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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岛国在21世纪中国

战略谋划中的定位

　 喻常森∗

摘　要： 在中国 ２１ 世纪的战略筹划中， 太平洋岛国具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 具体来说， 对中国而言， 太平洋岛国的国际战略

价值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地理上， 它们位于浩瀚

的太平洋中部和西南部地区， 是中国通往南美洲、 南极洲

和澳大利亚、 新西兰的海空航线的必经之所。 第二， 在经

济上， 太平洋岛国均属于发展中国家，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

贸易、 投资和援助关系越来越密切， 成为中国建构 ２１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和拓展南南合作的重点示范区域。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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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 不少太平洋岛国与我国台湾地区 “建交”， 因

此， 对中国政府来说， 在 “一个中国” 原则基础上， 发展

与岛国的关系， 事关中国国家统一大业。 第四， 在文化

上， 太平洋岛国属于多元文化区域， 与中华文化具有一定

的相通性， 因此， 太平洋岛国是中国未来开展公共外交，

施展软实力的最佳场所之一。 总之， 面对中国的全面崛起

和影响力的持续提高， 太平洋岛国的重要性也将日益凸

显。 中国必须未雨绸缪， 制定长远规划和外交战略。


































关键词： 太平洋岛国　 国际战略　 中国



对中国来说， 由于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分散性和多样性， 人们对其的认知

较为模糊。 整个太平洋岛屿地区共有 ２５０００ 个大小岛屿和 １２００ 种语言。① 按

种族和文化的相似性， 可以划分为美拉尼西亚 （西南部区域群岛）， 密克罗

尼西亚 （北部偏西区域群岛） 和波利尼西亚 （东南部区域群岛） 三大部分。

２０１５ 年， 整个南太平洋地区 （含澳大利亚、 新西兰以及所有岛屿国家、 地

区） 人口总计为 ３９３５ ９ 万人，② 陆地面积总计为 ８９５ 万平方千米， 海洋面

积总计为 ４６６２ 万平方千米。③ 由于太平洋岛国主要分布在太平洋赤道以南，

从地理上属于大洋洲， 因此， 国际社会一般称其为南太平洋岛国。 目前， 大

洋洲—南太平洋地区共计有 １６ 个独立国家， 它们是区域组织———太平洋岛

国论坛的正式成员。④ 而作为另外一个范围更大的地区组织———太平洋共同

２００

①

②

③

④

汪诗明、 王艳芬： 《如何界定太平洋岛屿国家》，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１ ～７ 页。
“Ｏｃｅａｎｉａ ２０１５”，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ｙｒａｍｉ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０ ｔｏ ２１００， ｈｔｔｐ： ／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ｙｒａｍｉｄ．
ｎｅｔ ／ ｏｃｅａｎｉａ ／ ２０１５ ／ ．
Ｒｏｍ Ｃｒｏｃｏｍｂ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Ｐ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２００８， ｐｐ ６５１ －
６７７．
原名南太平洋论坛， 成立于 １９７１ 年， ２０００ 年改为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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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其成员包括 ２６ 个， 除了美国、 法国这两个域外国家外， 其余 ２４ 个国家

和地区构成了大洋洲的主体。 而在大洋洲的 １６ 个独立国家中， 除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外， 还有 １４ 个， 其中 １２ 个为联合国会员国， 其余属于英国、 法

国、 美国、 法国和新西兰的领地。 按照独立时间的先后， 这 １４ 个太平洋岛

国分别是萨摩亚① （１９６２）、 瑙鲁 （１９６８）、 汤加 （１９７０）、 斐济 （１９７０）、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９７５）、 所罗门群岛 （１９７８）、 图瓦卢 （１９７８）、 基里巴斯

（１９７９）、 马绍尔群岛 （１９７９）、 瓦努阿图 （１９８０）、 帕劳 （１９９４）、 密克罗

尼西亚 （１９８６）、 库克群岛 （１９８９， 目前为非联合国会员国）、 纽埃 （２００６，

目前为非联合国会员国）。

由于这些国家独立建国时间较短， 最长的只有 ５０ 余年， 最短的不足 １０

年； 加之这些国家大多属于小国或者是微型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的显示度十

分有限，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７０ 年代太平洋岛国取得独立国家身份以前， 尽管有

