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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国于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ꎬ 从此开

启医疗援外的历史ꎬ 也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实践路径ꎮ ６０ 年来ꎬ
通过不断探索ꎬ 援阿医疗队彰显出有别于西方国家援非的中国特色: 以相互

尊重、 平等互利为基本原则ꎻ 以高层引领、 政府主导为主要模式ꎻ 以服务基

层、 扶贫济困为优先方向ꎻ 以提升受援国自主能力为根本目标ꎮ 援阿尔及利

亚医疗队员以实际行动践行 “不畏艰苦、 甘于奉献、 救死扶伤、 大爱无疆”
的中国医疗队精神ꎬ 有助于增进当地民众的健康福祉ꎬ 提升当地医疗卫生水

平ꎻ 夯实了中阿友好关系的基础ꎬ 成为中非友好的使者ꎻ 开创中国医疗援外

新域境ꎬ 共筑国际卫生安全ꎮ 当前ꎬ 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医疗卫生合作的内外

环境均发生了重大变化ꎬ 中国援阿医疗队需以创新思维ꎬ 对接阿尔及利亚的

现实需要ꎬ 精准施策ꎻ 完善医疗队的管理工作ꎬ 提升团队效应ꎻ 加大宣传力

度ꎬ 打造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国际品牌ꎻ 加强在中、 阿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ꎬ
推动两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互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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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３ 年 ４ 月ꎬ 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首支医疗队ꎬ 自此开启中国向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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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派遣医疗队的历程ꎮ ６０ 年来ꎬ 中国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 (以下简

称 “援阿医疗队”) 为所在国改善民生福祉ꎬ 为两国关系乃至中非关系的全方

位发展都作出重大贡献ꎮ 当前ꎬ 阿尔及利亚经济、 社会等方面历经重大变革ꎬ
其医疗卫生状况也呈现新形势ꎮ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持续使全球卫

生健康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ꎬ 也为国际医疗合作

提出了新要求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中国援外医疗队面临新机遇和新需求ꎮ 援阿医

疗队是中国迄今派出时间最长、 累计派出人数最多的援外医疗队ꎬ 研究这一

典型案例对客观认知中国援外医疗工作成效及有效参与全球卫生治理ꎬ 具有

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ꎮ
国外学术界对中国援外医疗队的研究成果集中在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主要关注

中国援非医疗队的实际援助效果ꎬ 尤其是对于提升中国影响力和发展中非关

系的作用ꎮ 一些研究者采用比较研究方法ꎬ 对中国对非医疗援助与其他方面

的援助效果或中国与其他国家对非医疗援助方式、 效果进行比较ꎬ① 还有一些

中外学者的联合研究在肯定中国援非医疗队积极作用的同时ꎬ 也指出中国援

非医疗队面临的挑战以及存在的问题ꎮ② 相对而言ꎬ 中国学者对中国援外医疗

队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 深入、 细致ꎬ 包括从理论层面阐释中国对外医疗援助

(包括中国援外医疗队) 的理念、 机制、 模式等内容③ꎬ 以及从现实层面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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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和评价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发展历程与贡献①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近年来出版

的一些译著也涉及中国援外医疗队的相关内容②ꎬ 评价中国援外医疗队在提升

中国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积极作用ꎮ 总体看ꎬ 学界对于中国援外医疗队的

研究注重宏观与整体层面ꎬ 微观国别研究薄弱ꎮ 就阿尔及利亚而言ꎬ 学者虽

已涉及中国援阿医疗队议题③ꎬ 但仍有深化研究的空间ꎮ 本文拟在尝试归纳援

阿医疗队中国特色的基础上ꎬ 梳理中国援阿医疗队取得的成效ꎬ 探究进一步

优化医疗援助效果的新思路和新路径ꎮ

一　 援阿医疗队的中国特色

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初ꎬ 医疗卫生形势严峻ꎬ 遂向国际社会紧急求助ꎬ 同

时也直接向中国提出派遣医疗队的请求ꎮ 中国于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第一个向世界宣

布将向阿尔及利亚派出医疗队ꎬ 为该国提供医疗卫生援助ꎮ 中国医疗队是全

世界第一支、 也是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支援助阿尔及利亚的医疗队ꎮ 与其他向

阿尔及利亚派遣医疗队或以其他形式提供医疗援助的国家相比ꎬ 中国在援助

理念、 方式、 目标等方面独具特色ꎬ 也以此开创出中国特色的援外医疗模式ꎮ
(一) 以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为基本原则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ꎬ 周恩来总理访问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亚

非欧 １４ 国期间ꎬ 提出 “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④ꎬ 主要内容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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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山: «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历史、 规模及其影响»ꎬ 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２５ ~ ４５ 页ꎻ 张春: «医疗外交与软实力培育———以中国援非医疗队为例»ꎬ 载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４９ ~ ５３ 页ꎻ 蒋华杰: «中国援非医疗队历史的再考察 (１９６３ － １９８３) ———兼议国际

援助的效果与可持续性问题»ꎬ 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６１ ~ ８１ 页ꎻ 左耘: «中国援外医疗

队的贡献及面临的挑战»ꎬ 载 «国际经济评论»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８ ~ １０ 页ꎮ
[美国]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著: «龙的礼物: 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ꎬ 沈晓雷、 高明秀译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ꎻ [瑞士] 丹尼尔勒夫贝尔著: «创新卫生伙伴关系: 多元化的外

交»ꎬ 郭岩译ꎬ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ꎻ [美国] 约瑟夫奈著: «软实力»ꎬ 马娟娟译ꎬ 中

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ꎮ
曾碧玲: «中国对阿尔及利亚医疗援助外交研究»ꎬ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硕士论文ꎬ

２０２０ 年ꎻ 慈志刚、 马赫: «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医疗卫生合作研究»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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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具体内容ꎬ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周恩

