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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多边贸易体制面临诸多困境，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已成为关

键力量。在FTA中，对外援助技术条款作为新兴且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促进贸易实质公平、助力缔约

方能力建设意义非凡。本文旨在对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对外援助技术条款进行多维剖析，深入挖掘其在实

现贸易公平、推动缔约方能力成长方面的巨大价值。同时，结合中国对外援助技术条款的实践与困境，

构建中国方案，以期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舞台上找准定位，更好地应对贸易摩擦，提升贸易伙伴的

协同发展能力，为构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全球经济秩序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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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the multilateral trad-
ing system is facing many challenges, and 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 have become a key 
force. In FTA, foreign aid technology clauses, as an emerging and important component, are of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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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substantive fairness in trade and assisting in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con-
tracting parties. This article aims to conduct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he foreign aid technical 
provisions in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deeply explore their enormous value in achieving trade 
fairness and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contracting parties’ capabilities.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practice and difficulties of China’s foreign aid technology terms, a Chinese plan is constructed to 
help China find its position on the stag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 making, better 
cope with trade frictions, enhance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trading partners, and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and solutions to building an open, inclusive, balanced, and inclusive 
global economic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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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中，多边贸易体制曾是国际贸易秩序的基石，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

心的多边贸易谈判，致力于为各国搭建公平、自由的贸易平台，推动全球经济的协同发展。然而，近年

来这一体系面临着诸多困境，多哈回合谈判长期陷入僵局[1]，各方在农业补贴、市场准入等关键议题上

难以达成共识，致使谈判进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也悄然笼罩，部分国家为保护本

国产业，频繁挥舞关税大棒，设置各类非关税壁垒，使得国际贸易环境愈发复杂严峻。在此背景下，区

域自由贸易协定(FTA)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重塑国际经贸规则的关键力量，其中，技术援助条款作为

新兴且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促进贸易实质公平、助力缔约方能力建设意义非凡。 
近年来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学术研究，在经贸规则重构、成员国经济效应评估及特定领域条款分析

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技术援助条款的系统研究尚未形成独立的体系。技术援助作为提升缔约方

规则实施能力的关键制度设计，在 RCEP、CPTPP 等新一代高标准协定中均被纳入“合作”或“能力建

设”章节，但其法律定位与功能尚未获得充分理论阐释。近年来对技术援助的探讨主要存在于两个层面：

其一，在国际发展合作研究中，技术援助被定性为提升受援国治理能力的外部干预工具，其效能受政策

环境、学习能力等因素调节；其二，在 FTA 文本解读中，技术援助条款常被归类为程序性合作安排，但

较少有深入研究其法律构造与执行效果。尤其缺乏对条款差异化设计的分析，以及其如何响应不同发展

水平缔约方的需求。 
技术援助条款在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虽极具潜力，但遗憾的是，其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认知与重视。

当前学界对技术援助的探讨多聚焦于国家政策的历史沿革或宏观战略层面，鲜少深入剖析自由贸易协定

文本中的技术援助条款细节[2]。深入研究技术援助条款，不仅有助于挖掘其在实现贸易公平、推动缔约

方能力成长方面的巨大价值，更能为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舞台上找准定位，使其在全球贸易治理中

发出更为有力的声音。通过精准把握技术援助条款的内涵与运用，中国能够更好地应对贸易摩擦、提升

贸易伙伴的协同发展能力，为构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全球经济秩序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2. 对外援助技术条款的内涵与国际法基础 

(一) 对外援助技术条款的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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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援助技术条款作为国际合作中的关键要素，是以技术为核心驱动力，旨在促进受援国发展的非

财政援助安排[3]。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技术援助涵盖了由国际或当地专家提供的多元非财政

支持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信息分享、专业知识传授、实践指导、技能培训、工作经验交流以及技术数据

转让等。在实际操作中，技术援助常通过派遣专业技术团队深入受援国，依据当地资源禀赋与发展需求，

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如在农业领域，专家依据土壤、气候条件，为农民传授先进种植技术、灌溉方法，助

力农产品增产提质；在医疗保健范畴，通过培训医护人员、援建医疗设施、分享疾病防控经验，提升受

援国医疗服务水平，守护民众健康。 
与资金援助、物资援助相比，技术援助有着本质区别。资金援助侧重于提供货币支持，缓解受援国

财政压力，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等领域，但资金使用效益依赖受援国自身规划与管理能力，若