一些历史地理介绍性成果出现， 中国学者较少系统性地关注这一地区的事

务。②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高校开设大洋洲国家历

史地理课程， 并翻译编写出版了一些专业教材。③ 中国高校地理教科书对太

平洋岛国的基本介绍是： “大洋洲发展中国家领土孤立分散， 支离破碎， 岛

屿星罗棋布， 散布于辽阔无垠的南太平洋水面上， 构成了群岛套群岛的

‘万岛世界’。”④ 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仍然有人将大洋洲国家当成 “世界

边缘之国”。⑤ 从地理上看， 中国大陆离大洋洲非常遥远， 直线距离在 ５０００

千米以上， 交通不便， 至今中国大陆仍然没有一家航空公司开通直达岛国的

３００

①

②

③

④

⑤

原名西萨摩亚， １９９７ 年更名为 “萨摩亚独立国”。
王作成、 孙雪岩： 《２０ 世纪以来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综述》，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４ 年第１１ 期。
〔日〕 岩佐嘉亲： 《萨摩亚史》， 马采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４； 〔澳〕 Ｐ 比斯库普： 《新
几亚简史》， 广东化工学院翻译组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５； 〔美〕 库尔特： 《斐济现代

史》， 吴江霖、 陈一百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６； 叶进编著 《南太平洋的万岛世界》， 海

洋出版社， １９７９； 王建堂、 司锡明等编 《大洋洲岛国地理》， 河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５； 赵书

文、 段绍伯编著 《大洋洲自然地理》，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７； 王立权、 王建堂编 《大洋洲国

家地理手册》， 河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７； 王建堂： 《当代大洋洲》， 广东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１。
王建堂： 《当代大洋洲》， 广东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１， 第 １８３ 页。
宜雯、 扬子编著 《大洋洲诸国———世界边缘之国》， 军事谊文出版社， 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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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 因此，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 中国从事亚太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的

学者， 除了关注澳美同盟外， 未有人将整体意义上的大洋洲纳入他们的研究

范畴。①

新中国成立时， 太平洋岛国尚未独立， 因而， “根据其一贯政策， 对大

洋洲各殖民地、 托管地岛国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 一直给予热切的同

情和积极的支持与声援，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 适当开展同它们的交往”②。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开始， 中国严格遵照 “一个中国” 原则与新独立的太平

洋岛国建立外交关系， 并将其纳入 “第三世界” 外交工作范围。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直至冷战结束以后， 中国一直将对太平洋

岛国外交归入 “发展中国家” 外交的一部分。 进入 ２１ 世纪， 中国外交工作

更加重视大国和周边地区， 大洋洲国家被笼统地归为 “大周边” （ ｇｒｅａ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外交战略的一环。③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澳大

利亚、 新西兰和斐济三个大洋洲国家展开访问， 并在斐济与所有 ８ 个与中国

有外交关系的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进行集体会晤。 习主席在访问期间明确强

调， 南太平洋地区也是中方提出的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 由此

可见， 南太地区不仅在中国地缘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上升， 而且被赋予了明确

的政治、 经济和公共外交新内涵。 本文将从地缘战略、 政治外交、 经济外

交、 公共外交四个不同领域， 分析太平洋岛国在 ２１ 世纪中国战略谋划中的

重要意义。

一　太平洋岛国在中国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意义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 分布着大小 ２ 万多个岛屿， 它们大部分位于赤道附

４００

①

②

③

有关中国的亚太战略的重点研究领域是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以及少数热点问题， 例如朝鲜

问题及南海争端问题等。 涉及大洋洲的就只有澳美同盟。 关于澳美同盟的研究， 在许多情

况下也是放入中美关系的大框架下展开的。
王泰平主编 《新中国外交五十年》， 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１５３２ 页。
Ｊｉａｎ Ｙａ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１， ｐ 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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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或以南地区。 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 这些岛屿分属密克罗尼西亚、 美

