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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综述

２０ １ ５ 年国际发展经济学综述

孙靓莹、 宋锦 、 杨灿 、 朱丹丹
＋

【 内 容提要 】 本文从两个方面回顾了 ２０ １ ５ 年经济发展领域的研究进展 。 其一
，
经济发展

与就业方面的主要话题有五 ： 宏观经济形势与劳动力市场 、 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 就业匹配 ，

工资决定 ， 收入分配以及移民 。 其中 ， 微观就业匹配和贸易的就业效应是 国际文献的关注重

点 ，
工资决定 、 收入分配和移民则是国 内文献的关注重点 。 其二 ， 在发展援助研究方面 ， 发

展援助的动因 、 效果 、 运作 、

“
一带一路

”

与 中国对外援助 、 气候变化援助是 国 内文献的关

注焦点 ， 援助的有效性以及援助的分配则是外文文献的主要关注点 。

【关键词 】 经济发展 就业 发展援助

近年来 ， 经济发展领域的文献层出不穷 ， 涉及经济发展、 城镇化 、 就业、 气候变化等诸

多方面 ， 且讨论的问题往往非常复杂 ， 与社会学 、 人类学 、 政治学甚至生物学等许多学科进

行交叉 ， 分析时多引入数学 、 统计学甚至医学 的方法 。 本文主要 回顾了经济发展领域 中的经

济发展与就业和发展融资两个方面问题 。 发展经济学家对就业、 劳动力市场以及相关的社会

保障 、 城镇化 、 歧视等方面的讨论层出不穷 ，
但国际和国 内的关注点又略有差异 。 据此 ， 本

文主要关注国际顶尖和国 内认可度较高的期刊各十份？
。 为了反映研究的趋势性 ， 本文先梳

理了最近五年的话题分布情况 ， 然后具体回顾 ２０ １ ５ 年的文献 。

一

、 经济发展与就业

综合而言 ， 最近五年国际国 内在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领域的文献可大致分为宏观经济形势

与劳动力市场 、 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 就业匹配问题、 工资决定和收入分配以及移民五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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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一

个方面又有若干话题得到关注 。 例如对就业政策的讨论中 ， 对就业规范和就业促进政策

的评估和对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影响评估是两类话题 ； 对移民 问题的讨论中 ， 迁移决策和

移民 的就业机会与报酬是两类话题 。 五个方面的研究相互关联 ， 很多话题也存在交叉性 。 我

们对文献的划分反映了文章讨论的主要 问题或者对哪个领域做出 主要贡献 。 整体而言
，
讨论

就业匹配问题的文献共 ２８ 篇 ， 涉及的 问题包括就业流动性 （跳槽 ） 、 新晋就业者的就业匹

配 、 失业 、 女性就业决策等 ， 其中 ３ 篇发表在 《美 国经济评论》 ，

１ 篇发表在 《计量经济学 》 ，

这些文章都非常具有影响力 ； 讨论贸易对就业影响的文章在最近五年有 ２２ 篇 ， 除 ２ 篇高质量

的 ＮＢＥＲ工作论文外 ，
已有 ３ 篇发表在 《美国经济评论 》 （

７７ｉｅ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ｃｏｒａ ｏｍ ｉｃｆｔａｉｅｗ；

） ， １

篇发表在 《计量经济学 》 （
Ｅｃｗｉｏｍｅｆｒｉｃａ

） ， 体现 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 从数量来看 ， 这两个领

域重要文献的数量 占就业领域总体讨论的三分之一以上 ， 充分体现了学界对这些 问题的关注

程度 。

表 １最近五年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文献的话题分布和趋势单位 ： 篇

囯际期刊 ２ 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２ ２ ０ １ ３ ２ ０ １４ ２０ １ ５

宏观经济形势与就业 ０ ２ ２ ０ ０

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２

就业匹配问题 ０ ４ ３ ７ ３

工资决定和收人分配 ２ ２ １ ４ ０

移民 ２ ０ ０ ４ １

囯 内期刊

宏观经济形势与就业 ３ ０ ５ ０ ５

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３ １ １ ４ １

就业匹配问题 １ ２ ２ ４ ２

工资决定和收人分配 １ ５ ５ ５ ４

移民 １ ５ ７ ３ ２

就数量而言 ，
国际和国 内的讨论关注点略有差异 。 在 国际上 ， 就业匹配问题和贸易对就

业的影响是近年来学界着重关注的领域 ， 发表数量 占近五年发表数量的
一

半 ； 在 国内 ，
工资

决定与收入分配和移民问题则是学界讨论的热点 。 这种 国际国 内关注点的差异在
一

定程度上

与经济背景差异相关 。 就全球经济与就业形势而言 ，
全球经济放缓 、 结构转型 、 贸易模式改

变是发达与发展中 国家普遍面临的 问题 ， 失业总量持续增加 ， 就业质量存在显著差异 ， 技能

匹配问题 日趋严重 ， 就业安全性不足 ， 就业收入增长有限 ， 在这种大背景下 ， 就业匹配问题

和贸易对就业的影响是 国际上研究的当然热点问题 。 就中 国而言 ，
近年来 ， 中国 已进入了

一

个
“

新常态
”

的发展阶段 ， 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下降 ，
人 口老龄化加剧 ， 农村劳动力 向城镇转

移的规模 日趋稳定 ， 但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不高导致劳动与资本的配置仍然缺乏效率 ， 与

此同时亟待进行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涉及收入分配 、 深化城镇化、 应对老龄化、

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就业能力等多个方面 ，
工资决定与收入分配以及移民 问题是中 国 国情下就

业领域面临的最为关键的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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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宏同经济形势与就业

■ 就业匹配问题

■ 移民

＊
？

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议 工资决定和收入分配

■ ■ 宏观经济形势与就业

■ 就业匹配问题
■ 移民

＝ｓ 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ａ 工资决定和收入分配

图 １ 最近五 年经济发展 和就业 文献的国 际 国 内话题分布 比较

（

一

） 宏观经济形势与就业

卢锋 （２０ １ ５
） 考察了劳动力市杨指标与宏观经济周期之间 的相关性 ， 将农业劳动力转移

指标引入传统的奥肯走律 ， 提ｍ广义奥肯定律 通过建立理论模塑 ， 文章指出劳动力
＇

市场

与宏观波动的关联方式 ， 不仅取决宁标准模型强调的失业率指标 ， 姐且受制 ｆ
１

不 同国家所处

发展阶段的特点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成功贡献的相对竄要性 。 在我国以及广大尚未完

成劳动力转移的ｉｔ展中画家， 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表现的相关性体现 出体制转型特定发展

阶段的结构性特点 ｓ
农业劳动力转移可能 比失业率衷能解释宏观绿济周：期与劳动力市场之间

的相关性 ， 劳动力转移比充分就业对餐：济增长的作用：宴加重要 《？ 文章用 中属等 １ 〇〇 多个国家

的数据 ， 特别是将全球经济体划分为发达经济体和 发康中经济体 ， 充分验怔了广义奥肯定律

．

的解释办 ＆

都阳 （ ２ ０１ ５
） 认为 ， 发辕中ｇ家的重要特怔麗二＾餐挤 ＆ 二元经济存在生产要素市场不

完善 、 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徤全的特点 ，
这使得新古典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 劳动力市场

不能按照供求规律形成均衡的市场价格 ， 劳动力市场难以出清 ， 剩余劳动力长期存在， 然

而
， 从中国 自前的情况来看 ， 人 口结构变化使劳动力親缺 、 誉殖尤人：ｃ资快速上扬 ， 劳动力

市场供求性质已兹变化 ６ 作者用主要粮食作物的平均雇工价格反映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平均成

本 ， 以 国家统计鳥农良１监测调聋的农ｔｅｎ資反映＿农费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 ， 发现两

？ 卢锋 （
２０ １５

）
：

？

蠢动力市杨与牵國自＊经锛眉斯 ： 蒹读蠢鲁 售、 《中Ｍ社会■孝 第 １２

期 ，
第 ：

６９
－

８ ９ ｌｉ？

參 瓿阳 （
２０ １５

）

：代齒變＃食展 ｓ 藥构 、 效拿与人力資本授资％＿ ２

１２０ －

１ ３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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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自 ２００ １ 年以来明显趋同 。 以这两者之间的差推断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地区转移带来的生产

率改善 ， 发现这种改善 自 ２００４ 年以后不断下降 ，
通过劳动力转移提供经济增长动力已经很难

依赖 ， 持续投资只会带来资本报酬递减 ， 使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 作者得出 的结论是 ， 在 中国

当前阶段 ，

二元经济理论所描述的分割劳动力市场 已经打破 ， 提升经济效率 、 提高全要素生

产率是发展经济的唯
一

途径 。 具体而言 ， 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进
一

步发展 ， 需要更高阶段的经

济结构转型 。 这包括制造业 、 服务业等非农产业部 门的细化和多元化、 产业 内各部 门 间的要

素流动 、 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效率改善 ， 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升 。 这要求要素市场发达 、 企

业反应灵敏以及劳动者训练有素 。 中国 的人力资本具有 队列效应 ， 为劳动者质量替代数量提

供经济发展动力存在可能性 。

汪仕凯 （
２０ １ ５

） 从劳工治理的角度综合回顾了近年来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 国家就业方面面

临的主要 问题 。
？ 作者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和新兴工业 国家综合国力 的壮大 ， 欧

美国家的劳资双方的就业冲突在 ２００８ 年 国际金融危机后再次兴起 。 传统意义上 ， 资本与劳动

进行协调 的做法包括资本跨国转移
；

通过生产重组、 转型升级和垂直管理削弱工人的谈判地

位 ， 分化关键岗位和普通岗位工人的利益体 ； 将工人纳入利润分配、 参与管理 ， 增进生产认

同感 ；
通过福利制度使劳动者的生存与生产过程剥离 ，

以 制度途径将
一

部分利润从资本方让

渡到劳工方 ， 平衡双方的利益冲突等等 。 然而近年来 ，
全球劳工治理面临几个关键挑战 ， 包

括以下几点 。 第一
， 随着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 ，

资本通过跨国转移节省福利成

本的空间大大缩小 ， 福利制度完善是新兴经济体的必经阶段 ， 发达经济体的福利制度改革也

变得迫切 。 然而福利制度是劳工的共同利益
，

改革福利制度使劳资双方的冲突趋于急迫 。 第

二
，
发达国家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经济危机开始面临经济发展的 困境

，

工人失业率持续高居不

下 。 福利制度保障的失业救济和技能培训使公共财政负担严重 ，
而现有 的福利制度格局使资

方难 以进行灵活积累 ， 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 创造就业机会 ， 外来劳工的涌入使本 国劳工拒绝

对现有福利制度进行阶段性改革 ，
避免在长期 中失去就业机会和福利 。 劳资双方利益冲突激

烈 。 第三 ， 在发展 中国家的劳工运动 日渐发展的近年来 ， 发达国家从发展 中国家向本 国 回潮 ，

这给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带来就业机会
，
也重新诱发了发达国家劳资冲突 的 白热化 。 第 四

，
在

新兴国家 ， 政府为 了吸引外资涌入对劳工利益诉求的限制 ，
也引发了劳工管理问题 。 由 于政

治利益的存在 ， 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在应对劳工治理的过程 中也面临承担治理成本的地位

差别 。

吕世斌和张世伟 （
２０ １ ５

） 讨论了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规模变化 。
？ 文章首先根据 ＯＥ ＣＤ

的行业划分标准 ， 将制造业分为 尚技术 、 中尚技术 、 中低技术和低技术 四类 ， 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９

年的就业数据进行分析
，
发现高技术和低技术 的行业就业规模有所扩大

，
也即 劳动力规模表

现出
“

极化
”

现象 ， 随后统计了不同行业平均工资的变化 ， 发现技能水平在
“

两极
”

的就业

者工资增长更大 ； 文章随后用行业面板数据分析 了就业规模的影响因素 ， 发现外包阻碍高技

术行业的就业增长 ，
但促进低技术行业的就业增长 ； 研发则相反 ， 促进高技术行业的就业增

长 ， 但替代了低技术行业的就业增长 ； 微电子设备的使用对就业有替代作用 。

①汪仕凯 （ ２ ０ １ ５ ） ：
“

全球劳工治理 ： 议题 、 机制与 挑战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８ 期
， 第 ６ ６

－

８７

页 。

② 吕世斌、 张世伟 （ ２ ０ １ ５ ） ：
“

中 国劳动力
‘

极化
’

现象及原 因 的经验研究
”

， 《 经济学 （ 季刊 ） 》 ， 第

２期
， 第 

７ ５７
－

７ ７８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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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刚和高虹 （
２０ １５

） 指出 ，
工业的发展会带动服务业就业 ， 随着工业化完成 ， 制造业

的吸附能力下降 ， 服务业会成为低技能劳动力的主要吸附部门 ， 城市制造业就业每增加 １％
，

服务业就业会上升 ０ ． ４３５％ 。
？ 由 于地区间经济集聚效应存在差别 、 劳动力供给弹性存在制度

性差异、 服务业发展面临最低消费门槛约束 、 城市化水平提高会带来消费习惯改变等 ， 制造

业的就业乘数效应在地区 间会存在差异 。 跨地 区对比显示 ，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

扩大 ， 会对制造业就业的乘数效应产生促进作用 。 只有在城镇化和城市规模达到一定水平的

地区 ， 制造业就业的扩张才会显著地促进服务业就业的增长 ；
而在城镇化和城市规模不足的

地区
， 制造业的就业乘数效应不显著 。 文章同时对服务业类型做了区分 ， 发现生活性服务业

的上升幅度最高 ， 公共服务业就业扩张有 限 。 文章的主要结论是 ， 城镇化发展滞后和城市集

聚不足会抑制制造业就业对服务业就业的溢出效应 ； 公共服务业需要提高市场化程度 ， 才能

更好地吸收制造业对其带来的就业扩张效应 。 文章对数据处理的主要发展是为了控制服务业

对制造业的就业溢出效应和其他遗漏变量的外生影响 ， 构建了制造业就业变化的工具变量 ，

以全国出 口 总额的变化和到重要港 口的最近直线距离相除 ， 得到城市在特定年份所受到的 出

口 冲击 ， 文章假设这一冲击主要对制造业产生影响而对服务业没有影响 。

（ 二 ） 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Ｄ
ｉ
ｘｃａｒｎｅｉｒｏ ＆ Ｋｏｖａｋ（

