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大洋洲研究中心动态

1-1 我中心费晟教授应邀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师生作线上学术讲座 / 1

1-2 我中心费晟教授应邀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师生作线上学术讲座 / 2

1-3 我中心费晟主任应邀参加中国南太岛国气候变化应急中心成立大会 / 3

1-4 我中心王学东副主任出席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带一路”建设与绿色发展线上研讨会/ 3

1-5 我中心喻常森研究员参与《南方周末》谈美印日澳组局“亚洲版北约”/ 4

1-6 我中心喻常森研究员接受《羊城晚报》访谈 / 4

1-7 大洋洲研究工作坊第二十一期 :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外交与合作：十年回顾与展望”成

功举行 / 6

1-8 我中心喻常森研究员接受南方传媒集团海外中心访谈称“美澳应放弃对南太平洋的‘殖

民狂热’”/ 8

1-9 我中心费晟主任应邀参加“一带一路”研究多学科交叉论坛 / 11

1-10 我中心王学东副主任在《世界知识》发表《澳大利亚联邦大选，工党缘何获胜》/ 11

1

中国与大洋洲关系

2-1 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正式生效 / 15

2-2 《太平洋岛国发展报告（2021）》——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稳定

发展 / 15

2-3 中国外交部：中所安全合作是两国主权范围内的事 / 16

2-4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召开第二次外长会 / 16

2-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二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发表书面致辞 / 17

2

2



2022 年第 2 期（总第 39 期）   目录

大洋洲政治与安全

3-1 俄宣布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领导人实施个人制裁 / 20

3-2 巴新司法部长：反腐修正法案通过，旨在约束公务员 / 20

3-3 澳高调曝光潜艇部队“纸面实力”/ 21

3-4 巴新出台最“硬核”禁枪令 特赦令期间民众需要上交他们的枪支 / 21

3-5 阿尔巴内塞宣誓就任澳大利亚新总理 / 22

3-6 彼得·达顿成为澳大利亚反对党新党魁 / 22

3-7 萨摩亚庆祝独立 60 周年 / 23

3-8 法国法院维持新喀里多尼亚公投结果 / 23

3-9 库克群岛议会解散 / 24

3-10 新西兰国家党喊话副总理：谈堕胎是转移话题！法律不会变 / 24

3

大洋洲经济与卫生

4-1 维州建成全球顶级生物标本库 Biobanking Victoria 投入运营 / 25

4-2 巴新将建立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委员会 / 25

4-3 新西兰通胀创纪录 民众生活面临危机 / 26

4-4 新西兰首现奥密克戎毒株 BA.5 亚型 / 26

4-5 新西兰首次发布减排计划 / 27

4-6 能源价格飙升冲击澳洲家庭预算 预加工蔬果售价将飞涨 / 27

4-7 环境部促进价值超过 8.85 亿斐币元的可持续投资 / 28

4

3

2-6 中国同南太建交岛国合作呈现“双轮驱动”的生机勃勃局面 / 17

2-7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就澳大利亚炒作中国军机“干扰”澳大利亚军机事件答记

者问 / 18

2-8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新西兰外长马胡塔举行视频会晤 / 18

2-9 澳大利亚总理向中国发送“感谢信”/ 19

2-10 中国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恩加省医院项目竣工交接 / 19



N ewsletter of Oceania Studies
大洋洲研究通讯

大洋洲环境与社会

5-1 太平洋岛国地震频发 / 30

5-2 巴新小岛新发现表明：拉皮塔人与土著居民的互动是他们在大洋洲聚集的关键 / 30

5-3 澳昆士兰州洪灾房屋翻新项目索赔高达 7亿澳元 / 31

5-4 中医得到新西兰官方认可 / 32

5-5 西澳海洋发现世界最大植物 两百平方公里寿命超四千年 / 32

5-6 新西兰国名改为“Aotearoa”的请愿书已提交国会 / 33

5-7 新西兰研究人员在南极冰雪中发现微塑料 / 34

5-8 澳大利亚向联合国提交新气候目标：至 2030 年减排 43%/ 35

5-9 新西兰迎来首个毛利新年公共假期，惠灵顿举行大型黎明仪式 / 35

5-10 澳大利亚最新人口普查结果出炉 / 36

5

大洋洲区域合作

6-1 美英澳宣布将合作研发高超音速武器 / 37

6-2 新西兰国防军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进行领导力培训 / 37

6-3 反对深海采矿的新政治联盟成立 / 38

6-4 太平洋岛国举办灾害风险金融 (DRF) 研讨会 / 39

6-5 世界银行计划改善马绍尔群岛的城市地区 / 39

6-6 太平洋 12 国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开展军事救援演习 / 40

6-7 2022 首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女性领导人会面 / 40

6-8 纽澳总理会晤：501 驱逐出境政策不变 承诺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水平 / 41

6-9 澳大利亚和法国就潜艇风波达成和解 / 41

6-10 新西兰与美国、英国加入新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小组 / 42

6

4

4-8 澳大利亚陷缺电危机 政府劝民众“晚上少开灯”/ 28

4-9 澳大利亚新州宣布改革印花税 缓解年轻人购房压力 / 29

4-10 2022 全球宜居城市排名公布 奥克兰、惠灵顿排名暴跌 / 29



1

T rends at the Center for Ocesnia Studies
大洋洲研究中心动态

       1-1    我中心费晟教授应邀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

                 师生作线上学术讲座

1     大洋洲研究中心动态

4 月 26 日晚上 19 时，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

授 / 大洋洲研究中心主任费晟应邀在西安外国语

大学英文学院作题为“环境认知与澳大利亚殖民

地社会发展”的线上学术讲座。本场讲座系“英

文学院庆祝建校 70 周年系列学术讲座暨国别与

跨文化联系系列讲座之（二）”，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师生共同聆听讲座。

本场讲座，费晟教授主要谈到：对来自北半

球的拓殖者而言，澳大利亚的环境与故乡迥然不

同。认知、理解和利用当地环境成为澳大利亚社

会发展史的重要内容。尽管不同人群的感受不尽

相同，也引发了不同的环境治理思路，但澳大利

亚最终形成了一些标志性的环境 - 文化共识，这

对澳大利亚国族认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尾声之际，费晟教授与现场师生们进行了交

流，讲座最终在热烈氛围中落下帷幕。

（本文转引自  “国别与跨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3p1Q8uLT 

YAx5cawsLl49iw ）

消息来源：https://obor.sysu.edu.cn/cos/news/14008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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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中心费晟教授应邀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师生作

          线上学术讲座

4 月 27 日晚上，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大洋洲研究中心主任费晟应邀在厦门大学人

文学院作题为“澳大利亚殖民地的环境焦虑

与种族主义”线上学术讲座。讲座由厦门大

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博翼主持，

厦门大学 2021 级历史强基班师生聆听讲座。

本场讲座，费晟教授主要谈到：在自然与

欧洲迥然不同的澳大利亚建立和发展殖民地，

以英国人为主的欧洲殖民者面临着重大的环

境挑战。在艰难适应和改造当地环境的过程

中，殖民者产生了明显的焦虑，一方面是担心

自己无法在本地永续生存，另一方面担忧其

他种族的移民能够更好适应当地环境进而威

胁自己的主导地位。环境焦虑是澳大利亚种

族兴起的基本背景之一。它不仅深刻影响了

澳大利亚的自然观，也助力了澳大利亚长期

奉行的种族主义政策。

临近尾声，费晟教授与现场师生们进行

了交流，讲座最终在热烈氛围中落下帷幕。

（本文转引自“厦大 2021 级历史强基班”

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

f-3cghu2eWNiyOcoTogNCg）

消息来源：https://obor.sysu.edu.cn/cos/ 

news/14008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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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我中心费晟主任应邀参加中国南太岛国气候变化

           应急中心成立大会

4月 29日，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高

端对话会在山东省济南市和聊城市举行。此次对话

会的主题是“绿色发展：中太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会上，中山大学费晟教授指出，太平洋岛民

正在承担本不该由他们承担的气候变化带来的后

果，发达国家有责任与义务与之一同应对气候变

化。在充分尊重太平洋岛民在适应环境变化中积

累的知识基础上，世界各国应加强对太平洋岛国

的援助，提升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本文转引自《社会科学报》，2022年 5月 6日）

消 息 来 源：https://obor.sysu.edu.cn/

cos/news/1401191.htm

1-4    我中心王学东副主任出席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

“一带一路”建设与绿色发展线上研讨会

5 月 13 日，由巴新中资企业商会、中国建

设银行联合主办的“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一

带一路’建设与绿色发展线上研讨会”以视频方

式成功举行。中国驻巴新使馆曾凡华大使、刘林

林经商参赞，巴新中资企业商会王宏铭会长、澳

大利亚中国总商会陈哲瑜会长，中国建设银行国

际业务部胡波飞副总经理、悉尼分行金扬统总经

理，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学东博士

等嘉宾以及驻巴新、澳大利亚、斐济、瓦努阿图

等南太平洋国家中资机构约 300 余人参加会议。

绿色，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底色。本次研讨会

旨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推动落实“一带一

路”绿色发展理念，搭建企业、金融、学术跨界融

合与协作共赢的交流平台。

王学东博士在主旨演讲环节和其后的互动环

节中，从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视角解读绿色“一

带一路”建设的内涵和现状，结合南太区域实际

情况讲解了中资企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他指

◎ 图为王学东副主任

出，南太平洋岛国作为“21 世纪海丝之路”的南

部延伸带，已逐渐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要伙伴。中资企业应把握机遇，打造高质量的

“一带一路”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本次研讨会与时俱进、精彩纷呈，对中资企

业在巴新以至南太地区的经营都具有前瞻性、指

导性和实用性。期待政界、学界、金融界和商界

合衷共济，一路同行，共同奏响“一带一路”新的

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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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转引自微信公众号“巴新中资企业商会”， https://mp.weixin.qq.com/s/UYRw-

9DDYAHaS_I1d7O_-g；微信公众号“中国建设银行悉尼分行”， https://mp.weixin.qq.com/s/

XeuK37L-KTcGGLTweEl4sw）

消息来源：https://obor.sysu.edu.cn/cos/news/1401192.htm

 1-5    我中心喻常森研究员接受《南方周末》访谈美印日澳

           组局“亚洲版北约”

