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拿大亚太整体参与外交评析*

黄 忠

［内容提要］2010 年以来，加拿大对亚太地区积极开展包括发展经贸联系、安全事务管理以及

人权工作等方面的整体参与外交。加拿大选择在这个时间重新重视与亚太地区的关系，原因跟加

拿大与美国经济联系的衰落，亚太自身的迅速崛起，盟友的战略转型与竞争，及其“中等强国外交”
的定位有关。尽管该参与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缺乏战略谋划与持之以恒的协调，安全上过于

追随美国，地区事务上视角片面以及加拿大国民心态保守等原因，加拿大想要完全融入亚太的道路

仍然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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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印象中，加拿大对亚太地区无所作为，影

响也不大，但事实并非如此。历史上，加拿大就将自

己定位为太平洋国家。二战期间，加拿大士兵曾经

为保卫香港而捐躯，白求恩医生在中国的工作经历

也使得加拿大在后者的正面形象闻名遐迩。1970
年 10 月 13 日，加拿大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的合法地位，比其邻居美国早了将近 10 年。
1977 年，加拿大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开始在东南

亚发挥重要角色。1989 年，在 APEC 峰会建立的运

作过程中，加拿大也发挥了建设性作用。①进入 2010
年以后，加拿大再次认识到，尽管已经成为世界第十

一大经济体、G7 和 G20 成员国以及能够发挥领导

角色的“中等强国”，但它并不能够保证自己在一个

充满竞争与变化日新月异的地球中维持既有地位。
它需要对世界，尤其是亚洲这一全球未来政治经济

的重心，积极贡献自己的思想、商品与才智。与此同

时，加拿大和亚洲的关系也相当脆弱，极易受到后者

日趋增多和多变的政治与安全挑战。②为此，加拿大

提出并践行了一系列整体参与外交政策，以进一步

巩固和提升其在亚太地区的地位。

一、亚太整体参与外交的内涵

加拿大对亚太地区的重新重视始于哈珀时期，

尽管当时经济外交在很大程度上被置于优先位置，

但是其范围远不止于此。③从活动的内容来看，在其

亚太外交的布局中，加拿大有意识地进行整体参与

活动，其中干预亚太国家的地区安全事务与发展人

权被赋予重要意义。
第一，大力推进经贸联系。早在 2006 年，加拿

大就提出了亚太门户走廊( Asia－Pacific Gateway and
Corridor) 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旨在将其建设成为联

系亚洲和北美地区的最佳交通通道，以扩大和亚太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研究”
( 批准号: 15AGJ008) 阶段性成果。

① James Manicom，“Canada’s Ｒole in the Asia－Pacific Ｒebal-
ance: Prospects for Cooperation”，Asia Policy，Number 18，July 2014，
p． 117．

② “Building Blocks for A Canada－Asia Strategy”，Prepared by
the Asia Pacific Foundation of Canada，p．21，https: / /www．asiapacific．
ca / sites /default / files / filefield /asia－ strategy － report － eng． pdf． ( 上 网 时
间: 2016 年 1 月 28 日)

③ Elinor Sloan，“America’s Ｒebalance to the Asia－Pacific: The
Impact on Canada’s Strategic Thinking and Maritime Posture”，Interna-
tional Journal，2015，Vol．70，No．2，p．275．

