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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概况 
 
 

1. 美属萨摩亚是由美利坚合众国内政部管理的非自治领土，该部在当地有一名

驻地代表。
1
 领土位于夏威夷西南方大约 3 700 公里，澳大利亚东北方 4 350 公

里的南太平洋上。它由七大岛屿(图图伊拉岛、奥努岛、奥福岛、奥洛塞加岛和

塔乌岛(又称马努阿群岛)、斯温斯岛和罗斯岛(两个珊瑚环礁))以及几个较小的

岛屿组成。领土的陆地总面积约为 200 平方公里，大部份为密林覆盖。图图伊拉

岛最大，占领土陆地总面积的 70%，占总人口近 100%，首府帕果帕果(南太平洋

最深的海港之一)就位于该岛。人们认为，来自东南亚的移民在约 3 000 年前定

居萨摩亚群岛。1722 年，荷兰人成为最早发现这些岛屿的欧洲人。一些荷兰定居

者在 1800 年代初期到达这些岛屿，传教士随后在 1830 年到达。 

2. 根据联邦资料来源，2010 年 7 月，美属萨摩亚人口约为 66 432 人，中位年

龄为 23.4 岁，男女比例约为 1.02 比 1。约有 33%的人口在 15 岁以下。城市人口

约占总人口的 92%，净移民比率约为-6.99/1 000。约有 91 000 名美属萨摩亚人

居住在领土以外，主要是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和美国大陆。 

3. 在种族上，约 90%的人口为萨摩亚/波利尼西亚人。50%的人是基督教公理会

教派信徒，约 20%的人信奉罗马天主。大部分美属萨摩亚人会两种语言，讲萨摩

亚本地语言和英语。 

 

 二. 宪政、法律和政治问题 
 
 

4. 到 1800 年代末期，萨摩亚群岛各岛屿酋长间的内斗和德国、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国等殖民强国之间的争夺带来一段不稳定时期。1929 年 2

月 20 日，国会通过法案，接受自 1900 年代初期以来将这些岛屿让予美国的诸项

契约。根据该法案，美属萨摩亚人享有美国国民地位。该法案规定设立美属萨摩

亚政府，并将其一切民政、司法和军事权力赋予美国总统指定的人。由于美国在

该地区的利益主要是军事利益，领土交由美国海军管辖。1951 年 6 月 29 日美国

总统第 10264 号行政命令把领土的行政责任移交内政部。 

5. 根据美国法律，美属萨摩亚为“无归并和无建制”领土。并非美国《宪法》

或美国法律的所有规定都适用于领土。美属萨摩亚居民不是美国公民。他们是美

国国民，可自由进入美国并在他们选择的任何地点工作或居住。外国人在领土所

__________________ 

  注：本工作文件所载资料来自公开发表的来源，包括领土政府的来源以及管理国根据《联合国

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向秘书长递交的资料。 

 
1
 1951 年 8 月 29 日《第 2657 号内政部长命令》和 1977 年 11 月 3 日修订的《第 3009 号内政部

长命令》规定了美属萨摩亚政府权力范围和性质以及行使权力的方式(见美国内政部内政政策

电子资料库查阅 http://elips.doi.gov/elips/release/34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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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子女不是美国国民，国籍随其父亲或母亲。美属萨摩亚人不能在美国大选中