２０ １５
） 考察了贸易 自 由化对于就业的影响 。

？ 文章将就业者划分为

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
，
并分析了贸易外生冲击对于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的考虑 。 通

过巴西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的数据 ，
文章发现 ２ 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到 ２０ １０ 年之间 ， 贸易 自 由化确实

使高技能水平劳动力受到市场偏好 ，
这种偏好是显著的 ， 但是它的规模却很小 。 作者建立的

模型和方法可广泛应用于住户调查数据并且能够在其他国家做普遍化检验 。

Ｈｅ ｌ

ｐ
ｍａｎ ＆ Ｉｔｓｋｈｏｋｉ（

２０ １５
） 考察了贸易 自 由化冲击下就业匹配 的动态变化 。

③ 通过建立

动态均衡模型 ， 文章提出 贸易冲击下就业的调整过程不容忽视 。 贸易带来的就业再匹配效应

既存在于行业之间 ，
也存在于行业内不 同厂商之 间 。 在长期均衡稳态条件下 ，

工资水平是确

定的 ， 与贸易条件不相关且不随时间变化 ；
企业是否 留在市场 中以及是否做出 口 的决策与就

业摩擦无关 ，
而由 贸易条件决定 ； 对产 品 的消费量与贸易成本 、 劳动力市场摩擦都相关 ； 出

口 厂商数量、 雇佣总规模 由这些变量决定 。 然而 ， 长期均衡需要厂商通过调整逐渐实现 。 当

贸易条件发生变化 ， 由 于存在招聘产生的沉没成本 ，
厂商可能不会根据新的最优雇佣规模即

时调整雇佣水平 ，

一些企业立刻裁员或完全裁员 （也 即退 出市场 ） ，

一些企业则利用外生的

人员 自然流失等逐步减小雇佣规模 。 这些调整决策与厂商的生产率有关 。 在调整过程 中 ， 雇

佣水平与最优雇佣规模相背离 ， 支付的工资与均衡工资也 出现差异 ， 出 口厂商和生产率较高

的非出 口厂商保持工资水平不变 ，
而低生产率的厂商会削减工资 ， 并在雇佣规模逐渐下降时

逐步提高工资水平 。 就业者被假设为完全同质 ， 在就业冲击下 ， 每个就业者面临的就业和收

①袁志刚 、 高虹 （ ２ ０ １５ ） ：
“

中 囯城市制造业就业对服务业就业的乘数效应
”

， 《经济研究》 ， 第 ７ 期
，

第 ３０ － ４ １ 页 。

②Ｄ ｉｘｃａｒｎｅ ｉｒｏ
，Ｒ．＆Ｋｏｖａｋ

，Ｂ ． Ｋ．（ ２０ １ ５ ） ．ＴｒａｄｅＬｉ ｂｅｒａｌｉ ｚａｔｉ ｏｎａｎｄｔｈ ｅＳｋ ｉｌ ｌＰｒｅｍｉ ｕｍ
：ＡＬｏｃａｌＬａｂ ｏｒ

Ｍａｒｋｅ ｔ
ｓ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 ｅｗ

，１ ０５（
５

） ，５ ５ １－ ５５７ ．

③Ｈｅ
ｌ ｐ
ｍａｎ

，Ｅ ．＆ Ｉ ｔ ｓｋｈｏｋ ｉ
，０ ． （ ２０ １ ５

）．Ｔｒａｄ ｅＬｉｂ ｅｒａ
ｌ
ｉｚ 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Ｌａｂ ｏｒＭａｒｋｅ ｔＤ

ｙ
ｎａｍｉ ｃ ｓｗｉ ｔｈＨｅ ｔ ｅｒｏ

ｇ
ｅｎｅ ？

ｏｕｓＦｉ ｒｍｓ（ Ｎｏ ． １ ９９ １ ６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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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前景完全 由所在单位的处境决定 。 由于这些生产率较低厂商的存在 ， 就业 向新的稳态调整

的过程被放缓 ， 这挤出了生产率较高的新进入者 ， 也因此压低了整个贸易部门 的平均生产率 。

就生产而言
，
贸易 自 由化发生后

，
出 口 因此增加

，
但增加 的过程是逐步的

；
就家庭而言

，
由

于家庭的效用水平与对国 内产品 和出 口产 品 的消费量相关 ， 贸易 自 由化使贸易品价格下降 ，

家庭得到福利改善 ，
但这种福利改善会被工资水平的降低和就业水平的降低部分抵消 。 模型

所依赖的关键假设包括劳动力供给足够大从而就业者始终不能出 清 、 劳动力完全同质 ， 非出

口产 品完全同质 、 出 口产品存在差异、 对出 口产 品的消费具有不变替代弹性 ， 出 口部 门企业

的生产率高于非出 口部 门 、 进入贸易部 门存在一次性沉没成本等 。

Ｈｅ ｌ

ｐ
ｍａｎ 等 （

２０ １５
） 考察了 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

？ 文章首先建立了 结构动态均衡

模型
，
模型以 Ｈｅｌ

ｐ
ｍ ａｎ 等 （

２〇 １０
） 为基础 ，

弓 丨入了厂商之间差别化的？别成本和出 口 的 固定

成本 ，
厂商雇佣规模、 协议工资 、 厂商利润水平和出 口决策在

一

般均衡条件下都是确定的 。

通过对约化系数 （
Ｒｅｄｕｃ ｅｄ －

ｆｏ ｒｍｃ ｏｅｆｆ ｉｃ ｉｅｎ ｔｓ
） 的估计 ， 模型不能够完全识别结构参数 ，

但是不

影响考察贸易对于工资差距的影响 。 文章考察的反事实情况包括 自 给 自足、 出 口 的 固定成本

变化 、 出 口 的可变成本变化 、 对就业和工资的冲击的离散程度发生变化 。

张川川 （
２０ １ ５

） 将进出 口贸易数据结合普查和小普查 中地级市的就业结构 ， 估算 了各地

市的人均 出 口额 ， 并以此为关键变量考察了 出 口对就业 、 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
？ 结果

显示 ，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间的 出 口增长显著提高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 占 比 ， 并且出 口增长对年

轻人 、 低学历人 口 、 农村户籍人 口 和女性的就业影响更显著 。 进一步研究显示
，
出 口显著提

高了在业者的收入水平 ，
降低了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 。 相 比之下 ， 进 口变化没有显著的就

业和工资效应 ，
但进 口显著增加了城市 内部的收入不平等 。

（ 三 ） 就业匹配问题

Ｃｏ ｌｅｓ＆ Ｍ ｏｒ ｔｅｎ ｓｅｎ（
２０ １５

）
通过工作搜寻 中的信息不对称解释 了企业工资的差异和企业

雇佣规模的变化 。
？ 在就业过程中 ，

厂商在生产率上具有差异 ，
厂商了解这种生产率的差异 ，

而就业者不了解生产率的真实水平 。 不 同生产率的企业对就业者工资的支付能力不同 。 在均

衡状态下
，
就业者会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跳槽至生产率较高的企业

，
从而获得更高工资 。 对

于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而言 ， 他们有动机提高工资 ，
以 降低员工流失率 。 因此在均衡状态下 ，

不同企业 间的工资差异会有所扩大 。 更进
一

步 ， 由 于支付较高 的工资 、 员工率流失率较低 ，

并且有生产率较高的新员工加入 ，
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会不断扩大 ，

且预期工资增长率为正值 。

模型对企业的工资和生产率特点进行了解释 ，
也 比较了不 同失业率环境下 ， 劳动者的再匹配

成本存在差别 ， 从而解释了不同失业水平下的企业工资分布差异和规模变化差异 。

Ｋａａｓ ＆ Ｋｉｒｃｈｅ ｒ （
２０ １ ５

） 讨论了企业规模对劳动者工资的影响 。 作者提出平均产出与边际

①Ｈｅ ｌ
ｐ
ｍａｎ

，Ｅ．

，Ｉ ｔｓｋ ｈｏｋ ｉ
，０ ．

 ，Ｍｕ ｅｎｄｌ ｅｒ
，Ｍ． ＆Ｒｅｄｄｉ ｎ

ｇ ，Ｓ．（ ２ ０ １５ ）．Ｔｒａｄ ｅａｎｄ Ｉｎ ｅ
ｑ
ｕ ａｌ ｉｔ

ｙ ：Ｆｒｏｍ Ｔｈ ｅｏ ？

ｒ
ｙ

ｔｏＥ ｓｔｉｍａｔ ｉｏｎ
，
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 ｔｕｄｉｅ ｓ（ 

ｆｏｒｔｈ ｃｏｍｉｎ
ｇ ）

．

② 张川川 （ ２ ０ １ ５ ） ：
“

出 口对就业 、 工资和收人不平等的影响 基于微观数据的证据
”

， 《 经济学

（ 季刊 ） 》 ， 第 ４ 期
， 第 １ ６ １ １－ １６ ３０ 页 。

③Ｃｏ ｌ
ｅ ｓ

，Ｍ． Ｇ． ＆Ｍｏｒｔｅｎ ｓｅｎ
，Ｄ． Ｔ．（２０ １６）． Ｅ

ｑ
ｕ ｉ

ｌ
ｉ ｂｒｉｕｍＬａｂ ｏｒ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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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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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是有差异的 ， 新兴企业不仅提供了大量的职位空缺 ， 他们也提供更高 的工资来吸引就业

者 。
？ 在这种情况下 ， 生产率更高的就业者因此得 以被匹配到空缺职位上 ， 这与经验发现是

一＇

致的 。

Ｇａ
ｙ

ｌ
ｅｅｔ ａｌ

．（
２０ １５

） 考察了管理人员劳动力市场上的识别 问题 ， 并用管理人员与企业的

匹配面板数据检验了就业匹配中的风险 、 人力资本 、 职业规划 、 谈判 和市场竞争 因素等的影

响 。
＠ 文章指出 ， 管理人员的就业决策是动态 的 ， 他们会平衡长期职业规划 ，

这种长期收益

的考虑超过了短期的薪酬收益 。 文章认为 ， 管理人员会考虑薪酬水平 、 非货币 收益和人力资

本积累的未来收益而做出是否接受工作的决策和相应的努力程度 。 这种决策是私人信息 ， 并

且可以成为道德风险的来源 。 工作的努力程度可以被理解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 ， 其货币化

体现是管理人员接受薪酬水平较低的岗位 。 文章发现 ，
寻求更多人力 资本投资价值使管理人

员能够接受的薪酬水平降低 ， 但跳槽率因此上升 ； 这种效应随年龄和经验递减 。 根据文章的

模型可以推断
，
职业规划能够改善股东与管理层之间 的 目标差异

，
这种改善作用在 中层管理

人员身上最为明显 。 人力资本较高的管理人员会被给予更高的职位 ， 并且被支付更高的工资 。

就业匹配过程 中对薪酬的定价包括了风险防范溢价 ， 管理人员 的风险防范收益随着企业规模

和职位层次的变高而增加 。

Ｍ ａｏ＆Ｘｕ（
２０ １５

） 指 出 ， 结构转型理论通常情况下假设需求方内部 、 供给方内部具有同

质性 。
？ 然而

，
需求方和供给方是存在异质性的

，
不同 劳动者在不同部 门之间转换工作的可

能性存在差异 。 文章使用 １９８６
—

２００９ 年的 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建立了
一

个个人层面的长周

期面板数据 。 文章发现 ， 在哪个部门就业很大程度上 由 劳动者的个人特征决定 ，
这种影响在

初次就业和跳槽再就业都是显著的 。 特别是女性 、 受教育水平较高和前期 的 白领工作经验等

特征会使劳动者更有可能进入第三产业工作 ，
而较少进入第

一

产业工作 。 在结构转型的宏观

经济变量发生变化时
，
这种影响也是显著的 。 在不 同周期 、 更细的行业划分时

，
这种效果都

很稳健 。

Ｆａｒｂｅ ｒ ＆Ｖａ ｌ ｌｅ ｔ ｔａ（
２０ １ ５

） 利用美国 ２０ ００—２００ ５ 年和 ２００７
—２０ １ ２ 年人 口调查的数据考察

失业救济金对失业的影响 。
？ 通过控制各州经济条件和个体特征 ，

基于个体差异考察失业持

续时间与失业救济金期限之间 的关系 。 发现失业救济金会减少失业者再就业的 比率 ， 增加失

业持续时间 ，
虽然上述影响较小 ， 但均显著存在 。

李树与陈刚 （
２０ １５

） 检验了劳动力的 自评幸福感取值对其是否就业、 是否非正式就业的

影响 ， 认为幸福感上升显著地提高了劳动力的就业概率 ，
也提高了失业劳动力实现隐性再就

业的概率 。
？ 文章克服结果变量对 自评幸福影响的方法是 以各城市的平均气温及其平方作为

①Ｋａａ ｓＬ ．＆Ｋ ｉｒｃｈｅｒ
，Ｐ ．（ ２０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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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Ｃｏｍｐ
ｅｎ ｓａｔｉｏｎｉ ｎ ｔｈ 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 ｖｅＬａｂｏｒＭａｒｋｅ ｔ
．Ｅｃｏ ｎｏｍｅ ｔｒｉｃａ

，
８３（

６
）

，
２２ ９３

－ ２ ３６９ ．

（ＤＭａｏＲ． ＆ＸｕＪ．（ ２ ０ １ ５ ）． ＬａｂｏｒＭａｒｋ ｅｔＤ
ｙ
ｎａｍｉｃ ｓａｎｄＳｔｒｕ ｃ ｔｕ 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  ：Ｅ ｖ ｉｄ ｅｎ ｃｅｆｒｏｍＣｈｉ ｎａ ．Ｃｈｉ ｎａ＆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
ｙ ，
２ ３ （

４
）

，
６ ０

－ ８ ３ ．

④Ｆａｒｂｅｒ
，Ｈ ． Ｓ． ＆Ｖａｌｌ ｅ ｔｔａ

，Ｒ． Ｇ ．（ ２ ０ １ ５ ） ． Ｄ ｏｅｘ ｔｅｎｄ ｅｄｕｎ ｅｍ
ｐ

ｌ ｏ
ｙ
ｍｅｎｔｂｅｎｅｆｉｔ ｓｌ ｅｎ

ｇ
ｔｈｅ ｎｕｎ ｅｍ

ｐ
ｌ ｏ
ｙ
ｍｅｎｔ

ｓ
ｐ
ｅ

ｌｌ
ｓ
？Ｅｖ ｉ 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ｅｃｅｎ

ｔｃｙ
ｃ

ｌ
ｅ ｓ ｉｎ ｔｈ ｅＵＳｌ

ａｂ ｏｒｍａｒｋｅ ｔ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Ｈｕｍａｎ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ｓ
，５ ０（

