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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发展援助体系 的演变与发展
＃

唐丽霞 李小云

［ 内容提要 ］ 国 际发展援助体 系 在过去 ６０ 多年 里发 生 了 显著变化 ，
援助 主体从

最初 美 国独大到如今 多元主体共 同 参与 ，
受援助 国 从战后 欧洲 国 家扩展到 发展

中 国 家 ， 国 际发展治理 结构从
“

发达一不 发达
”

二元对立 到 南 南合作 ，

一些 传统

的 受援助大 国成为新兴援助体 ， 国 际发展援助 目 标从经济增长转向社会发展 ，
国

际发展话语权由 西 方主导逐渐 变成 南北共 同 商议等 。 本文从援助主体 、援助 客

体 、援助 目 标和领域等方面发生 的变化深入讨论 了 国 际发展援助体 系 的 这些 变

化过程以 及产 生的 影响 。

［ 关键词 ］ 国 际发展援助 多 元主体 受援客体 有条件援助 合作

现代国际发展援助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在过去 ６０ 多年的时间里 ，
国际发展援助体

大战末期 。 】 ９４４ 年 ， 为 了摆脱大萧条给世系发生了显著 的变化 ，从早期美 国 的
一枝

界经济带来的破坏 ，在美国 的主导下 ，来 自独秀到现在多 中心 的全球化格局 日 益 明

４４ 个国家的 ７ ３０ 名代表在美 国 的布雷顿显
，发展援助的 主体 、 客体 、 目 标和领域都

森林镇召开 了联合 国金融和财政大会 （ 又在不断地变化和调整 ，对全球发展产生 了

称布雷顿森林大会 ）
， 大会决 定建立 国 际深远 的影响 。

货 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 ， 并且明确 了世

界银行作为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贷款机构
一

、国际发展援助的援助主体 ：

的职能 ， 国际发展援助的制度框架和运行从美国独大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机制基本形成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 国

援助欧洲 的马歇尔计划正式拉开了国际发国 际发展援助虽然最早起源于英国等

展援助的序幕 ，
此后

，
国际发展援助成为和国家在殖民地实行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

投资 、贸易并驾齐驱的 国际合作方式之
一

。 援助 ，但 目前国际社会都将 １ ９４７ 年美国为

＊ 本 文得 到 了２０ １ ３ 年北 京市 高 等 学校
“

青年 英 才计划
”

的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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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欧洲大陆重建和发展实施的马歇尔计变成西方发达 国 家共同主导的体系 ，发展

划作为 国际发展援助正式开始的标志 。 从援助委员会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构建国际发

１ ９４８ 年到 １ ９５ １ 年底 ， 美 国 向欧洲提供了展援助话语体系 的重要平 台 。

１ ３ １ ． ５ 亿美元 的援助 ，
其 中 ８ ８％ 是无偿赠从 １ ９７０ 年开始 ， 以科威特和沙特阿拉

款 ，在援助最多的年份 ，美国将其国民收入伯为代表的石油输 出 国 开始提供对外援

的 ２％

—

３％ 援助欧洲 ，这
一

比例远远高 于助 。 １ ９８０ 年 ， 中东地区石油输 出 国提供的

后来联合国提出 的 ０． ７％ 的标准 。 为了 和官方发展援助总额达到 ９４ ．
７ 亿美元 。 在

美国争夺势力范 围 ，
以 及体现各 自 阵营政１ ９７５

一

１ ９ ８６ 年间 ，其所提供的官方发展援

治体制和意识形态 的优越性 ， 当时的苏联助总额达 到 ２３ １ 亿美元 ，

？
但主要对象都

也开始 了对社会主义阵 营 国家 的大力援是周边国家和穆斯林 国家 ， 影响程度十分

助 ，并希望通过对新独立 国家的援助 ，巩固有限 。

＠
与此 同时 ，

一些发展中 国家也开始

和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 ， 到 Ｉ ９６０提供
一些小额的 国际援助 ， 以巩固其在区

年 ，苏联和包括中国在内 的 １ ８ 个国家签订域的大 国地位 ，如南非 、 印 度 、 尼 日 利亚和

了经济合作 协 定 ，
每年对 外援助 额度为巴西 。

？
但是 ， 由 于这些 国家援助规模甚

４ ．５ 亿美元 。

０
与此 同 时 ， 美 国开始把援助小 ， 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 的影响甚微 。

