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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援助在地化:
平行经验分享理论的改进
———以巴西在非洲的农业合作为例∗

∗

徐振伟

内容提要: 有关援助有效性的质疑和争论一直是西方传统援助

国所面临的挑战ꎮ 这种援助困境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传统援助国一直

游离于受援国的发展实践之外ꎬ 没有对受援国的需求给予充分考

虑ꎬ 且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在权力关系、 国情背景上存在认知差

异ꎬ 也导致了传统援助效果不理想ꎮ 生根于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实践

的平行经验分享理论强调援助双方关系上的平等和发展经验的可适

用性ꎬ 为全球发展治理中的对外援助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ꎮ 但是近

年来ꎬ 中国参与国际发展援助和发展合作的历程表明ꎬ 在全球发展

治理的实践中还需要充分考虑受援国的实际需要和具体情况ꎬ 也就

是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的在地化ꎮ 本文在借鉴平行经验分享理论的

基础上ꎬ 试图将这种对发展援助在地化的重视提升到理论层面ꎬ 进

一步对中国对外援助的独特理念和独特方式进行理论概括ꎮ 基于上

述框架ꎬ 本文以巴西在非洲的农业合作实践为案例ꎬ 对平行经验在

地化理论进行了检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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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联合国、 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都证明目前的全球发展

治理体系亟待革新ꎮ 在对发达国家的传统国际发展援助进行成果评价时ꎬ 经

常会出现对其援助有效性的争论ꎬ 援助效果不明显、 附加条件非必要、 援助

关系不平等常常是外界对传统援助国提出的质疑和挑战ꎮ 以全球治理和全球

在地化的视角来审视传统的国际发展援助ꎬ 可以发现传统援助国的援助困境

正是在于发展援助的在地化程度不够ꎮ 而以中国、 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新兴援

助国是否在援助实践的在地化方面更加出色ꎬ 如何将在地化理念嵌入中国特

有的发展援助和发展合作理论当中ꎬ 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ꎮ

一　 超越传统援助: 从单向输血到在地化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ꎬ 许多与此相关的概念也应运而生ꎬ 最为人

所熟知的当属全球治理ꎮ① 全球治理又衍生出许多新的概念ꎬ 诸如全球经济治

理、 全球安全治理和全球发展治理ꎮ 全球发展治理是国际社会为解决发展问

题、 发展挑战、 发展威胁而形成的各种制度性安排和实施的发展理念、 政策

与行动ꎮ②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ꎬ 官方发展援助成为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发展治

理的主要手段ꎮ
二战后ꎬ 尽管许多亚非拉国家实现了独立ꎬ 但长期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

依附使它们仍然难以与殖民宗主国划清界限ꎬ 这些地区的贫困问题成为国际

社会的关注重点ꎮ 在以 “权力逻辑” 为基础的战后治理模式中ꎬ 第三世界国

家处在全球治理体系的边缘位置ꎮ③ １９４４ 年ꎬ ４４ 个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国际

货币金融会议上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

该体系的两大支柱性机构ꎬ 成为全球发展治理的核心ꎮ 美国凭借占世界 ３ / ４
的黄金储备和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１ / ２ 以上的工业生产总量掌握了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的主导权ꎮ １９４９ 年ꎬ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即世界银行)
向哥伦比亚派遣了经济代表团ꎬ 为哥伦比亚制定了一份发展计划ꎬ 计划强调

要对哥伦比亚进行全方面的改革ꎬ 将教育、 健康、 粮食等关系复杂的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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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志强: «理念、 机制、 能力: 联合国与全球发展治理的关系及其启示»ꎬ 载 «国际关系研

究»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３２ 页ꎮ
张贵洪、 杨理伟: «从霸权治理到合作治理: 百年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与方向»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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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解决ꎬ “通过这种努力ꎬ 哥伦比亚不仅会实现自身的救赎ꎬ 同时还会为世界

上其他欠发达地区树立一个令人鼓舞的典范”ꎮ① 诸如 “救赎” 等话语表达是

发展殖民的一种表现ꎬ 反映出西方国家对于发展霸权的主动塑造ꎮ 西方的发

展主义是一套线性的、 去空间化的发展模式ꎮ 简而言之ꎬ 就是忽略不同国家

的地缘禀赋和社会文化差异ꎬ 相信只要严格落实西方发达国家开出的标准化

“药方”ꎬ 就能让第三世界国家实现从落后到发达的跨越ꎬ 不断改善人类生活ꎮ
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在其提出的 “第四点计划” 中宣称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是

解决落后问题的关键ꎬ 美国既应该给予其他国家以物质援助ꎬ 也应该使其他

国家受惠于美国丰富的技术知识ꎮ②

事实上ꎬ 早在 １９ 世纪ꎬ 国家间开展的对外援助就以人道主义救济和殖民

地援助的形式展开ꎬ 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运用公共资源向落后地区ꎬ 特别是

其殖民地输送物资、 提供资金ꎮ 但对外援助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始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ꎮ 随着二战的结束ꎬ 战后重建工作成为当时全球众多国

家面临的共同问题ꎬ 以难民救助和战后重建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发展援助开始

成为国际关系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形式ꎬ 上文所述的 “第四点计划” 和马歇尔

计划是这一时期对外援助兴起的标志ꎮ 此后ꎬ 随着大量原殖民地国家的相继

独立和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实施ꎬ 在冷战氛围下ꎬ 两大阵营通过向这些新兴国

家提供大量发展援助和军事援助ꎬ 使得对外援助无论规模还是影响都有了显

著的增长ꎮ 由此ꎬ 西方国家开始了国际发展援助实践ꎬ 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主

导着国际发展援助ꎬ 制定发展援助的原则、 形式和标准ꎮ③ 相对于新兴援助

国ꎬ 西方国家习惯上被称为传统援助国ꎮ④ 对传统援助国长达 ７０ 余年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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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１７ 年及以前的统计过程中ꎬ 官方发展援助指流向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 (ＤＡＣ) 援助

名单上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多边机构的资金ꎬ 这些资金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等官方机构或其执行机构提供ꎬ
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福利为主要目标ꎮ 官方发展援助资金最突出的特点

是其优惠性质ꎬ 即含有至少 ２５％的赠款成分ꎮ 从 ２０１８ 年开始ꎬ 经合组织按照其受援名单的分类ꎬ 对

官方发展援助优惠标准进行了进一步调整和细化: 向最不发达国家 ( ＬＤＣｓ) 和其他低收入国家

(ＬＩＣｓ) 的官方部门提供双边贷款时赠款部分至少占比 ４５％ ꎬ 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 (ＬＭＩＣｓ) 的这一指

标为 １５％ ꎬ 中高收入国家和地区 (ＵＭＩＣｓ) 的这一指标为 １０％ ꎻ 向多边机构提供贷款时ꎬ 赠款部分至

少占比 １０％ ꎮ
庞珣: «新兴援助国的 “兴” 与 “新” ———垂直范式与水平范式的实证比较研究»ꎬ 载 «世

界经济与政治»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３１ － ５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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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评价ꎬ 在肯定其为全球发展所做贡献的同时ꎬ 也出现了一些质疑ꎮ 其

中ꎬ 有关援助有效性的争论一直是西方传统援助国面临的挑战ꎮ① 随着国际发

展援助项目的实施ꎬ 受援国不仅没有实现相当水平的发展ꎬ 甚至出现 “越援

越贫” 现象ꎮ 以非洲为例ꎬ １９７０—１９９８ 年是非洲国家接受发达国家官方发展

援助的高峰时期ꎬ 但此期间其贫困率却从 １１％增至 ６６％ ꎮ 由此可见ꎬ 国际发

展援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ꎮ②

２００５ 年 «巴黎宣言» 的签订是传统援助国对其援助实践反思的集中体

现ꎬ 宣言所涉及的原则与指标为国际援助的管理和协调指明了方向ꎮ 然而ꎬ
«巴黎宣言» 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ꎮ 由于传统援助国一直游离于受援国的发展

实践之外ꎬ 没有对受援国的需求给予充分考虑ꎬ 且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在权

力关系、 国情背景上存在认知差异ꎬ 传统援助效果不佳ꎬ “发展援助逐渐异化

成了富国向穷国的单向输血”ꎬ 援助有效性的问题仍然存在ꎮ③

与传统援助失语困境相对的是新兴援助国的兴起ꎮ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２１ 年ꎬ
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产出占世界总产出的比重从 ３６ ８％ 下降到 ２６ １％ ④ꎻ 而

