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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3年 9月 7日舉行的澳洲聯邦大選是第 44屆澳洲
國會選舉，由當時執政的澳洲工黨在陸克文（Kevin Rudd）帶
領下，接受由當時艾伯特（Tony Abbott）領導的在野自由黨
與國家黨聯盟（Liberal/National Coalition，簡稱自由國家聯
盟）的挑戰。雙方在選舉政見上攻防的議題相當多元，但是

決勝負的關鍵乃是集中在對澳洲未來經濟走向與如何解決目

前經濟蕭條等議題的辯論。此外，由於工黨內部的政治內鬥

造成民心背離，選民對澳洲未來政治經濟發展之期望因而轉

向自由國家聯盟，再加上澳洲大多數的媒體對艾伯特的期待

高於陸克文，這些種種因素使得由艾伯特領導的自由國家聯

盟贏得過半數國會席次勝出，艾伯特成為澳洲第 28屆的總
理，也結束了工黨近六年的執政黨角色。

澳洲自 1990年代以來就相當積極地參與亞洲事務，其睦
鄰外交更是拉近了澳洲與亞洲國家間的距離。雖然澳洲這個

名詞對亞洲國家而言是相當熟悉的，但是澳洲選舉制度對大

多數亞洲國家而言卻是相對陌生。儘管不熟澳洲選舉制度，

但是澳洲大選後的政黨輪替與及其未來亞洲政策走向卻是一

直亞洲國家所關注的焦點，因為坎培拉的亞洲政策是澳洲與

亞洲各國政治經濟互動的一個指標。有鑑於此，本文將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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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澳洲 2013年國會大選選舉過程，以及政黨輪替後澳洲未
來亞洲政策走向。

澳洲聯邦選舉制度的運作

澳洲（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是大英國協的一份子，
其政府體制是「君主立憲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其
不僅沿襲了英國西敏寺體制（Westminster System），包括內
閣制與參眾兩院制傳統；澳洲在政治制度運作上更採取了

美國聯邦制（Federal System），在中央聯邦政府下面是州政
府，在州政府下面是地方政府，因此澳洲也可以說是個聯邦

國家。澳洲聯邦政府的產生是由在聯邦大選中獲勝的黨派組

成內閣，而各州政府是經由各州的選舉產生，不是由聯邦政

府任命。再下一級的地方政府也是由地方居民的選舉產生，

州政府對其下各地方市政廳人員的組成也沒有任免權力。因

此，選舉在澳洲的政治運作中非常重要。

絕大多數的澳洲人都以澳洲選舉的公正和透明為榮，而

這種榮譽乃需歸功於負責國家各種選舉運作的「澳洲選舉委

員會」（Australian Electoral Commission）。澳洲在 1984年以
前的選舉都是由隸屬於政府的選舉辦公室負責，而自從 1984
年澳洲選委會成立後就一直是一個不受政府管轄且獨立負責

國家選舉的組織。澳洲選委會的職能包括要隨時更新選民數

據庫記錄、組織聯邦選舉和全民公投、舉行選舉教育活動、

強化人民選舉意識，以及同時為議會和政府提供與選舉事務

有關的訊息與意見等等。基本上，澳洲國會選舉投票制度

的基本原則與大多數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除一般普遍選舉原

則、投票平等原則、直接選舉原則、秘密投票原則等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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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除上述選舉原則之外，澳洲選舉制度相當完善並且有它

的獨到之處。

獨創的「強制性排序式無記名投票」（Compulsory-prefer-
ential-anonymous Voting）被稱為是「澳大利亞式投票」（Aus-
tralian-style Voting），其原則有下列兩項：

