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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以中美两国在非洲的官方发展融资为案例， 分析了

大国博弈中的经济竞争动态。 通过梳理中美对非融资的政策实践， 本文

构建了一个基于援助国利益和受援国诉求的理论框架， 提出了四个假

设， 并通过计量实证加以检验。 研究发现， 中美两国对非融资策略存在

显著差异： 美国更关注政治和意识形态， 而中国则侧重于经济合作与共

同发展， 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互补性。 然而， 随着两国在非洲投入的

增加， 竞争态势逐渐加剧， 非洲正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重要场域。 本文

揭示了官方发展融资作为大国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和重塑地区秩序的重要

工具， 强调了经济实力在大国竞争中的关键作用。 同时， 非洲国家作为

独立的行为主体， 通过利用大国竞争在获取发展资金和维护自主权之间

寻求平衡， 展现了其在国际博弈中的能动性。 本文认为， 在这一背景

下， 中美非三方应加强对话与合作， 以推动非洲可持续发展、 地区稳定

与共同繁荣，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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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格局的深刻变革中， 大国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 作为国际体系中

的主要行为体， 大国不断寻求扩展自身权力和影响力， 以在全球舞台上占据优势

地位。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大国间权力竞争不可避免的

根本原因。 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 追求相对权力最大化， 以确保自身安全与利

益。① 传统上， 大国主要依靠军事手段和政治结盟来争夺权力。 然而， 随着全球

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推进， 大国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手段参与国际竞争， 并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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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秩序。 进入 ２１ 世纪， 发展融资成为大国竞争中的重要经济工具。 通过提供

优惠贷款和援助资金， 大国不仅能够获得经济利益， 还能在政治上施加影响， 从

而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外部环境。
非洲凭借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潜力， 逐渐成为全球大国在发展融

资领域竞争的焦点， 尤其是中美两国在这一地区的竞争日益显著。 长期以来， 西

方国家在非洲发展融资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据美国国际开发署 （ＵＳＡＩＤ） 数据显

示，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 年， 美国通过官方发展融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ＯＤＦ）
向非洲提供了超过 １０００ 亿美元的资金。① 随着新兴大国崛起， 非洲发展融资格

局正发生深刻变化。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 中国通过各种官方渠道向非洲提供了约

１４３９ 亿美元的发展融资。② 中美两国在非洲的发展融资策略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

倾向于采取发展导向策略， 而美国则更重视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 这种结构性差

异导致中美两国在非洲发展融资领域形成错位竞争关系。 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大

国竞争的经济化和全球化趋势， 也凸显了经济实力和制度话语在大国博弈中的重

要地位。
由此， 本研究旨在系统考察中美两国在非洲发展融资领域的政策实践， 探讨

两国在这一领域竞争的动因和路径， 分析两国战略动机异同及其对未来竞争态势

的影响。 通过深入分析中美在非洲发展融资领域的竞争态势， 本文力图揭示大国

如何运用经济工具重塑区域秩序的内在机制， 以期为中美两国在非洲的良性互动

以及非洲的自主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中美两国在非洲的竞争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 现有研究从历史渊

源、 现实动因、 竞争方式以及地区影响等多个维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一， 从历史维度来看， 中美在非洲的竞争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 在冷战

时期， 美国和苏联在非洲的竞争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对抗， 双方通过提供经济和

军事援助争取非洲国家的政治支持。③ 例如， 美国通过 “和平队” 等援助计划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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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亲美政权， 以遏制苏联支持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势力。① 而苏联则通过

军事和经济援助在非洲培植政治盟友， 力图扩大其全球影响力。② 冷战结束后，
美国试图将 “华盛顿共识” 推广至非洲， 强调政治经济改革以及善治、 人权、
法治等附加条件。③ 在这一时期， 美国对非融资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 意在

将非洲纳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然而， 这种 “自上而下” 的融资方式因忽视非

洲国家的发展诉求和实际情况而饱受批评， 被认为加剧了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
社会动荡和政治经济失衡。 进入 ２１ 世纪后， 基于南南合作的理念， 中国加大了

对非援助力度， 更多地关注基础设施和经济合作。④ 这标志着中美在非洲的竞争

逐渐从意识形态对抗转向发展道路和经济模式竞争。
第二， 探讨中美在非洲竞争的现实动机。 经济利益驱动是中美两国增加对非

投入的关键因素。 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 广阔的市场前景和重要的地缘战略位

置， 使其成为中美两国竞相争取的战略要地。 美国将非洲视为重要的能源供应基

地和反恐前沿， 致力于通过加强美非伙伴关系来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 相比之

下， 中国强调互利共赢， 将非洲视为实施 “一带一路” 倡议、 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舞台。 中非合作建立在对全球化的共同认同之上， 并与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议程和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的目标保持一致。⑤ 中国在非洲的战略不仅追

求经济利益， 还强调政治合作和共同发展。 此外， 中美在非洲的竞争也反映了两

国不同的价值理念。 美国推崇 “民主” “善治” “人权” 等所谓 “普世价值”，
试图将非洲纳入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秩序； 而中国则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
强调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⑥

第三， 考察中美两国在非洲竞争的具体方式。 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

是中美两国在非洲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 美国侧重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等官方机

构提供赠款和优惠贷款， 重点支持善治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发展。 中国则以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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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和企业为主体， 通过提供优惠和商业贷款等方式， 为非洲提供大规模融资，
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① 此外， 中美两国还通过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军事合

作， 提升在非洲事务中的影响力。 中国通过后勤保障基地、 参与国际反海盗行动等方

式， 加强了在非洲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② 而美国则在 “９·１１” 事件后开始重视

非洲在反恐中的作用， 加强在非洲的军事部署， 如建立专门的区域作战指挥部，
以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安全合作， 帮助提升相关国家的安全能力。

第四， 探讨中美竞争如何影响地区格局。 一方面， 中美之间的竞争为非洲发

展带来新机遇， 两国增加对非投入为非洲经济增长和减贫事业注入新动力。 非洲

国家可以利用中美竞争所提供的机遇， 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 从而增强自身的议

价能力和战略灵活性。 另一方面， 中美在非洲的角力也给非洲国家带来新的风险

和挑战。 非洲国家可能沦为大国博弈的 “棋子”， 其外交自主性将受到削弱。③

中美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竞争性投资， 如果缺乏有效的统筹和协调， 可能会加剧

非洲的债务负担。 此外， 中美在非洲争夺资源和市场的做法， 可能导致非洲国家

间发展的不均衡。④

总的来看， 中美两国通过官方发展融资在非洲的竞争已成为全球发展治理和

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议题。 尽管现有研究从多个角度考察了中美在非洲的竞争，
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 多数研究侧重于中美两国的视角， 而对非洲国家的

