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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8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太平洋岛国建交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一致同意将双

方关系提升为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由此开启了中国与太平洋岛国

南南合作的新征程。受地理、经济、政治等多重影响，援助对于太平洋岛国社会经济发

展极其重要。进入21世纪，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发展援助迅速增加，为改善岛国人民的

生产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在共建命运共同体

的道路上将越走越宽、越走越实。

关键词：南南合作  南太平洋  发展援助  多边合作

秦升

以发展援助为支点打造新时期南南合作的
典范——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发展的 

回顾与展望

巨大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潜力，南太平洋是未来中国

开展南南合作的重要地区。制定符合岛国国情的外

交政策，释放合作潜力，实现多方共赢，符合中国

和太平洋岛国的共同利益。

一、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 

政治互信不断加强

21世纪以来，中国强化了在南太平洋地区的

外交活动，“中太论坛”的建立推动中太关系进入

制度化发展阶段，中国领导人在多个正式场合肯定

了中太关系的战略意义和重要性。2006年4月，中

国与太平洋岛国在斐济共同启动“中太论坛”，时

太平洋岛国位于南太平洋，是该地区除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外具有独立主权的岛屿国家的统称，

总计14个国家，其中12个国家在联合国拥有合法

席位，1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从

2006年开始，以“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

论坛”（以下简称“中太论坛”）建立为标志，中

国与太平洋岛国进入制度化合作发展阶段。中国援

助在南太平洋地区的迅速增长是中太关系深入发展

的重要体现。目前，中国已经成为该地区仅次于澳

大利亚的第二大援助国。 

南太平洋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

全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往来等领域蕴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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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总理温家宝在主旨讲话《加强互利合作 实现共

同发展》中指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在经济上

有互补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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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11月8日，第二届“中太论坛”在广州开幕，时

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主旨讲话《让“中—太”

友好合作之舟破浪前行》中指出，“中国与太平洋

岛国的合作是平等的、真诚的、务实的，中方愿与

各岛国同舟共济、精诚合作，共同缔造南南合作的

典范”。2014年11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斐

济，在与8个太平洋建交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

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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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战略高度为中太关系以及中国对岛国的援助定下

基调。

2018年11月15—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

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同巴布

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出席中国援建的独立大道移

交启用仪式、布图卡学园启用仪式，会见巴布亚新

几内亚总督达达埃，并与奥尼尔总理会谈。随后，

习近平主席同太平洋岛国建交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

晤并发表主旨讲话，一致同意将双方关系提升为相

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未来双

方合作奠定了重要的政策基础。首先，此次会晤开

启了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南南合作新征程，实现了

双边关系发展的全面升级。习近平主席强调，不论

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一

员，永远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 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的构建将激活双方合作和发展的巨大潜力，打

造全球南南合作的新样板。其次，习近平主席为中

国和太平洋岛国深化合作绘制了崭新蓝图。太平洋

岛国以基础设施为重点的发展规划与“一带一路”

倡议高度吻合，太平洋岛国对气候变化的特殊关切

与中国倡导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一

致，双方的共同利益在增加，合作基础在扩大。双

方还讨论了第三届“中太论坛”的举办以及2019中

国太平洋岛国“旅游年”的规划。最后，习近平主

席就深化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关系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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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守望

相助，维护公平正义”四点建议，为新时期中国和

太平洋岛国务实合作提供了准则。

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前，

汤加国王图普六世和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分别

在2018年2月和9月访华并与习近平主席会谈。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机制化合作和首脑外交为中

太关系的良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为经

贸、人文、技术等其他领域的合作指明了方向。

从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发展历程来看，援助

始终是双多边外交的中心议题，这与太平洋岛国

的国情有着密切联系。

二、援助对于太平洋岛国 

社会经济发展极其重要

地理上的分散严重制约了南太平洋地区的互联

互通。在广袤的南太平洋地区，除了巴布亚新几内

亚和斐济领土面积较大且陆地较为集中，其他太平

洋岛国散落在南太平洋上，陆地面积狭小、海域面

积巨大，地理上的碎片化导致该地区缺乏最基本的

互联互通。

经济方面，人口稀少以及基础设施匮乏对经济

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多数太平洋岛国没有足

够的人力资源、缺乏系统的教育体系，羸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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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2014年11月2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23/c1024-

26075169.html。

《习近平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并发表主旨讲话》，新华网，2018年11月1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 ics/

leaders/2018-11/16/c_11237265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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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进一步弱化了教育的投入以及人才的培养，没

有充足的预算进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负面

因素共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由于远离

世界主要市场，高企的交通运输成本和产业发展上

的原始状态迫使南太平洋地区始终面临着经济上的

边缘化。在高歌猛进的全球化时代，太平洋岛国并

没有很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并从中获益。

政治方面，从殖民地时代继承的宗主国民主制

度在多数太平洋岛国有名无实，从部落社会到殖民

地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跳跃使太平洋岛国

的现代化进程充满残缺，部落和宗族文化时时刻刻

影响着国家治理，给原本就缺少必要条件和足够动

力的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地理上的碎片化、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边缘化共

