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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十周年专题

共建 “一带一路” 十周年: 公共产品视角下
中拉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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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２３ 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十
周年ꎮ 十年来ꎬ 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个
重要国际公共产品ꎬ 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注入了确定性和稳定
性ꎬ 展示了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方案、 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ꎬ
取得了辉煌成就ꎬ 并日益受到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
赞誉ꎮ 过去十年ꎬ 尤其是 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 发展事实和实证分析结果均
显示ꎬ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 “五通” 及提供器物型、 制度型和观
念型三类公共产品ꎬ 夯实了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双边维度的合作基础ꎬ
进而又主要以制度型和观念型公共产品的形式ꎬ 分别提升和拓展了
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区域维度和全球维度上的合作伙伴关系ꎮ 与此同
时ꎬ 在区域和全球两个维度上建立的良好合作反过来又促进了中拉
在双边维度的合作ꎬ 并形成良性互动ꎮ 由此ꎬ “一带一路” 倡议助力
中拉双方构建一个全方位、 宽领域、 多层次的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
系ꎮ 这既保证了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 更好地构建中拉
命运共同体ꎬ 又为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双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加
强全球治理合作、 维护世界的公平正义增添了合作新动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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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 年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十周年ꎮ 回想

２０１７ 年ꎬ 习近平主席在第一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

开幕致辞明确指出ꎬ “ ‘一带一路’ 源自中国ꎬ 但属于世界ꎮ ‘一带一路’ 建

设跨越不同地域、 不同发展阶段、 不同文明ꎬ 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ꎬ
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ꎮ”① 十年来ꎬ “一带一路” 倡议这一重要的

国际公共产品所发挥的作用与日俱增ꎬ 为当今时代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和稳定性ꎬ 为破解全球治理中存在的和平赤字、 发展

赤字、 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提供了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ꎬ 受到了

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和积极参与ꎮ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ꎬ 尤其是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习近平主席强调拉美是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 以来②ꎬ 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的步伐提

速、 成果丰硕、 前景可期ꎮ 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又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ꎮ③ 中国与拉美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ꎬ 作为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双方

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开展全球治理、 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ꎮ 与此同

时ꎬ 有研究认为ꎬ 在过去的十年里ꎬ 共建 “一带一路” 建设取得的成就举世

瞩目ꎬ 无论是在器物层面还是在理念层面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ꎬ 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具有国际公共产品的特性ꎮ④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ꎬ “我们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ꎬ 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ꎬ 加

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ꎬ 共建 ‘一带一路’ 成为深受

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ꎮ”⑤ 与此同时ꎬ 早在 ２０１４ 年ꎬ 习近平主

席就深刻阐述了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内涵: “今天ꎬ 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ꎬ
不仅是修路架桥ꎬ 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ꎬ 而更应该是基础设施、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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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习近平在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辞»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９４１３０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０１]

新华社: «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得到更大发展»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７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１７ / ｃ＿ １１２０９９０２４
９ ｈｔ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５]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ꎬ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ꎬ 并发表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联合声明»ꎬ 宣布中拉建立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１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７１９８１０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１９]

李向阳: « “一带一路”: 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ꎬ 载 «经济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第 １０ 版ꎮ
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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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ｕａｎｔｉ / ｚｇｇｃｄｄｅｓｃｑｇｄｂｄｈ / ｓｙｂｇｑｗ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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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规章、 人员交流三位一体ꎬ 应该是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

融通、 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ꎮ 这是全方位、 立体化、 网络状的大联通ꎬ
是生机勃勃、 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ꎮ”①

鉴于作为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 “一带一路” 倡议、 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相

关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ꎬ 本文尝试从国际公共产品的视角ꎬ 探讨

以 “五通”② 为核心内容的 “一带一路” 倡议对夯实中拉双边维度合作伙伴

关系、 拓展区域维度合作伙伴关系、 提升全球维度合作伙伴关系并进而构筑

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的推动机理和现实成效ꎮ

一　 文献综述

严格意义上讲ꎬ 公共产品理论在国际学界开始引发广泛关注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美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 (Ｐａｕｌ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的经典著作

«公共支出的纯理论»ꎮ③ 此后ꎬ 经过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

布坎 南 ( Ｊａｍｅｓ Ｍ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④ 及 贝 冢 ( Ｋ Ｋａｉｓｕｋａ ) 和 桑 德 莫 ( Ａｇｎａｒ
Ｓａｎｄｍｏ) 等经济学家对相关概念及分析范式的丰富与拓展ꎬ 这一理论体系日

臻成熟ꎮ⑤ 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ꎬ 公共产品存在及供给的必要性源于市场机制

失灵前提下ꎬ 政府出于公共利益考量进行干预ꎮ 鉴于此ꎬ 公共产品具有三重

显著特征: 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消费的非竞争性及受益的非排他性ꎮ
(一) 置于国际维度的公共产品

１ 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界定ꎮ 公共产品理论最初应用于处理一国层面的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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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中国政府网: «习近平在 “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的讲话 (全文)»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７７６５２３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２２]

有学者认为 “一带一路” 向全球提供互联互通、 金融机构、 共同理念、 全球治理四种公共产

品ꎬ 参见郑东超和张权: « “一带一路” 为世界提供四大公共产品»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ꎮ
而本文认为 “一带一路” 向全世界提供五种公共产品ꎬ 即 “五通”: 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ꎮ

Ｐａｕｌ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ꎬ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３６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５４ꎬ ｐｐ ３８７ － ３８９

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Ｍ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ꎬ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ｌｕｂｓ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ꎬ ｉｎ 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２ꎬ
Ｎｏ １２５ꎬ １９６５ꎬ ｐｐ １ － １４ꎻ Ｊａｍｅｓ Ｍ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 Ｎｏ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ａｓｉａｎ －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ꎬ ｉ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１９６７ꎬ ｐｐ １９３ － １９７

Ｋｅｉｍｅｉ Ｋａｉｚｕｋａ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４７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６５ꎬ ｐｐ １１８ － １２０ꎻ Ａｇｎａｒ Ｓａｎｄｍｏ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７３ꎬ ｐｐ ５１７ － 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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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ꎬ 此后ꎬ 被奥尔森 ( 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ｏｎ )、 金德尔伯格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 以及吉尔平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 等知名经济学家引入国际关

系范畴ꎮ① 国际公共产品概念应运而生ꎬ 旨在解决国家间政治经济秩序与合作

激励问题ꎮ 对此ꎬ 英奇考尔 (Ｉｎｇｅ Ｋａｕｌ) 等人将国际公共产品定义为 “收
益扩展到所有国家、 人民和世代的产品”②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基于公共产品收

益的疆域范围差异ꎬ 国际公共产品可分为全球性及区域性两种表现形态ꎬ 其

中ꎬ 后者意指跨越国界的公共产品供给和消费集中在某一特定区域ꎬ 且其利

益惠及整个地区而非辐射全球的国际公共产品ꎮ③ 此外ꎬ 全球性与区域性公共

产品相互作用、 相辅相成ꎬ 且在特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ꎮ
２ 国际公共产品增加供给的必要性ꎮ 从实现条件来看ꎬ 在传统的市场失

灵加之超国家层面政府缺失的前提下ꎬ 金德尔伯格强调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的必要性ꎮ④ 与一般公共产品相较ꎬ 国际公共产品弱化了一般特征ꎬ 将逻辑着

