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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周，中国及澳大利亚外长先后访问了南太
平洋的多个岛国。这一系列外交活动涉及南太地区政
治、经济、军事的发展与合作，引起世界媒体关注和
热议。本文在此简单介绍南太平洋岛国概况，描述外
交活动及反应，分析和讨论有关问题。

概况
南太平洋岛国是位于赤道以南、太平洋西部的岛

屿国家。除澳大利亚、新西兰两个大国外，剩下的27
个国家和地区由1万多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55万平方
公里，人口约1300万；它们中最大的国家巴布亚新几
内亚面积45.2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893万。南太岛
国有丰富的旅游、水产及矿物资源，如金枪鱼产量占
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在南太岛国中，3个国家由美
国托管，一些属于英联邦国家或是法国、新西兰的属
地。这些岛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军事上较落后，属
发展中国家。因此南太岛国正成为发达国家关注和投
资的热点。

外交活动及反应
中国外长王毅于5月26日至6月4日正式访问所罗

门群岛、基里巴斯、萨摩亚、斐济、汤加、瓦努阿
图、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8个南太岛国，并在斐
济主持由10个国家参加的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外
长会议。中国提出一项关于警务、安全、渔业、通讯
和多边贸易协议：《共同发展愿景》，由于意见不统
一，这份协议末能签署。中国转为与一些国家单独
签署有关协议。中国的外交行动引起美、澳、新的
关注。5月底，澳大利亚新任外长黄英贤在1周内先后
访问斐济、萨摩亚和汤加。她宣称，地区安全是南太
国家的共同责任，澳支持各岛国在安全、气候变化和
经济的需要，并在没有附加条件下保持合作关系。美
国盟友密克罗西尼亚联邦总统表示，中国的协议将改
变南太地区的游戏规则，提议各岛国不要签署。近日
新西兰总理访美，美新两国对南太局势非常关注，表
示“没有共同价值观和安全利益的国家涉足区域安全
与军事合作将会改变南太平洋战略”。白宫也宣布，
为加强外交关系与合作，将邀请一些南太平洋国家领
导人下半年访美。中国外长王毅指出“南太平洋岛国
都是主权国家，不是谁家的后院，都有权作出自己的
选择，而不是作别国的附庸。对中国与他国正常安全
合作的任何抹黑攻击都见不得阳光，任何干扰破坏都
不可能得逞。”

分析与讨论
战略意义：从地理位置来看，南太平洋岛国接

近第三岛链。所谓岛链是指1951年美国前国务卿杜勒
斯提出位于太平洋的三条“军事封锁”的岛屿联线，
它是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冷战产物。第一岛链从阿

留申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到菲律宾，它
也包括朝鲜半岛。第二岛链北起伊豆群岛、小竺原诸
岛、火山列岛、马里亚纳群岛、关岛、亚浦岛、帛琉
群岛、南至哈马黑拉群岛。第三岛链是从阿拉斯加、
夏威夷、美属南太岛屿到澳大利亚、新西兰。二战期
间，为控制太平洋海域获取更多战略资源，日本曾占
领多个亚太国家及岛屿。战争结束后，美军一直留守
在从日军手中夺取的一些国家及岛屿，如日本、韩
国、关岛等。除了以安全之名武装部队长期驻扎外，
美国也加强与这些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与合
作，以推行其亚太战略和维持世界霸主的地位。南太
岛国距关岛约700公里，到夏威夷3000公里。一旦印太
地区发生军事冲突，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中
国对南太岛国的投资和建设被视为突破岛链封锁，向
世界海洋远处进军的信号。美澳两国对中国在南太地
区扩张的强烈态度被中国媒体解读为“冷战思维”的
延续和“过度反应”。

影响力的改变：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加强
与南太平洋岛国的经贸往来，2021年贸易总额达53亿
美元，在过去30年内平均年增长率为13%。除经贸合作
和投资基础设施外，中国的援助还涉及安全项目。根
据披露的消息，未签署的协议包括培训警察，建立法
证实验室、网络安全、智慧海关和海洋测绘等敏感及
安全领域；中国提出与南太岛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这些均被认为是中国寻求提升对南太平洋区
域影响力的举措。通过经济援助和投资使受援国出现
债务危机、资源被控制和被迫政治上选边站的现象近
年在国际社会上已屡见不鲜。这是美澳新对中国在南
太平洋雄心勃勃的扩
张计划感到担忧和警
觉的主要原因。

地缘政治： 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南
太平洋两个最大的国
家，他们的政治制度
和民主价值观与其他
西方发达国家保持一
致，也是美英坚定的
盟友。美国、英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组成的“五
眼联盟”致力情报共
享与军事合作。南太
岛国距澳大利亚不足
2000公里，被视为澳
新两国的后院邻居。
澳大利亚是南太岛国
最大的贸易伙伴，并
参与维护地区安全。

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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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11月所罗门群岛首都发生骚乱时，澳大利亚派军
警维护当地治安。近年来，由于澳大利亚在禁止使用华
为5G技术、新疆人权和新冠病毒溯源等方面与中国产生
冲突，两国关系恶化。澳新两国对最近中国与所罗门群
岛签署安全协议感到担忧。据透露，该协议允许中国军
舰停靠其港口和中国可派遣安全部队“协助维护社会秩
序”。近日，澳大利亚总理表示澳新两国在制定和执行
南太地区策略上将共进共退。

美中台的博弈：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领海权和台
湾问题上有各自的立场及利益，并存在巨大分岐。最
近，美国改变了以往对台湾战略模糊的政策，除了出口
高端防御性武器给台湾外，拜登总统曾表示如大陆武力
犯台，美国将履行过去的承诺，会武力协防台湾。除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外，中国已经和10个南太岛国建交，而
台湾仅与马绍尔群岛、诺鲁、帛琉和吐瓦鲁4个岛国有
外交关系。大陆一直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并在国际社会排斥和打压台湾。近年来，台
湾扩展对外联系并希望恢复其在多个国际组织中的位
置。台湾的这些举措受到了美国一些政界人物的支持，
但收效甚微。中国加大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除了经
济因素外，另一个原因是压缩台湾外交空间。《共同发
展愿景》协议也让南太平洋岛国卷入美中台三方的利益
冲突。通过经济手段拉拢受援国，用以保持或建立外交
关系的策略被称为“银弹外交”，一直被大陆和台湾所
采用。以目前经济实力和南太岛国经济状态来看，台湾
远非大陆的对手，只能在这场金钱外交的博弈中甘拜下
风。近年索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与台湾断交，和中国建
立外交关系，就是实证。

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博弈仍在继续。美、澳、中、台
各方在政治、经济、科技、医疗和地区安全采用不同策
略，且都努力力争，其目的是增加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影
响力和控制力，并使自身利益达到最大化。在这场区域
竞争和博弈中，究竟谁能成为最大的赢家呢？历史将给
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