来选集» (下卷)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４ 年版ꎬ 第 ４２９ ~ ４３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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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提供对外援助时遵循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原则ꎬ 不附带任何条件ꎬ 不

要求任何特权ꎬ 不掺杂政治条件、 经济利益、 外交特权等其他因素ꎮ 中国援

阿尔及利亚医疗队始终在上述原则指导下ꎬ 秉持援助国与受援国平等、 医生

与患者平等、 医生与护士平等的理念ꎬ 对阿尔及利亚实施医疗援助及开展医

疗卫生合作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ꎬ 江泽民主席访问阿尔及利亚ꎮ 他在同该国总统布

特弗利卡会谈时强调ꎬ 中国将继续向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力

所能及的、 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ꎬ 本着平等互利原则同非洲国家开展

多种形式的合作ꎬ 谋求共同发展ꎮ① 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是中国援外医疗队的

根本理念ꎬ 并付诸实践ꎮ
比较而言ꎬ 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阿尔及利亚的医疗卫生援助始终

以援助国的需求和利益为目标和导向ꎮ 首先ꎬ 西方国家对阿尔及利亚的医疗

援助具有明显的利己主义需求ꎮ 它们对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实施

医疗援助的一个重要动因ꎬ 就是防止非洲国家的传染病蔓延至西方国家ꎮ
１８５１ 年ꎬ 在法国的倡议下召开了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即世界卫生组织前身ꎬ 主要议题就是探讨如何避免西方国家的

军队感染殖民地国家的传染病ꎮ 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第一个国际卫生公约②的

主要内容也是防止西方国家的军舰把热带传染病从世界其他地区带到欧洲ꎮ
其次ꎬ 西方国家对阿尔及利亚的医疗卫生援助夹带明显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输

出意图ꎮ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开设的诊所只能采用法语交流ꎬ 且必须使用法国

医生带去的药品ꎬ 以彰显西方文明的 “优越性”ꎮ 相较而言ꎬ 中国每一批援阿

医疗队都配备当地语言的翻译ꎬ 中国医疗队使用的医疗设备和药物也以当地

采购为主ꎮ 此外ꎬ 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西方国家医生只从事核心技术工作ꎬ
繁重的体力劳动则要求当地医生完成ꎮ 这与中国医生在阿吃苦耐劳的形象形

成鲜明对比ꎬ 西方医疗队的行为一度引发当地医生的强烈不满ꎮ
(二) 以高层引领、 政府主导为主要模式

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疗队一直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关注ꎮ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 毛泽东主席在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会谈中表示: “由
于你们战争的人民性和正义性ꎬ 你们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援助ꎬ 你们的斗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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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于毅、 任首都: «江主席与阿尔及利亚总统举行会谈»ꎬ 载 «光明日报»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ꎮ
景军、 杨斐、 法翠雯: «促进全球健康发展的中国经验»ꎬ 载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５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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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孤立的ꎮ 中国人民支持你们ꎮ”① 因此ꎬ 当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初向世界寻

求医疗卫生援助时ꎬ 中国迅速做出向该国派遣医疗队的回应ꎮ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ꎬ
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专门会见了援阿医疗队ꎬ 并指示: “你们要

更好地工作ꎬ 把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健康当做中国人民的健康一样对待你

们要学习发扬白求恩精神ꎮ”② 中国历任国家领导人对援外医疗队的工作都给

予高度关注和支持ꎬ 尤其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主席多次对此做出重

要指示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 习近平主席凝练出 “不畏艰苦ꎬ 甘于奉献ꎬ 救死扶伤ꎬ
大爱无疆” 的中国医疗队精神ꎮ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９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给第 １９ 批援

中非共和国的中国医疗队队员回信中ꎬ 寄语广大援外医疗队员: “希望你们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ꎬ 大力弘扬不畏艰苦、 甘于奉献、 救死扶伤、 大爱无疆的

中国医疗队精神ꎮ” 在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下ꎬ 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遣

医疗队一直采取自上而下的官方合作模式ꎬ 严格执行两国政府间签署的 «关
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阿尔及利亚工作的议定书» (以下简称 “议定书”)ꎬ 履

行严密的派出、 轮换、 管理制度ꎮ 中国援阿医疗队也受到阿尔及利亚领导人

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ꎮ ６０ 年间ꎬ 多位阿尔及利亚领导人曾接见中国医疗队

员ꎮ 其中ꎬ 本贝拉总统曾两度接见中国医疗队员ꎬ 对中国医疗队对阿尔及

利亚医疗卫生事业所做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ꎮ
西方国家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疗队由非政府组织负责ꎬ 并非官方行为ꎬ

队员多为社会招募的志愿者ꎮ 医疗队既没有固定的机制ꎬ 也不受任何机构的

管控和监督ꎮ 因此ꎬ 无论是医疗援助的规模ꎬ 还是服务质量ꎬ 都具有较大的

随机性和不稳定性ꎮ 在对中西方援助模式的比较之后ꎬ 以古巴为代表的新兴

援助国选择效仿中国模式ꎬ 与阿尔及利亚开展官方医疗合作ꎮ
(三) 以服务基层、 扶贫济困为优先方向

中国援阿医疗队一直秉持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的人道主义理念ꎬ 以

基层民众为主要服务对象ꎬ 对贫弱人群给予优先关照ꎮ １９６３ 年ꎬ 中国首个援

阿医疗点设在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的赛伊达 ( ) 省医院ꎬ 该地因气候恶

劣、 经济落后、 人口分散ꎬ 而从未有其他国家在此设立医疗点ꎮ 中国在阿尔

及利亚设立的其他医疗点也多处于偏远或贫困地区ꎬ 在马斯卡拉 (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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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毛泽东: «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的谈话要点»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 载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 ９ 册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年版ꎬ 第 ２９６ ~ ２９９ 页ꎮ
陈海峰: «那一天ꎬ 我们与周总理亲密接触»ꎬ 载 «健康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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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还专门开设了农村门诊ꎬ 为当地农牧民提供服务ꎮ 除了开设普通门诊外ꎬ
中国医疗队还不定期为不便出行的农牧民提供上门服务ꎬ 为贫困患者提供义

