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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澳安全关系贯穿于双方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交往之中。期间，日澳演绎了间接盟友、敌
对、伙伴、同盟等安全关系范式。20 世纪末，在日澳双边关系中日益凸显的安全关系，不仅是双
方强化的重点，也是亚太安全体系的焦点。当今，日澳对双边安全关系模式的构建，既反映了
日澳安全战略的发展动向，也触发了亚太安全格局的微妙变化。本文从纵向的视角来分析日
澳安全关系的发展演变，揭示其本质特点，探讨其目前面临的挑战和今后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日澳;安全关系;间接盟友;敌对关系;同盟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8049( 2011) 02 － 0049 － 09

日澳安全关系纵贯双边关系史发展的一
个多世纪。期间，日澳安全关系时隐时现，经
历了不同范式的转变。“二战”以来，处于冷却
状态的日澳安全关系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后逐渐升温，并有愈演愈烈之势。21 世纪，日
澳军事同盟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引起世界尤
其亚洲周边国家的关注，给亚太安全局势的不
确定性增添玄机。日澳安全关系的走向影响
亚太安全格局的变动。本文拟从纵向的视角
追踪溯源，剖析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演变，揭
示其本质特点，探讨其目前面临的挑战和今后
发展的方向。

一、日澳安全关系范式的演变

地处太平洋南北两端的澳大利亚和日本在
18 世纪下半叶仅有一定贸易往来。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格局发生变动，列强对世界的瓜
分与掠夺，拉近了日澳的距离。日澳在先于双
边经济、政治关系的基础上首先确立安全关系。
迄今为止，日澳安全关系经历了间接盟友、敌
对、伙伴、同盟等范式的演变。

1. 1 英日同盟中的防卫与防范关系

1902 年《英日同盟条约》的签订，派生出日
澳间接盟友的安全关系范式。一方面是日本对
澳大利亚的防卫和保护。1901 年成立的澳大利
亚联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其对外关系和防
务由英国政府负责。①《英日同盟条约》的签订使
日本承担起对澳大利亚安全的防卫。当时的媒
体评论说:“这个与日本的防卫性条约，不仅会
保护澳大利亚联邦的北部领土，也会保障澳大
利亚在远东的长期贸易利益。”②日本舰队分别
于 1903、1906 年两次访问澳大利亚。1907 年，



英国将澳大利亚的海军防卫权交给日本。① “一
战”期间，日本巡洋舰曾护送载有第一批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志愿者的船队穿越印度洋开赴埃
及，而且日本战舰曾巡逻澳大利亚海岸。② 另一
方面是澳大利亚对日本的防范和戒备。明治维
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令澳大利亚的恐惧与日
俱增，甚而因担心日本移民冲击其笃信的“白澳
政策”，澳大利亚拒绝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
约》。虽然有英日同盟这一庇护伞，但澳大利亚
对日本戒心十足，视日本为潜在的和可能的敌
人。许多澳大利亚领导人认为，英日同盟使澳
大利亚更脆弱。③ 对于英国支持日本成为太平
洋的海上强国，澳大利亚则持警惕的态度，并加
强对本土防卫，改善安全处境。1906 年，澳大利
亚实现了对英属几内亚的行政管理，为本土安
全提供缓冲地带。1907 年，澳大利亚成立了国
防委员会，着手组建海军和澳大利亚人军队。
澳大利亚甚至不惜激怒日本，邀请美国“大白色
舰队”成功访澳。在继续巩固与英国的联邦关
系的同时，澳大利亚寻找机会接近美国缓解自
身危机。1921 年，英日同盟解体，日澳安全关系
范式改变。

1. 2 日本的扩张与澳大利亚的防范

“一战”后，澳大利亚以日本为潜在威胁渐
生不对称的日澳安全关系。一方面是日本的扩
张与征服，已对澳大利亚的安全形成间接威胁。
20 世纪 20—40 年代，日本继续奉行向外扩张路
线，并最终发动所谓构建“大东亚新秩序”的侵
略战争。如果说日本“北上”侵略令澳大利亚忧
心忡忡，那么日本的“南下”侵略则令澳大利亚
寝食难安。拥有丰富资源的澳大利亚也被列入
日本的“待征服地区”名单。④ 日本对澳大利亚
的威胁正步步紧逼。尽管此期间日澳经贸关系
发展平稳，但并不能改变双方安全上紧张而又
微妙的态势。另一方面是澳大利亚对日本的积
极防范和绥靖政策。抵御日本南下侵略是澳大
利亚安全战略首先考虑的目标。澳大利亚积极
支持英国在新加坡的防御工事。在依赖英联邦
的保护之外，澳大利亚加强了本国军备建设。

