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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研究中心动态1

大洋洲地区秩序演变：机遇和挑战暨《大洋洲发展
报告（2021-2022）》发布会与组稿会成功召开

1-1

          10 月 13 日至 15 日，“大洋洲地区秩序演变：

机遇和挑战暨《大洋洲发展报告（2021-2022）》

发布会与组稿会”在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顺

利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中山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别与区域分

社共同主办。来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

社科院亚太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厦门大学、

吉林大学、外交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中

山大学等机构的 16 位专家学者出席线下会议并

进行研讨座谈。

          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学东副教授主持。中

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副处长何琬冰对各位专

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指出中山大学大

洋洲研究中心已成为国内知名学术平台，并高

度肯定《大洋洲蓝皮书》的品牌影响力。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国别与区域分社总编辑高明秀

充分肯定《大洋洲蓝皮书》的权威性和前瞻性，

并从材料遴选、问题意识和政策建议三方面为

蓝皮书的编写提出宝贵建议。中山大学大洋洲

研究中心主任费晟教授回顾了中山大学大洋洲

研究中心的发展历程，指出国内大洋洲研究方

兴未艾，衷心希望国内大洋洲同行能够继续参

与和支持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的各项学术

活动。

         开幕式结束之后，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

研究员、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许少民副教授

和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山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徐桑奕助理教授主持专题研讨环节。

       第一个专题聚焦澳新内政外交与中澳、中新

关系。厦门大学新西兰研究中心主任王伟光副

教授从全球战略竞争角度分析中新关系发展态

势，指出目前中新之间尽管存在分歧，但整体

上得到妥善管控，中新关系是一种“成熟关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宁团辉博士从

同盟转型的理论出发，具体围绕美澳同盟的目

标、性质、合作范围和同盟内部关系展开分析，

指出美澳同盟基本完成新的转型，并据此分析

其对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走向和中澳关系的影响。

广州南方学院黄家瑜副教授聚焦澳大利亚的国

内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重点梳理了 2023 年澳

大利亚国内主要议题，并据此研判其对澳大利

◎ 与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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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走向的影响。

         第二个专题围绕“太平洋岛国与大国博弈”

展开研讨。吉林大学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副院

长、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郭锐教

授首先概括岸田内阁最新一轮改组情况及其原

因，进而论述日本当局大洋洲政策的基本态势，

最后研判日韩等国针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战

略合流”趋势及其对中国在这一地区外交布局

的潜在负面影响。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

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秦升博士重点阐述大国在太

平洋岛国地区“战略竞争”的主要表现及其动力，

特别强调美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进一步“制

度化”，并就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发展建言

献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艳副教授聚

焦 2023 年美国的太平洋岛国政策演变、特点及

其影响，并进一步研判其发展态势。

        大洋洲地区秩序演变过程中也出现了值得关

注的新课题。本次会议特别邀请两位关注大洋

洲地区研究的新锐博士。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

究所杨瑶博士重点分析新西兰“建设和平”理

念的国内基础及其主要特点，并以巴布亚新几

内亚 / 布干维尔为例，具体论述新西兰的“建设

和平”实践。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吴耀庭博

士聚焦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双边关系的发展，

系统梳理和概括 2023 年双边关系的现状和特点，

并进一步研判双边关系发展的前景和挑战。

         专题研讨结束之后，与会专家继续围绕蓝皮

书的编写做进一步的经验交流和分享。 中山大

学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喻常森围绕专题发言

及蓝皮书创作应注意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点评

和分享。

     （ 本 文 转 引 自“ 中 山 大 学 一 带 一 路 研 究

院 ” 微 信 公 众 号，https://mp.weixin.qq.com/s/

p-Cyhg13kp81mtrpPEjpMQ，图文：张娅琳、黄

晓波、李昊泷）

     信息来源：https://obor.sysu.edu.cn/cos/news/1411920.htm

1-2 我中心代表参加第十九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

        10 月 28 日至 29 日，第十九届中国澳大利亚研

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数字时代的澳大利亚：变化

与发展”在安徽合肥举行。此次会议由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和中国亚太学会澳大利亚分会主办，安

徽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承办。中山大学大洋洲研

究中心主任费晟教授、喻常森研究员参加了此次

会议。

          此次研讨会是 2019 年以来第一次线下会议，

来自国内 28 个澳研中心、40 多个国内外高校和组

织的 130 余位中澳学者参会。

       此次会议共设有六个分论坛，主题涵盖澳大利

亚政治与经济、澳大利亚文学与文化、澳大利亚

艺术、媒体与传播以及澳大利亚语言与教育。    

◎ 图为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主任费晟教授、喻常森研究

员与安徽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主任詹春娟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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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

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和安徽大学等 40 多家高校的师生

和澳大利亚学者就相关议题展开交流与探讨。

        安徽大学副校长王守国教授，格里菲斯大学

Colin Mackerras 教授，中国亚太学会澳大利亚分

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

弘教授出席本次论坛并致辞。昆士兰大学 David 

Carter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陈弘教授、悉尼科技

大学 James Laurenceson 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王

腊宝教授、中山大学费晟教授、詹姆斯库克大

学 Roger Osborn 博士、四川大学沈予加副教授、

悉尼大学 Sophie Loy-Wilson 博士作主旨发言，

分享了他们从事澳大利亚研究的经验和取得的

最新成果。会上，清华大学王敬慧教授、内蒙

古师大武海燕教授、中山大学费晟教授被增选

为“中国亚太学会澳大利亚分会副会长”。

        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迄今已成

功举办十八届，是中澳人文学者学术交流的重

要平台。经会议商讨，第二十届中国澳大利亚

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西安外国语大学举办。

◎ 10月28日，第十九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数

字时代的澳大利亚：变化与发展”在安徽合肥举行。图为安徽

大学副校长王守国教授致辞。安徽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供图。

（本文转引自中新网，https://m.chinanews.com/
wap/detail/chs/zw/10102808.shtml）
信 息 来 源：https://obor.sysu.edu.cn/cos/
news/1412077.htm

中山大学师生代表参加第五届大洋洲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

1-3

         11 月 10-12 日，第五届大洋洲研究国际学术

研讨会在江苏师范大学泉山校区召开。此次会

议由中国亚太学会大洋洲研究分会主办，江苏

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和澳大利亚研究

中心承办，会议主题是“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

大洋洲研究”。

         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山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学东带队参加本次国际

研讨会。参加本次研讨会的还有中山大学大洋

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

教授许少民、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2 级硕士

生张娅琳、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22 级博士生郭缅

基和 21 级硕士生徐露。

        王学东副教授围绕“新西兰大选结果分析及

新政府政策展望”作发言。他分析了新西兰大

选国家党获胜、工党失败的主要原因。西方政

党轮替的“钟摆效应”、工党无法有效应对当

前新西兰经济发展滞胀问题，以及社会分裂与

安全问题，是工党失利的原因。王学东副教授

进一步研判新西兰未来外交政策会采取“政治

上认同美国，经济上面向亚太”的路径。

        许少民副教授向与会专家分享他对中澳关系

发展态势的一些观察和看法。许少民指出，澳

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成功访华反映了中澳关

系基本稳定，但中澳关系“超越稳定再出发”

有待进一步观察。本质上看，澳大利亚两党对

中国的威胁认知已经形成基本共识，并通过“澳

英美安全伙伴关系”（AUKUS）强化其进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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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慑能力，联美制华，试图维护以美国为核心

的印太地区 “战略平街”。澳大利亚显然在中

美战略竞争中“选边站队”。短期看，如果工

党继续执政，中澳关系会相对比较“稳定”，

但稳定并不意味着友好；归根结底，中澳关系

不可能回到 2015 年左右的互信友好状态，但双

边高层的对话在策略层面上有助于避免中澳关

系再度出现“自由下落”的双输局面。中长期看，

澳大利亚恐将延续对华制衡战略，经济安全化

的趋势恐会进一步削弱中澳关系发展的经贸基

础。更重要的是，一旦 AUKUS 如期推进，势必

会对中国的战略环境乃至中澳双边关系产生深

刻的负面影响。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2 级硕士生张娅琳

围绕“澳大利亚政治生态中的‘中等强国’话

语分析”作报告。她指出，当前国内外学术界

围绕中等强国的内涵展开大量讨论和争论，但

比较少关注“中等强国”话语的应用及其政治

功能。张娅琳通过梳理和分析 2007-2023 年间澳

大利亚联邦议会中涉及“中等强国”的文本，

辅以同一时间段历任总理涉及“中等强国”的

讲话和有关官方文件等，进而归纳出澳大利亚

的政治生态赋予“中等强国”的话语四种政治“意

义”：正当性、自主性、主动性和保守性。张

娅琳认为研究谁在什么背景下使用“中等强国”

的话语，以及试图达到什么政治目的，有助于

进一步理解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走势。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22 级博士生郭缅基围绕“林

火与澳大利亚的后生态帝国适应”作发言。他

指出，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澳大利亚是

世界上最容易“被点燃”的大陆，燃烧景观广

泛地存在于澳大利亚各州。在欧洲殖民以前，

澳大利亚原住民已经适应了澳大利亚的易燃的

环境。进入殖民时代，生态帝国主义改造改变

了澳大利亚的林火环境，并中断了原住民的用

火传统。殖民者用一种适应性态度利用火来清

理山林，开辟土地，并发展出一种“受控燃烧”

的手段。但“受控燃烧”服务于生态帝国主义

改造，其广泛使用反而造成滥用林火的隐患。

进入 20 世纪，随着科学林业的引进和澳大利亚

国家治理职能的发展，官方开始主张全面禁火，

但这一主张激化了“人——火”矛盾，并在一

定程度上使澳大利亚陷入一种林火不适的境况。

澳大利亚的林火问题不存在最终解决方案，只能

通过顺应并适应易燃的环境来减少林火的威胁。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澳大利亚各州开始逐步采

用“控制性燃烧”来降低林火危害，“以火控火”

成为一种林火防控策路。“火”在澳大利亚环

境中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多次变动，反映了澳

大利亚由生态帝国主义改造阶段向后生态帝国

适应阶段的转变。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21 级硕士生徐露汇报的

主题是“穆勒打造桉树帝国：桉树的早期全球

扩张与生态文化转型”。徐露认为，十九世纪中

下半叶的桉树分布记录了殖民的历史。身在殖

民地的费迪南德·冯·穆勒是桉树景观的缔造者，

他立足墨尔本皇家植物园，生产出一套超越伦

敦邱园的桉树权威知识体系。然而，在进入沙漠、

岛屿、高地、农田、草原、城市、公路等多类生

态系统后，桉树有时会突破穆勒知识体系的框

设，在生态和文化上频频表现出异化。究其原因，

这既包括了桉树自身的能动反应，更是穆勒刻

意排斥与土著知识关联着的“火”元素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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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桉树在穆勒推动的全球植物交换中成为了真正的“世界公民”，它呈现出不同地方自然的流动、

沖突和交化，更映射出帝国植物学追求普遍理性的无力。

 （ 本 文 转 引 自 微 信 公 众 号“ 中 山 大 学 一 带 一 路 研 究 院 ”，https://mp.weixin.qq.com/s/

yGGhBRHux974wu_MVuP6IA， 张娅琳供稿）

信息来源：https://obor.sysu.edu.cn/cos/news/1412541.htm

我中心王学东副主任出席太平洋岛国媒体考察团访
问中山大学的活动

1-4

         11 月 15 日，GD TODAY 刊登了题为“太平

洋岛国媒体考察团访问中山大学，双方就科学

研究和媒体实践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报道， 王

学东副主任出席接待活动，详细见报道：

      On November 14, a press delegation from the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visited Sun Yat-sen University 

(SYSU) in Guangzhou and exchanged insights 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SYSU and the 

Pacific Island.

