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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援助在我国对外援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根植于

党的政治理念，服务于党的政治理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教育援助政策，

经历了“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再到“合作共赢”的发展，其政治理念主要体现在：

尊重受援国主权，不谋求特权；“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保障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

利益与发展；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时俱进、共同发展；平等互利，遵循联合

国宪章及有关规则；守望相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性、平等性、互利性和合

作性是其主要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援助的实践策略包括：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发展理念；坚持平等互信、共同发展的原则；健全评估体系，提高援助效益；加

强内部管理，注重顶层设计。教育援助的政治理念与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重大政治决策

具有深层次的逻辑关系，二者互为表里，统一于同一历史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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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援助的政治理念
与实践策略 

徐辉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 400716）

一、引言

新中国教育援助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百废
待兴、国力十分薄弱、经济欠发达的背景下开展
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援助具有鲜明的政
治理念，集中体现在 ：尊重受援国主权，不谋求
特权；“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保障国家主权和
安全，维护国家利益与发展 ；反对霸权主义，维
护世界和平 ；与时俱进、共同发展 ；平等互利，
遵循联合国宪章及有关规则 ；守望相助，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时间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援助
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援助对象主要是亚洲和

非洲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53 年，周
恩来总理在同印度外交部长会谈时首次提出
“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
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五项基本原则。
1964 年，周总理在同加纳总统会谈时首次提出
我国对外援助的八点建议 ；同年，我国制定 “中
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1] 核心
是尊重受援国主权、不谋求特权、帮助受援国自
主发展、提供最好的设备和技术等，确立了我
国教育对外援助的基本方针。1980 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 《关于认真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的意
见》指出：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和援外人
员的优良作风在国际上独树一帜，为中国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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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崇高的政治声誉。《关于认真做好对外援助
工作的意见》 强调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
和平，是我国对外工作的总方针。援外工作作
为外事工作的一个方面必须为这个总方针服
务。”[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外开
放这一基本国策，不断调整和完善教育对外援
助政策。《中国的对外援助》 （2011）白皮书仍然
坚持 “平等互利、注重实效、与时俱进、不附带
任何政治条件”，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外援助的一
贯方针 [3]，也是教育援助的基本原则。2013年，
在 “一带一路” 倡议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历史趋势下，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和对外援
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20 年，教育部等八部
门颁布 《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
的意见》，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对外援
助的新征程。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教育援助的政治理念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
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教育对外援助全面
推进。我国教育对外援助大致经历了 “授人以
鱼” “授人以渔”和“合作共赢”三个发展阶段，
每个阶段的教育援助都是与当时我国经济、政
治、文化和科技发展紧密联系的，也深刻地反
映着不同时期国际社会的发展形势。40 多年
来，我国教育对外援助取得了突出成绩，已成
为国际社会重要的教育援助国，教育对外援助
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成为世界上负责任的
教育援助大国。回顾 40多年来我国教育援助的
政治理念，既是一以贯之的，又在不同阶段体
现出侧重点。

（一）1978-2000 年：尊重受援国主权，不

谋求特权；侧重“硬件援助”

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淡化教育对外援助
的意识形态因素，以更加平等的姿态参与国际
教育援助，秉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念，
在 “南南合作” 框架下积极开展教育援助，向世
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困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
能及的教育帮扶。这一时期我国教育援助的特
征是 “授人以鱼”，从一开始就体现出独立性、

平等性。保障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利益与
发展是底线，无论作为受援国还是援助国都是
如此。我国对外教育援助主要以 “硬件” 为主，
向亚洲、非洲贫困国家和地区教育领域提供援
外优惠贷款，援建学校和教育基础设施，资助少
量贫困学生来华留学。本阶段后期，我国也为这
些国家提供中高级技工人才培训，启动对外援
助志愿者项目和职业教育援助计划等。

在对非援助方面，1978年到20世纪末，我
国确立了对非合作与交流 “平等互利、讲求实
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 的四项政治原则和
“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加强磋商、面
向未来” 的五点建议。[4] 基于四项政治原则和
五点建议，我国开展了对非洲教育各种形式的
援助，包括 ：向非洲捐赠教学和科研仪器设备，
如各种学习用品、专业教学设施等 ；建立科研
实验室，增强受援国科研能力 ；增大来华非洲
留学生奖学金名额。据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
末，共有43个非洲国家向中国派遣了留学生，
总人数达到2245人。这一阶段后期，对非教育
援助领域和范围逐渐扩大，注重援助资金和项
目的有效性。中国对非洲教育援助主要是受非
洲国家当地政府的委托，采取奔赴非洲实地的
方式，为非洲国家提供中国专家指导，向非洲提
供技术和资金，基础设施方面的援助基本上都
是中方代建。[5] 

