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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非洲：中国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的贡献

许志成　张　宇＊

　本文研究 了 中 国 援 助 对 非 洲 经 济 发 展 的 贡 献。我 们 利

用地理信息系统将中国在非洲的援助项目与卫星夜晚灯光等 数 据 匹

配，转化为０．５经度×０．５纬 度 的 栅 格 面 板 数 据，通 过 计 量 模 型 发

现中国援助尤其是基础设施项目对非洲当地经济发展具有显 著 且 稳

健的积极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援助显著促进当地的政治稳定、
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异质性分析显示，中国 的 基 础 设 施 援 助 并 非

依靠自然资源开发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也不受制于受援国政治环境。
　对外援助，非洲，经济发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２１．０５．０１

一、引　　言

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学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国际援助能否促进当地经

济发展。然而学界并未就该问题形成共识 ［请见Ｑｉａｎ （２０１５）关于国际援助

的综述］。据威廉与玛丽 学 院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Ｗｉｌｌｉａｍ　＆ Ｍａｒｙ）ＡｉｄＤａｔａ研 究 中

心估算，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提供的国际援助共计约３　５４４亿美元 （美国同期

援助金额为３　９４６亿美元）。１目前中国已成为独立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

援助委员会之外提供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２因此，不同于发达国家传统模式、

更重视基础设施援助和 “授之以渔”的中国援非项目对非洲发展的影响是学

界和政界关注的重大问题。３

本文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将中国援非项目与作为经济发展指标的卫星夜晚

＊ 许志成，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张宇，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金融研究院。通信作者及地址：张宇，江

苏省 南 京 市 雨 山 西 路８６号 南 京 审 计 大 学，２１１８１５；电 话：１８６６０１６２０７８；Ｅ－ｍａｉｌ：ｙｚｈａｎｇ＠ｎａｕ．
ｅｄｕ．ｃｎ。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７１７０３０３１、７１９０３０９５）的 资 助，并 感 谢 两 位 匿 名 审 稿 人 以

及主编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１ 据 Ｈｏｒ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估算，１９４９—２０１７年间中国共向１５２个新兴或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和赠款总

额约为５　３００亿美元。
２ 国际媒体往往使用 “ａｉｄ”一词笼统指代所有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而中文对应的 “援助”一词给人

以无偿的印象，但中国对外援助项目中无偿援助的规模和比例较小，更多是通过优惠贷款帮助受 援 国

建设基础设施和生产型项目。
３ 截至２０１２年年底，中国近５０％的对外援助 金 额 都 分 配 给 非 洲 地 区。非 洲 有 丰 富 的 资 源 和 劳 动 力 禀

赋以及庞大的潜在市场，但缺乏工业化发展必要的基础设施，这和中国的比较优势互补，双方 合 作 有

利益一致性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一个和平稳定的非洲既是非洲的发展愿景也符合我国的海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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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亮度相匹配，形成０．５经度×０．５纬度的栅格面板数据 （１０　１３４个栅格，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栅格固定效应、国家年度固定效应

和世界银行援助项目为代表的传统国际援助后，中国援助对非洲当地经济发

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为理解中国对非援助的作用机制，我们还分析了中国

各类援助的异质性作用，发现中国援助对当地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通过基础

设施项目来体现。
尽管栅格面板回归可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栅格特征以及随时间变化的

中非发展一般趋势，但逆向因果关系或随时间变化的栅格特征造成的内生性

问题依然可能存在。例如，某栅格接收到来自中国的援助可能是因为刚经历

了经济衰退，也可能是新的投资机会和经济景气吸引了中国的援建项目，从

而导致固定效应回归不能准确估计中国对非援助的实际效果。因而本文采用

了多种策略验证基本结论的稳健性。首先，本文利用置换检验法随机生成虚

拟的中国援非 项 目 的 时 空 分 布，结 果 进 一 步 支 持 了 本 文 的 主 要 发 现。其 次，
本文在一阶差分ＧＭＭ （ＦＤ－ＧＭＭ）估计框架下加入援助的滞后项作 为 工 具

变量，结果仍支持中国援助尤其是基础设施项目对于非洲经济发展的积极作

用。此外，本文借鉴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Ｑｉａｎ （２０１４）的思路，分别利用中国外汇储备

和钢产量的外生变动构建整体援助以及基础设施项目援助的工具变量，具体

为年度外汇储备或钢产量和一个栅格在样本年份中接收到来自中国援助的概

率 （接收援助年数／总年数）的交互项。我们发现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与面板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方向一致且系数更大。
由于援助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项目的效果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性，我们还

使用空间计量模型验证基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发现中国援建的基础设施项

目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稳健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基础设施建

设有助于发挥空间集聚效应，连接更大规模的市场。
本研究主要有三处创新。第一个创新点是构建了更为微观的栅格面板数

据。传统文献研究援助效果多使用国家层级数据，往往存在变量空间错误匹

配的隐患。栅格面板数据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国家层级数据潜在的空间错配

问题，同时能排除栅格地区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非洲国家

由于技术条件限制难以提供较精确的亚国家统计数据。本文采用卫星夜晚灯

光亮度作为地区经济增长指标，缓解了由于非洲国家缺乏可信的统计数据而

造成的度量误差问题。
第二个创新点根 植 于 中 国 和 传 统 国 际 援 助 者 在 援 助 模 式 上 的 显 著 差 异：

不同于传统国际援助机构的多边援助，中国采用的双边援助具有更低的行政

和协调成本；中国对外援助不干涉受援国内政，追求共同发展互利共赢４；中

国的援助中无偿赠款较少；中 国 援 助 秉 持 “授 之 以 渔”原 则，以 基 础 设 施 类

４ 西方国家的援助往往附带政治和意识形态条件 （如Ｓｃｈｒａｅｄ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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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桥、港口、机场、光纤）为主，且工程由中方金融机构贷款，直接转账

给中方工程企业，项目完工后移交给受援国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因而考察

中国对外援助能否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将会以新的视角对发展经济学所面对

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重要参考。
第三个创新点还在于对中国援助作用机制的探索。我们考察了中国援助

