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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14 年日澳宣布建立 “特殊关系”以来，两国的安全合作由

非传统安全领域向传统安全领域迅速扩展，并在东海、南海等地区海洋争端问

题上展开了密切协作。日澳安全关系的这种发展，受到美国亚太政策调整、日

本寻求实现“正常国家”的目标、澳大利亚追求地区影响力等多重因素的推动，

并对中国海洋利益的维护和地区安全环境的稳定造成了复杂影响。虽然受到日

澳安全利益错位、澳国内反对声音、中澳关系发展等因素的制约，日澳关系难

以走向结盟，但中国仍需密切关注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走向并采取恰当措施，

以减小其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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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澳大利亚作为西太平洋北部和南部的两个地区大国，其双边关系的

发展不仅对彼此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地区形势也有重要影响。长期以来，作为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北锚”和“南锚”，日本和澳大利亚在美国领导的同盟体系

内展开了密切的多边合作，与此同时，两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双边

合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近年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世界权力结构的调整，

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走上快车道，其合作范围由非传统安全领域迅速向传统

安全领域扩展，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积极协调，频频发声，对亚太地区的安全

形势以及相关地区问题的妥善解决，都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影响。

一、日澳安全关系发展的历程及内容

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按照其机制化水平和合作内容，可以依 2007 年 《日

澳安全合作共同宣言》 ( 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的签订、2014 年日澳宣布建立“特殊关系” ( 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 为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阶段，即 2007 年以前的初期阶段，双方

安全合作的机制化程度较低，并且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主; 2007 年至 2014 年，

机制化水平显著提高，但仍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主; 2014 年至今，双方安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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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机制化水平继续提升，同时合作内容向传统安全领域迅速扩展。
在第一个阶段，日澳两国除了在美国领导的同盟体系内继续深化安全合作

之外，也开始在双边安全合作上做出尝试。1995 年 5 月，日澳签署了具有标志

性意义的《建立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 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Australia －Japan
Partnership) ，对两国长期以来在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的共同利益进行了确

认，开启了日澳关系全面发展的新时期。① 《声明》尤其提到两国未来要在联合

国维和行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澳大利亚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等领域加强合作，② 从而使得日澳安全合作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2001 年“9·11”事件的发生，对世界安全形势和美国的全球战略都造成了巨大

冲击，在此背景下，2002 年 5 月，日澳将两国关系提升为 “创造性的伙伴关系”
( Australia－Japan Creative Partnership) ，并着重强调了加强两国在反恐等问题上

合作的必要性。③ 当年 10 月，印度尼西亚度假胜地巴厘岛发生了针对澳大利亚

的恐怖袭击，造成了包括 88 名澳大利亚人和 15 名日本人在内的 180 多人死伤。
这一事件引起日澳两国的强烈谴责，以此为契机，两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迅速

升温。④ 双方不仅在双边领域互相支持，积极配合，也在机制化的多边对话渠道

中展开合作。⑤ 在这一时期，日澳的安全合作主要集中在反恐、防扩散、联合国

维和行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
第二阶段的开始，以 2007 年 3 月 《日澳安全合作共同宣言》的签订为标

志。根据协议，日澳双方建立起了两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的年度对话会议机

制，以及由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组成的 “2+2”联合对话机制 ( Japan－Australia
Joint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从而使日澳双方在安全和外交

事务上的合作得以更加机制化。⑥ 日澳签订的这份安全协定，是战后日本与美国

之外的国家签订的第一个防务协定，根据协定设置的 2+2 联合对话机制，也是

日本首次与美国之外的国家展开这种措施。⑦ 当年 9 月，两国又制定了一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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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计划以促进共同宣言的实施，① 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由此获得了法律上和制

度上的保障，机制化水平大大提高，合作内容也大大扩展。《共同宣言》同时确

认了两国继续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展开合作的意愿，澳大利亚国防军 ( Australian
Defense Force，ADF) 和日本自卫队 ( Japan's Self－Defense Forces，JSDF) 在人

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行动 (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HADR) 等任

