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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平洋岛国海洋经济

合作与可持续发展

　 喻常森　 蔡艺峰∗

摘　要： 丰富的海洋资源是 １４ 个南太平洋岛国的共同话题， 也是南

太平洋地区独特的人文特征之一。 尽管海洋是南太平洋岛

国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的主要内容， 但当前， 南太平洋众

岛国在海洋合作议题上缺乏整体性的规划和具有强制力的

约束框架。 可持续发展将成为南太平洋岛国开发海洋资源

的唯一战略选择， 促进海洋生态观念、 海洋合作机制以及

海洋法的践行将有效促进南太平洋岛国的海洋可持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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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南太平洋岛国虽然陆地面积仅 ５５ 万平方千米， 但其所拥有的专属经济

区总和接近地球表面积的 ８％或海洋面积的 １０％ 。① 这里水产、 矿产资源丰

富。 金枪鱼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年产金枪鱼约 １５０ 万吨， 商业价值达

１７ 亿美元。 世界上大约有 ５５％的金枪鱼罐头产自南太平洋。②

一方面， 海洋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是南太平洋岛国的生命支柱。 海洋是

南太平岛国的经济支柱之一， 南太平洋岛国借助海洋资源， 在渔业、 旅游

业和运输业方面的合作也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海洋合作将为南太平洋岛

国的发展提供一个凝聚海洋文化传统和商业价值的共同体， 这是时代发展

的契机， 其发展的渠道以及方向会涉及更多尚未涉足的深海矿产以及能

源， 为人类的发展贡献巨大。 然而， 因为缺乏强化的管理以及有序的合

作， 南太平洋岛国的海洋健康也面临着威胁， 毕竟， 海洋对过度捕鱼、 海

洋多样性的缺失和环境污染并不具有免疫力。 所以， 进一步明确南太平洋

岛国的海洋合作机制和框架， 是南太平洋岛国海洋合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保证。

另一方面， 南太平洋岛国距离大陆遥远， 加上面积较小， 常常成为西

方大国进行核试验、 倾倒有毒废料以及对鱼类资源进行过度捕捞的场所。③

虽然南太平洋岛国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但是由于没有保护能力以及保护力

度不足， 南太平洋岛国的海洋合作开发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需引起注

意。 因此， 本文拟对南太平洋岛国海洋开发的现状、 存在问题和未来发展的

计划与可能做出梳理， 以补充目前对于南太平洋岛国海洋合作研究的空白

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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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林香红、 周通： 《太平洋小海岛国家的蓝色经济》， 《海洋经济》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数据 来 自 孙 辉 明 《 南 太 平 洋 岛 国 形 势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 ｎ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ＨＩＡＷ ／
３７３１９３ ｈｔｍ， 访问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刘樊德： 《南太平洋岛国简介》， 《当代亚太》 １９９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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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太平洋岛国的海陆面积统计

单位： 平方千米

国家或地区 陆地面积
海域面积

（专属经济区）
国家或地区 陆地面积

海域面积

（专属经济区）

斐济 １８２７２ １２９００００

库克群岛 ２３７ １８３００００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７０１ ２９８００００

基里巴斯 ８１１ ３５５００００

马绍尔群岛 １８１ ２１３１０００

瑙鲁 ２１ ３２００００

纽埃 ２５９ ３９００００

帕劳 ４４４ ６２９０００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４６２８４０ ３１２００００

萨摩亚 ２９３０ １２００００

所罗门群岛 ２８３７０ １３４００００

汤加 ６５０ ７０００００

图瓦卢 ２６ ９０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 ＳＰＣ２００８ 年陆地海洋面积统计， 转引自林香红、 周通 《太平洋小海岛国家的蓝色经

济》， 《海洋经济》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二　南太平洋岛国的海洋经济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海洋旅游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南太平洋岛国的旅游由斐济、 法属波利尼西亚

