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 交评论２ ０ １ ７ 年 第 ４ 期

Ｉ Ｘ ） ］ ：  １ ０ ． １ ３ ５ ６ ９ ／
ｊ

．ｃ ｎ ｋｉ
．ｆ ａ ｒ ．２ ０ １ ７ ． ０ ４ ． ０ ８５

中 国援非农技专家角 色分析


以 中 国 援非 农技组 派遣 项 目 为 例

陆继 霞 李 小 云

摘 要 通 过 对 中 国 援 非 农 技 专 家 和 国 内 相 关 项 目 管 理 人 员

的 访 谈 ， 以 及 对 项 目 相 关 政 策 、 文 件 和 媒 体 报 道 等 二 手 资 料 的 分

析 ， 本 文 试 图 理 解 中 国 援 非 农 技 专 家 作 为
“

龙 的 礼 物
”

之 一

， 在

构 建 中 非 关 系 的 实 践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发 挥 的 作 用 ， 从 而 探 析 中

国 与 其 他 国 家 在 对 外 援 助 领 域 的 根 本 差 异 。 中 国 援 非 农 技 专 家 在

援 非 工 作 实 践 中 除 了 完 成 个 人 的 利 益 诉 求 ， 其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还 呈

现 出 非 职 业 化 、 高 度 政 治 化 和 去 个 体 化 的
“

国 家 代 理 人
’ ’

特 征 。

这 一

角 色 所 赋 予 的 内 涵 远 远 超 过 农 业 技 术 本 身 ， 而 在 文 化 、 政 治

等 维 度 呈 现 出 更 为 丰 富 的 含 义 ， 这 与 美 国 、 英 国 等 传 统 援 助 国 农

技 专 家 的 特 征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 在 现 实 中 也 直 接 影 响 着 中 国 对 非 农

业 援 助 的 有 效 性 。

关键词 中 国 援 非 农技 专 家 农 业 援 助 国 家代 理 人 中 非

关 系 中 非 合 作 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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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 的提 出

中 国 对非农业援助最早始于 １ ９ ５ ９ 年首次 向 几 内 亚提供无偿 的粮食援助 ，

此后一直延续 至今 ， 其 中 从 １ ９ ６ １ 年第 一批开始 ， 派遣农 业技术 专家 的 实践

贯穿 中 国对非农业援 助 的 整个 过程 。 ２ ０ ０ ６ 年 １ １ 月 中 非合 作论坛北京 峰会 召

开 ， 标志着 中 非农业合作进人新的 阶段 。 中 国 向 非洲 派遣 高 级农业技术 专家

（也称
“

援非百名 高 级农业专家
”

） ， 也成 为 中 国 政府 援非
“

新 八项
”

的重 要

内 容之一 。 农技专家作为 中 国 对非农业援助 重要 的微 观主体 ， 在 现实 中 对构

建 中 非农业合作关系 、 提高 中 国对非农业援 助 的有效性 、 改善非洲 农业 生产

状况和 农户生计 ， 以及提升 中 国在 国 际对非援 助体 系 中 的 地位 ， 均发 挥着重

要作用 。

作 为 国 际发展领域的技术专家 ， 中 国 援非农技专家 同 其他 国 家 的技 术人

员 一样 ， 掌握着某种专业 （ 如 农业 、 林 业 ） 技术 ， 是典 型 的 技术人员 ，

一般

从事与 本专业相 关的 技术 咨 询 和 指导工作 ， 与 职业 化 的
“

发 展 专家
”

相 比
，

他们呈现 出 高度技术化 的特点 。 然 而 ， 与 大量文献集 中 讨论 中 国 援 助非 洲 农

业 的动 机 、 管理模式 、 方式和 有效性等方 面相 比
， 目 前 ， 国 内 外学 界对 中 国

援非农技专家 的角 色 、 作用 和 影响 的研究 与 讨论仍然 有 限 。 因此 ， 本研 究通

过 ２ ０ １ ４ 年 ７ １ １ 月 间 对 中 国 援 助 埃塞 俄 比 亚 的农 技 组专家 进行 实 地调查 、

对农业部农技组专家派遣项 目 的管理人员 和 一些执行完 成任务 回 国 的援 非农

技专家进行访谈 ， 并在查 阅
一些援非农业专家 的 日 志 、 书籍及项 目 相关 政策

和文件 的基础上 ， 试 图理解 中 国 援非农 技专家在 中 国 对外援 助 实践 中 扮 演 的

角 色 ， 以及他们 又是 如何扮演这种 角 色 的 。 进 而 ， 论文还希望探讨 如何 通过

改进派遣农技专家项 目 来进一步提高 中 国 对非农业援 助 的 有效性 ， 在促 进 中

国 作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好地完 善 自 身援 助体 系 的 同 时 ， 进一 步加强 在 国

际援助 体系 中 的参与 和竞争能 力 ， 对世界发展作 出 更 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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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中 国援非农 技专家派遺项 目 概况

农业一直是 中 国 对非援助 的重要领域 。 早在 ２ 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 ，
毛 泽东就 曾

提 出 ，

“

中 国是一个具有 九百六十 万平方公 里土地 和 六万万人 口 的 国 家 ， 中 国

应 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 贡献 。

”？ 长期 以来 ， 中 国强调对外经济 、 技术援助工作

“

是一项严肃的政治 任务
”

，

？“

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
”

。

？
中 国 对外援助 采用 的是

与 国 内 一致 的管理框架 ， 即 由 国家统一配置资源 的
“

国家控制 型管理模式
”

。

？

中 国 向 非洲 国 家派 遣农业专 家组最早 始于 １ ９ ６ １ 年 ， 当 时 ， 中 国 向 马 里

派遣 了首批 ７ 名农业 专家试 种茶 树和 甘蔗 ，

？ 其后一 直延续 至今 。
１ ９ ６ ４ 年 ，

毛泽东提出 了
“

两个 中 间地带
”

理 论 ， 中 共 中 央 于是决定将对外农业技 术援

助列 人农业部 门 的重要议程 ， 并形成 机制 化 的对 外农业 技术援 助 项 目 。

？ 从

此 ， 中 国 向 非洲 派遣农业专家便与 其他农业 基础设施 的援 助 项 目 相配套 。 尤

其在 ２ 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 ， 当 台湾 当局在 非洲 国 家 的农 耕 队 撤 出 后 ，

？ 中 国 继 续

向 非洲 ２ ５ 个 国 家派遣 了６ ７ ０ 名 左右农业专家 为其提供农业技术支持 ，

？ 作为

对非洲 国家政治 支持 的 回 报 。 在这一 阶段 ， 中 国 向 非洲 派遣农业专家 的 主要

？毛泽东 ： 《纪念孙 中山 先生 》 ， 《人民 日 报 》 ，
１ ９ ５ ６ 年 １ １ 月 １ ２ 日 ， 第 １ 版 。

② 参 见 《 中 共 中央批转 陈毅 、 李富春 〈
关于加强对 外 经济 、

技术 援 助工作 领 导 的 请示 报告  ＞
》 ，

１ ９ ５ ８年 丄 ０月２ ９日 ， 中 国 网 ， ｌｉ ｔｔ ｐ ： ／ ／ ｗｗｗ．ｃ ｌ ｉ ｉ ｎａ ． ｃｏｍ ． ｃｎ ／ ｇｕｏ ｑ 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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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谢益显 ：

《 中 国当 代外交史 （ １ ９４ ９ １即５
）
》 ， 中 国青年 出版社 ， １即 ７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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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国 际 问 题研

究 》 ， ２ １

３ １ ４ 年 第 ６ 期 。

⑤ 王成安 ： 《 中 国援助非 洲 ５ ０ 年概述 》 ， 载李安 山 主编 ： 《 中 国非 洲研 究评论 （
２ ０ １ １

） 》 ， 北京大

学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２ 年 ， 第 １ ５ ２ 页 。

⑥
“

中央批 转农业部党 组关于对 外农 业技 术援 助 工作 的 报 告
”

， １ ９ ６ ４ 年 ５ 月 ２ ５ 日 ， 甘 肃省 档 ，

档号 ９ １ ７ ４ ３ ２ ２ ， 第 １ ２ ２ ２ １ ２ ２ ６ 页 。 转引 自 蒋华杰 ： 《农 技援 非 （
１ ９ ７ １  １ ９ ８ ３

） ： 中 国援 非模 式 与成

效 的个 案研究 》 ， 《 外交评论 》 ， ２ ０ １ ３ 年第 １ 期 。

⑦ ２ ０ 世 纪 ６ ０ 年代 ， 李 国 鼎策划并 推动 了 台 湾省 的宏观 经济建设计划 ， 积极开拓 国 际经济 合作 ，

并在 合作计划下派 遣农业技术 团 队赴 非洲提供技术 协助 。 参 见王 骏 、 李 国 鼎 ： 《 技术 官僚 与 台 湾 的 现

代化 》 ， 《科学 文化评论 》 ，
２ ０ ０ ９ 年第 ５ 期 ； 蒋华杰 ： 《农 技援非 （

１ ９ ７ １  １ ９ ８ ３ ） ： 中 国援非 模式 与成效

的个 案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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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是
“