眼点放在更大地理范围内的集体行动上ꎮ⑤ 具体而言ꎬ 随着主体与条件发生重

要变化ꎬ 国际公共产品陷入供给困境ꎬ 全球主要行为体因供给能力存在异质

性ꎬ 需要共同做出有效的路径选择ꎮ 与此同时ꎬ 这种互动模式反过来作用于

世界政治经济结构ꎬ 尤其是影响了国际秩序主导权归属ꎮ 其中ꎬ “霸权稳定

论” 便是影响极为深远的一种阐释ꎮ 根据这一学派的奠基者吉尔平所述ꎬ 在

政治经济各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霸权国家通过为国际社会提供稳定的国际金

融体制、 开放的贸易体制、 可靠的安全体制和有效的国际援助体系等国际公

共产品ꎬ 来获取其他国家对霸权国建立的国际秩序的认同ꎬ 进而实现世界体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ｏｎꎬ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２５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７１ꎬ ｐｐ ８６６ － ８７４ꎻ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 Ｋｉｎｄｋｅｂｅｒｇｅｒꎬ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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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繁荣与稳定ꎮ①

３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动力源ꎮ 从驱动因素来看ꎬ 在当今相互依存性日

益加剧的全球生态下ꎬ 以考尔为代表的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维度分析了打破

地理边界ꎬ 加速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动力源②ꎬ 主要包括要素跨境流动的持续

增加ꎻ 技术进步创造了新的全球目标ꎻ 经济增长与人口扩张压力加剧ꎬ 需要

秉持更严苛的环境约束开展集体行动ꎻ 全球各方势力割据呈现碎片化ꎬ 导致

一些国家层面的公共产品具有了跨境属性ꎻ 金融和商品市场的一体化或将局

部不稳定传导至地区甚至全球层面ꎻ 基于加速共享的信息数据ꎬ 互联网的外

部性通过对市场的整合与重塑ꎬ 进一步扩张了数字服务的应用范畴ꎬ 作为支

撑世界贸易、 金融和信息流动所需的国际公共产品迅速崛起ꎮ
(二) “一带一路” 倡议对国际公共产品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１ 具备典型国际公共产品的属性ꎮ “一带一路” 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ꎬ 作为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ꎬ 在消费方面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ꎮ 自

２０１３ 年提出伊始ꎬ 倡议始终坚持开放包容ꎬ 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平等参

与ꎬ 所提供的全球性及区域性公共产品向所有国家和地区敞开大门ꎬ 从未设

置限制性和约束性的制度壁垒ꎮ 在受益方面ꎬ 倡议则以高标准、 可持续、 惠

民生为特征的正外部性长期外溢ꎬ 辐射全球互联互通体系ꎮ
十年来ꎬ 中国政府大力倡导的 “一带一路” 倡议虽源于中国ꎬ 但机遇和

成果属于世界ꎬ 因此积极寻求互利共赢ꎬ 以合作谋发展ꎬ 旨在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ꎬ 实现更具代表性、 包容性、 开放性和公正性的全球合作共治

提供重要实践平台ꎮ 无论从受众面还是从效用范围来看ꎬ 倡议均符合经典理

论范式下的公共产品特征ꎮ 与此同时ꎬ “一带一路” 倡议在继承传统国际公共

产品属性的同时ꎬ 基于新义利观和发展导向的多边合作秩序构建ꎬ 从实践层

面实现了对国际公共产品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创新ꎬ 进而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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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之路ꎮ
２ 能够纠偏失衡的供求关系ꎮ 由上文评述可知ꎬ 传统西方国际公共产品

理论过于集中在全球或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一方ꎮ 高程指出ꎬ 以往文献关

注重点在于以作为供给主体的霸权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构建及其主导权争夺ꎬ
从而相对忽视了参与国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程度ꎬ 由此衍生的霸权稳定论分析

逻辑则建立在单向度的供给及其引致的供求失衡基础上ꎮ① 由此ꎬ 霸权国往往

基于自身利益与个人偏好做出供给决策ꎮ 高度依赖这种带有强烈自利动机的

国际 /地区秩序不仅会导致公共产品 “私物化”ꎬ 长期以来ꎬ 会使全球或区域

“供给困境” 陷入更为严峻的局面ꎮ②

吸取这种教训ꎬ 学者黄河从需求端出发ꎬ 提出共同利益会激励国家或国

家集团联合起来ꎬ 共同设计一套制度安排ꎬ 以应对既有国际秩序下公共产品

供应严重不足或无法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情况ꎮ③ 对此ꎬ 张建新探讨了除霸权国

供给以外ꎬ 全球化背景下其他多元化供给渠道ꎬ 尤其是合作供给模式ꎮ④ 根据

奥尔森的阐释ꎬ 在面对共同问题时ꎬ 人们会不自觉地偏好集体行动ꎬ 而正是

对这种集体行动的需求提供了国际公共产品合作供给的必要性ꎮ⑤

在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的语境下ꎬ 自 ２０１３ 年提出伊始ꎬ 中国与共建国

家的合作供给在参与国际公共产品 “经营” 与治理过程中ꎬ 致力于规避这种

供求结构的错配ꎬ 树立并大力倡导 “义利兼顾、 有予有取” 的新义利观ꎬ 以

期 “通过经济共赢ꎬ 重塑关系秩序ꎻ 基于务实合作ꎬ 实现发展利益的相互嵌

入ꎻ 以利益因素为纽带ꎬ 形成战略化协同的关系共同体”⑥ꎮ 基于这一价值导

向ꎬ 通过 “一带一路” 合作供给模式ꎬ 中国提供的全球 /区域性公共产品立足

于共建国家或地区的实际发展诉求ꎬ 旨在加快区域间的互联互通建设ꎬ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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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增长的动力来源ꎬ 形塑沿线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路径ꎬ 或为

改善相关国家的经济治理及构建以价值链体系为核心的区域秩序提供新的

平台ꎮ①

３ 增加以发展为导向的有效供给ꎮ 在既有国际秩序下ꎬ 美西方国家提供

的全球和区域性公共产品以规则导向为主ꎬ 即从上层建筑出发ꎬ 意在以规则

的激励与约束作为牵引力ꎬ 构建公正合理、 促进全球多元化发展的国际秩序ꎮ
如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及金融体系、 以关贸总协定

(ＧＡＴＴ) 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及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ＮＡＴＯ) 为核心的国

际安全体系等等ꎮ② 然而ꎬ 在实践过程中ꎬ 这些全球规则却凸显了权力博弈情

境下的南北差异ꎬ 国际公共产品的收益逐渐被霸权国家 “私物化”ꎬ 或因大国

对主导权的破坏性竞争导致分配结构失衡ꎮ 随着规则导向日渐失灵ꎬ 公共产

品供给体系陷入负向的 “路径依赖”ꎮ
如何摆脱这种困境ꎬ 实现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这需要激发全球和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发展导向属性ꎬ 即从经济基础着眼ꎬ 立足于功能性视角ꎬ
探索南南合作的条件及立场协调的趋同性ꎬ 以期实现合作收益的最大化ꎮ 正

如李向阳明确界定的ꎬ 与现有规则导向型区域合作机制相比ꎬ “一带一路” 呈

现出发展导向型特征ꎬ 这决定了它可以和业已存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或

沿线国家发展战略进行对接ꎮ③ 基于此ꎬ 与发展中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 正

在成为中国在日趋孱弱的多边治理结构下寻求破局之道的关键一环ꎮ

二　 典型性事实

十年来ꎬ 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不断走深走实ꎮ 拉美作为发展中国家最

为集中的地区之一ꎬ 与中国携手打造了 “南南合作” 的典范ꎮ 受广泛的共同

发展利益驱动ꎬ 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共建 “一带一路” 过程中ꎬ 实现了对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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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辉、 王爽: « “一带一路” 与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方案»ꎬ 载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７１ 页ꎻ 马涛、 陈曦: « “ 一带一路” 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公共产品供求关

系的视角»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３５ 页ꎮ
王玉主: «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东亚合作主导权问题的超越»ꎬ 载 «当代亚太»ꎬ 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８０ － ８１ 页ꎮ
李向阳: « “一带一路”: 区域主义还是多边主义?»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４ － ４６ 页ꎻ 李向阳: «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缺位” 与 “一带一路” 的发展导向»ꎬ 载 «中国社

