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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兩岸援助論述中的「神農」們如何反映出政策與種族刻板印

象。1980 年代前，中國強調非洲人極為崇敬無私農業援助。然而，改革開放

後中國混合援助與投資，不僅改善援助效率，也壯大在非洲的投資。因此，

當代論述變成非洲人崇敬中國農企業。相較於中國的混合式援助政策，台灣

半世紀來仍習於無利可圖的援助模式，因此論述都是非洲人極為崇敬無私援

助。作者主張為改善援助效率並準備來日中國的外交挑戰，台北應考慮北京

模式進行援外改革。 

關鍵詞︰農業援助、中非關係、種族主義、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 * * 

「不要看非洲黑人沒路用，現在全世界都集中往非洲投資，那些國家要

如何拉過來？」─李登輝，2013年 11月 16日。 

壹、前 言 

2015 年 12 月習近平訪問非洲時，主要媒體都刊登類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標題「中國承諾 600億美金援助非洲發展」（China Pledges $60 Billion to Aid 

Africa’s Development）。惟中國援助的概念與西方不盡相同，Deborah Brautigam

（2009）分析中國複雜的援助與投資組合，認為雖然許多報導數字驚人，但官方實際

投入援助資金並不龐大。 

習近平的宣布可概覽中國模式：600 億美金非一次性贈予，其組合是 50 億美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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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償援助和無息貸款、350 億美元的優惠性質貸款及出口信貸額度、中非發展基金和

非洲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貸款各增資 50 億美元、設立 100 億美元的中非產能合作基金

等。其中只有前 50 億美元是傳統概念的援助經費，其餘為配合非洲國家需求與鼓勵中

國企業投資所設之貸款資金。 

不過，貸款與援助方式複雜，公私難分使西方懷疑中國在非洲別有居心，連中國

學者也難理解經費運用，開始有要求管理透明的呼聲（孔永樂 2011, 28；胡再勇 2014, 

52；張漢林、袁嘉、孔洋 2010, 73-74）。但就算數據不清，中國外援強調利他時更要利

己則毫無疑問。牛津大學教授 Ngaire Woods（2008）認為即使中國援外缺乏清晰數

據，撒錢（blind support）的質疑並不成立。相反的是，中國提供援助的同時結合貸

款、減債、貿易與商業投資，條件少、速度快，較尊重受援者也受非洲歡迎，對富國

主導的援助規範掀起一場寧靜革命（silent revolution）。 

這股寧靜革命已影響台灣。台灣 2008 年起的外交休兵，其實就是遵循西方模式的

外援已不敵中國，最近由於政權更替，擔心外交兵鋒再起的內涵就是擔心重啟援外競

爭。但中國對外援助非僅經費多寡，蘇怡文（2012）指出中國模式中「援助不再是完

全的奉送，而是透過經濟技術合作的方式，使金額款項能更有效運用」，因此台灣應思

考「如何進一步利用援助作為先導工具，透過援助策略與規劃，為國內廠商培養良好

的對外投資環境。」 

台灣應如何借鑒中國經驗？本世紀以來台灣失去的邦交國多集中在非洲（賴比瑞

亞、塞內加爾、查德、馬拉威、甘比亞），歷史上非洲也是兩岸援外競爭的起點，本文

檢討中國的援非經驗供台灣參考。 

貳、文獻回顧 

一、援助與種族主義 

援助者與非洲受援者形象的相互操作常為西方學者所關注。首先，非洲人有內外

之分。Andy Baker（2015）發現美國白人不願幫助國內黑人，卻願意提供非洲黑人援

助，因為他們潛意識認為非洲黑人缺乏人的能力（human agency）。William Easterly

（2007, 21）也認為上世紀中期開始的發展援助是種族主義（racism）的延伸，只是把

「不文明」（uncivilized）改稱「未發展」（undeveloped），「野蠻人」（savage people）

改稱「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非洲的落後性是西方援助的理由，但也可以操作

成援助失敗的藉口，Jeffrey Sachs（2006, 207）就指出許多人套用種族主義，把非洲的

落後性視為援助成效不彰的主因。 

白人援助黑人，如果成效不佳就是黑人的錯，故 Paulette Goudge（2003, 23）認為

「幫助第三世界的窮人事實上加強與重複白人高於黑人的權力關係。」但加強權力關

係，實際上又有助於援助的推動，因此許多支持援助的單位為達到目的，偏好以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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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法來突顯非洲的無助與痛苦。惟此法忽略了複雜的問題成因，只加強非洲黑暗與

痛苦的形象（Bleiker and Kay 2007），根本是殖民主義的延伸（Manzo 2006）。學者多

以後殖民的「他者」（the other）邏輯解釋這種論述方式，因為強化非洲落後的刻板印

象（stereotype），就能對照自己的富國優越感，更願意提供援助（Goldfinger 2006）。 

中國雖無殖民非洲的歷史，但清末隨著西力東漸，種族主義進入中國，透過當時

嚴復與康有為等學者的詮釋，開始將黑人視為種族最低階（Dikotter 1992）。過去半世

紀中非的積極交往中，種族問題雖然著墨不多，但因援助是雙方「關係的核心內容」

（劉鴻武 2008, 55），懷疑非洲學生浪費中國援助，成為 1960 年代與 1980 年代中國校

園內種族衝突的主因（Sautman 1994; Liu 2013）。 

援助當今仍是中非關係的主要議題，但以種族視角切入的作品有限，較完整的應

屬中國出身的美國學者程映虹（Cheng 2011）。他批評中國習於指責西方種族主義，卻

對自己的種族主義毫無知覺，並稱此為「中國特色的種族主義」（Rac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他也指出一般中國百姓認為援助就是贈予，不了解其複雜性，因此非

洲的形象十分負面，黑人成為「原始落後的他者」（primitive and inferior Other）。 

程映虹的研究近來已有田野調查的支持。形象也是吸引力，由外國人不同層次與

類型的態度所組成（Joseph Nye 2005, 35-44），故影響外來投資，如新加坡常因其正面

形象吸引外資（楊毅、楊玉靈 2012）。但和此概念相反，中國在非洲的投資迅速上升

之際，中國人對非洲人的認知卻常是負面。清華大學教授唐曉陽（2014, 266）在田野

調查中發現，多數中國企業家覺得非洲人很懶。美國記者 Howard French（2014）在非

洲的調查結果也類似，即中國人對黑人有很強的種族歧見，但仍將非洲視為投資移民

的目標。 

非洲雖有不同國家，但在許多中西人士眼中整體形象固定，不脫對黑人的種族刻

板印象。由於他者形象與對照自我密不可分，若西方可藉強化刻板印象，塑造本身的

優越感，進而擴大對非洲的援助，中國又如何藉「原始落後的他者」建立自己的政策

論述，一方面援助非洲，一方面鼓勵投資者進入非洲？ 

二、中國：國內幫窮與國際「窮幫窮」 

中西援助觀念迥異，主要理由在於各國經驗不同。外援不脫對解決貧窮問題的認

識，如季辛吉（Henry Kissinger, 1923-）指出，美國多數援外計劃都是基於 1950 年代

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與 1930 年代羅斯福新政（New Deal）的經驗（Cleva 

1989, 157）。中國改革開放後，不依賴外援助就改善國內貧窮的成果舉世公認，因而加

強其協助他國的信心，誠如習近平在「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Global Poverty 

Reduction and Development Forum）所解釋（Xinhuanet 2015）： 

「我們堅持開發式扶貧方針，把發展作為解決貧困的根本途徑，既扶貧

又扶志，調動扶貧對象的積極性……致力於自身消除貧困的同時，始終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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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援

