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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研究中心动态1

我中心研究员喻常森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
谈“中国逐步恢复澳煤进口，中澳贸易步入正常
化轨道”

1-1

1 月 11 日，我中心喻常森研究员谈“中国逐步

恢复澳煤进口，中澳贸易步入正常化轨道”。相

关内容见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据悉，近一段时间以来，中澳两国高层展

开了卓有成效的交往和接触，澳大利亚煤炭重

新受到中国企业的青睐。中国专家在接受俄罗

斯卫星好的重要标志，也是澳外长访华成果的

体现。希望澳方抓住机会，实现中澳双方的互利

共赢。

据《环球时报》报道，知情人士表示，中

国钢铁企业最近开始恢复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

作为供应来源多元化和稳定进口价格努力的一部

分。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一些

中国公司和贸易商目前正在从事澳煤进口工作，

第一批澳大利亚煤炭预计将于 2 月下旬运抵。

业内人士表示，恢复进口被认为是一个积

极信号，这将有助于稳定国内煤炭价格并丰富

进口渠道。上海一家大型国有煤炭公司在采访

时表示，印度尼西亚和蒙古等国家的煤炭供应

足以满足当前的市场需求，而澳大利亚煤炭将是

另一种选择，这可能有利于进一步稳定物价。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近

年来，中澳关系因澳大利亚上一届政府实施的

强硬的对华政策而持续恶化。澳媒表示，中国自

 2020 年 10 月起对澳大利亚煤炭进口实施了

“非正式禁令”，并陆续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牛肉、

龙虾、木材和煤炭等产品采取了“贸易制裁”

措施，使这些澳大利亚出口产业受到影响。

不过，自从澳大利亚工党籍总理阿尔巴尼

斯（Anthony Albanese）2022 年 5 月上任以来，

澳大利亚和中国重新开启了沟通渠道，双方高

层频频进行友好互动，中澳关系逐渐转暖。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 11 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

岛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会见澳总理时表示，中

澳关系曾长期走在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前列，

值得双方珍惜。双方应该总结经验教训，探讨

如何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确轨道并可持续地向

前发展。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

至 21 日对中国进行访问。此次访问是自 2019 年

中澳关系急剧恶化以来，澳大利亚部长首次访

问中国。黄英贤表示，相隔很长一段时间再次

来到中国，感觉非常高兴。黄英贤提出，澳大

利亚认为，“消除贸易障碍符合两国的利益”。

2022 年 11 月，澳大利亚总理也表示，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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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稳定与中国的关系，但如果想改善双边关

系，北京必须取消对澳大利亚出口产品的“贸

易禁令”。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最新报道，中国驻

澳大利亚大使肖千近日在堪培拉举行的一场中

澳媒体新年酒会上表示，尽管决定权在中国公

司，而不是中国的执政党，但是他暗示澳中两

国双边关系的改善可能会取消中国针对澳大利

亚的煤炭“出口禁令”。

他宣布，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已经

达到了一个“稳定”时期，并说中国的兔年提

供了一个“跳过”近期所出现障碍的机会。肖

千强调，不能让中澳两国的分歧挟持整体关系。

肖千表示，2022 年对中澳关系来说是不平

凡的一年。澳中关系的改善可能使中国公司更

有信心恢复从澳大利亚的进口。

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喻常森在

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中国恢复

进口澳大利亚煤炭的可能性极大，这是澳外长

黄英贤前不久访华的重要成果之一。

喻常森说：“澳大利亚曾是中国第二大煤

炭进口国，此后印尼、俄罗斯和蒙古等国填补

了澳大利亚煤炭的空缺。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不久前访华，中澳双方进行了战略对话，其中，

恢复煤炭等澳输华产品的进口成为重要议题。

据悉，最快今年 2 月，最迟 4 月，中国将有序恢

复澳煤进口，这是澳外长访华成果的一种积极

体现。”

谈及中国恢复澳媒进口的重要意义，喻常

森表示，“中澳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恢复

澳煤进口使之恢复到正常水平，既有利于澳大

利亚资源型产品的对华出口，创造贸易利润，

也将极大地改善中国动力煤使用结构，促进相

关行业的正常生产， 并且有利于推进清洁能源

方面可持续发展。”

 喻常森还强调，中国企业重新进口澳大利

亚煤炭是中澳关系改善的重大积极信号，也是

中国方面对改善中澳两国关系释放的一种善意。

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可以抱持谨慎乐观的态

度。

 喻常森补充说：“希望借此机会，中方也

能得到澳大利亚在中国关注的领域做出相应的

让步，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改善中国企业对澳投

资环境，在政治外交上，加强两国平等对话和

互信建设，重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前

面的路，依然困难重重。”

 在 1 月 10 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当被问到“中

国政府已通知中国企业加强同澳大利亚企业的

贸易合作，  中方对此有何评价”，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澳经济高度互补，希望

澳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朝着互利共赢的目标作

出努力，推动两国之间重建互信，两国关系重

回正轨。 

（本文转引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3年1月11日，

https://sputniknews.cn/20230111/1047047451.

html）

信 息 来 源：https://obor.sysu.edu.cn/cos/

news/14063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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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王学东副主任在《世界知识》撰文

《“鸡蛋风波”与新西兰总理的辞职》，全文

转载如下：

 2023 年伊始，新西兰发生了两件事：一件

是女总理阿德恩突然辞职，再一件是政府送给

民众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鸡蛋限购”。

对于前者，西方大小媒体特别关注，唏嘘不已。

对于后者，媒体关注度则不太高。殊不知，压

垮阿德恩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是这“鸡

蛋事件”。

我中心王学东副主任在《世界知识》发表
《“鸡蛋风波”与新西兰总理的辞职》

1-2

◎ 2020 年 9 月 22 日，时任新兰总理阿德恩在奥克兰参加电视辩论会

“我累了”

此次“鸡蛋事件”的起因是，执政的工党

政府为响应绿党等进步人士“尊重、善待动物”

的号召，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蛋鸡与肉鸡

笼养，也禁止养殖场使用增加光照、强制喂食

等人工方法，以尊重家禽生长自然规律，避免

对家禽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伤害。法案付诸实施

后，立即造成市场上鸡蛋供给不足，大小超市

除抬高售价外，不得不实施限购，每名消费者

限购两盒。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新西兰正在

经历创纪录的通货膨胀，“鸡蛋风波”所产生

的叠加效应令民众叫苦不迭。

几乎与“鸡蛋风波”同时，圣诞节与新年

假期组合成的“长暑假”一结束，返回工作岗

位的女总理阿德恩突然宣布辞职，给出的理由

是“累了”“政治油箱里面没油了”“该重返

生活了”。此举令新国内民众惊讶不已，一些

粉丝甚至痛哭流涕。阿德恩是新西兰顶流的“网

红政治家”，以思想开放、善于沟通、敢于立新、

推崇文化多元著称。凭借这些特质，阿德恩在

2017 年年仅 37 岁时就当选总理，执政以来带领

新西兰抚平基督城恐怖袭击创伤，紧急应对白

岛火山喷发，并且总体平安渡过了新冠疫情大

流行，得到了主流社会的认可，2020 年率工党

赢得连任。

阿德恩为何突然辞职？首先，她背负着绝

对的社会压力。高涨的物价、濒于衰退的经济、

紧张的就业形势要求政府鼓励市场机制、提升

发展效力。工党、绿党等左翼政党在倡导社会

朝着更加“平等、公正”方向发展方面作为卓著，

对经济事务却不太擅长。阿德恩作为青年激进

派的左翼标杆式人物，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面对进步人士“进一步分蛋糕”的要求左右为难，

逐渐失去左翼群体的支持。右翼团体认为阿德

恩在“服务国家利益”与“出个人风头”之间

更看重后者，治理能力缺陷日益暴露。

阿德恩辞职时，已年过 40，政治激情正在

冷却，立场也在调整。过去几年，新西兰左派

团体搞历史虚无主义，要求“去英国化”，推

动删除中小学课本中的莎士比亚文学作品，阿

德恩对此明确反对。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休

整、思考和沉淀，今后她仍有可能以“提倡进步”

的姿态和“审慎行事”的原则重返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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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取向何方？”

新西兰是个环境优美、和平恬静的国度。

西方国家、人口稀少、地理位置偏僻这三大特

点决定着该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向和路径。新

西兰的当务之急是提振经济，扩大出口又是必

由之路。新西兰意识到其西方盟友伙伴国家同

它一样面临严峻的经济衰退和通胀形势，能帮

上忙的地方不多，而中日韩等亚太国家才是新

西兰在经济上更需借重的方向。因此，阿德恩

曾经力主面向亚太拓展合作，但遭到美国的批

评和提醒。2020 年 6 月阿德恩访美，与拜登总

统会晤之后向媒体坦陈：新美两国既有共同的

价值观，也存在令人尴尬的政治分歧。在阿德

恩看来，新西兰小富即安的国家目标与美国在

“印太”地区的霸权护持战略之间存在明显落差，

剩下的席位通过政党获取票数加权分配，当选

者称为“党派议员”。

1990 年新西兰工党政府无法处理经济败局，

让国家党获得压倒性胜利。2023 年新西兰雪上

加霜的经济形势可能会把国家党又一次送回执

政地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西方政党政治普

遍存在“钟摆效应”。从历史上看，国家党比

较擅长经济治理，工党、绿党则热衷于推行“社

会平等与正义”理念。新西兰就是在两股政治势

力的交替执政中摇摆前行。另一方面，此次疫情

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西方国家普遍采取

寅吃卯粮、大水漫灌的方式来刺激增长，结果

造成通胀居高不下。新西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数据显示，同 2021 年相比，该国通胀率在 2022

