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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盟角度看
日澳结盟趋向的原因及影响

张 景 全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 20世纪以来,日澳军事互动升温, 逐渐呈现出在多边框架中的双边互动趋势 ,日益彰显军事互动的

机制性,日澳关系结盟化。从同盟角度来看,日澳声称的共同威胁状况、日澳的结盟经历及其对两国的影响、

日澳在文化观念上的相互认同状况是分析日澳结盟趋向原因的有益视角。日澳走向军事结盟的趋势对包括

中国、美国在内的亚太及全球安全形势必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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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日本与澳大利亚关系走过了从对抗到

合作之路。 21世纪初,日本与澳大利亚在双边关系

上越走越近, 日益凸显军事安全合作。 2007年, 日

本与澳大利亚更是签署了日澳安全协定, 召开日澳

首次外长、防长级会议 ( 2 + 2)。人们不禁产生疑

问:日澳同为西太平洋地区两个发达国家并同为美

国的紧密盟国,它们是否正在构建军事同盟? 因此,

从同盟角度解析日澳结盟趋向的原因与影响就显得

十分必要。

  一、日澳军事合作关系现状

  日本与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盟国, 在冷战及冷

战后, 均存在日美、澳美双边军事互动, 但日澳军事

互动相对较少。然而, 21世纪初, 日澳军事互动升

温,逐渐呈现出新的特点, 即在多边框架中的双边互

动趋势明显、日益彰显军事互动的机制性。

首先, 日澳的双边军事互动主要体现在多边互

动框架之内。 2000年 10月, 日本、澳大利亚与美

国、韩国、新加坡举行潜艇救援军事演习。随后, 日

澳每两年都参加此类演习。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

作为美国的紧密盟友,澳大利亚与日本先后出兵伊

拉克。在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 澳大利亚与日本之

间进一步形成双边军事互动, 两国的安全关系大大

加强。美国提出 /扩散安全倡议0之后, 澳大利亚与

日本均积极参加。 2003年 9月, 澳大利亚、日本与

美国、法国开始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珊瑚海举行旨在

拦截运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料或毒品船只的联合

军事演习。2003年 12月, 日本正式宣布加入美国

导弹防御系统。2004年 7月, 澳大利亚也与美国正

式签署导弹防御体系谅解备忘录。日澳均参加美国

主导的导弹防御系统,表明日澳将可能在该领域逐

渐展开必要的合作。日澳频繁的军事行动、军事防

御与军事情报合作,为日澳军事互动的机制化提供

了条件。

其次,日澳军事互动日益彰显机制化。2001年

7月 30日,在美国与澳大利亚一年一度的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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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防部长会议上,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唐纳首次提

出 /美、澳、日、韩四国安全磋商机制 0的设想。[ 1]

2006年 3月 18日, 在澳大利亚悉尼, 美、澳、日举行

了由美国国务卿赖斯、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唐纳、日本

外相麻生太郎三国外长首次战略对话。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麦科马克认为, 这是增加该地区美国同盟网

络的一个努力。[ 2]