务中展开了更加密切的合作。比如，在 2010 年巴基斯坦洪灾的救援行动中，在

2011 年日本里氏 9. 0 级大地震和随即发生的海啸灾难中，在 2013 年菲律宾的超

强台风灾害中，澳大利亚国防军和日本自卫队都展开了密切的协同与配合。② 可

以看到，在日澳安全关系发展的这一阶段中，其机制化水平已经有了大幅提升，

其内容则仍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主。
第三阶段从 2014 年日澳“特殊关系”的建立开始，至今仍在进展中。2014

年 7 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 Shinzo Abe) 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与时任澳大利亚总

理阿博特 ( Tony Abbott) 一起发布了日澳建立 “特殊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

以专章形式强调了日澳在安全和防务领域的合作计划。③ 双方同时签署了 《日澳

武器装备和技术转移条约》 (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concerning the Transfer of Defence Equipment and Technolo-
gy) ，为两国之间展开装备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此后，日本一度成为澳大利亚

高达 500 亿澳元的新一代潜艇项目最热门的竞标者之一。④ 日澳“特殊关系”联

合声明还以专章形式表达了日澳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的关切，其中尤其提

到，双方具有在公海海域自由航行和飞越的自由，享有自由进行贸易而不受阻

碍的自由，双方反对在东海和南海地区任何以武力和恫吓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

的行为，倡导有关各方要以和平的方式在国际法的框架下解决问题，同时敦促

东盟和中国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C) 。⑤

美国特朗普 ( Donald Trump) 政府上台以后，为了应对美国可能出现的战略

收缩，日澳双方在继续加强双边防务合作的同时，也将如何确保美国对亚太地

36

浅析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①

②

③

④

⑤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Major elements of the Action Plan to implement the 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September 9，2007，http: / /www. mofa. go. jp / region /asia－paci /aus-
tralia /action0709. html

The National Interest，“Watch Out，China: Japan and Australia Are Getting Closer”，May 6，2015，ht-
tp: / /nationalinterest. org /blog / the－buzz /watch－out－china－japan－australia－are－getting－closer－12820.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Prime Minister Abbott and Prime Minister Abe Joint Statement‘Spe-
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July 9，2014，http: / /www. mofa. go. jp / files /000044543. pdf.

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The strategic case for Option J: an alternative view”，April 8，

2015，https: / /www. aspistrategist. org. au / the－strategic－case－for－option－j－an－alternative－view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Prime Minister Abbott and Prime Minister Abe Joint Statement‘Spe-

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July 9，2014，http: / /www. mofa. go. jp / files /000044543. pdf.



区的安全承诺列入了双边合作内容。2017 年 4 月，日澳在第七轮 “2+2”会谈

中，不仅明确肯定了美国对于亚太地区安全的重要作用，还提出要采取措施以

促进日澳美三方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① 由此，这一阶段的日澳安全合作，不

仅向传统安全领域迅速扩展，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加强了协调和介入，也从被动

的配合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进一步发展到主动拉拢和确保美国介入亚洲事

务，以构筑防华联合阵线。

二、日澳安全关系发展的动因与影响

日澳两国安全关系的迅速发展，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世界权力结构的调整，

以及日澳两国的国内政治走向和利益诉求具有密切联系，是多重因素共同推动

的结果。
第一，美国亚太政策的调整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对日澳安全关系的发

展起到了推动作用。2009 年奥巴马政府执政以后，积极推进 “亚太再平衡”战

略，为了集中精力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积极优化其亚太同盟体系，鼓励盟国

之间加强相互联系，以在美国力有不逮时，填补地区权力真空。这就为日澳安

全关系的迅速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外部环境。事实上，在日本和澳大利亚仍

旧分别把对美关系作为自身外交政策基础的情况下，没有美国的认可和鼓励，

两国安全关系的深度发展将是不可想像的。2017 年特朗普政府执政以后，则从

另一个方向促进了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特朗普在对外政策上具有强烈的 “美

国优先”和“孤立主义”倾向，强调维护美国的国内经济利益，对于介入世界

上其他地区的事务不感兴趣，对于维护与美国盟国的关系也很冷淡。在此背景

下，澳大利亚总理和特朗普的首次通话就因难民问题爆发了激烈冲突。出于对

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下降的担忧，严重依赖于美国安全承诺的日澳两国，具有了

更为强烈的结盟自保的动机，两国的安全合作也因此更加深入。
第二，日本安倍晋三政府上台以来，为了实现 “正常国家”目标，恢复军

事大国地位，积极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关系，以寻求国际支持。在国内，安

倍政府积极谋求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并于 2014 年 4 月和 2015 年 9
月先后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与安保相关法案，使日本具有了参与国际

