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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博特政府时期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

孙 君 健

［摘 要］ 阿博特执政时期 ， 澳大利亚重视对华政策与 中澳关系的发展 ，其对华政策具有接触和防范双

重性质 。 在经济领域 ，以深化接触为主 ，包含小心防范色彩 ；在安全领域 ， 在大力对华防范的同时 ，采取小

步子接触的政策 。 阿博特政府对华政策的双面性特征 ，使中澳关系虽现经济层面联系 日益紧密 、安全层面

适度接触的双轨发展趋向 。 总体而言 ， 中澳关系在阿博特执政后的发展趋势是朝着积极方向迈进 ，并呈现

出螺旋式上升态势 ，从中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 中国 自信的新型外交理念是推动中澳关系的 主要力量 ，澳大

利亚逐步探索确立 自 身在
“

亚太世纪
”

中的适当位置是中澳关系发展的不确定因素 ， 美国护持亚太霸权的

行动是阻碍中澳关系前进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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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联盟党首领托尼
？ 阿博特在 ２０ １ ３ 年 ９ 月执政伊始 ， 曾因其个人政治信仰方面浓重的保

守色彩而引发相关人士对中澳关系将可能出现
“

倒车
”

的担忧 。 但在现实中 ， 阿博特执政期间 ，澳大利

亚的对华政策显现出一定的积极色彩 ，中澳关系在政治 、经济甚至军事安全领域有了进
一步发展 。 不

可否认 ，今后 中澳关系在发展过程中仍将在各个领域面临诸多挑战 ， 因此 ， 回顾和分析阿博特执政期

间 中澳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 ，及时梳理和总结这一时期中澳关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将有助于认清 中

澳关系未来发展可能面临的障碍和挑战 ，也将有助于未来中澳关系健康 、稳定的发展 ， 同时可为 中国

处理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提供
一

定的借鉴和启示 。 本文即围绕阿博特执政期间澳大利亚

的对华政策 、 中澳关系的发展及其历史启示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

一 阿博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澳关系的发展

阿博特执政期间 ，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性 ，中澳关系也取得了较为全面的

发展 ：政治上 ，双方髙层领导人保持较为频繁的会晤 ，共同将中澳关系 由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 ；
经济上 ， 中澳 自 由贸易协定在阿博特的积极推动下得以顺利签署 ；在军事安全领域 ， 中澳

双方在实践中推动包括传统安全领域 、非传统安全领域等在内的军事安全关系进
一

步发展
？

，人文领域

的交流也呈现领域拓展 、程度深化的发展趋势 。 但阿博特政府的对华政策 由于具有某种程度的消极

色彩 ，特别是澳大利亚在安全上积极配合 、支持美国
“

重返亚太
”

政策 ，指责中 国的东海 、南海政策 ， 等

等 ， 因此呈现出接触和防范的双面性色彩 。

整体而言 ，阿博特政府重视对华政策 ，并致力于推动 中澳关系进一步发展 。 出任澳大利亚总理

后 ， 阿博特即明确表示 ：

“

澳大利亚愿做中国的诚挚朋友和可靠伙伴 。 澳大利亚新一届政府将一如既

往 ，继续推动澳中战略伙伴关系更稳定 、更强劲有力地向前发展 。

” ？
２ ０ １３ 年 １０ 月 ，

阿博特与 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会晤时强调 ，澳将积极推动与中 国的贸易与投资关系 ，致力于拓展中澳关系的发

①
“

习近平强调 ：共同维护好发展好中澳战略伙伴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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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基础 ，强化中澳两国互信 、经贸 、人文 、安全四个纽带 ， 发展更强劲的澳中关系 ，

“

做中 国 的好朋

友
”？

。 阿博特在会晤时还特别指出 ，
习近平是他到访巴厘岛后会晤的第

一个外国领导人 ， 以此突出

其重视对华外交的姿态 。 ２０ １４ 年 ４ 月 ，为凸显对中国 的重视 ，阿博特带领澳
“

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代表

团
”

访问中国 ，
以

“

表明澳方对加强对华合作的强烈愿望
”

，同时将其中国之行视为其东北亚之行的
“

重

中之重
”

和
“

访问的髙潮
”？

，表示愿加强澳 中战略伙伴关系 ，加快两国 自 贸协定谈判 ，加强两国在金

融 、教育 、科技 、文化 、旅游等领域合作 ，促进民间交往 。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１ 月 ， 阿博特使用
“

酒逢知 己千杯

少
”？
名句 ，来形容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蕴含的深意 ，更加显示 了阿博特政府对中国及中澳关系的重

视 。 具体到不同的外交领域 ，阿博特政府对华政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 在经济层面 ， 阿博特政府采取深

化接触 、小心防范的政策 ，积极致力于深化和拓展中澳经贸关系的深度和广度 ，但同时也包含有防范中

国经济主导地位及战略影响的色彩 。 在安全层面 ，阿博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以防范为主 ，甚至含有围堵 、

