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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 
王经伟 

（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各国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土崩瓦解。赢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开始作为

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它们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一起在国际政治事务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成为处于冷战状

态的美苏双方争相拉拢的对象，双方均出台相关政策对独立后的非洲各国进行拉拢，但是美国政府在肯尼迪总统上台之前对非洲的

一系列政策并没有得到非洲国家的欢迎，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美国和一些非洲国家的关系，甚至将一些国家推到了苏联一方。

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势，肯尼迪总统在其任期内加大了对非洲国家经济援助的规模以期望得到改变，但是最终取得的效果却并不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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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id to Africa during the Kennedy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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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1950s and 1960s，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African countries was surging，and the colonial rule 

of Western countries in Africa collapsed. African countries that won their independence began to appear on the historical 

stage as emerging political forces. Together with the vast number of third world countries，they play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ffairs. They became the objec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and both sides introduced relevant policies to attract African countries after their independence. 

However，a series of policies of the US government towards Africa before President Kennedy came to power were not welcomed 

by African countries. On the contrary，they damag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some African countries to a certain 

extent，and even pushed some countries to the sid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order to reverse this unfavorable situation，

President Kennedy increased the scale of economic aid to African countries during his term in order to make changes，

but the final effect was not i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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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经济援助的背景 
（一）.非洲独立运动及非洲国际地位的提高 

二战结束后，损失巨大的欧洲各国对非洲的控制力量不可避免

的被削弱，民族解放运动在非洲大陆开始兴起，随着各国的民族解

放运动纷纷取得胜利，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开始土崩瓦解。

非洲的独立运动猛烈地冲击了世界旧秩序，赢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成

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新兴力量。而随着非洲独立国家的不断增多，

这些国家在联合国中所占的席位比重也逐渐增大，独立后的非洲各

国是联合国中最大的单一地区群体，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非洲在

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当时的美国应该更

加重视非洲。 

（二）非洲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地缘优势 

非洲大陆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可以为美国发展工业提供丰富

的资源。同时，由于独立后的非洲各国工业基础薄弱，美国还可以

向独立后的非洲各国出口大量的工业制成品。从经济方面看，美国

与刚独立的非洲国家在经济上是互补的，适当的向非洲国家提供经

济援助帮助其发展经济稳定政权，以保证非洲大陆成为美国稳定的

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这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刚独立的非

洲国家也迫切需要其他国家帮助其发展经济。由此，我们不难发现，

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对双方来讲其实是共赢的。 

在地缘上，非洲大陆东西分别濒临两大洋——印度洋和大西洋，

北临地中海。绵长的海岸线上拥有着多的海港，这些海港不仅有着

经济意义，同时还有着军事意义。如果美国能够掌握这些港口，便

可以遏制苏联势力在地中海地区的扩张，对苏联形成有效威慑。此

外，北非和西亚乃至中东地区联系紧密，美国如果与非洲国家发展

好外交关系并且得到它们的支持，那么将有利于美国与西亚乃至中

东地区的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而这样做将进一步扩大美国在

世界的影响力，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处理好与非洲国家的

关系也是很有必要的。 

（三）美苏在非洲的“冷战” 

20 世纪 60 年代，美苏双方的冷战已经愈演愈烈，双方在政治，

经济，军事乃至文化领域展开激烈竞争。双方使用了除直接进行战

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来遏制对方势力在非洲的扩张。刚赢得独立的非

洲各国成为美苏双方争夺的焦点，双方纷纷给予非洲国家援助，对

其进行拉拢，并且采取各种手段互相遏制对方在非洲地区的扩张，

甚至不惜颠覆非洲国家的政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争夺西欧国

家在非洲留下的真空地带美苏在非洲掀起了新一轮的冷战。 

（四）艾森豪威尔对非政策的失误 

在肯尼迪总统上台之前，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对非政策的失误给

美国在非洲的扩张带来了不利影响。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时期，

美国积极支持欧洲盟友镇压非洲独立运动。比如美国援助法国镇压

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向法国提供武器和贷款，美国甚至宣布阿

尔及利亚为法国领土，这些做法严重地损害了阿尔及利亚的主权，

对美阿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产生了严重阻碍。 

此外，美国设立在非洲的军事基地严重损害的非洲国家的主权，

而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并没有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美

国政府与非洲国家签署新的关于军事基地的协议，使得美国能在在

保留使用原有基地的基础上继续设立新的军事基地，这种做法则进

一步的损害了这些非洲国家的主权。比如美国无视利比亚的国家主

权，“在 1954 年与利比亚签订《关于军事基地的协议》，美国能够继

续使用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而在 1956 年美国与刚赢得独立的摩洛

哥进行关于军事基地的谈判时，美国拒绝了摩洛哥的请求，不肯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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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美国位于摩洛哥的军事基地。这种无视非洲国家主权的做法使得

