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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提要 】 中 国 对 非 洲 提 供 卫 生 发展援 助 的 时 间 长 、 范 围 广 、

程度 深 ，
是 外界理 解 中 非 关 系 的 重 要渠 道 。 既 有 的 研 究 从 人道 主义 、

自 由 主 义 、 现 实 主 义 、 建 构 主 义 等视 角 对 卫 生 发 展援 助 进行 了 阐 释 。

对 文 献 的研 究 发 现 ，
针对 中 国 对 非 洲 的 发展 援 助 ， 国 内 外 的 讨 论聚 焦

在 援助 动 机 、 援 助 效果和 援助 影 响 等 三 个 维度
，
由 此 引 申 出

“

中 国
”

符 号 的 意 义 争 论 。 在 乌 干达进 行 的 实 证研 究 显 示 ， 中 国 对 非 洲 的 卫 生

发 展援 助 因 其更 多地 体现 着 人类 互 助 的 基本 精 神 而 对 中 国 符号 建构有

着 独特 的 意 义 和 潜 力 。 对 中 国 符号 丰 富 内 涵 的 阐 发 ， 需 要对 包 括卫 生

发 展援 助 在 内 的 中 国 对 非 援 助 进 行 多 学 科 和 多 维度 的 深 入研 究 。 而

这 ， 正 是 目 前对 非 洲援 助 研 究 中 所 缺乏 的重 要部 分 。

【 关键词 】 非 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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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非洲研 究

院 （ 北 京 ，

１ ００ ０４９
） 。

随着经济总量的跃升 ， 中 国在全球事务 中的参与越来越多 ， 影响越来

越强 ，

“

中 国
”

符号 也因此受 到前所 未有 的关注 。 中 国 符号被赋予 的 意 义

既影 响 国 民对 国 家的认知 与认同 ， 更广泛而深刻地影响 着其他 国 家 和人 民

对 中 国政府 、 中 国人 民 以及 中 国精 神 和物质产 品 的接受 和评价 。

ｆ
ｊ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
中 国提 出 了

“

真诚友好 、 平等相 待 、 团 结合作 、 共

同 发 展 、 面 向 未 来
”

中 非 合作理念 ；
２０ １ ３ 年

，
习 近平 主席 又 提 出

“

亲
、

诚 、 惠 、 容
”

的外交理念 。 这些 内 容共 同构 成 了 中 国 在 与其他 国 家 交往

中 的 国 家符号
，
这既是 中 国试 图 展示 的形象 ， 也是中 国希望其他 国 家从 中

国 交往行 为 中解 读 的意 义 。 不过 ，
中 国 期 待表达 的仿佛并非 其他 国 家解 读

到 的
，
在一些情境下

，
甚至还 与期 待之间存在 冲 突 ，

使理解和重 构 中 国符

号 的迫切性 和重 要性凸显 。

中 闰对外援助是世界 观察判 断 中 国 和 为 中 国符 号赋予 意 义 的 重要 机

会 ， 外界既能借此 阅读 中 国 的政府意 志 ，
又 能观察 中 国 的实 际行动 。 外 界

对中 国发展援助 的解读以及 随之产生 的对中 国 的 刻板化印象 ，
也是这一社

会行动 的重要产 出 。 在 中 国对外援助 中 ， 对非卫生发展援助 日 益成 为一个

热点 ，

？—些研究者 反思援助效果 ， 也为援助实践提 出 技 术层面的 建议 。
？

然而 ， 针对 中 国对非卫生援助 的重要产 出 之对 中 国符 号 的建构却缺

乏 比 较系统全面 的研 究 。

中 国 对非 卫生援助具有历 史长 、 受 众广 、 程度深 、

“

做 实 事 、 重 民

生
”

等特点 。

？ 不过 ，
如果要评价对非卫生援助 ， 也 面临 着证据缺乏 和 信

息碎片 化等 问题 。 卫生援助 的特殊性是人们客观认识中 国对外援助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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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非洲卫生援助 中解 读中 国 符号 ５ １

和影 响的有效切人点 ， 从 而能更好地理解中 国符号 ， 也为从战略层 面看待

未来 的合作发展提供依据 。

依照上述思路 ，
本文对涉及中 国援非 的主要文献进行 了研究 ，

尝试综

合地提炼中 国对非援助尤其是卫生发展援助对中 国符号建构的意义 。 第
一

部分梳理与发展援助密切相关 的理论 ， 尝试归纳对建构 中 国符号有重要意

义的三个维度 ：
援助动机 、 援助有效性和援助影响 。 第二部分从三个维度

梳理对中 国援非有代表性 的争论 。 第三部分结合文献和赴乌干达的实地调

研
， 陈述中 国对非卫生援助 的 主要方法 。 第四部分探讨针对卫生援非 的突

出 争论及其对中 国符号建构 的意义 。 最后在总结的基础上针对 中 国对非卫

生援助提供建议 。

一 解读发展援助的主要视角

国际发展援助可追溯至 ２ 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的马歇尔计划甚至更早 的殖民

时期 。 马歇尔计划 的成功 ， 极 大地促 进 了 国际发展援助 的 实践 。 冷战时

期 ，
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 ， 出 于构建 国际政治同盟 和维护既得利益的需

要
，
主动 向 其他 国家提供发展援助 。 与此 同时 ，

欠发达 国家对投资的需求

亦非常强烈 。
？ 供需之间 的有效互动促进 了 国际发展援助 内容 的扩大和程

度 的提髙 。

一般而言 ，
卫生发展援助属 于政治不敏感领域 （ 非传统 安全领域 ） ，

对受援 国政治产生变革性影响 的可能性较小 。
？ 因此提供卫生发展援助往

往呈现 了援助国 的外交诚意 。

无论是发展援助 ， 还是近年来重要性显著提升的卫生发展援助 ，
研究

者都对其进行了 大量的案例研究和解读 。 这些研究所采纳 的理论视角 主要

包括人道主义 、 自 由 主义 、 现实主义 和建构主义 ；
相应的 ， 研究的结论也

延续了理论之间 固有的争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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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非 洲研究

