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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洋洲国家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发达工业化国家外, 均属于发展

中国家, 传统上位于国际政治的边缘地带。 从地缘政治学的视角分析, 大

洋洲或者南太平洋属于亚太地区的一个次区域。 大洋洲国家分布广泛, 受

到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的冲击, 构成全球经济政治的重要环节。 2011 ~

2012 年, 大洋洲各国经历了政治上的周期性调整, 经济上取得了恢复性

的发展, 外交十分活跃, 成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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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论

大洋洲意为大洋中的陆地, 它是世界五大洲中陆地面积最小的一个洲。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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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洲 (Oceania) 一词的诞生可追溯至 1812 年, 由丹麦地理学家马尔特·布龙

(Malthe Conrad Bruun) 提出。 大洋洲的地理范围包括太平洋西南部、 赤道南

北广大海域。 西北与亚洲为邻, 东北及东部与美洲大陆相对, 南部与南极洲相

望, 西部濒临印度洋。

大洋洲又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说法, 狭义仅指太平洋三大岛群, 即波利尼西

亚、 密克罗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三大岛群。 广义的除三大岛群外, 还包括澳大

利亚、 新西兰和新几内亚岛, 共 1 万多个岛屿。 现在一般指广义而言。 大洋洲

又称澳洲, 因为澳大利亚是大洋洲的主要国家。 澳大利亚 (Australia) 是古希

腊语 “南方” (或者 “南方未知地”) 的意思, 公元 1 世纪托勒密所著的 《地

理志》 一书中即出现, 当时并没有具体所指的区域范围。 一般认为, 大洋洲

陆地面积约合 853． 7 万平方公里, 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 6% 。 共包含 14 个独

立的国家, 另有 10 个属地或托管地。 其总人口约 3566 万, 人口密度仅为 4． 2

人 /平方公里。 居民主要是欧洲移民的后裔 (占 70% ) 和土著人 (20% )。 此

外, 还有印度人、 华人和混血种人。

大洋洲国家在地理分布上颇为广泛, 大多以海洋为界, 基本上没有陆地邻

国, 且以微型国家为主。 从历史上看, 16 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 这些国家逐

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后来相继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和托管地。 进入 20 世纪,

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相继独立建国, 成为世界民族国家的重要成员。 从发展层

次看, 有发达国家, 但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 大洋洲区域主要国家的基本情况

如表 1 所示。

表 1　 大洋洲地区主要国家基本情况综合指标 (截至 2012 年数据)

国　 名 陆地领土面积 人口 GDP 人均 GDP

澳大利亚 768． 2 万平方公里 2284 万(2012 年 12 月) 1． 5 万亿美元 6． 6 万美元

新西兰 27 万平方公里 445 万 2065 亿新元① 3 万新元

巴布亚新几内亚 46 万平方公里 670 万 127 亿美元② 1900 美元

斐济 1． 8 万平方公里 90 万③ 3． 8 亿美元④ 4244 美元

库克群岛 240 平方公里 1 万　 2． 85 亿美元 2． 46 万美元

密克罗尼西亚 705 平方公里 10． 26 万⑤ 2． 431 亿美元 2368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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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名 陆地领土面积 人口 GDP 人均 GDP

萨摩亚 2934 平方公里 18． 6 万⑥ 6． 53 亿美元⑦ 3537 美元

纽埃 260 平方公里 1490⑧ 1590⑨万美元 1． 04 万美元

汤加 747 平方公里 10． 3 万 6． 71 亿潘加⑩ 6515 潘加◈11

瓦努阿图 1． 219 万平方公里 23． 4 万 7． 6 亿美元 3105 美元

　 　 注: ① 1 新元约合 0． 85 美元。
② 2011 年数据。
③ 2011 年数据。
④ 2011 年数据。
⑤ 2010 年数据。
⑥ 2011 年数据。
⑦ 2011 年数据。
⑧ 2011 年数据。
⑨ 2010 年数据。
⑩ 2010 年数据。
◈11 1 美元 = 1． 74 潘加 (2012 年 12 月)。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各国政府官方网站。

