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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后期，美国面临日益增长的对外经济援助需求与严重国际收支

失衡所造成的两难困境。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肯尼迪政府提出了援助负担分担政策，并推

动形成了国际援助体系。美国的这些举措对日本外援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美

国迫切需要并采取切实措施敦促日本分担其在东亚的援助负担，使得日本的对外援助一

开始就向东南亚倾向；另一方面，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援助体系形成之后，作为开发援助委

员会的正式成员，日本的对外援助在援助数量和质量方面都需满足相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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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美－日两国的对外援助发展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对于

美国而言，其外援重心从军事援助转向经济援助，并且通过提出援助负担分担政策，推动

了国际援助体系的形成。对于日本而言，继战争赔偿之后，经济援助成为其经济外交战略

中的重要一环，其对于日本经济的崛起、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重建及日美同盟的巩固都发

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本文主要依据《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及日本外务省绿皮书《我国

外交的近况》中的相关资料，对６０年代美国外援政策的调整及其与日本对东南亚外援政

策的关系进行梳理，认为日本对东南亚经济援助是在美国推动下开始的，日本增加对东南

亚的援助和美国减少在东南亚的援助呈互补态势，通过这种互补，进而实现了日－美远东

战略的部分换肩。

一、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援助体系形成

二战后，英法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衰弱了，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

国际舞台，并立刻成为美苏角逐的新战场。美－苏都致力于通过经济手段，例如扩大与第

三世界国家的经贸联系，向这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等方式，争夺第三世界中间地带。

１９５６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报告指出：“当我们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

义两种体系的竞赛中社会主义体系必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这绝不意味着胜利将通过社会

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进行武装干涉来实现。我们确信 共 产 主 义 胜 利 的 根 据

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①确实，在短短十几年

的时间里，作为被资本主义世界包围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迅速发展成为仅次于美

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走完了西方国家通常要走上百年的道路。这一成就对于第三世

①《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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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新兴国家而言，无疑充满了吸引力。这些国家渴望实现独立之后，在原有薄弱的基础上迅速实现现代

化，苏联模式向它们展示了这种可能性。因此，赫鲁晓夫才自信地宣称：共产主义可以不通过战争而赢

得全世界！

美国对苏联带来的威胁感到忧虑，并且意识到如果不通过经济手段与苏联开展竞争，那么美国将无

法引导这些国家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和政治经济体制。正如当时学者所言，贫穷和落后是产生共产主

义的根源，而给落后国家人们过较好生活的希望并消除贫穷与落后，是跟共产主义竞争并击败它的最好

办法①。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调整其对外援助政策。１９６１年８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划时代的《对外援

助法》，确立了经济援助的主体地位。之后自１９６２年至２００１年，美国经济援助始终稳定地居于美国外

援体系中的首要位置，所占年均比例高达６６．７％②。

然而，５０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经济存在巨额国际收支逆差问题。“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美国的国际收支

逆差年 均 为３８亿 美 元，二 年 逆 差 累 积 超 过１１０亿 美 元，是 战 后 美 国 黄 金 储 备 高 峰 期 时 黄 金 储 备 的

４５％。”③面临这种经济困境，美国国内反对外援情绪不断增长，外援拨款预算在国会通过的难度也不断

增加。１９６２年肯尼迪总统提出４９．６亿美元的外援拨款规模，而国会最后只答应给与３９亿的拨款，一

下子削减了提案的２０％金额。１９６３年肯尼迪总统提出３６亿美元的外援拨款要求，国会最后只给予３０
亿美元的拨款额④。

既要加大外援力度，手里又缺乏资金。美国开始改变以往独家承担西方阵营大部分对外援助和防

务开支的做法。１９６０年，美国对外经援占西方国家对外经援的６０％⑤。１９６１年美国的防务开支占本国

国民生产总值 的 比 例 为１０．３６％，而 同 时 期 的 英、法、联 邦 德 国 等 其 他 九 国，这 一 比 例 值 平 均 只 有

５．４２％⑥。美国将本国美元外流和国内严重赤字的原因归咎于美国长期承担了在外援和防务开支的不

合理的比重。因此，美国提出，出于保障西方世界安全和利益的目的，欧洲盟国及日本必须公平承担起

在对外援助和防务开支中的相应份额。

在美国的力促下，１９６０年１月“发展援助集团”（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ｒｏｕｐ，简称ＤＡＧ）成立起

