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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援 助 非 洲 政 策 评 析

许   亮

  内容提要  冷战以后, 美国对非洲援助政策适时调整。从克林顿到奥巴马, 美国对非洲

政策既有继承, 也有变化。美国的援助机制历经 3次大变革, 形成了目前比较稳定有效的以

5对外援助法案6 为法律依据、以国际发展署和千年挑战集团为主要执行机构的援助体系。

纵观美国援助非洲的发展历程, 其中既有经验, 也有教训。美国援助非洲在援助规模、协调

管理、私人捐助和信息平台建设等方面值得基本肯定, 但是援助非洲重点不突出、过于注重

政治门槛、发展援助比例小和兑现承诺不力等特点, 则是制约美国援助非洲效果的重要阻碍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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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对 非 洲 援 助 政 策 的 演 变

美国对外援助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复兴欧洲的 5马歇尔计划6 和 1949年杜鲁门针对发

展中国家提出的 /第四点计划 0, 即 5援助落后地区经济开发计划 6。它是美国援助非洲的主要依据。
20世纪 50年代, 美国利用一些非洲国家对资金技术的需求, 通过经济援助与苏联进行争夺, 同时也

与欧洲殖民宗主国进行竞争。随着 60年代初非洲大部分国家取得独立, 美国随之加大对非洲国家的

援助力度, 援助额占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比重从 50年代的 1%至 1963年的 10%。美国提供经济援助的

另一目的是倾销剩余农产品, 1961 ~ 1967年 /粮食用于和平 0 计划的援助额占援助非洲总额的
36%。¹ 约翰逊政府期间, 美国开始减少对非洲发展援助, 到尼克松时期更加明显。 1973年, 美国对

非洲援助减至 21574亿美元。对外援助额减少一方面是由于越南战争的因素,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美国

国内要求对援外体系进行改革。此时, 美国双边政府发展援助增长较慢, 而对多边机构的捐款增多,

对区域性机构和开发银行的援助也增多。例如, 美国进出口银行对非洲贷款从 1970年的 2 680万美

元激增到 1973年的 2181亿美元, 1979年更是达到了 51988亿美元。 80年代, 美国将经济援助作为

促进非洲国家变革的重要手段。1985年美国制定了 5援助非洲经济政策改革计划 6, 1987年又提出

/粮食用于发展0 的援助计划。里根政府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额较卡特政府明显增多, 用于支持

里根政府所要求的改革。 1987年, 里根政府向国会要求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提供约 10亿美元的经济援

助, 其中 43%用于经济稳定和改革, 35%用于提高当地农业生产率。美国还对埃塞俄比亚的旱灾提

供了大量粮食援助。当时美国在南非奉行 /建设性接触政策 0, 扩大贸易投资的同时加强与南非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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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 并积极推动南非政府同黑人领袖进行谈判。¹

克林顿政府的非洲政策经历了一个转变, 由重政治调整为重经济。冷战结束后美、苏在非洲的争

夺不复存在。1993年索马里维和行动的失败使美国在对非洲事务中采取谨慎态度。非洲在美国对外

战略中地位不断下降, 对非洲援助也相应锐减。20世纪 80年代, 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额每