同构成了太平洋岛国的当代国情，资本积累薄弱、

缺乏互联互通、政治体制特点以及产权制度现状决

定了太平洋岛国依靠自身发展经济较为艰难。根据

联合国国家发展水平的评定标准，图瓦卢、基里巴

斯和所罗门群岛至今仍处在最不发达国家之列。对

于欠发达国家而言，依赖外部援助实现经济社会的

发展和进步成为政治上以及发展道路上的必然选

择。从1962年萨摩亚获得独立，到1994年帕劳宣布

独立，南太平洋地区先后成立了14个主权国家，但

直到今天，太平洋岛国和殖民地时期的宗主国之间

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为主要的联系

就是以原宗主国为主体的西方国家对太平洋岛国的

援助。西方国家的国际援助不仅仅影响南太平洋地

区的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还关系到人文、政治、

军事等诸多方面。太平洋岛国的现实和大国介入该

地区的历史经验都表明，无论是发展政治关系还是

经贸关系，援助始终是无法绕开的核心议题。

三、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 

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对

太平洋岛国的援助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期间无

偿援建的斐济布库亚水电站、萨摩亚体育馆、巴布

亚新几内亚体育中心以及瓦努阿图议会大厦等项目

至今是中国援助的重要标志。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作为世界上第二大

经济体，中国有责任为全球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公

共产品，南南合作和对外援助是中国体现大国担当

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大量集中

在非洲国家，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占中国对外

援助的比重一直较低。 一方面，中国对太平洋岛

国的援助自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由于太平洋岛国

独立的时间较晚，且不同国家独立时间跨度较大，

又与原来的宗主国关系密切，所以中国在该地区的

援助进展较为缓慢。另一方面，太平洋岛国普遍人

口稀少，尽管总的援助金额与非洲地区相比差距较

大，但人均援助金额维持较高水平。进入21世纪，

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发展援助迅速增加。中国对太

平洋岛国的援助类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道主义援助。太平洋岛国的特殊地理

位置，导致包括地震和飓风在内的自然灾害经常对

太平洋岛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政府对于太平洋岛国的灾后重建通常会给予及

时和必要的援助。

第二，教育和医疗援助。太平洋岛国大多缺乏

足够的经济实力投入教育和医疗，教育设施和医疗

设备匮乏，通常无法满足当地岛民的教育和就医需

要。中国从岛民最切身的利益和需要出发，通过援

 中国政府在2011年和2014年发布了两次官方白皮书《中国的对外援助》。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对大洋洲的援助资金占总援助的4%，对非洲的援助资金占

45.7%；2011年中国对大洋洲的援助资金占总援助的4.2%，对非洲的援助资金占51.8%。

《世界风险报告》（The World Risk Report）的研究表明，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太平洋岛国在基础设施、生存条件以及经济环境等领域表现出极大的脆

弱性，风险指数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有关分析参考https://weltrisikobericht.de/englis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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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学校、提供奖学金、派出医疗队、医疗船等方式

解决岛民身边最为迫切的问题。

第三，路、桥、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援助。

没有人和地域的联通，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基础

设施落后是当前制约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

因素。因此，中国对于太平洋岛国的援助越来越集

中于基础设施方面，通过加强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

联系程度和沟通便利度来推动经济可持续的发展。

第四，以农业领域为主的技术援助。对于经济

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底子薄弱的太平洋岛国而言，

发展农业能够很好地利用当地优势，门槛低，成本

低，见效快。技术援助，尤其是农业技术援助，既

能解决岛民的生存问题，也能为早期的经济发展奠

定基础。

第五，警务援助。中国目前对太平洋岛国的警

务援助范围较小，仅局限于斐济等少数岛国，主要

以援助警务装备、提供警察培训以及派遣警务顾问

等方式，至2018年中国已经向斐济派出总计6批警

察顾问。

此外，中国和太平洋岛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机

制建设初见雏形，为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提供了重

要制度保障。当前，中太之间既有多边经济合作机

制也有双边经济合作机制，多边合作以“中国—太

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为主导，双边合作如

中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经济贸易联合委员会、中

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间产能合作框架协议、中

国—库克群岛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瓦努阿图

优惠贷款框架协议等。上述合作机制推动中国和太

平洋岛国之间的贸易节节攀升，目前中国已经成为

斐济和瓦努阿图的第一大进口国，巴布亚新几内

亚、基里巴斯和瑙鲁的第二大进口国，汤加、萨摩

亚和纽埃的第三大进口国。随着中国企业“走出

去”“走进去”的步伐不断加快，未来中太在双边

投资和贸易领域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

四、站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

打造南南合作新典范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

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呼吁为共建一个没

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南南合作是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体现。对于太平洋岛国而言，援助是南

南合作中的重中之重。以援助促进经济合作、以援

助推动共同发展是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发展的宝

贵经验。

中国的发展援助在解决太平洋岛国基础设施

薄弱、改善岛民民生以及增强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

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通过利用中国进

出口银行贷款、引进中资企业进行大型项目建设施

工、雇佣来自中国的熟练技术工人等一系列措施，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实现了共谋发展、共享发展红利

的双赢局面。南南合作不是单方面的给予或索取，

而是发展中国家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和团结互助的

合作。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

发展援助规模还将继续增加，双方在共建命运共同

体的道路上将越走越宽、越走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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