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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origin of China. s non2po litical condit ionality aid principle

can be found w ithin the Eight Principles of China. s For eign Aid, art iculated

by Premier Zhou Enlai in the 1960s. The change from the previous / non2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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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tate sovereignty , non2interference, and the inter nalizat ion of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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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 ies have been highly crit ical o f China. s non2conditionality aid, at t 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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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援外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的

理论基础及现实意义

张海冰

内容提要: 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的雏形是中国援外八项原则中的不附加

任何条件原则。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援外体制改革, 期间曾表述为不附加任

何政治条件。只字之差, 反映了中国援外政策的变与不变之道。国家主权平

等原则、不干涉原则以及经济发展的内在性要求, 是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的

理论基础。西方国家之所以歪曲和批评这一原则, 归根结底还是出于对中国

影响力上升的猜忌和遏制。着眼长远, 中国援外的国际化道路是一个必然趋

势, 但是在变与不变之间, 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仍将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关 键 词: 不附加政治条件  对外援助  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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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是中国对外援助
¹
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 与西

方国家普遍采用的附加政治条件援助的做法存在根本性的区别。正是因为这

种区别, 中国的对外援助在发展中国家受到广泛欢迎和好评的同时, 也招致

了西方国家的不满和激烈批评。但是, 无论是从国际法、国际政治和经济发

展的理论层面, 还是从国家外交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实践层面, 援外不附加政

治条件原则都具有积极意义。

¹ 中国对外援助不同于经合组织对官方发展援助的狭义解释, 而是包括各种形式的资金、技

术、物资、人员等的物质资助和精神支持。在称谓上, 相对于接受其他国家援助的 / 外援0 , 一般将

对外援助称为 / 援外0。

5当代亚太6 2009年第 6期, 第 93~ 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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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 /不附加政治条件0

/附加政治条件0 援助和 /附加经济条件0 援助是有条件援助 ( T ied

Aid) 的两种表现形式。/附加经济条件0 援助最初是指为受援国公共部门的

资本项目提供的优惠融资, 要求受援国必须从援助国购买商品和服务。20世

纪 80年代初, /附加经济条件0 的含义开始扩展并发生变化。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世界银行在受援国签订的贷款、债务减免和平衡预算支持等协议, 更

多地与受援国的经济稳定、经济和结构改革相联系。进入 90 年代, 援助附

加经济条件很快就扩展到附加政治条件, 要求受援国实施政治改革, 附加的

政治条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人权、民主和良治。¹

/不附加政治条件0 援助与 /附加政治条件0 援助相对应, 是指不以援

助作为交换条件来影响受援国的内政外交, 充分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和意愿,

不干涉他国内政, 不谋求任何政治特权。º中国援外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最早

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1963年至 1965年周恩来总理三访非洲时, 提出对外

援助的八项原则, » 其中第二条明确指出: /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

候, 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 绝不附带任何条件, 绝不要求任何特权。0 不

附加任何条件的提法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 具有鲜

明的反霸和争取民族独立的特点。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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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lde Selbervik, Aid and Cond i tiona li ty , July 1999, pp1 122131 h ttp: / / w ww1 oecd1 org/

dataoecd/ 8/ 58/ 351786101 pdf

商务部援外司: 5傅自应副部长在第三届援助有效性高层论坛圆桌会议就 / 南南合作0 的发

言6, 2008年 9月 3日。ht tp: / / yw s1 mofcom1 gov1 cn/ aart icle/ u/ 200905/ 200905062281641 html

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为: ( 1) 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

助, 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 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 2 ) 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

的时候, 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 绝不附带任何条件, 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 3) 中国政府以无息和

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 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 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 4) 中国

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 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 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

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 5) 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 力求投资少、收效快, 使受援国政府

能够增加收入, 积累资金; ( 6) 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 并且根据

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 中国政府保证

退换; ( 7) 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 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

术; ( 8) 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 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 不

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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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 /不附加任何条件0 到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0

