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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合作

我中心费晟副教授出席第二十一次全国皮书年会（2020）

9 月 25-26 日，第二十一次全国皮书年会（2020）在云南昆明召开，我中心

费晟副教授出席会议，并在区域研究课题组发言。他结合《大洋洲蓝皮书》的出

版体会，强调蓝皮书文章的写作要注重资深性、专业性、一手性，通过包括加强

与国外的交流等方法获取一手资料。



我中心举办“一带一路”视域背景下的中国外向型企业创新机制研究会议

　　9 月 26 日，我中心和“一带一路”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一带一路”视域背景

下的中国外向型企业创新机制研究会议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举行。本研讨会邀请

了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和东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他们就跨国外包

关系中信任一致性对知识转获取的影响、新时期中国企业外贸出口竞争力、司法

质量对中国大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外资企业环境绩效等问题分别做主题

报告，并展开深入探讨。会议由我中心李骏副教授主持，“一带一路”研究院陈

建洪院长、国际关系学院牛军凯常务副院长致辞。

研究与咨询

我中心喻常森副教授参与《中国教育报》澳大利亚留学形势访谈

　　7 月 17 日，我中心常务副主任喻常森副教授参与了《中国教育报》澳大利亚

留学形势访谈，帮助广大留学生及其家长了解澳大利亚当前形势和留学趋势。其

余参与访谈的嘉宾有：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张琳，中国矿

业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翟石磊，中国矿业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

员许善品，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兼职研

究员陈蕴哲。

中国与大洋洲关系

 中国与瓦努阿图共谋抗疫

7 月 1 日，中国与瓦努阿图两国政党举行了以“携手抗疫，共谋发展”

为主题的网络研讨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瓦努阿图瓦库党



主席、政府总理拉夫曼出席并致辞，瓦主要政党领导人、政府内阁成员、

中国驻瓦大使周海成等参加。

中澳双方更新旅行提醒

7 月 7 日，澳外交与贸易部更新了对华旅行警示，称澳人在中国可能会面

临风险。7 月 13 日，中国亦更新了对澳旅行提醒，再度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

前往澳大利亚。除了再次提及澳国内种族歧视问题加剧外，还称“澳有关执法机

构任意搜查中国公民并扣押物品”。

中国向纽埃、库克群岛捐赠抗疫医疗物资

    

 7 月 9 日，中国驻新西兰大使吴玺与纽埃驻新西兰高专伊格利斯特·佩希

吉亚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签署《关于援纽埃抗疫医疗援助项目

交接证书》。7 月 15 日，吴玺大使同库克群岛驻新西兰高专伊丽莎白-赖特·科

泰卡在惠灵顿共同签署了《关于援库克群岛抗疫医疗援助项目交接证书》。

澳总理欢迎中国崛起 中方希望有实际行动

8 月 5 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发表演讲，称与志同道

合的国家建立“印太联盟”将是澳政府关键优先事项。澳欢迎中国崛起，期待中

国为地区和全球稳定发挥作用。中方表示，希望澳方将口头表态转化为实际行动。

首届中国-巴新政府间经贸联委会召开

8 月 6 日，首届中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经贸联委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本届

联委会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与大洋洲地区国家召开的第一次经贸机制

会议。双方共同见证签署中国政府援助巴新抗疫物资交接证书，福建省向东高地

省援助第四期菌草旱稻技术项目，并宣布由中方资金支持的巴新国家海底光缆项

目工程完工。

中巴新经贸联委会是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巴新的重要经贸成果之一。



中国多方援助巴新医疗物资

8 月 6 日，由阿里巴巴创始人、中国商界领袖马云通过马云基金会捐赠的医

疗设备和个人防护装备（PPE）等医疗物资空运抵达巴新莫尔斯比港。这批物资

价值 70 万基纳（约合 140 万元人民币）、总重超过 4 吨。

8 月 11 日，巴新中资企业商会负责人代表 33 家在巴新中资企业，向巴新卫

生部捐赠了 48000 只口罩，用于帮助巴新政府和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9 月 23 日，中国政府援助巴新政府医疗药械捐赠仪式在莫尔斯比港总医院