诊和免费药品ꎬ 打破了西方国家医疗队形成的 “让患者进城找医生” 的常规

服务模式ꎮ 在阿尔及利亚发生自然灾害、 局势动荡ꎬ 或传染病蔓延期间ꎬ 中

国医疗队都坚持值守ꎬ 甚至逆行奔赴ꎬ 以忘我的精神积极参加救援工作ꎮ ６０
年间ꎬ 中国医疗队秉持服务基层准则ꎬ 以地处偏远地区的贫困民众为优先服

务对象ꎬ 彰显国际人道主义精神ꎮ
西方国家派至阿尔及利亚的医疗机构绝大多数都设在环境优越、 经济发

达的大城市ꎬ 且多为医疗诊所ꎮ 由此ꎬ 阿尔及利亚农村地区、 偏远山区的居

民身患重疾时ꎬ 只能 “进城找医生”ꎮ 西方国家驻阿尔及利亚医疗诊所中使用

的药品均来自援助国ꎬ 价格高昂ꎮ 可见ꎬ 西方国家在阿尔及利亚提供医疗服

务的对象主要是当地的富贵阶层ꎮ 无论是就医价格ꎬ 还是就医地点ꎬ 都是偏

远地区的贫困农牧民所不可及的ꎬ 这与中国援阿医疗队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ꎮ
(四) 以提升受援国自主能力为根本目标

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疗队伊始就以帮助该国提升自主能力为重心ꎬ
即 “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中所提出的ꎬ 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

的目的ꎬ 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ꎬ 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
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ꎮ ６０ 年来ꎬ 中国援阿医疗队一直遵循这一目标ꎬ 根据

阿尔及利亚在不同时期的现实需要提供援助ꎬ 助力该国完善本土医疗卫生体

系ꎬ 提升自主能力ꎮ 具体而言ꎬ 中国在阿尔及利亚实施医疗援助的早期阶段ꎬ
将中国当时的农村卫生工作经验带入与中国具有相似国情的阿尔及利亚ꎬ 帮

助该国尽快摆脱独立初期的医疗卫生困境ꎮ 此后ꎬ 中国援阿医疗队以多种方

式为当地培养大量临床医务人员ꎬ 帮助当地建立起更多的专业科室ꎬ 有助于

提升受援国的本土医疗卫生能力ꎮ
西方国家的医疗援助则是根据援助国的需要和意愿ꎬ 其结果为: 对受援

国的医疗体系不仅不具建设性ꎬ 甚至具有一定程度的破坏性ꎮ 法国在殖民时

期向阿尔及利亚提供的医疗服务就主要面向在阿法国人和与法国合作的当地

统治阶层ꎮ １９６２ 年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撤离时ꎬ 不仅撤走了全部法国医生ꎬ 还

带走了一些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当地医生①ꎬ 造成阿尔及利亚医疗卫生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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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瘫痪ꎮ 其他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对阿尔及利亚的医疗援助ꎬ 主

要侧重帮助该国防治肺结核、 疟疾、 新冠肺炎等传染病ꎬ 以防病毒传至这些

国家境内ꎮ① 日本对阿尔及利亚的医疗援助主要是提供资金援助ꎮ 这种援助易

产生直接且快速的救急效果ꎬ 但对于提升受援国自主能力的作用则十分有限ꎮ

二　 中国援阿医疗队的主要贡献

６０ 年前ꎬ 为帮助阿尔及利亚走出独立初期的医疗卫生困境ꎬ 中国在自身

国力孱弱、 医疗缺口尚存的情况下ꎬ 毅然向阿尔及利亚伸出援手ꎬ 派出首支

医疗队ꎮ 此后ꎬ 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疗队的规模不断扩大ꎬ 医疗队实施

援助的方式不断拓展ꎮ 而且在援阿医疗队的示范效应下ꎬ 中国派遣医疗队的

目的国也大幅增加ꎮ ６０ 年来ꎬ 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 阿尔及利亚的医疗卫生

形势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ꎬ 中国援阿医疗队也随之经历了最初的

迅速发展期 (１９６３ ~ １９７７ 年)、 此后的深刻调整期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２ 年)ꎬ 以及当

前的提质升级期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ꎮ 中国援阿医疗队不断与时俱进ꎬ 按需调

整ꎬ 以仁心仁术助力阿尔及利亚卫生健康水平的提升ꎬ 促进中阿乃至中非

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ꎮ 此外ꎬ 中国派遣援外医疗队也成为中国医疗援外的

重要路径ꎮ
(一) 帮助阿尔及利亚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水平

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初ꎬ 医疗卫生状况陷于全面困境ꎮ 当时ꎬ 全国仅有本

土医生 ３００ 多名ꎬ 相对于近 ８００ 万人口规模而言ꎬ 医务人员严重短缺ꎮ 由于

医疗条件恶劣ꎬ 民众长期遭受伤寒、 肺结核、 疟疾等传染病及各类基础病的

严重威胁ꎬ 人口平均寿命不足 ４８ 岁ꎬ 产妇、 婴儿死亡率高ꎬ 尤其新生儿死亡

率近 ２０％ ②ꎮ 此外ꎬ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大量旅居国外的公民回国致人口骤增ꎬ
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埋设的地雷隐患也使得外伤病例的数量大幅上升ꎮ 阿尔及