（

一

） 援助合法性与人道主义 、 ０ 由 主义

援助实 践最重要 的合法性基础 是人道主 义意义下 的 人权 。 生存权是最

基础 的人权 ， 也是各 国政府提供人 道主 义援助 的主要 目 的 。 健康权 曾 经 主

要在卫生领 域倡导 ，

？ 近些年 地位也逐 渐提升 ，
联合 国 可持续 发展 目 标

（
Ｓ ｕ ｓ ｔ ａ ｉｎａｂ ｌｅＤｅ ｖｅ ｌｏ

ｐ
ｍ ｅｎ ｔ

Ｇｏａ ｌ ｓ
 ，ＳＤＧｓ

） 甚至将 其上升为
一项 超越 国 家语

境的基本人权 。 人道 主 义者认 为 ，
世界各类行为主体都有通过提供援助与

卫生援助来保障人类基本生存权与健康权的 义务 。 提供发展援助 ， 无疑为

援助 国表达外交诚意 、 提升 国 家在世界事 务 中 的道德地位提供 了 机会 ， 发

展援助 也因此获得 了 道德合法性 。

亚 当 ？ 斯密 指 出 ， 人 拥有 广 泛 的 同情心 ， 而这种 同情 心 也具 有 公 正

性 。 个人在追求 向 我利 益 的同 时
，
也 帮 助社会利益 的 实 现 。

？ 在 Ａ 由 主义

的 视 角 下 ，
对外提供发展援助 也是在 帮助援助 国 的 发展 。 对外提供卫 生发

展援助 是对人 人享有健康这一 目 标 的努 力 ，
援助 国在保护受援 国居 民健康

的同 时也通过将疾病尤其是传染 性疾病控 制 在 源头 、 积 累 经 验和知 识等 ，

为保障本 国 国 民 的健康进行 了 准备 。
？ 正是援助带来诸 多实 际利 益 ， 让援

助得以在一些 国 家 的政治实践中 获得价值合法性 。

（
二

） 援助动机与现实主义

现实主 义对各 国政府提供援助 动机 的解读则 与 强调
“

无偿
”

和
“

承

担责任
”

的 人道主 义 动机 构 成理论上 的对抗 。 现 实主 义 主张 ，

一 个 国 家

首先关注的 是 自 身生存与权力 的最大化 。 权力是一个 由 经济力量和军 事力

量等物质力 量 和 其他软 实 力 组成 的 复 合 力 量 。 其中 国家 形 象 （ 符号 ） 是

非常重要 的软实力
，
可 以 帮助 国 家开拓市场 、 获取 资源 ， 提高 对其他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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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对非洲卫生援助 中解读 中 国符 号 ５３

的影响力 甚至控制力 。
？

冷战时期 ，
发达 国家的援助实践为现实 主义 理论提供 了重要土壤 。 有

研究认为 ， 提供援助是两极世界安全体系 下双方争取盟友和朋友 的手段 ，

其本质与行贿没有差异 。
？ 在现实主义理论传统 中 ，

卫生发展援 助也是外

交手段 ， 可 以建构友好与信任 、 塑造 国家 良好形象 、 提升 国家软实力 。
？

现实主义者指出
，
提供卫生发展援助没有更髙的道德原则 ， 都是促进

和保护 国家利益 。 由 此 ， 援助 国的动机往往成为 现实主义者关注的焦点和

攻击的对象 。
？ 根植于现实主义理论传统 中 的 不安全感 ，

也促使
一些国家

开展对竞争对手 的攻击 ，

？ 给其他 国家的发展增加障碍 ，
避免 自 己 的实力

被削 弱 。

（三 ） 援助有效性与建构主义

援助有效性 的评估
一

直是援助领域的难题 。 有效性评估缺位往往使人

们对援助 的认识停留 在资源投人阶段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ＯＥ ＣＤ

） 等

传统多边援助组织 以及美英等双边援助巨 头在设计发展援助时即会考虑援

助 的过程监测 与产 出测量 ， 因此也往往可 以从产 出 指标中获得援助有效性

的结论 。

即使如此 ，
对援助间接效果的测量与评估依旧挑战重重 ， 最显著的是

标准缺失 。 建构 主义则提供 了独特的思考 ，
认为 客观存在 的物质性 因为人

的互动性实践活动而获得社会意义 。
？ 在个体层面 ，

语 言和行为可 以转化

为 规则 ，
规则 构成文化 ；

？ 在国家层面 ，
在 国际社会 的互动产生认 同 ，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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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非 洲研究

成 国 家利益？
。

在建构主义视角 下 ，
受援 国在接受援助时对援助 国 的感受是援助有 效

性的重要方面 。 例如
，

一些援助 国 在援助 中 附 加政治条件 ， 体现 的正是援

助 国 自 身历 史 、 对发 展 的认识和理念 以 及 国 家利益 的诉求 ，

？ 是援助 国 文

化的 外部化 ， 也将促使受援 国将其 内部化 ，
影 响社会文 化的变 化 。 由 此

，

援助 成为援助 国历 史经验和社会 文化向 外部传播的重要 渠道 。

在 以提供医疗或公共卫生服务 为主要 内 容的卫生发 展援助 中 ， 援助 国

与受 援国 居 民产生大量 的交流 与沟通 。 受援 国 的 医疗卫生人 员也参与 社会

文 化建构 。 援助人 员 通 过语言 沟通 和行为将医疗卫生 知识与文化传递给受

援 国社会 ，
促使形成共有 的对健康 的理解与 期望 。 在宏观层面 ，

卫生发展

援助 则会促进形 成援助 国 和受援国 的共同经验 ， 使双方构建更高程度的认

同 与信任 。

二 对非洲发展援助的主要争论

中 国对非洲的援助起步于地缘政治需要 ，

？ 经历 了 一个发展过 程 。 新

中 国 成立初期 ， 中 国 向非洲提供的援助赢得 了非洲 国家 的信任 ，
取得了非

洲 国家在 中 国恢复联 合 国合法席位和
“
一个 中 国

”

