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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中国与南太岛国

贸易不平衡性研究

　 庞 琴　 叶 菁∗

摘　要： 随着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地区资源及能源需求的上升， 中国

与该地区贸易总额自 ２１ 世纪初飞速发展。 其中一个重要现

象是中国与非建交国的贸易总额甚至超过了建交国。 本文通

过对海关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主要原因是中国与马绍尔群岛

和所罗门群岛这两个非建交国家的贸易总量比较大。 马绍尔

群岛主要和中国进行转口外贸， 该国通过制度优惠的离岸注

册政策， 吸引外国公司在岛国注册并开展转口贸易， 可以在

部分程度上规避海关关税， 成为中国扩大出口的一种重要方

式。 所罗门群岛和中国主要进行互补性外贸， 交易类型是实

物贸易， 双方各取所需。 基于两地和中国较大的贸易量以及

政治上的 “非建交” 状态， 本文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中国

与南太地区的贸易已经逐步开始摆脱由政治因素主导的局

面， 双边贸易关系已经开始进入 “由国家内生的经济因素决

定贸易” 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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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由于美国、 中国、 俄罗斯、 日本等环太平洋国家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太平洋这一占地球总面积 ３５％ 的广阔水域， 从来就不

曾偏离国际政治领域学者研究的重心。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为 《外交政策》 杂志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十一月号撰写的评论文

章中， 更是将 ２１ 世纪称作美国的 “太平洋世纪”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ｅｎｔｕｒｙ）。①然而，

大多数学者所研究和讨论的问题， 往往集中于太平洋北部地区， 尤其是活跃

在当今世界政治舞台的美、 中、 俄、 日， 以及澳大利亚等世界或地区性大

国， 而散落在南太平洋的星罗棋布的岛国， 却很少得到学界的关注。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 南太平洋地区曾经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广袤之地，

历史上曾长期处于英、 法、 美等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之下。 而且， 大部分国

家政治发育不全， 经济落后， 极度依赖外界的经济援助， 缺乏独立发展经济

与外交的能力。 但随着南太平洋地区岛国自主意识的不断增强， 各国开始逐

渐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 并以太平洋岛国论坛 （前身为南太平

洋论坛） 机制为依托， 积极探索地区主义道路。 在政治上， 拥有 １２ 个联合

国合法席位②的南太平洋岛屿地区， 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力

量； 在经济上， 南太平洋地区是世界上重要的渔业、 林业和矿产资源产地，

拥有广阔的海上专属经济区， 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

无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７８２

①

②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ｓ Ｖｉｔａｌ ｔｏ Ａｓｉａ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１，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ｉｉｐｄｉｇｉｔａｌ．
ｕｓｅｍｂａｓｓｙ ｇｏｖ ／ ｓｔ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１ ／ １０ ／ ２０１１１０１１１６１２３３ｓｕ０ ８８６１２８７ ｈｔｍｌ＃ａｘｚｚ２ｚＮｒｃＲｇＯｏ．
南太平洋地区 １２ 个拥有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国家及加入联合国的时间分别为： 斐济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萨摩亚 （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所罗门群岛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 瓦努阿图 （１９８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马绍尔群岛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密克罗尼西亚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帕劳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基里巴斯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 瑙鲁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 汤加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和图瓦卢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ｍｅｍｂｅｒ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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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中国开始了对外开放进程， 在此后的 ３０ 多年时间里，

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稳步增长， 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也达到了空

前的水平。 对外贸易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存在着极强的相关性。 一方面， 经济增长最终会带来对外贸易的发展； 另一

方面， 对外贸易的扩张， 也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契机。①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中国的对外贸易， 无论在总量的增长还是在占世界贸

易的比重方面， 均经历了跨越式发展。 除了与美国、 日本、 欧盟等世界主要经

济体建立越来越紧密的贸易关系以外， 包括南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

家地区， 也构成中国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 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的

贸易， 特别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的贸易， 有助于双方在经济领域实现互惠互利，