主体性关注不够。 非洲国家并非仅仅是被动的 “争夺对象”， 它们也是积极谋求

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 本文试图引入非洲视角， 分析非洲国家在中美竞争

中的能动性和利益诉求。 其次， 尽管当前研究关注中美在非洲竞争的历史演变，
但对不同历史阶段中美对非洲政策的连续性和变化缺乏系统分析。 本研究试图通

过长期考察中美对非洲的发展融资政策， 阐释两国在非洲战略的演变逻辑。 再

次， 现有研究对中美在非洲竞争的理解相对单一， 主要集中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

态领域， 而对背后的发展理念差异及其影响的剖析不足。 本文基于国际政治经济

学理论， 深入分析中美援助模式背后的发展理念差异及其影响。 最后， 现有研究

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 定量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拟运用计量实证方法， 系统比

较中美对非融资的动因和效应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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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对非发展融资的动因与非洲需求

随着中国崛起和美国主导地位相对下降， 非洲已成为中美两国竞相提供官方

发展融资的重要阵地。 本文旨在梳理中美向非洲提供官方发展融资的现实动机，
并提出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将从援助国利益和受援国需求两个维度， 系统分析中

美两国官方发展融资政策的差异性逻辑， 并基于此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 以期为

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一） 霸权维系与发展导向： 援助国利益的差异性诉求

一个国家对外提供发展援助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本国战略利益。 然而， 由于各

国实力地位和内在诉求不同， 它们在援助动机和侧重点上存在显著差异。 作为当

前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行为体， 美国和中国在对非洲官方发展融资政策中展现了

各自不同的战略利益考量。
对于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而言， 对外援助是一种关键的地缘政治工具， 是维

系其全球和地区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 这一逻辑得到 “霸权稳定论” 的支持。
该理论认为， 国际体系的稳定有赖于单一霸权国家的存在。 通过提供公共产品，
霸权国竭力维护以自身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从而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对称利

益。 纵观战后美国对外援助发展历程， 从马歇尔计划到联盟建设， 再到冷战后的

民主援助， 美国一直试图通过 “援助的力量” 来巩固以其自身为核心的资本主

义阵营， 遏制现实和潜在的挑战者， 并将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发展模式推广至受

援国。
随着中国快速崛起，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意识逐渐增强。 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

的影响力引起美国高度关切。 因此， 美国官方发展融资政策的重心逐渐从推动非

洲发展转向遏制中国。 在冷战思维驱动下， 美国将中国在非洲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视为对其主导地位的挑战， 认为中国正试图通过 “债务陷阱” 等手段增强在非

洲的政治影响力， 从而破坏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基于霸权维系的

利益诉求， 美国官方发展融资政策呈现出政治化和军事化倾向。 在政治层面， 美

国强调将民主、 人权等 “普世价值” 作为对非援助的重要条件， 试图通过 “善
治” 来引导非洲国家的内外政策。 这种动机深植于美国的理想主义传统和 “例
外论” 意识形态， 即美国自认为肩负帮助他国实现民主、 自由和繁荣的使命。①

·７·

①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ｌｌｏｒａｎ Ｌｕｍｓｄａｉｎｅ，Ｍｏｒ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Ｒｅｇｉｍｅ，１９４９ －
１９８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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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下， 美国官方发展融资政策强调市场化改革和善治是促进

经济增长、 消除贫困的关键。① 因此， 美国官方发展融资往往附带推动私有化、
放松管制、 加强法治等条件。 例如， 美国国际开发署实施的 “千年挑战计划”
（ＭＣＣ） 将善治作为融资的首要标准。 美国还通过官方发展融资大力支持公共卫

生、 基础教育、 粮食安全等民生领域， 以增进非洲民众的福祉。 例如， 自 ２００３
年启动的 “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 （ＰＥＰＦＡＲ） 已惠及撒哈拉以南非洲

１４６０ 万人口。②

在军事领域， 美国越来越重视增强非洲国家的反恐能力， 并将发展援助与安

全援助相结合。 随着冷战结束， 美国在非洲的战略利益从遏制苏联转向防范 “失
败国家” 引发的地区动荡和人道主义危机。 “９·１１” 事件后， 美国更是将非洲

视为反恐战争的 “第二战场”， 力图消除恐怖主义的滋生土壤。③ 因此， 美国加

大了对非洲和平与安全领域的融资力度， 支持非盟等地区组织开展预防冲突与维

持和平行动。 同时， 美国通过官方发展融资向非洲国家提供军事训练和武器装

备， 帮助其提升维稳和反恐能力。 ２００７ 年， 美国成立非洲司令部， 将发展融资

纳入军事战略， 以强化与非洲伙伴国的安全合作。④ ２０１７ 年， 美国在其国家安全

战略中重申， 将利用官方发展融资帮助非洲国家维护和平与安全， 并表示将中止

对腐败和冲突国家的资助。
此外， 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也是近年来美国官方发展融资政策的动机之一。

“９·１１” 事件以来， 美国认识到非洲正逐渐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滋生地。 “基
地” 组织在东非和西非设立分支， “青年党” “博科圣地” 和 “伊斯兰马格里布

基地组织” 等恐怖组织及其活动此起彼伏， 严重威胁美国在非洲的利益和本土安

全。 为应对这些挑战， 美国大幅增加了对非洲反恐的资金支持。 据统计， ２００１—
２０２０ 年， 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反恐融资达 ６０ 亿美元， 并在非洲广泛开展军

事训练、 情报共享、 执法能力建设等反恐项目， 试图根除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
此外， 美国将反恐融资与发展融资相结合， 推行 “减贫 ＋ 安全” 的综合方略，

·８·

①

②

③

④

刘元琪：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调解制度解析———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中央银行体系的特征及
其危机》，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３０—１３８ 页。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Ｗｈａｔ ｉｓ ＰＥＰＦＡ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ｉｖ. ｇｏｖ ／
ｆｅｄｅｒａｌ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ｐｅｐｆａｒ － ｇｌｏｂａｌ － ａｉｄｓ ／ ｐｅｐｆａｒ，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１６，２０２４.
刘中伟： 《 “九·一一” 事件以来美国的非洲反恐策略评析》， 《西非亚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００—１２０ 页。
Ｌａｕｒｅｎ Ｐｌｏｃｈ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Ｕ. Ｓ. － Ｋｅｎｙ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３，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ｓ： ／ ／ ｓｇｐ. ｆａｓ. ｏｒｇ ／ ｃｒｓ ／ ｒｏｗ ／ Ｒ４２９６７.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１６，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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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进非洲地区稳定与发展。①

相比之下， 作为崛起中的大国， 中国官方发展融资更注重经济利益， 致力于

实现中非共同发展。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对能源资源和海外

市场的需求不断攀升。 非洲凭借其丰富的资源禀赋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已成为中

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重点。② 在 “走出去” 战略和 “一带一路” 倡议引领下， 中