从表 1 看, 大洋洲地区最大的国家是澳大利亚, 陆地面积为 768． 2 万平方

公里, 人口为 2284 万。 面积最小的国家是库克群岛, 陆地面积只有 240 平方

公里。 而人口最少的国家是纽埃, 仅为 1490 人。 从经济发展水平看, 澳大利

亚最高。 2012 年澳大利亚 GDP 总量为 1． 5 万亿美元, 世界排名第 13, 人均

GDP 为 6 万多美元, 世界排名第 5。 GDP 总量最小的国家是纽埃, 只有 1590

万美元。 人均 GDP 最低的国家是巴布亚新几内亚, 只有 1900 美元。 由此可

见, 经济发展的差异性、 地理破碎性和文明的后发性是大洋洲地区最大的特

点。

二　 大洋洲国家政局处于周期性的震荡与调整之中

大洋洲地区岛国过去大部分是英、 法等西方国家的殖民地, 独立以后, 都

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威斯特伐利亚模式, 沿袭了宗主国的政治结构并保持了与

宗主国的文化联系。 例如, 普遍建立了在多党制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制, 包括一

院制和两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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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国家中的原英属殖民地国家独立或者自治以后, 几乎都留在了英联

邦大家庭内, 但与宗主国在宪政上的关系却不尽相同。 它们有的仍然奉英女王

为国家元首; 有的则沿袭古老的政治传统, 如国王制; 有的则干脆选择选举自

己的国家元首 (实行总统制或元首制)。 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属于较为成熟

的资本主义政党议会制外, 其他大洋洲国家的 “民主政治” 多数徒具形式,

其中, “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政治灵魂就必然是传统的酋长制”。① 所以, 政

局不稳仍然是大洋洲多数岛屿国家的普遍现象。 政局动荡的原因有的是选民对

政府不信任, 有的是部族关系紧张。 而经济发展的不充分及利益分配的不公正

则是政局不稳定的最根本原因。 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局不稳和经济欠发达, 部分

大洋洲国家被列入或者濒临进入失败国家的行列。

2011 ~ 2012 年度, 大洋洲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过政治变动甚至动荡。

2012 年 1 月 26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座兵营发生兵变, 一群数目不详的士兵

面涂彩绘闯入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的国防部队总部默里军营,

软禁了支持现任总理彼得·奥尼尔的阿格威准将。 退役上校萨萨宣布自己领导

了此次兵变, 目的是要求 2011 年 8 月被议会投票废黜的前任总理迈克尔·索

马雷重新上任。 兵变中没有人员伤亡。 随即, 巴布亚新几内亚爆发总理与副总

理合法性之争, 最终导致重新大选。 2012 年 8 月 3 日, 新成立的巴布亚新几

内亚议会举行了选举, 作为唯一获得提名的总理候选人, 奥尼尔当天在议会投

票中以 94 票赞成、 12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当选新一届政府总理。 他随后在首都

莫尔斯比港宣誓就职并组建新一届政府。 选举落幕, 这次选举的特点也呈现出

来。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治局势的缓和并没有彻底改变其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

政党林立、 政党忠诚度低、 个人利益高于政党原则、 议员更换频繁等问题都没

有变化, 实现政局的长期稳定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

2011 年, 新西兰举行了政府换届选举。 11 月 26 日, 由现任总理约翰·基

(John Key) 领导的国家党在当天举行的议会选举中遥遥领先主要反对党工党,

再次赢得政府组阁权。 计票结果显示, 国家党在大选中赢得 48%的政党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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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大的在野党工党只赢得约 27% 的政党选票。 工党领袖菲尔·戈夫 (Phil

Goff) 当晚承认选举失败。 12 月 14 日, 新西兰新一届政府在首都惠灵顿总督

府宣誓就职, 国家党领袖约翰·基连任政府总理。 最终选举统计结果表明, 在

11 月 26 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中, 国家党获得议会 120 个议席中的 59 个, 因未过