牵制的意图 ，但同时又试图通过试探性的
“

小步子
”

接触的政策 ，逐步了解中国 的军事安全意图 ， 目 的在

于在增进了解的基础上 ，防范中国
“

非和平崛起
”

，并尽可能将中国纳人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框架 。

在经济层面 ，阿博特政府表示欢迎中 国崛起 ，赞赏 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甚至表示澳愿意借

鉴中国发展的经验 。 出任总理后 ， 阿博特称 ，澳大利亚希望同 中国保持髙层交往 ， 深化友好合作 。 针

对澳大利亚出于
“

国家安全
”

考虑而对中国企业特别是中 国国有企业赴澳投资多次因澳外国投资审査

委员会的拒绝而未能成功签约的事实 ， 以及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国际￥土会编造的所谓
“

中 国威胁论
”

，

阿博特有 自 己 的见解 。 他表示 ，澳大利亚欢迎中国投资 ，愿同中 国早 日达成互利互惠的双边 自 由贸易

协定 ，

“

澳大利亚繁荣得益于同 中 国的合作
”

，澳希望
“

发展更强劲的澳中关系 ，做中 国 的好朋友
”？

。

在认知方面 ，
阿博特也能够正确 、客观地评估中 国的发展成就 。 他强调 ，

“

中 国改革开放使数百万人步

入中产阶级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
一

个进步
”

＠
；认为 中 国繁荣富强对世界意义重大 ；

表示澳大利

亚愿意做中国可靠的合作伙伴 ，在相互尊重 、友好互利基础上加强对华合作 。 在实践层面 ， 阿博特政

府积极推动包括中澳 自 由贸易协定谈判在内的中澳经贸关系的发展 。 中澳 自贸协定谈判从 ２ ００５ 年

开始 ，截至 ２０１ ４ 年 ９ 月 共进行了２２ 轮 ， 双方在投资 、农业 、服务等领域存在较大分歧 。 阿博特在

２０ １４ 年 ４ 月 初访华时表示 ，希望能于年内与中 国完成 自贸协定谈判 。 阿博特的积极表态为 中澳 自 贸

协定谈判提供了助推力 ，加快了谈判进程 。 ２０ １ ４年 １ １ 月 ，中澳宣布实质性结束谈判 ；
２０ １ ５ 年 ６ 月 １ ７

日
， 中澳正式签署 自贸协定 ；在双方完成国 内法律审批程序后 ，

１ ２ 月 ２０ 日
， 中澳 自贸协定正式生效 。

中澳 自贸协定的签署及生效 ，为其后中澳经贸关系的进
一

步发展和升级提供了法律框架 。 截至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２ 月 ， 中 国连续 ５ 年保持澳第
一

大贸易伙伴 、第一大出 口 目 的地和第
一大进 口来源地的位置 。 这

是中澳经贸关系深化发展最强有力 的例证 ，正如习 近平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所说 ，

“

中澳 自 由

贸易协定将为两 国经贸合作提供更高的平台和更完善的制度保障
”？

。

但同时 ，阿博特政府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特别是对国际秩序 、规则等方面的

影响抱有防范性心理 。 澳积极参与甚至大力推动美国 以主导亚太地区经济事务 、削弱 中 国在亚太地

区经济影响力为主要意图的 ＴＰＰ谈判 。 阿博特明确表示 ：

“

我们支持 ＴＰＰ 谈判 ，我们赞同奥巴 马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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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习近平 ： 《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并肩 实现地区繁荣稳定
——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 》 ， 《人民 日 报 》 ，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１ 月 １ ８

日 ，第 ２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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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对 自 由贸易的领导地位 。

”？同时 ，阿博特还将澳与中国 、 日本 、韩国等国间的 ＦＴＡ视作是推动 ＴＰＰ

谈判进程的
一

部分 。 在具体领域 ，阿博特政府与美国共同在 ２０１４ 年 《布里斯班行动计划 》中发起
“

全

球基础设施倡议
”

，在悉尼设立由澳大利亚和美 国主导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枢纽 ，

“

以解决在未来 １ ５

年里存在的高达 ７０兆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 口
”？

，这是对中 国主导倡议成立亚投行的牵制 。

在加人亚投行问题上 ，虽然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考虑 ，澳大利亚最终以创始成员国的身份加人亚投行 ，

但阿博特一再声称 ，亚投行
“

必须有多边管辖权 ，有透明度 ，有管理规则 ，就像世界银行那样
”？

。 这突出

地显示了阿博特政府对中国的不信任 ，对中国经济地位及其产生的辐射效应的防范及牵制 。

在军事安全层面 ，阿博特政府侧重于通过试探性的接触 ，将中 国纳人美国 主导的地区秩序 ，
以防

范中国
“

非和平崛起
”

。 为此 ，阿博特政府采取两种手段 ，

一是积极配合 、支持 、参与美国
“

重返亚太
”

