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洲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卷 （总第 １８ 卷）

第 １７７—１９６ 页

ＳＳＡＰ ©， ２０２２

上海对非洲国家经济技术援助历史
考察 （１９６０—１９９０）∗

陈金龙

【内容提要】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初， 上海为非洲 １６ 个

国家援建成套项目 ３１ 个， 其他援助形式和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数量更

多。 上海对非援助与经济技术合作的主要方式是一般物资、 成套项

目、 技术合作、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 援外医疗队等， 其中成套项目

援助是重点。 综合来看， 上海对非援助起步早、 门类全、 任务重。
此外， 上海援非呈现了一些阶段性特征： 任务量从渐增到平稳、 援

非比重提升、 援外管理自主性的提高、 援建方式渐趋多样。 这一时

期， 上海在中国援助非洲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既完成了地方

的援外任务与使命， 为同期中非友好关系增添佳话， 也为中非经贸

关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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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史、 中非关系史研究 （舟山， ３１６０２２）。

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几十年中， 上海市作为全国的工商业生产基地，
不仅利用本身的生产、 技术优势为全国其他省市在工业生产、 医疗卫生

等方面提供援助， 同时也承担起对外援助的任务，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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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这两种不同面向的国内外经济技术合作， 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上海发

挥地方优势、 参与全国建设、 服务国家外交政策的具体体现。 近年来，
已有一批有关上海支援内地建设的论著问世， 但是， 上海援外方面的研

究略显不足， 以上海 （地方） 为援助主体考察中国援外实践的研究总体

数量不多， 整体上对上海单位援外方式和特征的考察仍未尽深入。①

在对非援助方面， 国内外以中国和非洲整体为对象的相关研究著作

汗牛充栋， 除坦赞铁路、 援非医疗队等热门领域外， 从中国地方史视角

展开的实证历史研究尚未成气候。② 国外有关中国对非援助方面的研究，
总体上仍侧重于从国际关系史、 外交史等角度进行宏观考察， 近些年一

些有影响力的著作正转向个案研究，③ 但是， 由于语言、 意识形态、 资料

等因素的制约， 国外研究大多未能利用中方的材料， 更谈不上地方视角

的论述。 国内研究同样也是集中于宏观叙事， 着眼于国家、 国际层面的

内容， 考察上海对非援助历史状况的研究， 目前主要体现在少数高校的

硕博论文中， 它们大部分是截取特定的历史剖面， 对相应历史时期的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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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上海地方志以外， 笔者根据中国知网和高校图书馆系统查阅统计， 较为深入的有对

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华实习生的研究， 多偏重解读相应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输出问题，
也有基于报纸材料考察舆论变化、 援外概况等的研究。 参见蒋华杰 《公共外交的意识形

态化： 冷战时期中国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计划解读》，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 游览 《技术援助中的意识形态输出———冷战时期中国对在华越南实习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 蒋华杰 《解读冷

战时期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 以外国实习生培训项目为个案》，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另有上海专家援阿建设的有关回忆等， 参见孔寒冰、 张卓 《爱
尔巴桑记忆———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专家访谈录》，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２０１５ 年

第 １ 期； 范美琪 《上海媒体对 “抗美援朝” 报道的研究———基于 〈文汇报〉 的考察》，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１７； 张勉励 《中国对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历史起步》，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 张勉励 《中国对越南经济建设援助的历

史考察 （１９５８—１９６４）》， 《史林》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胡辉：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省对非洲国家的援助》， 《当代中国史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 张建枢、 高军、 纪玉英等： 《北京援外医疗五十年》， 《首都医药》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５ 期；
蒋华杰： 《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研究 （１９６０—１９７８）》， 博士学位论文， 华东

师范大学， ２０１４。 以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是少数基于地方历史档案或文献展开的专题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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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作进行介绍。① 这些研究往往限于篇幅或者资料范围有限， 主要内容

多未能进一步展开， 但是， 这些比较扎实的论证基础， 为以后更为深入

的探讨留下了空间。
本文依据上海市的档案文献、 地方史志、 援外考察资料等， 对 ２０ 世

纪 ６０—９０ 年代上海市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活动进行系统梳理， 主要考察上

海在中国援非工作中的主要方式、 特点和阶段特征等。

一　 上海援非的历史回顾

得益于有利的社会、 历史和地理条件， 上海的工业产业、 商业等领

域在中国近现代经济中长期居于 “领头羊” 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 这种

基础优势仍很明显。 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 上海的机械化水平、 人均工业

生产总值、 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总值等在全国独占鳌头。② １９５０ 年以后， 上

海开始承担国家对外提供各种经济技术援助和合作的任务， 范围从周边

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扩展到与中国逐渐建立外交联系的非洲国家。
整体上看，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到 ９０ 年代初， 上海市对非援助的发展，

同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政策变化同步， 国内有关研究基本上将这段时期的

中国援非 （外） 分为四个大的阶段： １９６３ 年以前是对非援助的初始起步

阶段； １９６４ 年初周恩来总理宣布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至 １９７０ 年为发展

阶段； １９７１ 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为急剧增

长阶段；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至 １９９０ 年为援助改革与改革开放协奏阶段。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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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蒋叶的论文探讨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上海对西非部分国家经济援助， 主要讨论的

案例是几内亚卷烟火柴联合厂和马里卷烟厂实习生来沪， 参见蒋叶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

代上海对西非部分国家经济援助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１１； 叶爽的

论文研究时限同上文类似， 将主要的研究对象范围扩展到整个非洲， 着重探讨援非医疗

队和培训非洲实习生， 参见叶爽 《中非 “友谊” 的地方叙事———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上

海对非交往活动的历史考察》，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１３； 许文颖的论文专

题探讨 １９７５—１９８５ 年援摩洛哥医疗队的情况， 参见许文颖 《上海援摩洛哥医疗队研究

（１９７５—１９８５）》，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１１； 还可以参考朱晨晨 《上海对非

