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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约 《援助的死亡 》述评
①

刘 鸿武

【 内容 摘 要】 2 0 0 9 年企鹅 集 团 出 版 了 赞 比 亚裔 经 济 学 家丹 比

萨 ． 莫 约 ( Ｄ ａｍｂ ｉ ｓａＭｏ ｙｏ ) 的 著 作 《 援 助 的 死 亡 》 ( Ｄｅａｄ

Ａ ｉｄ ) 0 莫 约 是 一位 受 过 西 式 教 育 并 长 期 在 国 际 金 融 机构 工 作 的

赞 比 亚裔 经 济 学 家 , 近年来 因 其对 非 洲 发展 问 题 见 解 独 到 的 研

究 , 特 别 是对 西方 主 导 下 的 国 际 社 会对 非援 助政 策 的 尖 锐批评 而

受 到 各 方 关注 。 透过其著述所 表述 的 复杂 内容 , 透过 围 绕其著述

而 引起 的 观念碰撞 与 学 术 争议 , 我 们或 许 可 以感 受 到 在 当 代 非 洲

和 国 际 社会 中 正在 发 生 着 的 某 种政 治 思潮 与 全球发展理 念 的 深刻

变 动 的 趋 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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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简介 】 刘鸿 武 , 浙江 师 范大 学 非 洲 研 究 院 院 长 , 教授 。

－

莫约其人

莫约 1 9 6 9 年出生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 , 其父母都是赞 比亚在 2 0 世纪

6 0 年代独立后的第一批本土毕业的大学生 。 因父母到美 国继续求学 , 莫

约在幼年时曾 随父母在美 国生活过 。
1 9 7 8 年父母返 回赞 比亚工作 , 她也

随父母 回到 了赞 比亚 , 并在 自 己的 国家渡过了从小学 、 中学直到大专的学

① 本书 中译本于 2 0 1 0 年 9 月 由 世界知识出 版社 出版 , 王涛 、杨惠等人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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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活 。 莫约 的父母显然是那种受过西式教育的 当代非洲知识精英 , 向往

西式政治体制与文化 , 因而在 2 0 世纪 9 0 年代非洲多党制浪潮 中积极参与

了反对卡翁达政府 的政 治运动 。 受此影响 , 莫约 也中 断了在赞 比亚 的学

业 , 通过其父母 的努力 , 她获得美 国奖学金 , 如当 年她的 父母那样 , 于

1 9 9 0 年前往美 国求学 。 到美国后 , 莫 约先后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 院

获得公共管理 ( ＭＰＡ ) 硕士学位 , 在华 盛顿大学获得工商管理 ( ＭＢＡ )

硕士学位 , 并在牛裱大学苦读 四年 , 最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 在美国读

书及获得博士学位 以后的岁 月 里 , 莫约先后在世界银行 、
巴克莱银行等机

构谋得过职位 , 在高盛投资银行工作多年 , 然后成为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

顾问 , 从事全球债务问题与 国 际经济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工作 。

？

莫约的父母都是受过 良好西式教育的 当代非洲知识分子 , 父亲在大学

当教授 , 母亲 曾做过赞 比亚
一

家重要银行的执行主席 , 而她 自 己也 向往西

方世界 , 并有长年在美 国读书和工作的经历 , 十分熟悉西方文 明与制度 。

按照莫约 自 己 的说法 , 她一直 自 认为 自 己是一个地地道道 的赞比亚人 , 对

自 己 的 国家有深厚 的情感 , 希望用 自 己的 知识报效祖国 。 然而事实上她却

选择了长期生活并定居于美 国 。 虽然赞 比亚在上世纪 9 0 年 的年代初完成

了 由 卡翁达的
一党制 向多党制 的转变 , 并且实行 了经济 自 由 化 , 但按照西

方 的标准 , 这个国家的 民主制度远未达标 , 依然还需要进行进
一

步的 民主

变革 。 而莫约 自 己也认为这个国家似乎并没有给她这样的接受过 良好西式

教育的高级人才提供有前途的发展机会 , 因而她不得不选择留在 国外谋取

发展的机会 。

事实上 , 莫约 的人生经历在当代非洲并不特别 。 在当代非洲 , 有许多

人都像莫约这样 , 来 自非洲某个国家 , 向往西方世界 , 经过多年努力 后在

西方顶尖级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或其他学术职务 , 然后因为成绩突 出 留在西

方谋求发展 ,

一些人在诸如联合国 、 世界银行 、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

国际多边组织与机构谋得职位 , 其 中 的佼佼 者还做到很高的 管理与领导

职位 。

这是一批在西方国家和世界多边组织工作 的非洲 精英 ,

一个特殊 的来

自 非洲大陆的知识精英群体 。 这一群体的形成对于 当代非洲的 发展进程来

说有着喜忧参半的复杂影响 。

一

方面 , 这一群体提升了非洲知识精英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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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国际社会和 国际组织中的地位 , 有助于推进当代非洲政治与文化精英们

的国际化程度 , 让非洲知识精英对于 国 际社 会的 变化与时代转换有着直

接 、 快速 的反应与理解 。 总体上 , 他们是当代西方知识体系 中的
一个特殊

群体 , 观念与思想也大体上整合于西方主流思想文化体系 。 他们因与 自 己

本 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 客观上也拉近了非洲本土知识阶层与西方知识世

界的关系 , 从而使得当代非洲意识形态与知识体系 易于受到西方思潮的影

响与支配 。 另 一方面 , 在过去许多年 , 这一精英 的形成过程 , 同时也是一

个 当代非洲政治与文化精英大量流失 的过程 。 年复一年 ,

一批又
一批来 自

Ｖ

非洲 的年轻人踏上赴欧美求学 、 问知 、 谋生之路 , 有人 曾将其称之为当代

非洲 的一种
“

智力流失
”