在东南亚，我国也积极开展教育援助。如，
1989 年，中国与老挝关系正常化，中国开始对
经济贫困的老挝进行经济、贸易援助和文化交
流。1992年，老挝启动新一轮教育改革，谋求发
展其本国教育。中国对老挝教育援助主要是创
办中文学院，提供资金支持，派遣中文教师，编
写中文教材，帮助老挝改善中文教育教学条件。
同时，为老挝学校建设图书馆、食堂、教室等基
础设施，还提供了大量教学和文体用品、计算机
系统装备等。[6] 中国针对老挝教育改革需求，设
立的中文学院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老挝解决了从
幼儿园到高中汉语教师的需求问题。2010 年，
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其前身为中文学院）
创建并交付使用，从以前比较单纯的汉语教学
扩大到一系列文化交流，开启了中国对老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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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援助的新阶段。
这一时期无论是对非教育援助还是对东南

亚国家教育援助，表现出明显 “授之以鱼” 的援
助特征，援助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
“硬件” 建设。从形式上看，许多是分散的点对
点教育援助，比较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同时，
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包办性，教育援建主要由中
方代建，没有充分调动或利用受援方的自主性
和能动性。从政治理念分析，面对非洲国家、东
南亚国家教育发展落后、经费短缺问题，我国在
自己经济还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铁肩担道义，对
东南亚、非洲国家进行各种形式的援助，教育援
助具有明显的 “天下为公”、睦邻友好、和平相
处的特征。大道不孤，胸怀天下，是我国教育援
助的政治取向。

（二）2001—2012年：与时俱进，共同发展，

平等互利；强调“能力建设”

2001年12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
之，教育对外援助与国际接轨，我国承担起更多
的国际对外援助的义务与责任，2008 年爆发的
全球性金融危机加快了这一进程。自此，我国开
启了教育对外援助的新阶段。

这一时期的政治理念体现在对外援助强调
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 ；坚持相互尊重，
共同发展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一时
期，我国教育对外援助注重教育援助的整体性
和综合性，把社会综合援助、人力资源开发和自
身能力建设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受援方在教育、
医疗、社会保障等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主动性和
能动性，不断提升受援国的能力建设。显然，教
育援助从注重“硬件”援助向注重“软件”援助
转变，在继续提供成套项目硬援助的基础上，加
强对外人才建设、派遣专家顾问、深入开展文化
交流。

这一时期，项目援助成为我国教育对外援
助的主要方式，中方作为援助方，以项目打包
形式，针对受援方的需求以整体方式实施援
助。对非教育援助仍是这一阶段我国教育对外
援助的重点。我国对非教育援助更加关注当地
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需要，针对非洲国家社会
经济发展特别是当地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以

项目方式对非教育进行援助，重点是教育水平
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同时，我国在提供项目
援助基础上，充分调动和发挥非洲各国政府的
主体作用，强调在中方资金和技术援助下，当
地政府参与并成为教育援助项目建设主体，建
设过程由受援国地方政府具体负责实施，我国
在教育援助项目建设中提供相应的咨询指导
和监管。

21 世纪以来，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进一步
加强，教育援助更加强调合作性和自主性。在中
非各方政府倡导下，搭建了中非教育部长级论
坛、中非智库 10+10 合作伙伴计划等教育援助
与合作平台，通过中非双方求同存异，共同推进
非方教育改革和自身能力建设，从而实现非洲
教育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是 “授之以渔”
“助人自助” 的教育援助的体现。

