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

①李小云、唐丽霞、武晋：《国际发展援助概论》，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

马来西亚国际发展援助现状及其特点

于乐荣※

国际发展援助是指发达国家或高收入的发展

中国家及其所属机构、有关国际组织、社会团体以

提供资金、物资、设备、技术或资料等方式，帮助发

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和提高社会福利的具体活动①。
传统上，经合组织下属的发展委员会（OECD-DAC）
成员国所提供的官方援助在国际发展援助中占据

主导地位，但是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

兴经济体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传统受援国开始

转型为援助资金的提供国，国际发展援助格局正在

发生显著的变化。
就马来西亚的援助历史而言，马来西亚主要作

为欧盟官方发展援助的受援国而接受来自其他国

家的发展援助，很少有对外发展援助。然而，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中期，经济的大发展使马

来西亚由一个贫穷的殖民地国家转变成为亚洲的新

兴经济体，并迈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其在援助中

的角色逐渐发生转变，以技术援助项目为主的发展

援助模式成为其对外援助和南南合作的主要形式。

一、马来西亚援助的总体情况

自 1957 年独立以来，马来西亚主要作为受援国

而接受来自其他国家的发展援助。其主要接受来自

英国、美国以及日本等 OECD-DAC 成员国家的官方

发展援助。2004 年，马来西亚所接受的官方发展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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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和官方援助的数额总计为 28954 万美元（现价），

是 2003 年 10746 万美元的 2.7 倍，比 2000 年的

4537 万美元增加了 5.4 倍。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中期，经济的繁

荣以及外交政策的转变使得马来西亚在援助中的角

色逐渐发生转变。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马来西亚通

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大力发展电子工业等

第二产业，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迅速转变。20 世纪

80 年代，尽管 FDI 有所下降，但到 90 年代，政府又

通过一系列新的措施，刺激 FDI 大幅增加，使得经

济保持高速增长。据亚洲基金会一项研究报告显示，

2011 年，马来西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8100
美元（24300 林吉特），1980～1997 年，GDP 年均增长

率为 7%，其经济业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

最好的国家之一。经济的繁荣促使马来西亚转变其

在援助历史上的角色，逐渐由一个受援国转变为一

个新兴的援助国，不断提高其在全球援助中所占的

份额。例如，据中国人民网新闻报道（2011 年），欧盟

委员会决定从 2014 年起停止向中国等 19 个新兴国

家提供发展援助，以便将援助向更贫穷国家集中提

供，马来西亚也是其中之一。欧盟委员会认为，虽然

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对较低，但各国 GDP 已经超

过了世界 GDP 的 1%。因此，这些国家能够保障自身

的发展，欧盟的发展援助对其影响不大。这也意味

着欧盟与这些新兴国家关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将

从“发展合作”转向“互利互惠”。与此同时，马来西

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促

使其在国际援助领域逐渐获得关注。20 世纪 90 年

代冷战结束后，马来西亚对外政策发生显著变化，疏

远与英联邦的关系，注重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

好合作关系，特别注重加强与其他东盟国家的联系，

将目光转向东方，倡导东亚区域合作，主张独立自主

的处理国际事务，并为建立合理、公正的国际政治、
经济新秩序而不断努力，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与正

义的国家与人民的尊重①。
尽管马来西亚是一个新兴的援助国，但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开始实施政府技术合作援助项目。
马来西亚第四任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为加强南

