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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习近平外交思想在拉美的实践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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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最集

中的地区之一ꎮ 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友好往来与互利合作是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在发展中国家开拓创新的重要体现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在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ꎬ 中国对拉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ꎬ 中拉关

系步入平等、 互利、 创新、 开放、 惠民的新时代ꎮ 在中拉双方的共

同努力下ꎬ 中拉交往呈现 “五位一体” 新格局ꎮ 中拉政治互信不

断深化ꎬ 经贸往来发展迅速ꎬ 人文交流全面开花ꎬ 国际协作日益紧

密ꎬ 整体合作初具规模ꎮ 中拉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 “一带

一路” 建设ꎬ 以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ꎬ 以公

平正义为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ꎮ 当前ꎬ 中拉关系正处于历史

最好时期ꎮ 中拉携手共进符合中拉人民的最大利益ꎬ 代表世界和平

发展、 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ꎬ 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南南合作的新境界

和新趋向ꎮ 面对世纪疫情与时代变局ꎬ 中国将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一道共克时艰ꎬ 共谋发展ꎬ 共享机遇ꎬ 共同谱写中拉关系新篇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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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征程中ꎬ 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了全方位、 开创性

历史成就ꎬ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ꎮ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简称

“拉美”) 地区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之一ꎮ 加强与拉美国家的

友好往来与务实合作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发展中国家开拓创新的重要体现ꎮ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ꎮ 党

的十八大以来ꎬ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ꎬ 我对拉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ꎬ
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稳步推进ꎬ 中拉交往呈现 “五位一体” 新格局ꎬ 中拉关

系步入平等、 互利、 创新、 开放、 惠民的新时代ꎮ

一　 准确把握新时代中拉友好的主旋律

中拉友好源远流长ꎮ 从近代中拉 “海上丝绸之路” 的开辟到新中国与拉

美国家的广泛交往ꎬ 中拉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中国立足

于中拉交往的历史基础和中拉各自发展的现实需要ꎬ 积极推进 “中拉全面合

作伙伴关系” 的提质升级ꎬ 并从中拉人民团结共进、 中拉文明互鉴共荣的历

史高度提出了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的良好愿景ꎮ
(一) 在正确义利观指导下深化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ꎮ 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ꎬ 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ꎬ 深化拓

展平等、 开放、 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ꎬ 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ꎮ① 拉

美和加勒比国家是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在与拉美国家的

交往中ꎬ 中国一贯坚持 “平等互利” “真实亲诚” 的正确义利观ꎬ 在巩固中

拉友好传统的基础上ꎬ 不断深化与拉美国家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ꎬ 中国首份 «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指出ꎬ

中国政府从战略高度看待对拉关系ꎬ 致力于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建立和

发展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ꎮ②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习近平主席

在中拉领导人会晤时全面阐述了中国对拉美政策主张ꎬ 中拉一致决定建立中

—３—

①

②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 新华社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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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

上就新时期发展中拉关系提出四点建议ꎬ 即坚持平等相待的合作原则、 坚持

互利共赢的合作目标、 坚持灵活务实的合作方式和坚持开放包容的合作ꎮ①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 中国第二份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指出ꎬ 中拉全

面合作伙伴关系以平等互利为基础ꎬ 以共同发展为目标ꎮ 中国坚持在平等互

利、 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开展合作ꎬ 各国都是平等的参与

者、 贡献者、 受益者ꎮ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ꎬ 但不会干涉他国内

政ꎬ 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ꎬ 更不会强加于人ꎮ 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

系不针对、 不排斥任何第三方ꎬ 中方愿在拉美国家提出、 同意和主导的原则

下同相关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开展三方发展合作ꎮ②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习近平主席第四次访问拉美和加勒比国家ꎬ 并倡导构建新时代平

等、 互利、 创新、 开放、 惠民的中拉关系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拉共

体第六届峰会上充分肯定了中拉关系发展成就ꎬ 明确指出中拉关系已进入平

等、 互利、 创新、 开放、 惠民的新时代ꎮ
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与升华ꎬ 充分体现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交

