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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岛国资讯

中国银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成立
6月 1日，中国银行巴布亚新几内

亚（以下简称“巴新”）代表处开业，
这是中国银行在南太平洋岛国设立的
首家分支机构。中国银行董事长葛海
蛟、中国驻巴新大使曾凡华以及巴新
总理马拉佩出席开业仪式并致辞。中
国银行董事长葛海蛟表示，他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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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新总理马拉佩发言

可以作为中国银行的一员，见证中国
银行巴新代表处成立这一具有历史意
义的事件。中国银行巴新代表处的成
立有利于中国银行进一步发挥自身全
球化经营的优势，促进中国与巴新的
经贸合作。（来源：Postcourier）

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巴新进行金融知识
培训

6月 2日，美国国际开发署主办的
金融知识培训项目结束，参与该项目
的巴新人获得结业证书。美国国际开
发署表示，凭借该证书，巴新人可以
根据矿产资源管理局信贷计划相关规
定获得一定的贷款。今年 4 月以来，
美国国际开发署对马当省乌西诺本迪
社区受采矿业影响的人民开展了金融
知识培训，以解决部分巴新人缺乏金
融知识，难以获得银行服务等问题，
该项目尤为重视妇女的参与，着力提
高妇女的经济权能。（来源：Postco
urier）

巴新议会就布干维尔公投结果进行协
商

6月 14 日，巴新议会对布干维尔
的独立公投结果做出暂时不予批准的
决定。巴新布干维尔事务部长玛纳
西·马基巴（Manasseh Makiba）
对此表示，巴新国家政府与布干维尔
方面对于议会在处理布干维尔公投结
果中的作用这一问题产生了分歧。布
干维尔方面认为，议会应当批准公投
结果，而巴新政府则认为，议会可以

通过投票做出任何决定。目前，两方
已同意议会进行新一轮协商，并在今
年年底前通过一项特别程序决定公投
结果。（来源：Postcourier）

巴新总理马拉佩就日本排放核废水问
题进行表态

6月 16 日，巴新总理马拉佩对其
有关日本核废水排放问题的声明进行
进一步解释。他表示，巴新自 1986 年
以来是该地区主要核不扩散协议《拉
罗汤加条约》的缔约国，直至目前，
巴新仍赞同《拉罗汤加条约》的所有
内容，反对日本向巴新乃至太平洋海
域排放未经测试的、不安全的核废料。
（来源：RNA）

巴新国家广播公司与南太平洋大学签
署谅解备忘录

6月 20 日，巴新国家广播公司与
太平洋岛屿新闻协会以及南太平洋大
学劳卡拉校区新闻项目组签署了为期
三年的谅解备忘录。巴新通信和信息
技术部长蒂莫西·马苏（Timothy
Masiu）和南太平洋大学副校朱利
奥·彭加（Giulio Paunga）见证了签
约仪式。该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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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新贸易部长理查德·马鲁

广东省长王伟中抵达巴新

括三个方面，即学生培训、员工交流
及联合研讨、研究活动。（来源：RNA）

巴新贸易部长表示巴新经贸合作重点
对象或将转向中国

6 月 20 日，巴新贸易部长理查
德·马鲁（Richard Maru）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北京方面将成为巴新贸易
和投资的重点合作对象。马鲁指出，
多年来，巴新与澳大利亚的贸易协定
一直以澳大利亚的利益为主导。特别
是在农产品出口方面，农产品出口仅
占巴新对澳大利亚出口额的不到 2%，
而矿产则成为了巴新对澳大利亚出口
的主要产品。因此，马鲁表示，从今
年起，巴新将与任何能够实现巴新发
展目标的国家合作，北京方面成为其
重点对象。（来源：RNA）

中国代表团访问巴新
6月 22 日，由广东省省长王伟中

带队的中国高级代表团访问巴新，分
别会见了巴新总理马拉佩、国家疾病
总监鲍威斯·帕克普（Powes Parkop）
以及巴新多位部长，双方就中国与巴
新之间的经贸往来等问题进行了会谈。
广东省长王伟中表示，今年 1-5 月，

巴新与广东省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增长
了 265.2%。对此，巴新总理马拉佩表
示，广东省是巴新在中国主要的贸易
伙伴，双方之间的贸易额增长迅速，
仍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巴新期待与广
东省开展进一步合作。（来源：
Postcourier）