利亚政府在短期内以多种方式培训出一些本土医生ꎬ 但这些 “速成” 的医生

仅仅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ꎬ 缺乏临床实践而难于独立承担诊疗工作ꎬ 国家

仍然难以摆脱医疗卫生困境ꎮ

４６

①
②

景军、 杨斐、 法翠雯: «促进全球健康发展的中国经验»ꎬ 第 １４９ ~ １５０ 页ꎮ
伍倡力、 俞正东、 秦梦迪: «医疗援助视角下阿尔及利亚医疗人才外流研究: 历史、 现状及原

因»ꎬ 载 «中国投资» ２０２３ 年 Ｚ２ 期ꎬ 第 １０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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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至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ꎬ 共向

该国派出 ２７ 批次医疗队ꎬ 合计 ３ ５２２ 人次医护人员ꎬ 足迹遍及阿尔及利亚 ２０
余个省市ꎬ 涵盖普外、 脑外、 妇产、 骨科、 心内、 眼科、 麻醉、 针灸等 １０ 余

个专科ꎮ 中国医疗队在阿尔及利亚先后建立过约 ２０ 个医疗点ꎬ 也不定期在一

些偏远山区开展巡诊活动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ꎬ 援阿医疗队共接诊各类病患

２ ７３７万人次ꎬ 实施手术约 １７５ 万台ꎬ 接生 ２０７ 万名新生儿ꎬ 开展中医治疗近

８０ 万例ꎮ① 援阿医疗队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初期医务人员和医疗设备严重短缺

之时ꎬ 为当地民众提供日常诊疗服务ꎬ 帮助该国尽快走出医疗卫生困境ꎮ 援

阿医疗队员也在当地艰苦、 简陋的条件下ꎬ 通过多科室协作、 国内外联动等

方式为当地民众医治疑难杂症ꎬ 为提升阿尔及利亚国民健康水平做出了重要

贡献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ꎬ 该国卫生部政策法规与国际合作司司长伊索拉赫撒阿

迪亚 (Ｉｓｓｏｌａｈ Ｓａａｄｉａ) 在接受中国援阿医疗队总队访谈时称: “大批训练有素

的中国妇产科医生的辛勤工作与付出ꎬ 对于提高阿尔及利亚妇幼保健水平ꎬ
以及降低产妇、 婴儿死亡率和病患感染率起到了很大作用”ꎮ②

援阿医疗队基于 “鱼渔并授” 理念ꎬ 以多种方式帮助阿尔及利亚提升在

卫生健康领域的自主发展能力ꎮ 其一ꎬ 中、 阿医务人员通过同看门诊、 同查

病房、 同台手术等方式ꎬ 帮助阿方培养了约 １ ５ 万名医务人员ꎻ③ 其二ꎬ 中方

通过举办讲座、 开设培训班、 临床教授等方式ꎬ 向阿方引入多项医学新技术ꎻ
其三ꎬ 中方通过向阿方捐赠医疗器械、 药品仓储设备等物资ꎬ 帮助当地医院

升级现代化医疗卫生基础设施ꎬ 并提升医药产品本土化生产能力ꎮ④ 中国援阿

医疗队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周恩来总理在 １９６５ 年提出的 “给当地人民留下一支

永远不走的医疗队”⑤ 的指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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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健大使会见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ꎬ 载中国驻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网站:
ｈｔｔｐ: / / ｄｚ ｃｈｉｎａ －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 / ２０２３０６ / ｔ２０２３０６１７＿１１０９９２２８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３ － ０７ － ０１ꎮ

伍昌力: «阿尔及利亚医疗卫生体制与发展现状———专访阿卫生部政策法规与国际合作司司

长»ꎬ 载 «中国投资»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号ꎬ 第 １０３ 页ꎮ
«阿尔及利亚官员: 感谢中国医疗队员为阿卫生事业发展付出心血»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２２ / ｃ＿１１２９６３７２３０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３ － ０７ － ０３ꎮ
“ ” (阿尔及利亚: 中国医生培训项目结业

式)ꎬ ｈｔｔｐ: / / ａｒａｂｉ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３ / ２０２２ / １０２７ / ｃ３１６６０ － １０１６３９１７ － ２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７
周恩来总理在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访问坦桑尼亚期间ꎬ 会见首批中国援桑给巴尔医疗队员时指出:

“中国医疗队迟早要走的ꎬ 我们要培训桑给巴尔医务人员ꎬ 使他们都能独立工作ꎬ 为了非洲人民的解

放事业ꎬ 给当地人民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ꎮ” 参见陈海波、 金振: « “中国医生” 让世界尊敬———援

外医疗队 ５０ 周年综述»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ｊｒｚｇ / ２０１３ － ０８ / １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４６８９９２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２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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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为中非友好的使者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余年间ꎬ 中国外交从 “一边倒” 到 “两条线”ꎬ 面

临的国际环境异常艰难ꎮ 新中国成立后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ꎬ 在意识形态领

域走向了西方的对立面ꎬ 先后受到美西方以及苏联的打压和遏制ꎮ 当时ꎬ 西

方大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恶意中伤ꎬ 借助它们在非洲的媒体优势不

断进行反共反中宣传ꎬ 致使新中国受到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误解

乃至质疑ꎮ 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医疗队是在克服自身国力和医疗能力不足

之下的义举ꎬ 体现出中国对非洲国家和民众淳朴的友好情谊ꎬ 也收获了非洲

国家的理解和支持ꎮ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ꎬ １９６３ ~ １９７７ 年间ꎬ 中国的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远低于阿尔及利亚ꎮ １９６３ ~ １９７０ 年ꎬ 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

是阿尔及利亚的 １ / ３ꎻ １９７１ ~ １９７７ 年ꎬ 中国较之落后的幅度加大ꎬ １９７７ 年中

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阿尔及利亚的 １ / １０ꎮ① 当时ꎬ 中国的医疗资源也

