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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倡议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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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的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上首次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ꎬ 旨在消弭国际冲突根源、 完善

全球安全治理ꎬ 协调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加速演进下

面临的新挑战ꎮ 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后得到包括学术界在内国际社会

主流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ꎮ 本文从有机权力理论和新时代国家安

全学的视角探讨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性质和产生作用的机制ꎬ 分析了

全球安全倡议如何影响国家的权力结构和安全策略ꎮ 以拉美地区为

案例ꎬ 评估了该地区的国家安全形势和需求ꎬ 探讨了在拉美地区实

践全球安全倡议的可能路径和前景ꎬ 在此基础上分析拉美国家在全

球安全倡议框架下合作的潜力ꎬ 以及利用这一框架来加强区域安全

的着力点ꎮ 尽管全球安全倡议可以在理念、 制度、 器物等层面为拉

美地区国家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助益ꎬ 但这些问题的根本性解决ꎬ
还需各国协同投入资源ꎮ 只有经过共同努力ꎬ 拉美地区才能实现持

久和平、 普遍安全和共同繁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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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 ２０１９ 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自主资助项目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 总体国家安全观

视角” 的阶段性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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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ꎬ 全球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ꎬ
世界面临多种风险ꎬ 包括且不限于地缘政治热点频发、 局部紧张与冲突不断、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严重冲击国际经济秩序、 各类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交错

重叠等ꎮ 这些问题对全球安全治理提出了新的更加紧迫而严峻的挑战ꎮ 为系统

应对各项挑战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首次

提出全球安全倡议ꎬ 强调 “六个坚持”①ꎬ 倡导以团结精神适应深刻调整的国际

格局ꎬ 以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ꎬ 旨在消弭国际冲突根源、 完善全

球安全治理ꎬ 推动国际社会携手为动荡变化的时代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ꎬ
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ꎬ 党的二十大报告写入了全球安全倡

议ꎬ 表示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ꎮ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ꎬ 中国政府发布 «全球安全

倡议概念文件»ꎬ 进一步阐释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与原则、 重点合作方向

以及合作平台和机制ꎮ②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ꎬ 中国发起的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在香

港成立ꎬ 旨在推动以和谐友好的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议ꎮ 同月ꎬ 中国外交部发

布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文件ꎬ 被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称为

一项重要贡献ꎮ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ꎬ 在中国积极斡旋下ꎬ 沙特和伊朗在北京宣布恢复

外交关系ꎬ 这是全球安全倡议的一次成功实践ꎬ 为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
实现睦邻友好树立了典范ꎬ 标志着北京成为纷争国家通往和解与和平之路的新

的重要枢纽ꎮ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ꎬ 中国政府发布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

倡议与行动» 白皮书ꎬ 强调指出全球安全倡议等 “落地生根ꎬ 给世界带来的是

繁荣稳定的巨大红利ꎬ 创造的是扎扎实实的民生福祉”ꎬ “全球安全倡议是国际

公共产品ꎬ 服务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利益ꎬ 维护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安宁”ꎮ③

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后得到包括学术界在内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

价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ꎬ 世界上已有 １００ 多个国家明确支持全球安全倡议和全

球发展倡议ꎮ④ 亚太 “一带一路” 共策会主席翁诗杰表示ꎬ 全球安全倡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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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即坚持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ꎬ 坚持尊重各国主权、 领土完整ꎬ 坚持遵守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ꎬ 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ꎬ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

争端ꎬ 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ꎮ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全文)»ꎬ 中国政府网ꎬ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２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４２４８１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２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倡议与行动»ꎬ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 ｃｎ / ｚｆｂｐｓ / ｚｆｂｐｓ＿２２７９ / ２０２３０９ / ｔ２０２３０９２６＿７７１２０３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２６ ]
刘赞: «国际观察丨海外专家热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世界意义»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２８ / ｃ＿１１２９８９１３４１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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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填补了全球安全架构的空白ꎮ① 英国 ４８ 家集团俱乐部副主席基思贝内

特认为ꎬ 在全球安全倡议下ꎬ 中国致力于通过政治对话与和平谈判化解冲突ꎬ
主张通过发展促进和平ꎬ 这些建议无疑有助于防止冲突的爆发或进一步蔓

延ꎮ②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文斯阿德希尔认为ꎬ 全球安全倡议极大地丰富

了全球安全理念ꎬ 突破了仅仅关注自身安全的局限ꎮ③伊拉克提克里特大学政

治地理学教授穆萨纳马兹鲁伊认为ꎬ 历史已经证明ꎬ 西方国家在其安全理

念指导下ꎬ 无法给所有国家带来和平与稳定ꎬ 全球安全倡议则为所有国家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维护和平、 获得平等发展机遇的新路径ꎬ “这一理念契

合当前国际社会的现实需求”④ꎮ 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学者帕斯卡尔—阿

布 (Ｐａｓｃａｌ Ａｂｂ) 表示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值得全面研究ꎬ 认为该文

件反映了当前中国安全方针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前所未有地将自身关注的

安全议程由地区性的拓展为全球性的ꎻ 二是体现了 “总体国家安全” 意义上

的安全领域的广泛性ꎻ 三是在和平与发展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系ꎬ 反映了中

国决策者和专家在 “政治冲突最终根源于经济不平等ꎬ 只有通过消除这些差

异的发展议程才能解决” 上的广泛共识ꎻ 四是在安全规范和实践方法上明确

有别于美西方的干预主义、 单边主义ꎮ⑤

然而ꎬ 也有一些观点对全球安全倡议做出了误读或者扭曲ꎮ 例如ꎬ 有分

析认为中国政府有意在全球安全倡议下推动一系列涉及各种多边或诸边联盟

的外交举措ꎬ 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可与美国领导的条约、 联盟和机构体系

相抗衡的全球安全架构ꎮ⑥ 与前文述及的翁诗杰关于全球安全倡议是填补空白

式的全球安全架构的观点有所不同ꎬ 这一分析将全球安全倡议视为与已有体系

存在对抗性关系的全球安全架构ꎮ 还有分析虽然将全球安全倡议视为中国推动

全球治理全面改革的一种努力ꎬ 但认为最终目的是要削弱美国的 “全球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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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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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鹏飞: «全球安全倡议填补了全球安全架构的空白———访亚太 “一带一路” 共策会主席翁

诗杰»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２８ / ｃ ＿ １１２９７２２３５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２８]

③④　 刘赞、 张远: «让平安的钟声响彻人间———中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守护世界和平安宁»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３ －０４ / ２２ / ｃ＿１１２９５４９１２６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０９ －２８]

Ｐａｓｃａｌ Ａｂｂꎬ “Ｃｈｉｎａ’ ｓ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 Ｒｉ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Ｓｐｒｅａｄｓ ｉｔｓ Ｗｉｎｇｓꎬ” Ｍａｒｃｈ
２ꎬ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ｂｌｏｇ ｐｒｉｆ ｏｒｇ /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０２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２８]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Ｗｉｌｄａｕꎬ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Ｍａｙ １ꎬ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ｅｎｅｏ ｃｏｍ / ｃｈｉｎａ － ｗｈａｔ － ｉｓ － ｔｈｅ － ｇｌｏｂａｌ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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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ꎮ①

