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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

要战略合作伙伴，中尼两国都是发

展中国家而且已经建立了密切的

经贸合作关系。 今后，在扶贫领域

进行合作应是中尼合作的一个重

要方面。

一、尼日利亚的基本国情

尼日利亚位于西非东南部，
领 土 面 积 92.38 万 平 方 公 里，有

人 口 1.4 亿 （2006 年 的 统 计 数

字），占西非总人口的 47%。 尼日

利亚有 250 多个部族， 官方语言

为英语，主要民族语言有豪萨语、
约鲁巴语和伊博语。 居民主要信

奉伊斯兰教 （占 50%） 和基督教

（占 40%）。
尼日利亚是非洲古国。 早在

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比较发达的文

化。 16 世纪中叶英国入侵，1914
年沦为英国殖民地，称“尼日利亚

殖民地和保护国”。 1947 年英国

批准尼日利亚新宪法， 成立联邦

政府。 1954 年尼日利亚联邦取得

内部自治权。 1960 年 10 月 1 日

宣布独立，并成为英联邦成员国。
1963 年 10 月 1 日成立尼日利亚

联邦共和国。
尼日利亚原为农业国。 70 年

代起成为非洲最大的产油国，农

业日渐萎缩。 80 年代后，随着国

际市场油价下跌， 尼日利亚经济

陷入困境，由于人均 GDP 水平非

常低，1992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把 尼 日 利 亚 列 入 低 收 入 贫 困 国

家。 农业生产方式目前仍以小农

经济为主，粮食不能自给，每年仍

需大量进口。 根据尼日利亚的《国

家赋权与经济发展计划》，减少贫

困是国家和人民所面临的最大挑

战， 也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措施。

二、 尼日利亚的贫困状

况与减贫措施

（一）贫困发

生率

尼日利亚的

贫困线的界定如

下： 食品贫困线

每年每人 2.1743
万奈拉或每人每

日 60 奈拉；非食

品贫困线每人每

年 8385 奈 拉 或

每 人 每 日 23 奈

拉； 综合贫困线

每人每年 3.0128
万奈拉， 或每人

每日 83 奈拉。 按

照这种划分， 尼日利亚的相对贫

困发生率为 54.4%。 贫困发生率

在 1980-1985 年 之 间 是 上 升 的，
1985-1992 年 之 间 略 微 下 降 ，
1992-1996 年 又 有 所 上 升 ，
1996-2004 年之间又略微下降。

（二）政府的减贫政策措施

自 1999 年开始，尼日利亚联

邦政府逐渐注意到贫困问题的严

重性， 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应对贫

困，包括成立专门工作机构，通过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银行、 人民银

行、家庭经济进步计划、河流流域

管理局等机构开展减贫工作，但

是所有这些措施对改变贫困状况

对 中 尼 扶 贫 合 作 的 考 察 与 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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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贫困原因调查结果

发展与援助

45· ·



IEC, NO. 12, 2008

收效甚微。 在这种情况下，尼日利

亚政府于 2001 年 1 月专门制定

了面向全国的 《国家经济赋权与

发 展 计 划 》 （National Economic
Empowerment and Development
Programs），各州也据此拟定了自

己的相应的计划， 而在地方政府

和村一级的层面上， 也有类似的

计划。
对尼日利亚来说， 根据尼日

利亚《国家经济赋权与发展计划》
并借鉴中国甘肃省整村推进建设

的经验制定的 《整村推进发展计

划》 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全新的计

划。 2008-2011 年该计划的预算

为 2486.4 亿奈拉 （约合 20 亿美

元），这一期共覆盖 8288 个村，平

均每个村 2500 万奈拉。 该期项目

筹资计划的资金缺口将由发展伙

伴、私有企业、海外尼日利亚人、
关注该计划的尼日利亚人、 外国

政府、宗教组织、工会、媒体以及

其他组织通过赠款、 软贷款或通

过现金或实物捐赠等筹款解决。
尼日利亚在扶贫领域的上述

政策框架为实现世纪发展目标提

供了一个蓝图， 但能否实现取决

于诸多因素， 尤其是该国政府改

革的进程和治理的效率。

三、 中尼合作项目进展

情况与评价

中国对尼日利亚的双边援助

始于 2002 年。 为了促进尼日利亚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减少贫困，
中国政府向尼政府提供了力所能

