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

05
主 编：赵少峰

执行主编：吕俊昌 倪 凯

编 辑：李友怡 赵笑彤

安婧彤 姜晓倩

栾清媛 部唯一

万寿宏

主 编：赵少峰

执行主编：吕俊昌 倪 凯

编 辑：赵培培 吕明月 李友怡

万寿宏 史新钊 黄永琰

李 晨 周子杰 马翰文

08
2024



目 录
CONTENTS

太平洋岛国大事记
CHRONICLE OF EVENTS OF PACIFC ISLANDS

巴布亚新几内亚 01/ 斐济 03/ 所罗门群岛 05/

汤加 07/ 萨摩亚 08/ 基里巴斯 09/

瓦努阿图 10/ 马绍尔群岛 10/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11/

图瓦卢 11/帕劳 12/ 纽埃 13/

瑙鲁 13/ 综合 14/

地区风险报告
REGIONAL RISK REPORT

台湾地区不再是太平洋岛国论坛“发展伙伴”/22

资料摘编
EXCERPT OF INFIORMATION

第五十三届太平洋岛国论坛联合公报/16

世界气候外交会议概览（二）/19



第 1 页

巴新与世卫组织举办卫生研讨会

8 月 6 日，巴布亚新几内亚（以下

简称巴新）卫生部门与世卫组织联合

举行医疗卫生研讨会，以进一步完善

巴新的医疗服务体系。世卫组织代表

表示当前巴新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形

势严峻，22 个省份正遭遇医护资源短

缺问题。因此，世卫组织已帮助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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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了一份公共卫生发展规划，以帮

助巴新政府提升医护力量。巴新卫生

部副部长朵拉·伦图鲁特·卡塔里（Dora

Lunturut Katal）博士呼吁社会各界团

结一致，合力建设完善的医疗服务体

系。（来源：Post Courier）

巴新布干维尔出台粮食安全计划

8 月 7 日，巴新布干维尔自治政府

出台了“2023—2027 粮食安全策略

及行动”计划，以保证未来布干维尔

地区的粮食安全。长期以来，布干维

尔地区面临着粮食不足的威胁。此计

划将着力提高布干维尔地区的食物产

量，加强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开发，通

过制定合理的分配方式保证全体居民

的温饱，建立一个自力更生的粮食生

产供给体系。（来源：Post Courier）

澳大利亚将保障巴新网络安全

8 月 9 日，澳大利亚网络事务与关

键技术部部长布兰登·道琳（Brendan

Dowling）结束了对巴新为期三天的

考察，并表示澳大利亚将协助巴新提

升网络安全性。道琳强调了数字化对

巴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指出巴新

网络安全存在较高风险。为此，澳大

利亚将向巴新提供“太平洋网络安全

快速反应小组”服务，以便在必要时

刻保障巴新的网络畅通及安全。（来

源：Post Courier）

巴新举办印太调解论坛

8 月 16 日，第 10 届印太调解论

坛于巴新首都莫尔兹比港开幕。本次

会议由巴新最高法院主持，聚焦于环

境保护与气候变化，汇集了从非洲至

亚洲的数十个国家。该会议旨在搭建

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使各国通过协

商调解的方式达成一致，齐心协力应

对气候变化。（来源：Post Courier）

印尼总统访问巴新

8 月 21 日，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

波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

到访莫尔兹比港，与巴新总理詹姆

斯·马拉佩（James Marape）举行会

谈。会上，马拉佩总理对普拉波沃当

选表示祝贺，并回顾了两国数十年来

的友好关系。普拉波沃表达了对马拉

佩总理的感谢，并强调巴新与印度尼

西亚首脑与政府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

重要性。（来源：Post Courier）

巴新总理与联合国秘书长举行会晤

8 月 26 日，巴新总理詹姆斯·马拉

巴新卫生研讨会参会人员

苏比安托（左）与马拉佩（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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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与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于第53 届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峰会期间

举行会晤。双方此次会晤集中探讨了

巴新在后疫情时代的发展、布干维尔

独立、气候变化等热点问题。古特雷

斯表示，联合国将按照约定帮助巴新

解决布干维尔问题，并向巴新提供资

金以助力其森林保护项目。（来源：

Post Courier）

巴新波尔盖拉地区形式紧迫

8 月 29 日，当地领导人尼克森·帕

基亚（Nickson Pakea）向媒体表示，

波尔盖拉地区正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

自 5 月穆利塔卡山谷发生滑坡以来，

当地交通便被阻断。目前波尔盖拉山

谷地区正面着严重的粮食短缺与燃料

危机，由此产生的黑市也使得山谷内

的物价快速上升。然而根据政府估计，

联通山谷与外界的公路将至少需要 5

个月才可完成建设。帕基亚向国际社

会发出援助请求，希望各界能够提供

支持，帮助波尔盖拉人民度过难关。

（来源：Post Courier）

印度在斐济议会重申对气候行动的承

诺

8 月 6 日，印度总统德劳帕迪·穆

尔穆（Droupadi Murmu） 重申了印

度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例

如威胁两国的海平面上升。穆尔穆在

斐济议会发表讲话时强调了两国在应

对这些全球挑战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来源：PINA）

斐济和美国共同主办印太环境安全论

坛

8 月 7 日，斐济和美国共同主办印

太环境安全论坛（Indo-Pacific

Environmental Security Forum），

表明了他们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共

同承诺。内政事务和移民局常务秘书

梅森·史密斯（Mason Smith）表示，

“它表明了我们对《鲍伊宣言》（2018

年）中阐明的对安全的广泛理解的共

同承诺，并表明了我们对为共同的环

境安全挑战提供协作和循证解决方案

的共同承诺”，“气候变化日益增长

的连锁反应将继续以复杂且有时不可

预测的方式影响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的

安全”。（来源：PINA）

澳大利亚外长访问斐济并出席论坛外

长会议

8 月 8 日，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Penny Wong）前往斐济出席太平

洋岛国论坛外长会议。黄英贤表示，

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外长会议是一个

交流思想和共同努力的机会，以太平

洋方式应对我们共同的挑战，包括气

候变化、地区安全和推动经济增长以

及共同实施蓝色太平洋大陆 2050 年

战略，以建设一个更加互联互通和有

韧性的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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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使 贾 斯 汀 · 穆 罕 默 德 （ Justin

Mohamed） 将首次陪同黄英贤参加

太平洋岛国论坛外长会议，提升原住

民在“我们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大家庭

的接触和加深联系”方面的角色。

（来源：PINA）

中国承诺帮助斐济应对气候变化

8 月 21 日，斐济总理西蒂维尼·兰

布卡（Sitiveni Rabuka）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会见国家主席习近平，此前他