４
），８７ ３－ ９０９．

⑤ 李树 、 陈刚 （ ２ ０ １５ ） ：

“

幸福的就业效应 对幸福感 、 就业和隐性再就业的经验研究
”

， 《经济研

究》 ， 第 ３ 期
， 第 ６２－ ７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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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的工具变量 。 在幸福感对就业状态的影响机制上 ， 文章以工资水平度量生产率 、 以劳

动者获得工作的渠道是否私人介绍来识别社会资本 ， 提出 幸福感对劳动力就业概率的影响没

有增加生产率
，
但可能通过增加社会资本来完成 。 文章同时以是否正在搜寻工作代理劳动者

搜寻工作的努力程度 ， 认为幸福感会促进劳动力 的工作搜寻努力 ，
且这种影响随幸福感上升

而递增 。

魏下海等 （
２０ １５

） 利用 ２０ １２ 年全国 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企业的雇佣期限对劳动力

市场就业稳定性的影响 。
？ 结果发现工会可以 通过集体发声 ， 与基层党组织协 同引发党政关

注影响企业雇佣 。 另外 ，
工会可以显著改善企业雇佣期限结构 ， 即增加企业长期雇佣 的 比重 ，

减少短期雇佣和临时雇佣的 比重 。 他们提出短期用工方式虽然促进就业灵活性 ， 但是用工不

规范也会影响到就业的稳定性 。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进入转型的关键时期
，
长期雇佣带来的就

业稳定性至关重要 ， 研究也表明工会在这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

（ 四 ） 迁移决策

Ｈａ ｉｎｍｕｅ ｌ ｌｅ ｒ ｅ ｔ ａ ｌ ．（
２０ １５

） 对美国 １２ 个不同行业的员工进行调查 ， 考察选民反移 民情绪

是否出于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竞争影响的考虑 。
？ 研究发现 ， 移 民对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影响并

没有影响到当局者对待移民的态度以及相关的移 民政策 。 这不同于 以往的研究 ，
通过对选民

进行调查得到选民 出于移 民对工资和就业的负面影响的担忧
，
从而产生反移 民情绪的结论 。

Ｒｕｉ
ｚ＆Ｖａｒｇａｓｓ ｉ

ｌｖａ（
２０ １ ５

） 则运用 １９９ １ 

—２０ １０ 年喀格拉河健康与发展调查数据研究移 民潮对

移民 国各行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 结果发现移 民聚集地的 当地居 民更容易进入有养老金补贴

的政府部 门和专业化岗位 。
？ 除了研究移 民对当地居 民就业和工资 的影响以 外 ，

还有学者也

分析了移 民对移民者就业和工资的影响 。

彭国华 （
２０ １ ５

）
通过构建匹配理论模型考察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形成的原 因 ， 并对地区经

济差距与劳动力流动进行分析 。
？ 由于 劳动力 的技能水平和工作 岗位的技术含量各不相 同 ，

技能水平越高的劳动者匹配的工作岗位技术含量越高 。 开放后 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在技术 岗位

方面的差距主要是 由 于对劳动力流动性质的放松 。 他提 出 中西部地区应当提高基础建设
，
吸

引更多能够提供技术岗位的企业落户
，
从而减少与东部地区在技术水平上的差距 。 除此之外

，

他还解释了民工荒与产业转移现象 。 由 于存在劳动力流动成本 ， 随着西部技术 岗位的扩充 ，

技能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民工可以在本地区就业而不用流动到东部沿海地区 ， 由此导致东部地

区 民工荒现象 。

陈雪原 （
２０ １ ５

） 将农村集体土地要素纳入刘易斯二元模型 中 ， 在
一

般均衡的视角下 ， 引

①魏下海 、 董志强 、 金判 （ ２ ０ １５ ） ：
“

工会改善 了企业雇佣期限结构吗 ？ 来 自全囯 民营企业抽样调

查的经验证据
”

，
《管理世界》

，
第 ５ 期

，
第 ５２－ ６ ２ 页 。

②Ｈａｉ ｎｍｕ ｅ ｌｌｅｒ
，Ｊ ．

，Ｈｉ ｓｃｏｘ
，Ｍ ．Ｊ ．＆Ｍａｒ

ｇ
ａｌｉ ｔ

，Ｙ ．（ ２０ １ ５ ） ．ＤｏＣｏｎ ｃｅｒｎ ｓＡｂｏｕｔＬａｂ ｏｒＭａｒｋ ｅ ｔＣｏｍｐ ｅ ｔｉ ｔｉｏｎ

Ｓｈ ａ
ｐ
ｅＡ ｔｔ ｉｔｕ ｄｅ ｓＴｏｗａｒｄ Ｉｍｍ ｉ

ｇ
ｒａｔｉ ｏｎ ？ＮｅｗＥ ｖｉ ｄｅｎｃｅ ． ＳＳＲ １＼Ｅｌｅ ｃｔ ｒｏｎ ｉｃＪｏｕｒｎａ ｌ

，
９７（

１
）

，

１９ ３－ ２０７．

③Ｒｕｉ ｚ
，Ｉ ．＆Ｖａｒ

ｇ
ａｓｓｉ ｌｖａ

，Ｃ ． （ ２ ０ １ ５ ） ．Ｔｈ ｅＬａｂ ｏｒ Ｍａｒｋ ｅｔＩｍ
ｐ
ａｃｔ ｓｏｆＦｏｒｃｅｄＭ ｉ

ｇ
ｒａｔｉ ｏｎ．Ａｍ 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 ｉｅｗ
， １０５ （

５
），５ ８ １－５ ８６ ．

④ 彭 囯华 （ ２ ０ １ ５ ） ：
“

技术能 力匹配 、 劳动力 流动 与 中 囯地区差距
”

， 《经济研究》 ， 第 １ 期
， 第 ９ ９

－

１ １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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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土地市场与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 ， 提出
“

双刘 易斯二元模型
”

假说 。
？ 在以往

“

共有
”

的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下 ， 农村劳动力在转移时难以对集体资产进行充分处置 ， 难 以 突破市 民化

的高成本门槛 。 他提出让农民带资进城
，
将集体产权结构 由共同拥有转 向按分拥有

，
从而加

快农民市民化进 。 这篇文章还提出 ， 在转型经济 中 ，
不仅劳动力供给存在刘易斯转折点 ，

农

村集体土地供给也存在
一

个由充裕到稀缺的转折性变化 。 最后 ， 文章还以
“

中科电商谷
”

作

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 构建让农民
“

带资进城
”

的可能路径及制度安排 。

（五 ） 工资决定与收入分配

宋扬和赵君 （
２０ １５

）

？ 主要考察劳动收入对减贫的影响机制 ， 利用 ２０ １０ 年 中国综合社会

调查的数据 （
Ｃ ＧＳ Ｓ

） 对我国贫困的现状、 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 。 通过采用家庭等值

规模调整方法重新估算我 国贫 困程度 ， 分别使用 ｌｏｇ
ｉ ｔ 和 ｔｏｂｉ ｔ 模型分析影响贫 困 的各个因素 。

结果发现
，
按照家庭规模和人员结构进行等值规模调整后 的贫 困率为 ５ ． ８％

，
是不经过调整

时的
一

半 。 研究还发现劳动收入有利于家庭脱贫 ， 家庭中就业人数和工资水平越高 ， 发生贫

困 的概率越低 ， 增加家庭的劳动收入可 以帮助其摆脱贫困 。

郭凯明 、 颜色 （
２０ １ ５

）

？ 利用 ２０ １０ 年 ＣＦＰＳ 数据从就业、 工资 、 晋升和福利等方面考察

同工同酬政策和保障就业平等政策对女性工人的影响 。 结果发现同工 同酬政策在
一

定程度上

能够消除性别工资差距 ， 但也会提高女性工人晋升门槛 ， 从而使得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女性

工人失业 ，
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女性工人晋升速度下降 。 通过分析同工 同酬和保障就业平

等的政策对女性就业 、 工资等方面的影响 ， 发现这两种政策都不是帕累托改进的政策 ， 同 时

要求同工 同酬和保障就业平等介于 自 由市场和仅要求同工 同酬政策之间 。 另外 ，
通过对中 国

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进行模拟分析 ， 发现仅要求 同工 同酬只能改善 ３ ８ ．７％ 的女性工人福

利
，
而同事要求 同工 同酬和保障就业平等政策的负面影响较小 。

王学龙 、 袁易明 （
２０ １５

）

？ 使用 １９ ８９—２ ０１ １ 年 中 国 家庭健康调查数据 （
ＣＨＮＳ

） ，
采用

Ａｌ ｔｈａｍ 指标和反事实分析方法 ， 考察不 同年龄群组代 际流动性变化趋势及原 因 。 结果发现 ，

我国城镇居 民代际流动性在群组间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 ， 即 Ｉ９６０
—

１９７０ 年出生的人群代际流

动性最高 ，

１９ ７０—１ ９８０ 年出生的人群代际流动性最弱 ，

１ ９８０—１９ ８９ 年 出生的人群代际流动性

居中 。 通过分析发现教育是影响职业阶层的最重要因 素 ，
且随时代演进其作用不断增强 。 教

育不平等对不同年龄群组的代际流动性变迁有重要影响 ， 对 ７０ 后代际流动性下降的解释程度

更强 。 教育不平等主要来源于家庭背景差异对子女受教育的影响 、 国 内教育体系不平等的程

度以及教育在劳动力市场 中的重要性 。

陈钊 、 马净冰 （
２〇 １ ５

） 使用 ２ 〇１ ０ 年 中 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 （
ＣＦＰＳ

） 数据 ，
分析教育 回

①陈雪原 （ ２０ １ ５ ） ：
“

关于
‘

双刘易斯二元模型
’

假说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

， 《 中 国农村经济》 ， 第 ３

期
，
第 ３４ 

－

４ ３ 页 。

② 宋扬 、 赵 君 （ ２０ １ ５ ） ：
“

中 国 的贫困现状与特征 ： 基于等值规模调整后的再分析
”

， 《管理世界》 ， 第

１０ 期
，
第 ６ ５－ ７７ 页 。

③ 郭凯明 、 颜色 （ ２０ １ ５ ） ：
“

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与 反歧视政策研究
”

， 《 经济研究》 ， 第 ７ 期
，

第 ４２－ ５６ 页 。

④ 王学龙 、 袁易明 （
２０ １ ５

） ：
“

中 国社会代际流动性之变迁 ： 趋势与原 因
”

， 《经济研究》 ， 第 ９ 期 ， 第

５ ８－ ７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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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与受教育地点之间的关系 ，
通过控制地区生活水平 、 户籍身份和职业行业等影响因 素后

，

经济发达地区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人力资本 回报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
？ 因此

， 他们提出通过

鼓励经济发达地区外来人 口就读高等职业教育 ，
可以提升城市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含量 ， 有

利于我国产业升级及农民工真正实现
“

市 民化
”

。 虽然文章无法区分职业教育 回报差异究竟

是 由于东部地区具有较高的师资配备 ，
还是东部地区劳动力市场供求匹配效率更高 。 但无论

是哪种原 因 ， 放开东部地区职业教育户籍门槛都具有现实意义 。

二 、 国 际发展援助

２０ １ ５ 年共有 ５６ 篇核心文章讨论国际发展援助 ，
其中 ３ ３ 篇 中文文献 ，

２ ３ 篇英文文献 。 中

文文献主要讨论五个方面的议题 ， 包括三个传统议题 ， 即援助 的动因 、 援助的效果、 援助的

运作以及两个新议题——
“
一带一路

”

与国际援助以及气候变化援助
，
分别有 １ ２ 篇 、

１ ２ 篇 、

７ 篇 、
２ 篇 、

２ 篇文献 。 其中 ， 援助的动 因 主要分析美 国 （
２ 篇 ） 、 欧盟 （

１ 篇 ） 、 日 本 （
３

篇 ） 、 中国 （
６ 篇 ） 的对外援助战略 ； 援助的效果包括援助与经济增长 、 援助与贸易投资两方

面
， 分别有 ４ 篇和 ８ 篇文献

；
援助 的运作包括援助管理体系 和援助政策 ， 分别有 ５ 篇和 ２ 篇

相关文献 。 在 ２３ 篇英文文献中 ， 有 １９ 篇讨论援助的有效性 ， 具体包括 １０ 篇援助与经济增长

的文献、 ３ 篇援助与贸易投资问题、
４ 篇援助与 民主政治文献 、

３ 篇援助政策协调与有效性文

献 。 其余 ４ 篇讨论援助的配置问题 ， 即援助 国援助供给决策会受到施受双方哪些因 素的影响 。

目前 ，
国 内关于国际发展援助的研究议题大致包括传统主题和新主题两大类 。 传统主题主要

分为援助的动因 、 援助的效果以及援助 的运作 ， 新主题包括
“
一

带
一

路
”

与国 际援助 、 气候

变化援助 。

（

一

） 国内发展援助文献

１ ． 援助的动 因
援助的动因解决的是援助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 ， 即援助 国提供援助 的原 因是什么 ，

这是
一

个 自援助产生之初就被讨论的问题 。 总体来讲 ， 援助之所以会产生 ，
主要是为了 获取

一

定

的利益 ， 包括援助 国和受援国 的潜在利益 。 从受援国的角度来讲
，
援助是为 了弥补受援国的

发展资金不足的 困境 ， 帮助其实现经济增长和减贫 ， 从而推动其落实千年发展 目标 ； 从援助

国 的角度来讲 ， 则是为了获取政治 、 经济 、 军事 、 外交等利益 。

笔者分析发现 ，
现有文献主要还是集 中于从援助国 自身的利益 出发 ， 探析援助的动因 。

罗会钧和黄梦佳 （
２０ １５

）

？
、 沈鹏和周琪 （

２０ １５
） 分别研究了美 国对非洲 、 对以色列和埃及的

援助政策 。 其中 ，
罗会钧和黄梦佳 （ ２０ １５

） 指 出 ， 对外援助作为 国家进行外交的重要手段 ，

在维护国家利益 、 实现外交政策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 进一步地 ， 他们分析指出 ， 美国