以中国、 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则开始崛起ꎮ ２０２０ 年ꎬ 金砖国家在

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中所占的份额首次超过了七国集团ꎻ ２０２３ 年ꎬ 金

砖国家占全球 ＧＤＰ 的比重达到 ３２ １％ ꎬ 而七国集团仅为 ２９ ９％ ꎮ⑤ 在全球经

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情况下ꎬ ２０２３ 年中国经济复苏保持良好态势ꎮ
实力的变迁使新兴发展中国家拥有了更强的规范塑造能力和议题博弈能

力ꎮ 新开发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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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项目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ꎬ 这些国家推进的平行经验共享、 技术转让、 应

急和生计恢复的创新形式正在改变全球生活及生产方式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时任经合

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主席理查德曼宁在一次演讲中承认了新兴援助国存在

的合理性和必要性ꎬ 并表示在援助不断增加的世界中ꎬ 发展中国家将受益于

更多的选择ꎮ① 由此ꎬ 新兴援助国这一概念成为一种正式的表述ꎬ 用来指代具

有对外援助行为且非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的国家ꎮ
不同学者分别提出要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

的代表性和发言权②ꎬ 推动联合国系统的改革ꎬ 提升 ２０ 国集团在制定全球发

展议程方面的话语权ꎮ③ 澳门大学学者罗斯塔姆Ｊ 纽沃斯指出ꎬ 金砖国家的

出现、 新开发银行的成立及其对世界银行造成的冲击是传统发展援助走向终

结的开始ꎮ④ 在对新兴援助国的援助成果进行评价时ꎬ 学界注意到了其对传统

援助国援助空白和缺失的补充作用ꎮ 例如ꎬ 查尔斯戈尔认为目前国际发展

合作领域的参与者更趋多元化ꎬ 他将发展合作的提供者归为经合组织发展援

助委员会成员国、 未加入该委员会的国家、 全球基金、 私人基金会和国际非

政府组织五类ꎮ⑤ 费利克斯齐默尔曼将未加入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国家进一步

分为三类: 正在开展符合经合组织发展规范的新援助项目的非成员国 (如东

欧和中欧国家)、 没有模仿经合组织规范的南南发展合作参与者 (如印度、 中

国、 巴西和委内瑞拉) 以及阿拉伯捐助者 (如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ꎮ 在援助

领域上ꎬ 传统援助国优先向受援国的社会部门提供援助ꎬ 而新兴援助国则更

关注受援国的基础设施建设ꎮ 在发展思路上ꎬ 新兴援助国也带来了不同于

“华盛顿共识” 的新方案ꎬ 不会在援助时提出附加条件ꎬ 也不会干涉受援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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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事务ꎮ① 恩盖尔伍兹 (Ｎｇａｉｒｅ Ｗｏｏｄｓ) 指出ꎬ 由于传统援助国的援助有

效性存在缺陷ꎬ 大多数既定的援助方案未能满足受援国对援助和投资的需求ꎬ
所以新兴援助国在广大受援国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欢迎ꎮ②

总结新兴援助国的援助实践ꎬ 可以发现一种鲜明的 “在地化” 特色ꎮ 全

球在地化 (ｇ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是一个由全球化进程所衍生出的新概念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ꎬ 随着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推进ꎬ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在地化进程也

日趋明显ꎮ 一般认为ꎬ 美国社会学者罗兰罗伯森最早提出了 “全球在地化”
这一概念ꎮ 他将全球在地化引为学术用语ꎬ 用以强调全球化与地方反应具有

交错、 矛盾、 融合的复杂联动关系: 全球化是与在地化并行的进程ꎻ 其间普

遍性与个别性、 同质化与异质化并存ꎬ 不可分割ꎮ③ 全球在地化最早所指涉的

现象是跨国公司的经营策略ꎬ 意在强调当全球化的产品或服务与当地文化相

结合时更有可能取得成功ꎻ 生产某种具有标准意义产品的同时ꎬ 迎合特定市

场爱好才能打开产品销路ꎬ 比如ꎬ 麦当劳在各地推出迎合当地口味和喜好的

商品ꎬ 迪斯尼乐园适应当地偏好调整管理理念的举措ꎮ④由此可见ꎬ 全球在地

化所表达的核心内容在于 “全球性思考ꎬ 地方性行动”ꎮ 这一概念及其所反

映的理念可以用来解释传统对外援助以及现行全球发展治理体系的援助困

境ꎬ 也可以用来分析传统援助国和新兴援助国在援助理念和援助方式上的

不同ꎮ
问题在于ꎬ 在既有研究中ꎬ 有关新兴援助国特别是中国对外援助的理论

阐释很少将全球在地化的相关知识纳入其中ꎮ 本文将在考察既有理论阐释成

果的基础上ꎬ 探究发展援助可与全球在地化进行结合的地方ꎮ

二　 既有的理论研究成果

在比较传统援助国和新兴援助国在援助理念、 方式、 机制、 领域等方面

的不同时ꎬ 已有学者注意到将其纳入特定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对比可产生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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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的理论知识ꎮ 如庞珣指出: “异同的比较分析并没有定义出一种新型援

助ꎮ 差异的存在不等同于统一的新型模式 (方式或思想) 的形成ꎮ”① 因此ꎬ
需要一个理论框架去整合既有的研究ꎬ 来体现新型对外援助与传统对外援助

的根本差别ꎮ 基于研究现状ꎬ 庞珣借鉴了科学哲学中的范式概念ꎬ 根据援助

理念、 假设、 规则和起始关系上的特点ꎬ 将新兴援助国中南方援助国的援助

概括为 “水平范式”ꎬ 而将传统援助国的援助概括为 “垂直范式”ꎬ 并以援助

分配的相关数据检验证实了这种观点ꎮ②复旦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关注国

际发展援助的联合研究团队提出了新发展援助的概念ꎬ 认为新发展援助就资

金来源、 援助类别和优惠程度而言ꎬ 比西方传统的官方发展援助更具包容性ꎻ
具有相异的援助目标ꎬ 以适应各种发展重点ꎻ 鼓励援助、 贸易和投资之间的

联动ꎻ 超越了传统援助国—受援国的关系ꎬ 视彼此关系为相互的伙伴关系ꎬ
而不仅仅限于金钱和知识的交换ꎮ③ 以新结构经济学为依托ꎬ 林毅夫和王燕提

出了 “超越发展援助” 的思路ꎬ 他们认为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是增长和减贫

更强大的推动力ꎬ 贸易与援助相结合的方式有利于打开商品市场ꎬ 同时也可

以提供投资机会和就业岗位ꎬ “超越发展援助” 就是要将所有有利于发展的贸

易、 援助和投资都纳入考量ꎮ④ 吸收林毅夫等人的研究成果ꎬ 郑宇提出了 “新
型发展合作模式” 的构想ꎬ 强调资金使用的多源性、 互惠性和自主性ꎬ 发展

途径的多样性ꎬ 援助目标的差异性以及融资渠道的多维度ꎮ⑤ 郑宇还从国家间

关系、 国内外市场关系、 公私关系等维度进一步明确了传统的发展援助和新

型发展合作之间的区别ꎮ⑥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ꎬ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白皮书ꎬ 全方位阐释了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的理念和方法ꎮ⑦ 随着共建 “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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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思想新理念的提出ꎬ 对相关的学术研究在总

结中国援外实践经验、 体现中国援外特点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ꎮ 有关中国

参与国际发展援助和全球发展治理的理论研究已经涌现出丰富的研究成果ꎮ
例如ꎬ 王钊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ꎬ 利用分配效应理论为研究视角ꎬ 发

现援助国的国内产业结构与其对外援助政策之间存在关联ꎬ 并以此解释为什

么西方传统援助国和中国会在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的问题上相互指责ꎮ 与此

同时ꎬ 尽管中国与传统援助国会在援助理念和援助方式上存在差异ꎬ 但是中

国与西方的产业结构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上具有共生互补的特征ꎬ 可以在全球

发展治理上实现合作ꎮ① 丁韶彬以社会交换理论视角ꎬ 阐释了援助—受援关系

在利益上的互惠性及在援助领域权力结构的大致对等性ꎬ 并以该理论对中国

的对外援助行为进行诠释ꎬ 对中国的援外工作提出了相关建议ꎬ 即不用回避

对外援助的互惠交换性ꎬ 应当承认中国对外援助中的利己因素ꎮ② 唐晓阳回顾

了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历程ꎬ 认为市场化运作是中国发展经验的独特表现ꎬ
提出将援助视为协助当地社会向现代化转变的助推器和润滑剂ꎬ 并且转变传

