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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方平＊＊

【内容提要】　巴基斯坦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国家，中国对巴基斯

坦援助涵盖了战略性援助、发展性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等类型，援助领域

主要集中在经济基础设施方面。经过实证分析，中国援助带动了巴基斯坦

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贸易额以及中国对巴基斯坦直接投资

的增长，给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带来了切实的帮助，但这也容易让巴基斯坦

形成对中国的 “援助依赖”。巴基斯坦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和国际局势变化

会影响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效果。共建 “一带一路”之际，中国需适时

调整对巴基斯坦的援助策略，努力打造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开辟

合作共赢新征程，共享合作发展新成果。

【关 键 词】　对外援助　 “一带一路”　中巴命运共同体　中巴经

济走廊

ＤＯＩ：１０．１６６０８／ｊ．ｃｎｋｉ．ｎｙｙｊ．２０２０．０１．０６

巴基斯坦与中国新疆接壤，是中国的 “好邻居、好朋友、好 伙 伴、好

兄弟”。自１９５１年中国与巴基斯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援助关系

的发展成为衡 量 两 国 外 交 关 系 变 化 的 重 要 “标 杆”。在 第 二 次 印 巴 战 争 期

间，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飞机、火炮等援助物资，为维护巴基斯坦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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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领土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① 巴基斯坦则在中国重返联合国及台湾等问题

上坚定地支持中国。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

助力度逐渐加大，两国重点打造的中巴经济走廊被誉为 “一带一路”建设

的 “旗舰型”项目。“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巴基斯坦的地缘政治价

值。本研究以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为切入点，重点考察２１世纪以来中国

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情况，以期为 “一带一路”视域下更好提升中国对巴基

斯坦援助的有效性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的总体概况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援助规模呈现出逐年增长态势。统计数据

显示，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从２０００年的４５．８８亿元人民币增长至２０１７年的

１６８．９９亿元人民币。② 巴基斯坦作为中国对外援助 的 重 点 国 家，得 到 了 来

自中国的大量援助。

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间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支出

数 据 来 源：根 据 巴 基 斯 坦 经 济 事 务 部 公 布 的 数 据 整 理。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ａｄ．

ｇｏｖ．ｐｋ／ｐｕｂＤｅｔａｉｌｓ．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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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晓河：《第二次印巴战争中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援》，《外交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７４～８７页。

根据中国财政年鉴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中公布的统计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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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总额显著增长

根据图１显示的信息可以看出，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额总体呈现出增

长态势。２００６～２００７财 年，中 国 对 巴 基 斯 坦 援 助 总 额 为１．１８９８亿 美 元。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财年，中国 对 巴 基 斯 坦 援 助 总 额 已 经 增 长 至２２．０１０２亿 美 元。

在这段时期，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并不总是处于持续增长状态，在个别

年份，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额会出现阶段性减少。例如，２００８～２００９财

年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支出金额为５．６１３５亿美元，２００９～２０１０财年中国对

巴基斯坦援助支出金额为２．２０７４亿美元。其原因是，在２００９年的３月中

国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份总额为５亿美元的信用贷款协议，并在当年生效。

这是造成２００８～２００９财年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支出明显高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财年的主要原因。在援助关系中，援助国对受援国的援助会受到偶发因素

的影响，尽管这种情况并非每年都会发生。

图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中国对巴援助额与中国援外总额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巴 基 斯 坦 经 济 事 务 部，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ａｄ．ｇｏｖ．ｐｋ／ｐｕｂＤｅｔａｉｌｓ．ａｓｐｘ；

中国 财 政 年 鉴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ｔｏｎｇｊｉ．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ｎｓ５５／ｎａｖｉ／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ａｓｐｘ？ｉｄ＝

Ｎ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０５＆ｎａｍｅ＝ＹＺＧＣＺ

注：１．中国与巴基斯坦关于财年的计算方法不同，中国的一个财年周期从当年

的１月１日到１２月３１日，巴基斯坦的一个财年周期从当年的７月１日到次年 的６

月３０日。为了研究方便，本研究将巴基斯坦２００６～２００７财年数据等同于２００６财年

数据，以此类推，下同。

２．２０１８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为估计值。

３．为方便计算，本图中所有数据均按照当时汇率转换为人民币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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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偶然性基于以下四种因素。一是受援国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如果

受援国国内经 济 发 展 状 况 良 好，则 对 外 来 援 助 的 需 求 较 低，反 之 则 较 高。

二是国际环境 的 影 响。如 在 各 种 国 际 会 议 上，援 助 大 国 会 根 据 实 际 需 要，

适时宣布新的 对 外 援 助 政 策。三 是 援 助 国 国 内 经 济 发 展 状 况。一 般 而 言，

如援助国国内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则其援外规模的增长就较快，反之则较

慢。四是援助双方关系的发展变化。如援助双边关系稳定发展，援助国往

往会加大对受援国的援助力度，反之则下降。２０１５年４月，中国与巴基斯

坦同意将双边关系提升为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年中国对巴基斯

坦的援助总额就提升到了１１．３６５７亿美元 （见图１）。虽然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６财

年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支出略有下降，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与巴基斯坦外交

关系出现波动。在援助中，援助国向受援国提供援助资金一般会根据援助

项目进度采取多年付清的方式，而并非一次性提供，援助国向受援国支出

的援助资金在个别年份出现波动属于正常现象。

（二）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额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比重呈总体上升趋势

巴基斯坦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国家，中国则成为巴基斯坦最大的援

助贷款来源国。① 近年来，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额总体呈增长态势。根据巴

基斯坦经济事务部统计数据，２００６年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总额约为９．２９亿

元人民币，约占当年中国援外总额的１１．３％。２０１１年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

交６０年，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１亿美元优惠贷款和３亿美元优惠出口买方

信贷及１０００万美元现汇援助。② ２０１１年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约占中国当年

援外总额 的４３．６％，这 意 味 着 中 国 近 一 半 的 援 外 支 出 流 向 巴 基 斯 坦。自

２０１３年中国提出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额在总

量上有了大幅度增长，占中国援外总额比例也有相应提升。根据图２数据

来看，２０１５年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总额达６５．８３亿元人民币，约占当年中

国援外总额的３３．７％，这意味着在２０１５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１／３流向了

巴基斯坦。２０１７年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总额达到１２２．２５亿元人民币，约占

当年中国援外总额的７２．３％，这说明当年中国将７０％以上的援助资源给予

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首要重点国家。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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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系巴基斯坦最大援助贷款来源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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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联合声明》，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研究