6 月 2 日，著名的时评报刊《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印日澳组局‘亚洲版北约’”的文章，

我中心研究员喻常森也参与了相关讨论。

针对澳大利亚新任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参加“四方”峰会的行为，中山

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喻常森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澳大利亚新总理把出席这样高规格的外交活

动，当成是发挥其国际影响力的一个良机。在中国崛起的亚太大环境下，澳大利亚非常迫切希望与它

的盟主—美国协调行动。同时，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国家中，拥有最长海岸线和最大海域管辖区。

澳大利亚认为自己独特的地理位置，为其发挥两洋战略提供了绝佳的机遇。喻常森表示，美国参与和

推动“印太战略”后，进程大为提速，澳大利亚乐意搭便车。“对于一个中小国家来说，多边外交胜过

双边谈判”。

（本文部分转引自《南方周末》，2022 年 6 月 2 日）

消息来源：https://obor.sysu.edu.cn/cos/news/1401416.htm

 1-6    我中心喻常森研究员接受《羊城晚报》访谈
       

6 月 11 日，《羊城晚报》发表了对我中心研究员喻常森的访问，文章题为“中澳关系 考验‘驾

驶’”。全文转载如下：

澳大利亚新政府上台之后，中澳关系似乎并未因此而改善。

近日，澳大利亚炒作中国军机“干扰”澳大利亚军机。我国防部、外交部先后对此回应，澳方军机

不顾中方反复警告，连续逼近中国西沙领空，严重威胁中方主权安全，中国军队采取的应对措施专业

安全、合理合法。

澳方“反咬一口”的碰瓷行为，为本就不明朗的中澳关系前景平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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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尔巴内塞（Anthony Albanese）就任

澳大利亚总理后就火速前往日本参加“四方安

全对话”，到再提美英澳“奥库斯”联盟，可以看

出，美澳同盟关系依然是阿尔巴尼斯外交政策

的重点。

正是在美国对抗型亚太战略影响下，中澳

关系的回暖很难一蹴而就，但回暖的窗口存在。

今年是中澳建交 50 周年，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

坚所言，澳方应该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

则处理两国关系，推动中澳关系回归健康稳定

的正确轨道。

企图“外交抵消”

“阿尔巴尼斯上任不久，应该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外交政策。目前来看，与其前任莫里森（Scott 

Morrison）政府相比，阿尔巴尼斯政府似乎更加强调周边外交的作用，包括太平洋岛国和东南亚。”中

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喻常森分析。

五月末至六月初，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邀出访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萨摩亚等太平洋岛

国，并在斐济主持召开第二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差不多同一时间，澳大利亚新任外交部长黄

英贤于 5 月 26 日和 6 月 1 日先后访问斐济、萨摩亚与汤加三个太平洋岛国。此举被认为是澳大利亚

有意制衡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影响力。阿尔巴尼斯强调，在中国外长出访大洋洲的情况下，澳大

利亚需要重新介入这个地区。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就职三周来，阿尔巴尼斯的两次出访活动一次是赴日本参加“四方安全对

话”峰会，另一次则是 6月 5日开始的访问印度尼西亚的行程。

在喻常森看来，澳大利亚的这种做法，可以看成是对中国外交的一种抵消战略。出访中，阿尔巴

尼斯表示澳大利亚的商业战略需要重新平衡，澳大利亚将确保自己机会的“多样化”，而印度尼西亚在

其中显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据《悉尼先驱晨报》6 月 7 日的分析文章，虽然没有人希望高声宣扬，但澳大利亚强调“多样化”

的原因在于中国。澳大利亚希望通过贸易的多样化，减少对中国贸易的依赖，并寻找中国之外新的经

济机会。据《环球时报》报道，澳大利亚高官访问印尼的目的之一，是澳政府寻求重启澳大利亚在东

南亚地区的关系。新加坡《联合早报》则认为，澳大利亚已开始外交攻势，想要在亚太地区制衡中国。

不管是从中澳关系紧张的小气候、中美竞争的大框架，还是澳方近来的外交动作，都可以看得

出，在亚太地区形势日趋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将会把更多资源投注在东南亚和大洋洲（9 日，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抵达澳大利亚悉尼，10 日与阿尔巴尼斯正式会晤），包

◎ 5 月 24 日，日本东京，美国总统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同阿尔巴尼斯举行会晤  图源：人

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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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向太平洋岛国倾注更多发展援助以及应对气候变化预算。

不能“自动驾驶”

阿尔巴尼斯所领导的工党赢得澳大利亚大选之后，外界普遍对中澳关系的回暖持谨慎乐观的态

度。一方面，莫里森政府时期的中澳关系跌入谷底，已是差无可差；另一方面，工党以往的对华政策

相对更为和缓。目前尚不清楚阿尔巴尼斯的对华政策，但从他以及其政府官员的发言，或许可以找到

一些蛛丝马迹。

在就职的第一天，阿尔巴尼斯即表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将依然是“困难的”（difficult 

one）。他表示，澳大利亚应该始终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在他所领导的政府中，澳大利亚将继续如此。

在印尼，阿尔巴尼斯表示，澳大利亚产业不能依靠中澳关系的回暖以找回失去的机会。

“中澳关系应该还是有改善的空间和机会窗口。”喻常森分析称，“阿尔巴尼斯就任澳大利亚总理

当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向他发去贺电，表示愿意就重启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展开对话，等于是

向澳方主动伸出了橄榄枝。”

“但澳方的反应似乎并不积极，还提出需要让中国先取消对澳商品的特别关税后才能展开对话，

等于是设置了前提条件。澳方的这种做法，无非是向反对党表明政策的连贯性。（澳方）如果处理不

好，可能错失良机。加之军机事件和达尔文港口租赁合同问题，都有可能重新激化两国关系的矛盾。”

喻常森说。

中澳关系如何走出目前的困局？王毅已经给出了答案：解决（中澳关系困境）的办法是，理性正

面看待中国和中澳关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必要条件。改善中澳关系没

有“自动驾驶”模式，重启需要采取实际行动，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也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本文部分转引自《羊城晚报》，2022年 6月 11日，https://ycpai.ycwb.com/amucsite/template9/#/ 

newsDetail/123010/40839183.html?isShare=true）

消息来源：https://obor.sysu.edu.cn/cos/news/1401682.htm

       1-7    大洋洲研究工作坊第二十一期 : “中国与太平洋岛

                 国外交与合作：十年回顾与展望”成功举行

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自 2012 年成立以来，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太平洋岛国开展了系统全

面又具体深入的研究。从 2013 年在全国高校中率先与太平洋岛国大学（萨摩亚国立大学）联合举办

国际学术研讨会，到连续 9 年发布《大洋洲年度发展报告》（蓝皮书），到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夏威夷

大学等太平洋岛国大学联合发表学术成果，大洋洲研究中心始终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打造前瞻性、前

沿性、国际性的学术品牌。值此庆祝中心成立十周年之际，中心将举办系列学术活动，不仅希望对既

往工作进行总结反思，更是期盼在学术研究与智库平台建设事业上再接再厉。特此，中心特邀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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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对外工作事务办公室领导参

与指导，6 月 7 日上午举办了

第二十一期大洋洲研究工作

坊：“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外交与

合作：十年回顾与展望”，凝聚

共识，提炼思想，明确下一步

工作目标。此次工作坊以内部

工作会议的形式展开，大洋洲

研究中心主任费晟教授、主任

助理许少民副教授先后主持讨

论。工作坊首先由“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陈建洪教授致辞，对各位学者的与会表示欢迎。广东省委

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美洲与大洋洲处林晓玲副处长随后致辞并介绍了广东省参与中国对南太岛国

援助及交流的主要内容、发展过程与成就。

进入学术研讨环节，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徐秀军研究

员和华东师范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陈晓晨做主旨报告，总结了中国外交大发展

形势下中国与南太岛国关系的进展、特点与意义。随后，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研究所郑苗壮研究

员、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于镭、研究员梁甲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太平洋岛国研

究中心主任吴艳先后发言，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主任助理许少民做总结发言。

第二十一期大洋洲研究工作坊“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外交与合作：十年回顾与展望”取得了圆满成

功。这也拉开了大洋洲研究中心十周年庆祝系列学术活动的序幕。 

（本文转引自“中山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https://mp.weixin.qq.com/s/iaPspU2Q3sI74hQ9HTVuYg）

消息来源：https://obor.sysu.edu.cn/cos/news/14018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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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中心喻常森研究员接受南方传媒海外中心访谈称

“美澳应放弃对南太平洋的‘殖民狂热’”

6 月 13 日，我中心喻常森研究员谈“美澳应放弃对南太平洋的‘殖民狂热’”。相关内容见 GD 

Today 报道：

"China sees the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as 

a partner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which 

is a partnership betwee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aims for mutual benefits," said Yu Changsen, 

research fellow with the Center for Oceanian 

Studies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Yu believes the interference of countries 

including US and Australia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PICs) relations, 

especially in the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olomon Islands, reflects their "mania 

for colonization".

◎ Yu Changsen. (Photo provided for GD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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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Changsen is a professor emeritus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Guangzhou,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His research fields cover China-Oceanian countries relations, 

Australia's foreign policy and Asia-Pacific regional cooperation. 

The "colonizer mindset" should be blamed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and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recently conducted a 10-

day diplomatic tour of the Pacific Island nations, when China and PICs signed and 

reached 52 bilateral cooperation outcomes, covering 15 areas, 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pandemic respons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agriculture and trade.  

In an interview after the visit, Wang emphasized that China has no intention of 

competing with anyone for influence or engaging in geographical competition. However, 

US and Australia have voiced their concerns over China’s engagement in the South 

Pacific, especially over its bilateral security framework agreement with the Solomon 

Islands.

"Countries such as US and Australia have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s in the South 

Pacific. They are seeking to control PICs and safeguard their so-called ‘sphere of 

influence'," Yu said. "But the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are sovereign states, rather 

than anyone's backyard."

Yu noted the security agree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lomon Islands does not involve 

the building of any military base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agreement is about 

policing cooperation, in a bid to enhance Solomon Islands' capacity of safeguarding 

its own social stability and responding to security emergencies," Yu furthered, "The 

cooperation targets no third party."