对非洲 的援助分为五个阶段
， 在不 同阶段 ， 美 国会根据 自身利益和世界形势 ， 对非洲 的援助

有 明显起伏 。 例如 ，
第一阶段为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期至 ６０ 年代初期 ， 为了拉拢广大的第三世

①陈判 、 冯净冰 （
２ ０ １５ ） ：

“

应该在哪里接受职业教育 ： 来 自教育 回 报空 间差异的证据
”

， 《世界经

济》 ， 第 ８ 期
， 第 １ ３２－ １４９ 页 。

② 罗会钧 、 黄梦佳 （
２０ １ ５ ） ：

“

美囯对非洲援助研究
”

， 《 政治研究》 ， 第 ６ 期
， 第 ７３

－

７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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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国家加入其阵线 ， 排挤苏联在发展中 国家的势力 ， 美 国对非洲 的援助力度处于上升期 ， 带

有较强的政治 目 的
；
但在第三阶段即 ２ 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前半段美 国出于拉拢非洲 国家 、 孤立

苏联的战略
，
对非洲的援助有 了 大幅的提升

，
但后半段 由 于苏联 已经无法与美 国争夺霸权

，

因 而对美 国而言
，
非洲的战略地位不再突出

，
美 国对非洲地区的发展援助明显下降

；
而在第

五阶段 ２ １ 世纪初期至今
，
为打击恐怖主义

，
并获取非洲较为丰富的能源资源

，
美 国对非洲的

援助力度又出现前所未有的急剧上升态势 。 沈鹏和周琪 （
２０ １５

） 强调 ，
美 国之所以援助以色

列和埃及
，

主要是希望利用其援助政策来消弭两方之间 的冲突 ，
缓和中东地区动荡 的局势

，

以维护美 国的能源安全利益
；
但是在数额和内容上

，
美 国对以色列和埃及的援助还是存在重

大差别 ，
显示出美 国对以色列 的偏袒？

，
因 为以色列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 ， 价值观念与美 国

更为一致
，
两者的历史渊源也更为密切 。

弘义 （
２０ １５

）

？ 在分析欧盟对非洲援助政策时指出 ， 进入 ２ １ 世纪 ， 欧盟对非洲的援助政

策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 。 这既是出于 自身发展和对外政策的需要 ，
也是 由 于非洲 日显重要的

战略地位 、 其他对非援助力量的竞争压力等外部形势的变化 。 具体而言 ， 就是希望借助和发

展其与非洲的传统关系 以提高 自身在全球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 维持欧盟东扩后 的 内部稳定 ，

谋求非洲丰富的能源资源和巨大的市场及廉价劳动力等 。 他还进
一

步分析了其他援助 国对非

援助的动机 ， 从传统援助国看 ， 美国加强对非援助 ，
既有传统的发展 、 良治 、 民主 、 稳定的

考虑 ，
也有新的原因 ， 如获取石油 、 反恐 、 全球战略竞争等因 素 ； 为了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 、 获取非洲丰富的资源和市场等 ，
日本对非洲的援助也不断增加 。 从新兴援助

国看 ，
近年来 ， 尤其是 ２００ １ 年之后 ， 俄罗斯进

一

步增加 了对非洲 的援助力度 ， 其援助领域主

要是能源部门和采矿业 ；
巴西对非援助主要集 中在葡语国家 ， 同时还与其他援助国在非洲开

展三方合作 ； 印度不仅继续努力扩大其地区影响力 ，
还积极谋求大 国地位争取

“

入常
”

， 同

时为了获取能源和开拓市场 、 扩大贸易 ， 对外援助成为印度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非洲

成为印度 的重要援助对象 ； 中 国与非洲 的合作也 日益深化 。

作为全球发展援助领域举足轻重的援助 国 ，
日本对外援助的政策和动机也备受关注 。 整

体来讲 ， 学者们普遍认为 ， 日本的对外援助政策太过于注重本国 的利益 ， 缺乏对受援国利益

的考量 。 朱艳圣 （
２０ １５

）

？ 通过分析得 出 ， 日 本官方发展援助具有 明确 的战略意图 ， 即服务

于 日本的经济与安全 目标 。 在经济上 ， 日 本借助于官方发展援助开拓海外市场 、 促进经济发

展
；
在安全上 ， 官方发展援助服从和服务于 日本 自身及其盟国美 国的安全和战略需要 ，

也是

实现其外交战略 目标的有力手段 。 日 本的对外援助充分反映出其对外政策的 国家利 己 主义 。

这种明显的利 己主义色彩也得到了其他文献的佐证 。 例如
，
韩召颖 、 田光强 （

２ ０１ ５
）

？ 指 出
，

在緬甸着手推进政治改革后 ， 日 本随即重启 了对緬甸 的 日 元贷款项 目 ， 这标志着 日本对緬甸

的官方发展援助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 。 这一转变的背后有着深远的战略考量 ： 推动緬甸的 民

主化进程 、 提升 日 本在緬的战略影响力 以及打开緬甸 尚未完全开发的市场 。 不仅如此 ，
日本

①沈鹏 、 周琪 （
２ ０ １５

） ：
“

美囯对以色列和埃及的援助 ：
动 因 、 现状与 比较 ？

”

，
《美囯研究》

，
第 ２ 期

，

第 ９
－

３ １ 页 。

② 弘义 （
２ ０ １５

） ：
“

欧盟对非洲援助政策调整及其前景
”

，
《 囯际研究参考》

，
第 １ ０ 期

，
第 １ －

７ 页 。

③ 朱艳圣 （ ２ ０ １５ ） ：
“

日 本政府开发援助背后 的战 略分析
”

， 《 当代世界与 社会 主义 》 ， 第 ５ 期
，

第
１ ２７

－ １ ３ ３页 。

④ 韩召颖 、
田光强 （ ２ ０ １５ ） ：

“

试评近年 日本对缅甸 官方发展援助政策
”

， 《 现代囯际关系 》 ， 第 ５ 期
，

第 ３３－ ４０ 页 。



第七篇 国际发展经济学 ■
５６３

政府 ２０ １５ 年通过了修订后 的 《官方发展援助大纲 》 ， 新大纲对 日 本的对外援助政策进行了重

新定位 ， 指出 日本对外援助的 目 的是
“

为 国际社会的和平 、 稳定和繁荣做出更积极的贡献 ，

也将有助于确保 日 本的 国家利益
”

。 这是 日 本首次在对外援助政策文件中公开使用
“

国家利

益
”

字眼 ， 并 明确提出援助行为将服务于以下 国家利益 ： 保障本 国和平与安全、 促进经济繁

荣 、 营造稳定透明和可预见的 国际环境 、 维护基于普世价值观的 国际秩序 。
？

近几年来
，
中 国已经由援助 国和受援国的双重角色转变成完全的援助国

，
在 国 际发展援

助领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
因而中国 的对外援助开始受到国 内外各界的关注 。 西方发达国

家经常指责中 国的对外援助是
一

种新殖民主义 ， 即 以资金、 设备 、 劳务输出为代价 ， 换取非

洲价格低廉的原料和 占领非洲市场 。 某些受援国也认为 ， 中国 的对外援助带有很 明显的利己

主义色彩 ，
其 目 的是为 了 获得 自 身的经济 、 政治 、 外交利益 。

？ 但燕雪 （
２０ １５

）

？ 通过对
“

新殖民主义
”

的探究和对于 中国行为与
“

新殖民主义
”

、 西方国家的对非援助或援建行为的

比较 ， 指 出
“

新殖民主义
”

是
“

中国威胁论
”

的变异体 ， 中非合作 中不存在大国压迫、 干涉

内政 、 政治同化等
“

新殖民主义
”

的现象 ，
因 此中 国 的对非援助和援建并不是

“

新殖民 主

义
”

。 尽管 中国对外援助不是西方国家所污蔑的
“

新殖民主义
”

，
但不可否认的是 ， 中 国对外

援助在促进发展中 国家发展的 同时 ，
也追求 自身的利益 ， 实际上是

一

种互惠互利的
“

双赢
”

方式 。 正如宋微 （
２０ １ ５

）

？ 所指出 的 ， 对外援助是中 国应该履行的大 国责任 ， 同样也是中 国

对外战 略 的重要 内 容
，
是 中 国企业

“

走 出 去
”

的有益途径 。 刘洪武 （
２０ １ ５

）

？
、 李家成

（
２０１ ５

）

？ 也认为 ， 当代 中国 的对非援助与履行国际责任带有明显的 自 主特色与东方大国的行

为特征 ， 它既根植于中 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 又紧紧服务于当代 中 国在全球化时代

背景下追求民族国家复兴强盛的时代要求与战略 目标 。 基于此 ， 他们还进
一

步提出 了 中 国对

外援助及履行国际责任的如下基本原则 。 第
一

， 中 国是 国际社会负责任的
一

员 ，
必须以认真

负责的态度来处理国际事务 。 第二
， 中 国还是

一

个发展 中 国家 ，
承担的 国际责任不能超出 自

身的能力 ，
不做超出国力和力不能及的事 。 第三 ， 中国不 回避应尽的 国际义务 ， 但中 国承担

的 国际责任和义务 ，
不是为特定 国家或 国家集团服务 ，

而是对中 国人民负责 ， 对世界负 责 ，

对未来负责 。 第四
，
随着中 国 自身力量的增强

，
中 国会承担更多的 国际责任 。 当然

，
中 国对

自身利益的追求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
新中 国伊始

，
中 国确定 了

“
一边倒

”

的外交

战略 ， 其对外援助主要投向了第三世界国家 ， 带有明显的政治和军事动机 ，
目 的是为 了获取

更多的政治支持、 扩大社会主义阵营 ， 不考虑经济利益
；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 ， 中 国 的对外援

助战略发生变化
，
从以政治利益为先变为把经济利益作为首要考虑 。

？

①姚帅 （
２ ０ １５

） ：
“

透视 日本对外援助新政策
”

，
《 囯际经济合作》

，
第 ５ 期

，
第 ６３－ ６ ６ 页 。

② 卢光盛 、 李晨阳 、 金珍 （ ２ ０ １４ ） ：
“

中 囯对缅甸的投资与援助 ： 基于调查问卷结果的分析
”

， 《南亚研

究》 ， 第 １ 期
， 第 １７

－ ３０ 页 。

③ 燕雪 （ ２ ０ １５ ） ：
“

驳中非合作是
‘

新殖民主义论
’ ”

， 《法治与社会 》 ， 第 ９ 期 （ 下 ）
， 第 ２７ ９

－

２ ８７ 页 。

④ 宋微 （
２ ０ １５

） ：
“

中 囯对外援助意义的再思考
”

，
《囯际经济合作》

，
第 １ 期

，
第 ８ １ － ８４ 页 。

⑤ 刘洪武 （ ２ ０ １ ５ ） ：

“

对非发展援助与 中 囯 囯际责任的 当代实践
”

，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

版 ） 》
，
第 ２ 期

，
第 １－ １ ０ 页 。

⑥ 李家成 （ ２ ０ １５ ） ：
“ ‘

一带一路
’

背景下的 中 囯对外援助政策
”

， 《 环球视线 》 ， 第 １ １ 期
， 第 ４７

－

４９

页 。

⑦ 唐慧云 （ ２ ０ １ ５ ） ：
“

从政治利益走向经济利益 试析中 囯对外援助政策的转变
”

， 《 探索带 》 ， 第 ６

期
， 第 ２３４ － ２５ １ 页 。



５６４ ｜ 處 世界经济年鉴２０７６

２ ． 援助的效果
援助 的效果是指援助是否实现了最初设定的 目标 ，

既包括援助国想要得到 的利益 ， 如增

加本 国的海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 ，
也包括受援国 旨在达到的发展和减贫 目 的 ， 如促进经济

增长 、 推进民主化进程 、 增加本 国出 口或提高贸易能力等等 。 整体而言 ， 早期文献对援助国

利益的关注很多 ，
而对援助为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减贫能够产生的效果却较少论及 ，

近年来

才开始有学者从受援国角度展开研究 。 基于援助 的实际效果 ， 政府部门 、 学者 、 媒体 、 受援

国当地人民等对国际援助的评价也褒贬不
一

。

（
１

） 援助与经济增长和减贫

胡美 （
２０ １５

）
？ 梳理了 已有的关于援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 ， 发现援助与经济增长之

间 的关系并不确定 。 以萨克斯 （
Ｓａｃｈｓ

） 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 的经济增长 ，

但以格里芬和伊诺斯 （
Ｇｒｉｆｆ

ｉ
ｎ＆ Ｅｎ 〇Ｓ

） 、 伯恩 （
Ｂ＿ｅ

） 为代表的学者则研究发现 ， 援助与增

长之间呈负相关的关系 ，
援助不是增进而是损害 了受援国 的经济增长

，
两个派别之间 的争论

从未休止 。 不过
， 随着 １ ９９０ 年代

“

华盛顿共识
”

的提出 ， 附加条件的援助引起关注 ， 学者

们开始讨论援助的条件性 ， 其中以塔普 （
Ｔａｒｐ ） 为典型代表 。 这些学者指出 ， 援助的效果呈

现时空上的差异性 ，
也就是说 ， 援助只有在

一

定条件下才会对受援国的经济増长产生的积极

影响 ， 援助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援国的制度基础 和公共政策 、 地理因素 、 殖民历史

以及援助本身的时机 、 数量 、 方式等限制条件 。 关于援助有效性的条件性 ， 刘婷 （
２０ １ ５

）

？

也指出 ， 援助有效性受到施受双方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
这些因素包括受援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环境 （如政策制度 、 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 ） 、 援助国 的数量 、 援助模式和援助政策 、 援助国

与受援国及其他援助国之间的沟通协调等等 。

上述研究主要是 以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为研究对象 ， 近年来开始有部分学者关注 中国对

外援助的有效性 问题 。 例如
，

１ ９５８—１ ９６４ 年
，
中 国对越南援助

，
虽然只有短短的 ６ 年时间 ，

但援助集 中在经济领域 ， 规模大 ， 覆盖面广 ，
而且层次高 ， 特别是紧密配合越南三年计划和

第一个五年计划 的实施 ， 成效十分显著 。
？
中 国在非洲 的医疗援助不仅加深了 中非之间 的友

谊和合作 ，
而且改善 了受援国 当地的医疗水平 ， 帮助其民众解决病痛 ， 受到了 当地 民众的广

泛赞誉 。
④

（
２

） 援助与贸易和投资

在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下 ， 发展中 国家对外贸易面临经济基础设施不完善 、 贸易信息不

