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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概况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国 名】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The Independent State of Papua New 

Guinea）。 

  【面 积】 46.28 万平方公里，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 310 万平方公里。 

  【人 口】 878 万。城市人口占 15%，农村人口占 85%。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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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万人。

官方语言为英语，地方语言 820 余种。皮金语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流行，南部的

巴布亚地区多讲莫土语。居民中 93%为基督教徒，传统拜物教也有一定影响。 

  【首 都】 莫尔斯比港（Port Moresby）。 

  【国家元首】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任命总督为其代表，任期 6 年。

鲍勃·达达埃（Bob Dadae）2017 年 2 月就任巴布亚新几内亚第 10 任总督。 

  【重要节日】 独立日：9 月 16 日。 

  【简 况】 位于太平洋西南部。西与印度尼西亚的伊里安查亚省接壤，南隔

托雷斯海峡与澳大利亚相望。属美拉尼西亚群岛。全境共有 600 多个岛屿。主

要岛屿包括新不列颠、新爱尔兰、马努斯、布干维尔和布卡等。海岸线全长 8300

公里。海拔 1000 米以上属山地气候，其余属热带气候。5-10 月为旱季，11-4

月为雨季，沿海地区年均气温 21.1-32.2℃，山地地区比沿海地区低 5-6℃。年

平均降水量 2500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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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几内亚高地地区早已有人定居。1511 年葡萄牙人发现新几内亚岛。18 世

纪下半叶，荷兰、英国、德国殖民者接踵而至。1906 年英属新几内亚交澳大利

亚管理，改称澳属巴布亚领地。德属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澳军占领，1920

年 12 月 17 日国际联盟委托澳管理。1942 年被日本占领。1945 年联合国将其

重新交澳托管。1949 年澳将原英属和德属两部分合并为一个行政单位，称“巴

布亚新几内亚领地”。1973 年 12 月 1 日实行内部自治。1975 年 9 月 16 日独

立。迈克尔·索马雷（Michael Somare）为首任总理。 

  【政 治】2017 年 6 月至 7 月，巴新举行大选，8 月组成新一届议会和政

府，彼得·奥尼尔（Peter O'Neill）连任总理。2019 年 5 月，奥尼尔总理辞职，

议会选举詹姆斯·马拉佩（James Marape）为新任总理。 

  【宪 法】 1975 年 8 月 15 日制定，同年 9 月 15 日生效。2013 年 2 月，

巴新议会通过延长“政治稳定期”的宪法修正案，规定议员在新政府成立 30 个

月内不准对总理提出不信任案。9 月，巴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提出对政

府不信任案须由五分之一以上的议员联署并在表决前公示 3 个月。2015 年 9 月，

巴新最高法院裁定上述延长“政治稳定期”的宪法修正案违宪无效。 

  【议 会】 称“国民议会”，一院制。议员 111 人，任期 5 年。本届议会于

2017 年 8 月选出。现任议长乔布·庞马特（Job Pomat）。 

  【政 府】 由议会中占多数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阁。内阁对议会负责。除马

拉佩总理外，现内阁其他主要成员有：副总理兼商贸与工业部长萨姆·巴希尔

（Sam Basil），国库部长伊恩·林–斯塔基（Ian Ling-Stuckey），国家计划部长

伦博·帕伊塔（Rainbo Paita），财政与农村发展部长约翰·蓬达里（John Pundari），

石油部长克伦加·库阿（Kerenga Kua），国企部长威廉·杜马（William D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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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与国际贸易部长索罗伊·埃奥（Soroi Eoe），国防部长索兰·米里森（Solan 

Mirisim），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贾斯廷·特卡琴科（Justin Tkatchenko）。 

  【行政区划】 全国划分为 20 个省，另设布干维尔自治区及首都行政区（莫

尔斯比港市）。 

  【司法机构】 设有最高法院（又称上诉法院、国家法院）和地方法院。现

任首席大法官为吉布斯·萨利卡（Sir Gibbs Salika）。 

  【政 党】 现执政党为潘古党。总理马拉佩为该党领袖。其他联合执政党包

括：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People’s National Congress Party）、人民的党

（People’s Party）、美拉尼西亚联盟党（Melanesian Alliance Party）、我

们的发展党（Our Development Party）、人民进步党（People’s Progress 

Party）。 

  【重要人物】 鲍勃·达达埃：总督。1961 年生于巴新莫罗贝省。获巴新大学

商学学士、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商务管理硕士学位。长期从事财务会计等职业。

1999 年至 2002 年任莫罗贝省议会议员，2002 年当选巴新国民议会议员并连

任至今。2004 年 6 月至 2007 年 8 月任巴新国民议会副议长。2007 年 8 月至

2011 年 8 月任国防部长。2017 年 2 月 1 日当选巴新第 10 任总督，2 月 28 日

就任。 

  詹姆斯·马拉佩：总理。1971 年 4 月生。获巴新大学学士学位。曾在巴新医

学研究院和企业任职。2007 年当选议员并连选连任至今。2008 年任教育部长，

2012 年任财政部长。2019 年 5 月当选巴新第 8 任总理。 

  【经 济】 资源丰富，经济发展不平衡。矿产、石油和农业经济作物是巴新

经济的支柱产业。近年来，巴新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制订了《201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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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展规划》《2050 年远景规划》和“联通巴新”等发展战略规划，为巴新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外部政策环境，使巴新经济连续多年实现正增长。

政府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并取得一定成效，液化天然气项目、瑞木镍矿等投资项

目均取得重要进展，为推动巴新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随着国

际能源市场价格下跌，巴新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政府财政困难增多。同时，许多

山区居民仍过着原始部落自给自足的生活。全国人口中近 37%生活在国际贫困

线（人均 1.25 美元/天）以下。2019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显示，

巴新在 189 个国家中列第 155 位。人口增长较快，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失

业率居高不下，社会治安有待改善，广大民众生活依旧艰难。2020 年主要经济

数据如下： 

  国内生产总值：232.8 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650 美元。 

  经济增长率：-3.3%。 

  货币名称：基那。 

  汇率：1 美元≈3.5 基那。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资源能源】 金、铜产量分别列世界第 11 位和第 10 位，石油、天然气蕴

藏丰富。已探明铜矿储量 2000 万吨，黄金储量 3110 吨，原油储量 6 亿桶，铜

金共生矿储量约 4 亿吨。此外还有富金矿、铬、镍、铝矾土、海底天然气和石油

等资源。库土布和弋贝两大油田储量即达 4 亿桶。南高地省油田储量达 1700 万

桶。天然气探明储量 7 万亿立方英尺，预测储量 15 万亿立方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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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业】 热带原始森林覆盖面积 3600 万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 86.4%，

林木总蓄积量为 12 亿立方米，可采蓄积量为 3.6 亿立方米。主要出口原木，深

加工产品包括家具、胶合板及地板等建筑材料。 

  【农 业】 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85%。主要农产品为椰干、可可豆、咖

啡、天然橡胶和棕榈油。 

  【渔 业】 1978 年巴新宣布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捕鱼区扩大至 240 万平

方公里，渔业资源丰富，盛产金枪鱼、对虾和龙虾，其中金枪鱼资源占世界储量

的 20%。 

  【旅游业】 旅游资源丰富，开发潜力较大。每年接待外国游客约 7 万人次。 

  【交通运输】 公路：总长约 3 万公里。 

  水运：与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其他太平洋岛国等国家和地区及中国台

湾和香港等地有海运联系。主要港口有莫尔斯比港、莱城和拉包尔等。 

  空运：巴新最大航空公司为国营的新几内亚航空公司，设有飞往国内主要城

市及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菲律宾、香港及所罗门群岛的航线，拥有 13 架

飞机。此外，巴新还有六、七家私营航空公司，多经营直升机等小型飞机运输。

共有注册机场 500 多个，大多数为设在偏远地区的小型机场，只有少数机场可

停降大型飞机。其中国际机场有首都杰克逊国际机场、芒特哈根机场、达鲁机场

和阿洛陶机场。 

  【财政金融】 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税收和国际援助。2020 年财政收入为

34.47 亿美元，支出 55.28 亿美元，财政赤字 20.82 亿美元。截至 2020 年，巴

新外债为 63.32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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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银行有：（1）巴布亚新几内亚银行（Bank of Papua New Guinea）：

即巴新中央银行，成立于 1973 年，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监管其他商业银行并发

行货币等职能。 

  （2）南太银行（BSP）：占全国市场的 60%，政府拥有其 25.3%的股份。 

  此外，巴新还有澳大利亚的澳新银行、西太银行以及马来西亚的五月银行等

商业银行。 

  【对外贸易】 贸易在巴新经济中占重要地位。2019 年进出口总额 166.0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8.38%，其中进口额为 57.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31%，

出口额为 108.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5%。 

  主要出口铜、金、矿砂、原木、原油、椰干、椰油、可可、咖啡、棕榈油等

初级产品。主要贸易对象国有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中国、新加坡、马来西

亚等。 

  【外国资本】 积极鼓励外国投资。主要投资来源国有澳大利亚（占总额近

三分之二）、马来西亚、新西兰、韩国、日本和美国等。巴新工、矿、林、农、

渔各行业几乎均为澳、日、英、美等国公司所控制。 

  【外国援助】 外援主要来自澳大利亚。2020/2021 财年，澳大利亚对巴新

援助约 6 亿澳元。（数据来源：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其他援助方包括中国、新

西兰、日本、美国、英国、韩国、欧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等。 

  【著名公司】 （1）新几内亚航空公司（Air Niugini）：巴新国营航空公司，

成立于 1973 年，资产总额为 1.15 亿基那。运营莫尔斯比港至布里斯班、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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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霍尼亚拉、马尼拉、新加坡、东京、香港等多条国际航线和 20 多条国内航

线。 

  （2）轮船贸易公司（Steamships Trading Company Ltd.）：巴新最大的

私营综合性商业公司，创立于 1919 年。现从事商品批发零售、海运、旅馆、房

地产、汽车及配件、肥皂生产和工程施工等业务。 

  【教 育】 巴新教育体制分中央、省、地三级。国民识字率为 57.8%。自从

执行免费义务教育制以来，巴新中小学数量和在校生人数急剧增加，全国现有已

登记中、小学约 1.05 万所，在校学生约 180 万人。现有 6 所大学，主要有巴新

大学和巴新科技大学，学生约 8000 人。另有 21 所私营城乡国际学校，在校生

6000 余人。 

  【新 闻】 主要通讯社为官方的巴新国际通讯社。主要报刊有：英文报纸《国

民报》、《信使邮报》和皮金语报纸《同乡报》。巴新国家广播公司（NBC）成

立于 1975 年，下设 3 个主要电台。 

  【军 事】 巴新军队创建于 1940 年，称巴新国防军，现有编制 2000 人。

巴新与澳大利亚签有防务合作协议，澳每年向其提供约 2500 万澳元军援，并提

供军事培训。 

  对外关系 

  对外奉行中立政策，主张各国和平相处，增加经济往来与合作，致力于南太

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积极参与国际

和地区事务。近年来，巴新政府在继续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南太平洋国家和欧

美国家发展传统关系的同时，对东亚和东南亚各国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积极拓展

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关系。巴新已同 70 余个国家建交，是联合国、不结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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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太平洋岛国论坛、太平洋共同体、美拉尼西亚先

锋集团等组织成员，有 18 个驻外使团。 

  近年来，巴新外交表现活跃，日益重视在多边外交中发挥作用。主办了第 16

届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大会、第 5 届南太旅游组织（SPTO）大会、SPTO 部长

理事会会议、第 16 届非加太——欧盟联合议会大会、2015 年太平洋运动会、

第 46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第 8 届非加太集团峰会、2018 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同澳大利亚的关系】 巴新同澳关系密切，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每年举

行部长级磋商。澳是巴新最大援助国、最大贸易与投资伙伴，澳投资占外国在巴

新投资的近三分之二。双方还建立国防部长磋商机制。在两国“防务合作计划”

下，澳向巴新提供包括培训和技术咨询在内的军事援助，双方定期举行联合军演。

澳与巴新建立“警察伙伴关系”，派警察赴巴新协助维持社会治安。2015 年 3

月，澳总理阿博特访问巴新，双方签署《经济合作协议》。5 月，澳外长毕晓普

访问巴新。2017 年 4 月，澳总理特恩布尔访问巴新。2019 年 7 月，巴新总理

马拉佩访问澳大利亚。 

  【同新西兰的关系】 两国关系密切。巴新是新西兰最大的援助对象国和在

南太地区第三大出口市场。2020 年 2 月，巴新总理马拉佩访问新西兰。 

  【同美国的关系】 两国签有防务合作和联合军事演习等协议，巴新允许美

军舰停靠其港口。根据与美的《国防安排规划》，巴新派军官赴美进行培训。美

向巴新提供大量人道主义援助，为巴新布干维尔重建等提供帮助。2015 年 6 月

至 7 月，美军“仁慈号”医院船访问巴新布干维尔自治区和东新不列颠省，为当

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并开展防灾减灾合作演练与培训。2016 年 12 月，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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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访问巴新。2018 年 11 月，美副总统彭斯赴巴新出席

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同其他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与所罗门群岛、斐济和瓦努阿图同为美拉尼

西亚先锋集团成员国。2007 年 3 月，巴新总理索马雷与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

雷、瓦努阿图总理利尼及斐济临时政府外长奈拉蒂考在瓦首都维拉港签署《美拉

尼西亚先锋集团宪章》。 

  【同东盟国家的关系】 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是巴新对外工作的重点之一。

近年来，巴新外长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东盟外长会议。1994 年，巴新成为东

盟地区论坛成员。马来西亚是巴新第二大投资国。印尼、新加坡、菲律宾也有许

多私营企业在巴新投资。2015 年 3 月，印尼外长蕾特诺访问巴新。2015 年 5

月，印尼总统佐科访问巴新。 

  【同日本的关系】 日本是巴新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援助国。2014 年 7

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巴新。2015 年 5 月，巴新总理奥尼尔赴日出席第七

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与日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双边会见。2015 年 10

月，奥尼尔总理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2016 年 5 月，奥尼尔赴日出席七国集团

扩大会议。2018 年 5 月，巴新总理奥尼尔赴日出席第八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领

导人会议，与日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双边会见。2020 年 8 月，日本外相茂木敏充

访问巴新。 

  【同欧洲国家的关系】 巴新是英联邦成员，同英国签有防务合作协定，英

每年向巴新提供约 10 万美元的援助。2015 年 6 月，奥尼尔总理赴英、比、法

等欧洲三国访问，期间受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接见。2015 年 7 月，英国约克公

爵安德鲁王子赴巴新出席太平洋运动会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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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关系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一、双边政治关系 

  中国同巴新 1976 年 10 月 12 日建交。1977 年 10 月，中国首任兼职大使

到任。1980 年 11 月，中国驻巴新使馆正式开馆。现任中国驻巴新大使曾凡华。

1988 年 4 月，巴新在北京设使馆，并派常驻大使。现任巴新驻华大使唐·萨旺

（Don Sawong）。 

  2014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斐济楠迪同巴新总理奥尼尔会晤，

双方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2018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对巴新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方访问巴新的主要有：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 年 11 月）、中共中央总书

记胡耀邦（1985 年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

云山（2003 年 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1982 年 12 月）、田

纪云（1994 年 4 月）、王汉斌（1996 年 10 月）、热地（2003 年 4 月）、许

嘉璐（2005 年 9 月，出席巴新独立 30 周年庆典）、周铁农（2012 年 11 月）、

张宝文（2016 年 9 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2018 年 10 月）、中国政

府特使、卫生部长张文康（2000 年 9 月，出席巴新独立 25 周年庆典）、外交

部长李肇星（2006 年 8 月）、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

（2009 年 10 月）、中联部部长王家瑞（2005 年 5 月）、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

（2016 年 2 月、2018 年 7 月）、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王雪峰

（201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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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新方访华的主要有：总督阿托帕尔（2003 年 7 月底 8 月初）、马塔内

（2006 年 10 月）、奥吉奥（2015 年 9 月）、总理莫劳塔（2001 年 5 月）、

索马雷（2004 年 2 月、2009 年 4 月、2010 年 9 月），奥尼尔（2012 年 9 月、

2013 年 11 月、2014 年 11 月、2016 年 7 月、2017 年 12 月、2018 年 6 月、

2019 年 4 月）、议长纳罗科比（2000 年 5 月）、佐伦诺克（2013 年 10 月）、

副总理奥吉奥（2001 年 9 月）、外交部长卡普廷（2000 年 8 月）、纳马柳（2005

年 7 月）、阿巴尔（2009 年 4 月）、帕托（2018 年 4 月）、埃奥（2021 年 6

月）。 

  两国有友好省、市关系 4 对。 

  二、双边经贸、投资等合作关系 

  据中方统计，2020 年双边贸易额 32.09 亿美元，同比下降 16.1%。其中中

方出口额 9.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3%；中方进口额 22.86 亿美元，同比下降

24.4%。 

  2006年 11月 3日，中国冶金集团与巴新方合作开发的瑞木镍矿项目奠基，

2012年 12月该项目正式投产，这是迄今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最大投资项目。

2008 年 7 月，首届巴新-中国贸易洽谈会在巴新首都莫尔斯比港举行。2009 年

11 月，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与巴新液化天然气项目牵头方埃克森美孚签署购气协

议。2014 年底，该项目开始向中国供气。 

  2020 年 8 月，首届中国—巴新政府间经贸联委会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 

  三、文化、卫生交流 

  中国自 1986 年起每年向巴新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1996 年，中国杂技小

组访问巴新。2000 年，山东省济南市杂技团访问巴新。2011 年，广东省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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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巴新。2015 年，重庆杂技艺术团参加巴新独立 40 周年庆典演出。2016 年

9 月，文化部派深圳艺术团赴巴新参加庆祝中巴新建交 40 周年庆祝活动并进行

演出。 

  2007 年 11 月，双方签署《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巴新旅游实施方案谅解备

忘录》，巴新正式成为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目的地。 

  2002 年起，中国开始向巴新派遣医疗队并在莫尔斯比港总医院开展义诊，

迄今已派出 8 批。2014 年 9 月和 2018 年 7 月，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

船两次访问巴新并在当地开展义诊。2016 年 4 月，中国向巴新提供抗疟疾药品

和物资。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向巴新提供多批抗疫物资、疫苗等

援助。 

  四、声明、公报 

  1976 年 10 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关于建立外

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2016 年 7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联合新闻稿》 

  五、重要双边协议 

  1996 年 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关于巴新

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保留名誉领事协定》 

  1996 年 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渔业合作

协定》 

  1996 年 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贸易协定》 

  1997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关于中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巴新互免签证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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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关于开展

产能合作的框架协议》 

  2016 年 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民用航空

运输协定》 

  2018 年 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关于共同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2018 年 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关于互

免持外交、公务、公务普通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 

  2019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关于共同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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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国家概况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国 名】 斐济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Fiji）。 

  【面 积】 陆地面积 18333 平方公里，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 129 万平方公

里。 

  【人 口】 88.5 万（2017 年）。官方语言为英语、斐济语和印地语，通用

英语。 

  【首 都】 苏瓦（Suva）。 

  【国家元首】 乔治﹒孔罗特（Jioji Konrote），2015 年 11 月就任，2018

年 9 月连任。 

  【重要节日】 独立日：10 月 10 日 

  【简 况】 位于西南太平洋中心，由 332 个岛屿组成，其中 106 个有人居

住。多为珊瑚礁环绕的火山岛，主要有维提岛和瓦努阿岛等。属热带海洋性气候，

常受飓风袭击。年平均气温 22～30℃。 

  斐济人世居岛上。1643 年荷兰航海者塔斯曼首先来到斐济。19 世纪上半叶

欧洲人开始移入。1874 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879～1916 年，大批印度人作为

英国“殖民制糖公司”的合同工到此种植甘蔗。1970 年 10 月 10 日独立，并成

为英联邦成员。1987 年政变后改称共和国。1990 年通过新宪法确立国名为“斐

济主权民主共和国”。1997 年 7 月，通过宪法修正案，改国名为“斐济群岛共

和国”。 2009 年改国名为“斐济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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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治】 2006 年 12 月 5 日，军队司令乔萨亚·沃伦盖·姆拜尼马拉马（Josaia 

Voreqe Bainimarama）宣布接管国家行政权力，并解散政府和议会。2007 年

1 月，斐成立临时政府，姆拜尼马拉马任临时政府总理。2014 年 9 月 17 日，斐

济举行大选，姆拜尼马拉马领导的斐济优先党获胜，姆当选总理。2018 年 11 月

14 日，斐济举行新一届大选，姆拜尼马拉马领导斐济优先党再次获胜，姆连任

总理。 

  【宪 法】 1990 年 7 月 25 日实行新宪法。1997 年 7 月，斐通过 1990 年

宪法修正案，修改了有关歧视印族政治权利的条款，并于 1998 年 7 月正式实

施。1999 年 5 月，斐首次根据 1997 年宪法举行全国大选。2000 年政变期间，

1997 年宪法被废除。2001 年斐上诉法院判决该宪法仍有效，并得到大酋长委

员会、伊洛伊洛总统等承认。2009 年 4 月，伊洛伊洛总统宣布废除宪法。 2013

年 9 月 6 日，斐新宪法经奈拉蒂考总统签署并颁布生效。 

  【议 会】 根据 2013 年宪法，斐议会为一院制，共设 51 个议席。本届议

会于 2018 年 11 月选举产生。现任议长埃佩利·奈拉蒂考，副议长维娜·库马尔·巴

特纳格尔。 

  【政 府】 内阁制，由议会多数党组阁。本届政府于 2018 年 11 月宣誓就

职。内阁现有 23 名成员，主要包括：总理兼外交、土著事务、糖业、林业部长

姆拜尼马拉马，总检察长兼经济、公共服务和通讯、住房和社区发展部长艾亚

兹·赛义德–海尤姆（Aiyaz Sayed-Khaiyum），国防、国家安全和政策、乡村和

海洋发展、灾害治理部长伊尼亚·塞鲁伊拉图（Inia Seruiratu），商务、贸易、

旅游、交通运输部长法亚兹·科亚（Faiyaz Koya），基础设施、气象服务、土地

和矿产资源部长乔恩·乌萨马特（Jone Usamate），卫生和医疗服务部长伊费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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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米·瓦卡伊纳贝特（Ifereimi Waqainabete），妇女、儿童和减贫事务部长罗

茜·索菲娅·阿克巴尔（Rosy Sofia Akbar）、农业、水利、环境部长马亨德拉·雷

迪（Mahendra Reddy），地方政府、教育、遗产和文化部长普瑞米拉·库马尔

（Premila Kumar），就业、生产力和产业关系、青年和体育部长帕尔文·库马尔

（Parveen Kumar），渔业部长塞米·科罗伊拉维萨乌（Semi Koroilavesau）。 

  【行政区划】 全国共有 2 个直辖市、4 大行政区和 14 个省。苏瓦和劳托卡

为直辖市。 

  【司法机构】 设最高法院、上诉法院、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最高法院由

首席大法官和不超过7名法官组成。首席大法官为安东尼·盖茨（Anthony Gates）。 

  【政 党】 经登记注册的合法政党共 8 个，分别为：斐济优先党、社会民主

自由党、斐济工党、民族联盟党、人民民主党、统一斐济党、自由联盟、希望党。

主要政党的基本情况如下： 

  （1）斐济优先党（Fiji First Party）：执政党。2014 年 6 月成立。党领袖

为现总理姆拜尼马拉马。该党主张族裔平等，重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出“要

为全体斐济人建设一个更好的斐济”，主要支持者包括广大印族民众、斐族基层

民众以及商界名流、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等。 

  （2）社会民主自由党（Social Democratic Liberal Party, SODELPA）： 

反对党。前身为前总理莱塞尼亚·恩加拉塞（Laisenia Qarase）于 2001 年 5 月

成立的团结斐济党（United Fiji Party，斐济语缩写为 SDL），2013 年 5 月根

据新政党法令重组并改用现名，党领袖为维利阿米·加沃卡（Viliame Gavoka）。

该党主张在促进民族和解的同时更多地照顾斐济族和罗图马族的利益，主要支持

者包括传统斐族酋长和部分斐族基层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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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民族联盟党（National Federation Party）：反对党。1964 年成立，

最早称“联盟党”，与其他政党合并后改用现名，曾参与斐争取独立的努力，是

目前斐成立时间最早的政党。2013 年 5 月根据新政党法令重新登记。党领袖为

比曼·普拉萨德（Biman Prasad）。该党是印族裔蔗农为争取权益而组建的首个

印族人政党，主要依靠印族民众支持。 

  （4）斐济工党（Fiji Labour Party）：1985 年 7 月成立，2013 年 5 月根

据新政党法令重新登记。党领袖为马亨德拉·乔杜里（Mahendra Chaudhry）。

该党是在各大工会支持下以印族为主体的政党，主要代表中下层印族人利益，在

印族蔗农、工会成员和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力。 

  （5）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2013 年 5 月成立。2013

年 1 月在斐济工会大会的倡议下组建，主要代表工人和工会利益。 

  【重要人物】 

  乔治﹒孔罗特：总统。1947 年 12 月生。罗图马族，1966 年起在斐军队任

职，曾赴澳大利亚、新西兰军校受训，历任斐军参谋长、少将。曾三次赴中东执

行联合国维和任务，因表现出色，被任命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司令官和负

责黎巴嫩事务的联合国秘书长助理。2000 年，孔解甲从政，先后任斐内政部常

秘、斐驻澳大利亚、新加坡高专。2006 年以独立议员身份当选议员，并任移民

与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务部长。2006 年斐政变后，孔重返家乡罗图马岛任当地政