年维持在 7.2% 的高位，食品价格上涨 11.3%，

失业率等多项指数创下 1990 年 4 月以来的新高。

新西兰保守人士认为，左翼政府的努力并没有

让国家变得更美好，除非其近期经济政策可以

取得推动物价回落、失业率降低等立竿见影效

果，国家党取代工党执政就是大概率事件。

谁将主导新西兰政治？

阿德恩辞职后，工党迅速推选克里斯·希

普金斯出任总理。希普金斯曾在阿德恩内阁中

扮演过重要角色，作为教育部长为推动大学免

费教育、减轻学生负担作出实质贡献，作为卫

生部长比较成功发挥了应对新冠疫情“第一责

任人”的作用，因而赢得“救火队长”的美誉，

出任总理并无悬念。登上权力顶峰后，希普金

斯把重点放在率工党筹备 2023 年 10 月全国大选

上。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

兰突遭洪灾蒙受巨大损失，基础设施老化的问

题突出暴露，直接考验工党新班子的执政能力。

新西兰的政治制度较为复杂，原本沿袭英

国的议会内阁制，20 世纪 50 年代变两院制为一

院制，每三年举行一次大选，议员总数约为 120

席。选民投票时会拿到两张选票，一张投给自

己中意的政党，一张投给自己支持的政党候选

人，可以分投给不同的党派。议会 120 个席位中

大约 72 个（南岛 16 席，北岛 49 席，毛利人 7 席）

经直接选举确定，当选者称为“选举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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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对美国以大国竞争为核心调整全球战略的做法并不感兴趣，也无法冒毁掉对华关系风险提

供过多帮助。

2023 年 10 月大选之后，无论是工党继续执政，还是国家党重新上台，新西兰以中国为最大

贸易伙伴、亚太为主要经济合作方向的既成事实在短期内都无法改变。与此同时，从英国源流下

来的历史文化传承，以及基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同盟协作发展起来的新美共同价值和战略关系

仍将继续构成新西兰外交的基石。尽管拜登民主党政府在西方价值光谱中居左，但从历史记录看，

美国更喜欢其西方盟友国家中的右翼势力执政，新西兰国家党作为右翼保守势力如果重新执政，

有可能在涉及战略和安全的具体议题上比前任政府更附和美国。不管怎样，新西兰将会继续施行

“认同美欧，面向亚太”的外交战略。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23 年第 4 期，转引自“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

         信息来源：https://obor.sysu.edu.cn/cos/news/1406679.htm

 第一次中国大洋洲研究学术组织联席工作会  
 在中山大学召开

1-3

　　4 月 15 日至 16 日，由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

心与“一带一路”研究院主办的第一次中国大洋洲

研究学术组织联席工作会暨中山大学第二十五期大

洋洲研究工作坊举行。会议主题为“学科史回顾下

的大洋洲研究展望”。中国大洋洲研究主要学术组

织的代表二十余人共聚珠海，围绕学科建设、资源

整合及人才培养议题，共襄本学科发展大计。

中山大学科学研究院文科处副处长陈诗诗、大洋洲

研究中心主任费晟、“一带一路”研究院副院长常

晨光、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牛军凯依次为本次会议致

辞。会议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主任助

理许少民主持。 

大洋洲研究的学科建设 

◎ 图为与会嘉宾学者合影 通讯员供图

　　中国亚太学会澳大利亚研究分会秘书长李建军

在该场的主持中提出共享课程资源，创办共同的学

术刊物，搭建多元广泛的交流平台，以促进大洋洲

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中国亚太学会大洋洲研究分会

会长汪诗明以书面形式发言。他认为，大洋洲研究

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学界

的高度认可。他还着重就区域国别学的二级学科设

置问题发表看法。世界各国国情差异较大，经济发

展不平衡，且当下具有全球影响的问题在每个国家

的表现不同，是以一些交叉学科的理论和议题并不

适用于区域国别学下的二级学科设置。因此，他建议，

应以五大洲为二级学科的基本框架，二级学科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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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各大洲的不同特点进行设置，实现研究对象全覆

盖，做到对所有研究一视同仁，形塑新的知识结构

与话语体系。 

　　中国亚太学会澳大利亚研究分会会长陈弘简要

说明了澳大利亚研究多年来取得的成果，并就近期

中澳关系变化分享看法。他指出，中澳关系的急转

直下其实可追溯回 2017 年，澳方的一系列政策不断

强化中国的负面形象。对此，中方的态度从积极沟

通转为采取经济反制措施。近期两国关系改善，中

方此前的战略布局发挥关键作用，化被动为主动。

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上台后，中方作出改善关系的决

策基于四点判断：其一，反制措施收到明显成效；

其二，中澳关系并非我国现在的主要矛盾；其三，

在中澳关系中，中方采取弹性措施；其四，中方对

澳方的态度应做到收放张弛有度。中澳贸易的增长，

双方的访问计划，标志着两国关系的全面改善正在

稳步推进。他表示，澳大利亚研究的学术团体也应

发挥智库功能，通力合作，为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

贡献知识力量。 

　　中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岛国研究分会常务副会

长陈德正结合地方高校的特点与优势，回顾了聊城

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的建设与发展。他指出，

在此处发展大洋洲研究的契机有二：一是解决世界

史学科没有特色的问题；二是学校政策的推动。他

强调，大洋洲研究需要依托学校力量，秉持开放包

容的心态，汇聚各学院人才力量，通过项目合作，

组建多学科的研究团队，共同将大洋洲研究自身及

区域国别学做大做强。多元的对话与共识的凝聚，

将成为提升大洋洲研究在区域国别学中地位的有效

之举。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方银认为，近年

来大洋洲研究在外交政治及国际战略等方面多处开

花，文章学术性显著增强，学术争鸣不断涌现。以

中澳关系为例，从不同的阐释中可见多元因素的作

用机制。从中美澳三角关系出发有两种解释：一是

美国在美澳同盟中起主导作用，决定了澳大利亚对

　　中国亚太学会大洋洲研究分会副会长喻常森从

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能力建设等方面

出发，详细回顾了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的发展

史。在研究方向上，中心已在华人华侨与环境史、

发展经济学及国际关系，尤其是中澳关系研究等领

域成果颇丰。蓝皮书的编撰更是中心工作的重中之

重。在人才培养上，中心已开设一系列大洋洲相关

课程，注重硕博士培育质量。在智库建设上，中心

承担政府有关部门的涉外科研项目，工作稳步推进。

在能力建设方面，他认为，中心还需加强团队建设，

补全短板，培育学校特色与优势，打造实体化的大

洋洲研究重镇。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侯敏跃

提出，大洋洲研究还需增强对澳认识的深入性与系

统性，继续挖掘澳洲人的战略思维及其历史影响。

多维空间与议题的大洋洲研究

华政策方向；二是澳大利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担心在美国亚太战略收缩的背景下被抛弃，因此主

动升级与美国的关系。从中澳双边关系出发也有两

种解释：其一，威胁论塑造了澳大利亚的外交战略，

使其对中国的动态敏感。其二，反华政策是澳大利

亚平衡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战略需要。他指出，

国际关系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学术讨论的方向，

因而大洋洲研究若期可持续发展，还需增强内生力。 

　　中国亚太学会澳大利亚研究分会副会长张勇先

认为，近年来国内的澳大利亚研究成果较多，太平

洋岛国研究还有继续深挖的空间。但不管是澳大利

亚研究，还是太平洋岛国研究，都需要与田野结合，

体验当地的自然环境，深入感受社会文化。在这方面，

二战后的澳大利亚学者投入颇多，研究水平显著提

高。因此，他建议国内学者应与国际接轨，增加与

澳大利亚学者的沟通交流，汲取经验。他还强调，

每个研究中心各有所长，应扩大资源共享，共同培

养青年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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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近年来出现明显右倾，

在社会心理、决策机制、外交实践、舆论引导等多

个方面。中国学界应对澳方的对华战略调整有清醒

而深刻的认知，以促学术研究的纵深发展。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杨洪贵认为，

大洋洲研究近20年来成长迅速，研究内容逐渐多元，

出现了从移民研究至岛国原住民研究的转向。大洋

洲研究也逐步建立起多个重要的科研组织，搭建起

更高的学术平台，这将为研究插上腾飞的翅膀。他

表示，进一步建立并完善交流机制在学科未来的发

展中尤为关键，这将为各组织机构之间的对话与合

作注入新的动力。 

　　江苏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副主任颜廷具

体介绍了该中心的发展现状。中心虽然人员精简，

但成果突出，重点项目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

界华商通史》（六卷本）等。在人才培养上，中心

开设有澳洲史研究等一系列课程，学生培养质量良

好。基于澳研中心的发展经验，他强调，在学科建

设的过程中，保持大洋洲研究自身的特色至关重要。 

　　中国亚太学会澳大利亚研究分会副会长王光林

着重讨论了大洋洲研究的跨学科教学问题，并提出

颇具建设性与可操作性的意见。除了自身的教学经

验外，他还分享了国外的跨学科教学方法，即采用“研

讨课”（seminar）的形式，围绕同一主题，请来不

同学科的学者回答学生提问，以提供多元的视角，

丰富学生的思维与认知。对此，他认为历史、语言

和文化之间具有统一性，并提出了从经典文学作品

来谈国际关系演变的教学设想。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谢晓啸细致分享了

大洋洲的研究生课程设计，以冀与前辈同仁共探教

学经验。该课程以介绍20世纪总体的历史发展脉络，

让学生了解标志性事件与重要历史人物为主旨，以

政治外交史为主要的大纲。针对实际的实施情况，

他指出开课过程中遇到的两个难点：学生的大洋洲

知识储备相对薄弱，预期中的深度讨论并未出现；

课程资料受限，部分英文著作与近现代报刊杂志难

以获得。基于此种现状，他希望在课堂中加入文学

或艺术内容，落实“大师进课堂”的设想，同时增

加教学的趣味性与专业性。 

　　中国社科院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南太平洋研究

中心助理研究员秦升认为，学科的建设离不开国家

的发展。伴随中澳关系的变化与我国外交政策的发

展，太平洋岛国的战略研究日益重要。他呼吁各位

专家学者相互支持，共同推进大洋洲研究的理论建

设、结构建设与规范建设，以越过政策周期，实现

内生发展。 

　　 最后，全体学者围绕“大洋洲学术共同体建设

的目标与路径”进行深入研讨并达成共识。在课程

共享方面，多位学者分享了自己的开课经验与教学

大纲，强调应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力度，赞同慕

课制作是一种有益的教学资源共享尝试。在刊物创

办方面，与会学者重点探讨了集体办刊过程中可能

遇到的难点及问题。李建军表示，尽管这项工作面

临多重挑战，或将进展缓慢，但其对大洋洲学术共

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应该持续地稳步推进。在

媒体宣传方面，费晟提出创办“大洋洲研究”公众

号的想法，以汇聚国内前沿的学术资讯，形成各高

校与科研机构宣传平台之间的有机联动。

本文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 记者：李永杰，

通 讯 员： 孙 文 思，http://www.cssn.cn/skgz/

bwyc/202304/t20230425_5624680.shtml)

信 息 来 源：https://obor.sysu.edu.cn/cos/

news/14083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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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大洋洲关系2

