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对非黻腿＿参誠评估研究
①

［荷兰 ］ 汤 ？ 迪 茨 袭丽

【 内容摘 要】 伴 随 着 目 前 盛行 的
“

非 洲 发 展援 助
”

质 疑论 ,

荷 兰作 为 欧洲 对于 非 洲 发展援助 的典 型 国 家 之 一 , 也在 质 疑和 相

应 的
“

撤援
” 行 动 中 前进 。 作 者从 非 洲 人 自 己 如 何看待 和 评价发

展援助 措 施 带来 的 影 响 出发 , 试 图 以
＂

自 下 而 上
”

的 参 与 式 评估

方 式 , 对于非 洲 国 家 的 援助 项 目 进行 长周 期 评估 。 作 者摸 索 出 了

一套适合做 长 周 期 影 响 的参 与 式评估 方 法 , 并运 用 这 一 方 法对 欧

洲 发展援助 在 六个领域 对 当地居 民 的 生 活和 生 产 的 影 响 进行 了评

估 。 在将研 究 区域 ( 北 部加 纳和 南部 布基纳 法 索 ) 的研究 结果和

非 洲 大尺度 的 同 周 期 变 化进行对照 分析之后 , 作 者认 为 , 外来 的

非 洲 援 助项 目 对 当地 民 众 的 生 活和 能 力 是 有积 极 影 响 的 。

【关键 词 】 发 展援助 ； 参 与 式评估 ； 欧 洲 ； 非 洲

【作者 简 介】 汤 ？ 迪茨 ( Ｔｏｎ Ｄ ｉ ｅ ｔｚ )
, 荷兰莱 顿大 学非 洲 研 究

中 心 主任 , 阿姆斯特 丹大 学社会 与 行 为 科 学 学 院教授 ； 裘 丽 , 湖

南 大 学政 治 与 公共 管理 学 院讲 师 , 阿姆斯特丹大 学社会 与 行 为 科

学 学 院访 问 学 者 ( 2 0 0 9
—

2 0 1 0 年 ) 。

① 本文是笔者两篇重要文档的改编 ：

一篇为 ＴｏｎＤ ｉｅｔｚ 2 0 1 1 年 1 月 就任莱顿大学非洲研究中

心主 任的就职演讲 ：

“

Ｓｉｌ ｖｅ ｒ ｌ ｉｎ ｉｎｇＡｆｒｉｃａ
”

( 英文 电子 版本请见 ： ｗｗｗ
．
ａ ｓｃ ｌｅｉｄｅｎ． ｎＤ ｉ另

一篇为基于 9

个工作室研究成杲的参与式发展评估操作手册 ( 2 0 1 0 年 1 0 月 , Ｔｏｎ Ｄ ｉｅｔｚ 为项 目 负责 人 , 中英 文电

子版请见 ：
ｗｗｗ．

ｐ ａｄｅ ｖ． ｎｌ
) 。 感谢刘平波和庞月 慧 ( 来 自 湖南省 政府英 文门 户 网站 ) 在 语言上 的帮

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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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背景

非洲一直被认为是 充斥着极 度贫 困 与饥 饿儿 童 的大 洲 。 在 过去 的

5 0 年里 ,
西方 国家为改变非洲这种死亡 、 阴 暗 的形象作 出 了 许多努力 。

然而在最近几年 , 人们开始怀疑西方 国家对非洲所提供援助的 有效性和

影 响 , 并因此产生出 一些 负 面评价 。 这些质疑有些甚至来 自 西方国 家 ,

其中 《死亡援助 》 的作者丹 比萨 ？ 奠约 的评论更是火上浇 油 , 她认为

在过去 5 0 年 中 , 西方对非洲 的援助并没起到实质性 的 作用 。 另 外 ,

一

些观察评论家把发展援助与受援 国 的 国家治理 、 人权等方面的缺 陷联 系

起来 。 稍微宽容
一些 的 评论则 把矛头 指 向发 展援助所带 来 的依 赖综 合

症 。

“

重新思考援助
”

开始在西方盛行 , 比如 荷兰 ,

一

直是西方援助非

洲 的佼佼者 ,

？ 但当下 , 由政府主导 的
“

撤援
”

行动正在进行 中 。

＜ 3 )

受 全

球化和金融危机的 影响 , 整个欧洲 已经引 发了对维持劳动市场及其他市

场低收人人群福利水平 的质疑 。 大量移民 的涌人 、 各种货物的进 口 以及

人们感受到 的各种 变化引 发了 焦虑感 。

一 些政治家 、 企业家正在制 造
一

种恐惧和憎恶外国 人的氛 围 , 于是对发展援助的质疑成为这些负 面阻扰

的 目标之一 ,

①参见Ｍ ｏｙｏ , Ｍ．
Ｄｅ ａｄＡｉ ｄ ：Ｗｈｙ

ａ ｉｄｉ ｓｎｏ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ｎｄｈｏｗｔｈｅ ｒｅｉ ｓａｎ ｏ ｔｈｅｒｗａｙ

ｆｏ ｒＡｆｒ

ｉ

？

ｃ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ｅｎｇｕ ｉ
ｎＰｒｅ ｓｓ ,  2 0 0 9 ． 和 ｔｈ ｅｓ

ｐ
ｅ ｃ

ｉ
ａ

ｌｉ ｓｓｕｅｏｆｔｈｅ
Ｂｒｏｋ ｅｒｏｎ

‘

ＴｈｅＤｕｔｃｈＴｒｅ ａ ｔｍ ｅｎｔ

＊

,

Ｔｈｅ Ｂ ｒｏ ｋｅ ｒ ,Ｆｅｂｒｕａ ｒｙ
6

,  2 0 0 8  ； 参见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ｔｈｅ ｂ ｒｏｋｅ ｒｏｎｌ
ｉ
ｎｅ ．

ｅｕ／

② 自 2 0 世纪 3 0 年代开 始 , 荷兰 的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就把宗 教 目 标融 人到非 洲 的进步

与解放事 业中 。 荷兰 民间团体 曾
一度走 在反对种族制度和殖 民 主义遗 留 问题这

一全球 运动 的前

沿 , 尤其 2 0 世纪 6 0 年 代在非洲 的葡萄牙殖 民地解 放运 动 中 表现活 跃 。 自 2 0 世 纪 ？ 0 年代 起 ,

荷 兰在发 展援 助领域就
一直是 国 际上最 为卓越 的参与者 之

一

, 是将至少 0 ． 7 ％ 的 国 内 生产 总值

用 于 国际发展援助的少数 国家之一 。 荷 兰也一 直是重要的双边援 助 国 , 是 多边 组织 的忠实支持

者 , 是提供全球公共物 品的领路人 , 更 是世界各 角落民 间 团体 和知识 中心 的最 为重要 的支 持者

之一 。 更 近一些 , 几个 源起于荷兰 的跨 国公司 已 成为社会责任企业的先锋 , 并且业绩斐然 , 尤

其是在非 洲 。

③ 荷 兰前 任首相伯 特 ？ 科 恩德斯 曾 经宣称荷 兰对 非洲 的援助 式
“

发展 产业
”

已 经陷 入 困

难 , 至今 , 这种 负面的政治 氛围使得荷 兰在这一领域受到重重阻挠 。

④Ａｍａ ｒｔ ｙａＳｅｎ , Ｉｄｅｎ ｔ
ｉ ｔ ｙａ

ｎｄＶ ｉｏ ｌｅｎｃ ｅ ：
ＴｈｅＩ ｌ ｌｕ ｓ ｉｏｎｏ ｆＤｅｓ ｔ

ｉ
ｎ ｙ ,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Ｃｏ

． ,

Ｎ ｅｗＹｏｒｋ
,
 2 0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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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 发展援助真正面临绝境了 吗 ？ 我们认为 , 要判断发展援助的影

响 , 有
一

方面的评价至为重要 , 即非洲人 自 己 如何看待发展与变革 , 如何

评价这些发展措施 的影响 ？ 这就是本项研究的核心问题 。

二 研究方法
①

从上述研究问题出发 ,
我们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一整套操作方法 , 以求

较为全面和客观地开展评估工作 。 迄今为止 , 我们 已经在 9 个不同的地区

举办了研讨会 , 其 中 6 场在加纳 , 3 场在布基纳法索 。 我 们将此研究方法

称为
“

可 以让 当地人写 出他们 自 己发展史的方法
”