对当地政治稳定、人口分布和工业发展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第 一，中 国

援助减少当地反政府武装活动的频率，促进政治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安全

保障；第二，接受中国援助的栅格地区出现更多工业企业；第三，人 口 密 度

也伴随中国援助项目的实施而显著增长，反映更安全的环境和更多的就业机

会吸引了更 多 人 口；第 四，中 国 援 助 也 导 致 当 地 大 气 颗 粒 物ＰＭ２．５显 著 增

多，这可能是人口聚集和工业活动带来的环境代价。我们还考察中国援助在

何种地理、制度条件下更能发挥作用。尽管以往研究发现缺乏制度约束的受

援国往往会跨部门挪用援助资金 （Ｐａｃｋ　ａｎｄ　Ｐａｃｋ，１９９３；Ｆｅｙｚｉ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等等），但正如上文所述，中国的援助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项目，都是 “交

钥匙”工程，杜绝了受援国挪用 援 助 资 金 的 可 能 性。我 们 发 现 中 国 的 基 础 设

施援助在城市和原先交通条件更好的地区能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基础设施项

目的效果并不依赖于该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农业禀赋、政府治理水平、是否临

近首都。
本文剩余部 分 结 构 如 下：第 二 部 分 介 绍 相 关 研 究，第 三 部 分 介 绍 数 据，

第四和第五部分汇报计量分析结果并检验稳健性，第六部分探讨中国援助促

进非洲经济增长的机制，第七部分总结全文。

二、相 关 研 究

对于国际援助是否能促进经济发展，一些研究显示援助对受援国家的经

济发展有明显的 促 进 作 用 （Ｈａ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Ｔａｒｐ，２００１；Ｄａｌｇａ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Ｇａｌｉａｎ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但是另一些研究则未发现其有任何显著的 积 极 或 消 极

的 作 用 （Ｒａｊａ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２００８；Ｄｏｕｃｏｕｌｉａｇｏｓ　ａｎｄ　Ｐａｌｄａｍ，２００９；

Ｃｌｅｍｅ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外部援助的效果取决于受援国家的

政策和制度环境 （Ｂｕｒ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Ｄｏｌｌａｒ，２０００；Ｍｉｎａｓｙ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基于此前大量文献的元分析依然无法得出定论 （Ｄｏｕｃｏｕｌｉａｇｏｓ　ａｎｄ　Ｐａｌｄａｍ，

２００９）。这些研究的分歧有可能是由于其观测单位大都是国家，因而其结果可

能对度量误差、空间错配、控制变量的选取等因素较敏感。本文所使用的栅

格数据可以克服地理错配问题，并有助于削弱内生性问题。此外，一些研究

尝试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但Ｃｌｅｍｅ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和Ｂａｚｚｉ　ａｎｄ　Ｃｌｅｍｅｎｓ
（２０１３）指出很多工具变量 （例如滞后期的援助）并不满足排他性假设。本文

借鉴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Ｑｉａｎ （２０１４）的思路生成的工具变量更容易满足排他性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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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本文也采用了多种检验为计量分析结果提供多重的证据支持。

国内学术界不乏针对我国对外援助和投资的经验与教训的反思 （例如刘

鸿武和黄梅波，２０１３；黄梅波等，２０１７），多数国内研究聚焦于中国对外贸易

和投资的 决 策 影 响 因 素 和 成 本 收 益，例 如 董 艳 等 （２０１１）、罗 伟 和 葛 顺 奇

（２０１３）、王永钦等 （２０１４）、姚树洁等 （２０１４）等研究。当前有为数不多的研

究关注中国援助项目对受援地区的影响。例如Ｄｒｅｈ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发现中国

援助对当地经济有积极影响，但国家层级的数据限制了其估计的准确度。一

些研究则对中国援助提出质疑。例如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Ｋｏｔｓａｄａｍ （２０１８）认为中

国的援助项目所在地可能存在更严重的腐败问题，Ｄｒｅｈ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则认

为中国对非援助可能更偏向受援国领导人的家乡。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展示了对外部援助实际效果的高度关

注。但受限于研究视角和数据缺陷，过往研究忽视了中国不同于以往发达国

家的对外援助模式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三、数　　据

我们将非洲分割成０．５经度×０．５纬度的栅格，然后将高分辨率数据赋予

每个栅格。５描述性统计参见表１。以下是对变量的具体说明。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由夜晚灯光亮度来度量。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城市

化程度越高，其夜间灯光的使用程度也越高。美国空军与国家航空航天局利

用多个卫星在当地时间２０∶３０与２１∶３０之间拍摄了分辨率为３０弧秒的卫星

图片。为便 于 使 用，国 家 地 理 数 据 中 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Ｃｅｎｔｅｒ）

进行了降噪处 理 并 将 原 始 数 据 根 据 其 亮 度 转 化 为０—６３的 标 准 化 年 度 数 据

（１９９２—２０１３），数值越大表明当年经济活动越为活跃。卫星夜 晚 灯 光 亮 度 在

缺乏完善准确的地区层级统计数据的发展中国 家尤为重要，目前已成为学界

广为接受 的 可 行 数 据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ｅｙｇａｒｄ，

２０１６）。

虽然中国政府并没有发布对外援助的官方数据，但近年威廉与玛丽学院

的对外援 助 数 据 中 心 创 建 了 “中 国 外 援 数 据 追 踪 项 目”数 据 库，包 含 中 国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实施的非洲范围内２　６４７个援助项目信息。该数据库内容详尽，

包含援助项目的地理坐标６、所属行业、进 展 状 态 和 资 金 类 别 （投 资、贷 款、

５ 如读者需要，可向作者索取本文所用栅格地图。
６ 这份数据将公路铁路和光纤主干网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多个连接点的坐标位置标 注。例 如 由 华 为

承建的加纳主干网 （项目标号１３０号，施工时间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在数据库中体现为包含９个省份的若

干坐标，充分地覆盖了各栅格。Ｄｒｅｈ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将 项 目 的 地 理 坐 标 准 确 度 分 成 了８个 不 同 层 级。
我们参照相关文献的做法在计量分析中仅保留准确度１—３的项目 （１为有精确坐标，２为误 差 至 多 不

超过２５千米，３为误差不超出所在二级行政区，其他项目定位误差较大）。



第５期 许志成、张宇：点亮非洲：中国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的贡献 １５０３　

无偿援助等）等信息。由于接受中国援助的地区可能也会接受传统国际援助，

我们还收集了世界银行援助数据作为补充。世界银行的援助门槛标准被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广泛采用，具有代表性，在无法获得全部传统国际援助