往坚持正确义利观的责任担当ꎮ 作为发展中大国ꎬ 中国始终秉持国际主义精

神ꎬ 向拉美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形式多样的发展援助ꎬ 帮助

拉美国家纾危解困ꎬ 改善民生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拉美

国家的援助力度ꎬ 援助内容和形式也更加多样ꎮ 尤其是针对拉美最不发达国

家、 内陆发展中国家、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 陷于或刚刚摆脱

冲突状态的国家ꎬ 给予优先支持和发展援助ꎮ 中国对拉一揽子融资安排已累

计为拉美 ２０ 余国的百余个合作项目批贷逾 ２００ 亿美元ꎬ 为地区国家开展基础

设施、 交通、 能源、 水利、 电信、 电力、 科技、 公共卫生、 灾后重建等领域

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ꎮ 中国还帮助格林纳达制定国家发展战略规划ꎬ
帮助古巴开展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ꎮ③ 在正确义利观指导下ꎬ 中国对拉援助既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ꎬ 更增进了拉美人民的福祉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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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习近平: «共同谱写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ꎬ 载 « 人民日报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第 ２ 版ꎮ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ꎬ 人民网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６ / １１２４ / ｃ１００１ － ２８８９３６３０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２４]
蔡伟: «共创机遇、 共谋发展ꎬ 推动新时代中拉关系行稳致远»ꎬ 载 «外交» 季刊ꎬ ２０２１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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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外交思想在拉美的实践与拓展　

(二) 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中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总目标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习近

平主席在巴西利亚出席中拉领导人首次会晤时提出ꎬ 中拉要努力构建携手共进

的命运共同体ꎬ 为进一步发展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指明了方向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 王毅在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上指出ꎬ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ꎬ 中拉团

结合作永不止步ꎬ 论坛建设永不停歇ꎻ 面向未来ꎬ 我们要共同捍卫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ꎬ 携手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ꎮ”①

信守共同价值是中拉命运与共的道义基础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ꎬ 中国

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ꎬ 致力于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ꎬ 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ꎬ 促进各国人民相知

相亲ꎬ 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ꎮ② 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ꎬ 中拉坚持以和平方

式解决争端ꎬ 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解决争议ꎬ 反对违反国际法和 «联合

国宪章»、 威胁主权和稳定的单边胁迫措施ꎮ 面对严苛的发展约束ꎬ 中国提出

“全球发展倡议”ꎬ 并积极推动中拉发展互鉴ꎮ 中拉携手应对发展挑战ꎬ 有助

于双方加快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ꎬ 为实现更加强劲、 绿色、 健

康的全球发展贡献力量ꎮ 面对失衡的国际格局ꎬ 中拉倡导构建相互尊重、 公

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ꎬ 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韧性世界ꎮ③ 面

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ꎬ 中拉共同致力于在发展中保护和促进人权ꎬ 增进

人民福祉ꎬ 促进民心相通ꎬ 让中拉关系发展更好体现人民意愿ꎮ 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ꎬ 中国本着生命至上的原则ꎬ 同拉美国家开展广泛的抗疫和疫苗合作ꎬ
帮助拉美国家提升卫生治理能力ꎬ 为构建中拉卫生健康共同体献策献力ꎮ 中

拉共同呼吁ꎬ 应确保发展中国家公正、 平等、 及时、 支持、 可负担地获得作

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新冠疫苗和相关药品ꎬ 应以科学为基础开展疫情溯源合作ꎬ
反对政治化ꎮ④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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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主持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并发表主旨讲话»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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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 新华社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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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ꎬ 中拉双方不仅没有历史纠葛和根本利益

冲突ꎬ 还拥有共同的政治诉求ꎬ 相似的发展任务ꎬ 互补性很强的经贸关系ꎮ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中国关于 “中拉命运共同体” 建设的倡议得到了拉美国家

的积极响应ꎮ 从双边到多边、 从区域到次区域、 从多领域到全方位ꎬ 中拉各

领域互利合作蓬勃发展ꎬ 中拉利益交融更加紧密ꎬ 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

深入人心ꎬ 中拉团结互信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ꎮ

二　 努力构建中拉关系 “五位一体” 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ꎬ 中国对拉工作有序推进ꎬ
中拉关系不断升级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拉领导人会晤时提出ꎬ 中

拉应努力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 经贸上合作共赢、 人文上互学互鉴、 国际事

务中密切协作、 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 “五位一体” 新格

局ꎬ 从而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ꎮ② 在中拉双方的共同努力

下ꎬ 中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入推进ꎬ 整体合作机制不断完善ꎬ 中拉交往取得

丰硕成果ꎮ
(一) 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元首外交高潮迭起ꎮ 中拉元首外交对中拉关系发挥着顶层设计和战略引