布鲁斯政府时期建造了大量军舰，成立空军，巩
固国防;来昂斯政府提出重整军备计划，提议签
订《太平洋非战公约》。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以
经贸纽带和外交斡旋来缓解或改变自己的安全
困境。1938 年，澳大利亚禁止对日本出口铁矿
石; 1940 年，澳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澳大利亚
试图寻求美国的保护;同年，澳大利亚正式派遣
驻日大使，继而派部队进驻马来西亚。然而，澳
大利亚的防范举措无济于事，日本南下侵略一
路挺进，澳大利亚的安全岌岌可危。

1. 3 日澳敌对关系

“二战”爆发，日本已是澳大利亚安全上的
首要威胁，但是澳大利亚政府仍犹豫不绝。然
而，随着东南亚各国和太平洋大部分岛屿相继
被日本占领，澳大利亚面临的威胁已迫在眉睫，
保护本土安全刻不容缓。“珍珠港事件”爆发
后，澳大利亚对日本宣战，签署《华盛顿宣言》，
加入反法西斯世界同盟。柯尔廷总理呼吁盟国
对日本侵略行径做出强烈反应。⑤ 至此，日澳安
全关系已变为进攻与反击、侵略与反侵略的敌
对关系。日机轰炸达尔文，日潜艇袭击悉尼等
港口，澳大利亚境内战火纷飞，日澳兵戎相见。
1942 年，澳美结成战时同盟，联手抗日，在几内
亚挫败日本开启澳大利亚国门的行动，在珊瑚
海战役中一举击败日军。随着日本法西斯同盟
的溃败，日本对澳大利亚的直接威胁已是灰飞
烟灭。战后，澳大利亚视日本为敌对国家，提议
对日本实行强硬制裁，削弱日本，防止其东山再
起，以免对自己再造成威胁。澳大利亚外长伊
万特主张从严解决日本问题，必须要审判并惩
罚日本战犯( 甚至包括日本天皇) ，以确保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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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未来安全。①

1. 4 美国主导的间接盟友

“二战”后，美国因素和冷战格局催生出新型
日澳安全关系范式。日澳转变为美国主导下的
间接盟友。在冷战格局中，美国视日本为遏制共
产主义的“桥头堡”和“防波堤”，希望澳大利亚和
日本在太平洋南北间遥相呼应，共同遏制共产主
义。澳大利亚主张削弱日本的想法落空。在美
国的压力下，澳大利亚无奈与日本签订“软和平
条约”。② 但澳大利亚对日本的仇隙仍未冰释，拒
绝与日本建立直接同盟。③ 1951年，《美日安全保
障条约》、《美澳新安全条约》的签订确立了日澳
间接盟友关系。作为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盟友，
日澳在周边安全及地区安全框架等问题上，进行
了沟通与合作。澳大利亚视日本为获取关于中
国、朝鲜和东南亚政治情报的来源地。随着日澳
双边关系的迅速提高，到 1965 年，澳大利亚自太
平洋战争后对日本的普遍仇恨和怀疑在堪培拉
的政策考虑中已表现出明显的转变。④ 1976 年日
澳冰释前嫌，签订《友好合作基本条约》，走向和
解。可以说，《友好合作基本条约》比澳大利亚当
时所签订的任何其他条约更全面，比日本与其他
国家所签订的商业、航海条约更广泛，⑤这为日澳
安全合作提供了广阔的背景。20 世纪 70 年代中
期，在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的鼓动下，日澳之间
确凿的安全合作秘密开始，主要是限于情报交
流。⑥ 1990年3月，澳大利亚国防部副部长保罗·
迪布访日，就提高防卫关系和建立平等制度以推
进防卫对话等问题与日方进行协商。同年 5 月，
日本防卫厅长官石川要三对澳大利亚进行回访，
标志着两国正式在安全领域开展合作。

1. 5 日澳安全伙伴关系

冷战后，构建日澳安全伙伴关系被提上日
程，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加强双边
安全对话。1995 年日澳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建立
为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框架。双方将地
区安全和防务合作纳入两国“伙伴关系之中”。⑦