举行。



中国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立案调查

8 月 18 日，中国商务部发布 2020 年第 34 号公告，决定即日起对原产于澳

大利亚的进口装入 2 升及以下容器的葡萄酒进行反倾销调查。8 月 31 日，商务

部发布 2020 年第 35 号公告，决定即日起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装入 2 升及以

下容器的葡萄酒进行反补贴调查。

中国援建密联邦卡马尔大桥工程正式竣工移交

8 月 20 日，由中国政府援助重建的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卡马尔大桥项

目竣工正式移交仪式举行。卡马尔大桥是波纳佩州奈特市的重要干道工

程，项目投入约 320 万美元。该工程最初于 2015 年密中签署《技术和经

济合作协议》时确定，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开始建造。

中澳关系出现严重困难

9 月 7 日，最后两位澳大利亚驻华记者声称“出于安全担忧”离开中国，分

别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博特斯（Bill Birtles）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

（AFR）的史密斯（Michael Smith）。早前，6 月 26 日，澳安全情报机构以可能

违反澳“反外国干涉法”为由，对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中新社驻澳 4 名

记者进行突击搜查和盘问。而后，澳大利亚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吊销

了 2 名中国学者的签证。

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同基里巴斯外交部常秘弗恩举行会谈

　　9 月 16 日，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王雪峰同基里巴斯外交部常秘

弗恩举行视频会谈。

中国驻所罗门群岛使馆开馆

9 月 21 日，中国驻所罗门群岛使馆举行开馆仪式，所罗门总理索加瓦雷与

首任中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李明共同出席。李明大使于 9 月 2 日抵所履新，并于

9 月 18 日在所总督府向武纳吉总督递交国书。 



2020 年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合作基

金支持贸易和疫情应对

9月 29日，太平洋岛国论坛发布

新闻，本周中国通过“中国-太平洋

岛国论坛合作基金”向太平洋岛国

论坛提供本年度资金支持。



中国驻斐济大使钱波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梅格·泰勒签署并交换正式

文书。此项资金除用以支持太平洋岛国贸易与投资专员署北京办事处的中国-太平

洋岛国间的贸易、投资及旅游推广及促进工作，论坛秘书处还将资金分配于支持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太平洋人道主义通道的运作。