战

略的推进 ，强化美国 主导的地区秩序 ，防范中 国崛起对既有地区秩序所可能产生的冲击 。 在澳大利亚

的战略视野中 ，澳美同盟
“

是澳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

，

“

是澳战略和安全支柱
”

， 因此
“

澳欢迎美战略重心

向本地区转移
”

，认为这
“

有利于澳的国家利益
”？

。 ２０ １４ 年 ６ 月 ，阿博特政府与美国签署《军力态势协

议 》
，进
一

步致力于提升澳美
“

两国军队间的双边合作 ，并给予美国进入世界非常重要地区的 、额外的

军力延伸
”

？
。 此外 ，澳还将在位于西部的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基地斯特林为美国海军驱逐舰和其他舰

艇建设更多停靠点 ，为美国推进其在亚太地区的投放能力建设提供便利 。 澳大利亚对美国
“

重返亚

太
”

战略的积极配合 ，

“

将刺激美国要求澳大利亚同意在澳部署更多美国兵力 ， 以达成奥 巴马提出 的在

亚太建立
‘

支点
’

政策的欲望
”

？
。 这也是阿博特政府防范 中 国

“

非和平崛起
”

的一个重要政策选项 。

阿博特政府防范中 国的第二个手段是推进澳同亚太地区其他与澳共享其民主价值观的国家间的安全

关系 ，构筑澳在地区内的安全关系网络 ，确保澳地区影响力的同时 ， 也发挥防范中 国
“

非和平崛起
”

的

牵制性效用 。 如阿博特政府积极推动 日 澳
“

同盟化
”

关系 向更深层次发展？ ，将 日 本视为澳
“

在亚洲最

好的朋友
”

，甚至直接将澳界定为 日 本的
“

强大盟友
”

，支持 日本解禁集体 自卫权 ，欢迎 日本在地区事务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等 。 阿博特政府还将澳与越南的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为越南培训军事人员 ，

在澳大利亚举行澳越间的联合军事演习 。 阿博特政府还强化澳与菲律宾之间的军事合作与防务交

流 ，赠送菲两艘登陆艇 。 虽然澳称 ，其 目的是帮助提髙菲律宾在人道主义救援和防灾减灾方面的能

力 ，但不可否认的是 ，澳的这
一

行为
“

将提升马尼拉的军事能力
”

？
，甚至将增强菲律宾对抗中 国的能

力及意志 ，使菲认为它在抗衡中国方面得到了澳的支持 。 阿博特政府也积极响应印度
“

向东看
”

的战

略调整 ，推动澳印关系进一步深化 。 阿博特政府的这些动作 ， 充分显示 出 澳对中 国进行战略防范

① 托尼 ？ 阿博特 ：

“

在美国澳大利亚联合商业午餐会上的发言
”

（
Ｔｏｎ

ｙ

Ａｂｂｏｔ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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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 ｆＤｅ ｆｅｎｃｅＰａｐｅｒ２０１ ３ ） ， ２〇１ ３
年 ５月３日

ｓ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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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奥 巴马与澳大利亚总理双边会谈后 的发言
’ ’

（

“

Ｒｅｍ ａｒｋｓｂ
ｙ
Ｐｒｅ ｓｉｄｅｎ ｔＯｂａｍａａｎｄＰｒｉｍｅＭｉｎｉ ｓｔｅｒＡｂｂ ｏｔｔｏｆＡｕｓｔｒａ

ｌ
ｉａ

ＡｆｔｅｒＢｉ
ｌａ ｔｅｒａ ｌＭｅ ｅｔ ｉｎ

ｇ

Ｍ

） ， ｈｔ ｔｐ：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ｔｈｅ
－

ｐｒｅ ｓｓ
－

ｏｆｆ ｉｃｅ ／ ２０１ ４／０６ ／１ ２ ／ ｒｅｍａ ｒｋｓ
－

ｐｒｅ ｓｉｄｅｎｔ －ｏｂａｍａ－ａｎｄ－

ｐｒｉｍｅ－

ｍ ｉｎｉｓ
ｔ
ｅ ｒ－ａｂｂｏｔ ｔ

－ａｕｓｔｒａ ｌ
ｉａ－ａ ｆｔｅｒ

－

ｂ ｉｌ ａｔｅ
，
２０ １４

—

０６
—

１２ （发布 日 期 ） 。

⑥ 戴维 ？ 克劳 ：

“

托尼 ？ 阿博特会见 巴拉克 ？ 奥巴马以推动 Ｇ２ ０ 议程时 ，美国希望使用达尔文海军基地
”