1996 年 2 月，日澳举行首次“政治与军事对话”
会议，确定年度磋商机制。2001 年 4 月的《日澳

建设性伙伴关系悉尼声明》、2002 年 5 月的《日
澳新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及 2003 年 9
月《日澳防卫交流理解备忘录》的都在强调深化
双方安全与防务的合作与对话。澳国防部长希
尔说:“备忘录暗示着双边防务与安全关系的日
益加强。它也表明日澳双方对安全合作越来越
重视。”⑧ 2006 年 3 月，日澳提出发展两国全面
战略关系，日澳安全合作逐渐升级。二是加强
反恐中的安全合作，日澳共同应对东帝汶危机。
2001 年后期，日本决定对东帝汶采取的维和行
动为东京和堪培拉之间建立紧密的防务联系提
供了机会。⑨ 2001 年“9·11”事件的爆发更为日
澳之间的安全合作提供了契机。2003 年 7 月，
日澳两国签署《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联合声
明》。2005 年澳大利亚派遣 450 名皇家军队人
员，特别为在伊拉克重建中的日本自卫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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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① 英国也加入其中，这一合作不由使人联
想到英日同盟的年代。② 三是积极推进美日澳
三边安全对话。2002 年，美日澳三方安全对话
启动，并一直保持在副部长一级。2006 年 3 月，
美日澳三方安全对话升至外长一级，形成华盛
顿—堪培拉—东京太平洋轴心。③ 四是加强联
合军事演习。日澳积极参加亚太地区多国联合
演习。2003 年 9 月，澳大利亚、日本、美国和法
国在珊瑚海进行“保护太平洋”的联合演习。五
是互相提高对方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2004 年日本《防卫白皮书》中首次明确提出“基
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推进与澳之间的防卫交
流，增进相互理解与信赖”。④ 2005 年，澳大利亚
总理霍华德访日，发表“在亚洲，澳大利亚再没
有比日本更好的朋友了”的演讲。⑤ 这些明确表
明双方在各自战略中的重要性。日澳安全合作
的迅速启动促进其向机制化、法制化发展。

1. 6 日澳同盟关系

21 世纪，日澳迅速发展的安全关系不断升
级，由伙伴走向同盟。2007 年 3 月，日澳签署
《安全合作联合声明》，标志着日澳“准同盟”的
安全关系的建立，⑥确立了日澳同盟关系的基
调。“联合声明”强调双方与美国的共同战略利
益和同盟关系，规定双方在军事演习和训练，交
换战略情报，应对传统威胁、非传统威胁，维和
行动、海上与空中安全、人道主义、灾害救助等
领域的合作，加强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
框架内的合作，强化外长、防长之间一年一次的
战略对话，确立了 2 + 2( 外长 +防长) 定期会晤
机制。⑦ 2008 年 12 月，日澳在 2 + 2 ( 外长 +防
长) 会晤中，签署《军事防卫合作协定》，加强双
方舰队支援，秘密情报保护等，其中规定日本自
卫队进入大洋洲海域从事海上安保等活动时，
澳大利亚有提供情报与后勤保障供应的责任与
义务。⑧ 这意味着日澳基本同盟关系的确立。
2009 年 12 月，日澳两国首脑一致同意为缔结有
关日本自卫队与澳大利亚军队相互支援条约而
展开政府间磋商。⑨ 今后，日澳正在从各个角度
夯实双边同盟架构，扩展合作范围，实现双方安

