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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海上丝網之路
”

——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共赢之道

南太平洋地区位于新
＂

海上丝绸之路
＂

， 全面考察南太地区的现状 、 了解中国与南太地区的关系、

探过如何加深与该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 对顺利实施并推进
＂
一带一路

＂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 金英姬

国 于 ２ ０ １ ３ 年 ９月 和 １ ０ 月 分 别 提

出 建 设
“
一

带
一

路
”

的合 作 倡

议 ， 并于 ２ ０ １ ５年 ３月 ２ ８ 日 发布 《

“
一

带
一

路
”

愿景 与行动 》 ， 开 始正 式付

诸 实施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 是新世纪 中 国

的重要 国 家发 展意 向 ， 从陆 路所形成

的经济带 和海 上经济连接线入手 ， 展

开全面 的经济 交流与合 作 ， 通过开 放

的 区域平 台 ， 加 强与沿 线伙伴 国 间 的

沟 通与交 流 ， 深 化 国 际经济合 作 ，
推

进经济
一

体化 发展 ， 达 到相关 国 家之

间 的互利 共赢 与经济 、 社会可 持续 发

展 。

南太平洋地 区位 于新
“

海 上丝绸

之路
”

， 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 而全面

考察南太地区 的现状 、 了解 中 国与南太

地区 的关系 、 探讨如何加深与该地区 的

交流与合作 ， 对顺利实施并推进
“
一

带

一

路
”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南太地区的现状

广 义 的南 太平洋地 区包括 除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以外的２ ７个国家和地 区 ，

其 中有 １ ４个 国 家从 ２ ０世纪 ７ ０年代开始

陆续 实现独立 ， 它们 是 ： 斐济 、 萨摩

亚 、 汤加 、 巴布亚新几内亚 （ 简称
“

巴

新
”

） 、 基里巴斯 、 瓦努阿图 、 密克罗

尼 西亚联邦 、 所罗 门群 岛 、 瑙鲁 、 图瓦

卢 、 马绍尔群 岛 、 帕劳 、 库克群 岛和纽

埃
，
这 １４个 国家也统称为南太岛 国 。 除

库 克群岛和纽埃外 ， 其余 １ ２个国家均为

联合 国成员 国 。

南太岛 国 间陆域 面积相差 悬殊 ，

１万平方公里 以上 的仅 有巴新 、 所罗 门

群 岛 、 斐济和瓦努阿 图等 ４个岛 国 ， 其

他基本在 １千 平方公里 以 下 ， 最小 的

图 瓦卢和 瑙鲁分别 只 有 ２ ６和 ２ ４ 平方公

里 。 南太 岛 国 总人 口约 ９ １ １万 ， 使用语

言 多达 ２ ０ ０ ０余种 。 由于历 史和地理 原

因 ， 南太 岛 国 大多数 官方语 言和通 用

语 言为英语 ， 人 口主 要 由 当地原住 民

和 欧洲移 民或后 裔构 成 ， 还有
一

些人

居住 在澳 大利亚 、 新 西兰 、 美 国等 国

家 ， 华人华侨人 口很少 （参见表 １ ） 。

南 太 岛 国大都经济欠发达 ，
产

业结 构落后 单
一

， 主要 为资源密集 型

的 渔业 、 种 植 、 手工 艺 品 制 作 、 采

从中国与南太岛国的双边贸易

情况中可以看出 ， 除澳大利

亚、 美国 、 新西兰、 曰本、 印

度以及其他传统伙伴国之外 ，

中国已成为南太岛国的重要贸

易对象国 ， 中国向该地区主要

出口服装 、 纺织品 、 轻工产

品 、 机电产品 、 化工和医药

原料等产品 ， 主要进口渔业产

品、 矿产品和原木等 ， 双边贸

易具獅虽的互补性。

矿 、 旅游等产业 ， 主要 出 口商 品为渔

业产 品 、 水 果 、 矿产 品 、 木材和手工

艺 品 ， 大部分生活用 品和 工业用 品需

要进 口
， 货物贸 易收支逆差较大 。 该

地区 基础设施 落后 ， 失 业率居高不

下 。 总 体来看
，
在 １ ４个 己经独立的岛

国 中 ， 库克群 岛 、 帕 劳和瑙鲁的近期

人均 生产 总 值均超过 １万 美元 ， 斐济

也接近 １万 美元 。 这 ４国发展水平相对

较高 ， 其余 １ ０国人均生产总值均远低

于 １ 万美元 。 表 ２中 列 出 了 １ ４个南太 岛

国 的经济 简况 ， 其经济 发展水平可见

一

斑 （ 参见表 ２ ） 。

此 外
， 南 太 岛 国 城 市 化 率 较

低 ， 教育水平低下 。 加上该地区处于

环太平洋地震活跃带 ， 自 然灾害频

发 ，
既有暴雨 、 飓风等气象灾害 ， 也

有地震 、 火 山爆发
、
海啸等地质 灾

害 。 由 干经济落后 ， 社会管理能力不

足
，
南太 岛国都难以应对 自 然灾害

，

这些也是该地区亟 待解决的问题 。 全

球升温 、
气候变暖 带来的 负面影响在

这
一

地区也逐步显 现。 按照 目 前的海

平面上升速度推算 ， 不远的将来 图瓦

卢 、 瑙鲁 、
基里巴斯 ． 瓦努阿 图等 岛

国的大部分国土会 出现低于海平面的

可能 。 南太诸国 既有强烈 的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 ，
亦有拯救生态灾难的 紧迫

压力 。

南太 岛 国 约一半 国 家无本 国 货

币 ，
基 里巴斯 、 瑙鲁等 国 家使用 澳

元
， 库克群岛 、 纽埃等国家使用新西

兰货 币 ， 马绍尔群 岛 、 密克 罗尼西亚

４２



■
微博 ： ｗｅ ｉｂｏ． ｃｏｍ／ｕ／２８ １ ８ ８０７ ２７ １ ｜微信 ： 中国远洋海运 ｅ＾

ｉ

ｊ ｜网址 ： ｗｗｗ．ｍａ ｒ ｉ

ｔ
ｉｍ ｅ

－

ｃｈ ｉｎａ ．ｃｏｍ信箱 ： ｍ ａｃｎ ９５＠ｖｉ ｐ． １ ６３ ．ｃｏｍ

联邦 、 帕 劳 、 圣诞 岛地区 使用 美元 。

因经 济严 重落后 ， 这些 岛 国大多 依赖

国际 官方开发组织的援助 （
０ＤＡ

）
和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 美 国等 国家的援

助 ， 澳 、 新 、 英 、 美 、 日 等 国家是南

太岛 国的主要出 口 市场 、 进 口 来源地

和侨 汇来源 国 ，
工

、
矿

、 林 、 农 、 渔

等大多数行业的产业链甚至
一

些市场

都主要控制在这些 国家的跨国公 司手

中 。 与澳大利亚 、 新西兰 、
英国 、

美

国等 国家在政治 、 外交 、 国防等各领

域有着非常紧密 的关 系 ，
签署 了 《 自

由联系条 约 》
、

《防 务合 作协定 〉＞
、

《防 务合 作计划 》 、 《警 察伙伴关 系

协定 》 等 。 由此可见南太平洋岛 国与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 美 国等英联邦国

