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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推动全球普惠发展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担当与使命,如

何在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平台中有效提升全球普惠发展是值

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作者基于多元主体的参与互动和个人/人群的直观感受提

出 “一带一路”提升全球普惠发展的微观解释框架.“大援外”体系中的 “小

而美”项目是其中的解释变量.作为整体性抓手, “大援外”体系与 “小而

美”项目存在互构与相互赋能的关系.包含需求价值、能力价值和共生价值

的全球普惠发展是其中的被解释变量.“大援外”体系中的 “小而美”项目通

过优化民生体验、促进成果转化和提升共治水平增进了全球普惠发展的需求

价值、能力价值和共生价值,塑造了 “一带一路”提升全球普惠发展的微观

机制要义.鲁班工坊是 “大援外”体系中 “小而美”项目的典范.研究表明,

鲁班工坊有效增进了全球普惠发展的各价值内涵,使其具备成为 “一带一路”

倡议提升全球普惠发展最佳实践的可能,也印证了文章中微观机制解释的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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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动全球普惠发展,“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

个人掉队”① 正成为中国外交努力的目标和方向.中国推动全球普惠发展的动

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全球发展的赤字与分化.一方面,全球发展的

资源供给和动能明显受阻;另一方面,全球发展的资源分配和布局明显失衡.
中国希望通过推动全球普惠发展重塑发展资源的供需平衡,改变全球发展所面

临的赤字与分化困局.第二,“全球南方”的崛起与自主.“全球南方”的崛起

不仅体现在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还体现在其对全球治理话语权的争

取中.对战略自主性的追求也被视为 “全球南方”崛起的重要信号.中国是

“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理应坚定捍卫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推动全球发展迈向更加普惠的未来.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中国

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民生福祉的普惠增进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中国将这种发展思路运用于南南合作,得到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的认可.中国式现代化的普惠发展经验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具有世界意义.
如果说中国推动全球普惠发展有着强烈的内外驱动力,那么 “一带一路”

倡议恰是践行上述发展承诺的最好平台,是观察中国推动全球普惠发展的最佳

窗口.这是因为,第一,“一带一路”是扎根发展的倡议.“一带一路”把互联

互通与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作为核心内容,坚持发展的底色和导向,实施

促进发展的合作项目并提供公共产品,致力于破解全球治理中的 “发展缺位”
难题.第二,“一带一路”是诚意合作的倡议.“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

的原则,完全以自愿为前提开展合作,强调合作参与方的共识和主观能动性的

发挥,不附加任何政治或经济条件,真正做到汇聚各方力量、践行多边主义.
第三,“一带一路”是坚持开放的倡议. “一带一路”不是封闭排他的 “小圈

子”,而是开放包容的 “大平台”.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和重要国际组织宣

布加入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② 此外,开放性还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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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的讲

话»,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５日,第２版.
«坚定不移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的愿景与行动———共建 “一带一路”

未来十年发展展望»,中国一带一路网,２０２３年 １１月 ２４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
０F１IITO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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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 “一带一路”不是对现有国际制度和机制的取代,而是对其进行的有益

补充和完善.
基于对上述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本文认为,中国已成为推动全球普惠发

展的重要力量.那么,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从学理层面看,如何定义

和解释全球普惠发展的真正内涵? 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 “一带一路”倡

议推动全球普惠发展的抓手是什么? “一带一路”倡议又是如何有效地提升

全球普惠发展的? 下文将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二、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普惠发展的研究多集中在与 “一带一

路”发展合作相关的文献中.本文立足于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普惠发展

的关系,从如下三个视角予以呈现.
一是从思想视角出发,关注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理念创新中的普惠

性.吴志成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凝聚全球发展共识,
创新全球发展理念,为促进全球普惠均衡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① 余博闻认

为,“一带一路”倡议下,普惠包容的国际发展合作创新汲取了中国改革开

放实践的思想精华,不仅是中国本土知识的国际化,也是中西方知识的融

合.② 迈克尔邓福德 (MichaelDunford)认为,“一带一路”反映了中国的

利益,并且,其普惠发展合作模式源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独特的历史观、中国曾

作为殖民地的体验以及儒家自力更生和互利共赢的价值观.③ 有一些学者表示,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中的普惠性源于对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继承.④ 还有

一些学者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为实现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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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吴志成:«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引领全球发展治理»,载 «当代世界»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第６２~６５页.

余博闻:«“改革方法论”与中国的全球治理改革方略»,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１年第１０
期,第１０５~１２９页.

MichaelDunford,“Chinese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Committee (DAC)Development
Cooperationand DevelopmentFinance:Implicationsforthe BRIandInternationalGovernance”,

EurasianGeographyandEconomics,Vol６１,No２,２０２０,pp１２５Ｇ１３６
李春林:«“一带一路”与国际发展合作的模式创新»,载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８~１７页;Bruno Maçães,BeltandRoad:AChineseWorldOrder,London:

Hurst& Company,２０１９,pp９Ｇ３８.



“大援外”体系中的 “小而美”项目 □　

发展,将自身现代化发展经验与南南合作理念注入国际发展合作的努力.①

二是从理论视角出发,关注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运行方式中的普惠

性.沈铭辉和沈陈认为,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本质上体现了优势互补的

“协调范式”特征,让发展合作的成果惠及全球.② 程诚指出,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对中国特色官方开发金融的使用,给非洲带去了包括全洲性基础设

施改善在 内 的 普 惠 性 发 展 成 果.③ 类 似 的 研 究 中,约 翰 内 斯  佩 特 里

(JohannesPetry)也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中国的国有资产推动金融

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从而与沿线国家形成相互依存的发展互惠关系.④

有一些学者表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开展功能性合作,特别是通过提供

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类的公共产品,促进了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共同

发展.⑤ 还有一些学者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与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衔接和协调推动构建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进而落实全

球普惠发展的使命.⑥

三是从应用视角出发,关注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具体实践中的普惠

性.丁金光和张超认为,“一带一路”通过环保援助拓展国际环保市场、促

进绿色发展,把中国人民利益同世界人民利益结合起来.⑦ 姜安印和刘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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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袁正清、董贺:«中国—东盟共建 “一带一路”的理念与实践———基于关系性合作的视角»,
载 «当代亚太»２０２３年第５期,第４~３４页;BjørnLeifBrautesethandDanBanik, “Transplanting
China’sEcologicalCivilizationtotheBeltandRoadInitiative:What WillItTake?”,Journalof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Vol３５,No４,２０２３,pp６３９Ｇ６５４.