洲国家经济技术援助研究 （１９５６—１９６６）》，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 ２０１７。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编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

业卷》， 中央财政经济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７２９、 ７４６ 页。
石林主编 《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第 ２３ 页； 胡美：
《中国对非援助编年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７， 第 ２５、 ５５、 ９５、 １５５、 ２０９ 页。



在初始阶段， 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而逐

步扩大， 对非援助与新中国对非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紧密相关。 １９５５
年万隆会议以后， 上海开始承担大量援助越南、 朝鲜项目的任务。 尤其

是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 非洲国家纷纷独立， 中国为打开外交新局面，
开拓国际空间， 先后同几内亚、 加纳、 马里等国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为这些国家建起一系列的成套项目， 最早承接援建任务的通常是上海市

的轻工业单位。 这一阶段的援助实践是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有力支援；
而对中方而言，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从方针政策、 援助方式等方面都积累

了诸多经验， 为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１９６３ 年底到 １９６４ 年初， 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国家之后， 对外经济技

术援助八项原则确立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方针， 也标志着对外援助进

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此时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改革开放， 中国加大了

对非援助的规模和力度。 由于此时国内大部分省市缺乏援外基础和经验，
在 ６０ 年代上半期， 同非洲国家签订技术合作协定后， 国家半数的任务下

达给了上海市。 不过， 在整个 ６０ 年代， 上海承担对外援助任务的重点仍

是周边及 “兄弟” 国家， 对非援助的侧重区域集中在少数友好国家， 如

几内亚、 加纳、 坦桑尼亚， 它们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的旗

手， 中国的援助项目不仅有效地支持了这些国家摆脱宗主国影响， 发展

民族经济， 也为后来中非关系的深入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 中国在众多非洲国家支持下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

位， ２３ 个提案国中， 有阿尔及利亚、 赤道几内亚、 几内亚、 马里、 毛里

塔尼亚、 刚果 （布）、 塞拉利昂、 苏丹、 坦桑尼亚、 索马里、 赞比亚共 １１
个非洲国家， 它们都已经同中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接受中国援助。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 之后对非援助规模进一

步扩大， 在继续向原来 ３０ 个受援国提供援助的同时， 先后向 ３６ 个亚非国

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 其中非洲国家有 ２７ 个， ７０ 年代， 接受中国援助的

国家比 ６０ 年代初到 ７０ 年代伊始增加了 １ 倍多。① 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

高， １９７０—１９７７ 年， 同中国建交 （或恢复外交关系） 的非洲国家增多，
希望得到中国援助和开展经济合作的国家也大幅增加， 这一时期有 ２６ 个

非洲国家 （含 ４ 个复交国） 开始接受中国援助。
上海参与了这一时期大部分非洲受援国的援助项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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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为上海援外任务最多的时期。 援助越南以外的其他亚非国家和东欧

国家的成套项目， 半数以上在 ７０ 年代兴建， 涉及诸多领域， 门类较以往

增多， 技术要求也进一步提高。 １９７８ 年， 上海全市承担援外任务的单位

涉及 ２１ 个局及其所属援外筹建 （协作） 单位、 设计单位和援外仓库共

１３０ 多个单位， 援外队伍超过 １９００ 人，① 这种庞大的规模是上海深度参与

中国援外任务的体现。 这些人通常都是 “又红又专” 的优秀技术人员，
他们在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援助工作中的贡献十分突出。 同援助周边国家

的援助人员相比， 被派往非洲国家的专家越来越要求 “一专多能”，② 以

适应更为复杂的援外实践， 因而援非专家多生产能手和优秀管理人员，
有力推动了援非事业的开展。

中国在 １９７８ 年实行改革开放后， 同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合作， 由过去单一援助的形式发展为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
中国政府于 １９８３ 年 １ 月提出了 “平等互利， 讲求实效， 形式多样， 共同

发展” 四项原则， 更加偏重量力而行以及援助项目的经济效益。 这一时

期发展了诸如承包工程， 提供劳务、 技术服务， 成立独资、 合资企业或

进行合作管理等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 另外， 自 １９７８ 年起， 上海也

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合作， 承担了多项培训任务。 截至 １９９０ 年， 上海柴

油机厂承办的 “柴油机装配与维修保养培训班” 举办 １３ 期， 培训了来自 ３２
个非洲国家的学员，③ 上海培训外国实习生的工作由双边扩大到多边合作。

总之， 上海在这一时期参与对非援助以及经济技术合作的实践和政

策调整， 为新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进行政治、 经济、 文化等领域的交流

合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为中非经贸关系的健康、 快速发展奠定了一定的

基础。

二　 上海援非的主要方式

中国对外援助主要有 ８ 种方式： 一般物资、 成套项目、 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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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中设计单位有 １１ 个， 但未统计人数。 《关于报送上海市经援单位和援外职工数的

函》 （１９７８ 年 ５ 月 ９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Ｂ３２ － ２ － ２６９ － １， 第 ６—８ 页。
《江春泽局长在上海市援外战线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 ８ 日）， 上海

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Ｂ３２ － ２ － ２０８ － １， 第 ５—７ 页。
周明伟、 唐振常主编 《上海外事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４４６ 页。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 援外医疗队、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援外志愿者和债

务减免。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到 ９０ 年代初， 除了承担众多援外设备制造

和储运等任务外， 上海对非援助的方式主要包括前五种， 尤以成套项目

援助规模最为庞大。

（一） 一般物资

一般物资援助①是中国对外援助最早的方式， 上海承担了供应上述不

同类型援助物资很大的任务量。 通常而言， 上海市接到国家部委或其他

全国性单位 （如中国红十字会等） 下达或委托的任务后， 再将任务下达

给具体的生产、 商业单位， 组织、 协助订货和生产供应、 运输。 这种类

型的援助工作复杂多样， 尤其是在早期中国对外援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 上海市的轻工业单位长期承担国家援外项目通信设备、 机械