家关 系之密切。

中 国与南太地区的关系

１ ． 外交关系

除澳大利亚 （ １ ９ ７２ ． １ ２ ．
２ １

）和新

西兰 （
１ ９ ７ ２ ． １ ２ ． ２ ２

）外 ， 中 国先后与 １ ４

个南太岛国 中的斐济 、
（ １ ９７ ５ ． １１ ． ５

）

萨 摩 亚 （１９ ７ ５ ． １１ ． ６
） 、 巴 布亚 新

几 内 亚 （１９ ７ ６ ．１ ０ ．１ ２
） 、
瓦 努阿 图

（
１ ９ ８ ２ ． ３ ． ２ ６

） 、 密克 罗 尼西 亚联邦

（ １ ９ ８９ ． ９ ． １ １ ） 、 库克群岛 （ １９ ９ ７ ． ７ ． ２ ５ ） 、

汤加 （
１ ９ ９ ８ ． １ １ ． ２

） 、 纽埃 （
２００７ ．

１ ２ ． １２
）

等８个 国家建立了 外交关 系 。

２ ０ ０ ５年 １ ０ 月 ， 中 国 提出 建立中

国 － 太 平洋 岛 国 经 济发展 合 作论 坛

（简称
“

中太论坛
”

）
的倡议 ，

以促

进与南太岛 国在环保 、
旅游 、

立法
、

教育 、 农渔业和卫生领域的 合作 。

１ １ １

该倡议赢得了相 关国家 的广泛欢迎和

积极响应 。
２００６年４月

，
首 届 中太论坛

部长级会议在斐济 召开 ， 中 国 同 ８个

建交 国签署 《 中 国 ＿太平洋岛国经济

发展合作行动纲领 》
， 表示愿意在平

等互利 、 优势互补 、 互尊互信的基础

上建立经贸合作伙伴关 系 。 ２０ １ ３年 １ １

月 ， 第二 届 中太论坛在广州 举行 ， 中

方宣布将采取一 系列措施支持该地区

经济社会的发展 。

１
２

１

２ ０ １ ４年 １ １ 月 ， 习 近平主席访问

斐济 ，
这是 中 国 国家主席首次对南太

表 １ 南太平洋岛国基本情况

国家 人口与构成 通用语言 官方语言 货币

巴布亚

新几内亚

约８ ００万 ，

９ ８％属美拉尼西亚人 ， 其余为密克罗尼西亚

人 、 波利尼西亚人、 华人和白人。 华人华侨约 １万人 。

英语、 皮雜
莫土语

英语 基那

斐济 ８ ８． ５万
英语 ＇斐济语
印地语

英语
翻元

（
Ｆ ｉ

ｊ
ｉＤｏ ｌ ｌ ａｒ

）

基里巴斯
１ ０ ．８万 ， 其中９０％以上属密克罗尼西亚人种 ， 其余为波

利尼西亚人和欧洲移民 。

英语
基里Ｅｉ ｆｒｎ

英语 澳元

库克群岛
１ ． ３１ 万 ， 均蹄西兰护照 。 毛利人 （属波利尼西亚人

种 ） 占９ ２％
， 欧洲后裔占３％

。

英语
毛利语

英语 新西兰货币

马绍尔群岛 ５ ． ４３万 ， 多属密克罗尼西亚人种 。

英语

马绍尔语
马绍尔语 美元

密克罗

尼西亚联邦

１ ０ ． ５５万 ，

其中密克罗尼西亚人占 ９７％
， 亚洲人 占

２ ．５％
， 其他人占０ ．５％

。 华人华侨数十人。

英语 英语 美元

瑙鲁
约 １ ． １万 ，

５ ８％为瑙鲁人 ， 属密克罗尼西亚人种 ，

其余为
其他太平洋岛国人 、 华人＇ 菲律宾人和欧洲人后裔 。 另

有约２千瑙鲁人居住在澳大和Ｊ亚。

瑙鲁语

英语
英语 澳元

纽埃
１
６ １ ８人 ， 属波利尼西亚人种 ， 另有约１ ．２万人居住在新

西兰？

英语
纽埃语

英语 新西兰货币

帕劳 ２ ＿１ ８万 ，

多属密克罗尼西３ＥＡ种 。

英语
帕劳语

帕劳语 Ｈｔｃ

萨摩亚
１ ９ ．７万 ， 绝大多数为萨摩亚人 ， 属波利尼西亚人种 ； 还

有少数其他太平洋岛国人
、
欧洲人和华裔以及混血人

种
。
华人华侨约３０ ０人

９

英语
萨摩亚语

萨摩亚语 離

所罗门群岛 ５９ ．９万 ，

９４ ．５ ％为美拉尼西亚人。

皮雜

英语
英语 所罗门群岛元

汤加

１ ０ ．８万 。 ９８％是汤加人
， 属波利尼西亚人种 ，

其余为其

他太平洋岛国人＇欧洲人＇ 亚洲人及其后裔 。 华人华侨
约２ ００ ０人。

汤廳
英语

英语
潘加

（
ＰＡ

１

ＡＮＧＡ ）

图瓦卢
１ ． １万 ，

９ ７％为图瓦卢人 ， 属波利尼西亚人种 ， 其余为基

里巴斯人 、 欧洲裔等。

图瓦卢语
英语

英语
图瓦卢币
通用澳元

瓦努阿图

２８ ．２万 ， 其中９ ８％为瓦努阿图人 ， 属美拉尼西亚人种 ，

其余为法
、
英 、 华后裔和越南、 波利尼西亚移民以及其

他
一

些附近岛国人 。 华人华侨约６ ００人
。

比斯拉马语

英语

英语＇ 法语

＿拉马语
瓦图

资料来源 ： 根据外交部网站 ２０ １ ８年 ９月更新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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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南太国家经济简况

