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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变动中的 “全球南方”
与中国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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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作为一个术语ꎬ “全球南方” 是国际舆论和学术研究中热议和

争论的理论问题ꎻ 作为一种现实ꎬ “全球南方” 是影响国际格局、 世界秩序、
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ꎮ “全球南方” 的崛起ꎬ 既有国际格局新变化的深层

背景ꎬ 也有非常浓厚的大国博弈色彩ꎬ 同时为深化全球发展治理合作提供了

新机遇ꎮ 金砖国家作为 “全球南方” 的代表ꎬ 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ꎬ 参与

全球治理ꎬ 促推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改革与务实合作ꎮ 当前ꎬ “全球南方”
国家普遍不满西方国家试图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ꎬ
主张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ꎮ 中国既是金砖国家的重要

成员之一ꎬ 更是 “全球南方” 的当然成员ꎬ 还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引领者ꎬ 当

下则面临着严峻且复杂的国际形势: 一方面ꎬ 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借助分类、
拉拢和施压等手段ꎬ 试图分化瓦解 “全球南方” 乃至排斥和制衡中国ꎻ 另一

方面ꎬ “全球南方” 国际影响力渐增ꎬ 自主发展意识和制度建设加强ꎮ 鉴此ꎬ
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ꎬ 并可基于自身发展经验ꎬ 不

断深化 “全球南方” 国家之间新型南南合作ꎬ 从而不断助力全球发展治理新

架构的构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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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 的中东板块: 历史逻辑与现实价值∗

刘中民

一　 “全球南方” 概念持续升温的背景

作为一个术语ꎬ “全球南方” 是国际舆论和学术研究中热议和争论的理论

问题ꎻ 作为一种现实ꎬ “全球南方” 是影响国际格局、 世界秩序、 全球治理变

０２

∗

①

本文系 ２０２２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百年变局下国际体系和中东地区互

动关系研究” (２２ＪＪＤ８１００２３) 的阶段性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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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重要力量ꎮ 但是ꎬ 目前国际社会围绕 “全球南方” 的含义和构成并未形

成广泛的共识ꎮ 一般而言ꎬ “全球南方” 是国际社会中既具有明显共性又存在

显著差异的国家群体ꎮ 正如有关分析指出ꎬ “全球南方” 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或

政治集团ꎬ 而是一个包含多样化的价值观念、 文化传统、 发展水平以及多元

化利益诉求的国家群体ꎮ 但 “全球南方” 具有鲜明的 “共同基因”ꎬ 如拥有

反帝反殖民的历史ꎬ 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ꎬ 主张多极化ꎬ 反对霸权、
追求正义等特征ꎮ①

事实上ꎬ “全球南方” 并非新鲜的概念ꎬ 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２００４ 年发

布了 «打造全球南方» 报告ꎬ “全球南方” 概念就是该报告的重要关键词ꎮ
在 “全球南方” 概念之前ꎬ 在国际社会便有 “发展中国家” “欠发达国家”
“第三世界” “南方国家” 等一系列概念ꎬ 尽管其内涵有所不同ꎬ 但它们都多

在不同时期被用来指代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水平方面落后于西方ꎬ 并要求建

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发展中国家ꎮ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界定ꎬ “全球

南方” 包括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ꎬ 涵盖广大亚非拉地区ꎮ 就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的功能而言ꎬ 它提出这一概念的初衷显然是侧重发展合作领域的经济范畴ꎮ
但是ꎬ 在近几年特别是在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以来ꎬ “全球南方” 不仅成为国

际舆论热议的话题ꎬ 其内容也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地缘政治蕴意ꎬ 其重要原因

在于伴随国际格局剧烈变动ꎬ 在冷战后国际地位一度遭到削弱的南方国家作

为 “中间地带” 的战略价值迅速上升ꎬ 而南方国家在大国博弈特别是乌克兰

危机中战略自主增强ꎬ 使其在国际格局中的战略地位迅速上升ꎮ 当然ꎬ 南方

国家作为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实力和作用的上升ꎬ 也是南方国

家群体性崛起的重要经济基础ꎮ
因此ꎬ 在当前的国际社会ꎬ 无论是美欧西方国家以及南方国家自身ꎬ 都

在话语和实践层面争取 “全球南方” 的主导权ꎬ 使其服务于自身利益和战略

的需要ꎮ② 由此可见ꎬ “全球南方” 概念背后既存在话语之争ꎬ 也存在权力博

弈ꎮ 为表达中国对 “全球南方” 的理解和立场ꎬ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于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在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ꎬ 专门就加