巴新议员要求法院解释巴美防务协议

6月 26 日，巴新反对党领袖约瑟
夫·勒朗（Joseph Lelang）要求最
高法院对上个月巴新与美国签订的双
边防务合作协议和《登船执法人员协
定》（Shiprider Agreements）做出
法律解释。勒朗表示，巴新在未进行
知情辩论的情况下签署了该协议，该
协议的签署在巴新各地遭到了强烈的
反对。勒朗强调，他将向最高法院提
出议案，要求对协议内容及议会提出
和处理协议的方式进行法律解释。（来
源：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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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内政部长和新西兰国防部长

斐济总理对塑料污染表示担忧
6月 6日，斐济总理西蒂维尼·兰

布卡（Sitiveni Rabuka）在《斐济时
报》的广告中，呼吁所有斐济人为保
护环境免受塑料污染而斗争。兰布卡
表示，斐济的废物收集系统迫切需要
改善和扩展，对斐济太平洋回收基金
会和斐济废物回收商有限公司在倡导
塑料问题和其他形式废物方面所做的
努力表示肯定。兰布卡重申，斐济政
府支持出台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
球条约，以应对和解决塑料危机。（来
源：PINA）

斐济总理与新西兰总理举行会谈
6月 7日，斐济总理兰布卡会见新

西兰总理克里斯·希普金斯（Chris
Hipkins），重申了“杜瓦塔伙伴”
（Duavata Partnership①）关系声明
中概述的新西兰和斐济关系的精神。
希普金斯表示，新西兰将向斐济提供
1110 万新西兰元（670 万美元）的气
候变化支持，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兰布卡称，双方就对其国家和地区具
有重要意义的广泛问题交换了意见，
这次正式访问是新西兰与斐济关系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表明了双方对提升
合作方式的承诺。（来源：PINA）

斐济主持首届群岛国家论坛
6月 8日，斐济主持召开第一次群

岛国家论坛秘书处（Archipelagic
Island States Forum Secretariat，

① 杜瓦塔（Duavata），斐济语，意为团结一致。

AIS Forum）高级官员会议，为适应和
减缓气候变化及海洋保护和可持续管
理等方面的创新工作奠定基础。论坛
还向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Forum，PIDF）
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
SPC）移交了科学设备，以支持有关气
候减缓和适应的重要研究工作。该论
坛已成为一项全球倡议，从太平洋地
区到印度洋、大西洋不同发展阶段的
岛屿国家群体发出积极、可信的声音。
（来源：PINA）

斐济和新西兰加强防务关系
6月 14 日，斐济和新西兰签署了

《部队地位协定》，进一步加强双方
的防务关系。斐济内政和移民部长皮
奥·蒂科杜阿杜阿（Pio Tikoduadua）
表示，该协议将提供一个框架，支持
两军进行联合防御活动。新西兰国防
部长安德鲁·利特尔（Andrew Little）
称，这项协议反映了新西兰对其与斐
济关系的重视，对于双方军队的有效
合作非常重要。双方签署意向声明，
概述两国防务合作的优先事项，包括
培训、海事安全以及灾害和人道主义
应急协调等。（来源：P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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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库阿塔·科罗瓦瓦拉和斯图尔特·瓦茨

周剑会见斐济外交部常任秘书长
6月 21 日，中国驻斐济大使周剑

会见斐济外交部常任秘书长莱斯基马
库阿塔·科罗瓦瓦拉（Lesikimacuata
Korovavala），双方讨论了斐济和中
国之间现有的合作领域以及进一步加
强两国双边关系的问题。科罗瓦瓦拉
称，斐济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并愿
意加强两国之间的相互合作。周剑表
示，中国和斐济是相互尊重、共同发
展的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将继续通过
高层交往和务实合作，加强同斐济的
关系，支持斐济经济社会发展愿望。
（来源：PINA）

斐济-澳大利亚推进合作关系
6月 22 日，斐济外交部常任秘书

长科罗瓦瓦拉会见澳大利亚高级委员
会临时代办斯图尔特·瓦茨（Stuart
Watts）。会议概述了双方在经济、贸
易和投资、旅游、国防和安全、气候
变化和海洋等领域的合作前景，推进
斐济和澳大利亚的“乌瓦莱（Vuvale）
伙伴”关系，双方探讨了将于 2023 年
11 月在库克群岛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
坛领导人会议以及高级官员会议等的
筹备工作。（来源：PINA）