会科学»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３３ － ４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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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 多层次、 宽领域的全球和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政策沟通

和战略对接不断推进、 基础设施合作擘画互联互通新蓝图、 贸易和投资合

作实现跨越式发展ꎬ 以及资金融通持续深化创新等ꎬ 中拉民众共享了 “一
带一路” 合作的成果ꎮ 在双边维度共建 “一带一路” 取得显著成果的基础

上ꎬ 又分别推动和提升了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区域和全球两个维度的合作伙

伴关系ꎮ 同时ꎬ 在后两个维度上的合作进一步夯实了双边维度的合作伙伴

关系ꎮ 本文从双边、 区域和全球三个维度构建中拉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

的分析框架 (见图 １)ꎮ

图 １　 中拉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分析框架图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ꎮ

在 “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指导下ꎬ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发挥器物型、
制度型和观念型三类公共产品的各自功能ꎬ 形成 “五通” 齐头并进的局面ꎬ
还实现了观念共商—制度共建—利益共享的深度推进ꎮ 尤为重要的是ꎬ 共建

“一带一路” 能够充分释放南南合作的发展潜能与互补优势ꎬ 助推发展中国家

之间实现更具针对性的务实合作ꎬ 进而共享更多的发展红利和治理实效ꎮ① 这

也正是习近平主席指出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ꎬ 要秉持 “共商共

—４５—

① 谢来辉: « “一带一路” 与全球治理的关系———一个类型学分析»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３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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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重大意义所在ꎮ①

(一) 夯实双边维度的合作伙伴关系

１ 共建 “一带一路” 提供的器物型公共产品ꎮ 根据世界发展指标

(ＷＤＩ)ꎬ 与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相比ꎬ 拉美国家基建能力发展相对滞后②ꎬ 且

近年来受当地社会经济加速发展、 贸易开放度大幅提升ꎬ 及城市化进程显著

加快等因素影响ꎬ 基础设施脆弱性正在成为制约地区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的

“瓶颈”ꎮ 因此ꎬ 域内各国对构建系统性基础设施的诉求日趋紧迫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企业兼具基建国际化的能力与意愿ꎬ 通过大量海外基建项目输出ꎬ 如铁

路、 公路、 港口、 机场、 电力和油气管线等工程建设ꎬ 积累并提升了资源、
经验、 技术相关的比较优势ꎮ 据美国 «工程新闻纪录» 统计ꎬ 在 ２０２２ 年全球

最具竞争力的全球工程承包商前 ２０ 名中ꎬ 中国企业占据 ７ 席ꎮ③

有鉴于中拉双方在供需层面的高度互补性ꎬ 近十年来ꎬ 中拉基础设施合

作成果显著ꎬ 大型基建项目加速落地ꎮ 铁路方面ꎬ 墨西哥政府力推的国家重

大战略项目———玛雅铁路ꎬ 由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第一标段工程已经进入铺

轨阶段ꎮ 公路方面ꎬ 中资在美洲第一个公私合营项目 (ＰＰＰ) ———马道斯高

速公路 (ＭＡＲ２) 建设稳步推进ꎬ 牙买加南北高速公路实现全线通车ꎬ 玻利维

亚圣克鲁斯—特立尼达公路改造升级项目进展顺利ꎮ 港口桥梁方面ꎬ 秘鲁钱

凯港成为中企在南美投资建设的第一个落地项目ꎬ 巴拿马运河四桥项目进入

收尾ꎬ 中企在墨西哥承建的维拉克鲁斯新建港口第三标段项目和在智利第一

个公私合营项目佩托尔卡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均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ꎮ 航线

建设方面ꎬ 北京—巴拿马城直航航线开通为双边经贸和人员往来带来了极大

便利ꎬ 武汉—墨西哥城定期货运航线建成大幅提升中国中部地区同拉美国家

的航空物流时效ꎮ 新能源方面ꎬ 阿根廷最大风电工程———赫利俄斯风电项目

群完成整体移交ꎬ 巴西美丽山水电送出一期、 二期工程是中企在海外中标的

—５５—

①

②

③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 “弘扬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ꎮ 参见中国 “一带一路” 网: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

体学习»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ｘｇｃｄｔ / ６８６８７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０８]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ｄｉ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ｔａｂｌｅｓ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０３]
进入前二十位的中国基建企业按名次分别为: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ꎮ 参见工程新闻纪录 (ＥＮＲ) 官网: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ｅｗｓ
Ｒｅｃｏｒｄꎬ ＥＮＲ’ ｓ ２０２２ Ｔｏｐ ２５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ｎｒ ｃｏｍ / ｔｏｐｌｉｓｔｓ / ２０２２ － Ｔｏｐ － ２５０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 － Ｐ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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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ꎬ 标志着中国特高压技术 “走出去” 取得重大

突破ꎮ①

由此可见ꎬ 中拉对这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既带动了中国实现从

产品输出向产业输出提升ꎬ 增强了国际竞争新优势ꎬ 也大幅提高了拉美整个

区域的货物、 服务、 人员和技术的流动性ꎬ 改善了拉美广阔内陆地区的闭塞

环境ꎬ 提升了区域内的互联互通能力ꎮ 以巴西美丽山水电站项目为例ꎬ 通过

打造一条贯穿南北、 稳固快速的 “电力高速公路”ꎬ 把巴西北部的水电大规模

输送到人口稠密、 经济发达的南部和东南部地区ꎬ 将显著缓解该国南北电力

资源分布不均问题ꎬ 同时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机会ꎮ 美丽山水电站项目切实

推动了巴西基础设施建设、 能源清洁低碳转型ꎬ 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ꎮ
该项目为实现巴西能源安全、 稳定供应贡献了 “中国方案”ꎬ 因此成为中巴两

国深化 “一带一路” 建设的旗舰项目ꎬ 以及国际产能合作在拉美地区的重要

成功实践ꎮ

表 １　 “一带一路” 倡议在三个维度提供的公共产品类型分布

“一带一路” 倡议国际公共产品

器物型公共产品 制度型公共产品 观念型公共产品

设施联通 政策沟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政策沟通、 民心相通

双边维度 ● ● ●

区域维度 ● ●

全球维度 ● ●

以上三个维度 ● ● ●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ꎮ

２ 共建 “一带一路” 提供的制度型公共产品ꎮ 十年间ꎬ 中国与拉美国家

共商共建共享 “朋友圈” 不断扩大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ꎬ 中国已与 ２１ 个拉美

国家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ꎮ 其中ꎬ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 日、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１ 日和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ꎬ 巴拿马、 多米尼加、 萨尔瓦

多和洪都拉斯相继断绝同台湾的所谓 “外交关系” 并与中国建交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尼加拉瓜与台湾 “断交” 后ꎬ 尼中恢复了中断 ２１ 年的外交关系ꎮ
除刚刚建交的洪都拉斯之外ꎬ 上述国家在与中国建交或复交后不久ꎬ 均已加

—６５—

① 中国国家和发展改革委员会: «巴西美丽山水电送出一期、 二期工程项目»ꎬ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ｄｔ / ｚｔｚｌ / ｚｌｃｎｙｕｔｚｈｚ / ２０２１１２ / ｔ２０２１１２２８＿１３１０２８２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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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一带一路” 倡议ꎮ 以共建 “一带一路” 为契机ꎬ 中国与拉美国家政府间

