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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的南海政策 

杜曉軍 

日本、印度、澳大利亞三國不是南海爭端當事國，但在南海地區

擁有深厚利益，在亞太地區擁有廣泛影響力。作為南海的北、西、南

三個方向的大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正在積極“南下”、“東望”、

“北上”，日益關注南海局勢發展，維護自己在本地區的利益。三個國

家的戰略訴求並不相同，在南海地區發揮影響力的方式也各自相異。

本章分析日本、印度、澳大利亞三國的南海戰略及政策，尤其是 2013

年圍繞南海進行的政治、經濟、安全互動。 

一、2013 年：日本南海政策激進之年 

日本的南海政策從屬於它的整體外交戰略，服務於它的國家大戰略。中

國學界有觀點認為日本缺乏大戰略，不過是憑藉美日同盟，甘當美國的馬前

卒。這種說法多少帶有偏見。日本從來都不缺乏大戰略，只不過它對戰略的

運用不似美國那樣自如，更多側重具體戰術的精緻化和完美化。 

(一)日本大戰略下的南海問題 

日本經歷了 20 多年的經濟不景氣後，國家實力相對衰落。冷戰結束以

來日本多位首相都想恢復日本大國地位，尤其是 2012 年底安倍晉三上臺

後，更是毫不掩飾日本大國夢想，對外高聲宣佈“日本回來了”。 

1. 日本大戰略 

(1) 修改憲法解釋，獲得集體自衛權。日本現行憲法是在美國指導下於

1946 年 11 月 3 日頒佈的。這部被稱為“和平憲法”的憲法，是對曾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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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戰爭的日本一種懲戒。該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

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

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在“和平憲法”綱領下，在吉田茂“輕軍備、重經濟”路線中，日本經

歷了戰後高速經濟成長，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地位一直保持到 2010 年年

底。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很多政治家對日本“片肺”狀態（經濟巨

人，政治侏儒）感到不滿，主張日本應該謀求成為政治大國甚至軍事

大國。 

在關於如何成為政治大國甚至軍事大國的爭論中，安倍主張進一

步強化日美同盟，實現集體自衛權的解禁。安倍上臺以來，全力推動

修改憲法解釋，獲得集體自衛權。 

(2) 平衡中國，維持日美共治亞太的格局。日本成為政治大國甚至軍事大

國，謀求維持在亞太地區的優勢地位，具體路徑是鞏固日美同盟，加

深日美合作。從佐利克的“利益攸關方”到 G2，再到“中美新型大國關

係”，日本對中美接近保持高度警惕。日本曾擔心日美同盟過分緊密可

能會被美國“纏住”（entrapped）；現在則更擔心可能會被美國“拋棄”

（abandoned）。中美日之間動力（dynamic）變遷，推動日本決意制衡

中國。日本的“消極勉強現實主義”正在向“積極自願現實主義”轉變。 

2. 日本介入南海的動因 

日本制衡中國需要抓手和支點，近幾年不斷升溫的南海成為日本關注

的對象，介入南海成為日本牽制中國崛起的重要手段。日本介入南海主要

以下幾個原因。 

(1) 航道安全關涉國家經濟命脈。南海是很多亞洲國家貿易往來的重要航

道。日本進口原油的八成經由南海運輸，對外貿易的七成需要通過南

海。如果南海局勢持續緊張最終導致航行安全受到威脅，日本的國民

經濟將受到嚴重的打擊。 

(2) 阻礙中國進入印度洋。南海東連太平洋西接印度洋，是聯繫亞洲國家

的最重要的海洋紐帶。日本疑懼中國在印度洋的積極作為，試圖利用

介入南海問題加以阻止、遲滯中國在印度洋的挺進步伐。日本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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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關係，共同阻遏中國是其利益共同點。 

