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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元89.00

卢庆洪  山东省茌平县人，1987年毕业于

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2010 年获得山东科

技大学项目管理硕士学位，现为聊城大学副

教授。在《纵横》《军事史林》《文史精华》《文

史天地》《武汉文史资料》《地理教学》《丝

绸之路》等杂志上发表文章 60多篇，其中

被人大复印资料报刊中心全文转载 1篇；参

编著作 4部，参与国家级课题 2项；获山东

省历史教学论文二等奖等奖项。

巴布亚新几内亚位于赤道以南的太平洋西部，是大洋洲除澳大利亚以外最

大的国家，同时是太平洋岛国中陆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土著民族国家，也

是南、北太平洋的交汇点，连接南太平洋地区与东南亚各国的桥梁，成为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中不可替代的角色。两国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

密切合作，实现了发展互补。近年来，两国关系不断提升，双方共同开创了全

面合作的新局面。本书综合国内外多方的资料，详细全面地介绍了巴布亚新几

内亚的历史与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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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洪君

太平洋岛国地处太平洋深处， 主要指分布在大洋洲除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以外的 ２０ 余个国家和地区。 太平洋岛国历史悠久， 早在公元前 ８０００ 年

前就有人类居住。 在近代西方入侵之前， 太平洋岛国大多处于原始社会时

期。 随着西方殖民者不断入侵， 太平洋岛国相继沦为殖民地。 二战结束

后， 这一区域主要实行托管制， 非殖民化运动在各国随即展开。 从 １９６２
年萨摩亚独立至今， 该地区已有 １４ 个国家获得独立， 分别是萨摩亚、 库

克群岛、 瑙鲁、 汤加、 斐济、 纽埃、 巴布亚新几内亚、 所罗门群岛、 图瓦

卢、 基里巴斯、 瓦努阿图、 马绍尔群岛、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帕劳。
太平洋岛国所在区域战略位置重要。 西北与东南亚相邻， 西连澳大利

亚， 东靠美洲， 向南越过新西兰与南极大陆相望。 该区域还连接着太平洋

和印度洋， 扼守美洲至亚洲的太平洋运输线， 占据北半球通往南半球乃至

南极的国际海运航线， 是东西、 南北两大战略通道的交汇处。 不仅如此，
太平洋岛国和地区还拥有 ２０００ 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专属区， 海洋资源与

矿产资源丰富， 盛产铜、 镍、 金、 铝矾土、 铬等金属和稀土， 海底蕴藏着

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 近年来， 该区域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和新兴国家战

略博弈的竞技场。
太平洋岛国也是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和亚太一体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的传统友谊和文化交往源远流长， 早在

１

原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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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世纪中期就有华人远涉重洋移居太平洋岛国， 参与了这一地区的开发。
近年来，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日渐加强， 在政治、 经济、 文化、 教育

等领域都取得丰硕成果。 目前， 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拥有最大规模的外交

使团。 同时， 中国在经济上也成为该地区继澳大利亚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

援助国， 并设立了 “中国 － 太平洋岛国论坛”、 “中国 － 太平洋岛国经济

技术合作论坛” 等对话沟通平台。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斐济与太平洋建交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 一致决定构建相互尊重、 共

同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携手共筑命运共同体， 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

关系掀开历史新篇章。
由于太平洋岛国地小人稀， 且长期远离国际冲突热点， 处于世界事务

的边缘， 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被视为 “太平洋最偏僻的地区”。 中国的

地区国别研究长时期以来主要聚焦于近邻国家， 加之资料有限， 人才不

足， 信息沟通偏弱， 对太平洋岛国关注度较低， 因此国内学界对此区域总

体上了解不多， 研究成果比较匮乏。 而美、 英、 澳、 新等西方学者因涉足

较早， 涉猎较广， 且有充足的资金与先进的手段作支撑， 取得了不菲的成

果， 但这些成果多出于西方国家的全球战略及本国利益的需要， 其立场与

观点均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 难以完全为我所用。
近年来， 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不断加快，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中

国在全球的利益分布日趋广泛。 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交往并

扩大互利合作， 是日渐崛起的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化进程， 开展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的客观要求， 也是包括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殷切

期待。 更全面更深入的地区研究， 必将为中国进一步发挥国际影响力， 大

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教育部向各高校

下发 《关于培育区域和国别以及国际教育研究基地的通知》 和 《高等学

校哲学社会科学 “走出去” 计划》， 希望建设一批既具有专业优势又能产

生重要影响的智囊团和思想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

东也多次提及国别研究立项和 “民间智库” 问题， 鼓励有条件的大学新

设国别研究机构。
在这种形势下， 聊城大学审时度势， 结合国家战略急需、 区域经济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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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需求及自身条件， 在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南太平洋岛国研究所”
的基础上， 整合世界史、 外国语、 国际政治等全校相关学科资源， 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成立了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 中心聘请中国现代

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中央电视台国际问题顾问、 博士生导师李绍先研

究员等为兼职教授。 著名世界史学家、 国家级教学名师王玮教授担任中心

首席专家。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驻华大使苏赛亚等多位太平洋岛国驻华外交

官被聘为中心荣誉学术顾问。 在有关各方的大力支持下， 中心以太平洋岛

国历史与社会形态、 对外关系、 政情政制、 经贸旅游等为研究重点， 致力

于打造太平洋岛国研究领域具有专业优势和重要影响的国家智库， 力图为

国家和地方与太平洋岛国进行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 增进中国和太平洋岛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提供智力支撑和学术支

持， 为国内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提供学术交流与互动的平台。
中心建立以来， 已取得一系列可喜成绩。 目前中心已建成国内最齐

全、 数量达 ３０００ 余册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资料中心和数据库， 并创建国内

首个以太平洋岛国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网站及微信公众号； 定期编印 《太
平洋岛国研究通讯》， 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研究报告； 在研省部级以上

课题 ８ 项。 ２０１４ 年， 中心成功举办了国内首届 “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

坛”， 论坛被评为 “山东社科论坛十佳研讨会”， 与会学者提交的 ２０ 余篇

优秀论文辑为 《太平洋岛国的历史与现实》， 由山东大学出版社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正式出版。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 期刊载了中心研究人员的

１２ 篇学术论文， 澳大利亚 《太平洋历史杂志》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对中心学者及其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 这表明， 太平洋岛国研究

中心的研究开始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因其特殊的地缘特征， 太平洋岛国战略价值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同

时， 在中国提出共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大倡议之后， 作为中

国大周边外交格局一分子的太平洋岛国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在众多的太

平洋岛国中， 巴布亚新几内亚无疑是最耀眼的 “明星选手”。 巴布亚新几

内亚地处太平洋西部， 是太平洋岛国中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的国家， 也是

大洋洲地区除澳大利亚之外的最大国家。 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悠久的历史

３



文化、 众多的国际交往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成为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

中不可替代的角色。 此次 《巴布亚新几内亚历史与现状》 的出版， 不仅

为我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别研究领域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同时也为我

国涉外机构、 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及出境旅行人员提供一本学术性、 知识

性、 趣味性、 实用性兼顾的专著。 一书在手， 即可明了这个对国人而言充

满神秘色彩的太平洋岛国的历史、 民族、 宗教、 政治、 经济和外交等基本

情况。 希望本书的出版， 能够让读者深入了解这个此前知之不多的国家，
也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推动国内对太平洋岛国， 特别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深入研究， 为我国的国别研究增添一臂之力。

４



导　 言

导　 言

巴布亚新几内亚位于赤道以南、 太平洋的西部， 大洋洲的西北部， 是

太平洋岛国中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的土著民族国家。 领土包括新几内亚岛

东半部以及附近海域中的 ６００ 多个岛屿， 是美拉尼西亚群岛的重要组成部

分， 陆地面积 ４６２８４０ 平方公里。 海岸线长 ８３００ 公里， 如果连同各岛屿在

内， 海岸线总长度达 １ ７１ 万公里。 包括 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济区在内的水域

面积达 ２４０ 万平方公里。
巴布亚新几内亚所属各岛屿与欧亚大陆之间有着海洋阻隔， 并且各岛

屿地形复杂， 高山峡谷纵横交错， 森林茂密， 交通不便， 由此形成了文化

风俗各异的 ８００ 多个部族。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地形地貌， 也使其未

能培育起高度发达的宗教、 语言、 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 成为世界上至今

仍保留着原始文化的国家之一。 全国除海拔 １０００ 米以上的地区属山地气

候外， 其余地区均属热带雨林气候。 每年 ５ ～ １０ 月为旱季， １１ 月 ～ 次年 ４
月为雨季。 降水丰沛， 河流众多， 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和动植物资源。
旅游资源多样， 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上最后一片没有被污染的净土， 开发潜

力巨大， 适宜四季旅游。 经济以铜、 金、 银、 镍和铬等矿产资源， 石油和

天然气能源资源， 森林资源， 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 各种热带经济作物的

种植为主。 黄金和铜的产量分别列世界第十一位和第十三位， 已探明原油

储量 ２５３６ 万吨， 天然气储量 １５５２ 亿立方米， 是南太平洋地区重要的能源

输出国、 椰油和椰干产量最多的国家以及第三大渔区， 金枪鱼的年捕捞量

约占世界总量的 １０％ 。
近年来， 随着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内政局相对稳定， 经济政策趋向合

１



理， 澳大利亚、 中国、 马来西亚、 新西兰、 韩国、 美国、 日本等国投资不

断扩大， 石油、 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和铜、 金、 镍、 钴等矿产资源开发步伐

加快， 热带经济作物和旅游资源开发力度加大， 海洋生物资源和森林资源

开发计划性增强， 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如同中东地区的产油国一样， 成为资

源带动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 以及太平洋 １４ 个岛国中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被评为太平洋岛国的 “明星选手” “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较为强势的发展

中国家”。 当前处于 “资源热潮” 高峰期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正以其优越的

地理位置、 丰富的自然资源、 悠久的历史文化、 原始的民俗风情、 复杂的

社会结构、 众多的国际交往、 显著的发展成就以及巨大的发展潜力成为世

界瞩目的焦点。
然而， 拥有丰富资源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是目前整个太平洋岛国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最低的国家之一， 许多人仅能维持基本的生计， 国民识字率仅

有 ５７ ８％ ， 位列太平洋岛国倒数第二。 从自然环境方面来讲， 主要是复

杂的地理条件制约了基础设施建设， 限制了交通事业的发展； 地震、 火

山、 暴雨等自然灾害破坏了有限的道路， 阻碍了各地之间的经济往来， 增

加了企业发展的经营成本。 从社会管理方面来讲， 一是政府执政能力薄

弱。 长期以来， 巴布亚新几内亚内阁更迭频繁， 造成政府对国民经济缺乏

宏观的发展规划。 同时， 文化的多样性使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淡薄，
部门协调能力较差。 二是社会治安堪忧。 近年来， 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口增

速加快， 大量农村贫困人口涌向城市。 由于没有生存技能， 他们被迫以非

法手段来谋生， 恶化了城市治安环境， 影响了外来投资者的信心。 三是经

济结构畸形发展。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矿产、 林业、 渔业及经济作物棕榈油

的开发与生产均由外国资本掌握， 民族经济仅局限于咖啡、 椰干、 天然橡

胶等， 经济缺乏独立性。 各部落及成员拥有全国 ９５％ 以上的土地， 传统

的土地制度严重制约了工业化发展。 四是可持续发展受到严峻考验。 目

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多数人口依赖于农业、 渔业和林业， 农业用地日趋

紧张， 水土流失日益严重， 江河水源遭到污染， 沿海珊瑚礁受到损坏， 导

致农副产品和鱼类产品产量下降。 因此， 巴布亚新几内亚未来发展还面临

着巨大的挑战。

２



导　 言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中国海运距离约 ６０００ 公里，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

期以来， 开始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 两国通过政治、 经济、 文化、 卫

生等多领域的密切合作， 实现了发展的互补， 由此使两国关系成为中国同

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典范。 中国已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第四大出口市场、 第

五大进口来源国、 第二大外资来源国。 而巴布亚新几内亚则成为中国在太

平洋岛国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投资目的地国。 ２０１３ 年， 面对全

球政治、 贸易格局不断变化的形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建设

“一带一路” 的战略构想。 在这条新型贸易之路上， 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为

太平洋岛国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以地域辽阔、 资源丰富、 风光秀美而

被称为 ２１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 南太平洋段的 “明珠” “独特延伸”
“枢纽”， 必然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而中国 “一带一路” 的政

策必将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创造一次绝佳的发展

机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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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家简况

第一章

国家简况

一　 国名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 （英语：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巴布亚皮钦语：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 Ｓｔｅｔ ｂｉｌｏｎｇ Ｐａｐｕａ Ｎｉｕｇｉｎｉ， 缩写：
ＰＮＧ） ， 简称 “巴新” 。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名由巴布亚和新几内亚两

部分组成。 １５２６ 年， 葡萄牙探险家若热·德·梅内塞斯 （葡萄牙语：
Ｊｏｒｇｅ ｄｅ Ｍｅｎｅｓｅｓ ） 在 乘 船 驶 往 摩 鹿 加 群 岛 （ 印 尼 语： Ｋｅｐｕｌａｕａｎ
Ｍａｌｕｋｕ， 又译为马鲁古群岛） 时， 被海风吹到新几内亚岛西北部的一

个海岬， 发现土著居民的头发多卷曲， 即将该地称之为巴布亚， 马来

语的意思是 “卷发人的土地” （ ｔａ ｎａ ｈ ｐｅｐｕａ） 。 １５４５ 年， 西班牙 （一

说葡萄牙） 探险家伊尼戈·奥尔蒂斯·德·雷特斯 （ Ｙñｉｇｏ Ｏｒｔｉｚ ｄｅ
Ｒｅｔｅｚ） 从摩鹿加群岛赴墨西哥途中， 登上新几内亚岛西北海岸， 发现

当地居民的肤色和自然景观与非洲西部的几内亚十分相似。 于是， 他

将该地命名为新几内亚。 从此， 这里逐渐被人们称之为巴布亚新几内

亚。①

二　 面积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土陆地面积 ４６２８４０ 平方公里 （约合 １７８７０４ 平方英

１

① 黄建军： 《世界知识手册》， 南海出版公司， １９９１， 第 ４４２ 页。



里）， 海岸线长 ８３００ 公里， 包括 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济区在内的水域面积达

２４０ 万平方公里。①

三　 人口

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口总数在大洋洲仅次于澳大利亚。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全国总人口 ７６１９０００ 人， 男女比例为 １ ０４ ∶ １。 ２０ 岁以下人口约

占 ４８ ３％ ， ６５ 岁以上人口约占 ３％ 。 人口密度 １６ ４６ 人 ／平方公里。② 全

国各地区间人口分布相差悬殊， 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带、 内地河谷盆地及

丘陵地区的城镇附近。

四　 民族

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著族群有 ８００ 多个。 由于氏族部落制度的影响， 至

今尚未形成统一的民族。 居民主要是美拉尼西亚人种， 约占总人口的

９８％ ， 包括两部分： 生活在本土南部及东南部各省的巴布亚人， 头发长而

且非常直， 显得舒展， 约占人口总数的 ３５％ ； 生活在本土北部及沿海各

省岛屿的新几内亚人， 头发浓密而细小， 呈卷发状， 约占人口总数的

６３％ 。 他们血统相同， 皮肤为黑色或深褐色， 前额后缩， 眉脊隆起， 鼻翼

宽阔， 胡须不密， 颌部突出。 他们既没有非洲黑人的突出厚唇， 也没有非

洲任何民族的血统， 被统称为 “太平洋黑人”。 其中人数比较多的有恩加

人、 钦布人、 哈根人、 马诺人、 胡利人、 克瓦人等。
另外， 生活在布干维尔自治区努库马努群岛 （Ｎｕｋｕｍａｎｕ Ｉｓｌａｎｄｓ） 上

的波利尼西亚人、 马努斯省西北诸岛上的密克罗尼西亚人， 约占人口总数

的 １％ 。 生活在沿海地区的欧洲白人及其后裔、 澳大利亚人以及定居在各

城镇的华人等， 约占人口总数的 １％ 。

２

①

②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概况》， 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６７６２０３ ／ ｄｙｚ＿ ６８１２４０ ／ １２０６ ＿ ６８１２６６ ／ １２０６ｘ０ ＿ ６８１２６８ ／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浏

览。
ｈｔｔｐ： ／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ｙｒａｍｉｄ ｎｅｔ ／ ｐａｐｕａ － ｎｅｗ － ｇｕｉｎｅａ ／ ２０１５ ／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浏览。



第一章　 国家简况

五　 语言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世界上语言最复杂、 最丰富的国家。 官方语言为英

语， 广泛使用于教育、 广播、 商业、 较高级的管理和社交场合， 占全国总

人口的 ２２％以上。 地方语言有 ８３６ 种， 约占世界已知语言的 １２％ 。① 分为

两大语族： 讲美拉尼西亚语族语言的人主要居住在沿海和低地地区， 讲澳

大尼西亚语族语言的人大部分居住在内陆地区和高地一带。② 皮钦语和莫土

语是全国较为流行的地方语言。 其中， 新几内亚人多数讲皮钦语， 在政府

部门、 传教团体、 私人企业与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 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４５％； 巴布亚人多数讲莫土语， 是国民议会中使用的官方语言， 占全国总

人口的 ９ ４％ 。③

六　 经济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主要产业为椰干与棕榈油加工， 胶合板和木片生

产， 金矿、 银矿和铜矿开采， 原油生产、 石油精炼， 天然气开发， 建筑，
旅游等。

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出口产品主要有黄金、
白银、 铜、 原油、 天然气、 矿砂、 原木和木材、 咖啡、 棕榈油、 可可、 椰

干、 椰油、 橡胶、 茶、 糖、 除虫菊、 小豆蔻及海产品等初级产品。 其中矿

产品占出口贸易额的 ２ ／ ３。 进口产品主要有机械和运输设备、 工业品、 食

品、 燃料、 化学品等工业产品。

七　 国家元首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加入英联邦， 英国女王伊

３

①

②

③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概况———语言， ｈｔｔｐ： ／ ／ ｆａｎｙｉ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ｔｒａｎｓｐａｇｅ？ ｑｕｅｒｙ ＝ ｈｔｔｐ％
３Ａ％２Ｆ％２Ｆｗｗｗ ｉｎｄｅｘｍｕｎｄｉ ｃｏｍ％ ２Ｆ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２Ｆ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ｔｍｌ＆ｓｏｕｒｃｅ
＝ ｕｒｌ＆ｉｅ ＝ ｕｔｆ８＆ｆｒｏｍ ＝ ａｕｔｏ＆ｔｏ ＝ ｚｈ＆ｒｅｎｄｅｒ ＝ １＆ｏｒｉｇｉｎ ＝ ｐｓ，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浏览。
〔澳〕 黛安娜·豪利特著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地理》， 中山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教研室

译，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４， 第 ９ 页。
高建中、 舒启全： 《巴布亚新几内亚》，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第 ３７ 页。



丽莎白二世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Ⅱ） 为国家元首。 英国女王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时， 由总督代表英国王室行使和履行国家元首的特权、 职责、 权利和义

务。

八　 行政区划

全国共有 ２２ 个省级行政单位， 包括 １ 个国家首都区、 １ 个布干维尔

自治区和 ２０ 个省。 根据地理位置， 划分为莫马塞、 巴布亚、 岛屿和高地

４ 个地区。

表 １ －１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２ 个省级单位概况

名称
面积

（平方公里）
人口

（２０１１ 年）
首府 所属地区

东塞皮克省

（Ｅａｓｔ Ｓｅｐｉｋ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４３４２６ ４５０５３０

韦瓦克

（Ｗｅｗａｋ）
莫马塞

马当省

（Ｍａｄ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８８８６ ４９３９０６

马当

（Ｍａｄａｎｇ）
莫马塞

莫罗贝省

（Ｍｏｒｏｂ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３３７０５ ６７４８１０

莱城

（Ｌａｅ）
莫马塞

桑道恩省

（Ｓａｎｄａｕ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３５８２０ ２４８４１１

瓦尼莫

（Ｖａｎｉｍｏ）
莫马塞

国家首都区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２５３ ３６４１２５

莫尔兹比港

（Ｐｏｒｔ Ｍｏｒｅｓｂｙ）
巴布亚

北部省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２７３５ １８６３０９

波蓬德塔

（Ｐｏｐｏｎｄｅｔｔａ）
巴布亚

海湾省

（Ｇｕｌ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３４４７２ １５８１９７

凯里马

（Ｋｅｒｅｍａ）
巴布亚

米尔恩湾省

（Ｍｉｌｎｅ Ｂａ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４３４５ ２７６５１２

阿洛陶

（Ａｌｏｔａｕ）
巴布亚

西部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９８１８９ ２０１３５１

基永加

（Ｋｉｕｎｇａ）
巴布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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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面积

（平方公里）
人口

（２０１１ 年）
首府 所属地区

中央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９９９８ ２６９７５６

莫尔兹比港

（Ｐｏｒｔ Ｍｏｒｅｓｂｙ）
巴布亚

布干维尔自治区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
９４３８ ２４９３５８

阿拉瓦

（Ａｒａｗａ）
岛屿

东新不列颠省

（Ｅａｓｔ Ｎｅｗ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５２７４ ３２８３６９

科科波

（Ｋｏｋｏｐｏ）
岛屿

马努斯省

（Ｍａｎｕ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１０２ ５０２３１

洛伦高

（Ｌｏｒｅｎｇａｕ）
岛屿

西新不列颠省

（Ｗｅｓｔ Ｎｅｗ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３８７ ２６４２６４

金贝

（Ｋｉｍｂｅ）
岛屿

新爱尔兰省

（Ｎｅｗ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９５５７ １９４０６７

卡维恩

（Ｋａｖｉｅｎｇ）
岛屿

东高地省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１１５７ ５７９８２５

戈罗卡

（Ｇｏｒｏｋａ）
高地

恩加省

（Ｅｎｇ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１７０４ ４３２０４５

瓦巴格

（Ｗａｂａｇ）
高地

赫拉省

（Ｈｅｌ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０４９８ ２４９４４９

塔里

（Ｔａｒｅｅ）
高地

吉瓦卡省

（Ｊｉｗａｋ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４７９８ ３４３９８７

明季

（Ｍｉｎｊ）
高地

南高地省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５０８９ ５１０２４５

门迪

（Ｍｅｎｄｉ）
高地

钦布省

（Ｃｈｉｍｂ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６１１２ ３７６４７３

孔迪亚瓦

（Ｋｕｎｄｉａｗａ）
高地

西高地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４２９９ ３６２５８０

芒特哈根

（Ｍｏｕｎｔ Ｈａｇｅｎ）
高地

　 　 备注：
（１）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根据 ２００９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通过的法案， 分南高地省一部

分设立赫拉省， 分西高地省一部分设立吉瓦卡省。
（２）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央政府与新爱尔兰省政府共同签署了新爱尔兰省自治

承诺公告， 新爱尔兰将完成实现自治必要的法律程序， 成为自治省。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 ／ ／ ｆａｎｙｉ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ｔｒａｎｓｐａｇｅ？ ｑｕｅｒｙ ＝ ｈｔｔｐ％ ３Ａ％ ２Ｆ％ ２Ｆ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２Ｆｗｉｋｉ％２ＦＥａｓｔ＿ Ｓｅｐｉｋ＿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ｕｒｌ＆ｉｅ ＝ ｕｔｆ８＆ｆｒｏｍ ＝ ａｕｔｏ＆ｔｏ ＝ ｚｈ＆ｒｅｎｄｅｒ ＝ １＆ｏｒｉｇｉｎ ＝ 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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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首都

莫尔兹比港 （英语： Ｐｏｒｔ Ｍｏｒｅｓｂｙ； 巴布亚皮钦语： Ｐｏｔ Ｍｏｓｂｉ） 位于

巴布亚海岸中央省境内的巴布亚湾附近 （地理坐标为南纬 ９°２５′， 东经

１４７°１７′）， 市区建在费尔法克斯湾东岸。 以 １８７３ 年发现该地的英国 “蛇
怪” 号船长、 海军上尉约翰·莫尔兹比 （ Ｊｏｈｎ Ｍｏｒｅｓｂｙ） 的名字命名。
１９７１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莫尔兹比港为城市， 并成立了第一届

市政委员会。 １９７４ 年被巴布亚新几内亚自治政府确定为首都。 总面积 ２５３
平方公里， 人口约 ３１ 万人 （２０１４ 年），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城市、
重要的海空军基地。①

十　 国家格言、 国旗、 国徽、 国歌、 国鸟和国家雅称

国家格言

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意思是 “殊途同归”。
国旗

１９７１ 年 ７ 月 １ 日制定并使用。 国旗呈长方形， 长与宽之比为 ４ ∶ ３。 整

个旗面由红色和黑色均匀分成右上和左下两个相等的三角形， 红色和黑色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民族传统颜色。 右上方为红色， 象征着剽悍、 勇敢；
内有一只展翅飞翔的黄色极乐鸟， 象征着国家、 民族独立和自由与幸福；
左下方为黑色， 代表国家领土处于 “黑人群岛” （美拉尼西亚群岛） 之

中； 内有五颗白色五角星， 其中一星较小； 五颗星的排列位置象征着南十

字星座 （南天小星座之一， 星座虽小， 但明亮的星很多）， 表明该国地处

南半球。
国徽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正式启用。 国徽图案为一只极乐鸟停歇在两只皮鼓和一

支长矛上。 极乐鸟象征着国家、 民族独立和自由与幸福； 皮鼓和长矛代表

６

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大使馆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ｂｘｇｋ ／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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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国家的传统文化。 下方的文字为 “巴布亚新几内亚”。
国歌

１９７６ 年 ７ 月， 第二十一届奥运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 （法语： Ｖｉｌｌｅ
ｄｅ Ｍｏｎｔｒéａｌ， 英语： Ｃ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举办， 《啊， 起来， 祖国全体儿女》
作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歌首次进行演唱。

词、 曲作者： 托马斯·沙克莱迪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ｈａｃｋｌａｄｙ）
中文歌词　 　 　 　 　 　 英语歌词

啊全体子民们起来吧， 　 Ｏ ａｒｉｓｅ ａｌｌ ｙｏｕ ｓ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ｌａｎｄ，
歌唱自由把欢乐表达， 　 Ｌｅｔ ｕｓ ｓｉｎｇ ｏｆ ｏｕｒ ｊｏｙ ｔｏ ｂｅ ｆｒｅｅ，
感谢上帝欢呼新国家： 　 Ｐｒａｉｓｉｎｇ Ｇｏｄ ａｎｄ ｒｅｊｏｉｃｉｎｇ ｔｏ ｂｅ
巴布亚新几内亚。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从高山到大海把歌唱： 　 Ｓｈｏｕｔ ｏｕｒ ｎａｍ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ｔｏ ｓｅａｓ
巴布亚新几内亚。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让我们高声宣布独立： 　 Ｌｅｔ ｕｓ ｒａｉｓｅ ｏｕｒ ｖｏ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ｌａｉｍ
巴布亚新几内亚。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感谢归于无上的天主， 　 Ｎｏｗ ｇｉｖｅ ｔｈａｎ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Ｌｏｒｄ ａｂｏｖｅ
他的善良智慧和仁爱， 　 Ｆｏｒ Ｈｉｓ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Ｈｉｓ ｗｉｓｄｏｍ ａｎｄ ｌｏｖｅ
父辈的土地自由重光，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ｌａｎｄ ｏｆ ｏｕｒ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ｓｏ ｆｒｅｅ，
巴布亚新几内亚。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让世界听到我们呼唤， 　 Ｓｈｏｕｔ ａｇａｉ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ｏ ｈｅａｒ
巴布亚新几内亚。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我们独立并享受自由， 　 Ｗｅｒ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ｅｒｅ ｆｒｅｅ，
巴布亚新几内亚。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国鸟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鸟是极乐鸟。
极乐鸟又名天堂鸟、 太阳鸟、 雾鸟，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喜爱的、

珍贵稀有的特产鸟类。 它们生活在深山密林中， 喜欢逆风飞行和在雾中群

飞觅食。 极乐鸟声音洪亮， 舞姿优美， 全身羽毛五彩斑斓， 尾翼硕大艳

丽， 腾空飞起， 犹如满天彩霞， 流光溢彩。 极乐鸟在求偶时， 先是静悄悄

７



地伫立枝头， 低声慢吟， 随着清脆动听的歌声， 逐渐将身子向后仰， 最终

倒挂在树枝上， 将一身美丽的羽毛全部抖开， 如千百条彩带迎风招展。 在

表演求爱独幕剧时， 它总是用眼睛盯着对方， 观察对方的反应。 雄鸟之间

还具有谦让精神， 在情敌追求自己的 “意中人” 时会退避一旁， 直到情

敌失败， 才勇敢地展翅上场。 极乐鸟对爱情忠贞不渝： 一朝相恋， 终生相

伴， 一旦失去伴侣， 另一只就会绝食而亡， 是一种令人们仰止的高贵生

灵。 极乐鸟饮食天露花蜜， 造物主赋予它们美妙的形体， 赐予它们艳丽的

华服， 为人间带来幸福和祥瑞， 被当地人视为来自天堂的神鸟， 成为巴布

亚新几内亚独立、 自由与幸福的象征。 它的形象镌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人

民的生活、 文化、 艺术以及物品上， 融进了国人的心灵里。①

国家雅称

巴布亚新几内亚被称为 “极乐鸟之乡” “天堂鸟的故乡” “地球上最

后的原生态天堂” “世界鳄鱼之都” “铜矿之国” “潜水者的天堂” “阳光

之地”。

十一　 重要节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国性的法定节假日都会放假。
元旦： １ 月 １ 日， 庆祝新年的开始， 放假 １ 天。
复活节： 春分月圆后第一个周日， 连同复活节前周五的耶稣受难日、

周六的耶稣安葬日， 之后周一补休 １ 天， 共计放假 ４ 天。
国家元首生日 （英国女王官方生日）： 每年 ６ 月第二周的周一为庆祝

英国女王生日而放假 １ 天。
国家纪念日 （休战纪念日）： ７ 月 ２３ 日， 纪念在太平洋战争中牺牲的

巴布亚新几内亚仁人志士。
国家契约日： ８ 月 ２６ 日。
独立日 （国庆日）： ９ 月 １６ 日。

８

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 飞于天堂之中的极乐鸟》， 北方网站， ｈｔｔｐ： ／ ／ ｔｒａｖｅｌ ｅｎｏｒｔｈ ｃｏｍ ｃｎ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１３ ／ １０ ／ １８ ／ ０１１３８１７８６＿ ０３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７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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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 １２ 月 ２５ 日。
节礼日： １２ 月 ２６ 日。
另外， 每周六下午和周日全天为公休日。

十二　 宗教

宗教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 教会委员会规

定， 各种宗教活动都是自由的。
基督教　 受殖民统治的影响， 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多数居民信奉罗马天

主教和基督教新教。 主要流行的教派有罗马天主教派 （２７％ ）、 福音派路

德教会 （１９ ５％ ）、 联合教会 （１１ ５％ ）、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１０％ ）、 五

旬节派教会 （８ ６％ ）、 福音派联盟 （５ ２％ ）、 英国国教 （３ ２％ ）、 浸信

会 （２ ５％ ）、 其他新教 （８ ９％ ） 等。①

原始宗教　 巴布亚新几内亚内地土著居民保留着原始部落的生活状

态， 大多数居民信仰精灵， 崇拜图腾和祖先。 也有很多人在信仰西方宗教

的同时， 继续信仰当地的传统宗教或者土著信仰。
伊斯兰教　 １９７８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穆斯林成立伊斯兰协会。 ２００１

年 “９·１１” 事件后， 穆斯林人数大幅增长， 国内建立了 １５ 个穆斯林教

长领导的伊斯兰中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当地穆斯林信徒达到 ４０００ 多名， 增

长率达 ５００％ 。 现为南太平洋地区伊斯兰宣教理事会 （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Ｄａｗａ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 缩写： ＩＤＣＳＲ） 组织成员。

十三　 民俗

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 ８００ 多个部族， 种族背景和文化形态等差异较

大。 另外， 独特的地理条件， 使土著居民的社会整合度很低， 成为 “地
球上最原始的国度”。

（一） 婚丧习俗

土著男女恋爱时， 不允许用口头或书面语言来表达， 而是各自吹

９

① 宗教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浏览。



起一种竹制乐器， 那时缓时急、 时高时低的优美乐曲， 便是他们爱情

的心声。 泥浆人的求爱方式是咬鼻子或是咬睫毛。 按照传统习俗， 女

人只有把对方的鼻子咬破、 眼睫毛咬掉， 才能显示出对心爱之人的痴

爱之心。①

土著人结婚时， 如果新婚夫妇属于同一个族群， 就必须在一位妇女家

中通宵达旦地唱祝愿的赞歌， 男人们跳起太阳舞或月亮舞。 而双方亲属则

故意板起面孔， 情绪激昂， 虽假似真地对骂。 歌声、 欢乐声与亲属的对骂

声交织在一起， 婚礼的庆祝活动随之进入高潮。②

土著人把夫妻间的吵架看作是最好的娱乐方式。 全国各地设有专供夫

妻吵架的场所， 每当有夫妻对阵时， 观赏者便会赶来助兴。 当地人民认为

吵架吵得越凶， 娱乐效果就越好， 谁能用最尖刻、 最恶毒的语言把对方置

之窘境， 谁就被看成是吵架高手。 双方直到唇舌发僵才会停止， 夫妻俩最

后会愉快地挽臂回家。③

土著人举行葬礼时， 全部落的人集合在坟墓旁， 将一只小猪绑在墓

边， 人们对着它不停地赞颂着死者生前的事迹； 同时， 另一些人则宰杀、
熏烤大猪。 最后， 人们一边享用烤肉， 一边缅怀死者。

东部高地的土著部落有一种离奇的对死者致哀的习俗。 凡家中遇有亲

属死亡时， 妇女就要砍下一根手指， 以向死者致哀。 由于每个家庭总会有

人去世， 所以土著妇女极少有人十指齐全。④

（二） 生活习俗

高地部族的男孩长到 ６ 岁时， 必须举行入社典礼， 用小树枝在鼻孔上

穿洞， 再将野猪牙或鸟爪等装饰品嵌入洞内。 从此， 他住进男人集体居住

的 “公社”， 学习狩猎、 制作弓箭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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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巴布亚新几内亚　 情人示爱咬掉睫毛的泥浆人》， 环球网站， ｈｔｔｐ： ／ ／ ｔｒａｖｅｌ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２０１１０５０３ ／ ｎ３０６６７９３５８ ｓｈｔｍｌ？ １３０４４００９７０，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１ 日浏览。
金涛： 《世界地理全知道》，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４１６ 页。
李刚： 《巴布亚新几内亚怪俗》， 《中国民族报》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王丽娟等： 《ＷＴＯ 成员国 （地区） 经贸概况与礼仪习俗》， 中国物价出版社， ２００２， 第

５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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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人以艳装为荣。 男人将动物的油脂和各种颜色涂抹在脸上或身

上， 使黑亮的皮肤光泽美观， 以表示自己不辱祖先的美德。 他们身穿草

裙， 用兽皮或鸟的羽毛做成帽子戴在头上， 用动物的牙齿、 骨骼或贝壳等

串成项链， 佩挂在胸前， 颈上套一个竹片项圈， 每一片代表一头猪。 女人

的服饰是用野生植物纤维或芦苇制作的腰裙， 并且各部落的腰裙款式各

异。 姑娘们用竹筒雕成耳饰， 用果核或红绿色的玻璃球串成项链， 打扮得

花枝招展。①

土著人有着特殊的刺青文化， 青年男子在面部刺文， 老年男人在

脸、 臂、 腿和胸部刺文， 而已婚妇女则周身刺花。 每个部落都拥有自

己独特的文身图案， 都是经过 “注册” 受政府保护的， 其他部落的人

不得擅自使用， 否则会被认为是一种侵权， 甚至引发部落间的冲突和

战争。②

土著妇女有吸烟的习惯， 主要是用旧报纸卷烟丝而成。 男人喜欢喝啤

酒， 一个人可连续喝几十瓶， 酗酒现象严重。 为此政府严格限制酒店营业

时间， 并规定酗酒滋事要被罚款或坐牢。
土著人有咀嚼槟榔的嗜好， 他们的牙齿又黄又红。 另外， 咀嚼槟榔会

形成致癌的化合物亚硝基， 并对口腔黏膜造成机械创伤， 由此导致巴布亚

新几内亚的口腔癌发病率高居世界第二位。③

（三） 社交习俗

很多土著人迄今仍过着自给自足的原始部落生活， 实行 “头人” 统

治， 推选德高望重的人做部落首领。 那里没有明显的贫富悬殊， 成员之间

也没有大的矛盾。
土著人信奉平等原则。 如果村里某个人是拿工资的， 那么他的工资不

仅供家人消费， 而且村里的亲戚朋友也可享用。 当地学校规定足球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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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丽娟等： 《ＷＴＯ 成员国 （地区） 经贸概况与礼仪习俗》， 中国物价出版社， ２００２， 第

５００ 页。
金涛： 《世界地理全知道》，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４１６ 页。
《专家称槟榔致癌国际公认 　 ６ 成口腔癌因槟榔引发》， 中国广播网站，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ａ ｃｎｒ ｃｎ ／ ｘｗｗｇｆ ／ ２０１３０７ ／ ｔ２０１３０７１５＿ ５１３０６４２６４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 日浏览。



时， 双方必须战成平局， 只有正式比赛时才可以例外。
土著人有送礼的习俗， 家族之间每隔三年、 部族之间每隔十年左右就

要举行一次送礼节。 其目的是联络感情、 消除隔阂。 节前， 他们将礼物分

包， 写上送礼人和受礼人的姓名， 集中堆在一起。 活动开始时， 受礼人手

持弓箭、 长矛等围着礼品堆纵情歌舞， 继而做出进攻的姿势， 最后点名送

礼， 其他人呐喊祝贺。
（四） 崇猪爱猪

土著人认为猪是驱魔祛邪、 保佑平安的神灵。 因此， 当地人每家都为

猪设立神龛， 每晚全家人要向猪礼拜， 以祈求平安。 有的部族酋长为了表

示对猪的崇敬， 他们在自己鼻子上挖洞， 把野猪的爪尖嵌进去， 以此既作

为权威的象征， 又表示对猪的崇敬。① 有的酋长还把野猪的睾丸串起来，
戴在手腕上， 以表明他的信仰和力量。

土著人衡量一个家庭财产的多少是以猪的头数作为标准。 男方向女方

提亲的礼物就是猪， 并且以男方送猪多少来衡量其财富多少。 姑娘出嫁

时， 父母的陪嫁也是猪。 数量的多寡以女子的相貌为标准。
土著男女实行分居。 每个家庭有男屋和女屋， 女人和孩子跟猪同住在

女屋里。 夜间， 人和猪则顺着躺在一起， 犹若爱猪如子。②

土著人每隔 ４ ～ ６ 年的 １ 月 １４ 日举行一次家猪庆典。 庆典仪式上， 成

百上千的男女放开肚皮， 美餐一顿猪肉佳肴， 欢庆家族团聚和庆贺家庭成

员的成就。③

（五） 当地禁忌

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绝大多数信奉基督教新教和罗马天主教， 他们忌讳

阿拉伯数字 “１３”， 认为 “１３” 不吉利， 会给人们带来厄运和灾难。
土著吉米族人忌讳飞狐、 猫头鹰和其他长着短嘴的鸟类。 因为这些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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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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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兰： 《古怪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人》， 《世界文化》 ２００１ 年第 ３ 期， 第 ４１ 页。
《巴布亚新几内亚节日风俗》，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ｄｇｋ ／ ｚｗｆｅｎｇｓｕ ／ ２０１２０８ ／ ２０１２０８０８２９９８２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 日浏览。
沙女： 《中外节日纪念日》， 中国青年出版社， １９９６， 第 ３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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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没有鼻子， 其含义是没有阳性的生殖器。
高地地区的习俗规定男子绝不能提举笨重东西， 就是与女人同行时也

不例外。 如果男子被发现肩负重物， 其妻子就要受到惩罚， 甚至可能会因

此而丧命。
在公共场所， 异性之间不能牵手、 接吻。 与陌生人不能对视、 询问姓

名。 不能从食物或小孩身上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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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然地理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南太平洋地区除澳大利亚之外陆地面积最大、 人口

最多、 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其自然地理特征极具区域性特点。

第一节　 地理位置和领土组成

巴布亚新几内亚位于赤道以南太平洋的西部， 大洋洲的西北部， 在地

理上属于美拉尼西亚 （Ｍｅｌａｎｅｓｉａｎｓ， 源自希腊语， 意为 “黑人群岛”） 群

岛的一部分。

一　 地理位置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土北起赤道， 南至南纬 １２° （南北跨度 １５７０ 公

里）， 西从东经 １４１°起， 东到东经 １６０° （东西跨度 ２１００ 公里）。 东距瑙鲁

共和国约 ３０００ 公里， 东南隔布干维尔海峡与所罗门群岛舒瓦瑟尔岛

（Ｃｈｏｉｓｅｕｌ Ｉｓｌａｎｄ） 相距 ５０ 公里， 南隔 １４０ 公里宽的托雷斯海峡与澳大利

亚约克角半岛 （Ｃａｐｅ Ｙｏｒｋ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相望， 西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巴布

亚省接壤， 北距美国关岛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ｕａｈａｎ）、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３０００ 多公里。 距离中国最近地点约 ６０００ 公里。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处亚洲、 大洋洲海上交通要道， 是南、 北太平洋的

交汇点， 以及东南亚人民向太平洋地区航海或迁移的跳板， 具有重要的战

略地位。
巴布亚新几内亚处于东十区， 时间比中国北京时间早 ２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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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领土组成

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境由新几内亚岛东半部以及位于珊瑚海、 俾斯麦

海、 所罗门海之间的 ６００ 多个岛屿组成。 领土包括新几内亚岛东经 １４１°
以东地区， 东北方向太平洋海域中的俾斯麦群岛 （德语： Ｂｉｓｍａｒｃｋ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 以及东南部海域中的路易西亚德群岛 （德语： Ｌｏｕｉｓｉａｄｅ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 当特尔卡斯托群岛 （ＤＥｎｔｒｅｃａｓｔｅａｕｘ Ｉｓｌａｎｄｓ）、 特罗布里恩

群岛 （Ｔｒｏｂｒｉａｎ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 又译为超布连群岛）、 伍德拉克群岛 （Ｗｏｏｄｌａｒｋ
Ｉｓｌａｎｄｓ）、 北所罗门群岛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等。

（一） 新几内亚岛东经 １４１°以东地区

新几内亚岛又称伊里安岛 （印尼语： Ｉｒｉａｎ） 或巴布亚岛， 是世界上

仅次于格陵兰岛 （英语：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丹麦语： Ｇｒｏｎｌａｎｄ， 格陵兰语：
Ｋａｌａａｌｌｉｔ Ｎｕｎａａｔ） 的第二大非大陆岛。 从地图上看， 该岛的外形像一只浮

游在太平洋西部的大水鸟。 以东经 １４１°为界， 西部的 “鸟头” 部分及前

半身属于印度尼西亚； 东部的 “鸟尾” 部分及后半身归属巴布亚新几内

亚， 约占其国土总面积的 ８５％ 。
（二） 俾斯麦群岛

俾斯麦群岛是以 １９ 世纪末期德意志帝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

（德语： Ｏｔｔｏ ｖｏｎ Ｂｉｓｍａｒｃｋ） 的名字命名， 位于新几内亚岛东北部的赤道

南侧， 散落在南纬 １° ～ ７°与东经 １４６° ～ １５４°之间的俾斯麦海海域。 包括

新不列颠岛 （Ｎｅｗ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 新爱尔兰岛 （Ｎｅｗ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Ｉｓｌａｎｄ）、 新

汉诺威岛 （Ｎｅｗ Ｈａｎｏｖｅｒ Ｉｓｌａｎｄ）、 阿德默勒尔蒂群岛 （Ａｄｍｉｒａｌｔｙ Ｉｓｌａｎｄｓ，
又译为金钟群岛、 海军部群岛）， 以及约克公爵群岛 （ Ｄｕｋｅ ｏｆ Ｙｏｒｋ
Ｉｓｌａｎｄｓ）、 圣穆绍群岛 （ Ｓｔ Ｍｕｓｓａｕ Ｉｓｌａｎｄｓ）、 维图群岛 （Ｗｉｔｕ Ｉｓｌａｎｄｓ）、
费尼群岛 （ Ｆｅｅｎｅｙ Ｉｓｌａｎｄｓ ）、 维提群岛 （ Ｖｉｔｉ Ｉｓｌａｎｄｓ ）、 锡亚西群岛

（Ｓｉａｓｓｉ Ｉｓｌａｎｄｓ ）、 塔 巴 尔 群 岛 （ Ｔａｂａｒ Ｉｓｌａｎｄｓ ）、 利 希 尔 群 岛 （ Ｌｉｈｉｒ
Ｉｓｌａｎｄｓ）、 圣马赛厄斯群岛 （ Ｓｔ Ｍａｔｈｉａｓ Ｉｓｌａｎｄｓ ）、 唐阿群岛 （ Ｔａｎｇ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 又译为坦加群岛）、 西部群岛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瓦托姆岛

（Ｗａｔｏｍ Ｉｓｌａｎｄ）、 贾乌尔岛 （Ｄｙａｕｌ Ｉｓｌａｎｄ） 等大小 ２００ 多个岛屿， 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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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 ４９６５８ 平方公里。
新不列颠岛旧称新波美拉尼亚 （德语： Ｎｅｕ Ｐｏｍｍｅｒｎ）， 位于新几内

亚岛东大陆休恩半岛 （Ｈｕｏ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以东 ８８ 公里处。 整个岛屿介于南

纬 ４° ～ ７°与东经 １４８° ～ １５２°之间， 东北—西南走向， 大致呈新月形， 东

西长约 ４８０ 公里， 南北宽约 ８０ 公里， 面积 ３５１４５ 平方公里， 是俾斯麦群

岛中最大的岛屿， 在世界岛屿排名中列第 ３９ 位。
新爱尔兰岛旧称新麦克兰堡 （德语： Ｎｅｕ Ｍｅｃｋｌｅｎｂｕｒｇ）， 西南隔圣乔

治海峡与新不列颠岛相望。 岛形狭长， 形似一支火绳枪， 自西北向东南延

伸 ３２２ 公里， 宽度由 ８ 公里逐渐增加到 ４８ 公里， 面积 ７４０４ 平方公里， 是

俾斯麦群岛中的第二大岛屿， 在世界岛屿排名中列第 ９３ 位。
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由马努斯岛 （Ｍａｎｕｓ Ｉｓｌａｎｄ）、 洛斯内格罗斯岛

（Ｌｏｓ Ｎｅｇｒｏｓ Ｉｓｌａｎｄ）、 巴卢安岛 （Ｂａｌｕ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兰布蒂奥岛 （Ｒａｍｂｕｔｙｏ
Ｉｓｌａｎｄ）、 帕 克 岛 （ Ｐａｋ Ｉｓｌａｎｄ ）、 洛 乌 岛 （ Ｌｏｕ Ｉｓｌａｎｄ ）、 汤 岛 （ Ｔｏ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 又译为通格岛）、 约翰斯顿岛 （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 等近 ４０ 个火山

岛、 珊瑚岛组成， 陆地面积 ２０７２ 平方公里。 马努斯岛又称大阿德默勒

尔蒂岛， 东西长 ９６ 公里， 南北宽 ２０ ～ ３２ 公里， 面积 １５５４ 平方公里，
是该群岛中最大的岛屿。 兰布蒂奥岛又称耶稣玛丽亚岛 （ Ｊｅｓｕｓ Ｍａｒｉａ
Ｉｓｌａｎｄ）， 长 １７ 公里， 宽 ８ 公里， 面积 ８８ 平方公里， 是该群岛中的第二

大岛屿。
新汉诺威岛又称拉翁艾岛 （Ｌａｖｏｎｇａｉ Ｉｓｌａｎｄ）， 东南隔 ３２ 公里宽的海

峡与新爱尔兰岛相望， 是俾斯麦群岛中的一个火山岛。 全岛东西长 ６０ 公

里， 南北宽 ３０ 公里， 面积 １１８６ 平方公里。
约克公爵群岛旧称新劳恩堡 （德语： Ｎｅｕ Ｌａｕｅｎｂｕｒｇ）， 位于新爱尔兰

岛和新不列颠岛之间， 由约克公爵岛、 马卡达岛 （Ｍａｋａｄａ Ｉｓｌａｎｄ）、 乌鲁

岛 （Ｕｌｕ Ｉｓｌａｎｄ） 和米奥科岛 （Ｍｉｏｋｏ Ｉｓｌａｎｄ） 等 １２ 座珊瑚岛组成， 面积

５８ 平方公里。
锡亚西群岛位于新几内亚岛和新不列颠岛之间， 由温博伊岛 （Ｕｍｂｏｉ

Ｉｓｌａｎｄ）、 托洛基瓦岛 （Ｔｏｌｏｋｉｗａ Ｉｓｌａｎｄ）、 萨卡尔岛 （Ｓａｋａｒ Ｉｓｌａｎｄ）、 马赖

岛 （Ｍａｌａｉ Ｉｓｌａｎｄ）、 蒂厄姆岛 （ Ｔｕａｍ Ｉｓｌａｎｄ）、 里特尔岛 （Ｒｉｔｔｅｒ Ｉｓ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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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约 ２０ 个岛屿组成， 面积 ８７０ 平方公里。 其中温博伊岛面积 ７７７ 平方公

里。
费尼群岛位于新爱尔兰岛东南部海域， 由安比特尔岛 （ Ａｍｂｉｔｌｅ

Ｉｓｌａｎｄ） 和巴巴塞岛 （Ｂａｂａｓｅ Ｉｓｌａｎｄ） 组成， 面积 １１０ 平方公里。
唐阿群岛位于新爱尔兰岛东部海域， 由主岛马伦多克岛 （Ｍａｌｅｎｄｏｋ

Ｉｓｌａｎｄ）、 博昂岛 （ Ｂｏａ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 利夫岛 （ Ｌｉｆ Ｉｓｌａｎｄ）、 特法岛 （ Ｔｅｆａ
Ｉｓｌａｎｄ） 和一些岩礁组成， 面积约 ２００ 平方公里。

利希尔群岛位于新爱尔兰岛东部海域， 由利希尔岛、 萨纳姆比特岛

（Ｓａｎａｍｂｉｅｔ Ｉｓｌａｎｄ ）、 马 萨 海 特 岛 （ Ｍａｓａｈｅｔ Ｉｓｌａｎｄ ）、 马 利 岛 （ Ｍａｌｉ
Ｉｓｌａｎｄ）、 马胡尔岛 （Ｍａｈｕｒ Ｉｓｌａｎｄ） 组成， 面积 ２０５ 平方公里。

圣马赛厄斯群岛位于新汉诺威岛西北部海域， 包括穆绍岛 （Ｍｕｓｓａｕ
Ｉｓｌａｎｄ）、 埃马纳努萨岛 （Ｅｍａｎａｎｕｓａ Ｉｓｌａｎｄ）、 埃米拉岛 （Ｅｍｉｒａｕ Ｉｓｌａｎｄ）、
滕奇岛 （Ｔｅｎｃｈ Ｉｓｌａｎｄ） 等， 面积 ６６０ 平方公里。

塔巴尔群岛位于新爱尔兰岛北部海域， 由塔巴尔岛、 塔塔乌岛

（Ｔａｔａｕ Ｉｓｌａｎｄ）、 辛贝里岛 （Ｓｉｍｂｅｒｉ Ｉｓｌａｎｄ） 和一些较小的岛屿组成， 面积

２７０ 平方公里。
维图群岛位于新不列颠岛北部海域， 由加罗韦岛 （Ｇａｒｏｖｅ Ｉｓｌａｎｄ）、

乌内阿岛 （Ｕｎｅａ Ｉｓｌａｎｄ）、 蒙杜阿岛 （Ｍｕｎｄｕａ Ｉｓｌａｎｄ） 和 ５ 个小岛组成，
面积 ９６ 平方公里。

西部群岛位于马努斯岛以西 ２００ ～ ４１６ 公里范围内， 由阿瓦岛 （Ａｕａ
Ｉｓｌａｎｄ）、 武武卢岛 （Ｗｕｖｕｌｕ Ｉｓｌａｎｄ）、 赫米特群岛 （Ｈｅｒｍｉｔ Ｉｓｌａｎｄｓ）、 尼尼

戈群岛 （Ｎｉｎｉｇｏ Ｉｓｌａｎｄｓ）、 卡尼埃特群岛 （Ｋａｎｉｅｔ Ｉｓｌａｎｄｓ） 等岛屿组成，
面积约 ６０ 平方公里。

（三） 当特尔卡斯托群岛

当特尔卡斯托群岛是以 １８ 世纪末期法国航海家安托万·布吕尼·当

特尔卡斯托 （Ａｎｔａｗｎ Ｂｒｕｎｉ ＤＥｎｔｒｅｃａｓｔｅａｕｘ） 的名字命名， 位于所罗门海

的西南部， 呈西北—东南走向， 隔 ４０ 公里宽的沃德亨特海峡及戈申海峡

与新几内亚岛东南海岸相望。 主要包括弗格森岛 （Ｆｅｒｇｕｓｓ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 诺

曼比岛 （Ｎｏｒｍａｎｂｙ Ｉｓｌａｎｄ）、 古迪纳夫岛 （Ｇｏｏｄｅｎｏｕｇｈ Ｉｓｌａｎｄ）、 萨纳罗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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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Ｓａｎａｒｏａ Ｉｓｌａｎｄ ）、 多布岛 （ Ｄｏｂｕ Ｉｓｌａｎｄ ）、 努阿卡塔岛 （ Ｎｕａｋａｔａ
Ｉｓｌａｎｄ）、 安 菲 莱 特 群 岛 （ Ａｍｐｈｌｅｔｔ Ｉｓｌａｎｄｓ ） 和 奥 布 斯 鲁 克 顿 群 岛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等， 陆地面积约 ３１００ 平方公里。
弗格森岛是当特尔卡斯托群岛中最大的火山岛， 东西长 ６５ 公里， 南

北宽 ４８ 公里， 面积 １４３７ 平方公里。
诺曼比岛是当特尔卡斯托群岛中第二大火山岛， 长 ７０ 公里， 宽 ２０ 公

里， 面积 ８５０ 平方公里。
古迪纳夫岛旧称莫拉塔岛 （Ｍｏｒａｔａ Ｉｓｌａｎｄ）， 呈圆形状， 长 ３９ 公里，

宽 ２７ 公里， 面积 ６８７ 平方公里。
（四） 路易西亚德群岛

路易西亚德群岛是以 １８ 世纪中期法国国王路易十五 （Ｌｏｕｉｓ ＸＶ） 的

名字命名的， 位于新几内亚岛东南 ２００ 公里的珊瑚海北部， 分布在 ２ ６ 万

平方公里的海域内。 包括东部地区的塔古拉岛 （Ｔａｇｕｌａ Ｉｓｌａｎｄ）、 米西马岛

（Ｍｉｓｉｍａ Ｉｓｌａｎｄ）、 罗塞尔岛 （Ｒｏｓｓｅｌ Ｉｓｌａｎｄ）、 耶伊纳岛 （Ｙｅｉｎａ Ｉｓｌａｎｄ）、
雷纳群岛 （Ｒｅｎａｒ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 帕纳蒂纳尼群岛 （Ｐａｎａ Ｔｉｎａｎｉ Ｉｓｌａｎｄｓ）， 中

部地区的邦武卢瓦群岛 （ Ｂｏｎｖｏｕｌｏｉｒ Ｉｓｌａｎｄｓ）、 德博因群岛 （ Ｄｅｂｏｙｎ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卡尔瓦多斯群岛 （ Ｃａｌｖａｄｏｓ Ｉｓｌａｎｄｓ）， 西部地区的萨马赖岛

（Ｓａｍａｒａｉ Ｉｓｌａｎｄ）、 瓦里群岛 （Ｗａｒｉ Ｉｓｌａｎｄｓ）、 锡德亚岛 （Ｓｉｄｅｉａ Ｉｓｌａｎｄ）、
萨里巴岛 （Ｓａｒｉｂａ Ｉｓｌａｎｄ）、 巴西拉基岛 （Ｂａｓｉｌａｋｉ Ｉｓｌａｎｄ， 又称莫尔兹比

岛）、 布鲁梅群岛 （Ｂｒｕｍｅｒ Ｉｓｌａｎｄｓ） 等 １００ 多个岛屿， 陆地面积 １５６０ 平

方公里。
塔古拉岛又称瓦纳特奈岛 （Ｖａｎａｔｉｎａｉ Ｉｓｌａｎｄ）、 苏德斯特岛 （ Ｓｕｄｅｓｔ

Ｉｓｌａｎｄ）、 东南岛， 是路易西亚德群岛中最大的火山岛。 全岛呈西北—东南

走向， 长 ６３ 公里， 宽 ２４ 公里， 面积 ８３０ 平方公里。
罗塞尔岛位于路易西亚德群岛最东端， 是该群岛中第二大岛屿， 全岛

东西长 ３４ 公里， 南北宽 １１ 公里， 面积 ２６３ 平方公里。
米西马岛又称圣艾尼昂岛 （ Ｓｔ Ａｉｇｎ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全岛长 ４０ 公里， 宽

９ ７ ～ １１ ３ 公里， 面积 ２０３ 平方公里。
巴西拉基岛又称莫尔兹比岛 （Ｍｏｒｅｓｂｙ Ｉｓｌａｎｄ）， 全岛长 １７ 公里，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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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公里， 面积 １０１ 平方公里。
卡尔瓦 多 斯 群 岛 由 巴 加 曼 岛 （ Ｂａｇａｍ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 赫 梅 纳 西 岛

（Ｈｅｍｅｎａｈｅｉ Ｉｓｌａｎｄ ）、 库 瓦 纳 克 岛 （ Ｋｕｗａｎａｋ Ｉｓｌａｎｄ ）、 莫 托 里 纳 岛

（Ｍｏｔｏｒｉｎａ Ｉｓｌａｎｄ） 等 ４５ 个岛屿组成， 面积约 ８１ 平方公里。
（五） 特罗布里恩群岛

特罗布里恩群岛又称爱情岛、 基里威纳群岛 （Ｋｉｒｉｗｉｎ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 是

以 １８ 世纪末期法国航海家丹尼斯 · 德 · 特罗布里恩 （ Ｄｅｎｎｉｓ ｄｅ
Ｔｒｏｂｒｉａｎｄ） 的名字命名的， 位于新几内亚岛东南延伸部分以北 １４５ 公里处

的所罗门海中， 包括基里威纳岛、 凯莱乌纳岛 （Ｋａｉｌｅｕｎａ Ｉｓｌａｎｄ， 西主

岛）、 瓦库塔岛 （Ｖａｋｕｔａ Ｉｓｌａｎｄ， 南主岛）、 基塔瓦岛 （Ｋｉｔａｖａ Ｉｓｌａｎｄ）、 图

马岛 （Ｔｕｍａ Ｉｓｌａｎｄ）、 博马帕乌岛 （Ｂｏｍａｐａｕ Ｉｓｌａｎｄ） 等 ２１ 个珊瑚岛， 陆

地面积 ４４０ 平方公里。
基里威纳岛是特罗布里恩群岛中的主岛， 南北长 ４５ 公里， 东西宽５ ～

１６ 公里， 面积 ２８０ 平方公里。
（六） 北所罗门群岛

北所罗门群岛是所罗门群岛的一部分， 包括布干维尔岛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
Ｉｓｌａｎｄ）、 布卡岛 （Ｂｕｋａ Ｉｓｌａｎｄ） 等。

布干维尔岛是以 １８ 世纪中期法国航海家路易斯·安托万·德·布干

维尔 （Ｌｏｕｉｓ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ｄｅ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 的名字命名的。 全岛呈提琴状， 西

北—东南走向， 南北长 １２０ 公里， 东西宽 ６４ ～ ９６ 公里， 面积 ８６４６ 平方公

里， 是所罗门群岛中最大的岛屿。 在世界岛屿排名中列第 ７９ 位。
布卡岛是所罗门群岛中典型的火山岛。 全岛南北长 ４８ 公里， 东西宽

１０ ～ １４ 公里， 面积 ５９８ 平方公里。
（七） 伍德拉克群岛

以 １８３６ 年澳大利亚船只 “伍德拉克” 号停泊该岛屿而得名， 由伍德

拉克岛、 马道岛 （Ｍａｄａｕ Ｉｓｌａｎｄ）、 纳塞岛 （Ｎａｓａｉ Ｉｓｌａｎｄ） 等 ９ 个岛屿组

成， 陆地面积 ７４８ 平方公里。
伍德拉克岛又称穆乌阿岛 （Ｍｕｙｕａ Ｉｓｌａｎｄ）， 全岛东西长 ７０ 公里， 南

北宽 １９ 公里， 面积 ７３９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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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形与气候

一　 地形特点

　 　 巴布亚新几内亚所属各岛屿地形复杂， 均以崎岖的山地地形为主， 海

岸附近有低地和小丘。
（一） 新几内亚岛

新几内亚岛东经 １４１°以东地区的南部为平原和低地， 中部是山岭重

叠的中央山系， 北部是与中央山系平行的几个单独的山岭。
北部山岭位于新几内亚岛北部沿海一带， 从西到东依次为托里西利

山、 亚历山大王子山、 阿德尔伯特山、 菲尼斯特雷山、 萨鲁瓦吉德山， 均

属于断层山， 海拔高度大部分在 ６００ 米左右。 因受河流剧烈切割， 山脉已

不连续。 但是东端休恩半岛上的菲尼斯特雷山十分陡峭， 有些高峰超过

４３００ 米，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最崎岖难行的高山。 这一地区地壳活动

频繁， 地面正在抬升。
中央山系以马勒山脉为主， 由西北向东南斜贯全岛， 并且山势逐渐降

低， 海拔由 ３０００ 多米逐渐下降到 １０００ 米左右， 山地的宽度也由 ２４０ 公里

逐渐缩减到 ４０ 公里左右， 最终形成巴布亚半岛上的欧文·斯坦利山岭。
其东端一直延伸入海， 突出海面的山峰构成了路易西亚德群岛和当特尔卡

斯托群岛， 成为珊瑚海与所罗门海的分界线。 中央山系由一系列高大的山

岭、 高山峡谷和高原组成。 山岭包括兴登堡山、 库博尔山、 施拉德山、 俾

斯麦山、 克拉特凯山等。 其中位于钦布省、 马当省和吉瓦卡省交界处俾斯

麦山脉的威廉峰海拔 ４５０９ 米，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的最高点， 山顶常

年被积雪覆盖。 高山峡谷有瓦吉谷地、 钦布谷地、 戈罗卡谷地、 布洛洛谷

地， 以及凯南图高原等。 这些东西走向的高大山岭， 到处都是悬崖峭壁，
成为全岛南北交通的巨大障碍； 但这一区域气候凉爽， 是全国人口最稠密

的地区之一。
在中央山系南北两侧， 有宽窄不等的沿海平原和广阔的沼泽低地。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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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部巴布亚湾一带由弗莱河与里古河 （又称迪古尔河） 等河流冲积而

成的里古—弗莱三角洲平原是新几内亚岛上最大的平原。 由于该地地势低

平， 并在缓慢下沉， 因此在河流与海滩之间形成了一望无际的沼泽， 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沼泽地之一。 沼泽地上林木茂密， 生长着无数的红树林、 西

谷棕榈和聂柏棕榈。 北部沿海地区有狭窄的平原和优良港湾， 如休恩湾、
马克姆湾、 纳索湾、 阿斯特罗莱布湾、 古迪纳夫湾等。

新几内亚岛属新生代构造区， 地壳极不稳定， 岛上有许多火山锥， 部

分山区近期还不时有火山喷发， 并频繁发生地震。
（二） 俾斯麦群岛

俾斯麦群岛中的大型岛屿地形崎岖多山， 有许多活火山； 小型岛屿由

火山喷发或珊瑚礁形成。
新不列颠岛地形崎岖， 岩溶地貌明显， 中部有怀特曼山、 纳卡奈山、

贝宁山等， 最高峰为海拔 ２３３４ 米的乌拉旺火山。 岛上有 ３ 处活火山区，
分别是西尽头、 濒临奥彭湾和金贝湾的北部沿海以及东北部加泽尔半岛

（Ｇａｚｅｌｌｅ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上的马图皮 （Ｍａｔｕｐｉ） 和伏尔甘 （Ｖｕｌｃａｎ） 火山锥。
海岸线蜿蜒 １６００ 公里。 沿海平原狭窄， 多优良港湾， 如金贝湾、 塔拉塞

亚湾、 白兰琪湾、 卡卡鲍尔湾和贾奎诺特湾等。
新爱尔兰岛以山地地形为主， 南部地势崎岖， 最高峰塔龙山海拔

２３７９ 米。 西北部为莱姆斯通高地， 地势较为平坦。 东部沿海地区有珊瑚

礁、 滤灰层形成的平原， 土壤较肥沃。 岛上森林茂密， 多小河。 拥有拉马

萨湾、 拉尼索湾等优良港湾。
马努斯岛内地多沟谷， 最高峰德雷姆塞尔山海拔 ７１８ 米。 岛上雨水充

沛， 多急流短河； 森林茂密， 大部分属于原生态。 沿海岸有红树林、 沼泽

环绕的海湾和陡崖。
（三） 当特尔卡斯托群岛

弗格森岛最高峰是海拔 ２０７３ 米的尤格瓦巴山， 山上覆盖着茂密的森

林。 岛上有 ３ 个大型死火山， 以及间歇泉和喷气孔。 沿海岸地区有肥沃的

耕地。
诺曼比岛上有许多死火山、 温泉、 间歇泉。 最高峰为海拔 １１５８ 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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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雷沃斯特山。 东、 西海岸分别有塞瓦泰泰湾和塞瓦湾。
古迪纳夫岛海岸线长 １１６ 公里， 最高点瓦因乌山海拔 ２５３６ 米。 中部

山脉的四周为平原。
（四） 路易西亚德群岛

塔古拉岛地势崎岖， 最高峰为海拔 ８０６ 米的拉特尔斯内克山， 沿海岸

环有珊瑚礁， 是世界第二大珊瑚礁区。
米西马岛的地形以山地为主， 最高峰为海拔 １０３６ 米的奥伊亚陶山。

１８８８ 年， 在岛的东部发现了沙金。
（五） 北所罗门群岛

布干维尔岛多山， 有南北大致平行的两列山脉， 即北部的皇帝山脉，
其中巴尔比峰高达 ２７４５ 米， 是该岛的最高峰， 也是一座休眠火山； 南部

的王储山脉， 地势较低。 该岛常年高温多雨， 雨林茂密。 南部沿海有狭窄

的平原， 土壤肥沃。 沿海岸一带多珊瑚礁。 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 渔业资

源和铜矿资源。 因处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 故而岛上多火山、 地震。
布卡岛内地森林茂密， 雨水丰沛， 年降水量 ２５００ 毫米， 最高点海拔

４９８ 米。 西部、 南部海岸外有珊瑚礁， 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
（六） 伍德拉克群岛

伍德拉克岛的地形以低矮的丘陵为主， 由珊瑚石灰岩构成。 最高峰海

拔 ４１０ 米， 山上覆盖着茂密的热带雨林， 以出产乌檀木、 黄金而闻名。 岛外

有环礁， 南部海岸有可停泊船只的瓜索泊 （Ｇｕａｓｏｐａ） 港和苏洛加 （Ｓｕｌｏｇａ）
港。

（七） 特罗布里恩群岛

基里威纳岛平均海拔 ９０ 米， 整个岛屿相对平坦， 沼泽区分布较广。
温度和湿度较高， 月平均降水量达 ２５０ ～ ３８０ 毫米。

二　 气候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处赤道附近， 全国海拔 １０００ 米以上的地区属山地

气候。 由于山地垂直起伏达数千米， 因此， 气候垂直差异特别明显， 气温

及其日较差、 年较差均随高度递减。 其他地区大部分地区属热带雨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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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全年高温多雨。① 但由于地形复杂， 山脉横贯， 河谷相间， 高地与低

地海拔相差悬殊， 加上东南信风和西北季风两大气流的影响， 各地区之间

的气候存在较大的差异。
巴布亚新几内亚处于太阳光照直射范围， 低地和沿海平原光照时间可

达 １２ 小时， 年平均气温在 ２１ １℃ ～ ３２ ２℃， 冬夏季节温度变化不大， 一

年四季气候温和。 例如， 新几内亚岛东北部莫罗贝省首府莱城 （Ｌａｅ）， ２
月平均气温 ２７ ５℃， ７ 月平均气温 ２４ ８℃， 年较差不到 ３℃。 然而， 在高

地地区， 气温则随着海拔的升高而降低， 海拔 ２０００ 米处有一个月的时间

平均气温在 ２０℃以下， 海拔 ４０００ 米以上地区有几个月的时间平均气温在

０℃以下。 总体上讲， 高地地区平均气温低于沿海地区 ５ ～ ６℃。 例如， 东

高地省首府戈罗卡 （Ｇｏｒｏｋａ）， ２ 月日均最高气温 ２７℃， 最低气温 １６℃；
７ 月日均最高气温 ２６℃， 最低气温 １５℃。 全年白天温和， 夜晚凉爽， 气

候宜人， 并且高山顶部有霜雪出现， 甚至还有冰川积雪。

三　 降水

巴布亚新几内亚大部分地区降水丰沛， 年平均降水量在 ２５００ 毫米

以上。 但降水量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 南部沿海一带约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毫

米， 北部沿海一带则为 ２５００ ～ ３０００ 毫米， 而在中部高地的迎风坡可达

３０００ ～ ４０００ 毫米。 降水时间分布也极不均匀。 每年的 ５ ～ １０ 月盛行东

南信风， 加上南半球冬季气候的影响， 温度稍有降低， 雨水相对稀少，
是为旱季 （又称东南信风季节）； １１ 月 ～ 次年 ４ 月盛行西北季风， 降水

量增加， 以北部居多， 年平均降水量达 ４０００ 毫米以上， 是为雨季 （又
称湿季）。

在不同的地区， 旱季和雨季的变化程度和时间也有所不同。 例如莱

城， 由于休恩湾背后高山地形的影响， 其雨季却在东南信风时期， 即在全

国多数地区是旱季时期。 还有一些地方， 虽然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同， 但年

降水量却相差悬殊。 例如， 布干维尔岛西岸的博库 （Ｂｏｋｕ） 年平均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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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６３５０ 毫米， 新不列颠岛南部沿海的波米奥 （Ｐｏｍｉｏ） 年平均降水量高达

８６５０ 毫米。 而全国旱季和雨季最明显的莫尔兹比港年平均降水量仅有

１１６４ 毫米。

四　 河流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处热带雨林地区， 降水量大， 由此造成岛上河流众

多。 其特点是较大的河流都发源于新几内亚岛的中部山区， 分别由南北坡

地流入海洋。 河流上游坡陡流急， 挟带着大量的泥沙， 在中下游两岸形成

面积大小不等的冲积平原。 全岛河流大部分河水浅急， 基本上不具备通航

条件， 但上游却蕴藏着丰富的水利资源。 全国理论水电蕴藏总量约 ２ 万兆

瓦， 技术可开发量约 １ ５ 万兆瓦， 经济可开发量约 ４２００ 兆瓦。
（一） 中央山系以北地区的河流

主要有塞皮克河、 拉姆河、 马克姆河， 前两条注入俾斯麦海， 后一条

注入休恩湾。
塞皮克河旧称凯瑟琳奥古斯塔河， 发源于中部高地维克托·伊曼纽尔

岭斯塔山的北坡， 全长 １１３０ 公里，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最长的河流，
流域面积超过 １０ 万平方公里， 吃水 ４ 米深的轮船可以一直上溯到 ６６０ 公

里处， 是沿海进入内陆开展贸易活动的重要航线。 同时， 该河蜿蜒于高山

荒野、 茂密的热带雨林和红树沼泽之中， 汇聚了霍登河、 梅河、 阿普里尔

河、 斯克鲁河、 尤埃特河、 凯拉姆河等支流， 还有许多牛轭湖、 死水、 沼

泽、 湖泊和人工渠道等， 成为全球最大的河流之一、 亚太地区最大的未受

到污染的淡水湿地生态系统。 该河下游河道弯曲， 河口多泻湖和冲积岛

屿， 虽然没有形成三角洲平原， 但沿岸处于与世隔绝状态的部落， 却独创

出大洋洲内容古朴、 形式多样的原始艺术。 河水中生长有 ２８２ 种淡水鱼

类， 其中 ７５ 种为塞皮克河所独有。 ２０１３ 年， 塞皮克河被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 （ＣＮＮ） 评为 “全球最美的十五条河流” 之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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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球最壮美的十五条河流》， 人民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４ ／ ０９２２ ／
ｃ１５７２７８ － ２５７０４６０２ － ４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 日浏览。



拉姆河旧称奥特蒂利恩河， 发源于凯南图高原的克拉特凯山， 全长

６４０ 公里， 平均流量 １５００ 立方米 ／秒。 主要支流有索格拉姆河等。 该河经

常洪水泛滥并改道， 无法通航。 沿河岸只有杜姆普 （ Ｄｕｍｐｕ）、 邦迪

（Ｂｏｎｄｉ） 和阿泰姆布尔 （Ａｔｅｍｂｌｅ） 等少数居民点。
马克姆河发源于菲尼斯特雷山， 全长 １８０ 公里。 主要支流有埃拉

普河、 瓦图特河。 河水落差达 ２０００ 多米， 拥有丰富的水力资源。 流域

面积比较广， 但人口却十分稀少。 河口处有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二大城

市莱城。
（二） 中央山系以南地区的河流

主要河流有普拉里河、 弗莱河、 基科里河， 均注入南部的巴布亚湾。
普拉里河发源于俾斯麦山岭的南坡， 全长 ４６７ 公里， 年平均流入海洋

的径流量达 ４５ 立方米 ／秒， 流域面积达 ３ １ 万平方公里。 上游在汇集了埃

拉韦河、 瓦吉河和图阿河三大支流后， 穿越高山峡谷， 流经人口稠密的地

区； 中游为原始森林覆盖的大平原； 在距离河口 ４０ 公里处的下游则形成

了面积达 ２６００ 平方公里、 人口密集的沼泽三角洲。
弗莱河发源于中部高地维克托·伊曼纽尔岭斯塔山的南坡， 全长

１０４０ 公里。 如以支流斯特里克兰河计算， 河道全长 １２９０ 公里。 该河是巴

布亚新几内亚径流量最大的河流， 该河流域面积达 １３ ３７ 万平方公里。 主

要支流除斯特里克兰河外， 还有帕尔默河、 泰迪河、 奥姆河、 拉盖普河、
凯姆河、 艾丽斯河等。 上游两岸雨林茂密； 中下游两岸是热带稀树草原和

多湖泊的沼泽平原， 河道蜿蜒曲折， 落差仅有 ８０ 米， 可供吃水深 ２ ５ 米

以下的船只全年通航， 通航里程达 ８６０ 公里； 河口宽广， 海潮可上溯到

１６０ 公里处。 每年 １０ 月至次年 ４ 月间洪水泛滥， 河水携带大量泥沙， 沉

积在 ６４ 公里宽的河口附近， 形成了基瓦伊 （Ｋｉｗａｉ）、 瓦布达 （Ｗａｂｕｄａ）、
普鲁图 （Ｐｕｒｕｔｕ） 等沙丘和岛屿， 沿河岸地区人烟稀少。

基科里河发源于南高地省首府门迪 （Ｍｅｎｄｉ） 所在的山区， 全长 ２３０
公里。 河口处分裂成众多的通道穿过平原， 形成了面积达 ２ ３３ 万平方公

里的三角洲， 人口密集， 建有重要的城镇基科里 （Ｋｉｋｏｒｉ）。
另外， 属岛新不列颠岛、 新爱尔兰岛、 布干维尔岛等岛屿上， 也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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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细小而湍急的河流。 它们从山脉的两边流入周边的海洋， 拥有丰富的水

力资源。

五　 湖泊

巴布亚新几内亚降水丰沛， 地形复杂， 高山峡谷中形成了许多湖泊，
其中著名的有新几内亚岛上的默里湖和库土布湖。

默里湖位于斯特里克兰河与弗莱河之间， １９１３ 年被发现， 现由西部

省管辖。 该湖泊长 ６３ 公里， 宽 １８ 公里， 水域面积 ６４７ 平方公里， 最大水

深 １０ 米，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湖泊。
库土布湖位于南高地省首府门迪的南部， １９３５ 年被探险家发现。

该湖泊长 １９ 公里， 宽 ４ ５ 公里， 集水区面积 ２５０ 平方公里， 最大水深

７０ 米。 湖中生长着世界上特有的彩虹鱼———蓝美人， 其颜色会根据水

环境和食物的变化而变化。① 现为新几内亚岛上的 ５ 个国家公园之一，
包含了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地区最美的风景， 生活着大量的蝴蝶和极

乐鸟。

六　 土壤

受高温多雨气候的影响， 巴布亚新几内亚各地的土壤淋溶作用强烈，
肥力较低。 只有在沉积土较厚的山间盆地以及有肥沃的火山土地区才适宜

于农业的发展。
巴布亚新几内亚约 ７５％的地表是 １０００ 米以下的平原和低矮丘陵。 由

火山灰长期冲积而成的沼泽地遍布于巴布亚新几内亚沿海和内陆盆地， 主

要为泥炭土， 经过取土样化验， 富含氮、 磷、 钾等有机质， 在耕种的前几

年， 可以不施肥或少施肥。 除沼泽地外， 主要还有山地、 坡地， 土壤以红

壤为主， 富含铁﹑铝氧化物， 呈酸性红色， 适宜热带树木的生长。 森林覆

盖率极高， 植被茂盛， 水土流失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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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１５４ 页。



第三节　 生物资源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自然环境大部分保留在原始状态下， 生物物种极具

独特性和多样性， 拥有南太平洋地区最齐全的陆栖生态物种。 植物方面主

要是高达数十米的阔叶树木， 而动物方面则以鸟类和灵长类动物为主。

一　 植物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处亚洲和大洋洲之间， 属澳大拉西亚生态区， 具有

两大洲所有植物的特点， 其天然植物区系据估计由 １ ５ 万 ～ ２ 万种维管束

植物和 ２０００ 种蕨类植物及蕨类同源植物组成。 其中兰花种类超过 ２０００
种， 占世界的 ５０％以上， 是天然的兰花基因库。 石豆兰属夜来香兰花是

唯一在黑夜中持续开放、 白天花朵闭合的兰花。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土 ８０％以上的地区由热带原始森林覆盖。 在低地，

特别是发源于高地的江河流域， 有宽广的沼泽林。 河岸上生长着西谷棕

榈、 脆蔗和高达 ７ 米的野生甘蔗。 在被洪水淹没的地方和露天湖周围则生

长着睡莲、 水生蕨类植物。 海岸边和江河河口处生长着高达 ３０ 米的红树

林。
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 巴布亚新几内亚山地植被的垂直分布十分明

显： 海拔 １０００ 米以上的地区， 是 “低山型” 双层林， 生长着南美杉树、
克林基松树、 栎树。 海拔 ２０００ ～ ３３５０ 米之间的地区， 是混交山林， 生长

着山毛榉、 常绿针叶树、 阔叶树和苔状植物。 海拔 ３３５０ 米以上的高山地

区， 生长着高丛早熟禾草、 羊齿植物、 小攀缘植物、 树蕨 （别名桫椤）、
灌木丛、 苔藓地衣等寒温带植物。 苔类植物和蕨类植物极其丰富， 与新西

兰和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 （Ｔａｓｍａｎｉａ Ｉｓｌａｎｄ） 上的森林掩护物基本相

似。

二　 动物

巴布亚新几内亚野生动物种类繁多， 长吻针鼹、 新几内亚鹰、 极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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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 皇冠鸽、 白鹭、 七种鸟翼蝴蝶等特有的珍稀动物被列为国家动物， 受

国家法律保护， 不允许过量捕猎。
（一） 哺乳类动物

巴布亚新几内亚已发现的 ２６０ 多种哺乳动物中， 单孔目动物 （又称

下蛋类哺乳动物）、 有袋类动物和胎盘哺乳动物是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哺乳

动物。
短吻针鼹和长吻针鼹是单孔目动物的代表。 长吻针鼹又名三趾针鼹、

五趾针鼹或曲喙针鼹， 是地球上最原始的现生哺乳动物之一， 以及最大的

单孔目动物， 仅分布于新几内亚岛， 生活在海拔 １３００ ～ ４０００ 米的潮湿山

区森林及高寒草原， 体长 ８０ ～ １００ 厘米， 体重 ５ ～ １０ 千克， 能用长达 ２０
多厘米、 布满黏液的舌头舔吸白蚁和蚂蚁。 因其栖息地遭到破坏及传统狩

猎过度而导致数量急剧减少， 现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缩写： ＩＵＣＮ） 列为濒危物种。① 短吻针鼹

又称刺食蚁兽， 体长 ４０ ～ ６０ 厘米， 体重 ２ ５ ～ ６ 千克， 以白蚁为食， 擅长

挖掘， 栖息于多沙石和多灌木丛的低地区域。
沙色小袋鼠、 森林小袋鼠、 树上大袋鼠、 澳大利亚袋狸、 小负鼠、 袋

貂、 袋猫、 袋鼬等是有袋类动物的代表。 其中费岛袋貂、 蓝眼斑袋貂是巴

布亚新几内亚特有的负鼠类物种， 主要以热带森林中的浆果为食。 蓝眼斑

袋貂被当地人作为宠物饲养， 而它们的皮毛也被用于传统服饰的制作之

中。
人鱼、 海牛等是胎盘哺乳动物的代表， 均生活在沿海一带浅水中， 以

海草为食。 人鱼天生胆小， 因捕捞过度， 现在数量已经很少。 海牛外形呈

纺锤形， 状似小鲸， 但有短颈， 体长 ２ ５ ～ ４ 米， 体重可达 ３６０ 千克； 皮

下储存大量脂肪， 能在海水中保持体温； 前肢退化呈桨状鳍肢， 无后肢，
但仍保留着退化的骨盆。②

（二） 鸟类

巴布亚新几内亚有 ７６２ 种鸟类， 占世界鸟类品种的 １３％ ， 是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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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郭豫斌、 李胜兵： 《濒危的珍稀动物》， 东方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６３ 页。
苏易： 《鸟兽寻踪》，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１５３ 页。



鸟类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
最著名、 最美丽的是极乐鸟。 全世界共有 ４３ 种极乐鸟， 巴布亚新几

内亚占 ３８ 种， 蓝羽极乐鸟、 无足极乐鸟 （又称长尾极乐鸟）、 带尾极乐

鸟、 顶羽极乐鸟、 镰嘴极乐鸟等是特有物种， 大部分属于国家动物。 它

们的形象印在了国旗上， 刻在了国徽上， 甚至邮戳上面都有极乐鸟图案。
王风鸟 （又称王极乐鸟） 体长约 １６ 厘米， 是极乐鸟中体型最小、 颜色最

鲜艳的一个分支， 被称为 “活宝石”。 雄性王风鸟背羽绯红， 腹羽雪白，
眼纹上有一蔟黑羽， 脚为亮蓝色， 肩部有绿色点缀的扇状羽毛， 尾部装

饰着祖母绿色的盘状羽毛。 极乐鸟现已被列入世界 《濒危野生动植物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Ｆａｕｎａ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ａ， 缩写： ＣＩＴＥＳ） 的保护动物。

恐鸮是生活在布干维尔岛一带的猫头鹰， 面部呈赤红色， 内侧和

眼眉是白色； 上身呈褐色， 下身赭色， 有黑色斑纹。 栖息在海拔 ８００
米以上的密林中， 以掠食灰袋貂为生。 但因森林砍伐过快、 灰袋貂猎

杀过度， 恐鸮的数量正急剧减少。 现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易

危物种。
白颈黑鹭又名斑鹭， 分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岸及亚海岸的湿地和潮

湿草原。 体长 ４８ ～ ５２ 厘米， 双翼及身体呈深灰色， 头及颈部呈白色， 顶

冠和脑袋后的装饰性羽毛是黑色， 眼睛的虹膜、 嘴和腿是黄色。 在树上以

及红树林中筑巢， 以昆虫及其它细小的水生动物为生。
紫胸凤冠鸠又称南冠鸠， 体长约 ７５ 厘米， 是世界上最大的鸠鸽科鸟。

身体呈蓝灰色， 丝状冠呈蓝色， 有红色的瞳孔及深栗色的胸部。 维多利亚

凤冠鸠体长超过 ７０ 厘米， 体重约 ２ ～ ３ 千克， 是鸠鸽类中最漂亮的成员。
它们头上有彩冠， 是鸽子中的女王。 这两种凤冠鸠的羽毛极为珍贵， 肉味

鲜美， 曾经被大量捕杀， 现已十分稀有， 均被列为世界 《濒危野生动植

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的保护动物。
棕树凤头鹦鹉是典型的攀禽， 体长 ４９ ～ ６８ 厘米， 翼展 ７０ ～ １００ 厘米，

栖息于森林边缘地带、 开阔稀树草原地带。 目前， 它是全世界最昂贵的

１８ 种宠物之一。 棕脸侏鹦鹉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鹦鹉， 身长约 ８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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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仅 １０ 克左右，① 基本上与人的大拇指相近， 是标准的 “小鸟依人”
型鸟类。 现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低危物种。

鹤鸵是世界上第三大不能飞行的鸟类， 体高 １７０ 厘米， 重约 ７０ 千克。
头顶有高而侧扁、 呈半扇状的角质盔； 头颈裸露部分主要为蓝色； 颈侧和

颈背为紫色、 红色和橙色， 前颈有两个鲜红色大肉垂； 体被亮黑色发状

羽。 它们生活在密林深处， 以拥有 １２ 厘米长、 类似匕首一样锋利的爪子

而著称， 只需一击便可使狼、 野狗等野兽毙命。 ２００７ 年被 《吉尼斯世界

纪录》 列为 “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②

（三） 蝴蝶

巴布亚新几内亚有 ４００ 多种蝴蝶。③ 最漂亮的是鸟翼蝴蝶， 其中亚历

山大女皇鸟翼蝶 （又称亚历山大凤蝶） 是世界上最大的蝴蝶， 雌性体长 ８
厘米， 翼展 ３１ 厘米， 体重达 １２ 克， 只分布在新几内亚岛北部省近海岸雨

林 １００ 平方公里范围内。 １９５１ 年， 由于附近的拉明顿火山爆发， 破坏了

它们赖以生存的雨林环境， 其数量急剧减少， 标本在黑市上的价格不断飙

升。 现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 极乐鸟翼凤蝶、 天狗凤蝶、
金红鸟翼蝶等是世界上稀有的美丽凤蝶， 均是被列入世界 《濒危野生动

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的保护动物。④

（四） 爬行类动物或下蛋长鳞类动物

巴布亚新几内亚约有 ２００ 种爬行类动物或下蛋长鳞类动物。 蜥蜴种类

齐全， 如生活于新几内亚岛南部干燥草原灌木地带的斗篷蜥蜴 （又名伞

蜥蜴） 受到威胁时， 颈部的伞状薄膜会张开、 口部会张大以吓走敌人。
在附近各岛屿上完全树栖性的蜥蜴品种有博氏巨蜥、 桃喉巨蜥、 黑树巨蜥

等。
巴布亚新几内亚有上百种蛇类。 最大的是体长 ７ 米的紫色蟒， 最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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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果壳 ｇｕｏｋｒ ｃｏｍ： 《鸟与兽的通俗生活》，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４ 页。
邢逸群： 《鹤鸵： 世界上最危险的 “杀手”》， 《旅游世界》 ２０１２ 年第 ９ 期， 第 １５ ～ １７
页。
严景德：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蝴蝶饲养业》， 《世界农业》 １９８０ 年第 ６ 期， 第 ６２ ～ ６３ 页。
中国蝴蝶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ｋｃｗ ｎｅｔ ／ ｃｎｈｄｗ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浏览。



的是达尔伯蒂斯蟒蛇， 最毒的是体长 ２ 米的泰斑蛇， 长着 ７ ～ １３ 毫米的毒

牙， 每咬一口释放出的烈性毒素可杀死 １５０ 个人或 ５０ 万只老鼠， 其毒性

是眼镜王蛇的 ９ 倍， 与生活在澳大利亚西部的贝尔彻海蛇齐名。 黑钻树蟒

又名波氏莫瑞蟒， 栖居在海拔 ２０００ 米以上的山区雨林、 草地或沼泽中，
体长最大可达 ２ ４ 米， 具有宽阔的头部与身体， 大眼睛中有垂直瞳孔， 其

喉部与颈部有呈乳白色的斜纹， 唇部则有黑白相间如琴键般的短条纹。 现

已被政府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龟是巴布亚新几内亚重要的物种。 生活在南部河流中的猪鼻龟是长相

最奇特的淡水龟， 鼻部长而多肉， 形似猪鼻； 四肢已退化为鳍状肢； 背甲

长 ４６ ～ ５１ 厘米， 体重达 １８ ～ ２２ 千克， 进化处于软壳龟与海龟之间。 ２００４
年， 世界自然基金会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缩写 ＷＷＦ） 将其列

入世界 １０ 种濒危动物之中的第五位。① 纹面长颈龟生活在多草的湿地中，
最大甲长 ２６ ７ 厘米， 头部有蠕虫纹， 是龟类中最华丽的一种， 近年来成

为家庭饲养的高端水龟。 海龟有 １３ 种， 其中最重的是 ９００ 千克的革质龟。
绿蠵龟是体型最大的硬壳海龟， 背甲长达 １５３ 厘米， 体重约 １２０ 千克， 是

沿海地区居民的重要食物来源。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世界上拥有鳄鱼品种最多的国家。 据统计， 全世界

现存有 ４ 大类 ２３ 种鳄鱼， 巴布亚新几内亚就有 １９ 种之多， 由此被称为

“世界鳄鱼之都”。 其鳄鱼分为咸水鳄鱼和淡水鳄鱼两大类。 咸水鳄鱼生

活在沿海滨一带的海湾里。 淡水鳄鱼则生活在弗莱河与塞皮克河中下游地

区， 最大的可长到 ９ 米以上， 易对人类发动攻击。
（五） 青蛙

巴布亚新几内亚已发现近 ２００ 种青蛙。 大树蛙是 ２００８ 年发现的世界

上最大的雨蛙， 体长约 １５ 厘米， 有巨大的眼睛。 由于它接触任何污染物

都会死亡， 因此， 它被看成当地环境的预警动物。
阿马乌童蛙体长仅有 ７ ７ 毫米， 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小的青蛙，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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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界自然基金会公布十大濒危物种 “黑名单”》， 人民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ＧＢ ／ ｋｅｊｉ ／ １０５９ ／ ２７８２５３７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５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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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上已知 ６ 万多种脊椎动物中体形最小的脊椎动物。 它们生长在遍布

于热带雨林地面上的落叶中， 皮肤颜色红黑相间， 善于用落叶伪装自己，
并且在缓慢的进化过程中， 将自己的声音转变为与昆虫十分相似的鸣声。①

岳蛙 （Ｏｒｅｏｐｈｒｙｎｅ） 是 ２００４ 年由美国科学家在塔古拉岛上发现的一

种 “变色蛙”。 其幼年时呈黑色， 还点缀着黄斑， 成年后却变成桃色， 眼

睛也变成了蓝色。②

第四节　 自然灾害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处环太平洋西侧地壳不稳定带， 一条活火山山脉沿

着新几内亚岛的北部海岸伸向新不列颠岛。 因此， 火山、 地震和海啸等是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要的自然灾害。

一　 令人担忧的活火山

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有十多座活火山， 其中近年来活动频繁的有拉明

顿火山、 马纳姆火山、 帕戈火山、 拉包尔火山、 乌拉旺火山、 长岛火山、
兰季拉火山等。③

东新不列颠省的拉包尔火山海拔 ６８８ 米， 它的次火山通道塔乌鲁火山

和伏尔甘火山自 ２０ 世纪以来一直处于活跃状态。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两座火山

同时喷发， 导致 ５０７ 人死亡， 并对拉包尔 （Ｒａｂａｕｌ， 又译为腊包尔、 拉布

尔， 当地华人称为亚包） 造成巨大破坏， 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首府被迫

迁往莱城。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 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拉包尔火山发生大喷

发， 火山灰掩埋了 ５０％的拉包尔城， 摧毁了城内 ８０％ 的建筑， 造成 ３ 万

３３

①

②

③

《世界最小青蛙》， 凤凰网站， ｈｔｔｐ： ／ ／ ｔｅｃｈ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 ａｎｉｍａｌ ／ ｄｅｔａｉｌ＿ ２０１３＿ ０５ ／
３１ ／ ２５９２７２６２＿ ０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０ 日浏览。
《美国科学家在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现 “变色蛙”》， 科学网站，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 ｃｎ ／ ｈｔｍｌ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０ ／ ３ ／ ２２９３６８ ｓｈｔｍ，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５ 日浏览。
《世界著名活火山及其地理坐标》， 圣才学习网首页 ＞ ＞ 地理学竞赛类 ＞ ＞ 地理奇观，
ｈｔｔｐ： ／ ／ ｄｉｌｉ １００ｘｕｅｘｉ ｃｏｍ／ ｖｉｅｗ ／ ｏｔｄｅｔａｉｌ ／ ２０１２１２１５ ／ ２ｄ５６ｆａ６ｂ － １０ｆ１ － ４８ｃ５ － ９ｆｅ０ － １ｄｆ６ａｃ６ｃｄｅ６６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４ 日浏览。



多人无家可归， 东新不列颠省首府被迫迁往科科波 （Ｋｏｋｏｐｏ）。 此后， 拉

包尔火山一直处于活跃状态。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７ 日， 塔乌鲁火山喷发， 爆炸

震碎了 １２ 公里以外房屋的窗户， 火山灰高达 １ ８ 万米， 附近约 ２０００ 名居

民被迫疏散。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塔乌鲁火山又一次喷发， 射向空中的

烟柱超过山顶 １５００ 米， 熔岩碎片覆盖了整座火山。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 塔

乌鲁火山再度大规模喷发， 火山灰升至 １ ８ 万米的高空， 附近居民紧急撤

离， 多个航班改道避险。 目前， 塔乌鲁火山已被评为 “全球历史上剧烈喷

发的十大火山” 之一。①

北部省的拉明顿火山是一座安山岩层状火山， 海拔 １６８０ 米。 １９５１ 年

１ 月２１ 日突然大喷发， 烟雾飙升到 １ ５ 万米的高空， 山峰标高被削矮了

６００ 米。 火山灰流以 ４７０ 公里 ／小时的高速向前冲击， 吞没了山脚下的村

寨， 毁坏了 ２３３ 平方公里的土地， 造成 ２９４２ 人遇难， 北部区首府哈加图

拉 （Ｈｉｇａｔｕｒｕ） 遭到破坏， 被迫迁至波蓬德塔 （Ｐｏｐｏｎｄｅｔｔａ）。
东新不列颠省的乌拉旺火山位于拉包尔西南 １３０ 公里处， １９００ ～ ２００７

年发生了 ３０ 次喷发。② 其中 １９８０ 年的大爆发， 火山灰高达 １ ８２ 万米， 火

山碎屑流毁灭了方圆 ２０ 平方公里的土地。 目前， 该火山在 “国际减轻自

然灾害十年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 活动中， 被国际火山学与地球内部化学协

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ｃａ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缩写： ＩＡＶＣＥＩ） 推选为 “火山十年” 观测计划的 １６ 座重点火山

之一。
西新不列颠省的帕戈火山海拔 ７４２ 米， １９１１ ～ ２００７ 年发生了 ５ 次喷

发。③ 其中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８ 日喷发时， 火焰高达 ６０００ 米， 附近 ６０００ 多人被

紧急疏散。
西新不列颠省西端的兰季拉火山海拔 １１８９ 米， １９０７ ～ ２００９ 年先后发

生了 ２０ 次喷发。 其中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喷发的火山灰柱高出火山口达 ３０００ 米。

４３

①

②
③

《盘点史上十大最剧烈火山喷发》， 新华网站，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ｈｏｔｏ ／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２６ ／ ｃ＿ １２４１４６０５５＿ １０ ｈｔｍ，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浏览。
洪汉净： 《火山预测与预警》， 地震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３３ 页。
洪汉净： 《火山预测与预警》， 地震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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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当省的马纳姆火山海拔 １８３０ 米， 位于距新几内亚岛海岸约 １３ 公里的

马纳姆岛 （Ｍａｎａｍ Ｉｓｌａｎｄ） 上。 １９３７ 年喷发出了火山弹和大量的火山灰。
１９９６ 年１２ 月３ 日喷发时， 形成一片稀薄、 模糊的火山灰羽状物， 造成１３ 人

死亡。①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马纳姆火山再次喷发， 火山灰高达 １９８１２ 米。
马当省的长岛火山海拔 １３０４ 米， 位于距新几内亚岛海岸 ４８ 公里的长

岛 （Ｌｏ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 上。 １６６０ 年的喷发是 ４００ 年以来地球上七次最大的火山

喷发之一。 １９３３ ～ １９９３ 年连续发生了 ９ 次喷发。
布干维尔岛上的巴加纳火山海拔 １７３０ 米， １９７２ ～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连续活动。 其中 ２００９ 年发生了 ２２ 次喷发， 除熔岩溢出外， 还有

碎屑喷发， 火山灰柱高达 １ ８ 万 ～ ３ 万米。

二　 频发的地震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处澳大利亚板块、 南海板块和菲律宾板块交汇处，
是印度尼西亚岛弧和所罗门岛弧两种不同弧向构造的转换地区， 地壳动力

结构复杂， 属于板壳活动地带， 由此造成该国一直处于地震频发状态。 尤

其是近年来， 该国地震频繁发生， 震级越来越高， 平均每年都发生近 １０
次 ６ ０ 级以上的地震， ７ ０ 级以上的地震则年年出现。②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在新不列颠岛坎德里安 （Ｋａｎｄｒｉａｎ） 以东 １４５ 公

里处 （南纬 ６°０６′， 东经 １５０°３６′） 发生 ７ ２ 级地震， 震源深度 ５０ 公里。 ８
月 ５ 日， 再次发生 ７ ０ 级地震， 震源深度 ８１ 公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在莫罗贝省莱城市西南部 （南纬 ７°３０′， 东经

１４６°４８′） 发生 ７ １ 级地震， 震源深度 １１５ 公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在莱城市以北 １４１ 公里处 （南纬 ５°３０′， 东经

１４７°０６′） 发生 ７ ０ 级地震， 震源深度 ２０２ 公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 在新爱尔兰岛塔龙 （Ｔａｒｏｎ） 东北 １１０ 公里处 （南

５３

①

②

《盘点史上十大最剧烈火山喷发》， 新华网站，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ｈｏｔｏ ／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２６ ／ ｃ＿ １２４１４６０５５＿ １０ ｈｔｍ，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 日浏览。
中国地震信息网站， 地震频道 ＞ 历史地震目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ａ ｇｏｖ ｃｎ ／ ｐｕｂｌｉｓｈ ／
ｄｉｚｈｅｎｊ ／ ４６８ ／ ４９６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４ 日浏览。



纬 ３°５４′， 东经 １５３°５４′） 发生 ７ ２ 级地震， 震源深度 ３７９ 公里。 １０ 月 １６
日， 在布干维尔岛潘古纳 （Ｐａｎｇｕｎａ） 西南偏西 ６７ 公里处又发生 ７ １ 级地

震， 震源深度 ３３ 公里。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在布干维尔岛阿拉瓦 （Ａｒａｗａ） 西南 ７５ 公里处

（南纬 ６°３６′， 东经 １５５°） 发生 ７ ０ 级地震， 震源深度 ５０ 公里。 ４ 月 １９
日， 在潘古纳西南 ７５ 公里处 （南纬 ６°４２′， 东经 １５５°） 又发生 ７ ５ 级地

震， 震源深度 ３１ 公里。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 在新不列颠岛科科波以东 ５４ 公里处 （南纬 ４ ７°，

东经 １５２ ６°） 发生 ７ ４ 级地震， 震源深度 ３０ 公里。 ５ 月 ５ 日， 在科科波

西南 １３０ 公里处 （南纬 ５ ５°、 东经 １５１ ９°） 发生 ７ ２ 级地震， 震源深度

３０ 公里。 ５ 月 ７ 日， 在布干维尔岛西南部海域 （南纬 ７ ２２°， 东经

１５４ ５°） 发生 ７ １ 级地震， 震源深度 ２０ 公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在新爱尔兰岛塔龙以东 ４６ 公里处 （南纬 ４ ５３°，

东经 １５３ ４７°） 发生 ７ ９ 级地震， 震源深度 １０３ 公里。
巴布亚新几内亚居民的房屋多数是木质结构， 抗震能力比较强； 再加

上多数地震的震源都发生在远离大陆的海域， 因此， 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

比较小①。

三　 海啸灾害

海啸是由海底火山、 海底地震和海底滑坡、 塌陷等活动引起的波长可

达数千米的巨浪。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处大陆板块交界处， 是一个地震频发

地区， 因此也是世界上海啸多发地区之一。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傍晚， 桑道恩省北部 ２５ 公里的近海海底发生 ７ ０ 级

地震， ２０ 分钟后又发生了 ５ ３ 级的余震。 两次地震的震中均在海底 ２０ 公

里处， 由此产生的巨大能量， 瞬间形成了每小时 ８００ 公里的激流。 位于首

府瓦尼莫 （Ｖａｎｉｍｏ） 东南 １２６ 公里处艾塔佩 （Ａｉｔａｐｅ） 附近的 ７ 个村庄海

拔仅有 ５ 米， 浪高 ４９ 米的海啸以排山倒海之势三次席卷近 ３０ 公里的海岸

６３

① 中国地震信息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ｉ ａｃ ｃｎ ／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５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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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 凶猛的海啸使 ４ 个村庄瞬间变成了海浪中漂浮的碎片， 原来建在沙

滩上的房子荡然无存， 甚至连痕迹也难以寻觅， 只留下零星的木桩和光秃

秃的地基； 原来生长在沙滩上的植被产生了移位， 有的位移甚至超过了

１０ 米。 这次海啸造成 ２６８３ 人罹难， 其中大多数是老人和儿童， １０００ 多人

受伤， ６０００ 多人无家可归， 受灾人口超过 ２ 万人， 居民财产损失殆尽。
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 ２０ 世纪全球共发生 ７ 次死亡人数超过千人的大海

啸， 这次巴布亚新几内亚地震海啸就是其中之一。①

四　 洪涝灾害与泥石流

巴布亚新几内亚气候炎热， 高温多雨， 加之农业垦荒的发展， 造成山

洪及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逐年上升。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受热带飓风 “古巴” 的影响， 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地区

暴雨成灾， 成为该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洪涝灾害。 其中北部省受灾最为严重，
大量房屋以及 ９５％的道路和桥梁被冲毁， 造成 １５３ 人死亡， 数千人无家可

归， 直接受灾人口近 １５ 万人， 经济损失达 ２０ 亿基那 （约合 ６ ７ 亿美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东高地省遭遇暴雨袭击， 并引发泥石流， 一座金矿附

近的住宅区遭到破坏， 造成 １０ 人死亡， 多人失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东高地省持续暴雨导致泥石流， 淹没了 ２ 辆大巴车和 ３

座房屋， 造成 ７ 人死亡， 其中包括 ４ 名儿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莫尔兹比港西北的诺戈里 （Ｎｏｇｏｒｉ） 发生山体滑坡， 长

约 １０００ 米、 宽约 ３００ 米的泥石带将两个村庄全部掩埋， 造成 ４０ 人死亡，
２０ 人失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冰雹风暴袭击了吉瓦卡省东曼达 （Ｅａｓｔ Ｍａｎｄａ）， 造成

５０００ 多人受灾。 １１ 月， 东高地省肯纳基村 （Ｋｅｎａｇｉ） 因强降雨引发山体

滑坡， 掩埋了 ８ 栋住宅， 造成 ９ 人死亡。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西部省的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 导致塔布比尔

７３

① 《百年以来最大的七次海啸》，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ｌｒ ｇｏｖ
ｃｎ ／ ｗｓｋｔ ／ ｚｙｋｘ ／ ２０１１１２ ／ ｔ２０１１１２０５＿ １０３９９７８ ｈｔｍ，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４ 日浏览。



（Ｔａｂｕｂｉｌ） 至奥克泰迪 （Ｏｋ Ｔｅｄｉ） 铜金矿区的道路被冲毁， 矿区供水中

断， 厂房倒塌。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在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下， 极端干旱和霜冻灾害袭击