的过程 。 目 前 , 在美国 、 加拿大 、 英国 、 法 国或

其他前非洲殖 民地宗主国 , 都有大量的来 自 非 洲 的知识精英定居 、 工作与

生活 。 总体上 , 这些人大多接受过完整的 西方教育及其观念 , 按照西方的

价值观与行为方式生活和工作 , 其对当代非洲 问题的看法也深受西方主流

观念的影响 。

不过 , 这种 留学和工作于西方 的生活经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非洲知识

精英都放弃了 自 己 的民族理想与思 乡情感 。 事实上 自 近代以来 ,

一

直有大

批的非洲裔西方知识精英为非洲的复兴与发展而奔走 、 呼吁 、 奋斗 。 布莱

登 、 加维 、 杜波伊斯 、 塞泽尔 、 马丁 , 都是这个群体 中的最具历史地位与

影响力 的杰出代表 , 他们始终保持着 自 己的非洲眼光与 民族情感 , 并试图

在西方与非洲 、 非洲与世界之间 , 建立起更好的相互理解与认知 的桥梁 。

丹 比萨 ？ 莫约也大体上属于当代海外非洲裔知识分子群体 中这方面的

优秀者 。 莫约的异人之处 , 在于她对当代非洲发展道路有着独立的批判性

思考 , 对西方主流理论有 自 己 的反思 勇气 , 她的理想和追求是
“

找到一种

治愈非洲痛苦 的持续解决办法
”

。

？ 而作为
一个 自 小生长在非洲 的

“

非洲

的女儿
”

, 作为
一个有着多年在西方国家生活与学习 经历 的赞 比亚人 , 莫

约是一个对非洲与西方都 比较 了解 的具有跨文化学习 与生活经历的当代学

者 , 这是她观察非洲问题的
一

大优势 。

作为
一个经济学博士和实际工作者 , 莫约长期关注非洲 的发展问题 ,

特别是对非洲 自上世纪 9 0 年代初普遍实行多党制后 的发展进程与 国际金

融机构对非援助有深入 的研究 。 按照她 自 己 的说法 , 多年来 困扰她的一个

①Ｄａｍ ｂ ｉ ｓａＭｏｙ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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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问 题是 ：

“

当其他新兴地 区从谷底走 向 了经济繁荣时 , 为什么非洲 却

失败 了 ？

”

这是
一个很大 的 问题 ,

一个涉及众多 复杂领域的难解 的 问题 。

在经过多年 的深人细致的调研与实证研究后 , 她将批判的 目 光聚集到 了持

续数十年的 国际对非援助 问题上 。 客观 的事实是 , 在过去 6 0 年间 , 国际

社会向非洲提供的援助积累起来 已经达到上万亿美元的规模 , 可是这些援

助似乎并没有帮助非洲实现发展 , 非洲依然贫穷 落后 。 她对西方主导的 国

际金融机构对非援助政策的有效性越来越持怀疑的态度 , 并开始提 出 自 己

的批评意见 。
2 0 0 9 年 , 她在企鹅集 团 ( ＰｅｎｇｕｉｎＧｒ ｏｕｐ ) 出版了 自 己 的研

究著作 《援助的死亡 》 。

在这本 自称是其
“

多年来思考和分析的产物
”

的著述 中 , 莫约明确提

出 , 过去数十年西方主导下 的国际社会对非洲的援助政策 巳经走人了死胡

同 , 援助不但无效 , 而且更是造成非洲发展失 败的根本原 因 。 在她看来 ,

外部世界对非洲长达数十年 、 总额达上万亿美元 的援助 , 不仅没有改善非

洲 的民生状态和推进非洲 的发展进程 , 相反 , 这种带有外部支配性 、 居高

临下的恩赐式 的外部援助 , 实事上已经在非洲造成了严重的抑制发展的结

构性障碍 , 不仅让非洲灾难性地形成了对于援助的严重依赖 , 包括公共财

政来源 、 ＧＤＰ 增长动力 、 政府运作基础直到社会心理与国家文化特质等 ,

都深陷于对外部援助严重依赖的泥潭 , 这从根本上抑制 了非洲人 民 自 己 的

进取心与 自立精神 , 既造成非洲大陆普遍 而严重 的腐败 , 更断送 了非洲 自

主发展 的任何可能与机会 。

？

莫约给本书书名上加 了
一个由 两个尖锐问题组成 的副标题 ：

“

为什么

援助不起作用 ？ 非 洲 的 出路在 哪里 ？

”

 ( ＷｈｙＡ ｉｄＩ ｓＮｏ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ａｎｄ

Ｈ ｏｗＴｈｅｒ ｅＩｓＡｎｏｔｈｅ ｒＷａｙｆｏ ｒＡｆｒ ｉ ｃ ａ ) 这表明作者其实是要透过对非援

助政策失效 及其 原 因 的分析 , 来探讨非洲 国家 未来发展 的 新 思路 、 新

出路 。

按照作者研究 的结论 , 非洲过去数十年间遵循的依靠西方主导的 国际

社会和 国际机构提供援助来生存和发展的模式 已经走到了尽头 。 西方借援

助之工具而为非洲 国 家开具的 各种发展政策 , 为非洲设计的 各种发展战

略 , 向非洲 国家提 出 的种种进行政治变革与结构调整的要求 , 都 已经将非

洲逼人了发展的死胡同 , 这些外部提供的援助 , 这些外部开具的药方 ,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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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解决非洲 自 己 的问题 , 因而必须中止 , 用 5 年到 1 0 年时间 , 逐渐
“

让援助死亡
”

。 她认为 , 这可能是一种
“

休克式疗法
”

或
“

戒除毒瘾
”

式

的方法 , 让非洲做出对援 助的
“

断奶 式
”

