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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际关系文献和世界政治中，国家的大小通常被认为和其实力以及影响力

紧密相连。“大”意味着实力和地位，而“小”则被视为国家行为，甚至是国家

生存的不利条件。然而事实上，也有一些小国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挪威在促进国际人权保护上扮演着推动者的角色；丹麦在拒绝大国在欧洲

部署战略核武器上扮演着积极的活动家角色；荷兰在推动建立有效的国际国内政

策，以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上是国际社会的领跑者；新西兰在国际防核扩散与裁

军领域也有着与其小国身份不相匹配的影响力。 

囿于自身实力限制的小国如何能够拓展它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呢？本文以

小国外交行为的特征为起点，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视角出发，

对国内外研究小国外交行为的文献进行梳理，从理论上分析了小国外交行为的原

因、特点以及小国为了提高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所能选择的途径。其次本文探讨

了新西兰作为一个小国的外交优先领域。通过分析认为，尽管新西兰依靠“道德

外交”，将自己打造成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在防扩散、人道主义援助等

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但是其外交实质是经济优

先的。当政府的原则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经济利益决定了政府的外交

行为和政策。 

在对二战后的新西兰外交行为进行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本文以“小国外交”

为关键词，从全球和区域两个层面入手，分别阐述了新西兰的小国外交行为在这

两个层面上的表现：在全球层面，新西兰积极支持和利用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多边

组织来促进自身利益，还将有限的精力集中于少数议题，如在难民安置问题上新

西兰就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在区域层面，通过在 APEC 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广泛参与东盟领导或授权的各政治、安全框架，加强同南太平洋国家在经济、政

治、安全等各领域的联系，新西兰促进了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广泛利益，并提升了

新西兰在整个地区中的参与力度和影响力。 

新西兰的小国外交行为既印证又否定了传统的小国外交行为特征：作为一个

小国，国家实力决定了新西兰无法像大国那样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发展全方位的

对外关系，只能将关注重点放在自身的生存以及发展同周边区域的关系上。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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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兰又在国际裁军与防止核武器扩散、联合国维和、人权保护等领域扮演着重要

的，甚至是领导角色。新西兰在国际舞台上取得的成就为小国如何提高自身的国

际地位和影响力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小国；外交行为；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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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teratur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 is agree that 

there has a closel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ize of a state and its influence. "Big" 

means power and position, while "small" are seen as weak in fact and in perception 

because small states do not have the material resources to protect themselves. 

However, some small states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orway has played a stimulator role in promoting human rights. Denmark has played 

an activist role by refusing to allow a large state to place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on 

its soil during peacetime. New Zealand also has significant impact which didn't match 

with the identity of small to international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disarmament 

fields. 

How does the small state extend its influ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given 

their own limited capabilit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asons, characteristices of small 

states' diplomatic behaviour through three perspectives: Realism, Liber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and the approaches to obtain higher international position and 

influence. 

Then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diplomatic priority areas of New Zealand as a 

small state. Although New Zealand shaped itself a "responsible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y means of"moral diplomacy", and used it to improve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n some fields such as non-proliferation and humanitarian aid, 

the essence of its diplomatic behaviors is "economy first". Economic interests  

determined the government's foreign behavior and policy when the government's 

principle and economic interest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conflict. 

In the process of case analysis, this paper present New Zealand's diplomatic 

behaviors ground on two levels respectively: On the global level, New Zealand 

promoted their own interests through active support and utilize the multilateral 

mechanism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TO. Additionally, put limited focus 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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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w issues, such as refugees settlement, New Zealand acquir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n the regional level, New Zealand enhanced its wider interests in the 

Pacific region, and promoted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and influence cover the 

whole area via a more active role in APEC, and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political, 

security framework of ASEAN, and compact connection with South Pacific states. 

New Zealand's diplomatic behaviors both confirms and contradicts major tenets 

of the small-state literature. Being small states means that the lack of power constrains 

the behavior of small states leaving little feasibility for comprehensive external 

relations. Additionally, small states seem to have minimal latitude to be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hile New Zealand played an important, even the 

leadership role involve in non-prolifera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and 

humanitarian issues around the world.  

New Zealand's achievemen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may be able to offer 

helpful reference to make other small states  improve their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influence.  