沈铭辉、沈陈:«机制供给与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载 «外交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１~２３页.
程诚:«“一带一路”中非发展合作新模式:“造血金融”如何改变非洲»,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JohannesPetry,“BeyondPorts,RoadsandRailways:ChineseEconomicStatecraft,theBelt
andRoadInitiativeandthePoliticsofFinancialInfrastructures”,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２９,No２,２０２３,pp３１９Ｇ３５１

吴泽林:«“一带一路”倡议的功能性逻辑———基于地缘经济学视角的阐释»,载 «世界经济

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９期,第１２８~１５３页;田旭、徐秀军:«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及中国应对实践»,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１年第９期,第１２８~１５４页.
曹嘉涵:«“一带一路”倡议与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载 «国际展望»２０１６年第３

期,第 ３７~５３ 页;AlejandroRodiles,“InfrastructuralDevelopmentalism andIts Many Typesof
GlobalLaw:AComparativeLookattheUN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andChina’sBeltandRoad
Initiative”,LondonReviewofInternationalLaw,Vol１０,No３,２０２３,pp３６７Ｇ３９０.

丁金光、张超:«中国对外环保援助的战略重要性»,载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２０年第１１期,
第１９~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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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推动集体和个人能源发展权

的均衡普惠改善.① 奥维格韦埃格古 (OvigweEguegu)认为,中国利用

数字 “一带一路”推广进步可用的互联网技术,帮助非洲加快数字化进程.②

有一些学者表示,“一带一路”发展合作以全球普惠发展为目标,将中国自

身的发展优势转化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动能.③ 还有一些学者表示,“一
带一路”倡议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合作方案具备对接的可能,由此将为

实现全球普惠发展提供助益.④

既有研究为我们理解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普惠发展提供了丰富的

思想、理论和应用启示,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没有完全凝练全球普惠发

展的价值内涵.相关学者只是在直接使用发展的 “普惠性”或者在强调发展

的 “共同性”“均衡性”“包容性”等近义表述中,将 “全球普惠发展”视为

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没有深入挖掘其具体内涵和指涉,这容易造成概念上

的分歧和理解上的困惑.二是缺少对多元主体参与的考察.相关学者比较关

注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中国家的责任承担及其普惠发展效应的产生,相对

忽视了企业、学校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社会责任的履行及其普惠发展价值

的释放.三是缺少对具体机制和对人的影响的分析.相关研究的关注焦点往

往集中于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对于所在国重大基础设施的增加、宏观经济

数据的改善及国际发展地位的提升上,而较少关注广大民众获益的直观体验

和切身感受.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已经由谋篇布局的 “大写意”转向精

耕细作的 “工笔画”,并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拓展 “一带一路”倡

议推动全球普惠发展的研究需要更加微观和细化的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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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姜安印、刘博:«能源发展权:推动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高质量发展再思考»,载 «重庆

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２期,第５３~６６页.

OvigweEguegu,“TheDigitalSilk Road:Connecting Africa with New NormsofDigital
Development”,AsiaPolicy,Vol１７,No３,２０２２,pp３０Ｇ３９

文春晖、徐海涛: «中国杂交水稻在非洲的技术积累及其可持续发展»,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４年第１期,第１３１~１５１页;王翠梅:«共生式国际发展合作新范式下的中国对外技术援助———
以菌草技术援外为例»,载 «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２４年第１期,第５９~７２页.

郭存海:«发展互鉴:构建中拉新型交流合作关系»,载 «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第２４~４１页;BhasoNdzendzeandDavidMonyae,“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Linkageswith
theAfricanUnion’sAgenda２０６３in HistoricalPerspective”,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Review,

Vol１１,No１,２０１９,pp３８Ｇ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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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带一路”提升全球普惠发展的微观解释

本文旨在探讨和建立 “一带一路”对全球普惠发展的微观影响机制,而理

解国际关系研究的微观转向及微观基础成为建立特定问题领域微观解释框架的前

提.系统和宏观理论存在的缺陷是国际关系研究微观转向的重要原因.泰尔所

罗门 (TySolomon)和布伦特斯蒂尔 (BrentJSteele)认为,一方面,宏大理

论引导人们关注某些重要的特征或属性,却可能将学术注意力从涉及政治的

人性上引开.另一方面,宏大理论关注安全和制度,将人类视为重新定义和

概念化空间的原子结构中的一部分,而没有发展与公民日常生活接触和参与

相关的研究.相比之下,微观理论聚焦于特定时空环境,试图发现个人和集

体的能动性,而不是将人当作技术性的手段.①

乔舒亚科泽 (JoshuaDKertzer)进一步指出,微观基础的方法依赖

于两个关键原则,其一关涉社会科学的机械论观点 (mechanismicviewof
socialscience),即社会调查不仅评估因果关系,还提供具体解释.微观基础

的研究包括探索塑造社会行为的具体细节或塑造过程中的微观要素,是打开

“因果关系黑箱”的过程.其二是在较低的层次上进行机制分析.许多政治

科学和社会学的微观基础研究倾向于将微观的理解置于个人层面,但微观基

础的路径并不必然局限于人类行为的 “第一意象”,也可能呈现于国家内部

结构的 “第二意象”中.② 依据上述两个原则,本文认为,国际关系中的微

观解释应包含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微观解释要摆脱体系层面的理论束缚,破

除国家 “黑箱化”的操作模式,将国内和跨国多元行为体引入解释框架;二

是微观解释要从人的角度特别是个体层面的作用机制出发考察宏观社会现

象,将普通人/人群的具体感受和所处日常情境纳入解释范围.
(一)全球普惠发展的价值内涵

本文认为,全球普惠发展不应被视为不证自明,而应从价值层面对其进

行概念化和操作化,以便准确理解其内涵指涉和提升方向.联合国经济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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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TySolomonandBrentJSteele,“MicroＧMove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European
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２３,No２,２０１７,pp２６７Ｇ２９１

JoshuaDKertzer,“Microfoundation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ConflictManagementand
PeaceScience,Vol３４,No１,２０１７,pp８１Ｇ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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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事务部发布的 «不让一个人掉队:普惠发展的必要性»报告中指出,在消

除贫困、减少收入不平等及实现充分就业和体面工作方面取得进展,是普惠

发展进程的基本要素.① 克里斯托夫多夫费尔 (ChristophDörffel)和塞巴

斯蒂安舒曼 (SebastianSchuhmann)基于公平分配和更好的发展回报创建

了全球普惠发展的多维普惠性指数 (multidimensionalinclusivenessindex),
认为普惠发展是一种关涉社会进步的发展,它是结合了公民的参与性赋权,
并根据制度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促进人类福祉且内含发展能力的概念.② 乔耶

塔古普塔 (JoyeetaGupta)和考特尼韦格林 (CourtneyVegelin)的研究也

指出,发展普惠性的定义包含了社会、生态和关系成分,这种普惠性不是对

“他者”的兼并,而是建立在承认和认知正义基础上对发展内容的重新定义.③

所罗门和斯蒂尔的研究从空间、时间和情感三个相互联系的维度 “打开

了微观世界的理解方式”,这对本文中全球普惠发展的价值解构也具有积极

的借鉴意义.空间维度不仅包括物质性的实践场所,也包括象征性的实践建

构;时间维度用于探索生产个体和社会联系的时间结构和过程;情感维度具

有跨越个体的流动性特征,并可以形成一种更广泛的集体结构.④ 本文拟在

既有文件和研究指向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关系的微观解释及其理解维度,解

析全球普惠发展的价值内涵构成 (见表１).