斐济撤销台湾办事处更名决定
6月 22 日，斐济决定撤销其先前

的决定，即允许台湾驻该国代表处恢
复其“中华民国”的名称。经过内阁
会议，斐济决定台湾在斐济的办事处
将坚持其现有的名称"台北驻斐济贸易
办事处"。“台湾外交部”表示，它仍
然愿意与这个太平洋岛国在各方面进
行密切合作。尽管斐济与台湾地区没
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斐济领导人
曾访问台湾地区，并在多次倡导台湾
参与国际组织。（来源：PINA）

斐济总理将对《政党法》提出异议
6月 29 日，斐济总理兰布卡将根

据《宪法》第 91(5)条和第 98(3)(c)
条在议会上就 2013 年《政党法》的某
些章节提出异议，该异议希望批准最
高法院对《政党法》第 27(6)条和第
20(2)条的解释意见。斐济反对派议员
表示，兰布卡试图通过议会援引《宪
法》第 91(5)条是非法的，并且违反了
宪法本身，其对斐济选举办公室的独
立性产生怀疑，并对议会的运作提出
质疑，宣称斐济优先党仍然是斐济最
大的政党。（来源：PINA）

斐济警方调查泄露文件的来源
6月 29 日，斐济内政部长蒂科杜

阿杜阿（Pio Tikoduadua）表示，警
方正在调查一份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
没有来源的煽动性文件，这份文件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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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加瓦雷和韩国总统尹锡悦

吁斐济军队在政府做出决定后进行干
预。警察行动助理专员利瓦伊·德里
乌（Livai Driu）称，斐济警方敦促公
众不要轻易被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旨在
破坏国家安全的计划的谣言所动摇，
警方正在调查此事并致力于保障人民
安全，呼吁人们保持冷静，从可靠来
源获取信息。（来源：Fijivillage）

所罗门群岛对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
议宣言持保留意见

6 月 1 日，所罗门群岛对“2023
韩国-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宣言”的一项
内容，特别是对与太平洋领导人在
2022 年在斐济苏瓦通过的《蓝色太平
洋大陆 2050 战略》有冲突的部分持保

留意见。梅纳西·索加瓦雷（Manasseh
Sogavare）表示，所罗门群岛不会阻
碍“2023 年韩国-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宣
言”的通过，但遗憾的是，它不能与
该宣言保持一致立场。所罗门群岛总

理会晤了韩国总统，并重申所罗门群
岛承诺在相互尊重、平等和尊重彼此
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在共同关心的问
题上与韩国合作。（来源：PINA）

所罗门群岛-斐济将签署双边安全协定
6月 7日，所罗门群岛将与斐济签

署一项双边安全协定，将使该国能够
依据《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扩大和加强与美
拉尼西亚邻国的安全关系。外交和外
贸部常务秘书科林·贝克（Collin Beck）
称，斐济军队成员已经在所罗门群岛
的所罗门国际援助部队（Solomon’s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Force）
下服役，并作为所罗门群岛-澳大利亚
安 全 条 约 （ Solomon Islands –
Australian Security Treaty）的第三
国提供协助。斐济和新西兰根据 2017
年签署的《澳大利亚-所罗门群岛双边
安全条约》（ Australia-Solomon
Islands Bilateral Security Treaty）派
军队在所罗门群岛服役。（来源：PINA）

中国向汤加捐赠三辆皮卡
6月 7日，中国（东莞市政府）向

汤加政府交付三辆皮卡车，以协助汤
加消防和紧急服务部门的工作。汤加
首相兼消防和紧急部门大臣胡阿卡瓦
梅利库与中国驻汤加大使曹小林签署
了移交证书。胡卡瓦梅利库在移交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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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加首相与曹大使移交仪式

式上感谢中国的各种援助和为实现汤
加发展目标做出的贡献。他提到，这
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向汤加援助车辆，
在 2022 年火山喷发、海啸恢复阶段以
及新冠疫情期间，中国都向消防站提
供了购买新车的资金援助。（来源：
汤加政府）

