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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30年前，资产阶级思想家宣告“历史终结”（end of history），如愿上演一出美帝国主义给

人无懈可击之感的闹剧 1。对于感受到帝国主义重压的人民斗争和运动来说，看不到这种终结

的迹象。

面对1996年的巴西卡拉加斯大屠杀等暴力镇压，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MST）通过占

领和生产重新夺回土地，进行了大众土地改革，挑战了美国跨国公司孟山都等农业巨头2。 

1999年，被誉为“撼动大陆之战士”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在委内瑞拉赢得大选，随

后拉美其他地方也开始急剧向左转，例如数百万工人、农民、土著居民、妇女和学生得到大规

模动员，使拟议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在2005年破产，直接挑战了横行近200年的美国门罗

主义3。

2002年，尼日利亚妇女聚集在壳牌和雪佛龙公司的大门口，抗议这些企业在尼日尔河

三角洲开采资源、破坏环境。2004年，美国把时任海地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

Bertrand Aristide）赶下台并占领海地，引发海地人用大规模示威驳斥持续几个世纪的诋

毁。2006年，数百万尼泊尔人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武装抵抗推翻了君主制。2010年，水果摊贩

穆罕默德·布阿齐兹（Mohamed Bouazizi）当街自焚，于是突尼斯人起义反对导致他采取如此

极端行动的新自由主义体系。

在随后的几年中，变化――有时微小而不可察觉，有时不稳定而具爆炸性――发生了。其

中涉及到群众运动和国家行为者，有些情况下是极具权力的国家行为者。中国崛起成为经济

强国，全球南方经济增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2007年超过全球北方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

国内资本投资遭遇多年忽视，经济金融化，制造业优势丧失，这些都对美国构成挑战。

2009年茶党崛起标志着美国国内政治的内部分裂。在国际上，美国未能用软性手段颠

覆中国政权，也未能在俄罗斯实现去核化或政权更迭。随着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2003―

2011）结束，美国暂时减少了军费开支，但随后转向动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作为应对这

些变化的中心支柱。

霸权的历史性衰退分三个阶段：生产、金融和军事4。美国尽管在生产方面失去了霸权，但

仍在某些领域（包括军事相关领域）残存技术霸权。美国正目睹自己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霸

权受到挑战，尽管还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虽然其经济和政治上的衰落可能正在加速，但它

仍然保持军事实力――这使美国试图通过军事或军事相关手段来克服其经济式微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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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美国已经将中国定义为其战略竞争对手。美国的最低纲领是遏制和从经济上削弱中国，

以确保美国未来的永久经济霸权。

从其自身角度来看，美国资本主义限制中国崛起合乎情理。不这样做将侵蚀美国在控制

更高水平生产力和这种控制所带来的垄断特权方面的相对优势。美国国内各派步调几乎完全

一致，继续与中国脱钩（尽管几乎不可能在美国国内完全做到生产力的再现代化）并推进对中

国的军事准备。

2022年2月，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缘于美国不断违反其对北约（NATO）不扩张的

承诺以及基辅与顿巴斯之间的持续内战――标志着美国的世界军事格局迎来一个明确的新

阶段。在一系列迅速行动中，美国公然将所有北方国家置于其麾下，并进一步令这些国家的军

事机器臣服。美国确立了自己的“北约+”（NATO+）军事霸主之位，包括前东欧集团除3个成

员国以外的其余所有成员。作为成员或观察员参加2023年立陶宛维尔纽斯北约峰会的澳大

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实际上都是“北约+”成员。只有以色列（因政治考量托辞缺

席）和几个全球北方小国缺席。

2023年10月起，以色列在美国政府无耻的全力支持下，开始让巴勒斯坦人遭受大规模的

流离失所、种族清洗、集体惩罚和种族灭绝。近期加沙局势升级紧随乌克兰事态，标志着帝国

主义体系内发生了质变。美国现在已经支配了所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由

此巩固了一个以军事为重点的一体化帝国主义集团，旨在继续控制整个全球南方，并把注意

力转向支配欧亚大陆，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尚未受其控制的地区。

毫不夸张地说，全球北方已经对任何不遵循其政策的全球南方国家宣告了公开敌意

和“战争”。这可见于2023年1月9日发布的欧盟-北约合作联合声明中：

“我们将进一步调动我们可以调动的所有政治、经济或军事手段，追求符合我们10亿公民

利益的共同目标”
5
。

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着实感受到了NATO+的公然野蛮行为和全球北方能够得逞的强

制性“大众共识”。正如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领袖莱拉·哈立德（Leila Khaled）最近所说：

“我们知道他们在说恐怖主义，但他们才是恐怖主义主角。帝国主义力量在世界各地，包括

伊拉克、叙利亚等等国家……都在准备攻击中国。他们所说的关于恐怖主义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关

于他们自己。人们有权以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所有手段进行抵抗，《联合国宪章》就是这么说的。

因此，他们侵犯了人们的抵抗权，因为恢复自由是其权利。我一直说这是一个基本法则：哪里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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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哪里就有抵抗。人们不甘生活在占领和压迫之下。历史告诉我们，人们抵抗才能够保住自尊和

土地。”
6

帝国主义已经开始转向新阶段：极化帝国主义（Hyper-Imperialism）7。这是以夸张和动

态方式进行的帝国主义，同时也受制于衰落帝国自身造成的局限。刚果、巴勒斯坦、索马里、

叙利亚和也门数百万居民感受到其力不从心的抽搐感，他们生活在美国军国主义之下，听到

突如其来的声响就会本能地躲避。

但是，它并不是冷战那样在全球范围内的全线推进，在打完代理战争之后通过世界银行

和其他开发机构实施经济帝国主义。它更像是一个溺水的亿万富翁坚信应该回到自己的游艇

上。它挥动着仍然强大的军事实力。然而，在生产力不足并且知道金融力量正处于转捩点的情

况下，美国曾经拥有的全套帝国控制技艺不再能够随心所欲地为其所用。因此，它通过最便捷

的机制发力：文化（控制真相）和战争。

极化帝国主义的策略部分形成于现代化混合战争，其中包括法律战、超级制裁、侵占国家

储备和资产等非军事战手段。数字时代特有的监视和定向沟通的新技术工具被帝国主义用来

操纵思想斗争。这包括对真相采取更为恶劣和隐秘的手段，例如政治监禁“维基解密”创始人

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他揭露了针对全球南方犯下的诸多罪行8。

全球北方是由49个国家组成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一体化集团。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日本以及次一级西欧和东欧国家。在军事方面，土耳其（北约

成员国）、韩国和菲律宾（实际上是美国的军事化殖民地）被包括在我们所定义的“以美国为

首的军事集团”中，尽管它们属于全球南方。

过去20年里，全球北方经历了显著的相对经济衰退，以及政治、社会和道德的堕落。北方

国家试图把民众（包括在互联网上）对巴勒斯坦权利的支持非法化，因而其公民权利和“新闻

自由”的虚假“道义”主张现在完全成了笑柄。这样全力羞辱和摧残有色人种民族让人想起过

去几个世纪的遭遇，暴露了共同的所谓“白人脆弱性”（white fragility）。

全球南方国家包括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一些欧洲以外的独立国家，以及现今和曾经的

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仍然需要为民族解放、独立、发展以及全面经济和政治

主权而努力。

尽管术语有其局限性，我们仍将使用“全球北方”一词，偶尔会用“西方”（一个经常用到

的空洞说法），与更准确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一词交替使用。我们将分析全球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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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四个“环”，世界其他地区目前被称为全球南方，其中的大部分国家就是先前所说的“第

三世界”。我们将分析全球南方的六个“组”。组别取决于一国成为政权更迭目标的相对程度

以及该国政府在公开推进国际反帝立场方面的作用（详见图1）。全球北方大大升级了其与称

为全球南方的世界其他地区所进行的普遍冲突。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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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3年全球北方“诸
环”和全球南方“各组”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
注：地图上联合国(UN)成员国用彩色标示，非联合国成员国标为白色
地图详情：奥博-戴尔等积投影图 (Hobo-Dyer Equal Area Projection)
国家边界：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中国视角 (https://github.com/wri/wri-bounds)，
最后更新于2017年5月4日

全球北方“诸环”和全球南方“各组”
2023年

1. 以美国为首的盎格鲁-美利坚核心（6）
2. 欧洲核心（9）
3. 日本+欧洲次强国（15）
4. 前东欧集团（19）

全球北方四环： 全球南方六组：
1. 社会主义独立自主派（6）
2. 坚定的主权派（10）
3. 目前和历史上的进步国家 (11)
4. 新不结盟国家 (5)
5. 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111）
6. 军事上高度美国化的国家 (2)

图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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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北方军事集团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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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经历了两次内部变化：

1. 将该集团进一步扩大，囊括所有东欧国家（仅白俄罗斯尚未加入）。

2. 维持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完全臣服所面临的挑战，这些国家放弃了任何基本的独立，很

多情况下甚至连伪装都没有。

第二点在2018年因西欧国家屈服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退出2015年伊朗核协

议而尤为明显――是对其经济利益的重大打击。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这一进程的来龙去脉9。

北约是我们所说的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的中心。它还包括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新

西兰、三个全球南方国家，以及其他几个非北约成员国的欧洲国家。

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是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军事联盟，有一个中央

指挥部。其目标的明确性和统一性显而易见。没有其他同类型集团。过去十年，美国已经放弃

了许多重要的反核扩散条约（2002年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2019年退出《中程核力量条

约》，2020年退出《开放天空条约》）10。这使得军方决策者有可能在几分钟内就可以部署好

摧毁莫斯科的中程核导弹。

转变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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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北方军事集团的崛起

图	2：				2022年世界实际军费
开支图（单位：十亿美
元）	全球实际军费开支	（2022年）

单位：十亿美元

美军                                                 1,537    53.6%

其余北约国家                                    360    12.6%

美国军事集团下的非北约国家        234      8.2%

全球总计                                         2,868

以美国为首的
军事集团

74.3%

中国
10.2%

全球南方其余国家
9.7%

印度
2.8%

俄罗斯
3.0%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和《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数据
编制

图表 2

在《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2023年11月号中，吉塞拉·塞尔纳达斯和约翰·贝拉米·

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发表了一篇经过深入研究的论文，该文全部援引美国商务部经

济分析局（BEA）以及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的官方经济统计数据，揭示了美国实际

经济军事开支是美国政府承认的甚至亦或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所承认的两倍

以上11。

2022年美国实际军费开支为15370亿美元12。

为了计算全球军费开支总额，我们选择SIPRI公布的数字作为除美国以外所有国家的主要

数据来源13。仅就美国而言，我们使用了《每月评论》的数据。2022年，SIPRI将中国政府公布

的国防预算数字从2290亿美元调整为2920亿美元，增幅为27.5%14。自2021年起，SIPRI开始

采用新方法修订中国的军费开支15。SIPRI改变了对中国以往和当年军费开支的计算方法16。

军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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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2年全球军费开支
最大的16个国家，单
位：十亿美元

Figure 3: Chart of the top 
16 countries 
with the largest 
military spending 
in the world (2022), 
figures in billions 
USD

SIPRI把OMB报告的2022年美国年度军费预算调整了14.5%，从7658亿美元增至8769亿

美元17。这一增幅约为中国增幅的一半。

SIPRI对待中国军费开支的方式与美国截然不同，对美国的计算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

即使SIPRI将中国自己公布的军费开支翻一番，达到4580亿美元，也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

的2.6%。这大大低于美国实际支出的6%，即便如此，中国的军费开支也仅为美国的29.8%，而

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18。

此外，与美国不同，中国没有902个海外军事基地19。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干预不仅耗费年

度预算，还造成长期经济债务。更多信息详见尾注20。

我们的分析得出了一系列明确结论。首先，美国通过北约和其他手段控制了全球高达

74.3%的军费开支（图2），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21。

全球军费开支最大的16个国家（2022年）
单位：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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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 s ia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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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图3显示，在全球军事预算最高的16个国家中，帝国主义国家占了12个。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和《每月评论》
（Monthly Review）的数据编制

美国盟国



18

第一部分：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北方军事集团的崛起

图	4：				2022年16个全球北方
国家、俄罗斯、中国和
印度的实际人均军费
开支，数值用世界平均
水平的倍数表示

Figure 4: Chart of actual 
per capita military 
spending of the top 
16 Global North 
countries, Russia, 
China, and India 
(2022), figures 
in times world 
average

图4显示了16个全球北方国家与全球南方军费开支前三位国家的对比情况。美国的人均军

费开支是中国的21倍22。这些发现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图5列出了军事预算超过200亿美元的所有国家，其中有11个全球北方国家，6个全球南

方国家（共145个全球南方国家）。本图把韩国归入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

很明显，与全球北方相比，全球南方既不是一个阵营，也绝非军事集团。全球南方因此面

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对军费开支的极度垄断。这对全球南方所有国家都构成了明确而

现实的危险；对人类和地球的存续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反过来，就国家权力的最重要方面（即军事力量）而言，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世界

上的有色人种国家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客观地说，不存在次

帝国主义或非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这些概念是掩盖事实真相的主观欺骗）。

全球北方前16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的实际人均军费开支（2022年）
数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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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每月评论》
（Monthly Review）和联合国（UN）的数据编制

美国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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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22年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军费开支超过200	亿美元的国家Figure 5: Table of countries with military spending exceeding 20 billion USD, Global North and Global South, 2022

图表 5

军费开支超过200亿美元的国家
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2022年）

国家
(GSI)

军费开支
美元

(百万)

军费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

比重
(现行汇率）

该国人均
军费与全球
人均军费的

比值
                  （倍数）

   国家
			(GSI)

军费开支
美元

(百万)

军费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

比重
(现行汇率）

该国人均
军费与全球
人均军费的

比值
                  （倍数）

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 全球南方

美国 1,536,859 6.0% 12.6   中国 291,958 1.6% 0.6   

英国 68,463 2.2% 2.8   俄罗斯 86,373 3.8% 1.7   

德国 55,760 1.4% 1.9   印度 81,363 2.4% 0.2   

法国 53,639 1.9% 2.3   沙特阿拉伯 75,013 6.8% 5.7   

韩国 46,365 2.8% 2.5   巴西 20,211 1.1% 0.3   

日本 45,992 1.1% 1.0 

乌克兰 43,998 27.4% 3.1 

意大利 33,490 1.7% 1.6 

澳大利亚 32,299 1.9% 3.4 

加拿大 26,896 1.3% 1.9 

以色列 23,406 4.5% 7.2 

西班牙 20,307 1.4% 1.2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联合国（UN）、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和《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数据编制

美国和英国的军事基地
2002年3月，《每月评论》刊载的一篇文章列出了已知美军基地所在国家的名单和地图，认

为美帝国的范围可以用其基地来描述23。这在美国军界引起轩然大波。随后几年，大卫·维恩

（David Vine）和反战组织“超越战争的世界”（World Beyond War）（该组织制作了一张开放

查阅的交互地图）等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扩充24。

关于这些基地位置的信息为我们了解美国军事霸权的绝对普遍性打开一扇窗口。通过揭

示帝国主义疆界和管辖方，基地位置和数量对了解帝国主义的形态和轨迹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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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的美国军事基地有902个，英国有145个25。

由于美国军方和政府的保密性，我们缺乏有关发生在这些基地内的美国军事活动及那里

驻扎的美军所发起的军事行动数据。因此，对美国对外军事活动的全面定性分析并不完整。

分析的不足之处包括：

• 列出的基地不含美国在过去40年中建立的诸多私有化军事职能的设施和地点。戴恩国

际（DynCorp International）、福陆公司（Fluor Corporation）、AECOM和KBR, Inc.等企

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运营，包括科威特、沙特和印尼26。

• 不含美军的“非官方”项目，例如征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科托卡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

美军在那里无需护照或签证（只需美军身份证），美军飞机“免登机检查”27。因此，1号

航站楼实际上是美军基地。加纳已经把其国家主权割让给了美国28。

• 不含美国军工数字通信复合体项目。许多海底电缆终端所在地只由美国情报部门许可

的官员控制。控制全球海底电缆通信是美国情报的关键优先事项之一29。这是美国国

家安全局“收集一切”（collect it all）项目的一部分，旨在收集世界上的所有通信数据，

存储在代号为“黄蜂巢”（Bumblehive）、位于布拉夫代尔的犹他州数据中心（Bluffdale 

Utah Data Centre）等地，这是第一个“情报界全面国家网络安全计划”（Intelligence 

Community Comprehensive National Cybersecurity Initiative）数据中心30。

• 不含秘密军事项目和位置（包括被称为“睡莲”〔lily pads〕的东道国设施），尽管其中

一些已经被揭露并包括在内31。

• 关于美军在不同地点之间的移动、所开展活动的性质（如部队调动或定点暗杀）以及

货物、飞机和船只的数量，几乎没有任何信息。

• 并非所有基地在规模或功能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几乎不可能评估相对重要性。有时，

单个建筑被归类为基地，是因为它与1公里之外的其他建筑不相连。有些基地规模庞

大，对所经之处的一切都造成破坏（如关岛的军事设施），破坏自然环境和当地居民的

生活。其他一些基地被称为小型间谍网络设施。

由于这些限制，倾向于只报告可测量信息，而非未知但具战略意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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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23年美国902个海外
军事基地分布图

Figure 6: Map of 902 United 
States foreign 
military bases, 
2023

美国的902个海外军事基地
2023年

Figure 6 图表 6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超越战争的世界”组织（World Beyond War）的数据编制
地图详情：奥博-戴尔等积投影图 (Hobo-Dyer Equal Area Projection)
国家边界：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中国视角 (https://github.com/wri/wri-bounds)，
最后更新于2017年5月4日

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数量

首先，我们用“超越战争的世界”组织的数据给出一张地图，显示了哪些国家有美军基

地，但没有显示每个国家具体有多少个基地。这是为了减少可能出现的错误对比。即使某个

国家只有一个美国基地，也意味着该国已经把部分国家主权割让给了美国。其次，为了完整

起见，我们下面有两张图表（一张是全球北方的图表，一张是全球南方的图表），列出了根

据“超越战争的世界”组织数据已知有美军基地的国家。

图6显示美国至少拥有902个海外军事基地，主要集中在与中国接壤的地区或中国周边的

缓冲区，严重破坏了全球南方国家的主权32。

1 – 4
5 – 19
20 – 49
50 –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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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北方军事集团的崛起

图	7：				2023	年美国在全球北方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基地Figure 7: Table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bases in Global North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2023美国在全球北方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基地
2023年

基地数量 国家/地区

50+ 德国， 日本

20 – 49 意大利， 英国

5 – 19 澳大利亚， 比利时， 葡萄牙， 罗马尼亚， 挪威， 以色列， 荷兰， 希腊， 波兰

1 – 4
保加利亚， 冰岛， 西班牙， 加拿大， 格鲁吉亚， 匈牙利， 拉脱维亚， 斯洛伐克， 塞浦路斯， 
丹麦， 爱沙尼亚， 格陵兰， 爱尔兰， 科索沃， 卢森堡

总计 445

图表 7

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不仅位于全球南方，在全球北方也有大量基地（图7）。超过三分之二

的已知基地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个战败国：德国和日本。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超越战争的世界”组织（World Beyond War）的数据编制

美国在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基地
2023年

基地数量 国家/地区

50+ 韩国

20 – 49 关岛， 波多黎各， 叙利亚， 沙特阿拉伯 

5 – 19
巴拿马， 土耳其， 菲律宾， 巴林， 伊拉克， 马绍尔群岛， 巴哈马， 伯利兹， 洪都拉斯， 
尼日尔， 危地马拉， 约旦， 科威特， 阿曼， 巴基斯坦， 埃及， 哥伦比亚， 萨尔瓦多， 
索马里， 北马里亚纳群岛， 秘鲁， 卡塔尔

1 – 4

喀麦隆， 哥斯达黎加， 美属维尔京群岛， 阿根廷， 中非， 乍得， 肯尼亚， 毛里塔尼亚，
尼加拉瓜， 帕劳， 泰国， 阿联酋， 美属萨摩亚， 巴西， 迪戈加西亚， 吉布提， 多米尼加， 
加蓬， 加纳， 马里， 新加坡， 苏里南， 突尼斯， 乌干达， 也门， 南极洲， 阿鲁巴， 阿森松岛， 
博茨瓦纳，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柬埔寨， 智利， 古巴， 刚果（金）， 印度尼西亚， 
荷属安的列斯群岛， 萨摩亚， 塞内加尔， 塞舌尔， 南苏丹， 乌拉圭， 威克岛

总计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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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23	年美国在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基地Figure 8: Table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bases in the Global South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2023美国在全球北方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基地
2023年

基地数量 国家/地区

50+ 德国， 日本

20 – 49 意大利， 英国

5 – 19 澳大利亚， 比利时， 葡萄牙， 罗马尼亚， 挪威， 以色列， 荷兰， 希腊， 波兰

1 – 4
保加利亚， 冰岛， 西班牙， 加拿大， 格鲁吉亚， 匈牙利， 拉脱维亚， 斯洛伐克， 塞浦路斯， 
丹麦， 爱沙尼亚， 格陵兰， 爱尔兰， 科索沃， 卢森堡

总计 445

图表 8

图8列出了美国在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所在地。韩国拥有62个永久性美

军基地。

美国在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基地
2023年

基地数量 国家/地区

50+ 韩国

20 – 49 关岛， 波多黎各， 叙利亚， 沙特阿拉伯 

5 – 19
巴拿马， 土耳其， 菲律宾， 巴林， 伊拉克， 马绍尔群岛， 巴哈马， 伯利兹， 洪都拉斯， 
尼日尔， 危地马拉， 约旦， 科威特， 阿曼， 巴基斯坦， 埃及， 哥伦比亚， 萨尔瓦多， 
索马里， 北马里亚纳群岛， 秘鲁， 卡塔尔

1 – 4

喀麦隆， 哥斯达黎加， 美属维尔京群岛， 阿根廷， 中非， 乍得， 肯尼亚， 毛里塔尼亚，
尼加拉瓜， 帕劳， 泰国， 阿联酋， 美属萨摩亚， 巴西， 迪戈加西亚， 吉布提， 多米尼加， 
加蓬， 加纳， 马里， 新加坡， 苏里南， 突尼斯， 乌干达， 也门， 南极洲， 阿鲁巴， 阿森松岛， 
博茨瓦纳，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柬埔寨， 智利， 古巴， 刚果（金）， 印度尼西亚， 
荷属安的列斯群岛， 萨摩亚， 塞内加尔， 塞舌尔， 南苏丹， 乌拉圭， 威克岛

总计 457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超越战争的世界”组织（World Beyond War）的数据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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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北方军事集团的崛起

图	9：				2023年美国海外军事设施情况：建筑物数量、建筑面积、占地面积和军事基地数量Figure 9: Chart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military structures, no. of buildings, building 
area, land area, and no. of bases, 2023

美国海外军事设施
建筑数量、建筑面积、占地面积和基地数量

2023年

国家/地区 建筑内部面积
（平方米）

建筑物
（总数）

占地面积
（公顷）

军事基地
（总数）

日本 10,339,000 12,079 41,715  76 

德国 9,135,000 12,537 2,682 93 

韩国 5,631,000 5,832 12,262 62 

意大利 2,011,000 2,032 945 31 

关岛 1,382,000 2,807 25,322 45 

英国 1,364,000 2,883 3,253 14 

科威特 676,000 1,503 2,549  6 

卡塔尔 661,000 663 2

古巴 588,000 1,540 11,662 1 

土耳其 478,000 817 1,356 8 

西班牙 419,000  889 3,802  2 

波多黎各 411,000 794 7,042  29 

巴林 390,000 468 83  9 

比利时 362,000 479 10 

马绍尔群岛 286,000 633 551 6 

格陵兰 220,000 197 94,306  1 

吉布提 171,000 379 459  2 

荷兰 151,000 150   5 

阿联酋 128,000 400 5,059  3 

葡萄牙 114,000 170 532  6

洪都拉斯 92,000 336  1 

新加坡 86,000 120 3 

罗马尼亚 70,000 179 177  4 

巴哈马 62,000 179 219    6 

希腊 61,000 85 41  4 

圣赫勒拿 43,000 124 1,402   1 

澳大利亚 41,000 83 8,124   5 

图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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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外军事设施
建筑数量、建筑面积、占地面积和基地数量

2023年

国家/地区 建筑内部面积
（平方米）

建筑物
（总数）

占地面积
（公顷）

军事基地
（总数）

日本 10,339,000 12,079 41,715  76 

德国 9,135,000 12,537 2,682 93 

韩国 5,631,000 5,832 12,262 62 

意大利 2,011,000 2,032 945 31 

关岛 1,382,000 2,807 25,322 45 

英国 1,364,000 2,883 3,253 14 

科威特 676,000 1,503 2,549  6 

卡塔尔 661,000 663 2

古巴 588,000 1,540 11,662 1 

土耳其 478,000 817 1,356 8 

西班牙 419,000  889 3,802  2 

波多黎各 411,000 794 7,042  29 

巴林 390,000 468 83  9 

比利时 362,000 479 10 

马绍尔群岛 286,000 633 551 6 

格陵兰 220,000 197 94,306  1 

吉布提 171,000 379 459  2 

荷兰 151,000 150   5 

阿联酋 128,000 400 5,059  3 

葡萄牙 114,000 170 532  6

洪都拉斯 92,000 336  1 

新加坡 86,000 120 3 

罗马尼亚 70,000 179 177  4 

巴哈马 62,000 179 219    6 

希腊 61,000 85 41  4 

圣赫勒拿 43,000 124 1,402   1 

澳大利亚 41,000 83 8,124   5 

美国海外军事设施
建筑数量、建筑面积、占地面积和基地数量

2023年

国家/地区 建筑内部面积
（平方米）

建筑物
（总数）

占地面积
（公顷）

军事基地
（总数）

保加利亚 39,000 93 2 

美属维尔京群岛 26,000 29 5,964  5 

约旦 17,000 31 3,978 1 

塞浦路斯 16,000 38 1 

以色列 13,000 19 2 

美属萨摩亚 11,000 10 2 1 

尼日尔 11,000 45 1 

波兰 11,000 20 3 

库拉索 9,000 15 17 1 

萨尔瓦多 6,000 14 14  1 

北马里亚纳群岛 5,000 17 6,499 10 

秘鲁 5,000 7   1 

挪威 3,000 4  1 

冰岛 2,000    7 425         1 

肯尼亚 2,000          5          1 

加拿大 91 1 

总计 35,548,000 48,712 240,533 468 

图9显示了美国的驻军规模：4.9万座建筑，建筑面积3600万平方米，占地面积达24.5万公

顷。按建筑数量排名，三个二战轴心国位居前四位。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美国国防部（Dept. of Defense）的数据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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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北方军事集团的崛起

图	10：	2020年英国在46个国
家和地区的145个海外
军事基地分布图

Figure 10: Map of 145 United Kingdom 
foreign military bases, 46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2020

虽然大英帝国如今已悄然日落西山，但图10显示，英国的军事基地网仍然十分庞大，重点

集中在是西亚和非洲。

英国的145个海外军事基地
46个国家和地区（2020年）

图表 10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解密英国”（Declassified UK）网站的数据编制
备注：九个基地未显示于本图
地图详情：奥博-戴尔等积投影图 (Hobo-Dyer Equal Area Projection)
国家边界：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中国视角 (https://github.com/wri/wri-bounds)，
最后更新于2017年5月4日

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英国军事基地数量

1
2 – 5
6 – 9
10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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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22年全球北方各
大国的海外军事派
遣，409次

Figure 11: Map of 
foreign military 
deployments for 
each Global North 
power (2022), 409 
deployments

全球北方大国的海外军事派遣（2022年）
409次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根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数据编制 
注：地图仅显示联合国成员国
地图详情：奥博-戴尔等积投影图 (Hobo-Dyer Equal Area Projection)
国家边界：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中国视角 (https://github.com/wri/wri-bounds)，
最后更新于2017年5月4日

全球北方大国的对外派遣次数

美英军事入侵、干预和“派遣”
北约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军事派遣和干预，得到其庞大军事基地网的支持。

图表 11

图11和图12仅为2022年的情况。帝国主义势力在全球南方国家展开了317次军事派遣行

动，而在全球北方盟国中有137次，共计454次（其中45次是在非联合国会员国）。军事派遣次

数最多的帝国主义国家包括美国（56次）、英国（32次）、法国（31次）、意大利（20次）、德国

（17次）、西班牙（15次）、加拿大（13次）和荷兰（13次）（图11）33。

1 - 3
14 - 9
10 - 19
20 - 4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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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北方军事集团的崛起

图	12：	2022年全球北方对全
球南方的军事“派遣”

Figure 12: Map of Global 
North military 
‘deployments’ in 
the Global South 
(2022)

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的军事“派遣”（2022年）
225次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根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数据编制 
地图详情：奥博-戴尔等积投影图 (Hobo-Dyer Equal Area Projection)
国家边界：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中国视角 (https://github.com/wri/wri-bounds)，
最后更新于2017年5月4日

全球南方遭受全球北方大国“派遣”（军事干预）的次数

1 - 3
4 - 8
9 - 19
20+

图表 12

图12表明，非洲和西亚仍然是西方国家的焦点。2022年，以下五个国家遭受的外国军事

派遣次数最多：马里（31次）、伊拉克（30次）、黎巴嫩（18次）、中非共和国（13次）和南苏丹

（13次）34。

观察美国和英国基地以及全球北方军事派遣的地理位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的监

控边界，而欧亚大陆及其缓冲区域是当今时代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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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1798—2023年美国承
认在海外动用过武装
部队的101个国家和
地区

Figure 13: Map of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d 
use of armed 
forces abroad, 
101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1798–
2023

美国承认的海外武装部队
101个国家和地区（1798–2023年）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的数据编制
注：不含加拿大和格陵兰
地图详情：奥博-戴尔等积投影图 (Hobo-Dyer Equal Area Projection)
国家边界：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中国视角 (https://github.com/wri/wri-bounds)，
最后更新于2017年5月4日

图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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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北方军事集团的崛起

图	14：	1169—2012年英国在
海外的军事入侵，涉及
170个国家和地区

Figure 14: Map of United 
Kingdom military 
invasions abroad, 
170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1169–
2012

如图13和图14所示，美国及其全球北方盟友，尤其是英国，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军事干

预。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s）是美国政府的官方出版机构，因

此它是关于美国军事干预数据的主要来源，用来展示美国军事干预的规模和历史持续时间。

然而，必须指出，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不执行秘密任务，并且没有汇总数据以区分美国武装

力量的各类海外干预。这些数据没有根据事件的性质或规模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所列事件 

（超过480次）在规模、持续时间、法律授权和重要性方面存在很大差异35。

军事干预项目（MIP）使用了更全面的军事干预定义，其中包括“在正常和平时期活动之

外的国际冲突或潜在冲突综合事件中，美国政府通过官方渠道明确针对他国政府、官方代表、

官方军队、财产或领土有意威胁、展示或动用军事力量”36。MIP尚未公开其数据库，因此尚

无法获取所有其识别的军事干预具体实例。因此，本报告仅从出版物《介绍军事干预项目》 

英国的对外军事侵略
170个国家和地区（1169–2012年）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斯图尔特·莱科克（Stuart Laycock）的著作编制
地图详情：奥博-戴尔等积投影图 (Hobo-Dyer Equal Area Projection)
国家边界：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中国视角 (https://github.com/wri/wri-bounds)，
最后更新于2017年5月4日