了钦布省， 造成该省粮食几乎绝收， ２４ 人死亡。

五　 全球变暖危及巴布亚新几内亚沿海岛屿的安全

科学研究发现， １９９３ 年以来， 全球变暖使地球南北两极的冰层迅速

融化， 海平面平均每年上升 ３ 毫米， 而且这一趋势不断加剧， 严重威胁着

人类的生存。
布干维尔自治区卡特利特群岛 （Ｃａｒｔｅｒｅｔ Ｉｓｌａｎｄｓ， 又称基利奈劳环礁

Ｋｉｌｉｎａｉｌａｕ Ａｔｏｌｌ） 的平均海拔只有 １ 米， 这里即将成为全球第一个被海水

淹没的有人居住的岛屿。 目前， 岛上的道路已经水深及腰， 良田变成烂泥

地， 蚊子、 苍蝇丛生， 疟疾肆虐， 儿童染病严重。 为了应对海平面上升，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提供 ２００ 万基那 （约合 ７３ ６ 万美

元）， 将世代生活在卡特利特群岛上的 ２６００ 名土著基利奈劳人迁往邻近的

廷普茨岛 （Ｔｉｎｐｕｔｚ Ｉｓｌａｎｄ）。 他们成为历史上的第一批 “气候难民”。①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ＡＤＢ） 发布的最新研

究结果， 如果太平洋地区各国不能妥善应对气候问题， 到 ２１００ 年， 太平

洋地区各国因气候变化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达到年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 ９％ ～１２ ７％ ， 巴布亚新几内亚可能成为太平洋地区因气候变化遭受经

济损失最大的国家， 其薯类作物和其他农产品生产受损、 经济发展放缓的

负担、 死亡率和土地消耗， 将使其经济损失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５ ２％ 。
在温室气体中等程度排放的情况下， 到 ２１００ 年， 如果温度升高近 ３℃，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暴雨天气将更加频繁， 海平面也可能因此上升。②

８３

①

②

《大 洋 洲 小 岛 被 淹， 首 批 “ 海 洋 难 民” 迁 移》， 中 国 环 保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ｍ ／ ｖｉｅｗ ／ ｖｉｅｗｎｅｗｓ ａｓｐｘ？ ｋ ＝２００９０５１４１６２９０８９５７，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或将成为太平洋地区因气候变化受损最大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

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３１１ ／ ２０１３１１００４０４８９４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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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剧变

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类活动的历史可追溯到上万年以前。 当时人们从事

着原始农业、 家禽和家畜饲养业、 捕鱼业以及物物交换的商业。 土地属于

氏族或部落所有， 人们集体耕作或渔猎， 日常交往以互惠互利为原则。 １６
世纪以来，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 与世隔绝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被融入世界文

明的发展行列， 社会组织结构发生巨变。 １９４１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巴

布亚新几内亚与外界的交往迅速扩大， 当地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 最

终在 １９７５ 年实现了国家独立。

第一节　 文明史的开端

大约 ５ 万年前， 生活在印度尼西亚东部诸岛上的猎人开始进入新几内

亚岛， 由此拉开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类历史的篇章， 当地人民创造了丰富

多彩的土著文化①。 但因受到自身发展水平限制以及独特自然环境的影

响， 这一地区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几乎不被外界所知。 当世界其他地区

已陆续完成近代工业革命时， 这里仍处在刀耕火种的时代。

一　 农耕文明的起步

考古发掘证实， 巴布亚新几内亚最早、 最古老的巴布亚人居住在新几

内亚岛南部的莎糊 （Ｓａｈｕｌ） 大陆 （现在部分地区已被海水淹没）。 他们

９３

① 汪诗明、 王艳芬： 《如何界定太平洋岛屿国家》，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５ 页。



以狩猎和采集为生， 使用木料和石头制成的简易工具。 大约 ９０００ 年前，
他们开始使用磨制的石锛、 石斧等生产工具， 出现了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

业， 居民以园艺、 农耕经济为主。 同时， 饲养家猪， 猎取有袋类动物和鸟

类， 以及捕鱼。① 这里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农耕文明区之一。 南高地省库科

早期农业遗址 （Ｋｕｋ Ｅａｒｌ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ｉｔｅ） 证明土著居民已经开始人工栽

培芋头、 香蕉、 甘蔗等农作物， 生活方式也由逐水草而居变成了相对稳定

的定居生活， 他们在地上用藤本植物织成席墙， 覆以茅顶作为住所。
生产工具的改进， 使人口数量不断增加， 农业村社不断扩大。 ３５００

年前左右， 为了生存的需要， 巴布亚人开始探寻新的陆地， 逐渐散居到了

新不列颠岛、 新爱尔兰岛以及所罗门群岛中的部分岛屿。 大洋洲新石器时

代文化———拉皮塔文化 （１９０８ ～ １９０９ 年由考古学家 Ｆ Ｏ 迈尔在新不列颠

岛附近的瓦托姆岛首次发现） 开始从这里向外扩展。 拉皮塔文化时期的

人们普遍使用石锛、 石锉、 石砧、 带尖头的投石等磨制工具， 以及贝壳刮

削器、 骨针、 骨砧、 骨制矛头、 文身凿等。 饰物以贝壳指环和顶端打孔的

贝壳念珠为主。 陶器以带有各种花纹的夹砂陶器为主。 他们从事渔猎和采

集水生贝壳类动物， 驯化野生动物， 饲养猪、 狗和鸡等家畜和家禽。 以种

植香蕉、 野芋、 面包果等果树为主的园艺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②

约 １２００ 年前， 红苕、 马铃薯等作物开始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种植，
成为人口聚居区的主要粮食作物。 其中红苕因其适应性强、 成熟期短、 产

量高， 在高地地区得到广泛种植。 约 ３００ 年前， 原产美洲的甘薯被在印度

尼西亚经商的葡萄牙人引种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 解决了大量人口的

食物问题， 进而使人口迅速增加， 活动范围日益扩大。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处热带地区， 农作物的种植没有季节限制。 人们全

年都在耕种土地， 收获产品。 原始农业生产没有明显的分工， 只是在种植

的各个阶段， 男女职责分工明确。 开垦土地时， 男女一齐动手。 男子负责

０４

①
②

王伯恭： 《中国百科大辞典》，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１６５ 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拉皮塔文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０２， 第 ２６３ ～ ２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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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围栏， 妇女负责砍伐做围栏的甜茅， 并运送到新园地。 耕耘土地时，
男子负责筑垅开沟， 妇女则协助整土。 种植作物时， 男子负责香蕉、 甘蔗、
木薯、 竹子、 铁树和木黄麻的种植， 妇女则负责甘薯、 低地芋头、 玉米、
豆类和本地蔬菜的种植。 农作物实行分层次种植。 首先是底层地面作物甘

薯和蔬菜。 其次是中间层的木薯、 爬藤豆、 玉米等。 最后是高于以上作物

的香蕉、 甘蔗， 从而使各种农作物都能充分地汲取水分， 接受阳光的照射。
农作物种植后， 所有的田间管理和收获工作都由妇女负责。 由于他们生产

的食物几乎都是易腐产品， 因此， 人们通常是按一家人的需求量去收获。
在低地地区， 主食是芋头， 其次为木薯。 而高地地区的主食则是甘薯。

二　 手工产品制作与商品贸易

巴布亚新几内亚早期居民在立足于基本生计以外， 还在手工制作方面

展示了娴熟的手工技艺和创造能力。 胡德湾一带的人们制作了独木舟， 东

塞皮克省钱布里湖 （Ｃｈａｍｂｒｉ Ｌａｋｅ） 地区的人们烧制了红褐色的陶器， 塔

米岛 （Ｔａｍｉ Ｉｓｌａｎｄ） 的岛民制造了精雕细刻的盘子， 马努斯岛的岛民制作

了精美的贝雕装饰品， 塞皮克河流域的人们则建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房

屋。
很久以来， 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与海湾地区就有贸易往来的线路， 主

要交换陶器、 西米、 独木舟、 石斧、 石刀、 石剑、 猪、 珍珠、 贝壳等产

品。 每年 ８ ～ １１ 月， 莫尔兹比港附近的哈努阿巴达村 （Ｈａｎｕａｂａｄａ， 莫土

语 “伟大村庄” 之意）、 波雷巴达村 （Ｂｏｌｅｙｂａｄａ）、 博埃拉村 （Ｂｏｅｒａ） 等

莫土人村社的村民们， 驾驶着由 ２０ 多只大型双木舟组成的海运贸易船队

（即所谓的 “希里”）， 借助于东南信风， 向西航行到海湾地区， 用自制的

石头锛子、 陶器等换取西谷棕榈和制作独木舟的大圆木。 １２ 月至次年 ４
月， 他们又借助于西北季风向东南返航。 此举增进了两地人民之间的家族

联系， 加强了双方的贸易往来， 莫尔兹比港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

中心。
另外， 巴布亚半岛东南部与路易西亚德群岛、 特罗布里恩群岛也通过

贸易往来建立起了联系。

１４



三　 社会组织形式

直到 １８ 世纪，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土著居民仍旧沿袭着原始的生活

方式， 过着以自给农业为主的刀耕火种的生活， 他们既种植又放牧， 既捕

鱼又打猎。 整个社会还没有发展到统一的国家雏形， 只有按亲属关系组成

的氏族和以几个氏族结成的部落或部落联盟， 即整个社会结构还基本处在

原始的部落制状态。 社会组织以村社为基础， 大小因地而异。 沿海地区的

村社比较小， 社会文化制度比较繁杂， 农业没有形成标准类型。 高地地区

的村社比较大， 最大的可达千人或万人， 农业技术已走向专业化， 村民有

争强好胜的习惯。① 高地地区大多数的村社和低地地区的部分村社都是父

系氏族社会， 按父亲的血统确定祖籍和遗传继承。 也有个别村社是母系氏

族社会， 按母亲的血统确定祖籍和遗传继承， 男子结婚后住到妻子的氏族

中。 亲属关系是社会组织、 居住关系和聚落形态的最重要依据。 氏族是社

会结构的支点， 氏族土地是农业活动中的基本地域单位。 氏族内的所有人

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祖先的后代， 大家都是亲属。
私人之间或村社之间的日常往来， 总是以互惠互利为重要的原则。 在

彼此生活密切的社会里， 人们所从事的每一项活动， 几乎都有发生债务与

义务关系的机会， 如开垦土地、 建造房屋、 儿女婚嫁、 老人病逝等， 人们

都相互帮助。 无论动手出力， 还是赠送食物和贵重礼品， 接受者都必须答

谢还报。 实际上， 当一个人为别人付出的时候， 他就放出了人情债， 得到

了声望。 一个人能够经常帮助别人， 表示他富裕和大方， 因而能够提高他

的社会地位， 就有可能获取村社头目的地位和权力。 在村社里， 许多有权

威的职位供人追求， 如管理种地的人， 领导打猎的人， 负责造船的人， 领

导械斗的人， 为首行巫的人， 他们都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所有男子不受任

何出身的限制， 都可以通过竞争获取村社的重要职位。
虽然不同地区、 不同氏族、 不同村社的土地制度有所差异， 但都有着

２４

① 〔澳〕 黛安娜·豪利特：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地理》， 中山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教研室

译，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４， 第 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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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特点： 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整个氏族、 部落或村社； 每个人从出生就

有获得土地的权利； 部落土地的分配权由部落首领掌握， 分配给各家各户

耕种； 个人对土地而言只有使用权和管理权。 真正属于个人的， 只有个人

亲自劳动所获得的劳动果实， 如庄稼、 各种树木和竹子生长期所产出的果

实等。

第二节　 融入世界近代发展史

巴布亚新几内亚各岛屿与欧亚大陆之间有着海洋阻隔， 在相当长的历

史时期限制了当地居民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接触。 但随着新航路的开辟， 巴

布亚新几内亚与外界隔绝的历史从此被打破。

一　 欧洲人踏足巴布亚新几内亚

（一） 欧洲航海家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的探巡

１５１１ 年， 葡萄牙探险家弗朗西斯科·塞拉诺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Ｓｅｒｒａｎｏ） 在

赴摩鹿加群岛途中， 首次发现了新几内亚岛。① １５２６ 年， 葡萄牙探险家若

热·德·梅内塞斯从马六甲 （英语： Ｍａｌａｃｃａ， 马来语： Ｍｅｌａｋａ） 乘船驶

往摩鹿加群岛时， 被海风吹到新几内亚岛西北部的一个海岬。 他发现土著

居民的头发多卷曲， 即将这块陆地称之为巴布亚。 若热·德·梅内塞斯被

后人普遍认为是登上新几内亚岛的第一个欧洲人。
１５２８ 年， 西班牙探险家阿尔瓦洛 · 德 · 萨维德拉 （ Ａｌｖａｒｏ ｄｅ

Ｓａａｖｅｄｒａ） 察看了新几内亚岛北部海岸线， 并称之为 “黄金岛”。 １５４５ 年，
西班牙 （一说葡萄牙） 探险家伊尼戈·奥尔蒂斯·德·雷特斯从摩鹿加

群岛赴墨西哥途中， 发现了卡尔卡尔岛 （Ｋａｒｋａｒ Ｉｓｌａｎｄ）、 斯考滕群岛

（Ｓｃｈｏｕｔ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巴加巴格岛 （Ｂａｇａｂａｇ Ｉｓｌａｎｄ） 和西部群岛等岛屿， 登

上了新几内亚岛西北海岸， 发现土著居民的肤色和头发等体貌特征与非洲

西部几内亚湾沿岸的黑人十分相似， 并且两地自然景观和气候特征也大致

３４

① 〔法〕 凡尔纳： 《海底两万里》， 陈筱卿译，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１３４ 页。



相仿。 于是， 他将该地命名为新几内亚。 从此， 这里逐渐被人们称之为巴

布亚新几内亚。 １６０６ 年， 西班牙探险家路易斯·韦兹·德·托雷斯 （Ｌｕｉｓ
Ｖａｅｚ ｄｅ Ｔｏｒｒｅｓ） 从秘鲁西行寻找 “南方大陆” 时， 发现了路易西亚德群

岛， 以及帕拉马岛 （Ｐａｒａｍａ Ｉｓｌａｎｄ）、 达鲁岛 （Ｄａｒｕ Ｉｓｌａｎｄ） 等岛屿， 并

考察了巴布亚半岛东部和东北部海岸， 将米尔恩湾绘入海图。
１７ 世纪初， 荷兰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海上强国后， 有 “海上马车夫”

之称的荷兰开始走进南太平洋海域。 １６０６ 年， 荷兰航海家威廉·詹森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ｎｓｚ） 从爪哇岛 （印尼语： Ｊａｗａ， 英语： Ｊａｖａ） 向东航行时， 考

察了新几内亚岛东南部海岸， 并进行了金矿的勘探活动。 １６１６ 年， 荷兰

航海家雅各布·勒·梅尔 （ Ｊａｃｏｂ Ｌｅ Ｍａｉｒｅ） 和威廉·斯考滕 （Ｗｉｌｌｅｍ
Ｓｃｈｏｕｔｅｎ） 考察了新几内亚岛北部海岸、 阿德默勒尔蒂群岛， 发现了新不

列颠岛、 新汉诺威岛、 新爱尔兰岛、 费尼群岛和穆绍岛等。 １６４３ 年， 奉

命寻找 “失落的南方大陆” 的荷兰航海家阿贝尔 · 塔斯曼 （ Ａｂｅｌ
Ｔａｓｍａｎ） 考察了新几内亚岛、 新不列颠岛， 发现了利希尔群岛和维图群

岛。 而后， 这些荷兰航海家把新几内亚岛的部分海岸线绘成了海图。
１７ 世纪末期， 英国和法国成为争夺欧洲霸权的重要竞争对手， 并将

竞争范围扩展到了北美洲、 印度和太平洋地区。 由此， 他们开始了在南太

平洋地区的探险。 １６９３ 年， 英国航海家威廉·丹皮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ａｍｐｉｅｒ）
环绕新几内亚岛航行， 在新不列颠岛和温博伊岛之间发现了丹皮尔海峡。
１６９９ ～ １７００ 年， 威廉·丹皮尔从印度尼西亚的帝汶岛 （Ｔｉｍｏｒ Ｉｓｌａｎｄ） 向

东沿新几内亚岛北海岸航行， 然后转向北方， 发现了埃米拉岛， 为新不列

颠岛命名， 并确定新不列颠岛与新爱尔兰岛、 新汉诺威岛是不相连接的独

立岛屿。① １７６７ 年， 英国航海家菲利普·卡特利特 （Ｐｈｉｌｉｐ Ｃａｒｔｅｒｅｔ） 发现

了约克公爵群岛、 卡特利特群岛、 廷翁群岛 （Ｔｉｎｇｗ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又称波特

兰群岛 Ｐｏｒｔｌａｎ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 并为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命名。 １７６８ 年， 法国航

海家路易斯·安托万·德·布干维尔抵达所罗门群岛北部地区， 并为布干

维尔岛、 路易西亚德群岛命名。 １７９３ 年， 法国航海家丹尼斯·德·特罗

４４

① 赵书文、 段绍伯： 《大洋洲自然地理》，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７， 第 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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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恩、 安托万·布吕尼·当特尔卡斯托分别发现了特罗布里恩群岛、 当

特尔卡斯托群岛。 至此，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所属各个岛屿全部被欧洲人

发现。
（二） 欧洲商人奔向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被欧洲人发现后， 直到 １９ 世纪早期， 一直被称

作美拉尼西亚地区。 虽然欧洲人曾经在该地的山脉、 港湾、 海峡和岛屿上

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但他们在土著居民中并没有产生影响力。 他们登陆上

岸考察、 探险、 做生意、 补充淡水和食物时， 虽然会受到土著居民的友好

款待， 但多数时候会遭到土著居民的袭击。
进入 １９ 世纪， 巴布亚新几内亚丰富的自然资源开始吸引大批欧洲商

人开展贸易活动。 他们在东南部海域开展商业活动， 雇用沿海居民和岛民

采集珍贝， 捕猎海豹， 捕捞海参， 开采黄金， 砍伐、 贩卖檀香木、 香柏木

等珍贵原木。 米尔恩湾附近的萨马赖逐渐发展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业中

心； 英国和德国在新不列颠岛加泽尔半岛上建立了贸易站。 生活在沿海

地区的土著居民开始用他们生产的椰子、 食品、 鱼产品等换取欧洲人的

金属器具、 布匹和零碎小物件。 到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 巴布亚新几内亚东

南沿海一带的岛民已经获取了大量的铁器产品， 停止了石斧等磨制石器

的制作。
欧洲商人除与土著居民进行贸易往来外， 还在新爱尔兰岛、 新不列颠

岛、 新几内亚岛东南部招募数千名土著居民， 将他们送到英属澳大利亚殖

民区昆士兰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 自治领、 萨摩亚群岛 （ Ｓａｍｏ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 斐济

群岛 （Ｆｉｊｉ Ｉｓｌａｎｄｓ） 等地的种植园， 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
（三） 西方传教士涌入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

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到来， 基督教也传入巴布亚新几内亚。 西方各国教

会纷纷建立起各自的传道站。
１８４７ 年， 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开始进入俾斯麦群岛活动。① 同年， 天主

教圣母会传教士在伍德拉克岛建立了第一个传道站。 紧接着， 又在新不列

５４

① 宗教研究中心编 《世界宗教总览》， 东方出版社， １９９３， 第 １８０ 页。



颠岛附近的鲁克岛 （Ｒｏｏｋ Ｉｓｌａｎｄ） 建立了第二个传道站。 后来， 他们又陆

续在布干维尔岛、 布卡岛上建立了传道站， 传教士主要是法国人。
１８５２ 年， 意大利天主教牧师乔瓦尼·巴蒂斯塔·马祖科尼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Ｂａｔｔｉｓｔａ Ｍａｚｚｕｃｃｏｎｉ） 进入伍德拉克岛传教。 １８５５ 年被土著居民杀害。① 次

年， 意大利天主教牧师赴新几内亚岛莱城附近的曼多克岛 （Ｍａｎｄｏｋ
Ｉｓｌａｎｄ） 传教。 后因疾病困扰而被迫离开。

１８７１ 年， 英国新教伦敦传道会 （简称伦敦会） 传教士塞缪尔·麦克

法兰 （Ｓａｍｕｅｌ 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ｅ）、 阿奇博尔德·默里 （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 Ｍｕｒｒａｙ） 等在

托雷斯海峡忠心岛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Ｉｓｌａｎｄ） 村社中任命了牧师。② 次年， 他们将

默里岛建成了传教中心， 并从新几内亚岛招募土著居民进行培训， 而后派

他们返回家乡开办了两个教区。 １８７４ 年， 威廉·乔治·劳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ａｗｅｓ） 夫妇在莫尔兹比港附近的哈努阿巴达村建立了传道站， 并

逐渐成为新几内亚岛传教中心。 １８７７ 年， 詹姆斯 · 查默斯 （ Ｊａｍｅｓ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夫妇在塞皮克地区的苏奥 （Ｓｕａｕ） 建立了传道站， 通过学习当

地语言， 为土著居民提供布匹、 珠串和金属用品等， 赢得了当地人的信

任， 使传教工作顺利展开。 接着， 他们又在海湾地区沿岸和弗莱河口一带

开办了传道站。 １８９１ 年， 查尔斯·阿贝尔 （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ｂｅｌ） 在夸托岛

（Ｑｕａｒｔ Ｉｓｌａｎｄ） 创办了传道站和寄宿学校， 招收 ８０ 名儿童， 向他们传授技

艺， 改变了土著居民子女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信仰。
１８７５ 年， 基督教新教卫理公会 （又称美以美会） 传教士乔治·布朗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ｒｏｗｎ） 在约克公爵群岛建立了中心传道站， 在新爱尔兰岛和新

不列颠岛沿岸建立了传道站。 由于得到了当地土著居民首领托普鲁

（Ｔｏｐｏｕｌｏｕ） 的支持， 其传教工作得以迅速展开。 １８９１ 年， 威廉·布罗米

洛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ｒｏｍｉｌｏｗ） 进入当特尔卡斯托群岛、 路易西亚德群岛， 以及

巴布亚半岛米尔恩湾一带开展传教活动， 在多布岛建立了卫理公会传教总

６４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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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 ｃｏｍ ａｕ ／ ｉｓｓｕｅ ／ ２０１４ ／ ｏｃｔｏｂｅｒ ／ １４１２０８５６００ ／ ｔｈｏｒｎｔｏｎ － ｍｃｃａｍｉｓｈ ／
ｉｓｌａｎｄ － ｔｉｍｅ，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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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并成为新几内亚传教会主席。①

１８８２ 年， 法国天主教圣心会 （又称耶稣圣心会） 传教士路易斯·安

德烈·纳瓦尔 （ Ｌｏｕｉｓ － Ａｎｄｒｅ Ｎａｖａｒｒｅ） 在新不列颠岛东部的马图皮特

（Ｍａｔｕｐｉｔ） 建立了传教中心，② 并在乌纳波佩 （Ｏｏｎ Ｐｏｐｅ） 创办了培养教

理问答士的学校， 建立了种植园， 开办了锯木场。 １８８５ 年， 詹姆斯·格

里芬·韦尔瑞 （Ｊａｍｅｓ Ｇｒｉｆｆｉｎ Ｖｅｒｊｕｓ） 与意大利传教士萨尔瓦托·加斯巴

拉 （Ｓａｌｖａｔｏｒ Ｇａｓｂａｒｒａ）、 尼古拉·马可尼 （Ｎｉｃｏｌａｕｓ Ｍａｒｃｏｎｉ） 将珊瑚海中

的尤尔岛 （Ｙｕｌｅ Ｉｓｌａｎｄ） 建成了天主教圣心会总部。③ 到 １９ 世纪末， 他们

在海湾地区、 内地山区建立了第一批传道站， 并产生了重要影响。
１８８６ 年， 德国路德教派传教士约翰·弗莱尔 （Ｊｏｈｎ Ｆｌｉｅｒｌ） 在新几内

亚岛东端芬什哈芬 （Ｆｉｎｓｃｈｈａｆｅｎ， 今芬什港） 一带活动时， 通过学习当地

语言， 在辛邦 （德语： Ｓｉｍｂａｎｇ） 建立了第一个传道站和学校。 截至 １９０６
年， 他们又在芬什哈芬、 塔米岛、 亚宾 （德语： Ｇｕｅｓｔ）、 瓦雷奥 （德语：
Ｖａｌｅｏ）、 黑尔德斯巴赫、 戴因策赫歇等地建立了传道站。

１８９０ 年， 英国新教圣公会 （又称安立甘宗） 传教士艾伯特·麦克拉

伦 （Ａｌｂｅｒｔ Ｍａｃｌａｒｅｎ）、 塞缪尔·汤姆林森 （Ｓａｍｕｅｌ 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 在巴布亚

半岛韦道村 （Ｗｅｄａｕ） 登陆后， 开始在多古拉 （Ｄｏｇｕｒａ） 一带进行传教活

动。 １８９８ 年， 他们建立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教区，④ 作为澳大利亚圣公会的

传教主教区。
另外， 罗马天主教圣经会在塞皮克、 马当两个地区的北部沿海建立了

传道站和学校， 在阿勒西斯哈芬周围创办了一个传教中心。 到 １９１４ 年，

７４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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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迈克尔·扬： 《马林诺夫斯基———一位人类学家的奥德赛 （１８８４ ～ １９２０）》， 宋奕、
宋红娟、 迟帅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４１０ 页。
ｈｔｔｐ： ／ ／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ｅｄｕ ａｕ ／ 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 ｓａｃｒｅｄ － ｈｅａｒｔ － ｍｓｃ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 日浏览。
ｈｔｔｐ： ／ ／ ｆａｎｙｉ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ｔｒａｎｓｐａｇｅ？ ｑｕｅｒｙ ＝ ｈｔｔｐ％ ３Ａ％ ２Ｆ％ ２Ｆｗｗｗ ｍｉｓａｃｏｒ ｏｒｇ ａｕ％
２Ｆｅ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Ｆｃｕｒｒｅｎｔ － ｎｅｗｓ％２Ｆ１８２９ － ｎｅｗｓ － ｏｆ － ｂｉｓｈｏｐ － ｈｅｎｒｉ － ｖｅｒｊｕｓ － ｍｓｃ － ｄｅｃｌａｒｅｄ －
ｖｅｎｅｒａｂｌ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ｕｒｌ＆ｉｅ ＝ ｕｔｆ８＆ｆｒｏｍ ＝ ａｕｔｏ＆ｔｏ ＝ ｚｈ＆ｒｅｎｄｅｒ ＝ １＆ｏｒｉｇｉｎ ＝ ｐｓ，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
日浏览。
宗教研究中心编 《世界宗教总览》， 东方出版社， １９９３， 第 １８０ 页。



在教会学校就读的学生达到 １０００ 人。
截至 ２０ 世纪初， 巴布亚新几内亚所有沿海地区和附近各岛屿都有西

方传教士的活动。 他们学习土著居民的语言， 并写成文字， 在他们开办的

学校里进行教学。 他们住在欧式房屋内， 穿着欧式服装， 拥有钢制工具和

园艺工具， 引进新的农作物品种， 使用不同的烹调技术， 影响着当地土著

文化， 改变了村社的领导结构。 另外， 他们从土著部落中选拔执事， 管理

教堂的事务， 讨论决定村社的大事。
（四） 欧洲科学家走进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

１９ 世纪， 人类对地球和生物界的地质学、 植物学和动物学等自然科

学的兴趣和知识明显增长。 巴布亚新几内亚特殊的地理地貌、 丰富的野生

动植物资源也吸引着欧洲科学家到此进行科学考察。
１８７１ 年， 俄国生物学家尼古拉·米克吕霍·麦克莱 （Ｎｉｃｏｌａ Ｍｉｋｌｕｈｏ

Ｍａｃｌａｙ） 在新几内亚岛北海岸 （又称麦克莱海岸或雷伊海岸） 的马当附

近登陆， 成为第一个考察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科学家。 在此后 １０ 多年的时

间里， 他与当地土著居民融为了一体。
１８７５ 年， 英国皇家海军舰艇 “挑战者” 号在查尔斯·怀维尔·汤姆

生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ｙｖｉｌｌｅ Ｔｈｏｍｓｏｎ） 的指挥下进行远洋考察。 同行的科学家在

马努斯岛西部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科学考察。
同年， 意大利科学家卢伊季·达尔伯蒂斯 （Ｌｕｉｇｉ ＤＡｌｂｅｒｔｉｓ） 赴巴布

亚湾和西部管理区一带进行科学考察， 并深入内陆 ９００ 多公里， 多次抵达

弗莱河上游。
１８８４ 年， 德国鸟类学家和人种学家奥托·芬斯克 （Ｏｔｔｏ Ｆｉｎｓｃｈ， 又译

为芬什） 考察了新几内亚岛东北海岸以及塞皮克河流域。 １８９６ 年， 德国

植物学家卡尔·劳特巴赫 （Ｃａｒｌ Ｌａｕｔｅｒｂａｃｈ） 深入马当内地和拉姆山谷开

展调研活动。
１９１４ ～ １９１５ 年， 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

（ＢｒｏｎｉｓＬａｗ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 独自一人到特罗布里恩群岛、 迈鲁岛 （ Ｍａｉｌｕ
Ｉｓｌａｎｄ） 进行田野调查研究， 最终完成了人类学经典民族志著作 《西太

平洋的航海者》， 着重描写了特罗布里恩群岛特有的社会经济活动———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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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拉圈。① 这些科学家把他们在新几内亚的旅行见闻写成了详细的报道，
还搜集了一些土著居民制成的产品， 使西方人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有了更深

刻的了解和认识。
欧洲商人、 传教士和科学家的不断涌入， 给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著居民

带来了一些西方的思想和观念， 最终改变了他们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 也

使这一地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到 １９ 世纪中后期， 那些在非洲

和亚洲地区争夺殖民霸权的欧洲列强， 开始将目光转向南太平洋地区， 其

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

二　 近代西方列强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争夺

欧洲人发现巴布亚新几内亚后， 认为土著居民好战， 当地也没有具有

贸易价值的商品。 因此， 他们的活动只局限于沿海一带， 并未深入内地。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 西方列强掀起新一轮

殖民扩张的狂潮。 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 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德国等

开始将目光投向西南太平洋地区各个岛屿。 他们垂涎于那里丰富的自然资

源以及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封闭了许久的古老岛屿新几内亚岛、 俾斯麦群

岛、 所罗门群岛等岛屿遭到荷兰、 德国、 英国、 澳大利亚等邦外国家的统

治， 中断了当地独立发展的进程， 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
１８７３ 年 ２ 月， 英国 “蛇怪” 号船长、 海军上尉约翰·莫尔兹比带领

的船队沿巴布亚半岛南部海岸探险航行时， 在巴布亚湾发现一处天然良

港， 他认为这里是 “可以住人的世界中最后一条未发现的辽阔海岸线”，
立即声明这片新发现的土地归属英国政府， 并命名为莫尔兹比港。 同时，
还将附近的海湾以其父亲费尔法克斯·莫尔兹比 （Ｆａｉｒｆａｘ Ｍｏｒｅｓｂｙ） 的名

字命名为费尔法克斯湾。 随后， 英国传教士和商人接踵而至， 纷纷在费尔

法克斯湾附近土著村庄落脚， 成为第一批定居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欧洲人。
１８７７ 年， 英国政府委派阿瑟·戈登 （Ａｒｔｈｕｒ Ｇｏｒｄｏｎ） 为西太平洋高级专

员， 其辖区包括新几内亚岛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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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丁岩妍： 《传播学定性研究方法》，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２０１５， 第 ３０ 页。



１８８０ 年 ２ 月， 德国银行家汉斯·冯·布莱赫罗德尔 （ Ｈａｎｓ Ｖｏｎ
Ｂｌｅｕｃｈｒｏｅｄｅｒ） 和阿道夫·冯·汉泽曼 （Ａｄｏｌｆ Ｖｏｎ Ｈａｎｓｅｍａｎｎ） 等成立南

太平洋群岛商业与种植园公司 （德语： Ｈａｎｄｅｌｓ － ｕｎｄ Ｐｌａｎ － ｔａｇｅｎ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并向政府提出了吞并新几内亚岛的建议。 此时正在推行扩

张政策的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公开支持该公司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商

业活动， 鼓动他们成立新几内亚公司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专注于南

太平洋地区种植园的发展， 并提出对通往南太平洋地区的航线提供国家补

贴。① １８８２ 年， 德国政府派人到俾斯麦群岛建立椰子种植园， 由此迈出了

在南太平洋地区殖民扩张的第一步。 １８８３ 年， 约克公爵群岛等 １８ 个商站

为德国提供了 ３０００ 吨的椰干。 同年， 法国政府派军队占领了新几内亚岛

东南部， 并改名为新爱尔兰， 企图建立殖民统治。 但旋即被英属澳大利亚

殖民区昆士兰自治领驱逐， 昆士兰总督托马斯·麦基尔雷思 （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ｃｌｌｗｒａｉｔｈ） 下令在莫尔兹比港升起英国国旗， 宣布吞并巴布亚东南海岸。
英国政府认为其野心超出了他的权力范围， 即在 ７ 月 ２ 日撤销了昆士兰自

治领对巴布亚东南海岸的吞并。② 而后， 英国政客开始关注新几内亚岛，
鼓吹将英属澳大利亚各殖民区与英属南太平洋群岛合并组成大英南太平洋

帝国， 将英国以外的商人和农场主驱逐出南太平洋地区。 面对英国咄咄逼

人的态势， 德国政府先发制人。 １８８４ 年， 俾斯麦政府首先派奥托·芬斯

克前往新几内亚岛北部和新不列颠岛一带开拓保护地。 继而又派帝国专员

冯·奥尔岑 （Ｖｏｎ Ｏｅｒｔｚｅｎ） 抵达新几内亚岛北部， 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ＷｉｌｈｅｌｍⅡ） 的名义宣布对该地拥有所有权。 １０ 月， 德国移民以新几内

亚公司的名义， 在新几内亚岛马当地区升起德国国旗。 １１ 月 ３ 日， 德国

政府宣布新几内亚岛东北部约 １８１６５０ 平方公里的三个地区为威廉皇帝领

地 （德语： Ｋａｉｓ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ｓ Ｌａｎｄ）。 １１ 月 ６ 日， 英国政府宣布新几内亚岛

东南部以及南纬 ８°以南珊瑚海中各个岛屿为英国的保护领地， 统称为英

０５

①

②

邢来顺： 《论德国殖民帝国的创立》，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９９６ 年

第 ３ 期， 第 ９８ ～ １０２ 页。
汪诗明： 《２０ 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 １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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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新几内亚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领地，① 面积约 ２３ ４ 万平方公里。②

１８８５ 年 ４ 月 ６ 日， 英、 德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新几内亚岛东半部以

马勒山脉的山脊为界， 东北部及邻近的俾斯麦群岛等归属德国， 东南部为

英国的保护领地。 同月， 德国占领所罗门群岛北部的布干维尔岛、 布卡

岛、 舒瓦瑟尔岛、 圣塔伊莎贝尔岛 （ Ｓａｎｔａ Ｉｓａｂｅｌ Ｉｓｌａｎｄｓ）、 肖特兰群岛

（Ｓｈｏｒｔ Ｉｓｌａｎｄｓ） 和翁通爪哇群岛 （Ｏｎｔｏｎｇ Ｊａｖ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 等， 合称德属所罗

门群岛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领地。 １８８６ 年， 德国政府在俾斯麦群

岛建立殖民统治机构， 并将这些岛屿与威廉皇帝领地统称为德属新几内亚

（德语： Ｄｅｕｔｓｃｈ － Ｎｅｕ Ｇｕｉｎｅａ） 领地。 １８９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德、 英两国签

署 《柏林条约》， 英国将位于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西部划归德国， 德国

则将北所罗门群岛中布干维尔岛、 布卡岛之外的岛屿划归英国。 此后， 布

干维尔岛、 布卡岛等并入德属新几内亚领地。③ 该领地面积达到 ２３ ８７ 万

平方公里。④

１８９５ 年 ５ 月， 英国与荷兰缔结条约， 划定英属新几内亚领地与荷属

新几内亚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领地以东经 １４１°为界。 １９０１ 年， 英

国议会通过 《澳大利亚联邦法》， 同意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组成联邦政府。
同时， 英国政府殖民部决定将新几内亚领地移交给澳大利亚。 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正式接管新几内亚领地。 １９０６ 年 ９ 月 １ 日， 改称

澳属巴布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Ｐａｐｕａ） 领地。 １９０９ 年， 澳大利亚与德国边界委员

会经过考察， 重新树立了澳属巴布亚领地与德属新几内亚领地的界标。
１９１４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英国对德国宣战。 在南太平洋地区，

澳大利亚应英国政府的要求， 于 ９ 月 １１ 日派遣 １５００ 名皇家海军在德属新

几内亚领地科科波附近的卡卡鲍尔湾登陆。 由于德国守军仅有 ３００ 人， 德

１５

①

②
③

④

《世界各国政治概况———巴布亚新几内亚》， ｈｔｔｐ： ／ ／ ｃｈｏｗｋａｆａｔ ｎｅｔ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Ｐａｐｕａｃ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７ 日浏览。
《世界知识年鉴 （１９６５）》，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６５， 第 １０９８ 页。
《世界各国政治概况———所罗门群岛》， ｈｔｔｐ： ／ ／ ｃｈｏｗｋａｆａｔ ｎｅｔ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Ｓｏｌｏｍｏｎｃ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７ 日浏览。
联合国新闻处编 《联合国手册 （１９６６ ～ １９７０）》， 北京大学法律系编译组译， 商务印书

馆， １９７２， 第 ２５５ 页。



属新几内亚领地代理总督爱德华·哈伯 （Ｅｄｕａｒｄ Ｈａｂｅｒ） 被迫投降。 ９ 月

２６ 日， 澳军攻占俾斯麦群岛全部岛屿。 １１ 月 １１ 日占领东新几内亚岛的北

部。 至此， 德国在新几内亚地区的殖民统治结束。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 澳大利

亚总理威廉·莫里斯·休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ｏｒｒｉｓ Ｈｕｇｈｅｓ） 在巴黎和会上要求

取得原德属新几内亚领地的 “委任统治” 权。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国际

联盟根据 《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德和约》 （即 《凡尔赛条约》）， 决定由澳

大利亚 “委任统治” 原德属新几内亚领地以及赤道以南除德属萨摩亚和

瑙鲁岛 （Ｎａｕｒｕ Ｉｓｌａｎｄ） 以外的所有岛屿。 １９２１ 年 ５ 月， 澳大利亚正式以

法律手段接管了原德属新几内亚领地。
１９４２ 年年初，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扩大， 日军南下侵占了新几内亚岛

北部沿海地区以及布干维尔岛、 新不列颠岛、 新爱尔兰岛、 马努斯岛等，
并与美澳盟军进行了激烈的角逐。 １９４３ ～ １９４４ 年， 美澳盟军发动了新几

内亚战役、 布干维尔岛战役等一系列反攻作战， 澳大利亚又重新占领巴布

亚新几内亚地区。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联合国大会决议委托澳大利亚继续托管统

治原德属新几内亚领地。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１ 日， 澳大利亚将巴布亚领地与新几

内亚托管地合并为一个行政单位， 称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 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实行内部自治， 但澳大利亚继续控制其军事和外交等

权力。

三　 西方列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殖民统治

马克思在 １８４８ 年发表的 《共产党宣言》 中指出： “资产阶级， 由于

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 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 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

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 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

长城、 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

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

行所谓文明制度， 即变成资产者。” 因此，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 使

处于文明发展初期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历史进程出现了大提速， 拉开了近

现代化的序幕。 宗主国派遣的行政官员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殖民地的总代

表， 担任了各级统治机构的职位。 他们移植宗主国的政治体制， 以武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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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等手段， 使土著居民放弃了原来的生活方式。 同时， 他们还利用土著

权力系统， 在传统权威的基础上， 建立起立法、 行政和司法等机构， 促进

了教育、 医疗卫生等事业的发展， 从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这块极其原始的

土地上， 发展了比较先进的近现代行政制度和管理体系， 促进了巴布亚新

几内亚政府结构的建立。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西里尔·爱德华·布莱克

（Ｃｙｒｉｌ Ｅｄｗａｒｄ Ｂｌａｃｋ） 在 《现代化的动力： 一个比较历史的研究》 （景跃

进 ／张静译） 一书中述说的那样：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作为现代化的始作

俑者， 它们也担负起现代化的布道者的角色， 它们也曾以入侵者的身份将

现代的观念和体制传播到地球上的各个角落”。
（一） 德国在新几内亚领地的统治 （１８８４ ～ １９１４ 年）
１８８４ 年 １０ 月， 德国移民在新几内亚岛马当地区博加德吉姆 （Ｂｏｇａｒｄｅ

Ｊｉｍ） 与土著居民签署协议， 获得长期定居、 取得土地、 经营农场、 自由

开矿以及保证德国人生命财产安全等权利。 １８８５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新几内亚

公司获得管理德属新几内亚领地的权利，① 由此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

个殖民政府的管理机构， 总部设在莫罗贝地区的芬什哈芬 （１８９２ 年迁至

斯蒂芬索特， １８９７ 年迁往马当）， 古斯塔夫·冯·厄尔岑 （Ｇｕｓｔａｖ Ｖｏｎ
Ｏｅｒｔｚｅｎ） 任第一任专员。 而后， 新几内亚公司以价值低廉的小物件从土

著居民手中骗取了 １２ １４ 万公顷的土地， 建立起椰子、 烟草种植园， 并从

新加坡、 苏门答腊 （印尼语： Ｓｕｍａｔｅｒａ） 一带招募了一批半熟练的中国

人、 马来人、 日本人， 经营种植园和贸易行业。 然而， 由于欧洲人对这块

土地及其气候特点认识不足， 除种植椰子树受益外， 其余庄稼种植全部失

败。 新几内亚公司对新几内亚领地的行政管理失去了兴趣。
１８９９ 年 ４ 月 １ 日， 德国政府接管了新几内亚领地行政管理权， 鲁道

夫·冯·贝宁森 （Ｒｕｄｏｌｆ Ｖｏｎ Ｂｅｎｎｉｎｇｓｅｎ）、 艾伯特·哈尔 （Ａｌｂｅｒｔ Ｈａｈｌ，
１９０１ ～ １９１４） 先后被任命为总督。② 领地行政管理中心迁往新不列颠岛赫

３５

①

②

《世界百科全书》 编写委员会编 《世界百科全书 （国际中文版） （第 １ 卷）》， 海南出版

社、 三环出版社， ２００６， 第 ４７５ 页。
新几内亚殖民官员列表，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浏览。



伯特肖赫 （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ｈｏｈｅ， 今称科科波）。 他们结合当地实际， 强化殖民统

治。 政治方面， 建立了通过村吏行使职权的政府体制。 在每个村社任命一

名村长 （即 “路路艾”）， 负责征收赋税， 处理村社内小的纠纷， 向上级

报告村社大事， 传达政府的命令并保证得以实施。 每个村社任命一名通讯

员 （又称翻译， 即 “图图尔”）， 以便于上下联系， 传递信息， 加强统治。
将各个村社组织起来， 建立了新几内亚岛莫罗贝、 马当、 艾塔佩、 新爱尔

兰岛卡维恩 （Ｋａｖｉｅｎｇ）、 纳马塔奈 （Ｎａｍａｔａｎａｉ）、 新不列颠岛拉包尔、 布

干维尔岛基埃塔 （Ｋｉｅｔａ）、 马努斯岛洛伦高 （Ｌｏｒｅｎｇａｕ） 八个行政管理中

心， 管理沿海大部分地区， 每个区派一名专员负责。 另外， 在新几内亚岛

莱城和安戈拉姆 （Ａｎｇｏｒａｍ） 建立了次要行政机构。 为了地方治安的需

要， 还建立了警察体制。 教育方面， １９０７ 年， 在拉包尔附近纳马努拉

（Ｎａｍａｎｕｌａ） 创办学校， 讲授德语， 以便使土著居民更加 “德国化”。 同

时， 培养熟练和半熟练的技术工人， 为学生开设工艺技术课。 另外， 对使

用德语传教的教会划拨经费， 试图以德语取代其他语言。 经济方面， １９０７
年颁布 《劳工法令》， 规定领地内的所有土著成年男子都要缴纳年税， 劳

工招募员可任意招募劳工。 颁布新的 《土地条例》， 废除私人购买土地的

权利， 规定任何人获取土地， 都必须经由政府代买。 此举使加泽尔半岛和

新几内亚岛沿海地区的农村失去大量土地。 由此引发了土著居民与欧洲移

民的激烈冲突。
１９１０ 年， 德国人在新不列颠岛北端的红树林沼泽上填土建镇， 并将

其命名为拉包尔。 而后， 这里成为德属新几内亚领地的新首府。 １９１２ 年，
德属新几内亚领地的人口达到近 ６０ 万人。①

（二） 英国在新几内亚领地的统治 （１８８４ ～ １９０５ 年）
１８８４ 年 １１ 月英国占领新几内亚岛东南部后， 任命彼得·斯克莱奇利

（Ｐｅｔｅｒ Ｓｃｒａｔｃｈｌｅｙ， １８８４ － １８８５） 为新几内亚领地特派专员。 由于他无权制

订新法律或征税， 且活动经费只有澳大利亚各殖民区提供的 １ ５ 万镑， 因

此， 他的主要职责是熟悉领地的情况。 经过实地考察， 他将领地的首府设

４５

①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ｅｎ ｏｒｇ ／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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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尔兹比港。 在地方管理上， 利用各村社的头人实行殖民统治， 任命哈

努阿巴达村有影响的头人博·瓦吉 （Ｂ Ｗａｇｉ） 为所有莫土人村社的首领。
同时， 在传教士熟悉的土著居民村社任命行政长官。 继任者约翰·道格拉

斯 （Ｊｏｈｎ Ｄｏｕｇｌａｓ， １８８６ － １８８７） 在萨马赖、 莫土莫土 （即托阿里皮，
Ｔｏａｌｉｐｉ）、 里戈 （Ｒｉｅｇｏ） 三地设立了管理站。 与当时英国在巴布亚新几内

亚唯一的大型商业机构伯恩斯—菲尔普公司 （Ｂｕｒｎｓ， Ｐｈｉｌｐ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联合开展贸易活动， 开辟了莫尔兹比港、 萨马赖与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区昆

士兰自治领星期四岛 （Ｔｈｕｒｓｄａｙ Ｉｓｌａｎｄ） 之间的定期航线。
１８８８ 年， 昆士兰自治领总督塞缪尔·格里菲思 （Ｓａｍｕｅｌ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提

出与英国政府共管英属新几内亚领地。 双方经过协商， 英国政府以行政官

代替特派专员， 威廉·麦格雷戈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ａｃ Ｇｒｅｇｏｒ） 成为新几内亚领

地第一任行政官。 他上任后， 成立政务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 组建新的领

地政府。 从此， 英属新几内亚领地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 而后， 他通过考

察民情， 致力于在欧洲人与土著居民之间建立和平关系。 在地方管理方

面， 成立东部、 中部、 西部三个管理区， 由地方行政官负责日常管理。
１８９０ 年， 成立由斐济人和所罗门群岛岛民组成的武装警察队伍， 后又补

充了部分土著居民。 他们有权解决村民间的各种纷争， 并负责征收罚款。
另外， 在村社实行村警制度， 选拔善于说辞、 工作积极的人担任村社警

察。 在土地管理方面， 制定 《土地条例》， 实行土地保护制度， 规定村民

只能向殖民政府出售土地， 不准出售给私人， 即私人只有通过政府才能购

买土地。 在劳工管理方面， 制定 《劳工条例》， 禁止招募劳工到他们所属

管理区以外的地方去工作。 但殖民政府不受此条例约束， 必要时还可以征

用劳工。 在教育方面， 鼓励教会办学， 并提供廉价土地， 协助开辟新教

区。
１８９８ 年， 乔治·勒·亨特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ｅ Ｈｕｎｔ） 接任行政官后， 沿袭

上届政府的政策， 保留常驻地方官、 武装警察、 村社警察， 作为绥靖新

区和维护旧区治安的手段。 同时， 将领地政府控制权向北延伸， 成立北

部管理区； 在萨马赖创办了一所医院。 另外， 还颁布一系列新条例， 对

委派劳工督察员、 为劳工招募员办理许可证以及在政府中设立医务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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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具体规定。
１９０３ 年， 克里斯托弗·史坦斯费尔德·鲁滨逊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Ｓｔ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继任代理行政官后， 修建了从新几内亚岛东北部沿海布纳

（Ｂｕｎａ） 直通约达 （Ｙｏｄｄａ） 采金区的公路。 次年， 当地武装警察司令弗

朗西斯·里克曼·巴顿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Ｒｉｃｋｍａｎ Ｂａｒｔｏｎ） 接任代理行政官后， 认

为英国政府殖民部已准备将新几内亚领地移交给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于

是， 他开始为领地归属做各项准备工作。
（三） 澳大利亚在巴布亚领地的统治 （１９０６ ～ 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 《巴布亚法》， 将英属新

几内亚领地改称澳属巴布亚领地， 废除 １８８８ 年以来实行的联合统治制度。
巴布亚领地设副总督 １ 名， 由澳大利亚总督任命， 直接对总督负责。 巴布

亚副总督是澳大利亚在巴布亚领地的最高行政代表。 下设立法委员会和政

务委员会， 分别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 政务委员会由澳大利亚总督任命的

６ 名政府官员组成。 立法委员会由政务委员会 ６ 名成员和由副总督提名、
总督任命的 ３ 名非官方成员组成。 另外， 设立下级法院， 隶属于澳大利亚

联邦最高法院， 在巴布亚领地全境行使司法管辖权。① 《巴布亚法》 于

１９０６ 年 ９ 月 １ 日正式实施， 是澳属巴布亚领地的法案， 一直沿用到 １９４９
年。

弗朗西斯·里克曼·巴顿是澳属巴布亚领地第一任代理行政官。 他在

重新制定 《土地法》 时规定： 任何人都可以从领地政府手中租赁土地，
租期可达 ９９ 年。

１９０７ 年， 原英属新几内亚领地首席法官约翰·休伯特·普伦基

特·默里 （Ｊｏｈｎ Ｈｕｂｅｒｔ Ｐｌｕｎｋｅｔ Ｍｕｒｒａｙ） 被任命为澳属巴布亚领地代理行

政官。 次年， 他成为巴布亚领地第一任副总督， 制定了许多新政策。 政治

方面， 首先建立了一套忠诚的公务员班子， 并从澳大利亚选派行政官员。
沿袭英属新几内亚领地时期的分区管理制度、 村警制度； 新建农村参议

会， 参议员由村民推选， 其职责是向领地政府提出有关改进农村的建议；

６５

① 姜士林： 《宪法学辞书》， 当代世界出版社， １９９７， 第 ４９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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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相关人员深入内地考察。 到 １９１３ 年， 领地政府基本上控制了沿海地

区， 并在内地设置了警察哨所或基本营地， 全部由欧洲籍官员负责。 经济

方面， 制定 《土著劳工条例》， 规定种植园主可以直接与劳工签订合同，
对拒绝工作而逃跑的劳工可进行监禁。 同时， 设立土著居民事务部， 监督

劳工条例的实施。 １９１８ 年， 通过 《土著居民赋税条例》， 规定除警察、 传教

士及家中人口众多的人之外， 凡年龄在 １６ ～ ３６ 岁的男子都要缴纳人头税，
可采用强制劳动的方式抵偿税款。 同年， 又通过 《土著居民种植园条例》，
规定政府有权在各村社附近建立土著居民保留地， 推行强制性种植， 村民

开垦土地， 政府提供种子， 村民将产品的一半交给政府。 教育方面， 扶持

西方教会办学， 推行英语教学和技术教育。 如天主教圣心会在尤尔岛创办

的学校向男生传授打铁、 制靴、 印刷和装订技术； 伦敦传道会在附设的师

范学校设置打字班， 在附设的乡村学校传授制作藤器、 竹器技术； 夸托产

业界传道会则注重培养各种技工。 同时规定， 教会培养的学生通过特定的

考试， 即可得到政府发放的补助 （每人 １０ 元）。 医疗卫生方面， 在莫尔兹

比港、 萨马赖、 伍德拉克岛和达鲁设立医院， 并派遣巡回医疗队和医务助

理。 到 ３０ 年代初， 医务助理可到各村社独立进行巡回医疗。 １９３３ 年， 选派

学生到澳大利亚悉尼 （Ｓｙｄｎｅｙ） 学习物理、 化学、 解剖学， 以及如何对病

人展开急救。 此外， 还向教会划拨经费， 帮助其维护医院的正常运转， 并

承担 ５０％的医药费。 日常生活方面， 规定任何人不得对他人实施暴力行为，
不准进行部落战争。 同时， 西方教会还通过干预土著传统舞蹈和某些宗教

仪式， 使许多土著居民皈依了基督教。 这一切冲击了澳属巴布亚领地农村

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 土著居民刀耕火种的生活走向终结， 部落之间的

冲突也逐渐减少。 １９３９ 年， 澳属巴布亚领地人口达到 ３３ ８６ 万人。①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约翰·休伯特·普伦基特·默里病逝后， 他的侄子休伯

特·伦纳德·默里 （Ｈｕｂｅｒｔ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Ｍｕｒｒａｙ） 代理巴布亚领地副总督， 基

本上沿用了上届政府的有关政策， 但与当地驻军的关系比较紧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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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ｅｎ ｏｒｇ ／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浏览。
ｈｔｔｐ： ／ ／ ａｄｂ ａｎｕ ｅｄｕ ａｕ ／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ｍｕｒｒａｙ － ｈｕｂｅｒｔ － ｌｅｏｎａｒｄ －１１２０８， ２０１６ 年１ 月２５ 日浏览。



（四） 澳大利亚在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的统治 （１９１４ ～ 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１４ 年澳大利亚夺取德属新几内亚领地后， 开始实行军事统治。 第

一任军事主官威廉·霍姆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ｏｌｍｅｓ） 上校对土著居民采取高压

政策。 １９１５ 年 １ 月， 当地驻军指挥官塞缪尔·奥古斯都·佩西布里奇

（Ｓａｍｕｅｌ Ａｕｇｕｓｔｕｓ Ｐｅｔｈｙｂｒｉｄｇｅ） 上校担任地方官， 他与继任者希福斯·辛

普森·麦肯齐 （ Ｓｅａｆｏｒｔｈ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１９１７ － １９１８）、 乔治·詹姆

逊·约翰斯顿 （Ｇｅｏｒｇｅ Ｊａｍｅｓｏ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１９１８ － １９２０）、 托马斯·格里菲

思 （Ｔｈｏｍａｓ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１９２０ － １９２１）① 继续实行军事统治。 政治上， 沿袭

原德属新几内亚领地政府的法律， 规定边远哨所的士兵必须协助警察维持

统治秩序。 同时， 还规定原有的德国人只要保持中立， 即可协助澳大利亚

管理新几内亚领地， 原德国人委任的村长和通讯员可照常开展工作， 传教

士也可继续传教。 经济上， 允许德国种植园主继续经营种植园， 保留人头

税制度， 并按最高税率征收赋税。 为了保证种植园劳动力， 军政府通过了

更加严格的劳工法， 经常以武力和欺骗的方式到内地搜寻、 绑架土著居

民。
１９２０ 年澳大利亚取得新几内亚委任统治权后， 即委派巴布亚领地副

总督约翰·休伯特·普伦基特·默里、 澳大利亚内务领地部秘书艾特

利·亨特 （ Ａｔｌｃｅ Ｈｕｎｔ）、 伯恩斯—菲尔普公司经理沃尔特·卢卡斯

（Ｗａｌｔｅｒ Ｌｕｃａｓ） 三人组成皇家委员会， 考察巴布亚与新几内亚的未来关系

问题。 约翰·休伯特·普伦基特·默里建议两地合并管理， 但后两人为了

满足渴望接管德国人财产的商人的利益， 建议两地分治。 最后， 澳大利亚

联邦议会通过了 《新几内亚法》。 规定： 澳属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单独设

立政府， 以文官政府取代军政府。 拆除军事设施拉包尔炮台。 由澳大利亚

总督委任的行政官具体负责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 其主要职责是提高当地

居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 促进社会进步。 立法权由澳大利亚总督

８５

① 新几内亚殖民官员列表，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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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 针对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颁布的各种条例， 必须严格执行。① 紧接

着，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德国人财产征用局， 开始接管德国人的种植

园、 商业机构， 并将接管后的种植园出售给澳大利亚退伍军人。
１９２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随着 《新几内亚法》 生效， 文官政府取代军人政

府， 埃文·亚历山大·威兹德姆 （Ｅｖａ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ｉｓｄｏｍ， １９２１ － １９３３）、
托马斯·格里菲思 （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４）、 沃尔特·麦尼科尔 （Ｗａｌｔｅｒ ＭｃＮｉｃｏｌｌ，
１９３４ － １９４２） 先后担任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行政官，② 并采取了一系列新

措施。 政治方面， 废除原德国人制定的法律。 成立七个管理区， 其中新几

内亚岛三个， 附近岛屿四个。 派人考察内地， 扩大统治区域。 建立与原德

国统治时期相似的行政管理制度， 即在每个村社委派一名村长和一名通讯

员， 村长负责维持秩序， 通讯员担任村长的副手。 在个别地区还委任大村

长， 负责管理几个村社， 他们可以得到少量的薪金， 但必须服从到各村视

察的巡视官员的领导。 １９３２ 年，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修改 《新几内亚法》，
成立立法委员会和政务委员会， 分别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 经济方面， 制

定新的 《土地条例》， 规定只有政府才有权购买土著居民的土地， 欧洲人

只能从政府手中租赁土地， 租期 ９９ 年。 为了解决劳工问题， 制定新的

《劳工条例》， 规定劳工合同期限为 ３ 年， 最低工资每月 １ 元， 每周工作

５５ 小时。 但雇主和部分政府官员却拒绝执行 《劳工条例》， 甚至采用强迫

或欺骗等手段征用劳工。 教育方面， 将学校教育委托给教会， 并给予一定

数量的补助金。 其中新几内亚岛上有路德教派传道会和罗马天主教圣经会

设立的传道站， 其他岛屿则有基督教新教卫理公会、 罗马天主教圣心会和

圣母会传教团体， 他们用方言、 洋泾浜英语进行教学， 个别教会还对学生

传授技艺。 另外， 政府也创办了几所学校。 １９２２ 年， 在拉包尔创办了培

养司机、 轮机员、 木工的技术学校； 在科科波开办了小学。 不久， 又在卡

维恩创办了一所学校。 但总体来讲， 澳属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的教育是国

９５

①
②

许崇德： 《中华法学大辞典·宪法学卷》， 中国检察出版社， １９９５， 第 ６９１ 页。
新几内亚殖民官员列表，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浏览。



际联盟所有委任统治地中发展最慢的一个。 医疗卫生方面， 在每个管理区

至少建立一所医院， 由欧洲籍医生负责， 招聘当地人担任护理人员。 另

外， 成立巡回医疗队， 由一位欧洲籍医生或医务助理领导， 逐个村社进行

健康状况和卫生设备检查。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拉包尔火山大喷发，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经济

损失。 为了确保安全， 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首府从拉包尔迁往莱城。 １９３９
年， 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人口达到 ５８ ７６ 万人。①

（五） 澳大利亚对巴布亚和新几内亚的统一管理 （１９４２ ～ １９７５ 年）
１９４１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侵占了澳属巴布亚领地和新几内亚

委任统治地的许多地区， 并与美澳盟军进行了长达三年的争夺战。 澳大

利亚联邦政府借助于战争将巴布亚和新几内亚合并管理， 并一直延续到

当地独立。

１ 军政府在澳属巴布亚和新几内亚的军事统治 （１９４２ ～ １９４６ 年）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日军占领拉包尔， 澳属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行政官沃

尔特·麦尼科尔将行政管理权交给军队， 该地文官政府的统治终结。 ２ 月

１５ 日， 莫尔兹比港高级军官巴兹尔·穆尔豪斯·莫里斯 （Ｂａｓｉｌ Ｍｏｏｒｈｏｕｓｅ
Ｍｏｒｒｉｓ） 少将取得了巴布亚领地的统治权。 随后， 两地合并为澳属新几内

亚行政单位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 缩写： ＡＮＧＡＵ），
简称 “安高” 政府， 首府莫尔兹比港， 隶属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陆军

部。② 从此， 澳大利亚在巴布亚和新几内亚两地采取相同的政策。 在没

有卷入战争的地区， 继续由原政府官员进行统治， 并将统治区域划分了

级别； 建立巡逻营， 加强军事巡查； 主持法庭， 管理劳动力， 解决劳

动、 卫生问题， 帮助被战争毁坏的村社恢复家园。 在日军占领区， 组织

政府官员和警察收集情报， 为盟军做向导； 发动民众， 反抗日军的统

治。

０６

①
②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ｅｎ ｏｒｇ ／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浏览。
〔澳〕 Ｐ 比斯库普 （Ｐ Ｂｉｓｋｕｐ） 等： 《新几内亚简史》， 广东化工学院 《新几内亚简史》
翻译组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５， 第 ２１１ ～ ２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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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临时文官政府统一管理巴布亚领地和新几内亚托管地 （１９４６ ～
１９４９ 年）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 澳属新几内

亚行政单位在马克姆河以南地区的军事统治结束， 杰克·基思·默里

（Ｊａｃｋ Ｋｅｉｔｈ Ｍｕｒｒａｙ） 被任命为第一任行政官。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２４ 日， 澳属新

几内亚行政单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区的军事统治终结， 临时文官政府开

始统一管理巴布亚和新几内亚。 政治方面， 重建管理站， 将以前在新几

内亚委任统治地工作的官员调往巴布亚领地工作， 选派更多的巡逻官去

巡视新区和开发高地。 整顿公务员队伍， 增加公务员数量， 设立教育部

和劳工部， 扩大公共卫生部， 将战区善后工作的管理划入管理区事务与

土著居民事务部， 救助太平洋战争中受害者家属。 经济方面， 实施新的

《土著劳工条例》， 将劳工合同时间由 ３ 年减为 １ 年， 工作时间由每周 ５５
小时减为 ４４ 小时， 每月工资由战前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的 ５０ 分、 巴布

亚领地的 １ 元， 全部增加到 １ 元 ５０ 分， 并规定雇主必须给工人发放一定

数量的粮食， 工人出现伤亡， 雇主必须给予补偿金。 公共卫生方面， 创

办医院， 加强医疗救助工作。 截至 １９５０ 年， 共创办医院 ７７ 所、 简易医

疗站 ６１３ 处， 治疗患者 ８５ 万人次。 另外， 各地教会医院也参与医疗救助

工作。 教育方面， 除继续向教会划拨教育经费外， 还创办了一些学校，
用英语教育儿童如何阅读和写字， 如何成为良好公民。 截至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就读于政府学校、 教会学校的学生人数分别达到 ４２２３ 名和 １２８６６５
名。

３ 新几内亚政府对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的统治 （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３ 年）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法》。

７ 月 １ 日正式实施， 取代了原 《巴布亚法》 和 《新几内亚法》。 其内容包

括： 巴布亚领地和新几内亚托管地合并为一个行政单位， 称巴布亚和新几

内亚领地， 以莫尔兹比港为新领地首府。 成立常设的文官政府———新几内

亚政府， 澳大利亚总督任命的行政官是领地最高长官， 行使行政权； 由 ９
名非土著官员组成行政官的政务委员会为行政官提供建议和帮助。 领地下

设立法委员会和地方政府委员会。 立法委员会由 ２８ 名成员组成， 是领地

１６



的立法机关， 其通过的法案须经澳大利亚总督批准后方可生效。 地方政府

委员会是领地的地方管理机构， 成员由行政官提名、 澳大利亚总督任命。
同时， 按自然村设置选举产生的村议事会和乡村警察。 设立高等法院和地

方法院， 在领地内行使司法权； 如果对高等法院的判决表示不服， 可向澳

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上诉。① 从此， 澳属巴布亚领地和新几内亚托管地在

法律上实现了合并管理， 杰克·基思·默里、 唐纳德·克利兰德 （Ｄｏｎａｌｄ
Ｃｌｅｌａｎｄ， １９５２ － １９６６） 准将、 戴维·奥斯本·海 （Ｄａｖｉｄ Ｏｓｂｏｒｎｅ Ｈａｙ，
１９６６ － １９７０）、 莱斯利·威尔逊·约翰逊 （Ｌｅｓｌｉｅ Ｗｉｌｓｏｎ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３） 先后担任行政官。② １９５１ 年 ９ 月， 新几内亚政府将巴布亚和新几内

亚领地的行政地位由分区转为区， 下设塞皮克、 马当、 马努斯、 西高地、
南高地、 东高地、 西部、 海湾、 莫罗贝、 北部、 米尔恩湾、 中部、 布干维

尔、 新不列颠和新爱尔兰 １５ 个管理区。 由此奠定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

后各省区划分的基础。 １９５３ 年， 巴布亚、 新几内亚两地的人口分别达到

３６ ４ 万人和 １０９ ４ 万人。③

在经济方面， １９５０ 年， 新几内亚政府做出了支持欧洲人发展企业的

若干规定， 雇佣工人的期限可以定为 １ ５ ～ ２ 年， 撤销特设的劳工部， 以

雇主与劳工之间签订的合同取代契约。 沿袭上届政府的部分政策， 如继续

巡视新区， 建立新的管理站， 政府控制椰干生产等。 １９５７ 年起， 对领地

内年满 １８ 岁的男子征收个人税， 每人每年 ４ 元。 １９５９ 年起， 开始征收所

得税， 收入越高， 缴纳的税款越多。 ６０ 年代初， 为解决工矿企业的劳动

力问题， 颁布实施 《土著劳工雇佣条例》， 增加工人工资， 改善工人的口

粮、 服装和住房等； 重新成立劳工部， 允许工人加入工会组织。
在科技和教育方面， １９４９ 年， 新几内亚政府成立科技协会， 致力于

２６

①
②

③

许崇德： 《中华法学大辞典·宪法学卷》， 中国检察出版社， １９９５， 第 ２７ 页。
巴布 亚 新 几 内 亚 行 政 官 和 国 际 专 员，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Ｌｉｓｔ ＿ ｏｆ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

浏览。
世界知识手册编辑委员会编 《世界知识手册 （１９５５）》，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５５， 第 ４９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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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科学和科技信息等方面的工作。① １９５７ 年， 开始发展中等教育， 并逐

年增加经费投入。 到 １９６２ 年， 教育经费达到 ４９４ 万元， 政府学校和教会

学校的在校生人数分别达到 ４ 万人和 ９ ５ 万人， 并派 ２ 人到澳大利亚的大

学留学。 １９６３ 年， 在莫尔兹比港成立行政学院， 培训当地公务人员。 ６０
年代中后期， 面对来自国际社会的批评和内部自治呼声的压力， 创办了巴

布亚和新几内亚大学 （１９７０ 年在校生约 ８００ 人）、 莱城高等技术教育学院

（巴布亚新几内亚科技大学前身）、 戈罗卡师范学院 （戈罗卡大学前身）
三所高等学校， 以及医学研究所 （１９６８ 年）。 截至 １９７２ 年， 共创办 １３４０
所小学、 １０ 所中学、 ４ 所师范学院。② １９７３ 年， 领地的教师达到 ９０６０ 人，
在校学生达到 ２５ ４ 万人。③ 基督教新教和英国新教圣公会也积极参与领

地的教育事业。
在医疗卫生方面， 新几内亚政府在莫尔兹比港、 拉包尔、 莱城、 戈罗

卡建立了规模较大的基础医院， 每个管理区设立其他医院， 各管理站设立

小型医院。 在主要的教会中心区兴建新的医院或扩建原有的医院， 承担医

疗救治工作， 政府给予津贴补助。 截至 １９６０ 年， 政府、 教会创办的医院

各有 １０５ 所、 ９２ 所， 简易医疗站分别达到 １２００ 处和 ４２０ 处。
在政治方面， １９５１ 年，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在莫尔兹比港召开第

一次一院制议会， 成立立法委员会， 为新几内亚政府制定有关政策法令。
议会 ２８ 名议员绝大多数是由政府委任的， 土著议员仅有 ２ 名新几内亚人、
１ 名巴布亚人。 他们名义上代表着整个领地的村民， 但实际上却无法发挥

作用。 同时， 还成立农村协进会、 供销合作社、 市政咨询会和各行各业的

协会或福利会等， 冲击了传统社会的政治、 经济和组织结构， 由此在巴布

亚和新几内亚领地形成了一种多元社会。 １９６４ 年年初， 在联合国的压力

下，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给予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 ２５０ 万土著居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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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编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

亚》， 内部出版物， ２０１５， 第 ７ 页。
宗教研究中心编 《世界宗教总览》， 东方出版社， １９９３， 第 １８０ 页。
巴布亚新几内亚教育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 ｐｇ ／ ＱＬ ＿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浏览。



举权。 ３ 月， 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正式大选， ７０％有选举权的人参加

了投票。 在领地第一届众议院 （即下议院） ６４ 名议员中， １０ 名是由政府

指定的官员， １０ 名是西巴布亚、 各高地等特别选区选举产生的， 并规定

必须是非本地人。 剩余的 ４４ 名是由面积相当于管理区的自由选区选举产

生。 其中土著巴布亚人和新几内亚人有 ３８ 名。 领地众议院虽然取代了原

来的一院制议会， 但因欧洲人仍掌控着议会大权， 他们与领地政府一样反

对领地自治， 其他议员也不能随便反对政府， 所以新几内亚政府仍旧控制

着众议院。
然而， 面对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人民自治呼声越来越高， 亚洲、 非

洲民族独立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新几内亚政府也不得不调整政策， 让更多

的当地人进入政府机构任职。 １９６５ 年， 领地众议院投票通过了成立宪政

发展的特派委员会， 以便了解人民对议会变革的意见。 调查发现， 生活在

城镇的人， 尤其是接受过教育的人， 政治要求强烈， 希望尽快实现巴布亚

新几内亚自治； 而生活在农村的人，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其生产和生

活有了较大改善， 仍旧依靠氏族或部落其他成员的情谊生存， 过着平静而

简单的生活， 他们安于现状， 对政治上的急剧变革不热心。 于是， 澳大利

亚驻联合国代表对外声称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大多数人反对立即实现自

治， 试图尽可能长久地占据这一地区。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

领地举行第二届众议院选举。 在 ９４ 名议员中， 政府委派的官员占 １０ 名，
地方选区 （原特别选区）、 自由选区分别选出了 １５ 名和 ６９ 名。 此次议会

选举时规定被选举人须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 结果许多巴布亚人和新几

内亚人丧失了被选举的资格。 在 ９４ 名议员中， 欧洲人有 ３０ 名 （包括政府

委派的 １０ 名， 地方选区中的 １１ 名， 自由选区中的 ９ 名）， 约占议员总数

的 ３２％ ， 他们对议会依旧有很强的控制权。 １９６９ 年， 新几内亚政府成立

公务人员管理局， 取代了原公务人员管理专员。 １９７２ 年 ２ ～ ３ 月， 巴布亚

新几内亚举行第三届众议院选举。 接着， 成立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历史上第

一个由本地人控制的中央政府及制宪委员会， 开始为实现自治而努力工

作。 但澳大利亚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宪法的制定继续采取殖民主义的态

度， 不断干涉制宪委员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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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巴布亚新几内亚自治时期 （１９７３ ～ １９７５ 年）
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同意巴布亚新几内亚自治，

原行政官莱斯利·威尔逊·约翰逊改称高级专员， 他向新几内亚政府

的部长们移交了所有内部事务权力， 部长们宣誓就职， 组成了政务委

员会。
１９７４ 年 ３ 月， 托马斯·金斯顿·奎奇立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ｉｎｇｓｔｏｎ Ｃｒｉｔｃｈｌｅｙ）

继任巴布亚新几内亚高级专员， 自治政府决定独立后的首都设在莫尔兹比

港， 并将其从原中央区划出， 成立国家首都区。
１９７５ 年年初， 随着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的脚步越来越近， 澳大利亚

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外交有效控制权交给了莫尔兹比港， 以此来证明巴布

亚新几内亚已实现自治， 并即将走向独立。

第三节　 美澳盟军与日军鏖战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为了夺取丰富的自然资源产地， 建

立 “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出动了 ２１ 个师团的陆军， 在海军、 空军的配

合下， 向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岛屿所属关岛、 新几内亚岛、 俾斯麦群岛、
特罗布里恩群岛、 伍德拉克群岛、 瑙鲁岛、 所罗门群岛、 圣克鲁斯群岛

（Ｓａｎｔａ Ｃｒｕｚ Ｉｓｌａｎｄｓ）、 威克岛 （Ｗａｋｅ Ｉｓｌａｎｄ）、 巴纳巴岛 （Ｂａｎａｂａ Ｉｓｌａｎｄ）、
吉尔伯特群岛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Ｉｓｌａｎｄｓ）、 埃利斯群岛 （Ｅｌｌｉｓ Ｉｓｌａｎｄｓ） 等发起疯狂

进攻， 妄图以此为基地， 进而夺取萨摩亚群岛、 斐济群岛、 法属新喀里多

尼亚 （Ｎｅｗ Ｃａｌｅｄｏｎｉａ） 等地， 切断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 防止其成为美、
英等同盟国军队反攻的基地。 而美国确立的对日作战方针是： 坚守阿拉斯

加半岛 （Ａｌａｓｋａ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东岸的荷兰港 （Ｄｕｔｃｈ Ｈａｒｂｏｒ）， 经中途岛

（Ｍｉｄｗａｙ Ｉｓｌａｎｄ） 到萨摩亚群岛、 新喀里多尼亚、 新几内亚岛的防线。①

因此， １９４２ ～ １９４５ 年， 新几内亚岛东部和北部高地、 俾斯麦群岛、 所罗

门群岛以及附近海域成为太平洋战争中美澳盟军与日军激战的主战场。 处

５６

① 李永采： 《海洋开拓争霸简史》， 海洋出版社， １９９０， 第 ３０８ 页。



于该区域中心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美日争夺的焦点， 由此发生了一系列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

一　 日军疯狂进攻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９４２ 年 １ ～４ 月）

１９４２ 年年初， 日本侵略军在横扫东南亚英国、 荷兰和美国殖民地的

同时， 又派出大批军队进攻西南太平洋地区， 作为东南亚进入大洋洲必经

之地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先遭到了日军的侵略。
新不列颠岛的中心城市拉包尔扼守俾斯麦群岛与所罗门群岛之要冲，

北临日本 “委任统治” 地加罗林群岛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向东可俯瞰美

国、 澳大利亚之间的海上交通线， 向西可威胁澳大利亚的北方门户新几内

亚岛， 向南可控制所罗门海。 因此， 日军将进攻目标首先对准了拉包尔。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４ 日， 日军大本营向南海支队下达了 “须协同海军……尽速

攻占俾斯麦群岛” 的命令。① 次日， 南海支队支队长堀井富太郎与日本海

军第四舰队司令长官井上成美就 “进攻拉包尔的陆海军协定” 达成共识。
１ 月 ８ 日， 日本海军第四舰队和参与袭击美国珍珠港基地的第一航空舰队

开始远程轰炸拉包尔。 为了确保北方战线的安全， 澳大利亚迅速向拉包尔

增兵 １４００ 人。 １ 月 ２３ 日， 日军南海支队 ５０００ 多人在新不列颠岛布兰奇湾

登陆。 由于双方力量悬殊， 拉包尔陷落， 澳军帝国军团第二十三旅二十二

营营长霍华德·哈蒙德·卡尔 （Ｈｏｗａｒｄ Ｈａｍｍｏｎｄ Ｃａｒｒ） 等 ２８ 人牺牲， 驻

拉包尔澳军司令约翰·约瑟夫·斯坎兰 （Ｊｏｈ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ｃａｎｌａｎ） 等约 ８００
人被俘， 澳属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行政官沃尔特·麦尼科尔率残部 １０００
余人退入热带丛林。 日军仅阵亡 １６ 人， 负伤 ４９ 人， 即打开了盟军在澳大

利亚外围的东北防线。② 而后， 日军在拉包尔部署了第十七军 １１ 万多人，
飞机约 ３００ 架， 并从中国战场、 南洋战场押送来大批盟军战俘， 强迫他们

修建地下工事以及储油罐、 地下飞机库、 机场等军事设施， 使之成为仅次

于珍珠港要塞的西南太平洋战场指挥中心和重要的海空军基地， 日本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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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冬初阳： 《阻击日轮———从拉包尔到巴布亚》，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１６ 页。
冬初阳： 《阻击日轮———从拉包尔到巴布亚》，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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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方面军司令部和海军东南方面舰队司令部均驻于此， 妄图以此为跳

板， 进攻莫尔兹比港和斐济、 萨摩亚等地， 切断澳大利亚与美国的联系。
日军占领拉包尔的同一天， 还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新爱尔兰岛， 将独立

混成第四十旅团部署在岛上。 而后， 在卡维恩修建了大型海军基地， 建成

了纳马塔奈、 盘纳排 （Ｐａｎａｐａｉ）、 哈里斯 （Ｈｕｒｉｓ） 等陆海军机场， 作为防

守拉包尔的重要屏障， 威胁盟军在所罗门群岛及俾斯麦群岛上的军事行动。
２ 月初， 日军发动了新一轮进攻， 占领了整个新不列颠岛以及吉尔伯

特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的大部， 在布干维尔岛及所罗门群岛所属第二大岛屿

瓜达尔卡纳尔岛 （Ｇｕａｄａｌｃａｎａｌ Ｍｉｄｗａｙ Ｉｓｌａｎｄ） 等地修建了军用机场， 将

布干维尔岛建成了 “南进” 太平洋的基地。 同时， 还对莫尔兹比港发动

了空袭。 ３ 月 ８ ～ １０ 日， 日军相继占领了新几内亚岛东北部海岸重镇莱

城、 重要航空基地萨拉莫阿 （Ｓａｌａｍｕｎａ）， 以及北部地区的主要港口城市

韦瓦克 （Ｗｅｗａｋ）， 将其修建成新几内亚岛上最大的空军基地。 ４ 月 ７ 日，
又占领了马努斯岛， 至此， 日军第一阶段的战略进攻取得了重大战果， 实

现了在俾斯麦群岛建立第一道军事防线的目的， 形成了进犯澳大利亚的态

势。
在日军疯狂进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战争中， 美军、 英军及澳大利亚军

队蒙受了巨大损失。 面对德、 日两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两线作战， 美军采

取了 “先欧后亚” 战略， 在太平洋战场采取了守势。

二　 美澳盟军与日军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的对峙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

　 　 日本海陆军在巩固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地区军事占领成果后， 决定

实施第二阶段作战计划。 其中第一期作战的重要目标是攻占莫尔兹比港，
守卫拉包尔和新几内亚岛日军要地， 进而攻击澳大利亚北部及东部地区，
扩大其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防卫圈。① 由此与美澳盟军的战略防御形成了对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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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德成、 黄春国、 赵国辉： 《太平洋大海战》， 海潮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８０ 页。



（一） 珊瑚海海战

为遏制日军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疯狂扩张， 提高防御作战能力， 美国

在西太平洋地区设立了西南太平洋战区和南太平洋战区， 分别由道格拉

斯·麦克阿瑟 （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 上将和切斯特· 威廉 · 尼米兹

（Ｃｈｅｓｔ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ｉｍｉｔｚ） 海军上将担任最高指挥官。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认为 “保卫澳大利亚的前线就在新几内亚”， 于是， 他命令美澳盟军在澳

大利亚北部和莫尔兹比港整修、 增建机场， 扩建港口； 在巴布亚半岛最东

端的米尔恩湾修建机场， 增派澳军第七、 第十八旅， 保护莫尔兹比港的侧

翼。 同时， 调集澳大利亚陆军增援莫尔兹比港， 并派第八轰炸机中队协助

澳大利亚守军。
５ 月 １ 日， 日军在 ３ 艘航空母舰、 １５０ 余架舰载飞机以及 ７ 艘重巡洋

舰、 ７ 艘驱逐舰的掩护下， 向莫尔兹比港和所罗门群岛南部的图拉吉岛

（Ｔｕｌａｇｉ Ｉｓｌａｎｄ） 发起进攻， 企图夺取珊瑚海的制海权和制空权， 切断美国

与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线。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 美国海军少将法兰

克·杰克·弗莱彻 （Ｆｒａｎｋ Ｊａｃｋ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率领由 ２ 艘航空母舰、 １４０ 余架

舰载飞机、 ８ 艘巡洋舰、 ７ 艘驱逐舰组成的第十七特混舰队进行迎战。 ５
月 ７ ～ ８ 日， 双方在珊瑚海激战两天， 日军损失轻型航空母舰和驱逐舰各

１ 艘， 飞机 １０５ 架， 死亡 １０７４ 人； 美军也损失了 １ 艘航空母舰和 １ 艘驱

逐舰， 飞机约 ７０ 架， 阵亡 ５４３ 人。 珊瑚海海战是历史上航空母舰之间的

首次交锋， 日本海军由于损失的舰载飞机和飞行员无法立即得到补充，
被迫中止了从海上对莫尔兹比港的进攻。 这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来

遭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其南进势头受到遏制， 澳大利亚北部海岸的

安全得到了保障。
（二） 巴布亚半岛战役

日军在珊瑚海及随后的中途岛海战失败后， 决定停止进攻新喀里多尼

亚、 斐济及萨摩亚等地， 组建海军第三舰队和第八舰队， 重点加强新几内

亚岛和所罗门群岛一带的军事防御。 西南太平洋战场的战局开始向有利于

盟军的方向发展。 ７ 月 ２ 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将西南太平洋地区对日

作战计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占领圣克鲁斯群岛和东所罗门群岛，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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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图拉吉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 第二阶段夺取所罗门群岛中的其他岛屿

和新几内亚岛东部莱城、 萨拉莫阿； 第三阶段攻占新不列颠岛和新爱尔兰

岛， 进而夺取拉包尔。①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守势后， 决定集结庞大的陆军， 妄图从陆路夺

取莫尔兹比港。 针对日军调整作战方案， 麦克阿瑟指示澳大利亚向莫尔兹

比港增兵 ４０００ 人， 加强军事防御力量， 将其建成澳大利亚北部抗击日军

的陆、 海、 空基地。 同时， 还决定向巴布亚半岛北部的布纳、 戈纳

（Ｇａｕｎｅ） 一带增派澳军一个旅， 加强防御能力。 ７ 月 ２１ 日， 日军第十七

军南海支队先遣队约 ３０００ 人在戈纳一带登陆。 由于澳军兵力有限， 布纳、
科科达 （Ｋｏｋｏｄａ） 及附近机场相继失守。 至 ８ 月中旬， 登岛日军达 １ ３ 万

人。 ２５ 日， 日军海军陆战队 １２００ 余人又在米尔恩湾登陆， 企图策应陆军

作战。 但在遭到美澳盟军的顽强反击后， 于 ９ 月 ５ 日退回拉包尔。 而日军

南海支队却孤军深入， 翻越雨林丛生、 道路泥泞， 有 “魔鬼山” 之称的

欧文·斯坦利山岭， 于 ９ 月 １６ 日进抵莫尔兹比港东北 ５０ 公里处的伊奥里

贝瓦 （Ｉｏｒｉｂａｉｗａ）。 此时， 美军飞机的轮番轰炸摧毁了日军的补给线， 激

战正酣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牵制了日军海空军力量， 使其无力支援科科

达以南地区的作战部队。 南海支队在与澳军第七师对峙了 １０ 天后， 最终

放弃了欧文·斯坦利山岭防线。 澳军乘机反击， 将日军追赶到布纳与戈纳

之间的海岸滩头阵地。 随后， 盟军抽调 ３ 万兵力增援巴布亚半岛。 １１ 月

１６ 日， 西南太平洋战区地面部队司令、 澳大利亚陆军总司令托马斯·布

莱梅 （Ｔｈｏｍａｓ Ｂｌａｍｅｙ） 上将指挥盟军部队发起反攻。 经过多次激战， 于

１２ 月 ９ 日、 １４ 日相继攻克戈纳、 布纳， 几乎全歼守敌。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攻占萨纳南达， 残敌逃往莱城。 此次巴布亚半岛战役， 日军派出 １ ７ 万

人， 死亡 １ ２ 万人， 被俘 ３５０ 人， 南海支队支队长堀井富太郎少将溺毙；
美澳盟军先后投入 ３ ５ 万人， 伤亡 ８３００ 余人， 其中阵亡 ３０９５ 人， 但取得

了太平洋战场陆战的首次胜利， 粉碎了日军从陆路攻取莫尔兹比港的战略

意图， 遏制了日军的南下， 为盟军的战略反攻提供了必要的前进基地。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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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美军获得了宝贵的丛林战经验， 为以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就在巴布亚半岛战役激战之时， 美军还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及附近海域

歼灭日军 ２ ４６ 万人， 击沉日军舰艇 ３０ 余艘， 击落日机 ８３５ 架。 瓜达尔卡

纳尔岛战役与巴布亚半岛战役标志着日军在西南太平洋战场发动的战略进

攻彻底失败。 日军大本营下令第十七军退守布干维尔岛， 第十八军布防于

新几内亚岛东北部莱城、 马当及韦瓦克等地， 企图在新几内亚岛持久作

战。 西南太平洋战场发生了重大的战略转折， 战争的天平开始向美澳盟军

一方倾斜。

三　 美澳盟军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的战略反攻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 根据卡萨布兰卡 （Ｃａｓａｂｌａｎｃａ） 会议的决议， 美国制定

了向所罗门群岛、 新几内亚岛、 关岛等岛屿发动平行进攻的方案， 加强了

西南太平洋盟军部队的作战力量， 地面部队扩大到 １７ 个师， 其中澳大利

亚军 １４ 个师， 美军 ３ 个师， 组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以及由美军第五航

空队和澳大利亚空军组成的强大空中力量， 拥有作战飞机约 １４００ 架。 紧

接着，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 一方面对日本海军及其

商船进行激烈的潜艇战。 另一方面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兵分两路： 一路沿所

罗门群岛北上， 进攻布干维尔岛， 从东面和东北两个方向封锁拉包尔； 一

路进攻新几内亚岛的休恩半岛和新不列颠岛， 从西面和西北两个方向包抄

拉包尔。① 至此， 美军已经取得了太平洋战争的主动权， 在巴布亚新几内

亚周围地区不断出击， 采用 “蛙跳” 战术， 使日军对西南太平洋各岛屿

的军事防御完全陷入被动状态。②

３ 月 ２ ～ ３ 日， 为了阻止日本联合舰队运送第五十一师团增援莱城，
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空军司令乔治·丘吉尔·肯尼 （Ｇｅｏｒｇｅ Ｃｈｉｕｒｃｈｉｌｌ
Ｋｅｎｎｅｙ） 少将指挥由 １１０ 架轰炸机、 ５０ 架战斗机组成的陆基航空兵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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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赵云峰： 《全景二战： 血战太平洋》， 云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９８ 页。
李永采： 《海洋开拓争霸简史》， 海洋出版社， １９９０， 第 ３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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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群， 对航行在俾斯麦海南部格洛斯特角一带的日军第八舰队运输船队、
护航舰艇进行了水平跳弹攻击。 经过两天的轮番轰炸， 美军取得了重大战

果， 以损失 ６ 架飞机、 牺牲 １３ 人、 负伤 １２ 人的微小代价， 一举击落日军

护航战斗机 ５９ 架， 击沉日军运输船 ８ 艘、 护航驱逐舰 ４ 艘， 摧毁日军运

输船队所载运的 ２５００ 吨作战物资， ３６６４ 名日军葬身鱼腹， 只有 ８２０ 人空

手登上新几内亚岛。 此战役是美军陆基航空兵首次攻击日军大规模的船

队， 美军取得了俾斯麦海海域的制海权和制空权， 彻底切断了拉包尔基地

日军对新几内亚岛守军的补给， 战争的天平完全倒向盟军一方。 俾斯麦海

之战成为重要的战争转折点。
面对战局的急转直下， ４ 月 １８ 日，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 号称

“海军之花” 的山本五十六大将从拉包尔乘飞机前往布干维尔岛南端的布

因 （Ｂｕｉｎ）， 企图鼓舞日军的士气。 美军情报部门截获并破译了山本五十

六行程的电文后， 切斯特·威廉·尼米兹上将派出 １８ 架 Ｐ － ３８ “闪电”
式战斗机在布因城北上空进行拦截， 最终使山本五十六机毁人亡， 给予在

太平洋战场作战的日军以沉重打击， 被日本称为 “海军甲事件”。 随后，
美澳盟军开始在西南太平洋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反攻作战。

６ 月 ３０ 日， 在第七舰队支援下， 美军第六集团军司令沃尔特·克鲁

格 （Ｗａｌｔｅｒ Ｋｒｕｅｇｅｒ） 中将指挥驻守布纳的美军第四十一师和澳军第三师

各一部共计 ２０００ 余人， 在新几内亚岛纳索湾登陆， 凭借强大的海空军优

势， 将日军压缩到萨拉莫阿周围 １０ 公里以内， 断绝了其与外界的联系。 ８
月 １７ 日起， 乔治·丘吉尔·肯尼指挥美军第五航空队连续空袭莱城和韦

瓦克日军机场， 击毁日机约 ２００ 架， 摧毁了日军在新几内亚岛的航空力

量， 美军掌握了新几内亚战场的制空权。 同时， 美军还陆续击沉日军运输

舰艇近 １５０ 艘， 断绝了日军对莱城的补给和增援。 ９ 月 ４ 日， 参加过北非

阿拉曼战役的澳军第九师 １ ４ 万人在布斯河口登陆， 而后， 迅速向莱城推

进， 与空降莱城附近的澳军第七师东西夹击日军， 于 ９ 月 １３ 日夺取萨拉

莫阿。 ９ 月 １６ 日， 在美军空降部队的配合下， 美澳盟军又攻克莱城， 日

军残部 ８６５０ 人逃往休恩半岛东端的芬什哈芬。 １０ 月 ２ 日， 在安徒角登陆

的澳军第九师占领了芬什哈芬， 粉碎了日军的反扑， 迫使日军逃往锡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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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ａｕ）。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２ 日， 美军第三十二步兵师 ７０００ 多人在赛多尔

（Ｓａｉｄｏｒ） 登陆， 切断了锡奥与马当之间的联系， 迫使日军溃逃至马当、
韦瓦克、 博吉亚 （Ｂｏｇｉａ） 据险顽抗。 ４ 月 ２２ 日， 美军绕过日军重兵防守

的博 吉 亚、 韦 瓦 克， 向 西 跃 进 ８００ 公 里， 在 艾 塔 佩 和 荷 兰 迪 亚

（Ｈｏｌｌａｎｄｉａ， 今印度尼西亚查亚普拉） 登陆， 全歼日本守军。 而后， 美军

继续向西 “蛙跳”， 避实就虚， 于 ７ 月 ３０ 日夺占了日军在新几内亚岛最

后一个据点桑萨波尔 （Ｓａｎｓａｐｏｒ， 今属印度尼西亚）。 而被分割包围的日

军第十八军不甘心束手就擒， 于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８ 月 １ 日集结 ５ ５ 万人， 向

防守艾塔佩一带的美军发起了三次疯狂反扑。 但因饥饿、 疟疾等流行病和

疲劳的困扰， 最终均被美军击退。 至此， 日军第十八军龟缩到韦瓦克附近

坐以待毙。 此次新几内亚战役， 美澳盟军采取在敌后登陆或空降、 断敌退

路的战术， 突破了日军拉包尔基地的右翼防线， 向西推进 １８００ 多公里，
在新几内亚岛北海岸建立起一系列海空军基地， 掌握了维蒂亚兹海峡

（又称勇士号海峡） 东西两侧的所有战略要地， 取得了该地区的制空权和

制海权， 使数股残敌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日军俾斯麦群岛防线的主要堡

垒拉包尔完全处于盟军的海空军打击范围之内。 另外， 该战役还打开了通

向菲律宾的道路。
在新几内亚岛反攻作战开始的当天， 美军第七两栖作战部队指挥官丹

尼尔·巴比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ａｂｂｉｅ） 海军少将指挥美军两个团， 夺取了隔断西南

太平洋战区和南太平洋战区的基里威纳岛、 伍德拉克岛， 并在岛上修建了

飞机场， 为轰炸拉包尔和布干维尔岛的重型轰炸机护航。 １０ 月 １２ 日起，
乔治·丘吉尔·肯尼少将指挥美军第五航空队、 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和新西

兰皇家空军对拉包尔机场和港口实施持续轰炸。 最多时每周达 １０００ 架次

以上， 摧毁了日军的基地设施， 迫使其舰艇撤至加罗林群岛中部的特鲁克

岛 （Ｔｒｕｋ Ｉｓｌａｎｄ） 基地， 使困守拉包尔的日军成为瓮中之鳖。 美澳盟军实

现了孤立、 封锁拉包尔的战略目的。
为了在布干维尔岛上修建机场， 以便持续空袭拉包尔基地， 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盟军南太平洋战区副总司令西奥多·Ｓ 威尔金森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Ｓ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海军少将指挥美军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在布干维尔岛西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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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防守较弱、 但地势险要的奥古斯塔皇后湾登陆， 摧毁了日军构筑的防御

工事， 击落日机 ２２ 架， 粉碎了日军的抵抗， 迅速建立起滩头阵地， 当天

即有 １ ４ 万人和 ６０００ 吨补给物资被运送上岸， 美军仅伤亡 ７０ 人。 在随后

进行的托罗基那 （ Ｔｏｒｏｋｉｎａ ）、 圣乔治角海战中， 斯坦顿 · 梅里尔

（Ｓｔａｎｔｏｎ Ｍｅｒｒｉｌｌ） 海军少将指挥美军第三十九特混舰队连续击退日军的海

上增援， 击沉日军巡洋舰和驱逐舰各 １ 艘， 击伤巡洋舰 １ 艘、 驱逐舰 ２
艘。 同时， 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威廉·弗雷德里克·哈尔西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Ｈａｌｓｅｙ） 海军上将派 ２ 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９７ 架舰载飞机袭击了

拉包尔基地， 重创日军 ６ 艘巡洋舰和 ４ 艘驱逐舰， 粉碎了日军实施的反登

陆企图， 掌握了附近海域的制海权、 制空权。 成功登陆布干维尔岛的美军

则以优势火力重创了岛上日军的集团冲锋， 确保了滩头阵地的安全， 迅速

修建了三个机场， 使整个俾斯麦群岛均处于盟军航空火力控制之下。 １９４４
年 ３ 月 ９ 日， 日军第十七军集结 １ ５ 万人， 向奥古斯塔皇后湾美军阵地发

动了历时 ８ 天的连续反扑。 但在美军海陆空军绝对优势火力的打击下， 日

军死伤枕藉， 战死 ８５００ 人， 残部退入热带丛林， 粮弹俱缺， 陷入了孤立

无援的境地。 美军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 任其自生自灭。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美军南太平洋战区副参谋长福雷斯特·谢尔曼

（Ｆｏｒｒｅｓｔ Ｓｈｅｒｍａｎ） 海军少将指挥由 ２ 艘航空母舰、 ６ 艘驱逐舰、 １００ 多架

舰载飞机组成的航母编队， 对卡维恩进行空袭， 击沉日军运输船、 扫雷艇

各 １ 艘， 击伤运输船多艘。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１ ～ ４ 日， 美军航母编队舰载飞机

再次空袭卡维恩， 击伤日军巡洋舰 １ 艘、 驱逐舰 ４ 艘。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为消除新不列颠岛日军对新几内亚岛北部沿海

美军的威胁， 美军第七舰队司令官托马斯·卡森·金凯德 （Ｔｈｏｍａｓ Ｃａｓｓｉｎ
Ｋｉｎｋａｉｄ） 海军中将指挥所部掩护海军陆战队第一、 第七师在新不列颠岛

西部的格洛斯特角登陆， 迅速夺取了日军机场。 到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 美

军以阵亡 ２４８ 人的代价， 歼灭日军 ３１００ 多人， 控制了格洛斯特角地区，
切断了拉包尔日军西撤的道路。

１９４４ 年 ２ 月 ２９ 日， 为了将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中的马努斯深水港建成

美军的海军基地， 沃尔特·克鲁格指挥美军第一骑兵师攻占了洛斯内格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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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岛日军机场。 至 ３ 月 ２９ 日， 美军以阵亡 ３２６ 人的代价， 歼灭日军约

３３００ 人， 占领了整个阿德默勒尔蒂群岛。 随后， 美军在此修建了包括港

口、 码头以及飞机场在内的大型基地， 有力地支援了英国太平洋舰队的对

日作战。
同年 １１ 月以后， 随着美军主力转向进攻菲律宾， 澳军第六师取代美

军， 开始向固守在艾塔佩—韦瓦克一线的日军第十八军发起猛攻， 歼灭日

军 ７０００ 余人。 到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底， 在澳军的军事打击以及饥饿、 热带流行

疾病的折磨下， 日军第十八军锐减到 １ ３ 万人， 作战能力大大降低。 与此

同时， 澳军第二军接替美军进入布干维尔岛， 将日军第十七军包围封锁在

基埃塔、 布因等几个孤立的据点内。 澳军第五师则进入新不列颠岛， 包围

拉包尔， 并断绝了其与外界人员和物资的联系。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反法西斯同盟国取得了最

后的胜利。 ９ 月 ６ 日， 在拉包尔附近洋面的英国皇家海军 “光辉” 号航空

母舰上， 日军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大将、 海军东南方面舰队司令官兼

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草鹿任一海军中将向澳军第一军军长弗农·斯特迪

（Ｖｅｒｎｏｎ Ｓｔｕｒｄｅｅ） 中将投降。① 其中第八方面军约 ７ 万人， 东南方面舰队

约 ４ ７ 万人。 ９ 月 ８ 日， 日军第十七军司令官神田正种中将、 海军第八舰

队司令官鲛岛具重海军中将在布干维尔岛托罗基那港口向澳军第二军军长

斯坦利·乔治·萨伟绩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ａｖｉｇｅ） 中将投降。 ９ 月 １３ 日，
日军第十八军司令官安达二十三中将在韦瓦克向澳军第六师师长霍勒

斯·克莱门特·休·罗伯逊 （Ｈｏｒａｃｅ Ｃｌｅｍｅｎｔ Ｈｕｇｈ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少将投降。
９ 月 １９ 日， 在纳马塔奈港口附近的澳大利亚 “天鹅” 号护航舰上， 驻新

爱尔兰岛日军独立混成第四十旅团旅团长伊东武夫少将向澳军第十一师师

长肯尼斯·伊德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Ｅａｔｈｅｒ） 少将投降。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的抗

日斗争最终结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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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澳大利亚陆军将军列表，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Ｌｉｓｔ ＿ ｏｆ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 Ａｒｍ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浏览。
黄力民： 《日本帝国陆海军档案》， 九州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３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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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年多的西南太平洋战争中， 日本派遣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带的作

战部队高达 ３０ 万人。 而战后回到日本的仅剩余 １４ 万人， 损失超过 ５０％ 。
如在布干维尔战役中， 日军第十七军 ６ ５ 万人中， 有 １ ６ 万人被打死，
２ ６ 万人病死， ２ ３ 万人投降。 其中包括在中国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第六师

团。 加上其他部队， 有近 ６ 万人死在了布干维尔岛上。 在新几内亚岛上作

战的日军第十八军原有兵力 ９６９４４ 人， 战后回国的仅有 ８８２７ 人， 幸存者

不足总数的 １ ／ １０。 该军最精锐的第二十师团原有 ２５５７２ 人， 而到战争结

束时， 只剩下奄奄一息的 ７８５ 人， 仅占师团总兵力的 ３％ 。
这场历时三年多的战争， 也使 ２ ／ ３ 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受到了不同

程度的伤害： 有的被炸死、 炸伤； 有的被日军残酷杀害； 有的被迫服劳

役， 做苦工， 受尽了折磨； 有的家园、 土地被轰炸， 还有许多种植园因修

建营地、 机场、 道路、 工事等而被占用， 使部分人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日

军的侵略行径， 激起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的极大愤慨， 他们拿起长矛、
垫牌、 斧头等原始武器， 加入了反抗日军斗争的行列， 约有 ５０００ 人自愿

与美澳盟军协同作战， 艾哈瓦·卡拉瓦 （Ａｉｈｗａ Ｋａｒａｖａ）、 皮塔·西莫贡

（Ｐｉｔａ Ｓｉｍｏｇｏｎ） 在战斗中以英勇顽强的表现荣获了盟军授予的勋章。 据不

完全统计， 在战争中签约为盟军服务的土著巴布亚人和新几内亚人超过了

５ ５ 万人。 他们一起运送军粮弹药， 救治伤员， 打扫战场， 逐渐变成了同呼

吸、 共命运的战友。 尤其是他们在与美军中的黑人士兵交往过程中， 感觉

到他们不但对当地人采取友好的态度， 而且具有与白人一样的知识和技术，
这使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渴望增加了， 一种潜在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

第四节　 现代民族独立运动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被西方列强瓜分后， 土著居民为了保卫家园， 争

取政治权利， 不断地与西方殖民者进行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在世

界各地民族民主运动的影响下，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土著居民成立了争取

民族自治、 国家独立的资产阶级政党， 组织发动民众进行了反对澳大利亚

统治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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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不列颠岛土著居民的反抗斗争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３ 日， 拉包尔城 ３０００ 多名雇工举行大罢工， ２１７ 名警察

中也有 ２００ 人参加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 这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历史上第

一次工人罢工事件。 他们要求白人雇主增加工资， 改善生活待遇。 结果遭

到了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政府的镇压， 罢工斗争领导人、 二桅帆船船主沙

马苏马 （Ｓａｍａｓｕｍａ） 以及警佐拉米 （Ｒａｍｉ） 等被捕入狱。
１９４１ 年年底， 在日军入侵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前夕， 为了争取生存权

利， 科科波附近的村民组织了一个 “狗” 运动。 他们用这个名称， 显然

是因为他们自己感觉到欧洲人对待他们像狗一样。 他们筹集资金， 准备赎

回失去的土地， 并创办了自己的学校。 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政府对这一民

众运动再次进行了镇压， 逮捕了斗争领导人。

二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格局。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 反对西方殖

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 世界的非殖民化运动， 也推动南太平洋

各殖民地走上了争取国家独立的道路。 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著居民的民族民

主意识和人权意识开始觉醒。 一批留学于澳大利亚、 欧美的知识分子， 将

西方的民主、 民权思想等带入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 他们代表着土著新

兴阶级， 从民族利益出发， 要求摆脱澳大利亚的统治。
１９６２ 年， 联合国派出以休·福特 （Ｈｕｇｈ Ｆｏｏｔ） 为首的访问团对巴布

亚和新几内亚领地进行考察， 并发布澳大利亚管理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

的报告 （即 《福特报告》）。 该报告就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实行自治提

出三点建议： 第一， 由于经济稳定和自给自足是独立的先决条件， 所以，
应由世界银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 ＷＢＧ） 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形势作一客

观、 全面评估。 第二， 应把大学教育和更高级的教育作为培养有潜质领导

人的手段， 这是 “当务之急”。 这样， 土著居民就可以在管理自己的事务

中发挥领导作用。 第三， 朝着 “立即准备代表制议会选举” 方向尽最大

努力。 议会将由通过选举产生的 １００ 名白人和土著居民组成。 报告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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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历史剧变

给予地方政府委员会在处理地方事务中更大的权威， 土著居民应更广泛地

参与更高一级的公务员队伍， 发展教育， 消灭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 如白

人和土著居民之间存在不同的酒法和电影检察制度等。①

面对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内部自治呼声日益高涨， 国际社会的批评

与日俱增，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深感自己的处境与欧美老牌殖民国家在亚洲

和非洲的殖民统治越来越相似。 为此， 他不得不在统治政策方面作出一定

的让步， 逐渐实现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公务人员班子的地方化， 创办行

政学院， 培训当地公务员， 将外籍官员和本地官员的分类薪给标准一律改

为 “单一” 的薪给标准。 １９６３ 年， 当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接管原荷属新

几内亚领地后，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修改了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法》， 宣布

废除欧洲白人控制的领地一院制议会， 通过了扩大领地立法会议权限和建

立议会的决议。②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举行历史上首次

真正意义上的大选， ７０％ 有选举权的当地人参加了投票选举， 选出了

以土著巴布亚人和新几内亚人为主体的众议院。 虽然这个组织当时只

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机构， 但却开启了巴布亚新几内亚走向自治和独立

的大门。

三　 争取民族独立政党的建立

随着南太平洋地区民族民主运动不断发展，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

地内部致力于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者活跃起来， 资产阶级政党应运而

生。
１９６６ 年， 塞皮克地区韦瓦克附近的布特 （Ｂｏｏｒｔ） 地方行政委员会副

主席彼得·莫特 （Ｐｅｔｅｒ Ｍｏｒｔ）、 众议院议员皮塔·西莫贡等创建了基督教

联合民主党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 两年后改称联合民主党），
９０００ 多名成员主要来自塞皮克地区。 成立之初， 该党主张巴布亚和新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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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诗明： 《２０ 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 １６１ 页。
汪诗明： 《２０ 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 １６２ 页。