表１　全球普惠发展价值内涵的构成

微观解释:基于多元主体参与互动的考察;基于个人/人群直观感受的解释

理解维度 价值类型 核心内容

空间维度 需求价值 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直接需求

时间维度 能力价值 民众个体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情感维度 共生价值 各行为体利益共生的参与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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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Leaving No OneBehind:TheImperativeofInclusiveDevelopment”,UNDESA,２０１６,

https://wwwunorg/esa/socdev/rwss/２０１６/fullＧreportpdf
ChristophDörffelandSebastianSchuhmann,“WhatisInclusiveDevelopment? Introducing

theMultidimensionalInclusivenessIndex”,SocialIndicatorsResearch,Vol１６２,２０２２,pp１１１７Ｇ１１４８
JoyeetaGuptaand Courtney Vegelin,“Inclusive Development,Leaving No OneBehind,

Justiceand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InternationalEnvironmentalAgreements:Politics,

LawandEconomics,Vol２３,２０２３,pp１１５Ｇ１２１
TySolomonandBrentJSteele,“MicroＧMove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pp２６７Ｇ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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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空间维度:全球普惠发展的需求价值

从一般意义上说,全球普惠发展关涉每个国家、每个阶层和每个人的发

展福祉.但从客观形势上看,广大发展中国家仍处在全球发展版图的边缘地

带,是全球发展的弱势群体,也是衡量全球普惠发展成效的主要对象.在一

个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严重的世界里, “全球趋同” (globalcovergence)的

说法并没有充分反映现实变化.尽管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挑战国际发

展的南北二元基础,但全球南方仍然是走向更为全面的全球发展的关键.全

球发展要特别注意探讨地理变化的影响,以及这些变化对空间术语和发展的

参考意义.
本文认为,从空间维度和微观解释出发,立足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众的

直接需求最能够反映全球普惠发展的价值,并将其视为全球普惠发展的需求

价值.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２０２３年发布的全球多维贫困指数 (MPI),在

１１０个国家的６１亿人口中,有１１亿人 (略高于１８％)生活在严重多维贫困

(multidimensionalpoverty)中.撒哈拉以南非洲 (５３４亿)和南亚 (３８９
亿)的贫困人口约占全球贫困人口的五分之一.近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

(７３亿人)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因此,这些国家的行动对于减少全球贫困

至关重要.虽然低收入国家人数仅占 MPI所列人口的１０％,但这些国家却

居住着３５％的贫困人口.① 可见,全球贫困人口仍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减少贫困成为发展中国家民众最优先也是最直接的需求.在可预见的未来,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仍会将改善医疗水平、增加入学机会及饮用水供给、
安全住房保障等基本生活条件视为减贫需求中最迫切的选项.

２时间维度:全球普惠发展的能力价值

全球普惠发展既直面当下,又关涉长远.体现长时段发展能力的可持续

发展理念不仅强调发展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且不应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

的能力造成危害.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演进,其逐步形成了包含经济

可持续性、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在内的三大内容,这也是联合国

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支柱.可以预见,可持续发展仍会是一个动态

变迁和深化拓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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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５Countries Halved MultidimensionalPoverty within１５ Years,but１１Billion Remain
Poor”,UNDP,July１１,２０２３,https://wwwundporg/pressＧreleases/２５ＧcountriesＧhalvedＧmultidi
mensionalＧpovertyＧwithinＧ１５ＧyearsＧ１１ＧbillionＧremainＧ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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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从时间维度和微观解释出发,立足于民众个体可持续发展能

力的建设最能够反映全球普惠发展的价值,并将其视为全球普惠发展的能力

价值.深入可持续发展议题会发现,与应对社会经济变迁和健康挑战相关的

教育、培训和技能获取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可持续发展需要有能力且受过

良好教育的人来为更大的发展和可持续性做出贡献,需要为他们提供更高质

量的医疗保障.科技创新是实现普惠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它不仅为发

达国家所倚重,也为发展中国家所青睐.近年来,非洲就强调要通过鼓励创

新、促进创业和投资于研发来强化国家和区域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加速社会

经济进步,加快落实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

程».① 科技创新与应用要求更快的改进和传播,这也意味着必须要有更加熟

练的专家、工程师和科研人员提供支持.

３情感维度:全球普惠发展的共生价值

全球普惠发展无法自动实现,需要主动为之,其包含了全球治理共同体

的逻辑判断和实践思维,要求各类行为体能够用全球视野来思考和解决人类共

同面临的问题,以推动共生发展.共同体的建立和发展以情感为基础———共同

体内部形成共同情感,不仅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在更深的层次上实现了共享,
还意味着共同体内部产生了自觉维护集体身份的力量.② 这样,全球普惠发

展因主体间共生关系的情感纽带被激发,各行为体在平等相待和相互尊重中

推进资源与功能的互联互通,实现利己与达人的有机统一.
本文认为,从情感维度和微观解释出发,立足于发展合作各行为体利益

共生的参与最能够反映全球普惠发展的价值,并将其视为全球普惠发展的共

生价值.国际关系中的 “权力流散”现象提醒我们,在审视共生共在的全球

普惠发展时应摆脱 “国家中心主义”的羁绊,更多关注非国家权威特别是

“市场及市场操作者”的作用.③ 我们既要关注全球治理中跨国及国内多元力

量的参与程度,在共生发展中形成合力;还要关注它们的参与属性,在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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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Africa’sSustainableGrowthHingesonScience,Technology,andInnovation”,UNECA,

March３,２０２３,https://wwwunecaorg/stories/africa％E２％８０％９９sＧsustainableＧgrowthＧhingesＧ
onＧscience％２CＧtechnology％２CＧandＧinnovation

韦红、马赟菲: «论灾难外交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情感建设»,载 «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１６６页.
苏珊斯特兰奇: «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肖宏宇、耿协峰译,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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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强化共情思维,平衡好 “经济人”和 “社会人”的角色.① 共生基础

上的全球普惠发展认为,这两种角色并不必然引发冲突,各行为体完全有可

能在遵守 “社会人”约定的前提下追求 “经济人”的发展价值.
(二)全球普惠发展的关键抓手

本文认为,理解 “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普惠发展的提升作用需要回归

“一带一路”扎根发展、诚意合作、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本质.就 “一带一路”

发展合作的研究命题而言,其内容仍较为宏大,只有明确其中的关键抓手,才

能做到有的放矢. “抓手”多指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是实现既定目标所使用的政策工具、重要手段和有效载体.② 从政策执行的角

度看,抓手的选择是在模糊和复杂的政策安排中确立关键点,也是各部门之

间互动的必要支撑.③ 这也契合了本项研究中微观解释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在

此基础上,本文中抓手的选择还要尽可能满足微观解释中第二个方面含义的需

要,即关注民生需求和建立日常叙事.综合上述两方面考虑,本文从结构—单

元关系角度出发,将 “大援外”体系和 “小而美”项目视为全球普惠发展关键

抓手的具体分析对象,并将它们分别界定为结构抓手和单元抓手.