全力量的整合，紧密配合盟主美国。

二、日澳安全关系的特点

从日澳安全关系范式的演变来看，日澳安
全关系明显受到世界格局、地缘政治、大国因素
的影响。结盟状态、外力作用、地缘政治色彩形
成了日澳安全关系的显著特点。

2. 1 囿于“结盟怪圈”的状态

从日澳安全关系 100 多年的演变状态来
看，绝大多数时间处于盟约状态，“日澳已经有
70 多年的间接盟友关系”。瑏瑠 20 世纪初的日英
同盟，澳大利亚以英国的附属角色成为日本的
间接盟友。“二战”后，日澳成为美国主导下的
冷战间接盟友。直至 2008 年日澳结盟，日澳从
间接盟友走向同盟。这种盟约土壤和结盟情结
影响了日澳安全关系的视野，使其最终没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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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同盟的怪圈。当日澳津津乐道同盟带来的巨
大实惠时，却忽视了其背负的无形重荷。这种
同盟架构是一把双刃剑，对其安全关系有明显
的负面效应。当一国与另一国结盟或合作时，
其利益关系很可能会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会使
其与他国更接近。① 在英国主导下的日澳间接
盟友关系上，澳大利亚在“白澳政策”上做了妥
协和让步，而日本也需承担保护澳大利亚的责
任。在美国的主导下，澳大利亚无奈与日软和
平，削弱日本的意图化为泡影。日本也在低姿
态中遭受澳大利亚的冷遇和歧视性政策。在美
日澳三边同盟架构下，日澳安全关系被定位在
从属的二流地位，难以施展拳脚。在日澳同盟
下，双方进行利益互换，渲染中国威胁论，以邻
为壑，角逐亚洲的话语权。然而，这种寻求遏制
和对抗的过时思维，在相互依存的时代，注定其
必将以丢失更多的权利为代价。而且，结盟本
身暗含着威慑和不友善的意味。国家之所以寻
求建立联盟，首要在于通过与他国的联合增加
他们的实力，从而有助于威慑潜在的侵略者、避
免不必要的战争。② 正如乔治·里斯卡所观察
到的:“联盟是为了反对某人或某事，而且仅仅
为此而生。”③日澳结盟的安全模式容易引起周
边国家的警惕，不利于日澳安全关系影响力的
辐射。

2. 2 源于外力促内生的模式

从日澳安全关系的形成模式来看属于外因
促内生型。外部因素使处于太平洋南北的日澳
拉近了距离。在外力作用下，日澳演绎了防范、
敌对、仇恨、和解、伙伴、同盟的安全关系。20 世
纪初，在英日同盟下派生出日澳防卫与防范的
安全关系。“二战”中，在与美国联盟抵抗日本
的太平洋战争中，衍生出日澳敌对关系。战后，
在分别与美国的结盟中催生了日澳间接盟友关
系。21 世纪初，在美国的默许、主导和日澳的一
致意愿下，共生出日澳军事同盟关系。英国因
素、美国因素在日澳安全关系的形成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因为，那些有共同盟友而本身没
有成为盟友的国家，比那些面对一个共同敌人

而未能团结起来的国家，更有可能使系统失
衡。④“日不落帝国”英国为了维持其日渐衰落的
世界霸主地位，将同盟合作的角色选定日本，可
谓一箭双雕，既稳固在远东和亚太地区的霸权，
又借日本的力量保护其势力范围。相较于英国
因素，美国因素的外力作用更明显。为了维护
全球霸权系统，促成亚太战略的成功部署与推
进，美国自然希望日澳结盟，扮演好系统中的角
色，成为其遥控亚太格局的南北锚。外生性的
特点，使日澳安全关系有较大的空间跨度，从欧
洲到美洲、太平洋和亚洲。然而，也正是这种外
生性，注定了日澳安全关系自始至终受到外部
因素的制约，缺乏生命力，因而随着外部因素的
分解而破解。从目前来看，虽然日澳安全关系
有内生性的经济利益驱动，但一直以来的英国、
美国因素促进了日澳双方的近距离接触。尽管
日澳政治上的和解与政治关系的成熟促进了双
边安全合作的启动，但若没有美国的默许，日澳
安全合作的进展还尚需时日。目前，日澳已确
定双边安全合作框架，确立 2 + 2 ( 外长 +防长)
磋商合作机制，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具有相对
的稳定性。

2. 3 基于浓厚的地缘政治思维

从日澳安全关系产生的战略考虑来看，地
缘政治思维贯穿其始终。在英日同盟下，日澳
安全关系被置于以遏制俄国和德国的扩张来保
卫其本土安全的地缘政治考虑中。日本在日俄
战争结束之际处于财力枯竭边缘的情况，使得
英日同盟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⑤“二战”期间，
日澳敌对关系是源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与法西
斯同盟的对决。战后，日澳加入以美国为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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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阵营，成为美国在太平洋的南北锚，日澳安
全关系被置于共同遏制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共
产主义威胁的美国战略布局之中。如果说在此
前，日澳安全关系大多数时间是被动陷入大国
设置的地缘战略格局之中，那么 21 世纪日澳已
开始主动构建基于地缘政治的双边安全关系。
日本以海洋国家自居，崇信海洋国家应与海洋
国家结盟，以对抗陆地国家，遏制中国和俄罗
斯。被亨廷顿冠以“无所适从的国家”之名的澳
大利亚，①奉行结盟方式，以澳美、澳日联盟形成
保卫本土的天然屏障，防止可能来自亚洲的危
险逼近。日澳结盟可谓一拍即合，仍不能摆脱
过时的地缘政治思维。尽管，日澳一再强调不
针对中国，而在两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又大力渲
染中国威胁论，其围堵中国的意图已昭然若揭。
而且，将来的地缘政治趋势将会导致日澳安全
关系的进一步加强。②