中国援瓦车辆项目交接仪式举行

9 月 30 日，驻瓦努阿图大使周海成出席中国政府援瓦车辆项目交接仪式。

瓦总理拉夫曼、总理第一政治顾问、总理府总司长、外交部总司长、外交局局长

等有关官员出席活动。

大洋洲区域资讯

政治与外交

澳大利亚、新西兰干涉香港事务 两项司法协议中止

7 月 9 日，澳大利亚以中国制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为借口，通知香港

当局，将暂停引渡协议。7 月 28 日，中国外交部宣布中方决定香港特区暂停港

加、港澳、港英《移交逃犯协定》与《刑事司法互助协定》。28 日，新西兰以

同样的借口暂停了和香港的引渡条例。中方予以强烈反对，并于 8 月 3 日宣布中

方决定香港特区暂停港新《移交逃犯协定》与《刑事司法互助协定》。

新西兰两知名华人议员宣布退出政坛

7 月 10 日，新西兰国家党华人议员杨健宣布将退出政坛，不再参与 2020 年

的大选。根据 8 月 8 日最新的党团成员名单，国家党补充进了新的华人排名议员

候选人陆楠（Nancy Lu）。陆楠排名 26，是名次最高的非现任国会议员候选人，

比 12 位现任议员还高。



7 月 21 日，工党资深华人议员霍建强宣布退出政坛，仅余下去年推出的候

选人陈耐锶。在工党刚刚宣布的 2020 大选政党名单上，霍建强在 83 名候选人中

排名第 26（扣除选区议员，实际排名第 8）。

新西兰国家党党魁突然宣布辞职

       7 月 14 日，就职仅 53 天的新西兰国家党领

袖穆勒（Todd Muller）突然宣布辞职。国家党核

心层举行紧急会议，当天深夜选出新任党魁

——Papakura 选区国会议员 Judith Collins，64 岁

的资深国会议员 Gerry Brownlee 当选副党魁。

 Judith Collins 于 2002 年进入国会，是国家党服



务时间最长的国会议员之一。7 月 16 日，该党两员大将——Nikki Kaye 和 Amy 

Adams 相继宣布退出政坛。

澳美外长防长举行第 30 届战略对话

7 月 28 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和国防部长雷诺兹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和国防部长埃斯珀在华盛顿举行第 30 届澳美外长防长年度战略对话。会谈在很

大程度上聚焦对华政策。双方签署一份新的“原则声明”，以进一步扩大在军事

上的联系，并增强在医疗和经济开发上的合作。双方同意在达尔文建立一座美军

燃料储备设施，以确保美国军舰和战机在补给线路受到扰乱时不会被困于本地区。

澳外交部预计裁堪培拉 50 官员和驻海外 10 名外交官 

8 月 19 日，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称，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预计将削

减在堪培拉的 50 名官员和进一步减少驻海外 7 个外交使团的 10 名外交官。预

计被削减的驻国外的外交官岗位，包括澳大利亚驻华使两外交官、驻巴新高级专

员公署的两名外交官，以及驻印度尼西亚、日本、伊拉克、菲律宾和墨西哥 5 国

大使馆的 6 名外交官。

澳大利亚外交事务学会（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会长

金格尔（Allan Gyngell）抨击这一计划将挫伤澳在关键的印太地区的“外交肌

肉”。



澳大利亚“反外国干预”再升级 “清点”现有协议

8 月 27 日，为了应对澳大利亚国家利益面临的威胁，澳联邦政府在公布的

《2020 年澳大利亚外交关系（州及领地协议）法案》中，列出了关于确保涉外

协议“透明度”的广泛改革措施，令外交部长有权废除任何“不利于澳大利亚

（外交）关系、且违背外交政策”的协议。

全澳州级政府、地方议会、大学方面与外国政府所签订的每一项现有协议，

都将受到澳联邦当局的审查。各州及领地将有 6 个月的时间为联邦外交与贸易部

“清点”所有的现行协议，然后将被认为可接受的协议列入公共登记簿（Public 

Register）。

澳大利亚援助促进太平洋电子商务

9 月 4 日，太平洋岛国论坛网站报道，澳大利亚提供的 50 万澳元的项目赠

款将使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支持完成瑙鲁的“电子商务准备情况评估报告”

（E-commerce Readiness Assessment Report）以及“区域电子商务战略和路线图”

（Regional E-commerce Strategy and Roadmap）。

国家评估是加强太平洋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重要起点。截至目前，已经完

成了基里巴斯、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的国家评估。

在 PIFS 和欧盟贸易机构的支持下，对纽埃、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和密克罗尼