目前,日澳军事互动机制化最为明显的标志是,

日澳安全协定的签署以及日澳外交、国防部长级会

议 ( 2+ 2)的召开。 2007年 3月 13日, 日澳之间签

署安全协定,涉及反恐、海上安全、边境保护、救灾等

内容。这是日本在美日同盟之外首次签署双边安全

协议。2007年 6月 6日, 日澳首次外交、国防部长级

会议在东京召开。双方达成了安全保障协议, 决定

在朝鲜问题、对灾害地区实行人道主义援助、反恐政

策上展开合作。此外, 双方还在以下四个方面达成

了合作协议:加速制定行动计划以确保日澳安全保

障联合宣言的实施; 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的联合

演习; 针对恐怖主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加强日澳、

日美之间的情报交换; 就援助太平洋岛屿国家问题

展开对话。可见,日澳安全协定以及日澳外交、国防

部长级会议不仅使日澳军事互动逐渐机制化, 也使

日澳军事合作的内容更加具体化, 它是日澳关系

/结盟化 0的一个标志。

  二、日澳结盟趋向的原因

  日澳何以在 21世纪初呈现结盟趋向呢? 日澳

各自的大国抱负、美国的驱动以及亚太地区变化等

等,无疑都是解读的有益视角。但笔者将主要从同

盟角度对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日澳声称的共同

威胁状况,日澳的结盟经历及其对两国的影响,日澳

在文化观念上的相互认同状况。

日澳声称的共同威胁状况。结盟的基础是因面

临共同的威胁而产生的共同安全利益。

首先, 日本与澳大利亚所声称的威胁内容日益

重叠。据 1998年调查, 被日本列为前三位的威胁是

朝鲜 (包括朝鲜半岛 )、中国 (包括台湾 )、俄罗斯。

其他诸如核扩散、石油、自然灾害、食品供应等也名

列其中。[ 3 ]随着 / 9# 110恐怖袭击事件以及朝鲜
核、导危机态势恶化之后, 日本认为来自恐怖主义以

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威胁凸现出来。 2000

年,澳大利亚发表了霍华德政府第一份国防白皮书,

认为美、日、中、俄、印等亚太 5大国之间的关系存在

变数, 潜伏着发生对抗甚至冲突的可能。[ 4] 2003

年,澳大利亚政府公布了题为 5澳大利亚国家安全 6

的 2000国防白皮书修正案,认为全球恐怖主义和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对澳大利亚的安全构成了

/真正和直接0的威胁。[ 5 ]可见, 日本与澳大利亚在

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崛起、恐怖主义和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视为威胁内容方面逐渐存在共

识。

其次, 日本与澳大利亚所声称的威胁方向逐渐

契合。与冷战及冷战结束初期相比, 日本所声称的

威胁方向存在由东北向西南转化, 即更加关注朝鲜

半岛、钓鱼岛海域、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甚至海湾

地区。与此同时, 澳大利亚所声称的威胁方向由与

之紧密相连的东南亚、大洋洲北部岛屿向东北亚、西

亚拓展。日澳在所谓的威胁方向上出现对接。于

是, 我们注意到,在某种程度上, 日本与澳大利亚所

声称的威胁存在这样的趋势:威胁内容日益重叠,威

胁方向逐渐契合。

意欲结盟的当事国由于面临的共同威胁而产生

了结盟外交的动力和意愿, 而其历史上的结盟实践

及其影响效果会强化或弱化当事国的结盟意愿, 并

最终影响结盟实践。

日本与澳大利亚都曾经经历并正在实践着对外

结盟。 1902年, 日本与英国缔结日英同盟, 随后在

100余年的时间内,日本又先后缔结日德同盟、日美

同盟。20世纪中期, 面对日本的侵略扩张, 澳大利

亚在战争时期与美国结成事实上的同盟。[ 6] 1951

年 9月,澳大利亚与美国、新西兰签订 5美澳新同盟

条约 6,澳美同盟正式缔结。日本自 20世纪初到 21

世纪初一百余年的 70%以上时间都处于结盟状态,

澳大利亚在 20世纪中期至 21世纪初半个多世纪时

间内都处于结盟状态,至今日本与澳大利亚所参与

的日美同盟与澳美同盟仍在运转。

那么, 日澳对外结盟实践对日澳两国产生了怎

样的影响呢? 日本对外结盟促使日本两次崛起、一

次衰落。 /日英同盟的 20年 0,使 /原先毫无现代工

业基础的位居远东尽头的岛国日本, 逐渐跻身于世

界五大强国的行列,成了三大海军强国之一,在国际

上迅速崛起。对于日本而言, 这是 -创造奇迹的 20

年 . 0。日美同盟建立后,日本 /依靠这个同盟在-战

后复兴、经济大国化 . 中经历了 -民族的奋进时
期 . 0, [ 7 ]日本第二次崛起。尽管日本对德结盟曾

经使日本一度衰落,但是,日德结盟与此前的日英结

盟在最终目的上存在一定的连续性, 仍然是要获得

世界大国的地位。 /日本通过在 1902年与英国结

盟, 在一战时 (继续 )结盟参战, , ,后来在 20世纪

30至 40年代与轴心国合作, 其目的是努力赢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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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级国家的承认 0。[ 8 ]澳大利亚经历了由最初在安