1978年改革开放后, 中国在重视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

也开始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 并开始逐步接受西方国家的援助。作为

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双重身份, 中国开始更多地借鉴别国的援助经验和受援经

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 /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

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0; /中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 ) ) ) 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 要打开两个市场

) ) ) 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要学会两套本领 ) ) ) 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

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0。¹ 1983年初, 赵紫阳总理访问非洲时, 提出了援非

四原则: 平等互利, 形式多样, 讲求实效, 共同发展。 /平等互利0 是指

/遵循团结友好、平等互利的原则, 尊重对方的主权, 不干涉对方的内政,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不要求任何特权0。º /不附加任何条件0 原则被 /不

附加任何政治条件0 原则取代。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调整, 主要还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 援助与

经济合作相结合不仅可以扩大援助规模, 而且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

展, 提高援助的实效性; 另一方面,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国际环境带来深刻

变化, 各国相互依赖增强, 但是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却呈

现被边缘化的趋势, 因此如何在援助的同时和受援国进行市场规则下的经济

合作, 对于受援国的能力建设和融入全球化都具有重要意义。总之, 以援助

为辅助手段, 扩大与受援国家的经济合作既是中国发展南南合作思路的一个

集中体现, 也反映了中国援外从 /输血0 到 /造血0 的变化。而且, 这种强

调经济合作的援助观也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毕竟中国是一个发

展中国家, 实现互利和共赢才是维持和扩大援助的客观可行之路。

(二) 从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0 到 /不附加政治条件0

在促合作谋发展的援助思路下, 90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

革的全面推进, 中国对援外政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调整, 并逐渐确立了平

等互利的援助理念, 援助方式也开始走向多样化。1995年开始实施的援外改

革, 着力探索经济援助和发展双边或多边经贸合作相结合的方式和途径, 鼓

励更多国内企业参与到援外项目的建设、管理和经营中。援外改革扩大了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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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6 , 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第 5页。

陈公元主编: 521世纪中非关系发展战略报告6,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 2000年版, 第 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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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资金、技术来源和受益面, 也带动中国的技术、设备、人员越来越多地

参与到援外发展合作中, 有力促进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互利互惠的原则基

础上开展经济技术合作。

2006年发布的 5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6 明确提出: /中国政府将根据自

身财力和经济发展状况, 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并逐步增加力所能及和不附加

政治条件的援助。0 ¹ /不附加政治条件0 原则取代了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

件0, 避免了用词上的绝对性, 增强了该原则的灵活性, 也反映了时代变化

和中国的利益诉求。

总之, /不附加政治条件0 原则的历史发展反映了中国援外顺应时代变

化而作出的符合实际情况的调整。改革开放 30 年来, 中国援外尤其是对非

洲的援助经历了从弱化意识形态、到拓宽交流领域、再到强调互利共赢的三

个阶段的变化, º 呈现出以援助促合作, 以合作促发展, 并最终实现共同繁

荣的发展趋势。

西方国家对 /不附加政治条件0 的质疑

与西方国家相比, 中国是国际援助领域里的一支新兴力量。20世纪50~

70年代, 中国的对外援助主要流向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规模较小, 而且在

冷战背景下中国援外受到的国际关注明显不如苏联。1978年改革开放后, 中

国更多地关注国内经济建设, 援外规模出现暂时性下降。90年代, 随着援外

改革的逐步推行, 援外规模及影响力开始呈现双上升的趋势。对此, 西方国

家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抹黑中国援助形象的各种负面评论, /不附加政治条

件原则0 成为被指责和歪曲的焦点之一。

在援助是否应该附加政治条件问题上, 西方国家始终认为, 援助附加的

政治条件是实现发展的前提条件, 援助所附加的发展改革路径不仅有利于受

援国, 而且也是建立有效的多边国际秩序的一个关键因素。欧盟和 G8在发

展政策方面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在受援国实现良治来消除贫困, 实现联合国千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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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6 , 2006 年 1 月 12 日。参见中国 外交部网站。 h ttp: / /

w ww1 fmprc1 gov1 cn/ chn/ pds/ z iliao/ tyt j/ t2306121 htm

周弘: 5中国对外援助与改革开放 30 年6 , 载 5世界经济与政治6 2008年第 11 期, 第 33~

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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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展目标并促进可持续发展。但是, 中国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 冲击了