74

《现代国际关系》 2018 年第 4 期



地区的商业联系。① 2010 年以后，加拿大又试图进

一步加大开拓亚太市场的力度，其典型的事例是

2013 年，加拿大在制定其全球市场行动计划中，将

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
加坡、韩国、泰国和越南置于其在亚太地区经贸发展

战略的优先地位。② 为实现这个目标，加拿大力争

通过一系列多边或者双边框架来打开局面。
在多边框架方面，加拿大特别注意“跨太平洋

伙伴 关 系 协 定”( Trans － Pacific Partnership，简 称

TPP) 和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作用。加拿大将

TPP 视为自己在亚太地区开展经济活动的基石。一

开始，加拿大国内对于是否要加入 TPP 争论纷纷，

但是加拿大从政府到国会对于加入该框架矢志不

移，前总理 哈 珀 更 是 认 为 该 协 议 的 签 署“千 载 难

逢”，“完全超出了自己的最高期待”，对于加拿大而

言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③ 特朗普上台后，尽

管美国决定退出 TPP，但小特鲁多政府仍旧注重和

其他签约方探索达成新 TPP 协议的可能性。④ 加拿

大也很重视 APEC 对于自己参与亚太经济事务的关

键纽带作用，视之为能够确保自己未来谋取经济发

展与安全红利的重要保障，积极参与其下属 30 个部

门和委员会的各种活动，在渔业、农业、技术合作和

交通运输等部门甚至承担过领导角色。⑤ 小特鲁多

总理在上任不久后，于 2015 年 11 月出席了 APEC
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峰会，认为 APEC 对加拿大发展

对外经贸联系“绝对重要”。⑥

在双边层面，与亚太国家建立自贸区被加拿大

视为工作重心。2015 年 1 月，加拿大和韩国的自贸

协定正式生效，这是加拿大与亚太地区签署的第一

个自贸协议。目前，加拿大正在与日本、新加坡、印
度和泰国就自贸协定进行谈判。此外，加拿大与中

国就签订自贸协定事项已经进行了四轮探索性讨

论，2017 年 11 月 10 日，加拿大全球事务部专门就

此发布长达 1．2 万字的公众意见咨询报告。⑦“发展

外资投资保护与促进协议”也是加拿大政府与亚太

地区经济合作的一个亮点。加拿大已经与菲律宾、
泰国和香港签署了该协议，与中国的协议则已于

2014 年 10 月生效。另外值得提及的就是，在 2015
年 3 月 23 日，多伦多成为北美首个离岸人民币结算

中心。
第二，注重安全事务管理。尽管实力有限，但加

拿大依旧关注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事务。2012
年，加拿大国防部总参谋长纳丁茨克( Walt Natync-
zyk) 强调加拿大要以“持久、互惠和适度的”方式参

与亚太安全事务。⑧ 2017 年，加拿大新版的防御政

策文件也强调，要通过持续接触和建立强有力的关

系来成为这一地区可信赖的伙伴。⑨ 正是以此为指

针，加拿大通过多边、双边防务关系以及军事演习等

方式积极提升自己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
在 2017 年版的新防御政策文件中，加拿大表示

要和关键地区大国就地区安全问题进行有意义的对

话; 要与自己的长期伙伴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就

亚太安全问题密切合作; 要与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

尤其是中国，发展更为有力的安全关系; 要在安全议

题上增加对东盟的接触力度，等等。瑏瑠 目前，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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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 AＲF) ，并希望能够在东

亚峰会和东盟国防部长会议上拥有一席之位。除此

之外，加拿大也活跃于香格里拉论坛、美国太平洋司

令部防务负责人会议、雅加达国际防务对话、首尔防

务对话、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和东京防务论坛等一系

列亚太多边安全论坛。在亚太多边军事演习中，

“环太平洋”“金色眼镜蛇”“乙支自由卫士”“关键

决心”与“可汗探索”，等等，都活跃着加拿大的身

影。① 此外，自 2014 年起，加拿大开始参加美韩以

朝鲜为假想敌的例行军事演习。②

在双边层面，加拿大始终坚持以美国为中心。
2013 年 11 月 22 日，美加两国国防部长签署《加美

亚太合作框架》( Canada－U．S． Asia－Pacific Coopera-
tion Framework) ，意在“强化加美两国在亚太地区接

触活动中的协调”，“增强亚太伙伴国的( 防务) 能

力”以及“支持旨在增强地区( 防务) 对话与安全合

作的论坛”。③ 随后以此为基础，加拿大与东北亚、
东南亚和南亚诸多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程度不一的军