内亚领地合并成为澳大利亚的一个州， 因得不到支持而改为主张独立。①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 １３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个土著人领导的政党———领土国

家党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ａｒｔｙ， 不久改称联合党） 在莫尔兹比港成立， 临

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伊恩·唐斯 （ Ｉａｎ Ｄｏｗｎｓ）、 约翰·沃茨 （ Ｊｏｈｎ
Ｗａｔｔｓ）、 迈克·凯西 （Ｍｉｋｅ Ｃａｓｅｙ）、 西纳科·吉尔吉尔 （Ｓｉｎａｋｅ Ｇｉｒｅｇｉｒｅ）
四人组成， 他们轮流担任主席。 政治上， 主张实现自治， 最终摆脱外国的

殖民统治， 争取国家独立。 同时， 还提出以洋泾浜英语作为该地区的语

言。 该党代表着高地农民和种植园主的利益， 口号是 “一个名称， 一个

国家， 一个民族”， 与澳大利亚乡村党 （Ｒｕｒａｌ ｐａｒｔｙ） 关系密切。② 同月，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众议院议员迈克尔·索马雷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ｏｍａｒｅ）、
巴里·霍洛韦 （ Ｂａｒｒｙ Ｈｏｌｌｏｗａｙ）、 艾伯特·毛利·基基 （ Ａｌｂｅｒｔ Ｍａｏｒｉ
Ｋｉｋｉ）、 伊格内休斯·基拉奇 （Ｉｇｎａｔｉｕｓ Ｋｉｌａｇｅ） 等创建巴布亚新几内亚联

盟党 （Ｐａｐｕａ ａｎｄ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Ｕｎｉｏｎ Ｐａｒｔｙ， 简称潘古党）。 其宗旨是争取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逐渐从内部自治走向政治独立。 具体纲领是： 对

内主张 “民族化”， 协调统一， 发展民族经济； 强调人力资源的开发，
改善社会服务， 使教育和卫生处于优先地位； 增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

的尊严和政治独立， 结束对白人政府官员唯命是从的时代， 实行自治；
加强国防建设。 对外奉行以 “民族利益为主” 的政策。 该党成员主要是

来自沿海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等， 在工会中颇具影响力。③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举行第二届众议院选举， 联合

党赢得了议会 ９４ 个席位中的 １８ 个席位， 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获得了

１１ 个席位， 迈克尔·索马雷当选为众议院议员， 但他拒绝了新几内亚政

府提出的联合组阁的邀请， 拒绝接受部长的任职， 要求迅速实现巴布亚新

几内亚的自治， 由此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历史上第一位反对党领袖。 华裔

朱利叶斯·陈 （Ｊｕｌｉｕｓ Ｃｈａｎ） 也在当年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历史上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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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儒： 《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大事全书》， 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３， 第 １０５８ 页。
张宏儒： 《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大事全书》， 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３， 第 １０５９ 页。
李鑫生、 蒋宝德： 《对外交流大百科》， 华艺出版社， １９９１， 第 １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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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议员。 在随后召开的众议院第一次会议上， 土著巴布亚人约翰·吉斯

（Ｊｏｈｎ Ｇｕｉｓｅ） 被推选为众议院议长。
５ 月，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修改了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法》， 给予巴布

亚和新几内亚领地更多的自治权。 此后， 一大批争取民族独立的资产阶级

政党相继成立。
７ 月， 全民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ｙ） 创立， 领导成员大多数是塞皮克河和

拉姆河流域的欧洲商人和其他实业界人士， 政治基地主要在塞皮克、 马当

和高地地区。 他们没有任何正式组织， 提出必须等一切条件具备后， 才能

实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自治和独立。①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朱利叶斯·陈

创建了人民进步党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Ｐａｒｔｙ）。 政治上， 主张建立强大、 稳

定和进步的政府， 维护国家独立和议会民主、 法治。 经济上， 鼓励和保护

私有制， 实行自由办企业； 积极引进外资， 实行 “外资平衡” 政策， 即

不让一个国家的资本占据统治地位。 文化上， 主张保持传统的语言文化，
发展科学技术， 促进劳动就业和文化教育。 外交上， 主张逐步摆脱对澳大

利亚的依赖， 发展同东盟等亚洲国家的关系。② 该党代表着大中型企业主

和商人的利益， 得到了各大岛屿和沿海地区华人、 土著居民的大力支持，
迅速成为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第二大政党。 同月， 以安东·帕拉奥

（Ａｎｔｏｎｅ Ｐａｒａｏ） 为书记、 汤姆·莱希 （Ｔｏｍ Ｌｅａｈｙ） 和泰·阿巴尔 （Ｔｈａｉ
Ａｂａｌ） 为领袖的 “联合政治协会” （又名指南针，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改称统一

党） 成立。 政治上， 主张在各个领域加快地方化， 加强各级政府和法治

建设， 以使所有的人， 不管种族、 肤色、 宗教和个人信仰， 都能受到公

正、 平等的待遇； 经济上， 主张发展民族经济，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鼓

励吸引外国资本； 教育上， 主张扩大教育， 加速培养各种人才； 外交上，
主张吸引外国人服务于本国的公共事业。 该党代表着中西部高地白人农场

主和部落酋长的利益， 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比较密切。 巴布亚新几内亚一系

列资产阶级政党的相继建立， 使当地不同阶级、 不同阶层的人受到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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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儒： 《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大事全书》， 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３， 第 １０５９ 页。
孟淑贤： 《各国概况———大洋洲》，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７， 第 ２４ 页。



的影响， 使得过去人们对氏族和村社的忠诚越来越被民族国家的归属感所

取代， 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观念深入人心； 平民走出村庄， 参与到政治

事务中来， 通过政党和利益集团、 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 广泛地参与各种

政治活动。

四　 巴布亚新几内亚走向独立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随着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 他

们要求民族自决、 国家独立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１９６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 生活

在新不列颠岛东部加泽尔半岛上的 １ 万多名托莱人在拉包尔举行示威游

行， 反对新几内亚政府转让他们的土地， 强烈要求脱离澳大利亚的统治，
实现国家独立自主。 １２ 月 ２９ 日， 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爱德华·高夫·惠

特拉姆 （Ｅｄｗａｒｄ Ｇｏｕｇｈ Ｗｈｉｔｌａｍ） 为了总理竞选的需要， 带着由亲信组成

的调查团抵达莫尔兹比港， 向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人民宣传非殖民主义

化思想， 声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独立根本不需要谈判， 独立的日期也不需

要谈判， 只是独立的形式应该由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自己决定。 建议澳大

利亚联邦政府以太平洋关系部取代原有的国外领地部， 巴布亚新几内亚应

该争取在 １９７２ 年实现内部自治， １９７６ 年实现独立。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 澳大利

亚总理约翰·戈顿 （Ｊｏｈｎ Ｇｏｔｏｎ） 考察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时， 面对当

地人民的独立呼声， 被迫同意扩大新几内亚政府的权力， 提高部长级议会

议员的地位。 １９７１ 年年初， 惠特拉姆提出澳大利亚在联合国的义务是尽

快将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移交出去。 巴布亚和新

几内亚领地只有尽快实行自治才有机会保持统一。 民族自治是巴布亚和

新几内亚领地真正团结的力量， 拖延自治就是加速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

地的分裂。
３ 月 １１ 日，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的强烈要求下， 巴布亚和新几内

亚领地众议院宣布将领地升格为自治领， 改名为巴布亚新几内亚， 并宣布

在 １９７２ ～ １９７６ 年实行自治。 同时， 确定了新的旗帜 （即现在使用的国

旗）。 从此， 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始作为一个政治实体闻名于世。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 １９ 日至 ３ 月 １１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第三届众议院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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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在 ６０５ 名候选人中， 有政党标记的共计 １５０ 人， 约占总人数的 ２５％ 。
选民的年龄降到 １８ 岁。 议员的平均年龄只有 ３５ 岁， 受过正规教育的达到

７０％ 。 从他们的个人身份看， 商人占 ４０％ ， 原政府官员占 ３０％ ， 教师占

１７％ 。 在选举过程中， 统一党 （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ｙ） 获得了议会 １０３ 个席位中的

４０ 个席位， 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和人民进步党分别赢得了 ３１ 个、 １０ 个

席位。① 在随后召开的众议院第一次会议上， 巴里·霍洛韦当选为众议院

议长。 新几内亚政府也从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独立的 “时代精神” 中吸取

教训， 同意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与人民进步党、 统一党、 独立人士等组

成联合政府。 在 １７ 位部长中， 巴布亚人占 ６ 个， 新几内亚沿海人占 ４ 个，
高地人占 ４ 个， 马努斯、 新爱尔兰、 新不列颠、 布干维尔等岛屿人占 ３
个。 巴布亚新几内亚历史上第一次组成了由本地人控制的中央政府。 其中

迈克尔·索马雷任部长首脑， 约翰·吉斯任部长副首脑， 朱利叶斯·陈任

财政部部长， 托马斯·卡瓦利 （Ｔｈｏｍａｓ Ｃａｖａｌｌｉ） 任农业、 畜牧业及渔业

部部长， 多纳斯·莫拉 （Ｄｏｎｅｓ Ｍｏｒａ） 任企业发展部部长， 保罗·拉普恩

（Ｐａｕｌ Ｒａｐｎｅ） 任矿产资源部部长， 艾伯特·毛利·基基任土地与环境部

部长。 新政府宣布奉行与各国人民特别是与邻国友好的对外政策。 在国内

推行民族化， 培养和任用本国人才， 反对地方分裂， 注意发展经济， 改善

农村落后面貌。②

６ 月， 迈克尔·索马雷宣布不接受宗主国起草的宪法， 决定成立一个

由所有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党都参与的制宪委员会， 起草 “一部土生的宪

法”。 制宪委员会由 １６ 名议员组成， 依据职权， 迈克尔·索马雷任主席，
新当选的众议院议员约翰·莫米斯 （Ｊｏｈｎ Ｍｏｍｉｓ） 任副主席 （事实上的主

席）。 而后， 他们将制定宪法当作是一项使国家摆脱新殖民主义统治， 并

建立自力更生的地方分权国家的手段， 也是一次群众性的政治教育运动。
他们在全国 １００ 多个中心地点召开了 ２００ 多次会议，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

察， 广泛征求民众意见。 １９７３ 年 ５ 月， 制宪委员会宣布巴布亚新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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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复： 《世界政党辞典》， 红旗出版社， １９８６， 第 ５５７ 页。
张宏儒： 《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大事全书》， 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３， 第 １０５９ 页。



的自治分为两步： 第一步， １２ 月 １ 日前， 移交所有内部事务权力， 建立

自治政府， 原殖民政府行政官改为高级专员， 澳大利亚仍保留国防、 外交

和司法方面的权力。 第二步， 由制宪委员会于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向议会提交最

终报告和宪法草案； ４ 月召开议会特别会议， 讨论通过； ５ 月， 澳大利亚

联邦议会可能批准变换原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法》， 然后确定巴布亚新几

内亚的独立日期。
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 自本日起， 巴布亚新几

内亚正式实行内部自治。 巴布亚新几内亚获得了除国防和外交大权之外的

所有自治权。 原新几内亚政府行政官莱斯利·威尔逊·约翰逊成为巴布亚

新几内亚自治政府高级专员， 并向各部部长移交了所有内部事务权力。 随

后， 各部部长宣誓就职， 组成了政务委员会。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澳大利

亚向联合国宣布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托管统治完全结束。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始发行国家货币———基那

（Ｋｉｎａ， 符号： Ｋ）， 规定原来所用的澳元和新货币基那一起通用到年底。
５ 月 ５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众议院宣布国家独立后将加入英联邦。 ６ 月 １８
日， 众议院宣布将 ９ 月 １６ 日确定为国庆日。 ７ 月， 制宪委员会制定的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宪法》 各条款陆续得到了众议院的批准。 ８ 月 １５
日， 众议院正式通过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宪法》， 以英国女王伊丽莎

白二世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元首， 其权利、 职责、 义务都通过女王任命

的总督来行使。 ９ 月 １２ 日， 众议院通过了 《领导人员义务与责任组织

法》。
９ 月 １５ 日下午 ５ 时， 在莫尔兹比港休伯特·默里体育场举行了澳大

利亚降旗仪式。 澳大利亚国旗降下后， 由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任总督约

翰·吉斯交给了澳大利亚总督约翰·克尔 （Ｊｏｈｎ Ｋｅｒｒ）。 约翰·吉斯在随

后进行的讲演中说： “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和世界其他人民都了解我们正

在降下我们殖民者的国旗是很重要的。 我们正在降下它， 而不是扯下

它”。 约翰·克尔接过折叠的国旗后说： “在长期的殖民时期， 巴布亚新

几内亚和澳大利亚都很幸运， 我们设法避免了在其他地方证明是悲惨的政

策和关系”。

２８



第三章　 历史剧变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时 ２５ 分，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在莫尔兹比

港新政府大楼附近的独立山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裴

坚章代表中国政府与世界其他 ３３ 个国家的代表应邀参加了这一具有历史

意义的盛事。 巴布亚新几内亚由此正式宣告独立， 新国家首都定在莫尔兹

比港。 同时， 宣布加入英联邦。 随后，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督、 总理、 部

长、 首席法官等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 首届政府由 １９ 人组成， 其中迈克

尔·索马雷任总理， 艾伯特·毛利·基基任副总理兼国防、 外交与外贸部

部长， 朱利叶斯·陈任财政部部长， 保罗·拉普恩任矿产资源部部长， 托

马斯·卡瓦利任土地部部长， 布鲁斯·杰夫科特 （Ｂｒｕｃｅ Ｊｅｆｆｃｏｔｔ） 任自然

资源部部长， 埃比亚·奥莱·瓦勒 （Ｅｂｉａ Ｏｌｅ Ｗａｌｅ） 任司法部部长。① 英

国王储查尔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 王子代表国家元首伊丽莎白二世主持召开了巴

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的第一届国民议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巴里·霍

洛韦当选为国民议会议长。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独立， 结束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仅仅是英国、 德国、

澳大利亚等国原材料产地、 商品倾销地和军事基地的历史。 同时， 也宣告

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殖民地历史的终结。 由此， 巴布亚新几内亚获得了独立

自主的发展权， 从世界的角度来讲， 克服了孤悬于太平洋、 与其他各大洲

隔绝的地理障碍， 加强了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密切交往和联系， 引进了世界

现代文明。 从国内来讲， 终止了各岛屿社会、 经济和文化的独立发展状

态， 打破了各部落、 各村社、 各地区之间的隔阂， 使人们之间的交往日益

增多， 国家意识越来越强烈， 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 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国

家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第五节　 当代发展历程

１９７５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根据其政治、 经济等发展状况， 划

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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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走向世界 （１９７５ ～１９９０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立即收回了澳大利亚控制的外交、 行政、 司

法等主权。 根据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宪法》 直接过渡条款规定， 独

立前的第三届众议院直接变成了第一届国民议会， 议长、 议员和各委员会

委员不变； 独立前的部长首脑变成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 其他所有部长变

成独立后的各部第一任部长； 独立前的首席法官、 高级陪席法官分别变成

了独立后的第一任首席法官、 副首席法官， 每位在职的临时法官也变成了

国家法院的临时法官。 由此，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政权机构正式成立。
（一） 政治方面

为了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附性状态， 在国际社会中求得一席之地， 巴

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实行了 “本土化” 政策， 以本国人取代外国人担任政

府或行政公职。 到 １９８８ 年， 在政府各部门充当公务员的外国人由 １９７２ 年

的 ７９００ 名减少到 １７１９ 名， 政府与行政权力完全控制在了本国人的手中。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第二届国民议会， 巴布亚新几内

亚联盟党赢得了 ４０ 个席位， 而后与人民进步党、 统一党、 美拉尼西亚联

盟 （Ｍｅｌａｎｅｓｉａ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又名进步和地区发展联盟） 等政党组成联合政

府， 迈克尔·索马雷任总理， 朱利叶斯·陈任副总理兼初级工业部部长。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 国民议会通过反对党联盟对索马雷政府的不信任案， 而后

成立了由人民进步党与民族党、 统一党、 美拉尼西亚联盟、 自由巴布亚运

动 （Ｐａｐｕａ Ｂｅｓｅｎａ） 组成的联合政府， 朱利叶斯·陈任总理， 民族党领袖

艾姆巴基·帕尔马·奥库克 （ Ｉａｍｂａｋｅｙ Ｐａｌｍａ Ｏｋｕｋ） 任副总理兼民航与

运输部部长。①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在第三次全国大选中， 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

党赢得国民议会 １０３ 个席位中的 ６１ 个席位， 与民族党、 统一党和美拉尼

西亚联盟等政党组成联合政府， 迈克尔·索马雷重新担任总理， 帕亚

斯·温蒂 （Ｐａｉａｓ Ｗｉｎｇｔｉ） 任副总理兼国家计划部部长。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 巴

４８

① 《世界人物大辞典》 编委会编 《世界人物大辞典 （下）》，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１９９０， 第

１６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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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发生分裂， 帕亚斯·温蒂等 １６ 名党员另建人民民主

运动党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 迈克尔·索马雷解除了帕

亚斯·温蒂的职务， 任命美拉尼西亚联盟领袖约翰·莫米斯为副总理兼公

共服务部部长。① １１ 月， 国民议会通过对索马雷政府的不信任案， 人民民

主运动党与人民进步党、 民族党、 统一党、 美拉尼西亚联盟组成联合政

府，② 帕亚斯·温蒂任总理， 朱利叶斯·陈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 在第四次全国大选中， 人民民主运动党赢得了 ２６ 个席

位， 与人民进步党、 联合党、 人民行动党 （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ｙ） 等政

党组成联合政府， 帕亚斯·温蒂继续担任总理， 朱利叶斯·陈任副总

理兼贸易与工业部部长。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 国民议会通过反对党对温蒂政

府的不信任案， 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新领袖拉比·纳马柳 （ Ｒａｂｂｉｅ
Ｎａｍａｌｉｕ） 出任总理， 阿科卡·多伊 （Ａｋｏｋａ Ｄｏｉ） 任副总理兼文官事务

部部长。③ １９９０ 年政府改组后， 泰德·迪洛 （Ｔｉｄｅ Ｄｉｌｏ） 任副总理兼文官

事务部部长。④

（二） 军事方面

１９７５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将三个独立兵种的国防军管理权全

部收回， 统一整编， 由爱德华·迪罗 （Ｅｄｗａｒｄ Ｄｉｒｏ） 任少将旅长。 而后，
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具有两年以上中等教育经历的新兵， 开展公民学训练，
重点进行军队作用教育。 为了提高国防军的作战能力， 巴布亚新几内亚聘

请了 ２００ 多名澳大利亚军官从事专业技术教育工作。 同时， 国防军还参与

了修桥筑路、 建设学校、 营救服务等民用工作， 提高了军队的威信。 增加

警察数量， 并加强培训， 使之成为国防军的辅助力量； 重新组织成立四个

区域性的管理区， 给予各省有力的支持。

５８

①
②
③

④

熊复： 《世界政党辞典》， 红旗出版社， １９８６， 第 ５５７ 页。
潘光、 张家哲： 《各国历史寻踪》， 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１１４９ 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 《世界知识年鉴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０）》，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０， 第 ７７７
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 《世界知识年鉴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２）》，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２， 第 ７５２
页。



（三） 经济方面

独立后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在尊重传统社会风俗习惯和土地使用制

度的基础上， 鼓励发展商品作物生产， 增加出口商品； 发展交通运输， 修

筑公路， 开辟航空和航海线路； 鼓励国内外私人投资， 兴办工矿企业， 广

开就业门路； 鼓励发展林业和渔业； 大力发展广播通信、 文教卫生、 旅游

娱乐； 在城镇实行高工资的现代西方生活方式。 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始从传

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
为了实现经济上的独立，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建

立国家投资和发展局控制外国投资； 政府投资侧重于开发国内资源的生产

部门； 银行为企业提供优惠贷款； 注重渔业、 小规模加工制造业及小型私

人企业的发展； 将澳大利亚航空公司 （Ｑａｎｔａｓ Ａｉｒｗａｙｓ， 又称澳洲航空）
控股的新几内亚航空公司 （Ａｉｒ Ｎｉｕｇｉｎｉ） 收归国有； 限制工资， 管理物

价； 建立健全金融货币体制， 减少出口价格波动。
（四） 外交方面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历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 “民族化” 措施，
以加强自身的独立自主。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提出了 “普遍主义” 的外

交政策， 即走中间道路， 对有关政治思想、 主义纲领或政治制度等问题，
不转向任何一边。 １９８１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及国民议会重新检讨和

确定了对外政策， 提出了 “以民族利益为基础， 积极而有选择地开展对

外关系” 的方针， 注重加强与南太平洋各国、 东南亚邻国以及东亚各国、
欧美国家的联系。

二　 在动荡中丧失发展机遇的十年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１ 年）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内党派纷争加剧， 政局变动频

繁， 社会秩序混乱， 分裂势力猖獗， 经济发展滑坡。
（一） 频繁变动的政局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人民民主运动党在第五次全国大选中再次胜出， 帕亚

斯·温蒂取代拉比·纳马柳出任总理， 朱利叶斯·陈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部

长。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国民议会通过反对党提出的对温蒂政府的不信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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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叶斯·陈出任总理， 并兼任外交与贸易部部长， 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

党领袖克里斯·海维塔 （Ｃｈｒｉｓ Ｈａｉｖｅｔａ） 任副总理兼财政与计划部部长。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在第六次全国大选中，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Ｐａｒｔｙ， 缩写： ＰＮＣＰ） 借助于布干维尔危机胜出， 党的领

袖、 莫尔兹比港市市长比尔·斯卡特 （Ｂｉｌｌ Ｓｋａｔｅ） 出任总理， 成为巴布

亚新几内亚独立以来第一位担任总理的巴布亚人。 人民进步党领袖迈克

尔·纳利 （Ｍｉｃｈｅａｌ Ｎａｌｉ） 任副总理兼贸易与工业部部长。 比尔·斯卡特

执政期间， 多次改组内阁。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将人民进步党逐出内阁， 任命人

民民主运动党领袖亚伊罗·拉萨罗 （Ｉａｉｒｏ Ｌａｓａｒｏ） 为副总理兼国库与计划

部部长。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为摆脱财政危机， 比尔·斯卡特与台湾当局签署

所谓的 “建交” 公报， 因遭到朝野各界的强烈反对而辞职， 人民民主运

动党主席梅克雷·莫劳塔 （Ｍｅｋｅｒｅ Ｍｏｒａｕｔａ） 继任总理兼财政与国库部部

长， 巴布亚新几内亚先驱党 （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ｐｉｏｎｅｅｒ ｐａｒｔｙ） 领袖约

翰·蓬达里 （Ｊｏｈｎ Ｐｕｎｄａｒｉ） 任副总理兼妇女、 青年与教会部部长， 与人

民进步党、 人民行动党、 国民联盟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ａｒｔｙ） 等政党组

成联合政府。 １２ 月， 梅克雷·莫劳塔总理解除了约翰·蓬达里的职务，
任命本党副领袖马奥·泽明 （Ｍａｏ Ｚｅｍｉｎｇ） 为副总理兼农业部部长， 并

对政府进行了部分改组。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为巩固执政基础， 梅克雷·莫劳

塔总理将人民进步党逐出内阁， 以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取而代之， 并免

除了马奥·泽明和外交与布干维尔事务部部长迈克尔·索马雷等人职务，
以本党副领袖迈克尔·奥吉奥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ｇｉｏ） 为副总理兼林业部部长。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又将国民联盟党逐出内阁， 使人民民主运动党在 ２９ 人的内

阁中占有 ２６ 人。 １０ 月， 梅克雷·莫劳塔总理再次调整内阁， 撤销了外交

部部长约翰·蓬达里和其他四位部长职务， 并任命了五位新部长。 巴布亚

新几内亚政局日趋稳定。①

（二） 社会秩序的动荡

１９９７ 年年初， 朱利叶斯·陈政府采用削减教育和健康预算的办法，

７８

① 石门等： 《世界各国简介精选 （北美大洋洲卷）》， 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３３ 页。



筹集 ３６００ 万美元， 试图借助英国桑德林公司 （Ｓａｎｄｌｉｎ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组织的

南非雇佣军解决布干维尔危机， 此举引起国防军和民众的强烈不满。 ３ 月

１７ 日， 国防军司令辛基·洛克 （Ｓｉｎｊｉ Ｒｏｃ） 准将扣押了南非雇佣军， 并

要求朱利叶斯·陈总理辞职。 朱利叶斯·陈以叛国罪将辛基·洛克革职，
但遭到了国防军和民众的抵制。 ３ 月 １９ 日， 莫尔兹比港爆发了数千人的

示威、 暴乱及抢掠事件。 ３ 月 ２２ 日， 陆军少校沃尔特·艾努马 （Ｗａｌｔｅｒ
Ｅｎｕｍａ） 宣布全国 ４６００ 名军人效忠辛基·洛克， 同时要求朱利叶斯·陈

下台。 ３ 月 ２６ 日， 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 朱利叶斯·陈总理辞职， 执政

联盟任命矿产与石油部部长约翰·吉海诺 （ Ｊｏｈｎ Ｇｉｈｅｎｏ） 代理总理， 林

业部部长安德鲁·贝英 （Ａｎｄｒｅｗ Ｂａｉｎｇ） 代理副总理， 看守政府正式组

成。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下旬，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通过了 １９９９ 年度节支

预算， 决定实行经济改革， 推行私有化， 削减政府开支， 促进金融稳定，
结果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工人大罢工。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提出军队改革计划， 部分国防军

士兵抢夺武器同政府对抗， 在莫劳塔政府宣布停止军队改革并对滋事士兵

无条件特赦后， 局势方才恢复正常。 而后， 政府又开始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 加快国有资产私有化。 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６ 月中

旬， 巴布亚新几内亚银行 （Ｂａｎｋ ｏｆ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公司职工举行罢

工， 反对政府的私有化政策。 ６ 月下旬， 莫尔兹比港爆发了大规模的大学

生游行示威， 反对政府私有化政策和土地登记计划， 呼吁驱逐世界银行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缩写： ＩＭＦ） 驻巴布亚新

几内亚代表， 并与警察发生冲突， 导致 ３ 名大学生死亡。 事件造成政府办

事处、 学校和公共交通系统陷入瘫痪状态。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随后在莫

尔兹比港实行宵禁， 动荡的局势渐趋缓和。①

（三） 分裂势力的猖獗

布干维尔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潘古纳铜矿所在地。 由于中央政府、 地方

８８

① 石门等： 《世界各国简介精选 （北美大洋洲卷）》， 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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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开发公司、 矿区土地主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 １９８９ 年起， 围绕着

潘古纳铜矿的开采， 布干维尔分离主义分子的分裂活动不断升级， 他们组

建 “布干维尔共和军” 与政府对抗。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分裂势力宣布布干维

尔岛独立， 成立了 “布干维尔共和国”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 及 “临
时政府”， 并得到了所罗门群岛政府的公开支持。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向

布干维尔岛派遣军队和警察武力弹压， 并实行经济封锁， 结果导致巴布亚

新几内亚陷入内战状态。 布干维尔的商业和种植园经济遭受重创， １ ２ 万

人死于非命， ４ 万多人流离失所。
（四） 经济发展的滑坡

由于政局变动频繁， 社会动荡不安， 分裂势力猖獗， 加之国际市场商

品价格波动较大， 造成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极大的不稳定

性， 通货膨胀处于高位运行状态， 多数年份在 １０％ 以上。 １９９３ 年曾出现

过高达近 ２０％的经济增长率。① 尤其是 １９９７ 年以来， 受特大旱灾及亚洲

金融危机影响， 经济面临严重困难。 出口大幅下降， 基那比价暴跌， 通货

膨胀居高不下， 政府开支大量增加， 外汇储备急剧减少。 在财政支出增长

的同时， 外部官方融资及税收收入锐减， 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 １９９９ 年，
国民经济增长率仅 １ ５％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 ９０ 年代初的 １４００ 美元下

降到 ６３０ 美元； 通货膨胀率高达 ２１ ３％ ； 人口失业率 （１９９８ 年） 达

４２ ５％ ； 财政收入 ２５ ３６ 亿基那 （约合 ８ ６４８ 亿美元）， 支出 ２６ ９３ 亿基

那 （约合 ９ １８３ 亿美元）， 财政赤字达 １ ５７ 亿基那 （约合 ５３５０ 万美

元）。②

三　 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２００２ 年以来）

（一） 政局的相对稳定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与布干维尔各派政治力量签署

９８

①
②

韩锋、 赵江林： 《巴布亚新几内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６４ ～ ６５ 页。
世界知识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世界知识年鉴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０，
第 １０２５ ～ １０２６ 页。



《布干维尔和平协定》， 布干维尔最终走上了恢复和重建道路。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在第七次全国大选中， 国民联盟党赢得 １９ 个席位， 与巴布亚新几内

亚联盟党、 人民进步党、 人民行动党等政党联合组阁， 国民联盟党领袖迈

克尔·索马雷任总理， 人民进步党领袖艾伦·马拉特 （Ａｌｌａｎ Ｍａｒａｔ） 任副

总理兼贸易与工业部部长。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莫伊·阿韦 （Ｍｏｉ Ａｖｅｉ） 继任副

总理兼石油与能源部部长。 新一届政府大力推行国家公务部门改革， 争取

党派合作， 化解社会矛盾， 巩固执政地位， 使巴布亚新几内亚社会秩序渐

趋稳定。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在第八次全国大选中， 国民联盟党赢得 ２７ 个席

位， 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 联合资源党 （Ｕｎｉｔ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ａｒｔｙ）、 人

民民主运动党、 人民行动党、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等政党联合组阁， 迈克

尔·索马雷任总理兼自治与自治区事务部部长， 普卡·特姆 （ Ｐｕｋａ
Ｔｅｍｕ） 任副总理兼土地、 城市规划与矿业部部长。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人民全

国代表大会党领袖彼得·奥尼尔 （Ｐｅｔｅｒ ＯＮｅｉｌｌ） 联合反对党议员扳倒了

代总理萨姆·阿巴尔 （Ｓａｍ Ａｂａｌ） 领导的内阁， 并当选为总理兼自治与自

治区事务部部长， 巴布亚新几内亚党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Ｐａｒｔｙ） 领袖贝尔

登·纳马赫 （Ｂｅｌｄｅｎ Ｎａｍａｈ） 任副总理兼林业与气候变化部部长。①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在第九次全国大选中，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赢得 ２７ 个席位， 与

胜利、 传统与实力党 （Ｔｒｉｕｍｐｈ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 国民联盟

党， 联合资源党， 人民党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ａｒｔｙ）， 人民民主运动党， 人民进步

党， 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等政党组成联合政府。 彼得·奥尼尔继续担任

总理， 胜利、 传统与实力党的利奥·戴恩 （Ｌｅｏ Ｄｉｏｎ） 任副总理兼政府间关

系部部长。 十余年来，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政局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二） 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２００２ 年索马雷政府成立后， 开始集中精力发展国民经济， 相继制订

了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年中期发展战略》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中期发展规划》 《２０１０ ～
２０３０ 年发展规划》 《２０５０ 年远景规划》 等一系列战略发展规划。 同时，
放缓了私有化改革的步伐， 实行 “以出口带动经济复苏” 的战略， 加大

０９

①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Ｂｅｌｄｅｎ＿ Ｎａｍａ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５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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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勘探和开发力度； 采取谨慎的货币政策， 压缩财政开支， 降低企

业税收， 发展私营企业， 鼓励企业出口， 积极吸引外资。 由此带动了经济

的复苏， 物价指数逐渐回落， 基那汇率稳定， 外汇储备增加， 就业指数提

高， 财政管理良好， 年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较低水平。 截至 ２００６ 年年底，
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增长率已连续四年超过人口增长率； 通货膨胀率由

１１ ８％降至 １ ７％； 基那兑换美元汇率由 １ 基那兑换 ２０ 美分升值为兑换 ３３
美分； 贷款利率从 １２％降至 ６％； 外汇储备达到 １４ ８ 亿美元， 为历史最高

点； 就业率提高了 ２０％ 。① ２０１２ 年，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２２２５ 美元。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奥尼尔政府提出了刺激中小企业发展的一揽子计划，

与国家发展银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合作管理资金流动， 并大

幅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降低企业发展成本， 支持发展新兴行业。 计划

到 ２０５０ 年， 中小企业由目前的约 ５ 万家增加到 ５０ 万家， 新增就业岗位

２００ 万个。 具体措施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 全面支持本土企业发展。 加大

金融和财税优惠， 国家发展银行对国民贷款年利率由 ２２％降至 ６ ５％ ； 成

立信贷保证公司 （Ｃｒｅｄｉ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加强

国际贸易推广， 推动本土中小企业与外商开展贸易合作； 简化企业注册程

序， 推出在线公司注册系统， 降低公司注册成本和门槛； 启动商业奖励和

培训。 第二， 严格限制外国企业的发展。 立法确定本土保留商业领域， 防

止外国企业在宏观层面控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济； 成立外国投资和审查

委员会， 负责外国投资监管； 外国企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经商必须签订合

资协议， 巴布亚新几内亚一方所有权需达到 ５２％ 。②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针对国际市场商品价格走低， 外部环境不可控性增强，
彼得·奥尼尔总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３ 年国际投资峰会上提出， 为实

１９

①

②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６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

亚大 使 馆 经 济 商 务 参 赞 处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２００６１２ ／
２００６１２０３９６４２９５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４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新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

经济 商 务 参 赞 处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２０１３０３ ／ ２０１３０３０００４１３８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４ 日浏览。



现城市经济发展规划， 提高城市工商业竞争力， 决定新建 ４ 座经济发展中

心城市， 以科科波作为主要旅游中心， 戈罗卡作为区域服务中心， 韦瓦克

和马当作为渔业发展中心。①

（三） 外交方面的新突破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索马雷政府成立后， 提出了 “以出口带动复苏” 的经济发

展战略， 主张以 “有选择性的交往” 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轴， 制定了 “向北

看” 的方针， 重点发展与中国、 日本、 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关系， 能源、 交

通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 为其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第六节　 重要历史人物

迈克尔·索马雷爵士， 被誉为巴布亚新几内亚 “国父”。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９ 日出生于东新不列颠省拉包尔市卡罗村 （Ｋａｒａｕ Ｖｉｌｌａｇｅ）， 是世袭酋长拉

包尔一世的后裔。 先后就读于卡罗日语民办小学、 宝蓝小学、 索盖里中

学、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行政学院。 １９５７ 年起， 在新爱尔兰、 韦瓦克、
马当等地任小学、 中学教师。 １９６２ 年任马当地区教育助理官员。 １９６３ 年

开始在韦瓦克新闻及附属部门任发布官员。 １９６７ 年创建巴布亚新几内亚

联盟党， 开始领导民族独立运动。 １９６８ 年当选为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

第二届众议院议员， 并成为反对党领袖及议会党团领袖。 １９７２ 年任巴布

亚新几内亚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政府部长首脑、 制宪委员会主席， １９７３
年任行政委员会主席、 自治政府首席部长。 １９７５ ～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８２ ～ １９８５
年、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０ 年三次出任总理， 并先后兼任国家资源部部长、 公共事

务委员会主席、 国家计划部部长、 自治与自治区事务部部长。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２
年、 １９９９ 年 ７ ～ １２ 月、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 １２ 月三次担任外交部部长 （第二、 第

三次时兼布干维尔事务部部长），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任矿业与布

２９

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增 ４ 座经济发展中心城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

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３０９ ／ ２０１３０９００３００５８０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４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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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维尔事务部部长。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８ 年两次出任反对党领袖。
１９９３ 年退出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 １９９６ 年创建国民联盟党， 并担任领

袖一职。 ２０１２ 年任东新不列颠省省长。 另外， 还曾任联合国托管巴布亚

新几内亚委员会主席、 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二次制宪特别委员会委员、 澳大

利亚委托顾问委员会委员。 著有 《萨那传记》 一书， 标志着巴布亚新几

内亚自传文学达到顶峰。
约翰·吉斯爵士，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治家， 著名的土著领袖人物。

１９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出生于米尔恩湾省多古拉附近格杜拉拉腊村 （Ｇｅｄｕｌａｌａｒ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 早年就读于米尔恩湾省安吉利查恩学校。 １９２８ 年到萨马赖港口

当码头工人。 日军侵占巴布亚新几内亚期间， 任澳属新几内亚行政单位信

息员， 参加了当地政府组织的反日斗争。 １９４６ 年加入澳属巴布亚领地皇

家军事警察部队， 逐步升任少校警长。 １９５３ 年代表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

地警察， 参加了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典礼。 两年后退役。 １９５８ 年任莫尔

兹比港混合种族协会会长。 １９６１ 年被推选为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立法

会议议员， 在米尔恩湾地区建立了工会组织。 １９６２ 年， 代表领地政府参

加了在美属萨摩亚帕果帕果 （Ｐａｇｏ Ｐａｇｏ） 召开的南太平洋委员会会议。
１９６４ 年当选为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众议院第一届议员后， 大力推广教

育， 扶助乡村农民， 实行同工同酬， 任用土著人担任行政官员， 反对种族

歧视。 １９６８ 年， 在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第二届众议院选举中， 当选为

议长， 成为担任该重要职位的第一个巴布亚人。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任巴布亚新

几内亚政府部长副首脑， 并相继兼任内政部部长、 农业部部长。 １９７５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当选为第一任总督。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卸任。 同年 ８ 月，
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当选为第二届国民议会议员。 在与迈克尔·索马雷竞选

总理失败后， 参加了联合党， 并成为国民议会反对党副领袖。 １９８２ 年任国

家旅游局局长。 １９８７ 年任巴布亚新几内亚椰干市场公司董事长。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 ７ 日病逝。 莫尔兹比港修建有以其名字命名的体育馆和道路。①

艾伯特·毛利·基基爵士，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治元老、 工会大会创建

３９

① 杨元恪、 陈有进： 《世界政治家大辞典 （上册）》， 人民日报出版社， １９９３， 第 ２００ 页。



人。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出生于海湾省奥罗科洛村 （Ｏｒｏｋｏｌ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 １９５１ ～
１９５７ 年就读于斐济医科学校和伦敦教会学校。 １９６５ 年毕业于巴布亚和新几

内亚领地行政学院。 １９５８ 年任凯里马 （Ｋｅｒｅｍａ） 福利基金协会主席。 １９６１
年任布卡岛助理福利官、 巡查员。 １９６２ 年创建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个工

会， 并出任理事会主席。 １９６７ 年， 与迈克尔·索马雷等共同创建巴布亚新

几内亚联盟党， 并任全国总书记。 １９７１ 年任莫尔兹比港市政委员会委员。
１９７２ 年当选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三届众议院议员， 先后任新几内亚政府土

地与环境部部长， 国防、 外交与贸易部部长。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巴布亚新几内亚

独立后， 任副总理兼国防、 外交与外贸部部长， 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

活动。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以后， 相继任宪法委员会主席、 杂工联合会主席和建筑

工人联合会秘书、 新几内亚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 第一金融公司信贷合作

有限公司董事长、 克维拉保险合作有限公司 （Ｋｅｖｌａｒ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ｔｄ ） 合伙人兼董事长。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病逝。 著有大型自传文学作品

《基基， 万年人生》 （１９６８ 年）， 标志着巴布亚新几内亚新文学的开端。
保莱阿斯·马塔内爵士，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出生于东新不列颠省约克

公爵群岛莫洛特村 （Ｍｏｌｏｔ Ｖｉｌｌａｇｅ）。 早年致力于教育工作， 历任教师、 小

学校长、 学校巡视员、 国家师范教育督察、 商业开发部秘书长， 创建了美

拉尼西亚联合新闻社。 １９７５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出任驻美国、 墨

西哥大使， 常驻联合国代表及驻加拿大高级专员、 外交与贸易部秘书长。
１９８５ 年荣获联合国和平奖， 而后开始致力于教会、 慈善、 大众传媒事业，
出版了 ４４ 部著作， 向当地居民传播文化知识。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当选为巴布亚

新几内亚第八任总督。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因连任选举被最高法院裁定无效而

去职。
朱利叶斯·陈爵士， 被誉为巴布亚新几内亚 “政治明星”。 系巴布亚新

几内亚第二代华人， 中文名陈仲民， 祖籍中国广东省台山市斗山镇江潮村。
１９３９ 年 ８ 月 ２９ 日出生于新爱尔兰省纳马塔奈区坦戈岛 （Ｔａｎｇａ Ｉｓｌａｎｄ）。 先

后就读于阿什格罗夫教会学校、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韩国丹谷大学。 １９６１
年任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行政机构合作官。 １９６８ 年当选为巴布亚和新几

内亚领地第二届众议院议员， 任沿海航运控股有限公司经理、 董事以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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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会计委员会副主席。 １９７０ 年创立人民进步党， 并任该党领袖。 １９７２ 年任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财政部部长。 １９７５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任财政

部部长兼国家银行总裁与亚洲开发银行副董事长。 １９７７ ～ １９７８ 年、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８ 年、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４ 年三次任副总理， 其间还曾兼任农业部部长、 初级工

业部部长、 外交与贸易部部长、 财政部部长。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７
年两次组阁， 出任总理 （第二次时兼外交与贸易部部长）， 是该国历史上第

一位华人议员、 华人总理。 ２０１２ 年任新爱尔兰省省长。
梅克雷·莫劳塔爵士， 巴布亚新几内亚 “建国四君子” 之一， 著名

的经济学家。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出生于海湾省凯里马市库基皮村 （Ｋｕｋｉｐｉ
Ｖｉｌｌａｇｅ）。 先后就读于凯里马小学、 索盖里中学、 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和

南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 １９７０ 年进入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劳工部，
从事人力计划研究工作， 先后参与了巴布亚新几内亚自治政府和独立政府

的筹建工作。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任巴布亚新几内亚财政部秘书长。 １９８３ 年任巴

布亚新几内亚银行公司执行董事。 １９９２ 年任巴布亚新几内亚银行行长。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以独立人士身份当选为第六届国民议会议员。 随后加入人

民民主运动党， 并被推选为党的主席， 先后任国家计划与发展部部长、 渔

业部部长。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再次当选为人民民主运动党主席。 ７ 月当选为巴

布亚新几内亚第九任总理， 并相继兼任财政与国库部部长、 家庭事务部部

长、 布干维尔事务部部长、 信息与通讯部部长， 开始着手计划经济和选举

制度改革。 ２００２ 年创立巴布亚新几内亚党， 成为国民议会反对党领袖。
２０１１ 年任公共企业部部长。

拉比·纳马柳爵士， 巴布亚新几内亚 “建国四君子” 之一。 １９４７ 年

４ 月 ３ 日出生于东新不列颠省科科波市拉卢阿纳村 （Ｒａｌｕａｎ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 先

后就读于东新不列颠省凯拉瓦特 （Ｋｅｒａｖａｔ） 中学、 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１９７３ 年毕业后， 任巴布亚新

几内亚大学历史系教师。 １９７４ 年当选为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执行委员，
并任自治政府首席部长迈克尔·索马雷的私人首席秘书。 １９７５ 年巴布亚

新几内亚独立后， 先后任东新不列颠省政府特派专员， 公共事务委员会主

席， 总理府首席研究官员。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当选为第三届国民议会议员，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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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任外交与贸易部部长、 初级产品工业部部长。 １９８５ 年以后， 相继担任

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副领袖、 领袖。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当选为巴布亚新几内

亚第五任总理。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任满离职。 １９９３ 年退出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

党。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当选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第八任国民议会议长。 １９９７ 年起，
先后任高级国务部部长、 石油与天然气部部长。 ２００２ 年， 重新担任巴布

亚新几内亚联盟党领袖， 先后任外交与移民事务部部长、 财政部部长。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任沃达尔大学 （Ｖｕｄ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校长。

帕亚斯·温蒂，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 ２ 日出生于西高地省哈根山 （Ｈａｇｅｎ，
Ｍｔ ） 附近莫伊卡村 （Ｍｏｉｋｅｐ Ｖｉｌｌａｇｅ）。 先后就读于哈根山社区学校、 哈

根山高中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大学期间， 曾任校学生会

主席， 并加入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当选为第二届国民议

会议员， 并任国民议会议长助理和公共账目委员会委员。 １９７８ 年任交通

与民用航空部部长。 １９８０ 年任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任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 并相继兼任国家计划发展部部长、
教育部部长。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退出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 另建人民民主运动

党， 自任主席。 同年１１ 月至１９８８ 年７ 月、 １９９２ 年７ 月 ～１９９４ 年９ 月两次当

选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２ 年、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７ 年两次任国民议会

反对党领袖。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三次任西高地省省长。
彼得 · 奥尼尔，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 出 生 于 南 高 地 省 亚 利 布

（Ｉａｌｉｂｕ） —庞亚 （Ｐａｎｇｉａ） 区赖亚更 （Ｌａｉａｇａｍ） 镇。 先后就读于庞亚中

学、 亚利布高中、 戈罗卡高中、 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 曾在政府部门、 私

营企业和金融机构任职， 担任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注册实习会计师学会主

席。 ２００２ 年当选为第七届国民议会议员， 历任劳工与产业关系部部长、
公共服务部部长等职。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成为国民议会反对党领袖， 并任人民

全国代表大会党主席。 ２００７ 年当选为第八届国民议会议员， 任财政与国

库部部长。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与反对党议员联手扳倒了代总理萨姆·阿巴尔

领导的内阁， 当选为总理兼自治与自治区事务部部长。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组成

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九届政府， 并继续担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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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亚新几内亚被西方国家殖民统治长达 ９０ 年之久。 殖民及独立运

动时期政治制度的建构， 为其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随着殖

民统治的结束， 主权国家的建立， 接受过西方民主思想洗礼的独立运动领

导人直接移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制度， 政治体制仿效英国、 澳大

利亚等英联邦国家， 实行君主立宪制下的议会民主制， 巴布亚新几内亚从

原始社会直接跨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 但由于其政党政治的历史比

较短， 政党缺少强有力的组织架构， 导致其政党结构不稳定， 政党体制极

其脆弱。 多个政党通常是围绕着主要任务组织在一起， 进而导致政府通常

也是由多个零散的政党联盟组建而成。 政府内频繁的不信任投票是巴布亚

新几内亚政治的一大特点， 历届政府总理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不信任投票而

提前结束任期的， 由此造成独立后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在政治上一直政局动

荡， 被外界称之为 “混乱民主”。

第一节　 国体与政体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在政治体制方面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之

下的议会民主制， 即立法、 行政、 司法三权分立。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法律体系由宪法、 基本法、 议会法令、 紧急条例、

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 宪法采用的法律、 所有前述法律采用的法律、 根据

宪法和所有前述法律制定的附属性法规、 不成文法等构成。 宪法与基本法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最高法律， 所有法律均须服从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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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 年 ８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众议院颁布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

宪法》， 建立起新政府运行的法律体系， 规定国家政权由三大分支组成，
即权力与职能相互独立的三大权力机关： 立法机关、 司法机关和行政机

关， 并且赋予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 宪法规定： 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的行

政权力赋予国家元首， 其代表人是总督。 国家行政机关由国家元首、 国家

行政委员会组成。 国家行政委员会由全体部长组成， 负责巴布亚新几内亚

的行政机构以及宪法和其他法律赋予它的其他职权。 设立国家行政委员会

秘书一职， 其职权和责任由该委员会在国民议会法令的约束下自行确定。
一院制的国民议会行使立法权， 总理领导下的内阁行使行政权， 总理由国

民议会从议员中选举产生， 各部部长由总督根据总理的推荐任命。 《巴布

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宪法》 明确规定： 司法体系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 具

有完全的独立性， 不受政治干预， 法院在做任何决定时也不受或抵制来自

政治的压力。

一　 国家元首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加入了英联邦， 享受与英国相同的主权国家资

格， 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国家元首。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宪

法》 规定， 国家元首没有实权， 其本身也要遵守法令。 英国女王不在巴

布亚新几内亚时， 可以根据国民议会的选举， 任命总督代表英国王室行使

和执行国家元首的特权、 职责、 权利和义务， 总督即成为女王的代表。 宪

法还规定： 除非出现相反的含义， 法律中凡提及国家元首之处皆可读作总

督。
总督的确定程序通常是国民议会议长在总督正常任期届满前三个月内

召开国民议会， 指定下一届总督候选人。 国民议会提名某人担任总督， 由

国民议会以简单的多数票通过， 投票过程应是符合基本法规定的绝对秘密

的无记名投票。 随后， 国家行政委员会根据国民议会的决议向英国女王提

出建议， 由女王进行任命。 国家行政委员会可以依据自身的决议或国民议

会以完全多数通过的决议， 提出解除总督职务的建议， 然后英国女王根据

国家行政委员会的建议解除总督的职务。 除独立日以前任命的第一任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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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总督的担任者必须具有成为议员的资格 （但不能是国民议会的议

员）。
总督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高级别的官员。 根据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

立国宪法》 的规定， 总督有权任命总理、 部长、 首席法官和高级公务人

员， 有权宣布国家紧急情况或要求大选。 总督还负责主持国民议会年度会

议的开幕式。 但所有这些权利只能根据宪法规定的权限行使。 总督的任职

条件之一必须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公民， 任期 ６ 年， 一般只担任一届。 如果

国民议会有超过 ２ ／ ３ 的议员投票赞成任命某人连任第二届总督， 则可连

任。 但是任何人都不能连任三届。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以来的历任总督及

其任期参见表 ４ － １。

表 ４ －１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以来的历任总督

总督 任期

第一任 约翰·吉斯（Ｊｏｈｎ Ｇｕｉｓｅ）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 １ 日

第二任 托尔·洛科洛科（Ｔｏｒｅ Ｌｏｋｏｌｏｋｏ）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 １ 日 ～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 １ 日

第三任 金斯福德·迪贝拉（Ｋｉｎｇｓｆｏｒｄ Ｄｉｂｅｌａ）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 １ 日 ～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 １ 日

第四任 伊格内休斯·基拉奇（Ｉｇｎａｔｉｕｓ Ｋｉｌａｇｅ）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 １ 日 ～ １２ 月 ３１ 日

（代理）丹尼斯·扬（Ｄｅｎｎｉｓ Ｙｏｕｎｇ）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 月 ２７ 日

第五任 塞雷·艾里（Ｓｅｒｅｉ Ｅｒｉ） １９９０ 年 ２ 月 ２７ 日 ～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 ４ 日

（代理）丹尼斯·扬（Ｄｅｎｎｉｓ Ｙｏｕｎｇ）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 ４ 日 ～ １１ 月 １１ 日

第六任 维瓦·科罗维（Ｗｉｗａ Ｋｏｒｏｗｉ）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第七任 西拉斯·阿托帕尔（Ｓｉｌａｓ Ａｔｏｐａｒｅ）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代理）比尔·斯卡特（Ｂｉｌｌ Ｓｋａｔｅ）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代理）杰弗里·纳佩（Ｊｅｆｆｅｒｇ Ｎａｐｅ）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６ 月 ２９ 日

第八任 保莱阿斯·马塔内（Ｐａｕｌｉａｓ Ｍａｔａｎｅ）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代理）杰弗里·纳佩（Ｊｅｆｆｅｒｇ Ｎａｐｅ）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第九任 迈克尔·奥吉奥（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ｇｉｏ）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

　 　

如果总督一职暂时出现空缺、 总督被停职， 总督休假、 出国， 或不能

履行职责等情况， 则由国民议会议长暂时担任代理总督， 如果议长一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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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缺位或议长也正在停职、 休假、 出国、 无法迅速取得有效联系或出现

其他议长不能履职或不便履职的情况， 则由首席法官 （必须是巴布亚新

几内亚公民） 担任代理总督。 议长或首席法官担任代理总督期间， 不得

行使或履行议长， 首席法官之职之外的所有其他权利、 职责和义务。

二　 国民议会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设立一院制的国民议会。 根据 《巴布亚新

几内亚独立国宪法直接过渡条款规定》， 独立前的第三届巴布亚新几内亚

众议院从独立之日起， 直接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届国民议会， 原议

长、 议员和各委员会委员不变。 国民议会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高权力机

关、 立法机构， 享有立法权和预算审批权。
（一） 议员的构成及选区的划分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第二届国民议会。 自本届议会

起， 国民议会的席位数由 １０３ 个增加到 １０９ 个， 其中 ２０ 个席位分别代

表着全国 １９ 个省和国家首都区， 当选该议席者自动成为该省的省长和

国家首都区行政长官； 另 ８９ 个席位产生于按人口平均划分的公开选

区。 由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民整体属于美拉尼西亚人种， 社会结构

比较原始， 居民的国家观念不强， 因此在国民议会选举时， 巴布亚新

几内亚政府以巴布亚地区、 高地地区、 莫马塞地区、 岛屿地区为基础

划分为四个选区。 除法定的经选举产生的 １０９ 名议员外， 国民议会还

可随时指定 １ 人 （非议员） 担任议会的指定议员， 此项任命须经国民

议会全体议员 ２ ／ ３ 多数票通过； 总督可以任命 ３ 名议员， 以代表某些

特别利益。 投票方式由选举人在选票中注明对被选举人的优先选择顺

序， 改为只在选票上注明他选定的候选人。 每年的国民议会会期一般

分为 ３ 月、 ５ 月、 １１ 月三个阶段， 其余时段为休会期。 每次会议总时

间不得少于 ９ 个周。 各类法案的通过都实行举手表决制， 国民议会工

作人员负责计票。 通过任何法案必须至少有 ８３ 票为赞成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随着赫拉省、 吉瓦卡省的增设， 国民议会的议席数增

加到 １１１ 个， 其中 ２２ 个席位被 ２０ 个省的省长、 布干维尔自治区自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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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以及国家首都区行政长官所拥有， 其他 ８９ 个席位的产生途径不变。 ６
月 ２３ 日至 ７ 月 ６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第九届国民议会， 人民进步党

的西奥多·佐伦诺克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Ｚｕｒｅｎｕｏｃ） 当选为新一届国民议会议长。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以来国民议会历届议长及任期参见表 ４ － ２。

表 ４ －２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以来国民议会历届议长

议长 任期

第一任 巴里·霍洛韦（Ｂａｒｒｙ Ｈｏｌｌｏｗａｙ）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 ～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

第二任 金斯福德·迪贝拉（Ｋｉｎｇｓｆｏｒｄ Ｄｉｂｅｌａ）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 ～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

第三任 塞弗塞·莫雷亚（Ｓｅｖｅｒｓｅ Ｍｏｒｅａ ）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 ～ １９８２ 年 １１ 月

第四任 蒂莫西·邦加（Ｔｉｍｏｔｈｙ Ｂｏｎｇａ） １９８２ 年 １１ 月 ～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

第五任 布朗·西纳莫伊（Ｂｒｏｗｎ Ｓｉｎａｍｏｉ）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 ～ １９８７ 年 ８ 月

第六任 丹尼斯·扬（Ｄｅｎｎｉｓ Ｙｏｕｎｇ） １９８７ 年 ８ 月 ～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第七任 比尔·斯卡特（Ｂｉｌｌ Ｓｋａｔｅ）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第八任 拉比·纳马柳（Ｒａｂｂｉｅ Ｎａｍａｌｉｕ）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第九任 约翰·蓬达里（Ｊｏｈｎ Ｐｕｎｄａｒｉ）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第十任 伯纳德·纳罗柯比（Ｂｅｒｎａｒｄ Ｎａｒｏｋｏｂｉ）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第十一任 比尔·斯卡特（Ｂｉｌｌ Ｓｋａｔｅ）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第十二任 杰弗里·纳佩（Ｊｅｆｆｅｒｇ Ｎａｐｅ）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第十三任 西奥多·佐伦诺克（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Ｚｕｒｅｎｕｏｃ）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

　 　

（二） 议员的产生及权利

国民议会所有议员都是通过普选产生的。 由于国民议会每 ５ 年召开一

届， 因此， 议员每一届任期为 ５ 年。
关于选民资格， 宪法规定凡 １８ 岁以上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公民都享有

选举权， 无任何财产限制。 但下述人员不能参加选举： 被判处死刑和徒刑

者； 从选举的第一个投票日往前推算 ３ 年以内曾被判有罪者； 根据基本法

或国民议会法令的规定， 犯有与选举有关的罪行者。
关于议员候选人的资格， 宪法规定议员候选人法定年龄为 ２５ 岁， 且

必须出生在其参加竞选的选区内， 或者在选举前已在该选区连续居住 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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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或以前曾连续在该选区居住 ５ 年以上。 候选人还需事先向选举委员会

缴纳 １０００ 基那的提名费。 属下列情形之一者， 没有资格成为或继续作为

国民议会的议员： 无权参加国民议会投票选举者； 精神病患者； 因渎职被

解职者； 已经判处死刑或 ９ 个月以上徒刑者。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议员选举办法与澳大利亚基本相似， 是在经修改过

的优先投票制的基础上进行的。 每个选民投两次票， 一次投给省级选区的

候选人， 一次投给地方选区的候选人， 实行非强制性投票。 在投票过程

中， 选民有权同时投选票上列出的所有候选人的票， 并在选票上将候选人

按优先顺序来进行排列。 如果在第一轮投票中， 没有一个候选人能获得绝

对多数票， 则该轮得票最少的候选人即被淘汰。 在第二轮投票中， 相同的

程序会在剩下的候选人中再次进行。 这一过程不断重复， 直到有一个候选

人获得绝对多数票为止， 获得最多选票的人当选为议员。 巴布亚新几内亚

对于议员的连选、 连任都没有任何限制。 关于改选， 只有当法院裁决选举

无效时才进行。
议员的权利主要包括提案权、 主持国民议会讨论权、 投票权、 质询权

等。 议员在行使其职权时， 可以向国民议会提出请求、 问题、 议案、 动议

等， 在国民议会内享有言论自由， 在行使权利或履行职责、 义务时免受司

法管辖、 免受民事和刑事司法程序， 在国民议会召开期间、 会期以前 ３ 天

由其所在选区出发出席国民议会途中， 或国民议会闭会后返回选区途中，
不得因民事债务问题而被逮捕。

议员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时， 其议员资格即丧失： 议员被任命为总督；
议员以书面形式通知议长辞去其议员职务； 议员未经国民议会准假， 连续

三次会期不出席国民议会会议 （除非国民议会认为理由充分， 决定免予

执行此项规定）； 议员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其在国民议会的服务， 领取过或

同意领取报酬 （除非根据国民议会法令的授权）； 议员去世； 议员在担任

公职过程中， 因渎职罪而被解职。
（三） 国民议会的组织结构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的议长、 副议长由国民议会根据议会议事规

则从议员中秘密投票选出。 国民议会的议长每届任期 ５ 年， 其职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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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宪法性法律、 国民议会法令与议会议事规则并在它们的约束下， 维护

国民议会的尊严， 维持国民议会秩序， 控制国民议会程序， 管理国民议会

事务。 如果议长职务出现缺位或议长出国、 议长暂时离开国民议会， 以及

出现宪法性法律、 议会法令或议会议事规则规定的其他类似情况， 副议长

享有议长的一切权利、 特权、 职责和义务。 议长本人如果提出辞职申请，
应将辞呈送交给国民议会秘书。

国民议会设立公共账目委员会等常设委员会， 对应于政府的各个主要

部门。 国民议会可随时决定建立有关议会常设委员会， 并可在宪法规定的

范围内通过基本法、 国民议会法令、 议会议事规则或其他法令。 国民议会

常设委员会均设立主席和副主席， 原则上一人是国民议会中公认的致力于

支持政府的议员， 另一人则是被国民议会公认为不支持政府的主要政党、
团体或党团联盟的成员。 国民议会常设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有权充分接

触其责任与本委员会权限和职责有关的各个部长， 有权通过部长的安排，
充分接触下属部门负责人。 政府各部门在重大政策问题上应向相关的国民

议会常设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通报和协商， 主席和副主席应将重大政策

问题扼要通报给本常设委员会的成员。
国民议会还出于某些特殊的原因， 建立专门委员会、 特别委员会或其

他委员会， 如在国家紧急状态时期， 成立处理紧急状态事务的国民议会紧

急状态委员会， 可随时召集会议。 在保证该委员会成员能够随时出席会议

的前提下， 该委员会原则上应该在全国各个地区或国民议会各党派团体中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如果紧急状态开始时国民议会不处于会期中， 尚未依

照规定建立起紧急状态委员会， 则国民议会应成立临时紧急状态委员会来

承担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相关工作。
（四） 国民议会的职权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宪法》 明确规定， 国家立法权授予国民议

会， 宪法性法律的任何规定都不能使国民议会永久性地转让立法权或者使

国民议会放弃立法权。 在遵从宪法的前提下， 国民议会可制定有利于国内

外和平、 秩序和建立好政府、 为人民谋福利的各种法律。 议会法令在国内

和国外均具有效力， 可以在不违背宪法的情况下， 规定便于执行或贯彻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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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所有事项。 议长将根据议会议事规则证明某项法律系由国民议会制

定， 法律自立法证书签发之日起生效。 就宪法而言， 国民议会制定的由宪

法明确授权、 由基本法作出规定的事项， 且与宪法不相违背， 以基本法名

义颁布的法律属基本法。 基本法只能以基本法加以修正或由宪法加以修

正。 基本法可以作出本来可由议会法令作出的规定， 也可以要求议会法令

作出本来可由基本法作出的规定， 但是任何类似规定都可以凭其他议会法

令所要求的同样多的票数加以修正。

（五） 国民议会选举改革

为稳定政治局势， 解决因采用简单多数原则而导致议员选举的大起大

落、 议员和政府更换频繁等问题，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 国民议会修正不信任案，
规定了 “政治安全期” 制度， 即新政府组成后的 １８ 个月内， 以及政府即

将届满前的 １８ 个月内， 国民议会内的反对党联盟不得提出任何针对政府

的不信任案。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梅克雷·莫劳塔总理推动国民议会通过 《政党行为规

范法案》， 对议员跳党、 议员投票权等作出明确规定。①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索马雷政府成立后， 进行了国民议会选举改革， 废除简

单的多数票制度， 加强政党体制建设， 限制独立的小党联盟的影响。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国民议会再次通过延长 “政治稳定期” 法案， 规定新

政府成立 ３０ 个月内， 任何人不得在国民议会内发起针对总理的不信任投

票。 ９ 月， 该法案被写入宪法， 并规定提出对政府不信任案须由 １ ／ ３ 以上

的议员联署并在表决前公示 ３ 个月。②

三　 内阁

内阁是国民议会的执行部门， 担负着妥善行使政府行政权力以及完成

国家行政委员会授权的一切工作， 并通过国民议会集体对全体国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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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设立的总理必须从国民议会选出的若干名议员中选任内阁部长，
由总督根据总理的建议予以任命。 部长人数 （不包括总理） 由基本法确

定， 但最少不得少于 ６ 人， 最多不得超过当时国民议会议员总数的 １ ／ ４。
非议会成员没有资格被任命为部长， 所有内阁成员及各省省长均由议员担

任。 各部部长一律不得担任议长或副议长职务， 也不得成为国民议会常设

委员会或议会其他委员会的成员。 如果议长或副议长成为部长， 则其所遗

留的议长或副议长职务缺位。
根据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宪法》 的不信任动议规定， 如果国民

议会通过对总理或某位部长的不信任动议， 则由总督解除他们的职务。 对

总理、 内阁或某位部长的不信任案动议， 应至少提前 １ 周通知国民议会全

体议员， 由不少于议员总数 １ ／ １０ 的议员签名， 按照议会议事规则提出。
如果议长通知国民议会， 由负责全国执业医生登记或发照工作的全国主管

部门指定的两名执业医生， 根据他们的职业经验， 认为总理在身体和精神

方面不再适合履行其职务， 总督可以根据国民议会的决议免除总理的职

务。 内阁成员除去世、 辞职、 失去担任内阁成员的资格、 被免职外， 须一

直任职到任命下一任总理时为止。 内阁成员如果由于大选的原因不再担任

国民议会议员， 但又在其他方面仍然具备议员资格者， 应继续担任内阁职

务直到任命下一任总理时为止。

四　 政府

根据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宪法》 的规定， 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

得多数票的政党组成政府， 席位最多的政党领袖担任政府首脑。 如果没有

一个单一政党获得多数， 则可以由多个政党组成政党联盟， 共同组阁， 并

对国民议会负责。
政府首脑是内阁总理。 总理由选举中获胜的政党领袖担任。 总理职位

要在国民议会提出人选的基础上， 由总督根据国民议会的决议任命产生，
任命时间通常在大选之后国民议会的第一次会期， 也可以在其他应该任命

总理的特殊情形下即时任命。 准备任命总理时， 国民议会应在完成所有程

序性事项、 任命总督与议长之后的下一个会议日， 将总理的任命问题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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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事项来考虑。
巴布亚新几内亚自独立以来， 迈克尔·索马雷在 １９７５ ～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８２ ～ １９８５ 年、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０ 年三次当选为总理； 朱利叶斯·陈在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７ 年两次当选为总理； 帕亚斯·温蒂也在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８
年、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４ 年两次当选为总理。 现任总理是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当选的彼

得·奥尼尔。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以来的历任总理及其所属党派和任期参

见表 ４ － ３。

表 ４ －３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以来的历任总理

总理 所属党派 任期

第一任
迈克尔·索马雷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ｏｍａｒｅ）
巴布亚新几内亚

联盟党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第二任
朱利叶斯·陈

（Ｊｕｌｉｕｓ Ｃｈａｎ）
人民进步党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 ２ 日

第三任
迈克尔·索马雷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ｏｍａｒｅ）
巴布亚新几内亚

联盟党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 ２ 日 ～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第四任
帕亚斯·温蒂

（Ｐａｉａｓ Ｗｉｎｇｔｉ）
人民民主运动党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 ４ 日

第五任
拉比·纳马柳

（Ｒａｂｂｉｅ Ｎａｍａｌｉｕ）
巴布亚新几内亚

联盟党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 ４ 日 ～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第六任
帕亚斯·温蒂

（Ｐａｉａｓ Ｗｉｎｇｔｉ）
人民民主运动党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３０ 日

第七任

朱利叶斯·陈

（Ｊｕｌｉｕｓ Ｃｈａｎ）
人民进步党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３０ 日 ～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

（代理）约翰·吉海诺

（Ｊｏｈｎ Ｇｉｈｅｎｏ）
人民进步党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６ 月 ２ 日

（代理）朱利叶斯·陈

（Ｊｕｌｉｕｓ Ｃｈａｎ）
人民进步党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２ 日 ～ ７ 月 ２２ 日

第八任
比尔·斯卡特

（Ｂｉｌｌ Ｓｋａｔｅ）
人民全国代表大

会党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２２ 日 ～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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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总理 所属党派 任期

（代理）亚伊罗·拉萨罗

（Ｉａｌｒｏ Ｌａｓａｒｏ）
人民民主运动党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７ ～ １４ 日

第九任
梅克雷·莫劳塔

（Ｍｅｋｅｒｅ Ｍｏｒａｕｔａ）
人民民主运动党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５ 日

第十任

迈克尔·索马雷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ｏｍａｒｅ）
国民联盟党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５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代理）萨姆·阿巴尔

（Ｓａｍ Ａｂａｌ）
国民联盟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第十一任
彼得·奥尼尔

（Ｐｅｔｅｒ ＯＮｅｉｌｌ）
人民全国代表大

会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

　 　

目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政府机构分为中央政府、 省级政府和地方政

府三级。
（一） 中央政府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３ 日至 ７ 月 ６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第九届国民议

会，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获得议会 １１１ 个席位中的 ２７ 个席位， 而后与国

民联盟党、 联合资源党、 人民党、 人民进步党， 以及胜利、 传统与实力

党等组成最新一届内阁， 开始了以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为执政党的联合

执政时期。 内阁成员共有 ３３ 名， 其中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１３ 名， 胜利、
传统与实力党 ４ 名， 国民联盟党和联合资源党各 ３ 名， 人民党和人民进

步党各 ２ 名， 联合党、 人民民主运动党、 土著人民党 （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ａｒｔｙ）、 社会民主党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 我们发展党 （Ｏｕ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 独立人士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各 １ 名。 巴布亚新几内亚

新一届政府机构各部门负责人及所属党派参见表 ４ － ４。
奥尼尔政府成立后， 制定了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主要发展议程： 推动宪法

和法律改革， 消除政治不稳定性； 促进政府各部门的和谐、 团结并保持各

自独立性； 促进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投资和自由贸易； 成立反腐独立委

员会； 审核中长期发展规划， 为各省、 区和地方政府提供年度资金用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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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４　 巴布亚新几内亚新一届政府机构及负责人

政府机构名称 负责人 所属党派

总理 彼得·奥尼尔（Ｐｅｔｅｒ ＯＮｅｉｌｌ）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副总理兼政府

间关系部
利奥·戴恩（Ｌｅｏ Ｄｉｏｎ）

胜利、传统与实力党（２０１４ 年转

入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外交与移民部 伦宾克·帕托（Ｒｉｍｂｉｎｋ Ｐａｔｏ） 联合党

国防部 费边·伯克（Ｆａｂｉａｎ Ｐｏｋ） 联合资源党

司法与律政部 克兰加·库阿（Ｋｅｒｅｎｇａ Ｋｕａ） 国民联盟党

警察事务部
尼克松·杜邦（Ｎｉｘｏｎ Ｄｕｂａｎ）
（后）罗伯特·艾特雅法（Ｒｏｂｅｒｔ Ａｔｉｙａｆａ）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独立人士

教养事务部 吉姆·斯玛塔比（Ｊｉｍ Ｓｉｍａｔａｂ） 国民联盟党

宗教、青年与社

区发展部

罗吉亚·托尼（Ｌｏｕｊａｙａ Ｔｏｎｙ，女）
（后）黛利拉·戈尔（Ｄｅｌｉｌａｈ Ｇｏｒｅ，女）

土著人民党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自治区事务部 史蒂文·卡马（Ｓｔｅｖｅｎ Ｋａｍｍａ） 联合资源党

国家计划与监

控部
查尔斯·阿贝尔（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ｂｅｌ）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财政部 詹姆斯·马拉佩（Ｊａｍｅｓ Ｍａｒａｐｅ）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国库部
唐·波利（Ｄｏｎ Ｐｏｌｙｅ）
（后）帕特里克·普鲁埃奇（Ｐａｔｒｉｃｋ Ｐｒｕａｉｔｃｈ）

胜利、传统与实力党

国民联盟党

土地与城市规

划部
本尼·艾伦（Ｂｅｎｎｙ Ａｌｌａｎ）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工程与执行部 弗朗西斯·阿韦萨（Ｆｒａｎｃｉｓ Ａｗｅｓａ）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石油与能源部
威廉·杜马（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ｕｍａ）
（后）尼克松·杜邦（Ｎｉｘｏｎ Ｄｕｂａｎ）

联合资源党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矿业部 拜伦·詹姆斯·陈（ｂｙｒｏｎ Ｊａｍｅｓ Ｃｈａｎ） 人民进步党

国营企业与国

家投资部
本·迈卡（Ｂｅｎ Ｍｉｃａｈ） 人民进步党

贸易、商业与工

业部
理查德·马鲁（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ａｒｕ） 独立人士

农业与畜牧业

部

阿西克·汤米·汤姆斯科尔

（Ａｓｉｋ Ｔｏｍｍｙ Ｔｏｍｓｃｏｌｌ）
人民民主运动党

渔业与海洋资

源部
马奥·泽明（Ｍａｏ Ｚｅｍｉｎｇ）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林业与气候变

化部

帕特里克·普鲁埃奇（Ｐａｔｒｉｃｋ Ｐｒｕａｉｔｃｈ）
（后）道格拉斯·汤姆里萨（Ｄｏｕｇｌａｓ Ｔｏｍｕｒｉｅｓａ）

国民联盟党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８０１



第四章　 独立后的政体结构与国防军事

续表

政府机构名称 负责人 所属党派

交通运输部
阿诺·帕拉（Ａｎｏ Ｐａｌａ）
（后）威廉·杜马（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ｕｍａ）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联合资源党

民用航空部 戴维斯·史蒂文（Ｄａｖｉｓ Ｓｔｅｖｅｎ） 人民党

环境保护部 约翰·蓬达里（Ｊｏｈｎ Ｐｕｎｄａｒｉ） 人民党

教育部 帕鲁·艾希（Ｐａｒｕ Ａｉｈｉ）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高教、研究与科

技部

戴维·阿罗拉（Ｄａｖｉｄ Ａｒｏｒｅ）
（后）黛利拉·戈尔（Ｄｅｌｉｌａｈ Ｇｏｒｅ，女）
（后）马拉凯·塔巴尔（Ｍａｌａｋａｉ Ｔａｂａｒ）

胜利、传统与实力党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美拉尼西亚自由党

通信与信息技

术部
吉米·米瑞托罗（Ｊｉｍｍｙ Ｍｉｒｉｎｇｔｏｒｏ）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旅游、艺术与文

化部
博卡·孔德拉（Ｂｏｋａ Ｋｏｎｄｒａ）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卫生与艾滋病

防控部
迈克尔·马拉巴格（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ｌａｂａｇ）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体育与太平洋

运动会部
贾斯汀·特卡琴科（Ｊｕｓｔｉｎ Ｔｋａｔｃｈｅｎｋｏ） 社会民主党

劳动与产业关

系部

马克·马伊帕卡伊（Ｍａｒｋ Ｍａｉｐａｋａｉ）
（后）本杰明·波波纳瓦（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Ｐｏｐｏｎａｗａ）

胜利、传统与实力党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公共服务部 普卡·特姆（Ｐｕｋａ Ｔｅｍｕ） 我们发展党

住房与城市发

展部
保罗·伊塞克拉（Ｐａｕｌ Ｉｓｉｋｉｅｌ）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影响力的项目； 国家优先考虑教育、 医疗、 反腐和基础建设项目； 液化天

然气项目； 法律秩序； 公共部门改革； 推动公民从事商业、 体育和文化事

业； 公私合作政策； 外交政策等。①

（二） 省级政府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原有的行政区划———区全部改为省。 １９７６

９０１

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九届国会召开　 新政府发展议程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

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２０８ ／
２０１２０８０８２９７２８８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浏览。



年 ６ 月， 国民议会同意把建立省政府的条款写进宪法。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 国

民议会又通过一项组织法， 规定了省政府的权力和职责， 作为宪法修正案

附在宪法上。 目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国有 ２２ 个省级行政单位。 根据

１９９７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颁布的 《省政府行政管理法》 规定， 各省都

有自己独立的政府和议会， 分别依照巴布亚新几内亚组织法规定的程序产

生， 包括省长。 各省民众地位平等， 享有宪法所规定的宗教、 思想意识和

言论自由， 有政治选择权。 特别规定妇女有完全的政治权利， 可以参加政

治选举， 也可以当选为省议员。 根据法律规定， 各省政府可以制定有关村

社学校、 销售酒水和汽车执照颁发、 公共娱乐、 供给住宅、 文化中心、 运

动委员会、 村社法庭等法律。 在村社和农村发展、 农业和家畜、 捕鱼、 卫

生、 省级中学和职业培训中心、 旅游、 家庭和婚姻法、 宣传工具 （报纸、
杂志、 广播、 电视等）、 交通、 通信、 省级法庭等方面， 省议会与国民议

会共同分享立法权。 如果省政府提出的法规与国家制定的法律有抵触或重

复则无效。 各省政府有权指示公务人员贯彻执行省的法规。 中央政府也可

授权省政府加强对该省有影响的国家法规的贯彻执行。
各省政府由经过选举产生的省议会、 省行政委员会、 省秘书处组成。

省议会至少要有 １５ 名选举产生的议员， 负责制定省内法律， 决定省内政

策。 省行政委员会行使省内的执行权。 省长和副省长由省议会议员选举产

生。 省长担任省行政委员会主席， 委任其他行政委员会委员。 省秘书处首

脑为行政书记， 负责管理所有在该省工作的公务人员， 直接对省行政委员

会负责。 省级公务人员仍属国家公务机构中的一部分， 国家公务委员会虽

分权给省管理秘书处， 但他们还是要给予省级公务人员专业技术培训和经

济支持。 各省政府还有权建立和管理处理地方事务的地方政府。
（三） 地方政府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每个省下设若干个行政区， 但各省所设立的区的数

量并不相同， 如莫罗贝省下设 ９ 个区， 东高地省下设 ８ 个区， 海湾省、 西

新不列颠省、 新爱尔兰省、 北部省各设立 ２ 个区， 而马努斯省仅设立 １ 个

区。 目前， 全国共设有 ８６ 个区、 ２８３ 个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代表若干村社， 负责维修所辖地区的道路、 桥梁、 房屋、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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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其他集体服务事业， 其资金来源， 除中央政府和省政府补助外， 还可

以自己征收地方税、 公用费、 捐税和罚款。

五　 权力之争

近年来，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内部矛盾不断凸显， 权力争夺不断升

级， 并引发了军队的骚乱。
（一） 迈克尔·索马雷与普卡·特姆的争斗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以来， 迈克尔·索马雷为首的国民联盟党连续两次组阁。
但随着副总理兼土地、 城市规划与矿业部部长普卡·特姆人气的上升， 最

终引发国民联盟党的严重分裂。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 普卡·特姆与文化部

部长查尔斯·阿贝尔、 林业部部长贝尔登·纳马赫、 司法部部长阿诺·帕

拉 （Ａｎｏ Ｐａｌａ） 公开站到反对党一边， 普卡·特姆自任反对党领袖， 召开

秘密会议， 准备争取更多的执政党议员在次日的国民议会上对索马雷政府

提出不信任案， 进而取代总理迈克尔·索马雷。 ７ 月 ２０ 日， 普卡·特姆

采用巴布亚新几内亚政治对决的传统方式， 在莫尔兹比港搭建阵营， 挑战

迈克尔·索马雷。 而迈克尔·索马雷却在国民议会复会时增补了 ５ 名内阁

部长， 并任命唐·波利 （Ｄｏｎ Ｐｏｌｙｅ） 为副总理兼交通与民航部部长， 继

续保持在国民议会的支配地位。 普卡·特姆为首的反对党没有取得超过半

数的 ５５ 票， 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没有通过。 普卡·特姆与迈克尔·索马雷

决裂后， 又准备在 ７ 月 ２１ 日的国民议会上与迈克尔·索马雷一决雌雄。
而迈克尔·索马雷却要求国民议会议长杰弗里·纳佩 （ Ｊｅｆｆｅｒｇ Ｎａｐｅ） 休

会， 直到 １１ 月 １６ 日， 不给普卡·特姆投票表决的机会。 以萨姆·布拉希

尔 （Ｓａｍ Ｂｒａｓｈｅａｒ） 为代表的部分反对派议员离开议会时， 称迈克尔·索

马雷是 “独裁者”， 还侮辱了他的儿子、 公共企业部部长阿瑟·索马雷

（Ａｒｔｈｕｒ Ｓｏｍａｒｅ）。 普卡·特姆请求国民议会驳回迈克尔·索马雷的要求，
但遭到杰弗里·纳佩的拒绝。 由此， 索马雷政府挫败了反对党不信任投票

动议， 由萨姆·阿巴尔继任副总理兼工程部部长。
（二） 迈克尔·索马雷与彼得·奥尼尔的政治角力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起，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内发生了迈克尔·索马雷与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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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奥尼尔关于总理合法性之争。
８ 月 ２ 日，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领袖、 时任巴布亚新几内亚财政与国

库部部长的彼得·奥尼尔与反对党议员联合国民联盟党部分议员， 以迈克

尔·索马雷总理连续三次缺席国民议会会议、 总理职位出现空缺为由， 扳

倒代总理萨姆·阿巴尔领导的内阁， 国民议会以 ７０ ∶ ２４ 的优势票， 选举

彼得·奥尼尔为总理。 然而， 最高法院却于 １２ 月 １２ 日裁决彼得·奥尼尔

当选无效， 宣布恢复原总理迈克尔·索马雷的职务。 但国民议会拒绝执行

最高法院的裁决， 再次以绝对多数票优势选举彼得·奥尼尔为总理。 由此

造成政治僵局， 迈克尔·索马雷与彼得·奥尼尔均声称自己是合法总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６ 日， 支持迈克尔·索马雷总理的前驻印度尼西亚武

官原国防军退役上校约拉·萨萨 （Ｙａｕｒａ Ｓａｓａ） 带领 １０ 多名武装人员，
攻入国防军总部默里军营， 控制陶洛马军营， 软禁了支持彼得·奥尼尔

总理的国防军司令弗朗西斯·阿格威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Ａｇｗｉ） 准将， 自任国防军

司令。 次日， 这场不流血的兵变被平息。 ５ 月 ２１ 日， 最高法院再次裁决

彼得·奥尼尔当选总理无效， 迈克尔·索马雷为合法总理。 ５ 月 ２４ 日，
副总理兼林业与气候变化部部长贝尔登·纳马赫带人拘捕了最高法院首

席大法官萨拉莫·因吉阿 （Ｓａｌａｍｏ Ｉｎｊｉａ）， 并以煽动叛乱罪名提起诉讼。
５ 月 ２５ 日， 约 ３０ 名警察封锁了通往国民议会的道路， 旨在阻止以彼

得·奥尼尔为总理的政府召集议员开会。 随后， 政府方面调集 ４０ 多名警

察， 维持秩序。 ５ 月 ３０ 日， 国民议会再次选举彼得·奥尼尔为总理。
巴布亚新几内亚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刻意削弱司法部门的权力， 对巴

布亚新几内亚的司法独立产生了负面影响。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巴布亚新几内

亚国民议会通过 《司法行为法》， 授权政府可建立独立的机构专门处理法

官的不当行为。 这项新法规是一部被用来专门干预司法程序以确保现行政

府合法性的法律文件。 当最高法院指出建立此类机构属于违反宪法后， 国

民议会旋即又通过另一项法律， 规定不执行前法的法官将被施以刑事制

裁。 对此，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威·皮莱 （Ｎａｖｉ Ｐｉｌｌａｙ） 认为巴布

亚新几内亚政府的做法已经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 声称 “必须消除外在

压力， 消除威胁或是来自立法、 行政方面的影响， 以确保司法权的独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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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这在国际法中是有明确规定的。”①

（三） 奥尼尔政府中的争斗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奥尼尔政府内部发生了一场剧烈的权力角逐。 彼得·

奥尼尔总理以 “秘密开会商议要推翻总理奥尼尔” “制造不稳定” 的理

由， 撤销了石油与能源部部长威廉·杜马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ｕｍａ）、 国库部部长

唐·波利、 劳动与产业关系部部长马克·马伊帕卡伊 （Ｍａｒｋ Ｍａｉｐａｋａｉ）
和高教、 研究与科技部部长戴维·阿罗拉 （Ｄａｖｉｄ Ａｒｏｒｅ） 的职务， 分别以

警察部部长尼克松·杜邦 （Ｎｉｘｏｎ Ｄｕｂａｎ）、 林业与气候变化部部长帕特里

克· 普 鲁 埃 奇 （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Ｐｒｕａｉｔｃｈ ）、 本 杰 明 · 波 波 纳 瓦 （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Ｐｏｐｏｎａｗａ）、 黛利拉·戈尔 （ Ｄｅｌｉｌａｈ Ｇｏｒｅ， 女） 取而代之， 任命罗伯

特·艾 特 雅 法 （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ｔｉｙａｆａ ）、 道 格 拉 斯 · 汤 姆 里 萨 （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Ｔｏｍｕｒｉｅｓａ） 分别为警察事务部和林业与气候变化部部长。 唐·波利、 马

克·马伊帕卡伊、 戴维·阿罗拉 ３ 人是执政联盟中第二大党胜利、 传统与

实力党成员， 并且唐·波利被视为未来总理的可能人选。 不久， 巴布亚新

几内亚副总理兼政府间关系部部长利奥·戴恩等 ６ 人转而加入人民全国代

表大会党， 胜利、 传统与实力党在国民议会中的席位由 １２ 个减至 ６ 个， ９
月被逐出执政联盟， 成为国民议会中的反对党， 唐·波利取代贝尔登·纳

马赫成为新的反对党领袖。 而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成员在内阁中增加到

１６ 人， 议席增至近 ６０ 个， 执政联盟占国民议会 １１１ 个席位中的 １００ 个席

位。②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局进入稳定期， 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

础。

第二节　 司法制度

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为英联邦成员国之一， 其法律体系完全仿效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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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联合国： 关切巴布亚新几内亚法治现状》， 《人民法院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第 ８ 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ｃｈｉｎａ －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ｂｘｇｋ ／ ｔ１２８８４３４ ｈｔｍ，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宪法》 明确规定： 司法体系完全独立于政府之

外， 具有完全的独立性， 不受政治干预， 法院在做任何决定时也不受政府

和国民议会政治压力的影响。 司法体系在没有国家宪法专门规定和授权的

情况下， 无论是负责全国司法工作的部长， 还是全国司法体系之外的其他

任何人员或主管部门 （国民议会通过立法程序不在此限）， 都无权就司法

权力或司法职能的行使、 对司法体系内的任何法院或任何法院的成员发布

指示。 与此同时， 巴布亚新几内亚也采用一些传统的理念， 特别是与土地

有关的法律案件， 通常依据当地的习惯做出裁定。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司法管理部门有最高法院、 国家法院、 地方法院、

少年法院等。 现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为萨拉莫·因吉阿。

一　 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由首席法官、 副首席法官及国家法院 ２８ 名法官 （不含代理

法官） 组成。 在开庭审问时， 必须有 ３ 名法官一同出庭， 其中 １ 人负责审

问。
最高法院又称上诉法院，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家最高司法仲裁机构

和最高司法机关， 是国家的最高级法院， 也是上诉的终审法院， 有权审查

国家法院的所有决定， 有权解决应用和解释宪法的有关问题， 也有权惩处

违抗法院的行为 （通常称为 “蔑视法庭罪”）， 但该项权力的行使须受国

民议会法令的约束。 在国民议会法令或最高法院规程规定的案件中， 最高

法院的司法权限可以由该法院的一名法官行使， 也可由多名法官共同行

使； 既可以在法庭上行使， 也可以在法官议事室行使， 可根据议会法令与

最高法院规程的具体规定确定。
最高法院的规程由最高法院的法官按最高法院的惯例和程序来制定，

但不得与宪法性法律或议会法令相矛盾。 如果最高法院规程与生效的议会

法令有分歧， 则须将与议会法令不一致的地方停止生效。 最高法院规程应

于制定之后， 在可行情况下尽快由首席法官送交给国民议会议长， 再由议

长提交给国民议会， 国民议会对最高法院规程拥有否决权。
最高法院的法官需定期向总督送交国家司法系统的工作报告， 以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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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适当的改进建议， 总督审阅后， 再提交给国民议会。 送交报告的时

间由议会法令规定， 或在这种法令的约束范围内由总督根据国家行政委员

会的建议加以规定， 但每年至少要提交一次报告。 此外， 法官还可以主动

或根据国民议会、 国家行政机关的要求， 就国家司法系统的工作提出其他

报告。
最高法院对于解释和运用宪法性法律条款的有关问题拥有司法审判

权。 最高法院以外的任何法院或裁决庭如果遇到涉及宪法性法律的解释或

运用问题， 应将问题提交最高法院， 并采取暂停诉讼等其他适当步骤。 国

民议会和议长有权请求最高法院就涉及宪法性法律条款的解释和运用问题

发表意见， 最高法院就此发表的意见与最高法院的其他裁决具有同等的约

束力。

二　 国家法院

国家法院是国家的第二高级法院， 由首席法官、 副首席法官和 ４ 至 ６
名其他法官组成。 在开庭审问时， 单独 １ 名法官即可行使无限的裁判权。
另外， 根据议会法令的规定还可以有更多的法官 （称代理法官）， 具备议

会法令确定的法官任职资格者， 可以被任命为国家法院的代理法官。 他们

在国家法院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填补空缺、 应付医疗之外的临时性工作任

务或国家法院其他紧急工作。 代理法官的任命可以不受数量的限制。
国家法院拥有对一切运用司法权力的案例进行复审的固有权力， 及宪

法或其他法律赋予的其他司法权限和权力， 但宪法性法律或议会法令所剥

夺或限制的复审权除外。 对于宪法性法律或议会法令所剥夺或限制的复审

权， 如果国家法院认为在某一特定案件的特殊情形下， 公共政策方面的考

虑具有压倒一切的意义， 则国家法院在复查此类案件中仍然拥有其固有的

权力。
国家法院对确定某人竞选议员或留任议员的资格问题、 国民议会选举

的合法性问题拥有司法权。 国家法院有权惩处 “蔑视法庭罪”， 但该项权

力的行使必须受议会法令的约束。
国家法院的法官可以就国家法院的惯例和程序、 涉及国家法院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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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程序来制定国家法院规程， 但不得与宪法性法律或议会法令相矛盾。 如

果国家法院规程与开始生效的议会法令有不一致的地方， 则须将与议会法

令不一致的地方停止生效。 国家法院规程应于制定之后在可行情况下尽快

由首席法官送交议长， 再由议长提交给国民议会， 国民议会对国家法院规

程拥有否决权。

三　 地方法院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地方法院分为乡村法院和区域法院， 它们都是较低

级的法院， 权力有限， 由专职地方法官掌管。
乡村法院的法官从村民中选举产生， 对他们的任命没有法定资格的限

制。 他们主要在农村进行司法活动， 审问乡村发生的人身伤害事件或抢劫

之类的简单案件， 通常依据习惯法， 由乡村法官在当事双方都在场的情况

下进行判决或调解。
区域法院主要在城市进行司法活动。

四　 司法部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司法部负责与国家司法组织职责有关的所有事情，
也负责司法部管辖的分支机构， 包括国家律师处、 户籍注册部门、 公共管

理机构、 监狱机构、 酒类审批发证委员会、 公共检查员办事处、 公共律师

事务所等。

五　 其他法律部门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 巴布亚新几内亚还建立了一些辅助性法庭和法律

机构， 如司法和法律工作委员会、 公证机构、 土地法庭、 法律修正委员会

等。
司法和法律工作委员会负责任命除首席法官、 乡村法院法官以外的所

有法官、 公共检察员和公共律师。 该委员会由司法部长牵头， 包括副首席

法官、 巡视官首领和一个国民议会指定的成员。
公证机构由一个大法官和所有任命的、 专职的地方法院的法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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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并掌握所有的地方法院。
土地法庭是解决传统土地所有权纷争问题的法院。
法律修正委员会负责检查巴布亚新几内亚法律， 还研究并采用对新的

简化的管理法律和实施司法的新方法， 也推荐能使那些法律适合巴布亚新

几内亚不断变化需要的新方式和新思想。
近年来， 为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将维持法

律和社会秩序列为中期发展战略的优先领域， 通过实施法律与司法部门项

目， 加强正式法律和司法机构协调、 运作， 并将重点放在预防犯罪和恢复

公正方面。 ２００３ 年， 成立了国家协调机构， 由法律和司法部门的行政长

官、 警务处、 惩教署等司法工作人员组成， 其职责是执行政策和制订行动

计划。 政府拨付资金用于加强司法的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节　 主要政党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大洋洲实行两党制最典型的国家， 基本上按照英

国的政党模式建立。 而巴布亚新几内亚则是大洋洲实行多党制最典型的国

家。 代表着不同阶级、 不同阶层利益的政党层出不穷， 直接影响着国家的

政治走向和政局的稳定。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宪法》 规定， 任何有政

治目的的， 并要提名候选人参加国民议会竞选或公开支持代表自己观点的

候选人的政党或组织， 都必须按组织法的详细规定在选举委员会登记； 任

何登记的政党或组织都必须向巡视官委员会申报财产收入及来源、 与选举

有关的或支持候选人的经费开支情况； 禁止非巴布亚新几内亚公民参加任

何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党或组织， 也禁止非巴布亚新几内亚公民向巴布亚新

几内亚政党或组织捐赠资金； 为此， 对非巴布亚新几内亚公民的公司和组

织要作明确规定； 严格限制政党或组织可接收的从任何来源的捐款数量；
对政党或组织捐赠者， 可将捐赠交给巡视官委员会或其他有关当局， 以保

证选举的公平， 防止候选人受到外部， 特别是外国和隐藏势力的各种影

响。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宪法》 规定， 政党成立需要在政党注册处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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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备案。 每个政党须设有主席、 秘书长和司库。 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 ２
个或 ２ 个以上席位的政党须设立领袖。 政党活动经费来自中央基金、 个人

捐款和政党的其他合法活动收入。 政党可以在本党多数党员和四分之三议

员同意的情况下与其他政党合并。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宪法》 规定各个政党可以单独或联合其他政

党进行国民议会竞选， 最终由在竞选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党派联盟组

成政府。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国民议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 《政党行为规范法

案》， 规定各政党在每个选区只能提名一位候选人， 当选后不得在任期内退

出所属政党或加入其他政党， 不得在总理选举、 总理不信任案、 全国预算

审议、 修宪等投票中违背本党意志， 需服从该党对相关议题的集体决议。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国注册登记的政党共计 ４１
个。 同年 ６ 月 ２３ 日至 ７ 月 ６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第九届国民议会，
参加竞选的候选人 （含独立候选人） 共 ３０９７ 人。③ 其中人民全国代表大

会党 ８９ 人， 巴布亚新几内亚党 ８８ 人， 国民联盟党 ７５ 人， 胜利、 传统与实

力党 ７２ 人， 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 ６０ 人， 人民行动党 ５１ 人， 人民党 ４９
人， 联合资源党 ４８ 人，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党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ａｒｔｙ） ４６ 人， 土著人民党 ４４ 人， 人民进步党和社会民主党各 ４０ 人， 巴布

亚新几内亚宪政民主党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
３９ 人， 人民联合议会党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Ｐａｒｔｙ） ２９ 人， 新一代党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ｙ） ２７ 人， 我们发展党和明星联盟党 （Ｓｔａｒ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ａｒｔｙ） 各 ２２ 人， 联合党 ２０ 人， 人民民主运动党 １９ 人， 改革联盟党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ａｒｔｙ） １５ 人， 美拉尼西亚自由党 （Ｍｅｌａｎｅｓｉａｎ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ａｒｔｙ） ５ 人， 独立人士 ２１９７ 人。④ 在国民议会 １１１ 个席位中， 人民全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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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瑞： 《当代国外政党概览》， 当代世界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０６４ 页。
王家瑞： 《当代国外政党概览》， 当代世界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０６４ 页。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政治，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ｏｆ ＿ Ｐａｐｕａ ＿ Ｎｅｗ ＿
Ｇｕｉｎｅａ，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政治，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ｏｆ ＿ Ｐａｐｕａ ＿ Ｎｅｗ ＿
Ｇｕｉｎｅａ，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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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党赢得 ２７ 个席位， 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 胜利、 传统与实力党

有 １２ 个席位， 巴布亚新几内亚党有 ８ 个席位， 国民联盟党、 联合资源党

各有 ７ 个席位， 人民党、 人民进步党各有 ６ 个席位， 社会民主党有 ３ 个席

位， 人民民主运动党、 人民行动党、 新一代党、 美拉尼西亚自由党、 改革

联盟党、 人民联合议会党各有 ２ 个席位， 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 土著人

民党、 我们发展党、 巴布亚新几内亚宪政民主党、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

党、 明星联盟党、 联合党各有 １ 个席位， 独立人士有 １６ 个席位。①

其中在政坛上比较活跃的政党主要有以下十二个。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１９９４ 年， 由国民议会议长比尔·斯卡特创建。

该党的宗旨是： 团结全国人民， 发展农业， 实现自给， 努力向农村地区提

供政府公共服务； 大力发展教育， 加强卫生保健； 改革公务员、 国家财政

和议员特别拨款制度， 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布干维尔问

题， 实现民族和解。② １９９７ 年， 在第六届国民议会选举后， 与人民进步党

联合组阁， 比尔·斯卡特任总理。 ２００２ 年， 在第七届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 ２
个席位， 比尔·斯卡特任国民议会议长， 彼得·奥尼尔任公共事务部部长。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比尔·斯卡特、 彼得·奥尼尔因策划对索马雷政府的不信任

案而被解职。 之后，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加入反对党阵营， 成为国民议会

中最大的反对党， 并由彼得·奥尼尔担任领袖。 ２００７ 年， 在第八届国民议

会选举中赢得 ４ 个席位， 成为国民联盟党的联合执政党， 党的领袖彼得·
奥尼尔担任了财政与国库部部长；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担任总理。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在

第九届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 ２７ 个席位， 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 以其为核

心组建了新一届联合政府， 彼得·奥尼尔继续任总理。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国民

议会中反对党的力量进一步削弱， 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的议席增至 ４６ 个。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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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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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大选结果，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浏览。
王家瑞： 《当代国外政党概览》， 当代世界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０６７ 页。
《巴布亚新几内亚反对党议席减至 ６ 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

务参 赞 处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３０５ ／ 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１３６２２８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５ 日浏览。



胜利、 传统与实力党　 ２０１２ 年， 由原国民联盟党副领袖、 巴布亚新

几内亚副总理兼交通与民航部部长唐·波利等创建。 该党对内主张发展

多元化经济， 对外建立现代化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第九届国民议会

选举中获得 １２ 个席位， 成为执政联盟中第二大成员党。 利奥·戴恩任副

总理兼政府间关系部部长， 唐·波利任国库部部长， 戴维·阿罗拉任高

教、 研究与科技部部长， 马克·马伊帕卡伊任产业关系部部长。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被驱出执政联盟后， 成为国民议会中的反对党， 唐·波利任反对党

领袖。
巴布亚新几内亚党　 ２００２ 年， 由巴布亚新几内亚前总理、 原人民民主

运动党领袖梅克雷·莫劳塔创立。 该党对内主张优先发展农业， 改善农民

生活； 实行免费教育； 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 鼓励国有企业私有化， 主

张通过减税和加强经济与财政管理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加强公务员管理，
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推行政治制度改革， 促进国家的政治稳定。 对外主张

外交关系多元化， 减少对澳大利亚的依赖， 加强美拉尼西亚国家之间的合

作， 发展同东盟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① ２００４ 年加入执政联盟， 成为国

民联盟党的联合执政党。 ２００７ 年， 在第八届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 ８ 个席位，
成为国民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 ２０１２ 年， 在第九届国民议会选举中再次获

得 ８ 个席位， 党的领袖贝尔登·纳马赫成为国民议会中反对党领袖。
国民联盟党　 １９９６ 年， 由原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领袖、 前总理迈

克尔·索马雷创建。 １９９９ 年合并了美拉尼西亚联盟、 大自治运动党及独

立人士。 该党对内主张实行良政， 通过权力下放实现国内发展； 提倡发展

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 提倡公有部门改革； 发展金融部门， 完善社会各层

次的金融管理， 保障公民有融资渠道从事本地经营； 促进可再生农业和渔

业的发展， 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提倡本国自然资源的加工和制造

在本地进行； 保护土地和自然资源； 改变土地部族所有制度， 实行部分土

地国有化； 住房和城市化应当得到优先重视； 采取综合措施减贫扶贫； 大

力发展教育、 医疗、 文娱和精神文明事业； 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维护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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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安定。 对外奉行中立与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 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

事务； 支持国际联合反恐行动； 主张加强太平洋岛国之间的政治、 经济合

作， 并把外交重点转向中国、 日本、 韩国和东盟各国。① ２００２ 年， 在第七

届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 １９ 个席位， 成为议会中第一大政党， 以其为核心

组建了新一届政府， 迈克尔·索马雷任总理。 ２００６ 年， 西蒙·卡伊维

（Ｓｉｍｏｎ Ｋａｉｖｉ）、 史蒂文·普卡文 （Ｓｔｅｖｅｎ Ｐｕｋａｗｅｎ） 分别担任党的主席和

总书记， 由此引发国民联盟党的内讧， 党的副领袖巴特·费利蒙 （Ｂａｒｔ
Ｐｈｉｌｅｍｏｎ） 投奔反对党新一代党。 ２００７ 年， 在第八届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

２７ 个席位， 仍保持着第一大党的地位， 迈克尔·索马雷继续担任总理，
并兼任自治与自治区事务部部长。 ２０１２ 年年初， 党的副领袖唐·波利另

立胜利、 传统与实力党， 党的力量再度削弱， 在第九届国民议会选举中仅

获得 ７ 个席位， 成为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的联合执政党， 党的领袖帕特里

克·普鲁埃奇任森林与气候变化部部长， 克兰加·库阿 （Ｋｅｒｅｎｇａ Ｋｕａ）
任司法与律政部部长， 吉姆·斯玛塔比 （Ｊｉｍ Ｓｉｍａｔａｂ） 任教养事务部部

长。
联合资源党　 ２００２ 年， 在第七届国民议会选举中仅获得 １ 个席位。

２００７ 年， 在第八届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 ５ 个席位， 成为国民联盟党的联

合执政党， 党的领袖威廉·杜马任石油与能源部部长。 ２０１２ 年， 在第九

届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 ７ 个席位， 成为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的联合执政

党。 威廉·杜马继续任石油与能源部部长， 费边·伯克 （Ｆａｂｉａｎ Ｐｏｋ） 任

国防部部长， 史蒂文·卡马 （Ｓｔｅｖｅｎ Ｋａｍｍａ） 任自治区事务部部长。
人民党　 ２００６ 年， 由约翰·蓬达里、 戴维斯·史蒂文 （Ｄａｖｉｓ Ｓｔｅｖｅｎ）

创立。 该党主张建立一个公正、 和平与健康教育的社会， 改善人们的生活

方式， 给予人民真正的民主。 党的基础是知识分子、 企业家。 ２００７ 年，
在第八届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 ３ 个席位。 ２０１２ 年， 在第九届国民议会选

举中获得 ６ 个席位， 成为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的联合执政党。 约翰·蓬达

里任环境保护部部长， 戴维斯·史蒂文任民用航空部部长。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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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日， 该党与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合并。
人民进步党　 自 １９７０ 年成立以来， 党的领袖朱利叶斯·陈在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７ 年两次担任总理， １９７７ ～ １９７８ 年、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８ 年、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４ 年三次担任副总理。 后因受到指控， 党的力量大大削弱， 开

始参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的政治活动。 １９９７ 年， 在第六届国民议会

选举中赢得 １６ 个席位， 迈克尔·纳利继任党的领袖， 并任副总理兼贸易

与工业部部长。 ２００２ 年， 在第七届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 ９ 个席位， 成为

议会第三大政党， 党的领袖艾伦·马拉特任副总理兼贸易与工业部部长。
２００３ 年艾伦·马拉特加入美拉尼西亚自由党后， 安德鲁·贝英继任党的

领袖， 并担任渔业部部长。 ２００７ 年， 在第八届国民议会选举中仅获得 ３
个席位， 投入反对党阵营。 ２０１２ 年， 在第九届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 ６ 个

席位， 成为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的联合执政党。 党的领袖拜伦·詹姆斯·
陈 （Ｂｙｒｏｎ Ｊａｍｅｓ Ｃｈａｎ） 任矿业部部长， 本·迈卡 （Ｂｅｎ Ｍｉｃａｈ） 任国营企

业与国家投资部部长。
社会民主党 　 ２０１０ 年， 由国家首都区行政长官帕维斯·帕卡普

（Ｐｏｗｅｓ Ｐａｒｋｏｐ） 创立。 ２０１２ 年， 在第九届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 ３ 个席位，
成为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的联合执政党， 贾斯汀·特卡琴科 （ Ｊｕｓｔｉｎ
Ｔｋａｔｃｈｅｎｋｏ） 任体育与太平洋运动会部部长。

人民民主运动党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部分党员力

主让年富力强的副总理帕亚斯·温蒂担任政治领袖， 以保证该党在第四届

国民议会选举时继续执政， 但却遭到另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 帕亚斯·温

蒂即与 １５ 名党员退党， 另建人民民主运动党。 该党对内主张发展农业、
林业和渔业， 鼓励发展私人企业， 改善劳资关系， 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

预， 逐步实现工商业民族化， 促进国家经济繁荣。 对外奉行中立政策， 主

张外交关系多元化， 推行面向亚洲的 “北进政策”， 同时注重发展同西方

及澳大利亚的传统关系。 该党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 体现了年青一代

人的思想， 代表着国内中、 下层人民的利益， 得到知识界人士的大力支

持。 １１ 月， 与人民进步党、 民族党等组成联合政府， 帕亚斯·温蒂任总

理。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成为国民议会中的反对党。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在第五届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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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选举中， 与人民进步党等联合组阁， 帕亚斯·温蒂再次担任总理。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该党失去执政地位， 再次成为国民议会中的反对党。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在第六届国民议会选举中， 成为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的联合执政

