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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 亚浞 年 耒連 鎂 阻施我 重大

投资 的 原 因振析及我 因 启 之策

［ 澳 ］ 于 ４雷
１

（
１ ． 中 山大学 ，

广东 广州 ５ １０２７ ５
）

摘要 ： 近年来
，
澳大利 亚政肝 以 囯冢 安全为 由连续 否 决我数起重 大投资 ，

既 予 我 企业 以 经 济损

失
，

同 时又在 澳抹黑我 囯冢形象 。 澳 逆其经 济 困难形势 而 动
，

以双 重 标准待 我 投资 的 无理行 为

既有美 日 益加 大压 力 的 外 生性 ，
又有 囯 内政 治 斗 争激 化 的 内 生 性 。 由 于 囯 弱 民 寡 ，

澳 自 独 立之

曰 即 奉行 与超级 大 囯 结盟 的 立 囯 之策 ，
以 获取经 济 利 益 和 安 全庇 护 。 在从 澳美 同 盟 获利 的 同

时
，

澳也 不得不对美效 忠
，
并甘为 其驱使 。 此 外

，

澳 囯 内右 翼 汞美保守 势 力 强 大
，

现政肝执政地

位异 常脆 弱
，

这导 致政肝在决策 时往往 面 临 囯 内保 守政 治 势 力 的 强 大压 力 。 因 此不 排 除 澳政

肝迫于 内 外压 力 在今后一 段 时期 内 继续 阻挠我对澳 重大 投资 的 可 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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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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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提出

新世纪以来
，
中澳经贸关系 发展呈现 出 两

大特点
：

一

是双边贸 易持续快速増长 的势头迅

猛 。 据澳外交与外贸部统计 ，

２０ １５ 年
，
我继续蝉

联澳第
一大贸易伙伴 ，

双边贸易额达 １５ ００ 亿澳

元 ，
接近澳美 、澳 日 之和

；

二是双向投资发生根

本性逆转
，

呈现出 中 国对澳投资大幅度反超 的

现象 。
２０ １５ 年

，
我对澳直接投资达 ３００ 亿澳元

，

是澳对我投资额 的两倍半
，
澳已跃升为仅次于

美 国的我国第二大海外投资 目 的地 。

１

我对澳投

资的飙升拉升了两国经贸合作水平 ，
对澳经济

繁荣 、就业稳定和人 民福扯贡献巨大 。 澳 国 内

金融市场狭小 ，资金相对匮乏 ，外资对澳经济发

展至关重要 。 据澳方估测
，

至 ２０２０ 年
，
若外资

増加 １０％
，
则 ＧＤＰ 増长率将増加 １ ． ２％

，
就业率

増加 ０ ． ３％
，

工资増加 １ ． １％ 。

２

尽管外资对澳国计 民生意义重大 ，
但长期

以来
，
澳对我投资始终实行歧视性双重标准 。

中澳 自 贸协定签署后
，情况虽有好转 ，

但问题并

未根本解决 。
２０ １ ５ 年

，
澳以 国家安全为 由阻止

我企业竞购澳电网公司 ；

２０ １６ 年 ４ 月
，
澳再次以

国家安全为由否决我收购澳最大的牛 肉企业
；

８

收稿 日 期 ：

２０ １ ６ －０８ － ２７
； 修订 日期 ＝

２０ １ ７ － ０８ － ２６

作者 简介
：

于镭 （ 
１ ９７ ０

） ，

男
，

澳大利亚人
，

中 山大学囯 际关系学院
、
南海 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 ，

主要研究方 向 ： 中 澳关系
、
澳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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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初 ，
澳财长莫里森 （ Ｓｃｏ ｔ ｔＭｏｒｒ ｉｓｏｎ

）
第三次以 国

家安全为 由
，
拒绝我 国家电网和香港长江基建

对澳电网的竞标 。 在不到 两年 的时间 内
，
澳连

番阻我大型投资活动不仅在全球罕见 ，
而且发

生在澳经济下行 、资金匮乏 、 民生 日 艰之际更是

令人匪夷所思 。 某些澳媒
一

针见血地指出
，
这

并非是经济蹇困 的澳
“

不差钱
”

，
而是某些人脑

子里的冷战思维在政治化 、妖魔化中国投资 。

Ｔ

本文根据澳近年来 的外交与 内政态势
，
深

刻发掘澳连续否决我对澳重大投资的决策的外

生性和 内生性 。 外生性在于澳大利亚无法罔顾

美 国对中澳走近 的警告 ， 否则后果为澳无法承

受之重
：

“

若澳在中美冲突中不能坚定地站在美

一

边 ，那就意味着美 澳同盟 的终结
”

