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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互利
合作前景广阔 （代序）

于洪君

烟波浩渺的南太平洋上， 星罗棋布地分布着 １６ 个主权独立国家和十几

个尚属美、 英、 法等国管辖的地区。 在这 １６ 个国家中，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是公认的发达国家， 属于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学中的西方世界， 属于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的范畴。 被称为太平洋岛国的其余 １４ 个国家和美、 英、 法属地

区， 均处于经济社会欠发达状态。 目前， 在这 １４ 个太平洋岛国中， 中国与

巴布亚新几内亚、 斐济、 密克罗尼西亚、 纽埃、 萨摩亚、 汤加、 瓦努阿图、
库克群岛共 ８ 个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 其余 ６ 国， 即基里巴斯、 瑙鲁、 帕

劳、 所罗门群岛、 图瓦卢、 马绍尔群岛， 为台湾当局的所谓 “邦交国”。①

南太平洋地区是中国实行大周边战略、 全面营造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的

睦邻拓展区， 也是反对 “台独” 势力、 为争取国家统一而进行外交斗争的

重要博弈区。 因此， 进入新世纪以来， 中国不断加大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关注

力度和外交投入。 除了全面发展和深化与建交国的友好交往与互利合作外，
中国对未建交国也保持着一定形式的民间往来， 适度开展一般性经贸活动，
并择机开展必要的人文交流与互动。

２０１３ 年 ９ ～ １０ 月， 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时， 向中国周边地区

❋

①

于洪君，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

裁军协会副会长，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基里巴斯 １９８０ 年曾与中国建交， ２００３ 年基大选后宣布与台湾当局 “建交”。 中方随即宣布

中止与基里巴斯的外交关系。 瑙鲁 ２００２ 年曾与中国建交， ２００５ 年与台湾当局 “建交” 后，
中方宣布中止与瑙鲁的外交关系。 马绍尔群岛 １９９０ 年亦曾与中国建交， １９９８ 年与台湾当局

“建交”， 中国随即中止与马绍尔群岛的外交关系。

∗

∗



各国发出了创新区域合作模式，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 即 “一带一路” 的倡议，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和响应。 太

平洋岛国虽然不是传统概念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但与我国同属太平洋地

区， 共处于经济联系日益紧密、 发展利益相互交融、 安全利益彼此交织的地

缘政治环境中。 因此， 包括 １４ 个岛国在内的南太平洋地区， 是我国引导新

一轮经济全球化均衡发展， 在更大范围推进 “一带一路” 的重要区域。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相互沟通、 交流与合作的机制很多。 太平洋岛国论坛

是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多边对话， 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的一个重要平台。 该

论坛成立于 １９７１ 年， 最初名为南太平洋论坛， １９７２ 年建立的常设机构称作

南太平洋合作局， １９８８ 年更名为南太平洋论坛秘书处。 ２０００ 年， 南太平洋

论坛改为现名， 即太平洋岛国论坛。
太平洋岛国论坛成立的初衷， 在于加强成员之间的经贸关系， 在旅游、

电信、 教育等各领域开展交流， 而后逐渐发展为在经济、 政治、 安全、 政策

等各领域全面合作的区域性组织。 论坛成员由最初的澳大利亚、 新西兰、 斐

济等 ７ 个国家， 扩大到南太平洋地区所有 １６ 个国家。① 另外还有若干联系

成员、 观察员和特别观察员。 论坛的主要机制是每年一次在成员国轮流举行

的首脑会议。
中国自 １９８８ 年起开始参与南太平洋论坛活动。 １９８９ 年， 南太平洋论坛

决定邀请中、 美、 英、 法、 日和加拿大等国家出席论坛首脑会议后的对话

会， 该论坛也成为当年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的观察员。 １９９４ 年， 南太平洋

论坛成为联合国观察员。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７ 年， 该论坛又先后接纳了欧盟以及韩

国、 意大利等多国为对话伙伴。 ２０１４ 年， 土耳其、 西班牙成为该论坛观察

员。 目前， 该论坛对话伙伴共有 １７ 个。 自 １９９７ 年起， 该论坛每年在首脑会

议举行之前都要召开经济部长会议。 自 １９９９ 年起， 首脑会议召开之前又增

加了贸易部长会议。 自 ２０１６ 年起， 该论坛决定每年首脑会议前再召开一次

外长会议。
中国自 １９９０ 年起， 连续派政府代表参加该论坛首脑会议后的对话会。

通过这种机制性安排， 中国不断加强同该论坛及其成员的接触与合作。 ２０００
年， 中国政府捐资设立了中国 －论坛合作基金， 用以促进双方在贸易投资等

领域的合作。 该项基金设立后， 中方先后资助了论坛驻华贸易代表处、 投资

２ 　 太平洋岛国研究 （第一辑）

① ２００６ 年， 斐济因国内发生军事政变， 被中止成员资格。



局长年会、 论坛秘书处信息存储系统更换、 论坛进口管理等项目。 ２００２ 年，
太平洋岛国论坛驻华贸易代表处正式挂牌运行。

２００３ 年， 中方就加强中国与论坛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 ２００６
年， 中国 －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斐济首都苏瓦举

行， 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出席了开幕式。 中国政府首脑首次出席论坛活动，
在太平洋岛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务实合作关系进入新的

发展阶段。 ２００８ 年， 中国 － 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投资、 贸易、 旅

游部长级会议在中国厦门成功召开，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势头进一步

增强。
２０１０ 年， 在太平洋岛国论坛第 ２２ 届首脑会议后举行的对话会上， 中国

政府代表阐述了中方对太平洋岛国的政策， 宣布了中国支持岛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措施， 重申了中国帮助岛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的积极态度

与政策主张。 与此同时， 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为岛国提供更多的关注和

支持。
２０１１ 年， 中国代表在第 ２３ 届论坛会后对话会上重申， 中国政府将继续

与论坛成员及其他对话伙伴协调与合作， 为促进岛国地区稳定、 发展与繁荣

做出不懈努力。 在与论坛合作的过程中， 中国提出的 “相互尊重、 平等互

利、 彼此开放、 共同繁荣、 协商一致” 原则， 作为中国与包括南太平洋诸

国在内的所有亚太国家开展友好合作的根本方针， 受到论坛各方的赞赏和支

持。 为加强双方的互惠活动， 自 ２０１２ 年起， 太平洋岛国论坛驻华贸易代表

处更名为太平洋岛国贸易与投资专员署。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第二届中国 － 太平

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在中国广州举行。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 密克罗尼

西亚联邦总统、 汤加首相等岛国领导人与会。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了

论坛开幕式。 论坛期间， 中国宣布给予岛国中最不发达国家 ９５％ 的出口商

品零关税待遇， 鼓励和支持岛国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
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框架下， 中国外交部和其他有关部门自 ２００４ 年起，

先后为岛国开办了多期高级外交官培训班。 来自与中国建交的 ８ 个国家的外

交官和论坛秘书处官员， 分期分批地参加了培训。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中国外交部先后邀请两批岛国新闻代表团来华进行参观采访活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 中共中央联络部先后在北京、 上海等地为太平洋岛国举办

了五期政治家联合考察和培训活动。
２０１４ 年， 习近平以新任中国国家元首的身份， 访问了澳大利亚、 新西

３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互利合作前景广阔 （代序） 　



兰和斐济三国。 此次访问的目的是要进一步提升中国与澳大利亚、 新西兰的

合作水平， 实质性地结束中澳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确认中新两国关系

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南太国家的访问， 对中国进一步拓展与太平洋岛国的

关系， 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由于这次访问， 中方大幅度地提升了与斐济的

传统友谊与互利合作。 中国与斐济于 ２００６ 年即已建立起 “中斐重要战略伙

伴关系”。 ２００６ 年， 当斐济国内政局生变， 包括澳大利亚、 新西兰在内的所

有发达国家宣布对斐济进行制裁时， 斐济被太平洋岛国论坛中止了成员资

格。 在这种情况下， 中方在政治上、 经济上给予斐济巨大援助， 帮助斐济度

过独立以来未曾有过的困难时期。
习近平主席对斐济的访问， 也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登上太平洋岛国土

地， 意义深远。 访斐期间， 除了与斐济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地区

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外， 习近平还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 瓦努阿图

总理纳图曼、 汤加首相图伊瓦卡诺等 ８ 位与中国建交的岛国领导人举行了集

体会晤。 习近平在主持会议并发表主旨讲话时， 阐述了新形势下中国深化同

太平洋岛国关系的新思路、 新举措， 重申中国是太平洋岛国的真诚朋友和合

作伙伴。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太平洋岛国虽然相距遥远， 但双方人民有着天然的

亲近感， 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当前中国和太平洋岛国传统友谊更加牢固， 共

同利益不断拓展， 合作前景日益广阔， 双方关系面临乘势而上的良好机遇。
他特别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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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 习近平建议双方： 第一， 建立相互尊重、 共同发

展的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 加强高层交往， 共同为双方关系做好战略规划和

顶层设计； 第三， 深化务实合作， 分享发展经验和成果； 第四， 扩大人文交

流； 第五， 加强多边协调。
习近平在讲话中还表示， 中国愿同岛国深化经贸、 农渔业、 海洋、 能源

资源、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 并且要为最不发达的岛国 ９７％ 税目的

输华商品提供零关税待遇。 中国继续支持岛国重大生产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和

民生工程建设。 未来 ５ 年， 中国将为岛国提供 ２０００ 个奖学金和 ５０００ 个各类

研修培训名额， 继续派遣医疗队到有关岛国工作， 鼓励更多中国游客赴岛国

旅游。
此外， 中方还愿同各岛国一起， 就全球治理、 扶贫减灾、 粮食安全、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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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安全、 人道援助等问题加强沟通， 维护双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中

方将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为岛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 向岛国提供节能环保

物资和可再生能源设备， 开展地震海啸预警、 海平面监测等合作。 中方将继

续积极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 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等合作机制， 支持岛国为

联合自强、 互帮互助、 维护地区稳定和繁荣而做出的努力。
习近平主席与南太地区建交国领导人的集体会晤， 是继第二届中国 －太

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后，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举行的最高级别、 最富成

果的多边对话， 这也是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史上的第一次。 会晤举行后，
中国与各太平洋岛国的双边关系得到更快发展。 例如， 中国与斐济的友好交

往与互利合作关系更加密切。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多个高级代表团往访斐济。 两

国的贸易额比上年增加了 ２％ ， 总量达 ３ ４７ 亿美元。 双方互免签证的谅解

备忘录亦于当年 ３ 月正式生效。 ２０１６ 年， 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步伐加快。
由中方提供资金、 中国企业承建的基础设施项目进展良好。 一些有实力的民

营资本和企业也陆续进入斐济市场。 在首都苏瓦和楠迪等地， “把中国效率

与斐济时间结合起来”， 已经成为当地尽人皆知的流行口号。 ２０１７ 年， 斐济

正式加入中国主导创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成为中国在南太地区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伙伴。 中斐关系堪称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平等相待，
真诚合作， 共建利益共同体、 发展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楷模。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中面积最大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关系， 近年来也有了

更大发展。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来华参加了第 ２２ 次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奥尼尔又来华出席了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纪念活动， 在南太地区产生

了积极反响。 习近平主席两次会见奥尼尔。 据中国海关统计， 中国与巴布亚

新几内亚的经贸关系近年来有较快发展。 双方贸易额到 ２０１５ 年已近 ２８ 亿美

元， 比上年增长了 ３６ ３％ 。
南太平洋地区另一个很有影响的国家瓦努阿图， 与中国的关系也在持续

而广泛地向纵深发展。 该国人口不足 ３０ 万， 政党如林， 党争复杂而激烈，
政府更迭十分频繁， 但无论哪个政党执掌政府， 对华友好的基本方针已多年

稳定不变， 各政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交往机制也运行良好。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时任总理基尔曼来华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纪念活动。 中国对瓦努阿图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技术援助， 以及军事交往

和人文合作， 仍一如既往地顺利进行。

５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互利合作前景广阔 （代序） 　



进入 ２０１７ 年， 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的特点更加突出， 人类社会的发展问

题、 安全问题也格外引人注目。 包括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广大亚太地区， 可能

出现空前复杂的局面。 受中美关系、 中国与澳新关系以及台湾问题等多种因

素影响，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既会有新的机遇和发展， 也会出现新的情

况和变化， 但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业已形成的多领域、 全方位、 深层次的友好

交往与务实合作， 基础坚实， 前景广阔， 有望继续保持全面稳定、 持续向前

的大方向。 中国与那些目前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有可能实现关系正常

化， 甚至可能在政治、 经济、 人文等领域， 实现突破性的交流、 对话与

合作。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７ 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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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平洋岛国地区形势和
中太关系的几点看法

杜起文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会议。 首先， 我谨对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表示祝

贺， 对会议主办单位———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所做的周到安排表示

感谢。
作为国内从事太平洋岛国问题研究的重镇，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

心自 ２０１２ 年成立以来， 在开展学术研究和有关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和

开创性的工作， 并被评为省级重点智库。 在此， 我谨对中心成立 ４ 年来取得

的成绩表示衷心的祝贺！
中心的成立恰逢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系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可谓应

运而生。 相信在未来岁月里， 中心对推动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各领域交流与合

作的发展一定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座来宾很多是国内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的名家、 大家，

是我们仰慕的对象。 作为一线外交工作者， ａ ｆｏｏｔ ｓｏｌｄｉｅｒ ｉ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ｗｏｒｋ，
我很珍惜和大家交流的机会， 期待着从各位的真知灼见中得到教益。

应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负责人陈德正教授的要求， 下面我围绕

此次高层论坛的主题， 就当前太平洋岛国地区形势以及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

系向大家介绍一些情况和我个人的看法， 供大家参考。
两周前， 我刚刚参加了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举行的第 ２８ 届太平洋岛国

杜起文特使在第二届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上的主旨讲话。
杜起文， 外交部中国 － 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 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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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会后对话会， 同 ８ 个建交岛国领导人和代表、 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以

及新西兰、 法国等对话伙伴国代表进行了充分交流。 这是我连续第 ３ 年参加

太平洋岛国论坛会后对话会， 零距离观察和聆听各方对岛国地区形势发展变

化的看法。
各方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太平洋岛国地区形势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深刻变

化，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１） 太平洋岛国谋求自主发展和联合自强的趋

势不断增强； （２） 国际社会对岛国地区的重视程度上升； （３） 太平洋岛国

地区的传统力量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４） 中国同岛国关系的发展及对岛国

地区的影响日益为各方所瞩目。
以上几个方面中， 最具根本意义的是岛国自主发展意识的增强。 我从

２００９ 年下半年到 ２０１２ 年担任中国 －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 ２０１４ 年起

重操旧业。 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地区和世界形势发生深

刻变化的大背景下， 作为国际社会极其特殊的群体， 太平洋岛国最根本的利

益诉求和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声是什么？ 在这方面， 同岛国领导人和各界人士

接触给我留下的突出感受有三点：
第一， 面对全球化的冲击， 太平洋岛国希望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帮助，

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而不是被进一步边缘化；
第二， 面对迅猛发展的科技革命浪潮， 太平洋岛国希望借助科技进步的

东风， 实现跨越式发展， 而不是与之擦肩而过；
第三， 作为受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影响最直接和应对能力最脆弱的群

体， 太平洋岛国希望国际社会更多听到他们的声音， 了解他们的需要， 提供

实实在在的帮助， 而不是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一点在 ９ 月初举行的第 ４７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会上得到生动的体现和

诠释。 这 次 论 坛 会 的 主 题 是 “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ＦＡＲ—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译成中文是： 弱小而偏远———太平洋岛国在实现增长方面面临

的挑战。
近年来， 太平洋岛国积极推动区域合作， 提出 “太平洋区域主义” 合

作框架， 开展区域贸易自由化、 交通和电信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协调渔业

政策， 发展渔产品加工和旅游等领域的国际合作， 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 海洋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问题上积极发声， 在有关气

候变化的 《巴黎协定》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制定过程中发

挥了特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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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太平洋岛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能见度也在不断提升。 斐济常驻

联合国代表汤姆森当选第 ７１ 届联大主席， 萨摩亚成功举办联合国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会议， 巴布亚新几内亚获得 ２０１８ 年 ＡＰＥＣ 会议主办权。 在里约奥

运会上， 斐济七人制橄榄球队勇夺太平洋岛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会金牌， 运

动员入场式上汤加代表队旗手赤裸上身的肌肉帅哥形象为全球社交传媒津津

乐道。 太平洋岛国在大家心中已不再那么陌生与遥远。 日本、 韩国、 印度、
法国等先后与岛国建立高级别对话机制。 在今年论坛会上， 法属波利尼西亚

和新喀里多尼亚被正式吸收为论坛成员， 从而使论坛成员由 １６ 个增加到 １８
个。 德国被接受为论坛第 １８ 个对话伙伴。

各位专家、 学者， 近年来，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相互尊重、 共同发展的战

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习近平主席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同岛国领导人会晤

的成果正在得到积极的落实。
第一， 双方在基础设施领域合作进展显著。 岛国积极申请使用中方 ２０

亿美元优惠贷款和 ２０ 亿美元基础设施专项贷款， 包括巴新海底光缆、 瓦努

阿图桑托斯岛卢甘维尔港码头、 斐济北岛公路等在内的一批码头、 公路、 电

信等基础设施项目已经建成或启动。
第二， 中太经贸合作不断扩大。 在全球贸易下滑的背景下， ２０１５ 年中

国同岛国地区贸易总额达 ８１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６０％以上。 中国和巴布亚新

几内亚、 斐济等国启动了双边自贸协定可行性研究。
第三， 中太人文交流更加密切。 中国迄今已为岛国培训 ４０００ 余名管理

和技术人才。 中方积极兑现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向岛国提供 ２０００ 个奖学金名额和

５０００ 个培训机会的承诺， 帮助岛国加强能力建设。 中国赴岛国游客人数快

速上升， ２０１５ 年已超过 １０ 万人次。
第四， 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瓦努阿图、 斐济遭受严重气象灾害后， 中

国是最迅速、 最积极提供紧急救灾援助的国家。 我们还通过提供节能物资、
人员培训等方式帮助岛国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各位专家、 学者， 近年来， 中太关系的发展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岛国的根

本诉求， 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倡议的内涵是

高度吻合的。 岛国对 “一带一路” 构想做出积极响应， 巴布亚新几内亚、
斐济、 萨摩亚等国明确提出希望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在我看来， 我

们所做的一切就是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在实践中。
岛国朋友和外界观察家也是从世界和地区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角度看待

５关于太平洋岛国地区形势和中太关系的几点看法　



中国在岛国地区的作用和影响的。 岛国朋友对我们说， 中国对岛国的重要性

不仅在于中国为岛国提供了大量真诚的援助， 更重要的是为岛国提供了另外

一种选择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这有助于增强岛国自主发展的信心和能力， 也

在客观上调动了其他各方发展同岛国关系的积极性， 使岛国地区不再是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西方学者中流行一个说法， 即对于中国这个 “后来

者”， 太 平 洋 岛 国 的 政 策 是 “ ＦＥＥＤ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 ＴＯ ＴＡＭＥ ＴＨＥ
ＫＯＮＧＡＲＯＯＳ， ＴＨＥ ＫＩＷ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Ｌ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ＡＧＬＥ”。 翻译成中

文就是： 与中国龙打好交道以便他们驯服澳大利亚袋鼠、 新西兰土鸟和美国

秃头鹰。 我们当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但是它确实反映出西方对于中国在岛

国地区影响不断上升的纠结心态。
各位专家、 学者， 在结束这次讲话的时候， 我想强调， 中国同太平洋岛

国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方兴未艾， 前景广阔。 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需要学界的

积极参与， 也热情期待着大家从不同角度的支持与配合。
谢谢大家！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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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
进展、 机遇与挑战

徐秀军

摘要： 近年来，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总体稳定， 各领域合作日

益深入。 在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背景下， 双方共同利益得到

进一步拓展， 并由此迎来新的合作机遇。 尽管当前中国与太平洋岛国

关系仍面临诸多挑战， 但稳定的政治关系仍将是巩固双边关系的基石，
并且战略对接的深入将为双方创造更多的发展与合作机遇， 从而推动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总体来看， 中国与

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关键词： 太平洋岛国　 周边外交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２０１３ 年以来，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 太平洋岛国在中国外交

战略的地位得到再度提升。 ２０１４ 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太平洋岛国斐济，
并与多个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进行会谈， 推动了新形势下双方关系的深入发

展。 与此同时，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一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新定位与新进展

（一） 中国外交中的太平洋岛国的新定位

　 　 早在 ２００６ 年， 时任总理温家宝在 “中国 － 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

徐秀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

∗

∗



坛” 首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 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

友好合作关系不是中国外交的权宜之计， 而是战略决策，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

是合作伙伴。① 此后 １０ 年， 太平洋岛国在中国外交战略的地位有了新的发

展与提升。 当前， 太平洋岛国在中国外交战略的新定位，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
一是相互尊重、 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习近平主席

访问斐济期间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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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将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定位为相互尊

重、 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 在此框架下， 中方尊重各岛国自主选择符合

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支持岛国以自己的方式管理和决定地区事

务， 支持岛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② 由此， 中国与太平

洋岛国进入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新时代。
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区域。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

部、 商务部联合发布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愿景与行动》 并提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

南海到印度洋， 延伸至欧洲； 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③ 作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 太平洋岛国无疑是这一倡议的重要组成

部分。 在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框架下，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

战略对接拥有了新的平台， 并将由此创造相互合作的新动力。

（二）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经贸关系发展

中国与太平洋岛屿地区贸易规模不大， 但发展十分迅速。④ 据中方统计

数据， ２０１５ 年中国与太平洋岛屿地区的货物贸易额达 ８１ ８０ 亿美元， 较上

年增长 ６２ ７７％ ， 为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９ ８ 倍， 其中中国从太平洋岛屿地区进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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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温家宝： 《加强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在 “中国 － 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 首

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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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第 １ 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 商务部：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愿景与行动》，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９ 日， 第 ４ 版。
在统计上， 太平洋岛屿地区包括美属萨摩亚、 库克群岛、 斐济、 法属玻利尼西亚、 关岛、
基里巴斯、 马绍尔群岛、 密克罗尼西亚、 瑙鲁、 新喀里多尼亚、 纽埃、 北马里亚纳群岛、
帕劳、 巴布亚新几内亚、 皮特凯恩群岛、 萨摩亚、 所罗门群岛、 托克劳、 汤加、 图瓦卢、
瓦努阿图以及瓦利斯与富图纳群岛等。



为 ２９ ０６ 亿美元， 向太平洋岛屿地区出口额为 ５２ ７４ 亿美元。① ２０１４ 年中国

对太平洋岛屿地区投资总额为 ３７８２ 万美元， 较上年增长 ２１６ ８％ ， 累计投

资额为 １０ ２０ 亿美元， 较 １０ 年前增加 １０ ０３ 亿美元。② 太平洋岛屿地区成为

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三）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机制化合作

随着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深入发展， 双方合作逐步迈上了机制化轨

道， 并不断取得一些新的进展。 目前，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建立的合作机制主

要包括以下两种。
一是中国 －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中国 －太平洋

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 首届部长级会议在斐济楠迪成功举办， 时任中国总

理温家宝代表中方宣布了支持岛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举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第二届 “中国 －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 在广州举行。 中方在此

次论坛上进一步提出支持岛国重大项目建设、 支持岛国扩大对华出口、 支持

岛国开发人力资源、 支持岛国开拓中国旅游市场、 支持岛国发展医疗卫生事

业、 支持岛国发展农业生产、 支持岛国保护环境和防灾减灾等政策举措。③

二是太平洋岛国论坛会后对话会。 自 １９８９ 年中国开始受邀出席太平洋岛国

论坛领导人会议结束后的对话会议后， 中国一直积极参与这一对话机制， 并为

双方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第 ２７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会后对话

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举行， 中国 －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

杜起文代表中国政府出席并阐述了中方在气候变化、 渔业、 信息通信技术互联

互通等问题上的立场， 提出中方愿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同岛国加强对话， 并

继续帮助岛国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继续支持岛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二　 中国 －太平洋岛国关系的新机遇

（一） 战略对接迈入新阶段

　 　 ２０１０ 年以来， 中国领导人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在双边和多边场合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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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来自 ＷＴＯ 贸易数据库。
根据 ＣＥＩＣ 数据库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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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会见， 并就双方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

解和信任， 并为相互之间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 尤其是 ２０１４ 年习近平

主席的南太平洋之行。 在这次出访过程中， 习近平主席访问了斐济， 并同其

他建交小岛国领导人一一举行了会晤， 推动双方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与

此同时，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战略对接迈入新的阶段。
在中国提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

面从严治党” 战略布局以及 “一带一路” 建设倡议之际， 南太平洋国家也

加紧实施发展战略， 甚至制定了新的战略规划。 在太平洋岛国方面， 各国正

致力于落实 ２００４ 年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提出的旨在推进地区合作和一

体化的 “太平洋计划”， 促进和扩大南太平洋地区在经济增长、 可持续发

展、 良政建设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此外， 斐济等太平洋岛国正在制定国家

发展战略。
由此可见， 在政治和战略上， 当前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不

断加深， 并且双方发展战略高度契合， 对接空间十分广阔。 尤其是在基础设

施建设和产能、 装备合作方面， 双方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二） 贸易合作拓展新空间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屡屡取得重大突

破。 尽管目前中国尚未与任一太平洋岛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但双方都积极

为促进双方经贸关系创造新的条件。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中国副总理汪洋在第二届中国 － 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

作论坛上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双方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措施。 例如宣布给予太平

洋岛国中的最不发达国家 ９５％ 的出口商品零关税待遇， 支持岛国企业来华

参加各类展会和推介活动， 为岛国的优势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便利条件；
协助岛国来华举办旅游推介活动， 鼓励更多中国公民赴岛国旅游； 适时商签

双边航空运输协定， 鼓励航空企业开辟直航线路等。①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习近平主席在楠迪同斐济、 密克罗尼西亚、 萨摩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 瓦努阿图、 库克群岛、 汤加、 纽埃等 ８ 个建交太平洋岛

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 并宣布支持岛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揽子计划，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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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最不发达国家 ９７％税目的输华商品提供零关税待遇。 这一政策有利于

太平洋岛国扩大出口市场， 并提升双方经贸关系。 此外， 中国与斐济还探

讨了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 ５ 日， 中国和斐济自由

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在斐济楠迪举行， 双方就联合

可行性研究报告提纲、 职责范围及下一步工作安排等交换了意见。

（三） 投资合作创造新抓手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 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重

要领域之一。 在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方面， 中国相比太平洋岛国拥有资金

和技术优势， 而太平洋岛国拥有市场和需求， 双方合作的互补性很强。
并且， 中国还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措施为太平洋岛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

便利。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中国提出向与建交的太平洋岛国提供 １０ 亿美元优惠性

质的贷款， 用于建设重大生产型项目、 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 与此同时， 中

国国家开发银行设立 １０ 亿美元专项贷款， 用于支持岛国基础设施建设。①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斐济 《斐济时报》 和 《斐济太阳报》 发

表题为 “永远做太平洋岛国人民的真诚朋友” 的署名文章。 文章称， 中国

将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太平洋岛国提供支持和帮助， 鼓励更多中国企

业参与岛国投资合作， 帮助岛国解决最现实、 最迫切的问题。②

（四） 金融合作增加新平台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６ 日， 由中国提出创建的开发性区域金融机构———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 （以下简称为 “亚投行”） 开业仪式在北京举行。 作为现有

机制的补充， 亚投行的主要业务是为亚太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援

助， 将致力于解决亚洲地区存在的基础设施建设瓶颈问题。 亚投行正式成立

并开业， 将有效增加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 多渠道动员各种资源特别是私

营部门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
也有利于改善亚太地区的投资环境， 创造就业机会， 提升中长期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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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提振作用。
尽管目前亚投行没有太平洋岛国成员， 但作为域内地区， 太平洋岛屿地

区在亚投行的业务范围之内， 这为太平洋岛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①

可见， 亚投行的成立不仅为中国与澳大利亚、 新西兰之间的金融与货币合

作搭建了新的平台， 也将推动中方与包括太平洋岛国在内的整个南太平洋

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 贸易与投资等更加广泛的领域开展深入合作。

（五） 人文交流获得新支持

人文交流是 “一带一路” 的重点领域之一， 也是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

作的重要依托。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中方宣布在未来 ４ 年内为太平洋岛国提供

２０００ 个奖学金名额， 帮助培训一批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为岛国援建中小学

校， 并提供汉语教学帮助； 继续向岛国派遣医疗队， 传授抗疟经验和技术；
继续派遣农业、 渔业专家， 支持岛国发展农业生产。 这将为太平洋岛国的长

远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三　 中国 －太平洋岛国关系的新挑战

（一） 国家层面： 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改变

　 　 首先， 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制约了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外部需求。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近八年， 世界经济仍然行进在缓慢增长通道。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在新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 报告中下

调了 ２０１６ 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把 ６ 个月前的预测值下调了 ０ ４ 个百分点

至 ３ ２％ 。② 这表明， 从短期来看， 世界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增大， 无论是

投资、 消费还是出口， 主要经济体均面临较大的改进压力。 从中长期来

看， 世界经济的增速则主要与技术进步与扩散、 人力资本、 市场规模、 制

度条件、 资源环境约束等变量有关， 而这些都不容乐观。 在未来较长的一

段时期内， 金融危机前世界经济 ５ ５％ 以上的增速将难以再现。 如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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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性的大型全球灾难， 世界经济将维持在３ ０％ ～ ３ ５％ 的中低速增长区

间。 同时， 资源、 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给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带来

不利影响。 多数太平洋岛国经济主要依赖自然资源和渔业资源。 但近年

来， 铁矿石、 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下跌， 给太平洋岛国经济带来巨

大冲击。
其次，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掣肘双方合作动能。 在过去 ４０ 年间， 中

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 １０％ 的高速增长， 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作为

世界经济的领航者， 中国为世界经济的稳步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近年

来， 全球流动性宽裕、 政府支出扩张和新兴市场的整体繁荣等中国经济较快

增长的有利条件均已发生变化， 一些长期积累的国内经济结构性问题也使经

济的持续增长受到掣肘。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也影响了中国对太平洋

岛国的产品需求和市场开发。 并且， 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之间在很多方面还

存在很大差距， 对太平洋岛国的投入必定十分有限， 难以与其他大国抗衡，
难以完全满足一些岛国发展的需要。 此外， 台湾问题也是横亘在中国与部分

太平洋岛国之间的障碍。

（二） 区域层面： 大国在太平洋岛屿地区对中国的防范加大

２１ 世纪以来， 太平洋岛屿地区在经济、 安全和外交等一系列领域出现

了一些新的形势， 使得太平洋岛屿地区逐步成为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地区

之一， 大国在这一地区的竞争与博弈也随之日益激烈。 与此同时， 随着中

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加， 域内外主要大国对中国的防范也日益

增加。
太平洋岛国原来一直受西方国家的影响， 对澳大利亚、 美国、 日本等国

的依赖都比较大， 由于经济上不够独立， 政治上就容易受到他国影响。 目

前， 欧盟、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印尼、 印度、 英国、 法国、 日本、 美

国、 中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组织均为太平洋岛国论坛会后对话伙伴， 并

十分关注并积极参与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发展与合作进程。 为了加强与南太平

洋地区的联系， 一些国家还与该地区建立了双边合作机制。 例如，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日本和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联合成立太平洋岛屿中心 （ＰＩＣ）， 次

年成立日本 － 太平洋岛国首脑会议机制， 并且每 ３ 年举行一次首脑会议。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法国与南太平洋国家合作构建了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法

国 －大洋洲峰会， 同样每 ３ 年举行一次会议。 美国利用其在太平洋岛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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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领地和属地等优势， 也积极介入太平洋岛屿地区事务。
近年来， 中国加强了与太平洋岛屿地区的经贸往来， 加大了对太平洋岛

国的援助。 但这些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体现中国责任的行动却受到外界的怀

疑。 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研究显示，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３ 年， 澳大利亚向太平洋岛

屿地区提供了 ６８ 亿美元双边援助， 美国提供了 １７ 亿美元， 中国提供了 １４
亿美元， 其中中国向斐济提供了 ３ ３９２ 亿美元， 多于澳大利亚提供的 ２ ５２２
亿美元。 由此， 该项研究认为中国正在南太平洋地区挑战澳大利亚的影响

力。① 夏威夷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特伦斯·史密斯 （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Ｗｅｓｌｅｙ
Ｓｍｉｔｈ） 对此也表示， 中国在太平洋岛屿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正在对澳大

利亚、 新西兰等该地区一些传统大国构成巨大挑战。②

因此， 包括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域内国家在内的全球主要国家对中国在

太平洋岛屿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感到担忧， 在合作促进该地区发展的同时

也加大了对中国的防范。

（三） 全球层面： 新兴领域的问题与挑战日益加大

近年来，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海平面上升和海浪侵蚀等灾害给南太平

洋地区岛国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应对气候变化由此成为南太平

洋地区各国经济发展与对外合作的优先议题。 为此， １４ 个太平洋岛国参与

成立了小岛屿国家联盟， 呼吁国际社会， 尤其是发达国家率先采取行动大

幅减排温室气体， 同时增加经济和技术援助， 支持小岛国应对气候变化

问题。
近年来，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不仅在环境治理、 节能减排、 发

展绿色低碳技术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 还在主动承担国际责任、 积极参与国

际对话、 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推动全球气候谈判、 促进新气候协

议的达成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但由于仍保持较高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中国一直受到部分太平洋岛国的指责。 尽管中国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做出巨

大努力， 但与这些国家的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 气候变化问题也因此成为中

国处理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障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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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加大对南太平洋国家援助被指或挑战澳影响力》， 环球网，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ｃｊｒｄ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６６６６４３０ ｈｔｍｌ。
王泳桓： 《中国增加对南太平洋岛国援助， 有望超越日本成第三大援助国》， 澎湃网，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 ｈｔｔｐ： ／ ／ ｍ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１３０７３９４。



四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前景展望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政治关系总体稳定， 经济互补性日益显现。 随着双方

伙伴关系的发展与升级以及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的推进， 中国与

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发展前景广阔。 展望未来，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将会继

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首先， 稳定的政治关系仍将是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基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习近平主席访问斐济期间， 将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定位为相互尊

重、 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 这为双方政治关系的未来发展确定了方向。
尽管太平洋岛屿地区国家规模不一， 发展阶段迥异， 部分国家政治环境复

杂， 但双方都拥有加强高层交往、 增加政治互信、 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的强

烈意愿。 为此， 中国应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大势， 把握该地区独特的政

治经济环境， 充分发挥高层对话的作用， 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商与合作，
扩大双方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共识， 合理照顾彼此在国际社会中的重大关

切， 寻求更多的利益交汇点， 为双方关系的发展营造友好的政治与社会

环境。
其次， 共同的发展诉求将推动双方经贸合作迈上新的台阶。 当前， 国际

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还没有消除， 中国和太平洋岛屿地区的经济复苏仍面临

各种挑战， 双方的经贸合作将是各自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 随着中国对太

平洋岛国免税税目的比例不断提升，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将得

到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并且， 一旦中国 －斐济自由贸易区谈判取得突破性进

展， 这将对整个太平洋岛屿地区起到十分重要的示范作用， 无疑会促进中国

与太平洋岛国经贸关系的全面提升。
最后， 战略对接的深入将为双方创造新的发展与合作动力。 作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沿线国家， 太平洋岛国与中国拥有较多的利益契合

点， 发展战略对接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深化不仅能够为双方带来切实利益， 还

能创造更多的发展与合作机遇。 因此， 当前应加强 “一带一路” 与太平洋

岛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并在战略对接的框架下开展一些符合各自战略需要的合

作项目， 推动双方合作向全方位多层次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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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队” 与美国在斐济的
软实力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吕桂霞

摘要： 自 １９６８ 年美国和平队进入斐济以来， ２４５５ 名和平队志愿

者分布在斐济各地， 充当教师、 医生、 培训师、 政府部门顾问等，
为斐济的文化教育、 医疗卫生、 农村发展和环境保护等做出了重大

贡献。 同时， 和平队的活动也改善了美国人在斐济的形象， 提高了

斐济人民对美国的认知， 增强了美国在斐济的软实力。 在借鉴美国

和平队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本国国情， 中国应继续奉行不干涉他国

政治的原则， 尊重当地传统习俗和文化， 走进民众， 贴近生活， 同

时建立健全志愿者选拔、 培训、 派遣及激励机制， 推动对外援助事

业的发展， 进一步提升中国在斐济和其他太平洋岛国的软实力。
关键词： 美国　 和平队　 斐济　 软实力

美国 “和平队” 是根据 １９６１ 年 《和平队法》 成立， 由美国政府向亚、
非、 拉地区派遣执行其 “援助计划” 的服务组织。 尽管它不像美国国务院

那样公开为其对外政策进行辩护， 也不像美国军队那样为维护其国家利益随

时出动， 但作为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和平队以一种不用枪炮、
不用高压政治甚至没有营利动机的方式， 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教师、 医

生、 护士和各种技术人员等中等人力资源， 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 “太平洋岛国研究” （１５ＡＺＤ０４３） 阶段性成果。
吕桂霞， 博士，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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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改善美国形象， 增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 并服务于美国的外交

战略和国家利益。
美国和平队自 １９６８ 年开始进入斐济， 至今已有 ４９ 年的时间。 在这 ４９

年间， ２４５５ 名和平队志愿者分布在斐济各地，① 充当教师、 医生、 咨询师、
培训师、 计算机程序员、 政府部门顾问等， 为斐济的教育、 农村发展、 卫生

保健、 小企业发展、 城市发展和环境保护等做出了重大贡献， 也改善了斐济

人民对美国的认知， 增强了美国在斐济的软实力。 本文主要介绍和平队在斐

济的概况、 发展演变过程、 主要活动和影响等， 并就其对我国的启示进行深

入思考。

一　 “和平队” 在斐济的缘起及发展

１ 和平队在斐济的简史

和平队自 １９６８ 年开始为斐济人民服务， 最初的 ５７ 位志愿者被分派到教

育、 农村发展和卫生保健三个领域， 重点是在中学教数学、 科学和社会科

学。
１９７７ 年， 随着斐济政府 “八点发展计划” （ ｔｈｅ Ｆｉｊ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Ｅｉｇｈｔ） 的提出， 和平队在斐济的项目开始转向农村社区发

展， 包括钢丝网水泥储水器建设 （ｆｅｒｒｏｃｅｍ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ｔａｎｋ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幼儿

园建设、 卫生保健及营养教育等。
１９８３ 年， 政府的优先发展方向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但重点是技术， 因

此和平队志愿者们纷纷从农村转向城市， 城市发展成为和平队在斐济项目的

重点。 此外， 和平队队员们也从事青年发展、 健康教育、 社会福利以及合作

社运动。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１９８７ 年。
１９８７ 年， 因为种族矛盾， 斐济接连发生两次军事政变， 最终成为共和

国。 斐济对和平队的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和平队重新评估和调整已有项

目， 于 １９８８ 年发展了小企业发展、 集成家庭食品系统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淡水渔业、 教育和管理规划咨询项目； １９８９ 年， 开始实施合作项

目； １９９０ 年， 实施计算机程序设计员与计算机教师项目； １９９２ 年， 又将教

师培训师项目引入教师培训学院。 １９９８ 年， 因为斐济对训练有素的教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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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人员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 所以和平队在斐济的项目宣告结束。
五年后， 即 ２００３ 年， 随着全球环保意识的增强， 斐济政府认识到其周

围巨大的海洋资源 （４１２００ 平方公里） 和森林资源具有高度多样性， 这对斐

济人民的生活和食品安全尤为重要， 政府急需关注环境安全， 因此， 和平队

应斐济政府的请求重返斐济， 主要执行新的任务———环境保护， 以帮助斐济

完成其对 １９９２ 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期间制定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 （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的承诺。①

总之， 和平队在斐济的项目以教育为主， 同时侧重医疗卫生、 农村发

展、 城市发展、 青年发展和环境保护等。 不同时期和发展阶段， 斐济政府的

需求不同， 和平队在斐济的项目重点也随之发生变化。
２ 和平队在斐济的法律依据

由于美国和平队在斐济的活动既涉及英国殖民时期的斐济， 也涉及独立

后的斐济， 因此其法律依据有二。
其一是 １９６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美国领事路易斯·Ｊ 林克 （Ｌｏｕｉｓ Ｊ Ｌｉｎｋ） 与

斐济总督德里克·杰克韦爵士 （Ｓｉｒ Ｄｅｒｅｋ Ｊａｋｅｗａｙ） 签署的 《美国与斐济关

于和平队的换文》。 该换文对两国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和平队队员的待遇及

履职方式、 协定的生效与终止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是英国殖民时期和平队在

斐济活动的重要法律依据。
其二是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 ２５ ～ ２７ 日斐济总理和外交部长卡米塞塞·马拉

（Ｋａｍｉｓｅｓｅ Ｍａｒａ） 与美国代理国务卿约翰·尼科尔 · 欧文二世 （ Ｊｏｈｎ
Ｎ Ｉｒｗｉｎ Ⅱ） 共同签署的 《美国与斐济关于继续 １９６８ 年和平队项目协定的

换文》。 独立后的斐济政府 “对 １９６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斐美两国政府关于和平队

的换文进行审查， 确认该换文虽然签署于斐济独立之前， 但独立后仍然有

效”。 该换文是斐济独立后美国继续派遣和平队的法律依据。

二　 “和平队” 在斐济的活动及特点

自 １９６８ 年和平队开始在斐济服务， 志愿者们活跃在斐济的教育、 经济、
医疗卫生、 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 活动也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具体表现在如

下几个方面。

１２“和平队” 与美国在斐济的软实力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① Ｕ Ｓ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ｒｐｓ，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ｊｉ， Ｐｅｎｎｙ Ｈｉｌｌ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ｐ １７．



１ 教育援助是和平队在斐济的重中之重

美国和平队进入斐济伊始， 教育援助就是志愿者们的主要任务。 从人数

上看， 从事教育活动的志愿者占据多数， 尤其是在最初的 １０ 年。 以 １９７３ 年

美国在斐济的和平队志愿者为例， 截至 １９７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和平队在斐济的

志愿者共计 １１５ 人， 其中女性 ３５ 人， 男性 ８０ 人， 教师仍然是和平队项目的

支柱， 占全部援助项目人数的 ７６％ （参见表 １）。 从 １９７７ 年开始， 虽然和平

队的侧重点转向农村社区发展， 但教育援助仍然是和平队的主要任务。

表 １　 １９７３ 年和平队在斐济的项目

项目类型 人数占比（％ ） 项目类型 人数占比（％ ）

农业与乡村开发 ５ 卫生保健 １

企业与公共管理 ９ 城市发展与市政工程 ６

教育 ７６ 其他 ３

　 　 资料来源：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ｒｐ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９７３， ｐ ９６。

