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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关系

澳大利亚对中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认知与反应

张　亮

　　［摘要］　作为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国家，澳大利亚对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发展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因此需要研究其对中国

在这一地区活动的认知与反应。本文通过考察澳大利亚智库、媒体、学者等对中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评论发现，澳各界意见分

歧较大，既有认为中国的行动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对地区发展有利的声音；也有认为中国具有战略目的，会冲击澳大利亚地区影响

力的意见。澳大利亚官方的态度则偏消极，并已经采取了一些具有竞争性的措施。对此，中国应在继续推动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发 展

的同时，通过加强地区多边机制建设、增进中澳互信等措施，获取澳大利亚的理解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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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太平洋岛国 泛 指 南 太 平 洋 中 除 澳 大 利 亚、新 西 兰

之外的其他岛屿国家。〔１〕近年来，随着这一区域在大国

周边和区域战略中的重要性迅速上升，〔２〕包括美国、日

本、澳大利亚等在内的域内外国家纷纷调整自身战略，
积极寻求发展 与 相 关 国 家 的 关 系，中 国 自 然 也 不 能 缺

席。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

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文件，文件明确指出：“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

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

平洋。”〔３〕从而将太平洋岛国放到了中国“一带一路”建

设中的重要位 置，为 中 国 与 有 关 国 家 的 深 入 合 作 注 入

了新的内涵。在 此 背 景 下，中 国 与 太 平 洋 岛 国 在 高 层

往来、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各个领域的关系都得到了

进一步的提升。〔４〕

太平洋岛 国 对 这 一 趋 势 普 遍 持 欢 迎 态 度。〔５〕中 国

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大量的游客，也带来了新的贸易机

会，这对促进当 地 的 经 济 和 社 会 可 持 续 发 展 具 有 重 大

作用。尤其是 在 发 展 援 助 领 域，中 国 在“一 带 一 路”建

设背景下，向急需改造自身基础设施建设，以图实现经

济发展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太平洋岛国提供了大量帮

助。但是，研究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发展，不仅

要关注相关国 家 的 态 度，也 要 关 注 区 域 内 其 他 国 家 尤

其是大国的态 度，因 为 在 一 个 互 联 互 通 和 相 互 依 赖 的

世界里，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影响、错综复杂

的，中国与南太 平 洋 岛 国 关 系 的 健 康 发 展 也 需 要 得 到

有关国家的理解和支持，这其中，澳大利亚的角色非常

关键。

澳大利亚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

为南太平洋 地 区 的“超 级 大 国”，〔６〕澳 大 利 亚 对 太 平 洋

岛国的内政、外 交、社 会、经 济 等 方 方 面 面 都 有 着 巨 大

的影响力。太平洋岛国普遍国小力微、发展落后、对外

界援助的依赖 性 很 高，而 澳 大 利 亚 长 期 以 来 都 是 太 平

洋岛国 最 重 要 的 援 助 来 源 方。例 如，澳 大 利 亚 仅 在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财政年 度 就 为 太 平 洋 岛 国 编 列 了 高 达１１
·９６·

DOI:10.13549/j.cnki.cn11-3959/d.2018.05.008



亿澳元的援 助 预 算。〔７〕通 过 涵 盖 农 业 项 目、医 疗 援 助、
教育培训等诸 多 内 容 在 内 的 全 方 位 援 助 体 系，澳 大 利

亚对促进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推

动作用，也因 此 在 相 关 国 家 获 得 了 巨 大 的 影 响 力。此

外，基于临近的 地 理 条 件、长 期 的 历 史 联 系、密 切 的 人

员往来、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国经过长期经营，积累了

丰富的官方和 社 会 资 源，中 国 与 南 太 平 岛 国 关 系 的 发

展因而不可 避 免 地 会 受 到 澳 大 利 亚 的 影 响。第 二，南

太平洋地区作 为 澳 大 利 亚 的 重 要 利 益 区 间，〔８〕对 澳 大

利亚的地缘安全和国际影响力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一方面，基于临近的地理条件，澳大利亚在国家安