助，支持和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消除貧困。」 

早期中國幫助國內窮人之法，是向貧困區輸入資金與補助，稱為「救濟式」扶

貧，也稱輸血式扶貧。但改革開放後國家資金有限，加上救濟式往往愈救愈窮，故逐

漸走向「開發式」，就是政府在貧困區引進工商投資，開發自然資源或人力資源，透過

提高生產力來繁榮地方。1980 年代起逐步推行成效良好，1994 年後成為共識而全面推

展，旨在協助貧困人口提高自我發展能力，強調造血而非輸血。 

開發式扶貧概念和援助諸多類似，故被形容為「典型的發展援助」（李莎 2005, 

107）。早期中國對非洲的大量無償援助，和西方對援助的定義相似，泝也符合國內的救

濟概念。1980 年代後，中國有感於資金不足，加上援建常在受援國接手後迅速傾頹而

造成浪費，開始把投資、營利與報酬的觀念納入援助，繼續參與管理援建設施以鞏固

經援成果。由於成效良好，1995 年後對外援助正式結合貼息、投資、貸款等手法（齊

國強 1995）。援助與商業利益結合，援外資金成為壯大本國企業發展的槓桿，這種

「支持和幫助」當然毋需「附加任何政治條件。」 

開發式扶貧並非完美。該策略伴隨「扶貧不扶懶，造血不輸血」的口號，暗示懶

惰才是貧窮的原因（李昌平 2004）。不但有歧視性，受助者往往還有「謝恩」的動作

（蔣月 2006）。回顧援助策略的演進與扶貧觀念的變遷，在時間上有明顯重合，表示

中國有幫助國內外窮人的統一新思維外，扶貧產生的歧視與謝恩的缺點亦可供分析援

助時做參考。 

中國在資金不足的條件下自力解決貧困的經驗，也說明為何從未以富國身份進行

援助。即使國力今非昔比，2011 年對外援助白皮書仍自認「是一個人均水準不高、貧

困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2011）。2014

年相同的白皮書中開宗明義也是「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務院 2014）。以窮國自居使北京在扶貧與援助都以投資為主要策略，利他時不忘利

己，「將對非洲援助視為一種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相互幫助和南南合作，且是一種窮幫窮

的模式。」（賀文萍 2010） 

三、台灣：富國心態與種族意識 

在援助的身份認定上，兩岸大不同。1960 年代在冷戰背景下，台灣援非資金幾全

來自美國。整體脫離貧困普遍也認為是因美國 1951 至 1965 年平均每年約 1 億美金的

援助，占年均國民總生產毛額約 5%至 10%，影響台灣經濟甚鉅（吳聰敏 1988）。從外

交部援助的理念，能看出這段發展經驗的影響： 

                                               

註 泝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定義，

發展援助為各國政府或官方援助機構所提供以支持開發中國家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為目的，贈與

水準 25%以上的贈款或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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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人提到國際社會援助對台灣經濟建設與發展的關鍵影響。台灣

在 1950 年到 1980 年代曾接受國際組織及美國等富有國家的鉅額捐贈及援

助，不含美國協防台灣的軍援，總金額即超過 24 億美元，如果折換現值，金

額可達數百億美元…台灣因為外援才能發展到今天的地步，以回饋國際社

會、善盡國際責任的觀點從事援外工作，對友邦提供協助並分享台灣發展經

驗」（中華民國外交部經貿事務司，2007）。 

台灣援外身份論述很清晰，「因為外援才能發展到今天的地步」說明台灣對外援助

的核心理念，是以「感恩的富國」為出發點從事「回饋」與「分享」的工作。而脫貧

經驗中，美國援助不可或缺，和中國的自力更生或「窮幫窮」經驗的有很大差距。 

但兩岸對黑人的種族意識則十分接近。台灣繼承中國近代以來對黑人的歧視，遷

往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缺乏反殖反帝的意識形態，故缺乏改善黑人形象的理由。加上

主要意識形態是反共，而反共必以親美為基礎。美國又是進步的象徵，故模仿美國白

人偏見，複製對黑人的歧視。資深藝人金澎 1960 年代紅極一時的「小黑人」扮像，就

是複製美國 1950 年代由白人主演，刻意貶低黑人的 Vernon and Ryan「黑人秀」，透露

出民間受美國影響的黑人刻板印象。 

官員也不例外。王昇的美國經驗中「認為黑人的處境是黑人先天文化落後與經濟

貧困所造成的。王昇討論黑人問題時，所使用的言詞與邏輯，已經可以說是種族偏見

者」（趙綺娜 2011, 134），王昇的上司也不遑多讓，蔣介石雖然稱讚農業援非是「援助

弱小民族最真實的革命工作」，但順著「弱小民族」的邏輯發展下來，也抱怨「非洲國

家幼稚無能」、「非洲新興小國既無道義兼無信義」，對美國黑人也有「野蠻的黑色人

種」之言。沴 

殖民台灣半個世紀的日本對膚色也有強烈的主觀。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積極的模

仿西方，包括男女服裝、髮型與外觀，如此加強了日本女性對白種男性的好感（Leupp 

2003, 126-212）。日本男性也普遍將白種女性視為美的像徵，漫畫中美女缺乏本土味，

多具白膚、尖鼻與湛藍的雙眼（Wood 1997）。日本人眼中的黑人長期以來普遍是野

蠻、原始、幼稚、愚笨（Hiroshi 1967），連政治高層都不經意地將美國智能下降與社

會問題歸究給黑人（Kearney 1998, 128）。 

從各方繼承來的意識形態使台灣對黑膚色難有好感。1967 年政治大學熊祥林教授

以該校學生為樣本，分析他們對世界各人種的印象，發現這些大學生對黑人的偏見比

美國大學生還嚴重。熊教授評道：「有謂中國人無種族偏見者，實屬武斷之論」（熊祥

林 1967, 528, 547）。熊祥林所指的「中國人」對兩岸都有參考意義，因當時的政大學

生就學識而言是台灣社會精英學子，就年齡而言也是二戰後受到美國、日本、與中國

文化影響的青年，所處時代剛好台灣開始援助非洲，鋪陳出台灣的心理基礎。 

                                               

註 沴 以上依序出自藏於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的《蔣介石日

記》1969年 2月 12日、1960年 9月 30日、1970年 1月 21日與 1967年 8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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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紀以來，台灣對非洲黑人的偏見可能改變不大。如 1991 年 3 月 26 日郝柏村

以行政院長的身份答覆陳定南質詢時，在立法院回答「把我比成烏干達的阿敏我不生

氣，但我為台灣同胞叫屈，被看成與非洲黑人一樣無知。」2013 年總統李登輝也呼籲

「不要看非洲黑人沒路用」（李欣芳 2013）。郝柏村的直白和李登輝的告誡，證實台灣

許多人具種族意識。如 Martin Gilens（1995）所指出，許多人幫助黑人的理由是基於

認定黑人是落後人種，而這也是台灣民間團體在非洲收養孤兒的目標：「改造新一代非

洲人」、「創造他們成為具有感恩心、慚愧心和廉恥心的新品種非洲人」（劉正慶

2005）。 

台灣對黑人也有刻板印象，基於利用他者塑造自我的原理，如何藉「原始落後的

他者」建立援助非洲的論述，可為兩岸比較非洲經驗的基礎。雙方多年來對非洲都有

平等互惠的外交辭令，但真實存在的種族視角只存在國內。因此，比較國內基於刻板

印象衍生的援助論述，能更釐清外交政策的動力，進而檢驗效率。由於兩岸在非洲的

援助中，農業都是必然包括的項目，因此本文分析以農業為核心，輔以田野調查，了

解台灣可借鑒中國之處。 

參、中國援非經驗 

一、早期農業援助 

毛澤東時代為有別於白人的殖民主義，特重有色人種間合作，故周恩來於 1964 年

在迦納宣佈中國對外援助的原則，如「平等互利」、「幫助受援國逐步走上自力更生、

經濟上獨立發展的道路」、「使受援國能夠增加收入，積累資金」等。對外援助的原則

在非洲宣布，肯定中國支持受壓迫民族外，也顯示對「自力更生、經濟獨立」的堅

持。而「平等互利」中，北京也讓受援者單方面獲得「增加收入，累積資金」的經濟

利益。當時的革命意識也使中國外交官表現真誠協助非洲經濟獨立的關懷，對西方剝

削非洲農業原料時有批評（郭靖安 2006, 73）。 

農業援助在這個背景下產生。中華文明習於在少數土地生產大量糧食，這和非洲

的經驗相反。非洲較無人口壓力，糧食生產多採粗放模式。因此北京的農業援助就是

把精耕技術介紹到非洲，常可迅速改善糧食供應（鄖文聚 2000）。因非洲少有大規模

資本與勞力投入土地，故獲得援助後反應都是感謝，如政治高層讚許中國無私奉獻等

等。相對政治人物對援助的制式回應，民間反應更多崇敬，如農民又唱又跳、載歌載

舞，贈予援助人員「大酋長」尊榮，或「農民甚至長跪在地…熱淚盈眶，奔相走告，

稱中國專家為救命恩人」（外交部當代中國使節外交生涯編輯委員會，1995b, 46；

1995a, 109；1995c, 394）。 

民間崇敬乃由於非洲本身諸多條件使糧食生產成本過高，難以形成市場效益，外

來援助的成效等於是暫時補貼（Berry 1988；Clute 1982；Owusu 1999），故糧食問題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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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難以解決，中國的農業佳績也常在技術人員離開後就結束。但對中方而言，援助失

