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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防重于处置 



    （一）什么是领事保护？ 
 
   ● 概念：在中国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在所在国受到侵害时，
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依法向驻在国有关当局反映有关要求，敦促对
方依法公正、妥善处理，从而维护海外中国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 主体：中国政府（驻外使领馆）。 
 
     ● 内容：海外中国公民、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包括：人身
安全、财产安全、合法居留权、合法就业权，法定社会福利、人道
主义待遇等，以及当事人与我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持正常联系的权利。 
 
     ● 方式：主要是依法依规开展：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有关国际
公约、双边条约或协定以及中国和驻在国的有关法律。 
 
     ● 对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具有中国国籍者。 



     



     
 
 
 
 
 
（二）领事可以做什么？ 
     
 
    ● 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请求推荐律师、翻译和医生，帮助
您进行诉讼或寻求医疗救助。 
    ● 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为撤离危险地区提供咨询和必要的协
助。 
    ● 在被拘留、逮捕或服刑时：根据请求进行探视。 
    ● 在遭遇意外时：协助将事故或损伤情况通知国内亲属。 
    ● 在遇到生计困难时：协助与国内亲属联系，以便及时解决费用
问题。 
    ● 协助寻找失踪或久无音讯的亲友。 
    ● 颁发、换发、补发旅行证件及对旅行证件上的相关资料办理加
注。 
 
 
 
 
 



    （三）领事官员不可以做什么？ 
 
    ● 不可帮助申办签证。 
    ● 不可帮助在当地谋职或申办居留证、工作许可证。 
    ● 不可干预所在国的司法或行政行为。 
    ● 不可参与仲裁或解决您与他人的经济、劳资和其他民事纠纷。 
    ● 不可帮助提出法律诉讼。 
    ● 不可帮助您在治疗、拘留或监禁期间获得比当地人更佳的待遇。 
    ● 不可帮助支付酒店、律师、翻译、医疗及旅行（机、船、车票）
费用或任何其他费用。 
    ● 不可留宿在使、领馆内或为您保管行李物品。 
    ● 不可帮助购买免税物品。 



    （四）留学生群体是领保安全高风险 
群体 
 
    建交42年来，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
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一大服务贸易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
旅游收入来源国。两国人文交流也日益活跃。 
 
      2013年，中国来澳游客82万人，澳赴华游客73万人。中国在澳
留学生总数达到22万人，澳大利亚已成为中国公民第二大海外留学
目的国。 



    留学生和短期来澳人员是领事保护高风险工作对象。 
 
    原因： 
 
    ● 尚处在成长的年龄（人生观、世界观、应对能力）； 
 
    ● 远离父母亲人（独生子女、监管能力、心理疏导）； 
 
    ● 对新环境尚需了解（校内、校外安全环境、当地社会情况、
风俗习惯、法律法规）； 
 
    ● 面临较大压力（教学方式、生活条件变化；学习、就业压
力）。 



    （五）认识误区 
 
   ● 误解：认为当地治安形式良好，没什么安全风险。澳大利亚路

况好，车辆少，只管开就好了或者认为车会让人。 
 
   ●自负：认为我水性好，下海戏水没有问题；我身体很健康，熬
一熬就过去了；我成人了，该自己一人承担；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偏信：认为当地居民善良友好，陌生人 
也一样；当地居民讲诚信，打交道只管放心； 
搭车省钱，不会把我怎么样。 
 
   ●投机：认为澳投资机会多，钱好赚； 
相信“天上会掉馅饼”，高回报投资；在澳 
买房都会升值；涉毒等。 
 
 



   ● 侥幸：在违规携带物品、酒后驾车、无照驾车时，认为运气不

会那么坏，也不会那么巧，应该不会被查。 
 
   ● 疏忽：认为只管学习，成绩好就是了， 

其他无关的事情少管；外出不会有事，因而失去 
自我保护能力。 
 
   ● 叛逆：认为远离父母，自由了，可以自己 

做主了；不如实和父母沟通报告情况，隐瞒、 
欺骗，致谎言无法继续。 
 
   ●逃避：遇到困难不面对，不能客观面对；只要身体健康就行而
忽略心理健康，忌讳看心理医生等。 



    （六）预防重于处置 

 

