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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89年至今, APEC诸经济体在 APEC框架

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多边能源合作, 涉及能源效率与

节能、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能源运输及基础设施建

设等诸方面,并已形成相对完整的合作机制及兼具

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合作原则。中国积极参与到了

APEC多边能源合作之中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

用。本文拟探讨 APEC多边能源合作的进展及中国

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以便总结经验、挖掘潜力。

一

APEC各个经济体之间能源合作的诉求在

APEC成立之初就有所体现, 1989年召开的 APEC

第一次部长会议认为应就基本的能源供需前景、能

源政策、优先发展领域、能源使用对环境的影响等情

况加强地区交流。随着 APEC框架内多边合作领域

的扩展及合作程度的深化, APEC能源合作不断推

进,能源合作机制逐渐完善,合作实践日益多样化。

APEC能源合作的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即能

源合作的缘起 ( 1989 - 1995)、能源合作的机制化

( 1996- 2006)以及能源合作的深化 ( 2007至今 )。

早在 1989年 APEC第一次部长会议上, 能源、环境

等问题就被确定为合作领域, 这是 APEC会议上最

早提到能源合作。 1990年召开的第二次部长会议

确定了地区能源合作的宗旨, 即为亚太地区高级决

策者交流各类能源发展问题提供方法和平台。之

后,围绕这一目的形成了 6个具体的议题:能源趋势

的信息交流、供需展望、能源节约和效率、研究和发

展、环境因素及能源技术转让。据此, 能源工作组

( EW G)开展了搜集各经济体能源供需数据、建立地

区能源数据库等基础性工作。

在能源合作的缘起阶段, 几次 APEC部长会议

提出并讨论了一系列能源议题,如 1993年西雅图会

议中 /安全平衡的能源供给及合理的能源利用对保

持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0、1994年会

议中 /能源消费、转换中效率的提高、减轻能源的环

境后果以及日本提出的 3E目标 0¹、1995年会议中

/建立亚太能源研究中心 ( APERC )的倡议、召开

APEC能源部长会议的倡议以及通过多种途径促进

*  本文是教育部 / 985工程 0子项目5国际能源安全与中国能
源战略研究 6的中期研究成果。

¹ 3E为 APEC部长会议的三大倡议即经济增长 ( econ om ic

grow th) , 能源安全 ( energy secu rity)和环境保护 ( env ironm en talp rotec2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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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部门的投资 0;能源工作组配合相关倡议, 通过

了许多原则性的纲领。这一阶段 APEC能源合作的

主要特征是,部长会议负责确定能源合作的方向,指

导能源工作组的工作; 能源工作组则沿着部长会议

确立的方向,尝试开展了一系列基础性工作。

在能源合作的机制化阶段, 为了对 APEC能源

领域的工作进行全面、专业的指导,并促使各成员重

视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凸显的能源问题,

1996年 8月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 APEC第一届

能源部长会议研究了 APEC未来 15年的能源与环

境态势,商定非约束性的 /共同政策目标 0, 通过了

5能源: 我们的地区、我们的未来 6宣言。该宣言认

为,亚太地区将成为 21世纪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

动力, 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并缓解能源消耗的

环境压力已成为本地区充分发挥经济增长潜力的关

键。为此,能源部长们在以下 5个方面达成了政策

共识: 以扩大供给、提高能效和促进开放市场作为能

源保障的主要手段;改善规制体系,吸引企业界对电

力基础设施的投资; 通过综合性措施减轻由于能源

供应和使用的增加所造成的环境影响; 通过能源标

准方面的合作,降低企业的能源投资成本;以共同能

源政策的指导性原则作为各国能源政策的参考。会

议还强调加强能源技术、节能技术、环境技术的交流

和有关人力资源开发。另外, 1996年 7月, APEC在

日本东京成立了亚太能源研究中心 ( APERC ) ¹,与

能源工作组一起作为 APEC部长会议确立的能源合

作目标的执行部门。这使 APEC的能源合作有了更

明确的操作性。此后, 能源合作逐渐形成了 /年度

部长会议 -能源部长会议 -能源工作组和亚太能源

研究中心0这样一套较为完整、稳定的合作机制,这

为地区能源合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以

第一届能源部长会议为标志, APEC能源合作进入

机制化发展阶段。

在能源合作的深化阶段,面对日益增长的能源

需求以及日益严重的能源环境问题, 能源安全、气候

变化等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议题, APEC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等机制对此给予了更多关注。 2007