国别
ＧＤＰ

Ｏ＾Ｈ ｔｃ
）

人均ＧＤＰ
 ■

（
美元）

主要产此
公共债努贫困线
占ＧＤＰ比例 以下人口

巴新
３０ ． １ ９

（
２０ １ ７ ｅｓ ｔ．

）

３
，
７ ００

（
２０ １ ７ ｅｓｔ ．

）

椰干粉碎、 棕榈油加工 、 胶合板生产 、 木屑生
｜

产 ； 采矿 （金 、 银、 铜 ）
；

原油和石油产品
；

建筑、 旅游、 牲畜
（
猪肉 、 家禽、 牛

）
、 乳制

品 、 香料产品 （
姜黄、 香草 、 姜 、 豆蔑 、 辣

椒、 胡椒、 香茅和肉豆蔻 ）
、 渔业产品

３ ６． ９％

（
２０ １ ７ ｅｓｔ．

）

３７％

（
２０ ０ ２ｅｓｔ．

）

斐济
８ ．６ ２９

（
２０ １ ７ｅｓ

ｔ
．

）

９
，

８ ００

（
２ ０ １ ７ｅｓ

ｔ
．

）

旅游业
、 制糖业 、 服装业、 椰干 、 黄金 、 白

银、 木材业

４８ ．９

（
２ ０ １ ７ｅｓ ｔ．

）

３ １％

（
２ ００９ｅｓｔ ．

）

ｍｍｍ
２ ２ ７

（
２０ １ ７ｅｓ

ｔ
．

）

２
，

０ ００

（
２ ０１ ７ｅｓｔ ．

）

捕鱼 、 手工艺品
２６ ．３

（
２０ １ ７ ｅｓ ｔ．

）

Ｎ ／Ａ

库克群岛
２ ９９ ．９

（

２ ０１ ６ｅｓ ｔ ．

）

１ ６
，
７〇〇

（
２ ０ １ ６ｅｓｔ ．

）

渔业、 水果加工、 旅游 、 服装、 手工艺品 Ｎ／Ａ Ｎ／Ａ

马绍尔群岛
１ ９ ６

（
２０ １ ７ ｅｓ ｔ

．

）

３
，

６ ００

（
２ ０１ ７ｅｓｔ ．

）

干椰子肉 ＇ 金枪鱼加工 、 旅游 ＇ 工艺品 （来自
贝壳 ＇ 木材和珍珠 ）

２５． ５％

（
２ ０１ ７ｅｓ ｔ．

）

Ｎ ／Ａ

密克罗尼西
亚联邦

３４８

（
２ ０１ ７ｅｓ

ｔ
．

）

３
，

４００

（
２ ０ １ ７ｅ ｓｔ ．

）

旅游、 建筑业 ； 专业水产养殖、 工艺品 （贝壳
和木头 ）

２４． ５％

（
２ ０ １ ７ｅｓ ｔ．

）

２ ６ ．７％

（
２ ００ ０ｅｓ ｔ ．

）

瑙鲁
１ ６０

（
２０ １ ７ｅｓ ｔ．

）

１ ２ ，

３００ Ｉ

（
２ ０１ ７ ｅｓｔ．

）

磷酸盐开采 、 离岸银行、 椰子制品
６２％

（
２ ０１ ７ｅｓ ｔ．

）

Ｎ／Ａ

纽埃
１ ０． ０ １

（
２ ００３ ｅｓ ｔ．

）

５
，

８ ００

（
２００ ３ｅｓｔ ．

）

手工艺品 、 食品加工 Ｎ／Ａ Ｎ／Ａ

帕劳
２６４

（
２０ １ ７ ｅｓ ｔ．

）

１ ４
，
７ ００

（

２０ １ ７ｅｓｔ ．

）

旅游、 離 、 自给健
２４ ．

１％

（
２０ １ ６ｅｓ ｔ．

）

２４ ．９％

（
２００６ ）

萨摩亚
１

．１ ３７

（
２ ０１ ７ｅｓｔ ．

）

５ ，

７ ００

（
２ ０ １ ７ｅ ｓｔ ．

）

食品加工 、 建材 、 汽车零部件
４９ ．

１ ％

（
２ ０ １ ７ｅｓ ｔ．

）

Ｎ／Ａ

所罗门群岛
１ ．３ ３

（
２０ １ ７ｅｓ ｔ．

）Ｉ

￥２ ，

２ ００

（
２０ １ ７ ｅｓｔ ．

）

鱼类 （
金枪鱼） ＼木材

９ ．４％

（
２ ０ １ ７ｅｓｔ

）

Ｎ／Ａ

汤加
５９１

（
２ ０１ ７ｅ ｓｔ ．

）

５
，

９ ００

（
２０ １ ７ｅ ｓｔ ．

）

旅游 、 翻、 毅
４８％

（
ＦＹ２０ １ ７ ｅ ｓｔ ．

）

２ ２ ．５％

（
２ ０ １ ０ｅｓｔ ．

）

图瓦卢
４２

（
２ ０ １ ７ｅ ｓ

ｔ
．

）

￥３
，

８ ００

（
２０ １ ７ｅ ｓ

ｔ
．

）

触
３ ７％

（
２０ １ ７ｅ ｓｔ ．

）

２６ ．３％

（
２０ １ ０ｅ ｓｔ ．

）

瓦努阿图
７７２

（
２ ０１ ７ｅ ｓｔ ．

）

２
，

７ ００

（
２０ １ ７ｅ ｓｔ ．

）

食品和鱼类冷冻 、 木材加工、 肉类罐头
４８ ．４％

（
２ ０ １ ７ｅｓ ｔ．

）

Ｎ／Ａ

资料来源 ：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２ ０ １ ９年 １ 月资料整理。

ｈ
ｔ ｔｐｓ ：／／ｗｗｗ． ｃ ｉａ ．

ｇ ｏｖ ／ ｌ ｉ ｂ
ｒａｒｙ ／ｐｕ

ｂ ｌ ｉｃａｔ ｉｏｎ ｓ／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ｓ ／ｔ
ｈｅ

－

ｗｏ ｒ
ｌ ｄ －

ｆａ ｃｔｂ ｏｏｋ／

注 ： ｅｓ ｔ ．

＝当年预测值

Ｍａｒ ｉ ｔｉｍｅ
Ｃｈ ｉ ｎａ Ｉ

中国远洋海运４３



□ Ｉ／ＥＲＲＬＬＸ全局

表 ３部分南太国家进出口情况

００别 主要出 口市场 主要出口产品 主Ｓ进口来瀾 主要进 口产品

斐济

美国２０ ．８％
， 澳大利亚

１ ４ ．９％
， 新西兰７ ．７％

， 汤

加５％， 瓦努阿图４ ． ６％，

中国４． ５％
，西班牙４ ．３％

，

英国４ ． ３％
， 基里巴斯

４ ． １ ％
（
２ ０１ ７

）

油等燃料、 鱼、 饮料、 宝

石、 糖 、 服装 、 黄金 、 木

材、 鱼 、 糖蜜 、 挪子油 ．

矿紗

澳大利亚 １ ９ ．２％
，新西兰

１ ７． ２％
．新加坡 １ ７％

，中国
１ ３ ．８％

 （
２ ０１ ７

）

制織 运输设
备 ． 石油产品 、 食品和饮

料、 化学品 、 烟草

帕劳
曰本５ １ ． ３％

，

美国 １ ５ ． ８％
，

印

度 

１ ３ ． ８％，关岛８％
（
２０ １ ７

）

贝类 、 金枪鱼、 其他鱼类

美国３ ３ ．４％
，关岛 １ ５ ．８％

， 日

本１ ５ ． ７％
，中国 １

３ ．５ ％
，韩国

５ ． ３％
 （
２ ０ １ ７

）

机械和设备 、 燃料 ． 金

属 、 食品

库克群岛 Ｎ／Ａ

鱼、 干揶肉 、 木瓜、 新鲜

和罐装樹搞类水果 、 咖

啡、 珍珠和珍珠壳 ； 服装

Ｎ／Ａ
食品 、 访织品 、 燃料、 木

材、 资本货物

巴新

澳対哑 １ ８ ．９％
，新加坡

１ ７． ５％
， 日本 １ ３ ．８％

，中国
１ ２ ． ７％，菲律宾４． ７％

，荷兰
４ ．２％

，
印度４ ． ２％

（
２ ０ １ ７

＞

液化天然气、 石油 、 黄

金、 铜矿石 、 镍 、 钴原

木、 棕榈油 、 咖啡 、 可

可、 椰子、 香料
（
姜黄 、

香草 、 姜和豆蔑）
、 小龙

４１下 、 对虾 、 金枪鱼 ， 海参

澳大利亚３ ０． １ ％
，

中国
１ ７ ．３％

，新加坡 １ ０ ．２％ ，马来

西亚８ ． ２％
，印尼４％

 （
２０ １ ７