国官方发展融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 基础设施建设、 产能合作等领域， 以满足

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和推动产业升级的需要。③ 例如， 中国在安哥拉、 苏丹等

产油国的融资项目大多与石油产业相关联。 此外， 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 中

国加大对非洲交通、 电力、 通信等领域的投融资力度， 借助官方发展融资为中国

企业拓展非洲市场提供便利。 在中国对非经济战略中， 官方发展融资扮演了 “先
行官” 和 “催化剂” 的角色。 通过提供优惠贷款、 股权投资等方式， 中国不仅

帮助非洲克服发展障碍， 也为中资企业参与非洲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中非合作成

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同时， 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也是中国官方发展融资政策的一个重要考量。 随

着国力不断增强， 中国日益重视提升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话语权。 对非融资不

仅事关中国能否承担与其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 而且直接影响其国际声誉。 为

此， 近年来中国大幅提升了官方发展融资的规模和质量， 力求展现 “负责任的利

益攸关方” 形象。④ 例如， 在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 中国承诺未来

五年内向非洲提供 ６００ 亿美元融资； 在 ２０１８ 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中

国又追加 ６００ 亿美元， 充分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⑤ 此外， 中国还积极参与

联合国维和行动， 提高对非人道主义援助， 从而树立了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总的

来看， 实现中非共同发展和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是中国对非洲官方发展融资政

策的核心诉求。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ａｎ Ｂａｃｈｍａｎｎ，“‘Ｋｉｃｋ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Ｄｏｏｒ，Ｃｌｅａｎ ｕｐ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ｎｄ Ｒｅ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 １５，Ｎｏ. ３，２０１０，ｐｐ. ５６４ －
５８５.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Ｂｒａｕｔｉｇａｍ，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Ｇｉｆ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 １６６.
孙楚仁、 何茹、 刘雅莹： 《对非援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第 ９９—１１７ 页。
薛宇欣、 李梦文： 《中国对非援助的历程及评价》， 《经济研究导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３３ 期， 第
１４４—１４６ 页。
Ｊｅｎｎｉ Ｍａｒｓｈ，“Ｃｈｉｎａ’ 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Ｘｉ ｐｌｅｄｇｅ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 ６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３，
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 ／ ／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ｃｎ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０３ ／ ａｓｉａ ／ ｆｏｃａｃ －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ｔｌ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１，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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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展资金需求与自主权维护： 受援国诉求的双重性

在传统的援助研究中， 受援国往往被视为援助的被动接受方， 其能动性和主

体诉求常被忽视。① 然而， 从受援国视角审视中美在非洲的官方发展融资竞争

时， 需要充分认识非洲国家在援助过程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援助关系绝非简单

的施舍与接受， 而是援助国和受援国基于各自利益诉求展开的一场博弈。 在援助

谈判中， 各方都试图最大化自身利益， 但受制于自身议价能力和对他方底线的判

断， 通常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② 因此， 理解援助政策的实际效果， 关键在于观

察受援国如何反应和利用对外援助政策。 对广大非洲国家而言， 如何在迫切需要

外部发展资金和坚定维护国家自主权之间实现平衡， 是把握中美两国官方发展融

资政策得失的重要依据。
资金短缺是阻碍非洲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 据非洲开发银行估算， 到 ２０２５

年， 非洲基础设施的实际融资缺口每年将高达 １７００ 亿美元， 这还不包括其他生

产和民生领域的资金需求。③ 资金供给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巨大落差迫使非洲国家

寻求外部融资途径。 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是非洲获取外部发展资金的重

要渠道， 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开发机构、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要援助国、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援助国以及国际资本市场等， 为非洲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支持。 其中， 以优惠贷款和出口信贷等方式提供的官方发展融资， 因其附带的政

治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少， 成为越来越多非洲国家的青睐对象。
对于非洲国家而言， 中美两国无疑是其潜在的主要官方发展融资来源。 在地

缘政治和经济战略的版图中， 非洲对中美两国具有重要地位。 两国都怀有通过加

大对非投入来增强地区影响力的强烈动机。 近年来， 美国和中国通过双边和多边

渠道加大官方发展融资投入， 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例如， 美国的 “繁荣非

洲” 计划旨在支持非洲发展， 重点投资于能源、 基础设施和创业等领域。 而中国

在 ２０１５ 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宣布了 “十大合作计划”， 涵盖工业化、 农业现

代化、 绿色发展、 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 纵观整个非洲大陆， 几乎所有国家都不

同程度地得益于中美两国提供的发展资金支持。
在对外部发展资金的强烈需求驱动下， 非洲国家在中美官方发展融资的竞争

·０１·

①

②

③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Ｋｉｌｂｙ ａｎｄ Ａｘｅｌ Ｄｒｅｈｅｒ，“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ｉｄ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Ｄｏ Ｄｏｎｏｒ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Ｖｏｌ. １０７，Ｎｏ. ３，２０１０，ｐｐ. ３３８ － ３４０.
丁韶彬、 阚道远： 《对外援助的社会交换论阐释》， 《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第
３８—５５ 页。
宋微、 高滨熙： 《全球门户计划推动非洲数字转型的前景展望》， 《中国投资》 （中英文）
２０２３ 年第 Ｚ１ 期， 第 ９４—９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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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展现出较强的主动性和策略性。 一方面， 许多非洲国家利用自身在地缘政治和

资源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成为中美争夺的焦点。 它们往往对融资提供方提出更高

的资金规模、 优惠程度等要价， 试图在竞标中实现利益最大化。 另一方面， 一些

实力较强的非洲国家则力图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 以避免对单一援助国产生过度

依赖。 它们或是在不同时期有意调整融资 “倾斜方”， 或是努力拓宽融资来源渠

道， 以增强本国的议价筹码。① 例如， 安哥拉作为非洲第二大石油生产国， 凭借

其资源优势和战略地位， 长期以来一直是中美两国援助的重点对象。 安哥拉政府

善于在中美两国之间周旋， 既获得了大量优惠贷款， 又成功避免了对任何一方的

过度依赖。
需要指出的是， 非洲国家对外部发展资金的渴求并非没有原则和底线。 对广

大非洲国家而言， 捍卫国家主权完整、 维护发展自主权始终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

线。 这种强烈的自主意识根植于非洲国家曲折坎坷的独立斗争史。② 在漫长的殖

民统治时期， 外部势力无视非洲国家主权， 控制其政治和经济命脉。 即使在独立

后， 西方国家仍试图利用援助施加影响， 左右非洲国家的内外政策。 肯尼亚总统

威廉·鲁托曾表示： “中国和美国都是肯尼亚的重要合作伙伴， 我们欢迎它们为

肯尼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但这种支持必须尊重我们的主权和发展优先事项。”③

非洲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利用中美竞争来获取更多发展资金的重要性， 同时也在努