军事冲突和对外从事战争的可能与能力。日本右翼所谓 “正常国家”的目标在

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实现。② 在国外，安倍政府不仅努力争取国际上对日本解禁集

体自卫权的理解和支持，还通过制造和升级地区矛盾，渲染地区紧张气氛，以

为日本的国内政治操作制造合理性。澳大利亚在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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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态度，① 在国防装备项目上与日本的密切合作，在参与地区热点问题上的积

极配合，都使其成为安倍政府积极拉拢以扩大外交阵线的重要目标。
第三，澳大利亚政府对参与地区事务，提高澳大利亚国际影响力的热情越

来越高涨。澳大利亚自陆克文时期起，提出了 “中等强国外交”的理念，力图

破除对美国亦步亦趋的外交战略，以积极独立的外交政策参与地区事务，提高

本国的国际影响力。② 陆克文下台之后，这一以参与地区事务提高本国国际地位

的政策基调并未改变。2013 年版的澳大利亚 《国防白皮书》 ( Defence White Pa-
per 2013) 明确将印太地区的稳定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以及建立在规则基

础上的稳定的全球秩序列为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通过高调介入

东海、南海等东亚海洋争端问题，澳大利亚可以彰显自己的地区存在，确立自

己的地区影响力。而与日本的安全合作，则不仅可以放大这种影响力，提升话

语权，还能够在减轻本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的同时，提高自己的军事能力。
在此背景之下，日澳的安全合作开始向传统安全领域迅速扩展，并在东海、

南海等地区海洋争端问题上积极介入。日澳的相关举动已经对中国的国家安全

利益和地区安全环境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
第一，日澳安全合作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维护造成了一定压力。例如，

东海问题是中日之间的，包括中日东海海域划界争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

权归属争端、东海油气资源开发争端等在内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澳大利亚与此

无关，却横加干涉。2012 年 9 月 11 日，日本抛弃中日在东海问题上 “搁置争

议，共同开发”的共识，悍然对我领土钓鱼岛发起 “国有化”运动。为了应对

日本挑衅，中国逐步实现了海监船在钓鱼岛海域的常态化执法巡肮。④ 同时中国

在 2013 年 11 月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空中态势管控，这是

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的举动，却引来了与此事毫无关联的澳大利亚的无

端指责。澳方声称中国宣布划设防空识别区的时间和方式 “都不适当，对区域

稳定无益”，甚至召见了中国驻澳大使，要求中方解释 “为什么伤害澳大利亚的

利益”。⑤ 2014 年 6 月，在第五次日澳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 “2+2”会议上，日

澳双方不仅重点讨论了东海和南海问题，还表示强烈反对任何国家以武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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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面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① 这种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粗暴干涉行为，严重影响

了中澳关系的发展，伤害了两国的共同利益。
第二，日澳安全合作对于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这在南海问

题上表现的尤其突出。南海问题是中国与南海地区相关国家在海洋权益归属问

题上的双边分歧，与任何第三方无涉。日本和澳大利亚却在此问题上积极介入，

唯恐天下不乱。澳大利亚不顾越南等相关国家在南海进行了多年岛礁建设的事

实，妄加指责中国在南海海域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服务地区航行安全的的合法

行为，称中国不应再推进南海岛礁建设，中国 “扩展在南海的势力范围”，“这

种做法与中国期望达到的效果恰恰相反”。② 日本则操弄国际法的尊严以谋一己

之私。2013 年 1 月，菲律宾单方面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之后在中国 “不

接受、不参与仲裁的”立场下，日本籍法官柳井俊二主导强行开启了仲裁程序。
2016 年 7 月，南海非法仲裁结果出炉，中国外交部郑重声明，该裁决是无效的，

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却公然为此非法仲裁

结果背书，称中国“无视裁决将严重违反国际法，付出巨大声誉成本”。③

日澳等国的相关举动，其目的不是为了解决与中国的争议，也不是为了维

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是为了否定中国在相关地区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同时，借助新闻媒体等话语霸权歪曲事实，抹黑中国，造成中国野蛮霸道，欺