       According to Xiao Haipeng, President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YSU and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SYSU, SYSU has established longstanding 

cooperation with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in a 

wide range of fields such as culture,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Since 2012, affiliate hospitals of 

SYSU have sent 12 medical teams to Papua New 

Guinea, Micronesia, Samoa, Vanuatu, Fiji, Tonga, 

and Soloman Islands, as well as other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Professor Zhong Zhijin and Professor Wang 

Xuedong respectively introduce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d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university.

      On July 2 2012, the Center for Oceanian Studies 

( 大 洋 洲 研 究 中 心 ) was established at SYSU in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It is the first center 

in China dedicated to the study of Oceania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other Pacific Islands), and it seems 

fitting that it be based at a university that honors the 

‘Father of the Nation’. Sun Yat-Sen spent much 

of his childhood, and completed most of his formal 

schooling, at Iolani and Oahu (now Punahou) in 

Hawai’i.

     “The Center has been publishing annual repor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Oceania for more than 10 

years. SYSU has good relations with the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Oceania areas, and launched theoretical 

studies, including the internet, political economy, 

and climate change,” introduced Wang Xuedo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YSU.

       Representatives also discussed strategies for staying 

up to date with changing media platforms during 

courses and ways to avoid the dissemination of fake 

news.

（本文转引自 GD TODAY，2023 年 11 月 15 日，

https://gdtoday.newsgd.com/post/?k=43a521e8dd）

信 息 来 源：https://obor.sysu.edu.cn/cos/

news/14125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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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中心许少民研究员在《世界知识》发表文章《澳
大利亚对华政策调整——中澳关系“止跌回稳”》

       我中心许少民研究员在《世界知识》撰文

《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调整——中澳关系“止跌

回稳”》，全文转载如下：

        2023 年 11 月 4 日至 7 日，澳大利亚总理阿

尔巴尼斯访华。这是 2016 年以来澳总理首次访

华，可谓双边关系发展过程中又一里程碑事件。

习近平主席在接见来访的阿尔巴尼斯时强调，

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访问，并

高度肯定中澳双方走上了改善发展关系的“正

确道路”。阿尔巴尼斯也对本次访华成果给予

高度评价。

         客观地说，当前中澳关系“止跌回稳”是双

方深思熟虑、善意互动以及耐心建立互信的结

果。在阿尔巴尼斯上台之后，中方以包容开放

的大国风范重启高层对话机制，主动引领中澳

关系重回正轨；阿尔巴尼斯政府也在谨慎地摆

脱前任政府对华政策的“负资产”，并为双边

关系的稳定化注入正能量。过去一年半以来，

阿尔巴尼斯政府努力回归工党对外政策的优良

传统，吸取前任政府对华政策失控的教训，同

时积极回应澳社会要求改善对华关系的呼声，

逐步调适对华政策，以实现中澳关系的稳定化。

◎ 2022年5月21日，工党在2022年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中获胜，

现任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将出任新一任澳大利亚总理。图为阿

尔巴尼斯（左二）与即将出任外交部长的黄英贤（左一）、女

友朱迪·海顿（右二）和儿子内森·阿尔巴尼斯（右一）一起

站在台上。

        尽管澳大利亚工党和自由党在国家安全战略

上已形成广泛共识，例如两党都把美澳同盟视

为澳安全战略中不可或缺的支柱，也都表示支

持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但两党在对外战

略乃至具体政策的认知和实践上仍然存在不可

忽视的差别。其中最重要的差异是，工党并不

像自由党一样，把美澳同盟视为其制定对外战

略的充分条件。换言之，自由党坚信美澳同盟

决定了澳对外战略的方向，习惯于无条件支持

美国的军事行动，但工党更强调用多边机制框

定和约束美国的军事行动。整体上看，工党倾

向于在美澳同盟之外，最大限度地寻求澳对外

战略乃至具体政策的自主空间。

        相对于自由党，工党总体上能够以更加进步

的心态看待亚洲或中国。1971 年，在冷战阴云

密布和国内“恐华”阴魂不散的复杂背景下，

时任工党党首惠特拉姆不顾反对毅然率团公开

访华。随着工党在次年大选中获胜，惠特拉姆

政府（1972 ～ 1975 年）迅速与中国建交。曾随

同惠特拉姆访华并随后担任澳驻华第一任大使

的费思芬指出：惠特拉姆访华是基于对中国影

响力的理性认识，澳没有理由不同中国打交道；

不管世界如何风云变幻，澳都要与中国保持联

系。归根结底，理性的国家利益而非抽象的意

识形态才是制定对华政策的出发点。

         阿尔巴尼斯同样重视工党的自主和务实外交

传统。为纪念中澳建交 50 周年，阿尔巴尼斯特

回归工党对外政策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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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选择在保守阵营的旗舰媒体《澳大利亚人报》

刊文。在文中，阿尔巴尼斯高度赞扬惠特拉姆

的远见和抱负促成中澳建交，肯定惠特拉姆政

府与中国建交不仅“勇敢”而且“正确”，强

调此举彰显出澳外交政策的“成熟”和“独立”。

通过有意识地回归工党对华政策的自主务实传

统，阿尔巴尼斯一方面委婉批评莫里森政府对

华政策的不当之处，另一方面强调重启对华沟

通接触以此稳定中澳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阿尔巴尼斯公开宣布受邀访华前夕，澳国内

对华鹰派乃至美国部分势力向其施压，要求他

访华时淡化惠特拉姆色彩，但他却在访华期间，

重走惠特拉姆当年的足迹，站在他曾经留影的

北京天坛回音壁前拍照留念。阿尔巴尼斯此举

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他领导的工党政府在对

华政策上不会屈服于任何国内外政治压力，并

坚持以自主务实的态度处理对华关系。客观地

说，从友好协商解决多项贸易争端到宣布不取

消中企达尔文港的租约，再到涉华核心议题上

的谨慎表态，阿尔巴尼斯遭遇澳国内不少负面

舆论冲击，特别是对华鹰派指责其对华“让步”，

但阿尔巴尼斯坚持通过沟通接触、实现中澳关

系稳定化的决心并没有动摇。

抛弃莫里森领导的自由党是导致联盟党政府不

能连任的主要原因。

尽管分析家对于莫里森政府对华政策极端

化的解释不一，但对这一现象的存在基本不持

异议。这种极端化的显著表现是莫里森抛弃对

华政策的务实作法。事实上，务实主义曾经也

是霍华德政府（1995 ～ 2007 年）成功处理对华

关系的重要法宝。与惠特拉姆的务实主义异曲

同工，霍华德的务实法宝无非是从国家利益出

发与中国进行接触，求同存异，只是霍华德或

许更在意经济利益。

对华接触长期以来是澳式务实外交的主轴，

但针对务实主义乃至对华接触政策的质疑在特

恩布尔时期（2015 ～ 2018 年）开始浮现，并在

莫里森政府时期全面爆发。在莫里森政府时期，

务实主义的积极内涵逐渐被掏空，甚至务实主

义被视为对澳主权、原则和价值观的“威胁”。

对务实主义的批判与否定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

澳在放弃对华接触的同时，更加坚定地倒向美

国。随着美国完成对华接触政策的“全面清算”，

莫里森政府似乎也找到贬低乃至否定对华接触

必要性的借口，甚至一度在很多涉华议题上成

为“反华”急先锋。澳对华政策快速极端化，

以致澳成为亚太地区唯一一个多年不能与中方

高层领导人直接对话的国家。

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或许已经认识到，

澳对华政策和中澳关系发展态势会影响在澳华

人的政治倾向。尽管在澳华人未必会积极参与

到对华政策的大辩论之中，但他们能够在大选

中通过选票直接表达其政治立场。目前至少有

四名工党议员来自华人比例较高的选区，因此

不难理解为何阿尔巴尼斯政府果断抛弃上任政

府的“扩音器外交”，承诺冷静处理对华关系，

并重新为务实外交正名。一言以蔽之，外交是

内政的延续，但外交同样反作用于内政。莫里

森政府的极端对华政策可谓前车之鉴，回归理

吸取莫里森政府对华政策极端化

的教训

三年疫情期间，莫里森政府对华政策越来

越极端，中澳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在 2022 年联邦大选期间，莫里森甚至将传统的

国家安全议题政治化，企图通过打“中国牌”

塑造不利于工党的舆论，以此谋求竞选优势。

但莫里森政府的“反华”和“好战”言论不仅

没有奏效，反而招致在澳华人的反感，最终自

食其果。数据显示，在 15 个华裔选民比例较高

的选区，反对自由党的选民摇摆幅度高达 6.6%，

而在其他地方这一比例仅为 3.7%。澳华人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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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澳国内要求改善对华关

系的诉求

性和务实无疑是阿尔巴尼斯政府制定对华政策

的应有之义。阿尔巴尼斯明确指出，不应让中

澳之间的分歧定义双边关系。

中澳建交 50 年来，民间来往和交流方兴未

艾。中澳双边关系具有较为坚实的民意基础和

社会基础。尽管在特恩布尔政府和莫里森政府

时期，这一社会和民意基础遭受冲击，但也展

示出了弥足珍贵的韧性。例如，在澳国内“中

国渗透论”甚嚣尘上之际，澳有识之士公开请

愿，呼吁澳政府避免仓促对涉华议题政治化和

安全化。这一坚韧的社会基础或许也是中澳关

系历经风雨仍能砥砺前行的根本所在。事实上，

就在工党胜选之后不久，澳 15 名学者联合致信

刚刚就任的阿尔巴尼斯和黄英贤，督促工党政

府抓住机会改善对华关系。

澳商界很早就呼吁澳政府改善对华关系，

这是由中澳多年来形成的贸易格局和商贸网络

所决定的。商界从中澳蓬勃发展的经贸关系中

获益颇丰，因此完全有充足的动力要求澳新政

府执行积极稳健（如果不能完全“重置”的话）

的对华政策。在莫里森政府时期，随着经济议

题的安全化，国家安全凌驾于经济利益之上，

对华全面“脱钩”的极端言论甚至不胫而走，

商界寻求改善对华关系的呼声基本被压制或忽

视。商界在澳对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明显

被边缘化。随着阿尔巴尼斯的上台，商界的利

益和呼声得到应有的重视，阿尔巴尼斯甚至公

开为澳商品代言和站台。在今年第六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上，约有 250 家澳企参展，规模为