Solomon Islands Prime Minister 

Manasseh Sogavare said the security 

agreement with China was needed because 

an agreement with Australia was 

"inadequate" when addressing parliament 

in April and lashed Australia's signing 

of the AUKUS defence alliance with the 

US and UK last year without consulting 

PICs.

"AUKUS is tasked with helping 

Australia to acquire nuclear-powered 
◎ The view of a harbour in Solomon Islands. (Photo/

Xi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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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arines," Yu goes on, "It is a sheer violation of the South Pacific Nuclear Free 

Zone Treaty."

Yu pointed out even in the 21st century, Australia and US were reluctant to give 

up their "mania for colonization". "From their perspective, there is no need to consult 

PICs," Yu said.

"China-Pacific Islands cooperation based on equality and reciprocity"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i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s a major part 

of China's assistance to those nations. There is also cooperation in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talent training and developing electronic commerce," Yu elaborated.

With geographical proximity, "the region of Pacific Islands is also a key area for 

Guangdong's comprehensive opening up to the world on a higher level," Yu said.

In recent years, Guangdong has carried out various assistance to and cooperation 

with PICs in the fields of trade, livelihood assistance, COVID response and public 

health,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ore, according to the Fact Sheet: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Fact Sheet).

For example, as shown in the Fact Sheet,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in 2020, 

Guangdong has donated more than 1.8 million pieces of medical supplies such as masks, 

test reagents, gloves, protective clothing and forehead thermometers, as well as 30 

isolation wards. In addition,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infrastructure, agricultural and fishery projects in 

PICs such as Papua New Guinea, Fiji and Samoa.

Yu n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Pacific Islands countries relations will be 

always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and reciprocity and for the benefits of the people on 

the two sides."

（本文转引自 GD Today，2022 年 6 月 13 日，https://www.newsgd.com/node_99363c4f3b/d11452 

749b.shtml）

消息来源：https://obor.sysu.edu.cn/cos/news/14017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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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我中心费晟主任应邀参加“一带一路”研究多学科

           交叉论坛

2022 年 6 月 16 日下午，由研究院主办的

“‘一带一路’研究多学科交叉论坛”第一期在珠

海校区海琴六号 A350 顺利举行。第一期论坛聚

焦的国别是位于海上丝绸之路南线的澳大利亚，

主讲人是大洋洲研究中心主任费晟教授。论坛

主要聚焦澳大利亚，围绕着澳大利亚作为殖民

地的历史、种族主义、环境焦虑、华侨华人等议

题展开。来自哲学、历史学、国际关系、语言学

等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一带一路’研究多学科交叉论坛”是研究

院为进一步落实学校春季工作会议精神发起的，

旨在推动平台内各研究中心、团队，各学科之间

的交流合作，促进学科交叉研究，提升“一带一

路”研究水平。论坛由平台内各中心团队轮流主

讲，定期召开，主要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别和

区域研究中重要的共性研究议题展开。

（本文转引自“中山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https://mp.weixin.qq.com/s/0kfl9V63oEOz 

NopAn-CHOA）

消息来源：https://obor.sysu.edu.cn/cos/ 

news/1401840.htm

       1-10    我中心王学东副主任在《世界知识》发表《澳大

                   利亚联邦大选，工党缘何获胜》

我中心王学东副主任在《世界知识》撰文《澳大利亚联邦大选，工党缘何获胜》，全文转载如下：

5 月 21 日，澳大利亚举行联邦大选投票。计票工作现已基本结束，莫里森（Scott Morrison）所

率的自由国家党执政联盟遭遇“滑铁卢”，在众议院的议席从先前的 77 个跌至 58 个；工党大获全胜，

议席从 68 个增加到 77 个。根据出口民调，工党至少获得 51.73% 的选票。由于所获席位超过众议院

全部席位的半数，工党得以独立组建新政府。6月 1日，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中

文名字“艾博年”）就任总理，带领具有“多元化、多样性”特色的内阁成员正式履新。他宣称，工党

已经制定计划，争取在 2025 年联邦议会选举中保持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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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21 日，澳大利亚工党领袖阿尔

巴尼斯（中）在悉尼宣布工党赢得联邦选举，将

组建新一届政府。

工党胜在“绿色复苏和发展”理念

多家媒体的选前民调显示，澳选民在此次联

邦大选中最关注三大议题：一是新冠疫情，二是

经济就业，三是气候变化。2018 年莫里森上台

后不久，即赶上新冠疫情全球暴发。起初，莫里

森政府利用澳独特的地理环境，及时控制人员流

动，有效应对了疫情。但在后期，莫里森政府偏

执照搬美国的模式，张弛失度，造成疫情一轮接

一轮地席卷澳大利亚，民众生产生活和生命安全

遭受巨大损失。此次大选期间，工党不遗余力地

抨击自由国家党联盟的防疫政策，相应提出自己

的主张，争取民心。

随着疫情趋缓，澳经济发展与就业问题凸

显。2020 年疫情导致澳经济出现 2.2% 的萎缩。

2021 年，莫里森政府极力推动铁矿石、天然气、

煤炭等出口，当年经济增幅达到 4.7%，但难以持

续。目前澳通胀率已经超过 5%，在西澳大利亚州

首府珀斯更是高达 7.6%，创 21 年新高；债务占国

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的增速居全球之冠。疫情

与俄乌冲突影响双重叠加，加上劳动力市场增长

减缓，澳民众对莫里森政府的厌倦和不满情绪

高涨。

莫里森执政期间，在气变问题上开倒车，不

遗余力支持矿业集团与传统能源产业，成为一届

“煤炭总理”。莫里森政府虽然迫于国际压力为澳

设定“2030 年在 2005 年基础上减少 26% ～ 28%”

的减排目标，承诺澳到 2050 年实现“净零碳排”

并将2030年的碳排放预期提升到30%～35%之间，

但国际上普遍认为其气候计划“内容空洞”“缺乏

细节”，是个“骗局”。工党一贯倡导低碳减排政

策，支持气候治理。近两年，以昆士兰州为代表

的几个地区深受自然灾害影响，损失惨重，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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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纷纷抛弃自由党，转向绿党、工党甚至独立

候选人。

此外，澳特殊的选举制度使得小党能够保持

一定的政治参与度。在本次大选中，支持环保议

题的绿党所占众院议席从先前一个扩展到四个，

独立候选人则从三席增加到十席，这一现象帮助

工党在“排序复选制”的投票制度下拿下了足够

多的票数。

新一届政府将争取“内外兼修”

工党此次提出的竞选口号是“抓住时机，给

澳大利亚人更好的未来”。阿尔巴尼斯政府在接

下来的三年执政期内既要控制疫情，又要抑制通

胀、减少政府赤字，还要提振经济、推动气候治

理，可谓任务繁重、步履维艰。

面对明显缓解但依然不断变化的疫情，阿尔

巴尼斯最近在澳全国记者俱乐部演讲时表示，今

年澳新冠疫情导致的死亡病例已超 5600 例，工

党必须慎重对待，加强国家战略。新一届政府正

与公共卫生专家积极商讨对策，推动扩大新冠疫

苗第四针接种。工党政府还积极表态，准备出台

包括提高居民基础工资水平、将性别薪酬平等列

为《公平工作法》首要目标、投资教育、降低儿

童看护成本在内的多项提振措施，以稳住经济大

盘。工党政府还将设立总额 150 亿澳元的“国家

重建基金”，优先投资先进制造业及关键技术开发

项目。工党政府也推出了澳版“房住不炒”方案，

打算在今后四年面向年轻人为主的中低收入群

体，推出总计 3.29 亿澳元的“帮助购买（HELP TO 

BUY）”计划，并针对不同地区的房价水平设置不

同的价格上限。

外交方面，工党政府有可能对莫里森政府过

度突出对美同盟关系的政策做出微调。由于党

派属性和治国理念的相似性，刚下台的莫里森有

“澳洲特朗普”之称，其在气候问题上的偏狭与狂

躁曾在过去一年里让美国拜登政府深为不悦，工

党重新在澳执政符合拜登政府偏好，双方以极高

效率展现出政治上的“一体性”。阿尔巴尼斯刚一

接权，便立即出访日本与拜登“会合”，共同出席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QUAD）峰会和“印太经

济框架”（IPEF）启动仪式。出访期间，他强调工

党新政府的优先事项与 QUAD 议程高度一致，将

进一步提升经济安全、网络安全、能源安全和环

境与健康安全，与美共同建设“更具韧性的印太

地区”。阿尔巴尼斯也宣称澳对美英澳三边同盟

（AUKUS）的承诺不会改变。

澳美同盟始终是澳外交政策的基石，追随美

国是澳历届政府对外政策一以贯之的“结构性主

线”，新一届政府不想、不会也不能僭越。阿尔巴

尼斯及新任外长黄英贤（Penny Wong）均已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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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态，强调澳美同盟在本届政府执政期内将依然

是“外交核心”。但工党也在竞选期间对莫里森政

府对外政策的“过于激进”提出质疑，除了指责其

在气变问题上“名进实退”，便是批评莫里森把对

华关系搞得太僵，不留余地，不符合澳长远利益。

工党也认为莫里斯政府的傲慢让澳失去了周边邻

国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导致澳在太平洋岛国中

的原有地位不复存在，堪称“二战后澳最大的外

交失败”。工党上台后，立即着手修复与太平洋岛

国的关系，派黄英贤紧急访问斐济，同时就二十

国集团（G20）议程与北部邻国印度尼西亚加强协

调。在气变问题上，工党政府誓言“重建国家声

誉”，重新设定了具体目标，要推动澳到 2030 年

将排放量减少 43%，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

工党新政府无法回避中澳关系的紧张现状。

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没有历史包袱，不存在结构

性矛盾。由于资源、市场程度和经济发展阶段不

同而各具特点 , 两国间的互补性极强，存在着合

作利好。中澳关系近年之所以步入历史性低谷，

完全是以莫里森为首的利益集团的傲慢、偏狭和

错误政策所导致。从历史经验看，澳历届工党政

府都能在中美之间取得相对平衡，同中方保持较

好的往来。工党此次获胜后，有澳前外交官在

《澳洲金融评论》上发文建议工党政府恢复“平衡

性的外交政策”，因为“挑衅中国不会带来丝毫收

益”。同中国是重建合作还是继续对抗，考验着工

党新政府的政治智慧。

（本文转引自“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fKqR5cXFt 

2ZdAmXsyRyGHg）

消息来源：https://obor.sysu.edu.cn/cos/ 

news/14018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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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正式生效