(3) 南海問題可以和東海問題聯動。推動南海問題國際化，可以給東海及

釣魚島問題的解決樹立標杆。同菲律賓一樣，日本向國際社會大打釣

魚島“悲情牌”，以期獲取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尤其是獲得美國協防

釣魚島的承諾。 

(二)日本介入南海的具體策略 

日本介入南海問題，軟硬兼施。“軟”主要是利用多邊機制，推動南海問

題國際化。“硬”主要是加強與部分南海爭端國的安全、軍事合作關係，幫助

這些國家提升對抗中國的實力。 

1. 軟制衡 

(1) 推動南海問題司法化、多邊化。2013 年 5 月 22 日，菲律賓外長德爾羅

薩里奧（Albert F. Del Rosario）訪問日本，會晤了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和

首相安倍晉三。德爾羅薩里奧訪日期間，菲律賓駐日本大使館網站發

表一則聲明，稱“安倍首相表示日本政府支持菲律賓 1 月份提出的按照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仲裁，以澄清南海海洋區域和權益的提議，

日本還承諾繼續支持菲律賓提升海上安全能力”。10 月 9 日，安倍在汶

萊出席日本與東盟（ASEAN）十國峰會。針對南海問題，安倍聲稱“非

常擔心中國欲強行改變現狀的動向。應該根據國際法解決問題”。會議

期間，安倍與多位領導人進行會談。安倍對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表

示，關於中菲南海島嶼主權問題，應該根據國際法和平解決。此外，

安倍與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Tony Abbott）和新西蘭總理約翰‧基

（John Key）各自的會談中都就南海問題展開討論，並就根據國際法

解決問題的重要性達成一致，確認為亞太地區的穩定展開合作。 

(2) 編織對華戰略制衡網。日本不斷加強與南海爭端國，尤其是菲律賓和

越南的關係。此外，還加強了與南海非爭端國的關係。對於爭端國，

安倍以釣魚島問題作為交換：支持有關南海爭端國在南海的訴求，換

取這些國家對日本在東海主張的支持；對於非爭端國，安倍以“中國威

脅”和“航行自由”作為誘餌。2013 年一年間，安倍遍訪東盟十國，還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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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了美國、蒙古和俄羅斯等國。所到之處大談南海問題與中國“威脅”。

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也訪問了越南（9 月）、印度（10 月）、菲律賓

（12 月），推動海洋安全合作是每次訪問的重點內容。 

除強化雙邊關係外，日本還借助多邊機制牽制中國。2013 年 9 月

24 日，日本外務省召集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 13 國的負責人，首次舉辦

以如何確保海上交通安全為主題的研討會。此舉旨在與南海及麻六甲

海峽周邊各國加強合作，對“試圖在周邊海域擴大軍事影響力”的中國形

成牽制。 

安倍政權極力拉攏南海爭端國以及介入南海問題的域外大國，試

圖以南海、東海問題為抓手，編織制衡中國的網路。安倍政權正在編

織的這個網路，與當年麻生太郎提出的“自由與繁榮之弧”幾乎重合，只

不過說服它國的藉口由“價值觀”轉向了“南海問題”和“東海問題”。 

2. 硬制衡 

(1) 擴充聯合軍演的規模。日美軍事合作是日本牽制中國的核心手段。

2013 年 1 月 22 日，美日第 8 次“鐵拳”軍演在美國西海岸舉行，演習內

容為聯合奪島，演習持續 3 周。這是在美國舉行的規模最大、日本自

衛隊員參加人數最多、投放武器最多的聯合實戰演習。6 月 17～21

日，日美聯合演習在宮崎縣新富町的航空自衛隊新田原基地進行。美

國派出 8 架 FA-18 戰鬥機和大約 120 名隊員，日本航空自衛隊則派出

F-4、F-2 和 F-15 戰鬥機各 4 架參加演習。此次演習是 6 個月之內在新

田原基地舉行的第六次聯合演習，且演習規模刷新歷史記錄。 

日本還強化了與印度的軍事合作。2013 年 5 月 27～29 日，印度總

理辛格訪問日本，日印雙方決定由日本海上自衛隊和印度海軍頻繁實

施定期聯合演習，以應對中國在海洋加大軍事影響力。 

(2) 向主要爭端國提供軍事援助。日本向部分南海爭端國提供軍事支援，

幫助這些國家增強對抗中國的實力。其中，菲律賓是主要受援國。

2013 年 5 月 22 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與到訪東京的菲律賓外長德爾羅