他们推广西方价值观的努力, 破坏了以民主和良治为先决条件的援助努力,

使得西方长期推进的受援国改革措施和调整方案面临冲击, 抵消了他们在提

高受援国透明度、良治和公共责任方面的努力。而且, 中国的援助给一些

/不良国家0 或 /独裁政府0 提供了政治和经济支持, 树立了坏榜样。¹ 西方

国家还认为,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也并不像其宣称的那样高尚, 具有明显的利

益导向。比如, 中国一方面不顾受援国的经济发展, 出口廉价制造品占领受

援国市场; 另一方面以获取能源资源为目的, 采取了利益导向和能源导向的

援助措施, 是 /新殖民主义0。º 他们认为, 尽管中国强调 /授人以鱼, 不如

授人以渔0, 但是中国的成套项目援助使用的是中国工人, 使得受援国当地

人很难有机会学习这些重要技术。中国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是一种愉悦受

援者的援助方式, 在使受援国政府满意和增强双边友好关系方面是非常有效

的。»中国之所以坚持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 主要还是出于避免他国干涉中国

内政的顾虑, 防止西方在台湾问题、涉藏问题等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¼ 总

之, 在西方国家看来, 良治才是实现发展的前提, 为此, 不仅受援国应该接

受并认真履行良好治理的各项改革措施, 而且其他援助国也应该采取共同立

场和统一行动。

在中国看来, 发展援助的初衷是帮助受援国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尽管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并不完善, 但援助国应当考虑到发展中国

家的具体国情, 不能坐等各种问题都解决的时候才提供援助。中国也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 但中国希望通过提供发展援助, 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其他发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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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查尔斯# 斯蒂斯: 5中非关系: 美国视角下的简要评估6 , 载 5国际政治研究6 2006

年第 4期, 第 21~ 31页; [德国] 白小川: 5欧盟对中国非洲政策的回应 ) ) ) 合作谋求可持续发展与

共赢6 , 载 5世界经济与政治6 2009年第 6期, 第 72页; / Africa2China: For Bet ter or For Wors e0 ,

A f ri ca Re search Bu ll et in : P ol i ti cal , S ocial and Cul tu re S eri es , Vol1 43, No1 6, 2006, pp1 166962

166971

Denis M1 Tul l, / Ch ina. s Engagement in Africa: S cope, Signif icance and Consequences0 ,
Journal of Moder n A f ri can Stud ie s, Vol1 44, No1 3, 2006, pp1 45924791

M ichael A1 Glosny, / Meet ing T he Developm ent Ch allenge in T he 21st Century: Am erican

and Chin ese Perspect ives on Foreign Aid0, Nat ional Commit tee on United States2China Relat ions, Chi2

na Pol icy S eries, No1 21, Augu st 2006, pp1 302361

Bates Gill an d James Reilly, / Sovereignty, Intervent ion an d Peacekeeping: T he View f rom

Beijing0 , Surv i v al, Vol1 42, No1 3, 2000, pp1 412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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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解决面临的一些问题。中国在提供发展援助的时候, 一直遵循平