年约为 16亿 ~ 20亿美元, 90年代平均每年只有 11亿美元。º 克林顿政府对非洲政策的转变是在 90

年代中期。 1996年 2月 5日, 克林顿向国会提交 5美国对非洲贸易和发展援助政策报告 6, 要求削减

对非洲援助, 加强与非洲的经贸关系。» 1997年, 美国派出财长斯莱特率领的官方代表团参加苏利文

大会¼, 加紧涉足非洲经济事务。 1998年, 克林顿访问非洲六国。他在南非开普敦议会大厅演说时讲

到, /我这次非洲之行希望帮助美国人用新眼光来看待这个新的非洲大陆, 并力图针对新情况采取一

种新政策0。重视贸易投资、减少援助的 /新政策 0, 最终体现为 2000年美国推出的 /非洲增长和机

会法案 0 (AGOA) 。该法案对数千种非洲产品进入美国减免关税, 惠及 34个非洲国家。至此, 美国

对非洲政策由冷战时期重政治转向后冷战时期重经济的调整基本成形。½

布什执政期间, 美国政府对非洲政策也经历了一个转变。九一一事件前, 布什和鲍威尔多次表

示, 非洲不在美国战略利益范围内, 美国 /对非洲不负有必尽义务 0, /非洲应靠自己应对新挑战 0。

美国只对南非、尼日利亚等少数国家重点扶持, 与无重要战略关系的国家 /逐步脱离 0。¾ 九一一事

件后, 美国迅速调整对非洲政策。首先, 重视非洲在全球反恐中的地位, 遂大幅增加对反恐重要的非

洲国家的援助。吉布提作为美国在非洲反恐斗争中最重要的国家, 2006年得到了 900万美元援助,

为美国人均援助额最高的非洲国家。¿ 美国也是苏丹的最大援助国。 2006年第一季度, /联合国世界

粮食计划0 运往苏丹的粮食中, 85%由美国提供。据统计, 2004~ 2007年, 美国向 /非盟在苏丹行

动 0 (AM IS) 捐助了 212亿美元, 关注达尔富尔问题。其次, 美国考虑到中东和拉美局势动荡以及中

国因素, 突出美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 2002年, 美国 15% 的石油进口来自非洲, 在 2015年将达到

25%。À 再次, 突出援助的政治标准。 2004年初布什政府设立了新的援助计划, /千年挑战帐户 0

(M 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 ion)。该计划按严格指标精心挑选受援国, 与 /蒙特雷共识 0强调资助

对象的政治标准的精神Á一致。2006年, 美国国际发展署发表 5非洲战略性框架 6 ( Strateg ic Fram e2
work forA frica), 明确指出援助非洲三原则: 人道主义需求、对外政策利益和非洲国家的承诺及其改

革进程。这意味着美国更加重视受援国的国内政治指标, 把援助非洲与推广民主和促进非洲改革联系

起来。

尽管奥巴马的非洲政策还未完全显露 /真容0, 但从奥巴马执政近一年来的举措中可以初见 /端
倪 0。据希拉里表述, 美国对非洲政策的目标包括: 努力阻止基地组织在非洲之角寻求藏身之地, 帮

#21#

非洲援助对美国政策的评价  

¹

º

»

¼

½

¾

¿

À

Á

参见同上书, 第 311~ 313、 318~ 320页。

Peter J1 Schraeder, / GuestE ditor. s Introdu ct ion: Trends andT ran sform ation in th e C lin tonAdm in istrat ion. sForeign Pol icy tow ardA fri2

ca ( 1993- 1999 )0, A Journal of Opinion, Vol126, No12, 1998, p1161另参见 [美国 ] 彼得# 施雷德: 5摆脱枷锁 ) ) ) 冷战结束后的美

国对非政策 6, 载 5西亚非洲 6, 1997年第 5期, 第 64~ 65页。

参见姚桂梅: 5美国非洲政策重心转移的背景和影响 6, 载 5西亚非洲 6, 1998年第 3期, 第 5~ 6页。

苏利文大会, 即非洲裔美国人和非洲人联谊大会, 每两年一届, 由苏利文 ( Reverend Leon Su llivan ) 牧师发起。苏利文先是

致力于美国民权运动, 后投身于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 2001年去世, 被非洲人视为天使。第一届苏利文大会于 1991年在科特迪瓦举

行。该会是半官半商性质的贸易和投资论坛, 有关非洲国家政府首脑也会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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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非洲保护自然资源并从中获得公正利益, 阻止刚果 (金 ) 的战争, 结束津巴布韦的 /暴政0 和达

尔富尔的人道灾难; 与非洲国家一道在卫生、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 0; 帮助非洲

消除贫困和饥饿, 实现教育普及, 推进社会平等, 改善妇女和儿童的医疗事业, 战胜艾滋病并增加环

境可持续性, 提升全球伙伴关系。¹ 应该说, 奥巴马的非洲政策既有继承, 也有变化。其继承体现

在: ( 1) 强调美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近期希拉里访问的非洲七国中, 尼日利亚和安哥拉目前分别