投票，但可参与总统初选和党团会议。 

6. 美属萨摩亚《宪法》1960 年通过，1967 年修订，1970 年和 1977 年修正。唯

有美国国会才能立法通过经由内政部长核可的、对美属萨摩亚《宪法》的修正和

修改。2008 年，本可修订《宪法》某一方面的全民投票以相差很少的票数未获通

过。2010 年 6 至 7 月，宪政会议建议对现行《宪法》作出修正或修订，包括禁止

领土公有土地进一步私有化、在所有刑事诉讼中设立公正陪审团、在教育体系中

加强萨摩亚语言和文化、依照当地法律管理和保护领土的自然资源、规定弹劾领

土领导人等。然而，在 2010 年 11 月大选中，全民投票因压倒多数的选民反对而

未获通过。 

7. 领土《宪法》规定行政和立法部门分立，司法机关独立。行政部门包括 1 名

总督和 1 名副总督，由成人普选产生，任期 4年。18 岁以上的所有美属萨摩亚人

都有选举权。总督负责执行美属萨摩亚以及美国的法律，并对美属萨摩亚立法机

构(议会)通过的立法有否决权。 

8. 2008 年 11 月，总督托吉奥拉·图拉法诺和副总督法奥阿·伊普拉希·苏尼

亚再次当选。他们的任期将在 2012 年 11 月举行下次选举时届满。如以往报告所

述，2007 年 9 月，副总督苏尼亚因有关领土教育局合同问题遭美国联邦调查局逮

捕，随后获释。他在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上提出“无罪”申诉，在诉讼结束之前，

苏尼亚先生继续担任副总督。2010 年 2 月，一名联邦法官在陪审团未能作出裁决

之后宣布案件为未决审判，庭审结束。 

9. 议会为两院制立法机构：参议院由 18 名议员组成，由 14 个部落理事会推选；

众议员由 21 名议员组成，其中 20 人为民选产生，1 人是任命的，代表斯温斯岛，

无投票权。只有“马塔伊”，即大家族(“阿伊格”)的传统族长，才能当选参议

员。参议员任期 4 年，众议员任期 2 年。议会可通过有关各种地方事务的法律，

但这些法律应符合适用领土的现行美国法律或美国的条约或国际协定。 

10. 1981 年后，美属萨摩亚以直接投票选出 1 名美国众议院代表，任期 2年。除

不能在最后通过时投票外，该代表可在委员会和议员讨论中投票。2008 年 11 月

大选期间，恩尼·法列欧马瓦埃加先生第十二次当选美国国会代表，任期 2 年。 

11. 司法系统包括高等法院、地区法院和村法院。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和法官均由

美国内政部长任命，地区法院和村法院的法官由总督任命。高等法院分为上诉、

初审、土地与地契、家事、毒品和酗酒分庭。美国国会授予最高法院有限联邦管

辖权，可审理涉及联邦法规问题的某些案件。向高等法院下放联邦司法权力的实

例包括裁定职业安全和健康署问题及美属萨摩亚的船舶抵押诉讼。领土发生的其

他联邦法律问题由美国联邦地区法院、主要是由夏威夷和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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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由于美属萨摩亚不属于美国联邦司法区或巡回区范围，因此没有将高等法

院的判决向联邦地区法院提出上诉的法律规定。 

12. 2010 年 5 月 19 日，美属萨摩亚总督在新喀里多尼亚努美阿举行的太平洋区

域研讨会发言时回顾，领土曾要求特别委员会将其从非自治领土名单中除名，因

为领土“无归并和无建制”的地位类似于自治领土。总督接着表示，领土的立场

不变，但是，“提出更加明确的工作计划，迫使领土和管理国双方在推进政治地

位、地方自治、自我治理和经济发展问题上采取更加合作做法，时机已经到来”。 

13. 总督进一步指出，“美属萨摩亚人民与管理国之间的特殊亲密关系”表现在

许多美属萨摩亚人在美国武装部队中服役，并表现在允许领土保持其移民和海关

权力的信任上。但令人关切的是，这一权力正由美国联邦政府行使，对领土不利。

此外，美属萨摩亚在其土地使用及其自由使用管理国向其划拨的赠款方面正在受

到限制。此外，在领土实施的美国最低工资法造成严重、或许是无法弥补的经济

损失。人们还感到不满的是，没有提供联邦技术援助和专门人员，协助美属萨摩

亚人真正理解联邦法律对领土经济和政府形式产生的影响。 

14. 总督强调，通过对今后的领土待遇采用明确一贯的原则，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他着重指出，必须对攸关太平洋区域的问题提供援助和培训，他为此请特别委员

会在宪政会议期间访问美属萨摩亚。 

 

 三. 预算 
 
 

15. 据管理国称，根据美属萨摩亚政府提议，2011 财年(2010 年 10 月 1 日起始)

领土政府预算约为 4.66 亿美元，比 2010 财年预算增加 39%。同时，2011 年预计

将出现 720 万美元收入短缺，在这方面，据称领土立法机构将审议将最低所得税

增加 2-4%。对烟、酒、甜饮料和进口瓶装水加税，是正在审议的另一个抵消短缺

措施。美属萨摩亚政府的收入包括联邦支助(约占 60%)和当地创收(约占 40%)。 

 

 四. 经济状况 
 
 

 A. 概况 
 

16. 2009 年 9 月，Chicken of the Sea 萨摩亚金枪鱼罐头厂关闭，裁减 2 000

多名工人，可能对当地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空置厂房后由设在美国的 Tri Marine 

International 公司接手，将这个位于帕果帕果的设施作为萨摩亚金枪鱼加工厂。

这家新公司将生产优质金枪鱼，主要销往美国和日本市场。在爆破和新罐头厂修

建阶段，除非需要岛外工人的专业技能，该公司将雇用当地工人。目前，还不清

楚新工厂的修建将对总体就业情况产生何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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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10 年，根据《美国恢复和再投资法》向美属萨摩亚提供近 1.66 亿美元，