澳历年来最大，反映出澳商界对阿尔巴尼斯稳

定对华关系的信心。此外，作为澳数一数二的

留学生和国际游客来源国，中国仍然是澳最为

重要的市场之一，因此教育业和旅游服务业也

呼吁阿尔巴尼斯政府改善对华关系，助力澳经

济复苏和增长。在出席进口博览会期间，阿尔

巴尼斯同样公开积极回应上述诉求。

中澳关系“超越稳定再出发”

仍需耐心

整体上看，阿尔巴尼斯政府通过汲取工党

对华政策的优良传统，吸取前任政府在处理对

华问题上的教训，同时积极回应商界等要求改

善对华关系的诉求，客观上促成了中澳关系的

稳定化。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稳定化并非“常

态化”，更不是“重置”。稳定化本质上只是

澳对华战略的阶段目标，而不是最终目标。

目前阿尔巴尼斯政府的整体对华战略仍未

成型，但已基本确定对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

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要的地方表达不同

意见，从国家利益出发与中国接触。”过去一

年半以来，阿尔巴尼斯试探性地通过改动个别

措辞对上述指导原则进行校准和微调，总体上

反映出他在对华政策上越来越积极。尽管这一

指导原则是以布林肯的对华政策原则为参考模

板，但显然更强调合作和接触的优先性，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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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对华合作从属于对华竞争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如何处理分歧上，阿尔巴

尼斯政府则采取明显的模糊战略，源于阿尔巴尼斯政府赋予澳“国家利益”开放性的涵义。在“澳

英美安全伙伴关系”（AUKUS）、南海问题、关键矿物供应链、科技竞争和合作、网络安全和南

太岛国等诸多议题上，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势必相互交织和激荡，意味着每一次围绕分歧的沟

通和互动都可能直接影响中澳关系的发展态势。从这个角度看，中澳关系“超越稳定再出发”任

重道远，考验着彼此的定力和耐心。

（ 本 文 转 引 自“ 世 界 知 识 ” 微 信 公 众 号，https://mp.weixin.qq.com/s/

PrZp3h4mLQ01ZZetKJ8ZRw）

信息来源：https://obor.sysu.edu.cn/cos/news/14129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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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大洋洲关系2

李强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1

新西兰迎来中国黄金周游客回归2-2   

新华社雅加达 9 月 7 日电 当地时间 9 月 7 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雅加达出席东亚合作领导

人系列会议期间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Anthony Norman Albanese）。 

李强表示，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近一年来，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澳关系持续呈现积极改善势头。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

共同愿望。中方愿同澳方抓紧重启和恢复各领域交流，继续推进外交、经贸、教育、领事等领域的机制性

对话磋商，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双方要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精神妥善处

理分歧，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发展。亚太地区是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共同家园。中方愿与澳方一道努力，

共同维护亚太和平稳定。 

阿尔巴尼斯表示，澳中关系十分重要。澳方对两国关系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愿同中方本着相互尊重

精神推进对话交流，深化经贸等领域合作，扩大人文交往，妥善管控分歧，构建稳定和建设性的澳中关系，

造福两国人民。澳方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信息来源：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3/0907/c1024-40072729.html

根据新华网 10 月 3 日报道，今年中秋国庆黄

金周期间，新西兰迎来大批中国游客。从奥克兰市

中心的著名电影道具和特效制作机构维塔工作室，

到南岛瓦纳卡的水中树，各景点都不乏中国游客身

影。

福克斯冰川向导公司（Fox Glacier Guiding）

首席执行官罗布·朱厄尔（Rob Jewell）告诉记者，

尽管福克斯冰川地处新西兰南岛遥远的西海岸，但

这里一直是中国游客的热门旅行目的地。今年中国

中秋国庆黄金周，中国游客超过公司接待量的六成。

据他了解，附近弗朗兹·约瑟夫冰川和塔斯曼冰川

的向导游同样人气火爆。

新 西 兰 旅 游 集 团 真 实 新 西 兰 公 司（Real 

Journeys）也感受到了中国游客的强劲回归。这家

公司以新西兰南岛昆斯敦为中心，运营诸多中国游

客耳熟能详的旅游项目，包括蒸汽船、羊驼旅行等。

该公司负责人保罗·诺里斯（Paul Norris）说，今

年以来，公司各大项目下的中国游客数量稳定增长，

预计未来中国游客将以更快速度回归。

新西兰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

国入境游客持续增长，最近三个月还有加快增长的

趋势。信息来源：http://m.news.cn/2023-10/03/

c_1129897967.htm

◎ 9 月 30 日在新西兰南岛昆斯敦拍摄的游船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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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巴新大使曾凡华拜会巴新总理马拉佩2-3

人民网堪培拉9月22日电 9月 21日，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曾凡华拜会巴新总理马拉佩（James 

Marape），就中巴新关系及两国务实合作交换意见。

马拉佩表示，巴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钦佩中国发展成就，支持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期待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合作，为两国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曾凡华感谢马拉佩为中巴新关系发展所作努力并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巴新关系成为发

展中国家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典范。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进一步推动中巴新关系走深走实，为构建更

加紧密的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发挥引领作用。

信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922/c1002-40083148.html

习近平、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会谈2-4

据新华社综合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国

家主席习近平先后于 10 月 16 日和 10 月 17 日在人

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并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

拉佩（James Marape）会谈。

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谈后，两国

总理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落实全球发

展倡议、经济、能源、教育、应对气候变化、可持

续发展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 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马拉佩举行欢迎仪式

据新华社 10 月 16 日电，在李强与马拉佩的会

谈中，李强表示，中国和巴新建交 47 年来，两国关

系快速发展，走在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发展合作前列。

中国愿继续做巴新的真诚朋友，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双边互惠互利合作，共创美好未来，造福两国人民。

马拉佩表示，中国引领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是巴新

的重要合作伙伴。巴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

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深化两国贸易、投资、农业、人文等领域

另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在习近平与马

拉佩会谈期间，习近平指出，中方赞赏巴新恪守一

个中国原则，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

上坚定支持中方。中方也将坚定支持巴新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

路，愿同巴新赓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拓展

合作领域，造福两国人民。马拉佩表示，习近平主

席 2018 年对巴新的访问有力促进了两国关系发展，

开启了两国关系新篇章。中国向巴新提供无私援助，

给巴新人民带来了巨大福祉。巴新将同中国继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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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互支持，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一带一路”框架内各领域合作，促进南太地区国家同中

国互利合作，共同开创太平洋岛国和中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会后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布亚

新几内亚独立国联合声明》。

信息来源：

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10/16/c_1129919660.htm

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10/17/c_1129921475.htm

2-5 澳大利亚向中国返还流失文物艺术品与古生物
化石

根据新华网 10 月 25 日报道，10 月 25 日，在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展示

澳返还的流失文物与化石。

当日，经国家文物局授权，中国驻澳大利亚大

使馆举行仪式，接收澳方向中国返还的四件流失文

物艺术品与一件古生物化石。

据介绍，此次返还的文物艺术品与古生物化

石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其中，北朝

至唐彩绘陶制人物骑马俑、隋晚期至唐铜鎏金佛立

像和晚侏罗世至早白垩世潜龙化石，均为澳大利亚

艺术部文化财产、收藏品和文物办公室在海关入境

环节截获；明清或近现代牺尊和清代发簪分别由澳

大利亚国家美术馆和澳友人约翰·麦克唐纳（John 

MacDonald）捐赠。

信 息 来 源：http://www.news.cn/

world/2023-10/25/c_1129938796.htm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访华 澳各界对此积极评价2-6
根据新华社综合报道，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Anthony Norman 

Albanese）于 11 月 4 日至 7 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阿尔巴

尼斯。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6 日电，11 月 6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澳

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惠特拉姆总理（Edward Gough Whitlam）访华 50 周年，阿尔巴

尼斯这次访问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澳两国恢复各领域交流，走上了改善发

展关系的正确道路。阿尔巴尼斯表示，中国长期稳定持续发展使澳大利亚和世界获益良多，双方应该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保持沟通交流，增进理解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积极推进两

国关系稳定发展，密切经贸往来，加强在清洁能源、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电，国务院总理李强 11 月 7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澳大利

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富有成果的会晤，为新时代中澳关系发

展作出战略引领。中方愿同澳方一道，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健发展。阿尔巴尼斯表示，惠特拉



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ceaniaR 中国与大洋洲关系  

17

姆总理访华 50 年来，澳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给两

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中国是澳大利亚的重要合作

伙伴，澳中关系不应由分歧来定义。澳方奉行一个

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推动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朝

着积极、稳定、建设性方向发展。阿尔巴尼斯访华

期间，双方发表《中澳总理年度会晤联合成果声明》。   

另据人民网悉尼 11 月 10 日电，澳大利亚媒体

及各界对阿尔巴尼斯访华纷纷作出积极评价。澳大

利亚新闻集团 11 月 6 日在报道中称阿尔巴尼斯访华

的时机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时刻；澳大利亚广播

公司在 11 月 6 日的报道中提到，中澳会晤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悉尼先驱晨报 11 月 7 日报道，阿尔巴

◎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阿尔巴尼斯 ◎ 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尔巴尼斯举行欢迎仪式

尼斯的中国之行标志着中澳关系发生了更广泛的转

变，有望为更多澳大利亚企业进入全球最大的消费

市场创造机会。澳大利亚卫报在 11 月 7 日的报道中

指出，中澳联合声明的发布促进了两国人员的交流

和更为密切的联系，包括学生、游客和商务人士的

增加。

信息来源：http://politics.people.com.cn/

n1/2023/1106/c1024-40112311.html

h t t p : / / p o l i t i c s . p e o p l e . c o m . c n /

n1/2023/1107/c1024-40113090.html

h t t p : / / a u s t r a l i a . p e o p l e . c o m . c n /

n1/2023/1110/c408038-40115781.html

2-7 中国政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出席太平洋
岛国论坛对话会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11 月 10 日，中国政

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在库克群岛阿瓦鲁阿出

席第 52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并发言。

钱波阐述了中国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四

个充分尊重”政策，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为岛国落实《蓝色太平洋2050战略》

带来重大机遇。中方愿同岛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

钱波并宣布了中方支持岛国发展新举措，得到各方

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在库期间，钱波还分别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汤加、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等岛国与会领导

人进行了友好交流。

信 息 来 源：https://www.mfa.gov.cn/web/

wjdt_674879/sjxw_674887/202311/t202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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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习近平会见斐济总理兰布卡

据人民网 11 月 17 日报道，当地时间 11 月
16 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会见斐济
总理兰布卡（Sitiveni Rabuka）。

习近平指出，斐济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太平
洋岛国，几天前迎来中斐建交 48 周年。中方把斐
济作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斐济自主选择发展道
路、实现国家发展振兴。中方愿同斐方一道，夯实
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人文交流，推动中
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一个中国原则是中
斐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政治基础，希望斐方在事关
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给予中方坚定
支持。中方也将一如既往支持斐方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中国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坦坦
荡荡，没有私心，不针对第三方。中国的太平洋岛
国政策充分尊重岛国主权和独立，不附加政治条件，
不开空头支票。中国和太平洋岛国都是发展中国家，
应该在南南合作框架内加强互帮互助。