党。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党的领袖亚伊罗·拉萨罗 （ Ｉａｉｒｏ Ｌａｓａｒｏ） 继任副总理

兼国库与计划部部长。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该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先驱党、 人

民进步党等组成联合政府， 党的主席梅克雷·莫劳塔任总理兼财政与国库

部部长。 ２００２ 年， 在第七届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 ８ 个席位， 成为国民议

会中的反对党， 帕亚斯·温蒂重新任党的领袖。 ２００７ 年， 在第八届国民

议会选举中获得 ５ 个席位， 成为国民联盟党的联合执政党， 党的领袖迈克

尔·奥吉奥任高教、 研究与科技部部长 （２０１１ 年任总督）。 ２０１２ 年， 在

第九届国民议会选举中获 ２ 个席位， 阿西克·汤米·汤姆斯科尔 （Ａｓｉｋ
Ｔｏｍｍｙ Ｔｏｍｓｃｏｌｌ） 任农业与畜牧业部部长。

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 　 １９７５ ～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８２ ～ １９８５ 年两次组阁，
迈克尔·索马雷两次担任总理， 该党为国民议会中的第一大党。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６ 年， 帕亚斯·温蒂、 托尼·西亚古鲁 （Ｔｏｎｙ Ｓｉａｇｕｒｕ） 等分别成立人

民民主运动党和民族促进联盟， 该党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成为国民议会中

的反对党。 １９８８ 年拉比·纳马柳继任党的领袖后， 担任了总理。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在第五届国民议会选举中失败， 丧失执政地位， 杰克·吉尼亚

（Ｊａｃｋ Ｇｅｎｉａ） 继任党的领袖， 再次成为国民议会中的反对党。 １９９３ 年，
迈克尔·索马雷、 拉比·纳马柳相继退党， 杰克·吉尼亚病逝， 党的影响

力下降。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成为人民进步党的联合执政党， 党的领袖克里

斯·海维塔任副总理兼财政与计划部部长。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在第六届国民

议会选举中， 党的副领袖约翰·蓬达里当选为国民议会议长 （两年后另

建巴布亚新几内亚先驱党）， 同时成为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的联合执政

党。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参加了人民民主运动党为执政党的联合政府。 ２００２
年， 在第七届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 ６ 个席位， 成为国民联盟党的联合执政

党， 重新担任党的领袖的拉比·纳马柳先后任外交与移民事务部部长、 财

政部部长。 ２００７ 年， 在第八届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 ５ 个席位， 继续与国民

联盟党联合执政， 党的领袖安德鲁·库姆巴卡 （Ａｎｄｒｅｗ Ｋｕｍｂａｋｏｒ） 任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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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城市发展部部长。 ２０１２ 年， 在第九届国民议会选举中仅剩 １ 个席位。
联合党 （Ｕｎｉｔｅｄ Ｐａｒｔｙ） 　 自 １９６７ 年成立以来， 一直活跃在巴布亚新

几内亚政坛上。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 由于内部分裂， 势力逐渐削弱， 在国

民议会选举中连连失利。 ２００２ 年， 在第七届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 ３ 个席

位。 ２００７ 年， 在第八届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 ２ 个席位， 成为国民联盟党

的联合执政党， 党的领袖鲍勃·达达埃 （Ｂｏｂ Ｄａｄａｅ） 担任国防部部长。
２０１２ 年， 在第九届国民议会选举中仅剩 １ 个席位， 党的领袖伦宾克·帕

托 （Ｒｉｍｂｉｎｋ Ｐａｔｏ） 任外交与移民部部长。
人民行动党 　 １９８６ 年， 由文森特·艾里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Ｅｒｉ） 创立。 ２００２

年， 在第七届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 ５ 个席位， 成为国民联盟党的联合执政

党， 党的领袖摩西·马拉迪纳 （Ｍｏｓｅｓ Ｍａｒａｄｉｅｎｅｒ） 任农业与畜牧业部部

长。① ２００７ 年， 在第八届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 ６ 个席位， 继续与国民联盟

党联合执政， 党的领袖加布里埃尔·卡普里斯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Ｋａｐｒｉｓ） 任商业与

工业部部长。 ２０１２ 年， 在第九届国民议会选举中仅获得 ２ 个席位。
由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党派政见差异不大， 为了能够进入执政方， 许多

议员经常跳党。 因此， 巴布亚新几内亚各党派成员变化很快， 很难统计各

党党员人数。 一些反对党成员为了在政府中获得职位或出于其他政治目

的， 还会在保持原有党籍的前提下加入执政党阵营。

第四节　 行政区划与省区概况

目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国共划分为 ２２ 个省级单位、 ８６ 个区、 ２８３
个地方政府。 各省区的基本概况如下。②

一　 中央省

位于新几内亚岛南方海岸。 东接米尔恩湾省， 南濒珊瑚海， 西邻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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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成家： 《世界知识年鉴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 ９８２ 页。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省份，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ｏｆ ＿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５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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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　 巴布亚新几内亚行政区划示意图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２ 个省区示意图 （阿拉伯数字代表省区及位置）
１ 中央省　 　 　 　 ２ 钦布省　 　 　 　 　 　 ３ 东高地省　 　 　 ４ 东新不列颠省

５ 东塞皮克省　 　 ６ 恩加省　 　 　 　 　 ７ 海湾省　 　 　 　 ８ 马当省

９ 马努斯省　 　 　 １０ 米尔恩湾省　 　 １１ 莫罗贝省　 　 １２ 新爱尔兰省

１３ 北部省　 　 　 　 １４ 布干维尔自治区 １５ 南高地省　 　 １６ 西部省

１７ 西高地省　 　 　 １８ 西新不列颠省　 １９ 桑道恩省　 　 ２０ 国家首都区

２１ 赫拉省　 　 　 　 ２２ 吉瓦卡省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 ／ ／ ｆａｎｙｉ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ｔｒａｎｓｐａｇｅ？ ｑｕｅｒｙ ＝ ｈｔｔｐｓ％３Ａ％２Ｆ％２Ｆ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２Ｆｗｉｋｉ％２Ｆ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ｓｏｕｒｃｅ ＝ ｕｒｌ＆ｉｅ ＝ ｕｔｆ８＆ｆｒｏｍ ＝ ａｕｔｏ＆ｔｏ ＝ ｚｈ＆ｒｅｎｄｅｒ ＝１＆ｏｒｉｇｉｎ ＝ ｐｓ。

省， 北部与莫罗贝省、 北部省接壤， 包括珊瑚海中的尤尔岛、 迈鲁岛等。
面积 ２９９９８ 平方公里， 人口 ２６９７５６ 人 （２０１１ 年）， 首府莫尔兹比港。 下

设阿 包 （ Ａｂａｕ ）、 戈 伊 拉 拉 （ Ｇｏｉｌａｌａ ）、 凯 鲁 库 （ Ｋａｉｒｕｋｕ ） —希 里

（Ｈｉｒｉ）、 瑞格 （Ｒｉｇｏ） ４ 个区， １３ 个地方政府。 现任省长为独立人士基

拉·浩达 （Ｋｉｌａ Ｈａｏｄａ）。
中央省水资源丰富， 盛产鱼类、 蔬菜、 木材，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主要

的橡胶产地。 矿产资源蕴藏量巨大， 有著名的托鲁库马 （Ｔｏｌｕｋｕｍａ）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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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矿、 莫兰 （Ｍｏｒａｎ） 油田。 科科达足迹 （Ｋｏｋｏｄａ Ｔｒａｉｌ） 是徒步旅行的理

想之地， 也是太平洋战场历史遗迹游的重要场地之一。

二　 钦布省

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中部高原的中心地区。 东接东高地省， 南邻海湾

省， 西界西高地省、 吉瓦卡省， 北连马当省。 面积 ６１１２ 平方公里， 人口

３７６４７３ 人 （２０１１ 年）。 首府孔迪亚瓦 （Ｋｕｎｄｉａｗａ）， 人口 １１５５３ 人 （２０１３
年）。 下设丘阿韦 （Ｃｈｕａｖｅ）、 克罗瓦吉 （Ｋｅｒｏｗａｇｉ）、 古米内 （Ｇｕｍｉｎｅ）、
卡里 穆 伊 （ Ｋａｒｉｍｕｉ ） —诺 马 内 （ Ｎｏｍａｎｅ ）、 孔 迪 亚 瓦—根 博 格 尔

（Ｇｅｍｂｏｇｌ）、 西纳 （Ｓｉｎａ） —尤格穆格尔 （Ｙｏｎｇｇｏｍｕｇｌ） ６ 个区， １９ 个地

方政府。 现任省长为独立人士诺亚·库尔 （Ｎｏａｈ Ｋｏｏｌ）。
钦布省地形以崎岖的山地为主。 经济发展相对于其他高地省份比较

慢。 主要经济形式是山区农业种植， 农作物有红苕、 玉米、 咖啡、 除虫

菊、 烟草等，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有机咖啡的重要产地。 牛、 猪、 鸡等饲养

业比较发达。 矿产资源以石灰石为主， 储量巨大。

三　 东高地省

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中部高原的东部。 东邻莫罗贝省， 北界马当省，
南连海湾省， 西接钦布省。 面积 １１１５７ 平方公里， 人口 ５７９８２５ 人 （２０１１
年）， 首 府 戈 罗 卡。 下 设 戈 罗 卡、 达 乌 罗 （ Ｄａｕｌｏ ）、 亨 格 诺 菲

（Ｈｅｎｇａｎｏｆｉ）、 凯南图 （Ｋａｉｎａｎｔｕ）、 鲁法 （Ｌｕｆａ）、 奥布拉 （Ｏｂｕｒａ） —沃

内纳 拉 （ Ｗｏｎｅｎａｒａ ）、 奥 卡 帕 （ Ｏｋａｐａ ）、 尤 格 盖 （ Ｕｎｇｇａｉ ） —本 纳

（Ｂｅｎａ） ８ 个区， １１ 个地方政府。 现任省长为胜利、 传统与实力党的朱莉

叶·索索·阿凯克 （Ｊｕｌｉｅ Ｓｏｓｏ Ａｋｅｋｅ） 女士。
东高地省经济以农业为主。 主要农作物有咖啡、 茶叶、 土豆、 蔬菜

等， 是全国最大的咖啡生产省份。 此外， 还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

源。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该省与中国福建省建立友好关系。
戈罗卡市现为高地各省商业中心。 城内有基督教电台使团、 巴布亚

新几内亚医疗研究所、 戈罗卡大学、 国立电影学院、 美拉尼西亚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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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立研究机构和高校， 以及 “泥人” 阿撒罗族博物馆。 该地气候宜

人， 是著名的避暑游览胜地。 每年国家独立日时都举办戈罗卡秀， １００ 多

个部落的土著居民会在此展示各自独特的音乐、 舞蹈及文化等。 戈罗卡

市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图文巴 （Ｔｏｏｗｏｏｍｂａ） 和布里斯班 （Ｂｒｉｓｂａｎｅ） 结

成了友好城市。

四　 东新不列颠省

位于新不列颠岛的东部， 包括附近的约克公爵群岛、 瓦托姆岛和乌拉

拉岛 （Ｕｒａｒａ Ｉｓｌａｎｄ） 等。 面积 １５２７４ 平方公里， 人口 ３２８３６９ 人 （２０１１
年）。 新首府科科波距旧首府拉包尔约 ３０ 公里。 下设科科波、 拉包尔、
加泽尔、 波米奥 ４ 个区， １８ 个地方政府。 现任省长为人民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艾瑞曼·托拜宁 （Ｅｒｅｍａｎ Ｔｏｂａｉｎｉｎｇ）。
东新不列颠省处于西北季风和东南信风交汇区， 年平均降水量大，

农业基础较好， 棕榈、 椰子、 可可种植业发达，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椰

油和椰干的主要产地之一。 该省有美丽的自然风光、 独特的传统文化，
具有发展旅游的潜力。 另外， 渔业资源、 森林资源也十分丰富， 是巴

布亚新几内亚金枪鱼的主要产区之一。 ２００６ 年， 该省与中国海南省建

立了友好关系。

五　 东塞皮克省

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西北部。 东连马当省， 南抵中央山系， 与赫拉

省和恩加省接壤， 西邻桑道恩省， 北濒俾斯麦海， 包括近海岸的斯考滕群

岛、 凯里鲁岛 （ Ｋａｉｒｉｒｕ Ｉｓｌａｎｄ）、 穆舒岛 （ Ｍｕｓｈｕ Ｉｓｌａｎｄ ）、 瓦利斯岛

（Ｗａｌｉｓ Ｉｓｌａｎｄ）、 塔拉瓦伊岛 （Ｔａｒａｗａｉ Ｉｓｌａｎｄ）。 总面积 ４３４２６ 平方公里，
人口 ４５０５３０ 人 （２０１１ 年）， 首府韦瓦克。 下设安戈拉姆、 韦瓦克、 安本

蒂 （Ａｍｂｕｎｔｉ） —德雷基基尔 （Ｄｒｅｉｋｉｋｉｒ）、 马普里克 （Ｍａｐｒｉｋ）、 沃塞拉

（Ｗｏｓｅｒａ） —加维 （Ｇａｗｉ）、 扬奥鲁 （Ｙａｎｇｏｒｕ） —绍西亚 （Ｓａｕｓｓｉａ） ６ 个

区， ２９ 个地方政府。 现任省长为前总理迈克尔·索马雷。
东塞皮克省的经济以农业为主， 种植可可香草、 椰子、 咖啡和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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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可可产量最多的省份， 香草是主要的出口产品， 近海一

些小岛以产椰干著称。 境内塞皮克河的水上运输极为方便。 该省海岸线总

长 ３０４ 公里， 专属经济区海域面积 ４ ０６ 万平方公里，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

重要的捕鱼区。 内陆自然风光优美， 主要旅游景点有马楚 （Ｍｕｓｃｈｕ） 和

凯里鲁岛温泉公园、 韦瓦克西部沃姆角半岛 （Ｃａｐｅ Ｗｏｍ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日军

受降纪念馆、 塞皮克河中段地区的原生态村落。① １９９８ 年， 该省与中国山

东省建立了友好关系。

六　 恩加省

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中部高原的西部， １９７３ 年由南高地省和西高地

省的部分地区合并而成。 东连西高地省、 马当省， 南界南高地省， 西靠赫

拉省， 北邻东塞皮克省。 面积 １１７０４ 平方公里， 人口 ４３２０４５ 人 （２０１１
年）， 首府瓦巴格 （Ｗａｂａｇ）。 下设瓦巴格、 坎德普 （Ｋａｎｄｅｐ）、 孔皮亚姆

（Ｋｏｍｐｉａｍ）、 拉 盖 普 （ Ｌａｇａｉｐ ） —波 格 拉 （ Ｐｏｒｇｅｒａ ）、 瓦 佩 纳 曼 达

（Ｗａｐｅｎａｍａｎｄａ） ５ 个区， １４ 个地方政府。 现任省长为胜利、 传统与实力

党的彼得·伊帕塔斯 （Ｐｅｔｅｒ Ｉｐａｔａｓ）。
恩加省地形多山， 湍急的河流将高地冲刷成若干谷地， 形成了肥沃的

土壤。 山坡上是茂密的森林， 山顶为高山草原。 农作物以土豆、 红苕、 咖

啡等为主， 盛产可可和椰干。 饲养业主要以牛、 羊、 猪和家禽为主。 拥有

丰富的黄金矿藏， 波格拉金矿是全国最大的金矿。

七　 海湾省

位于新几内亚岛南部海岸。 东连中央省， 西邻西部省， 北与南高地

省、 钦布省、 东高地省、 莫罗贝省接壤， 南濒巴布亚湾， 包括近海岸的格

阿里巴里岛 （Ｇｏａｒｉｂａｒｉ Ｉｓｌａｎｄ）、 莫里吉奥岛 （Ｍｏｒｉｇｉｏ Ｉｓｌａｎｄ）。 面积 ３４４７２
平方公里， 人口 １５８１９７ 人 （２０１１ 年）。 首府凯里马， 人口 ６５５１ 人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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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下设基科里和凯里马 ２ 个区， １０ 个地方政府。 现任省长为人民全国

代表大会党的哈维拉·卡沃 （Ｈａｖｉｌａ Ｋａｖｏ）。
海湾省拥有广阔的沿海平原和沼泽。 主要经济作物有槟榔、 西米、 椰

子、 橡胶、 咖啡等。 境内基科里一带石油、 天然气资源蕴藏量巨大， 戈贝

（Ｇｏｂｅ） 油田探明原油储量 ６７００ 万桶， 现已进入全面开采阶段。 森林资

源、 水力资源、 渔业资源也十分丰富， 其中海产品有螃蟹、 对虾、 草龙虾

等。 另外， 当地人民根据各自的传统和信仰， 就地取材， 制成了风格迥异

的陶器、 贝雕、 木雕和乐器、 面具、 渔具等工艺美术作品， 创意新颖， 具

有一定的纪念价值。

八　 马当省

位于新几内亚岛的东北部。 东南接莫罗贝省， 南部与东高地省、 钦布

省、 吉瓦卡省接壤， 西南与西高地省、 恩加省相连， 西北邻东塞皮克省，
北濒俾斯麦海， 包括近海岸的长岛、 马纳姆岛、 卡尔卡尔岛、 巴加巴格

岛、 克洛温岛 （Ｃｒｏｗｎ Ｉｓｌａｎｄ） 等。 总面积 ２８８８６ 平方公里， 人口 ４９３９０６
人 （２０１１ 年）。 首府马当市， 人口 ２９３３９ 人 （２０１３ 年）。 下设马当、 博吉

亚、 赛多尔、 拉姆河中游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ａｍｕ）、 拉埃海岸 （Ｒａｉ Ｃｏａｓｔ）、 尤西

诺 （Ｕｓｉｎｏ） —本迪 （Ｂｕｎｄｉ） ６ 个区， １６ 个地方政府。 现任省长为巴布亚

新几内亚党的吉姆·卡斯 （Ｊｉｍ Ｋａｓ）。
马当省地形复杂， 有山地、 平原、 海滩、 岛屿等。 原生态雨林中拥有

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经济以农业、 林业为主， 主要农作物有椰子、 可可、
咖啡、 水稻、 蔬菜和水果，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食用糖、 可可、 椰子的主要

产地。 拥有丰富的镍、 钴、 铜矿资源， 如拉姆 （Ｒａｍｕ） 镍钴矿、 杨德拉

（Ｙａｎｄｅｒａ） 铜矿等。 海岸线长 ２７３ 公里， 有著名的马当港和亚历克西斯

（Ａｌｅｘｉｓ） 港。
马当市旧称弗里德里希·威廉哈芬 （德语：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ｓｈａｖｅｎ），

是一座风景如画的海滨城市， 有 “南太平洋最美的城市” 之称。 沿海岸附

近的岛屿礁石丛中生长的珊瑚种类相当于加勒比海所有珊瑚种类的总和。
外海边缘形成的珊瑚礁堤， 使内海水流保持平静， 海水清澈见底， 马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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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著名的潜水胜地， 以及远足、 漂流、 观赏野生动

植物、 丛林探险、 探洞、 探索土著部落文化的绝佳之地。

九　 马努斯省

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的俾斯麦海域， 由阿德默勒尔蒂群岛、 西部

群岛及周围一系列小岛屿组成。 面积 ２１０２ 平方公里， 是全国面积最小的

省份， 人口 ５０２３１ 人 （２０１１ 年）， 首府洛伦高。 下设 １ 个马努斯区， １２ 个

地方政府。 现任省长为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的查利·本杰明 （ Ｃｈａｒｌｉｅ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马努斯省所属各岛屿沿海地区有较肥沃的土壤， 农作物有椰子、 木

薯、 红苕、 可可、 咖啡等。 海域面积超过 ２２ 万平方公里， 拥有丰富多元

的海洋生态、 珊瑚礁、 海滩以及清澈的水质， 是世界级优良潜水胜地。 同

时， 海洋捕捞业是主要产业， 盛产金枪鱼、 礁脉鱼、 珍珠等。

十　 米尔恩湾省

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南部。 南濒珊瑚海， 北濒所罗门海， 西北连接

北部省， 西南邻中央省。 包括新几内亚岛东南端， 以及当特尔卡斯托群

岛、 路易西亚德群岛、 伍德拉克群岛、 特罗布里恩群岛、 马歇尔·本尼特

群岛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Ｉｓｌａｎｄｓ）、 布迪布迪群岛 （Ｂｕｄｉ Ｂｕｄｉ Ｉｓｌａｎｄｓ）、 奥

尔斯特群岛 （Ａｌｃｅｓｔｅｒ Ｉｓｌａｎｄｓ）、 卢桑凯群岛 （Ｌｕｓａｎｃａｙ Ｉｓｌａｎｄｓ） 等， 其中

有人居住的岛屿约 １６０ 个。 面积 １４３４５ 平方公里， 人口 ２７６５１２ 人 （２０１１
年）。 首府阿洛陶 （Ａｌｏｔａｕ）， 人口 １５９３９ 人 （２０１２ 年）。 下设阿洛陶、 埃

萨阿拉 （Ｅｓａａｌａ）、 基里威纳—古迪纳夫、 萨马赖—穆鲁阿 （Ｍｕｒｕａ） ４ 个

区， １６ 个地方政府。 现任省长为人民进步党的泰特斯·费利蒙 （ Ｔｉｔｕｓ
Ｐｈｉｌｅｍｏｎ）。

米尔恩湾省地形以岛屿为主， 沿海岸土壤肥沃， 自然条件优越， 适宜

种植农作物， 出产油棕、 甘薯、 芋头、 木薯、 大薯、 椰干、 咖啡、 橡胶、
可可等，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可可的主要产地。 萨马赖是重要的商业中心。
米西马岛蕴藏有丰富的黄金资源， 开采历史悠久。 海域面积 ２５ ３ 万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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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 盛产鱼类、 虾类、 海参、 贝类、 珍珠等海产品。 同时， 还是世界著

名的潜水胜地。

十一　 莫罗贝省

莫罗贝省旧称阿道夫湾 （德语： Ａｄｏｌｆｈａｆｅｎ）， 位于新几内亚岛北部

海岸。 南与北部省、 中央省接壤， 西南与海湾省相连， 西邻东高地省，
西北界马当省， 东面和北面濒休恩湾、 俾斯麦海， 包括休恩半岛和锡亚

西群岛等。 面积 ３３７０５ 平方公里， 人口 ６７４８１０ 人 （２０１１ 年）， 是全国人

口最多的省。 首府莱城， 人口 １００６６７ 人 （２０１２ 年）。 下设芬什港、 休

恩、 莱 城、 布 洛 洛 （ Ｂｕｌｏｌｏ ）、 卡 布 武 姆 （ Ｋａｂｗｕｍ ）、 马 克 姆

（Ｍａｒｋｈａｍ）、 梅 尼 亚 米 亚 （ Ｍｅｎｙａｍｙａ ）、 纳 瓦 埃 （ Ｎａｗａｅ ）、 特 瓦 埃

（Ｔｅｗａｅ） —锡亚西 ９ 个区， ２８ 个地方政府。 现任省长为独立人士凯利·
纳鲁 （Ｋｅｌｌｙ Ｎａｒｕ）。

莫罗贝省地势相对平坦， 土壤肥沃， 既是良好的农业区， 又是重要的

畜牧区。 经济以农业、 林业和畜牧业为主， 农作物有咖啡、 椰子、 可可、
香蕉、 茶叶、 水稻等，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重要的咖啡产地之一， 也是饲养

菜牛最多的省份之一。 东部海岸有莱城和芬什哈芬两个重要的港口。 该省

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如著名的瓦菲 （Ｗａｆｉ） —戈尔普 （Ｇｏｌｐｕ） 铜金

矿、 希登瓦利 （Ｈｉｄｄｅｎ Ｖａｌｌｅｙ， 又称藏金谷） 金银矿、 瓦乌 （Ｗａｕ） 金矿

等。 该省教育事业发达， 拥有巴布亚新几内亚科技大学 （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柏 罗 普 师 范 学 院 （ Ｂａｌｏｐ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瓦乌生态学院 （Ｗａｕ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等。

莱城市位于马克姆河口处， 现为全国第二大城市、 第一大工业城市和

主要货物港口， 市内有巴布亚新几内亚科技大学、 物种齐全的植物园， 以

及化工厂、 火柴厂、 啤酒厂、 方便面厂、 炼油厂和钢铁公司。 公路网向西

可达高地各省， 向南可到穆孟 （Ｍｕｍｅｎｇ） 和布洛洛。 海、 空航线可通往

近海各岛屿及高地地区。 与澳大利亚北昆士兰州凯恩斯 （Ｃａｉｒｎｓ） 结成了

友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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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新爱尔兰省

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北部海域中。 西濒俾斯麦海， 东面是浩瀚的太

平洋。 由新爱尔兰岛、 新汉诺威岛以及附近的贾乌尔岛、 唐阿群岛、 塔巴

尔群岛、 利希尔群岛、 费尼群岛、 埃米劳岛、 圣穆绍群岛、 圣马赛厄斯群

岛、 廷翁群岛等 １４９ 个岛屿组成。 面积 ９５５７ 平方公里， 人口 １９４０６７ 人

（２０１１ 年）。 首府卡维恩， 人口 １９８４９ 人 （２０１２ 年）。 下设纳马塔奈、 卡

维恩 ２ 个区， ９ 个地方政府。 现任省长为前总理朱利叶斯·陈。
新爱尔兰省各岛屿都有沿海平原， 年平均降水量 ３８００ 毫米， 具有良

好的种植条件。 主要农作物是椰子和可可，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椰油和椰干

的主要产地之一。 该省拥有专属海洋经济区 ２３ 万平方公里， 渔业资源十

分丰富， 盛产金枪鱼、 螃蟹、 龙虾等。 利希尔岛、 辛贝里岛蕴藏有丰富的

黄金资源。 此外， 该省开始利用太平洋战争遗迹资源、 纯净的海水资源发

展旅游业。

十三　 北部省

位于新几内亚岛东南部， 欧文·斯坦利山岭北麓。 东邻米尔恩湾省，
南接中央省， 西北连莫罗贝省， 北濒所罗门海。 面积 ２２７３５ 平方公里， 人

口 １８６３０９ 人 （２０１１ 年）。 首府波蓬德塔， 人口 ４９０９７ 人 （２０１３ 年）。 下

设艾吉维塔里 （Ｉｊｉｖｉｔａｒｉ）、 苏赫 （Ｓｏｈｅ） ２ 个区， ８ 个地方政府。 现任省

长为人民民主运动党的加里·朱法 （Ｇａｒｒｙ Ｊｕｆｆａ）。
北部省河流众多， 土地相对平坦， 适合棕榈、 咖啡、 椰子、 可可等经

济作物的种植， 是全国棕榈油的主要产地。 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 是重要

的木制品出口地。 该省动物资源丰富， 亚历山大女皇鸟翼蝶、 侏鹤鸵

（世界最小的三种鹤鸵之一）、 巴布亚犀鸟、 王风鸟等是特有物种， 旅游

观光正逐渐成为重要的产业。

十四　 布干维尔自治区

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最东部。 西濒所罗门海， 东面是浩瀚的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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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 由布干维尔岛、 布卡岛、 努库马努群岛、 卡特利特群岛、 格林群岛

（Ｇｒｅ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 努 古 里 亚 群 岛 （ Ｎｕｇｕｒｉ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 ）、 莫 特 洛 克 群 岛

（Ｍｏｒｔｌｏｃｋ Ｉｓｌａｎｄｓ）、 马卢姆群岛 （Ｍａｌｕｍ Ｉｓｌａｎｄｓ） 等组成。 面积 ９４３８ 平

方公里， 人口 ２４９３５８ 人 （２０１１ 年）， 首府阿拉瓦是最大的城镇。 下设北

布干维尔、 中布干维尔、 南布干维尔 ３ 个区， １２ 个地方政府。 现任自治

区领导人为联合资源党的乔·莱拉 （Ｊｏｅ Ｌｅｒａ）。
全区有火山作用形成的肥沃土壤， 雨量充沛， 盛产可可豆、 椰子、 咖

啡、 香蕉、 红薯、 芋头、 柚子、 芒果、 红毛丹、 花生等各种热带农产品。
该地拥有丰富的铜、 金、 铁、 镍、 锌、 稀土、 石油、 天然气等矿产资源，
以及旅游资源和森林资源等。

十五　 南高地省

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中部高原的西南部。 东邻钦布省， 南靠海湾省，
西连西部省， 西北接赫拉省， 北接恩加省， 东北部与西高地省、 吉瓦卡省

接壤。 面积 １５０８９ 平方公里， 人口 ５１０２４５ 人 （２０１１ 年）。 首府门迪， 人

口 ５６０５５ 人 （２０１３ 年）。 下设伊姆博古 （ Ｉｍｂｏｎｇｇｕ）、 亚利布—庞亚、 卡

瓜 （ Ｋａｇｕａ ） —埃 拉 韦 （ Ｅｒａｖｅ ）、 门 迪—穆 尼 休 （ Ｍｕｎｉｈｕ ）、 尼 帕

（Ｎｉｐａ） —库土布 （Ｋｕｔｕｂｕ） ５ 个区， １９ 个地方政府。 现任省长为人民全

国代表大会党的威廉·波维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ｏｗｉ）。
南高地省地形以山地为主。 农作物有红苕、 香蕉、 土豆、 甘蔗及各种

豆类， 经济作物主要是咖啡、 茶叶。 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如著名的库土

布油田群。

十六　 西部省

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西南部。 东南濒巴布亚湾， 东北部与海湾省、 南

高地省、 赫拉省接壤， 北邻桑道恩省， 西连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 南濒托

雷斯海峡， 包括托雷斯海峡群岛中的帕拉马岛、 达鲁岛、 基瓦伊岛、 普鲁

图岛、 瓦布达岛、 布里斯托岛 （ Ｂｒｉｓｔｏｗ Ｉｓｌａｎｄ）、 卡瓦伊群岛 （ Ｋａｗａｉ
Ｉｓｌａｎｄｓ） 等。 面积 ９８１８９ 平方公里， 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省份， 人口 ２０１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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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２０１１ 年）。 首府基永加 （Ｋｉｕｎｇａ）， 人口 ５６０５５ 人 （２０１３ 年）。 下设

北部弗莱 （Ｎｏｒｔｈ Ｆｒｙｅ）、 中部弗莱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Ｆｒｙｅ）、 南部弗莱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Ｆｒｙｅ） ３ 个区， １４ 个地方政府。 现任省长为人民联合议会党的阿提·沃比

洛 （Ａｔｉ Ｗｏｂｉｒｏ）。
西部省 ２ ／ ５ 的地区是雨季林、 热带草原和草地， 年平均降水量 ２０３０

毫米； ３ ／ ５ 的地区是赤道雨林型气候， 终年多雨， 年平均降水量 ２５００ ～
７５００ 毫米。 河流众多， 耕地较少， 农作物主要有橡胶、 咖啡、 可可、 椰

子等。 鳄鱼饲养业发达， 数量约占全国的一半。 捕鱼业占有重要地位， 盛

产龙虾、 鲱鱼、 鲨鱼、 澳大利亚肺鱼、 马鲅科鱼、 大马哈鱼等。 矿产资源

丰富， 有 著 名 的 奥 克 泰 迪 铜 金 矿， 斯 坦 利 （ Ｓｔａｎｌｅｙ ）、 埃 莱 瓦 拉

（Ｅｌｅｖａｌａ） 和克图 （Ｋｅｔｕ） 天然气产地。 该省有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湖

泊—默里湖、 最大的自然保护区———通达野生动物保护区。

十七　 西高地省

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中部高原的西部。 东接吉瓦卡省， 南连南高地

省， 西邻恩加省， 北部与马当省接壤。 面积 ４２９９ 平方公里， 人口 ３６２５８０
人 （２０１１ 年）。 首府芒特哈根 （Ｍｏｕｎｔ Ｈａｇｅｎ）， 人口 ４６２５６ 人 （２０１３
年）。 下设芒特哈根、 德尔 （Ｄｅｉ）、 穆尔 （Ｍｕｌ） —贝耶里 （Ｂａｉｙｅｒ）、 坦

布尔 （Ｔａｍｂｕｌ） —尼比尔耶里 （Ｎｅｂｉｌｙｅｒ） ４ 个区， ９ 个地方政府。 现任

省长为前总理帕亚斯·温蒂。
西高地省经济以农业为主， 农作物有咖啡、 茶叶、 红苕、 土豆等。

牛、 羊、 猪等饲养业较发达。
芒特哈根现为全国第三大城市。 每年这里都举办具有传统民俗特点的

哈根山文化节， 不同省份、 地区、 部落， 甚至国家的部落舞蹈团聚集在一

起举行庆祝活动。 该项目已成为国家最吸引游客的旅游项目之一。 １９８５
年， 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奥伦治 （Ｏｒａｎｇｅ） 结成了友好城市。

十八　 西新不列颠省

位于新不列颠岛的西部。 东邻东新不列颠省， 南濒所罗门海， 北濒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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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麦海， 包括附近海域的维提群岛、 维图群岛、 洛洛巴乌岛 （ Ｌｏｌｏｂａｕ
Ｉｓｌａｎｄ， 又称达波泰尔岛， Ｄｕｐｏｒｔａｉｌ Ｉｓｌａｎｄ）、 阿拉韦群岛 （Ａｒａｗ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又称可爱群岛， Ｌｉｅｂｌｉｃｈ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等。 面积 ２０３８７ 平方公里， 人口 ２６４２６４
人 （２０１１ 年）， 首府金贝 （Ｋｉｍｂｅ）， 人口 ２７１９１ 人 （２０１３ 年）。 下设坎德

里安—格洛斯特 （Ｇｌｏｕｃｅｓｔｅｒ）、 塔拉塞亚 （Ｔａｌａｓｅａ） ２ 个区， １１ 个地方政

府。 现任省长为改革联盟党的萨斯德安·穆图韦尔 （Ｓａｓｉｎｄｒａｎ Ｍｕｔｈｕｖｅｌ）。
西新不列颠省经济以农业为主， 盛产棕榈、 椰子、 可可、 咖啡等经济

作物， 是全国主要的棕榈油产区。 维提群岛是巴布亚新几内亚重要的椰子

核产地。 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渔业资源。

十九　 桑道恩省

１９８９ 年由西塞皮克省改为现名。 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西北部。 东

连东塞皮克省， 东南接赫拉省， 南邻西部省， 西部与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

接壤， 北濒太平洋。 面积 ３５８２０ 平方公里， 人口 ２４８４１１ 人 （２０１１ 年）。
首府瓦尼莫是一座天然海港， 人口 １１８６３ 人 （２０１３ 年）。 下设艾塔佩—卢

米 （Ｌｕｍｉ）、 特莱福明 （Ｔｅｌｅｆｏｍｉｎ）、 努库 （Ｎｕｋｕ）、 瓦尼莫—格林里弗

（Ｇｒｅｅｎ Ｒｉｖｅｒ） ４ 个区， １８ 个地方政府。 现任省长为胜利、 传统与实力党

的阿克马特·麦 （Ａｋｍａｔ Ｍａｉ）。
桑道恩省地形复杂， 山地众多， 平原和低地较少， 除一些沼泽外， 均

覆盖着茂密的热带雨林，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林区。 主要产业是木材

业和农业。 农作物有水稻、 椰子、 咖啡、 可可、 橡胶、 辣椒等。 省内的弗

里达河 （Ｆｒｉｅｄａ Ｒｉｖｅｒ） 铜金矿是目前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铜金矿资源

库。

二十　 国家首都区

位于新几内亚岛东南部。 １９７４ 年从中央区分离出来； １９８３ 年成立了

临时委员会。 西南濒巴布亚湾， 包括格莫岛 （ Ｇｅｍｏ Ｉｓｌａｎｄ）、 道戈岛

（Ｄａｕｇｏ Ｉｓｌａｎｄ）、 马努巴达岛 （Ｍａｎｕｂａｄａ Ｉｓｌａｎｄ）。 面积 ２５３ 平方公里， 人

口 ３６４１２５ 人 （ ２０１１ 年 ）， 首 府 莫 尔 兹 比 港。 下 设 港 湾、 布 罗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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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ｒｏｋｏ）、 霍霍拉 （Ｈｏｈｏｌａ）、 韦盖尼 （Ｗａｉｇａｎｉ）、 科基 （Ｋｏｋｉ）、 纽敦

（Ｎｅｗｔｏｗｎ）、 戈顿斯 （Ｇｏｒｄｏｎｓ） ７ 个区。 现任行政长官为社会民主党的帕

维斯·帕卡普。
国家首都区是全国最大、 最先进的城市地区， 工业经济占据主导地

位。 农业主要以种植橡胶为主。 作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政治、 经济及文化

中心， 其交通、 运输及信息网络均位居南太平洋地区前列。
莫尔兹比港整个城市以北部的欧文·斯坦利山岭为屏障， 两面环水，

一侧是天然良港费尔法克斯港湾， 另一侧是珊瑚丛生的大海， 山水相依，
港湾套港湾， 美不胜收。 城市内热带自然风光景色迷人， 是 “天堂雨林”
“花的海洋”， 人称 “无处不树， 无处不花， 无花不美”。 在近海的海面上

建有 “水上村庄”。 一幢幢茅草屋距海面 ２ ～ ３ 米高， 用细木桩做屋脚从

水中架起， 远远望去， 仿佛悬在空中， 成为莫尔兹比港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 城市内除自然景观之外， 在韦盖尼区还有政府部委大楼、 国民议会大

厦、 最高法院、 国家博物馆、 档案馆、 艺术展览馆、 国家图书馆、 农业银

行、 邮政总部、 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 行政学院、 市政厅、 总理府、 国宾

馆、 体育中心及各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等许多独具特色的建筑群。 港

湾区、 布罗科区、 霍霍拉区则是商业中心， 科基区则拥有当地知名的新鲜

农产品市场。 土著文化是莫尔兹比港又一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 热

情奔放的歌舞让人流连忘返， 原始的面具、 陶器、 渔具是值得收藏的工艺

品。 莫尔兹比港与中国山东省济南市、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汤斯维尔

（Ｔｏｗｎｓｖｉｌｌｅ）、 新西兰惠灵顿 （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姆迪泽

特 （Ｐａｌｍ Ｄｅｓｅｒｔ） 和斐济苏瓦 （Ｓｕｖａ） 结为友好城市， 与中国广东省深

圳市结为友好交流城市， 与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查雅普拉 （Ｊａｙａｐｕｒａ） 是

结盟城市。

二十一　 赫拉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分出南高地省一部分设立的新省， 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

中部高原的南部。 东北连恩加省， 东南接南高地省， 西南邻西部省， 西北

与桑道恩省和东塞皮克省接壤。 面积 １０４９８ 平方公里， 人口 ２４９４４９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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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 首府塔里 （Ｔａｒｅｅ）， 人口 １５４１３ 人 （２０１３ 年）。 下设塔里—
波 里 （ Ｐｏｒｉ ）、 科 莫 （ Ｋｏｍｏ ） —马 加 里 马 （ Ｍａｇａｒｉｍａ ）、 科 罗 巴

（Ｋｏｒｏｂａ） —柯比亚戈 （Ｋｏｐｉａｇｏ） ３ 个区， １１ 个地方政府。 现任省长为人

民联合议会党的安德森·阿吉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ｇｉｒｕ）。
赫拉省地形以山地为主。 拥有丰富的石油、 天然气资源， 以朱哈

（Ｊｕｈａ）、 马南达 （Ｍａｎａｎｄａ） 油气田为代表。

二十二　 吉瓦卡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分出西高地省一部分设立的新省， 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

中部高原的西部。 东连钦布省， 南接南高地省， 西靠西高地省， 北邻马当

省。 面积 ４７９８ 平方公里， 人口 ３４３９８７ 人 （２０１１ 年）， 首府明季 （Ｍｉｎｊ）。
下设安加林普 （ Ａｎｇｌｉｍｐ） —南瓦吉 （ Ｓｏｕｔｈ Ｗａｇｈｉ ）、 北瓦吉 （ Ｎｏｒｔｈ
Ｗａｇｈｉ）、 吉米 （Ｊｉｍｉ） ３ 个区， ６ 个地方政府。 现任省长为新一代党的威

廉·托卡普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ｏｎｇｋａｍｐ）。
吉瓦卡省的地形以山地为主。 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 是全国茶叶、

咖啡和可可的主要产地之一。

第五节　 国防军事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军事历史始于 １９４０ 年。 随着国家的独立， 国防和

军队建设逐步走上正轨。 但力量有限的国防军主要作用是稳定社会秩序、
参与经济建设以及应急活动。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国防军开始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以及多国联合军事演习， 旨在提高作战能

力。

一　 建军简史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澳属巴布亚领地政府创建了巴布亚步兵营， 其中

５５０ 名士兵全部是土著巴布亚人和新几内亚人， 军官则由澳大利亚人担

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巴布亚步兵营整编为太平洋岛屿团， 下辖 ５ 个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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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３５００ 人， 随澳大利亚军队参加了科科达小径、 艾塔佩、 韦瓦克等战斗。
１９４６ 年 ８ 月， 部队被解散。① １９５１ 年， 新几内亚政府重建太平洋岛屿团，
下辖 ２ 个营， 分别驻扎在巴布亚和新几内亚两地， 隶属于澳大利亚陆

军。②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更名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 包括陆军、 海军

和空军三个兵种， 总兵力 ３５００ 人。
１９７５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国防军成立三个训练机构。 新兵初

期在莫尔兹比港戈尔迪河兵营新兵职业训练站训练。 部分职业兵和军官

的提升训练也在此进行。 学员在新兵职业训练站结业后， 再进入默里兵

营职业训练队培训两年， 主要在工程总工场学习实际经验。 如果是空军

机务人员， 则必须通过机务人员的严格考试， 到莱城市伊加姆兵营接受

联合服务学院组织的公民学培训、 军事和民用职业培训。 另外， 优秀学

员还被保送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 巴布亚新几内亚科技大学以及美国、
澳大利亚、 中国等国外大学进行深造， 并送到澳大利亚、 新西兰、 法国、
美国等国参与国防军的训练任务。 尤其是澳大利亚， 每年向巴布亚新几

内亚提供 ４９２０ 万澳元的军事援助， 用以解决裁军人员经费和军队设施建

设等， 并提供政策、 管理、 海军、 陆军、 工程兵人员、 后勤等领域的军

事培训和技术咨询。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２５ 日， 针对 “布干维尔共和军” 不断袭击驻布干维尔的

武装力量，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发动 “高速 ２ 号” 军事行动， 派遣 ５００
名国防军打击 “布干维尔共和军” 的分裂行径， 阻止布干维尔独立。 但

其军事行动未能成功。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随着 《伯恩哈姆停火协议》 的签

署， 国防军撤出布干维尔地区。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提出军队改革计划， 部分国防军

士兵反对改革， 抢劫武器， 对抗政府。 在莫劳塔政府宣布停止军队改革计

划， 并对滋事士兵无条件特赦后， 局势逐渐恢复正常。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索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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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巴布亚步兵营，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Ｐａｐｕａｎ＿ Ｉｎｆａｎｔｒｙ＿ Ｂａｔｔａｌｉｏ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６ 日浏览。
太平洋岛屿团，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ｗｍ ｇｏｖ ａｕ ／ ｕｎｉｔ ／ Ｕ５６１５６ ／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６ 日浏览。



第四章　 独立后的政体结构与国防军事

雷政府成立后， 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 配合国内经济建设， 开始实施

国防军重建计划， 包括采用新军服样式、 重振空军和海军力量、 改善军队

基础设施和改进行政管理。
２００８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加强国防军的专业化建设， 以抵

御外来势力对国家主权的威胁。 经过改革， 国防军更加机动灵活， 其职责

包括打击偷猎、 非法武器贩运和毒品走私， 打击恐怖主义， 处理难民事务

等。
２０１２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部制定新的军队建设方案， 计划在

未来 １０ 年内将其兵力增长 ５ 倍。 ２０１４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

贷款 １ ９ 亿基那 （约合 ７７５０ 万美元） ， 购买新式武器装备和军队的制

服等。 同时， 在国防白皮书中还准备为国防军配备现代化的飞机和船

只。①

二　 国防体制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宪法》 规定， 总督为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

帅， 通过国防部统率全军。 国防部是武装力量最高领导机构， 通过国防军

司令部管理军队。 国防军是由国家行政委员会通过国防部长实行管理和控

制的国家服务机构。 根据国家行政委员会的建议， 总督可以命令国防军执

行任务。 国防部长除宪法所授予的权力外， 在国防军内部没有指挥权。 对

国防军的所有命令和指示都必须通过司令官下达。 国防军内设司令部办公

室， 作为国防部长的主要军事顾问； 在国家服务机构中， 设一名服务官作

为国防部长的民政顾问。
国防部长、 国防军司令官和国防部秘书组成国防委员会， 负责国防军

和国防部的监督管理， 决定国防军人员的服务期限和条件， 发布国防委员

会命令。

９３１

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 ｈｔｔｐ： ／ ／ ｆａｎｙｉ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ｔｒａｎｓｐａｇｅ？ ｑｕｅｒｙ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 Ｄｅｆｅｎｃｅ ＿ Ｆｏｒｃ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ｕｒｌ＆ｉｅ ＝ ｕｔｆ８＆ｆｒｏｍ ＝ ａｕｔｏ＆ｔｏ ＝
ｚｈ＆ｒｅｎｄｅｒ ＝ 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浏览。



国防部下设五个部门： 政策和规划、 财政和编制两个部门是非军职人

员， 直接向国防部秘书报告工作； 军事行动、 人事、 后勤三个部门属于军

事机构， 直接隶属于国防军司令部领导。
国防军作为正规的武装力量， 其职责是负责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

整； 在政府和民众遇到灾害或需要恢复公共秩序和安全时提供支持； 参与

国家建设活动； 协助国家履行国际义务等。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现任国防部长是费边·伯克， 国防军司令是吉尔伯

特·托罗波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Ｔｏｒｏｐｏ） 准将。②

三　 武装力量及装备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总兵力 ３１００ 人， 分为陆军、 海

军、 空军三个兵种。 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与合同制相结合的兵役制度。③

２０１４ 年， 国防军费开支 １ １３１ 亿美元， 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０ ７％ 。④

２０１５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允许女性以非战斗人员身份参加国防军，
从事医务、 运输等工作。⑤

１ 陆军

陆军是国防军的核心， 总兵力约 ２５００ 人。 编制有陆军司令部 （驻莫

尔兹比港）、 两个皇家太平洋岛屿团轻型步兵营、 一个工程兵营、 一个国

防军信号中队、 一个军用爆炸物品处理单位、 一个预防性医疗排、 一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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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高建中、 舒启全： 《巴布亚新几内亚》，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第 １９５ 页。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 ｈｔｔｐ： ／ ／ ｆａｎｙｉ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ｔｒａｎｓｐａｇｅ？ ｑｕｅｒｙ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Ｆｏｒｃ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ｕｒｌ＆ｉｅ ＝ ｕｔｆ８＆ｆｒｏｍ ＝ ａｕｔｏ＆ｔｏ ＝ ｚｈ＆ｒｅｎｄｅｒ ＝ 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浏览。
军事科学院 《世界军事年鉴》 编辑部编 《世界军事年鉴 （２０１２）》， 解放军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３１６ 页。
巴布 亚 新 几 内 亚 国 防 军， ｈｔｔｐ： ／ ／ ｆａｎｙｉ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ｔｒａｎｓｐａｇｅ？ ｑｕｅｒｙ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Ｆｏｒｃ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ｕｒｌ＆ｉｅ ＝ ｕｔｆ８＆ｆｒｏｍ ＝
ａｕｔｏ＆ｔｏ ＝ ｚｈ＆ｒｅｎｄｅｒ ＝ 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浏览。
巴布 亚 新 几 内 亚 国 防 军， ｈｔｔｐ： ／ ／ ｆａｎｙｉ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ｔｒａｎｓｐａｇｅ？ ｑｕｅｒｙ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Ｆｏｒｃ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ｕｒｌ＆ｉｅ ＝ ｕｔｆ８＆ｆｒｏｍ ＝
ａｕｔｏ＆ｔｏ ＝ ｚｈ＆ｒｅｎｄｅｒ ＝ 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浏览。



第四章　 独立后的政体结构与国防军事

官学校。① 主要军事基地有莫尔兹比港、 莱城、 韦瓦克、 瓦尼莫。 指挥官

为彼得·伊劳 （Ｐｅｔｅｒ Ｉｌａｕ） 准 将。② 步兵的职能是抵御外来入侵和协助警

察稳定国内安全， 为社会活动和灾害救援提供支持， 参与道路、 桥梁和其

他基础设施建设。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形复杂， 交通落后， 陆军只配备了 ８０ 毫米和 １２０

毫米的迫击炮以及 ９ 毫米 ＦＮ３５ 半自动手枪、 ９ 毫米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冲锋枪、 Ｍ１６
突击步枪、 ５ ５６ 毫米 Ｓｔｅｙｒ 自动步枪、 ７ ６２ 毫米 ＦＡＬ 战斗步枪、 ７ ６２ 毫

米 ＭＡＧ５８ 机关枪、 ５ ５６ 毫米 ＦＮ Ｍｉｎｉｍｉ 机关枪、 Ｍ６０ 机关枪、 Ｍ７９ 榴弹

发射器、 Ｍ２０３ 榴弹发射器等③轻型武器， 没有装甲车、 火炮等重武器以

及反坦克和防空武器， 机动作战能力有限。④ ２００３ 年， 陆军开始装备数字

卫星通信网络， 以保证各基地之间的通信安全。 ２００７ 年， 又装备了 ３２ 套

高频巴雷特无线通信设备。 ２０１３ 年， 借助于中国的军事援助， 装备了部

分装甲车和运兵车。
２ 海军

海军的职能包括： 支持陆军的军事行动； 保护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特

区， 防止他国渔船非法捕捞金枪鱼； 为军事和民用提供后勤帮助。 指挥官

为马克斯·阿勒阿勒 （Ｍａｘ Ａｌｅａｌｅ） 海军上尉。
目前， 海军总兵力约 ４００ 人。 装备有 ４ 艘太平洋级轻型巡逻艇、 ２ 艘

巴厘巴板级登陆艇。 巡逻艇分舰队驻拉包尔、 德尔格 （Ｄｒａｅｇｅｒ）、 马努斯

岛的希亚德勒 （Ｓｅｅａｄｌｅｒ）、 莫尔兹比港基地， 登陆艇分舰队驻萨拉莫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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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军事科学院 《世界军事年鉴》 编辑部编 《世界军事年鉴 （２０１２）》， 解放军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３１６ 页。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 ｈｔｔｐ： ／ ／ ｆａｎｙｉ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ｔｒａｎｓｐａｇｅ？ ｑｕｅｒｙ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Ｆｏｒｃ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ｕｒｌ＆ｉｅ ＝ ｕｔｆ８＆ｆｒｏｍ ＝ ａｕｔｏ＆ｔｏ ＝ ｚｈ＆ｒｅｎｄｅｒ ＝１，
２０１５ 年１２ 月２４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 ｈｔｔｐ： ／ ／ ｆａｎｙｉ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ｔｒａｎｓｐａｇｅ？ ｑｕｅｒｙ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Ｆｏｒｃ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ｕｒｌ＆ｉｅ ＝ ｕｔｆ８＆ｆｒｏｍ ＝ ａｕｔｏ＆ｔｏ ＝ ｚｈ＆ｒｅｎｄｅｒ ＝１，
２０１５ 年１２ 月２４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 ｈｔｔｐ： ／ ／ ｆａｎｙｉ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ｔｒａｎｓｐａｇｅ？ ｑｕｅｒｙ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Ｆｏｒｃ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ｕｒｌ＆ｉｅ ＝ ｕｔｆ８＆ｆｒｏｍ ＝ ａｕｔｏ＆ｔｏ ＝ ｚｈ＆ｒｅｎｄｅｒ ＝１，
２０１５ 年１２ 月２４ 日浏览。



布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澳大利亚赠给巴布亚新几内亚一艘 “拉布安” 号重

型巴厘巴板级登陆艇。①

３ 空军

空军的职能包括： 为陆军提供空运服务； 搜索、 营救、 民用活动和军

事训练等。 未来还将在保证边界安全和海上侦察方面发挥作用。 指挥官为

彼得·阿摩司 （Ｐｅｔｅｒ Ａｍｏｓ） 空军中校。
目前， 空军兵力约 ２００ 人。 有小型空军编组， 由直升机和轻型运输机

构成， 编为 １ 个中队， 基地设在莫尔兹比港。 装备有 ２ 架 ＣＮ—２３５ 型

ＣＡＳＡ 运输机、 ２ 架 Ｎ—２２Ｂ “搜索能手” 海上侦察机、 ２ 架 Ｎ—２２Ｂ “办
事能手” 运输机、 ３ 架 ＩＡＩ—１０１ 型运输机、 ４ 架 ＵＨ—１Ｈ 型 “易洛魁”
直升机、 １ 架 ＮＢＯ—１０５ 型直升机。②

四　 对外军事活动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瓦努阿图宣布独立后， 以吉米·斯蒂芬 （ Ｊｉｍｉ Ｓｔｅｐｈｅｎ）
为首的分裂势力发动武装叛乱。 ８ 月 １８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４００ 名国防

军奉命出兵瓦努阿图， 对叛乱分子活动中心卢甘维尔 （Ｌｕｇａｎｖｉｌｌｅ） 实行

戒严。 而后， 在瓦努阿图警察部队协助下， 开始搜捕叛乱分子， 并将活动

范围逐步扩展到乡村地区。 ８ 月 ３１ 日， 吉米·斯蒂芬投降， 叛乱被平息。
进入 ２１ 世纪， 面对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

军积极参与国际维和活动以及联合军事演习。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与法国驻新

喀里多尼亚部队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 同年 ７ 月， 所罗门群岛发生骚

乱，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主导的 “地区援助部

队” 进入该国维持治安。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与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马来

西亚、 新加坡、 新西兰在澳大利亚北部地区首府达尔文市 （Ｄａｒｗｉｎ Ｃｉｔｙ）
以北海域举行代号 “卡卡杜 ７” （Ｋａｋａｄｕ ７） 的联合军事演习， 旨在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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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菲律宾频繁抛军购大单 　 实际军费开支捉襟见肘》， ｈｔｔｐ： ／ ／ ｍｉｌ ｃｈｉｎａｓｏ ｃｏｍ ／ ｄｅｔａｉｌ ／
２０１５０８１８ ／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３２７３２８０１４３９８５８５６５９９９３８１０２１＿ 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浏览。
军事科学院 《世界军事年鉴》 编辑部编 《世界军事年鉴 （２０１２）》， 解放军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３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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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与法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汤

加、 瓦努阿图在法属新喀里多尼亚附近举行 “南十字座 （Ｃｒｏｉｘ Ｄｕ Ｓｕｄ）
２００８” 联合军事演习， 旨在加强各国对地区紧急事态和危机的快速反应

能力。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在美国夏威夷群

岛举行的 “环太平洋—２０１２” 联合军事演习。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巴布亚新

几内亚国防军参加了在新西兰南岛附近举行的 “南方卡提波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Ｋａｔｉｐｏ） ２０１５” 九国联合军事演习。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和 ９ 月， 又参加了在印

度尼西亚巴东港 （Ｐａｎｄａｎｇ ｐｏｒｔ） 海域举行的 “科摩多 （Ｋｏｍｏｄｏ） ２０１６”
十六国联合军事演习和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市海域举行的 “２０１６ 卡卡杜”
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第六节　 布干维尔分裂活动及

　 　 　 　 布干维尔和平进程

　 　 布干维尔岛地处南纬 ６°， 东经 １５５°， 作为所罗门群岛中最大的岛屿，
连同附近的布卡岛等统称为北所罗门群岛， 陆地面积 ９４３８ 平方公里，①

阿拉瓦为行政中心， 基埃塔为商业中心。 岛上森林资源、 铜矿资源丰富，
农产品有甘薯、 可可、 咖啡等。 １８９９ 年 １１ 月， 根据英德两国签署的 《柏
林条约》， 布干维尔岛和布卡岛等成为德属新几内亚领地的一部分。 １９１４
年被澳大利亚武力夺取。 １９４２ ～ １９４５ 年， 美澳盟军与日军在布干维尔岛

及附近海域进行了三年的角逐。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
澳大利亚取得布干维尔岛及附近岛屿的托管统治权， 属于新几内亚托管地

的一部分。

一　 布干维尔第一次 “独立” 运动

布干维尔岛西距巴布亚新几内亚本土 １０００ 多公里。 土著居民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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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 盖伊主编 《自治与民族： 多民族国家竞争性诉求的协调》， 张红梅等译， 东方出

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２３４ 页。



也属于美拉尼西亚人种， 但他们肌肤乌黑， 有别于本土巴布亚人和新几

内亚人浅黑色的肌肤。 地域的阻隔， 种族的差异， 使布干维尔在地理

上、 种族上和思想观念上更接近于所罗门群岛。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他们

产生了与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分离的强烈意识， 由此埋下了分离的隐

患。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当世界各殖民地掀起争取民族独立的浪潮时， 布干

维尔岛土著居民也发起了反对澳大利亚托管统治的斗争。 １９６２ 年， 当联

合国视察团赴布干维尔岛视察时， １０００ 多名土著居民集会要求由美国托

管布干维尔岛。 １９６６ 年布干维尔岛发现潘古纳铜矿资源后， 新几内亚政

府立即决定进行开采。 当地学生组织出版 《对话》 杂志， 猛烈抨击殖民

政府、 种植园主和传教团体， 反对开采铜矿。 １９６７ 年， 新几内亚政府与

国际矿业巨头、 澳大利亚力拓集团 （Ｒｉｏ Ｔｉｎｔｏ Ｇｒｏｕｐ） 旗下的布干维尔铜

业有限公司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 Ｃｏｐｐｅｒ Ｌｔｄ ） 签署开采铜矿的 《布干维尔协

定》， 规定铜矿总收入的 １ ２５％作为补偿金归布干维尔政府， 而土地所有

者仅获得补偿金的 ５％ ， 由此引发土著居民的强烈抗议。 １９６８ 年， 布干维

尔岛出生的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第二届众议院议员保罗·拉普恩、 多纳

斯·莫拉、 利奥·汉内特 （Ｌｅｏ Ｈａｎｎｅｔｔ） 以及另外 ２２ 人强烈要求就布干

维尔的政治前途举行全民公决。 同年底， 美拉尼西亚独立战线成立， 主张

布干维尔岛、 俾斯麦群岛等脱离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 单独成立以拉包

尔为首都的美拉尼西亚联邦。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 新几内亚政府不顾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对， 同意布干维

尔铜业有限公司开采铜矿， 引起他们的极大愤慨。 ８ 月， 以当地专员为首

的抗议行动迅速发展起来， 国际舆论轰动一时。 最后，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不得不同意布干维尔铜业有限公司直接与土著居民商谈铜矿开采。 而新几

内亚政府却派警察保护布干维尔铜业有限公司勘探铜矿。 此举再次激起当

地居民的强烈抵制， 分离主义思想迅速蔓延， 分裂组织应运而生。 他们发

出号召： 即使布干维尔不能独立， 至少也应寻求自治。 １９７１ 年 ３ 月， 保

罗·拉普恩等在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众议院发起布干维尔公民自决投

票， 但遭到关于宪政发展的特派委员会的强烈谴责。 最后， 众议院以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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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对 １４ 票的绝对多数票否决了保罗·拉普恩的动议。 同年底， 随着保

罗·拉普恩、 多纳斯·莫拉的升职， 他们认为布干维尔与巴布亚和新几内

亚领地联合更有利于当地的发展。 至此， 布干维尔政治领袖放弃了分离活

动， 但当地分离主义者的活动并没有停止。
１９７２ 年， 布干维尔铜业有限公司开始进行潘古纳铜矿开采。 投产第

二年即产精铜 １８ 万吨， 其产值占巴布亚新几内亚生产总值的 ３０％和出口

总值的 ６４％ 。① 但由于环保措施不到位， 当地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 当地

居民的食物来源减少， 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加之开矿者只对矿区的土

地所有者进行补偿， 而对广大民众没有利益回馈机制， 由此激起当地居民

的强烈不满， 反抗情绪迅速蔓延。 布干维尔岛长期被视为一个独立实体，
岛上具有影响力的罗马天主教会和基督教新教卫理公会公开支持土著居民

的分离运动。 １９７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布干维尔临时政府决定脱离巴布亚新几

内亚。 ６ 月 １３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自治政府与布干维尔分离主义者之间

的谈判破裂。 ９ 月 １ 日， 布干维尔单方面宣布独立， 成立 “北所罗门共和

国” （Ｎｏｒｔｈ Ｓｏｌｏｍｏｎ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定都于阿拉瓦， 领土包括布干维尔岛、
布卡岛及附近岛屿， 并将 ９ 月 １６ 日定为独立日， 开始与巴布亚新几内亚

国防军对抗。 此举引起连锁反应， 约占所罗门群岛 １ ／ ３ 人口的英属所罗门

群岛领地西岛区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要求加入 “北所罗门共和国”。
巴布亚新几内亚、 澳大利亚、 英国以及联合国等均认为布干维尔独立是分

裂国家的行径， 一致反对布干维尔独立。 １９７６ 年 ８ 月 ９ 日， 在国际社会

的调解下， 布干维尔取消独立， 归并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版图， 并更

名为北所罗门省， 首府设在索哈诺城 （Ｓｏｈａｎｏ， １９７８ 年迁往阿拉瓦）。 同

时， 选举成立北所罗门省政府， 下设布卡、 库努阿 （Ｋｕｎｕａ）、 廷普茨、
尼桑 （Ｎｉｓｓａｎ）、 基埃塔、 瓦库奈 （Ｗａｋｕｎａｉ）、 布因、 博库、 托罗基那、
珊瑚岛 （即阿托尔斯， Ａｔｏｒｓ） １０ 个地区和潘古纳联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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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朝阳出版社编辑部编 《世界各国风貌》， 香港朝阳出版社， １９７６， 第 １６０ 页。



二　 布干维尔第二次 “独立” 运动

１９７６ 年布干维尔重新并入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版图后， 潘古纳铜矿开

始进入生产的高峰期， 雇佣工人 １ 万多人， 年产精铜矿砂 ６０ 万吨， 占世

界铜产量的 ７％ ， 创造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４０％ 以上的出口额以及政府

１７％ ～２０％的财政收入。 据巴布亚新几内亚官方数据统计， 从 １９７２ 年至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潘古纳铜矿共生产铜 ３１０ 万吨、 黄金 １０８０ 万盎司、 白银

７８３ 吨， 总产值达 ５３ 亿美元， 成为 “世界五大铜金矿” 之一， 与 “铜矿

之国” 赞比亚不相上下。 但是铜矿收入的 ８０％ 归属布干维尔铜业有限公

司， ２０％归属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 布干维尔人民分文未得， 政府也没有

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 相反铜矿的开采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由此导致

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铜矿开发公司、 矿区土地主之间的

矛盾不断激化。
１９８７ 年， 潘古纳的土地所有者成立地主协会， 原布干维尔铜业有限

公司雇主弗朗西斯·欧纳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Ｏｎａ， 女） 任书记， 佩佩图阿·塞雷罗

（Ｐｅｐｅｔｕａ Ｓｅｒｅｒｏ） 任主席。① 他们要求布干维尔铜业有限公司进行经济补

偿， 并负责整治环境。 在遭到布干维尔铜业有限公司和当地政府拒绝后，
弗朗西斯·欧纳于 １９８８ 年 １１ 月组建 “布干维尔共和军”， 以武力破坏铜

矿， 骚扰矿工， 迫使潘古纳铜金矿停产。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 阿拉瓦发生数起

外来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仇杀事件， 由此激起布干维尔分离主义分子的

极大仇恨， 当地民众开始支持 “布干维尔共和军” 的行动。 巴布亚新几

内亚政府试图与 “布干维尔共和军” 谈判解决争端， 但未能阻止暴力和

杀戮的发生。 ４ 月 １２ 日， 《新几内亚新闻》 刊登弗朗西斯·欧纳的一封

信， 要求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提供 １２０ 亿美元的环境破坏补偿， 将铜矿利

润的 ５０％分给布干维尔人民； 撤出国防军； 并呼吁建立独立的 “布干维

尔共和国”。 她的声明， 得到当地居民的广泛支持。 当月， 北所罗门省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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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干维尔岛历史，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６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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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与当地村社领导代表召开会议， 布干维尔人民代表大会党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Ｐａｒｔｙ ） 领袖， 原北所罗门省省长约瑟夫 · 卡布伊

（Ｊｏｓｅｐｈ Ｋａｂｕｉ） 强调在民族基础上的叛乱， 并声称自远古以来， 在地理、
文化上， 布干维尔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地方。① 约翰·拜卡 （Ｊｏｈｎ ｂｅｉｋａ）
领导的北所罗门省代表虽然不支持独立， 但呼吁布干维尔除防务、 货币、
外交事务外实现完全自治。 此后， 潘古纳铜矿完全关闭。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弗朗西斯·欧纳打着维护民族利益的旗号， 宣布

布干维尔独立， 成立 “布干维尔共和国” 及 “临时政府”， 自任 “临时总

统”， 约瑟夫·卡布伊任 “副总统”， 定都于布卡。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

宣布其独立为非法和无效， 一面派国防军和警察武力弹压， 一面进行经济

封锁， 由此导致巴布亚新几内亚陷入内战状态。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 在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等国的调停下，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部长迈克尔·索马雷与

约瑟夫·卡布伊代表交战双方在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 （Ｈｏｎｉａｒａ） 签

署和平协议。 但协议很快被撕毁， 双方重新开战。 由于所罗门群岛与巴布

亚新几内亚之间存在领土纠纷， 所罗门群岛政府公开支持布干维尔的分裂

行径， 并准许他们在霍尼亚拉设立办事处。 此举使布干维尔武装冲突进一

步升级， 布干维尔的商业和种植园经济遭受重创， 北所罗门省由巴布亚新

几内亚最富裕、 最稳定的省份变成政局动荡、 政府权威受到严重挑战的省

份， 首府阿拉瓦的政府大楼、 医院、 银行、 图书馆、 百货大楼等公共建筑

和大量民房被毁， 百姓深受其害。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增

派 ５００ 名国防军发动 “高速 ２ 号” 军事行动， 打击布干维尔的分裂行径，
结果却被 “布干维尔共和军” 打败。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在澳大利亚、 新西兰、
联合国等国际力量的调停之下， 交战双方再次签署停火协议， 所罗门群岛

政府也关闭了 “布干维尔共和军” 在霍尼亚拉的办事处。
１９９６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再度派国防军进驻布干维尔岛， 由此

引发新一轮政治危机。 北所罗门省政府宣布恢复原名布干维尔省， 并将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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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迁往布卡。 １９９７ 年年初，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筹集 ３６００ 万美元， 试图

借助英国桑德林公司组织的南非雇佣军解决布干维尔问题， 结果遭到国内

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对。 比尔·斯卡特继任总理后， 于 １０ 月 １０ 日在

新西兰伯恩哈姆 （Ｂｕｒｎｈａｍ） 签署 《伯恩哈姆停火协议》。 １１ 月， 新西兰

和澳大利亚军事人员开始监督停火， 布干维尔武装冲突步入和平发展轨

道。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交战双方又在新西兰基督城 （Ｃｈｒｉｓｔｃｈｕｒｃｈ， 音译为克

莱斯特彻奇） 林肯大学签署 《关于布干维尔和平、 安全与发展的协议》
（即 《林肯协议》）， 布干维尔重新归并到巴布亚新几内亚， 和平进程向前

推进了一大步。① ４ 月 ３０ 日， 在澳大利亚、 新西兰、 斐济、 瓦努阿图、 所

罗门群岛组成的国际和平监督团及联合国秘书长代表的监督下， 布干维尔

交战双方在阿拉瓦签署持久停火协议。 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 造成 １ ２ 万

人死于非命， 约占布干维尔总人口的 ７％ ， ４ 万多人流离失所。 ９ 月， 巴

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决定布干维尔过渡政府延迟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为各派

谈判成立和解政府赢得了时间。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随着 《马拉卡纳和奥卡泰纳谅解》 的签署， 布干维尔

各派政治力量同意在新西兰和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处理武器， 并起草布

干维尔未来政府的权力、 作用、 组成、 地位等一揽子计划。② ７ 月 １２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与布干维尔人民代表大会党领袖约瑟夫·卡布伊签署

《赫特吉纳备忘录》， 同意给予布干维尔除外交和国防权力以外最大限度

的自治， 并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布干维尔的未来。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在联合

国监察小组及澳大利亚、 新西兰的斡旋下，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与布干维

尔各派政治力量签署 《罗罗阿塔协议》 和 《盖特韦公报》， 同意布干维尔

实行自治。 ３ 月 ３０ 日， 布干维尔省临时政府成立， 约翰·莫米斯任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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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世界知识年鉴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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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议会成员同日宣誓就职。①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双方正式签署 《布干维

尔和平协定》，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同意布干维尔省建立自治政府， 并在

自治政府成立 １０ ～ １５ 年内就未来政治地位举行公投， 决定是否脱离巴布

亚新几内亚独立。 该协定的签署， 标志着长达 １２ 年之久的布干维尔战争

最终结束， 布干维尔和平进程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通过布干维尔实行内部自治

的法案， 从法律上为成立自治政府、 举行独立公投铺平了道路。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联合国驻布干维尔政治事务处宣布收缴武器阶段结束， 布干维尔开始

走上销毁武器、 恢复重建的道路。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联合国布干维尔观察团

取代了到期的驻布干维尔政治事务处。②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在联合国的斡旋

下，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批准 《布干维尔宪法》。 ５ 月 １７ 日， 拒绝接受和

平协议的原 “布干维尔共和军” 领导人、 强硬派代表弗朗西斯·欧纳宣

称自己是 “布干维尔岛之王”， 加冕为弗朗西斯·多米尼克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Ｄｏｍｉｎｉｃ） 国王， 并以布干维尔旧部落之名将国名改为 “梅卡穆伊王国”
（Ｍｅｅｋａｍｕｉ Ｋｉｎｇｄｏｍ），③ 继续在其控制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对抗。 ６
月 １５ 日， 布干维尔自治政府正式成立， 约瑟夫·卡布伊当选为自治政府

第一任主席。 ７ 月 ２４ 日， 随着弗朗西斯·欧纳死于伤寒， 布干维尔危机

的隐患最终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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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其琛： 《世界外交大辞典》 （上册），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３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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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英国以及澳大利亚统治巴布亚新几内亚期间， 强占土著居民的

良田， 发展种植园经济， 使之融入了世界市场； 同时， 开采金矿， 为本国

工业生产提供生产原料。 由此导致当地传统经济发展停滞， 二元经济结构

越来越明显。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农业、 渔业、 畜牧业和养殖业得到

一定的发展。 近年来， 随着现代经济元素的渗入， 采矿业、 森林工业等逐

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始向新型资源型国家转

变。 但高地各省经济相对落后， 迄今在深山中仍有一部分人过着自给自足

的原 始 部 落 生 活。 根 据 联 合 国 开 发 计 划 署 （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缩写： ＵＮＤＰ） 在东京发布的 “２０１４ 年度人类发

展指数 （ＨＤＩ）” 报告，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类发展指数仅为 ０ ４９１， 在

被统计的 １８７ 个国家中排名第 １５７ 位， 与中国相差 ６６ 位 （中国排名第 ９１
位， 发展指数为 ０ ７１９）。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发展还面临着巨大的压

力， 难以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任何一项指标。

第一节　 经济简史

１９ 世纪以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 土著居民从事的

是以原始农业为基础的、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１９ 世纪末， 随着西方殖

民势力的侵入， 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 商品贸易形式、 经济作物种植为巴

１５１

① 世界排行榜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ｈｂａｎｇ ｃｎ ／ ｇｅｎｅｒａｌ ／ １４４５１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浏

览。



布亚新几内亚传统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改变了当地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经

济模式。 同时， 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还极大地冲击了土著居民的思想观

念， 促使一部分人开始从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当地的经济社会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 逐渐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始从

古老的土著部落走向现代社会， 开启了经济近现代化的步伐。

一　 殖民地时期的经济

欧洲殖民者瓜分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后， 他们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和

自然资源条件， 强迫土著居民种植热带经济作物， 开采金矿， 并出口到宗

主国以换取当地所需的其他生活用品， 巴布亚新几内亚形成了单一的经济

结构， 使当地经济发展蒙上了浓厚的殖民地色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结构中， 采矿业和种植园经济等初级产业均由外国

资本势力控制， 当地的经济基础十分脆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新几内

亚政府开始更多地关注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 教会经济的产生

欧洲传教士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后， 在传道站和传教中心周围建

立起椰子种植园、 锯木场等基督教会的经济组织， 为土著居民提供了一定

数量的就业机会。 同时， 还向他们传授农业耕作方法、 牲畜饲养方法、 产

品加工技术， 把一部分人纳入到近现代文明的生产方式中来。
（二） 德属新几内亚领地的经济

１８７９ 年， 德国人开始在新不列颠岛马图皮特进行椰干贸易。 １８８２ 年

起， 他们将附近没有村庄或园圃的土地据为己有， 以廉价的衣料或小饰品

骗取土著居民的土地， 建立椰子、 可可种植园。 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

题， 他们在东南亚和东亚一带招募了 １０００ 多名中国人、 马来人、 日本人

到种植园做工， 制作椰干； 后来又从华人中招募了一批木匠、 裁缝、 商

人、 船舶建造师、 工程师等。 １９００ 年， 德属新几内亚领地政府颁布条例，
不许村民出售成个的椰子， 必须出售加工后的椰干。 种植园经济的建立，
使劳动力逐渐成为紧俏商品， 而招募劳工则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岛屿之间的

交流。 在经济上， 虽然宗主国不愿意让殖民地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 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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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生产方式的影响下， 德属新几内亚领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一定程度

的提高， 椰干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 棉花、 木棉、 可可、 海参、 海龟壳及

珍珠贝等也有少量出口。 此外， 还修建了贯穿新爱尔兰岛东部沿海的公

路； 开辟了到香港的定期远洋航线。 在殖民地经济的影响下， 一部分土著

居民也开始从事商业生产， 向拉包尔、 科科波等地销售自己生产的粮食。
（三） 英属新几内亚领地的经济

英国占领新几内亚岛南部地区后， 传教士和商人蜂拥而至， 在费尔

法克斯湾附近建成了规模化的小城镇。 同时， 商人不断地到附近海域土

著岛民那里寻找货源。 １８８８ ～ １８９７ 年， 英属新几内亚领地进口贸易额增

长了 ４ 倍多， 出口则增长了 ９ 倍多。 其中黄金是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占出口总额的 ５０％以上。 同时， 英属新几内亚领地政府还建起种植园。
１８９４ 年， 又颁布条例， 允许常驻管理区的地方官强迫土著居民种植椰

子； 以简单便宜的小物件为诱饵， 贩卖土著居民到种植园充当廉价劳动

力， 在路易西亚德群岛、 伍德拉克岛、 米尔恩湾和曼巴雷河 （Ｍａｍｂａｒｅ）
一带开采金矿。 英国人的商业活动、 矿山开采和贩卖劳工等行为促进了

商品贸易的发展， 并且与欧洲市场建立了联系， 促进了当地向近现代社

会的转变。
（四） 澳属巴布亚领地的经济

澳大利亚取得巴布亚领地后， 出租土地 ３０ 万英亩 （约合 １２ １４ 万公

顷）， 其中耕地 ４ ４ 万英亩 （约合 １ ７８ 万公顷）， 主要种植椰子、 橡胶、
西沙尔麻 （即剑麻）。 １９１４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该领地的一些农产

品失去了国际市场， 部分种植园主又应征服役， 由此影响了种植园经济

的发展。 战后， 针对外来资金短缺， 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 澳属巴布亚

领地政府颁布 《土著居民种植园条例》， 规定领地政府有权在各村社附

近建立土著居民保留地， 强迫村民开垦土地， 围以篱笆， 种植椰子、 橡

胶、 咖啡等经济作物， 以及稻谷等粮食作物。 领地政府负责提供种子，
但收取一半的收成。 １９２４ 年起， 在莫尔兹比港北面的阿斯特罗拉贝

（Ａｓｔｒｏｌａｂｅ） 山区开采铜矿。 两年后， 矿工达到 １０００ 多人， 铜的出口额

约占总出口的 １ ／ ３。 同时，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还规定从澳属巴布亚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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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往澳大利亚的咖啡、 椰子免征进口税， 对可可、 香草及各种香料出口

进行补助奖励， 由此促进了澳属巴布亚领地经济的发展。 １９２９ 年世界性

的经济危机爆发后， 澳属巴布亚领地政府将采矿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产

业， 黄金和铜分列出口商品第一位和第三位， 石油钻探也拉开序幕。
１９３１ 年， 澳属巴布亚领地生产的橡胶获准免税出口澳大利亚。 但直到

１９４１ 年， 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一直比较缓慢， 主要的增长点都集中在巴布

亚半岛上。
（五） 澳属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的经济

１９２０ 年澳大利亚取得原德属新几内亚领地委任统治权后， 当地经济

发展陷入畸形状态。 澳大利亚首先将原德国人经营的种植园和商业机构全

部接管。 紧接着， 又将种植园出售给澳大利亚退伍军人， 并制定了许多保

护性的措施。 １９３１ 年， 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所产的橡胶获准免税出口澳

大利亚。 欧洲人的种植园发展比较快， 面积达到 ２４ ３ 万英亩 （约合

９ ８３４ 万公顷）， 其中 ２３ ３ 万英亩 （约合 ９ ４２９ 万公顷） 种植椰子， 种植

园工人达到 ２ １ 万人。 １９３８ 年， 椰干出口达到 ７３７１６ 吨， 价值 １６８ ５５ 万

澳镑。 由于大量的土著劳动力被大种植园所占有， 导致当地居民的椰子园

荒芜， 农村生活陷入困境。 随着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发现金矿， 黄金开采

业逐渐成为该地区新兴产业。 １９３８ 年， 矿工达到 ７０００ 多人， 黄金产量达

４１ 万盎司， 价值 ４０５ ８ 万澳镑。 １９３９ 年， 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政府的税

收达到 １００ 万澳镑， 远远超过澳属巴布亚领地。
１９２７ 年， 为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 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政府修建了

两条从沿海到内地采金区的公路。
（六）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的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两地开始由澳大利亚统一管

理， 新几内亚政府开始更多地关注农村经济的发展。
１９４６ 年， 临时文官政府成立农业、 畜牧与水产部， 建立 ４ 个指导站

和 １０ 个指导中心， 为农民提供技术咨询， 推广农作物良种， 改进畜牧品

种。 在农业方面， 给予土著居民一定的土地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 引导种

植咖啡、 椰子、 可可等永久性经济作物。 到 １９６２ 年， 农村小块种植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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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树 １０００ 万棵， 超过大种植园 ５０ 万棵； 咖啡出口 ５０００ 吨， 其中 ５０％
产自于农村的小土地所有者； 可可出口 １４ 万吨， 其中 ２４ ３％由土著居民

生产。 另外， 还引种了花生、 西番莲果等新作物， 将甘薯、 西米等农作物

出售给政府各管理站、 教会和医院。 在畜牧业方面， 土著居民开始仿效欧

洲人繁殖自己的小牛。 在工业方面， 对高地和莫罗贝管理区的金矿进行了

大规模开采， 黄金收入由 １９５０ 年的 ４８６８ 澳镑增加到 １９６２ 年的 １７ ７ 万澳

镑。 １９６２ 年制定了发展木材工业的计划， 在已被砍伐的林区重新栽植树

木， 以确保木材供应源源不断。 在对外贸易方面， 北部新几内亚地区出口

产品主要有椰干、 黄金、 白银、 木材等。 １９６２ 年度， 出口 １２７８ １３ 万澳

镑， 进口 １６０７ ８５ 万澳镑。 南部巴布亚地区出口产品主要有椰子、 咖啡、
橡胶、 黄金、 锰等， 进口产品主要有食品、 机器、 制成品、 运输装备等。
１９６２ 年度， 出口 ３１１ ９７ 万澳镑， 进口 ９８５ １ 万澳镑。① 在交通运输方面，
整修战时修建的公路和简易机场， 尤其是高地各管理站都建立了小型机

场， 并用公路连接起来， 形成小型公路网络。 到 １９６２ 年， 从莱城到内地

几百公里处、 马勒山脉的瓦吉谷地尽头都可以通行车辆。 交通运输业的改

善， 促进了经济作物的栽培， 也使一些相对孤立的氏族和部落组成的封闭

社会走向终结。
１９６８ 年， 新几内亚政府公布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 着重加强经济的

“本地化”。 大力推广农业生产技术、 牲畜饲养计划， 推广种植茶树、 除

虫菊等新型作物。 经过改进的种植方法在绝大多数农村得到推广。 １９７４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热带木本经济作物的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椰干达

到 １３ ７ 万吨、 可可豆 ３ 万吨、 咖啡 ３ ８ 万吨、 天然橡胶 ６０００ 吨。② 但农

作物加工设备、 机械运输设备以及木材采伐、 铜矿开采等几乎全部由外国

势力控制。 二元经济结构越来越明显， 外国资本势力与土著势力的矛盾越

来越突出。 如国际采矿公司在布干维尔岛开采铜矿， 遭到土著居民的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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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世界知识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世界知识年鉴 （１９６５）》，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６５， 第

１０９８ 页。
王建堂、 姜乃刚： 《巴布亚新几内亚农业及其发展初探》，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１９８２ 年

第 １ 期， 第 １１３ 页。



反对， 即是土著居民的土地传统需要和信仰风俗与现代工业建设占地之间

矛盾的真实反映。

二　 现代经济状况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以矿产资源、 油气资源为代表的资

本密集型及出口导向型经济， 与覆盖全国 ８５％ 人口的自然经济的结合。
黄金、 铜、 石油、 天然气的开采， 林木采伐， 渔业捕捞及加工， 主要经济

作物棕榈的生产等基本控制在外国资本手中， 民族资本生产仅限于咖啡、
椰干、 天然橡胶等产品。

（一） 经济成分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济成分包括农业和畜牧业、 林业、 矿业和石油天

然气、 旅游和酒店管理、 渔业和海洋资源、 制造业、 商品零售和批发、 建

筑及建筑材料、 交通运输、 金融和对外贸易等。
其中矿产、 石油、 天然气和经济作物种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据

有关资料显示， ２００７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 农业、
林业和渔业约占 ３４％ ， 矿业和石油天然气行业占 ２８％ 。 ２０１５ 年， 农业、
工业和服务业所占比重分别为 ２３％ 、 ３７ ８％ 、 ３９ ２％ 。①

（二） 优先发展的产业领域

棕榈、 咖啡、 可可、 椰子种植； 农产品加工。
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 铜、 镍、 钴及海底硫化物资源勘探开发。
林业和林产品加工。
捕鱼业和鱼产品加工。
旅游产业开发。
制造业。
基础设施建设。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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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世界概览———巴布亚新几内亚》， 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ｇｅｏｓ ／ ｐｐ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浏览。
商务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外交部关于发布 《对外投资国别产品指引 （２０１１
版）》 的通知， 第 ２８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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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外国资本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中低等收入国家， 基础建设、 教育、 医疗等发展落

后， 经济发展受到资金方面的制约。 近年来，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积极鼓

励外国投资， 根据 《投资促进政策法案》 的规定， 投资促进局是主管巴

布亚新几内亚外国投资的政府部门。
１ 优先投资领域

包括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提供就业机会、 利用国内资源、 扩大出口量

和出口额、 发展农村地区经济、 引进科技和技能的领域； 涉及采矿和石油

产业、 木材加工、 食品、 纺织服装、 造纸、 塑料、 化工、 建材、 汽车配件

和旅游设施等行业。① 其中矿产、 油气、 林业等资源产业为重点投资领

域， 投资额占巴布亚新几内亚吸收外资总额的 ７０％以上。
２ 外国投资的鼓励政策

农业： 投资某些农村地区的农业、 建筑业、 酒店业、 制造业等项目的

企业， 免除 １０ 年所得税； 某些农业项目开发投入税收减免； 农业推广服

务、 农业研究和开发支出的税收减免； 农业、 渔业资产投入税收减免； 降

低渔船柴油燃料消费税； 免除农用拖拉机消费税； 减免农业项目股东个人

所得税； 免除与农业相关的设备和物资进口关税。②

制造业： 获得国内税务委员会 “新产品证明” 的企业， 免除前 ３ 年

出口关税及随后 ４ 年高出前 ３ 年利润平均部分的出口关税； 出口市场发展

费用从收入中加倍扣除后计算收入税； 公司运营前 ５ 年， 本地雇员每年享

有部分工资补贴等。
旅游业： 第一年酒店设施 ５５％ 的加速折旧； 减免员工培训税； 投资

超过 １００ 万美元、 房间超过 １５０ 间、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间建造的旅游项目纳

税人， 第一年所得税降至 ２０％ ， 最多可持续 ９ 年。
矿产和油气开发领域： 免除用于矿产项目开发的货物和服务投资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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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研究报告： 中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ｈｔｔｐ： ／ ／ ｈｅｎ１ ｃｃｐｉｔ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Ｃｈａｎｎｅｌ＿ ２１１８ ／ ２０１５ ／ ０８１１ ／ ４７８８３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７８８３２ ｈｔｍ，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浏

览。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２９ 页。



物服务税； 持有 ２００７ 年批准的石油勘探许可和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批准

的石油开发许可项目， 收入税降至 ３０％ ； 勘探时间为 ２０ 年的油气、 矿产

项目， 投产后扣除其最初勘探费用后再纳税。
其他鼓励性政策包括： 第一， 加速折旧。 首次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出现

的新项目工厂设备享有 １００％ 的加速折旧； 节能厂房首年享有 ２０％ 的折

旧； 农业和特定旅游设施享有 １００％的加速折旧； 出口市场发展支出和研

发支出享有加倍折旧。 第二， 避免双重征税。 对与其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

定的国家和居民投资的企业， 免除所得税的双重征税部分。 第三， 培训

税。 每年发放工资超过 ２０ 万基那的企业需要支付工资额 ２％ 的培训税。
对当地雇员进行培训， 计算培训税时可以从培训费中加倍扣除培训支出。

３ 禁止外资涉足的领域

根据巴布亚新几内亚 《投资促进政策法案》 的规定， 外国资本不得

投资以下 ６ 个领域。
农业领域： 年销售额低于 ５ 万基那的种植业、 农畜业；
林业领域： 部分树种和植被的采伐；
渔业领域： ３ 海里近海商业捕捞； 部分海洋动植物的捕捞和开采；
矿业领域： 冲击矿床的开采；
公共饮食业领域： 移动式食物零售；
批发零售业领域： 野生动植物批发零售、 二手服装批发零售、 街头贩

卖、 手工艺品批发零售、 修鞋店等。①

４ 外资利用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缩写： ＵＮＣＴＡＤ） 发布的 《２０１５ 年世界投资报告》 显示，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年底， 巴布亚新几内亚吸引外资存量为 ３８ ８ 亿美元。② 目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主要投资来源国和国际组织有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欧

盟、 巴哈马、 中国、 加拿大、 印度尼西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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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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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政状况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税收收入、 非税收收入和国际

社会的捐赠与援助。 ２０１４ 年， 政府财政收入 １２６ ７４ 亿基那 （约合 ５０ ３８
亿美元）， 比 ２０１３ 年增加 ２８ ４１ 亿基那 （约合 １１ ２９ 亿美元）。①

１ 税收收入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税收收入包括个人所得税、 公司税、 进出口关税、 销

售税、 消费税、 培训税、 预扣税、 货物服务税、 强制缴纳国民发展资金等。
个人所得税： ２００４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通过 《新税法》， 规定本国居

民和外国居民所得税税率相同； 对年收入 ６０００ 基那 （约合 ２４００ 美元） 以

下居民的免征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税率从免征额的 ２５％ 逐渐增加到收入

超过 ９ ５ 万基那 （约合 ３ ７７ 万美元） 的 ４７％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 巴布

亚新几内亚公民免税门槛提高到 １ 万基那 （约合 ３９７５ 美元）， 国民个人

税率为 ３０％ 。②

公司税： １９９７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通过 《公司法》， 规定国营企业和

私人企业都要缴纳公司税。 当地居民创办的公司税率为 ２５％ ； 当地居民

创办的采矿公司税率为 ２５％ ～３５％ ； 非当地居民创办的公司税率为 ４８％ ；
当地居民和非当地居民创办的矿产、 天然气公司税率为 ３０％ ， 石油公司

的税率为 ４５ ～ ５０％ 。③

进口关税： ２００２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通过 《海关法》， 规定

所有进口货物都要缴纳进口税， 税率分为 ５％ 、 １１％ 、 ４０％ 和 ５５％ 四

档。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要商品进口税率执行表

５ － １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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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概况》， 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６７６２０３ ／ ｄｙｚ＿ ６８１２４０ ／ １２０６ ＿ ６８１２６６ ／ １２０６ｘ０ ＿ ６８１２６８ ／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 日浏

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税法修正　 商业成本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

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２０７ ／ ２０１２０７０８２３６９２５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６ 月１４ 日浏览。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２８ 页。



表 ５ －１　 主要商品进口税率∗

商品类别 关税税率（％ ） 商品类别 关税税率（％ ）

食品 ０ ～ ４０ 机械设备 ０

日用消费品 ０ ～ ２５ 工业用品 ０ ～ ２５

燃料 ０ 汽车及零配件 ０ ～ １５

　 　 注： 对部分木材、 鱼类、 蔬菜、 水果、 糖、 烟草、 水泥、 贵金属、 珠宝、 工艺品、 预置房等

收取 ４０％的保护关税。
∗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２６ 页。

另外， 自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１ 日起，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对特定奢侈品征

收进口消费税。 其中对酒类、 酒精饮料、 烟草、 燃油、 香水、 照相器材、
珠宝、 电器、 汽车及零配件、 扑克机等征收最高 １５０％的消费税。 自 ２０１２
年起，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推行适度的关税减免计划， 在 ３ 年内逐步降低

限制进口商品和受保护商品的关税税率至 １５％ 的中间税率， 新鲜水果和

蔬菜、 酒精饮料、 烟草等不在关税减免之列。①

出口关税： 巴布亚新几内亚大部分出口商品无须缴纳关税， 但以下产

品出口须缴纳关税： 椰子、 咖啡豆、 茶叶、 花生、 椰干、 椰仁、 甘蔗、 棕

榈油、 可可、 椰干油、 橡胶等出口税率为 ２ ５％ ； 矿产品、 鲸鱼皮、 贵金

属、 珠宝的出口税率为 ５％ ； 原木出口税率为 ２８ ５％ 。
销售税： 由各省政府在零售方面征收， 是各省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

征收范围包括啤酒、 红酒、 白酒、 烟草制品、 石油和轮胎等， 税率为

１ ５％ ～５％ 。
消费税：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规定居民首套房屋价格在 ２１ 万 ～ ２８ 万

基那之间， 须缴纳 ２％ 的消费税， 超过 ２８ 万基那的部分缴纳 ５％ 的消费

税。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 居民消费税免征额进行调整， 房屋金额低于

５０ 万基那无须缴纳消费税， 超出部分缴纳 ５％的消费税。
培训税： 收入超过 １０ 万基那的业务都要缴纳 ２％ 的培训费， 对当地

职工的培训超过收入 ２％的任何业务都不缴纳培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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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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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扣税： 公司向非居民企业或个人支付红利时， 需缴纳 １７％ 的红利

预扣税， 石油、 天然气公司因实行较高的税率， 不再缴纳预扣税。
货物服务税：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规定销售商品需缴纳 １０％ 的货物

服务税。 年营业额超过 １０ 万基那的企业或个人需注册税号。①

强制缴纳国民发展资金：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规定雇用 ２０ 人及以上

人员的雇主必须缴纳国民发展资金， 除非从事可免除国民发展资金的领

域。
２ 非税收收入

非税收收入是指由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 事业单位、 代行政府职能

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提供特定的公共服务， 取得并用于满足一定社

会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 近年来，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非税收收入在财政收

入来源中逐年下降， 所占比重在 ５％左右。
３ 国际社会捐赠与援助

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为发展中国家， 当财政收入出现危机时， 国际机构

捐赠与援助就成为解决危机的主要手段。
澳大利亚是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多的国家， 每年约 ２ ２５ 亿美元，

约占巴布亚新几内亚财政预算的 １５％ 。 新西兰、 日本、 中国、 美国、 英

国、 韩国、 欧盟也是重要的援助来源地。 亚洲开发银行、 世界银行、 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多边援助的主

要机构。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亚洲开发银行在南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借款方。
１９７１ ～ ２０１５ 年， 亚洲开发银行共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了 １１ 亿美元的资

金， 其中包括向 １１ 个项目提供 ２２ 笔贷款、 ８ 个援助项目、 ９ 个技术援助

项目、 ２ 个私营部门的贷款和股权投资业务。②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 亚洲开发

银行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重点援助领域包括基础设施领域、 私有企业的发

１６１

①
②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２８ 页。
《亚洲开发银行通过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合作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

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２０１５０４ ／
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９４４３３５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浏览。



展、 金融部门发展和卫生领域。①

根据亚太经合组织的统计，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接受

的援助从 ３ ０２ 亿美元增至 ６ ６５ 亿美元， 约占其国民总收入的 ４％ 左

右。②

（五） 经济发展成就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经济实现了连续 １４ 年的正增

长， 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６ 年， 巴布亚新几

内亚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幅 ２ ８％ ， 速度低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口的增

速。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３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幅达到 ８％ ， 增

速超过了该国人口增幅的 ２ 倍。③ 世界银行副行长、 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称巴布亚新几内亚是 “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较为强势的发展中国家”。④

２０１５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凭借丰富的资源优势， 借助于液化天然气等矿

产项目投资带动， 实现了经济的强劲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７ ５４ 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４ ７ 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 ７８０ 美元增加到

２９００ 美元， 经济增长率达 ９％ 。⑤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外汇储备达到

２２ ９６ 亿美元。⑥ 而同一时期， 太平洋岛国整体经济增长率为 ５ ５％ 。 巴

布亚新几内亚成为太平洋 １４ 个岛国中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被评为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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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喻常森、 常晨光、 王学东： 《大洋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３０７ 页。
喻常森、 常晨光、 王学东： 《大洋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３００ 页。
《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

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６ ／ 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６３９４７５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 日浏览。
《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表示肯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

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ｄｇｋ ／ ｚｗｊｉｎｇｊｉ ／
２００９０８ ／ ２００９０８０６４５５９６６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浏览。
《世界概览———巴布亚新几内亚》， 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ｇｅｏｓ ／ ｐｐ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概况》， 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６７６２０３ ／ ｄｙｚ＿ ６８１２４０ ／ １２０６＿ ６８１２６６ ／ １２０６ｘ０＿ ６８１２６８ ／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浏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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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国 “明星选手”。① 按照世界银行 ２００９ 年的划分标准，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已经摆脱了低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 进入中低等收入国家行列 （详见表

５ － ２）。

表 ５ －２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宏观经济数据

年份 经济增长率（％ ） 人均 ＧＤＰ（美元）

２００５ ３ ４ ７９８

２００６ ２ ６ ８７８

２００７ ６ ２ ９７７

２００８ ６ ７ １３０６

２００９ ４ ５ １２７２

２０１０ ８ ０ １４８８

２０１１ ９ ５ １６４９

２０１２ ９ ９ ２２２５

２０１３ ５ １ ２２８３

２０１４ ８ ４ ２４０４

　 　 资料来源：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六） 环境保护与管理

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是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宪法》 规定的义务。
负责环境保护的主要政府机构是环境保护部， 其职责包括： 制定环境保护

政策； 对环境进行评估、 监控和保护； 对重大资源投资项目进行评估， 并

颁发项目环保许可。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采矿业得到较快发展。 尤其

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矿产资源、 油气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使自然环境受到

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为了有效管理、 监督所有资源开发项目， 巴布亚新几

内亚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环境法规。
１９７８ 年制定 《环境规划法》， 要求对自然环境具有较大影响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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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增长得到联合国肯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

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ｄｇｋ ／ ｚｗｊｉｎｇｊｉ ／ ２０１１０５ ／ ２０１１０５０７５５２９７２．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４ 年１２ 月２６ 日浏览。



必须向政府提交环境保护计划。
１９７８ 年制定 《环境污染法》， 要求企业排污者必须领取许可证， 以减

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１９７８ 年制定 《自然保护区法》， 通过对具有特殊的生物、 地形、 地

质、 历史、 科学和社会重要性地点和地区的保护， 实现对自然环境和国家

文化遗产的保护。
１９８２ 年制定 《水资源法》， 对于向水资源所有者支付补偿金、 正式进

入权、 取水权和用水权作出详细规定。
另外， 《海洋废物倾倒法》 规定企业向海洋倾倒废物需要领取许可

证。
２０００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颁布 《环保法》， 该法案综合了先前颁

布的 《环境污染法》 （１９７８ 年） 和 《水资源法》 （１９８２ 年）， 用于与环境

（水、 土地和大气） 相关的所有项目， 对环境保护作出如下规定：
第一， 投资矿产、 石油、 农业、 畜牧业、 渔业和林业的外国投资者需

严格遵守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环保法律法规。 根据环境污染程度不同， 环

保部门将开发项目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 第二级项目需要在开工前或者更

改设计前向环保部门申请环境许可， 否则将对公司处以最高 １０ 万基那、
对个人处以最高 ５ 万基那的罚款。 对于涉及国家利益或可能带来严重环境

危害的第三级项目， 需在申请环境许可前向环保部门提交环境评估报告。
第二， 污染物排放、 噪声排放需获得环保部门许可， 向水资源中排放

物质需获得水局颁发的许可， 否则公司将被处以最高 ５ 万基那、 个人被处

以最高 １ 万基那的罚款。 导致水、 大气、 土地污染的个人， 将被处以最高

５０００ 基那的罚款。 排放不合理噪声的公司将被处以最高 １ 万基那的罚款，
个人将被处以最高 ５０００ 基那的罚款。

第三， 进口、 销售、 制造、 排放有毒污染物质需获得环保部门许可，
否则公司将被处以最高 ５ 万基那的罚款， 个人将被处以最高 １ 万基那的罚

款。 有毒污染物质限制出口， 出口时需先向环保部门申请许可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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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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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根据 《环保法》 （２０００ 年） 和 《环境许可证法规》 （２００２ 年）
的规定，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展碎石、 承包工程、 勘探、 采矿、 石油、 天

然气等投资项目， 需提交环评报告， 并获得环境部门签发的环境许可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资源联合会呼吁政府加强矿产行业的

环境保护。 声明指出， 采矿和矿石加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弃排放物，
许多矿业公司每年都将储量数百万吨的危险矿井废弃物倾倒入巴布亚新

几内亚的河流、 湖泊和海域， 严重破坏了全国 ７００ 万人口的生存环境和

生态系统， 纯净淡水资源面临污染和消耗的威胁。 因此， 巴布亚新几内

亚的矿产行业必须保护水资源和水生生态系统， 禁止尾矿垃圾污染河流

和海洋。①

（七） 中长期发展战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公布了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５０

年规划》 （ＰＮＧ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５０）。 该规划预计， 随着巴布亚新几内亚液化天

然气项目的投产以及土地改革的实施，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将

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２０ 亿基那 （约合 ５１ ６ 亿美元） 增加到 ２０５０ 年的 ２０００ 亿基

那 （约合 ８６０ 亿美元）， 人均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 １ ３ 万基那 （约合

５５９０ 美元）。 该规划涵盖了人力资本、 性别、 年青一代和民权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ｅｎｄｅｒ， Ｙ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财富创造

（Ｗｅａｌｔｈ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机构发展和服务交付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安全和国际关系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环境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精 神 文 化 和 社 区 发 展 （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战略整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７ 个重点领域。
该规划认为如果项目全部得到落实， 巴布亚新几内亚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人类发展指数中的排名将会从第 １５６ 位上升至第 ５０ 位， 服务和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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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资源联合会呼吁巴布亚新几内亚矿产行业加强环境保护》， 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ｌ ／ ２０１３０８ ／ ２０１３０８００２５６２１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浏览。



建设也会随之改善， 国民平均寿命将从 ５７ ９ 岁提高至 ７７ 岁； 政府可以为

初中及以下的学生提供免费和广泛的基础教育， 非正式部门成年人识字率

在未来 １５ 年达到 １００％ ； 艾滋病、 肺结核、 疟疾等疾病感染率降低， 确

保指定医院有充足的符合国际标准的医疗设备， 每个病房区域建立救护

站， 改善医务工作者的健康条件等。①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在公布 《规
划》 时表示，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 ３４ 年来的发展已经偏离了原有轨道，
《规划》 将对其进行修正。

２０１０ 年年初，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出台 《２０１０ ～ ２０３０ 年战略发展规

划》，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 国内生产总值由 ２３０ 亿基那 （约合 ９８ ９ 亿美元）
增至 ９８０ 亿基那 （约合 ４２１ ４ 亿美元）， 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 ８％ 左右；
创造 ２００ 万个就业岗位； 犯罪率降低 ５５％ ； 税收达到 ３３０ 亿基那 （约合

１４１ ９ 亿美元）； 公路里程增加到 ２ ５ 万公里； 电力覆盖率达到 ７０％ ； 农

业产出增长 ５ 倍； 渔业产能增长 ３ 倍， 成为世界金枪鱼中心； ８０％的林业

产品经加工后出口， 争取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②

为了落实 《２０１０ ～ ２０３０ 年战略发展规划》，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巴布亚新

几内亚内阁批准了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中期发展规划》， 投入 ６５２ ３４ 亿基那

（约合 ２８０ ５ 亿美元）， 其中发展预算 ３６３ ４１ 亿基那 （约合 １５６ ２６ 亿美

元）， 经常预算 ２８８ ９３ 亿基那 （约合 １２４ ２４ 亿美元）， 优先发展土地、
法律与正义、 医疗、 交通、 初级和中级教育、 技术和高等教育、 供水和卫

生七大领域。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斐济贸易代表团活动启动仪式上，
巴布亚新几内亚贸易、 商业与工业部部长理查德·马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ａｒｕ）
表示： 将停止向海外市场供应椰子、 咖啡、 可可和渔业产品等未加工原材

料和大宗商品， 向提供加工产品方向转变， 争取成为太平洋地区重要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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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公布 〈巴布亚新几内亚２０５０ 年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

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ｄｇｋ ／ ｚｗｊｉｎｇｊｉ ／
２００９１１ ／ ２００９１１０６６２７３００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浏览。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１３ 页。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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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中心。 同时， 他还表示政府将推出新的工业化政策， 指导发展强大的

制造业和服务业。 商业发展目标是新增就业岗位 ２００ 万个； 增加国民收

入； 实现本国产品替代所有进口商品。①

第二节　 农业

巴布亚新几内亚长夏无冬， 热量充足， 降水丰沛， 沿海低地和山间盆

地表面覆盖着肥沃的火山灰土壤， 是发展喜湿、 喜热作物， 特别是热带木

本经济作物的理想场所。

一　 耕地的种类及特点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农业生产能力与生产技术比较落后， 基本呈自然状

态。 人们选好要开垦园地的地方， 就先放火烧掉草木， 再耕种农作物。 一

般实行轮作， 但高地和沿海地区的耕种方法不同。 据统计， 巴布亚新几内

亚 ２４％的国土面积能够在无严重土壤问题的情况下用于密集农业生产活

动， 农业用地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２ ６％ （耕地、 永久性作物、 永久牧场各

占 ０ ７％ 、 １ ５％ 、 ０ ４％ ）。②

根据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差异， 以及各种农作物对自然、 经济条件等外

部环境的不同要求， 巴布亚新几内亚农作物的种植区域划分明显。 总体来

讲， 椰子、 可可、 油棕、 天然橡胶等分布在海拔较低的沿海地带， 咖啡、
茶叶等分布在海拔较高的中部高地地区。 具体情况如下：

北部省、 中央省、 米尔恩湾省、 马当省、 桑道恩省和西新不列颠省的

土地适合甘薯、 芋头、 木薯、 大薯、 香蕉等热带农作物的生长； 东、 西新

不列颠省、 北部省、 马当省的土地适合咖啡、 可可、 椰子等热带木本经济

作物的生长； 桑道恩省、 莫罗贝省、 东塞皮克省和布干维尔自治区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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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喻常森、 常晨光、 王学东： 《大洋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３３８ ～ ３３９ 页。
《世界概览———巴布亚新几内亚》， 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ｇｅｏｓ ／ ｐｐ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浏览。



