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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28—29 日，“新全球合作机制的动力？——金砖国家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的角色”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会议由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联合举办。来自清华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联合国协会、印度尼

赫鲁大学、俄罗斯后工业研究中心、巴西国家科学与技术发展委员会、南非

全球对话研究所、“社会观察”、“第三世界网络”等中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和非政府组织的 2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也派员参加了会议。专家们围绕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MDG）的评估、如何建构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金砖国家在 2015 年后

全球发展议程中的角色、寻求在减少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共识等议题进

行了深入研讨。 

 
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评估 

 

随着时间的流逝，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即将到期。学者们首先就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已经取得的成就及出现的新问题展开了讨论。有学者阐述了联

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削减贫困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援引联合国和世界银行

的数据指出，这是自世行开始监测贫困趋势以来首次发现所有发展中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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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贫困人数和贫困率都已下降，包括贫困率最高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各

发展中地区，人均收入低于 1.25美元/天的人口比例从 1990年的 47%降至 2008

年的 24%。2008 年生活环境极端贫困的人数比 2005 年减少 1.1 亿人。发展中

地区极端贫困人数从 1990 年超过 20 亿人减至 2008 年不足 14 亿人。 

与会学者同时指出，尽管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帮助大量人口脱离贫困，

但在中等收入国家内部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贫富差距和社会机会的

不平等在这些国家中大量存在，这可以作为下一个阶段发展议程努力的方向。

不仅如此，尽管中国和印度在减少贫困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在其他发

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贫困问题依然较为严重。世界上仍然有 10 亿

人口属于国际定义的“极端贫困人口”（收入低于 1.25 美元/天）。 

更有甚者，全球发展的成绩正面临着新的威胁。有与会学者指出，发源

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退，而另一些威胁比如气候变化

和粮食安全给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另有与会学者

从发展援助、贸易保护主义、基本药物这三个角度阐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

标面临的巨大挑战。发展援助实际到位资金和承诺援助资金之间的缺口有

1670 亿美元。经合组织国家中只有瑞典、挪威、荷兰、卢森堡和丹麦兑现了

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0.7%用于国际援助的承诺。贸易保护主义也导致全球贸易

谈判停滞，严重影响了全球发展合作。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家庭急需基本药物，

因此需要有稳定的援助资金来源。 

 
二、如何建构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 

 

如何建构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是当前发展领域的一个热点，学者们众

说纷纭。来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学者阐述了建构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

的三个关键词：发展、多样性和平等。“把蛋糕做大”而不是“分蛋糕”应当

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发展思想。因为全球依旧有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那么国际上也应该把发展继续作为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主线。根据中国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发展领域并不存在普世模式，每一个国家都应

该去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发展问题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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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被视作同等的合作伙伴。 

来自中国外交部的官员认为，目前全球依旧有 12 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

因此减少贫困应该继续放在发展议程的核心位置。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不同的状况和历史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应该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原则。这是国际社会在发展领域的重要共识，也是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基

础。发达国家需要做出官方援助的进一步承诺，南北合作也应该是 2015 年后

全球发展议程中的核心，南南合作不应该被视作是南北合作的替代品。中国

虽然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依旧是发展中国家。 

来自清华大学的学者指出，目前全球治理中存在着五大鸿沟，包括知识

鸿沟、规范鸿沟、政策鸿沟、机构鸿沟和监管鸿沟。为了解决全球治理中出

现的问题，除了改革国际组织、创造新的国际机制之外，该学者还提到了行

动网络作为新的动力。联合国倡导的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融合了科学家、工

程师、商业和公民社会组织代表来推动跨专业、地区和行业的对话。 

来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司海洋和气候变化局的官员则认为，应该把可持

续发展作为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核心。他认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应该建立

在 1992 年联合国于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所通过的 21 世纪议程基础之

上，同时尊重里约原则。此外发达国家需要信守之前做出的承诺。根据联合

国对其成员国进行的一项调查，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最受关注的是粮食安全

问题，而且减少贫困也排在气候变化之前。他认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需要

注意三点，首先是提高公众对于可持续发展路径的认知度，其次是加强执行

能力，此外还需要对可持续发展前景的想象力。 

 
三、金砖国家在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中的角色 

 