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三大群岛。 这些岛屿具有不容忽视的地缘战略价值，

正如有评论指出的， “在太平洋上， 这一地域是东西、 南北两大战略通道的

交汇处， 历来是大国特别是海上强国极为重视的战略要地”①。 首先， 从海

上交通运输来看， 太平洋岛国地区已经成为太平洋海上和空中航线的中继

站， 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 “大洋洲发展中国家地当亚洲、 澳大

利亚和南北美洲之间， 又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 很多国际海底电缆都通过这

里， 因此在国际交通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大洋洲发展中国家的海、 空运输相

当发达， 是其对外贸易和联系世界各地的重要手段。”②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

展， 中国对全球海洋公域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海运给中国带来了石油和

其他重要的原材料， 并向海外市场输送成品。 因此海上通道安全对中国经

济， 更广泛来说对国家安全， 至关重要”③。 中国 ９０％ 的进出口货物以及

４０％的石油依赖海洋运输。 到 ２０２０ 年， 中国海上贸易每年有望达到 １ 万亿

美元， 大部分将通过中国制造、 中国拥有和中国经营的商业船舶运输。④ 所

以， 中国非常关注作为太平洋海上交通运输线关键连接地带的南太平洋地区

的安全与稳定。 在太平洋上有北、 中、 南三条航线， 其中， 南太平洋航线由

南美洲西岸， 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延伸到东南亚和东亚， 航线总长度约 １ 万

海里。 太平洋岛国是这条航线的必经之路。 其次， 作为地球上最具优势的测

控地点， 南太平洋岛国在航天方面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 它们所处的地理位

置， 对中国在南半球的科研考察， 以及未来的战略规划， 都具有特殊的意

义。 “中国跟南太平洋岛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就可以互利互惠， 在该地区

通过合作方式建立观测基地或中间站， 不仅可以大大降低航天、 航海、 油气

５００

①

②

③

④

谢晓军： 《温总理的南太平洋之行》， 《老年人》 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 第 ８ 页。
王建堂： 《当代大洋洲》， 广东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１， 第 １８２ 页。
加布里埃尔·Ｂ 柯林斯： 《中国对全球海洋公域的依赖》， 载 〔美〕 安德鲁·Ｓ 埃里克斯、
莱尔·Ｊ 戈尔茨坦、 李楠主编 《中国、 美国与 ２１ 世纪海权》， 徐胜、 范效婷、 万芳芳、 黄

南艳等译， 海洋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２６ 页。
徐起： 《２１ 世纪初中国海上地缘战略与中国海军的发展》， 《中国军事科学》 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第 ７５ ～ 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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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等领域的成本， 而且能够更好地发展太空科技。”① 最后， 太平洋岛国

