拉瓜、 巴拿马、 巴拉圭、 秘鲁、 多米尼加、 苏里南和乌拉

圭ꎮ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秘书长是该机构的总代表和法律代表ꎬ 现任秘书长 (２０１６—２０２４ 年) 是哥斯

达黎加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乔塞特阿尔特曼博尔冯博士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ｌａｃｓｏ ｏｒｇ / ｓｉｓｔｅｍａ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２３]

参见当代中国讲堂网站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ａ ｏｒｇ / ｍｅｎｓａｊｅ － ｂｉｅｎｖｅｎｉｄａ － ｓｇ [２０２３ －
１２ －２３]

«中国政府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小琪出席中国成为拉美社科院观察员国庆祝活动»ꎬ 中国外交部

网站ꎬ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６７３０８５ / ｚｚｊｇ＿６７３１８３ / ｌｄｍｚｓ＿６７３６６３ [２０２３ －
１２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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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合作进入新时代” ①ꎮ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ꎬ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发布 «中国—拉丁

美洲社会科学院特刊»ꎬ 以纪念中国成为其观察员国和中拉知识合作正式启

动ꎮ 特刊以英西双语对照出版ꎬ 首次公开全文发布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

外办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的视频致辞文字稿ꎮ 王毅表示ꎬ “中方愿以此为契

机ꎬ 进一步加强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互学互鉴交流ꎬ 以期在面对大变

局和疫情背景下ꎬ 为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多智慧和力量”②ꎮ
可以说ꎬ 由一场大型学术演讲季 “中拉大讲堂” 及其延续 “当代中国讲堂”

系列开启的中拉知识合作是中拉学术界为两地公众贡献的一场知识分享的盛宴ꎬ 它

为下一步推进中拉发展经验共享和知识互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ꎮ 由此引发的示范效

应或将进一步溢出ꎬ 从而带动更多的机构投身到中拉知识的生产、 交流和传播中ꎮ
３ “拉丁美洲知识启蒙” 工程

出版是最传统却最具生命力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ꎬ 在增进中拉相互认

知和推动互学互鉴方面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ꎮ 尽管中拉经贸往来日益密切ꎬ
人员交流愈加频繁ꎬ 但我们对拉丁美洲的认识往往是抽象的概念多于具体的

知识ꎬ 模糊的印象多于确切的体验ꎮ③ 中国亟待敞开心扉走近拉美、 俯下身子

阅读拉美ꎮ 在此背景下ꎬ “理解拉丁美洲文库” 应运而生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ꎬ 北

京大学出版社和中拉教科文中心正式启动了国内第一个系统出版拉丁美洲历

史人文主题的大型图书系列——— “理解拉丁美洲文库”ꎮ 该文库以传播 “轻学

术” 为宗旨ꎬ 立志做 “好读的拉美历史人文书”ꎬ 以帮助中国大众从轻松阅读

中深刻理解拉美的历史、 文化、 民族和社会ꎬ 因此堪称 “拉丁美洲知识启蒙”
工程ꎮ 该文库拟分三个阶段ꎬ 争取用 １０ 年左右的时间出版 ５０ 本拉美历史人

文的图书ꎮ④ 此外ꎬ 鉴于国内目前译介的拉美主题的图书多数基于欧美视角ꎬ
这套文库就具有明显的 “南南视角” 了ꎮ 译著倾向于选取拉美的经典通俗作

品ꎬ 以呈现拉美人眼中的拉美ꎬ 而原创作品则以专业素养与田野经验俱佳的

—３６—

①

②

③

④

«驻哥斯达黎加大使汤恒与拉美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共同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与拉美

社会科学院谅解备忘录›»ꎬ 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网站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ｃｒ ｃｈｉｎａ －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ｇｏｖ ｃｎ / ｓｇｘｗ / ２０２２１１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１６]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ＣＨＩＮＡ － ＦＬＡＣＳＯꎬ Ｅｄｉｃｉóｎ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ꎬ ｆｅｂｒｅｒｏ ２０２３ꎬ ｐ 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ｌａｃｓｏ ｏｒｇ / ｎｏｄｅ /
４７６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１５]