领作用ꎮ 习近平主席先后五次赴拉美 １１ 国开展国事访问ꎬ 并出席在拉美国家

举办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ＡＰＥＣ 会议、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重要多边

外交活动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众多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相

继访华ꎮ 其中ꎬ 阿根廷、 巴西、 秘鲁、 智利总统三次访华ꎬ 玻利维亚、 厄瓜

多尔、 苏里南、 乌拉圭总统两次访华ꎮ
双边关系固本扩基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中国与巴西 (２０１２ 年)、 秘鲁

(２０１３ 年)、 墨西哥 (２０１３ 年)、 阿根廷 (２０１４ 年)、 委内瑞拉 (２０１４ 年)、
厄瓜多尔 (２０１６ 年)、 智利 (２０１６ 年) 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 与乌拉

圭 (２０１６ 年)、 玻利维亚 (２０１８ 年)、 苏里南 (２０１９ 年) 建立 “战略伙伴关

系”ꎮ 中国与拉美多国举行建交周年纪念ꎬ 回顾双边关系发展成就ꎬ 规划未来

—６—

①

②

«三访拉美ꎬ 习近平筑牢中拉友谊根基»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１４ / ｃ＿ １２９３６３３２１ ｈｔｍ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０]ꎮ

习近平著: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１４６ －１４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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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愿景ꎮ 习近平主席先后向中国—巴西建交 ４５ 周年 (２０１９ 年)、 中国—古

巴建交 ６０ 周年 (２０２０ 年)、 中国—秘鲁建交 ５０ 周年 (２０２１ 年)、 中国—墨西

哥建交 ５０ 周年 (２０２２ 年)、 中国—阿根廷建交 ５０ 周年 (２０２２ 年)、 中国与圭

亚那建交 ５０ 周年 (２０２２ 年) 等致贺电ꎮ 中国与巴拿马 (２０１７ 年)、 多米尼加

(２０１８ 年)、 萨尔瓦多 (２０１８ 年)、 尼加拉瓜 (２０２１ 年) 建交或复交ꎬ 中国与

拉美建交国数量创历史新高ꎮ
党际交往开辟新局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中拉党际交往呈现机制化与特色

化趋势ꎬ 多边与双边对话平台日趋完善ꎮ 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之际ꎬ 拉

美政党政要致电致函 ２００ 余份ꎬ 拉美 ２８ 国 １１５ 个政党、 政治组织和地区政党

组织领导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ꎮ①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第三届

中拉政党论坛特别会议面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宣介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ꎬ
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３０ 个国家 １１０ 多个政党和政党组织共约 ４００ 位政党领

导人参会ꎮ 创立于 ２０１４ 年的中国—古巴两党理论研讨会至今已召开四届ꎮ 研

讨会聚焦中古两党治党治国的基本经验与问题ꎬ 为两党两国加强发展互鉴、
团结合作提供了重要遵循ꎮ

(二) 经贸往来发展迅速

贸易规模持续扩大ꎮ 中国是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ꎬ 也是巴西、 智利、
秘鲁、 乌拉圭等拉美多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ꎮ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期间ꎬ 中拉贸易

额连续三年超过 ３０００ 亿美元ꎮ ２０２１ 年ꎬ 中拉贸易额为 ４５１５ ９１ 亿美元ꎬ 同比

增长 ４１ １％ ꎬ 创历史新高ꎮ 其中ꎬ 中国对拉出口总额达 ２２９０ ０９ 亿美元ꎬ 同

比增长 ５２ ０％ ꎻ 拉美地区对华出口约 ２２２５ ８２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３１ ４％ ꎮ②

拉美国家传统优势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对华出口持续上涨ꎮ 近年来ꎬ “云展

会” 和 “跨境电商平台” 成为中拉经贸合作的新场域ꎬ 中拉数字基础设施、
智能支付和物流体系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ꎮ 服贸会、 进博会、 广交会为中拉

贸易发展提供了新契机ꎮ 与此同时ꎬ 中拉自贸协定谈判取得新进展ꎮ 中国—
智利自贸协定实现升级ꎬ 中国—秘鲁、 中国—哥斯达黎加自贸协定运行良好ꎮ
中国与厄瓜多尔、 尼加拉瓜及乌拉圭自贸协定谈判正式启动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ꎬ
拉美共有 １７ 国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ꎮ