合作共赢， 进而巩固和发展政治外交关系， 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二　21世纪以来中国与南太岛国的

　　贸易发展及主要特点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 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之间的贸易迎来高速发展时期。 随

着 ２０００ 年 “中国—论坛合作基金” 的成立， 中国与南太岛国间的双边友好合作

关系走上了全面发展的轨道。 双方高层往来不断， 经贸关系持续发展。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作为中国政府代表与论坛秘书长莱维换文，

中国政府捐资设立 “中国—论坛合作基金”， 用于促进双方在贸易投资等领域的

合作。②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杨洁篪副部长在第 １７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会后对话会上

正式倡议建立 “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 呼吁双方加强在贸

易、 农渔业、 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合作。 到 ２００５ 年底， 贸易总额已经达到 ９ ６６

亿美元， 出口额 ４ ７２ 亿美元， 进口额 ４ ９３ 亿美元 （见表 １）。 相比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增长近 ３０ 倍。 与此同时， 中

８８２

①

②

许启发、 蒋翠侠：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预测》 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
中国外交部网站， 国际与地区组织版块， “太平洋岛国论坛”，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ｍｆａ＿ ｃｈｎ ／ ｇｊｈｄｑ＿ ６０３９１４ ／ ｇｊｈｄｑｚｚ＿ ６０９６７６ ／ ｌｈｇ＿ ６１０７８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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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南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投资与援助力度也不断提升。 据中国海关统计， ２００７

年， 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的贸易额为 １９ ９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３７ ０％。 其中，

中国对岛国地区出口 ９ ５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２４ ４％； 中国从岛国地区进口

１０ ３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５０ ４％。 到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和南太平洋岛国地区双边贸

易额达到 ４５ １ 亿美元， 同比下降 ０ １１％。 其中， 中国对岛国地区出口 ３２ ７ 亿

美元， 同比增长 ０ ８２％； 从岛国地区进口 １２ ３ 亿美元， 同比下降 ２ ６％ （见

表 １）。① 从双边贸易进出口情况来看， ２００６ 年开始， 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

地区的出口额开始出现超过进口额的情况， ２００８ 年以后， 中国在与南太平

洋岛国地区的贸易中长期处于贸易顺差地位 （见图 １）。

表 １　 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地区的贸易统计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单位： 万美元

年份 出口 进口 总额

２０００ ６５３１ ２１５０８ ２８０３９
２００１ ６９０５ １２９６９ １９８７４
２００２ １０８１９ １７９７７ ２８７９６
２００３ ２２３９２ ２７６３２ ５００２４
２００４ ２５５００ ３６７９９ ６２２９９
２００５ ４７２１９ ４９３９７ ９６６１６
２００６ ７６４６０ ６８５９７ １４５０５７
２００７ ９５１１３ １０３５５０ １９８６６３
２００８ １１２１３３ ９０８７８ ２０３０１１
２００９ ２１９９８６ ６９７４９ ２８９７３５
２０１０ ３０３１９５ １１３３０１ ４１６４９６
２０１１ ３２４７６９ １２７２８６ ４５２０５５
２０１２ ３２７４７２ １２３７８８ ４５１２６０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主编 《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３， 国家统

计出版社。

但是， 中国与建交和非建交的南太岛国的贸易中存在令人费解的现象，

即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 中国与非建交的 ６ 个国家的贸易总量超过与已建交的 ８

９８２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经贸调研数据， ｈｔｔｐ： ／ ／ ｍｄ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Ｎｏ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２００２１０ ／ ２００２１００００４２９８６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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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地区贸易的趋势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主编 《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３） 中的资料绘制。

个国家的贸易总量 （见图 ２）。 如表 ４ 所示，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中国与非建交