（ ＤａｖｉｄＣｒ〇ｗｅ
，

“

ＵＳ ｔｏ

ｅｘｔｅｎｄＤａｒｗｉｎｍａｒｉｎｅｂａｓｅ ａ ｓＴｏｎｙＡｂｂｏｔ ｔｍｅ ｅｔｓＢａｒａｃ ｋＯｂａｍａｔｏ
ｐ
ｕｓｈＧ２ ０ａｇｅｎｄａ

ｗ

） ，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 ｌｉａｎ．ｃｏｍ ．

ａｕ／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
－

ａｆ ｆａｉ ｒｓ／
ｐ
ｏ ｌ ｉｃｙ／ｕｓ

－

ｔｏ
－

ｅｘｔ ｅｎｄ
－ｄａｒｗｉｎ

－

ｍａ ｒｉ ｎｅ－ｂａｓｅ
－

ａｓ
－

ｔｏｎ
ｙ
－

ａｂ ｂｏｔ ｔ－ｍｅｅｔｓ－ｂ ａｒａｃｋ
－ｏｂ ａｍａ－ ｔ （＞－

ｐ
ｕｓｈ－ｇ２０

－

ａ
ｇ
ｅｎｄａ／ｓｔｏ ｒｙ

－

ｆｎ５ ９ｎｍ２ 〗
－

１ ２ ２６ ９ ５ ２６ ２ ７ ６ １ １
，
２ ０ １ ４

＿

０６
—

１ ３ （发布 日 期 ） 。

⑦ 参见朱海燕 ： 《 日 澳关系
“

同盟化
”

的新发展及其前景 》 ，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 １４ 年第 ８ 期 ， 第 ４４
？

５ １ 页 。

⑧ 詹姆斯
？

哈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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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图 。

但是 ， 阿博特政府在大力防范中 国 的同时 ，也在推动 中澳军事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
以

“

小步

子
”

尝试的政策积累中澳间的互信 。 阿博特称 ，结交新朋友不意味着失去老朋友 ，在一个领域的深化 ，

不应以另一个领域的弱化为代价 ，

“

中 国与澳大利亚的友谊随着贸易的增长而不断加深没有什么可惊

讶的 ，这种友谊将从贸易不断拓展到更为广泛领域的联系 ，包括从教育到 国 防等全方位领域
”？

。 他

还对促进中澳军队间的髙级别交流 、双边军事交流 、军事演习及多边军事演习抱有信心 。 在阿博特政

府这一政策基调下 ，中澳军事安全关系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发展 。

“

军队高层互访是两国军事关系的
‘

风向标
’

，对于国家间军事交流深度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

”？
２０ １ ４年 ７ 月 ， 中 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副主席范长龙访问澳 ，双方承诺将在
“

维护亚太地区和平 、稳定 ，
以及在相互尊重基础上推进两国防务

关系发展
”？

；
１ ０ 月 ，澳 国防部长戴维

？ 约翰斯顿 （Ｄａｖｉｄ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访华 ，双方确认

“

中澳两国 同为亚太

地区的重要国家 ，拥有广泛而深厚的共同利益
”

，将
“

以重要高层交往为契机 ，进
一

步加强两军对话、交

流与合作 ，为中澳战略伙伴关系增加新的积极因素
”

。

“

澳中两军合作潜力非常广阔
”

，今后
“

两国军队

在海上安全 、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等领域进行更加深人务实的交流与合作
”？

。
１ ２ 月 ， 澳国 防军司令马

克 ？ 宾斯金 （ＭａｒｋＢｉｎｓｋ ｉｎ）和国 防部秘书长丹尼斯 ？ 理査森 （Ｄｅｍｍ ｉｓ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ｏｎ ）访华 ， 中澳举行第

１ ７ 次防务战略礎商 。

“

联合演习通常是显示各国军队密切关系的
‘

温度计
’

。

”？阿博特执政期间 ，在

澳大利亚的协调下 ， 中澳美三国军人于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０ 月 举行代号为
“

科瓦里
”

的联合军事训练 ，并将其发

展成为定期演练项 目 。 ２０ １ ５ 年 ８ 月 ， 中澳陆军还开展了代号为
“

熊猫袋鼠
”

的双边联合训练 。 更为重

要的是 ， 中澳海军对在南海举行实兵演习 问题达成 了共识 。 这些联合训练 、演习 ，增进了 中澳双方的

互信和 了解 。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 中澳双方在灾害救助 、海上联合搜救等领域展开合作 。 ２ ０１ ３ 年 １０ 月 ，澳新

南威尔士州地区发生特大山火 ， 中 国中科院和资源卫星应用 中心等有关单位应澳方要求提供了卫星

数据资料协助救灾 ，为澳扑灭火灾提供了重要数据资料支撑 。
２０ １ ４ 年 ３ 月 ，马航 ＭＨ ３ ７０ 失联后 ， 中

国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国家在联合搜救过程中进行了有效合作 ，为今后两 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

合作打下了 良好的开端 。

二 阿博特政府对华政策的成因

阿博特政府对华政策 中含有接触和防范并存的双面性特征 ， 这是澳大利亚试图在中 国 崛起所带

动的
“

亚太世纪
”