压弱小，不遵守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形象，进而挑动相关国家抱团对抗中国。
这种将地区局势搞乱、搞混，使相关问题扩大化、复杂化的举动，与本地区国

家积极维护相关地区稳定的努力不相符合，与本地区人民希望局势降温的愿望

不相符合，与域外国家应当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也不相符合。④

三、日澳安全关系的走向及中国的对策

日澳安全关系的迅速发展，已经引发了日澳由准同盟关系走向同盟关系的

讨论。⑤ 但是，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目前看来，日澳两国难以走向真正的

结盟关系。
第一，日澳两国在国家利益诉求和威胁认知上存在明显不同，这将从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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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制约日澳安全关系的深入发展。对于日本而言，中国不仅是其在东亚地区恢

复军事大国地位和帝国荣光的长期战略对手，两国在东海划界和钓鱼岛等问题

上也具有现实利益冲突。中日舰船、军机已在相关海域空域发生多次激烈交

手，① 并存在擦枪走火乃至爆发冲突的危险，这使得日本日益将中国作为其首要

的国家威胁。反观澳大利亚，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一

直是其首要政策目标，在地区问题上追求国际影响力不应以损害澳大利亚的经

济利益甚至国家安全为代价。② 澳大利亚虽然将中美的竞合关系列为未来一个时

期影响澳大利亚安全环境的首要因素，但是也对中美以建设性方式处理相互关

系乐见其成，对于澳大利亚而言，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问题是更为急迫的问

题。③ 有鉴于此，澳大利亚愿意与日本发展关系平衡中国影响力，却并不愿被拖

入一场战争。
第二，由于中日关系的持续紧张，澳大利亚各界已经对日澳安全关系的过

快发展和其明显的“防华”倾向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声音。这些意见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日本发展与澳大利亚的安全关系，甚至走向 “准结盟”，其目

的是为了构建反对中国的联盟，这一联盟因而对日本意味着更多安全，对澳大

利亚却意味着更多危险。④ 第二，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促进双方经贸增长和地区

稳定，符合澳大利亚的根本利益，任何有可能危害中澳关系的举动都是愚蠢和

错误的。⑤ 第三，澳大利亚不必要，也不能在中日之间选边站，澳大利亚的国家

利益在于与中日两国都保持良好和密切的关系，一个排他性的军事联盟将带来

巨大风险。⑥ 以上这些反对声音表明，澳大利亚国内对日澳安全关系的性质和影

响都存在很大分歧，这是澳大利亚政府在决定其对日安全政策时所不得不考虑

的重要因素。
第三，中澳两国越来越庞大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关系，促使澳大利亚在

涉及地区事务和对华事务时采取更加谨慎的立场。自 2007 年开始，中国就已成

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两国的贸易额逐年迅速增长，澳大利亚对中国

76

浅析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国国防部网站: 《国防部就日方挑衅我巡航战机事答记者问》，2016 年 7 月 4 日，http: / /
www. mod. gov. cn / info /2016－07 /04 /content_ 4687271. htm。

Hugh White，“China will inflict pain if Abbott blunders on”， December 24，2013， http: / /
www. smh. com. au /comment /china－will－inflict－pain－if－abbott－blunders－on－20131223－2zueu. html.

Australia Government，Deparment of Defence，2016 Defence White Paper，Strategic Outlook，February
25，2016，http: / /www. defence. gov. au /Whitepaper /AtAGlance /Strategic－Outlook. asp.

Andrew Carr and Harry White，“Japanese security，Australian risk? The consequences of our new‘special
relationship’”，July 8，2014，https: / /www. theguardian. com /commentisfree /2014 / jul /08 / japanese － security －
australian－risk－the－consequences－of－our－new－special－relationship.

Hugh White，“China will inflict pain if Abbott blunders on”， December 24，2013， http: / /
www. smh. com. au /comment /china－will－inflict－pain－if－abbott－blunders－on－20131223－2zueu. html.