在中国各地访问了一个多星期。习近

平表示，中国愿意继续在经济和社会

发展方面向斐济提供帮助。兰布卡对

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安全利

益采取了更为谨慎的立场，他称赞斐

济与北京的友好关系，表示他更愿意

在安全问题上与民主的“传统朋友”

打交道。（来源：PINA）

斐济总理兰布卡与美国副国务卿库尔

特·坎贝尔会谈

8 月 28 日，斐济和美国承诺加强

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国防和安全、

旅游、贸易和投资、气候适应力和民

间联系。在第 53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期

间举行的会议为斐济和美国提供了一

个机会，可以探讨在对多边和双边合

作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上深化接触的

前 景 。 斐 济 总 理 西 蒂 维 尼 · 兰 布 卡

（Sitiveni Rabuka）在讲话中表示，

感谢美国通过了旨在促进社会经济发

展、气候复原力和地区和平与安全的

举措，向斐济和更广泛的太平洋地区

提 供 持 续 的 支 持 。 （ 来 源 ： Fiji

Government）

斐济继续受益于与澳大利亚和太平洋

地区的合作

8 月 28 日，在汤加举行的太平洋

岛国论坛上，总理西蒂维尼·兰布卡

（Sitiveni Rabuka） 在关于“太平洋

警务倡议”的联合公告中强调“斐济

继续受益于与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

的合作”。兰布卡表示，地区面临来

自跨国犯罪的持续挑战，斐济有责任

制定太平洋警务倡议。澳大利亚总理

安 东 尼 · 阿 尔 巴 尼 斯 （ Anthony

Albanese） 表示，太平洋地区领导人

正在共同努力塑造我们希望看到的未

来——提高太平洋警察部队的能力、

合作和互操作性有利于所有太平洋国

家的安全。（来源：Fiji Government）

斐济兰布卡总理会见美属萨摩亚总督

8 月 29 日，在汤加举行的第 53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期间，斐济总理西

蒂维尼·兰布卡（Sitiveni Rabuka） 与

美属萨摩亚总督马加（Lemanu P.S.

Mauga）举行了双边会谈，斐济总理

太平洋岛国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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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纳拉穆提拜访马内莱

兰布卡总理会见美属萨摩亚总督马加

兰布卡表示，斐济随时准备与美属萨

摩亚和其他非自治的太平洋岛国和领

土在共同关心的领域进行合作。在地

区问题上，兰布卡总理承认美属萨摩

亚申请成为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准成员

资格。他强调了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在

对其区域架构进行审查的工作，这对

成员类别有影响。他希望这项工作能

够在 2025 年在所罗门群岛举行的下

一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之前完成。（来

源：Fiji Government）

印度驻所罗门群岛特使拜访马内莱

8 月 10 日，印度驻所罗门群岛特

使 苏 纳 拉 穆 提 （ Shri Inbasekar

Sunaramuthi）对所罗门群岛总理杰

里迈亚·马内莱（Jeremiah Manele）

进行离职前的礼节性拜访。苏纳拉穆

提表示，印度和所罗门群岛之间的合

作项目将在 2025 年有所成果。此外，

两国还将合作建立海水淡化厂。苏纳

拉穆提强调了马内莱总理访问印度的

重要性，并表示此次访问将进一步加

强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马内莱对印

度在双边关系和地区层面的领导作用

表示认可，并认为在苏纳拉穆提的引

领下，印度和所罗门群岛的双边关系

将变得更加牢固。（来源：Solomon

Star）

中国为所罗门群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

资金支持

8 月 16 日，所罗门群岛马莱塔省

与中国江苏省合作建设的基督教社区

高中（KCCHS）礼堂翻新工作完成。

校长约翰·利马伊托（John Limaito'o）

对中国资助学校礼堂翻新表示衷心的

感谢，并高度评价了中所两国合作的

重要性。中国大使馆代表顾文龙对学

校礼堂翻新工程的迅速实施表示称赞，

并表示中国资助的农村可持续发展计

划（RSDP）中的 20 多个项目正在进

行中。中国向所罗门群岛提供的资金

支持为所罗门群岛人民提供经济利益，

并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来源：

Solomon Star）

所罗门群岛航空公司开通瓦努阿图航

班

8 月 16 日，所罗门群岛航空公司

（Solomon Airlines）宣布将开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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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到瓦努阿图的圣埃斯皮里图岛

（Espiritu Santo）的新直飞航班，航

空工业协会首席执行官西蒙·华莱士

（Simon Wallace）表示，该航班的

开通缓解了瓦努阿图航空公司倒闭的

窘迫现状，促进了瓦努阿图旅游业的

发展，将进一步带动新西兰经济增长，

同时促进所罗门群岛旅游业的发展。

（来源：RNZ）

澳大利亚承诺为马莱塔省道路修复提

供基础设施支持

8 月 19 日，澳大利亚高级专员罗

德·希尔顿（Rod Hilton）与所罗门群

岛总理杰里迈亚·马内莱共同见证了南

路修复工程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澳大

利亚将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持，使

马莱塔道路耐用且具有气候适应性。

与此同时，马内莱表示，马莱塔省会

奥基（Auki）的柏油封路工程将很快

开始，并希望以此改善基础设施，刺

激经济增长。（来源：RNZ）

中国向所罗门群岛提供奖学金名额

8 月 29 日，所罗门群岛教育和人

力 资 源 开 发 部 部 长 图 真 · 里 奥 卡 纳

（Tozen Leokana）出席在霍尼亚拉

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表示中国

提供的奖学金推动了中所关系的友好

发展。根据今年 7 月马内莱北京之行

签署的备忘录，从 2025 年开始，中国

在未来五年内向所罗门群岛的学生提

供约 150 个奖学金名额。为未来双方

在学生交流、校际合作、语言教育和

短期培训等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来源：Solomon Star）

所罗门群岛开展安全行动

8 月 27 日，应所罗门群岛政府的

邀请，由澳大利亚国防军（ADF）领

导的一支多国特遣队抵达所罗门群岛，

对战争时期遗留的危险爆炸物进行安

全处理。该多国团队将与所罗门群岛

皇家警察部队（RSIPF）的爆炸物处理

专家合作，预计在 9 月中旬之前处理

西部省的战争遗留爆炸物。联合作战

部长贾斯汀·琼斯（Justin Jones）表

示，安全处置战争遗留爆炸物为社区

提供了更多的农业和基础设施用地，

并有助于为经济发展改善条件。（来

源：SIBC）

所罗门群岛代理总理托沃西亚成功斡

旋特纳鲁谋杀案件

8 月 29 日，所罗门群岛政府在代

理总理布拉德利·托沃西亚（Bradley

Tovosia）的领导下，成功就在特纳鲁

地区发生的谋杀案件达成了和平协议。

布拉德利与东霍尼亚拉国会议员、瓜

达 尔 卡 纳 尔 岛 议 会 议 长 莫 里 斯

（Morris Toiraena）和最高酋长约

获得中国奖学金的所罗门群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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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萨克塔拉（John Saketala）一起迅