从时间上看， 和平队对斐济的教育援助从 １９６８ 年一直持续到 １９９８ 年。
在这长达 ３０ 年的时间里， 教育援助一直是和平队工作的重要内容， 直到

１９９８ 年斐济政府与和平队共同评估， 确认教师数量能够满足斐济需要之后，
和平队才结束了对斐济的教育援助。

从内容上看， 援助涉及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 志愿者们既要亲自教授中

学数学、 科学、 物理、 化学、 生物和会计学等课程， 也要自己设计教学大纲

与课堂补充材料；① 既要研发实用计算机课程， 又要对斐济教师进行数学、
英语和计算机科学等方面的培训；② 既要在斐济逐步建立研究实验室， 又要

充当图书管理员；③ 既要在学校教授环境课程， 又要为政府制订环境教育计

划， 并组织学生清除垃圾、 安置垃圾桶。④

志愿者们不仅关注正规教育， 而且关心职业培训； 不仅关注在校学生，
而且关心失学青少年； 不仅关注小学、 中学和大学教育， 而且积极帮助斐济

筹建幼儿园， 关心学前教育； 不仅亲自在学校从事教学， 而且传授学生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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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和与农村生活有关的家政技能。
２ 扎根基层， 积极融入斐济社会

由于和平队在最初设计时就是面向发展中国家， 且是作为美国对外援助

的补充而存在的， 它力图通过 “人对人”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 的交往， 通过

志愿者的亲身示范， 帮助受援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改善美国的形象， 因此派

往斐济的和平队志愿者除了最初阶段集中在首都苏瓦之外， 多分散在斐济的

偏远地区， 比如外岛和农村。
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但原本生活优越的绝大多数和平队志愿者们却

没有怨言， 他们与当地居民同吃共住， 以符合当地习惯的方式与不同社区团

体、 青年和领导人交往， 积极融入当地生活。 他们尊重斐济当地的风俗习

惯， 学讲方言， 坚持斐济的生活方式， 如参加教会活动等， 并把自己看作他

们中的一员。① 例如， １９９７ 年一位志愿者帮助一位农民把他的养殖场从一个

小池塘扩展到 ５ 个。 这些池塘为这个农民及其家人增加了收入， 并提供了工

作。② 再如，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在斐济服务的和平队志愿者卡莉·
秀塔 （Ｃａｒｌｙ Ｓｉｕｔａ） 与丈夫居住在一个人口不足 １５００ 人的外岛村庄， 那里只

有极少数的便利设施， 每天只有几个小时的供电， 食物全部靠自给。 除正常

工作外， 卡 莉 每 天 与 朋 友 和 邻 居 们 在 微 风 吹 拂 的 海 边、 芒 果 树 下

“ｔａｌａｎｏａ”③， 分享自己的经历， 有什么困难也坦诚地告诉他们。④ 为了增加

收入， １９８４ 年两位养蜂志愿者建了一座蜂蜜加工厂， 处理 ２００ 个蜂房的蜂

蜜， 为他们所在的村庄带来大约 ３ 万美元的收入。⑤

３ 关注卫生保健、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成效显著

美国和平队在斐济的项目不仅涉及教育领域， 而且涵盖卫生保健、 经济

发展、 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
在卫生保健领域， 最初和平队志愿者主要是为斐济培养训练有素的护理

人员， 待护理人员供应充足后， 又把重点转向培训初级卫生保健工作者， 并

积极援助了农村社区的初级卫生保健项目， 包括给排水工程和卫生设施。⑥

３２“和平队” 与美国在斐济的软实力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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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志愿者通过为当地护理人员和社区保健人员提供在职培训， 完善了

对妇女产前和产后阶段的照顾， 改善了斐济的妇幼保健体系。 他们还与斐济

艾滋病毒 ／艾滋病工作队 （Ｆｉｊｉｓ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一起， 推动斐济的艾

滋病防治工作， 并通过性病 ／艾滋病教育 和 意 识 项 目 （ ｔｈｅ ＳＴＤ ／ ＨＩＶ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加强对斐济农村青年的健康教育。①

在经济领域， 和平队既不遗余力地推动斐济经济的发展， 又想方设法增

加民众的收入； 既聚焦农村经济发展， 又设法减少城市与农村居民在社会经

济发展进程中的差异； 既大力培养技术人才， 又积极推动小企业发展。 具体

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在农业方面， 他们帮助当地居民开展食品加工、 家庭

菜园和家禽项目， 同时也在经济作物如可可、 杨格纳 （卡瓦树） 等的种植方

面提供帮助； 在渔业方面， 加强海洋渔业和淡水渔业项目， 从池塘建设和维

护， 到鱼类产卵、 捕获和市场调查， 无不亲力亲为； 在基础设施方面， 他们

不仅参与道路、 桥梁和防波堤的建设， 而且还带领当地民众修建简单的路边

巴士候车亭、 吊桥、 道路和小型建筑物， 提高斐济人的基本施工技能。② 为了

推动斐济小企业的发展， 志愿者们与发展银行 （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扶

贫机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 “青年成就” （Ｊｕｎｉ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青年

部以及妇女和文化部一起， 向小企业所有者提供建议与技术支持，③ 并与斐

济开发银行合作， 积极向小企业所有者提供贷款。
在环境领域， 志愿者们不仅在学校教授环境课程， 而且亲自带领学生清

除垃圾、 安置垃圾桶。 ２００３ 年和平队重返斐济后， 针对斐济的 《生物多样性

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简称

ＮＢＳＡＰ）， 实施 《斐济综合环境资源管理项目》 （Ｆｉｊｉ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着重提高个人的环保意识和在自然资源管理方

面的能力， 提高环保教育工作者的技能， 建设环境安全的社区网络。④

三　 “和平队” 活动对美国在斐软实力的影响

众所周知， “软实力” 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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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提出的概念， 意指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

力。 不过，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和平队已在事实上担负起向全世界展示美

国 “软” 性实力的任务， 即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 经济和军

事力量， 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价值观念体系。① 著名学者周琪也认为，
“和平队从建立之日起， 就如同美国对外援助一样， 被当作软实力资源来使

用”。② 为了对和平队的活动效果进行评估， 从 １９７５ 年开始， 和平队就建立

起了每两年进行一次调研的机制， ２００９ 年开始修改为每年调研一次。
２００８ 年， 和平队战略信息研究和计划办公室 （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ｒｐ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简称 ＯＳＩＲＰ） 根据美国政府管

理和预算办公室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ｕｄｇｅｔ， 简称 ＯＭＢ） 的指令，
就和平队队员实现目标的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评估。 斐济和平队的效果评估

由普利亚·切特尔 （Ｐｒｉｙａ Ｃｈａｔｔｉｅｒ） 博士领导进行。 评估之前， 和平队战略

信息研究和计划办公室已经确定了和平队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年在斐济活动的 ９７ 个

点， 评估小组随机抽取样本， 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对斐济的 １９
个社区， 包括 ３１ 位合作伙伴、 ７８ 位受益人、 ４２ 位接待家庭成员以及 ３７ 位

利益攸关者， 进行了 １８９ 次半结构性的访谈 （ｓｅｍ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这

些访谈对象既有当地酋长和村民， 也有教师和小企业所有者； 既有妇女组织

成员、 青年组织成员， 也有教会组织成员、 卫生委员会成员和保健人员； 既

有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 也有非政府组织人员———可以说具有广泛的代表

性。 通过评估， 他们发现和平队在斐济的工作， 极大地改善了美国在斐济的

形象， 增强了斐济人对美国的了解， 也传播了美国的文化与价值观。
１ 改善了美国在斐济的形象

二战后， 由于美国国内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 美国蔑

视发展中国家， 不断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 从事颠覆左翼政府的活动； 再加

上美国在发展中国家外交官的奢侈生活、 其对所在国的恩赐态度以及对当地

文化的不尊重， 使得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形象每况愈下， “丑陋的美国人”
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在这些国家人民心中的形象。③ １９５９ 年， 人类学家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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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柱： 《和平队与美国文化外交》， 《学海》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６０ 页。
周琪： 《作为软实力资源的和平队重受美国政府重视》， 《美国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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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Ｔ 赫尔在 《寂静的语言》 一书中也写道： “虽然美国在外援计划上花

了数亿美元， 但他既未受到全世界的喜欢， 也未得到其尊重。 今天， 在许多

国家， 人们是真正地不喜欢美国人； 在其他地方， 只是容忍美国人。”① 美

国在斐济的形象也同样如此。 不过， 和平队的到来及他们在斐济的活动， 极

大地改善了美国在斐济的形象。
在和平队志愿者未进入斐济之前， 许多斐济人基于电视、 电影、 互联网

和对赴斐旅游的美国人的印象， 认为美国人是粗鲁、 暴力、 富有且具有侵略

性的白种人。 在与和平队志愿者共事之后， 斐济受访对象认为美国人独立、
聪明、 工作努力， 许多人回忆起二战时与美国军人共同作战的经历。 还有些

受访对象表示在与和平队志愿者互动以后， 他们认为美国人诚实而富有同

情心， 沟通透明， 积极参与实践。 项目合作伙伴与受益人认为， 和平队志

愿者尊重他人， 富有责任心， 而在与志愿者互动后他们跨文化工作的能力

得到提高。 其中一个接待志愿者的家庭成员表示： “虽然我从来没有想过美

国有什么特别， 但是现在我觉得如果 （其他国家） 都像美国一样， 世界将

会是一个友好的地方。”②

２ 提高了斐济民众对美国的认知

根据调查， 在与和平队队员共事之前， ３１ 个合作方中只有 ４％对美国人

有全面了解， １９％的合作方对美国人不了解。 在与和平队队员共事之后， 全

面了解美国人的合作方上升到 ２３％ ， 而不了解的则下降为 ０。 对 ７８ 名受益

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出同样的趋势， 具体详见表 ２。

表 ２　 与和平队队员接触前后斐济人对美国人的了解程度

单位： ％

了解程度
合作方 受益人

前 后 前 后

全面了解 ４ ２３ １０ ３７
一般了解 ２９ ３２ ４７ ４９
有限了解 ４８ ４５ ２２ ８
不了解 １９ ０ ２１ ６

　 　 资料来源： Ｕ Ｓ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ｒｐｓ，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ｊｉ， ｐｐ ６２ －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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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更加了解美国的同时， 斐济民众对美国的评价变得更加肯定。 根据对

同样 ３１ 个合作方的调查， 在与和平队队员共事之前， １９％的合作伙伴表示

他们对美国人的评价有些消极或者非常消极。 在与和平队队员共事之后，
７１％的合作方对美国人的评价为比较肯定， 无一人持否定观点。

项目受益人的情况也如此。 在与和平队队员共事之前， 受益人中只有

３％对美国的评价非常肯定， ４６％ 的受益人的评价有些消极或者非常消极。
在与和平队队员共事之后， ８４％的受益人对美国人的评价为非常肯定或比较

肯定， 消极地评价美国人的比例从 ４６％下降至 ２％ 。
在与和平队队员接触之前， ３０％的接待家庭表示他们对美国人的评价有

些消极或者非常消极， 只有 ３％的接待家庭对美国人的评价是积极的。 在与

和平队队员共事之后， ２５％的接待家庭对美国人的评价非常积极， ６８％的评

价为比较肯定 （参见表 ３）。

表 ３　 与和平队队员接触前后斐济人对美国的评价

单位： ％

评价
合作方 受益人 接待家庭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非常肯定 １３ １９ ３ １６ ３ ２５

比较肯定 ３２ ７１ ２８ ６８ ５５ ６８

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３５ １０ ２３ １３ １３ ５

有些消极 １３ ０ ６ １ １０ ３

非常消极 ６ ０ ４０ １ ２０ ０

　 　 资料来源： Ｕ Ｓ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ｒｐｓ，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ｊｉ， ｐｐ ６４ － ６５。

３ 传播了美国文化和价值观

和平队志愿者通过身体力行的示范方式， 在向斐济民众传授某些专业知

识、 教授某种技能的同时， 也传播了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 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斐济民众的思维、 行为和处事方式。
以斐济综合环境资源管理项目为例， 斐济人在学会了自然资源管理与环

境卫生管理等技能后， 大都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使用这些新技能： ９４％的合

作伙伴表示在社区开发工作中使用这些新的技能， 每天使用的占 ６１％ ， 每

周使用的占 ２６％ ； ８２％的受益人回答说他们也使用这些技能， 每天使用的

占 ６８％ ， 每周使用的占 ８％ （参见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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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技能在工作中使用频率的人数占比

单位： ％

使用频率 合作伙伴 受益人

每天使用 ６１ ６８
每周使用 ２６ ８
一月一次 ３ ５
一年几次 ３ １
从不使用 ６ １８

　 　 资料来源： Ｕ Ｓ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ｒｐｓ，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ｊｉ， ｐ ４７。

在个人生活中， ６８％的合作伙伴表示， 他们每天都会用到从项目中学到

的新技能， １６％的合作伙伴表示每周都会用到； ７８％的受益人每天或每周都

会用到， 每天使用的占 ７０％ ， 每周使用的占 ８％ （参见表 ５）。 他们在个人

生活中使用环境卫生项目的成果， 包括对垃圾进行分类和回收、 使用垃圾

坑、 在花园里使用堆肥以及把这些做法教给其他家庭。

表 ５　 技能在个人生活中使用频率的人数占比

单位： ％

使用频率 合作伙伴 受益人

每天使用 ６８ ７０
每周使用 １６ ８
每月一次 １０ ５
一年几次 ３ ３
从不使用 ３ １４

　 　 资料来源： Ｕ Ｓ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ｒｐｓ，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ｊｉ， ｐ ４７。

和平队队员的这些活动， 对于提升美国在斐济的形象， 增强斐济人对美

国的认知， 以及加快美国文化与价值观在斐济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

上， 和平队在对象国一直充当先行者的角色， 是美国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
他们的活动则直接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战略。 正是因为这一点，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正在缅甸出席东盟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设立和平队缅甸项

目，① 以加强美国对缅甸的影响力， 抗衡中国现存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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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和平队” 在斐活动对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２０１０ 年中国超过日本， 成

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且在全球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 成为

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在解决全球发展问题方面也开始发挥引领作

用。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贸易持续不断增长， ２０１５ 年双向贸易额几乎翻了

一番， 达到 ７５ 亿美元。 其中， 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出口翻了一番， 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５ 亿美元增长到 ５０ 亿美元。① 然而， 在这一组组令人欢欣鼓舞的数字

后面， 我们也经常看到： 国际社会屡屡指责中国更为看重太平洋岛国的资

源，② 国外学者包括太平洋岛国学者纷纷指责中国企业不作为，③ 岛国民众

对中国游客甚至援助人士不理解、 不认可， 等等。 这一现象的发生， 充分说

明了我国在大力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经济关系的同时， 对岛国的宣传不足， 尤

其是与太平洋岛国民众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严重不足， 以至于国际社会和岛国

民众误解了中国的意图。 美国和平队在太平洋岛国的活动及其对美国在斐济

软实力的提升， 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示。 赢得人心并进而做到

民心相通， 应是我们在与太平洋岛国交往或对外援助时的主要目标， 为此，
我们应该坚持以下几点。

１ 不涉足政治， 尊重当地传统习俗和文化

和平队虽然很大程度上是美苏冷战的产儿， 但是为了能让发展中国家接

受， 和平队志愿者基本上不涉足受援国的政治， 这一点与我国一贯奉行不干

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处。 由于我国志愿者是援外人员的一部分，
代表国家形象， 因此在对其进行必要培训时， 应充分强调不涉足东道国的政

治的必要性。 对于我国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援外方式， 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

马给予了高度评价， 正如他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习近平主席访问斐济期

间） 接受采访时所说： “中国是斐济真正的朋友。 中国从来不企图干涉斐济

９２“和平队” 与美国在斐济的软实力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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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贸易在全球经济低迷中逆势增长》， 太平洋岛国贸易与投资专员署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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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 也从未告诉我们国家怎样发展最好。 相反， 中国总是与我们在一起。
那些与我们背道而驰的国家不明白我们对斐济的治国理念和想要达成的目

标。”①

在斐济与其他太平洋岛国， 有许多独特的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 如饮卡

瓦酒、 星期天不干活、 不能摸小孩子的头等。 这些虽不同于中国的习俗， 甚

至与中国的习俗相悖， 但不管怎样， 援外人员一定要尊重当地的传统习俗和

文化， 努力得到当地人的认可， 并尽快融入当地社会。
２ 深入基层， 满足民众需要

和平队最重要的特点是深入基层、 融入社区， 通过点点滴滴的些许小事

改变斐济人对美国的认识和看法。 例如， 修建防波堤和码头， 推动村庄的发

展； 修建人行道， 使人们赤脚走在地上不再生病、 受伤， 特别是在雨天； 实

行垃圾分类和废物处理， 这样不仅蚊子大大减少了， 而且与蚊子相关的传染

病的发病率也大为降低， 挽救了更多斐济人的性命； 设立街区监督员以解决

争端， 减少社区暴力现象； 重新安置猪舍、 挖掘垃圾坑、 循环使用塑料、 清

洁滨海地区以及保护干净的水源等， 极大地改善了斐济的环境卫生状况。②

和平队志愿者们的这些活动， 都与斐济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而且

都是人们能够亲眼看到或亲身体验到的， 无须过多宣传， 斐济民众对美国的

好感就会油然而生。 这是我国对外援助中较为缺乏的， 也是经常遭到国外学

者批评的一点。 虽然我们对斐济的援助数额巨大， 也受到了斐济官方的称

赞， 但斐济民众并未深切感受到中国政府与人民的支持与善意。 令人高兴的

是， 近年来， 我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 开始关注对民众的援助， 但

力度仍然有限， 需要进一步加强。 同时， 应强调并鼓励在太平洋岛国的中国

企业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 兼顾社会效益， 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３ 建立健全志愿者选拔、 培训、 派遣及激励机制

目前， 我国志愿者的派遣并没有专门机构管理， 也缺乏必要的培训和

激励机制。 在斐济和其他太平洋岛国， 我国的志愿者人数非常少， 服务领

域极其有限， 主要分布在教育、 医疗和农业领域， 一般由卫生、 教育和农

业部门在各自分管领域选拔之后直接分别派遣， 缺乏必要的针对对象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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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鹰、 路易斯彭： 《习近平访问斐济》， 凤凰资讯，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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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历史、 文化、 语言和习俗等的培训。 同时， 激励机制尚未建立， 目前

我国给予志愿者的待遇大致与孔子学院教师相同， 除了必要的安家费、 往

返机票、 配偶补贴以及工资待遇比国内高 ５０％左右以外， 对于志愿者回国

后的职称评聘、 职务晋升、 子女入学、 继续发展等都缺乏相应的激励

措施。
和平队首任队长萨金特·施莱弗 （Ｓａｒｇｅｎｔ Ｓｈｒｉｖｅｒ）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在受命

组建和平队时就提出： “和平队是一个大胆的新设想。 它应该做些与众不同

的事， 不同于美国的任何一种政府机构或组织。”① 虽然这与肯尼迪总统最

初的设想并不一致， 但由于施莱弗的坚持， 和平队最初作为一个半独立机构

设在国务院内， 并于 １９８１ 年最终成为美国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
作为一个独立机构， 和平队志愿者的选拔、 培训和派遣有着严格的规

定。 就志愿者的选拔而言， 志愿者不仅具有良好的政治背景， 接受过良好的

教育， 具备较高的素质， 拥有一定的技能和特长， 而且其性格和行为稳定，
不会影响到其所代表的美国形象。 选拔出来的志愿者， 除了要掌握基本的农

业生产常识、 勘测技术、 社区发展技能以及教学基本功以外， 还要学习东道

国的历史文化、 风俗习惯和语言等。 为了使和平队志愿者尽快了解并掌握斐

济语言， 目前美国和平队网站还专门开设了 “斐济课程”， 教授斐济语和印

地语②的拼写、 发音、 词汇等， 便于志愿者在工作岗位上使用。③ 事实证明，
和平队的这一做法卓有成效， 志愿者们能用斐济语和当地人交流， 穿斐济人

喜欢的衣服， 熟知斐济习俗等， 使其深受斐济人喜爱。 这对于我国的海外志

愿者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我们在学习美国和平队在斐济活动的经验时， 一定

要仔细甄别， 认真剖析， 辨别哪些东西才是适合我国国情， 有利于我国援外

事业健康发展的， 以使我国在斐济和其他太平洋岛国的志愿者能够赢得民

心， 获得太平洋岛国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也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太平洋岛国的

软实力。

１３“和平队” 与美国在斐济的软实力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①

②

③

Ｇｅｒａｒｄ Ｔ Ｒｉｃｅ， Ｔｈｅ Ｂｏ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ＪＦＫｓ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ｒｐ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
ｐ ９１．
目前英语、 斐济语和印地语是斐济的官方语言， 土著斐济人和印度裔斐济人是斐济两大民

族， 两者占斐济人口总数的 ９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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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岛国报纸上的中国形象
　 ———以巴新、 萨摩亚、 斐济报纸为中心的考察

赵少峰

摘要： 太平洋岛国位于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南线， “一
带一路” 倡议成为进一步密切中国与岛国关系的重要纽带。 中国

是太平洋岛国重要的贸易伙伴， 也是南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援助国之

一。 然而， 岛国报纸对中国援助活动的反应存有差异， 一些地区观

察家、 政府官员甚至对中国的援助表现出了 “忧虑”， 担心中国会

取代美国及其盟国的地位， 建立新的地区秩序。 报纸上的中国形象

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 “软实力”。 因而， 中国政府要

加深与岛国政府的沟通交流， 纠正业已存在的偏见认识； 要实现与

岛国的民心相通， 关注岛国基本民生需求； 要妥善处理与南太平洋

地区域外国家的关系， 冷静处理台湾当局在岛国的行为； 要为中国

企业在岛国投资创造条件， 减轻投资企业的负担， 提升企业活力和

竞争力。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倡议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太平洋岛

国　 报纸　 中国形象

在南太平洋地区的 １４ 个独立国家中， 有 ８ 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

交关系， 分别是斐济、 萨摩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 （简称 “巴新”）、 瓦努阿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 “太平洋岛国研究” （１５ＡＺＤ０４３）、 ２０１７ 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

究项目 “ ‘一带一路’ 视域下太平洋岛国民族问题研究” （２０１７ － ＧＭＥ －０１３） 阶段性成果。
赵少峰， 博士，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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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库克群岛、 汤加王国、 纽埃； 有 ６ 个国家未与中

国建立外交关系， 它们是图瓦卢、 基里巴斯、 瑙鲁、 帕劳、 所罗门群岛、
马绍尔群岛。 这些国家均位于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南线。 报纸作为

有重要影响的平面媒体， 上达国家元首， 下及普通百姓， 在太平洋岛国有

很大的阅读群体， 其深入的评论和关于域外国家的报道对民众的认识具有

较大的导向性。 推动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 需要加深对沿线国家

的了解和认识， 特别是掌握沿线国家政府和民众通过媒体发出的声音。 本

文以巴布亚新几内亚、 萨摩亚、 斐济出版的三份报纸为中心， 分析报纸所

反映的中国形象， 为中国扩大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以及提升 “软实力” 提

出建议。

一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与太平洋岛国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习近平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 习近平强

调， “国家不分大小、 强弱、 贫富， 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 应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真诚互助”。① 习近平的讲话得到了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一致认

可。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援助和军事支持不同，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

“战略伙伴关系” 是建立在尊重各岛国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

发展道路之上的。 中国支持岛国以自己的方式管理和决定地区事务， 支持岛

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太平洋岛国远离世界贸易中心， 而中方倡导的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和提供的援助， 能够极大地改善岛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有利于太平洋岛国吸

引中国游客， 促进岛国社会经济发展。 与中国建交的 ８ 个岛国对 “２１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 倡议抱有极大的热情。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中国驻巴新大使李瑞

佑向巴新总督奥吉奥介绍了中国政府倡导的 “一带一路” 倡议和愿景， 得

到了奥吉奥总督的肯定。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太平洋岛国 （深圳） 投资贸易

推介会在广州深圳举行， 巴布亚新几内亚驻华大使克里斯多夫·梅罗向嘉宾

推介巴新项目， 重点是矿产资源。 中巴企业都对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倡议的实施充满期待。②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巴新驻华使馆邀请一批中国有实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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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习近平会见一些太平洋岛国领导人》， 新华网，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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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锦： 《太平洋岛国推介尽显 “不一样的精彩”》， 《深圳特区报》 ２０１５ 年４ 月１６ 日， 第 Ａ７ 版。



发展前景的电商前往巴新洽谈贸易合作， 以期推动巴新的外贸和出口。 萨

摩亚驻华大使托欧玛塔认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倡议将会为萨摩亚

旅游业提供商机。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驻华大使阿基利诺·苏赛亚高度赞扬

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给密联邦引进中国投资带来的机遇， 热情介绍密联

邦丰富的旅游、 农业、 渔业、 能源资源和投资机会， 希望深圳的酒店、 餐

饮业能到密联邦发展。 斐济蟹业有限公司带来一个投资规模约 ３００ 万美元

的蟹类产品项目， 汤加带来了一个投资规模约 ３５ 万美元的椰子油加工项

目， 等等。
与中国未建交的 ６ 个岛国， 国土面积小， 人口少， 经济总量小， 市场

小，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由于国家资源有限， 对外交通不便， 它们成为国

际市场上被忽略的对象， 被联合国定为最不发达的国家。 这些国家除了拥

有优美的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 其他可利用资源较少。 随着气候变化和

海平面上升， 自然灾害频发， 人们的正常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图瓦卢、 瑙

鲁等国没有淡水资源， 饮用水依靠进口水、 雨水和淡化海水。 除马绍尔群

岛和所罗门群岛外， 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岛国与中国联系较少，
经贸往来数额较低。 这些国家受限于国内落后的经济状况， 加之中国台湾

在当地的 “政治投资”， 它们对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了解较少，
在它们的政府网站， 没有查阅到关于 “一带一路” 或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 的报道。
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它们需要中国的市场、 经

济支持和外来援助。 但是， 由于美国、 英国、 日本、 韩国、 印度、 澳大利

亚、 新西兰等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其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 再加之

中国台湾力保在南太平洋地区的 “政治空间”， 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在

太平洋岛国引起的反响并没有像在中亚、 东南亚等国家那样强烈。 新西兰对

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援助活动表示 “质疑” 和 “指责”，① 日本加大了对太

平洋岛国的援助， 以对抗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 在实施 “一带一路”
倡议的大背景下， 特别是在实现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愿景过程中，
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面临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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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巴新、 萨摩亚、 斐济报纸上的中国形象

为了分析太平洋岛国平面媒体上中国的形象， 笔者选取了巴布亚新几内

亚、 萨摩亚、 斐济三个国家的主流报纸。 巴新是太平洋岛国中面积最大、 资

源最为丰富的国家。 斐济是太平洋岛国对外交往的 “枢纽”， 很多国际组织

在该国设有办事处， 处理太平洋岛国事务。 斐济的报纸在太平洋岛国影响较

大。 萨摩亚是该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独立国家， 是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重点

援助国家之一。

（一） 巴新的 《信使邮报》

巴新总共有两份报刊， 分别为 《信使邮报》 （Ｐｏｓｔ⁃Ｃｏｕｒｉｅｒ） 和 《国民

报》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均使用英文出刊。 《信使邮报》 创刊于 １９６９ 年， 每期

由 ４８ 个版面组成， 有较大的读者群体。 笔者选用的是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的

《信使邮报》。
报纸第 ２８ 版和第 ２９ 版对中国的报道有三篇： 第一篇是中国驻巴新使馆

三秘保证拉姆镍钴矿项目开采者的安全； 第二篇是当地政府举办中国在巴新

企业联谊会， 加强与中国企业的联络； 第三篇援引 ＢＢＣ 的报道， 讲的是中

国从国外引渡电信诈骗犯， 从而导致两岸关系紧张。
在报纸主版出现的企业产品广告有： 日本株式会社小松集团的 Ｋｏｍａｔｓｕ

挖掘机， 美国 ＨＢＯ 电视网、 可口可乐、 福特汽车、 ＭＲＬ 石油公司、 高露洁

牙膏， 德国彪马， 英国的嘉实多， 中国鑫源摩托、 澳柯玛饮水机、 联想电

脑， 韩国 ＬＧ、 现代卡车， 瑞典伊莱克斯。
在家庭购物 １６ 页的彩页中， 中国的品牌只有海尔冰箱以及香港的

ＹＯＶＡ； 日本的电子产品最多， 包括夏普、 佳能系列产品； 美国有胜家

（Ｓｉｎｇｅｒ）、 西点电器 （Ｗｅｓｔｐｏｉｎｔ）、 科勒曼户外 （ Ｃｏｌｅｍａｎ）、 星朗收音机

（Ｓｔａｒａｕｄｉｏ）； 澳大利亚有澳大利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旗下的 Ｂｒｅｖｉｌｌｅ、
Ｋａｍｂｒｏｏｋ、 Ｓｕｎｂｅａｍ 等企业品牌。

（二） 萨摩亚的 《萨摩亚观察家报》

萨摩亚的报纸主要是 《萨瓦利》 （ Ｓａｖａｌｉ ） 和 《萨摩亚观察家报》
（Ｓａｍｏａ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萨瓦利》 是政府周报， 于 １９０４ 年创刊， 分萨语版和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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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英语混合版两种， 萨语版主要向农村发行， 混合版在首都地区发行， 发

行量为 ４５００ ～ ５０００ 份。 《萨摩亚观察家报》 属于私营日报， 只出萨语、 英

语混合版。 报纸前部分为英语版， 后部分为萨语版。 萨语版主要针对不懂英

语的下层民众， 一般是将英语版的主要部分翻译为萨语， 并附有几页广告。
发行量为 ２０００ ～ ３０００ 份。 笔者选用的是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７ 日的 《萨摩亚观察

家报》。
这一期的 《萨摩亚观察家报》 对中国的报道比较多。 第 ０１ 版和第 １０

版报道了中国驻萨摩亚大使王雪峰对萨摩亚小学的捐赠活动， 标题是 “中
国投资于萨摩亚的未来”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ｖｅｓｔｓ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ａｍｏａ）， 报道的内容是

“８ 月 ９ 日， 驻萨摩亚大使王雪峰夫妇赴萨摩亚萨瓦伊岛， 参观了中国政府

援建的萨帕帕里小学 （Ｓａｐａｐａｌｉｉ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向该校 ３０ 名小学生颁发中

国广东 （惠州） 友谊奖学金， 并捐赠了体育与文具用品。 使馆经商处外交

官一同参加了相关活动。 王雪峰大使向全校师生发表了演讲。 他表示， 近

４０ 年来，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其中一个重要经验就

是高度重视教育， 高度重视人才。 当前， 中国在全面发展自身的同时积极帮

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 教育领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 萨帕帕里小

学是中国政府援建的小学之一， 是中萨友谊结出的又一新成果。 王大使说，
今天看到小学生们在整洁的教室里安心读书， 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 希望

同学们刻苦学习， 茁壮成长， 将来成为建设萨摩亚和中萨友谊的中坚力

量”。
第 ２６ ～ ２８ 版是 “今日中国” （Ｃｈｉｎａ Ｔｏｄａｙ） 专版。 第 ２６ 版报道了国务

院副总理刘延东前往墨西哥进行访问， 标题是 “中国副总理认为与墨西哥

合作潜力巨大”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ｃｅ Ｐｒｅｍｉｅｒ Ｓｅｅｓ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ｅｘｉｃｏ）。 第 ２７ 版报道的两篇分别是 《中国政府要求官员当面拒绝行贿者的

贿赂》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ｋ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ｔｏ Ｔｕｒｎ Ｄｏｗｎ Ｂｒｉｂｅｓ ｉｎ Ｂｒｉｂｅｒｓ Ｆａｃｅ） 和 《欣克利

角是对中英互信的一次测试》 （Ｈｉｎｋｌｅｙ Ｐｏｉｎｔ “Ｔｅｓｔ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Ｃｈｉｎａ）。 第 ２８ 版报道的是 《中国铁路工程课程向肯尼亚年轻人开

放》 （Ｃｈｉｎａ⁃ｂｕｉｌｔ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ｐｅｎｓ Ｎｅ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ｔｏ Ｋｅｎｙａｎ
Ｙｏｕｔｈ）。 这四篇报道能够使萨摩亚人对中国的重大动向有所了解。 经核实，
这四篇报道均来自新华网英文频道。 据了解， “今日中国” 专版并不是固定

栏目， 但是会经常出现。
在 《萨摩亚观察家报》 中汽车广告最多， 其中日本的汽车品牌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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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丰田、 本田、 铃木、 马自达、 斯巴鲁、 尼桑、 三菱等， 另外还有韩国的

汽车品牌现代。 广告中的其他企业品牌包括日本松下的冰箱、 洗衣机， 美国

的思科系统公司产品、 惠普、 戴尔、 苹果、 微软、 麦当劳， 瑞士 ｖｅｅａｍ 软件

公司， 中国华为宽带交换机， 新加坡 Ａｋｉｒａ 公司空调， 中国香港 Ｂｏｕｔｉｑｕｅ 品

牌等。

（三） 斐济的 《斐济时报》

斐济的英文报纸主要有 《斐济时报》 （Ｔｈｅ Ｆｉｊｉ Ｔｉｍｅｓ）、 《每日邮报》
（Ｄａｉｌｙ Ｐｏｓｔ）、 《斐济太阳报》 （Ｆｉｊｉ Ｓｕｎ）； 中文报纸有 《斐济日报》 和 《斐
济华声报》； 主要杂志有 《岛国商务》 和 《太平洋岛屿》。

《斐济时报》 是斐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也是斐济迄今为止运营时间最

长的报刊， 隶属于 １８６９ 年成立的斐济时报公司。 《斐济时报》 有 ５６ 个版

面， 主要包括国内外新闻、 政治、 体育、 社会、 商业和专题等内容。 笔者选

用的是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９ 日的报纸。
在本期报纸中， 笔者使用 Ｃｈｉｎａ 一词检索， 出现两个结果： 一是外国运

河使用中国的古运河名字命名， 二是斐济的一个电视节目涉及 Ｃｈｉｎａ； 使用

Ｃｈｉｎｅｓｅ 一词检索， 出现两个结果： 一是美国女歌手 Ｌａｄｙ Ｇａｇａ 与达赖会面，
二是中国商人在斐济设立了运动健身中心。

从企业广告内容来看， 有日本的尼康、 索尼、 安桥音响， 韩国起亚汽

车， 美国柯达相机等， 没有中国品牌的广告。
从以上三份报纸的内容和对中国的报道，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岛国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以岛国本土新闻为主， 对世界新闻的关注

主要集中在域外的大国事件和同属大洋洲的澳大利亚、 新西兰。
第二， 岛国报纸对域外国家、 地区进行报道， 多因外国或域外地区对岛

国进行援助， 援助行为涉及岛国生计、 环境、 医疗、 教育等方面。 如， 巴新

报纸称印度总理莫迪的访问是 “历史性访问”， 并且用黑体字介绍印度是

“世界上第七大经济体” “第二人口大国” “人口最为稠密的民主国家”。 原

因在于莫迪的访问为该国捐赠了治疗艾滋病的设备， 并在巴新建立了制药中

心。 同样， 《萨摩亚观察家报》 第 ０４ 版对日本给予的环境保护支持进行了

整版报道， 标题是 “气候变化中心正在行动”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Ｍｏｖｅｓ）， 文章认为日本成立的气候变化基金会为萨摩亚以及其他太平洋岛

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极大帮助。 澳大利亚对萨摩亚大学进行了图书捐赠，

８３ 　 太平洋岛国研究 （第一辑）



报纸使用了 ３ ／ ４ 的篇幅对此进行了全面报道。
第三， 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 “行动” 依然面临该区域外其他国家的挑

战。 澳大利亚、 新西兰具有地缘优势， 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紧密， 这不用赘

言。 美国、 日本、 韩国、 印度、 英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笔者使

用不同国家名字在同一期 《斐济时报》 中进行检索， 澳大利亚出现 ９ 次，
日本出现 ６ 次， 韩国出现 ３ 次， 中国出现 ２ 次。 这也基本代表了该区域外的

大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关注程度。
第四， 中国产品在太平洋岛国的竞争力不强。 从上述数据分析可知，

中国企业品牌产品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不及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的产

品。 当然， 出现这种现象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但是， 企业产品的质量

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巴新马当省在中国企业联谊会上要求中国企业保证

销售产品的质量，① 由此亦可以看出， 岛国对企业产品质量的要求。 笔者调

研得知， 日本汽车、 电子产品在岛国具有良好的市场， 这与日本多年来注重

产品质量奠定的信誉有关。 民众一旦习惯了某个产品， 其他企业产品很难进

入这一市场。
第五， 太平洋岛国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认识存在偏颇。 太平洋岛国的网

络和平面媒体上， 经常并列使用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 甚至在讲到中国台湾

时有时会使用 ＲＯＣ 简称， 这样无形中会造成当地民众的误解。 岛国对中国

台湾问题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纠正。

三　 在太平洋岛国提升中国形象的路径

太平洋岛国具有独特的区域特征， 包括远离全球大都市中心、 区域内的

国家较为分散、 生态系统脆弱、 资源有限和文化多样等， 这些都成为制约这

一区域快速发展的因素。 因此， 寻找提升中国形象的路径要从岛国的立场出

发， 使其符合岛国的价值取向和现实需求， 同时服务于中国的战略需要， 这

样才有利于塑造具有大国风范的中国形象。
第一， 要从岛国的利益关切点出发。 早在 ２００７ 年， 《岛国商务》 杂志

编辑李约翰写道： “为什么中国在太平洋如此有兴趣， 尽管中国与该地区

的岛国在国家大小、 人口、 财富和影响力方面有十分大的差异， 但是，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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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已经为太平洋领导人铺开红地毯， ……中国人要影响力， 相对于世界任

何其他国家， 中国派出了更多的外交官。 就太平洋而言， 有一个更令人不

安的博弈正在上演。” 一些岛国居民也会 “担心生计被纷至沓来的中国商

人带走”。 所以， 我们很容易理解， 巴新马当省在华人联谊会上提出， 华

人企业要采用当地原料， 当地人可以加入到华人企业中。① 岛国担心中国

会同美国一样， 只关注自身 “利益”， 而置岛国教育、 医疗、 环境保护、
社会治理、 生计活动等方面的需求于不顾。 日本从岛国需求出发， 投入了

众多的人力、 物力、 财力。 比如， 为提高教学质量， 巴新自 ２０１４ 年起废

除了结果导向的教育模式而采用标准化教育模式， 并把英语、 数学和科学

作为主要学科。 巴新 《国民教育规划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中要求， 所有学校实施

新的教育模式， 并统一发放教科书。 巴新请求日本政府帮助修订教科书。
日方已为该项目投入 １４００ 万基纳 （约合人民币 ２８００ 万元）， 主要用于修

订小学三年级至六年级的数学和科学教科书。 日本对岛国的援助当然有政

治利益的考虑， 但它并不直接强调政治利益的做法反而产生了事半功倍的

效果。② 因此， 要从岛国的利益关切点出发， 在对外援助和利益取向方面寻

求一个平衡。
第二， 阐释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战略， 妥善处理中国与南太

平洋地区区域外国家的关系。 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频繁介入， 引起了

大国关注， 同时学者、 观察家、 评论家、 媒体等都聚焦于此。 中国在该

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引起了西方的担心。 “澳洲 ２０２０ 峰会” 指出，
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活动是为了 “能源供应的安全”。③ 罗威国际政策

研究所认为， 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目的在于 “鼓励太平洋岛国不给予

台湾当局外交承认”。④ 因而， 中国应适时阐释全球战略和对南太平洋地区

的外交政策， 减少西方国家、 学者、 观察家、 媒体的猜测。 美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也在关注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表现。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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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Ｒｏｓａｌｙｎ Ａｌｂａｎｉｅ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Ｍｕｓｔ Ｇｅｔ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Ｐｏｓｔ⁃Ｃｏｕｒｉｅｒ， ２０１６ － ４ － ２５， ｐ ２０．
法新社的报道 《太平洋岛国认可中国却排斥华人》 认为华人在岛国经营餐馆和商店、 开办

公司抢夺了当地人的生意。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２０２０ Ｓｕｍｍｉｔ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２０ ｇｏｖ ａｕ．
ＢＣ Ｒａｄｉｏ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Ｒｅｐｏｒ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ｉｄ ｔｏ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ａｄｉｏ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ｎｅｔ ａｕ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２００８ － ０６ － １１ ／ ｒｅｐｏｒｔ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 ｃｈｉｎａ － ａｉｄ － ｔ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３６６７６。



中国是继澳大利亚、 美国、 日本之后， 在南太平洋地区的第四大援助国。
中国现在是斐济的最大双边捐赠国， 同时是库克群岛、 巴布亚新几内亚、
萨摩亚和汤加的第二大捐赠国。 中国通过经贸、 资助和低利息贷款获得了

岛国的好感。 萨摩亚认为， 比起美国， 中国是更好的朋友。 库克群岛表

示， 不会因为美国的重返亚太而疏远中国。 对此， 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

表示， “这样的举动显示中国势力对于南太平洋地区所造成的影响已经带

给美国威胁感”， 并提出了 “美国太平洋世纪” 的观点， 强调美国在亚太

地区领导者的角色。① 新西兰也表达了担心。 日本希望借 “日本和太平洋

岛国首脑峰会” 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２０１５ 年， 日本举办了第 ７ 届

“日本和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 《福岛磐城宣言》 中写入了日本与太平洋

岛国 “长期紧密的协作关系”， 以此对抗中国的目的非常明显。 当前， 中

国经济成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引擎， 为中国获得了较为广阔的外交战略

空间。 在南太平洋地区， 中国应妥善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通过不同层

面的沟通和对话走向求同存异， 尤其是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宣传。 中国

的 “一带一路” 不是另起炉灶， 根本目的是实现战略对接， 达到优势

互补。
第三， 冷静处理海峡两岸在太平洋岛国的竞争。 太平洋岛国中的 ６ 个国

家是台湾当局的 “邦交国”， 台湾当局也希望利用它们争取在国际上的生存

空间。 当前， 台湾当局制定了 “南向政策”， 以此来缓解台湾地区出现的各

种压力， 但是， “南向政策” 的效果并不乐观。 如果中国大陆在南太平洋地

区过于压制台湾的政治空间， 台湾必定会在太平洋岛国损害大陆的形象， 影

响中国进一步拓展与南太平洋国家的关系。 再者， 台湾与大陆在岛国的援助

竞争也不利于大陆形象的塑造。 一些岛国的官员认为， 这种竞争会导致岛国

的政治更加腐败， 滋生暴力， 恶化该地区的政治、 社会、 经济局势。② 有些

国家也会利用两岸之间的竞争， 从双方谋取利益。
第四， 提升中国企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竞争力。 中国优秀品牌企业也是