同时，非洲作为世界最大受援方，也开始从
单一国的个别发展和碎片化发展转向跨国、跨
域的整体发展。2002年，非洲联盟成立，陆续出
台了 《非盟2004—2007年战略框架》 《非洲教
育 “二·十” 行动计划 (2006—2015)》 等联盟发
展框架。对此，中国在对非教育援助更注重非洲
联盟的整体战略导向，根据非洲地区教育发展
现实需要，加大投入，包括设立 “非洲人力资源
开发基金” “继续与非洲互派留学生” “继续派
遣援非教师” “适当增加政府奖学金名额” 等，
重点加强非洲联盟最贫困国家和地区各级各类
教育的软硬件建设，将援助重点向教学内容、学
科建设、合作方式创新拓展，如帮助非洲联盟国
家开展汉语教学、加强职业培训、开展远程教育
等。通过这些合作和援助项目，培养非洲公民创
新创业素养和终身学习能力，以获得信息化时
代生存技能和核心能力。[7] 

在东南亚，为加强受援方的教育能力建设，
我国一方面向这些国家选派优秀汉语教师和志
愿者，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对受援国人力资源培
训，为受援国培训教师。我国东南沿海及西南诸
省侨办有针对性地为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提供了
汉语教育师资培训班。如，广东省侨办自 2004
年开始举办东南亚幼儿师范培训班 ；广西、贵
州、云南等地为东南亚国家青年学生提供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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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桥夏令营” 项目，通过语言、文化交流活动增
强这些国家青年对我国教育、语言和文化的理
解。同时，我国通过职业教育援助为东南亚国
家培养各类技术技能型人才。如教育部协同其
他部门设立了对外教育援助基地，广西成立了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天津依托本
地的职业学院在泰国、印尼等东南亚诸多国家
设立了 “鲁班工坊” 等，为东南亚国家教育、社
会、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急需人才，为其自主能
力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8] 

2010 年以后，中国教育对外援助的政治理
念主要体现在国务院发布的 《中国的对外援助
（2011）》 白皮书，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本阶段中
国教育对外援助的特征。根据上述白皮书分析，
我国对外援助主要有８种方式，包括 “成套项
目、一般物资、技术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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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硬实力”援助体现在成套项
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物资援助 ；“软实力” 援助
体现在技术合作 （文化教育）、人力资源开发合
作（专业技术培训、官员研修班）、援外志愿者。
如，2002年，我国首次派出志愿者5名，在老挝
开展教育、医疗卫生领域的服务 ；截至2009年，
我国向 19 个发展中国家派遣 405 名援外青年志
愿者。2003 年，我国开始对外派遣汉语教师志
愿者 ；截至2009年底，向全球70多个国家派遣
汉语教师志愿者共计 7590 人次。[9]2012—2014
年，我国共在61个国家和地区完成技术合作项
目170个，主要涉及工业生产和管理、农业种植
养殖、文化教育、体育训练、医疗卫生、清洁能源
开发和规划咨询等领域 ；在国内举办1951期对
外援助培训班，包括官员研修班、技术人员培训
班、在职学历教育项目等，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人
员 49，148 名。[10] 

21世纪，我国提出 “平等互利，广泛参与”
“与时俱进，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 等国际外交
新理念。显然，这一时期我国教育对外援助具有
拓展合作领域、求同存异和共同发展的内在需
求，在政治上具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
平、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特点。教育对外援助
更加注重“软实力”建设、兼顾“硬件”建设，援

助中努力调动当地政府的积极性，积极加强当
地政府的能力建设。

（三）2013 年至今：守望相助，合作共赢，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3年，我国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党的
十九大报告明确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
大使命，确立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一带一路” 倡议和 “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教育对
外开放和对外援助的政治理念，我国教育对外
援助进入全面发展、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指引下，我国教育援助通过主权国家双边
和国际组织多边的援助项目，为发展中国家教
育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帮助发展中国家
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教育发展道路，为推动人
类社会的共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01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
商务部联合发布了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提出
了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对外开放新战略。[11] 其
中，民心相通与我国教育对外援助息息相关，
涉及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志愿者服
务、留学生以及合作办学等内容，体现了我国增
进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
明互鉴的美好愿景。2016年，教育部颁布了 《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展从官方到民间全方位的教育合作
与交流，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作
用。同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 《关
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
提出 “通过发挥教育援助在 ‘南南合作’ 中的
重要作用，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
国家的支持力度，加快对外教育培训中心和教
育援外基地建设，积极开展优质教学仪器设备、
整体教学方案、配套师资培训一体化援助，开展
教育国际援助，重点投资于人、援助于人、惠及
于人”。2019年，我国将 “健全对外教育援助机
制” 写入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这都标志着
我国教育对外援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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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高校 20+20 合作计划” 教育援助是
我国 “丝绸之路” 教育援助计划的典型代表。
该计划在中国和非洲国家各选择 20 所高校建
立一对一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合作双方在各自
优势学科、特色学科领域开展实质性合作与交
流，包括科研合作、教师培训、学术交流、师生互
访、共同开发课程和联合培养研究生等。在能力
建设方面，2010-2012年，我国在非洲国家援建
了150 所中小学校，培训各类人才约 4.7万名。
2012年，在 “中非合作论坛” 上，我国宣布实施
“非洲人才计划”，今后三年内为非洲培训3万
名各类人才，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1.8万个。当
年，我国向非洲国家提供的政府奖学金名额已
达 6717 个。[12] 