签署的双边协议中涉及共建 “一带一路” 相关项目的开发内容逐年增加ꎬ 双

方持续推动广泛而深入的战略对接及合作机制建设ꎮ 而洪都拉斯在与中国建

交后ꎬ 已明确表达了加入共建 “一带一路” 的强烈愿望ꎮ
在 “顶层设计” 领域ꎬ 随着 “一带一路” 制度化体系的逐步完善ꎬ 双边

层面的对话沟通渠道更加通畅ꎮ 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 专项合作规划ꎬ 以及

设立多层次沟通协调机制ꎬ 中拉双边合作平台日益健全ꎮ 尤其是两国政府间

常设委员会及其分委会在中国和拉美国家双边合作框架下发挥重要作用ꎮ 这

一机制根据双边合作的重点方向而设立ꎬ 显著降低了国家间利益协调的沟通

成本ꎬ 进而强化了中拉双边合作的务实推进ꎮ
在贸易与制度型开放领域ꎬ 中拉双边经贸合作持续深化ꎮ 自 ２０１３ 年以

来ꎬ 中拉货物贸易额相继跃上 ３０００ 亿美元、 ４０００ 亿美元和 ４５００ 亿美元台阶ꎬ
而且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的制度环境不断改善ꎮ 中国与智利、 秘鲁、 哥斯达

黎加和厄瓜多尔相继签署自由贸易协定ꎬ 与智利的双边自贸协定完成升级ꎬ
与秘鲁正在磋商自贸协定升级ꎬ 与尼加拉瓜签署了早期收获文本ꎬ 与巴拿马、
哥伦比亚和萨尔瓦多正在磋商自贸协定ꎬ 与乌拉圭自贸协定已联合完成可行

性研究ꎮ 值得关注的是ꎬ 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正成为新时期中拉共建 “一带

一路” 的新亮点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ꎬ 中国与智利、 巴西、 阿根廷、 巴拿马和

哥伦比亚 ５ 个拉美国家签署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ꎬ 建立了双边电子商务

合作机制ꎮ
在开发性金融合作领域ꎬ 一方面ꎬ 中拉货币互换机制建设加速推进ꎮ 中

国人民银行先后与有关拉美国家中央银行签署本币互换协议ꎬ 并持续扩大与

巴西、 阿根廷、 智利等拉美国家的本币互换规模ꎻ 另一方面ꎬ 开发性金融制

度建设日趋健全ꎬ 为中拉重点合作项目提供支撑ꎮ 近年来ꎬ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与阿根廷财政部、 玻利维亚发展规划部和巴拿马环球银行分别签署电力项目、
铁矿钢铁厂项目和流动资金项目的贷款协议ꎬ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巴西石油

公司签署 «融资合作协议»、 与哥伦比亚国家发展金融公司签署 «关于基础设

施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ꎬ 并与智利公共工程部签署 «关于基础设施领域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ꎮ
在文明互鉴领域ꎬ 孔子学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平台ꎬ 也是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的关键力量ꎮ 这一机构在拉美的发展虽较为滞后ꎬ 但近些年随着

人文交流的日益密切ꎬ 机构数量呈现逐年稳定增长态势ꎮ 以墨西哥国立自治

—７５—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大学孔子学院为例ꎬ 该校由北京语言大学承办ꎬ 学生人数由运营伊始的 ８０ 人

增加到目前每年 １２００ 人左右ꎮ 中国国内方面ꎬ 西语教育的机构建设让文明互

鉴有了更坚实的基础ꎮ 自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ꎬ 西语高等教育呈井喷

式发展ꎮ 目前ꎬ 全国共有 ５８ 所高校设立了西语本科专业ꎮ① 此外ꎬ 国内拉美

研究机构蓬勃发展ꎮ 在国内已有的拉美研究机构中ꎬ 有近 ２ / ３ 是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后成立的ꎮ②

３ 共建 “一带一路” 提供的观念型公共产品ꎮ 当前共建 “一带一路” 文

化交流形式日益丰富ꎬ 范围不断扩大ꎬ 内容愈发包容ꎮ 尤其是在思想理念与

发展价值观上的互学互鉴ꎬ 极大地增进了彼此的相互了解ꎬ 为双边合作迈向

高质量、 可持续道路奠定了基础ꎮ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ꎮ 其一ꎬ 共建 “一带

一路” 积极促成了很多 “小而美” 的社会项目ꎬ 切实惠及了当地民生ꎮ 中国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ꎬ 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ꎮ 拉美国

家强烈希望能够借鉴中国的脱贫经验ꎬ 为其反贫困斗争提供宝贵的经验支持ꎮ
在密切中拉民间互动交流中ꎬ 中方各界以文载道ꎬ 讲好中国扶贫故事ꎬ 向拉

美传递了扶贫扶志的精神ꎮ 其二ꎬ 共享经济理念契合中拉高质量共建发展要

求ꎮ 大变局下ꎬ 数字化与全球化加速同频共振ꎮ 顺应这一趋势ꎬ 中拉共同推

动 “数字丝绸之路” 既是顺应全球经济生态转型的时代要求ꎬ 亦成为双方高

度释放合作潜能与互补性红利的必然选择ꎮ 在 “走出去” 的过程中ꎬ 中国数

字科技企业将共享经济理念带到了拉美各国ꎮ 以在拉美地区高度 “本地化”
的滴滴出行为例ꎬ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ꎬ 滴滴的运营市场已遍及拉美十国ꎬ 提供

出租车、 网约车、 共享单车等多项智慧管理服务ꎬ 迅速成为拉美地区最重要

的共享出行移动平台之一ꎮ 这种创新性的开拓方式不仅有利于优化拉美当地

交通出行与城市管理ꎬ 进而带动当地新基建及产业技术服务的迭代升级ꎬ 更

为更多中国新经济新业态企业走进拉美提供了先驱性的经验借鉴ꎮ
(二) 拓展区域维度的合作伙伴关系

１ 制度型公共产品的作用ꎮ 其一ꎬ 在中拉整体合作层面ꎮ ２０１５ 年 “中国—
拉共体论坛” (简称 “中拉论坛”) 正式开启ꎬ 标志中拉进入 “１ ＋ １” 双边合

作与 “１ ＋ ３３” 整体合作的新时代ꎮ 此后ꎬ 中拉论坛发挥了重要平台作用ꎮ 中

—８５—

①

②

李昊旻: «中拉 “一带一路” 民心相通领域的合作历程与前景»ꎬ 载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２０ － ２１ 页ꎮ

郭存海: «中国拉美研究 ７０ 年: 机构发展与转型挑战»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１ － ２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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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拉美国家双边共建 “一带一路” 的深入发展推动了中拉整体合作层面对

共建 “一带一路” 的支持ꎮ ２０１８ 年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发表 «关于

“一带一路” 倡议的特别声明»ꎬ 认为 “该倡议为中国同有关国家开展互利合

作提供新的理念ꎬ 注入新的活力ꎬ 搭建新的平台”①ꎮ ２０２１ 年 «中拉论坛第三

届部长会议宣言» 和 «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均重申了 ２０１８ 年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关于 “一
带一路” 倡议的特别声明ꎬ 拉共体成员国外长对中国外长关于 “一带一路”
倡议的介绍表示欢迎和支持ꎬ 认为该倡议可以成为深化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

国家在经济、 贸易、 投资、 文化、 旅游等领域合作的重要途径ꎮ② 中拉基于双

边维度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ꎬ 实现并拓展了在区域层面合作机制的构建、 合

作共识的夯实、 地区合作伙伴关系的加强的效果ꎬ 进而又提升了彼此在国际

事务中的合作伙伴关系ꎮ 其中ꎬ 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宣言强调ꎬ “中国和

拉共体成员国是维护国际和平安全ꎬ 促进和保护人权ꎬ 支持多边主义ꎬ 促进

可持续、 包容、 韧性发展、 消除贫困和缓解不平等的重要力量ꎮ 我们愿在多

边和国际场合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加强沟通协调ꎬ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ꎮ 其

二ꎬ 在跨区域组织方面的合作层面ꎮ 拉美国家积极加入中方主导成立的跨区

域的组织和机构ꎮ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简称 “亚投行”ꎬ ＡＩＩＢ) 和金砖国