    ● 澳大利亚社会治安总体良好，但在其他国家的发生安全事故同
样可能在澳发生。 

 

    ● 安全关系到自身、家人、社会。机率：1/10000=100%。距离：
一步之遥。 

 

    ● 领事保护不是万能的，领事保护工作做得再好也是以善后为主。
预防重于处置。实践表明，很多安全是可以预知、预判和预防的。 

 

    ● 任何时候，请牢记：生命安全第一！ 



二、旅澳安全风险 



    （一）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是中国公民在澳常见人 
身安全事故。不时发生车祸致中国 
公民伤亡的事故。交通事故常见原因: 
 
    ● 超速驾驶； 
 
    ● 无照驾驶或持伪造驾照驾车； 
 
    ● 醉酒驾车； 
 
    ● 不遵守交规驾车； 
 
    ● 行人违章过街（习惯右行而错看方向等）。 



    1、步行 
 
    澳交通规则是左行，初来乍到者对此尤其要时刻小心。步行外出
时须随时提醒自己交规左行，并留意路上行驶的车辆（包括自行
车）。 
 
    请注意，中国公民在澳因忽略左行交规而导致的悲剧时常都有发
生。 
 



 
 
 
 
◆ 2014年初以来，悉尼公交车连续发生撞死路人事件。1-5月，新
州一共有21名行人（包括骑自行车者）死亡，平均每周一起。 
 
◆ 2014年1月，一名中国游客在昆士兰州Banderburg违规横穿马路，
被正常行驶的车辆撞成重伤，责任自负。 
 
◆ 2014年3月，一名中国公民在新州Auburn市一环岛处横穿马路时
发生车祸，经抢救无效死亡。 
 
◆ 2014年4月，一名中国公民在布里斯班南区Sunnybank过马路时
疑因误判车辆行驶方向而闯红灯被撞，经抢救无效死亡。 

 



    2、驾车 
 
    澳官方统计，每年公路交通事故导致的损失多达270亿澳元，
2012年公路死亡人数为1,307人。 
 
    车辆事故也是在澳中国公民最容易发生的事故之一。老司机在澳
驾车要注意：澳交规和路面状况与国内不同。 
 
    新司机，特别是在澳留学生，更要注意不要超速、无证驾驶或出
现其他违章驾驶情况。 
 
 
 
 
 
 
 



 
 
※ 在澳驾车需持用当地或外国有效驾照。澳对初学驾驶者的学习、
训练及考试要求十分严格，请注意遵守。 
 
※ 随时提醒澳交规与中国不同，右舵左行,环岛让右。行人在人行通
道上拥有绝对通行权，须停车让行人先通过。 
 
※ 驾驶员和乘客（无论前后座）均须系安全带。 
 
※ 勿醉酒或疲劳驾驶。禁止在吸食毒品，或在服用影响判断能力的
非违禁药品后驾车。 
 
※ 注意路况。澳路况总体较好，但行车道比中国的狭窄，部分街道、
公路甚至高速公路路面状况较差。并道前要确认安全无误。路肩比
较狭窄、松软。 



※ 勿超速行驶。 
 
※ 在恶劣天气时不要前往偏远地区。内陆人烟稀少，城镇相距很远，
供给条件不好。  
 
※ 长途驾车旅行前要维护车辆，确认车况良好，计划好路线，带足
汽油、水、食品，带上手机，并把行程留一份给亲友。 
 
※ 没有经过专业培训、无安全措施或专业人员陪伴，建议不要到人
迹罕至的深山、戈壁（即便是国家公园）旅行。 
 
※ 留意停车标识，在许可的时间停放。 
 
※ 要注意避让突然出现的动物（如袋鼠）和超长车辆。 
 
※ 驾车时直接使用手机（拨打、接听或收发短信）违法。 



 
 
 
 