图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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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ing the Military Intervention Project，2023年）中获取了摘要数据，无法依据MIP

制作地图。

如图13所示，截至2023年6月，来自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的公认数据显示，美国武装力量

在1798年至2023年间曾派遣到101个国家37。图14揭示了英国在1169年至2012年间军事入侵

了170个国家和地区。

根据MIP数据，在1776年至2019年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392次以上的军事干

预38。这些行动中有一半发生在1950年至2019年之间，其中25%发生在冷战结束后39。显然，

自1991年以来，美国的军事干预速度加快。

1950年国际劳动妇女节，黑人共产主义者和移民克劳迪娅·琼斯（Claudia Jones）在美国

的一场活动中发表演讲。当下情况不同，但本着相同的精神，我们分享这份报告，用琼斯的话

说，目的是“提高[我们的]意识，使我们认识到有必要围绕当今的迫切问题，开展战斗性的统

一战线运动，反对垄断压迫，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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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帝国主义的演变

第二部分
帝国主义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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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垄断、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债权国到债务国的转变，以及1991年苏联解体，开启了

美国试图建立自创单极世界秩序的时期。由于一些美国所称的“流氓国家”拒绝服从这一新

体制，单极格局未能完全建立起来41。

过去15年里，美国的单极化计划受到严重削弱。从2008年“金融大衰退”到2022年2月北

约与俄罗斯的冲突，全球帝国主义的量变和质变进一步巩固。

由此产生的一个关键历史问题是帝国主义内部竞争的深度和后果。这对战略和政治

有深远的影响：其他帝国主义大国是否会在基本问题上与美国决裂，还是把自身利益服从

于美国？

今天，事实表明，这些分歧不再具有战略意义。帝国主义已巩固了一个最好称之为“极

化帝国主义”（Hyper-Imperialism）的新存在阶段。稍后，我们将解释为什么选择使用这

个术语。

这个新阶段的一些特点包括：

• 中国已崛起为世界上最大、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全球南方的增长超过了全球北方。亚洲

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明显高于七国集团（G7）成员国。

• 尽管美国经济实力尚存，但相对于全球南方崛起（中国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

美国正面临着增长乏力和衰落的局面。这表现在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工业、贸易、基础

设施和5G通信方面。美国正试图积极引领，力图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其在“金砖十

国”（BRICS10）等全球倡议中的作用。美国正带领世界走向愈演愈烈的保护主义。

• 美国迅速推进混合战争，包括对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实施制裁42。美国攫取俄罗

斯、委内瑞拉、伊朗和阿富汗的国家储备让很多全球南方国家猛醒。

• 美国现在把目光投向了欧亚大陆的主导地位，在那里，西方面对的是俄罗斯和中国这

两个拥有强大经济、技术、军事、能源和粮食生产综合实力的强国。中俄两国漫长边界

的完全非军事化以及两国宣布的“上不封顶”伙伴关系证明了两国共同的和平与安全

利益。

• 帝国主义将继续其军国主义道路，依靠军事优势来抵消其日益严重的经济和政治相对

衰落，这显然是一个现实的危险。现在，帝国主义者的政治和军事利益已变得至高无

上。可以容忍短期的经济损失43。个别资本家或集团的利益是次要的。

帝国主义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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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霸权、金融化和技术能力使金融能够在毫秒内完成数万亿美元的交易，这改变了

资本主义积累及其所有权的机制。欧洲和日本的资本家将其资本投入到美国阶级同仁

的相同结构中，尽管受到美国控制。

• 依托崛起中的新一代先进社交媒体和视频流媒体，美国加强了自身本已庞大的“软实

力”基础设施，这些媒体完全由美国垄断企业控制，所有这些企业都明确地融入美国

军工数字综合体。

• 当前，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且次要的。德国、日本、法国和其他所有帝

国主义大国都必须把其短期和中期利益服从于美国的根本利益。它们的工作被纳入“

北约+”加以协调。官方政策文件表明，它们的对华战略是去风险。然而，德国联邦议院

的官员却带头呼吁孤立中国，尽管这意味着德国制造商将失去相当多的市场44。同时，

德国内部正在推动再军事化。

• 全球南方新的多边机构和替代性发展融资模式势头日益强劲。这可以从对“一带一

路”倡议的广泛支持和对加入金砖国家（即现在的金砖十国）兴趣渐增中看出。近

80%的联合国会员国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这些国家约占全球人口的64%，经济总量

在2022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52%45。金砖十国占世界总人口的

45.5%，其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合计占全球的35.6%。相比之下，虽然七国集团

（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0%，但其在全

球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中的占比为30.4%46。

• 全球南方正在失去对美欧经济、政治和道义领导力的信心。是中国，而不是美国，促成

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达成突破性的外交协议。俄罗斯和中国现在以本币结算两国间大

部分贸易。金砖十国正在成立一个工作组，探讨美元替代方案，包括国际支付系统和可

能的新储备货币。在联合国有关加沙停火决议的投票中（A/ES-10/L.25），全球北方有

14国反对和120国赞成，遭遇重挫。

• 600多年来，首次出现了一个可信的经济和政治替代方案，可以替代由欧洲及其后裔白

人殖民国家主导世界事务的状况。第一，是由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集团。第二，是全球

南方日益增长的国家主权、经济现代化和多边主义的愿望。

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囊团，也是美国政府的智力核心。鉴于

这些转变，该中心的美国政治统治阶级领导人将美国的地缘战略定义为同时击败俄罗斯和中

国，这意味着全球北方将控制欧亚大陆。中俄两国的大小、自然资源份额、军事实力、地理邻

近性以及独立于帝国主义支配之外是各自全球观和战略伙伴关系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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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美国的地缘战略世界观

Figure 15: Diagram of 
United States geo-
strategic view of 
the world

这些客观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相比更占主导地位。美国希望完成其尚未完成的俄罗斯无

核化任务。华盛顿悬挂着一些地图，地图上中俄两国被分裂成小块，成为西方的附庸国，失去

独立，当然也没有核武器。

美国全球性地缘战略观
控制欧亚大陆、推翻社会主义国家、无核化并分裂所有潜在对手

图表 15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
注：红色字体为社会主义国家
　ﾠ横线下方为无核国家

以美国为首的盎格鲁-
美利坚核心	

帝国主义集团的
首要目标

控制欧亚大陆
消灭社会主义国家

美国
英国				法国				以色列

中国 俄罗斯
朝鲜 伊朗

核大国

核大国或潜在的核大国

叙利亚			委内瑞拉			古巴			白俄罗斯

如图15所示，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是处于帝国主义攻击前沿中心地带的四个拥核

（或潜在拥核）大国。中国和俄罗斯是两大最主要目标，前者是缘于其经济实力，后者是因

为其核武库。叙利亚、委内瑞拉、古巴和白俄罗斯也是政权更迭的直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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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值非常困难和危险的时刻。全球南方国家高度多样化和异质化，没有形成一个集

团，在意识形态上也不一致。它们当然没有军事联盟。韩国和菲律宾等一些国家已经深陷美

国的军事势力范围。

它们确实有着共同的历史。都遭受了全球北方国家数百年的殖民和半殖民地蹂躏。过去

50年里，白人国家一直试图从历史中抹去其对全世界有色人种民族（包括自己国家的有色人种

民族）发动的恐怖袭击。

西方媒体津津乐道于全球南方内部的巨大差异。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尽管实力

较弱，但依然存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共有认同感不断加强，这一点不容忽视。对国家主

权的要求高度民主。它仍然是改善全球南方人民生活的关键问题，也是迈向社会主义的必要

步骤。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引发了俄国革命（1917年），随后创建了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全面运作的工人国家，并掀起一波革命性的民族解放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48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相继成立，随之而来的是另

一波越南（1954和1975年）和古巴（1959年）等国取得社会主义重大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无法与革命时期相提并论。然而，人们明显情绪高涨，精神觉醒，

要推进前两个时期开始但尚未完成的民族解放计划。西方新殖民主义体系的支配地位受到质

疑。我们正在见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概括起来，我们可以说，世界上明显存在着八大矛盾47：

• 奄奄一息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与正在崛起的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

• 寄生性寻租资本与社会对环境可持续发展、工业、农业和就业的要求之间的矛盾。

•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与全球南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家主权的迫切需求之

间的矛盾。

• 全球北方的统治阶级与全球南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 七国集团（及全球北方其他地区）的白人至上主义统治阶级与全球南方有色人种国家

的大众阶级（工人、农民和下层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 全球南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上层社会与全球南方的大众阶级之间的矛盾。

• 西方帝国主义与地球和人类生活的未来之间的矛盾。

• 全球北方资产阶级与全球北方数百万工人阶级（穷人和日益增多的技术工人和半技术

工人）之间的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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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开始讨论的军事方面，我们在本文中力图分析帝国主义的这一新阶段，帝国

主义阵营的内部运作，并研究全球南方的构成和内涵，以了解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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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1492—1945年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历史Figure 16: Table of common history of Imperialist countries, 1492–1945 

图表 16

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历史
1492-1945年

活跃于非洲奴隶贸易 对外殖民 对内种族屠杀 盎格鲁-美利坚	
白人定居殖民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以色列 以色列 以色列 以色列

新西兰 新西兰 新西兰 新西兰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法国 法国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西班牙 西班牙 西班牙 西班牙

荷兰 荷兰 荷兰 荷兰

比利时 比利时 比利时 比利时

瑞典 瑞典 瑞典 瑞典

挪威 挪威 挪威 挪威

丹麦 丹麦 丹麦 丹麦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奥地利 奥地利 奥地利 奥地利

葡萄牙 葡萄牙 葡萄牙 葡萄牙

希腊 希腊 希腊 希腊

征服、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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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1945年

活跃于非洲奴隶贸易 对外殖民 对内种族屠杀 盎格鲁-美利坚	
白人定居殖民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以色列 以色列 以色列 以色列

新西兰 新西兰 新西兰 新西兰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法国 法国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西班牙 西班牙 西班牙 西班牙

荷兰 荷兰 荷兰 荷兰

比利时 比利时 比利时 比利时

瑞典 瑞典 瑞典 瑞典

挪威 挪威 挪威 挪威

丹麦 丹麦 丹麦 丹麦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奥地利 奥地利 奥地利 奥地利

葡萄牙 葡萄牙 葡萄牙 葡萄牙

希腊 希腊 希腊 希腊

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历史
1492-1945年

瓜分非洲
1884年柏林会议

将中国部分领土
转让日本
1919年《凡尔赛和约》

二战期间法西斯国家
造成中国和苏联共4500多万
人丧生

使用核武器轰炸平民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以色列 以色列 以色列 以色列

新西兰 新西兰 新西兰 新西兰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法国 法国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西班牙 西班牙 西班牙 西班牙

荷兰 荷兰 荷兰 荷兰

比利时 比利时 比利时 比利时

瑞典 瑞典 瑞典 瑞典

挪威 挪威 挪威 挪威

丹麦 丹麦 丹麦 丹麦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奥地利 奥地利 奥地利 奥地利

葡萄牙 葡萄牙 葡萄牙 葡萄牙

希腊 希腊 希腊 希腊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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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北方的财富源于几个世纪以来通过暴力手段窃取的财富（图16）48。经济停滞和对增

长的需求刺激了从其他地区掠夺资源。这种情况早在十字军东征对西亚阿拉伯和穆斯林地区

的军事入侵（1050―1291）时就开始了。

欧洲中世纪暖期的结束（约从950年持续至1250年），以及黑死病瘟疫（1346―1353）

使农民相对于贵族而言处于有利地位。欧洲各地的农民起义和《森林宪章》（Charter of the 

Forest）表明，资本主义的未来远未确定。

随后，欧洲通过其军事化的海上强国开始成为世界霸主，早在1415年，葡萄牙就入侵并

占领了摩洛哥港口要塞休达；我们把这一年作为西方支配世界600多年以来的开端。第一个

欧洲殖民大国葡萄牙利用热那亚金融资本为其远征提供资金，其他欧洲国家在15世纪纷纷

效仿。

它们征服全球有色人种国家，剥夺当地人手中的土地，使其劳动处于附属地位，从而产生

种族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层渗透到了欧洲社会及其所征服民族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中。这

种现象在白人殖民定居者国家中最为明显，从一开始就以种族为目的。在这些白人殖民定居

者国家中，美国和以色列目前代表着最深刻、最持久、最根深蒂固的种族-宗教推进史。

经济分析表明，英国资本主义投资的真正增长始于奴隶贸易利润和对印度等国的掠夺，

这使其固定资本投资出现历史性的增长。这在所谓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为“工业革命”提

供资金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在2022年的一项研究中，乌萨·帕特纳伊克（Utsa Patnaik）指

出，英国在1765年至1936年之间从印度攫取了45万亿美元（按复利率计算，因为仍然尚未偿

还）49。英国的绝大多数主要机构都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利。而这种种族意识形态基础

反过来又塑造了后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又在其美洲和澳大拉西亚的历史核心区以外建立了多个白人殖民项

目，包括肯尼亚、南非和津巴布韦。这些“成功”的项目并非通过在无人居住的土地上定居 

（无主地谬论）实现，而是通过种族灭绝和军事征服来建立白人占多数的人口和国家。1904

年至1908年间，德国在纳米比亚杀害约8万名赫雷罗人和纳马人，这是20世纪的第一次种族灭

绝。其中5个国家今天仍然存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以色列，全都是英国的计

划（英国在16世纪中期就开始殖民征服爱尔兰）。英国在美洲扮演的角色促成了美利坚合众

国的诞生。臭名昭著的英国《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1917年）对以牺牲当时英国

殖民地巴勒斯坦为代价形成以色列来说至关重要。犹太复国主义者需要在以色列建立一个对

抗“亚洲野蛮人”的屏障。在美国，没有其他国家像以色列那样具有影响力。美国因其规模和

作用，仍然是世界恐怖主义的主导力量，但以色列在暴力和军费开支方面的作用却非常大。以

色列拥有核武器，而西方媒体却对此轻描淡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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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国到现代，美国一直被定义为一个种族计划。在《美洲大屠杀：征服新世界》 

（1992）一书中，大卫·E. 斯坦纳德（David E. Stannard）估计，在欧洲征服美洲的头150年

中，高达1亿土著居民死于征服及其相应的疾病、战争和奴役等影响。

到1860年，仅在美国就有将近400万黑人奴隶50。到2022年，美国监狱中有超过72万黑

人。尽管黑人仅占美国人口的12%，但却占监狱囚犯总数的38%。尽管美国仅占全球人口的

5%，但其囚犯人数却占世界囚犯总数的近20%51。在奴隶制开始（最早记录的运奴船抵达是

在1519年）50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仍然每天将数以万计的黑人单独监禁，尽管联合国认为这

是一种酷刑52。直到2013年，密西西比州才正式批准了关于废除奴隶制的第十三修正案（该修

正案于1865年12月6日首次正式写入宪法）53。我们只有认识到美国阶级结构的种族化特征，

才能理解美国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北约2023年声明和一致支持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充分证明，帝国主义与历史

上的种族问题是分不开的。六百多年来，欧洲国家和白人定居殖民国一直在寻求并成功主宰

着非洲、美洲、亚洲乃至整个世界。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试图把这种主宰延续至少一千年。最初，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所有

国家都是白人国家。随着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包括遭原子弹轰炸，日本被同化到帝国主义阵营

中，最终取得了南非人所说的“名誉白人”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日本曾经是一个

法西斯主义国家，同时还将其帝国扩张与种族化行径捆绑在一起。

帝国主义还具有种族化的父权制基础，这可以追溯到西方殖民化和父权制如何重塑两性

劳动分工，控制妇女生殖能力，剥削妇女的无偿劳动，作为资本积累在国际上扩张的条件54。

从那时到现在，基于性别的屈从和暴力广泛用于战争和征服，从日军在侵占中国和印尼期间

对数以万计“慰安妇”的性奴役，到现在菲律宾美军基地内发生的性剥削，都是如此55。

美国出现在图16中8种历史暴力的7种并非偶然。这一过程并非始于1890年代现代帝国主

义的发展，它可以追溯到1492年欧洲首次入侵美洲。

2023年10月，在联合国的193个成员国中，只有美国和以色列投票反对结束对古巴的非法

禁运和封锁。2023年10月16日，当起草一项呼吁在加沙停火的决议草案时，美国国会众议院没

有一个白人众议员签字支持56。从在西非的葡萄牙奴隶贩子到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和美国种

族灭绝者，其间有一条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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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化帝国主义”的历史和定义

前史
现代帝国主义的前史始于1415年欧洲开始海上扩张。非洲是第一个受害者，随后是殖民

美洲，数百万土著居民遭到种族灭绝，然后是欧洲（及其定居殖民国）迅速依赖源自人类奴隶

制的血腥资本，持续了400年。

英国成为现代强国始于对奴隶和殖民劳工的吸血鬼式依赖。英国在大西洋奴隶贸易

及其殖民征服中造成了数百万人死亡。美洲的奴隶劳动，以及英国攫取西班牙和葡萄牙殖

民地以外的大部分美洲剩余地区，为所谓的原始或者说初始积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术

语“ursprüngliche Akkumulation”）提供“特殊”成分57。

美帝国主义除了以种族项目起家外，还有一条独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包括以下方面：

• 一种高利润的资本主义奴役形式。

• 一个在大片领土上肆意扩张的国家，没有任何封建残余。

• 唯一一个领土没有受到其他帝国主义军事攻击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

• 欧洲已经瓜分世界之后才开始崛起的帝国势力。

• 通过门罗主义（1823年）以及“天命论”（Manifest Destiny）和“美国例外论”（US 

exceptionalism）等概念，自我定义无限权力。

自从现代工业兴起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经历了两个连续的由单一资本主义大国

主导的时期―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从18世纪末到二战期间，英国被认为是国际金融中

的主导力量。然而，这一格局在1931年英国停止英镑兑换黄金并放弃金本位制后彻底崩溃。实

际上，美国的主导地位从一战开始就很明显，公认的美国霸权始于1945年，同时欧洲陷入四分

五裂。因此，帝国主义体系的核心就是所谓的“盎格鲁-美利坚计划”。

美国经济规模在19世纪70年代超过了英国，但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直

到20世纪才与英国持平。到1913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是英国的两倍58。但

直到1945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是英国的五倍），美国的霸权地位才得以完全而正式地确立。

当时，美国制造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产品。



43

历史
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

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1916年）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Finance Capital）一书，阐释了金融资本在19世纪末

期的崛起，标志着从古典自由资本主义转向金融驱动的帝国主义59。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意味

着需要更多资本支出来扩大生产。这超出了大多数单个资本家参与传统竞争的能力，导致寡

头和垄断企业的支配地位，并重组金融体系以满足其要求。

与此同时，技术也在变革。19世纪90年代，蒸汽动力到电力的转变，见证了生产力和工厂

生产的飞跃：能源效率提高、维护成本降低、权力下放、工厂车间重新布局、大规模生产，以及

劳动分工和社会化程度大幅提高。后来，随着晶体管的发明和计算机的兴起，这种生产力的

快速变革再次发生。

列宁指出了这一新阶段的五个特征：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形成；生产和垄断集中；资本输

出；瓜分世界的垄断同盟已经形成；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帝国主义

国家间的冲突日益加剧。

这些变化意味着资本主义新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即现代帝国主义阶段，已经开始。不可

能再有新的资本主义阶段（因为没有竞争的制度就不是资本主义）。

列宁的这本书写于十月革命前夕。苏联成立后，劳资矛盾发生质变，不再仅仅是国家内部

的矛盾，还包括阶级基础不同的国家间矛盾。

现代帝国主义完全继承了欧洲支配和剥削世界的历史。列宁将现代帝国主义产生的超额

利润定义为“超过全世界一般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利润的“额外利润”60。

一战后，国际资本主义的分裂在大萧条（1929―1939）期间再次加剧，各帝国主义列强将

其经济用关税和其他壁垒保护起来。二战结束前，以美国为首的全球金融体系重组于1944年

7月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达成一致。主要货币可兑换美元，美元可兑换黄金，确立了“绿色黄

金”（green gold）美元的新霸权地位。为确保其规定得到实施和遵守，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世界银行的前身）。从那时起，这两家机构一直是美国主宰全

球南方的关键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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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
1945年，美国在资本主义列强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美元开始称霸。1945年至1971年

是美帝国主义的扩张阶段。在此期间，美国确实遭受了重大政治损失，例如出现了一些新成立

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出于对自己的生产优势充满信心，美国在二战后开始彻底重组全球资

本主义体系。美国取消了认为对自身发展没有必要的关税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但保留了有

利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补贴措施）。二战后新的“全球化”世界资本主义组织在其国际结构上与

1945年前的资本主义体系有显著不同。与以前的殖民帝国时代相比，它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

正如马克思在谈到英国时所说，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在自由贸易的表象背后，始终存在着垄

断。在其国际军事机器庇护下，美国深化了这种帝国主义垄断统治。

北约成立于1949年，最初有三个目标：第一，阻止共产主义传入西欧；第二，确保所有其他

帝国主义国家在军事上服从美国；第三，建立军事集团，遏制和最终推翻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美国还通过经济一体化、依赖关系（以1948年开始的马歇尔计划为标志）以及政治服从（例

如通过1954年开始的比尔德堡会议等机构）开始驯化欧洲精英阶层，并获得他们对北大西洋

计划的支持61。

美国在殖民世界有3个目标。首先，最终打垮欧洲的控制，消除对美国经济利益的障碍。其

次，禁止欧洲与社会主义阵营结盟。第三，挫败任何受共产主义启发或领导的革命计划。

在20世纪初，除了古巴和菲律宾等少数例外，美国从未有过在当地全面统治或管理当时

被称为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目标或愿望。通过使用军事力量、秘密行动、经济

诱惑和美国的“软实力”，美国制定了一种新殖民主义战略：名义上的政治独立和近乎完全的

经济从属。第一个负责征召欧洲人加入战后美国霸权计划的机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

世界银行），在马歇尔计划启动后就把工作重心转向全球南方。

新自由主义
帝国主义的下一阶段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出现是为了应对20世纪60

年代开始的经济停滞（1974年危机使经济停滞更加严重）和左翼领导的第三世界计划所产生

的政治威胁62。新自由主义首先由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带领下的“芝加哥男

孩”在智利（1973年）和阿根廷（1976年）进行实验。这两次实验都是在美国支持下通过血

腥政变实施的，造成数万人死亡，以根除对左翼计划的支持。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1979年当选英国首相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为其

全球崛起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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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现在的说法，到1981年，美国已经成为债务国。1991年苏联解体使美国能够进行更赤

裸裸的帝国主义扩张，尤其是在军事领域。新自由主义的突出特点包括：

• 世界经历了经济全球化和垄断资本金融化，美国创造的“超级帝国主义”金融垄断特

权使美元脱离了金本位。

• 美国咄咄逼人地将其知识产权扩展到全世界，实现了近乎永久性的全球垄断。有形商

品经济受到了虚拟经济的支配。大量小型生产领域被无情地摧毁。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贯奉行紧缩政策，使全球南方陷入贫困并背负巨额债务。

这些债务只能通过出口北方国家愿意用美元支付的商品来偿还。与其他银行不同的是，世

界银行可以制定其债权人的经济政策，缩减政府规模，令其货币贬值，以确保美元的主导

地位。私有化、限缩公共部门、削弱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全球南方）以及

劳动力散工化是其核心政策要求，这加剧了贫困和妇女无偿劳动等不平等现象63。

• 工厂生产和供应链的解体（在技术大变革和美国补贴石油价格推动下）不仅大幅提高

了生产率，而且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为全球资本及其跨国公司创造了巨大优势。资

本能够轻而易举地在各个弱小的全球南方国家之间转移生产环节，巴西和南非等较晚

进入工业化的全球南方国家遭遇了去工业化。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幅员辽阔使其免于这

一命运。

• 从生产转向投机金融和垄断寻租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以

及通信技术革命）使金融投机资本的大规模实时流动成为可能。

• 一种先进的垄断生产和流通新形式出现于多个经济部门。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垄

断资本的崛起中，谷歌等一些垄断企业和寡头企业主导着整个世界（中国、俄罗斯、伊

朗、朝鲜、古巴和其他几个国家除外）。

• 国家强制力不断加强，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新法西斯民粹主义抬头。

• 美国科技的无孔不入及其经济垄断地位使西方文化、政治和外交政策霸权的崛起成为

可能，例如谷歌、脸书、WhatsApp、Instagram和推特等64。

迈克尔·哈德森（Michael Hudson）的著作《超级帝国主义》（Super Imperialism，1972年

出版）描述了美国放弃金本位后世界其他国家的巨大失败65。美国没有购入黄金维持本币，而

是迫使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将其美元盈余转为购买美国国债。这使得美国能够迫使世界其他

国家偿还其债务，包括越南战争产生的债务。美国成为债务国，但能够通过美元-华尔街复合

体这一工具将债务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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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这一进程的是技术和生产力的巨大变革。以半导体为例，从1954年第一个商用硅晶

体管诞生到到2023年6月发布的拥有1340亿个晶体管的Apple M2 Ultra芯片，晶体管的密度增

加了1000亿倍66。

美国科技部门实力崛起首先得益于技术进步对军工复合体的重要性，其次是美国在世界

贸易中的支配地位使其能凭借雄厚的商业实力来强化硅谷的中心地位。因此，硅谷既强化了

美国的核心军事情报职能，也从中受益。

网络效应的基本特性使得许多技术领域迅速形成了“自然”垄断和寡头垄断。正如一百

年前的电话交换机，像谷歌这样的公司一旦在搜索功能方面的市场份额达到一定阈值并开始

获利，就变成了垄断。云计算等技术使亚马逊从单纯的零售业垄断转而在新市场上挑战谷歌

和微软。

“软实力”（soft power）一词由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但只

是将葛兰西（Gramsci）的霸权概念延伸到美帝国主义的一个标签。以下“产业”是美国全球霸

权的一部分：文化、信息、娱乐、非营利组织（NGO）、学术界和智库。所有这些都依赖于共同

的集中式通信产业，其中包括海底光缆、卫星、电信网络、大型数据中心，以及推特、脸书和谷

歌等数字通信公司。

在上个世纪，通信技术大约经历了五个阶段：

1. 大众媒体广播、电话机和“对讲机”（1920―1950年）。

2. 电视和广告业的兴起（1950―1970年）。

3. 数字革命、互联网（实际上始于1969年的美国军事项目）的大规模发展（1980―2000年）。

4. 移动和第一代社交媒体（2000―2005年）。

5. 无处不在的移动、智能设备和互联网电视（OTT）视频流媒体垄断，如网飞（Netflix）、 

Amazon Prime、Disney+、电脑特效（CGI）、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以及即将出现的受

人工智能影响的媒体（2005年至今）。

这五代技术中每一代都在美国军事和情报机构的监视下先被商业化，然后“武器化”。好

莱坞因这些关系而臭名昭著。第五代技术代表着能力在数量和质量上的飞跃。美国科技和媒

体公司作为美国霸权的代理人，现在有效地控制着全球南方青年听到的大部分声音。虽然推

技术与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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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可能正在衰落，而且主要是各阶级发表见解的空间，但脸书和Instagram以及网飞等流媒体

服务已经渗透到数十亿工人阶级的生活中。

以印度为例。2023年的前十个月，印度互联网用户规模达5.1亿，上网时长共计3710亿

小时，浏览量达2.9万亿次。其中社交媒体停留时长1050亿小时，娱乐740亿小时，新闻105

亿小时，网购100亿小时，其他（主要是金融）128亿小时。2023年10月期间，18-24岁人群花

在Instagram上的时间平均为940分钟，在YouTube上708分钟，在脸书上387分钟，在推特

上117分钟。2023年10月期间，以下OTT视频流媒体的观众数遥遥领先：迪士尼：1.7亿；MX 

Player：9900万（据报道，该印度公司正在与亚马逊谈判）；JioCinema 9200万（股东包括信实

工业〔Reliance〕、派拉蒙〔Paramount〕和詹姆斯·默多克〔James Murdoch〕），以及ZEE5、网

飞和索尼等其他公司。尽管宝莱坞正在崛起，但好莱坞仍在印度占据一席之地67。

在全球范围内，西方媒体对社交媒体采用4种审查方式：“影子封杀”（shadow banning）

或“幽灵封杀”（ghosting）（意指秘密限流观众）、白名单和黑名单（优先考虑自己需要的内容；

贬低或抹掉不需要的内容）、私下不可见的算法操纵，现在甚至直接删除和限流内容或用户。

据估计，73%的互联网流量来自所谓的“坏机器人”，尤其包括由美国和以色列政府控制

的虚假用户账号68。流量中有一半以上使用了模仿人类行为的规避技术。这些技术被系统地

用于美国的一系列软实力活动，包括选举和民众情绪。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美国的文化优势”（America’s cultural supremacy），为美利坚帝

国担忧：“保持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对一个已过巅峰的超级大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缓冲。诀窍

在于不要在上面打瞌睡”69。

然而，美国情报部门对每一通电话、每一条信息、每一次按键的详细控制，都会给全球南

方带来极大的风险。必须认真关注数字主权问题，不容忽视。

虚拟资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批判性分析了虚拟资本的兴起70。国际清算银行2023年6月的

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底，未到期衍生品的名义价值总额（包括利率、外汇和股票三

种类型）达715万亿美元，比6个月前增长16％，按当前汇率计算，是世界国内生产总值（购买

力平价）的4倍多、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7倍71。这些衍生品的总市值接近20万亿美元。

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等对冲基金和贝莱德（BlackRock）等私募股权公司

从事超级投机。用来解释衍生品的一个类比是，如果站在两面微微倾斜的镜子之间，你可以看

到自己的一系列影像。你仍然是真实的，但这些影像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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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资本是虚拟的，但其结果并非如此。对全球南方的自然产品和企业的大规模剥夺规

模已达数万亿美元，速度以毫秒计72。

2008—2022：过渡
1991年苏联解体使人们对美国资本下的帝国主义产生了新的永恒信心。由此，他们可以

把前苏联的市场据为己有，并有一种实现“天命论”（Manifest Destiny）之感。“历史终结”的

观点和单边主义情绪的出现主导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国其他战略机构的思想。

面对本国经济中资本创造速度的下滑，加上金融化和知识产权使垄断更为盛行，更大比

例的资本回避生产性投资，越来越多地追求短期收益，投机性更强。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们所说的“第三次大萧条”〔Third Great Depression〕的起

始）意味着以往用于对抗停滞的工具逐渐失效。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牢不可破，加剧了全球北方

的警惕。接下来的14年是新自由主义阶段结束的过渡期。从21世纪初到2022年，重大转变开

始发生。一些转变加速了资本整合，另一些转变则标志着资本存续危机的开始。

1. 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崛起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2.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全球南方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40%上升到60%。

3. 2008年的“大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到2022年，欧洲

的10年人均增长率不到1%，美国为1.5%。

4. 欧洲和日本资本被“非国有化”，而资本市场的快速变化又加速了这种“非国有化”。现

在，它们在基本问题上与美国完全融为一体，依赖并服从于美国。

5. 中国巩固了自身的社会主义事业，西方希望出现一个新的“中国戈尔巴乔夫”的愿望彻

底落空。

6. 北约国家增加了全球军事干预次数，但在阿富汗、伊拉克，甚至是一定程度上在叙利亚

等地遭遇一系列失败。

7. 美国决定将北约扩大到东欧，并将乌克兰作为控制俄罗斯的核心代理国，引发了一场

核大国间的重大军事冲突。

8. 手握相对经济和政治霸权的美国开始大规模扩大实施制裁、法律战、关税，扣押外汇

储备。

9. 为了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美国开始动用关税和保护主义，对中国进行全面的软实力

