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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综述

２０ １６ 年国 际发展经济学综述

孙靓莹
＃

【 内容提要 】 国际发展经济学的 内核是研究 国际发展关系 ， 包括如何在世界体系内构建

国际发展体系 。 国际援助作为发展经济学科的分支之
一

， 能够很好地反映发展理念 自 身的变

迁
，
以及发展理念在实践中的执行 。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回顾了

２０ １６ 年 国际援助领域的文

献 ： 援助的动因 、 运作和效果 。 有关对外援助的动因 ，
２０ １６ 年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角度 ： 国际

发展援助体系变化 、 中国对外援助战略转变与具体案例 、 典型国家对外援助的动因 。 关于对

外援助运作 ，
主要包括中 国对外援助机制 、 援助运行模式 国别探讨 、 第三方援助机构参与援

助的管理模式 ， 以及促贸援助的应用与评价 。 对援助效果的探讨主要包括两部分 ： 应用不同

标准评估援助效果和通过援助改进受援国的政策 。

【 关键词 】 发展援助
一带一路 援助有效性 援助动 因

一

、 引 言

源于西方的现代发展研究综合了经济学 、 社会学 、 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多个专业的学科理

论 ，
在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形成了

一套较为系统的框架 。 然而
， 这套研究正受到各方的挑

战 。 首先 ， 在研究对象 、 分析假设和实证研究方面 ， 发展研究并没有将 自 身同经典社会学 、

经济学和政治学区别 开来 。 其次 ， 发展研究里的主流学科知识无法直接应用于发展中国 家 。

无论是经典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理论 ， 强调的前提之
一

就是发展中 国家面临问题的具体性和

特殊性 ， 这需要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 发展中 国家结构化的制度变迁无论从时间维度还是从

政治 、 经济和社会文化维度考察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很难形成标准理论和政策解决

方案 。

在新全球化发展 的今天 ， 除了传统的南北合作之外 ， 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更多地出现在

发展治理的领域视角 中 。 发展模式上 ，
以西方国家为样板进行的 民主化 、 市场化 国家改革不

再成为发展中 国家效仿的唯
一

样板 ， 中国等发展中 国家的崛起为新兴国家提供了更多路径选

择 。 国际发展经济学在三个层面上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 在全球层面上 ， 经济上的 民族主义 、

贸易投资领域的保护主义以及外交领域的新孤立主义成为新全球化的特点 。 在区域合作中 ，

以中 国
“
一带一路倡议

”

为例的区域新发展倡议不断涌现 。 在 国家层面上 ， 国家边界再次兴

＊ 孙靓莹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研究所发展经济研究室 ， 助理研究员
，

ｎｍ
ｇｇｉ

ｅ０３６ ＠

ａ
ｌ
ｉ
ｙ
ｕｎ

．
ｃｏｍ 。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 并 自负文责 。



第七篇 国 际发展经济学 ■
４９９

起 ， 各国对各个维度发展 目标追求逐渐
“

向 内看
”

。 上述实践都会投射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

与学术探讨之 中 。 ２０ １６ 年 国际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充分体现 了这一点 。

２０ １ ６ 年世界银行召开发展经济学年会 ， 会议主题为
“

数据与发展经济学
”

。 随后出版的

世界银行 ２０ １６ 年发展报告也以 《数字红利 》 为主题 ， 指 出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工商业 、 就业

和服务提供方式 。 这些进步使得经济社会的领先群体更有生产力 ， 尽管还有许多人未能从数

字革命中丝毫受益 。 为了确保让所有人获得互联网红利 ， 关注技术普及程度至关重要 。 此外 ，

技术需要更完善的配套机制 ，
而这些机制决定着企业 、 民众和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利用新数字

工具 。 加强非数字基础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 ， 需要克服
一些最为根深蒂固的发展挑战 ， 如何

营造企业可以壮大成长的环境 ， 如何建立有效的教育培训体系 ， 如何让服务提供者更有效回

应民众所需 。 不进行必要改革的 国家就会被数字革命抛在后面 。 而对于改革成功者 ， 技术投

资将带来丰厚的数字红利 ， 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将从中受益。
？

进入 ２ １ 世纪以来 ， 有关发展理论的争论逐步呈现出某种所谓
“

共识
”

。 新 自 由 主义和新

制度主义共同主导了这一新国 际发展研究框架 。 在这个内核下 ， 市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

有效的 国家机器为市场保驾护航 ，
而这个有效的 国家假设的基础是良好的治理机构 。 以发展

理论为基础的对外援助体系核也随之发生改变 ，
以

“

良治
”

（ ｇｏｏ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 ｅ
） 为代表的援助

目标的设立就是这一理论的实践产物 。 然而 ， 西方对非洲 的援助并没有让非洲走 出贫困 ，
而

西方则一再陷人经济危机的泥淖 。 不符合西方模式的 中 国经济蓬勃增长 ，

一

批发展中 国家的

兴起 ， 为新援助理念 、 新发展理念培育 了土壤 。

以 国际援助为例分析国际发展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 国 际层面上 ， 援助 出现

了 三方合作机制的新动 向 。 发达国家 、 新兴发展中 国家和受援国三方合作机制 、 援助 国授权

第三方援助机构实施发展援助等不断涌现 ， 对以世行和 ＯＥＣＤ 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代表的多边

机构援助实践的研究更为深人 。 在区域方面 ，

“
一带

一

路倡议
”

等区域合作机制使得学者们

更为关注精准发展援助 。 在国家层面 ， 向传统援助 国学习发展援助经验成为中 国学者研究的

重点 。

新兴国家的崛起改变了援助理论中传统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对应关系 ， 发展 中 国家

获得了援助 国和受援国 的双重身份 ， 这让发展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失去了分析基

础 。 此外 ， 传统发展问题在于促进经济增长 、 减少贫困 ，
而新兴国家 出现快速工业化和城镇

化的过程中 ， 引发 了其他附带的严重问题 ， 例如不平等加剧 、 社会保障缺失 以及环境污染等 。

发展研究的焦点从贫困问题转移到不平等问题和社会转型问题
，

这也逐步成为发展援助重点 。

此外
，
新世纪以来 ，

新的话语体系如
“

经济特区
”

、

“

渐进式改革
”

、

“

共同学习协同转型
”

开

始出现 ，
与传统西方

“

治理
”

和
“

制度
”

形成对 比 。 综上 ， 新的发展研究范式正在孕育之

中 ， 其核心是对结构主义 、 新 自 由主义和传统主义的批判和对单
一实践方案的否定 。 这些反

思形成了
“

自 由 制度的多元主义
”

。

２０ １ ６ 年国际援助方面有关的研究共有 ７３ 篇核心论文 ， 其中对外援助动因的研究文献 ２３

篇 ， 援助运作研究 ３２ 篇 ， 有关援助效果的文献 １８ 篇 。 其中在援助动因方面 ， 有关国 际发展

援助体系变化对中国对外援助体系的启示文献 ７ 篇 ， 中 国对外援助具体动 因文献 ３ 篇 ， 其他

国家 １３ 篇 （其 中美国 ６ 篇 ， 日 本 ４ 篇 ， 其他 国家 ３ 篇 ） 。 在对外援助运作模式的探讨上 ， 包

① 世界银行 ： 《 ２０ １６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 数字红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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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了 中国对外援助机制 、 援助运行模式国别探讨 、 第三方援助机构管理 以及促贸援助 四个方

面
， 分别发表文献 ４ 篇 、 １４ 篇 、

１２ 篇和 ２ 篇 。 在外援助效果评估方面 ，
包括不同评价标准上

的援助效果评估文献 １４ 篇和促进受援国政策改进文献 ４ 篇 。

二 、 援助 的动因

有关援助动 因的研究以 中文文献为主 ， 研究角 度主要有三个 ： 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变化及

中国对外援助战略转变 ； 中 国对外援助动因的具体案例分析 ；
典型国家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地

区和国家援助动因的探讨 。

（

一

） 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变化及其对中国对外援助的启示

中国学者从整体国际形势的变化人手 ， 分析了 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变化 ， 对中国在外因

变化下的对外调整进行分析 。 总体看
，
二战结束后 以美 国

“

马歇尔计划
”

和
“

第 四点计划
”

为代表的近现代 国际发展援助体系 已经延续 了超过 ７０ 年 ， 并发生显著变化 （胡勇 ，

２０ １ ６ ） 。

在此期间 ， 国际发展援助的主体从以美国独大的单
一主体发展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 受援国

从二战后的欧洲国家扩展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 发展援助的治理结构从
“

发达

国家
——

不发达国家
”

逐步转向南南发展范式 ，
以金砖 国家为代表的传统受援国开始成为新

兴援助主体 。 发展援助从经济增长 目标导向转移为社会发展 目标 ， 国际发展议题 由西方主导

逐渐变为南北共同商议等 （唐丽霞 ， ２０ １６
） 。 ２ １ 世纪 以来 的 国际发展援助格局 的两个较为突

出特点是对
“

援助有效性
”

的集体反思和新型发展援助主体的崛起 （ 于浩淼 ，
２０ １６ ） 。

胡勇 （
２０ １ ７

）

① 认为新兴发展援助体以
“

发展
”

为 中心 的发展援助方式直接挑战了西方

以
“

治理
”

或
“

干预式
”

援助为中心的援助体系 。 南北合作以援助方案为主要载体 ， 南南合

作更强调发展伙伴关系 。 在性质与 目的上 ， 南北合作的主要平 台是官方发展援助 ， 南南合作

则强调互利与增长 。 此外
，
在优先领域方面 ， 社会领域的捐款与预算支持是南北合作的重点 。

而在南南合作中 ，
基础设施与生产性投资领域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则成为优先领域 。 相 比较南

南合作 ，
ＮＧＯ 在南北合作中 的作用更大 ，

私人部门所发挥的作用则相对有限 。

Ａｌｉ ｅ ｔ ａｌ ．（
２０１ ６

）

？ 回顾了对外援助的起源与发展 ， 认为对外援助的正式化和制度化还是

在二战以后 。 论文详细分析了援助的不同动机与 目标 。 作者认为在过去的六十年里 ， 援助不

断演化 ， 进而成为追求包括经济增长 、 改善和建设基础设施 、 在欠发达国家减少绝对贫困 的

手段 。 在 国际援助发展的新趋势中 ，

一

个新的援助范式是将减贫作为发展的最重要 目标 ， 其

中的重点在于 国际发展 目标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Ｄ 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ａｒｇｅｔｓ ，ＩＤＴｓ ） 的规划和实现 。