速出面干预以缓和局势，并达成了最

终和平协议。此次事件的成功解决不

仅凸显了布拉德利的决定性领导，也

反映了国家团结与过渡政府（GNUT）

致力于维护所罗门群岛的和平与稳定。

（来源：SIBC）

汤加加盟太平洋气候适应基金

8 月 2 日，太平洋岛国论坛财政部

长会议宣布，汤加将成为太平洋气候

适应基金（PRF）注册国。气候变化和

灾害对汤加社区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这一举措有助于筹集资金，建立对气

候变化和灾害的抵御能力。汤加的加

入被视为是加强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

和灾害准备的开创性举措。基金已经

受到中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的

支持，计划于 2025 投入运营。（来源：

PINA）

汤加举办首届太平洋海洋联盟

8 月 24 日，适逢太平洋岛国论坛

在汤加召开之际，太平洋海洋联盟

（Pacific Ocean Alliance，POA）举

办首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海洋问

题与气候变化和融资等关键话题。图

瓦卢总理费莱蒂·泰奥（Feleti Teo）分

享了他在海洋领域的丰富经验，强调

了所有海洋利益相关者之间协调努力

的必要性。地区组织工作者和相关问

题专家也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太平

洋地区拥有重要的海洋资源，海洋问

题仍然是该地区议程的核心。（来源：

PINA）

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访问汤加

8 月 27 日至 28 日，美国副国务

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

率美国代表团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

坎贝尔在与会期间会见了汤加首相胡

阿卡瓦梅利库（Hu’akavameiliku），

其表示希望深化美国与汤加合作的机

会，包括通过在努库阿洛法大使馆开

设新的领事空间。双方就双边关系的

关键优先事项以及一系列共同的全球

和地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胡阿

卡瓦梅利库欢迎开设非移民签证申请

面试的考点，并重申他对加强美国和

汤加之间双边关系的支持。此次访问

是最近一次美国高级官员对该地区进

行的一系列高级别访问，牢固美国与

太平洋岛国的外交联系。（来源：U. S.

Department of State）

汤加财政部长呼吁关注太平洋气候适

应基金

8 月 29 日，汤加财政部长蒂奥菲

卢西·蒂乌艾迪（Tiofilusi Tiueti）在太

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期间敦促太

平洋国家及其合作伙伴团结起来支持

太平洋气候适应基金，称这是朝着该

地区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未来的“大胆

一步”。蒂乌艾迪说：“太平洋气候

适应基金是一种基于信任和尊重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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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合作新方式”。他还强调了合作和

创新对于确保基金成功的重要性，希

望“创建一个不仅具有韧性，而且繁

荣、公平和可持续的太平洋”。（来

源：PINA）

日本为萨摩亚提供援助

8 月 7 日，萨摩亚萨马陶小学重建

项目和萨图帕伊特亚区（Satupa'itea）

供水系统改善项目签字仪式在日本驻

阿皮亚大使馆举行。日本驻萨特命全

权大使千田圭介（SENTA Keisuke）

签署了将日本“基层人类安全项目”

（ Grass-Roots Human Security

Projects ，GGP）援助赠款转让给项

目委员会代表的协议。萨马陶小学获

得了 148,151 美元（约合 400,000 塔

拉）的赠款，用于重建教学楼和旧校

舍；非营利组织独立水计划协会获得

了 169,971 美元（约合 458,000 塔拉）

的赠款，用于改善萨图帕伊特亚区的

供水系统。（来源：Government of

Samoa）

关岛和美属萨摩亚获得太平洋岛国论

坛准成员资格

8 月 9 日，太平洋岛国论坛主席兼

库克群岛总理马克·布朗（Mark Brown）

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外长会议上宣布美

国领土关岛和美属萨摩亚成为主要地

区决策机构的准成员。格里菲斯亚洲

研 究 所 太 平 洋 中 心 （ Griffith Asia

Institute's Pacific Hub）苔丝·牛顿·凯

恩（Tess Newton-Cain）博士认为，

其与地缘政治有关。美国国务卿安东

尼·布林克（Antony Blinking）表示，

这些领土的政治地位意味着它们不能

成为正式成员，但支持申请准成员资

格。（来源：RNZ）

萨摩亚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举办

研讨会

8 月 15 日，萨摩亚农业和渔业部

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亚洲及太平

洋区域办事处举办启动研讨会，在萨

摩亚正式启动和概述“手拉手”倡议。

萨摩亚计划加入 2024 年的“手拉手”

倡议投资。粮农组织承诺为该计划在

萨摩亚的实施提供技术支持。萨摩亚

投资计划将侧重于可可、椰子和芋头

这三种关键价值链商品，并将于 2024

年10 月在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论坛上

提出。（来源：Government of Samoa）

联合国秘书长访问萨摩亚

8 月 21 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

奥·古特雷斯访问萨摩亚，为太平洋岛

论坛外长参加会议

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521679/us-territories-vying-for-pacific-island-forum-associate-membership
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521679/us-territories-vying-for-pacific-island-forum-associate-membership
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521679/us-territories-vying-for-pacific-island-forum-associate-memb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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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做准备。在为期三