家新开发银行 (简称 “新开发银行”ꎬ ＮＤＢ) 均是由中国主导成立的涉及

“一带一路” 建设融资的金融机构ꎬ 成立以来吸引了拉美国家的积极加入ꎮ 截

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ꎬ 巴西、 秘鲁、 委内瑞拉、 玻利维亚、 智利、 阿根廷、 厄瓜

多尔和乌拉圭等国家相继加入亚投行ꎮ 继巴西作为创始成员加入新开发银行

后ꎬ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乌拉圭加入该行成为意向成员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也积极申请

加入拉美相关国家主导成立的组织和协定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和 １１ 月ꎬ 中国分别正

式申请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ＣＰＴＰＰ) 和 «数字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 (ＤＥＰＡ)ꎬ 前者包括墨西哥、 智利和秘鲁拉美三国ꎬ 后者则是由

智利、 新西兰和新加坡三国共同发起成立的全球首份数字经济区域协定ꎮ
２ 观念型公共产品的作用ꎮ 其一ꎬ 实践 “美好生活” 理念ꎮ 它联结了

—９５—

①

②

中国拉共体论坛网站: «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关于 “一带一路” 倡议的特别

声明»ꎬ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ｃｅｌａｃ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ｚｙｗｊ / ２０１８０２ / ｔ２０１８０２０３＿６２８５０１２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０３]

中国—拉共体论坛网站: «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宣言»ꎬ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ｃｅｌａｃ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ｚｙｗｊ / ２０２２０１ / ｔ２０２２０１１２＿１０４８１４４５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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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 与 “拉美梦”ꎮ 反贫困是人类共同面对的历史任务ꎬ 中国和拉美国

家均提出了实现 “美好生活” 的愿景ꎮ 为达成人与人、 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

然的和谐发展ꎬ 摆脱贫困是首要前提ꎮ 长久以来ꎬ 对平衡与和谐的追求是拉

美原住民宇宙观的哲学共识ꎮ 在不损害他人和环境的前提下实现共赢发展是

社会和谐的关键ꎮ 这与中国在关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的重

大判断中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追求的基本论述相辅相成ꎮ 这样的思想

共识夯实了 “中国梦” 与 “拉美梦” 联结共融的基础ꎮ 其二ꎬ 共享绿色发展

理念ꎮ 当前ꎬ 面对多重全球性挑战ꎬ 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ꎬ 呼吁国际社会

推动实现更加强劲、 绿色、 健康的全球发展ꎮ 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是中拉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要目标ꎮ 在后疫情时代ꎬ 随着碳中和目标成为硬性

环境约束ꎬ 新产品、 新服务、 新模式不断涌现ꎬ 基础性制度安排逐步完善ꎬ
全球对绿色经济发展预期向好ꎮ 在此背景下ꎬ 秉持绿色发展理念ꎬ 减少碳足

迹ꎬ 应对全球性、 系统性风险ꎬ 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中拉双方的重要

共识ꎮ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ꎬ 中国政府宣布力争在 ２０３０ 年前实现碳达峰ꎬ 在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ꎮ 为此ꎬ 在后疫情时代ꎬ 中国产业低碳转型与新能源发

展持续发力ꎬ 拉美国家也在积极寻求绿色复苏之路ꎬ 加大力度推动能源领域

治理ꎮ 这一现实为发展理念高度契合的中拉双方共建 “绿色丝绸之路” 提供

了新的合作思路与实现路径ꎮ
(三) 提升全球维度的合作伙伴关系

１ “一带一路” 倡议密切了中拉全球合作伙伴关系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 联合

国大会首次在决议中写入 “一带一路” 倡议ꎻ 在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的联合国社会发

展委员会第 ５５ 届会议上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

议ꎻ 自 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及 “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

等相继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ꎬ 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共识ꎮ① 这其中ꎬ 得到了

国际社会ꎬ 尤其是包括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ꎮ
２ 拉美成为中国倡导的其他重要公共产品的全球合作伙伴ꎮ 继 ２０１３ 年提

出 “一带一路” 倡议之后ꎬ 习近平主席分别于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和 ２０２３ 年提

出了三个重大倡议———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ꎬ 为全

球治理贡献了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ꎮ 其中ꎬ 旨在对接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

—０６—

① 中国政府网: «特稿: 写入联合国文件的中国理念造福世界»ꎬ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１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４４２９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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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议程、 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全球发展倡议得到了拉美国家的积极响应ꎮ 其

一ꎬ 中拉在区域维度的良好合作为双方在全球维度的合作打下基础ꎬ 并从

“一带一路” 倡议延伸至 “全球发展倡议” 等国际公共产品ꎮ ２０２１ 年中拉论

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宣言表示ꎬ “欢迎中方提出的 ‘全球发展倡议’ꎬ 相信倡议

将有助于加快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ꎬ 推动实现更加强劲、 绿

色、 健康的全球发展ꎬ 不让任何人掉队”①ꎮ 其二ꎬ 通过共建 “一带一路” 夯

实的双边维度合作伙伴关系构成了双方在全球维度合作的重要支撑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 阿根廷和巴西领导人出席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ꎬ 中国与

秘鲁、 古巴、 尼加拉瓜、 玻利维亚、 安提瓜和巴布达、 萨尔瓦多等国的减贫、
粮食安全、 数字经济、 抗疫和疫苗等项目入选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首批项目

清单ꎬ 占项目清单的 １４％ ꎮ②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ꎬ 中国和巴西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ꎬ 双方愿意探讨

南美一体化等巴西发展政策和投资计划ꎬ 同 “一带一路” 倡议等中国发展政

策和国际倡议进行对接ꎮ
３ 双边和区域维度合作成为中拉全球治理合作的根基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 金

砖国家发表 «金砖国家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和世贸组织改革声明»ꎮ ２０２３ 年中

国和巴西积极评价两国在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中的对话和协调ꎬ 并将继续加

强在联合国、 世贸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等多边组织及二十国

集团、 金砖国家、 “基础四国” 等多边机制下的交流合作ꎮ 中方支持巴西在

２０２５ 年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ꎮ 双方将持续深化金砖框架下的各领域

合作ꎮ③

三　 实证分析

从双边、 区域互联互通合作到国际事务的协同ꎬ 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１６—

①

②

③

中国政府网: «中国 － 拉共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通过 «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

宣言»ꎬ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５９４０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８]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首批项目清单»ꎬ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ｄｃａ ｇｏｖ ｃｎ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ｑｑｆｚｃｙｘｍｑｄ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０１]

中国外交部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全文)»ꎬ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４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ｊｂ＿６７３０８５ / ｚｚｊｇ＿６７３１８３ / ｘｗｓ＿６７４６８１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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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不断深化ꎬ 并持续带动多边层面合作ꎮ 在前文事实分析的基础上ꎬ 本

节从实证分析角度ꎬ 选取可反映中国与拉美 ３３ 个国家的双边合作 “五通” 的

代理变量构建量化模型ꎬ 并结合多边指标变量进行回归分析ꎬ 试图为中拉互

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构建的作用和影响提供更多实证证据ꎮ
(一) 模型构建

为了进一步从现实数据上验证中拉互联互通对实现双边国际事务协同的

影响ꎬ 本文构建了实证模型ꎬ 并将 “五通” (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

通、 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这一系列可以反映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公共产

品主要特征的代理变量分别纳入回归分析ꎬ 同时ꎬ 实证模型还加入了控制变

量及工具变量以提升模型的识别度和稳健性ꎮ 实证样本为拉美地区 ３３ 个国家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连续三年的面板数据ꎮ 面板回归基准模型构建如下:
Ｙｉꎬｔ ＝ α０ ＋ α１ Ｆ ｉꎬｔ ＋ βｉ Ｚ ｉꎬｔ ＋ μｉꎬｔ (１)
其中ꎬ Ｙｉꎬｔ 代表国际事务协同ꎬ Ｆ ｉꎬｔ 为中拉互联互通水平代理变量ꎬ Ｚ ｉꎬｔ 为控