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为塑造国家形象提供了重要载体。 中国要为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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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政锋： 《美国战略东移调整与欧巴马政府的太平洋岛国政策》， 载台湾 “中研院” 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中心编 《海上大棋盘： 太平洋岛国与区域外国家间关系研讨会暨亚太区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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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岛国投资创造良好条件， 同时减轻企业所负担的其他 “行政职能”，①

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 可以根据岛国发展需要， 有计划地开展一些具有

战略意义的合作项目。 如 ２０１５ 年日本向太平洋岛国提出了经济合作开发议

案， 该议案实施的前提是它们向日本出口氢气。 日本认为， 向太平洋岛国提

供资金援助似乎效果有限， 通过经济合作开发项目不仅为对象国创造新产业

和就业机会， 而且将资源供给地扩展到较为安定的太平洋岛国， 这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 此外， 中国企业在外投资必须制定严格的质量标准， 提升企业

管理人员的水平和素养。

结　 语

由于中国企业和大量华人的涌入， 岛国民众对中国有所顾虑。 澳大利亚

洛伊研究所的研究助理菲利帕·格兰特表示， “中国在该地区面临着一些挑

战。 随着援助项目的增多， 中国投资公司和中国移民在该地区的数量也在增

长。 而这已经在太平洋岛国引发了不满。 这是中国政府需要应对的一个相当

大的挑战。”② 因而， 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行动必须把过程和效果结合起来，
塑造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良好形象。 在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过

程中， 实施对外援助是一件好事， 要把好事办好， 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太平洋

岛国关系的发展。
总之， 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政策， 与 “美式全球化” 金融资本

的主导不同， 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制度渗透也有所不同。③ 中国推动的全球

化更注重实体经济， 特别是基础设施、 基础工业、 民生需求。 以 “发展主

义” 为思想基础的发展理念具有可持续性、 包容性， 必定会得到太平洋岛

国的认可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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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外交》 杂志网站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刊发了 《中国对外援助的地缘政治： 中国在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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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倡议与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
农林渔业援助与合作

张程锦

摘要： 农业、 林业、 渔业是与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产

业， 也是各国都非常重视的关乎本国国计民生的产业。 农业在古代

就是中原王朝与西域国家打造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切入点和重要抓

手。 回顾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交往历史， 农业、 林业、 渔业在中国

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的农业、 林业、
渔业援助使得太平洋岛国获益匪浅， 在合作方面也实现了互利共赢。
未来在中国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的背景下， 需要在农业、 林业、
渔业的援助与合作方面注重探索三方合作的援助模式以减少来自域

外大国和地区大国的阻力， 并且注重保护太平洋岛国的生态环境， 保

证太平洋岛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亦即持续获益的能力， 以调动太平洋

岛国的积极性与中国共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太平洋岛国　 农林渔业　 援助　 合作

“民以食为天”， 农业、 林业、 渔业有着悠久的历史， 它们伴随着人类

的繁衍生息， 均是与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 对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

国家而言， 这三个产业均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罔

顾这三个产业的发展。 即使有些国家国内人口的食物需求严重依赖进口， 其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 “太平洋岛国研究” （１５ＡＺＤ０４３） 阶段性成果。
张程锦，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中心研究人员， 山东大学 ２０１３ 级国际政治专业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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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府也想提升本国的粮食自给率， 以减少对粮食进口国的依赖， 增强国

家自主性。 在古代， 三种产业中的农业就是中原王朝打造陆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切入点与重要抓手， 农业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今中国

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 农业、 林业、 渔业的重要作用亦不容小觑。 先前

有关太平洋岛国的研究多集中于政治、 军事等议题， 现有研究成果对农业这

一议题涉及较少。 总结过往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农业、 林业、 渔业方面的援

助与合作， 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的援助与合作提出合理建议， 对于推进 “一
带一路” 倡议中的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农业在古代丝绸之路中的历史作用及当代启示

“一带一路” 即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简

称。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７ 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发表演讲，
提出要和沿线国家共同打造 “丝绸之路经济带”， 在同年 １０ 月访问印度尼

西亚时提出要和沿线国家共同建设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
中的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南线即 “出南海至南太平洋” 一段。① 地

处南太平洋的太平洋岛国无疑被中国视为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的相关国

家。
农业、 林业、 渔业是关乎绝大多数国家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 翻开中国

古代历史， 不难发现在中国古代打造丝绸之路的历史进程中， 农业是中国与

沿线国家进行友好交往的重要切入点。 农业外交不仅使得中原王朝巩固强化

了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 也使得国内外民众收获了实惠， 提升了生活水

平。 古代西域各国借助丝绸之路， 学到了一些源于中原王朝的先进的农业技

术及水利技术， 使得国家人口数量和生活水平得以提升， 继而国力得以提

升。 中国民众也获益匪浅， 以当今中国民众餐桌上常见的水果和蔬菜为例，
葡萄、 石榴、 黄瓜、 蚕豆、 菠菜、 莴苣、 苜蓿等众多蔬菜瓜果皆是古人由国

外引入的。② 新中国成立之后， 开展与农业、 林业、 渔业相关的援助与合作

也一直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一个重要路径。 对于太平洋岛国而言， 农

５４“一带一路” 倡议与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农林渔业援助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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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林业、 渔业更是关乎国家发展的重要产业。 曾是列强殖民地的太平洋岛

国普遍生产力水平低下， 粮食严重依赖进口， 被联合国评为最不发达国家，
很多太平洋岛国国民长期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 在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交

往历史中， 三大产业已发挥重要作用， 未来在 “一带一路” 的建设中将继

续扮演重要角色， 并焕发出新的活力。

二　 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农林

　 　 渔业援助与合作评析

　 　 现阶段在农业、 林业、 渔业方面的援助与合作在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

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对此也比较重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太平

洋岛国地区与建交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进行会晤时， 强调中国未来会加强对

太平洋岛国农业、 渔业的援助与合作。① 现阶段聚焦于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农

业及渔业援助与合作的 “中国 － 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农渔业专题

研讨会”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已经召开两届。
在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农业、 林业、 渔业援助的行为体中， 政府是主要

的行为体，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的企业和个人。 本文之所以没有用 “农业外

交” 来概括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农业援助与合作， 是因为 “农业外交” 的主

体一般是一国政府，② 而实际的状况是除了政府之外， 企业、 个人在中国对

太平洋岛国的农业援助与合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换言之， 用

“农业外交” 来阐释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农业援助与合作不符合实际状况。
在援助方面， 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可以分为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

直接援助有两种： 一是在相关太平洋岛国进行直接的专业技术传授、 培训相

关技术人员的技术援助； 二是对相关项目进行立项并划拨专项资金的资金援

助。 比如中国在农业和林业方面援助瓦努阿图、 汤加、 萨摩亚就是很好的案

例。 间接援助即认可并支持太平洋岛国自身为获取更多的收益所创立的新的

地区机制， 即便这种新的地区机制会使得相关的中国企业或个人获益减少。
比如中国在渔业方面对该区域的囊括八个成员国的次区域组织瑙鲁协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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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组织 （ＰＮＡ） 所主张的捕捞规则的认同和支持即属于间接援助。①

在 ２０１２ 年中国农业部公布的 《农业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资金分配表》
中涉及太平洋岛国的项目共有三个 （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１２ 年中国涉及太平洋岛国的农业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资金分配情况

主管部门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 金额 项目内容

湖南省农业厅
湖南省农业厅对外经

济技术合作中心

太平洋岛国低碳

农业技术培训
１５ 万元

邀请萨摩亚官员和技术人

员来华参加萨摩亚国内低

碳农业技术培训

广东省海洋与

渔业局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

中国与南太平洋

岛国远洋渔业合

作

２０ 万元

组织和带动有关企业人员

和渔船赴南太地区进行渔

业合作

农业部
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

中心

中国与太平洋岛

国农业技术培训
２０ 万元 邀请岛国人员来华培训

　 　 资料来源： 由笔者在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查询后整理。

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农业、 林业、 渔业的援助与合作均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中国的援助改善了太平洋岛国民众的生活， 密切了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

关系； 在合作方面则实现了互利共赢， 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均从中获益匪浅。
中国与瓦努阿图在农业合作方面有过良好的合作案例。 来自中国的科研

人员结合瓦努阿图的地形条件和气候状况， 成功从中国移植了经济作物油棕

树， 为瓦努阿图未来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瓦努阿图境内多

山地， 属于热带雨林和亚热带雨林气候， 比较适合一些热带经济作物的种

植。 自 ２００５ 年起，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派出相关领域的专家去

往瓦努阿图进行实地考察， 经过专业的调研、 系统论证之后， 专家认为瓦努

阿图境内一些地区适合种植油棕树。 随后中国与瓦努阿图的政府和企业一起

进行了相关项目的合作，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分别与瓦努阿图国

家农业局、 棕榈油有限公司签署了科技合作备忘录。 在该项目中， 中国利用

自身的技术优势， 主要负责油棕树的引种和幼苗培育等工作。 瓦努阿图独特

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使得油棕树的种植获得初步成功。 经过中国专家的精

心指导， 瓦努阿图的油棕树长势旺盛， 取得了较高的结果率， 且颗粒饱满，

７４“一带一路” 倡议与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农林渔业援助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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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提炼棕榈油。 有资料显示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在瓦努阿图定植的油棕树每公

顷的年产量超过 ３ ３８ 万公斤， 按照大约两成的出油率来估算， 每公顷的棕

榈油产量超过 ６７６０ 公斤， 几乎是世界平均单产水平 ３７３５ 公斤的两倍。①

中国与汤加在农业援助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中国在充分考察当地

自然状况的前提下， 引进适合当地生长的农作物， 向汤加传授先进的生产技

术， 培训相关技术人员， 提升了汤加粮食和蔬菜的供应自给率， 取得了较好

的援助效果。 与其他太平洋岛国类似， 地处西南太平洋的汤加境内有不少山

地， 属于热带雨林气候， 昼夜温差大， 土壤肥沃， 降雨充沛， 但粮食产量却

不高， 严重依赖进口来满足国民消费需求。 先前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 蔬菜

等经济作物产量较低， 尤其在夏季这种高温季节蔬菜几乎绝收。 中国天津农

业科学院自 ２００３ 年起受中国商务部的委派， 抽调相关领域的专家去往汤加

境内进行实地调研。 专家们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发展现状， 认为可以援助

汤加发展蔬菜种植业， 随后援助汤加在其境内种植了绿叶菜类、 葱蒜类、 瓜

类、 根菜类、 茄果类、 橄榄类、 豆类、 薯芋类、 食用玉米类等 ９ 大类蔬菜品

种。 这 ９ 大类蔬菜品种包括白帮油菜、 散叶生菜、 大葱、 洋葱、 水果小黄

瓜、 大棚节瓜、 胡萝卜、 小红萝卜、 彩色紫甜椒、 平头橄榄、 鸡心橄榄、 黄

豆、 架豆角、 马铃薯、 香糯紫玉米、 饲用玉米等 ６５ 个蔬菜品种。 在这些品

种之中， 诸如节瓜、 露地大冬瓜、 糯玉米、 甜玉米、 木耳菜、 油麦菜等 １５
个品种均是首次在汤加境内种植成功。 此外， 中国专家还帮助汤加成功培育

出了食用菌。 有些蔬菜诸如樱桃西红柿、 甜玉米、 糯玉米、 彩色辣椒、 黄瓜

等一上市就受到当地居民欢迎， 蔬菜产品供不应求。 当地报纸、 电视等媒体

对中国的农业援助赞不绝口， 汤加国王图普五世对中国给予的农业援助也深

表感谢。②

在斐济， 以农业方面的蔬菜种植为例， 中斐两国做到了互惠互利。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 来自中国广东地区的几百户移民陆续来到斐济进行蔬

菜种植和销售。 他们种植的蔬菜不仅用于满足当地居民消费， 还有相当一部

分用于出口。 其种植的蔬菜主要有通心菜、 芥菜、 椰菜等。③ 来自中国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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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叶志中、 袁周灿依靠经营在斐济的蔬菜种植业成为当地富豪。① 中国的相

关企业和个人从中获取了利润， 而这些蔬菜也使得斐济摆脱了以往国内蔬菜

完全依赖进口的状况， 国民获得了生活品质的提升。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两国的林业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巴布亚新几内

亚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 盛产优质木材。 中国相关企业和个

人去往巴布亚新几内亚注册成立企业， 在获取利润的同时， 也帮助解决了很

大一部分当地居民的就业问题， 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增长， 加快了该国的城市

化进程。 目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注册成立的从事林业资源开发、 木材加工生

产的相关中资企业有海桥有限公司、 福森实业有限公司、 吉鑫有限公司、 浙

江富得利木业有限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分公司等诸多企业。
在渔业的合作方面， 中国获得了一些太平洋岛国的捕捞许可， 帮助太平

洋岛国开发了渔业资源， 提升了当地民众的就业率， 自身也获得了可观收

益。 中国远洋捕捞船队在斐济、 巴布亚新几内亚等与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

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捕捞作业， 比如近年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专属经济区

内可以见到获得巴方批准的中国上海远洋渔业公司、 辽宁大连德远渔业公司

进行捕捞作业的场景。②

三　 “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

　 　 农林渔业援助与合作政策建议

　 　 中国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有两个重要条件： 一是减少来自大国的疑

惑和不信任以及由此带来的阻力， 二是获得沿线国家的认可与积极配合以增

加相应的合力。 在此背景下， 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农业、 林业、 渔业援助与

合作要探索与别国或国际组织的三方合作的援助模式以及在自身获益的同时

注重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 使得相关的太平洋岛国实现可持续发展， 而双方

亦实现长久的互利共赢。

（一） 探索三方合作的援助模式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以及日趋增长的影响力， 域外大国美国、 日本和地

９４“一带一路” 倡议与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农林渔业援助与合作　

①
②

吕桂霞： 《列国志·斐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 第 １１８ 页。
中国驻巴新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



区大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对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援助与合作保持警觉， 担心

中国破坏西方主导的地区秩序， 削弱本国影响力， 甚至本国被中国排挤出该

区域。 面对这一状况， 探索三方合作的援助模式势在必行。 在获得太平洋岛

国政府许可的前提下， 需要加强与地区国家、 域外大国以及区域组织、 国际

组织之间的合作， 并探索三方合作的有效路径。 农业、 林业、 渔业是三方合

作模式的一个可行的切入点。 在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下， 三方合作能

够减少援助面对的阻力， 减少战略猜忌， 增进与大国的互信， 更好地服务于

中国的大战略。
首先， 三方合作在当代国际社会中被视为提升援助有效性的有力途

径。① 农业是探索三方合作模式的一个有效的切入点。 相比军事、 政治等领

域内的合作项目， 农业项目敏感度低， 各方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如果合作顺

利， 比如在合作中能够合理照顾受援国和合作方的感受， 这种良好效应很有

可能会外溢到其他领域， 带动其他领域的项目的合作， 从而增进大国之间的

战略互信。 与中国进行援助合作的第三方能够借助中国的资金、 人员优势，
扩大援助范围。 这样做不仅节省资金， 而且能达到更好的援助效果。 由此产

生的良好互动无疑会增强其与中国的战略互信， 对其在该区域保持和扩展自

身的影响力是一个不错的路径选择。 而中国选择和第三方合作， 融入业已存

在的地区框架或国际框架而非另起炉灶， 能够相应减少 “中国威胁论” “中
国搅乱地区秩序” 等的论调。②

其次， 太平洋岛国的农业、 林业、 渔业发展需要进行三方合作。 中国在

太平洋岛国的农业、 林业、 渔业援助在三方合作模式下能取得更大的效果。
以农业为例， 农业项目是一个系统工程， 只有受援国国内的水利、 物流、 气

象等多个部门有效配合， 才可能取得较高的收益。 各个援助国在太平洋岛国

的不同机构、 不同部门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一些发达国家在现阶段比中国更

具备技术优势， 拥有更加广泛的援助网络， 也有着更加丰富的援助经验。③

对中国而言， 中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在与发达国家同行的深入交流中也可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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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ｐｐ ３４９ － ３６３．
宋微： 《中国对外援助意义的再思考》， 《国际经济合作》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８１ ～ ８４ 页。



提升业务水准， 使得援助发挥更大的功效。 在此基础上中国借助发达国家的

成熟援助网络及丰富的援助经验可以更好地节省援助资金， 避免项目重叠导

致的资源浪费， 扩大援助范围， 达到更好的援助效果， 从而更好地提升中国

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影响力。①

（二） 注重保证太平洋岛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若要建设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就必须获得沿线国家的认可

和实际支持以形成合力。 有国外评论批评中国持续增长的人口增加了对资

源的消耗， 对其他地区民众的生存产生威胁。 这种论调成为中国威胁论的

一个重要方面。② 一些太平洋岛国民众担心中国的援助与合作未重视太平

洋岛国的生态环境保护， 不利于其可持续获益的能力。
太平洋岛国日趋注重维持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保

护自身林业资源的再生能力， 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相关举措： 督促各大跨国

公司严格执行砍伐配额制度； ２０１０ 年启动禁止原木出口程序； 努力推进原

木的深加工， 增加资源的利用率。 巴布亚新几内亚、 瑙鲁、 图瓦卢、 密克罗

尼西亚、 基里巴斯、 所罗门群岛、 帕劳、 马绍尔群岛等八个太平洋岛国组成

了次区域组织瑙鲁协定成员国， 其所创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维持成员国专

属经济区内的渔业再生产能力。
若要沿线国家积极响应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 减少相关阻力， 获得

相应的合力， 就必须在保证本国获益的同时， 保证对方长久获益的能力， 尤

其是在太平洋岛国专属经济区内的海上捕捞作业要注重保持当地渔业的持续

生产能力。 这是建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所必需的， 更是推进 “一带一

路” 建设的必要条件。

结　 语

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建设中， 农业就是一个重要抓手和重要载体， 如今

在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建设中更是少不了农业、 林业、 渔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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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影。
“民以食为天”， 农业、 林业、 渔业对于太平洋岛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除中国外， 域内大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域外

大国美国、 日本等国也把对太平洋岛国农业、 林业、 渔业的援助视作其对外

援助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农业、 林业、 渔业援助是

中国向该地区提供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农业、 林业、
渔业合作已经展现出了互惠互利与合作共赢的局面， 未来二者在中国的

“一带一路” 建设中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并焕发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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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援助外交评析

韩玉平

摘要： 援助外交是澳大利亚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

澳大利亚维系与瓦努阿图等太平洋岛国特殊关系的重要纽带。 冷战

结束后， 出于国家安全、 地缘政治和社会文化等诸方面因素的考

虑， 澳大利亚在缩减总体援助外交额度的同时， 进一步提升了对瓦

努阿图的援助额度。 作为瓦努阿图最大的援助国， 澳大利亚对瓦努

阿图的援助不仅涵盖教育、 卫生、 妇女、 经济发展与良政等各个领

域， 而且比较注重加强瓦努阿图自身的能力建设。 不过， 澳大利亚

对瓦努阿图援助的政治色彩依然突出，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澳大

利亚援助外交的有效性。
关键词： 澳大利亚　 瓦努阿图　 援助外交

援助外交是国家通过外交渠道争取或实施援助， 以及通过援助实施外交

的一种特殊外交形式。 其中， “通过对外援助推行对外政策”① 是大国援助

外交的主要内容和动力。 冷战结束后，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扩展， 各国经

济联系更加密切， 以经济援助推行本国外交政策成为各个大国外交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 开展对外经济援助在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有助于援

❋
❋❋
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 “太平洋岛国研究” （１５ＡＺＤ０４３） 阶段性成果。
韩玉平， 聊城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副教授， 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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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国对外投资和贸易的扩展。 此外， 经济援助也可以拉近受援国和援助国之

间的关系， 提升援助国在受援国民众中的声望。
二战后， 援助外交一直是澳大利亚维系与太平洋岛国特殊关系的重要纽

带。 作为南太平洋地区的一员， 瓦努阿图是澳大利亚本地区外交战略中的重

要国家之一。 冷战结束后， 澳大利亚持续了对瓦努阿图的经济援助， 而且从援

助的发展趋势来看， 不仅覆盖面更广， 而且援助方式也更加灵活， 并开始注重

帮助瓦努阿图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 这对瓦努阿图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

的推动作用。 本文通过研究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援助外交的现状， 分析澳大利

亚对瓦努阿图开展援助外交的动因， 并指出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援助外交的趋

势及不足。

一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援助外交的现状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的援助外交由来已久， 最早可以追溯到瓦努阿图独

立前的新赫布里底时期。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 新赫布里底宣布独立， 建立了瓦努

阿图共和国。 此后， 澳大利亚继续向瓦努阿图提供援助， 并一直是瓦努阿图

最大的援助国。 冷战结束后， 基于瓦努阿图在澳大利亚外交战略中地位的提

升， 澳大利亚加大了对瓦努阿图的援助力度。 尤其是进入新千年以来， 澳大

利亚对瓦努阿图的援助额度持续上升， 并且援助领域和援助方式也发生了重

大变化。 ２００５ 年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的援助额度约为 ３４００ 万澳元， 到 ２００８
年就增加到了约 ５５００ 万澳元。①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澳大利亚与瓦努阿图签署了 《瓦努阿图 － 澳大利亚发展伙

伴关系协议》 （Ｖａｎｕａｔｕ⁃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定下了澳大利

亚对瓦努阿图援助的原则。 随着协议的实施， 近年来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的

援助力度不断提升。 ２０１４ 年的实际援助金额为 ５７２０ 万澳元， ２０１５ 年， 澳大利

亚对瓦努阿图的援助预算金额达到 １ １１９ 亿澳元。② 目前，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

图的援助主要集中在教育、 卫生、 妇女发展、 经济发展与良政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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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教育的援助

根据 ２００９ 年签署的 《瓦努阿图 － 澳大利亚发展伙伴关系协议》， 澳大

利亚对瓦努阿图的优先援助领域是教育、 基础设施、 经济管理与卫生。 因

此，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 澳大利亚开始支持瓦努阿图的教育路线图计划， 以推

动瓦努阿图基础教育的发展。 表 １ 列举了 ２０１２ 年以来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

的教育援助项目。 从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开始， 澳大利亚启动了对瓦努阿图的

“教育支持项目”， 援助总金额达到 ４０００ 万澳元， 旨在帮助瓦努阿图提高教

育质量。 该项目计划在 ３ ～ ４ 年的时间内， 在教师培训、 课程设置、 学校资

金、 校舍建设、 早期儿童护理与教育及教育系统的管理等方面与瓦努阿图教

育部和财政部等部门合作， 帮助瓦努阿图改善基础教育， 提高瓦努阿图小学

的入学率， 进而提高国民的识字率。

表 １　 ２０１２ 年以来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的教育援助项目

项目名称 合作伙伴 持续时间 项目描述

瓦努阿图教育支

持项目

瓦教育部

瓦财政部

瓦总理办公室

新西兰政府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

支持瓦努阿图政府提高

教育质量，提高小学入学

率。

澳大利亚奖学金

项目

澳大利亚的高等学府

大学、学院及培训机构
正在进行

为瓦努阿图人在澳大利

亚及本地区的大学学习

提供奖学金。

职业技术教育与

培训项目

瓦努阿图国家培训委员会

桑马省与马朗帕省培训委员会

青年发展、体育与培训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

通过支持职业技术教育

培训，帮助各省提高就业

率，提高人民的收入。

　 　 资料来源：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 ／ ／ ａｉｄ ｄｆａｔ ｇｏｖ ａｕ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ｖａｎｕａｔｕ ／
Ｐａｇｅｓ ／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ｓｐｘ， 最后访问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

通过支持瓦努阿图职业技术教育， 帮助瓦努阿图提高就业率， 是澳大利

亚援助瓦努阿图教育的另一重要方面。 ２００７ 年， 澳大利亚投入资金， 帮助

瓦努阿图建立了澳大利亚 －太平洋技术学院， 为瓦努阿图年轻人提供青年发

展与社区服务等方面的课程。 ２０１２ 年， 又启动了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

目”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该项目旨在帮助瓦努

阿图民众提高就业技能， 进而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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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外交部长朱丽叶·毕晓普 （ Ｊｕｌｉｅ Ｂｉｓｈｏｐ） 宣布启动该项目第三期时承诺

提供 １０８０ 万澳元的资助， 帮助瓦努阿图政府把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扩

展到广大农村地区， 帮助瓦努阿图农村创造就业机会。①

此外， 澳大利亚通过提供奖学金， 资助瓦努阿图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
提高瓦努阿图的教育水平。 其中， “澳大利亚奖学金项目” 每年为瓦努阿图

大学生提供 ６００ 万澳元， 为在澳大利亚及本地区的大学学习经济、 公共卫生

和农业等专业的瓦努阿图大学生提供奖学金。 奖学金项目不仅有助于提高瓦

努阿图的教育水平， 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亲近澳大利亚的瓦努阿图精英人士。
例如， 瓦努阿图现任土地、 地质、 矿产、 能源和水资源部部长拉尔夫·雷根

瓦努 （Ｒａｌｐｈ Ｒｅｇｅｎｖａｎｕ） 就曾得到澳方资助到澳大利亚接受高等教育， 于

１９９１ 年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而这些在澳大利亚留学或接受过澳大利

亚奖学金的瓦努阿图精英人士， 无疑在推动澳 －瓦关系的良性互动中发挥着

积极的作用。 美国前主管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夏洛特·比尔斯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Ｂｅｅｒｓ） 在谈及奖学金项目对推动国与国关系时就曾指出， 没有什

么项目比得上富布赖特项目和其他国际访问学者项目所产生的生产力， 通过

奖学金项目和培训项目建立与他国精英人物的持久关系是 “政府最合算的

交易”。②

（二）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经济发展的援助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经济发展的援助是瓦努阿图经济社会发展的强

大支柱。 根据 《瓦努阿图 － 澳大利亚发展伙伴关系协议》 ， 澳大利亚对

瓦努阿图的经济发展援助应致力于发展必要的基础设施来支持经济发展

并提供服务， 同时促进瓦努阿图经济改革循序渐进。 因此， 澳大利亚对

瓦努阿图经济发展的援助， 主要集中在帮助瓦努阿图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 表 ２ 列举了 ２０１２ 年以来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经济发展的援助项目。
“道路开发项目” 主要致力于对瓦努阿图的乡村和城市公路设施、 城市

供排水设施进行改造。 该项目共投资 ３６６０ 万澳元， 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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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澳大 利 亚 外 交 贸 易 部：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Ｖｉｓｉｔｓ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Ｖａｎｕａｔｕ ａｎｄ Ｎａｕｒ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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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瓦努阿图修建了 ３５０ 公里的乡村公路， 并为瓦努阿图民众提供了就业

机会。
启动于 ２０１３ 年的 “维拉港城市开发项目” 计划投资 ３１００ 万澳元， 在三

年内帮助维拉港建成对气候变化有较强适应性的供排水和卫生设施。 同时，
该项目计划重建维拉港的城市公路系统， 解决 ９ 个地区的排水问题， 并改善

垃圾收集及处理系统。 这些项目的运作， 有助于改善瓦努阿图民众的生活环

境， 提升生活质量， 受到了瓦努阿图民众的欢迎和支持。
“经济增长项目” 是澳大利亚援助瓦努阿图经济发展的主要项目， 该项

目旨在帮助瓦努阿图提高经济增长率， 为瓦努阿图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提

供分析与咨询支持， 并为政策的实施提供资源。 该项目第二期启动于 ２０１２
年， 援助金额为 ２３４０ 万澳元。 该项目还与瓦努阿图的财政与经济管理部、
商务与旅游部、 电信与无线电通信管理部门以及世界银行合作， 共同致力于

瓦努阿图经济的发展与改革， 不仅促进了瓦努阿图经贸、 旅游和电信行业的

发展， 也为当地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此外， 近年来随着瓦努阿图私人

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澳大利亚也开始注重扶持瓦努阿图私人企业的发展。

表 ２　 ２０１２ 年以来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经济发展的援助项目

项目名称 合作伙伴 持续时间 项目描述

经济增长项目

（第二期）

瓦财政与经济管理部

世界银行

总理办公会室

商务与旅游部

电信与无线电通信管理部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

设立专门的咨询与公共支出

管理机构，旨在促进经济增

长，改善政府服务，使之成为

政策对话的有效平台，支持政

策制定过程中的分析与咨询

过程，为政策的实施提供资

源。

道路开发项目 基础建设与公共设施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
修建 ３５０ 公里的乡村公路，在
瓦努阿图全国提供就业机会。

维拉港城市开

发项目

基础建设与公共设施部

亚洲开发银行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

在维拉港建设对气候变化有

较强适应性的供排水和卫生

设施。 重建城市公路系统，解
决 ９ 个地区的排水问题，同时

改善垃圾收集及处理系统。

　 　 资料来源：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 ／ ／ ａｉｄ ｄｆａｔ ｇｏｖ ａｕ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ｖａｎｕａｔｕ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最后访问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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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良政领域的援助

澳大利亚政府对瓦努阿图援助的另一重要领域是良政。 “良政” 这一概

念是世界银行在其 １９８９ 年发布的 《世界银行年度报告》 里面首先提出的，
其本义是指 “一个主权国家对其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掌控， 运用权力， 设计、
规划和实施政策的能力”，① 后来 “良政” 的概念逐渐演变为公共政策的决

策， 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责任制、 政治稳定、 机构有效性、 良好的法规框架

体系、 法律体系以及控制腐败等。② “良政” 这一概念在援助国和援助机构

之间开始流行之后很快被用于更宽泛的政治理解： 良政为政府和机构提供促

进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一套公正的、 可预测的、 可持续的、 健全的财政管理和

规则体系， 从而提高机构效率以及应对危机的能力。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在良政方面的援助主要包括： 加强财政预算、

提高政府透明度与责任心、 改善公共财政管理制度、 改善城市规划与开

发等。 表 ３ 列举了 ２００９ 年以来澳大利亚在瓦努阿图良政领域的援助项

目。 根据 《瓦努阿图 － 澳大利亚发展伙伴关系协议》 ， 澳大利亚应加强

对瓦努阿图在法律和司法领域的援助与合作。 因此， ２０１２ 年澳大利亚与

瓦努阿图司法与社区服务部、 警察部队及国家法律办公室合作， 启动了

“瓦努阿图法律与司法伙伴关系项目” 。 澳大利亚为该项目提供 ６２０ 万澳

元的援助资金， 旨在为瓦努阿图提供可预测的、 公平的法律和司法

制度。
《瓦努阿图 －澳大利亚发展伙伴关系协议》 还规定， 以联合国 《千年卫

生发展目标》 为标准， 澳大利亚援助瓦努阿图加强卫生服务建设， 促进医

疗卫生的发展。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卫生领域的援助侧重于提供卫生服务，
目标包括： 减少儿童死亡率； 改善妇女健康状况； 控制并逐步减少疟疾； 帮

助瓦更新医疗设施； 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培训等。 ２０１０ 年， 澳大利亚与瓦努

阿图卫生部、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银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 共同发起

了 “瓦努阿图卫生项目”， 该项目总援助金额为 ２５００ 万澳元， 旨在支持瓦

努阿图卫生部为瓦努阿图民众提供有效的卫生服务， 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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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１９９４， ｐ ｘｉｖ
Ｄａｎｉｅｌ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Ａａｒｔ Ｋｒａａｙ， “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Ｖｏｌ ３， Ｎｏ １， ２００２， ｐ ７．



表 ３　 ２００９ 年以来澳大利亚在瓦努阿图良政领域的援助项目

项目名称 合作伙伴 持续时间 项目描述

瓦努阿图法律

与司法伙伴关

系项目

司法与社区服务部

瓦努阿图警察部队

国家法律办公室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
旨在为瓦努阿图提供可预测的、公
平的法律和司法制度。

瓦努阿图卫生

项目

瓦努阿图卫生部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银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旨在支持瓦努阿图卫生部为瓦努

阿图民众提供有效的卫生服务，尤
其是妇女和儿童的卫生服务以及

偏远地区的疟疾控制。

瓦努阿图妇女

中心项目（第

六期）
瓦努阿图妇女中心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

帮助有效预防针对妇女和儿童的

暴力事件的发生。

瓦努阿图土地

项目

瓦努阿图各部

瓦努阿图酋长委员会

瓦努阿图文化中心

瓦努阿图青年委员会

传统土地法庭

新西兰政府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５ 年

旨在使所有瓦努阿图人能够从公

平的、可持续的土地开发中获益，
同时保证其子孙后代继承土地。

　 　 资料来源：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ｔｔｐ： ／ ／ ａｉｄ ｄｆａｔ ｇｏｖ ａｕ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ｖａｎｕａｔｕ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最后访问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

生服务以及偏远地区的疟疾控制。① 事实上， 妇女儿童权益问题一直是澳大

利亚对瓦努阿图援助的优先领域之一。 鉴于瓦努阿图妇女在决策和经济权利

领域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甚至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现实， 澳大利亚在援助瓦努阿

图社会发展项目中比较注重妇女权益的保护问题。 目前， 澳大利亚援助的

“瓦努阿图妇女中心项目” 已经进入第六期， 主要是帮助瓦努阿图有效预防

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事件的发生， 并提高瓦努阿图妇女在决策和经济权利

等方面的地位。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在对瓦努阿图进行访问

时， 专程到访瓦努阿图妇女中心， 考察澳大利亚如何能够帮助本地区的妇女

找到有报酬的工作。②

９５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援助外交评析　

①

②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 Ｈｅａｌｔｈ，” ｈｔｔｐ： ／ ／ ａｉｄ ｄｆａｔ ｇｏｖ ａｕ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ｖａｎｕａｔｕ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最后访问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Ｖｉｓｉｔｓ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Ｖａｎｕａｔｕ ａｎｄ Ｎａｕｒｕ，” ｈｔｔｐ： ／ ／
ａｉｄ ｄｆａｔ ｇｏｖ ａｕ ／ ＬａｔｅｓｔＮｅｗｓ ／ Ｐａｇｅｓ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 ｖｉｓｉｔｓ － ｓｏｌｏｍｏｎ － ｉｓｌａｎｄｓ － ｖａｎｕａｔｕ － ａｎｄ －
ｎａｕｒｕ ａｓｐｘ， 最后访问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



此外， 澳大利亚还与瓦努阿图教会、 基督教委员会、 酋长委员会、 青年

委员会和文化中心等机构合作， 努力改善瓦努阿图地方、 社区层面的管理与

服务。 其中， 启动于 ２００９ 年的 “瓦努阿图土地项目”， 总援助金额达到

２０３０ 万澳元， 该项目旨在使所有瓦努阿图人能够从公平的、 可持续的土地

开发中获益， 同时保证其子孙后代继承土地。

（四）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援助的渠道

澳大利亚 －瓦努阿图发展合作委员会 （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Ｖａｎｕａｔｕ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是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提供援助的管理机构， 主要管理澳

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的官方开发援助。 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和其他一些政府部门是澳大利亚对瓦

努阿图提供援助的行为主体。 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对瓦努阿图的援助额度

在不断增长。 据统计，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２ 年度，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的官方援

助约为 １８００ 万澳元， 到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度已经超过 ７０００ 万澳元。 而同期

澳大利亚其他政府部门对瓦努阿图提供的援助一般维持在 ２０００ 万澳元左

右 （见表 ４）。

表 ４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２ 年度至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度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

与其他政府部门对瓦努阿图的援助金额

单位： 澳元

年　 　 度 国际开发署 其他政府部门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２ １８０８１７００ １６０４５００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３ ２０４８８３００ ３００２９００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 ２１７６７１００ ２８３４３００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５ ２６０２７１００ ２１１８５００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 ２６８６１１００ ２３３２６００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２８６４０１００ ２０６３０００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３８８３２３００ １７５３５００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５３３６３８００ １８０４２００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６１９４７４００ １６０８４００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５９１１６０００ ２２７８６００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７００９８０００ １９２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７０８２１８００ ２１１８９００

　 　 资料来源： 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ｉｄ ｔｏ Ｖａｎｕａｔ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ｕｓａｉｄ ｇｏｖ ａｕ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ｖａｎｕａｔｕ ／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 ／ ｏｇｄ － ｌｇ ｊｐｇ， 最后访问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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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的援助还得益于本国的非政府组织、 教会机

构、 商业组织、 高等教育机构等， 它们通过援助物资、 人才培训、 提供奖学

金等方式为瓦努阿图提供了大量援助。

二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开展援助外交的动因

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 对外援助无论采用什么形式， 都是有一定目的的

行为。 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指出， 援助外交的本质是政治性的， 其主要目标

是促进和保护国家利益。① 澳大利亚的对外援助自然也有维护其国家利益的

考量。 作为澳大利亚的近邻， 瓦努阿图无论是在国家安全领域， 还是在地缘

政治方面， 甚至在社会文化关系层面， 都是澳大利亚的利益攸关者。 正因如

此，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的援助一直是澳大利亚援助外交的重点所在， 即使

在澳大利亚总体缩减对外援助的情况下， 对瓦努阿图的援助也仍然处于上升

趋势。

（一） 稳定周边局势， 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从国家安全方面衡量， 瓦努阿图的地理位置对澳大利亚具有重要的战略

价值。 瓦努阿图位于南太平洋西部， 位于南纬 １３ 度到南纬 ２３ 度、 东经 １６６
度至东经 １７２ 度之间， 南北距离约 ８５０ 公里， 距澳大利亚东岸约 １７５０ 公里。
正是因为瓦努阿图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战期间， 美军曾经在

瓦努阿图的桑托岛建立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 以遏制日军南

下， 并通过瓦努阿图 （时称新赫布里底） 向北驱进， 攻打被日军占领的地

区。 因此，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 与瓦努阿图保持良好的关系可以使澳大利亚

牢牢控制本地区的重要战略通道。
澳大利亚认为， 包括瓦努阿图在内的太平洋岛国的安全与澳大利亚的本

土安全有紧密的关系。 瓦努阿图作为澳大利亚的邻国， 其发展的落后和有限

的就业机会， 会对澳大利亚的周边安全造成隐患。 澳大利亚通过对外援助，
可以尽可能消除周边安全隐患， 巩固周边局势稳定。 这也是澳大利亚对瓦努

阿图的援助一直呈上升趋势的原因之一。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在第 ４５ 届太平洋岛

１６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援助外交评析　

① Ｈａｎｓ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 “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５６， Ｎｏ ２， １９６２， ｐｐ ３０１ － ３０９．



国论坛领导人会议期间， 澳大利亚副总理沃伦·特拉斯 （Ｗａｒｒｅｎ Ｔｒｕｓｓ） 在

帕劳科罗尔市宣布， 将从 ２０１８ 年开始向包括瓦努阿图在内的 １２ 个太平洋岛

国捐助总额为 ２０ 亿澳元 （约合 １１５ 亿元人民币） 的巡逻艇， 以保护海洋资

源。 特拉斯还表示， 澳大利亚将在 ２０１８ 年年底前向太平洋地区渔业组织援

助 ４０００ 万澳元 （约合 ２ ３ 亿元人民币）， 同时宣布了两项配套措施， 以加

强太平洋岛国的海洋安全能力。① 通过提高这些国家的海洋安全与防务能

力， 澳大利亚的国土安全和社会安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好的保证。
同时， 近年来的全球气候变暖给包括瓦努阿图在内的太平洋岛国带来严

重的威胁。 随着全球变暖， 海平面上升将会引起一些不可逆转的变化， 如一

些沿岸地区会被淹没， 海上洋流会发生异常， 水源盐度上升， 鱼类的地区分

布和数量将会改变， 以及热带飓风和干旱等极端气候灾难频发， 从而使许多

太平洋岛国的居民沦为气候难民， 被迫迁往别的国家。 作为本地区最大、 最

发达的国家， 澳大利亚是这些岛国气候难民的首选避难国。 而大量气候难民

的涌入将会给澳大利亚的国土安全、 社会安全等方面造成严重的后果。 因

此， 通过援助帮助这些国家预防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 是维护澳大利亚国家

利益的重要举措。

（二） 维护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主导地位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澳大利亚的外交战略随着世界大格局、 大形势的

变化而不断调整。 战后初期， 外交战略长期呈现消极保守的特征。 从 １９５０ 年

到 １９７２ 年， 澳大利亚实施冷战对抗性质的前沿防御战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独立性及本国特色得以展现， 澳大利亚开始确立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 逐步

实施促进和平、 发展的睦邻合作战略。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澳大利亚在世

界舞台上给自己的定位是 “中等强国”。 为了推进 “独立自主” 的中等强国外

交战略， 作为地区最大、 最强的国家， 澳大利亚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来维持和

巩固其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 对外援助作为澳大利亚 “中等强国” 外交战略

中的重要部分， 不仅成为澳大利亚发挥其外交影响力的重要方式， 也是澳大

利亚与本地区其他国家建立政治互信的一种重要外交手段。 同时， 通过对外

援助， 澳大利亚可以输出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意识形态， 削弱太平洋地区以美

２６ 　 太平洋岛国研究 （第一辑）

① 新华社：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Ｇｉｖｅ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ｖｅｒ ３ ｂｌｎ ＡＵＤ ｉｎ Ｐａｔｒｏｌ Ｂｏａｔｓ ａｎｄ Ａ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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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尼西亚文化、 波利尼西亚文化为主导的传统价值， 特别是与主权有关的传

统价值， 从而保证澳大利亚的对外援助能够更加有效地为扩大国家利益服务。
从历史上来看， 澳大利亚一直自称对包括瓦努阿图在内的太平洋地区负

有特殊责任； 瓦努阿图也一直是澳大利亚的传统势力范围， 与澳大利亚一直

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但近年来， 随着美国 “重返亚太” 战略的推进和中国

在南太地区影响力的逐渐增长， 以及日本、 欧盟、 俄罗斯、 印度等势力对太

平洋地区事务的介入， 澳大利亚感觉自己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威胁。
因此， 加强与邻国的关系， 拉拢邻国继续支持澳大利亚在本地区的主导地