综合来看ꎬ 多数研究认识到了全球安全倡议的公共产品属性和部分有别于

传统安全治理安排的特征ꎬ 但未能对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做出完整清晰全面的界

定ꎻ 也有少数研究对全球安全倡议的旨趣或目标作出了误读ꎮ 这些问题带来的

模糊或错误认识ꎬ 都需要借助理论框架对全球安全倡议的性质做出全面准确的

厘定ꎬ 才能从根本上予以廓清ꎮ 本文从有机权力理论及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视角ꎬ
对全球安全倡议的性质和产生作用的机理进行分析ꎬ 以拉美地区为案例分析该

地区国家安全形势和需求ꎬ 对在拉美地区实践全球安全倡议的路径和前景作出

分析ꎬ 最后是简要的总结ꎮ

一　 全球安全倡议的性质及作用机理

全球化背景下ꎬ 各国的安全利益越来越相互关联ꎬ 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

独妥善应对各种跨国安全威胁ꎮ 全球安全倡议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国际合作机制ꎬ
旨在通过各国的共同努力ꎬ 加强全球安全治理ꎬ 应对各种跨国安全威胁ꎮ 该倡

议强调各国应根据自身的国情和能力ꎬ 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ꎬ 共同维护国际

和平与安全ꎬ 其有效性可以从有机权力理论和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等理论视角对

全球安全倡议的性质和产生影响机理的分析中得到呈现ꎮ
(一) 有机权力理论视角下的全球安全倡议

借助已有文献ꎬ 先将有机权力理论与全球安全倡议密切相关的主要概念和

命题总结如下ꎮ② 一国仅通过硬权力ꎬ 或者仅通过软权力ꎬ 或者通过两种权力的

一定比例的组合来实现让其他国家 “做其原本不打算做之事” 的权力结构ꎬ 称

之为 “机械权力结构”ꎮ③ 如果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通过硬权力和软权力

—０３—

①

②
③

Ｃａｒｌａ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ｙｎｄｉ Ｔｓｅｒｉｎｇꎬ “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ｏｋｓ 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Ｉ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ｅ Ｕ Ｎ ?”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８ꎬ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ｉｐ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３ / ０９ [２０２３ －０９ －２８]

冯维江、 余洁雅: «论霸权的权力根源»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ꎬ ２０１２ 年第１２ 期ꎬ 第４ －２５ 页ꎮ
约瑟夫奈最早明确而完整地提出的软权力思想ꎬ 他将基于认同的同化式权力称为软权力ꎬ

以此区分基于强制或命令式的硬权力ꎮ 但他在分析的过程中对软权力的划分和界定并不清晰ꎬ 甚至前

后矛盾ꎬ 不能逻辑一致地坚持权力与作为权力资源的实力之间的区别ꎮ 例如ꎬ 他过于强调软权力与文

化、 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无形资源之间联系的紧密性ꎬ 而这背离了软权力系于认同的关键特征ꎮ 实际上

他关于软权力的核心思想是ꎬ 某国让其他国家主动按照该国愿望行事的权力ꎬ 显然这一权力既可能是

因为该国的有形资源也可能是因为该国的无形资源所引致的ꎮ 参见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ｗｅｒ”ꎬ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１０５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０ꎬ ｐｐ １７７ － １９２ꎻ 冯维江、 余洁雅:
«论霸权的权力根源»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ꎬ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４ － ２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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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促进的权力结构或方式实现的ꎬ 这样的权力结构可称之为 “有机权力结构”ꎮ
根据有机权力理论ꎬ 一国的硬权力来自于该国向其他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ꎮ 公共

产品可分为两类ꎬ 一类是提供经济等利益进行 “诱惑” 的公益产品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ꎬ 另一类是通过武力等方式进行 “强制” 的公害产品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ａｄｓ)ꎮ

一国的软权力则来自于其他国家对该国的认同或主动输诚ꎬ 权力的强度

用其他国家对该国主导权力框架的关系专用性投资的规模来度量ꎮ 所谓关系

专用性投资意味着ꎬ 一旦做出投资ꎬ 它在关系内部比在外部更有价值ꎮ① 换句

话说ꎬ 跟随者投入了大量的关系专用性投资ꎬ 这些资产只在关系之内有价值ꎬ
若转移到关系之外价值就会发生极大的贬值ꎮ② 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ꎬ 由于契

约不完全性的存在ꎬ 无法事先就专用性投资的相关事宜签订可以被第三方所

证实的合同ꎬ 那么在没有发生剩余控制权交易或转移的条件下ꎬ 一般来说ꎬ
投资主体不太敢于进行专用性投资ꎮ 因为一旦投资就可能使自己限于被 “锁
定” 的不利谈判地位ꎬ 招致对方的 “敲竹杠”ꎮ③ 如果明知这种情况ꎬ 仍然选

择开展相当规模的关系专用性投资ꎬ 那么这一举动就展示出了查尔斯蒂利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 所谓 “把利害攸关之事置于他人的失信、 失误或失败的风险

之中”④ 式的信任或忠诚ꎮ⑤

已有研究表明ꎬ 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硬权力和软权力之间可能存在多种关

系ꎮ⑥ 有机权力理论则要求ꎬ 硬权力和软权力之间应当存在相互促进或正相关

关系ꎮ 一国通过向其他国家提供公益产品而产生的硬权力ꎬ 与获得其他国家

的认同或关系专用性投资所表征的软权力同向升降ꎬ 这是比较好理解的ꎮ 一

国通过向其他国家提供公害产品而产生的硬权力ꎬ 与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或

关系专用性投资所表征的软权力同向升降ꎬ 意味着其他国家对 “强制者” 或

“施害者” 产生了依恋或认同ꎬ 这一现象出现的概率较小ꎬ 其机制与心理学上

的 “斯德哥尔摩效应” 相似ꎮ

—１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 埃里克弗鲁博顿、 [德] 鲁道夫芮切特著ꎬ 姜建强等译: «新制度经济学: 一个交

易费用分析范式»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ꎬ 第 ２９５ 页ꎮ
[法] 贝尔纳萨拉尼耶著ꎬ 费方域等译: «合同经济学»ꎬ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１１５ 页ꎮ
张宇燕、 冯维江: «国际制度非中性与新兴经济体的赶超策略分析»ꎬ 载 «新兴经济体研究»ꎬ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第 １ 辑 (总第 ６ 辑)ꎬ 第 １６ 页ꎮ
[美] 查尔斯蒂利著ꎬ 胡位钧译: «信任与统治»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１５ 页ꎮ
冯维江: «中美权力博弈与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进———基于公共产品与关系专用性投资的视

角»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１０６ － １２８ 页ꎮ
冯维江、 余洁雅: «论霸权的权力根源»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ꎬ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４ －２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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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分析框架ꎬ 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简称 “北约”) 等美西方主导的

安全架构为比较对象ꎬ 可以引申出全球安全倡议发挥作用的以下几个方面特征ꎮ
第一ꎬ 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全球安全倡议主要是以公益产品而非公害产

品的属性发挥作用ꎮ 正如有的观察者所言ꎬ 全球安全倡议的思路超越了传统

的以军事化手段保护国家安全的做法ꎮ① 美西方主导的 “北约” 是军事组织ꎻ
美国纠集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 “五眼联盟” 是情报机构ꎻ
美国还与韩国、 日本、 菲律宾等建立双边军事同盟关系ꎻ 在乌克兰危机中ꎬ
美国联合盟友对俄罗斯实施了经济制裁ꎮ 这些做法都是以强制手段或威胁等

