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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 然 新 西 兰 本 质
上跟澳大利亚、美国比
较相似，但它会认为自
己是太平洋国家，在跟
岛国的交往和跟中国的
交往上面，我觉得还是
跟 澳 大 利 亚 有 一 些 区
别，尤其是在与岛国交
往时，澳大利亚会自视
为是地区大国，而新西
兰会跟岛国有一个不那
么家长式的，相对平等
一点的姿态，而且跟中
国，也是可以交流，有
东西可谈的。

《 凤 凰 大 参 考 》
：再来说说美国。早在
中所年初签订安全协议
之前，布林肯就成为时
隔37年后再访斐济的美
国高官。而后，有“亚
洲沙皇”之称的坎贝尔
也开启了太平洋之旅。
部分分析称，这些访问
针对中国的意味比较明
显 。 而 一 些 媒 体 也 认
为，王毅的访问是对刚
刚在日本结束的QUAD
峰会，以及所谓印太经
济框架的针对性行为，
甚至有媒体用了“发动
攻势”这样的说法。您
对此怎么解读？未来中
美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
博弈态势会怎样？

田京灵： 最简单和
显而易见的来看， 据官
方的报道，这次出访是
应太平洋国家邀请的，
还要 开第二次中国太

平洋外长会，不是随机
决定的； 任何一次外交
出访 都需要双方外交上
面的提前安排、提前协
调，然后才能去访问。 
而 QUAD 峰会谈什么、
是不是启动 IPEF 不可
能事先通报中国吧，怎
么能说是在针对他们的
峰会和所谓框架呢？ 这
是有一个先后逻辑的。 
而且中国跟某一地区或
者某一个国家的交往，
制定怎样的外交行程，
也没有去“针对性地开
展”的必要。

说出“攻势”这种
词，说明他们的话语体
系，还是冷战式的话语
体系，或者是在把整个
事态推向新冷战的既定
思维下说出来的。它先
入为主的预先设定了新
冷战的情景，所以才会
形容中国在南太的外交
是一种“攻势”。

未来中美两国在南
太博弈态势，我想第一
是我们最开始提到的，
基于美国对待南太的看
法，它的预先设定就是
这是我的地盘，你们都
是外来者。第二是基于
与中国的战略博弈，它
已经把中国认为是它的
一 个 对 手 ， 是 它 的 威
胁，在挑战它的霸权地
位。就像布林肯前几天
发表的对华演讲，他认
为中国是长期的挑战，
或者说是威胁。

在 中 美 博 弈 的 大
背景之下。南太平洋地
区我觉得谈不上是个主
战场，但仍然有是战略
博弈的态势是一方面体
现。

美国接下来它的动
作，我觉得可能还是会
像现在看到的这样，再
重开使馆，再去加大一
些投入，然后跟澳大利
亚、新西兰再捆得更紧
一些，一起在太平洋上
扎起院墙，不要再让更
多的，他们所担忧的中
国的力量再进来，以维
持它在这片地区的主导
地位。

美 国 经 常 打 的 “
台湾牌”也可能成为具
体的抓手之一。南太长
时间以来都被台湾当局
认为是拓展他们所谓“

国际空间”的重镇。虽
然近年来台当局在南太
的“外交”接连受挫，
但是因为经营多年，所
以不可避免的还会有一
些他们的势力残留，从
此前所罗门群岛的暴乱
也能看到一些，所罗门
的马莱塔省本身有一些
地方分裂主义的因素，
但也少不了台当局在里
面动了一些手脚。台湾
当局搞小动作，恐怕也
有美国的默许吧。

《凤凰大参考》：
王毅外长在此次的访问
中，还介绍了此次南太
行的四个目的。在接下
来的几天里，他还将访
问其他国家，并且主持
中 国 - 太 平 洋 岛 国 外 长
会。这次出访还有哪些
看点？中国和太平洋岛
国的合作，将来还会面
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田京灵： 这一次
访问，已经实现了我们
在太平洋地区的十个建
交国的全覆盖，我觉得
这个本身就是意义重大
的。 此前我们的领导人
在南太，大都只访问个
别国家，与多国领导人
进行集体会晤。但是王
毅外长这次是一次全覆
盖式访问。我觉得在每
一站，都会有更加实际
的合作举措推进。

包括这次还会访问
汤加，汤加在年初刚有
火山爆发的灾难发生。
而中国可以说是万里奔
袭，去进行灾后救援，
第一时间把大批的赈灾
物资送到，力度和反应
的及时性不亚于澳大利
亚、新西兰。在新冠疫
情暴发以来，中国也对
太平洋岛国提供支持，
守望相助，是相互支持
的一种状态。现在全球
疫情还没有见底，这次
访问应该也会涉及疫情
防控相关合作方面，疫
情之后经济的复苏等方
面。

挑 战 同 样 也 会 存
在。比如美澳接下来的
更多行动和黄英贤这次
在 斐 济 的 访 问 中 的 言
论，都表明中国未来在
南太还是要面临强烈的
排他性、竞争性安排。
从客观上来说，我们在
南太地区的影响力，跟
澳大利亚相比还是有差
距的，它们对于岛国的
影响力很大。所以每次
它们说中国的影响力上
升，似乎要把它们要排
除出去了，要威胁到它
们的周边稳定了，这个
其实是没法理解的，其
实还是一个排他性的、
冷战式的思维在作祟。
（完）

凤凰资讯

凤凰大参考｜王毅访问南太岛国，
反击美国布局“印太”的外交攻势？（下）

5月26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抵达
所罗门群岛霍尼亚拉，开始八国访问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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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总理弗兰克·姆拜尼 马拉马与 澳大
利亚新任外长黄英贤（右一）见面握手

2021年10月21 日，首次中国—太平洋岛国
外长会以视频方式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
长王毅主持，同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外长
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