—７—

①

②

蔡伟: «共创机遇、 共谋发展ꎬ 推动新时代中拉关系行稳致远»ꎬ 载 «外交» 季刊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４２ 页ꎮ
«过去这一年ꎬ 中拉贸易有张亮眼 “成绩单”»ꎬ 新华社ꎬ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５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

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２２９２０３９３４４３６２１７７７＆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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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投资更加多元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李克强在中巴工商峰会提出中拉产能

合作 “３ × ３” 新模式ꎬ 即中拉共建物流、 电力、 信息三大通道ꎬ 实行企业、
社会、 政府三者互动合作ꎬ 拓展中拉基金、 信贷、 保险三条融资渠道ꎮ 近年

来ꎬ 中拉金融往来和央行协调合作不断深化ꎬ 双边贸易本币结算和本币互换

进一步扩大ꎬ 双方银行互设分支机构ꎮ 中国同阿根廷、 智利续签人民币本币

互换协议ꎮ 厄瓜多尔、 巴西、 阿根廷、 智利、 乌拉圭正式加入亚投行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牵头的中拉开发性金融合作机制在京启动ꎮ 中

国先后将中拉基础设施专项贷款增至 ２００ 亿美元ꎬ 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

１００ 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ꎬ 并设立 １０ 亿美元中拉发展合作专项贷款和 １０ 亿美

元中拉数字经济合作专项贷款ꎮ 中国是拉美第三大投资来源地ꎬ 拉美是中国

海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ꎬ 中国在拉企业已超过 ３０００ 家ꎮ①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期间ꎬ
中国在拉美已投入使用或在建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达 １３８ 个②ꎬ 资金总额超过

９４０ 亿美元ꎬ 为当地创造逾 ６０ 万个就业岗位ꎮ③ 近年来ꎬ 中拉相互投资进一

步多元化ꎬ 更多资金流向生产性领域ꎮ 中国已同拉美 ８ 国签署产能与投资合

作协议ꎬ 开展产业园区建设ꎬ 支持拉美国家建成自主多元的工业体系ꎮ④

(三) 人文交流全面开花

交流活动异彩纷呈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中拉文化交流年” 大型多边综合文化活

动在中国和拉美加勒比地区 ３０ 余国的共同参与下圆满落幕ꎮ 该系列活动通过

“请进来” 和 “走出去”ꎬ 推动了中拉文化、 艺术、 文学、 文物、 电影、 图

书、 传媒、 旅游等领域的交流、 互鉴与合作ꎬ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拉美地区

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年度文化交流活动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 中拉媒体论坛在阿根廷

举行ꎮ １３ 家中国媒体和拉美 ２０ 多国 １００ 余家媒体负责人围绕中拉媒体合作进

行了深入交流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 由中国武术协会主办的首届中国—拉美和加勒

比国家太极拳网络大赛成功举行ꎬ 来自拉美 １３ 国的 ２００ 余名海外运动员参

赛ꎮ ２０２１ 年ꎬ 中拉社科学界共同主办的系列通识讲座 “当代拉丁美洲讲堂”
和 “当代中国讲堂”ꎬ 为中拉民众增进相互了解提供了契机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８—

①

②

③
④

蔡伟: «共创机遇、 共谋发展ꎬ 推动新时代中拉关系行稳致远»ꎬ 载 «外交» 季刊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４３ 页ꎮ
«首届中国—拉共体交通合作论坛线上举行»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ꎬ ２０２２ 年５ 月２５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ｔ ｇｏｖ ｃｎ / ｂｕ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ｅ / ｌｉｘｉａｏｐｅｎｇ / ｚｈｏｎｇｙａｏｈｕｏｄｏｎｇｈｅｊｉａｎｇｈｕａ / ２０２２０５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５]
吴杰、 刘旭霞: «构建携手共进的中拉命运共同体»ꎬ 载 « 人民日报 » ２０２１ 年７ 月２３ 日第３ 版ꎮ
徐世澄: «携手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ꎬ 载 «唯实»ꎬ 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９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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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智库合作论坛” 在北京召开ꎬ 并发布 «中拉智库共识»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
中国正式成为拉美社科院观察员国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ꎬ 主题为 “以全球发展倡议

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的第五届 “中拉文明对话论坛” 成功举行ꎮ 此外ꎬ
拉美 “中文热” 持续升温ꎬ 拉美 ２４ 国先后成立了 ４６ 所孔院和 １４ 所孔子课