年在悉尼召开的第 15届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上, /气候变化0、/能源安全0和 /清洁发展 0成为主

要议题,获得广泛讨论。会议就上述议题专门发表

了5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关于气候变化、能源安全

和清洁发展的宣言 6。º 在宣言中,各经济体的领导

人认为, /经济增长、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 0是 APEC

区域面临的基础性且具内在关联性的挑战, 并表示

将采取广泛而有力的行为, 确保满足区域经济发展

的能源需求, 同时关注环境质量、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此外,会议还通过了 APEC行动议程, 其中设计

了一系列倡议和规划, 以落实领导人共识, 主要包

括: 强调提高能源效率的重要性, 计划到 2030年

( 2005年作为基年 )实现 APEC范围内能源强度»降

低至少 25% ;建立亚太能源技术网络 ( A sia- Pac ific

Netw ork for Energy Techno logy, 简称 APN et) ,加强区

域能源研究合作; 加强在环境商品和服务、航空运

输、替代能源和低碳能源的使用、能源安全、海洋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政策分析能力等方面的合作。

2008年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重申 2007年会议

宣言的精神,支持开放能源市场和能源贸易、投资的

自由,以保障本区域充足、可靠、清洁和可负担的能

源供给。¼ 可见, APEC能源合作已得到各经济体的

充分重视,形成了从最高领导会议到能源工作组、贯

穿 APEC各个层面的完整运行机制。

与此同时, APEC能源合作实践稳步推进, 涉及

能源效率与节能合作、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合作、能

源运输及基础设施合作、能源信息和数据共享、能源

供给中断应急机制、清洁化石能源技术等方面,其中

前三个方面合作实践的成效尤为突出。悉尼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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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

¼

亚太能源研究中心 ( The As ia Pacif ic En ergy Research C ent re,

缩写为 APERC ) 1996年 7月在日本东京成立. APERC依照亚太经

合组织领导人 1995年 11月在大阪峰会上的行动议程设立,受亚太

经济合作组织能源工作小组直接领导。日本作为东道国对 APERC

给予其中大部分的财政资助。APERC的基本目标是培育 APEC各

成员在区域和内部能源供需趋势、能源基础设发展、能源机制改革、

区域视域下的相关政策等方面的共识。

Sydn ey APEC L eaders, / Declaration on C l imate Change, Ener2
gy Security and C lean Developm ent0, Sep. 2007, h ttp: / /www. apec.

org /ap ec/ leaders__declarations /2007 /aelm _clim atech ange. htm .l

能源强度又称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量,即一个国

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能源消费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 ( GDP)之比。

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利用经济效果的

综合指标,可表示为:能源强度 =能源消费总量 /国内生产总值。

/ Declarat ion: A New C omm itm en t to A sia - Pacif ic Develop2
m en t0, 16th APEC E conom ic Lead ersM eet ing, h ttp: / /www. apec. org/

apec/ leaders__declarat ion s /2008. htm .l



非正式会议曾达成这样的愿景: APEC区域范围内

到 2030年实现能源强度减少 25%。为此, 各经济

体结合整体目标和自身状况,制定了提高能源效率

的目标和计划。澳大利亚制订了 5能源效率机会法

案 20066 ( Energy E fficiency Opportunities A ct 2006)

和 5能源效率规则 20066,以鼓励能源大户采取更加

严格的能源管理方法。中国制定了节约能源、提高

能源效率的 /十大节能重点工程 0,目标是 /十一五 0

期间节能 2. 4亿吨标准煤, 并确定 1000家企业作为

节能减排的重点企业; 中国香港出台了 52960种设

备标准 6( Issue of labe ls fo r 2960 appliances)。越南

则通过联合国发展计划和越南科技部推动中小企业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印度尼西亚开启了生物燃料计