国的贸易总和分别 １５ ７２ 亿和 ２４ ４１ 亿美元， 而这两年中国与建交国的贸易

总和却分别仅为 １１ ００ 亿和 １７ ６７ 亿美元 （见表 ３）。 虽然在 ２０１３ 年， 由于

中国和库克群岛、 汤加、 斐济、 瓦努阿图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几个建交国的

贸易增加， 而与马绍尔群岛等几个非建交国的贸易下降， 导致与建交国贸易

超过了非建交国， 但两者的差异并不算很大 （见表 ２、 表 ３）。

图 ２　 中国与南太建交国和非建交国贸易的趋势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中国口岸年鉴》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年版和 《中国商务年鉴》
２０１４ 年版中的资料绘制。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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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中国与非建交的南太岛国贸易总额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
单位： 千美元

国　 家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瑙　 鲁 ５０ ９９ ３０ ０ ４０ １

所罗门群岛 ３４７５４ ６１２７２ １０１６８１ １２９８７４ １９２５１７ ２２６８８８

图瓦卢 ６７ ２２４４ ６３４９ １０９５８ ６６９６ ４６２５１

基里巴斯 ８９１ ８７３ １４２６ １１８１ １６６８９ ２４６２

马绍尔群岛 １００２６４ １０４５７９ ２８０９７３ ４５７３７８ ５１７２５２ ４５６９６３

帕　 劳 １８９ ４３３ ６８３ ６９１ ７４４ ３１１７

总　 额 １３６２１５ １６９５００ ３９１１４２ ６０００８２ ７３３９３８ ７３５６８２

国　 家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瑙　 鲁 ２０ ２２ １９４ １０２３ １１１２

所罗门群岛 １９４２４２ ３１５４６８ ３７９０３７ ４１４３７９ ４４１３２３

图瓦卢 ６７ ８４１７ １４９３２ １４３４４９ ７５３４

基里巴斯 ３９４１ １１３９１ １３３４９ ３４１５６ １９１１４

马绍尔群岛 １３６６１２７ １９５１２７０ ２２０６５１６ １８４６５７９ １５００６７９

帕　 劳 １３０４ １９９７ １１９９ １６６８ ３３５７

总　 额 １５７１７０１ ２２８８５６５ ２６１５２２７ ２４４１２５４ １９７３１１９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２ 年数据根据中国口岸协会主编 《中国口岸年鉴》 （中国海关出版社， ２０１３）
数据整理。 ２０１３ 年数据根据中国商务年鉴编辑委员会主编 《中国商务年鉴》 ２０１４ 年版 （总第三十一

期， 中国商务出版社）。 其中， 瑙鲁、 所罗门、 图瓦卢、 帕劳均为中国台湾地区 “建交国”， 马绍尔群

岛和基里巴斯分别在 １９９８ 年和 ２００３ 年与中国断交后， 与中国台湾地区 “建交”。

表 ３　 中国与建交的南太岛国贸易总额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
单位： 千美元

国　 家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萨摩亚 　 ３１８９ 　 ６８６０ 　 ５９８２ １２９６３ １１８４５ 　 ２７８６５

库克群岛 ５７５ ９０７ ５９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９７６ ２６６７

汤　 加 ２０９６ ６２７８ ２９４２ ３７５３ ７３６０ ７９８４

斐　 济 ３１３２１ ３８７１２ ４５２７２ ６９２２５ ６６２５４ ９２００９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９２０３４ ２９６３８０ ３７６０４９ ５１８２４６ ６８０９８４ ８５９２６９

瓦努阿图 ３０８１ ７４９２ ８２７３ １９３７６ ２１３４６ ３５０７６

密克罗尼西亚 ２７４３ ７４４８ ２４３６ ２９４９ ９４９３ ４２５２

纽　 埃 — — — — — —

总　 额 ３３５０３９ ３６４０７７ ４４６８７０ ６２８５２９ ８００２５８ １０２９１２２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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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萨摩亚 　 ４４８６８ 　 ７００７５ 　 ３７８５０ 　 ７１７６９ 　 ５５４８３
库克群岛 ７３０３ ４８９５ ５７０４ ５０１２ ２０４８７
汤　 加 ８０５４ ９７６０ １３３２４ ２０１６０ ３８５０６
斐　 济 ９７１３３ １２８５８７ １７２４２５ ２３６１８４ ３０３８８３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８８５２８３ １１２９６４７ １２６５２７５ １２８２３６２ １３５２５８４
瓦努阿图 ４８８０９ ２３２６４ １３６２５４ １３６０３０ ３８２７２７

