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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理念的全球共享 

与国际组织的作用 
 

祁怀高 
 

摘  要：理念决定着发展能否取得成功。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

经形成了具有‚普世‛意义的发展理念。这些发展理念包括：明确确立民生优先

的导向性，在市场与政府之间把握好动态平衡，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发展的转型升

级，大力整合发展利益攸关者的力量，务实利用国际援助和开展对外援助等。鉴

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于借鉴中国的发展

理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国际组织的中立地位和全球经验有助于中国发展理念的

全球共享。中国让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其发展理念的政策选择包括：通过国际组

织向世界讲述中国发展故事，与国际组织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引领全球发展议程

的设置，发挥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作用。中国发展理念的总结、

提炼和共享是为了给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发展道路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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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决定着发展能否取得成功。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和社

会发展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逐渐形成了具有“普世”意义的发展理念。

在这一背景下，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于借鉴中国的发展理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国

际组织的中立地位和全球经验有助于中国发展理念的全球共享，中国可以通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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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组织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中国的发展理念。 

将中国的发展理念通过国际组织全球共享，对于总结中国发展理念、提升国

家软实力、扮演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新角色、增进国内善治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是有助于总结中国改革开放 36 年来形成的具有“普世”意义的发展理念。改

革开放 36 年来，中国减贫成效显著，成功建起了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

障网，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完成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覆盖，基础设施改善明显，

降低文盲率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好的发展理念和经验亟需总结，以便通过国际组

织向发展中国家推广。二是为中国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提供新的思路。中国在发展

领域取得的成就和形成的发展理念能够彰显中国的软实力，也对发展中国家有着

极大的吸引力。让发展中国家共享中国发展理念和经验的过程，也是中国构建国

家软实力和贡献知识类公共产品的过程。三是推动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扮演更为重

要的角色。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将其发展理念通过国际组织让全球共享，中国将

可望在国际组织和全球发展议题的解决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影响力和创制力。

四是能够增进未来中国国内善治的实现。中国发展理念在与国际组织双向互动的

过程中，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等国际组织倡导的发展理念也在影

响中国的发展转型与国内治理。这一互动将是增进未来中国国内善治的重要方式

之一。 

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概述中国对于全球发展的贡献；其次，

分析中国有哪些好的发展理念能够全球共享；再次，阐述中国如何通过国际组织

将其发展理念传播到世界、让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最后，指出中国共享发展理

念还需自身转变理念。 

一、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发展成就及其对全球发展的贡献 

自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比如，

1979－2012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 9.8%，同期世界经济年

均增速只有 2.8%。中国高速增长期持续的时间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

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2008－2012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 20%。①
 2010 年，中国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 年，中国的 GDP 达到了 9.18 万亿美元。②
 中国

                                                        
①  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铸辉煌 经济发展谱新篇——1978 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
变化‛，《人民日报》，2013 年 11 月 6 日。 
②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http://www.imf.org/external/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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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实现同步快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人均国民总收

入由 1978 年的 190 美元上升至 2012 年的 5720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

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上中等收入国家。①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起点

低、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确实难能可贵。  

中国的发展成就尤其体现在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上。在距千年发展

目标结束（2015 年）还剩 2 年时间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提前实现了近一半的千

年发展目标和具体指标，中国将有可能在 2015 年实现绝大部分的千年发展目标。

中国已经提前实现的千年发展目标包括：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到 2015 年前普

及初等教育、消除中小学教育中的两性差距、降低五岁以下婴幼儿死亡率、将无

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基本环境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降低一半等。到 2015 年，

中国很有可能实现如下目标：将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四分之三，遏制并开始扭转艾

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蔓延。②
  

中国有效地致力于自身发展，本身就是对全球发展的重大贡献。而这一点常

为西方观察家和批评者所忽视。③
 考虑到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近五分之一，满

足中国 13 亿多人口的衣食住行、提供教育和就业等，本身就是对全球发展的巨

大贡献。比如，中国减贫取得的成就加速了全球减贫的进程。从 1990 年到 2005

年，全球生活在 1 美元/天贫困线下的人口减少到 14 亿，共减少了 4.18 亿，降低

了 23%。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过去 25 年全球减贫人口的 70％左右来自中