堂ꎬ 成为全球发展最快区域之一ꎮ①

合作项目有序推进ꎮ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 年间中国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 ６０００
个政府奖学金名额、 ６０００ 个赴华培训名额以及 ４００ 个在职硕士名额ꎬ 邀请 １０００
名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政党领导人赴华访问交流ꎬ 并启动 “未来之桥” 中拉青年

领导人千人培训计划、 “中拉科技伙伴计划” “中拉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 和中

拉新闻交流中心等项目ꎮ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ꎬ 中拉以视频方式成功举办两场科技

创新论坛ꎬ 并发表 «联合声明»ꎮ 论坛决定设立中拉可持续粮食创新中心和技术

转移中心ꎮ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ꎬ 中国—加勒比发展中心在中国济南成立ꎮ 该中心聚焦

发展问题ꎬ 旨在开展高标准、 可持续、 惠民生的合作项目ꎬ 就落实全球发展倡

议加强同加勒比国家交流合作ꎮ 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卫星导航、 ５Ｇ 网络铺设和极

地、 深空、 海洋、 航空航天等领域的项目合作也取得显著进步ꎮ
(四) 国际协作日益紧密

积极推动全球治理ꎮ 中国与拉美国家在联合国、 世界贸易组织、 二十国

集团、 七十七国集团、 金砖国家、 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及多边机制内的

对话合作不断深化ꎮ 中拉聚焦安全、 发展、 人权三大领域工作ꎬ 就关涉彼此

重大利益的问题充分协商、 良好协作ꎮ 中拉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 可持续

和包容发展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保持积极沟通与互动ꎮ 中国支持拉美和加勒

比地区一体化进程ꎬ 与拉美地区及次区域机制和组织保持对话合作ꎮ 中拉进

一步加强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框架下的合作ꎬ 推

动 ＣＡＦ—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和加勒比开发银行在地区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ꎮ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ꎬ 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

平外交政策ꎬ 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ꎬ 维护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ꎬ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ꎬ 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

政治ꎬ 反对冷战思维ꎬ 反对干涉别国内政ꎬ 反对搞双重标准ꎮ② 中国谴责美国

—９—

①
②

吴杰、 刘旭霞: «构建携手共进的中拉命运共同体»ꎬ 载 « 人民日报 » ２０２１ 年７ 月２３ 日第３ 版ꎮ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 新华社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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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巴、 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的制裁和长臂管辖ꎬ 支持阿根廷对马岛主权的

正当要求ꎬ 支持拉美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ꎮ 拉美多国

祝贺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５０ 周年ꎬ 坚持在台湾地区、 涉港、 涉疆、
涉藏、 涉疫、 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国ꎬ 拉美与中国建交国坚定支持 “一个中

国” 原则ꎮ 中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

际秩序、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ꎬ 反对一切形

式的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 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ꎮ
(五) 整体合作初具规模

整体合作水到渠成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拉领导人首次集体会

晤时提出中拉 “１ ＋ ３ ＋ ６” 合作新框架ꎮ “１” 指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合作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ꎬ 旨在推动中拉发展战略对接ꎻ “３” 指以贸易、
投资、 金融合作为三大引擎ꎬ 推动中拉务实合作ꎻ “６” 指以能源资源、 基础

设施建设、 农业、 制造业、 科技创新、 信息技术六大领域为合作重点ꎬ 推进

中拉产业对接ꎮ 会晤通过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联

合声明»ꎬ 宣布建立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拉共体) 论坛” (简
称 “中拉论坛”)ꎮ

中拉论坛持续发力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ꎬ
标志着双方整体合作由构想变为现实ꎮ 会议通过了 «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

议北京宣言» «中拉合作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 «中拉论坛的机制设置和运

行规则»ꎮ① ２０１８ 年ꎬ 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智利举行ꎮ 会议通过了

«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圣地亚哥宣言» «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

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关于 “一
带一路” 倡议的特别声明»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 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以视频

方式举行ꎮ 会议通过了 «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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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在中拉论坛