密克罗尼西亚 ８５９８ ６６８２ ５０２８ １５００４ １４９２１
纽　 埃 — — — — —
总　 额 １１０００４８ １３７２９１０ １６３５８６０ １７６６５２１ ２１６８５９１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２ 年数据根据中国口岸协会主编 《中国口岸年鉴》 （中国海关出版社， ２０１３）
数据整理。 ２０１３ 年数据根据中国商务年鉴编辑委员会主编 《中国商务年鉴》 ２０１４ 年版 （总第三十一

期， 中国商务出版社）。 其中， 瑙鲁、 所罗门、 图瓦卢、 帕劳均为中国台湾地区 “建交国”， 马绍尔群

岛和基里巴斯分别在 １９９８ 年和 ２００３ 年与中国断交后， 与中国台湾地区 “建交”。

三　中国与非建交国家间大额贸易往来的原因分析

考虑到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中国与该地区的贸易主要是由于双边外

交关系、 军事合作、 投资、 援助等其他方面政治互动形式的带动， 那么出现

这种非建交国贸易总量很大， 甚至超过建交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这种差异

说明中国与南太岛国的贸易出现了什么新趋势？ 对促进中国与该地区贸易的

发展带来什么启示？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造成这种不平衡性的主要原因是中国

与两个非建交国马绍尔群岛和所罗门群岛之间较大的贸易量： ２０１２ 年， 中

国与马绍尔群岛的贸易量约为 １８ ４６ 亿美元， 与所罗门群岛约为 ４ １４ 亿美

元， 仅与这两个国家的贸易量已经超过当年与其他建交国贸易量的总和， 特

别是马绍尔群岛 （见表 ２）。 那么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贸易主要集中在哪些

方面？ 贸易总量比较大是哪些因素导致的呢？

（一）中国与马绍尔群岛的贸易

马绍尔群岛是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贸易额增长最快的国家， 在过去十年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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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中马贸易额成百倍地增长， 但在双方的经贸中， 中国出口占绝对主导地

位。 中马在建交初期， 贸易额很小， １９９２ 年全年， 中马贸易额仅 ３ 万美元，

１９９３ 年也仅为 ９ 万美元， 且均为中方出口。 到 １９９６ 年， 有马绍尔群岛出口

中国的记录， 当年中马贸易额为 ９ ４ 万美元， 其中中国向马绍尔出口 ９ ２ 万

美元， 进口 ２０００ 美元。① ２００９ 年以来， 马绍尔从中国进口出现较大增长

（见图 ３）。

图 ３　 中国与马绍尔群岛贸易趋势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主编 《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３） 中的资料绘制。

目前，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是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最大的贸易出口国。 根

据中国海关 ２０１１ 年的统计数据， ２０１１ 年全年， 中国与马绍尔群岛贸易总额

为 ２２ ０６６１ 亿美元 （见表 ４）， 其中从马绍尔群岛进口额为 １６５４ 万美元， 对

马绍尔出口 ２１ ９００７ 亿美元， 中国对马绍尔群岛的出口占两国贸易总额的

９９％以上。 ２０１１ 年中国出口马绍尔群岛的主要商品为： （１） 载重量≤１５ 万

吨的机动散货船： １０ ５０ 亿美元； （２） 载重量 １５ 万 ～ ３０ 万吨的机动散货

船： ４ ２０７７ 亿美元； （３） １０ 万 ～３０ 万吨的成品油船： １ ２２２６ 亿美元； （４） 载

重量 ＞ ２ 万吨的机动滚装船： ６８４３ 万美元； （５） ４０ 英尺保温式集装箱：

３９２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编 《中国外交》，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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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４５ 万美元。① 此外， 轻柴油及其他燃料油、 ５ ～ ７ 号燃料油、 钢结构体用