原则 上 的 支持 。 也有

学者将其理解为输出 社会 主义经验及意识形 态 和参 与世界 事务 的尝试 。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
中 国和非 洲 分别 调整 了 各 自 的 策略 ，

将经济发展

作为首要任 务 ，
寻求经济合作 ，

营造更公平的双边 和多边关 系 。 中 国 也开

始探索非洲 的市场和 资源 ，
在保障 中 国 社会经济发 展的 同 时 ， 争取非 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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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对非洲卫生援助 中解 读中 国 符号 ５５

诸 如 台湾 问题等方面 的支持 ？
。 近年来 ， 随着中 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 与非

洲合作的份额增长显著 。 中 国正尝试 与 非洲 国家建立新型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 。

从新 中 国成立初期对外经济技术援助 的八项原则开始 ， 中 国对外援助

的 原则一 以贯之 ，

？“

真诚友好 、 平等相待 、 团结合作 、 共 同发展
、
面 向

未来
”

也是 中国希望塑造和展现的 形象 。 然而 ， 不 同阵 营对 中 国 援助 的

解读却有着巨 大差异和激烈争议 ：

“

如果看 到 中 国对 自 然资源 的 渴求和破

坏非洲在管理和可持续未来所做的努力时 ，
中 国就是魔鬼 ； 若是看 到 中 国

在基础建设和创造红利 方面对长期经济发展做 出 的 贡献 ， 中 国又被冠 以品

德髙 尚 的美誉 。

”
？

（

一

） 对非洲提供发展援助的动机

长久 以来 ， 中国 援助 的动机都是争论 的焦点 。 中 国 政府将 其描述为
“

双贏
”

： 非洲 国家 获得 了建设 与 发展 ，
中 国 获得 了 自 身 发展需 要 的资

源 。
？ 不过 ， 现实 主义者看到的是非洲的 资源与市场对 中 国维持经 济髙速

增长 的战略意义 。 中 国 向 受援 国提供援 助贷款并要求受援 国用 自 然资源

（ 如石油 ） 作偿还 ；

？ 同 时 ， 中 国通 过提供援助在非洲建立信誉 ， 增强 中

国在 国际社会的软实力 。
？ 此外 ，

中 国培养非洲 国家领导人使其产 生与 中

国合作 的意愿 。
？ 基于此 ， 现实主义者认为 ，

中 国对非洲 的 援助也是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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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非洲研究

丁． 具 ， 目 的是确保和扩大 中 国 的 国家利 益 。
？

一些激进的 观点认为 ，
中 国援助是新形式的殖 民 主义 ， 注 重开 发而不

考虑 给非洲带来诸如环境污染 和剥削 等 问题 。

？ 这些事件通过发 达 国 家媒

体 的扭 曲 放大 ， 将
“

中 国
”

与 非洲 国 家被殖 民 、 被压迫 的 历 史联系起来 ，

引发 了 非 洲对 中 国 符号的反感 。

也有激烈的 相反声音 。 国 内 的学者强 调
，
中 国

一直坚持南南合作的平

等互信等 原则 。
③ 外 国 学者黛博拉 ？ 布 罗蒂 加 姆 （

Ｄｅ ｂｏｒａｈＢ ｒａ ｕ ｔ
ｉ

ｇ
ａｍ ） 用

数据指 出 ， 中 国 在非 洲获取的 资 源符合 市场规则 ， 并非掠夺 。 她还 指 出 ，

不能 因 为 中 国在 非 的部分项 目 雇佣 中 国 工人就认为 中 国企业 的人驻阻碍 了

当地人获得工作 ， 更不能 因此简单地认 为中 国通过援助实现扩张
，
阻碍 当

地的发 展 。
？

由 此可 以看 到
， 现实 主义 者对 中 国 援助动 机的解读 ，

常常有意 无意地

忽 略其中 的善 意和诚意 ， 过分夸大 中 国获取非洲 资 源 的事实 ，
为 中 国 符

号强加
“

唯利是图
”

的 负 面意涵 。

（二 ） 援助有效性 ： 对受援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不仅 中 国 ，
各 国 发展援助对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都是学界关注

的焦点 。 马歇尔计划 之后 ，
只有 极少数 国 家通过接受援助成功地促进 了经

济发 展 。 在非 洲 ，
大部分接受援助 的 国家在经济上表 现平平 ，

不少 国家甚

至深 陷债 务危机 。
？

基础 设施建设是 中 国 对非援助 的重 要形式 。

一般认 为 ， 基础设施的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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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非洲卫生援助中 解读 中国符号 ５７

乏是限制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 的瓶颈 。 中 国在非洲 国家广泛援建基础设施 ，

得到 了 国际社会的认可 。 例如 ，
中 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沟通了非洲腹地 ， 促

进 了沿线 国 家的 人流 、 物 流 往来 是 中 国基础设 施援建 中 的 里程 碑式工

程 。
？ 中 国 的基础设施援助 为非洲 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

不过 ， 对 中 国在非企业 的影响则褒贬不一 。 中国 在非企业一方面弥补

了非洲工业生产能力 的不足
，
提高 了 当地居 民的生活质量 ；

另
一方面 ， 也

挤压了 当地企业 、 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空 间 。 如进人非洲经营的 中 国 国

有企业雇佣劳动力数量多 、 规模大 ，
且集中在石油等资本密集型产业 ； 私

有企业则参 与 了 广 泛 的市 场竞争 。
？ 中 国 出 口 到非洲 的 产品 质量参 差不

齐 ， 更影响 了 当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
？ 此外 ， 解雇工人 、 工作环境差 、 工

资待遇低等问题也在赞 比亚 、 塞 内加尔等国 家诱发 了社会冲突？
。 这些事

实与观察的存在 ， 在经济层 面成为赋予 中 国符号
“

过河拆桥
”