图３　中巴经济走廊启动前后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承诺额变化

数据 来 源：根 据 巴 基 斯 坦 经 济 事 务 部 公 布 的 统 计 数 据 整 理。ｈｔｔｐ：／／ｗｗｗ．

ｅａｄ．ｇｏｖ．ｐｋ／ｐｕｂＤｅｔａｉｌｓ．ａｓｐｘ

　　 （三）中巴经济走廊启动后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呈现出高速增长之势

中巴经济走廊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 “旗舰型”项目，自２０１５年正式

启动建设以来，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量投资与援助用于建设中巴经济

走廊项目。根据图１数据来看，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５财年里，中国对巴基斯坦援

助总额约为４９．５４９３亿 美 元，平 均 每 年 对 巴 基 斯 坦 援 助 额 约 为５．５１亿 美

元。中巴经济走廊启动以后，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９财年里，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

总额约为６６．６２３７亿美元，平均每年对巴基斯坦援助额约为１６．６６亿美元。

无论是从援助总 额 还 是 年 均 援 助 额 来 看，中 巴 经 济 走 廊 项 目 启 动 建 设 后，

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援助总额和年均援

助额均创 历 史 新 高。除 此 以 外，中 国 还 向 巴 基 斯 坦 提 供 巨 额 援 助 承 诺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根 据 图３数 据 来 看，在

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启动前的２０１４～２０１５财年，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承诺为

１．５２亿美元。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启动建设后的第一个财年，中国对巴基斯

坦援助承诺出现了巨额增长，达到９４．２７亿美元。这一增长态势一直保持

到今天。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９财年中，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承诺总额约为５０９．８３
亿美元，平均每年对巴基斯坦援助承诺约为１２７．４６亿美元，超过了以往的

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以上数据变化至少说明以下问题：一是自２０１５年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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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中国全面加强与巴基斯坦的经贸关系，中巴关

系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二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对于共建 “一带一路”倡

议、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巴经济走廊

项目的启动与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增长具有紧密相关性。三是随着 “一带

一路”建设进入 “工笔画”阶段，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及承诺增长率有望

回归至一个理性、平稳的发展阶段，但在援助总量上仍将处于高位阶段。

二、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的主要类型

汉斯·摩根 索 将 对 外 援 助 分 为 人 道 主 义 援 助、军 事 援 助、生 存 援 助、

贿赂援助以及经济发展援助等类型，① 这种援助类型划分建立在现实主义对

外援助理论基础上。中国特色对外援助理论与西方现实主义对外援助理论

存在较多区别，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主要包括战略性援助、发展性援助和

人道主义援助三种类型。

（一）战略性援助

战略性援助一般是 指 援 助 国 从 自 身 的 “政 治、安 全 等 战 略 利 益 出 发，

提供的有条件的，或隐含条件的援助”②，它是与本国政治、军事、安全活

动相配合的援助。根据这一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向巴基斯坦提

供了战略性援助。巴基斯坦前总统齐亚·哈克曾表示：“在巴基斯坦的每一

个危机时期，中国都是站在 巴 基 斯 坦 一 边 的。中 国 在 政 治、经 济、军 事 上

一直给予巴基斯坦援助。”③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战略性援助体

现在政治、军事、安全等领域。在 政 治 领 域，中 国 与 巴 基 斯 坦 结 成 了 “全

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不仅增加了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规模，还在

地区和国际问题上支持巴基斯坦，这种支持也是一种宝贵的援助。近年来，

美国政府对巴基斯坦在反恐问题上的批评声音不断，并威胁要切断对巴基

斯坦反恐资金的援助，并酝酿对巴基斯坦实施经济制裁。在巴基斯坦遭受

不公正待遇之际，中国对巴基斯坦给予了宝贵的支持。２０１７年９月，巴基

０３１

①

②

③

Ｈａｎｓ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６，Ｎｏ．１，Ｊｕｎｅ　１９６２，ｐｐ．３０１－３０９．
李小云、唐丽霞、武晋：《国际发展援助概论》，北京，社会科学 文 献 出 版 社，２００９年 版，

第４页。

杨翠柏、李德昌：《当代巴基斯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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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外长阿西夫访问中国，王毅部长用 “尽心尽力、问心无愧”来表达对

巴基斯坦反恐工作的肯定。①

在安全领域，中国与巴基斯坦保持着较高水平的安全交流与合作。巴

基斯坦地处中国西部边陲，加强对巴基斯坦的双边军事合作，对打击国际

恐怖主义活动、维 护 中 国 边 疆 地 区 的 稳 定 与 安 全 都 具 有 重 要 的 战 略 意 义。

近年来中国陆续向巴基斯坦提供一定数量的反恐装备和物资，并与巴方联

合生产其急需的军事装备。在具体方式上，中国主要通过合资建厂、技术

转让、资金支持等新型援助方式帮助巴基斯坦提高安全能力建设。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１７日，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一份 “伊斯兰堡安全城市”援助计划，该

计划规定中国在五 年 内 向 巴 基 斯 坦 提 供 共 计８．５亿 元 人 民 币 的 援 助 资 金，

用于伊斯兰堡城市安全能力建设。②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巴经济

走廊建设被迅速提上日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对于提高巴基斯坦经济发展

能力、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２０１５年，习近平主席访

问巴基斯坦时明确提出，“中方将帮助巴方加强反恐和安全能力建设，同巴

方配合，共同应对日益增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③ 总之，中国向巴基斯坦

提供战略性援助不是出于地缘政治的目的，而是履行大国责任，维护国际

公平与正义，为两国经济合作和共同发展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

（二）发展性援助

发展性援助概念的范围十分广泛，对经济基础设施领域内的援助，对

社会基础设施领域内的援 助，包 括 在 民 主、人 力 资 源 开 发、教 育、卫 生 等

公共事业发展方面的援助都属于发展性援助范畴。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 （ＯＥＣＤ）对官方发展援助项目 （ＯＤＡ）范围的界定十分广 泛，涵 盖

了食品援助、单个国家定向援助以及区域援助等项目。④ 发展性援助是当前

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的最主要类型，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发展性援助主要集

中在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两大领域。由于援助国提供给巴基斯坦

的各项发展性援助都需要签订政府间援助及合作项目，巴基斯坦将国外对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王毅与巴基斯坦外长阿西夫举行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７年９月８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ｂｚｈｄ／ｔ１４９１２４４．ｓｈｔｍｌ

巴基斯坦经济事务部。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ａｄ．ｇｏｖ．ｐｋ／ｐｕｂＤｅｔａｉｌｓ．ａｓｐｘ