运用不当，易引发资金挪用、项目烂尾等问题。物资援助直接输送生活、生产物资，能解燃眉之急，如在

自然灾害后提供食品、帐篷，或助力农业发展的农资农具，但多为短期救急，缺乏长效赋能。技术援助

则聚焦知识技能传递，类似“授人以渔”，从根源上提升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助力产业升级、人才培

育，为长期发展筑牢根基。且技术援助实施通常需援助国、受援国、国际组织及专业机构多方协同，整

合资源，依据受援国复杂多样的国情与需求，定制个性化方案，确保援助精准落地，激发可持续发展活

力。 
(二) 对外援助技术条款的国际法依据 
在国际法律体系中，诸多国际条约与协定为对外援助技术条款筑牢了坚实根基。《联合国宪章》宗

旨明确指向促成国际合作，以化解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的难题。依据宪章精神，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积极统筹协调，推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先进技术，保障民生福祉。世界

贸易组织(WTO)相关协定也是技术援助上的关键一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协定)规定，

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助其构建与协定要求相符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确保技术援助沿着促进公平贸易、保障知识产权合理运用的航道前行。区域贸易协定更是结合地缘特色

与区域需求，为技术援助量身定制规则。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聚焦亚太地区经贸合

作，在海关程序、电子商务等多领域嵌入技术援助条款，促进区域内产业链协同升级。 
平等原则是对外援助技术条款的基石，强调各国不论大小、贫富，在国际舞台上均享有平等地位与

权利。在技术援助进程中，援助国必须充分尊重受援国，杜绝任何形式的干涉与操控。不干涉内政原则

为技术援助的纯粹性提供保障。技术援助应聚焦受援国发展需求，远离政治操弄与不当附加条件。部分

西方国家曾在对外援助中，借技术援助之名，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强行植入西式政治理念与制度模式，

引发受援国社会动荡、发展受阻。国际合作原则紧密联结各国在技术援助领域的力量。面对全球性挑战，

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单凭一国之力很难应对。各国需依托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定框架，汇

聚技术、资金、人才资源协同攻关。 

3. 主要自由贸易协定中技术援助条款的比较分析 

(一) RCEP 与 CPTPP 技术援助条款剖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作为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关键支柱[4]，其技术援助条款广

泛分布且深度融入诸多章节。在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章节，技术援助聚焦于提升成员方海关官员的专

业素养，通过培训使其熟练掌握现代化查验技术，优化货物通关流程，减少贸易耽搁；在卫生与植物卫

生措施章节，着力于协助发展中成员构建科学严谨的检验检疫体系，分享疫病防控前沿知识，确保区域

内农产品贸易安全无虞；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章节，技术援助旨在推动成员间技术标准的协

调统一，助力企业跨越技术壁垒，如开展标准互认培训，促进区域产业链的顺畅衔接。电子商务章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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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技术援助的重点发力领域，协定鼓励各方携手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制数字化转型方案，涵盖电商平台搭

建、线上营销技巧传授等，激发中小企业在数字经济浪潮中的活力，为区域贸易注入新动能。RCEP 的技

术援助机制设计体现出实用主义导向和渐进式整合的特点。其条款并非集中于单一章节，而是广泛嵌入

海关程序、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标准与技术法规、电子商务等核心经贸章节。这种分散布局使其援助

活动能紧密对接具体的贸易便利化与规则实施需求。这些条款紧密围绕经济与贸易核心领域，充分考量

了亚太地区成员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现实状况。既着眼于短期的贸易瓶颈突破，又兼顾长期的产业升级

需求，以技术援助为杠杆，撬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大局，力求在复杂多元的区域经济格局中，为各成

员开辟一条通向繁荣的共赢之路。 
RCEP 框架下，技术援助的参与主体呈现多元协同态势。政府无疑是主导力量，凭借政策引导、资源

调配，为技术援助搭建坚实平台。各国政府依据协定，结合自身优势领域，制定援助计划。中小企业同

样活跃其中，凭借其对市场需求的敏锐感知，反馈一线信息，参与技术交流与合作项目。部分科技型中

小企业将自身创新成果与合作方共享。此外，商务环境委员会则担当协调枢纽，统筹各方资源，疏通援

助流程梗阻，确保援助精准高效落地。在援助形式上，RCEP 展现出多种实践路径。信息共享是基石，借

助线上线下平台，成员间实时交流贸易政策动态、市场趋势洞察，为企业决策提供精准导航；技术培训

深入产业肌理，针对不同行业需求，定制课程体系，从传统制造业的精益生产培训，到现代服务业的数

字化服务技能提升，全方位赋能从业者；开展联合研究项目则着眼于攻克共性难题，如新能源领域的联

合科研攻关，整合区域科研力量，加速技术突破转化，为区域产业升级筑牢根基。这些参与主体与援助

形式相互交织，凝聚成推动 RCEP 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技术援助条款同样广泛分布于协定各处，但其在核