刘方平 （
２０ １ ６

）

？ 从中国发展和参与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视角来看 ，

“

和平与发展
”

成为

时代的主题 ， 中 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化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１
． 援助理念从国际主义转 向平

①胡勇 （ ２０ １ ６ ） ：
“

国际发展援助转型与印度对非发展合作
”

， 《外交评论 ： 外交学院学报》 ， 第 ６ 期 ，

第
１ ３ １

－

１ ５６页 。

②Ａｌ ｉ
，Ｍ ．＆Ｚｅ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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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５ ．

③ 刘方平 （
２０ １ ６ｈ

“ ‘
一带一路

’

倡议与 中 国对东南亚援助
”

， 《 国际展望 》
，
第 ８ 期

，
第 ７ ０ －

８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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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互利
；

２
． 战略 目标由政治 目标转向发展 目标 ；

３ ． 援助实践也超越了援助对象的意识形态。

因此 ， 在援助的动因领域的探讨中 ， 对以 中国为代表的发展 中国家对外援助动因 的探讨也成

为学者探讨的重点 。

“

动因
一

关系
”

解 释机制成为中 国对外援助构建的理论框架之
一

。 从 中

国对外改革开放的实践出发 ， 中国发展对外援助的主要动 因是基于伙伴国关系确立后的政治

目标 、 人道主义原则和市场经济行为 。 在关系维度上 ， 中 国与援助国关系 、 援外行为与国 内

环境和援外行为与国际环境这三组关系是主要决定因素 。 中 国作为社会主义 国家 、 发展中 国

家以及崛起中的大国这三种相互联系的国家身份最终决定 了中 国在对外援助时所呈现出 的 国

家特色 。 中国对外援助从
“

援助
”

与
“

合作
”

两个角度出发 ， 有助于改善国际经济体系 ， 改

善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 此外 ， 任晓 （
２０ １ ６

）

？ 认为中 国 的历史文化传统 、 现代市场力量和对

外援助体系是共同影响中 国对外援助体系的重要影响因素 。

在中 国对外援助体系的输出方面 ， 对外援助作为具有 国际公共产品 的特质 ，
既为国 际公

共产品提供资金 ，
也是国 际公共产品 的组成部分 ，

使国 际社会各方受益 。 姜默竹 （
２０ １６

）

？

分析对外援助的
“

中 国模式
”

符合以下三种特点 ： 它既是南南合作框架下 的
“

平等型援助
”

，

也是以弘义融利为主的
“

互惠型援助
”

， 同时也是有利于国际社会的
“

增益型援助
”

。 自 １ ９５０

年开启对外援助以来 ， 援助理念从信念伦理 （
１９４９

－

１ ９７７ 年 ） 到责任伦理 （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４ 年 ）

并逐步迈 向关怀伦理 （
２００５ 年至今 ） 。 在援助方式上 ， 从改革开放前单纯地提供援助转变为

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 。 胡鞍钢 （
２０ １ ６

）

？ 指出 ， 进人 ２ １ 世纪 ， 中 国对外援助高速发展 ， 对外

援助金额 已经达到世界高增长国家水平 ， 对外援助额增速超过同期名义 ＧＤＰ增速 ， 占世界比

重不断上升 ， 与美国 、
日 本 、 德国等国的差距逐步缩小 。 在对外援助规模上看 ， 中 国 目前已

经成为第 四大对外援助国 。

围绕中国对外援助出发点与落脚点 ， 张敏 （
２０ １６

）

？ 回顾了外 国学者对中 国发展援助所

做的研究 ， 具体从中 国发展援助的动因 、 援助制度与体系 、 统计数据 、 基本评价等几个方面

进行了回顾 。 在该文中 ， 外国学者对援助动因研究主要集 中于新 中 国早期 。 综合外 国学者 的

研究视角 ， 中国对外援助 的主要动因是通过与亚洲邻 国 的援助与合作争取更多话语权和领导

权 ， 包括摆脱对苏联的依赖 。
７０ 年代中 国开展对外援助是外交政策的工具之

一

， 对中 国和与

中 国竞争 的其他援助 国以及受援国都十分重要 。

（
二 ） 中 国对外援助动 因的案例分析

除了对中国开展对外援助的整体性动 因分析外 ， 学者们开始关注中 国对不同受援国开展

援助工作的具体国别动因 ， 这也体现出中 国对外援助动 因的分析走向 了更为微观和具体的视

野 。 这些分析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 ，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出发进行分析 。

①任晓 、 郭小琴 （ ２０ １６ ） ：
“

解析中国对外援助 ：

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
”

， 《复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

第 ４ 期 ， 第 １ ５５
－

１ ６５ 页 。

② 姜默竹 、 李俊久 （ ２０ １６ ） ：
“

朋友与 利益——国 际公共产品视角下 的 中 国对外援助
”

， 《 东北亚论

坛 》 ， 第 ５ 期 ， 第 ４０

－

４９ 页 。

③ 胡鞍钢 、 张君忆 、 高宇宁 （
２０ １ ６ ） ：

“

对外援助与 国家软实力 ： 中 国的现状与对策
”

，
《 武汉大学学报

（ 人文科学版 ） 》 ， 第 ３ 期
， 第 ５

－

１ ３ 页 。

④ 张敏 、 刘长敏 （ ２０ １６ ） ：
“

国外对中 国发展援助研究综述
”

，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第 ２ 期 ， 第

１９ ９
－

２０７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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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对非援助 。 蒋华杰 （
２０ １６

）

？ 认为中 国对非援助的政策形成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

中国 、 美国 、 苏联和中国台湾在非洲的相互竞争 ， 使得对外援助成为 中国推动革命外交的外

交工具 ， 中国对非援助经历了从
“

量力而行
”

、

“

适当照顾
”

再到
“

全面支持
”

的升级推动非

洲中左派力量形成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 。 此外 ， 以援助为手段展示和传授 中 国革命与建

设经验 ， 进一步引导非洲 国家走中国道路 。 从中国援非的经验可 以看 出 ， 革命外交方针下的

国际统战以及 由 国际冷战造成的道路选择是 中国最终选择全面援非的重要原因 。

中 国对东南亚地区援助 。 刘方平该 （
２０ １６

）

？ 从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视角考察中 国对东

南亚地区的援助 ， 并且总结援助的三个阶段 ： 增长 、 调整和发展。 中 国援助在维护国家利益

并推动双边友好关系发展的 同 时 ，
也面临着所谓

“

援助边际收益递减
”

、 地区效果不均衡的

问题 。

中 国对阿富汗援助 。 何杰 （
２０ １６

）

③ 分析认为 ， 中 国对阿富汗援助开始于 １９６３ 年 ，
主要

以人道主义援助为主 。
１９７９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之后的阿富汗内战期间 ， 中 国对阿富汗的经

济援助几乎停滞 。 ２００ １ 年阿富汗成立临时政府 ， 中 国对阿富汗的经济援助才重新开始恢复 ，

并迅速增长 。 从动因看 ，
阿富汗的重要意义超越了 中阿关系和中美关系 ， 更多关系到中国 的

地区战略 、 外交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 。 阿富汗地处欧亚大陆 中心 ， 被称为中亚、 南亚和西亚

的
“

锁钥
”

，
地理位置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 阿富汗在 中 国维护西部边疆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 ：

一

个和平 、 稳定 、 发展的阿富汗对中国是最大的资源 。 此外 ， 双边经贸交流也 日趋活跃 ，

加强了双边联系纽带 。 最后 ， 中国积极参与阿富汗战后重建工程和提供的援助有利于展示中

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

（ 三 ） 典型国家对外援助动因 的探讨 。

中外学者对援助动因的探索扩展到了国际视角 。

“
一

带
一

路倡议
”

的推进加强了 中国 和

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 ， 对外援助作为外交手段变得更加重要。 研究分析世界主要大国和组织

在发展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的对外援助实践 ， 特别是援助动因 ， 成为 ２０ １６ 年学者们关注的主

要方面 。

１
． 美国

朱恒远 （
２０ １６

）

？ 分析了新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合作与援助计划 。 他指 出 ， 冷战时起 ， 美

国已经开始将安全合作与援助计划作为巩固和检验 同盟 国或友好国的试金石 ，
这一合作在

“

９
？

Ｕ 事件
”

后随着非传统威胁的涌现而逐步加强 。 作者进
一

步分析了该计划的具体 目标与

现实考量 ，
指出确立优先 目标是开展安全合作与援助计划的前提 ，

达成共同的安全观是开展

合作的助力 ， 客观评估影响力是开展合作的保证 ， 设定附加条件是开展合作的补充 。

徐建华 （
２０ １６

）

？ 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美 国在东南亚地区 的援助政策进行了分析 。 艾森豪

①蒋华杰 （ ２０ １６ ） ：
“

国际冷战 、 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 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 （
１９５６ 

－

１９６５ ）

”

， 《社会科学文摘》 ， 第 １ ２ 期
，
第 ８ １

－

１０８ 页 。

② 刘方平 （ ２０ １ ６ ） ：
“ ‘

一

带
一路

’

倡议与 中国对东南亚援助
”

， 《 国际展望》 ， 第 ８ 期 ， 第 ７ ０
－

８９ 页 。

③ 何杰 （ ２０ １６ ） ：
“

中 国对阿富汗援助初探
”

， 《 国际研究参考》 ， 第 ３ 期 ， 第 １
－

４ 页 。

④ 朱恒远 （ ２０ １ ６ ） ：
“

新时期的美国 国家安全合作与援助计划
”

， 《国际研究参考》 ， 第 ７期 ， 第 ８
－

１ １ 页 。

⑤ 徐建华 （ ２０ １ ６ ） ：
“

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东南亚援助政策评析
”

，
《武汉大学学报 （ 人文科学版 ） 》

，

第 ４ 期 ， 第 １ ０４
－

１ １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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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时期美国遏制战略的重点转移向亚洲地区 ， 在全面战争风险减少 、 避免直接军事介入的

前提下 ， 美国通过经济 、 政治手段对抗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 。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遏

制共产主义的重要政策性工具是对外援助 ，
主要对象是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 国 ， 其后也包括

一些中立国家 。 美国在这一时期对东南亚地区的军事援助优先于经济援助 ， 这使美国获得了

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 ，
促进 了东南亚 国家经济稳定 ， 稳定美国的原材料供应 。 此外

， 徐建华

（
２０ １６

）

？ 分析了奥巴马政府时期对緬甸援助的政策 。 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 ， 缅甸成为美

