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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国家概况

（最近更新时间：2018 年 12 月）

【国 名】 斐济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Fiji）。

【面 积】 陆地面积 18333 平方公里，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 129

万平方公里。

【人 口】 88.5 万（2017 年）。官方语言为英语、斐济语和印地

语，通用英语。



【首 都】 苏瓦（Su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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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2018 年 9 月连任。

【重要节日】 独立日：10 月 10 日

【简 况】 位于西南太平洋中心，由 332 个岛屿组成，其中 106

个有人居住。多为珊瑚礁环绕的火山岛，主要有维提岛和瓦努阿岛等。

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常受飓风袭击。年平均气温 22～30℃。

斐济人世居岛上。1643 年荷兰航海者塔斯曼首先来到斐济。19 世

纪上半叶欧洲人开始移入。1874 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879～1916 年，

大批印度人作为英国“殖民制糖公司”的合同工到此种植甘蔗。1970

年 10 月 10 日独立，并成为英联邦成员。1987 年政变后改称共和国。

1990 年通过新宪法确立国名为“斐济主权民主共和国”。1997 年 7

月，通过宪法修正案，改国名为“斐济群岛共和国”。 2009 年改国名

为“斐济共和国”。

【政 治】 2006 年 12 月 5 日，军队司令乔萨亚·沃伦盖·姆拜尼马

拉马（Josaia Voreqe Bainimarama）宣布接管国家行政权力，并解散

政府和议会。2007 年 1 月，斐成立临时政府，姆拜尼马拉马任临时政

府总理。2014 年 9 月 17 日，斐济举行大选，姆拜尼马拉马领导的斐



济优先党获胜，姆当选总理。2018 年 11 月 14 日，斐济举行新一届大

选，姆拜尼马拉马领导斐济优先党再次获胜，姆连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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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年宪法修正案，修改了有关歧视印族政治权利的条款，并于 1998