及的援助。 中国对尼日利亚援助

规模约为每年 600-1000 万美元，
主要用于向尼日利亚提供抗疟药

品、防虫蚊帐、抗禽流感物资，为

尼日利亚培训人员， 为尼日利亚

的贫困地区打井供水， 兴建中尼

文化中心等。 为促进尼日利亚《粮

食安全特别计划》 的实施， 2003
年 3 月，我国政府、尼日利亚政府

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罗马签署

了 《中 尼 南 南 合 作 项 目 三 方 协

议》。 根据协议，中国政府在四年

时间内向尼日利亚分批选派水资

源管理、 作物可持续集约化生产

（包括农业、机械化、加工和营销）
以及多种经营（重点是畜牧、传统

渔业和水产养殖） 方面的专家 20
人、实地技术员 504 人，为尼日利

亚制定和开展 《粮食安全特别计

划》提供技术指导。 尼日利亚联邦

政 府 提 供 该 项 目 所 需 要 的 资 金

（包括中方人员的工资）。 该项目

是联合国粮农组织 《粮食安全特

别计划》 框架内已实施的南南合

作项目中规模最大的项目， 项目

一期工作已于 2007 年 3 月结束，
目前项目的二期工作正在展开。
我们在尼日利亚重点调查了当地

官员和民众对打井供水项目和南

南农业合作项目的反映和评价。
（一）打井供水项目

尼日利亚是一个水资源丰富

但饮用水供应不足的国家， 据尼

日 利 亚 水 资 源 部 公 布 的 数 字 ，
2003 年 底 全 国 只 有 60%的 人 口

基本生活用水得到保证。 长期以

来，该国供水设施不足且落后，加

之人口增长过快， 全国大部分地

区尤其是农村和小城镇， 生活及

生产用水均严重不足， 制约了当

地经济的发展， 人民基本的生活

条件得不到满足。 为了帮助尼日

利 亚 解 决 饮 用 水 供 应 不 足 的 困

难，2005 年 10 月 中 尼 两 国 政 府

正 式 签 订 援 尼 打 井 供 水 项 目 协

议， 该协议是我国政府在无偿援

助项下为尼日利亚首都区和其他

18 个州打井 598 眼， 通过我国商

务部组织招投标， 选定北京地矿

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承担项目

的实施。
在通往阿布贾机场的路上我

们 访 问 了 两 个 有 打 井 项 目 的 村

子， 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村民

的欢迎， 因为打井项目确实给当

地的百姓带来了切实的利益。 这

两个村原先没有卫生用水， 吃的

是附近河里的水， 但这条河地处

首都阿布贾的下游， 因此河水中

含有城市污水， 老百姓喝了河水

后，浑身出疹子，很容易生病。 中

国打井队在此打井之后， 居民才

吃上了卫生用水。 在调查的第一

个村，3000 多人吃一口井的水，另

外一个村 7000 多人吃两口井 的

水，村民每天排长队取水。 中国的

援 建 队 伍 为 他 们 解 决 了 吃 水 问

题，但水井还是太少，他们希望有

更多的井。 当地农民为了表达对

打井队的感激， 纷纷送山药给他

们。
在两个打井项目村有中方人

员 12 人，主要是技术人员，在打

井过程中主要招募当地人员做辅

助工作， 这样既为当地居民提供

了就业机会， 同时也为当地培训

了日常维护技术工人。
（二）南南农业合作项目

我们在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

馆商务处的帮助下找到了南南合

作农业技术专家组组长徐元方研

究员， 有机会对南南合作情况进

行比较详细的了解。
从各方面的反映来看，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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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当成功的项目。 特别是在

水稻高产示范、 中国小米种植示

范；实用工具和农机具制作、农业

机械的使用与维修、沼气池建设、
标准养蜂技术示范、 食品加工与

储存； 水产的鱼苗孵化、 饲料加

工、捕捞技术改进；畜牧的饲料改

进、家禽孵化、疾病检查和防疫；
以及水坝建设、饮水工程等方面，
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 此外，
在项目执行伊始， 联合国粮农组