和
“

唯利

是 图
”

等负面意涵的证据 。

在 中 国援助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与带来 的负 面影响之 间 ，

不同视角 看到 了不同 的证据 。 可在 中 国符号 的意义上 ， 负面的声音似乎更

大 。 中 国渴望 与其他 国 家在经济上
“

共 同发展
”

， 但 如 何实现 ， 却是难

题 。 如果 中 国希望在对外援助 的经济影响上收获好评 ， 需要面对的不仅是

援助 目 标的达成 ，
还有对援助 有效性的研究与有效传播 。

（三 ） 援助的其他影响

经济发展不能 以环境为代价是 国际社会的共识 。 中国与非洲合作的许

多项 目 都与环境密切相关。 水 电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对非洲生态环境的

影 响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 例如有人观察到 由 三峡公 司承建的 刚果民主共和

国水坝 引发了 诸如水土流失 与污染等 问题 。 相似地 ， 中国公司在当地开采

① 陈晓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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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非 洲 研究

和 冶炼金属 也造成了环境污染 。 还有
，
在森林资源 的开采过程 中

，
不 当 的

砍伐加 速 了 对 资源的破坏 。 另有批评指 向受援 国政府
，
认为其没有扮演好

监督者 角色 ，
导 致开发项 目 给环境带来 了 破坏 。

？

应该承认
， 中 国在非洲 的援建工程或多或少地对 当地 自然环境产 生 了

负面 影响 。 在 环境保护 者 眼中 ， 这些事 实与 中 国 国 内 以环境为 代价 的发展

形象十分契 合 ，
也因此让 中 国符号 中

“

唯利是 图
”

的 负面 意涵再次 凸 显 ，

让 中 国 本拟塑 造 的
“

面 向未 来
”

的形象 反而 显得苍白 。

中 国对外援助 的 理念 与
“

华 盛顿 共识
”

并 不 一致 。 以
“

华 盛 顿共

识
”

为指导 的援助要求受援 国进 行 结构性调整 ， 客观上将援助变成援助

国 干 预受 援国 事 务 和要 求 受 援 国 进 行体制 甚至政 治 改革 的 契 机 。

？ 中 国

则认 为
，
来 自 外部 的发 展援助 可 以 提供发 展机会 ， 但实 现发展还是 受 援

国 自 己 的责任 。 这也与 中 国 遵循 的 不干涉他 国 内 政 的外 交原 则 相
一 致 。

中 国 不 附加 政治 条 件的援助贏得 了 更 多受 援 国 的青 睐 ， 也受 到 其他援助

围 的 敌视 。

此外 ， 中 国 援助项 目 通常 与 受援 国 的各类精英 合作 ，
使

“

不 附加 政

治条件
”

可 能产生腐败 。
？ 加 上 中 国 较少公开 援助相关的数 据 ，

更可 能 为

腐败者所 利用 。
？ 也有研究持相反的 观点 ，

认为 中 国 在援助 中 雇 用 员 工 的

方法减 少 了 资 金流 向 受援 国 ，
从而降低 了 受援 国官员腐败 的 可能性 。

？

无论 如何 ，
在 不干涉受援 国 内 政和鼓励受援 国建立更合理社会政治结

构之 间 找 到平衡点是 中 国援助需要面对 的挑战 。 与此 同 时 ，
中 国也代表着

援 助的新兴力 量 随着在 中 国非企业 的增多
，
从非洲 进 口 的数额也快速

增长 。 相 形之下 ， 传统援助 国在 非 的市场份额下降 ，
导致其对 中 国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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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非 洲卫生援 助中 解读 中 国 符号 ５９

也越来越多 。 据此 ， 有人认为 中 国在改变且很可能颠覆既有国 际援助体系

的秩序 ，

？ 这 已 成为热议话题 。

热议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 第
一

，
部分国家关注其优势地位 ， 鼓励了

“

寻找对手
”

的研究 ； 第二 ，
部分研究者坚信单极主义 ， 故意放大一些援

助 国对既有体 系的影响
；

？ 第 三 ，
中 国对非援助 的透 明度相 对较低 ， 且部

分援助数据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ＯＥＣ Ｄ ） 的统计 口径不
一致

， 导致外

界对 中 国援助 的规模和类型有相 当不同 的判断 。 针对援助的 总量 ， 布罗蒂

加姆等人的研究提 出 ， 中 国等发展中援助国对非援助额还很少 ， 在本质上

与传统援助国并没有 巨 大的差异 ，
不会挑战 国际援助体系的秩序 。

？

概而言之 ，
中 国对非洲提 供发展援助是希望 塑造

“

真诚友 好 、 平等

相待 、 团结合作 、 共同发展 、 面 向未 来
”

的 负 责任大 国形象 ， 希望世界

认同并将这些意义与 中 国符号画 等号 。 然而 ，
由 于 国际援助格局错综复

杂
， 也由 于中 国总体援助战略的缺位和 传播活动薄弱 以及部分事务处理欠

缺经验＠等 多重 因素影 响 ， 中 国援助与其试 图建构 的 中 国符号之间距离明

显 ， 也使部分受援 国和援助 国对 中 国符号的误解增加 ， 直接影响 到 中 国符

号 的正面呈现 。

随着 中国援助总量的 上升 ， 针对 中 国援助 的争议将越来越强烈 ，
中 国

符号承载 的意涵会变得更加复杂 。 这正是中 国符号存在意义 冲突 的宏观背

景 ， 也是中国 在援助 中 建构 中 国符号的契机 ， 中 国对非洲卫生发展援助就

是典型 的例子 。

三 对非洲卫生发展援助的主要方法

卫生发展援助是 国际发展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历史上 ，
卫生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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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非 洲 研究