，澳从此不

再受美庇护， 内 生性在于特恩布尔新政府执

政地位异常脆弱 ，
若不对 国 内强大的右倾保守

势力妥协
，
并寻求其支持 ，

新政府可能一天也

无法维持 。 鉴此 ，
本文强调指 出

，
随着 澳美军

事同盟的强化和来 自美 国 的外部压力 的增加 ，

以及澳国 内右倾保守势力 的抬头
，
不排除澳在

可预见的未来
一

段时期内
，
继续对我大型商业

投资采取歧视性双重标准 ，
并就此提出 我 因应

之策 。

二
、澳对我投资的歧视性双重

标准的外生性

长期以来
，
澳因其法律健全 、市场规范 、资

源丰富而成为世界各国 ，
特别是美 、 日 、英 、德大

规模海外投资的 目 的地 。 为 了规范海外投资行

为 ， 审查其投资是否影响到本土企业 的生存与

发展
，
澳政府于 １ ９７６ 年成立海外投资审查委员

会 。 该委员会 的性质为非政府组织
，
由 ３ 名兼

职委员和 １ 名 财政部指任专职委员 组成 ，
负 责

审查外国投资 申请 ，
并 向财政部提交参考意见 。

值得注意的是 ，
该委员 会只有建议权 ，

外国投资

批准与否 的最终决定权则在财政部 。 由此 可

见
，
外国投资是否危及国家安全实际上完全 由

澳政府决定 。

上世纪 ９０ 年代
，
特别是新千年后

，
我对澳

投资 日益增多 ，
但澳政府长期 以来一直对我投

资采取歧视性双重标准 。 澳大利亚西澳州州 长

巴奈特 （
Ｃｏ ｌ ｉｎＢａｒｎ ｅ ｔｔ

） 曾披露说 ：
澳外国投资审

查委员会对 １０ 亿澳元以下的美资免检放行 ，
而

中国民企免检额只 能在 ２ ． ５ ８ 亿澳元 以下
，
国企

则是每
一

钱 投资都须 审查， 前 总理阿伯 特

（
Ｔｏｎｙ

Ａｂｂｏｔ ｔ ） 上台后 ， 囿于澳经济发展乏力 ，
海

外投资减少 ，
加之中澳 自 由贸 易协定缔结 ，

对我

在澳投资控制有所松动 。 但是
，
新总理特恩布

尔 （
Ｍａ ｌｃｏ ｌｍＴｕｒｎｂｕｌ ｌ ） 执政后 ，再次收紧对我投

资审查 。 究其原因
，
顾忌美 国压力

，
迎合美 国战

略 目标 ，巩固澳美军事同盟是澳连番否决我重

大投资的最重要 的外部 因素 。 澳建 国百年 ，
始

终将
“

与超级大国结盟
”

的策略视为立国之本 、

强国之径 。 这
一立国之策在澳有着深厚 的理论

与实践基础 ， 长期以来 ， 它不仅深受澳政坛左 、

中 、右各派追捧 ，
而且在澳普通 民众中也有着深

厚的民意基础 。

西方 国 际政 治 的 现 实 主义 大 师 摩 根 索

（
Ｍｏｒｇｅｎｔ ｈａｕ

） 在其经典著作《 国际政治学 》 （
Ｐ ｏｌ

？

ｌ ｉｅ ｓａｍｏｎｇＮａ ｔ ｉｏｎ ｓ
）
中 明确指出 ：



“

国际政治如

同所有的政治活动
一

样
，都是对权力 的争夺 。

”
￥

西方主流国际政治和 国际关系理论认为
：
任何

一

国在全球权力体系里的地缘政治作用从根本

上讲是一国
“

硬实力
”

和
“

软实力
”

的功能性结

果 。
￥ 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

，
当今的全球权力体

系架构即是各 国
“

硬 、软
”

实力 的产物 ，
各 国的

“

硬 、软
”

实力也决定了他们在全球体系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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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体系中 的地位 。

Ｔ 根据各国的
“

硬 、软
”

实力
，

西方学者大体上将世界各国划分为三大类 ：超级

大国 （全球体系 的主导国家 ） ，
中等强国 （

地区性

强国
，
全球体系或地 区次体系 中 的重要 国家 ） 和

底层国家 （ 全球体系和地区次体系里的弱国 ） 。

超级大国具有区域强国和底层国家无法企

及的
“

硬 、软
”