半数无法单独组阁, 在同联合未来党、 行动党和毛利党举行多轮磋商并达成协

议后, 国家党控制了议会中超过半数的 64 个席位。 约翰·基在此前的 12 日宣

布了新联合政府部长名单, 28 名部长中有 24 人来自国家党。

2012 年澳大利亚同样经历了政治动荡, 主要表现为工党内部的权力斗争。

2 月 22 日, 澳大利亚前总理、 时任外长陆克文宣布辞职, 称自己在没有总理

吉拉德支持的情况下无法继续任职外长。 此前有报道称, 吉拉德准备免去他的

外长职务, 因此其最体面的做法就是辞职。 2 月 27 日, 澳大利亚执政党工党

举行党首投票选举。 在 102 张总票数中, 现任总理吉拉德获得了 71 票支持,

陆克文仅仅获得 31 票。 吉拉德高票获得连任。 此前, 澳大利亚政坛因陆克文

和吉拉德之间的工党领导权之争而一度陷入动荡, 工党内部的斗争严重损害了

政府的信誉。 《澳大利亚人报》 7 月 24 日发表的新闻民调显示, 政府的首选支

持率相比两星期之前下降了 3 个百分点, 降到 28% 。 在两党比较一项中, 反

对党联盟领先执政党工党 8 个百分点。 10 月 9 日, 因涉嫌性骚扰男性下属,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彼得·斯利珀宣布辞职, 这也使得吉拉德领导的工党

政府再次岌岌可危。 澳大利亚反对党当天在议会提出要将斯利珀撤职的动议,

但最终以 69 票对 70 票一票之差未能通过, 然而, 斯利珀在数小时后宣布辞去

议长职务。 斯利珀是 2011 年从反对党阵营转投工党的, 并在总理吉拉德的力

荐下出任众议院议长。 吉拉德政府在众议院此前仅维持两个席位的优势。 然而

随着斯利珀宣布辞去议长职务, 加上早前已有一名独立派议员决定不再支持吉

拉德, 这意味着吉拉德今后要在议会通过任何议案都将面对重重障碍, 对吉拉

德政府来说斯利珀的辞职无疑是个沉重打击。

三　 大洋洲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大洋洲地区岛国过去大部分是殖民地, 独立以后的经济结构大多是单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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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大部分生活消费品以及工业用品都需要从国外进口, 粮食也不能自给。 由

于国家经济一直处于欠发达状态, 大多数岛国都面临财政拮据的问题, 希望得

到国际上的财政援助和经济支持, 而外援主要来自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新

西兰以及中国等。① 大洋洲岛国长期以来资源管理水平低下, 而且人口不断增

加, 这些岛国正日益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主要表现在资源过量

开采、 缺乏足够力量保护专属经济区以及人口增长率高于经济发展速度等方

面, 这些问题也严重阻碍了岛国国家的长远发展。 进入 21 世纪, 面对国际局

势日益严峻的挑战, 这些大洋洲岛国政府纷纷开始采取措施, 一方面对内制定

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另一方面加强国家间的合作。

大洋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 其中,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经济发达,

属于后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其他岛国则多为农业国, 经济比较落后。 大洋

洲各国畜牧业发达, 是世界优质畜牧产品的供应地。 大洋洲的工业主要集中在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主要有采矿、 钢铁、 有色金属冶炼、 机械制造、 化学、 建

筑材料、 纺织等部门。 由于部分大洋洲岛屿国家资源缺乏, 国土狭小, 经济发

展落后, 财政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援。 “产业结构不合理, 人才匮乏, 缺

乏经济发展的机会和企业家生长的土壤, 是大洋洲岛国长期得不到发展的主要

原因。”② 这些大洋洲岛国获得独立后大多处于落后状态, 经济结构单一, 财

政拮据, 国家间缺乏合作。 长期以来, 这些大洋洲岛国都处于世界政治经济舞

台的边缘地带, 被认为是 “太平洋最偏僻的地区”。③

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日益严峻的挑战, 为了扭转经济落后的局面, 大洋

洲岛国政府开始采取各项措施, 发展多样化经济, 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

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 同时, 虽然大部分大洋洲岛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