敗往往是因非洲人天性懶惰，不過少有公開記載，理由可從華國鋒告誡援非人員的話

找到解釋：「不得嫌非洲人懶、髒，而應當看到非洲人民革命的一面，平等待人」（蔣

華杰 2013, 46）。 

華國鋒的告誡證實對非洲人的刻板印象確存在，只是為了革命工作要壓抑嫌棄的

心理，這種壓抑也可從公開出版品中看出來。由於非洲是反殖反帝的盟友，故批評十

分隱晦，如「非洲人很佩服中國人的勤勞」或是中國人讓非洲「更了解其土地肥沃，

生產潛力很大」（外交部當代中國使節外交生涯編輯委員會，1995，第六集，218, 

96）。又如形容氣候良好、土地肥沃，沒有饑餓問題使得中國專家教他們種稻，他們也

寧願撿拾食物吃（外交部當代中國使節外交生涯編輯委員會 1995, 第五集, 147-148）。 

實際領略「非洲人佩服中國人勤勞」與「非洲土地肥沃」字裏行間的意義，就是

中國在非洲看到懶人占用肥沃土地，但革命環境中不能說，主要論述是表達中國透過

援助對盟友的扶持，非洲人感恩就是對政策的肯定。 

二、窮如何幫窮 

改革開放後革命熱情不再，建設資金窘迫使昔日盟友成為累贅。鄧小平指中國對

受援國「熱心過度…使他們躺在我們身上過日子」所以要修改援助方式（楊鴻璽 2009, 

41）。探索新外援方式的目的就是要省錢。1973 年對外援助額曾佔中國財政支出約

6%，十年後這個數字萎縮成 0.6%，可以看出政府亟欲在援助上節約（王燕妮 2013, 

246），也解釋趙紫陽於 1983 年在坦桑尼亞提出「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

同發展」新原則。和舊原則的差異在於花小錢多做事以「共同發展」，不再是單方施惠

心態。雖然兩次原則都在非洲提出，但這次的「平等互利」表示未來援非也要獲得經

濟利益，是「窮幫窮」的實踐。 

當時的中國駐薩伊大使安國政指出，除了提供援建，也要為援建人員另尋商機。

因為國家花錢赴非洲做工程，一定要設法物盡其用，「千方百計探索可行的工程項

目」。千方百計找商機使過去感嘆西方剝削原料的熱情消失，援建單位做起開發森林與

原木外銷的生意，重演殖民時代「剝削」，但在新時代卻稱為經濟合作的典範（外交部

當代中國使節外交生涯編輯委員會 1995, 第五集, 189-193）。 

中國也設法索回呆帳。以馬里的塞古紡織廠（Segou Textile Mill）為例，中國在

1960 年代興建，但 1970 年代移交後就遭遇虧損，1990 年終於有解決的方法。馬里在

1970 年曾向中國借貸 5000 萬人民幣，故將紡織廠折成 1763.76 萬人民幣作為歸還這

5000 萬元人民幣貸款還款的一部分，轉股給中國海外工程公司，如此債轉股的形式讓

該企業取得工廠 80%的股份。該公司須歸還 1763.76 萬給中國政府，而政府另提供貼

息貸款給公司，其餘部分仍由馬里政府償還（閔森 2000, 13）。 

如此使受援國打消外債，中國企業也進入非洲市場。企業須精心計算這個廠的股

權淨值，否則償債時會吃虧。政府貼息貸款中的利息是官方資金，但貸款本身是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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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雖是投資，但該廠所繳的稅金和創造的工作機會，成為中非共同發展的活廣

告，更被李嵐清副總理稱許為「中國政府探索對外援助和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新途徑的

成功典範」（北京中國國際廣播電台 2010）。 

北京大學李安山教授紀錄他的馬里參訪經驗： 

「…交給馬里運營後一直虧損，於是現在成為合資企業…扭虧為盈後大

大改善當地各方面的條件，那裡成了一個有居住區有學校的小集鎮…同行一

位歐洲學者很疑惑，說援助就是援助，商業行為就是商業行為，為什麼要混

雜起來呢？事實上，不論採取什麼方式，只要使當地受益就是好事。」（寧二

2010） 

商業和官方資金混雜的成效，亦可從謙比西銅礦（Chambishi Copper Mine）檢

驗，該礦早年由贊比亞請求中國協助營運，目前因工人時常抗議中資壓榨而名聞國

際。為什麼政府協議後的協助工作會造成「壓榨」？中方在 1995 年由政府出資 7900

萬美元，進出口銀行優惠信貸 5695 萬美元與流動資金貸款 1405 萬美元，支持企業投

資（張小瑜 2005, 58）。其中政府資金屬於官方援助。優惠貸款是政治性的，需受援國

提出要求並獲批准，由企業獲得該筆資金，其中只有優惠利率部份屬援外支出，償還

則是贊國的責任。而流動資金部份則是商業銀行貸款，利率高期限也短，該企業必須

自行承擔。 

這是一個投資與援助混合的方案，從資金上看出雙方政府與企業都必須努力確保

計劃成功。既然要自負盈虧，企業無義務提供高於市場價格的薪資，否則影響獲利。

也由於謹慎經營，該公司除了本身三千員工外，也帶動其他二十家中國企業投資，創

造近萬工作機會（苑基榮 2012）。 

從贊比亞總統 Michael Sata 的政治立場就可看出中國企業影響力。這位總統競選

時靠無所不用其極的反中言論吸引選票，但就職後立即約見中國大使，改口歡迎投資

（Magistad 2011），在中國的援外與投資混合模式下，使總統立即收回選舉語言的是市

場力量。 

市場與政治的關係亦可參考穆隆古希紡織廠（Mulungushi Textiles），該廠由中國

以 1117 萬英磅無息貸款在 1983 年建立，1994 年中國專家離開後，盈利立即下跌，於

是 1995 年採用貼息貸款取得該廠經營權，「將建廠時提供的 1117 萬英鎊和 150 萬美元

的大修費轉為對穆紡公司的投資，中方佔合資企業 66%的股份，贊方佔 34%的股份…

還向合資企業提供 2 億元人民幣的優惠貸款。」結果「僅用 20 天的時間就使馬達重新

運轉，1800 名工人穿上新的工裝…三個月後，產量和銷售量月月翻，達 4 百萬美元」

（青燾 2006）。 

然而贊比亞忽然將最低工資上調三倍，廠方認為「當地工人的效率只有中國國內

紡織工人的 1/3」（石壽河 2007）於是關廠。中國政府的投資與貸款落空，但贊方也為

自己的決定付出代價。不但數千工人失業，也影響大批供應原料的棉農生計。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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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Sata保證復工，但即使他貴為總統，中方就是不願續做虧本生意，故至今未解