非传统安全领域 ， 政治影响力 曾 经很弱 。
？ 随着全球化进程 的加快 ， 健康

逐渐被赋予 了 越来越显著 的重要性 。 向 卫生条件落后 的国 家提供卫生 发展

援助不仅 可以改善医疗卫生的相关指标 ，

？ 还能促使援助 国形成有利 于卫

生 资 源水平提高的 社会 文化 环境 ， 辅助 构建援助 与受援 双方的信任 与认

同 。 中 国 向非 洲提供卫生发展援助 的历 史悠久 ，
援助方法主 要包括派 遣 医

疗队 、 提供药 品 与器材 、 疟疾防 治 、 健康基础设施建设和资 金援助 。

（

一

） 派遣医疗队

卫生人力是
一个成功卫生体系 的核心 ， 非 洲 国家 的卫 生 人力 严重不

足 。 针对显 见的需求
，
中 国坚持 向 受援 国 派遣 医疗队 。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起
，
中 国 已经累计 向 非 洲 ４７ 个国家派 出 了 超过 １

５０ ００ 余名 次 医 生 ， 向 超

过 １
．８ 亿名患 者提供 了 医疗服务 。

？

在医疗队员 构成上 ，
中 国充分考虑受援 国 的需求

——派 出 能解决基础健

康问题的人才 。 在非洲 ， 外科和泌尿科等疾病多发 ，
而 当地却往往没有相应

的专科医生 。 中 国在 派驻医疗队 中专 门配备受援国需要的专科医师 ， 极好地

满足 了受援 国的需求 ，

？ 得到 了受援国医务人员和患者的高度赞誉

中 国各省官方媒体对本省 派驻 医疗 队都有正 面报 道 ，

？ 部分一 线 医疗

队员也有生 动 手记 出 版 。
？ 官方媒 体着重 介绍 医 疗队 无偿付 出 、 志愿奉

献 、 甘 胃 风险 、 技术精湛等特征 ， 和治疗大量患 者 、
救治政界 要人 、 促进

外交关 系 等 Ｔ．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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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非洲卫生援助 中 解读 中 国 符号 ６ １

因
“

外交布局
”

需要而诞生 的 中 国医 疗 队 ， 对 中 国符号积极 意涵 的

建构 发挥了重要作用 ， 传递 了超越政治经济和 医学 的文化影 响 ，

？ 已经成

为 中 国援助的名片 。 然而 ，
随着多边和 区域合作 的发展

，
医疗 队在中 国援

助 中 正逐渐失 去其 曾经拥有 的重要地位 ， 影响力也有减弱趋势 。
？

（二 ） 药品和器材供应

非洲不仅缺乏 医疗卫生人员 ，
仅有的人员也 因缺少药物或器材而无法

提供服务 。 为此
，
中 国在 向 非洲派驻

．

医疗队的 同时也 向非洲援助 了大量的

药品和器材 。 中 国 的实践通常是 ： 由 中 国 厂商生产 、 中 国 商务部 门采 购
，

然后运往受援 国 ，
交给中 国 医疗队分配 、 管理和使用 。 中 国医疗队对药品

的 管理十分精细 。 例如 ， 在乌千达 的医疗 队能够为下
一 队预 留 出

一些药

品 ， 使下
一

队到达 时就可 以立刻开始工作 。

中 国援助 的药 品和器材是 中 国 医疗 队在外行 医的 重要资源 。 有 了 中 国

的药品 ， 中 国 医疗 队员 的诊断才能转化为受援国患者切身感受 的疗效 ；
有

了 中 国的器材设备 ，
中 国 医疗队员 的 手术方案才能最终成为患者康复 出 院

的健康产出 。

中 国配备给医 疗 队管理使用的 药 品 疗效极好 ，
也在很多方 面具备潜

力 。 有学者研究认 为
，
中 国 的制 药业和 医疗器材厂能够用较低 的成本满足

中 国市场的需求 ， 表明 了 中 国在药品及其供应上具有相对优势 。 这
一

优势

可 以帮助 中 国在卫生发展援助 中大有作为 。
？ 另 外 ， 中 国提供 的 中药也是

当前国际争论的焦点 。 虽然 中药能够获得满意的疗效 ， 也有人认为 中药 尚

缺乏有效性的科学依据 ， 大范围推广 中药使用并不稳妥 。
？

的确 ， 中 国援助的 器材与药 品为 中 国对非卫生医疗提供 了重要保障 ，

然而 ， 这些资源 的供应和使用模式也引 发 了争议 。 首先 ， 器材与药品 由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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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非洲研究