制变量ꎬ α０ 为截距项ꎬ μｉꎬｔ 为误差项ꎻ α１ 和 βｉ 分别为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和控制变

量回归系数矩阵ꎮ
对于中拉互联互通ꎬ 从 “五通” 角度分别选取五个代理变量作为解释变

量纳入模型ꎬ 构建面板回归方程组如下 (变量名见表 １):
Ｔｒｅａｔｙｉꎬｔ ＝ α１ ＋ α１ Ｂｅｌｔｒｏａｄｉꎬｔ ＋ β１１ ＧＤＰ ｉꎬｔ ＋ β１２ Ｏｐｅｎｉꎬｔ ＋ β１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ꎬｔ

＋ β１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ꎬｔ ＋ β１５ Ｒｕｌｅｉꎬｔ ＋ μｉꎬｔ (２)
Ｔｒｅａｔｙｉꎬｔ ＝ α２ ＋ α２ Ｒｏｕｔｅｉꎬｔ ＋ β２１ ＧＤＰ ｉꎬｔ ＋ β２２ Ｏｐｅｎｉꎬｔ ＋ β２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ꎬｔ

＋ β２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ꎬｔ ＋ β２５ Ｒｕｌｅｉꎬｔ ＋ μｉꎬｔ (３)
Ｔｒｅａｔｙｉꎬｔ ＝ α３ ＋ α３ Ｇｏｏｄｓｉꎬｔ ＋ β３１ ＧＤＰ ｉꎬｔ ＋ β３２ Ｏｐｅｎｉꎬｔ ＋ β３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ꎬｔ

＋ β３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ꎬｔ ＋ β３５ Ｒｕｌｅｉꎬｔ ＋ μｉꎬｔ (４)
Ｔｒｅａｔｙｉꎬｔ ＝ α４ ＋ α４ Ｌｏａｄｉꎬｔ ＋ β４１ ＧＤＰ ｉꎬｔ ＋ β４２ Ｏｐｅｎｉꎬｔ ＋ β４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ꎬｔ

＋ β４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ꎬｔ ＋ β４５ Ｒｕｌｅｉꎬｔ ＋ μｉꎬｔ (５)
Ｔｒｅａｔｙｉꎬｔ ＝ α５ ＋ α５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ｉꎬｔ ＋ β５１ ＧＤＰ ｉꎬｔ ＋ β５２ Ｏｐｅｎｉꎬｔ ＋ β５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ꎬｔ

＋ β５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ꎬｔ ＋ β５５ Ｒｕｌｅｉꎬｔ ＋ μｉꎬｔ (６)
模型 (２) — (６) 的 ＶＩＦ 数值分别为: ２ ４３、 ２ ７３、 ６ ３７、 ２ ５１、 ４ ２２ꎮ

因而可以判断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ꎬ 模型构建适当ꎮ 随后我们采用

ＬＭ 研究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决定参数估计方法ꎬ 并根据检验结果来确定适用的估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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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法ꎬ 提升模型估计的有效性ꎮ①

考虑到模型中可能存在包括遗漏变量偏误、 双向因果等内生性潜在来源ꎬ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ꎬ 我们进一步构建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民心相通代理

变量对多边合作代理变量的回归模型ꎬ 在数据层面验证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公共产品是否对中拉多边合作有促进作用ꎮ② 模型方程如下:

Ｓ１:Ｐａｒ１ ｉꎬｔ ＝ α６ ＋ α６ Ｒｏｕｔｅｉꎬｔ ＋ β６１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ꎬｔ ＋ β６２ Ｒｕｌｅｉꎬｔ ＋ μｉꎬｔ (７)
Ｓ２:Ｐａｒ２ ｉꎬｔ ＝ α７ ＋ α７ Ｒｏｕｔｅｉꎬｔ ＋ β７１ Ｏｐｅｎｉꎬｔ ＋ β７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ꎬｔ

＋ β７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ꎬｔ ＋ β７４ Ｒｕｌｅｉꎬｔ ＋ μｉꎬｔ (８)
Ｓ３:Ｐａｒ２ ｉꎬｔ ＝ α８ ＋ α８ Ｇｏｏｄｓｉꎬｔ ＋ β８１ Ｏｐｅｎｉꎬｔ ＋ β８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ꎬｔ

＋ β８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ꎬｔ ＋ β８４ Ｒｕｌｅｉꎬｔ ＋ μｉꎬｔ (９)
Ｓ４:Ｐａｒ２ ｉꎬｔ ＝ α９ ＋ α９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ｉꎬｔ ＋ β９１ Ｏｐｅｎｉꎬｔ ＋ β９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ꎬｔ

＋ β９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ꎬｔ ＋ β９４ Ｒｕｌｅｉꎬｔ ＋ μｉꎬｔ (１０)
(二)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部分的面板模型共涉及如下四类变量ꎮ
１ 被解释变量ꎮ 模型被解释变量主要用来反映中国同拉美国家之间在国

际舞台上相向而行及协同程度ꎬ 以国际事务协同度为变量名ꎬ 以中国同拉美

国家共同签署的国际条约数量为代理变量ꎮ
２ 解释变量ꎮ 模型解释变量主要为能反映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公共产

品重要属性的代理变量ꎮ 其中ꎬ “五通” 即 “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

畅通” “资金融通” 和 “民心相通” 为最重要的五个方面ꎮ 通过对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成果的跟踪以及前期中拉互联互通指数的构建ꎬ 经验选取是否签

署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 航线双边联通性指标、 双边货物贸易规模、
是否获得中国主权贷款、 孔子学院数量为相应代理变量ꎮ

３ 控制变量ꎮ 参考以往研究和经典理论模型ꎬ 纳入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贸易开放度 (ｏｐｅｎ)、 政治稳定性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政府有效性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法律

规则 (ｒｕｌｅ) 等主要变量ꎮ 考虑到样本期较短ꎬ 采取单控制国别固定效应ꎮ
４ 工具变量ꎮ 选取中国民众对拉美国家检索关注度、 拉美国家民众对中

—３６—

①

②

以模型 (２) 为例ꎬ 在以 ｂｅｌｔｒｏａｄ 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中ꎬ 首先判断模型的估计方法适用混

合回归 (ＯＬＳ) 还是随机效应 (ＲＥ)ꎬ 通过 ＬＭ 检验得到 Ｐ 值为 ０ ００ꎬ 拒绝原假设ꎬ 表明 ＲＥ 优于混合

ＯＬＳꎮ 之后判断模型适用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 (ＦＥ)ꎬ 通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得到 Ｐ 值为 ０ ０００２ꎬ 拒绝

原假设ꎬ 模型使用 ＦＥ 优于 ＲＥꎮ 模型 (３) — (６) 的处理方法同模型 (２)ꎮ
具体模型略去ꎬ 如需详细信息可与作者联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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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检索关注度作为工具变量ꎮ 一般而言ꎬ 检索关注度认为同中拉双边合作有

密切关联ꎬ 尤其是在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层面ꎬ 但检索关注度并不直接影响

双边国际事务协同进展ꎮ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见表 ２ꎮ

表 ２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数据来源

国际事务协同

数值变量ꎮ 以中国同拉美国家共同签署的国际
条约数量为代理变量ꎬ 取条约生效时间划分节
点ꎬ 剔除 “无 ｅｎｔｒｙ＿ ｙｅａｒ” 的数据ꎬ 剔除双边条
约ꎬ 数据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ꎻ 以 ｔｒｅａｔｙ 表示

ＵＮ ｔｒｅａｔ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外交部条约
数据库

政策沟通
虚拟变量ꎮ 以是否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
文件为代理变量ꎬ 已签订取 １ꎬ 未签订取 ０ꎻ 以
ｂｅｌｔｒｏａｄ 表示