适宜种植水稻； 海湾省、 北部省、 中央省、 桑道恩省和布干维尔自治区适

合改良牧草的生长。

二　 农业生产的分类

根据生产目的，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农业可分为自给性农业和商品性农

业两大类型。①

（一） 自给性农业

由本地人生产经营， 产品主要用于满足自身的消费。 其特点是农作物

种类较多， 专业化程度和生产力水平较低； 生产分散落后， 呈现出孤立状

态； 产量小， 商品率低， 尤其是深山、 边远交通闭塞的地方尤为突出。 根

据自然条件和各类作物生长对外部环境的要求以及耕作方式的差异， 自给

性农业又分为低地农业和高地农业。
低地农业： 包括低地森林、 热带稀树草原和沼泽地区的农业。 低地森

林区的经营方式是在小范围内通过砍伐森林并用火焚烧后， 使用掘土棒松

土、 挖坑、 点种作物。 在作物生长期间很少进行田间管理。 由于密植的粮

食作物和杂草很快耗尽了土壤中的养分， 加上病虫害的滋生蔓延， 每块土

地耕种一两年后就被抛荒。 热带稀树草原区， 草根盘结， 根系很深， 开垦

难度较大， 主要用于狩猎和野生根茎的采集。 低地森林、 热带稀树草原区

栽培的农作物以芋头、 甘薯、 大薯等为主。 在沿海和海拔 ５００ 米左右的弗

莱河、 塞皮克河沿岸的沼泽和半沼泽地区， 西谷是主要作物。
高地农业： 分布在海拔 １０００ ～ ２２００ 米之间， 从西部边境向东一直延

伸到凯南图高原， 全长约 ９００ 公里， 多属高山谷地和缓坡地。 这里的河流

阶地、 河谷冲积扇分布着许多田园。 高地农业主要位于草原地区， 田园大

部分筑有围栏， 以防止动物破坏庄稼。 在土壤比较肥沃的地区， 种植期则

取决于篱笆寿命的长短。 高地地区人口较多， 劳动力充裕， 整地、 除草、
开畦、 挖沟修渠、 施肥、 防止水土流失等田间管理比较精细， 单位面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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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建堂、 姜乃刚： 《巴布亚新几内亚农业及其发展初探》，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１９８２ 年

第 １ 期， 第 １１１ ～ １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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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高， 养活了比低地更多的人口。 其主要作物是甘薯， 其次是香蕉、 玉

米、 芋头、 大薯、 木薯、 豆类、 甘蔗等。

（二） 商品性农业

包括小农业生产的可供出售和自身消费的两用作物 （包括木本科和

禾本科） 部分， 以及完全为了出售而种植经济作物的种植园农业①， 是对

传统自给自足经济的重大突破。 种植园农业始于 １９ 世纪末， 现已从最初

的新爱尔兰和新不列颠东北部沿海地区扩大到米尔恩湾沿岸、 莫尔兹比

港、 马当、 波蓬德塔， 以及高地地区的戈罗卡、 芒特哈根、 明季、 邦兹

（Ｂｏｎｚ）、 瓦沃 （Ｗａｗｏ） 等地。 商品性农作物主要有咖啡、 可可、 椰子、
油棕、 茶叶、 橡胶等。

三　 农作物的种植

农业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既要为国内人民的生活

提供必要的食物， 又要出口换取外汇。
（一） 农作物的引种

１９ 世纪末， 随着欧洲人不断涌向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 小麦、 水稻、

玉米等 ６ 种粮食作物， 数十种蔬菜、 水果， 以及坚果等大量作物相继被引

种， 提高了农作物的多样化， 新品种生长期缩短， 耕种时间延长， 提高了

土地利用率， 粮食产量得到提高。 １９４０ 年以后， 以甘薯和木薯为代表的

农作物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得到广泛种植。

（二） 粮食作物

目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可作为食用的粮食作物有 ２５１ 种， 主要以番

薯、 木薯、 玉米、 芋头、 花生等为主， 几乎涉及每个家庭， 但种植面积比

较小。 由于当地气候条件优越， 土壤肥沃， 使得这些作物的生长基本能够

满足当地人的生存需求。② 菲律宾和中国援助的水稻种植已试种成功。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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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高放： 《万国博览———美洲大洋洲卷》， 新华出版社， １９９８， 第 １０７６ 页。
刘昭华： 《巴布亚新几内亚农业发展现状与展望》， 《热带农业工程》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第

７４ 页。



因水稻种植和加工相对繁琐， 当地人一般不热衷种植， 播种后基本上不进

行施肥和病虫害防治。 加之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重视经济作物的生产， 对

粮食和蔬菜的生产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 致使粮食、 蔬菜和肉类等农副产

品需要大量进口。
（三） 经济作物

热带木本经济作物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目

前， 全国各地有 ６００ 多个种植园区， 主要以椰子、 油棕、 可可、 咖啡、 甘

蔗、 橡胶等为主， 吸纳了全国 ６０％ 的劳动力， 是主要的出口农产品。
２０１２ 年， 椰干、 可可豆、 咖啡、 天然橡胶和棕榈油的出口额达 ２６ ７７ 亿

基那 （约合 １０ ６３ 亿美元）。 出口目的地主要有美国、 新加坡、 印度尼西

亚、 德国、 英国、 马来西亚等。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南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椰油和椰干生产国。 主要产地

有东新不列颠省、 新爱尔兰省、 马努斯省、 马当省、 中央省、 米尔恩湾省

和布干维尔自治区， 种植户有 １０ 万多家。 ２０１１ 年， 椰油、 椰干出口总额

分别为 １ ７４ 亿基那 （约合 ６８８３ 万美元） 和 ７０００ 万基那 （约合 ２７６９ 万美

元）。① 椰干出口量仅次于印度尼西亚， 居世界第二位。 出口市场主要有

澳大利亚、 德国、 菲律宾和新加坡。 ２０１３ 年， 面对国际市场椰肉价格的

下跌， 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始着眼于椰子生物燃料、 木材和椰油等其他副产

品的开发， 发展下游增值加工产业。 ２０１４ 年， 椰子产量 ７０ 万吨， 产值 ６
亿基那 （约合 ２ ３８５ 亿美元）。②

棕榈油产业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主要产区为西新不列颠省， 种植面

积 ５ ８ 万公顷。 其中庄园区的产量占 ６５％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 棕榈油成

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大出口农产品。 目前， 该产业每两周大约支付 ６００
万 ～ ８００ 万基那用于商铺间的货币流通。 约有 ２ 万个家庭依靠棕榈油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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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　 巴布亚新几内亚农业出口受损》，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

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ｌ ／ ２０１３０５ ／ 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１２８３７３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椰子加工项目招商》， 巴布亚新几内亚招商投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ｚｓｙｚ ｃｏｍ ／ ａｏｚｈｏｕ ／ ３８１４５２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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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生计。 ２０１４ 年， 棕榈油出口 ６４ 万吨， 出口总量居世界第三位，① 收

入超过 １０ 亿基那 （约合 ３ ９７５ 亿美元）， 主要出口欧洲市场。
咖啡是 １９２７ 年从美洲地区牙买加蓝山引种而来。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

期， 开始在高地和莫罗贝地区海拔 １３００ ～ １８００ 米的丘陵地带广泛种植，
６０ ～ ８０ 年代， 产量约占世界的 ２７％ ， 曾经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口收入最

多的农产品， 后被棕榈油所取代。 目前， 东、 西高地省 ７５％ 的耕地用于

咖啡种植。 政府设立的咖啡开发局负责协调全国咖啡业的科研、 种植、 购

销等。 农民以小块田地的方式种植， 由数以千计的咖啡农组成合作社经营

咖啡的产销， 产量占全球的 １％以上。 ２０１３ 年， 从业人员约 ２５０ 万人， 种

植面积约 ８ ７ 万公顷。 出口咖啡 １００ 万袋， 金额达 ５ 亿基那 （约合 １ ８ 亿

美元）②，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二大出口农产品、 第二大高利润作物。 出

口对象主要是澳大利亚、 美国、 德国和日本。
可可是 １９ 世纪末由德国人和欧洲传教士带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由

于当地自然条件优越， 可可质地优厚， 质量上乘， 超过 ６５％ 的可可由农

村家庭生产， 成为世界第九大可可生产国。 ２０１０ 年， 可可占农产品出口

额的 ２２％ ， 主要出口美国、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德国、 英国、 马来西

亚等。 ２０１３ 年， 由于种植面积扩大、 生产效率提高和收益向种植者倾斜

等原因，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可可总产量达到 ３９２３６ 吨， 比上一年增长 １８３
吨。 东塞皮克省、 布干维尔自治区、 马当省、 东新不列颠省分别占总产量

的 ３２ １％ 、 ３２％ 、 １５％ 、 １２％ 。 出口 ３８９９４ 吨， 收入 ２ ０６８ 亿基那， 同比

增长 １１ ７％ 。③

１９０３ 年， 橡胶开始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种植。 目前是大洋洲唯一的天然

橡胶生产国协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ｕｂｂ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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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全球棕榈油生产及消费情况分析》， 中国产业信息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ｙｘｘ ｃｏｍ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２０１５１１ ／ ３６２４９５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计划扩大在全球咖啡市场份额》，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ｉｒｎ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４０６２５ ／ １８０４１６４９８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浏览。
《２０１３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可可出口收入达 ２ ０６８ 亿基那》，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

内亚 大 使 馆 经 济 商 务 参 赞 处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７ ／
２０１４０７００６６４０５５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浏览。



ＡＮＲＰＣ） 成员国， 主要集中在中央省和国家首都区等地， 也是巴布亚新几

内亚唯一由国家控制的产业， 约有 ８０００ 个家庭以此为生。 ２０１１ 年， 出口

收入 ４０００ 万基那 （约合 １５８０ 万美元）。① ２０１３ 年， 产量近 ８０００ 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茶叶在莫罗贝地区海拔 ６００ 米的加莱纳 （Ｇａｌｅｎａ）

一带进行试种。 １９６２ 年以后， 开始在高地地区广泛种植。 １９６９ 年， 首次

出口即达到 ２８９ 吨。② 当地的云雾茶清香可口， 在亚洲、 欧洲和美洲占据

重要的市场份额。 ２０１１ 年， 茶叶种植面积达到 ４５００ 公顷， 产量 ５０４１
吨，③ 出口收入 ７２０ 万美元 （约合 １８２０ 万基那）， 在大洋洲三大茶叶生产

国中排名第一位， 是 “世界三十六个茶叶主产区” 之一。④

（四） 热带水果

热带水果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的重要食物来源， 也是百姓收入的主

要来源。 常见的水果有香蕉、 木瓜、 芒果、 椰子、 西瓜等。 在山地原始森

林中有野龙眼、 野香蕉等大量的野生果树。 在低海拔和沿海地区， 椰子树

随处可见， 椰子是当地居民重要的饮料和食物。⑤ ２０１０ 年， 巴布亚新几内

亚水果 （不含瓜类） 收获面积 ２０ ２ 万公顷， 总产量 ２４２ 万吨， 单产达

１１９６４ 千克。⑥

（五） 蔬菜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蔬菜种植主要集中在新几内亚岛的北部高地地区，
种类以西红柿、 胡萝卜、 蛇瓜、 黄瓜、 苦瓜、 茄子、 大葱、 生姜、 蒜、 甘

蓝、 生菜、 花菜、 四季豆、 豇豆等瓜果类蔬菜为主。 番茄、 辣椒、 南瓜、
黄瓜等蔬菜种子主要引自新西兰， 而白菜、 卷心菜等来自于日本。 当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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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杨进昌：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农业》， 《世界农业》 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１７ 页。
〔澳〕 Ｎｉｃｋ Ｈａｌｌ： 《茶》， 王恩冕等译， 中国海关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 ２６４ 页。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４０２ 页。
苏锦平、 朱仲海： 《２０１１ 年全球茶叶产销形势分析》， 《中国茶叶加工》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
第 ８ 页。
刘昭华： 《巴布亚新几内亚农业发展现状与展望》， 《热带农业工程》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第

７４ 页。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４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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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技术落后， 蔬菜品种质量较差， 产量较低， 很多蔬菜都不是在最佳收

获期采收， 而是在最大时采收， 致使四季豆、 茄子等常因过期采摘而无法

食用。

四　 农业生产展望及对策

（一） 发展目标

根据自然条件、 历史基础优势以及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动向， 巴布

亚新几内亚确立的农业发展目标是： 提高个体农户产量及农产品质量，
增强传统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鼓励多种经营， 支持农户发展出

口作物种植基地； 促进各地区农业的平衡发展， 坚持农业可持续发展

战略， 实现减少贫困、 增加就业、 维护粮食安全。① 农业生产的发展方

向放在热带木本经济作物和国内人民需要的粮食作物生产方面。 热带

木本经济作物以咖啡、 可可、 椰子、 油棕、 茶叶等为重点。 粮食作物

以水稻、 豆类等为重点。 高地地区扩大种植水稻、 玉米、 豆类等粮食

作物， 以及高质量的水果和蔬菜； 低地地区的中央省、 海湾省、 米尔

恩湾省、 莫罗贝省、 东塞皮克省、 桑道恩省的沿海冲积平原， 试种或

扩大种植水稻。
（二） 发展对策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成立农业与畜牧业部， 其职责包括： 负责与

农业和畜牧业相关的立法管理； 促进农业发展和生产就业； 帮助省政府提

高农业管理能力； 根据主要农产品和畜产品的需求， 实施相关投资项目；
负责与农业开发银行和国家计划管理局进行沟通； 管理试验站和实验室，
推进试验和产品的市场化生产； 为公众提供农牧业的延伸服务和科技信

息； 为农业机构提供服务。
２０１３ 年， 针对矿产、 油气产业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口的贡献不断增

大， 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受到影响， 农业与畜牧业部开始实施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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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商务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外交部关于发布 《对外投资国别产品指引 （２０１１
版）》 的通知， 第 ２８３ 页。



年战略和总体规划》， 计划将农业从生存及半商业性产业转变为气候应

变、 商业导向的产业， 并为未来 ２０ ～ ４０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世界级农

业产业奠定坚实基础。①

在经济作物种植方面，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与

世界银行合作， 投资 ４６２１ 万美元恢复和改善咖啡、 可可的生产能力。
１１ 月， 又推出促进咖啡生产新政策， 保护咖啡种植者， 实施农业补贴

计划， 促进咖啡产量提高和扩大出口。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争取到世界银行

３０００ 万美元的援助， 资助 ６ 万名小规模的可可和咖啡种植者， 使他们

在未来 ５ 年内产量翻一番。③ ５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小型咖啡种

植者可直接出口咖啡， 以增加他们的收入。④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为了鼓励咖啡

种植业发展，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拨款 ７００ 万基那， 淘汰老旧咖啡种苗，
培育新种苗。⑤

在传统农业发展方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减少

大米进口， 鼓励外国公司和谷物投资者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从事商业水稻种

植， 其最低投资基准为 ２ 亿基那 （约合 ７２００ 万美元）。 同时， 建议从事

谷物贸易的大米进口商进行谷物种植。 国家行政委员会还批准了未来引入

“大米配额制度”， 意味着巴布亚新几内亚将在 １０ 年内由大米净进口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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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全球农产品需求有利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农业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

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２０１３０３ ／ ２０１３０３０００４３６９２．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１０ 月１２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推出促进咖啡生产新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

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３１１ ／ ２０１３１１００３８１３８４．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１０ 月１２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欢迎世界银行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援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

亚新几 内 亚 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２０１４０４／
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５６１７４４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０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允许小型咖啡种植者直接出口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

亚大 使 馆 经 济 商 务 参 赞 处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５ ／
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６０２１９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拨款 ７００ 万基那鼓励咖啡产业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

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ｄｄｑｙ ／
２０１５０７ ／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０４２８９３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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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大米出口国。①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政府又决定禁止进口大米和土豆、 洋

葱、 辣椒、 南瓜、 豆子、 中国白菜、 胡萝卜、 生菜等生鲜农产品， 从而扶

持本地农场主及中小企业的发展。②

为了确保农业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

政府决定免去与农业相关的化肥、 除草剂、 拖拉机、 工具、 水泵和农业机

械等物资和设备的进口关税。③

第三节　 畜牧业和养殖业

巴布亚新几内亚许多地区水草茂盛， 生长迅速， 拥有 ５１０ 万 ～ ５５０ 万

公顷的天然牧场。 其中 ７５％ 的牧场是放牧牛羊、 发展畜牧业和养殖业的

良好场所。 畜牧业和养殖业以牛、 猪为主， 其次是绵羊、 山羊、 兔子和家

禽等。 家畜占整个国内食物产品的 １３％ 。

一　 养牛业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养牛业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地域辽阔、 人烟稀

少、 肥力较低、 不宜种植农作物的草原地区， 如中央省沿海、 马克姆河两

岸、 东高地省与西高地省之间的部分盆地、 塞皮克河流域北部地区均可作

为天然牧场放牧牛群， 实行 “敞开放牧、 定期围捕” 的养殖方法。 在农

作物种植密度较大的地区， 可采取围栏放牧， 以防止牲畜啃食庄稼。 目

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养牛业以菜牛为主， 主要分布在莫罗贝省、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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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计划采取措施减少大米进口　 推动大米出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３１２ ／ ２０１３１２００４２３０７８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将禁止进口大米和生鲜农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

亚大 使 馆 经 济 商 务 参 赞 处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５０８ ／
２０１５０８０１０７９１２０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将免去与农业相关的设备和物资进口关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

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３ ／
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５０９５８４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浏览。



省、 马当省和西高地省。 奶牛只占总头数的 １ ／ １７， 全部集中在城镇郊区，
主要是利用食品工业的渣滓和郊区生产的块根菜类等发展乳牛饲养业。 目

前， 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的牛肉、 牛奶、 乳制品等， 其中进口牛肉占全国消

费的 ５０％ 。①

二　 养猪业

猪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不仅是一种食品， 更重要的是一种财富的象征，
在社交场合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此， 养猪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养殖

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生猪养殖主要集中在高地各省广大农村， 那里猪与

人的比例高达 ３ ∶ １。 近年来， 巴布亚新几内亚还建立了一些中小型养猪场，
基本满足了国内的市场需求。 但由于猪的养殖不设圈， 加之品种低劣， 卫

生条件差， 所以生长缓慢， 患病率较高， 严重影响了生猪产量和质量。

三　 鳄鱼养殖业

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部的巴布亚平原地区气候湿润， 地势低平， 沼泽遍

布于河流与海滩之间， 十分适宜鳄鱼的生长。 鳄鱼皮具有很高的使用价

值， 可用来制作皮包、 箱子、 皮带或者皮鞋。 因此，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

前， 欧洲商人为获取鳄鱼皮， 大肆捕杀鳄鱼， 使野生鳄鱼数量急剧减少。
国家独立后， 新政府十分重视鳄鱼的保护与养殖。 一方面采取措施， 限制

野生鳄鱼的捕杀量， 严禁外国人入境捕猎； 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鳄鱼饲养

业。 幼年鳄鱼在村庄饲养， 较大的在沿海地区饲养。 截至目前， 全国已建

成 ３００ 多个鳄鱼养殖场， 成为世界上拥有鳄鱼品种最多和相当数量鳄鱼的

国家。② 鳄鱼养殖已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重要经济支柱。 现在每年出口

到欧洲和日本市场的鳄鱼皮达 ３ 万张， 可换取外汇 １０００ 万美元。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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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巴布亚新几内亚希望寻求合作伙伴帮助该国发展农牧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

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６ ／
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６０９４５０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浏览。
罗震光： 《世博迎来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馆日》， 华夏经纬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ａｘｉａ
ｃｏｍ ／ ｚｔ ／ ｔｂｇｚ ／ １０ － ００１ ／ ２０９５９２６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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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鱼肉也是当地最普遍的食物之一， 人们喜欢把鳄鱼肉切成长条， 用盐腌

制后晒干或风干， 需要时就割下一条烤着吃甚至生吃。 在当地， 许多饭店

的主菜就是鳄鱼肉。

第四节　 渔业

１９７８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 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济区后， 捕鱼区

面积扩大到 ２４０ 万平方公里， 在南太平洋地区仅次于法属波利尼西亚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ｏｌｙｎｅｓｉａ） 和基里巴斯。 其中 ５９５ ７ 平方公里的特别经济区是渔

业资源最富饶的区域之一， 巴布亚新几内亚由此成为南太平洋地区第三大

渔区。 其专属经济区分为河口区、 海湾与珊瑚礁区、 沿岸陆架区、 深珊瑚

礁区、 深陆架区、 深洋区， 其中水深 １０００ 米以上的深洋区占专属经济区

总面积的 ８０％ 。 个体渔业在河口区、 海湾与珊瑚礁区捕捞， 拖网在沿岸

陆架区拖虾， 底层钓和深水拖网在深珊瑚礁区和深陆架区捕捞， 金枪鱼捕

捞则在深洋区。①

一　 渔业资源

巴布亚新几内亚位于珊瑚海、 俾斯麦海以及所罗门海交界处， 多股洋

流交汇为水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 沿海发现的经济鱼类、 软体动

物和甲壳类动物有 １ 万多种， 物种数量是红海海洋物种的 ２ 倍， 是加勒比

海地区的 ５ 倍，② 成为世界海洋物种最为丰富的海域之一。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要的商业海产品有金枪鱼、 对虾、 龙虾、 澳洲肺鱼

和章鱼等。 另外还包括真鳟、 珍珠母、 海参、 绿蜗牛壳、 贝壳、 珊瑚、 鲨

鱼等一些定栖渔业资源。 其中深洋区渔业资源量占 ４６％ ， 海湾与珊瑚礁

区占 ２１％ ， 沿岸陆架区占 １５％ ， 其他海区占 １８％ 。 通常捕获的种类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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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世界各国和地区渔业概况深题组编 《世界各国和地区渔业概况》 （上册）， 海洋出版社，
２００２， 第 ２４ 页。
《图行世界》 编辑部编 《全球最美 １００ 个度假地》， 中国旅游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８ 页。



枪鱼类、 虾类、 龙虾、 礁岩鱼类、 小型中上层鱼类和软体动物等。 金枪鱼

以鲣鱼、 黄鳍金枪鱼和肥壮金枪鱼最为丰富， 产地主要集中在马努斯省、
新爱尔兰省和东新不列颠省的拉包尔附近， 年潜在捕捞量 ３０ 万吨， ２０１０
年曾达到 ７２ 万吨， 价值约 １３ ５ 亿美元， 约占世界金枪鱼捕捞量的 １７％ ，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枪鱼供应国， 与密克罗尼西亚、 基里巴斯、 马绍尔群

岛、 瑙鲁、 帕劳、 所罗门群岛、 图瓦卢等 《瑙鲁协定》 成员国控制了世

界 ３３％的金枪鱼产量。 目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金枪鱼年捕捞量控制在 ２０
万吨左右， 占世界捕捞量的 １０％ 及南太平洋地区的２０％ ～ ３０％ 。 产品主

要出口亚洲部分国家和美国。 对虾、 龙虾和章鱼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巴布亚

湾的浅滩附近， 年出口量在 １ ５ 万吨以上。 ２０１１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海

洋鱼类产量达 １７ ２ 万吨。① ２０１４ 年， 渔业产值达 ４ ５７ 亿基那 （约合 １ ３
亿美元）， 出口收入 ３ ２１４ 亿基那 （约合 １ ２８ 亿美元）。

巴布亚新几内亚内陆河流湖泊众多， 分布广泛， 淡水食用鱼类有

１０００ 多种。 内河捕鱼业主要集中在塞皮克河流域， ２０１１ 年， 捕捞量达到

１ ５ 万吨。② 此外， 高地地区的一些渔民开始进行鲑鱼和鲤鱼的商业化养

殖。

二　 渔业资源开发

（一） 发展政策

巴布亚新几内亚有 １００ 多万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区和附近海域岛屿上，
渔业已成为该国第三大经济支柱。 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和海域环境，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 巴布亚新几内亚引进亚洲开发银行和澳大利亚的捐赠资金项

目， 成立渔业管理局， 监管渔业生产和管理捕鱼执照， 对鱼类繁育海域和

捕鱼渔具作出了具体规定。 １９９８ 年颁布 《渔业管理法案》， 规范了渔业的

外来投资。 此后，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渔业实现了快速发展。
２００５ 年， 为鼓励渔业可持续发展，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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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第 ４０８ 页。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第 ４０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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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６” 国家渔业开发计划框架， 旨在大力增加下游加工产品的产

量和产值， 鼓励发展渔业在岸加工。
（二） 海洋渔业捕捞的类型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以来， 将丰富的渔业资源既作为其沿岸居民的一

种食物源， 又作为获取执照费和出口赚取外汇的一种来源， 开发初期集中

在花费最少而获利较高的鱼类。 其海洋渔业主要有外国公司的大型商业性

捕鱼和沿海居民的传统捕鱼活动。
１ 外国公司的大型商业性捕鱼

包括出口型和供应国内市场的小型商业性渔业。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世界主要渔业大国签订渔业协

定， 向日本、 美国、 朝鲜、 韩国、 洪都拉斯、 菲律宾、 巴拿马、 瓦努阿

图、 印度尼西亚、 中国等远洋渔船颁发捕捞许可证。 捕捞对象主要是金枪

鱼、 对虾、 龙虾和淡水尖吻鲈等。 ２０１３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渔业管理局

向国库部上缴了 ５０００ 万基那 （约合 １８００ 万美元） 的收益。①

１９８１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日本签订民间渔业协定。 日本成为第一

个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域进行捕鱼的国家。 １９８７ 年， 两国政府签订了

为期 ５ 年的捕捞合同， 日本捕捞公司开始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专属经济区

内捕鱼。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两国重新签订渔业协定， 日本 ３０ 艘金枪鱼捕捞船

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渔场捕鱼， 入渔费用 １０ １２５ 万美元 ／艘。 同时， 两国

还签订 《技术项目合作协定》， 日本提供 ４６ 万基那 （约合 １８ 万美元） 的

材料和设备， 派遣技术专家， 帮助修建小型码头及制冰设备。②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两国第六次签订围网渔业协定， 许可入渔的日本围网船达到 ３５ 艘，
入渔费用为 １９ ３ 万美元 ／艘， 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１０ ９％ 。③

９７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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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亚新几内亚渔业每年上缴国库数千万基那收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

亚大 使 馆 经 济 商 务 参 赞 处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９ ／
２０１４０９００７４２０７０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浏览。
缪圣赐： 《日本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订了 ２００９ 年度金枪鱼围网船入渔的渔业协定》， 《现
代渔业信息》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 第 ３４ 页。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渔业概况编写组编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渔业概况》， 海洋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１９７ 页。



１９８３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韩国签订渔业协定， 允许韩国延绳钓渔

船和围网船在其金枪鱼渔场捕鱼。①

１９８６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美国签订为期 ５ 年的渔业协定， 允许美

国金枪鱼渔船到其附近海域划定的专属经济区内捕鱼。 美国渔船队须按协

定缴纳一定数额的赊金。② １９８８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等 １６ 个太平洋岛国

及地区与美国达成为期 ５ 年的国际渔业合作模式， 允许 ５０ 艘美国围网船

在整个中西太平洋海域捕捞金枪鱼。 １９９３ 年协议期满后， 又续约 １０ 年。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及太平洋岛国论坛渔业局其他成员国与美

国签署入渔协议， 允许美国 ４５ 艘围网船今后 １０ 年内在签约国专属经济区

内捕鱼。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太平洋岛国与美国谈判， 达成

了总额 ９０００ 万美元的入渔协议。
１９８９ 年， 苏联渔业代表团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次年， 两国签署了

《渔业合作协议》。
１９９６ 年， 菲律宾 ＲＤ 金枪鱼罐头有限公司 （ＲＤ Ｔｕｎａ Ｃａｎｎｅｒｓ Ｌｔｄ ）

获得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域为期 ２０ 年的捕捞协议。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中国山东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捕捞分公司

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渔业管理局签订入渔协议， 并派大型围网船 “泰福”
轮、 “泰寿” 轮赴巴布亚新几内亚专属经济区捕捞金枪鱼， 这是中国渔船

首次进入该国海域捕鱼。 ２００３ 年， 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就促进渔业合

作达成共识： 双方加强在海洋资源调查、 捕捞、 水产养殖、 人员培训等方

面的合作； 巴布亚新几内亚给予中国金枪鱼围网船相当数量的捕捞许可

证； 中国援建巴布亚新几内亚渔业项目。 而后， 上海远洋渔业公司与巴布

亚新几内亚签订入渔协议， 大型围网船 “金汇 １ 号” 开始进入巴布亚新

几内亚专属经济区捕捞金枪鱼。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中国辽宁大连德远渔业公

司 ２０ 艘拖网渔船进入马努斯省近海海域进行为期一年的渔业探捕。 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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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世界各国和地区渔业概况课题组编 《世界各国和地区渔业概况》 （上册）， 海洋出版社，
２００２， 第 ３２ 页。
张宏儒： 《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大事全书》， 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３， 第 １０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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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渔业协会远洋金枪鱼分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渔业管理局续签了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 年度入渔协议， 中国 ８ 艘金枪鱼围网船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域进行

捕捞。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中国远洋渔业协会代表团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新

的年度双边入渔协定， 总捕捞天数 ４４８ 天， 入渔费用 ２１７ 天为 ８０００ 美元 ／
天， ２３１ 天为 ９５００ 美元 ／天， 共计有 １２ 组围网船、 ５ 家围网企业入渔。①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山东荣成永进水产有限公司与中国台湾渔业企业签订合作

意向， 双方联手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专属经济区开展捕捞作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法国萨普默渔业公司 （Ｓａｐｍｅｒ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Ｃｏｒｐ） 获得了巴

布亚新几内亚颁发的太平洋金枪鱼捕捞许可证， 其深海冷冻金枪鱼围网船

总数达到 ２０ 艘。
２ 沿海居民传统捕鱼活动

在沿海或江河沿岸进行的小规模生计性渔业， 多半属自给性渔业， 所

捕鱼、 虾主要供应国内市场。 沿岸居民的个体渔业主要在 ３ 万平方公里的

礁岩周围和环礁湖泊的近岸区捕捞， 礁岩区每平方公里年生产能力高达

１ ５ 吨， 沿岸渔民一年可捕获 １ ７ 万吨以上的渔获物。 各种作业渔船达

３０００ 余艘。 主要渔具有渔叉、 刺网、 小围网、 抄网、 手钓、 竿钓和曳绳

钓等。 曳绳钓和手钓主要捕捞康氏马鲛、 鲹、 鲔等， 刺网主要捕捞尖吻鲈

鱼以及马鲅科、 海鲇科、 石首鱼科、 真鲨科等底层鱼。 另外， 还捕捞鲻

科、 裸颊鲷科、 笛鲷科、 鹦嘴鱼科、 刺尾鱼科等礁岩鱼类和泻湖鱼类。②

（三） 海产品加工

巴布亚新几内亚沿海地区渔业的商业化生产主要是鱼产品加工， 集中

在马当省的马当市和莫罗贝省的莱城市。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菲律宾 ＲＤ 金枪鱼罐头公司在马当市建立了一家集捕鱼

和罐头加工于一体的罐头厂， 雇用工人 ３６００ 人， 日加工能力 ２００ 吨， 产

品主要出口欧盟， 是当时巴布亚新几内亚妇女就业最多的企业， 也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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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渔业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中国经济网站， ｈｔｔｐ： ／ ／ ｉｎｔｌ ｃｅ ｃｎ ／
ｓｊｊｊ ／ ｑｙ ／ ２０１６１０ ／ ２８ ／ ｔ２０１６１０２８＿ １７２８７７２８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浏览。
各国概 况 ＞ 太 平 洋 海 区 ＞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中 国 远 洋 渔 业 信 息 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ｄｗｆ ｃｏｍ ／ ｂｅｎｃａｎｄｙ ｐｈｐ？ ｆｉｄ ＝ １３８＆ｉｄ ＝ １２２，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浏览。



制造业中最大的企业之一。 ２００９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在马当市

维达尔 （Ｖｉｄａｒ） 地区规划 ２１５ 公顷的土地， 建立太平洋渔业工业园区，
为南太平洋地区金枪鱼工业设立加工厂提供机会， 最终将马当市建成世界

金枪鱼加工中心。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中国台湾华伟渔业公司与菲律宾、 新加

坡的渔业公司联合成立新几内亚金枪鱼制造公司， 在马当市投资 ２７００ 万

美元建立了金枪鱼罐头厂， 日加工能力 ２００ 吨。
２００６ 年， 菲律宾福来贝尔渔业公司 （ Ｆｒａｂｅｌｌｅ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Ｃｏｒｐ） 投资

３１２５ 万美元， 在莱城市建立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 日加工金枪鱼 １２０ 吨，
雇佣女工 ２５００ 人， 年销售量 １ ６ 亿罐， 销售额 ４１００ 万美元， 产品销往欧

美和亚洲国家。 ２０１０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在莱城市建立三个大

型渔业加工厂， 计划未来 ５ 年内进一步提升渔业加工产业能力。 ２０１２ 年，
由菲律宾最大的罐头生产商———世纪罐头公司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ｒｐ）、
福来贝尔渔业公司以及世界第二大金枪鱼罐头生产商———泰国联盟公司

（Ｔｈａｉ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ｒｐ） 组建的雄伟海产公司 （Ｍａｊｅｓｔｉｃ Ｓｅａｆｏｏ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在

莱城市马拉汉格 （Ｍａｌａｈａｎｇ） 投资 ８０００ 万基那 （约合 ３４４０ 万美元）， 建

造了金枪鱼罐头厂， 日产金枪鱼罐头 ３８０ 吨， 雇用工人 ５０００ 多人， 成为

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金枪鱼罐头厂。 该公司产品的 ２０％投入当地市场，
８０％出口欧盟、 美国、 中东和日本。①

第五节　 林业

林业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森林工业为巴布

亚新几内亚解决了大量人员的就业问题。

一　 森林资源及分类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处赤道附近， 森林资源极其丰富， 拥有世界上仅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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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金枪鱼罐头厂即将投产　 有望增加大量就业岗位》， 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独 立 国 大 使 馆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ｄｇｋ ／
ｚｗｊｉｎｇｊｉ ／ ２０１２０８ ／ ２０１２０８０８２８０９０１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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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 非洲刚果河流域的热带雨林。 根据联合国粮食与

农业组织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缩

写： ＦＡＯ） ２００５ 年发表的 《世界森林状况报告》， ２０００ 年巴布亚新几内

亚的森林覆盖率为 ６７ ６％ ， 原始森林面积 ３０６０ １ 万公顷， 其中有高品质

的柚木、 檀木、 花梨木等优质热带硬木资源。 另有 ９ 万公顷的人工林， 树

种为桉树、 肯宁汉南美杉、 云南石梓、 大叶相思树、 松树、 榄仁树、 柚木

等， 主要是用于国内消费， 由林业部门管理。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森林资源主要由热带阔叶雨林构成， 乔木树种有

１０００ 多种。 森林按海拔高度分为四种类型：
低地热带雨林： 分布在海拔 １０００ 米以下地区， 植被由三层构成， 上

层树冠群高 ５０ 米左右。 树种繁多， 主要有龙脑香科、 使君子科、 无患子

科、 梧桐科、 漆树科。 树下是灌木和藤。 在低地和海岸上、 江河河口处有

沼泽林、 红树林、 桉树等。
低山林： 位于海拔 １０００ ～ ２１００ 米之间， 植被由两层构成， 主要是常

绿针叶、 阔叶混交林。 优势树种为栎木类， 树种有肯宁汉南美杉和韩斯丁

南美杉， 商业价值极高。
山地林： 位于海拔 ２１００ ～ ４０００ 米之间， 树木高度只有 １２ ～ １３ 米， 主

要树种为针叶的南洋山毛榉， 以及罗汉科、 柏科针叶树大径木。
高山植物群落： 位于海拔 ４０００ 米以上， 为灌木林及丛生草地②。

二　 森林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巴布亚新几内亚林木总蓄积量约 １２ 亿立方米， 可采伐蓄积量 ３ ６ 亿

立方米， 目前可供开采的木材约有 ３７５０ 万 ～ ４５００ 万立方米。 该国木材共

有 ４００ 多种， 其中 ２００ 多种具有出口潜力， 已开发的商业性树种主要有鸡

骨常山属、 红厚壳属、 印茄属、 胶木属、 紫檀属、 丁子香属、 榄仁树属

等。 其中 ７０ 种木材的商业价值已经被国际市场所认可， 森林资源优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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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冯开禹：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概论》，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２０１ 页。
施昆山： 《当代世界林业》， 中国林业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８４７ 页。



开发潜力巨大。
在森林资源开发过程中，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采取了借助外部力量带

动经济发展的政策。 具体措施是以国际招标的方式， 与国外企业联合， 把

森林开发与乡村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要求外国开发商为林区乡村修建道

路、 桥梁、 码头及学校等公用设施， 以此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如新加坡

的泛太平洋资源有限公司 （Ｐａ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ｔｄ ） 于 ２００７ 年成立太

平洋国际资源开发 （巴布亚新几内亚） 有限公司， 租赁巴布亚新几内亚 ６
万公顷林地， 年采伐木材 １０ 万立方米， 并加工地板， 旋、 刨切单板， 实

木门， 细木工板等产品。 作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运作的条件， 该公司负责

对林地进行翻地耕作， 种植两季玉米、 木薯、 香草兰、 甜叶菊、 金银花及

棕榈树等。①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国共有 ２５ 家木材公司， 主要来自于

马来西亚、 日本、 澳大利亚， 分别占林业市场份额的 ８０％ 、 ９％ 、 ９％ 。
马来西亚最大的胶合板生产与出口公司———常青集团 （Ｒｉｍｂｕｎａｎ Ｈｉｊａｕ
Ｇｒｏｕｐ） 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经营木材的最大的公司， 控制了该国原木出

口的 ７０％ 。
近年来， 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始注重家具、 胶合板、 地板和其他建筑材

料为主的林木产品下游加工， 成立了 ４０ 多家锯木厂、 １ 家胶合板厂、 １ 家

木屑墙纸厂和 ２５ 家家具制造厂， 并成为国内发展最快的制造业部门。 大

中型锯木厂主要由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日本等国的投资者垄断， 本国企

业仅占有很小的份额。② 林木产品加工主要以澳洲蔷薇木、 菠萝格木、 黑

豆木和唐木等珍贵树种为原料。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仅次于马来西亚的世界第二大热带原木出口国， 出

口市场主要是亚洲。 其中中国、 韩国和日本三国占总量的 ８０％ 以上。 家

具以及刨花、 胶合板、 地板等经过深加工的建筑材料， 主要出口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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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太平洋国际资源开发 （巴布亚新几内亚） 有限公司》， 中华英才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ｈｒ ｃｏｍ ／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２０ － ６７０４７３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怎样保障木材的合法性》， 《中国绿色时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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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新西兰和南太平洋国家。 层压板主要出口中国和韩国。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６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林业产业外汇年均收入 ４ ３０５ 亿基那 （约合 １ ５６ 亿

美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７％ ～９％ ， 全国约有 １ 万人直接就业于林业部

门。 ２００７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口木材 ２８０ 万立方米， 出口额 ６ ３１２ 亿

基那 （约合 ２ ２８７ 亿美元）， 占出口商品总额的 ５％ ， 创税 １ ３８ 亿基那

（约合 ５０００ 万美元）， 成为继矿产、 石油产业之后的第三大出口创汇产

业。 ２０１０ 年， 原木出口 ２９９ ９ 万立方米， 其中中国、 印度、 日本分别占

８６％ 、 １０％ 、 ３％的份额。 ２０１４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木材及家具、 胶合

板、 地板等建筑材料出口额达 ８ １５１ 亿基那 （约合 ３ ２４ 亿美元）。①

三　 经济林 （非木材林产品） 的开发与利用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林业不仅提供了木材产品， 还为国家农业经济提供

了多领域的产品和服务， 拥有极其丰富的非木材林产品。 据统计， 巴布亚

新几内亚的粮食作物有 ２５１ 种， 其中 ４８ 种是果树， 有些坚果类植物果实

也可作为季节性食物来源得到利用， ７６ 种植物可作为蔬菜食用。 目前，
已得到有效开发利用的有贝壳杉树脂、 青梅、 厚壳桂、 藤木、 檀香木、 西

米等。 此外， 还有一部分农村人口利用森林中的药用植物， 制成畅销的药

品。②

藤木： 巴布亚新几内亚有近 ６０ 个藤木种类。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随着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三国藤原材出口的增加， 巴布亚新几

内亚的藤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目前， 全国约有 ５０ 家藤产品出口公司，
每年出口创汇约 ２７０ 万美元。 根据其发展势头， 藤产品加工业将成为乡村

创汇的主要渠道。
西米： 一种多用途的棕榈树， 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国各地均有种植。 其

果实是重要的副食品来源， 叶片可用来盖屋顶， 整个枝叶可用作围墙， 叶

５８１

①

②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大使馆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ｃｈｉｎａ －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ｂｘｇｋ ／ ｔ１２８８４３４ ｈｔｍ，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５ 日浏览。
王丽娟： 《巴布亚新几内亚非木材林产品的开发利用》， 《世界林业研究》 １９９８ 年第 ６
期， 第 ７２ ～ ７３ 页。



脉可用来编织渔网， 树髓可用作蘑菇和西米蛴螬的培养基。 接近开花的西

米树年产西米 １１０ ～ １３６ 千克， 自然培育的西米树可产西米 ４００ 千克。

四　 林业管理体制

１９９０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林业由产业部林业局负责管理。 林业局

下设业务处、 林政处、 地方处和研究培训处 ４ 个管理部门。 其中业务处设

有地图科、 资源科、 经济科和经营科， 负责森林资源的经营及管理； 研究

培训处设有培训科、 树木科、 林业试验所和林产试验所， 负责林业培训与

林业科学研究， 包括过伐森林生产力的恢复、 保持永续利用的技术措施、
林木育种、 社会林业、 开发新的用材树种、 木材改性、 林副产品和森林保

护等。①

１９９２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颁布 《森林法》， 以国家林业总局取代林业

局， 下设国家林业委员会和国家林业服务局， 分别负责林业政策的制定和

实施。 林业总局由国家林业董事会管理， 其职能包括： 管理、 发展和保护

国家森林资源和环境资源； 最大限度地开发、 利用国家森林资源， 促进经

济增长和就业， 提高木材加工水平； 鼓励对森林资源进行科学研究和考

察； 通过教育和培训， 宣传和普及林业技术、 知识和信息。 此外， 还在

１９ 个省设立林业管理委员会， 负责管理各省的林业资源。 成立森林工业

协会， 促进和保护国家森林行业的利益。
根据 《森林法》 的规定， 森林资源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林业计划进行

管理。 包括： 国家林业发展方针， 明确林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国家林业发展规划明确了 ５ 年内的林业开发活动； 年度采伐限额， 国家

林业董事会为每个省制定年度采伐限额， 制定限额的原则是永续利用森

林资源。
为了保障出口木材的合法性，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

第一， 重视木材出口监控， 合作开展原木追踪项目。 国家林业总局市场营

销部负责原木及木制品出口审批。 获得出口证书需要以下手续： 拥有采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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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曲桂林： 《巴布亚新几内亚依法治林》， 《世界林业研究》 １９９４ 年第 １ 期， 第 ９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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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 每个砍伐周期为 ３５ 年， 只允许砍伐胸径 ５０ 厘米以上的树木； 出

口商要为每种树种申请价格审批； 国家林业总局检查提交的出口量是否符

合项目的出口定额； 需要缴纳一定的税费。 国家林业总局检验、 颁发出口

许可证后， 贸易与工业局才能为每批货物发放不同的出口证。 第二， 针对

复杂的林权， 制定相应管理规定。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９７％ 的林地属私人拥

有， 国有林仅占 ３％ 。 要实现可持续森林经营管理， 必须实行林地所有权

与经营权的分离， 需要和不同的土地所有者进行谈判。 要获得林地采伐

权， 首先要对林地的归属进行确认， 之后由国家林业总局进行统一规划，
在完成发展方式的研究、 项目公示、 项目建议和谈判之后， 才能与林地

所有者签订林业管理协议， 期限为 ５０ 年。 另外， 还要向环保部门提交林

地的环境分析、 环境评价方案及环境影响评估， 林业工作方案批准后，
才能获得最终的采伐权。 所有相关费用由政府承担。 第三， 严格采伐权

管理， 保证采伐合法性。 根据巴布亚新几内亚 《森林法》， 立木采伐权

可通过三种形式获得： 木材许可证， 适用于较大规模的项目， 由政府签

发； 木材管理证， 可直接向部落、 村社购买采伐权， 只能用于年产 ５０００
立方米以下的小规模开发， 林务官负责审批， 政府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由政府规划部门出具的许可证， 针对的是大规模林地面积。 根据 《森林

法》 中私人所有林处置办法， 林主可与开发者直接协商开发森林， 但任

何协议生效前必须经林业总局局长同意。 第四， 鼓励木材加工业， 加工

品出口实行零关税。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木材工业由外国投资者垄断， 本

国企业仅占很小的份额， 且多为小型锯材厂。 为促进本国木材加工业的

发展， 巴布亚新几内亚对原木出口实行 ２０％的出口关税， 对加工后的木

材实行零关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成立国家林产品市场局， 一方面

促进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林产品贸易， 另一方面澄清对本国热带木材来源和

合法性方面的误解， 协助发展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和促进网络工作， 推动木

材产品包括非木材林产品的发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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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怎样保障木材的合法性》， 《中国绿色时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五　 森林资源的开发政策

巴布亚新几内亚森林开发步伐的不断加快， 导致林区面积急剧萎缩，
森林覆盖率迅速下降。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在 ２００５ 年的 《世界森林状

况报告》 中指出， 全球平均每年减少 ７３０ 万公顷的森林， 而在过去的 １５
年中， 新几内亚岛上的森林平均每年减少 ２００ 万公顷， 是全世界破坏最严

重的原始森林之一。 到 ２０１０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原始森林面积由 １９８９ 年的

３８２３ 万公顷降到 ２８７２ 万公顷， 森林覆盖率由 ８４ ４％ 降到 ６３ ４％ 。① 据预

测， 到 ２０２１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８３％的用材林或占森林总面积 ５３％的森

林将被消耗或严重破坏。②

面对国际市场对木材以及纸张、 软木、 硬木需求的快速上升， 巴布亚

新几内亚政府将森林资源的开发重点转向原木深加工， 国家林业总局进行

了林业政策八项改革。 具体措施包括： 停止原木出口， 鼓励发展原木岸上

加工出口。 根据 《林业法》 的规定， 允许政府营销机构购买林业公司

２５％的出口原木； 将林地土地特许权使用费从 １０ 基那 ／立方米提高到 ３０
基那 ／立方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 巴布亚新几内亚林业总局正式启动禁止原木出

口程序， 规定所有新上马的林业项目必须为 １００％的林业加工， 推动林业

向加工工业发展。 代表林业公司利益的林业行业协会开始落实该项规定，
严格执行原有采伐配额， 并逐渐增加林业加工比重。

第六节　 矿业

巴布亚新几内亚矿产资源极其丰富。 ２０１２ 年统计数据显示， 全国已

探明黄金储量约 ３１１０ 吨， 铜储量 ２０００ 万吨， 原油储量 ５ ７６ 亿桶， 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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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世界银行编 《２０１２ 年世界发展指标》， 王辉等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１３９
页。
《巴布亚新几内亚雨林将在 ２０２１ 年消耗殆尽》， 国家林业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ｇｏｖ ｃｎ ／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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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储量 １５５２ 亿立方米 （２０１３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大规模的矿产开发始

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布干维尔岛潘古纳世界级斑岩铜金矿。 而后， 陆续投产

了一批现代化的矿山。 ２０１１ 年， 政府财政总收入的 ２ ／ ３ 来自于矿产和油

气部门， 纳税达 ９６ ８５ 亿基那 （约合 ３８ ３１ 亿美元）。 目前， 全国有 ９ 个

大型矿区从事贵重金属开采， 已成为世界第十一大黄金生产国和第十三大

铜生产国。

一　 矿产资源的种类及分布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域辽阔， 拥有世界上品位最好的铜、 金、 银、 镍、
钴、 铬、 锰、 铝矾土、 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 其中铜矿和金矿资源在世界

上占有一席地位， 石油、 天然气蕴藏丰富， 素有 “金山油海” 之称。①

（一） 铜

铜矿资源主要集中在潘古纳、 奥克泰迪、 弗里达河、 杨德拉四大矿

区， 均属于新生代斑岩—矽卡岩型铜矿床。 虽然品位较低， 但矿石储量

大， 可采用大规模机械化方式进行露天开采。
潘古纳铜矿位于布干维尔自治区东南部山区。 已探明矿石资源储量约

９ 亿吨， 原始铜总储量 ４３２ 万吨。
奥克泰迪铜金矿位于西部省与印度尼西亚交界处的斯塔山区。 已探明

矿石资源储量约 ３ ５ 亿吨， 原始铜总储量 ３２６ 万吨。
弗里达河铜金矿位于东塞皮克省与桑道恩省交界处。 ２０１２ 年， 豪斯

（Ｈｏｒｓｅ） －埃瓦尔 （Ｉｖａａｌｈ） － 特鲁凯 （Ｔｒｕｋａｉ） 斑岩矿床探明矿石资源

储量约 ２０ ９ 亿吨， 预计铜储量约 ９２９ 万吨。
杨德拉铜矿位于马当市西南 ９５ 公里处，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由加拿大

巴里克黄金公司 （Ｂａｒｒｉｃｋ Ｇｏｌｄ Ｃｏｒｐ） 勘探发现。 ２０１２ 年， 已探明矿石资

源储量 １ １３ 亿吨。
另外， 位于莫罗贝省莱城西南 ６５ 公里处的瓦菲—戈尔普铜金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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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小明：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矿产及投资机会》， 《国际经济合作》 １９９４ 年第 ８ 期， 第

６０ ～ ６１ 页。



新近发现的一个世界级矿床。 预计矿石资源储量超过 １０ 亿吨， 铜储量

９００ 万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已探明矿石资源储量 ６ ４４ 亿吨， 铜储量 ５４４
万吨。①

（二） 金、 银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个火山发育的岛国， 先后发现了几个特大型金矿

床， 并且多为火山岩型和斑岩铜金型， 主要分布在西部省、 米尔恩湾省、
中央省、 恩加省、 新爱尔兰省、 布干维尔自治区等地， 大约有 １５５ 处金矿

床 （点）。 其中最著名的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发现的波格拉金矿和利希尔岛

热 （泉） 型金矿， 均属世界级的金矿床。②

波格拉金矿位于恩加省蛙鲁蛙瑞 （Ｗａｒｕｗａｒｉ） 地区。 １９３９ 年， 该地

首次发现沙金。 目前， 已探明矿石资源储量 ８９８１ 万吨， 黄金储量约 １４８０
万盎司。

利希尔岛金矿位于新爱尔兰省， 矿石资源储量 １ ８８ 亿吨， 具有可开

采的矿石资源储量约 ９９００ 万吨， 黄金储量 ３４８０ 万盎司， 世界排名第 ９
位， 是世界上除南非之外最大的单金矿床。

另外， 位于米尔恩湾省路易西亚德群岛上的米西马金矿是金银共生

矿， 已探明矿石资源储量约 ５５９５ 万吨， 黄金储量 ２９６ 万盎司。 位于莫罗

贝省莱城市西南 ９０ 公里的希登瓦利金银矿， 黄金储量约 ５４０ 万盎司； 瓦

乌金矿的黄金储量约 ４２３ 万盎司； 瓦菲—戈尔普铜金矿中黄金储量约

１２４０ 万盎司。 弗里达河铜金矿黄金储量约 １４５８ 万盎司。 潘古纳铜矿中黄

金储量约 １９００ 万盎司。 奥克泰迪铜金矿中黄金储量约 ８３７ 万盎司。
银矿多与金矿共生， 主要分布在西部省、 恩加省、 莫罗贝省、 中央省

和布干维尔自治区。 如莫罗贝省希登瓦利金银矿中， 银储量达 ３１０７ 吨；
弗里达河铜金矿中， 银储量约 １３３０ 吨； 米西马金矿中， 银储量约 １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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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Ｗａｆｉ Ｇｏｌｐｕ 有望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矿山之一》， ｈｔｔｐ： ／ ／ １２２ ２２４ ２３２ １５７：
２０１０ ／ ｎｅｗｓ ／ ｎｌｋ３ ／ ｆ１０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ｎｅｗｓ ｎｅｗｓ＿ ｉｄ ＝ ８ａ４６９２８８４３０ｆ３ｅ１９０１４３２ｃ７６ｅｅ７８０５９５，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浏览。
《世界黄金发展史》， 黄金博物馆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ｌｄ － ｚｈａｏｙｕａｎ ｃｏｍ ／ ｍｕｓｅｕｍ ／
ｓｈｏｗｎｅｗｓ ａｓｐ？ ｉｄ ＝ １９２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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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波格拉金矿中， 银储量约 ９８３ 吨。
（三） 镍、 钴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镍、 钴资源为硫化镍矿岩体风化—淋滤—沉积形

成的地表风化壳性矿床， 主要集中在马当省、 莫罗贝省一带。 其中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发现的、 位于马当市西南 ７５ 公里的拉姆镍钴矿项目为世界级

大型红土镍矿床， 占地 ２４９ 平方公里， 总资源量达 １ ４３２ 亿吨， 已探明

和可控的镍矿石资源储量 ７８００ 多万吨， 镍资源量约 １４４ 万吨、 钴 １４ ３
万吨。

（四） 石油和天然气

巴布亚新几内亚共有 ５ 个含油气盆地， 分别是巴布亚盆地、 北新几内

亚盆地、 新爱尔兰盆地、 布干维尔盆地、 海角沃格尔盆地。 其中巴布亚盆

地面积最大， 也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分布地区， 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主

岛西南部， 向南延伸进入巴布亚湾， 总面积 ２６ 万平方公里， 其中陆上面

积 ２１ 万平方公里， 海上面积 ５ 万平方公里。① 就行政区划而言， 油气储

藏以南高地省、 赫拉省最为集中， 其次是东高地省、 海湾省和中央省。 根

据巴布亚新几内亚石油与能源部公布的资料， ２０１３ 年， 已探明原油储量

２５３６ 万吨。 其中南高地省库土布油田于 １９８６ ～ １９８９ 年被发现， 总面积

１ ２２ 万平方公里， 探明原油储量 ２ ２５ 亿桶， 海湾省的戈贝油田探明原油

储量 ６７００ 万桶， 中央省莫兰油田预计石油储量 １ １５ 亿桶。
２０１３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已探明天然气储量 １５５２ 亿立方米， 天然气

预测储量 ４２４５ 亿立方米。 目前， 主要油气田包括莫兰、 库土布、 戈贝、
海迪斯 （Ｈｉｄｅｓ）、 阿果果 （Ａｇｏｇｏ）、 乌萨诺 （Ｕｓａｎｏ）、 拉吉夫 （Ｌａｇｉｆｕ）、
东南戈贝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 Ｇｏｂｅ）、 朱哈、 安哥拉 （Ａｎｇｏｒｅ）、 麋鹿 （Ｅｌｋ） —１
以及赫廷尼亚 （Ｈｅｄｉｎｉａ） 等。 其中 １９８６ 年发现的南高地省海迪斯气田天

然气地质储量达 ８８３ 亿立方米， 库土布油田群天然气地质储量 ４１９ 亿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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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国玉、 金之钧等： 《新编世界含油气盆地图集》 （下册）， 石油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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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１９９１ 年发现的东南戈贝油气田天然气地质储量 １９５ 亿立方米。①

（五） 石灰石

巴布亚新几内亚石灰石资源主要分布在钦布省。 从西部的丘阿韦到东

部的凯罗瓦吉， 长约 ９５ 公里的山脊富含石灰石， 纯度高达 ９９％ ， 在整个

亚太地区各国中纯度最高， 开采期可达 ５０ 年， 总价值约 １８０ 亿美元 （约
合 ３８０ 亿基那）。 ２０１２ 年， 钦布省政府获得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执行委

员会批准的 １０００ 万基那项目资金， 并投入 ７０ 万基那用于第一阶段可行性

研究。 该项目投产后， 可改变巴布亚新几内亚 ８０％ 以上的石灰及石灰产

品依靠进口的现状。
另外，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锰矿主要分布在中央省， 铝矾土矿分布在马

努斯省一带。

二　 矿产资源开发

巴布亚新几内亚采矿业最早始于 １８８８ 年。 当时在英属新几内亚领

地路易西亚德群岛中的米西马岛附近发现了可作为流通用的天然金块。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 该岛从事黄金开采的矿工达到 ４００ 多人。 １９１０ 年， 在

澳属巴布亚领地拉克卡穆河一带也发现了金矿。 不久， 在海湾管理区瓦

伊拉拉河附近发现了石油。 １９２４ 年， 澳属巴布亚领地政府开始在莫尔

兹比港附近的阿斯特罗拉贝山区进行铜矿开采。 １９２６ 年， 在澳属新几

内亚委任统治地莫罗贝管理区布洛洛河一带发现黄金矿藏后， 布洛洛采

掘公司 （Ｂｕｌｏｌｏ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和新几内亚金矿公司立即购买了 ８ 条

采金船进行现代化的生产， 其规模在当时首屈一指。 同时， 还修建了两

条从萨拉莫阿港到瓦乌采金区的公路。 莫罗贝金矿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战

争期间， 年产量最高达 ２９ ９８ 万盎司 （１９４２ 年）。 按当时的标准， 莫罗

贝金矿已成为一座世界级的金矿。② １９３７ 年， 塞皮克河管理区的黄金开

２９１

①

②

李国玉、 金之钧等： 《新编世界含油气盆地图集》 （下册）， 石油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５６６ ～ ５６７ 页。
张礼明、 王建： 《巴布亚新几内亚金矿业概况》， 《黄金科学技术》 １９９４ 年第 ２ 期， 第

１ ～ 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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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也开始起步。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针对矿产资源丰富但开发相对滞后， 政府采

取了稳定政治局势， 改善矿业环境， 加强与各国矿产资源开发部门合作，
鼓励投资者投资等措施。 目前， 主要投资国有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中

国、 美国、 日本、 英国。
２００７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用于矿产资源勘探的费用高达 ４９００

万美元， 主要将铜—金资源作为勘探目标。 ２００８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

拥有有效勘探证的勘探公司达到 １５０ 个。 ２０１０ 年， 在液化天然气项目

的带动下，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收到 １０４ 个勘探许可证申请； ２０１１ 年

收到 １０５ 个勘探许可证申请。 其中中国最大的海上油气生产商———中

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 简称中国海油 ） 与澳大利亚联合矿业公司

（Ｕｎｉｔｅ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Ｃｏｒｐ） 能源公司达成协议， 计划未来 ６ 年内在巴布亚

新几内亚南高地省和海湾省的 ４ 个区块开展石油勘探活动， 双方各持

有 ７０％ 和 ３０％ 的股权。 标志着中国大型石油公司实质性地进入巴布亚

新几内亚油气勘探市场。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石油与能

源部共批准了 ７１ 个勘探许可证， 另有超过 １５ 个勘探许可证等待审批。
这些勘探许可分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大部分区域。 从发展趋势看，
未来将有更多的国内外油气公司参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油气勘探开发

活动。
矿产和石油开发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的支柱产业， 是出口创汇收入

的主要来源。 ２００５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矿产品及石油产品出口值约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 ４９ ７％ 。 ２０１４ 年， 矿产、 油气部门的出口额达到 １３２ ２３５
亿基那 （约合 ５２ ５６ 亿美元）。 出口产品主要是铜、 黄金、 矿砂、 原油等

初级产品。 贸易对象主要为澳大利亚、 日本、 新西兰、 中国、 韩国、 英

国、 新加坡、 美国和德国。
（一） 石油

巴布亚新几内亚石油开采始于 １９９２ 年南高地省库土布油田。 库土布

３９１

① 〔澳〕 Ｐ 比斯库普 （Ｐ Ｂｉｓｋｕｐ） 等： 《新几内亚简史》， 广东化工学院 《新几内亚简史》
翻译组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５， 第 １００ ～ １０１ 页。



油田群包括拉吉夫、 赫廷尼亚、 阿果果油田。 ２００６ 年， 原油产量约 １７３０
万桶， 在亚太地区排名第 ９ 位。 ２０１４ 年， 原油产量 １５０ 万吨， 世界排名

第 ５３ 位。①

戈贝油田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二个出口型油田开发项目， 总投资 ４ ４
亿澳元， １９９８ 年开始进行商业生产。 ２００９ 年， 日产原油达到 １ ０７ 万桶，
年产原油超过 ３９０ 万桶。

莫兰油田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三个石油项目。 １９９８ 年开工建设；
２００４ 年开始出口精炼的石油产品。 ２００５ 年， 原油产量达到 ６３０ 万桶。

巴布亚新几内亚唯一的石油精炼项目位于莫尔兹比港近郊的纳帕纳帕

（Ｎａｐａ Ｎａｐａ）， 日产能力 ３ ２５ 万桶。 产品除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 还有

５０％的产品出口到周边国家和地区。
目前， 活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油气市场上的主要石油公司有： 全球最

大的石油上市公司———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 （Ｅｘｘｏｎ Ｍｏｂｉｌ Ｃｏｒｐ）、 雪佛龙

新几内亚有限公司 （Ｃｈｅｖｒｏｎ Ｎｉｕｇｉｎｉ Ｌｔｄ ）、 加拿大最大的燃油和燃气公

司———国际石油公司 （ Ｉｎｔｅｒ Ｏｉｌ Ｃｏｒｐ）、 加拿大第五大独立石油生产

商———塔里斯曼能源公司 （Ｔａｌｉｓｍ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ｒｐ）、 澳大利亚地平线石油

公司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Ｏｉｌ Ｃｏｒｐ）、 巴布亚新几内亚石油勘探公司 （ Ｏｉ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ｒｐ）、 基那能源 （Ｋｉｎａ Ｅｎｅｒｇｙ）、 依格伍德能源 （Ｅａｇｌｅｗｏｏｄ Ｅｎｅｒｇｙ）、 联

合矿业公司等。 其中埃克森美孚公司、 雪佛龙新几内亚有限公司、 巴布亚

新几内亚石油勘探公司、 加拿大国际石油公司和塔里斯曼能源公司具有勘

探开发资格。
巴布亚新几内亚石油勘探公司是国家控股的石油、 天然气勘探和开发

公司， １９２９ 年开始运营。 目前， 该公司拥有本国约 ７０％ 的石油储量。
２０１２ 年， 原油总产量达 ６３８ 万桶， 库容比上一年增长 ８ １ 万桶， 全年收

入达 ７ ３ 亿美元， 纳税 ２ ８３ 亿美元。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公司生产了相当于

５４０ 万桶的原油， 同比增长 ６８％ ； 销售 ４７０ 万桶， 总收入 １２ ５３ 亿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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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４ 年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石油产量排行》， 中国能源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５ｅ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 － ９０４３９０ － 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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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合 ４ ５１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３４％ ； 税后净利润 ３ ７５ 亿基那 （约合

１ ３５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３４％ ， 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纳税和出口收

入企业。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司流动资产总额 １０ ６７８ 亿美元， 其

中现金 ３ ６７８ 亿美元， 是公司 ８５ 年历史中最闪耀的时刻之一， 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①

基那能源、 依格伍德能源、 联合矿业公司等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勘探许

可证持有公司。 这些公司规模较小， 勘探许可证是其主要资产。
２０１５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原油日生产能力达到 ５ ２６ 万桶，② 已成为

亚太地区重要的石油输出国。
（二） 天然气

从长远来看， 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具潜力和商业价值的自然资源是天然

气， ２００６ 年， 其天然气产量约 １ ５５ 亿立方米。 但开发程度还比较低， 阿

果果、 戈贝、 库土布、 莫兰、 乌萨诺、 东南戈贝、 朱哈、 安哥拉、 麋鹿—
１、 赫廷尼亚等气田或油气田尚未得到有效利用。

南高地省海迪斯气田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发的第一个气田， 经营商为

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开始投产， 年产天然气 ９３４０ 万立方

米。 ２００１ 年达到 １ ５ 亿立方米。 ２００５ 年， 美国合成油品公司 （Ｓｙｎｔｒｏｌｅｕｍ
Ｃｏｒｐ） 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签署合作协议， 投资 ３３ 亿美元， 在莫尔兹

比港建设开发天然气 “气转液” 工厂， 计划年产 ２００ 万吨成品油。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科威特石油公司 （Ｋｕｗａｉｔ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与该公司签署项目投资

合作协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石油勘探公司与政府签订国内天然气

开发协议， 重点开发南高地省和西部省的天然气资源， 实施南高地省到澳

大利亚昆士兰州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 同年 １０ 月， 世界第七大石油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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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Ｏｉｌ Ｓｅａｒｃｈ 公司上半年盈利 ３ ７５ 亿基那》，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

济商 务 参 赞 处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８ ／ ２０１４０８００７０５６３５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浏览。
《世界概览———巴布亚新几内亚》， 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ｇｅｏｓ ／ ｐｐ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浏览。



公司———意大利埃尼石油公司 （Ｅｎｉ Ｏｉｌ Ｃｏｒｐ） 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就

天然气开采及建设四座液化天然气炼厂项目签署长期协议。①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子公司埃索高地有限公

司 （Ｅｓｓｏ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 Ｌｔｄ ） 、 巴布亚新几内亚石油勘探公司、 澳大利亚

桑托斯有限公司 （ Ｓａｎｔｏｓ Ｌｔｄ ） 、 日本新日本石油公司 （ Ｎｉｐｐｏｎ Ｏｉｌ
Ｃｏｒｐ） 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签署了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项目 《最

终投资决定》 ， 决定投资 １５７ 亿美元， 开发南高地省天然气资源 （最

终投资额达 ２１０ 亿美元 ） ， 各方分别持有 ３３ ２％ 、 ２９％ 、 １３ ５％ 、
４ ７％ 、 １９ ６％ 的股权。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项目正式投产， 年生产能力 ６９０
万吨， 开采年限 ３０ 年。 目前， 该项目气源主要来自于海迪斯气田、 库

土布油气田、 阿果果油气田、 朱哈油气田和安哥拉气田， 并且已经与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石化） 子公司联合亚洲有限公司

和日本东京电力公司 （ Ｔｏｋｙｏ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 分别签订了连续

２０ 年、 每年 ３８０ 万吨的购销协议。 另外， 还与日本大阪燃气公司

（Ｏｓａｋａ Ｇａ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和中国台湾石油公司分别签订了每年 １５０ 万吨的

购销协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已出口 １００ 船 （相当于 ７００ 万吨）
液化天然气。②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全球新的能源供应国。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与加拿大国际石油公司签

署第二个液化天然气项目———海湾省羚羊 （Ａｎｔｅｌｏｐｅ） 液化天然气项目协

议。 该项目由国际石油公司、 澳大利亚太平洋液化天然气运营公司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Ｌ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Ｌｔｄ ）、 巴布亚新几内亚石油矿产控股公司

（Ｐｅｔｒｏｍｉｎ Ｐ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三方共同开发。 预计年产液化天然气

８００ 万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全球四大石油化工公司之一的法国道达尔公司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ｒｐ） 在向加拿大国际石油公司支付了 ４ ０１ 亿美元后， 购买了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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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埃尼公司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液化天然气协议》， 中国化工网站，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ｈｅｍｎｅｔ ｃｏｍ／
ｉｔｅｍ／ ２００８ －１０ －０９／ ９９１５０２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１０ 月１９ 日浏览。
《ＰＮＧ ＬＮＧ 项目出口第 １００ 船液化天然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

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５０６ ／ 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０１６０２５．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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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羚羊天然气项目开采权， 预计耗资 １５０ 亿 ～ ２００ 亿美元， 并拥有项目

４０ １％的股权。① 目前， 中国新奥燃气公司已与该项目签订了每年采购

１００ 万 ～ １５０ 万吨液化天然气购销协议。 另外， 世界第四大石油贸易

商———瑞士贡沃尔石油公司 （Ｇｕｎｖｏｒ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美国诺布尔能源公司

（Ｎｏ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也分别与该项目签订了每年采购 １００ 万吨液化天

然气购销协议。 该项目计划 ２０２１ 年出口天然气。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澳大利亚特温泽石油公司 （Ｔｗｉｎｚａ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与巴

布亚新几内亚国家石油公司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签署合作协议， 决定

投资 ４ 亿美元， 共同开发海湾省帕斯卡 （Ｐａｓｃａ） 地区天然气资源。② ５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石油公司决定与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共同勘

探、 开发两国接壤地区的油气资源。③ ６ 月， 澳大利亚地平线石油公司与

日本大阪天然气公司决定合作开发西部省斯坦利、 埃莱瓦拉和克图的液化

天然气。 这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第三个液化天然气项目。
巴布亚新几内亚液化天然气项目的相继竣工、 投产， 将带动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 ２ ～ ３ 倍， 出口税收增加 ３ 倍， 创造 １ ３ 万个就业岗位。 国际石

油公司 ＣＥＯ 菲尔·穆拉克 （Ｐｈｉｌ Ｍｕｌａｃｋ） 表示，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已

坚定地展示了其向亚洲新兴市场提供长期、 稳定能源供应的承诺， 这将使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能源供应国和新的亚洲能源中心， 成

为继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文莱之后亚太地区第四大液化天然气出口

国。 ２０１４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天然气生产达到 ４７ ５ 亿立方米。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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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欢迎法国道达尔公司参与该国 ＬＮＧ 开采》，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

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１０ ／ ２０１４１０００７５１８８８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海湾省天然气项目预计投资逾 ４ 亿美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

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３０２ ／
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０３０１１４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浏览。
《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将共同开发边境地区油气资源》， 中国石化新闻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ｚ ｓｉｎｏｐｅｃ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ｎｅｗ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３ － ０５ ／ 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２９７７０２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浏览。
《世界概览———巴布亚新几内亚》， 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ｇｅｏｓ ／ ｐｐ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浏览。



此外，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还着重发展北部地区天然气管道建设， 准

备向韦瓦克供应液化天然气， 以满足快速增长的亚洲市场的需求， 并换取

外汇。

（三） 铜

目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铜产地主要是西部省的奥克泰迪大型露天铜

金矿。 １９８４ 年， 由澳大利亚必和必拓矿业公司 （现为必和必拓—比利登

矿业公司 ＢＨＰ － Ｂｉｌｌｉｔｏｎ Ｃｏｒｐ） 投资 ２０ 亿美元开发。 １９８８ 年建成投产后，
每年开采铜矿砂 ６０ 万吨， 生产铜 １９ 万吨， 并成为该国唯一的铜矿生产企

业。 ２００２ 年， 因环境污染引发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和矿区土地主的强烈

抗议， 必和必拓—比利登矿业公司将 ５２％ 的股权转让给巴布亚新几内亚

政府， 由奥克泰迪矿业有限公司 （Ｏｋ Ｔｅｄｉ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ｔｄ ） 负责开采， 巴布

亚新几内亚政府、 巴布亚新几内亚可持续发展局、 加拿大因梅特矿业公司

（Ｉｎｍｅｔ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ｒｐ） 分别持有 ３０％ 、 ５２％ 、 １８％ 的股权。 ２００６ 年， 该矿

生产铜—金精矿 ６２ ２ 万吨， 其中铜 １７ ８ 万吨， 成为世界第八大铜矿。
２００７ 年， 生产铜 １７ 万吨， 黄金 ５２ ９１ 万盎司， 税后利润达 ７ ０７ 亿美元，
产品主要出口欧洲和亚洲。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彼得·奥尼尔总理宣布 ２０１４ 年

将终止政府与奥克泰迪矿业有限公司的合作关系， 接管奥克泰迪铜金矿，
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造福。 同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 《国民

报》 报道， 奥克泰迪矿业有限公司用于延长奥克泰迪铜金矿开采寿命的

花费已达到 ６ ０４ 亿美元， 开采寿命可延长至 ２０２５ 年， 预计生产铜 ７０ 万

吨、 黄金 ２３０ 万盎司。 ２０１３ 年， 奥克泰迪铜金矿产量为 １２ 万吨， 世界排

名第 ３５ 位。① 由于干旱缺水和国际市场铜产品价格下跌，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奥克泰迪铜金矿暂停生产。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向布干维尔自治区拨付 ５ 亿基那

（约合 １ ９５ 亿美元） 和解金， 准备重新开采潘古纳铜矿。 据有关部门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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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 界 最 大 的 １００ 座 铜 矿 山 》， ｈｔｔｐ： ／ ／ ｗｅｎｋｕ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ｌｉｎｋ？ ｕｒｌ ＝ ６１ＣＥｖａ ＿
ｐ３ｌｚｕｅ２ＬＥ８ＫＬｑ７ｙｗＱＵｙｕａＩｆ５ＳＮＣ２ｘｕＫａｉｄＣ０ＬＩａｙＢｃｒｂ０６ＶｅＩＡＧＫ － ８ｐｎＶ００ｑＢＵ６１ＳｅＭｉＰｒＤｋ５ｎｘ
Ａｈ５３ｗｉＳｒｑｕｈＸｂｔＬ２Ｙ７Ｓ４ｆ３ｎＯＷ，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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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潘古纳铜矿至少还有 １０ 亿吨矿石资源储量， 开采期可达 ２０ 年。
另外， 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底矿产项目也为其提供了较大的铜矿产

能。 １９９７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向加拿大鹦鹉螺矿产勘探公司 （Ｎａｕｔｉｌｕ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ｐ） 颁发了世界上第一个海底勘探许可证， 负责

勘探东新不列颠省和新爱尔兰省之间海底高品位铜—金—银—锌硫化

物矿床。 ２００９ 年正式投产， 由世界第二大采掘公司———比利时扬德努

公司 （ Ｊａｎ Ｄｅ Ｎｕｌ Ｇｒｏｕｐ） 负责技术开发。 ２０１１ 年， 鹦鹉螺矿产勘探

公司又在俾斯麦海索瓦拉 （ Ｓｏｌｗａｒａ） 海域进行海底硫化物勘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 《国民报》 报道， 鹦鹉螺矿产勘探公

司将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共同开发索瓦拉海域铜金矿项目。 根据巴

布亚新几内亚 《矿业法》 规定， 政府将通过独资公司对该项目控股

３０％ 。

（四） 黄金和白银

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为太平洋岛国最重要的黄金生产国， １９９４ 年的黄

金产量居世界第 ７ 位。① ２００５ 年， 黄金、 白银的产量分别为 ２４２ 万盎司、
５１ 吨； ２０１２ 年， 黄金产量 １９９ ３ 万盎司， 价值 ３０ ３２ 亿美元， 列世界第

１１ 位。② ２０１４ 年， 黄金产量 ２３７ 万盎司， 列世界第 １３ 位。③

凯南图金矿位于东高地省， 西北距莱城港 ９０ 公里。 １９９２ 年被发现

后， 由澳大利亚高地太平洋有限公司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Ｌｔｄ ） 负责开发，
２００６ 年建成投产。 该公司拥有项目 ９５％的股权。 年产黄金约 １７ 万盎司。

利希尔金矿于 １９９７ 年投产后， 迅即成为世界第三大金矿， 拥有矿工

３０００ 人。 ２００８ 年， 黄金产量达到 ７７ １ 万盎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澳大利亚最

大的黄金生产商———纽克雷斯特矿业有限公司 （Ｎｅｗｃｒｅｓｔ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ｔｄ ）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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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欢： 《一个新的黄金工业国： 巴布亚新几内亚》， 《沈阳黄金学院学报》 １９９６ 年第 １
期， 第 ９７ 页。
《２０１２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黄金产量 １９９ ３ 万盎司， 价值 ３０ ３２ 亿美元》， 中国产业信息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ｙｘｘ ｃｏｍ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２０１３１１ ／ ２２３５１４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６ 日浏览。
《全球前二十大黄金生产国： 俄罗斯加拿大阿根廷产量大增》， 和讯网， ｈｔｔｐ： ／ ／
ｇｏｌｄ ｈｅｘｕ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０２ ／ １７４６３８６３０ ｈｔｍｌ？ ｆｒｏｍ ＝ ｒｓｓ，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浏览。



费 ９２ 亿澳元全资收购了利希尔金矿的股权， 年产黄金 ６７ 万盎司， 预计还

可开采 ３０ 年。 自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２ 年， 累计盈利 ６１ 亿美元 （约合 １７１ 亿基

那）。 ２０１３ 年的产量为 ６５ 万盎司。
奥克泰迪铜金矿在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２ 年的黄金产量分别为 ５５ 万盎司、

４３ 万盎司。
波格拉金矿由全球最大的黄金生产商———加拿大巴里克黄金公司负责

开采， 并持有 ９５％的股权，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建成投产。 黄金年产量波动比较

大， １９９１ 年产量 ８４ ９ 万盎司， ２００５ 年产量 ９４ ９ 万盎司， ２０１２ 年产量

５０ ４４ 万盎司。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波格拉金矿共开采矿石 １ 亿吨， 生产黄

金 １７６０ 万盎司， 赢得了国际级的声誉， 成为世界产能最高的金矿之一。①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中国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２ ９８ 亿美元， 收购了

巴里克黄金公司 ５０％的股权。
托鲁库马金银矿位于莫尔兹比港以北 １００ 公里处， １９９５ 年， 由澳大

利亚帝国矿业公司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ｒｐ） 进行开发。 ２００４ 年生产黄金

８ ５７ 万盎司。 ２００８ 年被巴布亚新几内亚石油矿产股份公司收购， 年产黄

金 ４ ８ 万盎司。
辛贝里金矿位于新爱尔兰省辛贝里岛上， 由澳大利亚联合黄金有限公

司 （Ａｌｌｉｅｄ Ｇｏｌｄ Ｌｔｄ ） 开发， ２００８ 年建成投产。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黄金

产量分别为 ５ ７８５ 万盎司、 ８ １１３ 万盎司。
希登瓦利金银矿由澳大利亚纽克雷斯特矿业有限公司和世界第五大黄

金生产商———南非哈莫尼黄金公司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Ｇｏｌ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共同

开发， 各持有 ５０％ 的股权， ２００９ 年建成投产。 ２０１２ 年生产黄金 １９ ４ 万

盎司。
辛尼维特 （Ｓｉｎｉｖｉｔ） 金矿位于拉包尔市南部 ５０ 公里处， 由加拿大新

几内亚黄金公司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Ｇｏｌｄ Ｃｏｒｐ） 负责开采。 ２００７ 年投产后， 年

００２

① 《Ｐｏｒｇｅｒａ 金 矿 产 出 第 １ 亿 吨 矿 石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商 务 部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ｌ ／ ２０１２０８ ／ ２０１２０８０８２６５５７７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浏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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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黄金约 ４ 万盎司。
米西马金矿由加拿大巴里克黄金公司开发， １９８９ 年建成投产， 年产

黄金 ２４ ７ 万盎司。 运营至 ２００４ 年， 共产出黄金 ３６０ 万盎司。
据世界黄金协会 （Ｗｏｒｌｄ Ｇｏｌｄ Ｃｏｕｎｃｉｌ， 缩写： ＷＧＣ） 报告数据显示，

２０１２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黄金占出口贸易总额的 ４９ ５％ 。① ２０１４ 年上半

年， 黄金产量 １１３ ９３ 万盎司， 列世界第 １２ 位。② 目前， 该国黄金行业的

员工大约有 １ ６ 万人， 黄金板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５％ ， 在世界所有倚

仗黄金板块的国家中位居首位， 成为世界上最依赖黄金行业的国家。③

另外，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白银生产主要与铜金矿混合在一起。 ２０１３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白银产量 ８２ ２１ 吨， 比 ２０１２ 年增加 １１ ５％ ， 世界排

名第 ２０ 位。④

（五） 镍、 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项目竣工投产， 折合金属当量约镍 ３ １１５ 万吨 ／年，
钴 ３３００ 吨 ／年， 设计开采寿命 ２０ 年， 远景储量有望支持 ４０ 年。 ２０１４ 年前

三个季度， 拉姆镍钴矿出口额达到 ７ ３９４ 亿基那， 比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４０％ 。⑤

三　 正在开发建设的矿产项目

目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始启动三个超过 １０ 亿美元的大型铜矿项目，
分别是杨德拉铜矿项目、 瓦菲—戈尔普铜金矿项目、 弗里达河铜金矿项目。

１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１２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黄金产量 ５６ ５ 吨， 价值 ３０ ３２ 亿美元》， 中国产业信息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ｙｘｘ ｃｏｍ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２０１３１１ ／ ２２３５１４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６ 日浏览。
《２０１４ 年 最 新： 全 球 １５ 大 黄 金 生 产 国 是 哪 些？》， 中 国 选 矿 技 术 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ｎｉｎｇ１２０ ｃｏｍ ／ ｓｈｏｗ ／ １４１０ ／ ２０１４１０１４＿ １６９１５３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浏览。
《世界最倚仗黄金行业的国家： 巴布亚新几内亚》， 全球矿产资源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ｍｒ ｎｅｔ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Ｌｉｓｔ ／ Ｉｎｆｏ ／ ２０１３ － １０ － ２１ ／ １４８６１１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６
日浏览。
《２０１３ 年全球前 ２０ 大白银生产国排名榜》， 中国排行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ｈｂａｎｇ ｃｎ ／
ｇｅｎｅｒａｌ ／ １４４９６４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浏览。
《得益于液化天然气投产， 巴布亚新几内亚去年出口大增》，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

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５０７ ／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０４５８５５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浏览。



杨德拉铜矿项目由澳大利亚马伦哥矿业有限公司 （Ｍａｒｅｎｇｏ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ｔｄ ） 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 建设成本约 ２０ 亿美元。
中方为该项目提供 ７０％的建设资金， 并承担具体建设任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年初， 马伦哥矿业有限公司对该项目投资已超过 １ ５ 亿美元。 估计年产铜

１０ 万吨， 钼 １ ５ 万吨， 开采寿命 ２０ ～ ３０ 年。
瓦菲—戈尔普铜金矿项目由澳大利亚纽克雷斯特矿业公司与南非哈莫

尼黄金公司共同开发。 计划 ２０１９ 年投产， 预计建矿费用 １００ 亿基那， 年

产黄金 ４９ 万盎司， 铜 ２９ 万吨， 开采寿命约 ２６ 年。 该矿投产后， 将成为

巴布亚新几内亚产量最大的矿山之一。①

弗里达河铜金矿项目由世界第四大铜矿商———澳大利亚斯特拉塔铜业

公司 （Ｘｓｔｒａｔａ Ｃｏｐｐｅ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 及高地太平洋有限公司合作开发。 ２０１４
年， 泛澳大利亚资源公司 （Ｐａ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ｔｄ ） 收购了该项目

８０％的股权。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简称广晟公

司） 与泛澳大利亚资源公司签署了该矿开发项目合作备忘录， 广晟公司

计划投资 ２０ 亿美元。 项目全部投产后， 预计年产铜 ２５ 万吨， 黄金 ３８ 万

盎司， 将成为世界十五大矿产项目之一，② 开采寿命约 ２０ ～ ３０ 年。
随着一系列新的铜金矿项目陆续上马、 竣工投产， 巴布亚新几内亚在

未来 １０ 年将成为世界主要矿产资源出口国之一。

四　 矿业管理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成立矿业部、 石油与能源部， 分别管理固体

矿产资源和油气能源资源。
（一） 矿业权的管理及利益分配

１９９２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颁布 《矿业法》 和 《石油法》， 规定

２０２

①

②

《Ｗａｆｉ Ｇｏｌｐｕ 有望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矿山之一》， ｈｔｔｐ： ／ ／ １２２ ２２４ ２３２ １５７：
２０１０ ／ ｎｅｗｓ ／ ｎｌｋ３ ／ ｆ１０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ｎｅｗｓ ｎｅｗｓ＿ ｉｄ ＝ ８ａ４６９２８８４３０ｆ３ｅ１９０１４３２ｃ７６ｅｅ７８０５９５，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 Ｆｒｉｅｄａ 铜金矿将成为世界十五大矿产项目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

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２０１１０５ ／ ２０１１０５０７５６０５６６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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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和石油资源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 政府有权授予矿产和石油勘查、 生

产许可证， 由此建立了管理固体矿产和石油资源的现代特许权制度。 １９９８
年， 又颁布了 《石油和天然气法》。

《矿业法》 规定了固体矿产矿业权的种类、 开发合同的形式、 租金以

及相关费用和权利金的支付、 租地权益和交易的登记， 以及对受到影响的

土地所有者的补偿等。 具体规定如下： （１） 勘探许可证， 期限不超过 ２
年， 可延长 ２ 年， 最大面积不超过 ２５００ 平方公里。 拥有在规定区域内勘

探某些矿产的独占权利。 （２） 特别采矿租约， 期限不超过 ４０ 年， 可延长

２０ 年。 该租约主要针对大规模采矿项目。 （３） 采矿租约， 期限不超过 ２０
年， 可延长 １０ 年。 该租约主要针对中小规模矿山和一些砂矿开采。
（４） 砂矿采矿租约， 期限不超过 ５ 年， 可延长 ５ 年， 最大面积不超过 ５ 公

顷。 该租约只适用于拥有土地的公民。 （５） 采矿辅助合约， 用于采矿项

目的基础设施建设。 （６） 采矿通行权， 道路、 电力输入线、 排水、 管道、
桥梁和隧道等设施的建设权。 上述的矿业权中， 特别采矿租约由政府首脑

批准， 其他的均由矿业部长批准。 另外， 还要求在适当补偿的基础上同土

地所有者达成协议。
《石油法》 规定了三种许可证： （１） 石油勘探许可证， 允许持有者

在规定区域内进行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活动， 并拥有石油勘探的排他

性， 但必须与政府签订在该区域内有关石油勘探和开发的协议。 （２） 石

油开发许可证， 持有者有权开发规定区域内的石油， 并建设相关的基础

设施。 （３） 管线许可证， 授予持有者对输油管线和相关设施的建设和经

营权。
按照规定， 国家有权获得大型矿业项目最高 ３０％ 、 石油项目最高

２２ ５％的股权。 国家批准项目时， 按照投入成本从开发者手中购买股份，
但不在中小型项目中参股。 为保证土地所有者的传统权利， 他们可以获得

石油开发项目 ２％的股权、 大型矿业项目 ５％的股权。
（二） 矿业税收

２０００ 年以来，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调整了矿业税收， 共计分为三项：
所得税　 政府将税率由 ３５％下调到 ３０％ ， 红利预扣税降到 １０％ 。 矿

３０２



业公司被允许在总收入中扣减 ２５％的勘探费用。
超额利润税　 当纳税人已经收回投资， 并且净现金流超过特定收益率

（起征点）， 即缴纳超额利润税。 石油项目特定收益率为 ２７％ ， 超过部分

征收 ５０％的超额利润税； 天然气项目特定收益率为 ２０％ ， 超过部分收取

３０％的超额利润税； 大型矿业项目特定收益率为 ２０％ ， 超过部分收取

３５％的超额利润税。 ２０００ 年税制调整时， 大型矿业项目的超额利润税的

特定收益率降为 １５％ 。
权利金　 所有项目生产的石油和矿产应按照 ２％的税率向国家缴纳权

利金。 其中 １ ２５％ 可从所得税应税收入中扣减， ０ ７５％ 享受税收减免。
该项收入全部分配给各省政府和土地所有者。 对于矿产经营， 矿产品原料

出口， 按出口离岸价计算权利金； 矿产品精加工后出口， 按照冶炼厂收益

计算权利金。 对于石油经营， 则按照井口石油价值计算。

五　 矿产资源开发展望

巴布亚新几内亚矿业发展目标： 加大对矿业的投资， 鼓励矿产原料在

当地加工后再出口， 以鼓励外资投入、 增加国内就业， 提高出口附加值，
并提高其冶炼技术。①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四大商业银行之一的澳新银行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Ｂａｎｋ， 缩写： ＡＮＺ） 发布的报告指出， 巴布亚

新几内亚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靠近亚洲大陆的地理位置使其在 “亚洲世纪”
中极具优势。 据此预计， ２０３０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资源出口收入有望达

到 ３６０ 亿美元。 其中液化天然气出口收入所占比重将达到 ５０％ ， 铜出口

收入将增至 ３０ 亿美元， 是目前的 ３ 倍。 资源产业将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投

资基础设施建设和支持农业发展提供所需资金。②

４０２

①

②

商务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外交部关于发布 《对外投资国别产品指引 （２０１１
版）》 的通知， 第 ２８３ 页。
《澳新银行： 亚洲资源需求增长将使巴布亚新几内亚获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

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３１０ ／
２０１３１０００３５１３１３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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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交通运输业

巴布亚新几内亚内陆地形复杂， 山路崎岖， 陆路交通落后。 主要交通

方式为水运和空运。

一　 铁路

目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城乡各地之间均无铁路交通设施。

２０１２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交通运输部部长和国家首都区行政长官建

议在全国建设一个铁路系统， 连接主要的站点， 以解决交通问题。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国家计划与监控部部长查尔斯·阿贝尔认为全国铁路网建设规划

对于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个新的概念， 造价极其昂贵， 因此在短时期内还

不能纳入工作计划。① 同时， 他还表示， 如果两人能够提出一个有说服力

的计划和可行性报告， 可以将全国铁路网系统建设规划纳入国家计划与监

控部的规划中。

二　 公路

目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公布的公路里程约 ３ 万公里， 其中国家级

公路 ８４６０ 公里。 省际和城际间公路路况较差， 也没有形成连接全国的公

路网。 首都莫尔兹比港与全国各大城市均无公路相连。
国内最大的工业城市莱城与马当、 戈罗卡、 芒特哈根等主要城市之间

有一条 ７００ 公里的高地公路相连， 是商品流通、 居民出行的重要通道。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陆路唯一接壤的印度尼西亚之间无公路相连。
２０１３ 年起，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计划与监控部开始着手改善和修复

全国 １６ 条主要公路， 包括高地公路， 重点是全国主要公路网的升级改造。

５０２

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铁路建设规划虽好但造价昂贵》，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

馆经济商务 参 赞 处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３０３ ／ ２０１３０３０００４２５４０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浏览。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准备实施贯穿南北的公路项目，
计划修建一条贯穿莱城到莫尔兹比港及南部地区的公路， 将高地省份与南

部沿海省份连接起来。 但该计划遭到中央省领导人和国家首都区居民的强

烈反对。①

三　 水运

巴布亚新几内亚三面临海， 海岸线长 ８３００ 公里。 如果连同各岛屿在

内， 海岸线总长度达 １ ７１ 万公里， 水上运输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 港口

巴布亚新几内亚货物运输主要以水运为主。 境内共有 ５０ 多个港口，
其中巴布亚新几内亚港口有限公司 （Ｐｏｒｔｓ Ｌｔｄ ） 经营着莫尔兹比港、 莱

城、 阿洛陶、 马当、 韦瓦克、 拉包尔、 艾塔佩、 阿内瓦湾 （Ａｎｅｗａ Ｂａｙ）、
布纳、 霍斯金斯角 （ Ｃａｐｅ Ｈｏｓｋｉｎｓ）、 达鲁、 芬什哈芬、 加斯马塔岛

（Ｇａｓｍａｔａ Ｉｓｌａｎｄ）、 卡维恩、 基埃塔、 布卡、 金贝、 洛伦高、 奥鲁湾 （Ｏｒｏ
Ｂａｙ）、 莫罗贝、 萨拉莫阿、 萨马赖、 伍德拉克岛等 ２３ 个港口。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要国际港口介绍：②

莱城港位于新几内亚岛东南海岸的马克姆湾内， 地理坐标为南纬 ６°
４４′， 东经 １４６°５９′。 东北距拉包尔港 ８３０ 公里， 东距基埃塔港 １１４０ 公里，
南距莫尔兹比港 １８４０ 公里。 该港口有一处西北—东南走向顺岸框架式码

头， 总长 ４３０ 米， 有仓库 １ ４８５ 万平方米， 堆场 ３ ９ 万平方米。 码头东端

水域还有一系缆泊柱， 可系泊 ４ 万载重吨级的船只。 码头西北港池东岸新

辟有集装箱码头， 长 １８０ 米。 ２０１２ 年， 新建了 ２４０ × ４０ 米的综合码头，
可停泊装载 ５０００ 个集装箱、 长度为 ３００ 米的货船。 莱城港是巴布亚新几

６０２

①

②

《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央省领导人反对修建外省连接到莫尔兹比港的公路》， 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１０ ／ ２０１４１０００７５３４６５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港 口，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ｅｉｍａｏ ｎｅｔ ／ ｗｅｉｍａｏ ／ ｔｒａｄｅｃｉｒｃｌｅ ／ ｇｅｔＣｉｒｃｌｅＢｙＴａｂ ｄｏ？
ｔａｂ ＝ ％ Ｅ５％ Ｂ７％ Ｂ４％ Ｅ５％ Ｂ８％ ８３％ Ｅ４％ ＢＡ％ ９Ａ％ Ｅ６％ ９６％ Ｂ０％ Ｅ５％ ８７％ Ａ０％ Ｅ５％
８６％８５％Ｅ４％ＢＡ％９Ａ％Ｅ６％Ｂ８％ＡＦ％Ｅ５％８Ｆ％Ａ３，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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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亚最大的港口， 也南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港口之一，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６０％左右的进出口货物都经此地转运， 年货物吞吐量达 ２８０ 万吨。 输出货

物主要是木材、 胶合板、 矿产品、 咖啡、 茶叶等， 输入货物主要有燃料

油、 机械设备、 化工产品和食品、 纺织品等。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中国港湾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公司承建的莱城港潮汐码头一期工程竣

工， 莱城港从此成为太平洋岛国地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码头， 以及连接东

南亚与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要中转港。①

莫尔兹比港位于巴布亚湾东岸， 濒临珊瑚海。 地理坐标为南纬 ９°３３′，
东经 １４７°１７′。 东北至拉包尔港 １７５０ 公里， 东距基埃塔港 １２４０ 公里， 东

距所罗门群岛霍尼亚拉港 １５７０ 公里。 港口建有敞开式的突堤和顺岸码头，
中级以上泊位有 ４ 个。 港区南部的 “Ｔ” 突堤， 长 ２１３ 米， 宽 １８ ２ 米，
可停泊 ２ 艘远洋船只； 北部新港区已建有 ４ 号集装箱泊位顺岸码头， 长

１２５ 米。 码头上有仓库 ４ 座， 总面积 ５１１０ 平方米， 堆场面积 ２ ８４ 万平方

米。 该港口年吞吐量 １８０ 万吨。 输出货物有橡胶、 椰子、 咖啡等农产品以

及少量的铜、 黄金等矿产品； 进口货物主要有纺织品、 食品、 燃料油、 机

械、 化工产品等。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营企业与国家投资部

部长本·迈卡表示将位于首都闹市区的莫尔兹比港码头迁往蒙托克

（Ｍｏｔｕｋｅａ） 码头， 原址改造成莫尔兹比港重要的娱乐区和商业区。②

马当港位于新几内亚岛东北海岸， 濒临俾斯麦海西南岸， 地理坐标为

南纬 ５°１２′， 东经 １４５°４９′，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地区的主要港口。 服务

设施有修船、 加燃料、 小艇、 医疗、 淡水、 给养和遣返， 无干船坞、 牵引

和排污。 西码头长 １３７ ５ 米， 宽 １２ 米， 过境仓库总面积 ２５００ 平方米， 露

天仓库面积 ５５７５ 平方米， 是一个可停泊远洋轮船的泊位。 东码头过境仓

库面积 １８７０ 平方米， 露天仓库面积 ８４０ 平方米。

７０２

①

②

喻常森、 常晨光、 王学东： 《大洋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１８ 页。
《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码头将迁移》，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

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７ ／ ２０１４０７００６７８３７７．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浏览。



阿洛陶港位于新几内亚岛东南沿海的米尔恩湾内， 濒临珊瑚海的北

侧， 地理坐标为南纬 １０°１９′， 东经 １５０°２７′。 港区有两个码头， 一个是海

上码头， 集装箱泊位， 岸线长 ９３ 米， 宽 １８ 米； 另一个是顺岸油码头， 岸

线长 ５５ ８ 米， 宽 ９ ８ 米。 港内杂货仓库面积 １８７４ 平方米， 露天堆场面积

７６４０ 平方米。 港口服务设施有加燃料、 医疗、 淡水、 给养。 输出和输入

的货物主要是椰干、 石油、 滚装货、 集装箱及杂货等。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巴

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拨款 １５００ 万基那 （约合 ５８５ 万美元）， 全面维修阿洛

陶港。 项目完工后， 将成为国内最大的邮轮停靠港。
拉包尔港位于新不列颠岛东北端的辛普森湾北顶， 地理坐标为南纬

４°１２′， 东经 １５２°１１′，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地区的主要港口。 港区呈西

南—东北走向伸展， 有两个远洋船泊位。 东部 １ 号码头长 １２２ 米， 用于油

轮作业； 西部 ２ 号码头长 １５２ 米， 可以停泊万吨级轮船。 仓库面积约 １ 万

平方米， 露天货场面积 ３ ８ 万平方米。 该港口输出货物主要是铜矿砂、 椰

子产品、 木材加工品、 咖啡、 可可等， 输入货物主要是纺织品、 粮食、 燃

料油、 机械等。
基埃塔港位于布干维尔岛东海岸中部， 濒临南太平洋， 地理坐标为南

纬 ６°１３′， 东经 １５５°３８′。 该港口有基埃塔和阿内瓦湾两大港区， 相距 ９ 公

里。 基埃塔港在基埃塔半岛东岸， 港区由东南向西北伸展， 主要有远洋码

头， 长 １２２ 米， 建有 ２７８０ 平方米的仓库， １ ４７ 万平方米的堆场。 阿内瓦

湾港区在基埃塔半岛北部正西， 有框架式码头， 长 ７７ 米， 两端延伸 ５９ 米

处和 １０７ 米处还有系缆泊位各一个， 码头上有固定散矿装船机。 港湾南岸

有输油管从水面连接岸上油罐群， 重油最大卸速为每小时 ４０００ 吨； 轻油

最大卸速为每小时 ７００ 吨。 目前， 该港口年吞吐量约 １００ 万吨。
金贝港位于新不列颠岛北部沿海金贝湾内的斯德丁湾西南岸， 濒临俾

斯麦海南侧， 地理坐标为南纬 ５°３３′， 东经 １５０°０９′， 是新不列颠岛上的主

要港口之一。 主要码头有两个泊位， 岸线长 １７７ ４ 米， 其中一个为多用途

泊位， 水深 １５ 米， 用船吊作业。 仓库面积约 １５００ 平方米， 货物堆场 １ ２
万平方米。 在港口东部还有一个木材港、 一个棕榈油港。

韦瓦克港位于新几内亚岛北海岸中部， 濒临俾斯麦海西北侧， 地理坐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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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为南纬 ３°３４′， 东经 １４３°３９′，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地区的主要港口。
主要有一个长堤码头， 为远洋泊位， 岸线长 ７３ 米。 仓库面积 ２２００ 平方

米， 货物堆场面积 １ １５ 万平方米。 在长堤附近还有一个沿海泊位， 长 ３０
米及一个驳船坡道。 输出货物主要是椰干、 咖啡、 可可及木材等， 输入货

物有粮食、 纺织品及化工产品等。 为满足可可和橡胶等农产品产量增长带

来的运输需求，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港口有限公司投资 １５０ 万

基那 （约合 ５４ 万美元）， 升级了韦瓦克港基础设施。
萨马赖港位于距巴布亚半岛海岸约 ５ 公里的萨马赖岛上， 地理坐标为

南纬 １０°３６′， 东经 １５０°３９′，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南端的港口。 港口主码

头长 ９３ ２ 米， 宽 １２ ８ 米。 过境仓库面积 ９４８ 平方米。 港口服务设施有修

船、 加燃料、 小艇、 医疗、 淡水、 给养、 遣返等。
卡维恩港位于新爱尔兰岛的北端， 地理坐标为南纬 ２°３５′， 东经 １５０°

４８′， 是新爱尔兰岛上的主要港口。 杂货和散装货码头长 ９４ 米， 宽 １２ 米。
有仓库 ７５０ 平方米、 堆场 ３０００ 平方米。 港口服务设施有医疗和淡水， 没

有修船、 加燃料、 干船坞、 小艇、 牵引、 排污、 给养和遣返。
（二） 国内航运线路

沿海村庄之间的航线；
主要港口与国内小港口之间的航线；
国内主要港口之间的航线。
（三） 国际海运航线

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向：
澳新航线是最繁忙的航线。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要港口与澳大利亚各港

口之间有船只往来。 有短期货船从新西兰第一大城市奥克兰 （Ａｕｃｋｌａｎｄ）
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主要港口。

太平洋航线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主要港口到太平洋岛国的航线。
远东航线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主要港口到日本、 菲律宾、 新加坡、 马来

西亚、 中国以及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的航线， 是中国近洋运输航线的重要

组成部分。
欧洲航线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主要港口与英国、 德国、 比利时、 荷兰等

９０２



国之间的航线。
美国航线是从美国西海岸港口旧金山、 洛杉矶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莱

城、 拉包尔港的航线。

四　 空运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特的地理环境， 使得航空运输成为国内交通的重要

组成部分。 ２０１５ 年， 航空货运量达到 ３４８２ ７ 万吨。① 主要城市之间交通

依靠飞机， 许多边远地区出行依赖小型直升机。 但航空软、 硬件水平较

低， 交通成本和航班误点率较高。
（一） 航空公司

巴布亚新几内亚共有 ４ 家国际航空公司 （２０１１ 年以后整合成 ３ 家）。
新几内亚航空公司成立于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 澳洲

安捷航空 （Ａｎｓｅｔｔ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澳洲航空、 跨澳洲航空 （ Ｔｒａｎ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ｉｒｌｉｎｅｓ） 分别持有 ６０％ 、 １６％ 、 １２％ 、 １２％ 的股权， 以 ＤＣ—３ 及福克

Ｆ２７ 飞机独家营运国内航线。 １９７５ 年年底， 租赁澳洲安捷航空波音 ７２７ 飞

机， 营运往返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的航班， 国际航班由此开

始； １９７７ 年， 从澳洲航空购入一架波音 ７０７ 客机， 开通菲律宾马尼拉

（Ｍａｎｉｌａ） 及中国香港航线。 １９７９ 年， 开通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印尼语： Ｊａｋａｒｔａ） 及美国檀香山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航线。 １９８０ 年， 巴布亚新

几内亚政府将其他航空公司股份全部购入。 １９８４ 年， 向跨澳洲航空租赁

空客 Ａ３００ 取代波音 ７０７。 ２００２ 年， 添购波音 ７６７ 客机， 扩大了国际航线

服务。 ２００４ 年， 引入福克 Ｆ１００， 服务于国内航线及澳大利亚北昆士兰首

府凯恩斯、 所罗门群岛霍尼亚拉航线。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正式开通直飞中国

香港的航线。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租赁波音 ７５７—２００ 和波音 ７６７—３００ＥＲ 客

机。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开通悉尼航线。 ２００９ 年， 从加拿大庞巴迪公司

（Ｂｏｍｂａｒｄｉｅｒ Ｉｎｃ ） 订购了两架冲锋 ８—Ｑ４００ 高速涡轮螺旋桨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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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界概览———巴布亚新几内亚》， 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ｇｅｏｓ ／ ｐｐ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浏览。



第五章　 经济发展

巴布亚新几内亚航线航空公司 （Ａｉｒｌｉｎｅｓ ＰＮＧ Ｌｔｄ ） 曾经是第二大航

空公司， 成立于 １９８７ 年， 主要经营国内航线以及莫尔兹比港至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 凯恩斯的国际航线。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新几内亚航空公司与航线航空公司合并， 仍以新几内

亚航空公司命名 （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ｉｒｎｉｕｇｉｎｉ ｃｏｍ ｐｇ）， 成为巴布

亚新几内亚最大的航空公司、 太平洋岛国地区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 总部

及枢纽设在莫尔兹比港杰克逊国际机场。 目前， 该公司在美国纽约、 中国

香港、 日本东京设立了营业部， 与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合作， 占有 ８０％ 的

市场份额。 经营着 ２５ 条国内航线， 有自莫尔兹比港飞往国内主要城市及

往返悉尼、 布里斯班、 凯恩斯、 中国香港、 霍尼亚拉、 马来西亚吉隆坡

（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 斐济楠迪 （Ｎａｄｉ） 以及马尼拉、 新加坡樟宜 （Ｃｈａｎｇｉ）、
东京成田的 １０ 条国际航线， 一般每周一个航班，① 其中与中国香港间的

往返航班每周三次， 与新加坡间的往返航班每周五次。② 飞行路线共有

３０８ 条， 最长的直飞航线是莫尔兹比港至吉隆坡， 飞行距离 ５２４４ 公里。 截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新几内亚航空公司拥有 １６９ 个机场 （大部分是非正规跑

