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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津巴布韦近年经济

社会发展状况及受援需求

津巴布韦属低收入国家，自

1999 年起，津巴布韦经历了十年

严重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惊人，
2009 年经济开始恢复，当年 GDP
增 长 5.7%。 2010 年 ，GDP 增 长

8.1%，人均 GDP 为 517 美元。 津

巴布韦外债负担较重，2010 年达

69 亿 美 元 ， 约 为 当 年 GDP 的

103%。 津巴布韦社会发展状况堪

忧，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计算，
2010 年 津 巴 布 韦 人 类 发 展 指 数

为 0.13， 远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 0.39 的平均水平。
2009 年 津 巴 布 韦 联 合 政 府

成立后，尽管经济有所恢复，但与

2000 年之前相比，津巴布韦的工

农 业 产 量 下 滑 仍 然 十 分 明 显 。
2000 年实施土改政策之后，津巴

布 韦 粮 食 产 量 由 2000 年 的 400
万吨下降至 2010 年的 170 万吨，
降幅达 58%， 粮食不能自给，大

部 分 农 产 品 需 进 口。 2000 年 至

2010 年，年均进口粮食 60 万吨，
年均接受国际粮食援助 30 万吨。
2010 年，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恢复

到 45%，但大多数工业产品的生

产能力仍难以保障国内的消费需

求，化 肥 消 费 的 68%、药 品 需 求

的 35%等均依赖进口，许多生活

必 需 品 的 进 口 依 赖 性 也 较 强 。
2009 年，津巴布韦采用以美元为

主的多元货币体系后， 由于外汇

储备缺乏， 津巴布韦面临严重的

流动性短缺。同时，津巴布韦财政

资源不足， 政府日常开支与公务

员 薪 金 支 出 占 财 政 支 出 的 80%
以上， 政府财政及货币政策能力

受到很大局限。金融体系中，2010
年 全 国 金 融 机 构 存 款 仅 为 25.7
亿美元， 贷款投向主要集中在短

期融资需求的行业， 矿业、 通讯

业、 交通业等中长期建设行业贷

款明显不足。

二、 国际社会对津援助

的主要情况

自 2006 年以来，国际社会对

津巴布韦的援助总额开始逐年增

加，从 2006 年的 3 亿美元上升至

2009 年的 7.7 亿美元。 2009 年，
国 际 援 助 占 津 巴 布 韦 GDP 的

13.7%， 是津巴布韦当年财政收

入的 5.8 倍，人均受援额为 58 美

元。 其中，双边援助占大多数，双

边援助额为 6.5 亿美元， 占全部

援助的 84%，主要双边援助方为

美国、英国、瑞典、德国和挪威等

国。 多边援助方主要为联合国粮

农组织、 粮食计划署、 儿童基金

会、非洲发展银行、国际红十字会

和国际移民组织等。 美国为最大

的援助方，2007 年至 2009 年，美

国年均向津巴布韦提供约 2 亿美

元援助， 约占津巴布韦三年年均

受援总额的 30%，英国的年均援

助额为 1 亿美元， 约占年均受援

总额的 15%。 2000 年以后，经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国 家 及 世 界 银

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取消

了对津巴布韦的贷款援助， 援助

资金主要采用无偿援助和债务减

免的形式。
近年来， 对津巴布韦国际援

助多数为人道主义援助，2009 年

达 5.4 亿美元， 占全部援助资金

的 61%，主要以粮食、食品、水处

理设备和医疗药品援助为主，医

疗援助以艾滋病治疗药品为主。
生产领域援助占援助资金总额的

13%，主要以农业机械为主，教育

援助占援助资金总额的 3.8%。

三、 国际社会对津援助

的基本特点

（一） 津巴布韦矿产资源丰

富，美、英等西方国家在津巴布韦

拥有大量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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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津 巴 布 韦 实 行 土 改