占美国石油进口额的 8%和 7%。º ( 2) 在 /民主 0 和 /良政0 的 /红线0 上毫不松动。奥巴马访问

的加纳和希拉里之行的 /重镇 0 南非仍是美国最认同的非洲民主制度。 ( 3) 继续推进对非洲的贸易

和投资。希拉里访问肯尼亚的第一项议程是参加第八届 /美非贸易与经济合作论坛 0, » 探讨消除非

洲国家的贸易壁垒。 ( 4) 重视对非洲医疗领域、特别是艾滋病防治援助。长期以来, 全球防治艾滋

病捐助中近一半来自美国。布什倡导的 5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行动计划 6 ( PEPFAR ) 历时 5年

( 2003~ 2008年 ), 投入 150亿美元用于全球艾滋病防治。例如, 美国对刚果 (金 ) 援助额的 1 /4是

用于疾病防治 (超过 3 000万美元 ) , 其中防治艾滋病项目援助每年达 1 000万美元。¼ 奥巴马政府将

继续对上述领域的援助, 目前已作出 63亿美元的资金承诺。½ 其变化主要有: ( 1) 降低反恐在援助

非洲中的地位, 认为非洲更紧迫的安全问题是武装冲突、海盗、跨国犯罪等问题。¾ ( 2) 开始重视农

业领域的合作。希拉里访问了肯尼亚农业研究所, 并在安哥拉出席了石油巨头雪佛龙等 3家公司签订

帮助安哥拉增加香蕉和咖啡豆种植农业合作备忘录的仪式。¿ 这与 2009年八国峰会作出的今后 3年

提供 200亿美元, 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粮食安全的承诺相一致。 ( 3) 强调非洲自主责任和美国伙伴

角色。访问加纳时, 奥巴马多次强调非洲人自己对未来的 /责任0, 反复申明美国作为 /伙伴 0 和

/朋友0 的角色。À 不过, 奥巴马对非洲合作政策今后何去何从, 我们仍拭目以待。

美 国 援 助 非 洲 的 机 制 与 机 构

美国援外始于 5马歇尔计划6 和 /第四点计划 0, 至今已有 60余年的历史, 其援助机制经历了 3

次重要变革。Á 第一次是 1961年的 5对外援助法案6 颁布和国际发展署的成立。为适应对外援助的

需要, 美国 1961年颁布 5对外援助法案6 ( Foreign A ssistance A ct), 并成立国际发展署取代 1955年

成立的国际合作署 (U SA ID) , 奠定了美国迄今为止援助的基本框架。 5对外援助法案 6 将援助分为

两类: 其一是发展贷款基金, 主要用于资本项目的对外援助; 其二是发展捐助基金 ( Developmen t

Grant Fund) , 用于技术援助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水平。第二次变革是 20世纪 70年代对援助事

项的重新划分。 1971年, 美国参议院历史上第一次否决了 1972~ 1973财年的援助预算提案。一方面

是由于国内反越南战争情绪高涨, 另一方面是由于援助多为短期军事考虑, 且许多发展援助未能实现

美国国家利益。因此, 国会 1973年决定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负责改革对外援助体制。此前, 对

外援助主要分为技术援助和发展援助。改革后, 对外援助按人的需求细分为农业援助、人口控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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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国际发展署网站的历史整理而成。 See h ttp: / /www1usaid1 gov /abou t_ u said /usaidh ist1h tm l1



育等具体领域。目前, 国际发展署仍沿用该划分法, 将援助分为农业、民主治理、经济增长和贸易、

教育、环境、全球伙伴关系、医疗卫生、人道主义援助、信息技术等九大类。第三次变革是 2004年

/千年挑战帐户0 的设立。早在 1988年,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提交 5汉密尔顿 -吉尔曼报告 6, 曾

指出援助中缺乏经济、安全和发展政策的协调。 1994年, 克林顿政府也曾向国会提出 5和平、繁荣
和民主法案 6, 希望在援助中将安全、发展和政治民主有机结合, 以取代 5对外援助法案 6, 但未能