织的出发点就是技术传播， 而且

它的前提条件是尽量传播少花钱

甚至不花钱的技术项目。 由于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 诸多承诺不能

兑现， 许多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

用自己有限的工资购买材料制作

器械或灌溉水车，进行技术传播。
（三）对中尼合作项目评价的

分析

从尼日利亚方面来看， 最高

层的总统以及部分了解中国情况

的高级政府官员了解并理解中国

的立场， 基层受益者和相关社区

工作人员最了解中国工作人员所

从 事 的 解 决 他 们 燃 眉 之 急 的 事

务， 因而对援助项目给予积极评

价， 然而中间层次的一些执行者

对合作项目褒贬不一。
少数界于高级决策层和基层

受益者之间的执行人员对合作项

目提出了批评。 因为中国提供的

援助项目是“BOT 交钥匙”项目，
处于中层的执行人员从中渔利的

机会很小， 这是某些官员更喜欢

西方国家资金支持的真正原因。
此外， 尼日利亚部门之间信息沟

通差， 致使不同部门对合作项目

的认识产生了分歧。
另外， 中国的对外援助项目

是通过国内招标进行的， 企业之

间的恶性竞争给中国的形象带来

了某些负面影响， 为此我们有必

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管制度。

四、 中尼扶贫合作的对

策建议

（一）政策思路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
在与非洲国家开展合作方面取得

了很大成绩， 但是仍有值得改进

和完善之处， 特别是在总的政策

思路上有必要进行审视与反思。
2006 年 4 月 26 日， 胡锦涛

主席在访问尼日利亚时指出：“非

洲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市场潜力，
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积累了有益

经验和实用技术， 中非互利合作

前景广阔。 中非扩大合作领域，促

进合作方式多样化， 实现优势互

补，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中国将

继续推动双方合作从贸易往来向

贸易、投资、技术、项目承包等多

领域并重的方向发展， 从政府间

合作向政府、企业、其他经济实体

共同参与的方向发展， 特别是要

增加能力建设、人力资源培训、科

技交流等智力合作项目， 积极发

展初级产品加工增值、 传统制造

业优化升级， 注重促进当地社会

发展和民生改善。 ”这里有两点非

常值得注意：第一，讲话中充分肯

定了“合作”的重要性；第二，突出

“互利合作”、“优势互补”。 但如何

在实践中真正贯彻这一指导思想

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温总理曾经强调 “要把好事

办好”，但好事办好并不容易。 例

如， 尼方提出的项目没有监测与

评价。 中国的项目给许多非洲人

的印象是建设质量良好， 但建完

后缺乏后续服务， 到底后续效果

如何， 出现的问题又是如何解决

的？始终没有答案。而在国际上的

通行做法是， 需要有一个专门的

机构负责项目发展， 在项目执行

过程中需要进行连续的项目监测

与影响评价， 在援助项目完成并

正式移交给受援方以后， 要对资

产监管 15 年。 又如，欧洲在提供

援助的时候保证至少 30%的费用

用于本国的人员就业， 主要用于

技术支持。 再譬如，欧盟对中国援

助的奶业项目不仅帮助中国发展

奶业， 而且把他们的奶业设备甚

至奶制品推销到中国。 日本在尼

日利亚打井， 打完井以后接下来

就是推销他们的钻井设备，修好路

以后就是卖汽车。而中国的整体思

路是什么呢？这方面的政策似乎还

缺乏整体的构建， 而国内中标赴

尼的公司也得不到相关的指导，
对这些问题需要进行一次整体的

梳理。
1.战略地位。 在非洲，尼日利

亚不是最发达的国家但确是人口

最多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进行扶

贫领域的合作， 战略意义十分重

要。 如果在尼日利亚的扶贫合作

取得成绩， 那么其效果会很快传

播到其他非洲国家， 并且带来良

好的社会效应。
2.战略时机。扶贫工作类似于

作战， 挑选优势地理位置能够取

得明显成效， 能够取得良好的示

范效果，介入的时间越晚，工作的

难度就越大。
3.战略地点。目前非洲开发银

行以及国际机构在尼日利亚的扶

贫发展项目主要集中在最贫困的

发展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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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如 Zamfare 州。 我们考虑，
在选择地点上宜在贫困的州并兼

