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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 韩国警察厅长为何
选择在这一时机访问争议岛
屿？

答：韩国警察厅长选择
在 11月 16日访问“独岛”绝

非偶然， 很有可能是文在寅
政府在明年任期结束之前的

一场“公众秀”，旨在为文在

寅在执政史上留下“抗日”清
誉。如同所有前任，文在寅上

台伊始雄心万丈， 立志展开
宏伟蓝图， 然而其外交成绩

依然乏善可陈： 对华关系一
度受美国“萨德”系统入韩的

影响而空间有限； 对朝关系
高开低走，目前低迷；对日关

系因为大打民族主义牌而陷
入空前困境； 对美关系受特

朗普四年执政之牵制， 很难
有所作为。 如果要为文在寅

总统的外交地位寻找标签，

似乎并不容易。

在对日关系已无重大改
善契机， 而且当前日本朝野

也在等待明年韩国总统大选
的结果， 再谋求日韩关系开

启新篇的时刻， 韩国选在这
场三国副外长级会谈的前一

天，派警察厅长登临“独岛”，

政治含义十分清楚： 美国或

许可以期待韩国与日本配合
美国的地区发展与安全战

略， 但只要华盛顿真正希望
建设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日韩三边

安全伙伴， 它就不应对韩日之间
根深蒂固的历史与主权争议听之

任之。 如果拜登政府不在乎朝鲜
半岛以及文在寅总统的核心关

切， 那么拜登自己也将很难找到
对自己有利的历史定位。

如果说韩国这一举动不是

有意策划的话， 那只能说明韩
方决策缺乏外交敏感性， 因为

用韩日双边争议来“绑架”美日
韩三边会谈， 可能会令美方感

到厌恶。

用美国副国务卿舍曼的

“外交话术”而言，由于会谈中

出现了与议题无关的争议，即
韩日岛屿争议并非此次三边会

谈议程， 所以日韩两国副外长
将不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 美

国事先必定是希望继续推动拜
登设想的议程：团结一切盟国，

稳定半岛与印太地区， 牵制崛
起大国，但结果却不如人意。美

国再次显示了它或者没有能
力，或者不愿尽力凝聚盟国，在

全球新闻界面前表现了一场高
等级外交会谈的挫折。

如果韩国政府此次确实精

心设计了利用 “独岛” 主权议
题， 在美日韩三边会谈前上演

“公众秀”以争取民心，认定即
使对美日外交没有成果但仍能

在国内政治上加分， 这也反映
出美国在韩国外交格局中地位

的下降： 韩国无意深度卷入印

太大国博弈。

韩国在地区大国博弈中有
着重大利益， 除非美国在攸关

韩国主权的核心问题上给予关
照， 否则无法指望韩国能放弃

自身的重大利益而迎合美国。 在

当今世界， 韩国的国家利益除了
安全因素以外， 还有广泛的经贸

需求。即使是安全利益，为了说服
朝鲜克制发展非常规武器的冲

动，韩国除了美国以外，对地区其
他大国也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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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评 澳大利亚对华释放善意，真是迷途知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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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18日称，