政策，驱赶了大量当地白人，强行

将土地分给当地黑人。 2009 年后

又开始执行严格的本土化政策，
要求在津巴布韦的外资企业股权

中当地黑人必须占 51%， 美、英

等国家因此一度停止开采。 为了

维护两国在津巴布韦的长期经济

利益， 美、 英一方面在政治上孤

立、经济上制裁津巴布韦，另一方

面也在津巴布韦社会开展了大量

援助。在东南部非洲国家中，像马

拉维、 马达加斯加等战略意义上

不太重要的国家，美、英选择了撤

出援助， 这彰显了其援助津巴布

韦的真实目的。美、英对津巴布韦

开展援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

同津巴布韦政府的“紧张”关系，
为其在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 “卫

士”形象方面赢得了分数。 同时，
由 于 近 年 津 巴 布 韦 政 坛 纷 争 不

断， 利用人道主义援助甚至政党

援助也为美、 英在津巴布韦开展

政治、外交活动创造了空间。可以

说， 西方国家对津巴布韦的援助

是充分发挥援助“政治润滑剂”和

“外交铺路石”作用的典型案例。
（二）注重了解和调查当地需

求和产业发展状况

西方国家和联合国等多边组

织十分注重对津巴布韦经济社会

发展、民生及产业方面的考察，每

年开展大量相关领域的调查和研

究， 为援助规划工作提供了大量

的数据和事实支持， 这势必大幅

提高援助的针对性和效果。 近年

来，由世界银行召集，美国、英国、
德 国、 荷 兰 等 国 家 每 年 筹 资 近

800 万美元， 在津巴布韦开展基

础设施、 农业及经济管理等方面

的研究。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每五

年发布津巴布韦妇女及儿童权力

状况调查，公布津巴布韦妇女、儿

童在健康、营养、受教育、卫生方

面的状况。 由于津巴布韦统计局

对国家经济社会统计能力不足，
在津巴布韦开展援助的国际多双

边机构都把提升津巴布韦统计局

能力作为工作重点之一。目前，世

界银行正计划针对津巴布韦统计

局的统计系统开展相关援助。
（三） 注重对受援国整个产

业、 部门的扶持及对政府政策的

影响

以农业领域的援助为例，农

业是国际社会对津巴布韦援助的

主要领域， 根据 2010 年至 2015
年西方各主要援助国对津巴布韦

农业领域的援助规划， 各援助国

在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 保障

食品安全、 提高农民收入和种粮

积极性、 恢复农业生产力及农业

政策规划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援

助规划和布局， 该规划利用方案

援 助 （Programme Assistance）的

形式，对农业技术、市场、金融、政

策等领域进行投入和扶持， 试图

推进津巴布韦农业部门的全面发

展。 这种援助形式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了项 目 援 助 （Project Assis-
tance） 在单个项目上效果明显，
在整个行业和全局上影响较小的

问题。 2010 年，美国利用方案援

助 的 形 式 向 津 巴 布 韦 提 供 约

2000 万美元的援助，用于推进津

巴布韦民主进程和政府治理，其

中包括津巴布韦的制宪、 议会改

革、 地方政府以及民间团体等方

面，帮助津巴布韦推进“民主化”
进程。例如，美国曾资助召开了一

个由津巴布韦民众和制宪大会成

员组成的 610 人会议，目的是“帮

助普通津巴布韦人和民间团体了

解制宪过程， 并促进一个更加民

主的津巴布韦宪法的产生”。 另

外， 西方国家对津巴布韦援助十

分注重结合津巴布韦政府的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 各援助方会按照

津巴布韦政府颁布的经济政策及

行业发展规划来制订具体援助计

划， 并提前向受援国提供援助计

划，增强援助的可预测性。
（四）国际援助方按照《巴黎

宣言》的有关规定，开展援助协调

国际援助方经常召开援助协

调会，协调、分配各方在某一援助

领域的援助资源， 避免在某一领

域和地区进行重复性援助， 以增

强多方援助的有效性，“Fishmon-
ger Group”、 “Friends of Zimbab-
we”是著名的西方对津援助协调

组织。 为提高各国在津巴布韦的

健康、 教育及社会保障领域的援

助效果，美、英、欧盟等将上述领

域的援助统一交由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执行。 目前正在实施的援助

项目中，社会保障方面约 8000 万

美元，饮水方面 1.5 亿美元，母婴

保护 430 万美元，教育 4500 万美

元。联合国“Consolidated Appeal”
基金统一接受国际社会每年对津

巴布韦的援助汇款， 以增加募捐

的影响力和捐款的规模。另外，津

巴 布 韦 政 府 也 积 极 采 取 协 调 措

施， 配合国际社会在津巴布韦的

援助。 2009 年，津巴布韦政府接

受西方援助机构建议， 制定了一

个援助协调框架， 该框架主要由

四个机构组成： 以总理为首的援

助内阁协调委员会， 领导所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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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援助事务； 以各部部长和各援