攻击，并挑起一场新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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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国统治阶层的主要发声者公开谈论利用其军事霸权阻击中国的可能性。自他们 

“失去”俄罗斯以来，至少是在普京掌权期间，美国正专注于计划如何完成其历史

使命，一劳永逸地令欧亚大陆臣服。这最终可能导致俄中去核化和肢解。

帝国主义时期划分
过去100年，帝国主义有所变化。我们可以大致概述以下几个关键时期：

• 1890—1916：现代帝国主义兴起。

• 1917—1939：苏联诞生、英国霸权衰落、帝国主义间持续的极端竞争、法西斯主义兴

起、社会主义思想在全世界传播以及经济大萧条。

• 1940—1945：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德日侵略。

• 1945—2008：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国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霸权时代，全球南方

民族解放斗争的推进和直接殖民主义的终结，古巴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重要性渐

增，生产力的巨大变化，以及美国杀害数千万人的无数战争。这一时期可细分为两部

分：20世纪50和60年代的所谓美帝国主义黄金时代；随后是20世纪70年代，转向停滞

和新自由主义。

• 2008—2023：美国单边主义的虚幻希望被另一种认识取代――在一代人的有生之年，

强大的非白人社会主义国家将在经济上战胜美国。1918年，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

主义共和国（苏俄）成立的第73天，列宁离开他在斯莫尔尼学院（彼得格勒）的办公

室，在雪中跳起舞来，庆祝苏维埃政权的持续时间超过了巴黎公社。2023年11月1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27077天，超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的持续时间。正如习近平

主席所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总之，这些变化表明正在过渡到帝国主义的一个新阶段：极化帝国主义（Hy per-

Imp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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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
义阵营：49国，分为4环
（2023年）

Figure 17: Diagram of the 
US-Led Imperialist 
Camp | 49 
countries | 4 rings, 
the Global North, 
2023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49国，分为4环
全球北方（2023 年）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
注：各环内的国家按国内生产总值降序排列（截至 2022 年）

图表 17

如图17所示，全球北方目前是一个由49国组成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一体化集团。其中包括

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日本以及次要的西欧和东欧国家。这个以美国

为首的集团是当今世界的帝国主义阵营。

军事、政治和经济一体化集团
白人定居殖民国 + 欧洲 + 日本

以美国为首的盎格鲁-美利坚核心（6）
欧洲核心（9）
日本+欧洲次强国（15）
前东欧集团（19）

全球北方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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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2023年全球北方“诸
环”图

Figure 18: Map of Global 
North ‘Rings’, 2023全球北方“诸环”

2023年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
注：地图仅显示联合国（UN）会员国
地图详情：奥博-戴尔等积投影图 (Hobo-Dyer Equal Area Projection)
国家边界：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中国视角 (https://github.com/wri/wri-bounds)，
最后更新于2017年5月4日

全球北方四环

1. 以美国为首的盎格鲁-美利坚核心（6）
2. 欧洲核心（9）
3. 日本+欧洲次强国（15）
4. 前东欧集团（19）

图表 18

如图18所示，“全球北方”从根本上属于北大西洋范畴，其中有三个外围国家――澳大利

亚、日本和新西兰。

受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提出的“三角同盟”（Triad）概念的启发，并加以扩展和修

改以适应目前的实情，全球北方集团的构成最好可以理解为四个同心环 。各国在诸环中的位

置取决于其与美国的关系及其情报部门与美国情报部门的密切程度。以下为详细分析：



图	19：	第一环：以美国为首的盎格鲁-美利坚核心，所选信息按2022年购买力平价GDP排序，第1-2部分Figure 19: Table of Ring 1: US-led Anglo-American core, select information, sorted by GDP 
(PPP), 2022 – Parts 1–2

图表 19

第一环：以美国为首的盎格鲁-美利坚核心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总体情况 美国情报关系网

加入联合国的
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购买力平价)
“五眼” “九眼”“十四眼”

美国 1945 338 25,463 2.1% 76,343 是 是 是

英国 1945 68 3,717 1.5% 54,824 是 是 是

加拿大 1945 38 2,265 1.8% 58,316 是 是 是

澳大利亚 1945 26 1,629 2.4% 62,026 是 是 是

以色列 1949 9 502 4.1% 51,990

新西兰 1945 5 266 3.1% 51,962 是 是 是

总计
全球占比

6 个国家
   

485

6.1%

33,843

20.7%

70,326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联合国（U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编制

第一环：以美国为首的盎格鲁-美利坚核心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二部分

国家

军事

加入北约
的年份 北约+

调整后的
军费开支
(百万美元)

调整后该国人
均军费开支与
世界人均军费
开支的比值

(倍数)

美国军
事基地
数量

(不含美
国国内)

帝国主义内
部的军事派
遣次数

对全球南方
的军事派遣

次数
核武器大国

美国 1949 是 1,536,859 12.6 22 34 是

英国 1949 是 68,463 2.8 25 8 24 是

加拿大 1949 是 26,896 1.9 2 6 7

澳大利亚 是 32,299 3.4 17 8

以色列 23,406 7.2 7 是

新西兰 是 2,829 1.5 4

总计
全球占比

1,690,752

58.9%
51 36 77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联合
国（UN）、“超越战争的世界”组织（World Beyond War）和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数据编制

全球北方第一环：6个以美国为首的盎格鲁-美利坚核心帝国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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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环（如图19所示）是帝国主义的内核。作为二战战胜国的白人英语国家，五眼联盟

（1946年英美签署情报协定，1948年加拿大加入，1956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入）国家成为

盎格鲁-美利坚计划（Anglo-American Project）的“禁卫军”（Praetorian Guard）。五眼联盟

由英国及其所衍生的白人定居殖民国组成。以色列，被美国视为第六只眼，是此内核的非正

式部分。这一环中的国家凝聚力仍在；一个例子是2021年9月创建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了解全球北方的根本关键在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二者都是白人定居殖民

国，建立在白人至上主义和宗教狂热的基础上并为之辩护，是全球北方第一环的核心。美国

由白人、宗教极端分子建立，他们在1690年构想并建立了殖民地定居点，称之为“宗教的种植

园”74。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这些白人清教徒，才能在“美国荒野”（American wilderness）实

现上帝的计划。对印第安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和对非洲人的奴役被视为其种族和宗教优越性的

必然和显然的结果。

以色列是英美国帝国主义的产物，由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组织而成。一战期间，英国

《卫报》的军事专家赫伯特·赛德博瑟姆（Herbert Sidebotham）这样描述以色列：“巴勒斯

坦唯一可能的殖民者是犹太人……既是对抗异教东方的保护，又是东方与我们之间的中间人，

一种明显有别于我们但又充满我们政治思想的文明75。”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摆脱歧视”

只是形成以色列这个犹太和白人至上主义国家的借口。

如前所述，从1776美国摆脱英国统治实现独立到2019年的245年中，美国有228年处于战

争冲突状态，只有17年处于“和平”状态。

在其历史上，英国军队（或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军队）曾对如今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的171

个国家有过侵略、控制或冲突，占国家总数的十分之九76。

在其仅有的72年历史中，以色列已“正式”（officially）对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挑

起了16场军事冲突。其中四分之一发生在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执政期

间（1996―1999；2009―2023）。当然，这些“正式”统计数字并未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

军队对巴勒斯坦人的多次入侵。

以色列的白人种族主义和宗教蛊惑已经从意识形态上的理由转变为物质力量，推动了如

今帝国主义的质变。美国的人均军费开支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6倍，以色列是7.2倍，这两个数

字在全球北方国家中排前两位，是最好的例证。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的第一个月，以色列杀

害的平民数量超过了自2022年以来乌克兰平民死亡人数的总和，使用的炸弹总当量超过了广

岛和长崎两颗核弹之和77。



55

美国国会研究处报告说：“以色列是二战以来累计接受美国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以色

列是美国以外首个购入美国国防部第五代隐形战机F-35联合攻击战斗机的国家，F-35被认为

是有史以来技术最先进的战斗机”78。扣除通胀因素，1951年至2022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总

额为3179亿美元79。

然而，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推动该地区政治议题的是美国，而不是以色列。布林肯的“

穿梭外交”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针对巴勒斯坦抵抗力量和地区大国的“适度”行动定规

和定调。美国为以色列提供必要的政治和军事支持，以“永久”消灭巴勒斯坦抵抗力量，威慑

伊朗及其盟友，并推进与阿拉伯邻国的关系正常化。美国的所有这些干预措施都是为了给计

划中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建设奠定基础，该走廊不仅是一条经济走廊，本质上

也是一项意识形态和政治计划，旨在阻止中国在该地区日益融入及影响力不断增长。因此，以

色列是美国计划中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的“中心枢纽”。该计划在七国集团“全球基础

设施投资和伙伴关系”（PGI）框架内提出，这是一个全球北方的世界性计划，主要为了对抗中

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任何形式的全球南方长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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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第二环：欧洲核心，所选信息按2022年购买力平价GDP排序，第1-2部分Figure 20: Table of Ring 2: European core, select information, sorted by GDP (PPP), 
2022 – Parts 1–2

图表 20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联合国（U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编制

第二环：欧洲核心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总体情况 美国情报关系网

加入联合国的
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购买力平价)
“五眼” “九眼”“十四眼”

德国 1973 83 5,370 1.2% 64,086 是

法国 1945 65 3,696 1.1% 56,305 是 是

意大利 1955 59 3,059 0.4% 51,827 是

西班牙 1955 48 2,272 1.4% 47,711 是

荷兰 1945 18 1,244 1.9% 70,728 是 是

比利时 1945 12 735 1.5% 63,268 是

瑞典 1946 11 695 2.4% 66,091 是

挪威 1945 5 427 1.6% 78,014 是 是

丹麦 1945 6 419 2.1% 71,332 是 是

总计
全球占比

9 个国家
   

306

3.8%

17,918

10.9%

58,334

全球北方第二环：9个欧洲核心帝国主义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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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全球南方洞见”依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联合国
（UN）、“超越战争的世界”组织（World Beyond War）和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数据编制

第二环：欧洲核心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总体情况 美国情报关系网

加入联合国的
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购买力平价)
“五眼” “九眼”“十四眼”

德国 1973 83 5,370 1.2% 64,086 是

法国 1945 65 3,696 1.1% 56,305 是 是

意大利 1955 59 3,059 0.4% 51,827 是

西班牙 1955 48 2,272 1.4% 47,711 是

荷兰 1945 18 1,244 1.9% 70,728 是 是

比利时 1945 12 735 1.5% 63,268 是

瑞典 1946 11 695 2.4% 66,091 是

挪威 1945 5 427 1.6% 78,014 是 是

丹麦 1945 6 419 2.1% 71,332 是 是

总计
全球占比

9 个国家
   

306

3.8%

17,918

10.9%

58,334

第二环：欧洲核心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二部分

国家

军事

加入北约
的年份 北约+

调整后的
军费开支
(百万美元)

调整后该国人
均军费开支与
世界人均军费
开支的比值

(倍数)

美国军事
基地数量

(不含美国
国内)

帝国主义内
部的军事派
遣次数

对全球南
方的军事
派遣次数

核武器大国

德国 1955 是 55,760 1.9 171 8 9

法国 1949 是 53,639 2.3 5 26 是

意大利 1949 是 33,490 1.6 45 5 15

西班牙 1982 是 20,307 1.2 3 3 12

荷兰 1949 是 15,607 2.5 7 6 7

比利时 1949 是 6,867 1.6 12 2 6

瑞典 是 7,722 2.0 2 7

挪威 1949 是 8,388 4.3 8 2 7

丹麦 1949 是 5,468 2.6 1 4 4

总计
全球占比

207,247

7.2%

247 37 93

全球北方第二环：9个欧洲核心帝国主义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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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世界的划分

如图20所示，第二环最接近以美国为首的内核，即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比

利时、瑞典、挪威和丹麦。这一环由每个国家与美国的亲近程度以及其情报机构与美国的互信

度界定。

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80。军事功能是这种政治集中的基本表现形式。二战

后，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对通信及其所有相关功能的控制已经成为国家的新战略

情报资产，并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对世界广大地区的霸权控制。

得益于“维基解密”和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与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勇气，世界首次公开目睹了帝国主义势力之间情报关系的秘密世界81。

具有启发性的是，美国把五眼联盟之外的信任度和与以色列的隐秘特殊关系列为优先事

项。随后，美国秘密但正式地成立了“九眼联盟”，丹麦、挪威、法国和荷兰也加入其中。欧洲

国家不愿公开或私下承认以色列是正式成员。此外，以色列并不完全信任许多欧洲大国的情

报工作，因此各方都允许美国继续与以色列保持特殊关系。

二战结束50年后，美国继续把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前法西斯列强排除在五眼和九眼

联盟之外。二战结束后，美国建立了一个以欧洲前法西斯势力和其他欧洲国家臣服于美国及

一体化为前提的国际体系。这个臣服和一体化过程在美国构建的军事机器中表现得很明显，

北约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战败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建立了一套美国军

事基地系统，使华盛顿得以搁置有关战败国拥有主权军事或外交计划的讨论。



59

因此，2001年又有五个国家（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典）加入“九眼”，形成

了“十四眼联盟”82。2005年至2009年间，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担忧与日俱增。非正式的 

“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已经开始,但正式启动推迟到了2012年奥巴马上台后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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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世界的划分

图	21：	第三环：日本+欧洲次强国，所选信息按2022年购买力平价GDP排序，第1-2部分Figure 21: Table of Ring 3: Japan + secondary European powers, select information, sorted by GDP 
(PPP), 2022 – Parts 1–2

图表 21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联合国（U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编制

第三环：日本+欧洲次强国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总体情况 美国情报关系网

加入联合国的
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购买力平价)
“五眼” “九眼”“十四眼”

日本 1956 124 6,145 0.5% 49,090

瑞士 2002 9 754 1.9% 86,262

爱尔兰 1955 5 684 8.9% 132,359

奥地利 1955 9 604 1.2% 66,889

葡萄牙 1955 10 439 1.6% 42,692

希腊 1945 10 393 0.6% 37,526

芬兰 1955 6 324 1.0% 58,445

卢森堡 1945 1 91 2.6% 141,333

塞浦路斯 1960 1 47 2.5% 51,774

马耳他 1964 1 31 6.1% 59,408

冰岛 1946 < 1 25 3.2% 67,176

安道尔 1993 < 1 5 1.3% 66,155

圣马力诺 1992 < 1 3 1.8% 79,633

列支敦士登 1990 < 1

摩纳哥 1993 < 1

总计
全球占比

15 个国家
   

176

2.2%

9,543

5.8%

53,935

全球北方第三环：日本和14个欧洲帝国主义次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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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联合
国（UN）、“超越战争的世界”组织（World Beyond War）和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数据编制

第三环：日本+欧洲次强国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总体情况 美国情报关系网

加入联合国的
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购买力平价)
“五眼” “九眼”“十四眼”

日本 1956 124 6,145 0.5% 49,090

瑞士 2002 9 754 1.9% 86,262

爱尔兰 1955 5 684 8.9% 132,359

奥地利 1955 9 604 1.2% 66,889

葡萄牙 1955 10 439 1.6% 42,692

希腊 1945 10 393 0.6% 37,526

芬兰 1955 6 324 1.0% 58,445

卢森堡 1945 1 91 2.6% 141,333

塞浦路斯 1960 1 47 2.5% 51,774

马耳他 1964 1 31 6.1% 59,408

冰岛 1946 < 1 25 3.2% 67,176

安道尔 1993 < 1 5 1.3% 66,155

圣马力诺 1992 < 1 3 1.8% 79,633

列支敦士登 1990 < 1

摩纳哥 1993 < 1

总计
全球占比

15 个国家
   

176

2.2%

9,543

5.8%

53,935

第三环：日本+欧洲次强国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二部分

国家

军事

加入北约
的年份 北约+

调整后的
军费开支
(百万美元)

调整后该国人
均军费开支与
世界人均军费
开支的比值

(倍数)

美国军事
基地数量

(不含美国
国内)

帝国主义内
部的军事派
遣次数

对全球南
方的军事
派遣次数

核武器大国

日本 是 45,992 1.0 98 3

瑞士 6,145 2.0 2 8

爱尔兰 1,164 0.6 1 3 4

奥地利 是 3,626 1.1 3 3

葡萄牙 1949 是 3,500 0.9 9 1 6

希腊 1952 是 8,105 2.2 5 4 5

芬兰 2023 是 4,823 2.4 1 6

卢森堡 1949 是 565 2.4 1 1 3

塞浦路斯 494 1.1 1 1

马耳他 87 0.5 1

冰岛 1949 是 3

安道尔

圣马力诺

列支敦士登

摩纳哥

总计
全球占比

74,501

2.6%

118 15 40

全球北方第三环：日本和14个欧洲帝国主义次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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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世界的划分

第三环（如图21所示）由15个国家组成，但日本是其中的特殊重点，已成为遏制和压制中

国和俄罗斯的决定性前线力量。不过，我们在此添加了其他效忠于美国但战略意义相对较低

的西欧次强国。其中一些国家，如葡萄牙、芬兰和冰岛，是北约成员。由于对美国军事情报的

重要性不大（不属于十四眼联盟），国内生产总值也较小，葡萄牙是唯一一个不在第二环的前

法西斯殖民国。

因此，帝国主义阵营的第三环包括日本和其他14个欧洲国家（瑞士、爱尔兰、奥地利、

葡萄牙、希腊、芬兰、卢森堡、塞浦路斯、马耳他、冰岛、安道尔、圣马力诺、列支敦士登和

摩纳哥）。

过去几个世纪里，除爱尔兰之外，帝国主义阵营前三环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人类灾难。

英国、美国和荷兰通过非洲奴隶贸易攫取财富。欧洲人在全世界推行殖民主义，整个美洲、

几乎整个非洲和一半以上的亚洲都被殖民者统治。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移民在美洲、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强行驱逐或谋杀土著居民。帝国主义曾多次试图分裂中国，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

导致1842年割让香港，1895年甲午战争后割让台湾。1884―1885年，欧洲殖民者在柏林会

议上肆意瓜分非洲。这种暴力分割法一直持续到今天，例如2011年苏丹南北分治，该国及其

人民遭持续破坏。1919年，帝国主义通过《凡尔赛和约》解体了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将德

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交日本，将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分配给欧洲各战胜国，并重新建立了

以盎格鲁-美利坚势力为首的世界秩序。由于内部危机和帝国主义竞争，法西斯国家在这一阵

营内崛起，引发了二战，导致至少5000万苏联和中国人死亡。在二战的最后阶段，美国用原子

弹轰炸平民。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拒绝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单方面退出了关键的核条约

和导弹条约。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已成为美国的战略盟友。随着1951年签署《美日安保条约》，时任日

本首相吉田茂接受了美军对日本的统治。冷战期间，日本在东线遏制苏联和中国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这一角色如今仍在继续。截至2023年7月，日本是全球美国军事基地第二多的国家

（98个），仅次于德国（171个）。迄今为止，德国的所有美军基地都不在前东德境内。

日本虽然并非北约正式成员，但自2014年以来一直与北约开展单独合作，最近一次是在

2023年7月达成“单独定制伙伴关系计划”（Individually Tailored Partnership Program），

并参加了过去两次北约峰会。日本还定期参加北约盟国与印太地区4个合作伙伴在布鲁塞

尔北约总部举行的大使级会议。这种实际整合可以用《北约2022战略概念》（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解释，该文件指出“与该地区的伙伴合作对于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安全环

境至关重要，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全球力量平衡的转变和中国的崛起，以及朝鲜

半岛的安全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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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日本是七国集团中唯一没有加入北约的国家。2022年，中国被日本政府称为“确保

日本和平与稳定的最大战略挑战”，并宣布计划到2027年将军费支出翻一番，达到国内生产

总值的2%（与北约国家持平），从而突破了日本战后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1%的限制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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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世界的划分

图	22：	前东欧集团，所选信息按2022年购买力平价GDP排序，第1-2部分Figure 22: Table of Ring 4: European former Eastern Bloc, select information, sorted by 
GDP (PPP), 2022 – Parts 1–2

图表 22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联合国（U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编制

第四环：前东欧集团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总体情况 美国情报关系网

加入联合国
的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购买力平价)
“五眼”“九眼”“十四眼”

波兰 1945 40 1,643 3.7% 43,624

罗马尼亚 1955 20 737 3.5% 38,703

捷克 1993 10 519 2.2% 47,955

乌克兰 1945 40 449 -4.0% 12,886

匈牙利 1955 10 408 3.3% 42,121

斯洛伐克 1993 6 219 2.3% 40,211

保加利亚 1955 7 205 2.3% 31,857

塞尔维亚 2000 7 164 2.6% 24,564

克罗地亚 1992 4 155 2.4% 40,128

立陶宛 1991 3 133 3.2% 47,107

斯洛文尼亚 1992 2 103 2.6% 48,757

格鲁吉亚 1992 4 75 4.2% 20,243

拉脱维亚 1991 2 73 2.5% 39,167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992 3 64 2.9% 18,518

爱沙尼亚 1991 1 60 2.9% 44,630

阿尔巴尼亚 1955 3 52 2.8% 18,164

北马其顿 1993 2 41 2.2% 20,129

摩尔多瓦 1992 3 40 2.9% 15,710

黑山 2006 1 16 2.7% 25,862

总计
全球占比

19 个国家
   

167

2.1%

5,156

3.1%

32,662

全球北方第四环：19个前东欧集团国家并入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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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联合
国（UN）、“超越战争的世界”组织（World Beyond War）和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数据编制

第四环：前东欧集团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总体情况 美国情报关系网

加入联合国
的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购买力平价)
“五眼”“九眼”“十四眼”

波兰 1945 40 1,643 3.7% 43,624

罗马尼亚 1955 20 737 3.5% 38,703

捷克 1993 10 519 2.2% 47,955

乌克兰 1945 40 449 -4.0% 12,886

匈牙利 1955 10 408 3.3% 42,121

斯洛伐克 1993 6 219 2.3% 40,211

保加利亚 1955 7 205 2.3% 31,857

塞尔维亚 2000 7 164 2.6% 24,564

克罗地亚 1992 4 155 2.4% 40,128

立陶宛 1991 3 133 3.2% 47,107

斯洛文尼亚 1992 2 103 2.6% 48,757

格鲁吉亚 1992 4 75 4.2% 20,243

拉脱维亚 1991 2 73 2.5% 39,167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992 3 64 2.9% 18,518

爱沙尼亚 1991 1 60 2.9% 44,630

阿尔巴尼亚 1955 3 52 2.8% 18,164

北马其顿 1993 2 41 2.2% 20,129

摩尔多瓦 1992 3 40 2.9% 15,710

黑山 2006 1 16 2.7% 25,862

总计
全球占比

19 个国家
   

167

2.1%

5,156

3.1%

32,662

第四环：前东欧集团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二部分

国家

军事

加入北约
的年份 北约+

调整后的
军费开支
(百万美元)

调整后该国人
均军费开支与
世界人均军费
开支的比值

(倍数)

美国军
事基地
数量

(不含美
国国内)

帝国主义内
部的军事派
遣次数

对全球南
方的军事
派遣次数

核武器
大国

波兰 1999 是 16,573 1.2 5 4 7

罗马尼亚 2004 是 5,187 0.7 9 2 9

捷克 1999 是 4,005 1.1 6 6

乌克兰 是 43,998 3.1 1

匈牙利 1999 是 2,572 0.7 2 4 4

斯洛伐克 2004 是 1,994 1.0 2 3 4

保加利亚 2004 是 1,336 0.5 4 2 2

塞尔维亚 1,426 0.5 1 4

克罗地亚 2009 是 1,309 0.9 3 5

立陶宛 2004 是 1,732 1.8 2 4

斯洛文尼亚 2004 是 735 1.0 4 4

格鲁吉亚 是 360 0.3 2 2

拉脱维亚 2004 是 849 1.3 2 1 3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是 184 0.2

爱沙尼亚 2004 是 811 1.7 1 5

阿尔巴尼亚 2009 是 289 0.3 4 1

北马其顿 2020 是 225 0.3 2 4

摩尔多瓦 是 48 < 0.1 1 4

黑山 2017 是 98 0.4 2 1

总计
全球占比

83,732

2.9%

27 42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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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环由前东欧集团成员和前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1949―1991期间运作）的东

欧成员组成。它们是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新类别，因此萨米尔·阿明（在其关于“三角同盟”的开

创性著作中并未将其包括在内。

帝国主义阵营的第四环（如图22所示）包括波兰、罗马尼亚、捷克、乌克兰、匈牙利、斯

洛伐克、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波黑、爱沙尼亚、

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摩尔多瓦和黑山（不包括白俄罗斯）。其中有5个国家是前苏联加盟

共和国。

这些国家以前并不属于帝国主义阵营。为扩大霸权，美国在该地区进行了军事、政治和文

化上的针对性行动。塞尔维亚是前南斯拉夫的一部分，1999年遭北约轰炸78天。尽管塞尔维

亚至今仍不是北约成员国，但在2023年6月被迫参加北约联合军演。

罗马尼亚加入北约没有经过全民公投。相反，执政政府修改了宪法，允许参议员在未经征

询罗马尼亚人民意愿的情况下做出决定。

美国和西欧的扩张主要以经济附庸关系和北约东扩为手段。其中14个国家是北约成员，

另外4个国家（波黑、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出席了2023年6月的北约维尔纽斯峰会。

其中一些国家由亲北约的右翼政权执政（例如波兰、乌克兰和爱沙尼亚），积极发挥着对抗俄

罗斯的“前线部队”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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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世界其他地区”示意
图，共145国，分为全球
南方6组，2023年

Figure 23: Diagram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 145 diverse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 6 
groupings, the 
Global South, 2023

“世界其他地区”：共145国，分为6组
现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和社会主义国家
全球南方（2023年）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
注：仅列出9个最大的经济体（截至2022年）

图表 23

全球南方的定义

多边主义
发展

和平与安全

社会主义
独立自主派	(6)

中国、越南、委内瑞拉、

老挝、朝鲜、古巴

军事上高度
美国化的国家	(2)

韩国、菲律宾

目前和历史上的
进步国家	(11)

巴西、哥伦比亚、南非、阿尔及利亚、

尼泊尔、玻利维亚、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津巴布韦、

巴勒斯坦、纳米比亚

多元化的其他全球
南方国家	(111*)

埃及、巴基斯坦、泰国、孟加拉国、

尼日利亚、阿根廷、马来西亚、

阿联酋、新加坡等

坚定的
主权派	(10)

俄罗斯、伊朗、白俄罗斯、

布基纳法索、马里、几内亚、

尼日尔、叙利亚、阿富汗、

厄立特里亚

新不结盟国家（5）

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

墨西哥、沙特阿拉伯

全球南方指的是全球北方帝国主义阵营之外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145个国家（图23）。

“全球南方”一词主要是一种宽泛、模糊的指代。然而，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在过去四

年中采取完全一致和一体化的行动，据此划分出由一大批国家组成的“世界其他地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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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世界其他地区”最初是以“否定统一体”（negative unity）的方式结盟的，即所有这些国

家都被排除在外，因此是对帝国主义阵营的否定。这些国家包括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不

是发展中国家，但却是政权更迭和征服的主要目标。

全球南方主要包括所谓的“欠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地理上涵盖了拉丁美洲、亚洲、非

洲和大洋洲的国家。它暗指在全球经济体系史上被边缘化的国家，都在努力解决殖民主义和

帝国主义的遗留问题。这些国家通常被称为第三世界。

全球南方缺乏凝聚力，缺乏一致的集体认同，也缺乏统一的组织和行动。与一体化的全

球北方集团不同，全球南方不是一个统一的集团或集团。这145个国家各有不同的意识形态

和政治议程，彼此之间以及与全球北方国家的亲近程度和取向也不尽相同。其中一些国家之

间存在着各种争端，包括领土争端（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地区内政治权力斗争（比如

历史上的沙特和伊朗）。

全球南方国家大多追求主权、和平与发展，但这些国家很少就任何问题达成全球共识。这

往往表明任何特定国家与全球北方集团内部核心国家的亲近程度存在差异。因此，我们根据

一些共同特征对这些国家进行分组，而不是把它们纳入一个多层一体环或是截然不同的国家

集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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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023年全球南方“各
组”

Figure 24: Map of Global 
South ‘Groupings’, 
2023

图表 24

全球南方“各组”
2023年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
注：地图仅显示联合国（UN）会员国
地图详情：奥博-戴尔等积投影图 (Hobo-Dyer Equal Area Projection)
国家边界：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中国视角 (https://github.com/wri/wri-bounds)，
最后更新于2017年5月4日

全球南方6组：

社会主义独立自主派 (6)
坚定的主权派 (10)
目前和历史上的进步国家 (11)
新不结盟国家 (5)
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111)
军事上高度美国化的国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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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南方像某些西方观点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没有实质内容的杜撰概

念。全球南方国家（图24）大多曾是全球北方帝国主义阵营的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帝国主

义的统治下遭受了几个世纪的压迫和屈辱。少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致力于或者实现了社会主

义的政治方向。客观上，中国2022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12850美元）表明它仍是发展中国

家85。也正是基于这一共同的历史背景，习近平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致辞（由商务

部部长王文涛代为宣读致辞）中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

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86。

全球南方的谱系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页的“第三世界计划”（Third World Project）， 

该计划试图改变国际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新近取得政治独立但经济上仍受奴役的国家。

这方面的努力有万隆会议（1955年）、不结盟运动（1961年）、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1966

年），以及发展中国家通过成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64年）谋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1974年）87。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中都被边缘化。其中最令人痛心

切十分恶劣的例子是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国家造成的环境和生态破坏。涉及土地和作物的资

源开采和金融投机导致森林砍伐、栖息地破坏、土壤退化和水污染。这造成生物多样性严重

丧失和大片农田无法耕种――摧毁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和物种，引发大范围饥荒。

此外，全球北方的跨国公司通过卑劣手段污染空气、水和土壤；新自由主义确保没有法

规来阻止这些做法。在全球北方被禁而在全球南方普遍存在的农用化学品以及有害废物和

其他废物加剧健康风险，尤其是对土著居民、妇女、儿童和老人的风险88。制造业、采矿、能

源和交通企业不断排放温室气体――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使全球南方面临迫在眉睫的灾

难危险。全球北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破坏环境，毁坏农田，加重所有劳动人民的不稳

定处境。与此同时，全球北方利用气候危机，通过自然金融化加大掠夺土地和生物多样性资

源私有化89。

所有这145个国家现在都承受着帝国主义过度扩张的极大压力。这些国家继续面临一些

共同的挑战，包括但不限于历史性欠发达、依赖初级生产部门、工业化受限、外债、贸易不平

衡、技术差距、基础设施赤字和极其严重的环境危机。

由于上述挑战，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在过去20年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崛起

的新兴资产阶级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对美国和欧洲的政治、经济和道德领导失去信心。中国

等新的经济力量中心提供了替代发展和投资模式（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南方资产

阶级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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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个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分为6组。虽然每个组别都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特征，但重要的

是，组别按照被视为对以美国为首的盎格鲁-美利坚帝国主义集团构成威胁的程度递减排序。

国家被分到哪一组会随着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72

第三部分：世界的划分

图	25：	第一组：社会主义独立自主派，所选信息按2022年购买力平价GDP排序，第1-3部分Figure 25: Table of Grouping 1: Socialist Independent, select information, sorted by GDP (PPP), 
2022 – Parts 1–3