国在中南半岛地区的战略支点 ， 变革中 的缅甸成为各方争取的对象 ， 奥 巴马政府对緬甸政策

由孤立 、 制裁逐步转移为接触 、 援助的政策 。 美国既通过选举援助 、 政党援助 、 培育公民社

会等民主援助方式介人緬甸政治 、 社会变革 ， 又通过专项经济援助帮助緬甸经济发展 ， 为后

续政治改革提供动力 。 在未来时期 ， 援助与制裁交替的政策将成为美国干预缅甸 的重要手段 。

张帆 （
２０ １６

）

？ 分析了
“

茉莉花革命
”

以来美国对突尼斯的援助情况 。 突尼斯在
“

茉莉花革

命
”

后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
“

促进民主
”

、 推动政治经济改革的样板国家 。 近年来 ， 美国对

突尼斯的援助规模上升迅速 ， 援助以双边或多边方式迅速推行 ， 安全援助在美国对突尼斯援

助中 占有较大份额。 美国对突尼斯援助的顺利进行与下述原因有关 ．

？ 美国国会与美国既有的

中东援助体系的支持 ，

“

安全第
一

”

成为美国援助突尼斯的重要特征之一 。

Ｇｒｉｅｓ （
２０ １６ ）

？ 研究了美国 自 由派和保守派对拉丁美洲 的援助态度 。 研究认为 ， 美国保

守派对拉丁美洲的态度比 自 由派更冷淡 ， 他们对美国墨西哥边界政策与对外援助的态度更强

硬 。 具体分析看 ， 自 由派和经济保守派反对向海地等国家提供援助 ，
这主要源 于清教徒的 自

助伦理道德和反对收入再分配 的信仰 。 社群主义者和经济 自 由 主义者更支持对海地的援助 。

文化保守派担心墨西哥移民对基督教价值观的影响 。 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态度和政策偏好将持

续地分裂着美国对拉美的政策选择 。 Ｃｈｉ ｌｔｏｎ（ ２０ １ ６
）

？ 研究了美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的动机 ，

并指出美 国与他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更多地是考虑到军事援助 因素或者该国是否是前社会主

义国家 ，
而并非 出于经济因素或投资需求 。

Ｗａｎｇ（
２０ １ ６

）

⑤ 研究了美国对外援助分配的讨价还价模型 ， 来解释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总

额在不同受援国 中的分配 。 人均收人更高 、 国 内存在内 战 、 存在违反人权的情况和体制更民

主的受援国将获得更多的对外援助 。 而从美国进 口越多 、 与美国签有防务条约的受援国 ， 其

对援助金额的议价能力能弱 。

２ ？ 日本

日 本对外援助的研究也吸引 了中 国学者的注意力 。 日 本在对外援助领域的实践对中 国有

值得借鉴的参考意义 ， 同时也有助于透过 日本对外援助更深入地了解 日本外交政策动向 。

①徐建华 （ ２０ １６ ） ：
“

奥 巴马政府对缅甸援助政策析评
”

， 《 国际论坛》 ，
第 ５ 期 ，

第 ２７
－

３ １ 页 。

② 张帆 （ ２０ １６ ） ：
“

试析
‘

茉莉花革命
’

以来美国对突尼斯的援助
”

， 《美国研究》 ， 第 １ 期 ， 第 ５２
－

６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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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永红 （
２０ １６

）

① 分析了
２０ １０ 年以来 日 本对缅甸官方发展援助政策的新趋势及制 约因

素 。 自 ２０ １０ 年缅甸开始民主改革以来 ，
日本开始 日益重视对缅甸提供官方发展援助 ，

意 图将

其纳入 日本的
“

价值观外交
”

上来 ， 推动 日 本经济发展并配合美 国
“

亚太再平衡
”

战略 ， 政

治上更注重政策沟通和机制建设 ，
经济上更重视基础设施和行业标准设立 ，

社会民生上更重

视灾害管理和人道救援 。 同时 ， 对缅官方发展援助也受到 日本经济发展低迷 、 中缅历史与现

实联系和緬甸基础设施落后等因素制约 。

王箫轲 （
２０ １６

）

？ 分析了
“

积极和平主义
”

下 日本对外发展援助的影响 。 日本对外援助

呈现出 由
“

经济开发型
”

向
“

战略支持型
”

的转变 ， 更注重援助项 目对 日 本外交 、 安保的支

持效应 。 在援助领域 日本解除了对支援他国军队的 限制 ，
也可 以支援发展 中国家之外 的其他

国家 。 安倍政府调整对外援助政策扩大了政府发展援助的战略功能 ，
配合美 国的

“

亚太再平

衡战略
”

制衡中国 。 对中 国而言 ， 日本针对性更强的官方发展援助带来了周边外交的复杂程

度以及
“
一带一路

”

倡议推广的竞争增压力 。 作者建议中 国应建立亲疏远近的外交观 ， 构建

援助
一

投资范例并适度扩大军事援助来平衡 日本此轮对外援助的扩张 。

刘艳分析了 日 本战后援助政策的演变 ， 指 出虽然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有不 同侧重点 ， 但经

济发展 、 能源安全和外交利益始终是 日 本对外援助 的 目标 。 崔岩 （
２０ １６

）

？ 分析亚洲开发合

作转型中的中 国与 日本在相当长时期都将表现为不断加强的竞争关系 。 区域合作 中蕴含 的重

大国家利益 、 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都直接折射到双方竞争关系 中 。 中 日 关系的 内在矛盾

和双方对亚战略背离是导致双方竞争关系的决定因素 ，
而对亚洲开发合作模式 、 合作区域及

合作领域的趋同导致具体领域竞争加剧 。

３ ． 其他 国家

对于欧盟如何通过发展援助宣传民 主 、 人权与 良治 ， 受援国如何在接受援助的同 时面对

政治改革的压力这
一

问题 ， 刘青建 （
２０ １６

）

？ 撰文详细阐述了这其中的互动关系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下半期 ， 欧盟对外援助政策开始转向 以民 主 、 人权和良治为政治导向 。 加纳政府在接受

欧盟发展援助 中 ，
始终以 自身国情为基础 ， 用灵活方式使用发展援助资金 。 带有政治导 向 的

欧盟发展援助对加纳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 了双重作用 。 加纳在接受上述发展援助时 ， 从国家

利益与 自身发展需求出发 ， 以灵活方式将欧盟要求与 国家 自 身发展 目标联系起来 ， 将经济发

展与政治改革相结合 ， 实现与欧盟的 良性互动 ， 并牢牢掌握国家发展的主动权 。 加纳发展离

不开欧盟援助 ， 但根本原因仍在于 自身能动性的发挥 。

张帆 （
２０ １６

）

？ 分析了海湾君主国家对中东地区进行对外援助的深层次原因及变化情况 。

海湾君主国的对外援助活动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７ ０ 年代

，
其主要原因在于推动

“

南南合作
”

、

①戴永红 、 曾凯 （ ２０ １ ６ ） ：
“

２０ １０ 年 以来 日本对缅甸官方发展援助政策 的新特点及其制约性因素
”

，

《 日本研究》 ， 第 ３ 期 ， 第 ４２
－

４８ 页 。

② 王箫轲 （
２０ １６

） ：
“‘

积极和平主义
’

背景下 日 本 ＯＤＡ 政策的调整与影响
”

，
《 东北亚论坛》

，
第 ４

期
， 第 ３６

－

４８ 页 。

③ 刘艳 （ ２０ １６ ） ：
“

战后 日本对外援助 的政策演变及战 略分析
”

， 《石河子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

版 ） 》 ， 第 ３０ 期 ， 第 ８ ７
－

９３ 页 。

④ 刘青建 、 赵雅婷 （ ２０ １ ６ ） ：
“

欧盟发展援助与加纳 民主政治发展探析
”

， 《 国际论坛 》 ， 第 ２ 期 ， 第

２０
－

２６页 。

⑤ 张帆 （ ２０ １６ ） ：
“

海湾君主 国对中东国家对外援助动 因 的发展变化
”

， 《西亚非洲 》 ，
第 １ 期

，
第

１４５
－

１６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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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阿拉伯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协作 。 随着时间推移 ， 中东地区的地区局势 日 益发展变

化 ， 海湾君主国 的对外援助更多是为 了应对以下两方面挑战 ： 频繁爆发的地区危机和扩大 自

身的地区影响力 。 中东地区的局势变化引发西亚北非地区的剧烈地缘政治冲突 ， 在此背景下 ，

海湾君主国 以对外援助为手段 ， 结合外交 、 军事干预等方式 ， 进一步维护了 自 身政权稳定 ，

扩大 自 身影响力 。 除此之外 ， 其援助对象也逐步扩展到包括叙利亚反对派等非 国家行为体 。

在分析印度对非洲援助中 ， 龚伟 （
２０ １６

）

？ 指出 ， 重塑政治大国 的优势地位与形象 、 获取 自

然资源 、 开拓市场和扩大贸易 、 应对印度在非洲移 民利益 、 扩大同其他新兴大国竞争力在非

影响力都是印度扩大在非影响力 的重要原因 。

三 、 援助的运作机制

（

一

） 中 国对外援助机制的探讨

近年来对中 国顶层援助管理制度的探讨 ， 学者们开始逐渐形成共识 ： 中 国 应尽快 出

台 《对外援助法》 ， 理顺对外援助管理体系 ， 加强对外援助绩效评估 ，
通过制度完善提

升援助效果与效率 。 中 国应 当建立
一

个独立的对外援助机构 。 在具体机构 的设置上 ，
不同

学者给 出了不同建议。 赵裴 （
２０ １６ ）

？ 认为 ， 应成立 由商务部作为主任单位 ， 外交部和财政

部作为副主任单位的三部委领衔机制 ，
３ ０ 个中央部委和单位组成

“

对外援助部际联系机制＇

胡鞍钢则认为应成立以外交部牵头的国务院直属发展援助机构 。

赵裴将对外援助体制分成如下三种类型 。 （
１

） 独立机构负责型援助体制 ，
以美国 、 英

国 、 法国 、 日本 、 加拿大 、 巴西 、 澳大利亚 、 土耳其和墨西哥为主。 （
２

） 多部门协调型援助

体制 ， 以俄罗斯 、 印度 、 印度尼西亚 、 中国 、 欧盟 、 意大利和韩国为主 。 （
３

） 非政府化援助

体制 ，
主要以德国 、 南非 、 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为主 。

开始有学者关注中 国对非援助的具体方式和途径 。 秦路 （
２０ １６

）

？ 对中 国援非农业技术

示范中心的成效 、 问题进行了分析 ， 并给出 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 任洪波则从对非科技援助的