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前线国家 ，如长期以来 ，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 中 ，
以

希腊 、
土耳其 、南越和南韩 ，对外援助成为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国际双边发展援助

美苏两大阵营相互抗衡的重要工具 和多边援助的主要资金供给国 ， 长期主导

进入 １ ９６０ 年代 ，在美国马歇尔计划支着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和框架 ，
而发展中国

持下迅速发展的欧洲国家开始提供对外发家则长期处于接受援助的被动地位 ， 这种

展援助 ，从 Ｉ ９ ６０ 年到 １ ９８０ 年 ，先后有比利情况
一

直持续到本世纪初期 。 并且随着
一

时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英国等 １ ７ 个些新兴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提供发

欧洲国家成为援助国 ， 在马歇尔计划时期展援助的规模不断增加 ，尤其是金砖五国 。

行使有效管理职能和利用马歇尔援助计划中 国的对外援助规模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５ ．５４ 亿

援助资金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
ＯＥＥＣ ） 完美元上升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１ ９ ．４７ 亿美元 ，增长

成了历史使命 ，在美国的倡议下 ，政府间 国了近 ４ 倍 ；俄罗斯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１ 亿美元上

际经济合作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升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７ ．８５ 亿美元 ，

巴西从 ２〇０５

（
ＯＥＣＤ

，
简称

“

经合组织
”

） 取代了欧洲经年的 １ ＿ ５８ 亿美元上升到 ２００９ 年 的 ３ ．６２

济合作组织 。 Ｉ ９６０ 年 ， 经合组织成立 了发亿美元 。
２００９ 年 ，这五个国家 的发展援助

展援助委员会 （ ＤＡＣ ） ，
目前该组织已经拥总额为 ３６ ．

９ １ 亿美元 。

＠
虽然和发达 国 家

有包括欧盟在 内 的 ２９ 个成员 国 （ 机构 ） ，的援助规模相 比 ，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援助

构成了 国际发展援助的主体 。 发展援助委仍然非常少 ，但是 ，从国际发展援助主体的

员会界定发展援助的参量 ，规定援助转移变迁中可以看到 ，

一

方面 ，长期主导国 际发

的质量标准 ，确立报告和监督发展援助 的展事务的西方国家由于经济实力的下 降以

指导方针 ，整理归并成员 国的相关数据 ，是及西方发展方式在发展 中 国 家遭遇 的挑

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主要信息统计和政策战 ，使其对国际发展事务的控制 力 开始减

协调机构 。

３
至此 ，

国际发展援助 已逐步演弱 ； 另
一

方面 ，新兴国家的崛起和不同发展

—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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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成功实践 ，
特别是 中 国持续经济增展 中国家 ，尤其大量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 ，

长和大规模减贫所创造的发展中 国家实现都成为联合国成员 国 ，
并开始发 出 自 己 的

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
“

奇迹
”

， 以及金砖声音 ，这使得联合 国成为发展 中 国家争取

国家的兴起 ，尤其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各 自权益的一个重要平台 。
１ ９６ １ 年 ，联合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构想 的提 出 和实国大会通过 了 第
一

个发展 的十 年 战略 ，

施 ，将会深刻地改变国际发展合作的格局 。〗 ９７０ 年又通过了第二个发展 的十年战略 ，

援助主体的增加直接导致了不同主体要求各发达国家使其对外援助额度增加到

之间角 力场的变化 ，

１ ９５０ 年代是美苏的阵国 民生产总值 的 ０． ７％ 以上 。
１ ９６０ 年 ，世

营之争 ，美国极力 向欧洲国 家和发展 中 国界银行成立了 以提供优惠和灵活贷款 、促

家提供大规模国际发展援助 ， 是为 了 限制进发展中 国家经济发展为主要 目标的 国际

以苏联为首 的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大 ， 确保开发协会 （
ＩＤＡ

）
， 并加强 了 国 际金融公司

原材料的 获得 ，并保持在全球投资和 贸 易（
Ｉ ＦＣ ） 的职能 ，

通过 向受援 国私人生产型

领域的领头地位 。

？

１％〇 年代 以来是地缘企业提供无须政府担保 的贷款或投资 ， 鼓

政治之争 ，
地缘政治 因素对援助资金流向励国际私人资本 向发展 中 国 家流动 ， 尤其

的影响力 日 益凸现 。 美国将援助重点转到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生产提供优

了拉丁美洲 ， 与拉丁美洲 国家一道建立了惠贷款 。
１ ９６５ 年 ，联合国成立了 开发计划

“

进步 同 盟
”