政 治挂帅
”

， 即通过 国 家 高 度控制 和 选 择 的 政治 动 员 方式 ， 进行 严

格 的
“

自 上 而下
”

的选拔 。

“

援 外被看作是政 治 任务
”

， 强调
“

政治 第一
”

。

？

在此援非框架下 ， 对农业技术专家 选拔的 要求则 是
“

（政 治 上 ） 又 红 （技术

上 ） 又 专
”

， 对 其管理 依靠 的 是思想 政治 工 作和 行 政 体系 。 在这 种情 况下 ，

选拔尤其注重考察被选派技术人员 的政治 表 现和家庭背景 ， 有 时甚 至 可 以 重

视到 忽 略其技术水平 的地步 。 换句话说 ， 在
“

又 红 又 专
”

的候选专家人 数有

限 的情况下 ， 如 果 做不 到 两全 其美 ， 则 宁 可 牺牲技 术 ， 也不 能牺牲 政治 。

？

在 当时 的 中 国 ， 单位作为 国 家秩序 的 基础 细 胞 ，

？
负 责个 体家庭 从摇篮 到 坟

墓 的整 个过程 ， 因而 ， 当
“

专家
”

被 组织选 中 后 ， 个人 是没 有 权力 选择 的 ，

需要绝对服从政府和组织 的安排 。 在 国 家高 度 的政 治 动员 和 组织下 ， 中 国 大

陆 的农技专家通过践行 自 办公助 、 建立具有社会 主 义潜质 的 合作社 、 推行农

业
“

八字宪法
”

、 传播
“

大寨精神
”

等 措施 ， 力 图 在 非洲 建 立起与 中 国 大 寨

高度类似 的农业生产模式 ， 进而证 明 中 国 自 身发展道路 的优越性 。

？

１９ ７ ８ 年改革开放 后 ， 为 了 国 内 经济 建设 的需 要 ， 中 国 对 外援 助 大 幅减

少 ，

？ 中 国农业专家也相应 地从非洲 国 家撤 出 了 一段 时 间 。 直至 ２ ０ 世 纪 ９ ０

年代后 ， 伴 随着 中 国 对非农业援助 与农业
“

走 出 去
”

战 略 的 实施 ， 中 国 对非

农业援助进人全面改革期 ， 中 国 向 非洲 国 家派遣农技专家 项 目 得 以重启 ， 且

带有市场经济 的特点 ， 从 以前重视派遣专家 的数量 转变 为 注重质量 ， 更 加注

重受援 国 的需求和受益情况 。 此外 ， 动 员 方式也 由组织上
“

自 上而下
”

的 选

拔变成 了鼓励
“

自下 而上
”

的 自 愿报 名 。

？ 但 这种项 目 动 员 机 制 仍然 严格 将

？周 弘 ： 《 中 国援外 ６ ０ 年 》 ， 社会 科学文献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３ 年 。

② 笔者 于 ２ ０ １ ４ 年 １ ２ 月 对 ２ 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援外农业 技术专家 汪先生 的 访 谈 。 当时 ， 由 于 过度强

调 以 政治身份 为标 准选拔专家 ， 所 以 忽 略 了 技术 层面 ， 出 现 了
一 些专 家不 能指 导 当 地农 业技 术 的 问

题 ， 这个技术能力 问 题在 ８ ０ 年代 显得尤其突 出 。

③ 杨 美惠 ： 《礼物 、 关 系 学与 国家 ： 中 国 人际关系 与主体性 建构 》 ， 赵旭 东 、 孙珉译 ， 江 苏人 民

出 版社 ，
２ ０ ０ ９ 年 ， 第 １ ６ 页 。

① 蒋华 杰 ： 《农技援非 （
１ ９ ７ １ １ ９ ８ ３

） ： 中 国援 非模式 与成 效的 个案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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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卢琰 ： 《分类 的迷思 ： 中 国 的援 非农业 专 家是
“

发展 专家
”

还是
“

技术 人员
”

？ 》 ， 《 国 际发展

时报 》 （
ＩＤＴ

） ，
２ ＩＨ ５ 年 ７ 月 ２ ５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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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技专家的政治 思想放在第一位 ， 并要求其 道德 品质 、 业务技术 和身体 条件

都非常优秀 。

？

２ ０ ０ ０ 年 １ ０ 月 中 非合作论坛举行 ，
开 启 了 中 非 国 家之 间 新 的集体对话 机

制 ， 尤其是 ２ ０ ０ ６ 年 １ １ 月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 的 召 开 ， 标 志着 中 非农 业合

作进人新的 阶段 ， 向 非洲 派遣百名 高 级农业技术专家 （也称
“

援非百名 高 级

农业专家
”

） 作为
“

龙 的礼物
” ？

， 也成为 中 国 政府援非 （新 ）

“

八项政策措施
”

的重要 内容之一 。 ２ ０ ０ ８ 年 ９ 月 ， 中 国 总理温家宝在联合 国 千年发展 目 标大会上

宣布 ， 在接下来的 ５ 年里 ， 中 国将派遣 １ ０ ０ ０ 名 农业专家 ， 并建设 ３ ０ 个农业技

术示范 中 心 ， 在 中 国 为 ３ ０ ０ ０ 人提供农业培训课程 。

？
２ ０ ０ ９ 年 １ 月 ， 温家宝总理

在 中非合作论坛第 四 届部长级会议上 又宣 布 ，

“

未 来三年 内 ， 中 国 政府将 向 非

洲 派遣 ５ ０ 个农 业技术组
”

，

？ 以提 高 非洲 实现粮食 自 足 的能 力 。 在接下 来 的

２ ０ １ ０ ２ ０ １ ２ 年 间 ， 中 国 向非洲派 出 了２ ０ ６ 名农业技术专家 ， 除 了人员 数量增加

夕 卜 ， 专家实地调研和试验示范 的预算 （之前只有专家的津贴补助 ） 也增加 了 。

？

表 －

１ 中国
“

援 非 百 名 高 级农业专 家
”

第
一批入选 名 单

（
２ ００ ９

—

２ ０ １ ０
）

序号省 份 ／机 构姓名性别工作 单位职务

１江苏李 荣 刚男江 苏省农 业环境监 测 与 保护 站推广研究 员

２江苏申 义珍 男江 苏扬 州 市农业 局环境监测 站推广研究 员

３ 江苏徐 卿 ！ ＝
连 云 港 市新 浦 区 林 业 技术

＊级工程 师
指 导站

４广西李 平 男广西农 村经济经 营管理总站高级农艺 师

５广西莫海南男广西平 南县农业 局信息 中 心高级农艺 师

① 王成 安 ： 《 中 国援 助非洲 ５ ０ 年概 述 》 ， 第 １ ６ ６ 页 。

② 黛博 拉 ？ 布罗 蒂加姆 ： 《 龙 的礼 物 ： 中 国 在非洲 的 真实故 事 》 ， 沈 晓雷 、 高 明秀译 ， 社会 科学

文献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２ 年 。

③
， ４

Ｃ

＇

ｈ ｉ ｎｅ ｓｅＰ ｒｅｍｉ ｅ ｒＷｅ ｎ
 Ｊ

ｉ ａ ｂａｏ ｓ Ｓ
ｐ
ｅｅ ｃｈａ ｔＵＮＨ ｉ

ｇｈ
Ｌｅ ｖｅ

ｌＭｅ ｅｔ ｉ ｎ
ｇ

ｏ ｎＭＤ（ ｊ ｓ

，

％Ｎｅｗ Ｙｏ ｒｋ ．
Ｓ ｅ

ｐ
ｔ ｅｍ

ｂｅｒ ２ ６．
２ ０ ０ ８ ． ｌ

ｉ
ｔ ｔｐ ： ／ ／ｅ ｎｇ ｌ

ｉ ｓ
ｌ
ｉ ．

ｇ
ｏ ｖ ．ｃｎ ／ ２ ０ ０ ８ ０ ９ ／ ２ ６ ／ ｃｏ ｎ

ｔ
ｅｎ

ｔ
 

丄  １０ ６ ９ ４ ９ ． ｌ
ｉ
ｔ
ｍ ．

① 《温家 宝出 席 中非合作 论坛第 四届部 长级会议 开 幕式并 发 表讲 话 》 ， 人 民 网 ，
２ ０ ０ ９ 年 １ １ 月 ９

日 ， ｌ
ｉ
ｔ ｔｐ ： ／ ／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

ｐ
ｅｏ

ｐ ｌ
ｅ ，ｃｏｍ ．ｃｎ ／ＧＢ ／ 丄 ０ ２ ４ ／ 丄 ０ ３ ３ ８ ９ ９ ３ ．ｌ

ｉ
ｔ
ｍ

ｌ 。

⑤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 国务 院新 闻 办公室 ： 《 中 国的 对外援 助 》 （
２ ０ １ ４ ） ， 人 民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４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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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序号省 份 ／单 位姓名性别工作 单位职务