习近平：《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在巴基斯坦议会的演讲》，载 《人

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２日。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ＤＡ），”ＯＥＣＤ．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ｏｅｃｄ．ｏｒｇ／ｏｄａ／ｆｏｏｄ－

ａｉｄ．ｈｔｍ＃ｉｎｄｉｃａｔｒ－ｃｈ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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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经济基础设施 和 社 会 基 础 设 施 领 域 内 的 援 助 统 称 为 项 目 援 助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ｉｄ）。从巴基斯坦项目援助的内容来看，它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性援助。

巴基斯坦政府将项目援助分为八种类型，主要包括农业、教育和培训、善

治和科研、健康和医疗、人力资源开发、能源、乡村发展和减贫、交通和

通信，这基本涵盖了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两大领域。中国对巴基

斯坦援助主要集中 在 由 这 八 种 类 型 组 成 的 项 目 援 助 上。２００６～２０１６财 年，

中国对巴基斯坦项目援助的基本情况可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财年中国对巴基斯坦项目援助及所占比例

年份

中国对巴基斯坦

援助年度支出额
（亿美元）

中国对巴基斯坦

项目援助支出额
（亿美元）

项目援助占中国援巴年度支出额的比重
（％）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１．１８９８９　 １．１８９８９　 １００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１．００１８　 ０．９９７８　 ９９．６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５．６１３５　 ０．６１３５　 １０．９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２．２０７４　 １．９０７　 ８６．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３．１４２２　 ２．９４１４　 ９３．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１０．４８５２　 ５．２９７２　 ５０．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８．５２０２　 ８．２４３８　 ９６．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６．０２３５　 ５．４４３５　 ９０．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１１．３６５７　 １０．７５６６　 ９４．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１０．５６５３　 １０．１７４７　 ９６．３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１５．９４２５　 １５．２５５１　 ９５．７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１８．１０５７　 １８．１０５７　 １００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２２．０１０２　 ２２．０１０２　 １００

　　数 据 来 源：根 据 巴 基 斯 坦 经 济 事 务 部 公 布 的 数 据 整 理。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ａｄ．ｇｏｖ．ｐｋ／ｐｕｂ
Ｄｅｔａｉｌｓ．ａｓｐｘ

由表１数据来看，２００６～２０１９财年，中国对巴基斯坦项目援助占中国

对巴基斯坦援助年度支出总额的比重总体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这说明发展

性援助是当前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的最主要类型，而对经济基础设施领域

的援助是中国对 巴 基 斯 坦 发 展 性 援 助 的 主 体 部 分。在 经 济 基 础 设 施 领 域，

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援外的核心项目，建设该走廊所需的能源、电力、交

通、通信等基础性行业成为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的重点。“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以后，巴基斯坦成为接收中国援助和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其中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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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都投入了能源、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对巴基

斯坦社会基础设施领域的援助力度，在教育培训、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对

巴基斯坦提供援助。例如，中国出资设立 “中国—南亚人文交流计划”，旨

在加强中国与南亚各国的人文往来。２０１５年，中国承诺在未来五年内为巴

基斯坦提供２０００个培训名额，培训１０００名汉语教师等，以促进双边民心

相通。① 总体来看，中国对巴基斯坦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领域内的

援助取得良好的效果。巴基斯坦发展部部长伊克巴尔 （Ａｈｓａｎ　Ｉｑｂａｌ）表示，

中巴经济走廊不仅促进了巴基斯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打破了巴基斯坦

越贫困越失业的循环。②

（三）人道主义援助

人道主义援助是 指 以 帮 助 受 援 地 区 解 决 人 道 主 义 危 机 而 提 供 的 援 助。

巴基斯坦是全球最易遭受 自 然 灾 害 的 国 家 之 一，地 震、洪 涝、泥 石 流、干

旱等自然灾害几乎每隔几年都会轮番 “光顾”巴基斯坦。作为重要的周边

国家，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量紧急人道主义援助。２０１０年，巴基斯坦

遭受洪涝灾害，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价值３．２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

援助。③ ２０１１年，巴基斯坦遭受洪灾，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价值３０００万元

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④ ２０１５年，巴基斯坦 发 生 强 烈 地 震，中 国 向

巴基斯坦提供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中国红十字会组织也

向巴基斯坦提供１０万美元的现汇援助，用于震后救灾工作。⑤ 虽然人道主

义援助没有强烈的政治动机，但却能够带来一定的政治效果。中国对巴基

斯坦的人道主义援助保护了巴基斯坦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巩固了中国

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战略互信，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了中国力量。

３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在巴基斯坦议会的演讲》。

“ＣＰＥＣ　Ｈｅｌｐｓ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Ｃｙｃｌｅｓ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ｈｓａｎ　Ｉｑｂ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Ｊｕｎｅ　２８，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ｐｐ．ｃｏｍ．ｐｋ／ｃｐｅｃ－ｈｅｌｐｓ－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ｃｙｃｌｅｓ－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ｕｎｄｅｒ－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ｈｓａｎ－ｉｑｂａｌ／

《中国政府将再向巴基斯坦提 供２亿 元 人 道 主 义 援 助》，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网

站，２０１０年９月６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ｚｄｔ／２０１０－０９／０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６９６９２６．ｈｔｍ
《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３０００万元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中国网络 电 视 台，２０１１年９月

１２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ｎｔｖ．ｃｎ／２０１１０９１２／１０２３２０．ｓｈｔｍｌ
《中国向阿富汗、巴 基 斯 坦 提 供 地 震 救 灾 人 道 主 义 援 助》，中 国 新 闻 网，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８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ｊ／２０１５／１０－２８／７５９４１９７．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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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的有效性分析

———以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间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数据为分析样本

　　援助有效性一直是困扰各援助大国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援外的有效

性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这源于中国援外具有超高的援助承诺兑现率，而

且中国提出的 “援助＋投资＋贸易”的 “一揽子”援助方案在带动受援国

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更加有效。以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为例，本论文将中国

对巴基斯坦援助与巴基斯坦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双边贸易额、中国对巴

基斯坦直接投资分别作为三组考察变量，通过Ｅｖｉｅｗｓ　７．２软件进行回归分

析，考察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的有效性。

表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间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投资、贸易及巴基斯坦ＧＤＰ情况表

