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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澳大利亚的政局变动和经济、外交概况

高程∗

【摘要】 政局的跌宕起伏成为 2010 年澳大利亚国内最大的关注焦点。大选结果使澳大

利亚未来几年的政策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其中与矿业相关的利益纠葛和环境气候问

题将成为影响政局变化的主要因素。尽管国内政局出现动荡，但是这并未从大局上影响 2010

年澳大利亚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在发达经济体中，澳大利亚率先从全球经济衰退中复苏。

作为一个资源供给型发达国家，澳大利亚财政和国际贸易平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矿业等资源

产业。这一独特而显著的经济特征令澳大利亚在 2009 年的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在外交方

面，新政府外交政策不会发生太多变化，澳大利亚与主要大国关系呈稳定趋势。与 2009 年

趋冷的双边关系相比，2010 年中澳两国紧张的关系逐步缓和。中国的资源需求市场和澳大

利亚的资源供给将是决定中澳两国关系的最重要的政治因素。澳大利亚在华巨大的经贸利益

确保中澳关系前景不会发生明显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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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0 年澳大利亚政局变化及未来前景

（一）澳大利亚政局变动的简要回顾

2010 年是澳大利亚的大选年，其政局的跌宕起伏成为国内最大的关注热点。其中大选

前执政党内部领导权的更迭和工党艰难地在大选中蝉联并组成联合政府，是澳大利亚本年度

最重要的政治事件。

2010 年 4 月以来，碳排放交易法案被搁置以及向矿业集团征收高额资源超额利润税的

计划出台使总理陆克文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大幅度下滑。由于几个月之后要举行全国大

选，工党的执政地位因此面临危机。在这一背景下，陆克文的党魁和总理地位遭到吉拉德联

同执政工党多名资深人士的挑战。在工党推举党魁投票的前夕，陆克文宣布辞职，成为澳大

利亚 19 年来首位没有完成第一个任期就辞职的总理。执政党 2010 年 6 月 24 日举行了党内

选举，时任副总理的茱莉亚·吉拉德赢得选举，成为工党的新任领袖。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选举与 2010 年 8 月 21 日举行。执政党工党和反对党自由党－国际党

两党联盟在 150 个众议院席位中分别赢得 72 席和 73 席，另外 5 个席位被绿党和 4名独立议

员获得。根据澳大利亚宪法，想要获得组阁权的政党至少需要 76 个众议院议席。由于没有

一个政党能够获得绝对多数议席，澳大利亚 70 年来首次出现“悬浮议会”。悬浮议会的僵

局持续了半个月之久。在反复谈判和利益权衡之后，１名绿党议员和３名独立议员站到了工

党一边。最终，在绿党议员和独立议员的支持下，在大选中原本获得的议席数比反对党联盟

少１席的工党扭转了不利局面，以微弱优势超过反对党联盟的 74 席，满足了宪法要求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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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派政府的要求。吉拉德领导的执政工党由此保住执政地位，赢得全国普选，建立了澳大

利亚新一届的联合政府。

（二）与矿业相关的利益和环境气候问题现已成为左右澳大利亚政局的两大因素

无论对于陆克文政府还是吉拉德政府而言，与矿业相关的利益纠葛和环境气候问题都成

为影响政局变化的主要因素。

回顾陆克文威信从高点急速下跌的整个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触动矿业集团和与之相关的

各方利益是迫使其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宣布辞职的几个月前，陆克文受到社会各界的好

评，拥有很高的支持率，其民意调查的支持率曾一度达到 70%。尤其是在 2008 年底，在全

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陆克文政府采取多种有效的经济刺激措施，使澳大利亚在发达国家

中最早摆脱了经济危机，没有像西方国家一样陷入衰退，这成为他执政两年多来的最大政绩。

然而，此后为了兑现经济危机开始时的承诺和国内基础设施及教育计划，政府财政赤字问题

日益突出。陆克文政府为了从国内矿产集团的巨额收益中获得更多部分以弥补政府的财政赤

字，因此制订了“资源超额利润税”。按照其计划，该税种将在 2012 年开始征收，所有开

采不可再生资源的企业必须向政府缴纳其所获利润的 40%。这是澳大利亚自二战以来最大规

模的税制改革。

这一税制改革的计划在澳大利亚各方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应。首先是市场对其作出激烈

