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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 至 ’ 月 &
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对发展中国

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温家宝在会

议发言中强调，必须从国际政治经

济的大势、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

大局、从外交工作的大战略和总方

针 等 方 面 充 分 认 识 对 发 展 中 国 家

经济外 交 工 作 的 重 要 性 ，坚 持“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以政促经、政经

结合，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形式多

样、注重实效”的指导原则，推动对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经 济 外 交 工 作 的 新

发展。国务院召开全国对发展中国

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这在新中国

历史上是第一次。

政治收益大于经济利益

经济外交并不是中国的发明，

也不是中国最近才有的现象。但回

顾中国 (( 年走过的历程，可以明

显地发现，今天的中国经济外交与

过去相比，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

也无 论 是 手 段 、方 法 、方 式 还 是 资

源的种类方面，都是过去所无法比

拟的。

(" 年代初期，中国 的 经 济 外

交主要与苏联、东欧国家进行，既

有平等互利的内容，也有中国接受

苏联、东欧国家提供大规模优惠贷

款和技术、专家、设备的援助。中国

向苏联、东欧国家提供了较多矿产

资源和农副产品等。苏联、东欧国

家 的 经 济 援 助 对 新 中 国 初 期 的 经

济建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帮助

中 国 初 步 形 成 独 立 自 主 的 国 民 经

济体系。

从 )" 年代到 *" 年代中后期，

中 国 开 始 对 一 些 新 兴 的 民 族 独 立

国家开展经济外交活动，并使它们

成 为 实 现 新 中 国 外 交 主 要 目 标 的

重要手段。当时，中国的政治目标

主要有：反对美国和后来的苏联霸

权主义，推动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

家的反帝反霸斗争，致力于建立国

际统一战线；在国际上争取打破美

国等西方国家和中苏分裂后苏联、

东欧对中国形成的经济压力；与台

湾国民党当局在一个中国原则下，

争夺谁代表中国的合法性。

这 一 时 期 中 国 与 西 方 国 家 的

经济外交活动属于补充的性质，其

地位和意义远远不如中国与苏联、

东 欧 国 家 和 第 三 世 界 国 家 之 间 的

经济外交活动。而中国与第三世界

国 家 之 间 进 行 的 经 济 外 交 活 动 主

要是为中国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其

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目标。如中

国援建坦赞铁路，在政治上就有很

大的象征意义，但对中国的经济发

展却没有太大的帮助。通过对第三

世界的无私援助，中国的声望也逐

步 提 高 ，&’*& 年 中 国 恢 复 了 在 联

合国的合法席位，取得了重大的政

治胜利。

当然，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外

交也不是没有问题。如对阿尔巴尼

亚 提 供 的 经 济 援 助 ， 既 无 经 济 收

益，政 治 收 益 也 较 小 ；中 国 对 非 洲

一些国家的援助，在政治上是很有

必要的，但超过了当时国情的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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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外交”的意义是深远的，它表明中国正在探索

一条从前的大国没有走过的崛起之路，“经济外交”应当是目前中国和平崛起的主要手段。

运营中的坦赞铁路。这条铁路 &’*" 年 &" 月动工修建，全长 &$)" 公里，建

设费用 ’+$$ 亿人民币。中国先后派出工程技术人员五万多人次，牺牲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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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再如 !" 年代末至 #" 年代初，