方面人手 ， 提出借鉴国际经验 、 选择以南非为支点对非进行科技援助 。 以援助促进 中非产能

合作的问题上 ，
王泺 （

２０ １ ６
）

？ 提出 了多项建议 ， 包括明确重点 国家 、 加大精准投入和结合

可持续发展 目标与国内优势产业 ， 确定优先支持领域等 。 高宇祥 （ ２０ １６
）

？ 分析 了中 国对智

利援助模式的转变 。 中 国援助智利的方式随着 中国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以及国 际环境的变化

而不断变化 ， 中 国对智利的援助模式从最初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援助逐步转向 以技术

为主的 国际发展援助 ， 这为中国与其他拉丁美洲 国家的合作提供了经验 。

①龚伟 （ ２０ １ ６ ） ：
“

印度对非洲 的发展援助政策
”

，
《南亚研究季刊 》

，
第 ２ 期

， 第 ６６ 
－

７ ５ 页 。

② 赵裴 （ ２０ １ ６ ） ：
“

援助外交体制研究及中国援助外交体制未来改革的可能选择
”

， 《 国际论坛》 ， 第 １

期 ， 第 ５３
－

５８ 页 。

③ 秦路
、 楼

一

平 （ ２０ １６ ） ：
“

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 成效 、
问题和政策建议

”

， 《 国际经济合作》 ， 第

８ 期
， 第 ４９

－

５４ 页 。

④ 王泺 （ ２０ １ ６ ） ：
“

对非援助促进中非产能合作的 目标 、 原则及政策建议
”

， 《 国际贸易 》 ，
第 １２ 期 ， 第

２３
－

２５页 。

⑤ 高宇祥 （ ２０ １ ６ ） ：
“

中 国援助智利模式的转型及其启示
”

， 《 中 国 国情国力 》 ， 第 ３ 期 ， 第 ７ ２
－

７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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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援助运作模式的国别探讨

此外 ， 学界对援助运作模式的分析也越来越多 ， 并且在
一

般性理论框架分析的基础上开

始向不同 国家的具体运作案例分析发展 。 这方面的研究 以中 国学者的研究为主 ， 既包括中国

对不同受援对象的援助方式的分析 ，
也包括其他援助国对外援助方式的探讨 。

１
． 美国

Ｄ ｉｃｈｔｅｒ（
２０ １６

）

？ 分析了美国发展援助遭遇停滞的原因 ， 并建议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

问题上 ， 美国对外援助署应更多与当地组织合作 ， 理解受援国政治经济 、 文化与社会结构非

常重要
， 同时也应注意受援国当地的官僚体制约束 。 刘艳 （

２０ １６
）

？ 指出 ， 美 国在二战之后

通过大规模实施
“

马歇尔计划
”

将欧洲纳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 国际秩序 。 此后 ， 美 国通过立

法形式在 １ ９４８ 年通过 《经济合作法》 加 以固定 。 《经济合作法 》 明确了美国推进
“

马歇尔计

划
”

的 目标 、 参与国家 、 实施原则和援助方式 ， 对参与国接收援助的条件用授权性和禁止性

条款加 以约束 ， 用规则维护了 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 。 中 国 目前正在推出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 ，

对此 ， 刘艳分析了中国新时期的全球化战略 ， 对比美 国的经验与做法 ， 建议设定一步综合立

法如 《对外经济合作法 》 ， 将审批监管 、 金融促进与支持 、 信息技术服务 、 风险控制这 四个

重要领域的关键 内容通过立法进行确认 ， 用法治的方法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国家形象 。

罗会钧 （
２０ １６

）

？ 分析了美 国对非发展援助 的经验与教训 ， 指出 ， 对外援助 的法制化 、

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配合 、 双边援助和多边援助的共同作用 以及对非援助信息 的公开透

明化是主要成功经验 。 而对美 国援助非洲的批评和质疑主要来 自于对非援助的条件性 ， 以及

受援国没有权利根据 自身情况选择和调整发展援助资金的使用 。 对此 ， 中国应完善对外援助

相关法律 、 设立专门对外发展援助机构 、 增加发展援助信息透明度以及重视多边援助 。

Ｆ ｉｌｐ 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 １６ ）

？ 分析了美国对外援助系统 ， 并指出未来美国对外援助 的发展中 ， 问

责制将成为重要方面 。 在考察援助效果各个维度 中 ，
Ｆｉ ｌｐｉ 回顾 了世界银行的营商指数指标 ，

世界司法项 目 （ＷＪＰ
） 的法治指标 ， 并建议未来美国国会加强对对外援助的监管与审查 。

２
． 日本

有关 日本对外援助运作体制的研究包括 日 本对外援助体制的变迁 、 日本对外援助中 的地

区性援助政策和具体援助方式等 。 汤伊心 （
２０ １６

）

⑤ 指出 ，

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
，

日本与东南

亚各国建立了新的经济贸易体制 ， 为走向援助大 国 、 贸易强国打下了基础 。 日 本与东南亚的

新经济贸易体制特征是三位
一体的

“

束缚性 的政府援助 、 出 口信贷和直接投资
”

。 在经济界

①Ｄ ｉｃｈｔｅｒ
，Ｔ．（

２０ １６ ）
．Ｗｈ

ｙ
ＵＳＡＩＤ＾ＮｅｗＡ

ｐｐ
ｒｏａｃｈｔｏ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 ｅｎｔＡｓｓ 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ｓＳ ｔａｌｌ ｅｄ． Ｆｏｒｅ ｉ

ｇｎ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Ｊｏｕ ｒｎａｌ
，９３（ １０ ） ．

② 刘艳 （ ２０ １ ６
） ：

“

美 国 《 经济合作法》 及对中 国海外经济立法的启示
”

， 《亚太经济 》 ， 第 １ 期 ， 第

７０
－

７４页 。

③ 罗会钧 、 黄梦佳 （
２０ １６

） ：
“

美国对非发展援助的经验与教训
一兼谈中 国对外发展援助工作的几点

思考
”

，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 第 ３ 期 ， 第 ７５
－

７９ 页 。

④Ｆｉ
ｌｐｉ

，
Ｊ． ＆Ｍｕｒｒ

ｙ ，Ｌ（ ２０ １ ６ ）
．Ｕｎｉ

ｔｅｄＳ ｔａｔｅｓＦｏｒｅｉ
ｇ
ｎＡｓ ｓ

ｉ
ｓ ｔａｎｃｅ

：ＢｅｙｏｎｄＧｏｏｄ Ｉｎｔｅｎ ｓ
ｉ
ｏｎ ｓａｎｄＴｏｗａｒｄＡｃ

？

ｃｏｕｎｔａｂｉ ｌｉ ｔ
ｙ

．
ＩＬＳ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
２２（

３
） ，

５０３
－

５ １ ３ ．

⑤ 汤伊心 （ ２０ １６ ） ：
“

试论战后 日 本对外援助体制 的形成与财界的作用
”

， 《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

科学版 ） 》 ， 第 ３ ８ 期 ， 第 １５６
－ １ ６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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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动下 ， 对外融资 、 技术合作机构也得以设立 。 日本的财界在对外援助体制中发挥了替代 、

补充政府的作用 ， 这也为 日 本财界势力 日 后拓展经济影响力奠定基础 。

王月 （
２０ １６

）

① 分析了 日本对中亚五国提供发展援助的具体战略 。 日 本的 中亚战略具有

以下特点 ： 援助重点 国家随情况调整 ， 主动迎合五 国需求并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 此外 ， 日

本采取实地调研 、 技术输出 、 以点带面以及强调环保和企业等方法确保该战略的充分实施 。

周源介绍了 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手段 ， 包括用于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 日 元贷款 、 种类多

样的无偿资金援助以及
“

看得到 日本人
”

的技术合作 。 从客观效果来看 ， 日 本的官方发展援

助对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 由 于预算削减压力 以及中亚五 国并非 日 本外交

战略的 中心 ， 对上述地 区的援助也存在着一些局限 。 日本在 中亚经济活动规模不大 、 投入有

限 ， 对中亚援助物资脱离实际需要 ，
没有做到物尽其用。

张继业 （
２０ １ ６

）

② 分析了安培政府湄公河次区域开发援助战略。 日 本在这
一战略 目标上 ，

以开发援助推动区域发展稳定 为基础 ， 试图拉近与区域国家关系 ， 增强 日本实力与影响力 ，

从而在经济上牟利 、 政治上促变 、 地缘上谋事势 。 从推进开发援助 的路径上 ， 主要重视推进

区域经济融合以及打造援助重点 国家 ，
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受援国 国家能力建设 ， 支持包容

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 支持人文交流 ， 与各利益相关方加强协作以及积极与中 国竞争 。 该战

略对中 国产生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 中 国应有针对性地增强 自身经济实力 、 提高 自身软实力 ，

对湄公河国家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 走
“

中间带动两翼
”

的路径 ， 以泰国 、 柬埔寨和老挝三

国为牵引 ， 加强与印度沟通 ， 积极推动
“

中印緬孟
”

经济走廊建设 。

德 国和 日 本将对外援助资金与商业性资金相结合促进国家战略实施 的做法在世界范

围具有代表性 。 许豫东 （
２０ １ ６

）

？ 认为 日 本对外援助主要通过外务省和 国 际协力 机构 （
Ｊ Ｉ－

ＣＡ ） 展开 ， 可供借鉴的经验包括官商联手行动支持 日 本企业在亚洲 地区开展基础设施类

建设项 目 、 依托国际组织推动政策性资金与商业资金参与援助项 目 ，
通过援助引 导社会

多方参与 。

对外援助中的政府贷款是重要部分 ， 黄梅波 （ ２０ １６ ）
？ 分析了 日元贷款中可供中 国

“
一

带一路
”

战略和企业
“

走出去
”

战略借鉴的经验 ， 包括 ＪＩＣＡ 对海外 中小企业扩张 的支持并

梳理了 日本通过官方发展援助支持 日 本企业海外扩张的流程图 。 相对于 日元贷款 ， 中 国政府

贷款及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推进仍处于直接和初级阶段 ，
相应配套政策不足 ， 政府优惠贷款对

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作用有限 。 对此 ，
中 国可以适度借鉴 日本贷款援助机制和经验 。

３ ． 欧盟及其他国家

对于欧盟在对外援助的实践也是中 国学者研究的焦点之
一

。 对欧盟及德国研究的重点主

要放在其较为先进的对外援助方法与地区侧重点上 。 德国 目前拥有世界规模最大 、 专业性最

①王月 、 李新英 （ ２０ １ ６ ） ：
“

从政府开发援助分析 日本对中亚五国的战略特点
”