, 即
“

参与式发展评估
”

( Ｐａｒｔ ｉｃｉｐ ａ ｔｏｒｙ
Ａｓｓ ｅｓ ｓｍｅｎ ｔｏｆ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

, 简称
ＰＡＤＥＶ ) 。

“

参与式发展评估
”

对研究对象 (地区 ／社 区 ) 的发展和变化进行 自下

而上的评估 。 它针对不 同年龄 、 不 同性别 的人 , 对特定 的干预措施 、 项

目 , 或单纯的
“

方案
”

(

“

开发工作
”

、

“

社 区新事物
”

) 的有效性及影响作

出评估 。 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较好地理解发展的 概念 以及过去 3 5 年间发

生的变化 。 它也能展现当地人是怎样评估发展举措 、 外部干预 以及各项
“

工程
”

； 怎样评估 发展举措对 人 民能力 、 贫 困 以 及其他 方面 的 不同 影

响 。 每次研讨会 , 由来 自 不 同地方不 同 背景 的 5 0 名 民意代 表进行 自 下

而上 、 地方级别的评估 。 这其 中包括 1 5 名 当地民意代表 , 能代表男女社

会横切面 的普通人 、 基督徒 、 穆斯林 、 传统主义者 、 在中心地 区 生活 的

人 , 也有来 自偏远村落的人 。 他们 由受过 多年教育及从未上过学 的人组

成 , 他们也能代表 当地富有 、 中等收人或是贫困 的阶层 。 下面是对该方法

的描述％

① 在 三个荷 兰非政府组织 ( ＩＣＣＯ , ＷｏｏｒｄｅｎＤ ａａｄ , Ｐ ｒ ｉ ｓｍａ ) 的委托下 ,

“

非洲发展参与式

评估 ( Ｐａ ｒｔ ｉｃｉｐ ａｔ ｏｒｙ
Ａｓ ｓｅ ｓｓｍｅｎ ｔｏ ｆＤｅｖｅｌ ｏ

ｐ
ｍ ｅｎｔ

, ＰＡＤＥＶ )

＂

项 目 在加纳北 部以及布基 纳法索 南

部开展 。 参与此项 目 的有来 自 塔马利大学 ( Ｔａｍａ ｌ ｉ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 发展研 究所 的调查 员 , 研究 瓦加

杜古萨赫勒地 区发展 的专家 , 阿姆斯特丹大学 国 际发展研究项 目 的工作人员与硕士研究 生 , 以及

非洲研究 中 心和皇家热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

② 更多详尽 的描述和研究小技 巧 , 参见 网站上的 中 文版手册 ：
ｗｗｗ．

ｐａｄｅ ｖ
．

ｎ 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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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研究范围

在加纳北部和布基纳法索南部 的发展参与性评估研究 中 , 大部分地

区生活着约 5 万居 民 , 面积 通常是大约 4 0 0
—

9 0 0 平方千米 。 在 这样的

地 区 , 通常每 1 万居民 配备一个小型的服务 中心 , 供给周 围 1 0 到 2 0 个

村庄或村落 。 研究项 目 的负 责人会提前几个月 到达研究地与 当 地相关部

门接洽并获得非正式的批准 , 敲定研讨的 时间 、 场地并安排好食宿 。

在加纳北部的发展参与性评估研究中 , 我们也用 同样 的方法在小村落

( 每村 1 5 0
—

3 0 0 户 ) 以 及 中学 (学生年龄为 1 4
一

 1 6 岁 ) 中进行 了 调研 。

我们特意在 当地认为是贫困的人群中进行 了研究调査 。 通过不同范围不同

研讨成员 的调研 , 进一步丰富了发展参与式评估的方法 。 在加纳和布基纳

法索进行 的发展参与式评估的研究中 , 我们发现当地最小的集市是最理想

的研究范围 , 因为集市最可能聚集该地区最多的人 , 也是最可能进行 闲谈

的场所 。

2 ． 研究对象

具有完全的代表性的研讨会应涵盖研究地 区的所有相关人群 , 综合考

虑研究区域里人 口
、 社会文化 和社会经济 因素 。 这就要求研讨开始前便预

先进行一系列 的调查 , 并根据职业 、 性别 、 年龄 、 相关的社会文化以及经

济文化群体进行分类 。 为得到充分的数据 , 研究对象 中必须包括政府官员

和 当地被认为是
＂

活史书
”

的人 ( 在很 多非洲 国家 , 将联络外界的当 地掮

客和当地具有影响力的人纳人将有利于研究的进行 , 如若不然 , 则可能阻

碍研究工作 , 因为 当地首领很可能会拒绝批 准没有他们亲 自 参与 的研讨

会 ) 。 但同时 , 为避免这些领袖掌控研讨会或阻止其他人表达 自 己 的思想 ,

我们在该国最有影响力和最深资历的人 的协调和帮助下 , 把他们作为研讨

会的独立小组 。

？ 3 ． 研究的开展
——研讨会

我们的 研究工作以 3 天研讨会 的方式开展 , 在 以下 1 0 个模块框架下

展开所有研讨 ( 见 图 1 ) 。



1 6 6非洲研究


模块 1
： 构建发展的历史资料

—？ 目的 ： 重现地区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 并评估其对

社区产生的最重要影响 。



模块2 ： 资本与能力的变迁
—？ 目 的 ： 根据六类不同的资本与能力 , 详细记录参



与者对该研究领域正、 负向变迁的认知 。

Ｉ 模块3
． 财富分类

—？ 目的 ： 定义当地财富分类的标准 , 以及在社区中

Ｉ
—
按照该分类模式划分的财富组别的 比例 。

模《4 ： 舰项 目 的有效性及—？
 ｜

目的 ： 对每一项实施后的发展项目的有效性及它

其对能力的影ｎｆｉ
们对能力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 －



Ｉ 模块 5 ： 趋势与干预—？
｜

目的 ： 了解人们将主要的趋势归 因于某些

Ｉ特定的或
一

般发展项 目＆情况 。



模块 6 ： 最隹／ｉｔ差项 目
￣？ 目的 ： 找出人们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发展项目及



原 因 。



模块 7 ： 最佳／最差项目的历史 — 目 的 ： 回顾项 目设计和执行时期对项目 判断 , 比

评估
较两者差异 。



模块 8 ： 最佳／最差项目对不同— 目 的 ： 了解研究领域中对发展最有影响力 的
“

社

财富阶层的影‘

会分配

”

方案 。



模块 9 ： 判断标准评估｜

＿＞
｜

目 的 ： 更好地找出评判一项发展计划为
“

最佳
”

或
“

最差
”

的原因 。



模块 1 0 ： 个人信息
＂“？ 目 的 ： 获取参与者的基本信息及其家庭背景 , 同



‘

—时了解各组成员的社会成分 。



图 1ＰＡＤＥＶ法中 的研讨会的模块设置

三 研究发现

基于上述方法 的应用 , 我们在所研究的六大领域 中有 了某些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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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自然环境领域

研讨会 的参与者认为 , 在非洲很 多地 区农业生产和产量都得到 了提

高 , 但随之而来 的是 日益恶化的环境 。

“

农作物和家畜规模的 扩张 , 以及

对柴火和木炭需求的扩大都在吞噬我们 的森林 , 危害我们的野生生物和物

种多样性 。

”