框架下ꎬ 中拉农业部长论坛、 中拉青年政治家 (青年发展) 论坛、 中拉民间

友好论坛、 中拉智库论坛、 中拉企业家高峰会、 中拉科技创新论坛、 中拉基

础设施合作论坛、 中拉政党论坛、 中拉地方政府合作论坛、 中国—拉美环境

与发展政策圆桌对话、 中拉融资合作专项培训班、 中拉数字技术抗疫合作论

—０１—

①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拉共体) 论坛简介»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ꎬ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ｃｅｌａｃ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ｌｔｊｊ / ２０１８０３ / ｔ２０１８０３０１＿ ６２８４９６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０]



习近平外交思想在拉美的实践与拓展　

坛、 中拉传统医学交流论坛、 中拉武术交流论坛等专业论坛先后召开ꎮ 随着

中拉论坛网络秘书处上线运行ꎬ 中国—拉共体 “四驾马车” 外长对话、 中拉

论坛国家协调员会议等机制性会议的成功举行ꎬ 中拉论坛机制设置和运行规

则更加完善ꎮ
中拉论坛的成立标志着中拉关系进入双边合作与整体合作并行互促的新

阶段ꎬ 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支撑ꎬ 实现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整

体合作机制的全覆盖ꎬ 完善了中国外交的整体布局ꎮ

三　 携手应对时代变革的机遇与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ꎬ 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

中国家团结合作ꎬ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ꎮ① 当前ꎬ 中拉关系正处于历史最

好时期ꎬ 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ꎮ② 中拉携手共进具有更坚实的基础、 更全面

的条件和更广阔的前景ꎮ
(一) 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中国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自然延伸ꎬ 也是

“一带一路” 倡议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与共建方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ꎬ 中

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ꎬ 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ꎬ 不断以中国新

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ꎬ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ꎬ 更好惠及各国人民ꎮ③ 中

国欢迎拉美国家搭乘中国发展 “顺风车”ꎬ 拉美国家重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

新发展格局带来的历史机遇ꎬ 以实际行动深化对华合作ꎮ
“一带一路” 倡议加速落地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 中国在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

会议上正式邀请拉美国家加入 “一带一路” 倡议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拉美和加勒

比地区 ２５ 国近百名代表出席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ꎮ 中拉在

资源、 技术、 资本、 市场等方面各有优势ꎬ 相互需要ꎬ 合作潜力巨大ꎮ 自

“一带一路” 倡议在拉美落地以来ꎬ 中拉在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１１—

①

②

③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 新华社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ꎮ

习近平: «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７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 ｃｏｍ /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１８ / ｃ＿ １１１１６８８８２７ ｈｔｍ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０]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 新华社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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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 中拉论坛第三届部

长会议通过的 «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４ 年)»ꎬ 为进一步深化中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了实践指南ꎮ 中拉将进一

步加强开放平台建设ꎬ 优化贸易投资环境ꎬ 深化数字经济、 普惠金融和可持

续发展等领域的产业合作ꎮ 双方将着力深化在原材料、 装备制造、 绿色低碳

产业、 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的合作ꎬ 推动中拉产业智能化、 数字化、 绿色化

发展ꎮ 中拉政府、 企业和研究机构将进一步加强数字基建、 通信设备、 ５Ｇ 技

术、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 物联网、 智慧城市、 “互联网 ＋ ”、 电信普

遍服务等领域的合作ꎮ 中拉将继续开展和平探索太空、 空间科学、 卫星数据

共享、 卫星应用、 地面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训教育等合作ꎬ 积极推动设立

中拉航天合作论坛ꎮ 中拉还将进一步推进旅游、 海关、 税务、 质量标准等部

门的政策沟通与交流合作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ꎬ 首届中国—拉共体交通合作论坛在

线上举行ꎬ 论坛主题为 “加强互联互通ꎬ 促进可持续交通ꎬ 服务中拉共同发

展”ꎮ 论坛通过的 «首届中拉交通合作论坛部长联合声明 (２０２２ 年)» 对中拉

开展铁路、 公路、 水运、 航空、 物流、 海事等领域务实合作进行了展望ꎬ 并

提议在 ２０２５ 年举办第二届论坛ꎮ
中拉共享开放发展红利ꎮ 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测算ꎬ 中国经济每增长

１％ ꎬ 将带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 ０ ５％ ꎬ 对华合作已经成为拉动地区

经济企稳向好的重要力量ꎮ① 拉美经委会时任执行秘书长巴尔塞纳 (Ａｌｉｃｉａ
Ｂáｒｃｅｎａ) 认为ꎬ 中国是拉美重要的合作伙伴ꎬ 作为全球发展催化剂的 “一带

一路” 倡议为拉美带来了基础设施、 工业和服务业投资ꎬ 有利于拉美在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ꎮ②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 中