来，其成员由美、英、法、日等９个主要援助国和欧洲体（ＥＥＣ）组成。次年３月，美国代表团倡议提出的

各成员国分担援助负担政策被通过：“第一，较富国相应承担较大比例；第二，各国承担经济援助的份额

必须联系其承担共同防务的份额来考虑；第三，考虑到各国收支平衡状况，有持续支付剩余的国家，应以

非束缚形式向欠发达国家提供援助，有收支平衡赤字的国家，则以束缚形式提供援助。”⑦１９６０年９月，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成立，下属三个委员会，其中的开发援助委员会负责商议各国开发援助问

题，制订有关开发援助的规定和标准并协调督促其实施。
援助负担分担政策的提出与开发援助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国际外援体系开始形成并渐趋制度化。

在《１９６３年外援法》里，美国正式写入了敦促各国分担“援助负担”的要求：“（美国总统被授权）敦促自由

世界的其他工业国增加援助，并对援助形式和条件加以改善，从而使各国公平分担对自由世界有利的共

同事业的负担。”⑧。

二、美国敦促日本开展东南亚经济援助

美国要求其盟国为发展援助作贡献、分担援助“负担”，重点施压的对象是联邦德国和日本。日本军

事开支相对较小，是战后美国负担自由世界共同防务的主要受益者，因此被认为特别有义务在增加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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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华：美国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

方面支持美国。“美国屡次要求日本自觉加强其防卫力量，加强分担美日共同防卫经费的力度，并对亚

洲非共产主义国家提供多种开发和发展援助。”①

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１日，美国公布了题为“美国对日政策”的ＮＳＣ６００８号文件。这是继ＮＳＣ５５１６号文件

之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另一纲领性文件，指出“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在对亚非诸多新出现的欠发达国

家的经济援助方面也具有巨大潜力。”应该“鼓励日本政府以私人工业企业、自由世界的国际组织以及双

边的政府项目等方式增加对欠发展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同时也应该将日本的援助（包括赔款）都考

虑到美国援助第三国的项目中，在这一总体框架中，与日本合作。”②这一文件表明，美国希望日本在美

国统筹规划之下增 加 对 东 南 亚 的 援 助，换 言 之，美 国 希 望 日 本 通 过 增 加 对 外 援 助 来 配 合 其 东 亚 遏 制

战略。

１９６１年，日元贷款的实施机关“海外经济协力基金”（ＯＥＣＦ）成立，１９６２年“海外技术协力事业团”

成立，日本进出口银行的业务范围也有所扩大。但此时期日本对外援的态度，与其说是积极地提出方

案，倒不如说是采取了观望发展中国家的动向以应对的被动态度。面对联合国贸发大会多次通过的关

于发达国家各国应努力做到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１％用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包括ＯＤＡ、ＯＯＦ
和ＰＦ）的要求，日本政府的反应，在发达国家中属于最消极者③。

情况在越南战争升级和扩大之后有所改变。美国越来越迫切要求日本加大对东南亚各国的援助，

部分代替承担美国的援助责任，从而帮助稳定亚洲的“自由阵营”。“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国会授权约翰

逊总统可以不受国会限制对越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１９６５年２月，美国军用飞机开始轰炸越南北部。

３月，驻日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南越岘港登陆，并一再增派美军。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和扩大，美

国实力被极大消耗，美国公众对援助和整个亚洲的兴趣日益冷淡，这也使得美国更加需要“自由世界的

盟国”接替其某些战略任务。况且从１９６５年开始，美日贸易地位发生逆转，日本从逆差国变成顺差国。

因此，美国政府更有理由要求日本增加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援助，并分担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开支。

１９６５年底，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在日本访问时说：“美国极力鼓励日本参与到世界事务之中，并

特别认识到日本在亚洲所具有的独特作用。”④“为了保障亚洲安全，日本应发挥领头羊作用，通过经济

合作建成‘弹性壁垒’”，他为了激励日本，更提出了“对亚洲的经济开发要在亚洲国家的主导之下进行”

的口号。具体到援助而言，美国希望日本在向欠发达国家提供援助方面承担更大的份额，并在国际援助

体系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日本经济援助的条款应得以改进，日本的主要援助对象应该是亚洲国家⑤。