“澳方一直非常期待能够开启与中
国的对话。只要中国政府愿意与澳

大利亚展开高层会晤，澳方就欢
迎。”鉴于澳中近来的紧张关系，莫

里森的言论让外界直呼“惊讶”。
两年来，莫里森政府做了不少

伤害澳中关系的事。就在 15日，莫

里森还在为自由党参议员帕特森打

气，主张“与志同道合的政府合作，

抵抗中国的干预”。此次莫里森话锋
转向，真的是迷途知返吗？

数年来，澳大利亚忙着站队，试
图得到美国的支持。自美国特朗普

和拜登两届政府将美中关系定性为
竞争关系后，美国政府十分强调借

助盟友的力量，维持有利于美国的

权力平衡。
特朗普政府公布的 2018年《国

防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盟友为帮助
美国“威慑侵略”和维护全球有利的

力量平衡提供了“不对称优势”。拜
登政府延续了这一思路，并于今年

9月与澳大利亚、英国确立了三边
安全伙伴关系，澳大利亚也从美国

那里得到了核潜艇技术的承诺。
澳大利亚如此热衷于在美英澳

三边安全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是

源于对国家安全的主观判断。2019

年 11月，时任澳国防部长琳达 ·雷
诺兹在华盛顿的演讲中谈到，“威慑

是为共同目的承担的共同责任，没
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实施，哪怕是

美国。”显然，澳大利亚与美国有一
个鲜明的共识，即“印太地区”现有

的常规力量平衡不利于美国及其盟

友。澳大利亚在 2017年《外交政策
白皮书》中表明了立场，试图建立一

个“有利于我们利益的地区平衡”。
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强国，与

美国的联盟关系并不对等。

正是由于澳大利亚的“站队”行

为，2020年 5月以来，澳中高层对
话大门一直处在关闭状态。虽然莫

里森表示：“我们始终坚持自身利
益，在这方面永远不会有任何妥

协。”但是，国家利益是多方面的，当

澳大利亚政府为了所谓的安全利益

而伤及经济利益时，内心其实也难
以接受。

澳大利亚不得不承认一个基本
事实，即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贸关

系很难撼动。于是，澳大利亚总理向
外界呼吁澳中高层对话，再次释放

对华合作信号，既是顺拜登之势而

为，也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判断。

在澳中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澳

大利亚已充分认识到，本国经济对
中国的依赖性不容忽视。

2010年以来，中国不但是澳大

利亚最大贸易伙伴，也是澳大利亚
最大的国际游客来源国。根据澳大

利亚旅游局的数据，2018 年 11 月
至 2019年 11月，共有 144万中国

游客前往澳大利亚。在此期间，中国
游客为澳大利亚经济贡献了大约

120亿澳元（约合 87亿美元）。中国

游客消费数额占所有在澳游客消费
总额的 27%，中国游客在澳人均消

费为 9235澳元（约合 6673美元），
远高于美国人、日本人和新西兰人。

对于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而

言，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足以让这个

国家失去一个行业。在新冠疫情对

世界经济的冲击仍在持续的背景
下，维护澳大利亚与中国紧密的经

济贸易关系，也是澳大利亚的重要
国家利益。

过去的 12年中，澳大利亚已经

5次更换国家领导人。澳前总理基
廷等政要纷纷指出，澳方制造了一

个原本不存在的“敌人”，莫里森应
当从前任那里汲取经验，在与中国

打交道的过程中采取理性态度，推
动澳中关系重回正常轨道。

美日韩三方“同盟秀”为何演砸了？
复旦大学教授 沈丁立

    近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日韩
副外长级磋商上演了尴尬一幕。韩
国警察厅长登上韩日争议岛屿引发
日方不满，原定的三方联合记者会
临时取消，留下美国副国务卿舍曼
独自一人会见记者。
这场美国精心策划的“同盟秀”为何演砸了？日

韩关系僵局难解，对美国又构成什么挑战？对于这些
问题，我们请专家为您详细解读。 ———编者

沈丁立

日韩翻脸 联合记者会泡汤
    问： 本次美日韩三边副外长级
会谈因何不欢而散？

答：11月 17日， 美日韩三国在

华盛顿举行了今年以来第二场三边
副外长级别会谈。 拜登政府上台以

来，竭力恢复美国的同盟战略，逆转
特朗普任内由于标榜“美国第一”而

狂奔的单边主义倾向。 今年 7月，美

日韩在日本恢复中断达四年的三边
副外长级会谈。 然而，在华盛顿举行

的第二轮会谈结束后， 日本和韩国
代表均缺席预定的联合记者会。 据

媒体透露， 在这场三个半小时的会
谈中， 由于日韩副外长之间爆发了

激烈的话语冲突， 两人决定都不参
加会后的记者会。

这种情况， 在美日韩各种规格
的三边会谈中是非常罕见的， 这对

当前美国拜登政府试图组建多边联
盟以对付东亚崛起大国而言， 显然

是个不利的局面。

美国主办的这场三方“同盟秀”