如果找 出那些正致力 于改善农业 , 同 时又尽量减轻环境破坏

的组织 , 那么我们 主要看到 的是基督教或传统 的非政府组织 , 只有它们保

持着适度的开发规模 。 而对于政府组织 , 有很多政府在这个领域的举措被

当地人称为
“

恶劣工程
＂

。
人们对既不活跃也无绩效的 政府组织充满抱怨 ,

他们抱怨的不仅是环境问题 , 还有不断降低的农业生产力 。

2 ． 物质环境领域

在物质环境领域 , 人们表示主要 的扩建和改善体现在道路网的建设和

现代建筑方面 。 几乎所有交通条件的 改善都依赖于提供援助的外 国政府 。

在公共工程项 目 上 , 通过提供贷款和专家 , 欧盟和世界银行扮演着很重要

的角色 , 中 国也正迅速以最大捐赠国 的身份接管该领域 。 许多建筑与扩建

都是由 政府驱动的 。 由政府拨款 的电力 系统在逐步扩大 , 为其他会造成环

境破坏 的能源供应提供了另
一

种选择 。 在我们 的研究范 围 内 , 公共供水系

统在政府机构和基督非政府机构 的资金援助下在过去 2 0 年经历 了重要的
‘

扩建 。 因此 , 水质得到很好 的改善 , 由水传播 的疾病大大下降 , 妇女的压

力也急剧减小 。 最后 , 在非洲所有的地区 , 私营部 门建起的电信设施也经

历 了 飞速的发屐 。 这些设施一般是企业所建 , 它们是为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

中求生存而进行的社会营销策略 。

3 ． 公民健康与人才堵养领域

在公民健康与人才培养方面 , 所有的研讨会参与者都认为 由 于基督非

政府组织和政府对卫生支出 的增加 , 医疗设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 这些举

措得到了古巴等国家的援助 。 加纳的新型医疗保险制度得到了荷兰等国家

的捐助 , 这种制度 以令人称奇的速度传播到该 国最偏远的地区 。 小学教育

设施也迅速地得到改善 , 就读中学的人数有 了
一

定的提升 , 少数人获得了

高等教育 。 小学教育的扩张主要得益于政府投入以及 由 国际教科文组织的
“

全 民教育
”

项 目 支持 。 汇款与私人资金流动构成 的基金在帮助学生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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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更为高 等的教育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 色 。 然而 , 尽管有 了这些

帮助 , 小学的覆盖面仍然没有达到 1 0 0 ％ , 中等和 高等教育更是少数人才

能享有 。

4 ． 经济领域

在经济活动 中 , 我们所调查的人认为经济中 的私营成分得到 了
一定的

发展 , 出现了更多的商店 、 批发商 、 市场和流动型商人 , 尤其是女商人的

数量增加 了 。 这些小规模企业提供了更多的非正式工作 。 但是 , 中等甚至

大规模的公 司数量还是有限 , 工业几乎是不存在 , 正式的带薪工作数量并

没有显著地增加 。 人们抱怨政府机构在提供工作或促进就业方面的作用十

分有限 。 许多年轻 、 相对地受过 良好教育的人并不在固定工薪的 岗位上工

作或成立 自 己 的公司 。 大部分有进取心的人都正尝试着离开该地 区 , 这引

起人 口迁 出 , 并导致 了一群流动 的 、 不稳定的人 口 。 同时这也助长了移民

文化 , 以及现在和 以前移民对 自 己原籍村庄 、 区域和地区 中心的汇款和小

规模投资 。 主要 由于传统的 非政府组织 以及私营企业 中 的慈善部门 的援

助 , 小额信贷方面出 现了一定增长 ,

一些大规模银行也开展一系列活动 。

5 ． 社会政治参与领域

在社会政治参与 能 力方 面 , 在我们进行调研的加纳和 布基纳法索地

区 , 人们都说他们正参与到比父母辈广泛得多的社交网络之中 。 这种趋势

并不是地 区性的 , 而是全国性的 , 甚至是全球性的 , 这是人们交流机会爆

炸性增加的结果 , 而这主要得益于小规模私人投资和公司资本 。 由 于
＂

别

处生活更美好
”

类似信息的大量增长 , 人们的期待变高了 ； 年轻人 , 尤其

是年轻男人 , 开始对他们处境毫无进步变得越来越愤怒 。 只要承诺给予他

们
“

地球上的天堂
”

般美好 的境遇 , 经济或政治企业就能很容易地召集起

他们 , 无论动机是什么 。 在各种传统或基督教非政府组织帮助下 , 年轻女

性们 的前途似乎比起许多她们的 同龄男 性更好 。 当然 , 比起她们母亲辈和

祖母辈的境遇 , 改善是毋庸置疑 的 。 女人现在有 了更强大更明显 的角 色 。

在政治领域的变化上 , 人们注意到 了多党 民主制以及更为宽松的 言论 自

由 。 这主要归结于传统非政府组织的各类活动 , 研究人员通过研究那些更

为宏观层面 的讨论 , 认为这与外 国捐赠者的要求有关联 ( 而这些捐 赠者并

不喜欢这样的推断 ) 。 西方式民主激起了 两种不同 的反 响 。

一方面 , 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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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地有越来越多参与决策制定的机会而喝彩 ； 另
一

方面 , 他们也看到潜

伏着的不稳定性 、 混战 、 政治争吵 , 对越来越 明显 的腐败感到痛心 。 在地

方民主下当选的地区议会有了更多的权利和资金 , 这也加剧 了 与 当地仍很

活跃的酋长制之间 的紧张氛围 。 比起 3 0 年前 , 政府领导们受过更好 的教

育 , 而地方
一级 的国家级工作人员 也把 自 己视为

“

发展型 国家
”

的代表 。

6 ． 文化参与领域

文化上的变化体现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快速发展 , 基督教和伊斯兰

教组织以及非政府組织出现过剩现象 。 然而 , 组织之间还存在两种形式 ,

一种坚持宗教正统信条 , 另外
一

种把宗教信条与 当地元素相结合 , 这两种

组织的关系很紧张 。 宗教间 的融合十分常见 , 有时还会融合当地甚至全球

文化中 的其他元素 。

？ 在某些地方 , 这种紧张会突然爆发 , 但在大部分地

方 , 不 同的信仰 、 真理 、 预期行为能和平共存 。 感受不同 的文化能促进
一

个人的语言能力和心理素质 , 所以人们通常都欢迎这种经历 。 同时 , 着装

风格 、 所喜欢的建筑风格 、 饮食习惯都发生了改变 。

男人与女人 、 老人与年轻人之间 的关系发 了
、

很多令人困惑的变化 。 有

人抱怨
“

年轻人淡忘了 流传已久 的传统
”

。 这些抱怨有时体现在抵制全球

化和
“

西方
”

的教育 、 电影 、 音乐 。 伊斯兰和正统基督教徒以及传统的酋

长们的抵制尤为坚决 。

四 关于调研发现的分析

通过全面观察思考我们从所调研地区得来 的数据和信息 , 我们可以发

现 , 推进改革的机构大部分依 旧是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 , 绝非私营企

业 , 除非你把汇款文化的增长当成是蓬勃发展的私营企业的功劳 。 我们的

调査对象都认为外来援助为推进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但他们同时也认

为这种情况仅出现在援助与植根于 当地环境的机构结合融洽之时 。 回顾以

① 荷兰 的 非 洲研 究 中 心 在这方 面 是开 拓者之
一

, 参 见 Ｗ ．ｖ ａｎＢ ｉｎｓｂｅ ｒｇｅｎ＆？Ｒ． ｖａ ｎＤ ｉ
ｊ
ｋ

( ｅｄｓ ) , Ｓ
ｉ
ｔｕａ ｔ ｉｎｇＧ ｌ ｏｂａｌ ｉ

ｔ
ｙ ：Ａ ｆｒ ｉ ｃ ａｎＡｇｅｎｃ ｙ ｉｎ ｔ ｈｅＡｐｐ ｒｏｐ ｒ ｉ ａ ｔｉｏｎｏ ｆＧ ｌｏｂａ ｌＣ ｕ ｌ

ｔｕｒｅ , Ｂｒ ｉ
ｌ ｌ , Ｌｅｉ

？

ｄｅｎ ,  2 0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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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 人们对改善其生活的大部分外部资助的项 目 表示感谢 , 但在调査工作

中 , 我们也发现人们在评价援助项 目 时不仅注重结果及其实用性方面的成

功 , 同时也注重项 目 实施 的过程 。 他们讲到 , 真正
“

受人感激
”

的关系是

以尊重 、 高 尚 、 信任和可依赖性为 特征的 。 这 9 个研讨会的与会者都讲了

一些他们不喜欢的
“

恶劣工程
”