等、互惠和高效的三个原则。¹中国的首要目标是国内发展, 这就需要一个稳

定的国际环境为其提供安全、稳定、可预期的经济和商业利益方面的条件。

这一目标显然与追求全球性目标的外交政策相冲突 (例如, 美国的 /和平演

变0 外交政策)。中国虽然不存在人权和人道主义压力集团, 但是中国的国

际关系同样受到众多行为体和民意的影响, 这一点与西方毫无二致。但由于

历史上遭受殖民侵略, 以及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需要, 中国历来强调尊

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中国已经放弃了早先的意识形态外交政策, 不再积极

推广社会主义和介入非洲政治进程, 转而推行务实的政策, 如市场经济、发

展援助、维和行动和多边外交等。

实际上, 就援助方式而言, 并不存在一种最优选择。关于良治和经济发

展关系的讨论很容易陷入自我循环的怪圈。良好的治理必须以经济稳步发展

为基础, 而经济发展的实现也依赖于良好治理环境, 两者之间很难判定孰先

孰后, 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应该重视发展的力量, 只有发展才是减少贫

困、避免冲突和恐怖主义活动、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根本出路。中国援外不

附加政治条件原则, 正是出于对共同发展利益的关切。

中国坚持援外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的理论基础

附加政治条件的潜台词是援助国比受援国更清楚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制度建设和路径选择, 这种高人一等的姿态既不符合主权平等的国际法

基本原则, 也有违国际干涉的合法性要求, 更不符合经济发展内生性的

要求。

(一) 主权平等原则

援外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是中国践行和捍卫国际法主权平等原则的表

现, 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1648年 5威斯特伐利亚和约6 确立了以主权平等

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5联合国宪章6 第 2条将 /会员国主权平

等之原则0 规定为联合国组织及其会员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国际法强调国家

平等是为了防止因实际的不平等 (国家实际上有大有小、有强有弱) 导致的

)98)

¹ 5刘贵今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6, 转引自王湘江: 5中国为别国提

供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6 , 载 5解放军报6 2008年 7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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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 防止强国将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弱国。¹ 作为历史范畴的主权, 其政

治哲学原理在于它是抽象性与具体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抽象性是指

主权是一种国家权威和法律地位的象征; 具体性是指主权是一种可以行使的

权力。绝对性是指主权对内权力的最高性, 是一个整体, 不容动摇, 不可让

与; 相对性是指主权对外权力是有限的, 对外独立性是以相互承认为前提

的。只有把主权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起来, 才能实现主权的平等原则。一

些西方学者或片面强调主权的绝对性, 把主权对内的绝对性延伸到对外权

力; 或片面地否定主权的相对性, 企图限制、干预他国的独立性, 这些都是

为强权或霸权制造理论借口, 是对主权原则的歪曲和破坏。º

在中国的对外政策实践中, 始终坚持并积极倡导主权独立和主权平等原

则,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 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和

干涉。这一外交思想的集中体现便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即互相尊重领土主

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平等互惠、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身不

代表一种政治学说, 更不是出于宣传目的的政治宣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

联合国七项原则、万隆十原则、以及联合国的 5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6

十五项原则构成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是各国都应该遵守的法律原则。» 中

国在捍卫自身主权独立和完整的同时, 也倡导并身体力行对他国尤其是接受

中国援助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尊重。毛泽东认为: /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

们反对大国有特别权利, 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

高一级, 小国低一级, 这是帝国主义理论。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小, 即使它的

人口只有几十万甚至几万, 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 也应该是平

等的,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不是空话。0¼

总之, 中国援外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并不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½ 而

是为了捍卫国际关系民主化, 实现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并且不只是形式上的

)99)

¹

º

»

¼

½

王铁崖主编: 5国际法6 , 法律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84~ 85页。

肖佳灵: 5国家主权论6 , 时事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237页。

王铁崖主编: 5国际法6 , 第 41~ 44页。

5毛泽东外交文选6 ,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191页。

有观点认为中国坚持主权平等原则是为了避免涉台、涉藏等问题的国际干涉, 而且这些问

题本身就是中国援外潜在的政治条件。其实, 这种看法混淆了援助附加政治条件与援助前提的关系。

主权原则是国际交往的前提和基础, 不是附加条件。另外, 附加政治条件是针对受援国而言, 关系

到援助国的政治问题不构成附加政治条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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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而是实质上的平等。