全上依赖英国,到与美国结盟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

历程。澳美同盟不仅使澳大利亚获得了安全, 而且

使其获得了美国在经济、资金及市场上的支持,澳大

利亚逐渐成长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家。

日澳的结盟经历以及结盟经历对各自国家发展

的影响,促使日澳两国产生了依靠大国、进行结盟的

战略判断。有学者指出, /在安全上依靠一个大国

是澳大利亚政治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 这一点两大

政党 (执政党自由党和反对党工党 )没有根本分

歧 0。[ 9] /国际舞台上谁独占鳌头, 日本就会出于自

我利益而跟谁结盟: 1902年到 1922年追随英国,

1936年到 1945年追随德国, 1952年起则紧跟美

国 0。[ 10]日澳为了应对亚太地区变化、实现各自的
大国抱负,两国各自的结盟经历与经验无疑对日澳

的结盟趋向起到了某种路线图的作用。

日澳在文化观念上的相互认同状况及其对日澳

结盟趋向的作用。日本与澳大利亚在地理上分别处

于东北亚与东南亚边缘, 进而均处于亚洲大陆的边

缘。日本在近代提出 /脱亚入欧 0, 澳大利亚则主要

是西方移民建国。因此, 日本与澳大利亚在一定程

度上均身处东方而心系西方。地理与文化上的边缘

位置以及地理与心理的错位,使日本与澳大利亚产

生出定位困惑、孤立观念以及强烈的危机意识。

/日本是否应该 -回归 .亚洲, 还是应该作为被发达

的西方世界接受的一员而离开亚洲, 关于这个问题,

日本已经争论了百余年 0。[ 11 ]彼得 # J#卡赞斯坦

写道, 日本 /容易产生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下被
挟持的感觉,这在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中起着强有力

的支配地位 0。 /日本的外交政策选择 -出于一代又

一代的、面临着内外各种压力的政治家们的集体信

念,他们共同相信, 世界是不安全的 . 0。[ 12]澳大利

亚前总理保罗#基廷曾强调,正如澳大利亚不能成

为、也不愿成为欧洲、北美或非洲国家一样, 澳大利

亚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 /一个亚洲国家 0。[ 13]澳大
利亚 /常常感到自己是盎格鲁 ) 撒克逊经济、政治

和文化制度的孤立前哨, 与实际敌对或潜在敌对的

亚洲国家比邻而居0。[ 14]

日澳相似的的孤立观念、定位困惑以及危机意

识,在变动中的亚太环境和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也促使日本与澳大利亚在经历了 20世纪前半叶的

敌对与冲突后逐渐接近。布鲁斯 #拉西特、哈维 #

斯塔尔认为, /选择盟国不应当受到非军事因素的
影响, 比如意识形态或道义。但是,国家之间的相似

性,包括合作关系、意识形态、历史、观念, 都对国家

选择同盟的行为有重要影响 0。[ 15 ]塞缪尔 #亨廷顿

也强调, /军事同盟和经济联盟要求成员国之间进

行合作,而合作有赖于信任, 信赖最容易从共同的价

值观和文化中产生 0。[ 16 ]

  三、日澳结盟趋向的影响

  日澳走向军事结盟的趋势对包括中国、美国在
内的亚太及全球安全形势必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

响。

日澳结盟趋向将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带来负

面影响,并可能修改地区及全球安全主题。无疑,日

澳存在通过结盟以获得自身安全的一面。然而, 安

全困境的普遍存在以及结盟的鲜明军事性特点, 极

易激发同盟所在地区的紧张气氛。因此,尽管古往

今来的结盟构建者几乎都曾强调它们结盟的目的是

为了和平与安全,但没人能够否认,历史与现实一再

证明,结盟趋向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安全形势紧张的

出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无不

如此。一方获得安全的结盟努力被另一方视为对自

身安全的威胁,从而可能使后者也随之通过结盟努

力来期盼获得必要的安全。结盟在增强结盟者自身

安全感的同时,也使结盟成为结盟者自身不安全的

制造者。1914年 8月,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一位德国官员绝望地评价道, /这一切都来自这种

该死的联盟体系,它们是现代的祸根0。[ 17]