据中国商务部网站消息，4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关于升级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的议定书》（以下称《升级议定书》）正式生效。

《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于 2008 年 4 月 7 日签署，同年 10 月 1 日实施。中新双方于 2016

年 11 月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签署《升级议定书》。《升级议定书》进一步扩

大货物、服务、投资等领域市场开放，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等规则水平，还新增电子商务、竞争政

策、政府采购、环境与贸易等 4个章节，更加符合现代经济与贸易发展的需要。

《升级议定书》使中新两国自贸关系在《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提质增效，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释放高水平开

放政策红利，促进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断丰富和充实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消息来源：http://www.gov.cn/xinwen/2022-04/07/content_5683831.htm

2     中国与大洋洲的关系

2-2   《太平洋岛国发展报告（2021）》——新冠肺炎疫情

           背景下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稳定发展

4 月 18 日，由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太平洋岛国蓝皮书《太平洋岛国发展报告（2021）》指

出，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稳定发展，太平洋岛国与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坚持推进“一带一路”和“蓝色太平洋”的对接。

2020 年，太平洋岛国将关注的重心转至发展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与海平面上升、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为此，太平洋岛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共识，加强地区内外防疫和经济合

作。太平洋岛国一方面继续推动“蓝色太平洋”发展计划，另一方面坚持实施“北望”方略，加强与亚

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太平洋岛国与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坚持推进“一带

一路”和“蓝色太平洋”的对接。

消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418/c1002-324017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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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中国外交部：中所安全合作是两国主权范围内的事

4 月 25 日电 就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声称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将

触及澳大利亚政府“红线”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5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所安

全合作基于相互平等、互利共赢原则，是两国主权范围内的事，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公开透明，合

理合法，无可指摘。

“所谓‘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的说法完全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编造出来的假消息。”

汪文斌说，“我注意到，美国和澳大利亚指责中所安全合作框架协议缺乏透明度，但美英澳三边安全伙

伴关系协定（AUKUS）恰恰是不公开、不透明的暗箱操作。”

汪文斌说，南太岛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不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后院，试图把“门罗主义”复制到

南太地区，不得人心，也根本行不通。

消息来源：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2-04/26/nw.D110000renmrb_20220426_ 

8-03.htm

            2-4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召开第二次外长会

5 月 30 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斐济总理兼外长姆拜尼马拉马（Frank Bainimarama）在

苏瓦共同主持第二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基里巴斯总统兼外长马茂（Taneti Maamau）、萨摩

亚总理兼外长菲娅梅（Fiame Naomi Mata'afa）、纽埃总理兼外长塔格拉吉（Dalton Tagelagi）、巴布

亚新几内亚外长埃奥（Soroi Eoe）、瓦努阿图外长阿蒂（Marc Ati）、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外长埃利伊

萨（Kandhi A. Elieisar）、所罗门群岛外长马内莱（Jeremiah Manele）、汤加外交大臣乌托伊卡马努

（Utoikamanu）、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普纳（Henry Puna）等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与会。

王毅首先宣读了习近平主席向此次会议发表的书面致辞。而后王毅宣布，中方将持续打造减贫、

气变、防灾、农业、菌草中心等 6 个新合作平台。年内举行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农业部长会议。

举办中国—大洋洲及南太地区国际贸易数字博览会。

与会岛国领导人和外长表示，习近平主席发表书面致辞展现了对同岛国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真

诚友好。太平洋岛国珍视同中国的友谊和伙伴关系，感谢中方为岛国抗击灾情疫情、增强经济韧性、

实现自主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帮助，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期待与中方拓展各

领域合作。

会后，中方将发表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立场文件。

消息来源：http://cpc.people.com.cn/n1/2022/0531/c64094-324344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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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二次中国—太平洋岛国

             外长会发表书面致辞

5 月 30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二次中

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发表书面致辞。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友谊源远流

长、跨越山海。近年来，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相互尊

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取得丰硕成果，成为南南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

等，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发展同太平

洋岛国友好关系。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国

始终是太平洋岛国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风雨同舟

的好兄弟、并肩前行的好伙伴。2021 年 10 月，中

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机制正式建立，为中国同

太平洋岛国加强对话、增进互信、促进合作搭建

了新的重要平台。

习近平强调，维护亚太和平稳定、促进各国

发展繁荣是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地区国家

的共同责任。中国愿同太平洋岛国一道，坚定共

迎挑战的信心，凝聚共谋发展的共识，汇聚共创

未来的合力，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同太平洋

岛国命运共同体。

消息来源：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 

2022-05/31/nw.D110000renmrb_20220531_2-01.htm

        2-6     中国同南太建交岛国合作呈现“双轮驱动”的

                   生机勃勃局面

6 月 3 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莫尔

兹比港同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埃奥共同会见记者。

王毅应询介绍了此次南太之行的突出感受和成果。

王毅表示，此次南太之行通过面对面、“云访

问”和视频等方式同 17 位岛国领导人、30 多位部

长级官员举行会见会谈，同斐济总理共同主持了

第二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10个建交太平

洋岛国，一个都没有落下。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大

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外交理念，也深深感受到太平洋

岛国对发展对华合作的高涨热情和热切期盼。

王毅说，此访期间，中国与岛国签署并达成

52项双边合作成果，涵盖“一带一路”、应对气变、

抗击疫情、防灾减灾、绿色发展、医疗卫生、农业、

贸易、旅游、地方等 15 个合作领域。每一份合作

文件都见证着中国与岛国务实合作的坚实进展，

都为岛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新的助力。

王毅表示，中国还发表了立场文件，集中阐

述了中国同建交岛国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愿

景，提出 15 条原则倡议和 24 项具体举措，包括

根据岛国发展需要，打造应对气变、脱贫发展、

防灾减灾、农业推广、菌草技术和应急储备库 6

个区域合作中心。中国同岛国的合作将呈现出双

边主渠道、多边新平台“双轮驱动”的生机勃勃

局面。

消息来源：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 

2022-06/04/nw.D110000renmrb_20220604_7-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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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就澳大利亚炒作中国

                 军机“干扰”澳大利亚军机事件答记者问

6 月 7 日消息 中国国防部召开记者会议，有记者就澳大利亚炒作中国军机“干扰”澳大利亚军机

事件提问：“澳大利亚国防部近日发表声明称，澳军机 5 月 26 日在南海空域执行侦察任务时，被一架

中国军机拦截，澳军机及人员安全受到威胁。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

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回答：“5 月 26 日，澳大利亚 1 架 P-8A 反潜巡逻机进入中国西

沙附近空域抵近侦察，不顾中方反复警告，连续逼近中国西沙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

空兵力对澳军机进行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澳军机严重威胁中方主权安全，中国军队采取的应

对措施专业安全、合理合法。澳方颠倒黑白，一再散播虚假信息，鼓吹制造对立对抗，中方对此表示

坚决反对。我们正告澳方，立即停止类似危险挑衅行径，严格约束海空兵力行动，否则将承担由此引

发的一切严重后果。”

消息来源：http://www.mod.gov.cn/topnews/2022-06/07/content_4912455.htm

       2-8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新西兰外长马胡塔

                 举行视频会晤

6 月 13 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新西兰外长马胡塔（Nanaia Mahuta）举行视频会晤。

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把新西兰视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愿同新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

要共识。双方要实施好中新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用好中新气候变化部长级对话，加快实现绿色复

苏。中国尊重新西兰与太平洋岛国的传统联系。根据岛国的愿望，中方愿继续同新方开展更多三方、

多方合作项目，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团结合作的南太。

马胡塔表示，新中应通过双边和多边平台，支持岛国克服挑战，新方愿同中方一道就全球发展和

安全作出共同努力。

消息来源：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2-06/14/nw.D110000renmrb_20220614_ 

5-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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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澳大利亚总理向中国发送“感谢信” 

5 月 23 日，就在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内塞（Anthony Albanese）宣誓就职的几个小时后，中

国总理李克强向他发送了一份贺电。中国外交部近日确认，已收到阿尔巴尼斯的“感谢信”，但

并未公布具体内容，阿尔巴尼斯也拒接公开回复内容。阿尔巴尼斯还表示不会像前任总理莫里

森（Scott Morrison）一样，“曾有总理透露短信和信件的内容，但我不是其中之一，我回应得

恰到好处。”据了解，莫里森曾被指责泄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海外领导人的私人谈话。与此同

时，对于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期间，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Richard Marles）与中

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一对一谈话，阿尔巴尼斯表示，“中国是我们的主要贸易

伙伴。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向前发展，这对于澳洲的经济和就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信息来源：https://www.au123.com/static/content/AZ/AZXW/2022-06-15/9866770378825 

52320.html

       2-10    中国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恩加省医院项目竣工交接

 6 月 20 日，中国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恩加省医院项目竣工交接仪式 20 日在该省首府瓦巴格举

行。巴新总理马拉佩（James Marape）、恩加省省长伊帕塔斯（Peter lpatas）和中国驻巴新大使曾凡

华出席。仪式上，曾凡华向马拉佩和伊帕塔斯转交项目“金钥匙”。

恩加省医院是中国政府通过优惠贷款支持建设的巴新重点民生项目，由广东建工对外建设有限公

司承建。该医院将成为巴新乃至南太平洋岛国地区最现代化的综合性医院之一。

消息来源：http://www.news.cn/world/2022-06/20/c_11287600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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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巴新司法部长：反腐修正法案通过，旨在约束公务员

4 月 11 日，巴新司法部长克拉默（Bryan Kramer）近日表示，《不明财富法案》将赋予警察局长

（COP）更大的权力来起诉公务员，这是对现有反腐立法的补充。

克拉默指出，“警察局长使用《犯罪法》赋予的权力，将获得向法院申请命令的途径，如申请搜查

令或不明财富令。”对此，克拉默解释说，虽然监察专员委员会（OC）只通过调查部门负责人来保护办

公室，但新的规定将允许追究部门内其他高级官员的责任。他指出，“领导人仍将受到监察专员委员

会的约束，我们都要提交年度申报表，申报我们的资产，然后由监察专员委员会来决定是否属实。”