设备等的生产、 试制工作。 例如， １９６１ 年 ５ 月， 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

接第三机械工业部下达任务， 为援助几内亚生产十套城市有线广播设备、
器材；② １９７３ 年 ３ 月， 上海市轻工业局所属的上海皮鞋厂、 上海第七皮鞋

厂， 继续承担为援助马里皮鞋厂供应皮鞋生产用工具的任务；③ 中国援建

喀麦隆文化宫， 巴基斯坦体育设施， 贝宁、 毛里塔尼亚体育场， 多哥联

盟之家的灯具生产任务， 交付上海市外经局、 轻工局、 手工业局以及玻

璃器皿公司、 上海燎原灯具厂生产，④ 便利了这些援外项目的顺利开展。
其次， 上海援外单位承担国家紧急援外物资生产与供应， 通常时间

紧、 任务重。 １９６６ 年初， 上海市手工业局接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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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一般物资援助指中国在援助资金项目之下， 向受援国提供所需生产生活物资、 技术性产

品或单项设备， 并承担必要的配套技术服务， 即为后来的配套项目提供各种配套设备和

物资， 涉及机械设备、 医疗设备、 检测设备、 交通运输工具、 办公用品、 食品、 药品等

诸多领域。 通常根据具体需要， 物资的交通运输亦由中方承担。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对外援助》，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９ 页。 本文对各援助方式

的定义均来自该白皮书， 不再一一注解。
《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关于援几内亚有线广播设备、 器材安排的意见》 （１９６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Ｂ１０３ － ３ － １３６ － ９４， 第 ２—３ 页。
《轻工业部第二生产组关于请协助安排援马里皮鞋生产用工具的函》 （１９７３ 年 ３ 月 ８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Ｂ１６３ － ４ － ４２５ － ２２， 第 ２ 页。
《中国对外建筑材料设备公司、 上海燎原灯具厂关于喀麦隆文化宫、 巴基斯坦体育设施、
贝宁、 毛里塔尼亚体育场、 多哥联盟之家灯具交付的座谈纪要》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Ｂ２１８ － ２ － １７７ － １６， 第 ２—３ 页。



轻工业部联名下达任务， 为马里小旅馆和电影院紧急生产一批家具， 要

求 ３ 月份完成交付；①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 几内亚提出要中国援助文教用品，
中共中央、 国务院批准后， 教育部下达任务给上海市第一商业局， 令其

负责提供并包装发货；② １９６７ 年 ３ 月， 应坦桑尼亚军方要求， 第二轻工业

部受委托紧急援助其乐队乐器， 最终下达任务给上海管乐器厂等单位令

其生产；③ 在对非洲国家灾害救济和紧急物资援助方面， 上海市的援外单

位在供应方面也做出突出贡献。④

最后， 上海作为工商业中心和对外交通港， 是国家对外援助物资的

重要生产、 经营基地和窗口， 担当全国重要的援外物资储藏和运输中心。
一方面，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以前， 上海市承担我国援外专家、 工人在

国外所需生活物资的主要供应任务 （其他另有北京市、 广州市）；⑤ 另一

方面， 上海也是重要的援外物资生产、 储藏、 运输中心， 并且长期承担

多种援外物资供应任务。 例如， 协助供应支援阿尔及利亚教学用品， 办

理援助索马里、 加纳工会物品等。⑥ 医疗物资供应是另一个重要方面， 为

便于分析， 在后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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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上海市经济计划委员会转发关于布置马里小旅馆所需家具生产任务的通知》 （１９６６ 年１
月 １４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Ｂ１０９ － ２ － １１５６ － ５０， 第 ２—３ 页； 《上海市经济

计划委员会关于安排援助马里电影院家具生产的通知》 （１９６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 上海市档

案馆藏， 档案号： Ｂ２３８ － ２ － １８４ － ４３， 第 ２—３ 页。
《教育部关于请协助具体办理有关援助马里、 几内亚一批化学玻璃仪器的通知》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Ｂ１０５ － ８ － ２７２ － ２４， 第 ２ 页。
《第二轻工业部关于紧急安排援坦桑尼亚乐器的通知》 （１９６７ 年 ３ 月 ４ 日）， 上海市档案

馆藏， 档案号： Ｂ１６３ － ４ － ３２ － １４， 第 ３ 页。
《中国红十字会革命委员会关于肯尼亚发生严重旱灾赠送一批救济物资的函》 （１９７１ 年３
月 １９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Ｂ１３４ － ３ － ４５７ － ４７， 第 ２ 页； 《对外经济贸易部

关于速向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发运救灾粮食的通知》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 上海市档案馆

藏， 档案号： Ｂ１ － １０ － ８７ － ５６， 第 ５ 页。
《商业部关于下达 １９６５ 年我援外直供生活物资要货计划》 （１９６５ 年），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Ｂ１２３ － ６ － ６９５， 第 ２—３ 页； 《对外经济联络部关于报送 １９７６ 年度援外人员生

活物资的申请计划的函》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 ６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Ｂ１２３ － ８ －
１３７５ － １１， 第 ２ 页。
《商业部关于支援阿尔及利亚教学用品问题的通知》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 上海市档案

馆藏， 档案号： Ｂ１２３ － ６ － ７０７ － １， 第 ２ 页； 《上海市总工会代全总办理援助索马里、 加

纳工会物品事宜的来函、 托运清单》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Ｃ１ － ４ － ２１２， 第 ２ 页。



