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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尼万隆市中心，一栋乳白色欧

式建筑静静矗立。这座曾见证荷兰殖民

与日本侵略的大厦，70 年前成为亚非国

家团结自强的起点。1955 年 4 月，29 个

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此召开首届亚

非会议，“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

标志着全球南方的觉醒。70 年来，从挣

脱殖民枷锁到谋求共同发展，再到推动

国际秩序变革，全球南方逐渐走出一条

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发展道路。

风起南方，潮涌五洲。从万隆会议，

到不结盟运动和 77国集团，再到今天不断

发展壮大的金砖合作机制……全球南方

挺立时代潮头，日益成为维护国际和平、

带动世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的关键力

量，正在深刻改变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独立自主：挣脱压迫
剥削的意识觉醒

15 世纪起，西方列强通过暴力手段

对亚非拉地区进行侵略扩张和殖民统

治。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殖

民体系几乎覆盖整个亚非地区。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西方殖民压迫

下，广大南方国家丧失独立自主，资源和

人口被掠夺、文化传统被割裂、社会结构

遭破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二战后，欧

洲列强实力遭受重创，全球南方国家的

反帝、反殖运动不断高涨。

1955 年，万隆会议召开。这场没有

西方殖民国家参与的国际会议上，新生

的亚非国家以反帝、反殖为旗帜，强调维

护主权独立，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会议通过《关于促进

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明确提出“尊

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预

或不干涉他国内政”等十项原则，成为南

方国家独立自主的纲领。

万隆会议极大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

民族和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信

心，将反帝、反殖斗争推向新阶段。

1960 年，非洲共有包括贝宁在内的

17 个国家挣脱殖民枷锁。一大批亚非

国家相继获得政治独立，终结了西方殖

民者几百年来建立的殖民体系，也极大

改变了长期以来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联

合国的会员国迅速增长，从创始时的 51

个发展到如今的 193 个。

共同的历史遭遇，绘就了全球南方

国家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万隆精神为

它们团结合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作为万隆精神的践行者，中国始终

与全球南方国家休戚与共。20 世纪 70

年代，5 万多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远赴

非 洲 ，以 血 汗 筑 成 1860 公 里 的 坦 赞 铁

路，有力推动南部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

解放事业；1958 年，尚在争取民族独立

的阿尔及利亚成立临时政府，中国第一

时间予以承认并向阿方提供坚定的道义

和物质支持；西哈努克亲王领导柬埔寨

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得

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鼎力相助……这些

行动，彰显了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反帝、

反殖斗争的坚定支持。

主权独立和民族解放，为发展中国

家奠定了发展振兴的政治基础，极大激

发了民众投身自己国家建设的热情。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今，摆脱了外国侵

略者压迫的中国人民通过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表

明，独立自主，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的基石。南方国家完全有能力摆

脱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处理好本国事务，

发展民族经济，掌握自身命运。

联合自强：推动全球
发展的南方合力

万隆会议的召开，开启了发展中国

家经济联合自强的历史新篇章。会议通

过的《经济合作》决议首次提出在亚非发

展中国家“实行经济合作”，并呼吁建立

国际经济新秩序。以此为起点，发展中

国家通过创建与革新双向并举，努力推

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

惠、均衡的方向发展。

1962 年，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在开罗召开经济发展问题会议，敦促国

际 社 会 尽 快 改 革 不 公 正 的 贸 易 规 则 。

1964 年，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召开，会议筹备过程中，77 国集团成立，

成为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理念的实体体

现。1967 年，77 国集团首次召开部长级

会议，提出“最不发达国家”概念，明确

“南南合作”原则，呼吁联合抵制剥削和

掠夺行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全球南方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也在不