反馈。自 2010 年 5 月 2日资源超额利润税提出之后两天，与矿业相关的企业股票市值狂跌，

澳大利亚矿业公司的市值蒸发了将近 1800 亿澳元。相对平稳的澳股指在此后两个月内迅速

下挫 11%。美林预计，新税收可能导致必和必拓减少 19 %的获利，力拓的获利甚至可能减少

达 30%。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必和必拓、力拓和斯特拉塔的巨头们协调彼此利益以达成

共同行动。他们不但声称将减少部分矿山的产量，而且在主要矿业公司的牵头下，澳大利亚

矿物委员会发起一场规模宏大的广告运动，反对资源税新政的实行。他们通过各种途径不断

提醒澳民众，新税种及其税率将严重影响澳大利亚的全球竞争力，打击澳大利亚稳定的投资

环境及声誉，并最终对全澳大利亚民众的财富收入和生活水平造成消极影响。

对新税制的反对情绪迅速传导至澳大利亚普通民众之中。一方面，新的征税方案令澳大

利亚矿业公司市值狂跌，而大部分澳大利亚中产阶层持有澳矿业集团的股票，这对他们的直

接利益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矿业繁荣一向被视为澳大利亚幸免于经济危机的根基，澳民

众在矿业集团宣传和媒体影响下，担心此举将会引发国内经济萧条，并导致普通收入阶层财

富的减少和失业率的增加。民众支持率的加速下滑，特别在昆士兰和西澳等资源丰富的州支

持率的大跌，最终成为迫使陆克文在工党内部压力下辞职的重要原因。

导致陆克文下台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其未能兑现承诺，推出有效的减排政策，在推动环保

方面乏善足陈。陆克文在竞选中曾把气候变化问题形容为最大的道德挑战，并提出气候变化

法案和碳排放交易计划。但此后由于在国会没有获得足够支持，陆克文政府决定将该计划搁

置。对排放交易计划的让步使得澳大利亚民众认为陆克文缺乏政治信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加速其支持率的不断跌落。

而反观吉拉德领导的工党在本年度大选中绝处逢生的过程，它同样与以上两大因素密切

相关。尽管气候问题是导致陆克文辞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与保守的反对党联盟相比，

工党与绿党的立场更为接近。绿党是一个绿色环保党派，它与工党顺利联盟的一个关键原因

正在于，两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原则立场大体一致。

新政府与采矿业在税收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使原本越来越激烈的争端和矛盾暂时缓解，

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新政权的平稳过渡。在上任仅仅一周之后，吉拉德的新政府开始向矿

业集团做出大幅让步。与此前陆克文推出的税收方案相比，吉拉德政府的新税方案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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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限定于铁矿石和煤矿领域，这意味着该税收只覆盖在澳的 320 家公司，远低于此前计划所

涉及的 2500 家企业；税率从之前的 40%调低至 30%，起征点由资本收益率的 5%提高至 12%。

吉拉德对资源税政策较其前任更为温和的态度及其预期，促使澳大利亚主要矿业和相关产业

的股票出现上涨趋势。让步方案公布后，必和必拓、力拓、斯特拉塔金属集团、石油和天然

气生产商桑托斯公司等资源业巨头表示了对新政府的支持，并重启对昆士兰州等地矿场的开

发，承诺使其达到最大产能。澳大利亚支柱产业持续数月的混乱状况得到恢复，澳民众对未

来国内经济环境的担忧得以缓解。这也是澳大利亚政局动荡局面逐渐平复的重要条件。

（三）对澳大利亚未来政局稳定及政策稳定性的展望

2010 年的大选结果使澳大利亚未来政治局面呈现多元化趋势，也由此使得澳未来几年

的政策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不确定性。此次选举不仅诞生了澳大利亚众议院历史上第一位绿党

议员和第一位土著议员，而现任总理吉拉德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理。在大选结

果胜负处于胶着状态的背景下，绿党议员和另外 4 名独立议员成为决定未来政局的重要角

色。工党及吉拉德本人不得不与绿党议员和其他的独立议员达成让步，以组建联合政府。在

各方势力相互牵制格局下组成的联合政府，其未来政策必然是以谨慎和保守为特征。在未来

几年内，澳大利亚新政府积极推动实质性政策的可能性不大，其政策的出台会带有明显的平

衡性色彩。一方面，吉拉德政府在诸如环境保护和难民的议题上需要顾及绿党的政治倾向，

与之达成一定的默契。另一方面，独立议员的政策意见将会获得更多重视，工党的政策在一

定程度上会特别照顾独立议员所代表的澳边远地区以及农村的利益。工党政府为赢得独立议

员支持所实施的全澳光纤网到户计划便是其中的明证。

2010 年大选结果使澳大利亚两大党的势力都有所动摇，而联合政府更是呈现相对虚弱

和不稳定的状态。在经历了妥协和谈判之后形成的新政府，其内部力量相互制衡。这种格局

一方面使前总理陆克文时代执政党及其少数高官可以决定政策走向的局面难以出现；另一方

面也可能导致各方利益相互掣肘，以至于政府决策的效率下降。现联合政府的人员构成将使

那些有争议的议案面临更为严格的审查和反复的讨论，立法过程将变得更加艰难和拖沓。绿

党和工党在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税体系的时间表、资源税的税率、难民政策和同性婚姻等许多