进入参议院表决。直到 2002年, 布什总统在泛美发展银行会议上呼吁建立 /全球发展新协定 0, 承

诺将 /消除贫困 0 作为美国外交优先目标, 在未来 3年将核心发展援助增加 50% (即在当时基础上

每年增加 50亿美元 ), 追加资金将纳入一个新帐户, 即 /千年挑战帐户 0。 2004年, 该帐户成立并由

特设的国有 /千年挑战集团0 管理。该援助模式正式将援助发展和政治条件绑定, 受援国的治理指

标成为援助条件。该帐户被视为美国援外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目前, 美国援助非洲的机构包括:

11国际发展署  它是美国首要对外援助机构, 与国会彼此合作, 共同接受国务卿的外交政策指

导, 在全球设有办事机构, 与许多政府、国际机构、民间组织、大学, 以及美国企业有非常密切的联

系。目前, 该署主要援助 4个地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和近东、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欧洲和欧

亚地区。美国援助非洲的主要事务由国际发展署下设的非洲司统揽。¹ 其主要经费来源是国会所拨的

财年预算。º 当前, 国际发展署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20多个国家有任务, 主要有 5个援助计划: ( 1)

非洲教育计划。资金主要用来培训教师和管理人员, 发放奖学金, 建设学校以及购买教材等。 ( 2)

非洲反腐败计划。该计划始于 2003年, 主要致力于经济发展和良政建设的非洲领导人治理腐败。目

前在贝宁、尼日利亚、卢旺达、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和南非等 9个国

家有援助项目。» ( 3) 刚果盆地森林伙伴计划。该计划力图与刚果盆地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 为保护

环境作出贡献。 ( 4) 非洲消除饥饿计划。该计划主要针对萨赫勒地区和东非地区的饥荒。 ( 5) 非洲

全球竞争力五年计划 ( 2006~ 2010年 )。该计划用于改善非洲投资贸易环境, 使其更好地融入全球

经济。¼

21千年挑战集团  2004年初, 布什政府设立 /千年挑战帐户 0, 并成立千年挑战集团负责管理,

同年国会拨款 10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该集团是国有机构, 由国会进行拨款。千年挑战集团对援助

对象国有严格要求, 受援国政府必须 /统治公正, 致力于人民福祉并鼓励经济自由 0, 并根据这三方

面制定了 17项指标来筛选受援国。½ 该集团有两类援助项目: 合同协定 ( compact ag reements)和开端

协定 ( thresho ld agreem ents)。¾ 2006年, 国会 209亿美元对外支出法案中只有 18亿美元提供给千年

挑战帐户。这与 2003~ 2006年 3年内提供 100亿美元, 到 2006年实现 50亿美元预算的设想相去甚

远。美国其他援助机构还有美国进出口银行, 以及美国农业部、卫生部、教育部、财政部、美国难民

和移民局、司法部等职能部门, ¿ 由美国国际发展署统一协调。值得一提的是, 5480号公法6 ( Pub lic

Law 480, PL480)即美国政府的粮食援助计划 (现称为 5粮食用于和平计划 6, / Food for Peace0 ), 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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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司下设 9个部门: 助理行政官办公室、可持续发展办公室、发展计划办公室、西非事务办公室、南部非洲事务办公室、

东非事务办公室、苏丹项目办公室、公关和外联部门。

参见 [美国 ] 罗伯特# 沃尔特斯著; 陈源、范坝译: 5美苏援助对比分析 6, 商务印书馆, 1974年版, 第 110~ 111页。

See h ttp: / /www1usaid1 gov / locat ion s / sub- saharan_ africa/ in itiat ives /an ti_ corrup tion1htm l1

2006~ 2010年每年预算额分别为 3 000万美元、 3 500万美元、 4 000万美元、 4 500万美元和 5 000万美元。 See ht tp: / /