心“合作与能力建设”章节概括性地明确了各领域合作方向与重点[5]。相较 RCEP，CPTPP 的技术援助

触角进一步向社会、公共安全等多元领域延伸[6]。在教育领域，推动跨国学术交流、联合培养人才项目，

如设立奖学金鼓励学生跨境深造，促进知识共享与文化交融；文化层面，支持传统手工艺传承、文化遗

产保护合作，举办国际文化节增进相互理解；灾害风险管理领域，构建联合预警机制、分享应急救援技

术，在地震、海啸频发区域强化协同应对能力，为区域稳定发展筑牢根基。CPTPP 的技术援助机制展现

出更强的规则驱动性。除了在具体章节嵌入援助条款外，其显著特色是在核心的“合作与能力建设”章

节进行了纲领性规定，并设立了多个专职专责的委员会，确保技术援助能够系统性地服务于协定各项标

准的落地实施。且其参与主体也更加多元，虽然政府仍是主导，但更强调实体企业深度参与产业链技术

合作，并鼓励私人部门、国际组织等多方力量的加入。 
从涵盖范围上来看，RECP 侧重于经贸领域，聚焦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电子商务、

竞争、中小企业等核心经贸议题，旨在通过技术援助打破贸易壁垒，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高效协

同，提升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水平。具体而言，RCEP 技术援助条款深度融入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卫

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等经贸核心领域，如在海关程序中聚焦提升成员方海关官员对智能扫描设备等现代化

查验技术的掌握，通过培训优化货物通关流程，在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中针对东盟发展中成员构建检验

检疫体系提供禽流感防疫等疫病防控技术分享。而 CPTPP 领域广泛多元，不仅涵盖经贸关键环节，更向

教育、文化、性别平等、灾害风险管理等社会民生与公共安全领域深度拓展，例如在灾害风险管理章节

要求环太平洋国家建立地震联合预警机制，在性别平等章节推动加拿大为墨西哥女性提供数字技能培训

等就业技术支持等。从参与主体上来看，RECP 以政府为主导，发挥政策引领与资源调配优势，中小企业

积极参与信息反馈、技术交流，商务环境委员会统筹协调，如该委员会整合资源推动中国对老挝的农业

技术援助项目，中小企业也积极参与技术交流，保障援助流程顺畅。CPTPP 呈现多元融合态势，政府宏

观统筹，实体企业深度嵌入产业链各环节，输出技术、分享经验；私人、国际组织、捐赠者广泛参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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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资金、物资、人力等多元支持，如世界银行与澳大利亚合作，为秘鲁提供清洁能源技术援助专项贷款

并联合实施光伏电站建设技术培训。从援助形式上来看，RECP 形式多样，通过信息共享、技术培训、联

合研究项目等形式进行技术援助。CPTPP 在 RCEP 基础上更为丰富，除常规形式外，还增设专门委员会

落实援助，如中小企业委员会定制帮扶方案、组织国际研讨会促进深度交流、建立合作框架、对话机制，

强化长期合作纽带。从执行机制上来看，RECP 技术援助条款与其他章节融合度稍欠，多集中于“合作”

章节，由商务环境委员会统一负责落实，易出现职责集中、协调难度大等问题，且缺乏对执行过程的精

细化监管，一定程度影响援助效率与效果。CPTPP 针对不同领域设置专职专责委员会，分工明确，各委

员会对援助项目从规划、实施到监督全程负责，且有详细程序规范，确保执行到位、责任到人，极大提

升援助精准度与落地成效[2]。从制度与理念看，RCEP 由东盟主导，充分考量成员发展水平差异，如对

柬埔寨等最不发达国家设置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援助过渡期，允许其在 5 年内逐步落实相关要求，体现“渐