是中国南极科学考察船只海上航行的必经之地。 从 １９８４ 年开始， 中国进行

南极科学考察。 目前已经建立长城、 中山、 昆仑、 泰山四个科学考察站点。

往来中国和南极的科学考察船只经常经过南太平洋岛国海域。 未来开发南极

旅游线路， 南太平洋岛国也是很好的中途补给站。

太平洋岛屿地区对中国地缘战略的意义， 最主要体现在国防安全上， 事

关中国海军现代化战略的实施。

进入 ２１ 世纪， 为了维护中国的海洋利益， 中国制定了 “蓝色海洋战

略”， 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 捍卫各种海洋资源和权益、 维护海上通道的安

全、 建立稳定的大国海洋关系和海洋秩序等。 而要实现这些， 就必须建立一

支强大的中国蓝水海军。 中国作为太平洋国家， 东进太平洋， 无论从地理上

还是战略目标上都是必然的， 然而， 中国的东面仍然处于美国和美、 日、 澳

同盟的战略包围之中。

根据太平洋的地理特征， 从中国海岸往东， 分别形成了三条断续的

“岛屿锁链”： 第一岛链北起日本列岛、 琉球群岛， 中连中国台湾岛， 南至

菲律宾群岛、 大巽他群岛； 第二岛链北起日本列岛， 经伊豆诸岛、 小笠原群

岛、 硫磺群岛、 马里亚纳群岛、 乌利西群岛、 雅浦群岛、 恩古卢群岛、 帕劳

群岛， 向南延伸至哈马黑拉岛群； 第三岛链主要由夏威夷群岛组成。② 冷战

开始后不久， 美国借助这些岛屿屏障， 建构起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

国的三重 “Ｃ” 形海上岛链封锁网络， 包括西北太平洋网、 西太平洋网和

西南太平洋网。 其中， 西太平洋网为以菲律宾苏比克军事基地为中心的东

南亚基地群， 形成从日本冲绳群岛至菲律宾群岛， 与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基

地相连的海上封锁线， 控制着巴布延海峡、 巴士海峡、 马鲁古海峡、 望加

锡海峡、 巽他海峡和马六甲海峡； 西南太平洋网包括以关岛为中心的密克

罗尼西亚基地群， 形成从关岛至密克罗尼西亚群岛、 新西兰、 澳大利亚的

６００

①

②

谢晓军： 《温总理的南太平洋之行》， 《老年人》 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 第 ８ ～ ９ 页。
刘宝银、 陈红霞： 《环中国西太平洋岛链———航天遥感融合信息军事区位》， 海洋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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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形基地部署， 控制着塔斯曼海、 珊瑚海、 阿拉弗拉海等重要海域。 凭借

沿线军事存在， 在军事上完成对中国—苏联的海上包围， 形成积极遏制和

攻势威慑。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奉行 “积极防御” 指导思想， 作为一支年轻的海军，

长期致力于 “近岸防御”。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在邓小平军事思想的指

导下， 中国海军开始由 “近岸防御” 向 “近海防御” 转变。 所谓 “近海

防御”， 即 “表明我国不搞全球性的进攻型海军。 就是将来海军现代化

了， 海军战略的防御性质也不会改变”②。 在较长一个时期内， 海军作战

区域将是 “第一岛链和沿该岛链的外延海区， 以及岛链以内的黄海、 东海

和南海全部海区”。 随着我们经济力量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 海军力量

进一步壮大， “我们的作战海区， 将逐步扩大到太平洋北部至 ‘第二岛

链’， 在 ‘积极防御’ 的战役战术上， 将采取敌进我进的指导思想， 即敌

人向我沿海区进攻， 我也向敌后发起进攻”③。 而突破岛链封锁的关键是

尽快完成国家统一。 “收复台湾不但可以明显改善中国沿海国防的安全环

境， 而且可以彻底解决中国军力东进太平洋的地理限制， 迫使封锁中国的

岛链终端支撑点由台湾后退到太平洋北部的关岛。”④ 太平洋岛国位于亚

洲和美洲之间， 属于第二和第三岛链的一部分，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美国

在部分岛屿地区设置了军事基地和情报站， 作为其太平洋战线的重要组成

部分。

进入 ２１ 世纪， 为了捍卫中国的海洋权益和利益， 彻底突破岛链封锁，

中国开始发展以航空母舰为主要作战平台的远洋海军。 随着 ２０１２ 年 “辽

宁” 舰入列， 中国海军进入了航母时代， 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也

逐渐增加， 中国完全可以为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安全、 稳定与人民福祉做出与

其大国地位相称的贡献。

７００

①

②

③

④

施昌学： 《海军司令刘华清》， 长征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５ 页。
施昌学： 《海军司令刘华清》， 长征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１２６ 页。
施昌学： 《海军司令刘华清》， 长征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１２７ 页。
江雨： 《岛链与中国海军向远洋发展》， 《舰载武器》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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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太平洋岛国对中国经济外交的影响

太平洋岛国虽然领土分散， 人口稀少， 总体购买力有限， 但是， 它们分

布在太平洋的中部和西南部， 海域面积十分辽阔。 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 的群岛原则， 这些国家程度不同地拥有大片海域作为自己的专属经济

区， 从而使得它们的海洋国土大大超过了它们的陆地面积。 热带海洋经济是

这些国家的最大特色， 因而， 与中国劳动密集型经济结构和大陆型自然禀赋

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性。

从中国整个对外经济关系格局来看， 尽管近年来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经

济关系发展没有与周边国家和大国那样大的容量， 但总体上呈现出生机勃勃

的景象， 贸易、 投资和对外援助三个方面的增长态势十分明显。 研究发现，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中国与大洋洲建交岛国的贸易总额增长了 ７ 倍多。 ２０１２ 年，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贸易总额为 ４５ 亿美元， 其中， 与建交国家的贸易总额为

１７ ６６ 亿美元。① 从投资方面看， 近年来， 大洋洲岛国已经成为中国企业 “走

出去” 开展海外投资的热点地区之一。 据中方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中国

对岛国投资企业近 １５０ 家， 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达 １０ 亿美元。 中国企业累

计与岛国签署承包工程项目合同价值 ５１ ２ 亿美元。② 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对