统援助思路的建议ꎮ③ 贺文萍从受援国和援助国的双重身份入手ꎬ 归纳了中国

对外援助活动在自身发展经验、 国际合作经验和影响力上的独特优势ꎮ④ 宋天

阳、 许志渝借鉴了社会化理论ꎬ 从国际规范扩散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同国际发

展援助体系的互动进程和原因ꎮ⑤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路径的渐进式效应造就了不同于世界上

大多数援助国的援助治理体系ꎮ⑥ 有学者如布罗蒂加姆认为中国的官方援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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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王钊: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与国际发展援助的 “共生” ———援助国产业结构差异的视

角»ꎬ 载 «外交评论»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５１ － ８１ 页ꎮ
丁韶彬著: «大国对外援助: 社会交换论的视角»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２４７ － ２５４ 页ꎮ
唐晓阳: «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形式的演变及其效果»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５５ － ６９ 页ꎮ
贺文萍: «从 “援助有效性” 到 “发展有效性”: 援助理念的演变及中国经验的作用»ꎬ 载

«西亚非洲»ꎬ ２０１１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１２０ － １３５ 页ꎮ
许志渝、 宋天阳: «从对外援助到国际发展合作: 中国的融入与革新———以 “新双向社会化”

为视角的解释»ꎬ 载 «社会主义研究»ꎬ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４８ － １５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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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不透明ꎬ 并且它并不主要基于官方发展援助ꎮ① 雷吉尔姆等将中国与美国的

对外援助方式进行了对比ꎬ 认为中国和美国对外援助计划的合法化话语是不

同的ꎮ 中国通过强调南南合作、 无条件的利他主义和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模

式来使其援助干预合法化ꎬ 但美国通过将市场经济、 民主治理和人权作为发

展的典型原则来证明其干预援助的合理性ꎮ② 虽然中国的对外援助具有一些优

势ꎬ 包括其实际方向、 原则的一致性和对高层交流的关注ꎬ 但这些特征也可

能是中国对外援助计划未来有效性及其作为发展中新兴大国的国际声誉的断

层线ꎮ 因此ꎬ 未来需要对中国的援助架构进行评估和改革ꎬ 以提高中国的援

助能力和援助有效性ꎮ③

基于对发展援助的知识体系、 援助主体、 援助影响这三个关键议题的讨

论和回应ꎬ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李小云等学者提出了平行经验

分享的理论框架ꎬ 并用中国对非援助的历史实践验证了该理论ꎮ 这一理论框

架由三要素组成ꎬ 即援助实践中流动的是发展中国家历经实践检验的发展经

验ꎬ 推动援助实践的是注重发展的技术专家ꎬ 援助实践促成的是中非发展共

同体ꎮ 其中ꎬ 知识体系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ꎬ 援助主体是援助国的技术

专家而非发展专家和管理专家ꎬ 援助影响是中非发展共同体的形成ꎮ 该理论

的核心是规避传统援助带来的困境ꎬ 即将悬置性表象知识所设定的政治社会

经济条件趋同作为先决条件ꎬ 然后通过援助承载一个接近非洲实际的经验来

诱发适合非洲实际的制度性变迁ꎮ 由此可见ꎬ 这一理论已经涉及了全球在地

化的类似含义: 首先ꎬ 就援助主体的属性而言ꎬ 后发国家面临的国内外环境

具有相同之处ꎬ 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已经比传统援助国在在地化方面

有所突破ꎻ 其次ꎬ 以对非援助为例ꎬ 即使是实现成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ꎬ 也

要在援助过程中寻找 “一种接近非洲实际的经验”ꎬ 这便是中国对非援助的优

势所在ꎻ 最后ꎬ 平行经验分享理论同样强调全球与地方、 普遍与个别之间的

互动ꎬ 中国参与国际发展援助与合作的过程同国内建设一样ꎬ 是个 “摸着石

头过河” 的过程ꎬ 合作项目需要不断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进行形塑ꎬ 逐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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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步步为营ꎮ 李小云等指出ꎬ 尽管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历史阶段中

国对非援助的形式与内容出现不断调整变化ꎬ 但平行经验分享这一实质始终

未变ꎮ①

综上所述ꎬ 有关新兴援助国ꎬ 特别是中国对外援助的理论研究已经涉及

了在地化的部分内容ꎬ 但仍未很好地将全球在地化的概念和内涵嵌入既有理

论ꎮ 如前文所述ꎬ 全球在地化是分析传统援助国何以遭遇援助疲软、 新兴援

助国何以而 “兴”、 中国何以在全球发展治理中有所贡献的一个很好的视角ꎮ
因此ꎬ 本文尝试借鉴平行经验分享理论的框架ꎬ 在既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加

入全球在地化的概念ꎬ 以期能进一步完善该理论ꎮ

三　 理论改进: 平行经验的在地分享

通过对比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各自观点ꎬ 可以发现对于援助、 发展等

问题的认知差异不仅体现在政策实践上ꎬ 也在学理研究上ꎮ 尊重国家主权、
坚决不干涉内政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原则和特点ꎬ 中国学者也在研究中论证和

体现了这一特征的合理性ꎮ 而西方国家则认为外部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是合

理的ꎬ 对外援助不仅是物质上的赠予ꎬ 更要实现政治、 经济、 社会全方面的

改造ꎬ 因此对制度变革的附加条件是实现有效援助的先决条件ꎮ 相比之下ꎬ
不干涉内政、 尊重发展自主权、 重视援助有效性等理念ꎬ 不仅是以中国为代

表的新兴援助国的援助特点ꎬ 也与全球在地化所指涉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地

方化趋势相通ꎮ 在整个全球发展治理的体系下ꎬ 如何破解全球发展难题、 保

证援助的有效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ꎬ 需要考虑全球发展援助的在地化ꎮ
(一) 平行经验的基本框架

如前所述ꎬ 平行经验分享理论是一个可以将全球在地化嵌入其中的理论

框架ꎮ 在原有的框架中ꎬ 已经预设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开展的发展援助与发展

合作是援助国分享彼此的成功发展经验ꎮ “平行” 首先是关系上的平等ꎬ 即受

援国和援助国的地位是平等的ꎬ 援助国不能歧视受援国ꎬ 尊重受援国对政治、
经济等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ꎬ 不能以受援国的选择与自身是否相同作为援

助分配的标准ꎬ 要充分考虑受援国的实际需求ꎬ 发展经验只是分享ꎬ 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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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秀丽、 李小云: «平行经验分享: 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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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舍ꎮ 此外ꎬ “平行” 更体现出发展经验的可适用性ꎬ 同为两次世界大战以来

逐渐摆脱殖民压迫境遇的国家ꎬ 发展中国家间在反对新老殖民主义、 建立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及摆脱经济依附上都面临同样的任务ꎬ 即发展问题和所

需条件都是相似的ꎮ 与传统援助国相比ꎬ 发展中国家间的经验分享更有可操

作性ꎬ 不是空洞的理念和对特定政治经济体制教条般的追求ꎬ 更能为受援国

所接受ꎮ 如丹比萨莫约指出ꎬ 非洲需要的是能造血的有效经济合作而不是

无偿援助ꎮ 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以无偿的官方发展援助为主的形式ꎬ 中国的

无偿官方援助只占到了对外援助总量的 １ / ３ 左右ꎬ 其余大部分为国际发展合

作的优惠贷款ꎮ 这种以金融助力贸易投资为主的援助模式增强了非洲国家利

用外援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ꎬ 确保了外援落到实处ꎬ 因此中非合作也是对现

有世界多边发展援助体系的有益补充ꎮ① 而这种对投资基础设施和发展对外贸

易的强调ꎬ 正是源自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发

展经验ꎮ
但仅有经验分享还不够ꎬ 一种发展经验不可能完全移用到另一个国家ꎬ

即使这种经验来自发展中国家ꎮ 在提出平行经验分享理论时ꎬ 李小云等也指

出ꎬ 中国对非援助中所分享的发展经验也未必理所当然地被非洲当地接受ꎬ
中非双方需要在微观实践层面进行适应性调整ꎮ②

(二)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 “本土化”: 从规范扩散到发展合作

在社会科学的讨论中ꎬ “本土化” 指的是外来的观念、 价值和文化意识进

入某一社会文化区域ꎬ 适应后者的要求而生存和发挥作用ꎬ 与原有的社会制

度相配合ꎬ 共同支持人们生活的过程ꎮ 本土化特别强调本土社区的主体性和

能动性ꎬ 是站在本土的立场上来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ꎮ③ “本土化” 这一概

念被广泛应用于各种不同的领域ꎮ 例如法律的 “本土化” 指的是一国将异域

的法律吸收进自己的法律体系之中予以贯彻实施ꎬ 使受体和植体日渐融合并

成功地成为受体一个有机部分的过程ꎮ④

在国际关系学科中ꎬ 本土化和国际规范研究紧密结合ꎮ 建构主义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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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玛莎芬尼莫尔和凯瑟琳辛金克借鉴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ꎬ 从国际层