和新喀里多尼亚主导， 但现在旅游已经扩展到整个地区， 成为萨摩亚、 帕

劳、 库克群岛和瓦阿努图等国经济和就业的重要行业。 在南太平洋众岛国

中， 旅游业对 ＧＤＰ 的贡献不可忽视。 北马里亚纳、 帕劳、 库克群岛的旅游

产业甚至已经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 ／ ２， 成为对国家具有举足轻重作用

的支柱产业。 在人数增长的方面，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至今， 到南太平洋

岛国旅游的人数也呈上升趋势。 其中， 上升幅度较大的为关岛、 库克群

岛， 经过约 ２０ 年的经营， 旅游人数接近翻一番。 在诸岛国中， 斐济是大

洋洲与南北美洲海空往来中心， 是重要的国际交通枢纽。 斐济凭借丰富的

旅游资源和便利的交通条件， 自独立后就大力发展旅游业， 历经 ４０ 多年

的发展， 已成为南太平洋地区重要的旅游中心之一。 据南太平洋旅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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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ＴＯ） 统计，① ２０１３ 年， 南太平洋岛国接待国际旅游者约 １７０ 万人， 旅游

收入 ２５ 亿美元， 年增长率为 ６％ 。 其中， 斐济接待游客 ６０ 万人， 约占南太

平洋岛国接待游客总量的 ３５％ ； 旅游收入约 １０ 亿美元， 占南太平洋岛国旅

游总收入的 ４０％ 。②

然而， 南太平洋岛国的旅游产业也存在自身的潜在问题。

首先， 本身政治与地理环境的局限。 部分岛国或地区社会治安状况

较差， 犯罪活动时有发生。 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 抢劫、 入室偷盗、 聚

众滋事等案件频发， 使用枪械、 利器等高危险器具致人伤亡事件亦经常

发生。③ 而安全是游客出行考虑的首要因素， 治安状况不佳将威胁旅游业

的发展。 除了人为因素， 自然因素如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等也严重威胁

南太平洋岛国海洋旅游业。 如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遭热

带风暴 “帕姆” 重创， 首都维拉港 ９０％ 的房屋遭破坏， 多个社区被整个

“吹走”。 气候变化是重要因素。④ 南太平洋岛国多数地理位置偏僻、 人口

少、 资源稀缺、 发展能力薄弱、 环境复杂脆弱， 易受气候变化和自然灾

害影响。

其次， 目前， 南太平洋岛国海洋旅游的整体性规划不完善。 海洋生

态旅游作为一种新兴旅游方式， 需要系统性的规划， 比较出色的例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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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来南太岛国的游客人数逐年增加》， ｈｔｔｐ： ／ ／ ｂｉｇ５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ｇａｔｅ ／ ｂｉｇ５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ｌ ／ ２０１４０６ ／ 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６２７３３６ ｓｈｔｍｌ， 访问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来南太岛国的游客人数逐年增加》， ｈｔｔｐ： ／ ／ ｂｉｇ５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ｇａｔｅ ／ ｂｉｇ５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ｌ ／ ２０１４０６ ／ 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６２７３３６ ｓｈｔｍｌ， 访问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名华人于当地时间 ６ 月 ２４ 日晚间在自主经营的食品店内遭到劫杀。 总理奥尼尔

强烈谴责这起恶性暴力事件， 并向中国政府与受害者家属保证将严惩凶手。 这次华人惨遭

杀害事件主要是当地社会治安恶化的结果， 当地政客腐败严重， 社会管理差， 无业游民和

罪犯滋事很多， 但是如此残害手段令人发指， 这不仅仅是抢劫财务， 很可能是与对华人的

仇视有关。 摘自吕思宁 《巴新治安恶化， 华人被杀或是人祸》， ｈｔｔｐ： ／ ／ ｐｈｔｖ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ｚｂｊｓｊ ／ ｄｅｔａｉｌ＿ ２０１３＿ ０６ ／ ２７ ／ ２６８６０５３４＿ ０ ｓｈｔｍｌ， 访问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气候变化惹的祸： 南太平岛过瓦鲁阿图遭遇前所未有灾害》，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ｕｅｊｉａ００１ ｎｅｔ ／
ｏｇｚｎｎ ／ ｍｉｅｗ ／ ２０１５０４１４ ／ ３２５２０ ｈｔｍｌ， 访问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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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群岛海洋公园 （ Ｃｏｏｋ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ａｒｋ， ＣＩＭＰ）。 库克群岛政府建