。 这一类工程表面看起来是援助 , 实则不

懂尊重 、 本末倒置 、 不加 以协商 , 或者制 造麻烦又不加 以解决 。 人们知

道 , 有时候所渴望的改变不经历些冲突是不能得 以实现的 , 但有些冲突 只

会使生活变得更艰难 , 甚至充满暴力 。 他们建议制造了这些冲突 的机构也

应当努力减轻不 良后果 。

“

恶劣工程
＂

通常是追求快而明 显 的成效 ,

一副

打
一

枪就跑的样子 , 当然就不能持续多久 。 非政府机构 、 多边捐赠 国以及

私营部门发起 的项 目里就有这样的例子 。 仔细研究这些被称为来 自外部的
“

恶劣工程
”

( 其中 包括
“

最恶劣工程
”

) 的分布 , 恐怕非洲的政府机构比

起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更常卷入这种
“

恶劣援助
”

中 。 但这并不是说政

府机构总是不好或 者他们 的计 划 总是
“

恶劣工程
”

。 而是说 , 在被认为
“

恶劣
”

的这一小部分工程中 , 政府部门 的工程相对来说 占据的 比例更高

一些 。

另
一

方面 , 好的项 目 通常被认为是 由
“

优质机构
”

发起 。 这些机构通

常有着 比较长久的奉献历史 , 不急躁也更为变通 。 他们敢于试验 ( 这也意

味着他们敢于面对失败 )
, 他们诚实可靠 , 像经纪人

一

样 , 致力于建立人

际网并交换信息 , 因此 , 虽然有些
“

优质机构
”

偶 尔会有效果不好 的项

目 , 但人们却愿意为之鼓掌 。 他们理解 , 不尝试便没有进步 。 相反 , 人们

所厌恶的是不诚实 。 有些机构会把坏结果写成好的报上去 。

“

优质机构会
”

还会积极投身于解决争端 , 出现大麻烦时定会出手相助 。 与 其他类型的机

构相比 , 这些
“

优质机构
”

中相对来说大部分是非政府机构 。

从我们所有的调查活动 中可 以得出
一个很明显的结论 , 即发展项 目 主

要改善 了 当地富人和 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 , 并没有提高 当地穷人的生活水

平 , 最穷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 在对发展援助 的讨论 中 , 这是一个有问题的

结论 , 因 为这么 多援助机构的工作重心就是扶贫 。 依照
“

千年发展 目 标
”

,

扶贫意味着关注那些每天收人少于 1 美元的人群 。 这样的人在我们所调查

的地方算是贫困或很贫 困 的居 民 , 并且他们在我们调查的大部分地区几乎

占据
一

半人 口
。
收人

“

居中
”

的人一般是 刚刚超过最低线 , 而当地的富人

则是 日 收人在 2 美元与 5 美元之间的人 。 只有很少
一部分极为富裕的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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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这个收入 , 同时也是远远地超出 。 所以 , 从世界水平来看 , 我们所调

查的人绝大部分属于金字塔低端的人 , 我们把这群人的 日 收人定义为少于

5 美元 。

在我们所调查地区 , 发展援助机构在改善金字塔上层人民的幸福水平

方面最为成功 。 这部分人是指没有疾病或残疾 、 受到较好 的教育 、 更有企

业家特质 、 也更容易 获得土地 、 水以及公共服务 、 跟富人和 实权人物在经

济和政治上有更为紧密联系 的那
一

类人 。 援助机构现在主要关注
“

显而易

见的成功
”

( 他们通常会用
“

高效率
”

和
“

影响力
”

等关键词 ) , 这促使发

展援助机构进
一

步把重心放在当地富人或成功人士身上 , 而没有帮助到 穷

人或者极为穷 困 的人 除了这个微观层面 的结论 , 那些主要 的发展援 助

机构 , 包括那些在荷兰的机构 , 把当下的重心放在预算和获得受援国 中央

政府的部 门支持上 。 这恰恰鼓励 了发展机构把重心放在援助城区和 中心地

带 , 而忽视了最需要帮助的偏远地区这
一

趋势 。 私营部 门的援助重心无疑

会更加重这种趋势 。 当然 , 这不是说非政府组织在援助分配上会有更好的

效果 。 如果我们研究
一

下 国 际非政府组织 的地 区分 布 图 , 就可 以发现德

克 ？ 科赫 ( Ｄｉｒｋ
－

ＪａｎＫｏｃ ｈ ) 在他的研究中所指 出 的那些援助误区 。

＜ 2 )

与我

们论点相矛盾的是 , 不管它们是传统 的 、 基督教的或伊斯兰教背景 , 我们

可 以看到非政府组织所组织的活动在我们所调査的相对偏远的地 区几乎无

处不在 。 另外 , 在很多地方 ,

一些小规模农户和 ( 男女 ) 商人通过投资汇

款资金来进行创 新性 活动 。 政府机构可 以多修建小学 , 完成多项水利工

程 , 或成立小诊所 , 除此之外作用便显得很有 限 。 这就把我们带到对非洲

变化更为宏观层面的分析 。

五 问题讨论

上述的发现和分析都是基于在非洲
一小部分地区所进行 的研究 。 那么

① 很多人认同 , 在贫 困和极端贫困之闾的差别在于 , 贫困的人 自 己或 他们的下辈相信 有变

好 的可能 , 极端贫 困的人认为他们没有任何希望 , 他们也往往说没有朋友 。

②Ｐｕｂ ｌ ｉ ｓｈｅｄ ｂｙ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 Ｓ ｔｕｄｉ ｅｓ ｉｎ Ｄ 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 ｏｍｉ ｃｓ , Ａｂ ｉｎｇｄｏｎ ( 2 0 0 9 )ａｎｄｂａ ｓ ｅｄ

ｏｎｈ ｉｓＰｈＤ ｔｈ ａｔ ｈｅｄｅ ｆｅ ｎｄｅｄａ ｔＲ ａｄｂｏｕ ｄＵ 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Ｎ ｉ

ｊ
ｍｅｇｅ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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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非洲是怎样的 ？ 我们在非洲的人 口统计学基本信息的基础上继续从六