（单位：亿美元）

年份
中国对

巴基斯坦援助额
巴基斯坦ＧＤＰ

中国与巴基斯坦

双边贸易额

中国对

巴基斯坦直接投资

２００６　 １．１８９８９　 １３７２．６４　 ５２．４７　 ０．０１７

２００７　 １．００１８　 １５２３．８６　 ６８．９３　 ０．１３７

２００８　 ５．６１３５　 １７００．７８　 ７０．５８　 １．０１４

２００９　 ２．２０７４　 １６８１．５３　 ６７．８８　 ０．０３６

２０１０　 ３．１４２２　 １１７４．０７　 ８６．６９　 ０．４７４

２０１１　 １０．４８５２　 ２１３５．８７　 １０５．５８　 １．２６１

２０１２　 ８．５２０２　 ２２４３．８４　 １２４．１４　 ０．９０６

２０１３　 ６．０２３５　 ２３１２．１９　 １４２．１６　 ６．９５８

２０１４　 １１．３６５７　 ２４４３．６１　 １５９．９８　 ３．１９１

２０１５　 １０．５６５３　 ２７１０．５　 １８９．１７　 １０．６３６

２０１６　 １５．９４２５　 ２７８６．５５　 １９１．４７　 １２．１１７

２０１７　 １８．１０５７　 ３０４９．５２　 ２００．８４０１　 ２０．０３９

２０１８　 ２２．０１０２　 ３１２５．７　 ２１７．６３１２　 ４．６２

　　数 据 来 源：根 据 巴 基 斯 坦 经 济 事 务 部 公 布 的 数 据 整 理，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ａｄ．ｇｏｖ．ｐｋ／
ｐｕｂＤｅｔａｉｌｓ．ａｓｐｘ；巴基斯 坦 ＧＤＰ数 据 来 源 于 世 界 银 行 数 据 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ＮＹ．ＧＤＰ．ＭＫＴＰ．Ｃ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Ｋ＆ｖｉｅｗ＝ｃｈａｒｔ；中 国 与 巴 基 斯 坦 双 边 贸 易 额 来 源 于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中 国 对 巴 基 斯 坦 直 接 投 资

来源于巴基斯坦投资管理委员会，ｈｔｔｐ：／／ｂｏｉ．ｇｏｖ．ｐｋ／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ａｓｐｘ；２００６财

年中国对 巴 基 斯 坦 直 接 投 资 来 源 于 中 国 商 务 部 网 站，ｈｔｔｐ：／／ｙｚｓ．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ａｒｔｉｃｌｅ／ｚｃｆｂ／
２００８０１／２００８０１０５３５７３７４．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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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与巴基斯坦ＧＤＰ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表２数据可以看出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间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以及巴基

斯坦ＧＤＰ增长变化的总体情况。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与巴基斯坦ＧＤＰ之

间相关性的分析样本范围为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共计１３年的数据。在建立回

归方程之前，首先通过Ｅｖｉｅｗｓ　７．２软件将两组数据输入同一分析组中，通

过散点图功能观察两组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见图４）。

图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与巴基斯坦ＧＤＰ增长散点图

在图４中，横 轴 （Ｘ轴）代 表 中 国 对 巴 基 斯 坦 援 助 支 出 额，纵 轴 （Ｙ
轴）代表巴基斯坦ＧＤＰ增长变化情况。通过图４可以发现，中国对巴基斯

坦援助与巴基斯坦ＧＤＰ增长变化之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线性关系，散点图

走向为右上方，这意味着随着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的增加，巴基斯坦国内

ＧＤＰ总量也随之增长，中国对巴 基 斯 坦 援 助 与 巴 基 斯 坦ＧＤＰ增 长 之 间 具

有较为明显的正相关性。下面，我们通过最小二乘法建立一元性回归方程，

对这种相关性是否可靠进行验证，结果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与巴基斯坦ＧＤＰ增长回归分析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ｂ．

Ｃ　 １３７７．０１２　 １１９．６８９３　 １１．５０４８８　 ０．００００

Ｘ　 ８９．１７３０２　 １０．８７４８８　 ８．１９９９０６　 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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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８５９４０４ Ｍｅａ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　 ２１７３．８９７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８４６６２３ Ｓ．Ｄ．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　 ６４３．２０９３

Ｓ．Ｅ．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２５１．９０２７ Ａｋａｉｋｅ　ｉｎｆｏ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１４．０３６６０

Ｓｕｍ　ｓｑｕａｒｅｄ　ｒｅｓｉｄ　 ６９８００４．７ Ｓｃｈｗａｒｚ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１４．１２３５２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８９．２３７９１ Ｈａｎｎａｎ－Ｑｕｉｎｎ　ｃｒｉｔｅｒ ． １４．０１８７４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６７．２３８４５ Ｄｕｒｂｉｎ－Ｗａｔｓｏｎ　ｓｔａｔ　 １．７８６９９８

Ｐｒｏｂ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０００００５

　　
根据处理结果，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与巴基斯坦ＧＤＰ增长之间的回归

方程式为：

ＧＤＰ＝１３７７．０１２＋８９．１７３０２Ｘ＋μ
其中，ＧＤＰ表示 的 是 巴 基 斯 坦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ＧＤＰ），Ｘ表 示 的 是 中

国对巴基斯坦援助额，μ表示 的 是 模 型 的 残 差。表 中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表 示 为 估

计参数，含义为在其他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自变量发生１单位变化，因

变量的变化程度。该回归方程表示的含义是：当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每增

加１美元 （Ｘ增加１单位），巴基斯坦ＧＤＰ总量就会增 长８９．１７３０２美 元，

两者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下面我们进行拟合度 （Ｒ２）和 显 著 性 检 验 （ｔ检

验和Ｆ检验）。首先进行拟合度Ｒ２检验。Ｒ２介于０到１，越接近１说明回

归拟合度越高。在表３中，Ｒ２ （即Ｒ－ｓｑｕａｒｅｄ）值约 为０．８６，达 到 拟 合 优

度较高水平。其次进行参数显著性检验 （ｔ检验）和方程显著性检验 （Ｆ检

验）。在ｔ检验中，如果每一个回归系数都通过了ｔ检验，说明模型中的每

一个自变量都是显著的。在本例中ｔ统计量ｐ值为０．００００，小于０．０１，因

此在１％的水平上拒绝 Ｈ０，即回归参数都十分显著。在Ｆ检验中，Ｆ统计

量的相伴概率ｐ值为０．０００００５，小于０．０１，因此在１％的水平上拒绝 Ｈ０，

即方程总体回归显著。通过这两组检验说明该回归方程拟合度较好，方程

总体回归显著，回归方程等式成立。

（二）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与中巴双边贸易额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表２数据可以看出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间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以及中巴

