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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late 20th century, with the rapid 

regionalization of world economy and economically rising 
China, China has emerged as Australia’s most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former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 made a proposal 
to Chinese Premier Zhu Rongji to sign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with China in May 2002 while visiting 
Beijing.  His aim was to further enhance Australia’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   

 
However, Australia as a middle power has few 

bargaining chips vis-à-vis China over FTA negations, given 
that its economic scale is far behind China.   With the 
curiosity how Australia can benefit from its FTA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and how Canberra can creates 
favorable terms for itself, the author decides to make on-
going Sino-Australian FTA negotiations the primary 
focuses of this paper.  

 

 

92／Taiwanese Journal of WTO Studies XIV, 2010 

澳洲對澳中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策略
之分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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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自 20 世紀末期以來，隨著世界經濟區塊化和中國經濟

的蓬勃發展，中國已成為澳洲當前 重要的貿易夥伴。在此

背景下，澳洲前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於 2002 年 5 月訪

中期間，便主動向中國前總理朱鎔基提出洽簽「澳洲－中國

自 由 貿 易 協 定 」 (Australia-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ACFTA)的構想，希望進一步加強兩國之間的經貿聯繫。然

而，作為一個中型國家，澳洲的經濟規模遠遜於中國，與中

國談判的籌碼並不多。因此，澳洲如何在澳中自貿談判的過

程中，為自己創造一些有利的條件，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

點。 

                                                 
1  作者特別感謝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國際事務學院澳洲研究

中心主任劉德海對本文提供之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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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澳洲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澳洲地處南半球，是南太平洋地區面積 大和經濟 發

達的國家。自 1990 年起，澳洲年平均經濟成長率約 3.3%，

2006 年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高達

7564 億美元，人均生產毛額(GDP per capita)34424 美元，是

世界第十大工業化經濟體。近年來由於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崛

起，加上澳洲國內市場穩定、經濟政策有效實施以及澳幣升

值等因素，使得以出口為導向的澳洲經濟得以持續擴張。根

據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報告，澳洲的生活水

平在 2006 年已正式超越美國以外的其他八大集團(G8)工業

國，國民平均富裕程度在全球排行第八名。
2
另外，在瑞士

洛桑管理學院 2009 年所發行的「世界競爭力年報」(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WCY)中，澳洲被評列為全球第七

大 具競爭力的國家，較 2007 年躍升了 5 個名次。
3 

表 3-1  歷年澳洲國內生產毛額(以 PPP 計算)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國內生產毛額 
(單位：十億美元) 

636.4 672.6 756.4 911.6 1010.5 

人均生產毛額 
(單位：美元) 

31,562 32,910 34,424 36,215 37,299 

資料來源： 

                                                 
2  “A Competitive Economy”,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http://www.dfat.gov.au/aib/competitive_economy.html 
3  “Overall Ranking and Competitiveness Factors”,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09, 
http://www.imd.ch/research/publications/wcy/upload/scoreboar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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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Fact Sheet”,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http://www.dfat.gov.au/geo/fs/aust.pdf 

 
        對外貿易是澳洲維持經濟成長的重要支柱。在 2008-
2009 年間，澳洲雙向商品及服務貿易價值高達 5608 億澳

元，占全球貿易總值約 1%。其中澳洲的商品和服務貿易出

口總值達 2779 億澳元，約占國民生產毛額 25%，且每年平

均以 7.8%的速度成長。在商品貿易上，其出口總額高達

2247 億澳元，比 2007 年成長約 32%，商品進口總額約 2291
億澳元，貿易赤字 43 億澳元，比上一年度大幅縮小。一般

認為，澳洲商品貿易赤字減少的主因，是因為近年來中國和

印度對能源礦產的需求孔急，導致國際能源價格不斷飆漲，

間接帶動了澳洲相關商品的出口額。
4
在服務貿易上，澳洲

的出口總額達 532 億澳元，較前一年成長約 10%。其中觀光

業是 大的出口項目。根據澳洲官方統計，2007 年共有 560
萬遊客前往澳洲旅遊，其收益占澳洲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

34%，其次是教育服務業。在海外投資上，2008-2009 年

間，澳洲企業對外投資約 1 兆澳元，而外國企業對澳洲本地

的投資高達 1 兆 7270 億澳元。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在

2006 年的統計，澳洲是全球第五大海外直接投資的淨受益

國。
5 

 
 
 

                                                 
4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澳洲投資環境簡介》，台北：經濟部，中華

民國 95 年 11 月，頁 5。 
5  “Trade and Investment”,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http://www.dfat.gov.au/aib/trade_invest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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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歷年澳洲進出口貿易總額(單位：百萬澳元)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平均成長

(%) 
出口總額 

商品出口 108,315 118,567 140,277 165,672 169,644 224,727 15.0 
服務出口 36,382 38,673 40,656 43,918 48,182 53,202 7.8 
總計 144,697 157,240 180,933 209,590 217,826 277,929 13.4 
進口總額 

商品進口 131,656 143,069 157,762 178,450 191,138 229,114 19.9 

服務進口 33,580 37,979 39,956 42,746 46,732 53,783 15.1 
總計 165,236 181,048 197,718 221,196 237,870 282,897 18.9 
雙向貿易總額 
商品貿易 239,971 261,636 298,039 344,122 360,782 453,841 25.8 
服務貿易 69,962 76,652 80,612 86,664 94,914 106,985 12.7 
總計 309,933 338,288 378,651 430,786 455,696 560,826 23.1 

資料來源： 
“Composition of Trade Australia”,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2009, p. 42, 
http://www.dfat.gov.au/publications/stats-pubs/cot_fy2008.pdf 

 
  在 進 出 口 商 品 方 面 ， 據 澳 洲 外 交 貿 易 部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DFAT)
的報告指出，在 2008-2009 年間，能源礦產是澳洲 主要出

口商品，其收益高達 1103 億澳元，占全部出口總額 49%，

較前一年成長 15%。其中出口 多的前五項商品依序為煤

礦、鐵礦、黃金、原油和天然氣。另外，農牧業也是澳洲的

96／Taiwanese Journal of WTO Studies XIV, 2010 

出口強項，占出口總額 8%。據統計，在 2007 年，澳洲不但

是世界 大的煤礦與羊毛出口國，也是全球鐵礦、牛肉和大

麥的第二大出口市場。
6
在商品進口方面，原油、精練石

油、黃金、汽機車和電腦是主要的進口項目，約占全部進口

總額的 28%。 
 
表 3-3 2007-2008 年澳洲前二十五大出口商品項目 

(單位：百萬澳元) 
排名 項目 2007 年 2008 年 成長率(%) 

1 煤礦 20,760 46,403 123.5 
2 鐵礦 16,258 30,221 85.9 
3 教育業(包含觀光業) 12,567 15,507 23.4 
4 黃金 11,570 14,702 27.1 
5 個人旅遊服務 11,845 11,661 -1.6 
6 原油 7,984 10,360 29.8 
7 天然氣 5,079 9,053 78.2 
8 專業與商業服務 5,618 6,474 15.2 
9 鋁礦(含氧化鋁) 6,074 6,467 6.5 
10 鋁 5,883 5,794 -1.5 
11 牛肉 4,488 4,969 10.7 
12 其他運輸服務 3,844 4,583 19.2 
13 銅礦 3,846 4,194 9.0 
14 大眾運輸服務 4,177 3,991 -4.5 
15 小麥 1,961 3,792 93.4 
16 汽機車 2,910 3,716 27.7 

                                                 
6  “Trade and Investment”, op. cit., 

http://www.dfat.gov.au/aib/trade_invest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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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藥品 3,553 3,578 0.7 
18 銅 3,202 3,506 9.5 
19 精煉石油 3,208 3,479 8.4 
20 商業旅遊 2,626 2,736 4.2 
21 酒精飲料 (以酒為

主) 
3,066 2,615 -14.7 

22 羊毛和其他皮毛 2,746 2,284 -16.8 
23 肉類(不含牛肉) 2,028 2,135 5.3 
24 錳礦 710 1,976 178.2 
25 鎳礦 1,608 1,679 4.4 

資料來源： 
“Composition of Trade Australia”,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2009, p. 43, 
http://www.dfat.gov.au/publications/stats-pubs/cot_fy2008.pdf 

 
  在貿易對象方面，按 2009 年澳洲外交貿易部統計，澳

洲 2008 年對東亞地區的貿易額占全部貿易總額的 56%，而

美歐地區對澳洲的貿易額卻只占 25%。在 2004-2008 年間，

澳洲對東亞地區的雙向貿易額已從 1567 億澳元飆升到 2515
億澳元，成長近 60%。由此可見，東亞各國是澳洲主要的貿

易夥伴。
7
另一方面，在 2008-2009 年間，澳洲的主要貿易對

象依序為日本、中國、美國、新加坡和英國。
8
其中日本是

澳洲第一大出口市場，澳洲對日本的貿易順差高達 303 億澳

元；而中國則為澳洲第一大進口國，澳洲對中國有 389 億的

                                                 
7  “Australia Trade with East Asia 2006”,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http://www.dfat.gov.au/publications/stats-pubs/downloads/EA_2006.pdf 

8  “Trade and Investment”, op. cit., 
http://www.dfat.gov.au/aib/trade_invest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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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順差。近年來隨著中國的經濟崛起與澳中雙邊貿易額不

斷擴增，到了 2007 年第一季，中國終於首次超越日本，成

為澳洲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9 

 
表 3-4 2008 年澳洲前十大雙向貿易夥伴(單位：百萬澳元) 

排名 國家 商品貿易額 服務貿易額 總額 
1 日本 70,993 5,019 76,012 
2 中國 67,605 6,198 73,803 
3 美國 38,826 15,918 54,744 
4 新加坡 22,313 8,700 31,013 
5 英國 19,287 9,161 28,448 
6 南韓 24,819 2,402 27,221 
7 紐西蘭 16,948 5,989 22,937 
8 印度 15,339 3,587 18,926 
9 泰國 15,490 2,786 18,276 
10 德國 13,423 2,227 15,650 

資料來源： 
“Composition of Trade Australia”,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2009, p. 45, 
http://www.dfat.gov.au/publications/stats-pubs/cot_fy2008.pdf 

 

第二節 中國崛起之於澳洲的意義 
 
一、中國崛起 

 

                                                 
9  〈中國已成為澳大利亞 大貿易夥伴〉，《投資中國》，2007 年 10

月 11 日，http://invest.china.cn/2007-10/11/content_18127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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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多地廣、擁有核子武器、加上為聯合國安全理事

