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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及其效果

　 周方银

摘　要：　 近几年来， 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迅速上升。 中国对太平

洋岛国的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 从岛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积

极提供符合岛国现实需求的帮助， 加强在岛国基础设施、 公

共设施方面的投入， 在渔业、 养殖、 旅游、 医疗、 教育、 文

化等方面加强合作， 努力提供岛国需要的技术帮助， 同时加

大对岛国人员的培训力度，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 产生了比

较显著的效果， 受到岛国的欢迎。 在分析现有情况的基础上，

本文对未来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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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以及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 中国对太平

洋岛国的援助在近几年迅速上升。 中国提供的援助契合岛国现实需要， 实施

速度快， 覆盖面广，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果， 受到太平洋岛国比较普遍

的欢迎。 对外援助在拉近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 推动双方合作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

９３１

周方银， 博士，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周边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战略决策研究》 执行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 国际战略、
东亚合作等。

∗

∗



大洋洲蓝皮书

一　中国对太平洋岛国援助的基本情况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过去 ３０ 多年， 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

了巨大成就。 在自身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也积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

多种形式的对外援助， 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减少贫

困、 改善民生， 积极推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其中， 对太平洋岛国的援

助， 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对外援助总额为 ８９３ ４ 亿元 （人民币， 本文下

同）， 其中， 对大洋洲地区的援助占对外援助总额的 ４ ２％ ， 按比例计算，

金额为约 ３７ ５ 亿元。 由于大洋洲 ＧＤＰ 总量只占世界 ＧＤＰ 总量的 ２％ 左右，

其中，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ＧＤＰ 又占大洋洲 ＧＤＰ 总量的 ９５％以上。 因此， 相

对于太平洋岛国的经济规模， 岛国在中国对外援助中的地位颇为引人注目。

太平洋岛国人口基数很小， 与中国建交的 ８ 个太平洋岛国总人口只有 ８００ 多

万， 这样，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对太平洋岛国人均援助达到 ４００ 多元。 在

整个中国对外援助中， 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数据。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开展了 １６７ 个资金援助项目。

２０１３ 年以后， 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继续快速上升。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第

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合作发展论坛在广州召开，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汪洋宣布了中方支持太平洋岛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措施， 包括支持岛

国重大项目建设， 向建交岛国提供共计 １０ 亿美元的优惠贷款； 设立 １０ 亿

美元专项贷款， 用于岛国基础设施建设； 除基础设施建设外， 中国还将重

点支持岛国的医疗卫生、 农业生产、 环境保护、 防灾减灾、 绿色能源等方

面的事业与项目。①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楠迪同斐济、 密克罗尼西亚、 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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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广州开幕》， 中国新闻网，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ｎ ／ ２０１３ ／ １１ － ０８ ／ ５４８０１３２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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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 瓦努阿图、 库克群岛、 汤加、 纽埃等太平洋岛国领

导人举行集体会晤。 习近平主席表示， “中国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的重

视只会加强、 不会削弱， 投入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① 明确表示中国对于

发展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积极态度。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外媒报道中国 “宣布今

后几年向太平洋岛国提供 ２０ 亿美元贷款”，② 但这一消息并未得到中国方面

的证实。

关于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 难以找到准确的统计数据。 澳大利亚罗

伊研究所推动了一个 “绘制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地图” 的项目， 试图

准确评估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情况。③ 这一评估项目所搜集的资料范围

为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３ 年， 根据这一研究， 在此期间， 澳大利亚依然保持太平洋岛

国第一大援助国地位 （其对岛国援助的约一半集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中

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与美国 （其对岛国援助的约一半集中在密克罗尼西

亚）、 日本、 新西兰相当。 特别是， 中国已成为斐济的第一大援助提供国，

巴布亚新几内亚、 萨摩亚、 汤加、 瓦努阿图、 库克群岛的第二大援助提供

国。 ２０１３ 年后， 中国对岛国的援助继续快速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国家层面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 地方层面也在加强

与岛国的合作， 其中， 广东的表现最为突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 广东省委

书记胡春华率团访问斐济， 广东与斐济企业签订合作项目 ２１ 个， 合同金额

３ ３１ 亿美元。④ 广东除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经贸合作外， 也积极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对岛国开展援助。 广东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 发展迅速、 覆盖面

