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後 語
近年來，中國領導人在國際外交場合不時提到，全球南方可望為紛亂的

世界注入重要的穩定力量。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以「世界變局中的全球南

方」為題，邀請了三位學者從理論、外交和政治層面作多角度的討論。景軍

指出，全球南方背後的「南南意識」有深刻的理論根源。自1990年代起，不
少學者從「南方視角」（southern perspective）審視南北關係問題，被學界稱為
「南方理論」／「南部理論」（Southern Theory）。作者指出該理論具有抗衡性、
去殖民性的特徵，同時兼具交融性、流動性、本土性等特點，可以作為一個

多元、開放的參照系，為致力建構本土理論的中國學界提供思想養分。任曉

從中國外交政策的視角出發，梳理建國前後「中間地帶」、「第三世界」說法的

由來，以至後來「發展中國家」到近年「全球南方」等術語的演變歷程，並解

釋箇中微妙的因由。其中，改革開放成為重要的分水嶺，標誌着中國的外交

政策從反帝反霸的革命外交，戰略性地轉向注重國家利益的務實外交。何包

鋼認為，當下不少論者從大國競爭的角度來理解全球南方，這種簡單化的看

法乃是一種誤讀，容易加深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戰略誤判。雖然共同的殖民經

歷和相近的經濟發展水平成為南方國家的合作基礎，但全球南方並非鐵版一

塊，撇除部分南方國家之間存在不少矛盾不談，它們對全球治理和合作願景

也有迥異的主張。

本期刊出三篇學術論文，作者皆以堅實的中外檔案文獻為基礎，深入探

討1949年以來中國的對外關係問題。沈志華嘗試解答1950年中共發動攻台
戰役未遂的根本原因。文章（上篇）指出，中共在渡江戰役前已提出解放台灣

的口號，並期望從蘇聯獲得海空軍的援助。不過，斯大林拒絕直接參與中國

內戰，只願意提供海空軍裝備和軍事顧問等間接援助。由於中共自行組建海

空軍需時，不得不推遲解放台灣的時間表。不同於「聯美制蘇」、「聯美抗蘇」

等評價1970年代中美關係的寬泛說法，忻懌將當時中美締結以制衡蘇聯及其
僕從國擴張為目標的合作關係，稱為中美「制蘇安全協調關係」。文章認為，

在尼克遜（Richard M. Nixon）至卡特（James E. Carter）政府時期，中美由敵對
走向緩和的進程中，越南因素成為檢驗和促進中美關係革命性轉軌的關鍵。

蔣華杰指出，改革開放前後，中國最高決策層開始重估毛澤東時代革命外交

的核心意識形態——「三個世界」理論以及相應的外交政策。自1982年起，
鄧小平在外交場合替代性使用南北關係框架下的「南南合作」概念，在經濟外

交的主導下，第三世界國家從革命外交對象轉變為經濟合作夥伴，預示中國

在第三世界議題上正式退出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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