會常任理事國，在國際政治上始終扮演一個不可小覷的角

色。自 1978 年中國前 高領導人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

政策以來，中國即以經濟發展為核心，利用和平的手段推展

對外關係。此後近二十餘年，中國的綜合國力明顯提升，不

但保持政治和軍事強國的地位，經濟的快速成長更使中國取

代日本，成為引領東亞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中國在政治、軍

事和經濟上的崛起，已逐漸改變過去由美國所主導的世界秩

序，成為後冷戰時期亞太地區的新興強權。 
 
  一般討論中國崛起的論據除了政治和軍事的優勢之外，

經濟發展是 主要的指標。美國學者Paul Kennedy分析過去

五百年的霸權興衰史發現，經濟力量的變遷預示著新興霸權

的出現。新興霸權崛起之前，必以強健的經濟實力為作後

盾，以厚植軍事力量，挑戰既存的霸權。
10
因此，許多專家

認為，根據過去德國和日本仰仗經濟實力而崛起的經驗來

看，中國未來很可能會改變目前美國獨霸的現狀，成為新興

的世界霸權。
11 

 
  在改革開放政策下，中國的經濟規模迅速擴大，年平均

成長率超過 8%。雖然中國經濟在 1989 年因天安門事件受到

些許衝擊，但在 1992 年又很快地恢復到 14.2%。在接下來

的十五年間，中國的 GDP 大多維持在兩位數的高成長率。

儘管中途遭逢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和 2003 年 SARS 的挑

                                                 
10  Paul Kennedy 著，陳景彪、王保存、王章輝、余昌楷譯，《大國的

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
司，2005 年 6 月，頁 41。 

11  Richard Rosecranc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e National Interest, 
Iss. 80, summer 2005, 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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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但中國 1997 年和 2003 年的經濟成長率仍分別高居

8.8%和 10.0%。
12
根據 2007 年世界銀行「國際比較計劃報

告」(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ICP)，中國 2005 年

的 GDP 占全球比重 9%，已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
13
若以現今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推算，2020-2030 年間中

國很有可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14 

 
  中國快速的經濟成長，海外直接投資是幕後重要的推

手。豐沛的勞力、廉價的土地、廣大的潛在市場以及迅速增

加的高科技人才，是吸引外資大量投入中國市場的主要誘

因。在 1993-2005 年間，中國的境外投資額從原先的 200 億

元上升至近 720 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三。儘管 2006 年下降

為 700 億美元，在全球排名中下滑一名，但中國仍是吸收外

資 多的發展中國家。海外直接投資不但提升中國商品的生

產力，亦確認其貿易大國的地位。2007 年，中國對外貿易

額高達 2 兆 1738 億美元，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

國，僅次於美國和德國；對外出超 2622 億美元，比 2004 年

320 億美元，成長近八倍。
15
此外，中國的貿易持續出超伴

隨著外匯存底節節攀升，根據 2009 年 6 月中國國家外匯管

理局的統計，中國外匯存底已高達 2 兆 1316 億美元，位居

世界第一名。
16  

                                                 
12  中國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 
13  “2005 ICP Global Results: Summary table of results”, The World Bank,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CPINT/Resources/summary-tables.pdf 
14 “China Trade”, Cato Institute Center for Trade Policy Studies, 

http://www.freetrade.org/issues/china.html 
15  〈中國 07 年 GDP 增長 11.4%〉，中國評論新聞網，2008年 1月 28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5/5/3/4/100553400.html?colui
d=7&kindid=0&docid=100553400 

16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http://www.saf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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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和意識形態的擺脫，中國從 90 年

代起開始尋求與其他國家經貿合作的管道。根據美國學者

Claude Barfield 的 觀 察 ， 東 南 亞 國 家 協 會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的成功運行是造成中國政策

轉變的一個重要因素。有鑑於東南亞國家在國際上日漸增強

的影響力，中國認為透過多邊經貿組織的確能夠促進國家經

濟的快速發展、提升自身的國際地位，更有助於化解與鄰國

之間的邊界爭議。
17
儘管中國參與多邊組織的時間並不長，

除了於 1991 年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之外，中國並無任何與其它國

家合作的經驗。但是，在中國的積極表現下，短短十餘年內

已對多邊經貿組織的運作方式駕輕就熟，不但參與了絕大多

數的區域經濟合作方案，其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力更擴及至整

個亞太地區，成果豐碩。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是幫助中國在亞太地區聲勢

日益茁壯的轉捩點。亞洲金融危機自泰國引爆，迅速蔓延

至整個東亞地區，破壞了東協過去三十年在多邊區域合作

上所做的努力，其中以印尼的經濟受創 為慘重，並引發

馬來西亞史上 激烈的政治動亂。
18
基於政治和經濟上的

多重考量，中國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扮演著一個負責任且有

幫助的角色，利用擴大內需市場、避免人民幣貶值、提供

約 60 億美元援助款等方式，協助東南亞國家重建經濟秩 

                                                 
17  Claude Barfield, “The Dragon Stirs: China’s Trade Policy for Asia-and 

the World”, Arizo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24, No.1, 2007, pp.94-96. 

18  〈金融風暴與區域性經濟整合的前景〉，《東南亞經濟報導》，民國
87 年 9 月號，http://www.moea.gov.tw/~ecobook/southasia/e9-a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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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
當然，中國的積極作為，也獲得了相當豐厚的國家利

益：一方面，中國的因應策略不僅維持了當時剛回歸不久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經濟穩定，更塑造出一個勇於承擔責任和

義務的國際形象，這將有利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談判。

20
另一方面，美國和國際

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在經濟風暴時的

強硬作風，令許多東南亞國家感到不滿，
21
加上亞太經濟合

作會議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組織並未有效地穩定經濟秩

序，使得東南亞國家逐漸放棄以美國為首的多邊合作機制，

希望藉由與其他國家的雙邊經貿談判，解決東協各國日益衰

退的經濟困境。
22
東協國家態度的轉變，提供了中國一個深

入東亞經貿整合的機會，進一步強化其在區域內的領導力

量。 
 
  1997 年 12 月，東協邀請中國、日本和韓國在馬來西亞

吉 隆 坡 舉 行 首 次 的 會 晤 ， 正 式 形 成 了 以 「 東 協 加 三 」

(ASEAN Plus Three, APT)為基礎的區域經濟合作框架。1998

                                                 
19  吳玲君，〈中國與東亞區域經貿合作：區域主義與霸權之間的關

係〉，《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5 期，民國 94 年 9、10 月，頁
14-15。 

20  Paul Bowles, “Asia’s post-crisis regionalism: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keeping the (United) States ou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9, No.2, May 2002, pp.255-257. 

21  國際貨幣基金的經貿援助附有嚴格的國內政經改革條件，要求受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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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國家的不滿。例如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地(Mahathir bin Mohamad)
曾表達強烈抗議，拒絕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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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 ed., Asia-Pacific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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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Claude Barfield, “The Dragon Stirs: China’s Trade Policy for Asia-and 

the World”, Arizo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24, No.1, 2007, pp.94-96. 

18  〈金融風暴與區域性經濟整合的前景〉，《東南亞經濟報導》，民國
87 年 9 月號，http://www.moea.gov.tw/~ecobook/southasia/e9-a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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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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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一方面，中國的因應策略不僅維持了當時剛回歸不久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經濟穩定，更塑造出一個勇於承擔責任和

義務的國際形象，這將有利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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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在經濟風暴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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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加上亞太經濟合

作會議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組織並未有效地穩定經濟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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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的經濟困境。
22
東協國家態度的轉變，提供了中國一個深

入東亞經貿整合的機會，進一步強化其在區域內的領導力

量。 
 
  1997 年 12 月，東協邀請中國、日本和韓國在馬來西亞

吉 隆 坡 舉 行 首 次 的 會 晤 ， 正 式 形 成 了 以 「 東 協 加 三 」

(ASEAN Plus Three, APT)為基礎的區域經濟合作框架。1998

                                                 
19  吳玲君，〈中國與東亞區域經貿合作：區域主義與霸權之間的關

係〉，《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5 期，民國 94 年 9、10 月，頁
14-15。 

20  Paul Bowles, “Asia’s post-crisis regionalism: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keeping the (United) States ou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9, No.2, May 2002, pp.255-257. 

21  國際貨幣基金的經貿援助附有嚴格的國內政經改革條件，要求受援
國必須以西方國家體制為藍本進行國內政經改革，故引起許多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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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Jürgen Rüland, “Asian Regionalism Five Years after the 1997/98 
Financial Crisis: A Case of ‘Co-operative Realism’?”, in Christopher M. 
Dent ed., Asia-Pacific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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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東協加三」召開非正式領袖會議，各國領袖確立了定

期會談的重要性。1999 年，東協和中日韓三國共同發表

「 東 亞 合 作 聯 合 聲 明 」 (Joint Statement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承諾要加強彼此在經濟、社會、科技和文化

等各領域上的合作，正式揭開了東亞經濟整合的序幕。進入

21 世紀之後，隨著中國入世談判日臻成熟，中國對區域經

濟整合的態度也開始轉為主動。美國學者 Claude Barfield 認

為，中國推動自由貿易協定的原因可能包括：首先，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過後，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一致認為，亞太

地區需要一個新的合作機制，來維護區域經濟穩定；其次，

面 對 北 美 自 由 貿 易 協 定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和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的深化

與廣化，中國認為有必要加強亞太地區的經貿互動，以因應

世界潮流； 後，過去幾年來，中國為入世所做的努力，例

如在各方面實施自由化的措施，已大大增加中國締結區域貿

易協定的能力和意願。
23
因此，2000 年 11 月，中國就選定

東協作為第一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目標。當時中國總理朱

鎔基出席「中國－東協高峰會」時，就首次向東協提出洽簽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的構想，並於隔年獲得東協國家的同意。2002 年，

中國與東協締結「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預計雙

方將在 2010 年以前建立自由貿易區。
24 

                                                 
23  Claude Barfiel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Rise of Asian 

Regionalism”,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June 
29, 2004, p.23, http://www.aei.org/publications/pubID.21130/pub_detail.asp 

24  〈朱鎔基與東盟領導人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新華網，
2002 年 11 月 5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 
com/newscenter/2002-11/05/ content_6181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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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洲的因應 
 