全、反偷渡、边境管控等议题上对周边岛国具有重要利

益诉求。另一 方 面，作 为“中 等 强 国”的 澳 大 利 亚 并 不

寻求像美国等 大 国 一 样 出 现 在 世 界 每 一 个 角 落，而 是

将周边地区 作 为 自 己 的“后 院”，这 就 使 得 澳 大 利 亚 势

必对其他国家 在 这 一 地 区 的 活 动 保 持 关 注 甚 至 警 觉。
无论是支持还 是 反 对，澳 大 利 亚 都 会 以 自 己 的 方 式 尽

可能地维护 自 己 在 本 地 区 的 战 略 利 益。第 三，近 年 来

中澳关系出 现 了 一 些 波 折，两 国 互 信 缺 失 严 重。从 澳

大利亚在南海 问 题 上 对 中 国 的 指 责，到 澳 大 利 亚 国 内

炒作的所谓中 国 对 澳 大 利 亚 内 政 的 渗 透，都 为 中 澳 关

系的健康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南太平洋地区与澳大

利亚近在咫尺，而与中国相隔遥远，中国在南太平洋地

区的活动，既有 可 能 成 为 中 澳 双 方 进 行 合 作 的 新 空 间

和新领域，也有可能成为两国产生冲突的新爆点。
综上，澳大利 亚 既 有 能 力 也 有 意 愿 去 影 响 和 介 入

到中国与南太 平 洋 岛 国 关 系 的 发 展 中，因 此 充 分 把 握

澳大利亚对中国加强与南太平洋岛国关系的认知与反

应就显得非 常 关 键 和 必 要。有 鉴 于 此，本 文 通 过 对 澳

大利亚国内的 顶 尖 智 库、重 量 级 媒 体、著 名 学 术 刊 物，
以及政府高官 的 评 论 的 分 析，对 这 一 问 题 做 出 初 步 考

察。这些辩 论 平 台 或 个 人 因 其 巨 大 的 影 响 力 和 代 表

性，成为我们管 窥 澳 大 利 亚 国 内 对 这 一 问 题 的 基 本 态

度的良好透 镜。在 此 之 后，本 文 对 澳 大 利 亚 的 政 策 回

应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中国政策选择的一些思考。

二、澳大利亚对中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关系意图的认知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就受到了澳大

利亚的密切关注，而作为推进该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因直接关系到澳大利亚的周

边利益尤其引发了其国内的热烈讨论。对于中国在这

一地区活动的 加 强，澳 国 内 各 界 既 有 支 持 与 理 解 的 声

音，也有警惕与反对的意见，但都普遍认为中国的行动

是受到本国政治、经济等多种利益诉求推动的，根据其

具体内容的不同，这些看法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中国加 强 与 太 平 洋 岛 国 的 关 系 具 有 战 略 考

量，是为了扩 大 其 在 本 区 域 和 全 球 层 面 的 影 响 力。太

平洋岛国共有１４个，虽 然 这 些 国 家 普 遍 国 小 势 微，但

是在倡导民主、平等价值观的现代国际社会，这些国家

同样拥有在重 大 国 际 问 题 上 发 声 的 权 利，每 个 国 家 都

在联合国中 享 有 合 法 的 投 票 权。因 此，加 强 与 相 关 国

家的关系对于 提 升 中 国 的 国 际 影 响 力，促 进 中 国 的 国

际政治利益大有裨益。例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 著 名 中 国 问 题 专 家 彼

得·康纳利（Ｐｅｔｅｒ　Ｊ．Ｃｏｎｎｏｌｌｙ）认为，中国的政策具有

外交和战略利益方面的考量：中国一方面需要太平洋

岛国作为可靠的外交伙伴来支持中国日益强硬的外交

政策，在国际场合为中国投出信任票；另一方面中国在

持续不断地支持诸如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
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ｕｍ，ＰＩＤＦ）这 样 的 与 太 平 洋 岛

国论坛（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Ｆｏｒｕｍ，ＰＩＦ）具 有 竞 争 性 关 系

的组织，而后者受到澳大利亚的重要影响，这显然有在

本地区竞争影 响 力 的 考 量。〔９〕澳 大 利 亚 国 立 大 学 亚 太

学院的格雷姆·史密斯（Ｇｒａｅｍｅ　Ｓｍｉｔｈ）将目光放的更

加远大。他指出，中 国 在 太 平 洋 岛 国 地 区 的 援 助 工 程

曾经一度是杂乱无章、毫无规划的，很多甚至还存在着

欺上瞒下和腐 败 等 现 象，这 对 当 地 的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带来了一定伤害。“一带一路”建设对太平洋岛国的外

交管理体系理顺，是中国构建其全球软实力、扩大国际

影响力的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１０〕

第二，中国加 强 与 太 平 洋 岛 国 的 关 系 受 到 台 湾 因

素的推动。维持所谓的“邦交国”是台湾地区拓展和维

持“国际空间”的 重 要 举 措，也 是 历 届 台 湾 地 区 执 政 当

局执政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１１〕在这些“邦交国”中，南
太平洋地区贫穷、弱小、急需外援的小岛国是重要组成

部分。通过“支 票 外 交”，台 湾 地 区 耗 费 了 大 量 公 帑 来

“购买”有关国家在国际场合的支持。澳大利亚著名的

台湾问题专家，莫纳什 大 学（Ｍｏｎａｓ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 艾

金森（Ｊｏｅｌ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据 此 指 出，中 国 大 陆 与 台 湾 地 区

的竞争关系，构 成 了 其 与 太 平 洋 岛 国 之 间 关 系 发 展 的

一个重要考 量。两 岸 虽 然 在 马 英 九 时 代 实 现“外 交 休

兵”，但是这种默契并不是稳固的。〔１２〕目前，随着台海局

势的新发展，以 及 太 平 洋 岛 国 普 遍 希 望 搭 上 中 国 经 济

发展的顺风车，中 国 大 陆 显 然 已 经 将 与 太 平 洋 岛 国 的

关系放在了更 大 的 格 局 中 考 虑，从 而 推 动 了 中 国 与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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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国家的关系获得进一步提升。〔１３〕