(二) 不干涉内政原则

援外不附加政治条件是中国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具体体现。不干涉内

政原则与国际主权平等原则相伴而行, 都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但是, 冷战

后, 国际关系中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是日益增多的国际干涉, 并呈现新的发

展趋势: 一是借助国际组织 (甚至是联合国) 名义进行国际干预; 二是以

/人权0、/环境0、/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0、/反毒品0 等具有普遍国际意

义的问题为借口。各种 /新干涉主义0 对国家主权形成严峻挑战。¹ 可以说,

国际干涉和国家主权的矛盾一直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主权理论研究的

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国际干涉和国家主权的关系既相互矛盾, 又相一致。

在观察这个问题时必须同时注意到这两个方面, 不能片面强调某一方面。º

既要避免一味地坚持绝对主权, 排斥所有的国际干涉, 也要避免滥用干涉。

从定义来看, 干涉一般是指一国或几国为实现自己的意图, 使用政治、

经济甚至军事的手段, 以直接或间接的、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干预另一国的内

外事务, 使被干预国按照干预国的意图行事, 以改变被干预国所执行的某种

方针、政策或存在的情势。» 国际干涉建立在国际法的集体安全理论的基础

上。但是, 由于国际干涉缺乏一套明确的为国际社会所认可的国际法干涉机

制, 导致了国际干涉的随意性。合法的干涉必须从动机、手段和结果三个方

面证明其正当性。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和分歧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 无

论是坚持绝对主权观的国家还是坚持相对主权观的国家, 在界定干涉行为的

合法性方面都面临着道德判断的难题。¼

冷战后国际干涉的实践表明, 成功的国际干涉是由于其忠实地履行了

5联合国宪章6 所确定的宗旨和原则, 而遭遇挫折与失败的国际干涉恰恰是

因为某些行动在决策和实施方面背离了宪章的宗旨和原则。½ 因此, 遵守

5联合国宪章6 的宗旨和原则, 是合法干涉和成功干涉的前提。附加政治条

)100)

¹

º

»

¼

½

肖佳灵: 5国家主权论6 , 第 333页。

杨泽伟: 5主权论: 国际法上的主权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研究6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182页。

慕亚平: 5当代国际法原理6 , 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105页。

J oseph S1 Nye, Und er stand ing Internat ional Conf l ict s : A n In tr od uct ion to T heory and H is2

tory , 5th edit ion, New York , Pears on/ L on gman , 2005, p1 1551

杨泽伟: 5主权论: 国际法上的主权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研究6 , 第 191~ 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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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援助从表面上看属于相对温和的国际干涉行为, 但是, 当附加条件没有

获得满足时, 紧随其后的往往是援助制裁等惩罚性措施, 显示了有条件援助

的单方面强制性, 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相背离。因此, 从国际法的基本

原则出发, 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属于非法国际干涉。即使是通过国际组织的

多边援助, 或者是基于人道主义、环境保护等目的的援助, 也很难避免被少

数强国和霸权国家所主导。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日益频繁, 海外利益保护的紧迫性也在上升。如何在

坚持不干涉原则的同时, 实现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和国家形象建设是一个具

有挑战性的现实问题。有学者建议在强调不干涉原则的普遍性前提下, 将干

涉作为有限的例外, 尽量为干涉设定明确的条件, 使国际干涉服务于国际稳

定和国家利益。¹但是, 这样规定的结果会导致双重标准, 反而容易授人以

柄。实际上, 国际法对于合法干涉和非法干涉已经有了基本的原则界定, 只

要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 对于他国事务的参与或干预

也就具备了合法性。实践中, 中国已经参与了一些联合国主导下的国际干

涉, 比如参与国际维和, 和平解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 得到了国际社会和

当事国的充分肯定。

(三) 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

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历程表明, 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主要