西亚联邦的评估已接近完成。区域战略将提供国家评估所不能提供的区域选择。

新西兰大选全面开启 主要政党相继推出新政

9 月 6 日，新西兰第 52 届国会正式解散，全面开启竞选模式，主要政党相

继推出经济、税收、收入和就业、教育等等各方面政策。经济问题成为今年大选

选民最关注的政策议题。早前工党于 7 月召开的工党代表大会上，揭晓了今年的

竞选口号是：“让我们继续前进”（Let's keep moving），并且指出支撑经济复

苏有五个原则：人、就业、规划未来、支持小企业和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参与全

球竞争合作。反对党国家党的经济复苏战略主要着眼于基础设施建设，承诺在全

国范围内启动一系列大规模基建工程。



军事与安全

澳大利亚政府发布《2020 年国防战略更新报告》 

7 月 1 日，澳大利亚国防部发布《2020

年国防战略更新报告》（ 2020 Defence 

Strategic Update），阐述了澳战略环境方面

的挑战及其对国防规划的影响，明确了澳

国防军的战略目标，以及将要展开的投资

项目。该报告将印度-太平洋地区作为未来

国防规划重点方向，同时指出澳大利亚已进

入一个充满严峻挑战的战略时期。为了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后“更贫穷、更危险、更无

序”的世界，澳政府将在未来 10年内投入

2700亿澳元国防预算，大力加强澳大利亚陆

海空三军的战力，包括大量采购和部署空射

型远程反舰导弹等。

汤加再次延长紧急状态期限

7 月 8 日，汤加紧急状态再次被延长一个月，从原定的 7 月 8 日结束更改至

8 月 4 日结束。以进一步遏制病毒进入南太平洋岛国。目前，汤加尚无确认新冠

肺炎病例。

瓦努阿图紧急状态令延长至 12 月

7 月 13 日，根据 2019 年第 23 号灾难风险管理法规定，瓦努阿图通过决定，

将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紧急状态令（SOE）再次延长至今年 12 月 31 日。