 

Key words：Small States；Diplomatic Behaviors；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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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导  论 

（一）选题意义 

大国关系的发展和演变决定了世界的格局与发展，因此大国的兴衰及其外交

战略一直以来是众多国际关系学者密切关注的对象。然而世界上占绝大多数的还

是那些中、小国家，他们由于自身实力所限，外交上处于被动地位，在国际舞台

上往往默默无闻，因而也常常为广大国际国关系学者所忽略。 

然而，也有一些小国，虽然人口不多，物质条件方面又存在很多限制，但它

们依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挪威在促进国际人权保护上扮演着推动

者的角色；丹麦在拒绝大国在欧洲部署战略核武器上扮演着积极的活动家角色；

荷兰在推动建立有效的国际、国内政策以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上是国际社会的领

跑者；新西兰在国际防核扩散与裁军领域也有着与其小国身份不相匹配的影响

力。尽管这些小国受到了许多源于自身条件的政治、经济限制，但它们仍然依靠

自身的努力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一席之地。 

因此，小国的外交行为非常值得我们探讨。鉴于此，本研究确定的主题是《小

国外交行为再探析——以二战后的新西兰为例》，文章关注的核心问题为：小国

有效扩大其影响力的外交行为是什么？ 

本研究认为，对小国的理论进行梳理，并且对新西兰二战以后的外交行为进

行研究，既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理论价值方面，虽然“小国”这个概念出现在学术界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

但是，如同小国在国际社会中处于无权地位一样，小国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

也同样受到忽视，小国研究仍然处于较为零散、简单、低层次水平，尤其在国内，

更是空白。因此，对小国外交行为进行研究，有助于小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

补充了国内对小国的学术研究。其次，国际关系学者主要关注的主体是大国，忽

视对小国的研究，甚至有些学者把对大国研究的结论当成国际关系的普遍理论，

是极其不科学的。比如，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权力这一结论

并不适用于小国，小国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加强对小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

理性与全面地认识国际关系的本质与规律，建立更加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推动

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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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从现实意义方面来看，小国外交行为的研究也是国际关系领域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首先，从国际角度来看，小国在国际社会中占绝大多数，与当前绝大多数

国际热点问题都有小国的参与、或是与小国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通过对小国

外交行为的剖析，对理解并解决这些热点问题，创造和平、和谐的国际环境具有

重大的实践意义。从中国的外交实践角度来说，由于小国在国际制度、国际机构

和国际问题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推动联合国改革，倡导多边合作、应

对国际重要议题（如保护人权、环境）等。因此，了解小国的行为模式和国家需

求，有助于中国采取更加合理、有效的外交政策，同占世界绝大多数的小国处理

好外交关系，共同推动和谐世界的创建。 

（二）案例选择 

本文选择新西兰作为小国外交行为的研究案例。 

新西兰是世界上众多小国中的一个成功典范。尽管新西兰的人口总是、自然

资源和经济规模都十分有限，但它在国际上拥有其它小国所无法拥有的国际地

位，发挥着与其人口和土地面积极不相称的影响力。 

新西兰是位于太平洋西南部的岛屿国家，新西兰两大岛屿以库克海峡分隔，

南岛邻南极洲，北岛与斐济、汤加相望。西隔塔斯曼海相距澳大利亚约 1600 海

里。新西兰面积 26.8 万平方公里（世界国家和地区第 75 名），人口为 443.4 万。

①新西兰 70%的居民信奉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是世界上人口城市化 高的国家之

一。首都为惠灵顿， 大的城市是奥克兰。② 

新西兰是世上 年轻的移民国家之一。波里尼西亚移民约在西元 500 年至

1300 年间抵达，成为新西兰的原住民毛利人。1840 年，毛利人和英国王室签订

《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这个条约被认为是新西兰的建国文件，此

后新西兰成为英国殖民地。1907 年，新西兰决定成为英国的自治领地，而非加

入澳大利亚联邦。1947 年，新西兰独立。③ 

新西兰是君主立宪制混合英国式议会民主制，“国家元首”为英国女王伊莉

莎白二世，总督代表英国女王主持政府。新西兰议会实行一院制的众议院，每三

                                                        
①"Estimated resident population of New Zealand",  
http://www.stats.govt.nz/tools_and_services/tools/population_clock.aspx, 2012-5-10. 
②"New Zealand in Brief", in the Wikipedi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A5%BF%E5%85%B0, 2012-5-10.  
③"New Zealand in Brife: Histroy", introduction presented on the Encyclopedia of New Zealand website, 
http://www.teara.govt.nz/en/history, 201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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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举行一次选举，各政党依其政党得票比例分配席位。主要政党有工党、国家党、

绿党、进步党、毛利党、联合未来党、行动党。现任总理是国家党的约翰·基（John 

Key）。 

新西兰经济发达，属于发达国家。畜牧业是新西兰的经济基础，全国一半的

出口总值在农牧产品。羊肉、奶制品和粗羊毛的出口值皆为世界第一。其生活水

平相当高，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 3。① 

新西兰是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国际能源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南太平洋论坛、太平洋共同体、科