国，如果不包括中国，则全球的贫困人口实际增加了 5800 万人。④
 中国还积极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消除贫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政府与巴西、坦桑

尼亚等十几个发展中国家签订了减贫合作协议，共建减贫合作中心，积极共享减

贫经验和加快减贫进程。 

                                                        
①  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来区分全球的经济体。基于各个经济体的人
均国民总收入，可区分为低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等于或少于 1035 美元）、低中等收
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在 1,036 美元至 4085 美元之间）、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总
收入在 4086 美元至 12615 美元之间）、高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等于或多于 12616 美
元）。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views/reports/tableview.aspx 
②  中国外交部，联合国驻华系统：《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2013 年版）》，第
47—48 页。 
③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2. 
④  中国外交部，联合国驻华系统：《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2010 年版）》，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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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除了通过努力发展自身来推动全球发展外，还积极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提供力所能及的对外援助。2000 年以来，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向 120 多个发

展中国家提供了援助，如援建基础设施和工农业生产项目，提供各类物资和设备，

派遣专家开展技术合作，派遣医疗队和志愿者，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举办人

力资源培训等。2000 年至 2012 年，中国提供各类对外援助共计 2500 多亿人民

币。1983 年至 2012 年，中国先后邀请了近 11 万名官员和技术人员来华参加各

类研讨、研修和培训活动，内容涵盖公共管理、经贸、农林牧渔、外交、交通、

能源、环境水利及医疗卫生等领域。在卫生领域，中国对外援建了 40 多所医院

和 30 所疟疾防治中心，提供了大量医疗设备和抗疟药品，先后向 53 个国家派遣

了医疗队。①
 中国的一些外援项目已经非常知名，如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坦

赞铁路”）、连接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喀喇昆仑公路（“中巴友谊公路”）等。 

对于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对全球发展的贡献，中外人士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1985 年 8 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时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

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

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②
 对于中国在非洲提供的基

础设施和大量投资，非洲领导人表现出非常正面的评价。比如，塞内加尔总统阿

卜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于 2008 年 1 月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

指出，“与欧洲投资者、捐赠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缓慢而且有时带有施恩性质的后

殖民主义方式相比，中国满足我们需求的方式更为适宜。”“中国要比批评它的人

更有竞争力，官僚作风更少，更擅长与非洲打交道”。“事实上，刺激经济迅速发

展的中国模式可以让非洲吸取很多经验。”“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

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西方曾宣扬市场激励的价值，现在该是身体力行

的时候了。”③
 

二、中国的五个发展理念 

许多西方观察家把中国的发展理念简化为“威权体制”加“自由经济”。笔

                                                        
①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千年发展目标·建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http://www.cn.undp.org/content/china/zh/home/mdgoverview/overview/mdg8/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35 页。 
③  Abdoulaye Wade, Senegal’s President, “Time for the West to Practice What it Preache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3, 2008, 

http://www.ft.com/intl/cms/s/0/5d347f88-c897-11dc-94a6-0000779fd2ac.html#axzz2lP3fAdVw  



国际观察  2014 年第 6 期 

22 

者认为，诸如“威权主义”、“自由市场”等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并不能准确地解

释中国的发展理念和经验。尽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确

体现出“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结合，但中国的发展理念已经超越了这一

简单结合，呈现出以下五方面的发展理念。 

首先，中国政府明确确立民生优先的导向性。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发展的

指导思想和最终目标。在发展过程中，中国优先解决劳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

保障、居民住房等基本民生问题，努力使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11 年，

中国政府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 年）规划纲要，

在该纲要中推出了“改善民生十大行动计划”。“改善民生十大行动计划”旨在努

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鲜明地体

现了民生优先的导向。以减贫领域为例，中国政府把解决农村大量绝对贫困人口

的温饱问题视为最大的发展问题和人权问题。1978 年，中国有 2.5 亿的贫困人口，

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 30.7%。到 2010 年底，按 1274 元的扶贫标准