第一组：社会主义独立自主派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概况 殖民地历史

加入联合
国的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
内生产
总值

(购买力
平价)

殖民地情况 主要殖
民国家 独立/建国年份

中国 1945 1,426 30,217 6.2% 21,404 半殖民地
英国 
日本 
美国

1949

越南 1977 98 1,321 6.1% 13,284 殖民地 法国 
日本 1945

委内瑞拉 1945 28 197 -11.8% 7,302 殖民地 西班牙 1811

老挝 1955 8 69 5.1% 9,207 殖民地 法国 1953

朝鲜 1991 26 殖民地 日本 1945

古巴 1945 11 殖民地 西班牙 1959

总计
全球占比

1,597

20.0%

31,804

19.4%

20,577 6

殖民地+半殖民地

图表 25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联合国（U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编制

全球南方第一组：6个社会主义独立自主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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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社会主义独立自主派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二部分

国家

军事 美国军事目标

调整后的军费开支
(百万美元)

调整后该国人均军
费开支与世界人均
军费开支的比值

(倍数)

美国制裁名单 曾遭美国军事干预 美国军事基地

中国 291,958 0.6 是 是

越南 是

委内瑞拉 5 < 0.1 是 是

老挝 是 是

朝鲜 是 是

古巴 是 是 1

总计
全球占比

291,963

10.2%

5 6 1

第一组：社会主义独立自主派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概况 殖民地历史

加入联合
国的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
内生产
总值

(购买力
平价)

殖民地情况 主要殖
民国家 独立/建国年份

中国 1945 1,426 30,217 6.2% 21,404 半殖民地
英国 
日本 
美国

1949

越南 1977 98 1,321 6.1% 13,284 殖民地 法国 
日本 1945

委内瑞拉 1945 28 197 -11.8% 7,302 殖民地 西班牙 1811

老挝 1955 8 69 5.1% 9,207 殖民地 法国 1953

朝鲜 1991 26 殖民地 日本 1945

古巴 1945 11 殖民地 西班牙 1959

总计
全球占比

1,597

20.0%

31,804

19.4%

20,577 6

殖民地+半殖民地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联合
国（UN）、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和“超越战争的世界”组织（World Beyond War）的数据编制

全球南方第一组：6个社会主义独立自主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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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

第一组（图25）中的6个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地推进社会主义，并经常秉持进步的国际立

场。这6个国家中有5个是“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的成员。

中国是这一组中的关键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名全球第一，几乎是印度

的3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相当于美国的119%90。过去40年，中国使8.5亿人

摆脱极端贫困，在人类发展方面取得了最显著的进步91。中国并不谋求全球霸权，但美国及其

盟国却将中国视为其霸权的首要威胁，近几年的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战略文件把中国称

为“近乎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中国不仅是一个经济威胁，而且随着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的

共产党不断壮大，走向复兴，还公开振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构成了重大政治威胁。中

国公开重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构成了重大的政治威胁。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利益以及

一直以来对全球南方的支持，促使其发挥作用，支持反霸权进程和计划。中国继续公开表示致

力于“缩小南北差距”92。

一方面中国如今代表着对全球北方霸权的主要经济和政治挑战，另一方面古巴和委内瑞

拉代表着过往社会主义抵抗前线。古巴继续不惧代价地抵制美国主导60多年的经济禁运和

封锁。古巴和受到严厉制裁的委内瑞拉没有掩饰他们追求社会主义。朝鲜一直被西方视为东

方“妖魔”，而老挝和越南一直由长期执政的共产党领导，正在经历着快速的经济发展。

第一组：社会主义独立自主派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三部分

国家

加入的国际组织 在联合国的投票立场

捍卫《联合国宪章》
之友小组 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十国 加沙停火

2023年10月
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2023年2月

中国 是 正式成员国 创始成员国 赞成 弃权

越南 赞成 弃权

委内瑞拉 是 未投票 未投票

老挝 是 赞成 弃权

朝鲜 是 赞成 反对

古巴 是 赞成 弃权

总计 5 1 1
5

赞成
5

反对+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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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苏联成立以来，全球左翼力量就面临着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需求与特定国家或地区

工人阶级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各国工人阶级领袖需要战略思考，确保“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

对抗性的，并确保决定性打击直指帝国主义的中心。共产主义者追求“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

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原则，需要对具体情况进行调查93。例如，像苏联解体这样的失败对

所有工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必须做出许多战术上的决策，以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裂缝，

保护社会主义计划和运动，无论其执政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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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第二组：坚定的主权派，所选信息按2022年购买力平价GDP排序，第1-3部分Figure 26: Table of Grouping 2: Strongly Sovereign Seeking, select information, sorted by GDP 
(PPP), 2022 – Parts 1–3

图表 26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联合国（U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编制

第二组：坚定的主权派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概况 殖民地历史

加入联合
国的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
内生产
总值

(购买力
平价)

殖民地情况 主要殖
民国家 独立/建国年份

俄罗斯 1945 145 4,770 0.8% 33,253 独立

伊朗 1945 89 1,617 2.0% 18,865 半殖民地 英国 1979

白俄罗斯 1945 10 210 0.1% 22,679 独立

布基纳法索 1960 23 58 4.9% 2,549 殖民地 法国 1960

马里 1960 23 57 4.1% 2,514 殖民地 法国 1960

几内亚 1958 14 44 5.8% 3,025 殖民地 法国 1958

尼日尔 1960 26 40 5.7% 1,518 殖民地 法国 1960

叙利亚 1945 22 殖民地 法国 1946

阿富汗 1946 41 半殖民地 英国 
美国 2021

厄立特里亚 1993 4 殖民地 意大利 1993

总计
全球占比

395

5.0%

6,795

 4.1%

20,938 8

殖民地+半殖民地

全球南方第二组：10个坚定的主权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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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联合
国（UN）、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和“超越战争的世界”组织（World Beyond War）的数据编制

第二组：坚定的主权派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概况 殖民地历史

加入联合
国的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
内生产
总值

(购买力
平价)

殖民地情况 主要殖
民国家 独立/建国年份

俄罗斯 1945 145 4,770 0.8% 33,253 独立

伊朗 1945 89 1,617 2.0% 18,865 半殖民地 英国 1979

白俄罗斯 1945 10 210 0.1% 22,679 独立

布基纳法索 1960 23 58 4.9% 2,549 殖民地 法国 1960

马里 1960 23 57 4.1% 2,514 殖民地 法国 1960

几内亚 1958 14 44 5.8% 3,025 殖民地 法国 1958

尼日尔 1960 26 40 5.7% 1,518 殖民地 法国 1960

叙利亚 1945 22 殖民地 法国 1946

阿富汗 1946 41 半殖民地 英国 
美国 2021

厄立特里亚 1993 4 殖民地 意大利 1993

总计
全球占比

395

5.0%

6,795

 4.1%

20,938 8

殖民地+半殖民地

第二组：坚定的主权派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二部分

国家

军事 美国军事目标

调整后的军费开支
(百万美元)

调整后该国人均军
费开支与世界人均
军费开支的比值

(倍数)

美国制裁名单 曾遭美国军事干预 美国军事基地

俄罗斯 86,373 1.7 是 是

伊朗 6,847 0.2 是 是

白俄罗斯 821 0.2 是

布基纳法索 563 0.1 1

马里 515 0.1 是 2

几内亚 441 0.1 是

尼日尔 243 < 0.1 是 9

叙利亚 是 是 28

阿富汗 是 是

厄立特里亚 是 是

总计
全球占比

95,802

3.3%
8 6 40

全球南方第二组：10个坚定的主权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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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世界的划分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

这组国家（图26）并非社会主义国家，但却是美国主导下政权更迭的主要目标，它们坚决

捍卫自己和他国的主权（9个国家中有7个投票反对美国支持的要求俄罗斯于2023年2月从乌

克兰撤军的决议，并全力支持加沙停火）。

尽管这些国家这么做的原因并不相同，但它们在争取国家主权的斗争中都面临极为严峻

的形势，处于全球南方反帝斗争的一线。虽然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都完全或部分依赖西方，但都

在积极追求政治独立。因而，它们受到了帝国主义的极端混合战的影响；简而言之，这些国家

中大多数都是美国情报部门政权更迭的重要目标。

特别是自2014年2月美国支持下乌克兰发生右翼政变，随后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来，俄

罗斯一直是帝国主义阵营政权更迭的主要目标。美国及其盟友为削弱、瓦解俄罗斯并使其无

核化投入了大量资源；美国已提供超过900亿美元军事援助，用于2014年2月至2022年2月期间

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行动94。白俄罗斯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与俄罗斯结盟（例如1992年缔结的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1996年缔结的俄白联盟国），因此仍在美国情报部门的监视范围内。

第二组：坚定的主权派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三部分

国家

加入的国际组织 在联合国的投票立场

捍卫《联合国宪章》
之友小组 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十国 加沙停火

2023年10月
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2023年2月

俄罗斯 是 正式成员国 创始成员国 赞成 反对

伊朗 是 正式成员国 新成员国 赞成 弃权

白俄罗斯 是 观察员国 赞成 反对

布基纳法索 未投票 未投票

马里 是 赞成 反对

几内亚 赞成 弃权

尼日尔 赞成 赞成

叙利亚 是 赞成 反对

阿富汗 观察员国 赞成 赞成

厄立特里亚 是 赞成 反对

总计 6 4 2
9

赞成
7

反对+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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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和1979年革命推翻本国亲美领导人以来，阿富汗和伊朗一直是美国军事干预和

政治干预的目标。凭借其核能计划、代理人军事冲突中的强大地区影响力以及一贯的反西方

（和反以色列）立场，伊朗一直是西方在该地区取得进展的障碍。美国于2001年入侵阿富汗，

持续20年，耗资超过2万亿美元（每天3亿美元），才在中亚站稳脚跟，最终于2021年从阿富汗

撤军95。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一直是美国试图控制整个西亚的战场。这场战争证明了记者帕

特里克·希尔（Patrick Seale）1965年对叙利亚的定义――“敌对利益的镜子”（the mirror of 

rival interest）96。

这一组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厄立特里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等国正在采取更大

胆的步骤保护其国家主权；厄立特里亚长期敌视美国，是美国通过埃塞俄比亚进行干预的目

标。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拒绝接受法国在萨赫勒地区的新殖民主义力量，反对本国政

治领导层与西方结盟。这些国家建立了萨赫勒经济联盟（Sahel Economic Alliance）和萨赫勒

国家联盟（Alliance of Sahel States），旨在开展经济和军事合作。然而，它们的政治局势仍不

稳定，正在努力确保本国真正独立于帝国主义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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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世界的划分

图	27：	第三组：目前或历史上的进步主义国家，所选信息按2022年购买力平价GDP排
序，第1-3部分

Figure 27: Table of Grouping 3: Current or Historic Progressive, select information, sorted by 
GDP (PPP), 2022 – Parts 1–3

图表 27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联合国（U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编制

第三组：目前和历史上的进步国家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概况 殖民地历史

加入联合
国的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
内生产
总值

(购买力
平价)

殖民地情况 主要殖
民国家 独立/建国年份

巴西 1945 215 3,837 0.5% 18,897 殖民地 葡萄牙 1822

哥伦比亚 1945 52 966 3.2% 18,720 殖民地 西班牙 1819

南非 1945 60 953 0.9% 15,728 殖民地 英国 1931

阿尔及利亚 1962 45 584 1.8% 12,900 殖民地 法国 1962

尼泊尔 1955 31 144 4.5% 4,787 独立

玻利维亚 1945 12 119 3.2% 9,936 殖民地 西班牙 1825

洪都拉斯 1945 10 70 3.1% 6,832 殖民地 西班牙 1821

尼加拉瓜 1945 7 48 2.9% 7,229 殖民地 西班牙 1821

津巴布韦 1980 16 41 1.6% 2,603 殖民地 英国 1980

巴勒斯坦 5 34 1.9% 6,364 殖民地 以色列 
英国

纳米比亚 1990 3 29 1.4% 11,080 殖民地 德国 
南非 1990

总计
全球占比

456

5.7%

6,826

 4.2%

15,397    10

殖民地

全球南方第三组：目前或历史上的11个进步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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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联合
国（UN）、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和“超越战争的世界”组织（World Beyond War）的数据编制

第三组：目前和历史上的进步国家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概况 殖民地历史

加入联合
国的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
内生产
总值

(购买力
平价)

殖民地情况 主要殖
民国家 独立/建国年份

巴西 1945 215 3,837 0.5% 18,897 殖民地 葡萄牙 1822

哥伦比亚 1945 52 966 3.2% 18,720 殖民地 西班牙 1819

南非 1945 60 953 0.9% 15,728 殖民地 英国 1931

阿尔及利亚 1962 45 584 1.8% 12,900 殖民地 法国 1962

尼泊尔 1955 31 144 4.5% 4,787 独立

玻利维亚 1945 12 119 3.2% 9,936 殖民地 西班牙 1825

洪都拉斯 1945 10 70 3.1% 6,832 殖民地 西班牙 1821

尼加拉瓜 1945 7 48 2.9% 7,229 殖民地 西班牙 1821

津巴布韦 1980 16 41 1.6% 2,603 殖民地 英国 1980

巴勒斯坦 5 34 1.9% 6,364 殖民地 以色列 
英国

纳米比亚 1990 3 29 1.4% 11,080 殖民地 德国 
南非 1990

总计
全球占比

456

5.7%

6,826

 4.2%

15,397    10

殖民地

第三组：目前和历史上的进步国家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二部分

国家

军事 美国军事目标

调整后的军费开支
(百万美元)

调整后该国人均军
费开支与世界人均
军费开支的比值

(倍数)

美国制裁名单 曾遭美国军事干预 美国军事基地

巴西 20,211 0.3 是 2

哥伦比亚 9,938 0.5 是 6

南非 2,995 0.1  

阿尔及利亚 9,146 0.6 是

尼泊尔 428 < 0.1  

玻利维亚 640 0.1 是

洪都拉斯 478 0.1  是 9

尼加拉瓜 84 < 0.1 是 是 3

津巴布韦 182 < 0.1 是  

巴勒斯坦 是 是

纳米比亚 369 0.4

总计
全球占比

 44,471

1.6%
3 7 20

全球南方第三组：目前或历史上的11个进步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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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

将图27所示国家归入这一组有两个基本考虑因素：成为政权更迭目标的相对程度，以及

在公开推进国际反帝立场方面的作用。这个组别中的国家要么是政权更迭的下一个目标（继

第二组之后），要么在公开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利益方面发挥着明确的作用。

追求进步主义议程的国家有劳工党（PT）执政下的巴西和三方联盟联合执政下的南非（非

洲国民大会〔ANC〕、南非共产党〔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南非工会大会〔Congress 

of the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前者在建立替代性政府间机构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如

2008年创立的南美国家联盟（UNASUR）、2011年成立的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以

及印度、巴西和南非对话论坛（IBSA Dialogue Forum），后来又有了2009年成立的金砖国家，

金砖国家在推动非洲联盟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国家有时会捍卫进步的国际立场，例

如在国际组织中与古巴一道，反对美国的制裁。尼泊尔于2008年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由左翼

领导的共和国，并在解放一直以来被边缘化的群体方面取得了法律和政治上的重大进展。

第三组：目前和历史上的进步国家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三部分

国家

加入的国际组织 在联合国的投票立场

捍卫《联合国宪章》
之友小组 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十国 加沙停火

2023年10月
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2023年2月

巴西 创始成员国 赞成 赞成

哥伦比亚 赞成 赞成

南非 创始成员国 赞成 弃权

阿尔及利亚 是 赞成 弃权

尼泊尔 对话伙伴国 赞成 赞成

玻利维亚 是 赞成 弃权

洪都拉斯 赞成 赞成

尼加拉瓜 是 赞成 反对

津巴布韦 是 赞成 弃权

巴勒斯坦 是

纳米比亚 赞成 弃权

总计 5 1 2
10

赞成
6

反对+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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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目前和历史上的进步国家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三部分

国家

加入的国际组织 在联合国的投票立场

捍卫《联合国宪章》
之友小组 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十国 加沙停火

2023年10月
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2023年2月

巴西 创始成员国 赞成 赞成

哥伦比亚 赞成 赞成

南非 创始成员国 赞成 弃权

阿尔及利亚 是 赞成 弃权

尼泊尔 对话伙伴国 赞成 赞成

玻利维亚 是 赞成 弃权

洪都拉斯 赞成 赞成

尼加拉瓜 是 赞成 反对

津巴布韦 是 赞成 弃权

巴勒斯坦 是

纳米比亚 赞成 弃权

总计 5 1 2
10

赞成
6

反对+弃权

巴勒斯坦被占领和封锁已有70多年。阿尔及利亚坚定支持巴勒斯坦的自决和独立，并在

非洲联盟促进非洲团结和经济发展的进步立场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尼日尔爆发民变后，阿

尔及利亚是唯一一个迅速主张通过非军事手段解决政治危机的非洲国家。

这些国家试图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找到一条主权发展之路，但却面临严重的内部矛

盾。例如，南非在20世纪90年代被迫做出重大经济让步，包括去工业化和私有化，导致灾难性

后果。如今，57%的南非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46%的人失业，而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

占份额已经从1981年种族隔离时期的25%下降到2022年的12%97。

例如，与中国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的革命潜力受到限制，或者说它们的革命没有最终实现

社会主义，但它们一直在国内、地区和国际领域推动进步主义议程。美国认为这些国家的政

治立场与全球北方的霸权背道而驰。其中许多国家都经历过美国的干预、混合战争、制裁和

颠覆政府。最近发生的这类干预包括洪都拉斯（2009年）、巴西（2016年）和玻利维亚（2019

年）的政变。津巴布韦继续被美国制裁。



第三部分：世界的划分

图	28：	第四组：新不结盟国家，所选信息按2022年购买力平价GDP排序，第1-3部分
Figure 28: Table of Grouping 4: New Non-Aligned, select information, sorted by GDP 

(PPP), 2022 – Parts 1–3

图表 28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联合国（U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编制

第四组：新不结盟国家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概况 殖民地历史

加入联合
国的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
内生产
总值

(购买力
平价)

殖民地情况 主要殖
民国家 独立/建国年份

印度 1945 1,417 11,901 5.7% 8,398 殖民地 英国 1947

印度尼西亚 1950 276 4,037 4.2% 14,687 殖民地 荷兰 1945

土耳其 1945 85 3,353 5.3% 39,314 独立

墨西哥 1945 128 3,064 1.2% 23,548 殖民地 西班牙 1810

沙特阿拉伯 1945 36 2,150 2.5% 66,836 独立

总计
全球占比

1,942

24.3%

24,505

 15.0%

12,634    3

   殖民地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联合
国（UN）、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和“超越战争的世界”组织（World Beyond War）的数据编制

第四组：新不结盟国家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二部分

国家

军事 美国军事目标

调整后的军费开支
(百万美元)

调整后该国人均军
费开支与世界人均
军费开支的比值

(倍数)

美国制裁名单 曾遭美国军事干预 美国军事基地

印度 81,363 0.2

印度尼西亚 8,987 0.1 是 1

土耳其 10,645 0.3 是 是 12

墨西哥 8,536 0.2 是

沙特阿拉伯 75,013 5.7 是 21

总计
全球占比

 184,543

6.4%
1 4 34

全球南方第四组：五个新不结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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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组：新不结盟国家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概况 殖民地历史

加入联合
国的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
内生产
总值

(购买力
平价)

殖民地情况 主要殖
民国家 独立/建国年份

印度 1945 1,417 11,901 5.7% 8,398 殖民地 英国 1947

印度尼西亚 1950 276 4,037 4.2% 14,687 殖民地 荷兰 1945

土耳其 1945 85 3,353 5.3% 39,314 独立

墨西哥 1945 128 3,064 1.2% 23,548 殖民地 西班牙 1810

沙特阿拉伯 1945 36 2,150 2.5% 66,836 独立

总计
全球占比

1,942

24.3%

24,505

 15.0%

12,634    3

   殖民地

第四组：新不结盟国家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二部分

国家

军事 美国军事目标

调整后的军费开支
(百万美元)

调整后该国人均军
费开支与世界人均
军费开支的比值

(倍数)

美国制裁名单 曾遭美国军事干预 美国军事基地

印度 81,363 0.2

印度尼西亚 8,987 0.1 是 1

土耳其 10,645 0.3 是 是 12

墨西哥 8,536 0.2 是

沙特阿拉伯 75,013 5.7 是 21

总计
全球占比

 184,543

6.4%
1 4 34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

第四组：新不结盟国家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三部分

国家

加入的国际组织 在联合国的投票立场

捍卫《联合国宪章》
之友小组 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十国 加沙停火

2023年10月
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2023年2月

印度 正式成员国 创始成员国 弃权 弃权

印度尼西亚 赞成 赞成

土耳其 对话伙伴国 赞成 赞成

墨西哥 赞成 赞成

沙特阿拉伯 对话伙伴国 新成员国 赞成 赞成

总计 3 2
4

赞成
1

弃权

这个分组中的国家经济规模相当大，属于经济上而非政治上的不结盟（图28）。这些非

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复兴“不结盟运动”的政治计划。这些国家中大多数已经独立了50年

或更长时间，与前殖民统治者的关系如今已大相径庭。

经济上，这五个非结盟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都很可观（202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购买

力平价〕均排名全球前20），采取了日益独立的经济举措。

这些国家认识到，美国囤积外汇储备并对占世界人口30%的国家实施制裁构成严重威

胁。如今，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受到联合国或西方国家的制裁，而受制裁国家的全球国内

生产总值占比已从1960年代的4%上升到29%98。

政治上，这些国家的态度摇摆不定。军事上，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美国

保持着密切关系。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先进武器的最大买家之一。虽然土耳其是北约成员

国，但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是西方不太可靠的

合作伙伴。

全球南方第四组：五个新不结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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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组别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高度矛盾的行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对西方的经济

依赖和向西方看齐正在缓慢下降，以及准备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反对西方。

尽管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等机制中与美国一致，或者采取反动立场在加沙战争中支持以

色列，但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印度一直拒绝接受美国的一些重要要求，比如拒绝执行美国

对俄罗斯的制裁。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在2023年6月的记者会上为印度政府

拒绝屈服于华盛顿的压力而大声辩护，他说：“很多美国人的头脑中仍然是北约条约的条条

框框……这似乎是他们看待世界的唯一模板或观点……这套模板并不适用于印度”99。之前与

加拿大以及现在与美国关于印度涉嫌在美加境内开展情报活动的龃龉使美国争取印度支持

对抗中国的计划变得更加复杂。印度的大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坚持自己的利益。

沙特阿拉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与美国的做法不同.例如，沙特增加了对华投资（包括以

人民币支付的石油交易），并在欧佩克+会议上利用其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来确定全球石油价

格。然而，与此同时，在2023年11月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理事会会议召开前夕，沙特阻止阿尔

及利亚关闭美国基地，阻挡伊朗提出的对巴勒斯坦的军事援助，阻止一项贸易抵制提案，并

拒绝减少对以色列的石油出口。在最近夺去数万人生命的也门战争中，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

和沙特是前线盟友，这场战争夺去了数以万计的生命。美国特种部队为沙特飞行员提供了轰

炸目标的坐标100。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2012年至2022年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购

买力平价）复合年均增长率为4.2%101。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到2030年，按国内生

产总值（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尼将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印尼国有企业资产占本国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从2014年的43%上升至2018年的54%102。2020年，印尼开始禁止出口镍矿石，

而镍是锂电池的关键成分。2022年，印尼占全球镍产量的39%。按现价计算，该国出口总额

在2020年至2022年间从1830亿美元激增至3230亿美元103。2023年2月2日，在雅加达举行的

曼迪里投资论坛（Mandiri Investment Forum）上，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警

告：“我们必须记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维萨卡和万事达卡可能是个问题”。他还表

示：“如果我们使用我们自己的平台，并且从国家部委、地方行政部门到市政府，每个人都在

用，那么我们就能更加安全”。然而，在2023年11月，美国（曾积极参与对50多万印尼共产党员

的酷刑和暗杀）与印尼签署协议，将两国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4。印尼于2023

年撤回了加入金砖国家的申请，并公开表示有兴趣成为经合组织（OECD）成员。

面对违反国际法发动的侵略战争，1846年是美帝国主义在墨西哥巩固其新兴计划的实际

时间点。墨西哥被迫以土地换取和平，割让了50%的领土，新的墨美边界成为一道历史性界

线，实质上是一个必然的预先决定。另一方面，墨西哥的历史不断回归其反殖民主义根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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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文化和现代反帝史。对于墨美两国间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例如人口、文化、经济方面，以

及在关系到美国霸权存续上或许更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分析105。洛佩斯·奥

夫拉多尔（López Obrador）政府在多个层面上都是墨西哥社会运动的一种尝试，试图发起一

场低强度的反新自由主义改革。重点是收回所有战略资源的公共财产，启动新的土地改革，收

回土地归入社会财产。墨西哥当前的土地改革依法保证将50.6%的土地登记为社会共有财产，

由农民（campesinos）和土著社区掌握（9970万公顷土地上的29803个土地公社）。然而，2020

年的《美墨加协定》（US-Mexico-Canada Agreement，简称USMCA，前身为《北美自由贸

易协定》）始终阻碍着墨西哥在政治立场上的脱钩与分离，这与新兴的全球南方形成鲜明对

比。2023年6月，美国开始用初步程序（通过USMCA仲裁）阻止墨西哥总统法令，该法令将采取

各种措施禁止转基因玉米，而转基因玉米占美国玉米出口的96%106。美国正在施展更具侵略

性的干预主义政策，破坏墨西哥主权长期艰苦奋斗的历史成果。2022年，墨西哥总统洛佩斯·

奥夫拉多尔拒绝出席在洛杉矶举行的第八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因为有消息传出美国不会邀

请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领导人参会。

这一组中的5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或军事方面各不相同，与全球北方的关系也有不同层次

的细微差别。然而，这些国家日益壮大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正逐渐寻求替代性经济关系，出于

自身利益的考量，偶尔会跟美国产生政治分歧。全球南方新兴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不在本文讨

论范围之内；我们将在2024年关于全球南方资本形成和所有权的研究中探讨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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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所选信息按2022年购买力平价GDP排序，排名前20位的
国家，第1-3部分

Figure 29: Table of Grouping 5: Diverse Global South, select information, top 20 countries, sorted 
by GDP (PPP), 2022 – Parts 1–3

图表 29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联合国（U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编制

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名前20国家的选定信息

第一部分

国家

概况 殖民地历史

加入联合
国的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
内生产
总值

(购买力平
价)

殖民地情况 主要殖
民国家 独立/建国年份

埃及 1945 111 1,676 4.3% 16,174 殖民地 英国 1922

巴基斯坦 1947 236 1,520 4.0% 6,695 殖民地 英国 1947

泰国 1946 72 1,482 1.8% 21,154 半殖民地 英国 
法国

孟加拉国 1974 171 1,343 6.5% 7,971 殖民地 英国 1971

尼日利亚 1960 219 1,281 2.2% 5,909 殖民地 英国 1960

阿根廷 1945 46 1,226 0.3% 26,484 殖民地 西班牙 
英国 1816

马来西亚 1957 34 1,137 4.1% 34,834 殖民地 英国 1957

阿联酋 1971 9 835 3.1% 84,657 殖民地 英国 1971

新加坡 1965 6 719 3.3% 127,563 殖民地 英国 1965

哈萨克斯坦 1992 19 603 2.9% 30,523 独立

智利 1945 20 579 2.2% 29,221 殖民地 西班牙 1818

秘鲁 1945 34 523 2.8% 15,310 殖民地 西班牙 1821

伊拉克 1945 44 505 2.7% 11,948 殖民地 英国 1932

摩洛哥 1956 37 363 2.4% 9,900 殖民地 法国 
西班牙 1956

埃塞俄比亚 1945 123 358 8.4% 3,435 独立

乌兹别克斯坦 1992 35 340 5.9% 9,634 独立  

斯里兰卡 1955 22 320 1.8% 14,267 殖民地 英国 1948

肯尼亚 1963 54 311 4.5% 6,151 殖民地 英国 1963

卡塔尔 1971 3 309 2.2% 109,160 殖民地 英国 1971

缅甸 1948 54 261 3.3% 4,847 殖民地 英国 1948

……

总计
全球占比

2,242

28.1%

21,171

 12.9%

9,687    103

殖民地+半殖民地

全球南方第五组：111个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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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名前20国家的选定信息

第一部分

国家

概况 殖民地历史

加入联合
国的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
内生产
总值

(购买力平
价)

殖民地情况 主要殖
民国家 独立/建国年份

埃及 1945 111 1,676 4.3% 16,174 殖民地 英国 1922

巴基斯坦 1947 236 1,520 4.0% 6,695 殖民地 英国 1947

泰国 1946 72 1,482 1.8% 21,154 半殖民地 英国 
法国

孟加拉国 1974 171 1,343 6.5% 7,971 殖民地 英国 1971

尼日利亚 1960 219 1,281 2.2% 5,909 殖民地 英国 1960

阿根廷 1945 46 1,226 0.3% 26,484 殖民地 西班牙 
英国 1816

马来西亚 1957 34 1,137 4.1% 34,834 殖民地 英国 1957

阿联酋 1971 9 835 3.1% 84,657 殖民地 英国 1971

新加坡 1965 6 719 3.3% 127,563 殖民地 英国 1965

哈萨克斯坦 1992 19 603 2.9% 30,523 独立

智利 1945 20 579 2.2% 29,221 殖民地 西班牙 1818

秘鲁 1945 34 523 2.8% 15,310 殖民地 西班牙 1821

伊拉克 1945 44 505 2.7% 11,948 殖民地 英国 1932

摩洛哥 1956 37 363 2.4% 9,900 殖民地 法国 
西班牙 1956

埃塞俄比亚 1945 123 358 8.4% 3,435 独立

乌兹别克斯坦 1992 35 340 5.9% 9,634 独立  

斯里兰卡 1955 22 320 1.8% 14,267 殖民地 英国 1948

肯尼亚 1963 54 311 4.5% 6,151 殖民地 英国 1963

卡塔尔 1971 3 309 2.2% 109,160 殖民地 英国 1971

缅甸 1948 54 261 3.3% 4,847 殖民地 英国 1948

……

总计
全球占比

2,242

28.1%

21,171

 12.9%

9,687    103

殖民地+半殖民地

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名前20国家的选定信息

第二部分

国家

军事 美国军事目标

调整后的军费开支
(百万美元)

调整后该国人均军
费开支与世界人均
军费开支的比值

(倍数)

美国制裁名单 曾遭美国军事干预 美国军事基地

埃及 4,646 0.1 是 7

巴基斯坦 10,337 0.1 8

泰国 5,724 0.2 是 3

孟加拉国 4,806 0.1

尼日利亚 3,109 < 0.1

阿根廷 2,578 0.2 是 3

马来西亚 3,671 0.3

阿联酋 3

新加坡 11,688 5.4 2

哈萨克斯坦 1,133 0.2

智利 5,566 0.8 是 1

秘鲁 2,845 0.2 是 5

伊拉克 4,683 0.3 是 是 10

摩洛哥 4,995 0.4 是

埃塞俄比亚 1,031 < 0.1 是 是

乌兹别克斯坦

斯里兰卡 1,053 0.1 是

肯尼亚 1,138 0.1 是 3

卡塔尔 15,412 15.9 5

缅甸 1,857 0.1 是

……

总计
全球占比

 131,182

4.6%
17 63 192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联合
国（UN）、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和“超越战争的世界”组织（World Beyond War）的数据编制