切割 。

？ 这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 ,

但却是非洲必须要做出 的选择 , 因 为 只有这样 , 未来的非洲才会真正 自 立

起来 , 发展起来 , 最终
“

让非洲成为
一个不需要援助的世界 。

”
②

作者明确提出 , 现在 已经到 了非洲痛下决心 , 彻底摆脱对外部世界援

助的信赖心理而寻求新 的 自 立发展与独立道路的时候 了 。 在作者看来 , 这

种机会与道路可能来 自 于东方世界 , 可能来 自 于中国 、 印度 、 巴西这样的

新兴国家 。 而这一来 自 东方、 来 自 中 国的新 的机会 , 将不再是西方传统的

那种带有政治附加条件 的援助 、 那种恩赐式的人道主义捐赠 , 而是条件平

等 、 互利互惠的 贸易 、 投资 、 金融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 。 在莫约看来 , 这

种南南合作框架下的 贸易 、 投 资与金融合作 , 在开发非 洲 自 然资源 、 矿

产 、 土地 、 劳动力 、 市场的过程中 , 既会给东方 、 给 中国带来巨大的赢利

机会 、 满足其不断增长的发展需要 , 也同样能给非洲本身带来全新 的发展

机会 , 并将撬动非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结构 。 莫约明确提 出 , 非洲应该认

真向亚洲 、 向 中国学 习 , 通过形成 良好 的国 内金融制度与政治环境 , 努力

吸引外部投资并与世界进行 广泛的 贸 易 , 培植创新精神 与企业家竞争意

识 , 用 自 己 的努力开发本土资源 , 走 出 自 己 的经济发展道路 。 按照这样的

思路 , 莫约认为借助于国际投资与贸 易领域的拓展 , 非洲能够利用 自 己 的

优势 、 自 己 的资源 , 通过与东方国家 、 亚非国家的发展合作来提升 自 己的

国际地位 , 创造 自 己 的发展机遇 。

二 莫约其书

《援助 的死亡 》 的英文名 是 ＤｅａｄＡＷ , 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可准确表达

作者本意的汉语 , 并不太容易 。 或许应该翻译成
“

死亡援助
”

、

“

致命的援

助
”

、

“

死去的援助
＂

等等 。 总体上说 , 总揽全书 , 英文 Ｄ ｅａｄＡ ｉｄ
—词在

本书 中其实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 ：

一是说西方主导的 国际对非援助无论在

①Ｄａｍｂ ｉｓ ａＭｏｙｏ ,
Ｄ ｅａ ｄＡ ｉｄ , Ｐｅｎｇｕ ｉｎＧｒｏｕｐ 2 0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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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 已 经走入死 胡 同 , 根本不起作用 , 这可 以称之为
“

援助的死亡
”

或
“

死去 的援助
”

。 二是说这种援助不仅本身走进 了死胡

同 ,
它还给受援助者造成严重危害 , 数十年系统的制度化 的外部主导的对

非援助 , 造成非洲对于援助 的严重依赖和依附 , 没有援助非洲几乎不能生

存 , 这样的援助事实上埋藏 了非洲 自 主 、 自 立发展的机会与意愿 , 其对非

洲的危害如 同毒 品对人之危害 , 此 可谓
“

致命的 援助
”

或
“

死亡般 的援

助
”

。 最后
一层意思 , 就是期待着通过各 种努力 , 让非洲割断对援助 的 依

赖 , 结束援助对非洲的危害 , 让非洲成为
一

个不需要援助的世界 , 此可谓
“

让援助死亡
”

。

在 内容上 , 本书分成两大部分 , 共 由 1 3 章组成 , 并有
一些附录 内容 。

第
一

部分 由 四章组成 , 以
“

援助 的 世界
”

为总题 , 分别讨论 了援助的 本

质 、 过程及其对非洲 的危 害 ； 第二部分 由 六章组成 , 以
“

没有援助的世

界
”

为总题 , 讨论 了非洲如何摆脱对援助的 依赖 、 寻求新 的发展 出路与

机会。

第
一

章
“

援助 的神话
”

, 作者形象描述 了非洲严峻的 社会经济现状 ,

并开宗 明义地指出这些问题的产生与非洲不适 当地接受外部援助有直接 的

关联 。 非洲过去几十年的经历说 明 , 用援助来推进发展纯粹是一个破灭 了

的神话 。 作者将西方主导的这些援助分为三种类型 ： 人道主义援助 、 紧急

援助 、 系统性援助 。 作者认为 , 基于非洲经常发生各种灾难的现实 , 国 际

社会提供 的前两种援助有其必要性 , 但最后
一种援助即系统 、 全面而持久

的援助 , 则存在根本性 的缺 陷 。 系统性制度化的援助造成非洲 日 益严重地

依赖援助 , 是导致援助走 向 它的 反面的重要原 因 , 也是书 中重 点讨论 的

内容 。

第二章
“

援助的简史
”

梳理了战后西方对外援助的历史 。 莫约将西方

的援助史划分为七个阶段 ：
2 0 世纪 4 0 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 系后援助体系

的逐步形成 ；
5 0 年代的马歇尔计划对欧洲援助 ； 6 0 年代将援助转移到欧

洲 以外 的地区 , 在非洲的 援助主要是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 ；
7 0 年代的 援

助主要集 中在贫 困问题上 , 但针对非洲 的减贫 问题效果不 明显 ；
8 0 年代

的对非援助涉及经济结构调整和非洲稳定性 目 标 的 实现 , 但效果也不理

想 ；
9 0 年代对非援助的核心是 民主和治理 , 在此前援助不见效的情况下 ,

援助方将非洲经济的 问题归咎于非洲政治领导人和制度的缺陷 , 并开始强

调援助 中 的 民 主和善治要求 ；
2 0 0 0 年之后 , 所谓 的

“

魅 力援助
”

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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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未取得 良好效果 。

第 三章以
“

援助不起作用
”

为题 , 专门分析西方主导的国际援助失效

的原因 及它产生的消极影响 。 非洲经济发展长期停滞 的原 因有多种解释 ,

莫约依次列举了各种代表性的观点并做 了分析 , 她认为这些观点都有合理

的地方 , 非洲的 问题确实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原理 和结论来做 出 完整 的说