双边贸易额增长变化的总体情况。这组变量相关性的分析样本范围为２００６～
２０１８年，共计１３年 的 数 据。在 建 立 回 归 方 程 之 前，首 先 通 过Ｅｖｉｅｗｓ　７．２
软件将两组数据输入同一分析组中，通过散点图功能观察两组变量之间的

线性关系 （见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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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与中巴双边贸易额散点图

　　通过图５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与中巴双边贸易额之

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线性关系，散点图的走向为右上方，这意味着随着中

国对巴基斯坦援 助 的 增 加，中 国 与 巴 基 斯 坦 之 间 的 双 边 贸 易 额 随 之 增 长，

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与中巴双边贸易额增长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正相关性。

下面，我们通过最小二乘法建立一元性回归方程，对这种相关性是否可靠

进行验证，处理结果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与中巴双边贸易额回归分析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ｂ．

Ｃ　 ５７．８２５５９　 １１．６１５５３　 ４．９７８３０２　 ０．０００４

Ｘ　 ７．９６９０４５　 １．０５５３７８　 ７．５５０８９２　 ０．００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８３８２７３ Ｍｅａ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　 １２９．０４０１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８２３５７１ Ｓ．Ｄ．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　 ５８．２０１０８

Ｓ．Ｅ．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２４．４４６４８ Ａｋａｉｋｅ　ｉｎｆｏ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９．３７１４８７

Ｓｕｍ　ｓｑｕａｒｅｄ　ｒｅｓｉｄ　 ６５７３．９３２ Ｓｃｈｗａｒｚ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９．４５８４０３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５８．９１４６７ Ｈａｎｎａｎ－Ｑｕｉｎｎ　ｃｒｉｔｅｒ ． ９．３５３６２２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５７．０１５９７ Ｄｕｒｂｉｎ－Ｗａｔｓｏｎ　ｓｔａｔ　 １．５５９０７９

Ｐｒｏｂ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０００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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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处理结果，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与中巴双边贸易额之间的回归方程式为：

ＩＥ＝５７．８２５５９＋７．９６９０４５Ｘ＋μ
其中ＩＥ表示的是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双边贸易额，Ｘ表示的是中国对

巴基斯坦援助额，μ表示的是模型的残差。该方程式表示的含义是：当中国

对巴基斯坦援助额每增加１美元 （Ｘ增加１单位），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贸易

总额就会增加７．９６９０４５美元，两者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下面我们进行拟合度

（Ｒ２）和显著性检验 （ｔ检验和Ｆ检验）。首先进行拟合度Ｒ２检验。在表４
中，Ｒ２ （即Ｒ－ｓｑｕａｒｅｄ）值约为０．８４，达到拟合优度较高水平。其次进行参数

显著性检验 （ｔ检验）和方程显著性检验 （Ｆ检验）。在ｔ检验中，本例中ｔ统

计量ｐ值为０．００００，小于０．０１，因此在１％的水平上拒绝Ｈ０，即回归参数都

十分显著。在Ｆ检验中，Ｆ统计量的相伴概率ｐ值为０．００００１１，小于０．０１，

因此在１％的水平上拒绝 Ｈ０，即方程总体回归显著。通过这两组检验说明，

该回归方程拟合度较好，方程总体回归显著，回归方程等式成立。

（三）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与中国对巴基斯坦直接投资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表２反映的信息可以得出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间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以

及中国对巴基斯坦直接投资额 （ＦＤＩ）增长变化的总体情况。在建立回归方

程之前，我们首先通过Ｅｖｉｅｗｓ　７．２软件将两组数据输入同一分析组中，通

过散点图功能观察两组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见图６）。

图６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与中国对巴基斯坦ＦＤＩ散点图

８３１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研究

根据图６散 点 的 分 布 来 看，中 国 对 巴 基 斯 坦 援 助 与 中 国 对 巴 基 斯 坦

ＦＤＩ呈现出了一定的线性关系，与前两组变量的散点图分布相比，该 组 变

量相呈现出的线性关系并不十分明显，这意味着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与中

国对巴基斯坦ＦＤＩ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相对于前两组变

量而言较低，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援助和投资都属于政策手段，两者在

功能属性上具有一定的重叠性，在选择上具有可替代性，并且受国内外政

策和国际环境等偶发性因素影响较大。从总体上看，该散点图的走向仍为

右上方，表示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与中国对巴基斯坦ＦＤＩ之间仍然显示出

了一定的正相关性。下面，我们通过最小二乘法建立一元性回归方程，对

这种相关性是否可靠进行验证，处理结果见表５。

表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与中国对巴基斯坦ＦＤＩ回归分析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ｂ．

Ｃ －０．７３６７５１　 ２．２８６６０６ －０．３２２２０３　 ０．７５３３

Ｘ　 ０．６１１０１７　 ０．２０７７５９　 ２．９４０９８６　 ０．０１３４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４４０１８６ Ｍｅａ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　 ４．７２３５３８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３８９２９４ Ｓ．Ｄ．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　 ６．１５８１８５

Ｓ．Ｅ．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４．８１２４７８ Ａｋａｉｋｅ　ｉｎｆｏ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６．１２０９３９

Ｓｕｍ　ｓｑｕａｒｅｄ　ｒｅｓｉｄ　 ２５４．７５９３ Ｓｃｈｗａｒｚ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６．２０７８５５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３７．７８６１１ Ｈａｎｎａｎ－Ｑｕｉｎｎ　ｃｒｉｔｅｒ ． ６．１０３０７４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８．６４９４００ Ｄｕｒｂｉｎ－Ｗａｔｓｏｎ　ｓｔａｔ　 ２．１７１０４１

Ｐｒｏｂ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０１３４２４

根据处理结果，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与中国对巴基斯坦ＦＤＩ之间的回

归方程式为：

ＦＤＩ＝－０．７３６７５１＋０．６１１０１７Ｘ＋μ
其中ＦＤＩ表示的是中国对巴基斯坦的直接投资额，Ｘ表示的是中国对

巴基斯坦援助额，μ表示的是模型的 残 差。在 该 方 程 式 中，虽 然 估 计 参 数

为负数，但这并不影响整个方程式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该方程式表示的

含义是：当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额每增加１美元 （Ｘ增加１单位），中国对

巴基斯坦ＦＤＩ总额就会增加０．６１１０１７美元，两者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下面