计算，中国贫困人口下降到 2688 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下降到

2.8%。①
 中国率先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以卫生领

域为例，中国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的条件下，把加强卫生系统建设、改善人

民健康放在突出位置。 

第二，在市场与政府之间把握好动态平衡。对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合

适的市场－政府关系对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

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政策辩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一些“教条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相容。直到 1992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成为各界的

共识，中共十四大明确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现在，

中国领导人认为在中国的市场与政府关系上提出新的理论解释的时机已经成熟。

根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于 2013 年 11 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②
 中国政府接受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其在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时确立正确

的理念。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维护市场秩序、推进可持续发展和制定发展政策

                                                        
①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 

http://www.scio.gov.cn/zxbd/tt/Document/1048386/1048386_2.htm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c_1181642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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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仍扮演着重要作用。比如，中国减贫的一个重要理念是通过发展来解决贫困问

题，这一理念就体现了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就市场发挥的作用而言，中国努

力发挥市场经济的规律，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和发展经济从而战胜贫困。采取的措

施主要体现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业和工业、在农村地区修建学校等方面。①
 

就中国政府发挥的作用而言，中国在各级政府都设立了由多部门广泛参与的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负责动员和协调扶贫资源、组织实施扶贫工作。②
 比如，在中央

政府层面，中国设立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中国政府还于 2011 年制定

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从而在减贫中更好地发挥政府

的指导性作用。 

第三，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发展的转型升级。发展模式转型可以帮助贫困的发

展中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从而顺利地转变为富裕国家。中国在经济快速发

展过程中曾经历一段时期的粗放发展模式，粗放发展模式给中国带来了高污染、

高能耗、粗放经营、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弊端。21 世纪初，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

粗放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中国必须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以寻求可持续发展。2003

年 10 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完整地阐述了“科

学发展观”。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③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为了应

对中国粗放发展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诸多弊端。“科学发展观”提出十多年来，

中国经济不断地转型升级，推动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一个贫穷的、以农业为基础

的国家转型为一个上中等收入的国家。正如原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所言，“因

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和长期的稳定增长，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背后的原因。”④
 

第四，大力整合发展利益攸关者的力量。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是一个

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约，而且也是包括政府、民间社会组织、私营

                                                        
①  World Bank, From Poor areas to Poor People: China’s Evolving Poverty Reduction Agenda - An 

Assessment of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Main report. Vol. 1 of Chin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March 2009, p. 78. 
②  中国外交部，联合国驻华系统：《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2010 年版）》，第 10

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10/21/content_1135402.htm  
④  Antoaneta Bezlova, “Lin Yifu’s World Bank Job May Add To China’s Clout,” Inter Press Service 

News Agency, January 30, 2008, 

http://www.ipsnews.net/2008/01/economy-lin-yifu39s-world-bank-job-may-add-to-china39s-cl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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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等所有发展利益攸关者之间的协约。中国的每个发展利益攸关者都必须侧重

于其资产的最佳利用，以高效、有效和集体协作的方式行动起来。比如：（1）中

国政府部门要制定政策和构建机制以实现发展目标；（2）民间社会组织也应该致

力于发展目标议程；（3）私营部门需要传播技术，创造体面就业并以同样方式努

力支持发展目标。以中国的减贫为例，中国广泛动员和组织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

减贫进程中去。中国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大型国有企业定点帮扶了 481 个重

点县。中国东部较发达的省、市和地区对口帮扶西部 11 个省区市。①
 党政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军队和武警部队支援，社会各界参与，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扶贫方式，推动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农民收入。中国