天的访问中，古特雷斯与萨摩亚总理

菲亚梅·娜奥米·马塔法（Fiamē Naomi

Mata'afa）会面，访问被 2009 年海

啸和海平面上升严重影响的阿莱帕塔

地区（Aleipata）。古特雷斯的访问重

申了联合国对萨摩亚和更广泛的太平

洋地区所面临的关键挑战的坚定承诺。

（来源：PINA）

新西兰副总理就萨摩亚公民身份法案

发表演讲

8 月 30 日，200 多名来自奥特亚

罗瓦（Aotearoa）的萨摩亚社区成员

与 新 西 兰 副 总 理 温 斯 顿 · 彼 得 斯

（Winston Peters）和新西兰第一党

分享观点，以确保国会议员蒂瑙·图伊

奥诺（Teanau Tuiono）恢复萨摩亚人

公民身份的法案将通过二读和三读。

萨摩亚公民身份法案旨在为 1924 年

至 1949 年间出生在西萨摩亚的人恢

复被 1982 年的《公民身份（西萨摩亚）

法案》撤销的新西兰公民身份。温斯

顿·彼得斯表示，新西兰第一党将继续

支持该法案，为萨摩亚做正确的事情。

（来源：RNZ）

基里巴斯议会选举结果公布

8 月 21 日，基里巴斯公布议会选

举结果。14 位现任议员失去了席位，

包括现任总统塔内希·马茂（Taneti

Maamau）在内的 27 位议员维持了他

们的席位。17 位新议员当选，其中包

括 5 位女性议员。有消息人士称，谁

将组成政府还不确定。他们认为，选

民们已经通过选举表明了不希望政府

换届的诉求。（来源：RNZ）

基里巴斯在 2025 年前对外交官关闭

边境

8 月 21 日，由于举行全国大选，

基里巴斯在 2025 年前禁止外国外交

官来访，这引发了一些官员的猜测。

基里巴斯外交和移民部致外国外交使

团的一封信中说明，为使政府集中精

力完成选举，这一措施是必要的。一

名匿名消息人士表示，他们认为此举

旨在给新政府“喘息空间”。基里巴

斯这一决定也可能对新西兰外交部长

温斯顿·彼得斯（Winston Peters）访

问太平洋岛国论坛17 个成员国的计划

造成负面影响。（来源：PINA）

基里巴斯支持迈克尔·洛奇担任国际海

底管理局秘书长

8 月 2 日，基里巴斯政府宣布支持

现任秘书长迈克尔·洛奇（Michael
新西兰副总理温斯顿·彼得斯发表演讲

https://www.bing.com/ck/a?!&&p=1732bea8de453e21JmltdHM9MTcyNTc1MzYwMCZpZ3VpZD0xOGYyZGIyNS01N2UyLTZmNzktMTI3My1jYWRkNTZhODZlNzImaW5zaWQ9NTQ1OQ&ptn=3&ver=2&hsh=3&fclid=18f2db25-57e2-6f79-1273-cadd56a86e72&u=a1L3NlYXJjaD9xPSVlNiViOCVhOSVlNiU5NiVhZiVlOSVhMSViZiVjMiViNyVlNSViZCViYyVlNSViZSU5NyVlNiU5NiVhZiZGT1JNPVNOQVBTVCZmaWx0ZXJzPXNpZDoiMWViYTRmOGItZGYwMi1iYTYwLWVhOTctYzQxZGVlNzY3OTZiIg&ntb=1
https://www.bing.com/ck/a?!&&p=1732bea8de453e21JmltdHM9MTcyNTc1MzYwMCZpZ3VpZD0xOGYyZGIyNS01N2UyLTZmNzktMTI3My1jYWRkNTZhODZlNzImaW5zaWQ9NTQ1OQ&ptn=3&ver=2&hsh=3&fclid=18f2db25-57e2-6f79-1273-cadd56a86e72&u=a1L3NlYXJjaD9xPSVlNiViOCVhOSVlNiU5NiVhZiVlOSVhMSViZiVjMiViNyVlNSViZCViYyVlNSViZSU5NyVlNiU5NiVhZiZGT1JNPVNOQVBTVCZmaWx0ZXJzPXNpZDoiMWViYTRmOGItZGYwMi1iYTYwLWVhOTctYzQxZGVlNzY3OTZiIg&ntb=1
https://www.bing.com/ck/a?!&&p=1732bea8de453e21JmltdHM9MTcyNTc1MzYwMCZpZ3VpZD0xOGYyZGIyNS01N2UyLTZmNzktMTI3My1jYWRkNTZhODZlNzImaW5zaWQ9NTQ1OQ&ptn=3&ver=2&hsh=3&fclid=18f2db25-57e2-6f79-1273-cadd56a86e72&u=a1L3NlYXJjaD9xPSVlNiViOCVhOSVlNiU5NiVhZiVlOSVhMSViZiVjMiViNyVlNSViZCViYyVlNSViZSU5NyVlNiU5NiVhZiZGT1JNPVNOQVBTVCZmaWx0ZXJzPXNpZDoiMWViYTRmOGItZGYwMi1iYTYwLWVhOTctYzQxZGVlNzY3OTZiIg&ntb=1
https://www.bing.com/ck/a?!&&p=1732bea8de453e21JmltdHM9MTcyNTc1MzYwMCZpZ3VpZD0xOGYyZGIyNS01N2UyLTZmNzktMTI3My1jYWRkNTZhODZlNzImaW5zaWQ9NTQ1OQ&ptn=3&ver=2&hsh=3&fclid=18f2db25-57e2-6f79-1273-cadd56a86e72&u=a1L3NlYXJjaD9xPSVlNiViOCVhOSVlNiU5NiVhZiVlOSVhMSViZiVjMiViNyVlNSViZCViYyVlNSViZSU5NyVlNiU5NiVhZiZGT1JNPVNOQVBTVCZmaWx0ZXJzPXNpZDoiMWViYTRmOGItZGYwMi1iYTYwLWVhOTctYzQxZGVlNzY3OTZiIg&ntb=1
https://www.bing.com/ck/a?!&&p=1732bea8de453e21JmltdHM9MTcyNTc1MzYwMCZpZ3VpZD0xOGYyZGIyNS01N2UyLTZmNzktMTI3My1jYWRkNTZhODZlNzImaW5zaWQ9NTQ1OQ&ptn=3&ver=2&hsh=3&fclid=18f2db25-57e2-6f79-1273-cadd56a86e72&u=a1L3NlYXJjaD9xPSVlNiViOCVhOSVlNiU5NiVhZiVlOSVhMSViZiVjMiViNyVlNSViZCViYyVlNSViZSU5NyVlNiU5NiVhZiZGT1JNPVNOQVBTVCZmaWx0ZXJzPXNpZDoiMWViYTRmOGItZGYwMi1iYTYwLWVhOTctYzQxZGVlNzY3OTZiIg&nt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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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新两国总理拉克森（左）与萨尔维（右）

Lodge）参加即将举行的国际海底管

理局（ISA）秘书长选举。基里巴斯政

府在声明中强调了洛奇秘书长与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 (SIDS) 的深厚联系以