薩里奧舉行會談，雙方確認日本將加速制訂向菲律賓海岸警衛隊提供

巡邏艇的計畫。7 月 27 日安倍首相訪問馬尼拉時宣佈，日本以日元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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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形式向菲律賓提供 10 艘海岸警衛隊巡邏艇，以及一系列發展援助和

貸款。有分析認為，雖然這些巡邏艇不能改變南海的力量平衡，但是

能夠喚醒菲律賓的海洋領土意識，裝備精良的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將說

明日本在南海監視中國，實現在南海的戰略目標。 

越南是另一個重點受援對象。日本政府與越南政府間的首次海洋安

全保障會議於 2013 年 5 月在越南河內舉行。日本政府建議越南政府將

越南的海上警員從越南人民軍中分離出來，從而實現日本海上巡邏艇向

越南的出口。日本計畫用政府開發援助（ODA）的方式，向越南出口

1000 噸以上的高性能海上巡邏艇。日本政府借此強化日越兩國在南海

問題上的緊密合作，稱“要與越南聯合對抗中國在南海的維權行動”。 

(3) 爭取使用爭端國的軍事基地。2013 年 6 月 27 日，菲律賓國防部長加斯

明（Voltaire T. Gazmin）表示，菲律賓正在考慮向美國和日本更大程度

地開放其軍事基地。法新社報導說，菲律賓當局正在制定一項初步計

畫，以允許美軍更長時間地進駐菲律賓軍事基地，這一計畫同樣也可

能適用於日本自衛隊。 

9 月 16 日，日本外相小野寺五典訪問河內。在與越南國防部長馮

光青（Phung Quang Thanh）舉行會談後，小野寺訪問了金蘭灣，成為

1976 年越南統一以來首個訪問金蘭灣海軍基地的日本政府人士。越南

同意美國艦艇在金蘭灣海軍基地駐泊維修，基於此，小野寺提出日越

就包括自衛隊訓練艦入港等事宜展開研究。 

三、結論 

日本介入南海的急切心態不亞於美國。日本介入南海，既是追隨美國亞

太“再平衡”戰略，進一步強化日美同盟的重要體現，也是制衡中國、維持自

己亞太地區優勢地位的重要手段。2013 年，日本通過軟、硬兩種手段全面

加快了介入南海的步伐，為南海問題的最終解決設置了更多障礙。 

二、2013 年：印度南海政策轉折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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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印度洋地區最重要的國家。海洋方面，印度長期以來更多關注印