， 在拉丁美洲 推广
“

土 地改署 （
ＵＮＤＰ

） ， 专 门从事发展援助事 宜 。 这

革
”

，通过经济援助和促进社会改革抵消
一

时期 ，泛美开发银行 （ ＩＤＢ
） 、非洲开发银

国 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拉丁美洲行 （
ＡＤＢ

）
和亚洲开发银行 （

ＡＤＢ
） 等地 区

的影响 ；

？
石油输 出 国 ， 尤其是科威特 ，

将性开发银行相继成立 ， 成为所在 区域 内发

援助的重点 放在 了 中 东地 区 和穆 斯林国展资金的重要提供者 。 以联合国和世界银

家
；
战后快速发展起来的欧洲援助 国则秉行为代表的 国际多边发展援助机构的援助

承对原殖民地援助的 传统 ， 继续为其提供规模 ， 相对于 １％〇 年代之前均有数十倍的

大量援助 ； 印度则将绝大部分援助放到 了增加 ，尽管总量依然大大低于双边国 际发

南亚周边国家 。展援助 ，但 到 １ ９ ７０ 年 中期 ，
国际多边发展

布雷顿森林体系 （ 世界银行集 团 ） 和援助机构提供的援助金额已经 占到 国 际发

联合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相继成展援助总额的 ３０％ 以上 ，在发展援助 中的

立
，并成为后来主导国 际发展援助的 主导作用 日 益增强 。

？
虽然从资金总量上来看 ，

力量 。 １ ９５ １ 年 ，联合国聘请
一批发展经济国际多边机构的援助规模还远远低于发达

学家撰写了题为 《 欠发达 国家经济发展 的国家 ，
但在国 际发展议程 的创新和 引 导方

措施》 的报告 ，该报告对发展 中 国 家的发面作用明显 ，
基本需求战略 、

以 良政为基础

展计划 、政府的作用 、投资规模以及受援助的结构调整计划 、 以减贫战略为核心 的重

情况等方面都做了 系统的论述 ， 直接指导债穷 国计划 以及当前国际社会正在合力为

了世界银行以及其他联合 国机构在后来逐之努力 的千年发展 目标等国际发展援助行

渐形成的发展议程 。
Ｉ９６０ 年代以后 ， 随着动纲领的提 出和实施都离不开国际多边发

发展中 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力量不断展机构的贡献 。

加强 ，联合 国的成员 不断增多 ，
几乎所有发除了官方援助格局发生 了显 著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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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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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卜 ，非政府机构和私人部门 在发展援助体援助 的对象很快就转向 了发展中 国家 。 杜

系 中 的作用也 日益突出 。 国际非政府机构鲁门在
“

第四点计划
”

中第
一

次用
“

欠发达

在发展援助 中 发挥作用最早可 以 追溯 到国家
”

来标记经济落后 国家 ，

？
将美国 的对

１ ９４０ 年代为战争难 民提供救济服务的乐外援助对象从欧洲扩展到亚洲 、非洲和拉

施会 （ Ｏｘｆａｍ ） 和关怀 国 际 （ Ｃａ 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丁美洲不发达地 区 。 到 １ ９５ １ 年底 ， 有 ３３

ｔ ｉｏｎａ ｌ ）
， 截止到 ２００９ 年 ，

全球共有 ２５ ０００个欠发达 国家受益于
“

第 四点计划
”

。 同

家国际非政府机构 ，其 中有 ４０００ 家在国 际时 ，持续 ４ 年的 以战后欧洲 国家为援助对

发展领域开展活动 ，

ＯＥＣＤ 的统计数据显象的马歇尔计划结束 ， 标志着 国际发展援

示
，

２００９ 年 ，
国 际非政府机构提供的 发展助体系正式将欠发达 国家作为援助对象 ，

援助资金总量达到了２２０ 亿美元 ，联合 国此后 ，在联合 国 的两个
“

发展 的十 年
”