进式发展”理念，中国对越南纺织业的技术援助聚焦现有设备升级，以低成本帮助其提升产能，契合当

地制造业发展阶段；而 CPTPP 脱胎于 TPP，以高标准规则为导向，如新西兰要求秘鲁在渔业技术援助中

同步采纳其可持续捕捞标准，推动区域规则统一，墨西哥加入后在美国施压下接受知识产权技术援助，

却因本土创新能力不足导致技术依赖，凸显“高标准规则倒逼改革”背后的潜在挑战。 
(二) 技术援助困境分析 
在对外援助技术的实践中，技术适应性问题一直是棘手难题。以非洲农业援助为例，部分援助项目

在实施初期，因未充分考量非洲当地独特的土壤条件、复杂多变的气候模式以及迥异的种植习惯，致使

技术应用遭遇重重困境。一些源自温带地区的先进种植技术，被直接移植到非洲热带草原气候区，却因

无法适应高温多雨、干湿季分明的气候特点，出现种子发芽率低、病虫害频发等问题。在灌溉技术引入

方面，若未结合当地水资源分布不均、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采用过于依赖大型水利设施、需稳定电力

供应的灌溉模式，不仅难以有效灌溉农田，还会因高昂的建设与运维成本，让受援地区不堪重负，造成

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技术转移绝非简单的“复制粘贴”，必须扎根当地实际，深入调研、精准适配，

方能让技术落地生根，释放发展潜能。 
可持续性困境是对外援助技术落地后面临的关键瓶颈。诸多援助项目在初期凭借资金、技术注入，

能迅速点提升援地区技术发展水平，但援助结束后，常陷入技术难以为继、发展依赖难摆脱的困境。如

部分非洲国家在接受农业技术援助后，短期内粮食产量确有提升，可一旦外援技术团队撤离、后续资金

断流，因当地缺乏自主研发改良能力、技术推广体系不完善，先进农业技术无法持续优化更新，产量旋

即回落。此外，一些工业援助项目，受援国长期依赖进口零部件、技术服务，未能建立本土产业配套与

人才梯队，援助企业一旦减少投入，生产线便面临停工风险。因此，援助方在项目规划伊始，就应将可

持续发展理念贯穿全程，强化本地技术研发、人才培养与产业孵化，构建自主发展内生动力机制，确保

援助成果经得起时间考验，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蜕变。 

4. 中国对外援助技术条款的现状与完善建议 

(一) 中国对外援助技术条款的实践与困境 
中国对外援助历经多年发展，已构建起一套相对完备的政策法规体系，为技术援助的规范化、科学

化实施筑牢根基。《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作为对外援助工作的纲领性文件，系统阐述援助理念、政策

目标与实施路径，明确技术援助在推动受援国发展中的关键角色，为各领域技术援助项目提供宏观指引。

《对外援助管理办法》从项目立项、实施、监督到评估全流程细化管理规范，确保技术援助项目有序推

进。部门规章层面，《对外援助标识使用管理办法》强化品牌标识管理，提升援助项目辨识度与公信力；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行政复议实施办法》为监督执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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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依据，确保援助活动依法依规开展；《对外援助项目咨询服务单位资格认定办法》严把服务单位准

入关，筛选优质专业力量参与技术援助，从多维度为对外援助技术条款落地保驾护航，推动中国对外援

助事业行稳致远[2]。 
中国对外援助技术条款实施成效斐然，在经贸领域，技术援助为受援国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以

对非洲国家农业技术援助为例，通过引入先进种植、灌溉技术，助力当地粮食产量显著提升，部分国家

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农产品加工产业蓬勃兴起，带动就业与贸易增长，拓展中国与非洲国家经贸合作深

度广度。国际交往层面，技术援助成为巩固友好关系的坚实纽带，如在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援建中融入

技术培训、标准共享，展现大国担当，赢得国际赞誉，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然而，实践中亦面临诸多挑战。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我国对外援助技术

条款在这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面临诸多挑战，外部压力从不同维度纷至沓来。以半导体领域为例，当

我国欲向受援国提供涉及先进半导体技术应用的项目时，如智能电网、数字化医疗设备等领域的技术援

助，因无法获取最新半导体技术，致使项目技术水平受限，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受援国原本期待借助我

国援助提升产业技术层级，也因技术封锁无法如愿，甚至可能对我国援助能力产生质疑，削弱双方合作

信任基础，给后续援助项目推进蒙上阴影，地缘政治因素导致的技术瓶颈成为横亘在我国对外援助道路

上的巨石。 
国际援助领域长期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形成一套相对固定且带有西方价值观烙印的援助标准体系。