中国 “一带一路” 网

设施联通
数值标量ꎮ 以航线双边联通性指标为代理变量ꎬ
原始数据已进行标准化处理ꎻ 以 ｒｏｕｔｅ 表示

ＵＮＣＴＡＤꎬ Ｌｉｎｅｒ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ꎬ ａｎｎｕａｌ

贸易畅通
数值变量ꎮ 以双边货物贸易规模为代理变量ꎻ
单位为每 １０ 亿美元ꎬ 以 ｇｏｏｄｓ 表示

中国国家统计局

资金融通
虚拟变量ꎮ 以是否获得中国主权贷款为代理变
量ꎬ 已获取设为 １ꎬ 未获取设为 ０ꎻ 以 ｌｏａｄ 表示

Ｉｎｔｅｒ －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ꎬ Ｃｈｉｎａ －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民心相通

数值变量ꎮ 以孔子学院数量为代理变量ꎻ 数字
表示中国在该国建立孔子学院数量ꎬ ０ ５ 表示孔
子学院正在筹办中ꎬ ０ 表示尚未建立孔子学院ꎻ
以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表示

中国汉办官网、 中国与拉美国家
合作对接高校网站ꎬ 以及相关媒
体报道

控制变量及
工具变量 １ꎬ
工具变量 ２

根据模型需要选取包括 ＧＤＰ / １０ 亿美元、 贸易开
放度 (ｏｐｅｎ)、 政治稳定性 (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政府有
效性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法律规则 ( ｒｕｌｅ) 等在内的
控制变量ꎬ 以及用于控制内生性的工具变量ꎬ
工具变量 １ 为中国民众对拉美国家检索关注度ꎬ
工具变量 ２ 为拉美国家民众对中国检索关注度ꎻ
分别表示为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ｖ１、 ｉｖ２

世界银行数据库、 Ｇｏｏｇｌｅ 趋势检
索格式为关键词 ＋ 检索来源国 ＋
时间 (２０１８ / １ / １ －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３１ )
＋所有类别 ＋ Ｇｏｏｇｌｅ 网页搜索热
度数值范围是 ０ ~ １００、 百度搜
索指数

多边合作 １
以中拉部长级会议等活动参与情况为代理变量ꎻ
以 ｐａｒ１ 表示

中国—拉共体论坛官网、 中国外
交部、 商务部、 拉美各国外交部
及主要媒体报道统计所得

多边合作 ２
以中国参与拉美国家作为成员的区域组织活动
为代理变量ꎬ 以 ｐａｒ２ 表示

中国外交部网站整理统计所得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ꎮ

如表 ３ 所示ꎬ 中国和拉美国家共同签署的国际条约数量均值为 ２３３ 个ꎬ
最大值 ３４９ 为中国和巴西 ２０２０ 年共同签署国际条约数量ꎬ 最小值 １２７ 为中国

和圣基茨—尼维斯 ２０１８ 年共同签署国际条约数量ꎬ 标准差为 ６３ ４８ꎮ 解释变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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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ｂｅｌｔｒｏａｄ 和 ｌｏａｄ 均为虚拟变量ꎬ “贸易畅通” ｇｏｏｄｓ 最大值 １２０４７ １ 亿美元为

中国和巴西 ２０２０ 年的货物贸易额ꎮ

表 ３　 变量描述统计值

变量 最小值 均值 最大值 标准差

ｔｒｅａｔｙ １２７ ０００ ２３３ ６１６ ３４９ ０００ ６３ ４８０

ｂｅｌｔｒｏａｄ ０ ０００ ０ ５３５ １ ０００ ０ ５０１

ｒｏｕｔｅ ０ ０００ ０ ２１１ ０ ４１２ ０ １１５

ｇｏｏｄｓ ０ １０１ ９４ ８３６ １２０４ ７１０ ２２８ ３２３

ｌｏａｄ ０ ０００ ０ ４２４ １ ０００ ０ ４９７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０ ０００ １ ３１３ １１ ０００ １ ９８０

ｐａｒ１ ０ ０００ ０ ７７８ ３ ０００ ０ ６９３

ｐａｒ２ １ ０００ １ ７２７ ４ ０００ ０ ９０１

ｉｖ１ １８７ ０００ １４４８ ２３２ ８７６７ ０００ １３７７ ９８６

ｉｖ２ ４ ８６５ ２２ ５９０ ４２ ２８９ ８ ０７９

ｇｄｐ ０ ５００ １９６ ０８３ ２１００ ０００ ４３４ ７３２

ｏｐｅｎ ９ ６５５ ４６ ９１５ １２７ ３８２ ２０ ７３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 １ ５４０ ０ １０６ １ ３５０ ０ ６９１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 ２ ０３０ － ０ １８７ １ ０８０ ０ ６１２

ｒｕｌｅ － ２ ３５０ － ０ ２５８ １ ０９０ ０ ６９９

资料来源: 详见表 ２ꎮ

(三) 实证结果分析

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在表 ４ 中报告ꎬ 第 １—５ 列分别对应基准模型

(２) — (６) 方程组的估计系数ꎮ 结果显示ꎬ “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
易畅通” 和 “民心相通” 对国际事务协同具有正向影响ꎬ 即中拉共建 “一带

一路” 促进了双方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ꎮ 具体而言ꎬ 以是否签署构建 “一带

一路” 合作文件为代理变量的 “政策沟通” 对国际事务协同的回归系数为

１ ９３２ (标准差 ０ ４６) 且在 １％显著水平上显著ꎬ 即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

件的签订对双方国际事务协同有正向促进作用ꎻ 以航线双边联通性指标为代

理变量的 “设施联通” 对国际事务协同的回归系数为 ７３ ５３０ (标准差 １６ ５２)
且在 １％显著水平上显著ꎬ 即航线双边联通水平对双方国际事务协同有正向促

进作用ꎻ 以双边货物贸易规模为代理变量的 “贸易畅通” 对国际事务协同的

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９５ (标准差 ０ ０１６) 且在 １％ 显著水平上显著ꎬ 货物贸易额每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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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一个标准差 (每百万美元) 带来双边国际条约共同签订数量增加

１５ ２００ꎬ 即双边货物贸易规模对双方国际事务协同有正向促进作用ꎻ 以孔子

学院数量为代理变量的 “民心相通” 对国际事务协同的回归系数为 ２ ４８３
(标准差 ０ ６７) 且在 １％显著水平上显著ꎬ 即在拉美国家孔子学院数量对双方

国际事务协同有正向促进作用ꎻ 以是否获得中国主权贷款为代理变量的 “资
金融通” 对国际事务协同的回归系数为 ３ ２０１ꎬ 但不显著ꎮ

表 ４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ｂｅｌｔｒｏａｄ １ ９３２∗∗∗

(４ １７)

ｒｏｕｔｅ ７３ ５２７∗∗∗

(４ ４５)

ｇｏｏｄｓ ０ ０９５∗∗∗

(５ ７６)

ｌｏａｄ
３ ２０１
(０ １４)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２ ４８３∗∗∗

(３ ７１)

常数项
２３８ １５０∗∗∗

(９４ ４７)
２２３ ４９５∗∗∗

(４７ ８８)
２２７ ８５９∗∗∗

(１９ ４４)
２３７ ７９９∗∗∗

(１３ ３７)
２３４ ３７７∗∗∗

(１８ ８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ＮＯ

样本数 ９６ ９６ ９６ ９６ ９６

Ｒ － 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３００ ０ ３３５ ０ ２２９ ０ ２２４ ０ ２４６

注: ∗∗∗ｐ < ０ ０１ꎬ ∗∗ｐ < ０ ０５ꎬ ∗ｐ < ０ １ꎻ ( ) 内为 ｚ 值ꎮ 因篇幅所限ꎬ 控制变量回归系数

略去ꎮ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ꎮ

为克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ꎬ 本文通过工具变量法 ( ＩＶ) 做进

一步回归 (见表 ５)ꎮ 在模型 (４) 和 (６) 中ꎬ 工具变量 ｉｖ１ 和 ｉｖ２ 均通过弱

工具变量检验ꎬ 且一阶段模型 (２) — (４) 和 (６) 工具变量 ｉｖ１、 ｉｖ２ 的回归

系数显著ꎬ 只有模型 (５)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ꎬ 证明该工具变量的选取对于模