１２

①

②

«什么是 “全球南方”?»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ｆ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 ｓｔａｔｉｃｓｇ / ｒｅｓ / ｈｔｍｌ / ｗｅｂ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ｈｔｍｌ?
ｉｄ ＝ ６４６１４９＆ｓｉｄ ＝ ６７ꎬ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０２ꎮ

王辉耀、 苗绿: «西方热炒 “全球南方” 概念ꎬ 中国如何应对?»ꎬ 载 «环球时报»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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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全球南方” 国家合作提出了中国的立场和主张ꎮ 王毅表示ꎬ 独立自主是

“全球南方” 的政治底色ꎬ 发展振兴是 “全球南方” 的历史使命ꎬ 公道正义

是 “全球南方” 的共同主张ꎮ 王毅还就加强 “全球南方” 国家合作提出四点

主张: 第一ꎬ 要消除冲突ꎬ 共建和平ꎻ 第二ꎬ 要重振活力ꎬ 共促发展ꎻ 第三ꎬ
要开放包容ꎬ 共谋进步ꎻ 第四ꎬ 要团结一致ꎬ 共商合作ꎮ①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ꎬ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ꎬ 作

为发展中国家、 “全球南方” 的一员ꎬ 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 共

命运ꎬ 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ꎬ 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ꎮ②

在东起阿富汗西至摩洛哥的广大中东地区ꎬ 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为西

方坚定盟友的以色列外ꎬ 其他所有国家都可以归入 “全球南方” 国家的行列ꎮ
中东作为 “全球南方” 的重要板块ꎬ 既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ꎬ 更有其重要的

现实价值ꎮ

二　 中东作为 “全球南方” 重要板块的历史逻辑

中东地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ꎬ 在历史上对人类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但是ꎬ 近代以来ꎬ 伴随奥斯曼帝国衰落和西方殖民扩张ꎬ 中东地区相继沦为西

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ꎮ 受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影响ꎬ 中东地区体系具有明

显的依附性特征ꎮ 无论是殖民时期的殖民统治和委任统治ꎬ 还是冷战时期东西

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中东国家的深刻影响ꎬ 以及冷战后西方的 “民主改造”
和新自由主义对中东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强势干预ꎬ 都使得中东国家的发展路

径具有严重的外部依赖性ꎮ③ 因此ꎬ 长期以来ꎬ 独立、 和平、 发展是中东国

家的不懈追求ꎬ 并使中东国家成为第三世界、 发展中国家、 南方国家的重

要成员ꎬ 这也构成了中东国家在当今成为 “全球南方” 重要板块的历史逻

辑所在ꎮ
第一ꎬ 中东国家在长期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形成了 “全球南方” 的政治底

２２

①
②

③

参见 «王毅就加强 “全球南方” 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ꎮ
« “全球南方” 同呼吸共命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２３ / ｃ ＿ １１２９８１９５７６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０２ꎮ
刘中民: «阿拉伯之春十年后看中东困局»ꎬ 载 «环球时报»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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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独立自主ꎮ 自 １９ 世纪以来ꎬ 中东国家就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了

不懈的斗争ꎬ 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才最终形成中东的独立民族国家体系ꎮ 有

学者根据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把 ２０ 世纪现代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

成划分为 ３ 个阶段ꎬ 即 ２０ 世纪初期以土耳其、 伊朗民族民主革命和阿拉伯民

族主义形成为标志的 “中东的觉醒”ꎬ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民族解放运动高潮

为内容的 “中东的抗争”ꎬ 二战后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反帝反殖斗争胜利、 中

东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为标志的 “中东的巨变”ꎮ① 总之ꎬ 中东国家经历了长期

反殖、 反帝、 反霸的斗争才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ꎬ 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