全球南方第五组：111个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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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

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名前20国家的选定信息

第三部分

国家

加入的国际组织 在联合国的投票立场

捍卫《联合国宪章》
之友小组 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十国 加沙停火

2023年10月
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2023年2月

埃及 对话伙伴国 新成员国 赞成 赞成

巴基斯坦 正式成员国 赞成 弃权

泰国 赞成 赞成

孟加拉国 赞成 弃权

尼日利亚 赞成 赞成

阿根廷 赞成 赞成

马来西亚 赞成 赞成

阿联酋 对话伙伴国 新成员国 赞成 赞成

新加坡 赞成 赞成

哈萨克斯坦 正式成员国 赞成 弃权

智利 赞成 赞成

秘鲁 赞成 赞成

伊拉克 弃权 赞成

摩洛哥 赞成 赞成

埃塞俄比亚 新成员国 弃权 弃权

乌兹别克斯坦 正式成员国 赞成 弃权

斯里兰卡 对话伙伴国 赞成 弃权

肯尼亚 赞成 赞成

卡塔尔 对话伙伴国 赞成 赞成

缅甸 对话伙伴国 赞成 赞成

……

总计 3 17 3
77

赞成
20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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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名前20国家的选定信息

第三部分

国家

加入的国际组织 在联合国的投票立场

捍卫《联合国宪章》
之友小组 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十国 加沙停火

2023年10月
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2023年2月

埃及 对话伙伴国 新成员国 赞成 赞成

巴基斯坦 正式成员国 赞成 弃权

泰国 赞成 赞成

孟加拉国 赞成 弃权

尼日利亚 赞成 赞成

阿根廷 赞成 赞成

马来西亚 赞成 赞成

阿联酋 对话伙伴国 新成员国 赞成 赞成

新加坡 赞成 赞成

哈萨克斯坦 正式成员国 赞成 弃权

智利 赞成 赞成

秘鲁 赞成 赞成

伊拉克 弃权 赞成

摩洛哥 赞成 赞成

埃塞俄比亚 新成员国 弃权 弃权

乌兹别克斯坦 正式成员国 赞成 弃权

斯里兰卡 对话伙伴国 赞成 弃权

肯尼亚 赞成 赞成

卡塔尔 对话伙伴国 赞成 赞成

缅甸 对话伙伴国 赞成 赞成

……

总计 3 17 3
77

赞成
20

弃权

由于种种原因，这111个国家未被列入上述全球南方的4个分组中。图29列出了其中20个

最大的经济体；完整列表见附录。它们政治观点各异，也没有相同的政府结构。斯威士兰、卡

塔尔和不丹仍然实行君主制，而利比亚、叙利亚和索马里各自都出现了两个行政当局。安哥拉

和莫桑比克等少数国家在受到西方发展资金的束缚后放弃了社会主义议程。由于帝国主义的

政治和经济干预，这组国家中的一系列国家遭受严重的政府功能失调（治理、权威和法律崩

溃）几乎无法为其人民提供服务。

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差异很大。例如，虽然尼日利亚是非洲第二大经济体，其国内生产总

值（购买力平价）是柬埔寨的14倍，但在2012年至2022年期间尼日利亚年均增长率为-0.4%，

而柬埔寨则为年均+5.3%。

这些国家在军事上对全球北方的拥戴程度各异。埃及自1979年以来一直是以色列和美国

的战略伙伴，而孟加拉国、科摩罗和吉布提参与了2023年11月17日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调查

巴勒斯坦国情势的请求。

这些国家存在一系列内部冲突和领土争端，例如摩洛哥自1975年开始殖民占领西撒哈

拉107。刚果民主共和国和海地受到联合国军事干预，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也参与其中。

第五组的国家参加了各种多边平台，既有全球平台，也有地区平台。如果某个国家出现了

更独特的特征，那么该国就可能需要换组。例如，虽然阿根廷历史上在该地区发挥过进步主义

作用，但最近该国的右翼倾向使其无法呆在这组。因此，分到哪一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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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世界的划分

图	30：	第六组：军事上高度美国化，所选信息按2022年购买力平价GDP排序，第1-3部分Figure 30: Table of Grouping 6: Heavily US Militarised, select information, sorted by GDP 
(PPP), 2022 – Parts 1–3

图表 30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联合国（U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编制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联合
国（UN）、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和“超越战争的世界”组织（World Beyond War）的数据编制

第六组：军事上高度美国化的国家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概况 殖民地历史

加入联合
国的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
内生产
总值

(购买力
平价)

殖民地情况 主要殖
民国家 独立/建国年份

韩国 1991 52 2,780 2.7% 53,845 殖民地 日本 1945

菲律宾 1945 116 1,171 4.9% 10,495 殖民地 西班牙 
美国 1946

总计
全球占比

167

2.1%

3,951

 2.4%

24,210    2

   殖民地

第六组：军事上高度美国化的国家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二部分

国家

军事 美国军事目标

调整后的军费开支
(百万美元)

调整后该国人均军
费开支与世界人均
军费开支的比值

(倍数)

美国制裁名单 曾遭美国军事干预 美国军事基地

韩国 46,365 2.5 是 62

菲律宾 3,965 0.1 是 11

总计
全球占比

 50,331

1.8%
2 73

全球南方第六组：两个事实上的美国军事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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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组：军事上高度美国化的国家
所选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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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国家

加入的国际组织 在联合国的投票立场

捍卫《联合国宪章》
之友小组 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十国 加沙停火

2023年10月
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2023年2月

韩国 弃权 赞成

菲律宾 弃权 赞成

总计
0

是
0

反对+弃权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IS）

这两个国家（图30）的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向全球南方看齐。两国都曾有过亲美领导人，也

有过独立自主倾向的领导人。然而，两国在军事上完全受美国控制。

从历史上看，两国都曾因为军事征服而臣服于美国。二战结束后，美国军事占领了朝鲜

半岛，后来朝鲜战争结束时，韩国保留了大量美国驻军，其经济重建几乎完全由美国资助和指

导。美西战争后，菲律宾沦为美国殖民地长达近五十年（1898―1946）。

这种附庸关系今天依然明显：2022年，韩国尹锡悦和菲律宾费迪南德·罗慕尔德兹·马科

斯（Ferdinand Marcos Jr.）当选总统后，两国都成为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在菲律宾国会裁定

永久终止美国在该国的军事存在30年后，2023年2月，菲律宾邀请美国在该国增设4个基地，

以补充现有的5个美国运营基地。韩国也加大了美国的军事扩张力度，与日本一道“开启与美

国三边伙伴关系的新纪元”108。此外，日韩《军事情报安全总协定》（GSOMIA）因其与美国更

紧密的关系而得到促进，把日韩两国情报共享扩大到“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109。它们的

军费开支应归咎于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

全球南方第六组：两个事实上的美国军事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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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世界的划分

图	31：	2022年人均军费开支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全球南方国家（俄罗斯除外）Figure 31: Table of Global South countries with per capita military spending exceeding world 
average (excl. Russia), 2022

图31列出了军费开支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所有全球南方国家（俄罗斯除外，俄罗斯的军

费开支已在前面列出）。其中许多国家与美国有着密切的军事关系，但未被分入第六组。

人均军费开支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全球南方国家（俄罗斯除外）
2022年

国家	(GSI) 军费开支
(百万美元)

军费开支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
(按现行汇率计算)

人均军费开支与世界人均军费开支的比值
(倍数)

沙特阿拉伯 75,013 6.8% 5.7

韩国 46,365 2.8% 2.5

卡塔尔 15,412 6.5% 15.9

新加坡 11,688 2.5% 5.4

科威特 8,244 4.7% 5.4

阿曼 5,783 5.0% 3.5

黎巴嫩 4,739 21.8% 2.4

巴林 1,381 3.1% 2.6

乌拉圭 1,376 1.9% 1.1

文莱 436 2.6% 2.7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联合国（UN）、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和《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数据编制

图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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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军费开支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全球南方国家（俄罗斯除外）
2022年

国家	(GSI) 军费开支
(百万美元)

军费开支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
(按现行汇率计算)

人均军费开支与世界人均军费开支的比值
(倍数)

沙特阿拉伯 75,013 6.8% 5.7

韩国 46,365 2.8% 2.5

卡塔尔 15,412 6.5% 15.9

新加坡 11,688 2.5% 5.4

科威特 8,244 4.7% 5.4

阿曼 5,783 5.0% 3.5

黎巴嫩 4,739 21.8% 2.4

巴林 1,381 3.1% 2.6

乌拉圭 1,376 1.9% 1.1

文莱 436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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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西方衰落

第四部分
西方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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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增长放缓，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

降、生产能力未利用程度上升以及失业/就业不足，这一趋势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并从20

世纪70年代初期至中期加速110。美国转变为资本净输入国，加剧了垄断资本的矛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账户转向依赖持续大规模的资本输入，这是金融化财富

创造过程的关键，也是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关键经济机制。全球资本资产主要以美元计价，支

撑着美国垄断金融资本的整体地位。

到2009年，美国开始计划将重心转向亚洲，以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奥巴马时期，美

国开始对付世界贸易组织。这一时期也标志着美国越来越依赖关税、制裁、保护主义和混合

战争。

鉴于美国如今依赖大规模资本净输入（到2022年已达每年1万亿美元），美国几乎没有内

在的经济能力使其全球北方或全球南方盟友获得经济优势111。事实上，美国需要继续试图从

这些盟友掏空更多剩余价值。

在新自由主义之下，美国政府的相对自主性被削弱，私人资本更为直接地控制了大部

分政府事务。然而当前，美国地位受到日益增强的国际经济威胁，加上新自由主义未能维

持美国经济主导地位，由此，统治阶级的集体政治利益正由一个自主性更强的政府来维护

（而不是代表个别资本集团的利益）。用列宁的话说，对资本家而言，“政治必须优先于

经济”112。

垄断金融资本阶段下的金融化或积累，实际上是一种寄生性发展，竭泽而渔，标志着资

本的结构性危机。美国资本存在内部矛盾。当美国资本试图从本国工人阶级身上榨取更多剩

余价值时，它就有可能会在发动对外战争上失去支持，而对外战争的目的是扫除美国资本主

义经济利益的国际障碍。因此，美国统治阶级被迫同时打击全球南方和本国工人阶级――这

必然导致美国资本主义右翼浪潮日益抬头。20世纪30年代，美国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可以

在国内通过改良主义方案应对资本主义的深重危机，而不像德国或日本那样公开攻击工人阶

级。然而，美国经过二战才摆脱经济萧条，而不是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凯恩斯主义新政

（Keynesian New Deal）的功劳。今天，在这种新形势下，美国别无他法，只能依靠对外侵略同

时在国内加大压迫力度。

美国利用通货膨胀试图增加利润（军费开支和由此产生的债务加剧了这一趋势）。美国

军事债务利息占美国联邦政府利息支出的70%以上。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通过取消金本位

美国经济和政治霸权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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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西方衰落

图	32：	1885—1945年英国经
常账户国际收支差额
图（数字为占GDP的百
分比）

Figure 32: Chart of United 
Kingdom current 
account balance of 
payments, figures 
in percentage of 
GDP, 1885–1945

制，将债务成本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从而得以管控越战巨额军费开支的后果。这成功打击了

帝国主义竞争对手，由此加强了美国的相对经济和金融实力。

分析一个帝国的潜在衰落需要准确的历史视角和短期转变。在欧洲，从奴隶制过渡到封

建制用了几个世纪，从封建制过渡到资本主义也用了几个世纪。19世纪，法国仍在与封建主义

的残余作斗争，而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在意大利城邦的小规模发展已持续数百年。

图表 32

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相对衰落的一个特征是它越来越需要从国外攫取资本--英国和美国都

遵循类似的历史趋势。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英国就不再是资本输出国了（图32）。

英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
数字为国内生产总值占比（1885–1945年）

来源：罗思义（John Ross）依据《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1989 年《百年经济统计》（One Hundred Years of 
Economic Statistics）的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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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差额等于其国内资本创造（储蓄/盈余）与国内资本投资之间的差

额。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资本创造大于其国内投资，那么这个国家就是资本输出国，并出

现国际收支顺差。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资本创造少于其“国内”资本投资，则它的国际收支出

现逆差，并输入资本，即资本账户出现盈余。

从1913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除了少数例外，美国创造的盈余超过其“国内”投资。美

国的资本盈余可以投资于其他国家，并通过暴力和其他途径扩大其国际霸权。从面向欧洲

的马歇尔计划中可以看出，二战后，这么做的受益者是美国希望笼络、整合和支配的帝国主

义国家。韩国等其他受益国则成为制约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前沿国家，因而得到美国的经

济投资。

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认为最紧迫的经济威胁并不来自共产主义（这与政治威胁恰恰

相反）。注意力开始集中于遏制资本主义竞争对手的增长。少数几个资本主义经济体（先是战

后初期的德国，然后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日本）的投资率远高于美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的30%或以上，使得这些国家能够实现比美国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这是德日工人阶

级遭受法西斯主义巨大打击的历史结果，其后果延续到战后时期。德日资本家能够提高剥削

率，从而为高额资本投资提供资金。与此同时，他们的“晚工业化”（late industralisation）也

使他们获得更高质量的技术，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率。虽然美国在战后不久就愿意接受这种

经济后果，但这一进程持续下去就开始影响美国的经济增长。

为防止这些国家有力的经济竞争，美国利用政治和军事压力迫使它们降低投资率和相应

的经济增长率。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解除了美国把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掌控加以武器化的

限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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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1900—2022年美国经
常账户收支差额图（数
字为占GNP的百分比）

Figure 33: Chart of United 
States current 
account balance of 
payments, figures 
in percentage of 
GNP, 1900–2022

 

美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
数字为国民生产总值占比（1900-2022年）

来源：罗思义（John Ross）依据《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百年经济统计》（One Hundred Years of Economic 
Statistics）和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的“国际交易”表 1（“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Table 1）  
计算得出

图表 33

图33中的正负数字显示了120年间国内储蓄/资本创造与国内投资之间的平衡。例

如，1929年的正数0.8%表示美国的储蓄/资本创造多于其国内投资，即美国在向国外借出/输

出资本。202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负数-3.9%表示美国的国内投资高于其国内资本创造/

储蓄。因此，有3.9%国民生产总值的资本从国外流入。正数表示资本从美国流出，负数表示资

本流入美国 。113

8%

6%

4%

2%

0%

-2%

-4%

-6%

1900
1910

1920
1930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2022
-3.8%



101

图	34：	1949—2028年美国
GDP年均增长率图

Figure 34: Chart of United 
States average 
annual GDP growth 
rate, 1949–2028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
1949–2028年

来源：罗思义（John Ross）依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的“美国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NIPA）表1.1.3
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计
算得出

图表 34

然而，尽管美国有能力拖住帝国主义竞争对手，但事实证明，美国无法提高其自身的经

济增长率（以进一步拉高投资率和剥削率），部分原因是美国本土资本家退出了美国国内的

长期生产性投资。事实上，美国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减速――如今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

为2.0%，不到20世纪60年代增长率的一半，远远落后于中国等多个亚洲国家的增长率。图34

显示，自1953年以来，美国的整体平均增长率一直在下降。

面对这种情况，美国随后转而采取关税、经济制裁和技术禁令等措施，导致保护主义氛围

日益浓厚。然而，正如前文分析，尽管经济出现衰退，但美国在军事上仍然领先于其他国家。

因此，美帝国主义现在越来越依赖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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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1929—2023年美国净
储蓄/净资本创造（占
国民总收入百分比）Figure 35: Chart of United 

States net savings/
net capital 
creation, figures in 
percentage of GNI, 
1929–2023

美国净储蓄/净资本创造
数字为国民总收入占比（1929–2023年）

来源：罗思义（John Ross）依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的“美国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NIPA）表 5.1 和
表 1.5.5 计算得出

图表 35

追溯这一过程，并说明如果不对美国经济进行彻底的结构调整，美国就无法提高其增长

率，而这并没有提上日程。图35绿色折线显示，从1965年起，美国的净储蓄/资本创造逐步下

降，到2009年已降到占国民总收入的-2.7%。蓝色弧线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国外

借贷，即使用从其他国家输入的资本，开始急剧上升。到2002年，美国的国外借贷首次高于其

国内净资本创造――也就是说，即使是美国资本存量的直接增长也首次更多地藉由他国资本

而非美国自身融资。来自其他国家的资本多于来自美国自身的资本。这种情况接着略有逆转，

随后一直波动到2020年，这一年再次出现美国资本存量的增加更多来自其他国家的情况。

概括整个过程，美国构建了服务于其利益的世界经济。美国企业通过在全球南方的国际

套利获得巨额剩余价值，整个帝国体系迫使其他国家使用美元――这不仅借助经济进程，还

凭借美国军事基地和其他手段。目的是建立一个体系，使各国别无选择，只能将美元购入美国

证券，为美国赤字和美国国内投资提供资金。这就是全球垄断金融资本的运作方式，是以军

事和政治力量为后盾的金融帝国主义高级形式。

打破这一体系的是垄断资本在生产（实体经济）方面相对停滞不前，这使得中国和其他

全球南方国家的生产飞跃发展。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的著作《超级帝国主义》

（Super Imperialism）就美国失去美元霸权的后果给出了有益见解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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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1972—2020年固定资
本形成净额占GDP的
百分比

Figure 36: Chart of net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figures in 
percentage of GDP, 
1972–2020

  固定资本形成净额
数字为国内生产总值占比（1972–2020年）

来源：罗思义（John Ross）依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计算得出

图表 36

图36显示，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超过了美国，而美国的这一数字则逐渐下降。虽然本

节不讨论中国崛起，但应该指出，自1992年以来的30年里，中国每年都是资本净输出国。正是

这种资本盈余使“一带一路”（BRI）等国际倡议的融资在经济上成为可能。

这成为理解不断演变的国际进程中两个核心的关键因素：

• 美国日益成为国内和全球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 中国目前的工作重点是发展本国生产力和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合作。这提供了一条通过

世界生产力的整体发展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

各种洲级工业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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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日薄西山
长期以来，美国以外的一些人一直抱有错觉，认为美国的民主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只是

最近才遭破坏。1776年，分别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一个奴隶主）为首的美国资本两翼确保只有像他们一样拥有财产的白人

男性才有投票权。从1776年起，财产权就神圣不可侵犯，凌驾于所有其他权利之上。

正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德意志意识

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1846年）中所写，“言论自由”实际上仅限于那些拥有物质生产

资料的人，而这些人通常是那些拥有精神生产资料（即媒体）的人。从印刷术开始就是如此，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权利扩展到那些众所周知的边缘群体或得不到支持的人，或者对制度不

构成威胁的其他人。资本家利益的反对者只要有机会获得重大支持，就会遭到打压、监禁和

制裁，以及司法谋杀或暗杀。资产阶级民主始终是保护财产权的工具。只不过在20世纪要抵

御国际社会主义威胁时，美国才暂时将选举权扩大到黑人，增加了言论自由和其他公民自由。

国际上对竞逐选票的美国各党派存在很大误解。从成立之初，民主党和共和党就不是群

众性政党，而主要是自上而下由有产精英和专业阶层盟友的联合体，与现状密切相关。第三党

在美国两党垄断的政治体系中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负责各自党派运营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组织形式上为非营利性免税公司。它们主要是以金钱为基础的拉票机

器，定期在各选战中吸引选民支持，因此与欧洲的很多成员制政党迥异。虽然登记为民主党

员或者共和党员，但这主要影响到各自初选中的投票权。绝大多数人的党派身份不会超越具

体选举中的投票。因此，约一半的美国选民认为自己政治独立，不隶属于任何主要政党。事实

上，两党在执政时都没有代表大多数美国选民的利益。

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有一首诗极为深刻地戳穿美国自诩为伟大国家的虚

伪之处：

让美国再次成为美国。

让它成为曾经的梦想。

让它成为平原上的先锋

寻找一个他自己自由的家。

（美国从未给予我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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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美国成为梦想者的梦想

让它成为爱的土地，伟大而坚强

没有国王纵容，也没有暴君阴谋

任何人都会被上面的人压垮。

（美国从未是我心中的美国。）

哦,让我的土地成为自由的土地

没有虚假的爱国花环

但机会是真实的，生活是自由的,

我们呼吸的是平等。

（在这块“自由的国土”上，

我从未有过平等，从未有过自由。）

……

是谁在提自由者？没提到我吗？

确定没提到我？我们这数百万受救济者？

在罢工时被击毙的数百万人？

工资分文未得的数百万人？

为了我们憧憬过的所有梦想

我们唱过的所有歌曲

我们胸怀的所有希望

我们悬挂的所有旗帜，

工资分文未得的数百万人

如今只剩下几近破灭的梦想115。

1991年苏联解体后，全球北方的大部分资产阶级及其附庸欣喜若狂。他们自欺欺人地相

信“历史终结”，渴望建立一个永久单极世界。美国推行的反恐战争经过精心策划，要为军国

主义争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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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至2009年开始出现新的现实：

• 苏联解体并没有实现叶利钦承诺的俄罗斯去核化，也没有让俄罗斯政府永久听命于美

国指示。随之而来的是“在俄罗斯谁失败了”的惯常呼声。

• 美国战略界开始宣称美国可以有先发制人的核战争能力（既不道德也不科学）。

• 面对北约的持续东扩和美国声称即将成为核霸主，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

于2007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标志着俄罗斯加入盎格鲁-美利坚俱乐部

的幻想破灭。在那次演讲中，普京批评了“在国际关系中几乎无节制地滥用武力”，并

指出世界绝不能听凭“一个主宰者、一个握有无上权力者”做主116。

• 2007年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re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成立，标志着两派外交

政策精英的历史性联姻――主要为共和党人的新保守派和主要为民主党人的自由鹰

派。他们的共同战略是立即行动，借乌克兰之手打击俄罗斯。

• 以民粹派新法西斯主义者为首的茶党兴起于2009年。它吸引了小资产阶级和部分上层

工人阶级（主要是但不限于白人）群体，这些人的经济状况几无改善，并担心失去特

权。这标志着数十年来主导美国体制的所谓两党共识终结。

• 金融化引发的泡沫演变为2008年“第三次大萧条”，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

经济危机。

•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让中国革命缴械投降。

• 美国制定了“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又称“转向中国”，以及控制欧亚大陆的战略。

中国经济在“第三次大萧条”开始后继续快速增长，而西方经济则在危机后萎靡不

振117。201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超过美国，有一种明显的担心：到2030年，

按当前汇率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美国统治阶级需要加以应对。

新法西斯主义和极右翼势力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壮大。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在国内采取一

系列倒行逆施，令前几届共和党政府都羡慕不已。特朗普的当选削弱了资产阶级利益的共有

认同，加深了对美国政治体系局限性的认识。

在国际上，这种情况也标志着全球重新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危险。面对新

自由主义最终造成“第三次大萧条”的明显失败，一场新运动开始了，力图在某些方面扭转新

自由主义导致的政府空心化。

要准确理解“第三次大萧条”开始后发生的事件，我们必须对先前的60年作出评估。1964

年，极右翼资本家、共和党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大选中失利，但使极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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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进入共和党和美国的主流。1968年的大选中，民主党输给了共和党中间派理查德·尼克松

（Richard Nixon），他俘获大量美国南方白人选票，并引入了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新的制度

化监禁体系，此后两党都一直沿用这一体系。民主党开启了一段内部分裂时期，并开始放弃任

何以“当选可能性”（electability）和“三角策略”（triangulation）为名的左倾偏向，转而试图

借力共和党的右倾势头。

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标志着极右派实际接管了共和党。1985

年民主党领袖委员会（DLC，属于私营企业）成立，标志着民主党开启新阶段：“新民主党”

（New Democrats）崛起。多名前DLC主席，包括迪克·盖法特（Dick Gephardt）、查克·罗布

（Chuck Robb）、萨姆·纳恩（Sam Nunn）和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都属于军事上的鹰

派，主张有更多的社会开支用于军事。DLC成功压倒左派，其最高胜利是由他们选定的候选人

比尔·克林顿于1992年赢得总统大选。

从DLC的角度来看，克林顿的优势在于他可以言左行右，使南方白人回归民主党。例如，他

一方面采取反福利和支持监禁的政策（都是种族主义立场），另一方面又假装推行进步主义议

程。与里根相比，他不那么反劳工，但仍代表着民主党的策略，即在极度右倾的政治态势中保

持中间派，而民主党代表的是一种更温和、更亲切的新自由主义。

令人深思的是，民主、共和两党的运作好比是私营企业，其收入来自各类资本家，服务

于股东和公司高层的利益。对民主党而言，这包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和美国进步中

心（CAP）118。销售的产品是当选官员，他们为资助者谋利益。知名官员包括约翰·波德斯塔

（John Podesta）和黛比·沃瑟曼·舒尔茨（Debbie Wasserman Schultz）。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一旦当选就会变成国家蛀

虫，赚取数千万美元，加入资产阶级高层。希拉里·克林顿在奥巴马总统任内领导美国国务院

期间，与她会面或打电话的154名私人利益集团成员中至少有85人向克林顿基金会捐赠总计

1.56亿美元119。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商业模式需要集合各种不同的选举团体，必须操纵众多的社会阶

层、团体和运动。现在，投票支持民主党的民众利益与民主党金主之间的利益分歧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要尖锐。

本文不作更全面的评估。不过，企业化民主（entrepreneurial democracy）中，资本家和团体间

的竞争等概念，以及市场般的选票争夺战，可以追溯到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20。

过去20年，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发生转变。2009年茶党的兴起标志着新法西斯主义意识

形态日益壮大，也标志着形成了一个更为积极的核心和基础。尽管共和党内部也存在裂痕，但

对大部分下层中产阶级的武器化已经产生了激进右派，从而动摇资产阶级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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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之前的种族、阶级、性别和社会身份矛盾都被极右派和DNC出于不同目的而武器化。

美国各阶层之间的社会裂痕非常严重。夸张地宣称美国正在走向内战极为误导。加利福尼亚

州脱离美国没有经济基础。现在不是美国内战前的那段时期。

从1970年开始，美国工人阶级几乎没有分享到美国凭借其全球支配地位而大幅增长的财

富。数百万儿童面临粮食不安全问题，其父母就业和生活岌岌可危。美国正在经历人口结构的

重大变革。一些估算表明，到2045年，非西语裔白人将成为美国国内的少数群体，这表明美国

种族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强化隔离甚至是种族隔离。

自恋、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和宿命论现已成为全球北方资本主义日益停滞下的基本特

征。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传统外衣正成为资本需求的桎梏。讽刺的是，资本正陷入自我否定的

过程。

美国政治体系内部的这些裂痕对美国工人阶级意义重大，因为美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能力

发展很不平衡。他们面临巨大危险和机遇，不能抱有“越糟越好”的幻想。

在自由民主受到侵蚀的同时，从雅加达到伊斯坦布尔，从约翰内斯堡到艾奥瓦州首府得

梅因，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按照他们的道德、种族、宗教和政治不满情绪而被卷入政治生活。

华盛顿凭借其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和霸权主义军事角色予以严厉镇压。

美国是一个日渐式微的霸权国家，这种霸权受到损伤，因此更加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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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致力于将欧洲和日本纳入其控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集

团。美国通过“北约+”确保在帝国主义集团内取得完全的军事优势，在二战战败国部署了

很多军事基地，例如日本（120个）、德国（119个）和意大利（45个）。意大利有超过1.2万名

美军驻扎121。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将欧洲政治精英纳入自己的轨道。通过马歇尔计划，欧洲的

经济利益服从于美国的经济利益。接下来的50年里，即使是那些敢于部分反对美国利益的帝

国主义国家领袖，也被美国盯上伺机促其下台，例如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1995年至

2007年任法国总统）和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1998年至2005年任德国总理），

两位都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

二战后，日本作为对抗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前沿国家，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然而，20世

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崛起开始对美国的全球经济霸权构成潜在威胁，导致双边贸易摩擦加

剧。美国通过1985年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迫使日元迅速升值，日本出口锐减，由此

失去了经济发展动力122。接着，1987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之后，美国迫使日本采取了超宽松的货

币和经济政策，目的是增加流向美国的资本，为美国在国际上挑衅苏联提供资金。这个过程

中，美国在日本制造了“泡沫经济”，泡沫破灭使日本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

在信息技术和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日本也面临美国打压，阻碍其产业升级。东芝在

1987年之前一直是全球半导体制造业龙头，而在这一年，美国借口东芝与苏联交易对其进

行制裁（这与美国针对中国华为的手法非常相似）。东芝的主要竞争对手IBM和英特尔因此

受益。

苏联解体和随后的德国统一之后，德国资产阶级觊觎俄罗斯市场及其低价能源，渴望与

俄罗斯建立经济联系，但前提是他们自己及其法国同谋能够继续二战以来不受约束地主宰欧

洲计划。这意味着在建立对俄经济联系的同时不让俄罗斯领导层平等参与欧洲政治事务、决

策或架构。而美国的战略则是避免俄德之间有任何战略关系，因为二者实力相加将在欧洲形

成一个强大的经济竞争对手。

资本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始终是根本。过去30年，资本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快速、无缝流

动的能力呈指数级增长。资本投资有几个明确的主要类别，包括股票、票据、债券、私募股权、

房地产以及多种形式的衍生品。股市是大多数资本家长期投资的基本工具之一。一家德国公

司可以选择在美国或德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先锋领航（Vanguard）等大型基金公司购买这些

战败屈服的欧洲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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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但并不是实益所有权人，而只是这些基金的有效受托人（一小部分资本归小资产阶级和

工人阶级特权阶层藉由养老基金和其他手段所有）。

该公司的原始股东最终能够并且确实出售了他们现已上市的股票，不再依赖对某家公司

进行内部投资来管理财富，而是通过高盛等公司或其自己的顾问聘请理财经理，再由理财经

理将出售股票所得的现金进行投资。对很多资本家来说，顾问会让其投资组合里的50%以上

投资美股。因此，德国资本家的“家族财富”不会因为其原有的德国公司市值下跌而消失。

资本市场和所有权的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相当巨大。这些新晋全球

（以前局限于“德国”）资本家的行为与其法国、英国、瑞典或美国同行非常相似。这种程度

的一体化和资本非国有化致使其先是在经济上并最终在政治上对美国更加忠诚。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这种股票市场和资本的高度一体化在全球南方国家很少发生。土耳

其的资本家让自己的公司在美国上市要困难得多。他们可以在土耳其上市后出售股票，将收益

换为美元，并用这些美元投资美股。这是土耳其资本家加入全球精英行列的最常见途径。然

而，这个过程竞争要激烈得多，成功的案例更少，频率更低，而且时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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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2017年经合组织成员
国1万家最大企业在各
国市场上所占的非国
内投资比例

Figure 37: Chart of 
non–domestic 
investment in each 
country market, 
OECD 10,000 
largest companies, 
2017

选定国家市场的非国内投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万家最大企业（2017年）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编制

图表 37

图37给出了经合组织（OECD）的研究结果，表明全球各主要股票市场的外国实益所有

权占比123。这些数据显示，整体而言，欧洲的外国所有权占比较高，而美国、中国和沙特的

外国所有权占比均低于20%。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及其统治阶级并非相互分离，亦非经济

上相互割裂。它们所追求的国家战略目标也没有本质上的分歧，其规模与二战前不可同日而

语。然而，进步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总能在重要之处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局部、经济或