 
◆ 2012年3月，3名中国留学生驾驶的汽车在堪培拉和新州之间的金
斯高速公路上因超速行驶而发生侧翻，撞击路边大树，致前排2名留
学生遇难。 
◆ 2012年4月，在北领地芬克峡谷国家公园，一名中国公民开车进
入沙漠，因事发地没有手机信号而被困2日。 
◆ 2013年6月，一名中国留学生与同伴在假期与朋友驾车出游时，
被马路另一侧迎面而行的大货车货厢翻压，不幸死亡。 
◆ 2014年2月，三名中国公民在新州Hay市附近驾车行驶时车辆失控，
撞上迎面驶来的集装箱卡车，造成一人死亡，两人重伤。 
◆ 2014年3月，三名到西澳旅游的中国公民租车夜里在珀斯北部地
区高速路行驶过程中，车辆因爆胎发生侧翻，驾驶员系了安全带而
无大碍，后排两人未系安全带受重伤。 
◆ 2014年4月，一名中国留学生在维州高速路上以150公里速度超速
行驶而面临多项指控。 

 
 



   （二）涉水事故 
 
    澳海岸线长，水上运动盛行，但各地海域的地形、洋流、气候等
情况复杂，中国公民在澳海域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运动而死亡的事
故时有发生，需特别注意安全。 
    涉水事故发生在海上、游泳池、河湖水域，主要原因： 
 
 
 
 
     



    ● 不习水性； 
 
    ● 在危险水域活动； 
 
    ● 从事岩钓等危险活动； 
 
    ● 未采取必要安全措施； 
 
    ● 自身健康不佳； 
 
    ● 动物（如鲨鱼、鳄鱼、箱型水母）攻击等。 
 
 
     



 
 
※ 只在指定时段和有救生员值守的红黄双色旗帜之间的海域活动。 
 
※ 注意并遵守现场公告栏上发布的提示信息或向海岸救生人员寻求
建议。 
 
※ 选择在天气良好的白天从事水上活动，尽量结伴而行，并将自己
的去向告知家人或朋友。 
 
※ 健康不佳，长时间驾车或剧烈运动后不要从事水上活动，否则容
易出现体力不支或抽筋。 
 
※ 随时注意海浪、潮汐变化。特别要警惕离岸流。 
 
※ 建议不要从事跳水或岩钓等高危活动。 

http://beachsafe.org.au/surf-ed/ripcurrents


 
 
◆ 2012年12月，一中国公民在西澳奥古斯塔海边抓鲍鱼时不慎溺水
身亡。 
 
◆ 2013年11月，一中国游客来澳旅游时，在凯恩斯一家酒店游泳池
溺水，经抢救无效死亡。 
 
◆ 2014年2月，一参团来澳的中国游客在黄金海岸冲浪者天堂游玩
时发生严重溺水，经抢救无效死亡。 
 
◆ 2014年4月，2名中国公民在新州中 
央海岸岩钓时为搭救被冲下海的同行友 
人落水，1人溺亡，1人失踪。 

 



 
    （三）人身伤害 
 
    总体上看，澳政局稳定，治安状况良好，但发生在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安全事故，同样也可能在澳大利亚发生。 
 
    请注意，澳法律体系与中国不同。中国公民在澳应遵守澳法律、
法规，同时要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树立安全防范意识。 
 
    人身攻击主要发生：在僻静偏远地区，也可能发生在闹市人多地
区，甚至住家，或在与陌生人见面时，或在夜晚天黑以后。人身攻
击大多涉及财物纠纷或抢劫，可能是性侵害，也可能系对方酒后、
吸毒后失去自我控制能力。 