的栅格层级数据的情形下，控制世界银行的援助项目作为代理变量是可行的

（Ｇａｌｉａｎ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７

为考察中国 对 非 援 助 的 作 用 机 制，我 们 收 集 了 包 含 地 理、制 度、人 口、

经济和环境等特征的栅格层级数据。发展经济学的大量文献讨论了 “资源的

诅咒”，因此我们采集了该栅格是否有工业与贵金属、钻石和石油天然气储备

的数据。８地理 环 境 特 征 包 括：到 首 都 距 离、公 路 长 度９和 农 业 生 产 适 宜 度

（Ｒａｍａｎｋｕｔｔ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为控制其 城 市 化 水 平，我 们 还 采 集 了 该 栅 格 内

是否有城市。１０这些变量均为截面数据。此外，为了考察对非援助效果是否依

赖于当地的制度环境，我们采用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Ｐｅａｃｅ的修正版综合政体

分数 （ＰＯＬＩＴＹ２）作为民主程度的测量指标。为考察中国援助对非洲社会稳

定的影响，我们 从 ＡＣＬＥＤ数 据 库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Ｅｖ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采集了反政府武装冲突数据。１１非洲人口密度数据来自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Ｇｏｌｄｅｗｉｊ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各栅 格 工 业 企 业

年度数据来自非洲工业地图集。１２大气颗粒物ＰＭ２．５可以反映工业生产的规模

（Ｊ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本文采用的非洲ＰＭ２．５数据 来 自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ＤＧＡＲ　ｖ５．０）。１３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 （０．０１＋夜晚灯光亮度） １４１　８７６ －３．６４７　 １．６７９ －４．６０５　 ４．０７２

Δｌｎ （０．０１＋夜晚灯光亮度） １４１　８７６　 ０．０２４　 ０．３１８ －４．４２２　 ４．１６２

中国援助项目哑变量 １４１　８７６　 ０．０１１　 ０．１０２　 ０　 １

中国援助项目数量 １４１　８７６　 ０．０１４　 ０．１７１　 ０　 １０

中国援助基础设施项目哑变量 １４１　８７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７８　 ０　 １

中国援助基础设施项目数量 １４１　８７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８８　 ０　 ５

７ 数据来源见ｈｔｔｐ：／／ａｉｄｄａｔａ．ｏｒｇ／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ａｔａｓｅｔｓ，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７日。
８ 数据来源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ｒｉｏ．ｏｒｇ／Ｄａｔ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ａｔａｓｅｔｓ，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１
月２７日。
９ 数据来源见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ｇｅｏ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ｃｏｍ／ｂａｓｅｍａｐｓ／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
１０ 数据来源见ｈｔｔｐｓ：／／ｓｅｄａｃ．ｃｉｅｓｉｎ．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ｅｄｕ／ｄａｔ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ｇｐｗ－ｖ４，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
１１ 数据来源见ｈｔｔｐｓ：／／ａｃｌｅｄｄａｔａ．ｃｏｍ／ｄａｓｈｂｏａｒｄ／＃／ｄａｓｈｂｏａｒｄ，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
１２ 数据来源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ｂｏｕｔ．ｃｏｍ／ｎｅｗ－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ｍａｐ，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
１３ 该数据由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提供，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ＩＰＣＣ）研究使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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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世界银行援助项目哑变量 １４１　８７６　 ０．１６１　 ０．３６７　 ０　 １

世界银行援助项目数量 １４１　８７６　 ０．５２３　 ２．１４１　 ０　 ６８

反政府武装冲突 １４１　８７６　 ０．１３１　 ２．４２５　 ０　 ３２１

人口 （对数） １４１　８７６　 ８．７８５　 ３．８４０　 ０　 １６．７７６

工业企业 １４１　８７６　 ０．１１２　 ０．５６２　 ０　 １２

ＰＭ２．５ （吨） １４１　８７６　 ４９７．２２３　 １　４２５．８４４　 ０　 ３９　６０２．０９０

钻石哑变量 １０　１３４　 ０．０２４　 ０．１５２　 ０　 １

石油天然气哑变量 １０　１３４　 ０．０６３　 ０．２４３　 ０　 １

到首都距离 （千米） １０　１３４　 ６４１．１６４　 ３９９．５４３　 ５．６４９　 １　８９３．８４９

公路长度 （千米） １０　１３４　 １２０．１７４　 １１０．９０３　 ０　 ６４６．４４８

土壤适宜农业程度 １０　１２０　 ５．６３１　 ２．３７７　 １　 ８

城市化水平 １０　１３４　 ０．３１７　 ０．４６５　 ０　 １

四、计量模型及结果

（一）识别策略和基线回归结果

本文的基线模型为：

Δｌｎ （０．０１＋ｌｉｇｈｔｉｃｔ）＝αｌｎ （０．０１＋ｌｉｇｈｔｉｃ，ｔ－１）＋β１ＡＩＤｉｃ，ｔ－１
＋β２ＷＢｉｃ，ｔ－１＋ｃｉ＋φｃｔ＋εｉｃｔ， （１）

其中ｌｉｇｈｔｉｃｔ 为国家ｃ的栅格ｉ在ｔ年的夜晚灯光亮度。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文

献，取对数化的卫星夜晚灯光值的一阶差分即为其增长率的逼近值。１４α控 制

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将被解释变量设定为经济增长并在

解释变量中控制滞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做法在评估外部援助的文献中也广为

采用 （如Ｆｅｙｚｉ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Ｈａ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Ｔａｒｐ，２００１；Ｂｕｒ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Ｄｏｌｌａｒ，

２００２；Ｄａｌｇａ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Ｃｌｅｍｅ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Ｇａｌｉａｎ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等

等）。关键解释变量 为ＡＩＤｉｃ，ｔ－１，即 国 家ｃ的 栅 格ｉ在ｔ－１年 接 受 的 中 国 援

助，以哑变量 （是否存在中国援助）或援助项目数来衡量；ＷＢｉｃ，ｔ－１为世界银

１４ 正如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指出的，由于卫星夜晚灯光和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ＧＤＰ）具有非线性

关系，对数化可以更方便地 描 述 两 者 之 间 的 弹 性。我 们 采 用 以 往 应 用 夜 晚 卫 星 灯 光 栅 格 数 据 的 文 献
（如 Ｍｉｃｈａｌｏｐｏｕｌｏｓ　ａｎｄ　Ｐａｐａｉｏａｎｎｏｕ，２０１４）的做法，在 对 数 化 的 时 候 将 灯 光 值 加０．０１以 避 免 无 穷 小