）

输设备 、 制成

品 、 食品、 燃料、 化学品

萨摩亚

澳大利亚 ２２ ．９％
，

新西
兰２２ ．８％

， 美属萨摩亚
２ ２． １％

，阿富汗 １４ ．９％
，美国

５ ．９％
 （
２０ １ ７

）

鱼 、 椰子ｉ由和奶油 、 非

铀、 椰肉 、 芋头、 汽车零
部件． 服装、 啤酒

新西兰２ ２％
，

新加坡２ ０． ７％
，

美国 １ ２ ．５％
，中国 １ ０ ．１ ％

，

澳大利亚８ ．６％
，斐济

５ ． ２％
 （
２ ０１ ７

）

机械设备、 ：ｍ用品、 食

品

纽埃 Ｎ ／Ａ

罐装椰奶 、 椰肉 、 蜂蜜 、

香草、 百香果制品 、 木

瓜、 根类作物 、 酸橙 、 足

球、 邮票 、 手工艺品

Ｎ／Ａ

食品 、

ｉ舌动物、 制成品 、

机械 、 燃料 、 润滑剂 、 化

学品 、 药品

汤加
香港２ Ｓ ． １ ％

，新西兰２２ ．６％
，

美国１ ４ ．３％
，日本 １ ２ ．８％

，

澳

大利亚１ ０． ５％
（
２ ０ １ ７

）

南瓜 、 甘草 、 香草豆 、 胡

椒根作物 、 卡瓦

新西兰 ３３ ． ３％
，
斐济 １ １ ． ７％

，

美国９ ． ８％
，新加坡９％

，澳大
利亚 ８ ．９％

，中国７ ．９％
，日本

５
．

９％

（

２０
１
７

）

食品 、 机械和运输设备、

燃料 、 鮮品

瓦努阿图

菲律宾２ ３ ．９％
，澳大ｆｉ

ｊ亚
１ ６

．

５％
，

美国 １
０

．４％， 日本
８ ．８％

，

委内瑞拉８％
，

法

国４ ． ８％
，
Ｆ ｉ

ｊ
ｉ４ ． ５％

，香港
４．４％

（
２ ０ １ ７

）

椰干 、 牛肉 、 可可 、 咖

啡 、 木材 、 卡瓦 、 椰子
油 、 挪子壳 、 牛皮 ． 鱼

俄罗斯３５ ．２％
，

澳大利亚

１ ９ ．８％
，新西兰９． ８％

，中国
６ ．３％

，斐济５ ．５％
 （
２ ０ １ ７

）

机械设备＇ 食品 ＇ 燃料

密克罗尼
西亚联邦

Ｎ／Ａ
鱼 、 萨考 （卡瓦 ）

、 槟

榔、 黑胡椒
Ｎ ／Ａ

食品 、 饮料、 服装、 电

脑 、 家用电器 、 家电、 制
成品 ． 链＇ 讓设备 ＇

家具 、 工具

资料来源 ：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２ ０ １ ９年 １月资料整理
。

ｈ 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ｃ ｉａ ．ｇｏ

ｖ
／ ｌ ｉ ｂ ｒａｒｙ／ ｐｕ ｂ ｌ ｉｃａｔ ｉｏｎ ｓ／ ｒｅ ｓｏｕ ｒｃｅ ｓ／ｔｈ ｅ －ｗｏｒ ｌ ｄ －

ｆａｃｔ ｂｏｏｋ／

注 ： ｅｓｔ．

＝当年预测值

岛 国进行国事访 问 。 期 间 ， 习 主 席同

八个建交 岛 国领导人举 行首次集体会

晤 ， 决定建立相互尊 重 、 共 同发 展的

战略伙伴关 系 ，
并宣布 了支持岛 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
一

揽子计划 。 习主席还

同 与会 岛 国领导 人 分 别举行双边 会

谈
，
就加强农林渔业 、

旷产 、 基础设

施建设 、 旅游等领域合 作达成广泛共

识
， 并签 署

一

系列合作文件 。 与会 国

领导人认为这些计划和措施契合 岛 国

的需要 ， 表示愿意参与新
“

海 上丝绸

之路
”

和亚洲 基 础 设施投资 银行建

设 ， 希望能借助 中 国发展的机遇促进

本 国 经济建设 。

１ ３ １

２０ １ ８年 １ １ 月
，
习 主席再次访问南

太 岛国 ， 在巴新同八个建交岛 Ｗ领导人

举行集体会晤 ， 就中 国和南太岛国关系

提出四点建议 。 这些建议 涵盖战略 、 经

济 、 民心和国际事务层面 ， 分别为 ： 坚

持平等相处 ，
深化政治互信 ；

坚持互利

合作 ， 实现共 同繁荣 ＜坚持心心相印 ，

增进人民友谊 ＜坚持守ａ相助 ， 维护公

平正义 。

Ｍ ｌ

通过这些双边和多边会晤以

及实实在在的合作措施 ， 中 国 与南太岛

国的关系得到 了加强与提升 ，
也为在更

广泛的领域拓展和深化交流合作提供 了

坚实的基础。

美 国是 南 太地 区的传统 盟 友 。

但特朗普执政后宣扬
“

美国优先
”

的

施政方针 ， 越来越倾 向干保护主 义 ，

在外交舞 台和国际事 务上
一

切以 美国

利益至上 为准 则采取 申－边主 义 。 而 中

国则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 在命运共 同

体的理念之下坚持不懈地推动 多边主

义 。 这使得南太 岛国 更加愿意靠近 中

国 。 例如 ， 南太 岛国 因所处的地理环

境对全球变 暖和 气候变化 引 起的海平

面上升十分敏感 和脆弱 ，
而 美国却宣

布退 出 《 巴黎协定 》 ？ 相 反 ， 中 国的

蓝色 经济理念与南太 国家 的海洋发展

观十分 契合 ， 南太 国家表示愿意与 中

国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 。

１ ５ １

２ ． 经济关系

近几年 ， 我国加强 了与南太岛 国

的双边和 多边经济 交流与 合作 。 中 国

增加 了 对南 太地区的经济援助 ，

目前

为该地区重 要的援助 方 。 从中 国 与南

太 岛 国的双边贸 易情况 中 可以看出 ，

除澳大利亚 、 美 国 、 新西兰 、 日 本 、

印度 以及其 他传统伙伴之外 ， 中 国

已 成 为 南 太 岛 国 的 重 要贸 易对象 国

（ 参见表 ３ ） ， 中 国 向 该地 区主要 出

口服装 ． 纺织品 、 轻工产品 、 机电产

品 、 化工和医 药原料等产 品 ， 主要进

口 渔业产品 、 旷产品和原木等 ， 双边

贸 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 参见表 ３ ）
。

近期中 国对南太岛 国的 经济援助

增加 ， 尤其是 基础 设施领域 。 目 前 ，

从中国与南太岛国的经济合作

主体来看 ， 过去和现在主要集

中在政府间和国企层面 ， 未来

需要进
一步鼓励和推动中国私

营企业走出去进行投资 ， 提高

当地的产业加工能力 ， 推动当

地消费市场的增长。

在 巴新运营的 中 国企业有近 ３５ ００家 ，

从小微企业到 大型跨 国 集 团都有 。 其

中 ， ２
１ 家大 型跨 国集团在过去几年承

担了 公路 、 铁路修建等多个大项 目 。

在
“

中 国 一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 合作

论坛
”