年 7 月正式实施。1999 年 5 月，斐首次根据 1997 年宪法举行全国大

选。2000 年政变期间，1997 年宪法被废除。2001 年斐上诉法院判决

该宪法仍有效，并得到大酋长委员会、伊洛伊洛总统等承认。2009 年

4 月，伊洛伊洛总统宣布废除宪法。 2013 年 9 月 6 日，斐新宪法经奈

拉蒂考总统签署并颁布生效。

【议 会】 根据 2013 年宪法，斐议会为一院制，共设 51 个议席。

本届议会于 2018 年 11 月选举产生。吉科·卢维尼（Jiko Luveni）议长

2018 年 12 月因病逝世。副议长维娜·库马尔·巴特纳格尔。

【政 府】 内阁制，由议会多数党组阁。本届政府于 2018 年 11

月宣誓就职。内阁现有 21 名成员：总理兼土著事务、糖业、外交部长

姆拜尼马拉马；总检察长兼经济、公共企业、公共服务和通讯部长艾亚

兹·赛义德-海尤姆（Aiyaz Sayed-Khaiyum）；工业、贸易、旅游、地

方政府、住房和社区发展部长普瑞米拉·库马尔（Premila Kumar）；农

业、乡村和海洋发展、水利和环境部长马亨德拉·雷迪（Mahendra

Reddy）；国防和国家安全部长伊尼亚·塞鲁伊拉图（Inia Seruiratu）；

教育、遗产和文化部长罗茜·索菲娅·阿克巴尔（Rosy Sofia Akbar）；



就业、生产力和产业关系、青年和体育部长帕尔文·库马尔（Parveen

Kumar）；渔业部长塞米·科罗伊拉维萨乌（Semi Koroilavesau）；林

业部长奥塞亚·纳因加穆（Osea Naiqamu）；卫生和医疗服务部长伊

费雷伊米·瓦卡伊纳贝特（Ifereimi Waqainabete）；基础设施和交通、

灾害治理和气象服务部长乔恩·乌萨马特(Jone Usamate)；土地和矿产

资源部长阿什尼尔·苏达卡尔（Ashneel Sudhakar）；妇女、儿童和减

贫事务部长梅雷塞伊妮·武尼万加（Mereseini Vuniwaqa）；糖业助理

部长乔治·维格纳坦（George Vegnathan）；地方政府、住房和社区

发展助理部长维贾伊·纳特（Vijay Nath）；农业、乡村和海洋发展、灾

害治理和气象服务、水利和环境助理部长贾莱·西加拉拉（Jale Sigarara）、

维亚姆·皮雷（Viam Pillay）；教育、遗产和艺术助理部长约瑟夫·南德

（Joseph Nand）；就业、生产力和产业关系、青年和体育助理部长阿

尔维克·马哈拉杰（Alvick Maharaj）；卫生和医疗事务助理部长亚历山

大·奥康纳（Alexander O’Conor）；妇女、儿童和减贫事务助理部长

维娜·库马尔·巴特纳格尔（Veena Kumar Bhatnagar）。

【行政区划】 全国共有 2 个直辖市、4 大行政区和 14 个省。苏瓦

和劳托卡为直辖市。

【司法机构】 设最高法院、上诉法院、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最

高法院由首席大法官和不超过 7 名法官组成。首席大法官为安东尼·盖

茨（Anthony Gates）。



【政 党】 经登记注册的合法政党共 8 个，分别为：斐济优先党、

社会民主自由党、斐济工党、民族联盟党、人民民主党、统一斐济党、

自由联盟、希望党。主要政党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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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领袖为现总理姆拜尼马拉马。该党主张族裔平等，重视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提出“要为全体斐济人建设一个更好的斐济”，主要支持者包

括广大印族民众、斐族基层民众以及商界名流、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等。

（ 2 ） 社 会 民 主 自 由 党 （ Social Democratic Liberal Party,

SODELPA）： 反对党。前身为前总理莱塞尼亚·恩加拉塞（Laisenia

Qarase）于 2001 年 5 月成立的团结斐济党（United Fiji Party，斐济

语缩写为 SDL），2013 年 5 月根据新政党法令重组并改用现名，党领

袖为西蒂维尼·兰布卡（Sitiveni Rabuka）。该党主张在促进民族和解

的同时更多地照顾斐济族和罗图马族的利益，主要支持者包括传统斐族

酋长和部分斐族基层民众。

（3）民族联盟党（National Federation Party）：反对党。1964

年成立，最早称“联盟党”，与其他政党合并后改用现名，曾参与斐争

取独立的努力，是目前斐成立时间最早的政党。2013 年 5 月根据新政

党法令重新登记。党领袖为比曼·普拉萨德（Biman Prasad）。该党是

印族裔蔗农为争取权益而组建的首个印族人政党，主要依靠印族民众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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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5 月 根 据 新 政 党 法 令 重 新 登 记 。 党 领 袖 为 马 亨 德 拉 · 乔 杜 里

（Mahendra Chaudhry）。该党是在各大工会支持下以印族为主体的

政党，主要代表中下层印族人利益，在印族蔗农、工会成员和部分知识

分子中有一定影响力。

（5）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2013 年 5 月

成立。2013 年 1 月在斐济工会大会的倡议下组建，主要代表工人和工

会利益。

【重要人物】

乔治﹒孔罗特：总统。1947 年 12 月生。罗图马族，1966 年起在

斐军队任职，曾赴澳大利亚、新西兰军校受训，历任斐军参谋长、少将。

曾三次赴中东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因表现出色，被任命为联合国驻黎

巴嫩临时部队司令官和负责黎巴嫩事务的联合国秘书长助理。2000 年，

孔解甲从政，先后任斐内政部常秘、斐驻澳大利亚、新加坡高专。2006

年以独立议员身份当选议员，并任移民与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务部长。

2006 年斐政变后，孔重返家乡罗图马岛任当地政府顾问。2014 年，孔

加入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创建的斐济优先党并成功当选议员，出任就

业、生产力及产业关系部长。2015 年 10 月，当选斐济第 5 任总统。

2018 年 9 月连任。



乔萨亚·沃伦盖·姆拜尼马拉马：总理，斐济优先党领袖。1954 年 4

月 27 日生于斐济。曾在澳大利亚、智利、美国和新西兰等国接受军事

培训。1975 至 1983 年在海军任职，先后被授予少尉、中尉和中校军

衔。1983 至 1984 年，任多艘斐海军舰只指挥官，并指挥海军完成了

标识汤加、图瓦卢和基里巴斯三国专属经济区工作。1986 至 1988 年，

任海军少校，并赴西奈执行多国军事观察员任务。1988 至 1997 年先

后任斐海军指挥官、海军司令和上校。1997 至 2006 年先后任斐军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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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党在大选中获胜并就任总理。2018 年 11 月连任。