新西兰热盼中国游客提振经济复苏前景2-1

据新华社惠灵顿 1 月 5 日电 连日来，中国将有序恢复公民出境旅游的消息在正处于夏天旅游旺季的

新西兰引发积极反响。当地不少旅游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游客逐步回归将有力提振新西兰旅游业乃至整体

经济复苏前景。

新西兰旅游部长纳什（Stuart Nash）表示，国际游客回归对于新西兰就业和经济增长来说很重要。

今年夏季旅游消费有望持续攀升，众多旅游业者也期待中国游客回归，这将为新西兰旅游业带来重大利好。

新西兰主要旅行社新西兰中国旅行社总经理李瑞秦表示，在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是新西兰第二大游

客来源地，仅次于澳大利亚。中国游客人均消费为 4900 新西兰元（约合 3070 美元），处于较高水平。除

传统旅游旺季夏季外，中国游客对新西兰旅游淡季的贡献也非常大，能够帮助维持当地旅游从业人员队伍，

提升行业整体接待能力。

新西兰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 12 月初的一周，约有 1000 名中国游客到达新西兰，较 3 个月前大

幅增加。

信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105/c1002-32600498.html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举办中澳媒体新年记者见面会2-2

人民网堪培拉 1 月 11 日电 10 日，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千在堪培拉使馆内举办中澳媒体新年酒会

并接受媒体联合采访。

肖千在致辞中感谢各媒体对中澳友好关系的重视和支持。他表示，2022 年对于中澳关系是不平凡的

一年。在中澳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澳关系在经历困难后趋稳向好。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去年 5 月就职为重

启和改善中澳关系提供了契机。中澳双方相向而行，开展了一系列重要而积极的沟通和互动。新形势下，

双方需要回归初心，校准航向，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和两国外交与战略对话成果联合声明。中方

愿同澳方一道，推动双边关系改善并可持续地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肖千也指出，媒体是

中澳两国人民相互加强了解、增进友谊的桥梁。

肖千在现场接受了 16 家媒体提问，就中澳关系、两国务实合作、中国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以及台

湾问题等详尽阐述中方政策和立场。

信息来源：http://australia.people.com.cn/n1/2023/0111/c408038-326039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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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堪培拉 1 月 23 日电  1 月 22 日晚，中国驻斐济使馆、斐济中国文化中心和斐济侨社联合

举行了 2023 年欢乐春节联欢会。斐济新任总理兰布卡（Sitiveni Rabuka）及夫人、十余位斐济新政

府的部长、中国驻斐济大使馆临时代办王旭光、斐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韩小燕、驻斐济机构代表和中

资企业代表、华侨华人代表约 500 人出席活动。

兰布卡发表了长篇致辞，盛赞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所取得的进步以及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多

年来为斐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强调斐济需要向强大的中国学习，中国是斐济不可或缺的伙伴。

王旭光在致辞中感谢了总理和新政府的各位部长在百忙之中参加中国传统春节活动庆典，并回顾

了中斐两国的传统友谊。

2023 斐济欢乐春节晚会演出节目既有中斐两国青年合作演出的中国传统扇子舞和筷子舞，也有太

平洋岛国民间传统舞蹈。现场掌声不断，欢声笑语汇聚成一片欢乐春节的海洋。

信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208/c1002-32619882.html

◎ 图 1：肖千在接受联合采访 ◎ 图 2：斐济总理出席春节联欢会

斐济新任总理出席 2023 斐济欢乐春节联欢会 2-3   

据新华社苏瓦 2月 9日电 斐济总理兼外长兰布卡（Sitiveni Rabuka）9 日在苏瓦表示，斐济同中国

的务实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兰布卡当天会晤中国新任驻斐济大使周剑。兰布卡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取

得了国家建设的非凡成就，拥有许多先进的产业和技术，斐中两国务实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兰布卡说，中国是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斐济对能同中国成为好朋友感到荣幸和骄傲，将继续坚持长

期友好的对华政策。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共识，斐济将继续恪守这一原则。

信息来源：http://cpc.people.com.cn/n1/2023/0210/c64387-32621105.html

斐济总理：斐中两国务实合作潜力巨大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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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新西兰总理：将致力于推动新中关系向前发展

2-6 中国对澳出口产品限制放松 堪京盼尽快解除
贸易制裁

新华社悉尼 2 月 7 日电 新西兰总理克里斯·希普金斯（Chris Hipkins）7 日表示，中国是新西兰

非常重要的伙伴，新方将继续致力于推动新中关系向前发展。

当天，希普金斯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澳首都堪培拉举行会谈。随后，希普金斯就对华政策

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是新西兰非常重要的伙伴，不仅在贸易领域，在其他很多领域也是。双方有时会

有分歧，但是新方将继续致力于推动新中关系向前发展。

对于新西兰是否会加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定，希普金斯表示，新西兰的外交政策不会因为

总理换人而出现变化，新西兰奉行无核化的政策没有改变。

今年 1 月，新西兰时任总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辞职，执政党工党选举希普金斯为新党魁。

根据新西兰政治制度，执政党党魁将出任总理。1月 25 日，希普金斯宣誓就任新西兰总理。

信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208/c1002-32619882.html

据澳洲新报 2 月 24 日电 联邦农业部长沃特
（Murray Watt）表示，随着澳中关系开始稳定，
中国对澳洲的贸易制裁可能会解除，而即将访问中
国的贸易部长法雷利（Don Farrell）则说，修补
与中国的关系需要花一些时间。沃特表示，一些牛
肉产品已出口到中国，但一些公司和加工厂生产的
牛肉仍被禁止出口中国。而法雷利说，令人欣慰的是，
在多年的制裁之后，对一些澳洲商品进入中国的禁
令正在放松，例如煤炭和龙虾，但解除所有制裁仍
需要时间。澳洲和中国官员周四举行了高层会谈，
据报导，法雷利参议员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前往北
京就取消制裁进行进一步会谈。法雷利表示，在两
国长期紧张之后，他希望看到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恢
复正常。

信 息 来 源：https://www.aucd.com.au/
australian-news/zhongguoduiaochukouchan
pinxianzhifangsong-kanjingpanjinkuaijiechu
maoyizhi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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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德里 3 月 2 日电 当地时间 3 月 2 日，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在新德里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

期间同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Penny Wong）会见。

秦刚说，中澳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珍惜

呵护双边关系企稳向好的积极势头。两国已重启或恢复外交、经贸等机制性对话磋商，要继续推进各层

级对话交流。双方要正确看待并妥善处理分歧，解决好各自合理关切。希望澳方为中国企业赴澳投资兴

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黄英贤预祝中国全国两会圆满成功，表示，良好的澳中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我愿重申将坚持管

理好两国分歧。澳方将共同落实好新一轮澳中外交与战略对话成果，完全赞同恢复两国更多机制性对话。

澳中经贸投资合作互惠互利，澳方欢迎中方赴澳投资，将平等对待中国企业。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稳定、

繁荣的关键力量，希望中方为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重要影响。

信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302/c1002-32635214.html

据人民网消息 当地时间 3 月 3 日下午，由 60 余名中国游客组成的旅行团从广州飞抵新西兰最大城市

奥克兰。这是中国试点恢复出境团队旅游后首批赴新西兰的团队游客。

新方在奥克兰机场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仪式，当地民众用热情奔放的毛利民族舞蹈拉开了欢迎仪

式的序幕。

自 2 月 6 日新西兰被列为首批试点恢复中国公民出境团队游目的地国以来，新西兰各界高度期待。中

国驻新西兰大使馆与新西兰政府相关部门和旅游业界持续保持密切沟通，就迎接中国游客来新、推动中新

旅游合作高质量发展等进行谋划。

据奥克兰机场客服总监斯科特·塔斯克（Scott Tasker）介绍，除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奥克兰 - 广州

航线外，新西兰航空公司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都将在今年 3 月下旬至 5 月初，逐步恢复每天一班的奥克兰 -

上海航线，为恢复和加强双边人员交往提供便利。

信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313/c1002-32643136.html

2-7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同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会见

新西兰迎来首个疫情后中国旅行团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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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会见新西兰外长马胡塔

2-10 澳中就“大麦争端”达成协议

新华社北京 3月 24 日电 3 月 24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新西兰

外长马胡塔（Nanaia Mahuta）。

王毅说，中新双边关系长期走在中国同西方发

达国家关系前列。我们视新方为重要合作伙伴，对

中新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充 满信心。双方要继续发

扬“争先”精神，增进互信，实现共赢，为双边关

系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推动务实合作迈上新水平。

马胡塔表示，新方期待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

深化各领域合作，创造更多“第一”，打造下一个

50 年更加成熟的新中关系。

双方还就南太合作、乌克兰危机问题交换了看

法意见。

2-9

信 息 来 源：https://www.thepaper.cn/

newsDetail_forward_22433880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324/

c1002-32650819.html

据美联社 4 月 11 日报道，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11 日表示，澳政府已与中方达成协议，“为解决澳

大利亚大麦争端开辟了一条途径”。澳大利亚暂停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这是澳大利亚新政府修复

与北京关系的最新举措。

黄英贤说，中方已同意在 3 到 4 个月内审查其对谷物的关税，澳大利亚将在中方审查期间暂停向世

贸组织申诉解决争端。中方审查为解决争端提供的“时间框架”比世贸组织提供的“更短”。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表示，澳大利亚希望此次审查能成为解决与中国其他贸易争端的模板，

尤其是在葡萄酒贸易方面。

报道称，代表大麦出口商的澳大利亚谷物生产商协会对这项新协议表示欢迎。澳大利亚谷物生产商

协会主席巴里·拉奇（Barry Rudge）在一份声明中说：“与继续走世贸组织的程序相比，这将大大缩短

解决争端的时间。”

信息来源：https://www.cankaoxiaoxi.com/#/detailsPage/%20/9d2496a36bc04205bc083d82a302a

fc7/1/2023-04-11%2020:14?childrenAlias=un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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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澳大利亚对华出口额大幅增长

三年来澳大利亚首个商业代表团将访华，多家
澳企派出代表

2-11

2-12

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4 月 16 日报道，一个由 15 名澳大利亚公司高管和地方政府官员组成的

代表团将于 4 月 23 日开始对香港、天津、深圳的工业和商业中心进行为期 6 天的访问。这将是 3 年来澳

大利亚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行业代表团。汇丰澳大利亚、澳洲电信、澳新银行等公司都派出代表。