整合所有利益攸关者的减贫方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比如，时任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署长马克·布朗（Mark Brown）在 2004 年 5 月举行的全球扶贫大会上表

示，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发展经验是制定并长期坚持有效的扶贫政策，

中国政府积极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从而确保了中国的扶贫工作能顺

利进行并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这同样值得他国学习和借鉴”。②
 

第五，务实利用国际援助和开展对外援助。中国在利用国际援助时，在政策

选择上注重实用性。中国政府寻求国际援助和投资主要用于补充国内资源，而不

是将其作为长期的主流融资渠道。③
 中国在接受外援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主管

援助贷款项目的财政部门，还是主管赠款项目的商务部门，都以邓小平提出的“以

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有意识地引导外援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借

助外援进行渐进式的改革。④
 尽管中国是一个正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发展中国

家，但多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向经济困难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承担相应国际义务。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注重实效，与时俱进，不附带

任何政治条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模式。⑤
 中国对外援助的务实性和不附加

条件受到了受援国的普遍欢迎，就连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美国学者斯

                                                        
①  中国外交部，联合国驻华系统：《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2010 年版）》，第 11

页。 
②  廖雷：‚专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布朗‛，新华网，2004 年 5 月 28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5/28/content_1494730.htm 
③ OECD, China in Focus: Lessons and Challenges, OECD, Paris, 2012, p. 123, 

http://www.oecd.org/china/50011051.pdf  
④  周弘，张浚，张敏：‚外援与发展：以中国的受援经验为例‛，载《欧洲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14 页。 
⑤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 年 4 月， 

http://www.scio.gov.cn/zxbd/nd/2011/Document/896471/8964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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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芬•奥尔森（Stephen Olson）和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就认

为，“中国发展援助模式有着无附加条件、讲求时效和执行力强的特点，这受到

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好评，中国的发展援助模式也与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发展援助项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①
  

在上述中国的五个发展理念中，民生优先的发展议题解决理念是最为核心的

中国发展理念。该理念与西方国家坚持的民主优先的发展议题解决理念形成了哲

学意义上的竞争，即所谓的“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之间的竞争。“华盛

顿共识”通常指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针对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自由贸易

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所提出并形成的一套政策主张。1989 年，英国经济学家约

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将它归结为“华盛顿共识”，共包括 10 条改革

建议，其核心思想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加上财政政策稳定化。②
 2004 年 5

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发表了

一篇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指出“北京共识”不仅

适合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效仿的成功榜样。

雷默对北京共识的经验概括为三方面：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创造一个有利于持

续与公平发展的模式；坚持自主。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

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③“北京共识”实质上就是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

理模式。④
 “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之间的竞争不仅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

供了更多的发展选择，而且中国的民生优先等发展理念将在这一竞争中得以检验

和完善。 

                                                        
① Stephen Olson and Clyde Prestowitz, The Evolving Role of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Prepared for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January 2011, p. 81, 

http://origin.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TheEvolvingRoleofChinainInternationalInsti

tutions.pdf  
②  John Williamson,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Williamson, John (ed.): 

Latin American Re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9, pp. 7-20. 
③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May 2004,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http://fpc.org.uk/fsblob/244.pdf 
④  余东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经济转型‛，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1 期，
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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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中国发展理念通过国际组织让全球共享的政策启示 

鉴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于借鉴中国

的发展理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国际组织的中立地位，它们对国际规范、标准和

公约的推动，它们的全球经验和专业知识，都对中国发展理念和经验的推广极具

意义。在笔者看来，中国借助国际组织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其发展理念的政策

选择包括：通过国际组织向世界讲述中国发展故事，与国际组织开展国际发展合

作，引领全球发展议程的设置，发挥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作用。 

第一，通过国际组织向世界讲述中国发展故事。如果中国要成功地将其发展

理念和经验让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中国就必须讲述好中国的发展故事从而能够

让世界感兴趣。未来中国可与国际组织开展合作，讲述好以下两个发展故事。中

国“五位一体建设总布局”（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可作

为一个总揽全局的发展故事。“五位一体”发展故事的内容是：中国把生态文明

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

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五位一体”发展故事的精髓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这是一个值得全世界借鉴的“可持续发展”故事。中国建设经济开发区的