牺牲和代价ꎬ 从而使其具备了独立自主的纯正政治底色ꎮ
第二ꎬ 发展振兴作为 “全球南方” 的历史使命ꎬ 构成了中东国家在现代

化进程中不懈追求的目标ꎮ 从 １９ 世纪奥斯曼帝国寻求现代化的 “坦齐马特”
(原意为 “整顿”) 改革和埃及的阿里改革运动ꎬ 到 ２０ 世纪上半叶土耳其、 伊

朗、 埃及、 阿富汗等中东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ꎻ 从二战后中东民族主义、 资

本主义、 社会主义、 伊斯兰复兴主义对发展道路的探索ꎬ 到经历西方新自由

主义失败和 “阿拉伯剧变” 阵痛后各国纷纷制定新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愿景ꎬ②

中东国家为实现发展振兴进行了不懈的探索ꎬ 进而使其与 “全球南方” 肩负

着共同的历史使命ꎮ
第三ꎬ 公道正义是 “全球南方” 的共同主张ꎬ 中东国家为实现公道正义

广泛参与了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ꎮ “发展中国家” 和

“第三世界” 作为 “全球南方” 的前身ꎬ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逐步发展成为

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ꎬ 特别是亚非会议的召开、 不结盟运动的兴起、
七十七国集团的建立ꎬ 构成了南方国家兴起和发展的重要里程碑ꎬ 并为推动

建立公正、 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中东国家不仅

广泛参与了南方国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集体斗争和国际组织ꎬ 而且

建立和发展了阿拉伯国家联盟、 伊斯兰合作组织、 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地区性

３２

①

②

详尽论述参见王铁铮: «试论现代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ꎬ 载 «西亚非洲» １９９１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４１ ~ ４８ 页ꎻ 刘中民: «挑战与回应: 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２８０ ~ ２８１ 页ꎮ

关于中东国家现代化、 发展道路、 发展规划等问题的论述ꎬ 可参见彭树智主编: «伊斯兰教与

中东现代化进程»ꎬ 西北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７ 年版ꎻ 哈全安著: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版ꎻ 陈万里等著: «二战后中东伊斯兰国家发展道路案例研究»ꎬ 宁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ꎻ
王林聪主编: «中东发展报告 Ｎｏ ２４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２)»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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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功能性的国际组织ꎬ 为维护中东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例如ꎬ 阿富汗、 伊朗、 也门、 沙特、 伊拉克、 叙利亚、 黎巴嫩、 约旦、 土耳

其、 埃及、 苏丹等一批中东国家参加了 １９５５ 年召开的亚非会议ꎬ 积极推动亚

非国家团结反帝、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ꎮ 在 １９６１ 年兴起的不结盟运动中ꎬ 埃

及与南斯拉夫、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加纳一起构成了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ꎬ
埃及开罗还承办了不结盟运动的筹备会议ꎮ 中东国家也是 １９６４ 年成立的七十

七国集团的重要参与者ꎬ 阿尔及利亚还于 １９６７ 年主办了七十七国集团第一次

部长级会议ꎮ①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 １９７３ 年ꎬ 以中东国家为主的石油输出国组

织发起了震撼世界的石油斗争ꎬ 以 “限产、 提价、 禁运” 为主要措施保护中

东国家的经济权益ꎬ 不仅极大地支援了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斗争ꎬ 更对

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造成了强烈冲击ꎮ

三　 中东作为 “全球南方” 重要板块的现实价值

第一ꎬ 中东国家是 “全球南方” 国家中一支独立自主的重要力量ꎮ 近代

以来ꎬ 西方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政治、 经济、 军事

和文化等领域对中东的干预、 控制、 侵略和渗透ꎬ 使得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

体系具有外部强加的典型特征ꎬ 也使中东地区体系具有典型的依附性特点ꎮ②

如前所述ꎬ 中东国家在近代以来为实现独立自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ꎬ 但

始终难以彻底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的外部干涉ꎮ
近年来ꎬ 伴随国际体系内大国力量格局变化ꎬ 域外大国对中东的影响趋