大领域展开考察 。

首先从非洲人 口 统计学 的
一些资料来 了解基本情况 。 1 6 5 0 年 , 非 洲

和欧洲的 人 口 数相 同 , 各 拥有约 1 亿 人 口
, 各 占 当 时世 界人 口 数量 的

1 7 ％左右 。 到 1 9 0 0 年 , 欧洲经济和科学的发展迅速 , 取得领先地位 , 致

使其人 口达到 6 亿 , 占 了 世界人 口 的 2 5 ％ 。 而非洲 由 于奴隶制 的存在 、

疾病 的困扰 、 经济 的不独立 , 仍然是 1 亿人 口
, 占世界人 口 的 比例降至

4 ％ 。 如今 , 欧洲人 口 为 7
．5 亿 , 占世 界人 口 的 1 1 ％ , 而非 洲人 口 为 1 0

亿多 , 占世界人 口 的 1 5 ％ 。

？ 非洲人 口复苏取得 了不起的成就 , 其人 口 比

重在持续上升 。 人民对于艾滋病这些会导致其人 口减少的疾病 的恐慌已不

复存在 。 目 前 , 文滋病引发的死亡数一直在下降 , 在非洲最有争议的 4 个

国家里 ,
新发案件数要 比 1 0 年前低 2 5 ％

, 对此联合 国艾滋病规划署最近

进行了庆祝 。

？

1 ． 非洲的 自然环境领域变化

非洲 土地 占世界总土地 的 1 9 ％ , 其 中 1 0 ％多 的 土地安然享有 自 然 的

庇护 。 1 9 6 1 年到 2 0 0 9 年间 , 非洲农民通过辛勤耕种成功将耕地面积扩大

一倍 , 从之前 的 1
． 0 1 亿公顷扩大到 2

． 0 9 亿公 顷 , 占非洲 土地 面积 的

7 ％ 。 非洲大部分 的陆地都不受 自 然 的庇护 , 未被开垦 , 这些 区域主要是

热带森林 、 稀树草原 、 沙漠 以及半沙漠地 区 , 且大部分地区人 口稀少 。 非

洲种植数据的变动反映了非洲的繁荣和低迷时期 。 2 0 世纪 6 0 年代 , 大部

分非洲 国家获得了政治独立 , 这些新政府都踏上了推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道

路 , 企图实现工业化及发展 , 而往往都忽视了他们国家的农业传统和农民

的福利 。 然而 , 由 于天气相对温和 , 以及 2 0 世纪 5 0 年代计划走殖民地现

代化和农业商业化的道路 , 非洲 的种植 土地面积得 以扩张 。 在 7 0 年代 ,

①Ｔ． Ｄｉｅ ｔｚ
,
Ｆ． ｄｅｎＨｅ ｒｔｏｇ＆ ．Ｈ． ｖａｎｄｅ ｒＷ ｕｓ ｔｅ ｒｉ

,
ＶａｎＮａ ｔｕ

－

ｕｒｌａｎｄｓ ｃｈａｐｔｏｔＲ
ｉ
ｓｉｃｏ

－

ｍａ ａ ｔ ｓｃｈ ａ ｐｐ ｉ
ｊ

．
Ｄｅ ｇ ｅｏｇｒａ ｆｉｅｖａｎｄｅｒｅｌ ａｔ ｉｅｔ ｕｓ ｓｅｎｍｅｎｓ ｅｎｍｉｌｉｅ ｕ ？ｈｔ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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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
ａｇ

？

ｅ ｒｓ ． ｃｏｍ／ｈｉ ｓｔ ｏ ｒｙ／ｗｏｒｌ ｄｐｏｐｕ ｌａ ｔ ｉｏｎ
－

ｇ ｒｏｗｔｈ． ｈ ｔｍ ；Ｆｏ ｒ ｃｕ ｒｒ ｅｎｔ ｄａ ｔａ , ｓ ｅｅＬ．Ｒｏｗｎｔ ｒｅ ｅｅ ｔ
ａ ｌ ． ,Ｄｉｖ ｅｒｓ ｉ

？

ｔｙａｍ ｉ
ｄＧ ｌｏｂａ ｌ ｉｚａ ｔ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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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气候条件恶劣以及严酷的政策 , 农村到处弥漫着绝望气息 , 致使几乎

所有 国家的种植面积缩减 , 到 目 前 为止非洲仍 然因为这些而产生悲观情

绪 。 来 自 非洲研究 中心 的
“

跟踪发展计划
”

发现并显示了这些政策的不明 ．

智 。 而在同样的数十年间 , 东南亚和 中 国采取了对农业和农民有利的 国家

引导政策 , 为其经济的突飞猛进奠定 了基础 。

3 5 2 0 世纪 8 0 年代末 , 非洲

经济开始复苏 , 并
一直持续到 9 0 年代 , 其中 由于全球对非洲经济不断看

好 , 其在全球市场上售出 的农产品快速增加 。
2 0 世纪最后 1 0 年 , 农产品

数稳步增长 , 但人们更注重食物生产 , 以此满足非洲城镇人 口增长 的需

求 。 总览 2 0 世纪后 5 0 年 ,
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农作物面积都得以显著增

长 。 其谷物种植面积翻倍 , 豆子 、 根基作物和块茎作物 的生产增至三倍 。

稻谷种植面积增长了三倍有余 , 高粱增长了二倍有余 , 玉米则增长了将近

二倍 。

“

奢侈
”

树木 、 水果 、 蔬菜 的种植增长迅速 , 这既满足 了世界市场

的需求也满足了非洲不断增长 的城市中产阶级的需求 。 在非洲 , 家畜数 目

增长了二倍有余 , 饲养鸡 的数 目也增长显著 (这对其女性农 民而言至关重

要 ) 。

当然 , 农业方面的成就不能仅凭耕种面积的扩展大小来判断 。 产量也

很重要
； 产量对总体构成是有积极作用的 。 在过去的 5 0 年 , 非洲农 民 已

成功地在除了蔬菜以外 的其他所有农作物方面取得 了单位面积的 较高产

量 。 水果和谷ｔｆ 的产量增长最为突 出 , 平均产量几乎增长了两倍 。 根茎 以

及块茎作物产量增长了 6 1％ 。

然而 ,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概述 ,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 非洲平均所产

食物要 比维持健康生命所需的最低食物要求高
一些 , 但是 , 许多非洲人依

然每天无法填饱肚子 。

与此同时 , 由 于非洲人 口大幅增长 , 农业迅速发展 , 对农 田 和树木消

耗需求也随之增加 , 导致非洲森林面积 大幅减少 。 在 1 9 9 0
—

2 0 1 0 年间 ,

全世界共损失 1 ． 3 5 亿公顷 的森林 , 而非洲对此要负一半 多的 责任 。

② 在

过去的 2 0 年 , 非洲 的森林面积从之前 的 6
．

9 1 亿公顷降至 6
．

1 6 亿公顷 ,

① 该数据 来 自
一

个 比 较 研究 项 目 , 由 荷 兰 外 事 中 心 , 项 目 领 导 者 为 Ｄａｖ ｉｄＨ ｅｎｌ ｅｙ

( Ｋ ＩＴＬＶ ) ａｎｄ
Ｊ ａｎＫｅ ｅｓｖａｎＤｏ ｎｇｅ ( ＡＳＣ ) 。

②Ｓ ｅｅＭ
．
Ｒ ｏｓ

－Ｔｏｎｅｎ＆Ｔ ．Ｄｉｅ ｔ ｚ ( ｅｄｓ )
,
Ａｆ ｒｉ ｃａｎＦｏ ｒｅｓ ｔ ｓ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Ｎａ ｔｕ ｒｅａｎ ｄＬ ｉ

ｖｅｌ ｉｈｏｏｄＲ ｅ
？

ｓｏｕ ｒｃ ｅｓ
,
ＥｄｗｉｎＭｅｌ ｌｅｎＰｒｅ ｓｓ

,
Ｌｅｗｉ ｓｔｏｎ

,
 2 0 0 5

＼Ｔｈ ｅ ｆｏｕｒ ｔｈ ｅ ｄ ｉ 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ＵＮＥＰ
＇

ｓ
＂

Ｇ ｌｏｂａ ｌＥｎ ｖｉ

？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ｌＯｕｔ ｌ ｏｏｋ
＂

,  2 0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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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碳储量则在 同
一时期从 6 0 9 亿吨降至 5 5 9 亿 吨 。