到 2011 年 1 月底已花费其中的 2 900 万美元。领土政府表示，出现延误的主要

原因是各部门没有遵守关于恢复资金的法规，以及对资金支付的报告规定大量要

求。 

18. 美国是领土的最大贸易伙伴，其次是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和

新西兰。如以往报告所述，美属萨摩亚大约 90%的货物和产品靠进口，包括粮食

和石油产品、机器零部件、建材、纺织品和服装。 

 

 B. 渔业和农业 
 

19. 总督在 2011 年领土情况咨文中表示，他打算请求管理国对捕捞业提供援助。

总督表示，领土政府和联邦当局目前正在处理与修改关于渔船和向领土交付渔获

量的法律有关的问题。他表示， 由于修改 Tri-Marine 公司和 Low-in-Tide 公司

之间的商业协定，不久将准备向美国和日本市场提供鱼类。为此，他强调应对有

关出口活动的相关法律作出相应调整。 

20. 在领土的所有农场中，近 90%的农场是自给经营。适合耕作的平地很少，农

业发展前景仍然有限。同时，美属萨摩亚农民获得美国农业部自然资源保护局及

其环境优质奖励方案提供的援助。 

 

 C. 旅游业 
 

21. 美属萨摩亚拥有巨大潜力，包括原始海滩和海岸、绿色的山峦、友善的当地

居民和丰富的岛屿生活传统，但可能由于地处边远，相对而言仍然不为游客所知。 

22. 总督在 2011 年领土情况咨文中表示，他将继续寻求美国国会和财政部支持，

解决美属萨摩亚和夏威夷之间空中交通问题。他认为，国内航空法阻碍了领土的

旅游业发展。夏威夷和美国西岸之间的票价约为 500 美元，但夏威夷和美属萨摩

亚之间的票价约在 1 200 美元或以上。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利于为发展领土旅游

业制定任何计划。他还打算申请在美属萨摩亚与澳大利亚、中国、大韩民国和新

西兰之间开通航班。 

23. 旅游业约占经济的 7%，若干企业只对当地市场销售。据旅游局称，2010 年，

领土共有 249 间旅馆客房，入住率不到 50%。 

 

 D. 运输和通信 
 

24. 美属萨摩亚大约有 180 公里的公共主要铺装公路和 235 公里乡村支线公路。 

联邦公路局夏威夷联邦援助司核准 4 930 万美元紧急救济资金，用于修复在 2009

年 9 月 29 日地震和海啸中受损的领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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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帕果帕果港是全天候深水港，是南太平洋的天然深水良港之一，在该区域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主码头长 1 000 英尺，可停泊吃水深达 32 英尺的船只。港口

设备和设施齐全，港口的船舶修理设施配备一条 3 000 吨船坞铁路。 

26. 领土有 4 个机场，分别位于图图伊拉、奥福、奥洛塞加和塔乌岛。帕果帕果

国际机场为领土政府所有和经营。若干家航空公司固定使用领土的主要机场，它

们将美属萨摩亚与夏威夷、美国本土和南太平洋其他国家连接起来。在领土境内，

岛际航空公司提供飞往奥福岛、奥洛塞加岛和塔乌岛的定期航班。2010 年 3 月，

美属萨摩亚获得联邦政府 250 万美元赠款，用于机场改善。  

27. 据当地媒体称，领土有 3 个调频电台和 3 个调幅电台，为约 57 000 个收音

机播放节目。一个政府电视台通过 3 个频道向约 14 000 个电视播放节目。因特

网上网服务由半自治的政府机构美属萨摩亚电信管理局提供。 

 E. 供水、环境卫生系统和公用事业  
 

28. 政府拥有的美属萨摩亚电力局向 7个岛屿中 5个岛屿的用户提供水、废水处

理、固体废物处理和供电服务。电力局利用水井向领土 90%的地方提供饮用水，

其余地方则由边远村庄的供水系统供水。2010 年 8 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电力

局由于管道漏水损失多达 50%的供水，而某些地区的供水含盐量很高。调查还表

明，供水管道设计存在局限性，造成管道维修极为困难。 

29. 总督在 2010 年宣布，2009 年罐头厂关闭和工资上涨造成直接影响，因此，

船运和进口货物(包括用于发电的燃料)的成本预计有可能进一步提高。 

 

 五. 社会状况 
 
 