值。不过换为灯光值加１得到的回归结果也并不影响本文主要结论。此外，如果排除样本中 人 口 密 度

为０或２０００年时灯光亮度为０的栅格，或者直接使用夜晚灯光的年增长率也会得到一致的结论。相关

表格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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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援助，以哑变量或援助项目数来衡量；ｃｉ 代表栅格固定效应；为控制各国

随时间变化的因素，我们还加入了国家年度固定效应φｃｔ
１５；εｉｃｔ 是残差项。

表２汇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方程 （１）的结果。表２上半部分的回归

（１）—（６）中，中 国 和 世 界 银 行 的 援 助 都 以 哑 变 量 度 量，而 下 半 部 分 回 归

（７）—（１２）则用项目数量度量 中 国 和 世 行 的 援 助。首 先，经 济 发 展 水 平 越 高

（上一年度的夜晚灯光亮度更高）的地区增长相对越慢，这是符合常识的。我

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国援助项目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表２回归 （１）显示，

中国援助项目的存在 （即广延边际）对当地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作用。估计

结果显示中国 援 助 项 目 的 存 在 可 以 使 当 地 夜 晚 灯 光 的 增 长 率 提 高６．７个 百

分点。１６

为细化中国对非援助对当地经济增长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我们根据援助

项目所属部门将中国援非项目分为５个大类：社会福利项目 （１００８）、基础设

施项目 （２９１）、生产性项目 （１７７）、直接援助 （１３６）以及其他类 （８３）（括号

中为相应的已实施项目总数量）。１７表２回归 （２）—（６）对比不同部门的中国援

非项目对于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从回归 （２）的结果可以看出，社会福利援

助项对当地的短期经济增长作用微乎其微。回归 （３）结果显示基础设施项目

可以对当地经济增长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基础设施援助的存在可以使当地

夜晚灯光的增长率提高９．２个百分点。回归 （４）—（６）表明生产性项目、直

接援助项目以及其他类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比较有限。

表２的下半部分汇报的回归 （７）—（１２）与上半部分的回归类似，但将援

助项目的度量由哑变量改为项目数量，其系数解释为多一个援助项目会给当

地夜晚灯光亮度增长率提高多少，或夜晚灯光亮度相对于援助项目的半弹性，

例如回归 （７）显示增加一个中国援助项目会使当地夜晚灯光亮度增长率提高

３．１个百分点。简言之，回归 （７）—（１２）结果与回归结果 （１）—（６）相类似，

这里不再赘述。

１５ 如果将国家年度固定效应替换为 国 别 时 间 趋 势 或 者 年 度 固 定 效 应，也 会 得 到 基 本 一 致 的 结 果。此

外，部族主义对非洲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根深蒂固，非洲国家内部地区间政策往往受种族偏袒 （ｅｔｈｎｉｃ
ｆａｖｏｒｉｔｉｓｍ）因素左右 （Ｄｉｃｋｅｎｓ，２０１８）。本文依据人种学地图集 （Ｍｕｒｄｏｃｋ，１９６７）提供的非洲族群属

地地图信息，进一步控制族群属地－年度固定效应，所得结果和基线结果基本一致，详细结果 可 向 作

者索取。
１６ 如果将方程 （１）左侧的滞后项移至右侧形成一个 标 准 的 动 态 面 板 模 型，则 估 计 结 果 也 可 以 理 解 为

一个没有中国援助项目的栅格获得中国援助后 可 以 在 短 期 将 夜 晚 灯 光 亮 度 提 高６．７％，长 期 积 累 效 应

则为６１．７％ ［（１－０．４２４）／ （１－０．０６７）］。
１７ 原始数据依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将中 国 援 非 项 目 分 为２２个 部 门，这 里 为 便 于 分 析 做 了 整 合 的 工 作。
其中社会福利项目包括医疗、教育、饮水卫生等服务；基础设施项目包括交通仓储、通讯、供电设施、
金融体系等；生产性项目包括农林牧渔、自然资源开发与建筑业等；直接援助包括粮食援 助、债 务 减

免以及紧急支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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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中国援助对非洲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固定效应面板回归

中国援助行业分类

被解释变量：夜晚灯光亮度增长率

全部项目 社会福利 基础设施 生产 直接援助 其他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中国援助ｔ－１ （哑变量）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０　 ０．０９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９６）

世行援助ｔ－１ （哑变量）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夜晚灯光亮度ｔ－１ －０．４２４＊＊＊ －０．４２４＊＊＊ －０．４２５＊＊＊ －０．４２４＊＊＊ －０．４２４＊＊＊ －０．４２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２８０　 ０．２８０　 ０．２８１　 ０．２８０　 ０．２８０　 ０．２８０

中国援助行业分类

被解释变量：夜晚灯光亮度增长率

全部项目 社会福利 基础设施 生产 直接援助 其他项目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中国援助数量ｔ－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７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１） （０．１３９）

世行援助数量ｔ－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１０２）

夜晚灯光亮度ｔ－１ －０．４２４＊＊＊ －０．４２４＊＊＊－０．４２４＊＊＊ －０．４２４＊＊＊ －０．４２４＊＊＊ －０．４２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Ａｄｊ．Ｒ２　 ０．２８０　 ０．２８０　 ０．２８１　 ０．２８０　 ０．２８０　 ０．２８０

栅格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数 ４９　 ４９　 ４９　 ４９　 ４９　 ４９

样本数 １３１　７４２　 １３１　７４２　 １３１　７４２　 １３１　７４２　 １３１　７４２　 １３１　７４２

　　注：括号中为聚类于国家的标准误；＊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二）援非项目的经济效益和风险分析

本小节依据基线 结 果 进 一 步 分 析 中 国 援 非 项 目 的 经 济 效 益 和 风 险。据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估算，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ＧＤＰ相对于夜晚灯光亮

度的弹性为０．３，即夜晚灯光亮度提高１％则人均ＧＤＰ提高０．３％。因此表２
回归 （１）的结果意味着接受中国援助的栅格地区的人均ＧＤＰ增长率会提高

大约２．２个百分点，回归 （３）的结果表明中国援建的基础设施可以使得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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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ＧＤＰ增长率提高大约３．１个百分点，其在经济学和统计学意义上都具备

显著性。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２０００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ＧＤＰ仅为１　９８５
美元 （当期国际美元购买力平价，下同），其增长率仅为０．８２９％；而２０１８年