框架下 ， 中 国进 出 口 银行和 中

国开发银行
一

共向 南太 岛国提供 了 

２０

亿美元优惠 贷款 ， 支持岛 国修建基 础

设施
。

｜６ １

２０ １ ８年 ５月 初 ， 巴新加入亚投

行
， 这表明 了 巴新同 中 国加强和深化

经济交流合作的意愿 。

中国在南太地Ｋ如何走下去？

在 新形势下 ， 中 国 与南太 岛 国

加强 合作的 重要性和战略意义凸显 。

２０ １ ５年 ３月 ２８ 日 由 国家发展改革委 、
外

交部
、
商务 部联合发 布的 《推动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 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愿 景与 行动 》 将
“

从 中 国沿海港

口 经过南海到 南太平洋
”

作为海上丝

路战略的重点方向 之
…

。 南 太 岛 国具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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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 资源优势以及政

治优势 ， 是建设２ 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 自 然延伸 ， 然而 ， 近期中国在南太

地区的援助和投资遭到 了一些 国家的

误解和阻力 。 在复杂的历史和现实 背

景下
，
探讨如何在这一地区顺利推进

“

２ 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倡议 ， 进
一

步推动中 国 与南太各 岛 国的双边交流

与合作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

１ ． 从中 国与南太岛 国的关系来

看 ，
除了极少数国家在之前举行的太

平洋岛国论坛上对中 国代表团做出 刁

难之举 ， 绝大部分岛 国对中国的投资

是欢迎的 。 尽管南太地区矿产 （
比如

巴新的油气资源 ） 和海洋渔业资源丰

富 ， 但这些 岛 国没有财 力去开采和利

用这些资源 ， 所以迫切需要大量的外

部援助和外 国直接投资 。 在基础设施

领域 ， 南太
一

些比较偏远的地区非常

贫穷 ， 很多地方连公路都没有 ， 巴新

甚至还有 ７０％的人 口 用 不上 电
，
更 不

用说水运 、 海运 、 航空 、 医疗卫生 、

教育等 。
岛国各领域需要大量的财力

投入 ， 而中 国的
“

２ 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
”

倡 议可以满足南太 岛 国的需求 。

相比
一

些政治因素 ， 南太岛 国更关心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中 国应该主动 了

解岛 国的诉求和期望 ， 从政治上加深

相互信任 ，
从民心上加深相互 了解 ，

从经济 上加深合作 ， 共 同促进双边关

系的 良性发展 。 对于巴新等原材料资

源丰富的 国家 ， 中 国应派遣更 多专业

人才和合作企业 ， 帮助这些国家建立

本 国 的 工业基地 ， 使他们能够对一些

产品进行初加工后再出 口 ， 促进经 济

增长 ， 并提供更 多的就业机会 。 而对

于萨摩亚这样主要依赖旅游 、 农业的

国家 ， 中 国应加强在航空 、 酒店 、 度

假村等旅游基础设施领域的合 作 ， 为

游客们提供更多的便利 ， 推动 岛 国旅

游业的发展 。

２ ． 从南太岛国的周边环境来看 ，

欧盟 国家 中除英国 和法 国之外其他国

家对南太地区涉足不深 。 气候变化引

发的危机等南太地区的一些全球性 问

题难以靠岛 国 自 身去解决 。 而欧债危

机后英法国家对气候问题的态 度明显

变缓 ， 美国 则左右摇摆 ， 南太国家难

以指望这些传统盟 国的 支持和实际行

动 。 中 国提出的
“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

体
”

倡议具有很强的吸 引 力 。 而这
一

地区长期的最大的援助 国澳大利亚则

是南太国家吸 引 中 国更 多资本的关键

因素 。 其实 ， 中澳两国对南太岛 国的

援助和合作都很重要 ，
且无法相互替

代 。 中 国与澳大利亚等西方 国家在该

地区专注的领域有较大区别 。 中 国的

援助和合作主要集中在修建桥梁 、 机

场
、 港 口

、 医院等基础设施领域 ， 澳

大利亚则 更关注艾滋病预防 、 教育 、

人权 、 法律 、 性别平等项 目 等社会领

域 。

１

７
１

况且 ，
南太 岛 国对外资及外来

髙科技 、 人才等各方面的需求 巨大 ，

而澳大利亚 、 新西兰等国家的经济体

量和 中 国相比还是小
一

些
， 澳大利亚

及其他传统援助 国难以满足所有南太

岛 国的需求 。 中 国应该以实际行动证

明 ， 中澳在南太地区 不是竞争关系 ，

而是互补关系 ； 中 国的投资并不谋求

在本地区 的领导权或危及本地 国家的

主权
， 而是基于取长补短与 互利合作

的经济往来和共 同发展 。

３ ． 从中国与南太岛国的经济合作

主体来看 ，
过去和现在主要集 中在政

府间和 国企层面 ， 未来需要进一步鼓

励和推动中国私营企业走 出去进行投

资 ，
提高 当地的 产业加工能力 ， 推动

当地消 费市场的增长 。 这样既可以降

低南太国家对 中 国政府援助的依赖 ，

减少外界对中 国资本的怀疑与误解 ，

又可以使双边合作以平等的身份本着

ｗｏｒ Ｉ ｄ／２０１ ８
－

１ １ ／１ ５／ｃ＿１ １ ２３７ １ ９０３３ ． ｈｔｍ

企业经营的理念顺利开展
。

４ ． 从合作领域来看 ， 南太岛 国在

资源禀赋和重点产业 、
经济发展程度

及对外资合作开发的诉求等方面各有

不同
。 中 国对本地区的投资除 了基础

设施
、
渔业 、 旅游 、 能源 、 贸易等急

需投入的领域之外 ， 还应关注医疗 、

环境 、 教育 、 文化 、 科技等 当地政府

和广大民众关心的领域 ，
寻找更 多双

方的利益交汇点和经济增长点 ， 增进

官民两个层面的友谊与互信 。

５ ． 从合作层次来看 ， 与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以及与 周边国家的 互联互

通是实施该发展战略的具体方式和主

要内 涵 。 互联互通是
“

三位
一体

”

的

联通
， 即交通基础设施的硬件联通 、

规章制度 、 标准 、 政策的软件联通 、

增进 民 间 友好互信和文化交流的 人

文联通 ， 它 涵 盖政策 沟通 、 设施联

通 、 贸 易畅通 、 资金融通和民心相

通五大领域 。

１ ８ １

因此
，
除 了 通过双边

和多边峰会 、
相关部门互访 、 开展联

合研究
、
合作举办论坛等方式增进相

互信任和友谊 ， 通过援助和投资共同

进行公路 、 水路 、 航空 、 电力 、
通讯

等基础设施建设 、 进一步促进贸易和

旅游往来等措施之外 ， 中 国与南太岛

国 （并联合第三方 ） 还可以进行资金

融通
， 共 同建立南太平洋地区矿产和

渔业资源勘探开发与加工 基地以及科

学考察基地 ， 提供防灾减灾 、 保护环

境 、 文化教育以及技术职业技能培训

等公共服务 。 （作者 系 中 国社会科学

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 副研究员、

博士 ） 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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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ｌ
ｏｏ ｄ