  面對中國在東亞地區的崛起，澳洲身為一個地處東方的

西方國家，其外交政策陷入兩難的困境。因為在歷史、種

族、文化和安全上，澳洲與歐美國家的關係密切；但是就地

理位置和經貿利益而言，澳洲必須與亞洲各國合作。
25
隨著

中國的經濟迅速成長，澳洲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 重要的盟

友之一，澳中經貿的密切關係勢必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安全

部署產生一定的衝擊。因此，如何化解歷史和地理上的矛

盾，加強與中國的經貿合作，成為澳洲對外政策上的 大課

題。 
 
  自九十年代開始，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使得澳洲對中國

的依賴日益加深。根據澳洲官方的資料顯示，1990-2008
年，澳中雙邊貿易額從原本的 26 億澳元攀升到 738 億澳

元，成長近 28 倍之多。
26
在此期間，中國不但躍升為澳洲第

一大進口國和第二大出口國，到了 2007 年底，中國更超越

日本成為澳洲第一大貿易夥伴。相較之下，截至 2006 年，

澳洲只是中國第九大貿易夥伴、第十五大出口國和第七大進

口國，由此可見兩國相互重要性的差距懸殊。然而，身為一

個重視經貿利益的中型國家，澳洲對於澳中雙邊經貿關係抱

持著樂觀的態度。
27
因為中國廣大的內需市場和豐沛的廉價

                                                 
25  劉德海，〈澳洲與中國關係近況之剖析〉，《澳洲研究》，2005 年

第六集，頁 177。 
26  “Australia Trade with East Asia 2006”,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p.61, 
http://www.dfat.gov.au/publications/stats-pubs/downloads/EA_2006.pdf 

27  劉德海，〈澳洲因應中國 FTA 策略之對策〉，《WTO 研究》，2007
年第八期，頁 12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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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對地廣人稀、資源豐沛的澳洲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加

上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對海外原料的需求大增，澳洲作為世界

主要能源出口國之一，相信未來兩國將會有更多的合作商

機。
28 

 
  有鑒於中國對澳洲經濟與日俱增的影響力，澳洲外交政

策開始產生轉變。在 1983-1996 年澳洲工黨(Australian Labor 
Party, ALP)執政期間，由於該黨較為重視經濟利益，強調與

亞太地區的經貿合作，故上台後對中國採取務實外交，展開

一連串的友好行動。例如 1984 年 2 月澳洲前總理霍克(Bob 
Hawke)首次訪問中國，並於該年 5 月與中國簽署了「澳中

農 業 合 作 協 定 」 (Australia-China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ACACA)，以促進雙方農業部門的交流；1986 年

5 月霍克再度訪中，兩國於該年 9 月建立「部長級經濟聯合

委員會」(Joint Ministerial Economic Commission, JMEC)，以

調解澳中之間的經貿問題等。
29
儘管 1989 年澳中關係因六四

天安門事件一度出現嚴重倒退，但是在經濟優先的情況下，

1991 年 2 月澳洲前外交部長埃文斯(Gareth Evans)即宣佈取

消過去因人權問題對中國所施行的制裁措施。1993 年 6
月，澳洲前總理基廷(Paul Keating)訪華時，更公開表示「六

四天安門事件已成歷史」，企圖淡化兩國在政治議題上的衝

突。
30
另外，澳洲亦擴大與中國在其他領域的合作，包括鼓

                                                 
28  黃恩浩，〈澳大利亞與中國關係之研究：轉變、發展與侷限〉，

《展望與探索》，第 5 卷第 9 期，頁 44。 
29  〈 中 國 與 澳 大 利 亞 的 關 係 〉 ， 人 民 網 ， 2002 年 9 月 3 日 ，

http://www1.peopledaily.com.cn/BIG5/shizheng/252/8884/8896/2002090
3/814236.html 

30  Robert Sutter, “Thirty years of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6, No.3, 
2002, p.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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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大量中國學生赴澳留學、鬆綁對中國移民的限制、以及拒

絕西藏流亡領袖達賴喇嘛訪問澳洲等，
31
其目的都是希望討

好中國，以獲取經貿交流的機會。 
 
  然而，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昇，澳洲也開始注意到中

國軍事擴張對區域穩定的挑戰。1996 年霍華德聯合政府上

台 後 ， 由 於 自 由 黨 (Liberal Party of Australia) 和 國 家 黨

(National Party of Australia)的意識型態較為保守，認為戰略

安全的重要性高於經貿利益，故傳統的澳美關係和雙邊主義

成為澳洲的外交主軸。
32
其具體表現包括 1996 年 3 月台海危

機爆發時，澳洲成為亞太地區唯一全力支持美國派遣航空母

艦巡視台灣海峽的國家；
33
同年 7 月，雙方共同發表了「雪

梨宣言」(Sydney Statement)，做出一系列加強澳美軍事合作

的決定。例如同意美國在澳洲建立反彈道飛彈太空預警系統

的地面中繼站、增加澳美聯合軍事演習的次數、更新美國在

澳洲的間諜衛星地面站、將兩國相關條約延長十年等。
34
坎

培拉的舉動令北京大感不滿，視澳洲為美國新圍堵戰略下直

接對抗中國的「南錨」(southern anchor)，這使得強化中的澳

中經貿關係仍有來自美國亞太安全體系的限制。 

                                                 
31  Stuart Harris, “Australia-China Political Relations: From Fear to Friendly 

Relation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9, No.2, 
1995, p.240. 

32  劉德海，〈澳洲與變遷中的南太平洋國際環境〉，《澳洲研究》，
2006 年第七集，頁 146。 

33  Gerald Segal, “Australia Seeks to Forge a New Regional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11, 1996, 
http://www.iht.com/articles/1996/06/11/edsegal.t.php 

34  丁永康，〈九○年代澳洲基廷政府與霍華德政府對國家利益觀點之比
較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7 期，民國 87 年 7 月，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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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對地廣人稀、資源豐沛的澳洲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加

上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對海外原料的需求大增，澳洲作為世界

主要能源出口國之一，相信未來兩國將會有更多的合作商

機。
28 

 
  有鑒於中國對澳洲經濟與日俱增的影響力，澳洲外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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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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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2 月澳洲前外交部長埃文斯(Gareth Evans)即宣佈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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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黃恩浩，〈澳大利亞與中國關係之研究：轉變、發展與侷限〉，

《展望與探索》，第 5 卷第 9 期，頁 44。 
29  〈 中 國 與 澳 大 利 亞 的 關 係 〉 ， 人 民 網 ， 2002 年 9 月 3 日 ，

http://www1.peopledaily.com.cn/BIG5/shizheng/252/8884/8896/2002090
3/814236.html 

30  Robert Sutter, “Thirty years of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6, No.3, 
2002, p.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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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大量中國學生赴澳留學、鬆綁對中國移民的限制、以及拒

絕西藏流亡領袖達賴喇嘛訪問澳洲等，
31
其目的都是希望討

好中國，以獲取經貿交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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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澳洲的外交主軸。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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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爆發時，澳洲成為亞太地區唯一全力支持美國派遣航空母

艦巡視台灣海峽的國家；
33
同年 7 月，雙方共同發表了「雪

梨宣言」(Sydney Statement)，做出一系列加強澳美軍事合作

的決定。例如同意美國在澳洲建立反彈道飛彈太空預警系統

的地面中繼站、增加澳美聯合軍事演習的次數、更新美國在

澳洲的間諜衛星地面站、將兩國相關條約延長十年等。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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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拉的舉動令北京大感不滿，視澳洲為美國新圍堵戰略下直

接對抗中國的「南錨」(southern anchor)，這使得強化中的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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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第七集，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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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澳中關係和澳美聯盟的矛盾，澳洲作為一個中型強

權，認為在中國和美國之間採取平衡外交 符合其國家利

益。因為澳洲與美國的交集在於安全和政治利益，而與中國

則著眼於經貿利益上。
35
因此，霍華德政府在 1997 年澳洲外

交貿易部發行的「澳洲外交貿易白皮書」(Australia’s Foreign 
and Trade Policy White Paper)中，清楚地表明澳中關係和澳

美聯盟對澳洲而言是同樣重要的。在澳中關係上，書中首次

將中國列為澳洲四個重要的對外關係之一，強調澳中之間是

「經濟夥伴關係」(economic partnership)，澳洲將會長期提

供中國豐富的能源和農業商品，以因應中國迅速的經濟成

長。再者，澳洲認為中國是接下來十五年內全球 重要的戰

略發展，故澳洲將會繼續推動中國加入多邊經貿體系，以提

升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繁榮。但是，身為一個濱臨太平洋、印

度洋和南極海的對外貿易國，澳洲的安全和經濟利益與周邊

環境的發展息息相關，任何在東亞地區的安全威脅都會對澳

洲的出口市場產生不利的影響。對此，在澳美聯盟上，澳洲

認為有必要強化與美國的安全連結，以確保區域的和平與穩

定 ， 故 美 國 仍 舊 是 澳 洲 重 要 的 「 戰 略 夥 伴 」 (strategic 
partner)。36 
 
  綜合以上資料，有關澳洲對中國崛起的因應，筆者初步

歸納出以下幾點看法： 
 

                                                 
35  劉德海，〈澳洲與中國關係近況之剖析〉，《澳洲研究》，2005 年

第六集，頁 184。 
36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ustralia’s Foreign and Trade Policy White 

Paper”,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1997, p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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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在經貿發展上，澳洲對中國崛起保持相當樂觀的

態度。按美國學者 Mohan Malik 的解讀，1997 年「澳洲外

交貿易白皮書」富有兩層意涵：一是反映出東亞地區因中國

崛起已產生了急速的變化，其次為中國對澳洲經濟發展的重

要性日益提升。
37
由於中國經濟的突飛猛進，對初級原料的

需求逐年增加，而澳洲位處亞洲且資源豐富，自然成為中國

積極交往的對象。
38
根據澳洲外交貿易部統計，在 2008-2009

年間，澳洲對中國的商品貿易總額高達 324 澳元，其中能源

礦產更占全部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二以上。中國不但成為澳洲

第二大農產品出口市場，也是澳洲能源的主要購買國之一。

在服務貿易方面，2002-2007 年間，澳洲對中國的出口貿易

每年以 23%的速度成長，其中觀光業每年為澳洲賺進 5 億澳

元，中國已成為澳洲第五大觀光客來源國。
39
有鑒於中國經

濟驚人的爆發力，2003 年霍華德政府已將中國取代日本，

調整為澳洲對外關係的第二優先順位國。
40
另外，澳洲前外

交部長唐納(Alexander Downer)也表示：「澳洲與中國的貿

易前景是光明的，未來中國可以為澳洲的銀行、保險、通訊

和房地產等領域創造更多新的商機。」
41 

                                                 
37  Mohan Malik, “Australia and China: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of 

Interests”, in James Cotton and John Ravenhill eds.,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a Global Era: Australia in World Affairs 1996-2000, New York: 
Oxford, 2001, pp.113-114. 