我们进行拟合度 （Ｒ２）和显著性检验 （ｔ检验和Ｆ检验）。首先进行拟合度

Ｒ２检验。在表５中，Ｒ２ （即Ｒ－ｓｑｕａｒｅｄ）值约为０．４４，拟合度一般。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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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参数显著性检验 （ｔ检验）和方程显著性检验 （Ｆ检验）。在ｔ检验中，

本例中ｔ统计量ｐ值为０．０１３４，小于０．０５，因此在５％的水平上拒绝 Ｈ０，

即回 归 参 数 都 十 分 显 著。在 Ｆ 检 验 中，Ｆ 统 计 量 的 相 伴 概 率 ｐ值 为

０．０１３４２４，小于０．０５，因 此 在５％的 水 平 上 拒 绝 Ｈ０，即 方 程 总 体 回 归

显著。

通过这两组检验说明，该回归方程拟合度一般，但方程总体回归显著，

这说明这两组变 量 之 间 具 有 一 定 的 相 关 性，但 又 表 现 出 了 相 对 的 独 立 性。

援助与投资作为 中 国 对 巴 基 斯 坦 的 政 策 手 段，两 者 之 间 既 可 以 同 时 使 用，

也可以交替使用，并且受国内外环境因素影响较大。“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以后，中国成为巴基斯坦最大援助来源国。随着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的增

长，中国对 巴 基 斯 坦 直 接 投 资 由２０１４～２０１５财 年 的３．１９１亿 美 元 增 长 至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财年的２０．０３９亿美元 （见表２），成为巴基斯坦最大的投资来

源国。虽然在２０１８～２０１９财年受巴基斯坦主权评级下降、财务状况恶化、

卢比贬值以及投资者信心下降等因素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大国

削减对巴基斯坦直接投资，但从整体上来看，近年来中国对巴基斯坦直接

投资力度保持较高水平。这从事实上说明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与投资之间

是具有一定相关性的，从而弥补了回归方程拟合度不高的问题。

总之，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与巴基斯坦国内ＧＤＰ、中巴双边贸易额之

间都具有较为明显的相关性，这证明中国的援助对促进巴基斯坦ＧＤＰ及双

边贸易额增长都带来了有效帮助。虽然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与中国对巴基

斯坦ＦＤＩ这组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不是很理想，但通过事实的论证可以说

明，中国对巴基斯 坦 援 助 与 中 国 对 巴 基 斯 坦ＦＤＩ之 间 具 有 一 定 的 相 关 性，

在中国成为巴基斯坦最大援助来源国以后，中国成为巴基斯坦最大的ＦＤＩ
来源国。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结论：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对巴基

斯坦的援助确实带动了巴基斯坦国内ＧＤＰ、中巴双边贸易额及中国对巴基

斯坦ＦＤＩ的增长，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具有较高的有效性，给巴基斯坦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切实的帮助。

四、“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带动了巴基斯坦ＧＤＰ、中巴双边贸易额以及中国对

巴基斯坦投资额的增长，但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仍然存在着深层次的困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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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共建 “一带一路”之际，中国需要正确认识和分析这些困难和挑战。

困难一：巴基斯坦容易形成对中国的 “援助依赖”。学术界对 “援助依

赖”的定义并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但国际援助领域普遍认为受援国接受

外来援助超过自身ＧＤＰ总量的１０％即可定义为 “援助依赖”。从目前的数

据分析来看，巴基斯坦尚未达到 “援助依赖”的标准，但巴基斯坦对中国

援外的依赖却已经超过了其接受援助总额的１０％。中国已经成为巴基斯坦

最大的援助资金来源国，在２０１８～２０１９财年，中国对巴基斯坦提供的援助

资金约占巴基斯坦接受外来援助总额的１０．４８％。① 如果借用 “援 助 依 赖”

的定义逻辑，那么巴基斯坦已经对中国形成 “援助依赖”。 “援助依赖”的

形成至少会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加重中国的财政负担。巴基斯

坦对中国形成 “援 助 依 赖”，意 味 着 中 国 要 为 巴 基 斯 坦 提 供 更 多 的 援 助 资

金，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尚未完成之际拿出更多的援助资金支持

巴基斯坦需要取得更广泛的国民支持。二是会削弱巴基斯坦的自主发展能

力。“援助依赖”的形成隐含着受 援 国 自 身 抵 御 风 险 能 力 的 降 低。长 期 以

来，中国对外援助坚持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援助理念，注重培育

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表明，国家的繁荣富强更多

的是依靠自身的努力。近年来，巴基斯坦频发债务危机，不得不向中国以

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寻求贷款以缓解国内危机。但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

根本解决，巴基斯坦 陷 入 借 “新 债”还 “旧 债”的 循 环 之 中。长 此 以 往，

不仅会加剧巴基斯坦对外来援助的依赖，而且会削弱巴基斯坦的自主发展

能力，不利于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困难二：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领域不平衡。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对巴基

斯坦的援助主要集中在经济基础设施领域，在社会基础设施领域内的援助

力度不够。这种不平衡会产生一定的问题，如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发展性援

助与投资主要与巴基斯坦政府和企业对接，普通民众对于中国援助的获得

感不够。一些西方媒体趁机指责中国援外制造 “债 务 陷 阱”、 “获 取 资 源”

等，影响了中国援外的国际形象。２０１７年２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时强调，“要优化援外战略布局，改进援

外资金和项目 管 理，改 革 援 外 管 理 体 制 机 制，提 升 对 外 援 助 综 合 效 应。”②

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领域的不平衡会降低中国援外的综合效应，不利于对

１４１

①

②

根据巴基斯坦经济事务部公布的数据整理。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ａｄ．ｇｏｖ．ｐｋ／ｐｕｂＤｅｔａｉｌｓ．ａｓｐｘ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力亲为抓改革扑下身子抓落实》，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２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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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援助战略职能的充分发挥。共建 “一带一路”之际，中国援外需要承担

起更多的战略职责，为增进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的互利合作、民心相通贡

献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领域有待进一步平衡。另

外，巴基斯坦国内 对 于 大 量 来 自 中 国 的 企 业 和 商 品 存 在 一 定 程 度 的 担 忧。

自２０１５年以来，巴基斯坦对中国相关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对包括建材、

陶瓷等商品实施反倾销制裁。尽管一定程度上的贸易摩擦并不影响两国关

系发展的大局，但中国对外援助的综合效应应进一步发挥，让利给巴基斯

坦民众更多实惠，以稀释其他方面产生的不利影响。

挑战一：巴基斯坦国内局势存在不稳定因素。中国赞赏巴基斯坦在反

恐问题上的努力，但巴基斯坦国内恐怖主义势力仍然有存在的空间和 “土

壤”，这对中国援助巴基斯坦的工程和项目会带来威胁。为推动建设中巴经

济走廊，中国向巴基斯坦派出了工程技术人员，这些人员很容易成为恐怖

主义分子袭击的 目 标，中 国 工 程 师 在 巴 基 斯 坦 遭 遇 绑 架 的 案 件 时 有 发 生。

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将会对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项目的顺利建设产生影响。