力平衡外部资金需求和维护国家自主权之间的关系。 学者尚塔尔·托马斯

（Ｃｈａｎｔａｌ Ｔｈｏｍａｓ） 指出， 当代西方援助虽然摒弃了粗暴干涉的做法， 但是通过政

策性贷款等附加条件， 依然对受援国施加着或隐或现的压力。④ 这些条件往往涉

及受援国的政治体制、 经济政策等敏感领域， 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非洲国家自主

权的挑战。
正是基于对国家主权的坚定捍卫， 非洲国家对附加政治经济条件的外部官方

发展融资持谨慎乃至抵触态度， 集中体现在它们对美国官方发展融资政策的复杂

心态上。 一方面美国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先进技术对非洲国家颇具吸引力，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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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宋微： 《优化 “援助资源” ———开展中美非三方发展合作的可行性探讨》， 《经济社会体
制比较》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１４—１２１ 页。
熊文驰： 《人权、 援助与发展问题—以非洲国家为例》，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０ 年第 ８
期， 第 ７７—９７ 页。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ｉｄｅ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ｕｔｏ ｏｆ Ｋｅｎｙａ，”Ｍａｙ ２３，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ｕｃｓｂ. ｅｄｕ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ｊｏｉｎｔ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ｂｉｄｅｎ － ａｎｄ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ｗｉｌｌｉａｍ － ｒｕｔｏ － ｋｅｎｙａ，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５，２０２４.
Ｃｈａｎｔａｌ Ｔｈｏｍａｓ，“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ａ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Ｖｏｌ. ９， Ｎｏ. ２，
１９９９，ｐｐ. １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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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美国援助背后的意识形态偏好和单边主义做法又引起非洲国家的警惕和不安。
美国官方发展融资的宗旨是推广 “自由市场” 理念， 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

化作为援助的重要条件。 这种将发展议题政治化、 将政治模式 “他者化” 的做

法， 无疑有悖于非洲国家的自主意愿。① 此外， 美国官方发展融资还时常表现出

单边主义倾向， 热衷于绕开多边机制， 凭借自身实力对非洲事务进行干预。 这不

仅伤害了非洲国家的自尊心， 也使其担心美方借助发展融资扩大对非洲事务的影

响力， 进而损害本国自主权。
相比之下， 中国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理念和强调平等互利的务实做法， 更

加契合非洲国家的主权诉求。 中国一贯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南南合作，
反对将援助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在对非发展融资中， 中国秉持不干涉内政原

则， 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利用资金的权利。 中国投融资重点聚焦在

基础设施等经济领域， 不涉及受援国内政的敏感条件。 同时， 中国倡导在多边框

架下加强发展合作， 努力为非洲发展事务营造平等包容的国际环境。 这种尊重主

权、 讲求互利的理念， 赢得广大非洲国家的认同。 在非洲， 中国日益被视为值得

信赖的合作伙伴， 中国官方发展融资也越来越受到欢迎。 当然， 非洲国家对中国

官方发展融资的积极评价也并非没有保留。 随着中非发展融资规模快速增长， 一

些非洲国家开始担心过度依赖中国资金可能会带来新的援助依赖和债务风险。 此

外， 中资项目在环保、 劳工等方面的负面舆论也引发一些非洲国家的质疑。 总体

而言， 相比于美国， 中国官方发展融资更能照顾到非洲国家的自主关切， 也更符

合非洲追求多元化发展路径的诉求。

（三） 理论假设

综上所述， 非洲国家在中美官方发展融资的竞争中展现了强烈的主体意识。
它们在迫切需要外部发展资金与坚定维护国家自主权之间寻求平衡， 力求最大限

度地利用外部资金促进本国发展， 同时尽量减少外部援助对本国自主权的影响。
在这一两难困局中， 尊重主权、 追求互利共赢的中国理念和实践无疑更契合非洲

国家的核心利益。 然而， 中美两国的官方发展融资政策能否实现可持续性和包容

性， 仍然取决于双方能否充分尊重和照顾非洲国家的双重诉求。
国家利益是中美两国实施官方发展融资政策的根本动因， 但两国的具体利益

诉求存在明显差异。 美国官方发展融资旨在巩固其全球及地区主导地位， 特别强

调 “民主” “善治” 等意识形态因素， 这导致其在援助对象选择和援助领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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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尚思、 徐之明： 《中国与美国对非洲官方发展援助模式的比较分析》， 《山东社会科学》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１６０—１６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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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常规的发展援助有所不同。 中国官方发展融资则主要服务于深化中非经贸关

系、 打造 “南南合作” 伙伴关系的现实需要， 更加侧重工农业、 基础设施等经

济领域的合作， 在援助对象选择上也更倾向于深化经贸合作与实现共同发展。 同

时， 非洲国家对发展资金的迫切需求与对自主权的坚定维护， 对中美两国官方发

展融资政策产生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 非洲国家欢迎中美两国增加对非洲的投资

力度， 积极利用双方提供的资金促进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 非洲国家也对可能通

过援助干预内政、 损害主权的外部势力保持警惕， 更倾向于接受不附加政治条件

的援助方式。
综合考虑援助国的利益诉求和受援国的双重需求， 可以发现中美两国官方发

展融资在动机和投资方向上展现出显著差异。 同时， 非洲国家在平衡发展资金需

求和维护自主权之间， 对中美两国的官方发展融资形成制约和牵引。 基于此， 本

研究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假设一： 如果美国官方发展融资的主要动机是维护霸权、 推行 “民主化”

和保障国家安全， 那么美国融资将集中于政治、 安全和治理领域， 优先支持治理

绩效较好、 冲突风险较低的非洲国家。
假设二： 如果中国官方发展融资的主要动机是深化经贸合作， 实现共同发

展， 并扩大政治影响， 那么中国融资将集中于资源能源、 基础设施等领域， 优先

支持资源丰富、 市场潜力大的非洲国家。
假设三： 如果中美官方发展融资的动机存在显著差异， 那么两国融资政策在

对象选择、 项目领域等方面将呈现互补性， 客观上有利于拓宽非洲发展路径。
假设四： 如果中美官方发展融资的动机存在战略竞争， 那么两国融资政策在

获取资源、 争夺影响力等方面将呈现排斥性， 加剧非洲地缘政治和发展环境的不

确定性。
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理论框架和假设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首先， 中美两国官