，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

究 》
，
第 ５ 期

，
第 ６７－ ８３ 页 。

② 张继业 、 钮菊生 （ ２０１６ ） ：
“

试析安倍政府的湄公河次区域开发援助战略
”

， 《现代 国际关系 》 ， 第 ３

期 ，
第 ３１

－

３９ 页 。

③ 许豫东 、 吴迪 、 藤选 （ ２０１ ６ ） ：
“

日 德对外援助资金与社会资金相结合的经验及启示
”

， 《 国际经济

合作》
， 第 ８ 期 ，

第 ４５－４８ 页 。

④ 黄梅波 、
张博文 （ ２０ １６ ） ：

“

政府贷款与对外直接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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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亚太经济》 ， 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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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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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国际发展援助力量 ， 同时德国的项 目运作经验成为国 际发展援助的世界性标杆。 唐丽霞

（ ２０ １６ ）

？ 分析了德国农业援助的战略 、 机构设置和途径 。 具体来看德国农业对外援助的如下

特点 。 （ １ ） 援助战略
一

致性和多部 门参与相统
一

。 （
２

） 以农业技术咨询公司执行援助项 目
，

既保证公司化运作方式 ，
又保证援助成本收益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以及对外援助项 目 的公益

性和公共性 。 （
３

） 重视与受援国本土机构合作 。 （
４

） 项 目文件的设计 、 出版和宣传展示 。

李超 （
２０ １６

）

？ 总结 了欧盟对外医疗援助实践 。 欧盟 已经逐渐发展起
“

事前预警 、 全面

覆盖 、 协调合作
”

的独特机制 ，
虽然经历了经济金融危机和欧盟债务危机 ， 欧盟在医疗救援

方面的支出并未缩减 。 欧盟人道主义援助预算不断提升 ， 已接近欧盟总预算的 １ ％ 。 欧盟以

医疗援助为代表的人道主义援助有三点可供中 国借鉴 。 第
一

，
开展对外医疗援助是维护 自身

安全的需要 。 第二 ， 对外医疗援助可以 同步传播价值观 ， 欧盟
一

直标榜 自 己
“

人道
”

与
“

人

权
”

标杆 ， 在打造
“

人权卫士
”

形象的 同时输出西方价值观 。 中 国在开展对外医疗援助时 ，

也可以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 ，
宣传救死扶伤 、 悬壶济世的传统美德 。 第三 ， 对外医疗援助可以

配合外交决策进行 ，
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 Ｄ 中 国可以考虑将 医疗援助工作上升到战略层面

统筹安排 ， 作为彰显和经营中国海外关系的重要手段 ， 争取受援国在重大战略利益问题上对

中国的支持 。

冯存万 （
２０ １６ ）

？ 梳理了欧盟气候援助政策的演进 、 构建和趋势 。 气候援助是国 际气候

谈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
“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

原则下 ， 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

术支持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并适应气候变化 。 欧盟是气候谈判 的积极参与者 ， 是 当今世界

最大的气候融资提供方 ， 对国际气候援助有关键性影响 。 其外交 目标是推动可持续发展及能

力建设 ， 重视发展联盟关系并通过多元化途径强调技术合作 。 从气候援助未来发展趋势看 ，

主要缔约方将会施压以求分担责任 ， 进一步减少公共财政比例 ， 重视项 目评估与监督 。

龚伟 （
２０ １６

）

？ 分析了 印度对非洲 的发展援助政策 。 本世纪 以来 ， 印度对非洲的发展援

助力度逐步增强 ， 印度扩大对非发展援助的主要 目 的是塑造全球大国形象 、 获取能源和开拓

市场 、 扩大贸易 、 维护在非印度移民利益以及与新兴大国竞争在非洲的影响力 。 印度对非洲

援助对象和主要援助领域的选择极具深意 ： 在援助领域上
，
主要 以经济 、 技术援助为主 ；

以

信贷 、 投资等金融援助为重点 ， 着眼于教育文化援助 ， 逐步增加多边援助的 比重 。 在援助手

段上
，
印度更多地利用如培训 、 专家咨询 、 分享发展经验与技术成果等

“

柔性
”

方式 。

从印度 国 内看 ， 民众支持 、 资金限制与行政效率低下 以 及如何平衡功 利性与道义的关系

都成为印度对非援助中的重要挑战 。

还有学者回顾了对外发展援助的管理制度变革 。 黄梅波 （
２０ １ ６

）

？ 的研究表明 ， 澳大利

亚对外援助 目标和管理体制受到世界经济与对外援助领域格局 的变化 。 其对外援助战略 目标

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 ， 从帮助推进受援 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 转变为减少贫困与维护地区

①唐丽霞 、 武晋 （ ２０ １ ６ ） ：
“

德国农业援助 ： 战 略 、 机构设置和途径
”

， 《德 国研究》
，
第 ２ 期

，
第

１０３
－

１ １ ５页 。

② 李超 （ ２０ １ ６ ） ：
“

欧盟对外医疗援助
”

， 《 国际研究参考》 ， 第 ４ 期
， 第 ８

－

１ ２ 页 。

③ 冯存万 、 乍得 ？ 丹莫洛 （ ２０ １６ ） ：
“

欧盟气候援助政策 ： 演进 、 构建及趋势
”

，
《欧洲研究》 ， 第 ２ 期 ，

第 ３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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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龚伟 （
２０ １６ ） ：

“

印度对非洲的发展援助政策
”

， 《南亚研究季刊》 ， 第 ２ 期 ， 第 ６６

－

７５ 页 。

⑤ 黄梅波 ，
沈婧 （ ２０ １ 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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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国际发展经济学

稳定 ， 进而发展成为促进繁荣 、 减少贫困与加强稳定 。 ２０ １４ 年澳大利亚新出 台的对外援助政

策将重点放在促贸援助与基础设施建设上 ， 重点关注接受援助国家的政策 、 制度和经济运作

的有效治理 ， 其援助的地区焦点在印度——太平洋地区 。

（ 三 ） 有第三方援助机构参与的援助管理模式

在对外援助过程中 ， 除了双边对外援助外 ， 对外援助中 的多边合作逐步凸显 ， 其中包括

澳大利亚和巴西的经验 。 对外援助三方合作是联系传统援助国 、 新兴援助 国和受援过的新方

式 。 巴西是 目前开展三方合作项 目最早和最多的新兴市场国家 。 非洲葡语国家和拉丁美洲是

巴西三方合作项 目最集中 的地区 ， 日本和德国是巴西最主要的三方合作伙伴国家 。 从数量上

来看 ，
三方合作 目前占巴西所有技术援助项 目 的五分之

一

。 通过对比分析 ，
郭语 （

２０１ ６
）

①

认为 ， 中国应尽快出 台相关政策文件 ，
逐步拓展合作伙伴和方式 ， 在优势领域持续谨慎地开

展三方合作 。 郭语 （ ２０ １ ６ ）

？ 分析了德国对外援助的三方合作管理问题 。 德国是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第四大援助国 ， 是三方合作的最主要参与者与探索者 。 德国开展三

方合作的诉求在于构建与新兴国家 ，
特别是德国 已经停止援助 的新兴国家之间的关系 。 德国

三方合作项 目最集中地区是拉丁美洲 ， 最主要合作伙伴国家是巴西和南非 。

Ｋｉｍ （
２０ １ ６ ）

？ 分析了国家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 特别在对外援助政策以及非政府组织的

具体活动 。 非政府组织直接影响援助国对受援国的援助政策 ， 扮演着信息提供者和游说集团

的角色 。 通过对国际发展领域的理论论证 ， 分析了美国非政府组织之于该国对外援助决策的

影响 。 这项研究表明 ， 随着美国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 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实地业务的增加 ， 该

国更有可能从美 国获得更多的援助 。 在发展中 国家运营时间较长的非政府组织也能更有效地

游说美 国提供更多的外援 。

随着对外援助 中 的非政府参与者增多 ， 学术界建立 了不 同的理论模型对此进行解释 。

ＭｃＫｅｏｗｎ（
２０ １６

）

④ 运用外交政策中的双层博弈理论探讨了外交政策官员个人人际网 络与协

调政策创新的关系 ， 他指 出个人的人际关系 网络和联系也将对对外援助分配产生影响 。 与双

层博弈 中 ，

一

国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谈判总是会受到该国政府 国 内约束的限制 。 与 国 内政

治博弈和国际博弈相类似 ， 这些组织中 的官员也面临着个人跨国网络和在援助国组织 中正式

官职的双层博弈 ， 两者相互加强
——非正式场合的理解促进了正式协议签署 ，

官员所在组织

采取的行动将私下谈判内容进一步 固定下来 。 ＭｃＫｅｏｗｎ 通过检验非正式跨国 网络的作用 ，
分

析了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印度及其他主要援助国政府的政策变迁。

在对外援助的提供和组织协调 中 ， 多边开发银行的作用不容忽视 。 国 内外学者对发展援

①郭语 （ ２０ １６ ） ：
“

巴西对外援助中 的三方合作管理与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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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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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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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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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ｆｌ 世界经济年鉴２０７７

助中世界银行的作用也进行了重点分析 。
Ｆ〇＾ｅ ｅ（

２０ １６
）

？ 指出 ，

一些著名 的社会 、 法律学

者经常批评世界银行的
“

营商环境项 目
”

，
主要原 因在于他们认为发展援助的援助 国很不恰

当地把是否遵守
“

营商规则
”

作为提供援助的条件 。 通过实证研究 ，

Ｙａｃｋｅｅ 分析了发展援助

近十年数据
， 考察是否

“

营商规则改革
”

做得好的发展 中国家会得到更多发展援助 ， 其研究

结果部分地支持了这
一

假设 ， 即改革的力度越大 ， 来 自多边组织和世界银行的 国际开发援助

金额会提高 ， 但是总援助水平以及来 自 富裕国家的援助水平没有变化 。

政府如何在各个国 际发展机构 中分配对外援助资源 。 Ｓｃｈｎｅ ｉｄｅｒ（
２０ １６ ）

？ 分析了 资源分

配组合的相似性与国际发展援助 ，
研究结果认为政府在各个国际发展机构的分配选择前提是

最小化代理成本 ， 并实现 自身的对外援助政策 。 政府将稀有援助资源交给国际发展组织使其

发展援助政策与该国对外发展利益相符合 。 作者选用了１９７ ８ 年到 ２００８ 年 ２ ２ 个 ＯＣＥＤ 国家对

１２ 个国际发展机构的援助金额 （
ｆｉｎａｎｃ 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 进行了验证 ， 政府会定期给很多国际