 A. 概况 
 

30. 被称为“法阿萨摩亚”的萨摩亚人生活方式是基于阿伊格(大家族)相互尊重

和分享的理念，每个家族共同效忠于一个族长。这一生活方式影响到领土社会经

济结构的每个方面。如以往报告所述，自 2008 年以来，领土立法机构一直设法

进一步加强公立学校在课堂教学中使用英语和萨摩亚语。为此，美属萨摩亚教育

局在 2009 年 3 月收到 618 000 美元，供幼儿班至 12 年级使用。 

 B. 劳工和移民 
 

31. Chicken of the Sea 罐头厂在撤出美属萨摩亚时提出的理由是，一项 2007

年联邦法律规定，领土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 7.25 美元的联邦最低工资。

StarKist 公司也以这项法律为由，在 2010 年决定解雇其罐头厂的 800 名工人。

随后，美国总统签署一项议案并使之成为法律，规定美属萨摩亚在 2010 年和 2011

年推迟执行工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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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总督认为解雇工人是一项国会法案造成的，因此要求华盛顿直接支付款项，

协助因失业受影响的工人。2010 年 6 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协助恢复美属萨摩

亚经济的立法。该项立法要求为美属萨摩亚政府提供 1 800 万美元减税。另外两

项改善经济措施是《美属萨摩亚产业资源和就业保护法》立法以及在经济援助框

架范围内再提供 2 500 万美元。 

33. 美属萨摩亚拥有自己的移民法和入境条件，与美国的移民法和入境条件不

同。如以往报告所述，美属萨摩亚新移民法生效，将给予永久居民地位的全部权

力赋予司法部长，而不是政府任命的委员会。 

 C. 教育 
 

34. 美属萨摩亚实行 6 至 18 岁义务教育。其教育制度基本上仿照美国的制度。

据美属萨摩亚教育局称，领土有 24 个儿童早期教育中心，23 所小学，6 所中学。

教育局为 14 150 多名幼儿班至 12 年级的学生提供教育、儿童早期教育和特殊教

育。 

35. 教育局下设 5 个学区，每个学区以一所中学连同年级较低的小学或“生源学

校”为中心。教育局有初级教学人员 472 人、中级教学人员 191 人、职业教育教

员 18 人、特殊教育教师 202 人、儿童早期教育人员 118 人。美属萨摩亚的识字

率约为 97%。 

36. 美属萨摩亚社区学院开设文理科两年制学位课程，并开设颁发结业证书的职

业技能、文秘技能、商业和护理课程。 

37. 2010 年，美国教育部连续两年认定美属萨摩亚教育局为缺乏教师地区。在被

认定为缺乏教师地区后，这些地区教师可以申请推迟支付和(或)取消联邦贷款。 

 D. 公共保健 
 

38. 根据 2010 年的估计，领土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约为 73.72 岁，男性为 70.8

岁，女性为 76.82 岁。人口年出生率据估约为 23.31/1 000 人。死亡率为 4.3/1 000

人。生育率约为每名妇女生育 3.22 个孩子。 

39. 领土主要的半自治公立医院有 150 张床位和 25 名医生。每天 24 小时提供医

疗、牙医和药剂服务。在塔乌岛和奥福岛设立了诊所，向马努阿群岛提供服务。

2009 年，火奴鲁鲁各家医院在 50 万美元债务得到偿还之前，不再接受美属萨摩

亚的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热带医疗中心的转诊。尽管存在某些财政困难，医疗

中心还是偿还了积欠联邦政府约 400 万美元的医疗保健计划超付款。 

40. 2010 年，领土通过向各州提供的健康保险保费审查方案赠款，获得 100 万美

元联邦资金。该方案又称费率审查赠款方案，是根据 2010 年 3 月美国国会通过

的标志性《可承担保健法》批准的保健改革授权进行的。费率审查赠款旨在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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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和各领土建立一个程序，以监测保险公司收取的健康保险保费，并确保消费

者不会面临不合理、无理或过高的保费上涨。 

41. 2010 年 8 月，美属萨摩亚卫生局对越来越多的民众感染登革热表示关切。病

例数在 2010 年上半年已达到 282 例，而 2009 年前六个月报告的病例数为 249 例。 

 E. 犯罪和公共安全 
 

42. 在美属萨摩亚，加害儿童的性犯罪呈上升趋势，其中大多数案件发生在家庭

内部。
2
 2010 年 4 月，总督宣布，计划加重处罚因对儿童实施性侵害而被定罪的

人。他表示，行政当局计划向议会提交一项议案，规定处以终身监禁，并不得假

释。如以往报告所述，总督还设立性罪犯登记通知法工作组，以确保遵守该法案

的规定，并对性罪犯登记册的战略规划、拟定和执行工作提供咨询和意见。 

43. 领土通过新成立的领土和国际刑事情报和缉毒办公室，继续加强与太平洋岛

屿警长组织和美国司法部的合作。 

 