部件及加工钢材、 未列明的机器零件等也是中国出口马绍尔群岛的主要商

品。 由于工业发展落后， 马绍尔还进口矿物燃料、 机械设备、 汽车等交通设

备， 以及维持日常生活的食物、 动植物油、 基本日用品等。 而中国从马绍尔

群岛进口的商品占进出口总额比重很小， 主要以渔产品为主。 马绍尔群岛拥

有广阔的海域， 渔业资源丰富， 以冷冻鱼为主要出口商品。 冻鲣鱼是当年中

国从马绍尔进口额最高的商品， 达到 １５３６ 万美元， 其次为冻黄鳍金枪鱼

（１１４ ８ 万美元）、 制作或保藏的金枪鱼、 鲣鱼整条或切块 （２ ４ 万美元），

其他主要出口项目还包括椰子油、 椰子饼以及少量手工艺品。

表 ４　 中国与马绍尔群岛的贸易情况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单位： 万美元

年份 出口 进口 贸易总额

２０００ １８７ １ １８８
２００１ １８２ ０ １８２
２００２ ２３７０ １ ２３７１
２００３ １００２０ ６ １００２６
２００４ １０４５８ ０ １０４５８
２００５ ２８０９７ ０ ２８０９７
２００６ ４５７１８ ２０ ４５７３８
２００７ ５１７２１ ４ ５１７２５
２００８ ４５６９６ ０ ４５６９６
２００９ １３５４２６ １１８７ １３６６１３
２０１０ １９４６０３ ５２４ １９５１２７
２０１１ ２１９００７ １６５４ ２２０６６１
２０１２ １８２３２０ ２３３８ １８４６５８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主编 《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３， 国家统

计出版社。

马绍尔群岛对中国的进口绝大多数为不同类型的机动散货船、 机动滚装

船、 成品油船及其配套产品。 但是， 由于马绍尔群岛人口只有 ５ ２ 万， ２０１２

４９２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主编 《中国海关统计年鉴》 （２０１１）， 中国海关杂志社，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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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 ３６２７ 美元，①显然马绍尔群岛本国并不具备消费如

此多大型机械与燃料的经济实力。 那么， 这些进口产品主要用作什么用途？

通过进一步研究马绍尔群岛的贸易情况， 我们发现该国主要从事对外的转口

贸易， 且贸易范围主要是机动载人船只， 占该国 ２０１２ 年贸易总额的

８２ ２１％ （见表 ６）。 贸易的路径主要是从韩国、 日本和中国进口船只， 出口

到德国、 波兰、 泰国和希腊 （见表 ５）。 该国的转口贸易量之所以巨大， 与

其国内对海外公司在岛上进行离岸注册的优惠政策有关。 根据马绍尔公司注

册计划， 如果马绍尔群岛公司非由原居民成立， 则可合法免除一切税项， 且

在马绍尔成立离岸公司可于十天内完成， 甚至可以购买现成的公司。

表 ５　 ２０１２ 年马绍尔群岛主要出口国

国　 家 贸易额（美元） 占比（％ ） 国　 家 贸易额（美元） 占比（％ ）

德　 国 １０４０２２４６９ ３１ ６９

波　 兰 ４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４３

泰　 国 ３６７７２９０７ １１ ２０

希　 腊 ３４６２８３０４ １０ ５５

西班牙 ２５８２９３１８ ７ ８７

印度尼西亚 ２４３１７５７７ ７ ４１

美　 国 １３４５６１１０ ４ １０

日　 本 ９９８２４７１ ３ ０４

墨西哥 ８１６０６５６ ２ ４９

法　 国 ５７４６４０７ １ ７５

　 　 资料来源： 根据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官网数据整理， ｈｔｔｐ： ／ ／ ａｔｌａｓ ｃｉｄ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ｍｈｌ ／ 。