断深化。非盟、东盟和拉共体等区域组织

不断加强团结合作；联合国框架下“南南

技术合作”机制推动了农业、医疗、工业等

领域的经验共享与技术创新；金砖国家合

作机制日益成熟；非洲大陆自贸区正式成

立……南南合作的旗帜下，发展中国家勾

勒出一幅合作共赢的新图景。

这幅新图景中，中国的成就尤为令人

瞩目。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

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

“两大奇迹”，中国式现代化更是打破了

“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激励全球南方

国家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作为万隆精神的践行者，中国坚定

捍卫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权利，不断丰

富万隆精神的时代内涵。中国发起成立

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南方国家

基础设施融资打开了新通道；由金砖五

国共同成立的新开发银行，为金砖国家

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注入了金融活水；共建“一带一路”构建

互联互通网络，为共建国家创造更多发

展机遇……中国提供的技术和资金支

持，正成为全球南方发展的重要支撑。

今天，全球南方经济总量的全球占

比超过 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 80%，曾经世界经济的“存量边区”，

已然转变为最具活力的“增量重镇”。人

们讨论的不再是“北富南贫”，而是“南方

觉醒”“南方崛起”。

卓然壮大：变革国际
秩序的关键力量

2024年是全球南方合作成果丰硕的

一年：“大金砖合作”开局起步，金砖合作机

制日益成为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重要

平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

“77 国集团和中国”第三届南方首脑会议

呼吁构建更加普惠合理的全球经济和金融

体系；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同 53

个非洲战略伙伴并肩站在一起，一致同意

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促进国际公平

正义……全球治理迎来“南方时刻”。

作为万隆精神的践行者，中国无论

是在倡导多边主义、推动南南合作、深化

区域一体化，还是在援助发展中国家、提

升全球南方话语权、参与改革和完善全

球治理体系方面，始终坚定地同广大发

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发挥建设性作用。

向 160 多个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

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 150 多个国

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创设全球发展

和南南合作基金，联合南方国家共同发

起“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提出中非

携手推进现代化的“十大伙伴行动”，宣

布支持全球南方合作八项举措……作为

全球南方的天然一员，中国始终心系全

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

文明倡议，深刻回应了各国，特别是全球

南方国家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普遍

追求。这些理念和倡议与万隆精神一脉

相承，顺应了全球南方的共同期盼。

10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万隆出席亚非

领导人会议时指出：“新形势下，万隆精神

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我们要大力弘扬万

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构

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

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

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

好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

2024 年 6 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发表 70 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倡

导全球南方“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

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前列”，共同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

“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全球治理的建

设力量”“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

历史的天平正在校准新的刻度。全

球南方正日益自信地以历史主体身份为

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中不断展现

新的时代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20日电 记者

谢彬彬、许苏培、柳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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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8 日，美国和菲律宾开展的

“雷霆对抗 2025”联合军演落幕。此次

联演由美国太平洋空军主导，日本、澳

大利亚等国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演习地点在菲北端的吕宋岛。这不仅

是美菲军事同盟关系深化的重要体

现，同时也进一步推动日澳等美国盟

友介入地区局势，引发国际社会高度

关注。

此次美菲联合军演旨在加强作战

协调和提升“战略威慑”，主要内容是

战斗机战术演练，包括模拟拦截敌机、

击沉退役军舰等实战化演练。参演兵

力方面，美太平洋空军派出 250 名军事

人员和 12 架 F-16 战斗机；菲空军则派

出 729 名军事人员及 9 架战机，包括

FA-50PH 战斗机、A-29B“超级巨嘴

鸟”轻型攻击机和 S-76直升机等。

美菲“雷霆对抗”联合军演的历史

可追溯至冷战时期。 1976 年，美菲在

位于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首次举

行“雷霆对抗”联合军演，以强化美菲空

中协同作战能力。1992 年，因“美菲军

事基地协定”终止及皮纳图博火山爆发

摧毁克拉克空军基地，“雷霆对抗”联合

军演移至阿拉斯加举行。

2022 年，随着马科斯当选菲律宾

总统，菲政府大幅调整外交政策，从

“平衡外交”转向强化与美国的军事

合 作 ，并 批 准 美 军 使 用 9 处 军 事 基

地。美菲“雷霆对抗”联合军演也在

2023 年 正 式 重 启 ，并 升 级 为 年 度 机

制，成为两国军事同盟深化的重要标

志，以及美国重塑印太安全架构的关

键一环。

今年举行“雷霆对抗”联合军演，美

方目的依然是通过军事捆绑强化盟伴

体系，维持地区战略优势。一方面，美

国试图通过联演强化“印太战略”前沿

部署，巩固“第一岛链”关键支点。演习

选址在吕宋岛，这不仅为美军介入地区

局势提供了跳板，同时与此前美在菲新

增的军事基地形成联动，通过部署“堤

丰”中程导弹系统，与巴拉望岛的高机

动火箭炮形成呼应态势，构建所谓“双

线威慑”能力。

另一方面，美国试图借机推动盟

伴体系升级，塑造区域安全架构。此

次演习首次引入日澳等国作为观察员

参与。演习结束后，部分参演人员、装

备将直接加入 4 月 21 日开始的 2025 年

度“肩并肩”联合军演，标志着美菲军

事合作从单一军种协作向全域联合作

战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务院近期批准

向菲出售 F-16 战斗机，尽管交易尚处

谈判阶段，但一旦落实，菲空中作战能

力将大幅提升。而美将以此强化菲对

美制装备的依赖，使其进一步成为美在

印太地区的“桥头堡”。

对于菲律宾而言，与美国加强军

事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势必会一步

步沦为美搅动地缘格局的棋子。同

时，美菲军事合作深化也在动摇东盟

“中心地位”。东盟一些国家已对域外

势力干预地区安全问题表示担忧，菲

律宾的“选边站”策略或导致东盟内部

裂痕扩大。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美菲“雷霆对抗”联演搅动地区安全局势
■祁 琪