问题上的立场不尽相同。绿党与几位独立议员的政策倾向更是差异很大。绿党的政策纲领立

足于解决人类生态环境的大问题。与之相比，来自农村和边区的几位独立议员则更关心自己

选区的具体利益，特别是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因此，联合政府三方之间在制定相关政

策时很有可能发生矛盾。而联盟中任何一名议员的退出都可能危及政府的执政地位。绿党和

独立议员都表示，他们对工党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尽管他们不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投赞成票，

但在具体的政策问题上，他们仍将审慎而行。因此，尽管工党获得了超过半数议席的支持，

但吉拉德和工党政府在未来三年将面临挑战。如何协调偏远地区的独立议员和绿党之间相去

甚远的意见，将是对吉拉德政府领导能力的大考验。

二 2010 年全球萧条背景下的澳大利亚经济

（一）澳大利亚经济增长明显优于其他 OECD 国家

尽管国内政局出现动荡，但是这并未从大局上影响 2010 年澳大利亚在经济领域取得的

成就。在发达经济体中，澳大利亚率先从全球经济衰退中复苏，并实现了稳步增长。据 EIU

估计，澳大利亚 2010 年的实际 GDP 增长率将达到 2.7%，远高于其他 OECD 国家。而澳大利

http://finance.ifeng.com/news/industry/20100408/20213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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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2010 年第 2 季度的统计数据表明，澳大利亚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已达到 3.3%，不仅高于

此前 EIU 所预计的增长率，也好于澳央行 8 月份预计的 3%。澳大利亚财政部公布的 2010 至

2011 财政年度预算显示，今后澳大利亚经济增长将更为强劲，2011 至 2012 和 2012 至 2013

两个财年澳经济增速将分别达到 3.2%和 4%；约 410 亿澳元的赤字将于 2012 至 2013 财年转

为盈余，比此前预期提早 3 年。自 2009 年 12 月开始，澳大利亚失业率开始从峰值 5.8%稳

步下降，预计 2010 年平均失业率将从去年的 5.5%下降至 5.1%。就业率增加和房价年增长率

的上升，使得澳国内消费者信心大幅上涨。澳经济复苏正在由资源类产业逐渐扩散至约占澳

大利亚经济一半以上的家庭消费。2010 年澳元走势继续保持坚挺，快速加息进一步推动澳

元对美元汇率在过去 12 个月大幅上扬 7.2%，这使得澳元成为 16 种主要交易货币中涨幅最

大的货币。截至 2010 年 11 月中旬，澳元汇率几乎已和美元汇率持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澳

大利亚国内外投资者对澳国经济及其贸易伙伴增长前景的乐观态度。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指标

2008 2009 2010

GDP(亿美元) 10,383 9,804 11,670

人均 GDP(美元) 38,959 39,226 26,191

实际 GDP 增长率(%) 2.3 1.3 2.8

通货膨胀率(%) 3.7 2.1 3.0

失业率(%) 4.3 5.6 5.1

商品出口(FOB)(亿美元) 1,891 1,552 1,895

商品进口(FOB)(亿美元) 1,940 1,610 1,942

经常账户余额(亿美元) -4.0 -4.0 -4.0

国际储备(亿美元) 329 417 389

外债总额(亿美元) 8,821 10,937 11,079

汇率(澳元/美元) 1.44 1.11 1.02

资料来源：EIU；2010 年为预测值

（二）澳政府逐渐退出经济刺激计划，澳国率先步入加息周期

随着澳大利亚经济状况逐渐恢复正常，该国政府正在逐步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和措施。伴

随着经济的强劲复苏、大宗商品价格的走高和房价的上涨，通货膨胀问题成为推动澳大利亚

央行加息的主要原因之一。澳大利亚央行在 2010 年 8 月表示，由于疲弱的政府开支抵消了

国家矿产出口大幅增长所带来的通胀压力，澳大利亚经济强劲增长在未来两年中不大可能引

发通胀。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在资源价格大幅上扬过程中，通货膨胀很可能成为严重问题，