事合作。
在与亚太国家的双边安全关系上，管控中国和

平崛起被加拿大视为其在亚太地区安全工作的中心

内容。2013 年，加国防部长麦凯( MacKay) 强调建

构中加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非常重要，因为“地

区内双方误算的后果会非常严重”。④ 目前，中加两

国之间已构建较为完善的防务协调对话机制。在中

美的潜在直接对抗中，加拿大标榜自己没有站在美

国一边对中国施压，而是试图采用多边框架，以中间

人的角色来缓和调解二者之间的安全分歧。在这过

程中，加拿大主张鼓励中国持续融入国际秩序，避免

在领海争端中冒险。⑤

此外，加拿大也很看重军事训练与合作在与亚

太国家发展军事合作中的作用。目前，加拿大与孟

加拉、印度尼西亚、尼泊尔、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十国

的相关活动比较活跃，涉及维和操作、语言培训以及

军事课程等方面内容。加拿大政府希望通过这些项

目，不仅能够发展其亚太双边军事关系，同时够推进

自己的价值理念。⑥

第三，积极介入人权事务。在加拿大的亚太外

交布局中，促进和保护人权工作被置于优先地位。⑦

从实践来看，加拿大人权观可以分为两个组成部分:

一是基于西方传统价值观的选举、宗教信仰与自由

表达等权利; 二是是教育、健康、能源、卫生与环境等

社会文化权利。⑧ 在亚太地区，加拿大对相关国家

人权工作采取积极介入立场，对所谓人权问题予以

批评与指责，并在一些地区开展与人道主义援助相

关的工作。
加拿大在亚太国家打交道时一个突出的现象

是: 一边表示要密切提升两国在各个层面的合作水

平，一边又对该国的人权情况大肆批评，完全不顾两

国的历史文化差异。中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越
南和朝鲜都在加拿大人权批评的国家行列，其中中

国是焦点国家。虽然加拿大官方肯定“中国过去三

十年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极大地提升了许多中国人

的生活水平，为个人的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和经济权

利带来了质的改善”，也“承诺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

开展建设性的交流与合作”，但其基于西方价值观

对于中国人权工作的无端指责却从未中断过，甚至

一度造成两国关系的紧张和冷淡。小特鲁多政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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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后，虽然也在切实改善对华关系，但在人权问题上