据巴基斯坦政府官员表示，在巴基斯坦政坛中，存在一股反对现任政府的

力量，这股力量勾结巴基斯坦境内外反对势力，一直在从事制造麻烦、冲

突等各类事件。① 中巴经济走廊计划确定以后，巴基斯坦个别省份对中巴经

济走廊路线图持有异议，并引发中巴经济走廊的 “东线”和 “西线”之争，

这反映出巴基斯坦国内存在着一定的地方主义势力，如果执政党不能够对

民意进行有效回馈，将会动摇执政党的执政根基，从而引发新的动荡，影

响 “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项目的施工主体是企业，巴基

斯坦国内存在的不稳定因素会对中国援建企业的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

挑战二：国际 局 势 影 响 中 国 对 巴 基 斯 坦 援 助 的 策 略 选 择。长 期 以 来，

由于担心过分刺激印度，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战略性援助较为低调。但即便

如此，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还是引起了印度的高度警觉。以中巴经济走

廊为例，它的建设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可能不是恐怖主义，而是来自国际局

势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印度政府的态度由犹豫到不配合再

到抵制，反映出印度政府对中国在南亚地区影响力扩大的担忧。在中印洞

朗对峙期间，印度与巴基斯坦在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两国之间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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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信降到最低 点。目 前，巴 基 斯 坦 与 印 度 已 经 成 为 上 海 合 作 组 织 成 员 国，

在两国关系陷入冰点、敌对情绪抬头的情况下，加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合

作，共同打击地区恐怖主义威胁将面临更多困难。为提升对外援助的综合

效应，中国势必会调整对巴基斯坦的援助策略，充分发挥对外援助在维护

地区和平安全、促进共同发展方面的作用。这种调整在实际中究竟能否稳

定地区安全局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除了印度以外，美国曾经对巴基斯坦

提供大规模援助用于打击恐怖主义，虽然近期美国将削减对巴基斯坦援助，

但从长远来看，美国对巴基斯坦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对巴基斯坦的

援助变化将影响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的策略选择。

五、“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调整

巴基斯坦作为连 接 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 和２１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的 节 点 国

家，具有一定的地缘政治价值。巴基斯坦在 “一带一路”倡议中所扮演的

角色，决定了 中 国 应 当 调 整 对 巴 援 助 策 略，使 中 国 对 巴 援 助 有 利 于 推 进

“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提升两国的战略互信，有利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

巴命运共同体。

（一）援助理念上，坚持 “授人 以 鱼 不 如 授 人 以 渔”，加 强 巴 基 斯 坦 自

主发展能力建设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期间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

原则，其中之一是要 “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

道路”①。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对外援助经历了数次改革与调整，但这

项基本理念被坚持和发展下来。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外交场合阐明中国对外

援助的基本理念，即坚持 “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②。新时代中国向其

他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受援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参与全球分工合作体系，加强双边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提升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治理中 的 话 语 权，维 护 国 际 公 平 正 义，反 对 霸 权 主 义 和 强 权 政 治，

为全球减贫与发展做出中国贡献。中国的对外援助并不是为了划定势力范

围，并不愿意看到受援国产生 “援助依赖”，这违背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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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周恩来选集 （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２９页。

习近平：《永 远 做 可 靠 朋 友 和 真 诚 伙 伴———在 坦 桑 尼 亚 尼 雷 尔 国 际 会 议 中 心 的 演 讲》，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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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理念。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通过自身发展证明，发展中国家要想摆

脱贫困，实现快速发展，主要应当依靠自身努力。为更好贯彻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社会迫切希望听到中国声音，借鉴中国方

案，共享中国智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消除极端贫困是２０３０年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中国的减贫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

有益借鉴。① 中国对外援助理念事实上是中国国内减贫与发展理念的一种外

化，中国也曾接受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发展援助，但中国始终坚持以我为主、

外援为辅，实现了外来援助价值的最大化，更好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避免了 “援助依赖”的产生。

巴基斯坦参议院 外 事 委 员 会 主 席 穆 沙 希 德 谈 到 中 国 发 展 经 验 时 表 示，

人类历史上没有第二个政党和国家，能让７．５亿人民在４０年内脱离贫困。②

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在地区和平与发展事业中承担着重要职责。

中巴之间作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已经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一些西方媒体指责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加重了巴基斯坦的债务危机。据 《今

日巴基斯坦》报道，２０１８年９月，王毅访问巴基斯坦时明确驳斥 “债务陷

阱”说法，他表示中巴经济走廊在建成以后会给巴基斯坦经济带来巨大帮

助。③ 目前，巴基斯坦债务危机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中国更应当坚持 “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基本理念，更加注重加强巴基斯坦自主发展能力

建设，让巴基斯坦成为中国援外的特色 “窗口”，把巴基斯坦打造成新时代

中国对外援助的 “金字招牌”。只要中国援助能够成功地帮助巴基斯坦摆脱

贫困，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就能说明中国道路、经验具有可复制性、

可操作性，就能够提升中国在全球援助领域中的话语权，更好地带动周边

国家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援助政策上，更好地发挥援助与投资、贸易等之间的相互作用

传统官方发展援助因一直未能有效解决全球贫困问题而广为诟病。事

实证明，援助与投资、贸易等方式结合更能有效带动受援国经济社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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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古特雷斯：中国２０２０年消除极端贫 困 是 对 世 界 减 贫 事 业 最 大 贡 献》，中 国 发 展 门 户 网，

２０１８年９月５日。ｈｔｔｐ：／／ｃｎ．ｃｈｉｎａｇａｔｅ．ｃｎ／ｎｅｗｓ／２０１８－０９／０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２３３３７０６．ｈｔｍ
《中国以开放态度与 世 界 共 享 扶 贫 减 贫 经 验———２０１８年 中 国 扶 贫 国 际 论 坛 在 北 京 举 行》，

《领导科学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第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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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ｔｏｄａｙ．ｃｏｍ．ｐｋ／２０１８／０９／０９／ｓａｕｄｉ－ｉｎｆｏ－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ｃａｌｌｓ－ｏｎ－ｐｍ－ｉｍｒａｎ／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研究