其人均ＧＤＰ也仅有３　９８７美元。１８东非的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西

非的加蓬、加纳等接收了较多中国援助项目的国家在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表现

较好。例如埃塞俄 比 亚２００４年 以 后 的 人 均ＧＤＰ年 均 增 长 率 接 近８％，肯 尼

亚、坦桑尼亚等国也通过快速增长实现了多数人口的脱贫。如果撒哈拉以南

非洲国家都能稳定保持年均３％的人均ＧＤＰ增长率，那么其人均ＧＤＰ将会在

２０５０年左右达到１０　０００美元，从而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而对于那些近年来

已经在中国的经济援助下实现了高速增长的国家而言，这一进程将更加迅速。

例如埃塞俄比亚如果未来保持８％的人均ＧＤＰ增长率，那么将在２０３０年达到

人均ＧＤＰ　７　０００美元的发展水平。

结合研究援助有效性的相关文献，可以从对比中西援助效果的角度来评

估中国对非援助的效益。既往研究就西方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存在

分歧，但即使以比较乐观的估计结果对比，仍会发现中国援助的效果更显著。

例如Ｃｌｅｍｅ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的估计结果发现外部援助占ＧＤＰ比重上升１个百

分点，人均ＧＤＰ增长率会提高０．２个百分点，而Ｇａｌｉａｎ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的估

计则是０．３５个百分点。以使用中国优惠贷款最多、耗资３８亿美元的 肯 尼 亚

蒙内铁路为例，该项目总投资大约占本国ＧＤＰ的４％ （项目金额和ＧＤＰ均以

名义值计算）。相同规模的传统西方援助大约可以提高受援国人均ＧＤＰ增长

率１．４个百分点。根据本文的计量分析，同等规模的中国援助大约可以提高

受援国人均ＧＤＰ增长率２—３个百分点。肯尼亚政府官方评估蒙内铁路会促

使该国经济增长 率 从５．８％提 升 至８％１９，与 本 文 计 量 分 析 的 结 果 大 致 相 符，

表明中国援助在帮助受援国发展经济方面的突出作用。

尽管中国援助的经济效益颇为可观，但是仍有人表达了一些担 忧。其 一

是如果受援方并不欢迎中国援助，那么互惠双赢的初衷就很难达成。非洲晴

雨表是针对非洲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政治态度等方面最具权威性的大样本抽样

调查，该调 查 向 受 访 者 询 问 关 于 中 国 对 非 发 展 援 助 的 看 法。Ｘｕ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２０）利用非洲晴雨表调查数据，发现中国的发展援助得到当地人民的积极

评价。因此中国对非援助并非只是一厢情愿的面子工程，而是真正满足非洲

１８ 数据参见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５日。
１９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ｍｅｄｉａ．ｃｏ．ｋｅ／ｋｅｎｙａ／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００１４９０４６／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ｒａｉｌ－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ｌｌ－ｒａｉｓｅ－ｋｅｎｙａｓ－
ｇｄｐ－ｂｙ－１５－ｐｅｒｃｅｎｔ－ｓａｙｓ－ｕｈｕｒｕ，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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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赢得了非洲人民的支持。

其二，有观点担忧诸如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等经济体能否保持稳定持续

的发展势头，是否有可能无法及时还清贷款，陷入债务危机，进而导致双输

局面。本文认为中国对非援助并非不计代价的盲目行为，而是精打细算、以

互惠双赢为宗旨的。第一，中国对非援助并非无偿，而是混合使用无偿援助、

无息或低息贷款和商业贷款，后者的占比更多。第二，中国在提供援助贷款

时也充分考虑了风险规避，通常以风险溢价确定收益率，贷款期限较短，部

分贷款还设有抵押条款。“援助优惠贷款”以人民币形式发放，资金并不离开

中国，直接在进出口商账户间周转，因而受援国用这笔贷款只能在中国国内

购买产品和服务，其投资项目的营收会被用于偿还贷款。例如中国企业拥有

亚吉铁路６年的运营权和吉布提路段１０％的股份，中国进出口商品具有优先

使用权。第三，中国援助项目较为集中基础设施领域。一方面，华为、中铁

建等企业通过 这 些 项 目 获 得 了 营 收，得 以 进 入 当 地 市 场；另 一 方 面，受 援

国基础设施和市场 投 资 环 境 得 到 了 改 善，有 利 于 更 多 的 中 资 企 业 进 入 当 地

市场。

五、稳健性分析

（一）稳健性检验：随机置换援助项目

本小节利用随机置换检验法 （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来考察基线回归的稳健

性。该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双重差分法估计政策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例如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等）。我们通过在样本内重新随机分配存在中国援助的栅格年份，

生成虚拟面板 数 据 来 实 施 安 慰 剂 检 验。具 体 做 法 如 下：在 样 本 范 围 内，即

１０　１３４个栅格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间，共 有１　４９８个 样 本 点 存 在 中 国 援 助 项 目。

存在中国援 助 项 目 的 栅 格 数 目 按 照１４个 年 份 依 序 排 列 为 ｛９，２２，３３，４５，

４８，５４，９５，１２８，１２７，２０４，２５０，１７９，１６４，１４０｝。在 每 一 次 随 机 赋 值 过

程中，首先将这一组数字随机排列重新分配给１４个年份，然后根据每个年份

中分配到的数字随机抽取对应数目的栅格令其在虚拟状态下存在中国援助项

目。每次随机赋值完成后都得到一个全新的１０　１３４个栅格×１４年的虚拟面板

数据，进而估计出中国援助项目效果的回归系数。如此重复５００次就可以得

到５００个虚拟数据集的回归系数。如果中国援非项目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来

自其他遗漏变量或安慰剂效应，那么随机虚拟数据的回归系数分布很可能偏

离０。由于此前回归结果发 现 中 国 援 非 项 目 中 尤 以 基 础 设 施 项 目 作 用 最 为 突

出，同样步骤的随机置换检验也被应用于检验基础设施援建项目效果的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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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图１分别展示了随机置换生成的虚拟中国援非项目 （哑变量）和中国援

非基建项目 （哑变量）在基线回归中得到的系数分布。两组系数的分布均明

显集中在０的两侧呈正态分布，且从未大于基线回归系数。该安慰剂检验的

结果进一步证明了本文主要结果的稳健性。

图１　随机置换安慰剂检验

　　注：上图虚拟中国援助项目估计系数均值 （标准差）为－０．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７６２），下图虚拟中国基建

援助项目估计系数均值 （标准差）为０．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８０）。

（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的广义矩估计结果

Ｈａｕｋ　ａｎｄ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 （２００９）使用蒙特卡洛模拟方法，发现解释变量度量