府顾问。2014 年，孔加入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创建的斐济优先党并成功当选

议员，出任就业、生产力及产业关系部长。2015 年 10 月，当选斐济第 5 任总

统。2018 年 9 月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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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萨亚·沃伦盖·姆拜尼马拉马：总理，斐济优先党领袖。1954 年 4 月 27 日

生于斐济。曾在澳大利亚、智利、美国和新西兰等国接受军事培训。1975 至 1983

年在海军任职，先后被授予少尉、中尉和中校军衔。1983 至 1984 年，任多艘

斐海军舰只指挥官，并指挥海军完成了标识汤加、图瓦卢和基里巴斯三国专属经

济区工作。1986 至 1988 年，任海军少校，并赴西奈执行多国军事观察员任务。

1988 至 1997 年先后任斐海军指挥官、海军司令和上校。1997 至 2006 年先后

任斐军参谋长和司令。2007 年 1 月任临时政府总理。2014 年 9 月，率领斐济

优先党在大选中获胜并就任总理。2018 年 11 月连任。 

  【经 济】 斐济是太平洋岛国中经济实力较强、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渔业、

森林资源丰富，有金、银、铜、铝土等矿藏。制糖业、旅游业是国民经济支柱。

斐重视发展民族经济，强调发展私营企业，建立宽松的政策环境，促进投资和出

口，逐步把斐经济发展成“高增长、低税收、富有活力”的外向型经济。近年来，

由于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制糖业面临困境。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飓风等自然灾害影响，2020 年斐济经济出现大幅下滑，

主要经济数据如下（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内生产总值：约 39.3 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370 美元。 

  经济增长率：-21%。 

  货币名称：斐济元（Fiji Dollar）。 

  汇率：1 美元≈2.20 斐元（202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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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源】 森林覆盖面积 93.5 万公顷，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一半，有开采

价值的约 25 万公顷，出产优质硬木和松木。有 2 个金矿，还有铜、银、铝土、

石油等资源。渔业资源丰富，盛产金枪鱼。 

  【工 业】 以榨糖为主，其次是黄金开采、渔产品加工、木材和椰子加工。 

  【农 业】 可耕地面积约 28.8 万公顷，主要产甘蔗、椰子、香蕉等。小麦

全靠进口，大米能自给 20%。近年来斐政府努力发展多种经营，推广水稻种植。 

  【旅游业】 旅游业较发达，旅游收入是斐最大的外汇收入来源。全国约有

4 万人在旅游部门工作，占就业人数的 15%。2020 年，旅游业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严重冲击，全年仅接待外国游客 14.7 万人次，同比下降 83.6%。游客主要来

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中国、西欧、日本等。 

  【交通运输】 斐济为太平洋岛国地区交通枢纽，水、陆、空交通较发达。

首都苏瓦港系重要国际海港，可泊万吨轮。苏瓦的瑙索里机场可停靠波音 737 飞

机，楠迪机场可起降波音 747 等大型客机。 

  空运：斐济航空公司（原太平洋航空公司）系国际航空公司，经营澳、新、

美、瓦努阿图、萨摩亚、汤加、所罗门群岛和香港等航线。澳、新、瑙鲁等国航

空公司有定期班机停降楠迪国际机场。瑙索里机场主要是国内民航机场。斐济航

空公司、向日葵航空公司主要经营国内岛屿间航线。 

  【对外贸易】 长期贸易逆差。主要出口目的地为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主要进口来源国为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中国等，主要进口燃料、运输设

备、化工产品、食品等，出口蔗糖、鱼类、黄金、木材和矿泉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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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资本】 外资在斐济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斐国内市场商业网点

主要控制在两家澳跨国公司手中。银行、保险、海运、电信、汽油供应等亦为外

资所控制。 

  【外国援助】 外援主要来自澳、日、新、英、法、欧盟、中国及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 

  【军 事】 斐济军队全称为“斐济共和国武装部队”（Republic of Fiji Military 

Forces, RFMF），定名于斐 1990 年宪法。总统兼任军队总司令，并根据内政部

长的建议任命军队司令，军队司令要向总统和内政部长负责。现任军队司令维利

阿米·瑙波托（Viliame Naupoto），2015 年 8 月就任。 

  斐军设陆军和海军，由正规军和预备役组成，目前正规军 3100 人，预备役

4000 人。海军 330 人，装备有 5 艘各类舰艇和巡逻船。斐曾先后派遣士兵和警

察参与中东、科索沃、东帝汶、巴新、伊拉克、苏丹等维和任务。 

  【教 育】 实行初中和小学阶段免费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98%以上。每

年教育经费约占政府总预算支出的 15%。南太平洋大学由南太地区各国合办，

主校区位于首都苏瓦市。 

  【新闻出版】 主要报纸有：英文版《斐济时报》（Fiji Times），隶属于 1869

年成立的斐济时报公司；《每日邮报》（Daily Post），创刊于 1974 年；《斐

济太阳报》（Fiji Sun），创刊于 2000 年。华文报有《斐济日报》和《斐济华声

报》。2009 年 6 月，斐新闻部正式发行官方报纸《新黎明报》（New Dawn），

两周一期，旨在帮助斐民众了解政府政策以及经济、社会建设计划和项目。 

  主要杂志有《岛国商务》和《太平洋岛屿》月刊，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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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斐济广播有限公司（Fiji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Limited），成立于1985

年，是斐全国性的广播网，由 6 个电台组成，通过斐济语、印地语和英语播出的

电台各有两个。 

  斐济电视台（Fiji TV），由新西兰电视公司、斐济开发银行和私人股东于 1993

年底成立。2005 年设立面向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太平洋天空卫星电视节目服务部。 

  【对外关系】 斐济是太平洋岛国中外交较为活跃的国家，重视与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同时保持与太平洋岛国的传统关系。近年来，斐

积极发展同亚洲各国以及非洲和美洲国家的关系。已与 130 多个国家建交。是

联合国、英联邦、世界贸易组织、太平洋岛国论坛太平洋共同体、美拉尼西亚先

锋集团、非加太集团、77 国集团成员，斐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现为太平

洋岛国论坛（PIF）秘书处所在地。2013 年，斐济倡议成立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

（PIDF）。2016 年 6 月，斐济常驻联合国代表汤姆森当选第 71 届联大主席。

2016 年 11 月，斐济当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3 次缔约方大会主席

国。 

  【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关系】 斐同澳、新有着传统的密切关系。澳、新

是斐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援助国。澳、新与斐互设高专署。根据《南太平洋区域

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除糖和服装等少数商品外，斐向澳、新出口单方面享受

免税或无限制市场准入待遇。 

  2006 年 12 月斐济政变后，澳、新宣布对斐实施制裁。2014 年 9 月斐济大

选后，澳大利亚、新西兰同斐济关系逐步改善。2014 年 10 月和 2016 年 2 月，

澳外长毕晓普访斐。2016 年 6 月，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对斐济进行正式访问。

2016 年 10 月，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对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并访问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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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2017 年，姆先后三次赴澳出席活动并两次会见澳总理特恩布尔。2018 年 9

月，姆在出席第 73 届联合国大会活动期间会见新西兰总理阿德恩。2019 年 1

月，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访斐。2019 年 9 月，斐总理姆拜尼马拉马访澳。2020

年 2 月，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访斐。 

  【同欧盟的关系】 欧盟和美国是斐原糖和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和斐游客

及投资的重要来源地。根据《洛美协定》和《科托努协定》，欧盟以 3 倍于国际

市场的价格购买斐糖（2017 年 9 月到期），每年斐糖的 70%销往欧盟。斐在比

利时和英国设有使馆，法国、英国、欧盟在斐设有使馆。 

  【同美国的关系】 1970 年 10 月，美承认斐独立。斐美互设使馆。斐重视

与美关系，认为美的援助对斐的市场准入和地区竞争具有重要意义，积极推动美、

南太联合商务委员会开展活动。斐是美军在太平洋主要补给点之一。 

  【同日本的关系】 2000 年 8 月，日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斐政变后成立的

临时政府。斐日互设使馆。 2015 年 5 月和 2018 年 5 月，姆拜尼马拉马总理连

续两次赴日出席第七届和第八届日本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2019 年 8 月，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访斐。 

  【同印度的关系】 斐济很大一部分人口是印度裔，双方历史上联系紧密 ，

印在斐独立后即与其建交。2014 年 11 月，印度总理莫迪访斐。2015 年 8 月，

斐总理姆拜尼马拉马赴印度出席印度-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2018 年 3 月，姆

赴印度出席国际太阳能联盟会议并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同其他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斐重视同太平洋其他岛国的传统关系，是太

平洋岛国论坛创始会员国，斐与太平洋其他岛国领导人互访频繁。2006 年斐政

变后，太平洋岛国论坛中止斐参加论坛活动资格。2014 年斐大选后，斐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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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活动，但斐总理姆拜尼马拉马未出席论坛领导人会议。斐政

府于 2011 年起转而在斐举办“接触太平洋”会议，并于 2013 年起改为举办太

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峰会（PIDF），聚焦岛国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前三届

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在斐济举行。2016 年 7 月，第四届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在

所罗门群岛举行。2019 年 7 月，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 2019 年会议在斐济举行。

2021 年 8 月 6 日，太平洋岛国论坛以视频方式举行第 51 届论坛领导人峰会，

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主持会议，斐济并接任论坛轮值主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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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斐济的关系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一、双边政治关系 

  中国同斐济 1975 年 11 月 5 日建交。1976 年中国在斐设大使馆，并派常

驻大使。现任中国驻斐大使钱波。2001 年，斐在华设大使馆并派常驻大使。斐

济驻华大使坦吉萨金鲍。 

  2014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斐济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建立相互

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2018 年 11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布亚新

几内亚莫尔斯比港会见斐济政府代表、国防和国家安全部长伊诺凯·昆布安博拉，

双方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21 年 6 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通电话。 

  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中方访问斐济的主要有：国家主席习近平

（2009 年过境、2014 年 11 月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5 年）、

国家主席杨尚昆（1990 年过境）、总理李鹏（1992 年过境）、温家宝（2006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1994 年过境）、吴邦国（2012 年 9 月访

问）、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2001 年）、贾庆林（2005 年过境）、国家副主席

曾庆红（2005 年过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2015 年

6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2018 年 9 月）、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1992 年）、王丙乾（1995 年）、周光召（2000 年）、

许嘉璐（2005 年）、华建敏（2012 年 10 月）、严隽琪（2017 年）、全国政

协副主席罗豪才（2004 年）、李贵鲜（2005 年）、齐续春（2015 年）、马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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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2015 年）、副总理陈慕华（1979 年）、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1996 年）、

副总理回良玉（2011 年 9 月过境）、国务委员刘延东（2010 年 12 月）、国务

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2018 年 10 月）等。 

  斐方访华的主要有：总统加尼劳（1991 年）、伊洛伊洛（2003 年）、奈拉

蒂考（2010 年 9 月底 10 月初来华出席宁夏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及上海世博会

中国国家馆日活动，2011 年 8 月出席第 26 届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

2014 年出席第二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总理马拉（1978、1985、

1988、1990 年）、兰布卡（1994 年）、乔杜里（1999 年）、恩加拉塞（2002、

2004 年、2005 年）、姆拜尼马拉马（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2010 年出

席上海世博会斐济馆日活动、2011 年、2012 年、2013 年 5 月来华工作访问并

出席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2015 年 7 月来华正式访问、2017

年 5 月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众议长库里桑吉拉（1993

年）、奈拉蒂考（2002 年 4 月）、参议长索卡纳乌托（1993 年）、伊洛伊洛

（1996 年）、万加瓦卡通加（2002 年、2003 年）、议长卢维尼（2017 年）、

外长塔沃拉（2001、2002、2003 年）、奈拉蒂考（2007 年、2008 年 9 月）、

昆布安博拉（2010 年 10 月，2011 年 7 月、2012 年 10 月，2013 年 2 月过境

北京、广州，5 月过境上海、2016 年 4 月工作访问）、塞鲁伊拉图（2019 年 6

月）。 

  二、双边经贸关系 

  建交以来，双边贸易大幅度增长。2020 年，中斐贸易额为 3.46 亿美元，同

比下降 5.1%。其中中方出口 3.22 亿美元，同比下降 7.9%，进口 0.24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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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63.8%。我主要出口机械设备、水海产品、电器及电子产品、计算机与

通信技术、汽车和船舶等，进口铝土、冻鱼、原木及锯材、饮料。 

  三、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 

  建交以来，中方派出多个文艺团组赴斐访问演出。2003 年 1 月，斐在首都

举办“中国周”活动，天津杂技团赴斐演出。此外，湖北武汉杂技团（2004 年

10 月）、南京市杂技团（2008 年 8 月）、广东艺术团（2008 年 11 月）重庆

杂技艺术团（2009 年 8 月）、重庆歌舞团（2013 年 8 月）、唐朝乐队（2014

年 2 月）、广东文艺代表团（2014 年 10 月、2016 年 6 月）、河南武术团（2015

年 2 月）、四川省代表团（2015 年 4 月）、“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艺术团（2016

年 2 月、2019 年 2 月）、中央民族乐团（2016 年 5 月）、深圳艺术团（2016

年 9 月）、安徽省艺术团（2016 年 11 月）、河南文化艺术团（2017 年 8 月）

分别赴斐演出。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和英语新闻频道已在斐落地。斐济中

国文化中心于 2015 年 12 月正式投入运营。 

  中国自 1984 年起每年向斐提供来华奖学金名额。 

  1986 年起，中方向斐派驻汉语教师。目前，中方有 2 名教师在斐逸仙学校

授课。2012 年 9 月，中方在南太大学设立孔子学院。 

  1998 年，广西北海市与斐首都苏瓦市结为友好城市。2010 年 10 月，浙江

省杭州市与斐济楠迪结为友好城市。2014 年，广东省同苏瓦结为友好省市。 

  2004 年 10 月，中斐签署《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斐济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

备忘录》，斐济成为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目的地。2005 年 5 月，中国公民组团赴

斐旅游正式实施。2007 年 9 月 10 日起，斐济给予中国公民免签证待遇。2015

年 3 月，中斐互免签证谅解备忘录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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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8 月和 2018 年 8 月，中国“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两次赴斐济访问。 

  四、重要双边协议 

  199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斐济主权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民航合作的

协定》 

  199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斐济主权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贸易合作的

协定》 

  201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斐济共和国互免签证谅解备忘录》 

  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斐济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五、声明、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斐济政府关于中、斐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

公报》（1975 年 11 月 5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斐济群岛共和国新闻公报》（1999 年 12 月 19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斐济群岛共和国政府关于巩固和促进友好合

作关系的联合声明》（2002 年 5 月 2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斐济群岛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2004 年 6 月 30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斐济群岛共和国政府联合新闻公报》（2006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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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努阿图国家概况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国名】 瓦努阿图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Vanuatu）。 

  【面积】 陆地面积 1.22 万平方公里，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 68 万平方公里。

共有 82 个岛屿。 

  【人口】 约 31 万（2019 年）。其中 98%为瓦努阿图人，属美拉尼西亚人

种，其余为法、英、华裔和越南、波利尼西亚移民以及其他太平洋岛国人。2/3

人口集中在埃法特、桑托、马勒库拉、塔纳 4 个岛屿。官方语言为英语、法语和

比斯拉马语，通用比斯拉马语，全国共有 100 多种方言。84%的人信奉基督教。 

  【首都】 维拉港（Port Vila），年均气温 25.3℃。 

  【国家元首】 总统塔利斯·奥贝德·摩西（Tallis Obed Moses），2017 年 7

月 6 日就任，任期 5 年。 

  【重要节日】 独立日：7 月 30 日。 

  【简况】 位于太平洋西南部。属美拉尼西亚群岛，由约 82 个岛屿（其中 68

个岛有人居住）组成。最大的桑托岛（又称圣埃斯皮里图岛）面积 3947 平方公

里。属热带海洋性气候。 

  数千年前瓦努阿图人即在此生息。1606 年被西班牙探险家发现。1768 年

法国人到此。1774 年英国库克船长到此并将该地命名为“新赫布里底”。1906

年 10 月，英法签署了共管公约，该地沦为英法共管殖民地。1963 年土著人成

立了第一个政党——乡村党，要求收回土地和实现独立。1978 年 1 月实行内部

自治。1980 年 7 月 30 日独立。独立后，新赫布里底民族党（后改名为瓦努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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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党，简称瓦库党）领袖沃尔特·利尼（Walter Lini）出任首任总理，索科马努任

总统。 

  2020 年 3 月，瓦努阿图举行议会选举。4 月，瓦新一届议会召开首次会议。

瓦努阿库党、温和党联盟、民族联合党等组成执政联盟，鲍勃·拉夫曼（Bob 

Loughman）任总理。 

  【宪法】 1979 年制定，1980 年生效。宪法规定：总统由议会和地方委员

会主席组成的选举团（总计 58 人）选举产生，任期 5 年。立法权归议会，行政

权归部长理事会。总理由议会选举产生，内阁部长由总理任命。瓦努阿图所有土

地属土著人及其后裔所有。10 月 5 日为宪法日。 

  【议会】一院制，共 52 席，任期 4 年。每年举行 2 次例会，应议员多数、

议长或总理的请求，议会可举行特别会议。本届议会于 2020 年 4 月正式成立，

现任议长为瑟勒·西米恩（Seule Simeon）。 

  【政府】内阁又称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Ministers）。总理兼公共服务

部长鲍勃·拉夫曼，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阿拉托伊·伊什梅尔·卡尔萨考（Alatoi 

Ishmael Kalsakau），外交、国际合作与对外贸易部长马克·阿蒂（Marc Ati），

财政与经济管理部长部长约翰尼·科纳坡（Johnny Koanapo），卫生部长塞拉

斯·布莱（Silas Bule），旅游、商贸和土著事务部长詹姆斯·布莱（James Bule），

教育与培训部长萨姆森·萨姆森（Samson Samson）、农林畜渔及生物安全部长

威利·丹尼尔·卡罗（Willie Daniel Kalo），气候变化适应、气象、地质灾害、环

境与能源部长布鲁诺·兰肯（Bruno Lengkone），青年和体育发展部长威利·萨

蒂尔罗托·帕科阿（Willie Satearoto Pakoa），司法和社区服务部长埃斯蒙·赛蒙

（Esmon Saimon），土地、地质、矿产、能源及水资源部长爱德华·纳拉尔·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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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Edward Nalyal Molou），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部长杰伊·尼维利（Jay 

Ngwele）。 

  【行政区划】瓦全国分为托尔巴、桑马、帕纳马、马兰帕、谢法和塔费阿 6

个省以及维拉港、卢甘维尔 2 个市。 

  【司法机构】设上诉法院、最高法院和负责传统事务的地方法院。首席法官

由总理提名、总统任命。现任首席法官文森特·吕纳贝克（Vincent Lunabeck）。 

  【政党】主要政党有： 

  （1）瓦努阿库党（Vanuaaku Party）：执政联盟。原名新赫布里底民族党，

1971 年成立，是瓦努阿图历史最悠久的政党。1977 年改为现名。该党自 1980

年瓦独立以来在已故国父沃尔特·利尼带领下连续执政至 1991 年。1991 年瓦库

党分裂，沃尔特·利尼出走成立民族联合党。1999 年 4 月，瓦库党与中国共产党

正式建立党际关系，是太平洋岛国第一个与中共建立党际关系的政党。主席鲍

勃·拉夫曼。 

  （2）温和党联盟（Union of Moderate Parties）：执政联盟，部分议员加

入反对党阵营。成立于 1974 年，是瓦最有影响的法语政党之一。1991 年在时

任主席马克西姆·科尔曼带领下首次执政并持续至 1998 年。2001 年，正式与中

国共产党建立党际关系。主席瑟奇·沃霍尔，副主席阿拉托伊·伊什梅尔·卡尔萨考。 

  （3）民族联合党（National United Party）：执政联盟。1991 年成立，

由已故国父沃尔特·利尼从瓦库党出走组成。2004 年 3 月与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

党际关系。主席哈姆·利尼，副主席塞拉斯·布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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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土地和正义党（Land and Justice Party）：2010 年成立。宣称尊重

土地和传统，认为酋长、教会、妇女和儿童是瓦国家的四大支柱，要通过保护本

国土地和商业促进国家发展。主席拉尔夫·雷根瓦努。 

  （5）统一变革运动党（Reunification of Movement for Change）：2012

年成立。由时任温和党联盟副主席萨尔维出走组成。2016 年萨尔维来华出席中

共与世界对话会期间与中共建立党际关系。主席夏洛特·萨尔维。 

  （6）领袖党（Leaders Party of Vanuatu）：2015 年成立。由前气候变化

部总司长纳帕特创立。该党高举反腐败旗帜，并呼吁瓦努阿图经济、环境、社会

可持续发展。主席约坦·纳帕特。 

  （7）人民进步党（People’s Progressive Party）：2001 年成立，由基

尔曼从美拉尼西亚进步党出走组成。2005 年，该党与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党际

关系。主席萨托·基尔曼。 

  【重要人物】 

  塔利斯·奥贝德·摩西：总统。1954 年生于瓦努阿图中部省份马兰帕，毕业于

澳大利亚悉尼神学院和瓦努阿图塔卢阿圣经学院，获神学专业毕业证书。1987

年后长期从事牧师工作，在瓦国内有较高声望。2009 年当选为基督教长老会会

议主席，任期 4 年。2017 年 7 月当选为瓦第九任总统。  

  鲍勃·拉夫曼：总理，瓦努阿库党主席。1961 年生。曾就读于南太平洋大学，

自 2004 年起担任瓦议员。曾任教育部长、副总理兼旅游商务部长等职，2020 年

4 月当选瓦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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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 经济落后，2020 年 12 月 4 日从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名单毕业。

农业和旅游业是瓦经济支柱。以旅游业为主的服务业和建筑业是拉动经济的主要

动力。2020 年主要经济数据如下： 

  国内生产总值：8.6 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880 美元。 

  经济增长率：-8.3%。 

  货币名称：瓦图。 

  汇率：1 美元≈110 瓦图。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资源】 原有锰矿开采已尽，新探明资源有少量锰矿、铁矿、镍、铜和铝

矾土等，还有大量的白硫火山灰，目前没有采矿作业。森林覆盖率为 36%，其中

只有 20%具有商业开采价值。渔业资源丰富，盛产金枪鱼。 

  【工业】 由于瓦物价和生产成本高，工业产品缺乏出口竞争力，外商投资

的工业产品主要是替代进口商品，在瓦本国销售。瓦只有食品、木材加工、肥皂

等小工厂。 

  【农业】 瓦气候和地形适宜农业和牧草开发，国土 41%为肥沃的可耕地，

但已开发耕地仅占 18%。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80%。主要农产品是椰干、卡

瓦、可可、咖啡、芋头、木薯、红薯、香蕉等。瓦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发展缓慢。 

  【渔业】 数十条外国渔船与瓦合作，在瓦专属经济区捕鱼。按瓦有关规定，

外国渔船经瓦方同意后，可在 12—200 海里的海域进行捕捞作业。只有瓦公民

和本国公司可以在 12 海里内的海域捕鱼，6 海里内的捕鱼事宜由当地省政府管

辖。本国公民商业性渔业规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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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及旅游业】 旅游业是瓦支柱产业之一和最大的外汇收入来源，产值

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3。多数游客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喀里多尼亚。主

要游览胜地有维拉港、塔纳、桑托、马勒库拉和彭特考斯特岛。 

  【交通运输】 交通设施落后，费用昂贵。以海运为主。公路总长约 1900 公

里，大部分为土路。 

  水运：水路总长 780 公里。岛间运输船舶的最大吨位为 200 多吨，现有船

舶多破旧落后。首都维拉港和桑托港为国际海港，都可停靠万吨商船。 

  瓦努阿图是新兴的船旗国，目前有约 600 条船悬挂瓦国旗。中瓦海运航线

有天津/上海—釜山—维拉港，广州—香港—悉尼—维拉港。 

  空运：各主要岛屿都有机场。维拉港有国际机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可

直飞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新喀里多尼亚。瓦努阿图航空公司是瓦唯一经营

国际航线的公司，国内有近 10 条航线。 

  【通信】 近年来电信业长足发展。瓦电信业过去由政府授权瓦努阿图电信

公司（TVL）垄断经营，提供固定电话、手机、数据通信、因特网服务。2008 年

瓦政府打破垄断，授予总部设在牙买加的电信公司迪捷讯（Digicel）手机业务经

营许可，刺激瓦移动通信市场快速增长。 

  【财政金融】 2019 年政府财政收入约 3.61 亿美元，支出约 2.97 亿美元。

2019 年内外债总额 4.06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约 42.9%。主要银行有： 

  （1）瓦努阿图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Vanuatu）：1981 年成立，是

瓦中央银行。前称瓦努阿图中央银行，1989 年改为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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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瓦努阿图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Vanuatu）：1991 年接管瓦

努阿图合作储备银行后成立。1998 年 11 月，同瓦努阿图开发银行合并，属国

有银行。 

  【对外贸易】 2019 年瓦外贸总额约 4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约 5800 万美

元，进口额约 3.45 亿美元。瓦商品贸易年年逆差，主要出口椰干、可可、牛肉

和卡瓦等。瓦产品主要出口欧盟、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等

国，并从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德国、新西兰等国进口食品、机械、化工产

品、燃料等。 

  2012 年 4 月，瓦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近年来，因西方

一些国家以卡瓦对人体健康有害为由禁止进口卡瓦，瓦卡瓦出口量锐减。 

  【外国资本】 外资主要投资在信托保险、法律、会计、金融、旅游等服务

业以及电力、通信、商业等。2019 年外国直接投资额占瓦国内生产总值约 4.2%。 

  【外国援助】 瓦年均接受外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7%左右。外援主要来自

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法国、英国、日本、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机构等，