顾资源与发展潜力。
（二）扶贫合作方向的选择

在尼期间， 我们对受访者进

行了中非合作优先领域的问卷调

查， 优先农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

设是当地人员较为一致的看法，
对有利于小农发展的技术支持一

项得到普遍的认可， 这说明尼日

利亚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迫

切需要农业技术等方面的援助，
以提高生产力水平， 改变贫困面

貌；而对国际社会比较注重的“改

善治理”和“保护环境”等内容，认

可度稍差。
实际上， 扶贫不是单一的领

域，应当与现有的领域相结合。 以

下是所列出的一些研究人员认为

需要优先考虑的领域。 这些领域

有助于实现世纪发展目标， 有助

于建立长期示范效应。
1.基础设施领域。 目前，我国

正在开展帮助尼日利亚解决供应

卫生用水的项目， 但目标过于分

散，598 口井遍布全国， 难以发挥

集中效益。 今后应当在战略地区

进行集中建设。 水利是发展农业

的重要保障， 尼日利亚的降水分

布不均，但雨量充沛，很多地方适

合修建水库， 水库与配套灌溉设

施的建设是一项战略选择， 条件

适合的地方可以进行水利发电，
以解决用电问题。 在道路建设上，
中国公司已经在尼日利亚修建了

许多公路， 我们可以考虑选择一

些适合的地段建设道路， 尤其是

通往市场的道路可以作为优先选

择的项目。
2.农业领域。可结合南南合作

的成功经验， 按照尼方提出的领

域，如养鱼、养蚕、种蘑菇、竹业生

产、发展沼气等开展合作。
3.政府能力建设。包括人员的

培训与设备的配备。
4. 选派基层医疗人员到中国

培训。
不管选择哪个领域， 应当坚

持一个原则， 即从社会营销学的

角度出发从事援助工作， 选取最

贫困地区进行建设， 同时也要考

虑到官方的心态和他们的需求，
因 为 他 们 中 的 许 多 人 也 并 不 富

裕，甚至本身也是扶贫的对象。
（三）扶贫合作方式

尼日利亚已经为国外资金参

与扶贫搭建了一个平台， 而最好

的合作方式正如尼日利亚政府官

员所建议的那样， 我们可以有自

己的援助特色， 但我们应该与他

们的政策周期同步。 尼日利亚每

三年制定一个发展计划， 我们可

以参与到他们的发展计划中，这

样有助于集中资源， 形成发展合

力， 同时我们也可以获得发表意

见的正规渠道。 在这个框架下，中

方可以考虑提供项目管理费，把

费用放在明处也有利于调动政府

官员的积极性。
可 考 虑 像 非 洲 发 展 银 行 那

样，建立相关监测制度，每个季度

开展一次监测检查。当然我们可以

拿出部分资金参与尼日利亚国家

计委的项目，应该允许按照自己的

资金管理权限进行援助，但不宜把

所有的资金全部交给尼方管理，以

防止资金被挪作他用，这要根据所

选的扶贫地点或长期目标进行调

整。 例如，先拿出 20%的资金参与

计委计划，待发展效果和拨款渠道

落实以后，逐渐加大资金参与的力

度。 除了这些资金参与以外，农业

项目的参与应该尽量利用南南合

作的中方技术人员，为这些工作人

员提供一定的工作经费， 因为他

们熟悉当地情况， 可以对今后合

作项目的实施发挥积极作用。
（四）体制与机制

建立起有利于开展国际间扶

贫合作的管理体制和有效的运行

机 制 是 进 行 扶 贫 合 作 的 重 要 保

证。 为此建议：
1.建立开展国际合作的机构。

目前，中国的援助项目是通过中国

驻尼日利亚大使馆执行，在受援国

没有设立专门的发展机构，这对于

项目的执行非常不利。 借鉴国外

的成功经验，（例如， 澳大利亚有

AusAid, 德 国 有 GTZ， 英 国 有

DFID）， 在扶贫合作达到一定规

模的情况下， 可考虑在对方国家

建立一个类似的发展合作机构，
以利于对项目的执行进行管理、
协调和跟踪监测。 同时，在国内也

要有一个设在政府机构内部的常设

的主管实体，负责管理和协调工作。
条件成熟时，可借鉴国外经验，通过

整合分散在有关部委的相关机构和

职能，成立中国国际合作署，负责执

行多边、双边合作项目。
2.建立中国发展与合作基金。

其资金来源可以集中国内用于发

展与合作的零散资金， 吸收民间

资金，吸纳外来资金，主要用于支

持各种跨区域的多国合作项目，
重点领域是扶贫、环保、能源和防

治艾滋病等。
3.启动中国海外志愿者项目。

招聘懂外语、 懂技术的中国人员

到海外工作， 帮助开展扶贫合作

Development and 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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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苏 之 路 的 开 始 ？