位， 就成为澳大利亚援助外交的重点所在， 而继续把瓦努阿图等近邻建设成

澳大利亚的 “后院”， 对于发挥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尤为重

要。 这也是为什么在总体减少对外援助的情况下， 澳大利亚却增加了对包括

瓦努阿图在内的太平洋岛国的援助的主要原因。

（三） 塑造澳大利亚大国威望的需要

欧洲移民秉承的 “上帝的选民” 的理念深深影响着澳大利亚的外交理

念。 从澳大利亚内部文化和社会因素看， 澳大利亚继承了欧洲的政治文化，
强调民主、 人权、 平等和发展等一系列政治价值目标， 认为在亚太地区宣传

和推行这些理念， 促进以市场经济、 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西方价值

观是澳大利亚义不容辞的责任。 澳大利亚一直都梦想成为在地区事务和世界

舞台上有影响力的一员， 不仅能够驾驭自己的未来， 还有能力影响地区和世

界形势， 故而谋求更大的发言权和战略分量。 因此， 它在跟自己利益攸关的

亚太地区竭力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提升在全球事务中的决策分量， 提升

澳大利亚的地区和国际形象， 塑造大国威望， 谋求发挥更大影响力。
同时， 从其秉承的文化理念出发， 澳大利亚认为， 作为太平洋地区的大

国、 富国， 它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包括瓦努阿图在内的贫困国家摆脱贫困， 走

上富裕民主之路。 正如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官方网站所说， “许多瓦努阿图

人生活在贫困中， 拥有很差的卫生条件， 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作为瓦努阿图

的邻国， 澳大利亚有条件与瓦政府和民间团体紧密合作， 来帮助瓦努阿图的

社会发展。 澳大利亚能够也正在改变瓦努阿图”。① 通过实施援助， 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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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能够拉近受援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 提升澳大利亚在受援国民众中的大国

威望。

三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援助外交的趋势及不足

近年来， 随着澳大利亚对外援助政策的调整， 澳大利亚对外援助的额度

总体呈下降趋势。 不过， 对瓦努阿图等近邻的援助力度却在不断加大。 此

外， 随着外界对澳大利亚对外援助政策批评的增加， 澳大利亚也在不断调整

其对外援助的渠道和方式。 总体而言， 尽管援助的政治色彩依然浓厚， 但澳

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的援助不仅力度增大了， 而且方式也更趋灵活。

（一）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援助外交的趋势

第一， 近年来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的援助力度呈现不断加大的趋势。 在

多数太平洋岛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政府公共开支中， 澳大利亚的援助占有相

当大的比重。 近年来， 尽管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减少对外援助的总额， 但在太

平洋地区却并非如此。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度， 澳大利亚在本地区的援助总额为 １ １１９ 亿澳元，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度的援助预算为 １１ ５２７ 亿澳元， 比上一年度增加 ８ ５％ 。① 近

年来澳大利亚对近邻瓦努阿图的援助额度也在不断增加。 以澳大利亚对瓦努

阿图的官方开发援助为例，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３ 年度，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的官方

开发援助金额约为 ２０００ 万澳元， 而到了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度， 援助额度已经超

过 ７０００ 万澳元。
第二，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的援助更倾向于加强瓦努阿图本国的能力建

设。 近年来，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的援助主要集中在瓦努阿图的市场开发方

面， 这也是瓦努阿图经济发展相对占有优势的领域。 另外， 通过帮助瓦努阿

图国有企业定期改革， 澳大利亚旨在帮助瓦努阿图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

境。 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也参与了瓦努阿图基础建设与公共设施部 《基础建

设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长期计划》 的制订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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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澳大利亚的援助还注重瓦努阿图的基础设施建设及本国资源的开

发与利用。 旅游业是瓦努阿图的重要产业， 旅游收入约占瓦努阿图国内生产

总值的 １８％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在访问太平洋

三国期间指出， 澳大利亚准备一揽子援助瓦努阿图 ３７００ 万澳元， 用于改善

瓦努阿图的道路状况。 这笔资金将用于长约 ３５０ 公里的主干道的第二期工

程。 她对 “澳大利亚之声” 电台说： “瓦努阿图是一个旅游中心， 因此改善

道路状况将会帮助瓦更好地利用旅游市场。”① 帮助瓦努阿图建设旅游基础

设施并扩大游客容纳量， 不仅可以为当地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也能进一

步促进瓦努阿图旅游业的发展。 这些援助项目的开展， 不仅可以提高瓦努阿

图的经济发展水平， 也可以促使瓦努阿图逐步走上自力更生、 独立发展的道

路。 此外， 澳大利亚还通过各种培训项目和奖学金项目， 为瓦努阿图培养本

土人才并积蓄技术力量， 帮助瓦努阿图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
第三， 澳大利亚开始重视对瓦努阿图援助的有效性。
对外援助的效用问题是学界长期争执不休的问题， 主要的争论点集中在

外援是否能促进经济发展、 外援失败的原因以及如何提高援助效率等方面。
事实上， 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还涉及外援的前景， 即是否需要取消没有益处

甚至还会产生政治经济危害的对外援助活动， 在全球化背景下外资和外贸是

否会继续挤占甚至终结外援的存在空间等。
近年来， 澳大利亚在增加对瓦努阿图的援助额度的同时， 也开始关注对

瓦努阿图援助的有效性。 例如，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澳大利亚高级专员公署和瓦

努阿图南太平洋大学副校长签署换文， 澳大利亚政府对南太平洋大学增加

８０ 万澳元援款， 致力于该校多项关键改革以提高该校财务、 行政管理和学

生科研能力。 由于近年来南太平洋大学在财务管理、 人力资源和规划改革以

及提高教学研究水平等方面完成了绩效目标， 澳大利亚政府在原有援助基础

上增加了该款项。 澳大利亚政府将基于外援有效性的研究决定未来对瓦援助

的方向和额度。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宣布， 澳对外援助将有 “翻天

覆地” 的变化， 澳对外援助项目将重点关注本地区的国家， 其中 ９０％ 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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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澳 “近邻”， 即印度洋 － 太平洋地区。 同时， 为取得更好的援助效果，
接受援助的外国政府需要与澳政府签订表现基准协议， 确保受援国政府对执

行援助项目切实负起责任。① 随着澳大利亚对外援助政策的改变， 澳大利亚

对瓦努阿图援助的有效性也将成为澳对瓦援助的一个更主要的衡量因素。

（二）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援助外交的不足

尽管澳大利亚是瓦努阿图最大的援助国， 其援助对瓦努阿图各方面的发

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 其一是援助的政治色彩依然比较浓厚； 其二是援助的有效性还有待

增强。
第一，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的援助依然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众多关于

对外援助的理论表明， 援助国的国家利益往往表现在援助附加条件上。 经济

条件主要是限定受援国购买援助国的产品和要求受援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与

改革。 政治条件则是要求受援国进行政治改革， 实行民主化， 改善人权状况

等。 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 在对受援国施加影响时， 援助国往往采取

“胡萝卜加大棒” 的政策， 将民主、 人权、 法制和良政等作为提供发展援助

的先决条件。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的援助以政治条件为前提， 主要是为了澳大利亚的

安全与外交利益。 ２００４ 年， 瓦努阿图时任总理沃霍尔 （Ｓｅｒｇｅ Ｖｏｈｏｒ） 重新

任用因被指控犯罪而遭弹劾的官员， 这在瓦努阿图国内引发了一系列混乱。
澳大利亚政府对此做出强烈反应， 认为沃霍尔此举将会给本地区的安全带来

隐患， 因此威胁称如果瓦努阿图政府不能采取严厉的反腐措施， 将减少对瓦

援助。 ２００８ 年以前， 瓦努阿图从未向其他政府或国际组织泄露离岸金融业

给其带来的具体经济收益。 澳大利亚为了巩固本国的地区主导地位， 展示在

本地区的领导形象， 对瓦努阿图施加压力， 再次威胁， 如果瓦努阿图政府不

能提高离岸金融服务业的透明度， 澳大利亚将减少对瓦努阿图的援助。 因

此，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的援助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第二， 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援助的有效性还有待加强。 对外援助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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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援助国与受援国双方的合作与配合， 尤其是受援国的

“软环境”。 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很多时候是给当地政府提供资源， 如果

政府的出发点是坏的， 或者它只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 援助并不能改善贫困

人口的状况， 有时甚至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而即使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 它

也可能因为制定、 执行政策的能力有限， 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很多情况

下， 援助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贡献。 为了提高援助的效果， 援助国与受

援国应共同努力， 给援助项目设置特定的条件， 或根据以往的效果来确定未

来的援助力度。
近年来， 尽管澳大利亚开始注意对瓦努阿图援助的有效性， 根据以往援

助的结果， 在对瓦援助的领域及数额方面有了一定的调整。 但是， 澳大利亚

官方目前没有专门的机构对援助的有效性进行评估， 也没有对有效性进行研

究。 因此， 澳大利亚政府应加强与瓦努阿图各部门的合作， 并通过加强监督

的方式提高援助的有效性。

结　 语

冷战结束后， 澳大利亚为了继续保持其在南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 确

保稳定的周边环境以及塑造其 “中等强国” 的国际威望和声誉， 历届政府

都非常重视对其 “后院” 的经营。 其中， 积极开展对瓦努阿图等近邻国家

的援助外交是澳大利亚维系其与太平洋国家特殊关系的重要渠道和手段。 澳

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的援助几乎涵盖了瓦努阿图经济、 政治、 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 尤其是在帮助瓦努阿图减少贫困、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促进社会平等

和培育良治政府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 澳大利亚也在瓦努阿图

塑造了良好的国家形象， 使双方关系更为密切。 不过， 鉴于澳大利亚对瓦努

阿图援助的诸多政治附加条件， 澳大利亚的援助外交也遭到了瓦努阿图和国

际社会的诟病。 尽管近年来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的援助开始注重淡化政治色

彩， 并逐渐增多有助于瓦努阿图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援助项目， 但是澳大利

亚援助的有效性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对于瓦努阿图来说， 外部的援助对于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促

进作用， 然而， 国家的发展不可能完全寄托于其他国家的援助。 国家综合实

力的提高取决于地区资源、 人力资源、 技术水平、 制度环境等诸多因素， 绝

对不是仅仅依靠援助可以实现的。 目前， 瓦努阿图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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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正在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作为瓦努阿图最大的援助国， 澳大

利亚也应该意识到， 借援助之名干涉他国内政、 谋求政治特权的援助外交是

不可能成功的。 只有建立在尊重瓦努阿图自主选择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基础

上的援助， 才能真正有助于瓦努阿图良政的建立， 促进瓦努阿图社会的发展

与进步， 才能促进两国间稳定友好关系的建立， 真正发挥援助外交维护和促

进本国国家利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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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帕劳的政府开发援助
及其动因评析

李德芳

摘要： 经济援助是日本维护国家利益、 获取国际声望和提升软

实力的重要手段。 帕劳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及其曾经

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历史， 使得帕劳成为日本重要的政府开发援助对

象。 日本对帕劳的援助既有获取海洋资源的经济利益考量和加大国

际政治投资的意图， 也有安全需求的考量。 日本对帕劳的政府开发

援助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以无偿的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援助为

主， 基础设施建设和渔业是援助的重点领域。 日本对帕劳的政府开

发援助促进了帕劳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推动了日本与帕劳双边

关系的发展， 但也极大地改变了帕劳传统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生活方

式， 加剧了帕劳经济的脆弱性和依赖性。
关键词： 政府开发援助　 援助外交　 日本　 帕劳

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简称 ＯＤＡ） 始于

１９５４ 年的科伦坡计划 （Ｃｏｌｏｍｂｏ Ｐｌａｎ）①， 起初主要是对二战中遭受日本侵

略的东南亚国家进行赔偿， 以获得这些国家对日本成为一个 “正常” 国

❋
❋❋
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 “太平洋岛国研究” （１５ＡＺＤ０４３） 阶段性成果。
李德芳， 博士， 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科伦坡计划是世界上第一批援助计划之一， 它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由英联邦国家发起， 旨在

通过资金和技术援助、 教育及培训计划等形式的国际合作， 推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社会

经济发展。 该计划是英美冷战计划的一部分， 也是扩大西方影响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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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支持。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日本在经济全面复苏并迅速增长的基础上，
开始了全面的援助行动。 虽然日本对帕劳的 ＯＤＡ 开展得比较晚， 但是鉴

于帕劳在历史上与日本的 “特殊关系” 以及帕劳重要的战略地位， 日本

对帕劳的援助额度和深度都比较大， 对帕劳产生的影响也较大。 日本对

帕劳的援助始于 １９８１ 年， 以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援助为主。 帕劳独立

后， 日本对帕劳的 ＯＤＡ 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尤其是随着近年来大国在

太平洋岛国地区战略博弈的不断升温， 日本也更加看重通过援助外交增

强其在大国博弈中的筹码。 因此， 考察日本对帕劳 ＯＤＡ 的历程， 剖析其

援助外交的动因， 有助于了解援助外交在其所实施的太平洋岛国地区战

略中的作用及其趋势。

一　 日本对帕劳 ＯＤＡ 的动因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 （Ｈａｎｓ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 曾经指出，
“对外援助的形式是多样的， 但是本质都是政治性的， 主要目的是要维护

和促进国家的利益”。① 日本对帕劳的 ＯＤＡ 也有着现实的外交目标和利益

诉求。

（一） 经济利益考量： 保障日本获取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海洋资源

日本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和渔业大国， 其食品和能源严重依赖他国， 因

此， 保障和不断获取丰富的海洋资源， 既是其重要的经济利益所在， 也是

维护其海洋大国地位、 确保其经济安全的重要举措。 太平洋岛国地区丰富

的海洋资源， 尤其是帕劳海域的金枪鱼资源， 无疑对日本有着巨大的吸引

力。
帕劳拥有广袤的海域， 渔业资源丰富。 据统计， 帕劳海域共有 １３００ 种

鱼，② 尤为盛产金枪鱼。 而日本不仅是渔业生产大国， 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大

的鱼类消费国之一， 尤其是金枪鱼在日本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 因此， 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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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日本统治帕劳期间， 日本政府就开始着手将帕劳和密克罗尼

西亚扩展为其重要的渔业基地。 从 １９３２ 年起， 日本渔船开始从冲绳出发远

赴帕劳海域捕捞金枪鱼。 为扩大在帕劳海域的金枪鱼捕捞， 日本南海殖民政

府 （Ｎａｎｙｏｃｈｏ， 成立于 １９２２ 年） 还在帕劳科罗尔设立了南海渔业公司

（Ｎａｎｋｏ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到 １９３７ 年， 金枪鱼产业已经成为日本南海殖

民政府的第二大产业， 仅次于马里亚纳群岛的糖业。 其中， ４０％的金枪鱼产

自帕劳海域。① 尽管二战后日本失去了对帕劳的占领权， 但是帕劳海域仍然

是日本积极争取的远洋渔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帕劳立宪政府成立后， 日本开

始积极通过经济援助的手段力图重新掌控帕劳海域的渔业捕捞权。 帕劳独立

后， 日本在对帕劳渔业进行开发援助的同时， 更是不断要求获取更多在帕劳

海域捕捞金枪鱼的许可证。 事实上， 对外国渔业的援助一直是日本取得相关

援助国海域的捕鱼许可证或降低许可证费用的一种有效方式。 日本对帕劳渔

业提供开发援助， 其首要目的也是为了保证日本在帕劳海域的海洋捕捞作

业权。
此外， 帕劳海域丰富的海洋矿藏对于资源匮乏的日本也有着巨大的吸引

力。 通过 ＯＤＡ 帮助帕劳等太平洋岛国发展经济， 一方面可以促进这些国家

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日本与这些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建

立， 从而为日本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获取丰富的自然资源提供保障， 这对日本

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 经济利益的考量成为日本开展太平洋岛国地区

ＯＤＡ 的首要动因， 即实现其在太平洋岛国地区获取海洋资源的目标， 尤其

是确保金枪鱼、 鲣鱼等渔业资源及天然气的持续供应， 确保其长远资源

利益。

（二） 政治意图： 增强日本国际政治投资的需要

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也是日本进行国际政治投资、 获取国际声望的有效

手段。 受二战 “战败国” 和 “敌对国家” 身份的束缚， 尽管日本经济在二

战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但其在国际社会几乎没有多少发言权。 １９５６ 年，
在美国的操纵下， 日本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日本找到了一条恢复 “正常”
国家身份， 进而迈向 “政治大国” 的途径。 １９５７ 年， 日本政府首部外交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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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书就明确提出， 今后日本的外交中心就是联合国， 不断扩大其在联合国的

话语权成为日本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标。 １９８０ 年， 日本首次提出将 “入常”
纳入其 “政治大国战略轨道”。 而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必须得

到包括 ５ 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 ２ ／ ３ 以上的联合国会员国的支持和批准。 因

此， 日本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 就积极通过援助外交在国际社会寻求 “入
常” 的支持者。 而太平洋岛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 １２ 张选票使其成为日本积

极争取和拉拢的对象。 此外， 这些小岛国也是决定日本能否控制国际捕鲸委

员会会议， 支持日本提出的恢复商业捕鲸动议的重要 “票仓”。 因此， 太平

洋岛国成为日本国际政治投资的重点区域之一。 太平洋岛国大多国土面积狭

小， 人口稀少， 日本拿出的很小的一笔援助资金也占像帕劳这样的小岛国的

国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因此， 通过援助外交， 换取帕劳等太平洋岛国对日

本的支持， 加强其 “入常” 支持面的基础， 无疑是日本政府非常合算的

交易。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开始， 日本通过向帕劳等太平洋岛国提供 ＯＤＡ，

不断增强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自 １９９７ 年起， 日本又通过设立 “日本和太

平洋岛国首脑峰会” 这一政府高层论坛， 积极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在每次峰会上日本都会宣布向太平洋岛国提供大量经济援助， 以换取岛国对

其 “入常” 的支持。 例如， 在 ２００９ 年第五届 “日本和太平洋岛国首脑峰

会” 上， 日本宣布向太平洋岛国提供 ５００ 亿日元的经济援助。 作为回报，
此次大会的宣言特别写入了 “支持日本积极参与联合国所有的和平事业”
的话语， 表达了与会的 １４ 个太平洋岛国对日本 “入常” 的支持。① ２０１６ 年

是日本加入联合国 ６０ 周年， 日本也把这一年看作其 “入常” 的契机。 为了

获得更多的支持， 日本政府把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定为其 “入常” 的 “具体

行动年”， 在外交上也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举措。 为获取太平洋岛国对日本

“入常” 的支持， 在 ２０１５ 年第七届 “日本和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 召开前

夕， 日本高调宣布向太平洋岛国提供 １５００ 亿日元的经济援助。② 在这种

“撒钱” 外交的推动下， 日本赢得了战后 ７０ 年来最好的外交局面。 经过几

十年的援助外交的运作， 日本已经成为太平洋岛国地区最大的援助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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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也因此塑造了 “合作” 国家的国际形象。 目前， 大部分太平洋岛国都

属于 “亲日” 的国家， 是日本在联合国的重要 “票仓”。 日本在帕劳的

ＯＤＡ 也是日本提升其国际地位的政治投资。 这也是日本积极参与援助太平

洋岛国的一个深层原因。

（三） 安全需要： 寻求盟友和支持， 与美国保持一致

二战后， 日本丧失了独立拥有军队的权利， 在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的庇

护。 以 １９５２ 年生效的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为标志， 日美军事同盟正式形

成， 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 为了在政治发展和国家安全上得到美

国的支持， 日本在政治、 军事和外交领域与美国保持着高度一致。 因此， 承

载着政治、 经济目标的日本 ＯＤＡ， 在选择援助目标时， 首先考虑的是该受

援国是不是属于美国阵营的国家或者是不是它的西方盟友， 帕劳无疑是符合

这一条件的国家之一。
而帕劳重要的地理位置也是日本看重并积极援助帕劳的重要因素。 帕劳

位于西加罗林群岛的最西端， 是从太平洋进入东南亚的门户之一。 帕劳西部

距离菲律宾仅有 ８８０ 公里， 东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为邻， 南部与印度尼西

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隔海相望， 北部距离关岛仅有 １１２６ 公里， 距离日本

４０００ 公里，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因此， 日本从一战期间就开始在帕劳进行

经营， 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在帕劳居住的日本人差不多是当地帕劳人的 ３
倍。 二战期间， 日本更是把帕劳打造为其在太平洋上的重要军事基地。 二战

后， 日本被迫从帕劳撤离， 但日本一直觊觎帕劳这个与其海沟相连、 隔海相

望的海洋战略要地。 然而在冷战初期， 日本对美国托管之下的帕劳所能施加

的影响非常有限。 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帕劳立宪政府建立后， 日本才开始向

帕劳提供经济援助， 并以此增强日本在帕劳的存在感。 帕劳独立后， 日本对

帕劳的援助增长迅速， 并逐渐取代美国成为帕劳最大的援助国。 究其原因，
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外交政策、 亚洲的地缘政治以及日本的海洋大国战略等安

全因素， 是日本对帕劳开展外交的主要动机之一。
此外， 日本对帕劳开展 ＯＤＡ 也有着人道主义的考量。 帕劳作为日本

的前殖民地， 在二战期间曾经遭受重大的损失， 社会经济发展落后。 而日

本的发展经历也使日本意识到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性， 环境保护等各类全

球性问题单靠一个国家无法解决， 即便是发达国家也不行。 因此， 日本在

１９９２ 年的 《ＯＤＡ 宪章》 中明确表示， 日本要从人道主义出发援助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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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那些遭受饥饿与贫穷的人们。 ２００３ 年修订的 《ＯＤＡ 宪章》， 更是突出

了援助和扶持发展中国家 “自助” 的宗旨。 太平洋岛国与日本同为岛国，
环境相似， 面临共同难题。 人道主义考量无疑也是日本援助帕劳的动因

之一。

二　 日本对帕劳 ＯＤＡ 的实施

日本对帕劳的 ＯＤＡ 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但一开始援助的规模和数

量都非常有限。 １９９４ 年帕劳取得独立后， 日本与帕劳迅速建交， 大规模

的官方发展援助也随之而来， 日本逐渐取代美国成为帕劳最大的援助国。
日本的 ＯＤＡ 主要采取资金援助、 技术合作援助、 贷款援助和多边援助的

形式。 对帕劳的援助主要以资金援助为主， 技术合作援助和通过国际组

织进行的多边援助也占一定的比重， 目前日本对帕劳的援助形式中没有

贷款援助。

（一） 资金援助

资金援助是日本 ＯＤＡ 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日本外务省和日本国际协

力机构 （ ＪＩＣＡ） 共同管理， 主要是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

资金支持， 以帮助这些国家得到充足的项目实施资金。 资金援助属于一

种无偿援助， 不需要受援国偿还， 这对于最不发达国家而言无疑是最好

的援助方式。 包括帕劳在内的太平洋岛国， 大多属于经济落后或弱小的

国家， 因此， 日本对帕劳提供的 ＯＤＡ 大部分属于资金援助，① ２１ 世纪之

前尤为如此。
自 １９８１ 年帕劳建立宪政政府后， 日本就开始向帕劳提供资金援助。

日本外务省的统计数据显示， １９８１ ～ １９９３ 年， 日本向帕劳总共提供了

４５ ６８ 亿日元 （约合 ２８６１ 万美元） 的资金援助， 援助项目主要集中在渔

业开发、 道路建设、 供水和供电等基本经济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参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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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 ＯＤＡ 资金援助分为六种： 一般资金援助、 渔业资金援助、 文化资金援助、 紧急事件资

金援助、 食品资金援助以及为提高食品生产能力提供的资金援助。



表 １　 １９８１ ～ １９９３ 年日本对帕劳的 ＯＤＡ 资金援助项目

年份 资金援助项目
数额

（亿日元）
平均年汇率

（日元：美元）
数额

（万美元）

１９８１ 小型渔业项目 ３ ２ ２２０ ５３ １４５ ０

１９８２ 椰子农业 ２ ４ ２４９ ２６ ９６

１９８３ ０ ２３７ ５１ ０

１９８４ 巴伯尔图阿普岛电力线路 ２ ７ ２３７ ６１ １１４

１９８５ 巴伯尔图阿普岛电力线路 ４ ８６ ２３８ ０５ ２０４

１９８６ ０ １６８ ０３ ０

１９８７ 渔业开发 ／ 道路建设 ４ ５１ １４４ ５２ ３１２

１９８８ 渔业开发 ／ 道路建设 ３ ３ １２８ ２０ ２５７

１９８９ 渔业开发 ／ 道路建设 ４ ９３ １３８ １２ ３５７

１９９０ 供水 ４ １４ １４４ ８８ ２８６

１９９１ 供水 ４ ０４ １３４ ５９ ３００

１９９２ 供水 ／ 小型沿岸渔业开发 ４ ６９ １２６ ６２ ３７０

１９９３ 电力供应 ／ 佩里琉州农村渔业开发 ６ ９１ １１１ ０６ ６２２

　 　 资料来源： Ｔａｋａｓｈｉ Ｍｉｔａ， Ｊａｐａ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Ｐａｌａ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ｅｌｌ ＆ Ｈｏｗｅｌ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０１， ｐ １３５。

帕劳独立后， 日本增加了对帕劳的 ＯＤＡ 额度， 尤其是 １９９６ 年， 日本向

帕劳提供了 １４ ７４ 亿日元的资金援助 （参见表 ２）。

表 ２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８ 年日本对帕劳的 ＯＤＡ 资金援助项目

年份 资金援助项目
数额

（亿日元）
平均年汇率

（日元：美元）
数额

（万美元）

１９９４ 电力供应 ／ 鱼市场改善工程 ６ ９１ １０２ １８ ６７６

１９９５ 电力供应 ／ 小型渔业开发 ３ ７８ ９３ ９７ ４０２

１９９６ 电力供应 ／ 渔业设施 １４ ７４ １０８ ８１ １３５５

１９９７ 电力供应 ５ １９ １２０ ９２ ４２９

１９９８
帕劳国际珊瑚中心 ／ 新科罗尔 － 巴伯

尔图阿普岛大桥 ／ 电力供应 ／ 佩里琉州

的渔业开发

９ ７９ １２８ ０８ ７６４

　 　 资料来源： Ｔａｋａｓｈｉ Ｍｉｔａ， Ｊａｐａ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Ｐａｌａ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ｅｌｌ ＆ Ｈｏｗｅｌ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０１， ｐ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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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日本向帕劳提供的资金援助主要流向渔业开发、 改善渔业

贸易、 电力发展等领域， 渔业依旧是日本对帕劳 ＯＤＡ 的重点领域。 从 １９９２ 年

到 １９９８ 年间， 日本共在帕劳实施了 ６ 项渔业援助项目， 总援助金额达 １２ ９ 亿

日元， 占日本对帕劳资金援助的 ２５％左右 （参见表 ３）。 除了渔业外， 日本为

帕劳提供的电力供应项目和供水项目， 对帕劳电网和供水系统的建立和完善

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其他的主要资金援助项目还有耗资 ２８００ 万美元的新

科罗尔 －巴伯尔图阿普岛大桥项目 （ｔｈｅ Ｋ － Ｂ Ｂｒｉｄｇｅ） 和耗资 ６６０ 万美元的帕

劳国际珊瑚中心 （ｔｈｅ Ｐａｌａ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的建设。 这些项目有力

地推动了帕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表 ３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日本在帕劳实施的渔业援助开发项目

年份 项目名称 援助数额（亿日元）

１９９２ 小型近海渔业开发项目 ０ ９６

１９９３ 佩里琉州农村渔业开发项目 １ １０

１９９４ 渔业市场改善项目 ２ ２３

１９９５ 小型渔业开发项目 １ ９０

１９９６ 渔业设施项目 ３ ０３

１９９８ 佩里琉州农村渔业开发项目 ３ ６８

　 　 资料来源： Ｔａｋａｓｈｉ Ｍｉｔａ， Ｊａｐａ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Ｐａｌａ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ｅｌｌ ＆ Ｈｏｗｅｌ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０１， ｐ ７１。

进入 ２１ 世纪后， 随着大国在太平洋地区竞争的加剧， 为了增加自己的竞

争筹码， 日本对帕劳等太平洋岛国的援助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数量上都在

不断扩大和增长， 尤其是 １９９７ 年 “日本和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 高层论坛设

立以来， 日本更是加大了对帕劳等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力度。 其中， 对帕劳的

援助主要还是集中在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援助方面。 ２０１２ 年， 日本对帕劳的

援助额度高达 １９ ８１ 亿日元， 其中资金援助额度为 １８ ３１ 亿日元 （参见表 ４）。
近年来， 日本对帕劳资金援助的大部分被用于帕劳电网建设和帕劳乡村

供电能力项目， 还有少部分被用于日本非政府组织援助项目和 “草根人群

安全援助项目”。 ２０１５ 年， 日本为帕劳 “供水系统改造项目” 提供了 １８ ４３
亿日元的 ＯＤＡ 援助资金。① 此外， 日本也是帕劳清除二战残留武器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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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外务省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ｐｏｌｉｃｙ ／ ｏｄａ ／ ｐａｇｅ２３＿ ００００４２ ｈｔｍｌ＃ｏｃｅａｎｉａ。



表 ４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日本对帕劳的资金援助及技术合作援助情况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资金援助 技术合作援助

２０１０ ０ ４４ ３ １５

２０１１ ３ ４１ ２ ５８

２０１２ １８ ３１ １ ５０

２０１３ １ ４４ ２ ３０

２０１４ １ １４ ２ ４９

　 　 资料来源： 日本外务省： “Ｊａｐａｎｓ ＯＤＡ Ｄａｔａ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Ｐａｌａ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１４２９９５ ｐｄｆ。

援助国， 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开始， 日本向帕劳派出专门的地雷清除行动服务队

帮助帕劳清除二战中残留在帕劳海底的炸弹。

（二） 技术合作援助

技术合作援助是日本 ＯＤＡ 的重要组成部分， 旨在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技

术人员， 以增强受援国的国家建设能力。 技术合作援助主要由日本国际协力

机构负责实施， 主要援助方式包括接受来自受援国的受训者、 向受援国派出

专家、 为受援国提供设备和材料， 以及实施把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的技术合作

项目和开发研究等。 此外， 向受援国派出日本海外合作志愿者， 也是技术合

作援助的一部分。 不过， 日本的技术合作援助是有选择性的， 受训者一般是

受援国中有身份地位的中产阶级人士。 这些受训者通过学习日本的高科技知

识， 可以在本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甚或登上国家领导人的位置， 他们对于

日本自然是心怀感激， 最起码是怀有亲近感。 包括帕劳在内的太平洋岛国的

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高官中， 很多都是日本技术合作援助的受益者， 他们领导

下的政府自然倾向于与日本保持友好的关系。 这对于日本来说， 无疑是合算

的 “交易”。
日本对帕劳的技术合作援助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是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提供的技术援助， 主要包括向帕劳派遣志愿者、 研究人员， 接受帕劳的受训

者和实习生， 以及向帕劳提供技术设备支持； 二是由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

（Ｊａｐａｎ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 向帕劳派遣志愿者帮助帕劳发展经

济和社会。
在 ＯＤＡ 支出中， 技术合作援助的金额相对较少。 整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７７日本对帕劳的政府开发援助及其动因评析　



日本仅向帕劳提供了约 ９ ４２ 亿日元的技术合作援助资金， 而同期日本向帕

劳提供的资金援助为 ２５ ９ 亿日元。①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尤其是近几年， 日

本对帕劳的技术合作援助有了大幅提高， 仅从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日本就向帕

劳提供了 １２ ０２ 亿日元的技术合作资金 （参见表 ４）， 其中通过日本国际协

力机构提供的援助为 １１ ８７ 亿日元， 其他技术合作援助由相关机构和地方政

府实施。②

早期日本对帕劳的技术合作援助主要以接受帕劳的受训者、 派出研究人

员为主。 截至 １９９８ 年， 日本共接受帕劳受训者 ８３ 人， 派出研究者 １８２ 人。
从 １９９８ 年开始，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开始向帕劳派遣志愿者， 当年派出 １０
人， １９９９ 年派出 ２６ 人。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向帕劳派出的人员主要包括护

士、 体育训练员、 青年活动咨询员、 营养学家、 无线电通信工程师、 统计学

家、 家禽家畜养殖家、 社区发展咨询员、 教师、 渔船工程师、 测量员等专业

人员。③ 由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派出的志愿者以教师和技术工人为主， 他们主

要在帕劳的乡村学校和渔业组织中工作， 帮助帕劳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三） 多边援助

此外， 日本也通过国际组织和日本的非政府组织向帕劳提供援助， 这

是一种有效的多边援助方式。 一方面， 通过国际组织实施的援助可以使日

本充分利用国际组织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并形成世界性舆论， 提高其国际

地位。 另一方面， 通过国际组织和日本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提供援助， 可以

淡化日本 “金钱外交” 的色彩， 易于为受援国民众所接受。 只可惜， 在太

平洋岛国地区活动的各类国际组织比较少， 其作用也比较有限。 亚洲开发

银行是日本可资借助的较少的国际组织中最重要的一个。 亚洲开发银行对

帕劳的援助始于 ２００３ 年， 主要包括向帕劳提供贷款、 政府援助资金和技

术援助资金。 近年来， 亚洲开发银行在帕劳开展的援助项目主要集中在供

水、 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参见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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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５ 年亚洲开发银行批准实施的援助帕劳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及编号 实施状况 批准日期

北太平洋地区连续性投资项目 ４６３８２ － ００１ 贷款 ３３４６ － ３３４７ 实施中 ２０１５ １２ ０７

科罗尔 － 艾拉伊州卫生项目 ４２４３９ － ０１３ 贷款 ３０６０ － ３０６１ 实施中 ２０１３ １１ １９

水务部门改进项目 ４４０３１ － ０１３ 贷款 ２６９１ － ２６９２ 完成 ２０１０ １１ ０９

执行中期预算框架项目 ４２４３６ － ０１２ 技术援助 ７４２１ 完成 ２００９ １２ ０８

卫生部门发展项目 ４２４３９ － ０１２ 技术援助 ７３８２ 完成 ２００９ １１ ２０

可持续健康融资机制开发项目 ４２０２０ － ０１２ 技术援助 ７０７９ 完成 ２００８ ０５ １４

巴伯尔图阿普岛供水项目技术准备 ４０１２２ － ０１２ 技术援助 ４９７７ 完成 ２００７ １０ ０５

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管理项目 ４０５９５ － ０１２ 技术援助 ４９２９ 完成 ２００７ ０５ １４

　 　 资料来源： 亚洲开发银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Ｐａｌａ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ｄｂ ｏｒｇ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ｐａｌａｕ。

目前， 亚洲开发银行对帕劳的援助项目逐渐转向帮助帕劳政府部门提高

效率， 促进私营部门的发展等方面。 帕劳的 “国家商业计划” （ ＣＯＢＰ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与亚洲开发银行的 “亚行 － 帕劳伙伴战略” （ＡＤＢ － Ｐａｌａｕ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共同致力于帕劳经济社会的发展。 亚洲开发银行在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实施了 “北太平洋地区连续投资项目： 采购计划”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其中也包

括为帕劳提供主要商品的采购计划和咨询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亚洲开

发银行已经向帕劳提供了共计 ７３８０ 万美元的援助。① ２０１３ 年是亚洲开发银

行向帕劳提供援助资金较多的一年， 共计向帕劳提供了 ４５ 万美元的援助资

金。② 多边援助在日本 ＯＤＡ 中所占比重虽然较小， 但效果比较好。

三　 日本对帕劳 ＯＤＡ 的效用评析

从 １９８１ 年日本开始向帕劳提供 ＯＤＡ 开始， 日本就成为帕劳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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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援助国之一。 一方面， 在 ３０ 多年的时间里， 日本的援助为帕劳电力、
道路、 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渔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促进了帕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另一方面， 日本的援助也促使帕劳 “被

动” 地卷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 改变了帕劳人的生产生活方式，
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帕劳的传统经济， 影响了帕劳传统习俗和社会生活的

延续和发展。

（一） 在促进帕劳渔业发展的同时， 也造成了帕劳近海渔业资源

的枯竭

　 　 日本对帕劳 ＯＤＡ 的重点是渔业资源的开发， 较早的资金援助集中在渔

业合作社的建设、 渔业机械化的改造和渔业市场改进等领域。 这些资金援助

项目的开展促进了帕劳渔业的发展和商业化进程。 例如，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

期日本 ＯＤＡ 援助的帕劳佩里琉州和埃雷姆伦维州渔业合作社项目， 就极大

地改变了当地的渔业生产方式， 促进了当地渔业的发展。
由于日本的资金援助， 当地渔民开始普遍使用刺网、 拖船等现代化的捕

鱼方式进行捕捞作业。 同时， 日本援助的制冰机的使用， 使帕劳渔民省去购

买冰的时间， 从而提高了捕鱼的效率， 捕鱼量得到提高。 如建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的佩里琉州渔业合作社， 在使用先进的捕捞工具和捕捞方法后， 当地渔

民的捕捞量增加了约 ５０％ 。① 此外， 日本对帕劳的渔业援助也给帕劳社区居

民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渔业合作社制冰机的使用和新的电力设备的应用， 大

大方便了当地人的生活。 同时， 渔业合作社也为当地人提供了一些就业

机会。
日本对帕劳渔业的援助， 在促进帕劳渔业发展的同时， 也给帕劳的渔

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帕劳渔业不仅出现了过度捕

捞和产量过剩的问题， 而且近海渔业资源也几近枯竭。 例如， 刺网和拖船

等现代化捕捞设备的使用， 虽然提高了帕劳的渔业捕捞量， 但也加速了帕

劳近海鱼类的减少及一些种类的灭绝， 从而导致帕劳近海渔业资源开始枯

竭， 这也迫使帕劳重新考虑现代渔业商业化的发展与海洋的可持续发展等

问题。 １９９０ 年， 帕劳金枪鱼捕捞量最大的科罗尔州一年的金枪鱼捕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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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２１ ４ 万磅， 而到了 １９９８ 年科罗尔州的金枪鱼捕捞量就减少到仅有

１ ７２ 万磅。① 当然， 这与当时金枪鱼出口减少也有关系， 但帕劳渔业捕捞

量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后开始下滑则是不争的事实。 １９９６ 年， 帕劳

金枪鱼产量仍维持在 ６３ ８ 万磅， 但到了 １９９８ 年就已经下降到 ４７ ８ 万

磅。② 据帕劳海洋资源部的统计数据， ２００７ 年帕劳渔业总产量约为 ６８ ５ 万

磅， 到 ２０１１ 年总产量下降到 ３８ ７ 万磅， 其中金枪鱼的产量更是急剧下滑。
２００７ 年金枪鱼的产量约为 ４ ２ 万磅， ２０１１ 年下降为 ０ ３ 万磅 （参见表 ６）。

表 ６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帕劳渔业总产量及金枪鱼产量

单位： 磅

年份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总产量 ６８５１４０ ５１７５８０ ４７０９３３ ４７６３９５ ３８７０１９

金枪鱼产量 ４１８０８ ２７３５９ ３８３１９ ３４９７ ３０６７

　 　 资 料 来 源： 帕 劳 财 政 部 预 算 计 划 局： “ ２０１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ｈｔｔｐ： ／ ／ ｐａｌａｕｇｏｖ ｐｗ ／
ｂｕｄｇｅｔ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ｐ ８０。

不过， 日本 ＯＤＡ 支持下的帕劳现代渔业仍然是帕劳主要的出口产业

之一， 在帕劳经济增长中仍占据一定地位。 帕劳优越的地理位置、 丰富的

渔场以及与亚洲市场之间便利的运输条件等诸多有利条件， 也可能促使帕

劳渔业有所发展。 例如，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 帕劳渔业收入相对于 ２０１５ 年

第一季度又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参见表 ７）。

表 ７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渔业收入比较

单位： 美元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

１３０２６ １３００８ ８６０１ １３０１４

　 　 资料来源：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Ｂｕｄｇｅｔ ＆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ＱＴＲ
Ｋｅｙ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Ｍａｙ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ｐａｌａｕｇｏｖ ｐｗ ／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 ｂｒａｎｃｈ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ｂｕｄｇｅｔ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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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动了日本与帕劳双边关系的发展

日本对帕劳的 ＯＤＡ 也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帕劳成为日本

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友好合作国家。 自建交以来， 帕劳与日本一直保持

着良好的关系， 两国政治领导人互访频繁。 建交 ２０ 多年来， 共有 ２３ 位

日本国会议员、 外交大臣访问帕劳。 其间， 包括历任帕劳总统在内的 ２０
位帕劳 高 层 官 员 访 问 了 日 本， 其 中 帕 劳 前 总 统 中 村 邦 夫 （ Ｋａｎｉｗｏ
Ｎａｋａｍａｒａ） 曾先后 １５ 次访问日本。①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７０
周年之际， 日本天皇夫妇访问了帕劳并向佩里琉岛南部的 “西太平洋战亡

者之碑” 献花。
目前， 日本不仅是帕劳最大的援助国， 也是帕劳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

一。 贝类、 金枪鱼、 干椰子肉是帕劳主要的出口产品， 进口产品主要包括

机械设备、 金属材料和食品等。 ２０１３ 年两国贸易额为 ３３ 亿日元， 其中帕

劳向日本的出口额为 １９ 亿日元， 进口额为 １４ 亿日元。② 此外， 日本也是帕

劳最主要的金枪鱼出口目的地， 而大量日本渔船也获得了在帕劳海域捕捞

的许可证。 两国关系在地方和基层也在进一步发展， 帕劳现与日本兵库县

和三重县往来密切。 帕劳还与日本岩手县高田市办有一个小学生交流项

目。③

日本也是帕劳旅游业的重要客源国， 对拉动帕劳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

用。 日本游客一度是帕劳的最大游客群体。 ２０１４ 年以后， 中国大陆游客成

为帕劳第一大游客群体， 日本游客成为帕劳第二大游客群体。 ２０１４ 年， 中

国大陆入境帕劳的旅游人数是 ３９９３６ 人， 而同期日本入境帕劳的旅游人数为

３８６１０ 人。 ２０１５ 年到帕劳旅游的日本游客略有下降， 约为 ３０６３５ 人， 远低于

中国大陆的入境帕劳人数 （８６８５０ 人）， 但日本游客仍然是帕劳的第二大游

客群体。 ２０１６ 年日本仍然是帕劳的第二大客源国， 全年共有 ２８９５９ 名日本

人赴帕劳旅游。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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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务省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ｒｅｇｉｏｎ ／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 ／ ｐａｌａｕ ／ ｄａｔａ ｈｔｍｌ。
日本外务省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ｒｅｇｉｏｎ ／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 ／ ｐａｌａｕ ／ ｄａｔａ ｈｔｍｌ。
日本外务省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ｒｅｇｉｏｎ ／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 ／ ｐａｌａｕ ／ ｄａｔａ ｈｔｍｌ。
帕劳政府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ａｌａｕｇｏｖ ｐｗ ／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 ｂｒａｎｃｈ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ｂｕｄｇｅｔ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ｔｏｕｒｉｓｍ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Ｍｏｎｔｈｌｙ。



