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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的死亡》

前言

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是一位受过西式教育并长期在国际金融机构工作的赞比亚裔经济学家
。近年来因其对非洲发展问题见解独到的研究，特别是对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社会对非援助政策的尖锐
批评而受到各方关注。透过其著述所表述的复杂内容，透过围绕其著述而引起的观念碰撞与学术争议
，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到在当代非洲和国际社会中正在发生着的某种政治思潮与全球发展理念的深刻变
动趋向。莫约1969年出生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幼年时曾随父母在美国生活过。后再次前往美国求学
，先后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公共管理（MPA）硕士学位，在华盛顿大学获得工商管理
（MBA）硕士学位，在牛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在世界银行、巴克莱银行等机构谋得过
职位，在高盛投资银行工作多年，后成为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顾问，从事全球债务问题与国际经济问
题的分析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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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丹比萨·莫约，赞比亚人，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在华盛顿大学获得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在牛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高盛银行，巴莱克银行，世界银行等知名
机构工作。 
    目前，莫约专注于全球债务问题与国际经济问题的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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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歇尔计划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个计划的巨大成功在于它成为支持
欧洲经济的坚实基础，并成为美国影响欧洲各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为美国赢得了西欧的盟友，建
立起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主义的稳固基础。援助恢复了损坏的基础设施；援助还带来了政治稳定，不
仅为受战争伤害的民众、破产的国家和多难的土地带来希望，更使美国从中受益，使美国经济能够在
周边地区都处于经济崩溃之际还继续发展。更重要的是，如果援助提供欧洲之所需并在欧洲发挥了作
用，那么援助为什么不能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发挥作用呢？20世纪50年代末，当重建计划在欧洲发挥作
用后，援助的对象就转移到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非洲。对非洲进行援助的时机已成熟。这个大陆被
描绘为：有大批未受教育的民众，廉价劳动力，几乎不存在税收基础，与世界市场严重脱节，基础设
施建设落后。以马歇尔计划的理念和经验作为条件，富国将非洲视为援助的主要目标。于是，援助在
非洲出现。在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将大批资金输入欧洲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便被
闲置了。而这些资源原本是要用于战后欧洲重建的。现在它们可以直接转而用于新兴地区（非洲）的
发展议程了。可能随后制定的援助议程中最关键的是，泛泛地认为穷国缺乏刺激其发展的金融资本。
随着马歇尔计划的成功，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性被人们广泛认同。在缺乏任何庞大国内储蓄、有形
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吸引私人投资的时候，外援被看做唯一获取外国投资并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方式。
政策制定者除此之外也别无选择。当然还有别的原因能够解释为何英国、美国——某种程度上还有法
国——将它们的注意力转向非洲。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非洲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西方国家
放松了它们的殖民主义锁链，许多国家获得了独立。1956-1966年，很多国家（如加纳在1957年、肯尼
亚在1963年、马拉维和赞比亚在1964年）都挣脱殖民主义的束缚成为独立国家。总的来说，有31个国
家独立了。它们在书面上确实获得了独立，但是它们的独立却要依靠前宗主国在经济上的慷慨支援，
这也是事实。对西方而言，援助成为英、法等国的一种手段，依靠援助可以将其新打造的利他主义和
为自我获得更多利益这二者结合起来——维持其对地缘政治的战略控制。对美国而言，援助成为另一
政治背景——冷战下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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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援助的死亡》：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文库·非洲研究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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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的死亡》

精彩短评

1、书的内容还是很不错的，看过英文版。译者也很用心，但是有些表达方式还是太“英语式”。
2、挺讽刺的，所以圣母情节要不得
3、书没有包装看上去像二手的，但不影响阅读
4、相当赞，对非洲的了解深了一步
5、值得一读，内容充实，对我们平时认为正确的事情做了反思。
6、先拿中文版过一遍大意。撇开不怎么靠谱的译文以及书名实际译作《致命的援助》更为确切，内
容本身的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作为材料信息量很大，但作者分析的逻辑和结论待梳理（简而言之是
目的论和简化论的症结）
7、虽然没有细看，但对科研非常有用。最近浙江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出的几本书都不错。
8、逻辑清晰，条理清楚，分析到位
9、观点很新，翻译地勉强及格。苦难的非洲大陆
10、《Dead Aid》一本TED推荐的书。第一次阅读有关非洲的书籍，才发现原来援助竟也可以从理所
应当到苍白无力甚至满是祸害。亚洲的崛起之后，非洲，这个沉睡多年的雄狮，何时，才能摆脱种种
束缚，崛起。
想到非洲，人们的印象无非是贫穷、疾病、落后，知道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和产黄金的南非，了解北部
有个大沙漠，中间有个刚果盆地，东边有个大草原，遍地都是黑人...我想，可能还缺少了贪腐、美丽
的摩洛哥、大岛马达加斯加...
很难想象，中国在非洲的崛起中，一定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11、作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援助给非洲带来的不利因素，同时又从自身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如何解
决非洲的落后工业局面。书中提到的小额贷款、系列债券、储蓄、外汇等内容，在我看来，这些手段
对非洲是有利的。如果研究非洲经济问题，推荐读一读。
12、让我们看到了关于西方对非援助不同于之前评价的一面。很不错！
13、与想象的不同，有时候援助会加速坠入深渊。
14、相当有见解，非洲的良性发展该如何进行，并不是简单的金钱问题
15、研一下读：援助并不必然会改善受援国的民生状态与发展进程，甚至会使其深陷以来外援的陷阱
。
16、很多年前期待看，看完之后才发现也没什么
17、没有2050,没有2063.种树的最佳时机是二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可惜,非洲领导者们不以为然.卡加梅
的态度就是很好的例证.
18、某记得自己读过但没有标⋯⋯倒是挺值得看的一本书。主题当然是对非援助的无效。专门有几章
写中国的来着。
19、作者以独到的见解剖析了西方“援助”对于非洲的种种迫害，就犹如一颗毒瘤一样在非洲根深蒂
固。作者希望西方国家改变对非洲的简单援助，像中国一样给予和平，民主的贸易等，真正帮助非洲
自主富强~~
20、观点比较新颖。。内容也还不错。。
21、赞比亚作者的视角很有意思，给疯狂的援助泼了一盆冷水。
22、印刷不太好，不过内容很有趣。拿了快递再回来的路上就开始看了。期待了好久，赞一个
23、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援助，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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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的死亡》