新西兰政府拨出 140 亿新币，以防出现第二波疫情

7 月 20 日，新西兰政府宣布将拨出 140 亿新元，以防新西兰“遭遇第二波



疫情”，并“抗击疫情给经济带来的任何冲击”。140 亿新元来自 500 亿新元新冠

响应和复苏基金。财政部长 Grant Robertson 表示，预留的 140 亿新元基金的使

用将受到“明确定义的支出标准”的约束。

在今年 5 月的预算案中，新政府宣布成立了 500 亿新元的新冠响应和复苏基

金，其中约 202 亿新元当时尚未有具体投向。

斐济预算拨款 1150 万美元抗击新冠疫情

7 月 20 日，据斐济时报报道称，斐济卫生和医疗服务部在 2020-2021 年国

家预算中获得 2500 万斐济元（1150 万美元）的应急资金，以支持斐济在全国范

围内应对全球新冠疫情。

萨摩亚一再延长紧急状态

7 月 27 日，萨摩亚政府发布新闻称，萨摩亚紧急状态令将从 2020 年 8 月 3

日延长至 2020 年 8 月 30 日。8 月 30 日，据萨摩亚观察家报道，萨摩亚政府宣

布其紧急状态再次延长至 9 月 27 日，这将使萨摩亚连续第六个月处于封锁状态。

萨摩亚于 3 月 21 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封锁。

所罗门群岛议会通过公共紧急状态延期提案

7 月 29 日，所罗门群岛议会通过了将公共紧急状态再延长四个月的议案。

所总理梅纳西·索加瓦雷强调了延长紧急状态的重要性，以反思上一阶段紧急状

态的不足、政府在议会中的监督职能以及在 2023 年主办太平洋运动会的必要性。

基里巴斯边境关闭将延长至 12 月底

9 月 10 日，据 PACNEWS 发布的新闻称，基里巴斯正式宣布，将针对新冠疫

情实施的边境封锁政策延期到 2020 年 12 月底。



巴新将从 10 月起放宽旅行限制和重开边境

9 月 17 日，据巴新媒体报道，马拉佩总理表示，巴新将自 10 月起放宽对国

际旅行的限制，重新开放边境，以刺激旅游和经济发展。巴新将在测试、检疫和

清关等方面放宽限制，新常态措施也将做相应的修改。

新西兰向全球新冠疫苗计划提供 2700 万新元

9 月 21 日，新西兰宣布，新西兰政府已承诺通过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新

冠疫苗全球获取机制”（COVAX 机制）投资 2700 万新元，用于新冠疫苗研发。

这是新西兰为获取疫苗而采取的一系列关键措施中的一项，将确保新西兰以及库

克群岛和纽埃等能获得足够的疫苗。

法属波利尼西亚第二次疫情到来 确诊人数激增

9 月 30 日，据法属波利尼西亚卫生部最新公布的消息，第二波疫情以来共

确诊 1728 例新冠肺炎病例，其中 1431 例已经解除隔离，现有确诊病例为 297 例。

7 月，法属波利尼西亚为了促进陷入困境的旅游业恢复正常，重新开放边境，

并取消了为期两周的隔离要求，仅需出发前提供结果为阴性的病毒检测报告。



经济事务

新西兰推出初级产业计划路线图

 7 月 7 日，新西兰国会网站报道，新西兰总理

阿德恩宣布了《适应更美好的世界：加速经济潜

力 》 （ Fit for a Better World: Accelerating our 

economic potential）这一为期 10 年的路线图，计

划在未来十年内将初级产业的出口收入再增加

440 亿新元，同时保护环境和创造就业。该路线图

围绕三个主题：生产力、可持续性、包容性。

当天，新西兰还发布了《初级产业委员会的愿

景和战略纲要》，报告认为新西兰需要采取行动，

使得增长不能再继续依靠数量的扩大。

澳大利亚宣布 10 亿澳元以提振国防工业

7 月 26 日，澳大利亚宣布了价值 10 亿澳元的国防一揽子计划，额外增加 21

万天预备役的天数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本次的国防计划目的是为了在经济因为新

冠危机而陷入衰退之际，来提振澳大利亚的国防工业。计划包括提高现役及退役

国防军成员及其家属就业机会的措施、3 亿澳元的国家地产工程项目、北领地一

项 1.9 亿澳元的工程，以及为国防产业补贴、技术及网络培训等拨款。

瓦努阿图今年将从最不发达国家行列毕业

7 月 30 日，瓦努阿图总理鲍勃·拉夫曼在瓦独立日发言时表示，尽管面临自

然灾害和新冠肺炎疫情挑战，瓦努阿图仍将在今年12月4日从最不发达国家（LDC）

毕业，成为发展中国家。他表示，为应对这一挑战，瓦努阿图部长会议已批准为

农业部门注入 10 亿瓦图（约人民币 6100 万元）发展农业生产。



巴新任命专门负责吸引海外直接投资的副部级官员

7 月 31 日，巴新媒体报道，巴新总理马拉佩新近任命国会议员、原农业副

部长马修尔（Richard Masere）为协助其处理外国直接投资事宜的副部长，并任

命杜萨瓦大使为巴新投资特使，协助马修尔工作，以促进和发展巴新的投资机会。

新西兰官方现金利率不变，进一步扩大量化宽松政策

8 月 12 日 ，新西兰央行宣布，将官方现金利率继续维持在 0.25％的低水平，

但债券购买规模扩大了 400 亿新元，从 600 亿新元扩大至 1000 亿新元。央行同

时表示，正在准备必要时推出进一步措施，如负利率或购买外国资产，央行认为

当前的不确定性正在扼杀经济活动，经济处于下行趋势风险。

巴新政府发布地热资源政策

8 月 18 日，巴新《信使邮报》报道，矿业部长约翰逊·图克代表巴新政府

发布地热资源政策。这一政策的制定由新西兰政府资助，是巴新首次就地热资源

制定专门政策。

根据政策，巴新地热资源归国家所有，作为一项单独资源种类纳入《1992

年矿业法》监管框架。对地热资源的任何勘探和开发行为都被界定为采矿行为。

澳大利亚央行维持 0.25%政策利率不变

9 月 1 日，澳大利亚央行发布货币政策声明表示，在实现充分就业和 2%至 3%

的通胀目标前，将维持 0.25%政策利率和 3 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目标（0.25%左