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公园， 该公园由全国一半的领土组成， 可以进行

旅游、 捕鱼、 可持续的深海活动。 该海洋公园在经济价值的创造和环境

保护方面达到完美协调， 是南太平洋岛国重要的开发项目之一。 但是，

目前在南太平洋岛国中， 能有如此规划的海洋旅游项目甚是缺乏。 如果

单纯依赖单一旅游线路旅游盈利， 其规模与收入都无法与未来游客的增

长保持平衡。

最后， 南太平洋岛国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环境受限。 国际空运条件尚可，

因其主要由一些发达国家的航空公司承担， 机场设施较为先进。 但是， 国内

的和岛国间的空运条件相对差些， 因飞机陈旧， 延飞、 停飞、 险情时有发

生。 在海运方面， 多数岛国的游船条件简陋， 数量有限， 更重要的是各岛国

间的海上救援系统尚不完善。 在陆运方面， 部分岛国城市道路老旧受损， 加

之山路崎岖， 雨季来临时道路运输会严重受阻， 这会进一步对游客的旅游行

为产生阻碍。

总而言之， 整体规划和生态设计是当前南太平洋岛国海洋旅游产业中最

为缺失的一环， 也是直接影响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 使旅游产业

由分散走向集中， 由单一特色转向各具特色， 由旅游经济转变为生态经济，

需要观念的改变， 也需要资金和技术支持。

（二）深海矿产

南太平洋岛国海域及其专属经济区蕴含了不同种类的海底矿产资源

（见表 ２） 。 其中， 基里巴斯的凤凰群岛周边海域， 以及库克群岛部分海

域， 金属结核分布较为密集。 此外， 马绍尔群岛西南海域、 莱恩群岛东

部圣诞岛的西北海域也分布着一定的钴结壳。 而巴布亚新几亚东北海域

的马努斯海盆、 斐济群岛附近的北斐济海、 斐济群岛与汤加群岛之间的

劳海、 巴新东北部的俾斯麦群岛海域分布着热液硫化物。 太平洋岛国的

深海资源相对丰富， 且具有开采价值， 已成为当今大国博弈的新焦点。

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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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南太平洋岛国矿产资源

国　 　 　 名 矿　 种 国　 　 　 　 名 矿　 种

库 克 群 岛 结核、结壳 巴 新 热液硫化物

基 里 巴 斯 结核、结壳 所罗门群岛 热液硫化物

图 瓦 卢 结核、结壳 瓦 努 阿 图 热液硫化物

萨 摩 亚 结壳、结核 斐 济 群 岛 热液硫化物

马绍尔群岛 结　 壳 汤 　 加 热液硫化物

　 　 资料来源： 莫杰、 刘守全： 《开展南太平洋岛国合作探查开发深海矿产资源》， 《中国矿业》
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 第 ４３ 页。

虽然南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深海矿产有着巨大的开采潜力， 但是对于南太

平洋岛国的深海矿产产业而言， 目前也存在潜在的问题。

其一， 开采技术落后， 无法单凭一己之力获得深海矿产。 斐济专属经济

区海域最近发现了热液硫化物， 但是斐济目前还不具备独立开采的技术能

力， 因此吸引了许多投资者开展勘探活动， 他们都希望通过与其合作， 发展

本国经济。 因此， 通过国际双边与多边合作， 岛国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

的提高， 从接受援助和自身发展两方面实现自身的利益。

其二， 寻求合作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合作者的选择和开采项目的议定。 在

开采过程中， 因为自身缺乏开采能力， 太平洋岛国不得不选择合作开发者，

而在这个共同开发的过程中， 开采者之间的矛盾协调、 矿产的盈利分配难以

量化， 而且有可能出现被世界大国巧取豪夺的情况。 所以， 在选择值得信赖

的合作国家这一问题上， 南太平洋岛国的选择显得尤为关键。

其三， 开采的代价很可能是环境污染。 一方面， 由于深海矿产开采难度

较大， 处理不好将造成本国海域海水的污染； 另一方面， 也可能由于海洋环

流的作用， 造成污染转向其他国家， 那么污染形成之后的纷争的协调和处理

也会相对复杂。

（三）海洋渔业

南太平洋小海岛国家的渔业包括大洋金枪鱼渔业、 沿海商业捕捞业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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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捕捞业以及海水养殖业。 渔业是南太平洋岛国国民经济、 外汇收入、 国民

就业的重要支柱。

表 ３　 ２００７ 年南太平洋岛国渔业和海底养殖业的产业价值

单位： 美元

国家或者地区 产值 国家或者地区 产值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８１２０６７９０２