面上全面而清晰地提出了 “规范生命周期” 理论ꎮ① 然而ꎬ 这种体系层次的

规范扩散理论将地方行为者作为被动的规范接受者ꎬ 隐含的前提是西方国家

或由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组织在规范发展中的作用ꎮ 在芬尼莫尔、 辛金克

等人研究的基础上ꎬ 此后的规范扩散研究开始强调国家原有观念、 国内结构

等变量对国际规范扩散至国家的过滤或制约作用ꎬ 关注国际规范扩散的具体

机制和微观过程ꎮ 杰弗里切克尔提出了 “文化匹配” 的干预变量ꎬ 文化匹

配为国际规范与国内实践一致性的反映ꎮ 切克尔认为ꎬ 当体系规范与目标国

原有观念之间存在文化匹配时ꎬ 扩散更为迅速ꎮ② 尽管文化匹配存在测度困难

等问题ꎬ 但这一学说很快为学界所接受ꎮ 在切克尔的研究基础上ꎬ 美利坚大

学的阿米塔夫阿查里亚提出了 “规范本土化” 的概念ꎬ 即 “规范接受者在

地方信仰和跨国规范之间建立一致性的过程”③ꎮ 规范接受者的合法性及权威、
外来规范提供的可供修正的余地、 本土文化特质及传统、 既有本土规范的实

力等因素都会影响本土化的实践前景ꎮ④

国际规范的本土化研究重视地方行为体对规范传播的影响力ꎬ 这种对本

土的关注也延伸到了人道主义援助领域ꎮ 发展合作视域下的本土化研究强调

国际援助应将更多的权力和资金下放到地方ꎬ 避免建立可能破坏地方能力的

平行结构ꎮ 在实践层面ꎬ 东盟成为重要观察对象ꎮ 本土实践与国际实践的重

要区别在于ꎬ 地方能动性和地方背景知识在实践过程中起到主要的推动和塑

造作用ꎮ⑤ 东盟人道主义实践促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反思自由主义方案的普遍

有效性ꎬ 开始探讨地方自主对于提升本土韧性和应对能力的重要意义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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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４３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８３ － １１４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ꎬ “Ｈｏｗ Ｉｄｅａｓ Ｓｐｒｅａｄ: Ｗｈｏｓｅ Ｎｏｒｍ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Ｎｏｒｍ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５８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２４５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ꎬ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ａ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ｈｏｓｅ ＩＲ?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１８９ － １９１

魏玲: «本土实践与地区秩序: 东盟、 中国与印太构建»ꎬ 载 «南洋问题研究»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 － １４ 页ꎮ

李垣萤: «东盟人道主义援助本土化的演进: 以关系性权力的运作为视角»ꎬ 载 «南洋问题研

究»ꎬ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５０ － ５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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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平行经验的理论改进: 从本土化到在地化

无论是地区秩序的建构、 国际规范的传播还是国际发展项目的运转ꎬ
地方都是不能忽视的能动主体ꎮ 基于此认识ꎬ 本土化的研究更多是从地方

的视角展开的ꎬ 讨论的是地方如何自主塑造各类项目和合作的本土化进

程ꎮ 既有研究对地方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强调为本文提供了关键启发ꎬ 将本

土化研究的角色视角进行切换ꎬ 本文试图构建平行经验在地化的理论

框架ꎮ
在全球化进程中ꎬ 均质性和异质性构成了具有张力的共生整体ꎬ 用通俗

的话来讲ꎬ 就是 “个别事物普遍化” 和 “普遍事物个别化” 是同时进行的ꎬ
后者对应的就是在地化ꎮ 在地化有着多重意涵: 其一ꎬ 均质化、 普遍化是有

限的ꎻ 其二ꎬ 全球与地方处于互相塑造的动态进程中ꎬ 彼此能够互为补充ꎬ
进而缔造良性关系①ꎻ 其三ꎬ 聚焦 “流动空间与固定场所间对立的消解”ꎬ 更

关注 “相对或社会空间”②ꎮ 在实践维度ꎬ 在地化最早用于描述跨国企业在不

同地区的差异化营销策略和个性化服务ꎮ 由此可以发现ꎬ 与本土化研究对地

方自身功能效用的强调不同ꎬ 在地化更加强调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作用ꎮ 统一

于 “全球在地化” 这一概念下的研究讨论的是全球与地方的关系ꎬ 跨国公司

与东道国的关系ꎬ 特别是在讨论跨国公司的策略时ꎬ 在地化研究和本土化研

究展示了一种角色调转的视角ꎬ 也就是从站在本土考虑调转为站在进入本土

的来客的角度考虑ꎮ 将上述行为主体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 加以替换ꎬ 也可

以借鉴在地化的思路ꎬ 研究援助国与受援伙伴方的关系ꎮ
如图 １ － ａ 所示ꎬ 在平行经验分享理论原有的框架中ꎬ 发展知识通过援助

国派遣的技术专家在受援国传播ꎬ 援助结果是中非关系的不断加强ꎬ 非洲全

球发展形象得以重塑ꎬ 也回应了国际发展学界的三个主要议题: 援助什么及

怎么援助ꎬ 谁来援助ꎬ 援助的影响ꎮ 本文认为ꎬ 既有的三个理论要素都无须

改动ꎬ 且本身具有实证支持ꎬ 关键是把全球在地化的过程嵌套其中ꎬ 也就是

援助国发展经验结合受援国具体情况的创造性转化ꎮ 对于三个经典议题的回

应ꎬ 则是在怎么援助上强调在地化过程ꎮ 图 １ － ｂ 即改进后的平行经验在地

分享ꎮ

—５４１—

①

②

吕斌、 周晓虹: «全球在地化: 全球与地方社会文化互动的一个理论视角»ꎬ 载 «求索»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０９ 页ꎮ

Ｖｉｃｔｏｒ Ｒｏｕｄｏｍｅｔｏｆꎬ Ｇ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１３８ －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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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原有的平行经验分享理论 (１ － ａ) 与平行经验在地分享 (１ － ｂ)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ꎮ

　 　 在地化研究的思路在平行经验框架内主要体现为对两大差异的关注ꎮ 在

进行对外援助时ꎬ 存在两组关系: 一是单一援助国和单一受援国之间一对一

的关系ꎬ 二是单一援助国和其所援助的多个受援国之间一对多的关系ꎮ 由此

援助国在进行援助时要同时关注自身和他国之间的差异ꎬ 以及不同他国之间

的差异ꎮ 至此ꎬ 本文对平行经验理论的改进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的思考: 从单

一援助国和单一受援国的维度ꎬ 援助方的发展经验要进行本土化的调整ꎻ 从

单一援助国和多个受援国的维度ꎬ 对不同援助伙伴要进行不同的本土化调整ꎮ

图 ２　 发展经验在地化的双重差异性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ꎮ

(四) 中国对外援助的平行经验在地分享

在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中ꎬ 平行经验在地分享的理念已经有所体现ꎮ
２０２３ 年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ꎬ 现代化不

是少数国家的 “专利品”ꎬ 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基于自身国情自主探索

—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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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ꎬ 中国尊重和支持各国人民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ꎮ①

首先ꎬ 中国的对外援助充分考虑受援国的实际需要ꎮ 出于对发展自主性

的尊重ꎬ 中国继承并发展了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加纳期间确立的对外援助八项

原则ꎮ 中国在开展国际发展合作时秉持双向选择的理念ꎬ 在量力而为的同时ꎬ
坚持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ꎮ 在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白皮书中ꎬ 中

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政策主张就有 “授人以渔ꎬ 自主发展” 的政策主张ꎬ
即充分考虑受援国的发展诉求、 发展水平、 资源禀赋ꎬ 借助多种途径将中国

自身的行业技术及发展经验积极分享给受援国ꎬ 尽力为其培养本土人才和技

术力量ꎬ 让受援国实现自主和可持续发展ꎮ 此外 “形式多样ꎬ 讲求实效” 的

政策主张强调根据外方实际需求和情况ꎬ 因地制宜选择或搭配使用适宜的援

助方式ꎬ 争取实际效果最大化ꎬ 并且注重提高资金使用效率ꎮ② 改进后的平行

经验在地分享同样也有很多实践案例可以验证ꎮ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产品的进口

国、 所需货物的出口国、 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者、 金融资源的提供者和技术的