中寻求其战略定位的外交努力所带来的必然产物 。

一

方面 ，加深与中 国 的接触符合

澳的国家利益 ，

？另一方面 ，阿博特政府的西方视角使其仍然对中 国崛起的含义 、 中国崛起后的走向及

其对澳大利亚的影响抱有明显的疑虑 。 因此 ， 阿博特政府同历届澳大利亚政府一样 ，仍在安全领域对

中国加以防范和牵制 ，但同时也在采取
“

小步子
”

尝试的政策培育和积累对中 国的信任 。

从澳大利亚的视野来看 ，推动中澳关系的深化发展 ，符合阿博特政府追求
“

安全与繁荣
”

？的政策

目标 ，能够确保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的最大化 ，这是阿博特政府确定对华政策的
一

项主要战

略考量 。 所谓战略利益最大化 ，就是澳大利亚致力于在从中 国崛起中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 ，也最大程

度地从巩固澳美同盟以及构筑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关系 网络中获取安全利益 。

在经济层面 ，强化与中 国的经济关系 ，有助于维持澳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态势 。 澳大利亚本身的

自然条件及人 口 因素 ，决定了澳经济增长有赖于对外贸易 的繁荣 。 ２０ 年来 ，澳大利亚作为发达经济

① 托尼 ？ 阿博特 ：

“

在澳大利亚中 国周午宴上 的发言
”

。

②⑤ 房永智 ： 《 ２ ０ １ ４ 年之军事外交 ： 自信地走上世界军事舞台 》 ， 《 中国青年报 》 ，
２ ０ 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 ６ 日

，第 １０ 版 。

③
“

范长龙与澳大利亚联邦国防部长联合媒体声 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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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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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发布 日 期

④ 《范长龙会见澳大利亚国防部长 》 ， 《解放军报 》 ，
２ ０ 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 ４ 日 ，第 １ 版 。

⑥ 托尼 ？ 阿博特 ：

“

国会发言
’’

（ Ｔｏｎｙ
Ａｂｂｏｔ 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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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０ 月７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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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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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 （发布 日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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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避免了西方其他发达经济体遭遇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保持了持续的经济增长态势 ，这受益于澳靠近

亚洲的地理位置及其巨大的资源能源优势 。 但随着以中 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进入新
一

轮转型 、升级、调结构的发展
“

新常态
”

后 ，澳大利亚以矿业繁荣带动 的经济发展也受到重创 。 阿博特

执政后 ，促进澳经济转型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扩大就业 ，成为澳新一届政府的首要任务 。 在资源能

源产品出 口市场不振的情况下 ，阿博特政府
一方面改变经济发展战略 ，在推动资源能源出 口 的同时

（即
“

走出去
”

）
，还推 出

“

北部大开发
”

战略 ，并承诺澳将再次
“

对商界开放
”

？
，其意在

“

请进来
”

，加大吸

引外资 ，开发澳大利亚北部州 ，
拉动澳国家经济繁荣与就业 。 同 时

， 阿博特政府还针对中国 经济转型

的窗 口期
，
推动澳服务业的开放力度 ，如吸引游客赴澳 ，大力开拓海外留学生市场及金融服务等 。 而

“

中国正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 ，新的经济增长点将不断涌现 。 中 国十

三亿多人 口的市场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力 ，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将产生 巨大需求 。 未来

５ 年 ， 中 国预计将进 口超过十万亿美元的商品 ，对外投资规模累计将超过五千亿美元 ， 出境旅游人数

将超过五亿人次 。 这将为国际和地区伙伴提供更广阔的市场 、更充足的资本 、更丰富的产品 、更宝贵

的合作契机
”

？
。 中国 的市场 、人才和人力资源 、资本等都极具投资和发展潜力 ， 对于阿博特政府来

说 ，分取中国发展红利是其对华政策 中必须优先考虑的战略选项
？

。 阿博特称 ， 澳大利亚
“

希望继续

发展与中国的投资和贸易关系 ，而不是慢下来
”

。 同时 ，阿博特希望中澳
“

双边关系应该建立在尽可能

广泛的基础上
”

，

“

更广泛 、深化和强大
”？

。 为此 ， 阿博特政府部分地放松了对中 国国有企业对澳投资

的限制 ， 目 的即在于使澳大利亚能够
“

公平共享那些外资 （ 中国 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 ）
， 因为外来投资

将提升就业 ，也将有利于经济活动 ，也将有助于政府收人 ，有助于澳经济重返繁荣
”？

。

在安全层面 ，强化与中国的关系 ，有助于强化澳的安全环境 ，提升澳的 国际地位 ，特别是其在亚太

地区的国际地位 。 阿博特称 ，澳大利亚的 国家利益在于维护澳的
“

繁荣与安全
”

。
二战后 ，澳大利亚维

护国家安全的手段是维持澳美同盟 ，并坚定地支持和追随美国 的战略行动 。 但在亚洲 日 益成为世界

经济增长引擎和世界政治 中心 ，美国力图通过
“

重返亚太
”

，实现地区力量
“

再平衡
”

的背景下 ，阿博特

政府试图通过在与 中国强化经贸关系的同时 ，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 。 这就决定 了阿博特的安