決（Lusakatimes 2015）。 

投資與援助帶動經濟，有益於當地發展，使非洲最著名的反中政治人物都必須低

頭。總結中國援外轉型的意義就在於謹慎使用外援款項，公帑交由企業評估效率，企

業在還款壓力下須依市場原則經營，才可能永續發展。投資與援助結合使北京不悖

「窮幫窮」的初衷，精算收支，受援國獲益的同時，中方也要獲益。反之若中方無法

獲益，受援國也無法白拿。 

三、謝恩 

由於投資中也有援助，故中國常出現非洲的感恩聲，強化政策成功的印象。如聲

稱贊比亞總統 Rupiah Banda對謙比西銅礦高度感謝：「贊比亞人民真切地感受來自中國

的無私援助和真誠友誼」（中鋁網 2011）。中石油集團透過貼息貸款及國際合資的方

式，在蘇丹建立了石油工業，媒體也稱總統 Omer H. A. Elbashir極為感謝：「是中國人

民幫助我們開發了石油…感謝中油集團，感謝中國政府，感謝中國人民，感謝中國對

蘇丹的支持和援助」（新華網 2005）。 

蘇丹總統高度讚揚，使中國看來仍在無私援助，但針對援助與投資混合的情形，

蘇丹駐中國大使卻曾告訴中方：「我們蘇丹歡迎外來投資，如果把貸款算作你們對我們

的投資，我是領情的。如果非要說這是對我們的援助，我實在想不通」（周弘 2013, 

164）。 

投資是商業行為，資本家要自私地考慮獲利，和援助的無私性有根本差異，不應

有過多的感謝。不過中國官方在談到非洲時常有濃厚施恩味，如稱對非洲投資使「超

過七十萬人從中受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13）。李安山教授批評，

「官方宣傳總是將中國擺在一個援助者和利他主義者的位置，這既不符合事實，非洲

人也很反感」（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 2012）。 

中國在非洲大部份的行為是投資開發，雖是雙方協商過的平等互利行為，就中方

而言一定是利己，但官媒只要牽涉到非洲就變成利他。過去無私援助驗證成果是非洲

官民的由衷感恩，現在基於資本主義從事援助工作，驗證成果依然是非洲官民的由衷

感恩。為何感謝的論述屢被強調？中國幫助非洲的方式既然是援助與投資結合，等於

利他主義包裏資本主義，讚揚中國無私外，資方也要獲利政策才完整，如此企業盈利

成了幫助非洲。 

企業盈利還得到非洲人感謝，是中國媒體普遍呈現的中非關係。平等互利的外表

下，談到中國投資時卻幾乎都是非洲人管理差、效率低，中國企業接手都能點石成

金、轉虧為盈、「產量和銷售量月月翻，達 X萬美元」等等，整體暗示的就是非洲人素

質比中國人低。這不但加強了原本對非洲人的刻板印象，也暗示中國企業在落後的非

洲能輕易獲利。 

援助和投資原是不同概念，混合後使中非經濟合作充滿了非洲人感謝與中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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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利的平行宣傳。眾多感謝詞彙確定了非洲人被幫助，進一步確認雙方的階級高低，

更形成貧窮的非洲人對中國獲利表達「謝恩」的特殊邏輯，也使當代中非經濟合作在

中國詮釋下，盈利與慈善變成同一回事。 

肆、中國神農 

一、神農出現 

學術上中國農業援非的分期中，1980 年代以前是無償性質的農業合作，改革開放

後開始探索新的農業合作模式，到 1995 年以後正式將援助與經貿合作相結合（李嘉莉

2005），符合國內扶貧與援外的整體變革。整體方向如負責援助的對外經貿部所說「新

世紀開展中非農業合作，要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同時農業部也支持「投資非

洲農業…幫助非洲國家發展農業和解決糧食短缺問題」（車玉明 2002）。幫助非洲發展

農業的方法，變成幫助自己的企業前往發展。官方眼中的中非農業合作，利己與利他

也是同一件事。 

中非農業合作轉型初始，農業部出版的《中國農墾》雜誌，刊載〈OK！中國神農

－中方獨資的中贊友誼農場〉，指該農場六年來「盈利總額達一百萬美元」，成效甚至

超過「白人經營的農場」，「被當地人譽為『中國神農』」（胡正行 1997）。四年後該雜

誌再刊登〈中國神農非洲創業〉，雖然還在談同一個農場，但成功經驗似乎能應用在全

非洲。理由除了中方的傑出管理，也由於非洲發展落後與缺乏糧食，使該農場產品迎

合市場，「譜寫出一曲曲中國神農的凱歌」。（李潤福、王濤 2001, 34-35） 

中贊友誼農場受到重視乃因「在外經貿部支持下…投資 30 萬美元購買」（鄖文聚

2000, 309），是第一個政府支持，完全由中方管理的非洲農場。從命名方式與政府支持

來看，是 1990 年代初應贊比亞要求「緩解當地糧食供應緊張的狀況，其次是提供部分

就業崗位」（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對外經濟合作中心 2014）。時值中方不願再做無利

可圖又缺乏效率的農業援助，故補貼利息鼓勵企業投資農場，因此宣傳上更需強調新

形式農業合作的優越性。 

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到訪時，《人民日報》刊出〈中國人要做好示範〉記載他「受

到熱烈歡迎…鮮艷民族服裝的男女敲著皮鼓、踏著舞步、放聲歌唱…實施『指標承

包、利潤上交，超產有獎，四六分成』的政策，極大地調動了農場管理人員的積極

性…雇有 96 名黑人…享受住房、勞保待遇。更重要的是還能從中國專家那裏學到許多

農業知識和技術…贊比亞農業部、中央統計局每年都…推廣農場的成功經驗。」因此

李瑞環指出：「要把中國人種田的本領教給他們，做好示範…更重要的是在贊比亞缺糧

的情況下，貢獻了商品糧，這是一種扶貧濟困的人道主義的高尚行為」（劉正學

2003）。 

商業投資和官方援助多有雷同，都是派專家到非洲雇用許多勞工，也都有極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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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收視覺效果，更是協助當地發展的證明，都能宣稱雇工「從中國專家學到許多農業

知識和技術」，和政府主導的援助，同樣有「示範」的效果。差異主要在管理者的身

份。過去管理權屬受援國政府，但現在屬於企業。在農場工作的中國人並非具外交特

權又領固定薪水的援外專家，而是民間農技專家。他們借用國內承包經驗，和總公司

有利潤分成等鼓勵性指標，聘僱關係之外更須企業精神。 

雖然這是商業行為，但在非洲措辭就是有差異。中國也在澳洲投資農場，但不會

形容為示範農業技術給澳洲人。人民日報全文無「贊比亞人」，只有「黑人」，是非洲

人的概念。所以其標題「中國人要做好示範」，指的就是給「非洲人／黑人」看。企業

在非洲黑人中營運，透過種族視角變成技術傳授與當地政府學習，完全是援助的口

吻。 

這個農場的員工與家屬被安排穿上平時用不著的「民族服裝」，要求他們表演傳統

非洲人載歌載舞歡迎李瑞環，配合強調中方在福利與溫飽的貢獻，不但更鞏固黑人不

懂務農的想像，也強化非洲「謝恩」的印象，使中國神農們賺錢成為「扶貧濟困的人

道主義的高尚行為」。 

二、中國天使 

贊比亞中墾農場的負責人李莉，把「扶貧濟困的人道主義的高尚行為」推到最高

峰。她是 2006 年政府頒發「感動非洲的中國人」第一名，當時正值國際囑目的中非合

作論壇，李莉一時成為焦點，因而出現在西方中非關係著作上（Brautigam 2009, 254；

Michel, Beuret, and Woods 2009, 18）。事實上她首次出現在媒體是在鳳凰台 2005年的

《唐人街》節目，原是個不懂農業的護士，隨丈夫王馳赴贊比亞開發農場，當時王馳

是主角：沊 

「黑人的精神生活的質量遠比中國人的普遍精神生活質量要高，因為他

們沒有憂慮…肚子餓之前黑人們一般不太為生活發愁。所以黑人有很多缺

點，包括對工作的不負責任或不善經營等等…一些員工很像寄生在農場這樣

大企業上的虱子。」 

王馳不久後因車禍過逝，2006年 6月李莉出現在《人民日報》上： 

「…雇用了當地工人 200 多人，為當地社會創造了很好的效益…產品已

佔有盧薩卡（Lusaka）近 20%的市場…為培訓當地生產技術能手及一線管理

人員搭建了廣闊的平臺…先後花費 4.5 萬美元為 1000 多名當地職工交納養老

福利金，並為他們上了工傷保險。對當地職工的切實關愛，贏得了職工的

                                               

註 沊 該電視節目〈贊比亞牧歌〉內容曾以光碟型式出售，後由「中國友誼出版社」於 2005 年出版專書《唐

人街故事》（該書電子版參考 http://www.jiangcao.com/ebook/79/935/30.html），2015 年 10 月 1 日下

載。筆者看過光碟，確定文字版與光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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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已獲得贊比亞國家商業銀行信用擔保貸款 130 萬美元…」（黃衛國