方国家的自力更生而实施政府技术合作项目，作为

一个限制西方影响的平衡力量。马来西亚技术合作

项 目 （Malaysia’s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gram，

MTCP）的主旨是加强该国与东盟及亚洲、南太地区

伊斯兰国家的技术合作。与此同时，在马哈蒂尔的

领导下，马来西亚还成立马来西亚南南协会（MAS－
SA） 致力于推进南南国家的双边贸易和投资活动，

这也是马来西亚援助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哈蒂

尔推动实施的另一项援助活动就是建立南南信息网

关（SSIG），一个南方国家信息、新闻和广播材料存储

和交流的中心，目标是通过建立一种自由和均衡的

信息交流秩序促进南南国家的团结、和睦和相互尊

重。
此外，马来西亚遵守南南合作承诺必不可少的

战略之一就是加强对非洲国家人力资源发展的援

助，以及促进双方的政治经济合作。非洲国家多是

能源生产国，西方是非洲能源消费的先到者，中国、
印度、巴西、马来西亚等国是非洲能源消费的后起

者。因此，马来西亚也在努力扩大对非洲国家的援

助规模。基于可获得的资料，本文主要以 MTCP 项目

为例介绍马来西亚发展援助的状况。

二、马来西亚援助管理和援助政策体系

20 世纪 80 年代，马来西亚开始发展援助及南

南合作，通过培育和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以及呼

吁南部合作议程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自主，其

主要的援助形式是技术援助。上文所提到的马来西

亚技术合作项目（MTCP）是马来西亚最主要的发展

援助项目。
MTCP 的目标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助②。

项目的理念认为基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相似的发

展问题，发展中国家更能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汲

取经验教训。最初，该项目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与

东盟国家及亚洲和南太地区的伊斯兰国家进行技术

合作。之后，MTCP 逐渐扩展其活动范围。到 2011
年，已有 138 个发展中国家参加了该项目的合作活

动，这些国家涉及东盟 （ASEAN）、南亚区域联盟

（SAARC）、其他亚洲国家、北非和西亚、太平洋岛

国、东欧和中欧、非洲、南美、加勒比海等地区。
（一）MTCP的主要内容
MTCP 活动内容主要集中在培训活动方面，主

要包括短期专业培训（不少于 3 个月）、长期学术培

①唐皓：《独立后马来西亚对外关系研究》，暨南大学硕

士毕业论文，2000 年。
②有关 MTCP 的介绍参考马来西亚 MTCP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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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学习访问及实习、派遣专家等①。同时也包括一

些项目类型的援助。
1.短期培训。MTCP 每年提供 89 个课程的短期

培训，由该国 29 个培训机构和政府部门来承办，课

程涉及公共行政管理、信息与通信技术、农业管理、
贸易投资、能源和天然气、健康及图书馆管理等多个

领域。截至 2005 年，共有来自 135 个国家的共约

1800 人接受 MTCP 的短期培训，其中来自东盟的学

员数量最多，学员大多是政府官员。贸易和投资方

面的培训项目，主要由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产业部、
马来西亚产业发展局、马来西亚生产局、马来西亚外

贸发展局负责提供。其中，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产

业部由于其对马来西亚经济增长奇迹贡献主要作用

而为世人所熟知，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国际贸

易和产业部就为最不发达国家组织投资促进方面的

培训会。
2. 长期学术培训。长期学术培训从 1992 年开

始启动，主要是提供硕士、博士学位课程学习。现由

马来西亚大学等 7 所大学承办，专业领域包括经济

学、计算机科学等。
3. 学习访问与实习。学习访问与实习的时间一

般为 1～3 周，所涉及领域较为广泛，通过实地访问、
实际操练、学习交流等方式向学员传授马来西亚在

私有化、公共管理、投资促进、项目管理、农业发展、
消除贫穷等各个方面的经验。该项目的参加人数也

很多，1981～2002 年，共接受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

1398 位学员。
4. 派遣专家。除了提供培训，MTCP 还向非洲

和东南亚国家派出大量的专家。1994~2003 年，总

计有 53 名工程师和技术专家被派往柬埔寨，同时

还有一些专家被派往坦桑尼亚和纳米比亚开展咨询

工作。
（二）MTCP的管理机构
马来西亚政府总理直接管辖下的经济策划局

（Economic Planning Unit of Malaysia，EPU）负责

MTCP，但是从 2010 年 1 月开始，MTCP 活动的管理

和协调工作移交给马来西亚外交部下的 MTCP 部。
MTCP 的经费主要由马来西亚政府提供。另外，经济

策划局有自己的国际合作预算，其根据总理办公室

的有关规定进行使用。这些预算主要用于支付教授

和授课者的工资和参加培训人员的旅费及当地的生

活费。

（三）MTCP双边及三边合作战略
为了进一步扩大南南合作框架下所执行培训活

动的范围和影响力，MTCP 实施三边合作战略，如日

本政府所资助的 3 国培训活动等。其他支持马来西

亚进行南南合作的机构还有亚洲开发银行、伊斯兰

发展银行、世界银行、亚非农村重建组织及亚太经社

委员会。这种三边合作的基本模式是由 MTCP 支付

培训活动的费用，而三边合作组织承担学员的交通

费用。
至于双边合作计划，主要的活动一般和泰国及

秘鲁共同执行，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派遣专家并提供

咨询活动。在马来西亚能够提供培训活动的机构有

90 多家，包括大学、政府部门及非政府组织。
此外，MTCP 意识到本国培训人才资源的有限

性，从而积极地与其他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UNDP）、亚太经社委员会（ESCAP）、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UNIDO）、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JICA）、
科伦坡计划 （Colombo Plan）、英联邦技术合作基金

（CFTC）和亚太地区发展信息计划署（APDIP）等机

构合作提供第三国培训项目（TCTP）。培训内容涉及

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等方面。
（四）MTCP投入规模
马来西亚 MTCP 的援助规模，总体上看，1980~

2010 年，总计投入 61000 万林吉特资金（见表 1），其

中 2006~2010 年 MTCP 资金支出增加 25%。与此同

时，2006 年，马来西亚在南南发展合作中的净支出

为 1600 万美元，占 GNI 的比例为 0.01%，占多边援

助总额的 36%。

①张曙光：《MTCP 项目及马来西亚图书馆印象》，《中国

图书馆学报（双月刊）》2004 年第 5 期。

表 1 1980~2010 年 MTCP 资金分配情况

（单位：百万林吉特）

年份

1980~1985
1986~1990
1991~1995
1996~2000
2001~2005
2006~2010

资金分配额

45
45
65
95
160
200

注：林吉特：马来西亚货币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经济策划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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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Herizal Hazri and Tang Siew-Mun，“Malaysian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gram：Helping Friends in Need，Emerging Asian
Approaches to Development Cooperation，”Conference Version.
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and The Asia Foundation，2012.