？ 虽然诺贝尔奖得主

旺加里 ？ 马塔伊为推动非洲 的重新造林作 了开拓性的工作 , 但此方面仍

未得到足够重视 。

2 ． 非洲的物质环境领域变化

首先 , 关于非洲的基础设施 。 由 于历史数据的缺乏 , 所以无法 了解过

去 5 0 年整个非洲大陆的重大变化 。 现有各种数据表 明 , 航空运输设备全

面增长 , 非洲大陆主要部分与外界 的联系 大大加强 ； 但在大陆 内部 , 两地

之间建立直达航班仍是个大问题 。 由 于世界银行和欧盟 的援助 , 以及 中 国

慷慨捐助和管理的快速发展计划成效显著 , 非洲许多地方的公路道路网正

在恢复 。 非洲 的 车辆也在不断增加 。

？ 虽然许多国 家的 电力供应 增长缓

慢 , 但已 确立新 目 标 , 做了新投资 。 北非和南非的电力供应覆盖面积 已达

到 8 0 ％ 以上 , 但另外
一些非洲 国家仍低于 5 0 ％ ( 甚至包括能源丰富 的尼

日尼亚 ) , 许多 国家则低于 2 0 ％ 。 现代燃料来源在北非很常见 , 但在其他

地方则相对稀缺 ； 南非家用现代燃料 只 占 5 0 ％之 内 , 其他大多数非洲 国

家则低于 1 0 ％ 。 这些 国家大都使用传统树木燃料或者木 炭 , 从而对 自 然

环境造成损害 。

④ 然而令人乐观的是 , 关于通信基础设施 的投资则十分火

爆 , 手机数量的迅猛增长快速的改变着人们相互之 间 的连通性 。

⑤ 还有一

点值得乐观的是 , 相比 5 0 年前 , 非洲在保 障饮用水安全方面有所改善 。

其次 , 城市规模已 取得惊人发展 。 1 9 6 0 年 , 非洲 主要是农村人 口 ,

只有 2 0 ％ 的人生活在城市 。 如今 , 非洲 的城镇化水平 已超过 4 0 ％ , 很快

就会接近 5 0 ％ 。 2 0 0 7 年 ,
8 个非洲人 中 已经有 1 个居住 在聚集 了百万人

口之多的城市里 。 非洲 巳有 4 个大都市跻身 于世界前 5 0 个人 口 最稠密中

① ｆｏ ｒｅ ｓｔｒｙ ｓｔ ａ
ｔ

ｉｓ ｔ
ｉｃ ｓ 2 0 1 0

, 参见英 国政府 网站 ：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 ． ｆｏ ｒｅ ｓｔｒｙ

,

ｇｏｖ ,
ｕｋ

。

② ｈｔｔｐ ： ／／ｎｏｂｅｌ
ｐ ｒ ｉｚ ｅ．

ｏ ｒｇ／ ｎｏｂｅｌ

＿ｐ ｒｉ ｚｅ ｓ／ｐｅａ ｃｅ ／ｌａｕｒｅ ａ ｔｅ ｓ／ 2 0 0 4 ／ｍａａｔ ｈａ ｉ

－

ｂ ｉｏ ．ｈｔｍｌ ．

③Ｊ

－ Ｂ． Ｇｅｗａｌ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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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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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 ｅＳｐ ｅｅ ｄ ｏｆＣｈａｎｇｅ ：Ｍｏ ｔｏｒＶｅｈｉｃｌｅ ｓａｎｄ

Ｐｅ ｏ
ｐ

ｌｅ ｉｎＡｆｒ ｉｃ ａ
,  1 8 9 0

—

2 0 0 0
,
Ｂｒｉ ｌｌ

, Ｌｅ ｉｄｅｎ
, 2 0 0 9 ．

④ 数据 来 自ＪｏｓＢｒｕ
ｇｇ

ｉｎｋ演 讲 , 他 的 数据 采 自 ：
ｔ ｈｅＯＥＣＤ／ ＩＥＡＷｏｒｌｄＥｎｅ ｒｇｙＯｕ ｔｌ ｏｏ ｋ

2 0 1 0 (ｗｗｗ ． ｗｏｒ ｌｄｅｎ ｅｒｇｙｏｕｔ ｌｏｏｋ． ｏ ｒｇ ) ；ｐｏｖｅ ｒｔｙｄａ ｔａｐｒｏｖ ｉｄｅｄｂ ｙ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 ｋ ：

ｄａ ｔａ , ｗｏｒｌ 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ｉｎｄ ｉｃａ ｔｏｒ／ＳＩ

．
ＰＯＶ．

 2ＤＡＹ。

⑤ 一个正在进行 中的关于 非洲手机暴涨 的研 究项 目 , 参 见 Ｍ． ｄｅＢｒｕ ｉ

ｊ

ｎ , Ｆ． Ｎｙａｍｎ
ｊ
ｏｈ

Ｉ
． Ｂｒ ｉｎｋｍａｎ , Ｍｏ ｂ ｉ ｌｅＰｈｏｎｅｓ ：Ｔｈ ｅＮｅｗＴａｌ ｋｉｎｇ

Ｄｒｕｍ ｓｏｆＥｖｅ ｒｙｄａｙＡｆｒ ｉｃａＣＬａｎｇａ ａ／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ｔ ｕｄ
？

ｉｅ ｓＣｅｎ ｔ ｒｅ
？
Ｂａｍｅｎ ｄａ／Ｌｅ ｉ

ｄｅｎ ,  2 0 0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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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分别是开罗 、 拉各斯 、 金沙萨 、 约翰 内斯堡 还将有更多 的 城市加

入这个行列 。 这些爆炸性的数字显示 了非洲城市还在增长 , 告诫我们是否

记得非洲城市在 Ｉ 9 6 0 年只需为 6 5 0 0 万人 口提供住房和生存空 间 , 而现在

这个数字 巳 上升到 4 ．6 亿人 。

3 ． 非洲的公民健康与人才培养领域变化

在健康方面 , 非洲 的卫生和教育在过去 5 0 年已 大为改善 。

《＞

但与千

年发展 目 标实施相关的世界其他地方相 比 , 非洲在这方面仍是落后 的 。 最

基本 的统计是关于预期寿命的 。
1 9 6 0 年 ,

1 7 个非洲 国家都呈现极低 的数

值 , 平均预期寿命低 于 4 0 岁 , 其 中塞拉利 昂 和安 哥拉最低 , 平 均仅 3 3

岁 , 主要是 因为婴儿和孩童高死亡率 。 到 2 0 0 8 年 , 非洲 已没有任何 国家

的预期寿命低于 3 0 岁 。 1 9 6 0 年曾处于排行最后的 国家 中 , 有 7 个已经将

其国 民预期 寿命值提升到 4 0 岁 与 4 9 岁 之间 , 有 1 0 个国家提升到 5 0 岁 与

5 9 岁之间 。
1 9 6 0 年 , 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相关数值处于 4 0 岁 到 5 0 岁之间 。

在 2 9 个国家里面 ,
有 5 个国家 的数值维持在这

一

水平 , 但莱索托 和赞 比

亚的情形有所恶化 。 有 1 4 个 国家情形已经改善 , 其预期寿命 目 前处于 5 0

岁到 6 0 岁 之间 ,
6 个国家的数值 已上升到 6 0 岁 与 7 0 岁之 间 , 甚至 有 5

个 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值跃升到 7 0 岁 以上 , 接近欧洲 的平均值 。 最终 ,

1 9 6 0 年 6 个非洲国家曾位于预期寿命排行前列 , 寿命值超过 5 0 岁 , 现在

其中的 3 个 国家跃升到
一流水平 ,

一

个几乎贴近 ,

一个 (博茨瓦纳 ) 有所

停滞 , 另一个跌 出 了名 次 , 即津 巴布韦 , 是由于受艾滋病的影响 以及严重

的政治 、 经济 、 道德危机而导致如此 。

在教育文化程度方面 , 通过 比较 Ｉ 9 6 0 年 和 2 0 0 8 年 的数 据 , 我们得

到 了 3 4 个非 洲 国 家 的数值 。 1 9 6 0 年 , 成人受教 育 水平 很低 , 令 人沮

①Ｕ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 ｔｏ ｆ Ｅｃ 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 ｌＡｆｆａ ｉｒｓ／Ｐｏｐ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Ｄｉｖｉｓ ｉｏｎ ,Ｗｏ ｒｌ ｄＵｒｂａｎｉｚａ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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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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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ｍｏ ｒｅ ｔｈａｎｏｎ ｅｍｉ ｌ ｌ ｉ

ｏｎ

ｉｎｈａｂ ｉｔａｎｔｓ ：ＷＤＩｏｎ ｌ ｉｎｅ． Ａｃｃｅ ｓｓｅｄＮｏｖｅｍｂ ｅｒ 1 8
,  2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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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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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Ｍｅ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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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ｏ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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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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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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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ｉｓ

Ｖ 4
—

ｅｎ ．

ｐｄ ｆ．

②Ｓｅ ｅＤ ．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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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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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 。 至少有 1 4 个非洲国 家 , 他们的 1 0 0 个成人 中不到 1 0 个具有初级水