（二） 成套项目

成套项目援助是指中国通过提供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等援助资金帮

助受援国实施生产和民用领域的工程项目。 中方负责项目考察、 勘察、
涉及和施工的全部或部分过程， 提供全部或部分设备、 建筑材料， 派遣

工程技术人员组织和指导施工、 安装和试生产。 一般项目竣工以后， 移

交受援国使用。 自 １９５６ 年起， 新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 主要是

向埃及提供现汇， 后来向阿尔及利亚和几内亚提供现汇和物资援助。 但

是， 成规模的援助要到 ６０ 年代以后， 这主要是以成套项目援助的方式体

现， 这不仅是上海， 也是全国对非援助的主要方式。 上海援非成套项目

见表 １。

表 １　 上海援非成套项目一览 （１９６１—１９９０ 年）

国家 项目名称 建设时间 筹建部门

几内亚

卷烟火柴联合厂 １９６１. ９ － １９６５. ８ 上海市轻工业局

达波拉花生榨油厂 １９６６. １ － １９７６. ９ 上海市粮食局

渔业项目 １９７１. ６ － １９７７. ４ 上海市水产局

马里
闪电火柴厂 １９６２. １１ － １９６６. １２ 上海市轻工业局

焦利巴卷烟厂 １９６２. １１ － １９６６. １１ 上海市轻工业局

加纳
角旁国营棉纺织针织联合厂 １９６２. １ － １９６６. ３ 上海市纺织工业局

库玛西铅笔厂 １９６３. ６ － １９６６. ３ 上海市轻工业局

坦桑尼亚

友谊棉纺织印染厂 １９６５. １ － １９７８. ９ 上海市纺织工业局

桑给巴尔优良本质卷烟厂 １９６５. ４ － １９７４. １ 上海市轻工业局

友谊纺织印染厂扩建工程 １９７４. １ － １９７６ 上海市纺织工业局

多多玛打井工程 １９７２. １２ － １９７５. ５ 上海市水文地质大队

木器家具厂 １９７２ － １９７４. ９ 上海市手工业局

刚果 （布） 金松迪联合纺织厂成衣车间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４. ９ 上海市手工业局

塞舌尔
友谊体育场维修工程 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竣工

上海成套设备出口

公司

安塞·罗亚莱高级中学 １９７９. ３ － １９８４ 上海市高教局

苏丹 喀土穆友谊厅 １９７３. １ － １９７６. ５ 上海市建工局

毛里塔尼亚 成衣厂 １９７３. １２ － １９７７. ５ 上海市手工业局

贝宁 卷烟火柴联合厂 １９７２. １２ － １９８４. １２ 上海市轻工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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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项目名称 建设时间 筹建部门

马达加斯加 国营制药中心 １９７８. ７ － １９８５. ６ 上海市化工局

科摩罗

人民大厦 １９８１. ３ － １９８５. ６ 上海市建工局

政府办公大楼 １９８６. １２ － １９８７. １２ 上海市建工局

供水工程 １９９０. １ － １９９０. ６ 上海市建工局

津巴布韦 奇通维扎成衣厂 １９８３. １ － １９８５. １ 上海市手工业局

埃塞俄比亚

铅笔厂 １９８４. ４ － １９８８ 上海市轻工业局

前进缝纫线厂 １９８５. ６ － １９９２. １ 上海市纺织工业局

巴赫达尔火柴厂 １９８４. ４ － 因故待建 上海市轻工业局

工业缝纫线厂 １９８９. ４ － １９９３. ２ 上海市纺织工业局

埃及 开罗国际会议中心 １９８６. １ － １９８９. ６ 上海中建工程公司

尼日利亚 依托依肯农业项目 １９８６. ４ － １９８７. ９ 上海市农业局

布基纳法索
多里园艺项目 １９８６. ４ － １９８７. ９ 上海市农业局

４ 个水坝修复利用工程 １９８７. ５ － １９９０. １１ 上海市农业局

　 　 注： 此表依据上海地方志和上海市档案馆各国相关档案综合整理而成， 主要为上海单位筹建

并完成建设项目， 协作项目和中止项目不在此列。 已根据档案资料对部分地方志信息作了更正，
如 《上海外事志》 （１９９９， 第 ４３２ 页） 列举的纺织厂不在扎伊尔， 即今刚果 （金）， 应为上海援

建刚果 （布） 的金松迪联合纺织厂； 援桑给巴尔优良本质卷烟厂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已签订议定书， 由

此开始准备工作， 非在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 苏丹喀土穆友谊厅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至 １９７６ 年 ５ 月） 为开工奠

基到交付使用的时间段。 其他时间修正不再一一指出。
资料来源： 周明伟、 唐振常主编 《上海外事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４３１—

４３４ 页； 施颐馨主编 《上海纺织工业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８； 贺贤稷主编 《上海轻

工业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６， 第 ６６９—６７０ 页； 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上海建

工集团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１７， 第 ２５ 页。 根据上述地方志和上海市档案馆相关各国

档案综合整理。

表 １ 展示了上海在近 ３０ 年对非成套项目援助的部分情况。 从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援助几内亚起， 至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帮助埃塞俄比亚建成工业缝纫线厂

（１９８９ 年动工） 止， 上海共为几内亚、 加纳、 马里、 坦桑尼亚、 苏丹、 埃

塞俄比亚、 塞舌尔等 １６ 个非洲国家援建成套项目 ３１ 个。 值得注意的是，
列表中的建设时间多以中国与非洲国家签订项目协定或者会谈纪要的时

间开始， 并非开工建设的时间， 结束时间通常是正式移交时间。 在此之

前， 尤其是 ６０ 年代， 建成的生产项目有一年的试运营时间。 之所以如

此， 是由援外成套项目建设的特点决定的。 大量筹建准备工作从协议签

订后就基本开始了， 项目的筹建与协作任务很快下达， 项目考察与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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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选派工作也迅即开展， 设计、 设备运输与施工准备、 土建施工与