郭存海、 张琨: « “理解拉丁美洲文库” 总序»ꎬ 载 [阿根廷] 亚历杭德罗格里姆森著ꎬ 侯

健、 张琼译: «阿根廷迷思»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ꎬ 第 ３ 页ꎮ
赵晖、 党琦: «同舟共济扬帆起　 乘风破浪万里航———写在习近平主席提出中拉命运共同体理

念七周年之际»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１６ / ｃ＿１１２７６
６２５０９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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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学者为主ꎬ 以表现中国对拉丁美洲的 “理解”①ꎮ 墨西哥历史学院院

士、 著名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博士对此表示认同ꎮ 他作为文库的国际顾问

代表在启动仪式上表示: “ ‘理解拉丁美洲文库’ 是一个非凡的创举ꎬ 可以拉近

中拉彼此间的距离ꎬ 期待它在中拉之间架设一座更牢固的 ‘理解之桥’ꎮ”②

相对于拉美主题图书在中国的传播ꎬ 中国主题图书在拉美的传播更具挑

战性ꎬ 但近年来朝华出版社迎难而上ꎬ 其推出的 “中拉文明对话丛书” 引起

拉美学界盛赞ꎮ 作为 “中拉文明对话论坛” 的联合发起方ꎬ 朝华出版社大力

推动中拉联合出版和中国主题对拉出版ꎬ 以构建中拉出版合作网络ꎬ 形成对

拉出版协同机制ꎮ ２０２２ 年ꎬ 中国外文局成立 “中拉文化出版中心” 并指定由

朝华出版社牵头承建ꎬ 旨在搭建统一的中拉出版服务平台ꎬ 建设国家级的中

拉人文交流和出版智库ꎬ 推进中拉优秀主题图书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版与版权

贸易ꎬ 向世界宣介中拉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成果ꎮ
４ «我们的田野» ———发展知识的新载体

知识合作天然地包括知识的生产和传播ꎬ 而随着技术的发展ꎬ 知识生产

和传播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ꎮ 新时期ꎬ 基于新媒体的视频成为知识生

产和传播的最受欢迎的载体ꎮ 有鉴于此ꎬ 笔者创造性地推动通过纪录片方式

传播中国乡村振兴的发展经验和实践ꎬ 以展现新时期中国乡村发展的个案ꎬ
促进中国发展知识对拉美地区的精准化传播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ꎬ 笔者牵头组织了一个三人调研团前往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

族自治县擂鼓镇田坝村进行田野调查ꎬ 以探索将 “讲好中国故事” 和 “投身

中国乡村振兴实践” 有机结合的空间ꎮ③ 调研发现ꎬ 田坝村是一个可以向拉美

地区讲好中国乡村振兴故事、 通过纪录片分享中国发展的过程性实践的完美

案例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西班牙语部 (ＣＧＴＮ ＥＳＰＡÑＯＬ) 对此调查结论给予

充分认可ꎬ 决定拍摄三集大型纪录片 «我们的田野: 拉美青年蹲点记»ꎬ 并邀

请笔者担任学术顾问全程参与指导拍摄ꎮ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初ꎬ 这部专门向拉美地

区分享中国乡村振兴经验和实践的纪录片历经半个多月的蹲点拍摄ꎬ 终于在

田坝村顺利杀青ꎮ «我们的田野» 真实记录了来自阿根廷、 墨西哥和古巴的三

—４６—

①

②

③

郭存海、 张琨: « “理解拉丁美洲文库” 总序»ꎬ 载 [阿根廷] 亚历杭德罗格里姆森著ꎬ 侯

健、 张琼译: «阿根廷迷思»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ꎬ 第 ４ 页ꎮ
吴杰: «中国与拉丁美洲学者合力打造 “理解拉丁美洲文库”»ꎬ 人民网ꎬ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１ / １０２５ / ｃ１００２ － ３２２６３０６９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０９]
郭存海: «讲好田坝乡村振兴故事»ꎬ 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第 ３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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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拉美青年参与和亲历中国当前正在发生的轰轰烈烈的乡村振兴大业ꎬ 以及