１结构抓手:“大援外”体系

学界对构建 “大援外”体系的呼吁由来已久,其背后体现的是援外资源

吸纳与整合的逻辑.“大援外”体系源于大国援助进入战略性阶段和上升为

国家治理内容的需要,是对外援助在战略上、资源统筹上和监管上的高度集

中.④ 围绕以 “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全球公共产品生产和供给是 “大援

外”体系的主要任务.“大援外”的建设不仅要从机构体系上改变对外援助

碎片化的格局,而且要从渠道方式上改变对外援助相对单一的局面,还要从

国际合作上利用现在已有的各种有力机制,促进国家利益最大化.⑤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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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 “经济人”和 “社会人”的解释,参见陈小鼎、王翠梅:«援助国是 “经济人”还是 “社
会人”? ———基于日本对华与对印ODA政策比较»,载 «当代亚太»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７９~１０５页.

刘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 “抓手”»,载 «学习时报»２０２３年１月３０日,第２版.
薛金刚:«抓手:推动政策有效执行的策略工具»,载 «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２４年第３期,第

１７页.
«李小云 谈 大 援 助 体 制:新 型 大 国 需 要 新 型 对 外 援 助»,光 明 网,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９ 日,

https://theorygmwcn/２０１７Ｇ０２/０９/content_２３６７７２５８htm.
«专家呼吁建立我国大援外体系,改变碎片化格局»,凤凰网,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８日,https://

newsifengcom/a/２０１８０２２８/５６３６０２８６_０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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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正式成立,旨在以 “一盘棋”思维推动中国对外援助

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升级,中国 “大援外”体系的协调与整合目标有了更为坚实

的基础和保障.

本文认为,“大援外”体系建设要在优化援外战略布局、扩展援外内容

和形式及提升援外综合效应的基础上促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助

力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特别是 “一带一路”的行稳致远.具体而言,
“大援外”体系囊括如下三方面要义.第一,“大援外”体系包含了多元发展

主体的协作.“一带一路”倡议的多元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学校和社

会组织等.从一般意义看,政府主要承担 “设计师”的角色,企业主要承担

“建筑师”＋ “金融家”的角色,学校主要承担 “教育家”的角色,社会组

织主要承担 “活动家”＋ “联络人”的角色.而从实际运行看,他们的角色

互有交叉和重叠,体现了不同行为体间的互动协作———项目的制定需要政

府、企业和学校共同献计;项目的资金来源于政府投入、企业融资和社会组

织筹资;项目的执行评估有赖于学校和企业的实践加持与社会组织的反馈.

多元主体间的角色联系与互动促使它们在发展合作中形成合力.第二, “大
援外”体系包含了多方发展力量的对接.这意味着中国所倡导的发展合作实

践既要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相关发展倡议和行动目标进行对接,又要与发

展合作对象国的基本制度、组织结构及相关平台进行对接,还要与西方发达

国家的行业比较优势和从业标准进行对接,推动发展合作的国际化进程.第

三,“大援外”体系包含了多重发展方式的结合.除了传统的政府间无偿援

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等方式外, “大援外”体系还倡导调动国内外相关

主体和机构共同参与发展合作的项目融资与技术援助等.

２单元抓手:“小而美”项目

近年来,“小而美”逐渐成为共建 “一带一路”的流行语和中国援外的

新思路.① “小而美”项目的全称是 “小而美、见效快、惠民生”项目.因

此,实施效率高和聚焦民生发展是 “小”和 “美”最基本的内涵.习近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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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 “小而美”类似的小型援助项目方案并非中国独有,一些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值得借鉴.
以清洁能源领域为例,日本援助太平洋岛国的电力项目和德国援助印尼的 “点亮千岛”项目是比较

典型的案例.其援助呈现出以地区规划和议题研究为引领,强调援助的品牌效应及注重培育当地人

脉等特点,但也存在重倡议、轻落实的不足.中国可借鉴其优点,突出 “小而美”项目因地制宜的

特征和自己的品牌效应,同时也要谨记 “小而美”项目重在落实,切不可使其成为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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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在第三次 “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提出, “小而美的项目,是直接影响

到民众的.今后要将小而美项目作为对外合作的优先事项,加强统筹谋划,
发挥援外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形成更多接地气、聚人心的项目”.① 自

２０２１年以来,一大批 “小而美”的项目获得立项实施,其中,菌草、青蒿

素、杂交水稻、鲁班工坊等都已经成为优质的援助品牌和 “小而美”项目的

典范.② 未来,“小而美”项目将和标志性工程一道,成为高质量共建 “一带

一路”走深走实的推动力.③

新华社发布的 «全球发展倡议实践成就与世界贡献»智库报告指出,
“从个体的人,到家庭、社区,推及自然和人文环境,全球发展倡议正在从

一幅幅规划蓝图,化为一项项 ‘小而美、惠民生’的务实合作成果”.④ 本文

认为,作为全球发展重要载体的 “小而美”项目具有丰富的内涵.第一,
“小而美”项目更加强调民生援外.与不少西方国家将对外援助与 (西方式)
民主制度 “捆绑销售”的模式不同,中国历来强调对外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

条件.“小而美”项目直接面向所在国民众,把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增进

“心联通”作为根本目标,彰显了对外援助服务于民生改善的特征.第二,
“小而美”项目更加强调精准援外.“小而美”项目把脉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具

体诉求,具有投资少和速度快的实践优势,能够在短时间内收获成效,并可

依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做出灵活调整,实现了援助效果和援助效率的统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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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第三次 “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载 «人民日报海外版»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２日,第１版.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举行持续推进国际发展合作和援外事业新闻发布会 (全文稿)»,国家

国际发展合作署网站,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３１日,http://wwwcidcagovcn/２０２３Ｇ１０/３１/c_１２１２２９５７３７htm.
对于 “小而美”项目中的 “小”意指多大规模,当前政界和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说法,本文

更偏向于认为,“小而美”中的 “小”是一个相对概念.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其中就包括开

展务实合作,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和 “小而美”民生项目.由此可以推断, “小而美”项目中的

“小”是相对于标志性工程而言的 “小”.另外,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照辉在２０２１年的一次讲

话中也提到,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国际发展合作既要推动 “小而美”项目,又要适度稳慎安排成套项

目,做到大小项目平衡推进.由此也可以判断,“小而美”项目的 “小”是相对于大型成套项目而言

的 “小”.参见习近平:«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在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９日,第２版;罗照辉: «大
疫情背景下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载 «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期,第１４页.

«全球发展倡议实践成就与世界贡献»,新华网,２０２３年９月２０日,https://wwwxhinst
net/zkyjcg/research/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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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精准有力地服务于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第三,“小而美”项目更加强

调精致援外.“小而美”项目多集中于技术援助、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和志愿

服务等领域,在关注硬件投入的同时更为注重与国际标准和所在国政策、规

则等软件层面的对接.“小而美”项目普遍关注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致力

于优化援助的生态属性,凸显了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

３结构—单元抓手的互构

在厘清全球普惠发展的结构抓手 (“大援外”体系)和单元抓手 (“小而

美”项目)各自的含义之后,有必要进一步阐释关键抓手完整的内在逻辑.就

推动全球普惠发展而言,结构抓手和单元抓手之间存在着互构关系,并通过具

体对象内容的相互赋能得以实现 (见图１).澄清这种内在逻辑对于将 “大援

外”体系中的 “小而美”项目作为一个整体解释变量来看待也实属必要.

