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援非，以及通过投资、
贸易等方式开展的非洲战略经
营，常常被笼统说成是援助。非
但如此，非洲国家近十几年政局
频频变动，长期执政的主要官员
都被曝出贪污了援助国提供的
巨额资金。这让许多媒体在报
道中暗示甚至明确声称，中国援
非实际上援助了一群外国贪官。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对此进
行了批驳，根据她从国际组织、
非洲国家了解到的情况，中国其
实一直避免像欧美日那样直接
援助现金，而是设法将援助变成
实物（物资、工程项目等），受援
国政府官员很难拿到回扣或截

留拨款。并且，中国援非的现金
支出也远远低于外媒报道的规
模，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
援非工作中多采用进出口银行
等金融机构向非洲国家发放指
定用途的低息或无息贷款，再由
中国财政补贴金融机构这部分
利息。本书第五章还介绍称，中
国如今与美国、日本等国家，都
对非洲国家采取捆绑援助，即赠
款和无息贷款必须用于选择援
助国企业中标、援助国企业出产
的商品。这本书第六章还批驳
了《经济学人》一个报道错误造
成大批欧美媒体和世界银行等
国际组织错误定义中国援非金

额的说法。
如前述，欧美国家曾在援助

和扶持非洲国家发展中，有过严
重失误。这些国家的媒体“推己及
人”，不仅认为中国援非政策、中国
企业会出现同样的失误，而且还会
造成非洲国家工业化进程的迟
滞。黛博拉·布罗蒂加姆通过在非
洲多个国家的走访，澄清这种说法
并指出，中国人、华人在非洲的制
造业已出现积极的外溢现象，即非
洲国家本国投资者、企业家创办经
营的企业数量大大增加，包括中
资企业在内，非洲国家企业雇佣
的本国工人越来越多。

□书评人 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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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中国人在非洲的真实故事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因地缘政
治、资源需求等方面的因素，西方国
家商界开始“重新发现”非洲，却惊
愕地看到，中国在非洲的战略经营
已经扎下了坚实的根基体系，且确
立起了一套不干预内政的援助和扶
持发展政策框架。2006年11月，中
国和非洲46个国家齐聚北京召开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加深中非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也让西方世
界对“中国参与非洲”的污名化舆论
态势步入高潮——西方国家政界和
媒体将此形容为“龙的礼物”，意指
中国援非、非洲战略经营是邪恶的
（在西方世界龙是邪恶的象征）。

中国官方、企业界在外交和对
外商务领域就西方国家的不实之词
进行过必要的回应，但这种回应基
本上被淹没在激起的更强烈批评乃
至抹黑言论之中。

美国美洲大学国际服务学院教
授黛博拉·布罗蒂加姆30年来一直
研究中非关系、外国援助、发展问
题，近年来在非洲国家展开翔实调
研，还对美国、中国和欧洲相关政府
机构、企业和国际组织负责人进行
了采访。她所著的《龙的礼物：中国
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一书还原了几
十年来中国的非洲参与历程，澄清
了西方国家政界和媒体渲染的不实
传言，有助于读者了解真相。

二战后，首先援助非洲、
拉美、亚洲新兴民族国家的
经济体是美国，然后是从战
争中得以恢复的西欧国家和
日本，还有世界银行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苏联出于冷
战战略需要，也拨付巨资拉
拢非洲国家。但这些援助基
本上没有取得成功，甚至可
以说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
成果。

首先，现金援助的方式
造成新兴民族国家领导层
的腐化，大笔财富落到了政
客及其家族手里，存进了瑞
士 银 行 。 其 次 ，无 论 是 美
国、苏联，还是欧洲国家和
日本，都对援助设置了苛刻
的条件，最典型的就是要求
受援国履行援助国的政治、
外交要求，以及参与到援助
国 主 导 的 贸 易 体 系 之 中 。
换言之，这些国家援非，旨
在培植“附庸国”。第三，趾
高气扬的大国或国际组织
代表，为受援国制定了宏大
的公共工程、工业项目建设
计划，几乎不考虑受援国经
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文化程
度、承担援助工程后续支出
等情况，到了上世纪八十年
代，上述工程、项目大多荒
废，还造成了受援国沉重债
务负担。