第三，中国在 南 太 平 洋 地 区 的 活 动 主 要 受 到 经 济

利益的驱动。根 据 经 济 利 益 的 不 同 表 现 形 式，这 一 类

的观点又可以 细 分 为 两 类，一 类 观 点 认 为 中 国 加 强 与

南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主要是为了获取这一地区丰富的

自然资源。太平 洋 岛 国 虽 然 普 遍 陆 地 面 积 狭 小，但 是

却有着面积广 大 的 海 洋 专 属 经 济 区，其 中 所 蕴 藏 的 丰

富矿产资源和渔业资源对于任何国家都具有很强的吸

引力。格雷姆认为，中国对各种资源的巨大需求，是其

在太平洋 岛 国 地 区 不 断 扩 大 投 资 和 投 入 的 重 要 驱 动

力。〔１４〕持此观点的还有曾在麦考瑞大学（Ｍａｃｑｕａｒｉｅ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和卧 龙 岗 大 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ｏｌｌｏｎｇｏｎｇ）
等校执教过的凯特·汉娜（Ｋａｔｅ　Ｈａｎｎａｎ）和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的斯图尔特·弗斯（Ｓｔｅｗａｒｔ　Ｆｉｒｔｈ），他们认为

中国的海外利益正在日益成熟、多元，并且是处于不断

变化之中的，但是，对于各种原材料和资源的寻求仍然

是构成中国走向世界的最主要动力之一。〔１５〕

另一类观点则认为中国在这一区域的活动主要受

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寻求新的商业机会等动机的推动。
澳 大 利 亚 顶 尖 智 库 罗 伊 国 际 政 策 研 究 所 （Ｌｏｗ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的 菲 利 帕·布 兰 特

（Ｐｈｉｌｉｐｐａ　Ｂｒａｎｔ）认为，与其他地区的情况明显不同的

是，没有任何明 确 的 合 作 项 目 表 明 中 国 在 本 地 区 的 活

动是出于获取 资 源 的 目 的，中 国 的 行 动 主 要 是 出 于 开

发商业机会的考量。〔１６〕莫道克大学（Ｍｕｒｄｏ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亚 洲 研 究 中 心 的 高 级 讲 师 沙 哈 尔 · 哈 梅 里

（Ｓｈａｈａｒ　Ｈａｍｅｉｒｉ）持 有 同 样 的 看 法。他 认 为，很 难 将

中国加大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力度解读为中国构建区

域控制战略的 一 部 分，甚 至 也 并 不 存 在 一 个 具 有 战 略

目的更为有 限 的 资 源 安 全 议 程。相 反，中 国 对 该 地 区

的援助主要是 由 商 业 利 益 驱 动 的，因 此 其 援 助 项 目 的

指向也比通常所认为的要更加分散。〔１７〕

第四，中国在 太 平 洋 岛 国 地 区 的 活 动 并 非 是 出 于

那么功利的利 益 计 较，而 只 是 出 于 实 现 其 国 际 责 任 的

一个部分而已。罗伊政策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瓦拉尔

（Ｍｅｒｒｉｄｅｎ　Ｖａｒｒａｌｌ）就认为，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发展

援助并非出于 深 谋 远 虑 的 战 略 谋 划，而 是 为 了 促 进 落

后地区的社会 福 利 与 经 济 发 展，这 构 成 了 中 国 作 为 崛

起中大国实现其在国际社会的责任的一个部分。而中

国之所以 更 愿 意 将 援 助 投 入 到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等 项 目

上，也并非是为本国建筑公司谋求利益，而是与中国以

基础设施质量的提升带动整体经济进步的发展经验有

密切关系。〔１８〕

以上观点基本代表了澳大利亚国内对中国加强与

太平洋岛国 关 系 的 意 图 的 主 流 认 识。可 以 看 到，这 些

认识较为分化，既有从政治视角的观察，也有从经济视

角的考虑。虽然 部 分 评 论 较 为 理 性 客 观，认 为 中 国 对

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外交举动与中国在其他地区的行为

并无二致，只是 中 国 在 全 世 界 利 益 扩 展 和 实 力 增 长 的

自然反应，〔１９〕但是也有很多评论更多地从增加地 区 和

国际影响力的层面来分析中国的动机。后面这样一种

分析视角往往夸大中国与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

竞争性质，从 而 导 致 澳 国 内 的 负 面 评 论 与 反 应。这 也

就更加要求中国采取多种措施来获取澳大利亚对中国

在这一地区活动的理解与信任。

三、澳大利亚对中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影响的认知

在对中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意图进行了多

方位的分析之 外，澳 大 利 亚 各 界 还 对 中 国 的 活 动 可 能

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讨论。部分分析对中国促进地区发

展的积极作用 予 以 了 肯 定，但 也 有 很 多 评 论 认 为 中 国

在南太平洋地区活动的增加会冲击到澳大利亚的地区

影响力。具体而言，这些讨论在三个层面展开。
首先是对中国的发展援助和经济合作对太平洋岛

国的影响的讨论。一些评论对此问题持有比较负面的

看法，认为中国 的 发 展 援 助 是 效 率 低 下、并 无 实 效 的，
而且存在将财力普遍非常有限的各太平洋岛国拖入债

务陷阱的风 险。比 如，澳 大 利 亚 国 际 发 展 与 太 平 洋 事

务 部 部 长（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菲耶拉万蒂－威尔斯（Ｃｏｎｃｅｔｔａ　Ｆｉｅｒｒａ－
ｖａｎｔｉ－Ｗｅｌｌｓ）就指 责 中 国 在 太 平 洋 岛 国 兴 建 一 批 无 用