基里巴斯 ２４４２８５８２８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２２４４８３９６７

所罗门群岛 ２０２００３２３３

马绍尔群岛 １０８１２５１０２

斐济群岛 １０３４２０６２５

瑙鲁 ８１５１８１６８

新克里多尼亚 ４９６６３１２６

萨摩亚 ４２９３９９８２

努瓦阿图 ３４３９７８８７

帕劳 ２４１３９１５２

汤加 ２０５７１１０１

库克群岛 １０３２３５２９

纽埃 ２５２０５８８

托克劳 １１０８８１２

　 　 资料来源：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ｌｅｔｔ，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９， ｐ ｘｘｉｉ。

图 １　 南太平洋岛国 ２００７ 年渔业对 ＧＤＰ 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ｌｅｔｔ，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９， ｐ ｘｘｉｉｉ。

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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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３ 和图 １ 可以看出， 南太平洋岛国的海洋渔业开发对其国家经济

的贡献十分巨大。 其中， 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为例， 其两亿美元左右的

渔业产值占 １０％ 的国家 ＧＤＰ 的份额， 而仅有 １０００ 万美元左右的渔业产

值的库克群岛也十分倚重渔业， 其对 ＧＤＰ 的贡献率约为 ６％ 。 太平洋岛

国的渔业产业种类繁多， 主要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大洋金枪鱼渔业、

海水养殖业、 沿海渔业、 生计捕捞渔业和水族贸易等， 虽然都为海洋渔

业， 但是其开发技术和合作途径不尽相同。 随着海洋渔业对南太平洋岛

国经济的贡献率逐年上升， 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海洋渔业政策也显

得尤为重要。

从南太平洋岛国的渔业发展现状看， 太平洋虽然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金

枪鱼资源， 但是也有潜在问题。

首先， 渔业开发速度过快， 渔业经济过热。 根据太平洋共同体秘书

处发表的 ２０１０ 年金枪鱼资源评估报告， 太平洋地区的金枪鱼年捕捞量在

过去 ３０ 年中翻了不止一番， 尽管资源尚未受到威胁， 但某些物种的现有

捕捞水平过高， 也有受到威胁的趋势。 从表 ４ 可以看出， 金枪鱼的需求

量日益增大， 其出口产值也明显增加， 利益的驱动引导着新一轮的资源

开发。 当前南太岛国对渔业的捕捞以一定的趋势增加， 若不形成可持续

的发展状态， 则有可能造成一定的生态问题。 以斐济为例， 对于斐济而

言， 渔业资源的生态破坏来自渔业活动中的过度捕捞， 这种捕捞既来自

本国居民， 也不乏外国渔船。 首先， 本土的传统捕捞方式以及外地传入

的炸鱼等方式， 都成为斐济渔民常用的毁灭性捕捞方式， 有学者认为斐

济生态系统的改变终将改变鱼类资源总量。 ①参照斐济渔业部门 １９９５ 年的

年度报告， 从比例上看， 一方面， 渔业捕获量持续下降； 另一方面， 城市对

鱼的需求量并未减少。② 巨大的盈利预期驱使渔民大量捕鱼， 甚至不惜采用

毁灭性捕捞手段。

３７０

①

②

罗宾·南等： 《对太平洋岛屿的全球国际水域评估： 跨界、 水资源短缺和沿海渔业问题》，
侯小虎译， 《ＡＭＢＩＯ———人类环境杂志》 ２００４ 年第 Ｚ１ 期， 第 ９０ 页。
Ｓｅｅ Ｆｉｊｉ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９９５，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Ｓｕ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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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南太平洋岛国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７ 年金枪鱼捕捞产值

项　 目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捕鱼数量（吨） ４０７１ ００ ９６５１ ００ １１３１２ ００ １１５５８ ００ １０８５６ ００ １７２９８ ００ １１９９６ ００ １５３７２ ００ １０７４９ ００

交换价值（百

万 ／ 美元）
１２ ６９ ３５ ４５ ３６ ８１ ３１ ７１ ３４ ６１ ６０ ８９ ３８ ４７ ５２ ３５ ３４ ４６

交换价值（百

万 ／ 斐币）
２５ １３ ７５ ５１ ８５ ７７ ６８ １８ ６４ ０３ １０５ ３４ ６５ ４０ ９１ ６１ ５５ １４

　 　 资料来源：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ｌｅｔｔ，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９， ｐ ４２。