2006） 

2006年 12月，李莉獲獎後再次出現在《人民日報海外版》： 

「1994 年中墾農場獲得了國家 60 萬美元的援外專項資金扶持，到 1998

年即返還本息 72 萬美元…支付當地貸款利息 15 萬美元…還為 400 多名非洲

兒童購買了課本…上千個當地非洲居民受到過她的救助。這一切都讓李莉在

當地得到了極大的尊敬，『她是天使』，許多非洲農民就是從李莉的身上認識

了中國。」（宋冰 2006） 

細讀這個不懂農業的寡婦經營成功的事蹟，也可看出中國政府經費如何鼓勵企業

投資。李莉是從「援外專項資金」借 60 萬美元開始的，這筆資金由經貿部提供（楊立

宏 2004），因她 4 年共繳 72 萬，利率約 5%，遠低於當時一般貸款利率，沝故官方實際

支出用在補貼貸款。 

政府小協助是李莉大農場的開始，她需努力維持獲利，才能每年償還總公司 10 萬

美元承包費（Brautigam 2009, 254）。她想擴大對農場的投入，總公司也不一定支持，

只好自己向當地銀行貸款無優惠的 130 萬美元。由此可見中國官方在農場的成就上只

有一開始的槓桿作用，大多是投資者自己努力的結果。但使用援外基金便有援助措

辭，如「培訓當地生產技術能手及一線管理人員」其實就是雇工。 

贊比亞十分保護工人，根據國家投資指南，雇主負擔保險、住房、甚至兒童醫療

與教育（Zambia Development Agency 2012）。由於福利支出高，美國國務院批評這種

勞工法對工人極度慷慨（ extremely generous），對合法投資者的負擔很大（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3）。 

由此再度看出中國對非洲與對富國的差異。即使負擔大，中國企業在西方依法提

供員工福利，不會被視為「幫助西方人」。但因黑人「虱子」般的落後形象，論述上即

可把法律責任想像成恩惠，製造謝恩場景。因此依法雇工的行為在《人民日報》詮釋

下，連償還貸款和支付保險費都計為人道工作，使企業獲利變成「天使到非洲救助」

的外交傳奇，反映出種族意識下，符合援助與投資並存的政策。 

三、投資動力 

中國平民已取代官方援助，在非洲協助解決糧食問題，除了可售糧致富，論述上

當地人也因而感恩，而鼓勵人們投資的力量之一就是種族意識。中國審計署下轄出版

社所出版投資非洲的專書指出：「上帝賦予了非洲如此優越的生存環境，才造成了黑人

                                               

註 沝 根據新浪財經〈全球宏觀經濟數據〉，一般貸款利率 1994 年 10.98%、1995 年 12.06%、1996 年

10.08%、1997 年 8.64%（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mac/indicator_FR.INR.LEND.shtml），2015 年

10月 1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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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日持久的惰性…中國普通農民到了非洲就可成為專家，一般的技術人員來到非洲則

可稱為教授」（劍虹 2007, 25）。 

部份官員也持此看法。進出口銀行行長李若谷指出，應支持缺乏就業機會的數百

萬四川農民到非洲開農場（羅靜雯 2007）。全國人大代表趙志海也相信農民到了非

洲，都是「農技專家」（網易財經 2009）。正式的學術意見把出口農民包裝成援助非

洲，即「農業項目運作企業可以借助援外項目…達到提升受援國農業發展水準的效

果。糧食作物需要精耕細作、大量的田間勞動，非洲人難以主動適應。可試行組織科

技示範戶赴非洲開辦小型家庭農場…按商業化運作。這種形式可以對當地農戶起示範

帶動作用」（王晨燕 2008, 38）。 

「大量的田間勞動，非洲人難以適應」就是非洲人懶，幫懶人的方法是「小型家

庭農場示範」，即把移民當援助。這不僅是學者意見，也有援外技術人員支持。2010

年陝西派駐象牙海岸的專家耿乃立，在農業部設的交流論壇上，以論文形式提出《如

何更好地開展中非農業合作》，引起不少共鳴。耿乃立認為只要中國政府協助解決居住

問題，派 16-32 萬農民去非洲，不但可教非洲農民技術，也可以解決糧食問題。耿先

生在其他網站張貼他的觀點：「農民企業家應走出國門，非洲農業條件好，地多人懶，

糧價奇高，農民到此人人都是技術員」。他的觀點引起四川派駐坦尚尼亞的專家郝風共

鳴。郝說耿的想法和他一樣，「解決非洲農業落後的最有效辦法是吸引中國投資者和農

民」，也請耿將文章寄到他主編的《南方農業》學術雜誌。沀 

援外人員時時設想獲利其來有自，因為政府連農業示範都交給企業，由商人決定

援助的可持續性。舉例而言，政府提供三年資金，由重慶國有種子公司在坦尚尼亞建

立示範中心，該企業向農戶介紹技術以開拓市場。雖然開幕時有總統光臨誇讚，但示

範後坦方認為成本過高且口味不符，因此到期後僅接收硬體設施（唐曉陽 2013，63-

64；鄒輝 2008；Brautigam, 2009, 248-252）。換言之，援外資金投入控制在三年之內，

若無商機也不再繼續。 

如果三年後有商機，湖北農企成果可供參考。該企業負責在莫三比克建立示範中

心與一個約一千公頃的示範農場。由於成效良好，試種成功後立即與更大的企業「萬

寶」公司合作在該國投資，由於發展極快引起部份西方媒體與學者懷疑中國在非洲

「農業殖民」（Agricultural Colony）與「圈地」（Land Grab），現已開墾出一萬公頃的

萬寶農場（朱月季、高貴現、周德翼 2015, 114-115；劉大龍 2011；Anesi and Fama 

2013；Horta 2008）。 

                                               

註 沀 這些中國駐外專家最原始的對話與論文，張貼在農業部的駐外專家交流園地（http://www.cicos.agri. 

gov.cn/Forums/ShowPost.aspx?PostID=778）但現已刪除。耿先生曾向中國一般網民公佈他的想法，今

仍可見於人民網（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97677921&boardId=1），部份有詳實數據

的研究論文〈如果中國農民在非洲種水稻，有錢可賺嗎〉（2010 年 1 月 25 日）仍可見於「第三媒

體」網站（http://ido.3mt.com.cn/Article/201001/show1818704c32p1.html），以上皆於 2015 年 10 月 1

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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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末以來中非合作的中方宣傳中，逐漸變成在非洲人落後的刻板印象上，突

顯中國人聰慧勤勞，在非洲可以輕易營利。官方援助資金在於協助企業尋找市場，使

援助和投資界線模糊。企業、援助與種族意識結合，等於投資混合人道，因此在非洲

營利像做功德。非洲人感恩中國企業的場景，不但肯定政策正確，也吸引更多人進入

非洲市場，解釋中國人歧視非洲人卻積極前往非洲的現象。 

伍、台灣神農 

一、農業傳奇 

台灣對非洲的農業援助已歷半世紀，早年糧食豐收與友邦讚嘆的報導汗牛充棟，

也出現眾多類似「神農」的傳奇。此外，台灣當年缺乏反殖反帝意識形態的訓練，公

開資料毫不遮掩種族意識，充滿對黑人骯髒懶惰等批評。因已有相關研究，不再贅述

（王文隆 2004；劉曉鵬 2012）。 

台灣的神農傳奇半世紀未變。當國際學界審視中國援助模式時，台灣外交部提供

援助的機構「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國合會）出版專書，在非洲工作中有專

章談「非洲的台灣農神」，形容我國專家「憑著一股傻勁到處訪問了解」問題，再用台

灣的「台中秈十號」（TCS-10）稻種在塞內加爾取得奇蹟般成效，不但治療了黑人的

「懶人病」，更獲得「農神」的稱號（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2009, 80-90, 160-

170）。 

但也有熟悉非洲的官員提出不同看法。陶文隆曾在外交部非洲司服務多年，擔任

過我國駐布吉納法索大使與國合會秘書長。他指出「援外戰果裡面許多都是神話」，批

評「不重實質，一個計畫每年平均都要投入 30 萬美元…受益農民，很少超過百人，農

業產值不到當地農業產值的千分之一」甚至「加入援助計畫的農民，連兩代都是貧

農。」但「援外計畫建案多傾向農、漁場，以便於展示援外成果。」例如甘比亞，我

國 1996 年開始援助蔬果種植，僅 2010－2013 年間即投資百餘萬美元，但 20 年來僅開

發 3.6公頃農場，受益農民 90人（洪哲政 2013）。 

宣傳與批判所針對的非洲糧食問題，在中國是平民售糧致富的機會，但在台灣因

而致富的往往是外援人員在非洲的高薪（基層人員每月六千美金，團長超過一萬美

金）。半世紀來傳奇雖多，台灣無法躲避非洲農業環境的挑戰，故成果往往隨援助結束

而沒落（劉曉鵬 2005）。即使如此，外交仍寄託在友邦對無償援助的感謝上，相當於

中國 1980年代前的思維。 

冷戰時由於政治因素，台灣援非獲得許多西方讚許，但現在已不多見。我國在布

吉納法索巴格雷（Bagre）地區的援助，2002 年曾獲法國電視台報導，國合會加強宣傳

而出版《西非荒漠上的台灣奇蹟》，該書有助分析我國態度。首先，基於感恩的富人心

理，「除了教導他們耕種技巧，我們也積極幫他們建立自信…再三強調台灣早期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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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過美援…所以接受幫助不是一件羞恥的事」（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2005, 70）。台