汤加启动新的物种入侵管理方案
汤加王国首相胡阿卡瓦米利乔启

动了 2021-2027 年国家入侵物种战略
和行动计划（NISSAP），在管理入侵
物种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飞跃。该
战略的制定采取跨部门方法，将所有
利益攸关方聚集在一起制定行动计划。
国家入侵物种战略和行动计划对汤加
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不仅确保入侵物
种管理在全国得到良好协调，还有助
于帮助太平洋岛屿国家和地区有效管
理入侵物种，从而减少入侵物种对其
丰富的自然遗产、社区和生计的负面
影响。（来源：SPREP）

汤加总理与澳大利亚总督会谈
6月 26 日，汤加首相胡阿卡瓦梅

利库在圣乔治政府大楼内阁室与澳大
利亚总督戴维·赫尔利（David

Hurley）进行了双边会晤。双方就经
济复苏、国防和安全、劳动力流动、
电信、灾害与人道主义合作以及气候
变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汤加总理在
会见中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发展伙
伴提供的所有援助表示感谢。他认为，
澳大利亚的援助对于加强卫生系统和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此次
访问证明了汤加与澳大利亚之间长期、
亲切和牢固的关系。（来源:汤加政府）

萨摩亚将从美韩伙伴关系中受益
6月 17 日，美国国际开发署太平

洋岛国代表团副主任钟贝蒂（Betty
Chung）与韩国国际协力机构斐济办
事处国家主任卡普恰拉（Kapchae
Ra）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双方在
太平洋岛国项目的影响并提高其效率。
该备忘录旨在确定合作领域，以应对
印太地区共同的全球挑战。8 月，美
国还将在斐济设立美国国际开发署太
平洋岛国地区办事处，负责监督 12 个
太平洋岛国的项目。（来源：Samoa
Observer）

钟贝蒂、卡普恰拉签署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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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总督访问萨摩亚
澳大利亚总督戴维·赫尔利

（David Hurley）会见萨摩亚总理菲
亚姆·内奥米·马塔阿法（Fiame
Naomi Mata'afa），澳大利亚坚信
可以为每个人提供教育。赫尔利表示
所有人，甚至残疾人，都应该接受教
育，因为教育会为他们提供争取就业
和其他人权的平等机会。赫尔利预计
将于周日飞往汤加，然后去往基里巴
斯、图瓦卢、库克群岛和瓦努阿图，
这进一步加强澳大利亚与其太平洋朋
友之间的密切关系。（来源：Samoa
Observer）

萨摩亚和南太平洋地区厄尔尼诺警报
6月 24 日，南太平洋地区应该为

厄尔尼诺现象的潜在影响做好准备。
最新的厄尔尼诺已经从厄尔尼诺观察
转变为厄尔尼诺警报，该警报意味着
2023 年厄尔尼诺现象形成的可能性
大约是正常情况下的三倍。气候学家
马尔萨勒（Mr Malsale）表示，厄尔
尼诺现象对各国的影响不同，一些国
家将比其他国家更能感受到这种影响，
特别是在旱季和最近受气旋影响的国
家。（来源：SamoaObserver）

萨摩亚加入欧盟批评全球航运业活动
6月 25 日，萨摩亚与欧盟等国家

批评全球航运业在加速脱碳的努力中
“走错了方向”。欧盟、丹麦、帕劳
和萨摩亚的代表指出，航运业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持续增加，排放量接近达

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3%”。海
事执行局称，代表们在伦敦海洋环境
保护委员会会议之前表明了自己的立
场，该会议将通过修订后的气候战略。
欧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奥洛夫·斯
科格大使（Olof Skoog）介绍了欧盟
的提案，其认为到 2050 年航运业实现
净零排放是合乎逻辑的，这将使得国
际海事组织之前设定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减少 50%的目标翻了一番。（来源：
SamoaObserver）

基里巴斯呼吁采取强制性的上游措施
6月 2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政府

间谈判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上，基里巴
斯政府官员比克（Teema Biko）认为，
基里巴斯地处偏远，出口可回收废物
的成本太高，而基里巴斯有限的土地
面积也阻碍了安装合适的废物处理设
施，塑料废物给现有的废物管理系统
和基础设施增加了更大的压力。他提
出为了有效解决塑料危机，应该考虑
强制性的上游措施。基里巴斯十分重
视塑料垃圾，在《2020-2030 年废物
管理和资源回收战略》中，确定塑料
为最需要关注的废物流并为减少塑料
消费和污染做出了一些尝试，包括禁
止使用一次性购物袋、冰块塑料袋等。
（来源：SP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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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里巴斯海外培训班开班式全体成员