国已与 ２１ 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协议ꎮ 未来ꎬ 中拉

将在 “一带一路” 倡议的助推下ꎬ 通过共建绿色、 数字、 健康 “丝绸之路”ꎬ
共享自主、 联动、 绿色、 开放、 普惠的发展机遇ꎮ

(二) 以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 “中拉命运共同体” 建设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上提出ꎬ 以全球发

—２１—

①

②

蔡伟: «共创机遇、 共谋发展ꎬ 推动新时代中拉关系行稳致远»ꎬ 载 «外交» 季刊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４２ 页ꎮ
Ａｌｉｃｉａ Ｂáｒｃｅｎａꎬ “ Ｌａ Ｉｎｉｃｉａｔｉｖａ Ｃｈｉｎａ ｄｅ ｌａ Ｆｒａｎｊａ ｙ ｌａ Ｒｕｔａ Ｐｕｅｄ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ｉｒ ａｌ Ｇｒａｎ Ｉｍｐｕｌｓｏ

Ａｍｂｉ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ｐｕｅｓｔｏ ｐｏｒ ｌａ ＣＥＰＡＬ ｐａｒａ ｌａ Ｒｅｇｉóｎ ”ꎬ １１ ｄｅ ａｂｒｉｌ ｄｅ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ｅｓ /
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 .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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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倡议引领中拉合作、 中拉携手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ꎮ
推进中拉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ꎮ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ꎬ 中拉守望相助ꎬ 共

克时艰ꎬ 携手应对共同挑战ꎮ 其间ꎬ 习近平主席同拉美 １７ 国领导人进行 ２１
次通话ꎬ 多次互致函电ꎬ 在关键时刻就重大议题交换意见ꎬ 商讨对策ꎬ 提振

信心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 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举行新冠肺炎疫情专家视频交

流会ꎬ 来自拉美 ２４ 国的近 ２００ 余名政府官员、 卫生专家、 国际及地区卫生组

织代表与会ꎮ①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ꎬ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

别外长视频会议召开ꎬ 拉美 １３ 国外长与会ꎮ 在中国抗疫最艰难的时刻ꎬ 拉美

多国领导人公开表达支持ꎬ 多国民众尽己所能向中国人民捐赠医疗防疫物资

近 １７０ 万件ꎮ 中国也积极开展对拉抗疫援助与合作ꎬ 累计向拉美和加勒比地

区 ３０ 国提供近 ４ 亿剂疫苗和近 ４０００ 万件抗疫物资ꎬ 举办百余场抗疫经验交流

会ꎬ 派遣多批赴拉美国家医疗专家组ꎮ 在智利、 厄瓜多尔、 玻利维亚、 乌拉

圭等国ꎬ 中国疫苗占已接种疫苗的比例均超过半数ꎮ 中国同巴西、 墨西哥、
智利、 秘鲁等国联合开展新冠肺炎疫苗、 药物、 医疗设备等实验、 研发和生

产ꎬ 并在拉美设立疫苗研发中心和疫苗生产工厂ꎮ② 中拉在中医药和医疗健康

产业等领域合作也不断推进ꎮ 中国对拉援助为拉美各国构筑免疫屏障、 重建

疫后经济、 恢复社会秩序提供了重要支持ꎮ 未来ꎬ 中拉将进一步加强公共卫

生领域政策对话ꎬ 推进新冠肺炎变异毒株研究和疫苗联合生产研发ꎬ 支持各

层级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合作ꎮ
推动减贫与可持续发展ꎮ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ꎬ 第二届 “中拉减贫与发展论坛”

成功举办ꎬ 论坛主题为 “后疫情时代推进中拉减贫合作”ꎬ 来自中国及 ２２ 个

拉美国家、 ３ 个拉美国际组织及 ６ 个联合国机构的 ８０ 余名代表与会ꎮ③ 中拉双

方围绕 “城乡融合发展与减贫” “数字技术与减贫” 两个分议题进行了讨论ꎮ
未来ꎬ 中拉将共同致力于从国际层面促进公平分配ꎬ 创造更加平等的发展融

资条件ꎮ 中国将继续实行对拉一揽子融资举措ꎬ 重点支持有助于拉共体成员

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项目ꎬ 重点照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沿海低