一些非洲国家与美国的关系逐渐疏远。”① 

此外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时期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主要集

中在军事领域，真正的经济援助很少。“在当时美国对非洲的援助中，

有四分之三被分配给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塞俄比亚，美国在摩

洛哥有 5 个空军基地，在利比亚有一个大型军事基地。”②尽管这些

援助耗费了美国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这些援助却没有对美非关系

的友好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五）肯尼迪本人对非洲问题的重视 

在肯尼迪就任总统之前，他就已经表现出对非洲问题的重视，

肯尼迪曾经在美国参议院非洲委员会工作，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并请

教相关专家，肯尼迪发现非洲的形势在非洲各国独立后已经发生巨

大变化，但是美国对非洲的外交政策却没有随之进行调整，这严重

阻碍了美国同非洲国家友好关系的发展。他认为美国必须纠正传统

对非外交政策的失误之处，美国与其镇压非洲的独立运动不如顺其

自然的去支持非洲的独立运动，因为这样可以赢得新兴独立的非洲

国家的好感。他本人曾在参议院发言指出美国在针对阿尔及利亚问

题的处理上是错误的，支持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镇压运动是不可取

的，“肯尼迪为了阿尔及利亚问题，不惜批评一个盟国，从而威胁到

北约的团结，这在当时引起轰动。”③ 

在肯尼迪就任总统之前他就曾指责艾森豪威尔总统对非洲的外

交政策存在着失误。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对非洲外交政策并没有

使美国获得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支持，美国不支持非洲国家独立运动

的做法和长期忽视新兴独立国家的政治诉求使得美国与一些非洲国

家在外交上渐行渐远。而在肯尼迪总统上台之后，为了改变美国国

家威望在非洲下降这一不利态势，他下令加大了美国对非洲各国经

济援助的力度，除此之外他还经常邀请非洲国家领导人前往白宫以

显示美国对非洲的重视。“在 1961 年，应邀前往白宫的非洲领导人

达到 11 人，”④而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非洲国家领导人则很少被

邀请进入白宫。总而言之，在肯尼迪总统上台之前，像他那样重视

非洲的美国总统并不多。在上台之后，肯尼迪总统及其幕僚便开始

着手制定新的对非政策，并且加大了对非洲援助的力度。 

二、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经济援助的具体内容 
（一）粮食换和平计划 

“粮食换和平计划”是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经济援助的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这项援助其实是对 480 号法案的继承和发展。在 1961

年 1 月，肯尼迪总统在白宫成立粮食换和平计划办公室，并且规定

该办公室主任直接对总统负责。“1961 年美国宣布向遭受三年旱灾

的利比亚提供粮食援助，美国政府向利比亚当局提供了 22000 吨粮

食，其中包括 17000 吨大麦和 5000 吨小麦，用来救济利比亚人民。”
⑤同年，美国还对因遭受旱灾而提出援助请求的肯尼亚做出积极回

应。同样是在 1961 年，突尼斯遭受旱灾，突尼斯政府向美国政府提

出援助请求，当年 5 月，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同意援助突尼斯大麦，

小麦，玉米等粮食和饲料，以帮助突尼斯政府应对旱灾威胁，突尼

斯则用第纳尔偿还美国的粮食援助。 

粮食援助不仅仅是单纯的在非洲国家面临自然灾害农业减产的

情况下进行的人道主义援助，它还被用来帮助受援国进行工程建设。

在援助非洲国家工程建设时，美国援助的粮食还被当做工资支付给

非洲的建设工人，比如在 1961 年 5 月 4 日，美国和摩洛哥政府达成

协议，“双方进行一场伟大的粮食换和平计划，两国就一项工程建设

达成协议，具体建设项目包括道路建设和维修，灌溉系统的建设，

水井和水池建设，土地的清理和开发，植树造林等。肯尼迪授权粮

食换和平办公室主任麦戈文负责这个项目。在这项计划中，美国将

要提供价值 1430 万美元的 20 万吨小麦支付受雇于经济发展项目的

20 万工人的部分工资。这 20 万工人将得到全部工资的 50%的粮食。

除此以外的 50%的现金付款由摩洛哥政府提供，美国政府还将提供

额外的 350 万美元的海运费用。计划进行到 1962 年 6 月 30 日。”⑥

美国与刚果政府也曾经达成过类似协议。“在 1961 年 11 月 18 日，

美国政府与刚果政府签订了 480 号公法协定，根据该协定，美国向

刚果提供价值 750 万法郎的农产品用于出售。刚果出售这些农产品

所得的大部分法郎都会在联合国安排下被用来进行工程建设。”⑦ 

粮食换和平计划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人道主义的援助和工程建

设。在肯尼迪总统执政的三年时间里，粮食换和平计划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对非洲的粮食出口从 1960 年的 3300 万美元增加到 1963