38  同註 35，頁 187。 
39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untry Brief – December 2007”,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http://www.dfat.gov.au/geo/china/cb_index.html 

40  同註 35，頁 190。 
41  Alexander Downer, “Australia and China – Partners for Progress”,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at the 1999 China Oration of the Australia-
China Business Council, Sydney, 25 November, 1999, http:// 
www.foreignminister.gov.au/speeches/1999/991125_aust_china.html 



Australia-China FTA Negotiations／107 

 
  面對澳中關係和澳美聯盟的矛盾，澳洲作為一個中型強

權，認為在中國和美國之間採取平衡外交 符合其國家利

益。因為澳洲與美國的交集在於安全和政治利益，而與中國

則著眼於經貿利益上。
35
因此，霍華德政府在 1997 年澳洲外

交貿易部發行的「澳洲外交貿易白皮書」(Australia’s Foreign 
and Trade Policy White Paper)中，清楚地表明澳中關係和澳

美聯盟對澳洲而言是同樣重要的。在澳中關係上，書中首次

將中國列為澳洲四個重要的對外關係之一，強調澳中之間是

「經濟夥伴關係」(economic partnership)，澳洲將會長期提

供中國豐富的能源和農業商品，以因應中國迅速的經濟成

長。再者，澳洲認為中國是接下來十五年內全球 重要的戰

略發展，故澳洲將會繼續推動中國加入多邊經貿體系，以提

升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繁榮。但是，身為一個濱臨太平洋、印

度洋和南極海的對外貿易國，澳洲的安全和經濟利益與周邊

環境的發展息息相關，任何在東亞地區的安全威脅都會對澳

洲的出口市場產生不利的影響。對此，在澳美聯盟上，澳洲

認為有必要強化與美國的安全連結，以確保區域的和平與穩

定 ， 故 美 國 仍 舊 是 澳 洲 重 要 的 「 戰 略 夥 伴 」 (strategic 
partner)。36 
 
  綜合以上資料，有關澳洲對中國崛起的因應，筆者初步

歸納出以下幾點看法： 
 

                                                 
35  劉德海，〈澳洲與中國關係近況之剖析〉，《澳洲研究》，2005 年

第六集，頁 184。 
36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ustralia’s Foreign and Trade Policy White 

Paper”,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1997, pp.1-64. 

108／Taiwanese Journal of WTO Studies XIV, 2010 

  第一，在經貿發展上，澳洲對中國崛起保持相當樂觀的

態度。按美國學者 Mohan Malik 的解讀，1997 年「澳洲外

交貿易白皮書」富有兩層意涵：一是反映出東亞地區因中國

崛起已產生了急速的變化，其次為中國對澳洲經濟發展的重

要性日益提升。
37
由於中國經濟的突飛猛進，對初級原料的

需求逐年增加，而澳洲位處亞洲且資源豐富，自然成為中國

積極交往的對象。
38
根據澳洲外交貿易部統計，在 2008-2009

年間，澳洲對中國的商品貿易總額高達 324 澳元，其中能源

礦產更占全部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二以上。中國不但成為澳洲

第二大農產品出口市場，也是澳洲能源的主要購買國之一。

在服務貿易方面，2002-2007 年間，澳洲對中國的出口貿易

每年以 23%的速度成長，其中觀光業每年為澳洲賺進 5 億澳

元，中國已成為澳洲第五大觀光客來源國。
39
有鑒於中國經

濟驚人的爆發力，2003 年霍華德政府已將中國取代日本，

調整為澳洲對外關係的第二優先順位國。
40
另外，澳洲前外

交部長唐納(Alexander Downer)也表示：「澳洲與中國的貿

易前景是光明的，未來中國可以為澳洲的銀行、保險、通訊

和房地產等領域創造更多新的商機。」
41 

                                                 
37  Mohan Malik, “Australia and China: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of 

Interests”, in James Cotton and John Ravenhill eds.,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a Global Era: Australia in World Affairs 1996-2000, New York: 
Oxford, 2001, pp.113-114. 

38  同註 35，頁 187。 
39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untry Brief – December 2007”,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http://www.dfat.gov.au/geo/china/cb_index.html 

40  同註 35，頁 190。 
41  Alexander Downer, “Australia and China – Partners for Progress”,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at the 1999 China Oration of the Australia-
China Business Council, Sydney, 25 November, 1999, http:// 
www.foreignminister.gov.au/speeches/1999/991125_aust_china.html 



Australia-China FTA Negotiations／109 

 
  第二，在戰略安全上，澳洲擔憂中國崛起會破壞區域和

平的現狀，故美國仍是澳洲 重要的盟國。在澳洲看來，一

個穩定的周邊環境是維持澳洲經貿成長的必要風氣。
42
但是

從台灣問題到南海爭端，皆顯示出中國不是一個安於現狀的

強權。因此，澳洲必須借助美國的力量，支持其在西太平洋

的安全部署，以鞏固澳洲在東亞地區的經貿利益。
43
根據澳

洲學者 William Tow 的分析，澳洲與美國至少有三個共同的

重大利益：(一)抑制區域衝突和區域爭霸戰；(二)預防大規

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避免直接威脅到澳洲和美國領土；

(三)保持彼此參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管道暢通。
44Tow 認為，

除了美國之外，澳洲不太可能找到比美國更符合其國家利益

的盟友。因為從文化同質性、技術分享、地緣政治等方面來

看，其他國家都不可能像美國一樣提供澳洲有力的政治支援

和安全保證。
45
更何況，嚇阻未具名的潛在威脅的概念仍深

植 於 過 去 冷 戰 時 期 圍 堵 蘇 聯 的 「 美 澳 紐 安 全 公 約 」 
(Australia-New Zealand-United States Security Treaty, ANZUS)
當 中 ，

46
故 從 區 域 安 全 的 觀 點 來 看 ， 澳 洲 學 者 Rawdon 

                                                 
42  Alexander Downer, “Australia and China: Engagement and Cooperation”,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to the 1997 Australia in Asia Series, Sydney, 
10 September, 1997, 
http://www.foreignminister.gov.au/speeches/1997/china10sept97.html 

43  Kevin Rudd, “ANZUS and the 21st Centur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5, No.2, 2001, p.307. 

44  William T. Tow,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James Cotton and 
John Ravenhill eds.,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a Global Era: Australia in 
World Affairs 1996-2000, New York: Oxford, 2001, p.185. 

45  William T. Tow, “Alliance Interests, Costs and Benefits in a 9/11 Context: 
The ANZUS Case”, Taiwanese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Vol.7, 2006, 
pp.2-26. 

46  William T. Tow,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a Global Era: Australia in 
World Affairs 1996-2000,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p.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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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rymple 表示，澳洲與亞洲國家合作的前提將是繼續維持

與美國的盟友關係。
47 

 
  第三，整體而言，基於經貿利益的考量，澳洲無意壓制

中國崛起。在 1996 年台海危機時，由於霍華德政府曾公開

力挺美國出面干涉，而遭到北京的經濟制裁，因此，澳洲事

後力圖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以免再度蒙受經濟損失。
48

在

1997 年 12 月公佈的「澳洲戰略政策」(Australia’s Strategic 
Policy)裡，書中就表示儘管中國崛起是影響區域戰略變化

重要的因素，但是中國並不是澳洲的威脅，未來澳洲將努力

說服中國合法地融入現今的區域架構，讓中國崛起為各國帶

來繁榮和團結。
49
其具體作為包括：鼓勵中國參與東協區域

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和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
等區域安全機制；全力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澳中兩

國並於 2002 年 5 月達成中國入世協議；
50
以及幫助中國爭取

2008 年奧運主辦權等。
51
美國學者 Robert Sutter 分析，澳洲

的目的是希望藉由各種非衝突的對話管道，鼓勵北京在區域

                                                                                                          
pp.176-177. 

47  Rawdon Dalrymple, “Perspectives o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1996”,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1, No.2, 1997, p.253. 

48  Derek McDougall, “Australia’s Approaches to Region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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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rymple 表示，澳洲與亞洲國家合作的前提將是繼續維持

與美國的盟友關係。
47 

 
  第三，整體而言，基於經貿利益的考量，澳洲無意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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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力圖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以免再度蒙受經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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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7 年 12 月公佈的「澳洲戰略政策」(Australia’s Strategic 
Policy)裡，書中就表示儘管中國崛起是影響區域戰略變化

重要的因素，但是中國並不是澳洲的威脅，未來澳洲將努力

說服中國合法地融入現今的區域架構，讓中國崛起為各國帶

來繁榮和團結。
49
其具體作為包括：鼓勵中國參與東協區域

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和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
等區域安全機制；全力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澳中兩

國並於 2002 年 5 月達成中國入世協議；
50
以及幫助中國爭取

2008 年奧運主辦權等。
51
美國學者 Robert Sutter 分析，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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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上扮演建設性的角色，成為一個維持現狀的強權。另

外，澳洲官方人士認為，中國越是透過溫和的方式參與亞洲

事務，將越有利於澳洲和亞洲地區的合作，特別是在與東南

亞各國的關係上。
52
為此，在 2003 年所發行的第二本「澳洲

外交貿易白皮書」中，澳洲就將中國提升為「戰略經濟夥

伴」(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並多次運用「主要強權」

(major power)來形容中國。
53  

 

第三節 澳洲對中澳自由貿易協定之策略分
析 

 

一、澳洲自由貿易協定政策之形成 
 

  身為一個海上貿易國，澳洲的富裕與繁榮和其進出口貿

易的能力息息相關。但事實上，澳洲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份

量並不大。根據世界貿易組織在 2008 年的資料顯示，2007
年澳洲僅是世界第二十七大商品出口國，占全球總出口額的

1%；澳洲的商品進口量也僅占世界 1.2%，位居全球第二十

名。
54
換句話說，相較於美國和德國等其他經濟大國，澳洲

在國際市場的經濟影響力較小，故在國際貿易中扮演著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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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者而非價格制定者的角色。
55
作為一個中小型的開放經

濟體，澳洲並無足夠的力量透過關稅或其他貿易限制手段來

影響他國的貿易運作。而且，相較於歐美大國，澳洲對國際

經濟的波動甚為敏感。更重要的是，澳洲沒有一個「強而有

力」的朋友－例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或歐洲聯盟－可以依

靠，以因應變幻無常的國際經濟情勢。
56

因此，對澳洲來

說，不管是藉由何種形式的貿易自由化措施，只要能夠掃除

各國的關稅和非關稅障礙，確保澳洲商品市場准入的管道，

就是澳洲 好的貿易政策。
57 

 
  依據國際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多邊主義和雙邊主義是各

國實踐貿易自由化的兩個主要工具，其目的均在於排除貿易

障礙，提升各國的經濟效益。不過，就過去的歷史經驗來

看，多邊主義一直是澳洲較偏好的貿易主軸。自 1948 年

起，澳洲就和世界其他 22 個國家共同建立了「關稅暨貿易

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成為少數幾個參與二戰後重建的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的國家之