实力
，
因此它往往凭借 自身实力对

不服从 自 己 意志 的 国家采取形象抹黑与妖魔

化 、
经济制裁与贸易禁运 、军事封锁与人侵颠覆

等手段予以惩罚 ，
并以儆效尤

，
从而达到增强 自

身在全球权力体系 中威权 的效果 。 中等强国和

底层国家 由 于 自 身的经济 、军事和地缘政治实

力等因素不具备逆向或等量逆向作用 的能力 。

因此 ，从国际关系 的互动架构来看 ，超级大国在

全球权力体系 中相对处于
“

主导
”

地位
，
而中等

强国和底层国家则通常处于
“

从属
”

地位，

面对全球权力体系 中居于主导地位超级大

国的庞大实力 ，
中等强 国若非

“

硬 、软
”

实力强

大
，
特别是若不希望 因经济和军事基础

“

硬实

力
”

地快速扩张挑战守成超级大国的权力地位
，

通常会以 与超级大国保持密切合作乃至结为同

盟为其首要战略 目 标 ，
借助与超级大 国的密切

关系提升 自身的国际
“

声望
”

，
谋取经济福利

，
并

借力超级大国保卫国家安全 ， 吓阻挑战者 ，
维护

并巩固 自身在全球权力体系和区域次体系中 的

强国地位与既得利益 。 作为 回 报
，
中等强 国需

Ｘ才超级大国表现忠心
，
承担协助超级大国维护

全球权力体系和等级架构现状的义务 。 中等强

国往往对承担这
一义务表现出 较强的 内 生性 ，

因为任何新兴大国的崛起都有可能在客观上调

整现有的权力架构体系 和利益分配 。 因此 ， 协

助超级大国打压新兴大国
，
就是维护 自身在权

力体系 中 的地位和既得利益 。 在这
一

点上
，
超

级大国与中等强国在维护全球特别是新兴大国

所在区域的权力体系和等级架构的现状上 ， 有

着颇为相似的战略利益 。

９

澳大利亚 自 １９０？ 年独立 以来 ，

一

直以 与超

级大国建立联盟为立国之策和构建 中等强国 的

路径 。 澳四面临海 ，
地广人稀

，
没有完备的工业

体系
，
经济 自给能力极其薄弱

，
海外贸易遂为其

至关重要的生命线 。 因此 ，
如何抵御外来人侵 ，

保护海上生命线一直是澳政府各界最为担忧的

头等大事 。 正是在这样
“

图存 图强
”

的背景下 ，

与文化 、历史和价值观相近 的新兴超级大 国美

国结盟的
“

孟菲斯
”

主义在澳 日 益盛行 ， 成为影

响澳外交决策的最主要 因素 。 客观地分析 ，
澳

美同盟确实为澳带来了西方国 际政治学所谓的
“

高端政治 （ 国家安全 ） 与低端政治 （
经济福利 ）

利益
”

的双丰收 。 首先
，
澳美同盟为澳提供了行

之有效的安全保障 ，
它不仅成功地于二战初期

抵御了 日 本对澳北部领土的狂轰滥炸
，
令 日 本

侵略军知难而退
，
而且吓阻了澳臆想中其他亚

洲邻国对澳领土的觊觎
，
为澳这个生活在

“

亚洲

丛林
”

中 的 白人国家提供了现实与心理的安全

保障 。 其次
，
澳美同盟为澳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经济福扯 。 大量美资的涌人
，
美 国市场 的对澳

开放
，
美国先进技术的进人令澳经济在二战后

快速发展
，
并成功地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 。 再

次
，
美澳同盟的巩固也令美放心大胆地在政治 、

经济和军事领域扶持澳 ，
助其实现梦寐 以求的

成为亚太地区
“

中等强国
”

的百年
“

澳洲梦
”

。

但是
，
正如亘古不变的哲理所言

，
有收获就

必须得付出 。 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经济和军事

实力 明显超越英 国的二十世纪初 ，
澳即 与美结

盟 ，
并随后追 随美 国参加 了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来所有 的有美 国参与或发动的 战争， 即使

是像越战这样在西方广为诟病的战争 ，
在英国 、

加拿大和 《澳新美条约 》
三成员 国之

一

的新西兰

拒绝参战 的情况下 ，
澳也义无反顾地追 随美 国

参战
，
并付出 了重大的人员伤亡

，
表现出对美国

的耿耿忠心 。 冷战后 ，美 国 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达到了历史巅峰 ，
澳对美 国的态度更是亦步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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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
，
紧紧追 随 。 澳霍华 德 （ ＪｏｈｎＨ ｏｗａｒｄ