一般用于工业、农业、教育、医疗卫生、防务、司法和行政管理等具体项目。 

  【军事】 无正规军队。有警察和机动部队约 900 人，由内政部管辖。瓦与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有防务协定。瓦警察和机动部队人员参与

了联合国在东帝汶、波斯尼亚的维和行动、巴新布干维尔和平监督团以及地区驻

所罗门群岛援助团。 

  【文化】 瓦内政部为瓦文化工作最高领导机构，由该部任命组成的“全国

文化理事会”（National Culture Council）领导文化工作。瓦文化中心为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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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文化活动的机构，下设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文化遗址登记处、国

家音像档案处。 

  【教育】 瓦教育制度规定，小学 6 年，初中 4 年，高中 3—4 年。小学入

学率达到 95%，但中学入学率很低。中等职业学校有：国立技术学院、师范学

院、护士学校、警察学校等。南太平洋大学法律分校设在维拉港。 

  【新闻出版】 主要报刊有：《每日邮报》（Daily Post），私营，每天（除

周日外）用英文出版，发行量为 3000—5000 份。 

  瓦努阿图广播电视总公司（Vanuatu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Corporation）：为官方新闻机构，拥有瓦努阿图广播公司（Radio Vanuatu）

和瓦努阿图电视台（TV Blong Vanuatu）。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中国国

际广播电台（CRI）分别于 2005 年和 2007 年在瓦落地。已在瓦落地的付费国

际频道还包括：RFO/Tele Nouvelle Caledonie，TBN，ABC Australian 

Network，TV NZ，Telsat Pay TV，LPF Pay TV。 

  【对外关系】 瓦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传统双边和多边伙伴关系，是联

合国、不结盟组织、英联邦、法语国家共同体、太平洋岛国论坛、美拉尼西亚先

锋集团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成员。

强调在亚太地区扮演建设性的角色，致力于创造和平、和谐、无核及地区有效合

作的发展环境。2018 年 3 月，瓦正式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 

  【同美国的关系】 瓦美 1986 年建交。美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兼任驻瓦

大使。1989 年，瓦美签署美向瓦派和平队的协议。此后美每年派出数十名和平

队员赴瓦，帮助瓦发展教育事业。美还资助瓦警察和机动部队赴美进行专业培训。

2005 年，美将瓦列为其千年挑战计划援助国家之一，并于 2006 年 3 月与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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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协议，承诺此后 5 年向瓦提供 6569 万美元，用于瓦基础设施建设。美主要通

过“和平队”在教育、医疗和人道主义等方面向瓦提供援助。此外，美还通过世

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发展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向瓦提供发展援助。2018

年 12 月，美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访瓦。 

  【同澳大利亚的关系】 瓦澳于 1980 年建交。澳是瓦最大援助国，援助重

点为改善教育、健康、法治状况及促进良政，包括提供资金、材料、顾问、奖学

金等。瓦澳签有防务协定。澳是瓦最大贸易伙伴和进口产品来源。澳是瓦旅游业

主要客源国之一，瓦 2/3 的长期游客来自澳。2015 年 3 月，澳外长毕晓普访问

瓦努阿图。2018 年 6 月，瓦总理萨尔维访问澳大利亚。2019 年 1 月，澳总理

莫里森访瓦。2019 年 2 月，瓦外长雷根瓦努访澳。 

  【同新西兰的关系】 瓦新于 1980 年建交。1991 年两国签署防务合作协定。

新是瓦主要援助国之一，从 2007 年开始允许瓦季节性工人前往新从事果园管理

等工作。瓦从新主要进口药物、飞机零件、木材、钢铁、冷冻剂和成品油等，向

新主要出口鱼和鱼产品、金属废品和碎料、椰子和棕榈油和咖啡等。新是瓦旅游

业主要客源国之一。新在瓦设有高专署。2016 年 6 月，新西兰外长麦卡利访瓦。

8 月，瓦总理萨尔维对新进行正式访问。2017 年 12 月，瓦任命首任驻新高专，

并在惠灵顿设高专署。2018 年 2 月，瓦外长雷根瓦努访新。8 月，新西兰副总

理兼外长彼得斯访瓦。2019 年 5 月，瓦总理萨尔维任内第二次对新进行正式访

问。6 月，新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访瓦。 

  【同英国和法国的关系】 英法原为瓦的共管宗主国。瓦英关系近几年来发

生重大变化，英减少对瓦援助，目前只向教育领域提供援助。2005 年英关闭驻

瓦高专署。2019 年 7 月，英驻瓦高专贝尔向瓦总统摩西递交国书，此系英时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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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年后恢复驻瓦高专署并首次派出常驻瓦高专。法是瓦的主要援助国之一，在

瓦设有使馆。近年来，法对瓦援助主要涉及教育、卫生、文化、军事和司法等领

域。法通过驻扎在新喀里多尼亚的军队与瓦有一定的防务合作。2017 年 1 月，

瓦总理萨尔维访法。2018 年 4 月，瓦总理萨尔维赴伦敦出席英联邦政府首脑会

议。5 月，瓦总理萨尔维在新喀里多尼亚会见法总统马克龙。 

  【同日本的关系】 瓦日 1981 年建交。日驻斐济大使兼任驻瓦大使。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瓦日关系发展迅速。双方在渔业、肉类加工、旅游业等方面建

立了合资关系。日为瓦援建了维拉港机场扩建项目、桑托水电站工程、埃法特部

分环岛公路、维拉港港口改建项目、维拉港中心医院扩建项目。日同时向瓦派遣

志愿者和专家在教育、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等领域对瓦进行援助。2015 年瓦总

理纳图曼出席在日本福岛举行的第七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2017 年

1 月，瓦外长兰肯赴出席日本—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议。2018 年 5 月，瓦总理萨

尔维赴日本出席第八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2020 年，日在瓦设立使

馆。 

  【同欧盟的关系】 瓦与欧盟关系密切。瓦系欧盟在太平洋岛国中唯一的政

府财政受援国。根据欧盟第 11 届欧洲发展基金，2014—2020 年，欧盟将向瓦

提供约 3100 万欧元的援助。2014 年 10 月，欧盟与瓦在维拉港举行政治磋商，

双方就人权、治理和法制等进行深入讨论。2016 年 6 月，欧盟委员会负责国际

合作与发展的委员米米卡访瓦。2017 年 1 月，瓦总理萨尔维率团出席在布鲁塞

尔举行的第四次欧盟与瓦高级政治对话年会。 

  【同其他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瓦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斐济同

是“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成员。该集团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协调在地区事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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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场。集团秘书处现设在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2017 年 9 月，瓦总理萨尔维

正式签署《太平洋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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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瓦努阿图的关系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一、双边政治关系 

  中国同瓦努阿图 1982 年 3 月 26 日建交。 

  建交以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发展顺利。1983 年 2 月，中国首任驻瓦大使

（由驻斐济大使兼任）赴瓦递交国书。1989 年中国在瓦设使馆，1991 年 7 月

派常驻大使。现任驻瓦大使周海成。2005 年，瓦在华设使馆，8 月派驻首任驻

华大使。 

  2014 年 11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斐济楠迪同瓦努阿图总理纳图曼会晤，

双方一致同意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2018 年 11 月，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斯比港同瓦总理萨尔维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将

两国关系定位提升为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近年来中方访瓦的主要有：商务部副部长钟山（2013 年 1 月），文化部部

长蔡武（2013 年 8 月），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2013 年 12 月），全国政

协副主席陈元（2014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2014

年 6 月），中联部副部长徐绿平（2015 年 7 月）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2016 年

3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艾力更·依明巴海（2017 年 1 月），外交部副

部长郑泽光（2017 年 5 月），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2019 年 3 月），国际

发展合作署副署长周柳军（2019 年 7 月）等。 

  2020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与瓦议长查德拉科举行视

频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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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方访华主要有：总理卡凯塞斯（2013 年 9 月来华出席中阿博览会并访问

海南和上海、11 月出席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并访问深圳）、

总理纳图曼（2014 年 8 月来华出席南京青奥会开幕式并访问江苏），总理基尔

曼（2015 年 9 月来华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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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萨尔维（2016 年 9 月来华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2019

年 5 月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副总理纳图曼（2016 年 5 月出席世界旅游发展

大会、10 月率瓦议会考察团访华，2017 年 9 月来华出席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国

第 22 届全体大会），外长雷根瓦努（2018 年 11 月来华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2019 年 11 月来华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副总理拉夫曼

（2019 年 2 月率瓦库党高级别代表团访华）等。 

  二、双边经贸关系 

  2020 年中瓦贸易额为 8051.5 万美元，同比下降 12.3%，其中中方出口额

7265.9 万美元，同比下降 6%；进口额 785.6 万美元，同比下降 46.1%。 

  中方主要出口机电产品、成品油、服装服饰等，主要从瓦进口冻鱼和农产品

等。 

  三、科技、文化交流 

  中国杂技小组（1998 年 7 月和 1999 年 12 月）、河北杂技团（2002 年 7

月）、中国杂技民乐团（2007 年 6 月）、广东艺术代表团（2008 年 11 月，

2011 年 8 月）、重庆杂技团（2009 年 8 月）、中国武术代表团（2010 年 5

月）、广东省医疗代表团（2012 年 7 月、2013 年 11 月、2014 年 5 月、2015

年 11 月、2016 年 11 月、2017 年 7 月）、重庆艺术团（2013 年 9 月）、湖

南杂技团（2014 年 2 月）、上海艺术团（2014 年 6 月）、广东省文艺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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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佛山艺术团（2017 年 6 月、2018 年 8 月）曾分别赴瓦努

阿图访问演出或巡诊医疗。 

  2005 年 8 月，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在瓦落地。2007 年 9 月，中国国际广

播电台（CRI）在瓦落地。 

  中国自 1995 年开始每年向瓦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中方自 2004 年开始向

瓦派遣汉语教师，现有 2 人在瓦任教。 

  中国在对瓦经援项下在维拉港医院和桑托北方医院派有医疗队。 

  从 1996 年起，中国向瓦努阿图派遣乒乓球教练，培训当地球员。 

  2004 年 11 月，中瓦签署《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瓦努阿图旅游实施方案的

谅解备忘录》，瓦正式成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2016 年 12 月，首批载有

2000 多名中国游客的歌诗达“大西洋号”邮轮停靠瓦首都维拉港。据瓦统计局

统计，2017 年中国公民赴瓦 3512 人次。 

  2014 年 9 月和 2018 年 7 月，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两次访瓦并

为当地民众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2017 年 6 月，中国海军第 25 批护航编队

访瓦。 

  1994 年 6 月，上海市与维拉港市结为友好城市。2014 年 8 月，银川市与

维拉港市结为友好城市。2017 年 6 月，佛山市与维拉港市结为友好城市。 

  四、重要双边协议 

  1997 年 1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瓦努阿图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 

  2004年 11月 《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瓦努阿图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 

  2018 年 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瓦努阿图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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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瓦努阿图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 

  五、声明、公报 

  1982 年 3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瓦努阿图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

公报》 

  2019 年 5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瓦努阿图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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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国家概况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国 名】 萨摩亚独立国（The Independent State of Samoa）。 

  【面 积】 陆地面积 2934 平方公里，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 12 万平方公里。 

  【人 口】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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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人。官方语言

为萨摩亚语，通用英语。多数居民信奉基督教。 

  【首 都】 阿皮亚（Apia）。 

  【国家元首】 图伊马莱阿利法诺·瓦莱托阿·苏阿劳维二世（Tuimaleali’ifano 

Va’aletoa Sualauvi II），2017 年 7 月 21 日就任，任期 5 年。 

  【重要节日】 国庆日（又称独立日）：6 月 1 日。 

  【简 况】 位于太平洋南部，萨摩亚群岛西部，由乌波卢（Upolu）、萨瓦

伊（Savaii）两个主岛和附近的马诺诺、阿波利马、努乌泰雷、努乌卢瓦、纳木

瓦、法努瓦塔普、努乌萨菲埃、努乌洛帕等八个小岛（Manono、Apolima、

Nuutele、Nuulua、Namua、Fanuatapu、Nuusafee、Nuulopa）组成。境内

大部分地区为丛林覆盖。属热带雨林气候。5 至 10 月为旱季，11 至 4 月为雨

季。年均气温 28℃，年均降水量 2000 至 3500 毫米。 

  3000 年前已有萨摩亚人在此定居。约 1000 年前被汤加王国征服。1250 年

马列托亚家族赶走汤加入侵者，萨摩亚成为独立王国。1722 年荷兰人发现萨摩

亚。19 世纪中叶，英、美、德国相继侵入。1899 年，三国签订条约，西萨摩亚

沦为德国殖民地，东萨摩亚由美国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新西兰对德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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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占领西萨摩亚。1920 年，国际联盟把西萨交新西兰管理。1920 至 1936 年

间，西萨发生了著名的反对殖民统治的“马乌”（MAU）运动，提出了“萨摩亚

人的萨摩亚”的斗争口号。1954 年开始实行内部自治。1962 年 1 月 1 日，西

萨在太平洋岛国中率先独立，定国名为“西萨摩亚独立国”。1963 年起改 6 月

1 日为独立日。1997 年 7 月 4 日，西萨摩亚独立国更名为萨摩亚独立国。 

  【宪 法】 1960 年制定，1962 年 1 月 1 日生效。规定国家元首由议会选

出，任期 5 年。首任国家元首为终身职务。除元首外，还设立代表委员会，委员

即为副元首，不超过 3 名。 

  【议 会】 一院制，称立法议会，共有 51 名议员，分别从全国 51 个选区

产生。原规定除独立选区外，仅“马他伊”即酋长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91

年 3 月改为普选后，凡年满 21 岁的萨摩亚公民均有选举权，仍只有“马他伊”

享有被选举权，议员任期也由 3 年改为 5 年。2021 年 4 月大选后尚未正式召集

议会。7 月下旬，上诉法院裁决信仰统一党自行召集议会合法，确认帕帕利·里

奥·泰乌·马西帕乌（Papali'i Li'o Taeu Masipa'u，信仰统一党）为新任议长。目

前信仰统一党占议会 26 席，反对党人权保护党 18 席，其余席位待补选确定。 

  【政 府】 内阁由总理、副总理和 10 名部长组成，任期 5 年。总理由议会

选出并经元首确认。总理从议员中提名组阁。2021 年 4 月 9 日萨摩亚举行大选，

7 月下旬确认信仰统一党胜选。现内阁成员包括：总理兼外交贸易部长、自然资

源与环境部长菲娅梅·内奥米·马塔阿法（Fiame Naomi Mata'afa），副总理兼海

关与税收部长图阿拉·尤瑟佛·彭尼法西奥（Tuala Tevaga Iosefo Ponifasio），

农渔部长拉乌利·波拉塔伊瓦奥（La'auli Leuatea Polataivao Fosi），工程、交

通与基础设施部长欧洛·费提·瓦伊（Olo Fiti Afoa Va'ai），工商劳工部长兼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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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部长莱阿蒂·韦恩·所瓦洛（Leatinu'u Wayne So'oialo），卫生部长瓦拉西·塔

菲托·塞勒塞勒（Valasi Luapitofanua To'ogamaga Tafito Selesele），警察与

监狱部长法乌阿洛·哈里·舒斯特（Faualo Harry Jeffrey Schuster），财政部长

莫利波拉·莫里欧（女）（Mulipola Anarosa Ale Molio'o），教育、体育与文

化部长塞乌拉·约阿内（Seu'ula Ioane）,通讯与信息技术部长托埃卢佩·普穆利努

库·奥内塞莫（Toelupe Poumulinuku Onesemo），妇女、社区与社会发展部

长莱奥塔·拉莫西特勒（Leota Laki Lamositele），司法与法庭管理部长马塔姆

阿·瓦萨蒂·普卢法纳（女）（Matamua Seumanu Vasati Sili Pulufana）。 

  【行政区划】 首都阿皮亚为全国唯一的城市。全国分为 11 个行政区，其中

乌波卢岛 5 个，萨瓦伊岛 6 个，其余小岛都划归乌波卢岛。 

  【司法机构】 设最高法院、地方法院、上诉法院和土地头衔法院。首席大

法官是最高法院、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的院长。地方法院有 2 名法官，土地头衔

法院有 13 名法官。其中土地头衔法院设有单独的上诉法院，不由最高法院行使

终审权。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审理案件时可从新西兰请法官。首席大法官萨提

乌·斯马提瓦·佩罗西（Satiu Simativa Perese），2020 年就职。 

  【政 党】 主要政党为： 

  （1）信仰统一党（Fa'atuatua i le Atua Samoa ua Tasi Party）：成立于

2020 年 7 月，主要成员为来自 11 个传统部落的议员。领袖为菲娅梅·内奥米·马

塔阿法（Fiame Naomi Mata'afa）。2021 年 4 月大选获胜执政。 

  （2）人权保护党（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Party）：成立于 1979

年 5 月。1982 年和 1985 年大选获胜。1985 年党内发生分裂后下台。1988 年



 

46 
 

返
回
目
录 

大选获胜，重新执政。后连选连胜，2021 年大选被信仰统一党击败。领袖为图

伊拉埃帕。 

  【重要人物】 图伊马莱阿利法诺·瓦莱托阿·苏阿劳维二世：国家元首。生于

1947 年 4 月 29 日。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士学位、萨摩亚马卢阿神学院和圣

经学院神学文凭。曾从事教师、警察、律师等职业。后曾在萨总检察长办公室、

司法部等机构任职。1993 年至 2001 年任国家副元首，2004 年再任国家副元

首，2017 年 7 月任国家元首，任期 5 年。 

  菲娅梅·内奥米·马塔阿法：总理兼外交贸易部长、自然资源与环境部长。1957

年 4 月 29 日生于萨摩亚。毕业于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专业。1985 年以

人权保护党议员身份首次进入议会，连任议员至今。1991 年至 2006 年任教育

部长。2006 年至 2011 年任妇女、社区和社会发展部长。2011 年至 2016 年任

司法与法庭管理部长。2016 年 3 月当选副总理兼环境与自然资源部长。2020 年

9 月辞去内阁职务。2021 年 3 月出任萨信仰统一党领袖，并在 4 月大选中率该

党赢得 51 席议会席位中的 26 席，成为萨历史上首位女总理。 

  【经 济】 萨是农业国，资源少，市场小，经济发展缓慢。2007 年联合国

决定让萨从最不发达国家行列“毕业”，“过渡期”3 年。2010 年，应萨要求，

联合国决定将萨“过渡期”延长至 2014 年初。2014 年 1 月 1 日，萨从联合国

最不发达国家“毕业”。萨政府目前主要致力于农业、旅游、私营经济、基础设

施、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建设。2020 年主要经济数据如下： 

  国内生产总值：8.3 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80 美元。 

  经济增长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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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名称：塔拉。 

  汇率：1 美元≈2.6 塔拉。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资 源】 森林资源逐年减少，目前森林面积占全国面积的 46.3%，其中

39.4%（约 11 万公顷）为非生产性森林，可采林只有 1.36 万公顷，仅占全国面

积的 4.8%。其余 2.1%（约 0.6 万公顷）为国家级保护林和部落传统所有林地。

专属经济区水域 12 万平方公里，盛产金枪鱼。 

  【工 业】 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独立后，萨初步建立了一批消费工业和农产

品加工业，主要生产食品、烟草、啤酒和软饮料、木材家具及椰油，还有印刷、

日用化学业。 

  【农 业】 全国现有耕地 6 万多公顷。农业人口为 12.4 万，占全国总人口

的 77%。主要种植椰子、可可、咖啡、芋头、香蕉、木瓜、卡瓦和面包果。由于

抵抗飓风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弱，农业生产严重依赖气候条件。 

  【渔 业】 目前，全国有各种渔船约 2200 艘，其中机动船 200 艘。因萨专

属经济区较其他岛国小，萨政府禁止外国渔船单独作业，只允许外国渔船公司与

萨方合作，外资不得超过 40%。 

  【服务业】 主要有旅馆餐饮业、交通电信业、金融服务业、个人及其他服

务业，从业人数约为 2000 人。萨系世界知名的离岸金融中心之一。 

  【旅游业】 旅游业是萨摩亚主要经济支柱之一和第二大外汇来源。萨政府

致力于发展旅游硬件设施及其它与旅游相关行业。游客主要来自美属萨摩亚、新

西兰、澳大利亚、美国和欧洲。 

  【交通运输】 全国公路总长 976 公里，其中柏油公路 332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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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运：阿皮亚港为萨主要对外港口，可泊 5 万至 6 万吨级轮船。 

  空运：法莱奥洛机场为萨唯一国际机场，可起降波音 747 客机。2017 年 11

月，萨政府和澳大利亚维珍航空公司合资的维珍萨摩亚航空公司不再运营，萨政

府自主成立了萨摩亚航空公司。目前，新西兰航空公司每天一个航班往返奥克兰

和萨摩亚首都阿皮亚，澳大利亚维珍、萨摩亚航空、斐济航空公司每周约 2、3

个航班往返萨摩亚和悉尼、奥克兰、楠迪等城市。 

  【财政金融】 2020/2021 财年，财政预算收入 8.38 亿塔拉，支出 9.66 亿

塔拉，财政赤字 1.28 亿塔拉。截至 2020 年 6 月，外债累计为 7.86 亿塔拉，约

占 GDP 的 39.9%。（资料来源：萨摩亚统计局） 

  主要银行有： 

  （1）萨摩亚中央银行（Central Bank of Samoa）：1954 年成立。资本

2687 万塔拉。资产 1.7 亿塔拉。 

  （2）澳新银行萨摩亚分行[ANZ Bank（Samoa）LTD]：前身为萨政府拥有

的萨摩亚银行，1997 年政府将其出售给澳新银行集团，成为澳新银行萨摩亚分

行。资本 3197 万塔拉，资产 1.7603 亿塔拉。 

  （3）南太平洋银行（BSP）萨摩亚分行：系 2015 年收购西太平洋银行

（WESTPAC BANK）后设立。 

  【对外贸易】 2019 年进出口总额为 11.6 亿塔拉，其中将进口额 10.3 亿塔

拉，出口额 1.3 亿塔拉。主要出口渔产品、脑努汁、啤酒、椰奶、脑努果、芋头

等产品。市场主要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日本和中国。主要进口机械和运

输设备、食品、石油、建筑材料等产品。来源主要是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

日本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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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援助】 外援主要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盟、中国及国际

组织等。2020/2021 财年，澳向萨提供 3720 万澳元援助。（来源：澳大利亚外

交贸易部） 

  【军 事】 没有军队，有 500 多名警察。 

  【教 育】 实行中小学义务教育，入学率 85.7%。文盲率 4.3%。有 157 所

小学，44 所中学，4 所职业学校，36 所教会学校，2 所师范学校。大专院校有

萨摩亚国立大学（2005 年与萨摩亚工艺学院合并）和阿拉富阿农学院（南太平

洋大学分校）。每年约有 4800 名大中学毕业生需要就业。 

  【新闻出版】 主要报纸：《萨瓦利（Savali）》，政府周报，1904 年创刊，

分萨语版和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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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 至 5000 份。《萨摩亚观察家报（Samoa Observer）》，私

营日报，发行量 2000 至 3000 份。另有《新闻（Newsline）》和《萨摩亚（Le 

Samoa）》等小报，发行量不大。 

  萨摩亚现有 3 家电视台（TV1，TV3 和 STAR TV），均为私营。除播送自

制的新闻和教育节目外，主要转播澳、新电视台和 BBC 节目。此外还有几个宗

教台。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CCTV NEWS）、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已在萨落

地。 

  【华侨华人】 19 世纪末就有中国人赴萨，20 世纪 20、30 年代成批华工赴

萨种植椰子、香蕉，最多时达数千人，后因新西兰政府实施种族歧视政策，华人

数量开始减少，最后留下数百人，多与当地人通婚。目前，纯血统的华人不足百

人，混血华裔超过 3 万，数量在外来血统中居首位。目前在萨华侨约 3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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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关系】 主张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认为国家不分大小，均

应受到平等对待。萨将外交重点放在南太地区。在保持同新西兰传统友好关系的

同时，重视发展同亚太国家的关系。萨是联合国、英联邦、太平洋岛国论坛、太

平洋共同体和太平洋区域环境署等组织的成员。太平洋区域环境署秘书处、联合

国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及开发计划署太平洋地区代表处都设在阿皮亚。现已同

中、澳、新西兰、美、日、英、德等 97 国建交。2011 年 11 月，萨联合汤加、

图瓦卢、库克群岛等波利尼西亚国家和地区成立次区域组织“波利尼西亚领导人

集团”，旨在保护和促进波利尼西亚文化、语言和传统，并通过合作实现经济可

持续发展与繁荣。2012 年 5 月，萨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2013 年 10 月，南

太平洋旅游组织第 23 届部长理事会在萨摩亚首都阿皮亚召开。2014 年 9 月，

第三届联合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国际会议在萨摩亚首都阿皮亚召开。 

  【同新西兰的关系】 新曾为萨的宗主国，两国关系密切。萨在惠灵顿设有

高专署，在奥克兰设有总领事馆。新在萨设有高专署。两国间签有友好条约。2004

年双方同意定期举行两国政府部长级官员全体磋商。新近年来每年向萨提供约

2300 万新元援助，是萨第三大援助国，萨是新在南太地区第四大受援国。新是

萨主要贸易对象，新对萨商品出口约占萨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一，萨对新出口占萨

出口总额的 10%左右。新公司是萨建筑市场的主要承包者。根据《相互支援协

定》，新帮助萨培训警察人员，进行海上巡逻等。2014 年 6 月，新西兰总理约

翰·基访萨。2014 年 7 月，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赴新出席“新西兰季节雇工项

