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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南太平洋地区将迎来
一连串“历史性访问”，从首位美
国防长奥斯汀访问巴布亚新几
内亚，到首位法国总统访问非法
属岛屿。

而马克龙的现身无疑比奥
斯汀更引人注目，他将是最新一
位踏上太平洋岛国的世界大国
领导人。

7月24日至28日，马克龙将访
问法属新喀里多尼亚，以及瓦努
阿图与巴新这两处非法国属地
的南太岛国。

爱丽舍宫已允诺将给南太
岛国带去中美之外的另一种选
择。外界认为，随着南太日益吸
引大国关注，法国也试图发出自
己的声音，包括推进“印太战略”
的实施。至于“法式选择”能否
契合地区需要，将取决于法国自
身的战略选择。

重建地区合法性

当地时间7月24日，法国总
统马克龙抵达该国位于南太平
洋的海外属地新喀里多尼亚，开
启为期两天的访问。

新喀里多尼是太平洋地区
第三大群岛，亚镍矿储量丰富且
地理位置特殊。1853年，该岛国
沦为法国殖民地，1946年成为法
国海外领地，目前共有18.5万名
有投票资格的选民。1986年，新
喀里多尼亚被列入联合国须去
殖民化的非自治地区名单。

舆论普遍认为，推进落实法
国的“印太战略”是这次“历史性
访问”的核心目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
究所所长崔洪建指出，按照法国
定义，它不是印太区域局外人，
而是地区国家，在此有海外领
地、军事设施，以及巨大的商业
贸易利益等。马克龙此行无疑将
会宣示传统存在、维护经贸利益。

“特别是在南太地区日益成
为中美争夺点的背景下，马克龙
想要进一步宣示法国作为地区
国家的形象。”

资料显示，法国在印太地区
拥有7个海外省和海外领地，面
积约为46万平方公里，法国公民
多达150万，并拥有约900万平方
公里的专属经济区，以及约7000
人的部队。

就此次访问的太平洋地区
而言，法国对三处领土拥有主
权：新喀里多尼亚、法属波利尼
西亚以及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东南亚和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
郭春梅认为，随着大国纷纷介入
南太并加大资源投入，法国也不
甘落后，试图在印太地区增加存
在感。

从这次选择的访问对象国
中就可以看出法国的战略雄心。

瓦努阿图被称为“澳新后花
园”，分布在约80个岛屿上。二
战期间，其最大岛屿被美国作为
太平洋的最大军事基地。如今，
拜登政府计划在该国开设大
使馆。

至于巴新，其战略意义和重
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从美国总
统拜登打算往访，到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印度总理莫迪前一阵到
访，以及本周美国防长奥斯汀即
将现身该国，就可见一斑。而
且，美国与巴新已签署一份安全
合作协议。澳大利亚也在与巴
新谈判一项安全条约。

郭春梅说，巴新是最大的南
太岛国，拥有900多万人口，资源
丰富，富含油气、镍钴矿。而且，
地理位置优越，毗邻亚洲；战略
位置关键，位于“第二岛链”。因
此，巴新是公认的具有战略意义
的南太大国。

“在法国看来，依托海外领
地的先天优势、历史联系以及现
实存在，更便于在南太或者印太
发挥作用。马克龙希望借此访
进一步提升法国在印太地区的
战略地位。”

还有分析进一步指出，马克
龙之所以此时发力太平洋地区，
源于法国在该地区的合法性与
影响力面临挑战。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
研究中心太平洋岛屿项目研究
员和协调员赛琳·帕琼在日本

《外交官》杂志上撰文指出，法
国在太平洋地区存在一个亟待
解决的悖论：尽管在该地区拥有
领土和最大专属经济区，以及规
模可观的军队，但其外交影响力
却相对有限，合法性也在发生动
摇。这源于两个方向的挑战：一
个来自国家层面，一些海外领地
正在寻求独立，比如这次访问的
新喀已经历了三次独立公投；另
一个来自地缘政治层面，由美国
主导的地区合作项目在扩大，法
国却未参与其中。马克龙总统
此 访 意 在 重 建 被 动 摇 的 合
法性。

行程安排有讲究

从行程来看，马克龙先飞新
喀里多尼亚，并停留两天。这是
法国总统时隔5年再访这一海外
领地。

之所以在新喀停留时间最
长，一来是自家领地，二来需要
解决一个棘手难题。

尽管近年来三次独立公投都
以失败告终，但是新喀内部分歧
严重，留法派与独立派各有不
满。留法派希望爱丽舍宫对法国
的角色做出更清晰和强有力的表
态，而不仅仅是扮演仲裁者。