一。綜合幾位學者的說法，澳洲當時參與多邊貿易機制的主

要動機如下：基於共同的歷史淵源，英國原是澳洲 大的貿

易夥伴，兩國不但簽有「優惠貿易協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PTA)，澳洲對英國的出口商品也占全部出口總

額的二分之一。但是，經過二次大戰之後，隨著英國政經實

力的日益衰退，加上新興強權美國大力提倡建構全球自由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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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綜合幾位學者的說法，澳洲當時參與多邊貿易機制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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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體系，使得澳洲開始思考另謀出路的可能性。澳洲官方評

估，未來強大的美國將是澳洲主要的出口市場，自由貿易機

制將有助於澳洲商品順利進入美國地區；其二，澳洲認為與

英國之間的「優惠貿易協定」已不再適用，且帶有保護色彩

的條款將會損及澳洲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
58
更重要

的是，多邊自由貿易體系的成立將能夠確保東亞和拉丁美洲

地區等戰後新興國家遵守貿易自由化的相關規範，以維護澳

洲的經濟利益。
59
因此，就在上述的考量之下，澳洲長期以

來一直致力推動多邊自由貿易。在「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第

八次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談判結束後，1995 年澳洲

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中的一員。 
 
  除了大力鼓吹全球貿易自由化之外，自 20 世紀中期開

始，澳洲也注意到世界經濟區塊化對自由貿易的影響。面對

區域經濟整合活動在歐洲、北美和東南亞地區紛紛展開，這

樣的趨勢令澳洲感到非常憂慮，擔心區域組織所造成的貿易

壁壘將會對身為非會員國的澳洲帶來貿易轉向的效果。因

此，基於地理位置和經貿利益的考量，澳洲意識到必須與亞

洲國家合作，以確保澳洲出口市場的暢通。根據澳洲學者

Tony English、Curt Andressen 和 Geoff Upton 的看法，澳洲

之所以將經濟重心轉向亞洲的原因有三點：(一)自 60 年代

開始，亞洲地區已成為澳洲主要的貿易夥伴，
60
特別是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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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國家的崛起，對澳洲的初級原料之需求日益加深，其中

以日本 為重要；(二)1973 年英國為了加入「歐洲共同市

場」(European Common Market)，因而取消過去和澳洲簽署

的「優惠貿易協定」，導致澳洲只好重新調整其對外政策；

(三)在 1970 年澳洲取消「移民限制法案」(Commonwealth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之後，有越來越多的亞洲人移民

澳洲，使得澳洲與亞洲各國的關係更為密切。
61 

 
  基於上述理由，早在 1968 年時，澳洲就已開始研究亞

太多邊經貿合作之可行性，並於該年與日本、美國和加拿大

創 立 「 太 平 洋 貿 易 暨 發 展 會 議 」 (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PAFTAD)；1979 年，澳洲進而和

美國聯袂提出「太平洋貿易暨發展會議」(Organization for 
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OPTAD)之構想；1986 年澳洲

又 與 日 本 共 同 組 成 「 太 平 洋 經 濟 合 作 理 事 會 」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62

國內學者王順文認

為，澳洲積極推動亞太地區的多邊經貿論壇，主要是因為意

識到其與歐洲的經濟關係已漸行漸遠，故澳洲必須加快腳步

與亞洲各國整合，一方面可以盡速達成區域性貿易自由化的

目標，替澳洲開拓更多的商業利益，另一方面可以扮演美國

和亞洲之間平衡者的角色，為國家爭取到更多的談判籌碼。
63
所以，到了 1989 年 1 月，在澳洲總理霍克的倡議下，「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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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體系，使得澳洲開始思考另謀出路的可能性。澳洲官方評

估，未來強大的美國將是澳洲主要的出口市場，自由貿易機

制將有助於澳洲商品順利進入美國地區；其二，澳洲認為與

英國之間的「優惠貿易協定」已不再適用，且帶有保護色彩

的條款將會損及澳洲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
58
更重要

的是，多邊自由貿易體系的成立將能夠確保東亞和拉丁美洲

地區等戰後新興國家遵守貿易自由化的相關規範，以維護澳

洲的經濟利益。
59
因此，就在上述的考量之下，澳洲長期以

來一直致力推動多邊自由貿易。在「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第

八次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談判結束後，1995 年澳洲

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中的一員。 
 
  除了大力鼓吹全球貿易自由化之外，自 20 世紀中期開

始，澳洲也注意到世界經濟區塊化對自由貿易的影響。面對

區域經濟整合活動在歐洲、北美和東南亞地區紛紛展開，這

樣的趨勢令澳洲感到非常憂慮，擔心區域組織所造成的貿易

壁壘將會對身為非會員國的澳洲帶來貿易轉向的效果。因

此，基於地理位置和經貿利益的考量，澳洲意識到必須與亞

洲國家合作，以確保澳洲出口市場的暢通。根據澳洲學者

Tony English、Curt Andressen 和 Geoff Upton 的看法，澳洲

之所以將經濟重心轉向亞洲的原因有三點：(一)自 60 年代

開始，亞洲地區已成為澳洲主要的貿易夥伴，
60
特別是新興

                                                 
58  Ann Capling, Australia and The Global Trade System, “The Enfant 

Terrible”, op. cit., pp.16-30. 
59  Ann Capling, “Multilateralism versus Bilateralism”, in Ann Capling ed., 

All The Way with The USA, Sydney: UNSW Press, 2005, p.18. 
60  Andrea Benvenuti, “Australia’s Policy towards Britain’s Second Application 

to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1966-1967”, in the CERC 
WORKING PAPERS SERIES,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No.3, 2003, 
p.20, http://www.cerc.unimelb.edu.au/publications/CERCWP0320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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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國家的崛起，對澳洲的初級原料之需求日益加深，其中

以日本 為重要；(二)1973 年英國為了加入「歐洲共同市

場」(European Common Market)，因而取消過去和澳洲簽署

的「優惠貿易協定」，導致澳洲只好重新調整其對外政策；

(三)在 1970 年澳洲取消「移民限制法案」(Commonwealth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之後，有越來越多的亞洲人移民

澳洲，使得澳洲與亞洲各國的關係更為密切。
61 

 
  基於上述理由，早在 1968 年時，澳洲就已開始研究亞

太多邊經貿合作之可行性，並於該年與日本、美國和加拿大

創 立 「 太 平 洋 貿 易 暨 發 展 會 議 」 (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PAFTAD)；1979 年，澳洲進而和

美國聯袂提出「太平洋貿易暨發展會議」(Organization for 
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OPTAD)之構想；1986 年澳洲

又 與 日 本 共 同 組 成 「 太 平 洋 經 濟 合 作 理 事 會 」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62

國內學者王順文認

為，澳洲積極推動亞太地區的多邊經貿論壇，主要是因為意

識到其與歐洲的經濟關係已漸行漸遠，故澳洲必須加快腳步

與亞洲各國整合，一方面可以盡速達成區域性貿易自由化的

目標，替澳洲開拓更多的商業利益，另一方面可以扮演美國

和亞洲之間平衡者的角色，為國家爭取到更多的談判籌碼。
63
所以，到了 1989 年 1 月，在澳洲總理霍克的倡議下，「亞

                                                 
61  Tony English, Curt Andressen and Geoff Upton, “An Australia-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Managing an Elephant”, Taiwanese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Vol.6, 2005, p.9. 

62  邱達生，〈2007 年 APEC 在澳洲〉，《亞太經濟合作評論》，第十

四期，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頁 61-62。 
63  張亞中著，《國際關係與現勢》，台北：晶典文化事業出版社，

2004 年 7 月，頁 164。 



Australia-China FTA Negotiations／115 

太經濟合作會議」正式建立，成為當前亞太地區 重要的官

方經貿論壇。 
 
  總而言之，從世界貿易組織到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皆顯

示出多邊主義長期以來一直是澳洲貿易政策的核心。在 21
世紀以前，澳洲除了 1983 年與紐西蘭共同建立的「緊密經

濟關係協定」(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 Agreement, CER)之
外，並沒有與其他國家締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64
依照學者

Andrew Cooper、Richard Higgott 和 Kim Richard Nossal 在

1993 年所做的研究，像澳洲這樣的中型國家之所以偏好多

邊主義，是因為它可以在多邊組織的運作上扮演三種建設性

的角色：(一)催化劑(catalyst)－提供政治能量來發動倡議，

並藉由與其他國家建立聯合陣線，以增進彼此的共同利益；

(二)促進便利者(facilitator)－召集和籌劃成型中的會議，一

方面確立議題的優先順序，另一方面強化集團內的力量，以

防止強權操控議程；(三)經理人(manager)－在發展中的機構

裡扮演一個核心角色，監控秘書處等官僚系統，創造一個信

心建立體系與軍事聯繫管道。
651986 年所成立的「凱因斯集

團」(Cairns Group)，就是澳洲利用中型國家在多邊組織中的

影響力來達成目標的 佳例證。當時澳洲聯合紐西蘭、加拿

大、巴西等十多個國家，在世貿組織的談判中大力鼓吹農產

品完全回歸自由貿易的規範，成功地對抗美國和歐盟兩大農

                                                 
64  Bryan Mercurio, ”Should Australia Continue Negotiating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 A Practical Analysis”, UNSW Law Journal, Vol.27, 
No.3, 2004, p.680. 

65  John McKay, “Australian Approach to APEC: Implications for Australia-
Taiwan Relations”, Taiwanese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Vol.2, 2001, 
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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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競爭對手。
66
此外，澳洲亦積極拋出許多新興議題引起世

界各國的注意，包括解決柬埔寨動亂、南極開發問題、建立

南太平洋無核區等。
67
這些富有創意的建議，均有效地提升

中型國家的國際地位、影響力以及國際談判的籌碼。
68 

 
  然而，多邊主義的不完美使得澳洲的貿易政策在 90 年

代開始遇到瓶頸。首先，自 1992 年起，由於歐盟和北美自

由貿易區的相繼成立，區域經濟整合所形成的貿易壁壘和集

團對抗導致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進程窒礙難行；其次，許多開

發中國家逐漸認為世貿組織中的某些規定－例如智慧財產權

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只對已開發國家和跨國公司有利，因而紛紛拒絕參

與多邊經貿談判；
69
再加上，即使澳洲想要透過亞太地區的

經貿論壇來達成區域性貿易自由化的目的，但是亞太經合會

是靠各會員體採取自願的方式來達成協議，實際上並無約束

成員的功能，何況亞太各國本來就存在著許多的利益衝突與

歷史糾葛。
70
對此，1996 年霍華德聯合政府上台之後，就決

定在推動多邊貿易自由化之餘，更要採取具「積極性」

(aggressive)和「結果導向」(result-oriented)的雙邊主義貿易

                                                 
66  楊光華著，《第四屆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

北：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2004 年 8
月，頁 351。 

67  John Ravenhill, “Cycle of Middle Power Activism: Constraint and Choice 
in Australian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i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2, No.3, 1998, p.315. 