设备安装、 试运转或试生产、 验收、 移交等项目建设阶段也陆续开展，
因此整个援建过程涉及国内外诸多方面， 环节多， 工作量大。 由于大部

分非洲国家缺乏设计、 施工技术力量， 一般从考察设计到施工安装和试

生产全部由中方负责， 通称 “交钥匙”， 这显然要比援助其他亚、 欧国家

的项目需要更多的投入。
另外， 列表中都是以上海单位作为主要筹建单位开展的项目， 本身

由于条件限制， 资料统计不完整， 以及筹建过程因故暂停或停止等， 不

能反映上海市援外单位对非援助的完整面貌， 而且， 上海市援外单位作

为协作单位 （通常负责考察设计、 土建施工、 设备订货和生产、 发运等

环节） 参与的项目数量更多， 如毛里塔尼亚体育场①、 苏丹瓦迪哈尔法冷

藏库制冰厂、 渔船渔网修理厂、 喀土穆冷藏库、 阿特巴拉冷藏库等②。 列

表中上海在坦桑尼亚的筹建项目有 ５ 项， 但是作为协作单位参与施工建

设的项目更多。 仅据上海建工集团统计， １９６６ 年 ８ 月到 １９７４ 年初， 上海

市建工局先后派出施工技术和管理人员 ２４０ 人次， 在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

承担 １３ 项工业和民用建筑的援外施工任务， 主要有印刷车间、 皮鞋皮革

厂、 农具修配厂、 体育场、 供水工程、 营房工程、 奔巴岛医院、 雷达站、
非洲设拉子党总部电梯安装、 卷烟厂与烟草技术推广站、 糖厂和甘蔗农

场等， 以上项目全部按计划顺利竣工。③ 有些项目因受援国政治局势变

化， 未能顺利移交。 例如， 上海在 １９７６ 年曾承担援建埃塞俄比亚棉纺织

厂的筹建任务， 到 １９７９ 年因其国内局势紧张项目暂停， 到了 ８０ 年代中后

期， 上海承担了更多援建埃塞俄比亚的项目， 该国在 １９８８ 年爆发内战，
主要项目再次停建。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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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中的成套项目中， 近 ２０ 个项目是涉及生产领域的民生项目和基

础设施建设， 以轻工、 纺织、 农业水利项目为主， 也有其他部分社会公

共设施。 这些成套项目以及其他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增强自

力更生能力， 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 技术合作

技术合作指的是由中国派遣专家， 对已建成成套项目的后续生产、
运营或维护提供技术指导， 就地培训受援国的管理和技术人员； 帮助受

援国完成某一项专业考察、 勘探、 规划、 研究、 咨询； 帮助受援国推动农

业生产， 传授中国农业技术等。 其涉及领域同样广泛， 包括工业生产和管

理、 农业种植养殖、 文化教育、 体育训练、 医疗卫生、 地质普查勘探等。
１９６０—１９９０ 年， 在纺织领域， 上海同坦桑尼亚的友谊棉纺织印染厂

先后开展了四期技术合作 （１９６８ 年 ８ 月至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 先后派出 １１８
人次， 主要是对工艺生产进行技术指导， 还涉及锅炉检修等工作；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到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 上海纺织单位向莫桑比克楠普拉棉纺织厂派出 １２
人， 为其提供生产、 经营管理服务。① 在烟草行业， 上海向非洲 ４ 个国家

共派出 ３３ 批 １０６ 人次专业技术人员。② 到 １９９０ 年底， 上海轻工系统先后

向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国家派出工程技术人员 ５ 批 ２２ 人次。③ 例

如， １９７８ 年， 上海派出人员到贝宁开展汽车、 拖拉机的技术服务；④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到 １９８０ 年 ６ 月， 上海市轻工局陆续向马里派出 １８ 人组成的设备

大修技术组， 为援建的卷烟厂、 火柴厂完成 ４０１ 台设备大修， 推动了其生

产效率提高和原材料损耗的降低， 并使得参加机修的马方人员技术水平

得以提高。⑤ 此外， 在农业领域， １９７８ 年 ６ 月， 上海市安排人员赴塞舌尔

开展种植蔬菜技术指导。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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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是指中国通过多、 双边渠道为发展中国家举办各

种形式的研修、 专业技术培训以及其他人员交流项目， 是中国对外经济

技术援助和技术合作的组成部分。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 上海接受了来自

阿尔及利亚、 马里、 坦桑尼亚、 苏丹等非洲国家的实习生来沪学习， 涉

及轻工、 纺织、 建筑工程、 卫生、 餐饮等多个行业。
１９６１ 年， ３ 名来自中国援建阿尔及利亚一座干电池厂的实习生， 到

上海电池厂学习干电池制造技术， 经过半年培训， 他们在回国前掌握了

各种干电池制造技术；①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到 １９６６ 年， 上海卷烟厂和华光火柴

厂为上海援助马里的卷烟厂和火柴厂培训生产技术实习生共 １３ 人；②

１９６６ 年， 坦桑尼亚 ４ 名城建工程技术人员抵沪， 学习房屋建筑与道路管

理， 由上海第二建设公司负责培训； １９６７ 年 ７ 月到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 上海电

信局无线电管理处， 先后为中国援助刚果 （布） 建设的外交电台培训各

类技术人员 ３ 批共 １８ 人； １９６９ 年， 马里 ４ 名技术人员来到上海红旗皮革

厂学习制革制鞋技术； １９７０ 年， 上海应埃塞俄比亚从上海进口 ６ 种针织

机械的需要， 为埃方短期培训两名实习生， 学习针织机械使用与维修技

术；③ １９７７ 年， 坦桑尼亚友谊纺织厂派 ２１ 名实习生抵沪进行技术培训，
分别在上海国棉二厂和第一印染厂学习纺织技术和印染技术；④ １９７７ 年，
上海和平饭店为苏丹培训中餐烹调技术厨师 ６ 人。⑤