中 ，

前任秘书长安南曾 用
“

先驱者
”

来高度评非常明确地提出 国际发展援助的对象是欠

价国际非政府机构 在发展援助领域 的作发达国家 。 这
一

时期 ，
虽然

“

欠发达国家
”

用 ，认为
“

它们可 以 通过 自 己 的工作使数的概念已经开始被广泛使用在 国际发展援

十亿贫困 人 口 脱离贫 困
”

。

？
此外 ， 私人部助体系 中 ，但含义和边界都比较模糊 ，并没

门在 国际发展领域的作用也越来越活跃 ，有严格的界定 。 随着国 际发展援助知识体

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和 比尔 ？ 盖茨基金会 ，系的发展 ，欠发达国家的定义越来越清晰 ，

尤其是比尔
？ 盖茨基金会在非洲大陆发起尤其是不同领域的 国际多边机构相继提出

的
“

绿色农业联盟
”

活动对于非洲农业发不同 的界定方法和各种欠发达 国家名单 ，

展的影响 日益显著 。从而可以 根据各个国家所处的不同发展状

官方发展援助主体的不断扩充 以及非况 ，提供不同层次的发展援助 。

官方发展援助的蓬勃兴起促进 了国际发展世界银行根据人均 ＧＤＰ 将全球经济

援助主体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性 ， 发展援助体分成低收人 国家 、下 中等收人国家 、上 中

成为全球国 际合作 的重要工具 ， 也成为全等收人国家和高收人 国家 ，
只有低收入 国

球不 同发展主体相互竞争的 重要领域 ， 各家才能获得世界银行下属 的国 际开发协会

种发展对话和论坛活动 日 益兴起 ， 为不 同（
ＩＤＡ

） 的无息贷款 （软贷款 ） ，而中高 收人

援助主体的参与提供 了平台 ， 为它们进入国家只能获得世界银行体系的混合贷款和

国际发展援助主体话语体系 提供了机会 。 硬贷款 。 世界银行每年的 ７ 月 １ 日会根据

但是不能否认 的是 ， 西方发达 国家和 以 西上
一

年的人均 ＧＤＰ 来对全球各经济体进

方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多边发展援助机构行分类 ， 从而确 定各经济体的贷款资格 。

在国际发展援助话语体系 中仍然占据着主联合国系统则根据人均 国 民收入 、
人类发

导地位 。展指数和经济脆弱程度等综合指标确定最

不发达国家 （
ＬｅｓｓＤｅｖ ｅ 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 ｔ ｒ
ｙ ，

ＬＤＣ
）

二
、国际发展援助的受援客体 ：名单 ，

联合 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
Ｅ Ｃ０Ｓ－

欠发达国家和有条件援助０Ｃ ）下属 的发展政策委员会每三年审定
一

次最不发达国家的名单 ，
目前全球共有 ４９

虽然现代国际发展援助起源于美国对个最不发达国家 ，它们可 以获得联合 国 系

欧洲 国家的战后恢复和重建 ， 但 国 际发展统的各项支持 。 例如 ，
联合国 系统的贸易

—

４９
—



国 外理论 动 态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７ 期

援助 和 ＷＴＯ 的贸易援助通常只有最不发军事政变或终止 民主化进程 、
人权问题等

达国家方能获取 ， 而最不发达 国家也会优情况 ，援助机构就会采取停止全部援助项

先获得全球其他发展援助机构 的 援 助 。目
、停止续签新的援助项 目

、停止部分援助

１９ ９６ 年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项 目 、
全面减少援助配给 四个不 同级别的