图１　全球普惠发展关键抓手的内在逻辑

说明:图中灰色方框代表本文中结构抓手和单元抓手的对象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从 “大援外”体系对 “小而美”项目的建构与赋能看,一方面, “大援

外”体系为 “小而美”项目提供了更多样的形式载体和更充足的资源支持.
在 “大援外”体系中,“小而美”项目不仅具有单纯的援助属性,而且具备

多样的发展合作属性,可以嵌入到商业性的贸易和投资环节,成为市场经济

发展的一部分.在 “大援外”体系中,多元主体的参与使得 “小而美”项目

可以汲取各方面的比较优势,在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获得更具竞争力的发

展潜能.另一方面,“大援外”体系为 “小而美”项目提供了更广阔的施展

空间和更持久的运行保障.在 “大援外”体系中, “小而美”项目不是 “孤
军奋战”,而是具备与成套项目及产业链对接融合的可能,有着广阔的发展

前景.在 “大援外”体系中, “小而美”项目还将获得包括事前、事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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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全周期的运行支持,促使 “小而美”项目拥有更加持久的生命力,实现可

持续发展.
从 “小而美”项目对 “大援外”体系的建构与赋能看,一方面, “小而

美”项目为 “大援外”体系的发展合力提供了更加聚焦的发展主题.尽管

“小而美”项目投资少、规模小,却与民生改善特别是民众 “急难愁盼”问

题的解决直接相关.以 “小而美”项目作为优先合作事项,使得 “大援外”
体系能够更好统筹规模和效益,强化援助与发展合作的针对性.另一方面,
“小而美”项目为 “大援外”体系的发展合力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落地转化.
“小而美”项目对于各发展主体而言有着较高的参与感,这意味着政府、学

校、企业和社会组织都能够在 “小而美”项目上亲力亲为.同时,“小而美”
项目因合作主题具有广泛的国际共识而属于低敏感合作领域,也是和发达国

家、国际组织开展三方合作的重要突破口.这种高参与度和低敏感性意味着

“小而美”项目拥有更大地被落实和转化的可能.
(三)全球普惠发展的作用机制

本文认为,全球普惠发展的关键抓手及其价值内涵之间存在着因果关

系,进一步厘清其中的作用机制有利于我们理解 “一带一路”倡议是如何有

效地提升全球普惠发展的.
第一,“大援外”体系中的 “小而美”项目通过优化民生体验增进全球

普惠发展的需求价值.全球普惠发展的需求价值主要体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

民众的直接需求.“小而美”项目是直接作用于民生改善的援外力量,“大援

外”体系又在丰富参与主体、客体和方式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了民生援外的

导向.因此,“大援外”体系中的 “小而美”项目具备成为影响全球普惠发

展需求价值实现的可能解释变量.本文拟将 “民生体验的优化”作为这一解

释过程的中间步骤,在民生 “三感”① 的获取中检验民生体验优化的落实情

况,特别关注 “大援外”体系中的 “小而美”项目如何在 “为民”和 “便
民”的服务中有效回应了发展中国家民众最基本和最迫切的需求.

第二,“大援外”体系中的 “小而美”项目通过促进成果转化增进全球

普惠发展的能力价值.全球普惠发展的能力价值主要体现为民众个体可持续

发展能力的建设.“小而美”项目是精准作用于自主发展的援外力量,“大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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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被称为民生 “三感”,体现了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的民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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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体系又在创新运用理论、实践和方法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了 “授人以

渔”的导向.因此,“大援外”体系中的 “小而美”项目具备成为影响全球

普惠发展能力价值实现的可能解释变量.本文拟将 “成果转化的促进”作为

这一解释过程的中间步骤,在本地化人才①的培养中检验成果转化的落实情

况,特别关注 “大援外”体系中的 “小而美”项目如何在 “效果”和 “效
率”的共进中有效提升了个人获取科学知识和掌握实操技艺的能力.

第三,“大援外”体系中的 “小而美”项目通过提升共治水平增进全球

普惠发展的共生价值.全球普惠发展的共生价值主要体现为发展合作各行为

体利益共生的参与.“小而美”项目是细致作用于发展合力的援外力量,“大
援外”体系又在有效联结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了合作发展

的导向.因此,“大援外”体系中的 “小而美”项目具备成为影响全球普惠

发展共生价值实现的可能解释变量.本文拟将 “共治水平的提升”作为这一

解释过程的中间步骤,在协同关系②的培育中检验共治水平提升的落实情况,

特别关注 “大援外”体系中的 “小而美”项目如何在 “硬件”和 “软件”的

对接中有效构建了各发展合作主体共商共建共享的格局.

图２　 “一带一路”提升全球普惠发展的微观作用机制

说明:图中灰色方框代表各中间步骤的核心可操作化指标,右侧的虚线方框表明

全球普惠发展的三项价值内涵实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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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地化人才了解当地情况,知晓当地需求,对科技成果转化有着在地经验和认知,是推动

成果转化有效落地和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协同关系的本质是各参与主体在目标和利益上形成共识并产生良性互动,有效的信息沟通

和利益协调是协同关系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达成共治和防止走向 “碎片化”治理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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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全球普惠发展的作用机制得以呈现,这也是 “一带一路”提升全

球普惠发展微观解释的中心环节 (见图２).本文的基本逻辑是:共建 “一带

一路”倡议依托 “大援外”体系中的 “小而美”项目这一整体关键抓手,在

优化民生体验、促进成果转化和提升共治水平等中间步骤①的作用下推动全

球普惠发展需求价值、能力价值和共生价值的不断增进.相应地,全球普惠

发展价值内涵各自所承载的核心内容得以不断实现和改进,形成一个相互联

系的有机整体.