精彩书评

1、援助的死亡作者：丹比萨·莫约            援助的初衷本来是减贫，大量的援助却加剧了非洲的贫困。
这让人很惊讶，从未想过援助会成为把国家发展推入深渊的大手作者把内容分为两个部分来写，援助
的世界和没有援助的世界。援助的世界讨论了援助本质、过程及其对非洲的危害；另一部分写到非洲
如何摆脱对援助的依赖，以及寻求新的发展出路与机会。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给非洲提供援助，
且援助的金额越来越多，但是对非洲系统、全面持久而制度化的援助存在着根本的缺陷，造成非洲日
益严重的对援助的依赖，导致援助走向了死亡。援助不起作用援助国的对非援助政策因戴上了种种脱
离非洲实际与环境的附加条件，而使得援助往往达不到预期的目的。由于非洲缺乏好的政策环境，竞
争性的选举制度往往造成社会冲突的加剧，损害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环境，而短期援助对长期发
展没有益处。更糟的是，援助的结果是援助方比被援助方受益更多，非洲在接受援助后往往是急剧跌
入贫困之中。援助让贪污腐败更加猖獗在非洲，贪污是一种生活方式，国家的官僚机构中，处于不同
职位的很多人多年来都在贪污。非洲贪污的关键不在于贪污本身，而在于援助成为助长贪污行为的一
个因素。援助让非洲国家陷入援助的恶性循环。外援——撑起了腐败的政府——妨碍了法律法规的执
行——机构不透明，投资减少——减缓经济增长——就业机会减少，贫困加剧——更多的援助⋯⋯  
这样的恶性循环必然让落后永存，那些依赖援助的国家永远处于经济失败的状态。在高度腐败和不确
定的背景下，几乎没有什么企业敢于冒险投资到那些腐败官方声称可以控制自身发展的国家。失去投
资意味着消灭了经济增长。中国的帮助中非之间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发展结构，中国有非洲国家需要的
，同时非洲也有中国所需要的。中非的合作，很多西方国家带着批判的色彩，认为对非洲应该像他们
一样“家长式”的帮助，但是作者肯定了中国对非洲的有益援助。援助对于非洲是安眠药，让非洲失
去发展的动力与激情，而贸易则像兴奋剂，让非洲发现和发掘自己的优势与巨大潜力。人口多发展快
的中国有相当大的市场需求，中国需要的非洲基本都能提供。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公平对待非洲
的贸易伙伴和投资者。未来的发展非洲要实现发展必须摆脱对援助的信赖，应该结束援助，寻求非洲
长远发展的可能性。作者认为，中国正在取代西方的优势地位而深刻地影响非洲的未来进程，因为中
国的务实而有效的经济合作可能为非洲最终摆脱持久的饥饿与贫困、为越来越多的非洲人自助创造就
业机会和发展提供了希望与机会。她也告诫西方国家，应该停止对非洲的传统援助，转变为对非的政
策，因为西方传统的对非政策，无论这些政策被赋予怎样的道德和民主的光环，不可能帮助非洲真正
实现持续增长和减轻贫困。非洲在不正确的路上已经走到了谷底，只要进行改革，抓住机会，今后非
洲的每一步都将是向上提升。戏剧性的改变始终是可能的。书里有些关于经济的术语我不是很明白，
但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想法是很清楚易懂的。国家是一个大角度，那么援助的死亡是不是在我们生活中
也是通用的？曾经看到过一个实验，给一些贫困，且借有外债的小贩们一笔客观的钱，希望以此改善
他们的生活，实验者发现，前几个月他们还清了债务且生活有了改观，但是在半年以后，又逐渐陷入
更加贫困，借更多外债的情况。这也是一种恶性循环，一个生活中关于援助的小小实验。所以，有时
候看似是善举，但长期来看，很可能会让对方的处境更加糟糕。站在援助者的角度，当我们想要援助
困境中的人们时，也应有所思考和评估。1948-1952年的马歇尔援助计划是成功的，对重建欧洲战后衰
败的经济取得了成功，同时保证了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重建。但是，这和非洲的援助是不同的，与非洲
国家相反，受援的欧洲国家的发展并不是完全依靠援助。而且马歇尔计划是有期限的。所以短期援助
适用于自身条件成熟只是暂时缺资金的人，对于自身条件不成熟的人，援助应该分析怎样能真正有助
于其长期的发展，不能像文中作者所举例的蚊帐的例子一样，短期不多加考虑的援助只会破坏原本已
形成的经济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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