目”会议。2015 年 7 月，新西兰总理约翰·基访萨。2017 年 6 月，新西兰总理

比尔·英格利希访萨。2018 年 3 月，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访萨。 



 

51 
 

返
回
目
录 

  【同澳大利亚的关系】 澳在萨有高专署。澳为萨第一大援助国，平均每年

对萨援助约4370万澳元，占萨获外援的三分之一，主要用于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增加就业和投资、加强司法执法、提高教育水平和改善卫生医疗条件。澳为萨的

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旅居澳的萨摩亚人有 4 至 5 万，是萨第

二大侨民聚居地和第二大侨汇来源国。澳在萨有侨民 200 多人。萨澳间有“防

务合作计划”，由澳方帮助巡逻萨专属经济区，并为萨培训警察。2009 年 9 月

和 2012 年 12 月，萨发生海啸和飓风灾情后，澳向萨提供大量赈灾援助。2014

年 9 月，澳外长毕晓普赴萨出席 SIDS 会议。2017 年 6 月，澳总督科斯格罗夫

访萨。 

  【同日本的关系】 萨重视同日本的关系。1972 年起日本向萨派遣志愿人员，

至今已有 600 多人在萨服务过。近年来，日本成为萨主要援助国之一。2013 年，

日本在萨设立使馆并随后委任常驻大使。2015 年 5 月，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

出席第七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2017 年，萨总理图伊拉埃帕赴日本出

席日本—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议。2018 年 5 月，萨总理图伊拉埃帕赴日本出席第

八届日本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 

  【同美国的关系】 重视同美国的关系。1988 年 11 月，美在萨设使馆，大

使由美驻新大使兼任。萨在美设使馆，大使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兼任。美自 1976

年起向萨派遣和平队员。萨许多人在美属萨摩亚鱼罐头厂工作。虽然美国对萨贸

易量很小，但萨与美属萨摩亚之间的贸易较多。美属萨摩亚和美国是萨第一和第

二大出口市场。2016 年 2 月，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访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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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萨摩亚的关系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一、双边政治关系 

  中国同萨摩亚 1975 年 11 月 6 日建交。 

  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1976 年 10 月，中国在萨摩亚设大使馆。现

任驻萨大使巢小良。2009 年 6 月，萨摩亚在华设立大使馆。现任驻华大使塔普

萨拉伊·特里·托欧玛塔（Mr. Tapusalaia Terry Toomata）。 

  2014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斐济楠迪同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

会晤，双方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2018 年 11 月，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斯比港同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会晤，双方建

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近年来，中方访萨的主要有：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2011 年 4 月）、中央

政治局常委李长春（2007 年 4 月）、吴官正（2007 年 4 月过境）、副总理朱

镕基（1997 年）、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1996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胡春华（2019 年 10 月出席第三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

论坛并访萨）、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2014 年 6 月）、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琪（2008 年 9 月）、陈昌智（2010 年 1 月）、张宝文

（2016 年 9 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大洋洲友好协会会长廖晖（2011 年

9 月）、全国政协副主席齐续春（2015 年 8 月）、外交部长李肇星（2006 年 7

月）、商务部长陈德铭（2012 年 4 月）、中国政府特使、民政部副部长罗平飞

（2012 年 5 月底 6 月初出席萨独立 50 周年庆典）、习近平主席特使、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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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长张业遂（2014 年 9 月出席第三届联合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国际会议）、

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2017 年 5 月）等。 

  萨方访华的主要有：国家元首埃菲（2008 年 8 月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总理图伊拉埃帕（2000 年和 2005 年正式访问、2007 年 3 月应中联部邀请率

人权保护党代表团访华、2008 年 9 月访华并出席北京残奥会闭幕式、2010 年

8 月出席上海世博会萨国家馆日活动、2013 年 11 月赴广州出席第二届中国－

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并访问深圳、西安和上海，2015 年 4 月过境北京、

香港，2018 年 9 月，出席第十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并访问北京、天津和广东）、

议长托利富阿（1997 年）、托洛富艾瓦莱莱（2007 年 6 月、2008 年 3 月、

2010 年 11 月）、拉乌利（2012 年 5 月参加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访

华、2014 年 5 月访华）、副总理米萨（2006 年至 2010 年每年来华出席国际会

议、2010 年 5 月参观上海世博会）、副总理福诺托（2011 年 9 月出席在厦门

举行的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并访问广东、2012 年 5 月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

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2014 年 10 月来华出席广交会）、首席大法官萨波鲁

（2009 年 9 月、2016 年 11 月来华出席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二、双边经贸关系 

  2020 年中萨双边贸易额为 8799 万美元，同比下降 0.3%。其中，中方出口

额为 8741 万美元，同比下降 0.5%；进口额为 57.5 万美元，同比增长 29.9%。 

  三、文教、卫生等领域交流 

  2000 年和 2002 年，湖南省、河北省杂技团先后赴萨访问演出。2007 年 5

月底 6 月初，辽宁省杂技民乐团赴萨参加萨独立 45 周年庆典活动。2010 年 6

月，河南省少林武术代表团赴萨访问演出。2011 年 7 月，广东省艺术团赴萨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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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演出。2012 年 6 月，重庆艺术团赴萨访问演出。2015 年 6 月，广东省艺术

团赴萨访问演出。 

  1984 年 9 月，中国派两名教师赴萨执教 2 年。2002 年起中方派一名汉语

教师赴萨国立大学教授中文。2014 年起，派遣 3 名小学汉教和 1 名大学汉教老

师。2016 年首次向萨中学援派 5 名理科老师。中国自 1982 年起每年向萨提供

政府奖学金名额。每年应邀选派官员或青年来华参加中方举办的各类技术培训班

或官员研修班。2018 年 9 月，萨摩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成立。 

  自 1986 年起，中国已派出 15 批医疗小组赴萨工作。 

  2006 年 4 月，中方批准萨摩亚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2008 年 11

月，中萨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与萨摩亚独立国旅游局关于中国旅游

团队赴萨摩亚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 

  2015 年 8 月，广东省深圳市与萨阿皮亚市结为友好城市。 

  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CCTV NEWS）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已在萨落地。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向萨摩亚提供多批抗疫物资援助。 

  四、重要双边协议 

  1975 年 11 月 6 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萨摩亚独立国建立外交关系

的联合公报》 

  1996 年 7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西萨摩亚独立国政府关于西萨摩亚

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保留总领馆协定》 

  1996 年 7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西萨摩亚独立国政府关于中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与西萨摩亚互免签证协定》 

  1997 年 3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西萨摩亚独立国政府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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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 8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萨摩亚独立国政府

互免签证的协定》 

  2008 年 11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与萨摩亚独立国旅游局关于中

国旅游团队赴萨摩亚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 

  2010年 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萨摩亚独立国政府关于互免持外交、

公务（官员）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 

  2016 年 10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萨摩亚独立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

定》 

  2018 年 9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萨摩亚独立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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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加国家概况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国 名】 汤加王国（The Kingdom of Tonga）。 

  【面 积】 陆地面积 747 平方公里，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 70 万平方公里。 

  【人 口】 10.4 万（201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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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人。通用汤

加语和英语。居民多信奉基督教。 

  【首 都】 努库阿洛法（Nuku’alofa）。 

  【国家元首】 图普六世（Tupou VI）国王，2012 年 3 月 18 日继位，2015

年 7 月 4 日正式加冕。 

  【重要节日】 独立日：6 月 4 日；国庆日（又称宪法日）：11 月 4 日 

  【简 况】 位于南太平洋西部、国际日期变更线西侧，西邻斐济。由汤加塔

布、瓦瓦乌、哈派三大群岛和埃瓦、纽阿等小岛组成，共 173 个岛屿，其中 36

个有人居住，无河流。属热带雨林气候，5-8 月为旱季，12～（次年）4 月为雨

季。年均气温南部 23℃，北部 27℃。年均降水量 1793 毫米。11～（次年）3

月常有飓风和暴雨。 

  3000 多年前已有人在此定居。约从公元 950 年起至今经历 4 个王朝，现为

1845 年乔治·图普一世建立的陶法阿豪王朝。17、18 世纪，荷兰、英国、西班

牙探险家先后抵达。19 世纪基督教传入。1900 年成为英国保护国。1970 年 6

月 4 日独立，并成为英联邦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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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治】 汤加是太平洋岛国地区唯一的君主制国家。社会分王族、贵族和

平民 3 个阶层。全国有 33 个世袭贵族头衔。国王为国家元首，长期执掌大权。

汤加近年来实行政治改革，国王让渡国家行政管理大权和部分人事权，保留武装

部队统帅、解散议会、否决议会提案等权力；枢密院不再是最高行政决策部门，

改为国王个人的咨询机构。 

  【宪 法】 现行宪法由国王乔治·图普一世于 1875 年颁布，2010 年最新修

订。宪法规定政府由内阁、立法会、司法机构三部分组成。 

  【议会】 即立法会。一院制。由 9 名贵族议员和 17 名平民议员组成。每 4

年选举一次。贵族议员由其所在选区贵族选举产生，平民议员由所在选区普选产

生。议长由议员推选，国王任命。本届议会于 2017 年 11 月选举产生，现任议

长为法卡法努阿（Lord Fakafanua）。本届议会 17 个平民议席中，汤加人民党

占 7 席，“友谊之岛民主党”占 9 席，独立平民议员占 1 席。 

  【政 府】 内阁由包括首相、副首相在内的内阁大臣组成。首相从 26 名议

员中选举产生，国王任命；内阁大臣由首相提名，由国王任命。首相可从议员之

外提名 4 名内阁大臣。目前内阁成员共 12 人，主要包括：首相兼公共企业、基

础设施和旅游大臣波希瓦·图伊奥内托阿（Pohiva Tu’ionetoa），副首相兼土

地、自然资源大臣马阿富（Ma’afu），财政和海关、税收大臣特维塔·拉维马奥

（Tevita Lavemaau），气象、能源、信息、减灾、环境、通讯和气变大臣波阿

西·泰伊（Poasi Tei），教育和培训大臣肖西·索瓦莱尼（Siaosi Sovaleni），司

法和监狱大臣萨缪·瓦伊普卢（Samiu Vaipulu），阿内政大臣瓦塔乌·胡伊（Vatau 

Hui），警察、消防和应急事务大臣努库（Nuku），农业、食品、林业和渔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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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图伊拉凯帕（Tu’ilakepa），卫生大臣阿梅利亚·图伊普洛图（Amelia Tu’

ipulotu），贸易和经济发展大臣塔塔富·莫埃阿基（Tatafu Moeaki）。 

  【司法机构】 设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土地法院和地方法院。上诉法院院

长、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和其他法官均由国王任命。现任上诉法院院长兼最高法

院首席大法官为欧文·鲍尔森（Owen Paulson）。 

  【政 党】 （1）汤加“友谊之岛民主党”，2010 年 9 月成立。（2）汤加

人民党，2018 年 6 月成立。 

  【重要人物】 图普六世（King Tupou VI）：国王，图普五世国王胞弟。

1959 年 7 月 12 日生于努库阿洛法。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澳大利亚军事学院

和澳大利亚邦德大学。1998 年 10 月任外交国防大臣。2000 年 1 月任首相兼外

交国防、农林、渔业、海事和港务大臣。2006 年 2 月辞去首相职务。2006 年 9

月被敕封为王储。随后任汤驻澳大利亚高专。2012 年 3 月 18 日继承王位。2015

年 7 月正式加冕。 

  波希瓦·图伊奥内托阿（Pohiva Tu’ i’ onetoa）：首相兼公共企业大臣。

1951 年 6 月 30 日生。2014 年首次当选议员，同年 12 月任劳工商业大臣并兼

任警察大臣。2017 年 3 月转任税收和海关大臣并兼任商业、消费者、贸易、创

新、劳工大臣。2017 年 9 月兼任看守政府财政和国家规划大臣，同年 11 月再

次当选议员。2019 年 9 月当选新任首相，接替病逝的前首相阿基利希·波西瓦。 

  【经 济】 以农业、渔业和旅游业为主，工业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经济

发展落后，严重依赖外援。2020 年主要经济数据如下（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国内生产总值：约 5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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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 5020 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5%。 

  货币名称：潘加（PA’ANGA）。 

  汇率：1 美元≈2.4 潘加。（2021 年 2 月） 

  【资 源】 渔业资源较丰富，陆地基本无矿产资源。2008 年 5 月，加拿大

Nautilus 矿业公司开始在汤加海域进行矿产勘探。2010 年 2 月，美国 Modulus

能源公司与汤签署协议，获准在汤海域开展油气资源勘探。为保护境内资源，

2014 年 8 月汤出台《海底矿产法》。 

  【工 业】 重视发展工业，主张产品多样化。主要工业有小型渔船制造、饼

干和方便面制造、食用椰油和固体油脂的加工和包装、金属废料加工、太阳能热

水器组装、家具加工制作、电焊铁围栏、油漆分装和烟厂等。 

  【农 业】 农业以小农场为主，作物品种单调，耕作方式原始，技术落后，

产量不高。汤加全国耕地面积 179.3 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 24%，人均耕

地约 0.15公顷。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 40%，主要农产品有芋头、

木薯、南瓜、香草、卡瓦等，还生产香蕉、菠萝、椰子、西瓜、木瓜等热带水果

及少量蔬菜。大米、面粉、部分蔬菜和水果及肉类等依赖进口。农产品和鱼类出

口在汤出口中占绝对主导地位。 

  【渔 业】 汤海域辽阔，渔业资源较丰富，以金枪鱼出口为主。近年来，由

于气候原因和过度捕捞，鱼类资源不断减少，加之运输成本的不断增加，金枪鱼

等主要渔产品出口下降，发展低于预期。渔业产值约占汤 GDP 的 3%。 

  【旅游业】 旅游业是汤政府大力发展的经济行业之一，被视为增加民众收

入和解决就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汤加有特色历史文化传统和旅游资源，但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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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有限，旅游业尚未实现快速发展。目前，全国共有旅馆、汽车旅馆和客栈 110

余家，客房 1100 多间。2019 年赴汤外国游客总数约 9.4 万人。酒店餐饮业是

汤主要产业之一，是政府收入和解决就业的重要行业，约占汤 GDP 总量的 3%。 

  【交通运输】 公路：总长约 950 公里。 

  水运：以各岛轮渡运输为主。共有 6 个海港。汤加塔布岛的努库阿洛法港和

瓦瓦乌岛的纳阿夫港可停靠远洋货轮。同澳大利亚、斐济、新西兰、萨摩亚和日

本等国之间有定期班轮。 

  空运：共有大小 6 个机场。澳大利亚（Virgin Australia）、新西兰（Air New 

Zealand）、斐济（Fiji Airways）有航班飞经汤加。2013 年 3 月起，国内航线

主要由汤加 REAL TONGA 航空公司运营。 

  【财政金融】 2019/2020 财年，汤加财政收入约 4.63 亿美元。据汤财政

部测算，截至 2020 年 6 月，汤政府债务约 2.3 亿美元，占 GDP 的 46.1%。外

汇储备 2.03 亿美元。全国金融系统由汤加国家储备银行、汤加发展银行和南太

银行汤加分行等商业银行组成。 

  （1）汤加国家储备银行（National Reserve Bank of Tonga）：成立于 1989

年。核准资本为 200 万潘加。是汤中央银行，负责发行货币、调节汇率及管理国

家外汇储备等。 

  （2）汤加发展银行（Tonga Development Bank）：成立于 1977 年。是

促进投资的金融机构。主要负责向私营部门提供金融贷款。其权益资本主要由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捐赠。 

  （3）南太银行（Bank of South Pacific）汤加分行：2015 年 7 月南太银

行收购西太银行汤加分行（Westpac Bank of Tonga）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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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马来西亚银行（MBF Bank Limited）：成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

为较小的商业银行。 

  （5）澳新银行（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 Limited）

汤加分行：成立于 1993 年，系商业银行。 

  【对外贸易】 长期以来，外贸逆差巨大。主要出口南瓜、鱼类、卡瓦、檀

香木、香草和根茎作物。主要进口食品、服装、日用品、机械、运输设备、燃料

和建筑材料等。主要贸易伙伴为新西兰、澳大利亚、斐济、美国和日本。 

  【外国援助】 外援主要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中国、欧盟、世界

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近年来，汤加接受外援的资金额度不断增加。 

  【人民生活】 实行全国免费医疗制度。 

  【军 事】 国王陛下武装部队（His Majesty's Armed Forces，原名“汤加

国防军”，2013 年 9 月改现名）由陆军、海军和皇家卫队组成，共 600 多名官

兵。国王为国防军最高统帅，土地、资源大臣马阿富兼任国防大臣。总参谋长（原

称“国防军司令”）为费埃拉凯帕准将。 

  共有警察 400 多名。 

  【教 育】 公办学校对 6-14 岁儿童实行免费教育。南太平洋大学在汤设有

分校，另有一所私立工科大学。汤加法律规定教会可参与办学。小学约 90%由

政府创办，中学约 75%由教会创办。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中国、日本等国向汤提

供留学奖学金。 

  【新闻出版】 全国共有 4 种主要报纸，每周出版一次，多数用汤加文出版，

分别是：《汤加时报》（Taimi）、《螺号报》（Ke'lea）、《宣告报》（Tal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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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汤加日报》（Tonga Daily News）。主要网站是《汤加风》（Matangi Tonga）。

此外还有部分宗教报纸和不定期出版的杂志。 

  全国共有 5 家广播电台和 1 家电视台，主要以汤加语播出，也播放少量英

语新闻、体育比赛与影视剧等节目。中国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和英国 BBC

节目可免费收看。 

  【对外关系】 汤加与 60 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澳大利亚、新西兰在汤

设有高专署，中国、日本在汤设有使馆，韩国、荷兰、德国、瑞典、法国、芬兰

在汤设有名誉领事。 

  汤加在中国、日本设有大使馆；在澳大利亚设高专署；在英国设高专署并兼

管比利时、卢森堡、丹麦、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欧盟事

务；在美国纽约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并兼管美国、加拿大、古巴、墨西哥等国事

务；在旧金山、奥克兰设总领馆；在美国夏威夷设有名誉领事办公室。 

  汤加是联合国、英联邦、太平洋岛国论坛、太平洋共同体、国际民航组织、

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

成员国。汤关心地区安全与稳定；积极参加地区合作，主张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

2007 年 7 月，汤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14 年 7 月，汤加当选国际海底管理

局理事会成员，成为继斐济之后第二个当选理事会成员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任

期至 2018 年。2016 年 2 月，汤加入国际劳工组织。2021 年 1 月，汤加成为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员。 

  2007 年 10 月，汤加主办第 38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第 19 届论坛

会后对话会以及第 17 届南太旅游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2011 年 4 月，汤加主

办联合国粮农组织西南太平洋地区农业部长会议。2011 年 4 月，汤加举办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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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论坛，争取援助方增加对汤援助。同年 5 月，汤加主办太平洋岛国论坛贸易

部长会议，同月，汤加召开能源路线图计划年度审议会，呼吁各发展伙伴积极支

持汤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降低对石油能源的依赖。2013 年 3 月，汤加举办

太平洋领导人能源问题峰会，探讨本地区各国新能源发展规划和利用。2013 年

5 月，汤加举办南太平洋防长会议。2014 年 10 月，汤加主办南太旅游部长会

议。2016 年 6 月，汤加主办首届太平洋岛国非传染性疾病峰会。2017 年 4 月，

主办地区能源和交通部长会议、保护鲸鱼会议。 

  【同新西兰的关系】 1970 年建交。两国关系密切。新是汤主要援助国，1976

年开始向汤提供援助，后逐年增加。新是汤最大贸易伙伴和进口市场。2006 年

11 月汤加首都发生骚乱，新与澳一起派军队协助维持治安、平息骚乱。2013 年

2 月，图普六世夫妇对新西兰进行国事访问。2014 年 6 月，新西兰总理约翰·基

访汤。2015 年 2 月新外长麦卡利访汤。2015 年 7 月，新总督迈特帕里赴汤出

席图普六世国王加冕典礼。2018 年 3 月，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访汤。现有近 7 万

汤加侨民生活在新西兰。 

  【同澳大利亚的关系】 1970 年建交，两国关系密切。澳是汤主要援助国，

1976 年开始向汤提供援助。澳是汤重要贸易伙伴。澳汤互设高专署。2015 年 4

月，澳外长毕晓普访问汤加。2015 年 7 月，澳总督科斯格罗夫赴汤出席图普六

世国王加冕典礼。2016 年 5 月，澳与汤签订援助协议，未来 3 年向汤方提供

1200 万澳元财政支持。 

  【同美国的关系】 近年来，两国关系有所加强。美对汤援助包括军事支持、

派遣“和平队”志愿者等。2013 年 5 月，美海军部长雷·马布斯访汤。6 月，美

主导的“2013 年太平洋伙伴”行动在汤举行，美 “珍珠港号”军舰访汤。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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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访汤，会见汤加首相图伊瓦卡诺，并与

汤方就美内华达州与汤建立国家伙伴关系达成协议。2014 年 7 月底，由美主导

的“太平洋天使”行动在汤瓦瓦乌岛和哈派岛举行，为当地汤民众提供人道主义

医疗服务。目前，汤共有约 4 万名侨民旅居美国。 

  【同日本的关系】 1970 年建交，日汤互设有大使馆。日本是汤重要贸易伙

伴和援助国，是汤南瓜、金枪鱼主要出口市场。2015 年 5 月，汤首相波希瓦赴

日出席第七届日本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2015 年 7 月，日本皇太子德仁夫

妇赴汤出席图普六世国王加冕典礼。2018 年 5 月，汤副首相兼基础设施和旅游

大臣西卡赴日参加第 8 届日本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PALM8）。 

  【同英国的关系】 同英国保持传统关系。英国曾在汤设高专署近百年，但

因调整驻外机构于 2006 年 4 月 1 日正式关闭驻汤高专署，由英驻新西兰高专

署代管汤事务。英国女王曾于上世纪 3 次访汤。2012 年 3 月，英国格洛斯特公

爵理查德亲王赴汤出席图普五世国王葬礼。5 月，汤加国王图普六世夫妇赴英国

出席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 60 周年庆典。2013 年 10 月、2015 年 2 月，图

普六世国王夫妇访问英国。 

  【同法国的关系】 两国早在 1855 年就签署了《法国－汤加友好条约》。法

国在汤设有名誉领事。法不定期向汤提供一些军事物资援助，法军舰时常访汤。

2015 年 5 月，法国军舰“葡月号”访汤。 

  【同欧盟的关系】 欧盟在汤有若干援助项目。欧盟曾在汤设办事处及临时

代办，2002 年起该办事处事务由驻斐济办事处兼管。欧盟通过 2002-2007 第 9

个欧盟援助计划向汤提供 1700 万潘加援助。 2008-2013 年第 10 个欧盟援助

计划向汤提供 1500 万欧元援助，主要用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应对气候变化、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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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减灾等领域。2014-2020 年第 11 个欧盟援助计划向汤提供 1100 万欧元援

助，用于可再生能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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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汤加的关系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一、双边政治关系 

  中国同汤加 1998 年 11 月 2 日建交。 

  建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和军事等领域的友好合作

关系不断发展，双方政府高级官员和代表团互访频繁。1998 年 11 月 23 日，中

国在汤设大使馆。现任驻汤大使曹小林。2005 年 5 月 18 日，汤驻华使馆正式

开馆。现任汤驻华大使乌塔阿图。 

  2014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斐济楠迪同时任汤加首相图伊瓦卡

诺会晤，双方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2018 年 11 月，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斯比港会见汤加首相波希瓦，双方建立相互

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方往访人员主要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光召（2000 年 2 月）、

蒋正华（2007 年 9 月）、艾力更·依明巴海（2017 年 1 月）；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大洋洲友好协会会长廖晖（2011 年 8 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联部部

长王家瑞（2014 年 3 月）；外交部长李肇星（2006 年 8 月）；外交部副部长

杨洁篪（1998 年 11 月）、张业遂（2007 年 10 月赴汤出席第 38 届太平洋岛

国论坛会后对话会）、郑泽光（2016 年 2 月）；全国人大外委会副主任委员吉

佩定（2005 年 5 月）；全国妇联副主席刘海荣（1999 年 4 月）；中国人民解

放军副总参谋长吴铨叙（2000 年 7 月）、隗福临（2001 年 4 月）；总政治部

副主任吴昌德上将（2013 年 8 月）；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邢书成中将（2015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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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海军副司令员田中中将（2016 年 4 月）； 国防部外办副主任慈国巍少将

（2015 年 7 月）；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2006 年 9 月，作为胡锦涛主席特使

出席图普四世国王的葬礼）；民政部副部长姜力（2012 年 3 月，作为胡锦涛主

席特使出席图普五世国王的葬礼）、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2016

年 10 月）；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2018 年 12 月）、全国政协副主席郑建邦