外援助近年来不断增加。 根据中方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中国已累计向太

平洋岛国提供 ９４ 亿元人民币的各类援助， 援建 ９０ 多个成套项目。③ 中国已经

超越日本和美国， 成为仅次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太平洋岛国的第三大外来

援助国。

８００

①

②

③

喻常森： 《２１ 世纪初中国对大洋洲岛国的经济外交》， 《大洋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１５ 页。
《王超出席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ｅ ／ ａｉ ／ ２０１３１１ ／ ２０１３１１００３８３９５２ ｓｈｔｍｌ。
《汪洋在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暨 ２０１３ 中国国际绿色创新技术产品展

开幕式上的演讲 （全文）》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ｍｆａ＿ ｃｈｎ ／ ｚｙｘｗ＿ ６０２２５１ ／ ｔ１０９７４７８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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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１ 世纪最初十余年里， 中国与大洋洲岛国在贸易、 投资和发展援助

等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成为中国 ２１ 世纪经济外交的一个亮点。 但是，

对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不宜估计过高。 例如，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度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双边贸易， 只占同期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０ １１％ ～

０ １２％ ， 而且， 中国与建交国的贸易额远远低于其与非建交国的贸易额， 说

明市场规律和供求关系决定了经济关系， 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有限； 在投资方

面， 尽管增长速度比较快， 但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直接投资仅占同期中国对

外投资总额的 ０ １８％ ； 在援助方面， 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 尽管无论

绝对值还是相对值占比均高于贸易和投资， 达到同期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

４ ０％ ～４ ２％ ，① 但是， 其在整个中国对外援助总额中的占比仍然不算太高，

因为， 中国对外援助的 ５０％投向了非洲。

要做好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外交， 还必须认真倾听当地的呼声， 及

时调整相关政策。 因为， 近年来中国资金的大量注入， 既为太平洋岛国带来

了大量机会， 也引发了过度开发及其他方面的担忧， 批评的声音开始出现。

有人认为中国的太平洋岛国援助和投资热潮， 是为中国经济发展寻找稀缺资

源。② 而对岛国资源的过度开发， 会造成变相掠夺和对环境的破坏。③ 久而

久之， 可能导致太平洋岛国地区的资源枯竭。④ 尽管这些言论有些耸人听

闻， 但是， 国际社会对中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 援助资金的不

透明性可能导致腐败以及投资企业的国有企业背景等确实多有微词。 中国在

９００

①

②

③

④

Ｙｕ Ｃｈａｎｇｓｅ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ａｃ ｎｚ ／ ｃｈｉ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ｒ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ａｐｅｒｓ ／ ＹＵ － Ｃｈａｎｇｓｅｎ － Ｃｈｉｎａ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ｉｔｈ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Ｉｓｌａｎｄ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ｄｆ．
Ｐｈｉｌｉｐｐａ Ｂｒａ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３７， Ｉｓｓ ２， ２０１３．
Ｇｒａｅｍｅ Ｓｍｉｔｈ， “Ｎｕｐｅｌａ Ｍａｓｔａ？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ｔｒｉａｔｅ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ｕｎ Ｎｉｃｋｅｌ Ｍｉｎｅ ｉｎ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３７， Ｉｓｓ ２， ２０１３．
Ｔａｒｃｉｓｉｕｓ Ｋａｂｕｔａｕｌａｋａ， “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Ｖｉｅｗｓ ｆｒｏｍ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Ｃｏ⁃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ｅｗ Ｚｅｅｌａｎｄ 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ａｍｏａ ａｎｄ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ｐｉａ，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５ － ２７，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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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大规模经济活动， 必须考虑太平洋岛国和周边国家的种种

疑虑和担忧。

因此， 在推进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线项目的时候， 尤其应该注重开

展对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外交。 首先， 正确认识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经济关

系的互补性方面， 进一步挖掘发展潜力； 其次， 在投资方面， 帮助太平洋岛

国发展加工工业， 解决就业问题和扩大出口； 最后， 在对外援助方面， 将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与百姓福利密切结合起来。

三　太平洋岛国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实现统一是 ２１ 世纪中国强国之梦的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 中国大陆和