兰布卡表示，斐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持续
强劲有力发展。中国为斐济和其他太平洋岛国提供
了大量帮助，斐方对此深表感谢。斐方坚持恪守一
个中国原则。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
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全
球南方国家发展和利益。斐方期待同中方深化合作，
助力斐济选择和走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

信息来源：http://politics.people.com.cn/
n1/2023/1117/c458228-40120695.html

2-8 基里巴斯对华免签政策正式落地生效

新华社悉尼 11 月 15 日电 塔拉瓦消息：中国驻基里巴斯大使馆 15 日发布消息说，经向基里

巴斯移民局确认，基对华免签入境政策已正式落地生效。

消息说，即日起，持外交、公务、普通护照（有效期在 6 个月以上）赴基旅游、短期访问的

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过境，每 12 个月累计在基停留不超过 90 天。如单次在基停留超过 30 天，

需向基移民局申请延长停留期，延期时长最多 60 天。

中国驻基里巴斯大使馆提醒，基对华免签政策目前仅适用于赴基旅游、短期访问的中国公民。

赴基工作、投资、学习、研究的中国公民，需提前申请相应类型签证，未取得许可在基开展上述

活动将面临处罚。

信息来源：http://www.news.cn/2023-11/15/c_11299772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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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向新西兰新任总理拉克森致贺电

中国 - 澳大利亚海关 AEO 互认正式实施

2-10

2-12
根据海关总署 12 月 8 日公告，中国与澳大利亚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简称 AEO）互认从 12 月 14 日起正式实施。

中国与澳大利亚两国海关 2017 年 11 月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和澳大利亚移民与边境保

卫署及边境执法署关于中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制度与澳大利亚诚信贸易商计划互认的安排》，自 2023

年 12 月 14 日起正式实施。互认实施后，中澳双方相互认可对方的“经认证的经营者”（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简称 AEO），为进口自对方 AEO 企业的货物提供通关便利。

公告指出，相互给予对方 AEO 企业的通关便利措施包括：通过减少单证审核和实货检查加快通关；

对需实货检查的货物给予优先查验；开展风险评估时，对 AEO 企业资格予以考虑；指定海关联络员，负

责沟通处理 AEO 企业在通关中遇到的问题；致力于在国际贸易中断并恢复后提供快速通关。

信息来源：http://gdfs.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5554112/index.html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7 日电 11 月 27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拉克森（Christopher Mark 

Luxon），祝贺他就任新西兰政府总理。

李强指出，中国和新西兰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建交 50 多年来，中新关系长期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

系的前列，共同创造多个“第一”，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李强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新关系，我愿同你和你领导的新西兰新一届政府一道，保持高层交往，

加强互利合作，增进友好交流，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信息来源：http://www.news.cn/2023-11/27/c_1129995778.htm

2-11
第二次中国 - 太平洋岛国执法能力与警务合作
部级对话举行

新 华 社 北 京 12 月 8 日 电 第 二 次 中 国 - 太
平洋岛国执法能力与警务合作部级对话 8 日在京
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小洪与萨摩
亚警察部部长法乌阿诺（Faualo Harry Jeffrey 
Schuster）共同主持并作主旨发言。

王小洪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好习近
平主席与各岛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秉持“四
个充分尊重”，本着“专业、高效、友好”和“公开、
透明、善意”原则，用好中国 - 太平洋岛国警务培
训中心平台，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助力提升岛国专
业执法、打击犯罪、指挥行动能力，为深化中国和
岛国友好合作关系、构建更加紧密的安全命运共同

体贡献更大力量。
法乌阿诺表示，愿同各方共同培育好部级对话

机制，开展务实互利合作。所罗门群岛、汤加、基
里巴斯、瓦努阿图、巴布亚新几内亚、库克群岛代
表团团长出席并发言。

本次对话充分肯定首次部级对话以来取得的丰
硕成果，举行了中国 - 太平洋岛国警务培训中心揭
牌仪式，决定将“让合作更专业、更高效、更友好，
让岛国更安全”确定为部级对话永久主题，并就下
步合作形成广泛共识

信息来源：http://www.news.cn/politics/
leaders/2023-12/08/c_11300162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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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海军拟为舰队“换血”

大洋洲政治与安全3

3-1

《中国国防报》9月20日电 据外媒报道，近日，

新西兰国防部公开向工业部门征求新型海上舰队意

见信息，着重强调“可更换模块化”因素，为未来

军舰大规模升级换代做准备。此举被视为新西兰最

新国防战略的具体落实措施。

今年以来，新西兰相继公布《国防政策和战略

声明 2023》《未来部队设计原则》《国家安全战略》

等多份安全战略文件，提出将以周边地区为核心，

进一步向亚太地区拓展战略力量。目前，其主要承

担战略投射任务的海军装备数量捉襟见肘，仅有 9

艘舰艇。

这 9 艘舰艇中，担负主要作战任务的 2 艘澳新

军团级护卫舰“特卡哈”号和“特马纳”号分别于

1997 年和 1999 年入列，2艘湖级近海巡逻舰“哈威

亚”号和“陶威”号于 2009 年入列，2 艘远海巡逻

舰“奥塔哥”号和“威灵顿”号于 2010 年入列，担

负作战支援任务的“坎特伯雷”号多功能两栖运输

船于2007年服役，只有战斗功能不强的“马纳瓦威”

号综合海洋测量船和“奥特亚罗瓦”号补给舰于近

几年入列。

新西兰海军的 2 艘护卫舰接近最高服役年限，

4 艘巡逻舰也面临能力不足的风险。按计划，这 6

艘主力作战舰艇将于 2030 年前后退役。如何在老舰

退役前选择并建造下一代水面作战舰艇，是新西兰

海军的当务之急。

信 息 来 源：http://www.81.cn/szb_223187/

gfbszbxq/index.html?paperName=zggfb&paperDa

te=2023-09-20&paperNumber=04&articleid=915704

◎ 新西兰海军澳新军团级“特马纳”号护卫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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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群岛总理在联合国怒批日本3-2

◎ 索加瓦雷在联大演讲

据人民网 9 月 23 日电，综合法新社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 22 日，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

（Manasseh Sogavare）在第 78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谴责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做法，

称对日本将核污染水排海的决定“感到震惊”。

索加瓦雷在讲话中说：“所罗门群岛与志同道合的太平洋岛国人民站在一起，对日本向海洋

排放超过 100 万吨经处理的核污水的决定感到震惊。”

索加瓦雷还说：“如果这些核污水是安全的，就应该储存在日本。被倾倒到海洋中的这一事

实表明，它是不安全的。”

他还表示：“这一行为的影响是跨国界和跨世代的，是对全球信任和团结的攻击。因此，（日

本这一决定）信息很明确：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民无关紧要！”

这位总理继续说：“我们呼吁日本探索处理核污水的其他选择，并立即停止将其排放到太平

洋。”索加瓦雷强调，如果要重建信任，重建全球团结，就必须诚实坦率地保护我们的海洋，“这

是我们人民的生命线”。

信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923/c1002-400839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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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维州州长安德鲁斯宣布辞职

夏洛特·萨尔维当选瓦努阿图总理

人民网悉尼 9 月 26 日电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维州）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Daniel Michael 

Andrews）于 9 月 26 日宣布辞去维州州长职务，该决定将于 27 日下午 5 点生效，标志着他长达 9 年多

的州长生涯画上了句号。

安德鲁斯在临时安排的记者会上表示，辞职的想法是最近才有的：“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现

在是将这个伟大而出色的责任传递给其他人的时候了。”他强调，虽然这份工作非常具有挑战性，但

他并未抱怨。他认为，只要对这份工作稍有不适，就应该选择离开，而不是等到对其产生厌恶的时候。

他计划在辞职后休息一段时间，享受高尔夫球、阅读、陪伴妻子和孩子等愉快的时光。

安德鲁斯强调了确保有一位充满热情的新领导者的重要性，他认为必须有一个能够认真履行每天

工作的人，才能确保维多利亚州的强大和安全。他对维州人民表示感谢，让他能够拥有这个“光荣的

机会”。他还表示，自己在任内有一直努力工作。

安德鲁斯自 2014 年起担任维州州长，并于 2022 年 11 月第三次连任成功，成为该州工党历史上任

期最长的州长。

2023 年 3 月，安德鲁斯进行了第七次访华，成为疫情发生以来澳大利亚首位访华的州长。他曾在

采访中表示，一个现代的维多利亚州不可能“没有中国影响力”。他说：“150 多年来，中国故事对维

多利亚州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你无法想象没有中国影响力的现代维多利亚州。”

信息来源：http://australia.people.com.cn/n1/2023/0926/c408038-40085693.html

根据新西兰英文先驱报 10 月 6 日报道，10

月 6 日下午，瓦努阿图总理萨托·基尔曼（Sato 

Kilman）在议会不信任动议中被投票下台，夏洛特·萨

尔维（Charlot Salwai）当选瓦努阿图新一任总理。

对基尔曼的不信任动议以 27 票赞成通过，萨尔

维随后被提名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并以 29 票赞成正

式当选。投票结束后，萨尔维立即宣誓就任瓦努阿图

新总理。

萨尔维曾于2016年至2020年担任瓦努阿图总理。

信 息 来 源：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499581/charlot-salwai-

elected-prime-minister-of-vanuatu



olitics and security in Oceania
大洋洲政治与安全P

23

3-6

3-5 澳大利亚公投不赞成设立原住民事
务咨询机构

戴维·阿迪昂当选瑙鲁新总统

新华社堪培拉 10 月 14 日电 澳大利亚 14 日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修改宪法、在联邦议

会设立涉原住民事务的政策咨询机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之声”，但未获得足够赞成票。

初步投票结果显示，多数澳大利亚人投出反对票，而且公投在所有6个州都未获得多数支持。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Anthony Norman Albanese）随后在首都堪培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尽管结果不是他期待的，但他尊重澳大利亚人民的决定。

公投必须要获得“双重多数”才能通过，即澳全国 1767 余万选民中超过半数投赞成票，同时

在全国 6个州中至少要有 4个州获得多数赞成票。

历史上，澳对原住民实行“种族灭绝”“强迫劳动”，使大批原住民惨遭屠杀和奴役，原住

民人口从殖民前的 75 万至 100 万人锐减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 7.4 万人。原住民的语言、文化权利

也遭到残忍剥夺。

信息来源：http://www.news.cn/2023-10/14/c_1129916840.htm

根据太平洋岛屿新闻协会 10 月 30 日报道，

10 月 27 日，瑙鲁议会选举戴维·阿迪昂（David 

Adeang）为瑙鲁新总统。

10 月 25 日，瑙鲁议会通过不信任投票罢免了

前总统拉斯·库恩（Russ Kun）。次日，瑙鲁议会

提名了两名总统候选人，并进行了第一轮投票，结

果显示，乌贝尼德选区（Ubenide District）议员

戴维·阿迪昂和艾沃选区（Aiwo District）议员德

尔文·托马（Delvin Thoma）各获得9票，形成平局。

10 月 27 日，瑙鲁议会进行第二轮投票，投票

结果显示，阿迪昂获得10票，托马获得8票。随后，

议长马库斯·斯蒂芬（Marcus Stephen）宣布阿迪

昂当选瑙鲁新总统。

阿迪昂是目前瑙鲁议会中任职时间最长的议

员，他的政治生涯始于 2001 年，他还曾在 2004 年

和 2008 年担任议会议长，并担任过多个内阁职位，

包括财政和司法部长等。

信息来源：https://pina.com.fj/2023/10/30/

david-adeang-elected-as-new-nauru-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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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举行议会选举，新西兰选举委员会 11 月