—３１—

①

②
③

«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举行新冠肺炎疫情专家视频交流会»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ꎬ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ｊｂｘｗ＿ ｎｅｗ / ２０２２０１ / ｔ２０２２０１１３＿ １０４９１２６８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５]

吴杰、 刘旭霞: «构建携手共进的中拉命运共同体»ꎬ 载 « 人民日报 » ２０２１ 年７ 月２３ 日第３ 版ꎮ
«第二届中拉减贫与发展论坛成功举办»ꎬ 中国国家乡村振兴局ꎬ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５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ｒｒａ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２ / ７ / １５ / ａｒｔ＿ ６２４＿ １９５９００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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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国家和中美洲地峡国家ꎮ 中拉将进一步推动双方政府、 智库、 民间组织在

减贫、 包容性发展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政策沟通、 经验交流与项目合作ꎮ 中

国愿意向拉美国家提供整体项目开发、 发展规划制定等智力支持ꎮ 中拉将积

极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ꎬ 优先在绿色、 可持续、 韧性发展领域开

展合作ꎮ 中拉重点合作的领域包括应对气候变化、 保护生物多样性、 环境治

理、 资源管理、 防灾减灾、 节能减排、 海洋合作、 南极科考等ꎬ 并积极推进

“中拉应急管理合作交流论坛” 的举办ꎮ 在此基础上ꎬ 中拉将彼此助力实现碳

达峰、 碳中和目标ꎬ 携手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地球

生命共同体ꎮ
(三) 以公平正义为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 中国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切

实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ꎬ 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问题寻求公正合理的国际

环境ꎮ 中拉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立场ꎬ 都主张世界多

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ꎬ 都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

发展ꎮ
共同应对国际安全挑战ꎮ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提出

“全球安全倡议”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中提出 “共
建人类安全共同体”ꎬ 中拉双方共同致力于国际安全问题的妥善处理和长远解

决ꎮ 中拉将参与制定并实施网络空间准则和规则ꎬ 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

全ꎮ 中拉将联手打击恐怖主义、 跨国有组织犯罪、 非法武器交易以及非法资

金流动ꎬ 有效推进裁军、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常规武器和弹药控制

等领域的对话合作ꎮ 中拉将根据各自国内法律及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ꎬ 扩大

反腐败、 反走私、 反洗钱、 反逃税和非法资金流动领域双多边合作ꎮ①

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

国大会上指出ꎬ 必须完善全球治理ꎬ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ꎮ 中拉共同致力于

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ꎬ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

治化ꎮ 中拉倡导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ꎬ 共同维

护以规则为基础、 透明、 非歧视、 开放、 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ꎬ 主张以均衡

和互利的方式推动全球贸易可持续发展ꎮ 中拉主张根据各国不同国情ꎬ 按照

—４１—

① «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年)»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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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ꎬ 以及 «巴黎协定» “国
家自主决定贡献” 的制度安排ꎬ 全面、 有效和持续实施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 «京都协议书» 和 «巴黎协定»ꎮ
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ꎮ 拉美国家是全球治理多边论坛的重要组成

部分ꎬ 在全球治理议程设置、 确定议程优先选项及集体谈判能力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ꎮ① 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ꎬ
中国始终致力于与拉美国家相互支持ꎬ 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ꎮ 未来ꎬ
中国将同拉美国家在重要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框架内ꎬ 围绕全球治理、 可持

续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 网络安全等全球性议题继续加强沟通协作ꎬ 坚定维

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ꎮ 中国将与拉美各国就亚太和拉美

事务加强对话合作ꎬ 共同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 发展与繁荣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中国在与拉美国家的交往中ꎬ 积极践行习近平外交思

想的核心理念ꎬ 同拉美国家团结合作ꎬ 推动形成了携手共进、 共同发展的新

局面ꎮ 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和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符合中拉

人民的最大利益ꎬ 代表世界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ꎬ 充分体现了新

时代南南合作的新境界和新趋向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ꎬ “当前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

有的方式展开ꎬ 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ꎬ 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

路口ꎬ 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ꎮ②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ꎬ 中国

将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一道共克时艰ꎬ 共谋发展ꎬ 共享机遇ꎬ 共同续写中拉

关系平等、 互利、 创新、 开放、 惠民的新篇章ꎮ
(责任编辑　 徐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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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吴白乙著: «面向新时代的中拉关系»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ꎬ 第 ４０５ 页ꎮ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 新华社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