划。日本制定了 /新能源战略 0, 要求到 2030能源

强度降低 30%。韩国推出强制性的能源管理审核,

并厉行公共部门雇员无驾驶日。马来西亚在工商业

部门推行能源效率示范计划。新西兰在 /新西兰能

源战略 0之下实行能源使用的效率最大化, 保证环

境和经济的可承受性。美国为提高能源效率, 采取

了多种措施包括能源效率标识的推广、对节能设备

及交通工具的税收激励、联邦机构内的节能、制订可

再生能源标准等。

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主要是由 EW G的

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技术专家小组来推动的。该小

组的工作重点是在能源研究发展与技术转移主题

下,增进各经济体在评估、营运、维护及适应现有新

技术方面的能力,增加各成员吸收新能源、可再生能

源技术的程度。 1998年, 该专家组向 EWG提交了

5APEC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项目财政支持指南6,

为项目开发者和政策制定者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第

四届能源部长会议通过了此专家小组的倡议 ) ) )

/ 21世纪可再生能源发展倡议 0。按照此倡议, 能源

工作组针对个别 APEC成员经济体在可再生能源方

面的需求及议题执行一系列合作计划。新能源、可

再生能源技术专家小组至 2004年已经进行或完成

下列 8项计划:可再生能源训练认证系统之实施,建

立与发展一个可再生能源合作计划整合体, 设计一

项海洋与热能转化计划的设计、作业与绩效之进度

与评估, 清洁能源 /村庄电力民间部门论坛, 在水力

发电领域经营一家可再生能源相关能源服务公司之

可行性示范计划, 推动电力储存以支持分散式再生

能源为主系统之研讨会, 支持村庄电力应用技术研

讨会, APEC经济体氢气规定与标准资料的收集、发

展计划。

APEC一些经济体的能源部门越来越依赖能源

进口,而另外一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能

源出口,作为整体的 APEC区域对能源运输的依赖

程度不断加大。 2005年, APEC区域集中了全球 6

大能源进口者中的 4个 (美、日、韩、中 )以及 5大能

源出口者中的 3个 (俄、加、澳 )。据 APERC的数

据, 到 2030年, APEC 14个能源净进口经济体中有

7个的能源净进口依存度将达到 75%以上, 6个能

源净出口经济体中有 3个将会出口至少两倍于其自

身使用量的能源。区域及国际能源贸易的发展要求

能源运输设施的扩展。而保障能源资源在生产地和

消费地之间流动的能源运输设施 (包括海洋油轮、

特制卡车、铁路、管道和电网等 )的建设需要充足的

投入和协调,跨境或其他多方共享的设施要求共同

承担投资成本。根据 APERC 5能源供需展望

20066, APEC区域通过管道运输的国际石油和天然

气贸易, 在 2030年有望达到 10. 9百万桶 /天、5300

亿立方米 /年, 其中许多有望建立在供需双方双边协

议的基础上。目前, 财政支持不足、可能的政治风

险、技术水平和各国能源市场的差异已成为能源跨

境运输合作的主要障碍。

二

APEC现已发展成囊括 21个成员经济体的巨

大整体,这些经济体分布于亚洲及太平洋沿岸的广

阔区域,各成员体在资源能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水

平上存在巨大差异, 从而为 APEC多边能源合作提

供了巨大的可能和广泛的空间。APEC多边能源合

作的巨大动力即蕴藏其间。

第一,资源能源禀赋的差异性。虽然 APEC经

济体大部分属于能源进口消费型, 但各经济体资源

能源禀赋还是存在一定差异。比如, 俄罗斯能源储

量丰裕, 2007年底探明石油储量为 794亿桶 (占到

全球的 6. 4% ), 产量为 491. 3百万吨; 天然气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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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4. 65万亿立方米 (占全球的 25. 2% ), 产量为