68  同註 32，頁 144。 
69  Dirk J. Bruinsma, “The Doha Round and the Cacún Ministerial Meeting”, 

Taiwanese Journal of WTO Studies, Vol.1, 2005, pp.5-6. 
70  同註 63，頁 16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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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楊光華著，《第四屆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

北：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2004 年 8
月，頁 351。 

67  John Ravenhill, “Cycle of Middle Power Activism: Constraint and Choice 
in Australian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i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2, No.3, 1998, p.315. 

68  同註 32，頁 144。 
69  Dirk J. Bruinsma, “The Doha Round and the Cacún Ministerial Meeting”, 

Taiwanese Journal of WTO Studies, Vol.1, 2005, p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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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企圖利用各個擊破的方式，完成全球自由貿易的終極

目標，以提升澳洲的經貿利益。
71 

 
  在 1997 年「澳洲外交貿易白皮書」中，霍華德政府就

明確地表示，加強雙邊關係將是未來澳洲貿易政策的重點之

一，雙邊主義是澳洲奠定有效地區域和全球戰略的基礎。因

為透過雙邊貿易談判，澳洲可以依照各國不同的市場需求，

提供澳洲出口商和投資者不同層次的官方支援，以維持國家

經貿的穩定發展。因此，對現今的澳洲政府來說，雙邊關係

和多邊關係是同樣重要的。在接下來的十五年內，澳洲的貿

易策略將會建立在雙邊貿易協定、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和世界

貿易組織這三大支柱上，每一個支柱都能夠確實地擴大澳洲

的貿易投資，進而提升國家生活水平和經濟表現。
72
根據幾

位學者的分析，澳洲之所以轉而提倡雙邊主義，主要出於以

下幾個因素： 
 
  第一，在國際情勢上，90 年代末期國際局勢的變化，

迫使澳洲的貿易政策不得不跟隨世界潮流一同前進。除了前

段提及的多邊主義的缺陷之外，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過

後，由於許多亞洲國家不滿美國與國際貨幣基金在風暴發生

時的傲慢態度，因而開始對以西方價值為核心的多邊經貿體

制感到厭惡，轉而倡議「亞洲價值」(Asian Value)的重要

性。故該年 12 月的「東協加三」論壇，東協並沒有邀請具

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澳洲參加。這項決定令坎培拉當局深感不

安，認為這意味著澳洲將在世界經濟區塊化的浪潮中面臨邊

                                                 
71  Ann Capling, All The Way with The USA, “Multilateralism versus 

Bilateralism”, op. cit., p.42. 
72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ustralia’s Foreign and Trade Policy White 

Paper”, op. cit., pp.iii-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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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化的命運。
73
儘管澳洲仍想要透過世界貿易組織彌補不能

參與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遺憾，但是因為各國對農業和勞工

問題始終無法達成共識，造成 1999 年西雅圖(Seattle)和 2003
年坎昆(Cacún)兩次部長級會議的談判挫敗，使得澳洲實踐

多邊貿易自由化的目標遙遙無期。
74
再者，各國的雙邊貿易

協定在 20 世紀末期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根據世界貿易組

織統計，截至 1999 年底，全世界已有 57%的商品是在自由

貿易協定的保護下交易的；
75
到 2005 年為止，已有 330 個自

由貿易協定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架構下運行，全世界只有蒙古

國沒有簽署任何的雙邊貿易協定。
76
因此，澳洲學者 Bryan 

Mercurio 認為，順應世界經濟走向、避免在國際貿易競爭中

落後其他國家是澳洲推動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重要原因之

一。
77 

 
  第二，在經濟動機上，澳洲希望透過自由貿易協定之簽

署，一方面可以維持國家經濟繁榮，另一方面可以成為澳洲

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途徑。根據澳洲外交貿易部統計，對

外貿易是澳洲經濟收益的主要來源。澳洲國內每五個人就有

一位是從事貿易工作，澳洲出口貿易業比其他行業每年為澳

                                                 
73  Stuart Harris, “Asian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and Their response to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Implic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Vol.13, No.3, 2000, p.499. 

74 〈WTO 部長級會議失敗記憶：從西雅圖到坎昆〉，新浪網，2005 年
12 月 17 日，http://news.sina.com.cn/w/2005-12-17/17048609152.shtml 

75  Bryan Mercurio, ”Should Australia Continue Negotiating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 A Practical Analysis”, op. cit., 2004, p.689. 

76  “Regionalism: friends or rival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bey1_e.htm 

77  Bryan Mercurio, ”Should Australia Continue Negotiating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 A Practical Analysis”, op. cit., p.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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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Ann Capling, All The Way with The USA, “Multilateralism ver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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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化的命運。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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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到 2005 年為止，已有 330 個自

由貿易協定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架構下運行，全世界只有蒙古

國沒有簽署任何的雙邊貿易協定。
76
因此，澳洲學者 Bryan 

Mercurio 認為，順應世界經濟走向、避免在國際貿易競爭中

落後其他國家是澳洲推動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重要原因之

一。
77 

 
  第二，在經濟動機上，澳洲希望透過自由貿易協定之簽

署，一方面可以維持國家經濟繁榮，另一方面可以成為澳洲

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途徑。根據澳洲外交貿易部統計，對

外貿易是澳洲經濟收益的主要來源。澳洲國內每五個人就有

一位是從事貿易工作，澳洲出口貿易業比其他行業每年為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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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Economic Crisis: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Implic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Vol.13, No.3, 2000, p.499. 

74 〈WTO 部長級會議失敗記憶：從西雅圖到坎昆〉，新浪網，2005 年
12 月 17 日，http://news.sina.com.cn/w/2005-12-17/170486091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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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多賺進 1 萬 7 千澳元，且出口貿易占澳洲政府所有收入的

四分之一。因此，為了有效地保障澳洲商品的出口穩定，並

加速世界各國開放其國內市場的速度，澳洲政府認為有必要

與其他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另外，

由於自由貿易協定是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框架下運作，故能夠

有效地約束各國遵守入世承諾，並有助於締約國與其他國家

在貿易談判上達成共識， 終完成澳洲多邊貿易自由化的目

標。
782004 年 11 月，澳洲前貿易部長維爾(Mark Vaile)在智

利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之聯合部長會議上就表示：「自

由貿易協定已被視為是促進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和世界貿易組

織貿易自由化的主要途徑之一。」
79

依照學者 Lawrence 
Summers、William Kerr 和 Nicholas Perdikis 的研究，雙邊貿

易協定與多邊貿易體制是互補的。因為雙邊貿易協定所涵蓋

的國家範圍較少，且雙方通常在地緣、文化或經濟上關係密

切，故較容易達成妥協。加上在世界貿易組織的規範下，雙

邊協定不可能對非會員國進一步提高貿易限制措施。所以，

就整體而言，自由貿易協定確實是能夠落實澳洲多邊貿易自

由化的理念。
80 

 
  第三，在政治動機上，澳洲企圖藉由自由貿易協定來強

化澳洲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戰略關係。一般而言，雙邊貿易談

判背後往往隱含著政治動機，
81
這一點可從澳洲與美國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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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貿易談判中得以佐證。事實上，許多專家指出，「澳洲－

美 國 自 由 貿 易 協 定 」 (Australia-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greement, AUSFTA)可能會對澳洲經濟帶來不利的影響，

特別是農產品市場准入的問題上。故可推論，澳洲與美國簽

署自由貿易協定的目的除了獲取經濟利益之外，加強與美國

的政治與戰略連結才是 主要的原因。
82
按澳洲學者 Michael 

Connors 的分析，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1999 年東帝汶危機

和 2001 年 911 恐怖攻擊，是促使澳洲透過與美國的經貿合

作，來加強兩國安全關係的三個重要關鍵。
83
另外，澳洲學

者 John Kunkel 也認為，澳美自由貿易協定之締結，有利於

澳洲藉助美國的政治力量，提升該國在多邊組織中的影響

力。
84
因此，從澳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經驗來看，政治因素也

是澳洲貿易政策中重要的考量之一。 
 
  截至 2009 年初為止，澳洲已對外簽署了六個自由貿易

協定，其分別為：1983 年「澳洲－紐西蘭緊密經濟關係協

定」、2003 年「澳洲－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Singapore-
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 SAFTA)、2004 年「澳洲－

泰 國 自 由 貿 易 協 定 」 (Thailand-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 TAFTA) 、 2005 年 「 澳 洲 － 美 國 自 由 貿 易 協

定」、2008 年「澳洲－智利自由貿易協定」(Australia-C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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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Trade Agreement)、和 2009 年「澳洲－紐西蘭－東協自

由 貿 易 區 」 (ASEAN-Australia-New Zealand Free Trade 
Area)。除此之外，澳洲與中國、日本、韓國和馬來西亞等

國家的自由貿易協定也正在洽談中。由此可見，自由貿易協

定已成為現今澳洲貿易政策上重要的一環。 
 
三、澳洲推動中澳自由貿易協定之策略 
 
  近年來澳中經貿交流頻繁，中國已成為當前澳洲 重要

的貿易夥伴。自 1997 年以來，中國利用其在亞洲金融風暴

之後日益增強的影響力，在亞太地區積極進行經貿外交，成

果豐碩。尤其是在 2010 年以前即將完成的「中國－東協自

由貿易區」，將成為繼北美、歐盟之後的世界第三大經濟

體。在此背景下，澳洲也開始研議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的可能性，其考量包括： 
 
  第一，澳洲政府評估，「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成

立，將會對澳洲經濟產生嚴重的衝擊。由於澳洲是一個以農

業為出口導向的國家，而 2004 年 1 月中國與東協開始實施

的「早期收穫計畫」，將會使澳洲農產品在兩地遭受歧視性

待遇，造成澳洲的經濟損失。
85
其中，泰國是澳洲在中國市

場上的主要對手，若泰國農產品依據雙邊關稅條款在 2010
年以前大量地湧入中國，這將導致澳洲農產品失去市場競爭

力。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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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澳洲擔心一旦中國先行與鄰國紐西蘭達成自由貿