型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有效ꎬ 尤其对于 “贸易畅通” 和 “民心相通”ꎬ 从

工具变量选取思路上可认为具有较好的效果ꎮ 从 ＩＶ 估计系数来看ꎬ “政策沟

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和 “民心相通” 对国际事务协同具有正向影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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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ꎬ 且在 ５％水平上显著ꎬ 同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并相互印证ꎮ 系数相较基准模

型变大表示部分方程可能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ꎬ 但拟合系数显著和一阶段工

具变量系数显著仍可支持基准回归的结论ꎮ

表 ５　 工具变量法 ( ＩＶ) 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ｂｅｌｔｒｏａｄ ２２ ８９３∗∗

(２ ０４)

ｒｏｕｔｅ ７２４ ７８∗∗

(１ ９９)

ｇｏｏｄｓ ０ ４３４∗∗

(２ ４５)

ｌｏａｄ
３７９ ５０
(０ ９２)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１２ ７９４∗∗

(２ ５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样本量 ９６ ９６ ９６ ９６ ９６

Ｗａｌｄ 检验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４ ０ ０００

注: ∗∗∗ ｐ <０ ０１ꎬ ∗∗ ｐ <０ ０５ꎬ ∗ｐ < ０ １ꎻ ( ) 内为 ｚ 值ꎮ 因篇幅所限ꎬ 控制变量回归系数

略去ꎮ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ꎮ

(四) 进一步分析

在这一节中ꎬ 我们尝试验证前文关于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公共产品有

助于实现从双边互联互通带动多边组织合作的论述ꎮ 我们重点关注中拉论坛

部长会议等活动的参与度和中国参与拉美国家作为成员的区域组织活动这二

者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ꎬ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ꎬ 或可为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公共产品正外部属性和外溢影响作用提供更多的证据支撑ꎮ

在基准模型基础上ꎬ 我们将被解释变量替换成以中拉部长级会议等活动

参与情况为代理变量的多边合作 １ (ｐａｒ１) 和以中国参与拉美国家作为成员的

区域组织活动为代理变量的多边合作 ２ (ｐａｒ２)ꎬ 被解释变量分别用 “设施联

通” “贸易畅通” 和 “民心相通” 的代理变量 ｒｏｕｔｅ、 ｇｏｏｄｓ 和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替换ꎬ
保留控制变量ꎬ 并进行回归分析 [模型 (７) — (１０)]ꎮ 模型 ｓ１ 和 ｓ２ 的回归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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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均显示ꎬ 设施联通对多边合作 １ 和多边合作 ２ 这两个因变量均具有正向

显著影响ꎬ 这说明中拉加快基础设施合作对促进中国与拉美区域组织的进一

步合作具有积极影响ꎮ 模型 ｓ３ 回归系数显示ꎬ “贸易畅通” 和 “民心相同”
对多边合作 ２ 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ꎬ 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０２６ ( ｚ 值 ５ ４５)
和 ０ １６９７ ( ｚ 值 ３ ６２)ꎮ 回归的结果支持前文关于 “一带一路” 作为公共产品

存在正外部属性的论述ꎬ 尤其是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对于深度发展与拉美

区域、 次区域组织的合作关系具有促进作用ꎮ①

四　 启示与展望

过去十年是共建 “一带一路” 不断创新、 发展和壮大的十年ꎬ 是共建

“一带一路” 在包括拉美地区在内的全球各地进行伟大实践的十年ꎬ 更是创造

了辉煌成就的十年ꎮ 在此背景下ꎬ 本文从公共产品视角对中拉互联互通合作

伙伴关系的构建作了初步分析ꎬ 并得到以下一些思考和启示ꎮ
第一ꎬ 关于中拉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入研究ꎮ 共建 “一带一路”

对中拉之间形成的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实际上远比本文设计的分析框架更

为复杂和深刻ꎮ 即便本文所指的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也包含了三个层次ꎮ
具体而言ꎬ 是基于双边维度、 拓展到区域维度、 提升至全球维度后ꎬ 在 “三
个维度” 之上以及各个维度之间形成的纵横交错的 “互联互通”ꎮ 若将上述联

通称之为 “大互联互通”ꎬ 其中还包含一个 “中互联互通”ꎬ 即在双边维度上

以 “五通” 为核心内容形成的 “互联互通”ꎮ 同时ꎬ 还存在一个 “小互联互

通”ꎬ 即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内容的 “互联互通”ꎬ 也就是设施联通ꎮ 因此ꎬ
未来对于本文主题的研究还有诸多拓展和深入的空间ꎮ

第二ꎬ 关于中拉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的合作基础ꎮ 双边维度的合作是

中拉构建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石ꎮ 无论是在 ２０１５ 年中拉论坛正式开启

后中拉进入 “双边 ＋整体” 合作的 “双轮驱动” 时代ꎬ 还是当前在 “一带一

路” 倡议引领下构筑的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ꎬ 双边维度合作的重要作用和

地位依然如故ꎮ 特别是在拉美地区一些次区域组织以及其他跨区域组织呈现

弱制度化的运行机制、 缺乏与其开展实质性合作的抓手的情况下ꎬ 从而在该

维度上合作的推进较为有限的情况下ꎬ 双边维度合作的重要性凸显ꎮ

—８６—

① 因篇幅所限ꎬ 回归系数图略去ꎬ 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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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关于中拉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的时代背景ꎮ 在百年大变局下ꎬ
新冠疫情影响深远ꎬ 逆全球化思潮抬头ꎬ 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明显上升ꎬ 世

界经济复苏乏力ꎬ 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ꎬ 全球性问题加剧ꎬ 世界进入新的动

荡变革期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从世界、 历史和人类的高度指明

了全球治理的人间正道ꎬ 相继提出一系列重大倡议和主张ꎬ 向世界提供了一

个又一个重要公共产品ꎮ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ꎬ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ꎬ 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ꎬ 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

义和强权政治ꎬ 毫不动摇反对任何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霸凌行径ꎮ 我们完善

外交总体布局ꎬ 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ꎬ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ꎮ②

第四ꎬ 关于中拉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的重大使命ꎮ 中拉应秉持 “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ꎬ 携手全球治理合作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习近平主席提出

“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ꎬ 指出 “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

对比ꎬ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 “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

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ꎬ 支持补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南方短板ꎬ 支持汇

聚南南合作的力量ꎬ 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ꎬ 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

经济”ꎮ③

第五ꎬ 关于中拉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的光明前景ꎮ 共建 “一带一路”
即将开启下一个十年ꎬ 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也迎来诸多积极因素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继续强调要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ꎬ 在 “一带一路” 倡议

的引领下中拉双方共建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ꎬ 中拉双方正在为 ２０２４ 年中拉论

坛成立十周年时拟召开论坛峰会创造条件ꎬ 共同推动平等、 互利、 创新、 开

放、 惠民的中拉关系深入发展ꎬ 等等ꎮ 由此ꎬ 有理由相信中拉共建 “一带一

路” 必将迎来又一个 “黄金十年”ꎮ
(责任编辑　 史沛然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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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新华社: «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中国力量»ꎬ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３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６２１４２４２６０７９９３５２５８＆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０１]

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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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ｕａｎｔｉ / ｚｇｇｃｄｄｅｓｃｑｇｄｂｄｈ / ｓｙｂｇｑｗ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２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 “弘
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ꎮ 参见中国 “一带一路” 网: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

次集体学习»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ｘｇｃｄｔ / ６８６８７ ｈｔｍ [２０２３ －０５ －０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