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日经验对中国援外工作的启示1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 5 月 31日报道，根据美国研究人员的一份报告，中国大规模

的对外援助计划令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超过日本和印度，并缩小了与世界最大捐助国美

国之间的差距。 

这份报告指出，自总部在美国的援助行动调查追踪机构上次于 2014 年对有影响力的全

球外国援助捐赠者进行调查以来，中国的排名从第 29 位（共 33 个）升至第 21 位（共 35

个）。 

报道称，这一排名是在中国 3 月宣布成立国际发展合作署来监督其对外援助项目后得

出的。 

2018年 3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组建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以下简称“合作署”）。我国援外工作进入以合作署牵

                                                             
1本文已经发表于《财经国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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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重新盘整，统筹发展的新阶段，再此改组和发展的转折阶段，借鉴发达国家相关机构此

方面的实践经验十分重要。 

 

一、 构建人财物三位一体的援外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援外工作重点集中在财、物两方面。这在过去也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

果。 

然而，我国援外项目脱离受援国实际需求和能力的问题也逐步显现，甚至出现了“近

而不亲”的现象。在新时期，我方宜重视人员援助，让民心相通“软实力”项目先行。 

在美国的对外援助当中，向政府机构与社会团体提供的援助金额，占各领域首位。美

国国际开发署于 1961 年一成立，肯尼迪政府就建立了和平队，向发展中国家派遣经济、文

化、农业等领域志愿者，为受援国家带来先进技术、教授英语等，作为美国外交的“软实力”

组成部分，服务于国家战略。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也于 1965年设立了青年海外协力队，主要派遣有志于从事支援发展

中国家建设的青年人前往当地，进行为期 2年左右的志愿者活动。同时，日本还举办进修培

训活动，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大量专业人才，加强了同受援国各界人士的联系。通过这些方式，

日本改善了外交关系，从心理和感情上赢得了受援国的好感。 

派遣专家或志愿者的行为很大程度取决于本国的人力资本优势。我国合作署成立后，

在成建制地大量派出志愿者和培训国外人才方面的优势将更为明显：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

数和日渐强大的国力，同时，新一代年轻人的全球化视野、努力对外探索的精神等“人文红

利”也是重要因素。 

国与国的关系，最终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民心相通，将使其他领域的推进得以

事半功倍。 

 

二、根据国家需要确定重点国别 

 

首先，对日本而言，东南亚国家是重点区域。 

其次，对美国而言，中东、北非、东非及西亚地区国家是重点区域。 

其中，美国采用的选择性援助标准可供参考。选择性援助的三个标准是： 

1、该国与美国的历史关系； 



2、国家安全考虑； 

3、该国在国际或地区的重要程度。 

美国政府的对外援助是以政府间援助为主要形式，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统计资料中，

可以了解其对外援助概况：2013 年，提供 400 亿美元对外援助，遍及全球 194 个国家，涉

及 1 至 2 万个项目。接受援助最多的 10 个国家与地区依此为：阿富汗、以色列、埃及、约

旦、约旦河西岸/加沙、肯尼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叙利亚、埃塞俄比亚。这十个国

家得到的美援占总量的 38%，大部分国家与地区在中东、北非、东非及西亚，其中信奉伊斯

兰教的国家占绝对多数。 

对于中国而言，应重点选定对自己最有利、最优先的国家空间范围。从“周边是首要”

的外交布局来看，东盟国家和“一带一路”支点国家应作为未来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援助重

点。进一步地，可以分层次实施并规划援助示范项目。从我国外交总体布局和服务国家利益

的角度出发，我们的重点国别援助项目，需要按照“实施一批、布局一批、调整一批”的顺

序来逐层推进。 

 

三、平衡对外援助条件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服务于国家利益，对外援助也不例外。在对外援助过程中，美

国国际开发署关注的具体援助条件包括： 

1. 援助行为不能损害美国的经济稳定； 

2. 只对友好国进行援助； 

3. 受援国的贸易出口、国内经济发展计划必须经美国国际开发署同意； 

4. 受援国出现农产品短缺情况时，美国有优先向该国出售过剩农产品的权利； 

5. 美国有权购买受援国生产的战略物资； 

6. 受援国必须消除贸易壁垒、降低关税、不得进行贸易歧视等等。 

可以看出，美国在进行对外援助时的政治附加条件非常明显。尤其是第 3 项，等于变

相干预、甚至控制受援国经济命脉。 

日本通过对外援助谋求的国家利益主要体现为三大类：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外交利

益。 

1993 年，日本政府首次明确地表达了希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并开始把是

否支持日本“入常”作为衡量提供 ODA（官方开发援助）与否的标准。 



非洲地区国家众多，而且大多处于贫困状态，亟需国际援助。为此，日本一改长期以来

对该地区援助相对滞后的做法，积极推进对该地区的援助，以期加大影响并换取非洲国家对

其“入常”的支持。此后的两年内，日本对非援助占其 ODA总额的比重，就从 1993年的 10%，

增加到了 1995年的 12.6%。 

相比之下，我国一贯有不干涉内政、不提附加政治条件的历史传统，这是我们在开展

援外工作时的有利条件。但是，美国、日本的对外援助条件仍然可以提供借鉴。这是因为： 

首先，对外援助过程中，援助提供方的利益和经济稳定必须要得到保障，这是任何国

家在提供对外援助时都必须考虑的基本原则。中国也不能例外。 

其次，对受援国提出经济上的附加条件，与干涉内政、附加政治条件有着重要区别。 

并且，只要获得受援国的共识，符合受援国的利益，甚至为受援国的内部经济改革提

供外部压力，这种原则、规则也有积极意义。 

在对外援助过程中，中国有必要提出明确的原则、条件，同时兼顾这些条件实施的灵

活度。 

 

四、援外项目要发挥比较优势、可评估、可持续 

 

在具体项目方面，我们应充分结合自身优势进行项目设计和开发。可充分挖掘我们在

农业、城市化、扶贫、卫生、科技等各方面的优势，重点开发一批示范性、贴近民生的项目。

在确保资金和人员到位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援助相关国家，比如以产业商业园区管理建设、

沼气池、太阳能面板、办公软件、净水设备等贴近民生的形式。这样一方面可以引导部分产

能进行转移或承接，同时也有利于一些优势行业进入当地国。 

对援助的每一个项目，要科学制定评价指标，按时提交成果报告并进行跟踪评价，确

保项目实施环节公开、透明、可溯。援外效果的评估需要从多个维度来进行考察： 

1、是否促进了我国国家利益的实现，有助于我国的温和崛起？ 

2、是否推动了受援国居民福利水平的真正改善？ 

3、是否推动了受援国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 

4、这种发展是否是可持续的？ 

其中，从受援国角度进行的评估，可以对国际公布，或者直接与国际组织合作进行评

估，这样可以对中国相关的工作成果起到宣传和推广的作用。 



在上述评估当中，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帮助受援国家进行能力建设。我们既要自己过

得好，也要别人过得好。对大多数受援国而言，一味等、靠、要是永远摆脱不了被边缘化的

命运的。只有帮助受援国从根本上获得经济、教育、卫生等各方面的内生动力，才能让其更

好地融入国际大家庭，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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