明 , 各 国的情况也不完全相同 , 但在莫约看来 , 导致非洲长期陷于经济停

滞的原因 , 确实必须从不适当 的 国际援助这个过去人们普遍忽视的环节上

做出新的解释 。 莫约认为援助失败的 主要原因 , 是援助 国 的对非援助政策

因带上 了种种脱离非洲实际与环境的 附加条件 , 而使得援助往往达不到预

期 的 目 标 , 其效用大大降低 。 由 于非洲缺乏好 的政策环境 , 竞争性 的选举

制度往往造成社会冲突加剧 , 损害了经济发展所需要 的社会环境 , 而短期

援助对长期发展也没有助益 。 更严重 的是 , 援助的 结果是援助方 比被援助

,方受益更多 , 非洲 在接受援助后往往是急剧跌入贫困之中 。

第 四章
“

增长的无声杀手
”

, 作者进
一

步探讨了 援助对非洲造成 的危

害 的具体内容与方式 。 她认为 , 援助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 外援支撑起了

腐败的政麻 , 这些腐败 的政府妨害了法律法规的执行 、 阻碍了透明 的市民

机构的建立 、 不利于对公民 自 由 的保护 、 使其国 内及外 国投资者都对这样

贫穷的 国家缺乏兴趣 。 严重 的 不透 明 、 越来越少 的投 资减缓 了经济 的增

长 , 这 又使工作机会减少 , 并增加了贫困 的程度 。 贫困的增长 , 又导致援

助者们给予更多的援助 。 这些援助则继续让贫困蔓延 。 总之 , 作者认为 ,

援助不仅不起作用 , 而且还对非洲整个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产生了长期负

面 的影响 。 依靠援助来生存和寻求发展 , 将使非洲永远停留在孩童状态 。

从第五章起 , 进入本书第二部分
“

没有援助的世界
”

。

第五章
“

依附模式的激进反思
”

, 莫约一针见血地指 出 , 经过数十年

的援助 ,

一

些非洲受援国 已经成为依赖国 , 其实已经成为失去独立与 自 由

地位的 国际援助机构的附庸 。 这些依赖援助 的 国家就像吸毒的人
一样 , 已

经一刻也离不开援助 , 没有援助它们将无法生存下去 。 这种状态无论如何

不能再持续下去 , 非 洲除非摆脱对援助 的依赖 , 否则任何发展都不可能

实现 。

第六章
“

资本解决方案
”

, 作者分析了 国际资本对于非洲 发展 的特殊

作用 。 她认为作为援助 的资本进人非洲 , 对非洲 国家 的发展不仅没起作

用 , 反而滋生了贪污腐败 , 并导致了恶性循环 。 但并不能因此说非洲 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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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国际资本 , 因 为资本短缺始终是制约非洲发展的关键 因素 , 解决问题 的

对策是 , 非洲 国家的政府应采取措施提高本国 的信誉等级 , 以便能够在国

际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 。

在第七章 中 , 作者 以
“

中 国人是我们的朋友
”

为题 , 就中 国的对非政

策及中非关系做出 了独到 的分析 。 她认为 , 中 国的快速发展对非洲是个机

会 , 今 日 的 中非正形成一种互补的发展结构 , 中 国有非洲 国家想要的 , 非

洲也拥有 中 国所需 的 。 尤其不断增长的中 国对非贸易 和投资 , 对非洲 而言

是重要 的发展机遇 。 她还认为 , 中 国对于非洲 的特殊意义更多还体现在中

国 的发展过程和经历可能给非洲带来 的启 示与激励 。

第八章
“

让我们贸易吧
”

, 作者认为对 于非洲 国家来说 , 援助如 同安

眠药 , 让非洲失去发展的动力与激情 , 而贸易则如 同兴奋剂 , 让非洲发现

自 己可 以利用 的优势与巨 大潜力 。 但 由 于欧洲和美 国等对其农产品实行补

贴政策 , 这使非洲 国家损失了 不少利润 。 而中 国人 口众多 , 并且 发展很

快 , 市场需求大 , 而 中国需要 的 ,

“

非洲基本上都能够提供
”

。 更重要 的

是 , 中 国是
一个公平对待非洲的贸 易伙伴与投资者 , 因此 , 与 中 国等新兴

国家进行公平贸易能够使非洲国家获利 ,

“

这对于非洲来讲是
一

个千载难

逢的机遇 。

” ？ 而且 , 莫约还认为 , 非洲 国家虽然在开始阶段处 于与 中 国

贸易 的不利位置上 , 但是贸易带来的平等竞争与开放 , 可 以通过投资与基

础设施建设的推进 , 提升非洲的经济发展能力 , 让非洲获得发展的动力与

活力 , 获得 自 信与经验 , 在这个过程中 , 非洲也会成长起具有开拓精神与

勇气的 自 己 的企业家

第九章
“

在没有条件的地方开展银行业务
”

, 作者提 出建立扶持穷人

的金融服务体系 的重要性 。 作者用孟加拉 乡村银行获得成功的 经验说 明 ,

只要金融家尽力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进行金融系统 的创新 , 非洲 国家也
一

定能找到适合它们 的资金融通方式 。 过去年代 , 由 于缺乏健全的银行 系

统 , 非洲事实上积累 了 大量 的地下储蓄 , 这些都是非洲可利用的资金 。

第 十章
“

实现发展
”

, 作者指 出非洲要实现发展必须摆脱对援助 的依

赖 , 应该采用结束援助 的
“

死亡援助
”

计划 , 来 寻求非洲长远发展 的 可

能 。 在莫约看来 , 中 国正在取代西方的优势地位而深刻地影响非洲的未来

①Ｄａｍｂ ｉ
ｓ ａＭｏｙｏ , Ｄｅａｄ Ａｉｄ ,Ｐｅ ｎｇｕ ｉｎＧｒｏｕｐ 2 0 0 9 ,ｐ ． 1 2 0 ．

② Ｉｂ ｉｄ ．

, ｐ
． 1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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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 ,
因为中 国的务实而有效的经济合作可 能为非洲最终摆脱持久 的饥饿