发展组织捐助 ，
各国更倾向于将资源给予符合 自 己外交 目标和投资组合意愿的国际发展机构 。

目前国际组织体系机构和援助设置 日渐丰富 ， 这让主权国家拥有更多选择 ， 降低代理成本 。

Ｆｉｓｈｅｒ（ ２０１ ６
）

③ 分析了 中 国与新开发银行的关系 ， 认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代表了援助

的新方向 。 新开发银行纠正了 ＩＭＦ 与世界银行条件性贷款 。 ＩＭＦ 与世界银行的贷款 ，
通常要

求改进治理水平 、 紧缩性政策以及开放市场 ，
而金砖 国家认为这是造成有些国家经济崩溃的

原 因之
一

。 中 国对外援助的三个特点 ：
不附加经济或政治条件 ； 受援国通常用对外援助中 的

贷款通常用来购买中 国的出 口产品 ， 这对中国及受援国是互惠的 ；
２０ １４ 年起中 国商务部陆续

公布对外援助管理措施包括各种反腐败法律法规 ，
确保对外援助项 目 的廉洁 。 此外 ， 金砖五

国在进行对外援助过程中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 ， 其中不附加条件的优惠贷款是共同的主线 。

Ｃｌｅｍｅｎｓｅ ｔａ ｌ ．（
２０ １６

）

④ 认为世行的核心 目标应该是减少绝对贫困 ， 而作为其初期 目标

的纠正资本市场失灵只是
一

个附带 目标 。 世行建议很多发展中 国家进行多部门剧烈改革 ，
以

保证经济增长或促进公平 ，
而这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并无助于减贫 。 Ｃｌｅｍ ｅｎｓ 认为未来世行

的主要任务并不是资本投资 ，
而是应将

一

系列活动和工具考虑进来 。 单纯用经济增长速度作

为因变量 ， 将援助的提供作为解释变量的分析方式将带来误导性的后果 。

支持海外市民社会促进民主是美国主要战略之一 。 研究显示 ， 美国 主要将资金投人给美

国 的海外非政府组织 ， 推动当地转型期和非民主国家 ， 而不是所在 国本地 的非政府组织 。 但

是援助国官员对美国非政府组织的依赖程度根据受援国不同有很大差异 。 为什么在某些国家

美国援助政策官员更依赖美国海外非政府组织 ，
Ｂｕ ｓｈ（

２０ １６
）

？ 的研究认为 ， 与其他非美 国

非政府组织相比 ， 美国非政府组织更认 同美国政府立场 。 对援助官员 来说 ， 这更容易在对美

①Ｙａｃｋｅｅ
，

Ｊ ． （
２０ １６ ）

．Ｆｏｒｅ ｉ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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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 Ｌａｗ； ｆｌ／ｗ ｆ

Ｄｅｖｅ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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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９（ 

１ ）
，１ ７７

－

１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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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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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Ａ． ＆Ｋｒｅｍｅｒ． Ｍ．（ ２０ １６ ） ．ＴｈｅＮｅｗ Ｒｏｌ
ｅ

 ｆｏｒ ｔｈｅＷｏｒ
ｌｄ Ｂａｎ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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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交政策重要的 国家推行
“

美国产
”

民主政策 。 美国最近的 民主援助项 目数据证实 了作者

观点 。 这对于理解美国外交政策 、 对外援助有效性和世界政治 中的非政府组织非常有用 。

在多边开发银行业务中 ， 技术援助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杨署东 （
２０ １ ６ ）

？ 认为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 对技术援助条款的阐述反 映出亚投行在实施技术援助业务范

围上的特殊性 、 针对性和限制性 。 说明亚投行在技术援助的
“

条件性
”

和
“

有效性
”

上有了

重大改善 。 目前整个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量大 ， 更对技术援助提出 了更高的要

求 。 以 中国为代表的相对技术先进国家对技术援助的需求更集中 于政策研究 、 能源规划和环

境改善等方面 。 其他发展中 国家更侧重具体项 目 的规划和实施 ， 国家 自身能力建设等方面 。

如何实现亚洲地区援助国与受援国在技术援助领域的
“

无缝对接
”

，

“

丝绸之路经济带
”

就是

其中 的先锋 。 亚投行将进
一步完善技术援助系统机制 ，

保障相关业务顺利进行 。

徐佳君 （
２０ １６

）

？ 回顾了世行对中 国援助的历程 ， 分析 了世行援助在中 国扶贫领域的制

度变迁 。 这
一

合作呈现出
“

长期对峙一短期 冲突
一短期协作

一

长效合作
”

的过程 ， 其中长期

对峙和短期冲突均不利于制度变迁的发生 ， 相对于短期协作 ， 长效合作的援助关系更有助于

制度的本土化创新 。 有效的制度变迁并非制度移植 ， 而是制度本土化的创新 。

除了通过第三方机构提供援助外 ， 援助提供还 出现了
“

按结果付费
”

的方式 。 无论是英

国的国际开发署 ，
还是世界银行 、 亚洲开发银行 、 泛美银行等都不同程度地选用 了

“

按结果

付费
”

方式 ，
这其实是从前条件性援助 的延续 。

“

按结果付费
”

是可以广泛推广的做法吗？

Ｃ ｌ ｉ ｓ ｔ（
２０ １６ ）

？ 的研究发现 ， 这种方法在很多传统援助方式上的应用很小 ， 如果应用过于广

泛 ， 很多要求或标准都会带来
“

误导
”

。 该方法成功实施的前提有三个 。 （
１

） 清楚 、 可界定 、

可持续测量的 目标设定 。 （
２

） 受援国应有参与或影响 目标制定的渠道 ， 至少不能被付款安排

过度影响 。 （ ３ ） 援助国应有在合理期间 内起草和执行合同 的能力 。 上述标准并非普遍适用或

者
“

按结果付费
”

成功实施的保障 ， 但它们涵盖了该方式可持续应用的重要特性 。

（ 四 ） 促贸援助作为援助模式的应用与评价

促贸援助研究 ２０ １６ 年的热度相对下降 。 严双伍 （
２０ １６

）

？ 对促贸援助进行了 国际 比较分

析并给出了政策建议 。 中国应适度扩大促贸援助规模 、 通过 自 贸区建设推进促贸工作 ， 重视

并加大对非洲 、 加勒 比地区援助 。 对促贸援助资金成立专 门银行获基金管理 ， 做好资金监控

与评估工作 ， 建立保障激励机制发展公私部 门合作模式等建议 。

黄梅波 （
２０ １６

）

？ 认为贸易是实施可持续发展 目 标的主要途径 。 以 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

①杨署东 、 孟于群 （ ２０ １ ６ ） ：
“

亚投行技术援助机制 的构建探究
”

，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

版 ） 》 ， 第 ８ 期
， 第 ８０

－

８ ６ 页 。

② 徐佳君 （ ２０ １ ６ ） ：
“

世界银行援助 与 中国减贫制 度的变迁
”

，
《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 ， 第 １ 期

，
第

１ ８４ － １ ９２页 。

③Ｃｌｉ ｓｔ
，

Ｐ ． （ ２０ １ ６ ）
．Ｐａ

ｙ
ｍｅｎｔｂ

ｙ
Ｒｅｓｕ ｌｔｓ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 ｔＡｉｄ

：
ＡｌｌｔｈａｔＧｌ

ｉ
ｔｔ ｅｒ ｓＩｓ ＮｏｔＧｏｌｄ． ＴｈｅＷｏ ｒｌｄＢａｎｋ

Ｒｅｓｅａ ｒｃｈ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ｙ３ １（ ２ ）

，２９０

－

３ １ ３ ．

④ 严双伍 、 唐鹏镐 （ ２０ １ ６
） ：

“

促贸援助 ： 国际 比较与政策建议
”

，
《长江论坛 》 ， 第 ３ 期

，
第 ４９ －

５５

页。

⑤ 黄梅波 、 陈冰林 （ ２０ １ ６
） ：

“

促贸援助与 ＳＤＧｓ
： 中国的角色与定位

”

， 《 国际贸易 》 ， 第 ２ 期 ， 第 ２４

—

３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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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更关注促贸援助 中
“

结果
”

的有效性 ， 坚持发展
“

有效性
”

。 中 国国 际援助 以政府

优惠贷款为主
，
占总援助的 比例呈持续上升趋势 。 中 国提供援助的部 门主要是经济基础设施

和服务部门 ， 其次是生产部门 。 在中国的对外援助 中 ， 非洲是援助的重点地 区 。 中国 出 口导

向型发展模式对解决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面临问题更具有针对性 ， 能更好地帮助发展中 国家进

行产业转型升级 ， 这将进
一

步凸显 中国在促贸援助中的重要地位 ３

四 、 援助有效性研究

（

一

） 不同评价标准上援助效果的评估

对外援助有效性问题在过去 ３０ 年中 已被广泛研究 ， 实证研究并未得出令人信服 的结论 。

在援助对于收入增长的影响方面 ， 过去论文大多建立在线性增长模型基础之上 ， 而各项研究

的结果也差异巨大
——

对外援助给一国带来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 、 负面的甚至是会依据不同

变量发生变化 。 近期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开始向对外援助对收人水平的非线性影响方面发展 。

Ｌａｒｓｅｎ （
２０ １６

）

？ 在放松增长模型线性假设之后 ， 采用多元 自适应回归样条法 （
ＭＡＲＳ ） ，

运

用官方发展援助 （
ＯＤＡ ） １９ ８５ 年到 ２０ １４ 年 ７２ 个国家的跨部 门数据检验了对外援助与收人水

平的相关关系 ， 发现对外援助对收入水平的影响是有条件的 。 在初始门檻水平上 ，
只有当对

外援助 占 国民总收人超过４
．
６％， 或者超过人均 ２４ ．９７ 美元的情况下 ， 才会对收人水平起到推

动作用 。 或者只有当对外援助规模足够大时 ， 才会显著地提高受援国 的收人水平 。 根据 Ｌａｒｓ
？

ｅｎ的研究 ， 如果
一

国寻求收人水平 的上升 ，那么该国应找到尽可能大规模的对外援助 。 从援

助国角度来看 ， 受援国最好达到
一

定收入水平 ， 援助才会有效果 。

熊青龙 （
２０ １６ ）

？ 从动态
一

般均衡分析范式 出发 ， 从家庭 、 企业微观基础角 度探讨了 国

际援助对援助 国以及受援国两方面的影响 。 他的研究表明 ， 国际援助在福利层面是有效的 ，

能够提高援助 国和受援国的家庭福利 ， 并对其他经济变量产生影响 。 特别地 ， 国际援助为促

进受援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条件 。 具体而言 ， 国 际援助能够提高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家庭福