６广西孔祥 明男广西靖 西县农业 局高级农艺 师

７广西黄玉溢男广西农 业科学 院高级农艺 师

８广西黄 日 保 男广西柳 州 市农科 所生物工程 室高级农艺 师

席海军 帛
阳 市农 村 经 济 委 员 会 蔬

＿农艺 师
菜服务 站

１ ０辽宁于 向 阳男辽 宁省 水产技术 推广总站高级工程 师

， ， ｒ ，

广东省 农 业 厅农 业 环 保 与 农 村 能
＋

１ １广东欧计寅男局级农艺 师
源 总站

１ ２重庆郝 风 男重庆 市农 业科学 院高级农艺 师

， ， ＾＾重庆 市南 川 区 畜 牧兽 医 局 动 物疫
１ ３重庆肖 仁荣 男＆讲 ＆

咼 级兽 医 师
病预 防 控制 中 心

１ ４重庆董志华男重庆 市沙坪坝 区农 业水利局高级工程 师

１ ５安黴杨前进男安黴省农 业科学 院研究员

１ ６福建谢 特立男福建省 种子总站高级农艺 师

１ ７四川刘 健 男四川 省 广元市农 业局农技推 广站 高级农艺 师

１ ８四川卢远华男四川 省 自 贡市农 业局植保站推广研究 员

马 健 ￥
业局土 壤 肥 料 与

＿农艺 师
生态建设 工作站

２ ０湖 北张 俊 男湖 北省荆 门市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高级工程 师

２ １湖 北许金泽男湖 北省 潜江市农 技推广 中 心高级农艺 师

２ ２湖 北周 俊 男湖 北省 随 州 市种 子公 司高级农艺 师

２ ３湖 北洪海林男湖 北省咸 宁市植 保站高级农艺 师

２ ４湖 北涂修亮男湖 北省咸 宁市科 技局副 教授

２ ５甘肃刘广才男甘肃省农 业技术 推广总站高级农艺 师

２ ６湖 北慕 平 男甘肃农 业大学农 学院副 教授

２ ７内蒙古马 宇龙男内蒙古 巴 彦淖 尔 草原站高级畜 牧师

２ ８湖 南戴振炎男湖 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 院水产 系 副 教授

２ ９湖 南肖 秀娥 女湖 南邵 阳 职业技 术学 院副 教授

３ ０河南吉进卿男河南省 畜禽改 良 站高级兽 医 师

３ １天津刘建文男天津 市禽病诊 断培 训 中心高级兽 医 师

９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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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序号省 份 ／单 位姓名性别工作 单位职务

３ ２全 国畜 牧总站刘 晓 辉男全 国畜 牧总站协会 工作处副 译审

３ ３中 国农业 大学康定 明男中 国农业大学农学与 生物技术学 院 教授

３ ４华 中农业 大学周德翼男华 中农 业大学经 济管理学 院教授

３ ５华南农业 大学李 之林男华南农 业大学农 学院 作物 生产系 教授

３ ６华南农业 大学刘桂富男华南农 业大学农 学院副 教授

３ ７ 中 国农垦 总公 司 石金贵 帛 副 教授
友部

资 料 来 源 ： 农 业 部 国 际 交 流 服 务 中 心
，

ｈｔ ｔ
ｐ

： ／Ｖｗｗｗ． ｃ ｉ ｃ ｏｓ ．ａ
ｇ

ｒ ｉ ． ｃ ｎ
，

２ ０ ０ ７ 年 １ ２ 月

１ ４ 曰 。

迄今为 止 ， 中 国 政府根据 中 非合作论坛后续行 动文件 ， 继续将派 出 农 业

技术专家组 （农技组 ） 作为 中 国援助 非洲 农业 的重要措施 。 截止到 ２ ０ １ ６ 年 ６

月 ， 中 国 已 经 向 ２ ５ 个 国 家派遣 了１ ０ ３ ９ 名 农技专家 。

？

三
、 中 国援非 农技专家的角 色特征

那 么 ， 中 国 援非农技专家 在 中 非农 业发展合 作 中 扮演 着什么 样 的 角 色 ，

又具有 哪些特征呢 ？ 通过分析 中 国 援非农 技专家 的选拔和 国 家对该群体 的 管

理过程 ， 以及农技专家在非洲 国家 的具体 实践活 动 ， 本文 发现 ， 中 国 援 非农

技专家作为代理人呈 现 出 非职业化 、 高度政治 化以及 去个体化 的显著特征 。

（

一

）
非职业 化 的 身份

２ ０ 世纪 ６ ０ 年代 以来 ， 中 国 向 非 洲 派遣农业专 家的 项 目 是 连续的 ， 但 具

体形式 （名 称 ） 在不 同 时期有所变 化 ， 从
“

农业 专家
”

到
“

百名 高 级专 家
”

再到
“

农技组
”

等不 一 而足 。 并 且 ， 作为 中 国 形象 代表 、 中 国 农 业技 术 的

？农业部 国 际合作 司 副 司 长唐盛尧 ２ ０ １ ６ 年 ６ 月 ２ ６ 日 在
“

中 非农 业合 作 助推非 洲农 业 现代 化
”

会议 上的 发言 。

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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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者
”

， 援非农技专家的选拔过程 一直非 常严格 。 然 而 ， 从 ２ ０ 世纪 ６ （
） 年代

中 国 援非农技专家这一特定身份群体 的产生 ， 到 当今援非农技组 的存在 和 延

续 ， 中 国援非农技专家始终未 能发展成为 一个 职业群体 ， 而是 由 国 内 一 些部

门 的在职人员 临 时性充任 。 那 么 ， 这些来 自 不 同 地 区不 同 部 门 的人员 是 如 何

成为 援非农技专家的 呢 ？

研究发现 ， 援非农技组专家派遣项 目 涉及 多个行政部 门 ， 包 括 中 国 驻非

洲 国 家使馆经 商参处 以及农业 部 国 际 交流服 务 中 心 、 商务部 、
地方 省 （市 ）

农业部 门等 。 项 目 的具体运作程序是 ： （ １ ） 非洲 国 家对派遣专家 的数量 和 专

业提 出 请求 （包 括专家类 型 、 数量 、 专家 的背 景和 资历 等 ） ， 并 提交给 中 国

使馆经商参处 。 （ ２ ） 经 商参 处将其 意 向 转给商务 部对外 援助 司 （援外 司 ） 。

如 中 国 对埃塞俄 比 亚的专家派遣基 于埃方提 出 的专家需求 ， 其 中 包 括水 稻 和

棉花专家 、 作物收成后管理专家 、 蘑菇培 育技术专家 、 机 械技术专家 、 木材

解剖 专家 、 树种实验 室专家 、 人工林发展专家 和 竹材利 用 专 家各 １ 名 （共 ８

名 ）
。 （ ３ ） 商务部援外 司 随后协 同 国 际 经济合作事务局 （经合局 ） 和农业 部

国 际合作 司一起 ， 请农 业部 国 际交 流 中 心 制 定具 体派遣农 技组 的 实施方案 ，

待商务部批准后 ， 再 由农业部 国 际 交流服务 中 心 协调 国 内 地方农业部 门 进行

选拔和 派遣 ， 期 间农业部 国 际交流 中 心 需要 同 时 向 商务部经合局报送专 家材

料进行备案 （包括专家 的 调 整 等 ） ， 而 中 国 驻非洲 国 家使 馆经 商参处则 负 责

安排专家 日 常工作和生活所需 （包括租房 、 购买 车辆等 ）
。

？

中 国 援非农技专家的选拔和 派遣工作具体 由 农业部 国 际交 流服务 中 心 负

责 。 该部 门 每年按照
“

援非 高 级农 业专家 国 别派遣方案
”

， 确 定 每年度派 遣

专家 的人数 、 专业 和 派往 国 家后 ， 通 过有 关 省 （ 市 、 自 治 区 ） 农 业行 政 系

统 、 与 农业相关 的大学 、 大型农业集 团企业及农业部 内 部 行政 、 事业单 位发

布信息 ， 同 时在农业部和 商务部的 网站上公 布相关信 息 。 在个人 自 愿 和 所在

单位 同 意 的条件下 ， 符合条件的专家将被各有关单位进行组织推荐 。

报名 完 成后 ， 组织单位将从政治 素 质 、 外语和 业务能 力 三个方 面对 报名

？依 据笔者于 ２ ０ １ ５ 年 １ ０ 月 对农业 部相关项 目 管理 者的 访谈整理 而成 。

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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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进行严格初审 ， 然后将初选结果 以 及初选专家材料一 同 提交农业部 国 际