在环境与劳工标准方面，西方援助常捆绑严苛条件，要求受援国短期内达到发达国家水准，如碳排放标

准、工人权益保障细则等。与之相比，我国援助标准立足受援国实际发展阶段，注重循序渐进、力所能

及推动改善。这种差异在实践中引发适配难题，当我国参与国际多边援助项目，或受援国同时接受多方

援助时，不同标准并行易使受援国陷入执行困境，极大影响援助效率与成效，阻碍对外援助技术条款顺

畅实施。 
我国虽在诸多领域技术成果丰硕，但转化为对外援助适用技术存在堵点。一方面，部分高新技术因

受援国基础设施、人才储备短板难以落地，另一方面，传统优势技术在“接地气”应用上有待优化，例如

我国农业技术在国内精耕细作模式下成熟，但非洲土地广袤、农业经营粗放，需因地制宜改良，如农机

具需适应大农场规模化作业、耐旱品种选育要结合当地气候土壤，否则援助效果大打折扣。 
现阶段我国对外援助缺乏一部高位阶、系统性的基本法[7]，现有规范多为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效力层级低，权威性不足。《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虽对援助流程、主体职责有所涉及，但条款笼统，实操

性欠佳。在技术援助细化规定上存在空白，对新兴技术援助领域如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的规范缺失，难

以为实践提供精准指引。此外，对外援助国内法与国际法衔接不畅，国际条约、协定中的技术援助规则

难以及时转化为国内法适用标准，易引发合规风险，阻碍对外援助技术交流深入拓展。 
对外援助涉及外交部、商务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等多部门，职能交叉、分工模糊现象突出。在

技术援助项目实施中，常出现部门间信息不畅、推诿扯皮问题。在监管层面，偏重资金使用、项目进度

审查，忽视技术适应性、成果可持续性评估，难以及时发现技术援助落地的深层次问题，无法为后续优

化提供精准反馈，制约援助质量提升，影响对外援助长远效益与国际形象塑造。 
(二) 我国应对对外援助技术条款挑战的策略 
对外援助技术条款的设计优化是提升援助成效、彰显大国担当的关键环节，需精准锚定目标，全方

位拓展多元形式，紧密贴合国际规则与受援国需求，打造科学、高效、可持续的援助范式。首先，我国应

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布局与受援国发展规划，深度融合“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宏伟蓝图，精

准锚定技术援助目标。一方面，强化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的技术协作，结合我国新能源

产业蓬勃发展优势，为受援国量身定制绿色能源技术援助方案，推动当地能源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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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针对受援国发展瓶颈，精准发力重点领域。对于农业依赖型国家，派遣顶尖农业专家团队，

引入智慧农业技术，从精准灌溉、无人机植保，到农产品深加工全链条赋能，提升粮食产量与附加值；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对具备一定基础的新兴经济体，分享 5G 应用、电商运营、数字政务管理经验，培育

新经济增长点，以技术援助为杠杆，撬动受援国经济增长，实现双方协同共进。 
其次，强化国内支撑体系宛如构筑对外援助技术条款的坚固基石，从法律规制、人才储备到资金保

障等多维度协同发力，方能为对外援助技术条款的顺利实施、落地见效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全方

位提升我国对外援助的质量与效能。 
我国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对外援助法律法规体系，

对现有《对外援助管理办法》提档升级，制定高位阶的对外援助基本法，细化技术援助条款，明确技术

标准、产权归属、争端解决等关键内容[7]。针对不同援助领域、受援国特点，配套出台专门实施细则，

如在医疗卫生援助领域，规范医疗设备捐赠、医护人员派遣流程及资质要求；在农业技术援助方面，明

确良种推广、农技培训的操作规范，确保技术援助各环节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对外援助技术条款落

地生根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保障援助工作规范、有序、高效推进。 
此外，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援助规则的制定，主动提出契合发展中国家需求的中国方案。例如，在

技术援助透明度议题上，倡导建立分层级、渐进式信息披露机制，既保障受援国知情权，又兼顾援助国

技术保密、项目推进节奏。在国际援助中，与其他援助方携手共进至关重要。与传统援助大国如美国、

欧洲国家交流，虽存在理念差异，但可聚焦共同目标，结合各方优势资源，提升援助效率，与新兴援助

力量如韩国、印度等，基于相似发展历程与经验，探索联合援助模式，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增效，拓宽对

外援助技术条款实施路径，为全球发展注入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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