）
总理

１ ９９６ 年上台伊始就不遗余力地为美国于冷战时

期在亚太地区构筑的军事同盟 即所谓的
“

轮辐

体系 （又称旧金山体系 ）

”

大唱赞歌
，
并
一

再宣扬

澳美 同盟是澳对外政策的基石 。 为 了表现对美

国的忠心
，
霍华德不顾 国 内外的反对

，
高调支持

美 国的弹道导 弹防御计划 ，
并率先在澳部署 。

霍华德这种对美 国亦步亦趋 的追随举动即便在

美 国的西方盟友 中也实属罕见 。 霍华德政府 的

外长亚历山 大 ？ 唐纳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 ｒＤｏｗｎｅ ｒ

） 在接

受《纽约时报 》采访时 ，
直言不讳地承认在澳部

署弹道导弹防御体系最主要原因就是为 了体现

Ｘ才美 国 的
“

忠 诚
”

，

“

强化 与华盛顿 的 军事 同

盟
”

。

Ｔ

１ ９９９ 年
，
澳政府又发布

“

霍华德 主义
”

，
声

称澳将更加积极地在亚太地 区扮演维护美国在

亚太地区利益和价值观的
“

副警长
”

角色
，
必要

时将对亚洲邻 国采取军事干预， 澳学者广泛

认为霍华德主义表明澳政府不仅要在亚太地 区

捍卫美国主导下 的区域秩序
，保护美 国的利益

存在
，
而且要不顾亚洲邻 国的意愿和亚太地 区

的多元文化背景
，
执意扩大西方价值观 。

９ 霍华

德主义因此被亚洲邻国认为是专门针对亚洲 的

澳版
“

新干涉主义
”

。 鉴此 ，
霍华德主义

一

出 笼

即遭到了包括泰 国 、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

内 的亚洲邻国的广泛批评 。 香港的 《亚洲时报 》

批评说
：

“

霍华德主义让澳承担了没有亚洲国家

欢迎
，
却广为批评的义务

”

， 当小布什总统咄

咄逼人地宣布实行
“

先发制人
”

的战略时
，
包括

许多西方 国家在 内 的 国际社会纷纷表示不安 。

但是澳政府又在第
一

时间发表声明 ， 公开支持

小布什的
“

先发制人
”

战略
，
即便引起周边国家

的不满也在所不惜 。 霍华德之后的澳总理陆克

文 （
Ｋｅｖ ｉｎＭ ｉｃｈａｅ ｌＲｕｄｄ

） 、 吉拉德 （ Ｊｕ ｌ ｉａＥｉ ｌ ｅｅｎ

Ｇｉ ｌ ｌａｒｄ
） 和阿伯特执政时间均不长 ，

多则三年 ，

少则两年 。 但是在他们执政期间 ， 美澳军事 同

盟关系却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

澳美同盟不仅为澳带来 了安全利益
，
同时

也为其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 。 自我国于 ２００９

年跃升为澳第一大贸易伙伴以来 ，
澳 国 内 各界

持续辩论 ，
究竟中美哪

一方在经济领域对澳更

为重要 。 出 乎许多 中 国专家学者的意料 ，
澳各

方经过 比对 中美 两国对澳经济生活 的影响指

数
，
普遍倾 向于认为美在现阶段仍然是澳

“

最重

要的经济伙伴
”

。 截止到 ２０ １４ 年底
，
美对澳投

资额高达 ７５００ 多亿澳元
，
是中 国对澳投资额的

１ １ 倍
，
这意味着美 国资本 已经深人到澳经济生

活的各个方面， 美 国投资人实际上是澳许多

大型矿山 和企业 的最大股东 ，
对澳经济稳定与

发展
，
以及普通民众的就业影响殊巨 。 例如 ，

澳

最大的本土品牌汽车霍顿 （
ＨＯ ＬＤＥＮ ） 的投资人

实为美商 。 该车在澳存在历史悠久 ，并且仅在

阿德莱德
一地 就雇佣 了数千名 当地工人 。 因

此 ， 当该汽车厂宣布破产关闭时 ，在全澳引起极

大震动 。 正是由于美资对澳经济和社会生活有

着如 此 重 大 的 影 响
，
澳 外 长 毕 晓 普 （ Ｊｕｌ ｉ ｅ

Ｂｉｓｈｏｐ ）才在国会和对媒体讲话时 ，

一

再提醒议

员和选 民 ，
美 国才是澳

‘

唯一最重要 的经济伙

伴
’

，
是澳对外关系的基石，

＇

从以上论述可 以看出 ，
澳在过去的

一个世

纪里坚持奉行全球体系超级大国
“

铁杆
”

