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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 !"#$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澳大利亚媒
体频繁炒作“中国渗透论”，澳议员被指“效力
于中国情报机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华人被
指“中国间谍”，总理特恩布尔甚至提出反外
国干涉法直指中国。前不久，澳大利亚又表
示将努力成为军售大国。
如此“兴风作浪”的澳大利亚究竟意欲何为？本版

编辑特请专家来做一番解读。

频频“剑指”中国 澳大利亚意欲何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赵干城

! ! ! !问!澳大利亚政府近来对中国

频频发难"有怎样的国际背景#

答!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一向

以平稳!合作!互利等为主要特征"

澳大利亚也是近年来中国日益兴

旺的出国游主要目的地之一"反映

了中国国民对澳持有非常正面的

看法# 但令国人意外的是"虽然看

上去中澳并无根本利害冲突"澳大

利亚却在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突

然对中国发难$ 这种做法以前也

有"但以近来为甚$ 中国人对此感

到难解"认为这可能与澳大利亚的

白人价值观有关$这种价值观常常

包含了歧视与他们不同的人"例如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内阁会议

上大骂以黑人为主的海地和非洲

国家为%粪坑&国家$不过以笔者看

来"澳大利亚对中国发难应有更深

刻的背景$

澳大利亚地处南太平洋和印

度洋$ 由于历史的原因"澳大利亚

不但成了以白人为主的国家"而且

成为南方地域中少有的发达国家$

尽管如此" 在世界经济分工中"澳

大利亚的发达国家身份并不是靠

先进原创的制造业支撑的"地广人

稀!资源丰富的特征决定了它以资

源和农业为主要产出的经济结构$

这个结构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先后

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必须寻找新

的市场和出路$这是澳大利亚从上

世纪 !"年代后期自我定义为亚太

国家的主要动因"因为以中国为代

表的新兴经济体正是澳经济寻求

转型的目标$澳大利亚当初倡议成

立亚太经合组织也是出于这个%初

心&$ 澳大利亚转向亚太受到亚洲

的欢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为澳

大利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亦成为

澳大利亚最大贸易对象$

不过"澳大利亚在经济上依赖

中国并不意味着在其他领域都有

同步发展"事实上澳大利亚在政治

与安全领域始终将自身定位为美

国阵营的一员$奥巴马政府出台亚

太再平衡政策"澳大利亚立即积极

响应$在与澳大利亚并无关系的南

海争端中"它也以%裁判&自居"经

常发表自以为是的言论$在对华政

策上"这种%二元&立场常常体现为

粗鲁干涉乃至冒犯中国的外交方

针与政策$特朗普上台后一度不怎

么待见澳大利亚" 使其颇感失落$

随着白宫%印太&概念出台"澳大利

亚似乎又找着了主心骨$究其根本"

澳大利亚再怎么着也不至于和中国

闹翻" 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兴起将

使澳大利亚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守

着%二元&方针"即使在经济上与中

国保持最大的可能联系" 而在政治

与安全领域与中国唱反调多半会成

为一种常态" 以维护其自以为具有

的亚太地区主导国家一员的地位$

澳大利亚的这种政策选项是否最符

合其利益显然是有争议的" 这也是

为什么澳大利亚的一些莫名怒怼中

国政策在国内常常引起很大争议"

甚至一旦出现过火举动就会有其他

头面人物出来灭火$例如不久前"澳

防长响应美防长视中俄为威胁的说

法"声称澳亦感同身受"外长毕晓普

赶紧出面澄清$

随着特朗普政府%印太&概念

出台"澳大利亚目前奉行的这套双

轨政策预期将随之固化$这种态势

反映了本地区国际政治的一个客

观现实' 澳大利亚虽声称转向亚

太"但并不表示在当前世界格局转

型进程中真的想成为名副其实的

亚太国家"它多半会继续其在二战

后格局中已然形成的%跟班&角色"

甚至还有可能在美国衰退的过程

中尝试%旗手&角色"以使其在现行

体系中的利益最大化$以可预见的

发展而言"澳决无可能在转型过程

中拥有任何决定性话语权$认识不

到这一点"将是澳政客的悲剧$

美白宫出台$印太%概念
澳方固化双轨政策预期

! ! ! !问!对于澳大利亚自身而言"这

样做是否有转移国内矛盾之嫌#

答! 澳大利亚近年来国内政治

发展向右转的趋势明显" 这和其国

际环境恶化导致经济发展欠佳有较

大关系$ 在上一波经济全球化浪潮

中"澳大利亚是明显的得益者$随着

全球经济重心转向亚太地区" 澳大

利亚适时调整了发展方向" 抓住新

兴大国需求强劲的机遇" 使澳大利

亚现行经济结构成功适应了全球经

济的转型$ 例如" 在短短的时间段

里" 澳大利亚与中国在矿产原料及

农产品等贸易中就远远超过加拿大

等与中国做类似生意的传统西方贸

易大国" 使得加拿大贸易专家后来

一再检讨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加大大

落后了" 渥太华得出的结论之一是

加某些政治领袖误判形势! 大打不

合宜的政治牌是原因之一$ 澳大利

亚审时度势"不但与中国大做生意"