道）， 与全国 ３２８ 个城镇和乡村开通了航空服务。 执行飞行任务的飞机有：
１ 架波音 ７３７—７Ｌ９ （载客 １４０ 人）、 ３ 架波音 ７６７—３４１ＥＲ ／ —３６６ＥＲ ／ —
３８３ＥＲ （载客 ２５０ 人）、 １ 架波音 ７８７—８ （载客 ３１５ 人）、 ６ 架福克 Ｆ１００ （载
客 ９８ 人）、 ２ 架冲锋 ８—１００ （载客 ３０ 人）、 ４ 架冲锋 ８—２００ （载客 ３６ 人）、
３ 架冲锋 ８—３００ （载客 ５０ 人）、 ４ 架冲锋 ８—Ｑ４００ （载客 ７４ 人）、 １ 架达索

猎鹰 ９００Ｘ （载客 １８ 人， 政府专用机）、 １ 架康威尔 ５８０ （货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新几内亚航空公司与卡塔尔航空公司 （Ｑａｔａｒ Ａｉｒｗａｙｓ） 签订电子机票合

作协议。 至此， 新几内亚航空公司与全球 ３３ 家航空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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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新几内亚航空公司将大幅降低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内航线机票价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３０８ ／ ２０１３０８００２４８３１１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浏览。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１５ 页。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航空与卡航签订电子机票合作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

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１０ ／
２０１４１０００７６０５１０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５ 日浏览。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交通与民航部部长唐·波利宣布 ２００７
年起 “开放天空”， 准许其他国家航空公司开办往返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航

班。 而后， 澳大利亚的澳洲航空、 维珍蓝航空 （Ｖｉｒｇｉｎ Ｂｌｕｅ） 以及新西兰

的太平洋蓝航空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Ｂｌｕｅ） 增开了布里斯班、 凯恩斯、 奥克兰至莫尔

兹比港的国际航线。
此外， 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有六、 七家私营航空公司， 多经营直升机等

小型飞机运输， 提供国内客运和货运服务。
（二） 机场

２００５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第六个签约 《太平洋岛国航空服务协

定》 的成员国。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全国已建成大小机场 ５７８ 个，① 直升机机

场 ２ 个。 其中铺设跑道的机场有 ２１ 个， 分布在主要城镇， 可停降大型

飞机； 其它为设在偏远地区的小型机场。 国际机场有莫尔兹比港的杰克

逊国际机场、 西高地省芒特哈根机场、 米尔恩湾省阿洛陶机场、 西部省

达鲁机场。
杰克逊国际机场距离莫尔兹比港市中心 ８ 公里， 建有两座客运大楼，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各一座。 两座客运大楼之间设有行人通道互相连接。
其中国际航线大楼设有 ４ 个泊位， 其中 ２ 个设有登机桥连接客运大楼。 该

机场是巴布亚新几内亚面积最大和最繁忙的机场， 同时也是巴布亚新几内

亚航空总部， 还驻扎有巴布亚新几内亚空军基地联队。 新几内亚航空深入

内陆的航班大多以此机场为出发地。

五　 交通运输业发展政策

２００９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在未来 １０ 年内完成 ３８ 亿基那

（约合 １３ ７６ 亿美元） 的基础设施投资。 其中亚洲开发银行贷款 ２７ 亿基

那 （约合 ９ ７７ 亿美元）； 世界银行贷款 ４ 亿基那 （约合 １ ４５ 亿美元）；
澳大利亚道路援助计划 ７ 亿基那 （约合 ２ ５３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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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编著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

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１４ ～ １５ 页。



第五章　 经济发展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民航局决定自主融资 １８ 亿基那， 用于

维护境内的机场。 其中莫尔兹比港杰克逊国际机场升级改造项目预计投资

５ 亿基那， 建造世界级的停机坪和候机厅， 可以停靠波音 ７４７、 ７６７ 等飞

机。①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亚洲开发银行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 １ ３ 亿美元的贷

款， 用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国 ２１ 个机场的升级改造和建设， 以便于起降

波音 ７３７—８００ 等大中型飞机。 同时，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出售新几

内亚航空公司 ５０％的股权， 并且以新几内亚航空公司在股票交易所上市

所筹集的 ５ 亿基那 （约合 １ ８ 亿美元） 购买两架波音梦幻 ７８７ 客机。 另

外， 根据 《２０５０ 年远景规划》， 巴布亚新几内亚工程与执行部决定投资

５０ 亿基那 （约合 １８ 亿美元）， 升级改造 ２５００ 公里的道路， 新修建 １０００
公里的道路， 接通 ４ 条关键道路。②

７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营企业与国家投资部部长本·迈卡在访问由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莱城港潮汐码头一期项目后表示， 立即

启动二期开发项目， 将码头从 ２４０ 米延长到 ７００ 米， 可同时停泊两条装载

５０００ 个集装箱、 长度 ３００ 米的货船。 项目完成后， 巴布亚新几内亚将成

为亚洲以南、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北的一个主要的货物转运中心。③

巴布亚新几内亚交通运输部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 建成 ２ ５ 万公里国家级

公路； 实现国际港口周转时间由现在的 ３ 天缩短为 １ 天； 航道和船舶数量

增长 ３ 倍； 所有港口实现升级。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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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巴布亚新几内亚民航局将融资 １８ 亿基那对机场进行升级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

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１０ ／ ２０１４１０００７６０５１０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道路改造升级和新建共需要 ５０ 亿基那》，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

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２ ／
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４７８９８２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希望成为亚太地区一个主要货物转运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

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７ ／
２０１４０７００６５８０１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浏览。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７ 页。



第八节　 旅游业

曾经有人如此评价巴布亚新几内亚： “如果说上帝要在人间建造一个

伊甸园， 它很可能会在这里选址。”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土基本上被山地和

热带雨林所覆盖， 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上最后一片未被污染的净土， 被称为

“地球上最后未开发的地区”，① 具有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　 旅游项目

巴布亚新几内亚岛屿众多， 地形地貌复杂， 自然景观奇特而富有原始

魅力； 在 ７００ 多万人口中， 有 ８００ 多个部族， ８３６ 多种地方语言， 文化形

态多元化； 二元经济体制使国内既有传统的农村经济生活模式， 又有现代

城市色彩， 具有发展旅游的优势。 主要旅游项目是自然风光旅游和土著风

情旅游。
水下运动　 巴布亚新几内亚海水碧蓝透明， 海底景观举世无双， 有珊

瑚堡礁、 珊瑚墙、 珊瑚花园、 零落的暗礁点、 海草床以及沉船潜水点

（太平洋战争时遗留下来的船只、 飞机和潜艇的残骸）， 被业内人士公认

为世界级的水下运动场所， 已经取代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主要的潜水目的

地， 被评为 “全球十大浮潜天堂” “全球十处绝美潜水避暑胜地” 之

一，② 同时， 还被美国 《国家地理》 杂志评为 “人一生要去的 ５０ 个地方”
之一。 尤其是在米尔恩湾省萨马赖岛粉质的水域内， 潜水不会遇到鲸鲨或

蝠鲼， 只会看到像海兔一样微小型可爱的生物， 生长旺盛的珊瑚礁和多姿

多彩的热带鱼会让潜水者流连忘返， 海底的各种残片会让潜水者深切地感

受到这个岛屿动荡的历史。 巴布亚新几内亚水下运动产业联盟负责组织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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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巴布亚新几内亚： 地球上最后的原生态天堂》， 环球网站， ｈｔｔｐ： ／ ／ ｇｏ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ｐｈｏｔｏ ／ ２０１２ － ０１ ／ ２６５９３０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９ 日浏览。
《全球 十 处 绝 美 潜 水 避 暑 胜 地 　 探 索 奇 妙 海 底 世 界 》， 凤 凰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ｆａｓｈｉｏｎ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ｔｒａｖｅｌ ／ ｐｈｏｔｏ ／ Ｈｄ＿ ２０１４＿ ０６ ／ １６ ／ ３６８４４５７６＿ ０ ｓｈｔｍｌ＃ｐ ＝ ８，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９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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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推广水下运动， 他们每年可从政府手中得到 １５ 万基那的费用， 作为开

展工作的基金。 目前， 每年到这里旅游的高收入人群大约有 ４０００ ～ ６０００
人， 游客主要以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和欧洲人为主。

冲浪运动　 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兴的旅游市场。 冲浪场所主要集中在新

爱尔兰省首府、 港口城市卡维恩和桑道恩省首府、 天然海港瓦尼莫， 努萨

岛 （Ｎｕｓａ Ｉｓｌａｎｄ） 的度假村可以为游客提供饮食服务。 巴布亚新几内亚冲

浪协会为冲浪旅游活动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争取了大量的客源。 游客

主要是澳大利亚人和日本人。
邮轮旅行　 又称 “漂浮的黄金水道”， 是一项集运动、 航海、 娱乐、

休闲、 社交于一体的新型奢华旅游形式。 最常见的邮轮休闲娱乐活动有潜

水、 冲浪、 垂钓、 游泳、 巡航游弋、 海岛探险、 观光赏景、 公关联谊、 社

交商务、 旅游探亲、 家庭聚会、 海上居住等。 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 ８３００
公里的海岸线， ６００ 多座岛屿， 分布着无数的天然港湾， 具有开发邮轮旅

游的条件。 拉包尔港是该国首个邮轮集散地。
徒步旅行和攀岩活动 　 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兴的旅游项目， 极具徒步

旅行价值的有科科达足迹、 威廉峰和黑猫步道 （Ｂｌａｃｋ Ｃａｔ Ｔｒｅｋ）。 目前，
科科达足迹是翻越欧文·斯坦利山岭的唯一途径， 也是巴布亚新几内亚

最受欢迎的远足路线。 在长达 ９６ 公里的道路上， 要翻越陡峭的山脊， 通

过沼泽， 穿过河流， 跨过桥梁和堤道， 沿途能俯瞰到城市的全景， 了解

当地村庄的文化， 被称为 “世界上真正冒险的远足路线” 之一， 每年４ ～
１１ 月是在此地徒步旅行的最佳时机。 威廉峰虽然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

的最高峰， 但却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容易攀登的山峰， 有两条路线可以

通往山顶。 一条从钦布省孔迪亚瓦路尽头的凯格尔苏格尔 （Ｋｅｇｌｓｕｇｌ） 出

发， 穿过热带丛林、 高寒草原和冰川河谷等， 到达皮恩德湖和艾文德湖，
之后再向山顶前进； 另外一条从西高地省的艾姆布鲁阿 （Ａｍｂｕｌｌｕａ） 启

程， 攀登难度大于第一条线路， 需要为期四天的徒步旅行。 最佳攀登时

间为每年 ５ ～ １０ 月。 黑猫步道位于莫罗贝省， 以道路崎岖闻名于世。
动植物观赏　 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生长着南太平洋地区最丰富的陆栖

生态物种， 为此政府成立了一大批野生动植物保护区。 植物种类有 ９０００

５１２



多种， 其中低地雨林 ５ 种， 山区雨林 １３ 种， 棕榈林和沼泽林 ５ 种， 红树

林 ３ 种。 附近海域拥有世界上最美的珊瑚礁， 珊瑚的种类多达 ４５０ 种。 动

物以鸟类和灵长类动物为主， 青蛙有近 ２００ 种， 蝴蝶超过 ４００ 种， 鸟类有

７６２ 种， 占世界鸟类品种的 １３％ 。 其中热带原始雨林是杜鹃、 翠鸟、 扇尾

鸽和童话雷恩斯等鸟类的家园， 世界已知的 ４３ 种极乐鸟中， 这里占有 ３８
种。 巴布亚新几内亚丰富的自然物种， 尤其是独特的极乐鸟图腾、 极乐鸟

文化， 吸引着欧美国家富足的知识阶层、 研究团队纷至沓来， 成为全球四

大最佳异国风情观鸟地。①

太平洋战争历史遗迹　 １９４２ ～ １９４５ 年， 美澳盟军与日本侵略军在巴

布亚新几内亚一带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激战， 拉包尔、 米尔恩湾、 科科

达、 韦瓦克、 布干维尔等地留下了大量的战争历史遗迹， 附近海域的海底

则躺卧着大量军舰、 飞机的残骸。 尤其是拉包尔战场已被列为 “世界五

大战场遗址” 之一。 太平洋战争时期， 拉包尔曾经是日本在西南太平洋

地区最大、 最重要的海空军基地， 驻扎日军达 １１ 万人。 １９４４ 年， 盟军对

拉包尔进行战略性包围， 切断了其与外界的所有往来， 使其孤立无援而失

去作用。 该遗址不仅展示了盟军的战略性胜利， 也凸显了该堡垒的战略防

御功能。 游客可以从隧道、 战壕和火炮发射阵地窥见军事基地的奥秘。②

现在已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 每年都有大批澳大利亚、 美国和日本的游客

到此游览和凭吊。
土著文化体验　 巴布亚新几内亚有 ８００ 多个部族， 是世界上土著居民

保持其传统生活方式的最后几个家园之一， 文化多样性特点明显。 规模最

大、 最著名的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三大城市、 西高地省首府芒特哈根市的

“哈根山文化节”。 每年 ８ 月的第三个周末， 芒特哈根都要连续举办两天

的文化节， 来自几百个不同地区、 省份、 部落的文化团体， 甚至国家的部

落舞蹈团聚集在一起， 进行各种舞蹈和歌唱表演。 澳大利亚、 德国、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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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爱鸟者的天堂　 全球四大最佳异国风情观鸟地》， 环球网站， ｈｔｔｐ： ／ ／ ｇｏ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ｓｏｕ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２０１３ － ０５ ／ ３９６４９５６＿ ２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浏览。
《重温历史　 漫游世界五大战场遗址》， 环球网站， ｈｔｔｐ： ／ ／ ｇｏ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ｅｕｒｏｐｅ ／ ２０１３ －
０７ ／ ４１４４３２８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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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美国、 新西兰、 意大利等国的游客和表演者也从不同地方赶来， 与当

地人一起载歌载舞。

二　 风景名胜

库科早期农业遗址　 巴布亚新几内亚农业耕作方式转型的最好例证。
该遗址位于南高地省亚利布—庞亚区， 由海拔 １５００ 米高地上的 １１６ 公顷

湿地组成。 考古挖掘发现了 ９０００ 年前的农业种植遗址， 该片地貌是当年

被改造的湿地之一。 保存完好的遗迹展现了 ６５００ 年前人类将植物采集转

化为农业耕种活动的一次技术性飞跃， 证明了农业实践的历史变迁， 即从

最初的土丘耕种发展成为用木制工具挖掘沟渠以排干湿地积水的农耕方

式， 此类遗址在全世界屈指可数。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在加拿大魁北克 （法语：
Ｑｕéｂｅｃ） 举行的第三十二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该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缩写：
ＵＮＥＳＣＯ） 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 目前是该国唯一的世界

遗产。
国家植物园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ｓ） 　 位于莫尔兹比港市巴布

亚新几内亚大学附近。 １９７１ 年建成开放，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美丽的植

物园之一。 园内的植物群包含了国内各地区的物种， 还有世界其他地区棕

榈类树、 斑竹、 海里康属植物、 露兜树、 本地树木和灌木丛等植物。 花室

里有数以千计的兰花种类， 并成立兰花研究中心， 包括小干燥标本集和一

个装备充分的兰花培养实验室。 此外， 还有袋鼠、 极乐鸟、 美冠鹦鹉、 吸

蜜鹦鹉等动物。 这里还栖息着一种世界独一无二的大型蛇。
凡瑞拉塔国家公园 （Ｖａｒｉａｒａｔ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位于中央省索盖里

（Ｓｏｇｅｒｉ） 高原的西端， 距莫尔兹比港 ４２ 公里， 占地 １０６３ 公顷， 是巴布亚

新几内亚最早的国家公园， 以保护最原始的天然野生动植物、 自然风景区

和科伊里 （Ｋｏｉａｒｉ） 文化著称。 公园内道路相互交错， 有的地方茂密如丛

林， 还有大片的绿树草坪和烧烤区， 能欣赏到莫尔兹比港的城市美景， 包

括杰克逊国际机场、 南海岸翠绿的珊瑚和鲁洛塔岛 （Ｌｏｌｏａｔａ Ｉｓｌａｎｄ） 的自

然风光。 同时， 这里还是观察翠鸟、 瑞吉亚那极乐鸟、 黑头林鹟、 红脸

７１２



鹦鹉、 栗背丽鸫、 野生小袋鼠、 攀树袋鼠的绝佳之地， 堪称野生动植物及

观鸟者的天堂。
莫伊塔卡野生动物保护区 （Ｍｏｉｔａｋａ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Ｓａｎｃｔｕａｒｙ） 　 位于莫尔

兹比港霍霍拉区，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丰富的动物种类公园， 同时也是主

要的旅游景点之一和重要的保护区。 步行穿过园内的热带雨林， 可以观赏

到当地野生动物和各种鸟类。 其中有大型鳄鱼， 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特有

的顶羽极乐鸟、 带尾极乐鸟、 蓝羽极乐鸟和镰嘴极乐鸟等。
米尼天坑 （Ｍｉｎｙｅ Ｓｉｎｋｈｏｌｅ） 　 位于东新不列颠省纳卡奈山上， 是世

界上可与中国重庆市奉节县小寨天坑相媲美的一处喀斯特景点。 它是由地

下河流与暴雨冲刷， 石灰岩受到侵蚀， 导致地表岩层塌陷而形成的。 该天

坑深 ５１０ 米， 宽 ３５０ 米， ４ 架波音 ７４７ 客机可以并肩齐驱横穿深洞。 由于

神秘莫测， 震撼心灵，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 游客、 跳伞爱好者。
２０１３ 年被评为 “世界十大神奇天坑” 之一。①

三　 旅游开发政策

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海天一色的热带自然风光、 令人着迷的高地景

色、 风景如画的沿海岛屿、 清新纯净的海滨浴场、 岩石突起的蓝色海域、
原始独特的土著文化， 正逐渐成为令世人瞩目的旅游目的地。

２００４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颁布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年中期发展战略》，
提出旅游的发展要对其经济、 社会、 文化和环境的福祉有重要的贡献。
２００５ 年颁布的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中期发展规划》， 为旅游业的发展设立了

许多高标准的发展目标。 在太平洋岛国中，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入境旅游人

数较上年增长了 １７％ ， 位列岛国第一名。②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为了促进旅游投资和旅游产业的发展， 巴布亚新几内

亚贸易促进局和独立的消费与竞争委员会共同发表了 《一个可持续的产

业： 增长中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旅游业》 的报告， 提出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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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世界十大著名天坑》， 《地球》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９５ 页。
张凌云等： 《世界旅游市场分析与统计手册》， 旅游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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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的两个发展目标： 一是每 ５ 年让世界各地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旅游

人数翻一番； 二是创造 １ ３ 万人的就业岗位， 并制定一系列的政策， 以推

动旅游业的发展。 具体措施有： 第一， 对于旅游市场营销方面实行双倍抵

扣方案， 加速资本投资的折旧以及在接待业方面减税。 第二， 培训旅游管

理方面的人才。 第三， 建立警用媒体系统和旅游警务机构， 确保游客生命

财产安全。 第四， 支持各省进行旅游规划和旅游产品开发， 建立合理的市

场营销战略。 第五， 建立旅游政策秘书处， 协调与拥有旅游资源的当地居

民和设立旅游景点的开发商之间的关系。 第六， 对于投资旅游设施金额超

过 １０００ 万基那 （约合 ３３３ 万美元） 的公司， 给予免除每年 ２０％所得税的

优惠政策， 为期 １０ 年。 同时， 为了吸引游客， 还大幅度地降低机票价格，
最高打折可达 ６０％ 。 ２００７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接待的国际旅游者比上一

年增加了 ３２％ ， 首次超过 １０ 万人。 据南太平洋旅游组织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缩写 ＳＰＴＯ） 统计， ２０１３ 年， 太平洋岛国接待国际

旅游者约 １７０ 万人， 旅游收入 ２５ 亿美元， 年增长率为 ６％ 。① 其中巴布亚

新几内亚接待国际旅游者游客近 １８ 万人，② 约占总数的 １０ ５９％ ， 旅游外

汇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 ，③ 旅游业成为国内快速增长的产业之一。
目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旅游主要以商务旅游为主， 并带动了酒

店业、 餐饮业、 航空业市场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以村落和部落为基础

的生态旅游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创造了大量直接或间接的就业机会， 刺

激了广大农村和山区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彼得·奥

尼尔总理宣布未来 ５ 年内， 每年将投资 １０００ 万基那 （约合 ３９０ 万美

元） 用于发展旅游业， 使国际旅游者增长 ２０％ ， 以增加外汇收入， 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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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来南太平洋岛国的游客人数逐年增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萨摩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

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６ ／ 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６２７３３６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５ 日浏览。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１３ 页。
《过高的费用等因素制约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旅游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

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１０ ／ ２０１４１０００７７６４２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浏览。



宽就业途径。① ２０１３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旅游公司呼吁政府加大旅游

宣传力度， 让独特的自然美景和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四　 旅游管理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的旅游管理机构是旅游促进局， 是协调、 实施、

监管 《旅游业主要规划》 的主要部门， 其职责包括： 与国家计划与监控

部紧密合作， 寻求资金； 与财政部合作， 确保政府资金安排用于最需要的

方面。
为了实施国家旅游发展战略， 配合政府部门对旅游业进行协调管理，

政府组织酒店业、 航空业、 旅游业从业人员与一些项目联盟等建立新的市

场营销机构。 其职责包括： 制定未来的市场营销战略和旅游市场规划； 协

调市场调研； 主要客源地的市场代表派驻； 旅行和道路的指示； 到访记者项

目； 通过互联网开拓市场； 协调合作公司， 并进行广告宣传和公关活动等。
２００１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成立旅游产业联盟， 其职责包括： 发

展、 促进、 鼓励和激励巴布亚新几内亚旅游产业以及为其成员提供服务。
现有成员 ３２ 家， 其中 ８５％的成员都是本地企业。

另外， 各省成立旅游局和旅游联合会， 在协调省级层面的人员培训、
旅游产品开发和信息协调以及协调支持地方旅游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旅游人力资源管理方面，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为旅游产业发展进行

了职业教育和培训， 并建立了旅游产业顾问委员会， 对国家旅游产业培训

进行分析， 为旅游业服务。

五　 旅游服务设施

旅游服务设施是指专门或直接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服务的设施， 包括旅

游交通、 旅行社、 宾馆饭店、 餐饮服务、 旅游购物和旅游信息服务等。

０２２

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媒体报道： 总理称将每年投资 １０００ 万基那用于发展旅游业》， 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２０６ ／ ２０１２０６０８１８５２３７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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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旅行社

目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国有 １３ 家旅行社、 ２５ 家入境旅行社。 国内

成立了旅游协会， 入会会员 １２ 家， 其中有 １０ 家旅行社从事入境旅游。
巴布亚新几内亚生态旅游服务公司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是国有旅行社， 旨在与全世界共享巴布亚新几内亚丰富的文化、 传统和自

然风光。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旅行社 （ＰＮＧ Ｔｒａｖｅｌ） 可为游客提供专业的行程规

划， 包括潜水、 海钓、 登山、 泛舟、 海穴探秘、 高尔夫球等。
较大的旅行社还有美拉尼西亚旅社 （Ｍｅｌａｎｅｓｉａ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纽

吉尼旅社 （Ｔｒａｎｓ Ｎｉｕｇｉｎｉ Ｔｏｕｒｓ） 等。 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度假地， 在推动

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为旅游目的地国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宾馆

巴布亚新几内亚大约有 ２００ 家旅店， 客房 ２８５０ 间。 主要集中在莫尔

兹比港、 东新不列颠省、 马当省、 米尔恩湾省、 西新不列颠省、 新爱尔兰

省、 东塞皮克省等旅游胜地。 主要宾馆及城市分布情况详见表 ５ － ３。

表 ５ －３　 巴布亚新几内亚各大城市主要宾馆

城市 主要宾馆

莫尔兹比港

斯坦利酒店（Ｓｔａｎｌｅｙ Ｈｏｔｅｌ）、皇冠假日酒店（Ｃｒｏｗｎｅ Ｐｌａｚａ Ｈｏｔｅｌ）、航空酒店（Ａｉｒｗａｙｓ
Ｈｏｔｅｌ，又名艾维斯饭店）、大巴布亚岛酒店（Ｇｒａｎｄ Ｐａｐｕａ Ｈｏｔｅｌ）、假日酒店（Ｈｏｌｉｄａｙ
Ｉｎｎ）、杉迪休闲酒店（Ｓｈａｄｙ Ｒｅｓｔ Ｈｏｔｅｌ）、艾拉海滨酒店（Ｅｌａ Ｂｅａｃｈ Ｈｏｔｅｌ）、维塔卡客

栈（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门户特色酒店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ｏｔｅｌ Ｇａｔｅｗａｙ）、拉马纳酒店

（Ｌａｍａｎａ Ｈｏｔｅｌ）、网关酒店（Ｇａｔｅｗａｙ Ｈｏｔｅｌ）、星霖小屋酒店（Ｒａｉｎｔｒｅｅ Ｌｏｄｇｅ Ｈｏｔｅｌ）、
拉古那度假村（Ｌａｇｕｎａ Ｒｅｓｏｒｔ）、鲁洛塔旅店

戈罗卡市 太平洋花园酒店（Ｐａｃｉｆ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ｓ Ｈｏｔｅｌ）、天堂鸟酒店（Ｂｉｒｄ ｏｆ Ｐａｒａｄｉｓｅ）

马当市

马当度假酒店（Ｍａｄａｎｇ Ｒｅｓｏｒｔ Ｈｏｔｅｌ）、观海舒适酒店（Ｃｏｍｆｏｒｔ Ｉｎｎ Ｃｏａｓｔ Ｗａｔｃｈｅｒｓ）、
马当星级万国酒店（Ｍａｄａｎｇ Ｓｔａ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ｔｅｌ）、卡里波波度假村（ Ｋａｌｉｂｏｂ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ｓｏｒｔ）、马当旅馆（Ｍａｄａｎｇ Ｌｏｄｇｅ）

１２２

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网站大全， ｈｔｔｐ： ／ ／ ｓｉｔｅ ｎｉｈａｏｗａｎｇ ｃｏｍ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１５２，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浏览。



续表

城市 主要宾馆

阿洛陶市

阿洛陶国际大酒店（ Ａｌｏｔａ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ｔｅｌ）、塔瓦利休闲潜水度假村（ Ｔａｗａｌｉ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ｅ Ｒｅｓｏｒｔ）、比比考农场科技宾馆（Ｂｉｂｉｋｏ Ｆａｒｍ ＆ Ｇｕｅｓｔｈｏｕｓｅｓ）以及基

里威纳群岛上的布迪亚洛奇旅馆（Ｈｏｔｅｌ Ｂｕｔｉａ Ｌｏｄｇｅ）、基里威纳群岛酒店

莱城市 美拉尼西亚特色酒店（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ｏｔｅｌ Ｍｅｌａｎｅｓｉａｎ）

芒特哈根市 高原特色酒店（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ｏｔｅｌ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ｅｒ）

卡维恩市
树屋度假村（Ｔｒｅｅｈｏｕｓ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ｓｏｒｔ）、卡维恩酒店（Ｋａｖｉｅｎｇ Ｈｏｔｅｌ）、马拉甘度假村

（Ｍａｌａｇａｎ Ｂｅａｃｈ Ｒｅｓｏｒｔ）、努萨岛度假村

科科波市
海滩别墅度假村（Ｂｅａｃｈ Ｂｕｎｇａｌｏｗ Ｒｅｓｏｒｔ）、加泽尔国际大酒店（Ｇａｚｅｌ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ｔｅｌ）、雷柏种植园度假村（Ｒａｐｏｐｏ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ｒｔ）

金贝市 金贝湾酒店（Ｋｉｍｂｅ Ｂａｙ Ｈｏｔｅｌ）、瓦林迪种植园度假村（Ｗａｌｉｎｄｉ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ｒｔ）

　 　 资料来源：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酒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ｏｔｅｌ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ｃｎ ／ Ｐｌａｃｅ ／ Ｐａｐｕａ ＿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１ ｈｔｍ。

（三） 餐饮服务

由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饮食文化主要有以下特

点：①

讲究猪肉宴为吉祥， 注重菜肴丰盛实惠。 猪肉宴一般在很重要的节日

或者有重要的朋友到访时才可以见到。
日常生活中的主食以番薯、 芋头、 沙壳米、 椰子和各种香蕉等为主。

副食主要有猪肉、 鱼、 各种海味、 禽类、 蛋类等。 蔬菜主要有西红柿、 各

种瓜类等。 调料主要使用盐和油等。
果品以香蕉、 甘蔗、 柑橘等水果为主， 干果果仁也有许多。 饮品流行

啤酒， 以及由各种水果压榨的果汁。
烹调方法以煮、 炸、 烤等为主， 各种食物习惯用盐水煮或用油炸， 鱼

则用蕉叶裹着熏熟。 菜肴丰盛实惠， 但口味较重、 油腻， 与中国北方饮食

２２２

① 王丽娟等： 《ＷＴＯ 成员国 （地区） 经贸概况与礼仪习俗》， 中国物价出版社， ２００２， 第

５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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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似。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西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中餐以鲁菜、 京菜、
东北菜为首选。 其中大拼盘、 锅烧肘子、 砂锅白肉、 雪花鸡腿、 干烧

鱼、 琉璃肉、 烤乳猪、 熘黄菜、 炸里脊、 炸鱼块等风味菜肴在当地比

较流行。
莫尔兹比港的皇冠假日酒店、 航空酒店等星级饭店， 设施、 服务一

般， 价格也比较高。 另有十多家中国餐馆。

六　 旅游注意事项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旅游业起步比较晚， 整体服务水平还有待于提高；
民族风俗特异， 游客需要特别谨慎。 莫尔兹比港、 莱城、 芒特哈根等地拦

车抢劫、 抢包、 持凶器抢劫现象较严重， 导致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旅游的费

用过高， 游客不得不加强安全防范措施。 根据世界旅游业理事会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ｖｅｌ ＆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ｏｕｎｃｉｌ， 缩写： ＷＴＴＣ） 的统计， ２０１３ 年， 巴布亚新几

内亚旅游收入在被统计的 １８４ 个国家中排名第 １８２ 位。②

（一） 游客须知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与移民部是负责管理外国人出入境事务的政府职

能部门， 下设移民局负责具体执行。 国家农业检疫检验局和督察署是农业

与畜牧业部部所属的职能部门， 负责对入境游客及其所携带物品的监管和

检疫。
游客入境时， 须填写 《入境申报表》 和 《检疫申报表》， 所携带需要

申报的物品， 应及时申报。 虚假申报被视为犯罪或处以重罚或送交司法部

门处理。 所携带的行李须在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个机场时通关。 携带

如下物品可免进口税： 收音机、 录音机、 磁带播放器、 调谐器、 放大器、

３２２

①

②

《大洋洲国家的礼仪与禁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ｊｆａｏ ｇｏｖ ｃｎ ／
ｖｉｄｅｏ ／ ｌｂｌｙ ／ ｗｇｆｓ ／ ９１２６ ｈｔｍ，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 日浏览。
《过高的费用等因素制约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旅游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

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１０ ／ ２０１４１０００７７６４２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浏览。



录影机、 电视机等以外的、 不超过 ２００ 基那的商品； １８ 岁以上游客可携

带 １０００ 克以内的奶粉、 １ 升酒精类液体、 ２６０ 根香烟或雪茄 ／烟草 ２５０ 克。
严禁携带活体动物、 羽毛、 肉制品、 奶制品、 生物制剂、 木制品、 植物及

种子、 水果等物品入境。

（二） 旅游签证

办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旅游签证共分为五个等级， 一是各旅行社为游

客代办的赴巴布亚新几内亚旅游。 二是游客自行拟定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旅

行路线。 三是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探亲旅游。 四是赴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游

艇驾驶者。 五是到巴布亚新几内亚采访的记者。 旅游签证收费标准： 前三

种 ２２５ 元人民币， 第四种 ４００ 元人民币， 第五种 １０００ 元人民币。 所有游

客入境许可证的单次入境有效期是从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之日起 ６０ 天，
不得在当地就业。 另外， 居留期满之前， 可申请延期， 但最长不超过 ３０
天， 而且不能更换为其它种类签证。

旅游签证所需材料： （１） 邀请函； （２） 邀请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３） 邀请人的护照及有效签证； （４） 无犯罪公证书； （５） 往返机票原件；
（６） 健康证和预防接种证； （７） 身份证复印件； （８） 护照复印件； （９） 银行

存款证明 （须 ５ 万元人民币以上）； （１０） 签证费 ２２５ 元人民币。

七　 旅游远景规划

旅游业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兴的朝阳产业， 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计划到 ２０１７ 年将旅游产业建成增长性的且可持续

发展的产业， 并达到以下目标： 提高巴布亚新几内亚旅游业的国际认

可度， 让全世界都认识到这里能为旅游者提供较好的旅游体验； 旅游

产业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 通过旅游产业的开发， 促使其各种独特的

自然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提高国际旅游者的舒适度和认可

度， 给国际旅游者带来愉快和难以忘却的经历； 旅游产业将加强巴布

亚新几内亚与各个合作伙伴国家的友谊； 旅游产业将促进城乡人民生

活方式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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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对外贸易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济属于典型的外向型经济， 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

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　 与对外贸易相关的部门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管贸易的政府机构主要有： 贸易、 商业与工业部，
外交与移民部， 财政部， 国库部， 农业与畜牧业部， 矿业部， 石油与能源

部， 国内税务委员会。 与贸易政策制定和执行有关的部门还有： 渔业与海

洋资源部， 森林与气候变化部， 环境保护部等， 具体由贸易、 商业与工业

部负责牵头。

二　 对外贸易法规体系

巴布亚新几内亚制定的与对外贸易相关的法律主要有 《出口法》
（１９７３ 年）、 《国际贸易 （动植物） 法》 （１９７９ 年）、 《自由贸易区法》
（２０００ 年）、 《银行法》 （２０００ 年）、 《海关法》 （２００２ 年） 等。

三　 对外贸易关系协定

根据 《经济伙伴协定》， 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口产品进入欧洲共同体市

场享受免税待遇； 根据 《普惠制原则》， 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口产品进入美

国和日本等国市场可享受减免关税待遇； 根据 《最惠国待遇协定》， 巴布

亚新几内亚已同澳大利亚、 比利时、 中国、 韩国、 菲律宾和美国等签署贸

易协定， 享受最惠国待遇。
此外， 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是世界贸易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缩写： ＷＴＯ）、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缩

写： ＡＰＥＣ） 成员国。 同时， 还参加了 《太平洋岛国自由贸易协定》 《巴
布亚新几内亚—斐济贸易协定》 《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贸易和商业

关系协定》 《南太平洋区域贸易和经济协定》。 根据 《太平洋岛国自由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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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协定》， 巴布亚新几内亚在 １４ 个太平洋岛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享受优

惠关税待遇； 《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贸易和商业关系协定》 规定，
巴布亚新几内亚特定商品进入澳大利亚享受零关税待遇； 《南太平洋区域

贸易和经济协定》 规定， 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口产品进入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均享受原产地产品免税待遇。①

目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已经与澳大利亚、 斐济、 中国、 马来西亚、 新

加坡、 印度尼西亚、 泰国、 韩国、 英国、 德国、 加拿大等签订了避免双重

征税条约。

四　 对外贸易概况

１９８０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口贸易总额 ６ ９２ 亿基那 （约合 ４ ４５ 亿

美元）， 主要产品是铜矿砂 （４９ ４ 万吨）、 咖啡、 可可、 椰子产品、 木材、
棕榈油、 茶叶、 橡胶、 鱼。 进口贸易总额 ６ ８４ 亿基那 （约合 ４ ４ 亿美

元）， 主要是粮食、 纺织品、 化工产品、 金属制品等。②

随着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不断发展， 出口商品和服务贸

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达到 ８０％ 以上， 进口商品总额与国内生产

总值之比在 ６０％以上。 ２００９ 年， 对外贸易额 ７１ 亿美元， 其中出口 ４３ 亿

美元， 进口 ２８ 亿美元。 服务贸易额 ２６ ３ 亿美元， 其中出口 ２４ １ 亿美元，
进口 ２ ２ 亿美元。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１４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进

出口贸易总额达到 ２８２ ４ 亿基那 （约合 １１２ ２５ 亿美元）， 其中出口 １７４ １
亿基那 （约合 ６９ ２ 亿美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７％ ， 进口 １０８ ３ 亿基

那 （约合 ４３ ０５ 亿美元）， 贸易顺差 ６５ ８ 亿基那 （２６ １６ 亿美元）。③ 在

６２２

①

②
③

《与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刘雪来经济商务参赞访谈记录》， 中华

人民 共 和 国 商 务 部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ｚｈｃｊｄ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ｄ ／
２００９０９ ／ ２００９０９０６５３７１７４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浏览。
孙道章： 《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 《世界地理》 １９８３ 年第 ３ 期， 第 ９４ 页。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概况》， 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６７６２０３ ／ ｄｙｚ＿ ６８１２４０ ／ １２０６＿ ６８１２６６ ／ １２０６ｘ０＿ ６８１２６８ ／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浏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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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产品收入中， 农产品出口 ３０ ５ 亿基那 （约合 １２ １２ 亿美元）， 占出口

总额的 １７ ５１％ ； 林业出口 ８ １５１ 亿基那 （约合 ３ ２４ 亿美元）， 占出口总

额的 ４ ６８％ ； 渔业产品出口 ３ ２１４ 亿基那 （约合 １ ２８ 亿美元）， 占出口

总额的 １ ８５％ 。① 而矿产、 油气部门出口 １３２ ２３５ 亿基那 （约合 ５２ ５６ 亿

美元）， 占出口总额的 ７５ ９５％ 。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１３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服务贸易出口 ３ ７ 亿美元， 进口 ３６ ８ 亿美元， 在

《服务贸易总协定》 协议下作出开放承诺的有 ２７ 个服务业部门。②

根据巴布亚新几内亚参加的国际多边、 双边贸易协定以及实际出口市

场分布， 其贸易伙伴主要有澳大利亚、 日本、 新西兰、 中国、 新加坡、 美

国等。 其中澳大利亚、 日本、 中国分别占 ２３ ６％ 、 １５ ６％ 、 ９ １％ 。 出口

产品主要以黄金、 白银、 铜、 原油、 天然气、 矿砂、 原木和木材、 咖啡、
棕榈油、 可可、 椰干、 椰油、 橡胶、 茶、 糖、 除虫菊、 小豆蔻及海产品等

初级产品为主。 出口市场主要包括澳大利亚、 菲律宾、 中国、 日本、 韩

国、 英国、 美国等。 进口商品主要有机械和运输设备、 工业品、 食品、 燃

料、 化学品等工业产品， 其中澳大利亚、 阿尔及利亚、 新加坡、 中国、 马

来西亚分别占 ２６ ５％ 、 ２３ ２％ 、 １１ ４％ 、 ８ ７％ 、 ５ ９％ ③。 澳大利亚长期

保持着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进口国和最大出口国地位。

五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一） 出口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规定： 严禁出口麻醉剂、 武器、 文化遗产等商

品。 限制出口鱼类、 沙金、 原木、 贵金属及其物件， 需持有渔业管理局、
林业总局、 环境保护部和国家农业检疫检验局等部门的出口许可， 部分出

７２２

①

②
③

《得益于液化天然气投产， 巴布亚新几内亚去年出口大增》，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

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５０７ ／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０４５８５５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浏览。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１７ 页。
《世界概览———巴布亚新几内亚》， 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ｇｅｏｓ ／ ｐｐ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浏览。



口商品还需获得国内税务委员会许可。
（二） 进口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规定： 严禁进口麻醉剂、 非法药物、 武器、 淫秽

物品等。 食品、 植物、 动物等进口须提前申报， 并获得巴布亚新几内亚国

家农业检疫检验局许可。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卫生部宣布实施 《食品卫生法

规》， 规定进口商、 制造商、 批发零售商进口食品时， 标签需符合以下要

求： 英文标签； 有食品名称或描述； 营养说明； 成分说明； 食品添加剂；
生产商或制造商详细地址； 原产地； 生产日期或最晚食用日期； 净重； 批

号； 存放要求； 百分比标签； 符合法律规定； 为过敏患者提供详细信息。①

（三） 进出口商品检疫检验

巴布亚新几内亚农业与畜牧业部所属国家农业检疫检验局负责对进口

动植物产品的特征及进口商相关信息进行检查。
动物检疫　 向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口动物及动物产品， 应事先获得巴布

亚新几内亚国家农业检疫检验局首席检验员和检疫员批准的进口许可， 如

涉及野生动物进口， 还需获得环境保护部、 渔业与海洋资源部等部门的进

口许可。 在申报口岸接受国家农业检疫检验局检查， 出示产品原产地有关

机构签发的出口证明。
植物检疫 　 向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口植物及植物产品， 应事先获得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农业检疫检验局首席检验员和检疫员批准的进口

许可， 部分植物进口需获得环保部门的进口许可。 在申报口岸接受国

家农业检疫检验局检查， 出示产品原产地有关机构签发的出口证明。

第十节　 金融业

巴布亚新几内亚金融业相对落后， 基本上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 以国

８２２

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实施 〈食品卫生法规〉 （２００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

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ｄｆｇ ／ ｗａｉｍａｏ ／ ２００９０８ ／
２００９０８０６４７４１４５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９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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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信贷为例， 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４％ 。 而同为太平洋岛国的斐济和瓦

努阿图竟然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２ 倍。①

一　 银行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银行系统主要由中央银行巴布亚新几内亚银行、 四

家商业银行以及若干有牌照的金融机构和信用合作社组成。
（一） 巴布亚新几内亚银行

巴布亚新几内亚银行是全国银行和金融系统的中心、 政府和其他商业

银行的银行， 也是全国货币的唯一发行者、 全国主要商品稳定基金的受托

者。 现为东南亚中央银行组织 １８ 个成员银行之一。② 该银行的前身为澳

属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时期的澳大利亚联邦银行，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转

为巴布亚新几内亚银行。 该银行的业务职能是： 制定和执行巴布亚新几内

亚货币政策， 以期实现和保持市场价格稳定； 制定金融监管和审查的标

准， 以确保巴布亚新几内亚金融系统的稳定； 改善国内、 国际支付系统；
维护巴布亚新几内亚宏观经济稳定， 推动经济发展等。 其主要目标是保证

金融政策服务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 促进金融稳定， 保证金融结构合

理、 有效。③ 截至 ２００９ 年年底， 外汇储备为 ２４ ５７４ 亿美元。 现任行长为

罗伊·巴卡尼 （Ｌｏｉ Ｂａｋａｎｉ）。④

（二）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重要的金融媒介。 其业务分为国际业

务、 批发业务、 零售业务等。 目前， 全国共有四家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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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韩锋、 赵江林： 《巴布亚新几内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５ 页。
葛华勇： 《国际金融组织治理现状与改革》， 中国金融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１２２ 页。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银 行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ｂａｉｄｕ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ｏｍ ／ ｔｒａｎｓｐａｇｅ？ ｃｂ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Ｃａｌｌｂａｃｋ＆ｉｅ ＝ ｕｔｆ８＆ｓｏｕｒｃｅ ＝ ｕｒｌ＆ｑｕｅｒｙ ＝ ｈｔｔｐ％ ３Ａ％ ２Ｆ％ ２Ｆｗｗｗ ｂａｎｋｐｎｇ ｇｏｖ ｐｇ％
２Ｆａｂｏｕｔ － ｕｓ％２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２Ｆ＆ｆｒｏｍ ＝ ｅｎ＆ｔｏ ＝ ｚｈ＆ｔｏｋｅｎ ＝ ＆ｍｏｎＬａｎｇ ＝ ｚｈ，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浏览。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银 行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ｂａｉｄｕ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ｏｍ ／ ｔｒａｎｓｐａｇｅ？ ｃｂ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Ｃａｌｌｂａｃｋ＆ｉｅ ＝ ｕｔｆ８＆ｓｏｕｒｃｅ ＝ ｕｒｌ＆ｑｕｅｒｙ ＝ ｈｔｔｐ％ ３Ａ％ ２Ｆ％ ２Ｆｗｗｗ ｂａｎｋｐｎｇ ｇｏｖ ｐｇ％
２Ｆａｂｏｕｔ － ｕｓ％２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２Ｆ＆ｆｒｏｍ ＝ ｅｎ＆ｔｏ ＝ ｚｈ＆ｔｏｋｅｎ ＝ ＆ｍｏｎＬａｎｇ ＝ ｚｈ，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浏览。



南太平洋银行 （ Ｂａｎｋ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的银行资产在 ２００８ 年达到

６８ １ 亿基那 （约合 ２５ ２ 亿美元）， 储蓄总额达到 ５７ ８ 亿基那 （约合

２１ ３９ 亿美元）， 净贷款 ２３ ４ 亿基那 （约合 ８ ６６ 亿美元）， 净利润 ２ ２８
亿基那 （约合 ８４３６ 万美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在收购了澳大利亚联邦银行

控股的斐济殖民银行后， 拥有 ６５ 家分行， 雇员 ３０００ 多人，① 业务网点遍

布国内各省区， 并延伸到纽埃 （Ｎｉｕｅ）。 按客户数量 （５ ３ 万个） 和资产

规模计算， 该银行是南太平洋地区最大的银行， 占有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国

市场份额的 ６０％ ， 政府拥有其 ２５ ３％ 的股权。②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该银行决

定斥资 ２ ６ 亿基那 （约合 ９３６０ 万美元）， 在莫尔兹比港和莱城兴建基础

设施。 项目包括占地 ７８００ 平方米的太平洋营运中心、 全国最先进的现金

和数据中心、 南太平洋银行大楼和新的莱城分行。 此外， 还将投资 ２５００
万基那， 升级 ５ 家分行。 ２０１４ 年， 南太平洋银行税后利润达到 ５ ０７３ 亿

基那 （约合 １ ８３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１６ １％ ， 总资产达 １５８ ７７ 亿基那

（约合 ５７ １６ 亿美元）。③

澳新银行由澳大利亚经营，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营业历史可追溯到

１００ 多年前澳大利亚殖民统治时期。 ２０１２ 年， 该银行新任巴布亚新几内亚

和西北太平洋首席执行官马克·贝克 （Ｍａｒｋ Ｂａｋｅｒ） 计划为巴布亚新几内

亚居民开通网络和电话银行服务。 ２０１３ 年， 该银行率先在巴布亚新几内

亚面向公司客户推出人民币结算业务。④ 目前，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 １５
家分行、 约 ８ 万名零售客户， 成为南太平洋地区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太平洋银行 （Ｗｅｓｔｐａｃ Ｂａｎｋ） 是澳大利亚经营的银行。 目前， 在巴

布亚新几内亚拥有 １５ 家分行。

０３２

①

②
③

④

《巴布亚新几内亚南太平洋银行收购斐济殖民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

馆经 济 商 务 参 赞 处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ｆｊ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０９１２ ／ ２００９１２０６６８３６７４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０ 日浏览。
《世界知识年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９７５ 页。
《南太平洋银行 ２０１４ 年利润大幅增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

商 务 参 赞 处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５０２ ／ 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９０３５９７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浏览。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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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银行 （Ｍａｙ Ｂａｎｋ） 是由马来西亚经营的银行。 目前， 在巴布亚

新几内亚拥有 ２ 家分行。

（三） 其他金融机构

目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国有 ３０ 多家存贷款机构和 １０ 家金融机构提

供限额贷款。①

国家小额贷款银行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是亚洲开发银行的发展项目， 得

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的支持。 ２０１２ 年， 该银行拥有

１２ 家分行、 ６０ 个代理点， 实现了约 ７０００ 万基那存款 （约合 ２７８０ 万美

元）、 ２５００ 万基那的贷款 （约合 ９９０ 万美元）， 覆盖巴布亚新几内亚偏远

地区普通用户 １０ 万多人次， 客户拥有量仅次于南太平洋银行。②

国家发展银行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其前身是 １９６７ 年成立的农村开发银

行， 现为巴布亚新几内亚金融开发机构、 国有独立的公共事业公司。 主要

职能是提供长期的农业和商业贷款， 包括向小企业发展公司提供信贷保证

计划， 为农村居民提供无障碍开发信贷。

二　 证券市场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成立了隶属于投资促进局的证券

监督委员会， 其主要职能是为股份出售及交易建立规范的股票市场和规章

制度， 确保证券市场交易的公平、 高效和透明。 此外， 该机构还负责管理

除政府债券之外的证券，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唯一批准个人或法人机构、 外

资公司开展证券交易业务的机构。
１ 月 ２６ 日， 根据 １９９７ 年通过的 《证券法》 《公司法》， 巴布亚新几内

亚注册成立了官方证券交易市场———莫尔兹比港证券交易所， 以私营公司

１３２

①

②

《巴布亚新几内亚银行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ｓｌｆｗ ／ ２００９０５ ／ ２００９０５０６２２９６８３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小额贷款银行宣布实现存款 ７０００ 万基那》，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

部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ｌ ／ ２０１２０６ ／ ２０１２０６０８１９７１２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 日浏览。



的形式运作， 成为南太平洋地区两家证券交易所之一 （另一处是位于斐

济苏瓦的南太平洋证券交易所）。 该证券交易所的业务及上市规则援引澳

洲证券交易所的规则， 采用全自动电子交易系统。 参与交易的主要是国际

和国内的能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底， 该交易所总市值收于 ８５７ 亿基那 （约
合 ３３８ ５１ 亿美元）。① 目前， 在莫尔兹比港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公司详

见表 ５ － ４。

表 ５ －４　 莫尔兹比港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公司

名称 备注

南太平洋银行有限公司（Ｂａｎｋ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Ｌｔｄ ） 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商业银行

巴布亚新几内亚信用公司（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ｒｐ） 巴布亚新几内亚金融服务公司

澳大利亚马霍甘尼资本有限公司（Ｍａｈｏｇａｎ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ｔｄ ） 向投资者发行债务债券的公司

巴布亚新几内亚石油勘探公司（Ｏｉ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ｒｐ）
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油气及矿产资

源公司

ＣＵＥ 能源资源公司（ＣＵ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新西兰石油矿产开发与勘探公司

高地太平洋有限公司（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Ｌｔｄ ）

利希尔黄金有限公司（Ｌｉｈｉｒ Ｇｏｌｄ Ｌｔｄ ）

马伦哥矿业有限公司（Ｍａｒｅｎｇｏ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ｔｄ ）

马赛克石油公司（Ｍｏｓａｉｃ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基地的矿产开发

与勘探公司

加拿大国际石油公司（Ｉｎｔｅｒ Ｏｉｌ Ｃｏｒｐ） 加拿大油气勘探与开发公司

澳大利亚矿产有限公司（Ｍｉｎｅｒａｌ Ｌｔｄ ） 澳大利亚矿业开发工业公司

巴布亚新几内亚城市药业有限公司（Ｃｉｔｙ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 Ｌｔｄ ） 巴布亚新几内亚药品零售企业

新不列颠棕榈油公司（Ｎｅｗ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Ｐａｌｍ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马来西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投资经营

的棕榈油公司

拉姆糖业有限公司（Ｒａｍｕ Ｓｕｇａｒ Ｌｔｄ ）
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蔗糖制造商与

出口商

轮船贸易公司（Ｓｔｅａｍｓｈｉｐ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私营综合性商

业公司

　 　

２３２

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将全面改革证券市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

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ｄｇｋ ／ ｚｗｊｉｎｇｊｉ ／ ２０１３０１ ／ 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００５４４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０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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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货币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前， 使用的货币为澳元。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巴

布亚新几内亚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基那， 由巴布亚新几内亚银行负责

发行和管理。 新货币钉住澳元， 并与之等值， 官方汇率实为 １ 基那兑换

１ ３０９ 美元， 同时实行浮动有效汇率制度。 同年 ９ 月 １９ 日发行面额为 １００
基那的纪念金币， 作为法偿支付手段。 巴布亚新几内亚基那实行双重汇率

制一直持续到 １２ 月 ３１ 日。 此后， 澳元不再作为法偿货币， 并宣布退出澳

元货币区。 １９７６ 年 ７ 月 ２５ 日， 基那仍钉住澳元， 并调整基那对澳元的新

比价为 １ 基那兑换 １ ０５ 澳元； １１ 月 １９ 日调整为 １ 基那兑换 １ １８１２ 澳元。
１２ 月 １７ 日， 基那不再钉住澳元， 改为一揽子贸易加权货币挂钩， 并实行

有效管理浮动汇率制。 １９８０ 年 ４ 月 １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将干预货币由

原来的澳元改为美元。
基那作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法定货币， 国际标准代码 ＰＧＫ。 辅币

是托伊 （Ｔｏｅａ， 符号： ｔ） ， １ 基那 ＝ １００ 托伊。 目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

流通的纸币有 ２ 基那、 ５ 基那、 １０ 基那、 ２０ 基那、 ５０ 基那、 １００ 基

那； 硬币有 １ 托伊、 ２ 托伊、 ５ 托伊、 １０ 托伊、 ２０ 托伊、 ５０ 托伊、 １
基那。

１９９１ 年， 为纪念第九届南太平洋运动会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Ｇａｍｅｓ） 的召

开， 巴布亚新几内亚发行了 ２ 基那的塑料纪念钞， 成为世界第四个发行塑

料钞的国家。① 而后， 发行的塑料纪念钞越来越多。 其中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为纪念国家独立 ３５ 周年而发行了 ２ 基那、 ５ 基那、 １０ 基那、 ２０
基那、 ５０ 基那和 １００ 基那的塑料纪念钞。 最近一次是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 为纪念巴布亚新几内亚银行成立 ４０ 周年而发行的 ２ 基那塑料纪念

钞。②

３３２

①
②

马继刚： 《世界塑料钞防伪特征的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５ 页。
世界纸币网站， 大洋洲纸钞 ＞ 巴布亚新几内亚，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ｙｂｎｏｔｅｓ ｃｏｍ ／ ｂａｎｋｎｏｔｅｓ ／
Ｏｃｅａｎｉａ ／ Ｐａｐｕａ － Ｎｅｗ － Ｇｕｉｎｅａ ／ １６９３６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浏览。



根据巴布亚新几内亚 《外汇法》 规定， 基那是自由兑换的货币， 实

行浮动汇率制。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汇率为 １ 基那≈０ ３１４７ 美元≈
０ ４３７４ 澳元。

目前， 人民币不能直接和基那兑换， 需要先兑换成美元。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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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会文化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政府十分关注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增加就

业机会， 保障工资收入， 改善居住条件， 加强卫生保健， 巴布亚新几内亚

人民迈进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轨道。 但因传统文化根深蒂固， 加之经济基础

相对薄弱，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城乡差别明显， 贫富分化严重， 以及整体

卫生状况较差， 导致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整个亚太地区艾滋病感染数量最

多的国家。 因此，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社会建设任务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第一节　 居民生活

居民生活主要包括居民的工资收入、 消费水平、 劳动关系、 社会福

利、 社会服务等方面。

一　 劳动就业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世界人口年轻化国家之一， 现在每年约有 ６ 万名达到

工作年龄的青年人离开学校， 寻求就业机会， 由此成为一个有充足劳动力资

源的国家。①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间，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内需求强劲， 经济发展保持

快速增长势头， 就业率由１９９９ 年之前的４％ ～６％增长到２０１２ 年的１６％ 。② 而

５３２

①
②

韩锋、 赵江林： 《巴布亚新几内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１ 页。
《亚洲开发银行称巴布亚新几内亚就业率已升至 １６％ 》，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

内亚 大 使 馆 经 济 商 务 参 赞 处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２０９ ／
２０１２０９０８３３７７２２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正规部门就业需求量仅占全部人口

的 ２０％左右。 因此， 巴布亚新几内亚大部分劳动者只能选择非正规部门

就业。 失业或半就业人口占就业适龄人口的 ９３ １％ 。①

１ 劳动合同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 １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始实施 《国民雇佣法》， 对劳工

关系、 合同内容、 劳资双方权利和义务、 福利报酬、 就业及保护、 妇女和

未成年人的雇佣、 劳资纠纷的解决作出了具体规定。
劳动合同的制定： 《国民雇佣法》 规定， 一旦发生雇佣关系， 雇主必

须与雇员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分为书面雇佣合同、 口头雇佣合同

（包括临时雇佣） 两种。 雇佣双方达成口头合同时， 雇主仍需要将雇佣条

款做文字记录。 雇主有责任向雇员告知雇主姓名、 工作地点、 职务、 雇佣

期、 工资及支付方式等条款。 另外， 雇员超过 １０ 人时， 雇主必须设置急

救服务人员或医疗服务人员。
劳动合同期限： 雇佣期限分为定期和无限期两种， 合同由雇主负责起

草， 由劳动与产业关系部指定的劳工官员进行证明。
劳动合同终止： 一方终止劳动合同时， 需提前通知另一方。 签订雇佣

合同时， 如果明确了解除合同需提前通知的日期或不提前通知， 则按合同

执行。 如合同中未明确终止条款， 则按以下时间执行： 雇佣期少于 ４ 周

时， 需提前一天通知； 雇佣超过 ４ 周但少于一年时， 需提前 １ 周通知； 雇

佣超过一年但少于五年时， 需提前 ２ 周通知； 雇佣超过五年时， 需提前 ４
周通知。 如果其中一方违反 《国民雇佣法》 相关规定， 可不提前通知即

解除合同。
２ 工作时间

《国民雇佣法》 规定法定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每天 ８ 小时， 周六至

中午 １２ 点。 每天最长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１２ 小时。 换班雇员法定工作时间

为每天不超过 ８ 小时， 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４４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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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会文化

法定休息时间： 每天工作 ８ 小时以上时， 中间休息时间总计不少于

５０ 分钟； 连续工作 ５ 小时， 中间休息时间不少于 ４０ 分钟。 ２４ 小时内三班

工作人员， 中间连续休息时间不得少于 ２４ 小时， 每 ４ 周内总计休息时间

不得少于 ９６ 小时； 非换班人员每周连续休息时间不得少于 ２４ 小时。

二　 工资福利

（一） 工资收入

１９８１ 年颁布的 《国民雇佣法》 规定： 雇主支付工资可以按小时、 双

周、 月或计件支付， 但是不得低于巴布亚新几内亚最低工资标准每周

３７ ５ 基那 （约合 ２４ 美元）。 雇主可以通过协商要求雇员合理加班， 并支

付额外工资。 周末加班支付双倍工资， 公共假日支付单倍工资， 除此之外

支付单倍或 ０ ５ 倍工资。 在没有得到劳工官员许可时， 雇主不得一次增加

和扣除雇员月工资超过 ５０％ 。 工作一年后， 雇员可获得 １４ 天带薪假期。
工作超过 ６ 个月的雇员， 如持有医生诊断， 每年可获得 ６ 天带薪病假。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最低工资标准委员会调整了最低工资

标准， 调整后的双周最低工资为 ２０１ ５２ 基那 （约合 ７２ ９５ 美元）， 单周最

低工资为 １００ ８ 基那 （每周工作 ４４ 小时）， 每小时最低工资为 ２ ２９ 基那

（约合 ０ ８２ 美元）。 该标准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开始执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经巴布亚新几内亚最低工资标准委员会同意， 国民议

会批准通过了劳动者每小时工资报酬从最低标准 ２ ２９ 基那增加到 ３ ２ 基

那 （约合 １ １５ 美元）。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最低工资

标准上调至每小时 ３ ３６ 基那 （约合 １ ２１ 美元）， 并计划在下一年度上调

至每小时 ３ ５ 基那 （约合 １ ２６ 美元）。①

另外， 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有露营津贴、 重岗位津贴、 农村技能工具津

贴、 农村艰苦条件津贴等， 其中前三项可以在雇主与雇员之间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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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

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５０６ ／ 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０１６７９１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浏览。



（二） 社会保障

２０００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颁布 《养老金法案修正案》， 规定：
养老金是一个独特的金融产品， 是政府要求的唯一一种强制储蓄。 要求

有 １５ 名以上当地雇员的公司必须开办养老金基金账户， 雇主在每月结束

前 １４ 天之内向该账户存入雇员养老金。 其中雇主支付雇员工资的

８ ４％ ， 雇员支付工资的 ６％ ， 以此确保雇员退休后可以拥有足够的养老

金收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银行行长罗伊·巴卡尼称养老金制度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实施得很成功， 养老金行业的总值已经由 １９９９ 年的近

１０ 亿基那 （约合 ３ ４ 亿美元） 增长到 ６５ 亿基那 （约合 ２５ ５９ 亿美元）。①

社会保障覆盖率增加到 １６ ４％ 。②

（三） 工会组织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宪法》 赋予了公民组织、 参与工会的权利。
宪法规定， 工会需要在劳动与产业关系部进行注册登记。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 省级或市政等公共部门中， 约有 ２ 万人参加

了公共雇员协会， 占雇员总数的 １ ／ ３。 其他公共部门工会还包括： 教师协

会、 护士协会、 医生协会、 警察协会、 教养事务雇员协会等。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行业劳工中， 有 ５０％ 的人参加了通信工会、 电力

工会、 民航工会、 矿业工会、 木材和建筑工会、 林业协会、 旅游协会、 海

事工人行业联盟、 巴布亚新几内亚雇员联盟等近 ５０ 个行业工会。③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宪法》 还赋予工人享有罢工的权利。 近年

来， 电信、 电力、 民航等国有企业的雇员曾经多次组织罢工。 通常以政府

部门妥协告终。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４ 日， 西部省奥克泰迪铜金矿工人举行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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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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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亚新几内亚养老金制度发展良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

商 务 参 赞 处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２０７ ／ ２０１２０７０８２５７４９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税种， ｈｔｔｐ： ／ ／ ｚｈ ｔｒａｄ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ｏｍ ／ ｐａｐｕａ － ｎｅｗ － ｇｕｉｎｅａ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ｔａｘ － ｒａｔｅ，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工会及主要非政府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

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ｗｔｏｊｉｂｅ，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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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厂方加薪 １００％ 。 罢工造成奥克泰迪矿业有限公司所有生产中断， 每

天铜产量减少 ８５ 吨， 黄金产量下降 ３３０ 盎司。①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莱城

港因港口工人和海员工会罢工而导致所有运营停止， 价值超过百万基那的

货物被搁置。②

三　 商品价格

近年来， 随着巴布亚新几内亚矿业项目的不断实施， 其经济得到了快

速发展， 但通货膨胀的压力也不断增大。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巴布亚新几

内亚银行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基那对美元升值

１９ ９％ ， 对澳元升值 ８ ３％ 。 基那对美元和澳元汇率分别为 １ ∶ ０ ４８４５ 和

１ ∶ ０ ４６６６。 ２０１２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增长率为 ７ ８％ ， 通货膨胀率为

７ ６％ ， 消费价格指数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９ ６％ 减到 １ ４％ 。 巴布亚新几内亚银

行宣布自 ９ 月 ３ 日起下调基那基准利率 １％ ， 调整后的基那基准利率为

６ ７５％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银行行长助理特里 （Ｔｅｒｉａ） 称，
巴布亚新几内亚液化天然气项目在创造收益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 最大

的挑战是 “荷兰病”， 大量外国货币流入巴布亚新几内亚， 将导致基那升

值， 从而使其他国内产品在出口市场上降低价格竞争力。 同时， 还将导致

低价商品进口猛增， 其消极后果是引发通货膨胀。③ 为此， 巴布亚新几内

亚政府实施了主权财富基金， 试图缓解汇率升值， 保护传统出口行业， 减

轻国内货币供应影响， 阻止可能产生的通胀压力。
２０１４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消费品物价情况如下：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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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奥克 泰 迪 矿 罢 工 打 击 因 梅 特 矿 业 公 司 铜 金 产 量 》， 和 讯 黄 金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ｇｏｌｄ ｈｅｘｕｎ ｃｏｍ ／ ２００８ － ０３ － １３ ／ １０４４３５２６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港口莱城港被迫关闭　 大量货物滞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

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３０５ ／
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１１７５７８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央行： ＬＮＧ 项目或将产生负面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

亚大 使 馆 经 济 商 务 参 赞 处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３１０ ／
２０１３１０００３７２４２６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浏览。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２３ 页。



１ 电价

工业用电价格为 １ ５ 基那 ／千瓦时 （约合 ０ ５６ 美元 ／千瓦时）。
居民个人用电实行阶梯电价， 以 ３０ 千瓦时为标准， 定额内为 ０ ５ 基

那 ／千瓦时 （约合 ０ １９ 美元 ／千瓦时）， 超出部分为 ０ ８５ 基那 ／千瓦时

（约合 ０ ３２ 美元 ／千瓦时）。
巴布亚新几内亚供电能力较弱， ２０１４ 年， 发电装机容量 ９０ 万千瓦，

电力生产 ３２ 亿千瓦时，① 在南太平洋地区排名倒数第三。 农村地区及部

分城市周边地区无电力供应， 电力缺口比较大。 目前， 全国只有约 １８％
的人口能用到电。②

２ 水价

工业用水价格为 ５ ０６ 基那 ／吨 （约合 １ ８８ 美元 ／吨）。
居民个人用水实行阶梯水价制度， １５ 吨以下 １ 基那 ／吨 （约合 ０ ３７

美元 ／吨）， １５ ～ ５０ 吨 １ ２ 基那 ／吨 （约合 ０ ４５ 美元 ／吨）， ５０ ～ ７５ 吨 ２ 基

那 ／吨 （约合 ０ ７５ 美元 ／吨）， ７５ ～ １００ 吨 ３ ４ 基那 ／吨 （约合 １ ２７ 美元 ／
吨）， 超过 １００ 吨 ４ ３５ 基那 ／吨 （约合 １ ６２ 美元 ／吨）。

３ 天然气价格

目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地无管道天然气供应。 因此， 煤气的价格比

较高， 每罐 （１３ ３ 千克） 为 １４６ 基那 （约合 ５４ ４ 美元）。
４ 燃料价格

汽油零售价格 ２ ９ 基那 ／千克 （约合 １ ０８ 美元 ／千克）， 柴油零售价

格 ２ ５５ 基那 ／千克 （约合 ０ ９５ 美元 ／千克）。
５ 食品价格③

巴布亚新几内亚市场上的食品大多数是进口的， 因此价格比较高。
主要食品价格如表 ６ －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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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世界概览———巴布亚新几内亚》， 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ｇｅｏｓ ／ ｐｐ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浏览。
《世界概览———巴布亚新几内亚》， 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ｇｅｏｓ ／ ｐｐ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浏览。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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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１　 主要食品价格

品　 　 名 价　 　 格 品　 　 名 价　 　 格

大 米 １ ７ 美元 ／ 千克 面 粉 ２ 美元 ／ 千克

猪 肉 １０ 美元 ／ 千克 牛 肉 １２ ５ 美元 ／ 千克

植 物 油 ３ ５ 美元 ／ 升 鸡 蛋 ０ ４ 美元 ／ 个

包 菜 ２ ５ 美元 ／ 千克 黄 瓜 ４ ５ 美元 ／ 千克

西 红 柿 ７ 美元 ／ 千克 白 菜 ３ ５ 美元 ／ 千克

土 豆 ２ ５ 美元 ／ 千克

　 　

四　 居住条件

由于地区不同， 巴布亚新几内亚土地及房屋出租、 销售价格差异较

大。
土地价格：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只有全国 ３％ 的土地可出租给投资

者， 最长租期 ９９ 年。 其余 ９７％的土地为私人所有， 是否出售或出租， 取

决于双方谈判和协议。 莫尔兹比港土地租赁价格为每平方米 ４００ ～ １２００ 基

那不等。
房屋租赁价格： 随着巴布亚新几内亚液化天然气项目大规模开发建

设， 大量外资持续流入巴布亚新几内亚房地产市场。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 巴

布亚新几内亚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已超过此前 １５ 年的总和， 房地产业成为

巴布亚新几内亚发展最好的行业之一。 但优先发展的是高端住宅和回报率

高的商业房产， 房屋租赁价格大幅飙升。 目前， 莫尔兹比港房租价格较

高， 其中 ３ 居室住房的周租金从 ５０００ 至 ２ ２ 万基那不等； 中心区 ２００ 平

方米写字楼的月租金约为 ２ ５ 万基那。
房屋销售价格： 莫尔兹比港 ３ 居室住房的销售价格从 １０ 万至 ３００ 万

基那不等。①

１４２

①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２４ 页。



五　 社会治安

根据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３ 年 １００ 名 ＣＥＯ 调查报告”， 治安问题位

列巴布亚新几内亚工商界最关注的十大问题之首， 是制约巴布亚新几内亚

招商引资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①

（一） 治安现状

巴布亚新几内亚犯罪率总体较高， 城市地区尤为突出。 根据巴布亚新

几内亚官方数据统计， ２０１０ 年， 全国犯罪率为 ９ １％ ， 其中凶杀案发案率

为 ０ １０４‰， 明显高于 ０ ０７‰的国际凶杀案发案率。 莫尔兹比港和莱城作

为外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 凶杀案发案率分别为 ０ ３３‰和 ０ ６６‰， 远高

于全国凶杀案发案率， 是国际公认 “最高” 凶杀案发案率标准 （０ ２０‰）
的 １ ５ 倍和 ３ 倍以上。 根据 《经济学人》 杂志信息部关于世界各大城市的

调查， 莫尔兹比港是世界上最不适合居住的城市之一 （在被调查的 １４０ 个

城市中位列第 １３７ 位）， 被西方媒体评为 “世界五大谋杀之都”。
暴力犯罪日益突出， 区域、 性别分布差异明显。 调查数据显示， 近年

来， 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国暴力犯罪比率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４７ ２％增长到 ２０１０ 年

的 ４９ ７％ 。 其中莫尔兹比港、 莱城、 马当等地增长趋势最为明显。 暴力

犯罪受害者中， 女性明显多于男性， 成为全球强奸和性攻击案发生率最高

的国家之一。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年底， 全国有 ６８％的女性曾遭遇过至少一次暴

力侵害， １ ／ ３ 的女性曾被强奸。
警方办案能力差， 报案率及捉拿率低。 目前， 全国警员约有 ５２００ 人，

与全国人口比约为 １ ∶ １６００， 远低于联合国 １ ∶ ４５０ 的公认标准。 现有警察

接受培训的比较少， 他们接到报案后， 常以车辆及燃油不足为由拒绝出

警， 破案率及捉拿率低于报案率的 ５０％ 。 低捉拿率使公众对警方失去信

任， 加之警察局与案发地通常距离较远、 交通不便， 且熟人犯罪较多等原

２４２

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治安情况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

赞处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２０１３０２ ／ 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０３６６８０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２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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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导致报案率比较低。
监狱管理混乱， 囚犯越狱层出不穷。 近年来， 巴布亚新几内亚囚犯集

体越狱事件频频发生。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 莫尔兹比港监狱 ５４ 名囚犯越

狱， 仅 ４ 人被抓获； １２ 月 １６ 日， 莱城市布伊莫 （Ｂｕｉｍｏ） 监狱 ７３ 名囚犯

越狱， 仅 ２ 人被抓获， １ 人被警方击毙。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 巴布亚新几

内亚 “最危险的头号黑道人物” 卡普里斯 （Ｋａｐｒｉｓ） 与另外 １１ 名囚犯越

狱。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 马当省贝翁 （Ｂｅｏｎ） 监狱 ４８ 名犯人越狱， 其中

包括 “食人邪魔” 头目 “黑基督” 史蒂文·塔里 （Ｓｔｅｖｅｎ Ｔａｒｉ） 等 ３９ 名

高危罪犯， 仅 ４ 人被抓回。 ４ 月 １４ 日， 莱城市布伊莫监狱 ４４ 名犯人越

狱， 仅 １９ 人被抓回。 巴布亚新几内亚治安不稳定因素增长。
部族冲突加剧， 安全形势不断恶化。 近年来， 巴布亚新几内亚矿产富

集区的部族冲突呈上升趋势。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东高地省凯南图金矿和恩加

省波格拉金矿接连发生大规模的部族武装械斗， 导致 ２４ 人死亡、 多人受

伤， 政府部门、 医院、 学校、 商店等被迫关门停业。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南高

地省卡瓜—埃拉韦区苏古 （Ｓｕｇｕ） 沟爆发部族间暴力事件， 导致 ４０ 人遇

害， ３０ 人受伤。
“排华” 情绪日趋严重， 针对华人的犯罪事件不断攀升。 据香港 《文

汇报》 报道， 自 １９９４ 年起， 大量的中国人移民到巴布亚新几内亚， 形成

新一轮的移民潮。 由于个别移民从事走私毒品、 非法移民、 贩卖武器和假

货、 洗钱、 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 加之华人相对富裕， 而且带来了一些文

化变迁， 引起了当地居民的羡慕、 嫉妒和愤怒， 华人成为暴徒攻击的目

标。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芒特哈根多间华人店铺及仓库被纵火、 抢劫。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拉姆镍钴矿区的 ２２３ 名中国技术人员被绑架。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莫尔兹比

港和莱城的华人店铺遭到暴徒连续三天的洗劫。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在莫尔兹比

港经商的 ４ 名中国人被暴徒杀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拉姆镍钴矿遭到当地居民

的持械袭击， ５ 名中国工人被打伤， １０ 多台机械设备被烧毁。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芒特哈根唐人街的华人商店和仓库被纵火， 许多店铺遭到抢劫和破坏。

（二） 社会治安恶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企业经营成本明显提高。 全国 ８４％ 的企业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聘请保

３４２



安、 安装滚网和警报等防护装置。 权威机构 ２００７ 年的调查显示， 企业平

均安保成本占总销售收入的 ５ ８％ ， 澳大利亚官方援助组织预计当地企业

安保成本在 ９％以上。 如南太平洋银行 ３０００ 名员工中， 保安人员竟占 ４５０
人， 比例高达 １５％ 。 另外， 该银行每年还要斥资 ４００ 万 ～ ５００ 万基那， 包

机运送资金在全国各地之间流转。
企业赢利能力受到限制。 许多私营业主怠于购置先进设备； 企业不敢

夜间营业， 员工不愿或不能在夜间工作， 由此限制了企业经营和生产效益

的实现。 ２０１２ 年， 因诈骗和抢劫活动猖獗， 南太平洋银行的经济损失高

达 ７００ 万基那 （约合 ２７３ 万美元）。
外来投资受到严重制约。 考虑到当地恶劣的社会治安状况对人身、 财

产安全造成的严重威胁， 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昂的安保成本、 沉重的管理负

担， 许多国际投资者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望而却步。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

公司投资的拉姆镍钴矿项目原计划于 ２００９ 年投产， 但因安全问题时建时

断， 直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才建成投产， 延期达 ３ 年之久。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４ 年营商环境报告》 显示， 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全球

１８５ 个经济体营商环境便利程度排名中列第 １１３ 位。①

（三） 稳定社会秩序的计划和措施

加大警力投入， 增强巡控能力。 根据 《２０１０ ～ ２０３０ 年战略发展规

划》，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计划到 ２０２０ 年， 将训练有素的警察数量增加到

１ ３２ 万人， 使犯罪率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９ １％降到 ５％以下。
大力发展安保产业， 以满足政府强力机构及服务商的安保需求。 安保

产业已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增长最为迅速的行业。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全国拥

有 ４６２ 家持有执照的安保公司和 ２９８５７ 名保安， 以及 ２３０ 家无执照的私人

安保公司，② 市场价值约 １０ 亿基那 （约合 ３ ６ 亿美元）。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彼得·奥尼尔连任总理后， 重视社会治安问题， 制定了全

４４２

①
②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１１ 页。
《巴布亚新几内亚安保产业发展迅速》，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

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５０５ ／ 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９７２９８５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５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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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性的安全政策， 协调并指导政府各部门共同致力于改善社会治安状况。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针对违法犯罪事件不断攀升， 人民生命财产受到

威胁，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通过了新修订的 《刑法典》， 修改了废除

死刑 （１９９５ 年） 的决议， 正式决定恢复执行死刑， 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

为。①

第二节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医疗卫生保健实行分级管理。 卫生与艾滋病

防控部负责国家卫生立法、 计划、 制定政策、 评估、 医疗培训、 药品服

务、 特殊医疗服务等全国性的工作。 各省卫生厅负责资金支付， 省级卫生

工作者监督保健点、 卫生中心、 家庭医药和自我保健、 急救服务、 家庭保

健服务和疾病控制项目， 以及预防传染病的传播、 建立医院等。 ２０１２ 年，
国家用于改善医疗卫生的财政预算为 ７ １２５ 亿基那 （约合 ２ ７８ 亿美

元）。② ２０１３ 年， 医疗卫生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４ ５％ ， 人均医疗健康

支出 １１４ 美元， 世界排名第 １３７ 位。③

一　 医疗卫生现状

全国有 １９ 所医院 （均属公共部门）， １９０ 个卫生保健中心， ２６９ 个卫

生保健分中心， ２２３１ 个保健点。 公立医院看病免费， 但服务质量一般，
并且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缺医少药， 难以保证病人的就医要求。
私人医院看病收费比较高。 偏远地区医疗条件更差， 个别地区甚至没有医

院和医生。
据世界卫生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缩写： ＷＨＯ） 统计，

５４２

①

②
③

毛立新： 《联合国关于死刑的政策和立场———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考察报告》， 《河北法

学》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１１ 页。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７ 页。
《世界概览———巴布亚新几内亚》， 中央情报局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ｇｅｏｓ ／ ｐｐ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浏览。



２０１４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国医生仅 ４００ 名， 平均每 １７０６８ 人有 １ 名医

生， 而澳大利亚平均每 ３００ 人就有 １ 名医生。 保健人员平均每千人有

０ ５８ 人， 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平均每千人 ２ ５ 人的最低标准。 在孕妇生产

方面， 大约有 ５０％的妇女在分娩时没有医生或助产师护理； 在婴儿死亡

率方面， ５ ５％的孩子会在两岁前死亡。① ２０１３ 年， 全国人均寿命 ６２ 岁，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３ ３９％ 。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南太平

洋地区健康状况最为恶劣的国家。

二　 医疗救助

目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国 ６２％ 的死亡是由肺结核、 疟疾、 登革热

病、 肝炎、 伤寒、 霍乱、 痢疾等传染疾病造成的。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莫罗贝省偏远农村爆发霍乱。 由于全国只有约 ４０％ 的

人能够获得安全饮用水， 结果造成疫情逐渐蔓延到马当省、 中央省、 东塞

皮克省、 西部省等 ６ 个地势低洼省份以及布干维尔自治区。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年底， 全国共报告霍乱病例 １ ５５ 万例， 死亡 ５００ 多人， 病死率高达

３ ２％ 。
疟疾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二大疾病。 根据联合国代表团的统计， ２０１２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国 ９４％ 的人口居住在易患疟疾的地区， 疟疾病例

高达 ８０ 万例， 幼童和孕妇面临的威胁最大， 其中 ５ 岁以下幼童患病率达

１３％ 。 同年 ８ 月， 中国、 澳大利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三国酝酿实施 “中
澳巴新三方疟疾防控项目”， 计划由澳方提供资金支持、 中方提供技术支

持， 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提高疟疾防控能力。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全国

抗击疟疾战略计划下， 已有 ９５％的人口使用长效杀虫剂。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国际人口服务组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缩写： ＰＳＩ） 巴

布亚新几内亚分支机构在莫尔兹比港举办了关于疟疾的知识展览， “国际

６４２

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健康状况恶劣》，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

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５０１ ／ 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８６０７２８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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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日” 被巴布亚新几内亚所承认。①

１９８７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现首例艾滋病。 此后， 艾滋病病毒迅速

蔓延。 ２００１ 年， 全国艾滋病患者 ４０７５ 人。 而到 ２０１５ 年增加到 ４ ０１ 万人，
占成人患病率的 ０ ７９％ ， 死亡 ９００ 人，② 成为亚太地区艾滋病病毒感染数

量最多的国家， 涉及全国各地区、 各年龄段的人群。 其中女性感染艾滋病

的概率是男性的 ４ 倍。 １５ ～ １９ 岁的青少年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约占本国艾

滋病病毒携带者的近 １０％ 。③ 据估计， 巴布亚新几内亚每年都有 １０００ 多

名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婴儿出生。 根据澳大利亚独立研究中心 ２００７ 年公布

的报告， 巴布亚新几内亚艾滋病发病率估计为 １ ８％ ～ ３％ 。 报告还指出，
根据目前艾滋病感染趋势， ２０２０ 年， 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将达到巴布亚新

几内亚总人口的 ２５％ 。
面对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迅速上升，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采取了政府、

教会、 地方组织三位一体的应对体制。 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 成立管理机

构。 建立国家级艾滋病委员会， 并在各省设立省级艾滋病委员会， 具体负

责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第二， 制定相关法案。 ２００３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

国民议会通过 《艾滋病及其病毒携带者管理和预防法案》 （即 《艾滋病管

理与防治法》）， 成为太平洋岛国中唯一就艾滋病及其病毒携带者的人权

保护作出相应立法的国家。 法案规定任何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人及其病毒

携带者； 学校必须设置有关艾滋病教育的课程； 鼓励进行艾滋病血液检

查， 建立保密制度； 如果感染了艾滋病， 需在事前提醒性伙伴； 提倡使用

安全套等。 第三， 开展卫生教育。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 “世界艾滋病日” 到

来之际， 巴布亚新几内亚教育部制定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关于艾滋病及其病

毒携带者的政策与实施计划》， 在小学、 中学增设个人发展课程， 由教师

７４２

①

②

③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９０％的人口受到疟疾威胁》， 《大洋洲研究通讯》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第

２１ 页。
《世界概览———巴布亚新几内亚》， 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ｇｅｏｓ ／ ｐｐ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浏览。
《联合 国： 新 调 查 表 明 艾 滋 病 毒 正 在 亚 太 地 区 青 少 年 中 悄 然 蔓 延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ｒａｄｉｏ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２４６０６０ ／ ＃ ＶｗｔＳＨｋＭｇＫＬＶ，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浏览。



讲授生活的技巧； 在技校和假期教育培训学校设置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课

程； 将有关宣传材料送到每个学生手中。 同时， 在学校教育中强调男女平

等。 教会也制定了艾滋病预防政策， 教育和指导教会工作人员及教徒。 第

四， 加强医疗预防。 通过关怀中心、 检验中心和宣传活动逐渐改变人们的

性行为习惯， 免费发放安全套， 使人们不再受艾滋病病毒的侵害。 ２０１３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开始采用美国 “预防、 护理和治疗一条龙模

式”， 作为全国预防艾滋病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严峻的艾滋病形势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预防、 治疗艾滋病成为共识。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日本政

府捐赠了价值约 ７５ 万美元的疫苗冷却和储存医疗设备。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中

国政府提供了价值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美

国国防部提供了 ３６ 万美元的捐款。 １２ 月， 美国国际开发总署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缩写： ＵＳＡＩＤ） 开始实施为期

五年的预防艾滋病项目， 决定每年向莫尔兹比港、 马当省提供 １５０ 万美

元的援助。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实施为期五年、 培

训 ６２０ 名卫生工作者和 １４００ 名艾滋病检测人员的援助计划。 另外， 亚洲

开发银行、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 Ｊｏｉｎ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ｏｎ ＨＩＶ
ａｎｄ ＡＩＤＳ， 缩写 ＵＮＡＩＤＳ）、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Ｆｕｎｄ， 缩写： ＵＮＩＣＥＦ） 等也出资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艾滋病防治工

作。②

三　 医学科学研究

２００４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医学研究所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

生学院的科学家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 服用维生素 Ａ 添加剂有助于

降低儿童疟疾发病率。 他们选取 ２４０ 名年龄在半岁至 ５ 岁之间的儿童， 进

８４２

①

②

喻常森： 《试析 ２１ 世纪初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 《亚太经济》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 第

６７ 页。
《太平洋岛国艾滋病疫情状况》，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ｓ ／ ｂｌｏｇ＿ ６２ｅ４８６６ｆ０１００ｇｄｃｉ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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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 １３ 个月的研究。 研究结果发现， 服用维生素 Ａ 添加剂的儿童， 不仅

疟疾发病的可能性比不服用的低 ３０％ ， 而且其血液中疟原虫含量也减少

了 ３６％ 。

第三节　 文学艺术

巴布亚新几内亚复杂的地形， 使得各部落之间过着相对隔绝的生活，
由此形成了各自的语言、 文化、 民族服饰， 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在舞

蹈、 音乐、 建筑、 绘画、 服饰、 礼仪等方面。 目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大约

能概括出近 ２００ 种文化， 成为世界上最具文化多样性的地区之一， 大多保

持着多彩多异的美拉尼西亚文化传统。

一　 文学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民族文学既古老而又年轻。 ２０ 世纪以来， 巴布亚

新几内亚在传统口头文学的基础上， 形成了书面文学。 书面文学分为兴起

和发展两个阶段。
（一） 兴起阶段：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１９７５ 年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 在世界民族独立浪潮的冲击下， 艾伯特·毛

利·基基、 文森特·艾里、 利奥·汉内特、 库玛拉乌·塔瓦利 （Ｋｕｍａｌａｕ
Ｔａｗａｌｉ）、 约翰 · 卡狄巴 （ Ｊｏｈｎ Ｋａｄｉｂａ）、 迈克尔 · 汤普森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约翰·达德莫·瓦伊科 （Ｊｏｈｎ Ｄａｄｅｍｏ Ｗａｉｋｏ）、 彼得·卢斯

（Ｐｅｔｅｒ Ｌｕｃｅ） 等接受过高等教育、 代表新兴阶级的土著知识分子， 以传

记、 小说、 诗歌、 戏剧等文学形式为政治工具， 运用自己的笔墨， 真实地

再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各岛屿的生活画面， 描绘了他们的风土人情， 热情

地歌颂他们的村社生活， 猛烈地抨击西方国家的社会准则， 大声疾呼民族

自治、 民族独立， 努力塑造民族形象， 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自治、 独立大

造舆论， 第一次向全世界传递出土著人民的正义呼声。 他们的作品虽然有

些稚嫩， 辞藻也不华丽， 甚至在情节发展和人物刻画方面比较粗糙， 但却

富有真实性， 充满了乐观主义色彩。 巴布亚新几内亚由此成为大洋洲岛屿

９４２



新文学的两个中心之一 （另一个是斐济）。
这一时期，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代表作家和作品有：
１ 自传文学

１９６８ 年， 艾伯特·毛利·基基发表了自传 《基基， 万年人生》， 成为

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兴文学创作的开端。 该作品代表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第

一次向全世界发出了勇敢而自信的谴责殖民主义统治的呼声。 他提醒年青

一代不仅要有责任而且要有能力管理自己和世界的事务， 在文学界和大学

内引起强烈反响。
２ 长篇小说

１９７０ 年， 文森特·艾里发表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鳄鱼》。 该作品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巴布亚新几内亚乡村人民的

生活， 着重描写主人公霍伊里在新旧两种生活方式的冲突中个人思想的发

展过程， 对殖民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
１９７３ 年， 约翰·柯利亚 （Ｊｏｈｎ Ｋｏｌｉａ） 创作了 《已故的巴布亚先生》，

通过描写巴伊诺·萨塔乌罗牧师的一生， 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制度、 信

仰、 风俗习惯和某些人物进行了机智的嘲讽。 １９７４ 年发表了 《独立的受

害者》 和 《拘留所里的图书馆》， 对政府官员进行了抨击。
３ 短篇小说

１９７０ 年， 利奥·汉内特发表了 《当牧师的梦想破灭了》， 对自己及本

民族的发展作了一番痛苦而严肃的剖析。 这种自传式素描为短篇小说创作

开辟了道路。 此后， 一大批优秀作品相继问世。
巴布亚新几内亚研究所研究员拉塞尔·索阿巴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ｏａｂａ） 撰写

的 《受排斥的畸零人的画像》 （１９７１ 年）、 《地狱的一瞥》 （１９７２ 年） 和

《遭难者》 （１９７２ 年） 三部曲式的短篇小说， 描述主人公怀抱的梦想和遭

受的挫折。 主人公揭露了现代生活方式的堕落性、 欺骗性和破坏性， 嘲讽

本国人的盲从， 而他本人则与传统道德准则背道而驰， 受到社会排斥。
１９７４ 年创作的 《村民的要求》， 描写了一个老年村民在一种充满敌意的世

界里的生活， 处处受到歧视， 在困境中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
１９７２ 年， 阿瑟·贾沃迪姆巴里 （Ａｒｔｈｕｒ Ｊａｗｏｄｉｍｂａｒｉ） 发表的 《地方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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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官和我祖父的睾丸》、 约翰·卡萨伊普瓦洛瓦 （ Ｊｏｈｎ Ｋａｓａｉｐｗａｌｏｖａ） 发

表的 《马图达的离去》， 则以幽默讽刺的笔调， 描绘了农村和城市的生

活。
卡马·凯尔皮 （Ｋａｍａ Ｋｅｒｐｉ） 撰写的 《他们在来世报复》 （１９７３ 年）、

《库尔普的女儿》 （１９７５ 年） 和 《货物》 （１９７５ 年） 三部曲式的短篇小

说， 描写了一个受过教育的青年遭到传统信仰和老一代权威的摧残。
１９７５ 年， 约翰·威克 （Ｊｏｈｎ Ｗａｉｋｏ） 发表了 《天空中的老人》， 对土

著老人第一次坐飞机时的担忧恐慌直至最后平安落地的心理进行了描述。
４ 诗歌

诗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新文学发展中所占比重最大。 截至 １９７５ 年，
共出版了 ２１ 部本国诗人的诗集和诗总集。

１９７０ 年， 库玛拉乌·塔瓦利出版了诗集 《天空里的痕迹》， 描绘了塔

瓦利地区人民的苦难， 并力图在挖掘美好的普通人性方面进行探索。 而

后， 他又陆续发表了 《丛林卡那卡在说话》 （１９７０ 年）、 《老妇人的信使》
（１９７２ 年）、 《金枪宴》 （１９７３ 年）、 《伏兵》 （１９７４ 年）、 《颅骨》 （１９７４
年）、 《身份》 （１９７５ 年） 等。

１９７１ 年， 阿皮萨伊·埃诺斯 （Ａｐｉｓａｉ Ｅｎｏｓ） 出版了诗集 《高潮》，
１９７２ 年， 约翰·卡萨伊普瓦洛瓦发表了 《迟迟不发的火焰》 和 《哈卢阿

巴达》， 作品集中体现了塔瓦利地区人民反抗不义与追求正义的精神。 前

者的诗蕴而不露， 后者的诗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１９７３ 年， 卡马·凯尔皮在诗集 《夜半鸟叫》 中试图再现部族人民的

经验和智慧， 抵制外来文化的摧残。 他是第一个发表诗集的高地诗人。
１９７４ 年， 另一位高地诗人亨吉尼凯·里扬 （Ｈｅｎｇｅｎｉｋｅ Ｒｉｙｏｎｇ） 出版了诗

集 《奈玛·纳姆巴》。 两人都用英语表现出传统吟唱诗的粗犷活力。
１９７４ 年， 海岸诗人阿瑟·贾沃迪姆巴里创作了 《回到祖国》； １９７５

年， 杰克·拉胡伊 （Ｊａｃｋ Ｒａｈｕｉ） 创作了 《赌徒的新几内亚作风》， 向国

内介绍了高度西方化的观念， 认为西方影响不必一概否定， 应借鉴其精

华。
此外， 贝戴·杜斯·马蓬和杰里·卡沃普两人用皮钦语写作传单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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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家喻户晓， 流传广泛。
５ 戏剧

受传统舞蹈剧与雄辩术的影响， 巴布亚新几内亚作家以戏剧形式抨击

社会的不合理现象， 逐渐形成了两大流派：
一派以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的作家为代表， 创作了一批反对殖民主义

的剧本。 如约翰·达德莫·瓦伊科的 《意想不到的骗子》 （１９６９ 年）， 利

奥·汉内特的 《货物是怎样运来的》 （１９６９ 年）、 《忘恩负义的女儿》
（１９７０ 年）， 米奥克罗·奥帕 （Ｍｅａｋｋｏｒｏ Ｏｐａ） 的 《他抢走了我手中的扫

帚》 （１９７０ 年）， 约翰·卡萨伊普瓦洛瓦的 《卡纳卡的梦想》 （１９７１ 年）
和 《忏悔的人》 （１９７４ 年）， 拉比埃·纳马利乌 （Ｌａｂｉｅ Ｎａｍａｌｉｕ） 的 《玛
斯基·卡翁西尔》 （１９７５ 年） 等。

另一派以戈罗卡师范学院的部分作家为代表， 作品善于心理探索， 精

雕细刻， 以求艺术的感染力。 如约翰·卡尼库 （Ｊｏｈｎ Ｋａｎｉｋｕ） 的 《食火

鸡的叫声》 （１９６９ 年） 和 《卡拉瓦伊·克瓦西纳》 （１９７２ 年）， 卡姆巴

乌·纳马莱乌 （Ｋａｍｂａｕ Ｎａｏａｌａｉｕ） 的 《库鲁鲍勃》 （１９７０ 年）、 《岩石高，
爸爸更高》 （１９７２ 年） 和 《雷比·纳玛里乌》 （１９７４ 年）。

１９７２ 年， 大学派剧作家拉塞尔·索阿巴发表 《随风飘散》， 描写了教

育阶层知识分子的迷惘与悲剧。 同年， 阿瑟·贾沃迪姆巴里发表 《太阳》
和 《比克佩拉·波尔》； １９７３ 年， 伯纳德·纳罗柯比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Ｎａｒｏｋｏｂｉ）
创作了 《穆鲁克之死》 《鹰死之时》； １９７４ 年， 卡马·凯尔皮创作了 《山
岗上传来的声音》。 至此， 巴布亚新几内亚戏剧的两大流派渐趋统一。

拉比埃·纳马利乌创作的 《科奈多布的好妇人》 （１９７０ 年） 和约

翰·比利·托柯梅创作的 《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混乱》 （１９７３ 年） 是利用

皮钦语讽刺社会的代表性剧本。①

（二） 发展阶段： １９７５ 年以后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一些较有名气的作家选择了政府职务。 如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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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祖毅： 《大洋洲岛屿的新兴文学》，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９８０ 年第 ４
期， 第 ８７ ～ ９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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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毛利·基基担任了副总理兼国防、 外交与外贸部部长， 文森特·艾

里担任了驻澳大利亚总领事， 约翰·达德莫·瓦伊科、 约翰·卡萨伊普瓦

洛瓦等埋头从事农村的政治运动， 利奥·汉内特则关注于布干维尔岛的争

端。 他们整天忙于各级政府的行政事务， 无暇创作， 以至于国内的文学创

作呈现出一片萧条的景象。
为了鼓励写作， 培养作家， １９７６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立作家协会，

召开作家会议。 而后， 又成立了国家文化委员会、 教育部文学局等专业机

构， 负责组织和领导全国文艺工作； 创办 《者梅博里》 《巴布亚新几内亚

作品》 《昂多邦多》 《比克尼斯》 等期刊， 为新老作家和文艺新人提供发

表作品的机会； 组织文艺团体， 使大家相互磋商、 相互促进、 共同提高；
举行写作比赛， 鼓励文学创作， 发现和培养新人。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 巴布亚

新几内亚在莫尔兹比港和其他七个城镇举办了第三届南太平洋艺术节， 推

动了具有民族特色文学艺术的发展。
以拉塞尔·索阿巴、 约翰·柯利亚、 库玛拉乌·塔瓦利等为代表的老

一代作家继续活跃在文坛上， 从未停止他们的创作活动。 同时， 以奥古斯

特·基图阿伊 （Ａｕｇｕｓｔ Ｋｉｔｕａｉ）、 吉姆·拜特尔 （Ｊｉｍ Ｂａｉｔａｌ）、 本杰明·乌

姆巴 （Ｂｅｍｊａｍｉｎ Ｕｍｂａ） 等为代表的年轻作家迅速成长起来。 由此巴布亚

新几内亚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
这一时期，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代表作家和作品有：
１ 自传文学

１９７５ 年， 迈克尔·索马雷的自传 《萨那》 正式出版， 标志着巴布亚

新几内亚自传文学达到顶峰。 从此改变了以前文学题材以自传体居多的状

况， 使文学创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２ 长篇小说

１９７８ 年， 拉塞尔·索阿巴发表 《孤寂》， 描写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

前夕一些青年男女进入大学前后生活发展的三个阶段。 通过人物之间性格

的迥异、 思想的冲突以及各自不同的人生观， 反映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知识

分子对民族独立的渴望与追求， 展示独立前期那种从迷茫、 困惑到最后觉

醒这一痛苦转变的思想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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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约翰·柯利亚发表的 《一次强迫性的展览》 《巴拉淮亚的历

史》 《沿河上溯到胜利汇合点》 《我那勉强传道的教士》， 以及 １９７９ 年发

表的 《接近村庄》 《传统是这么说的》，① 展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各种生

活的画面， 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制度、 信仰、 风俗习惯以及某些人物进行

了机智而又玩世不恭的嘲讽。
３ 中篇小说

１９７６ 年， 新西兰出版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三部中篇小说集。
本杰明·乌姆巴创作的 《黎明的枪声》， 描写了高地人第一次接触白

人时所引起的冲突。
奥古斯特·基图阿伊创作的 《一个村民的奔逃》， 描写了一个土著青

年想从乡村进入城市的心理活动。
吉姆·拜特尔创作了 《塔利》， 通过主人公塔利一生的境遇， 反映了

独立后巴布亚新几内亚在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新的思想观念之间所存在的尖

锐矛盾， 而主人公最终成了这种矛盾冲突的牺牲品。
４ 短篇小说

１９７７ 年， 拉塞尔·索阿巴创作了 《伊贾亚》， 描写了青年艺术家如何

在困境中追求理想。 １９７８ 年， 他又发表了 《太阳下的土著人》。
５ 诗歌

１９７６ 年， 毕业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的女诗人托马斯 · 林达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ｙｎｄａ） 发表了 《火山》， 表达了当地人民由于受殖民统治而内

心受到的压抑犹如火山要爆发出来。②

１９７７ 年， 比德·达斯·马佩恩 （Ｂｅｄｅ Ｄｕｓ Ｍａｐｕｎ） 发表了 《我的故

土》， 表达了作者对故土的眷恋。
６ 戏剧

针对独立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的软弱， 以及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中表

现怯懦和政府部门官僚浮夸作风严重等问题， 作家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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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晓凌： 《南太平洋文学史》 （修订版）， 安徽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第 ２７９ ～ ２８０ 页。
王晓凌： 《南太平洋文学史》 （修订版）， 安徽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第 ２８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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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各抒己见， 把矛头直接指向政府。
１９８０ 年， 约翰·卡萨伊普瓦洛瓦创作的剧本 《原始爵士乐》， 揭露了

政府的软弱无能和官僚腐败。 １９８２ 年创作的 《我的兄弟， 我的仇人》， 则

抨击了政府反对西伊里安自由运动。
女剧作家诺拉·瓦基·布拉什 （Ｎｏｒａ Ｖａｋｙ Ｂｒａｃｈ） 创作的 《大人物，

哪条路？》， 对执政的新贵族以及他们矫揉造作、 崇洋媚外的行为进行了

无情的鞭挞。
１９７６ 年， 拉卡利·雷杰利 （Ｒａｉｊｅｌｉ Ｒａｃｕｌｅ） 和托罗·艾伯特 （Ｔｏｒｏ

Ａｌｂｅｒｔ） 分别创作了广播剧 《拉萨瓦利沃和拉萨瓦莱伊》、 剧本 《甘蔗

日》。①

二　 民族艺术

巴布亚新几内亚部族林立， 语言纷杂， 以族情乡谊 （Ｗａｎｔｏｋ） 为核

心的社会结构占据了主导地位。 １９７２ 年， 新几内亚政府成立了创意艺术

中心， 鼓励发展传统艺术。 １９７６ 年， 以创意艺术中心为基础成立了国家

艺术学院， 大力弘扬民族文化。
（一） 舞蹈与表演

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著居民看重亲属、 部落及族群的纽带关系， 每逢孩

子出生、 男性的入会仪式、 女性的青春期庆典、 成人仪式、 求爱仪式、 哀

悼仪式、 开业庆典、 欢迎仪式、 第一次理发、 生产仪式 （建造房屋及制

作独木舟）、 交换仪式、 宗教活动、 社交宴请、 告别仪式、 战争 （前、
中、 后） 仪式、 召开会议、 传达信息、 运动、 日常娱乐等活动， 村民们

都会在身上披挂羽毛、 贝壳， 用泥土、 木炭、 花草汁做染料， 在脸、 胸、
腹部涂上美丽的图案， 载歌载舞。 庆祝仪式由宗族的长者主持， 这在本地

的混杂语中被称为唱唱嘉年华 （Ｓｉｎｇ Ｓｉｎｇ Ｓｈｏｗ）。 活动地点在村子男人们

住的大房子里， 或在村子中心的广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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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晓凌： 《南太平洋文学史》 （修订版）， 安徽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第 ２８６ 页。



１ 传统文化节

巴布亚新几内亚被誉为地球上 “最原始的国度”。 许多部落因独居地

域偏远之处， 过着鲜为人知的自给自足的生活， 如 ２００４ 年发现的辛布族

（Ｓｉｍｂｕ）、 ２００６ 年发现的洞穴人、 ２００９ 年发现的在树顶建造房屋的科若

瓦族 （Ｋｏｒｏｗａｉ） 等。 长年生活在物质简单、 原始世界中的土著居民， 拥

有他们独特的审美观。 目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国 ２２ 个省 （区） 均有各

自的文化节， 如莫尔兹比港希里莫阿尔 （Ｈｉｒｉ Ｍｏａｌｅ） 文化节、 东高地省

戈罗卡文化节及独立日传统舞蹈节、 西高地省歌唱文化节和首府芒特哈根

的哈根山文化节、 高地部落的艺术节、 沿海平原和周边岛屿部落的馈赠节

等。 每当节庆来临之时， 他们会穿戴风格各异的传统服饰， 载歌载舞， 竞

相展示本地区、 本部落的文化精粹。
莫尔兹比港希里莫阿尔文化节又称幸福节。 每年 ８ 月和 ９ 月， 莫尔兹

比港都举行为期两天的传统节日。 男女打扮得花枝招展， 头戴光彩夺目的

羽毛高冠， 脸上和身上涂有对称的花纹， 颈上挂着一圈圈的项链， 下身穿

着丝线花裙。 节日活动主要是歌舞、 赛舟和选美。 在伊拉海滩举行的独木

舟比赛尤为引人瞩目， 无数独木舟扬帆出海， 竞相驶到预定地点后又往回

赶。 但见远处海面上彩帆点点， 越来越近， 而海岸上观看的人们欢声雷动。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队也在海滩上跳起欢快热烈的民族舞蹈， 鼓声、 乐声、
歌声和欢呼声响遍海滩。 而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美女竞选的活动则别具一格。

高地地区部落的艺术节一般在每年 ８ 月举行。 艺术节由各个部落轮流

举行， 参加的部落可能多达七八十个。 节日期间， 各部落成员都穿上节日

盛装， 到宽广的竞技场上进行表演。 表演时各部落的成员一起蜂拥入场，
排成各种各样的队列， 跳起不同的舞蹈， 既有七声音阶， 也有五声音阶。
胡里维格曼人唱歌时会穿上复杂的服装， 用大量的化妆品化妆， 既有日常

生活中的打扮， 也有精神世界的幽灵装扮。 表演时， 他们会尽力表现自己

的民族特性与内心精神。
沿海平原和周边岛屿部落的馈赠节， 既要互相馈赠礼物， 又要展示不

同部落、 不同岛屿的歌舞节目。 歌舞表演一般以少女的舞蹈开始。 她们佩

戴着由各色贝壳和羽毛制成的首饰， 头上和脖子上戴着花环， 边唱边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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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强调手臂和腰的动作。 接着是小伙子的舞蹈， 舞姿强劲有力， 用节奏

鲜明的歌声伴舞， 并吹起海螺、 摇晃贝壳制作的响器伴奏， 显得十分有男

子气。
还有一些部落有自己的歌舞节日。 部落成员聚集在一起， 举行盛大宴

会并唱歌跳舞。 通过各部落的聚合歌舞比赛代替因为争夺生活资源而引起

的械斗， 平息相互间的敌意和仇恨， 展示各部落纷繁的文化特色和差异

性， 分享不同的文化和经历。 文化节期间， 很多部落的人会走上街头， 表

演极富南太平洋风情的传统歌舞。 戈罗卡文化节以特有的原汁原味的舞蹈

和表演闻名于世。
２ 民族舞蹈

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的歌舞讲究真实美感， 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音乐

曲调适中， 旋律变化平稳， 动作简明流畅， 强调以体型和手势叙事， 以歌

声和眼神传情， 体现了他们对世间万事万物的爱憎情感。 巴布亚新几内亚

歌舞表演形式多样化， 有的由集体完成， 如合唱、 合奏、 群舞； 有的由一

个人独唱、 独奏、 独舞。 舞蹈主要表现人们狩猎和捕鱼等内容， 既简单又

夸张， 但都源于真实的生活。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舞蹈表演除全国流行的草裙舞外， 著名的民间舞蹈