灣對援助的論述始終是曾受外界幫助而富足，所以可以分享窮國，這不是錯誤，但和

中國有很大的差距。北京總是強調許多國民仍陷貧困，因此不能白給，也是中非合作

的基礎。 

書中強調「濟弱扶貧」、「對全世界的大愛」、「為黑暗帶來光明」（國際合作發展基

金會 2005, 38），突顯台灣的富強仁慈，也使非洲貧弱一覽無疑。另一方面也有中國式

謝恩場景，其封面就是當地人著「傳統服裝」，以歌舞迎接台灣人並贈予牲畜。實際場

面可參考陳水扁總統訪問時，有技師專門「安排農民代表，呈獻總統牛、馬、羊、

雞、稻穀等農產品儀式」，因此後來出現「五百農民手持兩國國旗及招牌，在幹道列隊

打鼓熱烈歡迎，農民代表並呈獻布國最高禮物馬（代表元首）及牛、羊、雞、稻

穀…」等場景。（方英彥 2000）。 

兩岸在安排非洲人感謝上有志一同，不過台灣是因官方無償援助而得到感謝，中

國是因民間投資得到感謝。台灣製造出的感恩亦可參考該書以中法文對照，引用布國

農民對法國記者的說法：「上帝不在這裡，是台灣人在此幫助我們」（Dieu n’est pas ici, 

ce sont les Taiwanais qui sont la），這句話亦常被引為農業援助成功的證明（國際合作發

展基金會 2005, 20；江慧真 2007；王文隆 2012, 145）。 

重聽原文卻發現農民是說豐收要靠「上帝與中國人，但特別是中國人。上帝不在

這裡，是中國人在此」（“Dieu et les Chinois. Mais les Chinois surtout. Dieu n’est pas ici, 

ce sont les Chinois qui sont la”），完全沒有 Taiwanais（台灣人）。誠然當時農民說的中

國人就是台灣人，但一方面中華民國技術團以“Mission Technique de la République de 

Chine”（MTC）為名，另一方面由於當時中國已開始在非洲擴張，大多亞洲面孔來自

中國，吾人很難要求布國農民了解兩岸差異。 

更改農民原文使 Taiwanais 與上帝並列，應是在當時強調「正名」的環境被製造出

來，實又為援外受國內影響例證。此外，該書的英文版與法文版，可能感到「奇蹟」

略嫌誇張，法文標題 Rendre le Sahel plus vert: L’expérience de Taiwan au Burkina Faso 

與英文標題 Greening the Sahel: The Taiwan Experience in Burkina Faso，都只有「將沙漠

變綠的台灣經驗」之意，沒有「奇蹟」。「奇蹟」的中外文翻譯看出台灣在非洲的神農

傳奇只能內銷，和中國官媒的宣傳頗有雷同。 

「中國人」是有過貢獻。布國與兩岸都曾有邦交，泞合作地點為姑河（Vallee de 

Kou），該地區由我國 1967年開發，國合會至今將該地視為我方成就。但嚴格來說，總

設計 1200 公頃的姑河墾區，我方在 1973 年倉促撤離時只開發 934.5 公頃。北京接手

後繼續完成，因此 1975 年又移交 250 公頃（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謝邦治致上沃爾特外

交部長函 1975）。為鞏固成果，中國農耕隊在當地也做了許多工作，包括推廣有機

肥，改良農具與獸力等等（蔣華杰 2013, 43-45）。 

                                               

註 泞 台灣 1961 年與布國建交，1965~1973 提供農業援助，1973 年北京與該國建交並頂替台灣原有農業援

助，1994年台灣與該國恢復邦交並恢復農業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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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河墾區至今繁榮如昔，幾乎是兩岸半世紀來無償農業援助的特例。這個特例說

明雖然雙方都有貢獻，但探討原因時更應包括布國政府的規劃。該墾區臨近傳統大城

博博迪烏拉索（Bobo-Dioulasso），又有便捷的道路通往政治穩定的臨國馬里，等於向

農民提供國內外銷路最佳保證，也說明要讓成果可長可久，依賴的不是農業神技，而

是當地市場。 

二、務實的理想主義 

馬英九總統就職後啟動活路外交，外援策略因而修正。外交部《援外政策白皮

書》指援外工作將以「進步夥伴、永續發展」為主軸，有將援助從「施與受」轉變為

平等「夥伴」以達永續發展的味道。白皮書中最突出的名詞是強調在援助上將扮演

「務實之理想主義者」。馬總統的解釋是「懷抱濟世理想，但援外方法須務實…不能完

全不照顧外交目標，但須跟國際人道援助結合。」（中央社 2008）。 

「務實之理想主義者」的實際執行內容，以 99-103 年度的《國際合作發展事務年

度報告》來看，我國對非洲的援助包括援贈財政經費、醫療衛生、社會建設（如贈送

鑒識器材）、經濟建設（含生產高粱酒）、公路整修、教育（獎學金、贈送 LED 燈）、

農漁建設（稻米增產）、文化建設（援建文化宮等建築）等等（中華民國外交部

2014）。醫療衛生屬純人道援助，和一國經濟發展無關。贈送器材以及一些小規模的建

築等屬於對友邦的財政補貼，對受援國經濟助益有限。而獎學金等人才培養工作雖屬

發展援助，等人才養成並對該國經濟發生影響也需很長的時間。農漁生產有益非洲基

層農民，半世紀來仍是外援主力，占超過一半的計劃及預算（中華民國外交部 2012；

作者訪談李栢浡 2015/10/22）。泀但如前述，農業援助非洲必將遭遇許多挑戰，這是為

何北京改革其援助模式，而台灣可有新做法？ 

高粱酒計劃屬新做法，容後探討。唯多數內容仍是捐贈，外援思路恐怕仍維持在

濟世理想。馬總統 2012 年出訪非洲製作的「仁愛關懷，鞏固邦誼」網頁中，轉貼「台

灣的農技像神」的新聞（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更確定這種思維。看來即使有了外交

休兵，台灣官民仍試圖用「神技」來「仁愛關懷」非洲，期待受援國感動而維持友

誼，夥伴精神尚未建立。 

馬總統 2015 年 7 月給援外政策更清晰的全貌。他與國安會秘書長及外交部長在記

者會指出「中共在國際間影響力越來越大，台灣在許多援助規模恐怕無法比擬，但台

灣也有長處，例如幫助小農改善生活，讓當地人民真的感到改變，小也可以很美」（楊

雨青 2015）。由於外交休兵，政府援外預算從 2008 年的 6 億美金到 2015 年的 3 億美

金（曹伯晏 2015）。援助費雖省下，但有限的預算並未做大做強，三大外交巨頭滿足

                                               

註 泀 農漁生産包括園藝、農藝、水産養殖、畜牧，2010 年占所有援助計劃比例約 74%，參考〈國際合作發

展事務 99年報告〉（外交部 101年 1月 3日）http://www.mofa.gov.tw/Upload/RelFile/17/262/9ec35314-

bdad-4bea-ba64-98c15b379611.pdf（2015 年 9 月 28 日下載）。李栢浡為現任國合會副秘書長，他估計

農漁援助約占總預算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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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小農感到改變」、「小也可以很美」，說明了「務實之理想主義」僅在省錢，其他特