3 日公布议会选举最终计票结果。最大在野党国家

党赢得最多席位，但由于未达到所需超半数议席，

需联合其他政党组阁。

根据新华社 11 月 24 日报道，11 月 24 日，新

西兰候任总理、国家党领导人克里斯托弗·拉克

森 24 日与新西兰行动党领导人戴维·西摩（David 

Seymour）、优先党领导人温斯顿·彼得斯（Winston 

Peters）在惠灵顿国会大厦签署正式协议，宣布组

建由国家党领衔的新一届政府。

另据新华社 11 月 27 日报道，11 月 27 日，拉

克森宣誓就职新西兰总理。

信 息 来 源：http://m.news.cn/2023-11/03/

c_1129955676.htm

新西兰新一届政府成立 拉克森宣誓就职新
西兰总理

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举行海上联合巡逻

根据新华社综合报道，在新西兰新一轮议会

选举中，新西兰国家党赢得最多席位，并联合行动

党、优先党组建新一届政府，国家党领导人克里斯

托弗·拉克森（Christopher Mark Luxon）就职新

西兰总理。

根据新华社惠灵顿 11 月 3 日报道，新西兰于

参考消息网 11 月 28 日电 据日本《东京新闻》11 月 27 日报道，11 月 25 日，菲律宾与澳大利亚在

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启动首次海上和空中巡逻。

联合声明称，巡逻活动拟持续至 11 月 27 日。菲方有两艘军舰和五架侦察机参与，澳方有护卫舰和

反潜侦察机参与。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Richard Marles）表示，两国尊重主权和达成一致的规则，

积极参与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和富足。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Gilberto Teodoro）表示：“菲律宾欢迎与澳大利亚和其他志同道合的

伙伴开展双边活动，以推进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信息来源：

h t t p s : / / w o r l d . c a n k a o x i a o x i . c o m / # / d e t a i l s P a g e / % 2 0 /

ff4cd6ec42934c75bb89ab5f18cf0e5c/1/2023-11-28%2009:17?childrenAlias=un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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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巴新布干维尔事务部长阐述对公投的看法

新西兰英文先驱报 11 月 30 日电 巴布亚新几

内亚布干维尔事务部长马纳赛·马奇巴（Manasseh 

Makiba）提醒国会议员，布干维尔公投结果不具约

束力，国民议会是决定公投结果命运的唯一权威机

构。

据 Post Courier 报道，马奇巴在议会上回

答了布干维尔中部议员西蒙·杜马里努（Simon 

Dumarinu）的问题，以及莫罗贝省省长路德 - 温格

（Luther Wenge）和布干维尔北部议员弗朗西斯卡·塞

莫索（Francesca Semoso）的补充问题。鉴于布干

维尔自治政府（ABG）与国家政府就全民公决结果正

在进行的磋商陷入了所谓的“政治僵局”，杜马里

努向马奇巴询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马奇巴表示，公投结果不存在政治僵局，公投

结果尚未正式提交巴新议会，不具有约束力。“这

意味着，在国民议会批准或批准之前，它（公投结果）

不会产生法律效力，这就是关于布干维尔公投结果

的法律地位，”他说，“我想向大家明确指出，没

有任何其他机构可以决定布干维尔公投结果的命运。

只有国民议会才能决定。”

信 息 来 源：https://www.rnz.co.nz/

international/pacific-news/503610/png-s-

minister-for-bougainville-affairs-lays-out-

view-on-referendum

◎ 2019 年 12 月布干维尔独立公投的计票

新西兰第 54 届国会启幕 总督演讲强调政府
“广泛、雄心勃勃”的议程3-10

格局新闻网 12 月 6 日电 12 月 6 日上午，在新

西兰第 54 届国会（议会）开幕式上，总督辛迪·基

罗夫人（Dame Cindy Kiro）概述了新政府的优先事

项，正式拉开了新西兰未来三年国家党领衔的联合

政府政治周期的序幕。

辛迪夫人在讲话中表示，“新政府致力于实现

目标，把事情做好。它希望人们看到可证明、可衡

量的结果，让他们的生活更轻松，并帮助他们取得

成功。”她表示，通过与企业、社区团体和毛利部

落合作，政府的目标是“改善所有新西兰人的生活，

同时领导一个统一和自信的国家”。

随后，辛迪夫人回顾了国家党、行动党和新西

兰优先党联合政府提出的一些关键政策，涵盖经济

和生活成本、法律和秩序、教育、健康、就业、退

休事宜、住房和基础设施、第一产业和排放、怀唐

伊条约、对外政策等方面。

信 息 来 源：https://solacemedia.co.nz/

governor-general-outlines-govts-priorities-

in-speech-from-the-throne/

◎ 新西兰第 54 届国会开幕式上，总督辛迪夫人做传统的王座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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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劳争论是否永久部署美国“爱国者”

根据新华社 12 月 22 日报道，路透社 21 日报道称，帕劳总统惠普斯（Surangel Whipps Jr.）要

求美国在帕劳永久部署“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但这一提议在帕劳引发争议。该国参议院议长鲍勒斯

（Hokkons Baules）表示，这不符合帕劳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

帕劳是对美国拥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西太平洋要冲，靠近连接日本小笠原群岛、关岛和巴布亚新几内

亚的第二岛链。据报道，帕劳民众对于本国作为二战战场的历史非常敏感。11 月下旬，帕劳参议院通过

了一项决议，拒绝永久部署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鲍勒斯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回应说，此

举跟“目前对帕劳主权或安全构成的任何威胁都不相关”。

综合《日本经济新闻》和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已经开始在帕劳安装超视距雷达系统。该系统将被用

于监视中国军队在太平洋和中国近海的空中和海上行动。惠普斯担心，部署雷达后，帕劳将在“有事之时”

极易受到中国攻击，因此需要“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防止受到攻击。

目前，美国已在帕劳临时部署了“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美军计划于 2026 年将在帕劳部署的雷达

系统投入使用。

信息来源：http://www.news.cn/mil/2023-12/22/c_1212318875.htm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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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亚新几内亚将从金矿开采项目中获利

大洋洲经济与卫生4

新西兰英文先驱报 9月 7日电 率领巴布亚新几内亚莫罗贝省瓦菲 -戈尔普金矿（Wafi-Golpu）谈判

的人士认为，巴新将从该项目中获得数以亿计美元的收入。

瓦菲 - 戈尔普金矿项目的谈判已接近尾声，巴新总理马拉佩（James Marape）已证实，该项目将由

巴新拥有多数股权。纽克雷斯特公司（Newcrest）和哈莫尼金矿公司（Harmony Gold Mining Company）

将在该项目中持有重要的少数股份。

预计该项目将长期为巴新带来重大的经济和社会贡献。巴新国家谈判主席戴里·韦莱（Dairi Vele）说，

即使按照保守的数字计算，巴新政府和人民从该项目中获得的收益也可能超过 150 亿美元。

信息来源：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497435/png-expects-to-gain-

billions-in-royalties-from-wafi-golpu-gold-mining-project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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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2 调查显示澳大利亚成年人膳食结构欠均衡

新华社堪培拉 9 月 13 日电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12 日发布的全国健康膳食调查评估
报告显示，近年来澳大利亚成年人膳食结构欠均衡，蔬菜摄入不足和非必需饮食摄入过多是主要原因。

研究人员在 2015 年至 2023 年间对超过 23.5 万名澳成年人的饮食质量进行了调查，并据此对膳
食均衡程度进行评分。满分为 100 分，而被调查者平均分仅为 55 分。调查发现，在影响饮食质量的 9
个方面，饮料摄入方面的得分最高，平均为 93 分，这是因为被调查者常饮用水而不是高热量饮料；肉
类摄入方面得分排在第二位，平均为 78 分；蔬菜摄入方面得分平均只有 58 分，每 10 个人中只有 4 人
表示正餐时能够摄入三种或三种以上不同的蔬菜，这是健康饮食的一个重要指标。另外，摄入酒精、蛋糕、
饼干、糖果等非必需食品方面得分最低，平均为 20 分。

报告的联合撰稿人吉莉·亨德里（Gilly Hendrie）博士说，要想保持健康、降低罹患心脏病等疾病
的风险，就要在饮食中减少非必需食品、增加健康食品，以及增加正餐中的蔬菜种类。

信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913/c1002-40076880.html

斐济政府采取措施解决青年群体就业问题

根据《斐济时报》9 月 16 日报道，斐济青年和

体育部长绍库鲁（Jese Saukuru）14 日在议会上强

调，缺乏经济机会导致社会出现极端贫困，还加剧

了年轻人在城市闲逛、流落街头并从事种植大麻等

非法活动的现象。

绍库鲁表示，“数据显示，我国超过 70% 的人

口是 40 岁以下的年轻人，这意味着我们在确保充分

就业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此外，

绍库鲁还表示，失业对年轻人的身体健康产生了负

面影响，提高了年轻人自杀死亡的风险。

为了遏制此类问题，斐济青年和体育部在上个

月举办了一场青年招聘会，有2990名青年报名参加。

绍库鲁表示，斐济青年和体育部将继续与雇主和各

部委合作，解决日益严重的年轻人失业问题。

信 息 来 源：https://www.fijitimes.com.fj/

lack-of-opportunities-impacts-fiji-youth/

◎ 青年和体育部长索库鲁在议会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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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斐济税务和海关总署被判向外国企业退还税款

《斐济时报》10 月 16 日电 根据斐济税务法

院的判决，斐济税务和海关总署（FRCS）已被命令

向一家外国公司退还近 2600 万美元，这笔款项在

2018 年被作为资本利得税征收。

斐济开曼控股公司（Fiji Cayman Holdings）

将其全资子公司法利有限公司（Farleigh Ltd）的

股份出售给斐济国家公积金（FNPF）后，向 FRCS 提

交了一份初步的资本利得税申报表，要求免税，但

FRCS 发出了一份近 2600 万美元的税务评估。

斐济开曼控股公司支付了该税款，并向法院寻

求判定 FRCS 是否正确评估了该笔资本利得税。斐济

开曼控股公司表示，法利有限公司的股份是仅用于

派发股息的资产，属于免税收入，并且他们在处置

法利有限公司股份时获得的任何资本收益都是免税

资本收益。

最终经斐济税务法院裁决，FRCS 需向斐济开曼

控股公司退还 2018 年向其征收的近 2600 万美元税

款。

信 息 来 源：https://www.fijitimes.com/

court-orders-frcs-return-26million-to-client/

4-5 澳大利亚税务局严打跨国公司逃税 追回 64 亿澳元收入

根据《悉尼先驱晨报》10 月 21 日报道，过去

一年，澳大利亚税务局（ATO）对跨国公司采取严厉

的打击措施，从矿业和化石燃料巨头手中追回 64 亿

澳元税款，其中从力拓矿业公司（Rio Tinto）和安

波尔石油公司（Ampol）获得的巨额税款为预算收入

增长做出了贡献。

自 2016 年成立以来，ATO 的逃税打击特别工

作组平均每年从大型企业中追回 30 亿澳元，而过

去一年追回的税款是这一数字的两倍多。工作组在

2022-23 年的成功，得益于去年 7 月与力拓达成的

巨额和解，此前双方就力拓在新加坡的营销中心展

开了长达 10 年的争夺战。力拓作为澳大利亚最大

的铁矿石开采商，最终同意支付 10 亿澳元的未缴税

款，澳大利亚税务局副局长丽贝卡·圣特（Rebecca 

Saint）称这是“澳大利亚税收史上最大的和解之一”。

除力拓外，今年 2 月政府还与安波尔公司就其 2014

年的报税问题达成了 1.57 亿澳元的和解协议。

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吉姆·查尔默斯 (Jim 

Chalmers) 表示，收回的收入是一个“重大成果”。

他说，“这笔额外收入有助于为医疗保险、老年护

理和儿童保育等重要服务提供资金，提高政府向家

庭提供有针对性的生活救济的能力，并偿还前政府

累积的数万亿美元债务。”