与贫困 、 为越来越多的非洲人通过 自 己 的能力创造就业机会和发展 自 己的

国家提供了 希望与机会 。 她也告诫西方 国家应该停止对非洲的那种传统的

援助 , 转变对非洲的政策 , 因为西方传统的对非政策 , 无论这些政策被赋

予怎样 的道德 、 民主的 光环 , 也确实不可能再维 持下去 了 非洲 已经在

不正确 的传统道路上行走并已经坠于谷底 , 只要进行变革 , 抓住机会 , 今

后非洲的每
一

步都将是 向上走 的 ,

“

戏剧性的 改变始终是可能的
”

,

②
莫约

如此看待未来 的非洲 。

三 争议与评价

本书出版后 , 很快引起国际学术与舆论界的关注 。 莫约的富于批判性

的观点十分 明确而清晰 , 并且富于思想的 冲击力 。 她认为 , 对非洲 的援助

如毒瘤一样 已经渗透到非洲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 , 使得这些最贫穷的非

洲国家的公共服务 、 政治制度 、 军队 、 健康医疗 、 教育和基础设施都要靠

援助 。 外部的援助渗透得越深 , 其对非洲经济与社会机会 的侵烛就越深 ,

非洲 国家对援助的信赖心理和文化形态就越持久僵硬 。 莫约认为 , 过去几

十年西方推行的那种高高在上的 、 施舍者的援助 , 那种 自 居道德高地或 自

我标榜的所谓
“

人道主义” 援助 , 都应该结束 了 。 非洲需要的不是施舍和

教化 , 不是带着说教 、 同情 、 怜悯和附加条件 的援助 , 非洲需要 自 立 , 需

要 的是平等 的经济合作 , 需要的 是可 以开发非洲这块大陆巨大经济潜力 的

投资 、 贸易 , 需要通过投资与贸易提升非洲资源的价值和培植本土发展能

力与企业精神 , 需要建立可以支持这种发展 的金融体制与公共机构 , 特别

是在亚洲推行的那种帮助穷人获得发展能力 的小额贷款和平等 的贸易权 ,

从而让非洲 的农民可 以 以更有利的方式出售他们的产品 , 并最终让非洲经

济摆脱对援助的依赖 。

与近年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无端指责中 国 的对非政策 、 指责中 国在非

洲推行新殖 民主义 、 掠夺非洲资源的观点相反 , 莫约在书中 以
“

中 国是我

①Ｄａｍｂ ｉｓａ Ｍｏｙｏ , Ｄｅａｄ Ａ ｉｄ  ＊Ｐｅｎ ｇｕ ｉｎＧｒｏｕｐ 2 0 0 9 ？ｐ
． 1 5 2 ．

②Ｉｂｉｄ ．, ｐ ． 1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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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朋友
”

为题 , 专设
一

章 , 详细而 明确地指出 了 中 国对于非洲发展的特

殊意义。 她在书 中详细分析了 中 国为什么会取得快速的经济发展 , 为什么

与 中 国的 经济合作能为非洲带来发展 的新机会 , 为什么 中 国的对非政策不

同于西方 。 她认为非洲国家应该大力鼓励中 国继续在非洲开展基础设施建

设和投资 , 这将为非洲 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

本书作者 的写作风格也是本书 引起关注和畅销的原因 之
一

。 作者语言

犀利 , 观点鲜明 , 再辅以作为
一

个非洲女儿对于 自 己 国家和人 民深挚的关

爱感情色彩 , 因而能打动读者的心弦 。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莫约 的观点 , 但

她的批判精神得到普遍赞赏 , 而她对西方援助政策得失所做 出的 富于启 发

的思索 , 使 得 她 的 著述 成 为研究 国 际援 助 问 题的 人 需要认真 阅 读 的

著述 。

①

事实上 , 莫约的著述 已经涉及到 非洲发展道路选择的
一些根本性 问

题 。 在过去数十年 间 , 围 绕着 当代非洲发展 问题而形 成 的理论与政策 主

张 , 在世界各国争鸣不 已 , 可谓是流派纷呈 , 形态互异 , 各家各派攻伐论

战难得共识 。 但是 , 经数十年之理论争议与实践尝试 , 人们现在大体上还

是得 出
一

个共识 , 即非洲 的发展虽然应该得到 国际社会的援助 , 需要有
一

个更合理的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与条件 , 但从根本上说 , 非洲的发展问题最