消息来源：http://apps.southpacificnews.net/static/content/DG/2022-04-08/app_9620519 

76148168704.html

       3-1    俄宣布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领导人实施个人制裁

4 月 7 日，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联合国大会 7 日通过决议，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成员资格。

俄罗斯同日宣布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领导人实施个人制裁，以回应两国针对俄罗斯的不友好行

为。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John Morrison）、国防部长达顿（Peter Dutton）等 228 人，以及新

西兰总督基罗（Dame Alcyion Cynthia Kiro）、总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等 130人在制裁名单上。

消息来源：http://sh.people.com.cn/n2/2022/0408/c134768-35213359.html

3     大洋洲政治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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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巴新出台最“硬核”禁枪令 特赦令期间民众需要

                 上交他们的枪支

5 月 11 日，巴布亚新几内亚近日通过最新

法律，任何未经许可且非法持有枪支的人都将面

临终身监禁。警察局长曼宁（David Manning）表

示，将实行为期两周的大赦令，全国范围内的所

有枪支全部上交给警察。他提醒民众，目前对不

受控制地使用和拥有枪支的最高刑罚是终身监

禁。“我也知道，人们拥有枪支还有许多其他原

因，我准备给予两周的特赦，让他们把这些枪支

交给最近的警察局。”

总理马拉佩（James Marape）表示，最近通过

3-3   澳高调曝光潜艇部队“纸面实力”

4 月 15 日，据中国国防部网站消息，近期，

澳大利亚海军高调曝光潜艇部队发展方案，包括

建造周期、维护保养设施建设和艇型构造等细

节，引发外界广泛关注。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John Morrison）

宣称，核潜艇项目将成为提升澳海军在南太平洋

和南印度洋整体军力的基石，同时也是其和盟友

战略合作的纽带。

在澳大利亚近日推出的“近 40 年最大规模

扩军计划”中，澳海军成为计划重点，其中潜艇

部队人员将从 900 人增加至 2300 人。澳政府计

划投入 100 亿澳元（1澳元约合 4.7 元人民币）在

东海岸修建潜艇临时驻泊基地，布里斯班、堪培

拉和纽卡斯尔 3处港口加入备选名单。

澳海军高官称，基地选址工作将于 2023 年

年底前完成。届时，2个潜艇基地将分别用于应对

太平洋和印度洋方面的“威胁”。其中，西海岸斯

特林基地将作为核潜艇军事指挥中心，东海岸基

地将作为“增强太平洋海域战略遏制力的前沿”。

消息来源：http://military.people.com.cn/ 

n1/2022/0415/c1011-32399932.html

◎ 澳大利亚柯林斯级潜艇

的《枪支法案》规定，任何人被抓到持有枪支，无

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以及未经许可在公共场

合携带这种危险武器的人，都将被强制判处终身

监禁。马拉佩说，在议会最后一天提交的修正案

将出台更严厉的惩罚，民众们需要在特赦令期间

尽快上交他们的枪支。

消息来源：http://apps.southpacificnews.

net/static/content/DG/2022-05-11/app_974 

0120679064576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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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阿尔巴内塞宣誓就任澳大利亚新总理

5 月 23 日，澳大利亚工党党首安东尼 • 阿尔巴内塞（Anthony Norman Albanese）23 日在堪培拉

宣誓就职，正式成为澳大利亚第 31 任总理。

就职仪式在总督府举行，阿尔巴内塞向澳大利亚总督戴维 • 赫尔利（David John Hurley）进行

宣誓。一同宣誓就职的还有新任命的副总理兼就业部长理查德 • 马尔斯（Richard Donald Marles）、

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国库部长吉姆 •查默斯（Jim chalmers），以及兼任财政部长、女性事

务部长和总检察长的凯蒂 •加拉格尔（Katherine Ruth Gallagher）。

此前，澳前总理莫里森（Scott John Morrison）21 日晚宣布，由他领导的自由党和国家党执政

联盟在当天举行的 2022 年联邦议会选举中败选，他祝贺反对党工党党首阿尔巴内塞获胜。

消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523/c1002-32428035.html

       3-6    彼得·达顿成为澳大利亚反对党新党魁

5 月 31 日电，据澳大利亚《卫报》报道，在 30 日的自由党党内会议上，彼得 • 达顿（Peter 

Dutton）和苏珊 •莱伊（Sussan Penelope Ley）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分别当选为澳大利亚自由党

党魁及副领袖。

此外，澳大利亚国家党也于 30 日确定了新的党魁，昆士兰州议员大卫 • 利特普利（David 

Littleproud）取代了巴纳比 • 乔伊斯（Barnaby Joyce）的党魁位置，新南威尔士州参议员佩林 • 戴

维（Perin Davey）成为其副手。

在达顿上任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将郊区选民描述为“被遗忘的人”，并承诺与小企业人

士重新建立联系。莱伊表示自由党正在“倾听”和“对话”女性，以赢回她们的支持，此前她们在很大

程度上导致自由党在市区席位上的失利。

消息来源：http://australia.people.com.cn/n1/2022/0531/c408038-324351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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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萨摩亚庆祝独立 60 周年

6 月 1 日，午夜时分，教堂的钟声和警笛声响

彻萨摩亚各地，预示着为期 12 个月的全国庆祝

脱离新西兰独立 60 周年的庆祝活动开始。

独立委员会主席、总理菲娅梅 •内奥米 •马塔

阿法（Fiame Naomi Mata'afa）今天上午在一个仪

式上升起自由旗帜，同时警察鸣响了 21 响礼炮。

菲娅梅早些时候宣布，今天上午的活动只邀

请了当地政要。总理兼内阁部首席执行官阿加菲

利 • 谢姆 • 利奥（Agafili Shem Leo）告诉媒体，

在 8 月国际边界开放后，预计 9 月的主要庆祝活动将有外国政要和海外宾客参加。

与此同时，由于麻疹爆发和冠状病毒大流行，一年一度的特伊拉节将在过去三年暂停后恢复。组

委会已要求各村、区在 12 个月的庆祝活动中策划并举办庆祝活动。

消息来源：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468262/samoa-celebrates-

60-years-of-independence

       3-8    法国法院维持新喀里多尼亚公投结果

6 月 9 日，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近日驳回了新喀里多尼亚卡纳克传统参议院认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新喀里多尼亚公投结果为非法的主张。

此前，在根据《努美亚协议》（Noumea Accord）举行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公投中，超过 96% 的选

民反对独立，但又超过 56% 的选民弃权。在法国拒绝了将公投推迟到今年举行的请求后，支持独立的

政党呼吁抵制公投。他们表示，考虑到疫情的影响，进行如此重要的公投是不可想象的。并且由于封

锁，竞选活动受到了阻碍，人们基本自由受到了侵犯。

然而，法院驳回了这一挑战，投票按照法国政府的意愿进行。法国参议院表示，近期正在听取专

家的意见，与此同时，其法律委员会正在为新喀里多尼亚去年拒绝独立后的一项新法令做准备。该委

员会由巴菲特（Francois-Noel Buffet）担任主席，并且还组成了一个团队，将在两周内前往新喀里

多尼亚，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谈判。

消息来源：http://apps.southpacificnews.net/static/content/DG/2022-06-09/app_98445696 

42079477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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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库克群岛议会解散

6 月 23 日，英女王代表马斯特斯爵士（Tom Marsters）解散了库克群岛议会，并宣布 2022

年 8 月 1 日为选举日。库克群岛总理马克 •布朗（Mark Brown）将领导库克群岛党参加选举。

与此同时，内阁大臣哈罗德 •亚瑟 •布朗（Harold Arthur Browne）接受了第 2个为期 3年

的任命。公共服务专员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布朗重返岗位是为了“确保内阁服务和行政委

员会行政支持管理的连续性”。内阁大臣将直接向总理汇报，并按照总理的指示行事。公共服务

专员亨特（Carl Hunter）签发了确认布朗职位的委任状，他表示，有赖于布朗（工作）的“熟练

和能力”，内阁拥有“最好的信息，使他们能够在与库克群岛国家发展有关的所有事项上做出明

智的决定”。

消息来源：http://apps.southpacificnews.net/static/content/DG/2022-06-23/app_989 

569972307374080.html

       3-10    新西兰国家党喊话副总理：谈堕胎是转移话题！

                     法律不会变

6 月 29 日一早，新西兰国家党党魁克里斯托弗 • 卢克森（Christopher Luxon）便喊话副总理：

请“专注日常工作”，别通过批评其此前的堕胎观点来“转移注意力”。

就在本周，新西兰副总理格兰特 • 罗伯逊（Grant Robertson）批评了卢克森对堕胎的看法，并指

责他试图隐藏自己对堕胎的真实感受，以谋取政治利益。

美国最高法院在 6 月 24 日推翻确立堕胎权的判例，否认堕胎权属于宪法权利。基于此，罗伯逊

说，卢克森需要明确表达他对堕胎的看法，因为去年他说他认为这无异于谋杀。

6 月 23 日接受 AM 节目采访时，卢克森表示，尽管他曾有反对堕胎的观点，但他再次明确国家党

如若执政，不会改变现行法律。他对副总理的言论提出指责，并称这是试图分散人们对生活成本危

机、医疗保健系统问题、教育表现差和犯罪率上升等问题的注意力。

此前，国家党国会议员西蒙 • 奥康纳（Simon O’Connor）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韦德案当天，在社

交媒体上发布“今天是个好日子”，这个帖子激起了大家的愤慨之情。

卢克森尚未确认他是否会组织国会议员就此问题提出议员法案（private members’  bills）。

消息来源：http://news.skykiwi.com/na/sh/2022-06-29/44332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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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澳大利亚维州建成全球顶级生物标本库

                  Biobanking Victoria 投入运营

4-2    巴新将建立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委员会

4 月 14 日电，最低工资是一个影响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日常生活的话题。根据巴布亚新几内

亚工会大会的说法，按照目前的最低工资率，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低收入者符合现代奴隶制的定