其次， 南太平洋岛国的海底养殖业发展目前也不容乐观。 以太平洋地

区的长心卡帕藻的养殖为例。 长心卡帕藻产量太低， 难以开展销售和加工

的区域合作， 全地区产量在 ２００５ 年才达到 １５００ 吨， 但是只有产量至少达

到 ５０００ 吨， 才能对价值起到杠杆作用。① 目前， 南太岛国中只有基里巴

斯、 斐济和所罗门群岛在养殖长心卡帕藻， 瓦努阿图开展了小规模的养

殖， 巴布亚新几内亚表示要建立海藻养殖场， 其他国家都欠缺资金、 技

术、 环境。

最后， 南太岛国的海防事业发展缓慢， 只有巴布亚新几内亚、 斐济、 汤

加等少数国家有武装力量， 大部分岛国无法阻止其他国家的远洋船队进入其

专属经济区捕鱼。 事实上， 南太岛国的渔业的自我供给是充裕的， 但是， 外

国渔船的捕捞 （合法与非法） 占据非常大的比重。 以斐济为例， 从表 ５ 可

以看出， 外国渔船在斐济水域的捕捞具有一定的比重， 图 ２ 可以更加直观地

看出： 外国渔船在斐济的捕获鱼量仍旧占有一定的比重， 虽然从 １９９９ 年到

２００７ 年其比重有所下降， 但这有两种可能： 一是外国船只悬挂斐济国旗进

行捕捞活动， 二是因为斐济勘探巡查技术落后， 一些外国渔船的捕捞没有

被计算在内。 可见， 缺乏自我保护的南太岛国， 其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很

棘手。

４７０

① Ｄｅｎｎｉｓ Ｊ ＭｃＨ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ｅａｗｅ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６， ｐ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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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斐济水域国际捕鱼情况统计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７ 年）

金枪鱼捕获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所有渔船捕获

数量（吨）
５０６４ ８７４２ １０８０７ 　 ９４３７ 　 ７３２８ 　 ９８１９ 　 ６００５ 　 ７４２２ 　 ６４６９

斐济渔船捕获

数量（吨）
３６８８ ７６１９ １０３８７ ９３４２ ７０２２ ９０４３ ５５２５ ７３４１ ５９７６

外国渔船在斐

济 捕 鱼 数 量

（吨）
１３７６ １１２３ ４２０ ９５ ３０６ ７７５ ４８１ ８１ ４９２

外国渔船在斐

济 捕 鱼 产 值

（美元）
１４７２３２０ １２１０６１０ ４４９４００ １０１６５０ ３２７４２０ ８２９２５０ ５１４６７０ ８６６７０ ５２６４４０

　 　 资料来源：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ｌｅｔｔ，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９， ｐ ４３。

图 ２　 斐济水域的国际捕鱼情况统计

资料来源：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ｌｅｔｔ，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９， ｐ ４３。

综上所述， 南太平洋岛国的海洋经济包括旅游、 渔业、 深海矿产等多方

面的议题， 其潜在问题有一定的共性： 整体生态规划缺位、 技术资金缺位、

制度法律缺位。 这些潜在问题直接造成海洋经济的松散发展和规模的受限，

５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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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集中发挥海洋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优势。 南太平洋岛国只有突破现有

的思维与环境， 才能实现其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　有效开发与合作：南太平洋海洋