还有高地地区的泥人舞、 塞皮克河流域的青蛙舞等。 草裙舞是男女青年头

戴由极乐鸟羽毛做成的帽圈， 脸上用黑白颜料涂着阴阳图案， 裸露的上身

挂着饰物， 下身系着土布或草裙。 泥人舞是男性舞者浑身涂满泥浆， 罩上

泥巴做的面具， 手持树枝或弓箭， 无伴奏地跳舞。
（二） 音乐

音乐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传统歌舞和宗教仪式中，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 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渗透， 西洋音乐也占据了一定的娱乐市场。
１ 传统音乐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传统音乐活动以族群或部落为中心。 歌唱是他们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而且他们的传统音乐从来都是口头的， 他们将

歌唱作为一种记忆的方法， 帮助回忆并将演唱的曲目保存下来。 歌曲的领

唱者仅仅在歌曲开始的时候领唱， 并不去教唱这些歌曲或参与指挥。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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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音乐通常都是集体创作的， 音乐的场合也是特殊的。 表现形式有劳

动歌曲、 祭祀音乐、 自娱性音乐等。 如南高地省多那 （Ｄｕｎａ） 人举行葬

礼时， 他们演唱着一个曲调进行他们的 “丧歌”， 仅在演唱者换气时， 音

量上才有细微的变化。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传统乐器分为四类： 一是体鸣乐器， 如裂缝鼓；

二是膜鸣乐器， 如沙漏型单面鼓； 三是弦鸣乐器， 如奇特琴、 竖琴等； 四

是气鸣乐器， 如笛子、 木头喇叭等。 最常见的乐器是贝壳笛、 犹太竖琴、
乐弓、 少数的竹笛 （包括所谓的鼻笛与排箫）； 最著名的乐器是加拉马特

鼓、 小鼓、 笛子、 喇叭、 风笛铜锣和吼板， 它们都是用木头、 植物的叶

片、 竹子、 葫芦、 种子的外壳以及动物皮等自然材料手工精制而成。 如乐

弓是由一根棕榈枝和一根藤条制成的； 加拉马特鼓是由树干挖空制成的。
巴布亚新几内亚传统乐器无论从形状， 还是从使用价值上都展示了它

们的多样性， 反映了当地独特的民族风格。 如在东高地省， 笛子是男人支

持自己爱戴者的极为重要的象征， 代表着男性的统治地位、 团结、 世系族

群的延续、 过去的辉煌和未来的繁荣。
从社会习惯来看， 巴布亚新几内亚传统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

多数的乐器全部由成年男子使用和弹奏， 妇女和小孩禁止参与， 甚至都不

能观看。
２ 外来音乐与本土音乐的交融

基督教传入巴布亚新几内亚后， 基督教的赞美诗、 教堂音乐等开始与

土著传统音乐元素融合。 进入 ２０ 世纪， 外籍劳工的劳动歌、 盟军官兵的

弦乐队、 摇滚乐队以及所罗门群岛的竹乐队等逐渐流行开来， 钢琴、 电子

琴、 吉他等西洋乐器也传入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混合本地和西式风格的摇滚、 爵士乐传入巴布亚

新几内亚。 ９０ 年代， 随着电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逐渐普及， 美国的流行

音乐开始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本土音乐融合， 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歌手， 并

在各大城市巡回演出。
（三） 雕刻及工艺品的制作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形地貌复杂， 以至于不同地区和部族的人们根据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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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的传统和信仰， 就地取材， 将器皿、 编织物、 乐器等制成了风格迥异的

工艺美术作品。 如巴布亚地区的陶器， 沿海岛屿地区的贝雕， 塞皮克河地

区的陶器、 木雕和乐器， 新爱尔兰岛马拉甘 （Ｍａｌａｇａｎ） 地区的面具， 特

罗布里恩群岛的渔具， 白利安岛 （Ｂｒｉａｎｄ Ｉｓｌａｎｄ） 的渔船， 新几内亚岛东

部巨大的花岗石雕像等都具有典型的土著文化特色。 其中最具民族特色的

是木版雕刻。
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具有较高的塑造天赋， 在雕刻中得到了具体的表

现。 一些乡村艺术家和工艺师设计了极具民族和部族特色的雕刻、 镶嵌和

壁挂等。 雕刻以木刻为主， 是当地土著人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辟邪物， 又

是纪念祖先神灵的信物。 它们的造型大多以抽象夸张的曲线图形， 将人

物、 动物、 鱼类的造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形成一种强烈神秘能震撼心灵

的艺术感染力。 代表的有以神人同形的形象做成的容器和顶端带有锚状的

双倒钩器物及面具。
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岛民在碗、 手杖、 桌子等物品上雕刻各种图案。

其中以碗的雕刻最具特色。 其材料为黑木， 用磨光后的猪牙在碗边刻上鱼

和乌龟等图案。
海尔基克湾地区的木雕风格深受印度尼西亚的影响。 木雕以人像为主，

具有绽放状的蔓叶花纹图案， 注重对称。 另外， 还制作了红、 黑彩绘图案

相间的树皮织物镶嵌板， 程式化的鱼和甲壳类动物形象占据了主导地位。①

塞皮克河流域生产了大量的雕刻人像面具、 鼓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礼仪

家具。 彩绘作品 《木雕》 的上排是人物形象， 下排是鳄鱼形象， 土著居

民将图腾动物与人物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使作品极具宗教神秘感。 图像色

彩艳丽， 构图富于韵律感。 《女人雕像》 则运用两个椭圆形来构成头部、
上肢与躯干、 臀部及双腿。 通过彩绘手法， 才使得人体结构比较明确， 能

够看出雕像的女人特征。② 另外， 一种称为科威的面具， 是男孩开始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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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神祖先时戴的， 可以镶上獠牙和猪鼻状的物品， 制作十分精巧， 看起来

像阴茎的龟头。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面具、 独木舟、 故事板等是世界著名的木雕雕刻作

品。 但遗憾的是现在很多作品已经流失到海外， 陈列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博

物馆内。
（四） 建筑艺术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竣工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大厦是多元文化背景

下的产物， 又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政治独立的象征。 整个建筑占地 ８１００
平方米， 建筑面积达 ２ 万平方米。 从空中俯瞰， 整个大厦的造型像一

只极乐鸟， 分 Ａ、 Ｂ、 Ｃ 三翼， 是将传统的、 具有民族特色的塞皮克河

流域建筑风格与现代建筑艺术绝佳结合而修建的。 Ａ 翼建筑包括议会

厅、 议长办公室和总理办公室。 Ｂ 翼是行政管理楼。 Ｃ 翼是娱乐中心。
Ａ 翼建筑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传统的 “男人屋” 相似， 外形是一个三角

形。 屋前镶嵌着巴布亚新几内亚传统的图案， 有的代表巴布亚新几内

亚的工业、 农业、 林业、 渔业、 交通等行业， 有的象征着邪恶和危险，
如蛇、 鳄鱼等。 传统的立体绘画和雕刻手法将各种图案巧妙地结合在

一起， 描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历史、 人类与自然界万物的关系， 并

预示巴布亚新几内亚美好的未来， 被国际建筑界列为 “世界级民族建

筑典范” 之一。
国家博物馆毗邻国民议会大厦， 是传统民族建筑的代表。 在入口处

竖立有护馆神灵———两个木雕人物， 并且房面绘有鲜艳的原始图案。 馆

内珍藏着原始面具、 长矛、 木盾、 图腾、 贝壳、 工具、 武器等文物 ２ 万

多件。 另外， 馆内还设有饲养极乐鸟、 树熊、 袋鼠、 热带鱼等稀有动物

的动物室。

第四节　 体育运动

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自古就喜爱民族体育运动。 随着西方体育类项目

的传入， 足球、 橄榄球、 篮球、 板球等广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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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体育机构及体育教育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前后， 先后设立国家体育委员会、 全国体育联合

会、 国家奥委会、 妇女与体育委员会， 全面负责体育娱乐政策的制定。
１９７８ 年， 成立体育援助基金会， 负责为体育组织筹集必要的资金； 成立

了隶属于内务与青年部的体育娱乐处， 具体负责全国体育娱乐活动。
１９７８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立国家体育培训中心， 帮助体育组织培

训和推荐体育人才， 并进行体育医学研究。 创办国家体育学院， 培训体育

人才。 同时， 在各级各类学校开设体育课， 以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
另外， 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成立了一些球类的官方管理组织， 如巴布亚

新几内亚足球协会 （１９６２ 年）、 女子无板网球协会 （１９６５ 年）、 橄榄球联

合会 （１９７４ 年） 等。 另外， １９６６ 年加入大洋洲足球联盟。 １９７９ 年成为大

洋洲足球联合会会员。
自 ２０００ 年起， 国际奥委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缩写：

ＩＯＣ） 为奖励在推广女性参与体育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士， 设立了妇女

与体育世界奖， 每年颁发一次。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巴布亚新几

内亚女性体育委员会主席兼奥委会副主席维图·阿帕纳·迪罗 （Ｖｅｉｔｕ
Ａｐａｎａ Ｄｉｒｏ）、 巴布亚新几内亚奥委会秘书长奥维塔·拉菲莉亚 （Ｏｖｅｔａ
Ｌａｖｒｉａ） 先后获此殊荣。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 （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ｏｇｇｅ） 访问巴

布亚新几内亚， 资助 ２５ 万美元， 建立了奥林匹克屋。

二　 国民体育运动

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热爱体育运动， 各地发展比较平衡， 基本实现

了全民参与。 国内最流行的体育运动是橄榄球， 足球、 篮球和排球等也

得到了普及。 各省都建有自己的体育场、 运动场、 球场， 但设施比较简

陋。 大部分城镇建立了网球或游艇俱乐部。 滚木球俱乐部在各地也比较

兴盛。
橄榄球运动是目前最流行的运动， 已被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确定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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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运动项目， 参与该项活动的人数在大洋洲仅次于澳大利亚， 很多当地球

员到澳大利亚参加职业联赛。 在澳式橄榄球国际杯比赛中， 巴布亚新几内

亚获第一届 （２００２ 年）、 第二届 （２００５ 年） 亚军， 第三届 （２００８ 年）、
第四届 （２０１１ 年） 冠军。

足球运动是第二个流行的运动。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男子足球队的实

力在大洋洲各国属中等水平。 １９８３ 年和 １９８７ 年， 在第七、 第八届南太平

洋运动会上， 分别获得第四名和第三名。 １９９６ 年， 在第十六届世界杯足

球赛 （１９９８ 年） 外围赛中， 巴布亚新几内亚足球队首次参赛即战胜了瓦

努阿图、 新西兰足球队， 战平了所罗门群岛足球队。 ２００４ 年， 在第十八

届世界杯足球赛 （２００６ 年） 外围赛中， 战胜了美属萨摩亚、 萨摩亚足球

队， 战平了瓦努阿图足球队。 女子足球队实力雄厚。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在第十三届南太平洋运动会和第十五届太平洋运动会上， 两次夺得冠军。
２００８ 年， 在北京奥运会女子足球大洋洲区资格赛中获得第二名。 ２０１４ 年，
在中国南京举办的第二届青年奥运会上获得第五名。

三　 体育竞赛活动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积极组织参与国际体育竞赛活动， 与法属新

喀里多尼亚、 法属波利尼西亚、 斐济并称为太平洋岛国地区四大体育强国

（地区）。
太平洋运动会 （２０１１ 年前名为南太平洋运动会）： 南太平洋地区的综

合性体育运动会。 １９６３ 年， 在斐济苏瓦举办的第一届运动会上， 巴布亚

和新几内亚领地以 ９ 枚金牌位列第二名。 １９６９ 年和 １９９１ 年， 巴布亚新几

内亚主办了第三届和第九届南太平洋运动会， ２０１５ 年主办了第十五届太

平洋运动会。 １９６３ ～ ２００７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南太平洋运动会上共获

得金牌 ２９６ 枚， 银牌 ３０５ 枚， 铜牌 ２９６ 枚， 奖牌总计 ８９７ 枚， 在南太平洋

２２ 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四名。①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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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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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联邦运动会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Ｇａｍｅｓ）： １９６２ 年， 巴布亚和新几

内亚领地首次参加在澳大利亚珀斯 （Ｐｅｒｔｈ） 举办的第九届英联邦运动会，
获得一枚拳击项目的铜牌。 而后参加了除爱丁堡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运动会之

外的所有英联邦运动会， 并在拳击、 射击等比赛项目中取得优异成绩。
１９９０ 年， 在第十四届奥克兰英联邦运动会上， 草地保龄球项目为巴布亚

新几内亚赢得首枚金牌。 ２００６ 年， 在第十八届墨尔本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英联

邦运动会上， 瑞安·皮尼 （Ｒｙａｎ Ｐｉｎｉ） 获男子 １００ 米蝶泳第一名， 为该

国赢得第二枚英联邦运动会金牌。 ２０１４ 年， 在第二十届格拉斯哥

（Ｇｌａｓｇｏｗ） 英联邦运动会上， 史蒂文·卡里 （Ｓｔｅｖｅｎ Ｋａｒｉ） 获男子举重 ９４
公斤级冠军， 迪卡·图阿 （Ｄｉｋａ Ｔｏｕａ） 获女子举重 ５３ 公斤级冠军。

奥林匹克运动会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 １９７３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奥委

会成立。 次年， 被接纳为国际奥委会成员国。 而后参加了除莫斯科奥运会

之外的历届夏季奥运会。 ２００４ 年， 在第二十八届雅典奥运会上， 迪卡·
图阿获女子举重 ５３ 公斤级比赛第六名。 ２００８ 年， 在第十三届北京残奥会

上， 弗朗西斯·孔帕翁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Ｋｏｍｐａｏｎ） 获得男子 １００ 米 Ｔ４６ 级银牌。
这是南太平洋 １５ 个岛国在奥运会、 残奥会历史上获得的首枚奖牌。

第五节　 教育

在西方殖民统治时期，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的教育基本上由基督教会

掌握。 他们以传播 《圣经》 为主， 同时还负责培训教师和牧师。 教会教

育对当时小学阶段的教育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在长期殖民统治之

下， 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还十分落后。

一　 教育体制

１９４６ 年， 新几内亚政府成立了教育部。 １９５２ 年颁布 《教育法》， 规

定政府有权对学校进行监管 （登记和免税）， 发放教师证书， 支付补助

金。 １９５５ 年， 随着第一部教学大纲的试用， 《教育法》 开始在巴布亚和新

几内亚领地内贯彻实施， 形成了两个相互平行的教育体系， 分别由政府和

３６２



教会控制， 他们管理灵活、 有效， 为学校提供资金和物质支持。 １９７０ 年，
政府又制定了新的 《教育法》。 次年， 成立教师服务委员会。 二者给教育

体制带来了许多变化。
巴布亚新几内亚城市居民多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 内地居民仍保留

着崇拜神灵、 祖先的传统， 偏僻山区部落有自己的古老习俗， 文化教育

比较落后。 针对以上的状况， 独立后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相继颁布了

《巴布亚新几内亚教育法》 《巴布亚新几内亚教师法》， 把教育的规划、
融资、 人员配备、 负责社区学校、 职业学校及各省高中管理等权力下放

到省里。 国家教育部保留一部分资金的分配权。 由此奠定了巴布亚新几

内亚教育体系的基础。
《巴布亚新几内亚教育法》 规定： 无论是政府或教会组织创办的学

校， 都必须符合政府规定的学生入学条件和教师录用标准。 教育体制分为

中央、 省、 地区三级教育。
中央政府设立教育部， 负责全国教育总的方针、 政策和重大决策问

题。 教育部下设国家教育委员会、 国家教师服务委员会和教育司等机构。
国家教育委员会主席由教育部秘书长担任， 委员会成员由中央政府、 省政

府、 地方政府和校方代表组成。 其职责包括： 负责向教育部长提出发展全

国教育的方针和建议， 规定各省的教师配额， 督促和检查各地教育政策的

执行情况。 国家教师服务委员会负责国家教育系统所有教师的招聘工作。
教育司主要负责规定全国统一的课程和教材， 管理全国中、 小学的统考和

全国教育的规划工作， 考查教师等。
各省教育委员会则根据教育部的政策和下拨的资金， 负责确定省内

中、 小学和职业教育计划， 教育资金的使用， 教师的录用， 校舍的建造和

维修等工作。
各地方教育管理部门负责招收各地区的小学学生， 制定学校日程表和

校纪校规， 以及收取学费等工作。

二　 教育现状

２０１２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对 １ ～ １０ 年级学生实行免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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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为 １１ ～ １２ 年级学生提供 ７５％的学费补贴， 将财政预算的 １８ ５％用

于教育支出， 合计 １９ ５４ 亿基那 （约合 ７ ６２ 亿美元）。① 另外， 世界银行

和亚洲开发银行等也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贷款或

援助。
自从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制度以来， 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小学数量和在校

生人数急剧增加。 目前， 全国已登记的中、 小学有 １０４６６ 所， 在校生约

１８０ 万人， 中、 小学入学率提高到 ７８％ 。② 全国现有 ６ 所大学， 在校学生

１ 万多人。 另外， 还有 ２１ 所私营城乡国际学校， 在校学生 ６０００ 余人。③

三　 教育结构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学校教育分为基础教育、 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

级。
（一） 基础教育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规定儿童年满 ６ 岁时参加小学的基础教育。
学校是在各地按不同语言组织教学。 语言由社区自选， 开设语言和文

化学习、 数学、 创造性表现和体育 （包括绘图、 唱歌、 运动、 舞蹈和

游戏） 、 室内活动四门课程。 前三年主要通过基础教育培养儿童的语

言、 算术、 家庭和社区价值 （包括纪律、 个人健康和尊重他人等） 基

本能力。
小学的初级教育 （６ ～ ８ 岁） 是向儿童灌输文化自豪感； 加强社会价

值理念和生活方式转变； 发扬社区互助精神； 为儿童未来的教育提供自信

和鼓励。 这一阶段是儿童教育的启蒙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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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巴布亚新几内亚议会批准通过 ２０１２ 年政府财政预算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

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ｄｇｋ ／ ｚｗｊｉｎｇｊｉ ／
２０１１１２ ／ ２０１１１２０７８９４９３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大使馆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ｂｘｇｋ ／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浏览。
留学网站， 院校频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ｉｕｘｕｅｂｂｓ ｃｏｍ ／ ｓ ／ ｍａｊｏｒ４７９１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

浏览。



（二） 中等教育

９ 岁以后的儿童开始进入小学高年级阶段， 学校进行六年的双语基础

教育， 使儿童具有效率和幸福的生活能力， 对其社区有所贡献， 能用英文

理解基本的社会、 科学、 技术和人的概念与价值观念。 其中创造性表现和

体育教育 （与适合早期年龄段儿童的游戏、 音乐和运动相似的活动） 大

约每周三次 （每次 ４０ 分钟）。 这一阶段是儿童良好生活的开始阶段。
９ ～ １２ 年级的教育也称后基础教育。 教学内容包括英语、 数学、 实用

科学、 社会科学等。 教育目的是使学生具备作为社区、 国家或国际社会成

员的独立生活能力。 通过更高的教育和培训， 可参与和承担更多与日常生

活有关的活动和工作。
（三） 高等教育

巴布亚新几内亚虽然已独立 ４０ 余年， 但其高等教育的发展却相对落

后。 １９８３ 年成立的高等教育委员会， 是在法律上负责制定高等教育发展

政策和战略的官方机构。① 目前， 全国只有 ６ 所大学： 巴布亚新几内亚大

学、 巴布亚新几内亚科技大学、 戈罗卡大学、 圣言大学、 太平洋安息日大

学、 沃达尔大学。 其中后 ３ 所是由学院升格的大学。② 另外， 还有 ２０００
多人留学澳大利亚、 新西兰、 英国和美国等。③

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成立于 １９６５
年。 主校区和一个独立的医学校区位于首都莫尔兹比港市， 在戈罗卡设有

一个分校区， 在所罗门群岛霍尼亚拉设立了一个开放校园， 其他城市还有

１３ 个学习中心， 占地面积 ４０５ 公顷。 １９６７ 年， 学校开设大学课程。 目前

是国内排名第一的综合性大学， 也是太平洋岛国地区一所知名的大学。 其

办学宗旨是力争成为太平洋地区的一流大学， 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南太平

洋地区提供优质的教育、 研究与服务。 目前， 全日制在校生 ２０００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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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编 《世界高等教育指南》，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第 ５６３ 页。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大学，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Ｌｉｓｔ＿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高等教育， ｈｔｔｐ： ／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ｍ ／ ｐａｇｅｓ ／ １１６９ ／ Ｐａｐｕａ －
Ｎｅｗ － Ｇｕｉｎｅａ － ＨＩＧＨＥＲ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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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大多数来自于澳大利亚、 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的外籍人士。 现设有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学院、 医学与健康科学学院、 自然与物理科学学

院、 商学院五个学术性学院， 以及美拉尼西亚与太平洋研究中心、 生物多

样性及天然产品研究中心、 灾难防止中心、 远程教育研究中心、 公共健康

中心和人权研究中心等附属研究机构。 专业涵盖文学、 科学、 新闻、 社会

工作、 图书馆和信息服务、 教育、 健康科学、 医学、 法律、 艺术创作、 农

业、 商业、 秘书服务、 警察学、 心理学等。 其中医学与医学外科、 药学、
医学影像学、 医学实验室、 牙科学、 临床护理学 ６ 个专业的学制为 ５
年。① 此外， 还开展硕士 （１ ～ ３ 年）、 博士 （３ ～ ４ 年） 研究生教育。 该学

校已培养出 １ ５ 万名大学生， 包括帕亚斯·温蒂、 梅克雷·莫劳塔、 拉

比·纳马柳、 彼得·奥尼尔四位总理以及众多的部长、 医生、 企业家、 法

官、 科学家等。 ２０１１ 年， 与中国的石家庄铁道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巴布亚新几内亚科技大学位于莫罗贝省莱城市， 是大洋洲三所科技大

学之一。 其前身是 １９６５ 年成立的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高等技术教育研

究所。 １９６７ 年改为莱城高等技术教育学院， １９７０ 年更名为巴布亚和新几

内亚理工学院。 现设有矿业系、 机械系、 应用化学系、 应用物理系、 电气

工程系、 数学与计算机系等应用技术性较强的院系， 包括农业、 建筑、 商

业、 工程、 林业、 语言、 数学和应用科学等专业。 同时， 该校也是巴布亚

新几内亚唯一开设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科学学位课程的大学。 另外， 学校还

开展硕士 （２ 年）、 博士 （３ ～ ５ 年） 研究生教育。 在校学生 ３０００ 余人。
戈罗卡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ｏｒｏｋａ） 位于东高地省戈罗卡市， 其前身

是创建于 １９６７ 年的戈罗卡师范学院， １９９７ 年改为现名。 目前， 该校是全

国最大的师范类大学、 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三大综合性大学， 在校生 １８００
人。 学校设有教育学院、 人文学院和科学学院。 作为高地地区教育和其他

领域的研究中心， 现已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太平洋岛国地区发展最快的

高等学校之一， 其目标是建设成为美拉尼西亚族群中领先的高等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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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肖水生、 贺鸿星： 《巴布亚新几内亚高等口腔医学教育概况》， 《医学教育探索》 ２００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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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与中国的福建农林大学签署友好学校备忘录。
圣言大学 （Ｄｉｖｉｎｅ Ｗ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位于马当市， 其前身是 １９５８ 年由

基督教圣言传教士创办的宗教学校圣言高中。 １９８０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

政府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圣言学院 （Ｄｉｖｉｎｅ Ｗｏｒ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并于 １９９６ 年升

格为政府支持、 私人管理的综合性大学， 接收本地和海外生源。 目前， 学

校设置了艺术学院、 商业与信息学院、 健康科学学院、 教育学院、 技术学

院和继续教育学院。 目前， 在校生约 ３０００ 人。
太平洋安息日大学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ｄｖｅｎｔｉ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位于莫尔兹比港布

罗科区。 其前身是 １９８４ 年由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创办的太平洋基督教学院。
１９９７ 年升格为政府支持、 教会管理的综合性大学。 目前， 学校下设艺术

与人文学院、 商学院、 教育学院、 健康科学学院、 科学与技术学院、 神学

院。 学生主要来自于本国及汤加、 斐济、 萨摩亚、 瓦努阿图和所罗门群

岛。 另外， 还有来自非洲、 澳大利亚、 巴基斯坦、 中国、 菲律宾和美国的

留学生。
沃达尔大学又名巴布亚新几内亚自然资源与环境大学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位于东新不列颠

省科科波市， 前身是 １９６５ 年成立的国家渔业学院。 ２００５ 年改为现名。 学

校设有沃达尔、 波蓬德塔、 塞皮克、 卡维恩四个校区。 主要开展热带农

业、 渔业和海洋资源方面的研究工作， 是全国著名的资源与环境大学。
２００９ 年， 与中国的华南农业大学建立了校际学术关系。

（四） 技术培训与假期教育培训

巴布亚新几内亚技术培训与假期教育培训系统的目标是增加人们发展

的机会， 因此， 它成为教育部和政府工作的重点。 它希望通过提高人们的

教育背景， 改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进而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
技术培训与假期教育培训主要涉及八个职业领域： 机械、 电气、 车

辆、 建筑、 餐饮、 印刷、 神职人员和实验室， 提供在不同经济和社会行业

都需要的实用技能、 劳动态度、 知识经验等。
商业与技术学院可以提供众多领域的课程， 遍布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国

的 １３３ 个假期教育培训中心， 可以为已经完成 ８、 １０、 １２ 年级课程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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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全日制课程培训。 对于公众和已经从业的人员也可以提供综合培训和

短期培训。
培训课程的设置是国家培训委员会、 国家评估与商务考试委员会、 企

业、 省政府和社区等相关机构密切磋商的结果， 所有课程都在国家资格认

证机构备案。 由此形成了学校—技术培训与假期教育培训—就业或进一步

更高级别的教育培训的通道。
所有学校和挑选出来的假期教育培训学校都被授予资质， 对于有工作

经验或培训经历的在职人员进行技能和工作考核、 评估、 技能认证。
（五） 远程教育

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为发展中国家， 教育资源相对匮乏， 以及交通和资

金方面的困难， 使得远程教育在远距离教学和低成本方面较其他教育形式

的优势凸显出来。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远程教育由国家独立机构远程教育协

会负责系统运作， 其宗旨是为继续教育和培训提供机会， 主要针对低收入

人群， 培训在不同行业工作、 需要学习的劳动者。
由于远程教育能克服距离上的障碍， 因此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已经渗透

到国内所有地区。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统计， １９９５ 年， 在远距离教

育机构学习的学生占入学人数 １０％以上的国家 （地区） 已达 １８ 个， 其中

巴布亚新几内亚列第四位， 参加远程教育的学生占总数的 ３１％ 。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远程教育的对象主要有： 边远地区 ６ ～ ８ 年级的学生；
在远程教育体系中完成 ９ ～ １０ 年级的教育， 希望继续在正规的教育系统中

学习的学生； 希望完成 １２ 年级或者预科的课程， 准备继续深造的学生；
一些希望接受技术培训和假期教育培训课程的人。

四　 图书馆

１９７５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在莫尔兹比港设立国家图书馆。 １９７７
年， 图书馆收集到大量资料、 待加工的图书、 政府出版物和胶片等。 １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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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钧、 翁朱华、 颉宁： 《发展中国家的远程教育： 机遇与挑战》， 《开放教育研究》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４ 页。



年，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将新落成的国家图书馆移交给巴布亚新几内亚， 这

是澳大利亚承诺送给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的礼物； 同时， 赠送了有关巴布

亚新几内亚的图书、 电影、 地图、 图书馆馆内设备， 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统

计局、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图书馆和以前海外领土部图书馆的藏品， 这些资

料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前珍贵的历史文献。 此外， 还有外国政府通过其

驻莫尔兹比港使馆赠送的图书。
１９９３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通过 《国家图书馆与档案法》， 图

书馆与档案馆办公室可以独立行事， 但它属于教育部的组成部分。 其职能

包括： 保存本国文化遗产； 编辑国家书目； 为学校图书馆、 省立图书馆收

集、 购买和加工图书及其他图书馆资料； 对全国图书馆进行协调； 对小馆

提供咨询并进行技术指导； 举办图书馆专业研讨班， 进行人员培训， 推进

图书馆事业发展。 目前， 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巴布亚新几内亚最珍贵的图

书， 是全国图书馆目录制作中心。 设有技术服务处、 咨询处、 读者服务处

和管理处四个部门。
此外， 巴布亚新几内亚各大学和专业学院都设有自己的图书馆， 全部

免费对外开放， 办理手续简单， 并有邮借业务。 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图书

馆藏书丰富， 许多书籍由澳大利亚、 英国、 美国、 加拿大和日本赠送。 馆

内还有一个图书室， 专门收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发表的， 以及关于巴布亚

新几内亚的书籍、 杂志、 地图、 照片、 报纸、 宣传稿和电影等。

第六节　 新闻媒体

目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主要通讯社为官方的国际通讯社， 是为巴布

亚新几内亚报纸、 杂志、 广播和电视提供新闻而建立的一个实体。 其媒体

长期以来受西方影响较深， 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源于外电报道， 因此具有

一定的偏见性。

一　 报纸媒体

１９７８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立国家报刊委员会， 其宗旨是鼓励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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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的大众报刊。
目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内的英文报纸有 《国民报》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信使邮报》 （Ｐｏｓｔ—Ｃｏｕｒｉｅｒ）、 《星期日纪事报》 （Ｓｕｎｄａｙ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政
府新闻报》 和 《商业时报》 等。 其中 《国民报》 是 １９９２ 年由马来西亚常

青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创办的日报， 发行量约 ７ 万份；① 《信使邮报》 的

前身是 《南太平洋邮报》， 发行量 ４ １ 万份， 是由澳大利亚鲁波特·默多

克报业集团 （Ｒｕｐｅｒｔ Ｍｕｒｄｏｃｈ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Ｇｒｏｕｐ） 创办的日报。 《星期日纪

事报》 是周报， 发行量约 １ 万份。
另外， 《同乡报》 是唯一的皮钦语周报， 发行量约 １ 万份。

二　 广电媒体

１９７５ 年， 国 家 广 播 公 司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缩 写：
ＮＢＣ） 成立， 作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主流广播电视公司， 总部设在莫尔兹比

港。
（一） 电视媒体

全国电视台主要有 ３ 个， 均设在莫尔兹比港。 通过有线网络电视， 可

收到多个英语频道和部分中文频道。
ＥＭＴＶ 商业电视台创建于 １９８７ 年， 是一个私人电视台。
国家电视台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缩写： ＮＴＳ） 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开播， 主要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及政府在农业、
林业、 渔业等方面的政策。

Ｋｕｎｄｕ － ２ 电视台是最近成立的一个国有电视台。
（二） 广播媒体

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国共有六家广播电台， 是政府唯一控制的垄断性广

播组织， 由 １９７３ 年成立的全国广播委员会负责。 广播节目以现代和传统

的音乐节目为主， 兼有新闻、 教育、 体育、 时事和论坛等。

１７２

①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 《世界知识年鉴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９４３
页。



英语广播电台 （ＦＭ１００ １） 有三家， Ｎａｕ ＦＭ 和国家广播网隶属于国

家广播公司。 其中看看电台 （Ｋａｎｋａｎ Ｒａｄｉｏ）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知名电

台， 报道音乐新闻、 提供音乐录影带资源、 发布体育信息等。 同时， 提供

分类音乐列表， 供用户下载音乐使用。
另外， 全国还有两家皮钦语广播电台和一家莫图语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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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对外关系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自我定位为南太平洋地区成员， 其外交工作

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及其盟国和南太平洋地区。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巴布亚新几内亚在经济上大力实施 “出口导向” 发展战略， 其外交政策

也与之相适应， 在继续保持与南太平洋地区各国密切关系的同时， 又采取

了 “北向政策”， 加强与中国、 日本、 韩国、 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联系，
并有选择地开展双边、 多边交往。

第一节　 外交政策

巴布亚新几内亚位于亚洲和大洋洲之间， 由于历史上曾经被德

国、 英国、 澳大利亚等西方列强统治近百年， 因此， 巴布亚新几内亚

独立后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是： 立足南太平洋地区， 面向亚洲， 联系

欧美。
在对外政策方面， 独立后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采取了一系列 “民族化”

措施， 以加强自身的独立自主。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提出了 “普遍主义”
的外交政策， 即走中间道路， 对有关政治思想、 主义纲领或政治制度等问

题， 不转向任何一边。 其具体内涵是： 积极发展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希望

能够同一切人交朋友， 而不与任何人为敌； 寻求与所有国家建立友谊， 不

论其意识形态、 政治信仰和经济制度； 不与奉行种族隔离或种族主义政策

的国家进行任何往来。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刚刚获得国家独立不到一个

月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即被接纳为联合国第 １４２ 个成员国。 １９７７ 年， 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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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新几内亚毅然决然地与实行种族歧视、 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断绝关系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随着南非取消种族隔离政策， 两国又重新恢复了关

系）。
１９８１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及国民议会提出了 “以民族利益为基

础， 积极而有选择地开展对外关系” 的基本方针， 推行所谓的 “三元”
战略： 即巩固和发展现有关系， 独立和建设性地寻求与邻国政府之间的合

作， 对外关系多元化。① 此后， 巴布亚新几内亚历届政府重视巩固和加强

与南太平洋各国、 东南亚邻国以及欧洲、 北美、 东亚地区各国的联系。 在

国际事务中， 奉行和平、 中立和不结盟政策； 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

和目标， 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主张各国相互尊重主权

和领土完整， 和平相处； 主张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 加强经济往来与合

作； 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 致力于南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反对

超级大国进行军备竞赛， 反对试验、 扩散和使用核武器； 反对殖民主义和

种族主义， 支持未独立国家和地区人民开展民族独立运动； 支持第三世界

各国领导人为维护第三世界集体利益所做的努力。 在这一外交思想的影

响下，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许多国际组织进行了密切联系。 １９８１ 年， 以观

察员身份出席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 开始参加不结盟运动 （Ｎｏｎ⁃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缩写： ＮＡＭ） 的各项活动。 １９９１ 年成为东南亚国家联

盟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缩写： ＡＳＥＡＮ， 简称东盟） 观

察员。 １９９２ 年成为不结盟运动正式成员国。 １９９３ 年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

织。 １９９４ 年成为东盟地区论坛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缩写： ＡＲＦ） 成

员国。 １９９８ 年， 在莫尔兹比港设立 ＡＰＥＣ 中心， 旨在推动和协调亚太经

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与太平洋岛国的经贸合作， 促使发达成员国提供更多

的援助。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索马雷政府制定了 “以出口带动复苏” 的经济

发展战略， 强调 “北向政策”， 在继续保持与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南太

平洋国家及欧美国家传统关系的同时， 开始将外交工作的重点逐步转

４７２

① 钱其琛： 《世界外交大辞典》 （上册），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１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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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亚和东南亚各国， 从地区层次和全球层次开展双边和多边贸易。
２０１２ 年起， 奥尼尔政府强调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未来利益在亚洲”，
提出要进一步拓展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关系， 继续保持与澳大利亚的

特殊联系， 以及与美国的传统友好关系。 这一时期， 巴布亚新几内亚

积极开展对外交往， 出席了联合国成立 ６０ 周年、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

议、 东盟地区论坛、 亚非峰会、 英联邦部长会议以及非加太国家集团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缩写： ＡＣＰ）
部长会议等活动， 重视在多边外交中发挥作用。 同时， 利用雨林国家

联盟 （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ｓ， 缩写： ＣＦＲＮ） 共同主席国身份，
积极谋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发言权。 主办了第十六届非加太集团—
欧盟联合议会大会 （２００８ 年）、 非加太集团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特别会

议 （２０１２ 年）， 并将承办 ２０１８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
目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已同澳大利亚、 新西兰、 斐济、 基里巴斯、 所

罗门群岛、 汤加、 图瓦卢、 瓦努阿图、 萨摩亚、 瑙鲁、 马绍尔群岛、 帕

劳、 密克罗尼西亚、 库克群岛、 加拿大、 美国、 阿根廷、 巴拿马、 巴西、
秘鲁、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古巴、 洪都拉斯、 墨西哥、 乌拉圭、 智

利、 阿尔巴尼亚、 爱尔兰、 奥地利、 比利时、 冰岛、 丹麦、 德国、 俄罗

斯、 芬兰、 法国、 希腊、 梵蒂冈、 匈牙利、 意大利、 卢森堡、 荷兰、 挪

威、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英国、 塞尔维亚、
捷克、 中国、 日本、 蒙古、 朝鲜、 韩国、 孟加拉国、 马来西亚、 文莱、 越

南、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东帝汶、 巴基斯坦、 菲律宾、 新加坡、 斯里兰

卡、 泰国、 土耳其、 塞浦路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伊拉克、 科威特、 以

色列、 阿尔及利亚、 埃及、 博茨瓦纳、 加纳、 莱索托、 马拉维、 毛里求斯、
南非、 尼日利亚、 坦桑尼亚、 赞比亚等 ８０ 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以来历任外交部长明细详见表 ７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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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外交使团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列表，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Ｌｉｓｔ＿ ｏｆ＿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浏览。



表 ７ －１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以来历任外交部长

时间 机构名称 负责人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 ～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 国防、外交与外贸部 艾伯特·毛利·基基（Ａｌｂｅｒｔ Ｍａｏｒｉ Ｋｉｋｉ）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 ～ １９７８ 年 １１ 月 外交与外贸部 埃比亚·奥莱·瓦勒（Ｅｂｉａ Ｏｌｅ Ｗａｌｅ）

１９７８ 年 １１ 月 ～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 外交部 埃比亚·奥莱·瓦勒（Ｅｂｉａ Ｏｌｅ Ｗａｌｅ）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 ～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 外交与贸易部 诺埃尔·莱维（Ｎｏｅｌ Ｌｅｖｉ）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 ～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 外交与贸易部 拉比·纳马柳（Ｒａｂｂｉｅ Ｎａｍａｌｉｕ）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 ～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 外交与贸易部 约翰·吉海诺（Ｊｏｈｎ Ｇｉｈｅｎｏ）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 ～ １９８７ 年 ８ 月 外交部 莱古·瓦基（Ｌｅｇｕ Ｖａｇì）

１９８７ 年 ８ 月 ～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 外交部 阿科卡·多伊（Ａｋｏｋａ Ｄｏｉ）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 ～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外交部 迈克尔·索马雷（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ｏｍａｒｅ）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外交部 约翰·卡普廷（Ｊｏｈｎ Ｋａｐｕｔｉｎ）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 ８ 月 外交与贸易部 朱利叶斯·陈（Ｊｕｌｉｕｓ Ｃｈａｎ）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外交与贸易部 朱利叶斯·陈（Ｊｕｌｉｕｓ Ｃｈａｎ）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外交与贸易部 基尔罗伊·吉尼亚（Ｋｉｌｒｏｙ Ｇｅｎｉａ）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外交与贸易部 罗伊·雅基（Ｒｏｙ Ｙａｋｉ）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 １２ 月 外交与布干维尔事务部 迈克尔·索马雷（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ｏｍａｒｅ）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外交部 约翰·卡普廷（Ｊｏｈｎ Ｋａｐｕｔｉ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 １２ 月 外交与布干维尔事务部 迈克尔·索马雷（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ｏｍａｒｅ）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 ５ 月 外交与布干维尔事务部 巴特·费利蒙（Ｂａｒｔ Ｐｈｉｌｅｍｏｎ）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 １０ 月 外交部 约翰·蓬达里（Ｊｏｈｎ Ｐｕｎｄａｒｉ）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外交部 约翰·瓦伊科（Ｊｏｈｎ Ｗａｉｋｏ）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外交与移民事务部 拉比·纳马柳（Ｒａｂｂｉｅ Ｎａｍａｌｉｕ）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外交与贸易部 保罗·廷斯坦（Ｐａｕｌ Ｔｉｅｎｓｔｅ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外交、贸易与移民部 萨姆·阿巴尔（Ｓａｍ Ａｂａ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外交部 唐·波利（Ｄｏｎ Ｐｏｌｙｅ）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外交与移民部 阿诺·帕拉（Ａｎｏ Ｐａｌ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 外交与移民部 伦宾克·帕托（Ｒｉｍｂｉｎｋ Ｐａ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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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与澳大利亚、 新西兰及其他

　 　 　 　 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领土面积在大洋洲仅次于澳大利亚。 由于澳大利亚

是近代欧洲移民建立的国家， 因此，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整个南太平洋地

区最大的土著民族国家， 由此决定了它在该地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

年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巴布亚新几内亚希望在南太平洋地区发挥更

大的作用。

一　 同澳大利亚的关系

历史上， 巴布亚新几内亚曾经由澳大利亚统治了 ７０ 年， 并且两国从

地理位置上只隔着 １４０ 公里宽的托雷斯海峡。 而澳大利亚认为维护南太平

洋地区的稳定， 促进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发展符合其自身利益。 因此， 巴

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以来， 一直被澳大利亚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双方议会

均设有外交和国防联合委员会。 两国在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等多个领

域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澳大利亚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的规模仅次

于驻日本和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① 目前， 大约有 １ 万名澳大利亚人常年

生活和工作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一） 政治上的交往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两国即建立了外交关系， 文森

特·艾里被任命为第一任驻澳大利亚总领事。 １９７７ 年， 澳大利亚总理约

翰·马尔科姆·弗雷泽 （Ｊｏｈｎ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Ｆｒａｓｅｒ） 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双

方发表 《联合公报》 和关于防务的 《联合声明》， 主张加强双方之间的

合作和相互了解。 １９７８ 年， 两国就长期有争议的托雷斯海峡问题达成协

议， 划定了两国在托雷斯海峡的分界线。 澳大利亚同意将靠近新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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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锋、 刘樊德： 《当代澳大利亚： 社会变迁与政治经济的新发展》，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３５７ 页。



岛的三个岛屿划归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则承认澳大利亚在

托雷斯海峡其他岛屿拥有主权。 同时， 两国还就 ２００ 海里捕鱼区实行共

同监督问题达成了协议。 １９８５ 年 ２ 月， 两国外长交换了 《托雷斯海峡条

约》 批准书。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 双方签订 《两国关系指导原则的联合宣

言》， 强调加强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推动了两国高层的频繁接触。 澳大

利亚总理鲍勃 · 霍克 （ Ｂｏｂ Ｈａｗｋｅ， １９８３ 年、 １９９０ 年）、 保罗 · 约

翰·基廷 （Ｐａｕｌ Ｊｏｈｎ Ｋｅａｔｉｎｇ， １９９２ 年）、 约翰·温斯顿·霍华德 （ Ｊｏｈｎ
Ｗｉｎｓｔｏｎ Ｈｏｗａｒｄ， １９９９ 年） 先后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布亚新几内

亚总理朱利叶斯·陈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９４ 年、 １９９６ 年）、 迈克尔·索马雷

（１９８２ 年）、 帕亚斯·温蒂 （１９８７ 年、 １９９４ 年）、 拉比·纳马柳 （１９８９
年、 １９９１ 年）、 比尔·斯卡特 （１９９８ 年）、 梅克雷·莫劳塔 （２０００ 年）
多次访问澳大利亚。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 两国领导人互访更加频繁， 每年都举行两次部长

级磋商及各种级别的会谈。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霍华德总理访问了巴布亚新几

内亚； １１ 月， 两国举行第十四届部长级磋商， 双方就巴布亚新几内亚经

济结构调整计划、 国防军改革、 经济合作、 移民与边界管理、 贸易与投

资、 环境保护及布干维尔和平进程等问题发表了 《联合声明》； １２ 月， 迈

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了澳大利亚。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两国签署 《增强合作

一揽子计划》， 澳大利亚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派驻 ２３０ 名警察、 １８ 名司法专

家、 ３６ 名经济官员和 １０ 名移民与海关官员， 协助恢复法治， 时限为 ５
年。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 （英文名凯文·迈克尔·拉德，
Ｋｅｖ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ｕｄｄ） 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发表 《莫尔兹比港宣言》， 承

诺开启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及其他太平洋岛国合作的新时代， 并增加对太平

洋岛国的发展援助。 ８ 月， 澳大利亚农业、 林业与渔业部部长托尼·伯克

（Ｔｏｎｙ Ｐｏｋ） 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决定提供 ８８ 万澳元 （约合 ８３ ６ 万美

元） 的援助， 用于控制乱砍滥伐森林，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同时， 两国

还签署了 《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协议， 澳大利亚承诺帮助巴布亚新几内

亚加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及其自身发展优先领域目标。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迈

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了澳大利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时任澳大利亚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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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的陆克文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０ 月， 彼得·奥尼尔总理回访澳

大利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彼得·奥尼尔总理再次访问澳大利亚。 同年， 澳

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 （Ｌｏｗ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对澳大

利亚人在外交政策上的态度问题进行了调查。 数据显示， 在被调查的 ２０
个国家中， 巴布亚新几内亚在澳大利亚人认为友好的国家中排名第 ６ 位。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和 ５ 月， 澳大利亚历史上首位女总督昆廷·布赖斯 （Ｑｕｅｎｔｉｎ
Ｂｒｙｃｅ）、 首位女总理朱莉娅·艾琳·吉拉德 （Ｊｕｌｉａ Ｅｉｌｅｅｎ Ｇｉｌｌａｒｄ） 先后访

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双方签署 《新伙伴关系联合宣言》；① ７ 月， 再次出

任总理的陆克文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表示将继续提供法律秩序、 医疗和

教育领域的援助。 彼得·奥尼尔总理回访了澳大利亚， 双方签署 《区域

居住协议》， 规定乘船抵达澳大利亚寻求庇护的人不得作为难民定居澳大

利亚， 而将被送往巴布亚新几内亚作进一步甄别。 澳大利亚则在教育、 卫

生、 律政等领域协助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和 ３ 月， 澳大利亚首

位女外交部部长朱莉·毕晓普 （Ｊｕｌｉｅ Ｂｉｓｈｏｐ）、 总理托尼·阿博特 （Ｔｏｎｙ
Ａｂｂｏｔｔ） 先后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２ 月， 朱莉·毕晓普部长再次访问

巴布亚新几内亚， 决定提供 １ ２ 亿基那 （约合 ４３２０ 万美元） 的援助， 用

于帮助布干维尔教育、 医疗卫生、 妇女儿童权益、 道路和安保等方面的建

设。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和 ３ 月， 彼得·奥尼尔总理和托尼·阿博特总理进行了

互访， 双方签署了 《经济合作协议》。 ５ 月， 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朱莉·
毕晓普和贸易与投资部部长安德鲁·罗伯 （Ａｎｄｒｅｗ Ｒｏｂｂ） 访问了巴布亚

新几内亚。
两国在政治上频繁交往的同时， 也存在着一些分歧和矛盾。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后， 澳大利亚军队参与了美国主导的联合军事行动，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明确反对澳大利亚参战。 同月， 澳大利亚独立研究

中心报告指出， 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是 “失败国家”，
澳大利亚必须从根本上重新审视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政策。 此后， 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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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澳大利亚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ｄｆａｔ ｇｏｖ ａｕ ／ ｇｅｏ ／ ｐａｐｕａ － ｎｅｗ － ｇｕｉｎｅａ ／ Ｐａｇｅｓ ／ ｐａｐｕａ － ｎｅｗ －
ｇｕｉｎｅａ ａｓｐｘ，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浏览。



围绕这份报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５ 月， 在第三届太平洋岛国论坛议长

会议上，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与移民事务部部长拉比·纳马柳明确表示

反对澳大利亚、 新西兰竞选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根据

两国达成的 《加强合作计划协议》， 巴布亚新几内亚允诺给予澳大利亚

警察豁免权， 并赴布干维尔执行维和任务。 此举激起巴布亚新几内亚反

对党和民众的强烈不满。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过境澳大利

亚布里斯班机场时遭强行搜身， 引起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的强烈抗议；
５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最高法院裁定 《加强合作计划协议》 有关豁免权

和裁判权的条款违反宪法， 要求澳大利亚警察撤出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不顾澳大利亚政府的强烈要求， 将

其通缉的 “幼女强奸犯”、 澳籍律师朱利安·莫蒂 （ Ｊｕｌｙａｎ Ｍｏｔｔｉ） 送往

所罗门群岛， 导致两国关系更加紧张。 澳大利亚宣布在两国间问题解决

之前， 禁止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部长级以上官员访问澳大利亚， 并中断

两国部长级以上官员的联络。 ２００７ 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成立后， 积极修

复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关系， 双方的政治交往逐渐走上正常化发展轨

道。
（二） 经济上的往来

澳大利亚一直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援助国， 约占其对外援助款项

的 ４０％ ，① 平均每年援助额达 ３ ５ 亿澳元 （约合 ３ ３２ 亿美元）。 截至

２００５ 年独立 ３０ 周年时， 巴布亚新几内亚共获得澳大利亚 １２３ ４９ 亿美元

的援助。 近年来， 澳大利亚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援助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

增长趋势。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财政年度的援助金额为 ５ 亿澳元 （约合 ４ ４５ 亿美

元）， 占巴布亚新几内亚接受双边援助的 ８９ ４％ ；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财政年度的

援助金额为 ５ ２８ 亿澳元， 比上一年度增长 ５ ６％ ；②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财政年度

的援助金额为 ４ ５０６ 亿美元；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财政年度的援助金额为 ５ ４９７ 亿

０８２

①
②

安国政： 《世界知识年鉴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０）》，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１００６ 页。
喻常森、 常晨光、 王学东： 《大洋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３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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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财政年度计划提供 ５ ５８３ 亿美元的援助。① 另外，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 年， 澳大利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实施了两期激励基金计划， 提供资

金 １ １ 亿澳元， 在 １９ 个省实施了 ３９ 个项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实施了第三

期激励基金计划， 提供资金 ６０００ 万澳元 （约合 ４９１０ 万美元）， 在 ９ 个省

实施了 ２０ 个项目。 主要致力于改善巴布亚新几内亚卫生、 教育、 农村发

展和提升妇女地位。②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澳大利亚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援助

累计达 ４０７ 亿基那 （约合 １９０ 亿美元）。 在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过程中，
澳大利亚把交通基础设施作为重点领域， 每年援助金额约 ６５００ 万澳元。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澳大利亚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基础设施领域援助的占比分

别为 １６ ３％ 、 １５ ０５％和 １１ ２６％ ， 远高于其平均比重。③

澳大利亚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投资伙伴。 根据巴布亚新几内

亚投资促进局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０６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吸引外资 ２１
亿基那 （约合 ７ 亿美元） 。 其中澳大利亚投资 ３ ７９７ 亿基那 （约合

１ ２７ 亿美元） ， 占外国投资总额的 １８ １４％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澳大利亚

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投资额累计达 １９０ 亿澳元 （约合 １５５ ８ 亿美元） ，
约占其海外投资额的 ２ ／ ３。④ 投资集中在金矿、 石油和天然气部门。 而巴

布亚新几内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仅有 １５ ２ 亿澳元 （约合 １２ ４４ 亿美

元）。⑤

在贸易方面， 根据 １９７７ 年两国签订的 《贸易和商业关系协定》， 澳

１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澳大利亚发展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 澳大利亚政府外交和贸易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ｄｆａｔ ｇｏｖ ａｕ ／ ｇｅｏ ／ ｐａｐｕａ － ｎｅｗ － ｇｕｉｎｅａ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Ｐａｇｅｓ ／ ｐａｐｕａ － ｎｅｗ －
ｇｕｉｎｅａ ａｓｐｘ，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浏览。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１９ 页。
喻常森、 常晨光、 王学东： 《大洋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３０３ 页。
《澳大利亚贸易和投资部部长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

大 使 馆 经 济 商 务 参 赞 处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５０５ ／
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９７５９７０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浏览。
《澳大利亚外长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

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２ ／ 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４７９１７７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６ 日浏览。



大利亚给予巴布亚新几内亚产品以免税和非限制性准入待遇。 １９８３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向澳大利亚出口 ５６００ 万基那， 从澳大利亚进口 ３ ２ 亿基

那。① 目前， 澳大利亚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始终保持最

大进口国和最大出口国的地位。 ２００９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对澳大利亚出

口 ２３ １ 亿美元， 从澳大利亚进口 １６ ２ 亿美元， 分别占其商品总出口和总

进口的 ２９ ９％和 ４３ ３％ ， 占商品进出口总额的 ４２％ 。 ２０１５ 年， 两国贸易

额达到 １４０ 亿基那 （约合 ５２ ８３ 亿美元）， 其中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口占

６０％ 。② 澳大利亚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矿业、 石油、 天然气行业设备、 零部

件、 技术和服务、 电气设备、 肉制品的供应商。③ 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口到

澳大利亚的主要是黄金、 原油、 白银和铂。④

（三） 军事合作

由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力量有限， 装备落后， 缺乏常规军事

行动的经验， 加之巴布亚新几内亚是澳大利亚北部最近的邻国， 直接

关系到澳大利亚北部的国防安全， 因此， 根据两国签订的关于防务的

《联合声明》， 澳大利亚军人被允许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中担任各

种职务， 并由澳大利亚提供补给。 后来， 双方又签订 《防务合作计

划》，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每年提供 ４９２０ 万澳元的军事援助， 用以解决

裁军人员经费和军队设施建设等问题， 并提供政策、 管理、 海军、 陆

军、 工程兵、 后勤等领域的军事培训和技术咨询。 此外， 双方还规定

巴布亚新几内亚派遣军事人员到澳大利亚参加个体和集体的军事培训

与训练。 个体培训到澳大利亚邓特伦皇家军事学院 （ Ｒｏｙａ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２８２

①

②

③
④

世界知识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世界知识年鉴 （１９８７）》，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
第 ５３６ 页。
《澳大利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商业投资达 ４５０ 亿基那》，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

亚大 使 馆 经 济 商 务 参 赞 处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６１１ ／
２０１６１１０１６７０１２５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浏览。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４ 页。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简介》， 澳大利亚政府外交和贸易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ｄｆａｔ ｇｏｖ ａｕ ／
ｇｅｏ ／ ｐａｐｕａ － ｎｅｗ － ｇｕｉｎｅａ ／ ｐａｇｅｓ ／ ｐａｐｕａ － ｎｅｗ － ｇｕｉｎｅａ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ｂｒｉｅｆ ａｓｐｘ，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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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ｌｅｇｅ， Ｄｕｎｔｒｏｏｎ） 以及国防学院下属的指挥参谋学院、 国防与战略问

题研究中心进行。 集体培训则是每年在汤斯维尔组织一次为期一个月

左右的 “亲密战友勇士” 演习， 将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一个步兵连

约 １００ 人编入澳大利亚陆军第三旅， 学习该旅的作战经验以及如何使

用新式军事设施装备。 通过合作， 强化了双方的军事交流， 提高了协

同作战能力。① 目前， 澳大利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有 ３８ 人的驻军。②

（四） 社会法制方面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与澳大利亚合作， 在全国乡村设立法院， 改善了

法院的信息管理系统。 专门培训女性法律工作者， 培训人数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１０ 人增加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３８４ 人， 使妇女同样得到法律的保护。
另外， 澳大利亚通过协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培训警察， 修建法院用房、

监狱和社区司法中心， 帮助布干维尔地区恢复法制， 促进了乡村法制建设

和社会稳定。
（五） 教育方面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等教育与澳大利亚的教育体制一脉相承， 是澳大

利亚的合作办学伙伴， 具有兴国立民的重要性。③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 澳大利亚海外援助委员会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完成

了学校课程改革， 并向 ３２７３ 所幼儿园、 ４５３１ 所小学和 １８３ 所初中发放了

学习教材；④ ２００９ 年， 澳大利亚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小学援建了教室、 教师

用房以及学校图书馆、 行政办公楼等公共设施， 使基础教育水平得到了较

为明显的改善。 相比于 ２００６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招收的小学生增加了 ３
万多名， 基础教育的完成率从 ４１ ５％ 提高到 ５６ ９％ 。 ２０１０ 年， 为巴布亚

新几内亚小学提供了免费教科书。

３８２

①

②

③

④

《再聚 焦 澳 大 利 亚 与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的 关 系 》， ｈｔｔｐ： ／ ／ ｍｉｌ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２０１３１２１１ ／
ｎ３９１６０２９９０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浏览。
军事科学院 《世界军事年鉴》 编辑部编 《世界军事年鉴 （２０１０）》， 解放军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２７７ 页。
特里·埃文斯、 卡伦·特里金莎： 《澳大利亚和香港教育机构联合办学调查报告》， 孙建

华译， 《中国远程教育》 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２３ 页。
李桂山等： 《教育国际化与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中国环境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１ 页。



（六） 医疗卫生方面

２００８ 年， 澳大利亚为巴布亚新几内亚 ９０ 万名儿童提供了麻疹和其他

疾病的疫苗， 占巴布亚新几内亚 ６ 省儿童总数的 ９５％ 。 ２００９ 年， 针对莫

罗贝省暴发的霍乱疫情迅速蔓延到马当省、 中央省、 西部省、 东塞皮克省

和布干维尔自治区，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及时提供了净水技术、 医疗援助、
实验设备、 防治信息等全面的援助。 ２０１０ 年， 西部省霍乱死亡人数逐渐

增加， 澳大利亚提供了静脉注射、 口服盐液、 纯净水。 同时， 派出医疗

队， 参与疫区救治活动。
另外， 澳大利亚还在防治艾滋病方面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合作。 截

至 ２００９ 年， 提供了 ２２６ 套设备， 免费进行艾滋病检验， 为 １１ ５ 万人进行

了体检， 并提供了大量的避孕工具。

二　 同新西兰的关系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两国立即建立了外交关系。 目

前， 大约有 ２５００ 名新西兰人居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各地。
（一） 政治上的交往

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 并进行定期的政治磋商。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布

干维尔自行宣布独立后， 新西兰总理杰弗里·温斯顿·拉塞尔·帕尔默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Ｗｉｎｓｔｏｎ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Ｐａｌｍｅｒ） 发表声明， 拒绝承认布干维尔独立， 完

全支持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关于通过谈判解决布干维尔危机的立场。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拉比·纳马柳总理访问新西兰， 与詹姆斯·布伦丹·博尔格

（Ｊａｍｅｓ Ｂｒｅｎｄａｎ Ｂｏｌｇｅｒ） 总理举行了会谈。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新

西兰组织布干维尔冲突各方举行了三次和谈， 并在伯恩哈姆、 基督城林肯

大学先后签署了具有实质意义的 《伯恩哈姆停火协议》 和 《林肯协议》。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新西兰外交部部长唐纳德·麦金农 （Ｄｏｎａｌｄ
Ｍｃｋｉｎｎｏｎ）、 国际贸易部部长洛克伍德·史密斯 （Ｌｏｃｋｗｏｏｄ Ｓｍｉｔｈ） 先后

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新西兰外交部部长菲尔·戈夫

（Ｐｈｉｌ Ｇｏｆｆ） 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８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回访了新

西兰。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与移民事务部部长拉比·纳马

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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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访问新西兰， 双方签署 《志愿者服务协定》。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保莱阿斯·马

塔内总督访问了新西兰； ５ 月， 新西兰外交部部长温斯顿·彼得斯

（Ｗｉｎｓｔｏｎ Ｐｅｔｅｒｓ） 回访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温斯顿·彼得

斯部长再次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和 ９ 月， 新西兰总理约

翰·基 （Ｊｏｈｎ Ｋｅｙ） 和总督阿南德·萨特亚南德 （Ａｎａｎｄ Ｓａｔｙａｎａｎｄ） 先后

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和 ８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 国

防部部长鲍勃·达达埃先后访问了新西兰； １０ 月， 新西兰外交部部长默

里·麦卡利 （Ｍｕｒｒａｙ ＭｃＣｕｌｌｙ） 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彼

得·奥尼尔总理访问了新西兰， 与约翰·基总理签署了两国间相关合作协

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新西兰国防军司令蒂莫西·基廷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Ｋｅａｔｉｎｇ） 访

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二） 经济上的往来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新西兰最大的援助对象国。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３ 年度，
新西兰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援助金额为 ９００ 万新西兰元 （约合 ７３４ 万

美元）；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为 ２１５０ 万新西兰元 （约合 １７５３ 万美元）；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度为 ２２５０ 万新西兰元 （约合 １８３４ 万美元）；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度为 ２７００ 万新西兰元 （约合 ２２０１ 万美元）；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度为 ２９００
万新西兰元 （约合 ２３６４ 万美元）；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度为 ２７００ 万新西兰

元 （约合 ２２０１ 万美元）；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 新西兰提供了 ５４００ 万美元

的援助， 集中在教育、 卫生条件、 资源环境保护、 农村经济发展等方

面。① 另外， 还包括提高布干维尔自治政府的政策能力和法律、 规章制

度建设。 １９９９ 年， 当巴布亚新几内亚遭遇经济危机时， 新西兰积极倡导

成立 “巴布亚新几内亚朋友集团”， 为其提供援助。 此外， 新西兰还在

多边和地区场合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 ７００ 万新西兰元 （约合 ５７１ 万美

元）。
在双边贸易方面，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新西兰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第三

大出口市场， 双方在奥克兰和莫尔兹比港设有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工

５８２

①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１９ 页。



商委员会。 针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丰富的渔产品资源， 新西兰政府鼓励

巴布亚新几内亚向其出口生鲜、 耐贮产品及天然制品。①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
双边贸易额达到 １ ６２ 亿新西兰元 （约合 １ ３２ 亿美元）， 比 ２００９ 年同期增

长 ７％ 。 ２０１２ 年， 新西兰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口总额为 ２ ４２ 亿新西兰元

（约合 ２ １１４ 亿美元）， 出口商品中以羊肉为主。②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新西兰霍金斯公司 （Ｈａｗｋｉｎｓ Ｃｏｒｐ） 承建了莫尔兹比港

高架桥。 工程总造价 １ ６ 亿基那 （约合 ５７６０ 万美元）， 包括 ６００ 米四车道

高架桥和 ２ ５ 公里四车道公路， 连接杰克逊国际机场与吉斯议会路。 该桥

建成后， 成为南太平洋地区首座高架桥。③

（三） 军事上的合作

１９８３ 年 ５ 月， 两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 军队在相互支援框架下进行

防务合作。 新西兰协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培训军事人员， 部分新西兰军官则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内担任军事顾问， 负责训练军队； 巴布亚新几内

亚的军官在新西兰接受训练， 并组织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三　 同其他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为南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土著民族国家， 随着经济

的快速发展， 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发挥的作用越来越

大。
（一） 积极参与地区事务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成为南太平洋委员会 （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ｉｓｉｏｎ， 缩写： ＳＰＣ。 １９９８ 年更名为太平洋共同体。） 、 南太平洋论

６８２

①

②

③

《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渔业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国际商报第 ８５９７ 期，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新西兰希望扩大向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

济商 务 参 赞 处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６ ／ 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６１５３０５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首座高架桥开工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

商 务 参 赞 处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２ ／ 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５０２３８１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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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 （２０００ 年改称太平洋岛国论坛，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Ｆｏｒｕｍ， 缩写： ＰＩＦ） 、
亚洲及太平洋椰子共同体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ｃｏｎｕ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缩

写： ＡＰＣＣ） 成员国之一。 １９８８ 年， 与所罗门群岛、 瓦努阿图在维拉

港 （Ｐｏｒｔ Ｖｉｌａ） 签署公民互免签证协议， 建立了三国外长定期会晤制

度。 １９９１ 年， 拉比·纳马柳总理访问法属新喀里多尼亚， 明确表示支

持其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 １９９３ 年， 与所罗门群岛、 瓦努阿图签署局

部自由贸易协定， 组成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 （ Ｍｅｌａｎｅｓｉａｎ Ｓｐｅａｒｈｅａｄ
Ｇｒｏｕｐ， 缩写： ＭＳＧ。 １９９６ 年斐济加入。） ， 通过经贸联系推动地区经

济发展， 建立政治框架， 处理地区事务。 １９９５ 年参与成立太平洋植物

保护组织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缩写： ＰＰＰＯ）。 １９９８ 年

声明支持新喀里多尼亚各方与法国达成的推迟 １５ 年实行自决的新协

议。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５ 年， 相继加入 《太平洋岛国自由贸易协定》 《太平洋

紧密经济关系协定》 《太平洋岛国航空服务协定》 等。 ２００７ 年， 迈克

尔·索马雷总理与所罗门群岛总理马纳塞 · 索格瓦雷 （ Ｍａｎａｓｓｅｈ
Ｓｏｇａｖａｒｅ） 、 瓦努阿图总理哈姆·利尼 （Ｈａｍ Ｌｉｎｉ） 、 斐济临时政府外交

部部长埃佩利·奈拉蒂考 （Ｅｐｅｌｉ Ｎａｉｌａｔｉｋａｕ） 在维拉港签署 《美拉尼西

亚先锋集团宪章》 。
（二） 承办地区国际会议

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参加南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同时， 陆续主办了第八届

南太平洋论坛年会 （１９７７ 年）、 第二十六届南太平洋论坛年会 （１９９５
年）、 第九届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经济与贸易官员会议 （２０００ 年）、 第三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议长会议 （２００３ 年）、 第十五届太平洋司法会议 （２００３
年）、 第二十一届大洋洲和太平洋申诉专员地区会议 （２００３ 年）、 太平洋

岛国央行行长会议 （２００３ 年）、 第十六届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大会 （２００４
年）、 第五届南太平洋旅游组织大会及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 （２００５ 年）、
第三十六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 （２００５ 年）， 以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

导人特别会议 （２００９ 年）、 第二届太平洋金枪鱼论坛 （２００９ 年）、 第四十

六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 （２０１５）、 第八届非加太国家集团首脑峰会

（２０１６ 年）。 在政治上， 支持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 反对在南太平洋地区

７８２



试验、 发展、 制造、 获得、 使用和储存核武器， 倾倒核废料； 反对澳大利

亚、 新西兰竞选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 在经济上， 主张加强太平洋岛国

区域合作， 实行 ２００ 海里经济区， 共同开展捕鱼活动， 反对他国掠夺该地

区的渔业资源， 重视与该区域岛国的联系。
（三） 与所罗门群岛、 瓦努阿图、 斐济的交往

所罗门群岛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有领土纠纷， 因此， 布干维尔宣布脱离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所罗门群岛马马洛尼政府公开支持布干维尔分裂

活动。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 拉比·纳马柳总理致函索洛蒙·马马洛尼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Ｍａｍａｌｏｎｉ） 总理， 强烈抗议其为 “布干维尔共和军” 的分裂活动提供场

所。 ３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两次袭击 “布干维尔共和军” 使用的所

罗门群岛储油库， 两国关系降到冰点。 ７ 月， 帕亚斯·温蒂总理执政后，
两国关系一度有所缓和， 实现了两国总理多年来的首次会晤。 但因所罗门

群岛政府继续支持 “布干维尔共和军”， 并支持巴布亚新几内亚各海岛省

长反对政府取消省府的行动， 两国关系再度紧张。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 随着所

罗门群岛弗朗西斯·比利·希利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Ｂｉｌｌｙ Ｈｉｌｌｙ） 上台组阁， 两国就

边界联合管理、 人员往来和移民、 布干维尔危机等问题达成共识， 双方关

系渐趋缓和。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两国签署遣返条约， 所罗门群岛关闭了 “布
干维尔共和军” 在霍尼亚拉的办事处。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两国达成 《边界基

本协议》； ９ 月和 １２ 月， 所罗门群岛总理巴塞洛缪 · 乌卢法阿卢

（Ｂａｒｔｈｏｌｏｍｅｗ Ｕｌｕｆａａｌｕ） 与比尔·斯卡特总理进行了互访。① １９９８ 年 １ ～ ２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与贸易部部长罗伊·亚基 （Ｒｏｙ Ｙａｋｉ） 访问所罗

门群岛， 双方同意实施 《边界基本协议》， 并提供 ２００ 万基那的经济援

助。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部长约翰·卡普廷 （ Ｊｏｈｎ
Ｋａｐｕｔｉｎ） 率太平洋岛国外长代表团访问所罗门群岛， 为两国和平解决政

治危机起到了促进作用。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布干维尔和平协定》 签订后， 巴

布亚新几内亚与所罗门群岛政府的关系得到极大改善。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两

国就海上边界协议达成一致。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所罗门群岛发生骚乱后， 巴布

８８２

① 王成家： 《世界知识年鉴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 １０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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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新几内亚国防军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主导的 “地区援助部队” 进入该

国维持治安。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所罗门群岛外交部部长劳里·陈 （ Ｌａｕｒｉｅ
Ｃｈｅｎ） 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新不列颠棕榈油公司 （Ｎｅｗ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Ｐａｌｍ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决定投资 ２ ７ 亿所罗门群岛元 （约合 ３６１０ 万美元） 开发瓜达

尔卡纳尔省棕榈油业；① ７ 月， 所罗门群岛总理艾伦·凯马凯扎 （Ａｌｌａｎ
Ｋｅｍａｋｅｚａ） 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双方签署 《两国关系框架条约》 和

《基础边界协定》， 巴布亚新几内亚决定提供 ４６０ 万所罗门群岛元 （约合

６１ ５ 万美元） 的赠款， 用于修建所罗门群岛驻巴布亚新几内亚高级专员

公署。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和 ４ 月， 艾伦·凯马凯扎总理与迈克尔·索马雷总理

进行互访， 签署了 《发展合作协定》， 两国关系完全走向正常化。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与移民事务部部长拉比·纳马柳访问了所罗门

群岛。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和 ４ 月， 所罗门群岛总理戴维·德里克·西库阿

（Ｄａｖｉｄ Ｄｅｒｅｋ Ｓｉｋｕａ） 与保莱阿斯·马塔内总督进行了互访。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所罗门群岛总理丹尼·菲利普 （Ｄａｎｎｙ Ｐｈｉｌｉｐ） 与彼

得·奥尼尔总理进行了互访。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与移民

部部长伦宾克·帕托访问所罗门群岛， 并提供了 ２１００ 万基那 （约合 ８３５
万美元） 的无偿援助， 以及 ８００ 个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学习的奖学金名

额。
１９９２ 年， 斐济总理西蒂韦尼·兰布卡 （Ｓｉｔｉｖｅｎｉ Ｒａｂｕｋａ） 访问巴布亚

新几内亚。 而后， 斐济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设立大使馆， 由此强化了两个主

要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１９９４ 年， 西蒂韦尼·兰布卡总理与巴布亚新几内

亚副总理兼外交与贸易部部长朱利叶斯·陈进行了互访。 １９９５ 年， 西蒂

韦尼·兰布卡总理再次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两国签署 《贸
易协定》。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贸易、 商业与工业部部长迈克尔·
纳利访问了斐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斐济， 发表了进

９８２

① 世界知识年鉴编辑部编 《世界知识年鉴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６， 第

１０２７ 页。



一步促进和扩大两国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① 在经济领域，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３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２ 个公司在斐济的投资达 ３ 亿基那。 ２０１０ 年， 斐济对巴

布亚新几内亚出口 １９００ 万斐济元 （约合 １０３２ 万美元）； ２０１３ 年达到 ６３００
万斐济元 （约合 ２８８０ 万美元）。②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瓦努阿图签订有防务协定。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 巴布亚

新几内亚国防军奉命出兵瓦努阿图， 协助政府平息了以吉米·斯蒂芬为首

的叛乱活动。 １９９８ 年， 瓦努阿图警察和机动部队参与了联合国在布干维

尔的国际和平监督团。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了瓦努阿

图。 ２０１５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为瓦努阿图高速公路、 国会大厦项目提供

了 １１５０ 万基那的援助， 占援助太平洋岛国总额的 ５４ ７６％ 。③

第三节　 与日本、 韩国和东盟的关系

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大洋洲和亚洲之间。 自独立以来，
一贯重视发展同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尤其是进入 ２１ 世纪， 巴布亚

新几内亚强调 “北向政策”， 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交往。

一　 与日本的关系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 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 在巴布亚新几

内亚召开的第八届南太平洋论坛会议上， 与会 １２ 国首脑决定设立 ２００ 海

里专属经济区， 由此提升了太平洋岛国在日本安全和经济中的地位。 １９８０
年， 大平正芳首相提出 “环太平洋经济圈” 构想后， 巴布亚新几内亚和

斐济成为日本重点开发援助的两个太平洋岛国。 １９８１ 年， 日本在巴布亚

０９２

①
②

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编 《２００５ 年世界大事备忘录》， 时事出版社， ２００６， 第 ５６９ 页。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３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在斐济投资 ３ 亿基那》，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

亚独立国大使馆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１０ ／ ２０１４１０００７５８７８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浏览。
《巴布亚新几内亚积极援助太平洋邻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

商 务 参 赞 处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６０４ ／ 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２９１９９８．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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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几内亚北部城市韦瓦克修建了日军战亡者碑。 近年来， 两国政治和经贸

关系发展迅速， 人员往来频繁。
（一） 政治上的交往

两国建交以来， 日本首相大平正芳 （１９８０ 年）、 中曾根康弘 （１９８５
年）， 外务省大臣三郎冲田 （１９８０ 年）、 安倍晋太郎 （１９８５ 年）、 仓成正

（１９８７ 年）， 厚生省大臣津岛雄二 （１９８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卫生与福利省大

臣小泉纯一郎 （１９８９ 年） 以及多位外务省副大臣陆续访问了巴布亚新几

内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日本的政要有： 总督金斯福德·迪贝拉

（Ｋｉｎｇｓｆｏｒｄ Ｄｉｂｅｌａ， １９８９ 年）、 塞雷·艾里 （Ｓｅｒｅｉ Ｅｒｉ， １９９０ 年）， 国民议

会议长伯纳德·纳罗柯比 （２００１ 年）， 总理迈克尔·索马雷 （１９７７ 年、
１９８５ 年、 １９８８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 朱利叶斯·陈

（１９９５ 年、 １９９６ 年）， 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埃比亚·奥莱·瓦勒 （１９７９
年）， 副总理兼渔业与海洋资源部部长阿科卡·多伊 （１９９２ 年）， 副总理

兼交通与民航部部长唐·波利 （２０１０ 年）， 外交部部长迈克尔·索马雷

（１９８８ 年）， 外交与贸易部部长罗伊·亚基 （１９９７ 年）， 外交与移民事务

部部长拉比·纳马柳 （２００６ 年）， 外交、 贸易与移民部部长萨姆·阿巴尔

（２００９ 年）， 财政与计划部部长保罗·波拉 （Ｐａｕｌ Ｐｏｒａ， １９８９ 年）， 财政

部部长安得烈·古巴可 （Ａｎｄｒｅｗ Ｋｕｍｂａｋｏｒ， ２００２ 年）， 环境保护部部长

吉姆·韦姆 （ Ｊｉｍ Ｗａｉｍ， １９８９ 年）、 本尼·艾伦 （ Ｂｅｎｎｙ Ａｌｌａｎ， ２００７
年）， 石油与能源部部长拉比·纳马柳 （１９９８ 年）、 莫伊·阿韦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５ 年）， 渔业与海产资源部部长艾伦·埃布 （Ａｌａｎ Ｅｂｕ， １９８９ 年），
教育、 文化与科学部部长姆基·塔拉纳彼 （Ｍｕｋｉ Ｔａｒａｎｕｐｉ， １９９９ 年）， 文

化与旅游部部长阿鲁鲁·马蒂亚布 （Ａｒｕｒｕ Ｍａｔｉａｂｅ， １９９０ 年）、 皮塔·鲁

斯 （Ｐｉｔａ Ｌｕｓ， ２００２ 年）、 西纳伊·布朗 （Ｓｉｎａｉ Ｂｒｏｗｎ， ２００５ 年）， 教育部

部长彼得·莱莫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ｉｍｏ， ２００７ 年）， 公共服务部部长彼得·佩普尔

（Ｐｅｔｅｒ Ｐｅｉｐｕｌ， １９９９ 年）， 社会化与私有化部部长文森特 · 阿瓦利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Ａｕａｌｉ， ２００２ 年）， 贸易与工业部部长保罗 · 廷斯坦 （ Ｐａｕｌ
Ｔｉｅｎｓｔｅｎ， ２００５ 年）、 加布里埃尔·卡普里斯 （２００９ 年）， 国家规划与监测

部部长阿瑟·索马雷 （２００５ 年）， 公共企业部部长阿瑟·索马雷 （２００９

１９２



年）， 交通部部长约翰·莫米斯 （１９９４ 年） 等。
近年来， 两国领导人的政治交往持续增温。 ２０１１ 年， 巴布亚新几内

亚外交部部长唐·波利、 国家规划与社区发展部部长保罗·廷斯坦访问日

本， 两国签订了 《双边投资基本协定》， 规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日本企

业与当地企业享受同等待遇。①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和 １０ 月， 彼得·奥尼尔总理、
外交与移民部部长伦宾克·帕托先后访问了日本； ５ 月， 日本外务省副大

臣山口壮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和 ７ 月， 彼得·奥尼尔总

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了互访， 双方发表 《新时代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声明，② 表示要将传统友好的合作关系发展成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加强两国在贸易领域的更多合作与投资。 ９ 月， 日本海上自卫队 “鹿岛”
号训练船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彼得·奥尼尔总理访问

了日本。
（二） 经济上的往来

自 １９７９ 年起， 日本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二大贸易伙伴， 巴布亚新

几内亚对日本的出口仅排在澳大利亚之后。 根据 《普惠制原则》， 巴布亚

新几内亚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享受减免关税待遇。
两国在贸易领域互补性较强， 但贸易额波动较大。 １９９５ 年， 双边贸

易额 ８ ５４ 亿美元， 巴布亚新几内亚贸易顺差 ６ １ 亿美元。 ２００５ 年， 双边

贸易总额 １３ ２５ 亿基那 （约合 ４ ２４ 亿美元）， 其中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口

１１ ４６ 亿基那 （约合 ３ ６６７ 亿美元）。 ２０１４ 年， 双边贸易额达到 ２８０１ ４２
亿日元 （约合 ２７ ５９ 亿美元）， 其中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口 ２６１１ １７ 亿日元

（约合 ２５ ７２ 亿美元）， 进口 １９０ ２５ 亿日元 （约合 １ ８７ 亿美元）③， 贸易

２９２

①

②

③

日本外务省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 ／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 ／ ２０１１ ／ ２ ／ ０２１０ ＿ ０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浏览。
《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新时代全面伙伴关系致力于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共同声明 （ＰＤＦ）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 日本外务省网站， ｈｔｔｐ： ／ ／ ｆａｎｙｉ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ｔｒａｎｓｐａｇｅ？ ｑｕｅｒ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 ／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 ／ ２０１１ ／ ２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ｓｏｕｒｃｅ ＝ ｕｒｌ＆ｉｅ ＝
ｕｔｆ８＆ｆｒｏｍ ＝ ａｕｔｏ＆ｔｏ ＝ ｚｈ＆ｒｅｎｄｅｒ ＝ 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浏览。
日本外务省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ｒｅｇｉｏｎ ／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 ／ ｐｎｇ ／ ｄａｔａ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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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差 ２３ ８５ 亿美元。 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口到日本的主要是铜、 黄金、 石

油、 天然气和木材， 进口产品主要是电器、 机动车辆和矿山设备等。 ２０１４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注册新车 ８３０５ 辆， 其中日本生产的丰田、 五十铃、
日产、 马自达、 日野、 三菱等品牌占其市场份额的 ８４ ６％ 。①

日本是巴布亚新几内亚重要的经援项目提供国。 其中 １９８８ 年、 １９９６
年日本两次提供总额 １２７ ６３ 亿日元 （约合 ３ ２１ 亿基那） 的贷款， 帮助修

建莫尔兹比港杰克逊国际机场。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日本政府向布干维尔省提

供了 ３２０ 万基那 （约合 ８６ 万美元） 的援助， 用于教育、 卫生和基础设施

建设。 ２００５ 年， 日本国际合作银行 （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 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提供 １５ 亿基那 （约合 ４ ５９ 亿美元） 的优惠贷款， 支持修建

巴布亚新几内亚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天然气管道工程； 三菱天然气化工公

司、 伊藤忠株式会社 （Ｉｔｏｕ Ｔａｄａ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石油勘探

公司签署协议， 三方投资 １６ 亿基那 （约合 ４ ９ 亿美元） 兴建莫尔兹比港

石油化工厂。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日本第三大石油公司———科斯莫公司 （Ｃｏｓｍｏ
Ｃｏｍｐａｎｙ） 投资 ８ 亿美元，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生物燃料加工基地。 近

年来， 日本的援助方式转为以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为主。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底， 日本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了 ７８７ ８６ 亿日元 （约合 ９ ５３ 亿美元）
的贷款、 ３７７ ０３ 亿日元 （约合 ４ ５６ 亿美元） 的无偿援助和 ２８２ ５４ 亿日

元 （约合 ３ ４２ 亿美元） 的技术合作资金， 合计 １４４７ ４３ 亿日元 （约合

１７ ５１ 亿美元）。② ２０１３ 年， 日本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了 １８５１ 万美元贷

款， 无偿援助 １０３ 万美元， 技术合作资金 １０３３ 万美元。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日本双日公司 （Ｓｏｊｉｔｚ） 决定投资 ２０ 亿美元，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一座

石油化工厂。 ７ 月， 日本政府承诺今后 ３ 年内提供 ２００ 亿日元 （约合 １ ９７
亿美元） 的政府开发援助， 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根

３９２

①

②

③

《丰田成巴布亚新几内亚最畅销汽车》， 全球汽车排行榜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ｏｐ － ｓｅｌｌｉｎｇ －
ｃａｒ ｃｏｍ ／ ｓｈｉｊｉｅ ／ ７８７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浏览。
喻常森、 常晨光、 王学东： 《大洋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３０４ 页。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１９ 页。



据日本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滚动援助计划，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间， 日本的援

助重点包括： 增强经济增长基础， 改善社会服务， 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

化。① 另外， 自 １９８９ 年起， 日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实施 “基层项目”， 累

计投入 １５００ 万美元， 开展了 ２６８ 个项目， 主要为小型学校、 乡村饮水工

程、 小型桥梁等。②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开通了到日本的航线。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莫尔兹比港与东京之间实现了飞机直航。 另外， 针对日本是全球最大的金

枪鱼消费市场，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扩建了马当机场， 开通了往返日本的

直通航班， 直接向日本出口新鲜的金枪鱼。
（三） 其他领域的交往

１９７７ 年， 日本援助新爱尔兰省建立了渔业学院， 负责培训渔业技术

人员和渔业开发研究工作。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日本政府向巴布亚新几内亚科

技大学捐款 １０００ 万基那 （约合 ４７７ 万美元）。 １９７５ ～ ２０１４ 年， 日本为巴

布亚新几内亚文化领域提供了 ９２２ 亿日元 （约合 ９ ０６ 亿美元） 的援助。③

２０１５ 年， 日本国际合作机构 （ Ｊａｐ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ＪＩＣＡ） 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教育部签订谅解备忘录， 投入 １４００ 万基那， 帮

助巴布亚新几内亚修订小学 ３ ～ ６ 年级的数学和科学教科书。④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日本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捐赠了价值约 ７５ 万美元的疫苗

冷却和储存医疗设备。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日本发生强烈地震并引发海啸后， 巴布亚新几内亚向日

本捐款 １０００ 万基那 （约合 ３９５ 万美元）， 用于灾后重建。

４９２

①

②
③

④

喻常森、 常晨光、 王学东： 《大洋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３０４ 页。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１９ 页。
日本外务省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ｒｅｇｉｏｎ ／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 ／ ｐｎｇ ／ ｄａｔａ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浏览。
《日本将援助巴新修订教科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

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６０４ ／ 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２９２００２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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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与韩国的关系

１９７６ 年 ５ 月两国建交后， 双方即开始进行多领域的密切交往。 １９９１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在韩国首尔 （Ｓｅｏｕｌ） 设立了大使馆。①

（一） 政治领域的交往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部长迈克尔·索马雷访问了韩

国。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韩国政府资助巴布亚新几内亚主办了中西部太平洋金

枪鱼养护及管理机制第二次筹备会议； ９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卫生部部长

梅尔基奥尔·佩普 （Ｍｅｌｃｈｉｏｒ Ｐｅｐ） 访问了韩国。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两国签署

巴布亚新几内亚能源开发备忘录。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

部长唐·波利赴韩国出席了首届韩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与移民部部长伦宾克·帕托赴韩国出席了第二届

韩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议。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韩国海军舰艇编队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其间与国防

军司令彼得·伊劳举行了会谈。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韩国海军训练船 “ＲＯＫ
Ｃｈｏｉ Ｙｏｕｎｇ” 号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韩国政府投资 ３ ５ 亿韩元 （约合 ３０ ６ 万美元） 在东新

不列颠省拉包尔市建立了海外第三座被日本强征遇难者纪念碑 （追悼

塔）。 据韩国调查对日抗争时期被强征事例及支援国外被强征牺牲者委员

会初步统计， 太平洋战争期间， 约有 ４４００ 名朝鲜人被强征到巴布亚新几

内亚， 其中九成以上不幸遇难。②

（二） 经济上的往来

韩国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主要援助国之一。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 两国签订

贷款谅解备忘录。 截至 ２００２ 年， 韩国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了约 ２ 亿基

那的贷款， 主要用于修建公路。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韩国提供 ２０００ 万基那

５９２

①
②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 《世界知识年鉴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２， 第 ７５５ 页。
《韩将为被日强征遇难者立碑》， 《中国新闻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４ 日报道， ｈｔｔｐ： ／ ／
ｅｐａｐｅｒ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４ － ０１ ／ １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００７１ ｈｔｍ



（约合 ６０８ 万美元） 的贷款， 用于改善韦瓦克排水项目。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韩

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投资 ８２００ 万基那 （约合 ２９１０ 万美元）， 建造了乙醇

制造厂。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韩国投资 １ １２ 亿美元， 在中央省实施了木薯生物

燃料项目， 使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世界上最早生产生物燃料的国家之一。
２０１０ 年， 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国际农业合作中心参与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生态村建设项目， 援助金额 ５ 亿韩元 （约合 ５１ ６ 万美元）。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在第一届韩国—巴布亚新几内亚资源合作委员会会议上， 韩国政府决

定支持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发液化天然气资源。
１９９２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向韩国出口商品总额占其贸易总额的 ８％ ，

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第四大贸易伙伴。 同年， 双方签订新的渔业合作协

定， 韩国金枪鱼渔船开始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域捕捞。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两国外长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１９９７ 年， 两国双边贸易额达到 ３ 亿

基那。 韩国是巴布亚新几内亚黄金、 铜、 木材等产品的重要市场， 出口到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产品主要是汽车、 家电等。
（三） 其他领域的交往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两国签署备忘录， 韩国在公共卫生政策与管理、 人力

资源管理、 医药和护理技术、 监督机制和法律法规等方面给予巴布亚新几

内亚帮助。②

三　 与东盟的关系

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地理位置上靠近东南亚， 在经济利益上与东盟有许

多共同点。 因此， 巴布亚新几内亚一直将巩固和加强同东盟各国的关系作

为对外工作的重点之一， 表示愿与这些国家 “建立密切友好关系”。
（一） 政治领域的交往

１９７６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兼国防、 外交与外贸部部长艾伯

６９２

①

②

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编 《韩国三农》， 潘伟光、 郑靖吉译， 中国农业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２６２ 页。
《韩国将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独

立 国 大 使 馆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１０ ／ ２０１４１０００７７３３０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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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毛利·基基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东盟会议。 １９８１ 年起， 巴布亚新几

内亚外交部部长开始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东盟外长会议。 １９８７ 年， 东盟外

长会议同意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东盟和睦与合作条约签字国。 １９８９ 年加

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① １９９１ 年成为东盟观察员。 １９９４ 年成为东

盟地区论坛成员国。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成为西太平洋论坛成员国。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在世界海洋大会期间， 与印度尼西亚共同成为珊瑚金三角倡议

国。②

在东盟各国中， 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系最为密切的是印度尼西亚。
１９７５ 年， 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１９７９ 年 ６ 月， 印度尼西亚总统哈吉·穆

罕默德·苏哈托 （Ｈａｊｉ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Ｓｕｈａｒｔｏ） 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与迈克

尔·索马雷总理就防止伊里安查亚分裂分子袭击各自领土问题举行了会

谈。③ 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 朱利叶斯·陈总理访问印度尼西亚， 签订了新的边

界协议和海域协议， 同意平分海底石油天然气资源， 尊重双方传统的捕鱼

权。④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 １１ 月，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部长穆赫塔尔·库苏马阿

马查 （Ｍｏｃｈｔａｒ Ｋｕｓｕｍａａｔｍａｄｊａ） 与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进行了互访。⑤

１９８４ 年年初， 印度尼西亚派军队 “清剿” 由美拉尼西亚土著人组成的争

取独立的 “自由巴布亚运动”， 约 ９０００ 名西伊里安省 （今伊里安查亚省）
美拉尼西亚难民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 得到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同情与支

持， 由此导致两国关系日趋紧张。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 两国签订 《相互尊重、
友好与合作条约》， 规定两国在解决难民纠纷时， 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

相威胁。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 两国签署新协定， 难民问题开始缓解， 双方关系

趋向缓和。⑥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两国签订有关武装力量地位的协定， 规定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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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 《世界知识年鉴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１， 第 １００１ 页。
唐慧、 陈扬、 张燕、 王辉： 《印度尼西亚概论》， 世界图书广东出版公司， ２０１２， 第 ３９１
页。
《１９７９ 年国际问题大事记》， 人民日报国际部， １９８０， 第 ６１ 页。
叶卫平： 《环印度洋经济圈与中国企业》， 中国经济出版社， １９９７， 第 ９８ 页。
世界知识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世界知识年鉴 （１９８４）》，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８４， 第 ３７３
页。
张宏儒： 《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大事全书》， 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３， 第 １０５９ 页。



武装力量密切合作， 最大限度地削弱西伊里安省 “自由巴布亚运动” 的

影响； 印度尼西亚军队有权越境追击分裂主义分子。① 同年， 印度尼西亚

外交部部长阿里·阿拉塔斯 （Ａｌｉ Ａｌａｔａｓ） 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９９３
年， 帕亚斯·温蒂总理访问了印度尼西亚。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两国签署了关

于文化与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比尔·斯卡特总理访问印

度尼西亚， 签署了成立双边合作委员会谅解备忘录。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印度

尼西亚副总统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 （Ｍｅｇａｗａｔｉ Ｓｕｋａｒｎｏ Ｐｕｔｒｉ） 出席

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 ２５ 周年庆典， 并签署了两国贸易协定。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部长哈桑·维拉尤达 （Ｈａｓｓａｎ Ｗｉｒａｙｕｄａ） 访问巴

布亚新几内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明确表示不再支持印度尼西亚西巴布亚独

立运动， 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印度尼西亚向巴布亚新几

内亚赠送了价值 １３０ 万基那的军用后勤物资。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迈克尔·索

马雷总理出席第二届亚非峰会和纪念万隆会议 ５０ 周年大会， 并访问了印

度尼西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

（Ｓｕｓｉｌｏ Ｂａｍｂａｎｇ Ｙｕｄｈｏｙｏｎｏ） 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双方就边界安全、 农

业、 渔业以及贸易等事宜达成一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和 ６ 月， 巴布亚新几内

亚国营企业与国家投资部部长本·迈卡、 总理彼得·奥尼尔先后访问印度

尼西亚， 双方决定加强经贸、 投资和国防等领域的合作。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和 ５
月， 印度尼西亚首位女外交部部长蕾特诺·马尔苏迪 （Ｒｅｔｎｏ Ｍａｒｓｕｄｉ）、
总统佐科·维多多 （Ｊｏｋｏ Ｗｉｄｏｄｏ） 先后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在东盟其他国家中，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泰国的交

往也十分密切。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

（Ｍａｈａｔｈｉｒ Ｂｉｎ Ｍｏｈａｍａｄ） 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Ｌｅｅ Ｋｕａｎ Ｙｅｗ） 先后访问

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与贸易部部长拉

比·纳马柳访问了泰国和马来西亚。 １１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又访问

了马来西亚。 １９９２ 年， 新加坡外交部部长黄根成 （Ｗｏｎｇ Ｋａｎ Ｓｅｎｇ） 访问

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９９３ 年， 帕亚斯·温蒂总理先后访问了马来西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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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宏儒： 《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大事全书》， 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３， 第 １０６１ 页。



第七章　 对外关系

新加坡。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兼外交与贸易部部长朱利

叶斯·陈访问了泰国和新加坡。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与泰国签署双边贸易协定；
１０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了泰国。 同月，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

尔·穆罕默德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双方签署多项协议， 并发表联合公

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菲律宾， 双方签署谅解备忘

录。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泰国首位女总理英拉·西那瓦 （Ｙｉｎｇｌｕｃｋ Ｓｈｉｎａｗａｔｒａ）
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二） 经济领域的合作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泰国签署了避免

双重征税协定。 另外， 还与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签订有技术合

作协定和人员培训协定。
近年来， 随着巴布亚新几内亚资源开发步伐的不断加快， 东盟各国在

该地区的投资也不断增加。 根据巴布亚新几内亚投资促进局统计数据显

示， ２００６ 年吸引外资总额 ２１ 亿基那 （约合 ７ 亿美元）， 其中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的投资额分别为 ３ １ 亿基那 （约合 １ ０３ 亿美元） 和 ２ ５２ 亿基那

（约合 ８４００ 万美元）， 分列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三、 第四大投资国。①

根据巴布亚新几内亚投资促进局统计，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马来西

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注册成立了 ６５０ 家企业， 为当地提供了约 ４ 万个就业

岗位。 其中投资林业 ６９ 家， 批发零售业 ５１ 家， 房地产业 ４４ 家， 建筑业

２９ 家， 商务咨询与管理 １６ 家， 农业 １５ 家， 交通运输业 １２ 家， 金融服务

业 １２ 家， 制造业 １０ 家， 矿产石油业 ６ 家， 渔业 １ 家， 投资总额 ６３ 亿基

那 （约合 ２６ 亿美元）。②

另外，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菲律宾等也有许多私人企业在巴布亚新

几内亚进行投资。

９９２

①

②

《中国跃居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二大投资来源国》， 中国经济网站， ｈｔｔｐ： ／ ／ ｉｎｔｌ ｃｅ ｃｎ ／
ｇｊｚｘ ／ ｄｙｚ ／ ｂｘ ／ ｚｂｈｚ ／ ２００７１２ ／ ０６ ／ ｔ２００７１２０６＿ １３８３１８００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浏览。
《马来西亚是巴布亚新几内亚重要外国投资来源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

大 使 馆 经 济 商 务 参 赞 处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９ ／
２０１４０９００７２１２９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浏览。



第四节　 与美国、 英国和欧盟的关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许多欧美国家有着传统的交往、
友谊和密切关系。

一　 与美国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美澳盟军与日军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进行了

激烈地角逐， 最终粉碎了日军的侵略企图， 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

胜利。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 美国从军事战略角度出发， 与巴布亚新几内

亚建立了外交关系， 保莱阿斯·马塔内任第一任驻美国大使， 玛丽·奥

姆斯特德 （Ｍａｒｙ Ｏｌｍｓｔｅｄ， 女） 任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兼驻所罗门群

岛大使。①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简·卡雷尔 （Ｊａｎｅ Ｋａｒａｅｒ） 成为美国首任常驻巴

布亚新几内亚大使。 ２００８ 年奥巴马政府成立后， 美国推进重返亚太战略，
并试图通过全方位措施强化对亚太地区的领导， 开始更加关注巴布亚新几

内亚。
（一） 政治领域的交往

为获取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和 １０ 月， 拉比·纳马柳总

理两次访问美国。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美国首位女国务卿马德琳·科贝尔·奥

尔布赖特 （Ｍａｄｅｌｅｉｎｅ Ｋｏｒｂｅｌ Ａｌｂｒｉｇｈｔ） 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９ 月， 比

尔·斯卡特总理回访美国， 并对而后美英两国空袭伊拉克表示支持。 ２００１
年 “９·１１” 事件后，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谴责国际恐怖主义， 支持美国

主导的反恐军事行动。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与移民事务部

部长拉比·纳马柳访问美国， 签署了关于不向国际刑事法院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缩写： ＩＣＣ） 引渡对方国家罪犯的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００３

① 美国外交使团中的女性， ｈｔｔｐ： ／ ／ ｆａｎｙｉ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ｔｒａｎｓｐａｇｅ？ ｑｕｅｒｙ ＝ ｈｔｔｐ％ ３Ａ％ ２Ｆ％
２Ｆ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２Ｆｓ％ ２Ｆｄ％ ２Ｆｒｍ％ ２Ｆｒｌｓ％ ２Ｆｐｅｒｆｒｐｔ％ ２Ｆ２００５％ ２Ｆｈｔｍｌ％
２Ｆ５６３１３ ｈｔｍ＆ｓｏｕｒｃｅ ＝ ｕｒｌ＆ｉｅ ＝ ｕｔｆ８＆ｆｒｏｍ ＝ ａｕｔｏ＆ｔｏ ＝ ｚｈ＆ｒｅｎｄｅｒ ＝ １＆ｏｒｉｇｉｎ ＝ ｐｓ，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０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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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Ｈｉｌ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 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会见了迈克尔·索马雷总理。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

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 （Ｋｕｒｔ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并与在当地能源领域投资的美国企业家进行会谈。 １０ 月， 美国国际开发

总署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缩写： ＵＳＡＩＤ）
太平洋岛国地区办公室迁到巴布亚新几内亚， 并动工兴建 ３ 万平方米的美

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
（二） 军事领域的合作

两国签订有防务合作和联合军事演习等协议， 巴布亚新几内亚同意美

国军舰在其港口停靠， 并允许美国核舰艇在特殊情况下， 经磋商后可停靠

巴布亚新几内亚港口。 根据两国签订的 《国防安排规划》， 自 １９９８ 年起，
巴布亚新几内亚派军官赴美国进行培训。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美

国战斗机编队和 “哈珀号” 海军驱逐舰先后访问了莫尔兹比港。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 （Ｓａｍｕｅｌ Ｊ Ｌｏｃｋｌｅａｒ） 访

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三） 经济领域的交往

根据 《普惠制原则》， 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可享受减免

关税待遇； 根据 《最惠国待遇协定》， 巴布亚新几内亚同美国签订了 《贸
易协定》， 开始享受最惠国待遇。 ２００９ 年， 两国贸易额约 ３ ４ 亿美元。

２０１４ 年， 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投资 ２１０ 亿美元， 建成了巴布亚新几

内亚液化天然气项目， 美国成为该国目前最大的单一外来投资国。
根据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公布的数据，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 美国向巴布亚

新几内亚提供了 １５８１ 万美元的援助， 涉及政治与公民社会、 紧急反应、
综合健康、 农业、 能源等领域。①

（四） 其他领域的交往

美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展人道主义援助。 １９８４ 年， 向巴布亚新几

１０３

① 喻常森： 《试析 ２１ 世纪初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 《亚太经济》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 第

６７ ～ ６８ 页。



内亚提供了 ５８ 万美元的赠款。 １９８６ 年捐赠了价值 ５３０ 万美元的广播教

学设备。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艾塔佩大海啸后， 美国派专机运送赈灾物资， 并赠

款约 １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美军派 “迈尔西” 号医疗舰为马当省马

纳姆火山灾民提供医疗服务。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美国国防部提供 ３６ 万美元

捐款， 用于艾滋病防控； １２ 月， 美 国 前 总 统 比 尔 · 克 林 顿 （ Ｂｉｌｌ
Ｃｌｉｎｔｏｎ）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推广艾滋病防治工作期间， 获授巴布亚新几

内亚 “极乐鸟大冠军勋章”。 ２００８ 年， 美国为 ２ ５ 万名巴布亚新几内亚

人提供了医疗保险。 ２０１５ 年 ６ ～ ７ 月， 美军 “仁慈” 号医院船为布干维

尔自治区和东新不列颠省居民提供了医疗服务， 并开展防灾减灾合作演

练与培训。
目前， 约有 １００ 名美国和平队志愿人员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学校、 医院

服务， 并为其安全官员提供教育和培训。

二　 与英国的关系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英国签署 《防务合作协定》，
英国每年提供约 １０ 万美元的援助。 １９８５ 年 ４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访

问了英国。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西拉斯·阿托帕尔 （Ｓｉｒ Ｓｉｌａｓ Ａｔｏｐａｒｅ） 总督访问

英国， 接受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封爵。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西拉斯·阿托帕

尔总督再次赴英国， 出席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执政 ５０ 周年庆典。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兼贸易与工业部部长艾伦·马拉特赴英国出席

了英联邦国家贸易部长会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了

英国。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迈克尔·奥吉奥总督赴英国出席了伊丽莎白二世女

王登基 ６０ 周年庆典活动； １１ 月， 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和妻子康沃尔

（Ｃｏｒｎｗａｌｌ） 公爵夫人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彼得·奥尼

尔总理访问了英国。
１９８１ 年， 两国签订了保护双方投资者财产条约和双边技术合作协定。

２００３ 年， 英国捐赠 １４ ７ 万基那 （约合 ３ ９５ 万美元）， 用于布干维尔武器

收缴计划。 另外， 英国通过海外志愿人员， 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培训技术

人员。 两国还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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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欧共体—欧盟的关系

１９７８ 年 １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加入 《洛美协定》， 其产品获得了

免税进入欧共体市场的资格。 欧共体每年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一笔

援助和赠款， 用于培训各种技术人员和兴办一些农业、 渔业的小项目。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得到了欧共体 １ １ 亿基那的贷款。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 根据 《洛美协定》， 欧共体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的 ９６００ 万

基那的贷款改为赠款， 巴布亚新几内亚不必再偿还过去 １５ 年的有关

贷款。
１９９３ 年欧盟成立后，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派有常驻代表， 并且不断

增加援助。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 提供 ４０００ 万基那的赠款， 扶持巴布亚新几

内亚传统农产品出口。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提供了 ４００ 万基那的赈灾援助。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提供了 ４０９０ 万基那贷款， 用于公路建设。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提供了 ３ ５ 亿基那的赠款； １０ 月， 欧盟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称未来

５ 年内提供 １ ６６ 亿欧元 （约合 ２ ２８ 亿美元） 的援助， 用于教育、 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欧盟承诺未来 ６ 年内向巴布亚

新几内亚提供 １ ５６ 亿基那的教育援助。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欧盟与巴布亚

新几内亚签署临时 《经济伙伴协议》 ， 决定未来 ６ 年内提供 １ ４２３ 亿欧

元 （约合 １ ９６ 亿美元） 的援助。 据有关资料统计，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
欧盟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了 ３ ５１ 亿基那的援助， 主要用于农业、 教

育、 贸易、 妇女儿童和政府管理等方面，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欧盟在

南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受援国。① 欧盟已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二大外方

援助来源地。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欧盟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马丁·蒂姆

（Ｍａｒｔｉｎ Ｔｉｍ） 在欧盟—巴布亚新几内亚对话会议上表示： 未来 ６ 年内

欧盟将再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 ５ ５ 亿基那 （约合 １ ９８ 亿美元） 的援

３０３

① 《欧盟近 ６ 年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 ３ ５１ 亿基那》，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

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５０１ ／ 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８７２１２２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浏览。



助。① 涵盖基础设施建设、 矿产、 农村发展、 公共卫生、 水资源、 教育、 政

府管理、 人权、 减少基于性别的暴力犯罪等方面。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欧盟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 《过渡性经济合作伙伴

协定》，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太平洋岛国中欧盟原产地制度新规定的首

批受益者。 除渔产品外， 大米和蔗糖出口欧洲市场可享受零关税和免配

额待遇。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根据欧盟—太平洋临时经济伙伴协议， 欧盟议会

批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金枪鱼在其本国加工后， 即可免税、 免配额出口

欧盟市场，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唯一获得此待遇的国家。 ２０１３ 年， 巴布

亚新几内亚向欧盟出口了价值 ３ ４６８ 亿基那 （约合 １ ２５ 亿美元） 的海

产品。

第五节　 与中国的密切往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政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交往迅速

扩大， 各领域互惠合作不断加强， 一跃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第四大出口

市场、 第五大进口来源国、 第二大外资来源国。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胡锦涛

主席在秘鲁首都利马 （Ｌｉｍａ） 会见迈克尔·索马雷总理时指出， 巴布亚

新几内亚是太平洋岛国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中方始终将巴布亚新

几内亚当作我们的好朋友、 好伙伴。 双方高层交往密切， 政治互信

加深，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两国关系已成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系的

典范。②

一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及华人组织

据有关史料记载， 早在 １９ 世纪以前， 就有中国商人乘坐大帆船到新

４０３

①

②

《欧盟近 ６ 年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 ３ ５１ 亿基那》，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

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５０１ ／ 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８７２１２２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浏览。
《胡锦涛在利马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索马雷》， 搜狐新闻网站，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２００８１１２３ ／ ｎ２６０７９２７８０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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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内亚岛东北部地区和俾斯麦群岛一带经商， 收购海参、 檀香木、 极乐鸟