广， 已经实现巴布亚新几内亚、 斐济、 萨摩亚、 汤加、 密克罗尼西亚、 瓦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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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并发表主旨讲话》， 新华网，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２２ ／ ｃ＿ １１１３３６１８７９ ｈｔｍ。
《外媒： 中国援助太平洋岛国对美澳构成最大挑战》， 环球网，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ｍｉｌ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５７９１２９８ ｈｔｍｌ。
参见罗伊研究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ｏｗ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ａｉｄ － ｍａｐ ／ 。 另参考 Ｐｈｉｌｉｐｐａ
Ｂｒａｎｔ， “Ｍａｐｐｉ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ｏｗｌｅｓ， ｅｄ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ｐｐ １７３ － １７５。
《胡春华： 进一步拓展广东与斐济合作领域》， 南方网，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ｕｔｈｃｎ ｃｏｍ ／ ｌｄ ／ ｈｃｈ ／ ａｃｔ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０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２５４５５６５６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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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图、 库克群岛和纽埃 ８ 个建交岛国的全覆盖； 广东省的广州、 深圳、 珠

海、 惠州等城市积极参与， 使援助项目能够更有效地落实。 广东省的做法，

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中国地方开展对岛国援助的新模式。

二　中国对岛国的援助独具特色，在岛国

　　产生积极影响

　 　 随着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不断增长， 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外援助项目的顶

层设计与统筹规划。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中国商务部颁布 《对外援助管理办法

（试行）》。 根据该 《办法》， “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对外援助中长期政

策规划和国别援助指导意见”。① 《国别援助指导意见》 的出台， 将有助于形

成中国对太平洋岛国援助的顶层设计与宏观指导， 为援助项目在太平洋岛国

的有效推进和落实提供政策保障。

中国对岛国的援助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注重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解决制约岛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

颈问题

２０１３ 年 ９ ～ １０ 月， 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场合提出建设 “丝绸之路经

济带” 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倡议， 南太平洋地区是 “２１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 的自然延伸。 加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 是 “２１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优先领域， 由此， 基础设施建设被提到了新的高度。

太平洋岛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们由星罗棋布的众多分散岛屿组成， 受

自然条件的限制， 大部分岛国基础设施颇为落后， 相互之间交通不便， 岛国

在交通、 通信、 电力、 能源等基础设施方面存在很大不足。 中国对岛国的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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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商务部： 《对外援助管理办法 （试行）》， 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ｂ ／ ｇ ／ ２０１５０１ ／ 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８７８２３５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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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援助与合作项目， 对于改善太平洋岛国的基础设施、 便利岛国人民生活起

了重要作用， 也带来岛国人民生活方面直观可见的变化。

以斐济为例，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中国政府同意向斐济政府提供一艘多功能

船， 用于斐济主岛和近海岛屿之间运送冷冻鱼、 冰鲜鱼及干杂货， 依照合同

规定， 该船满载排水量 ４００ 吨， 载货量 ５０ 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中国与斐济重

新启动索摩索摩水电站项目， 中方将为斐方建造装机容量 ７００ 千瓦的小水电

站， 以缓解当地电力短缺问题。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中斐签署关于中国向斐济提

供 ４ 条公路项目优惠贷款的政府间框架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中国优惠贷款

援建的斐济政府数据中心正式启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提供优惠贷款的

多个斐济公路项目开工， 并分别于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竣工通车。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中国援建的斐济基务瓦村海岸防护工程竣工，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开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完成交接。 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和完工后经受了多次大潮和飓风

的考验， 阻止了海水频繁侵袭， 促进了海岸泥沙淤积， 受到斐各政府部门和

当地村民的广泛赞誉。①

（二）对岛国的援助覆盖范围比较广泛，不厚此薄彼，契合岛国

实际需求

中国对岛国的援助总体相对均衡， 并没有明显偏向某一个国家， 而是从

岛国的实际需求出发， 有针对性地提供多方面的援助， 推动岛国经济社会

发展。

由于当前中国是斐济的第一大外援提供国， 容易让人形成一种印象， 就

是中国在对岛国提供援助的过程中更多地偏向斐济，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即

以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所做的 “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地图” 项目的数

据来说，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对斐济的援助为 ３ ３３ 亿美元， 但对人口少得

多的一些岛国， 中国的援助金额相对来说也较为可观， 如萨摩亚为 ２ ０８ 亿

３４１

① 相关内容见中国驻斐济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ｆｊ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ｘｈｚ ／
ｚｚｊ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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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汤加为 １ ３９ 亿美元、 瓦努阿图为 ２ ２４ 亿美元。①

以人口只有 ２０ 多万的瓦努阿图为例， 中国为帮助瓦努阿图的灾后重建

和经济社会发展， 开展了诸多援助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中国援建瓦南太平

洋大学埃马路斯分校法语校区扩建项目在维拉港举行奠基仪式，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完成。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使用中国援外优惠贷款在瓦努阿图建设的

南太地区首个电子政务系统正式启用， 该项目由华为公司实施， 历时 ２ 年完

成。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由中国政府援建的瓦努阿图国家会议中心对外施工合同

签字，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开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竣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中瓦