在美国金融发展史最混 乱、 最 迷

茫的这个时期，有一点非常清楚：信贷

市场的瓦解已经把经济推向了崩溃的

边缘， 而决策者正想方设法挽救这一

局面。 当投资者开始从目前仍是避风

港的货币市场基金中逃离出来， 转向

回报率只有 0.04%的国库券时，情况已

经显而易见， 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心

正在瓦解。 政府为阻止倒闭机构拖累

整个金融体系而出台的特别措施并未

奏效。 目前， 在类似于大萧条的环境

下，华府出台了总价值为 7000 亿美 元

的计划，重整市场、挽救经济。
不管这项计划是否通过， 当 下 的

坏消息是经济仍然一团糟， 而且近期

内经济发展的颓势愈发强烈了。 由于

投资者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并且远离风

险资产， 因此信贷条件将变得更加苛

刻。 银行在同业拆借的问题上犹豫不

决，公司甚至是 AAA 级的公司在筹集

资金方面也面临着新的难题。 担忧情

绪 和 不 确 定 因 素 将 进 一 步 打 击 信 心 、
抑制消费。 公司将冻结资本项目和招

聘计划， 因此劳动力市场肯定会更加

不景气。 近三个月来，家庭财富不断缩

水，今后还将进一步萎缩。 与此同时，
一些原本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外国经

济体也开始出现衰退。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 通 过 减 少 金

融系统崩溃的风险， 政府的大规模救

助措施应该能够重振信心， 美国经济

至少能够在明年晚些时候， 而不是两

三年后走上缓慢复苏的轨道。 大规模

的救助解决了经济的核心问题： 住房

市 场 衰 退 启 动 了 破 坏 性 的 经 济 周 期 。
这个周期首先从住房价格暴跌和拖欠

抵押贷款的环节开始。 此举破坏了与

抵押贷款有关的证券的流动性， 并且

促使银行严格对购房者和其他贷款者

的信贷条件。 反过来，信贷危机进一步

遏制住房需求， 从而压低房价并且像

癌症扩散一样，传染更多的证券。
这项计划的目的是 阻 止 这 个 周 期

的运转。 购买廉价的抵押贷款和其他

丧失流动性的证券将改善银行的资产

负债表，从而放宽借贷条件。 此外，鉴

于房利美和房地美准备大规模购入优

质抵押贷款，抵押贷款的评级的降幅应

该会有所缓解。 到明年，所有这些举措

将有利于扩大住房需求、提高房价。
与此同时，投资者正密切关注这次

紧急救助的潜在成本，尤其是它对联邦

预算的影响以及即将大规模发行的新

国库券所造成的后果。 经济疲软以及

接管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
再加上向美联储提供额外资金，已经使

财 政 部 2009 财 年 的 预 算 赤 字 达 到 近

7000 亿美元。 现在又必须花 7000 亿美

元购买不良资产。
人们的一个担忧是，持有近一半美

国国库券的外国人将停止提供新的资

金。 这股担忧情绪使美元最近的升值

趋势突然发生逆转。 不过，国债仍然具

有吸引力，尤其是在通货膨胀的预期不

断扩大的前提下，而且紧急救助计划给

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最终将有利于美

元升值。
还有一种担心是，这种大规模的政

府贷款会排挤私人投资并且提高利率。
不过这种观点似乎还站不住脚。 由于

人们预计经济会缓慢复苏，因此私营领

域的信贷需求不可能很快出现大幅增

长，而且愈加节俭的消费者很可能会增

加个人储蓄比例。
切记，从已经承诺的投资金额以及

可能投资的金额来看，这次救助的成本

相 当 巨 大 ， 它 接 近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

7%。 不过，重要的是：不采取救助措施

的成本，以及因此失去的产出、工作岗

位、收入和利润将会大得多。 （王 虎）
（原文刊登在本刊 2008 年第 10 期

上。 ）

和支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

设。
4. 建立中国国际扶贫合作信

息中心。 改变过去自我封闭、浪费

信息的局面。
（五）加强国际联系与合作

扶贫无国界， 消除贫困是人

类 面 临 的 最 严 峻 的 挑 战 之 一 ，
1992 年第 47 届联合国大会确定

每年 10 月 17 日为 “国际消除贫

困日”，2000 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

议明确提出以消除贫困为核心内

容的人类发展目标。 目前，世界上

有不少国家在开展对第三世界贫

困国家的扶贫工作。 因此，在扶贫

领域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甚

为必要且具有紧迫性。 目前可以

主要依托国家各部委的相关机构

和 2005 年 5 月正式成立的“中国

国际扶贫中心”开展相关工作：
一是加强与国际扶贫合作组

织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联系， 互通

与分享信息；
二是面向世界发展中国家开

展国际扶贫领域的政策研究与经

验总结；
三是重视和鼓励国际社会包

括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志愿者

参与中国的扶贫开发；
四是承担国际组织和中国政

府委托的国际培训和能力建设项

目。
总之， 减贫是包括中国在内

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一

项艰巨任务。 中国将与世界各国

加强合作，拓展协作领域，为推动

全球减贫进程、 共同建设和谐世

界做出贡献。
（作者单位： 中国农业大学人

文与发展学院）

发展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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