债务负担作为一项重要指标 ，在低收入 国援助制裁 。

？
国 际援助体系 除了对受援 国

家 中进
一

步识别重债穷 国 ，从而启动 了重的政治经济发展条件有这些具体的约 束

债穷 国计划 ， 为其提供债务减免援助 。 此外 ，

一些援助方案的实施还需要受援国 制

外 ，联合国粮农组织 、世界粮食计划署也都定特定的行动 战略 ， 并且该行动战略要得

根据各 国农业发展情况和粮食安全确定了到援助机构 的审查和评估 ，
通过之后方能

各 自 的援助国名单 。 这些多边援助机构对获得援助资金的 支持 。 以重债穷国减债计

全球欠发达国 家的划分也直接影响到了双划和多边减债动议为例 ，这两项最主要 的

边发展援助 的资金流向 ， 全球发展援助重减债计划要求受 援 国制 定减 贫战 略文件

点流 向这些 国家 ，
虽然这种流 向从总体上（

ＰＲＳＰ
） ， 由世界银行体系对该战略进行两

符合发展援助最初 的本意 ， 但是无论何种阶段的审查 ， 如果达到决策点 ，方可启动重

识别方法都将人均 ＧＤＰ 作为一 个前提指债穷国计划 ，达到完成点 ，可启 动多边减债

标 ，人均 ＧＤＰ 指标的总体性特点掩盖 了
一

动议 。 截止 ２０ １ ０ 年 ６ 月
， 总计有 ６７ 个 国

个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 。 有研究发现 ，家发布了 自 己 的减贫战略文件 ， 但只有 ３６

全球 ３／４ 的世界贫 困人 口
（ 大约 １ ０ 亿人 ）个国家达到 了决策点 ，

３２ 个 国 家达到 了完

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 ，尤其是人 口 密集的成点 。 由于各种 附加条件的提 出 ，发展 中

中等收入 国家 ， 如 中 国和印度 ，

０
而这些 国国家获得发展援助的成本越来越高 。 这种

家很多都不再是国际发展援助的重点 。有条件援助也受到了正在蓬勃兴起的以不

即便是在世界银行 、联合 国等 多边机附加条件和不干涉内政为主要特点的南南

构识别的低收入国家或最不发达 国家中的合作的挑战 。

发展中国家也不能 自 动获得发展援助的支

持
，从 １９ ８０ 年代初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三 、国际发展援助的 目标和领域 ：

划开始 ，援助条件已经成为国 际发展援助从经济增长到社会发展

的核心 ， 很多援助机构 出于不同 目标开始

实施有条件 的援助 ，

？
—

个 国家的 财政政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的巨大成功使得国

策 、贸易 自 由化 、公共企业私有化和农业私际发展援助体系将援助的基本 目 标定位于

有化等等成为世界银行提供政策性贷款援促进受援国 的经济增长 ， 其暗含的理论假

助条件考量 的重点 。

？
近年来 ，世界银行对设是 ：受援国只要实现了经济增长 ，其他发

受援国的援助条件开始有所变化 ， 贸易政展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 这
一

时期 ，
国 际援

策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公共部 门 的管理能助主要流 向制约受援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部

力 、公共财政管理 、公共开支和公共部门改门 ， 如支持受援 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支持

革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援助条件 。

？
此外 ，受进 口替代战略和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实施 ，

援国 的政治条件直接影响到援助机构对其等等 。 但是 ， 经过近 ２ ０ 年 的努力 ， 对于发

提供援助 ，
受援 国如果发 生

“

种族清洗
”

、 展中 国家提供的 国际援助并没有重现马歇

—

５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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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计划 的辉煌 ，发展 中 国家的 发展形势更１ ９７０ 年代 ， 国际发展援助在社会发展

加严峻 ： 经济增长 没有实现 ，失业 问题严方面的努力并没有扭转之前以经济增长为

重 ，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长期忽视农业部门目标的发展援助所引 发 的受援 国债务危

导致农业发展陷人危机 ，许多非洲 国家还机 。 进入 １ ９８０ 年代 ，发展中国 家面临 的发

在 １ ９７０ 年 出现 了粮食危机 。 此外 ，

１ ９６９展环境更为恶劣 ，

１ ９８２ 年墨西哥债务危机

年 ，世界银行对之前的国 际发展援助进行引发了大量受援 国的债务 问题 ， 国 际发展

了系统评估 ，提 出 了 《 皮尔森报告 》 ， 在肯援助开始从关注贫困问题转向解决债务危

定了之前国际发展援助的努力 的同时 ，
也机 。 同期 ，美国 总统里根和英 国首相撒切

客观地提出 了存在的许多 问题 ， 尤其是 由尔夫人都是
“

新 自 由 主义经济
”