源, 但是长期以来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 还面临过度开采的问题, 因此岛国

政府开始重视资源管理, 制定有效利用资源的相关政策从而实现本地区资源的

可持续开发。 为了弥补资源和人才的不足, 近年来, 大洋洲国家非常重视发展

以旅游业为龙头的服务业。 在各国国民收入中, 旅游业所占比重越来越高,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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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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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樊德: 《南太平洋岛国简介》, 《当代亚太》 1995 年第 1 期, 第 72 页。
程汉忠: 《大洋洲开发计划》,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8, 第 47 页。
郭春梅: 《南太平洋的大国博弈》, 《世界知识》 2012 年第 20 期, 第 32 ~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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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太平洋岛国, 拥有大量矿产、 石油、 天

然气、 木材和渔业资源等。 以丰富的资源能源为基石, 以矿产、 石油和经济作

物种植为支柱产业经济。 但同时, 其经济部门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特点, 以

依赖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中心的传统经济部门以及以资源开发为中心的现代经济

部门同时存在。 根据 2012 年中经济和财政报告, 2011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

增长速度约为 11% , 2012 年预算案修订的经济增速预计为 9． 9% 。 2011 年非

矿产行业增速为 13． 1% , 预计在 2012 年为 10． 4% 。 但是 2012 年亚行发布的

《太平洋经济监测》 称, 未来几年将有可能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比较艰难的时

期。

自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受出口疲软、 消费下降以及投资损失等影响,

新西兰经济增长羸弱。 2011 年, 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亚洲新兴经济体

经济复苏以及呈增长态势的国内需求, 新西兰的经济表现明显好转, 国内生产

总值实际增长 1． 4% , 通货膨胀率为 4% 。 虽然克赖斯特彻奇的接连两次地震

短期内延缓了经济增长的步伐, 但其经济基本面没有受到影响, 预计新西兰经

济中短期内仍将延续增长势头。 出口主导型经济复苏正在进行。

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 2012 年第 4 季度, 经济环比增长 0． 6% ,

全年经济增长达 3． 1% , 为 2007 年以来最高水平。 公共投资和出口是拉动澳

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至此, 澳经济已连续 21 年保持增长。 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 (OECD) 在澳大利亚状况报告中称, 与其他很多发达国家相比, 澳抗冲

击能力更强。 当前货币与财政政策组合适于支撑经济复苏, 澳大利亚处于应对

风险的有利地位。 根据 OECD 在 2013 年 2 月发布的半年度经济展望报告, 澳

大利亚 2013 年经济料将增长 3． 0% , 2014 年料将增长 3． 2% 。 矿业出口, 特别

是对中国的出口, 推动了经济增长, 但出口占澳大利亚 GDP 之比仍仅为 20% ,

矿业投资和相关基础建设仅占 GDP 的 6% 。 与此同时, 2012 年度, 澳大利亚

的对外贸易赤字创出新高。 2012 年 11 月澳大利亚货物和服务贸易赤字增至

26． 4 亿澳元, 超过赤字 23 亿美元的预期, 且为连续第 11 个月增长。 在全球

经济发展放缓的大背景下, 澳大利亚的综合经济实力仍然取得不错的排名。 由

于政府强制对重点企业推行征收每吨 23 澳元的碳排放税, 企业利润下降,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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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升, 影响了国际竞争力。 尽管如此, 2012 年, 世界 GDP 排名, 澳大利亚联

邦排名第 13, GDP 折合 14889． 69 亿美元, 人均 GDP 66984 美元, 排名第 5。

四　 大洋洲国家外交十分活跃

受地理位置的影响, 大洋洲地处南半球, 距世界政治中心欧洲、 美洲和东

亚都相当远。 历史上, 由于大洋洲国家基本上是西方的殖民地和保护国, 外交

的主要对象是欧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美洲外交和亚洲外交逐渐取代过去

的单纯欧洲外交成为大洋洲国家新的外交活动重点。 部分大洋洲国家由于与亚

太国家经济贸易关系日益密切, 纷纷加入到亚太区域合作进程之中。

与此同时, 南太平洋地区国家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次区域合作。 目前, 大

洋洲地区最为成功的组织是太平洋岛国论坛, 前身为南太平洋论坛, 成立于

1971 年, 2000 年改用现名。 它是南太平洋国家政府间加强区域合作、 协调对

外政策的区域合作组织。 该组织目前共有 16 个成员, 分别是澳大利亚、 新西

兰、 斐济、 萨摩亚、 汤加、 巴布亚新几内亚、 基里巴斯、 瓦努阿图、 密克罗尼

西亚、 所罗门群岛、 瑙鲁、 图瓦卢、 马绍尔群岛、 帕劳、 库克群岛和纽埃。 当

地时间 2012 年 8 月 29 ~ 31 日, 第 43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在库克群

