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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 中澳关系恶化带来哪
些影响？

答：自中澳两国 1972 年
12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

双方在各方面开展互惠互利的
合作， 带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切

实的利益。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
大的贸易伙伴， 是澳大利亚天

然气、铁矿石、煤炭、农牧产品

等的最大市场。 新冠疫情暴发
前， 中国还是澳大利亚最大的

国际游客和国际留学生来源
国， 是澳大利亚旅游服务业和

教育业的最大支柱。

即使在新冠疫情暴发后，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额
依然屡创新高。 2020年，澳大

利亚对中国的总出口额达 1452

亿澳元，与 2019年相比仅下降

2.16％，为有史以来仅次于 2019

年的第二高出口总额。 而今年

第一季度，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

总值增长了 20.7%， 达到 337

亿美元。 今年 3月份的出口总

额为 132亿美元， 创下中澳贸
易月度最高纪录。

然而， 澳大利亚对中澳关

系的肆意破坏， 极大地挫伤了
中国投资者对在澳大利亚进行投

资活动的安全感和信心，降低了中
国营商者和消费者对澳大利亚的

好感。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一些出
口商对中国市场不加珍惜，降低了

对输华产品质量控制和要求，我国

海关接连在从澳大利亚进口的

木材、水产品等货品中发现质量
问题。

中国一直认为，经贸合作是
中澳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

器。中国从不以政治因素为动机
和理由，对经贸往来进行限制和

打压。但是澳大利亚政府却公然

干预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正常经
贸投资活动。

堪培拉一系列毒化两国关
系的行动， 服务的是美国的遏

华、反华战略意图，损害的是自
身的实际利益。目前正传言将被

废止的达尔文港租约，正是源于
美国的战略意图。美军在达尔文

建有军事基地， 驻有 2500名士
兵。 在最近美澳外长防长“2+2”

会谈中，两国还商定将在达尔文
建立一个美军专用军事燃料库。

因此，对中国企业在达尔文的存
在，美国一直虎视眈眈。 岚桥集

团以 5.06 亿澳元租用达尔文
港，一旦澳方为美方的利益提前

撕毁条约， 可能将会支付高达
23亿澳元的巨额赔偿。

自澳大利亚积极投身于美
国的反华战略，成为华盛顿在亚

太地区的“马前卒”以来，澳大利亚

正在失去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目
前中澳贸易额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国际市场铁矿石溢价。据澳大利亚
贸易部官员估测，两国贸易总量未

来可能骤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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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为何在对华关系上越走越远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 陈弘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21 日宣
布，将废止维多利亚州政府同中国关于
“一带一路”共建合作的两国协议文件，
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单方面撕
毁“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开了一个
“性质恶劣”的先例。

澳大利亚为何在破坏与中国关系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澳关系未来将如何发展？我们
请专家为您解读。 ———编者

深
海评 对日本核污染水态度是全球环境治理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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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政府决定将福岛核电站事