及时 、 外部贸易标准及关税壁垒等各种 限制 ，
这些 内外部限制阻碍了发展 中 国家融入世界贸

易体系并导致其进一步被边缘化 。
⑤ ２００５ 年 ，

ＯＥ ＣＤ／ＷＢ
—起提 出 了

“

促贸援助
”

（
Ａ

ｉｄｆｏ ｒ

Ｔｒａｄｅ
，ＡＦＴ ） 倡议 ， 希望发达国家提供援助促进受援国的 国 际贸易发展和贸易能力 的提升 ，

进而以贸易为引擎促进受援国 的经济增长和减贫 。 此后
， 援助与贸易 、 投资的关系受到越来

①胡美 （ ２０ １ ５
） ：

“

对外援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述评
”

， 《武陵学刊 》 ， 第 ２ 期
， 第 ２ ３－ ３ ２ 页 。

② 刘婷 （ ２０ １ ５ ） ：
“

中 囯对非洲援助的有效性分析
”

， 《现代经济信息 》 ， 第 ２ 期
， 第 １ ２０ 页 。

③ 张勉励 （ ２０ １ ５
） ：

“

中 囯对越南经济建设援助的历史考察 （
１９ ５８ １ ９６４ ）

”

，
《史林 》

，
第 １ 期

，

第
１５ １－ １５ ７页 。

④ 蒋华杰 （ ２０ １ ５
） ：

“

中 囯援非医疗队历史的再考察 （
１９ ６３ １ ９８ ３

） 兼议囯际援助的效果与可持续

性问题
”

，
《外交评论》 ， 第 ４ 期

， 第 ６ １
－

８ １ 页 。

⑤ 严双伍、 唐鹏镐 （
２０ １ ５

） ：
“

促贸援助
： 囯际比较与政策建议

”

，
《长江论坛》

，
第 ３ 期

，
第 ４９

－

５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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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关注 。 但需要指出 的是 ， 援助与国际贸易之间 的关系 ，
既包括援助对援助国 的贸易影

响效应 ，
也包括援助对受援国的贸易影响效应 。

从援助国 的角度来讲 ， 李丹和陈友庚 （
２０ １５

）

？
、 王玉红 （

２０ １ ５
）

？ 在研究中 国对外援助

与经贸区建设时指 出 ， 对外援助 已经成为
“

中 国制造
”

出 口 的一种营销手段 ， 有利于扩大中

国产 品的 出 口
； 援助还能够推动 ＦＤ Ｉ 的增加 ， 中国对非援助对中 国的对非直接投资呈现显著

的正 向促进作用 。 为了更好地发挥对外援助在经 贸合作区建设中的作用 ， 他们建议 ， 中 国应

从加强对境外经贸合作区东道国的宏观政策援助 、 实施本地化战略 、 使用援外优惠贷款支持

合作区建设三个方面改革对外援助 。 胡兵 、 丁祥平 、 邓富华 （
２０ １ ５

）

？ 基于非洲 国家样本的

面板数据模型 ， 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 ， 考察了 中 国对外援助对其 ＯＦＤ Ｉ 的影响 。 回归结

果揭示 ， 对非援助会促进中 国对非洲 国家的投资 ， 且该正面效应随着 ＯＦＤ Ｉ 规模的扩大呈逐

渐递减的态势 ， 即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越大 ，
其援助对投资的正 向促进效应越小 。 这就

意味着 ， 将对外援助与对外投资等政策结合起来 ， 推动对外援助与对外投资 的协调发展 ， 是

可行的政策选择 。 进一步地 ， 黄宁 （
２０ １５

）

？ 不仅分析了 中国对外援助对直接投资 的影响效

应 ， 而且分析了直接投资对援助的促进作用 ， 即他分析了 对外援助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互

动关系 。 具体地 ， 他采用 Ｇｒａｎ
ｇｅ

ｉ

？ 因果检验方法 ， 从时间纵向和地区横向两个方面实证检验了

中国对外援助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 的互动关系 ， 发现两者互为 Ｇｒａｎ
ｇｅ

ｉ

？ 原因
， 表明两者之间是

互动发展的 。 进一步而言
，
对外援助通过

“

先导效应
”

和
“

基础设施效应
”

等方式提供一些

国际公共产品 ， 从而有效地降低 ＦＤＩ 的预期沉没成本 ， 促进 ＦＤ Ｉ 流入 ；
反过来 ，

ＦＤ Ｉ 流入的

增加能够有效降低东道 国对援助的依赖程度 ， 增强对外援助的补充、 减贫和杠杆效应 ， 提高

其有效性 。 最终形成
“

对外援助有效—ＦＤＩ 流入增加—对外援助更有效—ＦＤＩ 流入更多
”

的

良性循环 。

从受 援 国 的 角 度来 看 ，

２０ １ ５ 年只 有黄梅波和 朱丹丹 （
２ ０１ ５

）

？
、 朱丹丹和 黄梅波

（
２０ １５

）

？ 研究了 国 际发展援助对受援 国 国 际 贸易 发展 的影响 。 其 中 ， 黄梅波和 朱丹丹

（
２０１ ５

） 使用 ６６ 个受援国 ２００２—２０ １ １ 年 间的面板数据
，

Ｘ＃发达国家的 国际发展援助与受援国

出 口多样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 研究表明 ：

“

促贸援助
”

总额和生产部 门援助 的增加都

能够提高受援国的 出 口多样化水平 ， 经济基础设施援助则对受援国的 出 口多样化没有显著影

响 ；
生产部门援助对出 口多样化的影响存在倒

“

Ｕ
”

型
“

门槛效应
”

，

“

促贸援助
”

总额和经

济基础设施援助则都不存在该效应 。 基于上述结论 ， 她们进
一

步提 出了 政策建议 ， 即在提供

① 李丹 、 陈友庚 （ ２ ０ １５ ） ：
“

对外援助与我 囯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
”

， 《开放导报 》 ， 第 １ 期
， 第 ５ １

－

５３

页 。

？ 王玉红 （ ２ ０ １ ５ ） ：
“‘

丝绸之路经济带
’

建设背景下 以援助方式促进 内蒙古与蒙古 囯 的经贸合作研

究
”

， 《 赤峰学院学报》 ， 第 ４ 期
， 第 １ ３０ － １ ３２ 页 。

③ 胡兵 、 丁祥平 、 邓富华 （ ２ ０ １５ ） ：
“

中 囯对非援助能否推动对非投资
”

， 《 当代经济研究》 ， 第 １ 期
，

第 ６７
－

７ ３ 页 。

④ 黄宁 （ ２ ０ １５ ） ：
“

论对外直接投资与发展援助 的互动发展
”

， 《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 ， 第 １ 期
， 第 ９ ６

－

１ ０８页 。

⑤ 黄梅波 、 朱丹丹 （ ２ ０ １ ５ ） ：
“

囯际发展援助的 出 口多样化促进效应分析 基于 ６ ６ 个受援 囯面板数

据的实证研究
”

， 《财贸经济》 ， 第 ２ 期
， 第 ９７

－ １ ０８ 页 。

⑥ 朱丹丹 、 黄梅波 （ ２ ０ １ ５ ） ：
“

中 囯对外援助的贸易 成本削减效应研究
”

， 《 世界经济研究》 ， 第 ７ 期
，

第
１ ００ － １０７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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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贸援助
”

的过程中 ， 应该注意区分不 同类别援助对不 同经济发展水平受援国 出 口 多样化

的具体效应 ， 同 时要注 意援助 的
“

门槛效应
”

， 控制 合理的援助数量 。 朱丹丹和黄梅波

（
２０ １５

） 在核算出 中 国对部分非洲 国家援助额的基础上 ，
选取了 １ ５ 个非洲 国家 ２００５—２ ０ １ １ 年

的面板数据 ， 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方法 ， 检验了 中 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 贸易成本的影响 。

研究发现 ： 中 国对非援助可以显著降低受援国的 出 口和进 口成本 ，
且对进 口成本的影响效应

略大于出 口成本 。 这表明中 国所采取的
“

促贸援助
”

方式是非常有效的 ， 应该进一步坚持这

种援外方式并增加对外援助额 。

王丽 （
２０ １５

）

？
同时从援助国和受援国两个方面分析了 中 国的对外援助对国 际贸易的影

响 。 她指出 ， 援助会通过直接效应和溢 出效应对双边贸易产生影响 ， 使受援国与援助 国的双

边贸易总额呈增长趋势 。 援助的直接效应会通过两种形式增加援助 国的 出 口
。

一

是直接的物

质援助 ，
可直接带动援助国该类产 品的出 口 。 二是在政府优惠贷款和合作项 目基金的支持下 ，

援助国企业到受援国建设合作项 目 ， 由项 目带动援助国相关设备和材料的 出 口 。 外溢效应是

指援助可以促使援助 国的企业提高产品质量 ， 改善出 口商品 的结构 ， 增强产品 的国 际知名度 ，

便于开拓世界市场 ， 从而增加援助国的 出 口
； 与此同时 ， 对外援助还会通过

“

促贸援助
”

等

方式推动两 国建设双边 自 由贸易区 ，
这会使两 国之间 的市场更加 自 由 开放 ， 受援国可 以享受

更多的优惠政策 ，
其对援助国 的出 口会随之增加

，
从而贸易逆差也会缩小 。

通过考察已有文献 ，
可以得知

，
学者们在研究援助对贸易 、 投资的影响效应时 ，

主要还

是更为关注援助 国可能获得的收益 ， 对于受援国可能的收益重视不足 ，
这与现实的援助实践

比较相似 。 然而 ，
国际发展援助最根本的 目标应该是促进受援国 的发展和减贫 ， 受援国 自身

的发展反过来也将促进援助国 的出 口和增长 。 已有研究曾指出 ，
过于关注援助 国的收益并不

能提高双方的整体收益 ， 只有兼顾施受双方的收益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 。 因此
， 未来的援助

应该同时探究援助对受援国和援助国的 国际贸易和 ＦＤＩ 的影响效应 ， 找到双方能够相互促进 ，

形成 良性循环的方案 。

３ ． 援助的运作
为了提高援助的有效性 ，

必须注重援助的实际操作 ， 包括对外援助的管理制度和具体的

援助政策两个方面 ，
下文我们也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对已有文献展开讨论 。

（
１

） 援助的管理制度

由于 中国
一

直缺乏系统、 完善的援助管理制度 ，
因此现有文献主要是研究发达国家 （ 如

美国 、 日 本 、 英国等 ） 的援助管理制度 ，
以为中 国对外援助的管理提供借鉴 。 整体而言 ， 对

外援助管理的总体框架包含援助的法律基础 、 援助的组织 和管理机构框架 、 政策
一

致性、 援

助的监督与评估等等 。 在援助的法律基础方面 ， 美国是最早实现对外援助机制化和法制化的

国家之
一

。 孙明霞 （
２０ １ ５

）

？ 建议
，
中 国应该制定专 门的 《对外援助法 》 ， 明确规定对外援助

的范畴 、 宗旨 、 原则 、 方式等 。 同时 ，
《 对外援助法 》 应该随着 国际形势和中 国 的发展需求

不断调整 。 在制定 《对外援助法 》 的基础上 ，
还应制定

一些 内容具体且针对性强的行政法

规、 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来指导对外援助 的事务性工作 。 但是 ，
这些规范性文件不能与

《对外援助法》 相冲突或重叠 ，
而应作为 《对外援助法 》 的补充来满足对外援助工作的实时

①王丽 （
２ ０ １５

） ：
“

囯家援助及 双边贸 易 的效应分析
”

，
赤峰学院 学报 （ 自 然科 学版 ） ， 第 ４ 期

，

第
１ ６０ － １ ６ ２页 。

② 孙 明霞 （
２ ０ １５

） ：
“

美囯对外援助机制及其对中 囯 的启示
”

，
《 囯际展望》 ， 第 ４ 期

， 第 １ ３６ － １ ５６ 页 。



第七篇 国际发展经济学 ■５６７

立法需求 。

在援助的组织和管理机构框架方面 ， 田文 （
２ ０１ ５

）

？ 对比分析了 中国和韩 国 的对外援助

管理机构
，
他指出

，
中韩两 国的对外援助工作都是 由若干机构共同完成的 。 中国 的对外援助

是 由商务部归 口管理的 ， 财政部 、 外交部等诸多部 门都各 自 开展对外援助活动 ， 彼此之间互

不约束 ， 导致中国对外援助出现政出多门 、 多头管理的现象 。 这不仅降低 了援助的决策和执

行效率 ，
而且导致援助资源的分配无法达到最优化 ， 援助资源浪费严重 。 韩 国也 出现了有关

部门
“

撞车
”

的现象 。 正因如此 ， 中韩两 国应该进
一

步推进和完善援助部 门间 的协调机制 ，

尽力避免援助资源 的浪费 ， 提高援助的有效性 。 美国 的对外援助管理框架也存在这个问题 ，

即美 国的对外援助机构众多 ， 缺乏高级别的对外援助机构从宏观上负责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 ，