之所以演砸， 是由于美日韩三方之
间各自利益犬牙交错，十分复杂。

虽然美国与日本、 韩国之间分

别建有双边同盟，但这三者之间并无
军事同盟，尤其是在日本与韩国之间

并不存在联合防御的彼此承诺，尽管
两国过去一度决定分享情报。这不仅

是由于日本曾经对包括朝鲜半岛在
内的亚太地区实施侵略，更由于日本

政府迄今仍对过去侵略战争的性质

与日方责任采取了令包括韩国在内
的诸多昔日受害方十分不满的立场，

这导致了首尔与东京在深层次上彼
此厌恶，不惜公开翻脸。

就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美日
韩副外长级会谈的前一天，即 11月

16日， 韩国警察厅长金昌龙乘坐直
升飞机访问在韩军控制下并被韩国

称为“独岛”的岛屿，而日本方面则
称该岛屿为“竹岛”且为日本“固有

国土”。 日本在上世纪初曾经“国有

化”该岛，并随之开启了日本全面侵
略朝鲜半岛的历史。 虽然日本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但 1951年的
《旧金山和约》并未言及该岛屿战后

的归属。 韩国方面认为从历史、地理
以及法律而言，“独岛” 都属于韩方

而且韩方已实施了有效控制， 但日

本方面长期不予承认， 而美方对这
一问题一直不持立场， 听任这两个

盟国去吵闹。

既然韩国认为“独岛”主权属于

韩国， 那么自然可以行使警察厅长
造访该岛屿的治权， 而且八年前当

时的韩国警察厅长也曾访问该岛
屿。 11月 18日，也就是美日韩副外

长级联合记者会破局的第二天，韩
国国防部长徐旭前往“独岛”附近的

郁陵岛视察海空部队。 但韩方否认
此举与两天前韩国警察厅长访问

“独岛”有关。

    问： 日韩矛盾会对美日韩三国
同盟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答：韩国与日本之间存在诸多
关于历史与主权问题的矛盾， 除了
“独岛”与“竹岛”之争，还有关于日

本上世纪对外侵略期间出现的 “慰
安妇”与强征劳工等问题。

尽管战争风云已过去七十多

年， 但这些对于朝鲜半岛与亚洲许
多国家与民众挥之不去的问题依旧

长期困扰着日本的对外关系， 影响
着日本的国际形象。 然而，这不妨碍

韩国与日本分别与美国建立军事同
盟，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使美国

在东亚部署了强大的军事存在。

在冷战时代， 美国的这一前沿

存在旨在对付苏联阵营成员。 然而
在后冷战时代， 以全球化为标志的

各国经济互联互通成为外延化之后
的国家安全新内涵。 在此意义上，冷

战时代的军事同盟之功能与意义应

该已经大大缩小。

虽然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美国的全球实力与影响力已有所下

降， 然而国际社会新旧矛盾依然层

出不穷， 一些国家对于美国的安全

需求并未消失。

韩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安全挑
战， 依然是半岛尚未统一但朝方已

经获取核武器能力， 因此它现阶段
不可能结束对美国这个外来军事平

衡者的需求。 日本出于周边安全环
境与自身利益， 也仍然对美国的安

全保障有着深度依赖。 这种局面，非

短期所能改变。 因此在当下，以美国
为轴心而对日本和韩国辐射的两组

军事同盟不会由于日韩矛盾而有任
何改变。

虽然， 日本与韩国在历史与主

权等问题上有许多不愉快， 但东京
和首尔就当前许多重大问题的意

见，依然在诸多方面保持一致。 这次
在华盛顿举行的副外长级会谈上，

三国高官就设定议题本身展开了认
真讨论， 这些议题包括应对气候变

化、确保供应链弹性、共同努力结束
新冠疫情、以及维持南海“航行和飞

行自由”等，其中不乏与中国相关的

议题。

当前日本、 韩国和美国在社会
制度与意识形态上有着较多共同

点， 他们虽然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
展持欢迎态度，并都希望从中获利，

但也同时对中国的防务发展与整体
崛起抱有警惕心理， 不希望中国崛

起形成对以美国为主导的现有地区

与世界格局的再造， 从而影响他们
的安全与利益。

从这个角度而言， 美日韩即使
演砸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但美日、美

韩两组平行的双边同盟尚不至于彻
底演砸，美国也将继续带领日本和韩

国整合三边政治与军事资源，力图形
成一个三边防务伙伴关系。美国还有

意把韩国引入所谓的“印太安全机
制”，从而扩大牵制其他大国的“朋

友圈”。

美日韩关系纵横交错， 层次复

杂。 两组同盟，美国因议题而亲疏不

同，盟友之间也在相互借力发力。 这
种兼容合作与矛盾的三方演义，在

可预见的将来，可能还将延续。

三方恩怨 打断骨头连着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