故产生的数百万吨“处理水”经过滤
并稀释后排入大海。所谓“处理水”，

即从核事故反应堆中抽出，包含放
射性核素，由东电公司的“多核素

去除设备”（ALPS?处理过，且由东
电检验达标的核污染水。如何看待

日本排放核污染水，成为检验全球

环境治理的试金石。

四个事实需要认清
对于日本排放福岛核污染水，

我们首先需要认清几个基本事实：

第一，福岛核事故的关键细节，
是“堆芯熔毁”以及“安全壳熔穿”。

简单来说，由于东电不想报废反应

堆，使用海水冷却，拒绝第一时间解
决危机，导致福岛核电站事故从 2

?事故变成 7?事故，出现了核反
应堆堆芯熔毁、安全壳熔穿的情况。

现状是，发生事故的 1、2、3?机组
反应堆内积存的核污染水，包含了

正常核反应堆排放的“冷却水”绝对

不会包含的放射性物质。可以说，任
何把日本将要排放的核污染水同正

常工作的核反应堆排放的冷却水进
行类比，都是对日本外务省公关策

略的“逆来顺受”。
第二，日本方面始终在?统性

地隐瞒关键技术细节。日本外交官
出身的前国际原子能总干事天野之

弥主持编写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
故的调查报告》中有详细的图示表

示事故后核反应堆的状态，但在某
些科普文章中，这些图示却缺失了。

换言之，这种信息隐瞒是“九真一
假”，用大量真实但无用的细节，过

载用户的信息处理能力，从而将关
键信息隐藏，以实现?统性的误导。

第三，从 2011?开始，东电、日

本政府表现出了极其不负责任的行

为。除了偷工减料外，国际原子能机
构在 2020? 4月的报告中也明确

承认，东电的 ALPS?统从未真正
投入运行，而只是处于试运行状态，

且确保将核污染水处理达到排放标
准也绝不是其优先目标。2019? 12

月，东电宣称当时存储的所有核污

染水都经过处理达标，但实际上仅
28%达标。

第四，出于经济利益或是其他
原因，一些支持者似乎极易与日方

“共情”，体谅日方的难处和苦处，认
为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是日方不得

已而为之。但事实却是，更安全的解
决方案不是没有，只是费钱费时费

力。而对于想要早些甩掉政治包袱
的日本政府和想要省钱的东电，省

钱省时省力是他们挑选解决方案的
标准，“安全”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西方世界集体“失声”

对日方排放福岛核污染水的态
度，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一块试金

石。对日方排放核污染水的态度，目

前分为沉默派、支持派和反对派。

反对派以多个国际环保组织为
代表。他们反对日本向海洋排放核

污染水的依据建立在对福岛核电站
事故性质认定，对污染水处理过程

的全过程调查与采样，以及科学分
析和判断基础之上。

沉默派的代表人物，则是多数

西方发达国家的环保非政府组织、
活跃媒体人物以及欧美主流媒体。

典型代表如瑞典的“环保小公主”格
雷塔·桑伯格。

在此次日本政府决定向海洋排
放核污染水的前后，与世代以海为

生的渔民的“声讨”、中韩邻国的强
烈反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往日里

总是打着环保大旗、高调炒作环保
事件的西方世界却在这件事情上

“失声”了。
欧美主流媒体和代表人物的沉

默，凸显了他们的心理：所谓“环境
保护”只是他们用来展示高雅和高

贵的“玩具”。他们并不真的关心什
么环境保护问题，只是奉行简单的

“邻避主义”：只要不倒在大西洋，只

要不是中国做的；既然日本是七国

集团（G7?成员，那就是不能批评的
自己人。

而国内一些自媒体和一些所谓
“专业科普人士”为代表的极少数支

持派，主要观点则是要“科学看待核
电”。他们以天野之弥主持编写的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调查报告》

作为主要信息源，无条件相信日本，
试图说服公众、构建对东电处理能

力的信心。他们相信日本超过相信
中国，这种“信任”源于对事实的无

知，对日本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样本
的盲目崇拜。

期待全球务实合作
如何对待日本排放福岛核污染

水，很大概率将成为全球环境治理

的转折点：主要以政治表演和获取
个人声望为取向的所谓“行动性环

保主义”，将逐渐让位于务实的全球
环境治理合作。

环境治理问题将逐渐回到正

轨，将重新审视初心，为人类建设一
个更加安全和适宜的环境。

    问： 中澳关系近年来为何急剧
下滑？

答：近年来，中澳关系受到澳方
的毒化，不断呈“自由落体式”下跌。

堪培拉当局置两国互惠互利的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于不顾， 不计后果地

对两国关系进行恶意破坏。 澳大利
亚在反华的道路上正在越走越远。

撕毁“一带一路”协议后，目前，

有传言称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正在考
虑进一步的毁约行动， 下一个目标

可能是中国民企岚桥集团与达尔文
市签立的达尔文港为期 99年的租

约。 同时更有右翼反华人士大肆鼓
噪， 声称政府正在考虑关闭澳大利

亚境内的孔子学院。

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处于国际战

略版图的边缘， 一直依赖同大国结
盟，换取安全上的保障。第二次?界

大战后， 澳大利亚眼见大英帝国江
河日下，日渐式微，于是转向风头正

劲的美国，1951年和新西兰一道与
华盛顿签立了 《澳新美安保条约》，

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国。

自 20?纪 90年代开始， 澳大

利亚意识到亚太已经成为全球经济
最活跃的地区， 澳大利亚的未来是

和亚洲经济起飞紧密相连的。 于是
澳大利亚政府进行了“脱欧入亚”的

战略调整。澳大利亚是“亚太经合组
织”的发起国之一，开始在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融入亚洲。