利 ， 为受援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条件 。

从援助对私人部门 的影响问题来看 ，

Ａｓｏｎｇｕ ｅｔ ａｌ ． （
２０ １６

）
？ 验证了对外援助的工具性效

用 。 他们的研究证明以财政政策机制为中间传导机制 ， 对外援助有刺激私人投资与帮助固定

资产形成的作用 。 在研究方法上 ， 作者拓展了巴罗 （
Ｂａｒｒｏ

） 模型建立 了内生性增长模型 ， 假

定援助的正面效用减轻了受援国私人部门 的税收负担 ， 并最终促进了贫困 国家的经济增长 ，

特别是在援助金额较大并且公共部门效率低下时 。 在实证部分中 ， 作者选用 １ ９９６
—２０ １ ０ 年 ５３

个非洲 国家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 ， 这在分析对象的选择上也扩大了范围 。

①Ｌａｒｓ ｅｎ
，Ｎ．（ ２０ １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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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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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熊青龙 （ ２０ １ ６
）

：
“

从福利 角度看国际援助 的经济效应一基于动态
一般均衡分析

”

， 《经济经纬 》 ，

第 ３ 期
，
第 ６６

－

７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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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ａｓｅｅｂｅｔａ ｌ．（
２０ １６

）

？ 将 １９９０
—２０ １ ４ 年间作为研究对象的 ３９ 个国家分为 中低收人 、 中

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 ，
考察国外汇款 、 对外援助 、 债务 、 人力资本 、 通货膨胀和收入对一国

减贫的影响 。 作者选用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 ， 发现外国汇款对减贫有促进作用 ， 在统计上仅

对中高收入国家显著 。 而对外援助会加剧贫困 。 该研究显示 ， 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对外援助

是减除贫困的有效手段 。 因此 ，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 ， 需要理性对待对外援助 ， 采取政策减少

对对外援助的依赖 ， 通过鼓励汇款流人解决贫困问题 。 应鼓励汇款进人生产性环节善加利用 ，

而非仅用于保持减贫的消费 。

Ａｗｏｒｉｎｄｅｅｔａｌ ．（
２０１６ ）

？ 研究了对外援助与政府支出的相互关系 。 通过收集 １９７０
－ ２０ １２

年 ６５ 个中低收人国家的相关数据 ， 结果表明 ， 外来援助会在长期扩大政府支出 。 从援助效果

来看 ， 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
一方面 ， 援助 国应确保援助款项资金专款专用 ， 并且应用于

资本发展领域 ， 而非政府 日 常开销领域 。 另一方面 ， 受援国政府也应逐步降低对外来援助的

依赖 ，
通过立法等手段保证援助款项的落实和效用 。

Ｂｍｚｙｓ（
２０ １６

）

？ 通过研究发现 ， 援助与治理的关系中存在着
“

援助依赖
”

的拉弗 曲线效

应 ，
也就是说过度的援助无助于改进治理 。 他通过选用二次回归 （ ｑｕａｄｒａ

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
ｉｏｎ

） ， 证明

长期援助的平均水平对治理和近期援助对近期治理水平的影响都存在拉佛 曲线效应 。 这说明

过于充足的官方发展援助对治理成的负面影响及存在负边际效应和总体影响 。 这
一

研究支持

了以往认为援助与增长之间存在负二次方关系 。 在援助与 治理体系的关系是多重因果关系 ，

并不 由单
一

变量决定 。 在治理的问题上 ， 援助国 的援助动机越来越多地受到 国内选 民情绪的

影响 ， 援助国的财政约束也越来越多 ， 所以将会格外重视援助最终带来的效果 。 根据 Ｂｒａｚｙｓ

的研究 ， 援助在达到
“

拐点
”

极值后 ， 再持续增加援助的边际效果递减 ， 有时甚至为负 。

从援助有效性来说 ，
援助国希望通过将援助外包给非 国家开发机构 ， 以避免受援国 国 内

的腐败与国家制度低效 。 而其他援助政府则继续通过选择受援国 国家管理的方式 ， 加强受援

国 自 身能力建设 。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２０ １ ６
）

？ 发现 ， 援助国 的援助方式取决于该国政府在公共服务提

供中 的角色 。 强调市场效率溢 出效应的 国家 ， 如美国 、 英国和瑞典 ， 对治理不当 的受援国会

选择外包方式 。 那些政治经济更强调强大国家提供服务的国家 ， 如法国 、 德国和 日 本将会继

续通过国家的方式提供援助 。 为了理解援助 国对外援助的提供方式 ，
必须从该国 内部的政治

经济动态入手详加考察 。 在研究方法上选用了混合时间序列面板援助分配数据与高级对外援

助官员跨国样本的个人访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是理解各国不 同援助政策 、 理解援助国 国 内

政治经济的
一

种新研究方法 。

除了研究援助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外 ，
援助如何提高受援国的福利水平也是

一个重要问题 ，

①Ａｚａｍ
，
Ｍ ．

，
Ｈａｓｅｅｂ

，

Ｍ ． ＆Ｓａｍｓｕｄ ｉｎ
，

Ｓ ．（ ２０ １ ６
）

．Ｔｈｅ Ｉｍｐ
ａｃｔｏｆＦｏｒｅ

ｉｇ
ｎＲｅｍｉｔ ｔ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

ｙ
Ａ ｌｌｅｖｉａ

？

ｔｉｏｎ
：Ｇｌ

ｏｂ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ａｎｄＳｏｃ ｉｏ

ｌ
ｏｇｙ ，９（

１
） ，２６４

－

２８ １ ．

（ＤＡｗｏｒｉｎｄｅ
，
０ ．Ａ ．＆ Ｏｎａｋｏ

ｙ
ａ

，
Ａ ．Ｂ ． （ ２０ １ ６ ） ．Ｆｏｒｅｉ

ｇ
ｎＡｉｄ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 ｔＥｘ

ｐ
ａｎｓ ｉｏｎ

：
Ｅｖ ｉｄｅｎ ｃｅｆｒｏｍＬｏｗ

ａｎｄＭ
ｉ
ｄｄｌｅＩｎ ｃｏｍｅ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Ｄｅｖｅ ｌ
ｏｐ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５ ０（ ３ ），Ｓｕｍｍｅｒ

，２ １
－

３３ ．

③Ｂｒａｚ
ｙ
ｓ

，
Ｓ ．（

２０
１
６ ） ．Ａ ｉ

ｄ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Ｎｅｇａｔ

ｉ
ｖｅＲｅｔｕｒｎｓ ？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
２８

（ ２ ）
，２９４

－

３ １３ ．

④Ｄｉ ｅｔｒｉｃｈ
，Ｓ ．（ ２０ １６ ）

．ＤｏｎｏｒＰｏｌ ｉ 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Ｐｕｒｓｕｉ ｔｏｆ Ａ ｉ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ｇａｎｉ
－

ｚａ ｔｉｏ ｎ
，７０（ １ ）

，６５
－

１ ０２ ．



５ １ ４１世界经济年鉴之〇 ？７

其中有关数据的缺失会导致整个研究结果偏差 。 （
２０ １ ６ ）

① 运用多重填补技术

（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ｍｐｕ

ｔａ 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 ｉ

ｑｕｅ ｓ ） 提高了对外援助 福利效果评估的准确性 。 作者选用学校教

育 、 医疗保险和交通设施三个指标代表人的福利水平——如果恶化将加剧收人贫困 。 多重填

补技术解决了数据缺失的 问题 ， 将缺失的观察值重新带入分析中 ， 解决估计值内在不确定性

问题 ， 增加了分析中的观察值 ， 并尽可能降低数据偏差 。 通过 Ｂｒｅ ｉｔｗｉｅｓｅｒ 的研究展示 出在援

助效果研究 中 ， 福利指标选取的重要性 。 由于数据缺失带来的样本选取偏差可能会改变 回归

结果 ， 在该研究中 ， 弥补缺失数据后 ， 实际的援助有效性是下降的 。 即使数据偏差得以纠正 ，

在福利指标选取上的差异也会导致最终援助效果的不同 。 例如 ，
虽然总人学率和小学生／教室

比率指标都可以被选取代表教育水平高低 ， 但对外援助对上述两个变量的影响是不 同的 。

李安山 （
２０ １ ６

）

？ 回顾了 中非合作 中的技术转移和知识共享 。 中非合作中存在着技术援

助 、 技术合作 、 知识转移或者知识共享等多种方式 ， 均以不同的方式帮助着非洲国家的发展 。

改革开放前 ，
技术转移的主要特征主要有三点 ＾ （

１
） 中 国政府是主要的技术转移组织者和协

调者 。 （
２

） 技术转移是伴随着 中国政府对非援助项 目发生的 。 （
３

） 技术转移被视作
“

政治任

务
”

，
即使载体是民营企业或机构也是如此。 改革开放后 ， 中 国对非技术转移中 民营企业的

参与更多 ， 技术转移成为企业开拓非洲市场的手段 。 技术转移成为提高当地人对中企接受程

度的措施 ， 企业为当地社区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 ， 更进一步地推动非洲工业化进程 。 这段

时期可以被归类为带有政治义务的经济措施 。

韩冬临 （
２０ １ ６

）

？ 对非洲公众如何评价中 国对非援助进行了研究 。 在采用非洲民 主动态

调查 ２０ １０ 年数据 、 美国全球发展研究中心和美国威廉玛丽学院
“

援助数据
”

项 目数据后 ，

构建了 中 国对非援助数据库 （
２０００ － ２０ １０

） 。 研究发现 ， 非洲公众对中 国对非援助效果的评

价非常正面 。 其中 ， 受援方的政治民主化程度与经济发展程度越高 ， 对中国 的援助评价越正

面 。 中国援助规模以及援助领域并不是影响公众评价的影响因素 。 此外在微观层面上 ， 年龄 、

男性 、 教育水平 、 黑色人种 、 媒体消费与援助评价是正相关关系 。 根据该研究的结论 ， 未来

中国对非开展援助项 目时 ， 仅仅扩大援助规模并不够 ， 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对非洲 民生项 目 的