传播者ꎮ 有学者指出ꎬ 中国正在帮助一些国家减轻对发达国家的依赖ꎬ 并使其

国家经济发展日趋多样化ꎮ③ 根据 «２０１９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ꎬ
中国境外企业向投资所在国家 (地区) 缴纳各种税金总额 ５６０ 亿美元④ꎻ 并

且ꎬ 中国境外企业在投资所在国家 (地区)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 贸

易等方式为这些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ꎮ 另外ꎬ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

国家具有不同的援助需求ꎮ 在共建 “一带一路” 的实践过程中ꎬ 中国充分

尊重不同共建国具体国情的差异ꎬ 强调平等参与、 平等协商、 平等互利、
合作共赢ꎮ⑤ 中国在开展对外援助和全球发展治理实践当中ꎬ 并没有统一的标

—７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ꎬ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４６９５０ ｈｔｍ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１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ꎬ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 ｃｎ / ｚｆｂｐｓ / ３２８３２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６９６６８５ / １６９６６８５ ｈｔｍ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１８]

Ｂｒａｎｉｓｌａｖ Ｇｏｓｏｖｉｃꎬ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ꎬ ｉｎ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３７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７３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 ‹２０１９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ꎬ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ｌ / ２０２００９ / ２０２００９０３００３０４７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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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载 «当代亚太»ꎬ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 － ３４ 页ꎻ 江时学: «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外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ꎬ 载 « 外交评论»ꎬ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 － ２２ 页ꎻ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ｕｎｆｏｒｄ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ＤＡ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ＲＩ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ｉｎ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６１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１２５ －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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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和一刀切的要求ꎮ 将当地实际情况与自身发展经验融合ꎬ 中国的援助实现

了在地化ꎬ 能够有效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ꎬ 这些都是受援国迫切

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ꎮ
其次ꎬ 在推进发展合作项目的过程中ꎬ 中国秉持正确的义利观ꎬ 力图实

现互利共赢ꎮ 在拉丁美洲地区ꎬ 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为国内生产总

值 (ＧＤＰ) 的 ５％ ~６ ２％ ꎬ 但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间拉美地区实际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仅为 ＧＤＰ 的 ２％ ꎮ① 新冠疫情以及其他国际事件导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拉美和

加勒比地区在水、 卫生设施方面的投资仅占 ＧＤＰ 的 １ ８％ ꎬ 而这一比重在理

论上应达到 ３ １２％ ꎮ 到 ２０３０ 年该地区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将进一步加大至 ２
万多亿美元ꎬ 特别是在道路 (占总缺口的 ３３ ２６％ )、 能源发电和传输

(２１ ９５％ )、 卫生和水 (１６ ０８％ ) 以及电信 (１３ ２２％ ) 领域ꎮ②中国的国际

发展合作体现了 “协调范式”ꎬ 致力于将自身利益与伙伴国的发展战略相融

合ꎬ 积极回应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地优先需求ꎮ③ １９８０ 年重返世界

银行后ꎬ 中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并实行国际招投标的首个项目是云南 “鲁布

革” 水电站建设ꎮ “鲁布革经验” 影响了中国此后 ３０ 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ꎬ
推动了中国以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步伐ꎮ④

基于自身的平行经验和资金优势ꎬ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ꎬ 中国意识到了基础

设施建设对于增强脱贫致富能力的重要性ꎮ 根据拉美智库的统计数据ꎬ
２００５—２０２２ 年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实施了 ２２８ 个基础设施项目ꎬ 投资金

额累计达到 １０４１ ８５ 亿美元ꎬ 创造了 ７２ 万多个就业岗位ꎮ 平均而言ꎬ 单笔项

目投资金额达 ４ ５７ 亿美元ꎬ 创造就业岗位 ３１６４ 个ꎮ⑤

四　 在地化优劣分析: 以巴西在非洲的农业合作为例

中国的援助实践是平行经验分享理论以及本文所提出的平行经验在地化

—８４１—

①

③

④

⑤

②　 Ｄｕｓｓｅｌ Ｐｅｔｅｒｓꎬ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２０２１ꎬ Ｒｅｄ ＡＬＣ －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ｘｉｃｏꎬ ｐ ２ꎬ ｐ ３

沈铭辉、 沈陈: «机制供给与 “一带一路” 发展合作»ꎬ 载 «外交评论»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 － ２３ 页ꎮ
张文景: «专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祝宪: 中国发展历程是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药方»ꎬ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ｆｚｍ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２６０５６９? ｓｏｕｒｃｅ ＝ １２４＆ｓｏｕｒｃｅ＿１ ＝ ２６１０１４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１８]
Ｄｕｓｓｅｌ Ｐｅｔｅｒｓꎬ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２０２３ꎬ Ｒｅｄ ＡＬ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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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重要源泉ꎬ 但理论的解释力有赖于多案例的检验ꎮ 得益于丰富的资源、
广袤的土地ꎬ 巴西被称为 “希望之国” “未来之国”ꎮ 在摆脱国内军事独裁

后ꎬ 巴西推行了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ꎬ 致力于发挥沟通南北 (发展中国家与

发达国家) 的桥梁作用ꎬ 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全球领导力ꎮ 下文以巴西在非洲

的农业合作实践为案例ꎬ 对平行经验在地化理论进行检验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巴西的对外援助开始起步ꎮ １９５０ 年ꎬ 巴西设立了国

家技术援助委员会 (ＣＮＡＴ) 作为管理国际发展合作的专门机构ꎮ １９８７ 年ꎬ
巴西合作署 (ＡＢＣ) 的成立标志着巴西的对外援助步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

段ꎮ 然而总体而言ꎬ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一直到 ２００３ 年卢拉上台执政期间ꎬ
巴西的受援国身份属性强于援助国身份属性ꎬ 其对外开展的发展合作项目

数量和方式都相对有限ꎮ 卢拉当选后ꎬ 巴西当局变得更加反对传统援助中

的垂直关系ꎬ 更愿意将巴西称为发展中国家的 “南方发展伙伴”ꎮ 因此巴西

政府更倾向于将其技术、 科学和金融合作项目称为 “国际合作”ꎬ 而不是使

用 “官方发展援助” 或 “外国援助” 等传统捐助者的说法ꎮ 在实践中ꎬ 巴

西的援助计划也并不强调传统上的赠款和贷款部分ꎬ 并且巴西一贯试图避

免对他国内政的干预ꎮ① 事实上ꎬ 巴西更愿意将对外援助视为带动国家发展

的一种方式ꎬ 在尊重受援国主权的基础上ꎬ 以受援国的需求为导向ꎬ 有针

对性地给予援助ꎮ 在制定发展合作战略时ꎬ 巴西充分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

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特殊需要ꎬ 为消除贫困、 增进社会包容、 减少不公平树

立了典范ꎮ
巴西高度重视与非洲各国的合作ꎮ 由于其在非洲地区拥有丰厚的历史底

蕴和语言优势ꎬ 巴西认为自身与非洲在文化传统、 土壤条件、 气候特征以及

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ꎬ 这为巴非双方在农业、 社会福利等领域

的合作创造了巨大的可能性ꎮ 作为一个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ꎬ 巴西对非洲广

袤的市场颇为看重ꎮ 在巴西看来ꎬ 非洲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农产品消费市场ꎬ
为了提升非洲的购买力ꎬ 巴西积极将本国国内的减贫经验推广至非洲ꎬ 坚信

非洲国家只有成功摆脱贫困ꎬ 才能够拥有强大的购买力ꎬ 从而进一步扩大巴

西的海外市场ꎮ 在 ２００５ 年之前ꎬ 巴西超过 ７０％的国际发展合作项目都集中在

拉美地区ꎻ ２００５ 年后ꎬ 非洲成为巴西发展合作的重点地区ꎬ 到 ２０１０ 年巴西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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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合作资金分配中非洲占比达 ３９ ５％ ꎮ① 巴西与 ４８ 个非洲国家都有合作项

目ꎮ② 农业是巴西对非交流合作的主要领域ꎮ 巴西合作署的数据显示ꎬ 卢拉执

政时期农业、 卫生和教育是对非合作分配的主导部门ꎮ③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间ꎬ
巴西与非洲国家的 ４７７ 项双边南南合作倡议中ꎬ 有 ５６％ 是在农业、 卫生和教