表 ６　 ２０１２ 年马绍尔群岛主要进口商品

商　 　 品
交易额

（美元）
占比

（％ ）
商　 　 品

交易额

（美元）
占比

（％ ）

游轮、客运船只 ５６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２ ２１

浮动式或潜水式钻井平台 ７０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 ３５

石油、炼油 １５９００００００ ２ ３３

游艇 ７８１０００００ １ １４

建筑材料 （桥梁、闸门、高
塔等）

３４８０００００ ０ ５１

捕鱼船 ３０６０００００ ０ ４５

各类运输模式的货物集装箱 ２７３０００００ ０ ４０

拖船和推船 ２２５０００００ ０ ３３

起重机和挖掘机零件 １６３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４

导管、管线、空心型材、无缝

钢材
１２５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８

　 　 资料来源： 根据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官网数据整理， ｈｔｔｐ： ／ ／ ａｔｌａｓ ｃｉｄ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ｍｈｌ ／ 。

５９２

① 根据世界银行 ２０１２ 年数据整理， 具体参见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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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２０１２ 年马绍尔群岛主要进口国

国　 家 贸易额（美元） 占比（％ ） 国　 家 贸易额（美元） 占比（％ ）

韩　 国 ４６８３６０１４０８ ６８ ６２

日　 本 ６４７１７８４２１ ９ ４８

中　 国 ４６４０８２１６８∗ ６ ８０

德　 国 ３６５４３０１６０ ５ ３５

菲律宾 ２０３１２６９９５ ２ ９８

克罗地亚 １１７４５１９１９ １ ７２

美　 国 ８１７６３１２９ １ ２０

土耳其 ７６１２５２６２ １ １２

意大利 ５２７８４２０９ ０ ７７

波　 兰 ４７１１０２９７ ０ ６９

　 　 注： 该数据与中国海关数据存在较大差异， 主要是由于测量口径不同。
资料来源： 根据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官网数据整理， ｈｔｔｐ： ／ ／ ａｔｌａｓ ｃｉｄ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ｍｈｌ ／ 。

（二）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的贸易

所罗门群岛自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以来， 长期与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

“外交关系”。 所罗门群岛也是华人早期定居地之一， 华人在零售业、 批发

业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是当地的富人阶层。 所罗门群岛曾多次发生排华骚

乱事件， 中国与所罗门群岛在政治上几乎没有往来。 但在贸易方面， 所罗门

群岛是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中仅有的两个长期处于入超地位的国家之一。

２０００ 年以来， 特别是 ２００６ 年以后， 中国从所罗门群岛的进口额迅速增长，

到 ２０１２ 年进口额达到 ３７７７０ 万美元， 是同年出口额的 １０ 倍。

表 ８　 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的进出口贸易情况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单位： 万美元

年份 贸易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２０００ １４３７ １０５ １３３２

２００１ ６９６ １０２ ５９４

２００２ １９２９ １０７ １８２２

２００３ ３４７５ ２１１ ３２６４

２００４ ６１２７ ３３２ ５７９５

２００５ １０１６８ ５０８ ９６６０

２００６ １２９８７ ５０１ １２４８６

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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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贸易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２００７ １９２５２ １０１８ １８２３４

２００８ ２２６８９ １１９０ ２１４９９

２００９ １９４２４ １６１３ １７８１１

２０１０ ３１５４７ ２８４２ ２８７０５

２０１１ ３７９４８ ３０６８ ３４８８０

２０１２ ４１４３８ ３６６８ ３７７７０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主编 《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３， 国家统

计出版社。

图 ４　 ２１ 世纪初中国与所罗门群岛贸易趋势

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的贸易进出口总额也较大， 但是和马绍尔群岛的情况

不同， 两国贸易以中国进口为主。 ２００５ 年以前， 中国对所罗门群岛的出口

额均在 ５００ 万美元以下， ２００６ 年以后中国出口额的增长速度开始加快， 到

２０１２ 年达到 ３６６８ 万美元， 是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０ 余倍。 中国从所罗门群岛的进口