提供公害产品来保护其所谓的 “国家安全”ꎮ 与此不同ꎬ 中国倡导的全球安全

倡议拒绝美西方经常使用的强制性手段ꎬ 认为从性质来看经济制裁与战争或

军事威胁类似ꎬ 本质上都是最好摒弃的非和平措施②ꎬ 强调 “战争和制裁不是

解决争端的根本之道ꎬ 对话协商才是化解分歧的有效途径” “滥用单边制裁和

‘长臂管辖’ 不但解决不了问题ꎬ 反而会制造更多困难和复杂因素”ꎬ 应 “避
免将粮食安全问题政治化、 武器化”ꎬ “坚决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ꎮ 全

球安全倡议更侧重于提供观念或意识形态层面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层面的公

益产品ꎬ 通过贯彻有关理念、 实施相关制度来确保人类的和平与繁荣ꎮ 其实

质是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ꎬ 恪守 «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ꎬ 尊重各国

正当合理的安全关切ꎬ 共同应对恐怖主义、 气候变化、 网络安全、 生物安全

等全球性挑战ꎮ 它主要不是美西方传统安全架构那种强调物质特别是军事力

量支撑的实体结构③ꎬ 但也并非脱离实际的 “空谈”ꎮ 例如ꎬ «全球安全倡议

概念文件» 提出ꎬ 未来 ５ 年中方愿向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 ５０００ 个研修培训名

额用于培养专业人才ꎬ 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问题ꎮ 这正是以提供利益而非实

施强制的方式来开展维护安全的实践ꎮ
第二ꎬ 全球安全倡议重视以共建共商共享方式鼓励各方开展针对倡议的关

系专用性投资并在此过程中积累相互信任ꎮ “北约” 等传统安全架构内部更多是

主导国家通过强迫性的制度或行动来要求参与方分摊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ꎮ 例

—２３—

①

②

③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Ｎｄｅｇｗａꎬ “Ｗｈ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ｅｄ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３ꎬ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 － ｓｔａｒ ｃｏ ｋｅ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２９]

Ｐａｓｃａｌ Ａｂｂꎬ “Ｃｈｉｎａ’ ｓ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 Ｒｉ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Ｓｐｒｅａｄｓ ｉｔｓ Ｗｉｎｇｓ”ꎬ Ｍａｒｃｈ
２ꎬ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ｂｌｏｇ ｐｒｉｆ ｏｒｇ /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０２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２９]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Ｎｄｅｇｗａꎬ “Ｗｈ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ｅｄ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３ꎬ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 － ｓｔａｒ ｃｏ ｋｅ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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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ꎬ 美国长期向德国、 日本、 韩国等军事盟友施压ꎬ 要求其负担更多 “北约”
或美国驻军的军费开支ꎮ 即便在美国要求下这些盟友 “慷慨解囊”ꎬ 补充了美国

主导的军事安全公共产品支撑的硬权力的强度ꎬ 但可能并不能鼓励相关盟友对

美国产生更大认同并主动开展大规模关系专用性投资ꎻ 甚至恰恰相反ꎬ 盟友可

能心生怨怼ꎬ 美国的软权力在长期中可能下降ꎬ 侵蚀或抵消其公共产品规模扩

大带来的硬权力的伸张ꎮ 全球安全倡议并不强调展示军事实力以恐吓其真正的

和想象中的敌人ꎬ 也不强行要求参与国为此负担费用ꎮ 全球安全倡议 “积极推

进安全理念对接和利益共融”ꎬ 鼓励 “围绕和平与安全问题广泛讨论沟通ꎬ 提出

共同倡议主张ꎬ 汇聚国际社会应对安全挑战共识” “加强安全领域政策沟通ꎬ 促

进政府间对话合作ꎬ 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应对安全挑战合力”ꎬ 努力以共建共商

共享方式开展国际安全合作ꎬ 最终 “即便不能形成很多具体政策成果ꎬ 也有助

于培养友好的国际关系网络”①ꎬ 而这一友好网络作为重要的关系专用性投资ꎬ
本身就是实现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的关键基础ꎮ

第三ꎬ 支持全球安全倡议的是有机权力结构ꎬ 其产生的硬权力和软权力

能够达成相互促进的正反馈ꎮ 从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的文本来看ꎬ 中

国不是一味颐指气使地占据所谓领导者地位ꎬ 用利诱或威逼的方式诱迫其他

国家服从ꎬ 而是照顾其他国家或国际机构的合理关切和比较优势ꎬ 支持它们

在特定领域发挥更加积极和主导性的作用ꎬ 从而也在整体上更能赢得它们的

理解、 认同和尊重ꎬ 实现硬权力和软权力并进式提升ꎮ 这很好地诠释了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家 “夫唯不争ꎬ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的观点ꎮ 例如ꎬ 在与

联合国合作上ꎬ 强调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ꎻ 在大国关

系方面ꎬ 倡导大国带头讲平等、 讲诚信、 讲合作、 讲法治ꎬ 带头遵守 «联合

国宪章» 和国际法ꎻ 在军控方面ꎬ 支持在尊重非洲国家意愿的前提下开展中

国、 非洲、 欧洲轻小武器管控合作ꎬ 为雷患国家提供更多力所能及的帮助ꎻ
在地区安全方面ꎬ 支持和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和架构ꎻ 在

实现中东安全稳定方面ꎬ 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区域组织为此发挥建设性作

用ꎻ 在维护非洲和平方面ꎬ 支持非洲国家、 非洲联盟、 次区域组织为解决地

区冲突、 反对恐怖主义、 维护海上安全所作努力ꎬ 呼吁国际社会向非洲主导

的反恐行动提供资金和技术ꎬ 支持非洲国家增强自主维护和平的能力ꎬ 支持

—３３—

①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Ｗｉｌｄａｕꎬ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Ｍａｙ １ꎬ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ｅｎｅｏ
ｃｏｍ / ｃｈｉｎａ － ｗｈａｔ － ｉｓ － ｔｈｅ － ｇｌｏｂａｌ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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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ꎻ 在反恐方面ꎬ 提倡加强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

的中心协调作用ꎻ 在信息安全方面ꎬ 希望推动达成反映各方意愿、 尊重各方

利益的全球数字治理规则ꎻ 在公共卫生方面ꎬ 坚持让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公

共卫生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ꎮ①

(二)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视角下的全球安全倡议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ꎬ 在中

国兴起的关于国家安全的新的学科和理论ꎬ 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

战略思想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思想根基和主体内容ꎮ② 借助已有文献ꎬ 与阐释

全球安全倡议密切相关的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基本概念和理论命题可总结如下ꎮ③

第一ꎬ 新时代国家安全强调 “状态持续性”ꎬ 即国家安全目标不仅强调国

家利益处于安全状态ꎬ 而且强调国家具备可持续地维护安全状态的能力ꎬ 从

后者还可引申出 “统筹发展与安全” 的重要命题ꎮ 一些研究强调没有危险或

不受威胁之状态的安全ꎬ 例如ꎬ “如果一个国家在不想打仗的时候不必牺牲核

心价值观ꎻ 在受到挑战时可以打胜仗并维护其价值观ꎬ 这个国家就是安全

的”④ꎮ 还有一些研究将安全等同于确保安全的能力ꎬ 例如ꎬ “国家安全是一

个民族国家使用经济、 军事、 政治、 外交和司法措施来克服国内和国际威胁

的能力”ꎮ⑤ 当今时代ꎬ 只强调状态或只强调能力对国家安全的理解都是不完整

的ꎮ 安全状态是对安全能力足以克服安全威胁的整体静态评估ꎬ 而安全能力反

映的是对安全可持续性的历时性保障ꎬ 两者结合才能在动态平衡中把握国家安

全⑥ꎬ 这是全球安全倡议在理念上强调 “安全的可持续性” 的应有之义ꎮ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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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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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全文)»ꎬ 中国政府网ꎬ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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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维江、 张宇燕: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思想渊源、 实践基础和理论逻辑»ꎬ 载 «世界经济