支持力度 。 此外 ， 加大对外宣传 ，
在国际场合

“

讲好中 国故事
”

也是提升中 国 国家形象 、 获

得非洲人民肯定的重要方式 。

董艳 （
２０ １ ６ ）

④ 等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 ＧＭＭ 估计和分位数回归方法 ， 考察中 国对非

援助与对其投资的影响 。 研究发现 ， 在控制了市场 、 资源 、 人 口 、 开放度和经济发展水平 因

素后 ，
不 同援助类型下 ， 中国对非援助与投资的关系 出现了不同趋势 。 投向社会基础设施部

门的援助会加速中 国对非投资的增长 ； 投 向经济基础设施部门的援助对投资的影响先升后降 ；

投向东道 国生产性部门 和政府的援助与 中国对非投资的影响先降后升 。 根据这
一

研究结论 ，

中国利用援助促进对非投资应做到有的放矢 。 在初期 ，
可 以通过加大对非洲社会基础设施的

①Ｂ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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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提高教育水平和劳动者素质 。 通过援助方式帮助非洲 国家建立起基础的经济设施 ， 为对

非投资奠定物质基础 。 从中长期看 ， 援助应更多地投人到生产型部 门 的技术改造 、 加强与东

道国政府合作关系方面 。 因此
， 对中国政府和投资者而言 ， 进行对非援助与投资时 ， 应进行

精准设定 ， 选择适当的时期以及正确援助对象以合理水平实现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双赢 。

探索和理论上解释当代发展合作的挑战需要一个不断增长的概念工具箱 。 因此 ， 研究发

展合作的跨学科性质应进
一步扩展理论基础 。 Ｆｅ

ｊ
ｅｒｓｋｏｖ（ ２０ １６

）

① 认为 ， 由于分析性 ， 概念

性和理论力的提高 ， 其中一个突出观点就是社会学制度主义 。 与发展合作研究一样 ， 变革的

观念处于制度思想的核心位置 。 他认为 ， 社会学制度主义思想的核心思想为探索和解释当代

发展合作关注提供了一套有价值的概念和理论词汇 。 它在 目前的发展合作研究 中确定了 四大

类中央关注的问题 ， 并将其与 四种社会学制度研究途径联系起来 ， 为我们提供理论和概念框

架 ， 供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推断 。 这四大关注问题如下 。 （
１

） 发展中新参与者的组织领

域 。 （
２

） 发展中各种观念的翻译和传播 。 （
３

） 用制度逻辑来研究主流的发展观。 （
４

） 运用体

制和企业家精神来理解该领域制度的形态和组织变革 。 对这些理论问题的 日益关注 ，
不仅有

助于我们进一步发展合作的研究 ， 也可以让我们增强当代制度思维 。

王玉萍 （
２０ １６

）

？ 则从发展援助委员会 （
ＤＡＣ

） 的对外援助评估体系人手 ， 回顾了其发

展变化的具体历程 。 发展援助委员会作为国际社会援助发展中 国家的主要核心机构之
一

， 先

后颁布了 《发展援助评估原则》 、 《发展援助评估准则 》 和 《发展评估的质量标准 》 等相关评

估准则 ， 构建出相对完善的对外援助评估体系 。 虽然中 国具有 ６０ 多年的对外援助历史 ， 但 目

前在国 内尚未建立完善的评估体系 ， 发展援助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为 中国提供了借鉴。 中

国在构建对外援助评估体系初期 ，
不应求大而全 ，

基础性和前瞻性应是两个主要依据 。 中国

并非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成员 国 ， 在借鉴国际经验的 同时 ， 应始终依据本 国对外援助实践 ， 实

现
“

援助有效性
”

和
“

发展有效性
”

的双重 目标 。

从国别援助案例的研究评述上 ， 陈松涛 （
２０ １６ ）

？ 评估了孟加拉国近年来的外部发展援

助效果 。 主要评价依据是
“

巴黎宣言
”

的五项指标 ， 即 自 主性 、 联系 、 协调 、 成效管理和相

互问责 。 作者研究发现 ， 外来援助已成为该国外汇储备 、 国 内投资的重要来源 ， 同时在弥补

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 、 动员 国内资源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 。 在实际分配上 ， 外来援助对经济

发展的影响及其成果在社会不同阶层中的分配并不均等 ， 真正受益者更倾向 富有 阶层 ， 并未

触及到构成该国绝大多数人 口的穷人 ， 拉大了分配的不平等 。

（ 二 ） 通过援助促进受援国政策改进 （
Ａｉ ｄｆｏｒＰｏｌｉｃ

ｙ ）

对外援助能被用来改进亚洲地区 民主制度吗 ？ 关于对外经济援助是否能够改善
一

国 的社

会和政治权利 ，

Ｃａｓｓｅｓｅ（
２０ １６

）

？ 以智利为例对此进行了分析 。 他发现 ， 在智利的违反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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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与经济援助有关 ，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第
一

， 外来经济援助帮助巩固 了现有政权 ， 如

果这个政权的现有政策违反了人权的 内容 ，
这会加剧人权不平等问题 。 第二 ， 为了争取外来

经济援助 ，

一国政府需要让 自 身经济指标呈现出
“

健康
”

态势 ， 使得该国值得援助 ＾ 但是这

种努力往往不利于改善该国大多数人的福利水平 。
Ｃａｓｓｅ ｓｅ 进

一

步得出 了更为极端的结论 ，
即

当地政府的镇压行为鼓励了投资 ， 这两者甚至构成了 因果关系的闭环 。

Ｃｈｅｎｅ ｔ ａ ｌ．（
２０ １６

）

① 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民众支持问题进行了分析 。 中国民众支持对外援

助的主要决定因素包括政治意识形态与国家身份的认同 。 还有
一些群体的人 口特点 ， 如年龄 、

性别和收人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 收人较低的西部省份以及贫困发生率较高的省份对中 国对外

援助的支持率较低 。 针对这
一结果 ， 政府应采取不同措施提高民众支持度 。

对于援助国如何分配对外援助金额 ，

Ｏｈｔｓｕｋｉ（
２０ １６

）
？ 经过研究发现通常援助国将受援

国和具体优惠相搭配。 Ｏｈｔｓｕｋ ｉ 建立 了一个正式模型显示 ， 援助鼓励那些更具民主性的受援国

参与成本较高的国际集体行动 ， 并提供跨国公共产品 。 援助 国想要取得什么样的政策让步 ，

决定了它将援助分配给谁 。 从这个意义上看 ， 援助国 以援助为手段 目的是促进跨国公共产品

的提供 ， 而并非为受援国 国 内提供公共产 品 。 例如 ， 美国在分配对外援助时 ， 会根据受援国

的承诺程度 ， 选择更民主的 国家参与跨国集体行动 ，
而对于独裁政府 ， 美国更倾向于积极提

供资金换取这些国家在联大投票的支持 。

对外援助能否被用来促进亚洲 民主 ？ 在独裁型受援国 中推进 自 由化通常代价高昂 ， 并且

抵制援助 国要求推进改革的压力 。 对于拥有援助国欣赏的战略和商业特征 的国家 ， 应该更容

易得到援助支持 ， 并抵制来 自援助国要求 自 由化的要求 。 与此相反 ， 对那些战略上和商业上

没有吸引力 的国家 ， 则不能有效地抵制这种压力 。 相 比之下
“

二等
”

受援国更容易被推动进

行进行政治 自 由化改革 。 Ｔａｎ（２０ １６
）

③ 的研究证实了这
一

点 。

五 、 总结

国际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是发展问题 ， 但无法超越意识形态单独存在 。 对外援助作为支援

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手段之
一

， 体现了不同援助 国对发展问题的理念和阐释。 总的来看 ，
发展

援助文献数量 ２０ １６ 年较大幅度增加 。 本文主要从对外援助的动机 、 运行机制和效果评估三个

方面进行了 回顾 。 对外援助是根据各国外交实践而不断出 现新变化的应用性学科 ，
２０１ ６ 年并

没出现有关发展援助的理论性突破和创新 ， 这与发展理论本身尚待突破有密切关联 。 从总体

来看 ， 对援助动机的考察 、 援助运行机制的剖析和对援助效应的衡量 ， 都体现出 学术界为 国

际援助体系提供新知和公共知识产品 的努力 。 目前学者们达成的共识之
一

， 是建立 中国独立

的对外援助机构 。 在学科研究新亮点上 ，
三方合作模式的重要性在对外援助中不断凸显 ， 成

为传统援助国 、 新兴援助国 、 受援国合作的最新模式 ， 可为中国借鉴 。 此外
， 援助国如何与

第三方机构合作开展援助 ， 发达国家的实践给新兴援助国很多重要启示 。 以美 国为例 ， 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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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海外援助性非政府组织上 ， 美国更偏 向于选择本土非政府组织 ，
因为这些组织在意 形态 、

援助理念 、 援助手段上更为与 自 己接近 。 另外
， 在援助效果上学者们考察了多维度考察指标 ，

并逐
一

进行了验证 ， 为各国在实践中考察援助效果提供了思路。

从研究方法来看 ，

一

方面 ， 对外援助 的研究应建立在可靠实证研究基础上 。 另一方面 ，

对对外援助的研究离不开内容翔实的 田野叙述 ， 两者都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更为基础性的参考

数据 。 在 ８８ 篇文献中 ， 有接近半数的研究采用具体案例分析方法 。 援助的动机和运行机制的

研究 ， 以定性分析为主 ， 对援助效应的考察则主要基于数据分析和模型假设 。

在发展研究方面 ， 总结国际上有实践价值的经验 ， 同时归纳中 国经验上升到理论模型的

研究依然缺乏 。 在对外援助领域 ， 传统援助国和新兴援助 国在援助理念 、 援助措施以及援助

效果的认定和评价标准不尽相同 ， 在可预见的未来差异会越来越大 。 西方学者研究的援助体

系中仍然以
“

良治
”

为核心 ， 希望通过对外援助推动受援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以及政治民主化

改革 。 而新兴经济体国家 ，
特别是中国 ， 援助的前提和出发点是不附加政治条件 。 中 国学者

关注对外援助问题 ， 是出于 自 身发展 目标 。 例如 ，
２０ １６ 年出现了一批对美国 、 日 本以及欧盟

援助历史的回顾 ， 这主要是出于经验借鉴的 目的 。

发展经济学研究具有很强的政策敏感性 ， 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价值 。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发展议程和中 国
“
一带一路倡议

”

将继续影响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走向 。 南北两套对外援助

的体系能否在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基础上更好地融合 ， 将成为理论界关注的新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