国生产 、 中 国政府采 购 ，
里里外外都是中文标示 ， 受援 国 医师往往因看不

懂而无法使用 。 其次 ， 这些药品在受援 国大 多 由 中 国 医疗队无偿提供给 患

者
，
受援 国 患者更可能 因药品 免费而选择 中 国 医疗 队 ， 引 发 了 中 国 医疗队

员 与 当 地 医生之间 的竞争 ，
从而进

一步 引 发 当地医生对 中 国 医疗队的抵制

和负 面声音的传播 。

（三 ）
抗疟项 目

疟疾是造成非洲 人 口死亡的 主要疾病之
一

。 中 国在疟疾防控方 面有 出

色的经验 与知识 。 利 用 中 国治疗疟疾 的特效药青蒿素 ， 仿照 国 内 建立 的初

级卫生保健 系统
，
中 国 在非洲 实施 了 大量疟疾防治援助项 目

，
包括对医务

人员 进行培训 ，
派 出 专 家实地指 导等 。

？

在科摩 罗 的小 岛 ，
局部村庄 的感 染率 曾 髙 达 ９４ ．４％

，
中 国 专家指导

全 岛 服药和 防控后 ，
感染率下 降 了

９８
．
８％ 。 中 国 的卫生 发 展援助 也因 此

获得 了 极好的评价 与信任 ， 许多非洲 国 家都愿意推 广 中 国 的方法 。 在 乌干

达 ， 疟疾每年 导致超过 ８ 万人死亡
，
且大部分是孕妇 和儿童 。 对此 ，

中 国

承诺捐 献防 治疟疾 的 药物 ， 为 当地医疗 工作者提供防治疟疾 的培训 ，
并在

乌 干达首都坎帕拉建立防疟 中心 。

（四 ） 健康基础设施建设

健康基础设施滞后是绝大多数撒哈拉 以 南非洲 国 家存在 的问题 。 中 国

也为 非洲 国家建设或合作建设医院 、 抗疟 中心及其他卫生设施 ， 成为近些

年 中 国 对非洲 卫生发展援助 的重要手段 。 以 乌干达 为例 ， 中 国 为 乌 干达建

设 了设计床位数为 １ 〇〇 张 的中 乌 友谊医院 。 建成后
，
乌干 达本地医 生和 中

国 医疗 队共 同 在此开展工作 ，
医院 的管理也 由 乌方 的院 长和 中 国 医疗 队队

长协商解决 。 在不到 两年 的时 间 ， 中 乌 医院就成长 为 日 均 门 诊 量 １ ０００ 多

人次的 医疗 中心 。

健康基础设施建设的投人较髙 ，
运营维 护 的要 求 和成本也高 。 中 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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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非洲卫生 援助 中解 读 中国符 号 ６３

非卫生援助 的经验显示 ，

？ 中 国可 以帮助建设健康基础设施 ，
运 营管理却

需要受援 国 的努力 。 正如我们观察到 的 ，

一些为非洲援建的医 院 ， 定格在

了交钥匙 的那
一

刻 ，
然后便逐渐荒芜下来 。 如何让其稳定运行 ，

发挥更大

的效益 ，
已经成为需要关注的问题。

（五） 资金援助

除 了上述做法 ， 中 国对非洲 的卫生发展援助还包括通过专项捐款和 向

卫生基金捐款的方式提供资金援助 ，

？ 以支持非洲卫生 系统 的运转 。 中 国

曾宣布 向 非洲 提供 １ ００ 亿美元的特殊 出 口 信贷和优惠援助贷款以鼓励非洲

的 卫生发展
， 其中包括了７３００ 万美元用于促进非洲 医药和卫生服务水 平

的提升 。
？ 只是 ， 资金援助往往是公共卫生政策实施的基础 ，

很难找 到 资

金援助产 出 的证据链 ；
同 时 ， 中 国对外资金援助 的信息公开程度也是最低

的 ， 也是研究最少的领域 。

四 对非卫生发展援助的中国符号建构

（

一

） 对非洲卫生发展援助的动机

中 国 向非洲提供卫生发展援助 的 动机受到 了关注 、 猜想和较为激烈 的

争论。 对卫生援助动机的争论与对总体援助动机的争论逻辑非常相似 。 非

常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表现了为 中 国符号赋予正面意义 的潜力 。

一般认 为 ， 提供卫生发展援助主要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
，
这与 中 国提

供援助 的考量是
一致 的 。 譬如 ，

１ ９８ ３ 年 中 国 是乌 干达卫生发展援助仅有

双边援助 国 ， 中 国 医疗队医 生的数量 占乌干达 中 央和省级医 院医生人数的

５％
， 其中主任医师 占乌干达主任医师总数的 ５０％ 。 中 国 医疗队还深人到

① 唐丽霞 、 李小云 、 齐顾 波 ： 《 中 国 对非洲农业援助 管理模式 的演 化与成 效 》 ， 载 《 国 际

问题研究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６ 期 ， 第 ２９
－

４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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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非洲研究

非 洲 国家农村开展 医疗和 预防工作 ，
切实地缓解了受援 国农村卫生资 源 的

不 足 ， 实实在在地 为保障受援 国居 民的健康权提供了 支持 ，
这是其他国家

的卫生发 展援助没有做到的 。
？ 因此 ， 中 国 对非卫生发展援助 为重 塑 中 国

符号提供了 极具潜力 的证据 。

值得注 意的 是 ，
有研究指 出 中 国提供卫生发展援助 的动机与其他援助

一致
， 都是为 了提高 国家软实 力 ， 通过 和平行动 以保障 和扩 大 国 家 利益 。

也有学者指 出 ， 虽然 中 国政府一再否认 ，
中 国 向非洲提供卫生发展援助 也

有经济利益的考虑 。 通过卫生援助 的渠道提供免费药品 ， 可 以使非 洲得 到

需要 的药物 ，
也帮助 中 国医药企业在非 洲树立 良好的信誉 ， 提高 中 国药企

在非洲 的竞争 力 ， 通过逐步 占 领和扩大市场 ， 获得 可 观的经济 回报 。
？ 这

种现实 主 义的思考 会 自 然地认 为 中 国 卫生发展援助 是 一 种外 交 手段 。 诚

然
，
中 国提供的卫生 发展援助提高 了 中 国 的政治影 响力 、 提供 了 中 国获得

受援 国 资 源 和优惠 贸 易条款的机会 ，
但我们认为这些影 响是 其他 国 家信任

中 国 、 认同 中 国 是
“

负 责任 国 际成 员
”

自 然 发 生的 ；
现实 主 义 的解读 忽

略 了 中 国 与非 洲 国家做朋 友 在先 ， 忽 略了 中 国 与受援助 国共 同发展 的 良好

愿望 。

概而言之 ，
中 国 向 非洲 提供卫生发展援助是基于人道主 义 、 政治经济

和社会等多方面因 素综合考虑的决策和 实践 。 如 果过分 为卫生发展援助赋

予 国 家外交的
“

功能
”

， 便误解 了 卫生发展援助的 良 好初衷 。 对 中 国援非

卫生发展援助动机的争论 ， 反 映 的 既是几种理论视角 固 有 的差 异与 争 论 ，

也是部分国家对 中 国符号误解甚至有意误解的延续 。 通 过对 中 国 卫生援非

的研究
， 促使产生新的证据 ， 将有利于从卫生领域重 塑 中 国符号 。

（
二

） 对非洲卫生发展援助的效果

与 中 国援助效果的评价类似 ，

一方面 ， 中 国对非卫生发展援助 在设计

之初并没有考虑对产 出 变量的测 量 。 另
一方面 ， 对援助项 目 的实施和执行

采用 了分散管理 的方式 ，
难 以 进行 系统数据搜集 ，

譬如 中 国 各省医 疗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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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非 洲卫生援助 中解读 中 国符号 ６５