育部门实施的ꎮ④

在与非洲的合作中ꎬ 巴西总体上奉行中间路线: 一方面ꎬ 巴西积极推动

本国私人企业参与对非技术交流合作ꎬ 鼓励私人部门对非开展投资ꎬ 这使得

巴非合作类似印度与非洲合作的模式ꎻ 另一方面ꎬ 巴西也注重政府部门的参

与ꎬ 强调政府间的合作ꎬ 并且支持本国的国有企业在与非洲的合作中发挥更

重要的作用ꎬ 这使得巴非合作类似中国与非洲合作的模式ꎮ⑤ 巴西在开展对非

合作时ꎬ 强调贸易与技术援助之间的平衡ꎮ 也就是说ꎬ 巴非之间的合作不仅

包括技术交流和技术合作ꎬ 也包括贸易和投资的合作ꎮ 基于巴西与非洲在土

壤、 气候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ꎬ 巴西的农业技术适宜于在非洲应用和推广ꎮ
因此在巴非之间的互动交流中ꎬ 巴西注重发挥自身的农业技术优势ꎬ 派出大

量的农业技术专家赴非开展技术合作ꎮ 通过利用自身的优势ꎬ 巴西与非洲双

边的经贸合作得以不断深入ꎬ 巴西出口市场多元化的需求得以满足ꎬ 同时巴

西在非洲的影响力得以提升ꎮ
(一) 巴西对非农业合作的特征

巴西对非洲的农业合作主要呈现出三大特征: 注重技术援助与技术推广ꎬ
联合发达国家共同开展援助ꎬ 以及减贫经验的输出ꎮ

第一ꎬ 巴西保持着技术援助的传统ꎮ 早在 １９９８ 年ꎬ 巴西就在同为葡语国

家的安哥拉建立了卡赞加 (Ｃａｚｅｎｇａ) 技术培训中心ꎮ 在卡多佐政府时期ꎬ 巴

西与非洲国家达成了 ３６ 份技术合作协议ꎮ ２００３ 年卢拉以 “变革者” 的姿态

登上巴西的政治舞台后ꎬ 反饥饿议程在巴西外交政策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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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ꎮ 卢拉政府在 ８ 年执政期间访问了 ２１ 个非洲国家ꎬ 与非洲达成的技术协议

数量达到 ２３８ 个ꎮ① 仅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间ꎬ 巴西技术合作支出的总额就超过 ６
千亿美元ꎬ 涉及各类技术合作项目ꎮ②

在技术推广与技术援助方面ꎬ 巴西利用其自身优势ꎬ 向非洲国家推销其

成熟且先进的生物乙醇技术③ꎬ 帮助非洲发展生物乙醇产业ꎮ 在巴西看来ꎬ 以

生物乙醇为代表的生物能源是新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它具有可再生、 低碳

环保、 应用广泛等方面的独特优势ꎬ 因此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ꎮ 巴西在生物

乙醇技术方面独树一帜: 一方面ꎬ 巴西拥有甘蔗等发展生物乙醇的大量原材

料ꎻ 另一方面ꎬ 巴西发展生物乙醇起步较早ꎬ 积累了丰厚的技术储备ꎮ 为了

继续保持在生物乙醇领域的技术优势ꎬ 巴西需要建立技术标准ꎬ 推广技术规

范ꎬ 并且扩大海外市场ꎬ 非洲成为巴西向全球推广生物乙醇技术的重要区

域ꎮ④ 对巴西而言ꎬ 其向非洲推广该技术可以获得当地对生物能源发展的认可ꎬ
促进非洲生物能源产业的发展ꎬ 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巴西在非洲的技术优势ꎬ
另一方面可以扩大生物能源市场ꎮ 基于此ꎬ 巴西在非洲进行提前布局ꎬ 巴西企

业赴非开展投资业务ꎬ 与非洲国家签署联合生产生物乙醇的合作协议ꎬ 无偿转

让生物乙醇技术ꎮ 巴西的乙醇外交借助公私合作的方式ꎬ 政府之间的协定为公

私合作提供了政策支持ꎬ 便利了巴西的私人部门在非洲开展投资和贸易ꎻ 与此

同时ꎬ 巴西的私人公司为非洲国家提供技术援助ꎬ 例如ꎬ 巴西机械巨头里切特

公司为安哥拉的甘蔗生产加工进行技术转让ꎬ 共同开发生物能源ꎮ
除了生物乙醇技术ꎬ 巴西还向非洲开展其他技术的援助与输出ꎮ 由于巴

非双方在农业生产形态上的相似性ꎬ 巴西的农业技术比较适合于非洲地区ꎮ
巴西和非洲部分地区都属于热带草原气候ꎬ 土壤天然呈酸性ꎬ 保水性差ꎮ 面

对这些挑战ꎬ 巴西成功培育了适合这种特殊气候的作物ꎮ 巴西总统卢拉曾将

安哥拉的库内内河谷与巴西的圣弗朗西斯科河谷进行类比ꎬ 圣弗朗西斯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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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历史上曾饱受干旱之苦ꎬ 如今已转变为繁荣的农业中心ꎮ① 据此ꎬ 巴西免费

向非洲传授农业技术ꎬ 推广在本国得到检验的成功农业项目ꎮ②

在技术分享过程中ꎬ 巴西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合作策略ꎬ 在不同国家和地

区实施了不同的作物种植项目和资金支持项目ꎮ 巴西自身具有两种农业发展

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在农业、 畜牧业和食品供应部的支持下ꎬ 大规模耕作生

产大豆等农作物ꎻ 第二种模式强调在巴西最贫困地区实现农村和社会的综合

发展ꎬ 为家庭农场主提供技术支持和信贷支持ꎮ 这两种模式在非洲都得到了

应用ꎮ 例如ꎬ 巴西在西非地区开展 “棉花四国” 合作项目③ꎬ 在巴西技术的

帮助下ꎬ 相关受援国的棉花产量得以不断提升ꎮ④ 作为全球粮食生产和出口大

国ꎬ 巴西向尼日利亚提供技术支持ꎬ 与该国开展粮食生产、 食品加工和家禽

生产技术转让方面的合作ꎬ 帮助该国提高粮食自给率ꎮ 此外ꎬ 巴西还通过优

惠信贷的途径向非洲国家提供先进的农机设备ꎮ⑤ 这些援助措施在提高非洲农

业生产效率的同时ꎬ 也扩大了巴西在非洲的影响力ꎬ 进一步增强了巴西在全

球和地区发展治理中的话语权ꎮ
值得指出的是ꎬ 在巴西向非洲进行技术转让和技术援助的过程中ꎬ 巴西

农牧业研究公司 (ＥＭＢＲＡＰＡ) 发挥了关键作用ꎮ⑥ 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成立

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在提高热带农业生产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ꎮ 在该公司

成立之前巴西是粮食净进口国ꎬ 成立 ３０ 年后巴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粮食净出

口国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开始迈出国际化步伐ꎬ 向海外拓展业务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在巴西合作署的资助下ꎬ 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在加纳的阿克拉设立

了一个农业研究办事处ꎮ 该办事处既是培训中心ꎬ 也是研究动员场所ꎮ 巴西

农牧业研究公司不仅扶持西非国家的棉花产业化发展ꎬ 还参与了许多非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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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援助在地化: 平行经验分享理论的改进　

家的水稻发展项目ꎮ 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负责巴西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农业合

作ꎬ 设立驻非办事处ꎬ 开展非洲农业研究ꎬ 培训农技人员ꎬ 增强非洲的农业

能力建设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与非洲的合作得到了世界银

行和日本等国的支持ꎬ 使得该公司的合作项目遍布非洲大陆ꎬ 合作内容既包

括塞内加尔的水稻种植ꎬ 也涉及莫桑比克的当地科学家培训ꎮ 迄今为止ꎬ 该

公司已经与 ２０ 多个非洲国家签署农业技术合作协议ꎬ 帮助它们提高农业技术

水平ꎮ① 其中ꎬ “非洲—巴西创新市场” 计划是最具代表性的合作项目ꎬ 这一

跨大西洋合作得到了世界银行和盖茨基金会的支持ꎬ 旨在利用巴西丰富的专

业技能和知识促进非洲的农业创新和发展ꎮ 自推出以来ꎬ “非洲—巴西创新市

场” 计划已经在 １３ 个非洲国家 (贝宁、 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 埃塞俄比亚、
加纳、 肯尼亚、 马拉维、 马里、 莫桑比克、 尼日利亚、 坦桑尼亚、 多哥和乌

干达) 批准了 ５３ 个项目ꎮ② 在这个过程中ꎬ 巴西的技术专家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帮助非洲各国解决了用于乙醇生产的甜高粱品种改良、 棉花病虫害管理、 蔬