伦坡计划、亚太经合组织和国际捕鲸协会等国际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或是纳入成

员。新西兰还活跃在防止武器扩散、环境保护、人道主义救援与海外维和等领域，

在国际防止武器扩散议题中还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新西兰为了推动以上领域的

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认可和称赞。另外，在处理同大国的关

系上，尽管新西兰于 1985 年同澳新美联盟（ANZUS）决裂，但是新西兰仍然与

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广泛的国际事务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些成就的取得的一个

重要因素就是新西兰非传统小国外交的成功实现。 

因此本文梳理了新西兰的外交政策、行为，以期从中归纳总结出新西兰不同

于传统小国行为特征的外交行为。本研究的起止时间为二战结束的 1945 年至

2012 年，涵盖内容涉及二战以来 67 年——从彼得·弗雷泽(Peter Fraser)的工党

政府到现任的约翰·凯伊(John Key)的国家党政府的外交政策。②需要注意的是，

本研究并不是对新西兰二战以来的外交史进行巨细靡遗的叙述，而是以新西的

“小国外交行为”为线索，梳理新西兰二战以来各时期或政府的、体现新西兰小

国外交特色的外交行为，得出对新西兰“小国外交”的本质认识，从而更好地与

传统理论上的小国行为特征进行比较，以期得出小国扩展其生存空间和影响力的

途径。 

（三）新西兰外交研究综述 

国家的外交行为研究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然而国内外学者在该

                                                        
①"Economic statistic of New Zealand", in the Wikipedi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A5%BF%E5%85%B0, 2012-5-10 
②当 1853 年英国议会为新西兰制定宪法时，英国政府保留了其在新西兰国防与外交事务方面的权利。到了

1947 年，新西兰政府和议会才接受了英国 1931 年的《威斯敏斯特法令》，从而正式地拥有了它自己的主权，

这样也意味着新西兰有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参考蔡佳禾：《新西兰——追随中的创新》，成都：四川人

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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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各“大国”，如美国、俄罗斯、中国等的外交行为及政

策研究上，而对“小国”的外交行为研究不多。国内对小国及其外交行为领域的

研究还处于空白，关于新西兰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国内学术界对新西兰的研究主要始于 2008 年——中新两国签订了中国—新

西兰双边自由贸易区，这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区，对中

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此国内对新西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新经济合作的

现状、问题和未来发展进行探讨。对新西兰的外交关系以及对外政策方面的研究

只有程晓勇的《小国外交的区域性基石：解析新西兰的周边对外政策》①和《简

析新西兰的东盟政策》②，这两篇文章主要介绍了新西兰对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

内容以及发展东盟政策的背景、内容和前景。另外，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蔡

佳禾教授的《新西兰——追随中的创新》③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比较系统

地介绍了新西兰的历史和现状，为我们了解新西兰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资料。 

对于新西兰的外交关系和政策的研究，国外学术界研究得比较全面和深入，

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领域均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国际事务中的新西兰》④系

列共四卷，就从新西兰的经济、政治、安全、国际参与以及对外关系等几个方面

入手，较为全面地收集了介绍新西兰从 1945 年到 2005 年各个时期外交政策的文

章： 

第一，在新西兰外交政策与安全行为的研究上，罗德里·克艾利（Roderic 

Alley）在《公共维度》(The Public Dimension)中探讨了新西兰公众对其外交政

策的影响，认为新西兰是民主政治因素决定国家外交政策中的具体问题的典型案

例。伊恩·麦克吉本（Ian McGibbon）的《新西兰防务政策：从越南到海湾地区》

（New Zealand Defence Policy From Vietnam to the Gulf）和马尔科姆·麦金农

(Malcolm McKinnon)的《重新定位：新西兰与 ANZUS 联盟》（Realignment: New 

Zealand and its ANZUS Allies）阐述了新西兰安全政策的发展和转变，特别详细

解释了新西兰与 ANZUS 联盟以及其防务联盟的关系。罗伯特·艾森（Robert 

Ayson）的《新西兰防务和外交政策：1990——2005 年》（New Zealand Defence and 

Security Policy,1990-2005）一文认为冷战后的新西兰政府寻求在区域性的防务框

                                                        
①程晓勇：《小国外交的区域性基石：解析新西兰的周边对外政策》，《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 年第 2期。  
②程晓勇：《简析新西兰的东盟政策》，《东南亚纵横》2007 年第 8期。  
③蔡佳禾：《新西兰——追随中的创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④Bruce Brown et al. , New Zealand in World Affairs,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导论 

 5

架下扩大惠灵顿的安全利益，特别强调保持同澳大利亚的紧密关系。同时，罗伯

特·艾森也认为尽管新西兰仍然保持了反核政策，但是它通过支持美国的反恐行

动获得改善新美关系的机会。 

第二，新西兰的经济行为方面，布鲁斯·布朗(Bruce Brown)在《世界经济

中的新西兰：贸易谈判与变化》（New Zealand in World Economy: Trade 

Negotiations and Diversification）中介绍了新西兰与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发展。