他们对中国乡村发展经验与实践的理解与感悟ꎮ 第一次来到中国农村的阿根

廷驻华大使牛望道也参与拍摄ꎬ 一线调研中国的乡村振兴和发展实践ꎬ 还写

下了三篇 «大使手记»ꎮ 牛望道大使后来在不同场合接受媒体采访时ꎬ 都提及

田坝村之行给他思考国家发展和治理模式带来的重要启迪ꎮ
«我们的田野» 不仅是一部纪录片ꎬ 更是一次生动立体的田野调查发现ꎬ

产生了不错的传播效果ꎮ 据统计ꎬ 就相关主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西班牙语全

平台共发稿 ２７１ 条ꎬ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球阅读量就达到 ３５２４ ３ 万次ꎬ
独立用户浏览量 ３２９８ 万次ꎬ 互动量 ５９ ８ 万次ꎬ 视频观看量 ５２６ ２ 万次ꎮ① 与

此同时ꎬ «我们的田野» 还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

价ꎮ 中国外交部拉美司官方微博账号 “聚焦拉美” 多次转载相关报道ꎬ 阿根

廷国家通讯社、 智利国家合作电台等多家拉美媒体均发布该纪录片的相关新

闻和画面ꎬ 拉美公共电视网 (ＲｅｄＴＡＬ) 也向旗下各媒体成员推荐播放该纪录

片ꎮ 正如拉美公共电视网执行主席尼古拉斯肖恩菲尔德所评价的那样②ꎬ 中

国是乡村发展的典范ꎬ 纪录片所展示的中国乡村振兴经验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公

平、 更平衡的拉美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ꎬ 由拉美 １４ 国 １７ 名记者组成的中拉新闻交流

中心记者团还对时任田坝村村委会主任陈福艳进行联合采访③ꎬ 进一步放大了

女性权益保护、 绿色发展以及茶旅融合等多维度乡村发展经验的对拉传播ꎮ
５ 中拉发展知识联盟

２０２１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拉文明对话论坛可以说是中拉学术交流史

上的一座里程碑ꎮ 本届论坛不仅提升了中拉文明对话的目标层次———发展领域

的互学互鉴ꎬ 更重要的是闭幕式上发布的 «中拉文明对话论坛北京宣言» (以下

简称 «北京宣言») 蕴育了中拉发展知识联盟的萌芽ꎮ «北京宣言» 提出ꎬ 丰富

文明对话内容ꎬ 扩大文明对话主体ꎬ 推动形成中拉文明对话合作网络ꎬ 适时在

拉美举办中拉文明对话论坛ꎻ 倡导以共商、 共建、 共享精神搭建中拉知识交流

与合作平台ꎬ 推动知识共享ꎬ 助力共同发展ꎻ 支持加强拉美的中国研究和中国

的拉美研究ꎬ 积极开展联合研究和出版ꎬ 共建中拉学术共同体ꎮ④

—５６—

①

③

④

②　 潘津晶: « “他者” 视角下的中国乡村振兴———以纪录片 ‹我们的田野: 拉美青年蹲点记›
为例»ꎬ 载 «国际传播»ꎬ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６６ 页ꎬ 第 ６９ 页ꎮ

“Ｕｎ Ｄｉáｌｏｇｏ ｅｎｔｒｅ Ｐｅｒｉｏｄｉｓｔａｓ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ｓ ｙ ｌａ Ｊｅｆａ ｄｅ ｕｎａ Ａｌｄｅａ Ｍｏｎｔａñｏｓａ ｅ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ＣＧＴ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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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 ‹中拉文明对话论坛北京宣言› 正式发布»ꎬ 人民网ꎬ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１ / １０２５ / ｃ１００２ － ３２２６３０６９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２６]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在 «北京宣言» 的激励下ꎬ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第六届中拉文明对话论坛取得突

破性进展ꎬ 不仅首次成功在拉美地区举办ꎬ 更重要的是ꎬ 开幕式上宣布成立

了 “中拉发展合作与知识分享联盟” (简称 “中拉发展知识联盟”)ꎮ 该联盟

由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牵头并邀请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 拉丁美洲社

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中国研究学会和拉丁美洲公共电视网等共同发起成立ꎬ
联盟秘书处设在北京中拉文化交流中心ꎮ 中拉发展知识联盟旨在为中拉学术