义。城里和国内其他地方的工人以目前的工资水平几乎无法维持两个星期的生活。大多数家庭

是工薪阶层，依赖于目前每小时 3.50 基那的最低工资甚至有人还达不到最低工资。

对此，巴布亚新几内亚工会大会助理秘书长安东 • 塞库姆（Anton Sekum）表示，将建立新

的最低工资委员会，这是以一个特设委员会，通常由政府通过劳工部召集。它决定是否需要提

高最低工资，或者当工人团体因生活成本提高、通货膨胀等因素要求提高工资时。

消息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lfdIj91e3u2D5uJ4UTZz3w

4     大洋洲经济与卫生

4 月 7 日，维州政府持续加强医学研究投资，目前已建成符合国际认证标准、全球顶级的生物标

本库，储存标本包括血液样本、血浆、唾液、肿瘤组织、母乳和口腔拭子等。

4 月 4 日，维州创新与医学研究部长贾拉 • 普尔福德（Jaala Pulford）宣布维多利亚生物银行

(Biobanking Victoria) 正式投入运营，这是澳洲第一个符合行业标准的生物银行设施。维多利亚生

物银行落座于莫纳什医院，由莫纳什大学临床科学学院负责组建，总投资 1000 万澳元，目前已存放来

自六项临床试验的 450 万个生物标本。

作为澳洲第一个获得澳大利亚国家实验室认可协会（NATA）认证的设施，维多利亚生物银行将按

照国际标准运行，主要供流行病学家和临床研究人员开展精密医学、基因组学和临床试验相关研究。

消息来源：https://caifuhao.eastmoney.com/news/2022040709121178102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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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新西兰通胀创纪录 民众生活面临危机

4 月 21 日，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2022 年第一季度“新西兰消费者价格指数”增长率为 6.9%，

为 30 年来最高年度增幅。该数据表明，新西兰人正在面临生活成本危机，人们现实的生活状况比 12

个月前更糟糕。对此，反对党大力将原因归咎于政府“浪费的支出”。

受到指责后，新西兰财政部长格兰特 • 罗伯逊（Grant Robertson）将原因归结于来自全球的压

力，并强调政府无法控制食品和燃料成本。反对党领导人克里斯托弗 • 卢克森（Christopher Luxon）

指责执政党政府“花钱成瘾”，在许多项目上浪费了太多财政支出。当前新西兰的通胀率高于澳大利

亚、新加坡和日本，这些国家也受到了来自全球压力的影响。

据悉，新西兰失业率正处于有纪录以来的低点，出口上升，经济正增长。新西兰储备银行正在利

用所有可利用的工具来抑制通货膨胀。政府的责任是确保这些钱花的物有所值，并能够照顾好新西

兰人。

消息来源：http://australia.people.com.cn/n1/2022/0421/c408038-32405257.html

       4-4    新西兰首现奥密克戎毒株 BA.5 亚型

5 月 8日，新西兰卫生部 8日确认一名来自南非的入境者感染了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 BA.5

亚型，这是该国首次发现奥密克戎毒株的这一新亚型。专家认为，不排除在今年南半球进入冬季时迎

来下一波新冠感染高峰的可能性。

据新西兰卫生部通报，这名感染者于 4 月 26 日自南非抵达新西兰，1 日抗原自测阳性，2 日核酸

检测阳性，随后被确认感染了 BA.5。新西兰 5 月 1 日通报的首例奥密克戎毒株 BA.4 亚型感染者也同

样自南非抵达新西兰。

新西兰卫生部数据显示，截至 8 日，该国累计确诊新冠病例 986261 例，全国 7 天平均日增确诊

病例数在一个月前下降后，近期又重新升高。专家认为，这与政府大规模放松防疫要求和病毒新变种

输入的时间点基本吻合，不排除在今年南半球进入冬季时迎来下一波新冠感染高峰的可能性。

消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509/c1002-324175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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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新西兰首次发布减排计划

5 月 16 日新西兰第一个减排计划公布，副总理格兰特 • 罗伯逊（Grant Robertson）称今天是新

西兰抗击气候变化的最重要一天。该计划推出一套综合战略，以实现 2022-2025 年排放预算所要求的

减排目标。

未来四年的 29 亿纽币支出，将来自于气候应急基金（CERF）。CERF 共计 45 亿纽币，资金来自排

放交易计划。减排计划包含 300 多个行动，涵盖交通、能源、建筑、农业、林业和垃圾处理，但没有提

及此前颇受关注的公共交通补贴问题，其他涉及的新计划包括路边厨余垃圾收集、全国公共交通票务

系统、低收入家庭低排放车辆租赁计划、对能源网络的扶持、在发展农业技术方面增加支出等等。

消息来源：https://www.rnz.co.nz/news/political/467196/first-emissions-reduction-plan-spends- 

2-point-9b-from-emergency-response-fund

               4-6    能源价格飙升冲击澳洲家庭预算 预加工蔬果

                         售价将飞涨

5 月 27 日电随着飞涨的天然气价格冲击澳洲家庭，澳人购买肉类、预加工的水果和蔬菜，甚至番

茄酱都将变得更加昂贵。

澳洲能源用户协会（Energy User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首席执行官理查兹（Andrew 

Richards）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能源成本上升将继续推高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对于食品加工行

业，我们开始看到超市加工的蔬菜、肉类和番茄酱的成本上升。他们用气体加热大量的水，产生蒸汽，

用于消毒。”理查兹也表示天然气市场改革是必要的，政府可能会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来拯救一些行业。

澳洲工业集团（Australian Industry Group）的气候和能源专家里德（Tennant Reed）对此表示

赞同。他表示，“对于澳洲东海岸的能源价格而言，这将是艰难的几年。”

消息来源：https://www.au123.com/static/content/AZ/AZXW/2022-05-27/9797575550124810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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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环境部促进价值超过 8.85 亿斐币元的可持续投资

6 月 9 日，环境部在本财政年度已经促进了价值超过 8.85 亿斐币元的可持续投资。

环境部主任桑迪普 - 辛格（Sandeep Singh）说，这是企业遵循适当程序的一个积极迹象，“他们

继续看到考虑到气候脆弱性的环境影响评估的数量在增加。我们都知道，通过将资产安置在受气候危

害较小的地区（例如避免在洪泛区进行新的建设），以及使资产在气候影响出现时能够更好地应对，可

以减少基础设施的气候风险”。她补充道，环境部将继续为利益相关者举行讨论和环境影响评估诊所，

以帮助他们了解在开展业务时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消息来源：http://apps.southpacificnews.net/static/content/FJ/2022-06-09/app_9844546 

83999473664.html

       4-8    澳大利亚陷缺电危机 政府劝民众“晚上少开灯”

6月17日，澳大利亚能源市场监管机构15日突然宣布，接管本国电网运营，暂停境内“所有地区”

电力市场现货交易，以求抑制电价、保障电力供应、防止大面积断电。高级官员 16 日向悉尼等大城市

居民呼吁，“如果不想停电，晚上少开灯”。

阿尔巴尼塞（Anthony Norman Albanese）所属工党在 5月议会选举中胜出，莫里森（Scott John 

Morrison）领导的自由党 - 国家党联盟下台。新政府把缺电危机归咎于保守派主导的前任政府，指责

后者大力发展煤电、忽略开发可再生能源。政府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去年所消耗电力大约 71% 仍来自

化石燃料，煤电占 51%。

新政府 16 日向联合国提交新的减排目标，承诺到 2030 年澳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2005 年水平降低

43%，比先前承诺削减 26% 至 28% 的幅度大大提高。

消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617/c1002-324493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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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2022 全球宜居城市排名公布 奥克兰、惠灵顿

                    排名暴跌

6 月 23 日发布的 2022 经济学人智库（EIU）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中，奥克兰和惠灵顿大幅下滑。

惠灵顿从去年的第 4名下滑到第 50 名，而去年的榜首城市奥克兰今年仅排 34。

EIU 表示，新西兰的城市在去年成绩耀眼，主要是因为当时全球疫苗没有普及，而澳新两国关闭

边境，很好地控制住疫情，让国内民众的生活最大程度地接近正常。而在疫情侵入后，新西兰实施了

长期的卫生限制，同时，世界很多地区的疫苗接种率不断提高，因此，新西兰优势不再，城市排名下降。

据了解，该指数对全球 172 个城市的生活质量进行了排名，各项满分值 100，排名依据对其教育、

医疗、文化和环境、稳定性和基础设施的评估。

消 息 来 源：https://www.newshub.co.nz/home/travel/2022/06/auckland-and-wellington-lose-top- 

spots-as-world-s-most-livable-cities-plummet-in-rankings-report.html

4-9   澳大利亚新州宣布改革印花税 缓解年轻人购房压力

6 月 21 日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多米尼克 •佩罗特（Dominic Francis Perrottet）

在新的预算案中宣布实施印花税改革。新方案将为一些首次购房者提供预付或选择每年缴纳

印花税的选择。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新州的印花税改革方案将允许首次购买价值不超过 150 万澳

元的购房者可以在两种选项中自由选择：若买家决定在购房时不支付印花税，他们每年将支付

400 澳元外加土地价值的 0.3% 的土地税。如果买家决定每年缴纳土地税，该房产在出售时将

不再被锁定在该计划之中。

佩罗特认为，印花税是年轻人进入购买住房市场的一个障碍。政府希望通过降低首次购房

者的门槛提高住房拥有率，这也是为了帮助那些经济拮据的家庭能够拥有自己的房屋。

消息来源：http://australia.people.com.cn/n1/2022/0621/c408038-324523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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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太平洋岛国新闻协会 4 月 26 日报道，近

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小岛上有一项考古新发

现，据称这一发现可以解释 3000 年前太平洋人

口向东迁移的现象。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大陆以

东 200 公里的布鲁克岛（Brooker Island）出土

的动物骨骼和工具表明，具有东亚血统的拉皮塔

人（Lapita people）在整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5     大洋洲环境与社会

  5-2    巴新小岛新发现表明：拉皮塔人与土著居民的互动是

            他们在大洋洲聚集的关键

5-1    太平洋岛国地震频发

4 月 5 日 3 时 6 分，瓦努阿图群岛附近海域发生 6.0 级地震。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