岛拉罗汤加岛举行。 15 个岛国①领导人汇聚一堂讨论地区经济贸易、 海洋资源

保护、 气候变化、 斐济局势等议题。 会后发布的公报称, 在为期 3 天的会议

中, 与会领导人围绕 “大洋岛国 -太平洋挑战”、 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等主要

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并达成共识。 并且, 会议决定在 2013 年的论坛领导人

会议上对 2005 年制定的 “太平洋计划” 进行第二次审议, 以评估论坛成员国

10 年发展规划的实施成效。

在大洋洲国家中, 澳大利亚是最大的国家, 也是国际影响力最强的国家。

长期以来, 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奉行的是中等强国外交。 总体来说, 影响澳大利

亚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有三个: 一是地缘政治与战略安全的利益; 二是经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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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斐济领导人姆拜尼马拉马于 2006 年 12 月发动军事政变后, 没有在 2009 年 5 月 1 日的规

定期限前公布举行全国大选的日期, 因此太平洋岛国论坛中止了斐济的参会资格, 斐济也没

有出席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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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利益; 三是国际成员的责任。 与其他国家一样, 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最高

目标是捍卫国家主权独立, 推进澳大利亚的经济与战略利益。① 具体对外政策

上体现为 “三大支柱”。 其中, 第一个支柱依然是美澳同盟关系, 因为它是澳大

利亚外交和战略政策的 “基石”。 第二个支柱是联合国, 联合国等多边机制是澳

大利亚施展 “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 外交的重要舞台。 第三个支柱是现任政

府承诺将与亚洲国家建立强韧而又紧密的合作关系。 在这三大重点领域, 澳大利

亚 2011 ~2012 年度外交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对美外交方面, 吉拉德政府配

合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行动并继续深化美澳同盟。 为了纪念 《美澳新条约》 缔

结 60 周年, 2011 年 11 月 16 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澳大利亚进行了访问并在澳

国会发表演讲。 美澳两国领导人宣布, 自 2012 年开始, 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将

驻扎在澳大利亚北部地区, 第一批驻军人数为 250 人。 到 2016 年时, 驻军将增

加至 2500 人。 此举标志着美澳同盟关系在 “后反恐时代” 又具有了新的内涵。

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方面, 澳大利亚取得了显著成绩。 2012 年 10 月 19

日, 在联合国大会对安理会席位的票决中, 澳大利亚赢得 140 票, 与阿根廷、 卢

旺达、 卢森堡与韩国一起取得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从2013 年1 月1

日起任期 2 年。 此次当选是自 1986 年以来, 澳大利亚第二次获得联合国安理会

席位, 也是澳大利亚第五次进入联合国安理会。 为了获得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席

位, 澳大利亚近年来一直在不懈努力。 在过去 4 年中,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除了拿

出 30 亿澳元进行对外援助, 还花费 2400 万澳元用于游说活动。 澳大利亚外长鲍

勃·卡尔自 2012 年 3 月就职以来, 为争取各国对澳大利亚加入安理会的支持就

走访了 26 个国家。 在区域合作方面, 2012 年 10 月, 澳政府发表 《亚洲世纪中

的澳大利亚》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政策白皮书, 开宗明义指出, “亚

洲世纪是澳大利亚的机遇”。 随着全球权力重心逐渐转移到亚洲, “曾经天各一

方造成的障碍正在被近在咫尺的前景所取代”。 “澳大利亚占据天时地利———地

处亚洲之域, 时逢亚洲世纪。”② 为了进一步融入亚洲, 白皮书指出, 澳大利亚

政府必须巩固公平社会和开放经济的基础, 推动教育培训和企业创新, 同时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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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永兴、 张秋生、 高国荣编著 《列国志·澳大利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第 391 页。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White Paper, October 2012,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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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维护区域安全与稳定, 并推进区域内的文化交流。 新版白皮书可以看成是澳大