以及所有项 目 的管理、 监督
，
各个机构之间也没有有效的合作机制 。 因此

，
中国应该设立一

个高级别的 、 专门性的对外援助机构 （孙明霞 ，

２０ １５
） 。 刘培龙 、 王昱 （

２０ １５
）

？ 更激进地建

议 ， 中国应该把设立
一

个独立的对外援助机构 ， 统
一

对外援助提上议事 日程
， 即将分散在各

个部 门的对外援助工作集中到
一

个部门统
一

管理 ， 解决各部门分头实施、 多点对外的问题 。

在援助的监督和评估体系方面 ， 曹俊金 、 薛新宇 （
２０ １５

）
？ 指 出 ， 中 国 目前还不具备完

善的对外援助监督评价体系 ，
虽然已有

一些对援外活动进行监督和评价的规则 ， 但既没有独

立的评价机构 ，
也没有可操作的规范 ， 对援助有效性的评价也规定的不够详尽 。 他们考察了

美国 、 日本的对外援助监督评价机制和 ＷＴＯ 贸易援助评价机制 ， 建议中 国应从对外援助监

督评价理论研究、 对外援助立法 、 Ｘｔ外援助监督评价机构设置以及对外援助实效考核等方面

入手 ，
完善中 国的对外援助监督评价制度 。 周源 、 石婧 （

２０ １５
）

？ 专 门 、 系统地研究了 日本

的对外援助评价体系 ， 包括其发展历程、 评价标准 、 实施体制等 ， 他们建议中国应该高度重

视建立
一

套科学和透明的对外援助评价体系 。 具体而言 ： 建立分地区 、 分国别 、 分领域 、 分

援助方式等不 同层次和视角的对外援助评价制度 ， 确立可操作的外援评价标准 ， 确保事前、

事中和事后评价的
一

致性 ，
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 ， 充分利用对外援助评价的结果等 。

（
２

） 援助的具体政策

援助的具体政策即援助的分配问题 ， 涉及援助方式 、 援助地区 、 援助部 门等 。 与往年侧

重于介绍发达国家的援助政策的情况不 同
，

２０ １５ 年学术界普遍开始关注和探究中 国的对外援

助政策 。 学者们几乎一致地认为
，
中国 的对外援助政策应该做出调整

，
以适应新时期 的援助

实践和要求 。 其中 ， 雷兴长 （
２０ １５

）

？ 强调
， 有必要对中 国对外援助事业发展战略进行如下

积极但适度的调整 。

一

是对外援助 的资金拨付 由无偿援助为主转变为 以政府优惠贷款为 主 。

二是对外援助领域 由生产部门援助为主转变为以基础设施援助为主 。 三是对外医疗援助 由无

偿援助为主转变为现代服务贸易为主 。 四是对外援助方式以 物资技术援助为主转变为 以人员

①田文 （
２ ０ １５

） ：
“

中韩两 囯对外援助的对比与分析
”

， 《 囯际工程与劳务》 ， 第 １２ 期
， 第 ６ ８－ ７２ 页 。

② 刘培龙 、 王昱 （ ２ ０ １５ ） ：
“

中囯对外卫生援助决策和管理机制 的演变
”

， 《 囯际政治研究 》 （双月 刊 ）
，

第 ２ 期
，
第 ６ １－ ７ ２ 页 。

③ 曹俊金 、 薛新宇 （ ２ ０ １ ５ ） ：
“

对外援助监督评价制度 ： 借鉴与完善
”

， 《 囯际经济合作》 ， 第 ４ 期
， 第

２ ０－ ２ ６页 。

④ 周源 、 石婧 （ ２ ０ １５ ） ：
“

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评价体系及其借鉴意义
”

， 《 囯际经济合作》 ， 第 １ ０ 期
，

第 ８６ －

９ １ 页 。

⑤ 雷兴长 （ ２ ０ １ ５ ） ：
“

中 囯对外援助的战略调整问题探讨
”

， 《甘肃社会科学》 ， 第 ３ 期
， 第 ２ ０２

－

２ ０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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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为主 。 五是对外援助的主体 由 中央政府为主转变为政府 、 企业 、 慈善机构 、 个人等多元

主体 。 六是对外援助动因 由政治因素为主转变为以经济 因素为主 。 七是对外援助活动以无条

件援助为主转变为以有条件援助为主 。 八是对外援助时间 由长期援助为主转变为以短期援助

为主 。 于 晓莉 （
２ ０ １５

）

？ 更深入地分析了 中国 的对外援助政策 ， 提出 了如下更为详细的调整

方案 。

一

是援助的重点区域应该集中于周边 国家 、 非洲发展中 国家和全天候的朋友 。 二是科

学调整对外援助中无偿援助 、 无息贷款 、 优惠贷款的结构和 比例 。 无偿援助相当 于无条件的

赠款 ，
不需要偿还且资金有限 ，

所以应该重点拨付给极端贫困 和落后的受援国 ，
而且主要用

于投资资金需求小的公益项 目
；
无息贷款和政府优惠贷款都是主要提供给经济发展水平相对

较好的发展中 国家 ， 前者主要用于投资受援国大型的社会公共设施和民生项 目
，
后者则主要

用于投资受援国带有
一

定经济效益的大型生产项 目 或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 三是援助的重点领

域应该集 中于技术传播 、 人才培养 、 节能环保 、 医疗等领域 。

４ ．
“


一

带
一路

”

与 中国对外援助
随着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提出和逐步推进
，
其与中 国对外援助之间 的互动也成为学者关

注的热点 。 总体来讲 ， 学者们普遍认为 ， 中 国对外援助应 当按照构建
“
一

带
一

路
”

的要求去

调整
， 改革现有的对外援助策略和方式 。 例如 ，

王飞 （
２０ １５

）

？ 在研究
“

丝绸之路经济带
”

时指出 ， 根据建设
“

丝绸之路经济带
”

的要求 ， 中国 的对外援助中要逐步增加对中亚 国家的

援助 ， 并调整和改革对外援助的策略和方式 ， 包括项 目援助是基础 ， 技术援助要加强 ，
开展

（准 ） 军事合作和援助 ， 对中亚国家的援助仍应以基础设施援助为主 ， 但应 当逐渐提高民生

援助的 比重 ， 鼓励非政府组织开展对外援助等 。 白云真 （
２０ １５

）

？ 全面分析了
“
一

带
一

路
”

战略 ， 认为中 国对外援助的政策框架与战略规划需要服务于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 四 大 目标 ，

满足其五大特点 。 对此 ， 中国决策者需要以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为指导 ， 完善 中国对外援助的

政策框架 ， 制定中 国对外援助战略规划 （
２０ １６—２ ０２０ 年 ） ， 确定针对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国家

的 中长期 国别援助行动计划 ， 动态地监督和评估援助的政策和活动 ， 加强公私部 门之间 的合

作 ， 提出
“

共同发展伙伴关系
”

倡议 ，
积极发挥和提高三方合作的作用 ， 以全球视野 、 世界

眼光提高援助项 目 的有效性与质量
，
从而创新对外援助模式

，
更好地提升对外援助在

“
一带

一路
”

倡议中的战略地位并使其成为重要支柱 。

５ ．

％矣劍權
秦海波等 （

２ ０ １５
）

？ 深入分析 比较了美国 、 德 国和 日 本开展的气候变化援助 ，
总结归纳

了三 国的重点经验 ， 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国际气候变化援助的历史演进以及 ２ ０ １２ 年后 的发展

趋势 。 最后 ， 文章结合研究发现以及中 国的现实 国情提 出 了几点政策建议 ： 重视气候变化援

助在气候外交中的重要作用 ， 将南南气候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 ； 增加对别 国的气候变化援助 ，

将气候变化援助逐步纳入Ｘｔ外援助的范畴 ； 创新气候变化融资机制 ， 确保气候变化援助主体

①于晓莉 （ ２ ０ １５ ） ：
“

我 囯对外援助的环境与应对策略分析
”

， 《 中 囯经贸导刊 》 ， 第 ５ 期
， 第 ２ ９

－

３０

页 。

② 王飞 （ ２ ０ １５ ） ：
“

复兴丝绸之路与 中 囯对外援助
”

， 《黑龙江民族丛刊 （ 双月 刊 ） 》 ， 第 ２ 期
， 第 ４ ８

－

５ ３ 页 。

③ 白云真 （ ２〇 １ ５ ） ：
“ ‘

一带一路
’

倡仪与 中 囯对外援助转型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１ １ 期
， 第 ５３

＿

７ １ 页 。

④ 秦海波等 （ ２ ０ １５ ） ：
“

美囯 、 德囯 、
日本气候援助比较研究及其对中 囯南南气候合作的借鉴

”

， 《 中

囯软科学》 ， 第 ２ 期
， 第 ２２－ ３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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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
积极鼓励和支持私人部 门 、 民 间社会团体和公众参与气候变化援助行

动 。 冯存万 （
２０ １ ５

）

？ 在清晰界定气候变化援助的 内涵 的基础上 ， 着重分析了 中 国对外气候

变化援助的三个发展阶段
，
以及 中国气候变化援助 的外交理念、 政策部署及意义

，
并提出 了

促进 中国气候变化援助的建议 。 例如 ， 提高气候变化援助 的战略地位 ，
建立气候变化援助的

长效机制和制度安排 ， 深化南南气候合作 ， 创新气候治理的技术等 。

（ 二 ） 国外文献述评

国外对国际发展援助的探讨主要还是集 中于传统的援助 问题？ ， 如援助的有效性 、 援助

的分配／提供
， 唯

一新增 的议题就是援助的协调问题
，
而实际上协调 的初衷和 目 的也是为了提

高援助有效性 。 而且
， 援助的有效性依然还是重点研究援助与经济增长、 援助 与贸易投资、

援助与政府行为／民主
，
只是 ２０ １５ 年对援助与受援国的政府治理和 民主的关注多于往年 。 与

国内研究不同 的是 ，
国外学者在研究援助问题时 ， 更加倾 向于采用理论模型或实证方法开展

定量分析 ， 研究方法比 国内单纯的定性分析相对更为科学 ，
这是国 内学者需要加强的地方 。

１ ． 援助的有效性
（
１

） 援助与经济增长

国外关于援助对经济增长的效果方面的研究一直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

２ ０１ ５ 年这种争论

仍然在继续
，
但大多赞成援助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或在

一定条件下有促进作用 ，
抑

或促进作用不显著 ，
基本上不再有文献提出援助会阻碍受援国的经济增长 。

有些学者研究得 出 ， 对外援助能够促进受援 国 的经济增长或收入提高 。 其中 ，

Ｌｏｆ
，

Ｍ ｅｋａｓｈａ ＆ Ｔａｒｐ（
２ ０１ ５

）

③ 研究了援助对受援国收入的影响 ， 他们构建了
一

个面板 ＶＡＲ模型 ，

米用
Ｎｏｗａｋ

－ Ｌｅｈｍａｎｎ
，Ｄｒｅｈｅｒ

，Ｈｅ ｒｚｅ ｒ
，Ｋ ｌａｓｅｎ＆Ｍ ａｒｔ ｉｎｅ ｚ

－ Ｚａｒｚｏ ｓｏ（
ＮＤＨＫＭ

，２０ １２
）

④ 的受援

国数据库并改进了ｎｄｈｋｍ 的单方程 回归方法 ， 实证研究发现 ， 援助在长期 中能够显著促进

受援国国 民收入的提高 。
Ａｍｄ ｔ

，Ｊ〇ｎｅＳ ＆ Ｔａｒｐ（
２０ １５

）

？ 除了考察了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

影响 ，
还 同时分析了援助对受援国的社会发展 、 结构改革和贫困削减等的效应 。 他们构建了

一个一般结构模型
，
采用 ７ ８ 个受援国 １９ ７０

—２００ ７ 年的面板数据
，
研究得出

，
援助能够促进

受援国的产出增长
，
能够促进受援国的结构改革

，
减少其贫困 降低农业的 比例 、 提高工业 占

比
，
但对社会不平等没有显著影响 ； 渠道分析发现 ， 援助会通过改善受援国的人力资本和物

资资本水平这些渠道 ， 为增长培养动力 、 促进经济增长 。 有文章指 出 ， 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效应可能会随国家样本 、 研究方法的不 同而存在差异 ，
因 而有些学者选择采用特定受援国

家的 样本 甚至 国 家级 以 下 层面 的 样本 检验援 助 的 经济增 长效 应 。 例 如 ，

Ａｓｋａｒｏｖ＆

①冯存万 （
２ ０ １ ５

） ：
“

南南合作框架下的 中 囯气候援助
”

， 《囯际展望》 ， 第 １ 期
， 第 ３４ － ５ １ 页 。

② 而且这些援助文献主要集 中发表在 ＩＴｏｒＭ期刊上 。

（
３

）
Ｌｏｆ

，
Ｍ ．

，

Ｍ ｅｋａｓｈａＴ ．Ｊ ．＆Ｔ ａｒ
ｐ ，
Ｆ ．（

２０ １５
）． Ａ

ｉｄａｎｄＩｎ ｃｏｍｅ
 ：
Ａｎ ｏｔｈｅｒＴｉｍ ｅ

－

ｓｅｒｉｅ ｓＰｅｒｓ
ｐ
ｅｃ ｔ ｉｖｅ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 ｎｔ
，６ ９： １９

－

３０．

④Ｎｏｗａｋ
－Ｌｅｈｍａｎｎ

，
Ｆ．


，
Ｄ ｒｅｈ ｅｒ

，
Ａ ．


，
Ｈ ｅｒｚ ｅｒ

，
Ｄ．


，
Ｋ ｌ ａｓｅｎ

，
Ｓ．＆Ｍａｒｔ ｉｎ ｅｚ

－Ｚａｒｚｏ ｓ ｏ ． （
２ ０ １２

） ．ＩＤ ｏｅ ｓｆｏｒ
？

ｅ ｉ
ｇ
ｎ ａｉ ｄｒｅａｌ ｌ

ｙ
ｒａｉ ｓｅ

ｐ
ｅｒｃａ

ｐ
ｉ ｔａｉ ｎｃｏｍｅ ？Ａｔ ｉｍｅ ｓｅｒ ｉｅ ｓ

ｐ
ｅｒｓ

ｐ
ｅｃ ｔｉ ｖｅ．Ｃａ ｎａ ｄｉａ 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４５ （ １ ）

，２ ８８
－

３ １３ ．

⑤Ａｍｄｔ
，Ｃ ． Ａ ．

 ，Ｊｏｎ ｅ ｓＳ ．＆Ｔ ａｒ
ｐ 
Ｆ ． （ ２０ １ ５ ）． Ａ ｓｓｅ ｓ ｓｉｎ

ｇ
Ｆｏｒｅ ｉ

ｇ
ｎＡ ｉｄ

＇

ｓＬｏｎｇ
－Ｒｕ ｎＣ ｏｎｔｒｉｂ ｕｔ ｉｏｎ ｔｏＧｒｏｗ ｔｈ ａｎｄ

Ｄ ｅｖｅｌ ｏ
ｐ
ｍｅｎ ｔ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 ｔ
，６９

：
６ － 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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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〇ｕｃ 〇ｕｌ ｉａｇ〇 ｓ（
２０ １ ５