追随者

的战略
，
并非如

一些学者所言完全是基于澳美

文化 、历史和价值观的相似性 ，
而更多的是基于

自身的政治 、
经济和安全利益考量 。 通过

一

个

多世纪持之以恒地演泽
“

能力有大小
，
态度是关

键
”

的
“

活报剧
”

，
澳对美的忠心获得了美国的高

度肯定 ，
被美誉为

“

最忠诚可靠的盟友
”

，
澳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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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
于镭 ：澳大利亚近年来连续阻挠我重大投资的原 因探析及我因应之策 １ ０ １

此付出 了沉重 的代价 ，
也因此收获了高额 的利

益回报 。 近
一

年来 ，
澳屡屡否决我对澳大型投

资也正是基于巩 固澳美 同盟和美 国施压 的考

虑 。
２０ １６ 年初

，
在获悉我企业租赁澳北部重镇

达尔文港后
，
奥巴 马 （

Ｂ ａｒａｃｋＨｕｓｓｅ ｉｎＯｂａｍａ ） 怒

不可遏
，
当面要求澳新总理特恩布尔

“

以后必须

提前通知美国 中 国类似 的投资
”

。 对于奥 巴 马

的不悦 ，特恩布尔
一

再保证
“

必要时 ，澳国 防部

和政府都会接管达尔文港
” １

＇

。 美 国华盛顿战略

与预算评估 中心 （
Ｃ ＳＢＡ

） 负 责人安德鲁 ？ 克里

派恩维奇 （
Ａ ｎｄ ｒｅｗＫｒｅｐｉｎ ｅｖ ｉｃｈ

） 在澳最大媒体

《澳大利亚人报 》上撰文 ，

一语泄露 了奥 巴 马不

悦的
“

天机
”

：

“

该交易最坏之处在于它在美国倾

力实施重返亚太战 略时 ， 损害 了美 国对澳美 同

盟的信任
”

＇奥巴马
“

教训
”

特恩布尔后
，
澳政

府即 以安全为 由
， 否决我企业并 购附近农场 。

在某些澳政客看来
， 否决 中 国对澳大型投资虽

然与澳国家安全无关 ，
但确是为 了 防止中 国在

澳美特殊关系间再钉人
一枚离间的楔子 。

但是
，
从澳英同盟到澳美 同盟

“

与时倶进
”

的演变
，

也同样印证了英国首相邱吉尔 （
Ｗ ｉｎｓ ｔｏｎ

Ｃｈｕｒｃｈｉ ｌ ｌ
） 对同盟国间关系的断言 ：

没有永恒 的

朋友
，

也没有永恒的敌人
，
永恒的只有利益 。 利

益所向 ，
亦 即澳忠心所 向 。 当外部利益大到无

法抗拒时 ，盟友间所谓 的道义 、友谊和忠诚其实

都是
“

浮云
”

。

三 、澳对我投资的歧视性双重

标准的政策内生性

顾忌国 内政治压力 ，迎合保守势力 ，巩固联

盟党执政地位是澳新政府连番否决我重大投资

最重要的 内部 因素 。 ２０ １６ 年 ７ 月
，
澳提前举行

大选
，
执政的 自 由党－

国家党联盟以微弱优势险

胜 ，这意味着特恩布尔连任后面临 巨大的执政

压力 。 特恩布尔必须通过拉拢右翼小党和独立

参议员 ，才能巩固执政地位 ，并进而推动其倡导

的国 内经济改革和创新
，
挽救 日 益下滑的澳经

济 。 自冷战以来
，
澳国 内政治

一直偏右
，保守势

力异常强大 ，
这主要表现在固守冷战思维 、支持

美国的
“

新干涉主义
”

，
并提出 要做维护美 国在

亚太地区利益 的
“

副警长
”

。 东欧巨变 、苏联垮

台更加助长了澳国 内保守势力 的气焰 。 澳敢于

在 ９０ 年代台海危机 、新世纪初中美撞机等事件

中单独跳出
，

“
一边倒

”

地支持美 国 ，

以及在台

湾 、西藏 、新疆等事关 中 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挑

战中 国 ，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 了这股势力 的嚣张 。

尽管新世纪 以来 ， 我综合 国力发展 日 新月

异
，
中澳经贸合作 日 趋紧密

，
澳民众对我认知 日

益改善 ，
但澳社会上层

，
特别是政界 、安全防务

界 、乃至政治学术界的保守势力仍旧强大 ，
不时

发出有悖 中澳关系健康发展 的杂音 。

“

遏制 中

国
” “

妖魔化中 国
”