　　可持续合作框架

　 　 针对上述海洋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南太平洋岛国与国际社会进行

了有效治理， 其中南太平洋的合作开发框架就是为了支持太平洋岛国区

域海洋政策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ＩＲＯＰ） 而建立的，

旨在管理以及保持海洋文化和自然的整体性， 保证海洋的永久性健康。

此框架由基里巴斯总统艾诺特·汤在 ２００９ 年构想出来， 之后此设想以

文件的形式在太平洋岛国论坛的第四十次领导人会议中通过， 该合作框

架有以下目标： ①确立司法意义上的权利以及义务； ②进行有效的海洋

管理； ③支持可持续的发展、 管理和保护； ④促进倾听、 学习、 联络和

领导； ⑤保持持续的行动； ⑥对急剧变化的环境采取有效的措施。 ①该

合作框架具体由国家委员会、 地区合作机构以及一系列政策和计划

构成。

立足于当前南太平洋岛国的海洋合作内容， 可以总结出如图 ３ 所示的合

作框架。 其中， 该框架由合作伙伴与国际组织、 主要政策与宣言、 常规保护

性活动与项目组成， 对南太平洋岛国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三位一体的

智力、 经济、 技术和制度支持。

（一）合作伙伴和国际组织

南太平洋岛国海洋合作框架需要广泛的海洋合作伙伴， 包括当今世界大

国以及具有相关职能的国际组织。 目前， 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与很多国家

６７０

① 具体资料参见太平洋论坛秘书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ｒｕｍｓｅｃ ｏｒｇ ｆｊ ／ ｐａｇｅｓ ｃｆｍ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ｏｃｅａｎｓｃａｐｅ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ｏｃｅａｎｓｃａｐｅ －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ｈｔｍｌ， 访问日

期：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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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获得了长足发展， 共同为南太平洋的可持续发展展

开有效的管理和保护。

图 ３　 南太平洋岛国海洋合作框架

共同的利益将国际社会与南太平洋岛国联系在一起。 在海洋开发中，

技术、 资金成为合作环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物质性的动议立足于援助，

合作伙伴与国际组织的援助需要考虑信度和效度的综合。 对于合作伙伴和

国际组织功能的判定， 一方面需要探究其职能结构的划分是否具有解决海

洋问题的针对性———职能是否交叉， 职能是否覆盖所有问题； 另一方面需

要考究其履行职能的相关效果。 以下是南太平洋岛国主要的合作伙伴与国

际组织。

（１） 太平洋地区组织委员会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ＲＯＰ）。 ＣＲＯＰ 是由 ９ 个政府间实体组成的， 其中包括太平洋岛国

论坛秘书处， 主要处理国家对于太平洋海洋的发展和合作事务。 该委员会为

相关国家对不同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向其他成员表达自己的计划提供了一

个舞台。

７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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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太平洋岛国论坛渔业署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Ｆｏｒｕｍ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ＦＡ）。 ＦＦＡ 是管理其 １７ 个参与国的渔业的组织。 该组织以渔业资源可持续

发展为前提， 帮助各成员合理地开发金枪鱼资源； 同时帮助各成员加强金枪

鱼资源保护和开发管理， 也提供诸如开发项目的经济评估、 管理入渔证配额

并提供办理相关事项、 法律咨询等服务。

（３） 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ＰＣ）。

它是一个非政治性的组织， 其关注的问题更加多元化， 除了海洋产业中的渔业

以及水资源、 运输等问题， 它还广泛关注人类的健康、 教育、 人权、 性别、 文

化等不同层面的问题， 是太平洋岛国众多组织中提供技术支援最多的组织之一。

（４） 太平洋地区环境项目秘书处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ＳＰＲＥＰ）。 ＳＰＲＥＰ 是为其成员的环境问题提供管理

和支援的组织， 旨在保证可持续发展， 保证该地区自然资源的多样性以及保

护其相对脆弱的生态系统， 包括海洋资源系统。

（５） 南太平洋大学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ＵＳＰ）。 ＵＳＰ 是由

１２ 个太平洋岛国共同拥有的地区性大学， 主要研究太平洋的文化、 历史和

环境价值。 其海洋科技和海洋事务这两个项目最为世界称道。

（６） 联合国一般性程序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该程序主要

立足于评估世界的海洋环境， 包括社会经济层面。 该程序于 ２００４ 年建立，

其评估主要是为了能在全球范围内给予国家、 相关平台、 利益相关群体专业

的指导意见和建议。 其对人类海洋合作的评估内容包括人类对海洋合作的威

胁、 海洋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价值等。

（７） 世界海洋合作伙伴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Ｏｃｅａｎｓ， ＧＰＯ）。 它是由

世界银行初步建立的， 其设计宗旨是提高海洋合作的世界凝聚力和降低对海

洋健康的负面影响； 同时， 它将对海洋可持续发展问题比如渔业、 减少贫

困、 生态多样性、 污染问题做出回应。 世界海洋合作伙伴由超过 １４０ 个政

府、 国际组织和社区群体组成， 包括前文提到的 ＦＦＡ 和 ＳＰＣ 等， 也包括南

太平洋岛国比如斐济、 库克群岛等。 其中， ＧＰＯ 设置有一个蓝色海洋功能

小组， 由 １６ 个国家的领导人组成， 包括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秘书长， 就