来自美国方面越来越大的压力使得１９６４年１１月上台的佐藤内阁不得不积极追随美国的思路。１２
月，佐藤荣作在访美期间一再表示：“亚洲的战略防御线已扩展到越南。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将对东

南亚的和平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对于美国的越南战争政策，日本将给与积极支持和配合。日本曾向

以１５０万美元的成本向越南派遣了一个医疗小组及提供其他非军事援助，日本将继续尽最大努力通过

这些方式提供合作。”⑥

在开始加大对外援助的力度的同时，日本将援助重心进一步向东南亚倾斜。在日本１９６５年度的日

本政府的外交蓝皮书中写到：“为了有效地进行经济援助，日本有必要根据各对象国的实际情况，研究最

有效的援助内容和方式。”并着重指出，“日本对亚洲的经济援助”，应“综合地探讨今后的长期政策”⑦。

佐藤内阁的外相椎名悦三郎也表示：“政府充分考虑了联合国贸易开发会议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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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ＵＳ，１９６４－１９６８，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２，１９６５．ｈｔｔｐ：／／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ｆｒｕｓ１９６４－６８ｖ２９ｐ２／ｄ４２．
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 （第９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ｇａｉｋｏ／ｂｌｕｅｂｏｏｋ／１９６５／ｓ４０－１．ｈｔｍ＃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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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对日本加强援助的要求，正在以国民收入１％为目标，在国力允许的范围之内，
进一步扩大对以亚洲为中心的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及技术援助，为南北问题的解决发挥建设性的作

用。”①这表明佐藤内阁决心从增加对亚洲各国的经济援助入手，在援助上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以满足

美国及国际社会的要求以及日本经济发展需要。日本扩大对东南亚援助的主要制度性措施是召开东南

亚经济开发部长级会议和建立亚洲开发银行。
在１９６５年４月于霍普金斯大学演讲时，约翰逊总统提出了“东南亚计划”（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对此，西方各国反应冷淡，唯有日本立即做出反应。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在讲演中提出要召

开东南亚经济开发部长级会议，表示“在推进亚洲外交之际，重要的是日本必须对亚洲各国的经济开发

提供积极的援助”②。在日本的积极活动和精心筹划下，１９６６年４月６日至７日，第一次东南亚经济开

发部长级会议在东京召开，与会国家几乎都是清一色与越南战争有密切关系的国家。作为这一地区的

唯一发达国家和会议的主办者，日本首次表示将尽快达到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所提出的以国民收入的

１％作为援助的目标，并答应大幅度增加对东南亚各国的援助。日本提议召开东南亚经济开发部长级会

议的目的，是要将这个会议作为开发东南亚的决策机关，并引导美国援助资金的流向。在同年１２月６
日召开的东南亚农业开发会议上，日本答应：为了援助东南亚各国的农业开发，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经

济援助，并通过在亚洲开发银行设立农业开发特别基金，对东南亚各国实施农业援助。此外，日本还答

应在曼谷和新加坡设立东南亚渔业开发中心，对东南亚国家实施渔业开发援助。美国高度评价日本的

这种积极的东南亚政策。
日本的另一积极举措是筹建亚洲开发银行。１９６６年２月，亚洲开发银行正式成立，渡边武被推举

为首任总裁。亚洲开发银行以支持亚洲及远东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合作、促进域内各发展中国家加

盟国的经济开发为目的。银行的资本金初定为１０亿美元，后又增至１１亿美元，其中日本出资２亿美

元，与美国同为最大的出资国。从亚洲开发银行的成立经过、人事以及出资情况来看，日本显然是占据

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三、美日通过经济援助完成战略换肩

对日本而言，开展对东南亚经济援助不仅是为巩固日本作为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盟友地位的应时举

措，更被纳入日本战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进行考虑。这对战后东亚国际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前所述，越战升级之后，美国更加强烈要求日本分担援助负担。对此，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回应积

极，对美国的意图心领神会：“我们不能象以前那样认为日本仅仅只是亚洲的日本，而要树立起跟世界经

济第二地位相应的全球观念”，“日本要同欧洲发达国家合作以解决南北问题，特别是解决亚洲的安全问

题，以此来增加世界的福祉。”对于东南亚问题，他表示：“东南亚形势是国际局势紧张的集中体现。东南

亚的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与日本的安全保障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因此，与东南亚进行经济合作，
目的不仅是为了保障市场，也是为了维护自由与和平。”③这表明日本准备以壮大了的经济实力为后盾，
积极配合美国的远东战略，以政治、经济并进的两手政策，加强对亚洲的扩张和渗透，企图部分取代美国

