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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外交政策白皮书》,一方面积极评价中

国的发展和中澳关系,另一方面担忧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将改变地区规

则和秩序,导致地区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增加。①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

特恩布尔(MalcolmTurnbull)2017年12月一方面指责中国的影响力正在

渗透澳大利亚政治;②另一方面,2018年2月他又宣称:“我们并没有看到来

自中国的任何敌对意图,我们不把中国说成一个威胁。”③中澳关系的发展正

面临着正反两方面的诱因,这使我们对其未来走势产生疑问:经济纽带作用

还能否有力拉动两国关系稳步向好? 根据长期追踪研究,我们发现经济纽

带在两国关系中的拉动作用在逐步弱化,两国之间的分歧和疑虑日趋凸显

出来,两国关系将进入下滑态势。

根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对中澳关系的衡

量,我们发现,冷战结束之后,中澳关系长期稳步向好,然而,自2016年以来,

两国关系中的负面事件增多,双边关系出现下滑或停滞态势(见图1)。我们

认为,造成这种态势的深层次原因短期内难以改变,甚至有加剧之势,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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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澳关系走势(1991—2017)

关系将持续下滑。

第一,在亚太地区中美两极化格局中,中美实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将迫

使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进行“选边”,而基于战略利益和政治认同,澳大利亚

在安全和政治上必然选择美国,这将加剧中澳矛盾。美国在2017年12月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1月的《国防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位成战略

竞争对手,认定中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存在着全面的大国权力竞争

关系。① 而中国以奋发有为的外交姿态回击美国的战略压力,中美在军事安

全、地区秩序构建和政治领导争夺等领域展开全面的战略竞争。夹在中美

之间的澳大利亚,基于其战略利益和政治认同,将在安全和政治上继续选边

美国,追随或支持美国在中国南海、中国台湾议题和“印太”体系构建等问题

上的行动。如澳大利亚可能会继续主张南海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

支持美国在南海的巡航行动;澳大利亚可能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关系,在

印太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在政治上澳大利亚可能继续指责中国破坏

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这些都将恶化中澳关系。

第二,澳大利亚在安全和政治上对美国的支持,将引发中国的不满和反

① “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December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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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Summaryofthe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

January2018,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
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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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澳大利亚“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双轨战略将难以有效维持下

去。2017年12月美国通过《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2018年3月通

过所谓的“台湾旅行法”,声称要评估美台军舰互停的可能性,支持美台高层

官员互访,这些触动了中美关系的敏感地带。此外,美国海军驱逐舰以“航

行自由”的名义,多次闯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范围内。澳大利亚在这些问

题上对美国的支持,将触发中国的强烈反制。自2009年至2016年,中国连

续保持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两国经济联系紧密。但自2016年以

来,两国关系下挫,这表明经济联系不足以拉动两国关系稳步向好,战略与

安全矛盾已压倒正面的促进因素。中国的反制行动,将进一步拉低两国关

系的走势。

第三,随着中澳经贸关系进一步扩大和各方面联系的深化,中国的影响

力将不可避免地扩展到澳大利亚的国内政治议程,这将加剧澳大利亚政界

和社会的恐华情绪。澳大利亚一名参议员因接受华商捐赠而辞职,引发澳

大利亚各界对中国所谓政治渗透的忧虑。澳政府以此为借口,推动出台新

的反间谍和外国干预法。这是新一波恐华情绪的表现。类似恐华事件在不

断上演,如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中国国家电网投资新南威尔士州

电网公司;澳情报部门声称受到中国的情报渗透和间谍威胁;澳大利亚指责

中国进行网络攻击等。澳大利亚官方对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有关合作的疑

虑和指责,同样也是这种恐华情绪的折射。随着两国交往的深入,澳大利亚

对中国影响力扩大的疑虑将增加并泛化,这将损害两国的互信和稳定关系。

上述各种因素的存在,将导致中澳关系在未来1~2年内进一步下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