极度紧缺ꎬ 大部分偏远山区则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当阿尔

及利亚向中国求援时ꎬ 中国毫不迟疑地伸出援手ꎬ 并在最初的几年内持续扩

大援助规模ꎬ 从第一批医疗队的 １ 个医疗点、 ２４ 名医疗队员扩展至 １９７７ 年第

６ 批医疗队的 ８ 个医疗点、 １６４ 名医疗队员ꎮ 中国援阿医疗队在非洲产生了巨

大的溢出效应ꎬ １９６３ ~１９７７ 年间ꎬ 中国与 ３０ 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ꎬ 应邀

向 ２６ 个非洲国家派出医疗队ꎮ １９７１ 年ꎬ 中国也在非洲国家等支持下恢复了在联

合国的合法席位ꎬ 当时的 ２３ 个提案国中有 １１ 国是中国派有医疗队的国家ꎮ 可

以说ꎬ 中国在这一时期内对非外交成果中凝结着中国医疗队的一份功劳ꎮ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ꎬ 积极拓展对外政治交往、 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ꎮ

以阿尔及利亚为代表的多数非洲国家也在这一时期大力推进国内政治、 社会

等多方面改革ꎬ 国民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期ꎬ 积极促推国际合作ꎮ 共同的目标

使得中非友好合作关系迅速发展ꎬ 中国医疗队由此被赋予服务于对非全方位

外交的使命ꎮ 中国医疗队在阿尔及利亚精湛的医术不仅得到当地民众的称赞ꎬ
也得到阿方官员的认可ꎮ 中国援阿医疗队员曾多次受到该国领导人的接见和

宴请ꎬ 也多次获得阿方政府颁发的奖章和荣誉称号ꎮ 援阿医疗队的诊疗水平

美名远扬ꎬ 多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赴阿尔及利亚找中国医疗队员治病ꎬ 或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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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世界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ＭＫＴＰ ＣＤ? 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ꎬ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０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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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中国医疗队员赴其所在国进行诊治ꎮ 应阿方政府的要求ꎬ 中国医疗队中专

门组建了高层医护小组ꎬ 长期为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提供医疗保健服务ꎮ 因

此ꎬ 援阿医疗队为该国和其他非洲多国领导人提供的高质量诊疗服务ꎬ 有助

于增强中非国家的政治互信ꎮ 不仅如此ꎬ 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的良好政治交往

也深化了双方经济合作ꎬ 两国的贸易额不断攀升ꎬ 至 ２０１３ 年中国已成为阿尔

及利亚最大的进口来源国ꎬ 这一地位一直保持至今ꎮ 中国企业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深耕阿尔及利亚市场数十年ꎬ 将该国打造为中国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

一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阿尔及利亚政局动荡前ꎬ 已有数万中国公民长期在阿尔及利

亚工作和生活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医疗队将中医技术带入非洲国家ꎬ 并以实际

效果受到非洲民众的认可ꎬ 传统医药已成为中非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和领域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 中国援阿医疗队助力中非关系拓全局ꎮ

２０１３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ꎬ 非洲国家

的医疗卫生状况和合作需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ꎮ 中国援阿医疗队随即调整新思

路ꎬ 探索新方式ꎬ 以实现援助效果的提质升级ꎮ 遵循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真实亲

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ꎬ 务实推动历届中非合作论坛的卫生健康领域合作要义ꎬ
中国援非医疗队承担其中的践行者、 桥梁和纽带角色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与阿尔及

利亚政府签署中阿妇产中心和中阿中医中心的合作协议ꎬ 在两国对口合作医院

的通力配合下ꎬ 两个中心在 ２０１８ 年正式挂牌运行ꎮ 两个特色医疗中心的建成是

中国医疗队对阿尔及利亚援助的突破性成果ꎬ 这也预示着中国对阿尔及利亚的

医疗援助正朝着更加多元化方向探索ꎮ ２０２０ 年ꎬ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肆虐ꎬ
中国医疗队在帮助非洲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做出重大贡献ꎬ 受到当地民

众和同行的赞誉ꎮ① 中国援阿医疗队的提质升级助推中非关系开新局ꎮ
６０ 年来ꎬ 中国已向非洲 ４５ 个国家派出医疗队ꎮ 中国援非医疗队既是救死

扶伤的白衣天使ꎬ 也是传递情谊的友好使者ꎬ 为中国在非洲树立友好、 负责

任的大国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三) 开创中国援外医疗的先河

阿尔及利亚是中国派遣援外医疗队的首个国家ꎮ 中国派遣援阿医疗队 ６０ 年

来ꎬ 从最初提供医疗服务、 赠予药品和医疗器械ꎬ 到帮助培训医务人员、 完善

７６

① “ ” (中国医疗队: 重视与阿尔及

利亚医生交流经验)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ｎｎａｈａｒ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 / ꎬ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２６ꎬ ２０２３ － ０７ － ０８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医疗卫生体系ꎬ 再到共同建立和运营诊疗中心ꎬ 援助理念、 方式和内容不断与

时俱进ꎬ 开拓创新ꎮ 中国医疗队员在阿尔及利亚忘我付出、 救死扶伤、 护佑生

命ꎬ 充分彰显了人道主义精神ꎬ 有效推动了阿尔及利亚卫生事业的发展和民众

健康水平的提升ꎬ 持续增进了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团结友谊ꎮ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

大使李健评价中国援阿医疗队员是 “不畏艰苦的勇士、 甘于奉献的楷模、 救死扶

伤的天使、 大爱无疆的使者ꎮ” 阿尔及利亚卫生部前部长贾迈勒乌尔德阿巴斯

曾称赞中国医疗队员是 “我们最值得信赖的朋友ꎬ 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使者ꎮ”①