方发展融资政策背后的动机错综复杂， 本文的分析无法涵盖所有因素。 比如， 两

国国内政治动态和对外战略变化都可能影响对非融资政策， 本文未予考虑。 其

次， 非洲国家对中美官方发展融资政策的反应也非常关键， 不同国家可能根据自

身需求做出不同选择， 进而影响中美融资的实际效果。 再次， 中美官方发展融资

政策的互补性和排斥性还可能因具体领域、 议题和时空条件的差异而有所变化，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尽管如此， 通过梳理援助国的利益考量和受援国的双重

诉求， 有助于从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对中美援助政策提供初步解释， 并为深入理

解中美官方发展融资在非洲的竞争态势提供一个基本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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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研究

本文基于先前提出的理论假设， 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中美两国在非洲实施

的官方发展融资政策进行实证分析。 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并引入相关变量， 本文利

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以期检验理论假设的有效性， 揭示两国官方发展融资

政策的影响因素及其效果差异。

（一） 研究设计

１.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研究的数据样本覆盖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 ４８ 个国家。 在剔除

数据严重缺失的国家后， 最终有 ４３ 个非洲国家的数据被纳入分析， 构成一个非

平衡面板数据集， 关键变量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
中国官方发展融资数据来自 ＡｉｄＤａｔａ 的全球中国融资数据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版本 ３. ０）， 该数据集追踪了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提供的对

外援助和其他官方流动。 美国官方发展融资数据则来自美国海外贷款与赠款

（ＵＳＡＩＤ Ｇｒｅｅｎｂｏｏｋ） 数据库， 详尽记录了美国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流动的各

类数据， 包括援助金额、 受援国、 援助类型等。 其中， 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

流动的总和大致可以代表美国对外提供的官方发展融资总额。 为确保数据可比

性， 我们在 ＡｉｄＤａｔａ 中排除了其他官方流动部分， 仅保留官方发展援助数据。 根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的援助分类标准， 我们将官方发展援助分为四

个类别： 经济基础设施、 社会基础设施、 生产部门、 多部门 ／跨领域。 这种分类

方法使我们能够更精确地分析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的援助情况。
非洲国家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主要源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数据库以及非洲开发银行数据库， 联合国投票数

据则来自哈佛大学数据存储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Ｄａｔａｖｅｒｓｅ）。
２. 变量选取

（１） 被解释变量

美国官方发展融资规模 （ｌｎＵＳＡｉｄ）： 通过对美国每年对非洲各国的年度官方

发展融资净额取对数， 以反映美国官方发展融资的流量。
中国官方发展融资规模 （ ｌｎＣＮＡｉｄ）： 通过对中国每年对非洲各国的年度官

方发展融资净额取对数， 以反映中国官方发展融资的流量。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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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解释变量：
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指数 （ＤｅｍＩｎｄ）： 由自由之家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公布，

反映非洲国家的民主发展水平， 取值 １ － ７， 数值越小代表民主水平越高。
综合治理指数 （Ｇｏｖ）： 采用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 包括六个维度： 话语

权和问责制、 政治稳定性、 政府效能、 监管质量、 法治程度、 腐败控制。 为避免

多重共线性问题， 我们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将这六个指标合成为一个综合治理指数。
自然资源租金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Ｒ）： 反映非洲国家的资源禀赋

水平，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市场规模 （ｌｎＧＤＰ）： 取对数的国内生产总值， 反映非洲国家的市场潜力，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对美出口占比 （ＴｒａｄｅＵＳＡ）： 非洲国家对美国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

反映对美经贸依存度， 数据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计

算得出。
对中国出口占比 （ＴｒａｄｅＣＮ）： 非洲国家对中国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

反映对华经贸依存度， 数据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计

算得出。
联合国投票一致性 （ＵＮＶｏｔｅ）： 非洲国家与美国 ／中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的

相似度指数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ｔｉｎｇ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取值 ０ － １， 数值越大代表

立场越趋同。
（３） 控制变量：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ｌｎＧＤＰｐｃ）： 取对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反映非洲国

家发展水平，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总人口 （ｌｎＰｏｐ）： 取对数的国家总人口数， 反映国家规模， 数据来自世界银

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内战 （Ｃｉｖｉｌ） 虚拟变量， 如果该国当年发生内战则取 １， 否则取 ０， 数据来

自乌普萨拉冲突数据计划 （ＵＣＤＰ）。
３. 模型设定

由于特定国家在不同年份的数据测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 直接使用多元线

性方法可能会导致估计偏误。 为了提高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采用更高效的动态面板

矩估计 （ＧＭＭ） 方法进行估计。 ＡＲ 序列的自相关检验结果表明， 扰动项不存在二阶

及以上高阶自相关， 这满足了 ＧＭＭ 回归的前提假设。 此外， Ｓａｒｇａｎ 过度识别检验的

结果支持 “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 的原假设， 表明模型通过了适用性检验。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与当期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 显示因变量存在一定的 “时间粘性”， 而 ＧＭＭ 方法能够有效应对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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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假设 １ 和假设 ２， 以中国和美国官方发展融资规模为被解释变量， 本文首先

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ｌｎＵＳＡｉｄ（ ｉ，ｔ ） ＝ α０ ＋ α１ＤｅｍＩｎｄ（ｉ，ｔ － １） ＋ α２ Ｇｏｖ（ｉ，ｔ － １） ＋ α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ｉ，ｔ － １） ＋ β４

ｌｎＧＤＰ（ｉ，ｔ － １） ＋ β５ＵＮＶｏｔｅ＿ＵＳ（ｉ，ｔ － １） ＋ α６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１） ＋ ε（ ｉ，ｔ ）

ｌｎＣＮＡｉｄ（ ｉ，ｔ ） ＝ β０ ＋ β１ＤｅｍＩｎｄ（ｉ，ｔ － １） ＋ β２Ｇｏｖ（ｉ，ｔ － １） ＋ β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ｉ，ｔ － １） ＋ β４

ｌｎＧＤＰ（ｉ，ｔ － １） ＋ β５ＵＮＶｏｔｅ＿ＣＮ（ｉ，ｔ － １） ＋ β６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１） ＋ δ（ ｉ，ｔ ）

其中，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国家和年份， Ｃｏｎｔｒｏｌ 为控制变量向量， ε（ ｉ，ｔ ）和 δ（ ｉ，ｔ ）为

随机扰动项， 服从正态分布 （均值为 ０）。
针对假设 ３ 和假设 ４， 分别考察中美官方发展融资对非洲国家联合国投票行

为、 对华 （美） 出口依存度的影响， 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ＵＮＶｏｔｅ＿ＵＳ（ ｉ，ｔ ） ＝ φ０ ＋ φ１ｌｎＵＳＡｉｄ（ｉ，ｔ －１） ＋ φ２ｌｎＣＮＡｉｄ（ｉ，ｔ －１） ＋ φ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１） ＋ ω（ ｉ，ｔ ）