误差和内生性问题会导致固定效应面板回归低估除了滞后项以外的解释变量

的系数，从而得到偏保守的估计结果。考虑到基线回归方程 （１）等价于一个

典型的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相关文献也常使用广义矩估计 （ＧＭＭ）方法解决

动态面板偏误，同时在ＧＭＭ 框架下使用援助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缓解内

生性问题 （如Ｈａ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Ｔａｒｐ，２００１；Ｄａｌｇａ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Ｒａｊａｎ　ａｎｄ　Ｓ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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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２００８；等等）。２０

本文也采用一阶差分ＧＭＭ （ＦＤ－ＧＭＭ）估计方法 验 证 基 线 结 果 的 稳 健

性，即用夜晚灯光亮 度 变 量 的 滞 后 值ｌｎ（０．０１＋ｌｉｇｈｔｉｃ，ｔ－２）作 为 一 阶 差 分 项

Δｌｎ（０．０１＋ｌｉｇｈｔｉｃ，ｔ－１）的工具变量，与此同时使用援助的滞后项作为其工具

变量。２１表３汇报ＧＭＭ估计结果。ＡＲ （２）检验的ｐ 值显示残差的二阶差分

不存在自相关性，满足ＧＭＭ估计的矩条件。Ｈａｎｓｅｎ　Ｊ检验的ｐ 值显著大于

０．１，不拒绝所有工具变量都是外生有效的原假设。表３表明本文基本结论在

采用ＧＭＭ估计时依然成立。ＧＭＭ估计的回归系数与表２的结果相比明显更

高，与 Ｈａｕｋ　ａｎｄ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 （２００９）的发现一致，即固定效应面板回归的结果

是偏保守的。

表３　中国援助对非洲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广义矩估计 （ＧＭＭ）

援助部门

被解释变量：夜晚灯光亮度增长率

全部援助 全部援助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１） （２） （３） （４）

中国援助ｔ－１ （哑变量） ０．３９１＊＊＊ ０．００５

（０．１０５） （０．００４）

世行援助ｔ－１ （哑变量）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中国援助数量ｔ－１ ０．３０４＊＊＊ ０．３０４＊＊＊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０）

世行援助数量ｔ－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夜晚灯光亮度ｔ－１ －０．９４９＊＊＊ －０．９４７＊＊＊ －０．９４６＊＊＊ －０．９４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２）

栅格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国家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Ｈａｎｓｅｎ　Ｊ－ｔｅｓｔ　ｐ值 ０．５９３　 ０．６０６　 ０．６１９　 ０．６００

ＡＲ （２）ｐ值 ０．８０７　 ０．７７４　 ０．８１４　 ０．７２８

国家数 ４９　 ４９　 ４９　 ４９

样本数 １１１　４７４　 １１１　４７４　 １１１　４７４　 １１１　４７４

　　注：括号中为聚类于国家的标准误；＊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０ 也有文献认为广义矩估计法使用援助的滞后项作为其工具变量并不能完美解决援助变量可能存在的

内生性问题 （尤其是逆向因果关系）（Ｃｌｅｍｅ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Ｂａｚｚｉ　ａｎｄ　Ｃｌｅｍｅｎｓ，２０１３）。
２１ 系统ＧＭＭ估计法会得到类似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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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具变量法

为进一步克服逆向因果问题，我们借鉴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Ｑｉａｎ （２０１４）的思路，

利用我国外汇储备和钢产量与对外援助的相关性来构建工具变量。一个栅格

每年接收来自中国的援助的工具变量可由中国外汇储备和此栅格在样本年份

中接收到中国援助的概率 （接收援助年数／总年数）的交互项构成。由于基础

设施建设与钢铁的使用有高度相关性，在估计基础设施项目效果时可以将外

汇储备额替换为钢产量以增强第一阶段回归的显著性。该识别策略的假设条

件更为宽松，因为在控制了栅格固定效应和国家年度效应后，很难找到某个

因素既和中国钢产量或外汇储备高度相关，又对那些经常获得中国援助的栅

格和其他不经常获得中国援助的栅格的经济发展有明显不同的贡献。工具变

量估计的第一阶段的正式表达为：

Ａｉｄｉｔ－１＝γＲｅｓｅｒｖｅｔ－２×ｐｉ＋δＷＢｉｃｔ－１＋ｃｉ＋φｃｔ＋εｉｃｔ， （２）

Ａｉｄｉｔ－１＝γＳｔｅｅｌｔ－２×ｐｉ＋δＷＢｉｃｔ－１＋ｃｉ＋φｃｔ＋εｉｃｔ， （３）

其中Ｒｅｓｅｒｖｅｔ－２ 和Ｓｔｅｅｌｔ－２ 分别为中国在ｔ－２年的外汇储备和钢铁产量 （取对

数），ｐｉ 为此栅格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间接收中国援助项目的年份比例。

表４汇报了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著拒绝弱工具

变量的原假设。回归 （１）显示中国援助项目的存在可以使得当地夜晚灯光增

长率提高大约３１个百分点，根据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估算的转化率即

人均ＧＤＰ增长率提高９．４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内生性问题主要反映在中国援

助的 “扶贫”而非 “逐利”的性质。回归 （２）显示用援助项目数量得到的回

归结果也是稳健的。回归 （３）—（４）集 中 考 察 援 非 基 础 设 施 项 目 的 作 用，结

果显示基础设施项目的援助作用更为突出，此前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有可能低

估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效果。

表４　中国援助对非洲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援助部门　　

被解释变量：夜晚灯光亮度增长率

全部援助 全部援助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１） （２） （３） （４）

中国援助ｔ－１ （哑变量） ０．３１３＊＊＊ ０．４５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９４）

世行援助ｔ－１ （哑变量）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中国援助数量ｔ－１ ０．１６１＊＊＊ ０．３６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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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援助部门　　

被解释变量：夜晚灯光亮度增长率

全部援助 全部援助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１） （２） （３） （４）

世行援助数量ｔ－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夜晚灯光亮度ｔ－１ －０．４２６＊＊＊ －０．４２５＊＊＊ －０．４２７＊＊＊ －０．４２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栅格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国家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一阶段估计Ｆ 值 １３６．９６９　 １５５．０４５　 ２９．１１５　 ３３．５０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２２０　 ０．２０１　 ０．１９８　 ０．１９９

国家数 ４９　 ４９　 ４９　 ４９

样本数 １３１　７４２　 １３１　７４２　 １３１　７４２　 １３１　７４２

　　注：括号中为聚类于国家的标准误；＊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有效的工具变量需要满足排他性假设，具体到本文而言，中国外 汇 储 备