www1u sa id1 gov/ locations / sub- saharan _ africa / init iatives /agci1htm l1

2007年之前是 16项指标, 后来将创业成本和创业所需时间合并为创业启动 ( bu siness start up) , 并增加了两个新指标: 自然

资源管理、土地权利和准入, 即成了目前所使用的 17个政策指标。可参见千年挑战集团网页。

前者指该集团与受援国签订长期协定并通过具体项目, 帮助受援国削减贫困, 促进经济发展。后者指有些国家虽未达到签订

合同协定的标准, 但正朝着上述标准努力, 也有资格接受一些项目援助。

参见杨宝荣: 5美国对非洲的官方援助 6, 载 5亚非纵横 6, 2005年第 2期, 第 70页。



际发展署和农业部为主要成员的联合委员会负责。朝鲜战争的结束大大缩小了对农产品的需求, 美国

农产品库存激增。1954年, 国会通过了 5480号公法 6, 有效期是 3年, ¹ 后被不断修正延长。冷战

中, 美国一方面通过该计划来遏制苏联共产主义; 另一方面也可以向发展中国家销售剩余农产品, 获

取经济利益。1990年, 5480号公法 6 增加了政府间 /优惠销售 0 和债务减免, 由农业部执行, 同时

增加 /紧急援助与赠予0, 以及 5粮食用于发展计划 6 等内容, 由国际发展署负责执行。º 目前, 美

国对非洲粮食援助主要是针对萨赫勒地区和东非地区的饥荒, 特别是苏丹、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

和索马里。 2005财年, 美国对萨赫勒地区 9个国家»给予了 1122亿美元援助, 主要是粮食和农业援

助。其中, 对马里援助约 3 675万美元, 对塞内加尔援助约 3 110万美元。¼

美 国 援 助 非 洲 的 经 验 与 教 训

美国援助非洲历时 60年, 其经验值得肯定。首先, 美国对非洲援助规模大、领域多。一是援助

非洲的规模大。美国对外援助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虽还远未达到经合组织所规定的 017%, 但是目前

年近 60亿美元的援助非洲金额为他国所不及。½ 二是援助非洲国家多。美国对非洲 47个国家有援

助, 其中国际发展署常年保持对非洲 20多个国家进行援助。三是援助非洲领域广泛, 从政治、经济、

卫生、环境到儿童教育等诸多领域。 2005年, 布什还创立了一项保护非洲妇女权益的计划, 投入 5

500万美元用于惩治侵犯妇女的行为和培训司法人员, 提高其处理相关案件的能力等。希拉里访问刚

果 (金 ) 时也宣布提供 1 700万美元用于援助遭受性暴力的妇女。其次, 援助非洲被纳入美国整体对

外援助的框架, 具有严格的规划、立法和评估过程。美国 5对外援助法案6 和国际发展署等机构都
经历了数十年的调整与改革, 目前拥有比较统一的管理架构。援助项目规划审批都非常严格。先由驻

外机构写出建议报告, 然后经由大使审查送交发展署总部, 再根据年度财政预算进行调整, 由国会审

议通过, 并经拨款委员会审查。国会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也会不定期对援外工作进行评估。针对援助

规划往往耗时较长且可能缺乏灵活性, 总统面对突发情况有权宣布增加援助额。千年挑战集团的评估

体系更为严格, 通过与世行、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合作, 每年都要对受援国进行评估确定是否继续援

助, 如冈比亚 2007年就被中断了援助。再次, 美国的私人捐赠规模较大。美国有私人捐助传统。

2004年, 美国私人对外援助总计 480亿美元, 主要来自私人慈善基金、公司、大学、宗教团体、非

政府组织和个人 (个人汇款为 280亿美元 )。¾ 美国政府每年援助非洲近 60亿美元中, 源于私人的援

助非洲额约达 180亿 ~ 240亿美元。最后, 美国援助非洲中重视网络和信息平台建设。国际发展署官

方网站作为信息平台, 内容引人入胜, 通过该平台可吸纳愿意从事援助非洲工作的人才。例如, 该网

站有专门申请实习和援助非洲志愿者的板块。该署目前与 300多个自愿者组织有工作关系。网站上各

项目都设有评估板块, 对评估状况进行公示。此外, 非洲局下设有公关办公室负责与驻在国代表联

系, 同时承担向公众介绍对该国援助信息的职责。

美国的援助非洲工作也有教训。首先, 美国援助非洲目标过多, 重点不突出。国际发展署规定美

国在非洲优先目标包括: 加强战略伙伴关系, 巩固民主转型, 支持虚弱国家, 加强地区和次地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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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R ichard B all& Ch ristopher Johnson, / Pol it ica,l E conom ic, andH um an itarianM otivations for PL 480 FoodA id: E viden ce from A f2

rica0, Econ om icD eve lopm en t and Cu ltu ral Change, V ol144, N o13, April 1996, p15161