一、強制投票原則

選民必須主動向選舉委員會進行登記，住址若有變化也

必須在投票前通知選舉委員會。合格的選民必須參加投票，

若是因故不能參加投票，就要事先做好郵寄選票的安排。無

故不履行投票者將會被選舉委員會處以罰款。此種強制投票

制度的理念是，選舉不僅是公民的權利也更是一種義務，如

果沒有強制性的選舉規定，選民的投票率可能會很低，造成

選出來的候選人就沒有足夠的民意代表性。

二、排序投票原則

澳洲眾議院席位的計票中，採用單一選區排序法的選擇

投票制。一張選票可以在規定的範圍內圈選數位候選人，但

必須加以排序，澳洲採行此制並與單一選區絕對多數制結

合，此稱為「選擇性投票制」（Alternative Vote System）。這是
澳洲選舉制度裏很有特色的一條，就是按優先順序投票。選

民在選票所列的幾位候選人的名字旁邊的空格裏，按自己對

候選人的喜好程度分別寫下阿拉伯數字 1、2、3、4等順位。
在計票時，先統計各個候選人被列為第一順位的得票數，若

有候選人第一順位之得票數超過百分之五十的時候就宣告當

選。假如無一候選人符合上述條件時，則剔除第一順位得票

數最低的候選人，並且將該位被剔除之候選人所得到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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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位票數移轉給其他每一位候選人，此一票數移轉持續進行

到有候選人贏得過半數選票。

澳洲參議院的選舉方式則完全不同，參議員選舉是實

行比例代表制，以每個州（State）或領地（Territory）作為選
區，按照各政黨候選人獲得票數的多少按比例，在參加選舉

的各黨中分配議席。每個州無論人口多少，參議員的名額都

是 12人；每個領地都是 2人。這樣澳洲聯邦參議院中就有
76名參議員。各州選出的參議員每屆任期是六年，每三年改
選其中的一半。坎培拉首都特區（Capital Territory）和北領地
（North Territory）兩個領地選出的 4名參議員任期是三年。在
比例代表制下，則意味著一些無望贏得眾院席位的小黨也有

可能在參院贏得席位，在參議院中起著至關重要的政治制衡

作用。

陸克文落敗與艾伯特將面臨的挑戰

澳洲工黨在 2013年聯邦大選中落敗的原因其來有自，在
2010年 6月的第 43屆大選前夕，由於徵收資源稅的問題導
致陸克文的支持率下滑，副總理吉拉德隨即在 6月 24日公
開在黨內發起挑戰，陸克文被迫退出黨魁選舉及辭任總理，

使吉拉德成為首位女總理，帶領工黨參加上屆大選。不料工

黨撤換陸克文的舉動引起選民反感，很多人認為陸克文作為

民選總理不應被黨內勢力隨便逼走，於是在隨後舉行的第 43
屆大選中，工黨與自由黨聯盟在眾議院都未能獲得多數議

席，形成了「懸峙國會」，隨後在拉攏了綠黨及三名獨立議員

後，吉拉德才勉強獲得多數議席帶領工黨組閣，組建 70年
來首個少數政府。在組閣過程中，為安撫支持陸克文的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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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吉拉德最終敲定由前總理陸克文出任外交部長。但此

後，工黨領導權矛盾與派系鬥爭仍然持續白熱化。直到今年

6月 26日，吉拉德被迫召開特別黨團會議，陸克文再次挑戰
領導權，陸克文最終以 57比 45票的優勢重新成為工黨領袖
及總理，並進而宣布參選 2013年大選。
這次澳洲大選議題主要以內政為主，外交政策並非主戰

場，這可以說是對澳洲工黨執政六年的一次公投，結果是工

黨慘敗，得票率還創下百年來新低。其實工黨的政績也有

可讚許之處（例如：成功避開金融危機的衝擊，並保持經濟

持續增長等）但是陸克文在 2007年勝選後推出要徵收碳稅 
（carbon tax）遭到民間與企業界反對；其次，在難民偷渡與政
治庇護問題上被指責應對不力；再加上，陸克文與吉拉德之