②Yukimi Shimoda，“the Triangle of Hope：Promoting In－
vestment in Zambia through Malaysian Experiences”，jica-ri.jica.
go.jp.

三、马来西亚援助的区域及领域

马 来 西 亚 技 术 援 助 的 区 域 主 要 包 括 东 盟

（ASEAN）、非洲、北非及西亚、南亚、太平洋岛屿、独
联体、非东盟亚洲国家、东欧和中欧、南美、加勒比海

等联盟或区域国家，援助国家的数目已达 138 个，其

中以对东盟、非洲、北非及西亚和南亚的援助为主。
基于地理邻近关系的考虑，东南亚国家仍是马来西

亚发展援助的重点，表 2 显示在接受 MTCP 援助最

多的 10 个国家中有 7 个均在东南亚区域①。在南南

合作中马来西亚向 136 个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其中

位列前 3 位的（按照接受其双边援助的比例）是印度

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向 47 个 SSA 国家提供技术

援助，同时也针对东南亚地区提供一些非技术援助。

人力资源培训是马来西亚国际发展援助的重点

领域。对于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是促进一个国家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因此，MTCP 项目特

别强调人力资源发展。除了开展人力资源的培训活

动，马来西亚还积极执行与其他东盟国家间的经济

技术合作。主要活动包括：1.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泰国增长三角区（IMT-GT）；2.文莱—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东盟增长区 （BIMP-EA－
GA）；3.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增长三角

（IMS-GT）。在这些次区域的合作项目中，主要的合

作领域包括农业发展、能源、工业、基础设施、通讯和

旅游。
近年来，源于马来西亚在南南合作中对非洲的

合作战略，即加强对非洲国家人力资源发展的援助

以及促进双方的政治经济合作，因此，马来西亚也在

努力扩大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以赞比亚为例，

马来西亚政府和日本政府 /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

（JICA） 联合于 2006~2012 年开展名为 Triangle of
Hope 援助项目。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借鉴马来西亚的

经验，帮助赞比亚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从而促进赞比亚的经济发展，最终促进亚洲和非洲

之间的经验分享。其中，马来西亚在这个援助项目

中的援助形式是派出专家，专家的任务是提出建议

以及马来西亚本国经济繁荣的诀窍②。鉴于对借鉴

马来西亚发展经验已达成共识，2004 年，JICA 马来

西亚办公室和马来西亚政府联合向非洲的肯尼亚、
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派出代表团以寻求南南合

作活动的可能性。此外，大量的咨询专家被派往坦

桑尼亚和纳米比亚，包括南非、塞舌尔和毛里求斯等

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均向马来西亚学习为穷人提

供住房的经验。

四、马来西亚对外发展援助的特点

就援助本身而言，马来西亚既是受援国也是援

助国，其 30 多年发展援助的历史，特别是 MTCP 实

施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也会给中国及其他非 DAC
国家提供参考。以 MTCP 为例，马来西亚对外发展援

助的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马来西亚发展援助的规模很小。与 OECD-
DAC 相比，马来西亚发展援助的投入规模微乎其

微。马来西亚每年在 MTCP 的投入在其 GDP 中的占

比不足 0.007%，与 DAC0.7%的目标相去甚远。
其次，马来西亚发展援助主要着眼于人力资本

发展和能力建设，技术援助是主要的援助形式。
MTCP 主要向援助国提供培训和派遣专家，并且培

训活动是在马来西亚举行，项目类型的援助较少，也

不提供优惠贷款。
第三，马来西亚发展援助的区域主要集中于东

盟和非洲国家，同时积极参与南南合作。MTCP 培训

学员中来自东盟和非洲国家的比例最高，同时源于

马来西亚在南南合作中对非洲的合作战略，马来西

亚也在努力扩大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
第四，马来西亚发展援助管理机构的人力资源

质量较高，确保援助有效实施。负责管理 MTCP 的经

表 2 MTCP 排名最高的 10 个受援国（2006 年）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经济策划局（2007）。

排序

1
2
3
4
5

国家

印度尼西亚

缅甸

柬埔寨

越南

菲律宾

排序

6
7
8
9
10

国家

斯里兰卡

泰国

老挝

孟加拉

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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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策划局的工作人员能力很强并且训练有素。这也

是马来西亚发展援助的宗旨之一，即首先要提高公

共部门官员的素质。
第五，马来西亚的发展援助遵循伙伴关系而不

是援助国和受援国的理念，因此，援助主要基于受援

国的需求，同时注重与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合

作。MTCP 基于受援国的需求主要在经济计划和发

展、农业和工业、能源和天然气、医疗、教育、图书馆

管理等方面提供培训，同时意识到本国培训人才资

源的有限性，马来西亚积极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

合作开展培训活动。
基于马来西亚发展援助的特点，包括中国在内

的其他非 DAC 国家可以从其援助理念、援助和本国

经济的关系、援助的重点领域等方面汲取有益的经

验，从而形成和完善本国发展援助的体系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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