（2019 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2020 年 1 月）。 

  汤方来访的主要有：国王陶法阿豪·图普四世（1997 年 7 月、1999 年 10

月、2004 年 10 月）；国王图普五世（2008 年 4 月、2011 年 1 月，此前曾于

2001 年 1 月、2002 年 3 月、2004 年 6 月和 10 月、2005 年 5 月、2006 年 1

月以王储图普托阿身份访华）；国王图普六世（2018 年 3 月，此前曾于 2008

年 8 月以王储乌卢卡拉拉身份来华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王储乌卢卡拉拉

（2014 年 12 月）；首相塞韦莱（2007 年 4 月、2008 年 8 月出席奥运会开幕

式）、图伊瓦卡诺（2013 年 7 月、11 月）；议长韦伊库内（2000 年 1 月）、

图伊瓦卡诺（2003 年 2 月、2016 年 9 月赴宁夏出席 2016 年国际和平日纪念

活动 ）、图伊拉卡帕（2009 年 6 月参加太平洋岛国议员代表团访华）、法卡法

努阿（2012 年 10 月、2019 年 4 月访问广东）；副首相索瓦莱尼（2015 年 4

月率汤加政府议会联合考察团访华、2015 年 10 月赴广东出席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国际博览会、2015 年 12 月赴浙江出席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2016 年 11

月赴浙江出席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副首相兼交通、工程大臣瓦伊普卢（2011

年 12 月、2013 年 8 月、2014 年 5 月率汤加政府议会联合考察团访华）、副首

相兼卫生大臣维利亚米·坦吉（2008 年 9 月出席北京残奥会闭幕式）；副首相兼

环境大臣、水委会主席科克尔（2002 年 10 月出席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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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2003 年 3 月来华考察）；副首相兼基础设施和旅游大臣西卡（2018 年

11 月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19 年 4 月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贸易畅通分论坛并访问福建）；公主萨洛特·皮洛莱乌·图伊塔

（1998 年 10 月、2000 年 5 月、11 月、2003 年 10 月、2004 年 5 月、2005

年 10 月、2007 年 9 月、2010 年 8 月出席上海世博会汤加国家馆日活动，2012

年 9 月出席第五届美大地区友好论坛，2013 年 9 月访华、11 月来华出席中汤

建交 15 周年招待会，2014 年 5 月来华出席全国友协成立 60 周年庆祝活动、9

月出席第六届美大地区友好论坛，2015 年 11 月访华，2018 年 10 月来华出席

“2018 广东公共外交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等活动，11 月出

席第八届美大地区友好论坛、2019 年 4 月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地方合作分论坛）。 

  二、双边经贸关系 

  2020 年，中汤贸易额为 3396 万美元，同比增长 14.8%。其中，中方出口

额为 3372 万美元，同比增长 14.5%；进口额为 23.8 万美元，同比增长 82.6%。 

  三、文教、卫生等领域交流 

  1999 年 12 月和 2002 年 7 月，湖南杂技小组和河北省杂技团先后赴汤访

演。2007 年 6 月，辽宁省杂技民乐团赴汤演出。2008 年 8 月，中国歌剧舞剧

院交响乐团赴汤出席汤国王图普五世加冕典礼演出；同月，南京杂技团赴汤演出。

2011 年 7 月，广东省文艺代表团赴汤访演。2011 年 8 月，深圳歌舞团赴汤演

出。2013 年 11 月，深圳艺术团赴汤演出。2014 年 6 月，重庆艺术团赴汤演

出。2014 年 11 月，广东省艺术团赴汤演出。2015 年 3 月，“欢乐春节”河南

武术团赴汤访演。2015 年 11 月，广东省友好暨艺术、医疗代表团赴汤加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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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中央民族乐团赴汤演出。2016 年 8 月，广东省友好暨文艺、医

疗代表团赴汤访问。2017 年 7 月，重庆市歌舞团演出小组赴汤加为庆祝图普六

世国王陛下生日进行专场演出。2018 年 9 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学成

率广东省友好代表团访问汤加。 

  2003 年初起，中国政府开始派教师赴汤任教，每期 2 名。中国自 1999 年

起每年向汤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汤方每年应邀选派官员或青年来华参加中方举

办的各类培训班或研修班。 

  2005 年 4 月，中汤双方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和汤加王国政

府旅游观光局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汤加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2006 年

4 月，中方批准汤加为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国。2015 年 7 月，中汤双方签署《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与汤加王国基础设施和旅游部关于旅游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2016 年 6 月，中汤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汤加王国政府关

于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8 月协议生效。 

  2012 年 8 月，中国海军“郑和”号远洋航海训练舰访问汤加。2014 年 8

月、2018 年 8 月，中国“和平方舟”海军医院船两次赴汤巡诊。 

  2012 年 10 月，广东省人民医院与汤加维欧拉医院签署关于加强交流与合

作的备忘录。2012 年 10 月、2014 年 11 月、2015 年 6 月、2015 年 11 月、

2016 年 8 月，广东省医疗团赴汤开展免费诊疗服务。 

  2014 年 8 月，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同汤加瓦瓦乌群岛建立友好关系。 

  2019 年 7 月，中国广东省东莞市与汤加王国哈派地区建立友好关系。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向汤加提供多批抗疫物资援助。 

  四、重要双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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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 10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汤加王国政府贸易协定》 

  2005 年 4 月 1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和汤加王国政府旅游观光

局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汤加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 

  2012 年 11 月 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汤加王国政府关于互免持外

交、公务/官员、公务普通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 

  2015 年 7 月 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与汤加王国基础设施和旅游

部关于旅游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16 年 6 月 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汤加王国政府关于互免持普通护

照人员签证的协定》 

  2018 年 11 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汤加王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五、声明、公报 

  1998 年 10 月 26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汤加王国政府关于建立外交

关系的联合公报》 

  2018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汤加王国联合新闻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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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埃国家概况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国 名】 纽埃（Niue）。 

  【面 积】 260 平方公里。 

  【人 口】 1630 人（2020 年），另有约 3.1 万人居住在新西兰（2018 年），

约 5000 人居住在澳大利亚（2017 年）。属波利尼西亚人种。75%的居民信奉

埃克利西亚纽埃教，10%信奉摩门教，5%信奉罗马天主教。通用纽埃语和英语。 

  【首 都】 阿洛菲（Alofi），居民约 900 人。 

  【国家元首】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代表为新西兰总督，现任总督

帕齐·雷迪（Patsy Reddy），2016 年 9 月 28 日就职，任期 5 年。 

  【重要节日】 宪法日（国庆日）：10 月 19 日。 

  【简 史】 1000 多年前波利尼西亚人到此定居。1774 年英国人发现纽埃

岛。1900 年成为英国“保护地”。1901 年作为库克群岛的一部分归属新西兰。

1904 年单独设立行政机构。1974 年实行内部自治，同新西兰保持自由联系。纽

埃政府享有完全的行政权和立法权。应纽埃政府要求，新西兰政府可协助处理防

务和外交事务。新西兰政府与纽埃政府互派高级专员。纽埃人同时享有纽埃和新

西兰双重公民身份。 

  【议 会】 一院制。1984 年 3 月 31 日成立立法议会。由 20 名议员和 1 名

委任的议长组成。20 名议员中，14 名由 14 个村选区推选，其余 6 名由普选产

生，任期 3 年。选举后产生的新一届议会首次会议通常由议长主持，从当选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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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举出总理。本届议会于 2020 年 5 月选举产生，现任总理多尔顿·塔格拉吉

（Dalton Tagelagi），议长希马·道格拉斯（Hima Douglas）。 

  【政 府】 本届政府内阁成员包括：总理兼中央机构、国有企业和外交事务

部长多尔顿·塔格拉吉（Dalton Tagelagi）；社会服务事务部长桑尼··汤加图勒

（Sauni Tongatule)；自然资源事务部长莫娜·阿伊努（Mona Ainuu）；财政、

基础设施事务部长克罗斯利·塔图伊（Crossley Tatui）。 

  【司法机构】 设高级法院，有向新西兰高等法院上诉的权力。另设土地法

院，处理土地纠纷。 

  【重要人物】 多尔顿·塔格拉吉：总理。生于 1968 年 6 月，系纽埃议会首

任议长之子。2008 年当选议员。2014 年任基础设施部长，2017 年任环境、自

然资源、农林渔业部长。2020 年 6 月当选总理。 

  【经 济】 自然资源贫乏。主要产业为农业、旅游业和渔业。经济上严重依

靠新西兰援助和侨汇。人口外流严重。近年来，政府积极采取发展私营部门和旅

游业、扩大出口及精简政府工作人员等措施发展经济。使用新西兰货币，1 新元

约合 0.70 美元（2021 年 8 月）。2018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2860 万

美元，人均 GDP 为 16651 美元。 

  【工 业】 有小型水果加工厂。年产锯木几百立方米，用于当地建设。 

  【农 业】 拥有可耕地 2.1 万公顷。主要产芋头、椰子、薯类和水果等。饲

养家禽、猪和牛。 

  【旅游业】 重视发展旅游业，将其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龙头。1996 年设立

旅游局，投资增设旅游点及旅店，目前共有 1 家酒店和若干小旅馆。2017 年外

国游客约 9805 人，较上年增长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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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 公路全长 128 公里，1996 年开通一条长 38.2 公里、贯穿全

岛的柏油公路。丛林卡车道 106 公里。2005 年 10 月，纽埃政府与新西兰航空

公司签署协议，新航于 2005 年 11 月开始执行新纽埃通航。每周有一班往返阿

洛菲和新西兰奥克兰的航班。哈南国际机场可降落波音 737 和 767 飞机。纽埃

至新西兰、库克群岛和塔希提岛的航运业务由新西兰航运公司经营，每隔 3 至 4

周有往返于新纽埃的海运服务。小型的库克群岛集装箱船每月两次抵纽埃，此外

还有一些不定期客轮。2013 年 3 月，纽埃政府与新西兰航空公司签署协议，新

航将在 4月至 10月的旅游旺季，每两周增加一班飞往纽埃的航班。受疫情影响，

目前每周有一班往返阿洛菲和奥克兰的航班。 

  【对外贸易】 主要贸易对象是新西兰。主要出口产品为鱼、芋头和蜂蜜，

主要进口食品、饮料、机械和建筑材料。2017 年，纽埃出口额 6630 万美元，

进口额 1110 万美元。 

  【外国援助】 纽埃宪法规定，新西兰有义务向纽埃提供援助，新西兰是纽

埃最大援助国，援助额占纽 GDP50%以上，主要援助领域为旅游、卫生、教育、

林业及私营部门。2021/2022 财年至 2023/2024 财年，新西兰对纽埃援助预算

为 8000 万新元。此外，纽还接受澳大利亚、日本、欧盟、中国、印度、韩国、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助。2006 年，纽埃、新西兰和澳大利

亚共同成立纽埃国际信托基金，为纽埃政府提供长期、可靠的收入来源，鼓励其

自力更生并减少对官方发展援助的依赖。2020/2021 财年，澳大利亚对纽埃援

助预算为 350 万澳元。 

  【文化教育】 



 

74 
 

返
回
目
录 

  【教 育】 对 5-14 岁儿童实行义务教育。有 1 所小学和 1 所中学（含高

中）。教师主要从当地挑选，每年还从新西兰或其他国家聘请 15-20 位教师。目

前，纽埃学校引进新西兰课程设置，其高中教育受到新西兰教育认证机构的承认。 

  【新闻出版】 政府新闻处出版英文和纽埃文周刊《托希塔拉纽埃》。纽埃

广播公司为政府所有，下设“阳光”广播电台和纽埃电视台，纽埃电视台主要播

放新西兰电视节目。1998 年，纽埃建成第一家电影院。 

  【卫 生】 实行免费医疗，医疗费用由新西兰资助。有 1 所医院和 1 个牙医

诊所。 

  【军 事】 根据 1974 年《宪法法案》，新西兰负责纽埃国防事务，但须征

得纽埃政府同意。新西兰皇家空军定期在纽埃专属经济区巡逻。 

  【对外关系】 纽埃同新西兰保持自由联系。如纽埃要求，新西兰有义务帮

助纽埃处理其外交事务。新西兰和纽埃互设高专署并派驻高级专员。新西兰是纽

埃唯一设立驻外代表机构的国家，纽埃在惠灵顿设立高专署、在奥克兰设立总领

事馆。澳大利亚于 2020 年 8 月在纽埃设立高专署，也是除新西兰外唯一在纽埃

设立外交机构的国家。纽埃驻澳大利亚高专由驻新西兰高专兼任。 

  2004 年 4 月、8 月，纽埃总理维维安分别出席在奥克兰举行的太平洋岛国

论坛特别首脑会议、在萨摩亚召开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10 月，新西兰

总理克拉克访问纽埃。11 月，纽埃总理维维安赴比利时出席欧盟-非加太议会全

体会议和环境会议。2005 年 1 月，纽埃总理维维安出席在日本举行的国际减灾

会议并向东南亚海啸受灾国捐款 2.5 万新元。4 月，纽埃总理维维安访问斐济并

与斐方达成互用对方领空的协议。2006 年 5 月、6 月，纽埃总理维维安分别赴

冲绳和巴黎出席第四届“日本－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和第二届“法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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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洲峰会”，8 月，纽埃总理维维安应邀出席新西兰总督萨特亚南德的就职典礼

并访新。10 月，纽埃总理维维安赴斐济出席第 37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

2007 年 4 月，新西兰总督萨特亚南德访问纽埃。2008 年 7 月、10 月，纽埃总

理塔拉吉两次访问新西兰。8 月，第 39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和会后对话

会在纽埃召开。10 月，新西兰总理克拉克赴纽埃出席纽埃宪法日庆祝活动。2009

年 2 月，纽埃总理塔拉吉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会晤。5 月，纽埃总理

塔拉吉出席在日本北海道召开的“日本-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7 月，新西

兰总理约翰·基访问纽埃。12 月，纽埃总理塔拉吉出席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2010 年 8 月，纽埃总理塔拉吉赴瓦努阿图出席第 41 届太

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10 月，太平洋岛国论坛经济部长会议在纽埃召开。纽

埃总理塔拉吉就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地震向新捐赠 4.3 万美元援助款。2011

年 3 月，太平洋气候变化圆桌会议在纽埃召开。5 月、9 月，纽埃总理兼外交部

长塔拉吉分别赴韩国、新西兰出席首届韩国—太平洋岛国外交部长会议和第 42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11 月，纽埃总理塔拉吉出席在夏威夷举行的太平

洋岛国领导人会议。2012 年 5 月，纽埃总理塔拉吉出席在日本冲绳举行的日本

-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8 月，纽埃总理塔拉吉出席在库克群岛举行的第 43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2013 年 3 月，纽埃总理塔拉吉出席在新西兰奥克

兰举行的太平洋能源峰会。2014 年 6 月，新西兰总理约翰·基访问纽埃，与塔拉

吉总理会谈，宣布新方将为纽埃旅游发展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 135 万新元无

偿援助，并与塔吉克总理共同为刚修缮的纽埃机场候机楼剪彩。8 月，纽埃总理

塔拉吉出席在帕劳举行的第 45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9 月，纽埃总理塔

拉吉赴萨摩亚出席联合国第三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国际会议。11 月，纽埃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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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吉赴新喀里多尼亚参加法国总统奥朗德同部分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会晤。同

月，纽埃总理塔拉吉赴斐济苏瓦参加印度总理莫迪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

2015 年 2 月，纽埃总理塔拉吉访问新西兰。10 月，新西兰外长麦卡利访问纽

埃。2017 年 3 月，女王代表、新西兰总督雷迪访问纽埃。6 月，新西兰总理英

格利希访问纽埃。同月，纽埃代表在汤加签署《太平洋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

2018 年 3 月，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访问纽埃。2019 年 7 月，纽埃总理塔拉吉访

问新西兰。2020 年 11 月，纽埃总理兼外长塔格拉吉同新西兰外长马胡塔通话。

2021 年 2 月，纽埃总理塔格拉吉以视频方式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特别会

议。8 月，纽埃总理塔格拉吉以视频方式出席第 51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 

  纽埃不是联合国成员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农组

织、太平洋岛国论坛、太平洋共同体、南太旅游组织、太平洋岛国论坛渔业局的

成员及英联邦准成员国。2000 年，纽埃签署科托努协定（前身为洛美协定）。

2002 年，纽埃加入《太平洋紧密经济关系协定》。2008 年 12 月，纽埃决定加

入联合国碳平衡网络。2009 年 4 月，纽埃在太平洋岛国能源部长会议期间签署

地区燃料合作协定。2012 年 4 月，纽埃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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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纽埃的关系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2005 年 1 月，外交部长李肇星在毛里求斯出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

展国际会议期间会见纽埃副总理塔拉吉。2006 年 4 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斐

济出席“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会议期间会见纽埃总理维维安。

7 月，外交部长李肇星访问纽埃。2007 年 6 月，纽埃总理维维安访华。 

  2007 年 12 月 12 日，中国同纽埃签署建交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

使级外交关系。纽埃是中国第 170 个建交国。 

  2008 年 5 月，纽埃代总理皮希亚格就四川汶川地震致函中国驻新西兰兼驻

纽埃大使张援远表示慰问。10 月，纽埃政府向中方捐赠 7080 新元（约合 3.5 万

元人民币），用于四川汶川地震灾后重建。11 月，塔拉吉总理赴上海出席第十

届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 

  2009 年 6 月，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邀请，纽埃议会议案委员会

主席塔拉吉率纽议会代表团访华。 

  2010 年 10 月，纽埃总理塔拉吉来华出席上海世博会纽国家馆日活动。 

  2012 年 12 月，温家宝总理与纽埃总理塔拉吉互致贺电，庆祝中纽建交 5

周年。同月，纽埃总理塔拉吉致函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2013 年 11 月 6 日至 10 日，塔拉吉总理率团赴广州出席第二届中国－太

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会见。12 月，中国新任驻纽埃

大使王鲁彤赴纽埃向总理塔拉吉递交国书，并分别拜会其他内阁部长、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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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7 月 30 日，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杜起文出席在帕劳

科罗尔举行的第 26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会后对话会期间会见塔拉吉总理。10 月，

纽埃总理塔拉吉致信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5 周年。11

月，纽总理塔拉吉赴斐济楠迪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集体

会晤。期间，习主席与塔拉吉举行双边会晤，双方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

略伙伴关系，并共同出席中纽有关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2015 年 10 月，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杜起文访问纽埃。 

  2016 年 10 月，纽埃－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广东省。12 月，纽埃驻新

西兰高专雅各布森访问广东省。 

  2017 年 7 月，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杜起文访问纽埃。同月，

珠海市代表团访问纽埃。12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纽埃总理塔拉吉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 10 周年。 

  2018 年 7 月，中国和纽埃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同月，中国驻新西兰兼驻库克群岛、纽埃大

使吴玺在纽埃首都阿洛菲向纽总理托克·塔拉吉递交国书。11 月，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并会见纽埃总理塔

拉吉，双方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19 年 10 月，纽埃代总理比利·塔拉吉致函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同月，纽埃基础设施部长希佩利出席在萨摩亚阿皮亚举行的

第三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合作发展论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纽积极加强疫情防控交流和合作。2020 年 3 月，

纽埃参加中国－太平洋岛国卫生专家视频会议。5 月，纽埃参加中国和太平洋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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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副外长级特别会议。11 月，纽埃总理兼外长塔格拉吉出席

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第二次副外长级特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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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国家概况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国 名】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The 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 

  【面 积】 陆地面积 702 平方公里，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约 298 万平方公

里。 

  【人 口】 11.38 万（2019 年估计值）。其中密克罗尼西亚人占 88.9%，

亚洲人占 1.8%，波利尼西亚人占 1.5%；天主教徒占 50%，新教徒占 47%。华

侨数十人。官方语言为英语，4 个州分别通用 8 种各自的主要地方语言。 

  【首 都】 帕利基尔（Palikir），位于波纳佩州（Pohnpei）。 

  【国家元首】 总统戴维·帕努埃洛（David W. Panuelo），为密联邦第九任

总统，2019 年 5 月 11 日当选，任期 4 年。 

  【重要节日】 独立日（国庆日）：11 月 3 日；宪法日：5 月 10 日。 

  【简 况】 位于中部太平洋地区，属加罗林群岛，东西延伸 2500 公里。海

岸线长 6112 公里。岛屿为火山型和珊瑚礁型，多山地。由 607 个大小岛屿组

成，其中 4 个主要大岛为：波纳佩（Pohnpei）、丘克（Chuuk）、雅浦（Yap）

和科斯雷（Kosrae）。属热带海洋性气候。12 月至翌年 3 月为旱季，4 月至 11

月为雨季。年均气温 27℃，年降水量约 2000 毫米，其中波纳佩年降水量超过

7000 毫米，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多的地方之一。 

  4000 年前就有人居住。16 世纪被西方航海者发现。19 世纪中期英、美、

德先后在此设立贸易点，1885 年遭西班牙占领，1899 年被转让给德。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1914-1945 年）被日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美占领。194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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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将密交美托管，后与马绍尔群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帕劳构成太平洋岛屿

托管地的 4 个政治实体。1965 年 1 月成立议会，此后不断要求自治。1969 年，

密开始就未来政治地位同美国谈判。1979 年 5 月 10 日通过宪法，密克罗尼西

亚联邦成立。1982 年与美正式签订《密美自由联系条约》，1986 年 11 月 3 日

生效，密联邦正式独立。根据《密美自由联系条约》，密获得内政、外交自主权，

安全防务 15 年内由美负责。1990 年 12 月，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结束密联

邦的托管地位，1991 年 9 月 17 日接纳密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2003 年密美双

方就《密美自由联系条约》续约事达成协议，将该条约延长 20 年，2004 年 5 月

起生效至 2023 年。2019 年 3 月，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举行议会选举。2019 年 5

月，新一届议会召开首次会议，选举帕努埃洛为总统。 

  政 治 

  【宪 法】 1979 年 5 月 10 日通过并生效。宪法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

也是政府首脑，由国会议员从来自 4 个州的 4 位 4 年期议员中选举产生。 

  【议 会】 称联邦国会，一院制，由 14 名议员组成，其中每州 1 名任期 4

年的“全任期”议员，其余 10 名议员任期 2 年，按人口比例在各州分配。第 21

届国会于 2019 年 5 月 11 日正式就职。现任议长为韦斯利·西米纳（Wesley W. 