）

？ 考察了 援助对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 。 他们采用 ３２ 个转型经济体

１９ ９０—２０ １ ２ 年的面板数据 ， 采用工具变量方法和援助 的滞后项解决援助的 内生性 ， 并基于

ＧＭＭ 方法 ， 实证研究认为 ： 援助能够显著促进转型 国家的经济增长且不存在非线性关系 ， 当

控制了样本 、 估计方法以及圆柱的 内生性之后 ， 该结论依然成立 ； 同时 ， 援助有效性并不依

赖于受援国好的政策 。
Ｄ ｒｅｈｅｒ ＆ Ｌｏｈｍ ａｎｎ（

２０ １５
）

？ 则采用 ２ １ 个受援国 ４７ ８ 个
一

级管理区域

和 ８４００ 个二级管理区域 ２０００—２０ １ １ 年的 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
，
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方法 ， 研究发现 ，
无论在国家层面 ，

还是
一

级和二级层面 ， 援助都能够显著促进受援国的经

济增长 ， 但二级区域的援助促进效应要大于
一

级和国家层面 。

有学者认为援助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Ｖｅｉｄｅ ｒｐａｓ ｓ（
２ ０ １５

）

？ 选取 ８９ 个中低收入受援

国 １９９ ４一２０ ０４ 年间 １ １ 年的数据 ， 并采用 ｂｏｏｔ ｓｔ ｒａｐｐｉ
ｎ
ｇ将这些国家划分为生产率提高 、 生产率

下滑 、 生产率不变三个国家类别 ， 对三个国家组的检验结果显示 ， 援助与生产率变化之间并

不存在明显的正向或负 向关系 。

也有学者将援助与其他因素放在一起进行研究 ， 试图找出援助到底在什么条件下才有效 。

Ｎｗａｏｇｕ ＆Ｒ
ｙ
ａｎ（

２０ １５
）

？ 采用 ５３ 个非洲国家和 ３４ 个拉美 国家的数据 ， 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数

据模型 ， 研究了援助 、 ＦＤ Ｉ 和汇款会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他们研究发现 ， 如果将三个变

量单独对经济增长 回归 ， 则援助和 ＦＤＩ 能够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 ， 但如果把三者放在
一

起进行回归
，
则只有 ＦＤ Ｉ Ｘ＃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 对于拉美 国家来讲

，
单独 回归 时

援助和汇款显示出积极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 ，
而当三者

一

起回归时只有汇款对经济增长有促

进作用 。 他们还指出 ， 由于
一

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于邻 国 ，
因此国家在空间上的相互依赖

性会影响
一

国 的经济增长 。 Ｂａｎｄ
ｙ
ｏｐａｄ

ｈ
ｙ
ａ
ｙ ，Ｌａｈ ｉｒｉ ＆ Ｙｏｕ ｎａｓ（

２０ １ ５
）

⑤ 研究了援助和外国私人

贷款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 他们采用 １ ３ １ 个发展 中 国家 １ ９９６—２０ １０ 年的面板数据 ，

并同时基于最小二乘估计 （
０ＬＳ

） 、 广义可行最小二乘估计 （
ＦＧＬＳ

） 、

一

阶差分回归 、 动态

ＧＭＭ（
ＤＧＭＭ

） 和系统 ＧＭ Ｍ（
ＳＧＭＭ

） 回归方法以及划分国家子样本等检验了 回归结果的有

效性 。 研究发现 ， 援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呈收益递减态势 ，
私人贷款则呈收益递增态势 ；

这两种国家转移具有
“

临界值
”

效应
， 即当且仅当 国际转移低于该临界值时 ，

援助的边际效

应才会大于私人贷款
；
援助和私人贷款之间的促进效应是互补的 。 他们还指 出

，
如果把援助

划分为赠款和优惠贷款 ， 那么赠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 Ｕ 型效应 。

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可 能受到施受双方的政治 、 文 化、 距离等 因 素 的影 响 。

Ｄ ｒｅｈｅｒｅ ｔａｌ（
２０ １ ５

）

？ 研究了援助国和受援国的意识形态差异对援助与经济增长关系 的影响 。

①Ａ ｓｋ ａｒｏｖ
，
Ｚ ． ＆Ｄ ｏｕｃｏｕｌ ｉａ

ｇ
ｏ ｓ

，
Ｈ ． （

２０ １ ５
）． 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ｅｎｔ

Ａ
ｉ ｄ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ｉｎ Ｔｒａｎ ｓｉｔ ｉｏｎＣｏｕ ｎｔ ｒｉｅ ｓ ． ＷｏｒｌｄＤｅ

？

ｖｅ
ｌ
ｏｐｍｅｎ ｔ

，６６
：３８３

－

３９９ ．

②Ｄ ｒｅ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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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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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ｙ ，３ １ （ ３

－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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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６ ．

③Ｖｅｉ ｄｅｒ
ｐ
ａ ｓｓ

，

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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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ｏｒｅ ｉ
ｇ
ｎａｉ ｄａｎ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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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Ｖｏｃ？Ａ ｎａＺ

，

４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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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Ｎｗａｏ
ｇ
ｕ

，Ｕ ．Ｇ． ＆Ｒｙａｎ ，

Ｍ． Ｊ．（ ２ ０ １５ ）．Ｆ ＤＩ
，Ｆｏｒｅｉ

ｇ
ｎＡ 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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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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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国际发展经济学 ■
５７ １

他们基于 ６７ 个受援国 １ ９７５—２ ０１ ０ 年的面板数据 ， 构建了
一

阶差分模型 ， 援助 国和受援国之

间 的意识形态越相近 ， 那么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就越高 ， 越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
因此意识形态

相近会扩大援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促进作用 。 Ｄｕｔ ｔａａ
，Ｍｕｋｈｅ ｒｊ

＆Ｒｏ
ｙ（

２０ １５
）

① 采用 １ ２０ 个

受援国 １ ９ ７９ 

—２ ０ ０ ８ 年的数据 ， 利用动态面板系统 ＧＭ Ｍ 方法 ， 实证检验了 受援国 的政治

稳定性会如何影响对外援助对受援国 的资本形成的影响效应 。 研究证实 ， 在政治稳定的

前提下 ， 援助才能够促进受援国 的资本形成 ，
而且这种促进效应呈收益递减趋势 。

（
２

） 援助与贸易投资

在援助与国际贸易方面 ，

Ｎａｎｉｖａｚｏ ＆ Ｌａｈｉｒｉ（
２ ０１ ５

）

？ 运用
一

个两阶段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

模型 ， 实证检验了对外援助是否会引起受援国的 贸易政策改革 。 在该模型中 ， 受援国在第一

阶段选择贸易政策 ， 援助国根据受援国第一阶段 的政策决定第二阶段的援助承诺 ， 援助 国的

信号会影响受援国 的贸易政策调整
；
根据援助 国是积极的还是被动的 （ 即是否会主动选择无

条件援助和捆绑援助的 比重以获得最优化 ） 以及施受双方是依次行动还是同 时行动 ， 他们考

虑了三种情形 。 研究结果表明 ，
无条件援助能够充分地促使受援国降低最优关税水平 ，

而且

当援助国是积极的时候 ，
无条件援助降低关税的概率会下降 。 与此同时 ， 他们还发现 ， 对于

一

个积极的援助国而言 ， 当它先于受援国行动 ，
而不是

一

起行动时 ， 它的最优捆绑援助的 比

重更高 。 Ｊａｙａ
ｒａｍ ａｎ

，Ｃ ｈｏｏｎｇ
＆Ｃｈａｎｄ（

２〇 １５
）

③ 采用斐济 １ ９８０
—

２０ １ ：２ 年的时间序列 ， 构建 自

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
ＡＲＤＬ

） ，
检验了援助和汇款是否会引发斐济的

“

荷兰病效应
”

，
从而阻

碍其出 口 。 回归结果显示
，
援助和汇款会显著导致斐济的货币 升值

，
说明援助导致了斐济的

“

荷兰病效应
”

， 从而会阻碍它的 出 口
。 在援助与 ＦＤＩ 方面 ，

Ａｒａｚｍｕｒａｄｏｖ（
２ ０１ ５

）

④ 检验了

１９ ９３ 

—２ ００８ 年援助对中亚国家 ＦＤ Ｉ 流人量的影响 。 他们构建了
一

个简单的面板数据 ， 实证检

验发现 ， 援助与 ＦＤＩ 流入量之间存在稳健的互补关系 ； 受援国 国 内投资的增加会挤出 ＦＤ Ｉ 流

入量
，
而发展援助 的增加可以抵消国内投资对 ＦＤＩ 流入的这种挤出效应 。

（
３

） 援助与民主政治

这一领域的文献主要研究对外援助是否会影响受援国 的政府治理水平
，
如政府的腐败行

为 ， 或者是否能够促进受援国的 民 主化进程等等 。 例如 ，

Ｒａｈｉｍ
，Ａｒｓｈａｄ ＆ Ｓｕ ｄｈｉ ｒ（

２０ １ ５
）

⑤

探究了对外援助与受援国 的腐败之间 的关系 。 他们采用南亚和东亚 １４ 个受援国 １９９６—２０ １３

年的面板数据 ， 实证研究发现 ， 援助能够显著降低受援国 的腐败程度 ，
且多边援助对腐败的

①Ｄｕｔ ｔａａ
，Ｎ ．

 ，Ｍｕ ｋｈｅｒｊ ，Ｄ．＆Ｒｏ
ｙ ，Ｓ ． （ ２０ １ ５ ）．Ｒｅ － ｅｘａｍ ｉｎ ｉｎ

ｇ
ｔｈｅｒｅ ｌ

ａｔｉｏｎ ｓｈ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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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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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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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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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 （

３
 ）

，
２ ５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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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２ ｜ 義 世界经济年鉴观６

阻碍作用要好于双边援助 。 不过 ，

Ｍ ｅｎ ａｒｄａ＆Ｗｅｉ ｌ ｌｂ（
２０ １６

）

① 采用 ７ １ 个受援国 １ ９９６—２００９

年的面板数据 ，
运用动态 ＧＭＭ 估计和 因果关系检验方法 ， 研究结果并未显示援助与受援国

的腐败之间存在关联性或因果关系 。

Ａｓｋａｒｏｖ＆ Ｄｏｕｃ ｏｕｌ ｉａｇｏ ｓ（
２０ １５

）
②

、
Ｃ ｌａｒｋ

，Ｂａｒａｋ＆Ｒ
ｙ
ａｎ（

２０ １ ５
）
③ 研究了对外援助对受援

国民主程度和政府治理的影响效应 。 其中 ，

Ａｓｋａｒ〇ｖ ＆ Ｄ〇ｕｃ 〇ｕｌ ｉａｇ〇 ｓ（
２０ １ ５

） 采用 ３２ 个转型国

家 １９ ９０—２ ０１ ２ 年的面板数据 ， 构建了援助的非线性模型研究得 出 ， 对外援助对受援国 的 民主

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且该促进作用呈现倒
“

Ｕ
”

型的非线性效用 ； 利用渠道分析发现 ， 援

助的积极促进作用是通过约束政府的执行力和提高政治参与来实现的 。 与此同时
，
研究结果

显示
，
整体援助对受援国的总体政府治理质量没有影响 ，

而美 国援助会损害受援国政府治理

的某些维度 。
Ｃ ｌａｒｋ

，Ｂａｒａｋ＆Ｒ
ｙ
ａｎ（

２０ １５
） 采用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 １ ９９ １

一

１ ９９９ 年的面板数

据 ， 实证研究也发现援助有利于提高受援国的 民主化程度 ， 援助的确 能在
一

定程度上解释非

洲民主 自 由化进程的时间和程度问题 。

（
４

） 援助政策协调

发展政策协调是可持续发展 目标 （
ＳＤＧｓ

） 的重要 目标之
一

， 也是提高援助有效性的重要

手段之
一

。 因此
， 援助政策的协调 问题应该引起各界的重视 。 Ｈａｎ＆ Ａｒｅｈ

ｉｂｕｇ
ｉ（

２０ １ ５
）

④ 利

用 １ １ ０ 个中低收入国家 １ ９９０—２０１ ０ 年的面板数据 ， 以及 ＧＭＭ 估计方法 ， 研究了援助碎片化

（ 以援助国 的数量来衡量 ） 对受援国儿童死亡率的影响 。 研究结果表明
，

一个拥有 中等数量

的援助国 ， 会比拥有较少或较多的援助国的受援 国表现更好 ， 即援助国数量与受援国的表现

之间存在倒
“

Ｕ
”

关系 。 这暗示援助碎片化会阻碍援助对受援国产出 的促进作用 ，
援助国之

间应该加强协调 。 进一■步地 ，

Ｂｏｕ ｒ
ｇｕ

ｉ

ｇ
ｎｏｎ＆Ｐｌａｔ ｔｅａｕ（

２０ １ ５
 ）

⑤
，

Ｆｕｃｈ ｓ
，Ｎｕｎｎ ｅｎｋ ａｍｐ＆Ｏｈｌｅ ｒ

（
２ ０１ ５

）

？ 深入分析了影响援助国之间协调 的困难和因素 ， 如出 口竞争 、 政治支持 、 集体行动

困境等等 。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发现 ， 截至 目前 ， 关于
“

援助是否有效
”

这一问题 ， 学术界仍然没

有达成一致意见 。 究其原因
，
与所采用 的研究方法、 所选取的样本 、 考察时点等 因素密切相

关 。 研究方法不同 、 样本差异、 考察时间变化 ， 都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差异 。 这暗示我们 ，

考察援助 的有效性时 ，
不能单纯地根据 已有研究妄下结论 。 与此同时 ， 在 自身开展研究时 ，

应该尽可能选择较长的时间段 ， 样本选择上也要基于不 同考察主体的特殊性 。 例如 ， 针对不

同地区 以及不 同收入水平的受援国 ， 应该分别检验 ； 对于较长的时间段 ， 应该考虑分段检验 ；

①Ｍ ｅｎａｒｄａ
，

Ａ ．Ｒ． ＆Ｗｅ ｉ
ｌ ｌｂ

，Ｌ．（ ２ ０ １５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 ｎ
ｇ

ｔｈｅｌ
ｉｎｋｂｅ ｔｗｅｅｎａｉｄａｎｄ ｃｏｒｒｕｐ

ｔｉ ｏｎ
 ：Ａｃａｕｓａ

ｌ
ｉｔ
ｙ

ａ －

ｎａｌ
ｙ
ｓ ｉｓ ．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Ｓ

ｙ
ｓ ｔ ｅｍｓ

，
４０ 

：
２６ ０－２７ ２．

②Ａ ｓｋ ａｒｏｖ
，Ａ ．＆Ｄ ｏｕｃｏｕ

ｌ
ｉａ
ｇ
ｏ ｓ

，Ｈ ．（ ２０ １ ５ ） ．Ａ ｉ ｄａｎｄｉ ｎｓｔ ｉｔｕｔ ｉｏｎｓｉ ｎｔ ｒａｎ ｓｉ ｔｉｏｎｅｃｏｎ ｏｍ ｉｅ ｓ ．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 ｉｔ 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
ｙ ，３８