的拥泵 ，倡

于发展 中 国 家与发达 国 家之 间的差距扩导
“

华盛顿共识
”

，
要求受援国进行经济私

大 ，使 得发展 中 国家 的 减贫成效甚微 ， 同有化改革以及政治上的 民主化和
“

良治
”

，

时 ，石油危机和对越战争的失败也引 发 了并以此为援助发展中 国家的条件 ，尤其是

西方发达国家对美国发展模式的疑问 。 在世界银行开始实施结构调整计划 。 这
一

时

此背景下 ， 出现了倡导
“

全球相互依赖
”

的期 ，
国际发展援助

一

方面将重点重新转 向

思潮 ，拉丁美洲学者进而提出 了
“

基本需推动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增长 ， 另
一方面在

求战略
”

。发展领域继续进行多种尝试 ，推行了可持
“

基本需求 战略
”

的 提 出受到美 国 的续发展和 自 下而上的参与式发展等后来
一

追捧 ，该战略
一

方面满足了西方国 内 民权直主导 国际发展援助的理念。

主义者的主张 ，
可以 争取公众 支持增加对１ ９９０ 年代 ， 由美国和英国等西方 国 家

外援助预算 ， 另一方面又能在道德层面掩主导 、 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发展中 国家推

饰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 国际发展援助维护行 的以私有化和 良政为条件的援助 ，不仅

其政治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意 图 。 １ ９７３ 年 ，没有促进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债务负

美国对外援助开始采用基本需求框架 ， 并担的缓解 ，反而导致了援助疲劳和援助依

逐步引 人人类发展和人权等思想 。
１ ９７６赖 ，发展 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更加严重 ，

世界

年 ， 国际劳工组织正式提 出
“

基本需求战银行不得不在 ２００４ 年宣布结构调整计划

略
”

方案 ，从而影响 了世界银行和其他 国失败 。 同时 ，随着发展 中 国家与发达 国 家

际发展机构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项 目 。 此之间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 ， 冷战结束后政

外 ， 随着越来越多新独立的发展 中 国家加治议题的降温 ， 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

人联合 国 ，联合 国在国 际发展框架 中的话进 ，
环境 、贫困等发展问题 已经突破了单个

语权开始加强 ， 越来越多关注发展 中国 家国家或地 区的范畴 ，成为全球面临 的共同

的发展问题 ， 尤其是在发展理念上开始 发挑战 。 联合国系统再次倡导将援助 的 目标

挥引 导 者的 作 用 ， 先后提 出环 境与发 展回归到发展问题上 。
１ ９９０ 年代 ， 联合 国组

（
１ ９７２ 年 ） 、饥饿与粮食 问题 （ １ ９ ７４ 年 ） 、人织召开 了

一

系 列的发展大会 ：
１ ９ ９２ 年召开

口增长 （
１ ９７４ 年 ） 、妇女发展 （

１ ９ ７５ 年 ） 、 就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 ，提出 了 可持续发展

业和基本需求 （

１ ９７６ 年 ） 、移 民问题 （

１ ９７６的理念 ；

１ ９ ９４ 年 召开世界人 口 与 发展大

年 ） 以及科技与发展 （
１９ ７９ 年 ） 等援助应该会

，
强调了 人人平等 的发展权 ；

１ ９９ ５ 年 召

关注的领域和 目标 。

？开了世界妇女 大会 ， 关注促进性别平等 ；

—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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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９６ 年组织召开了世界粮食峰会 ， 关注全减贫 ， 环境和气候变化等 。

球粮食安全问题 ；

１ ９９７ 年召开全球气候大

会 ，再次关注全球环境 问题 。 通过这些高四 、后 ２０ １５ 发展框架的讨论 ：

端峰会 ，
参加会议的 国际多边机构和 国家从各 自为阵到合作共谋

共同讨论应对全球共同 发展问题的协商机

制和行动计划 ，并为 国际发展援助各方在在 国际环境不断变化的条件下 ，
国 际

这些领域的联合行动提供 了行动框架 。发展援助呈现出合作理念和实践方式 日益

与此同 时 ，
西方发达 国家在 ＯＥＣＤ

—

多元化的演变和发展趋势 。 从援助主体上

ＤＡＣ 框架下也开始讨论国 际发展援助的来看 ， 国际发展援助从早期 的 美国
一

枝独

目标和领域 。
１ ９９４ 年 ，发展援助委员 会发秀到欧洲 国家后起直追 ， 再到多边 机构 引

布了
“

新全球形势下的发展伙伴
”