策略歧见。

0% 20% 40%

53%

52%

45%

44%

34%

32%

32%

30%

30%

28%

27%

27%

25%

23%

Thailand 21%

United States 16%

China 7%

Saudi Arabia 4%

0% 20% 40%

53%

52%

45%

44%

34%

32%

32%

30%

30%

28%

27%

27%

25%

24%

23%

21%

荷兰
比利时

巴西
英国

印度尼西亚
德国

西班牙
南非
印度

意大利
土耳其

法国
墨西哥

日本
俄罗斯

澳大利亚
泰国

美国
中国

沙特阿拉伯

                        16%
            7%
4%

                                                                                                                             53%
                                                                                                                         52%
                                                                                              45%
                                                                                          44%
                                                                      39%
                                                  34%
                                          32%
                                          32%
                                   30%
                                   30%
                            28%
                        27%
                        27%
                25%
            24%
        23%
21%

20% 分隔线



112

第四部分：西方衰落

图	38：	身为帝国主义国家的“
附庸”国德国DAX股指
中的国内和国外股东
持股比例，左图和右
图为两种不同的估值
情况

Figure 38: Chart of Germany: 
A ‘vassal’ 
imperialist state, 
domestic and 
foreign shareholder 
ownership of 
DAX, showing two 
different estimates

德国：帝国主义国家的“附庸”国
DAX股指的国内外所有权，左右图为不同估值
两种情况都表明外国所有权占多数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IHS Markit 的数
据编制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安永会计师事务
所（Ernst & Young）的数据编制

图表 38

举个例子。如图38所示，德国的现况清楚表明美国这种一体化进程和经济整合的有效

性。根据2020年市场研究机构IHS Markit的数据，德国人仅持有德国股票市值的13.3%，而北

美和英国投资者的持有比例达58.3%124。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2023年的一项

研究显示，2022年德国DAX指数的40只蓝筹股中，至少有52.1%的市值由德国以外的基金持

有。其余股份中，16.5%的所有权不明（很可能也为外国资本所有），只有31.3%的市值由德国

人持有125。德国经济中的主要企业并非德国人所有。

过去18年，德国工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已经从9%下降到略高于6%126。失去廉价俄罗斯

能源并适应风险管控下的脱钩很可能对其国际竞争力造成灾难性影响。此外，电动汽车的兴

起使内燃机丧失重要性，德国由此蒙受巨大损失。内燃机是德国百年来一直享有的核心技术

优势。

2022年，德国实际利用外资（FDI）同比减少50.4%127。过去15个季度中，从2019年第三季

度开始，按不变价格计算，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0.6%，而同期中国增长20.2%，美国增长

8.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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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斯堪的纳
维亚国家
6.4%

德国
13.3% 欧洲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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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X	40	股权结构（2022	年）DAX	30的地区股权结构（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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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领域，美国支配的不仅仅是全球南方国家。欧洲电视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

天下：“美国拥有大约五分之一（18%）的欧洲私营电视频道（不包括地方电视台），欧洲所

有‘会员订阅付费点播’（SVOD）和‘按次付费点播’（TVOD）服务中超过三分之一（在SVOD

中占39%，在TVOD中占33%）归属美国公司……美国还拥有欧洲大约一半的儿童电视频道

（48%）和59%的娱乐节目SVOD服务”129。

德国在乌克兰战争中表现出“国家意志”（即追求符合本国资本主义利益道路的意愿）

崩溃，这表明德国自20世纪初以来第三次被打败（前两次是世界大战，如迈克尔·哈德森所

言）130。德国不顾自身付出的代价，支持对俄制裁和军援乌克兰。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战争进

入第100天之际（期间杀害了23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德国（在纳米比亚曾犯下暴行，二战期

间在国内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在国际法院由南非提起的诉讼听证会上支持以色列131。

2023年最后几个月，德国资本的政界代表在联邦议院以去风险为幌子，私下提出并随后推

出了对华贸易限制措施。这显然与德企的中短期利益相悖。马克思把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描述

为战友团之间的关系132。在危机时期，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机关，尽管资本主义内部关系充

满裂痕，但仍要发挥其政治作用。如今，在名义上的德企，高管的短期利益服从于极化帝国主

义的利益。

随着德意志帝国（1871―1918）的成立，向东欧进行政治和经济扩张而非单纯的领土扩

张成为一项重要战略。1990年统一后，德国奉行双重战略：首先，德国果断支持美国的北约对俄

扩张战略。其次，德国同时还领导了对俄“资本渗透”（capital penetration）战略，目的是确保与

西方和德国利益关系最紧密的团体对俄罗斯的政治控制，反对那些奉行更独立政策的团体。德

国资本支持当时的俄罗斯亿万富翁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等代

理人。2001年，霍多尔科夫斯基成立“开放俄罗斯基金会”（Open Russia Foundation），亨利·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该基金会的理事之一133。2004年，他在试图执行反普京政策后，

因欺诈和挪用公款而入狱。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奉行双重战略，一方面支持针对俄罗斯的

军事准备，组织国内的反普京力量，另一方面又不顾美国的巨大阻力，精心策划建设北溪2

号。然而，后者是为了德国自身利益，而非绥靖俄罗斯，亦非阻碍北约扩张。2014年，在她

的安排下，霍多尔科夫斯基被释放，她还蓄意破坏了明斯克协议。但这一双重战略在2022

年2月终结：德国甘愿充当美国并肩作战的伙伴，并在乌克兰的帮助下，决定与俄罗斯角力

并将其推翻。

然而，德国的现实是，除非它准备与美国的政策彻底决裂（德国资产阶级中没有哪个重要

阶层准备考虑这一点），否则它的任何战略如果没有美国支持就会失败――这就使美国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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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关系中占了上风。由此出现了一个悖论，即美国既想保持德俄间的敌意，又不支持德国取得

对俄全面胜利。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似乎威胁要切断对乌克兰的资助。美国破坏德俄

关系的目的已经达到，在德国遭去工业化的惩罚下，欧洲和德国也成为附庸。

美国将继续剥夺德国资产阶级坚持独立政治立场的所有主要选择。通过我们所说的资本

所有权联系，德国资产阶级将看到德国资本的行动选择将会被完全纳入到美国荫庇之下。敌

视俄罗斯是欧洲服从美国的动力，也意味着丧失任何独立发展的可能。

美欧资本在基本问题上的对立矛盾已经停止。微小分歧仍在，但不具战略意义。在49个全

球北方国家中，只有11个不属于已知的美国间谍网，也没有出席北约维尔纽斯峰会，由此可见

美国让欧洲的臣服程度之深。这11个国家是安道尔、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浦路斯、爱尔

兰、列支敦士登、马耳他、摩尔多瓦、摩纳哥、圣马力诺、塞尔维亚和瑞士。11国总人口为2830

万（接近印度德里市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合计1.8万亿美元（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仅占

全球北方国家的很小比例。

德国是秘密的“十四眼联盟”成员之一，但在美国监听德国领导人遭曝光后，德国的无能

就暴露无遗，甚至连一声抱怨都没有。如今，欧洲资产阶级成了美国情报行动的马前卒。

长期以来，北约一直向德国施压，要求其按照所谓的“金发姑娘原则”（Goldilocks 

principle，20世纪50年代确立），将至少2%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军事开支，目的是：

……鼓励中等规模的盟国（例如冷战时期的韩国或当今波兰）提供防务捐助，而在涉及德

国或日本这样的较大盟国时则要小心谨慎。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盟国的贡献，这些盟

国足够强大，可以为联盟提供有意义的军事力量，但又不至于强大到可以抛弃联盟
134
。

日本政府在美国授意下对中国采取政治挑衅政策，尽管拉近对华关系对日本经济大有裨

益。在英国，美国反对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首相任期内的对华关系“黄金期”，迫

使卡梅伦的继任者翻转这一局面，使英国资本蒙受破坏性后果。

2022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为今后五年设定了43万亿日元（约合3160亿美元）的支出目

标135。日本现已拥有世界上数量第二多的F35先进战机（仅次于美国），并在2020年签署了增

购105架F35的协议。这些战机可加装核武器。日本已修订国家安全战略，允许本国发展先发

制人的打击能力并部署远程导弹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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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两大法西斯势力的重新武装必须被视为犯罪。一场危险的复仇运动正在德国重新

兴起。不同的是，这一次，两国隶属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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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世界秩序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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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对
比图：1993—2022年占
全球购买力平价GDP
的份额

Figure 39: Chart of Global 
South vs Global 
North: Share of 
world GDP (PPP), 
1993–2022

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购买力平价）
1993–2022年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编制

全球北方国家的经济增长长期下滑，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在过

去30年中呈现出较高的经济增长轨迹。从图39可以看出，1993年冷战结束时，全球北方国

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57.2%（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而全球南方国家仅占42.8%。30年后

的今天，比例已完全反转：全球南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已达59.4%，而全球北方则保持在

40.6%。

图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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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金砖五国与七国集团对
比图：1993—2022年占
全球购买力平价GDP
的份额

Figure 40: Chart of BRICS vs 
G7: Share of world 
GDP (PPP), 1993–
2022 

金砖五国与七国集团：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购买力平价）
1993–2022年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编制

图表 40

七国集团（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是全球北方集团的核心经

济体，1993年，七国占全球经济的45.4%。与此同时，全球南方最重要的几个经济体，即后来

的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在当年仅占全球经济的16.7%。其中，俄罗

斯在苏联解体后刚刚崛起，而中国正在深化经济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俄罗

斯和中国都不是七国集团的竞争对手。30年后，金砖五国占全球经济的31.5%，超过了七国

集团（30.3%），如图4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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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金砖十国与七国集团对
比图：1993—2022年占
全球购买力平价GDP
的份额

Figure 41: Chart of BRICS10 
vs G7: Share of 
world GDP (PPP), 
1993–2022

金砖十国与七国集团：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购买力平价）
1993–2022年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编制

图表 41

2023年8月，6个新成员被邀请加入金砖国家：埃及、埃塞俄比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

特阿拉伯、伊朗和阿根廷（尽管阿根廷暂时拒绝加入）。如图41所示，金砖十国（不含阿根廷）

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中的份额增加了4%。

金砖五国 31.5%
七国集团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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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中美对比图：1993—
2022年中美占全球购
买力平价GDP的份额

Figure 42: Chart of China 
vs United States: 
Share of world GDP 
(PPP), 1993–2022

中国与美国：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购买力平价）
1993–2022年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编制

图表 42

过去3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全球北方的绝对领导者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从1993

年的19.7%缓慢降至2022年的15.5%。然而，在全球南方，中国的迅速崛起是最显著的变

化。1993年，中国经济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图42）；到2016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

经济已超过美国；到2022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达18.4%。这一经济现实促使美国

紧急开始努力压制中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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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全球南方（不含中
国）与全球北方对比
图：1993—2022年占全
球购买力平价GDP的
份额

Figure 43: Chart of Global 
South (excl. China) 
vs Global North: 
Share of world GDP 
(PPP), 1993–2022

全球南方（不含中国）与全球北方：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购买力平价）
1993–2022年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编制

图表 43

然而，将中国视为全球南方经济增长的唯一来源并不正确。即使把中国除外，到2022年，

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总量也已超过全球北方国家，南方和北方分别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1%和

40.6%（图43）。全球南方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使其客观上有能力并寻求更公正的国际秩序，

这与全球北方国家帝国主义集团的愿望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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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全球南方43国与美
国对比图：占全球购
买力平价GDP的份
额，1993—2022	年

Figure 44: Chart of Global 
South 43 vs United 
States: Share of 
world GDP (PPP), 
1993–2022

全球南方43国与美国：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购买力平价）
1993–2022年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编制

我们确定了所有4 3个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占世界的41 . 1% 

（图4 4）――是三个新的非帝国主义控制的国际组织中一个或多个组织的成员：金砖十国

（2009年成立，2010年和2023年扩大）、上海合作组织（1996年成立，称为“上海五国”， 

2001年、2017年和2023年扩大）和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2021年成立）。完整名单

见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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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全球南方21国与七国
集团对比图：2012—
2022年人均GDP（购买
力平价）的年均增长率

Figure 45: Chart of Global 
South 21 vs G7: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2012–2022),  GD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er capita

全球南方21国与七国集团：年均增长率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2012–2022年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编制

图表 45

图45显示过去10年全球南方21个最大经济体和七国集团成员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购买力平价）年均增长率。中国的增长率（5.8%）继续在主要国家中领先。亚洲的增长率普

遍高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增长率最高的后五个国家是孟加拉国（5.3%）、越南（4.9%）、印度

（4.6%）、菲律宾（3.3%）和印度尼西亚（3.1%）。除美国外，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人均增长

率均低于1%。令人遗憾的是，非洲和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出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

尼日利亚和南非为-0.4%，巴西零增长，阿根廷为-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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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
对比图：2004—2022年
占世界工业增加值的
份额（GDP按现行汇率
计算）

Figure 46: Chart of Global 
South vs Global 
North: Share of 
industry world 
value added,  GDP 
(Current Exchange 
Rates), 2004–2022

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世界工业增加值的份额
国内生产总值（当前汇率），2004-2022年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编制

图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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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承认，增长率本身会掩盖这些国家内部激烈的阶级斗争，在这些国家中，资本

和劳动力之间的增长份额分配并不公平。但是，如果忽视增长率及其趋势线所示情况，就是

个错误。

过去20年来，世界经济的最重大变化之一是世界工业生产的地理格局发生巨变。

世界银行公布了按现行价格和现行汇率计算的工业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本研究将其称为

现行汇率法（CER）。目前，我们未曾听说已有测算并公布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中的工

业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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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对
比图：2004—2022年占
世界工业增加值的份
额（GDP按购买力平价
计算）

Figure 47: Chart of Global 
South vs Global 
North: Share of 
industry world 
value added,  GD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2004–2022

  

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世界工业增加值的份额
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2004-2022年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编制

图表 47

图46和图47显示过去18年中，分别按现行汇率和购买力平价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情况

下，工业增加值的占比变化。工业增加值所占全球份额很可能介于现行汇率和购买力平价之

间。本系列的后续图表只显示购买力平价计算下的情况，其限定条件与第一个系列相同137。

我们看到，经济基础确实发生了变化，全球南方占大多数份额。尽管很多人预测会出现一

个新的后工业社会，但没有一个大国未经工业化就实现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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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2004—2022年法、德、
印、日、俄、英分别占
世界工业增加值的份
额（GDP按购买力平价
计算）

图	48：	金砖十国与七国集团对
比图：2004—2022年占
世界工业增加值的份
额（GDP按购买力平价
计算）

Figure 49: Chart of selected 
countries: Share 
of world industry 
value added,  
France, Germany, 
India, Japan, 
Russia, and UK, 
GD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2004–2022

Figure 48: Chart of BRICS10 
versus G7: Share 
of world industry 
value added, GD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2004–2022

目前，金砖十国的工业增加值所占全球份额是七国集团的两倍（图48）。

金砖十国与七国集团：世界工业增加值的份额
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2004-2022年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编制

图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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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国家：法国、德国、印度、日本、俄罗斯、英国的世界工业增加值份额
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2004-2022年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编制

图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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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各国工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如下：

• 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25.7%，而美国仅占9.7%。

• 全球南方占69.4%，全球北方占30.6%。

• 金砖十国占44%，超过七国集团。

• 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占比也在下降，而印度则在上升（图49）。

我们用世界银行公布的工业百分比乘以各国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得出各

国的工业增加值。然后，利用这些数据计算出每个国家和国家组别在世界工业增加值总额中

的占比。这种方法存在一些局限性和复杂问题。

一些经济学家试图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变化。一些人认为，美元垄断和大型跨国公司的

所有权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数字夸大了这一变化。至少不能说中国的所有生产都在美国控制

之下。即使在印度，也不能低估日益壮大的本国大资产阶级（尽管其中大部分在政治上是反动

的）的重要性。只有大规模改善全球南方的基础设施，才能把工业生产转移到那里。

202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道别时

说：“（当今全球局势）这是百年变局的一部分，我们共同来推动”138。欧亚大陆现在是决定人类

下一阶段情势的中心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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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法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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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著名演讲，批评美国的垄断支配地位，“在国

际关系中几乎无节制地过度使用武力（军事力量），这种力量正在使世界陷入长期冲突的深

渊”139。同年，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成立。2009年，维基解密披露，发给华盛顿国务院的

美国秘电称：

“习近平知道中国腐败有多严重，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商业化深恶痛绝，这种商业化还

滋生新贵阶层、官员腐败，使人丧失价值观、尊严和自尊，并滋生毒品和卖淫等‘道德罪

恶’……习近平成为党的掌舵人后，可能会积极尝试解决这些罪恶，也许会以牺牲新的富有

阶层为代价
140
”。

警钟已在兰利（Langley，中情局总部所在地――译者注）和雾谷（Foggy Bottom，美国国

务院所在地――译者注）敲响。西方希望出现“中国戈尔巴乔夫”的梦想在2012年破灭了。显

然，经济正在崛起的中国不会马上被打败。因此，“转向亚洲”战略开始整合盟国以遏制中国。

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公开宣称“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141。而习近平则对

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142。

201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已超过美国。2020年，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

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预测，到2028年，按美元计算的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这一预测成为“恶魔屏障”（demon barrier）143。美国官员一再将中

国定义为美国和全球北方面临的头号战略威胁。

美国国力相对衰落、社会主义中国崛起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美国主动屈从

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并随之融入的主要原因。由此产生一个美国控制下的完整军事、政治和

经济集团。1998年，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警

告：“最危险的局面是中国、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形成大联盟……不是突然情投意合，而是为

了共同反对主导力量（美国）144”。

由新保守派和自由鹰派联合组建的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催生了一批来自美国两党的

核心政策精英，他们致力于为美国制定新的地缘政治战略。2021年，他们无视布热津斯基的

警告，开始公开鼓噪为同时打多场战争做准备。出身于CNAS的重要人物有现任国务卿安东

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现任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负责政策的

美国遏制中国经济增长和影响力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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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防部副部长米歇尔·弗洛诺伊（Michele Flournoy）。CNAS前员工和顾问已渗透到包括国

家安全委员会在内的美国国家战略机关。 

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虽然不是CNAS成员，但目前在拜登任内发

挥着主导作用，并奉行一致的国际战略。2023年4月，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发表了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力》（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的演讲145。这次演讲意义重大，原因有三。首先，由国家安全顾问就美国经济发表如此重要的

演讲极不寻常。以往，亨利·基辛格等前国家安全顾问都仅涉足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和军事领

域。其次，沙利文的演讲试图建立“新华盛顿共识”（new Washington Consensus），重树美

国经济霸权。第三，沙利文承认美国存在经济停滞等深度结构性危机。

军事扩张必须要有这一经济计划作支持。2023年7月，美国提出法案，将向台湾新增3.45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146。从特拉维夫到基辅再到台北，美国正在将其军事行动升级到欧亚大陆

的家门口。

必然与核大国间冲突相关联的冷战总是危险的。1988年，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Herman）

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出版了《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一书，谴责美国媒体企业经常与政府合作使用的“政治宣传模式”

（propaganda model）。两人合著该书是早在这种模式尚未利用数字时代新的监控和定向传播技

术工具。“吹哨人”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让世界得以一窥美国大规模扩张其对所有

通信的控制，以及它如何将所有美国IT技术垄断平台整合为美国国家安全基础设施的附属品。

一位前高级情报官员用“收集一切”描述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前局

长基思·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的收集数据方法。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除中国、俄罗斯和

其他少数国家外）的所有电子邮件、电话和各种类型的文本消息（包括WhatsApp、Telegram和

Signal的短信）、每一次按键和每一个网址都会被收集，存储在犹他州布拉夫代尔等地的庞大

硬盘网络中。美国创建了一个全球网络，能够捕捉和管理所有海底光缆、所有手机通信和卫

星数据通信中的几乎每一个数据包。

尽管握有军事霸权，但资本仍需要某种程度的认同。随着时间推移，机器学习等新技术使

美国对人民、全球南方国家及其民众进行心理暗战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147。互联网和经济

技术垄断的出现让所有媒体公司的经济模式都归于崩溃，这使得所有媒体利润都去中介化。

一个媒体渠道完全武器化的新时代开始了――这是美国当权者在世界各地运用总体混合战争

战略（包括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的一部分。

奥巴马执政时期的“重返亚洲”（实际上是“转向中国”）战略，于2012年正式开始。美国

综合运用政治宣传、外交、经济和政治战略，一开始是试图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后来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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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金砖国家等机构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2016年起，特朗普试图避免与俄罗斯发生冲突，

并开始把美国的所有精力用来集中对付中国。

过去8年，美国精选和策划多个话题，想定义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说法。尽管在也门、

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数百万穆斯林死于北约军队之手，但西方仍成功整合了其强大

的软实力资源，对中国发动了一场激烈冷战。即使是纳粹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

（Joseph Goebbels）也可能会惊讶于西方的狂妄自大，因为他们声称自己是人权卫士，并企图

利用新疆作为鞭挞中国的矛头。

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的参谋长、前陆军上校劳伦斯·威尔克森

（Lawrence Wilkerson）指出，美军入侵并长期驻扎阿富汗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遏制中国

的“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至今），并在新疆制造民族分裂和社会动荡148。《纽约时报》、

《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BBC）成为美国标志性心理战的核心道具。

我们在分析西方经济时已阐述，西方寻求延缓中国经济增长并非不合理。中国经济下一阶

段发展的核心是推进双循环经济，即在继续保持国际贸易增长的同时，增加国内市场的比重，

转向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攻击新疆可以同时满足西方的诸多利益：削

弱中国的国内增长战略，在国际上孤立中国，掩盖美国对穆斯林国家的暴力行为，继续支持极

端组织破坏敌对国的稳定。

美国国务院捏造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种族灭绝的指控，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美国政府由

此对中国实施制裁，旨在打击中国整个纺织产业链。中国纺织品出口额超过3000亿美元，占

世界纺织品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居世界首位149。虽遭美国制裁，但新疆外贸仍同比激增

51.25%，2023年前三季度达到300亿美元，其中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同比增长59.1%150。中国

刚刚宣布在新疆设立自贸试验区，以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

除了“软实力”战争，美国还不遗余力遏制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尤其是削弱中国生产甚至

采购高端半导体芯片的能力。通过对荷兰阿斯麦（ASML）公司生产的极紫外线（EUV）光刻

机等技术实施长臂管辖，美国试图阻止中国触及芯片技术的未来。拜登政府认为，其影响将

远远超出削弱中国的军事进步，还将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科学领先地位。

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新兴技术项目高级研究员、人工智能治理项目主任格雷戈里·艾伦（Gregory C. Allen）

认为，美国工业和安全局（BIS）2022年10月发布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措施，所传达的信息是

这是“美国积极对中国大部分技术产业卡脖子的一部分新政策――卡脖子政策的意图就是扼

杀”151。美国行业分析师C. J. 缪斯（C. J. Muse）表示：“5年前，如果你跟我说这些规定，我会告

诉你，这是一种战争行为――但现在，我们必须开战了”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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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	中国、美国和欧元区的
累计GDP增长率（以
2019年第三季度为基
准）

Figure 50: Chart of China, 
United States, 
and Eurozone: 
Accumulated GDP 
growth, percentage 
of change on Q3 
2019

中国、美国和欧元区的累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以2019年第三季度为基准

来源：罗思义（John Ross）依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的“美国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NIPA）表 1.1.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季度国民账户”（Quarterly National Accounts）和中国万得（Wind）数据库 
计算得出

图表 50

尽管受到美国的严格限制，但中国的发展速度仍超过全球北方国家（图50）。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加强了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联系。2013年至2022年，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达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双边累计投资超过3800亿

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2400亿美元。中国在共建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完成营业

额累计分别达到2万亿美元、1.3万亿美元153。

讽刺的是，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遏制反而坚定了中国自主创新的决心。近年来，中国在高

端芯片、电动汽车、数字技术等领域的自主创新取得重大突破，使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封锁

和遏制越来越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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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亚洲，特别是中国为首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和平崛起，对帝国主义的全球支配地位构

成全面的经济挑战。600年来，大西洋帝国主义列强第一次遭遇能与之抗衡的非白人经济

力量。

为遏制中国崛起，美国正在加紧帝国主义阵营的内部整合，允许并要求两个在二战中战

败的法西斯国家（日本和德国）重新武装自己。美国政界领袖一致认为必须把中国作为核心战

略敌人加以遏制和击溃，并开始新冷战。美国军界领袖发表涉华震惊言论。美国的地缘政治

目标是推翻中国和俄罗斯的政权，实现两国去核化，如有可能还肢解两国，将其分裂成若干

小国，确保它们再也无法挑战美国的军事或经济霸权。

在俄罗斯西部边境，北约东扩已使乌克兰安全问题达到关键沸点。苏联解体前，美国曾向

戈尔巴乔夫承诺，北约不会东扩，因为其最初的使命――对抗苏联，遏制欧洲共产主义――已

随冷战结束而完结。然而，北约违背此“君子协定”，吸收了14个新成员国，其中包括几个前苏

联加盟共和国。2018年，乌克兰修改宪法，将加入北约和欧盟作为其国家战略的优先事项，这

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基辅距离莫斯科仅760公里，允许北约在乌克兰部署核

武器将对俄罗斯构成无法控制的军事威胁。

与此同时，乌克兰西部的新纳粹势力也在崛起。2022年1月，基辅和利沃夫等城市举行了

火炬游行，纪念二战时的纳粹合作者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的生日。在此前的冲

突中，乌克兰西部民族主义极端分子高举纳粹旗帜，威胁要消灭乌克兰东部人和亲俄分子。乌

克兰东部的俄罗斯族人不得不组织抵抗并寻求俄罗斯的援助。在此情况下，俄罗斯在乌克兰

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实质上面临着与北约军事力量的直接对抗。

在西太平洋，美国不断企图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挑起紧张局势。2022年8月，美国众议

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窜访台湾，严重违反一

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要知道，1972年，美国

在《上海公报》中接受“一个中国”政策，即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

家。2023年8月，美国海军与加拿大和韩国军队在日本海和黄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154。然而，

由于中国做了针对性军事动员，演习仅进行5小时就戛然而止155。自2022年6月费迪南德·罗慕

尔德兹·马科斯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菲律宾向美国开放了多个军事基地，加强了与澳大利亚

和日本的安全关系，并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与中国挑起争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军

舰也经常在南海巡逻和演习，与中国海军多次发生近距离接触和摩擦。

全球北方将世界推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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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面对美国及其盟国的不断挑衅，中国一直保持克制，努力避免与美国及其盟国

发生军事冲突――这种对抗可能会升级为全球核战争。然而，台湾对中国具有特殊意义。作为

中国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和国际法上，台湾的继续分离意味着中国的内战、甚至始于1840年鸦

片战争的“百年屈辱”尚未结束。中国不可能接受台湾的分裂，即使这最终意味着直接与美国

开战的风险。

在拜登和布林肯的直接支持下，以色列正在加沙推进对巴勒斯坦平民的种族清洗和种

族灭绝。加沙局势赤裸裸地揭示了全球北方帝国主义阵营作为白人定居殖民者集体的真实面

目：当白人定居殖民者与被殖民的有色人种发生冲突时，帝国主义阵营一律站在定居殖民者

一边。

乌克兰和巴勒斯坦的分裂加剧了社会民主党人的两极分化，事实证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

无法抑制自己被主流或普遍意见接受的渴求，不会参与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

让我们回到北约和欧盟所说的“保护我们的10亿公民，维护我们的自由和民主……抵御

一切威胁”。这句话出现在2023年北约峰会公报的第一段，清晰勾勒出当今世界的结构：以美

国为中心、以北约架构为基础的帝国主义阵营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全面团结和动员起来，

随时准备扼杀任何可能对其霸权地位构成威胁的新兴力量。这种前所未有的巨大帝国主义压

力迫使“世界其他地区”（帝国主义阵营之外的地区）的诸多国家寻找替代架构和角色，以求

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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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可靠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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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全球南方43国图
表：2023年全球南方
新兴多边组织、金砖十
国、捍卫《联合国宪章》
之友小组和上海合作
组织的	43个成员国

Figure 51: Diagram of 
GS43: 43 member 
states of Global 
South emergent 
multilateral 
organisations, 
BRICS10, FUNC, 
and SCO, 2023

全球南方43国：全球南方新兴多边组织的43个成员国
金砖十国、之友小组和上合组织（2023年）

图表 51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
注：每种颜色内的国家按国内生产总值降序排列
        **表示该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数据不足      

主要组织 交集区

金砖十国
[Orig]-创始成员国； [N]-新成员国
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FUNC）
上海合作组织（SCO）
{F} 正式成员国； {D} 对话伙伴国； {O} 观察员国

之友小组+上合组织
上合组织+金砖十国
金砖十国+之友小组+上合组织

<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共13个成员国；全球南方43国中有7个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

之友小组

金砖十国

上合组织

阿尔及利亚<OPEC>、委内瑞拉<OPEC>
玻利维亚、老挝、马里、尼加拉瓜、 
津巴布韦，巴勒斯坦、 
赤道几内亚<OPEC> 、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朝鲜**、古巴**、叙利亚**、厄立特里亚**

土耳其 {D},
巴基斯坦 {F}，哈萨克斯坦 {F},
乌兹别克斯坦 (F), 斯里兰卡 {D),
卡塔尔 {D}, 缅甸{D},
科威特 {D) <OPEC> , 阿塞拜疆 {D},
尼泊尔 {D}, 巴林 {D}, 亚美尼亚 {D},
塔吉克斯坦{F}, 蒙古 {O}, 吉尔吉斯斯坦 {F},
马尔代夫 {D}, 阿富汗** {O}

白俄罗斯 {O}
柬埔寨{D}

中国 [Orig] {F}
俄罗斯 [Orig] {F}
伊朗 [N] {F} <OPEC>

印度 [Orig] {F}
沙特阿拉伯 [N] {D} <OPEC>
埃及 [N] {D}
阿联酋 [N] {D} <OPEC>

巴西 [Orig]
南非 [Orig]
埃塞俄比亚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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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关系确实日益密切。25年前，兹比

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1997年）认为这是美国面临的最大

地缘政治危险。无独有偶，只有这三国同时加入了金砖十国、上海合作组织以及“捍卫《联合

国宪章》之友小组”（图51）。正如布热津斯基预言，这种趋同背后的驱动力是以美国为首的帝

国主义集团不断升级的霸权压力。与在意识形态、军事指挥和情报共享方面高度统一的北约

相比，没有任何反帝国际组织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然而，全球南方出现了三个有影响力的国际

组织：

• 金砖国家组织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发起，是一个经济合作机制，在2023

年8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后扩大到一共17个官方和非官方合作伙伴。金砖十国占世界

人口的45.5%，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的35.6%，全球工业产值的44%。金砖国家

新开发银行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其应急储备安排也有1000亿美元156。

• 上海合作组织（SCO）成立之初的重点是安全问题。它将欧亚大陆国家――从中国、印

度和土耳其等经济大国，到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欧佩克+”主要成员，以及阿拉

伯国家联盟成员国――聚集在一起，通过多方面发展途径应对安全挑战。上合组

织成员国合计占欧亚大陆领土的60%、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全球人口的

40%157。2023年7月，习近平提议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

• 新成立的“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FUNC）旨在倡导多边主义，反对《联合

国宪章》框架内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目前，该组织有20个成员国，委内瑞拉是

发起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该组织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要求，

支持巴勒斯坦争取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支持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

巴勒斯坦国。

“一带一路”倡议（BRI）已经走过了10年，也对全球南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迄今为止，“一