的奇谈怪论在这些
“

圈子里
”

不时沉渣泛起 。 随着我综合国力 的提升和国防

现代化的加速
，
澳保守势力不断散布

“

中 国威胁

论
”

，鼓吹加强澳美同盟 ，
共同遏制 中 国 。 这主

要表现在 四个方面 ：

一是美军在澳军事基地的

规模越来越大
，
战略性 目 标也越来越有针对性 。

二是美澳在亚太区域的联合军事演习越来越机

制化
，
规模不断实现新的突破

，
冷战时期都很少

出 现的逾万人的联合军演在今 日 的亚太地区却

是频频出 现 。
三是美 、 日 、澳在亚太区域军事联

动的趋势越来越 明显
，
并且这一势头还有进一

步扩大到印度洋呈现印太合流的态势 。 四是尽

管澳 目前经济下滑 ，
财政 困难 ，

政府却不断削减

医疗和教育等社会福利支出 ，
大幅度増加军费

，

剑锋所指
，
不言 自 明 。

陆克文执政时期
，
澳政府即发布 《 国防 白皮

书 》 ，
在冷战结束后首次公开指认中 国是亚太地

区和平与稳定 的
“

威胁
”

。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

是 ，在西方经济整体不景气之际 ，陆克文竟然私

下鼓动美 国 国 务卿 希拉里 ？ 克林顿 （
Ｈｉ ｌ ｌａｒｙ

Ｃｌ ｉｎｔｏｎ
）要对中 国

“

强硬
”

，
甚至向美 国建言 ：

“

西

’
１

、
Ｐ ｅｔ ａＤｏｎａ

ｌ ｄ
，

ｋ ｔ

Ｌｅ ｔＬ ｓＫ ｎｏｗＮ ｅｘｔｌ ｉｍｅ
： Ｏｂａｍ ａ ｔｏ ｉ ｕｍｂｕ ｌ ｌ

ｃｍ Ｄａｎ ｖｍＰ ｏ ｒｔＬｅａｓｅ
”

，

ｈ ｔ ｔ

ｐ ：

／／＼ｖ ＼ｖ＼ ｖ
．

ａ ｂｃ ．

ｎｅｔ
．

ａ ｕ／＼ｖ ｏｉ
ｌｄ ｔｏｄａ＼ ／ｃｏ ｎ ｔｅｎ ｔ／

２０ １ ５／ｓ４３ ５ ５２６９ ． ｈｔ ｍ ．

ｒ
２？Ｊ

ｏ ｎａｔｈａｎＰ ｅａ ｉ
ｌ
ｍ ａｎ

，
“

Ｌ Ｓ ＼ｌ
ａｉ ｍｏ ＼ ｅ ｉ＼ｕ ｓｓ ｉｅＰ ｏ ｒｔＤｅａ

ｌｗ ｉ ｔｈ

Ｃｈ ｉｎａ ｌｕ ｉｍ
”

，

Ｓ ｔ ｉ ａｉ ｔｌ ｉｍｅ ｓ
，

ＪＮ ｏ＼
．１ ９

， ２０ １ ５
，ｈ

ｔ ｔ

ｐ ：

／／＼ｖ ｗｖ ｖ
．

ｓｔ ｉａ ｉ ｔｓ ｔ ｉｍｅ ｓ
．

ｃｏｍ／ａｓ ｉａ／ ａｕ ｓ ｔ ｉ ａ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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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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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要准备对华动武 。

”
１在奥 巴 马提 出

“

重返亚

太
”

战略之后 ，
吉拉德政府立 即作 出 积极 回应

，

直言不讳地表示澳愿做美军的亚太前进基地 。

澳政府不仅扩大美军在澳军事基地 的规模 ，
而

且成建制地部署美海军陆战 队 ，
并实质性提升

美澳军演的质量 。 尽管吉拉德极力将上述军事

行动粉饰为承担
“

国际人道主义使命
”

，
澳许多

学者指出 这是
一

个根本无法令人信服的低级借

口
，
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 这实际上是美澳联手

遏制 中国崛起
，
因为

“

人们无法理解航空母舰和

核动力潜艇会在人道主义使命中发挥什么作

用
”

在阿伯特当政期间
，
澳 、美 、 日 在亚太地

区军事合流的势头加速 。 澳美不仅在该地区第

一

次举行了有上万名士兵和百余艘军舰参与 的

联合军事演习 ，
而且 日 本也首次派兵参演 。 澳

外长毕晓普在发表外交政策讲话时 ，
坚称美是

澳
“

最伟大的盟友
”