間的派系內鬥等。在這些反工黨的因素之中，碳稅更是 2013
年大選的重要決戰關鍵；艾伯特在選前宣告，這場選舉形同

對碳稅進行公投。澳洲工黨在今年國會大選敗給自由黨聯盟

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工黨內部持續的派系鬥爭使支持者失去信任

如上文所述，工黨前總理吉拉德在黨內派系鬥爭中向時

任總理的陸克文發起挑戰並逼宮，在當年 8月 21日以議會
黨團投票方式將陸克文趕下台而繼任工黨總理。2012年 2月
22日，陸克文在華盛頓宣布辭去時任外長職務，並於 24日
回到布里斯本（Brisbane）後開始積極挑戰吉拉德，試圖以工
黨議會黨團投票挑戰她的總理職位。隨著第 44屆大選的來
到，由於工黨的民調支持率始終上不去，加上澳洲經濟一直

沒有起色，黨內派系便對吉拉德不再感興趣，便把注意力再

次轉回到陸克文身上。這種持續的派系惡質鬥爭卻使得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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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工黨的信任不再，支持率在大選前也逐步流失。

二、工黨競選策略主軸模糊無法符合澳洲選民的期待

選民不僅看不到工黨所端出來的牛肉，也看不到工黨的

遠見卓識和領導力，以及國家未來希望。儘管陸克文在競選

策略中，對家庭教育、就業、環境衛生、養老、人權、移民

與難民等方面都有顧及，在外交議題上也都維持工黨一貫的

政策宣傳，但就是沒有突破性的政見，無法牢牢抓住選民的

心。陸克文的政見在此次的競選活動中很明顯的是七拼八湊

不著邊際，而且其競選主題雜亂無序，選民的支持因而轉向

艾伯特及其自由黨聯盟。

三、跟民間業者課徵碳稅累積民眾對工黨不滿情緒

對陸克文所提出碳稅，雖然吉拉德曾一度同意擱置，但

在 2011年為了與綠黨籌組執政聯盟，吉拉德違背承諾，對重
度污染業者開徵碳稅，種下工黨現在敗選的遠因。

反之，為了消除碳稅所引發的民怨，艾伯特在競選中的

重要承諾，就是要以取消碳稅和礦產資源租賃稅來對抗工

黨。在經濟方面，由於受到美國量化寬鬆政策即將退場的影

響，海外資金大舉撤出新興市場，礦業和天然資源的投資熱

潮也劃下句點。雖然天然資源和礦業是澳洲經濟大宗，但是

中國大陸需求減緩，使得澳洲經濟面臨嚴重挑戰。對此，陸

克文在選前還在積極向選民宣揚經濟政績，並且重申當選後

要致力於創造就業，以及推廣寬頻與補助生活費。而艾伯特

則承諾要推動財政開支緊縮計畫，預計在今後 4年中減少
400億澳元的支出，其中包括降低澳洲對海外援助的增幅，
以及減少公務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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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預見的是，艾伯特當選後將首先面臨的挑戰是他要如

何削減公務員。他計劃通過自然裁員和凍結人員招聘等方式

在 2014年 6月前削減 6,000個公務員崗位，在 2015年 9月
前再裁員 6,000個崗位，預計凍結人員招聘可在 2013至 2017
年的四年內節省開支 52億澳元。而艾伯特第二個挑戰是將
如何廢除碳稅法。儘管這是眾望所歸，但這並非總理的權力