的建筑，这些建 筑 对 相 关 国 家 的 长 远 发 展 并 无 实 质 性

的促进作用，反 而 会 使 得 这 些 国 家 陷 入 到 沉 重 的 债 务

负担之中。〔２０〕澳国内发行量排名前列的大报《澳大利亚

人报》（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更是危言耸听的声称太平洋岛

国会溺死在中国的债务中。报道以瓦努阿图和汤加为

例，称来自中国 的 贷 款 在 上 述 两 个 国 家 的 国 外 贷 款 中

已经占到了相 当 高 的 比 重，这 将 对 两 国 的 财 政 构 成 巨

大的压力。〔２１〕

但是，对 于 以 上 指 责，很 多 评 论 都 表 达 了 不 同 意

见。《瓦努阿图 每 日 邮 报》（Ｖａｎｕａｔｕ　Ｄａｉｌｙ　Ｐｏｓｔ）媒 体

总监丹·麦加里（Ｄａｎ　ＭｃＧａｒｒｙ）在为罗伊政策研究所

撰写的评论中 就 指 出，那 种 认 为 中 国 是 在 用 债 务 拖 垮

太平洋岛国的 言 论 是 不 切 实 际 的，实 际 上 这 种 言 论 忽

视了太平洋岛国的主观能动性。很多太平洋岛国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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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着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增长迟缓、经济发展动力单一

的困境，因而这些国家具有改善本国基础设施条件、寻

求新的发展途径的主观意愿。来自中国的援助恰恰是

各国所需要的，而非在中国诱导下吞下的苦果。〔２２〕罗伊

政策研 究 所 太 平 洋 岛 国 项 目 主 任 乔 纳 森·普 赖 克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Ｐｒｙｋｅ）则提醒，澳大利亚也并非完美的援助

者，中国的到来 不 仅 是 对 澳 大 利 亚 并 不 充 足 的 发 展 援

助的有效 补 充，而 且 为 有 关 国 家 提 供 了 更 多 的 选 择。
这也将提醒澳 大 利 亚 认 真 去 思 考，应 该 怎 样 发 展 与 太

平洋岛国 的 关 系，以 实 现 这 些 国 家 真 正 的、健 康 的 发

展，〔２３〕这对于太平洋岛国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其次，是对中 国 更 加 积 极 地 参 与 南 太 平 洋 事 务 对

澳大利亚影 响 的 讨 论。部 分 评 论 认 为，中 国 在 南 太 平

洋地区的存在会削弱澳大利亚的地区影响力。澳大利

亚 工 党 影 子 国 防 部 长 理 查 德 · 马 尔 斯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ａｒｌｅｓ）针对中国 与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在“一 带 一 路”合

作框架下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一事批评澳大利亚执政

当局，认为澳大利亚正在将它的国际影响力拱手让人，
尤其是让给了 中 国，因 为 它 不 能 够 继 续 保 持 在 这 一 地

区的领导地位。〔２４〕另有一些评论更是认为中国在 南 太

平洋地区的活 动 会 影 响 到 澳 大 利 亚 的 国 家 安 全 利 益。
普赖克针对中国华为公司与太平洋岛国合作开展海底

电缆项目的评 论 称，让 中 国 企 业 介 入 到 当 地 的 通 讯 设

施建设中，会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带来明显问题，这

也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必须要采取措施夺取主动权的

根本原因。〔２５〕

另一方面，更 多 的 评 论 则 认 为 中 国 的 影 响 力 虽 然

上升，但并不会影响到澳大利亚的主导地位，而且更不

可能影响到澳大利亚的安全利益。澳大利亚著名的国

际研究 期 刊《澳 大 利 亚 国 际 事 务 杂 志》（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就此刊载了多篇研究