4 月 20 日，一列满载“重庆造”聚

酯切片的中亚班列，从重庆团结村中

心站缓缓驶出，这是重庆首次开行图

定中亚班列，此后将以每月 2 列的固

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据了解，此次开行的图定中亚班

列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跨越哈萨克

斯坦，预计 12 天左右抵达乌兹别克斯

坦首都塔什干，全程约 4700 公里，将

有效保障西部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往

来。图为图定中亚班列在重庆团结

村中心站顺利发车。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4月 21日电 （记者曹

嘉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 21 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说，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

表现恶劣的美国国会议员、官员和非政

府组织负责人实施制裁。

郭嘉昆指出，美国对中国中央政府

驻港机构和香港特区政府 6 名官员滥施

非法单边制裁，严重干涉香港事务和中

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中方对这种卑劣行径予以

强烈谴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

国制裁法》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对在涉港

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国国会议员、官员

和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实施制裁。”

“我们要正告美方，香港是中国的香

港，香港事务不容美方干涉。美方在涉港

问题上采取的任何错误行径，都将遭到中

方坚决回击和对等反制。”郭嘉昆说。

新华社北京 4月 21日电 （记者曹

嘉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 21 日指出，

菲律宾伙同域外国家大搞军事演习，引

入和部署战略战术武器，公然站在地区

国家对立面，破坏地区战略稳定，破坏本

地区经济增长前景，遭到地区国家强烈

反感和反对。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

与菲律宾今天开始年度军演，正值中菲在

南海问题上发生争执之际。指挥演习的

一名菲方军官表示，马尼拉将此次演习视

为“防御演习”。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霸凌霸权冲击，本地区国家迫切

希望加强团结协作、共护地区稳定、携手

应对挑战。”郭嘉昆说，在这一大背景下，

菲律宾伙同域外国家大搞军事演习，引

入和部署战略战术武器，破坏地区战略

稳定，破坏本地区经济增长前景，公然站

在地区国家对立面，已经遭到地区国家

强烈反感和反对。

郭嘉昆指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

政，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坚

决反对任何国家以台湾问题为借口，强

化地区军事部署，挑动紧张对抗，破坏地

区和平稳定。奉劝有关方面不要在台湾

问题上挑衅，玩火者必自焚。”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相关人员实施制裁
菲律宾伙同域外国家大搞军事演习遭到地区国家强烈反感和反对