界、 媒体界、 工商界开展平等互信、 包容互鉴的发展合作搭建多双边知识交

流与合作平台ꎮ① 联盟的价值理念和行动计划是对 «北京宣言» 的具体实践

和突破ꎮ 一方面ꎬ 它从务虚转向务实ꎬ 即以知识促发展ꎬ 以合作促发展ꎬ 它

内在地包含发展合作和知识分享两个层面的内涵ꎮ 知识的生产、 交流和传播服

务于中拉发展合作的具体实践ꎬ 是对中拉发展知识联盟最生动、 最具体、 最直

白的表述ꎮ 另一方面ꎬ 它是一个非政府、 非营利、 开放性的国际化多边合作网

络ꎬ 欢迎一切认同联盟宗旨和目标的机构、 社会组织、 高校、 企业、 媒体等加

盟ꎬ 以知识合作切实推进中拉共享发展行动ꎬ 助力形成中拉发展共同体ꎮ
尽管从形式和内容上来看ꎬ 中拉发展知识联盟受到了中国—东盟发展知

识网络的启迪并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拉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②的经验ꎬ 但从

其远景目标和运作模式来看ꎬ 它的一系列创新思想和实践仍非常值得期待ꎮ
中拉发展知识联盟有着宏伟的目标ꎬ 特别是形成发展合作与知识共享网络ꎮ
下一阶段ꎬ 联盟将围绕经济转型、 减贫治理、 科技创新、 气候变化、 生态保

护等中拉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ꎬ 举办中拉发展合作论坛ꎬ 开展联合研究、 主

题研讨、 专题讲座、 实地调研、 人员互访等交流活动ꎬ 为推进全球发展倡议

和全球文明倡议等与拉美发展战略对接凝聚共识ꎬ 为加快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汇聚合力ꎮ

五　 发展知识合作引领中拉关系的未来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遭遇重大挑

—６６—

①

②

参见中国外文局: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和拉美国家高端智库发起成立 “中拉发展知识联盟”»ꎬ
２０２３ 年９ 月１４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ｃｇ ｏｒｇ ｃｎ / ２０２３ －０９ / １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２５２１９７４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２６]

中拉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是由华南农业大学倡议ꎬ 中国和拉美国家涉农高校、 科研机构及

企业单位等自愿加入并共同发起成立的非政府、 非营利的开放性、 国际化的多边合作平台ꎮ ｈｔｔｐｓ: / /
ｃｌａｅｒｉａ ｓｃａｕ ｅｄｕ ｃｎ / ｘｗｓｄ [２０２３ － １１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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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ꎮ 然而ꎬ 亚非拉的复兴、 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全球南方的新一轮觉

醒①给南南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ꎮ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 拉

美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之一ꎬ 都面临着改革创新以实现进一步发展

的共同使命ꎬ 中拉双方亟待加强发展合作以实现共同发展ꎮ 从长远来看ꎬ 实

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是推进发展知识合作ꎬ 提高各国自主发展能力ꎮ 发展

知识合作不仅是新时期南南合作的天然元素ꎬ 而且是发展合作的关键内核ꎮ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高度凝结ꎬ 是百年发展经验和实践

的知识集成ꎬ 是中国最大的发展知识和发展智慧ꎮ 它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ꎬ 是基于深厚历史底蕴和文明根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ꎬ 既以现代文明激发和彰显传统文明的活力和魅力ꎬ 又从传统文明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ꎬ 启迪和指导当代创新发展实践ꎮ②

两年来ꎬ 全球发展倡议得到积极响应ꎬ 不断落地南方国家ꎻ 一年来ꎬ 全

球文明倡议也从抽象理念转化为生动实践ꎮ 其中ꎬ 发展知识合作是贯通全球

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创造性实践ꎮ 历经早期的探索和近两年的创新实

践之后ꎬ 中拉发展知识合作逐步走深走实ꎬ 最终搭建起服务共同发展目标的

中拉知识共享平台———中拉发展知识联盟ꎮ ２０２４ 年中拉关系将迎来一个新的

关键时刻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ꎬ 应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发展知识ꎬ 以中

拉同行现代化繁荣之路为发展目标ꎬ 让中拉发展知识合作为中拉全面合作伙

伴关系提质升级提供智慧和力量ꎬ 为中拉命运共同体之 “船” 行稳致远提供

支撑和方向ꎮ
(责任编辑　 高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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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 «王毅在 ２０２３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的演讲»ꎬ 中国外交部网站ꎬ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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