（或钢铁产量）不应通过其他变量对经常获得中国援助和不经常获得中国援助

的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异质性影响。如果中国外汇储备增长会绕过援助直接通

过增加对非洲农产品的需求来促进非洲经济增长，那么农产品高产区会呈现

出与农产品低产区截然不同的增长率。但我们发现非洲的农产品高产区和低

产区的增长率波动基本一致，而与中国外汇储备的波动则无一致性。类似的，

如果中国钢铁产量影响了国际市场自然资源价格进而影响了非洲当地的经济

增长，那么富有石油和矿产等资源的地区的增长率会反映中国钢铁产量的波

动状况，而资源匮乏地区的增长波动则不会。然而事实上自然资源富集和匮

乏的地区表现出的经济增长波动基本是一致的。因此，基于中国外汇储备和

钢产量构建的工具变量是满足排他性假设的。２２

（四）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栅格数据的计量模型需要考虑空间溢出效应。残差项具有空间相关

性，一个栅格的经济发展也会受到来自临近地点的经济发展和援助项目的影

响。根据本文关注的援助项目效应溢出性，我们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同时也

控制了残差项的空间相关性 （Ｅｌｈｏｒｓｔ，２０１４）：

２２ 详尽的分析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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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ｌｎ（０．０１＋ｌｉｇｈｔｔ）＝ｌｎ（０．０１＋ｌｉｇｈｔｔ－１）α＋Ｍｌｎ（０．０１＋ｌｉｇｈｔｔ－１）ρ　　　

＋ＡＩＤｔ－１β０＋ＭＡＩＤｔ－１β１＋ＷＢｔ－１β２
＋ＭＷＢｔ－１β３＋ｖｔ， （４）

其中Ｍ 是Ｎ×Ｎ 的空间加权矩阵。这里我们根据两个栅格是否为邻来构造该

矩阵，若栅格ｉ和ｊ相邻则Ｍｉｊ＝１，而对角线的Ｍｉｉ＝０。ｌｎ（０．０１＋ｌｉｇｈｔｔ）是

Ｎ×１向量，即该年所有栅格的夜晚灯光亮度。ＡＩＤｔ－１ 和ＷＢｔ－１ 两个Ｎ×１向

量则分别是 所 有 栅 格 上 一 年 接 收 的 来 自 中 国 和 世 界 银 行 的 援 助。残 差 项 为

ｖｔ＝Ｍ　ｖｔδ＋εｔ， 同样控制其空间相关性，ｖｔ 是所有栅格的残差项 （Ｎ×１向

量），εｔ（Ｎ×１向量）则是符合独立不相关的栅格残差。

表５报告了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的结果。由于空间溢出效应可能存在时间

滞后效应，我们尝试控制更多期的滞后项。该表上半部分考察中国援助项目

对非洲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而下半部分则反映了其溢出效应；前三列纳入

了所有类型的中国援非项目，而后三列则限定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结果显

示，考虑了空间溢出效应后，中国援非项目对当地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依然

稳健。中国援非项目不仅对当地经济发展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而且有显

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基础设施项目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节约交易成

本，扩张市场规模，其空间溢出效应有长期性，在实施后的几年之间也是显

著的。

表５　中国援助对非洲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空间计量模型

被解释变量：夜晚灯光

亮度增长率

全部项目 基础设施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直接效应：

中国援助ｔ－１ （哑变量） ０．０６９＊＊＊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４＊＊＊ ０．０７９＊＊＊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中国援助ｔ－２ （哑变量） ０．０６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中国援助ｔ－３ （哑变量） ０．０７４＊＊＊ ０．０９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世行援助ｔ－１ （哑变量）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世行援助ｔ－２ （哑变量）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世行援助ｔ－３ （哑变量）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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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夜晚灯光

亮度增长率

全部项目 基础设施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夜晚灯光亮度ｔ－１ －０．４３０＊＊＊ －０．４５８＊＊＊ －０．４９２＊＊＊ －０．４３０＊＊＊ －０．４５８＊＊＊ －０．４９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溢出效应：

中国援助ｔ－１ （哑变量） ０．２３７＊＊＊ ０．２１３＊＊＊ ０．２３２＊＊＊ ０．２４６＊＊＊ ０．２３９＊＊＊ ０．２７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２）

中国援助ｔ－２ （哑变量）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８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８）

中国援助ｔ－３ （哑变量） ０．２０１＊＊＊ ０．２２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７）

世行援助ｔ－１ （哑变量） ０．１０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４＊＊ ０．１０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世行援助ｔ－２ （哑变量） ０．１１４＊＊＊ ０．０９６＊＊＊ ０．１１１＊＊＊ ０．０９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５）

世行援助ｔ－３ （哑变量）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ｅ．Δｌｎ （０．０１＋ｌｉｇｈｔ） ０．５６８＊＊＊ ０．５７４＊＊＊ ０．５８２＊＊＊ ０．５６９＊＊＊ ０．５７４＊＊＊ ０．５８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常数项 ０．２６４＊＊＊ ０．２６６＊＊＊ ０．２６７＊＊＊ ０．２６４＊＊＊ ０．２６６＊＊＊ ０．２６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样本数 １３１　７４２　 １２１６０８　 １１１　４７４　 １３１　７４２　 １２１６０８　 １１１　４７４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六、作用机制分析

（一）中国援助对非洲政治稳定、人口增长和工业生产的影响

为理解中国对非援助的作用机制，表６汇报了中国援非项目对当地反政

府武装冲突、人口密度、工业企业数和大气污染等方面的影响。一 方 面，回

归 （１）显示中国援助使当地的反政府武装冲突显著减少，这对于常年受到暴

力冲突困扰的非洲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援助项目带来的经济效益提高

了政府的威信，同时对于经济前景的良好预期提高了反政府武装的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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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促进了和平的环境。另一方面，稳定的政治环境也为当地的投资和经济