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

最多时曾占到了中国 $%& 总值的

’()*(，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

济不发达的国家来说，不能不说是

一个巨大的付出。

政治外交与经济外交的界限缩小

+,#- 年 以 来 ，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

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总目标。为经济

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和平发展创

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

外交的总目标。中国的经济外交也

开 始 在 总 体 外 交 中 起 着 越 来 越 大

的作用，而且地位不断上升。

在这一时期，中国不仅直接通

过 经 济 手 段 和 经 济 方 式 来 实 现 中

国最主要的国家利益，而且国家的

对 外 政 治 也 成 为 为 经 济 目 标 服 务

的手段 ，国 家 元 首 、政 府 首 脑 无 论

是出访，还是接待外国政要，市场、

资源 、争 取 外 国 的 先 进 技 术 、引 进

外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都

成为重要内容。政治外交与经济外

交的界限逐渐模糊并缩小。

在 通 过 政 治 手 段 实 现 经 济 利

益 的 同 时 ， 经 济 手 段 ， 尤 其 是 市

场 经 济 的 方 法 和 手 段 ， 成 为 中 国

进 行 经 济 外 交 的 重 要 手 段 。 建 立

在 世 界 经 济 市 场 和 经 济 法 则 的 基

础 上 的 平 等 互 利 并 遵 守 市 场 规 则

成 为 经 济 外 交 的 主 要 行 为 规 范 。

与 此 同 时 ， 中 国 与 西 方 国 家 的 经

济 交 往 成 为 重 点 ， 而 与 第 三 世 界

的经济往来虽然也在增加和发展，

但 在 中 国 经 济 外 交 总 结 构 中 的 比

重却在下降。

和平崛起的主要手段

.+ 世纪以来，尤其 是 中 国 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外

交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现阶段

经 济 外 交 的 主 要 任 务 在 于 寻 找 一

条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的道路，重

新 评 估 发 展 中 国 家 在 中 国 实 现 现

代化道路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经过

了 ." 多年的快速发展后，再一次

把 与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政 治 经 济 关 系

放在一个重要地位上。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新的问

题也随之产生。美国把中国视为战

略 竞 争 对 手 的 考 虑 并 没 有 随 着 中

美经济关系的发展而下降，另一方

面，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展后是否

会影响自己的经济利益也有担忧；

中国企业开始向海外发展，发展中

国 家 的 市 场 越 来 越 成 为 中 国 企 业

走出去的重要目标之一。更重要的

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有受到资源

短缺限制的趋势，因此中国必须寻

找 能 够 不 断 支 撑 经 济 增 长 的 资 源

来源地。

发展中国家仍是重点

经 济 外 交 不 仅 是 实 现 中 国 经

济目标的经济手段，而且也被赋予

了和平复兴主要手段的战略意义。

正 如 新 加 坡 《联 合 早 报 》 的 一 篇

文章所指出的，中国“经济外交”

的 意 义 是 深 远 的 ， 它 表 明 中 国 正

在 探 索 一 条 从 前 的 大 国 没 有 走 过

的 崛 起 之 路 ， “经 济 外 交 ” 应 当

是目前中国和平崛起的主要手段。

而 在 这 些 内 容 中 ， 加 强 与 发 展 中

国家的经济联系就必须成为重点。

同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

中的影响力日益加强，与中国经济

的互补性也在增加，这也是中国把

发 展 中 国 家 作 为 新 世 纪 中 国 经 济

外交重点的原因。

.+ 世纪以来，中国 与 东 盟 签

订自由贸易框架协定，提出推动东

北亚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向老、柬、

越三国提供优惠待遇。中国还积极

促进“大 湄 公 河 流 域 ”等 次 区 域 在

“共同市场”下的合作。与印度和南

亚 国 家 之 间 也 在 探 讨 未 来 经 济 关

系的模式。.""’ 年 - 月，在北京举

行的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上，

中 国 提 出 了 建 立 中 亚 自 由 贸 易 区

的 动 议 ；.""’ 年 澳 大 利 亚 总 理 访

华和中国国家主席访澳期间，中澳

决定谈判建立更加紧密的、实际上

也 是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之 类 的 经 济 关

系。东盟国家和澳大利亚、新西兰

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也

有 助 于 进 一 步 加 深 中 国 与 这 些 国

家的经济联系。.""* 年 + 月，胡锦

涛主席对非洲国家的访问，也明显

带有经济外交的寓意。

中 国 加 强 经 济 外 交 的 战 略 是

以经济发展的实力为依托的。当今

中 国 开 展 经 济 外 交 的 资 源 和 潜 力

是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经

济发展的结果，是形成或正在形成

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市场，并将进一

步 运 用 这 张 牌 实 现 中 国 的 政 治 经

济目标。它在遏制台独势力发展，

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促进与周

边 国 家 的 友 好 关 系 等 方 面 发 挥 着

重大的作用。!

外交管窥

+,!’ 年 * 月，中国开始向国外派医疗队 。 几 十

年来，我国先后向 !" 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医务人员

+!""" 多人次，共诊治各种病患两亿多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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