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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2022年5月出版
u這團隊試圖向中國索取數
據，但被拒絕。

u找到多個來源，並將數據
放在一起。

u該數據集涵蓋 165 個國家
的 13,427 個項目，價值
8,430 億美元。

u原始數據可供公眾使用，
並可重新分析。



u 中國對外援助及貸
款額與美國的比例
為2：1。

u ODA: 正式發展援
助，包含 25% 或更
多的贈款。

u OOF: 贈款部分低
於 25%。

u Source: Banking 
on Beijing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

u 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它的年貸款量
超過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所有巴黎
會債權人的總和。

u 世界銀行是一家國際金融機構，向低收入和中等
收入國家的政府提供貸款和贈款，總部位於華盛
頓特區。

u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一家國際金融機構，總部位
於華盛頓特區，由 190 個國家組成。

u 巴黎會是由來自主要債權國組成的團體，其職責
是為債務國遇到的支付困難尋找協調一致的可持
續解決方案。



比較

中國 西方國家、日本

利率 4.2% 1.1%

還款期 10 年 28 年

附帶條件 中國表示對外援助和貸
款“不附帶任何政治條
件”。

通常西方國家要求接受
國改變治理結構並遵守
國際規範。



受惠國

u Source: Banking on Beijing



u Source: Banking on Beijing



提供援助的動機

u在國際組織購買選票

u孤立台灣

u增加國際影響力

u改變公眾對中國的態度



發債的動機

u外匯儲備過剩，渴望獲得更具吸引力的回報

u保護自然資源

u為中國商品和服務創造海外需求

u幫助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獲得份額



批評

u債務陷阱。示例：斯里蘭卡

u大白象項目



證據

u平均而言，獲得中國援助和貸款的國家在獲得資助兩
年後，經濟增長率平均提高了0.95%。

u大多數改進都在基礎設施上。

u相比之下，世界銀行項目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弱。



缺點

u政治腐敗

u社會衝突

u暴力衝突

u對當地的環境影響



u Source: Banking on Beijing 



為何在海外大撒幣而不援助國內的?



為何在海外大撒幣而不援助國內的?



受援國對中國的態度

u 從 2013 年到 2020 年，商業和人權資源中心報告了 679 宗與中國投資有關
的侵犯人權事件。這些指控大部分來自東南亞、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
洲，但也有來自南亞和中東。

u 最常見的指控是針對中國的採礦業務，在厄瓜多爾和秘魯，中國礦工任意拘
留和毆打當地公民。

u 在讚比亞的一個煤礦，中國公司向工人開火以阻止抗議活動。

u 中國建築公司被指控侵犯了柬埔寨、老撾和斐濟當地人的土地權。



u 巴基斯坦恐怖分子以參與開發項目的中國工人為目標，指責他們在不補償當
地人的情況下開採資源。



發達國家對中國的態度

u皮尤研究中心在 2022 年北京
奧運會前進行的調查



對中國的態度

u皮尤研究中心在
2021 年6月的調查



其它國家對中國的態度

u大多數美國盟友和夥伴擁有共
同的價值觀：民主、人權、自
由、法治。

u中國與友好國家之間的聯繫主
要是經濟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