交流服务 中 心 。

？ 报名 组织单 位对 每个 岗 位 的推荐 人选 原则 上 不超 过 ２ 人 。

农业部和 商务部两部 收到 初审 名单后 ， 随 即成立专家评 审小组 ， 对 推荐 的 专

家人选进行评 审 和 面试 （有 时候通过 电话 进行 ）
， 确 定外 派专家名 单 ， 并 对

各组织单位下达外派专家名 单及任务通 知 。 有 的年度
“

全 国 近 ２ ０ ０ ０ 人报名 ，

得到 面试机会 的才 ３ ０ ０ 人 ， 最后确 定 １ ０ ０ 名 专家
”

。

？ 接下来 ， 这些外派专家

需要与 农业部 国 际交 流服务 中 心签订服务协议 ， 并 以农技组 为单位被派 往指

定 的非洲受援 国 家 。 在工作期 间 ， 农技组必须 以 团 队为 单位 每个 月 向 项 目 执

行单位 （农业部 国 际交流 中 心 等 ） 汇报其工作进展 。

以 中 国 援助埃塞俄 比 亚农技组专家为 例 ， 他们虽来 自 不 同 省市 的不 同 工

作单位 ， 但在 ２ ０ １ ２ ２ ０ １ ４ 年 间 ， 他 们在 同 一 时 间加人 中 国 援 助 埃塞俄 比 亚

的农技组 ， 成为 一个工作 团 队 。 按照 项 目 选拔 的标 准 ， 他们都必须首 先具备

“

政治 素质好 ， 愿意 为 中 非农 业合作积极 工作
”

的共 同 特点 ， 于是 ， 来 自 不

同 地域 、 不 同 部 门 、 不 同 层次 、 不 同 文化背景 的农业技术人员 此刻被赋 予 了

援外农技专家 的共同 身份 。

表 －

２中 国 援助 埃 塞俄 比亚 农业技术专 家 组 名 单 （
２ ０ １ ２

—

２ ０ １ ４ ）

援 助 专业姓名性别国 内 工作单位职称

１水稻申 ＊＊男江苏省 扬州 市 ＊＊＊推 广研究员

２棉花李 ＊ ＊男河北省 高碑店市 ＊ ＊ ＊高级农艺 师

３作物加 工刘 ＊＊男河北省 逐鹿县 ＊＊＊农 艺师

．

１蘑菇王 ＊ ＊男河北省 承德市 ＊ ＊ ＊推 广研究员

５木材机 械谢 ＊ ＊男甘肃省 白银市 ＊ ＊ ＊农 艺师

６木材解 剖周 ＊＊男四川 省 广元 市 ＊＊＊副 高级

７热带人 工林培何 ＊ ＊男四川 省 广元 市 ＊ ＊ ＊高级工程 师

８竹材加 工胡 ＊ ＊男江西省 南昌 市 ＊ ＊ ＊高级农艺 师

？ 包括 报名 组织单位 推荐函 、 通过 初选 专家 总名 单 ， 以及 每位 专家 的 报 名 表 、 工作学 习 简 历 、

最高 学历和学位复 印 件 、 专业技 术职 务资格复 印件及 每人两 张 ２ 寸彩照 。

② 马宇 龙 ： 《飞 向撒 哈拉 我的 援非手记 》 ， 世界知识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２ 年 ， 第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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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援非农技专家参加项 目 的期 限通 常 为 一年 （少数 国 家为 两年 ， 如 埃

塞俄 比 亚 ）
。 在援外工 作期 间 ， 农 技专家一 方面 可 以保 留 在 国 内 工作单位 的

职位 ， 并按 时按标准领取工资 ， 另
一方面还 可 以获得援外工作 的技术服 务补

贴 。 尽管在非洲 工作期 间 ， 这些专家在外界 眼 中 具有共 同 的援非农技专 家身

份 ， 但在参 与项 目之前他们就清楚 地 知 道 ， 在 完成任务 回 国 后 ， 他们会 重新

回 到 自 己 的 岗 位上 ，
继续从事 以前 的工作 。 也就是说 ， 中 国 援非农技专 家无

法像其他国 家如 美 国 、 英 国 、 德 国 、 日 本等传统援 助 国 的 技术专家那样 ， 成

为职业化的发展专家 ， 他们在非洲 的
一年或 两年 的工作 与 生活 ， 对 于他 们在

国 内 的 固定身份和 职位而言 ， 只是暂 时性 的离 开 。 在 国 内 单位 的身份 既是他

们进人援外项 目 被选 为农技专家的前提基础 ， 又 是他们在结束援外专家 工作

后 的归 宿 。 恰如 农技专家刘 晓 辉所言 ，

“

正是有这 样的 书 面保 障 ， 专家们 才

可 以专心 地援 非 ， 而不是在 与 非 洲 农 民 打交 道时还想 着 自 己 退役 后 的
‘

饭

碗
’

问题 。

” ？ 就这个意 义 而言 ， 中 国 援外农技专家 尚 未 作为 一种职业选择成

为这些专家未 来的发展路径 ， 而且短暂的 援外专家 的工作经历也不会 或很难

对其 国 内 的 职 业发 展前 景 带来 直接 的 、 明 显 的 效 用 ， 如 有 的专 家 就谈 到 ，

“

援非经历对 国 内单位评职称没 有任何作用
”

。

？

（
二

）
高度 政治化 的管理

如前所述 ， 中 国 援非农技专家 自 参加项 目 之始 ， 国 家就赋 予其身份 以 承

担 中 国 农业技术转移 的重要角 色 ， 这一点在 ２ 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伴 随着 中 国 援非

农业项 目 ， 中 国 将 国 内
“

农业八字 宪法
”

和
“

大寨模式
”

等 引 人非洲 国 家时

就可 见 一斑 。 但与此 同 时 ， 援非农技专家所 承担 的政 治任 务也不容忽 视 ， 这

一点无 论对 于 国 家 还 是专 家 个 人 而 言 ， 在 某 种情 境 下 甚 至还 要 高 于 技 术

本身 。

出 国 前 ， 被选拔 的农 技专 家要参 加 商务部 和 农 业部 联合组 织 的 行前 培

训 ， 其 内容包括
“

外 事 纪律 和 外 交礼 仪 、
工作 职责 、 语 言 、 受援 国 风俗 习

？刘 晓辉 ： 《心版 上的 津 巴 布 韦 我 的 农业 援 津手 记 》 ， 中 国戏 剧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２ 年 ， 第 ２ ０ ０

页 。

② 笔者 于 ２ ０ １ ５ 年 ７ 月 对 援外农技 专家 组李专家 的访 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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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 、 生活能力 等
”

。

？
另 外 ， 为 了欢送这些农技专 家 ， 商务部 、 农 业部等 部 门

还会联合举行 出 征仪式 。 援外专家赵荣华 回 忆其与 农业部领 导一起共进 午餐

时 ， 曾 被鼓励
“

要不辱祖 国 重托 和 使命 ， 尊重所在 国 的法律 、 宗教 、 民 俗 民

风 ， 把我们文 明之国 的优秀 品 质和 风貌带 出 去 ， 努力 工作 ， 在各 自 的专 业领

域为 受援国 多做贡献 ， 同 时也要成为 传播和 缔结 中 非友谊 的使者
”

。

？ 几 乎所

有被访谈的援外农技专家都称 ， 自 己 在 出 征仪式上能够强 烈 感受 到 自 己 从技

术员 ？华丽转身 为
“

援非农技专家
”

是 一件非 常荣耀和 值 得 自 豪 的 事情 ， 参

加这个项 目 是
“

为 国 争光
”

。 对 于农 技专家来说 ， 这不仅 意 味着 他们 的社 会

地位 的变化 ， 更是一种政治 地位 的提 升 。 申 专家在 被访谈 时称 ：

“

参加农 业

专家项 目 是很有荣誉感 的
”

，

？ 赵专家在其
“

民族志
” ？
中 则 提到 ，

“

领 导 的 一

席话令人鼓舞 ， 使我们信心 满怀 。 同 时也感到 祖 国 的 嘱 咐和 民族 的重任 都寄

予在我 们身上 的千钧重量 。

”？ 在这些农业专家看来 ， 其身份是一种使命 的 象

征 ， 因而
“

为 国 争光
”

始终是其在非洲 从事援 助工作 时 的 宗 旨 ， 申专家 在访

谈 中 所称的
“

不能给 中 国 人丢脸
” ？是大多数援非农技专家在非洲 工作实践 中

的座右铭 。

援非农技专家除 了在 出 行前接受上述各种 高规格 的待 遇之外 ， 在抵 达非

洲 受援 国后 ， 当地 中 国 使馆经商参处也会高 调接待他们 ， 并安排他们 的 交通

与住宿 。 据赵荣华在其
“

民族志
”