方案 ，该领以及如今多元主体共同参 与 ，
以 西方为

方案同意将减贫作为 国际发展合作 的主要主的发展意识形态 和实践框架 受到 了挑

目标 ， 同时将经济政策 、社会保障 、参与和战 。 国 际发展合作治理结构 中单 向 的
“

发

性别平等 、 良政 、
人权 、法制建设 、可持续的达一不发达之 间的援助

一

受援
”

二元关系

环境政策和防止冲突 作为 主要 的政策措演变成了
“

发达一新兴一不发达国 家之 间

施 。

？
１ ９９５ 年 ，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发展部长合作

”

的多元关系 。 在新的 国 际发展援助

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采纳了这
一方格局中 ，西方的权重在下降 ，新兴国家和发

案 ，并提 出考虑下
一

个世纪的发展 问 题 。 展中国家的权重在上升 。 相对于援助主体

１ ９９６ 年 ，发展援助委员会出 台 了 《重塑 ２ １的变化 ，受援国体系也在发生变化 ，早期接

世纪 》 的报告 ，提出 了
一

系列发展 目标 ， 成受美国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欧洲 国家早已成

为后来千年发展 目标的基础 。 １９９７ 年 ，联为援助的主要提供者 ，
巴西

、韩 国等新兴经

合国秘书长 、世界银行行长 、
国际货币基金济体 国家以及印度 、 中 国和南非等发展 中

组织总裁和经合组织秘书长共同发布了
一国家中的大国作为发展援助曾经的重要流

份题为 《所有人的美好世界》 的文件 ，该文人国也开始成为新兴援助体 ， 全球的发展

件构成了后来联合 国千年发展 目标 的基本援助越来越多地流向非洲和亚洲的最不发

框架 。 ２０００ 年 ，联合国组织召 开了千年首达国家 。 国际发展援助 的 目 标从促进经济

脑会议 ， 提 出 了
“

联合国千 年发展 目标
”

， 增长转 向促进社会发展 ，
国际援助 的优先

作为国际发展援助 中长期工作的行动指南领域和重点领域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和调

和 目 标 ， 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接受 了千整 。 但是 ， 值得注意的是 ，
虽然援助主体不

年发展 目标 ， 标志着联合国 和布雷顿森林断增加 ，受援 国名单不断调整 ， 援助 目标和

体系建立起了真正密 切的联 系 。 ２００２ 年领域不断变化 ，但 国际发展援助 的整体性

蒙特雷共识的形成则标志着西方发达 国家特点却更加 明显 ， 即从各 自 为阵走 向合作

从实践层面认 同 了千年发展 目标 ， 将其作共谋 。 西方发达 国家借助发展援助委员会

为发展援助 筹资和投入 的重要 目 标 。 至的平台努力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 中达成
一

此
，
全球在 国际发展 目 标和发展关系构建致和共识 ，

一

直都存在理念分歧 的联合 国

上达成 了共识 ， 发展援助越来 越
“

去政治系统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因 为千年发展 目

化
”

，越来越趋 同于全球公共价值体系 ， 如标达成一致 ， 长期被 国际发展援助体 系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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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南南合作近几年也因为金砖五国 的兴国等 国家的发展合作研究智库都纷纷开展