经验可作为一个新的中国发展故事。一直以来，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如何推动经济

开发区的快速发展有着浓厚的兴趣。中国可以和相关国际组织合作，从相关发展

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出发，讲好中国建设经济开发区的新故事。比如，故事的内容

可包括：中国的经济开发区发展规划的设计和实施、可持续的开发区管理模式、

激励体制的设计和实施、关税和贸易便利化、技能开发和公私合作关系等。 

第二，与国际组织开展国际发展合作。联合国和其他发展类国际组织是中国

开展国家发展合作的重要伙伴。中国已经与联合国系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粮

食计划署、儿童基金会、人口基金会、国际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建立起

紧密的工作关系，以共同应对全球发展面临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将中国的发展理

念和经验让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中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可以尝试开展以下三方面

的合作。一是中国可支持发展类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设立“中国发展工具箱”（以下简称“工具箱”）。这一“工

具箱”将主要包含那些经过改革开放实践检验的成功的中国发展理念和经验。借

助这一“工具箱”，发展中国家将能快速便捷地获取中国有参考价值的发展理念

和经验。比如，该“工具箱”可放入中国减贫治理的经验，中国在经济落后的情

况下完成农村公共卫生体系覆盖的做法，中国的社会救助救济方式，中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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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改善经验，中国降低文盲率的途径等。二是中国可与发展类国际组织合作设

立“中国发展实践知识中心”（以下简称“知识中心”）。设立“知识中心”是为

了建立一个有效的合作机制和全球发展网络，以促进中国和国际组织围绕全球发

展议题加强合作，并向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传播中国发展的创新性解决方案。三

是中国可与相关发展类国际组织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设立“中国发展基金项

目”。比如，中国政府可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考虑设立一个“中国经济与社会

发展基金项目”。“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基金项目”旨在资助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

国家，以及资助非洲等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的国际学者。 

第三，引领全球发展议程的设置。中国作为一个取得重大发展成就的发展中

大国，理应在设置全球发展议程上具有重要的话语权。但现实情况是，中国在全

球发展议程设置上的话语权欠缺，无法与中国对全球发展的重大贡献相匹配。在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应该调整其对全球发展议程设置的消极态度，努力

实现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转变。目前国际社会正在紧锣密鼓地

规划“2015 年后发展议程”（以下简称为“2015 年后议程”），以补充或取代即将

于 2015 年到期的千年发展目标。据统计，有 120 个国家的 5000 多家公民社会组

织，30 个国家的 250 家公司，以及大量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运动、学者专家

等参与了联合国的专题咨询行动。①
 与国际社会围绕“2015 年后议程”的热烈

讨论相比，迄今为止中国对“2015 年后议程”设置的重视度不够，参与度不足。②
 中

国需要积极参与“2015 年后议程”的讨论，尽早确立一项相对全面和前瞻的“2015

年后议程引领设置战略”，积极引领主流讨论并尝试纠正其不良倾向，以避免出

现“前期参与不足、后期反对有余”的尴尬局面。中国的“2015 年后议程引领

设置战略”的核心是引领确立一项以减贫和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2015 年后议

程”，并推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立。中国通过引领“2015 年后议程”的

设置，可以学习和积累经验，并把中国的发展理念融入国际发展规则的制定和议

程设计中，从而在未来的全球减贫和可持续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四，发挥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致力于全球范围的公益性事业，是目前世界上最富发展潜力的