因此尽管当前通胀压力减弱，但政府仍然需要对此风险保持高度警惕。澳大利亚央行也由此

成为发达经济体中收紧货币政策力度最大的央行之一。经济的强劲复苏令澳大利亚央行在

2009 年 10 月宣布加息以来，在 2010 年又追加了 5 次利息。通过 6 次加息，澳国基准利率

已从 3.0%升至 4.5%。澳央行预计，稳定的货币政策将可能使澳大利亚通胀率降幅低于预期，

稳定于目标区间的上半段。

不过，随着 2010 年 8 月以来全球发达经济体复苏相继走弱，投资者开始担忧全球经济

的复苏前景。因为发达国家经济体仍不得不应对不断飙升的财政赤字，未来 3至 5年全球经

济增长将处于历史平均水平之下。8月标准普尔指数下滑了 4.7%，而摩根士丹利全球指数下

滑了 3.9%，这是其 5月以来的最大月度跌幅。澳大利亚基准 S&P/ASX200 指数也随之下滑 2%。

因此，澳大利亚的加息步伐可能将放缓，近期将保持利率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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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大利亚作为“资源供给型发达国家”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尽管作为发达国家的一员，澳大利亚却并不以制造业见长。作为一个资源供给型发达国

家，澳大利亚财政和国际贸易平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矿业等资源产业。这一独特而显著的经

济特征令澳大利亚在 2009 年的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而随后国际货币的大幅贬值正好抬升

了澳洲矿产的价格；与此同时，中国出台了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对矿石等资源需求迅速上

升。澳大利亚经济所表现出的稳健，除了部分得益于政府有效的财政刺激计划以及令银行谨

慎贷款的严格监管政策外，更多源于全球矿产市场的率先升温以及中国迅速扩大的资源的需

求。如今，澳大利亚一半以上的商品出口与矿石有关，采矿业的直接雇工数量及其与之依存

的矿产品生产和加工行业的就业人数占澳总就业总人口的近 4%。尤其是最近 5 年，随着中

国等新兴国家对于铁矿石的需求日益攀升，澳大利亚矿业巨头牢牢控制着全球铁矿石市场的

定价权，并且在澳大利亚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要。如今，日本和韩国等亚洲铁矿

石进口国 60%至 70%的进口矿石来自澳大利亚，中国一半左右的进口铁矿石也来自澳大利亚。

作为澳大利亚的支柱产业，来自矿产业的税收占到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 18%，对澳大利

亚的出口贡献率更是高达一半以上。此外，澳大利亚为了满足持续增长的亚洲能源需求，创

造了不少新的就业机会。矿业领域的投资如今已经达到很高水平，预计仍将进一步增长。增

长强劲的矿业出口反映出澳大利亚近年来高水平矿业投资带来的产能增长。与之相比，澳大

利亚采矿业以外的经济部门的增长及其趋势仍较为迟缓，这突出体现了澳大利亚作为资源供

给型发达国家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三 2010 年澳大利亚的外交概况及前景展望

（一）新政府外交政策不会发生太多变化，与主要大国关系呈稳定趋势

2010 年澳大利亚国内政局的动荡使政府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国内事务上。陆克文执政的

大部分时间非常注重外交事务；相比而言，根基尚不稳固的吉拉德政府可能会将注意力更多

转向国内事务，因为她必须有效协调联合政府中不同的国内利益，并且重建选民对执政党的

信任和支持。此外，吉拉德总理本人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经验不足，并已将外交部长之职任

命给其前任——向来以处理外交事务见长的陆克文。因此总体来看，新政府调整外交政策的

可能性不大，更可能会延续陆克文政府时期“中等强国外交”的政策理念，特别是其对主要

大国的战略。

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主要立足于国家的经济繁荣；强化澳美同盟关系的同时密切发展与亚

洲国家的合作；积极致力于维护南太地区稳定，以发挥该地区主导国的影响。陆克文政府时

期的主要大国外交战略定位在于巩固并维持澳美同盟关系，在各种全球及地区多边机制中发

挥澳大利亚的平衡作用，同时特别重视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关系。从目前情况看，继续巩固与

