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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斐济总理呼吁沿海低地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

斐济总理在“一个蓝色星球”海洋高层活动中呼吁采取共同行动，

拯救沿海低地发展中国家免受海平面上升影响。他呼吁各国领导人加

入《保护海洋以应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海平面上升宣言》，建立更强

大的伙伴关系，更好地保护生活家园。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英联邦秘

书长、联合国秘书长海洋事务特使、太平洋教会秘书长，以及非洲、

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组织秘书长等。(FBC News 2021.11.08)

2. 太平洋地区举办生物多样性数据共享研讨会

在太平洋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站建成后，太平洋区域环境规划署秘

书处（SPREP）主办了一个介绍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情况的研讨

会。该研讨会旨在帮助与会者了解数据共享的好处，以及访问数据的

方法。SPREP最近将启动三个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数据共享有关的项

目，分别为：加强外来物种和生物多样性数据的运用；利用外来物种

和生物多样性数据进行决策支撑；开展数据运用的能力建设。(SPREP

2021.11.08)

3. 基里巴斯开放海洋保护区进行渔业捕捞背后的动机

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国向世界宣称其是太平洋海洋资源和健

康守护者的同时，基里巴斯政府正打算注销其拥有的世界最大的海洋

保护区——凤凰群岛海洋保护区（PIPA），因为该保护区对国民收

入的贡献没有达到预期。一份从基里巴斯政府流出的文件披露，如果



保护区开放商业捕捞，每年将获得 2亿美元的收入。有报道称促使政

府做出这一决定的幕后主谋是中国，目的是赢得金枪鱼资源的优先使

用权，此外中国还想在保护区内的海岛上开发一个旧机场，这个海岛

靠近美国海域。基里巴斯政府在社交媒体上称中国在此事中的角色是

“新殖民主义”，并谴责媒体将此事公布于众。目前，基里巴斯是否会

更改立法，PIPA的世界遗产地位是否会被撤销等问题仍在争论中。

（The Strategist 2021.11.18）

4. 生态修复技术帮助恢复鸟类种群

太平洋许多岛屿是一些珍稀、特有鸟类种群的重要栖息地。外来

物种和人类活动的干扰已导致该地区约有 2/3的鸟类灭绝。2015年，

由 BirdLife、SOP Manu和当地保护组织在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 6

个海岛开展的生态修复项目如今被证实对于恢复鸟类种群发挥了作

用。该生态修复项目在海岛上开展了清除外来物种、恢复鸟类生境等

工作。2017 年，研究团队发现其中 5个海岛的外来物种已完全被消

除；2020年，发现有 3 个海岛的鸟类种群正处于恢复当中，一些地

方特有鸟类的数量正明显增加。该项修复工作的成功给鸟类保护工作

带来很大希望，同时也证明在边远海岛精心策划并开展的行动能够发

挥巨大的生态和社会效益。（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21.11.22）

5. 太平洋代表团称海水升温将摧毁太平洋金枪鱼产业

在 11月 3日召开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太平洋岛国指出，其

面临的不止有海平面上升、水和粮食安全、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的威胁，



同时还面临着金枪鱼种群数量的减少。据预测，如果海水持续升温，

到 2050年，太平洋地区金枪鱼捕获量将平均下降 20%。这将对依赖

金枪鱼产业的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库克群岛、基里巴斯、瑙鲁、帕劳、

巴布亚新几内亚、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所罗门群岛和图瓦卢等岛国产

生巨大影响。（SPREP 2021.11.04）

6. 岛屿国家寻求途径起诉温室气体排放大国

安提瓜和巴布达、图瓦卢在联合国注册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

希望通过司法手段，如国际海洋法法庭，向主要污染国索取赔偿。此

举同时也旨在迫使发达和高污染国家坐到谈判桌上。2009 年，发达

国家承诺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亿美元资金用于帮助各国适应

和减轻气候变化影响，但该承诺并没有兑现。这并不是小岛屿国家第

一次利用国际法来追究污染大国的责任。随着气候危机的加剧，国际

法庭可能将被要求受理更多此类有关气候变化的案件。(CBS News

2021.11.03)

7. 加共体和太平洋岛国论坛表示需要更多应对气候变化资金

获取适应气候变化资金是气候大会上加共体和太平洋岛国论坛

讨论的主要焦点之一。他们一致认为，发达国家迫切需要履行承诺，

每年提供 1000亿美元，帮助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两组织的秘书长重点关注了为气候复原力和缓解措施提供

资金的问题，特别是从绿色气候基金获得气候融资的可能性。同时，



他们还关注科托努会议后与欧盟关系的走向，因为欧盟似乎倾向于双

边合作，而不是区域方案。他们一致认为两个地区之间继续合作以及

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相互支持是非常必要的。 (CARICOM

2021.11.10)

8. 中国继续为建立具有韧性的太平洋环境提供资金援助

中国驻萨摩亚大使巢小良向太平洋区域环境规划署秘书处转交

了中国政府捐款。巢大使表示，中国将同太平洋岛国一道，继续支持

蓝色太平洋 2050战略，共同推动海洋可持续开发。将成立中国—太

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并继续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为提升太

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自 1998

年以来每年向秘书处提供资金援助，并在 2017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太

平洋岛国后，将最初的 15 万美元捐款增加到 20 万美元。(SPREP

202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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