四、“一带一路”倡议下鲁班工坊的普惠性发展合作

本节以鲁班工坊为个案,在具体实践中检验上述全球普惠发展的作用机

制.选择鲁班工坊作为研究个案主要有如下三点原因.第一,鲁班工坊首创

于２０１５年,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才开始实施的 “小而美”项目.
相对于其他早在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就已经开始运作的 “小而美”项

目,鲁班工坊更能凸显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效用.第二,鲁班工坊最初

源于中国的地方探索,而后正式上升为国家项目并逐渐成为对外交往的 “国
家名片”.从地方实践到国家项目,鲁班工坊的推进历程表明其具有广泛的

适应性,具备成为推动全球普惠发展力量的可能.第三,鲁班工坊是中国

“小而美”项目的优先事项,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

长罗照辉将 “在国外推动鲁班工坊建设”作为２０２４年全国 “两会”的提案,
同时指出国合署将继续加大对 “小而美”项目的帮扶力度.② 综上,鲁班工

坊具备成为 “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全球普惠发展最佳实践的可能,本节将对

此案例进行深入剖析,以展现鲁班工坊普惠性发展合作的微观作用机理.
(一)鲁班工坊:“大援外”体系中 “小而美”项目的典范

鲁班工坊是由天津市原创,并率先推动和组织实施的中国职业教育对外

援助与发展合作的品牌项目.在习近平主席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鲁班工坊

已在世界多国多地生根开花结果,成为共建 “一带一路”上 “大援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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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优化民生体验、促进成果转化和提升共治水平三项中间步骤的核心可操作化指标分别是获

取民生 “三感”、培养本地化人才和培育协同关系.
«国合署署长罗照辉:在国外推动鲁班工坊建设», «中国日报»中文网,２０２４年３月６日,

http://cnchinadailycomcn/a/２０２４０３/０６/WS６５e８２fe７a３１０９f７８６０dd４３b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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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小而美”项目的典范 (见表２).
鲁班工坊案例符合 “大援外”体系的建构要义.第一,鲁班工坊建设包

含了多元发展主体的协作.«鲁班工坊建设规程»指出,鲁班工坊是指中国

院校、研究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在境外单独设立,或同外国政府、院

校、研究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合作设立,以境外公民为主要对象,实施

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教学机构或者项目.① 第二,鲁班工坊建设包含了多方发

展力量的对接.鲁班工坊项目在理念、行动和目标等方面与联合国２０３０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高度契合,埃塞俄比亚鲁班工坊还被非盟总部人力资源开发

委员会设立为面向整个非洲的技术技能人才培训中心.鲁班工坊确立的多个

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已获得合作国教育部批准,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② 多

国发起成立的 “中非欧中医药鲁班工坊合作共同体”旨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发

达国家的优势经验,全面服务中医药和中医技术的国际化发展.第三,鲁班

工坊建设包含了多重发展方式的结合.已建成的鲁班工坊多依靠中国政府的

财政支持,而多元筹资机制也是其资金来源的重要组成.鲁班工坊还体现了

一种协同整合政府、学界和产业界资源的方法以促进技术转移,赋予个人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民众个体在快速变化的行业中茁壮成长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鲁班工坊案例也符合 “小而美”项目的内涵指涉.第一,鲁班工坊建设

更加强调民生援外,在培养国际化本土技能人才、促进各国民心相通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鲁班工坊将按照 “小而美、见效快、惠民生”的建设思路,
完善内涵式发展工作机制.③ 笔者认为,这种内涵式发展工作机制的根本落

脚点在于直面民众本位、直击民生福祉.第二,鲁班工坊建设更加强调精准

援外,精准对接中外各自需求.印尼鲁班工坊为中资企业培养了超过５００名

本地化技能人才,还使这些毕业生的薪资水平超出当地月平均工资２倍以

上.④ 鲁班工坊选址灵活、可操作性强,塔吉克斯坦鲁班工坊仅耗时８６天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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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鲁班工坊建设规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网站,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４日,https://www
ceaieeducn/uploads/attached/file/２０２２０４１５/４１５０５１１９７６１２２２４pdf.

«“一带一路”上的技术驿站»,载 «中国教育报»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３日,第３版.
«鲁班工坊建设专家委员会成立»,中国教育部网站,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２日,http://www

moegovcn/jyb_zzjg/huodong/２０２３０４/t２０２３０４１２_１０５５３８９html.
«花开 “一带一路”,鲁班工坊赋能 “走出去”企业高质量发展»,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网

站,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３日,http://wwwypieducn/２０２４/０７２４/c２２５６a８６１４１/pagehtm.



“大援外”体系中的 “小而美”项目 □　

完成教学场馆的改建和装修工程,① 充分体现了其实施的高效率.第三,鲁

班工坊建设更加强调精致援外. «鲁班工坊建设规程»指出,鲁班工坊应当

遵守中国与所在地法律,尊重中外文化和公序良俗,不以鲁班工坊的名义参

与政治性、宗教性等活动.② 鲁班工坊建设以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为依据,
通过 “四递进”逻辑③实现国际化专业标准的落地生根.鲁班工坊致力于推

广绿色生产和制造理念,将环保纳入成员主体责任,把项目的可持续发展预

期作为检验办学成效的重要方面.

表２　 “大援外”体系中 “小而美”项目的典范———鲁班工坊案例

结构/单元抓手 要义/指涉 鲁班工坊的对应内容

“大援外”体系

多元发展主体的协作 院校、研究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

多方发展力量的对接

对接联合国、非盟等国际组织;
对接所在国国民教育体系;
对接发达国家比较优势

多重发展方式的结合 多元筹资机制;促进技术转移

“小而美”项目

民生援外 民心相通;内涵式发展

精准援外 符合中国与所在国人力资源需求;实施效率高

精致援外

遵守中外法律和文化习俗;
“四递进”落实国际化标准;

绿色环保的理念与责任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鲁班工坊建设规程»«鲁班工坊运营项目认定标准 (试行)»、鲁班工坊研

究和推广中心成果及其他相关材料整理而成

鲁班工坊的运作实践生动诠释了 “大援外”体系对 “小而美”项目的建

构与赋能.从形式载体和资源支持来看,鲁班工坊遵循产教融合的原则,实

施产业、行业、企业、职业、专业的 “五业联动”,发挥政、行、企、校、
研的 “五方携手”.④ 能够真正做到凝聚合力、取长补短.从施展空间和运行

保障来看,鲁班工坊与产业园、港口经济和自贸区等已形成紧密联结,成为

国际化投资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鲁班工坊实行项目制管理,每三年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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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让中国工匠精神沿着 “一带一路”传下去»,载 «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２３年８月２日,第６版.
«鲁班工坊建设规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网站,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４日,https://www

ceaieeducn/uploads/attached/file/２０２２０４１５/４１５０５１１９７６１２２２４pdf.
“四递进”逻辑,参见吕景泉等:«鲁班工坊———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创新实践»,载 «中

国职业技术教育»２０２３年第２５期,第８９~９０页.
杨延主编:«鲁班工坊建设标准研究»,中国铁道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２２年版,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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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周期.项目期满,符合质量保障条件的,可以续接下一个项目周期.①

鲁班工坊的运作实践也生动诠释了 “小而美”项目对 “大援外”体系的建构

与赋能.从聚焦发展的主题来看,鲁班工坊强调办学基础的适应性,即符合

所在国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战略,开设专业满足所在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需求.鲁班工坊还是紧缺型技能人才培养的 “摇篮”,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的

现代化建设来说无异于 “雪中送炭”.从操作性的落地转化来看,根据鲁班

工坊研究和推广中心对中外企业的一项综合调研结果,７８９５％的企业参与

到鲁班工坊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中,９４７４％的企业为鲁班工坊教学实训提

供过技术支持,８４２１％的企业为鲁班工坊提供过实训设备支持,６３１６％的

企业在校企合作中为鲁班工坊提供过实训教师.② 这表明,以企业为代表的

发展主体具有较高的参与度.以职业教育为切入点,鲁班工坊也具有更高的

国际共识和低敏感度.英国 «经济学人»杂志网站指出,鲁班工坊更侧重于

个性化的技能培训,其敏感性和争议性较孔子学院低.③

(二)鲁班工坊提升全球普惠发展的作用解析

鲁班工坊是 “大援外”体系中 “小而美”项目的典范,也是 “一带一

路”倡议推动全球普惠发展的一项关键抓手.实践中,鲁班工坊以务实行动

在增进全球普惠发展的需求价值、能力价值和共生价值方面做出了表率.