三、日澳安全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

日澳双方拥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相似的
地缘身份认同，在实现大国国家定位，配合美国
亚太战略，围堵遏制中国，攫取亚太权力，提升
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这虽
有助于推进双边安全合作的深化，但日澳双方
军事实力的不均衡、美国的影响、亚太安全环境
的特性等制约着双边安全关系的发展。

3. 1 受代价与收益因素的制约

日澳不对等的军事资源导致的利益分配和
代价计算，将会影响双方安全合作的进程。任何
两个试图合作的国家，都必须考虑在他们之间如
何分配收益，因为每个国家无疑都想使自己的绝
对收益最大化。在绝对收益前提下，每一方关心
的是自己最大化地占有利益，毫不在乎他国在交
易中的得失。③ 日澳双方不对等的军事资源直接
关乎其之间的利益分配。澳大利亚政府宣布
2009—2010财年的国防预算约为 270 亿澳元( 约
210亿美元) ，④ 2009年日本国防预算费47 028亿
日元( 约 509亿美元) 。⑤ 澳大利亚皇家军队仅仅

是一支很小的力量( 5. 3 万人) ⑥，是日本自卫队
( 28. 6 万人) ⑦的五分之一。不对等的军事力量
不仅影响双边安全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而且意味
着必有一方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事实上，澳大利
亚已在为参加伊拉克重建的日本自卫队提供保
护期间，付出了近 3亿万澳元的代价，相当于 2架
“楔尾”空中预警控制机的费用，5 架全球鹰无人
飞行机的费用。⑧ 毫无疑问，日澳双方希望进一
步的安全合作都是在以相对低的代价基础上进
行。⑨ 事实上，合作方都希望以较低的代价换取
更大的利益。目前，日澳已同意为缔结双边军队
相互支援条约而展开政府间磋商，期间，将进行
怎样的利益分配，值得拭目以待。

3. 2 受美国因素的制约

日澳安全关系受美国因素的制约，日澳安全
合作关系折射出浓重的美国色彩和难以抹去的
美国影子。从日澳安全关系的形成过程和盟约
模式来看，美国因素无处不在。从日澳安全合作
的内容来看，不论是应对传统威胁，还是非传统
威胁，都是美国主导的潮流。日澳安全关系在美
日澳三角关系中的从属地位，注定了其亦步亦趋
追随美国的角色。日澳军事结盟迎合了美国遥
控亚洲格局的意愿，弥补美国在亚洲安全格局中
日渐明显的力不从心。对于日澳双方来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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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澳美安全关系仍是其最主要的关系，这已在
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日澳安全合作的空间。而且，
日澳双方都会优先考虑和美国的联盟作为其战
略政策和计划的基础。这意味着由美国的战略
和防卫政策来决定日澳双边安全关系进一步扩
展的方向、步伐和范围。① 而美国因素显然影响
了这一双边安全合作关系在亚太地区的信赖度。

3. 3 受亚太安全环境因素的制约

从日澳安全合作的环境来看，日澳关系面
临挑战。日澳结盟的安全合作模式表现出鲜明
的敌对性和排他性，以美日澳同盟体系为轴心，
构建安全共同体，以此来主导亚太安全秩序，这
显然与亚太安全环境相悖。亚太地区包括了国
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东盟地区论坛、10 + 3 机
制、东亚峰会等构成了亚太安全发展的主要架
构，亚太国家都应是构建亚太安全框架的参与
者和建设者。脱离亚太实际安全环境的复杂
性，忽视或排除中国、俄罗斯、东盟来建构亚太
安全共同体，不仅不合时宜，而且为亚太安全环
境带来安全困境，不利于亚太和谐安全环境的
构建。历史表明: 亚太没有为孕育美日澳三边
安全共同体的运营提供丰富的土壤，美澳新关
系因新西兰的反核政策而陷于瘫痪，美日韩共
同体也因朝核问题和日韩的历史积怨而陷于停
顿。② 安全共同体，无论是现实状况，还是未来
走向，只要不能适应这些变化着的外部条件，就
会发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③