－

ｍ ａｋ ｉ ｎ
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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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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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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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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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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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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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Ｐ

ｉ ｒａｅｕ ｓＰｏｒｔ ｉｎＧｒｅｅｃｅ
，
ｈａｖｅ ｅｎ ｈａｎｃｅｄ ｔｈ ｅａｂ ｉ ｌ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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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ｎ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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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ｚｅｓ ｈｉ

ｐ ｐ
ｉ ｎ

ｇｓｅｒｖ ｉ ｃｅ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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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ｗ ｉ ｌ ｌｈａｖｅａ

ｐ
ｏｓ

ｉ ｔ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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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ｐ
ａｃ ｔｏ ｎ 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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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ｖ ｉ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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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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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ｎ
ｇ

ｅｎ ｔ ｅｒ
ｐ
ｒｉ 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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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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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 ｍｕｓ ｔｓ ｅｅｋ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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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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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ｇ

．Ｃｏ ｏ
ｐ
ｅ ｒａ ｔ ｉｏ ｎｗｉ ｔｈｃｏ ｕ ｎｔ ｒ ｉ ｅｓ

ａ
ｌ
ｏ ｎ

ｇ
ｔｈ ｅ

＂

２ １
ｓ

ｔＣｅｎ
ｔ
ｕｒ
ｙ
Ｍ ａ ｒ

ｉ ｔ ｉ
ｍｅ Ｓ ｉ ｌｋＲｏａｄ

＂

 ｉｎｔ ｈｅｃｏ ｎ ｓｔ ｒｕｃ ｔｉｏ ｎａｎｄ

ｏ
ｐ
ｅ ｒａｔ ｉｏｎｏ ｆｓ ｈ ｉ

ｐ ｐ
ｉ ｎ
ｇ

ｉ ｎ ｔｅｒｃｏ ｎｎｅｃ ｔ
ｉ ｏｎ ａｎ ｄｐｏ

ｒ
ｔｉ ｎｔｅ ｒｃｏｎｎｅｃｔ ｉｏｎ ，ａｎ

ｄ

ｔｈｅｃｕ ｌ ｔｉ ｖａ ｔ ｉｏｎｏｆ ｎ ｅｗ ｉｎ ｔｅ ｒｎ 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ｓｈ ｉ

ｐｐ
ｉ ｎ
ｇ

ｎｅｅｄｓ
，ｗ ｉ ｌ ｌｂｅｃｏｍｅａ

ｍａ
ｊ
ｏｒ ｏ

ｐｐ
ｏｒｔｕ ｎ ｉ

ｔ
ｙ

ｆｏｒ ｔｈｅｆｕｒｔ ｈｅｒ ｄ ｅｖ ｅ ｌｏ
ｐ
ｍｅｎ ｔｏｆ Ｃｈ ｉ ｎａ

＇

ｓ ｉ
ｎ

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 ｎａ ｌ

ｓｈ ｉｐｐ ｉ
ｎ
ｇ ．Ａｄ ｄｉ ｔ ｉｏｎａ ｌ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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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ａ
ｙ

ａ ｔｔ ｅｎｔ ｉｏｎ ｔｏｔ 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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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

Ｂｅ ｉ ｎ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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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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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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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ａ ｒｉ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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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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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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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ｒａｃ ｔｉｃａ ｌ ｓ ｉｇ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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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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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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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ｃｏｍ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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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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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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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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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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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 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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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ｃ ｏｍ
ｐ

ｌｅｍｅ ｎｔａｒｉｔ
ｙ

． 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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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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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
ＣｏｎｃｅｒｔｅｄＡｃ ｔ ｉｏ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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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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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ｍｅＤ ｉｎｎｅｒａｎｄＰｒｅｓ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Ａｓｅｒｉ ｅｓｏ ｆａｃｔｉｖ ｉｔ ｉｅｓｉｓ ｈｅ ｌｄａｒｏｕｎｄ ｓ ｕｃｈｈｏｔ ｔｏ
ｐ

ｉｃｓａｓ

＂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Ｏｎｅ Ｒｏａｄ
＂

，

＂

Ｒｅ
ｇ

ｉｏｎａｌＣｏｏ
ｐ
ｅｒ ａｔ ｉｏｎｉ ｎＡｓ ｉａ

＂

ａｎｄ

＂

Ｐ
ｉ ｌｏｔ 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Ｚｏｎｅａｎｄ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Ｐｏ ｒｔ

＂

．Ｔｈｅ
ｙ
ａｒｅｆｏｒｍａｔ ｔｅｄ

ｕｎ ｄｅｒｆｉ ｖｅ 
ｍｏ ｄｕｌｅｓ

—

ｏｐｅ
ｎｗｏ ｒｌｄｅｃｏ ｎｏｍｙ ；ｍｕｌｔ ｉｌ ａｔｅｒａｌｉ ｓｍ

， 
ｒｅ
ｇ

ｉ 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 ｅｒａｔ
ｉｏ ｎａｎｄ

ｇ
ｌ ｏｂａ ｌ

ｇｏ
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ｉ

ｎｎｏ ｖａ 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ｎｄｅｖｅｌｏ
ｐ
ｍｅｎ 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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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ｈ

－

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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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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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ｅｎｔ

； 
ａｎｄｃｒｉｔ

ｉ ｃａｌ ｉｓｓｕ ｅｓ ．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 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ａ ｔｔｅｎｄｅｄ ｂｙ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２

，０００ｐ
ｏｌ ｉ ｔｉｃａ ｌ ，ｂｕ ｓｉｎｅ 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ｎ ｋｔａｎｋ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ｆｒｏｍｏ ｖｅｒ６ ０ｃｏｕｎ ｔｒｉ ｅ ｓａｎ ｄｒｅ
ｇ

ｉ ｏｎｓ ， ｉｎｃ ｌ ｕｄｉ ｎ
ｇ
ｄｏｚｅｎｓｏｆ

ｏ ｆｆ ｉｃ ｉａ ｌｓａｔ ｏｒ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ｍｉｎ ｉｓｔｅ ｒｉａ ｌｌｅｖｅ ｌ
ａｎｄ

ｆｏ ｒｍｅｒ
ｐ
ｏｌｉ ｔｉｃａｌｌ ｅａｄｅ ｒｓ

ｏ ｆｖ ａｒｉ ｏｕ ｓ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
，
ａｎｄｎｅａｒｌ

ｙ
１００ｅ ｘｅｃｕｔｉ ｖｅｓｏｆ ｗｏ ｒｌｄｔｏ

ｐ 
５００

ｃｏｍｐａｎｉ ｅｓａｎ ｄｗｅ ｌ
ｌ
－ｋｎｏｗｎｅｎ ｔｅ ｒ

ｐ
ｒｉｓｅｓ ．Ｉ ｎ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 ｃｅｓｉ ｔｅ

，
ｔ ｈｅ

ｊ
ｏｕｒｎａｌｉ ｓｔｓｏｆ Ｍａｒｉｔ ｉｍｅ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ｅｒｖｉ ｅｗｅｄ ｓｏｍｅ ｆｏｒｍｅ ｒｄ ｉ