依赖两方面的动力: 一是依靠各国内在的制度探索和经验积累, 即 / 内生

性0 动力; 二是学习借鉴他国的发展经验, 即 /外生性0 动力。发展并没有

统一的规律可循, 任何外来的发展理念如果不符合受援国的内在发展要求和

国情, 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对某一受援国有效的发展理论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国家。各种发展理

论 ) ) ) 包括依附理论 (它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解释来指责是发达国家造成了

欠发达国家的落后状态)、统合主义 (为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和威权主义提

供了合法性)、马克思主义 (在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提供了美国支持的发展模

式以外的另一种选择)、以及当地自发的变迁模式 (反对所有的外来方

案) ) ) ) 都没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也没能提供许多发展中国家找寻的那种灵

丹妙药。发展理论总是落后于新兴国家的实际发展进程。大部分发展都出乎

)101)

¹ 陈琪、黄宇兴: 5国际干涉的规范维度6 , 载 5世界经济与政治6 2009年第 6期, 第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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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模式构建者的意料, 也没有遵循发展的规划者所制定的那些宏大发展计

划。发展发生于社会基层, 依靠的是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 ) ) ) 他们辛苦地工

作, 经营小生意, 去学校接受教育, 改善生活状况, 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获

得发展。就像一句巴西谚语所说的那样, /发展总是在晚上政府 (以及计划

者) 睡着的时候悄然发生的0。¹ 大量的发展援助实践已经证明, 西方国家在

发展援助方面所坚持的发展模式是基于其自身经验的推导, 并不具有普

适性。

各国在文化、历史、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不同, 也决定了其发展道路的不

同。经济发展的动力必须是内生的, 而非外在或嫁接的。20世纪 80年代,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下的非洲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改革计划就

是最典型的例证。事实证明, 结构调整计划不符合非洲的实际情况, 而且西

方国家也承认该计划是失败的。相反, 中国接受外援的成功经验恰恰是建立

在积极利用外部资源与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的理念之上。正是基于自身发展经

验的总结, 在援外方面中国始终坚定地坚持了尊重受援国意愿的不附加政治

条件原则。这种做法可以让受援国根据自己国家的发展目标决定优先上什么

项目, 在援助过程中受援国说了算。º 以非洲受援国家为例, 像达尔富尔危

机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 有历史根源, 也牵涉到环境、民族、宗教和发展等

问题。其解决有赖于发展经济, 制裁和干涉只会使问题更复杂, 阿富汗和伊

拉克就是最好的例证。» 从最近十多年经济发展的实绩来看, 中国的对外援

助合作为非洲受援国家提供了切实的共同发展机遇。

中国坚持援外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的现实意义

2009年 7月 17~ 20日, 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在北京召开。胡锦涛主

席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0 重要思想为

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 坚持统筹国

)102)

¹

º

»

[美国] 霍华德# 威亚尔达: 5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 ) ) ) 第三世界还存在吗?6 , 中译本, 北

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179~ 180页。

[南非] 马丁# 戴维斯: 5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政策及评价6 , 载 5世界经济与政治6 2008年第

9期, 第 44页。

李安山: 5为中国正名: 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6 , 载 5世界经济与政治6 2008 年第 4

期, 第 10页。



论中国援外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意义 t  

内、国际两个大局, 不断提高外交工作能力和水平, 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

有影响力, 经济上更有竞争力, 形象上更有亲和力, 道义上更有感召力, 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

件。¹就援外而言, 如何实现上述 /四个力0? 坚持并加强宣传不附加政治条

件原则, 就是一个便捷可行的渠道。

(一) /不附加政治条件0 是中国形象的 /名片0

/不附加政治条件0 是中国援助理念的集中体现,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就援助理念而言, 中国始终坚持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地位平等, 两者是朋友和