基里巴斯椰子生产与加工技术海外培
训班开班

6月 6日，基里巴斯椰子生产与加
工技术海外培训班开班式在首都塔拉
瓦举办，来自基政府部门、国有企业
和社区的50名培训学员以及中国热科
院专家参加开班式。此次培训是中基
复交以来，中国在基里巴斯开展的首
个海外培训班项目，由商务部主办，
中国热科院承办，培训为期 3周。学
员将在中国专家指导下，通过课堂教
学和现场实践等方式，学习椰子新品
种培育选育、田间定植与苗期管理、
综合加工及废弃物利用和病虫害防控
等方面技术。（来源：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基里巴斯大使馆 ）

基里巴斯召开国家气候展望论坛

6 月 13 日至 14 日，基里巴斯气
象局时隔八年在塔拉瓦重新召开了基
里巴斯国家气候展望论坛，25 多名与
会者针对气候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在讨论中，与会者不仅分享了未来三
个月的气候展望，还讨论了利用气候

信息进行服务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
国家气候展望论坛是一个在气候信息
用户和基里巴斯气象局之间交换信息
需求的平台。基里巴斯办公室秘书在
论坛开幕式中提到，基里巴斯气象局
召开国家气候展望论坛，是期望在应
对气候变化过程中不仅仅是信息提供
者，更是变革推动者。（来源：SPREP）

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将资助密克罗
尼西亚海底电缆项目

6月 6日，日本表示，它和美国以
及澳大利亚签署了一项价值95万美元
的海底电缆项目，该项目将连接东密
克罗尼西亚岛国。这条海底电缆长达
2250 公里，建成后将连接科斯雷州，
基里巴斯的塔拉瓦州和瑙鲁的亚伦州，
到位于波纳佩的现有电缆着陆点。两
周前，美、日、澳、印四国刚强调了
海底电缆对于通信的重要性。“美、
日、澳三国的此番动作，也旨在抗衡
中国在南太逐渐增强的影响力。”（来
源：PINA）

新任驻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大使吴伟抵
密履新

6 月 17 日晚，中国新任驻密克罗
尼西亚联邦大使吴伟抵达波纳佩州履
新，并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密联邦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厄姆斯代表密政府
到机场迎接。吴伟大使表示，很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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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中国驻密联邦第十三任大使。中
密建交 34年来，双边关系在恪守一个
中国原则基础上不断发展，中方愿与
密方共同努力，不断增进政治互信，
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弘扬
传统友谊，谱写中密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发展新篇章。厄姆斯代表密政府欢
迎吴大使履新，表示相信在双方共同
努力下，中密友好关系和各领域务实
合作将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来源：
中国驻密联邦使馆）

瓦努阿图总理强调气候变化的威胁
6 月 8 日，瓦努阿图总理伊斯梅

尔·卡尔萨考（Ishmael Kalsakau）
在太平洋融合总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
表示，气候变化是一种生存威胁，影
响着所有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在全球
变暖和核试验的影响下，海洋正在变
暖，珊瑚礁正在死亡，维护海洋资源
是太平洋领导人的首要任务。太平洋
融合中心将与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国
合 作 ， 以 《 波 伊 宣 言 》 （ Boe
Declaration）确定的地区安全优先事
项为指导，并支持对共同的安全优先
事项进行区域决策。（来源：PINA ）

瓦努阿图将在印度尼西亚开设大使馆
6月 19 日，瓦努阿图外交部长乔

瑟姆·纳巴特（Jotham Nabat）会
见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雷特诺·马苏

迪（Retno Marsudi），讨论了瓦努阿
图在印度尼西亚设立大使馆的问题，
举办年度磋商会议的可能性，以及加
强双边关系的方法。印度尼西亚在
2023年 7月向瓦努阿图提供了价值超
过 512，820 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双
方也正在起草一项关于外交和公务护
照持有人免签证的协议，增强双方的
合作关系。（来源：PINA ）