克里斯·尼克松(Chris Nixon)和约翰·耶博斯利(John Yeabsley）合作的《新西

兰的贸易和贸易政策》（New Zealand Trade and Trade Policy）则分析了冷战后新

西兰贸易内容的改变，以及新西兰同其主要贸易对象——澳大利亚、APEC、欧盟、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 

第三，在新西兰与大国外交行为的研究中，主要分为新西兰与主要大国的关

系，新西兰与世界主要区域或国际组织的关系以及新西兰与本区域国家的关系三

个方面。涉及新西兰同主要大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发展和演变的是 W·大

卫·麦金太尔(W David Mcintyre)的《从新加坡到哈拉雷：新西兰和联合王国》

（From Singapore to Harare: New Zealand and the Commonwealth），安娜·托特

（Ann Trotter）的《一个不断发展的关系：新西兰与日本》（New Zealand and 

Japan），约翰·麦克金农(John McKinnon)《打破僵局：新中关系》（Breaking the 

Mould: New Zealand's Relations with China）。罗伯特·帕特曼（Robert G. Patman）

和杰里米·霍尔（Jeremy Hall）也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新美关系：且行且近还是

渐行渐远》（New Zealand——US Relations in a Globalising World: Moving Together 

or Moving Apart?）中探讨了在新的全球化环境中，新美两国在社会文化、经济、

政治军事关系领域的新发展，并指出“911”确实为新西兰改善同美国的政治军

事关系提供了机遇。斯蒂芬·霍德利（Stephen Hoadley）与科林·詹姆斯(Colin 

James)则对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泛塔斯曼关系：紧密

的经济关系和紧密的防御关系》（Trans-Tasman Relations: CER and CDR）和《玛

蒂尔达三部曲：泛塔斯曼关系》（Three-step with Matilda: Trans-Tasman Relations）

主要阐述了世界上 全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紧密的防务合作关系——新西

兰和澳大利亚政府之间关系形成的过程，以及 1990-2005 新西兰同澳大利亚在防

务安全、经济贸易关系上的发展和问题所在。另外，约翰·汉德森(John He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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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西兰和大洋洲》（New Zealand and Oceania）一文还对新西兰同南太平洋岛

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做出了较为全面的展示。 

第四，新西兰与国际制度的外交行为研究中，马尔科姆·坦普尔顿(Malcolm 

Templeton)的《新西兰与国际法的发展》（New Zeala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特伦斯·奥布赖恩(Terence O'Brien)的《新西兰与国际体系》

（New Zealand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与费利西蒂·王(Felicity Wong)《环境

与保护》（Environment and Conservation）则探讨了新西兰在人权、海洋法以

及核武器试验领域推动国际立法的情况，并且详细介绍了新西兰参与安理会、海

外维和、反恐行动、伊拉克战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可持续发展与人

类安全、环境、人权以及缩小国际差距等国际议题的经历、观点及其贡献。马修·吉

本斯(Matthew Gibbons)和马丁·霍兰德(Martin Holland)的《新西兰和欧盟》（New 

Zealand and the European Union），马克·G·罗尔斯（Mark G. Rolls）《新西兰和

东亚：一个具有优先权的区域》（New Zealand and East Asia: An Area of Priority）

则回顾了新西兰同上述两个区域或组织外交、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发展，详

细描述了新西兰与欧盟或东亚地区重要成员关系的历史沿革，并对未来的发展方

向做出了展望。另外，W·大卫·麦金太尔(W David Mcintyre)则在《从复兴到剩

余主义？新西兰和联合王国从哈拉雷到瓦莱塔》（Renaissance to Residualism? 

New Zealand and the Commonwealth from Harare to Valletta）一文中展示了英联邦

内部结构的调整，以及为新西兰带来的改变和机遇。 

综上所述，国外学术界对新西兰的研究较为全面，并且主要集中在对新西兰

外交关系、外交政策方面。然而，鲜有文章将新西兰的外交政策与小国的外交行

为结合起来，因此，本研究力图从该处入手，尝试以新西兰为例，探讨小国有效

扩大其影响力的外交行为，希望能获得有价值的研究结果，实现学术创新。 

（四）研究思路 

本文主要是文本分析，借助历史描述、分析法的视角和方法，尝试通过对相

关文献和资料的分析来解读二战后新西兰的小国外交行为。此外，本文还采用历

史描述解读法，在行文中穿插案例、史事，以历史事实来讨论本文的主题。 

本文从全球和区域两个不同的层面出发，通过阐述新西兰在每一个层面中所

表现出的外交行为，来总结新西兰提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途径。并分析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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