利亚进一步突出 “重返亚洲” 战略的重要文件。 作为亚洲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澳大利亚十分重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目前,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澳大利亚是中国第 7 大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额在 2012 年突破 1200 亿美元。 2012

年是中澳建交 40 周年, 两国都高调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 2012 年 12 月 14 日,

澳大利亚艺术文化部长西蒙·克林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活动。 与

此同时, 中国国务委员刘延东也率团对澳大利亚进行了友好访问, 并与澳大利亚

总理吉拉德一道出席了纪念中澳建交 40 周年的活动。

2012 年也是中国和新西兰建交 40 周年。 2012 年 2 月, 新西兰政府首次正式发

布 《中国战略报告》 (The New Zealand Inc China Strategy), 明确了未来5 年发展对

华关系的 5 大目标: 保持和发展两国强有力的政治关系; 将两国双边货物贸易额翻

一番, 即 2015 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 200 亿美元; 增加服务贸易, 实现 2015 年教育

出口增加 20%, 旅游业增长至少 60%及其他对华服务出口的增加; 提高双边投资

水平, 使之与不断增长的对华商业联系相适应; 加强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以创造商

机。① 2012 年 6 月, 新西兰政府又建立了一个与上述 “中国战略” 相配套的高

层组织机构———新西兰中国委员会 (New Zealand China Council)。 该委员会汇聚

了来自新西兰商界、 公共部门、 学界和社群等各领域的精英, 未来其将在与中国

同级别的各界精英之间举行的高层次双边伙伴论坛 (Partnership Forum) 中发挥

领导作用。 2012 年 9 月 5 日, “中国 -新西兰建交 40 周年研讨会” 在惠灵顿新

议会大厦举行, 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 2012 年 12 月 10 日,

中国国务委员刘延东访问新西兰并出席了两国建交纪念活动。

进入 21 世纪以来, 中国不断加强与大洋洲国家的关系。 近年来, 中国与

大洋洲岛国间政府高层往来频繁, 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双方设立了 “中国 -

太平洋岛国论坛” “中国 - 太平洋岛国经济技术合作论坛” 等对话沟通平台。

中国和大洋洲岛国都是发展中国家, 在许多方面可以互相帮助和借鉴。 作为

“南南合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积极帮助大洋洲岛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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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Opening Doors to China: New Zealand’s 2015 Vision,” http: / / www． mfat． govt． nz / NZ - Inc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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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大洋洲岛国也广泛开展了各种援助项目, 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农

业、 渔业、 交通、 通信、 卫生、 人员培训、 可再生能源等方面, 这些合作有助

于增强大洋洲岛国的人力资源的培养和自我发展的能力。① 2012 年 8 月, 中国

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在库克群岛拉罗汤加岛举行的第 24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会后对话会。 崔天凯在会上发言时表示,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

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积极开展同岛国友好交往, 努力拓宽经贸等领域务实合

作, 支持各岛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努力。

五　 小结

总之, 2012 年, 大洋洲国家努力在变动中寻求稳定性, 在差异中追求同

一性。 大洋洲国家政治上面临着传统与现代化的双重挑战。 殖民地历史是大洋

洲各国共同的最大公约数, 也是各国现代民主化转型进程的起点。 但是, 各国

特别是岛屿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仍然有许多需要克服的障碍。 其中, 经济发展的

不充足是各岛屿国家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 而对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发

达国家来说, 最大的挑战来源于与世界和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的

联动和不确定性, 特别是妥善处理政治上的西方国家身份与经济上的亚太共同

体纽带之间的矛盾。 为了摆脱全球政治的边缘地位, 大洋洲国家正在通过次区

域合作, 努力塑造自己的区域身份的认同。

Analysis and Outlook of Oceanian
Situation in 2012 -2013

Wei Minghai　 Yu Changsen

Abstract: Except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which are developed industri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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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most Oceanian countries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raditionally lie at the
edg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geopolitics, Oceania or
South Pacific can be treated as one sub-region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mpacted by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Oceanian countries also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In 2011 -2012, Oceanian countries
experienced political cyclical adjustment, economic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and
diplomatic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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