ｇ
ｎ ｉｔａｒｉｅ ｓ ，

ｅｘｐｅ
ｒｔｓａｎ ｄｓｃｈ ｏｌａｒｓ． Ｈｅｒｅ

，
ｔｈ ｅｋｅｙ

ｉｎｔ ｅｒｖｉ ｅｗｉｎ
ｇ

ｃｏ ｎｔｅｎｔ
 ｉｓｅｘｔｒａｃ ｔｅｄ

ｔｏｏｆｆｅｒｏｕｒ
ｒｅａｄｅｒ．

Ｐ４６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ｎｄｉａｓｈ ｏｕ ｌｄｓｔｒｅｎｇ
ｔｈ ｅ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 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

ｊ
ｏ ｉｎｔ ｌｙｐ ｒｏｍ ｏｔｅ

ｇ ｌｏｂａ ｌｅｎｅ ｒｇ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ｎｅｒ
ｇｙ

ｃｏｏ
ｐ
ｅｒａｔｉｏ ｎｉｓａｎｉｍ

ｐｏ
ｒｔａｎｔ

ｐ
ａｒｔｏｆＣｈ ｉｎａ

＇

ｓ

＂

ＯｎｅＢ ｅ ｌｔＡｎｄ

Ｏｎｅ Ｒｏ ａｄ
＂

ｉ
ｎ ｉｔ

ｉ ａｔ
ｉ ｖｅ

，
ｗｈ

ｉ
ｃｈ

ｐ
ｒｏｖｉ

ｄ ｅｓ ｂｒｏａｄｓ ｐａｃｅ ｆｏｒＣｈｉｎａ
－

Ｉｎｄ ｉ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ｏｐｅ

ｒａｔｉ ｏｎ ．Ｍａｎ
ｙｓ

ｉｍ ｉ ｌａｒｉｔ 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 ｉｎ ａａｎｄ Ｉｎｄｉ ａ

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 ｄｏｆ

ｅｎｅｒｇ ｙａ

ｒｅ ｉ
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ｂａｓ ｉ ｓｆｏｒ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ｂｉ ｌａｔｅ ｒａｌ

ｃｏｏｐ
ｅｒａ

ｔ ｉ
ｏｎ

ｉ
ｎ

ｔｈｅｆｕｔ
ｕｒｅ ．Ｓｔ

ｒｅｎ
ｇｔｈｅｎｉ

ｎ
ｇ
ｅｎｅｒ

ｇｙ
ｃｏｏ

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 ａａｎｄＩｎ ｄｉ ａａｎｄｏ ｔｈｅｒＢ ｒ ｉｃ ｓｃｏｕｎｔ ｒｉｅｓｗｉｌ ｌ ｌａｙａ
ｎ ｉｍｐｏ ｒｔａｎｔ

ｆｏｕｎ ｄａｔ ｉｏｎｆｏｒｉｍｐｒｏ
ｖ

ｉｎｇ
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ｏ ｆ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ｄ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Ｂｒｉ ｃ ｓ

ｃｏｕｎｔ
ｒｉｅ ｓ ｉ ｎｔｈｅＧ２０

＇

ｓｅｎｅｒｇｙｇｏ
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ｓａｎ ｉｍ

ｐｏ
ｒｔａｎ

ｔ ｃｏｕｎｔ ｒ
ｙ

ａ
ｌ
ｏｎ

ｇ
ｔｈｅ

＂

Ｏｎｅ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ＯｎｅＲｏ ａｄ
＂

， Ｉ
ｎ ｄｉ

ａｉ ｓａ ｃ
ｌ
ｏ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ｐａｒｔｎ ｅｒ ｏ ｆＣｈ ｉ
ｎａ ． Ｔｈｅｔｗｏｓ ｉｄｅｓｈ ａｖｅｅｘｔｅｎｓ ｉ

ｖ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
ｏｎ

ａｒｅａｓ
， ａ
ｍｏｎｇ

ｗ
ｈｉｃｈ


ｅｎ ｅｒ

ｇｙ

ｉｓ ｏｎ ｅｏ ｆ

 ｔ
ｈｅｍ． Ｉ ｔ ｉｓｎ 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Ｃｈ ｉ

ｎａ

ａｎｄＩｎｄｉ ａ ｔｏｄｅｅｐｅｎ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ｏ ｐｅ

ｒａｔｉｏｎ ．Ｐ５０

Ｃｈ ｉｎ ａ
’

ｓｓｅ ａｂ ｏ ｒｎｅｔ ｒａｄｅｉｎ２ ０ １ ８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ｔ
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ｓ ｃｏｒｅｓ

Ｃｈｉ ｎａｈａ ｓｂ ｅｅ ｎｔｈ ｅｍｏｓ ｔｉｍ
ｐ
ｏｒｔａｎ ｔｄｒｉｖ ｅｒｏ ｆ

ｇ
ｒｏｗｔｈｉ

ｎｓｅ ａｂ ｏｒｎｅ

ｔｒａｄｅ ｆｏｒｍａｎ
ｙ ｙ

ｅａｒｓ
，
ｗ ｉｔｈ 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ｉｍ

ｐ
ｏｒｔｓａｃｃｏ ｕｎｔ

ｉｎｇ
ｆｏｒａｌｍｏｓ ｔ

ｈａｌ ｆｏ ｆ ｔｈ ｅｇ
ｒｏｗｔｈｉ ｎ

ｇ
ｌｏｂａ ｌｖｏ ｌｕｍ ｅ ｓｉｎ ２００８－

１ ７ ． Ｉｎ２ ０ １８
， ｗｈ ｉ ｌｅ

Ｃｈｉ ｎａ ｃｏｎｔ ｉｎｕ ｅｄｔｏｓｕ
ｐｐ

ｏ ｒｔ
ｇ

ｌ ｏｂ 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ｇ

ｒｏｗｔｈ
， ａｓｌ ｏｗｅ ｒｒａｔｅｏｆ

ｅｘ
ｐ
ａｎｓ ｉｏｎｗａｓ ｓｅｅｎ ａｃｒ ｏｓ ｓａｒａｎｇ ｅｏｆ ｋ ｅ

ｙ
ｅｃｏ ｎｏｍｉ

ｃ ｉｎｄｉ ｃａｔｏｒ ｓ
，

ａｌ ｏｎ ｇ
ｓｉ ｄｅｃｈａｎ ｇ

ｉ ｎｇ
ｔ ｒａｄｅｐａ

ｔｔｅｒｎ ｓ ．Ｓｏ
，ｗｈ ｉ

ｌ ｅｔｒｅｎ ｄｓｖ ａｒｉｅ ｄｂｙ

ｃｏｍｍｏｄ ｉｔ
ｙ，ｏｖｅｒａ

ｌｌ ２０ １ ８ｓ ａｗｍｏｒｅ ｍｏ ｄｅｒａｔｅ
ｇ

ｒｏｗ ｔｈｉｎ Ｃｈｉ ｎａ
’

ｓ

ｓ ｅａｂｏｒｎｅ ｔｒａｄｅ ．Ｔｈ 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ａｔｕｒｉｎ
ｇ
ｏｆ

