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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一澳大利亚关系中的东帝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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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帝泣尽管是东南亚地区一个刚刚取得独立的小国
,

但它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却

不可小视
,

在东帝汉未独立前它就开始成为影响印尼 一 澳大利亚关系的一个重要变t
。

在东帝坟

独立过程中
.

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地缘 目标出发
,

印尼和澳大利亚进行了一番角逐
。

东帝仪独立

后
,

它仍是澳
、

印尼这两个文明形态遇异的地区大国关注的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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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东帝仪西部与印尼的西帝坟相接
,

南隔帝坟海与澳大利亚相望
,

居于太平洋和印度洋
、

亚洲和

大洋洲交汇的战略要地
。

全国人 口 so 余万
,

主要是马来人和巴布亚人混血的后裔
,

其中 卯% 以上

信仰罗马天主教
,

少数信仰基督教新教
、

伊斯兰教等
。

(一 )印尼和澳大利亚在葡治东帝坟时期
,

都主张东帝汉实现非殖民化
。

19队】年联合国大会通

过第 154 2 号决议
,

宜布东帝坟为葡萄牙的托管领土
。

1叨5 年葡政府允许东帝坟实行民族 自决
,

但

因东帝仪 内部各派势力政见不同引发内战
。

在印尼国内民族主义势力的推动下
,

同年 12 月印尼出

兵东帝坟
,

次年宜布东帝坟为印尼第 27 个省
。

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没有承认印尼的占领
,

联合

国安理会多次通过决议
,

要求印尼从东帝坟撤军
。

但 1卯8 年
,

澳大利亚作为唯一的重要西方国家
,

承认了印尼对东帝坟的主权
。

澳大利亚的这个决定是地缘因素和历史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澳大利

亚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

1950 年同印尼建交
。

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
,

随着对外贸易重心逐

收稿日期么刃5 一 11 一 30

作者简介 : 宋效峰(l卯3 一 )
,

男
,

山东荤阴人
,

山 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甘理学院博士生
,

安徽时经大学法学院

讲师
。



渐转向亚太地区
,

澳大利亚迈出了面向亚洲的历史步伐
。

【l] 印尼是其澳大利亚
“

亚洲政策
”

不可逾

越的对象之一
,

它也非常重视 同澳大利亚的关系 ;澳大利亚是印尼最重要 的援助 国之一
,

其中有相

当一部分援助进入东帝汉地区
。

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
,

坚持世俗主义和反共政策的印尼苏哈托政

府是澳大利亚的重要盟友
。

当时美
、

澳等西方国家担心如果
“

革阵
”

领导东帝坟独立
,

该地区将有可

能出现一个激进的
、

反西方的政权
,

因此默许印尼对东帝坟的人侵
。

(二 )但 卯 年代前澳 一 印(尼 )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
。

澳大利亚对东帝汉地位的承认是有

保留的
,

它还允许东帝坟独立运动组织长期在澳设立办事处 ; 沙纳纳
·

古斯芒 (X an an a C us lna o) 等东

帝坟著名政治人物也长期在澳大利亚活动
,

古斯芒还曾受到联合国驻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的表彰
。

【2] 澳大利亚还在东帝汉从事情报工作
,

在遭到印尼抗议后
,

澳情报局长罗伯逊被解职
。

[ 3 ](叩)

从现实的国家利益 出发
,

1989 年澳大利亚与印尼签订了《帝坟缺 口条约》
,

在帝坟海域设立合

作区
,

两国共同开发帝坟海域的深海石油及天然气犷每天产油约 3
.

3 万桶
。

因为该约涉及东帝坟的

地位问题
,

澳大利亚还被葡萄牙在国际法院起诉
。
199 5 年

,

澳
一
印尼签订《共同安全合作协定》后

,

两国间的安全关系得到很大提升
。

90 年代初
,

澳大利亚基廷政府对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定位作出了重大调整
,

公开宣称澳大利

亚的未来系于亚洲
,

并提出
“

全面面向亚洲
”