美国的同盟，不断深化与中国的关系，积极参与并在国际政治中突出澳大利亚“润滑剂”的

特点，将会是吉拉德政府对外政策的总体发展方向。

新政府不会对澳美同盟关系做大的调整，美澳同盟关系依然十分稳固。吉拉德政府现已

向美国保证，澳大利亚将一如既往地与美国保持合作态度，并保留驻阿富汗的澳大利亚军队。

而陆克文出任澳外交部长之后立即对美国进行访问。他重申，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

与最具战略伙伴性质的美国同盟者保持友好关系，并以此推动两国的互利发展。奥巴马政府

重量级官员倾巢而出，全力以赴接待到美访问的陆克文，奥巴马本人甚至放弃原定的与 6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1398.shtml
http://news.hexun.com/economy
http://news.hexun.com/company
http://www.allaboutau.com/archives/7941
http://www.allaboutau.com/archives/tag/%e9%99%86%e5%85%8b%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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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政府首脑之间的双边会谈，亲自在白宫与陆克文进行了晤谈。在此次访问中，美国在参与

东盟、亚太区域事务以及阿富汗问题上均得到了澳大利亚的支持承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则

于 2010年 11月 6日抵达澳大利亚，7日与吉拉德总理进行了会谈，并参加了随后举行的澳

美部长级会议。

（二）在南太平洋岛国中的领导地位受挫

澳大利亚政府一向重视与南太国家的关系，并试图在该地区建立自己的领导地位。而这

一地位今年屡遭挑战。特别在与斐济和东帝汶的双边关系中，澳大利亚处于被动局面。

斐济临时政府总理沃伦盖·姆拜尼马拉马 11 月 3 日在首都苏瓦发表声明，要求澳大利

亚驻斐外交官 24 小时内离境，理由是反对澳大利亚干涉斐济内政。他指出，澳大利亚拒绝

向同意在斐司法系统任职的斯里兰卡法官发放过境签证，该行为是在公然破坏斐司法系统的

人事安排。2006 年 12 月 5 日，时任斐济武装部队司令的姆拜尼马拉马宣布接管国家行政权

力，并解散了政府和议会。2007 年 1 月，斐成立临时政府，姆拜尼马拉马任临时政府总理。

2010 年 4 月 9 日，斐济上诉法院宣布斐临时政府非法。10 日，伊洛伊洛总统宣布废除宪法

并解除所有法官职务。11 日，伊洛伊洛重新任命姆拜尼马拉马为总理。伊洛伊洛总统现已

任命了 5名高等法院法官和 10 名地方法院法官。作为斐济主要援助国和贸易伙伴的澳大利

亚不支持姆拜尼马拉马的临时政府，一直在谴责由他发起的军事政变，呼吁斐济临时政府尽

快组织大选，并向斐临时政府成员发出了旅游禁令，这直接导致了两国关系的紧张局面。

澳大利亚与东帝汶的关系目前也处于 2002 年东帝汶独立以来的最低谷。有关巨日升

(Greater Sunrise)海上油田项目的纠纷，是造成两国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1989 年，

澳大利亚与印尼签订协议，试图共同染指东帝汶的资源。近期在农业省份进行演讲时，古斯

芒抨击了澳大利亚伍德赛德石油公司在帝汶海巨日升地区建造浮动液态天然气平台的计划。

他号召东帝汶团结起来，阻止澳大利亚“盗取”他们国家的财富。

四 2010 年中澳双边政治、经济关系发展及其走势

（一）2009 年中澳关系趋冷的状况有所缓解

与 2009 年趋冷的双边关系相比，2010 年中澳两国紧张的关系逐步缓和，并已回归正轨。

2009 年底，两国政府事实上都已经意识到双方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并力图最大化地利用两

国关系中互补的部分，同时寻找新的途径来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

澳大利亚近年来一直试图在与中美等大国的关系中保持某种外交平衡状态，以最大程度

发挥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从目前情况看，吉拉德政府正在延续这种平衡战略。在访问美国、

重申澳美同盟重要性的同时，澳方对于中澳关系也显示出高度的重视。前总理、现任外交部

长的陆克文一行 4名内阁部长定于 2010 年 11 月访问中国。在澳大利亚国库部，也已建立了

高层次的“中国小组”，以发展和加强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伙伴关系。在吉拉德政府执政时期，

中澳关系不会受到冲击，中澳关系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尽管澳美同盟关系稳固，但是澳大利亚高层官员在具体相关问题上的立场体现出微妙的

一面。这种态度在今年南中国海争端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在澳大利亚 2010 年大选中，时任

外交部长史蒂芬·史密斯和反对党联盟外交事务女发言人朱莉·比什普就外交政策展开激

烈辩论。但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南中国海局势时，观点针锋相对的两党高层均采取了对中国有