Simina），副议长为埃斯蒙德·摩西斯（Esmond B. Moses）。 

  【政 府】 内阁部长由总统提名，国会批准后组成联邦内阁。现内阁成员主

要有：副总统尤斯沃·乔治（Yosiwo P. George），总统办公厅主任小里奥·法尔

科姆（Leo Falcom, Jr.），外交部长坎迪·埃利伊萨（Kandhi A. Elieisar），交

通、通信与基础设施部长卡尔森·阿皮斯（Carlson D. Apis），财政与行政事务

部长尤金·阿莫尔（Eugene Amor），司法部长约瑟·盖伦（Joses R. Ga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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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长卡尔文·凯法斯（Kalwin Kephas），环境、气变与突发事件管理部长安

德鲁·亚提曼（Andrew Yatilman）等。 

  【行政区划】 全国共分为 4 个州：从西往东依次为雅浦、丘克、波纳佩和

科斯雷。 

  【司法机构】 设最高法院、州法院。联邦首席大法官为终身制，现任大法

官丹尼斯·雅马斯（Dennis K. Yamase），2015 年 7 月就任。 

  【重要人物】 戴维·帕努埃洛：总统。1964 年 4 月 13 日生于波纳佩州。毕

业于美国东俄勒冈大学。1987 年起就职于密外交部，历任密驻斐济使馆副馆长、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外交部副部长等职。2003 年辞职经商，成功创办多

家建筑、设计、零售等企业，并积极投身公益。2011 年当选密联邦国会议员并

于 2013 年、2015 年和 2019 年 3 次连任。2019 年 5 月当选密联邦第 9 任总

统。 

  经 济 

  经济落后，绝大多数人的经济生活以村落为单位。产椰子、胡椒、芋头、面

包果等农产品。渔业资源丰富，尤以金枪鱼著名。粮食及生活日用品大多靠进口。

严重依赖外援，国内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良好的投资环境，经济发展缓慢。密

将农业、渔业、旅游业作为经济的“三大支柱”。2020 年主要经济数据如下： 

  国内生产总值：4 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850 美元。 

  经济增长率：-3.8%。 

  货币名称：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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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源】 密海域是世界著名的金枪鱼产地。蟹、贝类、龙虾以及淡水鳗、

虾等资源待开发。 

  【工 业】 工业落后，只有少量加工业，如渔产品加工厂、制皂厂、椰油加

工厂和成衣加工厂。建筑和机械修理行业部分由外国人经营。 

  【农 业】 农业落后，无粮食种植。椰子、香蕉、面包果、木瓜、木薯等热

带果木到处可见。出产优质黑胡椒，出口国外。 

  【旅游业】 旅游资源较为丰富，不仅热带风光秀丽，而且保存着独特的民

族传统文化和风俗，还有“纳马杜”古城堡、“石币银行”等古迹以及太平洋战

争战场遗址。2016 年，纳马杜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通 信】 设有电话、电报、互联网、邮政和地面卫星设施。2010 年 3 月

关岛与波纳佩州间海底光缆接通。目前密联邦各州已通过铺设海底光缆开通 4G

网络。 

  【交通运输】 岛屿之间交通主要有空运和海运。境内机场可供波音 737 飞

机起降。公路运输较为落后。无铁路。 

  公路：全国公路长约 240 公里。 

  水运：联邦政府拥有 3 艘 800 吨级以上轮船定期来往于各州。各州政府共

有 4 艘 600 吨左右的客货两用船。中国政府分别于 2004 年 10 月和 2007 年 2

月向密丘克州和雅浦州各提供 1 艘客货两用船。各州的港口均可停靠远洋级货

轮。主要港口：波纳佩港（Pohnpei Port）、科洛尼亚（Colonia）、莱莱（Lele）、

莫恩（Mo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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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运：各州均有小型国际机场。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航空公

司、瑙鲁航空公司每周有数次航班往来于关岛、夏威夷、马绍尔群岛、莫尔斯比

港、波纳佩、丘克、雅浦和科斯雷。 

  【对外贸易】 2018 年对外贸易总额为 2.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1%。其

中进口额为 1.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9.5%，出口额为 0.4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进口以食物和饮料为主，占进口总额的 32.14%；石油产品占 24.81%；

居民消费品居第三位，占 8.60%。主要进口来源地为泰国、关岛、美国等。出口

产品以金枪鱼、胡椒、槟榔等农产品为主。主要出口市场为泰国、关岛、美国和

马绍尔群岛。密产品可优惠向美出口。 

  【外国援助】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接受的外援主要来自美国。根据《密美自

由联系条约》，美国在 1986-2001 年，共向密提供 13.4 亿美元的援助。根据

2003 年续签后的《密美自由联系条约》，美将在 20 年内向密提供总额约 18.5

亿美元的援款，其中部分用于设立信托基金。2023 年后，美将停止援助，密靠

信托基金自力更生。密同时也积极寻求外部援助。 

  【军 事】 根据《密美自由联系条约》，密国防由美国负责。密无军队，只

有少量警察。 

  文化教育 

  【教 育】 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其教育体系参照美国建立。法律规定对 6-15

岁儿童实行公立学校免费教育，其中前 6 年小学教育是强制性的。政府每年在教

育上投入经费占密国内生产总值约 17.4%、政府开支的 13%左右（2018 年，密

联邦教育部）。有 1 所公立社区大学密克罗尼西亚学院（College of Micronesia-

FSM），在密 4 个州共有 6 个校区，截至 2018 年底有在校学生 1900 多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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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100 多名（约半数为客座教师），开设课程需经美国教育部审定，主要授予教

育、医疗、工商、管理等专业大专学位。有公立小学、中学，另有教会和私立学

校，在校学生总人数约 2.4 万（2020 年，密联邦教育部）。 

  【新闻出版】 仅有一份全国发行的双周刊英文报纸《你好通讯》（The 

Kaselehlie Press），总部设在波纳佩州。雅浦州政府定期发行时事通讯。各州

政府均设有广播电台，每天播放 16-18 小时宗教、音乐类节目及少量当地语言

新闻。各州政府均设有网站。密无电视台，由联邦电信公司经营的网络电视服务

转播美国有线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日本广播协会（NHK）、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半岛电视台等频道的电视节目。 

  对外关系 

  密以“和平、友谊与合作”为其发展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政治上积极争取

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树立独立自主形象；经济上谋求国际经济技术援助，促进

经济自立的进程。截至 2020 年初，密已同 93 个国家建交。 

  密是联合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太平洋共同体、太平洋岛屿发展计划、太平

洋椰子共同体、亚太广播联盟、亚太经社理事会、亚洲开发银行、国际民航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奥委会等 19 个国际和地区组织成员。1991 年 7 月、1998

年 8 月和 2016 年 9 月，密成功举办了 3 次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2021 年 2 月，

宣布退出太平洋岛国论坛，办理相关手续的过渡期为 1 年。1997 年 9 月，密主

办了太平洋区域环境署（SPREP）第六次会议。《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养

护和管理公约》委员会总部设在密联邦波纳佩州。 

  【同美国的关系】 密受美托管多年，同美有特殊关系。根据 1986 年生效

的《密美自由联系条约》，密享有内政、外交自主权，但防务 15 年内由美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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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不得允许其他国家利用密领土和海域从事军事目的的活动。密公民可自由出入

美国。2003 年 5 月，密美续签该条约，美承诺将在 20 年内继续向密提供经济

援助，同时逐步为密建立信托基金。2020 年 5 月，密美启动《自由联系条约》

即将到期条款续签谈判。2019 年 5 月，密总统帕努埃洛访问美国，同马绍尔群

岛总统海因、帕劳总统雷门格绍共同会见美总统特朗普。2019 年 8 月，美国务

卿蓬佩奥顺访密并会见密总统帕努埃洛及马绍尔群岛、帕劳领导人。2021 年 7

月，密总统帕努埃洛访问夏威夷。 

  密在华盛顿设有使馆，在夏威夷、关岛和波特兰设领馆。美在密设使馆。美

国每年向密出口的商品占密进口总额的 2/3。密产品可优惠向美出口。 

  【同日本的关系】 密日于 1988 年 8 月 5 日建交。密曾被日本占领，日在

密有较多后裔和移民，双方政治和经济关系密切。两国互设使馆。2008 年，日

本向密派驻首任常驻大使。日本是密最大出口市场和主要援助国之一，密出口商

品的 60%输往日本。密日之间签有捕鱼协定。日向密提供的无偿援助主要用于

在各州修建公路、码头、冷冻设施和垃圾处理设施。日在密派有志愿队员。2015

年 5 月密总统克里斯琴出席第七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2017 年 10

月，密总统克里斯琴对日本进行工作访问。2015 年、2016 年，密国会议长西米

纳赴日本出席长崎原子弹爆炸及东日本大地震纪念活动。2018 年 5 月，密总统

克里斯琴赴日本出席第八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PALM8）。2019 年

10 月，密总统帕努埃洛赴日本出席日本德仁天皇即位庆典。2019 年 11 月，密

总统帕努埃洛对日本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会见日首相安倍晋三。 

  【同澳大利亚的关系】 密澳于 1987 年 7 月建交。澳是最早向密派出常驻

大使的国家，澳系密主要援助国之一。2018 年 6 月，澳外长毕晓普访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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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密克罗尼西亚的关系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一、双边政治关系 

  中国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1989 年 9 月 11 日建交。 

  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顺利。1990 年 2 月中国在密设馆。1991 年 6 月中

国派驻首任常驻大使。现任驻密大使黄峥。密于 2007 年 4 月在华设立使馆。现

任驻华大使文森特·西瓦斯。 

  2014 年 11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斐济楠迪同密总统莫里会晤，双方一致

同意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2018 年 11 月，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斯比港同密总统克里斯琴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将两国关

系定位提升为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方访密的主要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2007 年 9 月），全

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2017 年 8 月），外交部长李肇星（2006 年 7 月），外

交部副部长周文重（2005 年 2 月）、杨洁篪（2005 年 11 月）、郑泽光（2017

年 8 月），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佩定（2006 年 5 月）、中国—太

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王雪峰（2019 年 6 月）。此外，2007 年 7 月，外交

部部长助理何亚非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出席密总统就职典礼。2011 年 7 月，卫生

部副部长王国强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出席密新一届领导人就职庆典。2015 年 7 月，

国家海洋局局长王宏作为习近平主席特使出席密新一届领导人就职仪式。2019

年 7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政协副主席杨传堂出席密总统帕努埃洛就职

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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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密建交以来，密方访华的主要有：哈格莱尔加姆总统（1990 年 11 月）、

奥尔特总统（1992 年 9 月）、法尔卡姆总统（2000 年 3 月）、乌鲁塞马尔总

统（2004 年 3 月和 2006 年 4 月）、莫里总统（2007 年 12 月，2008 年 8 月

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2010 年 4 月底至 5 月初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世博

会开幕式，2012 年 9 月来华出席宁洽会，2013 年出席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

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并访问深圳、香港）、克里斯琴总统（2017 年 3 月来华出席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并访华）、帕努埃洛总统（2019 年 12 月进行国事访问）、基

里昂副总统（2002 年 10 月和 2006 年 7 月）、阿利克副总统（2009 年 7 月和

11 月，2010 年 8 月底至 9 月初出席上海世博会密国家馆日活动并访问宁夏和

山东、2011 年 10 月出席第 12 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2014 年 10 月）、乔

治副总统（2016 年 10 月出席 2016 广东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

2018 年 9 月出席第 3 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克里斯琴议长（2005 年

10 月）、菲吉尔议长（2008 年 10 月访问新疆）、西米纳议长（2015 年 11 月、

2018 年 4 月）、副议长菲利普（2006 年 11 月）、普里莫（2010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出席上海世博会闭幕式并访问云南和湖北）。此外，2006 年 2 月，外长

阿内法尔访华。2008 年 9 月，外长罗伯特来华出席北京残奥会开幕式。 

  2020 年 5 月、11 月，密常务副外长坎特罗参加中国和太平洋岛国举行应对

疫情首次及第二次副外长级特别会议。 

  二、双边经贸关系 

  2020 年，中密贸易总额为 2823.6 万美元，同比减少 9.6%。其中，中方出

口额 2097.5 万美元，同比增长 12.5%；进口额 726 万美元，同比减少 42.3%。 

  三、科技、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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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杂技魔术小组（1993 年 7 月）、文艺演出小组（1996 年 9 月）、河

北沧州杂技团（1998 年 8 月）、重庆杂技团（2010 年 6 月）、宁夏艺术团（2011

年 2 月）、广东艺术团（2011 年 7 月）、中国武术代表团（2011 年 8 月）、

深圳市艺术团（2014 年 9 月）、广东文化代表团（2015 年 12 月）曾分别赴密

访演。1995 年 4 月，中国向密派出两名乒乓球教练。2002 年 10 月，我中央电

视台第九套节目（后改称英语新闻频道）在密落地。2007 年 9 月，密雅浦州歌

舞团赴深圳参加首届亚洲青年艺术节。2017 年 7 月，密雅浦州传统舞蹈艺术团

赴广东、四川、福建等地演出。 

  中国自 1992 年起每年向密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中国于 2006 年起向密派

遣汉语教师，目前有 1 名教师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学院任教。2007 年，密克罗

尼西亚联邦学院与浙江海洋学院结为友好院校。2010 年 1 月 21 日，密克罗尼

西亚-中国友好协会在密首都波纳佩州成立。2015 年 10 月 16 日，雅浦州-中国

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在雅浦州成立。 

  1998 年，山东省和密科斯雷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1999 年，浙江省和密波

纳佩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2011 年，广东省和密丘克州、宁夏自治区和密雅浦

州分别建立友好省（区）州关系。2018 年，海南省和密雅浦州建立友好省州关

系。 

  四、重要双边协议 

  1989 年 8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关于建立外交关

系的联合公报》 

  1999 年 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政府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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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5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资源发展

部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 

  2014 年 11 月《中国民用航空局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交通、通讯和基础设

施部关于在密联邦运行中国制造航空器的型号合格证认可和持续适航谅解备忘

录》 

  2015 年 5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政府航空运输协定》 

  2018 年 11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政府关于共

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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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劳国家概况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国 名】 帕劳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Palau）。 

  【面 积】 陆地面积 459 平方公里，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约 62.9 万平方公

里。 

  【人 口】 1.8 万（2019 年）。多属密克罗尼西亚人种。官方语言为帕劳

语，通用英语。全国 73%居民信奉基督教，其中 41.6%信奉罗马天主教，28.3%

信奉基督教新教。 

  【首 都】 梅莱凯奥克（Melekeok）。2006 年 10 月 1 日自科罗尔（Koror）

迁至此。 

  【国家元首】 萨兰格尔·惠普斯（Surangel Whipps Jr.），2020 年 11 月

当选，2021 年 1 月就职，任期 4 年。 

  【重要节日】 独立日：10 月 1 日。宪法日：7 月 9 日。 

  【简 况】 位于西太平洋，关岛以南 700 多英里处，属加罗林群岛，是太平

洋进入东南亚的门户之一。海岸线长 1519 公里。由 300 多个火山岛和珊瑚岛组

成，分布在南北长 640 公里的海面上，其中只有九个岛有常住居民。最大岛屿

为巴伯尔岛（Babelthuap），面积 352 平方公里，在本地区仅次于关岛。属热

带气候，年均气温 27℃。5 月至 11 月为雨季，12 月至次年 4 月为旱季。年均

降水量 3000 毫米以上。 

  1710 年被西班牙探险家发现。1885 年被西班牙占领。1898 年被西班牙卖

给德国。一战中被日本占领。二战期间被美国攻占。1947 年，联合国将其交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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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托管，与马绍尔群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构成太平洋岛屿托

管地的四个政治实体。1969 年，帕劳开始就未来政治地位同美国谈判。1982 年

8 月，帕与美签订《自由联系条约》，该条约在帕 1993 年 11 月举行的公民投

票中获得通过。根据该条约，帕劳于 1994 年 10 月 1 日结束其托管地位，成为

独立的主权国家，但仍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同年 12 月，帕劳加入联合国。 

  【政 治】 实行总统制，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部长由总统任

命。大酋长委员会参政议政，在帕政治中发挥较大影响。帕两位最高酋长分别称

作 Ibedul 和 Reklai，享有与总统相当的声望。全国分成 16 个州，各州自行立

宪。2013 年 1 月，小汤米·雷门格绍就任总统，后于 2016 年 11 月的大选中获

胜连任。2020 年 11 月举行大选，萨兰格尔·惠普斯当选总统。 

  【宪 法】 1980 年 7 月 9 日通过，1981 年 1 月 1 日生效。 

  【议 会】 由参众两院组成。参议院较众议院权力大，具有对总统候选人提

出建议和表决的权力。参院有 13 名参议员，众院有 16 名众议员，任期均为四

年。两院均设正副议长职位。本届议会于 2020 年 11 月大选产生。参议长霍肯

斯·鲍勒斯（Hokkons Baules），众议长萨比诺·阿纳斯塔西奥（Sabino 

Anastacio）。 

  【政 府】 总统和副总统经普选产生，任期四年。萨兰格尔·惠普斯 2021 年

1 月就任总统后，对政府部门进行较大调整，成立人力资源、旅游、文化、和发

展部。目前内阁成员共 9 名，其中 3 名（国务部长、卫生部长和教育部长）待提

名任命：总统苏兰格尔·惠普斯（Surangel Whipps Jr.），副总统兼司法部长尤

杜·森尼奥（Jerrlyn Uduch Sengebau Senior），财政部长卡莱布·乌杜（Kaleb 

Udui Jr.），基础设施和工商部长查尔斯·奥比昌（Charles Obichang），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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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旅游、文化、和发展部长尼莱贝勒斯·莫图勒（Ngiraibelas Tmetuchl），农

渔业和环境部长史蒂芬·维克托（Steven Victor）。 

  【行政区划】 全国分 16 个州。 

  【司法机构】 设最高法院、全国法院和下属法院等三级法院及土地法院。

高法大法官为亚瑟·恩吉拉克尔松（Arthur Ngiraklsong），1992 年就职，终身

制。 

  【重要人物】 萨兰格尔·惠普斯：总统。1968 年 8 月生于美国，毕业于美

国安德鲁斯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长期经商。2008 年至 2016 年担任帕

劳第八、第九届参议员。2020 年 11 月当选帕劳第十一任总统，2021 年 1 月就

职。 

  【经 济】 帕劳是太平洋岛国中人民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经济依靠外

国援助。旅游业发展较快。服务业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超过 80%，就业人数

占全国就业总数的一半。2010 年，政府修订外来投资法，在能源、旅游和民用

航空等领域积极引进外资，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近年来，受接待能力不足、

航线减少等因素影响，帕经济发展挑战增多。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经济保持增

长。 

  2020 年主要经济数据如下： 

  国内生产总值：2.5 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4230 美元。 

  经济增长率：–11.4%。 

  货币名称：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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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渔业】 主要农产品有鸡蛋、水果、蔬菜、猪肉、槟榔果等。盛产金枪

鱼，年捕鱼量为 6 万至 7 万吨。粮食不能自给。 

  【旅游业】 是帕支柱产业之一，占国内生产总值约 50%。2019 年入境游

客约 8.9 万人，同比下降 22.6%。2019 年中国游客赴帕劳 2.8 万人，是帕劳最

大游客来源国。“岩石岛”（Rock Islands）拥有太平洋地区最好的海洋生态系

统。2020 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往来帕国际航班大幅减少，游客数量

骤降。 

  【交通运输】 境内无铁路。有机场、港口和卫星通信系统。 

  公路：总长 61 公里。无公共交通设施。 

  水运：科罗尔为主要港口。 

  空运：共有三个机场。美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关岛、中国台湾地区有

定期航班往返。 

  【对外贸易】 主要进口机械、汽车、燃油、工业制成品、食品等，出口贝

类、金枪鱼和椰干。 

  【外国援助】 根据帕美《自由联系条约》，美国向帕劳提供大量援助。美

以租金形式在条约生效的前 15 年内（1994-2009 年）向帕提供超过 8 亿美元

的援助，其中 7000 万美元存入帕信托基金。该基金已超过 1.44 亿美元，供帕

美条约结束后补贴帕财政之用。美还将在 2010-2024 年向帕提供 2.29 亿美元

的援助。美援款约占帕国内生产总值 20%。日本为帕劳第二大援助国。 

  【人民生活】 有 1 所医院和 13 所诊疗所。约有医生 20 名。人口平均寿命

约为 7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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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 事】 根据帕美《自由联系条约》，1994-2044 年，帕劳国防由美国负

责。美海岸警卫队负责巡逻帕海域。帕为无核区。 

  【教 育】 有小学 25 所，中学 6 所，大专 1 所，即帕劳社区学院（Palau 

Community College）。 

  【新闻出版】 主要报纸有一周双刊报纸《帕劳报》（Tia Belau）和《岛屿

时报》（Island Times）。有两家广播电台。有卫星地面接收站和有线电视台，

可接收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等节目。 

  【对外关系】 帕劳致力于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重视加强同亚太地区国家

合作，积极参与地区事务。为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太平洋岛

国论坛、太平洋共同体、各国议会联盟和世界卫生组织成员。与 60 个国家建交。

在联合国派大使级常驻代表，在荷兰派名誉领事。 

  【同美国的关系】 帕美《自由联系条约》于 1994 年 10 月 1 日生效，有效

期 50 年。根据该条约，帕劳有内政、外交自主权，美国负责其国防及战略安全

事务，提供天气预报、医疗和自然灾害救助等，并对帕航道具有独家使用权。帕

美互设使馆。2010 年，美向帕派出首任常驻大使（此前一直为代办）。帕还设

有驻关岛总领馆、驻夏威夷领馆、驻塞班领馆。2019 年 5 月，美总统特朗普在

白宫集体会见帕劳总统雷门格绍及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领导人。2020

年 8 月，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访问帕劳，会见帕劳总统雷门格绍。2021 年 8 月，

帕劳总统惠普斯访美并会见美国防部长奥斯汀。 

  【同日本的关系】 日本是帕劳第二大援助国，是帕金枪鱼和鲭鱼主要出口

市场。1999 年，帕日互设使馆。帕早已向日派驻大使，日于 2010 年 3 月向帕

派常驻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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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澳大利亚的关系】 1994 年 10 月 1 日，帕与澳大利亚建交。澳驻密克

罗尼西亚联邦大使兼驻帕大使。2018 年 6 月，澳外长毕晓普访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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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帕劳的关系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一、政治关系 

  中国与帕劳无外交关系。 

  二、经贸关系 

  2020 年，中帕贸易额为 2446.7 万美元，同比增长 31%，几乎全为中方出

口。2019 年，中国赴帕游客 2.8 万余人，为帕最大游客来源国。2020 年，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赴帕旅游人数骤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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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群岛国家概况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国 名】 库克群岛（The Cook Islands）。 

  【面 积】 240 平方公里，由 15 个小岛组成。 

  【人 口】 1.79 万（2020 年），另有约 6.2 万人居住在新西兰，均持新西

兰护照。毛利人（属波利尼西亚人种）占 92%，欧洲后裔占 3%。居民 69%信

奉基督教新教，15%信奉罗马天主教。 

  【语 言】 通用库克群岛毛利语和英语。 

  【首 都】 阿瓦鲁阿（Avarua），位于拉罗汤加岛（Rarotonga）。 

  【国家元首】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代表为汤姆·马斯特斯（Tom 

Marsters），2013 年 8 月就职，2016 年 7 月、2019 年 7 月两次连任，任期 3

年。 

  【重要节日】 宪法日（国庆日）：8 月 4 日 

  【简 史】 毛利人为原住民。1773 年，英国海军上校库克船长探险到此地，

以“库克”命名。1888 年成为英国保护地。1901 年 6 月成为新西兰属地。1964

年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全民公决，通过宪法。1965 年宪法生效，实行内部完全

自治，享有完全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同新西兰保持自由联系，防务和外交由新西

兰协助。1989 年，新西兰政府致函联合国，声明库克群岛有完全的宪法能力自

主处理其对外关系和签署国际协定，希国际社会将库克群岛作为主权国家对待。 

  【议 会】 一院制，由普选产生的 24 名议员组成立法会议，任期 4 年。最

近一次大选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举行。现任议长为尼基·拉特尔（Niki R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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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连任。此外，1966 年成立酋长院，由代表各岛的 20 名酋长组成，

就土地使用和传统习俗向议会和政府提出建议。现任院长为托乌·特拉维尔·阿里

基（Tou Travel Ariki）。 

  【政 府】 由议会多数党组成，每届任期 4 年。2010 年 11 月，库克群岛

党领袖亨利·普那（Henry Puna）领导该党赢得议会选举，出任总理。2015 年

2 月、2018 年 9 月，普那总理连续两次连任。2020 年 9 月 30 日，副总理兼财

政和经济发展部长马克·布朗（Mark Brown）接替辞职的普那宣誓就任总理。 

  本届政府内阁共有 6 名成员，包括：总理兼财政和经济发展、外交与移民、

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海洋与海底资源、电信、警察部长马克·布朗；副总理兼基础

设施、交通、国家环境服务、外岛特别工程部长罗伯特·塔帕托（Robert Tapaitau）；

农业、司法、卫生及议会服务部长罗斯·托基-布朗（Rose Toki-Brown）；内政、

青年、体育、监察、教育部长瓦因·莫科罗亚（Vaine Mokoroa）；矫正服务、

文化和酋长院事务部长乔治·安金（George Angene）；旅游部长兼商贸投资局

长帕特里克·阿里奥卡（Patrick Arioka）。 

  【重要人物】 马克·布朗：总理。生于 1963 年 2 月，获新西兰梅西大学公

共管理学士、南太平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10 年当选库克群岛党议员，

并出任财政部长。2014 年、2018 年连续当选议员，2018 年任副总理兼财政和

经济发展部长。2020 年 9 月出任库克群岛总理。 

  【经 济】 2019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3.79 亿美元，人均 GDP 为 1.88 万

美元。使用新西兰货币，1 新元约合 0.70 美元（2021 年 8 月）。主要经济来源

是旅游业。新西兰为最大客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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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出口额为 1300 万美元，进口额为 1.14 亿美元。主要出口商品为

鱼类、珍珠、木瓜等，主要进口商品为燃料和化学品、机器设备、工业制成品、

食品和活畜。主要出口市场为日本、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主要进口来源地

为新西兰、美国、斐济、澳大利亚。 

  【交 通】 有阿瓦鲁阿国际机场，可起降波音 747 飞机。主要国际航线至奥

克兰、洛杉矶和夏威夷等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目前仅开通往返阿瓦鲁阿和

奥克兰的航班，每天 2 班。 

  【港 口】 90%的进口依靠海运，最大港口为阿瓦蒂乌港，可停泊 3000 吨

货轮。 

  【外国援助】 财政收入主要靠外援，接受外援的 60%来自新西兰和澳大利

亚。自 2004 年起，新、澳两国联合执行对库克群岛援助，由新西兰国际开发署

负责协调。2021/2022 财年至 2023/2024 财年，新西兰对库克群岛援助预算为

7600 万新元。2020/2021 财年，澳大利亚对库克群岛援助预算为 200 万澳元。 

  【军队和警察】 防务由新西兰协助，不设军队。全国共有警察 110 人，不

配枪支。 

  【教 育】 对 4 岁儿童进行学龄前教育，对 6-15 岁儿童实行义务教育。有

39 所中小学，学生 5000 多人，教师 300 多人。有一所师范学院。南太平洋大

学拉罗汤加分校进行成人高等教育和函授教学。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约 400人。 

  【新 闻】 主要电台为库克群岛电台，用英语和毛利语广播，转播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电台的国际和地区新闻。拉罗汤加也有一家私人电台。库克群岛电信公

司提供国际直拨电话及传真、电传、电报和互联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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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报纸：《库克群岛新闻》日报，用英文和毛利文出版；《库克群岛先驱

报》，周六出版。 

  【卫 生】 实行免费医疗制。有 8 所政府医院，150 多张病床。 

  【对外关系】 

  库克群岛不是联合国成员国，与中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法国、德

国、印度、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士、波黑、斐济、伊朗、马来西亚、以

色列、瑙鲁、挪威、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非、梵蒂冈、泰国、比利时、古巴、牙

买加、摩纳哥、东帝汶、土耳其、捷克、菲律宾、韩国等国及欧盟建立外交关系。

驻外外交机构有：驻新西兰高专署、驻奥克兰总领馆、驻悉尼名誉领事、驻夏威

夷名誉领事、驻奥斯陆名誉总领事。目前，除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向库克群岛派常

驻高专外，中国、斐济、法国、印度、马来西亚、挪威、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非

向库克群岛派有兼任大使或高专，法国、德国、英国和瑙鲁在库克群岛设名誉领

事。库克群岛是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

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国际红十

字会等国际组织的成员，是英联邦和联合国亚太经社会联系成员国，是太平洋共

同体、太平洋岛国论坛、论坛渔业局、非加太集团等地区组织的成员。 

  库克群岛与新西兰签有防务、民航等协定，与韩国、挪威签有渔业协定，与

美国、法国签有海域边界条约，与法国签有友好合作协定，与斐济签有双边贸易

协定。库克群岛每年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还参与所罗门地区干预行动和地

区反恐合作。2000 年 6 月，库克群岛加入“非加太集团”，与欧盟 15 国在贝

宁签署经济贸易伙伴关系文件“科托努协定”（原“洛美协定”）。为加强与欧

盟关系，库克群岛任命首任驻欧盟特别代表。8 月，库克群岛正式签署《中西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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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公约》。2004 年 4 月、8 月，库克群岛总理温顿先后出席新西兰召开的太

