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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相互依存的深度和广度获得前所未有的增强，全球化成为一个最引人注
目的国际术语。
无论是福是祸，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地球的各个角落扩张，用难以阻遏的力量向人类生活的
各个方面施加影响，其速度之快、力量之大远超世人的预期。
它不仅令世界各国迈上新的台阶或陷入新的困境，也给世纪之交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造成深刻的影响
。
　　近30年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一直被西方政界和学界主流派奉为圭臬，在
“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的影响之下，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遍布全球。
从中东欧到东亚，从爱尔兰到墨西哥的许多国家竞相施行自由市场改革，就连一贯坚决主张对银行和
工业集团实施大规模国有化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其执政末期也成了私有化的拥趸。
这一动向深刻反映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其发展、飙升的生活水平及保守的经济政策受到
广泛的赞誉。
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更是一度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认为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取得最终
胜利的标志。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推波助澜，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
体制渲染成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阶段，并宣告整个人类社会今后都将不可避免地朝这一方向行进，其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一书因此名噪一时。
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持续不断的金融危机不仅沉重打击了美国和西方各国实体经济，也沉重地打击了
欧美各国的主流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境，西方国家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西方现存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取向，西方政治经
济思潮的这一新动向，正引起人们广泛的、密切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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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地理区域定位与西方身份认同的平衡　　澳大利亚身份的认同问题，是一个困扰澳大利亚
政府与国民多年的老课题。
在独立以前，澳大利亚是英国的殖民地，虽然她距离亚洲仅一步之遥，但在文化与价值观上却是地地
道道的西方社会。
因此，从文化源流上而言，澳大利亚是个典型的西方国家，与欧美是近亲。
然而，在地理区位上，澳大利亚与欧美相距遥远，而与亚洲却一步之遥。
特别是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澳大利亚与亚洲特别是与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经济联系越发密切，
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伙伴大多位于亚洲，因此，出于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考虑，澳大利亚政府往往又自
认为是亚太地区的一员。
这种国家定位的摇摆既表明澳大利亚国内对其国家定位究竟是“东向”抑或“西向”的抉择，也表明
澳大利亚对自己“在文化上亲西方，而在地理上近东方”、“在政治上与美国是主要盟友，在经济上
与亚洲（特别是中国）是主要伙伴”身份的犹疑不定，甚至带有一丝的疑惑与焦虑。
澳大利亚究竟应该成为一个亚太国家，还是成为一个传统的西方国家？
这一问题看似简单但也很复杂，历届澳大利亚政府对此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与政策。
　　自澳大利亚独立以后，澳大利亚的国家定位问题开始浮现，并成为影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尤其是
对华外交的重要因素。
二战后，澳大利亚推行“弃英就美”政策，成为美国的铁杆政治与军事盟友，自愿充当美国在亚太地
区扼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排头兵。
当时，澳大利亚的国家定位是非常明确的，即澳大利亚是西方社会的一员，与美英享有共同的文化与
价值观。
这一国家定位在对华外交上的体现就是紧密追随美国敌视与扼制中国，致使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处
于冰冻状态。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联系的日益密切，澳大利亚开始调整以冷战思维的地缘
政治观，澳大利亚的国家定位也出现了细微的变化：虽然仍然强调自己是西方世界的一员，但高度重
视自己与亚洲国家的地理邻近关系。
此后，澳大利亚对亚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到20世纪80年代霍克政府提出了把“亚太地区邻国和同
美、日的关系置于优先地位”以及外交政策中心要以“本地区为重点”的口号；20世纪90年代初基廷
政府提出了“面向亚洲”和“融人亚洲”的口号和政策，[6]标志着澳大利亚自身国家定位出现了重大
的转折，即由传统的“澳大利亚是西方的一分子”转变为“澳大利亚是亚洲的一分子”。
显然，要融人亚洲，成为“亚洲的一分子”，改善对华关系就成为澳大利亚政府的重要任务，这进而
直接影响澳大利亚政府的对华战略。
　　然而，20世纪90年代末与21世纪初，澳大利亚的国家定位似乎又出现了新的动向。
霍华德政府奉行“欧亚平衡”战略，放缓了融人亚洲的进程。
[5]41在霍华德在任期间，澳大利亚政府对基廷政府的“人亚”政策进行了修正，认为澳大利亚与欧美
的共同点更多，并将澳大利亚定位为“位于亚太地区的西方国家”，再次明确澳大利亚是“西方的一
分子”。
霍华德政府明确宣示，虽然与亚洲加强交往是澳大利亚政府的外交重点，但是这不会以牺牲与欧美的
传统关系为代价。
霍华德还指出，澳大利亚“位于亚太的西方国家”的独特地位，更能够充当联系欧洲、北美与亚洲的
桥梁。
显然，霍华德政府在国家定位问题上走的是平衡外交路线，即在地理位置上强调澳大利亚是位于亚太
的亚太国家，但在身份与文化认同上强调自己是传统的西方国家。
　　陆克文、吉拉德的工党政府延续并强化了霍华德政府的国家定位，高调宣称澳大利亚的亚太区域
定位，同时强调澳大利亚的西方国家定位。
陆克文政府上任之初，就提出了新政府的外交新政三原则或三个支柱，即巩固澳美关系、支持多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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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融入亚太，其平衡外交之意不言而喻。
陆克文上任不久，他就对亚洲主要国家包括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认为亚洲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和强
大。
为了避免沦为局外人，澳大利亚必须从一开始就融入其中。
由于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与影响力日益增加，要融入亚洲，当然就要重视中国。
因此，2008年初的海外出访中，陆克文的第一站就选在了中国。
然而，融人亚太只是陆克文政府对外政策三原则之一，而澳大利亚政府对外政策的基石仍然是发展与
深化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
陆克文政府依然强调澳大利亚是传统西方社会的成员，与欧美具有共同的文化与价值观。
发展与深化美国的同盟关系，是澳大利亚国防、安全和战略安排的基础，也是澳大利亚西方身份认同
的内在反映。
基于澳大利亚西方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陆克文政府在重视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同时，也以所谓
中国“诤友”的名义，主张经济议程还应该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稳定的背景下来审视。
基于此，陆克文政府不到三年的任期内，不断就安全政策、人权问题、达赖问题、热比娅问题上质疑
中国。
当然，陆克文政府任期内中国与澳大利亚双边政治关系遭遇寒流，原因肯定是多方面，但是，在发展
与中国经济合作关系的同时希望彰显本国的西方成员的身份认同，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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