日澳结盟趋向对地区及全球安全主题可能存在

的修正作用不能被忽视。 / 9# 110恐怖袭击事件以

来, 全球安全主题主要集中在反恐之上,传统安全主

题 ) ) ) 以主权国家之间的威胁为主 ) ) ) 逐渐弱化。

在应对恐怖主义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对抗性减弱,

结盟受到质疑。 /因为只有在一个可预见性的世界

中, 当相关国家面临共同威胁的时候,这些国家之间

才会产生正式结盟的动因与凝聚力。然而当今的世

界一切都变得难以预料, 我们无法预测主要的威胁

是什么0。[ 18]但是, 日澳结盟趋向有可能改变这一

切。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及军事强国, 日澳结

盟将是强强结盟, 而强强合作的军事同盟声称以恐

怖主义为针对对象,不能不在引起普遍不安的同时

引起普遍的质疑: 同盟作为昔日国家间对抗的工具

今日作为国家对抗恐怖主义的工具, 这对各国的未

来安全主题的判断意味着什么? 究竟是强化反恐还

是回归对抗国家间威胁?

日澳结盟趋势对日美同盟及澳美同盟主导者美

国的影响。笔者认为,日澳结盟趋向短期来看有利

于美国,但从长期来看,则不利于美国。如前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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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澳军事互动主要在多边框架之下, 具体而言是在

美国的主导之下,这反映了美国对日澳同盟构建的

意愿与努力。美国寄希望美日澳之间进行更紧密的

合作, 以应对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世界。但是,一方

面存在日美、日澳同盟,另一方面是日澳双边关系以

及日澳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热衷于经贸关系, 日澳

在经济、政治上融入亚洲对日美、澳美同盟的冲击是

难以预料的。2001年 8月,力挺日美同盟的美国前

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曾敲打澳大利亚, /联盟并非为

了政治方便或是经济整合。对我们来说, 联盟意味

着责任,如果需要,它意味着为对方赴汤蹈火也在所

不辞0, /这就是联盟的意义所在 0。[ 1] 2007年 2月,

阿米蒂奇、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约瑟夫 #奈等美

国共和、民主党的主要亚洲专家发表了题为 5阿米
蒂奇报告Ò6的政策建议, 该报告提出, 为应付中国

及印度的抬头,主张强化日美同盟。在一定程度上,

日澳结盟趋势的发展, 可以起到在澳中与日中之间

增加芥蒂、在日澳进而在美澳日之间实现进一步捆

绑的作用。而一旦日澳与日美、澳美三架同盟马车

完成组合,将有利于美国南北规制亚太、东西辐射非

拉。

然而, 美国不能仅仅享受日澳结盟对其带来的

益处, 它对美国而言也存在风险,从长期来看尤其如

此。这是因为基于以下判断。其一, 操控日益庞杂

的同盟体系存在风险。一方面,美国会继续被牵涉

进越来越多的盟友所带来的矛盾与冲突之中。结盟

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制造所谓安全的同时也在制造

不安全,在获得盟友支持的同时也在受到盟友的牵

连。另一方面,操控日益庞杂的同盟体系本身就存

在风险。俾斯麦德国的同盟体系说明了这一点。有

学者指出, /俾斯麦同盟体系具有灵活性和复杂性

的特点 0。 /德国处于该体系的中心, 俾斯麦就好像

一个能使几个球不落地的魔术师0。 /然而, 复杂性

也是该体系的缺陷。当俾斯麦被其不太高明的继任

者取代以后, 这个同盟体系就不能继续维持下去

了 0。[ 19]其二,日澳主要出于实用主义看待同盟问

题,日澳结盟越是巩固与成熟, 日美、澳美同盟可能

就越动摇和弱化。日澳希望通过结盟实现各自的大

国抱负,两国均自视为 /太平洋地区南北间的重要
支柱0。[ 20]日澳结盟将使处于日美、澳美同盟阴影

之下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日澳获得一定的独立倾

向,而独立地表达自身的愿望是大国地位的一个表

征。因此,日澳轴心一旦成型并成熟,或者日澳实现

了大国抱负,日澳两国能否继续甘当美国在亚太的

/南北双锚0就另当别论了。

日澳结盟趋向对中国的影响。尽管日澳双方都

一再强调日澳安全协定不针对中国,但是,试想毗邻

一国的两个强国家逐渐结盟, 而结盟趋向明显的当

事国却希望前者息事宁人,这是很难想象的,正所谓

/威胁的邻近性经常影响国家对威胁的认知 0。[ 19 ]