 
    1、 居家安全 
 
    ● 选择在安全环境良好的社区居住，并在居住地安装防盗、录像、
报警设施。 
 
    ● 在家时及出门前要确认并保持门窗关闭。 
 
    ● 夜间回家应尽量乘坐电梯而不走楼梯。 
 
    ● 提前准备好钥匙，不要到家门口才找钥匙。 
 
    ● 开门时留意是否有人跟踪或藏匿在附近。发现可疑情况时，不
要进屋，及时报警。 
 
    ● 不要轻易为陌生人开门，更不要轻易将陌生人带回家。 
 



 
    2、外出安全 
 
    ● 不要单独与陌生人约会，不要 
向陌生人透露您的个人信息。女性尤 
要注意。 
    ● 尽量减少夜出，确有需要则尽量选择在灯光明亮的地方行走或
逗留，并留意周边安全。不建议女性在晚上单独外出。 
    ● 不要搭乘陌生人车辆，也不要轻易让陌生人搭乘您的车辆。不
要在黑暗处招呼出租车。 
    ● 尽量不要前往偏远或人烟稀少的地方。 
    ● 避免与他人争吵，也不要围观他人争吵。 
    ● 随身携带身份证件或复印件。如警察检查您的护照等证件，应
先请对方出示证件，并记下他的警牌号和警车号。  
  



    （四）财物盗抢 
 
    财物偷盗可能发生在住家，或旅游景点、商业中心、饭店餐厅等
人口流动性比较大地区，或停车场等僻静地区。 
 
    犯罪分子偷盗现金或贵重物品，此类案件的破案率较低。 
 
     ● 尽量在白天且在人多的地方使用自动取款机。 
 
     ● 勿在家中存放大量现金，妥善保存贵重物品。 
 
     ● 外出勿随身携带大量现金。 
 
     ● 车内无保存贵重物品，特别是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醒目处。 
 
     ● 留意您的行李包裹。任何时候都不要露富。 



 
 
 
◆ 2008年10月，一名留学生在悉尼住处遭遇入室抢劫跳楼逃生而坠
亡。 
 
◆ 2013年12月，6名中国游客在悉尼皇家植物园遭遇抢劫，财产损
失严重。 

 



    （五）金融诈骗 
 
    金融诈骗主要有投资类诈骗、租房购房类诈骗、身份盗用类诈骗、
移民类诈骗、支票诈骗、网上消费诈骗、电话诈骗等。诈骗分子通
常以“低投入、高回报”为诱饵骗取信任而诈骗钱财。 
 
    澳大利亚法律体系和中国不同。请注意，不少在中国被认为是经
济犯罪而可能触犯法律的案件，在澳大利亚可能被视为普通经济纠
纷而不会追究责任方的法律责任。 



 
    1、 移民诈骗 
 
    移民诈骗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诈骗方式。如遇移民诈骗，应立即报
警，或拨打移民与边境保护部热线电话（1800 009 623）报案。以
下情况可能是移民诈骗： 
 
    ● 对方要您事先支付现金而不给收据。 
    ● 费用出奇地高。移民收费标准可上网查询。 
    ● 对方不与你签合同。 
    ● 对方不告知具体办公地点，而约到公共场所见面。 
    ● 只向你提供一个邮政信箱或手机号码。 
    ● 没有移民代理注册号码（Migration Agents Registration 
Number-MARN)。可上网验证注册情况。 
 
  



 
 
 
◆ 曾发生不法分子以办理“投资移民”为幌子，在骗取中国公民数
额不菲的钱款后消失无踪的案件。 
 
◆ 曾发生犯罪分子给持短期打工度假签证者发诈骗短信，自称是移
民官员，要求支付所谓的“签证申请费”，还有个别不法分子冒充
移民局工作人员，以违反签证条款为由要求留学生支付罚金。 
 
◆ 2013年10月澳移民部长发布新闻稿，警告通过一家顾问公司以假
结婚或假文件取得居留和技术移民签证的人士的签证申请将被拒绝，
已批的签证会被取消并被起诉。据估计，这家顾问服务公司的诈骗
活动，其“生意”超过1,230万元，受害者大多数是中国留学生，申请
签证的文件是伪造的。 

 



 
    2、租房诈骗 
 
    房屋出租者通常会在当地报纸和房产中介办公地发布出租信息。
房屋中介公司会帮助寻找合适的房屋并看房。租房者可能被要求预
付租金。首付通常包含合同到期后可返还的违约金。 
 
    租房合同是重要的法律文件。如果对合同条款有疑问或有顾虑，
建议在签署前寻求专业律师咨询，或可向各州的法律援助办公室寻
求帮助。 
  



 
 