Ｃｈｉ ｎａ
＊

ｓ ｅｃｏ ｎｏｍ
ｙ 
ｗｉｌ ｌｌｉｋｅｌ

ｙ

ｃｏ ｎｔ ｉｎｕ ｅ ｔｏｄ ｒｉｖ ｅ ｃｈ ａｎｇ
ｅｓ ｔｏ ｔｒａｄｅ

ｐ
ａｔｔｅｒｎｓｉ ｎｃｏｍｉｎ

ｇｙ
ｅａｒ ｓ

，ｂ ｕｔ

ｒｅｃｅｎｔｗ ｅａｋｅｒ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ｉ ｎｄｉ ｃａｔｏｒ ｓ （ｉｎ ｃ ｌｕｄｉ ｎ
ｇ

ｉｎｔｈｅｍａｎｕ ｆａｃ ｔｕ ｒｉ ｎ
ｇ

ｓ ｅｃ ｔｏｒａｎｄａｆａ ｌ ｌ ｉｎｅｘ
ｐ
ｏｒｔ ｓｉ ｎＵＳＤ ｉｎ ｌａｔｅ２０ １ ８）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ｒｎ ｓｏｖｅｒ

ｔｈｅｉｍｐ ａｃ
ｔｏｆ ｔｈｅＵ Ｓ

－Ｃｈｉ ｎａ
‘

ｔｒａｄｅｗａｒ
’

ｓｕｇｇｅｓ
ｔｔｈａｔｒｉ ｓｋｓｔｏ ｔｈ ｅ

ｓｈｏ 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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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ｅｒｍｏｕｔ
ｌ ｏｏｋ ａｒｅ ｂｕ ｉ

ｌ ｄｉ ｎ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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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Ｃｈｉ 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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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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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ｗ
ｉｌｌｂｅ ｔｒａｃｋｉ

ｎ
ｇ

ｔｈｅｋｅｙ

ｉ
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 １９ ．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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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 ｆｉｔａｂ ｉｌｉ

ｔｙ
ｉｆｔｈｅ

ｙ

ｃａ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 ｒａｔｅｏｎ ｉｍ
ｐ ｒｏｖｉ ｎ

ｇ ｓｅ
ｒｖｉ ｃｅｓ ｒａｔｈｅｒｔｈ ａｎｏｖｅｒｅｘ ｔｅｎｄ ｉｎｇ

ｔ
ｏ ｔｒ

ｙ
ｔ
ｏ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ｔｅｇ

ｒａｔｏ ｒｓ
，
ａｓ ｓｕ

ｐｐｌｙ
ａｎｄｄｅｍａｎ ｄｔｒａｃｋｓ ｔｏｗａｒｄａ

ｒｅｌ ａｔ ｉｖｅ ｂａｌ ａｎｃｅｗ ｉｔｈ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ｙ

ｅａｒｓ
，
Ｌａｒ ｓＪｅｎ ｓｅｎｓａ

ｙ
ｓ ．ＴｈｅＣＥＯａｎｄ

ｃｏ
－

ｆｏｕｎｄ ｅｒ ｏｆ Ｓ ｅａｌｎｔ ｅｌｌ ｉ
ｇ
ｅｎｃｅＭａｒｉ ｔ ｉｍｅＣｏｎ ｓｕ ｌｔ ｉｎ

ｇ
ｄｏｗｎ

ｐ
ｌａ
ｙ
ｅｄ

ｃｏｎ ｃｅ ｒｎ ｓｔｈａ ｔ ｃａｒｒｉ ｅｒｓｗｏ ｕｌ ｄｎ
＇

ｔｂｅａｂ ｌｅｔｏ
ｐ

ａｓ ｓａ ｌｏｎ
ｇ

ｔｈｅｈ ｉ
ｇ
ｈｅｒ

ｃｏｓｔ ｓｏｆ ｍｅｅｔ ｉ ｎ
ｇ

ｔｈｅ
ｇ

ｌｏ ｂａｌｌ ｏｗ－ ｓｕ ｌｆｕｒｆｕｅ ｌｍａｎｄａｔｅ
，ｗｈ ｉｃｈｔａｋｅｓ

ｅｆｆｅｃ ｔｏ ｎＪａｎ ． １
，２０２０ ．Ｔｈｅ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 ｎａｌＭａｒｉｔ ｉｍｅＯｒ

ｇ ａｎｉｚ ａｔ ｉｏ ｎ

（
ＩＭＯ

）
ｍａｎｄａ ｔｅｉｓ ｆｏ ｒｅｃａｓｔ ｔｏ ｉｎｃ 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ｕ ｓｔｒ

ｙ

＇

ｓａｎｎｕａｌｏ
ｐ
ｅｒａｔｉｎ

ｇ

ｃｏｓｔ ｓ ｂ
ｙ ￥ １ ３ ｂｉ ｌｌ ｉｏｎ ｔｏ ￥ １ ５ ．７ ｂｉ ｌｌｉｏｎ

，

ａｃｃｏ ｒｄｉ ｎ
ｇ

ｔｏ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ｅｓ ｔｉｍａ
ｔ
ｅｓ ．

ｕ

Ｔｈｅｉ
ｎ ｄｕ ｓｔｒｙ

ｉｓｎｏ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ｈ ｉｓ ｉｓａｖ ｉｂｒａｎｔ ｉ
ｎｄｕｓ ｔｒｙ

．Ｔｈｅ

ｉｎｄ ｉｖｉ ｄｕ ａｌｃａｒｒｉｅｒｓｍａ
ｙ
ｂ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ｒｅａ ｔ

， ｂｕｔｎ ｏｔｔｈ 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ｈｅ
ｔｏｌ ｄ

ｔｈｅ２０ １ ９ＴＰＭ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ｉ ｎＬｏｎ ｇＢｅａｃｈｉｎＭａｒｃｈ ．Ａｆｔｅｒｓｅｖｅｒａ ｌ

ｙ
ｅａｒｓ ｉｎ ｗｈｉ ｃｈ ｄ ｅｍａｎｄ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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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ｇ ｅ
ｄ
ｇ

ｒｏｗｔｈ ｉ ｎａｖ ａｉｌ ａｂｌｅ
ｃａｐ

ａｃ ｉ ｔ
ｙ，

ｔｈｅ
 ｇ

ｌｏｂａｌｌｉ ｎｅｒ ｉｎ ｄｕｓｔ ｒ
ｙ

ｉ ｎ２０ １ ７ｒｅ
ｇ

ｉｓ ｔｅ ｒｅｄａ￥７ｂ ｉ ｌｌ ｉｏｎ
 ｐ

ｒｏｆｉｔ
，ｉｔ ｓ

ｆｉｒｓ ｔｐ
ｒｏｆｉ ｔａｂｌ ｅ

ｙ
ｅａｒ ｓｉｎｃｅ２０ １０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

ｗｉ ｄｅ
ｐ

ｒｏｆ ｉｔａｂｉ ｌｉｔ
ｙｆｉ ｇｕｒｅｓ

ａｒｅｎ

＇

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ｆｏ ｒ２０ １ ８
， ｂｕ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ｅｖｅ ｌｓ ， ａｓｒｅｆｌｅｃ

ｔｅｄ ｉｎ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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