（三） 改变了帕劳传统的经济运行模式和社会生活方式

日本的 ＯＤＡ 在促进帕劳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促使帕

劳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但是， 这一现代化和商业化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破

坏了帕劳传统的经济生产模式， 改变了帕劳原有的社会生活方式。 日本的

ＯＤＡ 给帕劳带来的现代化和发展理念以及市场化和商品化进程， 使得帕劳

从一个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岛国社会转变为消费至上的西化社会。 从西方国

家获得产品的物质化生活已经成为帕劳人的主导生活方式。 例如， 越来越

多的帕劳人不再愿意花费时间烹饪新鲜的鱼类， 而更愿意从超市购买价格

更低廉、 更容易烹饪的进口鸡肉、 罐头食品、 牛肉和沙丁鱼等。 而在帕劳

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中， 新鲜的鱼类是人们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而现在

大量消费鲜鱼的场面只有在帕劳重要的传统节日才能见到。 饮食结构的变

化直接改变了帕劳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模式。 过去帕劳的成年男性

都是渔民， 捕捞的鱼除了供自己家庭消费外， 还会送给亲戚和邻居 （现在

这种现象几乎不存在了）。 而现在帕劳渔民已经职业化了， 渔民捕捞的鱼

已经变成了他们获取经济收入的商品。 另外， 随着商业化都市的建设， 越

来越多的帕劳人更愿意成为政府或企业的雇员， 而很少有人愿意从事传统

的耕作和捕鱼。
事实上， 帕劳现代商业化发展遇到的问题， 是一些根植于现代化和发展

进程的问题。 自从帕劳被卷入殖民进程以来， 尤其是在后殖民进程中， 通过

接受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大国的经济援助， 帕劳被纳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

中。 这种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给帕劳脆弱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致使帕

劳经济对西方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依赖。 事实上， 这种经济上的脆弱性和依赖

性已经影响到帕劳的经济、 社会安全。 目前， 帕劳最大的经济支柱是旅游业

及与之相关的宾馆、 饭店等服务业。 一方面， 帕劳的旅游业严重依赖国外市

场， 一旦游客来源国经济出现下滑， 帕劳入境游客的数量就会受到影响， 帕

劳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２００３ 年的 “非典” 就曾使

帕劳旅游业遭受重创。 另一方面， 帕劳国土面积狭小， 旅游市场的接待能力

有限。 而且这有限的接待力中， 绝大多数的宾馆、 饭店都是由外国人经营

的， 尤其以日本人和中国台湾人居多。 同时帕劳还需要慎重考量旅游市场的

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这一关乎帕劳生存的问题。 事实上， 为了保护帕

劳生态资源免遭毁灭性的开发， 帕劳政府已经开始限制每年的入境旅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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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这必然会影响到帕劳旅游收入的增加。
此外， 日本提供的援助也存在不合理利用和缺乏监管的问题。 日本对帕

劳的援助缺乏有效的规划， 有些援助项目在资金和设备的使用上没有做出详

细的规定； 有些援助项目即便有相关规定， 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如有些

援助的设备根本没有得到启用， 甚至被挪作他用。 因此， 援助的有效性大打

折扣。

结　 语

总之， 日本对帕劳的 ＯＤＡ 极大地促进了帕劳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改变了帕劳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也基本实现了日本援助帕劳的目标———帕

劳成为日本在太平洋地区重要的友好国家， 也是日本金枪鱼捕捞的重要远洋

渔场和渔产品进口来源地。 尽管日本的 ＯＤＡ 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

题， 给帕劳社会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但毋庸置疑的是， 日本通过向帕劳

等太平洋岛国提供大量的 ＯＤＡ， 在太平洋地区塑造了 “合作” 国家的国际

形象并赢得了 “可依赖” 大国的国际声望。 自 １９９１ 年以来， 日本一直是世

界上最大的 ＯＤＡ 国家之一， 对外援助已经成为日本在 ２１ 世纪培育和塑造软

实力的重要手段。 而对于帕劳来说， 从日本、 美国等前 “宗主国” 那里获

得更多的发展资金， 依然是其最主要的现代化发展动力来源。 但是， 在现代

化进程中帕劳应该重视保留和发展其传统的经济生产方式， 即使仅仅从未来

国家粮食的供应安全着想也应该发展自己的经济产业。
日本对帕劳的援助可以为我国今后援助外交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第

一， 中国的援助应该为受援国民众提供更多的技术援助， 减少直接的物资援

助， 即应该更加注重 “授人以渔”， 而不是 “授人以鱼”； 因为 “所授之

鱼” 很快就会被消费掉甚至浪费掉， 而 “所授之渔” 却可以保证受援国获

取更多的 “鱼”。 第二， 在进行技术合作和派出志愿者时， 应考虑受援国的

需要， 比如， 像帕劳这样的海洋岛国需要鱼产品加工技术的培训人员、 船上

的机械工程师之类的技术人员以及大量的教师。 第三， 应特别加强对基础设

施等与帕劳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的援助， 这些是受援国民众乐于接受

的。 例如， 由日本 ＯＤＡ 提供资金、 日本鹿岛建筑公司承建的新科罗尔 － 巴

伯尔图阿普大桥， 就被称为 “日本 － 帕劳友谊大桥”。 第四， 在援助项目的

实施过程中一定要加强有效的监管， 以确保援助项目预期目标的实现。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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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援助外交要与公共外交、 文化外交等外交方式相互配合， 因为唯有

“心相通” 才能实现 “民相亲”， 而唯有 “民相亲” 方能实现 “国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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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建构主义视域下
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

梁甲瑞

摘要：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体系层次， 并

且在相互对话和辩论中逐步形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脉络和

分析框架。 但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忽略了社会互动过程与社会

关系， 所呈现的是静态的形式， 而过程建构主义则呈现动态的

形式。 太平洋岛国的多样性、 差异性以及地区合作的动态性决

定了不能用静态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导该地区的合作。 本文以过

程建构主义为指导， 认为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符合过程驱动模

式， 并且在过程建构主义视域下， 过程和关系是南太平洋地区

未来深入合作的驱动力。 本文还通过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框架、
印度参与该地区的合作以及斐济的社会化进程这三个案例， 来

检验过程驱动模式。
关键词： 过程建构主义　 过程驱动模式　 南太平洋地区　 印度

　 斐济

在当今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入的情况下， 南太平洋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

原因， 区域合作的过程充满了动态性， 再加上中国、 日本、 印度、 美国等域

外大国参与该地区事务， 使得该地区合作变得更加复杂。 本文从过程建构主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 “太平洋岛国研究” （１５ＡＺＤ０４３） 阶段性成果。
梁甲瑞，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天津师范大学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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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视角探究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 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来验证过程驱动模

型是否适用于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

一　 问题提出

当今国际政治发展的一大趋势就是区域一体化， 世界各地区都建立了各

自的区域组织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和推进区域内国家的合作。 作为当今区域

一体化的典范， 欧盟一体化历经了半个多世纪，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用了不

同的形式， 先后提出了建设煤钢联营、 关税同盟、 共同市场、 货币同盟等不

同阶段的需求。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成功， 世界其他地区开始效仿欧洲， 推行区

域一体化。 东盟十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也走到了一起， 创建了 “东盟方式”。
“东盟方式” 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 与 “欧盟方式” 有很大的不同。 东盟的区域

认同感虽然不强烈， 但是基于共同的安全需求， 东盟一体化不断地推进， 这使

东南亚地区实现了和平与发展， 在国际和地区层面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相对于欧洲和东南亚的区域一体化， 南太平洋地区的区域合作观念一直

很脆弱， 这主要与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所具有的殖民主义色彩、 国内种族

矛盾突出以及国家认同感不强烈所导致的国家政治不稳定和经济发展低迷有

关。 此外， 从国土面积上看， 除了澳大利亚、 新西兰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之

外， 其他国家都比较小， 这严重限制了国家的经济发展。① 实际上， 南太平

洋地区的区域合作早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这从时间上早于欧洲

国家； 但早期的合作是区域国家所主导的， 是一种外源型的驱动， 真正的一

体化是在随后几十年才开始的。
不可否认的是， 南太平洋地区的同质性程度比较低， 缺乏清晰的权力结

构和观念结构， 而且没有高度制度化的安排。 现在这一地区大部分国家社会

处在转型之中并面临着外部大国介入的压力， 在变动的国际和地区政治格局

下， 应该用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理论去推进区域合作。 然而对于南太平洋地

区区域合作的研究相对较少， 对于如何建构稳定的地区合作机制并没有明确

的答案。 如何从过程的视角去建构一种高度制度化的合作安排是现在南太平

洋地区面临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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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和研究回顾

当前关于南太平洋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气候、 经济发展、 文化、 民族

和国家建构等领域， 关于地区合作的研究大部分是从地区主义的角度切入

的。 国外对这一地区的研究比较多， 美国学者埃里克·涉谷 （Ｅｒｉｃ Ｓｈｉｂｕｙａ）
在 《太平洋岛国论坛的问题和潜力》 中介绍了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作用以及

在推进一体化方面存在的阻力， 并指出建构 “太平洋方式” 必须要重视有

效的地区合作。① 澳大利亚学者格里格·弗莱 （Ｇｒｅｇ Ｆｒｙ） 在 《南太平洋地

区的国际合作： 从地区整合到集体外交》 中指出， 南太平洋地区合作的历

史与东南亚国家在东盟框架内合作的历史是截然不同的。② 麦克尔·哈斯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ａｓ） 在 《太平洋方式： 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 中把太平洋岛国

论坛的成功主要归结于 “太平洋方式” 的哲学， 他把太平洋方式称为一种

“一致的妥协” 的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每个成员都能为了整体的利益而自我

付出， 并通过协商一致来达成共识。③ 格里格·弗莱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将

“汇聚区域管理” 这个概念作为中心， 把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南太平洋

地区区域主义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 而且讨论了每个阶段区域主义发展的重

点以及所存在的问题， 指出当前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发展要以历史为鉴， 从

历史 中 汲 取 教 训 并 获 得 启 示。④ 法 尔 拜、 莫 里 森、 贝 克 和 格 鲁 夫

（Ｔ Ｆａｉｒｂａｉｒ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 Ｂａｋｅｒ ａｎｄ Ｓｈｅｒｅｅ Ａ Ｇｒｏｖｅｓ） 在

《太平洋群岛： 政治、 经济和国际关系》 一书中指出： 地区主义被视为太平

洋群岛发展的主要动力； 近年来， 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制度的推广实际上

已经触及该地区发展的每一个领域， 太平洋群岛的地区主义源于不同的环境

和一系列的动机； 太平洋群岛的主要安全问题是经济能力不足， 主要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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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边界或区域纠纷， 而是相互的孤立以及缺少资源。①

另外麦克尔·霍华德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 Ｈｏｗａｒｄ） 在 《太平洋地区的种族与国

家建构》 一文中， 认为南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具有两个共同点： 一是它们都

是殖民主义规则建构的结果； 二是它们都深嵌于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集团。
他主要强调了在民族国家创建和维持的背景下种族的定位问题， 并将对该地

区的种族分析分为四个阶段： 前殖民主义阶段、 殖民主义阶段、 向政治独立

过渡阶段和独立阶段。② 杰夫·利恩和芭芭拉·迪格斯特罗姆 （ Ｇｅｏｆｆ
Ｗ Ｇ Ｌｅａｎｅ ａｎｄ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ｖｏｎ Ｔｉｇｅｒｓｔｒｏｍ） 在 《南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法问题》
一文中， 指出南太平洋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地区， 远离国际社会的关注。 他们

介绍了该地区所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和挑战， 并指出这些问题和挑战的多

样性。③

国内学者对南太平洋地区的研究不是很多， 就地区合作与发展而言， 徐

秀军在 《地区主义与南太平洋地区秩序的构建》 中从地区主义及区域秩序

这一视角来诠释该地区合作的发展。 在谈到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时， 他认为区

域内现今的一体化进程是通过不同功能的区域组织相互合作而发展起来

的。④ 台湾学者何登煌在 《太平洋岛国风情与风云》 中从微观个体的角度，
以静能的方式一方面就南太平洋 １６ 个独立国家及 ６ 个属地的风土人情、 社

会政经与人文环境进行简单的介绍， 另一方面也对 ９ 个重要的区域性国际组

织在南太平洋地区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进行分析， 最后从宏观的角度， 以

动能的方式就包括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 法国和中国等在内的世界主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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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该地区的各项政治、 经济活动及实力消长加以分析。① 林廷辉在 《太平

洋区域整合现状与挑战———从太平洋岛国推动 “太平洋计划” 角度观之》
一文中， 以 “太平洋计划” 为主要分析对象， 探讨了该计划实施的现状、
问题及前景， 认为南太平洋地区在区域一体化的道路上所面临的形势相当

严峻。②

三　 提出假设

从上述文献回顾可以看到，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合

作、 区域发展、 种族与国家建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其中对区域合作的研究

大部分是从地区主义和历史的角度切入的， 并没有探究合作背后的动因以及

未来的趋势。
到目前为止， 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体系理论， 这些主流理论

控制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范式。 这些理论之所以被称为国际关系学的

“范式”， 是因为它们实现了在国际体系层次的高度抽象， 对各自关注的体

系层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关系领域的某些

现象。 西方国际关系三大理论范式都忽略了重要的社会性因素： 社会互动过

程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性关系。 过程包含关系， 关系建构过程， 过程的核心是

运动中的关系， 关系的运动形成了过程。③ 过程建构主义是一种动态的理论，
从根本上说它研究的是过程本身， 是过程中的变化及变化中的关系。 过程是

流动的， 所以研究过程的理论应该是动态的。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基于理性主

义， 关系是通过行为体的互动而产生的， 正如温特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ｅｎｄｔ） 所说

的， 国家之间的互动可以产生霍布斯文化、 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④ 但是在

过程建构主义那里， 关系是先验给定的， 是一种天下观的体系。 过程建构主

义的重心在过程， 过程的核心是关系。 过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可以导向结果，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关系的流动产生权力， 孕育规范和构建行为体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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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因此过程在加强情感性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不可替代的意义。①

由于历史原因， 该地区的国家都具有殖民色彩， 这种殖民历史记忆让这

些国家错过了世界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所以从比较政治学角度看， 这些国家

都是后发国家， 后发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的问题， 比如组

织结构松散、 权利观念淡薄等， 这些后发国家也因此在区域合作中不可避免

地面临着不断变动的过程。 此外， 南太平洋地区很多国家有种族分裂的问

题， 国内政治不稳定， 民族国家观念淡薄， 在某种程度上种族认同高于国家

认同， 这也恰恰说明了民族同质性不高。 但是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
大部分国家在不同的领域和层次上， 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各个国家之间

以及区域内国家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互动不断增强，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催生

了集体认同， 塑造了体系内行为体新合作模式的产生。
西方体系理论的静态性质和南太平洋地区合作的动态性质是矛盾的， 所

以该地区的合作驱动不能基于西方的体系理论。 本文提出的假设是南太平洋

地区的合作是过程驱动的， 以过程和关系为主的地区多边主义通过扩展规范

和加强情感联系， 维持地区稳定， 促进经济合作 （详见图 １）。 这个模型主

体是关系本位和过程本位， 过程和关系是一脉相承的， 过程是流动的关系，
关系在过程中得到强化， 然后在过程的驱动下规范得到扩展， 情感得到加

强， 各行为体对于地区合作的认同进一步强化， 进而有利于地区稳定， 而稳

定的地区政治有利于各行为体之间的经济合作。 这一系列的变化一直处于动

态之中， 不同于理性主义先验设定的逻辑假设。

图 １　 过程驱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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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亚青： 《关系与过程：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四　 案例验证

本文主要通过三个案例来检验这个模型。 第一个是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

框架， 目的是通过对这一框架的讨论， 发现南太平洋地区合作的特征， 验证

多元驱动的地区合作会自然产生多元的过程特征。 第二个是印度参与南太平

洋地区合作的进程， 检验过程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意义。 第三个是地区大国

斐济在南太平洋地区合作过程中的社会化过程， 检验区域内国家在接受和传

播合作过程中所产生的规范的程度。

（一） 地区合作框架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

目前地区合作框架比较完整的是欧盟与东盟。 东盟成立之初只是一个保

卫自己安全利益及与西方保持战略关系的联盟， 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东盟

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政治、 经济、 安全一体化的合作组

织， 并建立起了多样的合作机制。 东盟已经形成了首脑会议、 外长会议、 其

他部长级会议等机制， 还设立了秘书处、 专门委员会以及半官方的机构。 这

已经成为东盟区域合作的制度保证。 虽然东盟的区域认同感并不是很强烈，
但是这并不妨碍东盟区域一体化的推进。 欧盟是当今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

的区域政治、 经济集团组织， 是区域一体化成功的典型。 在纵向上， 欧盟的

区域合作组织体系形成了超国家、 国家、 跨境区域、 地方等多个层次。 在横

向上， 欧盟的区域组织很多， 在整个区域合作政策的制定、 执行和反馈过程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一套完整的区域合作框架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制度

基础。
相较于欧盟的多层次合作体系和东盟的多元合作体系， 南太平洋地区的

合作体系一直处于一种动态的过程中， 其间， 地区主义一直是该地区合作的

主要动力。 １９４７ 年， 六个有着地区利益的宗主国英国、 美国、 法国、 荷兰、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了南太平洋委员会， 虽然该地区岛国的积极性并不

高， 但这开启了南太平洋地区政府间合作的进程。①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和 ７０
年代， 地区合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这一方面加快了非殖民化的进程， 另一

方面在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之间催生了一种区域认同和集体利益感。 主要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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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是 １９７１ 年南太平洋论坛①的建立、 １９７３ 年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 （现在称

“南太平洋论坛秘书处”） 的建立， 以及在高等教育、 渔业、 贸易和环境领

域的专业性组织的建立。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早期， 同样有意义的是通过一系

列的措施对南太平洋论坛进行了调整， 这使得该论坛由一个殖民性的实体转

变成了一个由岛国自己控制的区域组织。
近年来区域合作已经触及每一个领域。 一些政府间的组织， 比如太平洋

岛国论坛、 太平洋共同体在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合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独立部门之间的合作有 ２００ 多个制度安排， 这不仅涉及社会经济领域， 而且

还涉及宗教和文化领域。 这些组织之间相互联系， 但在功能、 目标和制度安

排上各不相同。
１ 南太平洋地区岛国合作环境

南太平洋的地区主义被南太平洋委员会前秘书长称为 “多样性的一

致”。 除了多样性， 在共同的传统、 利益和殖民历史记忆的基础上， 该地区

也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 除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外， 所有的岛国都很

小， 地理位置偏僻， 资源匮乏。
另外一种一致性就是麦克尔·哈斯所说的 “太平洋方式”。 “太平洋方式”

是由斐济前总统卡米塞塞·马拉 （Ｒａｔｕ Ｓｉｒ Ｋａｍｉｓｅｓｅ Ｍａｒａ） 首次提出的， 并逐

渐被接受。 太平洋岛国需要在地区关心的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 而且该地

区的国家有很多的相同点， 这些催生了一些新形式的地区合作。② 本质上

“太平洋方式” 是一种通过非对抗的讨论达成共识的方式， 这种方式建立在双

方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在建立 “太平洋方式” 的过程中， 形成了

某些制度性的规范， 不同于欧盟和东盟， 这种规范的制度性并不是很强。 而

过程也塑造了各行为体的关系， 培育了各方的情感认同。 这种过程和关系属

性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主义， 这是一种在过程中建构关系、 塑造情感的方式。
地区的多样性必须用过程的视角去看待。 然而， 这种多样性也是南太平

洋地区合作所面临的主要困难。 这个地区范围广阔， 国家的政治体制差异比

较大， 未来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 这些多样性构成了地区合作中的阻

碍。 脆弱的经济也减弱了合作的积极性， 这使得很多国家不得不依靠对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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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南太平洋论坛” 更名为 “太平洋岛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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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海外移民汇款等来支撑经济的发展， 这些限制了地区合作过程。
２ 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特点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不断变动， 因为岛国的关系在

这一变动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强化， 所以区域合作趋势进一步明显。 现在南

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合作的过程性。 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主要是通过太平洋岛国论坛

来推动的。 作为地区合作的主导力量， 太平洋岛国论坛自成立以来， 就一直

致力于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早在论坛建立之初就设立了贸易局以协调区

域内各国的活动。 随后该论坛建立了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以主导区域内各国

的经济事务。 各成员国在 １９８１ 年签订了 《南太平洋地区贸易和经济合作协

定》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该协

定具有非互惠贸易的性质， 主要是两个主要的成员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商

品免税问题上， 给予其他国家很大的优惠。 这个协定不仅促进了岛国经济的

发展， 而且加强了成员国之间的联系。 ２００２ 年， 论坛成员国签订了 《太平

洋紧密经济关系协定》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ｌｏｓ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这

个协定将之前的经济合作扩大到投资、 服务、 人员交流等领域， 进一步深化

了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２００９ 年， 论坛通过了 《太平洋领导人呼吁就

气候变化采取行动》 以及 《关于加强太平洋地区发展协调的凯恩斯契约》
等文件， 集中讨论了气候变化以及金融危机对岛国的影响。 ２０１０ 年， 太平

洋岛国论坛讨论了气候变化、 发展援助协调、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贸易、
能源、 地区组织改革等问题， 并就斐济局势交换了意见， 发表了加快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的 《维拉港宣言》。 ２０１２ 年， 论坛发表了 《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关

于性别平等的宣言》， 这标志着太平洋岛国论坛不仅关注地区稳定和经济合

作， 同时也关注地区的人文情况， 是论坛的一大进步。
另外， 国际贸易问题也已经成为论坛所关注的重点， 为此论坛采取了很

多措施， 主要有鼓励成员国加入 ＷＴＯ， 支持成员国在 ＷＴＯ 多边贸易谈判的

框架内， 特别是通过在日内瓦的太平洋岛国论坛永久代表办公室， 维护自己

的利益， 这个办公室是在欧盟的支持下建立的。
虽然摩尔 （Ｍｏｏｒｅ） 认为岛国的边界和地区争端不是主要的威胁，①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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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仍不容忽视， 因为没有安全保障， 很难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该地

区岛国一致认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安全与稳定的环境。 太平洋岛国论

坛治理与安全计划支持成员国通过合作实现地区安全，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考

虑。 一方面， 尽管南太平洋地区远离世界政治经济热点地区， 但是由于这些

国家的政治治理和经济发展能力普遍较弱， 它们凭借自身能力很难有效维护

国内安全和海洋权益， 面临着严峻的安全隐患。 另一方面， 当今世界非传统

安全威胁正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 南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跨国犯罪和恐

怖主义的温床， 这单靠一个国家很难解决。 为此， 太平洋岛国论坛签订了一

系列的安全合作宣言， 目的是让成员国的资源得到整合， 以此促进地区的和

平与稳定， 更好地保证经济合作。① 地区安全的合作使得南太平洋地区的过

程性得到更好的体现。 正是过程的流动性使得成员国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这

一地区没有欧盟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强烈的区域认同感， 也缺乏东盟强烈的安

全驱动和中日韩等国家的强力参与， 南太平洋地区只能在不断变动的过程中

建构集体认同的关系。
第二， 过程驱动的合作模式意味着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具有高度的开放

性和多元性。 太平洋岛国现处在与区域外大国建构关系的过程中。 像其他大

部分地区一样， 南太平洋地区正在从后殖民主义、 后冷战时期向一个充满不

确定性的时期过渡。 在适应全球化的过程中， 该地区的岛国面临着很多的困

难。 作为功能性的主权国家， 岛国需要适应全球体系以抵抗外部的压力。②

在建构地区合作规范和秩序的过程中， 南太平洋地区与地区外的国家和组织

的合作体现了明显的开放性和多元性。
３ 南太平洋地区与东盟的关系

东盟与太平洋岛国有着广泛的合作关系， 是太平洋岛国论坛最密切的合

作者。 １９６７ 年 ８ 月， 印度尼西亚、 泰国、 新加坡、 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

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 发表了 《曼谷宣言》， 正式宣告了东南亚国家

联盟的成立。 作为近邻， 东盟与太平洋岛国在诸如渔业和深海资源控制以及

环境保护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 近年来， 东盟国家在太平洋的利益日益增

多， 因此， 两个区域组织都十分渴望合作以及确认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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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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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为进一步的互动与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①

除了区域组织之间的联系之外， 还有双边联系， 且这些联系一直处在动

态的过程中。 一些东盟成员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斐济建立了外交关系， 双

方之间的互动密切。 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例， 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是其对

外工作的重点之一。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东盟外长会

议。 １９９４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东盟地区论坛成员。 马来西亚是巴布亚

新几内亚的重要投资国。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菲律宾也有许多私营企业在

巴布亚新几内亚投资。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索马雷出席了在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 在会议期间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总统

苏西洛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索马雷访

问了菲律宾。
４ 南太平洋地区与区域外国家的合作

南太平洋地区与区域外国家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这种合作关系在双

方互动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强化。 美国、 中国、 日本等国家出于不同的战略考

虑， 加大了同这一地区的合作力度。 由于日本也是岛国， 它与太平洋岛国在

地理方面具有共同的特性， 因此下面以日本为例来说明南太平洋地区同区域

外国家的合作。
日本是一个岛国， 对海洋资源有着很高的依赖性。 谋求海洋大国地位、

扩大海权一直是日本近代以来的战略追求目标。 日本与南太平洋地区的接触

有很长的历史， 在大部分太平洋岛屿上都能发现日本航海家曾经留下的足

迹。 早在 １９ 世纪的时候， 日本就把太平洋岛国作为自己殖民扩张的潜在地

点。 考虑到南太平洋地区丰富的渔业、 林业和矿产资源， 同时为了争取太平

洋岛国的 “联合国投票资源” 和牵制中国海洋战略的扩张， 日本一直很重

视同这一地区的合作。 长久以来， 日本是南太平洋地区主要的远海捕鱼国、
主要援助国和贸易伙伴。② 日本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的方式之一是建立与太

平洋岛国论坛的关系， 从 １９８９ 年开始日本就与太平洋岛国论坛举行副部长

级的对话。 １９９７ 年， 日本外相高村正彦 （Ｍａｓａｈｉｋｏ Ｋｏｕｍｕｒａ） 参加了在库克

群岛举行的对话。 从 １９９７ 年开始， 日本提议并推动召开的 “日本和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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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国首脑峰会” （ＰＡＬＭ） 每三年举行一次， 这加强了日本与岛国的关系。
每年日本外务省都会邀请太平洋岛国论坛主席对日访问， 其他各个层次上的

来往也在不断地推进。①

（二） 印度参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 在过程中建构身份和意义

对南太平洋地区来说， 过去几十年的地区合作在过程模式的驱动下， 取

得了很大的进步。 印度作为南太平洋地区之外的一个国家， 它的身份在同这

一地区的合作过程中被重新建构， 由一个敌对性角色转化为合作者的角色，
同时印度的参与也没有改变南太平洋地区合作的过程驱动模式， 过程中所产

生的规则和规范被各个国家所遵守。 在印度参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之后， 印

度也自觉遵守过程中的规则和规范。 在加入地区合作之前， 印度的敌对角色

主要是由 １９９８ 年印度的核试验以及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核试验造成的， 这种

敌对角色在合作过程中发生了变化， 塑造了印度新的身份。 同时对于南太平

洋地区来说， 这种过程驱动型的合作模式可以使原有的关系发生变化。
１ 印度和南太平洋地区合作的背景

印度政府从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１１ 日开始， 在 ４８ 小时内连续进行了 ５ 次核试

验， 而且进行了一次短程导弹试验， 这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美国和日

本表示对印度进行经济制裁，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召回了驻新德里的大使以

表示抗议， 俄罗斯表示要慎重向印度提供武器。 此外， 奥地利、 加拿大、 马

来西亚、 韩国、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对印度进行核试验表示关切与不安。 法国

敦促印度全面禁止核试验。 印度的核试验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连锁反应， 尤

其是在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 一直以来， 这些国家抱怨大国的核

试验， 并致力于推动全球裁军。②

太平洋岛国之所以反对核试验， 是因为这一地区是大国核试验的受害

者。 二战后， 南太平洋地区是核试验的主要场所。 放射性的核污染至今仍然

存在。 美国 １９４６ 年在马绍尔群岛开始了核试验， 这一直持续到 １９６２ 年。 英

国从 １９５２ 年到 １９５７ 年在澳大利亚进行核试验， １９５７ 年和 １９５８ 年分别在莫

尔登岛和圣诞岛进行了核试验。 法国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早期决定发展核武

７９过程建构主义视域下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　

①
②

日本外务省： 《日本和太平洋岛国论坛关系》，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ｒｅｇｉｏｎ ／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 ／ ｓｐｆ ／ 。
Ｐａｎｋａｊ Ｊｈａ， “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ａｓｐｏｒｉｃ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ｃｋ ⅡＩｎｄｉａ⁃ＮＺ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２０１０， ｐ １



器， 并在法属撒哈拉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１９６３ 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 法

国将核试验转向了法属波利尼西亚的穆鲁路环礁 （Ｍｕｒｕｌｏａ Ａｔｏｌｌ）， 在这里

进行了一系列的核试验。 太平洋岛国论坛一直采取各种措施反对核试验， 同

时南太平洋地区也强烈反对任何国家向南太平洋倾倒有辐射性的废弃物。①

大国在这一地区的核试验导致了 １９８５ 年 《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ｒｅｅ Ｚｏｎｅ Ｔｒｅａｔｙ） 的签订， 该条约从 １９８６ 年开始生效。 这个

条约表明了太平洋岛国宣布放弃核武器， 保证不在这一地区进行核试验或安

置核武器， 同时获得核大国不对这一地区使用核武器的保证。 对于印度

１９９８ 年的核试验， 作为核试验受害者的太平洋岛国提出抗议与谴责， 而且

把印度建构成一个敌对者的身份。 在温特的建构主义看来， 敌对者身份就是

一种霍布斯文化。 霍布斯文化的性质是冲突性的， 但是如果在过程建构主义

的视域下， 冲突性并不是被先验给定的， 在过程中关系可以发生变化， 从而

塑造新的身份。 所以在新的全球和地区环境下， 印度参与南太平洋地区的合

作催生新的身份和意义。
现在全球重心已经转向了印度洋 － 太平洋地区， 受美国 “亚太再平衡”

战略和中国日益崛起的影响， 印度已经扩大了在南太平洋的参与， 把这一地

区当作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的重点。 在 “向东看” 战略的指导下， 印度在

南太平洋地区尝试调整能力建构和经济联系， 寻求积极的对话和参与式合

作。② 对于太平洋岛国来说， 印度日益增长的国力已经对其有重要的影响。
在中、 美、 日等大国在这一地区博弈的背景下， 从某种程度上说， 印度的参

与可以平衡各大国的力量， 同时太平洋岛国可以享受印度提供的经济援助，
通过与印度的经济合作， 提升自己的经济力量。

２ 双方合作过程的建构

与区域外的大国如美国、 日本、 中国、 法国等相比， 印度在南太地区缺

乏一种稳定的战略， 其对南太地区的参与只是 “东进政策” 的延续。 印度

对南太缺乏关注体现在其在该地区没有连续一致的外交代表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在 １４ 个岛国中， 印度只在两个国家有特派使节团 （Ｈｉｇ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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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分别是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 原因是在斐济有相当多的印

度裔斐济人， 而印度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有着密切的经贸往来。
除了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外， 印度通过 “次区域” 接触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的手段与其他 １２ 个岛国进行往来： 印度在斐济的使节团被委派到

汤加、 图瓦卢、 瑙鲁和库克群岛； 在惠灵顿的使节团被委派到基里巴斯、 萨

摩亚和纽埃；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使节团被委派到瓦努阿图和所罗门群岛；
在菲律宾的使节团被委派到帕劳、 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① 考虑

到这种零散的外交手段， 印度很难利用其与南太地区 “天然联系” 的优势

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此同时， 印度的政策重点开始转向扩大其地缘战略视域， 冲出东南亚

的范围。② 印度国防部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的年度报告强调， 由于国家角色的变

化， 印度安全利益的范围应当超越传统东南亚的地缘政治范围， 对印度来

说， 东南亚是一个很小的经济空间。③ 这种观点在印度 《２００７ 年海洋军事战

略》 以及 《２００９ 年海洋战略报告》 中被进一步阐述， 两者都主张印度的空

间利益范围应当超越传统的东南亚和印度洋。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 印度扩大空间利益和地缘政治范围也是其 “印

太”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④ 战略视域下的题中应有之义。 自 ２０１０ 年之后， “印太”
这个概念逐渐在印度政府中取得了战略话语权， 印度洋 －太平洋的地缘政治

和地缘经济意识在 “印太” 概念中日益显现出来， 它把印度 “南进” 和

“东进” 的政策联系起来， 东印度洋、 西太平洋， 甚至南太平洋都属于这

一战略视域的范畴。 不仅印度政府官员在不同的场合使用这一术语， 而且

很多海军将领以及有影响力的智库学者， 比如希亚姆·萨兰 （ Ｓｈｙａｍ
Ｓａｒａｎ） 和雷嘉·莫汉 （Ｃ Ｒａｊａ Ｍａｎｔｈａｎ） 也强调了这一术语的重要性。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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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同日本、 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使 “印太” 概念具有了更大

的吸引力。
２００２ 年， 印度作为观察员加入太平洋岛国论坛， 承诺向岛国提供超过

１０００ 万美元的援助， 这反映了印度想参与该地区合作的意愿。 印度前外交

部长克里希那 （Ｓ Ｍ Ｋｒｉｓｈｎａ） 指出， 太平洋岛国 “向北看” 的政策与印度

“向东看” 的政策吻合， 将会创造一种协同效应， 这是由于南太平洋地区自

然资源丰富， 双方在各个领域合作的潜力很大。 考虑到双方特殊的需要， 印

度开始了其与太平洋岛国论坛持续的互动过程。 印度有自己的岛屿区域， 理

解太平洋岛国在保护脆弱的生态系统时所面对的挑战与需求。 在 ２００４ 年的

对话会议上， 印度建议对卡瓦的化学效果进行研究。 论坛成员国迫切希望在

印度的实验室对卡瓦进行测试， 这是因为卡瓦对岛国居民的生活有重要影

响， 而且是岛国重要的收入来源。 ２００９ 年， 印度把援助扩大到 １４ 个太平洋

岛国， 援助额从 １００ 万美元到 １２５ 万美元不等。

（三） 斐济的社会化

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进程主要受太平洋岛国论坛驱动， 太平洋岛国论坛

是推进地区主义的主要力量， 不仅催生了一个稳定的地区环境， 而且保证了

“太平洋方式” 的运行， 最主要的是催生地区大国的社会化。 社会化的标志

是规范的传播和接受。① 太平洋岛国论坛的规范要求行为与 “太平洋方式”
相符合， 主要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决策， 而不是独裁。② 斐济是太平

洋岛国中经济实力较强、 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 从地理位置上看， 斐济位

于西南太平洋中心， 是南太平洋地区的交通枢纽， 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优

势。 所以， 斐济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区大国。 本案例主要是用太平洋岛国

论坛恢复斐济成员国的资格来验证过程驱动模式对地区大国社会化的影

响。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 时任斐济武装部队总司令姆拜尼马拉马发动军事政

变， 推翻了前总理恩加拉塞领导的民选政府并解散议会。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斐济

成立临时政府， 姆拜尼马拉马担任总理。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 日， 太平洋岛国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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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秦亚青： 《关系与过程：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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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主席、 纽埃总理塔拉吉宣布， 由于斐济军事政府领导人姆拜尼马拉马没有

在 ５ 月 １ 日前公布在年底前举行全国大选的日期， 论坛从即日起终止斐济的

参会资格。 太平洋岛国论坛之所以取消斐济的成员国资格， 主要是因为斐济

国内军事政变影响了政治稳定， 动荡的国内政治环境不符合太平洋岛国论坛

的规范。
在 ２００６ 年斐济发生军事政变后， 国际社会对斐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强烈谴责了斐济政府， 对其实施了制裁， 包括对斐济政府

官员、 军事人员及其家属下达的旅行禁令。 在新西兰求职的斐济临时工作人

员的签证的签发被延迟了。① 西方对军事政变的指责及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使得斐济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 重新选择贸易伙伴。 比如从 ２００６ 年

开始斐济提高了对亚洲的开放程度， 特别加强了同中国的贸易， 以此作为

２００６ 年军事政变后斐济 “向北看” 经济合作政策的一部分。 姆拜尼马拉马

选择在 ２０１０ 年斐济独立四十周年之际， 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上海世博会，
他高度肯定了同中国的关系， 指出中国对斐济的贷款达到了 １５ ６ 亿美元，
这些贷款被用于基础设施和房屋建设以及信息技术工程项目。② 但是这不足

以抵销经济制裁带来的损失。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斐济总统批准新宪法， 这使得斐济结束了宪法真空期， 为

２０１４ 年大选铺平了道路。 新宪法不以种族划分人群， 使得每一位斐济公民

获得了 “斐济人” 的称谓， 这体现了人人平等的民主原则。③ 虽然斐济仍然

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 但是新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斐济正在通往政治民主化

的道路上， 同时也体现了后现代国家进行社会化的努力。 斐济的社会化不

仅改善了国内的政治环境， 同时也符合太平洋岛国论坛的规范。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因斐济成功举行议会选举， 太平洋岛国论坛决定恢复该国的

成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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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新西 兰 劳 动 部： 《 对 斐 济 的 制 裁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ｔ ｎｚ ／ ＮＲ ／ ｒｄｏｎｌｙｒｅ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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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６５， Ｎｏ ３， ２０１１， ｐ ３０６
斐济新宪法共定义了 ３８ 个公民权利。 斐济最高权力部门———议会实行一院制， 共设 ５０ 席。
议会选举每 ４ 年举行一次， 仅设全国范围的单一选区， 年满 １８ 周岁的斐济公民均有投票

权。 在议会占多数席位的党派领导人出任政府总理。 总统是国家元首并礼节性地担任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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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和启示

本文通过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框架、 印度参与地区合作以及斐济的社会

化过程三个案例验证了过程驱动模式。 目前南太平洋的地区合作正处于一种

变动的过程之中， 所以不能用静态的理论来指导变动的合作过程。 由于中、
美、 印、 日等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参与， 这一地区的合作过程变得更为复杂。
在这种复杂变动的背景之下， 各种权力、 制度和观念并没有成形， 过程不断

建构着行为体的身份和意义， 催生各种新的规范， 确立国家之间的关系。 从

某种意义上说， 过程建构主义不仅能解释东亚地区的合作， 而且同样能解释

和指导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 不同于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用过程驱动

模式解读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 强化 “太平洋方式”。 如果说 “东盟方式” 在凝聚东亚区域共

识、 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那么 “太平洋方式” 则

相对比较松散， 宽泛的规范不利于区域认同的形成。 太平洋岛国在政治、 经

济、 文化等方面差异比较大， 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将会长期存在， 所以

“太平洋方式” 应该注重在合作过程中塑造成员对区域的认同感。 而且 “太
平洋方式” 有利于把各国的注意力从关注内部的纷争转移到注重各国的需

要上， 巩固各国的团结。
第二， 加强区域内国家合作过程。 除了斐济、 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外， 其

余岛国经济普遍落后， 所以岛国的发展依赖区域的合作。 由于岛国地理位置

的特殊性， 国家之间比较分散， 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凝聚起来。 传统的合作领

域比较单一， 大部分集中在环境、 渔业等方面， 所以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稳

固。 但是如果加强合作过程， 各国不仅可以以 “伙伴” 的身份加入区域大

家庭， 还可以加强区域的凝聚力。 由于南太平洋地区有密克罗尼西亚、 美拉

尼西亚、 波利尼西亚三大种族文化区， 所以集体认同感并不强烈。 传统的地

区主义忽略了过程本位和关系本位， 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只有加强合作过

程， 才能塑造各国大家庭成员的身份， 培养集体认同， 而这种集体认同反过

来也会促进过程， 所以正如过程建构主义所指出的， 过程是流动的关系。
第三， 深化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 太平洋岛国论坛自

成立以来， 致力于南太平洋地区的政治、 经济、 环境等领域的合作， 区域一

体化程度日益提高， 但是大部分岛国具有被殖民的历史， 而这种殖民文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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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区域外国家合作的主要障碍。 太平洋岛国论坛应该发挥地区组织的作用，
在引领国家合作的过程中， 深化国家间关系。 与此同时， 太平洋岛国论坛在

推进区域合作的过程中， 应促进国家的社会化， 国家社会化的标志就是规范

的传播和接受。 上文中斐济的社会化就是很好的例子。
第四， 加强同区域外国家合作的过程。 一直以来， 南太平洋地区具有战

略区位、 资源以及在联合国中不可忽略的地位等优势。 现在区域外大国已经

广泛参与到这一地区的合作过程中， 地区外大国的参与使得太平洋岛国得到

了很多实惠， 比如经济援助等。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南太平洋地区的发展面

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岛国自身存在脆弱性， 在同区域外大国合作过程中建构

身份和意义， 可以使这些国家克服自身无法克服的脆弱性， 利用大国的支持

与参与得到实惠。
过程建构主义是源于中国的 “天下” 体系， 不同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

论。 由于东亚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比较大， 所以它在东亚地区合作上具有解

释力。 但是南太平洋地区的文化不同于儒家文化， 是一种异质文化， 所以过

程建构主义对这一地区合作的解释和指导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和探究。 本文

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在以后的研究中会进一步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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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的独立与
西方宪政模式的输入

倪学德

摘要： 萨摩亚是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太平洋岛国。 在争取民族独

立的过程中， 萨摩亚基本上做到了西方文化和本地文化的有机结

合， 通过和平方式有序地从托管政府过渡到独立政府。 萨摩亚在输

入西方宪政模式的基础上， 同时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点。 萨摩亚的

独立过程为其他太平洋岛国争取独立提供了参考和样板， 在随后的

二三十年中， 南太平洋其他岛国也相继获得了民族独立。
关键词： 萨摩亚　 独立　 宪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非殖民化进程加快。 在南太平洋地区， 西萨摩