【经 济】 斐济是太平洋岛国中经济实力较强、经济发展较好的国

家。渔业、森林资源丰富，有金、银、铜、铝土等矿藏。制糖业、旅游

业是国民经济支柱。斐重视发展民族经济，强调发展私营企业，建立宽

松的政策环境，促进投资和出口，逐步把斐经济发展成“高增长、低税

收、富有活力”的外向型经济。近年来，由于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和国内

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制糖业面临困境。旅游业近年来稳步发展，2017

年赴斐游客人数达 84.3 万人，创历史新高。同时，斐政府正大力推进

公路、港口、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斐已连续 8 年保持经济增长。

主要经济数据如下：

国内生产总值（2017 年）：约 50 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7 年）：5761 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017 年）：4.2%

货币名称：斐济元（Fiji Dollar）。

汇率：1 美元≈2.09 斐元（2018 年 12 月）。

【资 源】 森林覆盖面积 93.5 万公顷，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一半，

有开采价值的约 25 万公顷，出产优质硬木和松木。有 2 个金矿，还有

铜、银、铝土、石油等资源。渔业资源丰富，盛产金枪鱼。

【工 业】 以榨糖为主，其次是黄金开采、渔产品加工、木材和椰

子加工。

【农 业】 可耕地面积约 28.8 万公顷，主要产甘蔗、椰子、香蕉

等。小麦全靠进口，大米能自给 20%。近年来斐政府努力发展多种经

营，推广水稻种植。

【旅游业】 旅游业较发达，旅游收入是斐最大的外汇收入来源。

2017 年旅游业收入 18 亿斐元。全国约有 4 万人在旅游部门工作，占

就业人数的 15%。游客主要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中国、英

国、欧洲大陆、日本等国。

【交通运输】 斐济为太平洋岛国地区交通枢纽，水、陆、空交通

较发达。首都苏瓦港系重要国际海港，可泊万吨轮。苏瓦的瑙索里机场

可停靠波音 737 飞机，楠迪机场可起降波音 747 等大型客机。



空运：斐济航空公司（原太平洋航空公司）系国际航空公司，经营

澳、新、美、瓦努阿图、萨摩亚、汤加、所罗门群岛和香港等航线。澳、

新、瑙鲁等国航空公司有定期班机停降楠迪国际机场。瑙索里机场主要

是国内民航机场。斐济航空公司、向日葵航空公司主要经营国内岛屿间

航线。

【对外贸易】 长期贸易逆差。主要出口目的地为美国、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主要进口来源国为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中国等，主

要进口燃料、运输设备、化工产品、食品等，出口蔗糖、鱼类、黄金、

木材和矿泉水等。

【外国资本】 外资在斐济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斐国内市场

商业网点主要控制在两家澳跨国公司手中。银行、保险、海运、电信、

汽油供应等亦为外资所控制。

【外国援助】 外援主要来自澳、日、新、英、法、欧盟、中国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军 事】 斐济军队全称为“斐济共和国武装部队”（Republic of

Fiji Military Forces, RFMF），定名于斐 1990 年宪法。总统兼任军队

总司令，并根据内政部长的建议任命军队司令，军队司令要向总统和内

政部长负责。现任军队司令维利阿米·瑙波托（Viliame Naupoto），

2015 年 8 月就任。



斐军设陆军和海军，由正规军和预备役组成，目前正规军 3100 人，

预备役 4000 人。海军 330 人，装备有 5 艘各类舰艇和巡逻船。斐曾先

后派遣士兵和警察参与中东、科索沃、东帝汶、巴新、伊拉克、苏丹等

维和任务。

【教 育】 实行初中和小学阶段免费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98%

以上。每年教育经费约占政府总预算支出的 15%。南太平洋大学由南

太地区各国合办，主校区位于首都苏瓦市。

【新闻出版】 主要报纸有：英文版《斐济时报》（Fiji Times），

隶属于 1869 年成立的斐济时报公司；《每日邮报》（Daily Post），

创刊于 1974 年；《斐济太阳报》（Fiji Sun），创刊于 2000 年。华文

报有《斐济日报》和《斐济华声报》。2009 年 6 月，斐新闻部正式发

行官方报纸《新黎明报》（New Dawn），两周一期，旨在帮助斐民众

了解政府政策以及经济、社会建设计划和项目。

主要杂志有《岛国商务》和《太平洋岛屿》月刊，在太平洋岛国地

区发行。

斐济广播有限公司（Fiji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Limited），

成立于 1985 年，是斐全国性的广播网，由 6 个电台组成，通过斐济语、

印地语和英语播出的电台各有两个。



斐济电视台（Fiji TV），由新西兰电视公司、斐济开发银行和私人

股东于 1993 年底成立。2005 年设立面向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太平洋天