发展提供了保障。回归 （２）显示基础设施项目也会抑制反政府武装冲突，但

显著性较低。回归 （３）和 （４）发现 接 受 中 国 援 助 项 目 的 栅 格 要 比 没 有 中 国

援助项目的栅格人口多增长１％以上，稳定的投资环境和就业机会吸引了更多

人口。回归 （５）和 （６）显示：随 着 中 国 援 助 项 目 的 实 施，当 地 涌 现 更 多 的

工业企业，这进一步说明中国援助项目尤其是基建项目对工业发展具有促进

作用。回归 （７）和 （８）发现：中国援助项目使得当地的大气颗粒物ＰＭ２．５
显著增多，这是更为活跃的工业生产和能源消耗的表现，同时也是工业起步

阶段的环境代价。

表６　中国援助项目对非洲当地冲突、人口、工业和环境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反政府武装冲突 人口 （对数） 工业企业数 ＰＭ２．５

（１） （３） （５） （７）

中国援助 （哑变量） －０．４４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７８＊＊＊ １０６．６３５＊＊

（０．１９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７） （４９．３４１）

世行援助 （哑变量）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３８．０６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２２．８８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４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６２　 ０．９７９

样本数 １４１　８７６　 １４１　８７６　 １４１　８７６　 １４１　８７６

（２） （４） （６） （８）

中国基础设施援助 （哑变量） －０．２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８６＊＊ １２８．９７０＊＊

（０．１５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３） （５３．５８４）

世行援助 （哑变量）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３７．９６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２２．８９１）

Ａｄｊ．Ｒ２ ０．４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６２　 ０．９７９

样本数 １４１　８７６　 １４１　８７６　 １４１　８７６　 １４１　８７６

　　注：所有回归均控制栅格固定效应和国家年份固定效应；括号中为聚类于国家的标准误；＊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二）受援地区异质性的分析

理解中国对非发展援助的作用机制的另一个路径是：考察当受援地区条

件不同时援助效果的异质性。表７回归 （１）结果显示：不论受援地区是否有

自然资源储备，中国的基础设施援建项目对当地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无显著

不同。这说明中国援助并不依靠开发自然资源促进当地经济，同时也说明中

国基础设施援助并不会加 剧 非 洲 的 “自 然 资 源 诅 咒”。回 归 （２）显 示：中 国

的基础设施援 助 在 非 洲 城 市 地 区 更 能 充 分 地 发 挥 作 用。回 归 （３）的 结 果 显



１５１６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２１卷

示：如果原有基础设施条件越好，中国基础设施项目起的作用也更大。这些

地区的市场基础和规模都具备了经济起飞的条件，其二、三产业可以借由中

国援建设施之力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回归 （４）发现中国援建基础设施的效果

不取决于当地的农业适宜度，因为这些援建设施主要是针对和促进第二、三

产业而非农业的。此外，Ｍｉｃｈａｌｏｐｏｕｌｏｓ　ａｎｄ　Ｐａｐａｉｏａｎｎｏｕ （２０１４）指出，非洲

国家治理能力较弱，政府有效治理范围仅限于首都附近区域。回归 （５）的结

果表明：随着栅格逐渐远离首都，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有

所衰减 （仅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正如前文所介绍的，中国对非基础设施援

助主要由中方金融、工程企业主导，当地政府的参与积极性和效率对我方援

建项目的影响较小。回归 （６）结果表明，受援国的民主程度并不会影响中国

的基础设施援助项目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这同样是因为中国援建的基础

设施项目都是 “交钥匙”工程，从资金到建设的各个环节尽量避免了当地腐

败的影响，体现了中国援助模式的优越性。

表７　中国基础设施援助对非洲当地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

被解释变量：夜晚灯光

亮度增长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中国基础设施援助ｔ－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中国基础设施援助ｔ－１! ０．００４

是否有自然资源 （０．０１２）

中国基础设施援助ｔ－１! ０．０３３＊＊＊

是否有城市 （０．００６）

中国基础设施援助ｔ－１! ０．００３＊＊＊

已建公路长度 （０．０００）

中国基础设施援助ｔ－１! －０．０００

土壤适宜农业 （０．００２）

中国基础设施援助ｔ－１! －０．０３７＊

距首都距离 （０．０２１）

中国基础设施援助ｔ－１! ０．００１

国家民主程度 （０．００１）

世行援助项目ｔ－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夜晚灯光亮度ｔ－１ －０．３５２＊＊＊ －０．３５２＊＊＊ －０．３５２＊＊＊ －０．３５２＊＊＊ －０．３５２＊＊＊ －０．３５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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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夜晚灯光

亮度增长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栅格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Ａｄｊ．Ｒ２　 ０．３２２　 ０．３２３　 ０．３２２　 ０．３２２　 ０．３２３　 ０．３２３

样本数 １３１　７４２　 １３１　７４２　 １３１　７４２　 １３１　７４２　 １３１　７４２　 １３０　６８３

　　注：括号中为聚类于国家的标准误；＊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七、结　　语

本文利用栅格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中国援非项目尤其是基础设

施项目对非洲经济发展有显著且稳健的积极贡献。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

优势和经验最符 合 非 洲 的 迫 切 需 求，这 些 项 目 提 升 了 非 洲 经 济 的 自 生 能 力，

经济效益可观，是 “授之以渔”的 援 助 策 略 的 体 现。我 们 还 进 一 步 讨 论 了 中

国对非援助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发现接受中国援助的地区在政治

稳定、人口增长和工业生产等方面都得到显著改善。而且，中 国 援 助 对 经 济

发展的作用并非单 纯 依 靠 开 发 当 地 的 自 然 资 源，也 不 受 制 于 受 援 国 的 政 治

环境。我们结 合 中 国 对 非 援 助 在 项 目 类 型、项 目 运 营 维 护 等 方 面 的 特 色，

对上述结论进行 解 析，阐 述 中 国 对 非 援 助 的 优 势 和 成 功 经 验，进 而 说 明 援

非项目是符合双方 共 同 利 益 的。这 些 经 验 结 果 不 仅 丰 富 了 相 关 的 发 展 经 济

学理论，而且有助于 制 定 相 关 政 策 和 计 划，在 未 来 更 有 效 合 理 地 安 排 和 管

理对外援助资金和 人 员，从 而 对 地 区 稳 定 发 展 以 及 我 国 的 经 济 和 战 略 利 益

做出政策参考。

本文的不足之处 在 于 数 据 所 限 无 法 分 析 中 国 对 外 援 助 更 为 长 期 的 影 响。

例如，社会福利项目对经济发展的效应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得到更为准确

的反映。此外，中国在非洲实施的援助战略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着眼

于非洲未来的发展。未来更多的基础设施项目有可能更进一步地发挥规模递

增效应，促进当地的产业集聚和物流升级，因此有可能本文的研究结果低估

了这些基础设施对非洲经济更遥远的未来发展的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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