这次由澳中工商业委员会组织的团队是澳大利亚政府支持下的第一个官方访华商业代表团。代

表团的重点将是讨论澳大利亚和中国企业之间潜在的绿色能源合作。随行的墨尔本副市长里斯（Nick 

Reece）说，“我意识到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因为这将是 2019 年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澳主要行业代表

团……在国家层面上，近年来中澳关系紧张。但有迹象表明，情况正在改善，由商界和民间领袖组成的

大型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将有助于推动这一进程。”

在过去一个月内，力拓、必和必拓的首席执行官等澳大利亚商界其他领袖也曾访问中国。此外，西

澳大利亚州州长麦高恩（Mark McGowan）已经启程前往中国，贸易部长法雷尔、总理阿尔巴尼斯均有访

华计划。

信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417/c1002-32666622.html

《澳洲新报》4月 16 日电 据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从澳洲进口 2，

686 亿元人民币（582.56 亿澳元），同比大增 20%。一举扭转去年同期澳洲对华出口下滑的态势。与今

年第一季度数据形成对比的是，在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从澳洲进口为2，086亿元人民币（452.43澳元），

相较于 2021 年同期出现了 9.3% 的明显下滑。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表明，中国从澳洲的进口已

走出负增长，并出现大幅反弹。另外，从整体上来看，一季度中澳进出口规模达到4039亿元人民币（876.01

亿澳元），同比大增 19.8%。

信息来源：https://www.aucd.com.au/australian-news/jinnianyiyuejiaozhongmaoyibiaosheng-

aoduihuachukouemengzen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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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中国援助纽埃环岛公路项目开工

第三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举行2-14

人民网悉尼 4 月 24 日电 4 月 18 日，中国援

纽埃环岛公路升级项目开工仪式在纽埃首都阿洛

菲市举行。纽埃总理多尔顿·塔格拉吉（Dalton 

Tagelagi）和中国驻纽埃大使王小龙出席，纽埃内

阁及议会要员、中国使馆及驻新中资企业代表和项

目单位员工、当地各界代表及双方媒体记者等 100

余人参加了活动。

王小龙和纽埃财政和基础设施部长塔图伊代表

双方致辞。王小龙表示，中纽关系是大小国家一律

平等、相互合作的典范。项目开工是双方务实合作

的生动写照，标志着两国发展合作开启了新篇章。

塔图伊表示，项目建成将有力促进纽埃经济发展和

民生福祉，衷心感谢中国这个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

伴和最好的朋友。

信 息 来 源：http://australia.people.com.

cn/n1/2023/0424/c408038-32672412.html

《人民日报》北京4月26日电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26日举办第三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

汤加副首相兼司法大臣瓦伊普卢等太平洋岛国政党政要及驻华使节出席会议。

中联部部长刘建超表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已成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守望相助、互学互鉴的典范，

使太平洋更太平、更繁荣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中国共产党愿同太平洋岛国政党政要深化交流合作，共同

开创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与会太平洋岛国政党政要表示，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

国政策，加强同中国共产党交流合作，借鉴中国成功经验，推动太平洋岛国发展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对接，与中方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携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信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427/c1002-326743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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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升级军事研究设施

新西兰拟扭转海军缺员现状3-2

大洋洲政治与安全3

3-1

《中国国防报》1 月 6 日电 近日，澳大利亚国防部宣布投入 3，200 万澳元（约合 2，180 万美元）

升级军事研究设施，以提升军事研究设施的现代化水平、增强科研人员使用新技术的能力、推动澳大利

亚军队的现代化发展。

近年来，为扩大地区影响力、加强前沿军事存在，澳大利亚不断加快军事研究和国防工业发展步伐。

首先，在战略方面预先谋划，澳大利亚政府出台《2020 年新版国防战略》、《2030 年国防科技战略》等

纲领性文件，指导军工科研发展。其次，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推出“下一代技术基金”“资产更新计划”“国

防科学伙伴计划”等框架协议。再次，搭建合作平台，寻求多方合作，如澳空军“忠诚僚机”项目，有

超过 35 家本土科研单位和军工企业参与。

尽管澳大利亚加大投入扶持本国企业，但由于其军事工业基础较弱，当前的军事研发能力并不能有

效支撑其军力发展。此次军事研究设施升级，是澳方寻求掌握少数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尝试。澳方希望

升级后的军事研究设施不仅为军事研究单位服务，还能帮助其他学科的科研团队累积核心技术。

信息来源：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23/0106/c1011-32601208.html

《中国国防报》1月 16 日电，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新西兰军方官员日前表示，受海军

人员短缺影响，该国 1/3 的军舰因缺乏操作人员无法出海。为确保舰队灵活性，新西兰军方正考虑采

取措施克服人员短缺问题。

报道称，继新西兰海军“奥塔戈”和“哈威亚”号巡逻舰“趴窝”港内后，近期，“惠灵顿”号

巡逻舰也不得不无限期停泊德文波特海军基地。其他可用舰艇包括 2 艘安扎克级护卫舰，以及近岸巡

逻船、补给船、海运船、水文船各 1艘。

新西兰海军司令普罗克特（David Proctor）表示，目前，新西兰还缺少可在冰上执行任务的专用船，

无法在南大洋和罗斯海开展相关活动。他认为，缺乏灵活和机动能力的新西兰海军，不具备同时执行

多项任务的能力。不过，这不足以被描述成一场灾难，因为从产出角度看，拥有 1/3 可部署军舰虽然

不太理想，但仍能满足相关需求。他希望能够制定更多应对方案，解决海军发展面临的问题。

前美国政府安全机构顾问保罗·布坎南（Paul Buchanan）认为，新西兰面临的问题在于，尽管

政府已经意识到长期存在的船员短缺问题，但仍决定购买更多船只。他表示，新西兰购买这些船只显

示了海军发展雄心，但实际上并不可行。

信息来源：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23/0116/c1011-326074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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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宣布辞职 希普金斯出
任新西兰工党党魁并将接任总理

俄“进步 MS-20”货运飞船结束任务坠入太平洋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2月 7日电 据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网站 7日消息，携带国际空间站垃圾和

废旧设备的俄罗斯“进步 MS-20”货运飞船当天结束任务脱离国际空间站，坠入太平洋。

消息说，“进步MS-20”飞船于莫斯科时间早上7时 56分（北京时间12时 56分）脱离国际空间站，

随后飞船进入大气层，未燃尽的飞船构件坠入南太平洋非航行水域。

这艘“进步 MS-20”飞船于 2022 年 6 月 3 日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发射场升空。飞船向国

际空间站运送了 2.5 吨货物，包括各类设备、燃料、压缩氮气、医疗卫生设施、水和食品等。

信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207/c1002-32619468.html

新华社惠灵顿 1 月 19 日电，新西兰总理阿德

恩（Jacinda Ardern）19 日宣布将于 2 月辞职，并

宣布 2023 年大选将于 10 月 14 日举行。

阿德恩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她不会寻求连任，

并将在 2 月 7 日前卸任。阿德恩说，工党核心小组

将于 1月 22 日投票确定党魁人选。如果有候选人获

得超过三分之二的核心小组成员支持，该候选人将

成为新的工党党魁，阿德恩将向新西兰总督递交辞

呈。如果没有人获得足够的支持，党魁人选的竞争

将面向更广泛的党员。

信 息 来 源：http://world.people.com.cn/

n1/2023/0119/c1002-32610167.html

新华社惠灵顿 1 月 22 日电，新西兰执政党工

党党团会议 22 日投票通过警察部长克里斯·希普金

斯（Chris Hipkins）成为新的工党党魁，接替宣布

辞职的阿德恩出任新西兰总理。

希普金斯表示上任后将高度关注高通胀、高房

价、社会治安恶化等国内民生问题。他还说，要对

新冠疫情“长尾效应”作出有效应对。

工党党团会议宣布，社会发展和就业部长卡梅

尔·塞普洛尼（Carmel Sepuloni）将出任副总理，

新西兰政府和毛利关系部长兼儿童部长凯尔文·戴

维斯（Kelvin Davis）保留副党魁职务不变。

信 息 来 源：http://world.people.com.cn/

n1/2023/0122/c1002-326113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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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将向澳出售先进制导导弹，澳加强国防
为局势恶化做准备

新西兰英文先驱网 2月 23 日电，瓦努阿图的两位主要政治领导人——总理阿拉托伊·伊什梅尔·卡

尔萨考（Alatoi Ishmael Kalsakau）和前总理夏洛特·萨尔瓦伊（Charlotte Salwai）在五旬节岛举行

的会议达成和解。卡尔萨考领导温和党联盟，而五旬节国会议员萨尔瓦伊是统一变革运动的领导人。两

党都是执政联盟的一部分。总理说需要团结，这就是各方决定团结一致的原因。两位领导人之间的政治

分歧可以追溯到 2020 年，当时卡尔萨考指责萨尔瓦伊作伪证，声称他在 2016 年任命议会秘书一事上误

导了该国。萨尔瓦伊被判作伪证罪，被判处两年缓刑，后来被总统赦免。总理向五旬节民众道歉，让他

们几个月没有议会代表。萨尔瓦伊在赦免后举行的五旬节补选中获胜。

信息来源：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484737/political-rivals-put-

past-behind-them-to-work-together

澳洲新报 2 月 28 日电，美国已准予向澳洲出

售远程导弹和训练导弹，新的先进制导飞弹能够攻

击敌方目标。这也是自澳洲国防军改变姿态专注于

远程打击能力，以威慑远离海岸的敌人后，首次进

行的大规模军售。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已经通知国会，其批准了

一项价值潜在价值高达5.06亿美元（合7.51亿澳元）

的交易。40 架美国制造的黑鹰直升机中的前三架也

将于 6月底抵达。澳洲政府要求获得多达 63 枚远程

制导导弹和 20 枚空中训练导弹，以及训练假导弹和

支持设备，这些武器旨在摧毁敌方防空系统和雷达，

保护澳洲飞机。

未来三年，随着澳洲国防军加强其能力，为太

平洋紧张局势恶化做好准备，一种新的致命无人机

也可能会在当地投入生产。

信 息 来 源：https://www.aucd.com.au/

australian-news/meijiangxiangaochushouxianjin

zhidaodaodan-aojiaqiangguofangweijushijiajuzu

ozhun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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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采取行动。他告诉澳洲广播公司（ABC）：“我

们将听取国家安全机构的建议。”

信 息 来 源 ： h t t p s : / / w w w .