１鲁班工坊与全球普惠发展的需求价值

满足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直接需求是鲁班工坊的首要目标.在广大发展中

国家,由工人的技能配备与特定工作所需技能之间差距而形成的 “技能鸿

沟”(skillsgaps)已对发展构成了相当大的制约.因此,鲁班工坊的专业建

设标准制定特别注重所在国的实际发展需求和人才需要.④ 以尼日利亚电气

电子工程专业鲁班工坊为例.该国对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具有迫切需求,鲁班

工坊聚焦电气电子工程专业,培训的人才直接服务于尼日利亚经济社会的发

展.⑤ 鲁班工坊吸纳了多种发展主体的共同参与,利用各自擅长的工作方式

—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鲁班工坊建设规程».
«走向世界的中国名片———鲁班工坊»,北方网,２０２２年６月６日,http://newsenorth

comcn/system/２０２２/０６/０６/０５２７４５６４５shtml.
“ChinaisEducating Engineersaroundthe World”,TheEconomist,October１９,２０２３,

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２０２３/１０/１９/chinaＧisＧeducatingＧengineersＧaroundＧtheＧworld
参见杨延主编:«鲁班工坊建设标准研究».
杨延主编:«鲁班工坊建设标准研究»,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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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其深入发展中国家的 “民生洼地”,面向基层民众的直接需求.埃塞俄

比亚素有 “咖啡的故乡”之称,当地很多人以咖啡种植产业为生.然而,由

于自动化程度不高,埃塞俄比亚咖啡生产的诸多环节仍要靠手工操作来完

成,这也限制了咖啡产量的提升.针对这一问题,埃塞俄比亚鲁班工坊联合

天津某智能设备公司利用先进的 AI技术参与鲁班工坊的教学培训,帮助鲁

班工坊对接当地咖啡生产,更加精准和快速地识别咖啡豆和进行选果分类,

真正实现了因需施教和对接当地的用人需求.①

主流新闻媒体关注了共建 “一带一路”进程中的鲁班工坊项目是如何给

发展中国家民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肯尼亚马查科斯大学

鲁班工坊学生彼得穆斯约卡 (PeterMusyoka)认为,鲁班工坊激发了他

对计算机,尤其是对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兴趣,使他明白了如何

将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② 这是鲁班工坊为当地民众带来

的真实获得感.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南非鲁班工坊运用３D打印技术开发

出一种防护面罩,免费分发给相关工作人员和机构.鲁班工坊还设计出一款

空气质量检测应用软件,为当地政府部门决策提供数据支持.③ 这是鲁班工

坊为当地民众带来的真切安全感.吉布提鲁班工坊学员代表艾沙 (Aisha)

表示,通过学习,自己已在亚吉铁路的运营和管理岗位实习了三个多月,没

有什么比梦想成真更让他高兴的了.④ 帮助非洲青年在家门口就能实现自己

的职业理想,这是鲁班工坊为当地民众带来的真正幸福感.总之,作为 “大
援外”体系中的 “小而美”项目,鲁班工坊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民众获取民生

“三感”中优化了民生体验,增进了全球普惠发展的需求价值.

２鲁班工坊与全球普惠发展的能力价值

助力民众个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是鲁班工坊孜孜以求的目标.国家

—３２—

①

②

③

④

«“一带一路”跨山海双城记 从天津到亚的斯亚贝巴 鲁班工坊筑梦非洲匠心»,央视网,

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６日,https://tvcctvcom/２０２３/１０/１６/VIDEQolbDydlzhJKYUZgqlVx２３１０１６shtml.
“Kenyan UniversitiesEmbraceChineseLuban WorkshopstoEquipStudentswith Modern

Skills”,Xinhua,July１０,２０２４,https://englishnewscn/africa/２０２４０７１１/２b１９５f５８７９８６４８３７b２c１
８d３ba５１２０７a５/chtml

«“这样的工坊越多越好”»,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１月８日,第３版.
“ThankstoLubanWorkshop,YoungAfricanManFulfillsHisDream”,ChinaDaily,May

３０,２０２３,https://govtchinadailycomcn/s/２０２３０５/３０/WS６４７５９b３２４９８ea２７４９２７bc２６４/thanksＧtoＧ
lubanＧworkshopＧyoungＧafricanＧmanＧfulfillsＧhisＧdre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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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发布的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指出,鲁班工坊

依靠一大批中国职业学校教师涉重洋,手把手将职业技能和经验传授给当地

青年.① 这种 “传帮带”机制本质上就是一种 “技术造血”,目标是增强所在

国民众自主发展的能力.在导师、学校和企业等多主体的良性互动下,鲁班

工坊将工程实践创新项目 (EPIP)② 作为教学模式的核心内容,推动应用型

和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培养.作为EPIP的一项重要成果,埃塞俄比亚鲁班工

坊学员在２０２１年世界机器人大赛中取得了一金两银两铜的优异成绩,实现

了该国在世界级技能比赛中的新突破.③ 可见,鲁班工坊为每个认真参与并

完成培训的学员提供了可持续性的竞争力优势和更加光明的未来.
鲁班工坊塑造民众个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在于推动整个教学培训体

系的本土化建设及对本地化人才的培养,如此才能真正增强 “造血”能力和

实现自主发展.埃塞俄比亚鲁班工坊的中方教师团队将工程实景教学录制成

视频,在英文版教学视频的基础上创新教学思路,邀请当地母语团队撰写阿

姆哈拉语 (埃塞俄比亚官方语言)视频脚本,使其更容易被本地学员领会和

接受.④ 鲁班工坊坚持 “本土师资培养先行”的理念,为此采取 “双向奔赴”
的形式开展EPIP师资培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⑤ 作为鲁班工坊本土师资

的代表,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副教授托希尔扎利洛夫 (ToshirZalilov)深

刻领会到鲁班工坊所带来的 “效率革命”———使用旧设备需要１５天才能完

成４公顷面积的校园测绘制图,使用鲁班工坊的新设备只需要３个小时.⑥

总之,作为 “大援外”体系中的 “小而美”项目,鲁班工坊在帮助培养本地

化人才的过程中促进了成果转化,增进了全球普惠发展的能力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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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国教育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载 «职业技术教育»２０２２年第

２４期,第７１页.