※ 租房一定要签署合同。 
 
※ 与人合租的房租一般较低，但与合租者产生矛盾的可能性远大于
单独租房。 
 
※ 在未仔细阅读、理解并接受租约所有内容前，不要轻易签署租约。 
※ 不要拒交房租。 
 
※ 爱护房屋设施及家具，未经房东书面同意，勿擅自对房屋设施进
行改动。 
 
※ 与邻居和睦相处，注意室外卫生，不要制造噪音，特别是在深夜。 
 
※ 尊重合租人的生活习惯，合理安排起居，注意卫生。勿介入合租
人隐私或家庭事务。 



 
    3、投资诈骗 
 
    在澳中国公民盲目投资而上当受骗，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的情况时
有发生。要了解投资项目本身的情况、了解澳及其各州相关法律，
特别要注意防范诈骗。2013年澳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接到的诈骗投
诉涉及损失达8,900多万澳元。澳常见诈骗案件类型有： 
    ● 预付费用诈骗。不法分子以退款、优惠、折扣等为诱饵，要求
当事人提前支付有关费用等。 
    ● 网络钓鱼诈骗。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冒充政府部门或其他机
构，提供虚假网站链接并索要个人信息。        
    ● 电脑黑客入侵。通过电脑病毒或冒充电脑专业机构人员要求远
程控制受害人电脑，窃取个人信息。   
    ● 彩票抽奖诈骗。通知受害人彩票或在某项抽奖活动中奖，但要
求提供个人信息并提前支付费用，以便获取奖项。   



 
   防范投资骗局： 
 
※ 建议寻求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人士的独立建议。 
※ 检查对方是否在澳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网站注册。 
※ 检查对方是否在“黑名单”公司之列。 
※ 如您已经开始付钱给对方了，请停止给付。 
※ 告诉家人和朋友不要上当。 
※ 不要通过电话注册投资。 
※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发生。骗子们擅
长说服您投资是真实的、回报率高、风险低或无风险。这类“好事”通
常是骗局。 



 
    4、 其他类型诈骗 
 
    ● 网上购物诈骗。通过虚假购物广告要求买家先付款，但收到款
项后并不发货。在网上购物并使用假支票或汇票付款后，要求卖家
退还多付部分款项。   
    ● 意外中奖诈骗。与彩票抽奖诈骗类似，引诱受害人相信自己在
某项未参加过活动中中奖，并要求提前支付税款和手续费。   
    ● 虚假账单诈骗。向受害人寄送假账单并要求其付款。   
    ● 虚假工作诈骗。向受害人提供虚假工作机会，但要求提前支付
培训费、制装费等。   
    ● 约会婚恋诈骗。以谈恋爱为名与受害人建立发展关系并取得信
任，随后以各种借口索要财物。   
    ● 手机电信诈骗。以订购手机铃声或信息服务、抽奖、未接电话
回拨为名收取受害人高额费用。拨打以19开头的澳电话号码通常会
被收取高额电话费。 



 
防范网络诈骗： 
 
※ 及时更新电脑安全软件并定期扫描查毒； 
※ 打开操作系统和软件的自动更新功能； 
※ 采用复杂的密码口令，为不同程序设置不同的密码； 
在点击打开“附件”前，三思而后行； 
※ 在线购物要小心，注意研究售货者情况，并使用安全的支付方式； 
※ 只从有信誉的出版商处下载客户端应用（APP 
经常检查您社交群里的隐私设置； 
※ 在线提交照片和金融信息前，请三思而后行；告诉您的孩子注意
安全； 
※ 把您在线遇到的不愉快或感受到的威胁告诉亲友。 



 
 
 
 
 
 
◆ 2009年11月，当地人自称认识航空公司员工，能以优惠价购买机
票，但订票人在交付现金后登机时发现所购票者使用的信用卡被冻
结而被取消机票。买机票一定要索取正式发票或收据，尽早出票，
并注意向航空公司查询机票情况。还发生过犯罪分子利用银行需要3