及他对可持续海洋资源管理的承诺。

声明中指出了遵守以《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为基础的规则与方法的重要性，

并重申其对可持续海洋利用的立场，

即反对破坏性的深海作业。（来源：

PINA）

瓦努阿图总理会见新西兰总理

8 月 5 日，瓦努阿图总理夏洛特·萨

尔维（Charlot Salwai）在惠灵顿会见

新 西 兰 总 理 克 里 斯 托 弗 · 拉 克 森

（Christopher Luxon）。双方进一步

讨论深海采矿、季节性移民等问题。

季节性移民问题是拉克森此行的焦点，

早在今年 6 月，他就表示希望将参与

国的季节性劳工人数增加一倍。会后，

双方就所强调的协调和合作领域发表

了联合声明。（来源：PINA）

瓦努阿图任命气候变化和环境特使

8 月 20 日 ， 拉 尔 夫 · 雷 根 瓦 努

（Ralph Regenvanu）被任命为气候

变化和环境特使，其职责包括协助政

府推动关键的气候和环境举措，通过

谈判获得关键气候融资，旨在强调气

候变化对瓦努阿图等脆弱国家影响的

关键倡议。此外，雷根瓦努在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等各种国际

平台上代表瓦努阿图谈判和获得支持。

（来源：PINA）

马绍尔群岛希望论坛在核遗留问题和

人权问题上提供支持

8 月 28 日，马绍尔群岛的政府和

人民希望获得地区和国际支持，以解

决那个时代的核遗留问题。海因总统

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OHCHR）的代表一起在努库阿洛法

（Nuku'alofa）的一个公共论坛上发

表讲话，概述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上关于核遗留问题和人权的倡议。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 50 年里，美国、英

国和法国在大洋洲、基里巴斯、法属

波利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以及马绍尔群

岛的 10 个地点进行了超过 315 次大

气和地下测试。（来源：P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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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绍尔群岛与其他太平洋国家一起关

注福岛核废水排放问题

8 月 13 日，马绍尔群岛决定与其

他太平洋领导人达成支持日本排放处

理过核废水的协议，即使马绍尔群岛

总统对此表示担忧。2023 年 8 月，

日本开始排放从福岛核电站收集的水，

此前福岛核电站在 2011 年的地震和

海啸导致该核电站熔化。太平洋地区

的反应好坏参半。马绍尔群岛一直对

此次释放表示担忧，并在日本举行的

第 10 届日本-太平洋岛国峰会上重申

了这一点，理由是该国因美国核试验

而承受的“独特的放射性污染负担”。

（来源：PINA）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寻求通过全球市场

扩大金枪鱼产业

8 月 13 日，在第二届密克罗尼西

亚联邦渔业峰会上，密联邦副总统阿

伦·帕利克（Aren Palik）强调了金枪

鱼产业对密联邦经济与粮食安全的关

键作用。他还表示，密联邦应当加强

与欧盟及其他岛国的伙伴关系，以此

开拓新市场。同时，简化外国投资环

境，创造良好的产业环境。帕利克副

总统还强调了海洋发展与保护并重的

必要性，并重申了实现密联邦金枪鱼

产业繁荣且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来

源：PINA）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与新西兰政府

部长进行双边会谈

8 月 15 日，密克罗尼西亚总统韦

斯利·西米纳（Wesley W. Simina）与

新西兰副总理兼外长温斯顿·彼得斯

（Winston Peters）举行了两国之间

的首次双边会谈。彼得斯总理表示，

他希望这次会议将成为密新两国建立

更紧密关系的开端。同时，两国领导

人还就加强地区合作交流与地区事务

决策交换了意见。彼得斯副总理与西

米纳总统都认为应当在太平洋岛国论

坛中加强集体行动，分享观点并共同

决策。（来源：PINA）

中国大使表示支持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成功举办密克罗尼西亚世博会

8 月 21 日，中国驻密克罗尼西亚

联邦大使吴伟会见了密联邦资源和发

展部部长秋永（Elina Akinaga），正

式移交中国对密克罗尼西亚博览会的

支持并提供了 1 万美元的捐款。在移

交仪式上，吴伟大使强调了两国之间

牢固的发展伙伴关系和两国间最新签

署的谅解备忘录（MOU）的重要性。

秋永部长感谢中国对密联邦各种项目

和倡议的支持，并希望尽快推进谅解

备忘录的讨论工作。（来源：FSM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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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瓦卢总理泰奥与斐济总理兰布卡进

行会晤

8 月 1 日，图瓦卢总理费莱蒂·泰

奥（Feleti Teo）礼节性拜访斐济总理

兼外交部长西蒂维尼·兰布卡（Sitiveni

Rabuka）。在首次会晤中，两国领导

人都强调了斐济与图瓦卢之间的深厚

联系，并探讨了在双方关系的基础上

深化多领域合作的可能性。两位领导

人都强调通过建立框架协议以加强合

作关系，他们还表示，两国都期望巩

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并承诺加强共

同合作。（来源：PINA）

《邻里联盟条约》宣布生效

8 月 28 日，在太平洋岛国论坛领

导人峰会期间，澳大利亚总理安东

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

与图瓦卢总理费莱蒂·泰奥（Feleti Teo）

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澳大利亚与图

瓦卢于 2023 年 11 月签订的《邻里联

盟 条 约 》 （ The Australia-Tuvalu

Falepili Union ）被宣布正式生效。通

过《邻里联盟条约》，澳大利亚将在

多方面为图瓦卢提供援助与安全保证。

阿尔巴尼斯总理表示，该条约应图瓦

卢的需求签订，并不涉及对其主权的

侵犯。（来源：PINA）

图瓦卢总理敦促推动海洋资源保护

8 月 28 日，在太平洋岛国论坛领

导人峰会期间，图瓦卢总理费莱蒂·泰

奥（Feleti Teo）发表讲话，敦促应立

即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保护太平洋

地区丰富的海洋资源。泰奥总理强调

了太平洋岛国对海洋保护的重要作用

以及岛国与海洋的紧密联系。他指出

了岛国当前在经济与气候领域面临的

一些挑战与危机及其中蕴藏的机遇，

并呼吁通过合作应对和解决问题。泰

奥总理认为，应当在太平洋地区与全

球范围内实行强有力的协调应对措施，

并加强区域机制与集体管理。（来源：

PINA）

新西兰在帕劳开展海洋资源合作

8 月 15 日，新西兰副总理温斯

顿·彼得斯（Winston Peters）表示，

“新西兰和帕劳将在海洋和海洋资源

方面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帕劳是

全球公认的海洋问题领导者，我们很

自豪能够在这一领域支持帕劳。海洋

资源是太平洋地区粮食和经济安全的

重要来源，与太平洋社区的福祉和身

份密切相关。在帕劳，新西兰代表团

还会见了国务部长古斯塔夫·艾塔罗

（Gustav Aitaro） 以及其他部长和

国会议员，讨论了共同的优先事项并

就地区问题交换了观点。（来源：PINA）

帕劳希望主办 2026 年太平洋岛国论

坛峰会

8 月 28 日，帕劳总统苏兰格尔·惠

普斯（Surangel Whipps Jr.）提名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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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担任 2026 年太平洋岛国论坛主席