中国援阿医疗队以其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ꎬ 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人

民热爱和平、 珍爱生命、 团结互助的价值追求ꎬ 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而深

刻的外溢影响和示范效应ꎮ 正是基于中国援阿医疗队的先行先试ꎬ 派遣援外

医疗队成为中国对外医疗援助的重要方式ꎮ 至 ２０２３ 年初ꎬ 中国已向非洲、 亚

洲、 美洲、 欧洲和大洋洲的 ７６ 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队员 ３ 万人次ꎬ 先后建

立起百余个医疗点ꎬ 诊治患者 ２ ９ 亿人次ꎮ② 中国对外医疗援助越来越全面、
细致和系统ꎬ 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医疗援助模式ꎬ 即以长期、 定点援

助为主ꎬ 兼有短期、 应急援助ꎻ 以提供基础医疗服务和帮助其能力建设为主ꎬ
兼有项目专项援助ꎻ 以派出专业医疗团队为主ꎬ 兼有请进国外医务人员培训等ꎮ
中国援外医疗队已成为广大受援国构建卫生体系的助力者、 南南合作的贡献者ꎬ
以及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践行者ꎬ 被誉为中国对外援助的 “金字招牌”ꎮ

三　 中国援阿医疗队的未来发展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ꎬ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国援外医疗相关

提问时表示ꎬ 未来ꎬ 中方将继续积极开展援外医疗等卫生健康国际合作ꎬ 架

起各国间的健康桥梁ꎬ 为增进世界人民健康福祉、 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作出更大贡献ꎮ③ 当前ꎬ 随着国际环境以及中非经济、 社会、 医疗卫生等

８６

①
②

③

李健: «施仁心仁术ꎬ 见大爱真情»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６ 日ꎮ
«习近平回信勉励援中非中国医疗队队员　 以仁心仁术造福当地人民 以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

事»ꎬ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ｈ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ｊｗ / ｍｔｂｄ / ２０２３０２ / ２９ｃ６ｂｅ
ｅ２ｂ６１ｆ４ａｄ２ａ４６ｂｅｄ５ｅ９４４ｃｃｅ４５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１０ꎮ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４ 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主持例行记者会上就中国迎来派遣援外医疗队 ６０ 周

年等答问»ꎬ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１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ｓｐ＿ ６８３６８５ / ｗｊｂｆｙｒｌｘｊｚｈ＿
６８３６９１ / ２０２３０２ / ｔ２０２３０２１４＿１１０２５０４６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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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情况的变化ꎬ 中国援非医疗队需进一步明晰这一独特援非医疗合作形式

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角色ꎬ 客观认知当下面临的挑战ꎬ 进一步优化工作效能ꎮ
(一) 中国援阿医疗队在中国整体外交中作用的再明晰

当前ꎬ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战略期ꎬ 阿尔及利亚正致力于实现经济多元化、 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发展

格局ꎮ 无论从国际环境ꎬ 还是中、 阿两国的现实需要看ꎬ 与 ６０ 年前相比既有

相似之处ꎬ 也面临新情况ꎮ 中国援阿医疗队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任务ꎮ
首先ꎬ 中国派遣援阿医疗队仍是推动两国友好合作的重要内容和途径ꎮ ６０

年来ꎬ 医疗卫生合作一直是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合作的重要内容ꎬ 也为两国在政

治、 经济、 社会文化等多领域合作提供保障ꎮ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ꎬ 中国援阿

医疗队主动向受援医院介绍加强防控措施的方式和诊疗方案ꎬ 为所在医院的疫

情排查、 隔离防治及重症诊治都做出了重要贡献ꎬ 赢得受援医院ꎬ 乃至受援国

对中国药品、 中国医生和中国方案的信任ꎬ 促进两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加

快发展ꎮ① 中国既是最早向阿尔及利亚提供新冠疫苗的国家ꎬ 也是截至 ２０２２ 年

底向阿方提供疫苗数量最多的国家ꎬ 阿尔及利亚则是首批与中国开展疫苗合作的

国家ꎮ ２０２２ 年ꎬ 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签署了 «中阿全面战略合作五年规划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６)»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重点领域

三年合作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ꎮ 以上两份文件都将医疗卫生列为两国未来合作的

重点领域ꎬ 中国援阿医疗队将继续作为两国友好合作的重要途径和方式ꎮ
其次ꎬ 中国派遣援外医疗队有助于塑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新中国曾面临美、 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ꎬ 正是通过加强与第三世界

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打破了外交僵局ꎮ 当前ꎬ 从总体国际形势看ꎬ 以美国为代

表的西方霸权思维不断升级ꎬ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遏制围堵随之加剧ꎮ 它们一

直将非洲这一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大陆作为遏华的重要战场ꎬ 一面以提供

经济援助、 安全 “保护” 为诱饵拉拢相关国家ꎬ 一面恶意抹黑中国国际形象ꎬ
为南南合作设置障碍ꎮ 中国继续以派遣医疗队的方式ꎬ 向阿尔及利亚等发展

中国家提供医疗卫生支持ꎬ 并与之开展互利合作ꎬ 有助于巩固广大发展中国

家的民意基础ꎮ 同时ꎬ 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加强ꎬ 亦会提升 “全球南方”

９６

① “ ” (中国已准备好帮助阿尔及利亚渡过疫情危

机)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ｌ － ａｉｎ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ｌｇｅｒｉａ － ｃｈｉｎａ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ｒｏｎａ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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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健康治理议程设定和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ꎬ 助力全球多极化

健康发展ꎬ 优化当前国际环境ꎮ
再次ꎬ 中国派遣援外医疗队成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探索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人类面临越来越多、 越来越艰巨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共同挑战ꎬ
从气候变化到疫情持续ꎬ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ꎬ 唯有通过合作加以应