网消息，此次地震震中位于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西北偏北方向 54 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为 23.6

公里。当地时间 4 月 10 日，瓦努阿图群岛附近海域发生 6.3 级地震。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

息网消息，震中位于瓦努阿图诺尔苏普地区西南偏西 65 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为 10 公里。据

了解，瓦努阿图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因地壳板块相互碰撞而频发地震。当地时间 5 月 10

日 8 时 33 分，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海域发生 6.3 级地震。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巴新马努斯岛东北部城镇洛伦高西南 180.7 公里处，震源深度为 10 公里。

消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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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远比之前认为的要广泛。在此之前，拉皮塔人被考古学家认为是第一批登陆偏远大洋洲（Remote 

Oceania）岛屿的人，这些岛屿包括汤加、萨摩亚和瓦努阿图。他们在 3100 年到 3350 年前从东南亚通

过新几内亚岛东北海岸的俾斯麦群岛（Bismarck archipelago）迁移到这里的。在这样的基础上，该

研究的第一作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肖（Ben Shaw）博士表示，该研究找到了已经生活在该地区的

土著居民与拉皮塔人移民之间最初互动的证据。他认为，拉皮塔人与土著居民的互动是影响拉皮塔人

选择跳岛策略（island-hopping strategies）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而最终导致了拉皮塔人在偏远大洋

洲的最初人口聚集。

消息来源：https://pina.com.fj/2022/04/26/new-clues-shed-light-on-pivotal-moment-in-

the-great-pacific-migration/

5-3    澳昆士兰州洪灾房屋翻新项目索赔高达 7 亿澳元

5 月 13 日，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副总理史蒂文 • 迈尔斯（Steven Miles）表示，昆州有史以来最大

的洪灾房屋改造项目已经开始登记，昆士兰人共可以申请约 7.41 亿澳元的住房基金。据悉，该基金

由昆州政府和澳联邦政府于3月19日联合发起。迈尔斯表示：“该基金将帮助昆州被洪水摧毁的房主，

使他们的房屋能更好地抵御未来的洪水。”此外，昆州政府还将通过社区恢复组织和委员会“积极主

动地接触”受影响和流离失所的房主，在整个项目中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翻译支持和技术帮助。据了

解，布里斯班市长施克里纳（Adrian Schrinner）表示，这次暴雨所带来的损失可能是 2011 年洪水造

成的 4.4 亿澳元损失的三倍。布里斯班有 80 多条道路需要大量维修，几条自行车道在 2 月份的洪水

中被冲走。

消息来源：http://australia.people.com.cn/n1/2022/0513/c408038-324213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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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西澳海洋发现世界最大植物 两百平方公里寿命超四千年

5-4   中医得到新西兰官方认可

5 月 27 日，新 西 兰 卫 生 部 长 利 特 尔

（Andrew Little）任命了首届中医委员会，将

中医从业者正式纳入新西兰的《健康从业者专

业能力保证法案》（HPCA），这是第一次将西医

模式之外的医疗职业纳入其中。在过去，中医

执业者没有在新西兰的法律体系上像医生、护

士、物理治疗师一样被界定为新西兰的健康从

业者，也因此，之前中医执业者在新西兰的从

业的地位、执业规范、培训、注册、管理等没有

正式的管理和规范。HPCA 正式承认包括针灸、

中草药和推拿按摩疗法等中医专业人士为新西

兰的健康专业人士，并设立了中医协会作为负

责管理机构。K3 律所的 Susan 表示，目前除新

西兰之外，仅有澳洲和加拿大以立法的方式肯

定了中医的地位，这样的肯定，背后是中医执

业人士和政府与社会有关人 20 多年的努力。

消息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

RznW3i_ToipkEiwRQxCBPA

6 月 1 日，世界上最大的植物藏

在澳洲西部的一个显眼的地方，它至

少和埃及的大金字塔一样古老。在

Geraldton 以北约 400 公里的鲨鱼

湾，一种水生带状海藻覆盖了约 200

平方公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

它是基因多样性个体的集合。但最近

的一项检测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从基因上讲，出生在 4500 年前的“它

们”其实是一个生命体。该研究的资

深作者、西澳大学进化生物学家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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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新西兰国名改为“Aotearoa”的请愿书已提交国会

莱（Elizabeth Sinclair）博士说，带藻是多倍

体，这意味着它的染色体是其海洋亲戚的两倍，

这也解释了它的长寿，“即使没有成功的开花和制

种，它似乎也很有韧性，能经历各种温度和盐度，

以及极端强光条件。西澳大学的研究员埃奇洛

（Jane Edgeloe）表示，现有的 200 平方公里带状

6月 2日，毛利党已向国会提交请愿书，敦促

国会将新西兰的官方名称从“New Zealand”更改

为“Aotearoa”。据了解，该请愿书是在去年毛利

语言周期间发起的，至今共收集了大约 7 万个签

名。毛利党的恩加雷瓦 -帕克（Debbie Ngarewa-

Packer）表示，这份有着7万个签名的请愿书表明

人们想要改变，“人们希望看到自己在我们国家

的身份中得到体现。” 毛利党的联合党魁怀蒂蒂

（Rawiri Waititi）补充道：“请愿不是为了摆脱

任何东西，或改变我们的身份，它是关于恢复这

片土地的原始名称，加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身

杂草草地似乎是从单一的幼苗扩展而来的，当他

们意识到这是地球上已知的最大的植物时，他们

都惊呆了。

消息来源：https://www.acd.com.au/australian-

news/xiaohaiyangfaxianshijiezuidazhiwu-lian

gbaipingfanggonglishoumingchaosiqiannian/

份”。除此之外，毛利党还希望请愿书能够启动在

2026 年前正式恢复所有城镇、城市和地方的原始

毛利名称的行动。对于更名问题，国家党党魁卢

克森（Christopher Luxon）表示，“改名是一个宪

法问题，而宪法问题应该进行全民公投，你不能

单方面做出这些决定。改名需要提出理由，需要

花费资金，并且把它交给新西兰人民，由人民决

定是否需要更改名字。” 

消息来源：https://www.1news.co.nz/2022/ 

06/02/petition-to-change-nz-to-aotearoa-

presented-to-parli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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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新西兰研究人员在南极冰雪中发现微塑料

6 月 11 日，近期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研

究团队的一项新研究报告表示：南极冰雪中

存在微塑料，这打破了南极是人类的最后一

片净土之说。坎特伯雷大学博士候选人 Alex 

Aves 表示，南极地区雪样中的微塑料来源可

能包括空气传播以及人类活动，“似乎确实

有一些气流经过我们采样的科考站，而且科

考站附近确实有人类活动吗，这是最可能的

来源之一。此外，另一个可能的来源是远程

传播，我们的建模实验表明，微塑料可能来

自于 6000 多公里外南大洋的另一端，并通过

海洋和空气传播，随后沉降在我们收集的南

极降雪中。”该研究发现，每升融雪平均含有

29 个微塑料颗粒，高于罗斯海及南极海冰中

的微塑料浓度。对此 Aves 表示：“此前的研

究表明，微塑料确实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与微塑料的接触越多，负面影响就越大。我

们需要弄清楚微塑料已经到达南极大陆多长

时间了。”

消息来源：http://www.skykiw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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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6 日，澳洲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提交了气候变化新目标。周四（16 日）上午，澳洲联邦总理阿

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s）致函联合国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传达了澳洲对巴黎协议气候变化

问题的新立场。阿尔巴尼斯表示，澳洲联邦政府计划在本十年末达到减排 43% 的目标，远远高于前联

邦政府提出的 26% 至 28% 的目标，指明了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这是澳洲结束气候争端的机会，会

产生长期利益，而这正是澳洲为未来所做的努力”。澳洲联邦政府与气候变化应对部长布云（Chris 

Bowen）表示，在今后的几年里，澳洲将为可再生能源、存储和传输提供发展框架，在全国尤其是澳洲

偏远地区创造数十万个就业机会。

消息来源：https://www.acd.com.au/australian-news/aoxianglianheguotijiaoxinqihoumubi

ao-2030jianpai43yuangaoyuqianzhengfu/

    5-8    澳大利亚向联合国提交新气候目标：至 2030 年减排 43%

  5-9    新西兰迎来首个毛利新年公共假期，惠灵顿举行大型

            黎明仪式

6 月 24 日，新西兰迎来了首个毛利新年公共假期（Te Rā Aro ki a Matariki）。惠灵顿的新西

兰国立博物馆外举行了大型黎明仪式，新西兰总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出席了黎明仪式，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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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有数百人参加。毛利领袖 Pou 

Temara 爵士表示：“今天是里程碑

的时刻。未来几代人回想起这一

时刻，会说这是我们走向成熟的时

刻。”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这也

是新西兰成为一个独特的国家迈出

的一步，“毛利新年公共假日不应

该因为毛利血统等原因而分裂我

们，而是在新西兰的星空下让我们

更团结。”此外，新西兰政府宣布，向毛利新年项目注资 1500 万纽币。这笔资金来自旅游基础设施基

金（Tourism Infrastructure Fund），为毛利新年活动提供基础设施，如罗托鲁瓦观景台，广泛的设

施升级，包括标识、步道等。

消 息 来 源：https://www.rnz.co.nz/news/te-manu-korihi/469701/pm-hails-first-authentically- 

maori-public-holiday

5-10   澳大利亚最新人口普查结果出炉

6 月 29 日，根据 2021 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数据结果出炉。据统计，2021 年人口普查统计的澳大

利亚人口数量为 25422788 人，同比 2016 年时增加了 8.6%。澳大利亚统计局副统计师迪肯森表示，尽

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流入澳大利亚的人口数，但最新结果表明，自 2017 年以来新移民数量达到 100

万人，其中 85 万人在 2019 年底前抵达。此外，对澳人长期健康状况的调查表明，超过 800 万澳大利

亚人患有长期健康问题，主要有精神健康（223.15 万人）、关节炎（215.04 万人），或哮喘（206.80 万

人）方面的疾病，并且女性的患病比例（34%）比男性比例（30%）更高。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在家

讲普通话的人口超过 68.5 万人，相较 2016 年增长 8 万多人。普通话仍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常用语言，

仅次于英语。

消息来源：http://australia.people.com.cn/n1/2022/0629/c408038-324605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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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洋洲区域合作

