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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发展及其路径选择 

于淼 

（吉林外国语大学 吉林长春 130117） 
 

摘要：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国家是全球治理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是国际多边治理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拉美国家有对

其身份认同相同，有共同的历史进程和政治发展，在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中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但由于其国家的政治进程和经

济模式的不同，所采取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也不尽相同。大部分拉美国家属于中等国家行列，因此要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发出

自己的声音，他们采用区域合作与跨区域合作的模式，为了抵抗大国的压制，他们加强推动全球治理的机制改革，为了加强

本国发展，提高国际地位，通常采取国际及国内议题联动模式。多路径的选择，是拉美国家提升国际地位，加强国际影响力

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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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发展 

拉丁各国是发展中国家内比较早完成了自身的独立任

务，也是最早提倡国家主权平等、互不干涉的原则。19 世

纪阿根廷外交家卡洛斯·卡尔沃提出任何国家不得以武力索

债的国际法原则。①1907 年这一原则被时任阿根廷外长德

拉戈在海牙和平会议上提出，并被世界各国接受。这次会议

有 16 个拉美国家参会。“这是对南半球国家获得主权和政治

独立地位的正式承认”。②这也是拉美国家在取得独立后在

国际舞台上所表现的小国的愿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应运而生，拉美国家

由于其自身力量薄弱，一直受制于西方大国，因此其寄希望

于国际组织能够对国家间的问题进行仲裁和调节，抑制西方

大国的武力干涉，但事实上，这些国际组织在保护弱小国家

上基本起不到任何作用。1945 年，联合国成立，拉美国家

占据了联合国席位的三分之一，却也只是成为了美国的投票

表决器。1948 年，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成立，该组

织的成立是为了促进拉美各个国家的发展，推动地区经济合

作。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由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

提出的中心-外围结构主义理论，加强了拉美国家对自身在

国际舞台上外围地位的理解，并促使拉美国家为自身发展而

促进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后，拉美各

国成立了很多原材料出口集体，对抗西方国家所支持的大国

强制的国际经济规范和决策程序。 

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西方债权国

及国际金融组织趁此机会强制要求拉美国家进行经济结构

改革，以获得贷款的强制条件要求拉美债务国家选择新自由

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而 1989 年美国推行的“华盛顿共识”

更是将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化。③然而，新自由主义并没有

拯救拉美的危机，反而让拉美各国陷入了更深的发展危机之

中，因此发生了大量的社会运动，拉美地区整体的政局也发

现变化-左翼政权崛起，新自由主义逐渐退出了历史帷幕。 

进入 21 世纪，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发生了大变化，以中

国、印度、巴西为首的新兴国家迅速崛起，而老牌的西方大

国在全球的 GDP 总量大幅下降。美国 2008 年的次贷危机并

没有对拉美国家产生如预期般的影响正式因为他们对欧美

市场的依赖性降低，对其他新兴国国家的发展合作增加。随

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的加快，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

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前任巴西总统卢拉，一直倡导通过多边

机制内的南南合作，推进全球治理的秩序变革。为了维护发

展中国家的地位，他推动了 21 个发展中国家组成了世贸组

织框架下的协调集团；2003 年，为加强联合国改革和农产

品贸易补贴，巴西、印度和南非成立对话论坛；2008 年金

融危机后，叶卡捷琳堡费会上，金砖国家倡议“建立一个基

于多边与规则基础上更为民主的国际体系”，2011 年金砖国

家成立“五国银行”，呼吁改革完善国际国币体系，推动贸

易本币结算，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④除此

以外，随着拉美左翼政权的崛起，他们通过结盟的方式来增

强其在国际地位。2001 年查韦斯提出成立“美洲玻利瓦尔

替代计划”，并在框架内组建了南方银行，先后建立货币区，

以此通过制度化的进程将拉美不同地区的反体系力量结合

起来。在此同时，拉美的政治开发中，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成

立，他们活动涉及环保、人权、土著等多个领域，并于很多

国际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如此可见，在这一阶段拉美国

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行为体及其政治选择出现了多元化的结

构调整，具有国际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及跨国行为体成为拉美

地区全球化进行的新力量。在全球治理时代，南北关系与南

南合作已经不以国家为唯一主导，而呈现出了更多复杂多元

化的特点。 

二、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利益诉求 

拉美各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之中，由于各国的历史进程类

似，同时浸染在西方政治文化中，因此在其现代政治经济的

发展进程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使得各国间很容易产生共识，

团结程度要比其他大陆高。但各国的自身发展的理念和模式

不尽相同，所以他们参与全球治理的利益诉求也因此各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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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1. 拉美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之中，虽然在经济实力上并