度洋事務。印度雖在南海擁有利益，但並未像美國和日本那樣深入介入南海

問題。隨著南海問題日漸升溫，印度對南海的關注程度逐漸提升，對南海問

題的介入也較此前有所深入。 

(一)印度介入南海問題的戰略動因 

  印度對南海問題加深關注，主要目標是中國，根本原因是印度與中

國的競爭關係。如同美國和日本一樣，印度想利用南海問題作為牽制中國的

一張牌。 

1. 內部動力：疑懼中國在印度洋－南亞地區發揮影響力 

印度和中國在 1962 年曾發生邊境戰爭，印度的慘敗經歷促使其始終

保持對中國的警惕。尤其是隨著中國崛起的速度明顯超過印度，印度對中

國的戒心更加強烈。 

印度對中巴關係進展表示憂慮。印度和巴基斯坦在領土問題上存有巨

大爭議，但中國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的朋友。2013 年 5 月，李克強總理

訪問巴基斯坦時，承諾中國政府幫助巴基斯坦在巴控喀什米爾地區建設基

礎設施，印度對此表示“強烈保留”。 

印度對中國進入印度洋極為關切。學界把中國在印度洋的作為稱作

“珍珠鏈”戰略。“珍珠鏈”戰略是在 2005 年美國國會一份報告書首次被提出

來的。日本學者上野英詞將“珍珠鏈”戰略解釋為：“為確保從中東、波斯灣

到中國超過 1 萬公里長的海路沿線的戰略據點，中國展開的一系列外交、

軍事措施的總稱”。2011 年 7 月，中國大洋協會獲得國際海底管理局

（ISA）的批准，在位於西南印度洋的國際海底區域內，獲得 1 萬平方公

里勘探礦區。印度對此高度警惕，擔心中國可能利用南海作為支點進一步

向印度洋擴張（spill-over）勢力。 

2. 外部驅動：其他域外大國的支持和拉攏 

印度對南海事務的介入一直持有矛盾心態，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蕊‧

克林頓（Hillary Clinton）2010 年宣佈南海關涉美國利益後，印度立刻呼

應美國立場，呼籲和平解決爭端和確保南海航行自由。尤其是 2013 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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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度的南海政策發生巨大轉變。其主要原因是美國表態支援印度在太

平洋地區發揮更大影響力。2013 年 6 月 1 日，時任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

（Leon Panetta）在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時表示，“印度作為一個穩

定的國家，在擴大印度洋-太平洋貿易和交通方面發揮著作用。美國認為

印度提升軍事能力對於上述地區的安全是值得歡迎的貢獻力量。” 

日本對印度的拉攏是印度介入南海事務的另一個重要背景。日本和印

度都著眼於牽制中國崛起，維護南海“航行自由與安全”。日本非常重視其

在南海-印度洋的安全利益。日本設想以日美同盟為支點，加強與“印度-太

平洋”周邊“二等國家／搖擺國家”（secondary powers／swing states）的關

係，其中印度是其重點接觸物件。印度投桃報李：在印度“東望”（Look 

East）政策中，日本的地位正在被提升到戰略高度。22 日本認為南海問題

上印度佔據關鍵地位，23 日印戰略關係對於牽制中國具有關鍵意義。 

(二)印度的南海政策 

南海在印度國家整體戰略中的地位正在提升。印度對南海事務的介入，

主要集中在政治手段和經濟手段，具體體現在加強與域內外有關國家政治關

係和經濟聯繫。 

1. 印度“東望”政策中的南海 

印度於 1990 年提出“東望”政策。以“東望”的著眼點論之，該項政策可

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聚焦於東盟（ASEAN）國家，第二階段則擴

大到涵蓋澳大利亞和東亞國家。印度的“東望”並沒有止步於南海，東海也

漸漸進入新德里的視野。無論在哪個階段，印度“東望”的目的主要是獲得

經濟利益，推進本國與東部國家的經濟合作，安全領域的合作則較為有

限。隨著 2011 年後南海局勢升溫，印度對南海的關注度加大。2011 年 10

月 12 日，印度國營石油和天然氣公司與越南石油天然氣公司簽署了石油

業合作協定，合同期限為 3 年。印度這一行為引起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彈。

此外，印度還一直為越南提升海軍和空軍軍力提供幫助，旨在幫助越南削

弱中國在南海軍事優勢。但是，印度政府認為印越關係的強化並不是為了

平衡中國，而是貫徹本國的“東望”政策。對此，有印度學者辯解道，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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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與南海爭端國越南關係的行為，類似於中國把巴基斯坦當做“貓爪”