                                                        
①  A New Global Partnership: Eradicate Poverty and Transform Economic throug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Panel of Eminent Persons on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United Nations, May 30, 2013, p. 2. 
②  张春：‚对中国参与‘2015 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 年第
12 期，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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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组织。①
 非政府组织已被广泛视为一个参与国际发展的独立行为体，它们在

全球发展合作中扮演着以下重要作用：为社区提供教育、医疗、女性生殖保健、

农业扶持和食品安全、金融服务和商业支持等方面的服务；为当地社区和机构带

来独特而专业的发展知识和“在地化”的发展经验；通过培训和能力建设传播发

展技能和知识；推动政府机构和官员增加透明度和责任心等。②
 与西方发达国家

成熟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相比，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欠成熟。中国

非政府组织的欠成熟和弱势使得它们很难为全球发展合作贡献出有影响力的理

念或建议，要推动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成长和加强它们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作用，

中国政府需要实施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系的政策。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和中国非政府组织之间需要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合

作关系”和“对话关系”。就“伙伴关系”而言，这意味着中国政府需要把中国

非政府组织视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的平等伙伴。就“合作关系”而言，中国政府

需要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海外项目提供必需的资金，让非政府组织能够开展它们

的海外活动；中国政府也需要在能力建设方面扶持中国非政府组织，为非政府组

织的发展壮大构建有利的成长环境。就“对话关系”而言，中国政府需要倾听中

国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和完善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方面的建议，并将非

政府组织的好建议反映到政府的政策制定中。 

四、共享发展理念还需自身转变理念 

当前中国越来越重视对发展中国家开展“发展外交”，中国外交的议题也更

加重视发展议题。中国外交的宗旨正在由过去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将中国的发展理

念通过国际组织让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能够强化中国的“发展外交”的力度。 

在笔者看来，中国发展理念的全球共享意味着中国亟需转变思路，即从以前

的“世界能为中国发展做什么”转变为今后的“中国能为世界发展做什么”。在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主要是从国际组织学习国际规则和治理理念。如中国在落实

千年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理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发展

                                                        
①  李宝俊，金彪：‚全球治理中联合国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 年第
3 期，第 50 页。 
②  Brian Tomlinson and AidWatch Canada, Working with Civil Society in Foreign Aid: Possibilities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Published by UNDP China, September 2013, pp. 45-48, 

http://www.undp.org/content/dam/china/docs/Publications/UNDP-CH-Working%20With%20Civil%

20Society%20in%20Foreign%20Ai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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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①
 改革开放 36 年后的今天，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积累了一些理念和

经验，如明确确立民生优先的导向性，在市场与政府之间把握好动态平衡，以科

学发展观推动发展的转型升级，大力整合发展利益攸关者的力量，务实利用国际

援助和开展对外援助等。中国的上述发展理念和经验通过国际组织向发展中国家

推广，既是中国构建国家软实力的过程，也是中国为全球发展贡献知识类公共产

品的过程。 

“中国发展理念的全球共享”并无在全世界推广“中国发展模式”的主观意

图，而是主张发展道路的多样化。中国的发展理念具有“普世”价值，但考虑到

每一个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中国政府并不希望其他发展中国家简单地复制中国

的发展道路，而是鼓励它们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在对外交往

中恪守不干涉内政和尊重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比如，中国在对外援助中奉行不

干涉受援国内政和“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原则，尊重受援国自己独立选择发

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权利。 

在将中国发展理念通过国际组织让全球共享的过程中，不必讳言中国在现阶

段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挑战和难题。中国还需清醒地认识到在其发展道路中还

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改善的地方。中国在让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其发展理念时，

也将共享中国是如何应对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挑战。这种应对发展挑战的理

念共享可以让中国的发展理念更贴近现实，从而让其它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少

走弯路。 

中国发展理念的总结、提炼和共享是为了给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发展

道路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能推动中国在全球发展类议题

的解决进程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影响力和创制力。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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