右）不变；将扩大定期融资工具规模至 2000 亿澳元左右，并延长有效期至 2021

年 6 月底，以保持较低融资成本。

澳大利亚 2020 年第二季度 GDP 下滑 7.0%

9 月 2 日，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经季调后，2020 年二季度 GDP

较上季度下滑 7.0%，录得 1959 年有记录以来最大季度跌幅。 此前，澳统计局



公布数据指出 2020 年第一季度 GDP 下降了 0.3%。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澳

大利亚陷入近 30 年来的首次经济衰退。

2020 年 1-7 月澳对外货物贸易数据公布

9 月 3 日，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 1—7 月澳对全球货

物贸易总额 3803.22 亿澳元，同比下降 4.83%。其中，澳出口总额 2154.19 亿澳

元，同比下降 3.98%；进口总额 1649.03 亿澳元，同比下降 5.91%；澳货物贸易

顺差 505.16 亿澳元。

同期，澳中货物贸易额为 1318.36 亿澳元，同比上涨 3.30%。其中对华出口

862.54 亿澳元，同比增长 2.39%；自华进口 455.82 亿澳元，同比增长 5.06%；澳

对华货物贸易顺差 406.72 亿澳元。

新西兰 2020 年第二季度 GDP 创纪录下降 12.2％

9 月 17 日，新西兰统计局报道，受新冠封锁和边境关闭影响，新西兰经济

活动大幅下降，2020 年第二季度的 GDP 下降 12.2％，是自 1987 年现行 GDP 框

架以来的最大降幅。从年度数据来看，截至 2020 年 6 月底，新西兰 GDP 下降 2%，

是自 2010 年以来首次下降。

社会文化

新西兰 5 月国际入境人数为 61 年来最低  

  7 月 14 日，新西兰统计局发布数据称，由于与新冠疫情相关的边境和旅行限

制，2020 年 5 月到达新西兰的人数为 5600 人，是自 1959 年 5 月（4700 人）以

来最低的一个月，而且其中包括 2600 名新西兰居民。

    新西兰自实施边境限制措施以来，入境者多数是新西兰公民， 2020年3月19

日至 7 月 10 日，新西兰有 61,500 名入境者，包括 47,400 名新西兰公民；出境者

多数是非新西兰公民，在 4 月和 5 月的 42,200 名离境者中，德国公民 9,900 名

（23％）、英国公民 7,600 名（18％）、新西兰公民 4,000 名（9％）、中国公民

3,700 人（9％）、法国公民 3500 名（8％）。



澳学者：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遭侵蚀

7 月 15 日，澳阿德莱德大学的沃利斯（Joanne Wallis）教授在国会听证会上

表示，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正在被侵蚀，尽管澳大利亚试图通过加强

军事实力来对抗中国崛起，但同时却削减了一些至关重要的服务。被削减的重要

服务以及其他一些做法将产生不利影响，她提到澳大利亚废除了在太平洋地区的

无线电服务、澳大利亚向太平洋岛国捐赠可以用于非法捕鱼的重型武器巡逻舰、

太平洋岛国的学生在中国留学的问题等。最后，她提出在太平洋岛国这样一个笃

信基督教的地区，军事牧师可以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同时鉴于文化纽带联系，

原住民和托雷斯岛民、这一类军人也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澳政府宣布 20 澳亿元计划 培训 35 万青年职业技术

7 月 16 日，澳联邦政府宣布了一项耗资 20 亿澳元的就业培训计划

（JobTrainer），旨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期间，为近 350,000 澳大利亚

青年提供就业技术培训。

这项就业培训计划，将拨出 5 亿澳元用于培训中学毕业生和寻工者完成健康

护理、运输、制造和零售等领域的职业技术课程。15 亿澳元扩大和延长学徒工

的工资补贴计划。原计划于今年 9 月底结束的学徒工工资补贴计划进一步延长 6

个月，并将扩大到有 200 名以下雇员的中型公司。

巴新国家事务研究院：未来五年巴新贫困状况将会加剧

7 月 20 日，据《国民报》报道，巴新国家事务研究院执行主任保罗·巴克

（Paul Barker）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今年 2 月以来国际市场对能源和大