帕劳总统访问福岛第一核电站
6月 14 日，帕劳总统萨兰格尔·惠

普斯（Surangel S. Whipps, Jr.）视察
了日本福岛核电站后会见了福岛县知
事内博里正雄（Uchibori Masao），
呼吁日本提高受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
排放过程的透明度。太平洋岛国论坛
将继续与日本政府就计划从受损核电
站排放经过处理和稀释的水进行对话。
日本政府表示，在释放到海洋中之前，
这些水将被稀释以降低放射性氚的含
量。 在核电站，总统视察了一个将水
排放到海洋中的系统。但惠普斯在与
内博里正雄的会面中没有对处理过的
排放水发表评论。（来源：P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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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劳表示理解福岛处理水的排放
6月 16 日，帕劳总统萨兰格尔·惠

普斯对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处理水
排放计划表示理解。在东京与日本首
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举行的
会议上，他表示理解日本为确保释水
安全所做的努力，并支持日本实施处
理水排放计划。同时，两国领导人同
意加强合作，在中国对南太平洋的影
响日益增长的情形下，通过合作实现
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来源：
PINA）

《太平洋更紧密经济关系附加协议》
支持纽埃可持续经济发展

《太平洋更紧密经济关系附加协
议》区域治理会议于 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在纽埃阿洛菲举行。该协定核
心是支持区域发展并协助太平洋缔约
方更积极地参与国际贸易并从中受益。
事实上，该协定是拥有发展和经济合
作工作计划的少数自由贸易协定之一，
通过向太平洋缔约方提供发展援助，
以加强其从区域和国际贸易中受益的

能力。纽埃经济和规划总监弗兰克西
奥尼霍洛（Frank Sioneholo）表示，
该协定提供了一个加强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框架，使我们能够从贸易中获取
所需的援助。（来源： Scoop World）

《马绍尔群岛协定》因美国核遗留问
题受到阻碍

马绍尔群岛议长肯尼斯·凯迪
（Kenneth Kedi）在马绍尔群岛民主
媒体峰会上表示，在核遗留问题上缺
乏协议阻碍了马绍尔群岛与美国的
《自由联系条约》审查谈判。马绍尔
群岛有 67次被美国当作其核试验场，
当地土地遭到了严重污染，癌症也成
为马绍尔人的第二大死因。阻碍谈判
的争议事项包括议长凯迪所说的美国
政府“拒绝”支付 3.188 亿美元的赔
偿金，以赔偿因核打击造成的损失，
如流离失所，土地污染，医疗费用等。
（来源：PINA ）

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在库克群岛国
家安全战略发布会上发表讲话

6月 26 日，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
长亨利·普纳（Henry Puna）在库克
群岛国家安全战略发布会上发表讲话。

帕劳总统访问福岛第一核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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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太平洋地区在国家安全方面
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面临传统和非传
统安全威胁，需要各国全面协作。他
对库克群岛在处理国家安全这一关键
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表现出的承
诺表示赞赏，对库克群岛所制定的《国
家安全战略》表示了肯定。（来源：
Forumsec）

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就福岛核废水
排放问题发表声明

6月 26 日，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
长亨利·普纳（Henry Puna）就福岛
核废水排放问题发表声明。他表示，
太平洋岛国论坛致力于解决核污染的
潜在威胁。目前，太平洋岛国论坛独
立科学专家小组以及他本人正在与日
本和原子能机构专家、日本领导人以
及其他方面进行深入对话，以就这一
问题达成共识。同时，普纳指出，日
本首相岸田文雄保证，在各方一致认

可之前，日本不会排放经ALPS 处理的
核废水。（来源：Forumsec）

太平洋六国集团呼吁国际海事组织成
员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6月 28 日，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国
际海事组织气候峰会，太平洋六国集
团（6-PAC，即马绍尔群岛、斐济、
图瓦卢、汤加、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
斯六国）要求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在
控制气温上升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举
措，对每排放一吨温室气体的船舶征
收至少 100 美元的燃油税，希望通过
此方式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伦
敦大学学院研究员艾丽森·肖（Aliso
n Shaw）对此表示，太平洋方面有关
控制气温上升的提案是唯一包含公平
过渡的提案，有利于维护小岛屿国家
的利益。（来源：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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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群岛《国家安全政策》摘编

我们的愿景

通过精心设计和实施的措施，我们的人民、资源和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这
些措施可以预测威胁，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并增强抵御能力，造福所有库克群
岛人。

我们的目标

为了实现我们的愿景，我们持久的国
家安全目标是:

