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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合作困局》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在20世纪后半叶，南北方国家的合作无疑是一个带来无限希望也导致无限失望的主题。合作本应缩小
生活水平差距，减少冲突，尤其应当在货币与贸易领域中确立对各国一视同仁的规则，但它在21世纪
伊始却面临着失败，从而也面临着质疑。作者指出了当前“南北合作”所存在的种种弊端：援助款不
到位；援助通常附加先决条件；援助方案由专家来制定，缺乏受援国的参与等。由于援助方与受援方
对发展的不同理解，南北方国家的合作已遇到不少问题。
中文目录
目　　录
引　言⋯⋯⋯⋯⋯⋯⋯⋯⋯⋯⋯⋯⋯⋯⋯⋯⋯⋯⋯⋯⋯⋯⋯⋯⋯⋯⋯⋯⋯⋯⋯⋯⋯⋯⋯001
第一章　南北合作：一个误入歧途的概念⋯⋯⋯⋯⋯⋯⋯⋯⋯⋯⋯⋯⋯⋯⋯⋯⋯⋯⋯⋯001
合作的含义是什么？⋯⋯⋯⋯⋯⋯⋯⋯⋯⋯⋯⋯⋯⋯⋯⋯⋯⋯⋯⋯⋯⋯⋯⋯⋯⋯⋯003
从合作概念向援助概念的偏移⋯⋯⋯⋯⋯⋯⋯⋯⋯⋯⋯⋯⋯⋯⋯⋯⋯⋯⋯⋯⋯⋯⋯004
对赠予的狭隘认识⋯⋯⋯⋯⋯⋯⋯⋯⋯⋯⋯⋯⋯⋯⋯⋯⋯⋯⋯⋯⋯⋯⋯⋯⋯⋯⋯⋯007
第二章　南北之间的传输有何意义？⋯⋯⋯⋯⋯⋯⋯⋯⋯⋯⋯⋯⋯⋯⋯⋯⋯⋯⋯⋯⋯⋯009
持续下降的国际慷慨度⋯⋯⋯⋯⋯⋯⋯⋯⋯⋯⋯⋯⋯⋯⋯⋯⋯⋯⋯⋯⋯⋯⋯⋯⋯⋯012
第一个共识：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0.7%⋯⋯⋯⋯⋯⋯⋯⋯⋯⋯⋯⋯⋯⋯⋯⋯⋯014
第二个共识：构建援助类别⋯⋯⋯⋯⋯⋯⋯⋯⋯⋯⋯⋯⋯⋯⋯⋯⋯⋯⋯⋯⋯⋯⋯⋯017
第三个共识：将世界划分为最贫穷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等等⋯⋯⋯⋯⋯⋯⋯⋯⋯023
第四个共识：专家负责发展⋯⋯⋯⋯⋯⋯⋯⋯⋯⋯⋯⋯⋯⋯⋯⋯⋯⋯⋯⋯⋯⋯⋯⋯024
欧洲在构建何种模式？⋯⋯⋯⋯⋯⋯⋯⋯⋯⋯⋯⋯⋯⋯⋯⋯⋯⋯⋯⋯⋯⋯⋯⋯⋯⋯025
又一个共识：国际会议制造紧急需求⋯⋯⋯⋯⋯⋯⋯⋯⋯⋯⋯⋯⋯⋯⋯⋯⋯⋯⋯⋯029
第三章　援助之动机，或是任意导向？⋯⋯⋯⋯⋯⋯⋯⋯⋯⋯⋯⋯⋯⋯⋯⋯⋯⋯⋯⋯⋯031
为何提供援助？⋯⋯⋯⋯⋯⋯⋯⋯⋯⋯⋯⋯⋯⋯⋯⋯⋯⋯⋯⋯⋯⋯⋯⋯⋯⋯⋯⋯⋯033
援助动机的起源：反对共产主义⋯⋯和控制亚洲⋯⋯⋯⋯⋯⋯⋯⋯⋯⋯⋯⋯⋯⋯⋯037
第四章　日益复杂的国际合作是否能避免绝境？⋯⋯⋯⋯⋯⋯⋯⋯⋯⋯⋯⋯⋯⋯⋯⋯⋯045
错综复杂的信息⋯⋯⋯⋯⋯⋯⋯⋯⋯⋯⋯⋯⋯⋯⋯⋯⋯⋯⋯⋯⋯⋯⋯⋯⋯⋯⋯⋯⋯048
对发展各重要主题的不同理解⋯⋯⋯⋯⋯⋯⋯⋯⋯⋯⋯⋯⋯⋯⋯⋯⋯⋯⋯⋯⋯⋯⋯053
欧洲以及各种方法的协调？⋯⋯⋯⋯⋯⋯⋯⋯⋯⋯⋯⋯⋯⋯⋯⋯⋯⋯⋯⋯⋯⋯⋯⋯056
人们对援助效率不等的原因有何了解？⋯⋯⋯⋯⋯⋯⋯⋯⋯⋯⋯⋯⋯⋯⋯⋯⋯⋯⋯057
援助体系是否回应着发展战略？⋯⋯⋯⋯⋯⋯⋯⋯⋯⋯⋯⋯⋯⋯⋯⋯⋯⋯⋯⋯⋯⋯058
援助与“宏观经济指数”⋯⋯⋯⋯⋯⋯⋯⋯⋯⋯⋯⋯⋯⋯⋯⋯⋯⋯⋯⋯⋯⋯⋯⋯⋯059
援助与社会资本⋯⋯⋯⋯⋯⋯⋯⋯⋯⋯⋯⋯⋯⋯⋯⋯⋯⋯⋯⋯⋯⋯⋯⋯⋯⋯⋯⋯⋯062
第五章　南北合作的关键：对等性与依存性⋯⋯⋯⋯⋯⋯⋯⋯⋯⋯⋯⋯⋯⋯⋯⋯⋯⋯⋯067
南北对话和世界公共财产？⋯⋯⋯⋯⋯⋯⋯⋯⋯⋯⋯⋯⋯⋯⋯⋯⋯⋯⋯⋯⋯⋯⋯⋯069
避免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困境⋯⋯⋯⋯⋯⋯⋯⋯⋯⋯⋯⋯⋯⋯⋯⋯⋯⋯⋯⋯⋯⋯⋯072
公共财产的政治学观⋯⋯⋯⋯⋯⋯⋯⋯⋯⋯⋯⋯⋯⋯⋯⋯⋯⋯⋯⋯⋯⋯⋯⋯⋯⋯⋯073
结　论　如何看待合作事业的未来？⋯⋯⋯⋯⋯⋯⋯⋯⋯⋯⋯⋯⋯⋯⋯⋯⋯⋯⋯⋯⋯⋯081
延伸读物⋯⋯⋯⋯⋯⋯⋯⋯⋯⋯⋯⋯⋯⋯⋯⋯⋯⋯⋯⋯⋯⋯⋯⋯⋯⋯⋯⋯⋯⋯⋯⋯⋯⋯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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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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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让-雅克·加巴，经济学家，巴黎第十一大学教师，同时执教于巴黎政治学院，并在巴黎第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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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南北合作：一个误入歧途的概念　合作的含义是什么？　从合作概念向援助概念的偏移