宗商品、运输、旅游和服务业需求大幅下降，严重打击了巴新经济，巴新未来五

年贫困状况将加剧。

澳大利亚发布疫情对家庭影响调查报告

    7 月 27 日，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约 16%澳人认为疫情以来生活已

恢复正常或者未发生改变，9% 的人不认为生活能回到疫情前水平。调查还要求



评估总体心理健康状况，60%的澳人认为自身心理健康状况非常好或良好，14%

认为心理健康状况一般或较差。在承担大部分无偿家务劳动和无偿育儿劳动方面，

女性分别是男性和两倍和三倍以上。疫情对家庭造成的其他影响还包括，继续减

少环境影响（27%），减少支出或增加储蓄（25%），在家工作或学习（25%）

和较慢的生活节奏（23%）。

《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签署 35 周年纪念

8月6日，这天是《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South Pacific Nuclear Weapons Free 

Zone Treaty）签署 35 周年纪念日。该条约是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于 1985 年 8

月 5 日至 6 日在库克群岛拉罗汤加举行的第 16 次论坛会议上通过的。秘书长梅

格·泰勒表示，该条约证明了区域团结的力量。

。

研究显示巴新目前投资环境缺乏吸引力

8 月 13 日，国际矿业顾问约翰·古丁（John Gooding）在巴新采矿和石油行

业视频研讨会上发言时，引用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The Frazer Institute）2019

年的研究结果称，国际投资者对巴新的投资信心仅有 53分，比 2015年下降了 12%

https://www.forumsec.org/wp-content/uploads/2018/02/South-Pacific-Nuclear-Zone-Treaty-Raratonga-Treaty-1.pdf
https://www.forumsec.org/wp-content/uploads/2018/02/South-Pacific-Nuclear-Zone-Treaty-Raratonga-Treaty-1.pdf


上述研究聚焦矿业领域，通过量化比较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税收政策、监管不

确定性和矿产资源禀赋及开采难度，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吸引力进行打分。

澳大利亚 2019-2020 年海外游客同比下降 27.9%

8 月 14 日，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6 月，入

境游客为 670 万人次，较前一年下降 27.9%，为 2013—2014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新西兰为最大游客来源国，游客超过 100 万，中国（90 万）和美国（58.1 万）

分列二、三位。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抵澳游客人数为 950 万，创历史新高。国际游

客入境禁令于 3 月 20 日生效后，抵澳游客数量急剧下降，月降幅接近 100%。

惠誉报告预测新西兰经济形势

 8 月 19 日，新西兰先驱报报道，国际经济研究机构惠誉解决方案

（Fitch Solutions）报告显示，今年余下时间，新西兰经济将面临艰难时期，但有

望在 2021 年走强。惠誉将新西兰 2020 年 GDP 增长的预测从先前的-1.4％下调至

-4.5％。但预计 2021 年将有更强劲复苏，从先前的 4.1％上调至 6％。 

区域合作

太平洋岛国论坛外长发表应对 COVID-19 的联合声明

7 月 17 日，太平洋岛国论坛网站报道，太平洋岛国论坛外长发表应对

COVID-19 的联合声明，概述了其作为一个蓝色太平洋大陆，如何根据共同价值

观和原则应对 COVID-19 大流行。



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视频会议

7 月 25 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召开贸易部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视频会