全政策在面对中国与面对美国时呈现出双面性的特点 ， 即在面对中 国时 ，阿博特避免提起与美国的军

事同盟关系 ，而只强调中澳关系的
“

强大
”“

全面
”“

深化
”

等
；而面对美国时 ， 阿博特则极力强调澳美同

盟的重要性及澳对同盟的坚定支持 。 阿博特称 ：

“

我对敦促澳在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间进行选择的回

应是 ，你不能通过失去老朋友去结交新朋友 ，你不能通过弱化其他的友谊去强化另一些友谊 。

”
？他承

认 ：

“

繁荣与安全是相互联系的 ，你不能指望在没有另
一

个的情况下得到其中
一

个 。

”

因此 ，阿博特政府

在深化和拓展中澳经贸关系的同时 ，还致力于推动中澳双方
“

在各 自军方间的高层会晤 ，而且我们将

强化双方军队的交流和训练 ，并且未来数月 和数年 ，将会有多方参与的军事演习 ，这些对于我们这个

地区和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和平与理解都是有益的
”？

。

在推进双面外交的同时 ，阿博特政府还致力于推动中美两国间在战略安全领域的沟通 ，防止中美出

现恶性竞争 ，甚至发生军事冲突 ， 以此作为维护和实现澳国家利益的途径之
一

。 阿博特政府表示 ，澳
“

希

望看到
一

＾强健的 中美关系 ，并尽其所能地支持这种关系的发展＇澳将努力扮演中美间的
“

桥梁
”？

， 防

止出现澳被迫在 中美之间做出选择的战略格局 ，从而破坏澳维护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的努力 。 阿博特

甚至呼吁美国不要把中国视为威胁 。 他说 ：

“

中国的崛起对全球更广泛地区而言是件好事 ，因为现在买

① 托尼 ？ 阿博特 ：

“

竞选胜利之夜的发言
’’

（
ＴｏｎｙＡｂｂｏｔ ｔ

，

“

Ｅ ｌｅｃ ｔｉｏｎＮｉ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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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７ （发布 日期 ） 。

② 习近平 ： 《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并肩实现地区繁荣稳定——在溴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 》 。

③④⑤ 托尼 ？ 阿博特 ：

“

国会发言
”

（２ ０１ ３ 年 １ ０ 月 ７ 日 ） 。

⑥ 托尼 ？ 阿博特 ：

“

在澳大利亚 中国周午宴上的发言
”

。

⑦ 托尼 ？ 阿博特 ：

“

国会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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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发布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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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朱海燕 ： 《 日澳关系
“

同盟化
”

的新发展及其前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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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起世界其他地区产品的人多了那么多 。

”“

中国致富 ，并不意味着多出 了
１ 〇 亿竞争者 ，而是多了１〇 亿

客户 。

”？在直接呼吁的同时 ，阿博特政府还为中美间的军事安全接触创造机会 ， 如积极推动 中 国参加

２０１ ４年 ７ 月环太平洋军演 ，协调实现 ２０１ ４年 １０ 月 中澳美三边陆军技能联合训练及中澳新美
“

合作精神
＿

２０１ ４
”

四边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演练 ，这增强了 中美军方的直接接触及在实践中合作的机会 ，有利

于双方积累互信 ，从而有助于实现阿博特政府致力于构建
“

安全与繁荣
”

国家的政治 目标 。

但同时 ， 由于阿博特政府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承诺抱有疑虑 ，无法确定 中 国崛起后的战略走向 ， 尚

未能够清楚定位澳在中国崛起过程 中的地位和角色 ，因此其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含有防范和不信任

的色彩 ，特别是在安全领域 ，澳大利亚更是从防范甚至牵制 中国 的战略意图 出发 ，制定相应的政策并

付诸行动 。 阿博特政府从西方的战略视野 、秩序观及政治制度立场来观察中 国的外交政策及动向 ，认

为中国维护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外交活动是中 国崛起后必然采取强力外交的例证 ，甚至认为 中 国

在南海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合法行为是对国 际法原则的破坏 。 为此 ， 澳积极配合美国及亚太地

区其他相关国家对中 国进行牵制 。

由此可见 ，在中国崛起带来的
“

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 中心已 经向我们这个地区转移
”＠的大背景

下 ，阿博特政府决定
“

在正确的地方 ，正确的时间 ，用正确的精神 ，将努力抓住我们所有优势中的最大

的优势
”？

。 但是 ，阿博特政府的对华政策 中又难以彻底摆脱西方的 中 国视野中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色

彩 ，这就使得阿博特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双面性和矛盾性特征 。

三 阿博特执政期间 中澳关系发展的历史启示

阿博特执政期间 ， 中澳关系在经济 、政治 、军事安全等领域呈现 出不同 的发展态势 ，这是由阿博特

政府出于现实主义利益考虑而在对华政策上采取的既接触 、 又防范的双面性政策决定的 。 但总体而

言 ， 阿博特政府时期 中澳关系在相对稳定发展的基础上 ，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 。 回顾和总结这
一