台湾地区围绕国际承认进行的 “外交角力”， 耗费了两岸太多的资源和精

力。

太平洋岛国大部分属于小国及微型国家， 独立建国时间较短， 经济上相

对比较落后， 是台湾地区开展 “金钱外交” 的重要区域。 在当前 １４ 个已经

独立的太平洋岛国中， 有 ６ 个属于台湾的 “邦交国”， 分别是所罗门群岛、

瑙鲁、 基里巴斯、 马绍尔群岛、 帕劳、 图瓦卢， 占台湾 “邦交国” 总数的

１ ／ ４。 台湾政客认为， “虽然与台湾相隔近半个太平洋， 但是， 南太地区对

台湾的重要性包括邦交重镇、 对美国战略主导权的影响以及对其东亚战略局

势的影响三点， 因此， 重要性不容忽视”①。 正是利用与太平洋岛国的 “邦

交” 关系， 台湾地区不断加强对该地区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渗透活动。 在

政治外交上，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台湾地区领导人对太平洋岛屿 “邦交

国” 开展了形形色色的 “访问外交” “峰会外交” “过境外交” 等。 其最终

目标， 不外乎利用与岛国的 “外交” 关系， 积极拓展国际生存空间。 在经

济上， 加大对岛国的经济援助， 收买岛国高层领导人， 开展 “支票簿外

交”。 在文化上， 强调台湾先住民与岛国土著文化和人种上的相似性， 拉近

０１０

① 赖怡忠： 《台湾的南太平洋战略》， 《台湾国际研究季刊》 ２００７ 年秋季号， 第 １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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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岛民的关系。 同时， 在战略上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 遏制中国的崛

起， 抗衡中国在太平洋岛屿地区影响力的增加。

因此， 正如学者明确指出的， “长期以来， 与台湾开展外交竞争， 构成

中国加大对南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参与力度的最为重要的因素”①。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当中国国内发生政治风波之际， 台湾当局在南太平洋地区投

机钻营， 妄图浑水摸鱼， 破坏我们同一些岛国的正常关系。 一时间， 可说是

在太平洋上闹得 “阴风怒号， 浊浪排空”。② 中国严格在 “一个中国” 原则

基础上， 建立和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平等友好关系， 目前， 中国在太平洋

岛国地区的建交国数是 ８ 个， 略微超过台湾。 在经济上， 中国与太平洋岛

国的贸易总额大大超过台湾。 特别是在对外援助上，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仅

次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第三大外来援助国。③ 而且， 中国也是大洋洲区

域组织太平洋岛国论坛和太平洋共同体的正式对话伙伴国家。

直到 ２００８ 年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海峡两岸对南

太平洋岛国的争夺才暂告一段落。 但是， 台湾方面仍然不断地利用它与

“建交” 岛国的关系， 继续拓展 “国际空间”， 企图利用与岛国的关系， 想

方设法挤入一些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和地区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

台湾的 “金元外交” 和 “民主价值观外交” 在南太平洋地区仍然有一定的

市场。

四　太平洋岛国对中国拓展公共外交的意义

目前， 太平洋岛屿地区共有 １４ 个独立国家， 其中联合国会员国有 １２

个。 还有 １０ 多个属于美国和法国的自治领地， 未来这些领地一旦独立，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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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联合国， 势必增加大洋洲岛国在国际社会的整体影响力。 同时， 在这些岛

屿地区业已存在多个华人散居群体， 根据 ２００７ 年的统计， 华人常住人口高

达 ８ 万人左右，① 约占当地人口的 １％ 。 不少华人与当地人通婚， 已成为当

地社会的一员。 他们的中国血统以及其与中国的亲缘关系， 可以成为进一步

促进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友好关系的桥梁和纽带。

应该看到， 中国的对外援助项目， 基础设施投资， 中国援建的各种惠民

基础设施项目， 已逐步培育了当地人民对中国的友好和亲近感。 根据 《中

国外交》 白皮书，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对巴新、 斐济、 密克罗尼西亚、 萨

摩亚、 汤加、 瓦努阿图 ６ 个大洋洲岛国的援建工程项目超过 ３０ 项， 涉及政

府办公场所， 教育、 体育、 文化及医疗场馆设施， 公路、 桥梁、 水电站、 防

护堤、 示范农村、 电子政务建设等。 此外， 中国对大洋洲岛国的援助形式还

包括各种无偿援助， 主要用于人资源培训、 文化交流、 医疗卫生、 紧急灾难

救助等。② 这些项目的开展， 使得岛国中无论是上层政治精英， 还是普通民

众都能感受到中国援助的好处和实惠， 从而打牢了中太关系的基础。 今后，

中国应该更加合理地使用援助手段， 在确定援助项目和投资领域时， 更加了

解和尊重当地的合理关切， 与时俱进， 调整援助策略。 比如，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在广州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上提出 “绿色创