此外，我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如哈
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克兰、
白俄罗斯和越南等国普遍开展高等学校奖学金
项目、援外硕士学历学位项目。教育部设立了
“丝绸之路” 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承诺每年向
沿线国家提供１万个奖学金名额，超过 180 所
中国高校成为中国政府奖学金院校。2017 年，
共有 48.92 万名外国留学生在我国高等院校学
习，其中学历生24.15万人，占总数的49.38％。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留学生31.72万人，占总
人数的64.85%，增幅达11.58%，高于各国平均
增速。[13]2017年1月，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
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从 1950 年至 2016
年，中国在自身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
的情况下，累计对外提供援款 4000 多亿元人民
币，实施各类援外项目 5000 多个，[14] 反映了我
国对外援助的累累硕果。

与此同时，结合对外援助项目，我国鼓励青
年教师与学生到发展中国家参与项目建设和提
供志愿者服务。近五年，我国对外教育援助主
要分布在东南亚、非洲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如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亚、贝宁、赞比亚、卢
旺达、马拉维等，教育援助更多投向贫穷、人口
稠密的不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致力于提高
受援国的教育发展水平。[15] 在 “一带一路” 倡议
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发展阶段，中国对
外援助在方式、规模、内容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

化，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努力
发挥建设性作用。[16] 

这一时期我国教育对外援助的政治理念是
以共商、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为契机，积极推
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 “四海之内皆
兄弟” 的平等观和正确的义利观，弘扬 “穷则独
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的优秀传统文化。不畏
强权，履行国际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从政治独
立走向经济独立，坚持互利互信、共同发展。从
援助自身发展看，在加大经济援助的同时，更加
注重以教育、人才培养、培训为主的援助，让更
多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是我国教育援
助的根本动力和政治理念。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教育援助的实践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际国内形式变化，
我国教育援助实践策略灵活理智，与时俱进，
因时因地制宜，助推教育援助可持续发展，整
体上取得突出成绩，对非洲、亚洲、特别是 “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积极
影响。

（一）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

践灵魂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一种理念、一种奋
斗目标或是一种行动纲领，已成为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
和平发展》 （2011） 白皮书明确提出了 “和平发
展” “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的中国发展道
路 ；[17] 党的十八大提出 “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
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首次提出 “倡导人类命
运共同体意识” ；[18]2015年，习近平在联合国大
会正式向世界表达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 ；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再
次全面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我
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
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
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
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19] 显



8. 2021
No.379

2021 年第 8期
(总第 379期)

比 较 教 育 研 究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No.
General 

￣ 26 ￣

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含了开放、合作、
包容、共享等价值内核，在教育交流与合作方面
强调我国教育对外援助要尊重受援国的文化传
统，和而不同、互学互鉴、合作共享。

教育援助作为帮助贫困落后国家和地区教
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
搞建设，积极促进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增添
共同发展新动力 ；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
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 
的发展理念[20]，赋予了教育对外援助新的内涵。
教育对外援助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具有密
切的内在契合性和逻辑相关性。

首先，教育援助作为资金、人才和知识从
援助国向受援国的转移，实现国家之间文化、
科技和教育的合作与交流，从而促进不同文
明、文化、民心的沟通和理解，因此教育援助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和纽带。其次，教
育对外援助通过援助国和受援国双边和多边
援助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
的教育发展之路，培养大批本土人才，因此，教
育对外援助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
人才支撑。