国。如果被接受，它确认将重返密克

罗尼西亚并弥合前几年损害该组织的

裂痕。包括澳大利亚的安东尼·阿尔巴

尼斯（Anthony Albanese）在内的

太平洋领导人正在努库阿洛法（Nuku

'alofa）参加一年一度的太平洋岛国论

坛峰会。（来源：PINA ）

纽埃将进行修宪公投

8 月 15 日，纽埃议长希玛·道格拉

斯（Hima Douglas）宣布于 8 月 31

日举行宪法修正案全民公投。该宪法

修包含四项内容，即修改总理头衔、

扩大内阁、延长议会任期及任命新西

兰审计长为纽埃官方审计师。公民将

分别对这四项内容进行投票表决，以

此确定宪法修正案的最终内容。道格

拉斯表示，此次投票的结果预计将在 9

月 2 日公开。（来源：PINA）

澳大利亚对纽埃广播系统提供援助

8 月 22 日，澳大利亚宣布将向纽

埃提供 100 万澳元以帮助其修复于

2022 年被大火烧毁的广播设施。澳大

利亚方面表示，健全的广播系统将有

利于纽埃民主政治的发展，并构成了

灾害预警及防治中的重要一环。同时，

澳大利亚还将通过澳大利亚—太平洋

广播媒体伙伴协议，加强与纽埃广播

公司（BCN）的合作。（来源：PINA）

澳大利亚扩展在瑙鲁地区的影响力

8 月 5 日，澳大利亚政府与联邦银

行（Commonwealth Bank）谈判，

并希望在瑙鲁设立办事处，旨在扩展

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及澳大利亚最亲

密邻国之间的影响力。若谈判达成协

议，这将不是联邦政府第一次依靠私

营部门来扩张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影

响力，以阻碍中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和

经济影响力。该战略会继续影响澳大

利亚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也可能在

国际政治中引发更广泛的讨论和反响。

（来源：RNZ）

瑙鲁总统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团结表

示满意

8 月 25 日，瑙鲁总统戴维·阿迪昂

（David Adeang）在第 53 届太平洋

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上表示，很高兴

看到太平洋岛国论坛在存在意见分歧

的情况下仍保持团结。他还呼吁越来

越多的国家为太平洋韧性基金（PRF）

做出贡献，达到太平洋岛国更容易获

得气候融资、气候适应、备灾和早期

灾害响应项目的的目的。他补充道，

瑙鲁将在未来五年内做出资金支持。

（来源：R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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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环境安全论坛召开

8 月 6 日，2024 印太环境安全论

坛于斐济城市那塔度拉举行，由斐济

和美国共同承办。美国驻斐济大使玛

丽·达穆尔（Marie Damour）表示，

地区环境变化会对全球气候产生重大

影响。美国与斐济联合举办此次会议

旨在加强地区环境保护，促进当地可

持续发展。印太环境安全论坛由美国

印太司令部负责，每年举办一次。相

关人士分析称此举或是美国以环境安

全为幌子加强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手

段。（来源：PINA）

太平洋岛国论坛代表团将访问新喀里

多尼亚

8 月 12 日，库克群岛总理主席马

克·布朗（Mark Brown）宣布，太平

洋岛国论坛将派出三人代表团访问新

喀里多尼亚。布朗感谢了法国总统伊

曼纽尔·马克龙对本次访问的支持，并

表达了自己对缓解地区紧张局势的决

心。他重申了太平洋岛国论坛对地区

局势的关注，并表示愿意将新喀里多

尼亚局势加入论坛的常设议程项目。

（来源：PINA）

第 53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召开

8 月 26 日，第 53 届太平洋岛国

论坛于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举办。本

次峰会围绕《蓝色太平洋 2050 战略》，

希望太平洋岛国内部齐心协力，实现

地区可持续发展；同时，会议还聚焦

于气候融资，计划于汤加设立气候基

金会。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

斯出席此次会议，其表示联合国将支

持太平洋岛国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并

敦促各国早日淘汰化石能源，增加气

候资金，拯救海洋。会后，与会各方

发布《第 53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联合公

报》。（来源：PINA）

太平洋岛国医疗卫生形势严峻

8 月 29 日，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

域主任萨伊亚·玛乌·皮乌卡拉（Saia

Mau Piukala）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发言，

称太平洋岛国地区公共卫生正面临巨

大隐患。萨伊亚表示，气候变化导致

海平面上升和极端气候频发，太平洋

岛国地区的医疗设施受到破坏，且医

护人员严重不足。他呼吁世界各国向

太平洋岛国地区伸出援手，并希望太

平洋岛国内部能出台相关措施，提升

医疗人才储备。（来源：PINA）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主任

萨伊亚·玛乌·皮乌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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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欲与太平洋岛国加强合作

8 月 7 日，欧盟驻太平洋大使芭芭

拉·普林特克（Barbara Plinkert）向媒

体表示，欧盟在未来将加强与太平洋

岛国在经济、生态等领域的合作。芭

芭拉强调，欧盟将履行承诺，在《萨

摩亚协定》与《蓝色太平洋 2050 战略》

框架之下与太平洋岛国联合成立合作

委员会，以增强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

变化的能力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性。

（来源：PINA）

太平洋岛国论坛将成立福岛核污水排

放监督小组

8 月 13 日，太平洋岛国论坛宣布

将成立独立监督小组，负责监督审查

福岛核污水排海工作。库克群岛总理

马克·布朗表示，此举旨在保证太平洋

岛国能够获得核污水排放的一手资料，

以评估核污水对太平洋岛国地区造成

的影响，并在未来将核污水问题定为

论坛常设议题。其还表示希望国际原

子能机构能够提供相关技术支持，以

帮助监督工作有序展开。（来源：P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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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联合公报

第 53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于 2024 年 8 月 26 日至 30 日在汤加首都努库阿洛

法举行，出席论坛的有澳大利亚、库克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斐济、法属波

利尼西亚、马绍尔群岛、瑙鲁、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纽埃、帕劳、巴布亚新

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基里巴斯的部长级代表出席了会议。

变革、坚韧的太平洋岛国——现在建设得更好

第 53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主题是“变革、坚韧的太平洋岛国——现在建设

得更好”，重申所有太平洋社区和部门的综合复原力的重要性，包括在气候变化

和环境退化、通过集体解决办法建设经济、通过创新和技术建设太平洋人民的能

力，以及如何通过共同努力应对持续的卫生和教育挑战等领域，回应了该地区的

核心挑战和时代课题。

秘书长的概述

领导人审议了秘书长关于秘书处工作的最新情况及其加强该组织的努力，以

使其更好地支持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决定。领导人认识到论坛的中心地位，并注意

到论坛在促进区域发展和区域合作方面的关键作用。面对本地区面临的许多挑战

和机遇，包括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资源等，团结一致至关重要。

蓝色太平洋大陆 2050 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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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重申，《蓝色太平洋大陆 2050 发展战略》是本地区对建设有复原力