亚率先挣脱了殖民枷锁， 获得了民族独立。 同时， 萨摩亚根据自己的基本国

情， 引入了西方宪政模式， 把外来制度与本土传统有机结合起来， 从而为发

展中小国走向政治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例证。

一　 德国和新西兰对萨摩亚的治理

１９００ 年 ２ 月， 德国正式宣布西萨摩亚 （简称 “西萨”） 为德国的保护

国， 并于 ３ 月 １ 日在穆里努乌升起了德国国旗， 从此西萨的正式名称变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 “太平洋岛国研究” （１５ＡＺＤ０４３）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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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属萨摩亚”。 在升旗仪式上， 德国宣读了德皇威廉二世的信件： “为祖国

献身的德国士兵倒下和埋葬的地方及德国鹰旗的鹰爪所到的地方， 都是德国

的土地， 德国人将在那里存在。”① 这标志着德国将西萨划入自己的版图。
德国吞并西萨后， 任命当时萨摩亚临时政府行政长官威廉·索尔夫为首

任总督。 索尔夫是位能力很强的人， 他思维敏捷， 行动果断， 熟悉萨摩亚文

化， 对萨摩亚人的态度变化和舆论反应比较敏感。 索尔夫在发表就职演说时

表示， 他将按照萨摩亚风俗来治理萨摩亚， 同时， 萨摩亚人必须承认德国皇

帝是他们的最高君主， 必须接受德皇的代表即总督在萨摩亚行使职权。 索尔

夫认为， 萨摩亚人是需要进行教育和指导的大孩子， 他要对这里的风俗习惯

和法律机构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以便逐步转变萨摩亚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
索尔夫上任后，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其统治地位。 首先， 他解除了

萨摩亚人的武装， 到 １９０１ 年初， 共收缴枪支 １５００ 件。 其次是解决王位继承

问题。 为了避免社会动乱， 他宣布在萨摩亚德高望重的马塔阿法为至高无上

的马他伊 （即部落酋长）， 负责行政管理事务， 总督的命令通过他传达给萨

摩亚人。 同时他还成立了主要由四大家族成员组成的管理委员会， 来稳定萨

摩亚社会。 １９１１ 年， 索尔夫离开萨摩亚， 后升为德国殖民秘书。 １９１２ 年，
舒尔兹出任萨摩亚总督。

在经济发展方面， 索尔夫认为萨摩亚太小， 而且远离德国， 即使西萨的

土地被全部开发出来， 对德国而言仍是微不足道的。 但随着泛德殖民运动的

开展， 德国政府强调所有的殖民地都要服务于德国， 德国的种植园主也希望

开发萨摩亚。 １９０１ 年， 德国后备役军人里查德·迪肯写了 《你好， 萨摩亚》
一书， 对萨摩亚进行了富于浪漫色彩的夸张描述， 这更加引起了德国人的开

发兴趣。 迪肯介绍说， 萨摩亚是发展小型种植园的天堂， 只要投入少量资

金， 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 这本书在德国很受欢迎， 对一些人希望去萨摩

亚开发种植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索尔夫不同意迪肯的观点， 他认为大

规模种植园农业是西萨经济发展的基础， 只有大规模种植才能获利， 试图依

靠小型种植园创造财富的人不会富裕， 这样将会降低德国人在萨摩亚的声

望。 因此， 索尔夫极力支持垄断型的大公司， 在获得土地和招募劳工方面给

予其优惠。 而对于多数小种植园主， 由于他们大多已在萨摩亚成家立业， 如

果让他们获得更多土地有可能使其卷入当地的政治纷争， 给当局带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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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不鼓励小种植园经济的发展。
索尔夫只鼓励大种植园的政策使他和小种植园主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

小种植园主怨声四起， 迪肯更是冲在前面， 强烈反对索尔夫的政策。 这引起

了德国政府的关注， 索尔夫不得不回国解释其在萨摩亚的政策。 他的观点最

终得到了德国政府殖民办公室的支持， 索尔夫鼓励大企业但不支持白人定居

的经济政策成为德国当局殖民政策的样板。
新西兰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 后来由于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 获得内部

自治。 它害怕母国英国的敌对国德、 法在萨摩亚的影响超过英国， 对自己构

成威胁， 因此希望英国占领包括萨摩亚在内的所有太平洋岛国。 英国也正是

基于这种考虑在 １９ 世纪末将库克群岛和纽埃吞并， 使其归属新西兰。 但由

于种种原因， 英国当时没有同意新西兰关于占领萨摩亚的请求。
２０ 世纪初， 欧洲大国尤其是英德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 争夺殖

民地的斗争愈演愈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二天， 即 １９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 英国便用加急电报通知新西兰占领德属萨摩亚。 新西兰接到指令后， 很

快就派洛根上校率领远征军开赴德属萨摩亚。 不久， 洛根宣布建立以他为首

的萨摩亚军政府。
军政府时期最重大的事件是 １９１８ 年的大流感。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 来自

奥克兰的载有一批肺炎流感患者的船只经斐济抵达阿皮亚。 由于军政府没有

采取任何检疫措施， 流感在西萨摩亚迅速蔓延。 洛根本人走村串户， 送药及

食品， 但仍然有 ８５００ 多人死于这场波及全世界的流行性感冒， 占当地人口

的 ２２％ ， 这一比例居世界首位。① 据记载， 当年新西兰死于流感的人数仅占

总人口的不到 ０ ５％ 。 而且更多的人虽然没有被病魔夺去生命， 但也重病无

助。 向来注重葬礼的萨摩亚人， 第一次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去的亲人和好友

被草率地抛进集体坟墓。
洛根军政府的无能在此次传染病疫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萨摩亚人和当

地欧洲居民对洛根政府极其不满。 １９１９ 年， 洛根回国。 罗伯特·瓦尔德·
泰特上校被任命为西萨摩亚行政长官。

１９２０ 年 ５ 月 １ 日， 新西兰通过了 《萨摩亚宪法草案》。 这一法案的基础

是新西兰宪法， 为新的行政当局提供了法律基础。 它剥夺了萨摩亚传统权威

的作用， 将权力集中到了行政当局手中， 而且在萨摩亚议会中只给当地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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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当少的席位， 萨摩亚人在政府中只起顾问作用。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 国际联

盟理事会正式确认由新西兰托管西萨摩亚。
萨摩亚自 １９２１ 年起由新西兰军政府治理改为民政统治， 其主要目标是

改善当地居民的福利。 新西兰优先考虑的是萨摩亚的医疗卫生问题， 建立了

一些卫生设施。 但新西兰政府规定在海外托管地当局任职的官员应保持中

立， 不能受当地政治的影响， 再加上种族歧视的偏见， 新西兰行政当局官员

对西萨及其人民了解甚少； 而当地政府不能参与政策的制定， 他们只能执行

新西兰当局制定的政策。 新西兰行政当局于 １９２２ 年通过了 《萨摩亚罪犯条

例》， 剥夺了萨摩亚马他伊委员会将触犯法律或惹是生非者驱逐流放的权

力， 而将之转给行政长官掌握。 长官可以用取消头衔的方法来惩罚违纪的马

他伊， 目的是强迫萨摩亚地方当局服从新西兰制定的规章制度。 在 １９２１ 年

至 １９２６ 年期间， 就有 ５３ 个萨摩亚马他伊遭到流放并丧失头衔。①

西萨摩亚人对这些规章制度非常痛恨， 对新西兰家长式的独裁统治， 尤

其是对其干预萨摩亚权威头衔的做法深恶痛绝。 １９２６ 年， 第二任民政长官

理查森建议用现任马他伊任命继任者制度取代古老的马他伊选举制， 更是引

起了当地人的普遍反对。 从 １９１４ 年占领西萨到 １９６２ 年西萨独立， 新西兰统

治西萨达 ４８ 年之久。 在这近半个世纪中， 新西兰在西萨先后派遣了 ９ 位行

政长官。 尽管这些人的管理才能和方式各不相同，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那就

是他们始终把新西兰的利益置于萨摩亚利益之上。 在这恩恩怨怨的几十年

里， 新西兰也确立了与萨摩亚的特殊关系。
无论是德国不支持白人定居的政策， 还是新西兰的民政统治， 它们都没

有摆脱旧殖民统治的窠臼， 都是把萨摩亚作为附庸和统治对象， 这自然引起

了萨摩亚人的强烈不满。

二　 起草新宪法

联合国成立后， 托管委员会负责分配各大国的托管地， 并对战败国控制

的领地重新进行分配。 《联合国宪章》 托管委员会将西萨列为没有能力行使

完全独立权力因而需要在国际监督下实行内部自治的领地， 让新西兰托管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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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 在未与西萨商议的情况下， 新西兰与联合国托管委员会签订了托管

协议。 西萨人对托管安排非常不满， 应萨摩亚人独立的要求， 新西兰内政部

助理秘书长福斯·沙纳汉作为总理特使于 １９４６ 年底访问西萨， 向西萨说明

新西兰托管的目标是让其最终实现自治或独立。 在这样的情况下， 西萨才接

受了让新西兰托管的决定。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联合国大会批准了新西兰

对西萨摩亚进行托管的协议。 东萨归美国政府所有， 不在托管范围之内， 因

此联合国对东萨问题无权过问。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西萨向托管委员会递交了请愿书， 请求联合国派代表团

到西萨考察并表明西萨接受托管的条件和要求。 联合国考察团访问期间， 萨

摩亚人提出了有关立法委员会组成、 当地人进入公务员队伍、 不动产公司土

地归属等问题的多项建议。 在联合国考察团的努力下， 西萨与新西兰殖民当

局经过艰苦磋商， 双方达成妥协， 通过了 １９４７ 年 《萨摩亚修正法案》。 主

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１） 新西兰行政长官被指定为高专即高级专员， 由 “西萨摩亚政府”

取代 “西萨摩亚行政机构”。
（２） 国务院由高专和萨摩亚顾问马塔阿法·法乌穆伊纳·费阿美·穆

里努乌、 图普阿·塔马塞塞·米亚奥雷第二和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等

人组成。
（３） 立法委员会更名为立法议会， 对议会成员分配做出了明确规定。
（４） 立法议会有广泛立法权， 但高专对其有否决权。 高专主持立法议

会并拥有投票权。 立法议会的权力不涉及国防和外交事务。
（５） １９２１ 年 《萨摩亚法案》 的宪法部分依然有效。
法案在法律上用 “西萨摩亚政府” 取代了原来的 “西萨摩亚行政机

构”， 原来的新西兰总督改称 “高专”， 这标志着西萨将走向自治。 因此，
１９４７ 年 《萨摩亚修正法案》 被认为是西萨走向自治的里程碑。

１９４８ 年 ６ 月 １ 日， 新的萨摩亚国旗第一次与新西兰国旗同时升起， 这

个日子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 对西萨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是他们心中的国庆日。 这就是后来西萨独立时把 ６ 月 １ 日作为独立日的

原因。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 盖伊·里查德逊·波尔斯接替沃尔克担任高专， 他以善

于处理民事著称， 被认为是领导萨摩亚实现自治的恰当人选， 在他任职期间

萨摩亚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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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至 １２ 月 ２２ 日， 根据盖伊的建议， 西萨召开了宪法委

员会成立会议， 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建立由议长主持的立法议会；
（２） 四大家族各自的最高头衔马列托亚、 塔马塞塞、 马塔阿法、 图伊

马列里伊法诺的拥有者有资格竞选元首；
（３） 决定图普阿·塔马塞塞·米亚奥雷第二和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

第二为终身双元首， 取代高专的职能；
（４） 由图普阿·塔马塞塞·米亚奥雷第二和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

二任宪法委员会双主席， 宪法委员会下设工作委员会和指导委员会；
（５） 宪法委员会在慎重考虑了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 决定于 １９６０ 年成

立独立政府；
（６） 议会中 ２ ／ ３ 多数通过不信任案可以迫使内阁下台；
（７） 赋予元首接受或拒绝总理建议的权力；
（８） 新一届议会必须在大选 ４５ 天内召开首次会议。①

１９５５ 年新西兰政府接受了上述决定。 １９５７ 年西萨通过 《萨摩亚宪法修

正案》， 重新界定了高专的职能， 并决定实行内阁制， 内阁由总理和 ８ 名部

长组成， 萨摩亚议员人数增加到 ４１ 人， 从 ４１ 个选区的马他伊中选出， 每个

马他伊有一票选举权。 １９５９ 年成立自治工作委员会， 就与实现自治有关的

所有问题进行讨论并做出临时决定。 １０ 月 １ 日， 《萨摩亚宪法修正案》 生效

后， 西萨举行了首次从议员中选举总理的大选。 费阿美·马塔阿法·法乌穆

伊纳·穆里努乌第二当选总理， 托菲劳·埃蒂·阿莱萨纳等被任命为内阁部

长。 费阿美·马塔阿法·法乌穆伊纳·穆里努乌第二在任农业部部长时就给

人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显示出政治领袖的风范。 他能言善辩， 有效地领导

了国家发展， 赢得了人们的信赖。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 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 起草宪法最难的问题是关于

萨摩亚人的基本权利以及马他伊的权利与义务问题。 经过各方讨论磋商， 委

员会对有关宪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达成一致： 采取英国议院式宪法体制， 国家

元首的权力相当于英国女王的权力； 实行内阁负责制； 任何修宪议案， 二读

和三读之间应有 ９０ 天的间隔， 三读时需要有 ２ ／ ３ 多数通过才能生效。 １９５４
年宪法委员会决定图普阿·塔马塞塞·米亚奥雷第二和马列托亚·塔努马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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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第二为终身双元首。 新宪法草案明确规定， 双终身元首之一逝世后， 另一

位将单独担任元首之职。 两个终身元首死后， 应由议会选举单一元首， 任期

五年， 同时成立至多由三人组成的副元首委员会， 在元首因种种原因不能履

行职责时代行其职。 具有皇家头衔者有资格竞选元首或副元首委员会成员之

职； 如打算参与日常政治活动， 必须宣布不竞选元首或副元首之职。
独立后的国名最后定为 “西萨摩亚独立国”。 议会的活动及与其工作有

关的所有文件应同时使用萨摩亚语和英语。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 成立了新的宪法

委员会， 其目的是实现 “萨摩亚人的萨摩亚” 的奋斗目标， 新宪法于 １９６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通过。

新宪法的制定为西萨摩亚的独立奠定了法律基础， 这意味着独立后的萨

摩亚在采用近代西方宪政结构的同时， 也考虑到了自身的发展状况和基本

国情。

三　 西萨摩亚独立

１９６２ 年 １ 月 １ 日早晨， 来自南太平洋委员会成员国、 德国及太平洋邻

国的代表会聚阿皮亚， 参加 “西萨摩亚独立国” 成立这一历史性庆典。 新

西兰总理及反对党领袖作为新西兰的代表出席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盛

典。 在万众瞩目的庄严时刻， 新西兰国旗徐徐降下， 西萨双元首图普阿·塔

马塞塞·米亚奥雷第二和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一道升起了西萨摩亚独

立国国旗。 西萨摩亚从此结束了被异族统治的历史， 开始了独立自主开创未

来的新时期。
１９６２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的西萨宪法规定， 西萨采用立法、 司法、 行政三

权分立的政体。 议会是立法机构， 采用一院制， 设议长、 副议长各一名， 议

员共 ４７ 名。 除具有 “欧洲人” 身份的独立选民外， “萨摩亚人” 中只有具

有马他伊头衔的人才具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国家元首是国家的最高代表， 除双元首为终身元首外， 其后的元首由议

会从副元首委员会成员中选举产生， 任期五年。 一旦元首因出国或其他原因

不能履行职责， 副元首委员会代行其职。 副元首委员会由议会选举的至多三

人组成。 副元首可以书面形式向总理提出辞职请求， 再由总理通知议会。 副

元首不能竞选议员。 议会根据动议并经至少 ２ ／ ３ 多数同意才能通过决议免去

副元首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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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由议会选举产生， 由总理任命内阁部长， 宪法规定内阁下设九个

部， 分别是司法部、 土地和头衔及中央注册部、 农业部、 邮政广播电视部、
土地测量部、 教育部、 卫生部、 财政金融经商部和工程交通部。 总理和部长

们要向元首宣誓就职。
萨摩亚的司法体制很有特色， 其司法机构设上诉法院、 最高法院、 区法

院和土地与头衔法院各一个。 首席大法官是上诉法院、 最高法院和区法院的

院长，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独立于任何党派和政府。 区法院有 ２ 名法官， 土

地与头衔法院有 １３ 名法官。
上诉法院是由最高法院的审判长和其他法官以及国家元首任命的人员组

成的高等记录法院， 通常根据司法事务委员会的意见行动， 其一般管辖权是

审理和判定上诉。
最高法院是高等记录法院， 享有充分的民事、 刑事和宪法事务的司法裁

判权。 它由国家元首根据总理的建议任命的首席法官以及国家元首根据司法

事务委员会的建议任命的其他法官组成。 其职权范围包括： 享有民事和刑事

管辖权； 有权审理来自区法院的民事上诉、 涉及 ５０００ 塔拉 （萨摩亚的货币

单位） 以上的判决、 对土地的权利存有争议的案件， 或是地方法院委托的

案件； 有权审理由上诉人提起的刑事上诉， 不过需符合以下任一情况， 要么

是该上诉人业已被判有罪， 要么是已做出的裁定对其不利。
区法院原称地方法院， 可由地方法官组成， 也可由助理地方法官组成。

这些地方法官和助理地方法官都是由国家元首根据司法事务委员会的建议而

任命的。
土地与头衔法院审理有关土地继承和马他伊头衔继任方面的案件， 具体

职能是： 对各种涉及萨摩亚主要头衔及土地所有权的争端拥有管辖权； 审理

来自村委员会的上诉。 来自土地与头衔法院的上诉由院长和院长指定的两名

萨摩亚法官所组成的法庭审理。①

萨摩亚除了以上四级司法体制， 还有最低一级的村委员会。 村委员会是

萨摩亚 《１９９０ 年村委员会法》 正式承认的一个综合性基层自治机构， 在村

级范围内同时拥有立法、 执法和司法大权， 独立地处理诸如文化、 习惯与传

统等方面的事务。
宪法规定， 萨摩亚国旗的旗面为红色， 左上角占总面积四分之一的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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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形内是在南太平洋国家国旗上常见的由 ５ 颗白色五角星组成的南十字星

座。 这些美丽的星星随风飘扬， 传达着独立后的萨摩亚人扬眉吐气的豪情。
红色象征萨摩亚人的勇气和力量； 蓝色既代表海洋和天空， 又是自由和独立

的标志； 白色则象征神圣与纯洁。
萨摩亚国徽是一个用红线勾勒出的地球， 赤道横穿地球中部， 正中是由

椰树和南十字星座图案构成的盾徽。 蓝色波纹线代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 重

叠的绿色山丘和白色天空代表岛国西萨摩亚， 绿色的椰树代表上帝所赐的万

物生灵。 国徽顶部矗立着一枚闪闪发光的红边蓝色十字架， 象征宗教的力量

超越世间万物， 包括天空、 陆地和海洋。 国徽两边的橄榄树叶是联合国的标

志， 它与中间的地球和盾牌一起， 意味着萨摩亚是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的

一员。 国徽基部的饰带上写着 “上帝创造萨摩亚”， 显示了萨摩亚人对上帝

的无比尊崇和虔诚， 他们相信是上帝为他们带来了这无比珍贵的自由。
萨摩亚在独立过程中借鉴了西方的议会制度和三权分立的国家政体， 但

它的司法体制还是照顾到了村社的自治传统，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萨摩亚的

民族特色。

四　 宪法中萨摩亚公民的基本权利

萨摩亚的现行宪法在 １９６０ 年起草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就是

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 这是已发展了上百年的英国普通法的基本特点， 它已

成为西方法律制度中的根本原则。 基本权利是指个人的权利， 不论其社会地

位如何。 而在萨摩亚， 习惯法强调团体权利。 萨摩亚宪法确认的公民的基本

权利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１） 生命权。 宪法第 ５ 条规定， 除了执行法庭根据其罪行依法所做的

有罪判决外， 任何人都不得被故意剥夺生命。
（２） 人身自由权。 宪法第 ６ 条规定， 除了根据法律外， 任何人都不得

被剥夺人身自由。
（３） 免于非人道待遇的自由。 宪法第 ７ 条规定， 任何人都不得蒙受酷

刑、 非人道或者丧失体面的待遇或者惩罚。
（４） 免于强迫劳动的自由。 宪法第 ８ 条规定， 任何人都不得被勒令从

事劳动； 但依法判决的处罚、 军事性服役、 拒服兵役者的服役、 紧急状态下

或者灾难威胁生命时以及萨摩亚习俗所要求的或作为正常的公民义务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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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任何工作或服务除外。
（５） 公正审判权。 宪法第 ９ 条规定， 在确定其民事权利和义务或者判

断对其的犯罪指控的过程中， 每个人都有权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 通过依法

设立的中立和公正的法庭， 公正和公开地听审。 判决必须公开宣布。 任何被

控告有罪的人在依法被证实有罪之前， 都应当被假定为无罪。 任何被控告有

罪的人都不得被迫成为对他自身不利的证人。 任何被控告有罪的人都有下列

最低限度的权利： 以他所能理解的语言， 详细地告知他被控罪名的性质和原

因； 有足够的时间和设施为他的辩护做准备； 亲自为自己辩护或通过他自己

选定的律师辩护， 如果他没有足够的财产支付律师费用， 应予免费； 审查对

他不利的证人， 审查代表他的利益的证人； 如果对他是否能理解或说出法庭

上所使用的语言存有疑问， 应该免费提供一名翻译给予帮助。
（６） 有关刑法方面的权利。 宪法第 １０ 条规定， 除了法律确定的犯罪

外， 任何人都不得被判有罪。 任何人不得因行为时未构成犯罪而被认为有

罪， 任何以某种罪过被审判的人， 在判决有罪或无罪之后， 不得因同样的罪

过被再次审判。
（７） 信仰自由权。 宪法第 １１ 条规定， 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的权利， 包

括改变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任何人都有传播其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８） 有关宗教教育的权利。 宪法第 １２ 条规定， 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接

受宗教教育， 每个宗教团体都有权建立教育机构， 并提供宗教指导， 国家对

这种教育机构进行检查和监督。
（９） 有关言论、 集会、 联合、 迁徙和居住的自由。 所有的萨摩亚公民

都有演说和表达的自由、 不携带武器以和平的方式集会的自由、 形成联盟的

自由以及在整个萨摩亚随意迁移和在任何地方居住的自由， 但法律规定的情

形除外。
（１０） 有关财产的权利。 宪法第 １４ 条规定， 任何财产都不得被强行占

有， 并且不得从任何财产中强行获得任何权利或利益。
（１１） 免于歧视性立法的自由。 宪法第 １５ 条规定， 所有人在法律面前

一律平等， 并有资格获得法律的平等保护。①

萨摩亚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方面的规定是比较具体的， 处处体现了人

权保障的精神， 而且绝大多数条款都非常明确， 可以直接运用于司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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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 根据宪法条款， 萨摩亚还制定了相应的有关人权和公民权保障的基本

法。 然而，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 萨摩亚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 不仅拥有

马他伊头衔的人与没有头衔的人之间很不平等， 就是在有头衔的人之间，
也有诸多等级划分。 因此， 尽管宪法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反对歧

视性立法， 但这与实际情况仍有较大出入， 这突出表现在选举权与被选举

权问题上。 萨摩亚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并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的内容， 只有具有马他伊头衔的人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不是一时的

疏漏， 而是萨摩亚习惯法对宪法的影响所致。 换句话说， 萨摩亚引入了西

方的民主制度， 但又保留了传统的马他伊体制。 这种体制是一种土著制度

与现代民主制度的复杂结合， 是具有萨摩亚特点的宪政民主， 诚如萨摩亚

国会议员莫尔斯在一次演讲中所说： “你说你要教给我们如何在萨摩亚使

用民主的原则， 但是在这儿， 我们现在拥有民主， 我们与民主共存， 我们

热爱民主， 而且在不断执行民主。”① 在马他伊体制下萨摩亚等级分明， 社

会秩序井然， 说明传统体制在萨摩亚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综上所述， 萨摩亚在制定独立宪法的过程中引入了西方的宪政模式， 但

也考虑到了自身的发展状况和基本国情， 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政治制

度。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种复杂结合的政治体制下， 萨摩亚不仅没有出现大

的社会动荡， 而且社会秩序良好。 客观地说， 萨摩亚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注

重民族传统与西方模式融合的做法， 对于一些发展中的小国来说， 是具有一

定的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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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ｗｏ 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ｓｏ ｇａｉｎ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ａｍｏａ；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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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马绍尔群岛的社会治理

刘丽坤

摘要： 在西方殖民者发现马绍尔群岛之前， 地理因素塑造

了马绍尔群岛文明兴起与演化的轨迹。 为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
岛民发展出酋长制和氏族制度， 以汲取自然资源和组织生产作

业。 在上千年的自然演化之中， 马绍尔群岛形成了独特的传统

与文化， 地理因素在其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以理性化和世俗

化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的入侵， 打破了马绍尔群岛文明的演化轨

迹， 引发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形成了独特的融合性政治秩序。

关键词： 马绍尔群岛　 社会治理　 酋长制　 氏族制度　 融合性

政治秩序

一　 传统社会的治理

马绍尔群岛的传统社会治理制度为酋长制， 它以马绍尔群岛的等级制度

为基础。 马绍尔群岛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已经发生了社会分化， 形成了 “贵
族” 和 “平民” 两类。 马绍尔群岛上的氏族贵族由伊迪里克氏族和耶罗迪

亚氏族的成员组成。 这个地区的首领 （有时人们称其为国王） 总是伊迪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 “太平洋岛国研究” （１５ＡＺＤ０４３） 阶段性成果。
刘丽坤， 博士， 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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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氏族的成员。 首领的妹妹必须嫁给耶罗迪亚氏族的男子。 世系血统按母系

计算， 首领妹妹的子女中将有一个承袭国王的封号。 这种早期阶级制度是传

统社会结构的基础。①

社会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即酋长 （ Ｉｒｏｉｊ）， 酋长拥有土地所有权、
资源的使用和分配权， 以及争端的最终裁决权， 且不从事体力劳动。 普通民

众认可并接受酋长对资源的控制。 特定的岛礁被辟为酋长的领地， 特定的食

物只能由酋长享用， 特定的物种为酋长专享， 如鲸鱼、 乌龟、 海豚及军舰鸟

等。 其他岛礁的珊瑚岬被辟为酋长采集食物的专门场所。 私闯酋长领地被明

确禁止。 酋长在外表上也有别于平民， 他们身上文有特殊花纹， 穿戴也比较

好。 他们的房子离居民点较远， 比普通民宅要好。 在马绍尔群岛， 土著居民

的村落往往在其所拥有的土地旁的潟湖边上， 以抵御风暴。 酋长几乎每天在

自己的住处接见自己的部属和臣民， 接受他们的礼物和他们谈话。 当酋长坐

在地上的时候， 普通人必须坐在较远的地方。 见到酋长时必须遵守一定的规

矩和礼仪， 比如妇女是不可以蓬头散发地出现在酋长面前的。 酋长掌握着土

地的控制权， 土地是他们的主要财富。 酋长死后， 他们的土地将传给其兄

弟， 如果没有兄弟就传给姊妹， 这个形式与母系继承制有关。
酋长对平民拥有极大的权势， 这不仅是对居民的财产， 而且在很大程度

上也包括平民的人身自由。② 然而， 在马绍尔悠久的口述史中， 酋长往往带

有 “友善” 的光环。 马绍尔人认为， 友善的酋长会受到神的庇佑， 并得到

人们的拥护； 而贪婪、 暴虐和富有野心的酋长则会遭到人们的抵制。 在马绍

尔传统中， 酋长是否友善或大方是判断其是否得到神佑的标准。 在马绍尔及

大洋洲的传统文化中， 酋长的重要职责是与民众共享食物， 改善人们的饮

食， 爱民如子， 酋长与普通民众犹如父子。 酋长代表着友善、 互惠与真理。
民众则为酋长贡献食物， 提供劳役。 马绍尔人认为， 友善为生命之源， 代表

着真理， 而仇恨则导致灭亡。 社会关系中的友善与互惠尤其为人看重。
在最高等级酋长之下， 为第二等级宗族首领 （ ａｌａｐ）， 亦为贵族阶层，

他们负责日常事务的管理， 以确保宗族的利益得到满足， 土地得到恰当的使

用。 宗族首领有自己的土地和下属， 是这些土地的管理人。 他们占有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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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可能远远超过酋长所占有的土地面积。 但是， 他们必须给酋长提供农产

品和鱼类产品， 派人服各种劳役， 并为自己的首领打仗。 他们为酋长尽各种

义务， 并从酋长那里取得土地。 他们在名义上是酋长的顾问， 是各种仪式和

宗教典礼的主持人， 他们在社会上具有很大的权势。
第三等级则为劳工 （ｒｉ⁃ｊｅｒｂａｌ）， 在马绍尔语中， “ｒｉ” 为 “平民” 之意，

而 “ｊｅｒｂａｌ” 则意为 “工人”。 劳工往往被称为 “ｋａｊｏｒ” （氏族之力）， 这一

名称表明了劳工与酋长、 宗族领袖之间的共生关系， 酋长与宗族领袖负责土

地的控制与管理， 而劳工则负责土地的耕作， 以提供食物等生活与物质资

料。 劳工在酋长的土地上耕种， 且不能脱离这块土地。 酋长无权出卖劳工，
只可以把劳工移到另一块土地上去劳作。 劳工虽没有土地的所有权， 但是大

多数的劳工世世代代都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活。 他们差不多是在没有监督的情

况下进行劳作的， 因为酋长只在极少的情况下前往他们的领地进行视察。 酋

长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劳工驱离其领地。 劳工向酋长缴纳的实物税有一定的规

则。 从一月至六月收割的全部庄稼 （马绍尔群岛一年收获两次） 属于酋长，
其余六个月的收获则属于劳工。 此外， 劳工还必须为酋长编织席子， 席子对

马绍尔人来说是很贵重的东西， 每一个家族的族长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向酋

长献上一定数量的席子。 在传统社会劳工对酋长的依存度相当高， 不仅其财

产， 就连其生命也取决于酋长。

二　 殖民统治时期的酋长

西方殖民者入侵后， 马绍尔群岛的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破坏， 并且出现

了人口的锐减。 虽然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 但是酋长的统治依然在某种程度

上得以保留， 只是表现形式与之前不同。 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 马绍尔群

岛的酋长制未受到大的影响， 酋长常常替殖民政府向民众传达其所制定的政

策。 总体来说， 在此期间， 酋长依然保留着对民众的统治权。 在德国统治期

间， 德国殖民政府主要依靠当地的酋长维持对马绍尔群岛的控制和治理， 建

立起一套间接统治模式。 德国殖民政府主要关注马绍尔群岛的商业潜力， 致

力于将椰干贸易的获益最大化， 而未对马绍尔群岛的传统制度与管理模式做

出改造。 因此， 马绍尔群岛的传统社会结构与酋长制依然得以维系， 酋长的

权势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 在西方商业文明的影响下， 许多酋长投

身于商贸领域， 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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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７ 年国际联盟授予日本马绍尔群岛的 “Ｃ” 级托管权。 托管初期， 根

据上述要求， 日本当局依据德国的治理经验在马绍尔建立了间接统治的管理

模式。 依据德国的治理模式， 日本行政当局禁止当地人向外国人出售土地，
禁止马绍尔群岛居民在未获得日本当局许可的情况下转让、 买卖或者抵押土

地。 当地酋长依然维持着传统的权力， 且行使着向当地居民征收人头税的职

能。 但是， 日本当局逐渐地改变了其统治初期的治理模式， 这一变化严重损

害了当地酋长的传统权威和社会地位。
根据日本行政当局为马绍尔群岛居民制定的法律， 平民与酋长在法律上

是平等的， 这一原则与当地社会的传统等级结构相冲突。 平民与酋长法律地

位的平等意味着， 酋长如违反法律将会像违法的平民一样受到处罚， 而且，
酋长的犯罪行为将会受到公开的谴责。 １９２２ 年日本当局政策的转变导致酋

长权威的下降。 在 １９２２ 年之前， 日本当局通过当地酋长实施 “间接统治”，
在那之后， 日本当局更多是通过他们指定的人选进行直接统治。 根据 《村
落政府官员管理条例》 的规定， 每一个村落拥有一位村长和一位组长， 他

们的职责是向村民宣布日本当局发布的政令， 记录村民的出生与死亡情况并

上报政府。 虽然村长与组长的职责是相同的， 但是， 组长在行政级别上低于

村长， 且服从村长的领导。 任何违反政令的村民会受到日本当局的处罚

（常常由警察实施）， 因此， 村民不得不服从日本当局制定的管理条例， 即

使这些条例和当地酋长的治理规则相冲突。
随后， 日本当局颁布政令禁止平民向酋长进贡， 这进一步削弱了酋长的

传统权威。 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平民与酋长、 土地与人们之间的传统

关系， 引致当地朝贡体系的变革。 之前， 酋长负责分配土地的产出———酋长

往往占据土地产出中最好的和初熟的果实， 剩余的产出则分配给平民。 虽然

朝贡体系发生变革， 但是， 在平民向酋长进献礼物时， 酋长仍需回赠罐头食

品、 大米、 饼干和面包。 因为人们不再让酋长分配他们生产的农产品， 所

以， 酋长把所有进献当作礼物， 而且为获得大众的支持， 酋长们往往用盛大

的宴会款待同部落的族人。 日本当局认为这些宴会活动花销太大， 因此， 自

１９２５ 年起在贾卢伊特岛上禁止平民向酋长进贡。 虽然终止进贡意在减轻酋

长沉重的经济负担， 但是， 却也最终摧毁了酋长与族人交易与互惠的传统

手段。
日本当局同样认可了酋长在货币经济中职责的变化， 并规定酋长应负担

当地人的医疗费用。 根据马绍尔群岛的传统习俗， 酋长对当地居民的福利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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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责任， 酋长负担医疗费用的规定则正是源于这一传统习俗。 随着进出贾卢

伊特岛交通条件的改善， 在贾卢伊特岛上的医院就医的病人数量剧增。 因为

前往贾卢伊特就医的人员数量众多， 造成酋长的负担过重， 所以酋长有时拒

绝支付医疗费用。 酋长支付医疗费用的方式类似于现代医疗保险制度， 他们

会在病人接受治疗之前， 向其颁发保证支付费用的证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末， 在经过协商之后， 酋长同意为在其家乡治病或在其他较小的四个医院治

病的人员支付一半的费用， 从而减少了前往贾卢伊特岛看病的人员的数量。
日本当局打破传统社会等级结构的政策， 使得氏族社会的封建制度渐渐成为

酋长的负担， 而不是有益之物。
在日本统治马绍尔群岛期间， 酋长职责的另一个变化就是， 他们需为与

他们一同乘坐日本船只的家人和同部落成员支付费用。 款待亲属本是酋长的

传统职责， 但是， 在日本船只控制了岛屿之间的交通线路之后， 酋长款待亲

属的职责扩大为有义务为同部落成员支付船费。 尽管如此， 平民并不乐意酋

长为他们支付费用， 因为接受酋长施予的恩惠， 往往意味着平民有义务向酋

长进献礼物或者向酋长提供劳役。 因此， 在大多数情况下， 平民会自己支付

交通费用。
虽然酋长仍然控制着土地， 但是日本当局政策的变化使得酋长丧失了很

多的政治与经济特权。 日本当局赋予酋长的经济义务使得许多酋长入不敷

出。 越来越多的酋长进入日本的统治机构任职， 服从日本的领导， 且为日本

的统治服务， 这使得他们丧失了平民对他们的尊重。 酋长已经失去了他们原

本拥有的绝对权威， 他们服从日本当局的管辖和接受法律的约束。 酋长原本

的特权地位也已不复存在， 在日本当局制定的法律面前与平民地位平等。 由

此， 酋长丧失了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影响， 逐渐演变为无任何政治与经济权力

的有名无实的领导。
１９４５ 年， 美国击败日本占领了马绍尔群岛， 并随后获得马绍尔群岛的

托管权。 在美国托管期间， 贵族仍然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 地方行政长官的

职位由酋长充任， 其他的行政职位对平民开放， 平民能否胜任取决于他们的

技能。 １９４７ 年， 马朱罗的委员会有 １３５ 位成员， 其中 １３ 位是酋长。 美国力

图用这一行政体系取代马绍尔群岛原有的等级体系， 由占据高级行政职位的

人实施领导， 而不是由贵族领导民众。 通过建立原住民环礁委员会和法庭，
美国把民主制度引入了马绍尔群岛， 由此， 平民获得了在选举中击败贵族以

获取领导职位的机会。 美国当局利用平民对传统等级制度的厌倦， 力图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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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铲除贵族的传统影响和弱化酋长的权势。
美国当局的政策和活动加剧了存在于马朱罗的平民与酋长之间的政治

对立。 虽然美国当局力图弱化酋长的传统影响， 且赋予平民一定的政治权

利， 但是它仍需借助酋长的合作以使美国在马绍尔群岛的利益合法化。 美

国当局先后召开了酋长大会以及地方行政长官与抄写员大会， 旨在进一步

保护托管地的习俗， 并通过设立制度化的酋长特权和包括大酋长委员会的

两院制立法机构， 争取酋长对美国当局的支持与合作。 在建立马绍尔群岛

立法机构的过程中， 酋长的利益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与原则中得到体现和

维护。

三　 酋长与现代政治

马绍尔群岛独立后， 虽然酋长的传统权威、 民众对酋长的依附已受到很

大削弱， 且民众对其的尊重已大不如前， 但是， 酋长制的基础———土地所有

制依然得以维持， 并且酋长在政治领域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 在马绍尔群

岛的独立运动中， 最主要的领导者便是拉利克群岛的最高酋长阿马塔·卡布

阿。 在德国统治期间， 德国当局便与其家族合作以维持其殖民统治， 并称与

其合作的卡布阿为 “拉利克群岛之王”。 在独立后， 阿马塔·卡布阿担任总

统长达 １７ 年之久， 其所采取的政策无疑塑造了马绍尔群岛的发展轨迹和马

绍尔的民族性格， 在其之后的大部分总统都是酋长出身。 同时， 马绍尔群岛

在政治体制中设立大酋长委员会与传统权利法院， 以保护酋长的传统权威以

及酋长制的基础———传统土地权利免受西方文明的冲击。
马绍尔群岛 １９７９ 年宪法设立了一院制国会作为立法机构， 但是没有明

确的条款要求酋长直接参与立法机构， 也没有为酋长预留名额。 为保障酋长

的传统权益， 马绍尔群岛设立了大酋长委员会， 酋长通过该机构对国会和立

法程序施加影响。 大酋长委员会作为议会助理机构， 负责向内阁提供咨询意

见和建议。 大酋长委员会委员任期一年， 其中 ５ 名委员从日落群岛选出， ７
名委员从日出群岛选出， 他们必须是合格选民， 且不能为国会议员。 酋长委

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在每个日历年的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 由出席会议的委

员以多数票选举产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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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酋长委员会可以就任何有关马绍尔群岛的事宜向总统内阁提议， 参与

审核习惯法或任何传统惯例， 包括土地所有制的立法。 虽然宪法没有明确规

定内阁必须按照大酋长委员会的建议行事， 或者针对该机构的建议采取特别

行动， 但是， 在涉及习惯法或任何传统惯例的事宜上， 总统内阁是相当重视

大酋长委员会的建议的。
大酋长委员会对现代政治的影响并不限于对政府内阁提供咨询和建议，

马绍尔群岛的宪法为其影响立法提供了特定的渠道。 根据宪法， 大酋长委员

会独立于国会， 国会能够影响大酋长委员会的方式寥寥无几。 相反， 大酋长

委员会则可要求国会重新审议立法法案， 参与审核习惯法或任何传统惯例的

立法， 包括土地所有制的立法。 在马绍尔群岛， 任何三读通过的法律必须由

国会文员抄送一份给大酋长委员会。 大酋长委员会有一周的时间决定是否对

国会提交的法案采取行动。 直到一周后， 大酋长委员会决定不采取行动， 国

会对三读通过的法案才能予以确认。
在这一周中， 大酋长委员会就法案是否影响习惯法或传统惯例进行讨

论。 大酋长委员会可以通过决议向国会表达其意见， 并要求国会重新审议。
其他情况下， 大酋长委员会则不通过决议， 或者不对法案采取任何行动。 通

常， 当大酋长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国会审议法案， 国会议长会向大酋长委员

会主席进行咨询， 并组建国会与大酋长委员会联席会议， 以对法案进行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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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碰撞与调适中走向现代
　 ———萨摩亚酋长制与民主制的冲突与融合

石莹丽

摘要： 南太平洋诸岛国政治体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酋长制或者

族长制， 它是家族、 村落和国家最基本的运行机制。 这种传统的政

治管理体制， 不但维系了整个国家的运转， 还在某种程度上节约了

处理民事纠纷的成本。 其中， 萨摩亚的族长制更具代表性， 它是萨

摩亚行之有效的基层权力， 靠着千余年来的祖宗宗法和经验累积管

理并维持整个家庭和社会的运转。 但由于萨摩亚在历史上曾遭受英

国、 德国、 新西兰等国的殖民统治， 其政治体制呈鲜明的两极特

点， 即在基层单位实行酋长制， 在国家权力机关实行民主制。 两者

在很大程度上形成默契的上下级关系， 呈和谐共存之态势。 此外，
宗教是游走于这两层权力机关之间的一个特殊要素， 它对于民众精

神世界的驾驭于无形中有力地辅佐了权力运行，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维护了社会秩序， 强化了基层权力体制。 三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萨

摩亚独特的政治文化。
关键词： 萨摩亚　 酋长制　 民主制　 宗教

在南太平洋岛国的政治体制中， 酋长制或者族长制特点鲜明， 在家族、
村落和国家是最基本的运行机制， 兼具家族性、 传统性和权威性。 这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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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管理体制， 不但维系了整个国家的运转， 还在某种程度上节约了处理

民事纠纷的成本， 其根深蒂固的权威性对整个社会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令人不解的是， 时至今日， 政治民主化已覆盖几乎所有国家， 而南太

平洋诸岛国仍然按部就班地奉行着延续了上千年的族规族制， 族长的权威

性、 整个家族及村落的等级制无不令人望而生畏。 在所有的南太平洋岛国

中， 萨摩亚的族长制最具代表性。 尽管这个国家不大， 但有许多令人费解的

地方： 历史上曾是英国、 德国、 新西兰的殖民地， 但依然保留着自己独有的

风俗习惯； 在人际关系和行政管理上等级森严； 政治管理体制呈两极化特

点， 即在村落里实行族长制， 在国家层面上奉行西方民主制， 实行代议制；
等等。 绝对的权威与绝对的民主相互融和， 相互制约， 相互碰撞， 又在摩擦

中进行自我调适， 形成了萨摩亚独特的政治文化。

一　 三位一体的社会管理结构

萨摩亚的社会管理结构由三部分组成， 分别是延伸家庭、 Ｍａｔａｉ 管理和

宗教信仰， 三部分共同存在， 相辅相成。 酋长或者族长在萨摩亚被称为

Ｍａｔａｉ， 英语译为 Ｃｈｉｅｆ， 有的中国学者习惯将其译为头人。 本文将采用萨语

或英语称谓。
延伸家庭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ｆａｍｉｌｙ） 是萨摩亚民众最基本的生活单位。 所谓的