•保护和促进库克群岛的主权、领土
完整和良好声誉。

•维护我们社会赖以建立的民主制度、
法治、原则和国家价值观。

•确保我们和我们社区的安全，以及
重要国家资产、机构和基础设施的安全和
完整。

•维护和促进整个库克群岛的个人、
家庭、企业和社区的经济安全。

•保护基本文化价值和人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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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自然环境，同时促进库克群岛及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在地区和国际层面有效参与，支持和促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符合我们

的国家安全需求和利益。

我们的 8个国家安全支柱

1. 在高质量的情报和评估能力的支持下，协调一致和有效的政府机制管理
国家安全问题。

2. 支持备灾、救灾、恢复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抗灾国家系统。
3. 强大的、管理良好的经济。
4. 为个人和家庭提供强有力的人类安全保障。
5. 有效监测和保护库克群岛边界及其专属经济区。
6. 政治稳定和强有力的机构治理，包括安全部门。
7. 加强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能力。
8. 强有力的政策框架，以保护个人、政府和私营部门免受网络犯罪和其他

恶意活动的侵害。
其余内容，详见全文 https://www.pmoffice.gov.ck/our-work/nation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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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内政部长访问新喀里多尼亚

2023 年 6 月 1 日至 4 日，法国内政和海外领土部长吉罗德·达尔马宁
（Gérald Darmanin）访问新喀里多尼亚首府努美阿，继续向当地各方施压，
要求他们就新喀里多尼亚的政治未来达成一致。这是吉罗德·达尔马宁第二次访
问努美阿，此次访问重点关注新喀里多尼亚的非殖民化进程，对《努美阿协议》
（Accord de Nouméa）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并指出支持独立的卡纳克民阵
（FLNKS，卡纳克和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政治立场所发生的明显变化。

法国与新喀里多尼亚之间矛盾重重。在此次访问之前，法国与新喀里多尼亚
已经举行了三场磋商，磋商的根源是 1988 年 6 月 26 日吉恩·玛丽·吉鲍
(Jean-Marie Tjibaou)和雅克·拉弗勒(Jacques Lafleur)签署的《马蒂尼翁协
定》(Matignon Agreements)。《马蒂尼翁协定》是法国与新喀里多尼亚人相
互妥协的产物，为卡纳克族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制定了具体规定和保障措施。《努
美阿协定》是继《马蒂尼翁协定》后的第二项协定，1998 年 5 月 5日签署，11
月 8日，新喀里多尼亚投票通过该协定，根据《努美阿协定》，法国将更多自治
权力移交给地方政府，并为新喀里多尼亚政治发展提供支持，为新喀里多尼亚确
立了为期 20年的去殖民化进程，其中规定，新喀里多尼亚可举行三场独立公投。
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冲突问题。新喀里多尼亚在 2018 年和 2020 年曾
举办两次全民公投，均由亲法国派获胜。2018 年的全民公投当中，选择留在法
国的支持率为 56.7%，2020 年为 53.3%。2021 年 12 月 12 日的第三次独立公投
后双方进入“稳定和趋同期”，然而，卡纳克民阵对第三次全民公决的结果并不
满意，他们拒绝承认这一结果是非殖民化进程的合法结果，因为只有一小部分人
投票。尽管投票率很低，但法国法院承认这次投票符合宪法，卡纳克民阵已经向
国际法院寻求意见，试图宣布选举结果无效。2023 年 6 月，双方届时举行“方
案公投”，根据第三次公投的结果，若新喀里多尼亚决定留在法国，届时双方将
就该地区在法兰西共和国内的新地位举行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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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纳克领导人曾参加过与法国内政部长的会谈，但他们拒绝与当地忠于法国
政府的政党进行三边会谈。为了获得进一步的合作，在此次访问中，吉罗德·达
尔马宁提出了三个建议。首先，承诺“在一两代人之内”实现自决，对此，卡纳
克民阵领导人表示不想再等 50年。他们想实现的是通过联合国和国际法院进行
自决投票，必要时在国际主持下进行。其次，法国不排除进一步移交其保留的核
心主权权力——外交、国防、货币、司法和公共秩序。此前数十年，法国一直将
许多自治权力移交给当地政府。最后，限制地方省级选举中那些 1988 年开始在
新喀里多尼亚的居民及其后代的选民资格，并宣布下一次选举将于 2024 年 5月
举行。亲法国派要求放弃有利于卡纳克人的条款，但他们忽略的一点是，选举和
省议会本身是根据现已到期的协议设立的，选民资格是卡纳克人和亲法国派之间
的一个基本区别，需要通过再次界定选民资格来对他们之间的问题进行重新谈判。