的对外政策
,

越来越多地介人亚洲事务
。

在亚洲政策

上
,

自由党的霍华德政府也基本坚持积极参与的政策
。

印尼在东帝坟的治理状况与澳大利亚存在

相当密切的利害关系
,

随着地区相互依赖程度的日渐加深
,

90 年代末与东帝坟相关的政治
、

经济和

社会问题
,

危及地区稳定并外滋到澳大利亚的可能性明显增大
。

澳大利亚在东帝汉独立过程中的关健作用

(一 )亚洲金融危机触发了苏哈托政权的垮台
。

199 8 年末
,

霍华德总理致函印尼总统哈 比比
,

说澳准备改变在东帝坟问题上 的立场
,

主张给予东帝坟民族自决的机会
。

1卯9 年初
,

澳大利亚正

式对东帝坟政策作出调整
,

这是促使印尼政府允许东帝坟走向独立 的重要外部因素
。

面临严重 国

内压力的印尼哈比比政府为了摆脱因东帝坟问题所造成的外交孤立局 面
,

以便争取更多的国际援

助
,

不得不在东帝坟地位问题作出一定让步
,

哈比比表示同惫东帝坟以全民公决方式选择自治或脱

离印尼
。

4 月
,

霍华德到印尼和哈比比举行了会谈
,

向哈比比总统表示对发生在东帝坟的暴力冲突

表示关切
,

并对印尼安全部队没有制止
“

统派
”

民兵的攀力表示严重不满 ;哈比比承诺将尽力保证东

帝坟投票的自由
、

公正
,

并将解除
“

统派
”

民兵武装
。

印尼大选后
,

瓦希德政府上台
,

东帝汉局势持续

恶化
,

国际社会要求介人的呼声趋于强烈
。

8 月
,

在联合国监督下东帝坟举行全民公决
,

78
.

5 % 的投票者支持独立
,

印尼军方企 图阻止东

帝仪独立
,

东帝坟
“

统派
”

民兵也趁机制造了大规模幕力骚乱
,

东帝坟 出现逃亡潮
,

其中一些难民到

澳大利亚避难
。

澳大利亚冒着损害两国关系的风险
,

公开呼吁印尼为联合国工作人员进人东帝汉

铺平道路
,

并表示支援联合国有关费用 2 仪X) 一 4 6 X)万澳元
。

在澳大利亚等国推动下
,

担任本年度

APEC 会议东道主的新西兰提出
,

在会议期间以非正式外长会议形式讨论东帝坟问题
。

印尼指责澳

大利亚在东帝坟全民公决中偏祖一方
,

极力反对后者参加或领导维和部队
。

为了迫使印尼接受派

驻联合国维和部队
,

澳大利亚继美国之后停止了对印尼 的军事援助
。

但澳大利亚也成了引起印尼

国内民众反感的首要对象
,

许多印尼人在澳大利亚驻印尼使馆门前举行示威游行
,

有些城市的领事

馆和办事处甚至受到袭击
。

与此同时
,

澳大利亚一些城市也发生了发生焚烧印尼 国旗的事件
。

9

月
,

印尼宜布废除两国间的《共同安全合作协定》
,

两 国关系陷人低谷
。

尽管遭到印尼的强烈反对
,

联合国安理会仍然通过决议
,

授权成立以澳大利亚为首
,

约 8 《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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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组成的维和部队
,

澳北部城市达尔文成了这次行动的基地
。 “

统派
”