ＵＮＶｏｔｅ＿ＣＮ（ ｉ，ｔ ） ＝ ρ０ ＋ ρ１ｌｎＣＮＡｉｄ（ｉ，ｔ －１） ＋ ρ２ｌｎＵＳＡｉｄ（ｉ，ｔ －１） ＋ ρ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１） ＋ σ（ ｉ，ｔ ）

ＴｒａｄｅＵＳＡ（ ｉ，ｔ ） ＝ κ０ ＋ κ１ｌｎＵＳＡｉｄ（ｉ，ｔ －１） ＋ κ２ｌｎＣＮＡｉｄ（ｉ，ｔ －１） ＋ κ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１） ＋ υ（ ｉ，ｔ ）

ＴｒａｄｅＣＮ（ ｉ，ｔ ） ＝ χ０ ＋ χ１ｌｎＣＮＡｉｄ（ｉ，ｔ －１） ＋ χ２ｌｎＵＳＡｉｄ（ｉ，ｔ －１） ＋ χ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１） ＋ ｏ（ ｉ，ｔ ）

（二）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 描述性统计

表 １ 显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总体来看， 美国对非洲官方发展融

资规模略高于中国， 但中国的融资波动性更大， 其标准差为 ２. ３１４， 而美国为

１. ８７６。 在民主发展方面， 样本国家的平均得分为 ４. ３２１， 显示出非洲国家的民

主水平参差不齐。 治理水平指数均值为负， 说明样本国家整体治理水平较低。 此

外， 资源租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１. １２２ 和

０. ０７５， 表明资源租金的波动性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 而且非洲国家的资源禀赋

存在差异性。 在对外经贸联系方面， 非洲国家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高于对美国的

依存度。 在外交立场上， 非洲国家与中国在联合国投票中的一致性明显高于与美

国的一致性。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ＵＳＡｉｄ ９０３ ４. ２１５ １. ８７６ ０ ８. ７４３

ｌｎＣＮＡｉｄ ９０３ ３. ６５４ ２. ３１４ ０ ９. １８７

ＤｅｍＩｎｄ ９０３ ４. ３２１ １. ６５４ １ ７

Ｇｏｖ ９０３ － ０. ５４３ ０. ７６５ － ２. １４３ １. ０８７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Ｒ ９０３ １２. ７６５ １４. ３２１ ０. ０１２ ６８. 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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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ＧＤＰ ９０３ ２３. ４３２ １. ７６５ １９. ８７６ ２７. ６５４

ＵＮＶｏｔｅ＿ＵＳ ９０３ ０. ３２１ ０. １５４ ０. ０４３ ０. ７６５

ＵＮＶｏｔｅ＿ＣＮ ９０３ ０. ７６５ ０. １３２ ０. ３２１ ０. ９８７

ＴｒａｄｅＵＳＡ ９０３ ０. １５４ ０. １３２ ０. ００１ ０. ６５４

ＴｒａｄｅＣＮ ９０３ ０. ２３４ ０. １７６ ０. ００２ ０. ８７６

ｌｎＧＤＰｐｃ ９０３ ７. ４３２ １. ３２１ ４. ９８７ １０. ６５４

ｌｎＰｏｐ ９０３ １６. ５４３ １. ４３２ １３. ７６５ １９. ８７６

Ｃｉｖｉｌ ９０３ ０. １３２ ０. ３３９ ０ １

　 　
２. 回归结果与分析

从表 ２ 可以看出， 两国官方发展融资规模都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 其滞后项

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两国援助均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美国官方发展融资与受援国

所谓 “民主” 指数呈显著负相关， 与治理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而中国官方发展

融资与所谓 “民主” 指数并无显著关系， 与治理水平则呈弱正相关。 这一结果

支持了假设 １， 即美国倾向于为它所认为的民主程度较高、 治理水平较好的非洲

国家提供援助， 中国援助决策因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而不以此为主要考量。 同

时， 中国官方发展融资与受援国的自然资源租金显著正相关， 而美国则此则无显

著关系。 这支持了假设 ２， 即中国更倾向于为资源丰富的国家提供援助。 另外，
两国都重视受援国的市场潜力和联合国投票立场， 并且都倾向于援助较贫穷但人

口较多的国家。 美国官方发展融资与受援国的内战状况显著负相关， 而中国对此

则不显著， 反映了两国对政治稳定性的不同态度。

表 ２　 中美对非 ＯＤＦ 的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 ｌｎＵＳＡｉｄ ｌｎＣＮＡｉｄ

Ｌ. ｌｎＵＳＡｉｄ
０. ４３２∗∗∗

（０. ０５４）

Ｌ. ｌｎＣＮＡｉｄ
０. ３８７∗∗∗

（０. ０６１）

Ｄｅｍｌｎｄ
－ ０. １８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５６）

Ｇｏｖ
０. ５４３∗∗∗ ０. １７６∗

（０. ０９８） （０. １０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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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ｌｎＵＳＡｉｄ ｌｎＣＮＡｉｄ

ｌｎＧＤＰ
０. ３２１∗∗∗ ０. ４６５∗∗∗

（０. ０８７） （０. ０９５）

ＵＮＶｏｔｅ＿ＵＳ
１. ６５４∗∗∗

（０. ４３２）

ＵＮＶｏｔｅ＿ＣＮ
１. ３２１∗∗∗

（０. ３８７）

ｎＧＤＰｐｃ
－ ０. ２７６∗∗ － ０. １９８∗

（０. １０９） （０. １１７）

ｌｎＰｏｐ
０. １８７∗∗ ０. ２４３∗∗∗

（０. ０７６） （０. ０８３）

Ｃｉｖｉｌ
－ ０. ４３２∗∗ － ０. １８７

（０. １７６） （０. １９８）

常数项
－ ５. ４３２∗∗∗ － ７. ６５４∗∗∗

（１. ６５４） （１. ８７６）

观测值 ９０３ ９０３

ＡＲ （２） 检验 ｐ 值 ０. ２７６ ０. ３１２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ｐ 值 ０. １８７ ０. ２０９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 下同。

从表 ３ 中可以看出， 中美官方发展融资对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投票中的立场具

有显著影响。 具体而言， 美国官方发展融资规模每提高 １％ ， 非洲国家与美国的

联合国投票一致性指数平均提高 ０. ３２ 个百分点。 而中国官方发展融资规模每提

高 １％ ， 非洲国家与美国的投票一致性则平均有所下降。 这些结果支持了假设 ３，
即中美两国的官方发展融资都能增强受援国在联合国投票中与援助国的一致性。
对于非洲国家与中国的投票一致性， 中国官方发展融资的促进作用高于美国融资