的太平洋的集体承诺，强调将小岛屿国家优先事项纳入实施《2050 发展战略》。

2050 发展战略是各国长期携手努力的结果，为太平洋地区围绕政治领导力与区

域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平与安全、资源和经济发展、气候变化、海洋

与环境、技术与互联互通这七大主要领域进行合作制定了框架。

对区域架构进行审查

领导人讨论了区域架构审查（RRA）的进展，强调了区域架构审查工作对实

施 2050 年战略的重要性。区域架构审查工作需要考虑到《苏瓦协定》中概述的

决定，并确保其具有相关性、实用性、适切性，并与论坛成员国的需求保持一致。

核准区域架构审查工作开展第二阶段的建议（见附件 A），讨论需要政治指

导的关键问题，包括：政治领导和团结；论坛成员和标准；加强地方主义；理顺

区域架构，以促进提高效力和效率。

批准第三阶段的框架（见附件 B），并责成秘书处与论坛高级官员协商推进

第三阶段，在 2025 年向领导人提供最新情况。

建立具有复原力的卫生系统

领导人讨论了太平洋卫生系统对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等气候变化影响的

脆弱性，认识到 62%的关键卫生设施位于距离海岸线 500 米以内。领导人承认，

改善适应气候变化的卫生保健基础设施对于减轻风险和有效管理气候敏感疾病

至关重要。领导人还讨论了当前的卫生人力危机以及熟练专业人员分布不均和外

移的问题。

领导人认识到优先投资于气候适应型和环境可持续卫生保健（CRESHCF）

设施的重要性，并倡导增加国际气候融资，以支持向气候适应型和环境可持续卫

生保健设施过渡。领导人还同意制定一项全面的全区域卫生人力战略，重点关注

高质量培训措施。

领导人认识到太平洋地区持续存在的非传染性疾病危机，致力于通过扩大在

太平洋非传染性疾病路线图、消除儿童肥胖作为优先事项和《布里奇顿宣言》方

面的行动，解决太平洋非传染性疾病危机。在政府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之间建立

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以政府全部门、全社会的整体方式解决非传染性疾病的根

本原因。

建立具有复原力的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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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讨论了太平洋地区具有复原力的教育系统的重要性，包括投资于气候

适应型和数字化教育基础设施，开发与当地文化相关的备灾课程，加强备灾工作，

为学生和教师提供高质量的学习培训。

领导人认可并支持优先投资气候适应型教育基础设施和数字平台，以确保整

个太平洋地区学习的连续性和公平性。支持有必要制定和执行一项与当地文化有

关的课程，将太平洋地区的备灾和环境教育结合起来。

气候变化和复原力

气候变化仍然是太平洋地区的一个优先事项，与此相关的是有复原力的发展

问题。领导人重申《太平洋复原力发展框架》（FRDP），承诺采取包容和创新

的方法和解决方案，增强福祉韧性。

领导人欢迎联合国大会第 78 届会议通过多维脆弱性指数（MVI），并强烈

敦促所有发展机构利用这一工具，更好地将脆弱性因素纳入其审议和决策过程。

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地区合作申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31 次缔约

方大会

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就与太平洋地区合作申办 2026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第 31 次缔约方大会的最新进展。

减少灾害风险部长会议

领导人认识到有必要协调区域努力，有效应对灾害风险，管理人道主义行动

和应对措施，倡导及时获得灾害风险融资，并有意义地参与国际会议。在认识到

这一点的基础上，领导人批准了首届太平洋灾害风险管理部长会议宣言，每两年

举行一次太平洋灾害风险管理部长会议。

海平面上升

领导人讨论了气候变化的广泛性质，并认识到海平面上升是气候变化的一个

严重表现，威胁着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低洼国家。领导人欢迎将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在纽约举行主题为“应对海平面上升带来的生存威胁”的高级别全体会议。

建立太平洋韧性基金

领导人重申对太平洋韧性基金（PRF）的支持和承诺，认为这是首个由太平

洋主导、成员拥有和管理、以人为本的气候和灾害韧性融资基金。领导人热烈欢

迎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向论坛领导人承诺支持太平洋韧性基金的资

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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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和平与安全

领导人讨论并反思了斐济政府自 2023 年领导人审议以来提出的“和平之海”

概念，并注意到该区域强调加强对“和平与安全”努力中的“和平”要素的关注。

太平洋岛国批准了澳大利亚的“太平洋警务倡议”（PPI）。该倡议将在澳

大利亚布里斯班建立由太平洋地区警察组成的执法队伍和培训基地，这支多国警

察部队可以部署到太平洋岛国，帮助应对自然灾害或其他紧急情况。

渔业

渔业是一项重要的共享资源，是太平洋各经济体赖以生存和生计的来源。领

导人支持有必要加强国家和区域机构间合作，以确保有效和高效地实施区域渔业

倡议，并欢迎新的区域监测、控制和监督战略，包括提高和投资于增加社会效益

的工作。将《太平洋区域扩大社区渔业管理框架》（CBFM）作为沿海渔业的一

项合适工具再延长五年。领导人重申《东新不列颠倡议》的重要性，欢迎落实进

展，包括正在开展的建立区域渔业发展基金的工作。

领导人确定于 2025 年 9 月 8 日至 12 日在所罗门群岛举行第 54 届太平洋

岛国论坛及相关会议，希望帕劳作为 2026 年第 55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和相关会

议的东道主，并支持瑙鲁主办 2028 年第 57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及相关会议。

（李友怡 辑）

世界气候外交会议概览（二）

2005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一次缔约方会议

2005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一次缔约方会议于 12 月在加

拿大蒙特利尔举行。与会成员包括 UNFCCC 成员国和众多观察员组织、非政府

组织及国际机构。本次会议讨论了《京都议定书》的实施，并提议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以帮助它们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此次会议不

仅是《京都议定书》实施的关键时刻，还是《巴黎协定》谈判的前期铺垫。

2006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二次缔约方会议

2006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二次缔约方会议于 11 月在肯

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与会成员包括 UNFCCC 成员国和众多观察员组织及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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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此次会议讨论了《京都议定书》的实施细节，并通过了《内罗毕行动计划》，

旨在推动《京都议定书》的实施，以加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调行动。该计划

包括对减排市场机制的改进建议，并为未来的气候谈判奠定基础。

2007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会议

2007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

书》缔约方第二次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与会成员包括 180 多个国家

的代表和政府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会议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巴