时

期 中澳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

从中 国的战略视野来观察 ， 中澳关系的积极发展态势是中国 自信的新型外交理念在实践中灵活

运用 的巨大成果 。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国际关系 ，是中 国政府在外交理念上的系列创新 ，也是对

中国外交经验的总结 、凝炼和提升 。 随着中国
“

走出去
”

战略的推进和
“
一

带一路
”

倡仪的实施 ，中 国外

交新理念将付诸与各国建立合作共贏的建设性关系 ，这是中 国 自信的表现 ，也是中国为未来国际秩序

转型及国 际理念的创新而积极贡献的公共产品 。 实践证明 ， 中 国合作共贏的外交新理念及其实践能

够维护和平 、创造繁荣 、赢得稳定 。 这充分体现在 中国主动推进中澳关系发展方面的努力及其成果 。

因澳大利亚在中 国按照国际惯例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发表的不当言论而引发中澳关系紧张之际 ，

中 国对澳的不当言论予以有理、有力的坚决回应 ，指出其错误所在的 同时 ，又积极 、正面地提出 中澳关

系未来发展的愿景 ，为中澳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 ，并建设性地铺设发展路径 。 中国称 ，

“

澳方对中方划

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说三道四是完全错误的 ，中方不予接受 。 中方敦促澳方立即纠正错误 ， 以免损害中

澳合作关系
”

，

“

希望澳方能为双方合作 、为两国关系健康顺利发展多做有利的事情 、多创造有利条

件
”

？
， 中澳

“

应该以更长远的眼光 、更宽阔的胸襟 、更远大的抱负 ，加强对话交流 ，深化政治互信 ，拓展

务实合作 ，携手共同实现亚太地区和平 、稳定 、繁荣
”？

。 在 中 国表明坚决态度后 ， 澳大利亚表示 ：

“

澳

中关系是澳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
一

。

” “

澳大利亚新政府髙度重视澳中战略伙伴关系 ， 愿采取积极措

施 ，推动澳中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

” “

作为 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 ，澳方希望同 中方努力扩大双方的

① 托尼 ？ 阿博特 ：

“

在美国澳大利亚联合商业午餐会上 的发言
”

。

② 托尼 ？ 阿博特 ：

“

在博整亚洲论坛上的 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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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托尼 ？ 阿博特 在澳大利亚中国周午宴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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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习近平 ： 《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 并肩实现地 区繁荣稳定
——

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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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利益 ，妥善处理分歧 。 澳大利亚对中国与有关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不持立场 ， 不选边站

队 。

”？这就为中澳关系的继续发展创造了较适宜的政治气候 。

中澳关系的进展是中国积极主动塑造 、设计 、规划和引导发展的结果 。 建交以来 ， 中澳关系发展

的基础动力在于两国经济发展上的互补性 。 中国推进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 需要资源 、能源 、矿产

等基础原料的支撑 ，而澳大利亚资源 、能源 、矿产丰富 ，加之地理上的便利条件 ， 为中澳 以经济为基础

的关系模式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前提 。 但当 中国经济进人转型 、升级 、调整结构的新发展阶段后 ， 中

澳经贸关系中的资源能源供需纽带逐渐弱化 。 在这种情况下 ， 中国及时推出
“
一带一路

”

倡仪 ，提出 国

际产能合作等诸多 以合作共赢为 目 的的设想 ，积极推动中澳发展战略对接 ， 签署 自贸协定 ， 并提出双

方拓展和深化在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 、服务业 、金融业等领域的合作 ，这为中澳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

动力 。 中国能够适时从政治层面入手 ，将中澳关系 中的经济原动力转化为政治促动力 ，从而为中澳关

系发展注人新的 、更为稳定的动力元素 ，
逐步构筑中澳关系的

“

双轮驱动
”

模式 ， 提出构筑中澳战略伙

伴关系 、 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为中澳关系 中包括政治 、经济 、军事安全在 内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提

供了政治保障 ，并在实践中逐步夯实中澳关系的政治基础 。 相对稳定 、成熟的政治关系将是助力 中澳

关系稳定发展的制动器 。 虽然
“

中 国同澳大利亚历史文化 、社会制度 、 发展水平不同
”

，但是 ，只要双方

能够
“

牢牢把提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 ，坦诚沟通 ，求同存异 ，相 向而行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 ，妥善处理分歧
”

，只要双方
“

始终着眼长远和大局 ，增加积极因素 ，排除消极干扰 ， 中澳发展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之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越走越敞亮
”？

。

从澳大利亚的视野来看 ， 中澳关系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取决于澳看待中 国崛起的视角和立场及其

做出的回应 。 如果澳能够从积极角度 ，正面看待 中国崛起的进程和本质 ，中澳关系就能较为顺畅地发

展 ；反之 ， 澳若强化对中 国崛起的防范心理并将其付诸行动 ， 中澳关系就会遭遇顿挫 。 从本质来说 ，澳

大利亚对华政策立场是从属于西方的 ，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是在维护澳国家利益的同时 ，维护美国主导