金砖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新兴力量，越来越受到关注。金砖

国家在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自然也成为讨论的热点。

有学者认为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全球发展议题上提高发言权。目前，

在全球发展议题的设置上，发达国家还是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其公民社会仍相对弱小，在专业性、国内外资源动员等方面和西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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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学术界和公民社会等需要提

高自身能力，逐步扩大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国际发展议程的能力，以推动全球

发展进程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和利益。 

来自巴西国家科学与技术发展委员会的学者比较了中国、巴西、印度、

南非在国际发展项目上的地理重心和合作偏好，期望金砖国家能够加大围绕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合作力度。印度尼赫鲁大学的学者阐述了印度在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上的立场，印度认为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应该继续

把减少饥饿和贫穷作为核心，同时兼顾能源需求和粮食安全。来自中国外交

部的官员指出，金砖国家在发展问题上已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金砖国家

领导人峰会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承诺进一步减少贫困同时帮助那些最不发

达国家发展。而来自南非全球对话研究所的学者阐述了南非在 2015 年后全球

发展议程上的立场，认为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应遵循平等、公正、包容和

普遍的原则，继续重视减少饥饿和贫困议题。 

公民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也发表了其声音。来自孟加拉国政策对话中

心的学者指出目前发达国家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解决问题的

相关谈判上，有时因为利益和理念等分歧太大，而经常出现各执一词，导致

出现“聋子对话”。来自中国联合国协会的学者则指出虽然中国公民社会组织

还很弱小，但是随着中国政府放宽公民社会组织的注册，中国民间组织会积

极参与国际合作与谈判。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可以依托其与中国社会各界良好

的网络联系，更好地充当国际社会与中国的桥梁。 

 
四、寻求在减少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共识 

 

来自德国发展研究所的学者将国家分成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

收入国家这三类，并逐一分析他们对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看法。他指出，

高收入国家在削减官方发展援助，更多地注重国际合作；中等收入国家则普

遍希望在国际体系中找到一个新的位置，在议程上偏重经济增长和联合国千

年发展目标；低收入国家近年来在气候变化影响下更加脆弱，但是他们最关

注的还是减少贫困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首先是要

 
144 



学术动态 

实现官方发展援助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 0.7%的目标；其次这些国家在讨论发

展全球公共物品新的资助机制；最后是实现低碳经济转型。德国不应被归类

为发达国家，它应被列入高收入国家。 

来自经合组织的学者阐述了该组织的立场。经合组织将关注各成员国提

出的官方发展援助的具体目标，同时也关注各成员国在巴黎、阿卡拉和釜山

会议中做出的承诺。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经合组织成员国预算普遍缩

水，由此将不可避免地更关注其自身的增长。她批评中等收入国家并不清楚

他们在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中要什么，过分强调主权和平等。 

来自马来西亚的学者从第三世界的角度，介绍了目前主要由发达国家所

控制的全球新兴机制及其对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的影响。她指出，虽然金砖

国家发展成绩显著，但是国内的贫困人口还相当巨大，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上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来自艾伯特基金会的学者指出目前的国际秩序还是由传统的强国控制，

但正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日益严峻的的挑战。由此产生了

各方利益分歧并导致国际相关议题解决出现僵局，因此各方如何寻求共同立

场以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则至关重要。不可否认的是，在解决全球性发展问

题上，高收入国家需要更为积极地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来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学者则以目前高速发展的网络技术为例，说

明目前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已经产生了数字鸿沟问题，使得各国的

实力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化，不少发展中国家因此在信息化的浪潮中掉队了。

在涉及全球性发展问题的时候，发达国家、国际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固然很

重要，但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也需要新兴国家与私营公司作出相应的贡献。 

尽管存在争论，会议仍达成相当共识，如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发达国家或

高收入国家应该在未来的发展议程中多作贡献，尤其是在绿色经济转型中履

行更多责任，而金砖国家则应该在南南合作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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