而且倡议成立亚太经合组织" 使其

在本地区的合作表率作用得到进一

步体现" 这奠定了澳大利亚经济发

展进入黄金时期的重要基础$

然而花无百日红$ #""!年美国

最先爆发金融危机" 很快波及全球"

澳大利亚作为与世界经济关联度极

强的经济体也不可能幸免"并因中国

等新兴大国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大

幅减少对澳原料的需求而进一步恶

化$ 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的高工资

高福利模式无疑将面临严峻考验$

和多数西欧国家类同" 经济顺

风顺水时什么都好说" 一旦经济出

了问题"政治朝右转"排外的言论就

常常冒头$ 这正是澳大利亚近年来

一再上演的剧目"而在这种热闹中"

对外政策的争论通常会引致冷战时

期的沉渣泛起" 自觉或不自觉地寻

找敌人$ 以这个经验来研判澳部分

政客近年来一再毫无缘由地发表攻

击中国的言论虽不好说全中" 恐亦

不远$例如"所谓中国人全力盗取澳

情报的最新攻击就是一例$ 美国拥

有最强大情报资源且对他国监控可

谓全球第一"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到处树立假想敌的心态世人已习以

为常" 但澳大利亚亦步亦趋却难免

有些不可理喻$ 澳大利亚对中国国

家安全来说恐怕不是什么重要国

家" 中国举国上下也从未视澳为敌

对国家" 大量来自中国的移民和每

年数以百万计来自中国的游客都显

示了中澳关系的正能量十分强大"

因此一夜之间" 在澳或访澳的中国

人被一些政客戴上%间谍&的帽子"

实在是万难理解的事情$ 澳大利亚

真的有那么多有价值的情报以至于

中国要不惜国力去获取吗( 每个正

常的中国人恐怕都会觉得不可思

议$ 所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好言相

劝澳大利亚还是端正心态为好"否

则累人也累己$ 如果澳某些政客坚

持认为视中国为敌是%政治正确&之

事"以为这样可以为其加分"那恐怕

顶多也就逞能于一时最终是事与愿

违且得不偿失的$

! ! ! !问!频频$剑指%中国"对澳大利

亚来说真的有利吗#

答! 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亦或

是军事上" 中澳两国不存在重大的利

益冲突$ 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

平外交政策" 主张国家间结伴而不结

盟的理念"打破非友即敌!结盟或对抗

的冷战思维" 引领国家间关系提供新

思想!新模式$ 在此基础上"中国从不

要求澳大利亚在一些问题上选边站$

与此同时" 中国作为亚太地区乃至世

界范围成长发展最迅速的大国" 客观

上为澳大利亚提供了大量机遇" 澳大

利亚也从不掩饰要利用这种机遇的冲

动" 并通过实际政策演绎而取得长足

进展$ 这种关系如不抱有意识形态偏

见的话可视为全球化时代较理想的国

与国关系$ 而中国正是如此看中澳关

系的" 并努力促使其朝着合作共赢的

方向更快迈进$ 但发展两国关系需双

方相向而行" 澳方近年来一再出现的

对华政策变数客观上对双方关系造成

了损害"这恐怕需要澳方反思$

在地缘政治角度"中澳互利关系

形成有诸多有利条件"毕竟双方不存

在根本利害冲突"经济上更存在着大

量互补互利领域$中国作为澳最大贸

易伙伴"也是澳大利亚对外贸易顺差

的主要来源"对华贸易占澳对外贸易

总量近四分之一"远超居第二!第三

位的美国和日本" 据澳方统计"$%&'

年"中澳贸易额 &(($亿澳元"同期美

澳为 ')*亿澳元" 日澳为 '&"亿澳

元$中国大量进口的铁矿石!煤炭!氧

化铝!牛肉!羊毛!小麦等"澳大利亚

都是头号供应国$这还仅仅是货物贸

易"其他如金融服务!旅游等都是发

展迅速的领域$ 澳大利亚 $"&(年度

新增的 )"""余家从事出口的企业中

超过 &*""家做对华生意$

综合来看" 双方在经贸领域的

相互依存度呈持续上升态势" 中国

经济结构调整虽对澳产生一定冲

击"但已定格局总体不会变$依存当

然是相互的" 但并不表示是完全对

等的"从实际情况来看"应当说澳经

济对中国的依存度显然更高" 包括

中国市场冷暖对澳主要产品的价格

形成影响等等" 而中国进口的澳产

品能够提供的其他国家多了去"所

以是中国拥有的选择要远远多于

澳$ 这种状况是由现行的世界经济

结构和分工格局所决定的" 绝对不

应该为无端的所谓地缘政治因素所

干扰"更何况从中国角度来看"这种

因素本来就是几近于臆造出来的"