于多元平衡ꎬ 地区国家的自主性上升ꎬ 导致中东地区格局正呈现出值得肯定

的积极变化ꎮ③ 伴随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大国战略竞争并在中东进行战略收

缩ꎬ 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来中东国家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能源格局中的地

位迅速上升ꎬ 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信和战略自主得到了极大提升ꎮ 乌克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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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具体情况ꎬ 可参见李琮著: «第三世界论»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版ꎻ 畅征、 陈峰君主编: «第三世界的变革»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７ 年版ꎻ 张雷声著:
«寻求独立、 平等与发展»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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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民: «重构中的中东地区格局: 迎来和平发展 “新气象”?»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８ 期ꎬ 第 １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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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ꎬ 在美国发起对俄罗斯谴责、 围堵、 制裁的过程中ꎬ 中东国家的态度尽

管存在较大的差异ꎬ 但基本上采取了相对中立的立场和政策ꎬ① 并未加入美国

制裁和对抗俄罗斯的阵营ꎬ 尤其是土耳其、 沙特、 阿联酋、 以色列等美国盟

国ꎬ 并未简单按照美国要求行事ꎬ 而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进行理性选择ꎬ 甚

至敢于拒绝美国的要求 (如石油限产)ꎬ 这一切都是中东国家战略自主增强的

体现ꎮ 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不仅有利于维护其自身利益ꎬ 更使中东地区构成

了维护全球战略格局稳定的重要 “中间地带”ꎮ
第二ꎬ 中东国家是 “全球南方” 国家中维护地区与全球安全的重要力量ꎮ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采取分而治之、 军事干预、 代理人战争等政策对中东事务

进行干预ꎬ 导致地区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领土边界矛盾、 地缘政治矛盾、
民族宗教纷争异常复杂ꎬ 酿成了层出不穷的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ꎬ 进而使中

东地区体系具有典型的冲突性特征ꎬ 中东地区也成为和平赤字、 安全赤字最

为严重的地区ꎮ
但是ꎬ 当前中东地区形势正在出现可喜的积极变化ꎬ 进而使中东国家在

消除地区冲突、 维护地区和世界安全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ꎮ 近年来ꎬ 伴随美

国的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大国竞争并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ꎬ 中东地区大国在

“阿拉伯剧变” 以来面临发展转型的巨大压力ꎬ 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来美、 俄

的战略博弈重点从中东转向乌克兰ꎬ 促使地区国家纷纷进行战略调整ꎮ 在此

背景下ꎬ 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出现了罕见的 “和解潮”ꎮ② 特别是自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中国、 沙特和伊朗三方发表沙特与伊朗和解的 «北京声明» 后ꎬ 伊朗与

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ꎬ 土耳其与沙特、 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ꎬ
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关系、 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的关系都出现了对话、 缓和

的积极互动ꎬ 进而有利于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发展ꎮ③ 当前沙特、 土耳其等

中东国家已成为斡旋地区和国际冲突的重要角色ꎮ 例如ꎬ 土耳其在斡旋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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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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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东国家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ꎬ 可参见章远: «俄乌冲突与伊朗维持中东地区均势的对外行

为»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２ ~５７ 页ꎻ 佘纲正: «新型 “中间地带”: 俄乌冲突中的

阿拉伯国家»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５８ ~ ７６ 页ꎻ 杨晨: «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

衡外交: 表现、 动因及影响»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７７ ~ ９４ 页ꎻ 吴诗尧: «以色列

介入俄乌冲突的动机、 举措及影响»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９５ ~１１６ 页ꎮ
参见金良祥: «中东国家新一轮关系缓和探析»ꎬ 载 «国际关系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３７ ~

１５２ 页ꎮ
刘中民: «中国促成沙伊和解ꎬ 推动中东和平发展新潮流»ꎬ 载 «光明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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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危机特别是达成黑海粮食运输协议方面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ꎻ 沙特

在召开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 斡旋苏丹冲突方面的作用引起了国际社会广

泛关注ꎮ
第三ꎬ 中东国家是 “全球南方”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伙伴ꎮ “全球南

方” 国家合作的核心就是要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ꎬ 进一步凝聚促发

展的国际共识ꎬ 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利ꎻ 重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ꎬ 培