工作量记录缺乏整理与保管 ， 使对卫生援助效果进行评估难上加难 。 这与

我们在文献 中 的发现一致 ， 对 中 国卫生发展援助的效果常会运用投人数据

进行刻画 。

１ ． 中 国援助与受援国家需求的 匹配

中 国对非洲卫生发展援助的特色方法如 派遣医疗队 、
建设医院 以及基

于 中药青蒿素治疗疟疾等 ，
常常表现为 中 国卫生事业成功经验的外推 ，

在

国际上具有相对优势 。
？ 基于国情 和国力 提供援助毋庸置疑 ，

如果援助国

的供给与受援国的需 求和接受 能力 等并不 吻合 ， 援助的效果很难令人满

意 。
？ 非洲 国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满 足基本健康需求 的卫生人才 。 中 国

的卫生发展援助依需而援 （ ａ ｉ
ｄｏｎｄｅｍａｎｄ ） ， 中 国 医疗队 完美地契合了受

援国 的需 求 。 医 疗 队 的辛 勤坚 守 ， 使受援 国居 民对 中 国 符 号 的认 同 增

强 。
？ 与需求的髙度匹配 ， 既使中 国援助项 目 更容易 为受援国接纳 ， 更成

为 中 国符号 中
“

真诚友好 、 平等相 待
”

的重要证 明 ， 依需而援 的做法也

使中 国卫生发展援助在 国际社会产生 了较大的政治影响 。

同时 ， 中 国对非洲卫生援助也面临着受援国需求变化带来的挑战 。

一

般认为 ，
如果提供的 援助与 需求不吻合 ，

就会削 弱 受援国 的主动性 ，
进而

损 害援助有效性 。 随着一些非洲国家 自 身经济实力 和医疗水平的提高 ， 受

援国 的需求渐渐变成了 更髙层次的 医疗合作 。
？ 中 国能否对需求 变化及时

而准确地在卫生发展 援助 中做 出 部署 ，
关 系 到外界对 中 国援助动机的 解

读 ， 也为 中 国符号 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挑战 。

２ ． 投入的可持续性

中国对非洲卫生援助 的可持续性也受到 了广泛 的关注 。 首先是人力 资

源的可持续性 。 以 医疗队 为例 ， 援助非洲 的 医务人员 要克服包括语言不

通 、 生活 习 惯差异大 、 工作强度大等诸多 困难 ， 其中 ， 思 乡 和 当地卫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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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非洲研究

件与医疗设备的 落后是医疗队 员 需要克服 的主要 困难 。 此外 ， 随着 中 国 国

内 生活 水平 的提髙 ，
派 出 人员 的待遇相对降低 ， 使可派 出 人力资源减少 和

拥 有较髙技术水平的 医师不愿意到 非洲 服 务 。
？

其次 ， 在管理层面 ，
如何保持和提高卫生发展援助 的供给 ， 提高援助

有效性也是必须面对的难题 。 在战略上 ， 如果缺乏 国家层面 的官方援助 战

略
， 商务部和 财政部等部 门将可 能 因 为理解援助 的思路不 同 ，

削 弱 援助 的

实际效果 。
？ 在组织上

，
如果缺乏统筹和 独立 的 对外援助管理 单位

，

？ 也

可能使卫生援助 的实施 出 现 困难 ，
譬如 由 于功 能重叠和 部门 间利益 的 冲突

导致效率 不高 、 信息公开不足 等 。

？

最后 ， 在 知识和技 术层面 ， 中 国 亟须总结成功 的经验和 失败 的教训 以

促进援助 有效性 的提髙 。

？
同时

，

一些技术 问题也可能 限制 中 国 医疗 队发

挥更 大的作用 ，
例 如 ，

一些 中 国 医疗队往往部署在 当地 医生 不愿去 的偏 远

地 区 ， 而偏 远地区落后 的设备器材将 导致专业 医 师只能 提供简单 的服 务 。

（三 ） 对非 ＴＩ生发展援助的影响

中 国特色的 卫生发 展援助模式是 中 国 援助 产生影响 的重要方 面 ，
也 引

发 了 中 国符号独特意 义的讨论 。

中 国 对非洲 国 家提供的卫生发展援助得到 了世界卫生组织等 国际机构

的认可 。 以 医疗队 为旗帜 的 中 国卫生发展援助 ， 充分利 用 了 中 国 医疗卫生

实践 的经验
，
包括 中 医药及中 医疗法 的独特优势

，
切实地帮助 了非 洲受援

国提 髙卫生水平 。
？ 中 国卫生发 展援 助 实 践构 建 了 中 国 在 世 界卫生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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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体系 中 的独特地位 ， 使世界对 中 国 援助 的成功经验产生认 同 ， 获得

了 良 好的 政 治 和社 会 影 响 ，
为 善 意且 积 极 的 中 国 符 号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证据 。

在理论上
，
有人认为 中 国对非洲 的 卫生发展援助体现 了 中 国

“

民生

援非
”

理论 ， 挑战了 西方主导的
“

民主援非
”

理论 。
？ 中 国援非的逻辑起

点 、 战略诉求和实践方式 、 文化基础和话语形态等都可能为 中 国模式 日益

成为 国家之 间交往的新理论基础 。
？ 潘亚玲倡导构建

“

中 国特色对外援助

理论
”

，
提出 了 以利他主义和共贏精神为核心 的本体论 、 发展 目 的至上 的

认识￥ 、 平等和开放的方法论 、
强调综合手段和循序渐进的 实践论等构成

的
“

四位
一

体
”