当今时代，动荡加剧，变乱交织，迷

茫和焦虑情绪也在上升，世界渴望稳定

性、可靠性、方向感。瞩目习近平主席

的东南亚之行，关注中国与世界的交往

互动，世界找到了“稳定性和确定性的

源泉”，也看到了变局激荡中大国应有

的样子。

真正的大国是讲情义的。以心相

交，成其久远。

这是关于两项特别安排、两枚特殊

勋章的故事。

十年四访越南，习近平总书记的行

程表里，有两项特殊安排始终如一：一项

是前往巴亭广场向胡志明陵敬献花圈，

一项是同中越友好人士特别是青年代表

见面、交流。向历史致敬、到人民中去，

一次次不辞辛劳、亲力亲为，为的是传承

好、发扬好“同志加兄弟”的传统情谊。

越 南 同 志 深 受 感 动 ，亲 切 地 称 习 近 平

总书记为“亲密的同志和伟大的朋友”。

在柬埔寨，中国被视为“最可靠、最

信赖的朋友”，有两枚特殊勋章闪耀着中

柬 铁 杆 友 谊 的 光 彩 。 一 枚 是 2020 年

习近平主席向莫尼列太后颁授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友谊勋章”，一枚是此次东南

亚 三 国 之 行 期 间 ，西 哈 莫 尼 国 王 向

习近平主席颁授的“柬埔寨王国民族独

立大项链级勋章”。会见西哈莫尼国王

时，习近平主席表示，“中方珍视同柬埔

寨 王 室 的 友 谊 ”；会 见 莫 尼 列 太 后 时 ，

习近平主席说，“中国就是你的第二个

家，欢迎随时到中国来”……国与国之间

不只有“永恒的利益”，更有温情和暖意，

有情感的共鸣、理念的和鸣。

习 近 平 主 席 曾 说 ，志 同 道 合 是 伙

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真诚、尊重、包

容，是中国人的交友之道。东南亚之行

前，习近平主席在北京接待了一位老朋

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清风拂面，

春花烂漫，两位领导人在钓鱼台国宾馆

一起散步的画面传遍了全世界。三年

内第三次访华，桑切斯首相说，再度真

切感受到中国对西班牙“尊重和友好”。

中国广交天下朋友，写下许多重情

重义的佳话。这佳话，是为巴西总统卢

拉 率 领 的 访 华 团 奏 响 巴 西 名 曲《新 时

代》，是为来华访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

卡耶夫准备热气腾腾的生日面，是出访

期间挤出时间同共度少年时光的老挝奔

舍那家族友人叙旧，是超越大洋阻隔与

美国艾奥瓦州老朋友常来常往……

多少年来，人们无数次追问：如何实

现和平，如何保障和平？中国，提供了自

己的方案，那就是以心相交、以诚相待、

以情相守，因为“一个友谊的世界才可能

是和平的世界”。

真正的大国是讲信义的。重信守

诺，言出必行。

中国同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的合

作，处处践行着一条原则——“信”：承诺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始终对越南敞开”，

访越成果单里就有辣椒、百香果、毛燕和

食用燕窝、米糠输华议定书；承诺“鼓励

中国企业赴马投资兴业”，旗舰项目马中

关丹产业园区已累计完成投资超过 110

亿元人民币，“两国双园”步入升级发展

的新阶段；承诺“坚定支持柬埔寨保持稳

定、加快发展、改善民生”，不但支持柬方

建设了第一大电站、第一条高速公路、第

一座跨山脊高架桥，还根据柬方需要制

定了“工业发展走廊”“鱼米走廊”两份合

作规划，携手逐梦现代化。

再看这些年大国外交的壮阔实践：

扩大对外开放，提出“双碳”目标，支持联

合国事业，宣示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一个个坚定承诺变成一项项扎实

行动，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刚刚落幕的

消博会，是中国连续举办的第五届。每

年春天，中国都会如期向世界发出邀约，

共享发展与合作的机遇。

政治安全领域的对话最能体现国

与国战略互信的程度。此次东南亚之

行 ，中 越 决 定 将 两 国 外 交 、国 防 、公 安

“3+3”战略对话机制确定为部长级，中

马同意建立外交、国防“2+2”对话机制，

中柬决定建立外长、防长“2+2”战略对

话机制。几乎同一时间，中印尼外长、

防长“2+2”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在

北京成功举行。一个个合作新消息汇

聚在一起，不是偶然和巧合，而是中国

始终保持周边外交政策延续性、稳定性

的必然结果。

真正的大国是讲道义的。主持公

道，追求大同。

大国之“大”，既在力量之大，更在责

任之大。其对实力的运用，不是服务“自

我优先”的原则，而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念，正视世界上公正变革的要求，

为国际社会积极贡献公共产品。

中马联合声明提到《关于疫苗开发

和可及性的合作协定》，让人想起中马携

手抗击新冠疫情的患难岁月。在全球危

机时刻，中国坚定践行将疫苗作为公共

产品的大国承诺，“行大道的中国”形象

愈发深入人心。

当下的世界，面临新的困难局面。

关税战、贸易战冲击多边贸易体制，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损害世界各国特别是广

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国际社会应当如何

应对，全球南方又应当如何协作？

有“小船孤篷经不起惊涛骇浪，同舟

共济方能行稳致远”的形象阐释，有“以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回

应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方向指引，东

南亚之行，习近平主席同各方深入沟通、

密切协调，凝聚着反对霸权强权、维护国

际社会共同利益、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

力量。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有感而发：

中国带来的不仅是稳定性，更是持久未

来的希望。

从正确义利观到亲诚惠容周边外交

理念、真实亲诚对非工作方针，从提出三

大全球倡议到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

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新时代

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坚守道

义的大国领导力，赢得了更多的信誉，也

得到了更多的国际支持。

在人类政治文明进程中，大国扮演

着重要角色，它们的行为既可以是推动

世界进步的动力，也可能是造成冲突和

灾难的根源。大变局中的世界，需要什

么样的大国？一个讲情义、讲信义、讲道

义的中国，一个坚持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时代进步一边的中国，让大国的样子更

清晰生动，更可亲可敬。

这也是为何，世界瞩望中国、倚重中

国，走向中国、携手中国。

（新华社北京 4月 21日电 记者郝

薇薇）

感受大国外交的情义、信义、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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