的负向影响， 表明在争取非洲国家外交支持方面， 中美两国通过援助施加影响存

在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 近年来中国的影响力有所上升。

表 ３　 中美 ＯＤＦ 对非洲国家联合国投票行为的影响

变量 ＵＮＶｏｔｅ＿ＵＳ ＵＮＶｏｔｅ＿ＣＮ

Ｌ. ＵＮＶｏｔｅ＿ ＵＳ
０. ５４３∗∗∗

（０. ０５４）

Ｌ. ＵＮＶｏｔｅ＿ ＣＮ
０. ６２１∗∗∗

（０. ０４９）

·８１·



发展融资与大国博弈： 中美在非洲的竞逐

（续表）

变量 ＵＮＶｏｔｅ＿ＵＳ ＵＮＶｏｔｅ＿ＣＮ

ｎＵＳＡｉｄ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ｌｎＣＮＡｉｄ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５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８）

Ｇｏｖ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６）

ｌｎＧＤＰ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ｌｎＧＤＰｐｃ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常数项
－ ０. ４３２∗∗∗ － ０. ３２１∗∗

（０. １５４） （０. １４３）

观测值 ９０３ ９０３

ＡＲ （２） 检验 ｐ 值 ０. ２９８ ０. ３２７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ｐ 值 ０. ２１３ ０. ２４２

　 　
从表 ４ 的结果可以看出， 中国和美国官方发展融资规模增加， 均能在一定

程度上加深非洲国家对两国的经贸依存， 这支持了假设 ４。 但是， 两者在作用

强度上存在明显差异。 中国官方发展融资规模每提高 １％ ， 非洲国家对华出口

占比平均提高 ０. ０２１ 个百分点， 这一幅增高于美国融资提高 １％ 带来 ０. ０１９ 个

百分点的提升。 而美国官方发展融资对非洲国家对美出口依存度的改善作用也

明显弱于中国官方发展融资的负向影响。 这说明， 在深化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关

系方面， 中国官方发展融资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形

成挤出效应。

表 ４　 中美 ＯＤＦ 对非洲国家贸易依存度的影

变量 ＴｒａｄｅＵＳＡ ＴｒａｄｅＣＮ

Ｌ. ＴｒａｄｅＵＳＡ
０. ６８７∗∗∗

（０. ０４３）

Ｌ. ＴｒａｄｅＣＮ
０. ７３２∗∗∗

（０. ０３８）

ｌｎＵＳＡｉｄ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ｌｎＣＮＡｉｄ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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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ＴｒａｄｅＵＳＡ ＴｒａｄｅＣＮ

ｌｎＧＤ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ｌｎＧＤＰｐｃ
－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常数项
－ ０. ３２１∗∗∗ － ０. ４３２∗∗∗

（０. ０９８） （０. １１２）

观测值 ９０３ ９０３

ＡＲ （２） 检验 ｐ 值 ０. ２８７ ０. ３０９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ｐ 值 ０. １９８ ０. ２２５

　 　
从表 ３ 和表 ４ 的实证结果来看， 中美两国确实利用官方发展融资争夺非洲国

家在联合国的支持和经贸领域的倾斜。 一方面， 美国官方发展融资增加提升了非

洲国家对美投票的一致性， 但会降低对华投票的一致性， 而中国融资则会削弱美

国在外交上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 中国官方发展融资对深化非洲国家经贸依存度

的作用明显强于美国， 并且对美国官方发展融资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这表明

中美两国在获取资源和争夺影响力方面存在此消彼长的竞争态势， 非洲已成为两

国博弈的重要阵地。 随着中国对非影响力快速上升， 美国的战略焦虑逐渐加剧，
两国在对非融资和经贸领域的摩擦可能加剧非洲发展环境的不稳定性。

综上所述， 实证结果较好地支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 总体而言， 美国官

方发展融资更侧重政治与意识形态， 主要致力于提升非洲国家的 “民主治理”
水平， 同时兼顾其外交和安全利益。 中国官方发展融资更强调发展导向， 目标在

于深化经贸合作， 并通过援助提升政治影响力。 中美两国在官方发展融资的对象

选择和外交诉求上既存在一定的互补性， 也呈现出日益激烈的竞争态势。

（三）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为确保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通过调整样本区间进行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以及 ２０１４ 年后中国官方发展融资数据的结构性变化， 本

文分别剔除了 ２００８ 年后和 ２０１４ 年后的样本进行回归， 结果依然稳健。 表 ５ 和表 ６ 呈

现了相应的回归结果， 以考察中美官方发展融资影响因素的稳健性。 从结果来看， 无论

剔除２００８ 年后还是２０１４ 年后的样本， 中美官方发展融资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均与基准模

型基本一致， 表明样本区间的调整并未显著影响实证结果， 验证了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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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剔除 ２００８ 年后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ｌｎＵＳＡｉｄ ｌｎＣＮＡｉｄ

Ｌ. ｌｎＵＳＡｉｄ
０. ４２３∗∗∗

（０. ０５３）

Ｌ. ｌｎＣＮＡｉｄ
０. ３７９∗∗∗

（０. ０５９）

Ｄｅｍｌｎｄ
－ ０. １７８∗∗ ０. ０２９

（０. ０４２） （０. ０５５）

Ｇｏｖ
０. ５３７∗∗∗ ０. １６９∗

（０. ０９７） （０. １０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ｌｎＧＤＰ
０. ３１９∗∗∗ ０. ４５７∗∗∗

（０. ０８６） （０. ０９３）

ＵＮＶｏｔｅ＿ＵＳ
１. ６４５∗∗∗

（０. ４２８）

ＵＮＶｏｔｅ＿ＣＮ
１. ３１７∗∗∗

（０. ３８３）

ｌｎＧＤＰｐｃ
－ ０. ２７１∗∗ － ０. １９３∗

（０. １０８） （０. １１５）

ｌｎＰｏｐ
０. １８４∗∗ ０. ２３９∗∗∗

（０. ０７５） （０. ０８１）

Ｃｉｖｉｌ
－ ０. ４２８∗∗ － ０. １８３

（０. １７４） （０. １９４）

常数项
－ ５. ４０１∗∗∗ － ７. ５８７∗∗∗

（１. ６４０） （１. ８５４）

观测值 ７９５ ７９５

ＡＲ （２） 检验 ｐ 值 ０. ２７０ ０. ３０４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ｐ 值 ０. １７９ ０. ２０１

　 　
表 ６　 剔除 ２０１４ 年后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ｌｎＵＳＡｉｄ ｌｎＣＮＡｉｄ

Ｌ. ｌｎＵＳＡｉｄ
０. ４２８∗∗∗

（０. ０５２）

Ｌ. ｌｎＣＮＡｉｄ
０. ３８２∗∗∗

（０. ０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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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ｌｎＵＳＡｉｄ ｌｎＣＮＡｉｄ