尽管日澳均强调两国针对的主要是恐怖主义, 但诚

如新现实主义联盟理论的旗将斯蒂芬#沃尔特所指
出的,国家制衡的主要是对自己构成最大威胁的国

家。[ 21]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涌现的新兴国家往往被

传统强国视为威胁,而由于后者在现存秩序中仍处

于一定的优势地位,因此它们往往会采取包括军事

结盟在内的更加咄咄逼人的战略, 以回应地区和全

球地缘政治及地缘经济的巨大变迁。[ 22]有学者指

出, /布什政府正系统地努力遏制中国崛起及中国
在亚洲的影响。他们提出的三个主要目标是: 将日

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现有关系转变成强大的、完整

的反华联盟体系; 把其他国家尤其是印度纳入到这

个体系中;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0。 /把
澳大利亚纳入到这个明显反华的组织是赖斯的首要

任务 0。[ 23]对此, 日澳存在一定的认同并作出了回

应。于是人们看到, 继日美同盟、澳美同盟强化之

后,亚太地区又出现日澳结盟趋向。对于包括中国

在内的新兴国家而言,这一系列行动可能产生 4种

趋向。11震慑并规制新兴国家,使新兴国家与现存

秩序更加合作, /融入 0国际社会。 21分裂新兴国
家, 吸引和胁迫一些新兴国家加入同盟体系,孤立另

一些新兴国家。31刺激新兴国家,促使新兴国家采

取包括结盟在内的对抗措施,在对抗中耗散其力量。

41结盟趋向可以制造紧张空气,从而抑制甚至逐渐

窒息新兴国家的经济活力。日澳结盟趋向对包括中

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负面作用不可小视。

同时,笔者认为,同盟参与国往往存在一定的同

盟视野,所谓同盟视野是指缔结同盟的国家通过同

盟所谋求的安全、军事、政治及经济关切的范围, 它

主要通过同盟条约中的同盟覆盖区域的形式体现。

同盟覆盖区域不仅意味着同盟参与国的权利和义务

主要发生在该区域以内, 也意味着对介入或将要介

入该区域的他国起警示作用。日澳连线紧邻东亚东

部边缘、纵贯西太平洋南北, 中国台湾地区、中国远

洋航线均处于该线。因此, 如果日澳结盟趋向继续

发展,日澳缔结更加紧密的军事同盟,对中国的不利

影响会进一步地表现出来。

但是, 我们应对日澳结盟趋势保持冷静和克制

的态度和政策。事实上,日澳两国对威胁的认知、对

结盟经历的认知以及对文化观念的认同也存在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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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差别。澳大利亚与中国没有历史问题、领土问

题,并且澳中经贸往来持续升温,因此它对中国的威

胁认知与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不同。在历史中,

澳大利亚主要视结盟为防范外来侵略与威胁的工

具,例如,澳美结盟对抗日本入侵; 而日本在结盟后

往往走向战争,例如,日英结盟后发动日俄战争,日

德结盟后发动太平洋战争。澳大利亚强调文化种族

多元,而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日本与澳大利亚在

二战时兵戎相见,二战后两国对此存在不同的认识。

随着日澳国内政治发生微妙的变化, 福田康夫

代替强调 /共同价值观 0外交的安倍晋三, 凯文 #拉

德代替力主紧随美国的霍华德,日澳结盟趋向的发

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只要中国与包括日澳在内的

广大亚太国家继续保持活跃的经济、文化往来,加强

政治、军事沟通, 以实力促合作谋和谐, 在亚太地区

创造合作、和谐的氛围,日澳结盟将失去意义。

参考文献:

[ 1] 胡春凯. 美澳日韩: /四国帮 0 [ J] .南风窗, 2001, ( 9) : 76, 77.

[ 2] Steven R. W eism an. Rice Seek sTo B alan ce Ch ina s' Pow er[ J]. N ew

York T im es, M ar 19, 2006.