关于 / PL4800 的几次修正, 参见徐更生著: 5美国农业政策 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289~ 291页。

布基纳法索、佛得角、乍得、冈比亚、几内亚比绍、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和塞内加尔。该地区经常遭受干旱和蝗灾的

侵袭。

Susan E1 Rice, U1S1 ForeignA ssistance to Africa: C laim s vs1 Real ity, http: / /www1b rook ings1 edu /view s /articles / rice/200506271htm1

2006年度为 58亿美元, 2007和 2008年平均为 57亿美元。 See OECD, OECD In terna tional Developm ent S ta tistics CD - ROM 2009

Ed ition, h ttp: / /www1 oecd1 org/dataoecd /42 /30 /442855391 gif1

H elle Dale, / U1S1 A id to A frica0, h ttp: / /www1heritage1 org /Press /C omm en tary /ed070705b1 cfm1



织, 加强地区安全能力, 加强非洲反恐合作及能力, 刺激非洲经济发展和增长, 实施各类总统计划,

关注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因苦于目标过多, 援助常常难以令人满意。奥巴马政府重视农业援助非洲

或许是有益尝试。其次, 过于注重受援国的政治门槛。千年挑战集团设定了 17项指标作为受援条件。

2007年只有 12个非洲国家能获得该项援助。一方面设立这些标准和美国自身行为并不完全吻合, 美

国同时通过其他渠道对不达标国家也进行援助。另一方面, 援助应按受援国所需设计项目, 依照项目

反馈决定是否继续援助, 而不应依照僵硬的指标。事实上, 援助的政治条件缩小了非洲国家的政策空

间, 耗费了大量谈判成本, 也损害了非洲国家长期的发展战略。¹ 5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 6 受惠国的

挑选也开始重视政治条件。2004年, 中非共和国就因法治和人权状况不佳被 /除名0º。再次, 援助

结构中发展援助比例小。按苏珊#赖斯的统计, 2000财年美国援助非洲 20134亿美元, 其中发展援助

为 10136亿美元, 占 5019%。2004财年美国援助非洲 33199亿美元, 其中发展援助为 14180亿美元,

只占 4315%。2000~ 2004财年, 发展援助 (除去食品和安全援助 ) 仅增长 43%。事实上, 2000 ~

2004财年的支出中, 唯一实现翻倍的是海外军事资助, 增长了 109%。» 最后, 援助承诺未能兑现。

2005年八国峰会许诺 5年内对非洲援助规模扩大 1倍, 事实上, 大多数国家都很难兑现。¼ 同年 6月

7日, 布什与布莱尔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称, /过去 4年中 ( 2000~ 2004年 ) , 我们 (美国 ) 对撒哈

拉以南非洲援助增加了两倍0。实际上, 美国 2000财年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援助额为 20134亿美元,

2004年为 33199亿美元, 仅增长 67%。考虑通货膨胀率, 以 2005年实际美元价值计算的话, 增长率

只有 56%。½

综上, 长期以来, 不同历史时期, 美国对非洲援助政策均有调整与变化, 但服务于其战略是贯穿

始终的。如前所述, 美国在援助非洲方面既有经验, 也有教训。具体而言, 美国在援助规模、协调管

理、私人捐助和信息平台建设等方面值得基本肯定, 但援助非洲重点不突出、过于注重政治门槛、发

展援助比例小和兑现承诺不力等特点将是制约今后美国援助非洲效果的重要因素。

中国近年援助非洲的力度也是与日俱增。从美国援助非洲的经验和教训来看, 为更好地推进中非

经济合作, 笔者有 4点浅见供批评指正。首先, 中国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援助机构, 负责统筹规