个工作日才能确定支票到账的漏洞，用假支票支付车款等案件，在
接收支票交易时要多加防范。 
 
 ◆ 2013年12月，澳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发布信息，提醒
消费者注意防范“Woolworths消费者满意度调查”骗局。该调查以
支付150澳元礼品券为手段骗取消费者银行账户信息。骗子通常通过
社交媒体或电子邮件发送调查问卷，你需要在回答问题，包括提供
银行账户信息后方可获得礼品券，而礼品券是假的，商家不予接受。
在此类骗局中，骗子通常会借用知名商家名义获取你的个人信息，
从您的账户中盗取您的钱款，甚至盗用身份。 

 
 



    （六）涉毒犯罪 
 
    涉毒犯罪主要有货物藏毒、行李藏毒、代人领取藏毒包裹涉毒、
大量带入或进口康泰克等管制药品、违规种植、提炼毒品等。涉毒
犯罪属于重罪，处罚严苛。 
 
 
 
 
 



 
※ 切勿携带海关明文规定的违禁物品入境。不要为他人，特别是陌
生人携带物品，尤其是不知情的物品。 
 
※ 澳大利亚量对涉毒犯罪处罚十分严厉。犯罪分子通常以“来钱快”
为由欺骗学生代为领取藏有毒品的包裹。慎为他人代领、代收包裹，
在对方以酬劳为谢时尤要小心。 
 
※ 在旅行途中务必妥善保管自己的行李，勿将其置于无人看守状态，
以防被人恶意利用。 
 
※ 少数处方药物（如新康泰克）含有麻黄碱等有毒成分，限制入境。
如确因本人治疗需要，请注意适量（不超过3个月的用量），并携带
中英文处方及医生证明。 



 
 
 
◆ 据报道，2012年7月，某贩毒团伙从中国大量走私非处方药新康
泰克感冒胶囊，通过货物或国际邮件系统将药物运送到澳制毒，数
名中国留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因收送包裹而牵涉其中。 
 
◆ 2013年5月，一名中国公民来澳旅游时，在布里斯班国际机场被
查出随身行李箱中发现违禁物品安非他命510余克，随即被机场联邦
警察拘押并移送审判。 
 
◆ 2013年，驻悉尼总领馆共处理10起代人领取涉毒邮包、贩运毒品
入境等领事保护案件，涉及内地居民3人，香港居民10人。如：2013
年3月，一名中国公民在新州受网友委托从邮局领取包裹时，被查出
包裹中有大量含麻黄碱成分的药品，随即被澳海关官员逮捕并起诉。 



     
 
 
 
    （七）户外风险 
 
    澳地域辽阔，人烟稀少，户外交通、通讯条件可能较差，地理地
貌、有害动植物等自然环境不测，气候条件可能大起大落，救助条
件可能受限。极高温或极低温均易导致健康状况急转直下而威胁生
命。 
 
    澳地域辽阔，地理、气候等条件差异较大，自然灾害时有发生。
主要自然灾害：热带风暴、极端高温天气、干旱、紫外线。、洪水、
火灾、动物攻击。 
 
    请留意媒体报道，关注当地政府发布的灾情预警和中国驻澳使领
馆网站发布的预警提示，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如当地政府决定采取
灾害应急措施，请根据指引前往避险地点并服从安排。 
 
     
 



 
 
 
    户外活动安全： 
 
    ※ 具备必要知识。需具备一定的野外生存知识和能力。如有可能
参加必要的培训或训练。 
    ※ 确保身体健康。应只在身体健康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从事户外活
动，办理医疗保险或人身意外伤害险。 
    ※ 事先研究行程。注意事先通过网络或相关旅游手册研究目的地
的情况，特别是了解天气变化等可能风险。 
    ※ 做好充分准备。准备好足够而适量的食品、饮用水、急救药品
或设备、应急预案。 
    ※ 注意结伴而行。数人同行，将你的行程告知亲友，时常主动联
系他们，告知情况。 
    ※ 小心极端天气。留意当地天气预报，不在极端天气的日子里从
事户外活动。 
    ※ 避免危险情况。听从管理人员指引，保持警惕，避免危险路线、
动物、水域、岩石等，不从事任何可能有潜在危险的活动。 



◆ 2014年1月，一中国公民与友人在西澳皮尔巴拉矿区采集矿石标
本时因户外高温发生严重中暑导致身亡。 
 
◆ 2014年2月，一名留学生在塔斯马尼亚州国家公园户外探险时遇
气温骤降、装备不足而致体温过低死亡。 

 
 