易協議，將會對澳洲經濟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特別是農牧

業的發展。因為紐西蘭的出口結構與澳洲較為相似，若中國

與紐西蘭提早一步建立自由貿易區，將會導致澳洲農產品的

出口數量下降。
87
再加上，澳洲國內不斷地催促政府加快澳

中之間貿易自由化的速度，好讓澳洲農產品順利進入全世界

大的經濟市場。
88 

 
  第三，澳洲希望透過與中國的經貿合作，為自己創造一

些有利的條件，幫助澳洲參與「東協加三」的進程。在亞洲

經濟風暴過後，由於許多東協國家認為與澳洲合作將會引進

美國的勢力，破壞東亞集團的認同度，因而拒絕澳洲加入

「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 ASEM)和「東協加三」

論壇。
89
為此，澳洲企圖藉由與中國雙邊貿易自由化所形成

的經貿利益，激發東協各國與澳洲合作的意願，建立澳洲進

入「東協加三」的平台。
90 

 
  基於上述的理由，2002 年 5 月，澳洲總理霍華德在會

見中國總理朱鎔基時，就向中國首次提出洽簽自由貿易協定

的構想，希望強化兩國之間的經濟關係。91澳洲的提議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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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其中，泰國是澳洲在中國市

場上的主要對手，若泰國農產品依據雙邊關稅條款在 2010
年以前大量地湧入中國，這將導致澳洲農產品失去市場競爭

力。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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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bourne, 22 March, 2005,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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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協議，將會對澳洲經濟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特別是農牧

業的發展。因為紐西蘭的出口結構與澳洲較為相似，若中國

與紐西蘭提早一步建立自由貿易區，將會導致澳洲農產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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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澳洲國內不斷地催促政府加快澳

中之間貿易自由化的速度，好讓澳洲農產品順利進入全世界

大的經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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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澳洲希望透過與中國的經貿合作，為自己創造一

些有利的條件，幫助澳洲參與「東協加三」的進程。在亞洲

經濟風暴過後，由於許多東協國家認為與澳洲合作將會引進

美國的勢力，破壞東亞集團的認同度，因而拒絕澳洲加入

「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 ASEM)和「東協加三」

論壇。
89
為此，澳洲企圖藉由與中國雙邊貿易自由化所形成

的經貿利益，激發東協各國與澳洲合作的意願，建立澳洲進

入「東協加三」的平台。
90 

 
  基於上述的理由，2002 年 5 月，澳洲總理霍華德在會

見中國總理朱鎔基時，就向中國首次提出洽簽自由貿易協定

的構想，希望強化兩國之間的經濟關係。91澳洲的提議很快

                                                 
87  周曙東、吳強、胡冰川、崔奇峰，〈中國－澳大利亞自由貿易區建

設的經濟影響分析〉，《農業技術經濟》，2006 年第 6 期，頁 22。 
88  “Fast track Australian FTA with China: Farmers”, bilaterals.org, October 

13, 2004, http://www.bilaterals.org/article.php3?id_article=822 
89  Hou Min-yue, “ASEAN+3 and China-Australia FTA”, Taiwanese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Vol.6, 2005, pp.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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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Hou Min-yue, Taiwanese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ASEAN+3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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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獲得了中國的回應。2003 年 10 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訪問澳洲時，便表示願意接受霍華德先前的提議，雙方共同

發表「澳洲－中國貿易與經濟框架協議」(Australia-China 
Trade and Economic Framework Agreement)，並同意進行雙

邊自由貿易協定可行性之研究。2005 年 3 月，澳洲外交貿

易部提早半年完成了「澳中自由貿易協定聯合可行性之研

究」(Australia-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Joint Feasibility 
Study)報告，文中對澳中自由貿易協定的結論是樂觀的，因

為澳中兩國的經濟結構具有強烈的互補性，故締結自由貿易

協定將能有效地提升雙方的貿易投資與經濟發展。92 
 
  對澳洲來說，開拓中國市場是推動澳中自由貿易協定

重要的目的。由於中國經濟仍處於開發階段，生產能力有

限，但內部需求卻隨著國民所得提升而不斷地增加，供需嚴

重不平衡。因此，在資源豐沛的澳洲眼中，中國市場具有極

大的開發潛力。
93
其中，農牧業是澳洲政府 重視的部份。

因為澳洲有 60%的農產品仰賴出口市場，
94
且占澳洲全部出

口的 20%，
95
加上中國是未來世界上 大的糧食消費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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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劉鴻雁、劉小和，〈澳大利亞自由貿易區談判策略研究－以奶製品
為例〉，《中國奶牛》，2007 年第 2 期，頁 52。 

94  Zhang-Yue Zhou, Yan-Rui Wu and Wei Si, “Australia-China Agricultural 
Trade: Dynamics and Prospe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8th ACES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merging China: Internal Challenges and 
Global Implications”, held at Victoria University, Melbourne, Australia, 
13-14 July, 2006, pp.8-9. 

95  〈澳方認為：中國農業不會受到澳洲農產品衝擊〉，人民網，2007
年 3 月 13 日，http://nc.people.com.cn/BIG5/61155/54645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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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中自貿談判中，開放中國農業市場是澳洲的首要目標。

另外，許多評論認為，服務業將是澳中自由貿易協定下的

大贏家，特別是金融業。因為中國服務業的體制尚不健全，

僅占國內生產毛額的 40.7%，遠低於世界 57.7%的平均水

準。
96
所以，若澳中自由貿易協定成功簽署，服務業發達的

澳洲將可以領先美歐等已開發國家，搶奪進軍中國市場的先

機。
97 

 
  然而，由於中國深知本身劣勢的經濟條件，故對國內幼

稚產業大多採取高度保護政策，尤其是澳洲 積極投入的農

業和服務業。為此，澳洲打算利用中國對獲得市場經濟地位

的渴望，來換取中國同意在自由貿易協定上就所有領域進行

談判。因為中國目前已成為世界反傾銷調查的頭號受害國，

在經過一連串的敗訴之後，中國商務部決定在與其他國家合

作時，必須以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為前提，以免再度遭受貿

易夥伴的經濟制裁。
98
換言之，在中國看來，獲取市場經濟

的地位比簽署澳中自由貿易協定更富含意義。
99
因此，2005

年 4 月，霍華德訪問北京時便透過承認中國市場經濟的地

                                                 
96  〈 澳 中 自 由 貿 易 協 定 概 覽 〉 ， 澳 大 利 亞 駐 華 大 使 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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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Yu Min-you, “Compliance with its WTO Commitments: China’s 

Intention, Capacity and Policy”, Taiwanese Journal of WTO Studies, 
Vol.3, 2005, pp.113-114. 

99  Jemma Bailey and Patricia Ranald, ”Australia’s experience of the bilateral 
trade strategies of the US and China”, Asia-Pacific Research Network 
APRN, 11 Jul, 2005, 
http://www.aprnet.org/index.php?a=show&t=conferences&c=Policy%20
Research%20Conference%20on%20Trade&i=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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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成功地獲得中國點頭答應在自由貿易協定上展開全面性

的談判，包括農業、服務業和投資等敏感領域。這是澳洲外

交政策的勝利，因為此次是中國頭一回允許無任何例外的雙

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即便之前中國與東協研議的自由貿易

區談判也仍有 480 種商品被排除在外。故前世界貿易組織談

判專家 Andrew Stoler 就曾表示：「這是向前的一大步。」
100

同年 5 月，澳中兩國正式啟動澳中自由貿易協定的首輪談

判。截至 2008 年底為止，雙方已完成了 13 回合的談判工

作。 
 
  值得注意的是，2005 年霍華德結束中國行時曾表示，

各 界 若 將 自 貿 談 判 當 作 澳 中 關 係 友 好 發 展 的 基 準 點

(benchmark)，這是一個天大的錯誤。
101

因為雖然澳洲的經

貿利益必須仰賴崛起的中國，但是美國卻是澳洲長期以來

重要的政治安全夥伴。特別是在聯合政府上任之初，霍

華徳就決定要破除澳洲在地理和歷史之間抉擇的迷思，重

新回歸與美國的傳統同盟關係。從 1996 年台海危機到

2001 年中美軍機擦撞事件，霍華徳的國防政策都緊隨著華

盛頓的腳步，堅持要當美國在西太平洋維持區域穩定的

「副警長」(deputy sheriff)，逐漸形成所謂的「霍華徳主

義」(Howard doctrine)。102
尤其是在 911 事件發生之後，澳

洲首次啟動「美澳紐安全公約」中的防衛條款，全力支持

                                                 
100  水山，〈澳大利亞：”未知”的南方大陸〉，《大經貿》，2005 年第

6 期，頁 64。 
101  “Trade Agreement not be-all end-all: Howard”,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April 18, 2005, http://www.smh.com.au/news/World/Trade-
agreement-not-beall-endall-Howard/2005/04/18/1113676682879.html 

102  William Tow, “ANZUS: Regional versus Global Security in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5, 2005, pp.20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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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反恐戰略部署。不但分別在 2001 年和 2003 年協助

美國出兵阿富汗與伊拉克，並於 2004 年 7 月成為第一個加

入 美 國 「 戰 區 飛 彈 防 禦 系 統 」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MD)的國家。除此以外，坎培拉還利用經貿手段來維持與

美國之間的安全聯繫，決定於 2005 年 1 月正式啟動延宕多

年的「澳美自由貿易協定」，即使此舉可能犧牲澳洲部分

的經貿利益。 
 
  霍華德政府一連串的親美行動，引發中國極度的不安。

儘管澳洲領土並沒有直接與中國相鄰，但是澳洲特殊的地緣

位置和經貿資源對中國卻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自 2000 年以

來，在新保守主義的思潮下，美國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
府將中國定位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
導致中美關係陷入低潮。經過 911 事件之後，美國開始以反

恐名義積極在中國周邊進行軍事部署，一方面透過「美日同

盟」(United States-Japan Alliance)強化西太平洋島鏈，另一方

面藉由「美澳紐安全公約」鞏固南太平洋門戶，這些行為都

讓中國對美國霸權擴張產生疑慮，認為美國已將中國視為後

冷戰時期的首要圍堵目標。
103

根據美國學者 Mohan Malik 的研

究，若中美兩國因台灣問題開戰，澳洲將很可能依循「美澳

紐安全公約」馳援美國，因為美國提供給澳洲的安全保障與

軍事資源是中國永遠無法做到的。
104

另外，近年來中國因經

濟發展對能源的需求孔急，加上美國在中東的戰事導致國際

油價不斷攀升，中國為了確保能源供給無虞，資源豐富的澳

洲自然成為北京急於拉攏的對象。因此，從 2002 年開始，北

                                                 
103  同註 63，頁 23-36。 
104  Mohan Malik, “The China Factor in Australia-US Relations”, China Brief, 

Vol.5, Iss.8, April 12, 2005, p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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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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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反恐戰略部署。不但分別在 2001 年和 2003 年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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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將中國定位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
導致中美關係陷入低潮。經過 911 事件之後，美國開始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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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中國對美國霸權擴張產生疑慮，認為美國已將中國視為後

冷戰時期的首要圍堵目標。
103

根據美國學者 Mohan Malik 的研

究，若中美兩國因台灣問題開戰，澳洲將很可能依循「美澳

紐安全公約」馳援美國，因為美國提供給澳洲的安全保障與

軍事資源是中國永遠無法做到的。
104

另外，近年來中國因經

濟發展對能源的需求孔急，加上美國在中東的戰事導致國際

油價不斷攀升，中國為了確保能源供給無虞，資源豐富的澳

洲自然成為北京急於拉攏的對象。因此，從 2002 年開始，北

                                                 
103  同註 63，頁 23-36。 
104  Mohan Malik, “The China Factor in Australia-US Relations”, China Brief, 

Vol.5, Iss.8, April 12, 2005, pp.5-7. 