论文。奥克兰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ｕｃｋｌａｎｄ）教授张永

进（音译）分 析 指 出，中 国 在 南 太 平 洋 地 区 的 存 在 并 不

会影响澳大利 亚 的 地 区 影 响 力，中 国 不 会 引 发 新 的 地

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竞争，相反，中国的出现恰恰搭起

了落后的太平 洋 岛 国 与 世 界 市 场 之 间 的 桥 梁，这 对 所

有国家（包括澳大利亚）都是一个机遇。〔２６〕沙哈尔·哈

梅里同样认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不会改变澳大利

亚主导的地区秩序，他表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

加强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只要看中国，更要看那些接受

援助的国家是怎样思考它们的利益的。〔２７〕

最后，是对中 国 加 强 与 太 平 洋 岛 国 关 系 对 地 区 局

势影响的讨 论。部 分 分 析 指 出，中 国 加 强 在 太 平 洋 岛

国的存在有加剧地区竞争和冲突的风险。彼得·康纳

利认为，随着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活动的增加，中国的

海外利益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样，中国的海外侨民群

体也越来越庞大、分布越来越广泛，这些海外利益和侨

民难免会遇到 一 些 突 发 状 况，而 当 这 些 利 益 和 侨 民 需

要保护时，中国将如何行动，以及中国将如何处理与驻

在国的关系，都 值 得 密 切 关 注。一 旦 突 发 情 况 应 对 不

利，则易于触发中国与有关国家的紧张与冲突。〔２８〕艾金

森则指出，中国 在 与 太 平 洋 岛 国 发 展 关 系 时 还 需 要 考

虑到与第三方的关系问题。比如作为在南太平洋地区

居于主导地位 的 国 家，澳 大 利 亚 对 中 国 影 响 力 的 上 升

态度复杂，而澳 大 利 亚 与 中 国 之 间 就 地 区 影 响 力 可 能

进行的竞争，会对国家力量薄弱，国家制度脆弱的太平

洋岛国造成重大影响。〔２９〕

通过对各方 的 评 论 进 行 比 较 可 以 发 现，澳 大 利 亚

学界对于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活动的加强持有较为理

性客观的反应，很 多 分 析 都 认 为 中 国 在 这 一 地 区 的 活

动对各方都有 利，虽 然 这 会 导 致 中 国 影 响 力 的 持 续 上

升，但是中 国 既 不 能 也 不 愿 取 代 澳 大 利 亚 的 影 响 力。
相比之下，澳大 利 亚 政 界 和 媒 体 对 中 国 抱 有 更 多 的 批

评和疑虑态度，部 分 评 论 不 仅 对 中 国 对 太 平 洋 岛 国 的

援助满怀偏见，指责中国会拖垮相关国家，更担忧中国

可能冲击澳大利亚地区的影响力。这样一种负面认知

的发酵，显然不利于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活动的展开，
也不利于中澳 关 系 的 长 期 发 展，而 这 种 认 知 逻 辑 背 后

则是澳大利亚维护其地区利益的迫切心情和对中国崛

起的新世界体系的焦虑。

四、澳大利亚的利益考量与政策反应

南太平 洋 地 区 一 直 以 来 都 被 澳 大 利 亚 视 为“后

院”，这既 有 政 治 利 益 的 考 量，更 有 安 全 利 益 的 计 算。
从政治利益方 面 来 看，南 太 平 洋 岛 国 是 澳 大 利 亚 在 国

际社会履行国际责任、展现国际领导力的重要地区，南

太平洋岛国的政治支持构成澳大利亚国际影响力和话

语权的一个 重 要 来 源。从 安 全 利 益 来 看，澳 大 利 亚 一

直对其“空旷 的 北 方”感 到 焦 虑，担 心 会 遭 到 来 自 北 方

的入侵与威胁，〔３０〕散布澳大利亚周边的太平洋岛 国 构

成维护澳大利 亚 国 土 安 全 的 一 道 屏 障，如 果 这 些 岛 国

受到渗透，将 对 澳 大 利 亚 的 安 全 构 成 严 重 挑 战。面 对

中国的崛起，澳 大 利 亚 显 得 格 外 焦 虑，这 在 其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发布的 新 版《外 交 政 策 白 皮 书》中 表 现 的 淋 漓 尽

致。根据白皮书 的 观 点，澳 大 利 亚 的 繁 荣 与 安 全 系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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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基于规 则 的 国 际 秩 序”的 长 久 稳 定 运 行，但 是 这

一国际秩序的未来发展并不取决于像澳大利亚一样的

“中等强国”，而只取 决 于 体 系 大 国（如 美 国 和 中 国 等）
的行动。〔３１〕白皮书将美国界定为现行国际秩序的 领 导

者，并认为中国构成了对这一秩序的根本挑战，中国如

何选择其行 动 将 产 生 深 远 的 影 响。因 此，澳 大 利 亚 不

能置身事外，要积极行动起来，以自己的努力“规训”中

国做一个国际社会的好公民。
在这样的历 史 和 现 实 利 益 考 量 之 下，加 上 澳 大 利

亚政府对于中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影响的负面认

知，促使澳大利亚行动起来，以一种竞争性的政策安排

来平衡中国 的 影 响 力。概 括 而 言，这 些 政 策 措 施 主 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短期来看，竞争性援助已经成为澳大利亚