6074亿立方米。¹ 加拿大石油、煤炭、天然气储量也

比较丰富。印尼和马来西亚有部分石油出口, 澳大

利亚、中国、美国煤炭资源较为丰裕。能源丰裕程度

不同的经济体之间因此有了互补空间, 利用便利的

地缘优势就能开展能源贸易,可以实现资源的重新

配置, 使参与方各取所需。

第二,能源开发及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补性。

为解决 APEC内部的能源需求, 除从区域外进口之

外,在区域内积极勘探和开发能源资源也是一个重

要途径。如上文所指,区域内一些经济体如俄罗斯,

其东西伯利亚地区能源储量丰富, 但产能开发相对

不足或者运输困难。可喜的是, /现在, 全球国家和

区域的能源市场对贸易、竞争和外来投资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要开放 0, º这就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机

会。如美、日等经济体在资金、技术方面拥有优势,

可以参与到能源的开采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中,较

为经济地获得所需能源, 又可使能源资源国取得巨

大的经济效益, 形成双赢乃至多赢局面。此外,

APEC诸经济体在能源利用效率、能源环保、能源运

输、新能源等领域存在技术上的差距,这使它们之间

有很大的空间开展技术研发、技术转让以及以技术

换市场等多种经济技术合作。

第三, 对能源 -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共同关

注与追求。近年来, 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能源消

费引起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全球气候变化。» 正是对

超越疆界的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和忧虑, 成为

APEC能源合作的精神导向和支撑。早在 APEC成

立之初,能源环境问题就已进入该组织的议题。在

已经召开的 7届 APEC能源部长会议中,每届会议

都在关注本区域能源现状及未来的主题下, 讨论能

源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由于化石能源使用的

环境负外部性的存在, APEC各经济体需要通过合

作进行共同治理,包括提高能源效率、发展清洁能源

技术和开发新能源等。APEC能源合作倡议的 3E

目标即经济、能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其核心就是对

于区域能源环境未来的关注。

当然,还应该看到, APEC多边能源合作仍然面

临许多制约因素,包括经济因素如能源市场结构、能

源存储分布结构、经济相互依存度等,政治因素如国

内政治制度、世界权力分配格局、地缘政治等, 以致

文化因素如宗教、意识形态等。具体说来,最突出的

制约因素是, APEC区域整体能源供需关系紧张, 加

之域内几个主要国际政治力量对本区域的战略侧重

不同,使得 APEC区域的能源地缘关系颇具竞争性。

在区域内,相关各方积极争夺有争议的油气资源,如

南中国海和东海的油气资源;在区域外,为获取稳定

的外部能源供应,域内美、日、中、韩等主要经济体之

间互相竞争,竞争地域远及俄罗斯、中亚、中东等地

区。再者,由于成员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文化

等方面存在差异, 为了实现合作,在内部动力、外部

压力及相互依赖的共同作用下, APEC形成了一种

区别于其他区域经济组织的特殊运作机制, 即

APEC方式, 最大程度地尊重和包容各经济体的差

异性,建设性地处理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中的各种

问题,从而在众多成员之间形成了聚合力。

此外, APEC地区经济体众多, 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三

足鼎立局面。¼ 就发展程度看, 有发达国家、新型工

业化国家、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制度和意

识形态的差异使能源合作在内的经济合作遇到了多

方面的困难。APEC地区曾是典型的冷战地区, 冷

战时期形成的非友即敌冷战思维和与之相关的旧安

全观在该地区仍有一定的市场, 各经济体之间缺乏

互利共赢观念。因此,区域内经济体对多边能源合

作方式的认识和实践,目前多停留在能源贸易等一

些简单的形式上,建立区域能源市场、共同石油战略

储备以及组建国际能源开发团等深层次的合作尚未

正式启动。

三

中国经济已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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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供需状况也不可避免地与世界能源大势紧密联系