，
而 日 本是澳在亚洲

“

最重要

的盟友
”

。 正是基于对美 国这个所谓
“

最伟大的

盟友
”

的
“

忠诚
”

，
毕晓普才追随美国对中 国设立

东海防空识别区发表
一些甚至连澳学者都认为

“

有失公允
”

的言论。

新首相特恩布尔上台后 即声称
：

“

我们生活

的亚太地 区 比 以往更富挑战性
，
我们必须将 国

防开支增加到 国 内生产总值 的 ２％
”

尽管特

恩布尔没有具体言明他心 中所谓的
“

挑战
”

究竟

是什么
，
澳随后发表的 ２０ １６ 年 国防 白皮书 明确

表明 了这就是
“

对 中 国 国防现代化的不安
”

＇

该白皮书声称到 ２０２ １ 年
，
澳将花费 １９５０ 亿澳

元用于扩充军备 ，
购 战 机

，
造潜艇

，
强化澳作为

美军亚太军事
“

南锚
”

的军事地位 。 澳最大的广

播电台——澳大利亚广播公 司为此评论说 ： 政

府已铁了心大幅度增加军费
，
即使损害宏观经

济健康也在所不惜， 在大 幅度增加军费的 同

时
，

２０ １ ６ 年 ４ 月 澳派遣军事人员和 ＡＰ － ３ Ｃ 军机

参加美菲
“

肩并肩
”

军演 。 与往年不同 的是 ， 此

次军演不仅规模空前 ，有
一万多名士兵参演 ， 而

且美 国在亚太的
“

北锚
”

日本也派出 包括潜艇在

内 的武装力量参演 ，

显示 出美 、 日 、澳在亚太地

区
“

合流
”

的趋势 。 参演的澳军指挥官直言不讳

地表示 ，
澳军参演就是要 向美表示澳将在本地

区与美国共同行动的决心 。

＠

在经济领域 ，
澳保 守势力

一直 以
“

国 家安

全
”

为 由 向政府施压
，
对我在澳投资采取歧视性

双重标准 。 澳前总理阿伯特在 ２０ １２ 年 以反对

党领袖身份访华时 ， 曾公开声称我在澳投资
“

令

人不安
”

。 虽然 目 前我对澳累积投资额仅为 ６００

亿澳元 ，
不到澳吸引外资总额的 １％

，
且远远落

后于美 （
７５８２ 亿澳元 ） 、 日 （

１９９６ 亿澳元 ） ，
？但

这些保守势力对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 中澳关系

的 日益深化深感
“

不安
”

和
“

恐惧
”

，

一

再挑动政

府和既得利益群体加强对我投资审查
，
重点 限

制我对澳农 、矿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 例如 ，
澳

右翼 政 客 、 参议 员 、

一族党党 首波 琳 ？ 汉森

（
Ｐ ａｕ ｌｉ ｎｅＨ ａｎｓｏｎ

） 不断地在澳媒体散布危 ｇ 耸

听的 言论
，
担扰 中 国借投 资之便控制澳 的 电

网 。
ｆ这些右翼势力

“

逢中必反
”

，
时常纠集起来 ，

致函总理 、财政部长 ，
甚至是澳相关并购 的企业

领导人
，
千方百计地阻挠我商业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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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
于镭 ：澳大利亚近年来连续阻挠我重大投资的原 因探析及我因应之策 １ ０ ３

四 、对澳歧视性双重标准的因应之策

鉴于澳近年的外交与 内政走势及其决策在

很大程度上为外部 因素和 内 部政治 因素所左

右
，
不排除在今后

一

段时期内
，
澳政府仍会以 国

家安全为 由 干扰我在澳投资
，
特别是大型投资

活动 。 尽管澳政府对我歧视性投资审查标准在

经济层面上是损人害 己 的双输决策 ，
但它迎合

了美 国和国 内右翼保守势力 ，
未尝不是现政府

政治利益最大化的优选 。 但是澳财政部的最终

决定对我则有百害而无
一利

，
它不仅令我在经

济上蒙受损失 ，
而且还在更大的澳国 内和 国际

层面上起到 恶劣 的示范效应 ，增大我企业走出

去的难度 。 鉴此
，
我们不妨做出 以下因应之策 。

一

、借鉴信用评估制度 ， 建立投资预警机

制 。 可考虑 由工商联
，
或企业家联合会等著名

民间机构创立海外投资风险 预警机制 ，
及时并

重点发布包括澳在内 的我海外投资重大 目 的地

的投资风险警示 ，
引导我企业规避风险 。 该机

制主导机构亦可名 正言顺地主动联系 澳财政

部 、外资审查委员会等机构 ，要求其提供澳相关

政策 、法规和司法解释等资料 ，
发挥沟通 、交流

和指导我企业投资等作用 。 警示机制可对澳形

成机制化 、常态化的压力 ，
改变 目前澳政府故意

作出错误决策却不受惩罚 ，
而 由 我受害企业

“

买

单
”