Australia-China FTA Negotiations／127 

京就希望能將澳洲納入中國「大周邊戰略」的範疇中，
105

其

手段是運用中國崛起的經濟力量，化解美國暗中聯合澳洲箝

制中國的防禦性圍堵策略，並保障能源供應安全。其具體作

為包括：2002 年 8 月，澳中兩國締結價值 250 億澳元的液化

天然氣協定，成為澳洲有史以來 大的一宗單項出口合同；
1062003 年 10 月，胡錦濤到坎培拉進行國事訪問時，向澳洲釋

出願意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善意；2005 年 4 月，中國除了答

應與澳洲展開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之外，並表示支持澳洲參

加年底的東亞高峰會，一改過去中國在澳洲參與亞太事務的

議題上不表態的作風。
107 

 
  從上述可知，巧妙地利用中國急於分化澳美同盟和取得

市場經濟地位的弱點，是澳洲得以加速澳中自貿談判的重要

原因。由於澳洲對中國經濟的倚賴日深，霍華德政府企圖透

過與美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密切合作，一方面抑制中國在亞

太地區的政治野心，另一方面以此作為與中國談判的籌碼，

獲取進入中國市場的門票。因此，對澳洲而言，同時強化與

中美兩國的關係是有必要的。其中 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

2003 年 10 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美國總統小布希先後訪

問澳洲，此舉令霍華德相當引以為傲，因為這彰顯出澳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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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間採取平衡策略是有效的。
108

按英國學者 Rupert 
Darwall 的分析，澳洲之所以可以成功地遊走於兩強之間，

是因為中美關係並不是「零和遊戲」(zero-sum game)。不同

於過去冷戰時的美蘇對峙，目前中美雙方都希望可以相互發

展建設性關係，
109

所以才給予澳洲在澳中自貿談判上討價還

價的空間。 
 
    隨著澳中關係的迅速加溫，過去長期作為澳洲第一大經貿

夥伴的日本，近年來也開始透過各種管道，積極拓展與澳洲

的關係。在經貿發展上，2002 年 1 月，日本前首相小泉純

一郎(Junichiro Koizumi)在東南亞之行時，就向東協五國提

出建立「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Community)的構想，希望

能在「東協加三」的基礎上吸納澳洲與紐西蘭。該年 5 月，

小泉在訪問澳洲時，便進一步向霍華德表達經濟合作的意

願，兩國並達成推動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共識。
1102007 年 4

月，日澳自貿談判正式啟動，並於 2009 年 3 月完成第八回

合談判。澳洲學者 Ann Capling 認為中國崛起是日本與澳洲

啟動自由貿易協定的主要原因，因為日本有 60%的能源是從

澳洲進口的，所以日本擔心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將會威脅到國

家能源供給動線。
111

在政治安全上，早在 1997 年起，日本

與澳洲就決定要加強在區域安全與防務的合作。進入 21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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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之後，日本不但從 2002 年開始與澳美兩國每年召開「三

邊安全對話」(United States-Australia-Japan T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2006 年 3 月更首次將會議提升至部長級別。值

得矚目的是，2007 年 3 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
與來訪的澳洲總理霍華德共同發表「日澳安全合作聯合宣

言」(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這是日本第一次與美國以外的國家締結類似的協議。

112
根

據國外媒體分析，日本與澳洲的戰略合作一方面顯示出日本

急於拉攏其他國家來對抗中國，另一方面反映出美國是影響

日澳兩國外交政策走向的關鍵因素。
113 

 
  強化中的美日澳三國同盟，不啻是澳洲在澳中自貿談判

上的一張王牌。儘管對中國來說，美國、日本與澳洲的軍事

聯 盟 如 同 一 個 亞 洲 版 的 「 北 大 西 洋 公 約 組 織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意味著中國是亞太地

區的潛在威脅。
114

但是，澳洲知道中國不會眼看著美日澳關

係的日益密切，而澳中關係卻不進而退。因此，在霍華德政

府的平衡外交下，中國的理性選擇就是透過澳中自由貿易協

定的簽署，加強與澳洲的經貿依存關係，並進一步推動雙邊

安全合作，藉此鼓勵澳洲在中美戰略關係上扮演一個中立的

角色。
115

國內學者劉德海認為，作為一個夾雜在強權之間的

                                                 
112  劉新華，〈日澳關係的演變及其特點〉，《當代亞太》，2007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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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國家，澳洲成功地利用中國與美日兩國的衝突與矛盾，

從中斡旋來擴大己身的利益。不過，遊戲的前提是兩強之間

不是零和關係，倘若中美兩國真的執意對抗，澳洲基於安全

考量可能還是會被迫選擇美國。
116 

 

結語 
 
  面對澳洲暗中藉助美日力量抗中的談判策略，中國近年來也

積極拓展與紐西蘭的外交關係，企圖平衡澳洲在自貿談判上的優

勢。由於紐西蘭和澳洲的出口結構頗為類似，若紐西蘭比澳洲早

一步和中國達成自貿協定，澳洲的經濟勢必會受到不小衝擊。在

此考量下，2004 年 5 月，中國便答應紐西蘭先前提出洽簽自由貿

易協定的建議，雙方並於 2004 年 11 月正式啟動首輪的自貿談

判。在歷經 3 年 15 輪的談判之後，2008 年 4 月，「中國－紐西

蘭自由貿易協定」(China-New Zealand Free Trade Agreement)正式

簽署，成為中國第一個與已開發國家締結的自貿協定。
117

許多專

家表示，中紐自貿協定意味著澳洲商業機會的流失，這將間接增

加中國對澳洲的談判力道。
118

例如，在中紐自貿協定確立後的第

三天，澳洲現任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便火速趕赴北京表示，

澳 方 將 努 力 為 澳 中 自 貿 談 判 增 添 「 新 鮮 的 政 治 動 力 」 (fresh 
political momentum)，並希望澳中自貿協定的完成能夠「越快越

好」(as soon as possible)。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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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之後，日本不但從 2002 年開始與澳美兩國每年召開「三

邊安全對話」(United States-Australia-Japan T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2006 年 3 月更首次將會議提升至部長級別。值

得矚目的是，2007 年 3 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
與來訪的澳洲總理霍華德共同發表「日澳安全合作聯合宣

言」(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這是日本第一次與美國以外的國家締結類似的協議。

112
根

據國外媒體分析，日本與澳洲的戰略合作一方面顯示出日本

急於拉攏其他國家來對抗中國，另一方面反映出美國是影響

日澳兩國外交政策走向的關鍵因素。
113 

 
  強化中的美日澳三國同盟，不啻是澳洲在澳中自貿談判

上的一張王牌。儘管對中國來說，美國、日本與澳洲的軍事

聯 盟 如 同 一 個 亞 洲 版 的 「 北 大 西 洋 公 約 組 織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意味著中國是亞太地

區的潛在威脅。
114

但是，澳洲知道中國不會眼看著美日澳關

係的日益密切，而澳中關係卻不進而退。因此，在霍華德政

府的平衡外交下，中國的理性選擇就是透過澳中自由貿易協

定的簽署，加強與澳洲的經貿依存關係，並進一步推動雙邊

安全合作，藉此鼓勵澳洲在中美戰略關係上扮演一個中立的

角色。
115

國內學者劉德海認為，作為一個夾雜在強權之間的

                                                 
112  劉新華，〈日澳關係的演變及其特點〉，《當代亞太》，2007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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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國家，澳洲成功地利用中國與美日兩國的衝突與矛盾，

從中斡旋來擴大己身的利益。不過，遊戲的前提是兩強之間

不是零和關係，倘若中美兩國真的執意對抗，澳洲基於安全

考量可能還是會被迫選擇美國。
116 

 

結語 
 
  面對澳洲暗中藉助美日力量抗中的談判策略，中國近年來也

積極拓展與紐西蘭的外交關係，企圖平衡澳洲在自貿談判上的優

勢。由於紐西蘭和澳洲的出口結構頗為類似，若紐西蘭比澳洲早

一步和中國達成自貿協定，澳洲的經濟勢必會受到不小衝擊。在

此考量下，2004 年 5 月，中國便答應紐西蘭先前提出洽簽自由貿

易協定的建議，雙方並於 2004 年 11 月正式啟動首輪的自貿談

判。在歷經 3 年 15 輪的談判之後，2008 年 4 月，「中國－紐西

蘭自由貿易協定」(China-New Zealand Free Trade Agreement)正式

簽署，成為中國第一個與已開發國家締結的自貿協定。
117

許多專

家表示，中紐自貿協定意味著澳洲商業機會的流失，這將間接增

加中國對澳洲的談判力道。
118

例如，在中紐自貿協定確立後的第

三天，澳洲現任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便火速趕赴北京表示，

澳 方 將 努 力 為 澳 中 自 貿 談 判 增 添 「 新 鮮 的 政 治 動 力 」 (fresh 
political momentum)，並希望澳中自貿協定的完成能夠「越快越

好」(as soon as possible)。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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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見，小國對大國談判仍有其侷限性。儘管澳洲想

要藉由美日澳三國的密切關係作為平衡中國力量的槓桿，但

是隨著澳洲對中國經濟的倚賴日深、中紐自貿協定的成功簽

署、加上農業問題將是日澳自貿談判的 大阻礙，這使得澳

洲在對中談判上所能做的政策選擇並不多。然而，澳中自貿

談判的啟動，突顯出澳洲在兩國政情不同的情況下，仍能擱

置政治爭議，加強與中國的雙邊關係，以獲取實質的經貿利

益。這種務實的對外策略，或許可作為各國外交政策之借

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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