格局 。
？ 随着 中 国在非洲利益的不断延伸 ，

中 国援助在非

洲政治和社 会 中 的 影响也 会不 断扩 大 ， 也让 国 际援助模 式 不断 丰富和

完善？ 。

在国际援助领域 ， 中 国模式的有效性也是其他 国家渴 望了解 的 内容 。

然而 ， 中国 与西方在对非卫生发展援 助的效果评估方面存在着较大 的不

同 。 西方的卫生发展援助在项 目 设计 阶段就包括了数据收集和效果评估指

标 ， 中 国卫生发展援助则 因评估体系缺乏而较难评估 。 由 于数据收集和评

估 的缺位 ，
尚 没有研究者说明 中 国对非洲卫生发展援助的实际有效性 。 值

得 注意的是
， 建构主义理论为 回答这一 问题提供 了新的思路 ： 影响不仅仅

包括医疗服务人次等指标的改善 ， 还包括对当地社会和文化产生 的影响 。

遗憾的是 ， 即使是对这些问题的探讨 ， 目 前也几乎是空 白 ？ 。

①陈水胜 、 席桂桂 ：＜ 民生 先导还 是 民主先导 ？
——从对 非援 助看 中 国 的援 助 外交 》 ， 载

（ 复旦国际关 系 评论＞２０ １ ３ 年第 １ 期 ，
第 １ ７４

—

１ ９ １ 页 。

② 胡美 、 刘 鸿武 ：

《 意识形态先行还是 民生改善 优先 ？
——冷战后西 方

＂

民 主援 非
”

与 中

国
“

民 生援非
”

政策 之 比较 ＞ ， 载 ｛世 界经济 与政 治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０ 期 ， 第 １ ７

—

２４ 页 ； 胡美 ：

（ 中 国援 非五 十年与国 际援助理论创新 》 ， 载 （社会主义研究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１ 期 ， 第 １４ １

—

１４６ 页 。

③ 潘亚 玲 ： ｛ 中 国特色对外援助理论建构初探 》 ， 载 （ 当代 亚太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５ 期 ， 第 ９２
—

１
１ ０页 。

④ 陈畎
：
＜ 中 国援助的非洲模式及其对非洲发展影响 的研究 ＞ ， 上海外 国语大学 ， ２０１ ４ 年 。

（５） 邱泽 奇带 领的小组 在这个领域有
一

个突破 ， 系统地评估 了 中 国 对乌干达 卫生发 展援助的

有效性 。 参见邱泽奇等 （ 朋友在先 ：
中 国对乌干达卫 生发展授助 案例研 究 ＞ ， 社会科学 文 献出 版

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



６ ８ 非洲 研究

五 总 结

中 国对非 洲 的援助 持续 了半个多 世纪
，
投 人了 大量 的人力 和物 力 ，

一

些 中 国公 民甚至 在对非 洲援助 中把生命 留 在 了 受援 国 的土地上 。

然 而 ， 在对 中 国对非 洲援助 的探讨过程 中 注意到 ， 把对非援助 与 中 国

符号建构密切联系起来的努 力 尚 显不 足 。 在对 非洲 援助 中还存在 如战 略缺

位
、
舆论传播不 足 ， 进而让诸 如环境破坏 、 低 质量产品 、 工人待 遇低等偏

颇 的 负面议题声音变大 ， 让 中 国援助 中 的 良好意愿受到 了损 害 的现象 。 尽

管这些 问题并非是短 时 间 内 可 以扭转的 ， 但让其他 国家对 中 国 产 生认 同 并

给中 国符号 赋予 积极意 义却是 中 国援助需要努力 和调 整 的 。

中 国对非洲 卫生 发展援助 同其他领域的援助一样缺少信息 和与之 相关

的实 证研究
， 使全面 、

连贯且细致地 了解和把握中 国 对非卫生发展援助变

得十分 困难 。 值得注 意 的是 ， 中 国对非卫生发展援助 的成 功实践和政治影

响 力 却可 以 为 中 国符号 的重构 提供难得机会 。

当下最 紧迫 的任务之一莫过于填补 中 国卫生发展援助效果评估研究 的

知识空 白 。 以 中 国援非 医疗队 为例 ，
虽然其

“

花钱少 ， 收效 快 ， 影响 大
”

的评价广 为人知 ， 可其影响 究竟是什么 ？ 有多大 ？ 则 没有答 案 。 中 国 医疗

队的援助内 容 ， 各省级机构 的任务分派 ，

医疗 队构成
，
运 行和维 护 以 及对

政治 、 经济 、 社会环境变化的适应等均 比较模糊 。 这些空 白 的存在限制 了

以医疗队为代表的卫生 发展援助 与 中 国符号积极意涵 的挖掘与传播 。

总结经验是进一步优化对非 洲卫生 发展援助 的重要保障 。 对援助 有效

性的评价与传播能更充分地说明 中 国实 践的有效之处 和 中 国 符号 区 别于其

他 国 家 的特殊意 义 。 正如所观察到的 ，
对援助 有效性研究 的 空缺使 以 人道

主义 为主要特征 的 中 国卫生发展援助卷人 了外界对中 国援助动机 的争 论与

臆断之中 。

对 中 国卫生发展援助 进行更客观理解的时 间 紧迫 。 在 过去 的半个世纪

里
，
非洲 国家有 了长 足 的 发展 ， 中 国援助特别 是援非 医疗队等标志性卫生

发展援助的方法却几乎没有变化 。 及 时关注非 洲发展带来 的需求 变化 ，
优

化既有援助 的 方式方法 ，
才能更有效地契合非洲受援 国 家的需要 ，

提 髙非

洲 的发展水平和卫生水 平 。 除此 以 外 ， 中 国 对非 卫生援助份 额 的增 长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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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
如何保持卫生援助 的 积极影响 ，

与其他 援助
一起 为对非洲 援助 中的

“

中 国
”

符号增添更加丰 富 、 积极的 内涵 ， 也是亟待探索 的议题 。

（ 责 任编 辑 ：
周 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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