民兵的反西方情绪随之上升
,

澳驻印尼大使麦卡锡在帝力街头遭到枪击
,

联合国东帝坟特派团出于安全考虑
,

也决定把其工作人

员暂时撤至达尔文
。

9 月 18 日
,

以澳军为主 9 艘多国部队的军舰驶离达尔文
,

前往东帝坟附近海

域
,

以支持维和部队在东帝坟进行军事部署
。
9 月 20 日

,

维和部队正式进驻东帝坟
,

与印尼驻军进

行治安权力交接
。

面对既成事实
,

10 月
,

印尼人 民协商会议正式批准东帝汉脱离印尼
。
2(X) 2 年 5

月
,

东帝坟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
。

(二 )澳大利亚是推进东帝坟独立进程的最主要国家
,

也是其亚洲认同感有所加强
,

并尝试向亚

洲国家转变的重要一步
,

其出发点首先是其地缘安全利益
。

澳大利亚与印尼作为西南太平洋地区

最大的两个相邻国家
,

在地缘利益存在着某些冲突
,

文化差异 巨大
,

一些澳大利亚人不希望北方这

个近邻过于强大
,

而与澳大利亚宗教背景接近的东帝坟在两国之间具有缓冲性质
。

在地区安全问

题上
,

特别是恐怖主义
、

非法移民
、

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问题
,

澳大利亚一些精英人士都把印尼这个伊

斯兰大国视为潜在威胁
,

甚至希望美国在东帝汉建立军事基地
,

增加 自身的安全感
。

东帝汉独立

后
,

澳可 以更为有效地对其施加政治影响
,

进一步发挥在该区域的大国作用
。

其次
,

冷战结束后 国际大环境发生巨变
,

印尼 已不再被西方视为冷战的盟友
,

而西方国家在 国

际关系中开始大力鼓吹人权和民族 自决权等论调
,

于是东帝坟成为澳大利亚和印尼两国在人权问

题上的角力场
。

况且东帝汉的独立不可能对澳大利亚构成任何威胁
,

从 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
,

配合

美国在亚太地 区霸权地位的加强
,

澳大利亚对东帝坟问题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
,

以
“

践踏人权
”

将

矛头指向印尼政府
,

趁机介人东南亚事务
。

应该说
,

冷战后美澳双边军事同盟在东帝坟维和行动中

对澳大利亚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

再次
,

澳大利亚认为东帝汉及其附近海域具有重大经济价值
。

在澳大利亚与东帝坟之间面积

约 6
.

1 万平方公里的帝坟海域
,

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
。

东帝坟独立后
,

澳可以与东帝坟签定新协

议
,

继续获得丰厚的石油利润
。

此外
,

对于大盆进人澳大利亚的东帝汉难民
,

澳大利亚政府每年都

要编列接收经费预算
,

澳 国内也希望东帝坟实现独立后能够免掉这部分费用
。

最后
,

澳大利亚国内的宗教和人权组织也对政府施加压力
,

认为印尼政府通过移民
、

支持伊斯

兰组织等措施
,

在东帝坟地区侵犯人权和限制天主教徒的宗教信仰
。

大量居 留澳大利亚的东帝坟

人也通过其政治组织在澳展开活动
,

对澳政府施加影响
,

这些都是澳执政党为了获取更多国内支

持
、

从而燕得选举所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

澳总理甚至提出所谓的
“

霍华德主义
” ,

主张以国家利益和

西方价值观为基础
,

利用同美欧关系密切的优势
,

试图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有影响的
,

甚至决定性的

领导作用
。

【4 ]而推动东帝汉独立正好是推行这一主张的契机
。

(三 )东帝坟独立问题对印尼社会产生 了很大冲击
。

东帝坟人与印尼人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血缘

和历史关系
,

特别是印尼对东帝坟几十年的占领
,

使很多印尼人对东帝坟有难以割舍的情结
。

印尼

国内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对澳大利亚所主导的东帝仪独立进程非常不满
,

尤其是加剧了国内伊斯兰

原教旨主义分子的反西方 和反澳情绪
,

这也是导致近年来澳大利亚在印尼利益屡屡受到恐怖袭击

的因素之一
。

东帝坟的独立是在印尼政治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实现 的
,

二者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
。

威权政

治的崩债
,

客观上使印尼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激化 ; 加之受世界范围内民族分离主义兴盛的影响
,

印尼的民族和宗教矛盾此起彼伏
,

使这个由大约 又幻个民族
、

近 2 亿人 口组成的国家
,

领土完整面

临严峻威胁
。

印尼放弃东帝坟
,

不仅对其政局走向影响很大
,

也使亚齐
、

伊里安查亚
、

苏拉威西
、

马

. 古等地的分离主义势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鼓励
。

总的来说
,

东帝坟问题成为影响上世纪末
、

本世纪初澳印尼关系的基本因素之一
。

澳大利亚所

主导的维和进程是使东帝坟从印尼脱离出来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外部因素
,

它使该区域的地缘政
.

3 0
.