终还是只 能从非洲 内部 、 由非洲 人民通过 自 己 的 意愿和努力来加 以解决 。

任何完美之理论模式与发展计划 , 任何善意之政策主张与援助方案 , 真要

能在非洲取得成效 , 它终究必须基于非洲社会之本土实际 ,
必须经由 非洲

人民 自 己 的努力而转化成
一种本土性 发展 ( Ｉｎｄ ｉ

ｇｅｎ
ｏｕ ｓＤ ｅｖ ｅ ｌ

ｏｐｍｅｎｔ ) 与

内源性发展 ( Ｅ ｎｄｏｇｅｎｏｕ ｓＤｅｖｅ ｌ ｏｐｍ ｅｎｔ ) 之动力 而在过去 的年代 , 国

际社会和非洲 自 身都太过于重视外部 因素 , 或者将非洲发展不足 的原 因归

结为外部环境 , 或者将非洲发展 的希望寄托于外部世界 。 而外部世界各种

强权力量也将非洲视为推销 自 己政治经济制度的对象 , 借援助之机对非洲

提 出种种要求 , 给非 洲开具各种药方 , 非洲 自 己 则也习 惯于 在外部主导

下 、 支配下 , 或在对外依赖下 , 放弃 自 己独 立发展的权力 、 责任与意愿 。

①ｈｔ ｔｐ ：／ ／ｗｗ
ｗ． ｃｏｍｐ ｌ ｅｔｅ

－ｒ ｅｖ ｉｅｗ , ｃｏｍ／ ｒｅ ｖｉ ｅｗｓ ／ ｅｃｏｎ ｏｍｉｃ／ｍ ｏｙｏ ｄ
．
ｈｔｍ ？ 2 0 1 0年 1 0月 2 3

曰 。

② 刘鸿 武 、 张永宏 、 王涛 ： 《 基 于本 土知识 的非洲发 展战 略选 择——非洲 本土 知识研究论

钢 》 ( 上 、 下 ) , 《西亚非洲 》 2 0 0 8 年第 1 期 、 第 2 期 。





丹 比萨 ？ 莫 约《援助 的死亡 》述评 3 1 7

因而 , 莫约以 《援助的死亡 》 这样鲜明的标题著书立说 , 其思想的 冲击力

与启示性 , 自 然要 比四平八稳地陈词 旧调更给人以思考 的激励 。

不过 , 莫约将非洲发展缓慢归结为大量接受外部世界的援助 , 完全否

定外部援助对于非洲发展的 意义 , 及所提出 的 发展贸 易 和吸引投资 的替代

方案及观点 , 确 实也 引 起诸多争议 , 批评者也 不少 。 总体上看 , 对莫 约

《援助的死亡 》 观点持反对意见 的看法主要 集中 在三个方面 , 有些人认为

莫约的观点缺乏实证的研究 , 她 只是找 了
一些有利于论证其论点的证据 ,

而且将这些证据 的作用夸大了 。

一些研究者认为 , 援助对于改善非洲 的发

展环境是必不可少的过程 , 虽然长远来看非洲更需要本土的私营经济力量

的成长 。

？
《经济学家 》 ( Ｔｈ ｅ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ｓｔ ) 杂志发表鲍尔 ？ 克利 尔的文章 ,

认为莫约的观点有
一

种明显 的个人倾向 , 对援助成效的评价缺乏全面的理

解 。 还有些批评者认为莫约 的 观点代表 了
一 种

“

非洲 中心
＂

的 推卸 责

任 , 将非洲无法发展的原因 归罪给西方国家的援助 。 他们指 出 , 非洲国家

能否实现发展 , 关键取决于非洲 自 身 。 还有人认为莫约在书 中提出 的非洲

发展的新建议 , 即重视金融和小额信贷的意见在非洲推行并不容易 , 而投

资和贸 易也不能解决非洲复杂 的问题 。 因为面对复杂因素导致的非洲 的普

遍贫困 、 动乱以及腐败 , 仅依靠贸易 、 投资 , 而舍弃援助 , 也不是稳妥之

计 。 巴哈拉 ( Ｐａｒｍｉｎｄ ｅｒＢａｈｒ ａ ) 在 《泰 晤士报 》 ( Ｔｈ ｅＴｉｍ ｅｓ ) 上认为

《援助的死亡 》
一书许多地方没有经过深思熟 虑 , 莫约 的很多意见是

“

天

真的
＂

。 总之 , 对 《援助的死亡 》
一

书持批评意见 的人主要是认为莫约书

中对援助的批驳不能令人信服 , 且未抓住非洲 问题的症结 , 而莫约 的非洲

人身份让她
“

当局者迷
”

。

但更多人还是肯定莫约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 , 认为本书提出 的让非

洲摆脱对援助依赖的构想及具体措施 , 为非洲的未来发展提供 了
一种不一

样 的创新思路和方 向选择 。

③ 在对 《援助的死亡 》 的讨论 中 , 非洲学者和

媒体 的声音尤其值得关注 。 具有非洲本土色彩的公益组织网 络媒体
“

泛非

①ｈ
ｔ ｔｐ ：／ ／ ｗｗｗ ． ｈｕ ｆｆ ｉｎｇｔｏｎｐｏ ｓｔ ．ｃｏｍ ／ｄａｍｂ ｉ ｓａ

－

ｍｏｙ ｏ／ ａｉｄ
－

ｉ ｒ ｏｎ ｉ ｅｓ
－

ａ
－

ｒｅｓ ｐｏｎ ｓｅ
－

ｔｏ
＿ｂ＿ 2 0 7 7 7 2 ．

ｈｔｍｌ
,
 2 0 1 0

年 1 0月 2 0日 。

②Ｃｏ ｌ ｌ ｉ ｅｒＰａｕ ｌ ＊
“

Ｄｅ ａｄＡ ｉ ｄ , ＢｙＤａｍｂ
ｉｓａ Ｍｏｙ

ｏ
：Ｔ ｉｍｅ ｔｏｔ ｕ ｒｎｏｆ ｆ ｔｈｅａ ｉｄｔ ａ ｐ ？

＂
？ＴｈｅＩ ｎｄｅ

？

ｐｅｎｄｅｎ
ｔ ( Ｌｏｎｄｏｎ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ｔ

, ｃｏ ． ｕｋ／ ａ ｒｔ ｓ
－

ｅｎ ｔｅｒｔ ａ ｉｎｍｅｎｔ
／ｂｏｏｋ ｓ／ ｒｅｖ ｉｅｗｓ／ｄｅ ａｄ

－

ａｉｄ
－

ｂｙ
－

ｄａｍｂ ｉ ｓａ
－

ｒａｏｙｏ
—

1 5 1 9 8 7 5 ． ｈｔｍｌ ,Ｒｅ ｔ ｒ ｉｅｖｅ ｄ 2 7 Ｄｅｃ ｅｍｂ ｅｒ 2 0 0 9 ．

③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ｐａｍｂａ ｚ ｕｋａ ．
ｏｒｇ／ ｅｎ ／ ｃａ ｔ ｅｇｏ ｒｙ／ ｆｅａ ｔｕ ｒｅ ｓ／ 6 2 3 8 6

,
 2 0 1 0年 1 0 月 2 0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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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
 ( Ａ ｌ ｌａ ｆｒ ｉｃａ ) 和专栏 网页

“

潘 巴祖卡新 闻
”