[ 3] K evin J. C ooney, Japan 's Foreign Policy M aturat ion: A Quest for

N orm alcy[M ] . N ew Y ork and London: Rou tledge, 2002: 109.

[ 4] 孙晖明. 澳大利亚的两次军事调整 [ J] . 国际资料信息, 2001,

( 7) : 23.

[ 5] 李景卫. 澳大利亚寻求美国保护伞 [N] .人民日报, 2003- 03- 10.

[ 6] Raym ond A. E sthus. from Enm ity to A ll ian ce: US- Austra lian Re2

lation s, 1931) 1941 [ M ]. Seattle: Un ivers ity of Wash ington Press,

1944.

[ 7] 1日2寺岛实郎. 呼吸历史 ) ) ) 对亚太区域的人文思考 [ M ] .徐

静波,沈中琦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88, 181.

[ 8] Wo lfM end .l Japan s' A sia Pol icy: Reg ional S ecu rity and G lobal In2

terests[M ] .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 ledge, 1995: 38.

[ 9] 孙晖明.霍华德的一场赌博 [ J].瞭望新闻周刊, 2003, ( 14) : 57.

[ 10] 1美2罗伯特# A.帕斯特. 世纪之旅:七大国外交风云 [M ] .胡

利平、杨韵琴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269.

[ 11] Gerald L. C urtis. The Un ited States, Japan, and As ia[M ] . New

Y ork: W. W. N orton& C om pany, 1994. 228.

[ 12] 1美2彼得# J.卡赞斯坦. 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 ) ) ) 战后日本

警察与自卫队 [M ] .李小华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 132.

[ 13] 1澳2迈克尔 # 莱特沃勒. 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及澳中关系

[ J].朱艳译,当代亚太, 1994, ( 4) : 27.

[ 14] 1美2罗伯特# 基欧汉,约瑟夫# 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 [M ] .门

洪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89.

[ 15] 1美2布鲁斯# 拉西特,哈维# 斯塔尔. 世界政治 [ M ] .王玉珍

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84.

[ 16] 1美2塞缪尔# 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 .周

琪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8: 136.

[ 17] 1美2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1500年以后的世界 [M ] .吴

象婴,梁赤民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580.

[ 18] 1美2理查德# N.哈斯. /规制主义 0 ) ) ) 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

战略 [M ] .陈遥遥,荣凌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9: 152.

[ 19] 1美2小约瑟夫# 奈.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 [ M ] .张小明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82, 78.

[ 20] 宋成有,李寒梅. 战后日本外交史: 1945) 1994 [M ] . 北京:世

界知识出版社, 1995: 576.

[ 21] S tephenW alt. A lliance Form ation and the Balance ofW orld Pow er

[ J]. In tern at ion alS ecu rity, Vo.l 9, No. 4 , 1985 ( Spr ing) : 10.

[ 22] 杨鲁慧.东北亚地缘政治变迁与中国崛起的安全环境 [ J] .东

北亚论坛, 2007, ( 3 ): 43- 49.

[ 23] 1英2迈克尔# 克莱尔. 遏制中国 [ J] .徐华摘译, 国外理论动

态, 2007, ( 1 ) : 40.

1责任编辑  李英武2

The Reason and Influence about Japan and Australia 's A lliance Tr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lliance

ZHANG Jing- quan

( NortheastA sia StudiesA cademy, Jilin Un 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 ina)

Abstract: From 21st century, Japan andAustralia s' m ilitary interact ion is show ing new features w hich include the

trend of bilatera l interaction in mu ltilatera l framew ork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 ilitary in teract ion, the re la2
t ionship betw een Japan and Australia is turning to be align. If w e research the reason of Japan and Australia s' a lli2
ance trend from the alliance perspect ive these aspects are usefu,l the conditions of so ca lled common threatw hich

Japan and Austra lia are declaring, Japan and Australia s' alliance experience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m, and the

conditions of mu tual ident ity betw een Japan and Australia in cu lture and concept ion. Japan andAustra lia 'alliance

trend w ill produce great and deepen influence onA sia Pac ific and g loba ls' security situation w h ich inc ludesAmerica

and Ch ina s'.

KeyW ords: Japan; Austra lia; trend o f alliance; reason;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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