中 回 忆 ， 在到 达 目 的地参加经赞处人 员 的

宴请时 ， 参赞对其表示
“

希望我们 为 埃塞 的 园艺产业做 出 优异的 成绩 ， 向 祖

国 和 人 民交上一份满 意 的答卷
”

。

？ 他 个人则 表示 ，

“

备受鼓舞 ， 信心 满怀
”

、

？参见农业 部 国际交 流服务 中心 ：

《派 遣援 埃塞俄 比 亚农 业技术组项 目 实施 方案 》 （ ２ ０ １ 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
， 内部材料 。 笔者于 ２ ０ １ ５ 年 １ ０ 月 访谈农 业部相关项 目 管理者时所得 。

② 赵荣 华 ： 《 民 族志 在东非 高原古 国 埃塞俄 比 亚的 援外 工作点滴 拾贝 》 ， 会议 材料 ， 中 国专

家 眼 中 的 非洲农业 发展问 题研讨会 ， 北京 ， ２ ０ １ ２ 年 １ 月 １ ３ 日 。

③ 这些援 非农 技专家 的 选拔面 向各省 市与农业相关 的 诸多单 位 ， 但事 实上 ， 真正报 名 较 多的 是

县级 单位 的技术 推广人员 。

① 笔者 于 ２ ０ １ ４ 年 ７ 月 对 中 国援 助埃塞 俄比 亚农技组 申 专家的 访谈 。

⑤ 该
“

民 族志
”

并非人 类学意义上 的 民 族志 ， 而是农 技专家根 据 自 己 在非 洲工作经 历写 就的 类

似 日 记的 文本 。

⑥ 赵荣 华 ： 《 民族 志 在 东非高原古 国埃 塞俄 比亚 的援 外工作 点滴拾 贝 》 。

？ 笔者 于 ２ ０ １ ４ 年 ７ 月 对 中 国援 助埃塞 俄比 亚农技组 申 专家的 访谈 。

⑧ 赵荣 华 ： 《 民族 志 在 东非高原古 国埃 塞俄 比亚 的援 外工作 点滴拾 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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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 援外 高级农 业专家 ， 深切地体会 到 总 书 记对非
‘

八项举措 ’

的 历

史和 现实意 义 、 援非工作 的重要 意 义 ， 始终铭记 祖 国 的重 托 和 人 民 的 期望 、

肩 负 的援非重担与使命 ， 不仅要做一名 业务熟 练 的科技工 作者 ， 而且也 要做

一

名 播撒爱 心 、 传递友谊 的使者 。 尽 自 己 所能将我 国 的先进农业生产技 术和

经验传授给受援 国 ， 踏踏实实 、 勤奋工作 ， 在本职工作和 岗 位上较 为 圆 满地

完成祖 国赋 予 的 光荣任 务 ， 做 出 自 己 应有 的 贡献 ， 使 中 非友谊 绿树 得 以 常

青 、 源 远流长 。

”

此外 ， 在访谈 中 农技专家们也称 ， 除 了 日 常生活关照 之外 ，

政治 思想 和觉悟是他们 和 援外管理人员交流话题的 主旋律 。

空 间性的 纪念场所和 时 间性 的 纪念 日 ， 是 塑造政 治文 化 以及培育 、 规训

和展现 国 民性 的重要方式 。

？ 除 了 通过 上述 出 国 前的 宴请 、 在人 民大会 堂举

行 的 出 征仪式等培养专家群体的政治 信念和 身份认 同 外 ，

？ 在非洲 工作期 间 ，

每逢重要的节 日 ， 援非农技专家还需要参加 中 国 驻非洲 国 家使馆经 商参 处组

织 的
一些活 动 ， 接受 集体主 义 教育 。 例 如 ，

“

在 坦桑 尼 亚刘 大使 的 带领下 ，

清 明节祭 扫 中 国 援坦 桑尼 亚烈 士 陵 园 ， 悼 念 ６ ９ 位长 眠 于 此 的 中 国 专家 、 技

术人员 和工人 …… 专家 组专 门 组织 到 （ 中 国 援助 的 ） 坦桑 尼 亚火 车 站参观 ，

亲身感受援非先驱们 的伟大功绩 ， 激励 自 己 搞好援非工作 。

”？

由此可 见 ， 中 国 农技专家作为 国 家形象 和农业技术 的 代理人 ， 在 到 达和

居 留 非洲 国 家期 间 ， 通过接待酒宴等仪式性 活 动 ， 其专家身份 的政 治性 得到

延续 、 巩 固 和强化 。

？

（
三

） 去个体化 的 工作 实 践

按 照 中 国 与非洲 受援国 之 间 的协议 ， 中 方各部 门 并没 有 给农技专家 布 置

具体 的工作任务 ， 而是 由 受援 国提 出 要求 ， 为 不 同 专业 的专家分别下发 工作

任务 书 （ＴＯＲ ）
。 在非洲 国 家对 中 国 农技 专家 的要求 中 ， 突 出 强 调专家要 在

？王海 洲 ： 《政治 仪式 的 权力策 略 基于 象征理论 与实践 的 政 治学分 析 》 ， 《 浙江社会 科 学 》 ，

２ ０ ０ ９ 年第 ７ 期 。

② 卢琰 、 李小云 、 陆 继霞 ： 《 角 色 视角 下 的 中 国 援非效 果再 考察 ： 中 国 援非 专家 的 身份认 同 》 ，

《复 旦国 际关系 评 论 》 ，
２ ０ １ ７ 年第 １ 期 。

③ 许金 泽 ： 《对非 援助 民 族志 》 ， 会议 材料 ， 中 国 专家 眼 中 的 非洲农 业发展 问 题 研讨会 ， 北京 ，

２ ０ １ ２ 年 １ 月 １ ３ 日 。

① 刘 晓辉 ： 《心版上 的 津 巴布韦 我 的农业 援津手记 》
。

９ ６



中 国 援非 农技 专 家 角 色 分 析

转移 中 国农业技术 、 为 当地解决实 际 问题 以及 为 当 地员 工 进行培训 、 加 强能

力 建设等方 面作 出 贡献 。

？

尽 管农技专家们参加 中 国 援非项 目 的 动 机各异 ， 包 括增加收人 、 开 阔 视

野见 世面 、 为 国 争光 、 实现个人价值 以及对异域 的 向 往 ， 甚 或增加政 治 升迁

资本等 ，

？ 他们 的专业背景也存 在较 大差别 ， 但几乎在所 有援非农 技专家 眼

里 ， 非洲 国 家都是充满希望的 异域 。

“

非 洲 土地资 源 丰 富 、 气温 高 ， 自 然 林

果业丰 富 ， 比 国 内 的 贫 困 山 区 （发展 基础 ） 好多 了 。

”？ 他们认为 ， 作为 中 国

农业技术的使者 ， 自 己 能够给非洲 国 家带来新 的技术 、 廉价且便 于操作 的 农

机具 、 新 品种 以及 中 国 成功 的农业管理理念 。 他们还认为 能够通过 自 己 作为

微观主体的 实 际行动 ， 传播 中 国农业文化 ， 增加 中 国 农业技术在非洲 的 影响

力 ， 搭建中 国 农 业走 出 去 的 平 台 ， 增进 中 非友谊 。

？ 然 而 ， 在 实 际 工 作 中 ，

由 于工作环境发生变化 ， 工作难度甚 至 比 国 内 更 大 。

？ 至 于 具体 如 何开展 工

作 ， 他们也是
“

摸着 石头 过 河
”

、

“

八仙过 海 、 各 显神通
”

。 在 这种 情况下 ，

“

援非人员 必须融人 当地社会 ， 融人 当 地文化
”

，

“

必 须不惧艰 苦 、 不辱使命 。

援非专家时时处处严格要求 自 己 ， 内 强 素质 、 外树形象
”

，

“

必 须 与对方 人员

真诚合作 ， 获得对方 国 家 的信任与 支 持
”

。

？“

虽 然 国 家 没 有给我 们提具体 工

作和 硬性要求 ，
主要是根据受援国 情况决定工作 内 容 。 但他们经 费 又非 常有

限 ， 在这种情况下 ，
主要靠我 们 自 己 想 办法 。 为 了不 给 中 国 人丢脸 ， 我 们也

争取做得最好 。

”

① 笔者 于 ２ ０ １ ４ 年 １ １ 月 对埃塞俄 比 亚农 业部项 目 官 员 的 访谈 。

② 刘 晓辉 ： 《心版上 的 津 巴布 韦 我 的农 业援 津 手记 》 ， 第 １即 页 ； 陆 继霞 、 何倩 、 李小 云 ：

《 中 国援 非农业专 家派遣项 目 的可 持续性初探 》 ， 《 世界农业 》 ， ２ ０ １ ５ 年 第 ４ 期 。

③ ２ ０ １ ２ 年 １ 月 １ ３ 日 在金码大厦召 开 的
“

中 国专 家眼 中 的 非洲 农业发 展 问 题研 讨会
”