 ( Ｐ ａｍｂ ａｚｕｋａ ) 曾专门 对莫

约的这部著作进行报道和宣传 , 并刊发 了多位学者的评论意见 。 在这些意

见 中 , 有些人认为莫约太过激进 , 对援助 的否定太过彻底 。 在这方面 , 像

《对非援助 ： 救世主还是殖民者 ？ 》 ( ＡｉｄｔｏＡｆｒｉｃａ ,
Ｒｅｄ ｅｅｍｅｒｏｒＣｏｌｏｎｉ

－

ｅｒ ｌ ) 这样一批文章的观点也值得重视 , 这些文献对援助 的 反思有许多不

同于莫约 的地方 。

？

四 莫约看中非关系

莫约是一个对华友好的作者 。 她在著述 中对西方批评中非关系 的言论 、

进行了驳斥 。 她认为 中国对于非洲而言是
一个好朋友 , 中 国经济的迅速增

长对非洲搭上现代化列车是
一

个机遇 , 而中 国在非洲的贸易 和投资将是非

洲摆脱西方援助噩梦 、 实现发展的重要助力 。 当西方
一些舆论丑化中 国在

非洲的影 响 , 用
“

新殖 民主义
”

、

“

资源掠夺论
”

等观点误导世界的 时候 ,

莫约作为
一个非洲人 , 站在非洲 的立场上为 中国说了公道话 , 说出 了 中非

关系 的事实 , 这对于改善 中 国在非洲 乃至世界 的 国家形象 , 有着积极 的

意义 。

通过 阅读此书 , 读者可以看到真实 的中非关系 、 中 国在非洲的真实作

用 。 相对于乌 烟瘴气 的 西方媒体而言 , 本书是
一剂 清新 剂 。

2 0 0 9 年 1 1

月 , 中 国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埃及沙姆沙伊赫 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

长级会议时 , 在记者招待会也专门提到莫约此书 。 温家宝说 ：

“

我最 近读

了丹 比萨 ？ 莫约写 的一本叫做 《援助的死亡 》 的书 。 作者谈到了她个人的

经历并得出结论 , 即 中 国对非洲的援助是真诚 、 可信和富于成效并且得到

了非洲人 民的欢迎 。 我也相信 , 历史将证明中非 的友谊与合作将充满光明

的前景
”

。

②

中 国 自 2 0 世纪 5 0 年代中期开始援助非洲 。 但从一开始 , 中 国的对非

援助就秉持了不同于西方的理念与 目标 。 中 国从不把对非援助视为高人一

①ＨａｋｉｍａＡｂ ｂａｓ
,Ｙｖ ｅｓＮ ｉｙ ｉｒａｇ ｉｒａｅｄｓ ．

,
Ａ ｉｄ ｔｏ Ａｆｒｉ ｃａ

,
Ｒｅｄｅｅｍｅｒ ｏｒＣｏｌｏｎｉ ｅｒ ｌＰａｍｂａｚ ｕ

？

ｋａ  2 0 0 9 ．

②ｈ 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ｆｍｐｒ ｃ．ｇｏｖ ．ｃｎ ／ｚ ｆｌ

ｔ／ｅｎｇ／ｚｘ ｘｘ／ ｔ 6 2 6 2 0 5 ． ｈｔｍ
,
 2 0 1 0

年 1 0 月 2 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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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施舍 , 而是认为 中非援助是相互的 , 中 国在援助非洲 , 非洲也在援助

中 国 。 中非间是穷朋友间的相互关心与支持 , 因而中 国对非援助从不附加

任何干涉对方 内政 的条件 , 始终将对非援助视 为平等 的相互支持与合作 ,

因而 中国 的对非援助往往认真 听取非洲国家的意见 , 根据非洲 国家的需要

开展援助 。 同 时 , 从上世纪 8 0 年代 中期 开始 , 中 国也认真总结过去援助

项 目 的得失情况 , 探寻新的援助方式与政策 , 加快了对非援助政策的 调整

与改革 。 当时改革的核心 内 容就是将不计经济成本 、 政治主导和 意识形态

挂帅 的援助进行改革 , 将援助与增进 中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结合起来 。 特别

是从 9 0 年代 中期开始 , 中 国加大 了对非援助改革 的力 度 , 努力将对非援

助与推进 中非经贸合作结合起来 , 以援助推进中非贸易 发展 , 后来又拓展

到将援助与对非投资 、 将援非与对非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 , 开拓中非经

贸合作的新领域 。 中 国政府提出 的
“

互 惠互利 、 注重实效
”

的援助方式 ,

和那种
“

既授人 以鱼 , 更授人以渔
”

的变
“

输血为造血
”

的援助模式 ( 包

括后来被西方学者概括出 来 的 中 国 与非洲 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 所谓
“

安哥拉模式
”

、

“

苏丹模式
”

) , 都不 同程度地取得 了 巨大的成效 , 受 到 了

非洲 国家政府和 民众 的欢迎 。

事实上 , 中 国也做过大量的对非人道主义援助 , 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

来的 中 国援非 医疗队 , 在非洲救死扶伤 、 帮助非洲 民众脱离疾病的 困 扰 ,

作出 了巨大的贡献 , 这也证明 了援助并非是一无是处 的 。 但即便是人道主

义援助 , 中 国也不摆 出高高在上的 、 自命救世主的方式干预非洲 。

事实上 , 非洲并非不需要援助 , 如果援助是平等 的 、 互利互惠的 , 如

果援助能成为增强非洲发展能力 的手段 , 那么 援助是能够发挥 出 积极作

用的 。

五 几点思考

莫约近年的著述十分活跃 , 她 的工作与思考其实并不仅仅限于非洲 ,

她还试图在当代世界体系变革 与全球发展走 向 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做 出 自 己

的观察与思考 。 据悉 , 近期她还将推出 另一本论著 ： 《西方是如何走 向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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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的 ： 过去 5 0 年的 经济失 策与未来面临 的严 峻抉择 》 。

