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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治理创新研究院赴上海 

参加“中国与拉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国际研讨会 

2019 年 8 月 25 日，国际治理创新研究院赵龙跃教授携袁淑睿与

吴媛这枫两位研究院学生一同赴上海大学参加“中国与拉美在全球治

理中的合作”国际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和

重庆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主办，由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拉美研究中

心承办。 

研讨会主要分为主旨演讲和四个讨论单元，分别就中国与拉美在

全球贸易治理、全球金融治理、全球气候治理以及实现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目标等方面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进行了探讨。研讨会邀请了来自

我国长期从事与拉美工作的部门领导、全国各地和拉美各国有关高校

的专家学者以及“全球视野中的拉丁美洲研究暑期班”全体学员。群

贤毕至、学者云集，共同探讨中国和拉美的合作发展路径。 

论坛伊始，上海大学研究院院长郭长刚教授对在场来自全国和拉

美各地的领导和专家表示热烈欢迎，重庆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主任李勇

先生、外交部拉美和加勒比司综合处处长王亮先生分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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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前副部长、中国前驻巴西大使李金章做主旨演讲，题目为

“巴西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卷入其中，巴西作为资源和人口大国，理应在

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李大使提到，自己在巴西工作 7年的经验，

深刻地感觉到巴西始终都是全球治理方面积极的参与者、建设性的改

革者。主要体现在：巴西始终维护联合国作为核心体系的地位，不仅

多次申请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还是联合国维和部队中出兵最多的

国家之一；二是不同地区或者国家之间出现纷争时，巴西也是以积极

的态度促谈议和；三是巴西积极参与解决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比

如国际气候问题、国际金融问题等等。 

虽然巴西在全球治理的作用一直是积极的，建设性的；但是巴西

在建设中也有困难和局限性。受国内和国外因素影响，巴西出现了几

年的经济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的发展强度；而且巴西的政

府更迭频繁，这使得政策连续性受到严重影响。 

同时，李大使强调，目前国际社会受到大的变化，有些国家成为

逆全球化的领头人，是整个全球治理的祸害，中国和巴西应该加强合

作，携手参与全球治理，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国际治理创新研究院院长赵龙跃教授受邀做题为“统筹国际国内

规则，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贡献”的主旨演讲。赵教授主要从三个

方面展开，分别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线索、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 70 年的重大历程、以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两大卓著贡献。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矛盾心

态。一方面，希望中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仍

然存在很大的疑虑，这种疑虑主要是因为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会不会

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以及国内规则目前还不够完善，是否已经到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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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阶段。针对以上疑虑，2014 年 11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明路径：在观察和规划开放改革发展

时，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

国际国内两类规则。我国关于如何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一方面是国际

规则国内化，以开放促改革，把国际规则引入国内；另一方面是国内

规则国际化，以改革促开放，把国际规则引入国内，调整国内法律。 

之后，赵教授讲述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70年的四大历程。首

先是 1949年 10月至 1978 年 12 月的初登历史舞台，积极探索国际规

则阶段。我国从建国初期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效仿苏联规则，到争取第

三世界国家广泛支持，再到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并与大部分国家建

交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新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及国际规则下从

被孤立排挤、到积极探索、再到逐步被接纳的重要转变。其次是 1978

年 12月至 2001年 12月的融入国际秩序，熟悉国际规则阶段。从过去

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到积极融入国际秩序，从探索国际规则转变为主动

熟悉国际规则，我国以国际秩序参与者和国际规则学习者的姿态推动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方面迈出

了深远一步。再是 2001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1 月的深化改革开放，接

轨国际规则阶段。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中国也从参与者、学习者向

贡献者、改革者转变，初步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构

想。最后是 2012年至今的引领国际治理，制定国际规则阶段。进入新

时代的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上迈进了国内规则国际化的新阶段，实

现了从规则学习者到规则制定者、从被动参与者到主动引领者角色的

转变，不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中

国方案为世界所知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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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赵教授讲述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两大卓著贡献，分别

从市场和理念的角度阐述了中国为全球治理所作的贡献。从市场的角

度，中国一直致力于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提出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

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转变，这是我国从量到质上的转变。从理

念的角度，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与一带一路的五

通一脉相承。 

接着，国内和拉美专家分别就中国与拉美在全球贸易治理、全球

金融治理、全球气候治理以及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四个方面

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进行了探讨。 

听完讨论，赵龙跃教授最后表示，中国和拉美的交流和认识还有

待进一步深化，在合作中如果相互定位不准确，在项目合作中就会出

现很多可以避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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