上 罗 专家

的发 目 。

① 笔者 于 ２ ０ １ ４ 年 ７ 月 对 援助埃塞 俄比 亚农 技专家组 李专家的 访谈 。

⑤ 在访 谈中 多数援非专 家表示 ， 这些 困 难包括 ： 受援 国政府 动员 能 力弱 、 工作效 率低 、 配套条

件差 ， 没有充足 的 经费激励其对 接人 员 配合 中方专 家的 工作 ， 人 身安全和健康 （ 如疟疾 ） 风 险高 。

⑥ 帅启 富 ： 《 中非农业 合作需要有 实质 性的 参与 》 ， 会 议材料 ， 中 国专 家 眼 中 的 非洲 农业 发展 问

题研讨会 ， 北京 ，
２ ＩＨ ２ 年 １ 月 １ ３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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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技专家的身份与 知 识 联 系 紧 密 ，

？ 他们对 自 己 身份 的认 同 更多是在 与

当地合作伙伴和 农民 的互动 实践中 获得 的 。 在有 限 的农业生产条件 和 资金缺

乏 的情况下 ， 援非农 技专家凭借个人在 国 内 的工作 经验和 专业 知识 ，

“

创 造

条件
”

开展 品种示范 和农 民培训等 活 动 ， 例 如 ， 与 当地 中 国 援 助 的农业 技术

示范 中 心进行合作开展农 民技术培训 ， 是援外农技组专家通 常采 取的一 种方

式 。 当遇 到受援 国 给 自 己 提出 未知 的农业技术 问题 时 ， 便通过上 网 或 与 国 内

同 事联 系等方式查找资料解决 。 如 援 助埃 塞的 李专家称 ， 在他援非期 间 ， 受

援 国 曾 提出
一个关于 某种

“

棉花病虫 害 如何 去除
”

的 问题 ， 当时他 自 己 并不

懂该技术 、 没有经验 ， 但是 ， 他绞 尽脑汁 ， 通过 网络搜索 以及 与 国 内 同事进行

联系 和咨 询等各种方法 ， 最后解决了该问题 ， 因而被地方官员 和农民所认可 。

在 中 方项 目 经 费 有 限 、 受 援 国 经 费 也不 足 的 条 件 下 ，

？
中 方 专家 尽 量

“

能做些什么 就做 什么
”

。

？ 为 了在 非洲 对 中 国 农产 品进 行试验 和 示 范工作 ，

专家们 利用 自 己 住处房前屋后 的空 地种植 蔬菜 、 培育作 物秧 苗等 ， 并把试 验

记 录下来 。

“

在非洲 ， 会什么 就教什 么
”

、

“

会什 么 ， 就做 什么
”

成为 中 国 农

技专家描述其在非洲 工作实践时 的 自 白 。 专家许金泽
“

豆浆 打败咖 啡
”

的 故

事 （
１）或许可 以佐证这

一点 。 其实 ， 专 家们在工 作 中 更加重 视 中 国 农 业技术 在

非洲 国 家的平移 ， 而非对 当地农业技术和 知 识进行 改造 ， 他们更希望 自 己 能

够通过各种 办法 解决非 洲 农 业生产 中 的 实 际 问题 ， 为 国 争光 ， 得到 工作 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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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埃塞 专家的 标准是每 人每年 ９ ５ ０ 美元 工作经费 。

③ 笔者 于 ２ ０ １ ４ 年 ７ 月 对 援助埃塞 俄比 亚农 业技术组 李专家的 访谈 。

① 援 助坦桑尼亚农技专 家许金泽 通过 自 己 的 努 力 ， 让 当 地人 爱上 了 大豆 和豆 浆 。
１ ０ ０ 多年 前 ，

为拯 救坦桑尼亚饥 民 ， 德 国传教 士将 大豆引 进坦 桑尼亚 ， 他们把 大豆煮熟后发 放给灾 民 ， 教他 们种植

和食 用方法 ， 但坦 桑尼亚人并 没有真 正接受大豆及 其食用方法 。
坦桑尼亚建 国后 开始研究 多种 大豆食

用方 法 ， 主要是把 大豆与小麦 、 大豆 与玉米按不 同 比 例混合 ， 然 而老百姓也 没有接受 自 己 开发 的 大豆

食用 方法 。 后来 ， 中 国 农业专家 带去了 豆浆机 ， 并 为 当 地人 民所 喜爱和接受 。 原来周边 的 朋友 工作之

余都 是喝 咖啡 ， 后 来改为 喝豆浆 ， 中 国 专家 的到访使 他们办公室 刮起 了
一

股豆 浆风 。 经济 条件好 的 居

民 ， 可购买 中 国家用 豆浆机 ， 边远农 村地区 则可 以 推广廉 价手摇 豆浆机 。 如 果每 个农 村家庭 种上 丄

２ 亩 大豆 ， 每天 喝一 杯豆浆 ， 那 么 坦桑尼亚 ３ ８ ％ 的 人 口 营养不 良 的 现状将很快 得到改善 。 许金 泽撰写

的 《 坦桑尼亚 大豆 发展 战 略 》 正式 出 版 ， 大 豆生 产 也开 始 得到 坦 桑尼 亚政 府 的 重 视 。 参见 许金 泽 ：

《对 非援 助 民族 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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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 、 同 事 以及 国 内 管理部 门 的 积极评价 。 这些具有农技推广背景 的援非农 技

专家 ， 事实上转换的不仅是
“

他们做什 么
”

， 更重要 的是
“

他们是谁
”

。 在这

些专家 眼里 ， 他们 的 知识代表的不是个人 的技术水平 和 能 力 ， 而是 中 国 的 农

业技术 ， 他们 的言行代表 的 是 中 国 形 象 、 中 国 文化 ， 是 中 国 对非洲 的 态度 ，

而并非是个体行为 ， 非洲 人对他们 的评价 也是对 中 国 技术 的评价 。 因此 ， 虽

然这些农技专家 的工作 内 容依据受援 国 所拟定 的工作任务 书 ， 但其 实 际 交往

内 容却远远超过 了任务 书本身 。

为 了让 当 地 的官 员 和 农 民 接受 中 国 的农 业 技术 ， 除 了 正式 的工 作交 往

夕 卜 ， 中 国援非农技专家还会尽各种 可 能去 帮 助 身边 的非洲 同 事 或朋友解 决他

们生活上的 困难 ， 获得他们对 中 国 人 、 对 中 国 技术 的信任 。 被访谈 的李 专家

提到 ， 他曾 经把带到非洲 （ 治 疗感 冒 、 胃病 ） 的药 物送 给非洲 同 事 ， 帮 助 其

家人治 病 ， 有时候 同 事手 头 紧 张 向 他 借 钱时 ， 自 己 也会 出 手相 助 。

一来 二

去 ， 这类非正式交往 多 了 ，
远道而来 的 中 国 专家们也 与 当 地 的农 民成 了

“

兄

弟
”

。 为 了 与 同 事和邻 居融洽 相处 ， 农技专 家们还会把 自 己 种植 的 蔬菜等 相

送 ， 增加 与 当地人之 间 的感情交流 。 此外 ， 李专家还称 ， 当非洲 合作伙 伴 的

女儿结婚时 ， 他还去参加婚礼 ， 送上 自 己 的 贺礼 。 平 日 里两人一起在农 业部

对面 的小咖 啡屋共 品 咖 啡更是 家常便饭 。 日 常生 活 中 大 量类 似 的非 正式 交

往 ， 为 提升 中 国农技专家与 非洲 合作伙伴之 间正式合作 的融 洽度 和有效 性都

发挥 了重要作用 。

考虑 到 经费预算 和安全 ， 中 国 农 技专家组在非洲 工作期 间统一住在 由 中

国 使馆经商参处租赁 的 同 一栋房子 里 ， 各有独立 的 卧室 和 卫生 间 ， 厨房 和 客

厅等则 是共用 的公共场所 。 每天上下班 ， 他们需要共乘项 目 配备的 汽 车 （每

４ 人一辆车 ， 出 差 除外 ） 。

？ 虽 然 同 在受援 国 农业 部上班 ， 但是 由 于分别来 自

中 国 不 同 区 域 和 单位 ， 专业 也不 同 ， 因此 上班 期 间 专家 之 间交 流 的 时 间 较

少 ， 当私人生活领域 界 限模糊时 ， 更多 的 互动 和 碰撞便发生在 每 日 生 活起居

的住宿场所 。 此时 ， 专家的行为举止仍然受到 同行 和 中 国文化 的约 束 ，

“

即使

？ 按 照受援国 的 要求 ， 援 非农技专家组 办公地点都在农业 部 ， 但分散 于不同 的 部 门 。

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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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 ， 我们也不能太随意 ， 不能被其他中 国人瞧不起
”