年的 2.265 亿美元。”⑧对于美国而言，粮食换和平计划不仅解决了

其国内因粮食产量过剩导致的存储成本过大的问题，而且还拉近了

美国与受援助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对非洲那些受援国家而言，美

国给予它们的粮食换和平计划，不仅仅使他们的国家避免了因为粮

食短缺而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帮助它们稳定了政权；将粮食作为

工资支付给参与工程建设的工人则极大的促进了这些国家工程的建

设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如果

美利坚合众国运输钢轨和派遣工程师来帮助某一个国家修建铁路，

那么美利坚还得运来足够的粮食，这些粮食不但是工人的食物而且

还被当做工资支付给工人。”⑨这种用粮食支援非洲国家进行经济建

设方式其实也是双赢的，接受援助的非洲国家在经济上得到了发展，

而作为援助国的美国，这些粮食其实是美国生产过量的，对美国而

言，这些粮食不仅没有用处相反储存这些粮食还要耗费大量的资金，

将这些粮食支援出去，其实花费并不多，美国付出了很小的代价变

获得了非洲一些国家的好感，而且还不用继续支付高额的粮食储存

费用。此外，向非洲运输大量的粮食还刺激了美国航运业的发展，

由此可见，尽管美国对非洲一些国家进行大量的粮食援助，但美国

并没有损失什么，相反，美国从中获益匪浅。 

（二）对非洲国家基础设施的援建 

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时

至今日，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仍然被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

制约。在肯尼迪总统就任之前，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有相当大的

一部分是有着军事目的的。“在当时美国对非洲援助的总拨款额中，

有四分之三被分配给摩洛哥、突尼斯、利比里亚、利比亚和埃塞俄

比亚……不要忘了，那时美国在摩洛哥有 5 个空军基地，利比亚有

3 个特大军事基地。”⑩在肯尼迪总统就任后，这种情况得到改变。

美国开始大量的向非洲国家进行基础设施的援建。其中包含了交通，

电力，水利设施等项目。比如美国联合欧洲援建喀麦隆的铁路项目，

由美国，欧共体，法国三方提供资金支持，其中美国负担 920 万美

元的贷款，这些贷款被用来购买工程所需要的原材料和设备，协议

规定这笔贷款分 40 年还清。 

但是，美国对非洲的基础设施援建也是有条件的，如达不到美

国提出的标准，那些国家就很难得到美国的援建项目。以美国对加

纳的沃尔特河大坝的援建项目为例，肯尼迪就任总统之后，决定加

大对非洲的援助，其中加纳沃尔特河大坝援建项目就是美国对非重

要的援助项目之一，但却因为一些政治原因很难进行下去。“对美国

来说，加纳中立和民主的承诺是美国对其进行援助的底限，也是美

国对其援助的先决条件。” 由于之前美国政府积极援助欧洲一些国

家镇压非洲各国的独立运动，这使得加纳领导人恩克鲁玛在政治上

更倾向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比如他在 1961 年曾对苏联东欧和中

国进行了访问，在访问苏联期间恩克鲁玛高度赞扬了苏联对非洲各

国独立运动的支持。此外，恩克鲁玛还决定将一些军人派到苏联接

受训练。这些在政治军事上疏远美国的做法使得援建项目一度搁浅，

也正因为这些原因，肯尼迪政府援建加纳沃尔特河大坝的项目遭到

了一些人的反对，肯尼迪被迫对这项援建计划进行延期。 

为了使加纳得到美国的这一援建项目，加纳领导人恩克鲁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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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写信“强调了加纳的中立主义，并且表示支持私人投资。”

同时肯尼迪政府发现一些非洲独立国家都把美国是否援助加纳建设

该项目当做美国是否支持非洲新独立国家在外交上奉行中立主义的

一次实验，一旦这项援建项目失败，一些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可能在

外交上进一步疏远美国，美国可能在对非洲外交上遭受重大挫折。

为了拉近美国与奉行中立主义的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肯尼迪政府

开始认真对待这项援建计划，经过艰难的谈判，双方最终还是签署

了援建沃尔特河大坝工程的协议。“美国通过发展贷款基金和进出口

银行提前支付给加纳 3700 万美元的贷款，而且给予沃尔特铝制品公

司 9600 万的贷款和 5400 万美元的投资。”  