不相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的发展要快速于其他国家，

成为该地区的经济大国。但却一直没有一个真正作为“领头

羊”的国家。因此各国一直能够取得地区发展的主导权，全

球治理也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很多机会，巴西在地区发展和全

球治理问题中充分体现了其大国身份，提出了很多倡议；墨

西哥有自己独特的地缘环境，通过加强北美大国与拉美各国

的沟通，加强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而阿根廷则是在平衡巴

西的影响力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在该地区的地位；墨西哥利用

其自身的地缘位置，成为北美与拉美的沟通桥梁，能够对该

地区施加自身影响。委内瑞拉身为左翼政权的先锋，在政治

危机前也发挥自身的影响。而智利则是通过开发的发展模

式，在经济发展和贸易中发挥着带头作用。 

2. 自中世纪以来，拉美各国一直处于受外部影响的被

动反应之中，不是影响全球议程的主角。⑤因此，若要加强

该地区各国的国际影响力，摆脱边缘状态，拉美各国最好的

办法则是采取“抱团发展，合作谋利”的方式，而对于拉美

几个大国来说，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加强在全球治理

的影响力，也是其追求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 

3. 对于如拉美国家的中等国家，若要提高其国际地位，

无法与传统大国的硬实力抗衡，最好的方式则是树立自身良

好的国家形象，展示国家的软实力。他们多采用多边主义方

式，与志同道合的的国家合作，提升自身的国家地位。如巴

西，未采用传统大国的硬实力影响全球治理模式，而是通过

自身软实力发挥影响效果；阿根廷的马克里政府时期，塑造

大国形象是其政府外交的主要目标，举办了多次多边主义活

动，如第 11 届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G20 峰会等，均是为

了改善国家形象，提高地区影响力。 

三、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 

拉美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上，利用新的合作

模式，在大国的博弈中能够谋取更多的空间，维护自身利益

发展。 

1. 在国际体系中，大国一直处于权利的中心，而其他

中等国家或是小国则处于边缘位置，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在

全球事务中，无论是安全问题还是发展问题，都需要中等国

家的参与。因此中等国家则寻求机会对现在的治理机制进行

有效改革。联合国、世贸组织、国籍国币基金组织、世界银

行等都代表了不同的治理方面，其机制需要改革和创新。而

中等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时，首先是对治理机制和规则的维

护，他们承认这些机构的地位和作用，但同时提出要对机构

进行改革，提高效率，呼吁所有国家的认同。如智利政府支

持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在 2011 年召开的地区会议上，探讨“全

球治理中的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视角”，希望强化联

合国在全球治理的核心地位。⑥对于全球治理机制中应对新

问题的低效和规则中的不公正问题，拉美国家积极推动，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 2010 年的联合会议上通过投

票权的改革方案，眨眼发展中国家在涉及银行的整体投票权

大幅度提高，中国成为了第三大股东国。拉美国家如阿根廷、

巴西、墨西哥的份额也都有提升。2015 年，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改革方案通过，巴西成为其前十大成员国。 

2. 目前全球治理机制有明显的缺陷，其有效性不足，

但需求大，因此出现机制上的严重匮乏。一些拉美国家则趁

此机会，与其他国家合作，创新新的国际机制，如巴西与其

他金砖国共建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其目的是为了弥补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动力过缓问题。自 2015 年，金砖国家

新开发银行开业，巴西任首任董事长，启动初始资本为 1000

亿美元，总部设在上海。这是首个由新兴经济体针对国际金

融制度的弊端所创建的金融机构，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种新

的替代方案。 

3. 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路径则是他们进行的

区域合作及跨区域合作。区域合作是其首选方式，而区域合

作也是为了提高地区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而跨区域合作则

更有利于发挥拉美国家的影响力。拉丁美洲不同国家因其诉

求和发展模式的不同，区域及跨区域合作的方式也不同。比

如太平洋联盟、南方共同市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他们的

合作发展模式完全不同，活跃度也不同。但国家间的利益冲

突和政权性质的更迭，使得各国在合作时产生了很多摩擦，

影响了合作的实质性的进展。在跨区域合作中，各国均在寻

求合作伙伴，能够共同实现发展目标。巴西在金砖国国家机

制外，与印度、南方建立战略合作联盟、参与印度-巴西-

南方的三方国际论坛。而近些年，“BRICS+N”是金砖国家

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开展对话合作模式的新路径。而此类跨区

域组织是全球治理发展动力，拉美国家也借此提高其国际影

响力。 

4. 拉美国家进行全球治理的另一个途径是利用国家的

需求推动国际的相关议题，并以此寻求国际支持，来更好的

解决国内问题。联动议题的提出有利于拉美国家增强其全球

治理的话语权，同时有利于了本国发展问题的解决。如贫困

和不平等问题是拉美国家发展中最明显也是最严重的问题，

困扰着很多拉美国家。巴西则借主办 1992 年和 2012 年的联

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会议上，拉美国家提出了相关问题，

这些问题并不是西方大国所关注的问题，因此，在以巴西为

首的发展中国家推动下，贫困问题成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的重点。拉美国家提出的移民和打击贩毒等非传统问题也被

列入联合作的重点安全议题之中。通过国际议题设置，带动

拉美国内问题的解决。阿根廷则在 2018 年 G20 峰会上，将

议题设为就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粮食安全。此议题收到了很

多西方大国的非议，但最后在中国的支持下，议题得以确立。

而这次峰会后，阿根廷也因此成为本次会议的最大受益国，

获得了欧洲、美国，中国、日本在建设公路、铁路、水电等

多种基础设施项目上的投资。可见推动联动议题，是拉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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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解决本国发展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 

四、结语 

在全球治理中，拉美的经验和发展路径是值得借鉴的，

首先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西半球发展中，拉美国家所受的地

缘压力大于其他国家。但拉美国家利用其自身历史文化发展

优势，在全球治理中一些议题中占据主导优势。但同时其所

面临的挑战是要如何在新兴经济体纷纷崛起的趋势中，在全

球治理中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实现自身的发展利益。以拉美

国家为代表的中等国家在未来的全球发展中将会加大其与

大国的竞争，同时他们之间的区域合作将得到进一步的发

展，这点我们在拉美国家的参与过程中可见一斑。在拉美国

家的区域合作中，他们可以将与传统大国诉求全然不同的议

题设置为国际议题，并以此解决自身问题。但拉美国家内部

的竞争中，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无法取得一致，如联合国改革、

气候问题，也无法用一个声音说话。因此如何加强拉美国家

之间的地区合作，是拉美国家思考的重要问题，只有联合合

作，才能让他们在国际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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