与政治»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４ － ２７ 页ꎮ
张宇燕、 冯维江: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ꎬ 载 «中国社会科学»ꎬ ２０２１ 年第７ 期ꎬ 第 １４０ －

１６２ 页ꎻ 冯维江: «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基础———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ꎬ 载 «中国社会科学网刊»ꎬ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期ꎬ 第 ６５ － ７２ 页ꎮ

[英] 阿兰柯林斯主编ꎬ 高望来等译: «当代安全研究» (第三版)ꎬ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２ － 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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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２１ － １３７
安全能力的物质基础是发展ꎬ 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ꎻ 只强调发展而忽视安全能力建设ꎬ 生

产出来的发展成果也可能因为安全问题蒙受严重破坏或耗损ꎮ 一国资源在安全类产出及技术和发展类

产出及技术上的投入应当统筹协调、 齐头并进ꎬ 过度强调某一个方面都不能达成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

平安全在良性互动中实现动态平衡” 的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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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新时代国家安全强调 “实感一致性”ꎬ 即国家安全状态不仅包括确

保国家利益处于客观安全状态ꎬ 而且包括确保对此存在准确认知或具有安全

感的主观安全状态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ꎬ “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ꎮ 若一国客观上没有危险和威胁ꎬ 但

主观上缺乏安全感ꎬ 这样的国家具有较大的安全敏感性ꎬ 容易因微小的扰动

就引发严重的安全风险ꎮ 若一国客观上困难重重ꎬ 但主观上轻忽风险、 对威

胁视而不见ꎬ 也容易发生颠覆性的国家安全危机ꎮ 只有主观的感受认知与实

际的客观情况相一致的国家安全ꎬ 才是牢固的国家安全ꎮ 这意味着ꎬ 全球安

全倡议坚持的 “尊重各国主权、 领土完整” “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 都非

常重要ꎮ 安全状态与认知高度相关ꎬ 必须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ꎬ 让各安全

关切方都能统一于客观安全和主观安全ꎬ 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

的基础之上ꎬ 最终因缺乏安全感而试图以自上而下的 “颜色革命” 或自外而

内的武装入侵 “先发制人”ꎬ 令地区乃至世界陷入安全困境ꎮ
第三ꎬ 新时代国家安全强调 “利益二元性”ꎬ 即国家安全对象或所指向及

维护的国家利益不仅包括种类繁多的物质性利益ꎬ 而且囊括了制度、 声誉、
价值观等丰富的非物质性利益ꎮ 国家安全的本质是国家利益得到维护或保障ꎮ
不同时空背景下ꎬ 国家对自身利益的种类范围及其重要性的排序并不相同ꎬ
所关切的国家安全的内容及其优先性也不一样ꎮ① 当今时代ꎬ 国家安全已经大

大超出传统的国土、 军事安全范畴ꎬ 试图保障诸多方面的物质性及非物质性

国家利益ꎬ 各国按照自身国家利益偏好来决定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及其排

序ꎮ② 越是如此ꎬ 在处理国际安全关系时ꎬ 越应该以全球安全倡议 “遵守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的最大公约数作为准则ꎬ 而不是试图偏执地推行夹带

“一己之私” 的 “家法帮规”ꎬ 侵犯其他国家的制度、 声誉、 价值观利益ꎮ

—５３—

①

②

有研究认为ꎬ 发达国家民众通常会担心政府不够强大而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抵御外部威胁ꎮ
但部分发展中国家民众则担心政府过于强大而对安全造成威胁ꎬ 因为猖獗的腐败、 压迫和其他形式的

行政不当被他们看作是国家不安全的来源ꎮ 换言之ꎬ 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安全概念需要优先解决的不

是或不仅是军事安全ꎬ 更包括通过政府能力建设来加强内部安全ꎬ 如确保食品安全、 更好的卫生系统

和经济安全等ꎮ 参见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ｚｆａｒ Ａｎｗａｒ ｅｔ ａｌꎬ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ｔｕｄｙ”ꎬ ｉｎ Ｃｏｇ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Ｖｏｌ ４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８

除维护物质性利益之外ꎬ 大国通常还特别关心制度、 声誉、 价值观等非物质性利益ꎮ 例如ꎬ
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价值观列为四项国家利益之一ꎬ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价值

观放在四大支柱性国家利益的 “提升美国影响力” 之下ꎬ 拜登担任美国总统后强调 “民主价值观” 在

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并力图将其 “武器化”ꎬ 威胁 “战略对手” 的国家安全ꎮ 欧盟发布的 «欧洲安

全联盟战略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 也强调 “确保安全政策始终以我们共同的欧洲价值观为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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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ꎬ 新时代国家安全强调 “威胁双重性”ꎬ 即安全威胁的来源可分为有

意安全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威胁和无意安全 (ｓａｆｅｔｙ) 威胁ꎬ 应注意区分并对症施策ꎮ
有意安全指处理带有主观胁迫意图的威胁来源而实现的安全状态及实现这种

安全状态的能力ꎬ 无意安全指处理不带有主观意图而是因客观上的疏漏、 缺

陷等风险源而实现的安全状态及实现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ꎮ 前者一般处理人

为或有意的破坏或安全事件 (这类事件所带来的威胁通常是某一或某类博弈

方仅顾自身利益而对其他博弈者带来的威胁)ꎬ 后者一般处理非人为或无意造

成的事故或安全风险 (这类事件或风险所带来的威胁往往是所有博弈方都想

避免但又难以完全避免的)ꎮ 全球安全倡议侧重应对无意安全问题ꎬ 同时强调

将有意安全问题转化为无意安全问题ꎬ 将潜在的威胁力量转变为共同应对无

意安全问题的合作力量ꎮ 例如ꎬ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指出ꎬ “倡议秉持

开放包容原则ꎬ 欢迎和期待各方参与ꎬ 共同丰富倡议内涵ꎬ 积极探索开展新

形式新领域合作ꎮ 中方愿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 追求幸福的国家和人民携

手同行ꎬ 协力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ꎬ 并肩守护地球家园的和平安

宁”ꎮ 这与美西方主导的传统安全架构强调 “针对第三方”ꎬ 刻意寻找或树立

“共同敌人” 作为有意安全问题来应对的思路截然不同ꎮ
第五ꎬ 新时代国家安全强调 “群己关联性”ꎬ 即当今时代ꎬ 国家安全的实

现范围不仅包括本国自身安全ꎬ 而且强调各国的共同安全ꎮ 在经济全球化背

景之下ꎬ 各国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相互交织ꎬ 国家安全也必须在国际

安全或共同安全的依托下才能充分实现ꎮ 一些国家对共同安全的范围作出狭

隘的界定ꎬ 例如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把共同安全范围限定在所谓 “志同道合”
的盟友之间ꎮ 这种划分盟友与对手并且仅仅追求自身及盟友安全的做法往往