的地位。
从１９６２年开始，开发援助委员会每年对成员国的经济援助计划进行评估，召开评估会议和编写《援

助年度评估》报告。１９６４年５月至６月，开发援助委员会对日本的对外经济援助情况进行了第三次年

度审查，向日本提出 了 六 点“劝 告”：第 一，日 本 的 对 外 援 助 比 例 仍 然 在 下 降，且 不 说 不 足 国 民 收 入 的

１％，也低于开发援助委员会各国的平均水平；第二，日本的对外援助条件比其他国家苛刻，所以政府应

·２５·

①

②

③

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 （第１０号），第四十九回臨時国会における佐藤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
ｊｐ／ｍｏｆａｊ／ｇａｉｋｏ／ｂｌｕｅｂｏｏｋ／１９６６／ｓ４１－ｓｈｉｒｙｏｕ－００１．ｈｔｍ＃ａ．
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 （第１０号），第四十九回臨時国会における椎名 外 務 大 臣 の 外 交 演 説》，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
ｆａｊ／ｇａｉｋｏ／ｂｌｕｅｂｏｏｋ／１９６６／ｓ４１－ｓｈｉｒｙｏｕ－００１．ｈｔｍ＃ｄ．
吴学文：《日本外交轨迹：１９４５－１９８９》，时事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６８８～６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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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扩大援助预算、缓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制约；第三，日本的对外经济援助政策过于与贸易相结合，因此难

免在选择援助对象或援助项目时不当；第四，技术援助需要进一步迅速扩大；第五，日本的援助机构多样

化，因此责任不明确，应提高援助机构的效率；第六，日本提供的出口信用应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相协

调①。这种情况表明，日本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半叶的对外援助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在美国和开发援助委员会的双重督促之下，日本不断增加对外援助力度。据统计，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５

年日本对外经济援助的总量累计不过７８７０万美元，而１９６０年一年即达到了２．３７亿美元，但此后增长

缓慢，至１９６４年，除１９６１年外，一般在３亿美元左右。到了１９６５年，迅速增至４．８５９亿美元，此后持续

大幅度增加，１９６８年达到了１０亿美元，１９７０年为１８亿美元，１９７１年超过了２１亿美元②。日本发展成

为东亚地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外援助国。
在日本的两国间 援 助 中，１９６８年 对 亚 洲 的 援 助 占 其 援 助 总 额 的６４．８％，其 中 对 东 亚 的 援 助 占

４１．２％③。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４年日本对东南亚的“援助”性贷款仅为２７亿日元，但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２年达到

４４５７．５０亿日元，大约相当于前一个时期的１６５倍。１９６９年，日本真正开始无偿对外资金援助。日本的无

偿经济援助从一开始就全部投到了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根据国际谷物协定中的“粮食援助规约”，
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不足的问题，从１９６８年开始，在日本的预算中设立了“经济开发特别援助费”一

项，其支出目的包括所谓人道主义的援助、教育与医疗部门的开发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等。日本就是

从这项费用中每年支付相当于１４３０万美元的各种粮食和农机具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援助，直到

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１年，这项预算达到了３１４０万美元，其受援的对象和数额分别是：印度尼西亚１２０９万美

元、印度１２３万美元、菲律宾１０３万美元、南越１０３万美元等（以上均为粮食援助），此外，日本还为老挝

提供了２３６万美元的外汇操作基金、为柬埔寨的一项开发计划提供了１６４万美元、为泰国的亚洲工科大

学校舍建设提供了１９万美元、为南越修筑大坝和紧急援助分别提供了７７万美元和６０８万美元④。
再从日美两国对东亚的援助情况对比来看，１９６８年与１９６３年相比，日本政府对亚洲的援助额增加

了１６１．９％，而美国却减少了２．１％⑤。从援助数量上来看，１９７０年美国和日本在东亚援助资金分别为

９５９　０００　０００美元和５５６　０００　０００美元，分别占两国对外援助总额的３３．８％和６４．３％。日本仅次于美国

而居第二⑥。
所有这些数字都说明，日本的对外经济援助从一开始就有向亚洲、特别是东南亚集中的特点。并

且，日本增加对东南亚的援助和美国减少在东南亚的援助成互补态势。日本逐渐成为东南亚地区仅次

于美国的第二对外援助大国，显然从很大程度上分担了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援助责任。
总体看来，在对东南亚开展经济援助过程中，日本受美国影响颇深，但日本并不是被动地看待这一