其实美国本不情愿对加纳进行援助，肯尼迪曾经私下对恩克鲁

玛表示过美国对加纳的这项工程援助是勉强的，不信任的。尽管美

国一再宣称其对非洲国家基础设施援建是为了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

济，但是我们仍旧发现这些援助中包含着大量浓厚的政治色彩。在

最初由于加纳在政治上向苏联靠近，美国便将这项援助工程搁浅，

而在加纳表示尊重民主和在外交上保持中立后美国便通过了对加纳

沃尔特河大坝这项水利工程的援建计划。即使是在这项工程的援建

期间，美国也曾将通过削减该项工程贷款的方式来对加纳施加影响。

比如在 1962 年美国削减了 140 万美元的贷款来制裁加纳政府，迫使

加纳在国际正式上保持中立。美国对加纳的沃尔特河大坝的援建项

目使得加纳被迫在外交疏远苏联靠近美国，避免加纳投入苏联的怀

抱，美国成功遏制了苏联在非洲的扩张。 

（三）美国对非洲国家科教事业的援助 

肯尼迪认为在帮助非洲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简单的提供粮食和

援建基础设施显然是不够的，只有帮助非洲国家培养出属于他们自

己的专业人才，非洲国家的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在肯尼迪执政时期，

美国曾帮助非洲一些国家建立和农业技术相关的技校来帮助非洲国

家发展农业。比如美国帮助尼日利亚设立农业技校，“今年事先已经

批准使用 230000 美元的资金用于继续美国和尼日利亚在农业扩展

和培训以及职业教育领域内的技术合作项目。” 此外，美国还对刚

果进行过类似的援助，由一些基金会出面帮助刚果建设农业技术学

校以促进刚果农业发展。建立农业技校对非洲国家农业发展乃至经

济增长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此外，美国还派出和平队来对非洲国家进行技术援助。所谓和

平队，就是由美国政府或相关的组织派出的援助非洲的技术人员。

这些人在非洲扮演者技术顾问的角色，用他们自身的专业知识帮助

非洲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培养相关的技术人才，必要时甚至亲自出

马解决技术问题。在 1962 年，美国大约派出 1500 人的专业队伍前

往非洲。这些专业人才在非洲为当地培养了大量的工农业的技术人

员，为非洲受援国的技术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美国还直接帮助一些非洲国家培养专业人才，其中包括

资助非洲留学生前往美国留学。这一行动得到国际开发署和美国一

些大学的支持，美国的一些大学对非洲国家的学生学费进行减免，

这些学生的日常生活费用则由国际开发署提供。这些非洲留学生在

美国大学开学前甚至会和美国家庭生活一段时间以适应美国的生

活。这些非洲留学生在美国学到知识后再返回非洲把他们从美国学

到的知识带回自己的国家，其中的部分人甚至将直接参与自己的国

家建设。 

美国甚至还直接对一些非洲国家的教育事业进行投资。“1962

年度，美国 31%的发展援助资金投资于非洲教育事业。在 24 个国家

的所有项目包括由政府赠与土地而创建的大学、教师培训机构、技

术教育以及更广范围的成人教育工程。” 以尼日利亚为例，1962 年，

在美国援助下尼日利亚大学完成 14 个实验室教学楼的建设，同时美

国政府还建议尼日利亚政府向学校提供更多的土地和政策扶持以便

使大学得到更好的发展。 

在整个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对非洲科教事业的援助源源不断，

在 1963 年美国甚至向非洲国家提供了 8340 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援助

科教事业的发展。在肯尼迪执政这三年美国对非洲国家科教事业的

援助为这些非洲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这些国家农业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发展。 

三、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经济援助的意义和影响和评价 
（一）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经济援助的意义影响 

对美国而言，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经济援助是利大于弊的。

主观上讲，美国对非洲进行经济援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

益。在经济上看，非洲大陆上这些刚刚赢得独立的国家几乎没有工

业或自身的工业极度落后，而它们却又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

国家可以为美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工业原料；此外，这些国家

人口众多，是美国亟需开发的巨大的商品市场，换言之，这些国家

在经济上和美国是互补的。在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适当的对非洲国

家进行经济援助，向他们提供粮食，帮助它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一些不太先进的技术，这些做法提升了非洲国家的购买力，使

得非洲国家有能力能够进口更多的美国产品，这些做法促进了美国

经济的发展，提升了美国的综合国力，最终美国才是经济援助的真

正受益方。 

在政治上，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了美国与部分非洲国家的关系。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对非洲经济