与中国竞争地区影响力的短期应对之举。所谓竞争性

援助，就是指援助不以受援国的实际需要为动力，而是

从援助国之间 竞 争 影 响 力 的 目 的 出 发，竞 相 提 高 援 助

额以排挤竞争 者 在 受 援 国 的 援 助 项 目，并 进 而 获 得 在

受援国更高的政治影响力和其他相应利益。〔３２〕澳 大 利

亚的这一倾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ＡＰＥＣ会议项目上表

现的非常突出。
为了提高国际影响力，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巴布亚

新几内亚将承办２０１８年的 ＡＰＥＣ会议。举办这 一 大

型国际会议的预算达到了３．３亿美元，这对国小力弱的

巴新而言显然是巨大的压力，为此，巴新积极寻求外部

支持。２０１６年７月，习近平主席在会 见 来 华 访 问 的 巴

新总理奥尼尔时表示，中方支持巴新举办２０１８年亚太

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３３〕中方的这一表态 加 之

中国已经在巴 新 展 开 的 一 些 援 助 项 目，引 起 了 澳 大 利

亚方面的紧 张 情 绪。为 了 防 止 中 国“插 足”，澳 大 利 亚

为巴新开出 了 巨 额 援 助 清 单，例 如 提 供 总 价 值 高 达１
亿美元的现金 和 各 类 物 资 援 助，这 一 金 额 也 达 到 了 澳

大利亚对巴新 年 度 援 助 预 算 总 额 的 五 分 之 一；提 供 大

规模的人才援助队伍，以帮助巴新在安保、法律、情报、
顾问等各领 域 更 好 的 开 展 工 作 等。有 评 论 认 为，对 单

一事项作出如此大规模的援助很明显已经超过了促进

当地经济和社 会 健 康 发 展 的 合 理 范 围，澳 大 利 亚 的 这

一决策显然是为了平衡中国影响力而作出的。〔３４〕

第二，发 动 媒 体 宣 传，抹 黑 中 国 在 这 一 地 区 的 活

动，排挤中国的存在。在提高自身援助水平的同时，澳

大利亚近年来对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活动频加指

责，颠倒是非，对 中 国 的 相 关 活 动 制 造 负 面 舆 论 环 境。
例如，澳大利亚 国 际 发 展 与 太 平 洋 事 务 部 部 长 对 中 国

在太平洋岛国的基础设施援建项目做出不负责任的言

论之后，澳大利亚有关媒体也推波助澜，意图引导有关

国家的民众群起批评和反对中国。〔３５〕这种由政府 高 官

发声在前、媒体鼓噪在后的形式，对中国的国家形象造

成了负面影 响。虽 然 这 种 错 误 言 论 很 快 就 被 戳 破，但

是也充分显示出澳大利亚将不惜动用各种手段维护其

地区既得利益和影响力的企图。
第三，继续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全方位关系，维持

澳大利亚在此区域的主导地位。２０１７版的《外 交 政 策

白皮书》以专 章 形 式 介 绍 了 未 来 一 个 时 期 澳 大 利 亚 对

太平洋岛国的政策与承诺，其中指出，既要发展地区多

边合作机制，也 要 大 力 推 动 澳 大 利 亚 与 有 关 太 平 洋 岛

国的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３６〕具体而言，澳大利亚将通

过三个方面的 重 点 工 作，促 进 南 太 平 洋 地 区 的 持 续 安

全与繁荣，包 括：促 进 地 区 经 贸 往 来 和 经 济 一 体 化 建

设，尤其要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性；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

战，尤其是海洋 安 全 挑 战；促 进 人 员 交 流 和 往 来，尤 其

是为太平洋岛国提供更多的技能培训和领导力培训项

目。〔３７〕通过经贸往来、安全合作、人文交流等多层次、全
方位的政策安 排，澳 大 利 亚 将 在 促 进 双 边 关 系 建 设 和

地区发展上迈 上 新 台 阶，从 而 维 持 它 在 太 平 洋 岛 国 地

区全面的领导力和主导地位。
第四，除了加强对南太平洋岛国的争夺之外，澳大

利亚还对中国 主 动 出 击，意 图“规 训”中 国 去 遵 守 符 合

澳大利亚口 味 的“国 际 秩 序”。比 如，澳 大 利 亚 近 年 来

在中国南海 问 题 上 频 频 向 中 国 发 难。在 新 版《外 交 政

策白皮书》中，澳 大 利 亚 继 续 发 声，称 中 国 的 南 海 构 成

了地区秩序 的 一 个 主 要 断 层 线（ｆａｕｌｔ　ｌｉｎｅ），澳 大 利 亚

在此区域拥有航行自由和维护地区秩序稳定等国家利

益，确认对于菲 律 宾 南 海 仲 裁 案 中 仲 裁 庭 决 议 的 支 持

态度，敦促有 关 各 方 按 照《联 合 国 海 洋 法 公 约》解 决 相

关问题。〔３８〕国际仲裁庭决议之无效，已由中国政府多次

述及，澳大利亚 对 此 充 耳 不 闻，持 续 纠 缠，既 有 配 合 美

日等国搅局南海的考虑，也有因应中国崛起，试图以多

种方式促使甚至迫使中国在符合澳大利亚等既得利益

者口味的“国际规则”下活动的意图。
可以看到，澳 大 利 亚 政 府 对 中 国 在 南 太 平 洋 岛 国

地区活动的负 面 认 知，已 经 导 致 了 其 通 过 一 种 颇 负 竞

争性色彩的政策来做出应对。这样的反应与一个相互

依存、相互合作的国际社会格格不入，既不利于澳大利

亚的国家利益，也不利于南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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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应当指出，中 国 加 强 与 太 平 洋 岛 国 的 关 系 完 全 是