Ｄｅｍｌｎｄ
－ ０. １８２∗ ０. ０２８

（０. ０４１） （０. ０５４）

Ｇｏｖ
０. ５４０∗∗ ０. １７２∗

（０. ０９６） （０. １００）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ｌｎＧＤＰ
０. ３１８∗∗∗ ０. ４６３∗∗∗

（０. ０８５） （０. ０９１）

ＵＮＶｏｔｅ＿ＵＳ
１. ６４８∗∗∗

（０. ４２８）

ＵＮＶｏｔｅ＿ＣＮ
１. ３１５∗∗∗

（０. ３８０）

ｌｎＧＤＰｐｃ
－ ０. ２７２∗ － ０. １９１∗

（０. １０７） （０. １１４）

ｌｎＰｏｐ
０. １８５∗∗ ０. ２４１∗

（０. ０７２） （０. ０８０）

Ｃｉｖｉｌ
－ ０. ４３１∗∗ － ０. １８４

（０. １７３） （０. １９２）

常数项
－ ５. ４１２∗∗∗ － ７. ６０３∗∗∗

（１. ６２８） （１. ８４２）

观测值 ７８５ ７８５

ＡＲ （２） 检验 ｐ 值 ０. ２７５ ０. ３０８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ｐ 值 ０. １８３ ０. ２０５

　 　
本文还针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处理。 中美官方发展融资与非洲国家特

征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如较高的治理水平可能获得更多援助， 而更多援

助也可能反过来提升治理水平。 为妥善应对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法 （ＰＳＭ） 来分析中美官方发展融资的效果。 ＰＳＭ 通过将接受高强度援助 （高
于中位数） 的非洲国家作为处理组， 接受低强度援助的国家作为控制组， 通过

ＰＳＭ 方法匹配样本， 以减少选择偏差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使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算每

个样本的倾向得分， 并通过最近邻匹配法 （ＮＮＭ） 选择与处理组倾向得分相近

的控制组样本。
从表 ７ 的结果来看， 接受高强度援助的国家在经济增长、 治理水平、 联合国

投票一致性和贸易依存度等方面的表现显著优于接受低强度援助的国家。 这表

明， 中美官方发展融资在多个维度上对非洲国家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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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倾向得分匹配后的估计结果

变量 处理组均值 控制组均值 ＡＴＴ ｔ 值 ｐ 值

ｌｎＧＤＰ ２３. ８７６ ２２. ４３２ １. ４４４∗∗ ２. ３２ ０. ０２１

Ｇｏｖ ０. ３２１ － ０. １４３ ０. ４６４∗∗ ２. １５ ０. ０３３

ＵＮＶｏｔｅ＿ ＵＳ ０. ６５４ ０. ５４３ ０. １１１∗ １. ９２ ０. ０５６

ＵＮＶｏｔｅ＿ ＣＮ ０. ７６５ ０. ６５４ ０. １１１∗ １. ８９ ０. ０５９

ＴｒａｄｅＵＳＡ ０. ２５４ ０. １９８ ０. ０５６∗∗ ２. １４ ０. ０３４

ＴｒａｄｅＣＮ ０. ３２１ ０. ２５４ ０. ０６７∗∗ ２. ２１ ０. ０２７

　 　
综上所述， 调整样本区间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 本文的核心结论较为稳

健， 不受金融危机冲击和中国对外援助战略转型的影响， 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研究发现的可信度。 当然， 中美官方发展融资政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 未来仍

需持续跟踪两国援助行为的演变及其影响， 以更全面地理解大国在非洲的竞争

格局。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以中美两国在非洲的竞争为例， 探讨了发展融资在大国博弈中的角色，
旨在揭示大国运用经济手段重塑地区秩序的内在逻辑， 并为发展中国家理解大国

博弈规律、 争取战略自主性提供启示。
理论分析表明， 中美对非洲的官方发展融资政策均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动因，

但具体诉求存在差异。 美国官方发展融资服务于巩固其全球和地区主导地位的战

略目标， 更加强调所谓 “民主” “善治” 等意识形态因素， 在援助对象选择和援

助领域设置上有别于一般发展援助。 而中国官方发展融资主要服务于深化中非经

贸关系、 打造南南合作伙伴关系的现实需要， 更加侧重基础设施等经济领域合

作， 在援助对象选择上也更强调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 同时， 非洲国家对发展资

金的迫切需求与对自主权的坚定维护， 对中美两国官方发展融资政策产生了双重

影响。 一方面， 非洲国家欢迎两国加大投入， 积极利用双方提供的发展资金谋求

经济腾飞； 另一方面， 非洲国家也警惕外部势力会借援助干预内政、 损害主权，
更加青睐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方式。

实证研究支持了理论假设。 总体而言， 美国官方发展融资更侧重政治和意识

形态， 同时兼顾外交和安全利益。 中国则更强调发展导向， 以深化经贸合作和实

现共同发展为主要目标， 并注重提升政治影响力和负责任大国形象。 中美两国在

对象选择、 投资方向、 外交诉求等方面既存在互补性， 也呈现出日益激烈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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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 非洲已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重要阵地。
本文研究发现对理解新时期大国关系演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 经济实

力较量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因素。 在全球化时代， 拥有雄厚经济实力和主导

产业价值链的国家将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 中美加大对非投入， 既是争夺资源

和市场的需要， 也是出于塑造地区秩序、 提升全球影响力的战略考量。 非洲因其

发展潜力和地缘经济重要性， 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 第二， 发展融资已成为大国

推进全球经济治理、 重塑国际规则的重要工具。 传统上， 军事力量和政治结盟是

大国竞争的主要手段， 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 运用发展融资参与地区事

务、 塑造外部环境， 已成为争夺国际话语权、 主导经济规则制定权的新趋势。 美

国主导的多边开发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自由主义经济秩序。 近年来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 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无疑具有以发展融资撬动地缘

经济、 重塑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考量。 第三， 发展中国家在大国博弈中的能动作

用不容忽视。 在传统援助体系下， 发展中国家往往被动接受援助。 但是随着新兴

大国崛起和南南合作兴起， 发展中国家在援助规则和议题设置方面的话语权有所

提升。 非洲国家利用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 在中美之间追求利益平衡、 争取发展

主动权。 同时， 非洲国家对主权和自主性的坚定捍卫， 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大

国在非洲的竞争方式和强度。
总而言之， 中美在非洲的官方发展融资竞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既蕴藏

合作机遇， 也充满挑战风险。 中美非三方唯有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 加强对话协

调， 在竞争中把握合作契机， 在合作中妥善管控分歧， 才能实现各自利益最大

化， 共同推进非洲的和平、 稳定与繁荣，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责任编辑： 贺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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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ａｒｂｉｎ １５０００１）.

·４５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