造成区域乃至全球范围 “党同伐异”ꎬ 倾向于从实力地位出发ꎬ 用强权或暴力

来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ꎬ 这与全球安全倡议强调的 “对话协商以和平方

式解决” 背道而驰ꎮ 只有秉持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ꎬ
才能在国家之间形成对话协商和平解决纷争的内在激励ꎮ

第六ꎬ 新时代国家安全强调 “目标相对性”ꎬ 即认识到没有绝对安全ꎬ 要

立足基本国情ꎬ 实现国家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ꎬ 避免不

计成本追求绝对安全ꎮ 尤其不能只顾一个国家安全而罔顾其他国家安全ꎬ 牺

牲别国安全以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ꎬ 这样只会导致所有国家的不安全ꎮ
正如基辛格所言ꎬ “一个大国对绝对安全的渴望ꎬ 就意味着对所有其他国家的

绝对不安全”ꎮ 习近平指出ꎬ “这次乌克兰危机再次给世人敲响了警钟: 迷信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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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地位ꎬ 扩张军事联盟ꎬ 以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安全ꎬ 必然会陷入安全

困境”ꎮ 全球安全倡议强调 “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ꎮ 人类是不可分割的

安全共同体ꎬ 一国安全不应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ꎬ 就是对追求相对安全目

标、 避免陷入安全投入提升而安全水平下降之安全困境的呼应ꎮ
第七ꎬ 新时代国家安全强调 “领域多维性”ꎬ 即当今时代国家安全的外延

应能够覆盖主要的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ꎬ 并随着国家核心及重大

利益领域的变化而能动态调整ꎬ 可定义为 “集核心及延伸重点领域安全于一

体的国家安全体系”①ꎮ 古代中国将 “土地、 人民、 政事” 视作国之三宝ꎬ 现

代西方政治理论中对国家的指涉同样涵盖了国土、 国民、 政府三重含义ꎬ 古

今中外处理这三大对象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ꎬ 都是各国的核心安全

关切ꎮ 对此ꎬ 全球安全倡议 “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ꎬ 无

疑也应该特别注重统筹应对那些可能危及国土安全、 人民安全、 政治安全的

风险挑战ꎮ 换言之ꎬ 军事、 经济、 文化、 社会、 科技、 生态、 资源、 核、 海

外利益、 生物、 太空、 深海、 极地、 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安全问题往往相互影

响交织ꎬ 应当统筹化解ꎬ 避免其规模、 范围或程度超过一定限度而产生全局

性影响ꎬ 危及前述三大核心领域的安全ꎮ
总之ꎬ 新时代国家安全就其内涵而言ꎬ 在状态上应兼顾主观安全和客观

安全而更加饱满ꎬ 在能力上应足以应对内外部安全威胁而更可持续ꎬ 可定义

为 “一国自身及其通过国际安全合作 (群己关联性) 而拥有的维护保障物质

性及非物质性国家利益 (利益二元性) 的能力 (状态持续性) 超过该国内外

部有意和无意的威胁其国家利益的力量 (威胁双重性)ꎬ 从而使其核心和重大

国家利益 (领域多维性) 总体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 (目标相

对性)ꎬ 并且该国国民对此存在准确认知 (实感一致性) 的状态”ꎮ 上述对新

时代国家安全内涵外延的界定ꎬ 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具体落实提供了理论指引ꎬ
要在充分考虑和权衡物质性利益安全和非物质性利益安全、 客观安全与主观

安全、 有意安全和无意安全、 绝对安全和相对安全、 安全状态与安全能力、
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的基础上ꎬ 引导各国超越安全困境ꎬ 实现共同、 综合、

—７３—

① 这只是从 “领域多维性” 出发ꎬ 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划分重点领域安全的标准界定的外延ꎬ
这并不排斥从其他内涵属性出发根据另外的标准界定国家安全的外延ꎮ 例如ꎬ 从 “群己关联性” 出

发ꎬ 可以把国家安全外延划分为本国安全及其他国家的安全 (如美国国家安全、 日本国家安全、 德国

国家安全等)ꎮ 正如 “人” 这个概念的外延ꎬ 可以按性别表述为男人和女人ꎬ 按年龄表述为未成年人

与成年人ꎬ 按国籍表述为中国人、 美国人、 日本人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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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均衡、 有效、 可持续的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ꎮ

二　 拉美地区的国家安全问题及治理需求

拉美国家在安全上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ꎬ 从这些挑战中派生出对区域

乃至全球层面的国家安全治理需求ꎮ 从具体领域看ꎬ 相关挑战既包括传统安

全问题ꎬ 如边界争端和军事对抗ꎬ 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问题ꎬ 如跨国犯罪、 毒

品走私和恐怖主义ꎻ 既存在有意安全威胁ꎬ 也存在无意安全威胁ꎮ 这些问题

和威胁相互交织ꎬ 使得安全治理变得更加复杂ꎮ 同时ꎬ 许多拉美国家的治理

能力特别是安全治理能力不足ꎬ 区域合作机制在安全治理上的作用有限ꎬ 安

全公共产品供给短缺ꎬ 难以有效应对各种挑战ꎮ
第一ꎬ 有意安全威胁与无意安全威胁交织ꎮ 例如ꎬ 委内瑞拉的航运和经

济安全一方面受到美国制裁这一有意安全因素的影响ꎬ 另一方面ꎬ 美国和圭

亚那还以拦截毒品为由在委内瑞拉边境展开联合海上巡逻ꎬ 这一应对无意安

全威胁的举措也干扰了委内瑞拉航运路线ꎬ 影响其正常的海上贸易和运输ꎮ
又如ꎬ 美国制裁加剧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困境ꎬ 造成移民或难民潮ꎬ 而资本和

劳动力的离场又令委内瑞拉经济更加窘迫并催生犯罪活动ꎬ 这反过来让营商

和生活环境进一步恶化ꎬ 带来更大规模的难民和移民潮ꎮ 具体来说ꎬ 委内瑞

拉难民危机被认为是美洲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难民危机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ꎬ 估

计有 ７１０ 万委内瑞拉人成为移民或难民ꎬ 超过了该国人口的 ２０％ ꎮ① 从犯罪率

来看ꎬ 委内瑞拉凶杀案犯罪率 ２０２２ 年为每 １０ 万居民发生 ４０ ４ 起ꎬ 虽然较

２０１５ 年的每 １０ 万居民发生 ９０ 起有明显好转ꎬ 但在拉美地区国家中仍处于高

位ꎬ 仅次于牙买加的每 １０ 万居民 ５２ ９ 起ꎮ② 经济困境还为政局不稳等有意安

全问题提供了 “燃料”ꎬ 使得马杜罗政府一度面临来自 “临时总统” 瓜伊多

的挑战ꎮ
第二ꎬ 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存在张力ꎮ 例如ꎬ 被誉为 “地球之肺” 的亚