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出于促进地区发展的良好目的，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发展得到了有关国家的热情

欢迎和积极回 应，中 国 与 有 关 国 家 的 正 常 往 来 不 应 受

到第三方的 干 扰。但 是，考 虑 到 澳 大 利 亚 在 南 太 平 洋

地区的突出影 响 和 重 要 作 用，尤 其 是 澳 大 利 亚 在 对 华

负面认知 的 基 础 上 已 经 做 出 了 很 多 竞 争 性 的 政 策 安

排，中国也需要认真对待澳大利亚的利益与关切，在此

基础上处理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
首先，中国应 继 续 向 太 平 洋 岛 国 提 供 高 质 量 的 发

展援助和经济 合 作 机 会，促 进 地 区 经 济、社 会 的 健 康、
可持续发展，从 而 消 解 外 界 的 负 面 看 法。澳 大 利 亚 对

中国向太平洋 岛 国 提 供 援 助 的 很 多 批 评，都 集 中 在 援

助的透明度不 足、援 助 项 目 类 别 过 多 集 中 在 大 型 基 础

设施建设领域等方面。〔３９〕不可否认，在中国的对外援助

中，还有很多可 以 改 进 的 地 方，比 如，要 更 多 地 与 当 地

民众做好项目沟通；更多在人文交流、环境保护等领域

展开合作等 等。高 质 量 的、绿 色 的 发 展 援 助 将 更 有 利

于促进太平洋 岛 国 地 区 的 稳 定 与 发 展，也 有 利 于 中 国

更好地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消除外界的负面评论。
其次，处理好 南 太 平 洋 地 区 各 种 多 边 机 制 之 间 的

关系，在双边 和 多 边 领 域 加 强 与 澳 大 利 亚 的 协 作。积

极推动太平洋 岛 国 发 展 论 坛 等 多 边 合 作 机 制 的 发 展，
有利于中国在 南 太 平 洋 地 区 合 作 透 明 度 的 提 高，有 利

于中国与有关各方沟通、合作效率的提高。但是，在此

过程中，需要处 理 好 新 的 多 边 合 作 机 构 与 太 平 洋 岛 国

论坛等已有多边合作机构之间的定位、协调、合作等问

题。以太平洋岛 国 论 坛 为 代 表 的 多 边 合 作 机 构，包 容

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区主要行为体，长期以来为促

进地区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４０〕推动更多的合作 机 制

的发展，不是要去竞争影响力和取代已有机构，而是要

错位发展、互补共进，在协作中促进地区发展。
最后，促进与澳大利亚的多渠道往来，进一步增进

双方互信。澳大 利 亚 目 前 对 中 国 的 负 面 看 法，很 大 部

分都是因为沟通不畅而产生的错误认知。中国的存在

绝不是为了抢 夺 澳 大 利 亚 的 地 区 影 响 力，中 国 的 存 在

对各方都是有 利 的，这 样 一 个 事 实 应 在 中 澳 之 间 更 加

深入的互动和往来中成为澳大利亚各界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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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Ｐａｃｉｆ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ｒｏｗｎ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ｂｔ”，Ｔｈｅ　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ｎ， ｈｔｔｐｓ：／／ｐｃｆ．ｏｒｇ．ｎｚ／ｎｅｗｓ／２０１８－０３－０５／ｐａｃｉｆ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ｄｒｏｗｎ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ｅｂｔ，访 问 日 期：２０１８年５
月１１日。

〔２２〕Ｄａｎ　ＭｃＧａｒｒｙ，“Ｖａｎｕａｔｕ：Ｆｌａｉｌｉｎｇ，ｎｏｔ　Ｄｒｏｗｎｉｎｇ”，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ｌｏｗ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ｖａｎｕａｔｕ－ｆｌａ

ｉｌｉｎｇ－ｎｏｔ－ｄｒｏｗｎｉｎｇ，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１日。

〔２３〕〔３９〕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Ｐｒｙｋｅ，“Ｔｈｅ　Ｂａｄ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ｏｗ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ｅｒ／ｂａｄ－ａｎｄ－ｇｏｏｄ－ｃｈｉｎａ－ａｉｄ－ｐａｃｉｆｉｃ，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

５月１１日。

〔２４〕“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Ｆｅａｒｓ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Ｌａｂｏｒ　Ｗａｒｎｓ，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ｇｎｓ　ＰＮＧ　Ｄｅａｌｓ”，

ＡＢＣ　Ｎｅｗ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ｂｃ．ｎｅｔ．ａｕ／ｎｅｗｓ／２０１７－１１－２１／ｌａ－
ｂｏｒ－ｗａｒｎ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ｃａｕ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ｓ－ｃｈｉｎａ－ｓｉｇｎｓ－