a u c d . c o m . a u / a u s t r a l i a n - n e w s /

aozhengfuxunqiuanquanjigouyijian-jiangjueding

shifoujinyongdouyinchengshi/

澳政府寻求安全机构意见 将决定是否禁用
抖音程式图片

斐济因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处于高度戒备

新华社苏瓦 3 月 3 日电，斐济代总理卡米卡米加（Manoa Kamikamica）3 日表示，斐济因日本福岛

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而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据当地媒体报道，卡米卡米加表示，太平洋关系着许多人的生计，太平洋健康的生态环境对包括斐

济在内的许多国家至关重要。如果经过“多核素去除设备（ALPS）”处理过的核污染水如此安全，那日

本为何不将其再利用或用在本国制造业和农业方面？

卡米卡米加说，日前在斐济闭幕的太平洋岛国论坛特别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论坛各国领导人重申，

日本应以科学及数据来指导其核污染水排海的政治决策。太平洋岛国论坛已建立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独

立专家小组，负责就日本核污染水排放问题进行咨询，评估日方通报的数据与信息。

信息来源：http://www.news.cn/2023-03/03/c_1129411653.htm

《澳洲新报》3 月 1 日电，美国白宫管理和

预算办公室 (OMB) 周一（2 月 27 日）命令美国联

邦机构在 30 天内卸载和禁止设备中的抖音英文版

（TikTok），以确保其设备不再运行这款中国视频

应用程序后，澳洲政府正在寻求这个国家最高安全

机构的意见，以确定是否应该对这款流行的社交媒

体应用程式采取任何行动。

联邦财长甘马斯（Jim Chalmers）周三（3月1日）

表示，澳洲政府和安全机构知道白宫对抖音采取的

行动，指令所有美国联邦机构 30 天的时间从政府设

备上删除该应用程式。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对这款

中国企业拥有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式的秘密数据收集

方法提出质疑。甘马斯说，澳洲政府尚未被建议采

取与美国政府相同的行动，但它将根据安全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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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参议员：核潜艇合作是澳政府最
具灾难性的外交决策之一

一个时代的结束：阿德恩发表告别演讲

新华社堪培拉 3月 23 日电，澳大利亚参议员乔登·斯蒂尔 -约翰（Jordon Steele-John）近日在联

邦议会发言时表示，澳美英核潜艇合作是澳政府做出的最具灾难性的外交决策之一，不仅要拿巨额的澳

大利亚公共资金去补贴美英军火商，还使澳外交丧失独立性。

斯蒂尔 -约翰 21日在个人社交媒体发布了他在联邦议会发言时的一段视频。他说，澳将花费高达 3，

680 亿澳元（1 澳元约合 0.67 美元）去购买 8 艘核动力潜艇，澳大利亚人民因此将获得成为核废料倾倒

场的“特权”。澳公共资金被拿去补贴美英军火商，这是对公共资金的浪费，并把澳置于危险境地。

澳执政党工党和另一大政党自由党-国家党联盟近期批评了反对核潜艇合作协议的澳前总理保罗·基

廷（Paul John Keating）。基廷本月15日曾表示，澳美英核潜艇合作是澳政府百年来“最糟糕的决定”，

这一决定不利于澳自身利益也不利于地区安全，身处亚洲的澳大利亚将自己锁定为身为大西洋国家的美

国的附庸。

信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323/c1002-32650014.html

新西兰中文先驱网 4 月 6 日电，4 月 5 日，新西兰第 40 任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国会发表了告别

演讲。阿德恩自 2008 年至今一直担任国会议员，其中最后六年担任阿尔伯特山选区议员，并担任了五

年多的总理。2017 年 10 月，当时 37 岁的阿德恩出任新西兰第 40 任、历来第三位女性、及新西兰 150

多年来最年轻的总理。今年 1 月，她辞去了国家领导人职位。在告别演讲中，阿德恩总结了她在新西兰

担任总理五年多的悲剧事件（3·15 基督城恐袭案、Whakaari 火山爆发、新冠疫情等），以及自己的心

得体会。她对她的团队和家人表示了感谢。这位前总理特别提到了时任副总理格兰特·罗伯逊（Grant 

Robertson）。“我没有独自承担(任何挑战)。我和格兰特一起应对它们。”阿德恩也提到了总理克里斯·希

普金斯（Chris Hipkins），并回忆了他们多年来的对话。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eseherald.co.nz/news/new-zealand/ardern-valedictory-speech/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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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岛国论坛轮值主席对大规模核潜艇交
易表示“放心”

新西兰内阁部长男女人数持平

3-11

3-12

新西兰英文先驱网 4月 11 日电，美国向太平洋岛国论坛轮值主席保证，AUKUS 协议将遵守《拉罗汤

加条约》（Treaty of Rarotonga），此前他曾表示他认为这会违背该条约。

《拉罗汤加条约》正式确立了南太平洋无核武器区。它于 1985 年由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

几个太平洋国家签署。在一份媒体声明中，论坛轮值主席兼库克群岛总理马克·布朗（Mark Brown）表示，他

“上周收到美国同行的保证，即 AUKUS 将维护《拉罗汤加条约》，这让他感到放心”。

布朗最初向《库克群岛新闻》表达了对该协议的担忧。“《拉罗汤加条约》的全部目的是试图缓和

当时主要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紧张局势。AUKUS 的安排似乎与此背道而驰，”布朗在 3 月份告诉该报。

布朗当时告诉库克群岛新闻，情况“就是这样”，但对这种安排如何导致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感到不满。

信 息 来 源：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487553/pacific-islands-

forum-chairman-reassured-over-massive-nuclear-submarine-deal

新西兰中文先驱网4月12日电，据1News报道，新西兰政府最高层首次实现了男女部长人数相当——

内阁中有 10 名女性，10 名男性。本周，总理克里斯·希普金斯任命薇萝 - 简·珀瑞米（Willow-Jean 

Prime）为自然保护部长，从而实现了内阁部长男女人数相等。

希普金斯说：“在新西兰历史上，女性部长首次占到内阁人数的一半。”在高级部长中实现性别

平衡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实，如果把内阁之外的部长也算上的话，女性比男性人数要多。”在希

普金斯担任总理的这几个月里，他提拔了三名女性进入内阁。惠灵顿的国会议员金妮·安德森（Ginny 

Andersen）和芭芭拉·埃德蒙兹（Barbara Edmonds）在希普金斯担任总理后率先被纳入内阁。本周，珀

瑞米也进入内阁，填补了斯图尔特·纳什（Stuart Nash）的空缺，后者因向政党捐赠者泄露内阁信息而

被解雇。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eseherald.co.nz/news/new-zealand/cabinet-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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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政府重申对国际旅客防疫要求不变

澳大利亚医保系统存在漏洞4-2

大洋洲经济与卫生4

新华社惠灵顿1月4日电，新西兰政府4日重申，根据国际新冠疫情最新情况，经过公共卫生风险评估，

新西兰对国际到达旅客的防疫要求保持不变。

目前，新西兰在国际到达入口发放免费新冠快速抗原检测试剂盒，仅要求到达后出现症状的国际旅

客进行检测。

新西兰新冠疫情应对部长艾莎·维罗尔（Ayesha Verrall）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西兰政府经

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后认为，从中国出发的旅客不会对新西兰新冠疫情造成明显影响，这“意味着入境限

制既不需要也不合理”。

维罗尔说，需要注意的是，“新的新冠变异毒株可能出现自世界各地，而不仅仅是中国。这就是为

什么我们一直提醒来自所有国家旅客在机场进行免费的快速抗原检测，并要求他们在抵达新西兰后一旦

出现症状时接受检测”。

她还表示，未来数周，新西兰卫生部将对从中国抵达新西兰的旅客进行随机回访，以及时了解和收

集更多最新健康信息。

信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104/c1002-32599901.html

《人民日报》堪培拉 1 月 5 日电，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等媒体不久前进行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澳大

利亚医保系统存在漏洞，医保支付系统内的不当计费、错误付款等问题难以被发现，导致澳大利亚联邦

政府每年损失达 80 亿澳元（1美元约合 1.48 澳元）。

 调查发现，不当计费情况广泛发生于澳大利亚医疗部门。例如，有的医生伪造患者病历并开具假账

单，的医生对患者进行过度治疗，还有的医生向老年护理院的死者开具假账单等。据估算，这些损失占

到了澳大利亚医保年预算的近 30%。

曾任澳大利亚医保监督机构“专业服务审查”负责人的托尼·韦伯（Tony Webb）表示，他曾向联邦

卫生部门表达担忧，但最终仍是不了了之。澳大利亚政府官员比尔·肖顿（Bill Shorten）此前接受媒

体采访时承认，医保系统的“支付诚实性”被忽视了，未来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实施更严格的监管，

系统打击这类欺诈活动。

信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106/c1002-32600755.html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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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澳大利亚 CPI 增幅创 33 年新高

新华社堪培拉 1 月 25 日电，澳大利亚统计局 25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四季度澳消费者价格
指数（CPI）环比上涨 1.9%，同比上涨 7.8%，同比涨幅创 1990 年以来新高。

澳统计局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去年四季度圣诞节假期市场需求旺盛，旅游和住宿价格上升，再加
上该国电价上涨，这些因素成为该季度 CPI 上涨的主要原因。

声明还表示，2022 年的四个季度里，新建住宅、食品和汽车燃料价格都在上涨。
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吉姆·查默斯（James Edward Chalmers）当天表示，尽管有迹象表明该国通

胀可能已经见顶，但在 2023 年一季度数据公布之前还难以确定，通胀仍将是 2023 年澳经济面临的主
要挑战。

信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126/c1002-32612321.html

 根据央视新闻 2月 7日报道，美国纽蒙特矿业公司 5日晚确认，已发起邀约，打算以近 170 亿美元

价格收购澳大利亚最大金矿开采企业纽克雷斯特矿业公司。

纽克雷斯特矿业公司的营收大部分来自金矿，其余来自银矿和铜矿，所经营矿山分布在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据美国彭博新闻社 5 日报道，纽蒙特矿业公司希望借这项收购提升它在全球

铜矿和金矿业领域的地位。

据彭博社报道，这笔收购一旦达成，将成为今年以来全球最大收购案，也是澳大利亚史上最大规模

收购案之一。

纽克雷斯特矿业公司表示，正在考虑纽蒙特矿业公司的收购要约。纽蒙特矿业公司 5 日晚说，这项

收购将有效提升双方企业价值。

信息来源：http://usa.people.com.cn/n1/2023/0207/c241376-32619187.html

美企拟收购澳大利亚最大金矿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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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央行加息 50 个基点