—８３—

①

②

“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ꎬ Ｒ４Ｖ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５ꎬ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４ｖ ｉｎｆｏ / ｅｎ /
ｒｅｆｕｇｅｅ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１５]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Ｈｏｍｉｃｉｄｅ Ｒａｔｅ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２”ꎬ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 Ｊｕｌｙ ２１ꎬ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ｃｏｍ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９８４６６９ / ｈｏｍｉｃｉｄｅ － ｒａｔｅ －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  [２０２３ － １０ － ０５]ꎻ “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Ｈｏｍｉｃｉｄｅ Ｒａｔｅ ２０２２ꎬ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ꎬ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２ꎬ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ｃｏｍ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９４７７８１ / ｈｏｍｉｃｉｄｅ － ｒａｔｅｓ － ｌａｔｉ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２０２３ － １０ －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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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孙雨林是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近年来由于非法伐木、 农业扩张

和其他人为活动ꎬ 雨林面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缩减ꎮ 这不仅威胁到该地区的

生物多样性ꎬ 还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亚马孙雨林缩减问题已

经超越了单一国家的范畴ꎬ 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治理问题ꎮ 全球各国和国际组

织都对此表示关切ꎬ 并呼吁采取行动来保护这片珍贵的雨林ꎮ 然而ꎬ 作为亚

马孙雨林的主要守护者ꎬ 巴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ꎮ 一方面ꎬ 巴西需要平衡经

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ꎬ 确保其国民的生计和自身经济安全ꎻ 另一方

面ꎬ 巴西也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ꎬ 后者要求其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

保护亚马孙雨林以保障共同生态安全ꎮ 同时ꎬ 全球市场对巴西农产品和矿产

的需求还在不断增加ꎬ 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对雨林的开发ꎬ 使雨林保护面

临更大的威胁ꎮ 巴西在应对亚马孙雨林缩减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部分源于国

内外的利益团体ꎬ 这些团体在经济、 政治和社会方面都拥有重要的影响力ꎬ
使得巴西政府在采取有效措施保护雨林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ꎬ 在自身的经济

安全和共同的生态安全之间存在严重的张力ꎮ
第三ꎬ 本地及对外军事冲突的影响长期存在ꎮ 拉美地区的武装冲突历史

悠久ꎮ 秘鲁和厄瓜多尔之间、 智利与玻利维亚之间、 阿根廷与英国之间就领

土争端曾多次发生军事冲突甚至战争ꎮ 尽管冲突已经结束ꎬ 但国家间冲突的

影响大部分具有持久性、 复杂性和难根治性等特点ꎬ 有关争端并未完全解决ꎬ
仍然是横亘在冲突各国之间的高度敏感而又复杂难解的问题ꎮ 例如ꎬ 阿根廷

与英国就马岛主权归属问题一直存在争议ꎬ 并由此引发了 １９８２ 年发生在两国

间的马岛战争ꎬ 阿根廷虽然战败ꎬ 但始终未放弃对马岛的主权要求ꎮ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下旬起ꎬ 英国在马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始举行有其当地驻军参与的多兵种军

事演习ꎮ ８ 月 ２ 日ꎬ 阿根廷外交部发表声明ꎬ 强烈反对英方在马岛海域展开军

演ꎬ 声称此举违背了联合国就马岛主权问题通过的相关决议ꎬ 属于非法行径ꎬ
并将对南大西洋地区的和平稳定局面构成严重威胁ꎮ 阿方对此予以强烈反对ꎬ
并敦促英方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方式和平解决马岛主权争端ꎬ 避免采取改变该

区域局势的单方面行动ꎮ① 实际上ꎬ 在过去 ４０ 多年中英国多次举行这样的

军演ꎮ
第四ꎬ 经济不平等削弱了公共安全的可持续性ꎮ 长期以来ꎬ 拉美与加勒

—９３—

① «阿根廷外交部强烈反对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区域举行军演»ꎬ 环球网ꎬ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ｏｒｌｄ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４Ｄｘｗ１ｎＣｋＬ７ｙ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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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地区谋杀率持续高居全球之首ꎬ 远超世界其他地区ꎮ① 拉美地区的经济不平

等问题一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ꎬ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地区的历史、 经济和社

会结构有关ꎮ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ꎬ 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有关国家的基尼系数

处于较高水平ꎬ ２０２１ 年阿根廷为 ４２ ０％ ꎬ 玻利维亚为 ４０ ９％ ꎬ 巴西为

５２ ９％ ꎬ 智利为 ４４ ９％ ꎬ 哥伦比亚为 ５１ ５％ ꎮ② 这些数据显示ꎬ 拉美地区的

贫富差距仍然很大ꎬ 这可能导致了犯罪率的上升和公共安全水平的下降ꎮ
当经济不平等加剧时ꎬ 部分人群会感到被边缘化和被忽视ꎬ 安全感的丧失

可能更加导致他们选择以犯罪活动作为谋生手段ꎮ 由于存在与毒品消费大

国美国相邻近的地缘禀赋ꎬ 贩毒成为拉美地区有关国家犯罪活动的一大共

性特征ꎬ 特别是哥伦比亚、 墨西哥以及中美洲的一些国家已经成为全球毒

品贸易的主要来源地ꎮ 哥伦比亚作为全球最大的可卡因生产国之一ꎬ 长期

以来一直在与各贩毒集团进行斗争ꎮ 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成了毒品走私的

主要通道ꎬ 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成为严峻的国际问题ꎮ
中美洲的一些国家如洪都拉斯、 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ꎬ 也受到了毒品贸易

问题的冲击ꎮ 尽管各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打击毒品贩运和相关

犯罪活动ꎬ 但由于毒品贸易的高利润和与其他非法活动的关联ꎬ 使得打击

毒贩工作异常困难ꎮ 加上毒品贸易的复杂性和跨国性ꎬ 仅依靠单一国家的

努力也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ꎮ
第五ꎬ 不同国家的主观安全认知存在差异或冲突ꎮ 例如ꎬ 墨西哥和哥伦

比亚更加关注毒品贩运和跨国犯罪问题ꎬ 而委内瑞拉和古巴则更加关心政治

稳定和外部势力的干涉ꎮ 巴西和阿根廷作为拉美的两大经济体ꎬ 更加关注经

济安全和地缘政治竞争ꎬ 此外巴西还关心生态安全ꎮ 地区各国在实现安全的

手段上也各有其偏好ꎮ 一些国家更倾向于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安全问题ꎮ 比

如ꎬ 智利既是太平洋联盟的四大创始成员之一ꎬ 也是拉美经委会的活跃成员ꎬ
还与邻国签署了多项边界和安全合作协议ꎬ 包括与阿根廷签署 «和平友好联

合声明» 解决比格尔海峡国界争议ꎮ 乌拉圭既是南方共同市场的创始成员国ꎬ
也是里约集团的成员国之一ꎬ 还在 «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 框架下与邻国在

安全和防务领域开展合作ꎮ 相比之下ꎬ 另一些拉美国家更加依赖单边和军事

—０４—

①

②

参见联合国禁毒署 (ＵＮＯＤＣ) 数据库ꎮ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ｕｎｏｄｃ ｕｎ ｏｒｇ / ｄｐ －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 ｈｏｍｉｃｉｄｅ －
ｖｉｃｔｉｍｓ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３０]

参见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ꎮ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ｓｐｘ? ｓｏｕｒｃｅ ＝ ２＆ｓｅｒｉｅｓ
＝ ＳＩ ＰＯＶ ＧＩＮＩ＆ｃｏｕｎｔｒｙ ＝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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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实现国家安全ꎬ 特别是那些国内政府和反对派关系紧张的国家ꎮ
第六ꎬ 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存在缺陷ꎮ 一是域外安全治理力量合法性不足ꎮ