议。会议发表了《APEC 贸易部长联合声明》和《APEC 贸易部长关于促进抗疫关

键物资流通的宣言》。

《应对 COVID-19 太平洋人道主义通道共同协议》获批准

8 月 4 日，太平洋岛国论坛报道，论坛外长批准了《应对 COVID-19 的太平

洋人道主义通道共同协议》（简称 PHP-C 协议），以便当前边界限制的影响下加

强特别合作和支持。具体包括 5 项目协议：在各论坛国家之间部署技术人员、移

民、论坛国民的遣返、海关和生物安全、运送医疗和人道主义援助的飞机和船只

的通行许可。这 5 项协议是在 4 月启动的应对 COVID-19 的太平洋人道主义通道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太平洋人道主义航空服务启动

8 月 6 日，太平洋岛国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开启了太平洋人道主义航空

服务，从斐济楠迪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的首航已于当日完成，交付了 44

立方米的医疗用品，支持巴新应对疫情。

太平洋人道主义航空服务属于太平洋人道主义小组 COVID-19 应对计划

（Pacific Humanitarian Team COVID-19 Response Plan）的一部分，这份计划是一

项全面区域应对计划，旨在巩固联合国机构、政府、区域和多边组织、非政府组



织、捐助者和发展伙伴间的合作。

太平洋岛国论坛第 23 届经济部长会议召开

8 月 11- 12 日，太平洋岛国论坛第 23 届经济部长会议举行。会议讨论的首要

问题是如何帮助论坛成员管理新冠肺炎的影响并从其影响中恢复过来。其次，气

候变化问题依然是重要议题。论坛部长等审议了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增强妇

女权能、教育更多学生以及让蓝太平洋做好充分利用数字经济机遇等方面取得的

进展情况。

太平洋渔业部长会议在线上召开

8 月 26 日，太平洋地区渔业部长会议在线上召开，提出了有关沿海渔业状况、

气候变化和海洋污染的关键关切。会议内容包括区域沿海渔业和水产养殖优先事

项、2019 冠状病毒病对这些渔业的影响、2020 年沿海渔业报告，以及加强以社

区为基础的沿海渔业管理的备选方案讨论，渔业政策和计划和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相结合等。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第 8 次部长级会议召开

8 月 27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 8 次部长级会议召开，

发表《联合媒体声明》，强调在当前不确定性背景下，RCEP 协定具有突出重要性。

另外，再次重申 RCEP 协定将对印度保持开放。此前，RCEP 贸易谈判委员会于 8

月 7 日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会议，各方重申在 2020 年如期签署协定的共识。

斐济已开放通往图瓦卢、基里巴斯和汤加的通道

8 月 28 日，据 FBCNEWS 报道，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在斐济举行的“蓝色

太平洋 2050 年战略全国咨询会议”开幕发言时表示，在当前各国出于卫生考虑

关闭了边境之时，斐济目前已经开放了通往图瓦卢、基里巴斯和汤加的太平洋通

道，以便在最急需的时候将航空生命线延伸到这些国家。



英国与太平洋区域组织讨论海洋与气候变化

9 月 1 日，英国太平洋与环境部长扎克 •戈德史密斯勋爵（ Lord Zac 

Goldsmith）与服务太平洋的四个最大的区域组织——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

（PIFS）、太平洋共同体（SPC）、太平洋区域环境计划秘书处（SPREP）和论坛渔

业署（FFA）——举行了一次虚拟的圆桌讨论，讨论重点是气候行动和海洋现实。

此前，他与斐济、基里巴斯、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

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等国政府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虚拟对话“旅行”。他表示，

英国将把自然放在气候变化讨论的中心。

2020 年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9 月 22 日，2020 年二十国集团（G20）贸易部长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

达成《G20 贸易部长会议公报》，制订《关于世贸组织未来的利雅得倡议》、《提

升中小微企业国际竞争力政策指南》、《服务贸易最佳实践和经验总结报告》、

《特殊经济区最佳实践和经验总结报告》及《为增强投资吸引力提供技术援助的

声明》等 5 份成果文件，为 G20 领导人利雅得峰会作了经贸方面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