延伸家庭， 就是由父母、 兄弟姐妹及其子女共同组成的大家庭， 少则十几

人， 多则几十人， 主要由血统和婚姻来维系。 在一个延伸家庭里， 通常由几

位 Ｍａｔａｉ 共同掌管家庭收入， 商讨家庭事务， 分配家庭劳动， 决定家庭开支

等。 当然， 如此庞大家庭的成员并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很

多亲戚关系， 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有很多个延伸家庭和 Ｍａｔａｉ 可以选择。 因

此， 家庭成员的离开和接受新的家庭成员对于萨摩亚人来说司空见惯。 尽管

一个延伸家庭是由若干个由父母和子女构成的小家庭组成的， 但在萨摩亚，
小家庭并不是劳动的基本单位， 每一个小家庭通常也不会独自开火和进行经

费开支， 他们的财产收入、 日常开支等都由延伸家庭决定和支配。 这是因为

在延伸家庭里能够有固定收入的家庭成员不多， 比如政府工作人员、 教师、
公司职员、 个体商户等， 他们的收入要供应全家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 兄弟

姐妹子女的学业、 家庭公共建设以及婚丧嫁娶等诸多事项， 而没有收入的家

庭成员则负责料理家务、 看管孩子、 务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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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个延伸家庭共同组成了村子。 在萨摩亚的政治体制中， 最低一级的

行政管理单位是村， 村以上是区， 区以上是国家。 现在萨摩亚共有 ３６２ 个

村、 ２５ 个区。 每个村子从几十户人家到上百户人家不等。 萨摩亚人没有城

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分， 所有居民均属于所在的村子， 即便在首都生活的人

也是如此。 大家的日常生活、 宗教活动等都是在村子里进行的。 村一级的行

政管理机构是村民委员会， 该委员会由各个延伸家庭所推选的 Ｍａｔａｉ 共同组

成。 每个村子里还会有一至两个 Ｈｉｇｈ Ｃｈｉｅｆ 即总 Ｍａｔａｉ。 遇有大事 Ｈｉｇｈ Ｃｈｉｅｆ
就召开会议， 大家共同商议， 不过最后的决定权往往在 Ｈｉｇｈ Ｃｈｉｅｆ 手中。

萨摩亚民众的宗教信仰始于 １８３０ 年伦敦教会传教士约翰·威廉的到

来，① 之后由于德国、 新西兰的相继占领， 基督教逐渐分成了许多教派。 总

体来看， 在早期基督教的基础上， 现在主要有伦敦公理会、 罗马天主教、 卫

理公会、 摩门教、 神召会、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教派， 而前三种教派的信众

在萨摩亚所占人口比例最多。 因此， 在每个村子里， 一般至少建有这三种教

派的教堂。 萨摩亚人的宗教信仰状况详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１ 年萨摩亚人宗教信仰状况

单位： ％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１

伦敦公理会 ３４ ８ ３３ ８ ３１ ８

罗马天主教 １９ ６ １９ ６ １９ ４

摩门教 １２ ７ １３ ３ １５ １

卫理公会 １５ ０ １４ ３ １３ ７

神召会 ６ ６ ６ ９ ８ ０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３ ５ ３ ５ ３ ９

其他宗教或教派 ７ ７ ６ ６ ７ ９

无信仰者 ０． １ ２ ０ ０ ２

　 　 资料来源： 由作者根据萨摩亚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整理。

萨摩亚人的宗教信仰活动自觉有序： 每个信教家庭早晚要集体祈祷， 吟

唱圣经歌曲； 婚丧嫁娶等活动大部分要在教堂进行； 每个村子傍晚时分会响

起钟声， 提醒大家祈祷开始， 禁止喧哗， 这时村口的主要路段还会有村民轮

流站岗， 提醒过往车辆禁止鸣笛， 行人禁止喧哗； 村子里所有的会议都有牧

７２１在碰撞与调适中走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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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参加； 各机关单位、 学校的一切集体活动在开始前人们要唱诗、 祈祷； 学

校都设有专门的圣经学习课程， 音乐课的学习内容主要以圣经歌曲为主。 星期

日是盛大的教堂聚会日， 这一天， 所有商店歇业， 出租车、 公车交停运， 所有

海域禁止游泳， 游客进入村子需要保持安静， 有的村子甚至禁止游客进入。
可见， 几乎所有的萨摩亚人除了从属于自己的延伸家庭和村子外， 还从

属于其所在的教堂。 可以说， 萨摩亚人从一出生起， 宗教就伴其左右， 宗教

对于他们是与生俱来的， 他们丝毫不去怀疑， 更不敢去试探。 由此可以看

出， 在萨摩亚， 还存在着一种相当重要的隐性权力机制———宗教信仰。 牧师

对于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丝毫不亚于 Ｍａｔａｉ。

二　 基层权力的运行———ＭＡＴＡＩ 与 ＭＡＴＡＩ 阶层

据 ２０１１ 年的人口普查， 在萨摩亚 １８７８２０ 的人口中， 拥有 Ｍａｔａｉ 头衔的

有 １６７８７ 人， 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９％ ， 其中男性占 ８９％ ， 女性占 １１％ ， 年龄

最小者为 １５ 岁。① 通常来讲， Ｍａｔａｉ 分为两种， 分别是 Ｈｉｇｈ Ｃｈｉｅｆ 和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Ｃｈｉｅｆ （总 Ｍａｔａｉ 和 Ｍａｔａｉ 发言人）。 在一个村子里， 一般只有一个 Ｈｉｇｈ Ｃｈｉｅｆ
和若干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Ｃｈｉｅｆ， 大一些的村子里可能会有两个 Ｈｉｇｈ Ｃｈｉｅｆ。 也有学者

认为， Ｈｉｇｈ Ｃｈｉｅｆ 和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Ｃｈｉｅｆ 是搭档关系， 一个 Ｈｉｇｈ Ｃｈｉｅｆ 配有一个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Ｃｈｉｅｆ。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Ｃｈｉｅｆ 的主要职责就是发言， 他们一般受过专门训练，
历史知识丰富并具备与其他村子的 Ｍａｔａｉ 打交道的能力， 在为村民服务的过

程中逐渐受到认可和尊重。 另外， 延伸家庭有时候会有预备 Ｍａｔａｉ （或称次

Ｍａｔａｉ、 Ｌｅｓｓｅｒ Ｃｈｉｅｆ）， 他们通常不能参加 Ｍａｔａｉ 会议， 这个角色就像我国古

代的太子一样， 他们需等到 Ｍａｔａｉ 去世才可以行使权力。②

究竟 Ｈｉｇｈ Ｃｈｉｅｆ 和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Ｃｈｉｅｆ 有无地位上的差别， 萨摩亚本国民众也

说法不一。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笔者参观了萨摩亚国家旅游局后院的民俗文

化村， 这里有专为游客了解萨摩亚风土人情而举办的民俗表演。 主持人 Ｃｒｉｓ
的观点是这两种 Ｍａｔａｉ 只是分工不同， 没有地位差别。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 日，
笔者询问援教中学 Ｌｅｆａｇ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 的同事 Ｍａｓｏｅ， 回答是 Ｈｉｇｈ Ｃｈｉｅｆ 比 Ｔａｌｋ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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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ｅｆ 的地位要高。 关于土地决定权的归属问题， Ｃｒｉｓ 的回答是通过表决，
少数服从多数； 而 Ｍａｓｏｅ 认为决定权在 Ｈｉｇｈ Ｃｈｉｅｆ 手中， 但一般来讲， 大家

在会上经多次商讨已经基本达成共识， 即便 Ｈｉｇｈ Ｃｈｉｅｆ 行使决定权也不会引

起过多异议。 随着笔者与萨摩亚人接触得越来越多， 对 Ｍａｔａｉ 的名称和级别

也日渐熟悉。 其实， Ｍａｔａｉ 在村子里是有级别的， 开会的座位也是按级别固

定下来的。 在有关萨摩亚民俗的书中曾描述过在村民大会上分食烤全猪的规

定， 一头猪的各个部位划分得很细， 哪一部位分给哪一个头衔的人也有规

定， 例如猪头分给负责烤制的年轻人， 脖子和前腿分给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Ｃｈｉｅｆ， 猪的

背部从前往后分成三部分， 最前面的要分给二级 Ｍａｔａｉ， 中间的分给一级

Ｍａｔａｉ， 后臀部分则分给更低一级的 Ｍａｔａｉ， 猪肚子部分分给家族里的 Ｍａｔａｉ，
等等。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这种传统管理模式了解较少，
另外， 也有一些村子将这种传统行政管理进行了简化， 但人们对于 Ｍａｔａｉ 的
尊重和其权威的高度认可并没有改变。

Ｍａｔａｉ 讲究血统， 采用世袭制， 他们往往被赋予神话和传奇色彩， 被视

为上帝的后代。 每个家族的 Ｍａｔａｉ 都有一个头衔， 单从头衔就可以知晓此

Ｍａｔａｉ 及其所属家庭在历史上和社会上的地位。 许多时候， 头衔就是对这个

人的称谓。 比如现任总理的称呼图伊拉埃帕并非总理的名或姓， 而是他的

Ｍａｔａｉ 头衔。 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渗透， Ｍａｔａｉ 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高高在上

了， 但依然在家庭和村子里起着关键作用， 村里的土地分配权依然掌握在

Ｍａｔａｉ 手中。 因此在萨摩亚历史上， 围绕 Ｍａｔａｉ 的继承而爆发的冲突时有发

生。 尤其是当一个 Ｍａｔａｉ 死亡或者被谋杀后， 这样的矛盾则更为突出。 避免

矛盾常用的方法就是联姻， Ｍａｔａｉ 的子女或者亲属， 一般从一出生就定下了

婚姻关系。② 这一点颇像中国古代的政治联姻。
新 Ｍａｔａｉ 的产生需经村民委员会通过及 Ｈｉｇｈ Ｃｈｉｅｆ 的认可。 一般先由延

伸家庭向 Ｈｉｇｈ Ｃｈｉｅｆ 和村民委员会提名， 然后村里召开会议， 最后由 Ｈｉｇｈ
Ｃｈｉｅｆ 决定其是否入选。 这样的一个过程往往需要耗费数周时间， 并召开若

干次会议。 凡年满十六周岁的村民不论男女都可以参加选举。 新 Ｍａｔａｉ 一旦

产生， 就会被敬以 Ｋａｖａ 酒， 而且这杯酒是这次 Ｋａｖａ 酒制作中的第一杯，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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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家人和宾客才可以品尝。① 此后， 新 Ｍａｔａｉ 所属的家庭还要向村民委员会

赠送礼物以期正式就任。 于是接下来， 村民委员会还要挑选一个日子召开会

议， 只有新当选的 Ｍａｔａｉ 参加了此次会议， 喝上一杯 Ｋａｖａ 酒并发表讲话，
他的 Ｍａｔａｉ 身份才被正式认可。

Ｍａｔａｉ 阶层是萨摩亚基层权力运行的主体， Ｍａｔａｉ 及由若干 Ｍａｔａｉ 组成的村

民委员会不仅掌控着延伸家庭和村子里的大小事务， 还操控着村民们的宗教

信仰。 在家庭里， Ｍａｔａｉ 每天带领家人进行餐前饭后的祈祷。 在村子里， Ｍａｔａｉ
对于村民们的宗教信仰也有着严格的控制。 如果一个家庭放弃了原有的信仰

而改信其他宗教， 尤其是放弃了排在前三位的伦敦公理会、 罗马天主教和摩

门教时， 这个家庭就要被逐出村子。② 由此引发的法律纠纷并不鲜见。 尽管这

违背了宪法规定的公民信仰自由的原则， 但国家法院的裁决往往是尊重村子

里 Ｍａｔａｉ 的决定， 或者令其重新商讨裁定， 被逐出者的权利则往往被忽视。 这

也充分说明了国家权力对基层权力的保护和让步以及双方的协调共生。

三　 国家权力与基层 ＭＡＴＡＩ 之间的冲突

　 　 与调适及其原因分析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萨摩亚最高法院刚刚宣判了一起 １９ 年前的强奸案。 现

年 ４７ 岁的叔叔 Ｔｕｉａｔｕａ Ｓａｕａ Ｓｉｏｎｅ 于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到 １０ 月 １ 日期间强奸

了自己的侄女并导致其怀孕。 当时多数家人为了维护家庭声誉而不想声张，
但经过激烈的争议， 最终还是选择了报警。 法院于去年判处被告有期徒刑 ９
年， 而这迟来的判决反倒引起了家人的抗议和申辩， 尤其是强奸犯的妻子在

法庭上表示不同意法院的判决， 因为村长 （同时也是国会议员兼主教） 提

供证据说， 当时村子里已经做出了赔款 ５００ 塔拉和两头牛的处罚。 另外， 受

害者的父亲即强奸犯的哥哥也在法庭上辩称当时家族内部已经解决了。 审判

法官强调村长并没有处理此类事件的权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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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ｖａ 酒是南太平洋西部诸岛国招待贵宾的专用饮品， 如汤加、 萨摩亚、 斐济等国。 Ｋａｖａ 一

名来自汤加语和马克萨斯语， 本身是一种胡椒灌木。 Ｋａｖａ 酒是用晒干的 Ｋａｖａ 根茎制作的，
虽然大量饮用后会出现精神亢奋等神经性反应， 但其制作并没有经过发酵等复杂过程， 是

不含酒精的。 之所以称之为酒， 只是因为几百年来， 它是南太平洋西部诸岛国用来敬赠

Ｍａｔａｉ 和招待贵宾的必选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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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案子体现了传统 Ｍａｔａｉ 管理和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 在萨摩亚， 犯

罪的严重程度是决定是否动用国家权力机关的一个标准， 一般的案件由

Ｍａｔａｉ 自行处理， 而 Ｍａｔａｉ 的决定就代表了权力和法律。 在该案件中， 对审

判结果的漫长等待意味着萨摩亚从族规族制走向法律诉讼的艰难过程， 家人

的申辩则表明了这个国家的普通民众对于传统 Ｍａｔａｉ 体制的信任和固守。 基

督教传入萨摩亚已有一百多年， 平等与博爱的思想早已渗透进萨摩亚社会，
为什么民众在笃信宗教意义上的平等的同时还把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 Ｍａｔａｉ
奉为圭臬呢？ 换句说话， 在国家权力之下， Ｍａｔａｉ 管理为什么还可以畅行无

阻呢？ 简单来说， 原因在于传统 Ｍａｔａｉ 管理和国家权力之间的相辅相成和自

我调适， 具体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国家权力机关看重 Ｍａｔａｉ 身份。 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 萨摩亚对于

西方政治体制并不陌生， 其在保留本国传统政治基础和观念的前提下， 也在

某种程度上选择性地接纳并且实行了西方的议会制。 萨摩亚议会实行一院制，
主要有人权保护党和服务萨摩亚两个政党， 下设 １６ 个委员会， 共有议席 ４９
个。 而在基层社会组织如延伸家庭和村子里， 依然是 Ｍａｔａｉ 掌控一切， 大到土

地分配， 小到一日三餐的各项安排， 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 当村民犯下错，
他们也想当然地接受 Ｍａｔａｉ 的处罚。 但当犯罪行为过于严重时， 就需要国家法

律来进行干预和裁定， 然而这种裁定往往不被接受和认可。 换句话说， 当西

方民主与传统族规发生冲突时， 人们会自然地遵从 Ｍａｔａｉ 的裁决。 随着社会的

不断进步和岛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新任 Ｍａｔａｉ 的自身素质和教育背景也越来越

受到重视， 他们更容易在基层管理和国家权力之间起到协调和平衡作用。
第二， 被殖民的历史同样也是接受基督教的历史， 萨摩亚人对上帝的敬

虔使披上了富有宗教色彩的外衣的 Ｍａｔａｉ 更为受到民众的尊崇。 从基督教在

萨摩亚的传播历史可以看出， 自 １８３０ 年英国传教士约翰·威廉一行的到来

开始， 宗教就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约翰·威廉一行一经到达就拜见了

当时萨摩亚的最高首领 Ｍａｌｉｅｔｏａ， 并受到他的高度认可。 Ｍａｌｉｅｔｏａ 承诺给他

们提供较大较好的房子， 并允许他们在学校和教会服务。 不久， Ｍａｌｉｅｔｏａ 带

领全家信奉了基督教。 自此， 伦敦教会在萨摩亚得到官方认可和支持。 虽然

萨摩亚没有官方规定的国教， 但基督教在萨摩亚逐渐拥有了类似国教的影响

力。 而 Ｍａｔａｉ 和牧师相互配合， 共同掌控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这于无形中更

加稳固了 Ｍａｔａｉ 在民众中的地位。 加之人们对上帝的信奉和依赖使他们大多

个性包容且乐于分享， 因此在这个国家争吵并不多见， 诉讼案件也很少，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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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有争议， 人们也不会任其升级， 而是通过沟通和 Ｍａｔａｉ 处理的方式来解

决， 很少有案件会被送至法院。
第三， 良好的地理环境和热带雨林气候给萨摩亚人提供了足以解决温饱

的食物， 多数人过着 “今朝有酒今朝醉” 的日子， 没有 “野心” 也就意味

着没有改变。 众所周知， 萨摩亚刚刚摘掉了最不发达国家的帽子， 人们的生

活水平还处在较为贫困的阶段， 但在这个国家至少没有忍饥挨冻之说。 背靠

一望无际的大海， 人们结网捕鱼， 高产的芋头和面包果以及大量的香蕉、 木

瓜和芒果， 都可以让人 “坐享其成”， 人们不太会有积攒财物以及致富的

“野心”。
第四， 国际援助更加剧了萨摩亚人的依赖心理和对传统的固守。 近年

来， 中国、 日本、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韩国等国并一些国际组织均对萨摩亚

提供了援助。 据萨摩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财年萨摩亚政

府接受的外国政府无偿援助约占其财政收入的 ７ ６％ 、 ＧＤＰ 的 ２ ２％ 。① 而

据萨摩亚财政部发布的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财年财政预算报告， 该财年萨摩亚预计

接受的国际无偿援助资金约占其预算总收入的 ３０％ 。② 越来越多的国际援助

的确给萨摩亚人的生活带去了积极的变化， 但这也使其对援助的心理依赖愈

发强烈， 助长了慵懒懈怠。 大量的国际援助让萨摩亚人缺失了自我创业、 励

志图强的奋斗精神和生活态度， 不思变， 不图变， 不擅变， 相应地， 对于传

统的依赖就会固化。
第五， 交通的不便使人们更愿意通过协商和 Ｍａｔａｉ 来解决纠纷。 尽管萨

摩亚很小， 但民众分散在不同的岛上， 彼此往来并不方便， 即便在首都所在

的乌波卢岛上， 出行也是很不方便的。 虽然萨摩亚已开通了去往每个村子的

公交路线， 而且公交司机对乘客也十分熟悉， 能够非常准确地把每一位乘客

送到家门口； 但是公交车的运营时间有限， 周一至周五过了中午一般就没有

开往首都的车了， 周六车更少， 周天甚至停运。 另外， 尽管大多数家庭都有一

部汽车， 但延伸家庭人口太多， 燃油费又贵， 加之萨摩亚的路面粗糙且起伏不

平使得轮胎、 零部件磨损， 无形中增加了行车费用， 道路狭窄和急转弯较多

又使行车速度有严格的限制 （首都城区限速 ２５ｋｍ ／ ｈ， 乡村限速是 ４０ｋｍ ／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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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１１０１７５９９３３ ｓｈｔｍｌ



人们很少愿意自驾出行。 此外， 萨摩亚的行政区划是村、 区和国家， 但区级

没有国家行政单位， 部级单位直接面对基层民众， 例如老师直接接受教育体

育文化部管理， 诉讼案件直接由国家法院来处理。 这就意味着， 纠纷若需要

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当事人得往返首都多次， 金钱和时间成本都太高。 因

此， 人们更愿意通过最直接的村民委员会和 Ｍａｔａｉ 来解决纠纷。

结　 语

综上所述， Ｍａｔａｉ 和 Ｍａｔａｉ 阶层是萨摩亚行之有效的基层权力主体， 他

们管理并维持整个家庭和社会的运转， 靠着千余年来的祖宗宗法和累积经验

治理一方。 国家权力机关是法律赋予的最高权力机关， 也是富有西方特色的

国家机关， 它与基层 Ｍａｔａｉ 阶层形成默契的上下级关系。 宗教是游走于这两

层权力主体之间的一个特殊要素， 它对于民众精神世界的驾驭于无形中有力

地辅佐了权力运行， 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 强化了基层权力组织。
三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萨摩亚独特的政治文化。

当然， 受现代文明的不断影响， 有人表达了对 Ｍａｔａｉ 管理的不满， 质疑

村民大会的公正性； 有人在宗教信仰、 Ｍａｔａｉ 的选举和土地分配上， 渴望更

加开放民主的方式； 也有人因不服村民委员会的裁决而诉诸国家法院， 希望

通过法律来保护个体权利。 尽管如此， 大多数萨摩亚人还是信任并维护

Ｍａｔａｉ 的管理体制， 因为传统的 Ｍａｔａｉ 管理有其合理性， 它与国家权力主体

协调共生， 共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 ｉｎ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ｍｏａ

ＳＨＩ Ｙｉｎｇｌ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ｓｕｓｔａｉｎｓ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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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ｓａｖ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ｍｏａ ｉｓ ｑｕｉｔ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Ｓａｍｏａ ｕｓｅｄ ｔｏ ｂｅ ａ ｃｏｌｏｎｙ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ｗｈｉｌ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ｓ 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 ｗｅｌｌ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ａｃｔ 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ｈａｔ 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ｉｖｅｎ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ｎ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ａｍｏ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ａｍｏａ； 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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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综述

王　 华　 贾永梅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由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太平

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在北京召开。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视域下的太平洋岛国研究”。 来自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山东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太平洋岛国研究

领域知名学者，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太平洋岛国投资与贸易专员署的

官员和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 等媒体记者近 ７０ 人参

加了论坛。
会议开幕式由聊城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胡海泉主持， 聊城大学党委副

书记王强致欢迎辞。 王强表示， 本次论坛群贤毕至， 这是一个学术探讨与交

流的良好平台， 为进一步推动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机遇。 随后， 中共中央对

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

心名誉主任于洪君， 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院院长钱乘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

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赵文洪，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蔡继辉分别

致辞。
开幕式结束后进行的论坛由聊城大学特聘教授、 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首

席专家王玮主持。 中国 －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 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

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学会会长杜起文，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汪

诗明， 山东大学教授刘昌明分别做主旨报告。
参会学者围绕 “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与太平洋岛国” 和 “太平洋

岛国本体史及对外关系” 两个议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分述如下。

王华，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贾永梅， 聊城

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

∗



议题一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与太平洋岛国

“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与太平洋岛国” 这一议题分两阶段进行讨

论。 第一阶段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庞中英主持，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

心曲升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徐秀军副研究员担任评议人； 第二阶段由汪诗

明教授主持， 中山大学于镭研究员和聊城大学李增洪教授担任评议人。 两个

阶段中， 共有来自 ９ 所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 １１ 位学者进行了主题发言。
在第一阶段， 首先发言的是中山大学于镭研究员。 他结合自己多年在澳

大利亚的学习经历和感悟， 围绕 “构筑 ‘海丝南线’， 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等问题， 探讨了在构建 “海上丝绸之路” 的大背景下，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

发展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华中师大博士生鲁鹏认为， “一带一路” 倡议

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进行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 但双方合作面临着地区间国

家博弈， 特别是大国之间协调等方面的挑战， 对此应建立中国与南太地区领

导人会议机制。 山东大学博士生张程锦则具体探讨了 “一带一路” 倡议背

景下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农业、 渔业、 林业合作， 认为这些领域应采取三方

合作的模式， 以减少来自域外大国和地区大国的阻力， 并且注重保护太平洋

岛国的生态环境， 以调动岛国与中国共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积极

性。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梁甲瑞博士探讨了 “海上丝绸之路” 倡

议背景下， 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建立海上战略安全通道的问题。 他认为， 莫尔

兹比港、 阿皮亚港、 苏瓦港可以成为中国推进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

支点港口； 但建立该通道将面临三大困境， 即岛国国内政局不稳、 相邻国家

对于海上重叠区的争夺以及非传统安全的威胁。 对此， 梁甲瑞提出可能实现

的四个突破点。 除了以上专业问题的探讨， 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建军博

士分享了北外建设南太非通用语种的思路和进展。 可以预见， 这将为太平洋

岛国研究提供重要的语言人才支持。 发言结束后， 参会人员与发言人就相关

问题进行了对话， 庞中英教授、 曲升教授、 徐秀军教授就 “怎么样把握太

平洋岛国研究” 进行了卓有启发的探讨和交流。
在第二阶段，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教授曲升探讨了南太平洋区

域海洋机制的缘起、 发展及意义。 他认为， 区域海洋机制的形成和发展， 是

南太平洋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大成就之一。 这一机制形成的

最初动力来自南太平洋地区独立、 自治岛国政府和人民共同的政治关切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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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关切， 并经历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至 ８０ 年代初期形制初具、 ８０ 年代组

织框架和公约框架基本形成、 ９０ 年代纵深发展、 新世纪发展较为成熟共四

个发展阶段。 曲升指出， 南太平洋区域海洋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共同的环

境和政治关切驱动、 机制涵括区域的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不断扩大等特点，
这对于岛国区域一体化、 国际地位提升以及实践和发展 《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 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李秀蛟博士利用自

己的俄语优势， 分析了近年来俄罗斯 “重返南太” 的一系列活动， 弥补了

与会者大多不懂俄语所造成的对俄罗斯战略的认识欠缺。 聊城大学赵少峰副

教授则以三份岛国报纸为中心， 展示了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媒体上的形象， 并

就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形象提出了四点建议。
在各大国的南太战略中， 援助外交始终是重点， 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领

域。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田光强博士回顾了近 １０ 年来中国对 ８ 个太平洋

岛国的援助概况， 分析了中国提供这些援助的战略动力， 并提出进一步推进

援助的四项政策建议。 华东师范大学的姜芸博士生对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

国的战略和机制进行了宏观探讨。 聊城大学韩玉平副教授则以丰富的数据和

图表为依据， 就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的援助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 各位代

表发言后， 评议人进行了简洁中肯的点评和总结， 进行了真诚和有效的交

流， 切实推进了与会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议题二　 太平洋岛国本体史及对外关系

该议题分别由王在邦教授、 梁占军教授负责两个阶段的主持， 刘昌明教

授、 吕桂霞教授、 王华副教授分别对交流论文进行了认真的点评。 王玮教

授、 汪诗明教授、 陈德正教授等几位资深专家在评议环节的精彩评论和建

议， 开拓了与会者的研究视野， 深化了其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岛国本体史” 主张将太平洋岛国作为一个本体化的独立研究对象， 开

展对其历史的研究， 突破了传统的 “帝国史学” 或 “殖民史学” 模式。 岛

国对外关系研究注重太平洋岛国在大国对外关系框架中的地位和意义， 点明

了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本组的研讨交流具体呈现并实现了上述

主题定位， 集中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 对太平洋岛国具体问题的研究呈现出本体化倾向的自觉， 且涉及

领域广泛， 基本涵盖了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等各个主要方面。 岛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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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面，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刘丽坤博士的 《马绍尔群岛的治

理： 酋长的角色与影响》 以酋长作为透视点， 对马绍尔群岛三个历史时期

的政治治理体系演变进行了个案研究。 耿庆军老师的 《南太平洋岛国政治

体制变迁与独立运动》 一文， 则关注到了南太岛国在地域、 历史和文化上

的类同性和整体性， 从政治体制的历史演变着手， 探究其非殖民地化过程中

的差异化走向。 两篇文章虽视角有别， 却立意相似， 体现出了历史研究所应

有的系统化思维。 王敬媛副教授的 《汤加王权溯源及其演变》 和陈明燕、
官士刚老师的 《斐济政治现代化进程探析》 亦均属个案研究， 在特点上与

前述两位老师的文章相一致。 文化方面， 刘建峰老师的 《太平洋岛国土著

居民文化的多样性特征研究》， 注意到了岛国文化的异质性、 多样性和因交

流而产生的共性， 并能从生存方式和社会关系两个方面挖掘其内在的原因，
展现出了学术研究的基础问题意识和初步的探究能力。 经济方面， 硕士研究

生叶枫同学的 《太平洋岛国农林复合型经济： 功能与功利多样性》 是一篇

编译文， 其在国家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框架下审视岛国农林经济发展

问题的学术探索意识值得肯定。
第二， 对太平洋岛国外交关系的研究， 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 或潜在

或显在地以中国对太平洋岛国外交的拓展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吕桂霞教

授的 《 “和平队” 与美国在斐济的软实力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一文关注美国

“和平队” 通过在斐济的文化教育、 医疗卫生、 农村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方面

的成功活动， 改善了美国人在斐济的形象， 增强了美国在斐济的软实力， 为

中国如何在太平洋岛国开展 “公共外交” 和软实力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
其所提出的几点启示尤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李德芳博士的 《日本对帕劳的

政府开发援助及其动因评析》 则用翔实的数据、 严整的逻辑， 论述了日本

如何通过政府开发援助有效促进帕劳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 从而有效提升了

日本在帕劳的国家软实力， 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有益的借鉴。 两位发言人在

相关问题研究上的现实关切自觉， 最好地体现了中心 “以学术立其基、 以

现实彰其意” 的发展定位。 丛振博士的 《从援助到共赢： 中国与南太平洋

岛国体育交流探析》 一文， 更是从中国体育外交的现实出发， 就中国对南

太岛国的体育援助进行了整体性考察， 指出了其单向性特征所导致的问题和

双向性交流趋势的出现可能带来的良好前景， 并据此提出了自己的三条建

议。 其对当代外交走向双向交流化的趋势的把握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并且也

在岛国本体化方面与岛国历史研究形成了一定的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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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对学术史的关注将有利于太平洋研究， 特别是太平洋历史研究方

向、 方法等的进一步的明晰化。 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通常是开展特定问题研

究， 尤其是领域研究的前提基础， 其对相关研究范围、 方向、 理论方法的定

位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王作成副教授的 《试析 “太平洋岛屿史之父” Ｊ Ｗ
戴维森的史学思想》 不是单纯对一个史学家的个人化研究， 而是从太平洋

岛屿史学总体发展的角度， 基于戴维森的太平洋史研究， 重点发掘其开拓性

和引领性作用。 王作成指出， 戴氏所提出的 “本体化” 转向， 对考古学、
口述史料、 人类学等新材料的大量使用， 迄今仍然对太平洋史研究有指导意

义。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华副教授的 《太平洋史： 研究的发展与转向》 则

从太平洋史的整体视角， 对太平洋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 界

定了太平洋史的学术概念范畴、 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以及造成阶段性转向

的形势、 理论和范式动因， 并对现阶段太平洋史研究的基本趋势进行了

总结。

本次论坛的特点和意义

在论坛的总结阶段， 与会专家对本届论坛的特点和意义表达了看法。 与

会学者认为， 本次研讨较为清晰地表明， 受多方因素影响， 太平洋岛国的地

区形势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深刻变化， 具体表现为： 谋求自主发展和联合自强

的趋势不断增强； 国际社会对岛国地区的重视程度上升； 岛国地区传统力量

格局发生变化； 中国同岛国关系以及岛国地区发展日益受到关注； 岛国积极

响应 “一带一路” 倡议。 这些认识对于我国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
特别是该倡议与南太平洋地区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 具有重要的智力支持作用。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王华认为， 相较于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高层论坛，
本次论坛学术质量提升明显， 出现了一些让人欣喜的变化。 首先， 本次论坛

的学术氛围更加浓厚， 议题更加集中且意义显著， 论文成果的学术性有所加

强。 就太平洋岛国历史的研究而言， 本次论文成果类型更丰富， 论题更集

中， 更注重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对学术史研究关注的出现， 以及历史研

究与现实研究有机衔接趋势的明显化， 有利于促进岛国研究学术定位的准确

化， 助推中心的特色化发展。 他强调， 对太平洋岛国研究而言， 历史研究

（基础研究） 是应用研究的根基， 两者不可偏废； 由历史到应用易， 而缺乏

深厚的历史研究， 基础应用研究也就缺乏支撑。 就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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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历史研究还相对空白， 值得作为特色发展。 其次， 聊城大学通过太平

洋岛国研究中心这个平台， 已经初步培育出了一支太平洋史的研究团队， 研

究生队伍的加入更让人惊喜， 因为这是一个研究领域发展繁荣的希望所在。
团队的建成、 研究方向的明确和基础的筑定， 是一个研究领域起步的标志。
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这样认为， 以这次高层论坛为起点， 中国太平洋岛国研

究的新阶段已经开启。
与会专家还就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的未来发展建言献策。 他们指出， 中

心的研究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 许多方面需要继续发展和提升， 比如： 在问

题探究的专题化、 专业度方面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 本次论坛的一些论文在

研究深度、 规范化和材料的充实化等方面还存在不足， 汪诗明教授所说的

“开展深入而扎实的基础性研究” 势在必行； 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历史与现

实、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在学术研究的 “现实关怀” 方面， 还有必要进一

步深化认识， 统一思想； 岛国研究需要更多第一手的资料， 实地开展较长时

期的田野调查， 是有效提升研究效果和质量所必需的途径； 在规划和支持方

面， 研究中心需要更系统和科学地谋划， 并争取得到学校和有关方面更多的

支持。
闭幕式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庞中英盛赞此次论坛是一次

高水准、 高效率的学术盛会。 他对论坛主办方表示感谢， 对深化太平洋岛国

研究、 提升中心影响力提出了建议。 聊城大学副校长胡海泉在闭幕词中表达

了对与会人员的感谢， 认为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和背景论述了 ２１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视域下的太平洋岛国研究， 相互启发， 畅所欲言， 达到了交流思

想、 推动学术、 服务现实的目的。 他希望与会人员能够提出宝贵建议， 以促

进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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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名城志》 书评

揭开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著名城市的神秘面纱

宋立杰

为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 倡议， 民政部组织力量精心编撰了 “一带一

路” 地名文化系列丛书。 丛书的开篇之作 《一带一路列国志》， 已由人民出

版社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出版。 丛书的后续之作 《一带一路名城志》， 是 《一带

一路列国志》 的姊妹篇， 也由人民出版社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出版。 该书由王胜

三、 陈德正担任主编， 民政部地名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和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

研究中心的学者参与编撰。 该书共分 ５ 卷， 以 １２０ 万字的篇幅对 “一带一

路” 沿线 ８１ 个国家、 ２６８ 个著名城市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系统介绍。 《一带一

路名城志》 的问世， 对于普及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著名城市的相关知识，
对于促进社会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认知， 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一带一路名城志》 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 体例独特， 结构完整。 该书沿袭了 《一带一路列国志》 的独特

编写体例， 以陆上丝绸之路北、 中、 南三线与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西、 南

两线等五条路线为纲， 将全书分为五大部分， 所涉城市分属丝绸之路经济带

北线国家、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线国家、 丝绸之路经济带南线国家、 ２１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西线国家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线国家。 在具体介绍每个

城市时， 首先以地名学研究为切入点， 说明该城市的由来及其演变过程； 然

后从区位、 历史、 地理、 经济、 文化和旅游等 ６ 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展现。

宋立杰，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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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 该书结构完整、 脉络清晰、 逻辑合理， 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
第二， 对太平洋岛国的著名城市进行了系统介绍， 开国内研究之先河。

太平洋岛国地狭人稀， 长期远离国际热点， 一度成为 “太平洋最偏僻的地

区”。 不过， 这一地区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 扼守东西、 南北两大国际战略

通道， 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 然而， 国内民众对这一区域普遍比较陌生， 同

类书籍对太平洋岛国及其著名城市的介绍均语焉不详。 系统地介绍太平洋岛

国的著名城市， 是该书的最大亮点。 本书的第 ５ 卷介绍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南线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城市， 共涉及菲律宾、 斐济、 新喀里多尼亚、 巴布

亚新几内亚、 帕劳、 法属波利尼西亚、 库克群岛、 汤加、 所罗门群岛、 瓦努

阿图、 萨摩亚、 瑙鲁、 基里巴斯、 马绍尔群岛、 图瓦卢、 密克罗尼西亚联

邦、 纽埃等 １７ 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除菲律宾为东盟成员国外， 其他 １６ 个国

家和地区均由太平洋上的岛屿组成。 通过阅读本书， 相信读者对太平洋岛国

的著名城市会有更为清晰深刻的认识。
第三， 学术性与实用性兼具。 《一带一路名城志》 注重历史性与现实性

的交汇， 融学术性与实用性于一体， 可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
该书对每个城市的地名由来、 地名演变过程和发展历史均进行了系统的叙

述， 可引导读者通过梳理各个城市的历史发展脉络加深对其现实的认识。 在

该书的编写过程中， 编者们参考了大量的学术著作、 学术论文、 政策文件、
统计数据等文献资料， 力求内容准确、 数据精准。 对研究者而言， 该书为其

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该书对各个城市的区位、 地理、 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相关介绍， 对投资者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该书从食、 住、
行、 游、 购、 娱等方面， 对各个城市的旅游特色进行了细致的总结， 可作为

游客重要的行动指南。
阅读 《一带一路名城志》， 那蒙掩于各个城市之上的神秘面纱， 将会依

次被轻轻地揭开。

６４１ 　 太平洋岛国研究 （第一辑）



新版 《列国志》 太平洋岛国诸卷书讯

新版列国志 《斐济》 书讯

赵少峰

斐济位于西南太平洋， 由 ３２２ 个岛屿组成， 具有 “多岛之国” “彩色大

海” “鱼儿天堂” 的美称。 因国际日期变更线穿越该国， 它又被称作 “子午

线上的岛国” “迎接新的一天的大门”。 目前斐济已经成为南太平洋最热门

的度假胜地、 全球十大蜜月旅游目的地之一。 然而， 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
我国学界对斐济及其他太平洋岛国的关注明显不足。 ２０１３ 年， 随着我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 南太地区开始受到更多关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也启动新版列国志编撰工作， 新版列国志 《斐济》 即在此时被列入这一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新版列国志 《斐济》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该书向读者全面展示了斐济的基本国情及其自然与人文特色， 详细论述

了斐济的历史、 文化、 政治、 经济、 社会、 外交和军事， 为读者全方位地认

识与了解斐济提供了一个全景式文本。
本书共分八部分。 其中， 第一部分 “概览” 主要概述了斐济的国土与

人口、 宗教民俗和特色资源， 指出斐济作为南太平洋的十字路口， 是基督

教、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共存， 民俗独特， 多元文化特色显著的国

家， 该国资源丰富，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第二部分 “历史” 着重阐述了斐济的历史进程， 指出早在 ３０００ 年以前

赵少峰， 博士，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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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人就已生活在这里， 且保持着独特的社会制度与风俗习惯， 但随着西方

殖民者的入侵， 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并最终于 １８７４ 年沦为英国

直辖殖民地， 直到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才正式宣告独立， 且成为英联邦的一

个成员国。
第三部分 “政治” 主要讲述了斐济议会制的建立与完善， 介绍了酋长

制度、 政党与重要社团组织， 指出斐济的政治体制虽然几经变革， 但 “大
酋长委员会” 时至今日仍然极大地影响着斐济的政治生活， 传统与现代的

调适仍然是斐济政治的重要任务。
第四部分 “经济” 介绍了斐济的经济状况， 包括农业、 工业、 畜牧业、

渔业、 旅游业、 交通与邮政通信、 对外经济关系等。
第五部分 “军事” 在介绍斐济军队组织、 军费开支、 特色军装及其在

国外的军事行动的基础上， 重点剖析了斐济四次军事政变， 指出为了发展种

植园经济， 英国殖民者从印度大量引进劳工， 斐济族人的优越地位使印度裔

人大为不满， 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逐步获取政治优势， 使二者之间的矛

盾不断激化， 最终引发了 １９８７ 年的两次军事政变， 以及 ２０００ 年与 ２００６ 年

的军事政变。
第六部分 “社会” 则在深刻分析斐济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

详细论述了斐济的城市与乡村生活、 饮食习俗、 居住特点、 医疗卫生、 环境

保护等， 指出 “慢生活” “慢节奏” 是斐济最突出的特点， 环境保护则因其

攸关斐济的存亡， 深受斐济政府重视。
第七部分 “文化” 系统梳理了斐济的教育历史、 教育管理体制、 教育

目标与政策， 着重介绍了斐济的文学艺术、 音乐舞蹈、 部落文化、 新闻出版

以及体育概况。
第八部分 “外交” 在梳理斐济外交简史的基础上， 对斐济与澳大利亚、

新西兰、 美国、 日本、 欧盟、 中国以及其他太平洋岛国还有重要国际组织的

外交关系进行深刻剖析。
在书的结尾， 作者附加了斐济的大事年表， 以方便读者能够快速了解斐

济的历史。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斐济驻华大使馆、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与社科

文献出版社联合为该书在北京召开新书发布会， 与会专家学者给予高度评

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指出， 《斐济》 是新版列国志太平洋岛

国诸卷中最先出版的一卷， 同时也是目前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斐济国情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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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斐济驻华大使约阿尼·奈法卢拉在致辞中

大赞 《斐济》 一书为 “ｂｅｓｔ ｂｏｏｋ”， 认为此书象征着两国间深厚的友谊， 将

成为 “外交官必读书”； 社科院科研局副局长张国春认为 《斐济》 及其他太

平洋岛国各卷的出版 “具有开创性意义”； 社科院世界史所党委书记赵文洪

认为， 该丛书是社科文献出版社与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 “强”
“奇” 联合诞下的 “优秀产儿”。

新版列国志 《萨摩亚》 书讯

徐美莉

在浩瀚的南太平洋， 萨摩亚不仅以其气象万千的海洋风光吸引着游客，
而且因它在国际交通线上重要的地位引人注目。 萨摩亚由大约形成于 ７００ 万

年以前的群岛组成， 它距离苏瓦约 １２００ 公里， 距奥克兰 ２８９０ 公里， 离悉尼

４４００ 公里， 距洛杉矶 ８４００ 公里， 向东北方向行 ４０００ 多公里可抵夏威夷。
因此， 萨摩亚被称为 “太平洋的中途客栈”。 萨摩亚按地理位置分为东西两