的不合理局面 。 澳 国 内 经济必须为澳政府

的错误决策承担后果 ，付出代价 ，
从而约束其干

扰我正 常商业 投 资 的 决策 随意性 和政 治 投

机性 。

二
、改进投 资组合 ，包容澳利益集 团 ， 分化

不友好势力 。 虽然澳市场成熟 、法规完善 ，
但澳

经济的
一

个显著特点就是垄断现象严重
，
各行

各业均为利益集团所控制 。 这些利益集团能量

巨大
，往往与政府和媒体有着密切的联系 ，

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影 响政府 、操纵舆论 。 我企业在

澳投资往往习惯
“

单干
”

，没有照顾这些垄断集

团的利益
，
因此

，
无论是在政府审查程序上

，

还

是在当地舆论导 向上
，
均易受到 澳利益集 团和

不友好势力 的联合阻挠 。 鉴于此 ，
我企业似可

改变思路
，
优化投资组合 ， 邀请澳企共 同投资 ，

互利多赢 。 这样 既可增加通过政府 审查的 胜

算
，
亦可减少或消除当地阻力

，
实现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

三
、深耕中澳民间贸易机构的交流与合作 ，

共同在澳培育公正 、友好的经贸合作氛围 。 澳

是
“

圈子型
”

社会
，
各行各业 ，乃至每个行业的不

同领域都有 自 己 的
“

小圈子
”

。

一旦利益受损或

受到威胁
，
整个

“

圈子
”

都会集体发声 ，
对政府和

社会产生强大压力 。 目 前
，
英 、美 、德和波兰 的

商会都非常重视与澳政府和社会各界公关 ，
对

政府和媒体有相当 的影响力 。 我虽是澳第
一大

贸易伙伴 ，
但由于种种原 因

，
我在澳社会影响力

与上述各 国仍有不小差距 。 因此 ，
亟需推动我

民间经贸机构
，
如贸促会 、

企业家联合会等 ，
与

澳各界特别是商界深耕合作
，
培育行之有效的

“

共同利益圈
”

，
推动他们为双方在澳创立公正 、

友好的经贸合作氛围而共同发声 。

四 、加强澳国 内法研究 ，鼓励企业用法律武

器维权 。 澳
一

向 自我标榜为法治社会
，
其法律

体系也确实成熟完善 。 鉴于澳政府
一

再将经济

合作政治化
，
损害我利益

，
我有关学术机构和民

间经贸组织不妨对我海外投资企业多予以法律

援助 ，鼓励他们借鉴三一集 团经验 ，

Ｔ拿起法律

武器 ，
维护 自 己 的合法权利和声誉 。 不论法律

维权的最终结果如何
，都会迫使澳政府公开其

决策的依据 ，
增加其

“

黑箱操作
”

的难度
，
加大其

经济 、政治和国际声誉成本 。

编辑 龚 婷 李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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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小知识

对海洋
“

ＰＭ２
． ５ 

”
——微塑料说不

２００４ 年
，
发表在 Ｓｃ ｉｅｎｃｅ 的 一篇文章首次提 出微塑料的概念 。

目 前 学术界对微塑料的尺 寸

还没有共识 ，
但通 常认为是粒径 小 于 ５ 毫 米 的 塑料颗 粒 ，

它 也被科学 家形 象地比作海 洋 中 的

“

ＰＭ２ ． ５
”

。 早在上世纪 ７０ 年代
，科学文献首次提到 了 海洋塑料垃圾 问题

，

但并未 引起足够重视。

本世纪初
，
随着令人震惊的太平 洋

“

塑料垃圾带
”

、
无处不 在的微塑料及其对海洋生态 系统潜在

影响的 报道 ，
社会对海 洋塑料垃圾 的研究

和关注复 苏 《

２０１ ７ 年 ７ 月
，

我 国 第 ８ 次北极科学考

察队启航。 本次北极科学考察是我 国 首次

执行北极业务化观测 任务
，
微塑料首 次被

加入监测 项 目 ｓ 这也意味着我 国将微塑料

监测拓展至亚北极和北极海域 。

太平繂塑料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