助 机 构 领 导 组 成 的 政 府 发 展 论

坛， 协商并制定协调对津援助规

划； 由津巴布韦各政府部门常务

秘书和援助方高级专家组成的援

助技术委员会及设在津巴布韦财

政部的援助技术办公室， 负责援

助协调的具体事务。
（五）项目实施具体方式上的

不同

出于对津巴布韦政府的不信

任，美、英等主要援助国及国际组

织经常同津巴布韦当地非政府组

织 或 国 际 非 政 府 组 织 Worldvi-
sion、 Christiancare、 Mercycorp、
Concern 等合作， 或者直接深入

民众实施援助。 并且不直接向津

巴布韦政府提供预算援助（Bud-
get Assistance）。 这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了由于受援政府项目执行效

率低下和执行方式不透明造成的

援助效果的损失。
（六）美、英两国直接开展援

助工作

美、 英两国对外援助机构国

际 开 发 署 均 在 津 巴 布 韦 设 立 机

构，专门负责对津援助事务，职员

均在 10 人以上，并按照津巴布韦

行业领域进行分工， 负责各自领

域的援助工作。

四、 对中国援助工作的

借鉴及建议

（一）加强对津巴布韦受援需

求的调查研究

做好援助需求调查研究是做

好援助规划和项目立项工作的前

提， 只有全面了解受援国经济社

会和行业发展状况才能更好地利

用援助帮助其发展经济、 改善民

生，否则难以做到“有的放矢”和

“对症下药”。 由于粮食、卫生、教

育等领域受众面较广，生产部门、
基础设施等领域涉及面大， 向这

些领域提供援助尤其需要对受援

国的相关情况有所掌握， 否则很

可能导致项目效果不佳。 中国开

展援助时往往在前期调查工作方

面有所欠缺， 特别是对受援国社

会发展、贫困状况、产业发展等受

援领域的研究不足。 建议中国借

鉴西方援助调查方式， 增设相关

机构和人员， 开展全面的受援需

求调查， 同时结合西方援助国的

调查成果和受援国的相关统计、
规划， 为中国援助规划和立项工

作提供全面的信息支持。
（二）合理分配人道主义援助

及生产性、 基础设施建设等发展

援助

近年来， 中国对外援助较为

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及生产性设施

的投入， 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

受援国在此方面的资金和财政投

入不足，从中长期来看，对受援国

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起到了较好

的促进作用。然而，大部分非洲国

家包括津巴布韦在内， 都面临着

严峻的粮食安全、引水、卫生等问

题， 这些问题都是在短期内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何更好地分

配人道主义援助和中长期发展援

助，协调受援国短期、紧急和长期

利益， 也是中国对外援助部门需

要不断权衡和完善的。
（三）注重对津巴布韦产业政

策的扶持和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影

响

2009 年 3 月，津巴布韦政府

颁布了紧急短期经济恢复计划，

力图在短期内恢复和提振经济。
2011 年 7 月，津巴布韦政府计划

发布 《2011 年至 2015 年经济中

期规划》， 部署和规划了各产业

政策，并重点介绍政府推荐的投

资项目。 中国应密切关注受援国

的迫切需求，紧密结合津巴布韦

政府颁布的经济规划和政策，利

用无偿援助、贷款等多种形式帮

助 津 巴 布 韦 实 现 经 济 恢 复 和 产

业振兴。 可以尝试采用方案援助

的形式，对受援国某一部门进行

整体性援助，进一步提升中方援

助的效果。 例如，首先派遣专家

对 受 援 国 某 一 行 业 和 领 域 进 行

整体调查和规划，制订整体援助

计 划 后，采 取 规 划 咨 询、资 金 投

入、成 套 项 目 建 设，并 且 提 供 物

资、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培训等

一 系 列 方 式 对 该 领 域 进 行 系 统

性援助，并配合做好项目协调及

评估等工作。
（四）尝试多边合作及通过非

政府渠道提供援助

目前中方在援助理念和方式

上同西方主要援助国和国际多边

组织存在较大差别， 全面参与国

际援助多边合作并不具备条件。
但中国仍可坚持在个别项目尝试

进行多边合作， 增加中国在国际

援助合作上的参与度和话语权，
并增进对西方援助的了解。另外，
如个别国家政府存在效率低下、
腐 败 严 重 或 者 政 治 不 稳 定 等 情

况， 中国可尝试通过非政府组织

或直接深入民间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这样既可以保证援助效果，又

拓宽了中方的援助渠道。
（作者单位：中国驻津巴布韦

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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