对ꎮ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ꎬ 中国发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紧急

人道主义行动ꎬ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真谛ꎮ 面对疫情持

续肆虐ꎬ 习近平主席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ꎬ 其目

标是以合作的方式共同维护和促进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ꎮ 中国派遣援外医

疗队是中外卫生健康合作的重要形式ꎬ 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卫生健康治理的重

要途径ꎬ 对于应对人类在卫生安全领域的共同挑战具有独特价值ꎮ
(二) 中国援阿医疗队面临的难题

尽管中国援阿医疗队在改善阿尔及利亚卫生安全方面取得了预期成效ꎬ
但内外形势的变化使之需要妥善应对双方医疗卫生合作中的难题ꎮ

首先ꎬ 中国援阿医疗队的工作内容和方式需与时俱进ꎮ 阿尔及利亚当前

的医疗卫生状况与独立之初相比已发生重大变化ꎮ 一方面ꎬ 随着民众健康水

平的逐步提升ꎬ 阿尔及利亚国内影响民众健康的疾病类别已发生重大改变ꎬ
不再是独立初期的多种传染病ꎬ 而是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癌症等基础病ꎮ
此外ꎬ 激光矫正眼科、 全景牙科、 整形美容等以提升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医疗

需求也在不断增加ꎮ 另一方面ꎬ 阿尔及利亚的医疗卫生体系已得到较大程度的

发展ꎮ 除南部一些偏远山区外ꎬ 大部分地区的常规医药供应基本充足ꎬ 本国医

生也可以完成基础医疗工作ꎮ 但是ꎬ 阿尔及利亚的公立医疗机构仍然数量不足ꎬ
质量不高ꎬ 分布不均ꎮ 公立卫生机构的数量只相当于私立机构的一半①ꎻ 公立

卫生机构中尖端医疗人才严重匮乏ꎬ 流失严重ꎬ 大多流向私立医院ꎬ 且伴随

着医疗人才流向西方大国的现象ꎻ 公立卫生机构也多分布在医疗资源相对优

越的北部大城市ꎬ 南部地区的医疗资源仍显不足ꎮ 在此形势下ꎬ 阿尔及利亚

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目标必然随之变化ꎮ 当前ꎬ 阿尔及利亚政府制定的卫生

体制建设目标为: 可及性、 可持续性和提高医疗质量ꎬ 即让全体国民都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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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公共卫生服务ꎻ 在保障患者健康的前提下ꎬ 最大化地可持续利用医疗资

源ꎻ 充分利用现代先进医疗技术ꎬ 提高医疗质量ꎮ① 中国作为阿尔及利亚医疗

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伙伴ꎬ 需要根据该国变化了的医疗卫生状况ꎬ 因时而需

相应调整医疗队的援助内容和方式ꎮ
其次ꎬ 中国援阿医疗队的管理工作仍需完善ꎮ 从国家层面看ꎬ 医疗队的

派出、 服务及具体管理涉及国家卫健委、 商务部、 国合署等多部委的参与和

联动ꎬ 相关协调机制有待完善ꎬ 相关援外政策的系统性、 连续性问题有待解

决ꎮ 从地方层面看ꎬ 援阿医疗队由湖北省卫健委负责管理ꎬ 从省内多家医院

选派医疗队员ꎬ 卫生主管部门与派出医院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权责不明问题ꎮ
由于阿尔及利亚与中国距离遥远ꎬ 双方持不同语言ꎬ 生活习惯差异大ꎬ 且受

援医院的医疗水平普遍不高ꎬ 援外经历对于医疗队员业务水平的提升帮助不

大ꎬ 由此ꎬ 一些医院出现了医疗队员派遣难问题ꎮ 从医疗队内部看ꎬ 由于医

疗队长及队员大多来自不同单位ꎬ 彼此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行政隶属关系ꎬ
导致医疗队管理难度较大ꎮ

再次ꎬ 中国援阿医疗队的宣传工作需要加强ꎮ ６０ 年来ꎬ 中国援阿医疗队

员始终如一ꎬ 默默奉献ꎬ 为促进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提升国民健康水平

做出重大贡献ꎮ 但由于相关部门对医疗队员宣传力度不够ꎬ 导致其相关影响

力没有得到充分体现ꎮ 以中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两支针灸分队为例ꎬ 曾接受过

针灸治疗的当地民众对中国医生给予极高评价ꎬ 甚至将针灸誉为 “中国神

针”ꎮ 同时ꎬ 不少曾到针灸分队所在医院其他科室就诊的患者ꎬ 或医院所在片

区民众ꎬ 都不知道有中国医疗队的存在ꎮ 究其原因ꎬ 一是媒体对医疗队工作、
医疗队员的杰出事迹的相关报道不足ꎬ 致使援阿医疗队对受援国的贡献没有

在国内外形成普遍认知ꎻ 二是学术界对中国援阿医疗队的关注和研究不足ꎬ
尤其是关于医疗队及医疗援外的综合性、 专门性理论研究欠缺ꎬ 没有在理论

建构上凸显援外医疗队和医疗援外的价值和意义ꎮ
(三) 优化中国援阿医疗队效能的路径

首先ꎬ 应根据阿尔及利亚的现实需要ꎬ 中国援阿医疗队因地制宜、 精准

施策ꎮ 当前ꎬ 中国在阿尔及利亚共有 ８ 支医疗队ꎬ 除了位于首都的总队外ꎬ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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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７ 支分队地处不同省份ꎮ 每支分队所在地的医疗卫生状况不同ꎬ 需求也不同ꎮ
中国医疗队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现实需要ꎬ 制定不同的援助方案ꎬ 有的放矢ꎬ 切