斐济将开设欧洲投资银行以加强与欧洲经济
联系

《斐济时报》2 月 24 日电，欧盟太平洋代表团团长席姆（Sujiro Seam）本周在礼节性访问斐

济总理西蒂维尼·拉布卡（Sitiveni Rabuka）后表示，斐济将通过在斐济开设欧洲投资银行（EIB）

分行来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经济联系。

席姆先生表示，他们仍然致力于加强与斐济的经济合作。他说，通过正式批准经济伙伴关系协

议以及由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普比曼（Biman Prasad）教授带头的持续努力，经济伙伴关系将得到加强，

他正在采取必要措施将斐济从税收问题上的不合作司法管辖区名单中删除。两位领导人将于 3 月 7

日举行另一次会议，进一步讨论。

信息来源：https://www.fijitimes.com/eib-to-assist-strengthen-ties/

新华社惠灵顿 2 月 22 日电，新西兰央行 22 日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 50 个基点至 4.75%，以抑

制高通胀。这是自 2021 年 10 月以来该行连续第 10 次加息。

新西兰央行表示，尽管物价压力有缓解迹象，但该国核心通胀率仍然过高，就业也超出其最高

可持续水平，且国际通胀压力依然广泛存在，近期新西兰通胀预期仍处于高位。

新西兰央行指出，该国货币政策需要进一步收紧，以使通胀率回到 1% 至 3% 的目标区间。

信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222/c1002-326290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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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央行连续第十次加息

澳洲推出医疗记录手机应用 可随时查询个人
医疗信息

《澳洲新报》3月 2日电，数字健康记录信息现在可以在一个新的移动应用程序上访问。病理结果、

疫苗史和出院摘要等信息将通过“我的健康”（My Health）应用程序提供，该应用程序由澳洲数字健康

局推出。在这款应用发布之前，上个财政年度，查看“我的健康记录”数据的人数增长了近 300%。

该机构行政总裁卡特莫尔（Amanda Cattermole）表示，这款应用程序使用简单，但也能保证信息安

全。该应用程序将允许人们查看多个记录，包括 14 岁以下儿童的记录。尽管该记录系统在 2019 年被发

现未能管理网络安全风险，但该产品还是推出了。国家审计署的一项审查发现，虽然当时该系统基本有效，

但无法保证所有查看健康记录的紧急访问请求都是合法的。

信息来源：https://www.aucd.com.au/australian-news/aozhoutuichuyiliaojilushoujiyingyong-

kesuishichaxungerenyiliaoxinxi/

新华社悉尼 3月 7日电，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7日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 25 个基点至 3.6%，

同时上调外汇结算余额利率 25 个基点至 3.5%。这是澳央行今年内第二次加息，也是自 2022 年 5 月以来

连续第十次加息。

澳大利亚央行行长菲利普·洛（Philip Lowe）在当日发表的月度货币政策声明中称，全球通胀虽有

所缓解，但仍处在较高水平。澳央行致力于将本国通胀率恢复到 2% 至 3% 的目标区间，未来货币政策或

将进一步收紧。

菲利普·洛还表示，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这一指标来看，澳大利亚通胀率或已见顶，今后数月

内商品价格上涨速度将放缓。央行预计，通胀率将于 2025 年年中降至 3% 左右。

 澳大利亚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 1 月，该国 CPI 同比上涨 7.4%，涨幅低于去年

12 月的 8.4%。

信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307/c1002-326390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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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央行再次加息 50 个基点

澳大利亚电费 7 月起或上涨 30%

人民网悉尼 3月 15 日电 澳大利亚能源市场监管机构（以下简称“能源监管局”）于 3月 15 日发布

电费默认市场报价草案称，从 7 月起，澳大利亚部分地区电力价格将上涨 20% 至 30%，预计超 100 万个

用户将受到直接影响。

根据该草案，预计下一个财政年度内，昆士兰州东南部、南澳大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内接受默认

电价报价的家庭与企业将面临 20% 至 22% 的电费增长。维多利亚州家庭的电费将上涨 30%，小型企业的

电费涨幅将高达 31%。

能源监管局局长克莱尔·萨维奇（Claire Savage）表示，如果没有澳政府 2022 年对天然气和煤炭

市场的干预，澳境内电力默认市场报价原本可能会上升 40％至 50％。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居民目前已感受到电价的增长。居民以马内利·塞尔瓦拉杰（Emmanuel 

Selvaraj）表示，他们一家今年的用电量较往年少许多，但电费金额是一样的。“电费的上涨会导致生

活成本增加，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省吃俭用。”塞尔瓦拉杰说。

此外，电价上涨还将导致物价普遍上涨，小型企业不得不将增加的电力成本转嫁给客户。

新华社惠灵顿 4 月 5 日电，新西兰央行 5 日宣布加息 50 个基点，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5.25%。 这是

新西兰央行自 2021 年 10 月以来连续第十一次加息，也是今年以来第二次大幅加息 50 个基点，使该国基

准利率达到 2008 年以来最高点。

新西兰央行此次加息幅度超出市场预期，当天新西兰元对美元汇率大幅上扬。

新西兰央行当天发布报告说，近期严重自然灾害将对新西兰经济造成长期负面影响，再度推高商品

价格和通胀预期。央行严控通胀的目标不会改变，因此选择继续加息。

报告同时指出，受国际经济形势总体趋弱影响，预计新西兰经济将继续下行。目前，新西兰农牧业

出口已经受到国际需求减弱影响。

信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406/c1002-32658159.html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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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澳大利亚能源政策面临大调整

堪培拉是斐济重要的旅游市场

《斐济时报》4月 15日电，斐济图片旅游和民航部长维利亚米·加沃卡 （Viliame Gavoka）表示，

将堪培拉纳入斐济航空的新服务将吸引更多游客进入该国。

在欢迎增加飞往澳大利亚首都的服务的同时，加沃卡先生表示，斐济可以从国家航空公司增加的航

班中受益更多。“堪培拉是澳大利亚一个巨大的集水区，现在澳大利亚人更容易到达他们的机场并飞往

斐济，而不是去悉尼和墨尔本，”他说，“因此，对于堪培拉居民来说，这将是非常容易的，这对斐济

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发展。”

斐济航空首席执行官兼董事总经理安德烈·维尔容（Andre Viljoen）表示，这凸显了澳大利亚市场

的重要性，“我们很高兴为堪培拉人民提供直飞斐济的航班，这将促进无缝假期，并使他们能够在我们

飞往美国和其他目的地的国际航班上转机。”

根据斐济统计局的数据，今年 1 月，澳大利亚是前往斐济的游客人数最多的国家。数据显示，在

2023 年的第一个月，共有 37269 名澳大利亚人（55.2% 的斐济总游客）来自“土地（Down Under）”。

信息来源：https://www.fijitimes.com/canberra-an-important-tourism-market-for-fiji/ 

根据 4 月 7 日《中国石化报》报道，近日，澳大利亚提出，计划将能源出口管制正式写入法律。这

是继去年底对天然气和煤炭等能源设定价格上限之后，澳大利亚又一次调整本国能源政策。作为全球主

要的天然气和煤炭出口国，澳大利亚频频调整能源政策引起广泛热议，同时也引发了其本土能源生产商

和贸易伙伴的强烈不安，认为设定价格上限并管制出口，会重挫澳大利亚的引资能力，进而破坏双边和

多边贸易关系。

这是继去年底设定能源价格上限之后，澳大利亚对能源政策的最新调整。去年 12 月，澳大利亚议会

通过一项立法，为本国内天然气和煤炭设定了价格上限，有效期为 12 个月。直到今年底，澳大利亚天然

气价格上限将被限制在每千兆焦耳 12 澳元，不到去年三季度平均价格每千兆焦耳 26 澳元的一半，澳大

利亚煤炭价格将被限制在每吨 125 澳元。

值得关注的是，澳大利亚还考虑针对石油资源租赁税进行全面改革。《澳洲人报》指出，澳大利亚

政府已向日本、韩国、印度等主要贸易伙伴承诺，不会给贸易合作造成阻碍。

信息来源：https://www.escn.com.cn/2023-04/07/c_12121778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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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澳大利亚直升机相撞致 4 人死亡

2022 年成为新西兰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

据新华社悉尼 1 月 2 日报道，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2 日发生一起直升机相撞事故，造成 4 人死亡、
多人受伤。昆士兰州警方表示，当天下午，一架正在起飞的直升机和另一架正在降落的直升机在昆
士兰州黄金海岸一处海滩附近上空发生碰撞。警方已封锁事故现场附近的一条道路。昆士兰州急救
中心表示，据他们掌握的初步情况，两架直升机上共有 13 人，除 4 人死亡外，其他 9 人均已被送
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其中 3 人伤势严重。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表示，已派遣人员赶赴事故现场搜
集直升机残骸、寻找线索，对事故进行调查。

信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103/c1002-32598533.html

5-2

据新华社惠灵顿 1月 11 日报道，新西兰国家水资源和大气研究所 11 日发布的 2022 年年度气候摘要

显示，2022 年成为新西兰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这种现象与拉尼娜事件及海面温度变化有关。数据显

示，2022 年新西兰全国平均气温为 13.76 摄氏度，比 1981 年至 2010 年的均值高出 1.15 摄氏度，比此

前最热年份 2021 年高出 0.2 摄氏度。新西兰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4 个年份都出现在 2016 年之后，这与全

球气候变化趋势相一致。此外，根据这份气候摘要，2022 年还是新西兰有记录以来潮湿程度排名第八的

年份，也是 2018 年以来该国最潮湿的年份。新西兰国家水资源和大气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克里斯·布兰多

利诺 11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拉尼娜事件是新西兰 2022 年天气模式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 

信息来源：http://jx.people.com.cn/n2/2023/0113/c186330-402649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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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同意推迟向太平洋排放核废水