美国是拉美地区最大的域外安全治理力量ꎬ 其在拉美地区的军事存在历史悠

久ꎬ 影响巨大ꎮ 美国南方司令部作为美国国防部的一个主要战区司令部ꎬ 负

责中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军事行动ꎬ 其任务主要是操控有关地区和国家ꎬ
以实现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战略目标ꎬ 即便履行应对贩毒、 恐怖主义和人

口贩运等挑战的若干职能ꎬ 也往往以此为手段对当地实施干预ꎮ 美国长期在

该地区设有多个军事基地ꎬ 如古巴的关塔那摩海军基地、 洪都拉斯的苏托卡

诺空军基地等ꎮ 美国强势植入的传统安全架构与拉美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存

在冲突ꎬ 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硬权力在该地区推进安全议程ꎬ 这损害

了地区国家的自尊和主权ꎬ 难以获得有关国家的认同和关系专用性投资ꎮ 二

是地区组织安全治理功能失调ꎮ 美洲国家组织 (ＯＡＳ) 是美国和拉美国家组

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ꎬ 宗旨是加强本大陆安全ꎬ 保障成员国之间和平解决争

端ꎮ 但由于成员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分歧ꎬ 美国又将其作为干预地区国家的工

具ꎬ 美洲国家组织难以充分发挥地区安全治理作用ꎮ 除配合美国干涉委内瑞

拉政治危机外ꎬ 美洲国家组织还宣布尼加拉瓜 ２０２１ 年大选非法ꎬ 作为回应ꎬ
尼加拉瓜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退出该组织ꎮ 此外ꎬ 美洲国家组织还面临严重影响其

履行职责的财务危机ꎮ①

纵观拉美地区的国家安全问题ꎬ 有的在多维领域之间转变、 传导、 汇聚ꎬ
有的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蔓延ꎬ 有的夹杂着地缘政治竞争和国家安全偏好

差异ꎬ 有的反映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缺陷和区域治理机制的失能ꎮ 这些盘根错

节的问题不是短期形成的ꎬ 其解决亦需要系统的国际合作和协调方案ꎬ 且以

久久为功的方式应对ꎮ 对此ꎬ 全球安全倡议可以提供一定的启发和帮助ꎮ

三　 全球安全倡议在拉美地区的实践前景

作为一项安全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ꎬ 全球安全倡议可以在理念、 制度、
器物等层面为拉美地区国家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助益ꎬ 但这些问题的根本性

—１４—

① “Ｓｅｖｅｒ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ＡＣＨＲ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ｒ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ｎｅｎｔ Ｌａｙｏｆｆ ｏｆ Ｎｅａｒｌｙ
Ｈａｌｆ ｉｔｓ Ｓｔａｆｆ ”ꎬ ＯＡＳꎬ Ｍａｙ ２３ꎬ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ａｓ ｏｒｇ / ｅｎ / ｉａｃｈｒ / ｍｅｄｉａ ＿ ｃｅｎｔｅｒ / Ｐ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１６ / ０６
９ ａｓｐ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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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还有赖于地区国家能够在有关方面以协调方式投入充足的资源ꎮ
第一ꎬ 不同于美西方主导的传统安全架构的武力压制型安全ꎬ 全球安全

倡议提供了新的安全理念ꎬ 即通过统筹发展和安全而实现的发展型安全ꎮ 全

球安全倡议主张 “寻求可持续安全ꎬ 通过发展化解矛盾ꎬ 消除不安全的土

壤”ꎬ 认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平等是安全问题最大的根源ꎮ 在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 安全赤字、 治理赤字这四大赤字中ꎬ 发展赤字是解决 “四大赤字”
的 “纲”ꎮ 发展赤字直观表现为全球经济增长在长期中呈放缓态势ꎬ 发展动能

不足ꎮ① 由于发展赤字的存在ꎬ 国家间博弈越来越由 “增量博弈” 转向 “存
量博弈”ꎬ 竞争性乃至对抗性逐渐上升ꎬ 世界和平变得更加脆弱ꎮ 由于发展赤

字的存在ꎬ 各国用于增强安全韧性和安保能力的投入日益局促ꎬ 各种安全问

题层出不穷ꎮ 由于发展赤字的存在ꎬ 各国推进全球治理的努力往往被国内财

政资源及民意约束所掣肘ꎬ 使许多全球性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ꎮ 发展是解决

一切问题的 “总钥匙”ꎮ 无论是平息冲突动乱、 解决人道主义危机ꎬ 还是保护

生态环境、 应对气候变化挑战ꎬ 抑或是防止民粹主义、 排外主义抬头ꎬ 又或

是消除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日益严峻的威胁ꎬ
根本上都要依靠发展ꎮ② 在这方面ꎬ 中国倡导的共建 “一带一路” 是重要的

工作平台ꎮ 有学者将 “夜间灯光亮度” 数据作为衡量经济发展、 不平等与收

入差异等方面的一个指标ꎬ 发现中国与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的深度合作和

相互交往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ꎮ③ 近年来ꎬ 中国也通过经济合作和投资加强

了与拉美的联系ꎬ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ꎬ 已经与 ２２ 个拉美国家签署了 “一带一

路” 合作文件ꎮ④ 实现经济快速发展ꎬ 同时注重发展成果的公正分享ꎬ 将为拉

美地区其他维度安全问题的解决奠定坚实的基础ꎮ
第二ꎬ 聚焦无意安全问题ꎬ 注重将有意安全威胁转化为共同治理无意安

全问题的支持性力量ꎮ 全球安全倡议不将矛头指向任何 “第三方”ꎬ 不搞意识

形态划界或 “拉帮结派” “党同伐异”ꎬ 不在国家之间、 更不在国家内部不同

—２４—

①

②
③

④

全球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 １９６１—１９８２ 年均值为 ２ ３％ ꎬ １９８２—２００６ 年均值为 １ ８％ ꎬ ２００７ 年次贷

危机至 ２０２１ 年均值进一步下降至 １ ２％ ꎮ 参见冯维江: «安全全球化的经济逻辑: 以全球安全困境为

例»ꎬ 载 «国际安全研究»ꎬ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５０ － ７４ 页ꎮ
冯维江: «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ꎬ 载 «光明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第 １２ 版ꎮ
黄亮雄、 韩永辉、 王佳琳等: «中国经济发展照亮 “一带一路” 建设———基于夜间灯光亮度

数据的实证分析»ꎬ 载 «经济学家»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９６ － １０４ 页ꎮ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ꎬ 中国 “一带一路” 网ꎬ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ｐ / ７７２９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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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之间扶持 “代理人”ꎬ 而是将其他国家都视为合作解决安全问题的助

力而非阻力ꎮ 那种将全球安全倡议视作中国主导的要与美国领导的条约、 联

盟和机构体系相竞争或抗衡的全球安全架构的观点ꎬ 只是用美西方习惯的旧

思维来揣度全球安全倡议的属性ꎬ 与总体国家安全观、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等

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根基及其价值取向背道而驰ꎮ 美国长期将拉美地区视为

本国之 “后院”ꎬ 忌惮中国成为这一地区反抗美国霸权的 “解放者”ꎮ 不过中

国早已用制度化的方式宣示ꎬ “让每一个国家享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ꎬ 让每

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ꎬ 人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ꎬ 是我们的共同愿