（cat‟s paw），在南亞地區抗衡印度。 

2. 強化與爭端國的關係 

在雙邊關係領域，印度與越南－在南海問題上對中國越來越強硬的國

家－關係的強化最引人注目。2013 年 6 月初，印度派出“薩特普拉”號導彈

護衛艦、“沙克蒂”號遠洋補給艦、“蘭維傑伊”號驅逐艦和“科赤”號護衛艦等

四艘軍艦，搭載 1200 名軍官和水兵抵達越南峴港（Da Nang），同越南海

軍在南海附近舉行聯合搜救演習。此前，這四艘軍艦已經訪問了馬來西亞

巴生港（Klang），並在結束與越南的聯合搜救演習後訪問菲律賓馬尼拉

港（Manila）。可見，印度艦隊此次四個訪問目的地中的三個國家都和中

國在南海存在爭端。而在該艦隊起航前的不久，也就是 5 月 22 日，中國

總理李克強剛剛結束了對印度的正式訪問。 

越南投桃報李。2013 年 11 月，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率領越南高級

代表團對印度進行國事訪問。越南國防部副部長阮志咏高度評價此次訪問

取得的成果。指出，越南需要印度以大國的身份支持並與越南分享有關地

區安全和發展問題的觀點，同時在印度具有優勢的領域向越南提供幫助。

而印度的“東望”政策十分需要位元元元於太平洋那邊的越南的支持。 

3. 支援運用多邊機制解決南海爭議 

印度支持運用多邊機制討論並解決南海爭議。2013 年 10 月 10 日，

第八屆東亞峰會（EAS）在汶萊召開。李克強總理演講時再次強調“南海

爭議應由直接當事國通過協商談判和平解決”，時任印度總理辛格對中國

的立場進行了“直接駁斥”：印度“歡迎建立擴大的東盟海洋論壇，以發展海

洋觀念，強化現有的關涉海洋安全的國際法”；“東亞峰會、東盟地區論

壇、東盟國防部長擴大會議及其他相似的地區合作機制”可以管控亞洲大

國間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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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強化與其他域外大國的關係 

對南海局勢影響力最大的域外大國是美國和日本。美國憑藉其戰後編

織的“輻輳”（hub and spoke）同盟體系，長期在亞太安全保障領域佔據優

勢地位。奧巴馬政權正在實施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側重維護美國軍事優

勢地位的同時，在經濟領域擴大影響力。日本則正相反，意欲在東南亞地

區保持經濟影響力的同時，擴大自己在安全領域的發言權，南海問題成了

日本的“試驗場”。在美、日同步介入南海事務的背景下，2013 年，印度加

強了與美國和日本的雙邊及三邊合作。 

2013 年 6 月 24 日，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 Kerry）作為國務卿