信 息 来 源：https://www.smh.com.au/

politics/federal/ato-claws-back-record-6-4-

billion-in-multinational-crackdown-20231021-

p5edz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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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巴新国库部长宣布约 70 亿美元的预算

根据新西兰英文先驱报 11 月 29 日报道，巴布

亚新几内亚国库部长伊恩·凌·斯塔基（Ian Ling-

Stuckey）宣布新预算，承诺将促进经济增长达到创

纪录的水平。

斯塔基 28 日告诉国会议员，这是一份创纪录

的预算，总额为 273.77 亿基纳，约合 71.95 亿美

元，是巴新历史上最高的预算。

斯塔基表示，预算是政府建设更大经济计划的

一部分，国库部非常重视为社会服务、法律和秩序

提供更多资金，并减轻巴新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压

力。

信 息 来 源：https://www.rnz.co.nz/

international/pacific-news/503532/higher-

incomes-and-more-jobs-png-s-treasurer-

announces-us-7b-budget

4-5 研究显示技术移民在澳大利亚面临就业障碍

新华社悉尼 11 月 23 日电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23 日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不少技术移

民在澳大利亚面临就业障碍，不得不从事低于其技能水平的工作，这导致该国一些必要的技能岗位出现空缺。

这项研究发现，抵达澳大利亚的技术移民以及毕业后在澳就业的留学生面临多重就业障碍，包括招聘

人员要求此类应聘者拥有当地工作经验、只承认当地证书或资质，以及应聘者对当地应聘要求缺乏了解等。

研究还提到，相较于来自亚洲非英语国家的应聘者，招聘人员更偏重来自西方国家的应聘者，哪怕后

者的经验较少。

研究人员表示，澳大利亚迫切需要技术人才，政府、相关行业及人力资源部门应进行沟通，为技术移

民提供更公平的招聘环境。

信息来源：http://www.news.cn/2023-11/23/c_11299897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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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澳大利亚首个移植子宫内孕育的婴儿诞生

新西兰废除清洁汽车折扣计划和
《公平薪酬协议》

根据新西兰中文先驱网 12 月 15 日报道，12 月 14 日，新西兰新政府通过立法，废除工党政府的清

洁汽车折扣计划和《公平薪酬协议》。

12 月 14 日，新政府紧急通过立法，取消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后注册的所有车辆的“Ute 税”和清

洁汽车折扣计划。该法案从 2023 年 12 月 31 日晚上 11 点 59 分起开始生效。对于许多人对新政府不环保

和不鼓励电动车使用的批评，新政府表示，将在全国范围内增建充电设施以提高电动车拥有率，到2030年，

将在全国范围内提供 1万个充电桩。

同日，工党的《公平薪酬协议》正式通过三读被废除，新西兰从此恢复对所有企业新员工的 90 天试

用期。新西兰工作场所关系和安全部长布鲁克·范·维尔登（Brooke van Velden）表示，将 90 天试用

期扩大至所有雇主，将增强企业雇用新员工的信心，并将增加工作场所的灵活性。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eseherald.co.nz/news/new-zealand/repeal-policies/

4-9

新华社悉尼 12 月 19 日电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

司网站 19 日报道，澳大利亚首名接受子宫移植的女

性于本月 15 日在位于悉尼的皇家妇女医院分娩一名

健康男婴。这名男婴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个在移植子

宫内孕育的婴儿。

报道称，今年30岁的柯丝蒂·布赖恩特（Kirsty 

Bryant）来自新南威尔士州，她在 2021 年因产后大

出血被迫切除子宫。今年 1 月，布赖恩特在皇家妇

女医院进行了长达 16 个小时的子宫移植手术，用于

移植的子宫来自其 53 岁的母亲。移植手术 3个月后

她就通过胚胎移植的方式成功受孕。

这名叫亨利（Henry Bryant）的新生儿通过剖

腹产手术降生，出生体重 2.9 公斤。“他带着健康

的哭声来到这个世界，完全没有意识到已被载入史

册。”皇家妇女医院妇科医生丽贝卡·迪恩斯（Rebecca 

Deans）说。

报道援引的数据显示，世界每 500 名女性中就

有约 1 人患有子宫性不孕，即先天无子宫或因子宫

发育不良、病变而无法正常怀孕，子宫移植被认为

是让这些女性受孕的唯一途径。移植后的子宫能维

持功能约 5 年，从而大大增加接受移植者孕育健康

胎儿的机会。全球首个在移植子宫内孕育的婴儿于

2014 年 10 月在瑞典诞生。

信息来源：http://www.news.cn/2023-12/19/

c_11300361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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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惠灵顿节礼日销量低迷或与公共部门消减开支有关

新西兰英文先驱报 12 月 29 日电 根据最新销售数据，惠灵顿在节礼日的零售支出下降近 11%，引发

了对公共部门裁员可能带来的影响的关注。评论人士指出，联合政府对裁减公共部门规模的承诺可能让

潜在消费者变得更加谨慎。

南怀拉拉帕市市长马丁·康纳利（Martin Connelly）表示，他对首府支出的下降并不感到意外。

他认为政府有关公共部门裁员的言论让惠灵顿消费者变得更加谨慎，这可能是购物欲望下降的原因。

新西兰经济咨询公司 Infometrics 首席经济学家布拉德·奥尔森（Brad Olsen）指出，公共部门削

减和对夏季用水限制的担忧可能是惠灵顿今年消费支出下降的原因。

新西兰社会发展和就业部长路易丝·厄普斯顿（Louise Upston）对公共部门裁员导致支出下降这

一说法提出异议，她认为更有可能是生活成本危机和抵押贷款压力导致的。厄普斯顿还指出，消减公共

部门其实是国家对国家党领导的新政府的期望。

信 息 来 源：https://www.rnz.co.nz/news/national/505723/low-boxing-day-sales-in-

wellington-linked-to-public-sector-cuts-comment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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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环境与社会5

5-1 所罗门群岛多举措应对气候变化

大洋洲部分地区接连发生地震

根据人民网 9 月 5 日报道，在太平洋气候变化中心的协调下，所罗门群岛近日正式启动“绿色
气候基金国家计划”。根据该计划，所罗门群岛可以向绿色气候基金申请为该国关键优先项目提供
融资支持，以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此外，该计划还包括开展培训、建立信息管理系统等内容。
近年来，所罗门群岛采取多种举措应对气候变化影响。

所罗门群岛政府不断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和政策，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提出到 2050 年
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目前，所罗门群岛主要使用进口柴油发电，不仅污染重、成本高，而且供电
不稳定。为解决这些问题，该国正加快推广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水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

所罗门群岛创新森林管理和保护措施，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该国人口最多的马莱塔省正在
实施一个养蜂项目，在助力当地农民增加收入的同时，减少对林木的砍伐和破坏，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所罗门群岛还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今年 4 月，在国际海事组织支持下，所罗门
群岛确定了解决“船舶排放问题国家行动计划”的优先领域，包括燃料消耗数据收集、船员节能操
作培训和港口效率提升等。 

信息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905/c1002-40070580.html

5-2

根据综合报道，九月以来大洋洲部分地区接连发生地震。

据新华社 9 月综合报道，新西兰东北部克马德克群岛附近海域 9 月 8 日发生 6.9 级地震，南岛中部

9月20日发生6.2级地震；另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新西兰克马德克群岛附近海域9月22日发生5.7

级地震。

据新华社悉尼 10月 7日报道，10月 7日，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接连发生两次 6.7级地震。

据新华社悉尼 10 月 12 日报道，10 月 12 日，澳大利亚麦夸里岛以西海域发生 6.4 级地震。

另据新华社苏瓦 12 月 7 日报道，12 月 7 日，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塔费阿省首府伊桑埃尔南部海

域发生 7.1 级地震。

信息来源：http://www.news.cn/2023-09/08/c_1129852924.htm

http://www.news.cn/2023-09/20/c_1129872081.htm

https://www.emerinfo.cn/2023-09/22/c_1212271997.htm

http://www.news.cn/world/2023-10/07/c_11299031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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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韩国邪教企图掌控太平洋岛国经济面临清算

中国反邪教网 9 月 19 日电 据美国媒体《每日

野兽报》网站（The daily beast.com）9 月 10 日报

道，因企图掌控目前所在国经济，继女头目之前被

驱逐回国接受审判、判刑后，韩国邪教“恩惠路教”

（the Grace Road Church）多名高层遭太平洋岛国

斐济政府抓捕和追逃等清算。

报道称，斐济当局捣毁了曾经扬言要接管这个

南太平洋国家经济的韩国邪教“恩惠路教”，逮捕

了该邪教四名头目和高层，并将其中两人送回韩国。

斐济政府对“恩惠路教”的这次打击处理，目

的是为了消除该邪教疯狂收购斐济公司和财产所带

来的影响。“恩惠路教”2002 年在韩国成立，2014

年宣称斐济这个人口近百万的群岛是“世界中心”。

该教派接手了斐济许多公司，包括建筑公司、美容

院、餐馆等，仿照主导韩国的财阀或企业集团形式，

成立了一个名为“恩惠路集团”（GR Group）的小

型企业集团。据称，该教派的头目通过没收护照来

控制信徒，信徒实际生活如同坐监，被强迫工作，

遭定期殴打，直至屈服。

直到今年年初斐济当局才意识到该邪教成为国

中之国的严重性，遂决定予以清除。

信 息 来 源：http://www.gsftyg.com/

news/2023-09/22/c_1129877480.htm

5-5 新研究称 2022 年的汤加火山活动导致臭氧层消耗
新西兰英文先驱报 10 月 20 日电 一项新的研

究发现，2022 年 1月汤加洪阿·哈阿帕伊岛（Hunga 

Tonga-Hunga Ha'apai）海底火山喷发向空中喷射出

前所未有的水蒸气量，喷发羽流高达 55 公里，并在

一周内消耗了热带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 5% 的臭

氧层。

该项研究的作者表示，大气层中湿度的增加导

致来自火山的成分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相互作用，最

终破坏了这些地区的臭氧层。

新西兰水文与大气研究所（NIWA）的首席科学

家奥拉夫·莫伦斯特恩（Olaf Morengstern）表示，

平流层中大约含有四百万个水分子，而洪阿·哈阿

帕伊火山喷发的羽流中水分子含量高达三亿个。他

说：“这种大规模的局部水分增加显著影响了大气

化学，加剧了臭氧损耗。这不仅是因为气相化学作用，

还与增强的火山气溶胶有关。结果，在喷发后的热

带地区发生了不寻常的臭氧消耗，尤其是在该地区

臭氧通常变化不大的情况下。”