四、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趋势

目前，日澳在积极构建双边安全关系模式，
尽管在捕鲸问题上日澳存在严重分歧，但并不
会成为双边安全关系发展的阻碍。今后，日澳
安全关系将会置于两个安全框架中拓展空间和
发挥功能，并在推动两国国家发展战略中进一
步强化。

4. 1 强化美日澳三角同盟

日澳安全关系在巩固美日澳三角同盟中发
挥功能和求得发展。第一，维系美日澳三边安

全关系是日澳安全关系的重要职能和发展方
向。如果日澳不能找到安全问题上进一步的共
同基础，三边关系就不会加深。④ 尽管，相较于
美日、美澳安全关系，日澳安全关系处于补充和
二流的地位，但日澳安全关系是美日澳三角同
盟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边。日澳安全关系继
续在配合美国反武器扩散、维和行动、开发反导
弹系统，应对非传统威胁方面，如反恐、海盗、跨
国犯罪、流行病等方面加深合作。第二，日澳安
全关系中已成招牌的地缘政治色彩，有助于继
续强化美日澳三角战略同盟。根据麦金德地缘
政治理论，世界的边缘地带有两个同轴的新月
地带，一个是内新月形地带 ( 或边缘新月形地
带) ，另一个是外新月形 ( 或海岛新月形) 带。⑤

日澳作为海岛国家，是外新月形 ( 或海岛新月
形) 带的一部分，与世界最强海洋国家美国有共
同的地缘政治特性。这有利于缓冲美日澳三方
的战略分歧，平衡美日澳三角战略利益，加强三
方战略对话，减少三边主义的不确定性。毫无
疑问，目前和将来的地缘政治趋势将导致美日
澳安全合作的进一步加强。⑥

4. 2 构建美日澳印四国同盟

日澳安全关系在促进美日澳印四国同盟构
想付诸实践中发挥功能。一方面，日澳安全关
系是构建美日澳印四边关系中重要的一边; 日
澳同盟是四国同盟构想框架中的重要架构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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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另一方面，日澳结盟的安全关系模式，折射
出一种民主国家安全共同体、集体认同、联盟规
范。国家认同的变化或者革新影响到国家的安
全利益和安全政策。① 日澳以此规范和认同来
影响印度的偏好和行为，力促日印、澳印双边安
全合作关系模式的建构，实现拉印结盟的意图。
日印安全关系已从战略合作伙伴发展到军事同
盟，并在 2009 年进一步升级，确定了“2 + 2”( 副
外长 +副防长) 定期对话机制，仅次于日澳“2 +
2”( 外长和防长) 定期对话机制。澳大利亚已加
快寻求与印度安全合作的步伐。2009 年，正在
印度访问的澳大利亚外长史密斯在邀请印度参
加两国联合演习时强调: 希望加强与印度的安
全合作，并将此置于“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地
位”。② 澳大利亚的急切心态溢于言表。美印安
全合作已从“十年防务关系”走向核合作。而印
度的安全战略也在变化，从“不结盟承诺”道路
转向“多结盟”道路。③ “亚洲版北约”④的雏形
已清晰可见。

4. 3 推动国家战略的实现

日澳安全关系在推进两国国家战略的实现
中进一步深化和发挥作用。政治大国化是日本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国家战略目标。21 世
纪，日本加快了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日澳军
事结盟是日本推进政治大国战略所尝试的一条
途径，不仅增大了日本的军事威慑力，而且使日
本有更大的主动性出入太平洋。同时，日澳安
全合作也是日本海洋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21 世纪初，随着日本右翼新民族主义势力
的兴起和膨胀，“海权论”开始死灰复燃，发展海
洋国家战略提上日程。与海洋国家结盟带来的
实惠诱使着日本再次与海洋国家澳大利亚结
盟，抗衡亚洲的陆上强国中国和俄罗斯。通过
发展海权形成对陆权的优势局面，日本意欲携
美制亚，拉澳控亚，主导亚太安全格局。