签署中国政府向瓦努阿图政府提供优惠贷款框架协议， 该笔贷款用于瓦努阿

图塔纳岛和马勒库拉岛道路改建项目，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开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中瓦就中国政府帮助瓦努阿图政府实施马拉坡学校扩建项目签署换

文。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中瓦签署 《中国政府帮助瓦努阿实施太平洋小型运动会

体育场馆建设项目》 的换文。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在楠迪召开的中国—南太领导人

峰会上， 中瓦签署瓦努阿图卢甘维尔国际码头改扩建项目文件。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中瓦就中国向瓦首都中心医院和桑托岛北方医院分别派遣第 １１ 期和第 １７

期医疗队， 中国向瓦提供储水罐等项目签署换文。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中国援瓦努

阿图总理府办公楼扩建项目施工合同签字，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开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 中国援助瓦努阿图 ２０１７ 年太平洋小型运动会体育场馆开工。②

中国的很多援助项目都契合太平洋岛国的现实需求。 如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中国向瓦努阿图提供一批大型储水罐， 这批储水罐将及时分发给最急需的边

远地区， 在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瓦部分地区旱情严重的情况下， 这批储水罐在

帮助瓦开展抗旱救灾工作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又如中国援助斐济的菌草技

术合作项目， 经过几年努力， 在斐济成功生产出菌草菇， 结束了斐济不能生

产食用菌、 药用菌的历史。 菌草种植有助于解决饲料短缺问题， 推动当地畜

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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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罗伊研究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ｏｗ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ａｉｄ － ｍａｐ ／ 。
中国驻瓦努阿图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ｖｕ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１０８ ／ ２０１１０８０７６９７８９１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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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发挥地方和民间力量，开拓多种合作渠道

在开展对岛国援助的过程中， 中国地方政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

广东的作用颇为突出。 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 广东省与太平洋岛国开展了多方面

的合作与交流， 广东省通过组织医疗团组 “送医上岛”、 组织文艺团组 “送

戏下海”， 在太平洋岛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岛国地区医疗条件普遍不佳， 不少国家医院、 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远远

不能满足当地人的需求。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由中国援助的斐济纳乌瓦医院启用，

可覆盖斐济近 ３ 万人口， 是斐济中部地区最大的现代医院之一。 广东还积极

在太平洋岛国实施 “送医上岛” 项目， 多次派遣医疗代表团在斐济、 瓦努

阿图、 萨摩亚、 所罗门、 汤加、 密克罗尼西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 马绍尔群

岛等国进行巡诊， 免费看病问诊、 赠医送药， 受到当地人民欢迎。

广东省于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共派出 ３ 个文艺代表团 “送戏下海”， 在太

平洋岛国访问巡演。 代表团邀请当地政府高层和普通民众观看演出， 向岛国

人民展示中华传统文化和岭南特色文化。 特别是 ２０１１ 年， 两个文艺代表团

同一时段分别访问南太 ７ 国， 在太平洋岛国掀起了一股 “广东旋风”。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广东省文艺代表团、 深圳艺术团分别赴汤加、 斐济、 密克

罗尼西亚、 瓦努阿图、 库克群岛等地开展演出， 增进了双方的交往、 了解与

友谊。

广东省的一些城市也积极开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 提供力所能及的援

助。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惠州决定在萨摩亚设立奖学助学金， 并向萨摩亚教育机

构援建 ２０ 个电教平台和 ３ 间计算机实验室， 惠州华罗庚中学与萨摩亚中学

结为姐妹学校。 其他类似事例还有不少。

中国对太平洋岛国援助的重要特点是不附加政治条件， 在互利的基础上

开展合作， 从岛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积极提供符合岛国现实需求的帮助， 加

强在岛国基础设施、 公共设施方面的投入， 在渔业、 养殖、 旅游、 医疗、 教

育、 文化等方面加强合作， 努力提供岛国需要的技术帮助， 同时加大对岛国

人员的培训力度，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 产生了比较显著的效果， 受到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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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在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表示， “在传统援助国不愿涉足

的许多领域， 萨摩亚积极寻求中国的帮助， 我们认为， 这些领域对萨摩亚的

发展和国家建设至关重要”。①

三　对下一步开展援助工作的建议

在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中， 澳大利亚、 新西兰、 美国、 日本是传统的援

助大国， 中国参与这个进程相对较晚， 但表现出某种后来居上的势头， 显示

了中国积极帮助岛国发展、 努力承担自身国际责任的担当。 与此同时， 中国

对岛国的援助还有值得加强和改进之处。 对于下一步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

助工作， 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更清晰地阐明中国对岛国援助的目标、 方向与原则， 避免岛国对