ｐｎｇ／９１７４２７２，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１日。

〔２５〕“Ｕｎｄｅｒｓｅａ　Ｃａｂｌｅ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ＰＮＧ　Ｉｎｋｅｄ　Ａｍｉｄ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ｏ－
ｖ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ＢＣ　Ｎｅｗ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ｂｃ．ｎｅｔ．ａｕ／ｎｅｗｓ／２０１７－１１－１４／ｐｎｇ－ｔｏ－ｇｅｔ－
ｎｅｗ－ａｕｓｔｒａ　 ｌｉａ－ｆｕｎｄｅｄ－ｕｎｄｅｒｓｅａ－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ｃａｂｌｅ／９１４６５７０，

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１日。

〔２９〕Ｊｏｅｌ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Ｖａｎｕａｔｕ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Ｃｈｉｎａ－Ｔａｉｗａｎ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６１，Ｉｓｓｕｅ　３，２００７，ｐｐ．３６２－３６４．
〔３０〕大卫·沃克：《澳大利亚与 亚 洲》〔Ｍ〕，张 勇 先 等 译，中 国 人

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３９页。

〔３２〕关于竞争性援助的 有 关 论 述，可 参 考 秦 升：《超 越“竞 争 性

援助”：“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太平洋岛国经济发

展的新 思 考》〔Ｊ〕，《太 平 洋 学 报》２０１７年 第９期，第４７—

５６页。

〔３３〕《习近平会见巴布 亚 新 几 内 亚 总 理 奥 尼 尔》，新 华 社 网 站，

２０１６年７月７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２０１６－０７／０７／ｃ＿１１１９１８２７３５．ｈｔｍ，访 问 日 期：２０１８年５月

１１日。

〔３４〕“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Ｂａｎｋｒｏｌｌｓ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ＡＰＥＣ　Ｓｕｍｍｉｔ

Ｃｏｓｔｓ，Ｓｔｙｍｉｅｓ　Ｃｈｉｎａ”，ＡＢＣ　Ｎｅｗ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ｂｃ．ｎｅｔ．

ａｕ／ｎｅｗｓ／２０１７－０２－０１／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ｂａｎｋｒｏｌｌｓ－ｐｎｇ－ｓｕｍｍｉｔ－
ｃｏｓｔｓ／８２２　８２０８，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１日。

〔４０〕鲁鹏、宋秀琚：《浅析太平洋岛国论坛对区域一体化 的 推 动

作用：兼论太平洋计 划》〔Ｊ〕，《国 际 论 坛》，２０１４年 第２期，

第２６页。

作者简介：张亮，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２０１７级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１１

（责任编辑：程多闻）

·５７·

《国际论坛》２０１８年５期



ｓｉｏｎｉｎｇ　ａ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Ｕ．Ｓ．ｍａｙ　ｂ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Ｆ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ｔ　ｈａ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５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Ｌｉ　Ｙｉｂｉ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ｈａｖ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２０１５，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ｈ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ＥＵ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　ａ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ａｓｙｌｕｍ　ｓｅｅｋｅｒ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ｔｈｅｒ　ｓｏ－
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ｓｙｌｕｍ　ｓｅｅｋｅｒ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Ｓｗｅｄｅｎ．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ｘ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Ｓｗｅｄｅｎ，ｗｈｉｃｈ　ａｄｏｐｔ　ｒｅ－
ｃｅｐ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ｃａｕｓｅ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ｔｏ　ｒｉｓｅ，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ｓｕｃｈ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ｔｈａ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ｓｙｌｕ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ｂｙ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Ｓｗｅｄｅｎ　ａｒｅ　ｏｖｅｒｂｕｒｄｅ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ｌｅｄ　ｔｏ　ａ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ｕ－
ｒｉｔ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ＥＵ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ｒｅｔｈｉｎｋ　ｔｈｅ　ｄｒａｗｂａｃｋ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ｈｒｏｗｎ
ｉｎｔｏ　ｓｈａｒｐ　ｒｅｌｉｅｆ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６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ａ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ｂｙ　Ｄｉｎｇ　Ｇｏｎｇ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ｈａｓ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　ｓｔｉｒｒｅｄ　ｕｐ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ｔｏ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ｃａｕｓ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ｅｓｅ　ｍｉｓｓｔｅｐｓ　ａｒ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ｉｔｓ　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ａｐ－
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ｓｌａｎｔｅｄ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ｆｅｅ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ｏ　ｃｏｍｅ，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ｅｖｅｎ－
ｔｕａｌｌｙ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ｂ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Ｇｉｖｅｎ　ｔｈｉｓ，ｗｈｉｌ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ｕｓｔ　ｓｔｉ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ｌｉｎｅ　ｏｎ　ｃｏｒ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Ｔｉｂｅｔ　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ｉｔ　ｍｕｓ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ａｎｙ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ｗｏｒｓ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ｈａｒｍｉｎｇ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ｂｙ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ｎ　ｏｔｈ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ｓｏ
ａｓ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６９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

Ｓｉｎｃ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ｖｉｅｗ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Ｗｈｉｌｅ　ｍａｎｙ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ｏｔｈｅｒ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　ｈｏｌｄｓ　ａ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ｈａｓ
ｔａｋｅｎ　ｓｏｍ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ｍｏｖｅ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ｗｈｉｌ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ｏｒｋ　ｔｏ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ｂ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
ｎ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ｍｕｔｕ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８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