菜农药沥滤以及地下水流失治理等问题ꎮ 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指出: “这是一

个简单而有效的机制ꎬ 不仅将为非洲带来巨大利益ꎬ 也将为巴西带来巨大利

益ꎬ 巴西将从非洲大陆的经验中学到很多东西”③ꎮ
第二ꎬ 巴西的对非农业合作具有多边化、 国际化的特征ꎮ 一方面ꎬ 巴西重

视国际组织提供的多边合作平台ꎬ 积极扩大合作对象范围ꎮ 巴西将国际机构认

捐视为对外援助的一种方式ꎬ ２０１０ 年认捐总额为 ３ １２ 亿美元ꎬ 反映出巴西对外

政策对于多边主义的重视ꎮ④ ２０１５ 年ꎬ 巴西提供了 ９６００ 万美元的多边官方发

展援助ꎬ 其中 ５７％支付给了联合国ꎬ ４３％ 支付给了美洲开发银行ꎮ⑤ 在现阶

段ꎬ 巴西绝大部分对外援助的支出也都以向国际组织转让和捐款的方式呈

现ꎮ⑥ 此外ꎬ 卢拉政府主动寻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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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签订技术合作协议ꎬ 共同设立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合作项目以推广巴

西国内的发展经验ꎮ①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ꎬ 巴西政府与联合国签署了新的可持续发

展合作框架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 年)ꎬ 共同开展应对气候危机、 数字化转型和发展

融资等领域的国际发展合作ꎮ② 整体来看ꎬ 目前巴西与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内的多个多边组织都建立了三角合作

关系ꎮ③ 另一方面ꎬ 巴西也借助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力量ꎬ 在非洲开展多

边合作ꎮ 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ꎬ 巴西参与的三方合作数量在全球排第六

位ꎮ④ 日本、 美国、 德国、 英国均是巴西重要的合作伙伴ꎮ 其中ꎬ 日本是巴西

三方合作项目的主要合作伙伴ꎬ 两国合作开展了 １５ 个三方合作项目⑤ꎬ 其中

最主要的项目是在莫桑比克开展的商业性农业项目 “热带草原计划”⑥ꎮ 巴西

借助日本先进的技术援助理念和丰富的区域开发经验ꎬ 为莫桑比克提供技术

支持ꎬ 开发该国北部和中部落后地区的土地资源⑦ꎬ 提高种子培育水平ꎬ 扩大

大豆与玉米的种植规模ꎬ 以促进该地区粮食产量的增加ꎮ ２０１１ 年ꎬ 时任美国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第四次高级别会议上称该

项目为一种 “有效的南南合作”ꎮ⑧

除了引入日本的经验ꎬ 巴西同时与美国开展合作ꎮ 巴美两国曾共同举办

生物安全和植物生物技术讲习班ꎬ 向非洲国家推广转基因技术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美

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和巴西时任外交部长阿莫林签署了 «在第三国开展技术

合作活动的谅解备忘录»ꎮ 基于美国在转基因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ꎬ 巴西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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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先进技术ꎬ 邀请美国的转基因技术专家参加在巴西举行的对非洲国家

官员和科技人员的技术培训ꎮ① 因此ꎬ 巴美双方实现在非洲合作推广转基因技

术及其产品ꎮ 巴西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等第三方的力量ꎬ 采用多边

合作的形式ꎬ 组织整合各方的资源ꎬ 拓宽各种合作渠道ꎬ 调动各方的积极性ꎬ
最终实现互利共赢ꎮ

第三ꎬ 巴西重视自身减贫经验的输出ꎬ 并且与非洲许多国家共同分享其

独特的发展经验ꎮ 面对多重发展挑战ꎬ 巴西在不同场合呼吁国际社会将注意

力和资源重新放到发展问题上ꎮ 卢拉在第 ７８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开幕

演讲中强调ꎬ 发达国家 “在武器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ꎬ 而在发展方面投入很

少”②ꎮ 减贫是欠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关键问题ꎮ 巴西政府认为选择有利于社

会底层的发展模式ꎬ 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ꎬ 能够帮助巴西营造强有力的国内

市场ꎬ 缓解贫困ꎬ 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ꎮ 为此ꎬ 巴西在国内实施了家庭救

助计划③、 零饥饿计划④等一系列扶贫减贫的改革举措ꎬ 并获得一定的成效ꎮ
巴西推行这些社会改革的目的是要维护每个公民基本的社会权利ꎮ 巴西的社

会保障政策以及减贫努力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借鉴ꎮ 对巴西而言ꎬ 非洲拥有与

其相似的农业生产业态、 文化传统和社会体制ꎬ 双方在农业、 减贫、 社会保

障等领域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ꎮ 此外ꎬ 巴西认为非洲的减贫有助于当地普通

民众购买力的提升ꎬ 从而扩大巴非之间的贸易以及巴西农产品的海外市场ꎮ
基于此ꎬ 巴西注重宣扬本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和减贫实践ꎬ 宣扬自身的经济发

展模式ꎮ 巴西不仅以扩大人道主义援助、 技术援助和农产品出口等途径来影

响非洲国家ꎬ 而且向非洲国家推介其以包容性增长和减贫为基本特征的 “零
饥饿计划”ꎮ 对非洲而言ꎬ 尽管大部分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速较快ꎬ 但这种增长

并未惠及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下层穷人ꎮ 他们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ꎬ 生存状况

堪忧ꎮ 在巴西的援助下ꎬ 加纳实施了以巴西的家庭救助计划为基本框架的社

—５５１—

①

②

③

④

“Ｍｏｚａｍｂｉｑｕ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ｎｕａｌ”ꎬ Ｊｕｌｙ ３０ꎬ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ｐｓ ｆａｓ ｕｓｄａ ｇｏｖ /
ｎｅｗｇａｉｎａｐｉ / ａｐｉ /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４ － ０５ － ２８]

“Ｓｐｅｅｃｈ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Ｌｕｉｚ Ｉｎáｃｉｏ Ｌｕｌａ ｄａ Ｓｉｌｖａ ａｔ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７８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ꎬ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ｂｒ / ｍｒｅ / ｅ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ｃｅｎｔｅｒｓ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ａｎｄ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２０２４ － ０５ － ２８]

“Ａ ‘ Ａｊｕｄａ’ ｄ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 Ｂｏｌｓａ Ｆａｍíｌｉ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çõｅｓ ｄａ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êｎｃｉａ ｄｅ Ｒｅｎｄａ ｐａｒａ Ｓｅｕｓ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áｒｉｏｓ”ꎬ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ｏｅｓ ｕｅｒｊ ｂｒ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ｄｅｍｅｔｒａ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ｖｉｅｗ / ５０９２ [２０２４ －
０５ － ２８]

“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 Ｆｏｍｅ Ｚｅｒｏ Ｎｏ Ｃｏｎｔｅｘｔｏ ｄａｓ Ｐｏｌíｔｉｃａｓ Ｓｏｃｉａｉｓ Ｂｒａｓｉｌｅｉｒａｓ”ꎬ ２０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ｃｉｅｌｏ
ｂｒ / ｊ / ｓｐｐ / ａ [２０２４ － ０５ － ２８]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

会福利改革ꎬ 成为巴西援助之下首个实施巴西减贫模式的非洲国家ꎮ 随后ꎬ
巴西促成 “巴非农业发展、 减贫、 粮食安全对话” 会议的举办ꎬ 进一步加强

了与非洲在扶贫减贫方面的合作ꎮ①

此外ꎬ 在多边层面ꎬ 巴西首创了 “非洲零饥饿计划” 这一多边合作机制ꎮ
该计划作为一项创新性实践ꎬ 是在非盟组织的框架下ꎬ 由联合国粮农组织、
巴西、 非盟共同参与的一项合作ꎮ 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提高非洲的粮食自给

率ꎬ 减少非洲国家对粮食援助的依赖度ꎬ 减少非洲地区的饥饿人口ꎬ 最终消

除非洲的饥饿与贫困ꎮ② 受巴西 “粮食采购计划” 的启发ꎬ “非洲粮食采购计

划” 成为这一合作倡议的主要组成部分ꎬ 该计划由巴西、 世界粮食计划署、
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发起ꎬ 旨在缓解非洲的粮食危机ꎬ 提高非洲底层民众的