治格局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

东帝汉
: 澳大利亚和印尼都不能忽视的 小国

(一 )东帝坟独立进程启动后
,

澳大利亚与印尼关系尽管出现恶化
,

但双方还是有意现实地
、

理

性地去处理双边关系
。

首先两 国签署了加强司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

同意由东帝汉取代印尼作为

《帝坟缺口条约》中有关合作开发帝汉海床油气资源的协议方
,

原印尼和澳大利亚有关协定中止
。

2仪刃年 n 月
,

瓦希德总统倡议成立包括印尼
、

澳
、

巴新
、

东帝汉和新西兰在内的
“

西太平洋论坛
” ,

澳

大利亚对这一提议表示欢迎
,

并表示支持印尼 维护领土 和主权完整
,

以及促进经济复苏
。

次年 8

月
,

霍华德总理访问印尼
,

重申尊重印尼的领土完整 ; 11 月
,

印尼外长哈桑访澳
,

就东帝坟问题和恢

复两国防务合作关系进行协商
,

同意建立澳
、

印尼和东帝坟三边磋商机制
,

以便三国在经济合作
、

共

同打击非法移民
、

走私贩毒和反恐怖等问题进行合作
。

在两国推动下
,

2印2 年 10 月
,

包括印尼
、

澳

大利亚
、

东帝坟
、

新西兰
、

菲律宾
、

巴布亚新几内亚等 6 国的
“

西南太平洋论坛
”

成立并举行首次部长

级会议
,

成为亚太地区又一个重要的多边机制
。

早在向独立过渡进程中
,

古斯芒就数度访澳
,

寻求澳方政治和经济支持
。

独立后
,

东帝坟更是

把发展对澳关系摆在首位
。

在经济方面
,

2(X犯 年 5 月
,

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帝坟海油气资源开发

的谅解备忘录
,

东帝坟正式取代印尼的法律地位
,

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发帝坟海油气资源
,

并规定开

发区内所产油气收人的 90 % 归东方
,

其余 10 % 归澳方
,

这对东帝汉的经济发展将起 到巨大作用
。

但是
,

两国在能源开发方面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
,

相对获益的多少对于东帝坟这个发展中小国依然

是个大问题
。

东帝坟对澳大利亚 过去与印尼达成的
、

以大陆架为基础的协议不满意
。

2(X妈 年 5

月
,

古斯芒指责澳大利亚的专属经济区划界主张是争夺帝坟海能源
,

这将威胁到东帝坟的生存
。

在

安全关系方面
,

目前澳大利亚还帮助东帝坟培训替察和特种部队
,

并且在东帝坟西部边境地区建立

了军事训练基地
,

在反恐
、

打击非法移民
、

贩毒
、

反洗钱等跨国犯罪方面加强合作
。

【5 ]

在外交方面两国也加强协调
,

东帝汉积极参与由澳大利亚主导 的
“

南太平洋论坛
”

等地 区多边

机制
,

重视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
,

以平衡印尼的巨大影响
。

尽管独立后的东帝坟更愿意接近澳大利亚
,

但身处两强夹缝之中
,

从 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出发
,

东帝坟政府努力奉行务实
、

平衡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

也十分重视发展与印尼的关系
。

东帝汉还

有惫加人东盟
,

这必然不能绕过印尼这个东盟老大
,

加之两国之间在安全
、

经济等方面还存在着大

t 共同利益
,

东帝坟在对印尼怀有警惕心理的同时
,

也积极发展正常的双边关系
。

(二 )东帝坟是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东西方文明的一个交汇地带
,

也可 以说处在一个文明的断裂

带
。

一方面
,

东帝坟是具有盎格鲁
一
撒克逊文化特征的澳大利亚

“

北向政策
”

的桥头堡
,

在全球化和

地区一体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
,

澳大利亚试 图把它作为张扬本国文化及价值理念的一个落脚点 ;li d

时澳大利亚 自视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

南锚
” ,

积极扩大在本地区的地缘影响
。

澳认为印尼和东帝

坟等国处在和本国安全联系最紧密的地带上
,

澳极为关注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威胁及其

外滋的可能性
。

另一方面东帝汉紧邻伊斯兰世界的东缘
,

但从宗教文化它属于基督教世界
,

印尼国

内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对其也构成威胁 ; 同时印尼从本国的安全考虑
,

也非常关注东帝汉与澳大利亚

的安全合作
,

甚至担心澳大利亚未来有可能象介人东帝汉问题一样干预本国的其它内部问题
。

未来东帝汉的发展仍然关系到印尼与澳大利亚的经济与安全利益
,

在多元文明并存的今天
,

只

有大力倡导文明间的互相尊重
、

互相包容
,

共建和谐的地区秩序
,

澳大利亚和印尼这两个个性鲜明

的地区大国才能和东帝坟这个小国实现共同繁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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