国际在线: 《澳大利亚各界谨 慎看待澳日“新型特殊关系”》，2014 年 7 月 10 日，http: / /
gb. cri. cn /42071 /2014 /07 /10 /6891s4610656. htm。



的市场依存度逐年升高。2013 年两国贸易额达到 1509. 19 亿美元，是当年澳日

贸易总额的两倍还多。① 2014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与时任

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一起将中澳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宣布实质性

结束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② 澳大利亚的经济成长尤其是作为支柱性产业的矿

产业的成长近几年也越来越依赖于中国市场。这使得澳大利亚在对地区事务发

表意见时，不得不考虑这种意见可能对中澳关系产生的影响，并进而采取谨慎

态度。
有鉴于此，日澳在可见的未来难以走向真正的同盟关系，但是考虑到日澳

安全合作已经对中国和中国周边地区安全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中国仍需对其

发展态势保持警惕并认真对待。中国需要区分主次，从日澳两国在利益目标和

政策选择上的不同入手，制定差异化、针对性的斗争策略，以减小日澳安全关

系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维护地区的长久和平与稳定。
第一，日本急于恢复所谓 “正常国家”的企图，以及在对华领土争端问题

上的强硬挑衅姿态，使得中日之间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日增，日澳安全关系也因

此主要被日本用作以军事联盟围堵中国的战略的一环。有鉴于此，中国在继续

加强与日本的交流和互信，努力争取双边问题以和平与合作的方式解决的同时，

也要对日本可能的军事冒险行为保持警惕，做好预案。对于日本在政治上和军

事上小动作不断，中方要及时予以坚决打击，防止其侥幸心理膨胀。比如，

2016 年 8 月，中方曾一度向钓鱼岛海域派出多达 14 艘公务船进行巡航维权活

动，另外还有超过 230 艘渔船在附近海域展开捕捞作业，③ 使得日本在我钓鱼岛

的“国有化”闹剧彻底失败，沉重打击了日本的侵权行为，以斗争的方式维护

了这一地区的和平局面。
第二，澳大利亚与中国并无结构性矛盾和领土争端问题，澳大利亚在日澳

安全关系框架内频频对地区问题发声，对中国提出质疑，主要是基于寻求大国

国际影响力的考虑，同时也有对中国意图的不信任。中国在发展对澳关系问题

上，除了打好经济牌以限制澳大利亚那些不负责任的破坏中澳关系的举动外，

也要进一步加强中澳在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以促进两国在地区事

务上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中国要努力促进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的持续展开，努

力促成“一带一路”建设和澳大利亚 “北部大开发计划”对接，进一步提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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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水平。① 同时，努力提升中澳两国军事交流和合作的

水平，加强两军在多边军事演习、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的合作。双方的民间往

来和人文交流也应成为中澳关系发展中的重要内容。国之交在民相亲，通过从

官方到民间，从政治到文化的全方位交流和沟通，中澳之间也将在地区事务上

对彼此的利益关切保持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第三，打铁还需自身硬，地区领土争端和安全问题的和平解决是防止域外

势力插手鼓噪的根本。中日东海问题的和平解决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南海问题

由于涉及的国家更多，涉及的利益争端更广，尤其需要中国发挥智慧，承担起

负责任大国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义务。目前，中国已经与东盟国家顺利并提

前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这为适时开展 “南海行为准则”实质性磋商创

造了良好基础。② 接下来一个时期，中国政府应继续履行 2002 年 《南海各方行

为宣言》 ( the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DOC)

所提出的各项承诺，促进 《宣言》全面有效完整落实。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政

府应继续努力创造条件，使围绕南沙岛礁的具体争议回到由直接当事方通过对

话协商解决的轨道上来。只要中国与东盟国家继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排除

可能来自域内、尤其是域外的干扰，中国与东盟国家完全有能力以自主方式制

定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地区规则。

结 论

总之，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受到国际环境和地区安全局势以及日澳两国

国内政策发展的多重因素影响。日澳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给地区带来

了一些贡献，而其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因其强烈的排他性正在给地区带来不

利影响。2014 年的上海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亚洲新安全观，为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指明

了方向。③ 有关各方应摒弃那种以结盟求安全、以对抗求安全的旧思维，努力以

相互间的交流与互信、共识与合作，积极践行共享安全观、合作安全观，共同

打造东亚地区的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东亚地区的长久繁荣与稳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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