新， 合作共赢” 的理念， 与国际社会一道， 努力解决太平洋岛国地区的贫

困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同时， 通过诸如共建孔子学院、 中华学校， 向岛国提

供来华留学基金等形式， 为岛国培育熟知中国事务的社会精英和对华友人

士。 依靠中国驻当地大使馆， 努力 “塑造中国在南太平洋民众中和平、 平

等、 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③。

近年来， 通过持续努力， 中国的公共外交已经产生了积极的回报。 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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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岛国在21世纪中国战略谋划中的定位

太平洋岛国以 “向北看”①， 迎接 “龙的拥抱”②， 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作为基

本外交战略和既定国策。 不少岛国领导人将上任后的首次外交出访目的地选

在中国。 特别是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习近平主席出访斐济， 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

举行集体会晤以后， 中国在岛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中国同８ 个太平洋建交

岛国一致同意建立相互尊重、 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 在斐济楠迪会晤期

间， 习主席宣布了支持岛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揽子计划， 包括为最不发达国

家 ９７％税目的输华商品提供零关税待遇， 今后 ５ 年为岛国提供数千个奖学金

和研修培训名额， 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为岛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等。 这些

“措施实实在在、 雪中送炭、 契合岛国需要”③。

五　结论

总之， 在精心筹划中国 ２１ 世纪战略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忽略作为亚太

地区重要组成部分的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地位和作用。 这一地区虽然

不是中国的近邻， 也没有大国， 但是， 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与和平崛起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在地理上， 它北连亚洲， 南控南极， 位于太平洋中心， 对中

国的海洋发展战略十分关键。 在经济上， 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国蕴藏着十分丰

富的资源， 在经济结构上其与中国存在很大的互补性， 是中国 ２１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建设的南线支点。 在政治上， 太平洋岛国对中国国家主权和统一有

着特殊的意义， 那里有部分国家与中国台湾地区 “建交”， 构成了政治上的不

稳定因素， 必须加以排除和破解。 在软实力和公共外交方面， 太平洋岛国属

于发展中国家， 集中了一批最不发达的国家。 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崛起中的负

３１０

①

②

③

Ｒｏｎ Ｃｒｏｃｏｍｂｅ， “ Ｔｈ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ｎｎｅ⁃Ｍａｒｉｅ Ｂｒａｄｙ ｅｄ ，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 ，
２０１０．
《斐济高度评价习近平来访 　 兴奋迎接 “龙的拥抱”》， 《环球时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５２１２５７１ ｈｔｍｌ。
《新华国际时评： 独具匠心的多边外交》， 新华网，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ｔｔｇｇ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２８ ／ ｃ＿ １１１３４４７０２９ ｈｔｍ。



大洋洲蓝皮书

责任的大国， 在关注全球贫困问题， 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方面， 负有义不容

辞的责任。

因而， 中国未来应该继续加大对太平洋岛国的关注， 站在战略的高度，

重新思考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国外交。 主要思路包括， 中国海军与外国军队一

道， 维护太平洋海上交通运输航线的安全， 建立、 维护和平稳定的太平洋海

洋秩序。 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旅游合作， 并将其作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的一个新兴领域， 在条件成熟的时候， 开辟南极旅游航线。 在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上， 积极参与太平洋岛国的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 关注气候变化和

环境问题。 继续加大对太平洋岛国的开发援助， 在帮助岛国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 促进互联互通的同时， 将援助项目更多地向民生领域倾斜并积极参与多

边援助项目。 在政治上继续巩固和深化与建交岛国的友好伙伴关系， 同时寻

求与未建交岛国的关系发展。 在软实力外交方面， 通过公共外交活动， 加

强对中国形象的正面宣传， 营造中国人民与岛国人民之间的信任和友好关

系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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