实提升援助效果ꎬ 如帮助仍然缺医少药的偏远贫困地区解决基本医疗需要ꎬ 向

已经具备基本诊疗能力的地区提供高端医疗服务ꎬ 在医疗条件较好的地区共建

更多的由中国医生参与、 当地有广泛需求的诊疗中心ꎬ 包括腔镜中心、 眼科中

心、 肿瘤中心等专科诊疗ꎬ 甚至可在阿尔及利亚重要城市ꎬ 尤其是华人分布较

为集中的城市建立中资医院ꎮ 上述诊疗中心和医院的建设ꎬ 对于提升医疗队的

整体形象和影响力ꎬ 以及解决在阿华人的就医难问题都将发挥重要作用ꎮ
其次ꎬ 完善医疗队的管理工作ꎬ 提升团队效应ꎮ 在国家层面ꎬ 中方建立

健全对外援助部际协调机制ꎬ 确保援外政策和项目的系统性、 连续性和完备

性ꎬ 使各部委之间充分沟通ꎬ 从而开展制度化、 系统化、 协调统一的整合型

对外医疗援助ꎮ 在地方层面ꎬ 湖北省卫健委可首先与派出医院明晰责权ꎬ 进

而在加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长期工作规划ꎬ 以 “组合拳” 的方式改革创

新医疗队员的选拔、 培训、 派遣、 待遇等各方面工作ꎮ 在医疗队内部层面ꎬ
针对医疗队的海外管理问题ꎬ 探索实行专职队长负责制管理模式ꎬ 并加强对

队员的心理疏导工作ꎬ 提升团队战斗力ꎮ 此外ꎬ 相关医疗派出机构要做好后

勤保障工作ꎬ 使援外医疗队员能够安心在海外完成援助任务ꎮ
再次ꎬ 加大宣传力度ꎬ 打造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国际品牌ꎮ 中方有关部门

应整合相关文宣力量ꎬ 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ꎬ 打造以中国医疗队 １２ 字精神为

内核、 以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为主题的援外医疗队品牌ꎮ 一方面ꎬ
相关媒体要加强宣传报道ꎬ 通过拍摄纪录片、 影视剧ꎬ 以及出版相关丛书等

形式创新传播方式ꎮ 在宣传时ꎬ 有关部门要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ꎬ
尤其是借助新媒体技术ꎬ 打造全媒体宣传矩阵ꎬ 全景式展现中国医疗队的事

迹ꎬ 提升其国际传播力ꎮ 另一方面ꎬ 学界、 智库展开对援阿医疗队和医疗援

外的精神内涵、 价值、 意义等方面的专项研究ꎬ 努力构建相关学术话语和叙

事体系ꎬ 科学把握并引导相关主题研究的国际话语走向ꎮ
最后ꎬ 加强中、 阿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ꎬ 推动两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互鉴ꎮ

阿尔及利亚传统医药资源丰富ꎬ 在前殖民时期一直发挥重要作用ꎬ 在殖民统

治期间遭到重创ꎮ 随着阿尔及利亚民众对中国中医药的认同度越来越高ꎬ 阿

方相关部门已经向中国医疗队表示希望借鉴中医的发展经验ꎬ 帮助该国恢复

和发展传统医药产业ꎮ 中国援阿医疗队及派出医院可向阿方分享中医发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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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ꎬ 并为阿尔及利亚传统医药的研发提供力所能及的技术支持ꎬ 推动两国在

传统医药领域的上下游合作并举ꎮ 中国医疗队作为重要合作载体ꎬ 通过两国

加强在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ꎬ 可深化两国在传统文化方面的交流互鉴ꎮ
事实上ꎬ 中国援阿医疗队是中国援外医疗队的缩影ꎬ 从阿尔及利亚到非

洲大陆再到亚非拉发展中地区ꎬ 该案例具有典型意义ꎮ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

个长期无偿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派遣医疗队的国家ꎬ 在人类医疗卫生合

作史上树立了典范ꎮ 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是中国持续时间最长、 派遣规模最

大、 实施效果最好的援助项目之一ꎮ 如何薪火相传、 继往开来、 把握机遇、
补齐短板与破解难题ꎬ 是当下构建中国援外医疗工作新格局的关键ꎮ

四　 结语

２０２３ 年是中国开展援外医疗 ６０ 年ꎬ 也是 “不畏艰苦、 甘于奉献、 救死扶

伤、 大爱无疆” 的中国医疗队精神提出 １０ 周年ꎮ 中国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开

创了中国援外医疗的历史ꎬ 彰显了中国特色ꎬ 向世界展现中国人民的伟大情

怀、 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南南卫生合作的强大生命力ꎮ 中国援阿医疗队员始终

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 传递中非友谊的使者、 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传播者ꎬ
有力促进了中、 阿民心相通ꎬ 助力两国关系全面发展ꎮ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ꎬ 阿尔及

利亚总统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 (Ａｂｄｅｌｍａｄｊｉｄ Ｔｅｂｂｏｕｎｅ) 来华访问ꎬ 他在接

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专访中表示ꎬ ６０ 年前ꎬ 中国在自身国力不强的情况下

克服重重困难向阿派出医疗队ꎬ 这一举动使阿尔及利亚深信中国是他们的真

朋友ꎮ① 习近平主席在与他会谈中ꎬ 称赞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疗队树立了

“中阿友谊的丰碑”ꎬ 并表示中方愿继续同阿方深化医疗卫生合作ꎮ② 展望未

来ꎬ 全球卫生健康事业正在经历从共享到共建ꎬ 再到共治的重要转变ꎮ 在此

背景下ꎬ 中国援阿医疗队必将以 ６０ 周年为新起点ꎬ 不断创新卫生援外的新理

念、 新方式ꎬ 发展新领域ꎬ 提升新高度ꎬ 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ꎬ 以及

助力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ꎮ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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