大岛群， 分别简称为 “东萨摩亚” 和 “西萨摩亚”。 东萨摩亚是美国的海外

属地， 即美属萨摩亚。 西萨摩亚于 １９６２ 年宣布独立， 成立西萨摩亚独立国，
从而成为南太地区第一个独立的国家。 １９９７ 年经议会批准， 西萨摩亚独立

国更名为萨摩亚独立国， 简称萨摩亚。 本书主要介绍西萨摩亚， 也就是通常

所指的萨摩亚， 兼及东萨摩亚概况。
萨摩亚是一个民族传统与现代体制融合的社会： 一方面个体价值被普遍

忽视， 另一方面人们又非常自由， 因为选择是多种多样的； 一方面有着悠久

的民主协商传统， 家族首领和村社酋长基本上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 重大事

情也需集体协商， 另一方面又等级森严， 集体的暴政时有发生； 一方面在男

女两性关系上非常开放， 未婚先孕和私生子女不会受到任何歧视， 另一方面

男女之间又壁垒森严， 禁忌重重； 一方面国家机构完全按照西方议会制度运

作， 另一方面地方社区又根据传统方式充分自治。
在外国殖民势力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下， 西萨摩亚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制定

的独立宪法广泛借鉴了欧美国家的经验， 确立了以民主自由为基本价值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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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宪政体制。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开始实行的多党制， 更是为民主政治注入

了新的活力。 萨摩亚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法制化水平明显高于许多发展中国

家， 社会秩序良好， 宪法的权威得到了较好的尊重和体现。 可以说， 萨摩亚

在宪政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萨摩亚目前只有中央一级政府， 国家公职

人员不到 ５００ 人。 除了典型的国家事务外， 大量的社会事务都是各自治单位

自主解决的。 其社会自治虽然主要是以村和选区为基本单元， 行业自治还停

留在企业和学校等单位自治的层面， 但萨摩亚人的自治水平是相当高的。 萨

摩亚政府在处理中央管理和地方自治关系这一问题上基本上是成功的， 其中

的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
新版列国志 《萨摩亚》 共分五章， 第一章介绍了萨摩亚的概况， 第二

章介绍了历史演变， 第三章介绍了政治结构， 第四章介绍了经济与社会， 第

五章介绍了其外交政策。
该书的出版将有助于读者了解萨摩亚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历史文化背景，

进一步推动我国学术界对太平洋岛国的研究。

新版列国志 《瓦努阿图》 书讯

李德芳　 王　 杰

瓦努阿图是南太平洋的一个 “Ｙ” 形群岛国家， 是蹦极运动的发源地、
太平洋岛国中颇具特色的旅游胜地， ２００６ 年在英国新经济学基金会的 “幸
福指数” 排名中荣登榜首， 成为世界上 “最幸福的国度”。 瓦努阿图独特的

地理位置使得它一直就是美澳等大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关注点。 但是， 长久

以来我国对瓦努阿图的关注不够， 国内仅有的研究资料来自美国、 澳大利亚

等国研究者基于本国利益所做出的研究成果， 对我国研究者的应用价值不大。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出版的新版列国志 《瓦努阿

图》 一书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瓦努阿图》 一书向读者全面展示

了瓦努阿图的基本国情及其自然与人文特色， 从政治、 历史、 经济、 社会、
文化、 外交等方面对瓦努阿图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本书共分六部分。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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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介绍了瓦努阿图的概况， 从国土与人口、 宗教民俗和特色资源三个方

面对瓦努阿图的基本国情进行了介绍； 第二部分介绍了瓦努阿图从原始部落

时期， 历经欧洲人在新赫不里底的早期扩张时期、 殖民地时期、 民族独立运

动时期， 直至 １９８０ 年新赫不里底独立为瓦努阿图共和国的历史； 第三章从

瓦努阿图的国体、 政体、 宪法、 行政、 立法、 司法与武装力量、 政党等方面

介绍了瓦努阿图的政治， 并介绍了瓦努阿图独立后各个阶段的政治形势； 第

四章介绍了瓦努阿图的经济状况， 包括农业、 林业、 畜牧业、 渔业、 旅游

业、 财政、 金融和外贸， 并从投资优先领域、 投资审批、 土地的获取、 雇员

的管理及环境保护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在瓦努阿图进行投资的条件与要求； 第

五章介绍了瓦努阿图的国民生活、 医疗卫生、 教育、 文化艺术及新闻出版

等； 第六章是本书的最后一部分， 介绍了瓦努阿图独立以来的外交简史以及

与英国、 法国、 美国、 中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日本等国家和重要国际组

织的外交关系。 在书的结尾， 作者附加了瓦努阿图的大事年表， 以方便读者

快速了解瓦努阿图的历史。
《瓦努阿图》 一书兼顾学术性和资料性， 弥补了学界的研究空白， 为读

者提供了一个认识瓦努阿图、 了解瓦努阿图的平台， 为人们了解瓦努阿图这

个太平洋岛国提供了重要参考，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文化价值和实际使用

价值。

新版列国志 《汤加》 书讯

刘风山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出版的 《汤加》 一书是 “十三五” 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

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新版列国志太平洋岛国诸卷

中的一卷。 该书对地处南太平洋西部的岛国汤加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填补了

国内在太平洋岛国研究领域的空白， 也为我国涉外机构、 高等院校、 科研机

构和出境旅行人员提供了借鉴。
该书图文并茂， 包括概览、 历史、 政治、 经济、 社会与文化、 军事与外

交等内容， 文末附有大事纪年、 参考文献和索引， 兼顾了学术性、 知识性、

１５１新版 《列国志》 太平洋岛国诸卷书讯　

刘风山， 博士， 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

∗



实用性和普及性， 是对国际知识参考类图书的有益补充。
第一章 “概览” 部分除了对汤加的基本信息， 如地理位置、 地形与气

候、 行政区划与重要城市、 人口、 民族等方面进行翔实细致的介绍外， 还充

分向读者展示了汤加的民俗、 宗教和特色旅游资源。 民俗部分有对汤加生活

观念、 宗族观念、 妇女地位、 社交礼仪及禁忌、 审美标准等抽象意识形态的

介绍， 也有对日常饮食、 宴会、 卡瓦酒、 民宅、 服饰等具体社会现象的介

绍， 其中对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产生了变化的方面如服饰、 审美标准、 社交礼

仪等， 就其古今差别分别进行了概述。 鉴于宗教在汤加日常生活中的地位非

同小可， 该书将此部分单列出来， 从传统宗教、 宗教变迁和现代宗教三个方

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介绍和分析， 能够让读者充分认识到宗教在汤加日常生

活中的重要地位。 汤加的特色资源主要是旅游资源， 书中对汤加经典的旅游

胜地和旅游项目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让人们对这个美丽神奇的国度充满

向往。
第二章 “历史” 部分对汤加古往今来的社会发展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示，

根据重要历史事件对汤加的历史时段进行了上古、 中古、 近代、 现代和当代

的划分。 该部分首先借助史料， 追溯了汤加古代各朝代的更迭及近现代欧洲

对汤加在宗教和社会发展上的影响， 其中详细讲述了西方基督教对当今汤加

政治、 经济和文化教育等社会多领域的影响， 力求知古鉴今。 当代汤加简史

部分对影响汤加当代社会发展走向的民主运动和政治改革进行了初步介绍，
为下一章 “政治” 部分做好了铺垫。

第三章 “政治” 部分， 聚焦政治体系演变、 现代政治体系构成及当代

政治改革三个方面， 重点对现代政治体系的构成和当代政治改革进行了论

述， 并对现代政治体系的特点进行了提炼和总结， 展现了在全球化大潮中，
汤加在从传统君主制向现代化民主宪政制度转型过程中的探索。

第四章 “经济” 部分， 不仅援引大量数据， 对汤加农业、 渔业、 工业、
旅游业、 商业等各个行业进行了介绍， 还对适宜长期投资的行业进行了重点

分析， 如 “当地捕鱼免税， 仅需牌照费用、 人工费用和渔船维护费用， 成

本较低， 具备足够的利润空间……汤加海域盛产白沙参和猪婆参， 深受中国

市场欢迎， 投资回报率高， 但汤加……管理严格， 捕捞期短， 政策缺乏持续

性， 存在风险……”， 这些为有意在汤加进行投资的企业提供了有益信息。
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对 “社会与文化” “军事与外交” 进行了介绍。 中

汤交往合作部分， 重点介绍了汤加与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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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举了汤加各界对 ２０１４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南太平洋岛国、 会见

汤加领导人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等所持的态度。
作者在本学院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余， 从多个渠道搜集了大量的中外文信

息和文献， 并加以挑选、 梳理和分析， 尽可能向读者呈现汤加的方方面面，
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缺少第一手资料， 部分内容较为笼统， 也难免有

疏漏和不当之处。 新版列国志编辑委员会在丛书的序言中表示， 希望该丛书

能够架起一座中国和世界的桥梁， 作者也希望这本书能够架起一座中汤之间

的桥梁， 帮助国人认识汤加， 促进双方的交往。

新版列国志 《基里巴斯》 书讯

倪学德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 亚洲东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不久， 位于太平洋

赤道两侧的基里巴斯人民开启民主独立进程。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基里巴斯人民

获得独立， 基里巴斯共和国立即与刚刚开启现代化征程的中国建立友好外交

关系。 此后， 中国真诚地给予基里巴斯大量援助， 基里巴斯也以一己之力支

持了中国的航天航空事业与轻工业的发展。 尽管如此， 中国民间与学术界对

基里巴斯所知甚少。 由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徐美莉撰写， 中国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出版的新版列国志 《基里巴斯》， 为人们了解

这个美丽的太平洋岛国提供了一个窗口。
《基里巴斯》 共七章， 第一章作为概览， 介绍基里巴斯国土与人民、 宗

教民俗、 特色资源， 从中可读到基里巴斯特殊的地形、 富有地域和文化特色

的国旗和国歌等内容。 第二章至第七章依次介绍基里巴斯历史、 政治、 经

济、 社会、 文化、 外交。 从中可读到： 基里巴斯的移民史、 欧洲殖民史、 独

立民主运动史， 以及巴纳巴岛大干旱、 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占领等重大历史事

件； 基里巴斯的国家体制、 选举制度、 行政制度、 司法制度及其特色； 基里

巴斯的经济门类及其发展状况， 以及可作为基金经营楷模的平衡储备基金；
基里巴斯富有特色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国民生活和医疗卫生状况； 极富

特色的基里巴斯文化， 包括教育、 文学艺术、 新闻和媒体； 基里巴斯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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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其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关系， 尤其是与澳大利亚、 新西兰以及其

他太平洋岛国的特殊关系。 另外， 该书还附有 “大事记年” “索引” 等内

容， 可从中简明地得到有关基里巴斯的重要知识。
限于新版列国志的体例， 本书没有就某些问题展开详细叙述， 如对吉尔

伯特群岛诸岛屿未进行微观的历史叙述。 此外， 由于资料不足， 对某些问题

未能进行详细而清晰的叙述及深入的探讨， 如巴纳巴岛磷酸盐矿业及其对巴

纳巴人的重大影响。
尽管存在多种问题， 《基里巴斯》 作为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基里巴斯的

著作， 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 本书对中国与基里巴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可

提供参考。 基里巴斯一方面与中国面临相似的环境问题、 教育问题， 两国可

以互相交流借鉴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 中国有辉煌的传统医药文化， 这是基

里巴斯缺少且需要的。 其次，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来往， 都需要了解彼此的

文化， 本书为中方提供了一些资料。 最后， 对于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发展而

言， 本书提出了进一步开展基里巴斯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新版列国志 《密克罗尼西亚》 书讯

刘丽坤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丁海彬编著的新版列国志

《密克罗尼西亚》 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作为国内首部介绍密克

罗尼西亚联邦的著作， 本书较为全面、 系统地介绍了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国

土、 宗教、 风俗、 历史、 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外交等领域的信息。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位于波涛浩瀚的中部太平洋地区， 有数百年的殖民统

治史， 于 １９８６ 年正式取得独立。 该书重点介绍了密联邦经济， 对其相对单

一的经济模式、 丰富的渔业资源 （尤其是金枪鱼生产）、 经济发展政策和展

望等分别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介绍， 对作为密联邦三大经济支柱的农业、 渔

业、 旅游业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该书资料翔实， 数据来源权威， 内容覆

盖面较广， 不仅对有意与密联邦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企事业单位具有参考价

值， 也为那些对这个免签的旅游天堂饶有兴致的游客提供了游玩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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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编著过程中， 得到了外交部、 中国驻密联邦大使馆、 密联邦驻华

大使馆、 太平洋岛国贸易与投资专员署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新版列国志 《马绍尔群岛》 书讯

吕桂霞

在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领域中， 太平洋岛国研究属于薄弱环节， 这种状

况与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与战略需求很不相称。 《马绍尔群岛》 是新版列国

志太平洋岛国诸卷中的一卷， 同时也是目前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马绍尔群岛

国情的著作。 《马绍尔群岛》 详细考证了马绍尔群岛岛民的起源， 系统介绍

了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的地理、 政治、 经济、 历史、 文化、 教育等状况。
马绍尔群岛全称马绍尔群岛共和国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ｓ），

由 ２９ 个环礁岛群和 ５ 个小岛共 １２２５ 个大小岛屿组成， 国土面积为 １８１ 平方

公里。 岛群均为珊瑚岛， 且分为两部分， 分布在东南面的日出群岛即拉塔克

群岛和在西北面的日落群岛即拉利克群岛， 中间相隔约 ２０８ 公里。 １２００ 多

个大小岛礁分布在 ２００ 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上， 形成西北 －东南走向的两列

链状岛群。
每个社会均有详述其起源的神话， 马绍尔群岛亦不例外。 但是马绍尔群

岛传统社会并没有文字记载其历史， 其历史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保留下来。 根

据马绍尔群岛的神话， 马绍尔人的始祖为来自马绍尔神秘之地的两姐妹， 这

一神秘之地位于马绍尔群岛西部， 被称为伊布 （Ｅｂ）。 妹妹丽娃图尹姆尔

（Ｌｉｗａｔｏｉｎｍｏｕｒ， 意为来自生命起源之地的女人） 来到拉利克群岛， 止步于纳

木环礁。 姐姐利瑞布莉布居 （Ｌｉｒｉｂｒｉｌｂｊｕ） 则行至拉塔克群岛的奥尔环礁。
两姐妹化身为石柱， 这些石柱则成为两大群岛上主要氏族的起源之地。 但是

历史学家为我们提供了马绍尔群岛岛民起源的另外一个版本。 早在 ４０００ 年

前， 马绍尔群岛就已经有人居住。 据考证， 最初的马绍尔人是来自菲律宾和

印度尼西亚的移民， 他们乘坐独木舟穿越美拉尼西亚抵达马绍尔群岛。 在传

统社会， 马绍尔人依赖捕鱼、 耕种块根农作物和栽种果树为生， 他们的文化

中既没有酒， 也没有货币。 马绍尔人以其高超的航海术和精致的木枝航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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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闻名于南太平洋地区。
在历史上， 马绍尔群岛孤悬于西太平洋一隅长达数千年的时间， 十七世

纪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打破了岛礁上的平静。 在经过与殖民者的长期抗争

后，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于 １９８６ 年独立， 建立了独特的总统制。 事实上，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为议会制与总统制的混合体。 确切地说， 它

更像是议会制， 而不是总统制， 因为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 并对议会负

责。 当议会通过针对总统的不信任案时， 总统被视为已正式提交辞呈。 在

历史上， 国会议长与司法机构在提出不信任案的时机及表决程序上有着很

大的影响。 严格来说， 马绍尔的政体与世界上既有的政体类型都不相符。
从广义上来说， 它与法国的半总统制更为相似， 但是， 半总统制政府往往

采取二元领导体制， 总统与总理分别为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 而马绍尔的

政治架构并未设立总理一职， 总统身兼国家元首与行政首脑两个职务， 这

一点与总理与总统并存的半总统制有异。 然而， 在实践中， 它的运作机制

则与议会制更相似。
新版列国志 《马绍尔群岛》 向读者全面展示了马绍尔群岛的基本国情

及其自然与人文特色， 从各个方面对马绍尔群岛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新版列国志 《图瓦卢》 书讯

丁海彬　 王冉冉

在遥远的太平洋深处， 分布着除澳大利亚、 新西兰以外的 ２７ 个国家和

地区。 图瓦卢是 １４ 个独立岛国中的一个。 虽然太平洋岛国所在区域战略地

位重要， 但是由于岛国地狭人稀， 发展落后， 长期处于世界事务的边缘。 与

大国研究不同， 像图瓦卢这样的岛国， 人口少， 面积小， 资源匮乏， 还面临

海平面上升的威胁， 学界关注度较低， 研究相对薄弱。 在习近平主席提出

“关心海洋、 认识海洋、 经略海洋” 以及 “一带一路” 倡议背景下， 我国海

洋强国建设战略被提上日程。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赵少峰博士的著

作新版列国志 《图瓦卢》 一书的出版， 无疑填补了我国图瓦卢研究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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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 该书列入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得到了中国社会

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的支持。 该图书是国内首部关于图瓦卢研

究的中文著作， 有利于加深对即将沉没于海底的岛国的认识， 推动太平洋岛

国研究， 推动两岸关系发展。
全书共 ２１ 万字， 分为八章， 包括概览、 历史、 政治、 经济、 社会、 环

境保护、 文化、 外交， 使我们能够全方位了解这个即将沉没于海底的国家。
图瓦卢地处西南太平洋，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被称为 “埃利斯群岛”， 总陆

地面积不足 ２６ 平方公里， 是世界上最小的十个国家之一。 该国由三个珊瑚

礁岛和六个环礁岛组成， 南北两端相距 ５６０ 公里。 九个岛屿平均海拔只有 ３
米， 全国最高海拔仅有 ４ ５ 米。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 海平面上升， 图瓦卢的

国土面积也在不断缩小。 图瓦卢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 全年降雨量在 ３０００
毫米至 ３５００ 毫米。 由于当地没有淡水资源， 降水、 淡化海水成为当地居民

日常生活用水的重要来源。
据 ２０１４ 年人口统计， 全国总人口为 １１２０７ 人， 男性 ５５８２ 人， 女性 ５６２５

人。 首都富纳富提环礁人口占总人口的 ４７％ 。 图瓦卢是君主立宪制国家，
英国女王是国家元首， 总督代表女王行使权力。 图瓦卢没有军事力量， 只

有武装警察部队和海上巡逻队。 警察部队由 ５６ 名男子和 ４ 名女子组成。 图

瓦卢经济、 社会发展落后， 基础设施差， 是联合国公布的 “世界上最不发

达的国家” 之一。 但是， 图瓦卢的邮票、 硬币世界知名， 极具收藏价值。
图瓦卢的外汇收入主要依靠海外船员收入、 外国援助、 收取外国在该国专

属经济区的捕鱼费、 发售邮票和出口椰干， 以及在瑙鲁磷矿工作的侨民汇

款等。
图瓦卢渔业资源丰富， 该国拥有 ７４ 万平方公里专属经济区， 专属经济

区面积排世界第 ３８ 位。 但是， 本国渔业资源开发能力有限， 且地处太平

洋深处， 交通极为不便。 图瓦卢奉行积极的外交政策， 不断加强与大国、
国际组织的联系， 以期获得更多海外援助， 促进国内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实

现。 图瓦卢与斐济、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古巴、 英国等关系密切。 我国与

图瓦卢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我国台湾地区于 １９７９ 年与图瓦卢建立

“邦交” 关系。
作为新版列国志太平洋岛国诸卷中的一卷， 《图瓦卢》 一书的出版对于

促进太平洋岛国研究的良性发展， 提升研究的层次和水平， 对于服务国家的

战略需求， 服务企业 “走出去” 战略必将发挥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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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列国志 《纽埃》 书讯

王敬瑗　 段国华

二十一世纪之前， 南太平洋地区岛国并未得到世人太多的关注， 然而进

入新世纪以来， 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 政治、 文化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 这

些岛国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它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

及文化往来日益频繁， 优美的自然景色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

客， 这一切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新版列国志太平洋岛国诸卷提供了

机遇。
纽埃是南太平洋地区 ２７ 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人口最少的国家， 根据纽埃

政府官方网站显示的 ２０１１ 年人口统计数字， 仅有 １３１１ 人。 近几年来， 纽埃

先后与世界近 ２０ 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或保持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
中国于 ２００７ 年与纽埃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作为中国友邦， 纽埃也

是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沿线国家之一， 因此向国内介绍纽埃成为聊城大

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的历史使命， 《纽埃》 一书便是在这种背景下成

书的。
该书的第一章介绍了纽埃的地理位置、 自然环境、 宗教文化特色以及

人口问题。 除此之外， 本章还针对纽埃在全球气候变暖、 纽埃人口移民造

成人口逐年减少等问题的影响下所面临的经济、 文化困境进行了卓有成见

的分析。 在关于纽埃地理状况的介绍当中， 最具特色的是构成该国的 １４
个村庄既是该国的 １４ 个独立行政单位， 也是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重要

资源。
第二章分古代史、 近代史、 现代史、 当代史、 历史人物等五部分， 详细

梳理了纽埃的发展历史， 一直追溯到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发现该岛之

前， 介绍了纽埃先后经历英国殖民时期、 新西兰殖民时期， 直到当代政治独

立时期的历史变化。 根据本章介绍， 虽然纽埃于 １９７４ 年从政治上脱离了新

西兰的殖民统治成立了自治政府， 但由于它与新西兰特定的历史渊源，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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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脆弱的经济和极低的人口水平， 纽埃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新西兰政府的

援助， 这既有经济上的， 也有国防方面的。 不过， 纽埃近年来正寻求与世界

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合作， 亚洲、 美洲的一些国家在纽埃社会生活中的影响

日益显著。
本书的第三章是对纽埃政体、 国体、 宪法、 立法、 司法、 政党、 议会制

度等的详尽介绍。 根据本书介绍， 纽埃沿用 １９７４ 年颁布的宪法， 属于英联

邦成员国， 英国女王是纽埃名义上的元首， 政治体制采用英联邦国家的议会

选举制度， 纽埃议会选举总理， 由总理负责组建政府内阁并管理国家事务。
纽埃历史上只存在过一个政党派别， 即纽埃人民行动党， 该党于 １９８７ 年组

建成立， ２００３ 年解散， 目前纽埃不存在政党派别， 因此也成为议会制国家

中的一个特例。
第四章讨论纽埃的经济问题。 按照本书的介绍， 纽埃经济比较脆弱， 虽

然近几年纽埃政府试图实现经济自治， 但由于受其国内资源条件的限制， 国

家经济依然严重依赖以新西兰为代表的其他国家的经济援助、 国外移民侨

汇、 国内税收等。 纽埃的工商业资源十分匮乏， 国内没有大型工业， 近海渔

业资源也不甚丰富。 农业主要以出口诺丽果、 芋头等农产品增加经济收入。
林业资源相对而言比较丰富， 但受其脆弱的地质条件限制， 很难大规模开

发。 旅游业是纽埃的经济支柱产业， 每年可为纽埃带来一定的收入。 相对于

其脆弱的经济资源， 纽埃国内交通便利， 但与世界其他国家间的交通还严重

依赖新西兰及周边其他国家。
第五章介绍了纽埃的社会。 纽埃没有独立的军事力量， 纽埃的国防安全

依赖新西兰的军事力量， 纽埃也一直通过新西兰的国家军事机构参与世界军

事行动。 纽埃国内社会秩序良好， 社会治安由警察部门进行管理， 几乎没有

重大案件。 纽埃的地理环境相对脆弱， 纽埃政府正通过实施多项政策和法令

保护其自然环境， 保证人民生活安全。 根据本书的介绍， 相对于其脆弱的经

济， 纽埃人民享有很好的医疗待遇， 纽埃居民近 ９０％ 的医疗卫生服务费用

由政府负担， 纽埃是全球范围内医疗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
第六章介绍了纽埃的文化生活。 纽埃实行中小学义务教育， 但没有独

立的大学， 多通过建立网络院校等方式为其国民提供高等教育， 其居民也

多通过到新西兰等国接受高等教育。 根据本书的介绍， 考虑其较少的人

口， 纽埃的文学、 艺术成就已非常卓越， 约翰·普勒、 马克·克劳斯的文

学艺术成就已经引起学界关注。 纽埃的新闻出版行业力量相对薄弱， 除报

９５１新版 《列国志》 太平洋岛国诸卷书讯　



纸 《纽埃之星》 和纽埃广播公司， 纽埃国内没有其他媒体。 纽埃的邮政业

务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新西兰邮政系统， 由新西兰邮政公司代为发行

邮票。
本书第七章介绍了纽埃的外交关系。 纽埃自 １９７４ 年成立内部自治政府

以来， 逐步开展独立外交， 除加入多个国际组织之外， 先后与包括中国在内

的 １４ 个国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并与法国、 巴西、 瑙鲁、 斐济等国保持

密切的政治、 经济、 文化往来。 按照本书介绍， 受其历史因素影响， 纽埃始

终与新西兰保持着最密切的外交关系。 近年来中国政府也在经济、 教育等方

面对包括纽埃在内的太平洋岛国提供援助， 尤其是中国政府 “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内提出的面向太平洋岛国的 “中国 － 太平洋岛国论坛奖学金项目”
将会为纽埃教育发展提供支持。

由于国内外有关纽埃的文献资料极度缺乏， 在 《纽埃》 一书的编写过

程中作者遇到了许多困难， 但作者都一一克服了。 《纽埃》 一书的出版， 是

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重要成就， 可以说填补了国内纽埃研究的空白。 由于

国内外现有文献较少， 该书出版意义重大， 它对于国内外学者了解纽埃、 研

究纽埃都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资料过于稀缺， 所收集的某些资料时

代过于久远， 数据也并非都是官方数据， 书中如有偏误也在所难免， 需要专

家及学者不吝批评指正。

新版列国志 《所罗门群岛》 书讯

王作成

《所罗门群岛》 一书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织编撰的新版列国志丛

书中的一卷， 也是由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组织编撰的太平洋岛国丛

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书被列入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所罗门群岛》 一书 ２０ 余万字， 共分六章， 较为实时、 全面和深入地

介绍了所罗门群岛的基本情况。 本书内容始于人类定居所罗门群岛， 止于本

书出版前夕， 涵盖了所罗门群岛的民族、 历史、 政治、 经济、 社会与文化以

０６１ 　 太平洋岛国研究 （第一辑）

王作成， 博士，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

∗



及外交等领域。 本书不仅吸收了国内已有的散见于各学科的关于所罗门群岛

的研究成果， 还通过参考和借鉴外文文献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考证、 梳

理， 并填补了国内所罗门群岛研究的空白。
《所罗门群岛》 一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

一是由于国内鲜有研究所罗门群岛的学者和机构， 自列国志丛书编撰以

来一直未能出版所罗门群岛卷， 因此本书的出版填补了列国志丛书的这

一空白。 二是由于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主要关注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

国家和地区， 包括所罗门群岛在内的太平洋岛国长期处于学术研究的边

缘， 鲜有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其给予足够关注， 因此在本书出版前， 国内

有关所罗门群岛的著述， 除了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于 １９７８ 年翻译

出版的 《所罗门群岛》 一书外， 大多散见于政治学、 人类学、 社会学等

相关学科的专业辞书中， 且仅限于概略性的介绍， 可见国内对所罗门群

岛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有鉴于此， 本书的出版从一定意义上讲将有

助于国人全面了解所罗门群岛的基本情况， 促进更多学者关注和进一步

深入研究所罗门群岛。 三是为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了参考， 受到有关部

门领导的高度评价。
尽管从严格学术意义上讲本书还算不上一本精深的学术专著， 但笔者希

望它成为进一步推动国内所罗门群岛研究的引玉之作。 由于资料匮乏、 作者

学力不逮等主客观因素， 本书肯定存在不足和疏漏， 恳请读者和专家批评

斧正。

新版列国志 《帕劳》 书讯

韩玉平

新版列国志 《帕劳》 一书由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李德芳博士

编著， 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分七部分， 对帕

劳共和国的概况、 历史、 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外交关系等方面进行了

详尽的梳理和阐述， 结构严谨， 内容翔实， 是目前国内唯一专门介绍帕劳的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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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劳位于西太平洋， 由 ３４０ 多个岛屿组成。 帕劳国土面积狭小， 陆地面

积仅为 ４９０ 平方公里。 人口 ２１３４７ 人 （２０１６ 年）， 主要为帕劳人和菲律宾

人， 还有少量的日本人、 华人、 密克罗尼西亚人和欧洲人。 居民大多信仰基

督教， 另有少量帕劳人信奉土著宗教摩德肯基教。
早在 ４０００ 年前， 帕劳群岛就有人类居住。 大型的村落出现在 ７００ ～ ９００

年。 １５４３ 年， 西班牙探险家比利亚洛沃斯首次 “发现” 了帕劳。 １５６５ 年西

班牙征服菲律宾后， 帕劳群岛被划归为菲律宾舰长的领地。 １７８３ 年， 英国

安蒂洛普号航船在乌龙岛搁浅， 由此开启了英国人与帕劳的交往。 １７９０ 年，
英国宣布占有帕劳， 并垄断了与帕劳的贸易。 １８８５ 年西班牙重新控制了帕

劳， 使其隶属于西班牙东印度公司。 １８８９ 年， 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战败，
把帕劳卖给了德国。 １９１４ 年， 日本借一战之际占领了帕劳。 １９２０ 年， 帕劳

成为国联授权下的日本委任统治地。 二战后， 帕劳成为美国的托管地。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 帕劳共和国独立。 帕劳实行总统制， 按照三权分立原则设立

立法、 行政和司法机构， 并部分保留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酋长制， 设有酋长

委员会。 全国分成 １６ 个州， 各州自行立宪。
帕劳经济以旅游业为主， 旅游服务收入占 ＧＤＰ 总量的 ８０％ 以上。 帕劳

旅游资源丰富， 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珊瑚礁景观、 彩虹状的白色沙滩和独一

无二的无毒水母湖。 帕劳也是著名的潜水胜地， 海底珊瑚礁景观是世界七大

海底奇观之首。
帕劳社会沿用村落酋长制度， 并沿袭母系制传统。 村落酋长和女性首

领在社会生活、 土地分配和传统习俗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 帕劳

也是太平洋岛国中最为 “西方化” 的国家之一， 尤其是帕劳年轻人的 “美
国化” 成为帕劳社会的重要特征。 帕劳医疗卫生较为落后， 吸食烟草、 肥

胖和非传染性疾病成为影响帕劳人健康的主要因素。 帕劳教育较为发达，
中小学教育、 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体系完善， 帕劳只有一所高等专科学

校———帕劳社区学院， 因此， 许多帕劳人选择到美国、 澳大利亚和其他国

家留学。
帕劳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 也是取得独立较晚的国家。 但由于其重

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海洋资源， 帕劳独立后许多国家先后与其建立外交关

系。 目前帕劳已经与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等 ５０ 多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尚未与中国建交， 而与台湾地区保持着 “外交关

系”）， 并加入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 ２０ 多个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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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列国志 《瑙鲁》 书讯

吕桂霞　 韦　 笑

瑙鲁是南太平洋地区 １４ 个独立岛国中的一个。 １９６８ 年瑙鲁独立后， 该

国凭借磷酸盐矿开发， 迅速步入富裕国家行列， 但是这种好日子并没有延续

多久。 伴随着磷酸盐矿开采殆尽，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期， 瑙鲁经济走向衰

落， 沦落到依靠外国援助来维持国内社会、 经济稳定的地步。 由于瑙鲁地处

太平洋深处， 人口少， 面积小， 资源匮乏， 学界关注度较低， 学术研究相对

薄弱。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赵少峰博士的著作新版列国志 《瑙鲁》
一书的出版， 无疑推动了国内瑙鲁研究的发展。 该书列入 “十二五” 国家

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的支持。
全书 １５ 万字， 分为七个章节， 包括概览、 历史、 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外交， 使读者能够全方位了解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岛国。 瑙鲁位于南太

平洋地区的瑙鲁岛上， 该岛是珊瑚环礁岛， 在赤道以南 ４２ 公里， 与所罗门

群岛、 马绍尔群岛、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隔海相望。 该国陆地面积 ２１ 平方千

米， 全国总人口为 １０８８７ 人 （２０１５ 年）。 官方语言是英语， 当地人更喜欢使

用瑙鲁语。 瑙鲁共分为 １４ 个行政区， 不设首都， 行政管理机构设在亚伦区。
瑙鲁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 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干旱和飓风等极端天

气频发。 由于当地没有淡水资源， 降水、 淡化海水成为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用

水的重要来源。
从考古资料来看， 约 ３０００ 年前， 密克罗尼西亚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已在

瑙鲁定居， 形成了初期的 １２ 个部落。 １７９８ 年， 英国人约翰·费恩到达该

岛， 将其命名为 “舒适岛”。 历史上， 瑙鲁被德国、 日本占领， 并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成为国联、 联合国的托管地， 同时接受英

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的委任统治。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 瑙鲁获得独立，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加入联合国。 瑙鲁为总统制共和国， 国会为一院制， 共有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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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席位。 国会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 任期三年。 总统由国会议员选举产

生。 内阁由总统直接任命， 一般由 ５ ～ ６ 人组成。 瑙鲁政党不活跃， 分为执

政党和反对党两派。 由于国会成员较少， 一般只要掌握国会 ９ 个席位就能改

选总统， 这导致近些年来瑙鲁政治局势极不稳定。
瑙鲁经济为单一经济， 主要依赖向澳大利亚、 新西兰出口磷酸盐。 瑙鲁

渔业资源丰富， 但是本国渔业资源开发能力有限。 瑙鲁的旅游业非常不发

达， 一方面是因为瑙鲁地理位置偏僻， 交通不便， 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地旅游

资源匮乏， 不能有效吸引游客。 瑙鲁是世界上外国游客最少的国家之一。
２０１４ 年，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 从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Ｉ） 来看， 瑙鲁

和图瓦卢一样， 属于 “其他国家和地区”， 意味着瑙鲁位列 “低人类发展水

平” 国家之后。 事实上， 超过 ９０ 年的磷酸盐矿开采造成至少 ３ ／ ４ 的岛屿被

视为不适于人类居住和不适合任何其他生物生存。 为此， 瑙鲁面临巨大发展

困难和挑战。 尽管瑙鲁财政极度困难， 但是国家提供的福利一直不错， 教育

和医疗费用由政府承担。 澳式橄榄球和举重是在瑙鲁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
受当代西方文化的影响， 瑙鲁传统文化只有很少的部分被保留下来。

瑙鲁积极加入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区域性国际组织， 与 ６９ 个国家有邦交

关系， 并与澳大利亚、 新西兰、 英国关系密切。 随着国内经济越来越不景

气， 驻外人员不断减少。 瑙鲁在美国设有驻联合国代表处， 在中国台湾设有

驻地 “大使馆”， 在泰国曼谷和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设有总领事馆， 在斐济苏

瓦设有高级专员署。 迫于实现国内可持续发展计划的需要， 瑙鲁经常利用它

在联合国的会员国地位， 通过改变立场， 来获取外国援助。 瑙鲁与中国台湾

保持 “邦交” 关系。

新版列国志 《库克群岛》 书讯

张　 勇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王作成博士的新版列国志 《库克群岛》
是国内首部介绍库克群岛的著作， 对于人们全面了解这一神秘的南太平洋岛

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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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群岛位于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三角区的中心， 全国由 １５ 个小岛组

成， 迤逦分布于 ２００ 万平方公里的浩渺洋面上， 陆地面积不足 ２４０ 平方公

里。 其国名源于大名鼎鼎的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船长， 在 １８ 世纪， 库

克船长曾三次抵达此地。 １８８８ 年， 库克群岛成为英国的保护地， １９０１ 年，
成为新西兰的属地。 １９６４ 年， 库克群岛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全民公决， 通

过库克群岛宪法， １９６５ 年宪法正式生效， 库克群岛内部完全自治， 享有完

全的立法权和行政权， 但与新西兰保持自由联系关系。 库克群岛为英联邦成

员国， 历史上长期受英国及新西兰的殖民统治， 因而受两国政治模式的影响

较深， 其政治体制追随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系； 同时结合自身传统对部分制

度进行了创新， 实行君主立宪制与英国式议会民主制的混合政体。 库克群岛

经济对外部援助依赖较大。 近年来， 旅游业逐渐成为库克群岛经济发展的支

柱性产业， 且珍珠养殖业快速发展， 库克群岛经济状况有所改善。 另外， 库

克群岛积极发展对外关系， 目前已与 ４０ 余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并积极

参与国际与地区多边组织， 目前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民航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 国际海事组织、 国际红十字

会、 亚洲开发银行等诸多国际组织的成员。 中国于 １９９７ 年与该国建立了大

使级外交关系， 自此， 两国关系发展步入快车道。
库克群岛地处热带， 四季如夏， 盛产椰子、 香蕉、 柑橘、 菠萝、 面包

果、 芒果等， 有 “南太平洋果园” 之美誉。 同时， 库克群岛也是享誉世界

的旅游胜地， 欧洲和新西兰、 澳大利亚等地的游人接踵而至。 雨林、 鲜花、
碧海、 蓝天让人仿佛置身画中， 再加上世居岛上的库克群岛毛利人尤擅歌

舞， 热情似火， 游客在此可领略到典型的南太平洋风情。
本书以较为翔实的资料全面介绍了库克群岛的基本情况， 主要从历史、

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外交等几个方面对库克群岛进行了具体解读， 并

对其在当前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也有所涉及。

５６１新版 《列国志》 太平洋岛国诸卷书讯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简介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是国内第一个独立

建制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机构、 山东省首批 １５ 家重点新型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之一。 中心旨在通过严谨扎实的学术研究， 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 增进中国人民与太平洋岛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推进中国与太平洋

岛国的友好合作和经贸往来。
中心现有专兼职研究人员 ３９ 人， 其中教授 １１ 人， 副教授 １２ 人， 具有

博士学位者 ２４ 人。 研究人员中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齐鲁

文化英才”、 山东省优秀研究生导师、 山东省智库高端人才等省部级高层次

专家。 “太平洋岛国研究团队” 入选山东省高等学校优势学科人才团队培育

计划。 中心名誉主任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

委员、 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于洪君教授， 著名学者王玮、 庞

中英为中心首席专家。 中心依托的历史学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世

界史和政治学学科为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
中心下设历史文化与社会形态研究所、 政情政制与对外关系研究所、 经

贸旅游研究所， 以及 ７ 个国别研究室、 １ 个编译室， 另设有资料室、 主题展

室、 首席专家室、 会议室等， 办公场所面积达 ５６０ 余平方米。 中心建立了国

内首个以太平洋岛国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网站 （ｗｗｗ ｒｃｐｉｃ ｃｎ） 和微信平台，
已形成国内较齐全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资料中心。

中心研究人员撰著出版了新版列国志太平洋岛国诸卷、 《一带一路列国

志》、 《一带一路名城志》 等 ２０ 余部著作， 在 《现代国际关系》、 《太平洋学

报》 等发表论文 １５０ 余篇， 承担了 《中国大百科全书》 （第三版） 太平洋岛



国全部词条的撰写。 中心研究人员先后主持各级各类科研课题 ３０ 多项， 其

中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及年度项目 ６ 项； 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１
项、 二等奖 ６ 项， 山东省省级教学成果一、 二等奖各 ２ 项。

中心注重科研成果转化， 通过组织科研团队， 加强联合攻关， 搭建了跨

学科的研究平台， 服务国家对外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发展。 中心向中央和山

东省有关部门、 领导提交咨询报告 １０ 余份， 与国家部委合作出版了 “一带

一路” 系列研究成果， 承担了部委委托课题， 为区域企业向太平洋岛国投

资提供了咨询服务， 举办了太平洋岛国文化展。
中心已与国家相关部门、 各太平洋岛国驻华使馆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

建立了密切联系。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中心成功举办了中国首届 “太平洋岛国研

究高层论坛”， 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于洪君以及多位太平洋岛国

驻华大使到会， 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中心在北京成功

举办了中国第二届 “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 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今后， 中心研究人员将倍加努力， 用平等心态、 中国视角， 通过多学科

协同， 在对太平洋岛国开展全方位综合研究的基础上， 重点研究其历史文

化、 政情政制、 对外关系和经贸旅游， 将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结

合起来， 创建中国的 “太平洋岛国学”， 把中心建设成为国内最高端的太平

洋岛国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中心、 增进中国人民与太平洋岛国人民了解和互

信的信息中心、 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的咨询中心。

７６１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简介　



征稿启事

《太平洋岛国研究》 是由聊城大学主办、 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承办的学

术集刊， 于 ２０１７ 年春创办，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每年出版 １
辑。 本集刊旨在探讨太平洋岛国历史与现实诸问题， 以期促进中国太平洋岛

国研究的发展， 推动国际学术交流。 本集刊重点研究太平洋岛国历史文化、
政情政制、 对外关系、 经贸旅游以及区域一体化， 注重创新、 探讨、 切磋和

争鸣， 设有多个栏目， 欢迎国内外学者不吝赐稿。
本集刊接受学术论文、 译文、 研究综述、 札记、 书评、 争鸣等。 来稿一律

用中文， 论文、 译文字数请限于 １ ５ 万字以内， 优秀文章不受此限， 其他文章限

于 ５０００ 字以内， 精粹短稿尤为欢迎。 本集刊热诚欢迎历史学、 政治学、 文学、
宗教学、 文化学、 人类学、 考古学、 生态学等不同研究视角的文章， 引文务必

准确无误， 译文请附上原文。 编辑部在收到稿件后， 将请有关专家审阅， 一般

在 ２ 个月内回复作者。 来稿免收审稿费和版面费， 一经刊用， 即致稿酬。
来稿时请作者提供 ２００ 字左右的内容摘要、 ３ ～ ５ 个关键词。 英文题名、

英文摘要、 英文关键词要与中文文献对应， 并置于文后。 本刊注释采用页下

注的格式， 具体参照 《历史研究》 注释规范。 作者简介请另附页， 注明作

者真实姓名、 出生年月、 籍贯、 工作单位、 职称以及联系方式。 来稿一律使

用电子稿， 请将 Ｗｏｒｄ 文档 “附件” 发至： ｔａｉｐｉｎｇｙａｎｇｂａｎ＠ １２６ ｃｏｍ， 并请

注明 “ 《太平洋岛国研究》 投稿” 字样。

《太平洋岛国研究》 编辑部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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