①
按 照相关介绍 ,

莫约在本书 中 , 从一个更为宏观的层面上审视了过去数十年美 国和其他西

方 国家在经济领域做出 的种种错误决策及导致这些错误的根本性原因 。 在

她看来 , 正是这些年 日积月 累的错误最终酿成了 目前的世界金融危机 , 因

而这场危机其实有着更深刻久远的制度与文化根源 。 在相关的著述 中 , 莫

约还试图探讨一些更尖锐 的理论与实际问题 ： 既为什么西方世界这么多 的

金融学家 、 经济学家们没有注意到这场危机爆发的迹象 ？ 为什么这么 多流

行一时的经济理论模式不能很好地解释和警示危机的到来 ？ 莫约在研究 中

还试图借助
一些实证案例和 图表形式 , 分析过去 5 0 年 中世界上那些最发

达的国 家 , 是如何因为实施了各项具有根本性缺陷 的经济政策 , 而最终断
、

送了 自 己持续
一个世纪的经济主导地位 。 这些错误的经济政策及其观念 ,

不仅导致了无休止的全球范围 内的经济与地缘政治拉锯 , 而且也将经济发

展的有利地位拱手让给了新兴国家
——

中国 、 俄罗斯和中东地 区 。 从 目前

的形势上看 , 东方将成为 2 1 世纪 占主导地位 的经济主体 。 但是 , 在作者

看来 , 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 如果西方国家现在开始采取措施 , 仍

然可以避免这种后果 , 但留给西方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 除非采取莫约在书

中提出 的根本解决办法 , 并迅速付诸实践 , 否则西方注定要完全失去对世

界的领先地位 。

作为
一个非洲籍出 身而又毕业于西方最知名学府且长期在西方主导的

国际金融机构工作 的非洲人 , 丹 比萨 ？ 莫约对西方对非政策的批评具有特

殊的象征意义 。 虽然她的观察或观点有许多可继续讨论与争议的地方 , 但

她 的著述活动本身及对西方主导的传统发展思想的批评 , 事实上已经传递

出更复杂的国 际政治与思想文化变革信息 , 其 间所包含着的时代与思潮变

换 的意义可能更值得我们重视 。 况且 , 她的研究主题与著述 内容也确实触

及到 了 当代非洲发展进程 中 的一些关键性 问题 , 包括一些国际社会和非洲

本身都需要给予重新反思并做出艰难抉择的战略性 问题 。 而这些富于创意

的研究工作和社会影响 , 也让莫约获得 了一系 列耀眼 的学术荣誉 ：
2 0 0 9

年 5 月 , 她 当选 《时代杂 志 》 评选 的 全球 1 0 0 名 最具有 影响力 的人 物 。

①Ｍｏｙｏ , Ｄａｍｂ ｉ ｓａ． Ｈｏｗ ｔ
ｈ ｅＷｅｓ ｔＷａ ｓＬｏ ｓ ｔ ：Ｆｉｆｔ

ｙ
Ｙｅ ａ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Ｆｏ ｌｌｙａｎｄ ｔｈｅＳｔａｒ ｋ

Ｃｈｏ ｉｃｅ ｓｔｈａ ｔＬｉ ｅＡｈｅａ ｄ ． ＮｅｗＹｏｒ ｋ ：Ｆａｒ ｒａｒ , Ｓｔ ｒａｕ ｓａｎ ｄＧｉ ｒｏｕｘ．ｈｔ ｔｐ ；／ ／ ｅｎ ．ｗｉｋ ｉｐｅｄ ｉａ ．ｏ ｒｇ／ｗｉｋｉ ／

Ｄａｍｂ ｉｓ ａ
＿Ｍｏｙｏ ,

 2 0 1 0 年1 0 月 2 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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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9 年 9 月 , 她被一家国 际媒体机构推举 为世界上最具想象力 的 2 0 位名

人之一 , 此外 , 她 还成 为 2 0 0 9 年 度达沃斯 世界经 济论坛全球青年 领袖

之 “̄

。

2 0 0 9 年 1 0 月 , 我受 中国外交部委托 , 率领
一个 由 四位中 国非洲研究

学者组成的调研 团 , 赴赞 比亚 、 埃塞俄 比亚 、 加纳三 国和非洲联盟 总部 ,

调研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 的八项举措落实情况 , 为即将在埃及沙姆

沙伊赫召 开的 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 部长级会议提供相应 的研究咨询报告 。

访问期 间 , 我在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 巴国际机场商店见到刚刚上架的莫约

《援助的死亡 》
一

书 。 本书 的相关报道与介绍 , 我在出 国前已经有所 了解 ,

便购买 了
一

本带 回 国 , 交给研究生们 阅读讨论 。 后经与外交部非洲司及 中

非合作论坛办商议 , 决定翻译本书并 由世界知识出 版社出版 , 以供国 内 更

多读者 阅读 , 了解相关情况 。

近年来 , 我每次到非洲 ,

一种直觉感受就是 , 在经过 了漫长的 徘徊 、

探索 、 挫折和努力后 , 非洲大陆正酝酿着新的 重大变革 , 非洲 的发展黎明

已然到 了破茧而出 的 时候 。 这 种感觉 在二十年前我 到非洲 时是感 受不到

的 。 也许 , 中非合作关系 的快速提升与发展 , 中 国企业和中 国人大规模进

人非洲 , 只是加速 了非洲这
一变革与发展进程的到来 。 在我看来 , 这种变

化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非洲正在重新思考和探索 自 己的命运与未来 , 正

在从 自 己 的实际 出发寻求新的 自 主发展道路 。 这是非洲的 希望所在 , 也是

我们阅读莫约这位 当代非洲女性知识精英的著述时更值得关注 、 更应该感

受到的一种时代变革 的新趋 向 。

？ 也许我们可 以说 , 那种传统的不合 时宜

的
“

援助
”

、

“

依附
”

正在死亡 , 而一种推动非洲获得真正 自 主发展的 新生

命却正在如凤凰浴火般地重新降生 , 开始成长 。

( 责任编辑 ： 张月 盈 )

① 刘鸿武
：

《 当代 中非关 系与亚非 文明复兴浪潮
——关 于当代 中 非关 系特殊 性质 及意义 的

若干问题 》 , 《世界经 济与政 治 》 2 0 0 8 年第 9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