 六. 环境保护和备灾 
 
 

44. 美属萨摩亚环境保护署由美国环境保护署供资，其任务是保护人的健康和维

护空气、水、土地等自然资源。 

45. 2010 年 1 月，美属萨摩亚收到联邦公路署提供的 4 900 万美元救济资金，用

于修复因 2009 年 9 月地震、海啸和水灾而受到破坏的公路基础设施。 

46. 2010 年 8 月，在悲剧发生近一年后，美属萨摩亚准备安装一个价值 190 万美

元的海啸预警警报系统，资金由美国国土安全部提供。正在领土全境安装共 39

个警报。在备灾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向美属萨摩亚拨出 185 万美元的联邦赠款。 

 

 七. 与国际组织和合作伙伴的关系 
 
 

47. 自 1988 年起，美属萨摩亚一直是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准成员。

各项《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适用于领土。领土参加了联合国系统的若干区域机

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从属于其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和西太平洋促进环境规划

和应用研究区域中心。 

48. 美属萨摩亚是若干区域组织的成员，包括南太平洋委员会、太平洋海盆开发

理事会、太平洋金枪鱼开发基金会、太平洋群岛协会、亚洲-南太平洋成人教育

局、亚洲太平洋旅游协会、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南太平洋应用地球科学委员

会、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和太平洋艺术理事会。美属萨摩亚还是全国及西部州长

__________________ 

 
2
 《大西洋自由新闻报》，2008 年 7 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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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等美国组织的成员。美属萨摩亚政府分别与萨摩亚和汤加政府签订了经济合

作谅解备忘录，还向太平洋区域的若干国家派遣贸易代表团。 

49. 据管理国称，美属萨摩亚及其他美国领土要求获准扩大互动，并成为太平洋

岛屿论坛和加勒比共同体等太平洋和加勒比区域政治论坛的观察员。 

 

 八. 领土的未来地位 
 
 

 A. 领土政府的立场 
 

50. 本工作文件第二节反映了有关美属萨摩亚未来政治地位的最近事态发展。 

 B. 管理国的立场 
 

51. 2006 年 11 月 2 日，美国主管立法事务助理国务卿写信给国会议员法列欧马

瓦埃加，阐述了美国政府对美属萨摩亚和其他美属岛屿地区的地位的立场。这一

立场被认为在 2010 年同样有效。助理国务卿在信中指出，这些岛屿地区在同联

邦政府政治关系中的地位是美国内政问题，不在特别委员会职权范围之内。他还

指出，特别委员会无权以任何方式改变美国同这些领土之间的关系，也未获授权

同美国商谈这些领土的地位问题。他在信中又指出，同时，根据《联合国宪章》

所规定定期向联合国提交有关领土经济、社会和教育情况的统计数字和其他技术

性信息的义务，联邦政府确实每年向特别委员会提交关于美属领土的最新资料，

以此表明美国作为管理国予以合作，并纠正特别委员会可能从其他来源获得的错

误信息。 

 C. 大会的行动 
 

52. 2010 年 12 月 10 日，大会根据特别委员会转交给大会的报告(A/65/23)和特

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随后审议该报告的情况，未经表决通过第

65/115 A 和 B 号决议。第 65/115 B 号决议第一节涉及美属萨摩亚。大会在该节

执行部分： 

 1. 表示注意到 2010年 6月第四次制宪会议通过了美属萨摩亚1967年

订正宪法修正提案； 

 2. 欣见领土政府和议会为筹备美属萨摩亚第四次制宪会议按未来政

治地位研究委员会所提建议开展的工作，并赞扬领土政府为增进公众了解制

宪会议而作的有关努力； 

 3. 表示赞赏美属萨摩亚总督 2010 年向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

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发出派视察团前往领土的邀请，吁请管理国依照领土

政府的愿望为视察团提供便利，并请特别委员会主席为此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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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请管理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丑)款的规定，协助领土

推动未来政治地位研究委员会2007年报告建议的关于公众认识方案的工作，

并在此方面吁请联合国有关组织应请求向领土提供援助； 

 5. 吁请管理国协助实现领土经济多样化，使经济可以持续，并处理就

业和生活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