随着中国经济强劲腾飞， 澳大

利亚搭上了中国这辆高速快车。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主要

资本主义国家都造成了严重冲击，

唯独澳大利亚独善其身， 几乎毫发

未损， 正是因为它借力于中国的经
济发展，矿产品、农牧业产品以中国

为主要市场，使得它将近 30年一直
保持着经济正增长。

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

战略， 澳大利亚意识到这是提升自
身重要性， 加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

机会。 堪培拉很清楚， 美国的所谓
“重返亚洲”， 实际上是开始将战略

目标转向了正在迅猛发展的中国。

一方是自己的传统政治和军事盟

友， 一方是自己最大的经济贸易伙
伴，澳大利亚不愿意“选边站”，因此

采取了“骑墙式”的外交策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后，美

国将中国列为主要竞争对手， 开始
推进和落实以遏制和打压中国为实

质目的的“印太战略”，其战略轴心
便是“美日印澳四边对话”机制。

“印太战略”与“四边对话”将澳
大利亚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重

要位置。 在“印太战略”中积极主动
地发挥重要作用， 能够将澳大利亚

从边缘地带位移至大国博弈的中央
位置。当美国开始纠集小集团，着手

全面围堵中国的时候， 澳大利亚从
“不选边站队”转而坚决地将自己捆

绑到了美国的反华战车上。

2017年年中，在特朗普上台不

到半年间，澳大利亚开始兴风作浪，

掀起反华狂潮。 先是借助媒体对中

国和在澳华人进行诬蔑， 操纵御用
智库开展造势， 进而在联邦政府层

面制定反华法案。 2018年，澳大利
亚率先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华为参

与澳大利亚 5G?络升级建设下达

全面禁令。在一系列中资企业投资、

并购等项目上， 澳大利亚政府通过

歧视性的审查政策，屡屡以荒谬的、

毫无证据的“威胁国家安全”为由，

加以阻挠甚至否决。尤其恶劣的是，

在新冠疫情暴发后， 特朗普当局对

中国进行险恶构陷， 堪培拉当局再
次跳到了反华前台， 挑头鼓噪以有

罪推定的方式就病毒溯源对中国进
行所谓“国际调查”。

在历史上， 澳大利亚曾经长期
奉行白人至上的“白澳政策”，对有

色人种， 尤其是华人进行歧视和迫
害。到了 20?纪 70年代，多元文化

政策被立为国策， 澳大利亚社会的
种族主义受到压制。然而，新冠疫情

暴发以来， 澳大利亚国内从政府到
媒体大肆恶毒攻击中国， 致使种族

主义沉渣泛起， 导致一些被蒙蔽和
蛊惑的民众对中国和华人产生敌

意。 在澳大利亚各地多次发生针对
华人和其他亚裔人士的歧视行为乃

至暴力攻击。

    问： 您认为中澳关系未来的发
展趋势如何？

答：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嘉许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是一个 “钛合

金制造的人”，拜登也表示高度重视
与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 然而从实

质上来看， 澳大利亚从美国收获到
的， 仅仅只是这样几句区区褒奖言

辞，口惠而实不至。

中澳两国同为亚太地区的重要

国家， 在本地区和国际社会共同发
挥着重要作用。与中国的互利合作，

带给澳大利亚的是实实在在的好
处。 少数澳大利亚政客出于一己私

利和政党的短视目的， 破坏这一重
要的战略伙伴关系， 最终只会给自

己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失。

虽然澳大利亚国内反华势力甚

嚣尘上， 但包括澳大利亚前总理陆

克文、 矿业巨头弗列斯特在内的不
少有识之士纷纷批评现政府的外交

政策不成熟，缺乏独立性，呼吁堪培
拉当局回归理性， 尽快修补与中国

的关系。由此可见，澳大利亚反华阵
营并非铁板一块。

我们希望这些理性的声音能够

更多、更响亮，黑暗终究是暂时的，

黎明必将到来。 希望这些黑暗中的

微光将能够越聚越多， 最终驱散目
前笼罩在中澳两国上空的阴霾。

期待澳内部理性声音更响亮

中澳关系“自由落体式”下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