８７０



南太平洋岛国海洋经济合作与可持续发展

维护海洋安全等提出建议。

（８） 全球海洋委员会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ＧＯＣ）。 ＧＯＣ 主要针

对以下四个领域的海洋问题做出权威建议： 过度捕鱼、 大规模的海洋生态多

样性的缺失、 有效管理和制约机制、 公海的法律框架漏洞。 ＧＯＣ 为国际组

织和程序提供专业的意见， 并提出关于海洋合作的最终建议， 它相信如果其

建议被采纳， 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并不遥远。

综上所述， 评价合作伙伴和国际组织在维持南太平洋岛国海洋开发的可

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 必须考虑其职能的效度。

目前， 就其合作伙伴和国际组织的构成而言， 虽然能够针对一定的海洋

开发问题做出相应的援助， 但是缺乏统一性的管理与规划， 职能的交叉和体

系的分散将是制约其海洋合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障碍。 所以， 在南太平岛国

的海洋合作框架初步建立的情况下， 必须深入思考不同组织和合作伙伴的功

能的划分， 从相关的技术、 资金、 法律、 环境等不同领域进行分工与合作，

才能深入解决当今南太平岛国海洋开发与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二）主要政策与宣言

政策和声明是维持地区管理的重要原则， 帮助指导战略伙伴的相关海洋

活动。 相关的南太平洋海洋政策明确了该地区众岛国海洋合作的权利与义

务， 其相关的法约 （成文与不成文） 都旨在建立保护该地区海洋环境与资

源的相关框架。

（１）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ＵＮＣＬＯＳ）。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是国际社会保护以及管理海洋主

要的国际条约， 它不仅建立起保护海洋资源的法律体系， 也明确了参与海洋

合作国家间的关系与权限。

（２） 太平洋岛国地区海洋政策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ＩＲＯＰ）。 ＰＩＲＯＰ 为促进太平洋海洋开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战略框架，

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基础上确立了五条原则： 以战略合作促进理解，

采取可持续发展和管理手段， 从事保持海洋健康的行为， 促进和平， 以及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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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地区间和国际组织间的友好关系。

（３） 《联合国鱼类总群协定》 （Ｔｈｅ ＵＮ Ｆｉｓｈ Ｓｔｏｃｋ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该协定

建立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基础上， 主要任务是保证有效的持续的鱼

类生存， 特别是关注迁徙鱼群的管理。 该协定加强了对其成员专属经济区以

内以及以外的所有鱼群的保护， 该协定在地区渔业管理组织的监督下实施。

（４） 《国际湿地公约》 （Ｔｈｅ Ｒａｍｓａｒ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国际湿

地公约》 是政府间的条约， 立足于保护生态的整体性和湿地的可持续发展。

条约中引用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一词， 内涵丰富， 包括湖泊、 沼泽湿地以及和海洋有

关的地物如海岸地区的红树林等。 该条约有利于修正国际、 国家以及地区间

的海洋合作行为。

（三）相关的保护性项目与行动

随着当今海洋生态多样性、 海洋资源、 海洋环境威胁因素的增多， 保护

太平洋的持续性开发是当今海洋发展的重要任务。 面对当今南太平洋海洋合

作的重要问题， 国际社会也展开了一系列的常规性项目与行动， 积极保持海

洋合作的可持续性。

（１） 库克群岛海洋公园 （Ｃｏｏｋ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ａｒｋ， ＣＩＭＰ）。 库克群岛

政府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公园， 该公园由其全国一半的领土组成， 用于

旅游、 捕鱼、 可持续的深海活动。 该海洋公园在经济价值的创造和环境保护

方面达到完美协调， 是南太平洋岛国重要的开发项目之一。

（２） 南太平洋珊瑚礁计划 （ Ｃｏｒａｌ Ｒｅｅｆ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ＲＩＳＰ）， 是一个以南太平洋生态多样性为重心的海洋保护项目， 也为鱼群

等提供一系列的管理和保护措施。

（３） 凤凰城岛国保护区 （ Ｔｈｅ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Ｉｓｌ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ＰＩＰＡ），