厘岛路线图”要求平衡对待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减缓、适应、资金以及技术四

个重要领域，尤其应积极解决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资金

和技术转让问题。

2008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四次缔约方会议

2008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四次缔约方会议于 12 月在波

兰波兹南举行，与会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要点国家。此

次会议是连接巴厘岛会议和哥本哈根谈判的中继站，根据巴厘岛行动方案，本次

大会需要评估全球 2008 年在气候变化方面取得的成果，集中讨论发达国家温室

气体减排的中长期承诺目标，商讨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资金援助机制，

以及发达国家如何向发展中国家技术转让等问题，但这些预期目的未完全达到。

2009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

2009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即“哥本哈根

气候变化会议于 12 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同时，它还是《京都议定书》

签字国第五次会议，与会成员包括非政府组织及企业代表在内的 192 个国家及

地区。本次会议以确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决定如何资助发展中国家；决定

新协议及《京都议定书》的前途；探讨其他技术性议题，包括森林保护，碳交易

与洁净技术转移为主要议题。会议结果受到图瓦卢等国家及地区的抗议。

2010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

2010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

书》第六次缔约方会议于 11 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与会成员包括来自《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 193 个缔约方的官方代表及相关国际组织。缔约国通过

了一项协议，呼吁设立大型“绿色气候基金”以及“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该

协议承认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地球构成了紧迫且可能不可逆转的威胁，需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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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紧急应对。协议确认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各方必须

共同拥有长期合作行动的愿景，以实现《公约》的目标，包括实现全球目标。

2011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会议

2011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

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于 11 月在南非港口城市德班举行，此次会议也是《京都

议定书》签字国第七次会议，与会成员包括来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4

个缔约方的官方代表及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会议进一步启动了绿色气候基金

（GCF），建立管理框架，并提出每年提供 1000 亿美元协助贫穷国家适应气候

变迁，此次会议为全球气候行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201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八次缔约方会议

201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八次缔约方会议（即“多哈气

候大会”）于 11 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与会成员包括来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195 个缔约方的官方代表及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此次会议是全球气候

变化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会议通过了《多哈文书》，补充了《京都议定书》

的延续内容，并确认了到 2015 年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的目标，

提出了《德班平台》的进一步谈判进程。此次会议在气候变化谈判的进程中起到

了重要作用，并为未来的气候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和基础。

2013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九次缔约方会议

2013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九次缔约方会议于 11 月在波

兰华沙召开，与会成员包括来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5 个缔约方的官

方代表及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此次会议提出:定出各国应提交减量贡献的期限；

建立“华沙 REDD+机制架构”；通过“华沙损失与损害机制”；推动市场机制

多元发展趋势等。本次会议为未来气候变化谈判和行动奠定了基础。

2014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次缔约方会议

2014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次缔约方会议于 11 月在秘

鲁利马召开，与会成员包括来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5 个缔约方的官

方代表及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此次会议通过了“利马行动议程”，为 2015 年

巴黎气候大会制定了全球气候协议的工作框架。利马 COP20 是全球各国在巴

黎做出最终承诺之前协商和确定大幅减少碳排放的贡献的首要机会。

（马翰文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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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不再是太平洋岛国论坛
“发展伙伴”

2024 年 8 月 26 日，在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举行的第 53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

以台湾地区“邦交”失败而告终。自 1992 年起 30 年来台湾地区一直以“发展

伙伴”的身份参加太平洋岛国政府间机制峰会，所罗门群岛在此次论坛领导人会

议期间提出质疑，表示应当取消台湾当局所谓“发展伙伴”地位的提议，中国政

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对该论坛重申台湾地区以“台湾”的名义参加太平洋

岛国论坛的协议也表示强烈抗议。会后太平洋岛国论坛重新发布正确版本的联合

公报，台湾地区从此失去了 1992 年获得的论坛地位。2025 年的论坛峰会定于

在所罗门群岛举行，从汤加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决定来看，届时论坛峰会将首次没

有台湾地区代表参加。

太平洋岛国论坛包含除分布在大洋洲的 14 个岛屿国家外，澳大利亚、新西

兰及两个法属领地新喀里多尼亚和波利尼西亚等 18 个成员，设有观察员和对话

伙伴，参会领导人致力于在经贸、通信、能源、旅游、教育等领域及其他共同关

心的问题上加强合作和协调。由于太平洋岛国的重要地理位置与战略意义，该论

坛近年来持续受到关注。

对于台湾地区来说，利用国际场合“蹭会”出席此次论坛充满利益考量。台

湾当局更加迫切地希望扩大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地理和历史的共同

点，加上“邦交”战略上的需求，促使台湾不断寻求维持和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

互动。台湾当局一直对太平洋岛国地区举办的区域性会议抱有高度关注，2006

年曾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陈水扁举办第一届台湾与太平洋“友邦”元首高峰会议

（Taiwan-Pacific Allies Summit）与太平洋卫生论坛，之后参加“第二届台湾

与太平洋友邦元首高峰会议”暨访问马绍尔群岛共和国，自此开始扩大同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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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国的交往。太平洋岛国在联合国中占据合法席位，台湾不是“主权独立国家”，

无法直接参与联合国及其子机构的活动。因此，台湾当局意图利用国际场合“蹭

会”的方式，参与处理气候变化、疫后经济复苏迟缓等与太平洋岛国相似的困境

问题，与拥有联合国席位的太平洋岛国建立友好关系，间接提升其国际曝光度和

影响力，在关键议题上发表联合声明，从而在国际社会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构建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凭此获取所谓的“国际承认”。

此次太平洋岛国论坛对台湾地区“发展伙伴”地位决定重新审视，背后传递

出多重信息。一是台湾当局“新南向政策”的又一失败。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

已同太平洋岛国中的绝大多数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太平洋岛国论坛的 18 个国

家中，只有三个国家与台湾地区有“邦交”关系。1992 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公报

的有关表述已同当前中国-太平洋岛国关系的新局面严重脱节，已经不合时宜，

需要做出相应改变。大多数太平洋岛国都坚持和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拒绝台湾当

局以制造分裂的图谋。这代表了大多数太平洋岛国的意见和心声，台湾当局的举

措不符合太平洋岛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面临崩盘困境。二是一个中国原则已成

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太平洋岛国论坛最初给予台湾地区论坛“发展伙伴”地

位显然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台湾问题是攸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红线问题，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有丝毫含糊。太平洋岛国真正需要的是和平稳定、经济发

展、自决自主以及解决气变带来的生存危机，中国大陆真心实意地向太平洋岛国

提供援助，对太平洋岛国做出的援助承诺得到一一落实，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为岛国社会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获得了太平洋岛国的认可，太平洋岛国

选择中国大陆是出于经济和务实的考量。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

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台湾当局屡次企图破坏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共

识，注定以失败告终。

（李友怡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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