培训外国实习生具有很强的政策性， 他们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为适

应中国援建成套项目的生产管理需要， 来华或者在受援国就地实习的技

术骨干； 另一类是受援国因生产建设需要派遣来华学习专业技术的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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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培训中不仅要传授技术， 也要安排好他们的日常生活， 上海援外单

位为这些来华实习生的学习、 生活做出了细致的安排。 绝大部分实习生

较为熟练地掌握了有关技术， 回国后开展生产， 壮大了受援国的技术力

量； 许多人在华学习以及同中方人员共同生产、 生活时， 加深了对华了

解， 增进了双方友谊。 上海援外单位通过技术合作与人力资源开发等方

式， 帮助受援国进一步提高项目后续运营管理水平， 提升了其自力更生

的能力， 践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原则。

（五） 援外医疗队与医疗物资供应

援外医疗队是中国向受援国派遣医务人员团队， 并无偿提供部分医

疗设备和药品， 在受援国进行定点或巡回医疗服务， 一直也是最具中国

特色的援助形式之一， “投资少、 收效快、 影响大”。 １９６３ 年上海派出 ４
名通法语的医生参加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以后， 亚非国家纷纷商请中国

给予医疗援助。 １９６５ 年， 受卫生部委托， 上海开始单独组建援外医疗队，
上海派出首支援索马里医疗队。 １９７２ 年、 １９７４ 年和 １９７５ 年上海又先后派

出援阿尔及利亚、 多哥及摩洛哥医疗队。 上海援索马里、 阿尔及利亚医

疗队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分别改由吉林、 湖北两省组建， 上海援多哥医疗

队在 １９８３ 年也改由山西省组建。 此后， 摩洛哥成为上海援非医疗队的重

点支援国家。
１９６５—１９９３ 年， 上海派出医疗队 ５５ 个， 医护人员 ７１２ 人。 其中， 除

了派赴柬埔寨以外， 其余都前往非洲国家， 赴索马里医疗队两个共 ３０
人， 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 １ 个共 ４５ 人， 赴多哥医疗队 ７ 个共 １０１ 人， 赴

利比亚医疗队 １ 个共 ３ 人， 赴摩洛哥医疗队 ４１ 个共 ４８１ 人。① 总体而言，
上海援摩洛哥医疗队派出的批次和人数最多， 影响甚广。 同全国其他地

区派出的医疗队一样， 上海援外医疗队员们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当地民众

和受援国政府的普遍赞誉。②

此外， 上海医疗单位在提供援外医疗物资方面做出的贡献， 除了为

受援国组派医疗队， 还要为医疗队配备和供应在受援国所需的医药、 器

械等物资， 前几十年都是以无偿援助形式给予的。 中国援外医疗物资供

９８１上海对非洲国家经济技术援助历史考察 （１９６０—１９９０）　

①

②

周明伟、 唐振常主编 《上海外事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４４９ 页。
目前不同省市援外医疗队的状况正成为国内有关对非援助研究和报道的一个热点， 医疗

队员的回忆录和纪实性著作也大量出版。 上海援非医疗队同样有丰富多彩的故事， 研究

相对而言仍未尽深入， 因篇幅有限， 拟另文专题讨论。



应的开篇之举， 正是国家卫生部的相关人员在上海市卫生局协助下， 到

上海医药器械、 日杂百货等部门购货， 然后将其包装海运到阿尔及利亚，
供应首批援外医疗队。① １９６８ 年 ５ 月， 卫生部和商业部联合发文： 今后援

外医疗队需用的医药、 药材， 以及医疗和医疗队服装装备、 床上用品、
生活副食品等， 由卫生部对外联络局直接与上海市卫生局联系， 由其与

上海市第一、 第二商业局安排组织有关站、 司供应。② 从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起，
上海市卫生局应卫生部要求， 承担全国 ４２ 个援外医疗队的药品、 器械及

其他物资的采购、 供应和发运任务。 １９７３—１９９０ 年， 上海提供的医疗物

资总值， 占全国总金额的 ４６％ ， 援外医疗队的药械物资供应总吨位 ７９２５
吨， ２０１６５５ 箱。③ １９７５ 年， 上海市卫生局统计的援外医疗队财务决算显

示， １９ 个非洲国家援外医疗队财务总支出超过 ５８３ 万元， 其中药品占比

近 ７２％ ， 医疗器械占比超过 １５％ 。④ 到 １９８７ 年， 部分任务才进一步分摊

给广州、 天津， 由三地分别承担， 上海负责供应贝宁、 利比里亚、 毛里

塔尼亚、 摩洛哥、 马达加斯加、 塞拉利昂、 索马里等 １６ 个国家； １９９０
年， 全国援外物资供应点再次调整， 上海负责供应贝宁、 马里、 布隆迪、
坦桑尼亚、 几内亚比绍、 毛里塔尼亚、 摩洛哥、 中非、 马达加斯加、 乍

得、 突尼斯等 １２ 国的医疗队物资。⑤

在供应过程中， 因为从订货到交付海运有一定的周转期， 随着援外

物资数量的不断增加， 包装储存问题也不容小觑。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上海建成了援外物资供应仓库， 有效地保障了供应任务的顺利完成。

三　 上海对非援助的特点与阶段特征

综合来看，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到 ９０ 年代初的 ３０ 多年中， 上海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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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体现出起步时间早、 门类全、 任务重等特点， 在中国援非史， 甚至

是对外援助史上做出了突出贡献。
首先， 从时间上看，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是几

内亚， １９６０ 年 １０ 月， 中几两国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次年上海市负责

援建非洲的首个卷烟火柴联合厂开始动工， “打响非洲第一炮”， 其成为

中国援助非洲国家的第一个成套项目； １９６３ 年中国首批援非医疗队， 即

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中， 上海派出 ４ 名医疗人员； 上海于 １９６１ 年成立上