利的态度。史密斯更表示，澳大利亚正在致力于促成任何冲突事件要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

http://www.allaboutau.com/archives/tag/%e5%8f%8c%e8%be%b9%e4%bc%9a%e8%b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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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前，美国曾有意让南海问题“国际化”，并质疑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可见，两党

高层都意识到，在澳获得选民的支持需要首先稳住国内经济，而维持国内经济的稳健增长则

需要确保澳大利亚在中国的商业利益。

（二）澳大利亚在华巨大的经贸利益确保中澳关系前景不会发生明显逆转

中国如今已经成为带动澳洲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力。澳大利亚之所以能在全球金融危

机中较其他 OECD 经济体受到较少冲击，很大程度得益于对中国矿产品的强劲势头。由于外

债规模一直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负债率和偿债率也远高于国际警戒线，因此澳大利亚

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一度被国际机构视为可能受危机冲击最大以及面临债务风险最高的国

家之一。然而与这些预测相反的情况是，澳大利亚成为发达经济体中唯一保持稳健增长的国

家。摩根士丹利的报告显示，澳大利亚之所以成为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在全球经济危机中没

有遭遇出口急速下滑的国家，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对其巨大的原材料需求。该报告同时预测，

中国市场对于澳大利亚的持续繁荣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自 2002 年以来，大宗商品出口为改

善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带来超过 70%贡献率，并促使澳同期实际 GDP 增长了 13%左右，这其

中中国市场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

中澳双方经济结构高度互补，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据澳大

利亚统计局统计，2010 年 1-9 月澳大利亚货物贸易进出口 290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3%。

其中出口 1510.5 亿美元，增长率达 35.1%，高居 OECD 国家之首。这其中最主要的拉动力是

中国因素。2010 年 1-9 月中澳双边贸易额为 620.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其中，澳大利

亚对中国出口 368.2 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 53.6%，占其出口总额的 24.4%。矿产品是支撑

澳大利亚经济和创汇的最主要商品，2010 年 1-9 月澳大利亚矿产品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

55.2%，同比增长 49.5%；这其中一半以上出口至中国，总额为 288.3 亿美元，同比快速增

长 62.6%，占澳对中国出口总额的 78.3%。未来中国期望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澳大利亚

丰富的天然气和铀矿资源将在中国获得更广阔的市场。

基于中澳之间的经济关系及其未来走势，中国的资源需求市场和澳大利亚的资源供给将

是决定中澳两国关系的最重要的政治因素。作为近年来在澳大利亚出现的投资新兴力量，中

国企业对于澳大利亚相关产业政策的反应和态度将对澳外交决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决

定了中澳关系在未来几年内不会出现明显逆转。对澳方而言，在中澳两国经济合作日益紧密

的同时维护澳美同盟关系，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处理双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以确保澳

大利亚在华经济利益，将成为其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大方向。

参考文献

国家报告――澳大利亚，EIU，2010 年 7 月

CPI Report，《透明国际》，2003-2008

亚洲开发银行网站

中国外交部网站

中国驻澳大利亚经济商务参赞网站

中国商务部网站商务统计

澳大利亚外贸部：http://www.dfat.gov.au/

澳大利亚统计局：http://www.abs.gov.au/

http://www.dfat.gov.au/


8

PoliticalPoliticalPoliticalPolitical Situation,Situation,Situation,Situation, EconomicEconomicEconomicEconomic DevelopmentDevelopmentDevelopmentDevelopment andandandand ForeignForeignForeignForeign RelationsRelationsRelationsRelations ofofofofAustraliaAustraliaAustraliaAustralia inininin 2010201020102010

SummarySummarySummarySummary
Interest conflicts affiliated with mining industry and debates on climate change policy led
Australia suffered from political turbulence and will impose some uncertainty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is country’s politics.In spite of political turbulence, Australia still reached
marvelous economic growth. Among the developed economic entities, Australia became a pioneer
who recovered from the global depression and realized steady growth, which mainly because of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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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surplus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es in 2009. Since the economic situation was
stabilized, Canberra phased in quitting its economic stimulating measures and rising up its interest
rate. In 2010, Australia remained stable relation with major foreign partners, especially Canberra
warmed up its ties with Beijing due to the great efforts taken by both sides. China provides very
vigoroso momentum for the economic growth of Australia. Strong request of China to Australian
mining resources will be the decisive factor which helps to shape the bilateral relation and prevent
the relation from backs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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