带一路”投资已超1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方基础设施发展的关键力量158。



137

图	52：	2023年全球南方共同
利益示意图

Figure 52: Diagram of shared 
interests of the 
Global South, 2023

图表 52

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2023年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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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可靠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替代方案

与帝国主义阵营相反，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要愿望是主权和发展，以及实现和平。具体而

言，它们至少面临八大共同挑战和机遇（图52），详见下文：

• 多边主义：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开展深入的多边对话与合作，而不依赖全球北方国家

提供的平台。

• 新现代化：通过全球南方的经济走廊和经济带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大陆级的规

模经济。

• 去美元化：通过本币交易、货币互换和区域共同货币等机制，减少国际贸易对美元的依

赖（特别是那些被制裁国家）

• 全球南方国家引领创新：促进全球南方国家民主开放的技术创新。这包括降低知识产

权垄断在医药、新能源和信息技术等领域造成的成本溢价。

• 赔偿与债务解决：通过减免和补偿问题的集体谈判，解决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的百年债

务陷阱。

• 粮食主权：确保人民和国家有权制定自己的农业和粮食政策，不向第三国、跨国公司和

自由贸易协定倾销。

• 数字主权：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在硬件、软件、数据、内容、标准和法规方面控制数字空

间的能力，构建替代美国垄断数字平台的方案。

• 环境正义：制定公平的排放权分配计划，敦促帝国主义国家对其长期累积的污染排放

进行赔偿。自然金融化是全球南方的死胡同。

人类面临着一个危险而无情的军事强国。美国正在重新武装二战时期的两大法西斯强

国，而它自己则更多地转向极右翼政治和新法西斯主义。

令人痛心的是，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左翼力量确实薄弱，大多数国家在主观方面还没有

做好革命的准备。但我们正在目睹意识上的重大变化和突破，尽管还不是完全的阶级自觉。数

百万人走上街头，饱受美国和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政权以及法国和英国的折磨。四个帝国主义

核大国已经联合起来展示实力。这么做的代价很可能是，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未来一代的年

轻人将永远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这种炫耀残暴和羞辱的行为。毛泽东说过这一历史辩证法：

“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是

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是会吃人的，

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1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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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为人类提出了富有远见的建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

的“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南方国家指明了一条不依赖剥削和压迫其他国家的道路。它兼顾了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由于全球北方超过600年的羞辱、种族暴力和经济剥削，我们来到了极化帝国主义的这个

阶段。然而，正在崛起的全球南方，即使矛盾重重，也提醒我们，人类不能继续成为历史的受害

者。尽管主观因素的背景已变，但《共产党宣言》（1848年）最后的呼吁今天仍然铿锵有力：

他们（无产者）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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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可靠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替代方案

黑人妇女

作者：

南希·莫雷洪（Nancy Morejón，古巴诗人）

仍能嗅到他们逼迫我穿越的海之泡沫。

就连大海自己也想不起来。

我甚至想不起大海本身。

但从未忘记我瞥见的第一只海鸥。

高高的云层，就像永远在场的无辜证人。

也许我并未忘记我失去的海岸，甚至没有忘记我祖先的语言。

他们把我扔在这里，我就一直在这里生活。

还因为我像狗一样拼命工作，

就在这里，我获得重生。

我试图依靠一个又一个曼丁加人的史诗故事。

我起来反抗。

陛下在公共广场上把我买下。

我为陛下绣披风，还为他诞下一子。

儿子没有名字。

而陛下，他死于一位无可挑剔的英国领主之手。

我跋涉前行。

这是我被鞭笞、毒打的土地。

我划船经过它的所有河流。

在它的阳光下，我缝纫、收割，却一粒庄稼都没吃。

我有一所奴隶营房当房子。

是我自己搬石头盖的，

但我在这个国家伴随鸟儿的自然节拍而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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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奋起反抗。

就在这片土地上，我触摸到许多跟我一样（抑或不一样）

被带到这里的人的

热忱鲜血和腐骨。

然后，我就永远不再想去几内亚的路。

去几内亚还是贝宁？我是在想马达加斯加还是佛得角？

我干得更起劲了。

然后，为我最好的千年颂歌和希望打下基础。

在这里，我建立了自己的世界。

我去了山上。

我的真正独立发生在帕伦克，

我跟马塞奥骑兵一起骑马。

仅仅一个世纪后，与我的后代一起

从蓝色的山顶，

从山脊下来

消灭资本家和高利贷者，

以及将军和小资产阶级。

现在的我：只有现在，我们才能把握和创造。

没有什么是我们无法企及的。

我们的土地。

我们的海和天空。

我们的魔力和奇妙梦想。

我的同胞，我看到你们起舞，

围绕着我们为共产主义种下的这棵树。

其慷慨之木材迸发清澈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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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由“全球南方洞见”（GSI）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经合组织、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美国《每月评论》期

刊和反战组织“超越战争的世界”等不同来源的数据和图表汇编而成（见图55）。本节，我们

将介绍本报告编制所依据的方法定义和标准。

所有193个联合国会员国和作为观察员国的巴勒斯坦都被列入“全球北方诸环”或“全球

南方各组”。

在分析全球北方时，我们发现，在我们调查所包含的因素（历史、军事和情报关系）中，各

国与美国情报机构的关系是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将“全球北方”划分为4个环，包括美帝

国主义阵营的49个国家。我们对全球南方的分析表明的因素有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是否独立

于帝国主义、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等。然而，一个关键因素是这些国家成为政权更

迭目标的相对程度，以及它们在公开推进国际反帝立场方面的作用。因此，145个全球南方国

家被分为6组。

除联合国会员国外，我们还列出了非联合国会员国的军事基地数量，以及外国基地所在

领土（有时存在争议）的军事基地数量。

本报告中的其他比较计算涵盖了所有国家和地区各自源数据库中的数据。

尽管国际数据库（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数据库）十分宝贵，但由于各国统计

编制过程的差异，特别是变量测量方法的差异，这些数据库也存在着局限性。这就导致了国际

数据库在其来源地所编制的国家数据不统一。同样，国际数据库在完整性方面也可能存在局限

性。全球统计研究所进行的数据管理和严格的审计程序力求最大限度地确保数据的一致性。

关于国内生产总值相关数据，本报告主要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值得注意的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不包括四个国家的数据：古巴和朝鲜因其主权决定而不受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支配，以及摩纳哥和列支敦士登。在包含这四个国家的表格中，国内生产总值（购

买力平价）一栏留空。

世界银行的经济数据仅用于计算世界工业增加值。世界银行公布的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百分比采用的是现行价格和汇率，在本研究中称为现行汇率法（CER）。只有在这种

情况下，才同时列出按现行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值和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

本文件采用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作为标准。这个选择并非没有争议，由于本报告

的范围所限，不会深入探讨我们对这些争议的方法论思考。购买力平价换算系数是以基准年

的一揽子商品和服务为基础的统计估算值，进一步应用于国内生产总值，以获得国内生产总值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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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2000—2022年中美在全
球GDP中的份额图：按
现行汇率计算的GDP
与购买力平价GDP的
对比

中国与美国：按当前汇率计算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份额对比
2000-2022年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编制

（购买力平价）估算值。虽然有观点认为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数据可能会高估全球南

方国家，但在比较不同国家的经济表现和生活水平时，它是一个更准确的衡量标准，因为它调

整了价格水平的差异，为国际比较提供了一个更稳定的指标。同时，与按现行汇率计算的国内

生产总值排名相比，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为各国经济规模及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提

供了更具意义的排名依据。在此类排名中，货币坚挺的国家可能排名靠前，即使其实际经济产

出并不那么重要。

图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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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2000—2022年全球南
方和全球北方在全球
GDP中的份额图：按
现行汇率计算的GDP
与购买力平价GDP的
对比

Figure 54: Chart of Global 
South and Global 
North share 
of world GDP: 
A comparison 
between CER and 
PPP, GDP (Current 
Exchange Rates) vs 
GD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2000–2022

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按当前汇率计算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全球国内生产总
值份额对比
2000-2022年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编制

图表 54

图53和54分别显示了按现行汇率计算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国内

生产总值总量中的占比：1）中国与美国；2）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按现行汇率计算与按购买

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均显示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的相对占比急剧上升。

然而，用于衡量军费开支的购买力平价换算系数必然不如现行汇率可靠，因为没有收集

到军费开支的价格数据。因此，军费开支方面缺乏用于国际比较的信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

平研究所认识到，用购买力平价调整军费开支并不准确，因此不如使用货币汇率可靠。关于军

费开支，我们将《每月评论》中有关美国实际军费开支的数据与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的数据相结合，利用现行汇率计算出全球实际军费开支。

对于其他军事数据，我们运用各种来源的数据全面分析极化帝国主义的这一核心现象；

然而，由于方法、测量变量、数据稀缺性和保密性不同，依然存在局限。在军事干预次数方

面，我们使用了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和军事干预项目（MIP）的数据。前者是美国的官

方出版机构，是美国军事干预数据的主要来源，但它不包括一些秘密任务，也没有汇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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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



146

附录

以区分美国武装部队的各类海外干预行动。后者使用了更全面的军事干预定义，尽管它只公

布了数据摘要。最后，我们使用了反战组织“超越战争的世界”、调查性新闻网站“解密英国”

（Declassified UK）和美国国防部《军事基地结构报告》公布的清单来获取军事基地数据。

除上述数据来源外，“全球南方洞见”在本报告中的阐述还借鉴了下列更广泛的数据来

源。“全球南方洞见”精心设立新的类别，并建立了复杂的数据整合平台，以便从全球南方的

角度进行分析。由于国内和地区政治可能会迅速发生变化，因此分类过程本身就具有挑战，

而且可能会有修改。通过在不同国家广泛收集和整合数据，可以进行假设检验。例如，在确定

谁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时，我们评估了与美国情报机构的亲密程度。爱德华·斯诺登曝光了这

一分析的数据，显示除了“五眼联盟”（始于1946年《英美通信情报协议》，五个西方英语国

家之间建立了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情报合作关系）之外，还有另外两个隐蔽组织，即“九眼联

盟”和“十四眼联盟”（SIGINT Seniors Europe，即“欧洲高阶信号情报”，成立于1982年）。

本报告的基础是数据库整合、数据分析和“全球南方洞见”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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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用于研究的数据来源及说明Figure 55: Table of sources and descriptions of data used for research

图表 55

研究数据的来源及说明

来源	 数据库 “全球南方洞见”
（GSI）说明 网址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
（CB）

经济增长核算与全要
素生产率

劳动力质量对实际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的贡献

https://data-central.conferenceboard. org/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
（CB）

经济增长核算与全要
素生产率

劳动力数量对实际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的贡献

https://data-central.conferenceboard. org/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
（CB）

经济增长核算与全要
素生产率

资本服务总额对实
际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的贡献

https://data-central.conferenceboard. org/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
（CB）

经济增长核算与全要
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对实
际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的贡献

https://data-central.conferenceboard. org/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
（CB）

经济增长核算与全要
素生产率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 https://data-central.conferenceboard. org/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
（CRS）

1798年至2023年
4月美国承认在海
外动用过武装部队
的情况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
product/pdf/R/R42738/41

解密英国 2020年英国军事
基地解密

https://www.declassifieduk.org/r
evealed-the-uk-militarysoverseas-
base-network-involves-
145-sites-in-42-countries/

《不列颠百科全书》 英联邦成员国

Enerdata 全球能源与二氧化碳
数据

全球能源与二氧化
碳数据 https://www.enerdata.net/

Enerdata 世界能源效率与需求 世界能源效率与
需求 https://www.enerdata.net/

美国能源信息局
（EIA） 天然气 天然气储量 https://www.eia.gov/naturalgas/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谁拥有DAX？2018年
DAX指数公司股东结
构分析（节选版）

2018年DAX公司
的股东结构

https://assets.ey.com/content/da m/
ey-sites/eycom/de_de/news/2019/06/
eywem-
gehoert-der-dax-2019.pdf?
download=.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 2023年核武器
共享

https://fas.org/wpcontent/
uploads/2023/11/Nucle
ar-weapons-sharing-2023.pdf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 世界核力量现状 https://fas.org/initiative/statusworld-
nuclear-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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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研究数据的来源及说明

来源	 数据库 “全球南方洞见”
（GSI）说明 网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经济展望》
（WEO）

按购买力平价和当
前价格计算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
ions/WEO/weodatabase/
2023/Octobe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经济展望》
（WEO） 人口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
ions/WEO/weodatabase/
2023/October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的
国家和地区

https://www.iso.org/iso-3166-
country-codes.html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IRENA）

《2023年全球可再生
能源统计年鉴》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
ns/2023/Jul/Renewable-energystatistics-
2023

麦迪逊数据库 世界经济的历史统计
数据

https://www.rug.nl/ggdc/histori
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
es/maddison-database-2010

《每月评论》 2022年美国实际
军费开支

https://monthlyreview.org/2023
/11/01/actual-u-s-militaryspending-
reached-1-53-trillionin-2022-more-than-
twiceacknowledged-level-newestimates-
based-on-u-s-nationalaccounts/

中国国家统计局
（NBS）

中国2019年第三
季度至2023年第
三季度的季度国内
生产总值

https://data.stats.gov.cn/english/
easyquery.htm?cn=B01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简称北约,英文缩写
NATO）

2023年北约维尔
纽斯峰会与会者

https://www.nato.int/cps/en/nat
ohq/events_216418.htm?
selectedLocale=en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简称北约,英文缩写
NATO）

北约成员国 https://www.nato.int/cps/en/nat
ohq/topics_52044.htm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简称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英文缩写
OECD）

《资本市场系列》
非国内投资者掌控
的资本，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1万家
最大的公司

https://www.oecd.org/corporate
/Owners-of-the-Worlds-Listed-
Companies.pdf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简称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英文缩写
OECD）

《资本市场系列》 主要证券交易所的
国外和国内持股

https://www.oecd.org/corporate
/Owners-of-the-Worlds-Listed-
Companies.pdf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简称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英文缩写
OECD）

欧元区2019年第
三季度至2023年
第三季度的季度国
内生产总值

https://data.oecd.org/gdp/quarte rly-
gdp.htm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年度统计公报》
（ASB） 

按国家分列的世界
已探明原油储量 https://asb.opec.org/

研究数据的来源及说明

来源	 数据库 “全球南方洞见”
（GSI）说明 网址

七十七国集团 联合国七十七国
集团 https://www.g77.org/doc/

“全球南方洞见”
（GSI） 殖民地情况

“全球南方洞见”
（GSI）

帝国主义国家的共
同历史

“全球南方洞见”
（GSI）

全球北方或全球
南方

“全球南方洞见”
（GSI）

全球北方诸环或全
球南方各组

“全球南方洞见”
（GSI）

以美国为首的军
事集团

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
（GFDC）

签署“一带一路”
倡议谅解备忘录的
国家

https://greenfdc.org/countriesof-
the-belt-and-road-initiativebri/

捍卫《联合国宪章》
之友小组（FUNC）

《联合国宪章》
之友 https://www.gof-uncharter.org/

IHS Markit 2020年各地区的
股东结构

https://cdn.ihsmarkit.com/www
/pdf/0621/DAX-Study-2020---
DIRK-Conference-June-2021_IHSMarkit. 
pdf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 部队派遣信息 https://www.iiss.org/publication

s/the-military-balance/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经济展望》
（WEO）

以不变价格按当前
汇率计算的国内生
产总值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
ions/WEO/weodatabase/
2023/Octobe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经济展望》
（WEO）

按当前汇率和当前
价格计算的国内生
产总值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
ions/WEO/weodatabase/
2023/Octobe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经济展望》
（WEO）

按购买力平价和不
变价格计算的国内
生产总值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
ions/WEO/weodatabase/
2023/Octobe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经济展望》
（WEO）

以当前价格按购买
力平价计算的国内
生产总值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
ions/WEO/weodatabase/
2023/Octobe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经济展望》
（WEO）

按当前汇率和当前
价格计算的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
ions/WEO/weodatabase/
2023/Octobe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经济展望》
（WEO）

按购买力平价和不
变价格计算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
ions/WEO/weodatabase/
2023/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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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数据的来源及说明

来源	 数据库 “全球南方洞见”
（GSI）说明 网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经济展望》
（WEO）

按购买力平价和当
前价格计算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
ions/WEO/weodatabase/
2023/Octobe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经济展望》
（WEO） 人口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
ions/WEO/weodatabase/
2023/October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的
国家和地区

https://www.iso.org/iso-3166-
country-codes.html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IRENA）

《2023年全球可再生
能源统计年鉴》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
ns/2023/Jul/Renewable-energystatistics-
2023

麦迪逊数据库 世界经济的历史统计
数据

https://www.rug.nl/ggdc/histori
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
es/maddison-database-2010

《每月评论》 2022年美国实际
军费开支

https://monthlyreview.org/2023
/11/01/actual-u-s-militaryspending-
reached-1-53-trillionin-2022-more-than-
twiceacknowledged-level-newestimates-
based-on-u-s-nationalaccounts/

中国国家统计局
（NBS）

中国2019年第三
季度至2023年第
三季度的季度国内
生产总值

https://data.stats.gov.cn/english/
easyquery.htm?cn=B01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简称北约,英文缩写
NATO）

2023年北约维尔
纽斯峰会与会者

https://www.nato.int/cps/en/nat
ohq/events_216418.htm?
selectedLocale=en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简称北约,英文缩写
NATO）

北约成员国 https://www.nato.int/cps/en/nat
ohq/topics_52044.htm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简称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英文缩写
OECD）

《资本市场系列》
非国内投资者掌控
的资本，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1万家
最大的公司

https://www.oecd.org/corporate
/Owners-of-the-Worlds-Listed-
Companies.pdf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简称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英文缩写
OECD）

《资本市场系列》 主要证券交易所的
国外和国内持股

https://www.oecd.org/corporate
/Owners-of-the-Worlds-Listed-
Companies.pdf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简称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英文缩写
OECD）

欧元区2019年第
三季度至2023年
第三季度的季度国
内生产总值

https://data.oecd.org/gdp/quarte rly-
gdp.htm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年度统计公报》
（ASB） 

按国家分列的世界
已探明原油储量 https://asb.opec.org/

研究数据的来源及说明

来源	 数据库 “全球南方洞见”
（GSI）说明 网址

七十七国集团 联合国七十七国
集团 https://www.g77.org/doc/

“全球南方洞见”
（GSI） 殖民地情况

“全球南方洞见”
（GSI）

帝国主义国家的共
同历史

“全球南方洞见”
（GSI）

全球北方或全球
南方

“全球南方洞见”
（GSI）

全球北方诸环或全
球南方各组

“全球南方洞见”
（GSI）

以美国为首的军
事集团

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
（GFDC）

签署“一带一路”
倡议谅解备忘录的
国家

https://greenfdc.org/countriesof-
the-belt-and-road-initiativebri/

捍卫《联合国宪章》
之友小组（FUNC）

《联合国宪章》
之友 https://www.gof-uncharter.org/

IHS Markit 2020年各地区的
股东结构

https://cdn.ihsmarkit.com/www
/pdf/0621/DAX-Study-2020---
DIRK-Conference-June-2021_IHSMarkit. 
pdf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 部队派遣信息 https://www.iiss.org/publication

s/the-military-balance/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经济展望》
（WEO）

以不变价格按当前
汇率计算的国内生
产总值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
ions/WEO/weodatabase/
2023/Octobe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经济展望》
（WEO）

按当前汇率和当前
价格计算的国内生
产总值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
ions/WEO/weodatabase/
2023/Octobe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经济展望》
（WEO）

按购买力平价和不
变价格计算的国内
生产总值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
ions/WEO/weodatabase/
2023/Octobe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经济展望》
（WEO）

以当前价格按购买
力平价计算的国内
生产总值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
ions/WEO/weodatabase/
2023/Octobe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经济展望》
（WEO）

按当前汇率和当前
价格计算的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
ions/WEO/weodatabase/
2023/Octobe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经济展望》
（WEO）

按购买力平价和不
变价格计算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
ions/WEO/weodatabase/
2023/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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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研究数据的来源及说明

来源	 数据库 “全球南方洞见”
（GSI）说明 网址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成
员国

https://www.opec.org/opec_web
/en/about_us/25.htm

“制裁是杀人运动” 美国制裁的国家 https://sanctionskill.org/

上海合作组织
（SCO）

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 https://eng.sectsco.org/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
研究所（SIPRI）

SIPRI军费开支数
据库

世界军费开支（不
变价美元）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
/milex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
研究所（SIPRI）

SIPRI军费开支数
据库

世界军费开支（现
值美元）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
/milex

斯图尔特·莱科克
（2012）

英国的对外侵略
（927—2012）

《经济学人》 《百年经济统计》 英国经常账户差额

《经济学人》 《百年经济统计》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
英国国内生产总值

《经济学人》 《百年经济统计》 1885—1987年美
国经常账户差额

《经济学人》 《百年经济统计》 1889—1987年美
国国民生产总值

联合国（UN） 《世界人口展望》
（WPP）

1950—2021年每
年按区域、次区域
和国家分列的预期
寿命估值

https://population.un.org/wpp/

联合国（UN） 《世界人口展望》
（WPP）

2022—2100年期
间按地区、次地区
和国家分列的预期
寿命估值

https://population.un.org/wpp/

联合国（UN） 《世界人口展望》
（WPP）

联合国界定的区
域、次区域和中间
地带

https://population.un.org/wpp/D
ownload/Documentation/Docum
entation/

联合国（UN） 《世界人口展望》
（WPP）

1950—2021年按
区域、次区域和国
家分列的年度人口
估值

https://population.un.org/wpp/

联合国（UN） 《世界人口展望》
（WPP）

2022—2100年按
区域、次区域和国
家分列的年度人口
估值

https://population.un.org/wpp/

联合国（UN） 联合国会员国 https://www.un.org/en/aboutus/
member-states

联合国（UN） 联合国投票数据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sear
ch? cc=Voting+Data&ln=en&c=Vot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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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数据的来源及说明

来源	 数据库 “全球南方洞见”
（GSI）说明 网址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
局（BEA）

国际交易、国际服务
和国际投资头寸表 经常账户差额

https://apps.bea.gov/itable/? 
reqid=62&step=1&_gl=1*xxlwzz*_ 
ga*Mjk5NDQ2MTIxLjE2OTA0NjE 
wMzA.*_ga_J4698JNNFT*MTcwMj 
MxNjAyMC4xNS4xLjE3MDIzMTY 
wMjkuMC4wLjA.#eyJhcHBpZCI6 
NjIsInN0ZXBzIjpbMSwyLDYsNl0s 
ImRhdGEiOltbIlByb2R1Y3QiLCIxI 
l0sWyJUYWJsZUxpc3QiLCIxIl0sW 
yJGaWx0ZXJfIzEiLFsiMCJdXSxbIk 
ZpbHRlcl8jMiIsWyIwIl1dLFsiRml 
sdGVyXyMzIixbIjAiXV0sWyJGaWx 
0ZXJfIzQiLFsiMCJdXSxbIkZpbHRlc 
l8jNSIsWyIwIl1dXX0=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
局（BEA） 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 国内生产总值，数

量指标

https://apps.bea.gov/itable/?
reqid=19&step=2&isuri=1&categ
ories=survey#eyJhcHBpZCI6MTk
sInN0ZXBzIjpbMSwyLDMsM10sI
mRhdGEiOltbImNhdGVnb3JpZXM
iLCJTdXJ2ZXkiXSxbIk5JUEFfVGFib
GVfTGlzdCIsIjMiXSxbIkZpcnN0X1
llYXIiLCIyMDIxIl0sWyJMYXN0X1l
lYXIiLCIyMDIzIl0sWyJTY2FsZSIsIj
AiXSxbIlNlcmllcyIsIkEiXSxbIlNlbG
VjdF9hbGxfeWVhcnMiLCIxIl1dfQ==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
局（BEA） 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 国民生产总值

https://apps.bea.gov/itable/?
reqid=19&step=2&isuri=1&categ
ories=survey&_gl=1*es60tl*_ga*M
jk5NDQ2MTIxLjE2OTA0NjEwMz
A.*_ga_J4698JNNFT*MTcwMjMxN
jAyMC4xNS4xLjE3MDIzMTYyODE
uMC4wLjA.#eyJhcHBpZCI6MTksI
nN0ZXBzIjpbMSwyLDMsM10sIm
RhdGEiOltbImNhdGVnb3JpZXMiL
CJTdXJ2ZXkiXSxbIk5JUEFfVGFibG
VfTGlzdCIsIjMxNyJdLFsiRmlyc3Rf
WWVhciIsIjIwMjEiXSxbIkxhc3Rf
WWVhciIsIjIwMjMiXSxbIlNjYWxlI
iwiLTkiXSxbIlNlcmllcyIsIkEiXSxbIlNlbGVj
dF9hbGxfeWVhcnMiLCIxIl1dfQ==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
局（BEA） 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 净储蓄占国民总收

入的百分比

https://apps.bea.gov/itable/?
reqid=19&step=2&isuri=1&categ
ories=survey#eyJhcHBpZCI6MTk
sInN0ZXBzIjpbMSwyLDNdLCJkYX
RhIjpbWyJjYXRlZ29yaWVzIiwiU3
VydmV5Il0sWyJOSVBBX1RhYmxl
X0xpc3QiLCIxMzciXV19

研究数据的来源及说明

来源	 数据库 “全球南方洞见”
（GSI）说明 网址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成
员国

https://www.opec.org/opec_web
/en/about_us/25.htm

“制裁是杀人运动” 美国制裁的国家 https://sanctionskill.org/

上海合作组织
（SCO）

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 https://eng.sectsco.org/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
研究所（SIPRI）

SIPRI军费开支数
据库

世界军费开支（不
变价美元）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
/milex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
研究所（SIPRI）

SIPRI军费开支数
据库

世界军费开支（现
值美元）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
/milex

斯图尔特·莱科克
（2012）

英国的对外侵略
（927—2012）

《经济学人》 《百年经济统计》 英国经常账户差额

《经济学人》 《百年经济统计》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
英国国内生产总值

《经济学人》 《百年经济统计》 1885—1987年美
国经常账户差额

《经济学人》 《百年经济统计》 1889—1987年美
国国民生产总值

联合国（UN） 《世界人口展望》
（WPP）

1950—2021年每
年按区域、次区域
和国家分列的预期
寿命估值

https://population.un.org/wpp/

联合国（UN） 《世界人口展望》
（WPP）

2022—2100年期
间按地区、次地区
和国家分列的预期
寿命估值

https://population.un.org/wpp/

联合国（UN） 《世界人口展望》
（WPP）

联合国界定的区
域、次区域和中间
地带

https://population.un.org/wpp/D
ownload/Documentation/Docum
entation/

联合国（UN） 《世界人口展望》
（WPP）

1950—2021年按
区域、次区域和国
家分列的年度人口
估值

https://population.un.org/wpp/

联合国（UN） 《世界人口展望》
（WPP）

2022—2100年按
区域、次区域和国
家分列的年度人口
估值

https://population.un.org/wpp/

联合国（UN） 联合国会员国 https://www.un.org/en/aboutus/
member-states

联合国（UN） 联合国投票数据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sear
ch? cc=Voting+Data&ln=en&c=Vot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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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研究数据的来源及说明

来源	 数据库 “全球南方洞见”
（GSI）说明 网址

美国国防部 2023财年《军事基地
结构报告》

美军在其他国家控
制的建筑物

https://www.acq.osd.mil/eie/Do
wnloads/BSI/Base%20Structure
%20Report%20FY23.xlsx

世界银行（WB） 世界发展指标
（WDI）

调整后的储蓄：固
定资本消耗（美元
当前价格）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
/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世界银行（WB） 世界发展指标
（WDI）

按当前汇率计算的
国内生产总值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
/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世界银行（WB） 世界发展指标
（WDI）

购买力平价国内生
产总值（现值国际
美元）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
/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世界银行（WB） 世界发展指标
（WDI）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现值美元）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
/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世界银行（WB） 世界发展指标
（WDI）

工业（包括建筑
业）增加值（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百分
比）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
/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超越战争的世界” 美国的军事帝国：可
视化数据库

902个现有美军
基地 https://worldbeyondwar.org/nobases/

《世界核报告》 2022年《世界核工
业现状报告》

https://www.worldnuclearreport
.org/IMG/pdf/wnisr2022-v3-
hr.pdf

世界资源研究所
（WRI）

国家边界：世界
资源研究所，中
国视角 (https://
github.com/
wri/wri-
bounds)，最后
更新于2017年5
月4日

https://github.com/wri/wribounds

2023年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十五次会晤

约翰内斯堡宣言：“金
砖与非洲：深化伙伴
关系，促进彼此增长，
实现可持续发展，加
强包容性多边主义”

金砖国家成员

https://brics2023.gov.za/wpcontent/
uploads/2023/08/Jhb-IIDeclaration-
24-August-2023-
1.pdf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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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数据的来源及说明

来源	 数据库 “全球南方洞见”
（GSI）说明 网址

美国国防部 2023财年《军事基地
结构报告》

美军在其他国家控
制的建筑物

https://www.acq.osd.mil/eie/Do
wnloads/BSI/Base%20Structure
%20Report%20FY23.xlsx

世界银行（WB） 世界发展指标
（WDI）

调整后的储蓄：固
定资本消耗（美元
当前价格）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
/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世界银行（WB） 世界发展指标
（WDI）

按当前汇率计算的
国内生产总值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
/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世界银行（WB） 世界发展指标
（WDI）

购买力平价国内生
产总值（现值国际
美元）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
/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世界银行（WB） 世界发展指标
（WDI）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现值美元）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
/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世界银行（WB） 世界发展指标
（WDI）

工业（包括建筑
业）增加值（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百分
比）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
/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超越战争的世界” 美国的军事帝国：可
视化数据库

902个现有美军
基地 https://worldbeyondwar.org/nobases/

《世界核报告》 2022年《世界核工
业现状报告》

https://www.worldnuclearreport
.org/IMG/pdf/wnisr2022-v3-
hr.pdf

世界资源研究所
（WRI）

国家边界：世界
资源研究所，中
国视角 (https://
github.com/
wri/wri-
bounds)，最后
更新于2017年5
月4日

https://github.com/wri/wribounds

2023年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十五次会晤

约翰内斯堡宣言：“金
砖与非洲：深化伙伴
关系，促进彼此增长，
实现可持续发展，加
强包容性多边主义”

金砖国家成员

https://brics2023.gov.za/wpcontent/
uploads/2023/08/Jhb-IIDeclaration-
24-August-2023-
1.pdf

“全球南方洞见”（GSI）是一个研究人员网络，致力于推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数据

驱动型定量研究。它是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合作伙伴。

“全球南方洞见”采用先进的数据技术，重点关注多个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库，并嵌入

全面的数据管理和审核机制。

研究人员面临的常见问题有：

• 数据来源复杂，数据整合困难。对于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统计等常用数据，联合国、世