海市经济计划委员会援外办公室 （对内） 和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上海

分公司 （对外）， 负责归口管理全市的经援工作， 这在全国也是较早的一

个管理举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上海援外单位参与同中国友好的非洲国家

半数经援任务。
其次， 上海承担的援非任务门类齐全， 任务量在全国的省级单位中

长期处于领先地位。 除援外成套项目外， 上海同时承担着制造、 提供援

外生产设备、 配套零部件和其他援外物资的任务。 １９６３ 年， 上海承担援

外统配、 部管设备 ５８ 种 ４６００ 台 （件）， 非标准设备 ２４６ 吨， 物资总局管

理的二类产品 ３. ５ 万件， 市场物资 ７４. ５ 万件， 占援外设备供应总量的

７５％左右， 这些设备主要供应越南、 朝鲜、 几内亚等十几个国家的 ８７ 个

成套项目。① 上海制造、 提供的援外机电设备， 约占全国对外提供这类产

品总量的 ６５％ ， 尤其是非标准机电设备， 占 ８０％ 以上； 上海为援外提供

的三类市场物资， 占 ９０％以上。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上海援外机电产品生

产任务虽有减少， 但仍占全国这类产品生产总任务的 ３５％ 左右。 承制援

外机电设备、 产品的工厂， 最多时有 ３５０ 多家， 分属机电、 仪表、 轻工、
纺织、 化工、 冶金、 建工、 农机等 １０ 多个工业局。② 如上文所言，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初到 １９９０ 年， 上海供应的医疗物资总值占全国近一半， 是全国

医疗援外的重要供应与物资仓储中心。
此外， 上海也长期承担着为外国培训生产建设技术力量的任务， 一

方面派遣技术专家出国对受援当地进行技术培训； 另一方面接待、 培训

了大量来华的外国实习生， 包括来自阿尔及利亚、 马里、 坦桑尼亚、 苏

丹等非洲国家的实习生。 当然， 医药物资援助和援非医疗队也是上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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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援助的重点领域之一， 还包括培训埃及、 坦桑尼亚等国来华医生学习

先进医学技术。① 因此， 同全国其他省、 区、 市的对非经援工作相比， 上

海的援非工作凸显出自身的特点， 进而反映出上海援外单位在中国援非，
甚至整个援外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上海援非在约 ３０ 年间也呈现出了显著的阶段性特征， 主要体现在任

务量从渐增到平稳、 援非比重提升、 援外管理自主性的提高、 援建方式

渐趋多样等。 从不同年代的任务量方面看，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上海的对

非援助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开始猛增， ７０ 年代中后期渐趋稳定， 到 ８０ 年

开始有收缩趋势。 并且， 结合上海对外援助的整体状况看， 上海对非援

助的整体比重在提升。 另外， 在对外援助管理体制和援建方式上， 通过

不同年代的比较可以看出， 上海参与对非援助工作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逐

渐加强， 援建方式渐趋灵活多样。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开始， 上海对非经援任务渐增， 并且任务集中。

例如， １９６２ 年底， 上海市承担的援外项目建成 １６ 个， １９６３ 年上海市需要

开展筹建或协作工作的有 ４０ 个项目， 包括 １０ 个受援国， 其中 ３ 个非洲国

家 ９ 个项目 （加纳 ４ 个， 马里 ３ 个， 几内亚 ２ 个）。② 在 １９６５ 年， 上海市

轻工业局援助马里卷烟厂、 火柴厂， 加纳铅笔厂， 朝鲜香料厂， 古巴金

笔圆珠笔厂四个国家的项目， 援外出国人员共需 １３２ 人， 比历年最多的

１９６４ 年增加一倍以上。③ 中国开展的对外经援项目， 最初采用总交货人部

制， 国家计委指定中央有关部门担任总交货人， 后者根据地方的工业特

点和生产能力， 委托省、 区、 市具体负责。 上海在 ６０ 年代承担了大批援

非任务， 主要集中在最早同中国确立友好关系的西非国家和日渐巩固友

好关系的坦桑尼亚， 以接受国家下达任务、 负责筹建项目为主， 随着任

务量的增加， 更多的转变为参与协作。
１９７１ 年第 ２６ 届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合法席位后， 中国国

际威望空前提高， 建交国越来越多， 中国援非项目同样猛增。 １９７５ 年，
上海市承担的援外成套项目共 ２３ 个国家 １２５ 个项目， 其中 １１ 个非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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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２７ 个， 新增了毛里塔尼亚、 扎伊尔等国家的援助项目。① １９７８ 年，
上海市外经局 １００ 多家筹建 （协作） 单位中， 医疗队项目除外 （多哥、
摩洛哥）， 有 ３２ 家参与援助涉及非洲 １６ 个国家的 ２９ 个项目。② 从 １９７１
年起， 随着受援国家和项目数量增加， 对外经援改为承建部负责制， 确

定国务院有关部门为承建部， 具体项目筹建任务交由地方负责， 这种制

度基本上发挥了中央部门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１９８２ 年上海外经局援外成套项目 １９ 个， 其中 ８ 个非洲国家 １０ 个项

目， 投资包干两项， 技术合作 １ 项。③ 上海参与援非任务量的变化也反映

了中国对非援助政策以及国内经济政策的调适与转变，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初开始， 中国的经济工作重点转移， 压缩援外投资， 实施援外项目更加