以卡纳克土著居民为代表
的独立派仍然不放弃独立，将继
续推进自决运动。

据悉，马克龙此行将促使两
派就未来地位进行谈判。

新喀里多尼亚大学公法教
授马蒂亚斯·肖查表示，马克龙
此访旨在重申法国的主权。

当然，说和两派、重申主权
的终极指向还是为法国的“印太
战略”服务。马克龙说，此访最
终目的是：将新喀里多尼亚置于

法国在印太地区发挥国际影响
力和维护战略利益的“中心”
位置。

帕琼评论道，巴黎的“印太
战略”已在属地制造了混乱，后
者认为马克龙只关注战略层面，
却未顾及三个海外领地的现实
利益和需求，包括对经济、社会
和环境问题的关注。它们希望
该战略能有所调整。“马克龙此
行希望修复巴黎与太平洋属地
之间的关系，努力在次区域层面
实施其‘印太战略’。”

7月27日，马克龙将前往瓦
努阿图访问，这将是法国总统自
20世纪60年代以来首次访问
该国。

最后一站巴新被认为是此
行的重头戏。马克龙办公室表
示，总统计划参观该地区的一艘
法国巡逻舰，并提供基础设施项
目、建立保护森林的合作伙伴关
系，以及推动能源合作，以便为
巴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据巴新媒体报道，马克龙此
访正值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就
巴布亚液化天然气项目做出最
终投资决定的前夕，表明法国将
加大对巴新的投资。

需找到准确站位

从主张减少对美依赖，到希
望参加金砖峰会，作为西方大国
领导人，马克龙的“特立独行”令
人印象深刻。

这次往访南太地区，马克龙
似乎也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法式

“礼物”。
据法国媒体报道，爱丽舍宫

称，在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
下，马克龙将给南太地区带去另
一种选择，包括增加法国的参
与，尤其是在发展援助与自然灾
害援助方面。总统顾问透露，马
克龙此行每一站都将聚焦海岸
侵蚀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爱丽舍宫还表示，此行并非
为了推行反华政策，而是鼓励地
区国家在中美之外建立多元化
的伙伴关系。

这份“法国的礼物”可能会有
哪些“配料”？又会给地区带来什
么影响？对此，崔洪建认为，马克
龙如果能将表态落实到政策上，
并且一以贯之，那么，未来法国乃
至欧洲在太平洋地区有可能发挥
建设性作用。毕竟法美两国的

“印太战略”并不一致。
从目标来看，美国的意图是

改造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安全
环境，以削弱中国挑战美国霸权
地位的实力。所以，美国的“印
太战略”是安全先导，经济、社会
政策配套，服务于所谓与中国争
霸的目的。法国与其他欧洲国
家一样，首先考虑的是经贸利
益，不愿亚太地区出现激烈对抗
态势，尤其不能成为所谓中美争
霸的竞技场。

从方式来看，美国重竞争重
小圈子，法国则更重视多边和平
衡，希望给地区国家提供其他
选项。

有分析指出，随着美国的战略
调整，法国在2019年推出“印太战
略”。但是，2021年在核潜艇协议
上遭美英澳背刺后，法国重新审视

“印太战略”，有意使法国成为该地
区在中美之外的平衡力量。

但是，崔洪建强调，法国若
要真正给地区国家带来适合的
选择，将取决于其自身的定位和
选择。

首先，其“印太战略”目标不
能与美国合流，或被美国带偏，
仅仅锁定为与美联手遏制中国。

其次，尽管法国与太平洋地
区有历史渊源，但也未免太“自
信”了。事实上，法国与这一地
区存在历史、文化等多方面深刻
矛盾，利用殖民遗产来维护和提
升利益，已面临越来越大的
压力。

“法国乃至欧洲如果想实现
政治目标，并在太平洋地区发挥
作用，就应该找到准确站位，采
取务实的方式，充分尊重地区国
家的意愿，而不是居高临下、指
手画脚，否则会适得其反。”

郭春梅指出，大国对南太地
区兴趣上升，既带来经济发展和
援助的机遇，也引入政治上的挑
战，包括被霸权国家要求选边、内
部可能分裂、太平洋地区主义被
破坏等等。不过，南太岛国坚持

“广交友、不树敌”的外交理念，不
愿选边站队，拒斥零和博弈。

巴新总理马拉佩说，在不断
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巴新将
保持“中立”，他将敦促法国在变
化的地区动态中考虑巴新的战
略地位。马拉佩此前还表示，他
希望扩大与中国的贸易，有计划
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北京。

郭春梅认为，如果“法国的
选择”如其所言，将在经济发展
与救灾减灾等方面加强对南太
地区的援助，那么中法也将找到
更多合作点。据《解放日报》

法国试图宣示传统存在 维护经贸利益 提升战略地位

马克龙访南太：给当地“另一种选择”？

当地时间7月24日，马克龙在新喀里多尼亚的努美阿国际机场
发表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