6月的会谈显示双方的分歧较大。法国目前正在加大对新喀里多尼亚独立政
党的压力，要求其在法国境内将新喀里多尼亚制度化。达尔马宁部长声明，三次
公投都意味着新喀里多尼亚愿意留在法国。他强调，如果当地各方不能在讨论中
取得进展，那么法国将会采取行动取得进展。新喀里多尼亚的政治未来充满不确
定性，建立国家之后如何调解不同族裔之间的矛盾是摆在面前的重要任务和关注
的焦点。（李友怡 辑）

南太平洋地区厄尔尼诺警报

2023 年 6 月 24 日，萨摩亚气候学家马尔萨勒（Mr Malsale）表示“厄尔
尼诺现象对各国的影响不同，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受到的影响更大，特别是在旱
季和最近受到气旋影响的国家，对于太平洋地区，我们预计瑙鲁、基里巴斯、图
瓦卢、库克群岛北部和法属波利尼西亚北部的降雨量将高于正常水平，预计巴布
亚新几内亚、帕劳、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新喀里多尼亚、斐济、汤加、萨摩
亚和纽埃的部分地区降雨量将低于正常水平，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出现干旱。”而
太平洋区域环境计划秘书处也（SPREP） 表示，太平洋国家必须注意这一警报，
并确保他们从国家气象部门 (NMS) 获取正确的信息和警报。

“厄尔尼诺”是西班牙语“圣婴”一词的音译，是指在赤道太平洋东部的大
面积海域呈现海水异常增高现象。它既是一种海洋现象，又是一种大气现象，即
赤道周围海洋和大气相互作用失去平衡而产生的一种气候现象，平均每两年到每
七年发生一次，通常持续 9至 12 个月。虽然厄尔尼诺是发生在赤道中东太平洋
的区域现象，但通过海洋—大气相互作用，其威力波及全球。厄尔尼诺叠加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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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暖，使得区域及全球气候变化趋于极端化：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WMO）秘
书长佩特里·塔拉斯（Petteri Taalas）表示“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将大大增加
打破温度记录的可能性，并在世界许多地方和海洋中引发更多的极端高温”。全
球极端干旱与降水现象大幅增多，位于南太平洋地区的众岛国，也在气候危机中
大受影响。

首先，就西南太平洋（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南部到库克群岛南部的瓦努阿图、
斐济、所罗门群岛、萨摩亚和汤加等国家）降雨量减少，干旱加剧，岛国面临缺
水危机，降雨的减少威胁到主要以农业为生的社区的淡水资源，并且缺水可能对
人体健康带来严重影响，使疾病爆发的风险增大。2015 年，厄尔尼诺现象还使
得 8月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了霜冻，这就直接导致作物歉收和粮食短缺。霜冻
严重破坏了高地主食作物，这是厄尔尼诺发生时减少夜间云层覆盖的结果，同时
这也破坏了作为食物来源的野生植物。其次，位于中太平洋和东太平洋等离赤道
较近的岛国（基里巴斯和图瓦卢等）则发生了强烈的降雨，洪水泛滥，海平面上
升，海水温度升高，贸易风减弱。再次，沿海渔业资源几乎消失，渔民失去了食
物和生计来源。最后，厄尔尼诺还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联合国世界气象组
织（WMO）发布声明称，厄尔尼诺现象七年来首次在热带太平洋出现，而世界
气象组织的一份新的报告预测，厄尔尼诺事件有 90％的可能性在 2023 年下半年
继续存在。再加上厄尔尼诺现象对全球气温的影响通常在其形成的第二年展现出
来，因此，各岛国对于厄尔尼诺的应对将是一个艰巨且长期的过程。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气候型态，但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也成为其
发生的原因之一。从形成机理上说，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温室效应，
因此，防治厄尔尼诺就要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采取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等方
面采取行动。岛国政府也要积极展开预防措施，维护好粮食安全、水资源供求、
生态环境保护、人体健康和基础设施建设。（栾清媛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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