的地区秩序 。 在澳大利亚的亚太秩序观中 ，美国是二战后亚太秩序的塑造者 、维护者 ，澳今后应该继

续维持美国在亚太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
以维护亚太地区的相对和平与稳定 ，为地区的经济繁荣提供安

全和政治懌障 。 阿博特指出 ：

“

如果美国 的领导是坏的 ，那么没有美国领导的情况将会更加糟糕 。

”
？

澳大利亚认为 ，澳的繁荣稳定有赖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之治 。 由此出发的逻辑 自然就是 ，澳及区

域 内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均应协力维护美国治下的地区秩序 。 但客观的现实是 ， 中 国崛起改变了地区

既有秩序 中的力量格局 。 因此 ，澳大利亚的政策是对冲和弱化中 国崛起在客观上对地区秩序造成的

冲击 。 澳认为 ，如果中国崛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那么澳就应联合美国主导

下地区秩序中的利益既得者 ，共同将中国纳人现有秩序之中 ，而不是放任 中国 自行行动 。 从这
一认知

出发 ，澳更是将中 国维护国家主权与利益的正当行为视为对既有地区秩序的挑战 ，这必将给中澳构建

互信关系的尝试带来负面影响 。

澳美同盟将成为 中澳关系未来发展的最大障碍 。 澳美军事同盟是冷战的产物 ，是西方国家出于

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信任而进行遏制的战略工具 ，该同盟并未随冷战的结束

而解体 。 在中 国崛起并积极推动区域
一

体化的背景下 ，美国推出
“

重返亚太
”

战略 ， 以期实现地区力量

的
“

再平衡
”

，直接针对的对象就是崛起中的中国 。 美国确保达成力量
“

再平衡
”

的战略手段之一 ，是激

活和调动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的
一系列以美国为 中心的

“

辐辏型
”

同盟体系 。 在这一体系 中 ，

澳大利亚被美国视为实现亚太安全战略的
“

南锚
”

，澳美同盟是美国
“

重返亚太
”

战略的重要执行工具

和战略抓手 。 澳大利亚也一直是澳美同盟的坚定支持者和战略追随者 ，对美国的
“

重返亚太
”

战略持

积极支持 、参与 、配合的态度 。 澳大利亚对美国的政治 、外交 、经济 、军事支持 ，使美国
“

重返亚太
”

战略

①
“

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表示溴政府高度重视澳 中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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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 （发布 日期 ） 。

② 习近平 ： 《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 并肩实现地 区繁荣稳定
——

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 》 。

③ 托尼 ？ 阿博特 ： 《战线 ＫＴｏｎｙ
Ａｂｂｏ ｔｔ

，
Ｂａ？Ｍｉｎｅ ｓ） ，墨尔本 ：墨尔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 ９年版 ，第 １ ５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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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行动力 。 美国对澳美同盟在
“

重返亚太
”

行动 中的战略性运用及澳对美国的战略支持 ， 在客观上

使澳美同盟成了美国牵制 中国的战略工具 。 阿博特执政期间 ，中澳关系 出现的波折 ，就是由于澳出于

防范中国 的战略考虑 ，而在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所造成的 ，也是阿博特政府站在

美国盟友的立场上对美国进行战略配合的结果 。

综合分析阿博特政府时期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和中澳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 ，可以得出 以下几点

认知 。

第
一

，

“

经贸合作是中澳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

。 中澳在经贸合作领域取得的成就 ，为 中澳关

系在其他领域的深化 、拓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 ，成为两国关系出现波折时能够敦促两国以和平的手段

切实地面对矛盾和分歧 ，以合作共贏为 目 的 ， 向前推进相互关系发展的重要推手 。

第二 ， 中澳之间
“

没有历史积怨和根本利益冲突
”

，是中澳两国能够超越政治安全领域相对低敏感

度问题 ，继续推动相互关系前进的根本原因 。

第三 ，阿博特政府并未消除对中 国的不信任心理 ，采取了
一

系列对华防范的政策和行动 ，这成为

阿博特执政期间中澳关系 出现顿挫的重要原因 ，也将是在未来深刻影响 中澳关系发展趋向 的核心问

题 。

第四 ， 中国能够以前瞻性眼光 ，主动谋划和引领中澳关系 ，是阿博特政府时期 中澳关系能够顺利

发展的重要保障 。 未来中国应 以更包容的态度看待澳大利亚对华政策中 的消极因素 ，
以积极主动的

态势引导中澳关系的正面力量 ，对冲中澳关系中的负面因素 ，为中澳关系发展提供顶层设计和保障 。

（感谢澳 大利 亚理工大 学刘 刚 军教授 ， 河 南大学历 史文化学 院朱海燕 博士 、哲 学 与 公共管理 学 院

王海滨 副教授对本文 的支持和帮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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