在一起。国际能源合作因此成为中国保障自身能源

安全、缓解能源供给紧张形势和对外能源竞争态势

的重要政策选择之一。中国能源对外合作战略担负

着极为艰巨的任务, 包括保持境外能源资源来源的

稳定和安全输送,以及通过国际合作促进能源技术

进步、能效提高和环境保护。有学者指出,为了强化

中国的油气安全,还必须积极而有步骤地参加国际

性和地区性的经济和能源合作体系; 作为亚太经合

组织的成员,中国应更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包括积

极参与 APEC能源部长级会议和能源安全论坛。¹

在 APEC框架下,与俄罗斯这样的能源出口国进行

合作, 可以保障能源进口来源地的稳定,提高能源安

全供给程度;与美、日、韩等能源消费国合作,可以缓

和国际能源竞争态势,协同保障中东、非洲等能源产

地的供给环境,共同应对能源市场的风险。可以说,

APEC能源合作机制为中国取得较优的能源合作成

果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制度平台和空间。

中国自 1993年成为 APEC成员以来 , 积极参

与 APEC的多边能源合作并努力实施有关能源倡

议,在提高能效、节能、能源对外开放、能源机构改

革、可再生能源发展、增加清洁能源的消费比重等方

面均取得了较大进展,为 APEC框架内多边能源合

作的推进做出了贡献。中国参与 APEC多边能源合

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积极参加 APEC能源合作

的机制性建设, 即 /年度部长会议 ) ) ) 能源部长会

议 ) ) ) 能源工作组和亚太能源研究中心 0, 中国政

府积极参加了 1996年至今的各届能源部长会议、能

源工作组会议及各项相关活动,派出专家参加能源

工作组及 APERC的工作;条件适当时, 在中国境内

主办 APEC能源合作的相关活动, 承办能源工作组

会议及能源工作组各专家小组的活动; 同时积极倡

导开展地区性的能源合作。APEC作为一个制度化

程度相对不高的地区性国际组织, 主要依靠目标的

设定作为发展动力,其多边能源合作也是如此。在

APEC能源合作机制运行中, 一般都是先由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提出某些合作倡议,能源部长会议照此

进行具体协商及政策制定, 随后再由能源工作组及

亚太能源研究中心等机构加以落实并对执行情况进

行监督。能源合作倡议在 APEC能源合作中的重要

性可见一斑。作为区域内重要的能源生产国及消费

国, 中国多次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其中, 2004

年 11月,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于智利召开的

APEC第 1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了加强亚

太地区能源合作的倡议: /为消除能源问题对亚太

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制约, 我建议亚太经合组织加强

这一领域的工作, 开展政策对话,就提高能效、开发

新能源和解决贫困人口的能源供应等问题深化合

作。0º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在能源需求与消费

市场上的话语权日益增大, 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日

益将中国看成该地区能源合作的领头羊之一, 对中

国国内能源发展的关注度显著提高。» 中国被赋予

与其实力相匹配的权利及义务, 也将面临由此带来

的机遇与挑战。如澳在 EW G第 37届会议之后即

卸下自 1990年来担任的 EW G主席与秘书长职务,

此职务自 EW G第 38届会议起由美国人接任。在

此之前,许多经济体提出希望由中国接任该职务。

就议题而言,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三个议

题在过去几年逐渐主导了 EWG会议研讨及工作方

向, 得到 APEC各经济体的认可, 这种趋势在 2009

年 4月的 EWG37和 11月的 EWG38上愈发明显。

由于能源政策在奥巴马新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 今后美国将利用其 EWG 主席职位, 顺势在

APEC地区推动更多大型能源合作计划。这对正在

积极进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走循环经济道路的中

国是一个契机, APEC多边能源合作的健康发展有

助于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及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

今后,中国无论是转变角色接受 EWG主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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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APEC能源工作小组审批确定的各类项目中,国别研究

的只有中国。迄今为止,有关中国的能源研究项目有三个,即 Under2
stand ing E nergy in C hina和 G eograph ies ofE nergy E fficiency in C h ina.