可及之事，需要參議院表決通過才行。此次大選除選舉眾議

院 150個議席外，還要改選參議院 76個議席中的 40個議席。
假如選舉結果不能改變目前工黨與綠黨在參議院一統天下的

情況，這兩黨必然要在廢止碳稅法問題上從中作梗。此時，

艾伯特恐怕真的要面臨下台的窘境，或者根據憲法解散議會

兩院重新選舉。

澳洲在自由黨聯盟執政下的未來亞洲政策走向

與美國的結盟政策一直是澳洲建構區域安全的戰略。傳

統上，工黨政府比較強調外交國防自主，以及重視維持與亞

洲的政治經濟關係；而自由黨聯盟是著重依賴跟美國的安全

連結，以及在美國的架構下與亞洲進行互動。在這次大選

中，陸克文主張除致力維繫與美國之間的邦交外，亦會深化

與中國大陸，日本等亞洲國家之間關係以求穩定的經濟發

展。除竭力於建構亞洲關係以外，工黨亦提出若當選後便會

從伊拉克撤離戰鬥部隊，也將減少駐伊拉克的軍隊人數，以

行動表示反對美國單方面軍事入侵伊拉克，及重新展示澳洲

對聯合國的重視。

艾伯特在這次大選中，其亞洲政策卻一反往常地向工黨

靠攏，甚至比起工黨更重視與亞洲國家的關係。艾伯特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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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後將會首先造訪印尼、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等亞洲國

家，而英美這兩個長期盟友卻被放到亞洲之行以後。艾伯特

曾公開表明他將會先適當地顧及亞洲的貿易伙伴，然後便會

到英美兩國。由此可知，自由黨開始重視與亞洲地區的關

係，因為現在並不只有美國的決定會為澳洲帶來影響，印

尼、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的決策亦會對澳洲利

益造成波動，因此自由黨聯盟如此重視與亞洲各國的外交關

係是可想而知的，亞洲未來勢必成為澳洲外交政策的重心。

然而，自從艾伯特當選以來迄今，儘管他一直在公開場

合聲稱要把亞洲視其睦鄰外交首務，但是卻又提不出有別於

前工黨發表的《亞洲世紀中的澳洲》白皮書的新內容。這不難

看出，現任澳洲總理艾伯特在口頭上的親亞洲目的不外乎是

為了在經濟蓬勃發展的亞洲經濟中獲利，以求提升澳洲經濟

發展。因為艾伯特自由黨聯盟的對外政策一直是處於相當保

守的態度，主要是以美國的亞太政策馬首是瞻。在可預見的

未來，澳洲政府在亞太區域的外交作為將會是採取經濟貿易

親亞洲，而政治安全親美國的兩手策略。

後續觀察與政策建議

艾伯特贏得了 2013年大選主要是贏在工黨的失敗之上。
經濟問題不論，外交事務當然是艾伯特政府所面臨的即刻挑

戰。2013年 9月，澳洲將擔任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國。
艾伯特要如何帶領澳洲來當這個主席國，而於 10月份，艾
伯特出席在印尼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在國際舞台首度

亮相。於 2014年，澳洲也將承辦 20國集團峰會。澳洲要如
何做好東道主以及讓明年的高峰會順利舉行，這些種種對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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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而言都將是重要的考驗。目前，艾伯特對澳洲外交事務

方面未來的政策規劃，他主張要把澳洲與亞洲之間的關係發

展放在第一位，在照顧好在亞洲區域的重要經濟貿易伙伴之

後，才會按傳統訪問華盛頓和與倫敦。此政策主張可以說是

艾伯特在外交上的創新，這亦說明了他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亞

洲對於澳洲的經濟安全與貿易發展是不可分割的。

在台灣方面，儘管澳洲政府歷年來對兩岸關係都奉行一

個中國原則，但是在非官方的層次上，坎培拉對台北則是相

當友善。隨著兩岸關係的友善發展，台北方面應該抓住這個

契機與坎培拉進行更深入的經濟貿易與學術文化交流以增進

彼此了解，以期在各國際場合能獲得澳方的肯定與支持。在

澳洲有相當多的台灣僑胞，他們對澳洲政治與經濟有相當的

影響力，我國政府亦應該持續強化與澳洲台灣僑胞的交流連

結，以進而強化澳洲社會對台灣的友好態度。再者，由於美

國是一直是澳洲在亞太的核心盟國，維持穩定的台美關係勢

必有利於台澳關係友善發展。此外，澳洲一直把南太平洋視

為勢力範圍，我政府與中國在南太平洋的外交競逐，往往困

擾澳洲既定的區域政策，政府乃須檢討現行南太平洋政策與

對澳政策方向，才能在艾伯特政府的外交政策方向中把握與

澳洲建立政治互信的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