援助规模明显大于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对非洲国家实行粮食换和

平计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非洲部分国家因粮食短缺造成的人道

主义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在非洲的负

面形象。对非洲一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的长期援建则成功的拉拢了

一些非洲国家，使他们在冷战时期站在美国一方，一些国家比如加

纳为了得到美国对其工程建设上的支持被迫在外交上疏远苏联一

方。因此在政治上看，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也是成功

的，它使得冷战时期美国在非洲与苏联的竞争中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对非洲而言同样是利大于弊

的。在经济上讲，美国的粮食换和平计划成功的缓解了非洲受援国

因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减产而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美国用粮食当做

工资支付给非洲各国工程建设工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国

家工程建设的进度，促进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加快了这些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步伐。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国家在基础设施上进行

援建，客观上看美国援建的基础设施为这些国家之后经济发展打下

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美国为这些国家培养的技术人才则为这些国家

未来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技术铺垫。总之，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这

些国家的经济援助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

献。 

在政治上讲，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帮助这些

国家稳定了政权。粮食换和平计划为这些国家缓解了人道主义危机，

稳定了社会秩序。大量的基础设施援建和贷款则为这些国家经济发

展做出贡献，而经济的发展则进一步巩固了这些国家的政权。此外，

接受了美国经济援助的非洲国家在外交上或多或少都有所转变，为

了得到美国在经济上的支持这些国家或自愿或被迫改变了自己的外

交政策，开始发表声明支持美国的自由与民主，在国际上或保持中

立，或直接倒向美国，疏远苏联。 

在文化上，由于美国大量在科学技术和教育上对非洲国家进行

了大量的援助，受援助的非洲国家在教育及一些与农业相关的技术

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此外，美国还帮助这些国家培养了大量的

人才，推动了这些国家科教事业的进步。 

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规模较大，但是这些援助并

不是根据非洲各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的，这些援助计划和美国的利益

是息息相关的，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进行更多的经济援助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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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非洲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

位。在外交上亲美的国家会得到更多的援助，而一些新独立的非洲

国际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不得接受美国提出的各种附加条件，比如

几内亚，美国表示国会绝对不会提供援助，除非几内亚驱逐国内来

自苏联的技术人员并用美国的人员取而代之；同样，对于加纳沃尔

特河大坝的原件也迫使加纳在外交上和美国走近，迫使加纳疏远了

苏联。总之，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在政治上是有条件

的，它成功迫使一些非洲中立或原本亲苏的国家在外交上疏远了苏

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苏联在非洲的扩张。 

（二）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经济援助的局限性 

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经济援助数量较大，“在 1963 年甚至达

到了 2.522 亿美元，其中有八个国家获得了价值超过 1000 万美元的

经济援助，这 8 个国家接受美国经济援助的总额超过 75%，而其他

的 26 个国家总计才获得总额约为 5400 万美元的援助。但需要注意

的是获得援助超过 1000 万美元的 8 个国家和美国关系比较密切，美

国在它们境内大多设有军事基地，此外，像突尼斯这样在外交上亲

近美国的国家同样获得了超过 1000 万美元的援助。” 美国对非洲

各国的经济援助在数量上差别特别大，存在着不平等现象。 

此外，一些想要获得援助的非洲国家在向美国提出申请援助时，

并没有仔细研究本国的实际情况，盲目的引进美国的资金和援建项

目，在援建工程完成后，因非洲国家科技落后，无力进行维护，导致

很多援建项目并未能真正发挥作用。而美国在对非援助之前并未认真

通过调查了解非洲国家的真正援助需求，在之后的对非援助过程中浪

费了大量资源，比如“美国盲目的增加了和平队的数量，导致很多志

愿者在非洲供大于求无事可做 ，这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 

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主要集中在与美国关系

比较密切的几个国家，此外，在对非洲的援助过程中强迫一些国家

转变外交立场，使得一些国家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建项目不得不在政

治上表明态度，发表疏远苏联的言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干涉了非洲

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引起了一些非洲国家的不满和反感。 

最后，从实质上看，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其实是

美国外交的工具，通过对非洲国家提供粮食，援建工程，培养技术

人才，以赢得非洲国家的好感，并以援建工程和贷款迫使部分非洲

国家转变外交立场，以上种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和一些

非洲国家的关系，扩大了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

遏制了苏联势力在非洲大陆的扩张，因此，我们可以将肯尼迪时期

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看作是它冷战时期在经济上实行的一种战

术，同时也可以将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视为美国全球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成功的拉近了美国和

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为之后美非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美国政府在对非援助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冷战味道浓重，但

是不可否认，肯尼迪时期美国对非洲经济援助对刚刚独立的非洲各

国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是

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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