澳联邦与昆州政府达成协定 为奥运出资
70 亿澳元建场馆

据新西兰英文先驱网 2 月 8 日报道，日本已同

意在太平洋岛国论坛（PIF）的专家证实核废水是安

全的情况下，才会排放处理过的核废水。日前，由

于日本计划将超过 100 万吨的核废水倾倒到太平洋

中，PIF 代表团前往日本表达了他们对日本排放核

废水的担忧。在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讨论后，

PIF 代表团发表声明表示，他们欢迎日本首相岸田

文雄做出的保证，即在 PIF 专家核实核废水的安全

并且日本与 PIF 建立信任和友谊关系以前，日本不

会排放核废水。此前，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戴维·帕

努埃洛（David Panuelo）在与岸田文雄会谈时表示，

“我们相信日本政府会做正确的事，一个负责任的

政府不会做任何伤害我们太平洋的事情”。

信 息 来 源：https://www.rnz.co.nz/

international/pacific-news/483879/japan-

to-delay-nuclear-wastewater-release-into-

pacific-ocean-says-pif

信 息 来 源：https://www.aucd.com.au/

australian-news/lianbangyukunzhouzhengfudache

ngxieding-weiaoyunchuzi70yiyuanjianchangguan/

据《澳洲新报》2 月 17 日报道，澳联邦政府同

意出资帮助昆士兰州政府为 2032 年布里斯班奥运会

建造或改造场馆。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

斯 17 日访问了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市，正式宣布

了这项价值约 70 亿澳元 (48 亿美元 ) 的交易。联

邦政府将在该市主要的公共交通枢纽罗马街 (Roma 

Street) 新建一座价值 1.7 万英镑的室内场馆，用

于举办游泳和水球比赛，并将对其他体育场和场馆

进行翻新。而联邦政府将负责拆除和重建加巴体育

馆 (Gabba)，并将其作为奥运会的主体育场。阿尔

巴内斯表示，这将为昆士兰留下真正持久的遗产，

真正地展示昆士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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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飓风“加布里埃尔”袭击新西兰 灾后重建
支出或达 135 亿新元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一河道现数百万条死鱼

据澎湃新闻 2 月 20 日电，热带气旋“加布里

埃尔”（Gabrielle）于2月12日起迫近新西兰北岛，

造成大范围的洪水、山体滑坡和巨大海浪。截止 2

月 20 日，新西兰警方证实有 11 人死于与热带气旋

有关的事故，还有约 2200 人处于失联状态，其中大

部分发生在新西兰北岛的霍克湾。在新西兰当局宣

布的灾后重建的计划中，约 2.5 亿新西兰元用于修

复受灾地区重要道路的，5000 万新西兰元为支持企

业和生产者恢复生产的。新西兰财政部长格兰特·罗

伯逊（Grant Robertson）表示，此次灾后重建的支

出或比拟 2011 年新西兰毁灭性地震后重建基督城所

花费的资金规模，预计达到 135 亿新西兰元。

信 息 来 源：https://www.thepaper.cn/

newsDetail_forward_21993258

据参考消息网 3 月 18 日报道，受灼人的热浪

影响，数百万条死鱼堵塞了澳大利亚内陆一个偏远

小镇的大片河段。新南威尔士州政府 17 日表示，在

小镇梅宁迪附近的达林河中有“数百万”条鱼死亡，

这是该地区自 2018 年以来发生的第三起鱼类大规模

死亡事件。此前发生在此地的鱼类死亡事件被归咎

于长期干旱导致河流缺水以及绵延 40 多公里的有毒

藻华。梅宁迪当地居民格雷姆·麦克拉布说：“这

真的很可怕，目之所及都是死鱼，今年的鱼类死亡

情况似乎比以前更严重。”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表示，

这些鱼的死亡与洪水退去后水中的低氧水平（缺氧）

有关。

信 息 来 源：https://www.cankaoxiaoxi.

com/#/detailsPage/%20/2bdd8f4a981a4

d79b02ae04141b370df/1/2023-03-18%20

20:37?childrenAlias=undefined



34

ewsletter of Oceania Studies
大洋洲研究通讯N

5-8

5-7 “千载难逢”：斐济新闻业“严厉”媒体
法被废除

澳大利亚近六成民众反对通过加税为“奥
库斯”协议买单

据新西兰英文先驱网 4 月 6 日报道，斐济议会在苏瓦投票否决了《媒体产业发展法》。6 日，斐济

议会以 29 人赞同、21 人反对、3人弃权的微弱优势成功废除了《媒体产业发展法》。该法律于 2010 年

正式实施，但自从颁布以来就被贴上了“套在媒体行业和记者脖子上的绞索”的标签，如今终于得以废

除。斐济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比曼·普拉萨德（Biman Prasad）表示，“废除该法案将有利于人民和民主”，

远在瓦努阿图的斐济时报主编弗雷德·韦斯利 (Fred Wesley)曾多次因为该法案被告上法庭，他表示“这

对新闻界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消息”。

信 息 来 源：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487462/one-for-the-ages-

historical-day-for-fijian-journalism-as-draconian-media-law-scrapped

据中新社悉尼 4 月 9 日报道，近六成澳大利

亚民众反对通过加税方式为“奥库斯”（AUKUS）

协议买单。据估计，澳大利亚购买核动力潜艇的计

划将在未来 30 年内花费 3，680 亿澳元，而澳大利

亚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当被问及是否应该增税以

支付潜艇费用时，59% 的人表示反对，只有 28% 的

人支持。澳大利亚研究院国际与安全事务主任艾

伦·贝姆（Allan Behm）表示，虽然澳政府在宣

布 AUKUS 潜艇计划时很果断，但目前尚不清楚澳大

利亚将如何承担这个 30 年 3，680 亿澳币的项目。

对于填补这一部分资金，澳大利亚民众普遍感到困

惑；此外，要让选民相信核动力潜艇值得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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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ChatGPT 在澳大利亚或将面临全球首例
诽谤诉讼

政府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墨尔本大学政治学首席

研究员艾伦·佩巡斯（Allan Patience）近期在

Pearls&Irritations 网站上发表评论文章称，“奥

库斯协议可能会让澳大利亚丧失国家主权，成为美

国的附属盟国。”

信 息 来 源：http://world.people.com.cn/

n1/2023/0411/c1002-32661517.html

据人民网 4 月 13 日报道，近日，澳大利亚赫本郡（Hepburn Shire）郡长布赖恩·胡德（Brian 
Hood）指控 OpenAI 公司开发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对其进行诽谤。胡德发现，ChatGPT 称他与一
起贿赂丑闻有关，如果胡德对其最终发起诉讼，则将很可能成为 ChatGPT 上市以来面临的首例诽谤诉讼，
为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产生的错误信息方面承担责任开创一个重要的全球法律先例。澳大利亚信息行业
协会（AIIA）表示，澳大利亚的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由于缺乏具体政策而受到阻碍，现在需要“指导方针”
和“护栏”。该协会建议澳大利亚密切关注欧盟的人工智能相关法案。此外，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
工业和科学部长发言人 4 月 12 日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已向该国主要科学咨询机构征求有关如何应对人
工智能的建议，并正在考虑下一步行动。

信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413/c1002-326637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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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尼西亚航海协会将开启为期四年的环
太平洋航行

5-10 南澳大利亚州将扩大公共场所吸食烟草和
电子烟禁令

据人民网悉尼 4月 14 日报道，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政府拟议扩大公共场所吸食烟草和电子烟禁令

范围，以进一步减少吸烟和吸电子烟的人数。据报道，南澳州政府将禁止群众在学校、购物中心、海滩、

儿童运动场等公共场所吸食香烟或电子烟。同时，也将取缔持牌场所的香烟自动售货机，并提高向未成

年人出售或供应烟草的罚款数额。

南澳州卫生部部长克里斯·皮克顿（Chris Picton）表示，这项措施旨在遏制年轻人吸食电子烟，

并减少吸入二手烟的机会。他指出，15 至 29 岁人群中电子烟吸食率从 2017 年的 1.1% 上升到 2022 年的

7.8%。皮克顿认为，取缔香烟自动售货机将减少未成年人购买香烟的途径，进一步减少未成年人吸烟可

能性。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吉姆·查尔默斯（Jim Chalmers）也表达了他对澳大利亚吸食电子烟“爆炸式

增长”现象的担忧，并表示即将出台的澳联邦政府预算可能包含阻止民众吸食电子烟的措施。他说：“越

来越多人吸食电子烟和烟草的现状是难以接受的。这不仅是预算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面临

的一项社会问题。”

信息来源：http://australia.people.com.cn/n1/2023/0414/c408038-32664275.html

据新西兰先驱网 4 月 16 日报道，波利尼西亚

航行协会将于 6 月起航，进行为期四年的环太平洋

航行。该探险队将访问 36 个国家和地区，航行约

43,000 海里，约有 400 名船员。该协会表示，这次

航行的目标是通过培养年轻的领导者和让世界各地

的社区参与进来，点燃 1000 万 “地球导航员”的

运动。波利尼西亚航行协会首席执行官纳伊诺亚·汤

普森（Nainoa Thompson）表示，这不仅仅是关于海

洋 , 这是关于利用发现，并将其推向将采取行动的

选择，我们相信这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对我们的孩子

足够好的未来。

信 息 来 源：https://www.rnz.co.nz/
international/pacific-news/488013/four-year-
canoe-expedition-will-visit-36-pacific-rim-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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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最老旧燃煤电站关闭 电力业正加快向
绿能转型

澳大利亚：载有逾千名战俘和平民的二战
沉船被找到

据新华社堪培拉 4月 22 日报道，澳大利亚政府 22 日发布公报说，一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沉没、

载有逾千名战俘和平民的运输船残骸近日被找到，船上人员绝大多数来自澳大利亚。公报表示，1942 年

7 月 1 日，这艘运送逾千名战俘和平民的日军运输船在菲律宾海岸附近沉没，船上人员绝大多数是澳大

利亚军人和平民。当时，这艘船没有被标记为战俘运输船。后来这艘船被美国海军潜艇鱼雷击中后沉没，

美军当时并不知道这艘船载有战俘。船上所载逾千人丧生。几十年来，沉船位置一直无法确定。本月，

一个搜寻团队在约 4，000 米深的海下找到沉船残骸。澳总理阿尔巴尼斯 22 日表示，遇难者亲属一直在

等待相关消息，希望此次发现沉船位置能为他们带来一些安慰。

信息来源：http://www.news.cn/2023-04/22/c_1129550004.htm

5-13

据《澳洲新报》4 月 28 日报道，利德尔发电

站（Liddell Power Station）是澳洲最老旧的燃

煤发电站，它曾经为相当于超过一百万户家庭供

电，并于 28 日被正式关停。该发电站的所有者 AGL 

Energy 表示，它在逐渐向绿色能源转型方向迈进，

过去七年来一直在通过增加更多的风能和太阳能发

电来为利德尔发电站关闭做准备。AGL Energy 公司

总裁尼克斯（Damien Nicks）表示，今天标志着一

个篇章的结束，也是另一个篇章的开始，我们计划

将该发电站改为为亨特能源中心（Hunter Energy 

Hub）。与此同时，联邦国家党领袖李图德（David 

Littleproud）则呼吁将该发电站改为一座核发电站，

他表示，核电设备小规模模组化技术正在不断发展，

我们相信利德尔地区和亨特地区有一个核电的未来。

信 息 来 源 ： h t t p s : / / w w w .