坐落于基里巴斯的专属经济区内。 这个保护区面积 ４０８２５０ 平方千米

（约占基里巴斯专属经济区面积的 １１％ ）。 为了保护该地区的海洋可持续

发展， 基里巴斯政府联合相关的国际组织， 建立了凤凰城岛国保护区基

金， 该基金的目标是补偿由于限制在保护区内的商业捕鱼而导致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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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

（４） 帕劳鲨鱼庇护区。 ２００９ 年， 帕劳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鲨鱼庇护区，

目的是禁止在其专属经济区 ６ 万平方千米区域内的商业鲨鱼捕猎行为。 在

２０１１ 年， 帕劳联合巴哈马斯群岛、 哥伦比亚、 洪都拉斯、 马尔代夫、 墨西

哥等 ８ 个国家宣布禁止在其国家内部对鲨鱼进行商业捕猎。

除此之外， 南太平洋岛国的海洋保护项目相对丰富， 还包括新厄里多尼

亚海洋保护计划、 太平洋计划、 太平洋 ２０２０ 年挑战项目、 瑙鲁协定等一系

列项目， 共同支撑南太平洋海洋可持续发展框架。

立足于上述的梳理与分析， 笔者总结出目前南太平岛国的综合治理框架

（见图 ３）。 南太平洋的海洋可持续发展立足于合作伙伴、 国际组织、 法律公

约、 保护项目等不同层次、 不同属性的框架之内， 其功能的发挥以及职能的

履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目前海洋开发的矛盾。 但是从目前来看， 其可持

续发展框架还处于初步的建立与摸索阶段， 缺乏系统的管理和资源整合， 尤

为松散。 其松散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没有形成硬法的要求， 制度的内容和宣言的要求主要是倡议性

的， 缺乏相关的惩罚条约， 所以在南太平洋岛国的海洋开发的强制力保护层

面稍显无力。

第二， 职能交叉与配合缺位。 在合作伙伴和国际组织层面， 每个国际组

织都有其管辖和援助的内容， 但缺乏统一管理的平台， 如何确保海洋开发技

术培训、 资金援助的公平性， 值得深思。

第三， 在加强南太岛国的巡查力度和执法能力上， 目前的合作框架缺乏

在这一领域的支援。 南太岛国海洋警察的培养应该成为当前海洋开发管理体

制的重要环节。

太平洋小海岛国家致力于从应对气候变化， 保证经济、 社会和生态的协

调发展的角度推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 一方面， 海洋可持续开发

与合作需要从国家内部职能的履行入手， 加强太平洋岛国的法律执行和管理

职能； 另一方面， 又需要从宏观概念与职能上进一步明确不同的国际组织和

制度的权责范围， 做到有序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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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 南太平洋岛国拥有独特的海洋经济资源， 其开发和运用

具有极大的国际市场和升值空间。 在所有经济类型中， 生态旅游、 生态渔

业、 深海矿产等不同的经济类型需要从气候变化、 环境保护等地区性和综合

性的问题入手进行统筹， 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南太平

洋岛国在发展道路上的一次重要探索， 它们一方面需要合作开发， 促进自身

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 需要通过政府扶持、 国际组织的帮扶、 国际法的制

约内化使其成为自身发展的共同意识。

首先， 转变南太平洋的海洋生态观念， 必须立足于南太平洋岛国内部思

维和全球治理的共同观念： 南太平洋并非人类攫取利益的场所， 而是人类必

须与之和谐相处的大自然的一部分， 政治利益、 经济利益都无法绕开其自然

属性。

其次， 南太平洋的海洋开发的技术主要立足于海洋生态设计、 海底养殖

技术与深海矿产勘探技术。 其一， 积极研发， 推进包括斐济在内的南太平洋

岛国的深海养殖技术。 其二， 推进包括斐济在内的南太平洋岛国的深海采矿

的技术革新。 其三， 进行南太平洋生态旅游系统的革命。

最后， 制度法律建设。 如何建立起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是当前南太平

洋岛国海洋法践行中关键的一环， 而这关系渔民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程度。 提高利益相关者 （南太平洋众岛国） 的参与程度有助于提高制度法

令的合法性。

回归现实问题， 因为南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实力、 政治影响力、 科技实力

与世界发达国家尚有差距， 所以， 在海洋合作的过程中掌握自身的话语权，

提升抗击风险的能力， 也必须成为当前南太平洋岛国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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