平 的读写能力 。 虽然平均文化水平在各地 已有所改善 , 但其 中许多 国 家

的文化水平排名仍处于末端 。 Ｉ 9 6 0 年 , 至少有 1 9 个非洲 国家 的成人文

化水平处在 1 0 ％与 4 0 ％之 间 。 现在 , 这些 国家都 已 经大力 提 高 了 其文

化水平 ,

一些 国家如津 巴布 韦几 乎达到普遍水平 。 1 9 6 0 年 , 非洲 只 有

南非一个国家 的大多数成人有读写能力 , 现在则几乎也 已普及了 。

高等教育率是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投资的结果 。 在少数独立的非洲

国家 , 有 5 0 ％多 , 年龄在 6 岁 到 1 2 岁 的 孩子就学 , 而在其他许多 国家 ,

就学率甚至不到 1 0 ％ 。 如今 , 大多数 国家至少 7 0 ％ 的孩童接受了 基础教

育 。
1 9 6 0 年 , 只有埃及 、 突尼斯 、 南非的 中学人学率为 1 0 ％ 以上 , 许多

非洲国家甚至不到 3 ％ 。 现如今 , 非洲 只 有两个国家的 中 学生入学率不到

1 0 ％ , 5 0 ％ 的非洲国家的 中学生入学率为 2 5 ％到 5 0 ％ 。

4 ． 非洲的经济领域变化

虽然 1 9 6 0 年 到 1 9 7 0 年 间非 洲经济有一个好 的起步 , 但 1 9 7 0 年 到

2 0 0 0 年间 , 许多 国家的经济发展变得萧条 , 不过从 2 0 0 0 年到 2 0 0 9 年 间

许多国家的情形大为改善 。

？ 然而 , 经济增长形式却各不相同 。
尽管有 1 0

个国家在 1 9 6 0 年到 2 0 0 0 年期间遭受了经济危机 ,

一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彻

底崩溃 , 但依然有 5 个国家的经济整体在这一时期实现了显著增长 。 早在

人们谈论非洲与东南亚 四虎之一对应的 国 家之前 , 博茨瓦纳就因其人均

ＧＤＰ 增加 了 1 3 倍 , 被视为经济猎豹 。 事实上 , 过去 1 0 年整个非洲大陆

的经济成就确实要 比之前的 4 0 年更有前景 。 然而 , 并非所有的 国家都取

得 了成功 , 事实上一些 国家陷人了危机 。 津 巴布韦 自 然是
一

个最让人忧心

的例子 。 但总体而言 , 过去 1 0 年非洲 巳 有了兴起 的迹象 , 这些迹象可以

通过非洲大陆的贫 困水平观察到 。

？
非洲的贫困水平虽然仍很高 , 令人悲

伤 ,
但毕竟在不断改善 。

1 9 9 0 年 , 在千年发展 目 标的初 期 , 撒哈拉以南

①ｈｔ ｔｐ ： ／／ｗｅｂ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 ｏｒｇ／ＷＢＳＩＴ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ＵＮＴＲ ＩＥＳ ／ＡＦＲ ＩＣＡＥＸＴ／
0

,

．

ｃｏｎｔｅｎ ｔＭＤＫ ： 2 0 5 6 3 7 3 9
￣

ｍｅｎｕＰＫ ： 1 6 1 3 7 4 1 
？

ｐａｇｅＰＫ ：

． 1 4 6 7 3 6 
￣

ｐ ｉＰＫ ： 1 4 6 8 3 0 
￣

ｔｈｅＳｉ ｔ ｅＰＫ ：

2 5 8 6 4 4 , 0 0 ．ｈｔｍｌ． Ｗ ｏ ｒ ｌｄＢａｎｋ
＇

ｓＡｆｒ ｉｃ ａｗｅｂｓ ｉｔｅ ．

② 数据 引 用 如 下 来 源 ： Ｊ
－Ｃ．Ｂｅｒｔｈ 6 丨ｅｍｙ , Ｅｍｅｒｇ ｉｎｇＡｆ ｒ ｉｃ ａ ,ＯＥＣ ＤＰｕｂ ｌ ｉｓｈ 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

2 0 0 1  ｆＳｔｅｖｅｎＲａｄ ｅｌｅ ｔ
,
Ｈｏ ｉｖ

 1 7Ｃｏｕ ｎｔｒｉ ｅｓＡ ｒｅＬｅ 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Ｗａｙ ？

Ｃｅｎ ｔｅ ｒｆｏ ｒＧ ｌｏｂａ ｌ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Ｗａ ｓｈｉｎ ｇｔｏｎ
？ｗｗｗ． ｉｎｓ ｃｈｒ ｉ

ｊｖｅｎ ．ｎａｂｃ． ｎｌ ／Ｅｍｅｒｇ ｉｎｇＡｆｒｉｃ ａ．
ａ ｓｐ

ｘ． Ａｃｃ ｅｓ ｓｅｄＤｅｃｅｍｂｅ ｒ 3
,
 2 0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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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5 8 ％ 的人生 活在 购买力 平均消 费价格每 日 不 到 1 美元 的 困境 中 。

．

2 0 0 5 年 , 这一 比例降至 5 1 ％ 。

？

5 ． 非洲的社会政治参与领域变化

关于社会政治方面的特点 , 众多具有诱人特质的全球名单为吸引科学

家 、 决策者以及媒体的眼球而较量着 。 有 网站列 出 了许多 因重视非洲政治

公正性而作 的众多努力 。

② 仅举几例 ： 民主指数 、 政府效率指数 、 失败 国

家指数 、 非洲治理的莫 ？ 依布拉欣指数 、 腐败感知指数 、 合法权利指数 、

自 由指数 。 这些指数都是最近公布的 , 且常常难以判断其长期的走势 。 尽

管如此 , 与 1 9 9 0 年相比 , 如今越来越 多的非洲政府及其领导人是 由 多党

选举产生 , 很明显这种公正性的感知在不断增强 。 诸如这样的 指数 ,

一部

分来源于非洲 自 身 , 对使媒体 、 舆论 、 非政府 组织 ( ＮＧＯ ) 、 商界 、 政府

保持警惕性发挥 了作用 。 非洲联盟也建立了专 门部 门处理滥用权力的严重

事件 。

③ 笔者将概述非洲在这些指数方面所做的
“

成绩
”

。 假如你认为
一个

成功的政府 ,

一个有着正常选举制 、 拥有不止 一个 政党 、 清廉 、 管理 有

序 、 高效率 、 合法保护商业利益 、 有高度新闻 自 由 的政府是美好的事情 ,

那么仍然有许多地方需要改善 。 但并非所有的非洲人都深信这些是值得优

先考虑的事情 。

6 ． 非洲的文化参与领域变化

文化的变化本可以从多个方面描述 , 但人们的注意力大多直接集 中在

宗教以及大多数非洲人彻底 的宗教狂热上面 。 在非洲找到所谓的
“

自 由 思

想者
”

是如此的难 。 因此 , 让我们看看统计数字告诉了我们些什么 。 不过

在看这些之前 , 笔者想先引 用
一

句关于非洲所有宗教数据的说明
？

：

众所周知 , 精确 的统计数据很难获得 ,

一部分原因是全国性 的人口 普

①ｈｔ ｔ
ｐ ：／ ／ｗｖ ｓ

ｒｗ ．ｕｎ．ｏｒｇ／ｍｉ ｌ ｌｅｎ ｎｉｕｍｇｏａ ｌｓ／ｐｄ ｆ／ＭＤＧ＿ＦＳ＿ 1＿ＥＮ ．

ｐｄ ｆ
．
 Ｉｎ Ｎｏ ｒｔｈＡｆ ｒ ｉｃａ ,

ｔｈｅｐ
ｏｖｅ ｒｔｙｓ ｉ

ｔｕａｔ ｉｏｎ ｉｓｍｕｃ ｈｂｅ ｔ ｔ ｅｒ ａｎｄｉｍ ｐ ｒｏｖｉ ｎｇａ ｓｗｅｌ ｌ
．
Ｓｅ ｅｈ ｔ ｔｐ ：／ ／ｍｄｇ ｓ

．

ｕｎ． ｏｒｇ／ｕｎ ｓｄ／ｍｄｇ／

Ｄａ ｔ ａ． ａ ｓｐ ｘ．

②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 2 1 ｏｇ ｉｃｓｔｕｄｉ ｏｓ ．ｃｏｍ／ ｂ ｉ