    （八）健康疾患 
 
    除长期病患外，车祸致伤残、工伤、急重病症等突发医疗事故也
时有发生。 
 
    心理健康问题也危及生命安全。 
 
    澳医药费昂贵，应提前办理旅行或医疗 
保险，否则如在澳患病将给自己及家人带 
来严重经济负担。 
     
 



    1、食品卫生 
 
    澳对食品生产和销售有严格的监管标准，食品较为安全。大城市
自来水达到饮用标准。 
 
    澳动植物种类、特性可能与其他大陆不同。 
外观看上去和中国差不多的植物（如蘑菇）， 
却可能含有剧毒，切勿私自采食。 
 
 



    2、保险医疗 
 
    澳医疗发达，医疗体系健全。外国学生必须购买海外学生健康保
险(Overseas Student Health Cover-OSHC)，可支付留学生在澳求学
期间大多数的医疗费、住院费等费用。 
 
    作为Medicare的重要补充，不少澳大利亚人还会选择购买私人
（商业）医疗保险，以获得更好、更快捷、更有效的医疗服务。 
 
    澳医疗体系收费极为昂贵。如无保险而在澳发生重大意外或疾病，
医疗支出将可能给您及家人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建议务必
选择购买适合自己情况的医疗保险，以应对遇到不可预见的健康问
题。 
  



 
 
 
    在澳留学生需注意自身健康： 
    ※ 自身重视。疾病不分年龄大小，切勿自恃年轻，盲目认为身体
健康无虞。 
    ※ 注意饮食。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学习压力大，有的年龄偏小，有
不少无家人陪伴照料，本人更要注意饮食卫生和营养搭配。 
    ※ 注意锻炼。经常和适度的身体锻炼不但有利于自身健康，而且
有助于提高学习质量。 
    ※ 定期体检。即便你感觉自己十分健康，每年一次全面体检仍是
必要的。 
    ※ 及时就诊。如感觉身体不适，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不能熬
时间，更不能只靠自服药物应付了之。 
    ※ 心理健康。注意心理健康，努力学习，积极面对人生挫折，注
意交友，加强和亲人的联系和沟通。 
    ※ 办理保险。澳大利亚医疗费昂贵，留学生应办理当地医疗保险，
防范重大疾病风险。 



◆ 2013年7月，堪培拉大学生在住地发现猝死。 
 
◆ 2014年8月，南澳大学生自杀身亡； 
 
◆ 2014年8月，新州大学生在布里斯班旅馆自杀身亡。 
 
 



    （九）证件安全 
 
    护照遗失、毁损情况较为常见， 
主要有： 
 ● 随财物一同被盗； 
 ● 本人不爱惜证件在搬家或旅行途中遗失； 
 ● 被孩童撕毁； 
 ● 被洗衣机等洗坏或损坏； 
 ● 被人抵押扣留等等。 
 
    补发护照周期长，将给生活和旅行造成不便。 
    护照不可用作抵押品。 



    ※ 网上流传的“赴澳免签3月”消息不实。 
 
    ※ 申请澳签证应以官方信息为准，切勿相信网络或他人传言，以
免上当受骗。 
 
    ※ 建议持电子签证者自行打印并携带澳驻华使领馆发出的有关签
证信函备用。 
 
    ※ 来澳前及在澳期间，请留意您签证有效期和停留期。如需延期
停留，请注意及时办理签证延期等手续，确保在澳停、居留合法。 



◆ 2013年，有中国留学生因签证过期，在临近毕业时不得不离开澳
大利亚，导致学业受阻，推迟一年毕业。 
 
◆ 出行前找不到护照，需要办理。有时是周末假日。 



    （十） 失去联系 
 
    失去联系主要是外出不主动向亲友或监护人报告行踪，手机断电
或关机，不及时浏览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或其他有意或无意地长
时间与亲友失去联系，给亲友、监护人造成恐慌，也不利于自身安
全。 
 