展。与传统的 官 方 发 展 援 助 相 比，中 国 提 出 的 “援 助＋投 资＋贸 易”的

“一揽子”援助方案 “更有可能在减少贫困和实现包容性、可持续性增长方

面带来 ‘速赢’”①。对外援助不是万能的，即便是援助大国也不可能拿出巨

额资金支持其他国家，援助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与投资、贸易等方

式相互结合，根据 受 援 国 具 体 国 情 做 出 调 整，才 能 够 快 速 实 现 摆 脱 贫 困、

实现发展等目标。但是，援助与投资、贸易等政策手段发挥作用的最优组

合有待进一步讨论。有学者提出，对于经济基础设施很不完善的国家，更

加需要援助作为促进其发展的起点；对于基础设施已经能够为其经济发展

提供一定支撑的国家，援助的作用会弱化，投资、贸易等政策手段的促进

作用可能更大。② 中国提出的 “援助＋投资＋贸易”的援助方案在实践中已

经广为运用，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模式，这是因为中国始终将援

助视为推动南南合作的一种方式，但究竟哪种组合方式更能够有效带动受援

国实现快速发展，需要根据受援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具体国情做出合理的

安排。

对于巴基斯坦而言，中国可以进一步优化援助方案的政策选择。巴基

斯坦经济已经迈过了起飞阶段，对于巴基斯坦而言，援助所能发挥作用的

空间在缩小，外来投资、贸易等对巴基斯坦 “造血”功能的恢复所起的作

用可能更大。在 “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框架下，中国应以援助作为先导，

推动两国在投资、贸易等方面的合作力度，围绕 “１＋４”合作布局为重点，

着重提升巴基斯坦的 “造血”功能。“１＋４”合作布局是２０１５年４月习近

平主席访问巴基 斯 坦 时 提 出 的，它 的 核 心 内 容 是 以 中 巴 经 济 走 廊 为 中 心，

以瓜德尔港、能源、基础设施 建 设、产 业 合 作 为 重 点，即 “１＋４”合 作 布

局。围绕着 “１＋４”合作布局，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和备

忘录，价值总额高达数百亿美元。③ “１＋４”合作布局中，大部分项目都属

于 “造血”型，而不属于 “输 血”型。王 毅 曾 明 确 表 示，中 巴 经 济 走 廊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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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２２个项目，其中１８个由中方投资，只有４个项目使用了优惠贷款。① 中

巴经济走廊中的２２个项目迄今为止已经完成９个，吸引超过１９０亿美元的

投资，将会为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增加１至２个百分点。② 未来，中国援外应

当主动发力，在如何推动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上，提供更优的支持方案。

（三）援助实践上，进一步提升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的综合效应

所谓对外援助的综合效应是指，对外援助本身具有战略职能，它可以

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推动合作与发展，减少贫困与饥饿，促进文明交

流与融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它所能发挥作用

的领域是综合的、全面的，而不 是 单 一 的、狭 隘 的。西 方 现 实 主 义 理 论 认

为对外援助是一项战略工具，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中国将对外援助视为推动南南合作的一种方式，中国援外发挥作用

的空间聚焦于经济发展领域，在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绩，这说明中国援外在发展领域内的有效性较高，但在政治、安全、

民生、环保等方面的有效性略显不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升对外援助

的综合效应，就是要提升对外援助在政治、安全、发展、民生、环保等多

个领域内的有效性，实现对外援助由单一职能向综合职能的转变。③ “一带

一路”建设已经由 “大写意”阶 段 进 入 “工 笔 画”阶 段，中 国 需 要 对 外 援

助承担起日益重要的战略职能，应当进一步提升对外援助的综合效应。在

保持传统优势的前提下，提升对外援助在安全、民生、生态保护等领域的

有效性，更好地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

由于较高的地缘政治价值以及在共建 “一带一路”中的重要作用，巴

基斯坦是中国援外的重点国家，中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援助资金流向了巴

基斯坦。从资金上来说，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不算少，如何提升中国对巴

基斯坦援助的有效性，提升对外援助的综合效应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实

践证明，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好坏会影响外来援助的有效性。巴基斯坦国

内治理能力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

全威胁，与巴基斯坦国内治理能力较弱存在较大关联。中国对外援助应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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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巴基斯坦提升国内治理能力，如推动与巴基斯坦人力资源开发合作，为

巴基斯坦培养政治经济方面的专业人才；加强巴基斯坦在反恐维稳、反腐

败、化解社会矛盾、减少极端贫困等方面的能力，为提升对外援助的有效

性打下坚实基础。为此，中国应进一步平衡对巴基斯坦援助领域，推动中

国对巴基斯坦援助资金向民生、安全等领域倾斜。民心相通关系到 “一带

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是否稳固，关系到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关系能否持

续稳定发展。中国援外应让巴基斯坦民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为双

边经济合作项目的开展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另外，在提升巴基斯坦安全

能力建设方面，中国援外应当有所作为，努力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营造更

加安全稳定的环境。

结　语

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友谊被形容为 “比山高，比海深，比蜜甜”，这证明

中国与巴基斯坦 的 双 边 关 系 是 经 受 过 历 史 考 验 的。在 每 一 个 关 键 的 时 期，

中国与巴基斯坦都能够做到患难与共、互帮互助。正是得益于双边关系长

期以来的友好发展，中国视 巴 基 斯 坦 为 “好 邻 居、好 朋 友、好 伙 伴、好 兄

弟”，向其提供了大 量 援 助。２１世 纪 以 来，中 国 对 巴 基 斯 坦 援 助 有 效 促 进

了巴基斯坦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双边关系更上一个新台阶。２０１３年，习近

平主席提出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 路”建 设 坚 持 “共 商 共 建 共

享”的原则，作为 “一带一路”沿 线 重 要 的 枢 纽 型 国 家，巴 基 斯 坦 在 “一

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中国对巴基斯坦提供援助的目的是

带动巴基斯坦参与全球分工与合作体系，共谋合作发展机会，共享合作发

展成果，共图百年发展大计。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中国与巴基斯

坦结成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未来，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需要进一步调

整，在坚持加强巴基斯坦自主发展能力建设的前提下，运用好援助、投资

与贸易等政策之 间 相 互 组 合，切 实 提 升 中 国 对 巴 基 斯 坦 援 助 的 综 合 效 应，

为服务于 “一 带 一 路”建 设、构 建 更 加 紧 密 的 中 巴 命 运 共 同 体 做 出 更 大

贡献。

（编　辑　毛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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