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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開發與援助講義（5） 

 
卜正球老師 2013.09 

 
伍、其他議題 
一、中國大陸的國際援外經驗【丁韶彬,2010:ch.4】 
（一）中國對外援助的演變：1950–1978 時期 
1.特點： 
（1）以國際主義、戰略利益和政治利益為主要動機。 
（2）在向廣大亞非拉美國家提供經濟技術援助的同時，還向一些國家提供了大

量的軍事援助。（特別是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 
2.「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個原則」：（周恩來 1964.1 訪問加納時提出） 
（1）中國政府一貫根據平等互利的原則對外提供援助，從來不把這種援助看作

是單方面的賜予，而認為援助是相互的； 
（2）在提供對外援助的時候，嚴格尊重受援國的主權，絕不附帶任何條件，絕

不要求任何特權； 
（3）以無息或者低息貸款的方式提供經濟援助，在需要的時候延長還款期限，

以盡量減少受援國的負擔； 
（4）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幫助受援國逐步走上自力更生、經濟上獨立發展的道

路； 
（5）幫助受援國建設的項目，力求投資少，收效快，使受援國政府能夠增加收

入，積累資金； 
（6）中國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產的質量最好的設備和物資，並且根據國際市場

的價格議價，如果中國政府所提供的設備和物資不合乎商定的規格和質

量，中國政府保證退換； 
（7）中國政府對外提供任何一種技術援助的時候，保證做到使受援國的人員充

分掌握這種技術； 
（8）中國政府派到受援國的專家，同受援國自己的專家享受同樣的物質待遇，

不容許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二）中國對外援助的演變：1979 以後時期 
1.「中非經濟技術合作四項原則」：（趙紫陽 1983 訪非時提出） 
（1）四項原則係指：平等互利、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 
（2）四項原則與先前八項原則的最大區別，就在強調互惠互利原則的同時，突

出「共同發展」的目的，不僅僅是「幫助受援國逐步走上自力更生、經濟

上獨立發展的道路」。 
2.「協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減貧與發展」五點承諾：（胡錦濤在 2005「聯合國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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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周年首腦會議」中提出） 
（1）給予與中國建交的 39 個最不發達國家部分商品零關稅待遇。 
（2）進一步提供重大債務國及最不發達國家的援助規模。 
（3）在 3 年內，向發展中國家提供 100 億美元的優惠貸款及優惠出口買方信貸。 
（4）在 3 年內，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的相關援助。 
（5）在 3 年內，為發展中國家培訓 3 萬名各類人才。 
3.「加強互利合作，實現共同發展」措施：（溫家寶在 2006.4.5 在「中國－太平

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論壇」中提出） 
包括：提供優惠貸款、對華出口商品零關稅待遇、免除到期債務、延長到

期債務還款期限 10 年、無償提供醫療藥品、派遣醫療隊及培訓醫務人員。 
4.「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2006.1） 

揭示：全面規劃中國與非洲新時期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領域的

友好合作。 
5.「推動中非新型戰略夥伴關係」八項政策措施：（胡錦濤在 2006.11「中非論壇

北京峰會」中提出） 
6.「促進千年發展目標」六項行動：（溫家寶在 2008.9.25 聯合國「千年發展目標」

高級別會議中提出） 
 
（三）中國對外援助的政策目標－國際主義與國家利益 
1.背景：中國共產政權建立初期一窮二白情況下為何要進行對外援助？ 
2.1950－1980 期間：國際主義、戰略利益及政治動機的相互激盪： 
（1）.強調透過援助，進行反帝、反修、反霸、反殖民使命，進行革命外交，支

持民族解放運動，總之，帶有濃厚的革命主義及意識形態的立場。 
（2）.在突出戰略及政治利益之同時，在經濟方面則是單方面的給予（中國向外

給予），忽視對外援助的經濟利益考量。 
3.1980 以來：政治目標與經濟利益的交織，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除了政府間援助項目之外，開始重視公司間交流及提升中國國有企業的國