，

“

不想丢 中 国 人的脸
”

，

“

我们每天上班都准时 到 ， 甚至提前一点儿 ， 同 样都是在农业部工作 的 ，
还有

美 国 、 日 本 、 德 国等 国家的援助专家 ， 我们总不能 比 他们 的专家差 。 虽 然 嘴上

都不说 ， 但我们 心 里都有数 ，
不能让埃塞官 员挑 出 咱们 中 国 人的毛病 。

”
？

值得一提的是 ， 中 国援外农技专家组在非洲 工作期 间 ， 其成员 不允 许携

带家属随行 ， 并且在正 常情况下 ， 参加一年期 限项 目 的农技专家在服务 期 内

也不允许 回 国 探亲 。 如果是两年 以上援非项 目 如援埃塞农 技组 ， 农技专 家则

每 １ ２ 个 月 有一次 回 国探亲 的机会 ， 但假期 限 １ 个 月 ， 且放假期 间 停发援外工

作津贴 。 如果援 非农技 专家 在参加 项 目 工 作期 间 ， 有家 属需要 从 国 内 来 探

亲 ， 则 需要上报 国 家相关 部 门 审批 家属在非洲 探 亲 期 间 ， 与 农技组专 家

同 住一个屋檐下 也
“

十 分不方便
”

。 在这种情况 下 ， 大多数援非农 技专家 为

了排遣
“

乡 愁
”

、 疏解 长期离家 的寂 寞 感 ， 通常 只 能通过 电话 或其他 网 络视

频软件与家人联 系交 流 。

综上所述 ， 中 国 援非农技专家无论在工作还是在生 活层面 ， 都缺 少其他

国 家技术专家 的那种独立性和 个体化 的特 征 ， 尽 管其有个 体 的行动 空 间 ， 但

更多是为 了表征 中 国 农业技术和文化层 面 ， 而不是 为个体 创造利 益诉求 ， 因

而在实 际上他们也无法成为英 国 、 美 国 等传统援助 国 家 同 行那种 意 义上 的 代

理人 。 中 国 援非农技专家作为 个体 ， 在现实 中 被 国 家所 吸 纳 ， 成 为 国 家 的 使

者 ， 是 中 国 文化 的载体 。

四 、

“

国家代理人
”

： 中 国援非农技专家的 角色分析

作为 一个职业性群体 ， 技术专家在二战 后西方世界创造 的发展话语 体系

里发挥 了重要作用 。 在英语学界 ， 路易 斯和 莫斯对发展专家 的分 析极具 影响

力 。 他们指 出 ， 西方 援助 世界 中 的 技术专 家 除 了 呈 现 出 高 度技 术化 的 特 点

（Ｄ 笔者 ２ ０ １ ４ 年 １ １ 月 对 中 国援助埃 塞俄 比亚农技组 李专家 的访谈 。

② 这是 一个比 较复杂 的 程序 ， 没有上报 获批而私 自 前 往是不允许 的 。

１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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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卜 ， 还具有 职业化 、 去政治 化 和 个体化等显著 特征 。

？ 相 比 较而 言 ， 上述 分

析表 明 ， 中 国 援非农业技术专家作为 一种类 型 的发展专家 ， 则 呈 现 出 非 职业

化 、 高 度政 治化和 去个体化的 特点 。

作 为独立的个体 ，

“

专 家
”

在西方 世界 中 是 一种独立 的 职业 ， 专家个 体

进人和 退出 这个群体都具有更高 的 自 由 度 。 而 中 国 专家 的选拔 和产生是 以 国

家 的名 义 ， 对体制 内 的人进行选拔 和 管理 。 换句话说 ， 在 中 国 对外援 助 的 体

系 中 ， 非政府组织 、 双边或多边机构 的工作人员 以及独立 的 个体 ， 从根 本上

就不具有 申请参加援非农技专家派遣项 目 的资格 ， 这与 美 国 、 英 国 、 日 本等

传统援助 国 外援项 目 技术专家的职业化存 在根本性 的差异 。 由 此一来 ， 在 中

国 援非农技专家派遣项 目
一

系 列标准化 的选拔程序及相关 部 门 的 规训下 ， 来

自 全 国 各地不 同 部 门 和单位的 技术人员 被生产 和再生产 为 特定的
“

专家
”

群

体 ， 最终使 其不仅 仅是一种 技 术符号 ， 而且更 重要 的 是 ， 成 为 一种 政治 符

号 。 正如西方 的发展援助 在实践层面处处体 现其 自 身 的政 治 逻辑 ， 中 国 的 援

助也体现 了其 国 内 的政治 、 社会和 文化逻 辑 。 正 如一些学 者所指 出 的 ， 中 国

的对外援助实 际 上是 中 国 国 内 发展 方式在海外 的 延伸 ，

？ 这一点在援非农 技

专家项 目 中 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

西方专家 由 于 国 家的历史原 因 （宗教 、 殖 民 和文 化等 ） 及其对异文化 的

了解 ， 在专家职业化 的道路上个体 的选 择性较大 、 个体化 明 显 ， 他们通 过翻

译 的过程改变 了援助 的轨迹 ， 结果 是通过个体的 行动 形成 了 由援 助者 被援

助者 掮客 三者所构成 的结构性 的援助 体系 。 他们在工作过程 中 通过建 构一

套发展 的话 语 、 知识 体 系 和 制 度基础 ， 使得 在工 作 中 解决 问 题变 成
“

纯 粹

的
”

技术 问题 ， 而达 到弗格森所指 出 的 去政 治化 效果 。

？
而 中 国 专家在非 洲

的工作过程 中 无时不 凸显其政治性 ， 相反却 弱化 了其技术 本身 。 由 于是 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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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体制 内 的技术员 转换为 援外专家 ， 其工作 目 标 主要是发 挥示范作用 ， 即 示

范 中 国 的农业技术与 中 国 文化 ， 甚 至有 时候 由 于专 家个体原 因 ，

“

宁 可不 做

事也不能做错事 ， 这样不会给 国 家丢脸
”

，

？ 结果他们在从事援外工作 的
一

两

年 时 间里并 未能发展 出 个性化的东西 。 而且 ， 国 家通过上述一 系列 的仪 式和

管理程序 ， 使得非职业化 的专家在遭遇异文化后更倾 向 于 依赖 国 家 ， 顺 应 国

家和 政府的 旨趣 、 完成 国 家的使命 ， 从而大大降低 了 与 政府 目 标产生 冲 突 或

去政治 化的 可能性 。 在
“

行政 吸纳 社会
”

（控制 、 替代 、 优先满 足强者 三种

主要方式 ） 的 中 国社会体制 下 ，

？ 中 国 援非农 技专家技术 服务 的 提供让位 于

政治 表现的需求 ， 由此而呈现 出
“

国 家代 理人
”

的特点 ， 这 与传统援 助 国 的

技术专家表 现 出 显著 的不 同 （表 ３ ）
。

表 －

３ 中国 援 非 农技专 家 与 传统援助 国 技术专 家 之 比 较

传统 援助 国发展 技术专家中 国 援非农技 专家

专 家身份 职业化 、 技术化非职业化 、 技术化

流动性 大 ， 在不 同 的 发 展机 构 间 进行
｜ｒａ ｎｈ甘 —

ｍＢ稳 定性ｍ
流动性小 ，

国 内某机 构的 固定 职员
职业 流动

政 治上相对独立 、 个体化 、 去政治化嵌入制 度 、 去个体化 、 高度政治化

全球 化 视 野 、 世 界 体 系 ， 非 洲 作 为—

视 野上／ ｕ＋地万实践 ， 非洲 国 家作为兄弟
他者

＾ 对贫 目 、

兄弟 、 互 助 、 互惠 ， 龄 看到 相似 性
人 口 进 ｆＴ援助

Ｋ胃
经纪人 、 翻译 者 ， 维护 项 目 的 存 在 和 中 国农业 技术 转 移 的 使 者 ， 传播 本 国

＾ Ｈ

＾Ｗ 文儲 价值观

长期 工 作 于 国 际发 展 领 域 ， 专 职 的 短期 、 非专 职的 国 际发展 领域 的 专 家 ，

工作 目 标
“

专 家
”

构 成 专 家 的 核 心 ， 争 取合 同 有 自 己 的 工作单位 ， 争 取表现 好 ，

“

为

的 连续性国家争光
”

获得荣誉

日 常生活 独居 ， 上 下班个体决 定 ， 相对 自 由集体居住 ， 上下班集 体用车

① 笔者 于 ２ ０ １ ４ 年 １ １ 月 对 中 国援 助埃塞俄 比亚农技 组 申 专家 的访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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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援非 农技 专 家 角 色 分 析