可见，我国长期以来倡导的互惠互利、不
附加条件的教育援助，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共商、共建、共享”基本原则和“平等互利、
包容互鉴、可持续发展” 的观念高度契合、一脉
相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援助充分体现
了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的精神内
核。正如习近平指出 ：“今天的世界是各国共同
组成的命运共同体，战胜人类发展面临的各种
挑战，需要各国人民同舟共济、携手努力。教育
应该顺此大势，通过更加密切的互动交流，促
进对人类各种知识和文化的认知，对各民族现
实奋斗和未来愿景的体认，以促进各国学生增
进相互了解、树立世界眼光、激发创新灵感，确
立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的远大志
向。”[21] 这是历史发展的经验，也是时代所向。

（二）坚持平等互信、共同发展

教育对外援助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

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提出和平
外交 “五项原则”。在五项基本原则框架下，中
国对外援助秉持平等互信、共同发展的基本原
则和 “尊重受援国主权与独立” “不干涉内政”
“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政治理念。 同样，“一带一
路” 倡议以合作共赢为基础，以共商、共建、共
享为原则，目的是全方位推进与沿线国家的务
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
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促进沿
线国家经济繁荣发展，加强文明交流共享，促进
世界和平发展。[22]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2006年）》 提出 ：
“相互学习借鉴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加强科教
文卫领域的交流合作，支持非洲国家加强能力
建设，共同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23] 《中国的
对外援助 （2014）》 白皮书强调，中国对外援助
的基本原则是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
诺、 互利共赢。”[24] 这是新时代我国教育对外援
助的基本原则。基于这一原则，我国对亚洲、非
洲教育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坚持共同发
展、平等互利。

正是在 “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的原则下，
通过对发展中国家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教育
援助，在提升受援国教育质量和经济发展过程
中，树立了良好的中国形象，赢得了绝大多数国
家的共同认可。如在对非教育援助中，我国根据
非洲人民迫切的实际需求，着眼于未来可持续
发展，为非洲国家提供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
教育支持和援助，为非洲国家教育可持续发展
提供助推力。《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2015）》提
出，我国对非教育援助要“真、实、亲、诚”，坚持
“平等互信、务实高效、和谐共处、以诚相待”。[25]

因此，坚持平等互信、共同发展，是我国长期以
来教育对外援助的基本策略，无论什么时候都
毫不动摇。

（三）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

“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需，授人以渔可解一
生之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对外援助的
理念和模式经历了重大转变，由初期的 “授之
以鱼” 转向 “授人以渔”。一方面表现为从初期
的碎片化、点状式的经济援助为主，转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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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点面结合的以能力建设为主的援助 ；另一
方面表现为，由我国向受援国提供教育资金和
资源，由中方全面代理援建，转向由中方提供物
资和智力援助和指导，由受援国主导开展援建
项目，从而使受援国教育走上以能力建设为导
向的自主发展道路。

2016 年，我国实施首个综合性教育援外项
目——“中国援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帮
助南苏丹制定国家教育战略规划、政策制度，编
制课程标准和教材，开展教师培训，助力该国全
面改善教育环境，建成现代教育发展体系。此
后，陆续开展了老挝数字教育培训研修班、援柬
埔寨教育技术合作项目。在对非教育援助上，根
据有关学者对非教育援助是否有资源导向的研
究表明 ：“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没有特别面向资
源丰富的非洲国家” ；“中国对坦桑尼亚的教育
援助并非资源导向” ；“中国教育援助旨在提高
坦桑尼亚教育水平，从根本上解决当地社会面
临的贫困问题”，[26] 也充分说明这点。

教育援助的策略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选择和时代所需，也是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
对外援助的客观要求，标志着我国教育对外援
助走向成熟，体现了我国教育援助以尊重受援
国主权、不附加任何限制性条件的政治理念，彰
显了中国特色教育对外援助促进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大国风范。

（四）建立健全评估体系，提高援助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对外援助取得突
出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受援国教育质量
提升。然而，援助效益却不令人满意，教育援助
存在投入—产出不成正比，效率不高的问题。
200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展援
助委员会召开援助有效性第一次高层会议，各
国签署了 《罗马宣言》，首次就提高援助有效性
达成共识 ；2005年，在巴黎召开第二次会议，
签署了关于 《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2008
年，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召开第三次会议，主题
仍然是 “援助的有效性”，并发表了 《阿克拉行
动议程》。[27] 据2013年OECD发布的 《教育援
助》 统计，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全世界接受教育
援助最多的地区，约占接受世界教育援助总量

的22%。[28]据《世界银行报告（2012年）》统计，
撒哈拉以南非洲低收入国家教育经费占 GDP
的4.3%；非洲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5.7%。[29]

