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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国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60年间，中国接受过来自不同渠道和不同种类的外来援助。
　　流入中国的外援从数额上看远远低于外资，但是其影响力却不亚于外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外
援的活动不限于经济领域。
在援助原则和援助方式中凝聚了援助者的国力、社会力和文化力。
随着援款流人中国的，除了&ldquo;优惠资本&rdquo;以外，还有援助者的技术、观念和方法。
中国在消化、吸收、借鉴这些技术、观念和方法的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制度革新。
所以，外援工具的力量超出了传统的外交工具。
　　《外援在中国》作者梳理了援华的机构和它们的方式，分析了外援带来的理念、方式和机制的变
迁，评价了外援在&ldquo;中国发展模式&rdquo;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希望有助于解释外援在国际力量
之间相互联系、沟通、帮助、影响的渠道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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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欧洲学会会长，美国布兰代斯大学比较历
史专业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比较社会政策史、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欧洲一体他的政治与历史等。
主要著作包括：《福利的解析》（1999）、《对外援助与现代国际关系》（002）、《欧洲模式与欧美
关系》（2003）、《中欧合作伙伴关系中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2003）、《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2007）等。
　　张浚，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上图右）。
主要研究领域；欧盟治理、欧盟对外关系以及对外援助。
主要著作有《欧洲观念：疆域与认同的历史辨识》、《从亚欧会议看发展国际关系的&ldquo;欧洲模
式&rdquo;》等。
　　张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上图左）。
主要研究领域：欧洲劳动力市场政策、西班牙经济等。
在《欧洲研究》、《欧洲一体化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劳动力市场演变机制
》、《西班紧发展援助合作政策》等论文。
参与撰写1996～2006年间《欧洲发展报告》的南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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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苏方的立场　　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关于经济问题的谈话占用了许多个小时。
米高扬在其最后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中汇报说：他的中国会谈伙伴们，在一般性的政治和政党问题上，
在农民和一般性国民经济等问题上是很内行的。
但是在企业经济方面，他们的知识不够丰富，对工业、运输业、银行业只有一些很模糊的设想。
他们对被没收的资产没有数字，不知道在中国有哪些最重要的外国公司，也不知道它们是属于哪个国
家的。
他们也不拥有外国银行在中国活动的情报。
他们甚至不知道哪些企业属于&ldquo;官僚资本&rdquo;，应予以国有化。
&ldquo;他们的所有经济计划都具有一般方针的性质，没有具体化，甚至对被解放区应控制什么也没有
具体的计划。
他们驻扎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与实际相隔离。
&rdquo;从会谈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什么应作为国家经济基础（大银行、大工业等）掌握在自己手中，
也没有具体的计划。
　　在米高扬看来，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飞机、坦克和贷款，而且更重要的是建设社会主义
国家的基本经验，是制造飞机、坦克的技术，使用和支配贷款的计划。
当1949年4月毛泽东再次向莫斯科提出贷款请求时，他得到的是一种拖延性的回答。
斯大林告诉毛泽东，以货换货是没有问题的，这不需要最高苏维埃的批准，但贷款问题不能由政府自
己决定，因为批准贷款是最高苏维埃的责任，在批准前，还必须由申请国提出一个书面文件。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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