追求实效， 承包工程和合资经营项目、 劳务技术输出等成为对外经济技

术合作的重心。 但是， 从援非比重上看， 非洲国家逐渐成为经援重点。
另外， 到 ８０ 年代初， 同之前相比， 虽然上海市仍是援外物资的重要供应

单位， 援外人员生活物资供应的来源地变得多样化， 供应任务也进一步

分散到更多的省份。④ 全国兄弟省市承担起更多援外任务， 也是上海援外

任务相对减轻的重要因素。 １９８０ 年以后， 一部分新上马经援项目开始试

行投资包干制， 国家把实施某个经援项目的全部工作包给地方， 由其全

面负责， １９８３ 年在总结经验基础上， 对外经援项目实施承包责任制， 进

一步适应了国内外经济技术合作的需求。 在本文的考察范围内， 上海对

外经援单位在前两段时期主要担负具体筹建单位和协作单位的任务， 在

８０ 年代以后成为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 后期交由所属国际经济及技术合

作公司负责办理， 更加注重经济技术合作。 １９８４ 年， 上海对外经济技术

合作公司刚开始独立开展承包业务不久， 对外劳务输出方面已签约 ２３
项， 向摩洛哥、 毛里求斯、 阿尔及利亚等国派出了劳务； 海外合资企业

方面已签约 １０ 项， 正式开业的包括毛里求斯针织厂、 摩洛哥金龙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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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上海还派出了安哥拉经援考察组。 这一年公司承包的合同额是 １９８３
年的 １１８ 倍， 在全国 ５９ 个同类企业中名列第八位， 在省市国际公司中名

列第二位。① 后来上海市在改革开放事业中更为突出的地位正是在这些工

作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总体上看， 上海援建单位在实践中的积极性

和自主性渐增， 援建方式逐渐丰富， 这一点当然也是全国其他省、 区、
市援外的共同时代特征。

结　 语

中国在自身财力紧张、 物资匮乏的情况下， 提供对外经济技术援助，
并逐渐扩大援助范围， 在此过程中， 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经济状况

也发生显著变化， 因此中国的援外政策也有相应的调整和变化。 上海作

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后来改革开放时期的工商业重镇， 承担了较其他

省级行政单位更多的援外任务， 并且较好地完成了任务与使命。 上海援

非在不同历史阶段承担援外任务的时效性强和相对规模大， 因而也凸显

了其在中国援非事业中的意义。
上海市参与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起步很早， 那时它已经在承担国家下

达的援助越南等国的任务中， 投入了巨大的人力、 物力， 非洲新兴国家

不仅距离中国遥远， 而且由于国情、 民情不熟， 语言障碍等， 再加上分

配的工作时间紧、 任务重， 上海的援外单位最初的援非工作开展得并不

顺利， 一开始也表现出一些援外力量不足、 经验欠缺等问题。② 但是， 总

体上看，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初， 上海对非援助不仅保质保量、
顺利完成， 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和积极影响。

上海参与的援非项目， 有效地推动了非洲受援国发展民族经济， 巩

固民族解放成果。 例如，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 马里凯塔总统表示， “马里每年

要为进口纸烟支出六亿马里法郎的外汇， 因此， 这个工厂的开工生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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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马里的对外支出有很大意义。 中国帮助马里兴建卷烟厂、 火柴厂、
杜加布古糖厂和联合纺织厂建成后， 将加强马里的经济潜力”。① 类似的

赞扬和效果在援建项目移交初期尤其明显。 中国政府在当时认为， 对于

非洲国家来说， “现实的出路是利用外援， 而不依赖外援， 逐步壮大民族

经济的力量”。② 一系列农业水利、 轻工纺织项目和社会公共设施项目的

实施， 解决了非洲受援国发展生产和民众生活之需， 并为受援国培养了

自己的技术力量， 有助于受援国逐步走上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的民族经

济发展之路。
上海援非有力地推动了受援国开展反帝反殖斗争， 推动中非友好关

系的建立和深入发展， 促进了当时中国外交战略的实现。 坦桑尼亚的友

谊棉纺织印染厂建成后， 当地媒体称之为 “东非首个全综合的纺织厂，
通过国际合作实现自力更生的闪耀象征， 雇用了总共 ３０００ 名坦桑尼亚人，
以布匹的绚丽色彩和精美设计而享誉世界”，③ 赞誉之喜溢于言表， “友
谊” 基础进一步夯实。 由此， 中国同受援国政府间加深了互信与团结合

作， 对于提高中国国际地位， 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条

件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海参与的援非项目， 促进了国内某些生产技术的发展， 锻炼和培

养了一大批涉外经济工作人才， 积累了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经验， 为扩

大对外经济交流， 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④ 当

时国内有些行业的生产工艺和设备比较落后， 或者新工艺尚不成熟， 为

援外项目需要， 设计单位、 筹建单位等专门进行试验试制， 革新原有的

工艺、 设备， 尽最大努力为受援国提供比较先进的设备和技术， 也促进

了国内生产技术的发展。 另外， 在援外政策调整和援外成套项目建设实

践等基础上， 上海逐渐发展起了诸如承包工程， 提供劳务、 技术服务，
以及去对方国合资办企业或进行合作管理等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

总体来看， 上海市的援外单位较好地完成了中国早期对非援助以及

５９１上海对非洲国家经济技术援助历史考察 （１９６０—１９９０）　

①

②

③

④

《我援助马里兴建的卷烟厂投入生产 　 凯塔总统赞扬我援马修建工厂》，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 ７ 日， 第 ３ 版。
“十四国访问报告提纲”， 外交部开放档案， 档案号： ２０３ － ００４９４ － ０１， 第 １８—１９ 页，
转引自张浚 《不附加条件的援助： 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 第 ２８ 页。
“Ｈｏｗ Ｕｒａｆｉｋｉ Ｋｉｌｌｓ Ｔｗｏ Ｂｉ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Ｓｔｏｎ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Ｍａｒｃｈ ９， １９７２， ｐ. ２.
石林主编 《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第 ２２ 页。



供应物资的任务， 经济技术援助工作产生了显著成效， 也为后期其他省

市开展援非工作提供了技术、 物资支持和宝贵经验。 约 ３０ 年对非援助及

经济技术合作的实践与政策调整， 为中非经贸关系的健康、 快速发展奠

定了一定的基础。

【责任编辑】 李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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