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各有不同的统计方法。这些机构发布的数据缺乏标

准化，导致数据整合过程中出现各种兼容性和互操作性问题。

• 数据质量差，数据审核难。各机构发布的数据集存在数据缺失和错误。原始数据和整

合/分析后数据的审核严重依赖人工操作，劳动强度大、效率低、易出错、重复性差。

• 处理工具过于基础，难以进行高级分析。数据整合和分析严重依赖Excel等基础工具，

这些工具在进行10年滚动平均值和线性回归等操作时效率低下且繁琐。这些挑战导

致难以进行更高级别的抽象分析。

• 可视化程度有限，难以展现洞察力。依赖Excel的有限图表格式，很难创建更具表现力

的数据展示，如复合图表、地图、热图等。而使用专业设计工具创建的图表无法根据数

据变化自动更新。

• 缺乏数据资产管理，团队协作困难。基于Excel文件的定量研究流程缺乏源数据、数据

审核结果、数据处理工作流程、过程数据和中期成果等数据资产的积累和管理，难以

支持多人、多课题的长期协作研究。

“全球南方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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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图	56：	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所选信息按购买力平价GDP排序，2022年，第1-3部分Figure 56: Table of Grouping 5: Diverse Global South, select information, all countries, sorted by GDP 
(PPP), 2022 – Parts 1–3

图表 56

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分组国家的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概况 殖民地历史

加入联合
国的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购买力平价)
殖民地情况 主要殖民

国家
独立
年份

埃及 1945 111 1,676 4.3% 16,174 殖民地 英国 1922

巴基斯坦 1947 236 1,520 4.0% 6,695 殖民地 英国 1947

泰国 1946 72 1,482 1.8% 21,154 半殖民地 英国 
法国

孟加拉国 1974 171 1,343 6.5% 7,971 殖民地 英国 1971

尼日利亚 1960 219 1,281 2.2% 5,909 殖民地 英国 1960

阿根廷 1945 46 1,226 0.3% 26,484 殖民地 西班牙 
英国 1816

马来西亚 1957 34 1,137 4.1% 34,834 殖民地 英国 1957

阿联酋 1971 9 835 3.1% 84,657 殖民地 英国 1971

新加坡 1965 6 719 3.3% 127,563 殖民地 英国 1965

哈萨克斯坦 1992 19 603 2.9% 30,523 独立

智利 1945 20 579 2.2% 29,221 殖民地 西班牙 1818

秘鲁 1945 34 523 2.8% 15,310 殖民地 西班牙 1821

伊拉克 1945 44 505 2.7% 11,948 殖民地 英国 1932

摩洛哥 1956 37 363 2.4% 9,900 殖民地 法国 
西班牙 1956

埃塞俄比亚 1945 123 358 8.4% 3,435 独立

乌兹别克斯坦 1992 35 340 5.9% 9,634 独立

斯里兰卡 1955 22 320 1.8% 14,267 殖民地 英国 1948

肯尼亚 1963 54 311 4.5% 6,151 殖民地 英国 1963

卡塔尔 1971 3 309 2.2% 109,160 殖民地 英国 1971

缅甸 1948 54 261 3.3% 4,847 殖民地 英国 1948

“111个多元化的全球南方国家”完整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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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分组国家的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概况 殖民地历史

加入联合
国的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购买力平价)
殖民地情况 主要殖民

国家
独立
年份

埃及 1945 111 1,676 4.3% 16,174 殖民地 英国 1922

巴基斯坦 1947 236 1,520 4.0% 6,695 殖民地 英国 1947

泰国 1946 72 1,482 1.8% 21,154 半殖民地 英国 
法国

孟加拉国 1974 171 1,343 6.5% 7,971 殖民地 英国 1971

尼日利亚 1960 219 1,281 2.2% 5,909 殖民地 英国 1960

阿根廷 1945 46 1,226 0.3% 26,484 殖民地 西班牙 
英国 1816

马来西亚 1957 34 1,137 4.1% 34,834 殖民地 英国 1957

阿联酋 1971 9 835 3.1% 84,657 殖民地 英国 1971

新加坡 1965 6 719 3.3% 127,563 殖民地 英国 1965

哈萨克斯坦 1992 19 603 2.9% 30,523 独立

智利 1945 20 579 2.2% 29,221 殖民地 西班牙 1818

秘鲁 1945 34 523 2.8% 15,310 殖民地 西班牙 1821

伊拉克 1945 44 505 2.7% 11,948 殖民地 英国 1932

摩洛哥 1956 37 363 2.4% 9,900 殖民地 法国 
西班牙 1956

埃塞俄比亚 1945 123 358 8.4% 3,435 独立

乌兹别克斯坦 1992 35 340 5.9% 9,634 独立

斯里兰卡 1955 22 320 1.8% 14,267 殖民地 英国 1948

肯尼亚 1963 54 311 4.5% 6,151 殖民地 英国 1963

卡塔尔 1971 3 309 2.2% 109,160 殖民地 英国 1971

缅甸 1948 54 261 3.3% 4,847 殖民地 英国 1948

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分组国家的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概况 殖民地历史

加入联合
国的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购买力平价)
殖民地情况 主要殖民

国家
独立
年份

多米尼加 1945 11 256 5.2% 24,117 殖民地 西班牙 1844

科威特 1963 4 249 0.3% 51,238 殖民地 英国 1961

安哥拉 1976 36 248 0.4% 6,944 殖民地 葡萄牙 1975

厄瓜多尔 1945 18 231 1.0% 12,818 殖民地 西班牙 1822

加纳 1957 33 217 4.5% 6,752 殖民地 英国 1957

坦桑尼亚 1961 65 209 6.2% 3,394 殖民地 英国 1961

苏丹 1956 47 204 0.6% 4,366 殖民地 英国 1956

阿曼 1971 5 191 2.1% 38,699 殖民地 葡萄牙 1650

危地马拉 1945 18 188 3.5% 10,076 殖民地 西班牙 1821

科特迪瓦 1960 28 184 6.8% 6,486 殖民地 法国 1960

阿塞拜疆 1992 10 181 1.6% 17,800

巴拿马 1945 4 173 4.1% 39,397 殖民地 西班牙 1903

突尼斯 1956 12 154 1.2% 12,723 殖民地 法国 1956

利比亚 1955 7 143 -4.4% 21,104 殖民地 意大利 1951

刚果（金） 1960 99 136 5.3% 1,409 殖民地 比利时 1960

乌干达 1962 47 134 4.8% 3,062 殖民地 英国 1962

哥斯达黎加 1945 5 131 3.0% 25,000 殖民地 西班牙 1821

约旦 1955 11 124 2.0% 12,055 殖民地 英国 1946

喀麦隆 1960 28 124 4.0% 4,431 殖民地 法国 
英国 1960

土库曼斯坦 1992 6 119 1.1% 19,028 独立

巴拉圭 1945 7 108 3.1% 14,535 殖民地 西班牙 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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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分组国家的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概况 殖民地历史

加入联合
国的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购买力平价)
殖民地情况 主要殖民

国家
独立
年份

乌拉圭 1945 3 99 1.6% 27,770 殖民地 西班牙 1825

巴林 1971 1 90 2.7% 58,426 殖民地 英国 1971

柬埔寨 1955 17 90 5.5% 5,613 殖民地 法国 1953

黎巴嫩 1945 5 78 -4.0% 11,794 殖民地 法国 1943

赞比亚 1964 20 78 3.2% 3,894 殖民地 英国 1964

塞内加尔 1960 17 73 5.1% 4,117 殖民地 法国 1960

萨尔瓦多 1945 6 70 2.1% 11,097 殖民地 西班牙 1821

也门 1947 34 68 -4.8% 2,035 殖民地 英国 1967

贝宁 1960 13 54 5.5% 4,048 殖民地 法国 1960

亚美尼亚 1992 3 53 4.1% 17,795

马达加斯加 1960 30 53 2.6% 1,817 殖民地 法国 1960

塔吉克斯坦 1992 10 49 7.1% 4,943 独立

蒙古 1961 3 48 4.4% 13,996 殖民地 1911

莫桑比克 1975 33 48 3.9% 1,469 殖民地 葡萄牙 1975

博茨瓦纳 1966 3 48 3.8% 18,323 殖民地 英国 1966

吉尔吉斯斯坦 1992 7 42 4.0% 6,127 独立

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 1962 2 41 -1.4% 29,050 殖民地 英国 1962

加蓬 1960 2 39 2.4% 18,207 殖民地 法国 1960

巴布亚新几
内亚 1975 10 39 3.8% 3,252 殖民地 澳大利亚 1975

卢旺达 1962 14 38 6.3% 2,904 殖民地 比利时 1962

海地 1945 12 38 0.6% 3,161 殖民地 法国 1804

马拉维 1964 20 36 3.6% 1,628 殖民地 英国 1964

毛里求斯 1968 1 34 2.1% 26,934 殖民地 英国 1968

圭亚那 1966 1 34 13.4% 42,699 殖民地 英国 1966

牙买加 1962 3 34 0.6% 12,302 殖民地 英国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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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分组国家的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概况 殖民地历史

加入联合
国的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购买力平价)
殖民地情况 主要殖民

国家
独立
年份

乌拉圭 1945 3 99 1.6% 27,770 殖民地 西班牙 1825

巴林 1971 1 90 2.7% 58,426 殖民地 英国 1971

柬埔寨 1955 17 90 5.5% 5,613 殖民地 法国 1953

黎巴嫩 1945 5 78 -4.0% 11,794 殖民地 法国 1943

赞比亚 1964 20 78 3.2% 3,894 殖民地 英国 1964

塞内加尔 1960 17 73 5.1% 4,117 殖民地 法国 1960

萨尔瓦多 1945 6 70 2.1% 11,097 殖民地 西班牙 1821

也门 1947 34 68 -4.8% 2,035 殖民地 英国 1967

贝宁 1960 13 54 5.5% 4,048 殖民地 法国 1960

亚美尼亚 1992 3 53 4.1% 17,795

马达加斯加 1960 30 53 2.6% 1,817 殖民地 法国 1960

塔吉克斯坦 1992 10 49 7.1% 4,943 独立

蒙古 1961 3 48 4.4% 13,996 殖民地 1911

莫桑比克 1975 33 48 3.9% 1,469 殖民地 葡萄牙 1975

博茨瓦纳 1966 3 48 3.8% 18,323 殖民地 英国 1966

吉尔吉斯斯坦 1992 7 42 4.0% 6,127 独立

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 1962 2 41 -1.4% 29,050 殖民地 英国 1962

加蓬 1960 2 39 2.4% 18,207 殖民地 法国 1960

巴布亚新几
内亚 1975 10 39 3.8% 3,252 殖民地 澳大利亚 1975

卢旺达 1962 14 38 6.3% 2,904 殖民地 比利时 1962

海地 1945 12 38 0.6% 3,161 殖民地 法国 1804

马拉维 1964 20 36 3.6% 1,628 殖民地 英国 1964

毛里求斯 1968 1 34 2.1% 26,934 殖民地 英国 1968

圭亚那 1966 1 34 13.4% 42,699 殖民地 英国 1966

牙买加 1962 3 34 0.6% 12,302 殖民地 英国 1962

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分组国家的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概况 殖民地历史

加入联合
国的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购买力平价)
殖民地情况 主要殖民

国家
独立
年份

文莱 1984 < 1 31 -0.5% 70,576 殖民地 英国 1984

毛里塔尼亚 1961 5 31 3.9% 7,113 殖民地 法国 1960

索马里 1960 18 30 3.1% 1,928 殖民地 英国 
意大利 1960

乍得 1960 18 30 1.2% 1,724 殖民地 法国 1960

赤道几内亚 1968 2 29 -4.2% 19,465 殖民地 西班牙 1968

刚果（布） 1960 6 26 -1.4% 5,277 殖民地 法国 1960

多哥 1960 9 23 5.0% 2,594 殖民地 法国 1960

巴哈马 1973 < 1 17 0.6% 42,023 殖民地 英国 1973

塞拉利昂 1961 9 17 2.5% 2,009 殖民地 英国 1961

斐济 1970 1 14 2.0% 14,950 殖民地 英国 1970

马尔代夫 1965 1 13 5.3% 33,663 殖民地 英国 1965

斯威士兰 1968 1 13 2.5% 11,217 殖民地 英国 1968

苏里南 1975 1 11 -1.7% 17,498 殖民地 荷兰 1975

布隆迪 1962 13 11 1.4% 856 殖民地 比利时 1962

不丹 1971 1 10 3.4% 13,219 殖民地 英国 1947

东帝汶 2002 1 9 8.5% 7,064 殖民地 葡萄牙 2002

利比里亚 1945 5 9 1.5% 1,690 殖民地 美国 1847

冈比亚 1965 3 7 3.6% 2,670 殖民地 英国 1965

南苏丹 2011 11 7 0.3% 456 殖民地 英国 2011

吉布提 1977 1 7 5.1% 6,502 殖民地 法国 1977

莱索托 1966 2 7 0.3% 3,092 殖民地 英国 1966

几内亚比绍 1974 2 6 4.1% 2,911 殖民地 葡萄牙 1973

中非 1960 6 5 -2.3% 1,081 殖民地 法国 1960

佛得角 1975 1 5 2.2% 9,263 殖民地 葡萄牙 1975

巴巴多斯 1966 < 1 5 -0.3% 17,339 殖民地 英国 1966

伯利兹 1981 < 1 5 2.8% 10,564 殖民地 英国 1981



附录

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分组国家的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概况 殖民地历史

加入联合
国的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购买力平价)
殖民地情况 主要殖民

国家
独立
年份

塞舌尔 1976 < 1 4 5.3% 39,079 殖民地 英国 1976

圣卢西亚 1979 < 1 3 0.7% 17,840 殖民地 英国 1979

科摩罗 1975 1 3 2.5% 3,363 殖民地 法国 1975

安提瓜和巴
布达 1981 < 1 2 2.2% 23,575 殖民地 英国 1981

格林纳达 1974 < 1 2 2.6% 18,843 殖民地 英国 1974

圣文森特和格
林纳丁斯 1980 < 1 2 1.8% 16,216 殖民地 英国 1979

所罗门群岛 1978 1 2 1.3% 2,325 殖民地 英国 1978

圣基茨和尼
维斯 1983 < 1 2 1.4% 27,767 殖民地 英国 1983

萨摩亚 1976 < 1 1 0.1% 5,883 殖民地 新西兰 1962

多米尼克 1978 < 1 1 0.0% 13,293 殖民地 英国 1978

瓦努阿图 1981 < 1 1 1.8% 2,890 殖民地 英国 
法国 1980

圣多美和普林
西比 1975 < 1 1 3.2% 4,067 殖民地 葡萄牙 1975

汤加 1999 < 1 1 1.0% 6,686 殖民地 英国 1970

密克罗尼西亚 1991 < 1 0 -0.2% 3,693 殖民地 德意志帝国 
日本

基里巴斯 1999 < 1 0 2.3% 2,271 殖民地 英国 1979

帕劳 1994 < 1 0 -1.2% 14,515 殖民地
德意志帝国 

日本 
美国

1994

马绍尔群岛 1991 < 1 0 1.9% 5,497 殖民地
西班牙 

德意志帝国 
日本 
美国

1986

瑙鲁 1999 < 1 0 4.4% 10,930 殖民地
英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1968

图瓦卢 2000 < 1 0 3.5% 5,376 殖民地 英国 1978

总计
全球占比

2,242

28.1%

21,171

12.9%

9,687 103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联合国（U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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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分组国家的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一部分

国家

概况 殖民地历史

加入联合
国的年份

人口
(百万)

国内生
产总值
（购买力
平价）

(十亿美元)

经济增
长率

(十年移动
平均值)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购买力平价)
殖民地情况 主要殖民

国家
独立
年份

塞舌尔 1976 < 1 4 5.3% 39,079 殖民地 英国 1976

圣卢西亚 1979 < 1 3 0.7% 17,840 殖民地 英国 1979

科摩罗 1975 1 3 2.5% 3,363 殖民地 法国 1975

安提瓜和巴
布达 1981 < 1 2 2.2% 23,575 殖民地 英国 1981

格林纳达 1974 < 1 2 2.6% 18,843 殖民地 英国 1974

圣文森特和格
林纳丁斯 1980 < 1 2 1.8% 16,216 殖民地 英国 1979

所罗门群岛 1978 1 2 1.3% 2,325 殖民地 英国 1978

圣基茨和尼
维斯 1983 < 1 2 1.4% 27,767 殖民地 英国 1983

萨摩亚 1976 < 1 1 0.1% 5,883 殖民地 新西兰 1962

多米尼克 1978 < 1 1 0.0% 13,293 殖民地 英国 1978

瓦努阿图 1981 < 1 1 1.8% 2,890 殖民地 英国 
法国 1980

圣多美和普林
西比 1975 < 1 1 3.2% 4,067 殖民地 葡萄牙 1975

汤加 1999 < 1 1 1.0% 6,686 殖民地 英国 1970

密克罗尼西亚 1991 < 1 0 -0.2% 3,693 殖民地 德意志帝国 
日本

基里巴斯 1999 < 1 0 2.3% 2,271 殖民地 英国 1979

帕劳 1994 < 1 0 -1.2% 14,515 殖民地
德意志帝国 

日本 
美国

1994

马绍尔群岛 1991 < 1 0 1.9% 5,497 殖民地
西班牙 

德意志帝国 
日本 
美国

1986

瑙鲁 1999 < 1 0 4.4% 10,930 殖民地
英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1968

图瓦卢 2000 < 1 0 3.5% 5,376 殖民地 英国 1978

总计
全球占比

2,242

28.1%

21,171

12.9%

9,687 103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分组国家的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二部分

国家

军事 美国军事目标

调整后的
军费开支
(百万美元)

调整后该国人均军
费开支与世界人均
军费开支的比值

(倍数)

美国制裁名单 曾遭美国军事干预 美国军事基地

埃及 4,646 0.1 是 7

巴基斯坦 10,337 0.1 8

泰国 5,724 0.2 是 3

孟加拉国 4,806 0.1

尼日利亚 3,109 <0.1

阿根廷 2,578 0.2 是 3

马来西亚 3,671 0.3

阿联酋 3

新加坡 11,688 5.4 2

哈萨克斯坦 1,133 0.2

智利 5,566 0.8 是 1

秘鲁 2,845 0.2 是 5

伊拉克 4,683 0.3 是 是 10

摩洛哥 4,995 0.4 是

埃塞俄比亚 1,031 <0.1 是 是

乌兹别克斯坦

斯里兰卡 1,053 0.1 是

肯尼亚 1,138 0.1 是 3

卡塔尔 15,412 15.9 5

缅甸 1,857 0.1 是

多米尼加 761 0.2 是 2

科威特 8,244 5.4 是 8

安哥拉 1,623 0.1 是

厄瓜多尔 2,489 0.4 是

加纳 229 <0.1 2

坦桑尼亚 832 <0.1 是

苏丹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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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分组国家的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二部分

国家

军事 美国军事目标

调整后的
军费开支
(百万美元)

调整后该国人均军
费开支与世界人均
军费开支的比值

(倍数)

美国制裁名单 曾遭美国军事干预 美国军事基地

阿曼 5,783 3.5 8

危地马拉 431 0.1 是 8

科特迪瓦 607 0.1 是

阿塞拜疆 2,991 0.8

巴拿马 <0.1 是 15

突尼斯 1,156 0.3 是 是 2

利比亚 是 是

刚果（金） 371 <0.1 是 是 1

乌干达 923 0.1 是 是 2

哥斯达黎加 <0.1 是 4

约旦 2,323 0.6 是 8

喀麦隆 417 <0.1 是 4

土库曼斯坦

巴拉圭 366 0.1 是 是

乌拉圭 1,376 1.1 是 1

巴林 1,381 2.6 10

柬埔寨 611 0.1 是 1

黎巴嫩 4,739 2.4 是 是

赞比亚 326 <0.1

塞内加尔 433 0.1 是 1

萨尔瓦多 422 0.2 是 6

也门 是 是 2

贝宁 97 <0.1

亚美尼亚 795 0.8

马达加斯加 98 <0.1

塔吉克斯坦 103 <0.1

蒙古 118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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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分组国家的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二部分

国家

军事 美国军事目标

调整后的
军费开支
(百万美元)

调整后该国人均军
费开支与世界人均
军费开支的比值

(倍数)

美国制裁名单 曾遭美国军事干预 美国军事基地

阿曼 5,783 3.5 8

危地马拉 431 0.1 是 8

科特迪瓦 607 0.1 是

阿塞拜疆 2,991 0.8

巴拿马 <0.1 是 15

突尼斯 1,156 0.3 是 是 2

利比亚 是 是

刚果（金） 371 <0.1 是 是 1

乌干达 923 0.1 是 是 2

哥斯达黎加 <0.1 是 4

约旦 2,323 0.6 是 8

喀麦隆 417 <0.1 是 4

土库曼斯坦

巴拉圭 366 0.1 是 是

乌拉圭 1,376 1.1 是 1

巴林 1,381 2.6 10

柬埔寨 611 0.1 是 1

黎巴嫩 4,739 2.4 是 是

赞比亚 326 <0.1

塞内加尔 433 0.1 是 1

萨尔瓦多 422 0.2 是 6

也门 是 是 2

贝宁 97 <0.1

亚美尼亚 795 0.8

马达加斯加 98 <0.1

塔吉克斯坦 103 <0.1

蒙古 118 0.1

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分组国家的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二部分

国家

军事 美国军事目标

调整后的
军费开支
(百万美元)

调整后该国人均军
费开支与世界人均
军费开支的比值

(倍数)

美国制裁名单 曾遭美国军事干预 美国军事基地

莫桑比克 282 < 0.1

博茨瓦纳 489 0.5 1

吉尔吉斯斯坦 150 0.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201 0.4 是

加蓬 278 0.3 是 2

巴布亚新几内亚 97 < 0.1 是

卢旺达 177 < 0.1 是

海地 13 < 0.1 是 是

马拉维 76 < 0.1

毛里求斯 20 < 0.1

圭亚那 84 0.3 是

牙买加 215 0.2 是

文莱 436 2.7

毛里塔尼亚 225 0.1 3

索马里 115 < 0.1 是 是 6

乍得 357 0.1 是 3

赤道几内亚 157 0.3

刚果（布） 266 0.1

多哥 337 0.1

巴哈马 是 9

塞拉利昂 24 < 0.1 是

斐济 67 0.2 是

马尔代夫

斯威士兰 74 0.2

苏里南 是 2

布隆迪 101 < 0.1 是 1

不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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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分组国家的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二部分

国家

军事 美国军事目标

调整后的
军费开支
(百万美元)

调整后该国人均军
费开支与世界人均
军费开支的比值

(倍数)

美国制裁名单 曾遭美国军事干预 美国军事基地

东帝汶 44 0.1 是

利比里亚 19 < 0.1 是 是

冈比亚 15 < 0.1

南苏丹 379 0.1 是 是 1

吉布提 是 2

莱索托 35 < 0.1

几内亚比绍 25 < 0.1 是 是

中非 42 < 0.1 是 是 3

佛得角 10 < 0.1

巴巴多斯

伯利兹 24 0.2 9

塞舌尔 26 0.7 1

圣卢西亚 是

科摩罗 是

安提瓜和巴布达 是

格林纳达 是
圣文森特和格林
纳丁斯
所罗门群岛 是

圣基茨和尼维斯

萨摩亚 是 1

多米尼克 是

瓦努阿图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汤加 是

密克罗尼西亚

基里巴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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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分组国家的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二部分

国家

军事 美国军事目标

调整后的
军费开支
(百万美元)

调整后该国人均军
费开支与世界人均
军费开支的比值

(倍数)

美国制裁名单 曾遭美国军事干预 美国军事基地

东帝汶 44 0.1 是

利比里亚 19 < 0.1 是 是

冈比亚 15 < 0.1

南苏丹 379 0.1 是 是 1

吉布提 是 2

莱索托 35 < 0.1

几内亚比绍 25 < 0.1 是 是

中非 42 < 0.1 是 是 3

佛得角 10 < 0.1

巴巴多斯

伯利兹 24 0.2 9

塞舌尔 26 0.7 1

圣卢西亚 是

科摩罗 是

安提瓜和巴布达 是

格林纳达 是
圣文森特和格林
纳丁斯
所罗门群岛 是

圣基茨和尼维斯

萨摩亚 是 1

多米尼克 是

瓦努阿图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汤加 是

密克罗尼西亚

基里巴斯 是

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分组国家的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二部分

国家

军事 美国军事目标

调整后的
军费开支
(百万美元)

调整后该国人均军
费开支与世界人均
军费开支的比值

(倍数)

美国制裁名单 曾遭美国军事干预 美国军事基地

帕劳 3

马绍尔群岛 是 10

瑙鲁

图瓦卢

总计
全球占比

131,182

4.6%
17 63 192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依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联合
国（UN）、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和“超越战争的世界”组织（World Beyond War）的数据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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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分组国家的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三部分

国家

加入的国际组织 在联合国的投票立场

捍卫《联合国宪章》
之友小组 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十国 加沙停火

2023年10月
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2023年2月

埃及 对话伙伴国 新成员国 赞成 赞成

巴基斯坦 正式成员国 赞成 弃权

泰国 赞成 赞成

孟加拉国 赞成 弃权

尼日利亚 赞成 赞成

阿根廷 赞成 赞成

马来西亚 赞成 赞成

阿联酋 对话伙伴国 新成员国 赞成 赞成

新加坡 赞成 赞成

哈萨克斯坦 正式成员国 赞成 弃权

智利 赞成 赞成

秘鲁 赞成 赞成

伊拉克 弃权 赞成

摩洛哥 赞成 赞成

埃塞俄比亚 新成员国 弃权 弃权

乌兹别克斯坦 正式成员国 赞成 弃权

斯里兰卡 对话伙伴国 赞成 弃权

肯尼亚 赞成 赞成

卡塔尔 对话伙伴国 赞成 赞成

缅甸 对话伙伴国 赞成 赞成

多米尼加 赞成 赞成

科威特 对话伙伴国 赞成 赞成

安哥拉 赞成 弃权

厄瓜多尔 赞成 赞成

加纳 赞成 赞成

坦桑尼亚 赞成 未投票

苏丹 赞成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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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分组国家的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三部分

国家

加入的国际组织 在联合国的投票立场

捍卫《联合国宪章》
之友小组 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十国 加沙停火

2023年10月
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2023年2月

埃及 对话伙伴国 新成员国 赞成 赞成

巴基斯坦 正式成员国 赞成 弃权

泰国 赞成 赞成

孟加拉国 赞成 弃权

尼日利亚 赞成 赞成

阿根廷 赞成 赞成

马来西亚 赞成 赞成

阿联酋 对话伙伴国 新成员国 赞成 赞成

新加坡 赞成 赞成

哈萨克斯坦 正式成员国 赞成 弃权

智利 赞成 赞成

秘鲁 赞成 赞成

伊拉克 弃权 赞成

摩洛哥 赞成 赞成

埃塞俄比亚 新成员国 弃权 弃权

乌兹别克斯坦 正式成员国 赞成 弃权

斯里兰卡 对话伙伴国 赞成 弃权

肯尼亚 赞成 赞成

卡塔尔 对话伙伴国 赞成 赞成

缅甸 对话伙伴国 赞成 赞成

多米尼加 赞成 赞成

科威特 对话伙伴国 赞成 赞成

安哥拉 赞成 弃权

厄瓜多尔 赞成 赞成

加纳 赞成 赞成

坦桑尼亚 赞成 未投票

苏丹 赞成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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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联合国宪章》
之友小组 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十国 加沙停火

2023年10月
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2023年2月

阿曼 赞成 赞成

危地马拉 反对 赞成

科特迪瓦 赞成 赞成

阿塞拜疆 对话伙伴国 赞成 未投票

巴拿马 弃权 赞成

突尼斯 弃权 赞成

利比亚 赞成 赞成

刚果（金） 赞成 赞成

乌干达 赞成 弃权

哥斯达黎加 赞成 赞成

约旦 赞成 赞成

喀麦隆 弃权 未投票

土库曼斯坦 未投票 未投票

巴拉圭 反对 赞成

乌拉圭 弃权 赞成

巴林 对话伙伴国 赞成 赞成

柬埔寨 是 对话伙伴国 未投票 赞成

黎巴嫩 赞成 未投票

赞比亚 弃权 赞成

塞内加尔 赞成 未投票

萨尔瓦多 赞成 弃权

也门 赞成 赞成

贝宁 未投票 赞成

亚美尼亚 对话伙伴国 赞成 弃权

马达加斯加 赞成 赞成

塔吉克斯坦 正式成员国 赞成 弃权

蒙古 观察员国 赞成 弃权



166

附录

第五组：多元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分组国家的信息按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排序

第三部分

国家

加入的国际组织 在联合国的投票立场

捍卫《联合国宪章》
之友小组 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十国 加沙停火

2023年10月
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2023年2月

莫桑比克 赞成 弃权

博茨瓦纳 赞成 赞成

吉尔吉斯斯坦 正式成员国 赞成 弃权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赞成 赞成

加蓬 赞成 弃权

巴布亚新几内亚 反对 赞成

卢旺达 未投票 赞成

海地 弃权 赞成

马拉维 赞成 赞成

毛里求斯 赞成 赞成

圭亚那 赞成 赞成

牙买加 未投票 赞成

文莱 赞成 赞成

毛里塔尼亚 赞成 赞成

索马里 赞成 赞成

乍得 赞成 赞成

赤道几内亚 是 赞成 未投票

刚果（布） 赞成 弃权

多哥 未投票 弃权

巴哈马 赞成 赞成

塞拉利昂 赞成 赞成

斐济 反对 赞成

马尔代夫 对话伙伴国 赞成 赞成

斯威士兰 未投票 未投票

苏里南 赞成 赞成

布隆迪 未投票 弃权

不丹 赞成 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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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 正式成员国 赞成 弃权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赞成 赞成

加蓬 赞成 弃权

巴布亚新几内亚 反对 赞成

卢旺达 未投票 赞成

海地 弃权 赞成

马拉维 赞成 赞成

毛里求斯 赞成 赞成

圭亚那 赞成 赞成

牙买加 未投票 赞成

文莱 赞成 赞成

毛里塔尼亚 赞成 赞成

索马里 赞成 赞成

乍得 赞成 赞成

赤道几内亚 是 赞成 未投票

刚果（布） 赞成 弃权

多哥 未投票 弃权

巴哈马 赞成 赞成

塞拉利昂 赞成 赞成

斐济 反对 赞成

马尔代夫 对话伙伴国 赞成 赞成

斯威士兰 未投票 未投票

苏里南 赞成 赞成

布隆迪 未投票 弃权

不丹 赞成 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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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联合国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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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
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2023年2月

东帝汶 赞成 赞成

利比里亚 未投票 赞成

冈比亚 赞成 赞成

南苏丹 弃权 赞成

吉布提 赞成 赞成

莱索托 赞成 赞成

几内亚比绍 赞成 未投票

中非 赞成 弃权

佛得角 弃权 赞成

巴巴多斯 赞成 赞成

伯利兹 赞成 赞成

塞舌尔 未投票 赞成

圣卢西亚 赞成 赞成

科摩罗 赞成 赞成

安提瓜和巴布达 赞成 赞成

格林纳达 赞成 未投票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是 赞成 赞成

所罗门群岛 赞成 赞成

圣基茨和尼维斯 赞成 赞成

萨摩亚 未投票 赞成

多米尼克 赞成 未投票

瓦努阿图 弃权 赞成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未投票 赞成

汤加 反对 赞成

密克罗尼西亚 反对 赞成

基里巴斯 弃权 赞成

帕劳 弃权 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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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联合国宪章》
之友小组 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十国 加沙停火

2023年10月
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2023年2月

马绍尔群岛 反对 赞成

瑙鲁 反对 赞成

图瓦卢 弃权 赞成

总计 3 17 3
77

赞成
20

弃权

来源：“全球南方洞见”（G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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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瓦卢 弃权 赞成

总计 3 17 3
77

赞成
20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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