中国相关援助的意图和目标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在中国对太平洋岛国援助迅

速上升的情况下， 部分岛国人士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和困惑， 即 “中国想从

中得到什么”。 加上某些西方媒体的推波助澜， 有时可能在国际上把好事说

成坏事， 把中国提供的对岛国具有重要价值的援助说成是别有所图。 因此，

有效地解释和说明中国对岛国援助的目标、 原则与方式， 显得颇为重要。

２０１４ 年商务部颁布的 《对外援助管理办法 （试行）》 第四条明确指出， “对

外援助应尊重受援国主权、 不干涉受援国内政， 致力于减轻与消除受援方贫

困， 改善受援方民生和生态环境， 促进受援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增强

受援方自主发展能力， 巩固和发展与受援方的友好合作关系”。 这是从大的

方面对中国对外援助的目标、 原则的阐述， 但具体到对岛国的援助， 还需要

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具体化。

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说明对外援助本身是符合中国的对外关系原

则， 并进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 但它所追求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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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ｏｗｌｅｓ， ｅｄ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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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 排他性的利益。 同时， 中国对岛国的援助也是有明确限度的， 以避

免因为中国对岛国援助的迅速增长， 使部分岛国人士对中国未来援助的规模

及其可获得性形成不适当的预期。

第二， 对岛国援助应细水长流、 注意节奏、 保持总体平稳， 实现援助的

长期可持续性。 太平洋岛国普遍希望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但其经济结

构单一， 大部分消费品和工业用品需从国外进口， 人力资源基础薄弱， 经济

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 即使从长期看， 其市场容量也比较有限。 由于其规模

有限， 起点较低， 总额不是很大的援助也可能带来岛国社会经济面貌的较大

变化。 但同时需避免形成岛国对国际援助的依赖， 而对其自我发展的能力产

生消极影响。 另外， 由于对岛国的很多援助采取的是优惠贷款的形式， 在援

助不能直接提升岛国政府财政能力的情况下， 外援的迅速增长可能会在其后

一个时期形成较大的还债压力。 以汤加为例，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汤加

政府债务达 ３ ６８ 亿潘加， 占 ＧＤＰ 的 ４４％ ， 其中外债达 ３ ３９ 亿潘加， 而汤

加 ２ ／ ３ 外债来自中国。① 外债占 ＧＤＰ 比例如此之高， 一旦进入债务偿还期，

将对汤加形成很大的财政压力。 随着中国政府同意汤加政府还债期推迟五

年， 汤加的债务压力大大缓解， 但汤加希望将这些贷款转为赠款的努力没有

获得成功。

第三， 在援助过程中， 加强多方合作， 更好地发挥不同合作平台的作

用。 在太平洋地区， 澳大利亚、 新西兰从传统和现实上都与岛国有着十分紧

密的联系， 对岛国有着更直接和深入的了解， 它们可以在中国对岛国提供援

助的过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中国、 新西兰和库克群岛就

为库克群岛主岛拉罗汤加岛合作实施供水项目达成共识，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该

项目正式启动。 这一项目受到新西兰和库克群岛的欢迎。 在合作中采取这样

的三方合作模式， 有助于增进传统援助国和受援国对中国援助的了解、 减少

其对中国的疑虑， 也有助于发挥中国、 新西兰、 库克群岛各自的优势，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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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汤加王国 ２０１４ ／ １５ 财年预算情况》， 中国驻汤加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ｔｏ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２０１４０７ ／ ２０１４０７００６６８１９２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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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互补。 未来中国可进一步探索 “中国、 岛国加第三方” 的三方甚至四

方合作模式， 以更好地发挥对外援助促进太平洋岛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第四， 加强教育合作与人文交流， 扩大对岛国人员的培训规模， 这有助

于加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的民心基础， 避免岛国对中国了解和认识的表

面化。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 年， 瓦努阿图共 ２００ 余名政府官员、 技术专家参加了中

国援外培训项目， 这些培训班或研修班通常为期 ２ ～ ３ 周， 培训主题根据瓦

努阿图具体要求设置， 涉及宏观经济发展、 投资促进、 公共管理、 气候变

化、 食品安全、 灾害预警和救助管理、 医疗卫生、 农产品生产加工等众多领

域。① ２０１３ 年以来， 浦东干部学院连续举办多期 “斐济高级公务员研修

班”， 产生了良好效果。 ２０１５ 年以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连续举办机制化的

“太平洋岛国青年领袖研修班” 和 “太平洋岛国高级公务员培训班”， 受到

岛国青年领袖和高级公务员的热烈欢迎。 加强教育、 培训、 人员交流、 人文

往来， 有助于更好地增加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相互了解， 为经济合作、 援助

项目的实施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与民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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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驻瓦努阿图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ｖｕ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１０８ ／ ２０１１０８０７６９７８９１ ｓｈｔｍ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