只要双方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看待

对方的地位和作用" 相信这类无端

的臆造因素也难成气候$

当然" 树欲静还需风不怎么乱

刮$ 澳大利亚作为西方阵营一员"可

能觉得有必要响应%老大&美国的号

召$ 不过"这还是要植根于澳大利亚

的国家根本利益"否则这种配合很容

易出现问题"甚至配合了还吃力不讨

好"得不到%老大&的赞赏$ 例如在奥

巴马时期" 美国出台亚太再平衡政

策"澳大利亚予以呼应$然而后来"因

为国防预算未达到美方预期"澳大利

亚遭到美方指责" 这令澳方左右为

难$ 而如今"从美国与欧盟之间的亲

疏关系可以看出"特朗普总统又是一

个要盟国出钱出力的主"所以澳大利

亚在地缘政治上还是悠着点为好"否

则难免再演一言不合白宫那头摔电

话的剧目$

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政策" 坚信

中国的强大繁荣是于本国于世界都

有利的" 中澳关系在过去数十年发

展的积极面也完全验证了这点$ 尽

管近年来双方间确有一些消极因素

不时冒出"但瑕不掩瑜"况且这些消

极摩擦中国自问几乎无一是中国率

先发起的" 并且矛盾出现后也总是

秉承以和为贵的精神与澳寻求相向

而行的共识$ 相信澳方有识之士一

定会认清形势" 更周全地考量澳大

利亚的国家根本利益" 在亚太地区

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赵干城

!

澳方曾得益今发展欠佳
对外政策冷战沉渣泛起

"

中澳并无根本利害冲突
澳有识之士需周全考量

#

对非展示新形象 马克龙出访非洲两国
! ! !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访问突尼
斯和塞内加尔两个非洲国家，分别
与两国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
议，并作出多项援助承诺。分析人士
认为，马克龙此访意在扩大法国在
非影响力，希望强化与非洲国家传
统关系。

将$无条件支持%#

访突期间，马克龙宣布了一系
列与突尼斯的经济合作决定，包括
实现法国在突尼斯投资增长翻倍、

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和青年
人发展等。他还宣布，!"!"年法语
国家峰会将在突尼斯举办。
访塞期间，马克龙同塞内加尔

总统萨勒签署了一系列在高等教
育、水利、能源、航空等领域的经贸
合同。新成立的塞内加尔航空公司
与法国空客正式签署了购买两架
#$$"%&'型飞机的协议。
除签署合作协议外，马克龙还

大打“援助牌”，希望增加法国在非
洲国家的“软实力”。

马克龙称法国将“无条件支持”
突尼斯经济社会发展，帮助推动深
层次改革，包括追加 (亿欧元金融
支持。对于法国来说，突尼斯不是
“普通朋友”，而是“兄弟姐妹”。

马克龙宣布将在塞内加尔的贾
姆尼亚贾设立一所法塞大学以及一
家网络安全培训中心，作为地区网
络安全的枢纽，并将通过法国发展
署投资 )(""万欧元，来保护塞内加
尔一处受海平面上升威胁的世界文
化遗产。

法国还将通过预算支持的方式
向塞内加尔援助 !*+ 亿西非法郎
（约合 $,**万欧元），用于改善塞水
利和污水排放系统，并将向塞提供
(万盏太阳能路灯。

非洲国家需要尊重
法国是突尼斯和塞内加尔重要

的贸易伙伴。据统计，法国是突尼斯
最大贸易伙伴，也是突尼斯最大外
资来源国。而塞内加尔 -./的直接
外国投资来自法国。

塞内加尔国际关系专家学者迪
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前
宗主国，法国积极同非洲国家进行
合作，是希望摆脱殖民者形象，增进
法国在西部非洲影响力。通过共赢
合作可以实现法塞关系正常化，但
法国不应该在像以前一样干涉非洲
国家内政，而应该给予非洲国家应
有的“尊重”。

突尼斯时政评论员阿卜杜勒0

瓦哈卜·哈尼告诉新华社记者，马克
龙的这些政策将有助于突尼斯经
济、安全、教育等领域发展。但法国
曾长期殖民统治突尼斯，他担心两
国恐怕难以完全平等合作。

邢建桥 刘锴 马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