　对赠予的狭隘认识第二章　南北之间的传输有何意义？　持续下降的国际慷慨度　第一个共识：发
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0.7％　第二个共识：构建援助类别　第三个共识：将世界划分为最贫穷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等等　第四个共识：专家负责发展　欧洲在构建何种模式？　又一个共识：国际会议
制造紧急需求第三章　援助之动机，或是任意导向？　为何提供援助？　援助动机的起源：反对共产
主义和控制亚洲第四章　日益复杂的国际合作是否能避免绝境？　错综复杂的信息　对发展各重要主
题的不同理解　欧洲以及各种方法的协调？　人们对援助效率不等的原因有何了解？　援助体系是否
回应着发展战略？　援助与“宏观经济指数”　援助与社会资本第五章　南北合作的关键：对等性与
依存性　南北对话和世界公共财产？　避免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困境　公共财产的政治学观结论　如
何看待合作事业的未来？延伸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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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末，在经合组织的公共发展援助框架内，援助额度为每年大约500亿美元，这其中包括了双边和
多边援助。如果再计人非政府组织的直接捐赠，这个数字还要再上升10％左右。由于统计不全面，经
合组织只是部分计入了地方政府的援助（包括市镇、省、地区各个级别），这部分援助自20世纪90年
代初特别是2000年以来增长明显，不过这仍然改变不了我们观察到的传输趋势。20世纪90年代期间，
按美元不变价格（这可以反映援助额的购买力）计算的发展援助略微下降；同时，伴随着这一下降趋
势的，还有每个国家的援助额在年度之间的极大挥发性（指跨年度弹性使用援助额）。某一年的援助
额骤增往往是由紧急行动开支造成的，如科索沃危机或亚洲金融危机，或是诸如对“米奇”飓风造成
的自然灾害所需的应急财政救援行动。21世纪的头10年标志着发展援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援助额明
显增加，到2006年超过了1030亿美元，这是因援助政策的重要变化引起的：美国在遭受2001年“9·11
”恐怖袭击后大幅增长了对外援助额、实施了伊拉克重建计划和减免债务计划（对刚果民主共和国、
尼日利亚等国）。当然，2005年12月东南亚海啸事件导致的国际大额援助也是引起援助额骤增的因素
之一。但21世纪的头10年中，我们仍能注意到援助额在年度之间的极大挥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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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北合作困局》：公民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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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用流畅、准确和深刻的语言，论述了人们心知肚明却难以言表的国际援助中存在的普遍问题。翻
译特别的到位！
2、比土特产还要亲！
3、蛮喜欢的⋯⋯⋯⋯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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