可见，非洲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备受关
注的教育援助的国家和地区。尽管非洲国家长
期接受来自发达国家、国际组织、包括中国在
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援助，但还是没能从根
本上改变非洲贫困、落后的局面。据 《2013—
2014全球教育监测报告》 统计数据显示，2011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等教育总入学人数
为4628.2万，约占学龄人口总数的41.1%，其中
就读于职业教育的有 369 万人，仅占总入学人
数的约8%。[30] 因此，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发布 《2017-2018全球教育监测报告》 设计专栏
“教育问责：我们的承诺”，在 “问责国际组织”
中郑重提出，“重要的不仅是援助数量，还有援
助的成效”[31]。

为此，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我国从一开
始就注重教育对外援助项目的综合效益，强调
关注与受援国政府有关的改革，包括控制成本、
充分利用私立教育资源、引入标准化测试和教
育放权等，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协同推进项目实
施，从而满足构建 “一带一路” 教育共同体的需
求。可见，根据我国教育援助的政治理念，完善
教育援助管理体制，建立系统的效益评估机制，
量化我国教育援助的投入—产出比，做到精准
施策，精准援助，因地制宜，有的放矢，是我国教
育援助的又一实践策略。

（五）加强内部管理，注重顶层设计

从国外20世纪国际教育援助的历史看，各
国普遍成立了国家层面的组织机构，如美国的
国际开发署 （USAID,1961年成立）、加拿大的
国际发展署 （CIDA，1968年成立，2013年并入
外交部）、英国的国际发展部 （DFID，1997年成
立）、日本的国际合作署（JICA，1974年成立）、
土耳其的国际合作与协调署 （TIKA,1992 年成
立）、德国 （原联邦德国） 的经济合作与发展部
（BMZ，1961年成立） 等。改革开放初期，我国
对外援助的工作主要由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后改称为“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承担，后归
口商务部，内设对外援助司。2014年，商务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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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试行）》，初步规范了对
外援助管理。2018年4月，我国整合商务部、外
交部等有关部委职能，成立了国家国际发展合
作署，进一步整合资源，大力加强职能建设、组
织建设、队伍建设和运行机制建设，为我国教
育援助提供了坚实的领导和保障，发挥了应有
的作用。

四、结语

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结合起来，弘扬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反对
霸权主义，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发
达国家发展教育，提高教育水平，促进人力资源
开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各国
共同发展，这是我国教育援助的核心政治理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援助的政治理念内涵丰
富，思想深刻，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其中，
“平等互利，遵循联合国宪章及有关规则 ；守望
相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我国教育
援助的灵魂。“保障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
利益与发展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是
核心。“尊重受援国主权，不谋求特权 ；与时俱
进、不附带条件 ；坚持相互尊重，共同发展” 是
宗旨。“独立自主，排除他国干扰，独立决策”是
我国对外教育援助的原则。“共商共建，平等互
利，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是我国教育对外援助
的特色。扎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助力 “一
带一路” 建设工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新时代我国教育对外援助的根本遵循。我国
教育援助的政治理念来自国家的战略需求、服
务于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立足于改革开放的
伟大实践。政治理念与实践策略相辅相成，共同
推动我国教育援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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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Idea and Practice Strategies of Educational Aid of Chinese 
Government since Reforming and Opening Period

Abstract： The education ai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foreign aid. It is rooted in the political idea and service awareness of the Party. Since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PC has continuously adjusted its educational aid policies,  which has experienced 

the logical development from "Give a Fish" to "Teach Fishing" to "Cooperation for Win together". Its political idea 

is mainly embodied in respecting the sovereignty of recipient countries and not seeking privileges. There is an 

old saying in China: "A good road should be followed for the common good"; Safeguard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safeguard national interests and development; Oppose world hegemonism and safeguard world peace;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without attaching conditions; Adhere to mutual respect and common development; Equality, 

mutual benefit and adherence to the UN Charter and relevant rules; Help each other and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eace, equality, mutual benefit and cooperation are its main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PC, the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education aid include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mutual trust and common development; To improve 

the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aid; Strengthen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pay attention to top-level 

design. There is a deep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dea of educational aid and the major political decision of 

CPC in reform and opening up, which are both superficial and insubstantial united in the same historical process.

Key words： education aid; political idea; practice strategy;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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