 
◆ 2014年7月，新州卧龙岗大学生向家人表示失败，厌世而失踪，
后经多方努力找到。 
 
◆ 2014年，南澳一大学生家人报失踪，在报警后找到，原因是外出
关闭手机通讯。 



三、如何寻求帮助 



          首先是预防，然后才是处置。 
 
    公民个人在领事保护工作中的责任： 
 
 
    ● 责任意识：于本人、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 法律意识：了解当地法律、法规，遵纪守法。 
 
    ● 风险意识：没有绝对的安全，风险随时随地存在。 
 
    ● 预防能力：获取预警信息能力，掌握预防知识。 
 
    ● 应对能力：掌握紧急情况下如何应对风险能力，以及了解
寻求帮助手段的能力。 



          用合法手段维护权益。 
 
    如果认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要报案而不是找人去以暴制暴。 
    如果遇到非正常的罚款，不要用贿赂的办法解决，而要注意
保存证据，以便事后追索。 
 
 
 
 
 
 
 
 
 



    （一） 父母亲人 
 
    无论与父母之间是否存在分歧、矛盾，儿行千里母担忧。永远要
相信父母。 
 
    在遇到困难时，首先要想到向父母或其他亲人寻求帮助。 
 
    ● 定时联系，如实报告学习、生活、健康情况； 
 
    ● 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二） 校方、社团 
 
    校方、学联社团离你最近，最了解你所处的环境。 
 
    也可以向自己要好的朋友倾诉，释放压力，寻求他们的意见。 
 
 
 
 
 



    （三） 紧急求助 
 
    1、紧急电话000 
    ● 匪警、急救、消防共用。 
    ● 备选紧急电话：112。112是除000外的备选紧急电话，且仅限
手机用户拨打。 
 
    2、警方 
    ●  警方帮助热线：131 444。 
    如遇车辆偷盗、盗窃、交通小事故、财物丢失等非特别紧急情况，
通常可拨打此电话求助。 
 
 
 
 



    3、其他热线 
 
    ● 风暴洪灾热线：132 500。 
 
    ● 制止犯罪热线：1800 333 000。 
 
    ● 翻译热线：131 450。 
 
    ● 生命求助热线：131 114。 
 
    ● 家庭暴力求助：1800 200 526（24小时）。 



    （三） 法律援助 
 
    澳各州均有受害者救助机制，为犯罪受害者提供必要帮助。 
 
    各州和领地设有法律援助委员会（Legal Aid Commissions）。该
机构为刑事、民事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 
 
    如在澳遇民事、刑事等复杂的法律问题，建议向专业律师进行咨
询，或聘请专业律师代为起诉或应诉。 
 
 
 
 



    （四） 驻澳使领馆领保紧急电话 
 
     
 
 
 
 
 
 
 
 
 
    中国公民申请领事证件或接受其他领事服务，通常应按领区划分
向大使馆或相应的总领事馆提出。 
    应急电话仅限中国公民在涉领事保护紧急情况下使用。 

使领馆 领区 应急电话 

驻澳大利亚大使馆 堪培拉首都地区、南澳州、北领地 0418452 387 

驻悉尼总领事馆 新南威尔士州 0413 647 168 

驻墨尔本总领馆 维多利亚州、塔斯马尼亚州 0417 114 584 

驻布里斯班总领事馆 昆士兰州 0406 318 178 

驻珀斯总领事馆 西澳州 0416 132 339 



    （五） 驻澳使领馆教育处 
 
 
 
 
 
 
 
 
 
 
 
 
     
 
 



    （六）网络资源 
        1、大使馆网站：http://au.china-embass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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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馆网站：http://au.china-embass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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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馆网站：http://au.china-embass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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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线登记 
 

http://ocnr.mfa.gov.cn/ex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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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微博、微信 
 

（1）大使馆 
    新浪微博：@澳洲飞鸿，http://weibo.com/aozhoufeihong； 

    腾讯微博：@澳洲飞鸿，http://t.qq.com/aozhoufeihong2014； 
   

  微信订阅号：澳洲飞鸿（aozhoufeihong）。 
 

（2）驻悉尼总领馆 
    微信订阅号：悉尼之家（xinizhi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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