粮食安全水平和营养摄入量ꎮ③

总之ꎬ 巴西在非洲的农业合作战略是生物燃料产业开发、 减贫和消除饥

饿政策的经验分享ꎮ 无论是通过政府、 企业或者是公私合作伙伴关系ꎬ 巴非

合作都被纳入推动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话语体系ꎮ 巴西不仅推动其自身经

验的分享和交流ꎬ 而且增加了其在农业方面的技术输出和推广ꎬ 加强了与非

洲的经济合作ꎮ 巴西在生物能源、 农业技术和减贫等方面的宝贵经验为非洲

提供了有益的借鉴ꎬ 扩大了巴西在非洲的影响力ꎮ
(二) 已有模式的不足与在地化问题

尽管巴西与非洲之间的农业合作取得了较多成效ꎬ 但是也面临一些问题ꎮ
这些问题反映出单一的经验分享模式的不足ꎮ 要解决这一问题ꎬ 就需要借助

发展经验的在地化过程以提升原有合作模式的效率ꎮ
第一ꎬ 巴西在分享本国的能源发展经验时ꎬ 未能深入把握受援国的地理

环境和发展程度等现实条件ꎮ 正如上文所述ꎬ 修改后的平行经验分享框架强

调援助国在进行援助时要关注自身和他国之间的差异ꎬ 因为即使同为发展中

国家ꎬ 各国的具体政治、 经济和社会情况也彼此相异ꎮ 然而ꎬ 在实践进程中ꎬ
巴西基于自身利益一味推广生物能源ꎬ 无视非洲粮食危机的现实ꎬ 被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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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没有吃饱之前先去 ‘喂养汽车’”①ꎮ 同时ꎬ 近几十年来的科学研究表明ꎬ
单一作物种植和大量使用杀虫剂的农业模式会对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产生负面影响ꎮ 巴非热带草原计划所采用的大规模产业化的生产模式会导

致非洲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②ꎬ 而土地面临剥夺的危险也会导致当地小农与公

众的利益受损ꎮ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等机构在非洲开展的生物能源合作和 “乙
醇外交” 受到质疑ꎮ③ 尽管巴西在与非洲开展农业合作时ꎬ 一方面注重发挥自

身的比较优势ꎬ 充分挖掘自身的发展经验ꎬ 积极向非洲国家推介其经济社会

发展模式并分享自身发展经验ꎬ 这是巴西国内的发展实践在非洲的延伸ꎬ 具

有较强的可借鉴性ꎮ 但另一方面ꎬ 巴西国内经验的移植造成部分农业项目在

非洲 “水土不服” 的问题ꎮ 因此ꎬ 巴西对非洲的农业援助虽然实现了受援国

经济总量的增长ꎬ 但是受本国经验在地化程度欠缺的影响ꎬ 未能在非洲各伙

伴国建立可持续的发展模式ꎮ
第二ꎬ 巴西许多民众认为ꎬ 国内秩序的公平有助于促进国际秩序的公平ꎬ

如果巴西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 开展过多的国际援助ꎬ 将不利于巴西国内民

众生活水平的提高ꎮ 这种不利影响存在连锁效应ꎬ 如果巴西国内的经济状况

持续恶化ꎬ 那么非洲对于巴西发展模式的信心也将大打折扣ꎬ 学习借鉴巴西

减贫和社会保障政策的积极性也会受挫ꎮ 因此ꎬ 巴西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

国内的减贫议题ꎬ 致力于解决国内的贫困ꎮ 此外ꎬ 许多巴西民众并未看重非

洲在巴西对外经济合作中的地位ꎮ 他们认为巴非双方之间的经济结构存在相

似性ꎬ 在外贸方面都是以原材料出口为主要特征ꎬ 二者是对外贸易中的竞争

对手ꎮ 例如ꎬ 巴西的咖啡从业者担心未来将受到非洲国家的竞争从而影响咖

啡价格ꎬ 因此ꎬ 巴西没有必要向非洲提供各种援助ꎬ 也没有必要向非洲开展

过多的投资ꎮ④

巴西的贸易结构高度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ꎬ 这使其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

冲击ꎬ 带有较大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ꎬ 巴西国内对本国过多地开展对非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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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同的看法ꎬ 这些因素不利于巴西提升对非合作的广度和深度ꎮ 这体现

出巴西援助模式存在的另一个问题ꎬ 没能很好地做到 “经验迁移”ꎮ 巴西基于

本国的气候、 环境与土壤条件ꎬ 形成具有优势的咖啡、 可可等出口产业ꎮ 但

在对非援助中ꎬ 应当以巴西经验为借鉴ꎬ 启发受援国思考其本国的发展模式ꎬ
而非由援助国 “操纵式” 地确定合作模式、 建立合作机制ꎮ 非洲与巴西地理

环境相差甚远ꎬ 如果能够使非洲受援国基于本国知识分子的思考形成区别于

巴西的、 带有非洲本土特色的农业产业ꎬ 甚至与巴西的优势农产品形成互补

效应ꎬ 将有效降低巴西国内的质疑与抗议声音ꎮ
基于巴西近几年经济衰退等原因ꎬ 巴西对非洲的投资增长乏力ꎬ 许多巴

西企业也因为资金短缺而降低了对非洲投资的热情ꎮ 未来巴西可能减小与非

洲合作的力度ꎬ 但在农业方面ꎬ 巴西仍会继续推进与非洲的合作ꎮ 这一方面

是因为巴西是农业大国ꎬ 巴西在热带农业技术领域拥有自身的优势ꎬ 可向许

多非洲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援助ꎬ 另一方面是因为非洲快速增长的人口

数量和中产阶级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ꎬ 导致非洲对农产品的需求将越来越大ꎬ
非洲消费增长的潜力不可限量ꎮ 同时ꎬ 巴非双方的农业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有

利于增强双边贸易结构的合理性ꎮ 但不可否认ꎬ 在地化程度的不足导致巴西

平行经验分享的前景缺乏进一步深化的动力ꎮ 在大国博弈的大背景下更是如

此ꎬ 国家间的差异被进一步突显ꎮ 因此ꎬ 在全球发展合作议题中ꎬ 援助国应

当充分考虑受援国的资源禀赋、 发展水平和发展诉求ꎬ 通过多种方式将本国

经验与受援国现实相结合ꎬ 并对本国经验进行 “创造性转化”ꎮ 只有真正做到

平行经验的在地化ꎬ 才能培养出符合受援国本土要求的人才和技术力量ꎬ 实

现受援国的自主和可持续发展ꎮ

五　 结语

本文从传统援助国主导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的有效性质疑入手ꎬ 通过解

读全球在地化概念及其内涵ꎬ 发现通过全球在地化视角可以解释传统援助国

面临的援助困境、 新兴援助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体系中的兴起及二者之间在对

外援助、 国际发展等议题上的观念差异ꎮ 在简要介绍全球在地化概念的产生

及其含义之后ꎬ 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ꎬ 以李小云等学者提出的平行经验分

享理论框架为基础ꎬ 尝试在其中嵌入全球在地化的概念ꎬ 将既有理论改进为

平行经验的在地分享ꎬ 即发展中国家间的发展合作和发展援助在选取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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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验后ꎬ 还要将自身经验与当地实际结合进行再创造ꎬ 通过技术专家等

援助主体进行传播ꎬ 最终实现有效援助和可持续发展ꎮ
在全球发展治理中ꎬ 重要的一环是尊重和支持受援国家的发展需求和主

体性ꎬ 因此进一步关注受援国在对外援助中的角色和地位是必要的ꎮ 尊重对

方的特点才是真正的 “在地化”ꎬ 如果没有很好地做到 “在地化”ꎬ 对外援助

就只是对援助国发展经验的单向输出ꎮ 只有将援助国自身的经验实现 “在地

化”ꎬ 建立平行经验分享的多边南南合作共同体ꎬ 才能促进受援国的 “全球

化” 进程ꎮ 本文以巴西对非洲的农业发展合作案例对这一理论改进进行了简

单的验证ꎬ 认为这一理论改进符合新兴援助国的对外援助实践ꎬ 也能够为全

球南方国家的互援互助提供参考ꎮ
囿于篇幅ꎬ 本文主要探讨了发展援助在地化的内涵与过程ꎬ 理论的后续

完善还有待展开ꎮ 例如ꎬ 区域差异和主体属性有何关联? 援助在地化的实现

需要考虑哪些主体属性? 主体属性如何进一步塑造关系演化机制? 对这些问

题的回应能够提升援助项目的效果和可持续性ꎬ 同时也有助于受援国的发展

路径多样化ꎮ 在风险积聚联动、 发展治理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背景下ꎬ 中国

的发展资源对全球南方有着深刻影响ꎬ 中国的政策实践者和学术研究者特别

应当关注全球在地化的实际表现并予以合理运用ꎬ 使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有更

大的作为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９５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