额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也实现了较快增长， 双边之间的贸易主要依靠中国从所罗

门群岛的进口推动。 ２０００ 年， 双边贸易总额仅为 １４３７ 万美元， 其中中国出

口 １０５ 万美元， 进口 １３３２ 万美元。 到 ２０１２ 年， 中国与所罗门群岛贸易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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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４ １４３８ 亿美元， 为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８ ８ 倍， 其中中国进口额 ３ ７７７ 亿美

元， 进口额占贸易总额的比例高达 ９１％ 。 不过， 所罗门群岛出口中国的商

品种类十分单一， 根据 ２０１１ 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 当年非列名非针叶木

原木的出口额达到 ３ ４１ 亿美元， 占全部出口商品的 ９７％ 以上， 此外， 所

罗门群岛出口中国的主要商品还包括： ①鲸、 海豚、 海牛等： ２６２ ５ 万美

元； ②珊瑚及类似品， 软体、 甲壳或棘皮动物壳， 墨鱼： １６５ ９ 万美元；

③柚木原木 １３５ ６ 万美元； ④印加木原木： ７３ ０９ 万美元。 中国出口所罗

门群岛的商品主要包括： ①绞碎制品或保藏的鱼罐头、 猪肉及杂碎罐头；

②亚硫酸盐； ③合成纤维长丝扁条及类似品的布； ④手持 （车载） 无线电

话机； ⑤其他钢石油天然气管道管； ⑥活动房屋； ⑦柴油货车； ⑧太阳能

电池； 等等。 ①

中国是所罗门群岛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如表 １２ 所示， ２０１２ 年所罗门群

岛对中国的出口占其总出口额的 ６９ ３８％ ， 远远超过名列第二位的意大利。

出口中国的原木也成为该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占总出口额的 ７２ ５４％ （见

表 ９）。 中国是该国除了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以外的第三大进口国， 从中国的

进口额达到其进口总额的 １４ ３６％ （见表 １２）。 该国向中国进口的合成纤维

长丝扁条及类似品的布以及手持 （车载） 无线电话机等在该国的进口中占

有比较大的比重， 对于改善当地民生有重要意义。

相对于马绍尔群岛来说， 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的贸易主要是互补型。 对于

这种贸易， 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可以给予很好的解释。 在两国的贸易关

系中， 所罗门群岛的木材资源与渔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中国市场的

需求。 但是， 所罗门群岛生产技术落后，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 具有技术比较优势， 以出口工业制成品以及生产生活用品等技术密集型

产品为主， 而所罗门群岛则向中国出口渔产品、 农产品及矿产原料等初级

产品。

８９２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主编 《中国海关统计年鉴》 （ ２０１１ ） ， 中国海关杂志社，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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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所罗门群岛主要出口商品的价值及比重 （２０１２ 年）

商　 品
交易额

（美元）
占比

（％ ）
商　 品

交易额

（美元）
占比

（％ ）

原木 ２７３００００００ ７２ ５４

冻鱼（不包括鱼片） ２２７０００００ ６ ０３

棕榈油、原油 １８５０００００ ４ ９２

可可豆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４ ２５

鲜鱼 １２５０００００ ３ ３２

干椰子肉 ７２５６３８４ １ ９３

锯木、和厚度超过 ６ 毫米的

碎木片
６５４８４１０ １ ７４

椰子油 ３８０４８９９ １ ０１

游船或载客船只 ３７００４０６ ０ ９８

鱼片或肉 ２０５９２０２ ０ ５５

　 　 资料来源： 根据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官网数据整理， ｈｔｔｐ： ／ ／ ａｔｌａｓ ｃｉｄ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ｍｈｌ ／ 。