EPIP是工程 (Engineering)、实践 (Practice)、创新 (Innovation)和项目 (Project)四个

元素的有机结合.
参见世界机器人大会网站,https://wwwworldrobotconferencecom/cn/view/２０１８html.
江绛、高洋:«基于EPIP的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路径研究———以埃塞俄比亚鲁班工坊

为例»,载 «职业教育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１０期,第１３页.
所谓 “双向奔赴”形式的EPIP师资培训,是指既邀请所在国教师来华进行培训,也安排中

方教师赴所在国进行培训.
«在塔吉克斯坦建成中亚地区首家鲁班工坊———弘扬工匠精神 架起民心相通桥梁 (共建 “一

带一路”第一现场)»,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８月１３日,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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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鲁班工坊与全球普惠发展的共生价值

推进发展合作各行为体利益共生的参与是鲁班工坊不懈追求的目标.一

方面,企业的市场拓展可以带动学校的教学培训———贝宁鲁班工坊的建设就

源于在贝中资企业对技能人才的紧迫需求.另一方面,学校的教学先行也可

以带动市场的繁荣和企业的发展———英国鲁班工坊中餐烹饪教学培训所获得

的认可和广泛传播就直接推动了利物浦鲁班餐厅的开业运营.英国鲁班工坊

不仅推动了中国企业 “走出去”,而且已为利物浦带来超过２００万英镑的收

入.① 鲁班工坊研究和推广中心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合作国的本土企业抑

或是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对鲁班工坊有较好的发展预期,８５７１％的企业认为,
与鲁班工坊的合作对其在海外的发展和国际化进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１４２９％的企业认为,鲁班工坊对其发挥了较大作用.② 社会组织也是重要的

有生力量———陈江和基金会以捐赠的方式资助了哈萨克斯坦鲁班工坊建设.③

多主体的共生参与体现了 “经济人”与 “社会人”的有机统一.鲁班工坊建

设联盟的成立进一步彰显了由院校、研究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在资源整

合和共识凝聚的基础上合力打造一个关涉全球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构建协同关系和强化协同发展是鲁班工坊推进各参与主体利益共生及提

升共治水平的实践要义.作为非洲第一家鲁班工坊,吉布提鲁班工坊的探索

生动诠释了这种全方位协同关系的面貌.在顶层架构上,吉布提鲁班工坊创

立了校企共建的 “政政企校校”模式,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吉布提教育部、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和吉布提工商学校五方

合力形成因地制宜、产教融合的基本结构;在职业规划上,吉布提鲁班工坊

践行校企同考的 “招生即招工”模式,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制订并实施招生招

工方案,学生毕业后可直接进入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在教学安

排上,吉布提鲁班工坊推行校企同建的 “现代学徒制”标准体系,由学校和

企业联合政府共同研制教学标准,开展基础知识学习、校外实践基地学习与

—５２—

①

②

③

«英国鲁班工坊助力中国企业 “走出去”为利物浦带来超过２００万英镑收入»,北方网,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２５日,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２０１９/１２/２５/０３７８８５８２２shtml.

«走向世界的中国名片———鲁班工坊»,北方网,２０２２年６月６日,http://newsenorth
comcn/system/２０２２/０６/０６/０５２７４５６４５shtml.

陈江和基金会的创始人陈江和先生曾指出,“推动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是我作为海外侨

胞的一份责任”.参见 «架起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之桥»,载 «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１０
日,第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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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顶岗实习的 “１＋１＋１”人才培养模式;在师资配备上,吉布提鲁班工

坊组织校企同育的 “双导师教师队伍”建设,由中方学校和企业共同承担吉

方教师的培训方案;在硬件设施上,吉布提鲁班工坊打造校企同享的 “校内

外实践教学基地”,结合了吉布提工商学校多个教学区和亚吉铁路实训基地

的有利条件;在软件投入上,吉布提鲁班工坊整合校企同编 “国际化教学资

源”的优势,共同开发新型工作手册式教材并配备信息化资源.① 总之,作

为 “大援外”体系中的 “小而美”项目,鲁班工坊在培育参与主体协同关系

的过程中提升了共治水平,增进了全球普惠发展的共生价值.

五、结　语

作为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借助 “大
援外”体系中的 “小而美”项目,有效提升了全球普惠发展,这在鲁班工坊

的发展合作案例中已经得到了验证.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将 “一带一路”提

升全球普惠发展视为一项微观研究,从主体间关系和日常生活叙事的角度出

发,将基于多元主体参与互动的考察和基于个人/人群直观感受的解释看作

这种微观研究的重要立论基础.
本文在既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做出了如下三方面理论性探索.首先,本

文对全球普惠发展的价值内涵进行了解构,从空间、时间和情感三个维度将

全球普惠发展界定为包括需求价值、能力价值和共生价值在内的统一体.在

进一步明确每种价值类型核心内容的基础上赋予全球普惠发展这一相对抽象

的概念以具体的可操作化的表征.其次,本文从整体上理解 “大援外”体系

中的 “小而美”项目,将其视为 “一带一路”推动全球普惠发展的关键抓

手.这种整体性主要体现在作为结构抓手的 “大援外”体系和作为单元抓手

的 “小而美”项目之间存在互构和相互赋能的关系,这也打破了我们对于

“大援外”体系就是 “宏大叙事”,而 “小而美”项目只能是 “孤军奋战”的

刻板印象.最后,本文的关键落脚点是提供有关全球普惠发展的关键抓手与

价值内涵之间因果作用机制的解释.通过梳理每项作用机制的中间步骤及其

可操作化指标,“大援外”体系中的 “小而美”项目推动全球普惠发展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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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 “鲁班工坊”为平台实践国际化特色现代学徒制»,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网站,２０２２年４
月１８日,https://tzpycentvcn/article/１８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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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过程得到了更为清晰的展示.
对鲁班工坊发展合作的个案分析丰富了我们对于 “一带一路”倡议提升

全球普惠发展微观机理的认识.鲁班工坊是 “大援外”体系中 “小而美”项

目的实践典范.多年来,鲁班工坊建设把满足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直接需求、
助力民众个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以及推进发展合作各行为体利益共生的

参与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民众获取民生 “三感”、培养

本地化人才和培育参与方的协同关系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由此提升了全球

普惠发展的需求价值、能力价值和共生价值.
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全球普惠发展为目标引

领,继续深挖 “大援外”体系中 “小而美”项目的潜能,如下三个方向尤为

值得关注.第一,发挥示范项目的引领作用,扩展投向范围.应充分借鉴鲁

班工坊的成功经验,在数字经济、智慧交通、医疗卫生、新型农业等拥有广

阔前景的领域扩展具有 “大援外”属性的 “小而美”项目.第二,发挥成套

项目的积淀作用,深化资源整合.成套项目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有着深厚的

历史积淀,并且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和管理办法.具有 “大援外”属

性的 “小而美”项目完全可以依托成套项目的既有基础,在 “借船出海”的

实践中实现大小项目的平衡推进.第三,发挥 “一带一路”的扩散作用,提

升国际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沿线国家通过学习、竞争、模仿等机制推动了

“一带一路”的政策扩散.① 应借力提升具有 “大援外”属性的 “小而美”项

目在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的显示度,助力其品牌塑造和国际影响力

提升.

—７２—

① 张志原、李论:«“一带一路”倡议的扩散分析»,载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

１３０~１６０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