羽毛和其他各种可以赚钱的货物。 米尔恩湾省萨马赖附近一处海峡的名字

就叫 “中国海峡”。
（一） 华人历史

１８８８ 年， 德国从新加坡、 苏门答腊、 中国广东和福建等地招募了大

批契约华工， 到德属新几内亚岛领地椰子种植园和烟草种植园劳动， 契约

期 ２ ～ ５ 年， 工资每月 ５ 毫德国元。 由于热带疾病的折磨和雇主的虐待，
华工的死亡率高达 ４０％ 。 期满后， 他们大多数被遣送回中国， 剩余约 ２００
人。① １８９２ 年， 德国又在东南亚招募了 １０８５ 名木匠、 裁缝、 商家、 船舶建

造师、 工程师等华工， 分散在科科波、 卡维恩、 莱城、 马当等地。 １９０１ 年，
又在广东汕头招募了 ２７０ 人。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契约期满后定居了下来， 充

当商人、 厨师、 木匠、 船只木工、 贸易代理商、 商店职员、 种植园监工

等，② 并开始与当地人通婚。 由于华人发扬吃苦耐劳、 勤俭节约的精神， 一

部分人很快在商业中脱颖而出。 曾经在赫恩斯海姆公司 （Ｈｅｒｎｓｈｅｉｍ
Ｃｏｍｐａｎｙ） 担任厨师的广东惠阳人李谭德 （Ｌｅｅ Ｔａｍ Ｔｕｃｋ） 即是一位成功人

士的代表。 １９００ 年， 他开始经营船厂； 三年后， 又拥有旅馆、 饭馆和妓院

各一家。 １９０７ 年租赁了 １７ 英亩土地， 安置华人工匠、 商人和自由移民， 巩

固了自己的财富和地位。 １９１１ 年， 他在拉包尔的商店营业额达到 ８ ５ 万马

克； 翌年， 他成为名列 《德属新几内亚、 萨摩亚和基亚茨 （即中国青岛胶

州湾） 名录》 的唯一华人，③ 并被推举为当地华人领袖。 截止到 １９１４ 年，
在德属新几内亚领地生活的华人已有 １３７７ 人； １９２１ 年， 在澳属新几内亚

委任统治地生活的华人达到 １４２４ 人，④ 他们基本上皈依了天主教。 １９２２
年， 拉包尔的华人创办了华侨学校， 由基督教福音会支持， 采用中文教学，
重视传播中国文化。 １９２４ 年， 又创办了圣特蕾莎———养正学校 （Ｙａｎｇ
Ｃｈ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由天主教会支持， 并从中国广州聘请教师讲授中文课。 另

５０３

①
②
③
④

陈文寿： 《华侨华人新论》， 中国华侨出版社， １９９７， 第 ３８６ 页。
陈文寿： 《华侨华人新论》， 中国华侨出版社， １９９７， 第 ３８６ 页。
陈文寿： 《华侨华人新论》， 中国华侨出版社， １９９７， 第 ３８６ ～ ３８７ 页。
周南京： 《世界华侨华人词典》，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 第 １４４ 页。



外， 马当和卡维恩也有华人创办的学校。① 他们曾资助中国国内的国民革

命运动， 并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巴布亚新几内亚支部。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 当地华人以各种形式支援祖国抗战。 中国国民

党拉包尔支部常务委员梁有年、 组织科主任陈纬南等组织成立华侨救国后

援会， 分别担任主席和秘书。 同时， 他们还分别兼任 《抗日特刊》 的社

长和秘书。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拉包尔沦陷后， 日军宪兵开始大肆搜捕抗日志士，
梁有年和陈纬南等不幸被捕。 ３ 月 １１ 日， 二人被日寇以组织领导华侨抗

日、 提倡抵制日货等罪名杀害。② 在日军占领巴布亚新几内亚期间， 许多

华人与当地人民共同参加了反侵略战争， 华人钱惠民先生曾因战时协助盟

军作战有功而被授予皇家勋章。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约有 ２０００ 人左

右。 １９４８ 年， 澳属巴布亚领地和新几内亚托管地政府推行澳大利亚国内

的 “白澳政策”， 禁止中国人继续移民澳大利亚。 同时， 颁布新的移民法

案， 规定到新几内亚从事贸易的中国人每年必须达到 １０００ 英镑的商品交

易额。 如果达到 ２５００ 英镑， 则可以多带一名中国人。 到 １９６６ 年， 华人达

到 ２９３５ 人， ７０％以上是广东开平、 台山人， 其余是惠阳、 宝安 （今深圳

市宝安区） 客家人。④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 大量华人移居到澳大利

亚。 但随着森林工业的快速发展， 建立起一整套伐木业流水线， 马来西

亚、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等地约 ６０００ 名华人涌入巴布亚新几内

亚， 主要从事商业或做木材贸易。 ９０ 年代， 由于当地货币贬值， 华人数

量有所减少。 此后， 中国大陆移民的迁入使当地华人数量又开始增加， 以

福建福清、 连江和平潭籍为主， 被称之为新侨。
据中国外交部资料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侨

６０３

①

②

③

④

顾明远： 《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侨华文教育》， 《教育大辞典》 增订合编本 （上）， 上海教

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第 ３３ 页。
《祭扫亚包华侨抗日烈士墓》，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ｓ ／ ｂｌｏｇ＿ ４ｅ５９４ｄｃｂ０１００ｇｆｚｚ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浏览。
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编委会编 《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 （第四辑）， 世界知识出版

社， １９９６， 第 １４５ 页。
周南京： 《世界华侨华人词典》，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 第 １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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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人约有 １ 万多人。 他们主要集中在国家首都区、 莫罗贝省、 新爱尔兰

省等地。 包括三部分： 一是当地出生的华人后裔， 约有 ２０００ 人， 多数从事

批发、 超市、 房地产、 加工工业等大型业务， 资本实力雄厚， 有一定的社

会地位及影响力。 二是从东南亚各国、 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移入的华

人， 约有 ４０００ 人， 主要经营超市、 餐馆， 从事伐木、 捕鱼等工作， 生活比较

富裕。 三是近年来通过各种渠道从中国大陆涌入的华人， 约有 ４５００ 人， 他们

或在当地矿业、 建筑行业等中资企业打工， 或经营餐馆、 小商业 （纺织品、
服装、 玩具、 小五金、 小家电等）， 或从事修理业， 基本上处于创业阶段。①

百余年来， 华人及华裔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 广东籍华裔人士朱利叶斯·陈、 曾国平、 司徒协麟、 周新权和福建籍

华裔人士张晓卿被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授勋为爵士。②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巴布

亚新几内亚残奥会名誉主席马克夫医生 （湖南籍华侨） 成为目前唯一获

得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最高荣誉勋章——— “天堂鸟勋章” 的华人。③

（二）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组织

为了方便在异国他乡开展活动，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成立了一系列

社团组织， 保护华人利益， 维护祖国和平统一。
广益俱乐部： 原名关帝厅、 广益会馆， １９１５ 年由广东籍华侨在拉包

尔创立。 现会员均为广东籍华人及其后裔。 他们每年都在华人公墓举行聚

会， 以祭祀先人。
中国国民党巴布亚新几内亚支部： １９２２ 年在拉包尔成立， 孙中山曾

派人出席成立大会， 李谭德、 万金培分任正、 副部长。④ 该组织倡导中国

民族主义， 创办华侨学校， 传播中华文化。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吸收了当地

７０３

①

②

③

④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大使馆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ｂｘｇｋ ／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浏览。
《为经济作出贡献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授予张晓卿爵士爵位》， 世界华人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ｕｃａ ｎｅｔ ／ ｄｏｃ － １３７３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８ 日浏览。
《马克夫医生致力残奥事业 　 获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殊荣》， 搜狐网站， ｈｔｔｐ： ／ ／
ｓｐｏｒｔｓ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２００９０９２８ ／ ｎ２６７０５６６０１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浏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等编 《孙中山全集 （第 ７ 卷） １９２３ １ ～ １９２３ ６》，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版， 第 ２１８ 页。



１ ／ ５ 的华人， 在科科波、 卡维恩、 马当设立了分部， 积极支援祖国抗战。
１９４９ 年以后， 该组织隶属于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 力量逐渐衰微。
１９５８ 年以后，他们另以俱乐部非政治的名义开展活动。

华人联合会： 拉包尔的华人社团。 前身是 １９３９ 年为支援中国抗战而

成立的新几内亚华人救济会， 广东台山籍华人陈秉达 （又名陈百纳，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Ｃｈａｎ） 任主席。 多数成员是华人天主教教徒， 财权由福音教派华

人教徒掌握。 日本占领巴布亚新几内亚期间， 该组织与敌人巧妙周旋， 保

护华人的利益； 战后， 积极参与赔偿委员会的工作， 帮助华人挽回经济损

失。① １９４９ 年改为现名。 主张华人应效忠当地政府。 会员中多数人加入了

居住国国籍。 １９６９ 年， 该组织发生分裂， 一部分年轻的天主教徒会员另

立新几内亚华人协会， 但因缺乏资金和组织能力而有名无实。
莫尔兹比港国泰俱乐部： 华人娱乐、 社交社团。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在

莫尔兹比港成立， 其宗旨是积极开展文化、 体育、 娱乐及其他社交活动，
经营饭店、 运动场、 游泳池等。 １９８６ 年起， 该组织经常组团到中国旅游

观光。 １９８７ 年， 中国国务院侨办为该组织赠送了一对石狮， 陈列在俱乐

部门前作为永久纪念。
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华总会：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在莫尔兹比港成立， 广东新

会籍华人刘陈玉梅、 陈修安先后任名誉主席， 北京籍华人倪玉梅任主席。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倪玉梅率代表团访问辽宁， 寻求巴布亚新几内亚西部省森

林资源开发和农业综合项目开发合作伙伴。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在反独促统新

西兰论坛上， 倪玉梅发言谴责了台湾当局分裂祖国的行径， 支持中国政府

通过的 《反分裂国家法》。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倪玉梅当选为广东省海外交流

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以及大洋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
中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友好联合会：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７ 日在莫尔兹比港

成立， 并在莱城、 拉包尔和芒特哈根设立分会。 上海籍侨胞施松龄任主

席， 福建籍侨胞林华农、 山东籍侨胞刘俊才任副主席， 福建籍侨胞潘郁任

８０３

① 费晟： 《南太平洋岛国华人社会的发展： 历史与现实的认知》，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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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 该组织将新、 老华人以及从东南亚移入的华人联合在一起， 宗旨

是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 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他们的合法权

益， 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 该组

织 ４ 天内即收到华人捐款近 １１ 万基那 （约合 ２５ 万元人民币）， 并转给四

川灾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该组织举行第四届常委会换届选举， 施松龄任名

誉主席， 林华农任主席， 刘俊才、 潘郁任副主席。 现有会员近 ２０００ 名，
成为目前最有活力、 规模最大、 辐射力最广的华侨社团， 为新侨排忧解

难、 宣传推介巴布亚新几内亚政策等做了大量工作。①

二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中国抗日战俘劳工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日军攻占拉包尔后， 为了将其建成西南太平洋战场指挥

中心和重要的海空军事基地， 作为进攻莫尔兹比港和斐济、 萨摩亚等地的

跳板， 日军陆续将在南洋战场俘获的盟军战俘和在中国战场俘获的中国战

俘， 以及强制征召或骗招、 强掳的劳工运送到这里， 强制他们服苦役。
同年 １２ 月， 日军从中国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调出 １０００ 多名中国

战俘， 其中包括抗战初期坚守上海四行仓库 “八百壮士” 中的薛荣鑫、
田际钿、 张青轩等 ３６ 名官兵， 以及在浙赣会战中被俘的国民党官兵， 部

分新四军、 游击队战士， 在上海集中上船。 经过 ４８ 昼夜地狱般的航行，
于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被押送到日军占领的拉包尔战俘营， 编入 “中国军人

勤劳队”。 后又有中国战俘从各地被押解到拉包尔， 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批

是在缅甸战场被俘、 由国民党新一军中校吴炎带领的 ６７２ 名战俘。 不计在

押送途中死亡者， 陆续进入战俘营的中国被俘军人达到 １６００ 多人。 吴炎

被日军指定为中国战俘营最高指挥官。 他们与来自美国、 英国、 印度等国

的盟军战俘一起被日军强制服苦役， 挖凿山洞、 修筑工事、 建造要塞， 每

天劳动 １０ 多个小时； 生活环境极其恶劣， 住的是潮湿的岩洞或临时搭建

的草棚， 吃的是瓜薯或日军丢弃的猪、 牛内脏和骨头。 由于水土不服、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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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锐成、 林琳： 《侨情与侨务文集 （第二辑）》，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编， ２０１４，
第 ２０６ 页。



军的残暴管理以及疟疾、 登革热等热带疾病的折磨， 到战争结束时， 中国

战俘仅剩不到 １０００ 人。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驻拉包尔日军投降后， 幸存的 ７６２ 名

中国战俘开始在新不列颠岛上进行耕作。 １９４６ 年夏至 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他们

乘坐美国军舰回到上海。 同时， 回国的还有 ７５０ 名被从中国强抓的壮丁。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获救的中国战俘在原拉包尔战俘营营区内修建

了一座抗日死难烈士纪念碑， 以纪念死难的中国军民。 自 １９４６ 年起， 陆

续有 ３７８ 名中国抗日战俘的遗骸被迁葬到拉包尔战争公墓。 在附近山坡

上， 还散落着一些由当地华侨和中国抗日战俘共同为战俘营中死难战友修

建的墓地。 随着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 以及拉包尔火山爆发， 当地华人纷

纷移居他处， 埋骨于此的中国抗日战俘长期无人问津， 墓地失去保护， 年

久失修， 荒草丛生， 逐渐为历史的尘埃湮没。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中国 《法制周报》 记者针对北京网友发布的 《上海四

行仓库保卫战的 “八百壮士” 遗骨在海外无人问》 的帖子， 向全社会发

起了 “接抗战英魂回国” 的活动。 中国台湾也为此成立专门小组， 于 ２
月 ２８ 日到拉包尔清点、 抄录抗战将士的姓名， 并在现场举行了简单的招

魂仪式。 ３ 月 ８ 日， 台湾 “国防部” 将在拉包尔附近发现的 ３ 名国民党军

抗日战俘的忠魂牌位入祀台北市圆山忠烈祠正殿。 ３ 月 １７ 日， 海峡两岸和

谐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启动了 “迎接抗日将士遗骸回国” 活动。 ３ 月 ２４ 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 中国政府将以隆重、 庄严的方式纪念在巴布

亚新几内亚的抗战将士遗骸归国。 随后， 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委

托当地华侨团体， 对拉包尔公墓周围的几个山头进行清理， 并派专人进行

维护。 ２０１０ 年， 中国政府在拉包尔原中国抗日战俘墓地处重建了占地 １５０
平方米的中国抗战将士和遇难同胞陵园。 ２０１３ 年， 中国民政部相关负责人

解读 《关于进一步加强烈士纪念工作的意见》 时， 首次透露 “中国现有境

外烈士纪念设施 １００ 余处”， 安葬在朝鲜、 越南、 老挝、 巴布亚新几内亚、
坦桑尼亚、 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①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以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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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解读 《关于进一步加强烈士纪念工作的意见》， 新华网站，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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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队的中国代表团赴拉包尔， 在中国抗战将士和遇难同胞陵园举行了公祭

活动。 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抗日战俘劳工的历史被载入史册。

三　 两国的政治往来

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建交后， 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往来不断增

加， 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定。
（一） 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 周恩来总理致电迈克尔·索马雷总理， 祝贺巴布

亚新几内亚独立， 并宣布中国政府予以承认。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中华

人民共和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建交公报， 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巴布亚

新几内亚成为第 １１２ 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 中国首任兼职大使裴坚章 （中国常驻新西兰大使） 到

任。 １９８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正式开馆。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中国首任常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胡洪范赴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历任大使及任期情况参见表 ７ － ２。

表 ７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历任大使

大　 使 任期 备注

第一任 裴坚章 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 ～ １９８０ 年 ４ 月 驻新西兰大使兼

第二任 林　 平 １９８０ 年 ４ 月 ～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 驻澳大利亚大使兼

第三任 胡洪范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 ～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

第四任 高建中 １９８５ 年 ２ 月 ～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

第五任 赵　 维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 ～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

第六任 王弄笙（女）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 ～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

第七任 袁祖德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 ～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第八任 张鹏翔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第九任 赵振宇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第十任 李正君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第十一任 魏瑞兴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第十二任 仇伯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第十三任 李瑞佑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历任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

几内亚独立国大使馆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ｃｈｉｎａ －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ＤＳＺＣ ／ ｔ８５５６４５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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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常驻日本大使兼驻中国大使约

瑟夫·卡尔·农布里 （Ｊｏｓｅｐｈ Ｋａａｌ Ｎｏｍｂｒｉ） 到任。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 巴布亚

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在北京设立大使馆。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驻

中国大使馆正式开馆， 诺埃尔·莱维 （Ｎｏｅｌ Ｌｅｖｉ） 成为第一任常驻中国大

使。 巴布亚新几内亚派驻我国历任大使及任期如表 ７ － ３ 所示。

表 ７ －３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派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任大使

大使 任期

第一任 约瑟夫·卡尔·农布里（Ｊｏｓｅｐｈ Ｋａａｌ Ｎｏｍｂｒｉ）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 ～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第二任 诺埃尔·莱维（Ｎｏｅｌ Ｌｅｖｉ）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

第三任 拉里·胡洛（Ｌａｒｒｙ Ｈｕｌｌｏ）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 ～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

第四任 梅穆·拉卡诺（Ｍａｉｍｕ Ｒａｋａｎｏｕ）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 ～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第五任 巴尼·龙加普（Ｂａｒｎｅｙ Ｒｏｎｇａｐ）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第六任 马克斯·拉伊（Ｍａｘ Ｒａｉ）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第七任 约翰·莫米斯（Ｊｏｈｎ Ｍｏｍｉｓ）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第八任 克里斯托弗·梅罗（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Ｍｅｒｏ）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

　 　

（二） 两国外交关系的波折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 随着一系列太平洋岛国的相继独立， 台湾当局

开始将该地区作为其 “外交” 工作的重点， 以 “金钱外交” 的方式， 与

图瓦卢 （１９７９ 年）、 瑙鲁 （１９８０ 年）、 所罗门群岛 （１９８５ 年）、 马绍尔群

岛 （１９９８ 年）、 帕劳 （１９９９ 年）、 基里巴斯 （２００３） 建立了所谓的 “邦
交国” 关系。 其间还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了 “建交” 尝试， 并在多个

领域进行频繁接触。 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常的外交关系受到挑战。
１ 台湾当局两度尝试与巴布亚新几内亚 “建交” 始末

台湾当局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垂涎已久， 早在 １９９０ 年就与巴布亚新几

内亚农业与畜牧业部签订农业技术合作协定， 并派出由 １５ 人组成的农业

技术团。 同时， 在莫尔兹比港设立 “商务代表处”，① 开始利用 “银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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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辛民： 《台湾五十年大事记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５）》 （下）， 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 第 １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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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建交” 试探。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兼财政与计划

部部长克里斯·海维塔参加了台湾的 “双十” 活动， 并与 “行政院” 院

长连战进行了会晤。①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克里斯·海维塔再次 “访问” 台湾，
双方签署联合公报， 依国际法给予相互承认，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继瓦努

阿图之后第二个与台湾 “相互承认”、 但无正式 “邦交” 的国家，② 并在

台湾派驻有 “驻台北名誉总领事”。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比尔·斯卡特上台组阁

后， 完全违背巴布亚新几内亚历届政府在对待台湾问题上的一贯政策， 开

始与台湾李登辉当局进行秘密的政治接触。 １９９９ 年， 受亚洲金融危机和

自然灾害的双重打击， 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陷入历史上最严重的困难时

期。 国民议会准备对比尔·斯卡特进行不信任投票， 其政治生涯面临空前

危机。 此时正在台湾大搞 “两国论” 的李登辉当局乘机抛出了 ２３ ５ 亿美

元的贷款， 诱使巴布亚新几内亚与其 “建交”。 为了获得更多的无偿经济

援助， 以便渡过难关， 比尔·斯卡特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执意率团

“访问” 台湾， 并进行 “建交” 谈判。 ７ 月 ５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与

贸易部部长罗伊·亚基与台湾当局 “外交部” 部长胡志强在台北签署所

谓的 “建交” 公报， 创下台湾唯一不花钱就 “建交” 的先例。 同一天，
中国政府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提出严正交涉。 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民主

运动党、 人民进步党等朝野各界纷纷予以谴责。 澳大利亚等国也明确表示

反对巴布亚新几内亚与台湾当局 “外交承认”。③ ７ 月 ７ 日， 迫于内外压

力的比尔·斯卡特辞职。 ７ 月 ２１ 日， 新任总理梅克雷·莫劳塔发表声明，
宣布前任政府与台湾当局签署的所谓 “建交” 公报无效， 不予承认。 莫

劳塔政府坚持 １９７６ 年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建交公报原则， 继续奉行 “一个

中国” 政策，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 台湾当局驻

巴布亚新几内亚 “大使馆” 从挂牌到摘下仅有 １６ 天， 被全球最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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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辛民： 《台湾五十年大事记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５）》 （下）， 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 第 ３３６
页。
卢晓衡： 《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经济管理出版社， ２００２， 第 ２５３ 页。
史实： 《黄粱美梦一场空： 台湾与巴布亚新几内亚 “建交” 闹剧》， 《党史天地》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期， 第 １３ ～ １４ 页。



的美国 《时代周刊》 杂志列入 “１９９９ 年度世界十大丑闻” 之一。①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为拉拢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 台湾陈水扁当局通过与

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层来往密切的台湾商人金纪玖和新加坡籍人士吴思材对

外宣称， 愿意支付 １０ 亿元新台币 （约合 ３０００ 万美元）， 作为巴布亚新几

内亚的 “技术援助经费”。 １０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派代表团赴台北交涉

“建交” 问题， 但没有履行台湾当局 “外交部” 部长黄志芳所提条件。 而

后， 双方又在新加坡讨论 “建交公报”， 结果遭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

会中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等反对党的严厉抨击。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台湾当局

确信不能劝服巴布亚新几内亚投入其怀抱， 欲追回 “技术援助经费”。 但

巨款已被中间人私吞， 金纪玖不知所踪。 台湾当局 “外交部” 部长黄志

芳、 “行政院” 副院长邱义仁和 “国防部” 副部长柯承亨三位高官因此丑

闻而辞职。 台湾当局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二次建交不了了之。
２ 巴布亚新几内亚支持台湾当局加入国际组织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８ 年， 在联合国大会关于台湾 “重返” 联合国的总辩论中，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部分国家六次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在

第五十四届联合国大会上， 充当了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提案发起国之

一。②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在第六十一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 巴布亚新几内亚

政府代表竟无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支持台湾当局加入这个以主权国家

为会员资格的国际组织。
巴布亚新几内亚以上行为， 严重违反了 “一个中国” 的原则。
（三） 两国领导人的互访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 太平洋岛国开始进入中国的外交议程。 中国与

巴布亚新几内亚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 尤其是 ２００３ 年以来， 两国关

系得到了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１ 巴布亚新几内亚访华的高层领导有：
总督塞雷·艾里 （１９９１ ５）、 西拉斯·阿托帕尔 （２００３ ７）、 保莱阿

４１３

①
②

《１９９９ 年度世界十大丑闻》， 《世界知识》 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５１ 页。
卢晓衡： 《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经济管理出版社， ２００２， 第 ２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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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马塔内 （２００６ １０）、 迈克尔·奥吉奥 （２０１５ ９）， 总理迈克尔·索马

雷 （１９７６ １０、 ２００４ ２、 ２００９ ４、 ２０１０ ６）、 拉比·纳马柳 （１９９１ ４）、 比

尔·斯卡特 （１９９８ １２）、 梅克雷·莫劳塔 （２００１ ５）、 彼得·奥尼尔

（２０１２ ９、 ２０１３ １１、 ２０１４ １１、 ２０１６ ７ ）， 国 民 议 会 议 长 丹 尼 斯 · 扬

（Ｄｅｎｎｉｓ Ｙｏｕｎｇ， １９９０ ３ ）、 比尔 · 斯卡特 （１９９３ ８ ）、 约翰 · 蓬达里

（１９９８ ５）、 伯 纳 德 · 纳 罗 柯 比 （ ２０００ ５ ）、 西 奥 多 · 佐 伦 诺 克

（２０１３ １０）， 副总理朱利叶斯·陈 （１９７８ ９、 １９９３ １、 １９９４ ７）、 副总理

兼民航与运输部部长艾姆巴基·帕尔马·奥库克 （１９８１ ５）、 副总理兼教

育部部长帕亚斯·温蒂 （１９８５ ２）、 副总理兼林业部部长迈克尔·奥吉奥

（２００１ ９），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萨拉莫·因吉阿 （２０１２ ９）， 外交与外贸

部部长埃比亚·奥莱·瓦勒 （１９７８ ７）， 外交与贸易部部长拉比·纳马柳

（１９８３ ６）， 外交与布干维尔事务部部长迈克尔·索马雷 （１９９９ １０）， 外

交部部长约翰·卡普廷 （２０００ ８）， 外交与移民事务部部长拉比·纳马柳

（２００５ ７）， 外交、 贸易与移民部部长萨姆·阿巴尔 （２００９ ４）， 国内安全

部部长马克·马伊帕卡伊 （２０１１ ４）， 教养事务部部长托尼·艾莫 （Ｔｏｎｙ
Ａｉｍｏ， ２００８ ９）， 交通与民航部部长唐·波利 （２００５ ８）， 财政与国库部

部长帕特里克 · 普鲁埃奇 （ ２０１１ ３ ）， 国库部部长彼得 · 奥尼尔

（２０１１ ５）、 帕特里克·普鲁埃奇 （２０１６ ７、 ２０１６ １２）， 石油与能源部部

长莫伊·阿韦 （２００３ １０、 ２００５ ５）、 威廉·杜马 （２００９ ３）， 矿业部部长

萨姆 · 阿科伊泰 伊 （ Ｓａｍ Ａｒｃｏｙｉｔａｉ， ２００５ ５ ）、 拜 伦 · 詹 姆 斯 · 陈

（２０１２ １１、 ２０１３ １１、 ２０１６ ６）， 商业与工业部部长加布里埃尔·卡普里斯

（２００８ ９）， 贸易与工业部部长约翰·吉海诺 （１９９０ １２）， 贸易、 商业与

工业部部长理查德·马鲁 （２０１４ ５）， 国企、 通讯与信息部部长阿瑟·索

马雷 （２００６ ９ ）， 公共企业、 信息及企业发展部部长阿瑟 · 索马雷

（２００９ ８）， 公共服务部部长彼得·奥尼尔 （２００９ ５）， 渔业部部长罗恩·加

纳拉福 （Ｒｏｎ Ｇａｎａｒａｆｏ， ２０００ ５）、 本·塞姆里 （Ｂｅｎ Ｓｅｍｒｉ， ２００８ ９）， 农

业与畜牧业部部长萨萨·泽贝 （Ｓａｓａ Ｚｉｂｅ， ２００６ ９）， 文化与旅游部部长

阿鲁 鲁 · 马 蒂 亚 贝 （ Ａｒｕｒｕ Ｍａｔｉａｂｅ， １９９１ ４ ）、 查 尔 斯 · 阿 贝 尔

（２００７ １１、 ２００８ ９）、 博卡·孔德拉 （Ｂｏｋａ Ｋｏｎｄｒａ， ２０１３ ４）， 教育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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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乌图拉·萨马纳 （Ｕｔｕｌａ Ｓａｍａｎａ， １９９１ ４）、 彼得·莱莫 （２００４ １０），
卫生部部长马丁·托·瓦德克 （Ｍａｒｔｉｎ Ｔｏ Ｖａｄｅｘ， １９８４ ７）、 阿西克·汤

米·汤姆斯科尔 （２００２ ３）、 萨萨·泽贝 （２００８ ５） 等。①

２ 中国主要领导人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有：
中共 中 央 总 书 记 胡 耀 邦 （ １９８５ ４ ）， 全 国 政 协 主 席 李 瑞 环

（２００１ １１），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１９８０ ５）、 钱其琛 （１９９６ ７）、 曾培炎

（２００７ ３）、 李克强 （２００９ １１）、 回良玉 （２０１１ ９），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朱学范 （１９８２ １２）、 田纪云 （１９９４ ４）、 王汉斌 （１９９６ １０）、 热地

（２００３ ４）、 许嘉璐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出席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 ３０ 周年庆典）、
周铁农 （２０１２ １０）、 张宝文 （２０１６ ９），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

记、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 （２００３ ９），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

家瑞 （ ２００５ ５ ）、 副 部 长 刘 结 一 （ ２０１０ ６ ）， 外 交 部 部 长 李 肇 星

（２００６ ８ ）、 副 部 长 刘 华 秋 （ １９９１ ３ ）、 王 光 亚 （ ２００１ ３ ）、 周 文 重

（２００４ １）、 杨洁篪 （２００５ １０）、 郑泽光 （２０１６ ２），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贾春旺 （２００７ １１）， 卫生部部长崔月犁 （１９８７ ５）、 张文康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代表朱镕基总理出席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 ２５ 周年庆

典）， 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 （２０１５ ８）， 农业部部长刘坚 （２００１ １０）， 对

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吕学俭 （１９９０ ２ ）、 孙振宇 （２００１ ３ ）、 刘向东

（２００２ １１）， 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 （２００９ １１）、 钟山 （２０１３ １）， 中国—
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杜起文 （２０１０ ２）、 李强民 （２０１２ ２） 等。②

（四） 两国的官方磋商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秘书长加布里埃尔·杜萨瓦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Ｄｕｓａｖａ） 访华， 与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签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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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同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的 关 系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外 交 部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ｍｆａ＿ ｃｈｎ ／ ｇｊｈｄｑ＿ ６０３９１４ ／ ｇｊ＿ ６０３９１６ ／ ｄｙｚ＿ ６０８９５２ ／ １２０６＿ ６０８９７８ ／ ｓｂｇｘ
＿ ６０８９８２ ／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浏览。
《中国同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的 关 系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外 交 部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ｍｆａ＿ ｃｈｎ ／ ｇｊｈｄｑ＿ ６０３９１４ ／ ｇｊ＿ ６０３９１６ ／ ｄｙｚ＿ ６０８９５２ ／ １２０６＿ ６０８９７８ ／ ｓｂｇｘ
＿ ６０８９８２ ／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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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关于建立官员磋商制度的谅解备忘录》。
双方进行了第一次磋商， 并决定以后原则上每年一次， 在两国首都轮流举

行。 自此， 两国外交部建立起磋商机制。
（五） 多边场合两国领导人的会谈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８ 年， 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 胡锦

涛主席与迈克尔·索马雷总理多次举行会谈。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胡锦涛主席在雅加达出席亚非峰会期间， 会见了迈克

尔·索马雷总理。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温家宝总理在斐济楠迪出席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

展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期间， 会见了迈克尔·索马雷总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温家宝总理在天津出席第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 Ｄａｖｏｓ Ｆｏｒｕｍ） 期间， 与迈克尔·索马雷总理举行了会谈。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李克强副总理在银川出席中国 （宁夏） 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期间， 会见了彼得·奥尼尔总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汪洋副总理在广州参加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

发展合作论坛时， 与彼得·奥尼尔总理进行了会谈， 表示中方将一如既往

地支持太平洋岛国加快发展， 并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鼓励更多的中

国公民赴岛国旅游， 加强旅游合作， 增进人文交流。①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习近平主席参加完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 领导人第九次

峰会后， 在斐济楠迪与彼得·奥尼尔总理举行了会谈。 习近平指出， 巴布

亚新几内亚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重要合作伙伴， 中国愿同巴布亚新几

内亚扩大农林渔业、 基础设施建设、 能源资源等领域合作， 落实好拉姆镍

矿、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液化天然气等重点合作

项目， 加强在亚太及太平洋岛国事务上协调配合。② 双方就巴布亚新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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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汪洋会见出席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的外国政要》， 新华网站，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３ － １１ ／ ０７ ／ ｃ＿ １１８０５３５３２ ｈｔｍ，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浏览。
《习近平会见一些太平洋岛国领导人》， 新华网站，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２２ ／ ｃ＿ １１１３３６１５６２ ｈｔｍ，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浏览。



亚输华产品零关税以及北京与莫尔兹比港飞机直航等事宜达成了初步

意向。
（六） 两国之间建立的友好省、 市关系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 山东省济南市与莫尔兹比港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山东省与东塞皮克省结成友好关系。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福建省与东高地省结成友好关系。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海南省与东新不列颠省结成友好关系。①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广东省深圳市与莫尔兹比港市结成友好交流城市。

四　 双边协定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华国锋总理与迈克尔·索马雷总理在北京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

报》。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 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魏玉明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初级

产业部秘书长约翰·纳特拉 （Ｊｏｈｎ Ｎａｔｌａ） 在北京签署 《关于经济技术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外交部部长吴学谦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与贸易部部

长拉比·纳马柳在北京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

立国政府技术合作协定》。
１９８５ 年 ２ 月， 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兼教育部

部长帕亚斯·温蒂在北京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

无息贷款的协定》。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 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郑拓彬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贸易与

工业部部长约翰·吉海诺在北京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巴布亚新

几内亚独立国政府经济贸易合作谅解备忘录》。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 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李岚清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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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友好城市统计》， 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ｆｃａ ｏｒｇ ｃｎ ／ Ｗｅｂ ／
ＹｏｕＣｈｅｎｇＴｏｎｇＪｉ ａｓｐｘ，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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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部长乌图拉·萨马纳在北京签署 《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财政部部长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刘仲藜与巴布亚新几

内亚副总理兼外交与贸易部部长朱利叶斯·陈在北京签署 《关于对所得

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议定书》。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与巴布亚新几内亚

外交与贸易部部长基尔罗伊·吉尼亚 （Ｋｉｌｒｏｙ Ｇｅｎｉａ） 在莫尔兹比港签署

《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保留名誉领事协定》 《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贸易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渔业合作协定》 《关于中国向巴布亚

新几内亚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框架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巴布亚新

几内亚独立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关于中国政府同意帮助巴布亚新

几内亚政府建立亨格诺菲村民住宅的换文》 等协议。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外交部部长助理杨洁篪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外交与

贸易部副秘书长马克斯·雷 （Ｍａｘ Ｒａｙ） 在北京签署 《关于中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互免签证协定》。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外交部部长唐家璇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与布干维尔

事务部部长迈克尔·索马雷在北京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巴布亚

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赵振宇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卫生

部部长阿西克·汤米·汤姆斯科尔签署 《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巴布亚

新几内亚工作的议定书》。 １２ 月， 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计划与监控部部

长西纳伊·布朗签署 《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外交部副部长周文重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与移民事

务部部长拉比·纳马柳在莫尔兹比港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巴布

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２ 月， 温家宝总理与迈克

尔·索马雷总理共同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联

合新闻公报》。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葛志荣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农业检

疫检验局局长亚玛尼亚 （Ｙａｍａｎｙａ） 在北京签署 《关于出入境动植物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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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食品安全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文化与旅游

部部长查尔斯·阿贝尔在昆明签署 《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巴布亚新几内

亚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中国公民出国旅游

目的地。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与巴布亚新几内亚驻华大使约

翰·莫米斯共同签署关于中国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提供援款的 《经济

合作协定》。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商业与工业部

部长加布里埃尔·卡普里斯在莫尔兹比港签署 《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优
惠贷款框架协议》 和 《中国援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际会议中心项目立项换

文》 等三个政府间重要援助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仇伯华大使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与移民部代理秘书

长包嘉丽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经济

技术合作协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商务部副部长钟山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与移民部秘

书长包嘉丽在莫尔兹比港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

独立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李健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

驻华大使克里斯托弗·梅罗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Ｍｅｒｏ） 签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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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双边经济关系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 中国与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之间开始了非官方

的民间贸易， 民间团体交往日趋频繁。 １９７４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自治政

府选派 ４０ 多名教师、 医生、 职员等到中国参观访问。 １９７５ 年 １ 月， 巴布

亚新几内亚自治政府国防、 外交与外贸部部长艾伯特·毛利·基基应邀访

问中国， 双方商讨了经济问题。 ８ 月， 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了巴布亚新几

内亚。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 中国经济贸易博览会在莫尔兹比港举行， 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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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①

（一） 双边贸易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两国建交后， 经贸关系稳步发展， 贸易往来不断扩大。

１９８１ 年 ３ 月， 中国经济和技术综合考察组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９８２
年 ５ 月，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办了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 展出的商品有农

机、 轻工业品和纺织品等。②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双方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贸易协定》， 为两国经贸合作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随着巴布亚新几内亚主张以 “有选择性的交往” 作为外交政策

的主轴， 强调 “北向政策”， 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则将巴布

亚新几内亚视为南太平洋地区发展外交关系的重点对象。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在莫尔兹比港举办了首届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贸易洽谈会。 ９ 月， 巴布

亚新几内亚代表团出席了在中国厦门举行的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

作论坛投资、 贸易、 旅游部长级会议。 而后， 双方签订了关于贸易与投资

保护及避免双重征税等双边协议。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 １９８７ 年， 两国进出口商品贸易总额为 ３７００ 万

美元， 其中中方出口 ７９９ 万美元， 进口 ２９０２ 万美元。 中方出口商品主要

有食品罐头、 棉织品和轻工业品。③ ２０００ 年， 两国双边贸易总额达到

２ ２６ 亿美元。 其中中方出口 ２５００ 万美元， 进口 ２ ０１ 亿美元。 贸易总额

和进口额分别增长了 ９６ ６％和 １３４ ８％ 。
近年来，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对原材料的需求急剧增加。 而巴布亚新

几内亚拥有丰富的渔业、 林业、 矿产、 油气等资源， 因此， 两国贸易取得

长足进展。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 ２０１０ 年， 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 １０ 亿美元大

关， 达到 １１ ３ 亿美元， 中国一跃而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第四大贸易伙伴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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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新华月报》 １９７６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１９６ ～ １９７ 页。
孙道章： 《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 《世界地理》 １９８３ 年第 ３ 期， 第 ９４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 《中国外交概览 （１９８８）》，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８８， 第 ３９２ 页。
《加强合作 　 共同面向未来》， 国际商报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ｈａｎｇｂａｏ ｎｅｔ ｃｎ ／ ｅｐａｐｅｒ ／
ｇｊｓｂ ／ ２４３５０２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浏览。



并连续 ５ 年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五大进口来源国。 ２０１４ 年， 两国双边

贸易额超过 ２０ 亿美元， 其中中方出口 ６ ３７ 亿美元， 进口 １４ １６ 亿美元。
巴布亚新几内亚已超过马绍尔群岛成为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最大的贸易

伙伴。① ２０１５ 年， 两国双边贸易额达到 ２７ ９８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３６ ３％ 。
自 ２０００ 年有数据记录以来， 两国贸易总额增长近 １２ ４ 倍。②

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济结构存在着巨大差异， 在商品贸易上有

一定的互补性。 据中国海关统计， 近年来， 中国出口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产品主要是物美价廉、 深受当地人喜爱的产品， 主要包括： 机械器具及零

件， 钢铁制品， 电机、 电气、 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 塑料及其制品， 橡胶

及其制品， 其他纺织制品， 成套物品， 旧纺织品， 鞋靴、 护腿和类似品及

其零件， 钢铁， 车辆及其零附件 （铁道车辆除外）， 家具， 灯具， 活动

房， 寝具等。 中国从巴布亚新几内亚进口的产品主要是木材及木制品， 木

炭， 矿物燃料、 矿物油及其产品， 沥青， 谷物粉和淀粉， 乳制品。 其中原

材料占全部进口产品的 ９９％ 以上。 中国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热带木

材出口对象国， ２０１３ 年， 出口到中国的原木达 ２５８ 万立方米， 占中国进

口原木总量的 ６ ８１％ ，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继俄罗斯、 新西兰、 美国之

后的中国第四大原木进口国。③

在两国贸易往来中， 总部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上海亚铭桥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前身为巴布亚新几内亚驻上海贸易代表设立的企业） 主要经

营巴布亚新几内亚优质香荚兰豆、 可可、 咖啡、 棕榈油、 ３４ 种热带木材、
金枪鱼、 对虾、 龙虾、 海参等优质农副产品。 同时， 承担巴布亚新几内亚

大量的商务采购任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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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我太平洋岛国最大贸易伙伴》，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

独立 国 大 使 馆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５０２ ／ 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９０１００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浏览。
《立足建交 ４０ 年新起点》， 国际商报第 ８５９７ 期，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李茗、 徐斌、 陈洁： 《巴布亚新几内亚林业概况及木材出口管理》， 《国际木业》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１ 期， 第 １ 页。
上海亚铭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ｓｈｐｕｄｏｎｇ０９８５５５ １１４６７ ｃｏｍ ／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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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双边投资

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展互利经济合作始于 １９８４ 年。
近年来， 随着两国交往的不断扩大， 中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投资总

额逐渐增加。 根据巴布亚新几内亚投资促进局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０６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共吸引外资 ２１ 亿基那 （约合 ７ 亿美元）。 其中中国投资

３ １９７ 亿基那 （约合 １ ０７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１１５４％ ， 成为巴布亚新几内

亚第二大外资来源国。① ２０１３ 年， 中国投资增加到 ４ 亿美元， 投资总额累

计超过 ２０ 亿美元，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最大的投

资目的地国。② 根据 《中国商务年鉴》 统计，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年间， 中国累计

向太平洋岛国直接投资总流量 ７ 亿多美元。 其中投资到巴布亚新几内亚

３ １４ 亿美元， 约占投资总流量的 ４５％ 。③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直接投资流量为 ３０３７ 万美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
中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非金融领域直接投资 ４ ９６ 亿美元。④

中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投资的旗舰项目是拉姆镍钴矿项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签署拉姆镍

钴矿项目合作备忘录。 这是集选矿、 采矿、 冶炼于一体的世界级镍钴矿

项目， 由红土矿露天开采、 矿浆管道输送、 高压酸浸湿法冶金、 深海尾

矿排放等主体工艺和配套设施组成。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拉姆镍钴矿项目在

马当省巴萨穆克冶炼厂奠基， 项目由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与澳大

利亚高地太平洋有限公司合作开发。 其中中方持有项目 ８５％ 的股权，
参与的股东有拉姆镍钴管理 （中冶） 有限公司、 甘肃金川集团有限公

司、 酒泉钢铁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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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跃居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二大投资来源国》， 中国经济网站， ｈｔｔｐ： ／ ／ ｉｎｔｌ ｃｅ ｃｎ ／
ｇｊｚｘ ／ ｄｙｚ ／ ｂｘ ／ ｚｂｈｚ ／ ２００７１２ ／ ０６ ／ ｔ２００７１２０６＿ １３８３１８００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浏览。
《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举行国庆 ６４ 周年招待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

独立国大使馆网站， ｈｔｔｐ： ／ ／ ｐｇ ｃｈｉｎａ －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ｘｗｄｔ ／ ｔ１０８１７５９ ｈｔｍ，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浏览。
喻常森、 常晨光、 王学东： 《大洋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１６ 页。
《立足建交 ４０ 年新起点》， 国际商报第 ８５９７ 期，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方负责工程建设、 提供建设资金以及前期的开发和建设， 总投资约 １８
亿美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包括 ５４ ３ 平方公里的采矿许可区、 冶炼厂、
１３７ 公里矿浆管道和 ５ 万吨级码头等设施在内的拉姆镍钴矿项目竣工，
成为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最大的投资项目， 同时也是中

国企业在海外最大的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投资项目之一。 它的投产， 增加

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矿产品的出口种类， 提升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同时， 缓解了中国镍钴资源供应的严重不足， 推动了两国经贸合作向更

广阔的领域发展。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中国劳务

人员达到 １０１３ 人。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新签承包合同金额

５ ８８ 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 ７ ０４ 亿美元。①

（三）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注册成立的中资企业

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企业 “走出去”
的步伐不断加快。 根据巴布亚新几内亚投资促进局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间， 共有 ２４３ 家中资企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注册成立，
长期保持着第二大亚洲投资国地位， 为当地居民提供了近 ２０００ 个就业

岗位。 中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投资领域广阔， 首先是大型资源类项

目， 其次集中在批发和零售行业， 再次为制造业。 具体内容参见表

７ － ４。

表 ７ －４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注册成立的中资企业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经营项目

１ 矿产资源开发类企业

拉姆镍钴管理（中冶）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镍钴矿开采、冶炼、加工

中国恩菲巴布亚新几内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镍钴矿开发项目总承包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巴

布亚新几内亚公司
２０１０ 年 油气勘探领域项目承包

４２３

①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５， 第 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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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经营项目

２ 建筑工程类企业

中国四川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８５ 年 房地产开发

现代建筑工程公司 １９９１ 年 中小规模建筑工程、装饰装修

中建投（原名北新建材，中国建材全资子公司）巴
布亚新几内亚有限公司

１９９２ 年 建筑材料销售

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公司 １９９６ 年 工程承包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

公司
１９９９ 年 工程承包

广东建工对外建设有限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分公

司
２００７ 年 工程承包

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巴布亚新几

内亚公司
２００７ 年 工程承包

中冶实久建设有限公司（后合并于中国十九冶集

团有限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公司
２００７ 年 建筑类工程承包

中冶二十冶东方之星建设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工程承包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公司 ２００９ 年 建筑类工程承包

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公司 ２０１０ 年 电力设施项目承包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建筑类工程项目承包

中国沈阳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巴布亚新几

内亚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工程承包

中国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工程承包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工程承包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公

司
２０１４ 年

建筑工程总承包及工程勘测、设
计、施工、咨询、项目管理

３ 木材加工类企业

海桥有限公司 １９９４ 年 木材采伐、加工和销售

福森实业有限公司 １９９６ 年 原木生产、加工及木制品出口

龙港（中国）实业有限公司 １９９６ 年 原木生产、加工及木制品出口

吉鑫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 年 木材采伐

ＫＫ 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５ 年 木材加工、销售

北方木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木材加工

宁波雅利木业有限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分公司 ２００６ 年 木材采伐

５２３



续表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经营项目

巴布亚新几内亚木材加工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木材加工

浙江富得利木业有限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分公司 ２００８ 年 木材加工

４ 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服务类企业

中国 － 巴布亚新几内亚合作公司 １９８７ 年 纺织品和服装批发、零售

莫尔兹比（中国）包装有限公司 １９９２ 年 纸箱等包装产品销售

中国 － 巴布亚新几内亚华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 年 手袋及服装生产、销售

５ 轻工产品生产类企业

巴布亚新几内亚盐业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 年 食盐销售

南洋化工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利用椰子壳生产活性炭

６ 通讯类企业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公司 ２００９ 年 通讯工程项目承包

中兴通讯巴布亚新几内亚公司 ２０１２ 年 通讯工程项目承包

７ 金融类企业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福建分行巴布亚新几内亚工作

组
２０１２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项目的贷款融资

业务

　 　

随着中资企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越来越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３ 日， 巴布

亚新几内亚中资企业商会在莫尔兹比港成立， 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兼巴布亚新几内亚公司总经理吴东正任会长，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

技术合作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分公司总经理罗浩中、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公司副总经理马建华任副会长， 会员单位共计

２３ 家。
（四） 中资企业承揽的建设项目

巴布亚新几内亚矿产资源、 能源资源丰富， 特别是铜、 钴、 镍、 石油

和天然气等与中国有很强的互补性。 同时， 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的快速发

展也对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 随着巴布亚新几内亚投

资环境的不断改善， 一大批中资企业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 两国在矿产资

源开发、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取得重大进展。 据 《中国商务年鉴》
统计，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２ 年间， 中国在南太平洋建交岛国的工程承包合同额累

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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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达 ３４ ７ 亿美元， 其中巴布亚新几内亚占 ２８ １４ 亿美元。①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年底， 中国承包的工程合同总额达 ６７ ０９ 亿美元。
目前，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占有一定市场份额的中国著名企业有中国海

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威海国际经济技

术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建工对外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

限公司、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全

资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电工）、 中铁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中国铁建全资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国机

集团） 和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等。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 中国海外工程总公司 （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

前身， 是中国中铁全资子公司） 以 ８０００ 万美元中标了中央省柏瑞那

（Ｂｒｅｎｎｅｒ） 至海湾省马拉拉瓦 ８０ ６ 公里的公路项目， 实现了中国在巴布

亚新几内亚大中型项目承包零的突破。 而后， 公司又承建了莫罗贝省睦蒙

至布洛洛公路 ３６ 公里的改造项目 （合同额 ２３３０ 万美元）、 马当省卡卡公路

７８ 公里的建设项目 （合同额 １０３２ 万美元）、 东新不列颠省科科波公路升级

建设项目 （合同额 ３５９ 万美元）、 科科波中学校舍建设项目 （合同额 ２７９ 万

美元）、 财政部住房工程项目等。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签订了恩加省波格拉至赖亚

更 ６５ 公里、 南高地省门迪至恩加省坎德普 ５０ 公里的公路升级维修项目， 合

同额 ２ １３ 亿美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获签了西高地省芒特哈根机场和西新不列

颠省霍普金斯机场建设项目， 合同额 ４８９２ 万美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该公司承

揽的房建、 公路、 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达 １００ 多个， 合同总金额超过

９ 亿美元， 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中资承包商。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承建了科科波第三城

区供水项目， 合同额 ９７０ 万美元。 而后， 又陆续承建了国防军医院改扩建

工程、 马当市污水处理工程 （合同额 ４０１ 万美元）、 外拜克供水工程 （合
同额 ６４０ 万美元）、 马拉邦戈学校维修工程 （合同额 ２４０ 万基那）、 北新

７２３

① 喻常森、 常晨光、 王学东： 《大洋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１７ 页。



建材仓库工程等， 并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水局签署了 《战略经济合作伙伴

关系协议》。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向巴布亚新几内亚 ＰＭＣ 公司出售了

１６ 个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基站， 这是中国企业首次打入该国电信市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又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签订电子身份识别系统合同， 为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选举、 医疗部门、 国家统计局和其他部门提供数据服

务， 总金额 ７６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项目交付使用。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广东建工对外建设有限公司中标了东高地省戈罗卡大

学学生宿舍建设项目， 以及西部省莫海德 （Ｍｏｒｅｈｅａｄ） 地区小学扩建项

目、 农村饮水打井项目及太阳能照明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中标了戈罗卡

大学助产学校建设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铁建） 所属电气化

局承建了莫尔兹比港 “远景城” 超市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交付使用后， 经

营面积达 １ 万平方米， 拥有 １０００ 个停车位， 是太平洋岛国地区最大的超

级市场。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的前身）

中标了东高地省 １８ 兆瓦的扬开趾坝 （Ｙｏｎｋｉ Ｔｏｅ ｏｆ Ｄａｍ） 水电站设计、 采

购、 施工总承包项目， 合同额约 ２６００ 万美元， 标志着中国在南太平洋地

区电力工程市场实现了零的突破。 ２０１２ 年项目竣工后， 开始向东高地省、
莱城、 马当等地送电。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国际公司承建了所罗门群岛驻

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项目。 ２０１３ 年， 承建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房

建项目常青集团二期远景城市酒店公寓综合楼、 莫尔兹比港市政厅办公

楼、 太平洋运动会运动员村等项目， 合同总金额 １７ 亿元人民币 （约合

２ ７９ 亿美元）， 成为当地最大的外资建筑承包企业之一。①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８２３

① 《中铁建工国际公司拓展海外市场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外资承包商之一》， 中华人民

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ｃａｆｉ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ｈｙｚｃ ／ ｔｏｎｇｊｉｘｕｅｈｕｉ ／ ２０１３１２ ／ ２０１３１２００４３０８７６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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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司又中标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筑面积 ２２４７７ 平方米的国家法院综合

体项目， 合同额 ８ ５ 亿人民币 （约合 １ ２２４ 亿美元）。
２００９ 年，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公司承建了莫尔兹

比港霍霍拉区第 ４２９ 区段梦幻酒店项目。 ２０１０ 年， 签约了霍霍拉区外加

尼大道商用楼、 格兰威尔米林奇 ２４ 段住宅楼和休闲俱乐部、 太古集团所

属蒸汽船贸易有限公司 （Ｓｔｅａｍ Ｓｈｉｐｓ Ｌｔｄ ） １ ３ 万平方米的迎风公寓项目

（合同额 ２６００ 万美元）①， 以及莫罗贝省装机容量 ９ ４ 兆瓦的布洛洛水电

站项目等， 合同额 ８７７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１ 年， 签约了莫尔兹比港 １ ９ 万平方

米的海港写字楼工程， 合同额 ５１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４ 年项目竣工， 成为莫尔

兹比港市区的标志性建筑）。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签约了莫尔兹比港 ２ ９８ 万平

方米的海景国际花园工程， 合同额 ５２００ 万基那 （约合 ２０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签约了太平洋运动会运动员村餐厅项目 （第一个政府合作

项目）， 合同额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约合 ４８０ 万美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该公司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已承接了公寓、 办公楼、 啤酒厂、 水电站等 １０
多个项目， 合同总额达 １２ 亿元人民币。②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中国沈阳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签约了马当市太

平洋渔业工业园优惠贷款项目总承包合同， 项目总额 ９５００ 万美元， 建设

内容包括 ４ 个渔码头、 １ 个四万吨级的集装箱多用途码头以及水厂、 电

厂、 制冷厂、 道路等基础设施。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中交集团） 所属中

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公司中标了莱城港潮汐码头一期

工程， 合同额 ７ ３４ 亿基那 （约合 ２ ８６ 亿美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签约了莫

尔兹比港 ２２ 公里 ＮＣＤＣ 道路改造项目， 合同额 ３ １８ 亿基那 （约合 １ １４
亿美元），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首都地区交通拥堵问题。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签约了莱城 ５００ 万升油罐项目， 合同额 １２００ 万基那 （约合 ４３２ 万美元）。

９２３

①

②

《中铁建设集团海外分公司打开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筑市场》， 中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网

站，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报道。
《中铁建设集团受邀出席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 ４０ 周年庆祝活动》， 中国铁建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ｒｃｃ ｃｎ ／ ｇ６７４ ／ ｓ１６８７ ／ ｔ５４０１０ ａｓｐｘ，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浏览。



１２ 月， 签订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公路网桥梁改建工程中的六座双车道、
钢混结构桥梁施工项目， 合同额 ３３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中标了新莱

城饼干厂项目， 合同额约 １３１５ 万美元； ８ 月， 签约了西高地省 １３ ７ 公里

公路改造项目， 合同额约 １ 亿美元。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签订了马努斯机场升

级改造项目， 合同额 ９９６４ 万基那 （约合 ３１４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中铁国际经济合作有限公司与莫罗贝省签订了高地公路改

造升级项目莱城市主城区—瓦乌段 ９ 公里的路段， 合同额约 １ ３２ 亿美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工程） 签约了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公路奇森波伊

（Ｋｉｓｅｎｅｐｏｉ） —考盖尔河 （Ｋａｕｇｅｌ Ｒｉｖｅｒ） 段升级改造项目， 包括道路、 桥

梁、 涵洞的升级改造和扩建工程， 合同额 １ ７ 亿美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了莫罗贝省布洛洛地区

桥梁改造工程。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签约了新爱尔兰省纳马塔奈城区全长 １１ ９
公里的公路改造升级工程合同。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与新爱尔兰省政府签订了

全长 １１ 公里的纳马塔奈西海岸二期合同。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湖南澧水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全资子

公司澧水清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简称澧能公司） 签约了中央省布朗河

埃德伍 （Ｅｄｅｖｕ） 水电站项目， 合同额 １２ ５ 亿元人民币 （约合 ２ ０５ 亿美

元）， 设计装机容量 ５１ 兆瓦， 年发电量 ２ ４ 亿千瓦时。 该水电站是目前巴

布亚新几内亚已建和在建项目中装机容量的最大水电站项目， 计划 ２０１９
年年底投产发电。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标了莫尔兹比港艾拉海

滩住宅办公楼项目， 合同额 ２６１０ 万元人民币 （约合 ３９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江苏镇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了莫尔兹比港住宅楼

项目， 合同额 ２６００ 万美元， 建筑总面积 ２３５００ 平方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中国建筑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央水务公司签署了莫尔

兹比港内陆区域污水处理设施项目合同， 合同额 １ ８ 亿美元。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中济建设有限公司中标了莱城市北新建材商场建设项

目， 合同额 １ １７５２ 亿元人民币 （约合 １７６０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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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援助

自 １９７８ 年起， 中国开始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援助， 涵盖了基础设

施、 农业、 医疗卫生、 教育、 工业等诸多领域。① 但更多的是根据对方的

需求提供相应的援助。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９ 年间， 中国向南太平洋 ７ 个建交岛国

援助累计达到 １４ １９ 亿美元， 其中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 ３６ 亿美元， 约

占援助总额的 １６ ６３％ 。② 近年来， 中国的援助总额快速增长， 已成为巴

布亚新几内亚的主要援助国之一。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

仇伯华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秘书长迈克尔·毛伟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ｕｅ）
签署 《关于中国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提供无息贷款的经济技术合作

协定》， 以及关于提供 ８８００ 万美元优惠贷款， 实施巴布亚新几内亚电

子政务网项目 （ ＩＧＩＳ） 和社区学院远程教育网二期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袁兴永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库部部长帕特里

克·普鲁埃奇在莫尔兹比港签署优惠贷款协议， 用于实施莫尔兹比港

道路改造。
（一） 农业技术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 巴布亚新几内亚每年需进口大量的粮食， 小麦

高达 ２ 亿基那 （约合 ６６７０ 万美元）， 大米 ３ 亿基那 （约合 １ 亿美元）。
为解决巴布亚新几内亚粮食匮乏问题， １９９７ 年， 以福建农林大学菌

草研究所所长林占熺为组长的中国食用菌专家组赴东高地省鲁法地区， 实

施皇竹草食用菌技术、 旱稻技术援助项目。 通过举办技术培训班， 发展了

菌草种菇， 培育了 “金山 １ 号” 多年生旱稻， 创造了两项世界纪录， 一

是旱稻每公顷单季产量达 ８ ５ 吨， 二是播种一次可收连续收割 １３ 次， 且

每公顷单季产量都达到 ４ ～ ７ 吨，③ 刷新了东高地省没有稻谷种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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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喻常森、 常晨光、 王学东： 《大洋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３０５ 页。
喻常森、 常晨光、 王学东： 《大洋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２１ 页。
《林占熺： 世界菌草技术之父》， 《福州晚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福建省与东高地省签署 《福建省援助东高地省发展菌草、
旱稻生产技术项目协议书》， 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食用菌生产示范基

地， 培训技术人员 ９５ 人。 目前， 该项目已实施了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的两期援助计划， 被巴布亚新几内亚媒体称为 “来自中国的最好

的礼物”。①

１９９８ 年起， 广东省农牧业国际合作公司派遣 ５ 名农业技术专家， 开

始援助恩加省坎德普地区综合性农业研究， 进行小麦、 玉米、 蔬菜等农作

物示范种植、 加工技术推广， 以及养猪、 养鸡等技术培训， 并提供必要的

种子、 肥料、 农药、 种猪、 鸡苗和生产设备等。②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共执行

了六期援助计划， 援建了坎德普农业试验站、 面粉加工厂、 两台发电机

组， 培育了适应性强、 耐寒高产的春小麦， 帮助当地人民掌握了农业机械

技术， 引进外来良种， 杂交优化本地猪种， 为当地人民提供了适合本地生

长的优质猪苗， 推动了当地养猪业的发展。 １２ 月 ２３ 日， 驻巴布亚新几内

亚大使魏瑞兴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计划与监控部秘书长利朗 （Ｌｉｒｏｎ）
签署并互换了 《交接证书》， 坎德普农业试验站及农业技术合作项目移交

给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湖南省农业厅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农业与畜牧业部签署

农业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 随后， 派遣 ２ 名水稻专家， 提供杂交水稻种

子，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提供的面积 １ 公顷、 灌溉条件良好的土地上试

种两季水稻， 并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培训技术人员， 为期一年。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广东农垦同巴布亚新几内亚农业与畜牧业部在广州签

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同年， 中国政府提供了 ６５４０ 万美元的优惠贷款， 用

于执行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农业发展计划。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作为全国首批 ５５ 家 “国际科技合

作基地” 之一， 派专家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指导农业生产， 一批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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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对外开放 ３０ 周年回顾展》， ｈｔｔｐ： ／ ／ ｋａｉｆａｎｇｚｈａｎ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 ／ ｉ ／ ２００９０２ ／
２００９０２０６０２８６３５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浏览。
饶仕军：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坎德普地区的养猪经验介绍》， 《广东畜牧兽医科技》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５０ ～ 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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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农业技术和优良品种在当地 “生根开花”。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湖北大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派出 ５ 人组成的

农业技术小组， 援助西高地省芒特哈根市哈根农业技术合作项目， 将

“扬稻 ６ 号” “旱稻 ５０２ 号” “旱稻超 ５０２ 号” 等品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试

种推广成功， 改变了当地人民的饮食结构， 有效缓解了当地粮食紧缺的局

面，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电视台进行了专题报道。
（二） 基础设施

中国政府投资上亿元人民币， 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工业建筑工

程、 民用建筑工程、 公共建筑工程等设施建设。
１９９０ 年， 山东青岛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承建的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

藤编培训中心 （含培训主楼、 洗藤棚、 洗藤池） 项目竣工， 总投资 ８７ ６
万元人民币 （约合 １６ ８ 万美元）。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援助

莫尔兹比港韦盖尼区体育中心项目竣工， 建筑面积 ２ 万平方米。 这是中国

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个大型体育设施项目， 保证了当年南太平洋运动

会的使用。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中国政府援建的东高地省亨格诺菲村民住宅项目建成

移交。
２００５ 年，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援建的莫尔兹比港通往

中央省巴巴利利镇 １８ ６ 公里的公路升级改造项目竣工， 总金额 ３２０ 万

美元。
２００８ 年， 广东建工对外建设有限公司援建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府

修缮和办公人员住宅新建项目竣工。 １２ 月， 由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

司出资 ２０００ 万基那建造的通往拉姆镍钴矿的拉姆河大桥竣工。
２０１０ 年， 山东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山东高速集团全资子公司）

援建的东塞皮克省韦瓦克体育场项目竣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中国政府提供 ２２００ 万基那援建的通往拉姆镍钴矿的

尤亚公路竣工。 １１ 月， 为迎接 ２０１５ 年第十五届太平洋运动会和 ２０１８ 年

ＡＰＥＣ 会议， 中国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援建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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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中心项目在莫尔兹比港动工。 该项目建筑面积 ９８７５ 平方米， 总金额

１ １７ 亿元人民币 （约合 １９００ 万美元）， 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援助太平洋

岛国最大的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正式启用， 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新的标志

性建筑。
（三） 工业生产

１９８２ 年 ４ 月， 广东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派出 ２ 名专家到东塞皮克

省韦瓦克藤编技术培训中心进行技术指导。 在三年的时间里， 使当地人掌

握了 ２５ 种藤家具制作技术和 １５ 种藤编制品的编织技术。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中国政府贴息贷款援建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盐业公司精

盐厂建成投产。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援建的 １３３０ 平方

米的莱城市水产品加工厂和冷藏库项目交付使用， 这是中国援建的第一个

生产性项目， 总金额 ３６０ 万美元。
２００９ 年， 中国政府提供 ９５００ 万美元优惠贷款， 在马当市太平洋渔业

工业园区建立了 １０ 个大型金枪鱼加工厂。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中国舟山震洋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投资 ２０００ 万美元， 在

马当市太平洋渔业工业园区建立了水产品加工厂； ５ 月， 浙江舟山海力生

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９２３ 万美元， 在莱城市建立了金枪鱼加工基地， 年处理

金枪鱼原料能力 １ ５ 万吨， 产出冻、 煮金枪鱼鱼柳 ６０００ 吨， 年产值 ３０００
万美元， 经营期 ３０ 年。

（四） 物资援助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艾塔佩海啸发生后， 中国政府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提

供了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援助。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北京国电华北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援助了 ５０ 套风 ／光发

电装置， 用于解决莫尔兹比港学校、 教堂、 医院的用电问题。
２００４ 年， 中国政府向巴布亚新几内亚赠送了 ３ 辆越野型警车、 ２ 辆救

护车和 １ 辆越野型公务车， 价值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０５ 年， 中国政府援助东新不列颠省约克公爵群岛价值 １８ 万美元的

风力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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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年， 中国政府援助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现汇， 用于巴布亚新几内亚

警察总署购买通信和交通设备。

七　 教育领域的交流

（一） 人员培训

１９８６ 年起， 中国教育部每年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 ２ 个政府奖学金

名额 （２００４ 年增加到 ４ 名； ２００８ 年增加到 ３０ 名； ２０１６ 年增至 ３５ 名。）。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已有 ３００ 多名学生获中国政府留学奖学金， ４００ 多名政

府官员受邀到中国参加各类培训。
（二） 教育项目援建

２００１ 年， 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援助的莫罗贝省玛克哈姆

（Ｍａｒｃｈａｍ） 国家中学项目竣工移交。 该项目建筑面积 ９７００ 平方米， 包括

教学楼和食堂各一幢、 学生宿舍和教工住宅 ２８ 幢。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中国政府援建的新爱尔兰省纳马塔奈地区两所小学竣

工。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兼

贸易与工业部部长艾伦·马拉特签署 《关于教育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 而后， 中国政府无偿援助的沃达尔大学教师公寓和学生宿舍扩建项

目、 巴布亚新几内亚科技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系教学楼重建项目换文确认

（２００８ 年竣工移交）。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李克强副总理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期间， 签署了两国

政府间的框架协议， 中国政府提供 ２２００ 万美元的优惠贷款， 援助戈罗卡

大学学生宿舍扩建项目建设。 这是中国政府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实施的第一

个优惠贷款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举行了戈罗卡大学学生宿舍第一期启用

典礼、 第二期至第四期奠基仪式。 戈罗卡大学学生宿舍 （一期） 工程质

量过硬， 被称为 “太平洋岛国地区大学校舍建设经典之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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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广东建工对外建设有限公司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国际商报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ｈａｎｇｂａｏ ｎｅｔ ｃｎ ／ ｅｐａｐｅｒ ／ ｇｊｓｂ ／ ２４３４９９ ｈｔｍ，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９ 日浏览。



（三） 开展合作办学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中国教育部发文原则同意江西理工大学与巴布亚新几

内亚大学筹建孔子学院， 以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①

八　 文化领域的交流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 重庆市杂技团赴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演出， 在当地居

民中引起巨大反响。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 湖南省杂技团赴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

演出。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 中国文化考察组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②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 山东省济南市魔术杂技小组参加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 １０ 周年庆典

演出； １０ 月， 中国足球队赴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访问比赛。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中国少年儿童杂技团应邀对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演出 ２９ 场。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 河北省杂技团赴莫尔兹比港进行访问演出。 １９９６ 年， 中国杂技小组

赴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演出。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山东省济南市杂技团、 吕剧

团应邀参加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 ２５ 周年庆典演出。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天津

市华夏未来少儿艺术团赴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演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为庆

祝两国建交 ３５ 周年， 广东省友好代表团及广东省艺术团到巴布亚新几内

亚访问演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河南省少林武术团赴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演

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重庆市杂技艺术团应邀参加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 ４０ 周

年庆典演出。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广东省深圳市艺术团赴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

演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在中国上海举办第四十一届世界博览会期间， 巴布亚

新几内亚艺术团带来了充满海岛风情的表演， 演员们身着草裙翩翩起舞，
展示了热情奔放的民族特色。

２００８ 年， 中国著名环球旅行家、 《行家》 旅游杂志主编梦野到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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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朱虹副省长赴教育部汇报工作并争取政策、 项目和资金支持》， 江西教育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ｘｅｄｕ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ｊｘｊｙｄｔ ／ ｊｙｔ ／ ２０１３ ／ ０５ ／ ２０１３０５２３０９３２５１２９２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９ 日浏览。
世界知识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世界知识年鉴 （１９８３）》，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８３， 第 ３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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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对外关系

亚新几内亚拍摄了电视片 《巴布亚新几内亚： 重返伊甸园》， 出版了

《天堂鸟的国度———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著之旅》 一书。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为

表彰他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旅游文化传播所做的贡献， 保莱阿斯·马塔内

总督授予梦野 “国家荣誉勋章”。①

九　 卫生方面的交流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 中国卫生部选派以著名中医针灸专家杜晓山为组长的

针灸医疗小组赴莫尔兹比港、 马当市进行交流、 培训， 传授中国的针灸

技术。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两国签订 《关于中国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派遣援外医疗

队的议定书》。 １０ 月， 由重庆市卫生局承派的中国首批医疗队 １０ 名医护

人员赴莫尔兹比港总医院开展医疗援助工作。 此后， 每两年派遣一批医疗

队。 重点开展疟疾、 登革热等流行疾病的救治工作。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中国政府共派出七批援外医疗队， 共计 ７０ 人次。② 在众多援助国和国际组

织中， 中国是目前唯一向巴布亚新几内亚长期提供人力资源援助的国家。
２００２ 年起， 中国政府决定每年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无偿提供价值约 ３０

万元人民币 （约合 ３ ６ 万美元） 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２００４ 年赠送了两辆

救护车， 并提供价值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约合 ６０ 万美元） 的药品和医疗器

械， 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防治艾滋病。 ２００６ 年赠送了 １０ 万美元的抗疟疾

药物。 ２００８ 年， 为海湾省多拉玛 （Ｔａｕｒａｍａ） 医院捐赠了 １３ 万美元的药品

和医疗器械。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中国政府已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捐赠了

１３ 批抗艾滋病药品和器械、 抗疟疾药品以及其他日常药品和医疗器械。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中国政府援建巴布亚新几内亚东新不列颠省桑蓬

（Ｓａｍｐｕｎ） 地区乡村诊所项目举行交接仪式。③ １２ 月， 针对霍乱疫情在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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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环球 旅 行 家 梦 野 荣 获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国 家 荣 誉 勋 章 》， 搜 狐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ｓｈ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２００９０５１１ ／ ｎ２６３８９６０２５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９ 日浏览。
《援外医疗队派遣情况一览表 （１９６３ ４ ～ ２０１２ １２）》， 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５０ 周年网站，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ｎｔｖ ｃｎ ／ ｓｐｅｃｉａｌ ／ ｙｕａｎｗａｉ ／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浏览。
医疗人才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ｙｌｒｃ ｃｏｍ ／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浏览。



布亚新几内亚全国蔓延， 中国红十字会提供了 ５ 万美元的捐款。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东海舰队 “和平方舟” 号医院船抵达莫尔兹比港进行人道主义医疗

服务。

十　 军事方面的往来

进入 ２１ 世纪前后， 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十分频繁。 巴布亚新

几内亚国防部部长彼得·瓦伊恩 （Ｐｅｔｅｒ Ｗａｉｅｎｇ， １９９９ ５）、 基尔罗伊·吉

尼亚 （２００１ ７）、 马修·古巴戈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Ｇｕｂａｇ， ２００５ ９）、 鲍勃·达达

埃 （２００８ ５）、 费边·伯克 （２０１３ １）， 以及国防军司令彼得·伊劳准将

（２００９ ６）、 吉尔伯特·托罗波准将 （２０１６ １０） 陆续访问了中国； 中央军

委副主席、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上将 （２００２ ９）， 中央军委委

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 （２００９ １０）， 中国人民解放军

副总参谋长吴铨叙上将 （２０００ ７） 等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中国政府向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提供了 ２ 名军官培

训名额。 ２００４ 年起， 培训名额增加到每年 ５ 名。
２００３ 年， 中国国防部向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提供了 ２００ 万元人民

币的军援项目。 ２００５ 年， 为国防军陶洛马军医院改扩建项目援助 ４０ 万美

元。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提供了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军用物资援助， 加强国防军建

设。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中国累计向巴布亚新几内亚军方提供了 ６ 批共计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约合 ２９３ 万美元） 的后勤军用物资。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提供

了 ２００ 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用于采购装甲车、 运兵车和制服等。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冷振庆少将率领由

“郑和”号远洋训练舰与 “绵阳” 号导弹护卫舰组成的远航训练编队抵达

莫尔兹比港。 这是两国建交以来，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首次访问巴布亚新几

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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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大事年表

约 ５ 万年前　 　 　 　 　 　 　 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部莎糊大陆开始有人居住，
他们是最早、 最古老的巴布亚人。

约 ９０００ 年前 巴布亚人进入磨制石器时代， 开始了原始农业

和家畜饲养业， 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农业文化之

一。
３５００ 年前 巴布亚人在探寻新陆地过程中， 逐渐散布到新

不列颠岛、 新爱尔兰岛以及所罗门群岛中的部

分岛屿。
１５１１ 年 葡萄牙探险家弗朗西斯科·塞拉诺在赴摩鹿加

群岛途中首次发现新几内亚岛。
１５２６ 年 葡萄牙探险家若热·德·梅内塞斯登上新几内

亚岛西北部， 将该地命名为巴布亚。
１５２８ 年 西班牙探险家阿尔瓦洛·德·萨维德拉在考察

了新几内亚岛北部海岸， 将其命名为 “黄金

岛”。
１５４５ 年 西班牙探险家奥尔蒂斯·德·雷特斯登上新几

内亚岛西北海岸， 将该地命名为新几内亚。
１６０６ 年 西班牙探险家路易斯·韦兹·德·托雷斯考察

了巴布亚半岛东部和东北部海岸， 发现了东部

海域中的路易西亚德群岛。
１６０６ 年 荷兰航海家威廉·詹茨考察了新几内亚岛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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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海岸。
１６１６ 年 荷兰航海家雅各布·勒·梅尔和威廉·斯考滕

发现阿德默勒尔蒂群岛、 新不列颠岛、 新汉诺

威岛和新爱尔兰岛等。
１６４３ 年 荷兰航海家阿贝尔·塔斯曼考察了新几内亚

岛， 发现了利希尔群岛。
１６９９ 年 威廉·丹皮尔沿新几内亚岛北海岸向东航行，

为新不列颠岛命名， 绘制了新爱尔兰岛和新不

列颠岛的海岸线。
１７６７ 年 英国航海家菲力普·卡特利特发现约克公爵群

岛、 卡特利特岛， 并为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命

名。
１７６８ 年 法国航海家路易斯·安托万·德·布干维尔发

现布干维尔岛。
１７９３ 年 法国航海家丹尼斯·德·特罗布里恩、 安托

万·布吕尼·当特尔卡斯托分别发现了特罗布

里恩群岛和当特尔卡斯托群岛。
１８４７ 年 罗马天主教圣母会传教士在伍德拉克岛建立了

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第一个传道站。
１８７１ 年 俄国生物学家尼古拉·米克吕霍·麦克莱成为

第一位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科学家。
１８７３ 年 英国航海家约翰·莫尔兹比在巴布亚半岛南部

海岸探险航行时， 将发现的天然良港命名为莫

尔兹比港。
１８７４ 年 伦敦传道会传教士威廉·乔治·劳斯夫妇在莫

尔兹比港附近的哈努阿巴达村建立了传道站，
成为新几内亚岛传教中心。

１８７５ 年 意大利科学家卢伊季·达尔伯蒂斯赴巴布亚湾

一带进行科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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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１８７５ 年 基督教新教卫理公会传教士乔治·布朗在约克

公爵群岛建立中心传道站。
１８７５ 年 英国皇家海军舰艇 “挑战者” 号在远洋科学

考察时， 同行的科学家对马努斯岛西部进行了

为期一周的科学考察。
１８７７ 年 英国政府委派阿瑟·戈登为西太平洋高级专

员， 辖区包括新几内亚岛东部。
１８７７ 年 伦敦传道会传教士詹姆斯·查默斯夫妇在苏奥

建立传道站。
１８８０ 年 德国政府支持银行家阿道夫·冯·汉泽曼成立

新几内亚公司， 在南太平洋地区发展种植园经

济。
１８８２ 年 法国天主教圣心会传教士路易斯·安德烈·纳

瓦尔在新不列颠岛东部马图皮特建立传教中

心。
１８８２ 年 德国政府派人到俾斯麦群岛建立种植园， 迈出

了在南太平洋地区殖民扩张的第一步。
１８８３ 年 法国政府派军队占领新几内亚岛的东南部， 并

改名为新爱尔兰。 但旋即退出。
１８８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 德国政府宣布新几内亚岛东北部为德国领地，

并命名为威廉皇帝领地。
１８８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 英国宣布新几内亚岛东南部以及南纬 ８°以南

珊瑚海中各岛屿为英国的保护地， 统称为英属

新几内亚领地。
１８８４ 年 德国鸟类学家和人种学家奥托·芬斯克沿新几

内亚岛东北海岸、 塞皮克河进行考察， 并负责

开拓德国的保护地。
１８８５ 年 ４ 月 英、 德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新几内亚岛东半部以

马勒山脉的山脊为界， 南北分属于英国和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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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５ 年 ５ 月 德国政府授权新几内亚公司管理德属新几内亚

领地， 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个欧洲殖民政

府的管理机构， 古斯塔夫·冯·厄尔岑任第一

任专员。
１８８５ 年 ８ 月 英国西太平洋高级专员在英属新几内亚领地建

立殖民政府机构， 彼得·斯克莱奇利被任命为

第一任特派专员。
１８８５ 年 法国天主教圣心会传教士詹姆斯·格里芬·韦

尔瑞和意大利的萨尔瓦托·加斯巴拉、 尼古

拉·马可尼到尤尔岛开展传教活动。 此后， 这

里成为新几内亚岛传教总部。
１８８６ 年 德国路德教派传教士约翰·弗莱尔在辛邦建立

了第一个传道站和学校。
１８８６ 年 德国将俾斯麦群岛与威廉皇帝领地统称为德属

新几内亚领地。
１８８８ 年 英属新几内亚领地以行政官代替特派专员， 威

廉·麦格雷戈被任命为第一任行政官。
１８８８ 年 中国人以劳工的形式首次进入巴布亚新几内

亚， 揭开了当地华人的历史。
１８８８ 年 米西马岛采金业起步， 揭开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黄金开采的历史。
１８９０ 年 英属新几内亚领地政府通过招募斐济人和所罗

门岛民， 成立了武装警察队伍。
１８９１ 年 卫理公会传教士威廉·布罗米洛等在当特尔卡

斯托群岛、 路易西亚德群岛开展传教活动， 并

在多布岛建立了传教总部。
１８９１ 年 伦敦传道会传教士查尔斯·阿贝尔在夸托岛创

办传道站。
１８９５ 年 ５ 月 英国与荷兰缔结条约， 正式划定英属新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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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地与荷属新几内亚领地以东经 １４１°为分界

线。
１８９６ 年 德国植物学家卡尔·劳特巴赫深入马当内地和

拉姆山谷进行考察。
１８９９ 年 ４ 月 德国政府接管德属新几内亚领地行政管理权，

冯·贝宁森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督， 将行政中心

设在赫伯特肖赫 （今称科科波）。
１８９９ 年 １１ 月 英、 德两国签署 《柏林条约》 所罗门群岛中

的布干维尔岛、 布卡岛等成为德属新几内亚

领地的一部分。
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接管英属新几内亚领地统治

权。
１９０６ 年 ９ 月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 《巴布亚法》， 英属新

几内亚领地改称澳属巴布亚领地。
１９０９ 年 澳大利亚与德国边界委员会重新树立了澳属巴

布亚领地和德属新几内亚领地界标。
１９１０ 年 德属新几内亚领地首府由赫伯特肖赫迁往拉包

尔。
１９１４ 年 ９ 月 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占领拉包尔， 接管了德属新

几内亚领地。
１９２０ 年 根据 《凡尔赛条约》， 澳大利亚取得了原德属

新几内亚领地的委任统治权。 而后， 联邦议会

通过 《新几内亚法》， 成立了文官政府。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３ 日 拉包尔城 ３０００ 多名雇工举行大罢工。 这是巴

布亚新几内亚历史上第一次工人罢工事件。
１９３２ 年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修改 《新几内亚法》， 新几

内亚委任统治地成立立法委员会和政务委员

会。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拉包尔火山喷发， 导致 ５０７ 人死亡， 拉包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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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摧毁， 澳属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首府迁往莱

城。
１９３９ 年 华人救济会在拉包尔成立， 广东籍华人陈秉达

任主席。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澳属巴布亚领地政府组建巴布亚步兵营。
１９４１ 年年底 科科波附近村民组织 “狗” 运动， 反抗澳大

利亚的统治。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日军占领拉包尔， 被日军建成西南太平洋战场

指挥中心和重要的海空军基地。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日军占领布干维尔岛， 被日军建成 “南进”

太平洋的基地。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澳属巴布亚领地和澳属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合

并成立军政府。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 日军占领新几内亚岛东北部海岸重镇莱城、 萨

拉莫阿、 韦瓦克， 并将韦瓦克建成新几内亚岛

上最大的空军基地。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 珊瑚海海战。 这是历史上航空母舰之间的首次

交锋， 日本海军遭受重创， 中止了对莫尔兹比

港的进攻。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 ～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巴布亚半岛战役， 美澳盟军粉碎了日军从陆路

攻取莫尔兹比港的战略意图。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俾斯麦海海战， 美澳盟军切断了日军对新几内

亚岛守军的补给。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 新几内亚战役， 美澳盟军收复了新几内亚大部

分失地， 打开了通向菲律宾的道路。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起 美澳盟军开始对拉包尔机场和港口实施持续轰

炸行动。
１９４３ 年１１ 月至１９４４ 年３ 月 布干维尔岛战役， 盟军将整个俾斯麦群岛置于

航空火力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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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６ 日 日军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和海军东南方面

舰队司令官草鹿任一在拉包尔向澳军第一军军

长弗农·斯特迪中将投降。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杰克·基思·默里被任命为巴布亚和新几内亚

第一任行政官， 开启了澳属巴布亚和新几内亚

领地文官统治的历史。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联合国大会决议由澳大利亚托管统治原德属新

几内亚领地。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

法》， 将澳属巴布亚领地和新几内亚托管地合

并为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
１９５１ 年 １ 月 北部区拉明顿火山突然喷发， 造成 ２９４２ 人不

幸遇难， 北部区首府哈加图拉遭到破坏， 被迫

迁至波蓬德塔。
１９５１ 年 ９ 月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的行政地位由分区转为

区； 高地地区分为东部高地、 南部高地和西部

高地 ３ 个区； 三角洲区并入海湾区。 至此， 巴

布亚新几内亚下设塞皮克、 马努斯、 莫罗贝、
布干维尔等 １５ 个管理区， 奠定了独立后各省

区划分的基础。
１９５１ 年 澳属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召开一院制议会，

成立立法委员会。
１９５１ 年 新几内亚政府重建太平洋岛屿团， 隶属于澳大

利亚陆军。
１９６２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首次参加在澳大利亚珀斯举办

的英联邦运动会。
１９６３ 年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修改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

法》， 宣布废除原欧洲白人控制的巴布亚和新

几内亚领地一院制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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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３ 年 澳属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成立行政学院。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 澳属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举行首次大选， 选

出了以土著巴布亚人和新几内亚人为主体的新

议会。
１９６５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在莫尔兹比港成立。
１９６６ 年 由海湾区、 东部高地区、 南部高地区和西部高

地区 ４ 区的部分地区析置钦布区； 塞皮克区分

成东塞皮克区和西塞皮克区； 新不列颠区分成

东新不列颠区和西新不列颠区。
１９６６ 年 基督教联合民主党 （后改名为联合民主党）

成立。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 领土国家党 （后改称联合党） 在莫尔兹比港

成立。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 迈克尔·索马雷等创立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

（简称潘古党）。
１９６７ 年 莱城高等技术教育学院 （巴布亚新几内亚科

技大学前身） 成立。
１９６７ 年 戈罗卡师范学院 （戈罗卡大学前身） 成立。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举行第二届众议院选

举， 约翰·吉斯当选为议长。
１９６８ 年 ７ 月 全民党创立。
１９６８ 年 艾伯特·毛利·基基发表 《基基， 万年人

生》， 标志着巴布亚新几内亚新文学正式兴

起。
１９６９ 年 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开采布干维尔区潘古纳铜

矿， 由此引发了布干维尔第一次危机。
１９６９ 年 ５ 月 新不列颠岛东部的托莱人在拉包尔举行示威游

行， 要求脱离澳大利亚的统治， 实现国家独立

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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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 年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主办第三届南太平洋运

动会。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朱利叶斯·陈创建人民进

步党。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安东·帕拉奥、 汤姆·莱希等创建联合政治协

会 （后改称统一党）。
１９７０ 年 文森特·艾里发表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 《鳄鱼》。
１９７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地升格为自治领， 改名为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９７１ 年 ７ 月 １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始使用新国旗。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第三届众议院选举， 巴

里·霍洛韦当选为议长。 第一次组成由本地

人控制的中央政府， 迈克尔·索马雷任部长

首脑。
１９７２ 年 潘古纳铜矿建成投产，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

露天铜矿之一。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正式建立。
１９７３ 年 ７ 月 盖勒瓦·夸拉拉创建自由巴布亚运动。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 新几内亚航空公司成立。
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实行内部自治。
１９７３ 年 由南部高地区和西部高地区的部分地区析置恩

加区。
１９７４ 年 国家首都区从中央区分离出来， 单独设区。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托管

统治结束。
１９７５ 年 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自治政府国防、 外交与外贸部

部长艾伯特·毛利·基基访问中国。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始发行国家货币———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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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众议院通过 《巴布亚新几内亚

独立国宪法》。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 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 １ 日 布干维尔单方面宣布独立， 成立所谓的 “北所

罗门共和国”。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式宣告独立， 迈克尔·索马

雷为首任总理， 约翰·吉斯为首任总督。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联合国第 １４２ 个成员国。
１９７５ 年 迈克尔·索马雷发表 《萨那传记》， 标志着巴

布亚新几内亚自传文学达到顶峰。
１９７６ 年 ８ 月 ９ 日 布干维尔宣布取消独立， 并更名为北所罗门

省。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应邀访问中国。 次日， 签

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

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两国正式

建立外交关系。
１９７６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东南亚

国家联盟外长会议。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 １ 日 托尔·洛科洛科任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二任总

督。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 中国重庆杂技团赴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演出。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第二届国民议会。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办第八届南太平洋论坛年

会， 与会 １２ 国首脑决定设立 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

济区。
１９７７ 年 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马尔科姆·弗雷泽访问巴

布亚新几内亚， 双方发表 《联合公报》 和关

于防务的 《联合声明》。
１９７７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澳大利亚签订 《贸易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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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关系协定》。
１９７７ 年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日本。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兼初级工业部部长朱利

叶斯·陈访问中国。
１９７８ 年 １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式加入 《洛美协定》。
１９７８ 年 米尔恩湾省首府由萨马赖迁往阿洛陶， 北所罗

门省首府从索哈诺迁往阿拉瓦。
１９７９ 年 ６ 月 印度尼西亚总统哈吉·穆罕默德·苏哈托访问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 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朱利叶斯·陈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位华人

总理。
１９８０ 年 ５ 月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应邀访问巴布亚新几内

亚。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办第三届南太平洋艺术节。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协助瓦努阿图政府平定

吉米·斯蒂芬叛乱。
１９８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正式开馆。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 １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颁布实施 《国民雇佣法》。
１９８１ 年 ５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兼民航与运输部部长艾

姆巴基·帕尔马·奥库克访问中国。
１９８１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不结盟国家

和政府首脑会议。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 湖南省杂技团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第三届国民议会， 巴布亚

新几内亚联盟党赢得大选， 迈克尔·索马雷任

第三任总理。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 １ 日 金斯福德·迪贝拉任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三任总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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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 年 ３ 月 中国文化考察组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技术合作

协定》。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中国首任常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赴任。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大厦竣工。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９８５ 年 ２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兼教育部部长帕亚斯·

温蒂访问中国。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 帕亚斯·温蒂创建人民民主运动党。
１９８５ 年 ４ 月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９８５ 年 ４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英国、 联邦德国、 意

大利。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日本。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 山东省济南市魔术杂技小组参加了巴布亚新几

内亚独立 １０ 周年庆典演出。
１９８５ 年 １０ 月 中国足球队赴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访问比赛。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帕亚斯·温蒂任巴布亚新几内亚第四任总理。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 托尼·西亚古鲁等创建民族促进联盟。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印度尼西亚签订 《相互尊

重、 友好与合作条约》。
１９８６ 年起 中国教育部每年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 ２ 个政

府奖学金名额 （２０１４ 年增加到每年 ３０ 个）。
１９８６ 年 文森特·艾里创建人民行动党。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东南亚国家联盟和睦与合

作条约签字国。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第四届国民议会。
１９８７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 此后，

艾滋病在当地迅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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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所罗门群岛、 瓦努阿图三国

总理签署美拉尼西亚族三国 “先锋集团” 合

作原则声明及公民互免签证协议。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驻中国大使馆正式开馆。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中国少年儿童杂技团赴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演

出。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 ４ 日 拉比·纳马柳任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五任总理。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 山东省济南市与莫尔兹比港市建立友好城市关

系。
１９８８ 年 １１ 月 弗朗西斯·欧纳组建 “布干维尔共和军”， 由

此引发了布干维尔第二次危机。
１９８８ 年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日本。
１９８８ 年 西部省奥克泰迪铜矿建成投产， 成为世界第八

大铜矿。
１９８９ 年 １ 月 金斯福德·迪贝拉总督访问日本。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 １ 日 伊格内休斯·基拉奇任巴布亚新几内亚第四任

总督。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 台湾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订贸易协定。
１９８９ 年 西塞皮克省更名为桑道恩省。
１９９０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塞雷·艾里任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五任总督。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议长丹尼斯·扬访问

中国。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布干维尔宣布独立， 成立 “布干维尔共和国” 及

“临时政府”， 巴布亚新几内亚陷入内战状态。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拉比·纳马柳总理访问美国。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 在第十四届奥克兰英联邦运动会上， 草地保龄

球项目为巴布亚新几内亚赢得首枚金牌。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 河北省杂技团赴莫尔兹比港进行友好访问演

出。

１５３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 恩加省波格拉金矿建成投产， 并成为世界顶级

金矿之一。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拉比·纳马柳总理再次访问美国。
１９９０ 年 １１ 月 塞雷·艾里总督访问日本。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 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经济贸易

合作谅解备忘录》。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 南高地省海迪斯气田开始投产。 这是巴布亚新

几内亚第一个气田项目。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 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订 《关于促进和保

护投资的协定》。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 拉比·纳马柳总理访问中国。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 赛雷·艾里总督访问中国。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 中国政府援建的莫尔兹比港韦盖尼区体育中心

项目竣工。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修正不信任案， 规定

议员在议会对政府连续提出不信任案的间隔时

间由原来的 ６ 个月延长至 １８ 个月。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办第九届南太平洋运动会。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维瓦·科罗维任巴布亚新几内亚第六任总督。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拉比·纳马柳总理访问法属新喀里多尼亚。
１９９１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东南亚国家联盟观察员。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南高地省库土布油田正式投产。 这是巴布亚新

几内亚第一个油田项目。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第五届国民议会， 人民民

主运动党胜出， 帕亚斯·温蒂再次出任总理。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外

交部关于建立官员磋商制度的谅解备忘录》
正式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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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１９９２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不结盟运动成员国。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朱利叶

斯·陈访问中国。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所罗门群岛、 瓦努阿图组成

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议长比尔·斯卡特访

问中国。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朱利叶

斯·陈访问中国， 签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关于对所得

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议定书》。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东南亚国家联盟地区论坛

成员。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３０ 日 朱利叶斯·陈任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七任总理。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塔乌鲁火山与伏尔甘火山同时喷发， 摧毁了拉

包尔城 ８０％ 的建筑， 东新不列颠省首府被迫

迁往科科波。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比尔·斯卡特创建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所罗门群岛签署遣返条约。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台湾签署联合公报， 成为第

二个与台湾 “相互承认” 但无正式 “邦交”
的国家。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办第二十六届南太平洋论坛

年会。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 中国海外工程总公司中标中央省柏瑞那至海湾

省马拉拉瓦的公路项目， 成为进入巴布亚新几

内亚工程承包市场的第一家中国国有企业。
１９９５ 年 朱利叶斯·陈总理访问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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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９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 １２０ 个成

员国。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两

国签署 《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在中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保留名誉领事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贸易协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

独立国政府渔业合作协定》 《关于中国向巴布

亚新几内亚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框架协议》 《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

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关于中国政府同意帮

助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建立亨格诺菲村民住宅

的换文》 等。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迈克尔·索马雷创建国民联盟党。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中国杂技小组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９９６ 年 北所罗门省恢复原名布干维尔省， 首府从阿拉

瓦迁往布卡。
１９９６ 年 朱利叶斯·陈总理访问日本。
１９９６ 年 圣言学院升格为圣言大学。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斐济签署贸易协定。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 《关于中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互免签证协

定》。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美国常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到任。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第六届国民议会， 人民全

国代表大会党胜出， 比尔·斯卡特出任第八任

总理。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所罗门群岛签订 《边界基

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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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西拉斯·阿托帕尔任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七任总

督。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比尔·斯卡特总理访问所罗门群岛。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与布干维尔反政府力量签

署 《伯恩哈姆停火协议》， 布干维尔武装冲突

步入和平发展轨道。
１９９７ 年 新爱尔兰省利希尔金矿建成投产， 迅速成为世

界第三大金矿。
１９９７ 年 太平洋基督教学院升格为太平洋安息日大学。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莫尔兹比港证券交易所成立， 成为南太平洋地

区两家证券交易所之一。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与布干维尔反政府力量签

署 《关于布干维尔和平、 安全与发展的协议》
（即 《林肯协议》）， 布干维尔重新归属巴布亚

新几内亚。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西拉斯·阿托帕尔总督访问英国。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与布干维尔反政府力量签

署持久停火协议， 交战双方最终实现全面停

火。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议长约翰·蓬达里访

问中国。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山东省与东塞皮克省结成友好关系。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比尔·斯卡特总理访问印度尼西亚。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 桑道恩省北部艾塔佩遭遇海啸袭击， 造成 ２２００

多人罹难， ６０００ 多人无家可归。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美国国务卿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访问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比尔·斯卡特总理访问美国。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约翰·蓬达里创建巴布亚新几内亚先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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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５ 日 斯卡特政府与台湾当局签署所谓的 “建交”
公报， 中国政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１４ 日 梅克雷·莫劳塔任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九任总

理。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 梅克雷·莫劳塔总理发表声明， 宣布前任政府

与台湾当局签署的所谓 “建交” 公报无效。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温斯顿·霍华德访问巴布

亚新几内亚， 双方签署为期五年的 《发展合

作协议》。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援助

协议。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议长伯纳德·纳罗柯

比访问中国。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福建省与东高地省结成友好关系。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梅克雷·莫劳塔总理访问澳大利亚。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山东省济南市杂技团、 吕剧团应邀参加巴布亚

新几内亚独立 ２５ 周年庆典演出。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通过 《政党行为规

范法案》， 对议员跳党、 议员投票权等作出明

确规定。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办第九届美拉尼西亚先锋集

团经济与贸易官员会议。
２０００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颁布 《环保法》。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华总会在莫尔兹比港成立，

广东籍华人刘陈玉梅任名誉主席， 北京籍华人

倪玉梅任主席。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梅克雷·莫劳塔总理访问中国。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与布干维尔各派政治力量

签署 《布干维尔和平协定》， 标志着长达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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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年之久的布干维尔战争最终结束。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兼林业部部长迈克

尔·奥吉奥访问中国。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天津市华夏未来少儿艺术团赴巴布亚新几内亚

访问演出。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通过 《布干维尔省

法案》， 宣布布干维尔内部实行自治。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西拉斯·阿托帕尔总督赴英国出席伊丽莎白二

世女王执政 ５０ 周年庆典。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山东中鲁远洋渔业公司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订

《入渔协议》， 填补了两国在渔业合作方面的

空白。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第七届国民议会， 国民联

盟党胜出， 迈克尔·索马雷任总理。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温斯顿·霍华德访问巴布

亚新几内亚。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起 中国每年向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提供 ２ 名军

官培训名额 （２００４ 年起增加到 ５ 名）。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中央军委副主席、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迟浩

田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西太平洋论坛成员国。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中国政府首次派遣医疗队赴莫尔兹比港总医院

开展医疗援助工作。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澳大利亚。
２００２ 年 梅克雷·莫劳塔创立巴布亚新几内亚党。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与法国驻新喀里多尼亚

部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办第三届太平洋岛国论坛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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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会议。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办第十五届太平洋司法会

议。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西拉斯·阿托帕尔总督应邀访问中国。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主

导的 “地区援助部队” 进入所罗门群岛维持

治安。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加入 《太平洋岛国自由贸易

协定》、 《太平洋紧密经济关系协定》。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新西兰。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办第二十一届大洋洲和太平

洋申诉专员地区会议。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泰国。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访问巴布亚

新几内亚， 双方发表联合公报。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朱利叶斯·陈出任太平洋岛国论坛名人小组组

长。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办太平洋岛国央行行长会

议。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韩国海军舰艇编队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０３ 年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日本。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中国， 两国发表

《联合新闻公报》。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保莱阿斯·马塔内任巴布亚新几内亚第八任总

督。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所罗门群岛总理艾伦·凯马凯扎访问巴布亚新

几内亚， 双方签署 《两国关系框架条约》 《基
础边界协定》 等。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前外交部部长约翰·卡普廷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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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为非加太集团秘书长。
２００４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办第十六届美拉尼西亚先锋

集团大会。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批准 《布干维尔宪法》。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日本。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所罗门群岛总理艾伦·凯马凯扎访问巴布亚新

几内亚， 两国签署 《发展合作协定》。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新喀里多尼亚、 所罗

门群岛和瓦努阿图。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出席第二届亚非峰会和纪

念万隆会议 ５０ 周年大会， 并访问了印度尼西

亚。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宣布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

位。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原 “布干维尔共和军” 领袖弗朗西斯·欧纳

宣称自己是 “布干维尔岛之王”， 定国名为

“梅卡穆伊王国”。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美军医疗舰 “迈尔西” 号访问马当省。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布干维尔自治政府正式成立， 布干维尔人民代

表大会党领袖约瑟夫·卡布伊当选为自治政府

主席。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 《关于出入境动

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马

来西亚、 新加坡、 新西兰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市

以北海域举行代号 “卡卡杜 ７” 的联合军事演

习。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办第三十六届太平洋岛国论

坛首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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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办第五届南太平洋旅游组织

大会及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保莱阿斯·马塔内总督访问新西兰。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日本。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海南省与东新不列颠省结成友好关系。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保莱阿斯·马塔内总督访问中国。
２００６ 年 约翰·蓬达里、 戴维斯·史蒂文创立人民党。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中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友好联合会在莫尔兹比

港成立， 上海籍侨胞施松龄任主席。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女性体育委员会主席兼奥委会

副主席维图·阿帕纳·迪诺荣获国际奥委会颁

发的妇女与体育世界奖。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韩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木薯生物燃料项

目，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世界上最早生产生物

燃料的国家之一。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第八届国民议会， 国民联

盟党再次胜出， 迈克尔·索马雷连任总理。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女子足球队在第十三届南太平

洋运动会中夺得冠军。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热带飓风 “古巴” 引发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

地区暴雨成灾， 造成 １５３ 人死亡， 数千人无家

可归。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 《关于中国旅游

团队赴巴布亚新几内亚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

忘录》，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中国公民出国旅

游目的地。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援建的莱

城市水产品加工厂和冷库项目交付使用，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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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个生产性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所罗门群岛总理戴维·德里克·西库阿访问巴

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法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汤加、 瓦努阿图六国在法属新喀里多尼亚附近

举行 “南十字座 ２００８” 联合军事演习。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双

方发表 《莫尔兹比港宣言》。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保莱阿斯·马塔内总督访问所罗门群岛。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获得东高地省扬开坝趾水

电站总承包项目， 标志着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

电力工程市场实现零的突破。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库科早期农业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

世界文化遗产。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英国。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在第十三届北京残奥会上， 弗朗西斯·孔帕翁

获得男子 １００ 米 Ｔ４６ 级银牌。 这是巴布亚新几

内亚在奥运会、 残奥会历史上获得的首枚奖

牌。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获得第三届澳式橄榄球国际杯

比赛冠军。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办第十六届非加太集团—欧

盟联合议会大会。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办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特

别会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新西兰总理约翰·基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奥委会秘书长奥维塔·拉菲莉

亚荣获国际奥委会颁发的妇女与体育世界奖。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中国、 日本、 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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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澳大利亚， 并与中国签署 《经济合作协

定》。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与印度尼西亚共同成为珊瑚金

三角倡议国。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办第二届太平洋金枪鱼论

坛。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新西兰总督阿南德·萨特亚南德访问巴布亚新

几内亚。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中国政府提供 ２ ９４ 亿元人民币优惠贷款援助，

扩建戈罗卡大学学生宿舍。 这是中国政府在巴

布亚新几内亚实施的第一个优惠贷款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湖北省大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将 “扬

稻 ６ 号” “旱稻 ５０２ 号” “旱稻超 ５０２ 号” 等

品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试种、 推广成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式取消原木出口业务。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访问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新西兰。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迈克尔·索马雷总理访问中国。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帕维斯·帕卡普创建社会民主党。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首次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电气化局承建莫尔

兹比港 “远景城” 超市项目竣工， 是太平洋

岛国地区最大的超级市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巴布亚新几内

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迈克尔·奥吉奥任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九任总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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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广东省友好代表团、 艺术团赴巴布亚新几内亚

访问演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彼得·奥尼尔当选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第十一任

总理。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新几内亚航空公司与航线航空公司合并， 成为

太平洋岛国地区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彼得·奥尼尔总理访问澳大利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所罗门群岛总理丹尼·菲利普访问巴布亚新几

内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６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退役上校约拉·萨萨发动军事

政变， 自任国防军司令。 次日， 兵变被平息。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唐·波利创建胜利、 传统与实力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增设吉瓦卡省和赫拉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迈克尔·奥吉奥总督赴英国出席伊丽莎白二世

女王登基 ６０ 周年庆典活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河南省少林武术团赴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演

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第九届国民议会， 人民全

国代表大会党胜出， 彼得·奥尼尔连任总理。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彼得·奥尼尔总理访问中国。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彼得·奥尼尔总理访问澳大利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办非加太集团太平洋岛国领

导人特别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拉姆镍钴矿项目建成投产， 成为迄今为止中国

企业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最大的投资援助项目。
２０１２ 年 西部省首府由达鲁迁往基永加。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延长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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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稳定期” 的法案， 规定新政府成立 ３０ 个月

内， 任何人不得在议会内发起针对总理的不信

任投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彼得·奥尼尔总理访问日本。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泰国女总理英拉·西那瓦访问巴布亚新几内

亚， 签署 《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洽谈合作

备忘录》。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澳大利亚首位女总督昆廷·布赖斯访问巴布亚

新几内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澳大利亚首位女总理朱莉娅·艾琳·吉拉德访

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双方签署 《新伙伴关系

联合宣言》。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彼得·奥尼尔总理访问所罗门群岛。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彼得·奥尼尔总理访问印度尼西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随

后， 彼得·奥尼尔总理进行回访， 双方签署

《区域居住协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彼得·奥尼尔总理访问新西兰。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议长西奥多·佐伦诺

克访问中国。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彼得·奥尼尔总理访问中国。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在南高地省正式投

产。 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始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

液化天然气出口国。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彼得·奥尼尔总理访问日本。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双方

发表 《新时代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声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广东省友好暨医疗代表团访问巴布亚新几内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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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访问巴布亚新几内

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公

司承建的莱城港潮汐码头一期工程竣工， 成为

太平洋岛国地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码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彼得·奥尼尔总理访问澳大利亚。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访问巴布亚新几内

亚。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访问巴布亚新几

内亚。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彼得·奥尼尔总理访问英国、 比利时、 法国。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办了第十五届太平洋运动

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主办了第四十六届太平洋岛国

论坛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迈克尔·奥吉奥总督访问中国。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重庆市杂技艺术团应邀参加巴布亚新几内亚独

立 ４０ 周年庆典演出。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彼得·奥尼尔总理访问日本。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参加了在新西兰南岛举行的

“南方卡提波 ２０１５” 九国联合军事演习。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巴东港海

域举行的 “科摩多 （ ｋｏｍｏｄｏ） ２０１６” 十六国

联合军事演习。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广东省深圳市与莫尔兹比港市缔结为友好交流

城市。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彼得·奥尼尔总理访问中国。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中国政府援建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际会议中心

项目正式启用， 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援助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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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岛国最大的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广东省深圳市艺术团赴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演

出。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参加了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市海

域举行的 “２０１６ 卡卡杜” 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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