際競爭力。 
（2）運用對外援助向受援國輸出中國設備、器材、技術及原料等。 
（3）增加優惠貸款在援助中的比重。 
 
（四）中國對外援助的模式分析 
1.中國與受援國利益關係分析 
（1）就援助國角色言，在對外政策目標不變前提下，對外援助在不同時期各有

不同的利益訴求。 
（2）就政策目標的性質言，可以區分為二個層次：出於國家安全及戰略動機對

重點受援國的援助（如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巴基斯坦、阿爾巴尼亞、埃

及）；出於政治及經濟利益對一般國家的援助（例如，為突破蘇、美二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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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的封鎖，針對亞非拉美的發展中國家進行援助）。 
（3）就受援國言，中國援助帶來政治及經濟利益外，亦包括直接軍事干預及援

助。此外，相對於西方國家為主提供援助附加種種政治經濟條件，中國不

附加任何條件，更符合受援國的利益。 
2.中國與受援國權力關係分析） 
（1）三種理想型：中國主導型、受援國主導型、權力對等型 
（2）中國與特定受援國間之權力關係，並非一承不變，而隨國際情勢眼變及相

關內外條件有所調整。 
3.中國對外援助的特徵 
（1）中國對外援助常刻意回避互惠交換性，而代之以強調不附帶任何條件。 
（2）中國對外援助雖強調不附帶任何條件，但非完全出自於利他主義動機，亦

以促進本國的戰略及安全利益，以及政治及經濟利益為目的。 
（3）中國強調不附帶任何條件，以引發其他如 DAC 主要援助國家的不滿，特

別是在亞非拉美非民主國家的問題上 
（4）整體長期而言，國際主義原則及意識型態因素的影響力不斷弱化，相對而

言，戰略及政治利益的重要性有所減弱，而經濟利益的重要性則不斷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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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的國際援外經驗  
（一）國際援外的動機（目的）與方式 
1.援外的動機（目的）： 
（1）1971 年退出聯合國之前：特別針對亞、非及拉美特定國家提供相關援助，

促其在聯合國支持抗拒大陸取代我國代表權，以確保我國在聯合國的會籍

及其連帶的國際人格及權益。 
（2）1971 退出聯合國之後：推動「務實」外交，突破中國大陸的外交封鎖，確

保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如參與 WHO、重返聯合國）；推動經貿外交，厚

實台灣在全球的經貿空間與利益（前述目的是相輔相承，並不相衝突，如

加入 WTO、APEC、中美洲銀行、），藉由經貿實力來彌補「官方」關係的不

足。 
2.援外的方式： 
（1）人道或技術援助：派遣農耕隊（非洲及中美洲國家）、醫療團（阿拉伯國家）

或其他技術團（如中油過去向南韓菲律賓派遣石油探勘隊）。 
（2）經濟援助：提供開發資金或參與國際性開發銀行（中美洲開發銀行），或協

調國營企業前往當地進行投資（台電、中油、台糖）。 
（3）軍事合作或援助：直接派遣軍事作戰人員（如過去向沙烏地阿拉伯派遣空

軍作戰人員，派遣軍事顧問團赴越南）、提供軍事訓練場地（星光部隊在台

灣）、提供人員代訓及交流合作（國防部遠朋班） 
（二）國際援外的機制 
1.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國合會）。 
2.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委員會。 
3.國內非政府（營利）組織：包括本土自生型組織（如國際佛光會、慈濟功德會

等）或國際型在台分支組織（如世界展望會台灣分會）。 
（三）政府與非營利組織協力現況與挑戰 
1.國內非營利組織對外發展是我國展現「軟實力」的重要一環，但對援助國或地

區的優先卻未必有共識及齊一作法。 
2.政府與非營利組織的關係該如何界定？政府應否介入進行指導與干預（政府的

動機為何）？非營利組織應否接受指導或應自主行事（非營利組織所持理

由為何）？「官方」與「非官方」關係分際的拿捏？ 
3.國內民眾是否對國際援外具有共識？國內貧窮弱勢不均問題也很嚴重，為何不

先幫助自己人？卻要幫助外國人或大陸人？ 
 
※ 閱讀文章： 

1.非政府組織與國際開發援助、人道救援（王振軒）。 
2.台灣非政府組織參與國際社會之策略分析（林德昌） 
3.非政府組織（NGOs）外交：台灣經驗的戰略思考（林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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