望”ꎬ “倡议秉持开放包容原则ꎬ 欢迎和期待各方参与”ꎬ “愿同世界上所有爱

好和平、 追求幸福的国家和人民携手同行ꎬ 协力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

挑战”ꎮ 这意味着ꎬ 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西方国家ꎬ 只要爱好和平、 追求幸

福ꎬ 都是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 气候变化、 网络安全、 生物安全等全球

性问题的潜在合作方ꎬ 而不被视为 “战略挑战者” 或 “战略竞争对手”ꎮ 对

全球安全倡议而言ꎬ 竞争只有用在竞争性解决全球性问题上ꎬ 而不是用在解

决其他 “假想敌国家” 上ꎬ 才是迈向竞争性共同繁荣和普遍安全的正途ꎮ
第三ꎬ 支持地区组织或机制发挥主导作用、 提供国际安全公益产品ꎬ 以

此鼓励其对全球安全倡议相关平台、 机制及行动的信任及关系专用性投资ꎮ
在这方面ꎬ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明确提出ꎬ 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积极

践行 «宣布拉美和加勒比为和平区的公告» 承诺ꎬ 支持包括拉共体在内的区

域和次区域组织为维护地区和平安全、 妥善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发挥积极作用ꎮ
与美西方主导的传统安全架构强调控制权不能旁落有所不同ꎬ 全球安全倡议

鼓励地区组织发挥主导作用ꎬ 中国等其他公共产品提供方提供支持性作用ꎬ
因为后者相信ꎬ 拉丁美洲是拉丁美洲人民的拉丁美洲ꎬ 本地人民和地区组织

对如何发展、 如何维护安全是最大的利益相关方ꎬ 因而也拥有最大的发言权ꎮ
这种对地方性知识和地区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尊重见之于行、 久久为功ꎬ 创造

出可持续的共同利益ꎬ 最终将获得拉美国家的理解和认同ꎬ 它们也会以更大

的热情和资源投入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等合作平台ꎮ
第四ꎬ 在某些专业领域ꎬ 注重发挥功能性多边机构的作用ꎮ 恐怖主义和

跨国犯罪都是拉美地区的顽疾ꎮ 在反恐方面ꎬ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指

出ꎬ 加强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中心协调作用ꎬ 支持国际社会全面落实

联大和安理会反恐决议及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ꎬ 共同打击所有被安理会列

名的恐怖组织和人员ꎻ 推动全球反恐资源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倾斜ꎬ 加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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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反恐能力建设ꎮ 在打击跨国犯罪特别是毒品犯罪方面ꎬ «全球安全倡

议概念文件» 指出ꎬ 应全面、 有效落实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ꎬ
鼓励各国为打击跨国犯罪而缔结或参加有关国际条约、 公约或协议ꎬ 或者作

出制度性安排ꎻ 支持联合国三项禁毒公约ꎬ 维护国际禁毒体制ꎬ 倡导国际社

会协调一致、 责任共担、 真诚合作ꎬ 共同应对毒品问题带来的挑战ꎬ 构建不

受毒品危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ꎻ 在尊重各国主权基础上积极开展执法合作ꎬ
共同提升执法能力和安全治理水平ꎮ 不仅如此ꎬ 中国还愿意在此方面做出更

多的自主务实贡献ꎮ 例如ꎬ 支持建立全球培训体系ꎬ 为发展中国家培训更多

适应维护自身安全需要的执法人员ꎮ 由于拉美国家安全需求或偏好排序不完

全相同ꎬ 这种培训也需要更具针对性ꎬ 与各国实际安全需要结合起来ꎬ 最终

整体推进地区安全形势持续转好ꎮ
第五ꎬ 在军事安全方面ꎬ 坚持公道正义ꎬ 积极发挥调解作用ꎬ 强调通过

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ꎮ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认

为大国应承担应尽责任ꎬ 支持平等协商ꎬ 根据当事国需要和愿望劝和促谈、
斡旋调停ꎻ 国际社会应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ꎬ 鼓励冲突各方

以对话建互信、 解纷争、 促安全ꎻ 滥用单边制裁和 “长臂管辖” 不但解决不

了问题ꎬ 反而会制造更多困难和复杂因素ꎮ 例如ꎬ 在马岛问题上ꎬ 中国方面

认为ꎬ 马岛问题本质上是殖民主义的历史遗留问题ꎬ 殖民主义给世界带来深

重灾难ꎬ 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极不光彩的一页ꎮ 中方坚定支持阿根廷对马岛行

使主权的正当要求ꎬ 始终主张根据 «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ꎬ 通过和平

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ꎮ
第六ꎬ 探索三方安全合作新模式ꎮ 在拉美地区ꎬ 中美两国都有着重要的

利益和影响力ꎮ 在一些重要领域ꎬ 中美在拉美地区拥有共同的安全目标ꎬ 中

方可以主动加强在反恐、 打击跨国犯罪、 毒品走私等领域对美政策协调ꎬ 敦

促其与拉美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ꎮ 例如ꎬ 中美两国可以就打

击跨国犯罪方面加强与拉美国家的执法合作ꎬ 还可以就打击跨国犯罪的技术

和方法进行交流和合作ꎬ 提高打击这些犯罪活动的效率和效果ꎮ 需要强调的

是ꎬ 全球安全倡议倡导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ꎬ 其核心理念与拉美

国家追求的独立、 平等的外交政策是高度一致的ꎮ 在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下ꎬ
拉美国家不仅是合作的对象ꎬ 更是合作的伙伴和参与者ꎮ 中美拉三方可以在

基础设施建设、 能源合作、 技术创新等领域进行深入合作ꎬ 共同应对全球性

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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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ꎬ 全球安全倡议集中体现了中国对事关各国人民福祉、 事关世界和

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全球安全问题解决之道的前瞻性

思考ꎬ 其内容充分满足并体现了平等、 公平、 同意、 效率、 补偿等公正合理

内涵诸原则ꎬ 有助于凝聚各方共识改善地区及全球安全治理、 完善国际安全

秩序ꎮ①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ꎬ 有望在拉美地区结出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

繁荣的果实ꎮ

四　 结语

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发展中大国ꎬ 长期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ꎮ 进入新时

代ꎬ 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的全新局

面ꎬ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ꎮ 在此背景下ꎬ 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ꎬ 并针对当前世界安全格局的新趋势新

特点创造性提出全球安全倡议ꎬ 为 “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 各国怎样

实现共同安全” 的时代课题给出了高屋建瓴的回答ꎮ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指导

实践ꎮ 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后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赞誉ꎬ 并在中国推动下ꎬ 在

推动民族国家和解、 解决全球热点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业绩ꎮ
拉美地区是全球国家安全形势较为复杂的地区ꎬ 也是全球安全倡议有望发挥

积极作用的新疆土ꎮ 鉴于全球安全倡议侧重提供公益产品而非武力强制ꎬ 强

调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发展型安全ꎬ 致力于将有意安全威胁转化为应对无意安

全问题的合作性力量ꎬ 注重将本国安全厚植于共同安全的基础之上ꎬ 坚持对

话替代对抗ꎬ 这一倡议的正确实施有望得到拉美地区国家的理解和认同ꎬ 为

地区和平与全球安全做出更大贡献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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