伙伴的关系, 而非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在中国看来, 援助是一种相互帮助和

支持, 其理念的基础在于相同的历史处境和发展阶段所产生的共鸣和理解。

这与经合组织所强调的恩惠和赠与º的观念存在较大不同。中国更愿意把援

助与合作结合在一起, 创造性地提出并推行 /发展合作0 理念, 并且在口语

化的表述中将对外援助称为 /援外0, 以区别与中国接受发达国家援助时所

用的 /外援0。中国更倾向于 /大援助0 观, 即从广义上定义援助, 认为军

事援助、文化援助、促贸援助以及经济合作都应包括在援助范畴内。»

/不附加政治条件0 体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责任观。中国承担国

际责任既是自身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需要, 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

是内外的共同需要。这就要求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时必须重视发展共有利

益, 尽可能让承担国际责任的过程成为共有利益塑造和发展的过程。建国初

期的 20世纪 50、60年代, 援外政策受意识形态因素影响, 不附加条件的援

助是作为反对霸权干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目的而提出的。毛泽东曾指出,

/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 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 这是我

们的国际主义义务。0 ¼这一援助观建立在对当时国际格局的判断上。/三个

世界0 理论的提出, 决定了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在于团结 /第三世界0, 与

/第二世界0 广交朋友, 尽最大可能团结力量以和两个霸权国家 (美国和苏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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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在京召开0 , 国外交部网站, 2009 年 7 月 20 日。 h ttp: / /

w ww1 fmprc1 gov1 cn/ chn/ gxh / wzb/ zxxx/ t5744271 htm

按照经合组织 ( OECD) 的定义, 官方发展援助 ( ODA) 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由政府部门实

施、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福利提高为主要目的、赠予比例应不低于 25%。

M ichael A1 Glosny, Meet ing the Dev elopment Chal l eng e in the 21st Century : A mer ic an and

Chinese Per spe cti v e on F ore ig n A id , pp1 92101

5毛泽东: 接见非洲朋友时的谈话6 , 载 5人民日报6 1963年 8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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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作斗争, 包括援助在内的资源都向这个战略核心转移。¹ 中国改革开放

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明确指出: / 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 将来富强起来,

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的国家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站

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会称霸, 中国也永远不当头。0º 事实已经证

明, 邓小平作为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广泛受援关系的开拓者和实践

者, 在对时代特征作出和平与发展这一总趋势的判断基础上, 不仅在现实利

益的基点上使中国担当了受援国的角色, 也在规范、伦理、实践上触及了中

国的援助国角色。这种双管齐下的外交战略使中国走上了复兴与繁荣, 使中

国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跃为世界舞台的主角之一。»

(二) 应借助官方援助文件宣传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

过去的 50多年中, 中国采取了低调策略, 很少宣传中国的对外援助。

但是,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中国援助战略应该有新的考虑, 一味

地低调宣传不仅不利于化解国际负面评论, 而且还容易让部分不负责任的西

方媒体和学者曲解中国的对外援助。关于加强援外工作的政策建议中, 加强

宣传应排在首位。¼

有必要通过正式的官方文件来专门解释中国对外援助的宗旨、原则、机

制和具体措施。通过官方文件宣传包括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在内的中国援助

理念, 是增强中国政治上的影响力、道义上的感召力的有效途径。2006年发

布的 5中国对非政策文件6 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而且中国希望通过政策

文件来传递和表达的信息也能够得到正确的接收和解读。例如, 有外国学者

注意到, 5中国对非政策文件6 没有使用帮助非洲国家 /削减贫困0 或者

/贫穷0 这样的表述, 而是多次出现了 /共同繁荣0 的字样, 强调中非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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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援外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意义 t  

在经济、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合作。¹这也正是中国想突出的对非援助的

核心理念, 即平等互助、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总之, 援外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是建立在中国发展实践和对国际局势的

认识基础之上, 目的在于构筑和维护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大环境, 服务于中

国的发展战略。这一原则是中国特色援助的显著标志, 也是中国国家形象的

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上升,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

和要求发生了变化, 着眼长远, 中国援外的国际化道路是一个必然趋势。但

是, 在变与不变之间, 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仍将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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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肯尼斯#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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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