色未建立，未來外交挫折仍將歸罪北京援助力量。 

陸、農墾公司 

一、敵友意見 

對岸援助規模很大嗎?由於援助與投資混合，中國許多投資都被誤認為慷慨援助。

著名的研究單位 AidData 就指中國在本世紀前十年對非洲提供了 750 億美金的援助。

但這類數據常基於媒體報導，未鑽研其中的差別。對中非農業合作有專精研究的

Deborah Brautigam 常反駁這種說法。她認為本世紀前十年中國全部援助預算只有 150

億美金，也算出外交休兵開始的 2008 年對非洲援助約 12 億美金（Brautigam 2011, 

211）。洰而北京 2014 年公佈最新數據，2010-2012 年平均每年對非洲地區援助約 25 億

美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2014）。 

如果相信專業並採用外交休兵時的數據來粗略比較，將這個 12 億除以約 45 個待

援國（扣掉北非、南非與台灣邦交國），北京平均每年每國的援助數字約 2600 萬美

元。相較之下，若以前述 2008 年為基礎，台灣當時援外預算約 6 億美金，大略除以

23 個邦交國，平均大約是 2500 萬美元。就算使用北京 2014 年的數據，非洲受援國每

年也僅約 5500 萬美元。換言之，雖然兩岸在個別國家投下的實際數字不為人知，但政

府資金的差別應不如想像中的龐大，主要在於運用方式：台灣的資金沒有外溢效果，

對岸是用來壯大企業。 

長期研究中國在非洲農業援助與投資，Deborah Brautigam 了解兩岸援助競爭，對

台灣在非洲的援助也有相當涉獵。她早年曾在台灣學中文，更曾在非洲專業期刊發表

論文，建議非洲國家模仿台灣經濟發展模式（Brautigam 1994），對台灣的態度十分友

好。她告訴筆者，外援上台灣政府角色應更有彈性，例如擔任台非經濟合作平台。她

知道台灣在農業是強項，因此以前述北京在非洲建的示範中心為例，指出雖然設置研

究中心屬官方援助資金，但包辦這些援助的是企業科研人員。若做出了研究成果，等

於替產品在非洲拓展商機，如此在非洲的示範才具備永續性（作者訪談Deborah 

Brautigam，2015年 9月 2日）。 

                                               

註 洰 參考 AidData 於 2013 年 4 月發佈資料（http://china.aiddata.org/content/about_the_project，2015 年 8 月

30日下載）。AidData有來自威廉瑪麗學院（The College of William & Mary）、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與華府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的支持。Deborah Brautigam

常反駁類似數據，對 750 億美元反駁請參考 http://www.chinaafricarealstory.com/2013/04/rubbery-

numbers-on-chinese-aid.html，本世紀前十年的援外數據參考 http://www.chinaafricarealstory.com/2013/ 

10/chinese-aid-how-much.html。她通常根據各種訊息，粗估非洲占中國外援總額的一半。以上皆 2015

年 8月 30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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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深入了解兩岸援助上的差異，林松添也是合適人選。台灣與賴比瑞亞斷交

後，他是北京派去的首任大使，馬拉威與我國斷交後他再被調去擔任首位大使。由於

其能力傑出，目前擔任中國外交部非洲司司長。台灣外援對友邦失去吸引力，林司長

必定扮演重要角色，亦可將他當作是台灣在國際關係上的敵手。 

由於實務經驗，林司長對台灣農業援助十分了解，形容像「自娛自樂」，雖然技術

展示有利於當地農業，但毫無可持續性。1970 年代北京奪走台北邦交國時，通常會派

員承接台灣農業援助，但當今思維已變，完全不考慮繼承毫無經濟利益的台灣模式。

和台灣相同，中國也在賴比瑞亞建立稻米示範中心，差別在於這個示範中心是由研發

雜交水稻的「袁隆平農業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承包。該公司正積極拓展非洲市

場，若是以賴國農民為基礎研發出合適西非的稻種，方可期待商機與永續性（作者訪

談林松添，2015 年 8 月 25 日；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 2006；湖南省商務廳綜合調研

處 2011）。 

林司長直言「援助解決不了發展問題，發展問題還得走投資的道路」，「造血」才

能「幫助當地人民儘早脫貧致富。」他在馬拉威引進棉商並以經濟作物為投資目標，

企業向中非基金貸款 2500 萬美元，以契作方式與五萬名棉農合作，加工後向中國出

口。林大使形容：「運回來的棉花價格比新疆產的棉花還便宜質量還好…這個項目對中

非是互利雙贏。這個工廠中有 1300 人就業，一年可以為馬拉維節省外匯三到四千萬」

（中國網 2010；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馬拉維大使館 2010）。 

從政府的中非基金貸得的 2500 萬美金，即使學術論文也容易認定是官方援助

（Chinguwo 2009, 277-278）。為了解這筆資金的運用，筆者曾走訪該廠員工與棉農，

無人覺得自己被援助，只知來了中國公司提供很低的工資與收購價。居住環境十分克

難的中方人員表示，待遇和收購完全按照市場與法定價格。從控制成本來看，廠商明

顯地是投資，毫無人道思維。而當地人抱怨薪資卻不肯離職，因為工作難找，埋怨價

格也要出售給中國公司，否則賣不出去，詮釋習近平「扶貧又扶志，調動扶貧對象的

積極性」的非洲意義。 

棉業公司的唯一外援功能是承包北京承諾給馬拉威的訓練工作：示範棉花技術與

培育當地人才（唐曉陽 2013, 65）。雖然我國四十年的援助中做過不少類似訓練，但台

灣派高薪的農業專家協助低價糧食的增產，而北京則派低薪的企業員工協助高價經濟

作物增產，成本與獲利不同顯示兩岸在農業援助觀念上的巨大差異。 

林司長對於如何幫助非洲農業，已到完全走經濟規律的程度，對利用政府平台投

資失利的中國企業，感受不到同情或政治考量。前述西方學界重視的莫三比克萬寶農

場，他不但毫無宣傳，反而指出其缺點。批評其投資規模太大，其產生的結構問題可

能影響獲利，而該企業必須自負盈虧。 

對手謹守市場原則，故其對台灣農業援助「自娛自樂」的批評，我方實有檢討必

要，思考市場與援助的關係。筆者曾訪問來往甘比亞與塞內加爾間的米商，他說甘比

亞的農民在我國撤出後，就開始食用技術團留下的稻種，對我多年努力並不珍惜。雖

然種子在甘比亞被浪費，但不表示非洲沒有農業永續經營的潛力。台灣撤出塞內加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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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歷十年，由於口感與產量都很好，塞北的農民仍十分珍惜當初台灣推廣的 TCS-10。

然而人工選種成效有限，產量下滑不可避免，因此這位米商亟盼尋找從台灣購買良種

的商機（作者訪談 Guile Ngom，2015年 3月 25日）。 

有好技術卻不轉化為商機十分可惜，鞏固經濟連繫也必能影響政治。資深技術團

長黃天行就發現有些台灣技術被當地公司學去也賺了錢，所以「若技術團可以成立民

間公司…將是任何新總統上台都不能忽視的重要力量，不僅能鞏固邦誼，也能幫助更

多的農民」（王鵬捷 2010）。 

二、農墾公司的摸索 

外交部曾有將農技企業化，擴大在邦交國影響力的想法，2002 年前後推動將農技

團轉型為「農墾公司」，當時外交部長簡又新總結「公司化」的目標： 

「國合會出錢的那個時代過去了…駐外農技團轉型升級為農墾公司的概

念，希望永續發展而且也不增加人民的負擔…農墾公司既可為受援國提供就

業機會並創造財富，也可為台灣農業尋找出路…短期內可為農技團團員提供

創業發展第二春的機會，中期可作為國內農業『深耕台灣，佈局全球』的先

鋒，引導國內廠商在受援國家中立足甚至獲利，長期而言，也可能有助於農

業移民。」（黃明興 2002） 

農業移民、降低依賴、佈局全球、為受援國提供就業機會並創造財富…這些設計

幾乎等於當今中國在非洲農業開發上震驚西方官學界的策略，如今安在？ 

我國 1994 年與布吉納法索建交的條件之一，是負責開發那干貝河（Nakambe）右

岸 1200 公頃土地，這也是北京上世紀末必然否決的大規模無償農業援助。由於成效良

好，我技術團在當地聲名遠播。後布國另貸得 3700 萬美金開發左岸 1500 公頃土地

（王平宇 2002），盼我技術團用此資金推動。技術團無法收費，但若國合會所屬公司

能營運，讓已熟悉當地的專家繼續發揮，不失為一可行方式。 

當時外交部意願很強，可能是援外史上一大突破。可惜國合會最高層擔心衍生複

雜政商問題，最後關頭取消。公司雖不成，但原技術團長方英彥退休，並在卸任前後

以其身份之便，將部份技術團的設備轉移成為私人資本，自組「台灣技術管理公司」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Corporation）。因縮寫 MTC 與我國技術團 MTC 相同，

公司組成以技術團員為人頭，總經理又是布國熟悉的「團長」，私有 MTC 看來像我政

府主導，不但獲得開發案，也有技術團的設備加持。泍 

私有 MTC 官方關係良好，得以繼續承攬周邊業務。2005 年我國捐贈的旅館「巴

格雷生態旅遊中心」（Centre Eco-Touristique de Bagre），即 MTC公司承包。2014年 10

                                               