一些国际组织雇员、经
济学家、媒体人据此指责美
国故意让非洲、拉美国家重
陷赤贫，目的是为了更好地
操控这些国家。

中国参与非洲，最初可

谓被动。一方面，朝鲜战争
后，加之与印度交恶，中国几
十年间陷入全方位的国际封
锁，除了黑非洲、穷非洲国
家 ，找 不 到 更 好 的 交 往 伙
伴。另一方面，台湾当局首
先启动了针对非洲国家的金
钱攻势，还派出农业专家、技
术人员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农
业和工业，中国大陆要想争
取外交伙伴，别无他法，只能
选择比台湾当局更为有效的
援非政策。这也确立了中国
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除众
所周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外，还加上了一条，承认
北京而非台北是“中国”唯一
合法政府。

本书第一章介绍了这一
阶段的中国援非历程。中
国在非洲援建铁路、大桥、
发电厂、公路和港口，援建
生产进口替代型产品的工
厂并培训工人、帮助建立公
共卫生体系，还帮助一些国
家 提 高 了 粮 食 自 给 能 力 。
正是基于此，中国（北京）才
得以在非洲国家的支持下，
成功驱逐台北代表，恢复了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
席位。

此外，中国援非还取得
了通常容易被人忽略的另
两个效益：培养了整整两代
对中国有强烈认同感的非
洲多个国家青年人，这才是
上世纪 80 年代后中国企业
到非洲发展，取得比欧美日
企业更多成绩、得以更快融
合的原因。

中 国 1978 年 开 始 改 革 开
放。此后的几年内，中国依旧履
行了多笔援非合同，但此时中国
已开始悄然调整对外援助政策，
即从项目援建、人才培养和物资
供给，转型为共同发展，推动中
国国企（后来就有了大批的中国
民企）进军非洲设点办厂。中国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面临外汇匮
乏进而难以获得必要的进口紧
缺物资的窘境，与非洲国家的良
好关系使得易货贸易、补偿贸易
在一定时期内迅猛发展了起来，
主要填补了中国建设发展的原
料需求。

在改革开放之前援建的中
国项目，在上世纪 80 年代同样
陆续迎来了因（非洲国家）管理

不善而陷入巨亏的处境。中国
响应非洲国家的要求，派出专家
组提供管理和技术援助，让大批
项目重新焕发生机。值得一提
的是，从上世纪 50 年代末至今，
被派往非洲的中国专家保持了
较好的自律作风，在帮助受援国
解决问题的同时，并不提出过分
的个人待遇要求；对应来看，一
些欧美国家派到非洲的专家或
项目官员，却往往带去一个庞大
的保安、服务团队，吃住在五星
级酒店，会花去受援国高额的招
待费用。

1995 年，中国援非政策出现
了重大变化，援助、贸易和投资
结合更为紧密。2000 年，中国创
建区域性组织来支持一系列将

援助与经济合作结合在一起的
计划。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
开始推动成熟的“夕阳”产业到
海外发展，非洲成为首选地，这
是因为非洲距离欧洲较近，在此
投资可以规避欧洲国家针对中
国制造而设立的贸易壁垒。再
往后，中国国企和民企中的龙头
企业，即特大型央企，和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高附加值的民企被
有意识安排“走向”非洲，这一步
使得中国在非洲战略经营的投
资额迅速上升。但西方国家将
此定义为“援助”，将投资额直接
列为援助额，黛博拉·布罗蒂加
姆在《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
真实故事》书中多处就此进行了
一一澄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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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书中所绘的
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技术
示范中心和贸易与经济合
作特区，2006-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