首次訪問印度，並同印度外交部長庫爾希德（Salman Khurshid）共同主持

第四屆美印戰略對話（U.S.-India Strategic Dialogue）。雙方代表團就雙邊

關係、地區局勢等多個議題展開深入對話。中國是美印雙邊會談的重點之

一。中國此前“入侵”印度邊界及南海主張顯示出的“野心”成為美印共同關

切的話題。 

印日關係在 2013 年也達到進一步提升。5 月底，辛格訪問日本，旨

在加強印日國防及安全合作。首腦會談期間，辛格積極回應安倍關於印度

洋和太平洋“合流”的說法，指出，印度在亞太地區的安全、穩定和繁榮方

面擁有重大利害關係。印度洋-太平洋海上交通線的暢通對印度和日本都

至關重要。 

在不斷表達自己在印度洋－太平洋擁有重大利益、不斷強化與美國和

日本的雙邊關係外，印度與美國、日本的三邊合作也在穩步推進。美、

日、印三邊官方對話自 2011 年 12 月在華盛頓啟動後，2012 年 4 月和 10

月又分別在東京和新德里舉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時隔不過半年，2013

年 5 月 1 日，美、日、印舉行第四次雙邊會談，矛頭直指中國。同時，同

年 5 月，美、日、印還在東京舉行第十次二軌戰略對話（Track Two 

Strategic Dialogue），與會代表對中國針對印度“主權”及日本“控制權”的擴

大的軍事行為表示關切，敦促美國在亞太地區建立一個有效的多邊機制，

敦促美日印三國政府在亞洲領土爭端上保持清晰和一致的立場。 



 
155 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的南海政策 

(三)結論 

2013 年，印度對華政策轉向強硬，這也體現在印度的南海政策上。印

度對華強硬，直接原因是中國 2013 年 4 月在中印邊界的作為，根本原因依

然是中國崛起造成印度的恐慌和不安。尤其是在美國的鼓勵和日本的拉攏之

下，印度把中國確定為戰略對手的姿態愈發明顯，印度介入南海事務越來越

成為印度牽制中國的手段。 

三、2013 年：澳大利亞南海政策穩推之年 

2013 年，澳大利亞政壇較為動盪。6 月 27 日，陸克文（Kevin Michael 

Rudd）在被吉拉德（Julia Gillard）趕下臺三年後重返總理職務，但僅僅 70

天后，9 月 7 日，阿博特（Tony Abbott）在大選中擊敗陸克文，成為澳大利

亞第 29 任政府總理。 

阿博特率領的保守聯盟競選期間展現重視“亞太－印度洋”（Asia Pacific-

India Ocean）的姿態。在吉拉德 6 月 27 日下臺前，勞動黨政權於 2013 年 5

月發表了《2013 國防白皮書》。該白皮書非常重視亞洲，強調澳大利亞將

進一步強化與“印度－太平洋”國家的關係。從勞動黨的“印度－太平洋”到保

守聯盟的“亞太－印度洋”，可以看作保守聯盟蕭規曹隨，體現了澳大利亞在

亞洲政策方面具有“超黨派共識”。 

(一)《2013 年國防白皮書》：“印度-太平洋” 

2013 年 5 月，澳大利亞政府發佈了總長 148 頁的《2013 年國防白皮書》。

吉拉德就此發表評論說，澳大利亞當前的國防形勢相比 2009 年有了巨大的變

化。對於澳大利亞而言，一個和平的印度－太平洋地區環境以及最大限度合作

的中美關係蘊藏著巨大的利益。吉拉德表示，對澳大利亞而言，中國不再是

一個威脅，但澳大利亞“充分認識到中國正在改變所處地區的戰略秩序”。 

澳大利亞堅持南海爭端不選邊站，強調依據國際法和平解決爭端的立

場，《2013 年國防白皮書》也體現了這一主張。“澳大利亞的戰略政策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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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強調澳大利亞希望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領土和領海爭端，包括遵循國

際法解決南海問題，防止武力衝突，維護地區海道的航行自由和海上安全。

澳大利亞支援區域共同體說明達成上述目標和減輕戰略風險，減輕誤判和誤

算的機率。 

(二)阿博特政權的南海政策 

相比工黨政權，阿博特領導的保守聯盟政權對亞洲的重視程度並沒有降

低，且在強化澳美同盟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 

1. 助陣美國亞太“再平衡” 

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以來，澳大利亞對美國的亞太戰略進行了

積極呼應並提供了大力支持。澳大利亞允許美國在布里斯班、珀斯市、達

爾文港、科科斯群島等四個不同地點設立美國軍事設施。2011 年 11 月 16

日，時任總理吉拉德與到訪的美奧巴馬總統達成協議，從 2012 年年中開

始，200 至 250 名美國海軍陸戰隊軍人進駐澳大利亞的達爾文（輪換

制）。預計到 2016 年至 2017 年，美軍在澳大利亞的駐軍人數將增至

2500 人。 

2013 年 7 月 19 日，陸克文短暫執政期間，美國與澳大利亞舉辦的聯

合軍事演習“護身軍刀 2013”（Exercise Talisman Sabre）在南太平洋拉開帷

幕。來自美澳兩國 2.8 萬名軍人參加此次美澳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雙邊軍

事演習。 

阿博特就任總理後，澳大利亞強化澳美關係的姿態更加顯著。2013 年

11 月 20 日，美國和澳大利亞部長級定期磋商會議（“2＋2”會議）在華盛

頓舉行。美國國務卿克裡、國防部長哈格爾（Chuck Hagel）與澳大利亞外

長畢曉普（Julie Bishop）、防長大衛‧約翰斯頓（David Johnston）舉行會

晤，雙方簽署一項聲明，美澳將共同促進並擴大雙方在亞太和印度洋地區

的軍事和安全領域合作，包括尋求擴大彈道導彈防禦系統方面的合作。

《澳大利亞人報》評論道，澳大利亞憑藉地理優勢，正在“時刻準備著”成

為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一個至關重要的軍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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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日本、印度加強合作 