平洋岛国论坛首脑特别会议、萨摩亚召开的论坛年度首脑会议。2005 年 1 月、

10 月，库克群岛总理马鲁雷先后出席在毛里求斯举行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

持续发展国际会议”、在巴新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2006 年 5 月、

6 月、10 月，库克群岛总理马鲁雷先后出席在日本冲绳举行的第四届“日本－

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二届“法国－大洋洲峰会”、

在斐济楠迪举行的第 37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8 月，新西兰总督卡特赖

特出席库克群岛自治 40 周年宪法日庆祝仪式。9 月，库克群岛女王代表古德温

赴汤加出席图普四世国王的葬礼。2007 年 5 月、10 月，库克群岛总理马鲁雷先

后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太平洋岛国核心伙伴会议、在汤加举行的第 38 届太平洋

岛国论坛首脑会议。7 月，第 38 届南太共同议会协会大会在库克群岛召开。8

月，新西兰总督萨特亚南德访问库克群岛。2008 年 2 月、8 月，库克群岛总理

马鲁雷访问所罗门群岛、出席在纽埃举行的第 39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

2009 年 1 月、5 月、8 月、12 月，库克群岛总理马鲁雷先后出席在巴布亚新几

内亚召开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特别会议、在日本北海道召开的日本-太平洋岛

国论坛首脑会议、在澳大利亚凯恩斯举行的第 40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

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7 月，新西兰总理约翰·基访问库克

群岛。9 月，库克群岛成功举办南太小型运动会。2010 年 8 月，库克群岛总理

马鲁雷出席在瓦努阿图举行的第 41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国际电信联盟

在库克群岛拉罗汤加岛举行太平洋地区会议。2011 年 6 月，库克群岛总理普那

访问日本，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8 月，库克群岛总理普那访问新西兰并出席

第 42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11 月，库克群岛总理普那先后出席在新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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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尼亚举行的太平洋共同体第七次会议、在夏威夷举行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

和在萨摩亚举行的波利尼西亚次区域国家领导人会议。12 月，库克群岛与菲律

宾建交。2012 年 1 月，库克群岛总理普那出席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太平洋

岛国领导人会议。2 月，新西兰外长麦卡利访问库克群岛。5 月，库克群岛总理

普那先后出席在巴巴多斯举行的联合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能源可持续发展会议

和在日本冲绳举行的日本-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6 月，库克群岛总理普那

出席萨摩亚独立 50 周年庆祝活动。8 月，库克群岛举办第 43 届太平洋岛国论

坛首脑会议。11 月，库克群岛总理普那赴巴布亚新几内亚主持非加太集团太平

洋岛国领导人特别会议。2013 年 2 月，库克群岛总理普那、财政部长布朗和海

洋资源部长毕晓普在新西兰皇后镇同新西兰外长麦卡利举行两国第二届联合部

长级论坛。3 月，库克群岛总理普那赴汤加和新西兰出席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能源

峰会和太平洋能源峰会。2014 年 2 月，新西兰外长麦卡利访问库克群岛，出席

新西兰、中国、库克群岛三方合作供水项目开工仪式。5 月，太平洋岛国论坛峰

会在库克群岛首都拉罗汤加举行。2015 年 2 月，库克群岛总理普那访问新西兰。

3 月，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访库。2015 年 5 月，新西兰外长麦卡利访库。8 月，

库克群岛总理普那访问新西兰。2016 年 4 月，库克群岛总理普那访问新西兰，

考察当地渔业。2017 年 2 月，库克群岛总理普那访问新加坡，新西兰外长麦卡

利访库。6 月，新西兰总理英格利希访库。同月，库克群岛签署《太平洋更紧密

经济关系协定》。2018 年 3 月，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访问库克群岛。同月，新西

兰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访库。4 月，库克群岛总理总理普那访问新西兰。2019 年

7 月，澳大利亚外长佩恩访问库克群岛。同月，新西兰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赴库

出席第 7 届新西兰—库克群岛联合部长级磋商。8 月，库克群岛总理普那出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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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瓦卢举行的第 50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11 月，库克群岛总理普那访问

澳大利亚。2020 年 7 月，库克群岛副总理布朗主持库克群岛-新西兰联合部长级

论坛视频会议。10 月，库克群岛总理兼外长布朗参加第二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外

长视频会议。11 月，库克群岛总理兼外长布朗同新西兰外长马胡塔通话。2021

年 2 月，库克群岛总理布朗以视频方式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特别会议。3

月，库克群岛总理布朗访问新西兰。8 月，库克群岛总理布朗以视频方式出席第

51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 

  



 

105 
 

返
回
目
录 

中国同库克群岛的关系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1997 年 5 月，应邮电部邀请，库克群岛邮电、农业、海关、税收和公共服

务部长泰雷亚一行二人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亚太发展战略高级研讨会，会后在上海

参观访问。 

  1997 年 7 月 25 日，中国同库克群岛签署建交公报，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

使级外交关系。 

  1998 年 11 月，应朱镕基总理邀请，库克群岛总理亨利正式访华，两国签

署《中国同库克群岛政府贸易协定》。 

  2002 年 7 月，朱镕基总理与温顿总理就中库建交 5 周年互致贺电。11 月，

库克群岛总理温顿致信江泽民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

召开，并致信祝贺胡锦涛同志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2004 年 4 月，库克群岛总理温顿正式访华。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分别

与温顿会见、会谈。中库两国政府签署《中国政府和库克群岛政府经济技术合作

协定》。温顿一行还访问了上海、苏州和西安，并出席在上海举行的联合国亚太

经社会第 60 届会议开幕式。10 月，温顿总理致函李肇星外长，感谢中方将库克

群岛列为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 

  2005 年 11 月，库克群岛总理马鲁雷出席在昆明举行的第七届中国国际旅

游交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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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4 月，温家宝总理在斐济出席“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

坛”会议期间会见库克群岛总理马鲁雷。7 月，李肇星外长访问库克群岛，会见

看守内阁总理马鲁雷和外长拉斯穆森。 

  2007 年 5 月，应库克群岛议长塔伊阿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

员会副主任吉佩定率团出席在库克群岛举行的第六届太平洋岛国论坛议会大会

对话会，并分别会见女王代表古德温、议长塔伊阿、代总理兼司法部长瓦维亚。

7 月，温家宝总理和杨洁篪外长分别就中库建交 10 周年同库克群岛总理马鲁雷

和外长拉斯穆森互致贺电。9 月，库克群岛总理马鲁雷正式访华，温家宝总理举

行会谈。马出席全国对外友协主办的中库建交 10 周年招待会，并访问西安、上

海。 

  2008 年 8 月，库克群岛女王代表古德温夫妇来华观摩北京奥运会。9 月，

库克群岛副总理马奥阿特来华出席在厦门举行的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

论坛投资、贸易、旅游部长级会议。 

  2009 年 10 月，库克群岛女王代表古德温致信胡锦涛主席，祝贺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 

  2010 年 4 月，库克群岛总理马鲁雷致电胡锦涛主席，对青海玉树地震表示

慰问。8 月，库克群岛副总理威格莫尔来华出席上海世博会库克群岛国家馆日活

动。 

  2011 年 8 月，广东省文艺代表团赴库克群岛演出，并参加库克群岛宪法日

活动。9 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库克群岛总理普那首次非正式访华，访

问北京、上海、广东。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在北京会见普那一行。10 月下旬

至 11 月上旬，库克群岛旅游部长毕晓普出席在昆明举行的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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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访问北京、上海、浙江、广州、深圳等地，期间，中国远洋渔业协会与库克群

岛海洋资源部签署为期三年的渔业合作协定。11 月，库克群岛文化发展部长希

瑟率团出席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 

  2012 年 11 月，库克群岛总理普那致函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总书记。 

  2013 年 11 月，库克群岛总理普那来广州出席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

济发展合作论坛。汪洋副总理在广州会见普那一行。12 月，普那总理致信汪洋

副总理，就中方成功举办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表示祝贺。 

  2014 年 11 月，库总理普那赴斐济楠迪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与太平洋建交岛

国领导人集体会晤。期间，习主席与普那举行双边会晤，双方建立相互尊重、共

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共同出席中库有关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2015 年 8 月，中国驻新西兰兼驻库克群岛大使王鲁彤作为中方代表出席库

宪法日 50 周年庆典。10 月，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杜起文访问库克

群岛。 

  2016 年 9 月，库克群岛副总理兼文化、基础设施部长希瑟访问广东省。6

月，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林木声率广东省艺术团、汕头杂技团访问库克群岛并举行

专场文艺演出。 

  2017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同库克群岛女王代表马斯特斯就中库建交 20 周

年互致贺电。同月，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杜起文访问库克群岛。8

月，文化部派遣的艺术团赴库克群岛举行文艺演出。 

  2018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斯比港会见库克群岛总

理普那，双方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月，中国和库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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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岛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

忘录》。 

  2019 年 4 月，库克群岛副总理兼财政和经济发展部长布朗来华出席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0 月，库克群岛总理普那致信习近平主席，

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同月，库克群岛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布朗率团

出席在萨摩亚阿皮亚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合作发展论坛。 

  中库自 1997 年建交以来，经贸关系发展较快。建交当年，中库双边贸易总

额为 14.5万美元。2019年，中库双边贸易额为 4440.9万美元，同比增长 477.6%。

其中，中国出口额 4265.3 万美元，同比增长 7.24%；进口额 175.6 万美元，同

比下降 29.8%。中国出口商品主要为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商品主要为

农产品。2012 年 8 月 31 日，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在库克群岛出席第 24 届太平

洋岛国论坛会后对话会期间与库克群岛总理普那、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共同发表

《关于库克群岛供水合作项目的声明》。2014 年 2 月，中国、库克群岛、新西

兰三方合作在拉罗汤加岛实施的供水项目举行开工仪式，中国驻新西兰兼驻库克

群岛大使王鲁彤、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李强民以及库克群岛女王代

表马斯特斯、总理普那、新西兰外长麦卡利等出席。2017 年 2 月，库克群岛拉

罗汤加岛供水项目中方援建工程竣工交接仪式在库举行，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

判副代表张向晨、驻新西兰兼驻库克群岛大使王鲁彤、库克群岛总理普那、新西

兰外交贸易部副秘书长金斯等出席。2018 年 5 月，中国援建库克群岛阿皮尼考

学校移交仪式在库举行，驻新西兰兼驻库克群岛大使吴玺、库克群岛女王代表马

斯特斯夫妇、总理普那夫妇、财政部长布朗、教育部秘书长柯克兰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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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库积极加强疫情防控交流和合作。2020 年 3 月，

库克群岛参加中国—太平洋岛国卫生专家视频会议。5 月、11 月，库克群岛两

次参加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副外长级特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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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群岛国家概况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国名】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 

  【面积】陆地面积 2.84 万平方公里，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 160 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 72 万。94.5%为美拉尼西亚人，多信奉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

官方语言为英语，通用皮金语。 

  【首都】霍尼亚拉（Honiara）。 

  【国家元首】国家元首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任命总督为其代表。

现任总督戴维·武纳吉（David Vunagi），2019 年 7 月就任，任期 5 年。 

  【重要节日】独立日：7 月 7 日。 

  【简况】位于太平洋西南部，属美拉尼西亚群岛。西南距澳大利亚 1600 公

里，西距巴布亚新几内亚 485 公里，东南与瓦努阿图隔海相望。全境有大小岛

屿 900 多个，最大的瓜达尔卡纳尔岛面积 6475 平方公里。境内多火山、河流。

属热带雨林气候，终年炎热，无旱季。首都霍尼亚拉年均气温 28℃，年均降水

量 3000-3500 毫米。 

  早在 3000 多年前已有人在此居住。1568 年被西班牙人发现并命名。后荷

兰、英国、德国等殖民者相继而至。1885 年北所罗门成为德国保护地，同年转

归英国。1893 年成立“英属所罗门群岛保护地”。二次大战期间曾被日本占领。

1975 年 6 月更名为所罗门群岛。1976 年 1 月 2 日实行内部自治。1978 年 7 月

7 日独立。系英联邦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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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2019 年 4 月，所罗门群岛举行大选，梅纳西·索加瓦雷（Manasseh 

Sogavare）领导的政党联盟赢得议会多数席位，索加瓦雷当选总理并组阁执政。 

  【宪法】1978 年 6 月 8 日英国议会通过所罗门群岛新宪法，同年 7 月 7 日

生效。 

  【议会】一院制，称国民议会，是所最高权力机关，由 50 名议员组成，任

期 4 年。现任议长帕特森·奥蒂（Patteson Oti），2019 年 5 月当选，为所第 11

任议长。 

  【政府】现政府于 2019 年 4 月组成，主要成员包括：总理梅纳西·索加瓦

雷，副总理兼基础设施和发展部长梅纳西·梅兰加（Manasseh Maelanga），通

讯和民航部长彼得· 阿格瓦卡（Peter Agovaka），财政和国库部长哈里·库马

（Harry Kuma），外交和外贸部长杰里迈亚·马内莱（Jeremiah Manele），矿

业、能源和电气化部长布拉德利·托沃西亚（Bradley Tovosia），商业、工业、

劳工与移民部长克莱齐·罗尔（Clezy Rore）等。 

  【司法机构】沿用英国的司法制度，高等法院（又称国家法院）由大法官和

1 名陪审推事组成。1978 年设上诉法院。各行政区设有区法院和地方法院。现

任大法官艾伯特·洛基·帕尔默（Albert Rocky Palmer）。 

  【政党】所政党较多，各政党在议会力量经常消长。目前主要政党有“我们

的党”（Our Party）、卡德里党（Kadere Party）、民主联盟党（Democratic 

Alliance Party）、联合民主党（United Democratic Party）、人民第一党（People 

First Party）等。 

  【重要人物】戴维·武纳吉：总督。1950 年 9 月生。毕业于斐济南太平洋大

学、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新西兰圣约翰学院等，分获教育学、神学等多个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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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所罗门群岛担任教职和神职人员。2009 年至 2015 年任美拉尼西亚大主教

和美拉尼西亚中央教区主教。2019 年 7 月 7 日就任总督。 

  梅纳西·索加瓦雷：总理。1955 年 1 月生。1997 年当选所罗门群岛议会议

员后连任至今。曾于 2000 年至 2001 年、2006 年至 2007 年、2014 年至 2017

年 3 次担任总理，并担任过财政部长，商业、工业和就业部长等多个职务。2019

年 4 月，所罗门群岛举行大选，索加瓦雷第 4 次当选总理并组阁执政。 

  【经济】所罗门群岛自独立以来，经济由过去的单一经济逐步转变为由包括

农、渔、矿、林、旅游业等在内的多样化经济。牛肉、粮食、蔬菜基本自给。2003

年至 2008 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近 6%，一度成为太平洋岛国地区经济增长率最高

的国家之一。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 年经济增长率下降到-2.2%。近年来，

所政府采取多项发展措施，推动土地改革，改善管理方式，积极吸引外资，有效

控制通货膨胀，经济出现复苏势头，但受国际经济大环境影响仍较大。2020 年

主要经济数据如下： 

  国内生产总值：15.5 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370 美元。 

  经济增长率：-5%。 

  货币名称：所罗门群岛元（简称所元）。 

  汇率：1 美元≈8 所元。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资源】有铝土、镍、铜、金、磷酸盐等矿藏。已探明铝土矿储量 5800 万

吨，磷酸盐 1000 万吨。水利资源丰富。森林覆盖面积占陆地面积 90%，约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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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顷。林木总蓄积量为 1.27 亿立方米，商品材蓄积量为 4810 万立方米。近

年来，林业发展迅速，已成为主要经济支柱和出口产业。 

  【工业】有渔产品、家具、塑料、服装、木船、香料、食品和饮料厂等小工

厂和采矿业。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农业】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90%以上。农业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0%。

主要农作物是椰干、棕榈油、可可等。 

  【渔业】生产金枪鱼，是世界上渔业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金枪鱼年捕鱼

量约 8 万吨。海产品是第三大出口产品，主要出口到日本。2011 年，所启动珊

瑚礁、渔业安全计划，以有效保护海洋和渔业资源。 

  【旅游业】沿海地势较平坦，海水没有污染，被视为世界上最好的潜水区之

一，旅游业发展潜力较大。但所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社会治安较差，严重

制约所旅游业发展。 

  【交通运输】公路：陆路交通不发达。各岛共有 1900 公里公路干线。 

  空运：除首都霍尼亚拉国际机场外，还有 30 多个小机场。国际航班运营商

主要有巴布亚新几内亚航空公司和瑙鲁航空公司，澳大利亚航空公司与所罗门航

空公司也有联营的国际航班。 

  水运：与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其他太平洋岛国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国

家和地区有海运联系。有定期的海上运输货轮通往澳大利亚、新西兰、巴新、日

本、中国香港和欧洲。霍尼亚拉是主要港口。 

  【财政金融】财政严重依赖外援。截至 2020 年底，政府外债 1.2 亿美元。 

  中央银行和开发银行为所两家大银行。另外，澳新银行、西太银行等在所设

有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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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贸易】2020 年进出口总额为 7.7 亿美元，其中进口额 3.9 亿美元，

出口额 3.8 亿美元。主要出口产品为木材、海产品、棕榈油、铝矿石等。主要进

口产品为石油制品、大米、船舶、工程机械等。主要贸易伙伴为中国、澳大利亚、

新加坡、马来西亚、新西兰等。 

  【外国援助】争取多边援助，强调外援使用权须由所决定。目前，澳大利亚

为所最大援助国，2020/2021 财年澳向所提供 1.56 亿澳元援助（数据来源：澳

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其他主要援助方为欧盟、日本、新西兰、英国和亚洲开发

银行等。 

  【文化教育】所罗门群岛保持美拉尼西亚的传统文化。全国识字率约 51%，

有小学 52 所，中学 20 所，技术学院和师范学院各 1 所，大学 1 所。中小学生

占适龄儿童和少年的 1/3 左右。 

  【新闻出版】有私人经营的英文日报《所罗门星报》、《所罗门之声》。政

府办的所罗门广播电台用英语和皮金语广播。 

  【军事】所罗门群岛无军队，仅有 800 多名警察。由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其

他太平洋岛国组成的“地区驻所援助团”（RAMSI）军警部队于 2003 年 7 月进

驻所首都霍尼亚拉并协助维持治安，2017 年 6 月结束任务从所撤出。 

  对外关系 

  支持南太无核区主张，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保持传统友好关系，

同时注重与其他太平洋岛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积极发展同日本、欧盟、美国、

古巴、伊朗、阿联酋和以色列等国家的关系。目前已同 30 多个国家建交，系联

合国、英联邦、太平洋岛国论坛、太平洋共同体、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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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国发展论坛等国际和地区组织成员。在联合国、澳大利亚、欧盟和巴新等设有

外交机构。 

  【同英国的关系】所罗门群岛与英国关系密切。所原是英国的殖民地，被英

统治 85 年。1978 年所独立后，仍有英国人担任政府部门顾问。英是所重要的

援助国及贸易伙伴。2011 年 4 月，所总督卡布伊夫妇赴英国出席威廉王子婚礼。

6 月，卡布伊总督夫妇赴英国出席女王登基 60 周年庆典活动。2012 年 9 月，

英国威廉王子夫妇访所。2013 年 4 月，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副大臣斯维尔访所。

2019 年 11 月，英国查尔斯王子访所。 

  【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关系】所罗门群岛与澳大利亚关系密切，澳在所经

营银行、航运和锯木厂。2009 年 1 月，澳与所签署发展伙伴计划。2012 年 4

月，澳国防部长史密斯访所。2012 年 7 月，所与澳签署“季节性工人计划”。

2015 年 12 月，澳国际发展与太平洋事务部部长乔博访所。2016 年 12 月，澳

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访所。2019 年 6 月，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访所。2017 年 6

月，澳大利亚总督科斯格罗夫、新西兰副总理贝内特等赴所出席“地区驻所援助

团”撤离仪式。新西兰与所罗门群岛外交和经贸往来密切，新为所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和社会治理提供援助。2010 年 2 月和 11 月、2012 年 1 月，新西兰外长

麦卡利访所。2013 年 2 月，新贸易部长格罗泽访所。2017 年 2 月，新西兰外

长麦卡利访所。2019 年 6 月，新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访所。 

  【同其他太平洋岛国的关系】1988 年 3 月，所罗门群岛与巴新、斐济、瓦

努阿图在瓦首都维拉港签署“美拉尼西亚国家合作原则声明”及互免签证协议。

2007 年 3 月，所总理索加瓦雷在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与瓦总理利尼、巴新总理

索马雷、斐济临时政府外长奈拉蒂考签署《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宪章》。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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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第 20 届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领导人峰会在所首都霍尼亚拉举行。2016 年

7 月，所总理索加瓦雷接任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主席；同月，第四届太平洋岛国

发展论坛首脑峰会在所首都霍尼亚拉举行。2020 年 2 月，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

马拉佩对所进行正式访问。 

  【同日本的关系】早在所罗门群岛独立前，日本就与所签订了渔业协定，合

办“所罗门大洋渔业公司”。该公司的出口值占所出口总值的 1/4 以上。日还在

所经营木材加工和伐木厂，勘探铝矾土矿，并为所提供援助、人员培训等。2012

年 5 月，所总理利洛赴日出席第六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2015 年 5

月，所副总理埃特赴日出席第七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2018 年 5 月，

所总理霍尼普韦拉赴日出席第八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 

  【同欧盟的关系】2010 年 2 月底至 3 月初，所总理西库阿访问欧盟并出席

第三届所罗门群岛—欧盟对话会。欧盟通过第 11 期欧洲发展基金在 2014 至

2020 年向所提供 4000 万欧元援助。2020 年 9 月，欧盟宣布向所提供 800 万

欧元援助，用于提升省级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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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所罗门群岛的关系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一、双边政治关系 

  2019 年 9 月 21 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长马

内莱举行会谈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所罗门群岛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

报》，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首任中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李明，2020 年

9 月到任。首任所罗门群岛驻华大使傅桂，2021 年 5 月到任。 

  2019 年 10 月 8 日至 13 日，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对华进行正式访问

并出席 2019 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闭幕式。10 月 17 日至 18 日，所罗门群岛

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部长傅桂访华。所罗门群岛外长马内莱于 2020 年 9 月、

2021 年 6 月分别出席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主持召开的减贫与南南合作高级别视

频会议、“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 

  两国有友好城市关系 1 对。 

  二、双边经贸关系 

  2020 年，中所双边贸易额为 4.7 亿美元，同比下降 15.6%，其中中方出口

额为 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5%，进口额为 3.5 亿美元，同比下降 22.9%。 

  三、双边其他领域合作 

  2019 年 10 月，所罗门群岛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2020 年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向所罗门群岛提供多批抗疫物资、疫苗等援助。两国政

党、媒体、妇女团体等多次举行视频交流。 

  四、声明、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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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2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所罗门群岛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

合公报》 

  五、重要双边协议 

  2019 年 10 月 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所罗门群岛政府关于共同推进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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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绍尔群岛国家概况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国 名】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面 积】 陆地面积 181.3 平方公里（包括比基尼环礁、埃尼威托克环礁和

夸贾林环礁），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 213.1 万平方公里。 

  【人 口】 5.43 万（2017 年），多属密克罗尼西亚人种。马绍尔语为官方

语言，通用英语。54.8%的居民为新教徒，25.8%为神召会教徒，8.7%为天主教

徒。 

  【首 都】 马朱罗（Majuro）。 

  【国家元首】 总统戴维·卡布阿（David Kabua），2020 年 1 月当选。 

  【重要节日】 宪法日：5 月 1 日。 

  【简 况】 位于中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地区。由 29 个环礁岛群和五个小岛

共 1225 个岛礁组成。东南面岛礁统称为日出群岛，西北面的统称为日落群岛，

两部分中间相隔约 208 公里。绝大多数人口集中在首都马朱罗和夸贾林环礁

（Kwajalein）的埃贝耶岛。海岸线长 370.4 公里。属热带气候，年均气温 27℃，

年均降水量为 3350 毫米，5-11 月为雨季，12 月-翌年 4 月为旱季。 

  16 世纪初西方航海者抵此。1788 年英船长约翰·马绍尔到此勘察，该群岛

由此得名。1886 年成为德国的保护领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被日本占领，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日本在太平洋作战的基地。1944-1947 年美国对其实行军

管。1947 年 7 月，马绍尔群岛被联合国交给美国托管，后与帕劳共和国、北马

里亚纳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构成太平洋岛屿托管地的四个政治实体。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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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25 日与美国正式签署《自由联系条约》（1986 年 10 月生效）。根据该

条约，马获得内政、外交自主权，安全防务 15 年内由美国负责，可参加地区组

织，但不能参加联合国。1990 年 12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终止部分太平洋托