在 EW G第 37届会议上,来自中国的学者许勤华博士作为中国地区

节能项目的项目组长,给来自 21个经济体的代表们讲述了中国节能

从中央到地方、从行业到企业的各种政策、实施及成效,表明了中国

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所做的各项努力。



职以推动各个专家研究小组项目的执行, 抑或继续

作为普通成员与其他经济体加强能源合作, 都难免

会遇到挑战,从而要求中国的能源合作政策更加具

有高度和远见。一是增信释疑,以便各方正确认识

中国能源安全政策。面对中国巨大且持续扩张的能

源需求,许多 APEC成员表示关注和担忧。作为世

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 中国满足自身能源需求的正

常能源外交行为常常受到诟病,这不利于中国在区

域能源合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 中国应该多

做宣传解释工作,并重诺、守信、坚持共赢原则,切实

执行稳定的对外能源政策。二是慎重对待敏感性,

协调域内各经济体关系。能源的重要战略属性使各

经济体对能源安全问题极为敏感, 为了保障自身能

源安全,它们相互之间时常会展开激烈竞争。如在

东北亚地区的能源博弈中, 围绕俄罗斯东西伯利亚

油气资源开发以及关于输油管道建设的 /安大线 0

与 /安纳线 0 ,中、日两国有过相当长的争执。此外,

中国与个别周边国家之间存在领土争端,领土完整

的核心利益性质加上油气资源的战略属性, 使得这

一问题更具敏感性。这种复杂而又敏感的国际关系

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在 APEC多边能源合

作中的作用。对此, 中国必须予以重视, 并审慎应

对。三是鼓励本国工商业企业和民间力量参与

APEC多边能源合作。工商业企业和民间力量的参

与,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淡化合作的政治敏感性,发挥

独特作用。企业也是大部分能源合作计划或倡议的

最终实施者, APEC能源合作机制层面及政府层面

的合作协议最后也要依靠企业、机构等加以落实,因

此, 鼓励企业乃至民间力量的介入不仅是 APEC框

架内多边能源合作的重要措施, 也是中国参与其他

多边能源合作时需要特别关注和探讨的焦点。o

(责任编辑: 黄昭宇 )

(接第 21页 )看起来的确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

但在实际操作中矛盾重重, 而能否很好地平衡这种

矛盾,是其此番国防政策转型的关键之一。出于经

济和安全利益考虑, 美澳一直非常重视两国同盟关

系,美为澳提供经济支持、技术支援以及核保护伞,

澳在美国征战全球时紧随其后, 双方互惠互利。但

随着美国受到经济危机冲击而影响式微, 美战略优

势受到来自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的抑制, 美澳同

盟已经难以像过去一样为澳提供强大的保护和支

持。为维持其亚太中等强国地位, 澳势必开始考虑

独立自主地发展国防。在此过程中, 美在经济、政治

和技术上的支持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如何让美

国继续为澳提供保护和支持,如何避免卷入美国与

其他大国的冲突而专注于自身发展, 是澳得不思考

的重要问题。

第四,澳国防重心重返亚太,必然遇到区域内其

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防范。2008年, 陆克文提

出建立 /亚太共同体 0的构想, 号召 /在未来亚太地

区合作中,进一步建立一个政治与安全框架 0, 以确

保现有框架下的经济合作。¹ 然由于各种因素的限

制,澳的 /亚太共同体 0构想并未付诸实践, 但是

2009新国防白皮书所体现出的澳对亚太地区的关

注程度、政策的指向性都无不重新而且更加坚定地

表达了要完成这一任务的心愿。从亚洲现状看, 澳

政策转向还存在不少困难。就传统大国日本和印度

来说,澳大肆渲染 /中国威胁论 0可以缓解它们对于

澳亲华的疑虑,但它们又对澳返回亚洲会削弱其在

亚太地位怀有戒心,毕竟澳之前就曾单方面退出由

日本发起的四方战略对话, 置日本于尴尬境地。就

中国来说,对澳国防政策的剧变难免不太适应,对澳

鼓噪的 /中国威胁论0更是会持反对态度, 澳的 /返

亚0步伐在争取中国支持的问题上需要下大力气。

就东盟来说,面对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各国力图以

经济合作谋求发展,特别注重搞好对华关系,它们几

乎不太可能配合澳重拾 /中国威胁论 0老调和以军

事强力扩大在亚洲影响的做法。因此,澳重返亚太

的进程无疑将会比较艰难。 o

(责任编辑: 黄昭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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