日本是澳大利亞在亞洲最重要的朋友。2013 年 6 月 20～21 日，第八

次日澳“一軌半”對話會議在東京舉行。雙方代表譴責中國“試圖用武力改變

東海和南海現狀，給地區安全和繁榮造成嚴重威脅”。指出，日本和澳大

利亞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國，應該共同支持美國在本地區的存在和勢

力。 

2013 年 10 月 14 日，澳外長畢曉普訪問東京。在會晤日本外相岸田

文雄之前，畢曉普出席了在東京舉辦的記者招待會，表示，澳日擁有共同

的價值觀和戰略利益，兩國在民主自由、區域立場以及全球問題等方面有

不少共同點，澳大利亞自然把日本作為在亞洲的最好朋友。畢曉普對日本

尋求集體自衛權表示支持，並建議澳日應在強化區域性或全球性論壇方面

扮演重要角色。 

澳大利亞同印度防衛合作關係也進一步得到提升。2013 年 6 月，印

度國防部長安東尼（A. K. Antony）訪問坎培拉。印澳兩國發表聯合聲

明，擬通過加強軍事人員交流、經常舉行防務對話以及 2015 年首次開展

聯合海上軍演等方式，加強兩國雙邊防務與戰略合作。印度與澳大利亞還

根據國際海洋法強調海上安全和航海自由問題。 

3. 擴充海軍軍備，擴大海軍規模 

2013 年 9 月 19 日，澳大利亞國防部長約翰斯頓對《澳大利亞人報》

表示，保護澳大利亞北部和西部的大量能源項目以及到中日韓的出口運輸

線，是阿博特政權的首要任務。保守聯盟政權希望為政府國防軍裝備高性

能遠距離潛艇，用以援護其海面艦艇部隊，並專門為此將國防預算提升至

占 GDP 兩個百分點水準。 

4. 避免過分刺激中國，大搞平衡之術 

澳大利亞在加強與其他南海域外大國關係的同時，在對華關係方面保

持謹慎。與日本、印度相同的是，澳大利亞在南海擁有重大利益；但不同

的是，澳大利亞與中國相距較遠，和中國沒有領土爭端。澳大利亞對中國

崛起並不像日本和印度那樣反應強烈，南海問題是其關注的重點之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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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意欲借助南海問題牽制中國的姿態並不明顯。相反，2013 年澳

大利亞繼續協助美國進行亞太“再平衡”的同時，對澳中關係防衛合作也持

積極態度。2013 年 12 月 3 日，防長約翰斯頓在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ASPI）表示，要降低南海的緊張形

勢需要有一套行為規範。澳方致力於鼓勵東盟國家和中國就在南海地區的

行為規範達成協議，這是降低緊張形勢的一大關鍵步驟。同時，澳大利亞

與中國加強國防聯繫的前景“良好”。 

但是，澳大利亞的“平衡術”也難免刺激中國。2013 年 10 月 4 日，第

五次美日澳三邊戰略對話部長級會議發表涉及東海、南海問題內容的聯合

聲明，聲明稱，不允許任何單方面行動改變東海、南海局勢，針對中國的

意味十分明顯。中國對這份聯合聲明提出批評，稱“美、日、澳彼此是盟

友關係，但這不應成為介入領土主權爭議的藉口，否則只會使問題更加複

雜化，損害各方利益。”聯合聲明發表幾天後訪問東京時，澳外長畢曉普

既再次表達了澳大利亞加強與日本合作的立場，又稱澳日合作不會阻礙澳

大利亞與中國的合作。上述表態顯示出澳大利亞在中國和日本之間繼續探

尋精緻的平衡術。 

(三)結論 

2013 年，澳大利亞全面加強了與南海各域外大國的關係，試圖在亞太

地區發揮更大影響力。澳大利亞越來越擔心中國可能“威脅”南海航道安全、

危及澳大利亞海上利益，對南海問題愈加重視。但澳大利亞不願刺激中國，

而是試圖在中國與美國、日本、印度等國之間保持巧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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