澳大利亚作为英联邦成员国在战后很长一
段时间没有得到世界更多的注目。冷战期间，
澳大利亚在外交上紧密跟随美英，缺乏国家战
略的自觉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崛起，澳大利

亚进行新的国家定位。20 世 80 年代澳大利亚
提出“中等强国”国家战略发展目标。澳大利亚
定位的“中等强国”不仅与法国、中国等国家并
列在一起，而且还与德国、印度和日本并列，是
仅次于超级大国的政治大国。21 世纪初，澳大
利亚经济实力的增长，不仅使澳大利亚的自信
心得到极大的膨胀，而且促进其向大国目标冲
刺。日澳军事结盟不仅是澳大利亚步入大国行
列的重要依托，也是澳大利亚参与亚洲事务、融
入亚洲的重要平台。通过深化日澳安全关系，
澳大利亚可以借此强行参与到亚洲安全事务
中，谋取更多的安全利益，扩大在亚太安全格局
中的权利。

五、结论

日澳安全关系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演绎
了防范、敌对、仇恨、和解、伙伴、同盟的安全关
系范式。基于追求共同的利益，日澳由敌对走
向合作，由敌人走向同盟。这正应验了帕默斯
顿所宣称的: “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
恒的敌人，我们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才是我们的
终生所求。”⑤日澳同盟为亚洲一体化的实现设
置了障碍，给亚太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投下一
片阴影。

65 太平洋学报 第 19 卷

①

②

③

④

⑤

［美］罗纳德·杰普森、亚历山大·温特、彼得·卡赞斯
坦，“规范、认同和国家安全文化”，［美］彼得·卡赞斯坦主编，宋
伟、刘铁娃译: 《国家安全的文化: 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62 页。

“澳大利亚邀请印度参加联合军演”，中国日报网，2009
年 10 月 14 日，http: / /www. chinadaily. com. cn /hqgj /2009 － 10 /14 /
content_8794071. htm.

2009 年 11 月 18 日，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 SSI)
的布莱恩·海瑞德教授认为，印度的兴趣在过去十年或者更长时
间里发生了变化———从“不结盟不承诺”道路转向了对“多结盟”
道路的特有战略。见“美国战略报告称印度正转变为全球性军事
强国”，中国网，2009 年 11 月 22 日，http: / /www. china. com. cn /
news / txt /2009 － 11 /22 /content_18930659. htm.

Purnendra Jain，John Bruni，“Japan，Australia and the Unit-
ed States: Little NATO or Shadow Allia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 － Pacific，Vol. 4，No. 2，August 2004，p. 283.

Joseph Frankel，National Interest，Macmillan，1970，p. 18.
引自张宇燕、李增刚著: 《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84 页。



当今，日澳渲染“中国威胁论”，充当美国在
亚洲格局中的实际制衡者，围堵遏制中国。这
种寻求对抗代替合作的思维，难以得到亚洲大
多数国家的认同，也不可能取得太多实质性的
进展。日澳关系本身的复杂性已使得两国关系
充满变数，更不能保证日澳同盟对东亚其他国
家形成有效威慑。

目前，美日澳努力拉印结盟，打造亚洲版北
约，攫取在亚洲格局中的权利。这无疑使亚太

安全环境变幻莫测，令周边国家疑虑重重。这
对于需要和平与发展环境的亚太来说，无疑是
个重大的挑战。然而，不论日澳关系中的内部
亦或是外部因素，都是以其各自国家的核心利
益保障为依托的，而东亚的格局变化，也为这场
博弈提供了充满不确定性的时空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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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ing into the Japan － Australia Security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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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en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since the security relationship existed between Japan
and Australia． So far，the patterns of Japan － Australia security relationship have witnessed experienced vi-
cissitude of changes including the indirect allies，enemies，partners and being of the same alliance．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the importance of Japan － Australia security relationship is increasingly standing out in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Asia － Pacific security system． At present，constructing the pattern of bilateral
security relationships by Japan and Australia，not only reflects the tendency of Japan － Australia security
strategy，but also triggers subtle changes of Asia － Pacific security pattern．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in-
tended for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security relationship of Japan － Australia，revealing
its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making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challenges it is facing and the orientation
of its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 Japan － Australia; security relationship; indirect fellow members of alliance; adversary relation-
ship;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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