表 １０　 所罗门群岛主要出口国家 （２０１２ 年）

国　 家 贸易额（美元） 占比（％ ） 国　 家 贸易额（美元） 占比（％ ）

中　 国 ２６１３４２２７３∗ ６９ ３８

意大利 １７０１９４０４ ４ ５２

泰　 国 １５３２１１７１ ４ ０７

韩　 国 １４４９９８１３ ３ ８５

菲律宾 １１３８２１８２ ３ ０２

印度尼西亚 １０４２２７１６ ２ ７７

西班牙 １０２４７３５７ ２ ７２

澳大利亚 ５８５０１４７ １ ５５

越　 南 ３９３２３３９ １ ０４

德　 国 ３８０２０８３ １ ０１

　 　 ∗ 该数据与中国海关数据存在较大差异， 主要是由于测量口径不同。
资料来源： 根据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官网数据整理， ｈｔｔｐ： ／ ／ ａｔｌａｓ ｃｉｄ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ｍｈｌ ／ 。

表 １１　 ２０１２ 年所罗门群岛主要进口商品

商　 品
交易额

（美元）
占比

（％ ）
商　 品

交易额

（美元）
占比

（％ ）

炼油 ７０６０００００ ２１ １４

大米 ３１９０００００ ９ ５５

电话 ９６６５１２３ ２ ８９

活动房屋 ９３２０７２０ ２ ７９

自航推土机、 挖 掘 机、 压

路机
７９６５６８７ ２ ３８

载货机动车 ６００６７８３ １ ８０

土地矿石等施工机器 ５９４２１２８ １ ７８

汽车 ４４６０８３２ １ ３４

粗糖、甘蔗 ４４５０１７８ １ ３３

意大利面 ４１２８７７０ １ ２４

　 　 资料来源： 根据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官网数据整理， ｈｔｔｐ： ／ ／ ａｔｌａｓ ｃｉｄ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ｍｈ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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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　 ２０１２ 年所罗门群岛主要进口国家

国　 家 贸易额（美元） 占比（％ ） 国　 家 贸易额（美元） 占比（％ ）

澳大利亚 ９１６６５１０５ ２７ ４３

新加坡 ８０３６５１７７ ２４ ０５

中　 国 ４７９７５５１９∗ １４ ３６

新西兰 ２０１８６２８３ ６ ０４

马来西亚 １９６３５８９１ ５ ８８

日　 本 １１８４２６６３ ３ ５４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０３０７４６９ ３ ０８

泰　 国 ７６５３１５０ ２ ２９

斐　 济 ７１３８３３２ ２ １４

瑞　 士 ５５９２１４２ １ ６７

　 　 注： 该数据与中国海关数据存在较大差异， 主要是由于测量口径不同。
资料来源： 根据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官网数据整理， ｈｔｔｐ： ／ ／ ａｔｌａｓ ｃｉｄ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ｍｈｌ ／ 。

四　结语

本文首先回顾了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与南太岛国贸易关系的高速发展情况，

然后提出了目前双边贸易中的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 即中国与非建交国的贸

易总量相当大， 甚至在 ２０１２ 年超过了与建交国的贸易额。 本文通过分析马

绍尔群岛和所罗门群岛这两个典型非建交国家案例， 发现了南太岛国和中国

贸易的两种重要类型： 转口外贸和互补外贸。 马绍尔群岛代表着第一种类

型。 该国通过制度优惠的离岸注册政策， 吸引外国公司在该国注册并开展转

口贸易， 可以在部分程度上规避海关关税， 成为中国扩大出口的一种重要方

式。 所罗门群岛代表互补类型的外贸， 中国和该国的贸易主要是实物贸易，

双方各取所需。 这两种模式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和南太岛国贸易的重要模式，

在双方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本文进一步得出结论： 随着中国对南太平洋岛

国地区资源、 能源的需求进一步上升， 以及中国与该地区贸易的飞速发展，

特别是 ２００６ 年 “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 建立后， 双边对于

原料、 商品以及市场的需求， 包括转口贸易等已经成为促进贸易发展的重要

动因， 尽管政治因素仍然是重要的因素。 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的双边贸易关

系已经开始走出 “由政治决定贸易” 的旧模式， 并逐步开始摆脱由政治因

素主导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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