註 泍 公有 MTC 將機具移轉到私人 MTC 曾被指控為舞弊。參考〈外交部電駐布吉納法索大使館〉，《外交

部電報》第 705號，民國 99年 9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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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筆者田野調查時住在該旅館。該旅館外型亮麗，但幾無旅客。內部設備破舊不堪、

缺水缺電、泳池蚊蟲孳生，兒童遊樂區處處銹蝕斷裂到可傷人程度。由於門口高掛

「中布合作」招牌與國旗，令人產生難以言喻的羞愧。 

除了飯店，MTC 公司承攬的那干貝河左岸，農民進駐程度遠低於我官方承包的右

岸，但這不表示官方援助就順利。由於正式援助已於 2010 年結束，如今仍掛著我國旗

的養魚場看來像廢墟。曾經獲得無數讚賞的稻米生產區域雖然仍是翠綠一片，但台灣

與當地的專家都告訴我，產量在迅速走下坡（作者訪談李正宗、Amidou Boro，2014

年 10月 3-9日）。泇 

10 月已近收割，一片綠表示太晚插秧，而冬天收成必差。農民則解釋我技術團離

開前收回許多機具，接著農機與肥料價格失去補貼，造成收益只有過去的 70%，影響

籌資等因素而擔誤農時（作者訪談，農民 Sawadogo Marcel、Sorgho Dayende、Domboue 

Yacouba、Sorgho Nabyoure，2014 年 10 月 4 日）。許多農民放棄我國推廣的台秈二號

種，因「移交給布國相關部門後，由於未能有效控制稻種純化…栽種成果以及稻粒飽

滿度都不若早期台灣農技團時期的品質。」（陶文隆、駱國章、楊永吉 2012） 

眼見政府援助出現如此景像，不禁思考若對岸執行是何種光景？就農業而言，北

京原則上不可能做開發完畢後把地送給農民這種無利可圖的工程。要做應是由政府提

供誘因給大型企業，從整地、生產到出售產品一次承包，以確保後續的種子、肥料與

機械等投入持衡。當地農民可租地耕種，但將依約繳交作物，以確保企業收益。企業

獲利的同時，外交上同樣有促進發展的效果。 

若要做與國家顏面相關工程，就絕不容移交後破敗。因此，蓋飯店必先召集企業

考慮影響獲利的因素，確保興建後有永續經營的價值，再由政府補助的方式，鼓勵企

業競標，之後並主導經營以確保獲利。我國在做法上是把資金交給我國商人，雖有壯

大台商的效果，但蓋好後任其破敗，無異於免費援贈，也使國家蒙羞。 

台灣外援朝企業思考的努力，似乎還在摸索。前述高粱酒計劃耗資台幣一億一千

五百萬，亦值得參考。原計劃是 2008 年在布國總統家鄉 Ziniare 捐贈酒廠，利用盛產

的高粱製酒營利，屬傳統援贈的思考。然而該國缺乏產銷經驗，變成建廠台商在占大

多數股權的條件下，與布國商人合資經營。先援建再經營的手法，已類似中國外援改

革後的模式。可惜之前調研不足，產品無法在市場上與進口酒競爭，加上投資仍然沾

了政治─與台資合夥的廠商乃總統胞弟，願意分紅但無意分擔損失，且「另有考量並

涉及敏感事項」，不久後台商撤資，酒廠於 2012 年停工（歐文凱 2013；作者訪談王金

鎮，2015年 10月 16日）。沰 

國合會仍未放棄向投資轉型。由於對巴格雷地區的熟悉，我技術團雖撤出該地，

但 2012 年籌劃以新面貌重返。有別過去的贈予和補貼，這次將出售技術給農民。當時

                                               

註 泇 李正宗於 2004-2007 擔任駐布吉納法索技術團長，李先生也曾參與 1970 年代姑河墾區的開發。當地專

家 Amidou Boro是布國農業部駐巴格雷管理主任，於 2009年退休。 

註 沰 王金鎮是安崧工程公司總經理，也曾是布吉納法索 Sorghum酒廠建造者與主要投資人。 



一個刻版印象，兩種不同政策：比較兩岸在非洲的「神農」們   21 

 

的秘書長陶文隆告訴布國，台灣將「以投資做為援助開發工具」，策略是成立稻種生產

公司。該公司雖與當地農民組織合資，但會做到管理操之在我。除稻種生產外，將朝

多元化經營，不侷限於稻種（穀）生產，可擴大至園藝作物、代耕、資材（如肥料、

種子）買賣，或以穀換種、以穀換肥方式與農民合作，「強化巴格雷地區經濟活動，提

高當地農民收入。」（陶文隆、駱國章、楊永吉 2012） 

這類似十多年前農墾公司的再生，「以投資做為援助開發工具」與中國援外邏輯十

分接近。而國合會為免公私紛亂，「投資計畫有其退場機制，未來公司獲利並運作上軌

道，本會可將稻種公司股份移轉賣給巴格雷地區農民組織，以正常商業運作模式，處

理股權問題」（陶文隆、駱國章、楊永吉 2012）。台灣援外半世紀來欠缺的精神，就是

「正常商業運作模式」，終於出現在非洲。 

雖然稻種公司看來萬事具備，作者執筆本文時計劃已中止了。看來不管是夥伴關

係或外援與投資結合，我國都還有很長的路要摸索。和對岸相較，台灣在援助上少了

市場考驗，未來和受援國的關係仍將是贈予和感恩的互動。這種互動能否禁得起外交

休兵結束後的考驗，只能留給時間來證明。 

柒、結 論 

李登輝問的「不要看非洲黑人沒路用，現在全世界都集中往非洲投資，那些國家

要如何拉過來？」北京正以援助當槓桿回答。就農業而言，少量的官方資金以示範或

貸款等手法協助企業尋找市場，企業一旦認為有利可圖，隨之而來的大規模投資不但

引起國際注意，也實際影響非洲經濟與政治，更讓台灣向來引以為傲的農業援助相形

失色。 

針對「黑人沒路用」的種族意識，台灣長期以來都是贈予和同情，在「台灣神

農」的論述中，黑人崇敬的對象皆為官派援助人員。如此雖具高尚情懷但缺乏民間參

與，也解釋為何援助難有可持續性。早年北京對非洲的農業援助也走過類似道路，但

改革開放後力圖將資金做最有效運用，追隨市場的結果使當今「中國神農」的論述

中，黑人崇敬的對象已變成企業家，而「黑人沒路用」的種族意識變成聰明勤奮的中

國人在落後的非洲獲利保證。如此有助吸引民間參與，也解釋中國在非洲投資前仆後

繼愈做愈強。 

和中國相較，台灣已不富裕，但比較兩岸的援助模式，中國謹守「窮幫窮」原

則，對政府資金的運用似乎更為謹慎。雖然援外與企業結合有其缺點，但當今我政府

預算窘迫之際，也有值得借鑒之處。特別是台灣外援單位早有藉投資做為援助開發工

具的呼聲。只是轉型速度太慢，約僅相當於 1980 年代的中國，而且仍在遙遙無期的摸

索。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趁外交戰火未起，參考對手優勢、改變援外心態，實

刻不容緩。若把北京的援外策略應用在馬總統模糊的「務實理想主義」中，會出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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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的方向：「理想」部份由官方扮演，「務實」部份由企業主導。我國如繼續孤芳自賞

「小而美」的援助成果，不思將有限經費做大、做強、做久，一旦外交休兵結束，不

但可預知友邦抉擇，也將對我國際地位造成傷害。 

 

 

 

* * * 

 

 

 

（收件：105年 1月 28日，接受:105年 5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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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Gods of Agriculture” in Taiwan and China’s 

aid discourses reveal policies and racial stereotype. Before the 1980s, China 

emphasized on Africa’s deep adoration for selfless agricultural aid. However, 

after the economic reform, China mixed in aid with investment, which not 

only improved aid efficiency, but also strengthened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Therefore, contemporary discourses become one of Africa’s adoration 

of Chinese agri-businesses. In contrast to China’s hybrid aid policies, 

Taiwan’s aid still maintains a non-profit model since half century ago, so 

discourses in Taiwan have been all about Africa’s deep adoration of selfless 

aid.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o improve aid efficiency and to prepare for the 

next diplomatic challenge from China, Taipei should consider aid reform by 

following Beijing’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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