空卫星电视节目服务部。

【对外关系】 斐济是太平洋岛国中外交较为活跃的国家，重视与

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同时保持与太平洋岛国的传

统关系。近年来，斐积极发展同亚洲各国以及非洲和美洲国家的关系。

已与 130 多个国家建交。是联合国、英联邦、世界贸易组织、太平洋岛

国论坛太平洋共同体、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非加太集团、77 国集团

成员，斐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现为太平洋岛国论坛（PIF）秘书

处所在地。2013 年，斐济倡议成立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PIDF）。2016

年 6 月，斐济常驻联合国代表汤姆森当选第 71 届联大主席。2016 年

11 月，斐济当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3 次缔约方大会主席

国。

【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关系】 斐同澳、新有着传统的密切关系。

澳、新是斐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援助国。澳、新与斐互设高专署。根据

《南太平洋区域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除糖和服装等少数商品外，斐

向澳、新出口单方面享受免税或无限制市场准入待遇。

2006 年 12 月斐济政变后，澳、新宣布对斐实施制裁。2014 年 9

月斐济大选后，澳大利亚、新西兰同斐济关系逐步改善。2014 年 10

月和 2016 年 2 月，澳外长毕晓普访斐。2016 年 6 月，新西兰总理约



翰·基对斐济进行正式访问。2016 年 10 月，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对

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并访问澳大利亚。2017 年，姆先后三次赴澳出

席活动并两次会见澳总理特恩布尔。2018 年 9 月，姆在出席第 73 届

联合国大会活动期间会见新西兰总理阿德恩。

【同欧盟的关系】 欧盟和美国是斐原糖和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

和斐游客及投资的重要来源地。根据《洛美协定》和《科托努协定》，

欧盟以 3 倍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购买斐糖（2017 年 9 月到期），每年斐

糖的 70%销往欧盟。斐在比利时和英国设有使馆，法国、英国、欧盟

在斐设有使馆。

【同美国的关系】 1970 年 10 月，美承认斐独立。斐美互设使馆。

斐重视与美关系，认为美的援助对斐的市场准入和地区竞争具有重要意

义，积极推动美、南太联合商务委员会开展活动。斐是美军在太平洋主

要补给点之一。

【同日本的关系】 2000 年 8 月，日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斐政变

后成立的临时政府。斐日互设使馆。 2015 年 5 月和 2018 年 5 月，姆

拜尼马拉马总理连续两次赴日出席第七届和第八届日本与太平洋岛国

领导人会议。

【同印度的关系】 斐济很大一部分人口是印度裔，双方历史上联

系紧密 ，印在斐独立后即与其建交。2014 年 11 月，印度总理莫迪访

斐。2015 年 8 月，斐总理姆拜尼马拉马赴印度出席印度-太平洋岛国领



导人会议。2018 年 3 月，姆赴印度出席国际太阳能联盟会议并会见印

度总理莫迪。

【同其他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斐重视同太平洋其他岛国的传统关

系，是太平洋岛国论坛创始会员国，斐与太平洋其他岛国领导人互访频

繁。2006 年斐政变后，太平洋岛国论坛中止斐参加论坛活动资格。2014

年斐大选后，斐济恢复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活动，但斐总理姆拜尼马拉

马未出席论坛领导人会议。斐政府于 2011 年起转而在斐举办“接触太

平洋”会议，并于 2013 年起改为举办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峰会（PIDF），

聚焦岛国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前三届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在斐

济举行。2016 年 7 月，第四届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在所罗门群岛举行。

【中国同斐济的关系】

一、双边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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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派常驻大使。现任中国驻斐大使钱波。2001 年，斐在华设大使馆并

派常驻大使。斐济驻华大使坦吉萨金鲍。

2014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斐济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建

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2018 年 11 月，双方建立相

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中方访问斐济的主要有：国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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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邦（1985 年）、国家主席杨尚昆（1990 年过境）、总理李鹏（1992