australianchinesedaily.com.au/australian-

news/aozhouzuilaojiuranmeidianzhanguanbi-dian

liyezhengjiakuaixianglunengzhuan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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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太平洋岛国论坛发布第一份数字经济报告

2023 年太平洋岛国论坛特别领导人会议在
斐济举办

6-1

据太平洋岛国论坛 2 月 15 日报道，斐济总理

兼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 轮值主席西蒂维尼·拉布

卡 (Sitiveni Rabuka) 正准备迎来区域主义的一个

里程碑时刻，他欢迎领导人下周访问斐济，参加太

平洋岛国论坛特别领导人会议。本次会议以“反思、

更新、庆祝”为主题，重点关注论坛团结。会议还

将见证太平洋岛国论坛轮值主席从斐济移交给库克

群岛手上。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亨利·普纳(Henry 

Puna) 表示，“在我们 2050 年战略的愿景下，现在

是召开论坛大家庭庆祝太平洋地区主义的好时机。

这次领导人特别会议表明各国领导人致力于建立

PIF 的团结和统一”。此外，据了解，会议还审议

并最终确定论坛领导人在 2022 年 7 月于斐济苏瓦举

行的会议上批准的《苏瓦协议》的实施。

信 息 来 源：https://www.forumsec.

org/2023/02/15/release-fiji-to-host-the-

pacific-islands-forum-special-leaders-

retreat/

据《斐济时报》2 月 17 日报道，16 日，太平

洋岛国论坛发布《数字经济报告：2022年太平洋版》。

在报告发布会上，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代理秘书

长菲力蒙·马诺尼（Filimon Manoni）表示，越来

越多的证据表明，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可以成为太

平洋地区包容性增长的驱动力。电子商务是 2020-

2025 年太平洋贸易援助战略的四大优先事项之一，

报告聚焦数字经济整体，涉及以人为本的发展、经

济发展、科技与互联互通，这也是《蓝色太平洋大

陆 2050 战略》的三个主题领域。
信 息 来 源：https://www.fijitimes.com/

report-provides-valuable-data-on-digita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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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3

库克群岛总理马克布朗担任太平洋岛国论
坛轮值主席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首次正式访问斐济

据《斐济时报》2 月 22 日报道，巴布亚新几

内亚总理詹姆斯·马拉佩（James Marape）正在斐

济进行首次正式访问。20 日晚，马拉佩在苏瓦太平

洋大酒店接受了总理西蒂维尼·拉布卡（Sitiveni 

Rabuka）的欢迎晚宴，而后参加了昨天的一系列会

议。会谈中马拉佩强调，两国拥有着共同的历史，“我

们有共同的遗产，我们有共同的纽带，我们属于同

一个太平洋，我们属于同一个美拉尼西亚”。拉布

卡则表示，马拉佩先生的访问具有重大意义。“这

非常重要，这是去年大选后政府首脑首次访问斐济，

它强调了对我们选举结果的认可，也标志着我们致

力于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和改善两国关系以及促进

太平洋繁荣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

信 息 来 源：https://www.fijitimes.com/

marapes-first-official-visit/

据库克群岛新闻网 2 月 26 日报道，太平洋岛

国论坛（PIF）特别领导人荣休会在今天结束。库

克群岛总理马克·布朗（Mark Brown）担任太平洋

岛国论坛轮值主席，为今年最后一个季度在拉罗汤

加岛举行的区域领导人会议做准备，并将考虑在今

年晚些时候主办太平洋岛国论坛的领导人会议。即

将卸任的论坛主席、斐济总理西蒂韦尼·兰布卡

（Sitiveni Rabuka）表示，“我们思考了作为一个

论坛大家庭的意义，以及保护我们自己的团结的重

要性，我们重申了我们对 2050 年蓝色太平洋大陆战

略的集体承诺。我还高兴地确认，在会议结束时，

斐济已将太平洋岛国论坛轮值主席的角色移交给布

朗总理和库克群岛政府。”

信 息 来 源：https://www.cookislandsnews.

com/internal/national/regional/business/

brown-assumes-forum-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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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劳开通新太平洋航线6-5

据新西兰英文先驱网 2 月 28 日报道，从 28 日

开始，将有航班通过巴布亚新几内亚连接布里斯班

和帕劳。该航线由新几内亚航空公司执飞，由澳大

利亚政府的飞行项目承保，未来还会开通飞往基里

巴斯、庞贝、马绍尔群岛和瑙鲁等国家的航线，以

努力增加航空旅行并更好地连接太平洋。帕劳总统

小苏兰杰·惠普斯（Surangel Whipps Jr.）表示，

“这有助于保持太平洋共同体的联系、维持供应链

和提供关键药物，”新几内亚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

布鲁斯·阿拉巴斯特 (Bruce Alabaster) 表示，帕

劳依赖旅游市场，直接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将极大地

促进当地经济。

信 息 来 源：https://www.rnz.co.nz/

international/pacific-news/484994/new-

pacific-air-route-lands-in-palau

6-6 美国 - 太平洋贸易和投资对话带来新视野

据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 2 月 28 日报道，28

日，美国和太平洋岛国举行了第一轮美国 - 太平洋

贸易和投资对话，对话以虚拟方式举行，谈话落实

了 2022 年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首届美国 -太平洋岛

国峰会的共识。在本次会议上，太平洋岛国概述了

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在区域和国家贸易、投资和发展

合作需求方面更密切接触的优先领域，美国则概述

了如何最好地利用资源和计划来支持优先领域，包

括贸易援助、私营部门发展、投资、利用普惠制、

特殊贸易和投资安排、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秩

序等。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的计划和倡议主任可

汗（Zarak Khan）先生表示，“由于美国希望加强

其在该地区的伙伴关系，我们欢迎论坛成员通过表

明区域和国家贸易来与美国密切合作的承诺和意愿

和投资优先事项，并重申作为平等伙伴进行持续对

话以取得切实成果的重要性”。此外据了解，第二

次对话将在 2023 年晚些时候论坛贸易部长会议期间

以部长级面对面的方式进行。

信 息 来 源：https://www.forumsec.
org/2023/02/28/release-fresh-horizons-with-
new-us-pacific-trade-and-investment-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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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岛国绿色和平组织反对深海采矿活动

区域会议着眼于海平面上升背后的国家主
权和人权问题

6-8

6-7

据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 4 月 5 日报道，
2023 年 3 月 27 日至 30 日，斐济举办了关于国家
地位和海平面上升的区域会议，由库克群岛驻斐济
高级专员阿米斯特德（Jim Armistead）主持，并
得到论坛秘书长普纳（Henry Puna）和副主席菲
力蒙·马诺尼（Filimon Manoni）的支持。来自
PIF 成员国的近 100 名高级法律、政策和技术官员，
包括来自其联合国代表团和区域机构的与会者出席
了会议。区域会议获得了良好成效，其建议将指导
该区域未来为应对海平面上升而提出的解决措施。
据了解，区域会议源于论坛领导人的呼吁，即进一
步解决在海平面上升影响下，国家地位和人的问题
的复杂性，以确保更加清晰和理解，以便制定最有
效的集体应对措施。

信 息 来 源：https://www.forumsec.

org/2023/04/05/release-pif-regional-

conference-on-statehood-and-protection-of-

persons-affected-by-sea-level-rise-looks-at-

next-steps/

信 息 来 源：https://www.rnz.co.nz/
international/pacific-news/487471/pacific-
news-in-brief-for-april-6

据新西兰英文先驱网 4 月 6 日报道，负责保护

深海的联合国机构将于 7月开始接受深海采矿申请。

深海采矿的采集目标是用于生产电池的金属——钴、

铜、镍和锰，主要是通过在 4 至 6 公里深处的海床

上收获矿石。根据内部文件，海底管理局管理委员

会周四制定了一项决定草案，允许公司从 7 月开始

提交许可申请。然而，部分国家如智利、法国、帕

劳和斐济呼吁在全球范围内暂停深海采矿这种做法，

理由主要包括环境问题和缺乏足够的科学探测与采

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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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日本政府给予太平洋岛国资金支持 促进经济
复苏与发展

南太平洋共同体（SPC）在汤加开设新的
波利尼西亚区域办事处

据汤加主要新闻 4 月 28 日报道，日前，南太

平洋共同体（SPC）波利尼西亚区域办事处在汤加努

库阿洛法正式设立，该办事处将侧重于加强与整个

区域的成员和合作伙伴的伙伴关系了，汤加于 1983

年前加入南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汤加首相胡阿卡

瓦梅利库（Hu’akavameiliku）表示，汤加在太平

洋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享有强大的区域合作，“作

为 SPC 的成员和许多区域组织的成员，我们的政府

继续为我们的人民探索机会。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最

大限度地利用这些组织的能力来推进我们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和愿望。”

据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 4 月 24 日报道，日本政府向太平洋岛国论坛（PIF）提供了 107 万美元的

资金支持，将通过促进贸易、投资和旅游业来刺激 14 个论坛成员国的经济复苏。据了解，该项目的目的

是使太平洋经济体多样化，增强其抵御冲击的能力，优化蓝色经济的潜在利益和面向未来的太平洋经济体，

此外它还旨在增加日本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和旅游机会。PIF 秘书长普纳表示，“该项目支

持了我们的《2050 年蓝色太平洋大陆战略》以及连通性和技术主题下的经济发展的愿望”。日本大使川

上文博（KAWAKAMI Fumihiro）表示，“这是日本政府与 PIF 最大的合作之一。日本政府强烈希望该项目

有助于实现《2050 年蓝色太平洋大陆战略》，并进一步加强日本与 PIF 及其成员国和地区的经济关系与

合作。”

信 息 来 源：https://www.forumsec.org/2023/04/24/government-of-japans-support-for-the-

promotion-of-trade-investment-and-tourism-in-pacific-island-countries/

信息来源：https://matangitonga.to/2023/04/28/

spc-opens-new-polynesia-regional-office-

to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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