起而 日 益得到重视 ， 这一发展趋势充分反了
２０ １ ５ 年后发展框架的讨论和研究 ，形成

映在全球后 ２０ １ ５ 发展框架的讨论中 。了一系列技术性报告 。 作为全球发展合作

２０ １ ５ 年之前 ，
国际社会

一

方面仍然致领域新兴力量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没有形成

力于筹集发展资金 ， 推动千 年发展 目 标 的单独有效的行动机制 ， 但在联合 国主导的

进展 ， 另
一

方面也在不遗余力地构建新 的各项活 动 中都能 听到它们 的 声音 。 ２０ １ ３

发展框架来替代千年发展 目标 。 ２０ １０ 年 ９年 ３ 月
， 南非 德班金砖 国 家 峰会通过 的

月
，在联合国千年 目标峰会上 ，很多国家倡《德班宣言 》 也重 申将共 同致力于加快在

议启 动 ２０ １ ５ 年后发展议程 的讨论 。 联合２０ １ ５ 年 目标期限前实现千年发展 目标 ，强

国发展小组支持启动 了１ １ 个专题磋商并调 ２０ １ ５ 年后的发展议程应基于千年发展

在 ５０ 个国家展开讨论 。 随后 ， 联合 国秘书目标框架 ，继续关注消除贫困和人的发展 ，

长潘基文专门 成立 了联合 国 系统工作组 ，同时在考虑发展 中国家各 自 国情的条件下

以协调 ２ ０ １ ５ 年后发展议程 的准备工作 。 应对其他新挑战 。

？
从整个 ２０ １ ５ 年后发展

２０ １ ２ 年 ６ 月 ， 联合 国成立开放工作小组 ， 框架的讨论和行动 中不难看 出 ， 国 际社会

核心任务包括评估联合 国 系统 内部关于为制定新的国 际发展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形

２０ １ ５ 年后发展议程的各项努力 ， 向各利益成了前所未有 的合作共谋局面 ， 这也正是

相关者征求建议 ， 为 ２０ １ ５ 年后联合国发展当前 国际发展合作格局出现的新的趋势和

议程的磋商提供
一

个高瞻远瞩的愿景 。 该特点 。

工作组于 ２０ １ ２ 年 ６ 月 提交 了 阶段性报告更值得关注的是 ，
不同援 助主体之间

《实现我们共 同憧憬的未来 》 。

？
２〇 １ ２ 年 ７的合作正越来越多地体现为 日益兴起 的三

月
，联合 国成立名人小组 ，

开始准备 ２０ １ ５方合作 。 在发达国 家中 ，
日 本

一

直都非常

年后发展议程框架的相关报告 ， 该小组 ２７重视三方发展合作 ，先后和 １ ２ 个国家签署

人中有 １ ２ 人来 自发展 中国 家 ，

３ 位小组主了合作伙伴计划 ，共同在第三 国开展发展

席中有两位来 自 发展 中 国家 ， 发展 中 国家援助活动 ，包括新加坡 、泰国 、 巴西
、埃及 、

的声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反映 。 磋商范围突尼斯 、智利 、 巴西 、
阿根廷 、菲律宾 、摩洛

包括了发达国家 、几乎所有的发展中 国家 、 哥 、墨西哥 、印尼和约旦等 。 新兴援助 国在

国际发展机构 、 商界 、学界 、非政府组织及对外援助 中也更 多地强调三边合作 ，像阿

各种 民间 力量 ， 并设立 了
“

我想要 的世界根廷 、 巴西 、智利 、埃及 、印度 、
马来西亚 、韩

和我的世界
”

全球在线 反馈机制 。 名 人小国 、南非 、新加坡 、泰国 、突尼斯和土耳其等

组于 ２０
１ ３ 年 ５ 月 发布了 《新型全球合作关国都分别和其他发展援助国以及多边机构

系 ：
通过可持续发展 消除贫 困并推动经济进行合作 ，共同在第三国开展援助行动 ， 巴

转型》 的 报告 。 此外 ， 联合 国 还建立 了 可西已经与 日 本 、德 国 、美 国 、 意大利 、法 国 、

持续发展研究 网络 ，
开展 了

“
一百万个 声西班牙 、爱尔兰和澳大利亚等 ７ 个发达 国

音
”

等活 动 ， 以便在更广泛的 范 围 内讨论家建立了合作机制 和伙伴关系 ，共同在发

２０ １ ５ 年后发展框架 。 除了 联合 国 的行动展中国家开展联 合行动 。 印度 、
巴西和南

外 ，欧盟委员会 、 日本 国际协力机构等官方非三个新兴国家之间促进南南合作与交流

援助机构以及来 自 韩 国 、加拿大 、英国和美的三边合作机制 （
Ｉ ＢＳＡ ） ， 旨在建立新 的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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