综上所述 ， 我 们透过 中 国 对非农业援助 专家派遣项 目 这一棱镜 ， 呈 现 了

中 国 援非农技专家不 同 于传统援助 国 技术 专家的
“

国 家代理人
”

特征 。 总结

全文 ， 我们 可 以得 出 以下结论 ： 对 于个体来讲 ， 中 国 援非农技专家派遣 项 目

虽 然 是临 时性 的 、 非 常规 的
一种特定 的组织形式 ， 是为 了特定 的 目 标 而设 定

的项 目 ， 但从 国 家层 面来讲 ， 它 突破 了科层 制 的层级性 和 区 域性安排 ， 在项

目 系 统实施 的过程中 ， 国 家治 理逐渐 确 定 了一种 新 的结 构形态 。

？ 在具有 连

续性 的德治体制 下 ，

？ 援外 专家 的选拔和 派遣过程 以及 日 常管理一直充满 了

浓厚 的道德 和政治 色彩 ， 其结果便是 ， 中 国 援非农技专家 虽远在异 乡 ， 但其

实践行动始终严格地受到 国 家制度 的影 响 ， 其政治 意识形态 与 国 家 高度 重合

并牢牢地捆 绑在一起 ， 从而将政治 话语强 烈 地嵌人其 以技术 为特征 的工 作实

践和 话语之 中 ， 这与传统援助 国 的技术专家通过建构一套 发展话语 、 知识 体

系和 制 度基础 ， 将其在工作 中 解决 问题变成 了 去政 治化后
“

纯粹 的
”

技 术 问

题 ， 存在着根本上的差异 。

在 中 国 援非农技专家派遣项 目 中 ， 通过从宏观到 微观 的项 目 管理过程 和

纪律 、 组织 的形式 ， 国 家降低 了农技专家在非洲 工作实践 中 个体化 因 素 的 影

响和 发展 ， 最终其 行动 更 加倾 向 于 顺 从 国 家 和 政府 的利 益及 完 成 国 家 的 使

命 。 在高度政治 化的 、

“

行政 吸 纳 社会
”

的 国 家 体制 的作 用 下 ， 中 国 援非 农

技专家作为 个体 与 国 家 的 关 系 不仅 没 有分 离 、 反而 是相 互融合 的 。 除此 以

夕 卜 ， 由 于在异文化中 对 国 家 （部 门 ） 的高 度依赖 ， 非职业化 的 中 国 农技 专家

在完 成短期 的项 目任务后 ， 无法发展 出 专 家主 义 ， 演变 为 技术官僚 ， 其 非职

业化 的身份 降低 了他们 自 我 选择 的 冲动 和 可 能 ， 而不得不在项 目 结束 时 如 期

退 出
“

农技专 家
”

的 队伍 和 身 份 ， 从 而他们 终究也 无法 像西方 发展 专家 那

样 ， 成为 职业化 、 高度个体化和去政治化意 义 上的代 理人 。

中 国 农技专家作为 发展工作者 ， 其 自 身 的角 色认 知 、 行 动及 动力 都 不 同

于美 国 、 英 国 等传统援助 国 的 技术专家 ， 这从根本上源 于 中 国 与这些 国 家之

间存在 的不 同 文化 、 援助 体系 以及对发展和 援 助 理解 的差 异 。 这些 国 家 的 专

？渠敬 东 ： 《项 目 制 ：

一种新 的 国 家治 理体制 》 ， 《 中 国 社会科学 》 ，
２ ０ １ ２ 年第 ５ 期 。

② 周 飞舟 ： 《锦标赛体 制 》 ， 《 中 国 社会 科学 》 ，
２ ０ ０ ９ 年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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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所接受的 教育不乏全球战 略 与框架 维度 ， 带有西方文化 所谓
“

进步
”

的 理

念 ， 到 非洲 工作具有 某种
“

传教士
”

的意 义 ， 而 中 国 专家 则 没 有这 种情怀 。

中 国 农技专家是在兴奋 、 期待和疑虑 的状态下进人非洲 大陆 的 ， 对 于非 洲 的

了解也多始 于他们 出 发前 的培训 。 对 于这些来 自 各县 、 市 的 中 国 农技专 家来

说 ， 他们 没 有英 、 美等 国 专家 那种从 发达 国 家 到 欠 发达 国 家 的 优越 感 ， 相

反 ， 他们有着更多 的
“

同 乡
”

的 感觉 ， 与 其他 国 家 的专 家看 到 非 洲 国 家 的

“

地方性
”

相 比 ， 中 国 农 技专家更多 地看到 中 国 与 非 洲 国 家之 间 在文化上 的

相似性 。

？ 换 言之 ， 具有 中 国 特色 的家 国 关系 、 个人与 集体 等社会关系 的 逻

辑 ， 也进一 步直接影 响到 中 国 援非农技专家在非洲受援 国 的 实践过程 。

五 、 结语

超越 中 国派遣援非农技专家项 目 来看 ， 中 国 在非洲 农业发展 中 的角 色 与

作用 一直是 国 际社会热烈 讨论和有争议 的话题 ， 尽管 中 国
一直有着 完全 不 同

于传统援助 国 的援 助 历史 和 行 动 框架 ， 然 而 直到 近期我 们才关 注 到 这种 差

异 。

＠ 其实早在 ２ ０ 世纪 ６ ０ 年代 ， 周 恩来总理就 曾 指 出 ，

“

我 国 的 对外援助 更

多 的是 中 国 传统 的思想
”

， 即
“

以天下 为 己 任
”

。 这体现 了 中 国 自 古 以来 就存

在 的
一种 以 我 为 主 、 非结 构性 的天下 观 。

？ 尤其是新 世纪 以来 ， 中 国 开始 进

人重新把握这个世界 的新时代 ， 中 国 与 发达 国 家 、 发展 中 国 家正在建构 完 全

新 型 的 国 际关系 。 而 我们所宣 示 的
“

建设和 谐世界
”

、

“

人类命 运共 同 体
”

等

理念 ， 即反 映 了 当今 中 国 世界观的全球视角 ， 表达 了 中 国 与 外部 世界之 关系

的文化逻辑 。

？李小 云 ： 《 中 国援非 的 历史经验 与微 观实践 》 ， 《 文化纵横 》 ，
２ ０ １ ７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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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援非 农技 专 家 角 色 分 析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 中 国 对非援助 与 传统援助 从形式 到 内 容上存 在

的本质差别 。

？ 不容忽 视 的是 ， 西 方人类 学者针对 非西 方社会 文化 的 讨论 ，

其所在 的文化 、 社会 、 政治 、
经济背景对 他们 的 思维 、 辨证 、 引 据各方 面都

起着关键性 的作用 。 作为 纯粹 的个人 ， 他们不可 能从个人 的 兴趣出 发对
“

非

西方
”

进行评论 ， 他们 只能作为西方文化 的代理人来
“

认识非西方
”

，

？ 这就

在很大程度上 限制 了他们对于 中 国 对非援助 的形式 、 活 动 内 容及 内 涵等 作 出

客观 的理解 。 因此 ， 对 中 国 的认识 、 对 中 国 对非援助 （包括派遣农技专 家项

目 等 ） 的理解 ， 必须从 中 国 特殊的历史 、 文化 和社会视角 加 以审视 ， 发 出 中

国 学者 的声音 。 这就要求我 们 ， 作为 中 国 的社会科学家 ， 亟 需 意识 到 中 国 在

全球发展 中 的角 色 和作用 正在发生变化 ， 需要我 们从 长期 作为
“

客体
”

、

“

对

象
”

以及西方社会科学 的
“

助 手
”

身份 ，

？ 逐 步进人
“

主体
”

的 位置来看 待

中 国 自 身 的发展和 整个世界 ， 需要从 内 部重新审视 中 国 自 身 的社会变迁 及其

向 外延伸 的过程 。 作 为 中 国 对非农业援助 体 系 的重要 内 容 之一 ， 农技专 家组

派遣项 目 仍将继续 。 基 于我 们 目 前 的研究发 现 ， 未 来如 何提 高援非农技 专家

的政治 经济待遇 、 如何实现农 技专家 的职业化及专家派遣 的 连续性 、 如 何进

一步加强农技专家在促进 中 国 农 业技术在非洲 的 经验分享 和 转移 中 的 作用 ，

以及提高非洲 国 家农业生产能 力 、 改善 当地农 户生计等重 要议题 ， 都值 得我

们进行更加全面而深人 的探讨和研究 。

（ 责 任 编 辑 ： 吴 文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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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王铭 铭 ： 《想象 的异 邦 社会与文化人 类学散论 》 ， 上 海人民 出版社 ，
１即 ８ 年 ， 第 １ ７ 页 。

③ 李小 云 ： 《亚投行是 中 国把握 西方的 历史性尝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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