问题，而是积极将其纳入其战后经济外交战略的轨道，并借此重建日本与东南亚的经济、政治关系，谋求

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圈。
从对外投资的数额和比例来看，１９５１－１９６８年日本对外投资１９亿５５００万美元（其中６０％投资发

生在１９６５年之后），其中在亚洲的投资比例仅为１７．８％⑦。而在１９６７－１９７１年，这个数额上升到６１０
亿美元，在亚洲投资比例也上升到６６．８％⑧，并且绝大部分投资走向为东南亚国家。日本在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末已成为东盟国家主要的投资者、贸易伙伴和援助国，日本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累积

投资已经超过美国，在 菲 律 宾 和 新 加 坡 居 第 二 位。除 新 加 坡 外，日 本 是 所 有 东 盟 国 家 的 头 号 贸 易 伙

伴⑨。在此基础上，日本与东南亚的政治关系也得以进一步发展。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４日亚太协议会（ＡＳ－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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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 （第９号），わ が 国 の 経 済 協 力 の 現 状 と 問 題 点》，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ｇａｉｋｏ／ｂｌｕｅｂｏｏｋ／
１９６５／ｓ４０－４－１．ｈｔｍ．
鹿島平和研究所：《対外経済協力大系第５卷日本の経済協力》，鹿島研究所出版会１９７３年，第４５～４６页。
西和夫：《経済協力：政治大国日本への道》，中央公論社１９７０年，第９２页。
鹿島平和研究所：《対外経済協力大系第５卷日本の経済協力》，鹿島研究所出版会１９７３年，第７８页。
通商産業省通商政策局：《経済協力の現狀と問題点》，通商産業調査会１９６９年，第９０页。
市村真一：《日本的经济发展与对外经济关系》，色文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３页。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第８７７页。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四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１５５页。
Ｈ·伊：《日本与东盟和南朝鲜的关系：从依附走向相互依存》，载《国外社会科学情报》１９８４年第１１期，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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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Ｃ）在汉城举行了首次会议，日本做出了积极提供经济合作的姿态。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０日至３０日，佐藤

首相访问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老挝，１０月８日至２１日又访问印尼、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

和南越，这两次访问都以越南和平和经济合作问题为中心议题。这说明日本不仅已初步将东南亚纳入

以它自身为“头雁”的东亚地区经济体系之中，并开始寻求在东亚的政治主导地位。
日本的这些举措，也与美国东亚战略的调整密不可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

战略，在东亚实施战略收缩，鼓励日本扮演更重要的地区角色。１９６９年９月，尼克松发表了著名的“关

岛演说”（即所谓尼克松主义），正式明确美国将集中力量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对付苏联，而要在亚洲和太

平洋地区实行战略收缩，进而要求日本和亚太地区诸盟国“自己承担起责任来”①。在这一前提下，日本

抓住机遇，不断提高本国的区域内影响力。１９６６年日本外相三木武夫提倡“亚洲—太平洋圈”的构想：
美、加、澳、新和日本太平洋五国合作，共同援助亚洲的开发；日本则是太平洋各国与亚洲各国相连结的

桥梁。亚洲国家认为这“是企图通过通商、友好和经济合作重现改 变 了 形 式 的 大 东 亚 共 荣 圈”②，但 在

１９６９年亚洲太平洋地区理事会会议上，一位有影响的日 本 内 阁 成 员 却 说：“大 共 荣 圈？这 有 什 么 不 对

的？我们过去是想用武力来建立，但今天却是用经济力量来建立。”③美国和日本联合开发东南亚的战

略合作机制开始逐渐形成，这也使得日美之间由依附关系向相互依存关系方向发展，尽管这种对等关系

仍然是初步的，仅仅是日美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复杂变化过程的开始。

　　Ｕ．Ｓ．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ｉｄ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ｎ　１９６０ｓ
Ｘｕ　Ｊｉａｎｈｕ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ｌａｔｅ　１９５０ｓ，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Ｕ．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ｉｄ　ａｎｄ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Ｔｈｅ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　ｉｔ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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