育全球发展新动能ꎻ 推动发达国家切实履行援助承诺ꎬ 使发展成果更多惠及

各国人民ꎮ① 在促进发展问题上ꎬ 中东国家不仅有着强烈的发展愿望ꎬ 同时更

是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合作的重要伙伴ꎮ
一方面ꎬ 在经历了长期的艰辛探索和多次挫折之后ꎬ 中东国家纷纷把发

展转型作为国家的战略选择ꎬ 纷纷制定和实施各种发展愿景ꎬ 体现了中东国

家实现发展的迫切愿望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在联合国 «千年宣言» 和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指引下ꎬ 许多中东国家开始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ꎬ 其

目标在于摆脱发展困境ꎬ 破解民生难题ꎬ 巩固政权和统治根基ꎬ 实现经济可

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ꎬ 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发展水平ꎮ② 开拓国际合作渠

道ꎬ 强化对外合作力度ꎬ 推进发展规划的实施ꎬ③ 构成了中东国家实施发展规

划的重要特征ꎬ 这势必促使其积极参与 “全球南方” 发展合作ꎮ
另一方面ꎬ 中东国家已成为金砖国家等 “全球南方” 国家国际发展的合

作重要伙伴ꎮ 当前ꎬ 金砖国家会议已成为 “全球南方” 最具实力和活力的国

际发展合作机制ꎬ 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持续提升ꎬ 对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

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吸引力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ꎬ 已有超过 ４０ 个国家希

望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ꎬ ２０ 多个国家正式提出加入申请ꎬ 其中就包括 ９ 个

中东国家ꎮ 在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南非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ꎬ ２３ 个国家正式申请成

为金砖合作机制正式成员ꎬ 最终峰会决定增加阿根廷、 埃及、 埃塞俄比亚、
伊朗、 沙特、 阿联酋六国为成员国ꎬ 其中埃及、 伊朗、 沙特、 阿联酋四国为

中东国家ꎮ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前首席经济学家纳赛尔赛迪评价说ꎬ 中东国

家面临诸多经济领域的共同挑战ꎬ 其中应对气候变化、 能源转型、 基础设施

发展和摆脱贫困等问题尤为关键ꎬ 特别是多个产油国近年来致力于实现经济

６２

①
②
③

参见 «王毅就加强 “全球南方” 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ꎮ
王林聪主编: «中东发展报告 Ｎｏ ２４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２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１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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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以摆脱对石油收入的依赖ꎬ 加入金砖机制对于这些国家制定符合其国

情的解∗决方案来说大有裨益ꎮ① 中东四国加入无疑将使 “金砖发展成色更足、
分量更重ꎮ” 中东四国人口总和约 ２ ３ 亿ꎬ 进一步提升了金砖在国际上的代表

性和影响力ꎻ 四国已探明石油储量总和约占全球储量的 ３４％ ꎬ 已探明天然气

储量总和约占全球储量的 ２７％ ꎬ 为金砖发展注入强大推动力和续航力ꎻ 四国

国内生产总值总和超过 ２ ２ 万亿美元ꎬ 货物贸易总额约 １ ９ 万亿美元ꎬ 将为

金砖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潜力和空间ꎮ②

此外ꎬ 中东文明的独特性、 多样性也使中东国家成为 “全球南方” 国家

文明互鉴、 交流治国理政经验的重要伙伴ꎮ 由于中东国家长期饱受外部干涉

之苦ꎬ 中东国家更是 “全球南方” 团结一致ꎬ 共商合作ꎬ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的重要伙伴ꎮ
总之ꎬ 中东国家在历史中形成了 “全球南方” 国家追求独立自主、 发展

振兴、 公道正义的共同特征ꎬ 在当前和未来 “全球南方” 国家的合作中ꎬ 中

东国家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板块ꎬ 并对保持全球战略格局稳定ꎬ 维护地区

和全球安全ꎬ 促进全球发展合作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ꎮ 在新一轮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中ꎬ 中东国家必将为扩大 “全球南方” 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ꎬ 维

护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利和共同利益做出更大的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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