管领土托管协定决议，结束马的托管地位。1991 年 9 月，马成为联合国成员。 

  【宪 法】 1979 年 3 月通过，5 月 1 日生效。宪法规定马绍尔群岛实行总

统制。总统为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由议会选举产生。 

  【议 会】 称国会，一院制，由 33 名议员组成，任期四年。本届议会于 2020

年 1 月开幕，议长肯尼思·凯迪（Kenneth Kedi）。此外，马传统领袖（Iroji）

在涉及土地、传统文化、社会风俗等问题上有重要发言权。 

  【政 府】 本届内阁于 2020 年 1 月产生，成员为：总统助理与环境部长克

里斯托弗·洛亚克（Christopher Loeak），外交与贸易部长卡斯藤·内姆拉（Casten 

Nemra），卫生与大众服务部长布鲁斯·彼里蒙（Bruce Bilimon），财政、银行

与邮政部长阿尔弗莱德·阿尔弗莱德（Alfred Alfred, Jr.），交通、通信与信息技

术部长唐纳德·卡贝勒（Donald Capelle），文化与内政部长杰米·纳逊（Jemi 

Nashion），工程、基础设施与公共事业部长吉贝·卡布阿（Jiba Kabua），司法、

移民与劳工部长凯撒·诺特（Kessai H. Note），教育、体育与训练部长基特兰·卡

布阿（Kitlang Kabua），自然资源与商务部长桑迪·阿尔弗莱德（Sandy Alfred）。 

  【行政区划】 全国分为 24 个市政区域，主要城镇包括马朱罗、埃贝耶、贾

卢伊特等。 

  【司法机构】 设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区法院、社区法院和传统权利法

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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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人物】 戴维·卡布阿：总统。马绍尔群岛开国总统阿玛塔·卡布阿次子，

曾长期担任议员，2012 年至 2013 年任卫生部长，2014 年至 2016 年任内政部

长。2020 年 1 月 13 日就任马绍尔群岛第九任总统。 

  【经 济】 经济落后，严重依赖外援，财政预算的 60%以上依靠美国及其他

国家和地区财政捐助。2006 年以来，政府积极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减轻

政府债务水平，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取得一定发展。 

  2020 年主要经济数据如下（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内生产总值：2.3 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70 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4.5%。 

  货币名称：美元。 

  【资 源】 海域面积广大，海底有钴壳和锰结核等矿产资源。部分岛屿蕴藏

磷酸盐，渔业资源丰富，海产养殖及捕鱼业有较大发展潜力。 

  【农 业】 产椰子、香蕉、芋头、面包果等。近来，渔业生产增幅较大，椰

干产量略有增加，由于收购价格提高，产值增幅较大。 

  【交通运输】 岛屿间交通依靠海运和空运。 

  公路：总长 2028 公里。 

  水运：马绍尔群岛是仅次于巴拿马的世界第二大船舶注册国，在马注册船舶

总吨位达 24574.5 万吨。马朱罗为主要港口。 

  空运：有 15 个机场，其中只有四个机场有铺设较好的跑道。主要机场在马

朱罗，能起降波音 737 客机。马绍尔航空公司有定期航班飞往国内许多岛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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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太平洋岛国。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和瑙鲁航空公司每周有班机来往于檀香山、

关岛、马朱罗及邻近太平洋岛国。 

  【财政金融】 主要收入来源为海外援款。 

  主要银行：马绍尔群岛银行（Bank of Marshall Islands），系商业银行，

成立于 1982 年 11 月。 

  【对外贸易】 出口产品结构单一，对外贸易连年赤字。主要贸易伙伴为美

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和中国，其中马美贸易额占马贸易总额的 80%以上。 

  主要出口冷冻鱼、椰油、椰饼和手工艺品，进口食品、燃料、烟草、建材、

汽车和机械设备。主要进口来源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等。 

  【外国援助】 主要援助方有美国、日本、欧盟和中国台湾地区，其中美国

援助最多。 

  【人民生活】 首都和埃贝耶岛各有一所医院，共有病床 113 张，医护人员

约 120 名。2010 年初，马接通海底光缆，开通了高速网络服务。 

  【军 事】 根据与美国协议，马绍尔群岛国防由美国负责。 

  【教 育】 对 6-14 岁儿童实行义务教育，公立学校学费全免。马绍尔群岛

学院（专科），有学生近 400 名。政府向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奖学金。 

  【新闻出版】 主要报纸为私人办的《马绍尔群岛周报》。政府不定期出版

公报。岛上有卫星通信设备。有三个电视台，其中一个是独立台。 

  【对外关系】 支持民族自决，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主张保护海洋资源和环

境，发展地区合作，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积极寻求与亚洲国家发展关系，开展

平等互利的友好合作，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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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年 9 月，马绍尔群岛在全面禁核试条约上签字。2010 年 7 月，在巴

西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4 届年会表决通过将马绍尔群岛比基尼环礁核试

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46-1958 年美共在此进行 67 次核试验）。 

  同 70 多个国家建交，系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太平洋岛国论坛、亚洲开

发银行等 20 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成员。在美国、斐济、日本和联合国总部设使

馆并派常驻大使。 

  【同美国的关系】 受美托管多年，与美关系密切。根据 1986 年生效的马

美《自由联系条约》，马享有内政、外交自主权，但防务 15 年内由美负责，马

公民可以自由出入美国。2003 年 5 月，马美续签该条约，美承诺将在 20 年内

继续向马提供经济援助，同时逐步为马建立信托基金。1986-2002 年，美向马

提供的经济援助超过 10 亿美元。2019 年 5 月，美总统特朗普在白宫集体会见

马绍尔群岛总统海因及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帕劳领导人。 

  马在华盛顿和夏威夷分别设有使馆和领馆。美在马设有使馆。 

  【同日本的关系】 曾被日本占领。马日关系密切。日每年平均对马援助额

约 400 万-500 万美元。1997 年，日在马设使馆并派大使。日自 1991 年起向马

派志愿者。2018 年 5 月，马总统希尔达·海因赴日参加第 8 届日本与太平洋岛国

领导人会议（PAL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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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马绍尔群岛的关系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一、政治关系 

  中国与马绍尔群岛曾于 1990 年 11 月 16 日建交。1998 年 11 月 20 日，

马绍尔群岛与台湾当局“建交”；12 月 11 日，中国宣布中止与马的外交关系。 

  二、经贸关系 

  2020 年，中马双边贸易额为 32.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2%。其中中方出

口额 32.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37.4%；进口额 793.8 万美元，同比下降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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瑙鲁国家概况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国 名】 瑙鲁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Nauru）。 

  【面 积】 陆地面积 21.1 平方公里，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 32 万平方公里。 

  【人 口】 约 1.27 万人（2018 年），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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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瑙鲁人

居住在澳大利亚。英语为官方语言，通用瑙鲁语。居民多数信奉基督教新教，少

数信天主教。 

  【首 都】 不设首都。行政管理中心在亚伦区（Yaren District）。 

  【国家元首】 莱昂内尔·安吉米亚（ Lionel Aingimea ），2019 年 8 月就

任总统。 

  【重要节日】 独立日：1 月 31 日；宪法日：5 月 17 日 

  【简 况】 位于中太平洋、赤道以南约 42 公里处，由一独立的珊瑚礁岛构

成，全岛长 6 公里，宽 4 公里，海岸线长约 30 公里，最高点海拔 61 米。全岛

3/5 曾为磷酸盐所覆盖。属热带雨林气候，年均气温 24℃-38℃，年均降水量

1500 毫米。 

  瑙鲁人世居岛上。1798 年英国船“猎手”号首抵瑙鲁。1888 年被并入德国

马绍尔群岛保护地。20 世纪初英国人获准在此开采磷酸盐。1920 年，国际联盟

将瑙鲁划归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管，由澳代表三国行使职权。1942-1945

年被日军占领。1947 年成为联合国托管地，仍由澳、新、英共管。1968 年 1 月

31 日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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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 会】 一院制，由 18 名议员组成，任期三年。议长由议员推举产生。

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本届议会于 2019 年 8 月组成。议长马库斯·斯蒂芬。 

  【政 府】 实行总统制。政府由总统及其任命的部长组成，对议会负责。 

  【行政区划】 全国划分 14 个区。 

  【司法机构】 设最高法院，下设地区法院和家庭法院。在大多数情况下，

以澳大利亚高等法院为终审法院。现任大法官斐济人乔尼·马德瑞维维（Joni 

Madraiwiwi），2014 年 9 月任现职。 

  【经 济】 主要依靠磷酸盐出口、发放捕鱼证和外销热带水果，严重依赖外

援和举债。2020 年主要经济数据如下： 

  国内生产总值：1.1 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870 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0.7%。 

  货币：无本国货币，通用澳元。 

  【资 源】 磷酸盐资源丰富，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出口磷酸盐是主要收入来

源。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其年产量和出口量约为 100 万-150 万吨。自 90 年代

始，产量逐年下降。 

  1989 年，瑙鲁向国际法院起诉澳大利亚，要求澳对在瑙独立前因开采磷酸

盐造成的生态破坏予以赔偿。1993 年，瑙澳达成庭外和解，澳同意赔偿瑙 1.07

亿澳元，以现金支付其中 5700 万澳元，用以建立信托基金，另 5000 万澳元分

20 年逐年拨付（每年平均 250 万澳元），用于双方商定的项目。 

  【农渔业】 农产品十分有限，主要是椰子、香蕉、菠萝等。几乎所有食品

和饮用水都依赖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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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业资源较丰富，多金枪鱼，但捕捞能力有限。每年政府通过发放捕鱼证方

式获得的收入约 600 万-800 万澳元。 

  【交通运输】 有环岛沥青公路，全长 24 公里，其他公路 6 公里。有货船定

期来往于澳大利亚和瑙鲁。瑙鲁航空公司靠从澳大利亚诺福克航空公司租借的一

架旧波音 737-300 型客机维持经营，并更名为 OUR 航空公司。每周沿澳大利

亚布里斯班—瑙鲁—基里巴斯塔拉瓦—斐济楠迪航线往返一次。 

  【对外贸易】 主要贸易伙伴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日本和美国等国

家和地区。主要出口磷酸盐，进口食品、家电、日用品、五金和建材等。 

  【教 育】 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少数学生在斐济接受高等教育，政府提供奖

学金。另接受澳大利亚、泰国、太平洋岛国论坛等提供的奖学金。 

  【新闻出版】 政府不定期出版《公报》，免费赠阅。瑙鲁广播电台、瑙鲁

电视台为官方机构，播放议会会议情况、瑙鲁新闻等。瑙鲁广播电台转播澳大利

亚广播公司（ABC）节目。瑙鲁电视台转播 ABC、卫视体育台（STAR-SPORTS）

等外国电视节目。 

  【卫 生】 实行免费医疗，有一所医院，医疗卫生水平有限，糖尿病、癌症

等非传染性疾病高发。 

  【国 防】 无军队，防务由澳大利亚协助。有警察约 100 名。 

  【外 交】 奉行不结盟政策，主张同各国友好相处。是联合国、英联邦、国

际展览局、亚洲开发银行、太平洋岛国论坛和太平洋共同体等组织成员。与英、

美、法、日、澳、新、加、俄、泰国以及其他太平洋岛国等 50 多个国家建立外

交关系。澳大利亚是瑙鲁最大援助国，并在瑙鲁设立难民甄别中心，近年来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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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瑙提供援助约 2700 万澳元左右。2018 年 9 月，瑙鲁举办第 49 届太平洋岛

国论坛领导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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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瑙鲁的关系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一、双边政治关系 

  1980 年 5 月，瑙鲁与台湾当局“建交”。2002 年 7 月 21 日，中国与瑙鲁

建交。2005 年 5 月 14 日，瑙鲁与台湾当局“复交”，中国政府随即宣布中止

与瑙鲁的外交关系。 

  二、双边经济关系 

  2020年中瑙贸易额为 201.7万美元，同比增长 61%。其中中方出口额 193.6

万美元，同比增长 57.8%；进口额 8.1 万，同比增长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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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瓦卢国家概况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国 名】 图瓦卢（Tuvalu）。 

  【面 积】 陆地面积 26 平方公里，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约 75 万平方公里。 

  【人 口】 1.1 万（2018 年）。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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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为官方语言，图瓦卢语为通用语言。居民信奉基

督教。 

  【首 都】 富纳富提（Funafuti）。 

  【国家元首】 英国女王，总督是女王的代表。现任总督亚科巴·塔埃阿·伊塔

莱利（Iakopa Taeia Italeli ），2010 年 4 月 16 日就职。 

  【重要节日】 图瓦卢日：10 月 1 日。 

  【简 况】 位于中太平洋南部，在国际日期变更线西侧。由九个环形小珊瑚

岛群组成，其中八个有人居住，富纳富提为主岛。海岸线长 15 英里。无河流。

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均气温 29℃，年均降水量 3000 毫米。陆地最高点不超

过海平面 5 米，面临因海平面上升而被淹没的危险。 

  图瓦卢人世居岛上。1892 年英宣布图瓦卢和附近的基里巴斯为英“保护地”。

1916 年被划入“英属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殖民地”。1975 年 10 月在法律上

同基里巴斯分离，改用旧名图瓦卢（意为“八岛之群”）。1978 年 6 月实行自

治，10 月 1 日独立。 

  【宪 法】 1978 年 10 月 1 日独立时生效。宪法规定，图为英联邦成员国。

英女王根据图总理推荐任命总督。总理由议员选举产生。内阁对议会负责，由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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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数名部长组成。总检察长为政府的主要法律顾问。1986 年 6 月修改宪法，

总督丧失对政府所提建议的否决权。 

  【议 会】 一院制，由 16 名议员组成，每岛 2 名，任期四年。本届议会于

2019 年 9 月产生，现议长为萨穆埃卢·特奥（Samuelu Teo）。 

  【政 府】 2019 年 9 月 19 日，卡乌塞亚·纳塔诺（Kausea Natano）当选

总理。 

  纳塔诺自2002年起担任图瓦卢议员，长期在政府部门任职，从政经历丰富，

曾任图瓦卢公共设施和工业部长、通讯部长、副总理等职。 

  【司法机构】 设最高法院、地区法院和岛法院（共八个）。最高法院由一

名大法官主持受理下级法院的上诉案。如要进一步上诉则由斐济上诉法院代理或

呈请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审理。 

  【经 济】 图瓦卢资源匮乏，土地贫瘠，农业落后，几乎无工业。被联合国

列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家族是生产和生活的最基本单位。集体劳动，主要从事

捕鱼和种植椰子、香蕉、芋头，所获物品在家族内平分。买卖主要是以物易物。

外汇收入主要靠外援、捕鱼证、邮票、椰干等出口、“.tv”网络域名出售、外国

在图海域的捕鱼费以及海员汇款和在瑙鲁磷矿工作的侨民汇款。 

  2020 年主要经济数据如下（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内生产总值：约 5000 万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 4090 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0.5%。 

  货币名称：图瓦卢币，通用澳元。 



 

132 
 

返
回
目
录 

  【农渔业】 农业主要靠种植椰子、香蕉、芋头及饲养家禽、猪等。渔业资

源丰富，但无开发能力。图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签有渔业协定。 

  【交通运输】 以水运为主。首都富纳富提有深水港。图瓦卢有通往斐济等

国的不定期班轮。斐济航空公司经营自楠迪经苏瓦飞富纳富提的航班。 

  【财政金融】 收入主要来自“图瓦卢信托基金”、侨汇、出售捕鱼许可证

和互联网电信协议。自 1990 年起，“图瓦卢信托基金”收入每年为图政府预算

做出约 15%的贡献。截至 2012 年 9 月，该基金市场价值约 12730 万新西兰元。

主要贸易伙伴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教 育】 普及小学教育，实行免费教育。全国有 11 所小学，80 多名教师，

约 1300 名在校生；有 1 所中学，31 名教师，约 600 名学生。另有一所海员训

练学校，约 120 名学生。 

  【新闻出版】 图瓦卢电台为官方电台，用图瓦卢语和英语播音。政府出版

的唯一一份报纸《图瓦卢回声》（Tuvalu Echoes），可通过富纳富提图瓦卢传

媒公司（Tuvalu Media Corporation）订阅。广播电台：2006 年，图瓦卢天空

—太平洋电视台（Sky Pacific television）开播。 

  【国 防】 图瓦卢无正规军队。设海上巡逻警察，负责海上搜救及监察。 

  【外 交】 外交重点在太平洋地区。同英国、澳大利亚、斐济关系密切，在

斐设有高专署，在纽约、布鲁塞尔、伦敦等设有外交机构。图与英联邦成员国和

比利时、智利、荷兰、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有外交关系。系联合国、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英联邦、世界卫生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太平洋岛国论坛、太平

洋共同体、太平洋区域环境署、亚洲开发银行等组织成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立

场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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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图瓦卢的关系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一、双边政治关系 

  中国与图瓦卢无外交关系。 

  二、双边经济关系 

  2020 年中图贸易额为 1610.5 万美元，同比下降 26%，中方出口额 1609.3

万美元，同比下降 26%；进口额 1.2 万美元，同比下降 53.8%。 

  



 

134 
 

返
回
目
录 

基里巴斯国家概况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国 名】 基里巴斯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Kiribati）。 

  【面 积】 陆地面积 811 平方公里，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 350 万平方公里。 

  【人 口】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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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语言为英语，通用基里巴斯语和英语。居民多信奉罗马天

主教和基里巴斯新教。 

  【首 都】 塔拉瓦（Tarawa），人口约 5 万。 

  【国家元首】 总统塔内希·马茂（Taneti Maamau），2016 年 3 月当选。 

  【重要节日】 独立日：7 月 12 日。 

  【简 况】 位于太平洋中部，由 33 个大小岛屿组成（其中 21 个岛有常住

居民），分属吉尔伯特、菲尼克斯和莱恩三大群岛；是世界上唯一纵跨赤道且横

越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国家。属热带海洋气候。年均气温 32℃，年均降水量 1600

毫米。 

  3000 年前已有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人定居。公元前 14 世纪左右，斐济人

和汤加人入侵，与当地人通婚，形成基里巴斯民族。1892 年吉尔伯特群岛与埃

利斯群岛部分岛屿沦为英国“保护地”。1916 年被划入“英属吉尔伯特和埃利

斯群岛殖民地”（1975 年埃利斯群岛分出，改称图瓦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曾被日本侵占。1977 年 1 月 1 日实行内部自治。1979 年 7 月 12 日独立，

改称基里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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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 法】 现行宪法是以 1977 年《吉尔伯特法》为基础制定的，1979 年

独立后正式生效，故又名“独立宪法”。宪法规定，总统由议会提名，经公民投

票选举产生，任期四年，连任不得超过三届。 

  【议 会】 一院制，共 45 个议席，议员任期四年，除雷贝岛（Rabi Island）

的一名议员由指定产生外，其余议员均由选举产生。现任议长坦加丽基·里特。 

  【政 府】 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内阁称部长委员会，由总统

在执政党议员中提名产生。 

  【行政区划】 共有 23 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设有市政厅，负责本岛日常管

理。市长和市政议员由选举产生，没有党派划分，任期四年。议会议员、老人代

表也作为市政厅成员列席会议。老人代表在市政厅中有较高影响力。 

  【司法机构】 设有高级法院和地方法院。高级法院由首席法官和陪席推事

组成。每年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官组成南太平洋巡回高级法官团赴基受理上诉

案件。 

  【政 党】 主要政党有：执政党关爱基里巴斯党（Tobwan Kiribati Party，

TKP），领袖为马茂总统。反对党保护基里巴斯党（Kamanoan Kiribati Party，

KKP），领袖为泰西·兰伯恩。反对党基里巴斯优先党（Kiribati Moa Party，KMP），

领袖为巴努伊拉·贝里纳。 

  【经 济】 基里巴斯经济落后，严重依赖外援，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

之一。大部分地区为自给自足的原始经济。渔业资源为基主要经济来源。近年来，

基政府不断拓宽外汇收入来源，努力实现经济多样化，鼓励发展小型私人企业、

渔业、小规模加工制造业和椰子种植，商品经济有所发展。 

  2020 年主要经济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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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生产总值：约 1.9 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 1640 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1%。 

  货币：无本国货币。通用澳元，圣诞岛地区也通用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资 源】 有丰富的渔业资源。1979 年以前巴纳巴岛产磷酸盐，由英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合股开采，现已枯竭。近海海底有锰、镍等矿藏。 

  【农 业】 大部分陆地被珊瑚沙层覆盖，仅能生长椰子、香蕉、面包果等少

数作物。椰干年产量约 1.1 万吨，其中出口约 1 万吨，总产值约 700 万澳元。

近年来由于国际市场不景气和天气干旱等原因，椰干生产和出口均有较大幅度下

降。全国无粮食作物和蔬菜种植。 

  【渔 业】 渔业资源丰富，主要有金枪鱼、鲷鱼、鲣鱼、海虾等。2010 年，

基里巴斯政府、斐济金洋渔业公司和中国上海远洋捕捞公司合资成立基里巴斯渔

业有限公司，核心业务是金枪鱼捕捞和海产品出口加工。2012 年 9 月该公司耗

资 800 万美元在首都塔拉瓦建成一座渔品加工厂。目前，美国、日本、韩国、澳

大利亚、新西兰及中国台湾省分别有数十艘渔船在基海域捕捞金枪鱼，这些渔船

向基政府缴纳的捕鱼执照费成为基政府主要外汇来源之一。 

  【旅游业】 基利用其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地理优势，发展旅游业，提高

国际知名度。基最大岛屿圣诞岛是世界上最大的环状珊瑚岛，拥有世界著名的鸟

类保护区和潜水场，每年有来自美国、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游客来此观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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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 以海运为主，塔拉瓦为主要海、空港。基里巴斯航运公司共

有客、货轮 10 艘，经营各岛间的客、货运业务。全国有两个国际机场，分设在

首都塔拉瓦和圣诞岛，其他小岛还有 17 个小机场。斐济航空公司、所罗门航空

公司和瑙鲁航空公司分别运营基首都塔拉瓦至斐济、所罗门群岛、瑙鲁的国际航

线。圣诞岛还有斐济航空经营的飞往斐济楠迪和美国夏威夷的航班。 

  【财政金融】 实行“量入为出、节俭财政”政策。国家财政预算收入主要

依靠 1956 年建立的从磷矿开采所得的预算平衡储备基金（RERF）进行平衡，实

际从未提取。 

  （1）基里巴斯银行：成立于 1984 年，与澳大利亚西太银行合资经营，2001

年改为与澳新银行合资经营，基占 49%股份，澳新银行占 51%的股份。 

  （2）基里巴斯开发银行：成立于 1987 年，系基国家银行，主要向私营企

业提供贷款。 

  【教 育】 小学和初中实行免费教育。儿童入学率为 93%。有公办小学约

90 所，中学约 20 所（包括私立学校），技校六所，中等专业学校两所（基里巴

斯师范学院和塔拉瓦技术学院）。另有一所与德国人合办的海员培训学校。基每

年向国外派留学生和进修生约 170 人。 

  【国 防】 基里巴斯无军队，仅有警察约 300 名。国防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负责。 

  【外 交】 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别国干涉内政和掠夺资源；

作为低海拔岛礁国家，尤其重视气候变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其应

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重视发展对外关系，尤其与南太各国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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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同 30 多个国家建交，但只在斐济设有外交代表机构，在少数国家设有名誉领

事。 

  基里巴斯是联合国、英联邦、太平洋共同体、太平洋岛国论坛及论坛渔业局、

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瑙鲁协定等地区组织成员，积极参与相关组织活动，与太

平洋岛国论坛合作较密切。 

  【外国援助】 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每年向基提供大量赠款，帮助基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及教育培训等技术合作项目。澳大利亚为基最大外援国，

2020/2021 财年澳向基提供 3050 万澳元援助（数据来源：澳大利亚外交贸易

部）。澳方援助主要集中在改善基础教育、提升劳动者技能、加强经济治理、改

善基础设施方面。新西兰向基提供援助主要集中在基里巴斯国际机场建设、劳动

者技能培训、城市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关系】 澳、新分别于 1981 年、1989 年在基开设

高专署。2012 年 3 月，澳总督昆廷·布赖斯访问基里巴斯。2013 年 2 月澳外长

鲍勃·卡尔访基。2012 年 12 月，新西兰外长默里·麦卡利访基。2015 年 3 月，

澳外长毕晓普访基。2016 年 6 月，新西兰外长默里·麦卡利访基。2017 年 7 月，

澳国际发展和太平洋事务部长康斯塔·费拉万蒂-韦尔斯访基。2019 年 2 月，新

西兰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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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基里巴斯的关系 

（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8 月） 

  一、双边政治关系 

  1980 年 6 月 25 日，中国与基里巴斯建交。2003 年 11 月 29 日，基里巴

斯与台湾当局“建交”，中国政府随即宣布中止与基里巴斯的外交关系。 

  2019 年 9 月 27 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团同基里巴斯总统兼外长马茂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基里巴斯共和国关于恢复

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两国正式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现任中国驻基大使唐松

根。 

  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王雪峰访基。

2019 年 10 月，基渔业部长纳卡拉赴上海、浙江参访。2019 年 11 月，基妇女、

青年、体育、社会事务部长凯亚率全国运动会男女冠军足球队访问浙江。 

  2020 年 1 月，基总统马茂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分

别同马茂总统举行会谈、会见，双方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等多项合

作文件。除北京外，马茂总统一行还访问了上海、浙江和广东。 

  2021 年 6 月，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应约同基里巴斯总统兼外长马茂通电话。 

  二、双边经贸关系 

  2020 年中基贸易额为 2467 万美元，同比增长 16.9%。其中中方出口额为

2444.8 万美元，同比增长 21.3%；进口额 22.2 万美元，同比下降 76.4%。 

  三、双边人文、卫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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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 月，基里巴斯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2020 年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向基里巴斯提供多批抗疫物资援助。 

  四、声明、公报 

  2019 年 9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基里巴斯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

的联合公报》 

  五、重要双边协议 

  2020 年 1 月 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基里巴斯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

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