：
５５－ ７０ ．

③Ｃ ｌ ａｒｋ
，
Ｇ ．

，

Ｂａｒａｋ
，

Ｈ ． ＆Ｒｙ
ａｎ

，
Ｇ ．（ ２０ １ ５ ）． Ｄ ｉｄＡ ｉ ｄＰｒｏｍ ｏ ｔｅＤ ｅｍｏｃｒａｃ

ｙ
ｉ ｎＡｆｒｉ ｃａ ？Ｔｈ ｅＲｏ ｌ ｅｏｆＴ ｅｃｈｍ

－

ｃａｌ Ａ ｓ 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 ｎＡｆｒｉ ｃａ＾Ｔｒａｎｓｉ ｔｉ ｏｎｓ ．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 ｅｌｏｐｍｅｎ ｔ
，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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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Ｈ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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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ｉ

，Ｍ．Ｋ．（ ２ ０ １５ ）．Ａ ｉ ｄＦｒａ
ｇ
ｍ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 ｏｒＡｉ ｄＰｌｕ ｒａｌｉ ｓｍ ？Ｔｈ ｅＥ ｆｆｅｃ ｔ ｏｆ Ｍｕｌ ｔｉ

ｐ
ｌｅＤｏｎｏｒｓ

ｏｎＣｈｉｌ ｄＳ ｕｒｖ ｉｖａｌ ｉｎ Ｄ ｅｖｅ ｌ ｏ
ｐ

ｉｎ
ｇ
Ｃｏｕｎ ｔｒｉ ｅ ｓ

，
１ ９９０ － ２０ １ ０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 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７６

：
３４４ － ３５ ８ ．

⑤Ｂｏｕ ｒ
ｇ
ｕ ｉ

ｇ
ｎｏｎ

，Ｆ． ＆Ｐｌ ａｔｔ ｅａｕ
，Ｊ． Ｐ ．（ ２０ １ ５ ） ．ＴｈｅＨａｒｄＣｈ ａｌｌ ｅｎ

ｇ
ｅｏｆＡ ｉｄ Ｃｏｏｒｄ 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 ｅｌｏｐｍｅｎ 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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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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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ｕｎｎｅｎｋ ａｍｐ ，

Ｐ ． ＆Ｏｈｌ
ｅｒ

，

Ｈ ．（ ２０ １ ５ ）． Ｗｈｙ
Ｄ ｏｎｏｒｓｏｆＦｏｒｅ ｉ

ｇ
ｎＡ ｉｄＤｏＮｏ ｔＣｏｏｒｄｉ ｎａｔｅ

：Ｔｈ ｅ

Ｒｏ ｌｅｏｆＣｏｍ
ｐ
ｅｔ ｉｔｉ ｏｎｆｏｒＥｘ

ｐ
ｏｒｔ Ｍａｒｋｅ ｔ ｓａｎｄＰｏ ｌ ｉｔ ｉｃａｌＳ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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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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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尽可能地采用更细
一

级如国家内部层面甚至项 目层面的数据等等 。

２ ． 援助分配
援助的分配主要分析援助的配置方法以及影响援助配置的 因素 。 援助 国 自身的需求和期

望会直接影响其援助决策 。 Ｊｏｎｅ ｓ（
２０ １５

）

① 采用 ２３ 个 ＤＡ Ｃ 援助国 １ ９６０—２００９ 年的对外援助

数据 ，
运用面板协整模型 ， 分析了影响援助配置的 因素 ， 包括援助 国和受援国的 因 素 。 研究

发现 ，
不 同援助国在不 同时期的援助策略存在很大差异 ； 尽管存在异质性 ，

但是援助 国提供

援助时具有攀 比效应 ， 即会在相 同的时间增加或者减少援助 ； 援助 国 自身的宏观经济条件在

短期 内会影响其援助供给 ， 如援助提供服从顺周期特征 ， 财政紧缩时期会缩减援助等 ；
近年

来 ， 越来越多的援助投入到受援国的安全 、 民主领域 。

受援国的 因 素也会影响援助 国 的 援助 配置决策
，

Ｌｏｐｅ
ｚ（

２０ １５
）

②
、
Ｗ

ｉ
ｎｔｅ ｒｓ＆Ｍａｒｔｉ

ｎｅ ｚ

（
２０ １５

）

？ 研究了受援国 的腐败和治理能力与援助流入之间 的关系 。 其中 ，

Ｌｏｐｅ
ｚ（

２０ １５
） 运

用 ２３ 个援助国 、 １８０ 个受援国 １ ９９９
一

２０ １０ 年 的数据 ， 构建了
一

个三边面板数据 固定效应模

型
， 实证检验了受援国的腐败程度与援助流入之 间 的关系 。 研究结果显示 ， 援助与腐败程度

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 即受援国的腐败会减少援助国对其提供的援助 ；
不过

，
不 同部门

的援助与腐败之间 的关系不 同 ， 腐败程度高的 国家会收到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 ，
生产部 门援

助和社会基础设施援助则会减少 。
Ｗｉｎｔｅｒｓ＆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２０ １５
） 采用 ２００４—２０ １０ 年 ＡｉｄＤａ ｔａ数

据库项 目层面的数据 ， 探究了腐败和治理水平会如何影响援助国在不同援助方式和援助部门

之间 的配置 。 研究结论表明 ： 援助国的确会为治理水平高 的受援国提供更多援助
，
并且会使

用更多的援助方式 ， 投入更多的援助部 门 ； 同时 ， 在治理能力好的受援国 ， 援助国会用方案

援助替代技术援助和项 目援助方式 ， 并用大型基础设施援助替代社会部门援助 。
Ａｃｈｔ ｅ ｔ ａ ｌ．

（
２０１ ５

）

？ 进
一

步指出 ， 对于腐败程度较高 、 治理能力较差的受援国 ， 援助 国倾向于绕过受援

国的政府部门 ， 转而更多地通过非政府部 门提供援助 。

三 、 简评

本文从经济发展与就业和发展援助两个方面回顾了 
２０ １ ５ 年经济发展领域的研究进展 。 其

中
，
经济发展与就业领域的主要话题包括宏观经济形势与劳动力市场 、 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

就业匹配问题 、 工资决定和收入分配以及移民五个方面 。 国际文献对这个领域的关注重点在

于微观就业匹配问题和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
而 国内文献对这个领域的关注重点在于工资决定

与收入分配和移民 问题 。 就援助方面的文献而言 ，

２０ １ ５ 年关于援助的文章 ，
无论是数量还是

质量都超过了以往年份 ，
这与联合国 ２ ０３０ 年发展议程的提出和通过密切相关 。 尤其是 ， 越来

① Ｊｏｎ ｅ ｓ
，Ｓ．（

２ ０１ ５
） ．Ａ

ｉ ｄＳ ｕ
ｐｐ

ｌｉ ｅ ｓＯｖｅｒＴｉｍｅ
 ：
Ａｄ ｄｒｅ ｓ ｓｉｎ

ｇ
Ｈｅ ｔ ｅｒｏ

ｇ
ｅｎ ｅｉ ｔ

ｙ ，Ｔｒｅｎｄ ｓ
，ａｎｄＤ

ｙ
ｎａｍ ｉｃ ｓ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６ ９ ：３ １

－

４ ３ ．

②Ｌｏ
ｐ
ｅｚ

，
Ｌ ．（

２ ０ １５
）． Ｃ ｏｒｒｕ

ｐ
ｔｉ ｏｎａｎｄｉ 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ａｉ ｄａｌｌ ｏｃａｔｉｏｎ

：
ＡＣｏｍ

ｐ
ｌ ｅｘＤａｎｃｅ ．Ｊｏｕ ｒｎａｌ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４０ （ １ ）

，３５
－

６ １ ．

③Ｗ ｉｎ ｔｅｒｓ
，

Ｍ． Ｓ． ＆Ｍａｒｔ ｉｎｅｚ
，
Ｇ．（

２ ０ １ ５
）．Ｔｈ ｅＲｏ ｌ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 Ｄｅ ｔ ｅｒｍ ｉｎｉ ｎ

ｇ
Ｆｏｒｅｉ

ｇ
ｎＡ ｉｄＦｌ ｏｗＣｏｍ

ｐ
ｏ

？

ｓｉ ｔｉ 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６ ６：５ １ ６

－

５ ３ １ ．

④Ａｃｈｔ
，

Ｍ．

，

Ｍａｈｍｏｕ ｄ
，Ｔ ．０ ．＆Ｔｈｉ ｅ

ｌ
ｅ

，Ｒ ．（
２０ １５

） ．Ｃｏｒｒｕｐ ｔ
ｇ

ｏｖｅｒｎｍｅｎ
ｔ
ｓｄｏｎｏ ｔｒｅｃｅ ｉｖｅｍｏｒｅｓ

ｔ
ａ

ｔ
ｅ －

ｔ
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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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ｉ ｖｅｒ

ｙ
ｏｆ ｆｏｒｅ ｉ

ｇ
ｎａｉ ｄｔｈ ｒｏｕ

ｇｈ
ｎ ｏｎ－ ｓ ｔａｔｅ ａｃ ｔｏｒｓ ． Ｊｏ 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Ｄｅｖｅ
ｌ
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 １ １４
 ：

２ ０－ ３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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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 国 内学者开始关注国际发展援助相关的 问题 ，

一

改往年那种国外文献远远超过国内文

献的情况 。 这意味着 ， 国际发展援助问题已经引 起了 国 内外学者的重视 ， 发展议题在核心文

献中的 比重会逐渐上升 。

综合而言 ，
国际与 国内在关注点上存在差异 ，

这种差异与经济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 就全

球经济与就业形势而言
，

全球经济放缓 、 结构转型是发达与发展 中 国家普遍存在的 问题
，
失

业总量持续增加
，
贸易方式的转变也使得不同发展水平的 国家面临不同 的挑战

，
在这种大背

景下 ， 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和就业匹配问题是 国际上研究的 当然热点问题 。 与此相 比 ， 中国近

年来已进入了
一

个
“

新常态
”

的发展阶段 ， 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下降 ， 农村劳动力 向城镇转移

的规模 日 趋稳定 ， 但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不高导致劳动与资本的配置仍然缺乏效率 ，
工资

决定与收入分配以及移民 问题是中 国国情下就业领域面临 的最为关键的 问题 ， 进
一

步深化经

济结构调整、 推动城镇化进程是政策和理论界共 同关注 的热点 ，
也需要更翔实且有建设性的

研允成果 。

与国际相 比
，
国内对于发展问题的研究方法 目前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 整体来看

，
无论是

在国 内还是在 国外 ， 学者们都愈加倾向于采取定量方法考察发展 问题 ，
以期获得更准确的研

究结果 ， 尤其是国 内学者 。 然而与 国际文献相 比 ，
国 内研究明显受制 于微观数据的可得性 。

以 Ｈｅ ｌ

ｐ
ｍａｎ 等 （

２０ １ ５
） 为例 ，

文章采用了 巴西 ＲＡＩＳ 数据考察贸易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

该数据将十三年时间里的企业与就业者匹配起来 ， 同 时记录企业经营 、 进 出 口等综合情况和

工人的就业、 人 口基本特征 ； 与此相 比 ， 张川川 （
２０ １ ５

） 考察了类似的 问题 ， 却 只能采用行

业层面的进出 口数据度量贸易的情况 。 目前在研究就业相关问题的文献中 ， 文献多是将宏观

汇总数据与微观数据进行匹配、 推断就业需求的一般性变动 、 并捕捉这种变动的影响 。 这些

Ｘｔ就业需求变动的测度通常是准确且有理论依据 的 ，
但一方面宏观数据容易受到其他因 素的

影响 ， 另
一

方面在估计需求变动下就业的动态变化时难 以做深入的分析 。 与此类似 ， 由 于中

国对外援助数据的缺失 ，
国内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定性方法研究发达国家和中 国的对外

援助问题 ， 这导致援助领域的研究一直不太规范 ， 研究结论也分歧较大 。 国 内关于发展援助

的定量研究的文献十分稀少 ，
而且更多是对国外文献的引 用借鉴 。

在发展研究上 ，
总结国际上具有实践价值的经验 、 归纳中 国经验并上升到理论模型的研

究仍然缺乏 。 在我 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 经济结构改革和产业结构升级都 日 渐重要的新时期
，

将国际成熟的理论模型与中国 问题解决结构性改革 中产生的就业 问题 ， 同时在经济仍然在 中

速增长的阶段不断总结我国即有就业问题的特点 、 归纳这些问题的
一

般性并用理论进行解释 ，

是推广中 国发展经验、

“

讲好中 国故事
”

的研究实践 。 在发展援助 的研究上 ， 现有 国际和国

内的文献大多都是采用实证模型检验援助 的效果 ， 但理论模型非常匮乏 。 关于国 际发展援助

方面的理论架构尚未建立 ， 相关的理论机制分析也很不完善 。 这一方面是 因为援助本身涉及

政治 、 经济 、 社会 、 外交甚至文化等多方面的 因素 ， 并非每个因素都能够模型化 ； 另
一

方面

则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本身就一直缺乏一套属于 自身的理论框架 ， 它的很多研究都是采用其他

学科 ， 如宏观经济学 、 微观经济学 、 国 际政治经济学等的框架展开的 ，
因此援助问题也因缺

乏理论积淀而没有形成理论体系 。 未来 ， 学者应该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 更多地尝试构建援

助理论框架 ， 弥补援助理论的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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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３０ 年发展议程和中国 的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提出对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带来了机遇也带来

了很多挑战 。 ２０ ３０ 年发展议程作为指导未来全球和各国 的可持续发展和 国际发展合作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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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件 ， 其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选题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 未来 ，

一

方面应该从定性

角度探究该议程对国际发展问题特别是新形势下国 内 的就业结构调整和国际发展援助 的影响

和要求
；
另一方面

，
可以尝试构建理论和实证模型

，
从定量角度详细研究 ＳＤＧｓ 具体指标对

包括就业在内 的具体领域的影响 ，
以及最优援助方法和数量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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