年过境）、温家宝（2006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1994

年过境）、吴邦国（2012 年 9 月访问）、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2001

年）、贾庆林（2005 年过境）、国家副主席曾庆红（2005 年过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2015 年 6 月）、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2018 年 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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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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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2004 年）、李贵鲜（2005 年）、齐续春（2015

年）、马培华（2015 年）、副总理陈慕华（1979 年）、副总理兼外长

钱其琛（1996 年）、副总理回良玉（2011 年 9 月过境）、国务委员

刘延东（2010 年 12 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2018 年 10 月）

等。

斐方访华的主要有：总统加尼劳（1991 年）、伊洛伊洛（2003 年）、

奈拉蒂考（2010 年 9 月底 10 月初来华出席宁夏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及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日活动，2011 年 8 月出席第 26 届夏季世界

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2014 年出席第二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总理马拉（1978、1985、1988、1990 年）、兰布卡（1994 年）、乔

杜里（1999 年）、恩加拉塞（2002、2004 年、2005 年）、姆拜尼马



拉马（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2010 年出席上海世博会斐济馆日活

动、2011 年、2012 年、2013 年 5 月来华工作访问并出席第二届中国

（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2015 年 7 月来华正式访问、2017 年 5

月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众议长库里桑吉拉（1993

年）、奈拉蒂考（2002 年 4 月）、参议长索卡纳乌托（1993 年）、

伊洛伊洛（1996 年）、万加瓦卡通加（2002 年、2003 年）、议长卢

维尼（2017 年）、外长塔沃拉（2001、2002、2003 年）、奈拉蒂考

（2007 年、2008 年 9 月）、昆布安博拉（2010 年 10 月，2011 年 7

月、2012 年 10 月，2013 年 2 月过境北京、广州，5 月过境上海、2016

年 4 月工作访问）。

二、双边经贸关系

建交以来，双边贸易大幅度增长。2017 年，中斐贸易额为 3.83 亿

美元，同比下降 4.3%。其中，中方出口额 3.65 亿美元，同比下降 4.7%，

从斐进口额 1750 万美元，同比增长 3%。我主要出口机械设备、水海

产品、电器及电子产品、计算机与通信技术、汽车和船舶等，进口铝土、

冻鱼、原木及锯材。

三、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

建交以来，中方派出多个文艺团组赴斐访问演出。2003 年 1 月，

斐在首都举办“中国周”活动，天津杂技团赴斐演出。此外，湖北武汉

杂技团（2004 年 10 月）、南京市杂技团（2008 年 8 月）、广东艺术



团（2008 年 11 月）重庆杂技艺术团（2009 年 8 月）、重庆歌舞团（2013

年 8 月）、唐朝乐队（2014 年 2 月）、广东文艺代表团（2014 年 10

月）、河南武术团（2015 年 2 月）分别赴斐演出。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

际频道和英语新闻频道已在斐落地。斐济中国文化中心于 2015 年 12

月正式投入运营。

中方自 1984 年起向斐提供来华奖学金名额。截至 2017 年底，共

有 160 多名斐学生获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

1986 年起，中方向斐派驻汉语教师。目前，中方有 2 名教师在斐

逸仙学校授课。2012 年 9 月，中方在南太大学设立孔子学院。

1998 年，广西北海市与斐首都苏瓦市结为友好城市。2010 年 10

月，浙江省杭州市与斐济楠迪结为友好城市。2014 年，广东省同苏瓦

结为友好省市。

2004 年 10 月，中斐签署《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斐济旅游实施方案

的谅解备忘录》，斐济成为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目的地。2005 年 5 月，

中国公民组团赴斐旅游正式实施。2007 年 9 月 10 日起，斐济给予中

国公民免签证待遇。2015 年 3 月，中斐互免签证谅解备忘录生效。

2014 年 8 月和 2018 年 8 月，中国“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两次赴

斐济访问。



四、重要双边协议

199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斐济主权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民

航合作的协定》

199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斐济主权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贸

易合作的协定》

201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斐济共和国互免签证谅解备忘录》

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斐济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五、声明、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斐济政府关于中、斐两国建立外交关

系的联合公报》（1975 年 11 月 5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斐济群岛共和国新闻公报》（1999 年 12

月 19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斐济群岛共和国政府关于巩固和促进

友好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2002 年 5 月 2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斐济群岛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2004

年 6 月 30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斐济群岛共和国政府联合新闻公报》

（2006 年 4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