信 息 来 源：https://www.rnz.co.nz/

international/pacific-news/500616/hunga-

tonga-hunga-ha-apai-volcanic-eruption-

depleted-5-percent-of-ozone-layer-in-some-

regions

◎ 韩国“恩惠路教”邪教头目当众狂扇信徒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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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新西兰举办 2023“怀拉拉帕之翼”航空节

据新华社 11 月 26 日报道，11 月 26 日，飞机

在新西兰“怀拉拉帕之翼”航空节上进行飞行表演。

2023 新西兰“怀拉拉帕之翼”航空节 24 日至

26日在新西兰怀拉拉帕地区马斯特顿市举行。26日，

70 多架飞机在航空节活动中进行飞行表演，其中包

括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教练机、农用飞机、

消防飞机、警用直升机等。上世纪初期和中期的一

些古董级飞机也参与了表演。

信 息 来 源：http://www.news.cn/asia/2023-

11/26/c_1129994646.htm

5-4 澳大利亚加大资金投入灭杀红火蚁

新华社堪培拉 10 月 23 日电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22 日宣布，未来 4年将投入 2.68 亿澳元（约合人民

币 12.38 亿元）用于灭杀红火蚁项目。

澳大利亚的灭杀红火蚁项目开始于 2001 年。联邦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过去 6年，澳大利亚联邦政

府和地方政府已投入 4.11 亿澳元（约合人民币 18.99 亿元）用于阻止红火蚁在全国扩散。

据介绍，此次追加投入将用于新增350名工人、加强航空灭蚁、扩大治理和检测区域等。如不予治理，

红火蚁可能会扩散到澳大利亚 97% 的土地上，每年造成超过 12.5 亿澳元（约合人民币 57.75 亿元）的经

济损失。

红火蚁是全球公认的百种最具危险入侵物种之一，对农林业生产、人体健康、公共安全和生态环境

等均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红火蚁攻击性较强，叮咬人畜后造成的痒和灼烧感可持续 1 小时，少数情况下

还会使人过敏死亡。

信息来源：http://m.news.cn/2023-10/23/c_11299320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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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澳大利亚新州安乐死合法化正式开始生效

新西兰全国抗议示威活动造成交通瘫痪

新西兰中文先驱网12月 5日电 12月 5日上午，

新西兰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抗议新政府的“反毛

利”政策，这是由毛利党发起的全国性抗议活动。

抗议的车队在当日早上 7 点左右聚集在新西兰一些

城市的主要交通点，导致全国各地早高峰时段交通

瘫痪。

抗议者将车停在奥克兰北岸奥尔巴尼高速上，

阻挡了驾车者；怀卡托高速被一排汽车堵住了 20 分

钟；旺格努伊的 3 号国道也被沿着公路缓慢行走的

抗议者堵住，他们挥舞着旗帜，播放着音乐。

毛利党联合党魁拉维里·怀蒂蒂（Rawiri 

Waititi）带领抗议者向国会游行。他们聚集在 1号

高速的 Terrace 隧道，举着“尊重《怀唐伊》条约”

（Honour the Treaty）和“种族主义不会胜利”

（Racism Won’t Win）等标语。

据此前报道，上个月，国家党表示同意支持行

动党的政策，即在第一阶段对定义《怀唐伊条约》

的原则进行有约束力的全民公决。虽然这一承诺并

不能保证会有公投，但这一决定引起了毛利党的不

快，毛利党正呼吁全国民众采取行动。他们表示，

这将是未来三年一系列抗议行动的开始，“这次全

国性抗议活动是我们对政府变革的直接回应，这些

变革试图迅速瓦解三代人的工作，其议程公然无视

毛利人在新西兰的地位，并试图将我们边缘化。”

信 息 来 源：https://www.chineseherald.

co.nz/news/new-zealand/maori-protests/

人民网悉尼 11 月 29 日电 11 月 28 日，澳大利

亚新南威尔士州安乐死合法化正式开始生效，允许

处于绝症末期等疾病的患者申请结束自己的生命。

新州的安乐死法案，又称自愿协助死亡法案，

于 2022 年 5 月通过，使新州成为澳大利亚最后一个

实施安乐死法律的州。申请者必须符合一系列条件，

包括患有晚期疾病、病情不断恶化的绝症患者可在

预计死亡日期前 6 个月内提出申请，患有神经退行

性疾病（如运动神经元疾病）的患者则可在预计死

亡日期前 12 个月内提出。申请者需年满 18 岁，是

澳大利亚公民、永久居民或在新州居住至少 3 年的

居民。同时，他们还需满足在新州居住至少 12 个月

的要求，并具备做出自主决策的能力。

欲申请安乐死的患者需首先向接受安乐死培训

的医生提出结束生命的请求，该请求需要在 2 天内

获得决策。新州规定两名医生参与审批流程，医生

有权基于良心原因拒绝该请求。一旦医生接受，他

们将监督整个自愿协助死亡的过程。患者有权随时

停止或暂停自愿协助死亡的流程，且家庭成员或朋

友不能代表患者提出请求。所有参与的医生必须完

成专门的安乐死培训，任何未经正式程序的劝导使

用自愿协助死亡或滥用相关药物均被视为犯罪行为。

目前，澳大利亚所有州和领地中，北领地和首

都领地仍未合法化安乐死。

信息来源：http://australia.people.com.cn/

n1/2023/1129/c408038-401282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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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澳大利亚邮政局信件派送将改为两天一次

人民网悉尼 12 月 8 日电 澳大利亚通讯部长米歇尔·罗兰（Michelle Anne Rowland） 12 月 6 日在

公告中宣布，澳大利亚邮政局的普通信件服务，将从 2024 年起由原来的每天派送一次调整为每两天派送

一次，而快递和优先信件仍将保持每天派送。

公告指出，澳大利亚邮政局进行这一现代化改革的原因在于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和数字化的持续

增长。澳邮政局的信件交付量自 2008 年达到峰值以来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二。2022 至 2023 年，澳大利亚

邮政局已经派送了超过 5 亿个包裹，并仍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居民每周平均收到

带有地址的信件为两封。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邮政局完全由澳政府所有，但也自行筹集资金以维持其日常运营和服

务。在 2022-23 财政年度，澳大利亚邮政局首次亏损 2亿澳元，这是该机构自 2015 年以来的第一年亏损。

澳大利亚邮政局的现代化改革于 2023 年五月在新南威尔士州霍恩斯比地区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试运

行，随后扩展到南澳大利亚州、西澳大利亚州、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试运行结果表明，新的派送规

则使邮政工作人员能够多派送 20% 的包裹。

信息来源：http://australia.people.com.cn/n1/2023/1208/c408038-40134805.html

◎ 澳大利亚邮政局悉尼营业网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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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澳大利亚多地遭遇极端天气

5-10 西巴布亚圣诞节因持续的人道主义危机而受到破坏

根据新华社综合报道，12 月下旬澳大利亚多地

遭遇极端天气。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5 日报道，澳大利亚不少

地区 24 日遭遇热浪袭击，局地最高气温预计达 45

摄氏度。澳大利亚气象部门 24 日对西澳大利亚州、

北领地和昆士兰州发布高温警报，局地最高气温预

计达 45 摄氏度。该国最大州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

当天最高气温预计 35 摄氏度，比常年 12 月平均气

温高出 5 摄氏度以上。西澳大利亚州应急部门网站

显示，当地 24 日有超过 20 处野火在燃烧。

另据新华社悉尼 12 月 27 日电，据澳大利亚媒

体 27 日报道，澳大利亚东海岸地区连日遭遇暴风雨

袭击，引发冰雹和洪涝等灾害，导致至少 9人死亡。

在澳大利亚东北部昆士兰州，一名 9 岁女童和另两

名女性26日在不同地方被洪水冲走后溺亡；25日晚，

一名 59 岁女性被倒下的树砸中身亡。此外，一艘载

有 11 人的船只 26 日晚在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附

近的莫顿湾倾覆，3人死亡、8人获救。在澳大利亚

东南部维多利亚州，一处露营地 26 日遭到突发洪水

袭击，一名女子身亡；另有一名男子被倒下的树砸

中身亡。

信息来源：

http://www.news.cn/world/20231225/e32b90

a6636542a3ba25e9bc4d6d7309/c.html

http://www.news.cn/20231227/f65ca1acc7c4

44c7a01d227940e1f0bd/c.html

◎ 12 月 9 日人们在澳大利亚悉尼的邦迪海滩戏水消暑

太平洋岛屿新闻协会 12 月 22 日电 西巴布亚

联合解放运动（ULMWP）主席本尼·温达（Benny 

Wenda）强调，由于印尼的种族灭绝暴力、殖民主义

和企业贪婪，数以万计的西巴布亚人面临持续斗争。

温达在圣诞致辞中对那些没有与家人和朋友一

起庆祝圣诞节，而是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作为难民

过节的西巴布亚人表示同情。

大约80000名西巴布亚人仍然在国内流离失所，

缺乏食物、水、医疗设施和子女教育资源等基本必

需品。最近，印尼向该地区增派了军队，这使得局

势更加恶化。

温达呼吁所有西巴布亚人团结起来，支持

ULMWP，并强调必须继续专注于他们的路线图，包括

获得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MSG）的正式成员资格，

确保联合国访问西巴布亚，以及最终实现由国际调

解的自决公投。

信息来源：https://pina.com.fj/2023/12/22/

west-papuan-christmas-marred-by-ongoing-

humanitarian-crisis/

◎西巴布亚联合解放运动主席本尼·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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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所罗门群岛总理拒绝出席美国 - 太平洋岛国峰会

太平洋岛国论坛与东盟签署谅解备忘录6-1

太平洋岛屿新闻协会 9月 7日电 当地时间 9月

4日，太平洋岛国论坛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签署谅解备

忘录，共谋合作与发展。签署仪式在第 43 届东盟峰

会前夕举行，由东盟现任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统佐

科·维多多（Joko Widodo）主持。

库克群岛总理兼太平洋岛国论坛轮值主席马

克·布朗（Mark Brown）在签字仪式上发表讲话，

强调伙伴关系和合作在不断演变的地缘战略格局中

的重要性。

《东盟 - 太平洋论坛谅解备忘录》凝聚了双方

携手合作的共同承诺，突出了双方在海上合作、可

持续发展目标、人文交流、减少灾害风险、人道主

义援助等广泛领域的合作，标志着区域合作迈出了

重要一步，加强了东盟和太平洋岛国之间的联系。

信息来源：https://pina.com.fj/2023/09/07/

pacific-islands-forum-and-asean-forge-

historic-partnership-with-memorandum-of-

understanding-signing/

新华社悉尼 9月 28 日电 霍尼亚拉消息：据所罗门群岛媒体 27 日报道，所总理索加瓦雷（Manasseh 

Sogavare）因反感美国“说教”而拒绝出席美国 - 太平洋岛国峰会，并表示美国应给予太平洋地区领导

人充分尊重。

据所媒体报道，索加瓦雷 27 日在首都霍尼亚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去年参加了美国 -太平