       6-2    新西兰国防军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进行

                 领导力培训

6-1   美英澳宣布将合作研发高超音速武器

4 月 5 日，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 5 日宣布将合作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

约翰逊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三国将在高超音速和反高超音速武器研发以及加

强电子战能力方面开展新的三边合作，同时扩大信息共享并深化国防创新合作。声明还表示，上述计

划将使三国于现有基础上“深化在网络能力、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其他海底能力方面的合作”。据了

解，此前于 2021 年 9 月，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开展核潜艇合作。此举

招致多国反对。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对该协议将在地区引发“持续军备竞赛”深表担忧，马来西亚总理

伊斯迈尔（Ismail Sabri Yaakob）表示该协议可能成为“引发地区核军备竞赛的催化剂”。

消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406/c1002-32392779.html

4 月 9 日，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在新西兰

的帮助下在莫尔兹比港的默里军营建立了一个新

的领导中心。新设施以新西兰训练其军事领导人

的方式为蓝本，于周五（8 日）由巴布亚新几内亚

国防部长温达基（Win Daki）、巴布亚新几内亚国

防军总司令马克戈伊纳（Mark Goina）少将和新

西兰高级专员菲利普陶拉（Phillip Taula）宣布

正式开始投入使用。新西兰国防军太平洋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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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计划负责人戈登 •米尔沃德（Gordon Milward）中校表示：“新西兰援助巴新的设施是新西兰外交

部和新西兰国防军在太平洋地区更广泛承诺的一部分。有时新西兰人会直接参与教学，但领导力计

划旨在帮助巴新官员自己对自身进行培训。”目前，新西兰正与瓦努阿图、汤加和斐济正在建立类似

的方案。

消息来源：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464958/nzdf-helping-png-

defence-force-with-leadership-training

     6-3    太平洋岛国反对深海采矿的新政治联盟成立

4 月 12 月，周三（14 日）一个新的反对太平洋深海采矿的政治联盟于周三（14 日）启动。太

平洋国会议员深海采矿联盟（The Pacific Parliamentarians' Alliance on Deep Sea Mining 

, PPADSM）将会成为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集体行动，他们对那些在海底开采矿产的“大企业”和

“强大的政府”计划表达着强烈的担忧。该联盟将由瓦努阿图的反对党领袖拉尔夫 • 雷根瓦努

（Ralph Regenvanu）担任主席，成员包括来自新西兰奥特阿罗亚（Aotearoa）、布干维尔自治区（the 

Autonomous Region of Bougainville）、巴布亚新几内亚、关岛、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所罗门群

岛、图瓦卢和帕劳的部分议员。雷根瓦努表示，作为太平洋的领导者和监护人，他们有义务为子孙后

代以及所有生物和非生物保护海洋。

消 息 来 源：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465143/new-political-alliance- 

against-deep-sea-mining-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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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世界银行计划改善马绍尔群岛的城市地区

5 月 5 日，世界银行批准了一个新项目，以

加强马绍尔群岛城市地区的气候适应力、安全性

和宜居性，这个 3000 万美元的城市韧性项目包

括支持更具气候适应力的公共设施和城市空间，

以及对气候适应规划和政策的援助。据了解，马

绍尔群岛的城市中心是太平洋地区人口最稠密的

地区之一，过去 30 年来，来自外岛的内部移民加

剧。这加剧了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风险，需要

更多以风险为导向的城市规划和法规。世界银行

驻马绍尔群岛代表德吉 • 杨（Degi Young）表示，“我们很高兴通过这个新项目支持马绍尔群岛政府，

该项目还将分析当前和未来与气候相关的人员、住房和基础设施风险”。

消息来源：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466471/world-bank-plan-to- 

improve-marshall-islands-urban-areas

6-4   太平洋岛国举办灾害风险金融 (DRF) 研讨会

4 月 22 日，灾害风险金融（Disaster Risk Finance, DRF）研讨会将于 2022 年 5 月 3 日

至 4 日由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和太平洋弹性伙伴关系灾害风险金融技术工作组合作举办。

据了解，近年来太平洋地区的灾害风险管理模式受到了极大关注。虽然太平洋地区已经从关注

灾害管理转变为高度关注减少灾害风险并采取行动的地区，但加强应对灾害能力的需求仍然存

在。最近讨论的热点集中在灾害风险融资上，太平洋地区并将其作为韧性建设的重要工具。此

前虽然该地区积极使用了几种灾害风险融资模式，但在充分覆盖灾害造成的损失和损害方面仍

然存在差距。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差距可归因于缺乏结构良好的灾害风险融资战略，导致各国

采取任何提供的方式，而不管其“适合目的”如何，而本次灾害风险融资研讨会旨在通过就各

国如何制定其 DRF 战略提供一些指导来弥合这一差距。

消息来源：https://www.forumsec.org/2022/04/22/disaster-risk-finance-drf-symposiu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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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8 日，首届太平洋岛屿论

坛女性领导人会议将于周四（9 日）

以线上方式召开，标志着太平洋性

别议程的里程碑时刻已经到来。妇

女部长论坛将研究妇女在太平洋

未来发展的作用，会议重点关注 

COVID-19 的影响、气候变化危机和

灾害风险应对措施以及蓝色太平洋

大陆 2050 年战略。本次将为论坛

领导人在 2022 年举行的第 51 届

论坛会议提供成果和建议。斐济妇女、儿童和扶贫部长阁下、东道国代表团团长 阿克巴（Rosy Sofia 

Akbar） 将担任会议主席，她表示：“重要的是，我们太平洋妇女的声音和愿景发挥着其多样性和经验

丰富的优势，正塑造着她们的社区、国家和蓝色太平洋大陆的未来，如果没有包容性的方法，可持续

发展是不可能的。”论坛秘书长普纳（Henry Puna）表示，女性领导人会议“还将确保我们继续关注性

别平等承诺，例如太平洋领导人性别平等宣言，这也是我们秘书处确保我们在区域和全球性别议程上

与所有区域组织更聪明、更好地合作的重要机会”。

消息来源：https://www.forumsec.org/2022/06/07/inaugural-pacific-islands-forum-women- 

leaders-meet-2022/

       6-6    太平洋 12 国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开展军事救援演习

     6-7    2022 首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女性领导人会面

5 月 10 日，为期十天的国际军事演习在法属波利尼西亚正式启动，演习内容主要是模拟飓风过

后的援助。此次演习被称为“马拉拉 2022”（Marara 2022），由驻扎在大溪地（Tahiti）的法国武装部

队指挥官让 - 马蒂厄 • 雷伊（Jean-Mathieu Rey）少将领导。参加马拉拉 2022 的 12 个国家主要包括

美国、日本、秘鲁、新加坡和泰国，美国将为提供 “珍珠港”号作为此次演习的登陆舰。在演习的过

程中胡阿希内岛（Huahine）、塔哈岛（Raiatea）和波拉波拉岛（Bora Bora）将被暂时宣布为灾区。参

与救援的部队会向该岛居民提供援助，疏散飓风受害者。在演习结束后，12国将会在波拉波拉岛举行

纪念活动，以纪念美军在波拉波拉岛部署 80 周年。

消息来源：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466748/military-exercise- 

involving-12-countries-is-underway-in-french-poly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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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澳大利亚和法国就潜艇风波达成和解

6-8   纽澳总理会晤：501 驱逐出境政策不变 承诺将双边关系

          提升至新水平

6 月 10 日，纽澳总统进行会晤，尽

管新西兰总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

给出了“强有力的”反馈意见，但澳大利

亚仍将继续执行其有争议的 501 驱逐出

境政策。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阿尔巴内塞

（Anthony Albanese）在联合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他已经听取了阿德恩的意见，但

将罪犯驱逐回其出生国的做法将继续存

在，他还补充道“阿德恩的观点非常强硬，

我们也听取了这些意见。我们也会从现在

开始，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阿德恩和阿

尔巴尼斯还承诺将跨塔斯曼关系（Trans-Tasman relationship，即纽澳关系）“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此外，双方于今日讨论了气候变化、与太平洋国家合作、乌克兰战争、基督城倡议等热点问题。阿德

恩表示，该会晤称是两国关系“重置”的机会，她很感谢阿尔巴尼斯的热情招待，“在我看来，没有任

何两个国家的关系比我们更亲密”。

消息来源：https://www.chineseherald.co.nz/news/new-zealand/media-conference-after-talks/

6 月 11 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表示，澳大利亚已与法国就潜艇风波

达成和解，并希望修复两国之间的裂痕。当地时间 6 月 11 日，阿尔巴尼斯在悉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已与法国海军集团达成“公平公正”的和解，双方达成了 5.55 亿欧元的和解协

议，这将帮助澳方推进与法国的关系。他还提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向他发出的访

问邀请，他对此表示非常期待。阿尔巴尼斯强调了澳法关系的重要性，“鉴于我们在地区和全球面临

的挑战，澳大利亚和法国必须再次团结起来捍卫我们共同的原则和利益。我们非常尊重法国在‘印太

地区’发挥的作用和积极参与的精神”。

消息来源：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52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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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   新西兰与美国、英国加入新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小组

6 月 25 日道，白宫表示，随着中国寻求加强

与太平洋岛国的经济联系，拜登政府也誓言要向

印太地区投入更多资源。美国、澳大利亚、日本、

新西兰和英国成立了一个非正式小组，旨在促进

与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该组织被称为

“蓝太平洋伙伴”（blue pacific partnership），

将寻求支持太平洋地区主义并加强太平洋岛屿与

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白宫的一份声明

表示：“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决心支持一个造福太

平洋人民的地区。根据太平洋地区主义、主权、

透明度、问责制等原则，实现这一愿景，最重要的

是，由太平洋岛屿领导和指导。” 白宫印度 -太平

洋地区协调员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周四

（23 日）表示，随着华盛顿加强与南太平当地区的

接触，他预计会有更多的美国高级官员访问太平

洋岛国，“美国需要在该地区建立更多外交设施，

并与有时‘受到较少关注’的太平洋岛国进行更

多接触”。

消 息 来 源：https://www.rnz.co.nz/news/ 

world/469760/new-zealand-joins-new-

pacific-partnership-group-with-us-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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