ｔｗｅａｖｅ ｒ／ｗ ｉｋｉ／ ｖ ｉｅｗ．
Ｄｅｃ ｅｍｂ ｅｒ 4

,
 2 0 1 0 ．

③Ｔｈｅｓ ｅ ｔ ｒｅｎ ｄｓａ ｒｅｆｏｌｌ ｏｗｅｄｃ ｌｏｓｅ ｌ

ｙｅｖｅｒ ｙｙｅ ａｒ ｉｎａｓｐ ｅｃ ｉａｌｓ ｅｃｔ ｉ
ｏｎｏ ｆｔｈｅＡｆ ｒ ｉｃａ Ｙｅ ａ ｒｂｏｏｋ．

④Ａ ． Ｍａ ｚｒｕ ｉ
,
Ｇｅｎｅ ｒａ ｌＨｉｓ ｔｏ ｒｙｏ ｆＡｆｒｉ ｃａＶＩＩ Ｉ ( Ａｆｒ ｉｃ ａｓ ｉｎｃｅ 1 9 3 5  ) , ＵＮＥ ＳＣＯ

,
Ｐａ ｒ ｉ ｓ

,

1 9 9 3 ．

ｐ
．
 5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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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资料要么 已经过时要么 就是 巳 经不存在 了 ；
一部分原 因是 因为权力竞

争 , 对手的统计资料很重要 , 不易拿到 ； 还有部分原因是之前 曾声称是伊

斯兰教或者基督教的拥护者现在可能 巳不再信奉传统宗教了 , 这确实是值

得注意的 。

依据德 国百科全书 ,

？ 2 0 世纪 6 0 年代 ,
4 0 ％ 的非洲人信奉伊斯兰教 ,

可能有 3 0 ％ 的人遵从本土信仰体系 的某些形式 , 1 2 ％ 的人是 罗马天主教

徒 ,

9 ％ 的人是圣公会信徒或信福音主义者 , 6 ％的人是埃及基督徒或是埃

塞俄比亚基督徒 , 此外还有
一些犹太教或印 度教追随者的散居社区 。

2 0 0 9

年 , 信奉伊斯兰教 的非洲人估计达 到 4 ． 0 2 亿人 ( 3 9 ％ )
,

② 信奉罗马天主

教 的为 1 ． 5 8 亿人 ( 1 5 ％ ) ,

③
信奉埃及基督教或是埃塞俄 比亚基督教 的为

4 1 0 0 万人 ( 4 ％ ) , 信奉其他基督教的为 2 ． 8 8 亿人 ( 2 8 ％ ) 。

？ 这意味着有

1 4 ％ 的非洲人可视为非穆斯林和非基督徒 。 然而 , 所有去过非洲教堂和清

真寺 的人都清楚基督教或伊斯兰教 的混合信仰 以及本土信仰仍然广受欢

迎 , 这是有 目共睹 的 。 如果我们观察宗教扩张的动态 , 可以看出 组合的新

教、 圣公会以及五旬节信仰团体 ( 包括许多独立教堂 ) 在 1 9 6 0 年到 2 0 0 9

年间增长了 9 倍 ,
罗马 天主教增长 了 4 倍 , 伊斯兰教增长了 3 倍 , 非洲东

北部 的东正教增加了 2 倍 。

⑤
因此 ,

2 0 0 5 年在最后
一

次秘密会议上 , 南非

圣公会大主教图 图要求罗马天主教的红衣主教选举 出一个非洲教皇 , 也就

不足为奇了 。

①Ｂ ｒｏ ｃｋｈａ ｕｓＥｎｚ ｙｋｌｏｐＳｄ ｉｅ , Ｐａ ｒ
ｔ ｉ (

Ａ－

ＡＴＥ )
 ,Ｗｉ

ｅ ｓｂａｄｅｎ , 1 9 6 6 ． ｐ．  1 6 3 ．

②Ｂ ａｓ ｅｄｏｎＴ , Ｍ
ｉ
ｌ ｌｅｒ (

ｅｄ ． )Ｍａｐｐ ｉ
ｎｇｔ

ｈ ｅＧ ｌｏｂａｌＭｕｓｌ
ｉ
ｍ Ｐｏ ｐｕｌａ ｔ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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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Ｒｅ

ｐ
ｏ ｒｔ ｏｎ ｔｈ ｅＳｉｚ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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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Ｍｕ ｓ ｌ
ｉ
ｍＰｏｐｕ ｌａ ｔ

ｉｏｎ ( ＰｅｗＲ ｅｓ ｅａ 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
Ｗａ ｓｈｉ ｎｇｔ

ｏｎ , 2 0 0 9 )
．

Ａ ｌ ｉｓ ｔｏ ｆ ｄａｔ ａｆｏｒ ｉｎｄ ｉｖ ｉｄｕａ ｌｃｏｕｎ ｔｒｉ ｅｓｃａｎｂｅ ｆｏｕ ｎｄａｔ ：ｈ ｔ ｔ
ｐ ；／ ／ ｅ ｎ

． ｗ ｉｋ ｉｐｅｄ ｉａ ．
ｏ ｒｇ／ｗ ｉｋ ｉ／ Ｌ ｉｓｔ

 ＿ｏ 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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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ｙ ＿
Ｍ ｕｓｌｉｍ

＿ｐ
ｏ
ｐ ｕ ｌａ ｔｉ

ｏｎ ＃ｃ ｉ
ｔｅ

＿
ｎｏｔ ｅｍｇｍｐＰＲＣ

—

 1 ．

③Ｓｅｅｈｔ ｔｐ ： ／／ ｅｎ． ｗｉ ｋ
ｉｐｅｄ ｉ

ａ ．ｏｒｇ／ｗ ｉｋ
ｉ／Ｒｏｍａｎ

＿Ｃａｔｈｏ ｌ
ｉ
ｃ

ｉ
ｓｍ

＾．
ｉｎ

＿Ａｆｒ ｉｃ ａ．

④Ｓ ｅｅ ｈｔ
ｔ
ｐ ：／ ／ ｅｎ． ｗｉｋ ｉｐｅｄ ｉａ ．ｏｒｇ／ｗ ｉｋ ｉ／Ｃｈｒ ｉ ｓｔ ｉａｎｉｔｙ＿ｂｙ ＿

ｃ ｏｕｎｔ ｒｙ
．

⑤ＡｍａｄｕＪａ ｃ
ｋ
ｙ
Ｋａｂａ , ＴｈｅＳｐ ｒｅａ ｄｏ ｆ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ｉ

ｔ
ｙａｎｄ Ｉ ｓ ｌａｍ ｉｎＡｆ ｒｉ ｃａ ：Ａ Ｓｕ 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Ａｎａ ｌ

？

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 ｒｓ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ｇ ｅｓｏｆＣ ｈｒｉｓ ｔ
ｉａｎｓ ,

Ｍｕｓ ｌ ｉｍｓ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Ｐ ｒａ ｃｔ ｉｃ ｅＩｎｄ ｉ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ｌ ｉｇ ｉｏｎｓ
＇

, Ｔｈ ｅＷｅ ｓ ｔｅｒｎ Ｊｏ 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ｌａ ｃｋＳｔ ｕｄ ｉｅ ｓ 2 9  ( 2 ) ： 5 5 3

一

5 7 0
,

2 0 0 1 ．

⑥Ｔｈ ｅＳ ｔａ ｒ , Ｓｏｕ ｔｈＡｆｒ ｉｃ ａ ？Ａｐｒ ｉ ｌ 4 ,  2 0 0 5 ．

ｈ
ｔｔｐ ：／ ／ ｅｎ ．ｗｉ

ｋ
ｉｐｅｄ ｉａ．

ｏｒｇ／ｗ ｉ
ｋ

ｉ／Ｒｏｍａｎ＿Ｃ ａ
？

ｔｈ ｏｌ ｉｃｉｓｍ
＿

ｉｎ
＿
Ａｆｒｉｃ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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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

我们认为 , 非洲人 自 己对于发展和改变的评价对于考察
“

援助
”

的影

响是很重要 的 , 在我们所 开发和实践 的
“

参与式发展评估方法
” ( ＰＡ－

ＤＥＶ ) 中 , 采用研讨会式 的工作模块展开研究 , 可 以获得大量的甚 至是
“

全景式
”

的研究资料 , 对这些资料 的综合分析 , 我们得到 了 目 前基于 9

个调研会的阶段性研究结果 , 将这些研究结果和非洲大尺度的同周期变化

进行对照分析 , 我们可以说 , 外来的非洲援助项 目 对于当地民众的生活和

能力是有积极影响的 。

［湖南 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皖 , 裘丽译 ］

( 责任编辑 ：
王学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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