洋岛国峰会，但峰会并未达成任何预期成果。他说，美方领导人总在会上说教，“说自己有多好”。美

国需要改变做法并尊重太平洋地区领导人，给他们更多时间在峰会上讨论各自关切的问题。

索加瓦雷还表示，他认为当前处理国内事务更重要。“离议会解散只有 10 个星期了，我们还有很多

法案需要处理。作为所罗门群岛总理，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比参加峰会更重要。”

第二届美国 - 太平洋岛国峰会 25 日在美国白宫举行。索加瓦雷在参加完第 78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

辩论后没有留在美国参会。

信息来源：http://www.news.cn/2023-09/28/c_11298911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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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首次参加日美大规模联合演习6-3

参考消息网 10 月 20 日电 据共同社 10 月 19

日报道，日本防卫相木原稔 19 日在防卫省与澳大

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Richard 

Marles）举行会谈，就推进包括美国在内的三国防

卫合作达成一致。

报道称，防卫省表示，木原稔与马尔斯的会谈

着眼于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增长。双方 10 月

19 日同意，澳大利亚军队将首次参加日本自卫队和

美国军队之间的大规模联合指挥所演习。防卫省称，

澳大利亚国防军将参加两个计划中的日美联合指挥

所演习——于今年 11 月下旬举行的“山樱”演习和

于明年 2月举行的“利刃”演习。

另据《中国国防报》12月 14日电 12 月 4日，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澳大利亚陆军实施的“山樱”

联合军演开训，模拟日本受到攻击的情况。这是澳

大利亚首次正式参加这一军演。

信息来源：

h t t p s : / / w o r l d . c a n k a o x i a o x i .

com/#/detailsPage/%20/3be3086435034

517892ccdda5136fcc1/1/2023-10-20%20

09:29?childrenAlias=undefined

http://www.81.cn/wj_208604/16273366.html

6-4 针对新冠肺炎的太平洋人道主义路径正式关闭

太平洋岛屿新闻协会 10 月 23 日电 在为太

平洋岛国提供了三年半的支持后，针对新冠肺炎

（COVID-19）的太平洋人道主义路径 (PHP-C) 已正

式关闭。

PHP-C 由太平洋岛国论坛外交部长会议于 2020

年 4 月成立，向 15 个论坛成员国提供了超过 390 吨

的卫生和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继世界卫生组织于 2023 年 5 月宣布 COVID-19

现已成为一个既定且持续存在的健康问题，不再构

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论坛外长们一

致认为，现在是时候终止 PHP-C 了。论坛外长们强

调了 PHP-C 在应对 COVID-19 的集体行动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并对所有参与其中的成员国和合作伙伴表

示感谢。

信息来源：https://pina.com.fj/2023/10/23/

foreign-ministers-celebrate-success-of-the-

pacific-humanitarian-pathway-on-covid-19/

◎“山樱”联合军演开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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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第 52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在库克群岛闭幕

据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消息，2023 年 11 月 11 日，第 52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在库克群岛闭幕。超

过 600 名参会者，围绕着多个议题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议程讨论和对话。本届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主题是“我们

的声音，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太平洋之路”，针对气候、海洋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展开了多轮对话和讨论。

信息来源 https://www.forumsec.org

6-6 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发布联合公报 “强
烈担忧”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威胁

中国应急信息网 11 月 13 日电 根据《环球时报》消息，第 52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PIF）领导人峰会

10 日落幕，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在发布的联合公报中对于日本排放核污染水所造成潜在威胁的严重性再次

表达“强烈担忧”。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在库克群岛举行的 PIF 领导人峰会上，日本外务副大臣堀井岩就福岛第一核电

站“处理水”排海的情况进行说明，寻求与会国领导人的理解。不过，根据 PIF 发布的联合公报，太平

洋岛国领导人在峰会期间强调核污染水排放这一跨代际和跨国界问题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南太平洋无

核区条约（拉罗汤加条约）》以及《蓝色太平洋 2050 战略》的背景下。

本届 PIF 东道国、库克群岛总理马克·布朗（Mark Brown）在会议期间对南太平洋地区面临的核威

胁表示担忧。布朗 7 日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示，一些较小的岛国最近对美国在马绍尔群岛等地

储存核废料、日本向太平洋排放核污染水以及澳大利亚在“奥库斯”协议下采购核潜艇等表示担忧。

报道提到，虽然日本试图安抚太平洋岛国，但这一问题正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引发不安。斐济总理兰

布卡（Sitiveni Rabuka）近日就因过早公开对日本的安全保证表示“满意”而向其他美拉尼西亚国家领

导人道歉。据斐济总理办公室网站 7 日消息，兰布卡在当天举行的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MSG）会议上致

歉，声称其赞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相关报告的表态并不是反对 MSG 的集体观点，只是发表“作为一个主权

国家领导人基于科学的观点”。

信息来源：https://www.emerinfo.cn/2023-11/13/c_12123008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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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与太平洋岛国签署融资协议6-7

根据太平洋岛屿新闻协会 11 月 13 日报道，欧

盟与太平洋岛国签署了三项价值 2180 万欧元（2320

万美元）的融资协议。

第一项是欧盟和斐济政府签署的价值 1280 万

欧元（1330 万美元）的融资协议，该项资金将用于

协助斐济政府实施其两年前部署的《气候变化法案》

计划。

第二项是欧盟与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政府签署的

价值 600 万欧元（640 万美元）的融资协议，用于

支持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部门改善当地的雨水

收集和储存结构。

第三项是欧盟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政府签署的

价值 300 万欧元（320 万美元）的融资协议，总体

目标是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上取得进展，确保当

地人民普遍享有安全和有抵御力的饮用水、卫生设

施和个人卫生。

欧盟国际伙伴关系专员尤塔·乌尔皮莱宁

（Jutta Urpilainen）称，“多年来欧盟一直是太

平洋岛国稳定可靠的合作伙伴，这些协议重申了我

们之间的良好合作，将为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作出

贡献。”

信息来源：https://pina.com.fj/2023/11/13/

eu-signs-agreements-for-e21-8-million-with-

pacific-island-nations/

6-8 《萨摩亚协定》签署完成

太平洋岛屿新闻协会11月20日电 11月15日，

欧洲联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以及非洲、加勒比和太平

洋国家组织（OACPS）79 个成员国在萨摩亚首都阿

皮亚签署《萨摩亚协定》。这是首次在太平洋地区

举行的此类签字仪式，共有来自四大洲的 250 多名

代表参加。

萨摩亚总理兼外交部长马塔阿法（Fiame 

Naomi Mataafa）对这一重要活动表示欢迎，她说：

“我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时代，需要团结一致，

需要加强多边主义。”

据马塔阿法所说，《萨摩亚协定》旨在以集体

和团结的方式应对包括气候变化、海洋治理、移民、

健康、和平与安全在内的多方面挑战。协定强调人权、

民主、善治的重要性，注重性别平等和法治，并将

社会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增长作为优先事项。

信息来源：https://pina.com.fj/2023/11/20/

the-samoa-agreement-is-now-a-reality-oa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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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安全协议6-9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2月7日电 12月7日，

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

根据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今年初曾呼吁双方

尽快签署该协议，但巴新领导人担忧损害其“主权”

而犹豫不决。今天签署的协议重点涉及巴新的内部

安全，旨在通过援助，加强该国国内安全，协助巴

新警方打击武器贩运、毒品走私和部落等。

巴新总理马拉佩（James Marape）说，该协议

涉及“广泛的（安全）领域”，涵盖警务和对司法

体系的支持。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Anthony Norman 

Albanese）称赞这是一项全面且具有历史意义的协

议，协议将有利促进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信息来源：https://rfi.my/AA5Y
◎ 巴新总理马拉佩和澳总理阿尔巴尼斯 12 月 7 日在堪培拉议会

大厦签署协议（图源：法新社）

6-10
澳大利亚承诺为脆弱的太平洋国家
提供 1.5 亿澳元的气候融资

根据太平洋岛屿新闻协会 12 月 8 日报道，澳

大利亚政府已承诺为太平洋国家提供 1.5 亿澳元

（9904 万美元）的气候融资，但尚未向新成立的损

失和损害基金捐款。

在迪拜举行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 

28）的第一天，近 200 个国家达成了历史性共识，

设立损失和损害基金，以帮助世界上最贫穷和最脆

弱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澳大利亚阿尔

巴尼斯政府支持该项基金的创建，但未提供财政支

持。

与此同时，阿尔巴尼斯政府表示将向太平洋复

原力基金（Pacific Resilience Facility）提供 1

亿美元（6602 万美元）的基础资金，并向世界上最

大的气候融资机制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提供 5000 万美元（3301 万美元）。

信息来源：https://pina.com.fj/2023/12/08/

australia-commits-aud150m-to-climate-finance-

for-vulnerable-pacific-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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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与澳大利亚总理会谈 
商加强国防与经济合作

6-11

根据无线电视（TVB News）12 月 20 日报道，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Christopher Mark Luxon）上

任后首次到访邻国澳大利亚，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

（Anthony Albanese）举行会谈，商讨加强国防与

经济合作。

上月上任的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0日抵达悉尼，

会晤澳总理阿尔巴尼斯。阿尔巴尼斯表示，他和拉

克森已认识多年，两人会推动两国加强合作。

阿尔巴尼斯称：“我们两国拥有的共同价值观，

令双方有合作的良机，携手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和社

会联系，共同在国际上达成我们的一致目标。”

拉克森表示，澳英美的防卫合作有助确保太平

洋地区的和平稳定，新西兰亦有意加入，以分享相

关技术，但只限于与核潜艇无关的科技范畴，并重

申新西兰的无核立场。

信息来源：

https://news.tvb.com/sc/world/6582b44d6

0d467442787128a?utm_source=newswebshare&utm_

medium=referral

6-12 国际法院授权太平洋岛国论坛和
小岛屿国家联盟参与气候变化程序

太平洋岛屿新闻协会 12 月 22 日电  应太平洋岛国论坛（PIF）和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的请求，

国际法院（ICJ）已授权它们参与有关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义务的咨询程序。

基于《国际法院规约》第66条，法院决定，PIF和AOSIS可能能够就大会向法院提出的问题提供资料。

这两个组织将就这些问题各自提交一份书面声明，并于院长在 12 月 15 日所定的延长期限内，即 2024 年

3 月 22 日和 2024 年 6 月 24 日之前，就各国或其他组织提交的任何书面陈述提出书面意见。

信 息 来 源：https://pina.com.fj/2023/12/21/icj-authorises-pacific-islands-forum-and-

aosis-to-participate-in-the-climate-change-proceed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