划并密切与外交部和商务部等职能部门协调合作。¾ 其次, 中国应积极通过信息平台建设, 以及大学

等高教机构扩大援助非洲的宣传教育, 努力健全私人捐助的渠道并鼓励志愿者援助非洲。再次, 与其

他援助大国, 以及国际援助机构加强对话的同时, 中国仍然应该秉持自身的援助原则和特色, 如不干

涉内政、加强农业合作和重视受援国基础设施建设。最后, 中国在援助中也要量力而为, 恪守承诺,

言出必行。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成  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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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丽娟、朱培香: 5美国对非洲援助的政策与效应评价 6, 载 5世界经济与政治 6, 2008年第 1期, 第 57~ 58页。

刘勇: 前引文, 第 174页。

Susan E1 R ice, op1 cit1

[英国 ] 肯尼思# 金 ( KennethK ing) : 5中国与非洲的伙伴关系 6, 载 5国际政治研究 6, 2006年第 4期, 第 18页。

Susan E1 R ice, op1 cit1

李安山教授曾建议设立专门的决策委员会和负责援外工作的机构。参见李安山: 5浅析法国对非洲援助的历史与现状 ) )) 兼

谈对中国援助非洲工作的几点思考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9年第 11期, 第 21页。



Interest Conflict between theW est and China in Africa and

Ch ina. s Strategy to Dealw ith

ZhangH ongm ing pp15- 11

  The / Ch inese factor0 is one of thema in factors
that m ake the W est A frican po licy to turn from
neg lecting A frica to th inking strateg ically high ly o f
A frica. Adjustment of the Western A frican strategy
and po licy has been mak ing China face serious
international compet ition and comp licated interna2
t iona l env ironm ent in its cooperat ion w ith A frica.
The focus o f the Ch ina- W est interest conflict is
ma in ly on strateg ic compet ition, econom ic interest
and values. The W est is not only putting more in
A frica but rebuking Ch ina - A fr ica relat ion and

underm in ing its developmen.t The W est is now
setting ru les on Ch ina. s econom ic activ ities in A fri2
ca by engag ing Ch ina in cooperat ion and d ialogues
w ith them so that Ch ina cou ld be brough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riented by the W es.t Wh ile
China needs to deal w ith its divergence w ith the
W est and to g ive its rational responses, it needs also
to further improve its cooperation mechan ism w ith
and policy tow ards A fr ica, and properly dea lw ith its
interest re lationship w ith A frica.

China. s A id to A frica: Developm ent Feature, Functions and Challenges

H eW enp ing pp112- 19

  Ch ina. s aid to A frica, started from 1956,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 ts o f China - A frica
re 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 ive of policy dynam ics,
China. s a id to A frica w ith in half a century can be
div ided into tw o phases by 1978 when Ch ina started
its reform and open ing - up po licy. The former
phase is basically to strengthen the dynam ics o f
diplomatic and po litica l re lations and the latter is to
seek fo r themutual econom ic cooperation and shared
deve lopmen.t C ompared w ith the W estern a id to

A frica, Ch ina. s a id to A frica is characteristic of / no
strings attached0 and / non- interference0, pay ing
more attention to b ilateral a id instead of themu lti-
latera,l focusing on the / hardw are pro jects0 o f
espec ially the infrastructures rather than / softw are
pro jects0 like researches and capacity bu ild ing. Up
to now, Ch ina. s a id to A frica has played importan t
ro les in promoting Ch ina- A frica relations though
there are also challenges in future.

Assessing the United States A id Policy towards A frica

Xu L iang pp120- 25

  The U1S1 A frican po licy ad justed accord ing ly
as the ColdW ar ended. From C lin ton to Obama, the
U1S1 policy is inherited and changed. TheU1S1 a id
mechanism has experienced three ma jor refo rms and
deve loped now a stab le and eff icient a id system
based on its fo reign aid act and conducted by the
inst itutions o f USA ID and M illennium Challenge
A ccoun.t Overall and historica lly, the U1S1 a id to
A frica cou ld have positive exper iences and lessons.

It is posit ive that theU1S1 aid to A frica has its ad2
vantages in size, coord ination m anagemen,t private
donations and informat ion p latform bu ild ing. How ev2
er, its d isadvantages are also there as no specia lly
stressed sectors, much more focused on po litica l
conditions, less development assistant proportion and
w eak prom ises, w hich are underm in ing theU1S1 a id
effectiveness in A 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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