对中国的批评和前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从加

拿大驻华大使馆公开的新闻来看，自 2016 年以来，

加官方的相关声明就有 5 次之多。①

加拿大很看重在亚洲发展与人道主义援助相关

的工作。就资金而言，2014 ～ 2015 年度高达 12．65
亿加元，占其全球外援的 22%; 2015 ～ 2016 年度为

11．4 亿加元，占其全球总额的 21%。② 其涵盖范围

既包括常规的日常援助，也包括针对特定事件的紧

急援助。在常规援助方面，加拿大将巴基斯坦和斯

里兰卡视为合作伙伴国，将孟加拉、缅甸、印度尼西

亚、蒙古、菲律宾和越南作为重点国家。在特定的紧

急人道援助方面，加拿大积极参与了 2013 年菲律宾

“海燕”台风、2015 年缅甸洪灾以及尼泊尔地震的救

灾援助。2017 年，加拿大决定给予亚洲以额外的人

道主义援助，以进行与对抗性犯罪、住房与食品援

助、健康和难民服务等相关事务的活动。③

二、推进的动因

加拿大之所以再次重视亚太，并有意识地开展

整体参与外交，跟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加

拿大自身的外交传统密切相关。美国经济联系的衰

落，亚太自身的迅速崛起，盟友的战略转型与竞争以

及自身“中等强国外交”的定位，决定了加拿大对亚

洲事务的整体参与战略不太可能是一时之计，也不

会只追求经济利益。
第一，美国经济联系的衰落和亚太地区的迅速

崛起是加拿大推进亚太整体参与战略的根本原因。
毫无疑问，经济是加拿大转向亚太的最根本驱动力。
当下美国经济的停滞、保护主义的盛行以及对加拿

大有关能源项目的反对使得加拿大担心对美国的单

一依赖并非长久之计。国际贸易约占加拿大国民生

产总值的 60%，而在其整体贸易结构中，美国占了

大约 2 /3，并且美国占其出口总额的 3 /4 以上。美

国经济的衰退很明显对两国贸易产生了不利影响，

再加上国际油价的影响，加拿大作为对美最大贸易

伙伴的地位更是于 2016 年初被中国取代。在这种

情况下，加拿大迫切要求开拓新兴市场，寻找新的经

济发展空间。

亚太地区正成为加拿大致力于全球贸易多元化

努力的重要目标。在加拿大看来，亚太地区不仅已

经成为全球贸易、投资和产业链的商业中心，而且还

是诸多世界顶级企业发展之乡，并日益成为全球技

术创新的中心。④ 目前，在加拿大的六大出口对象

国中，东北亚国家占了三个，东盟则是加拿大的第七

大贸易伙伴。⑤ 据预测，到 2030 年，亚洲 GDP 将会

占世界总量的 50%，总人口则占 53%，中产阶级人

口占 64%，这些都被加拿大视为巨大的发展机遇。⑥

尽管加拿大和亚洲国家(地区)的贸易额在迅速增长，但

2005～2014 年，它在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
日本、韩国和台湾进口额中的比重却长期处于低位，

仅在 1%左右徘徊。其中，2005 年为 1．02%，2015 年

为 0．98%。⑦ 加国内对此非常不满，强烈要求政府

加大亚太地区的投入力度。
加拿大非常担心美国对其能源和资源需求的可

持续性，迫切谋求能源供应的多元化路线。奥巴马

政府搁置批准经阿尔伯塔省至墨西哥湾的基斯顿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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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管( Keystone pipeline) 建设工程的决定，让加拿大

感到十分焦虑。此外，美国内部环保主义者还对加

拿大阿尔伯塔省发展油砂业提出批评，更是加重了

后者的担忧。即便是没有石油管道建设的问题，美

国内部追求减少对外石油依赖的偏好也使得加拿大

认为自己能源产业的发展前景堪忧。美国正大力发

展页岩气，估计在 2035 年有可能实现能源自给。①

这无疑将使加拿大能源出口受到很大削弱。相比较

而言，亚洲市场是加拿大减少对美能源安全困境的

最佳选择。目前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商，

据预测到 2030 年，中国将占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

40%，但其从加拿大的石油进口额只占自己总额的

2%。② 另据预测，到 2040 年，亚洲将进口世界 2 /3
的原油，仅印度和中国两国就可望消费世界 60%的

天然气。亚洲国家也非常关心能源供应的安全问

题，想要摆脱对中东过度依赖的局面，加拿大显然不

愿错过这个机会。③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加关系相

对而言冷淡了很多。在经贸领域，二者以北美自贸

协定的重新谈判为核心的纠纷更是不断。在特朗普

看来，2016 年美国对加拿大 120 亿美元的贸易赤字

给美国的经济和工人就业带来了伤害。在北美自贸

谈判重新启动之初，他就嘲弄其为世界上最糟糕的

贸易协定。2017 年 10 月，他甚至威胁说谈判如果

不能取得成果，就终止该协定。④ 10 月 11 ～ 17 日，

美加墨第四轮三方谈判不欢而散，加拿大外交部长

方慧兰( Chrystia Freeland) 指责美国在谈判中“赢者

通吃”的心态使得协议难以达成。与此同时，其美

国对手则回应说加墨正在对美国经济执行“不公平

的优势”政策，对于二者在谈判中的不妥协立场感

到惊讶和失望。⑤ 可以说，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

政策加快了加拿大转向亚太的步伐。加拿大亚太基

金会 2017 年的民调显示，55%的加拿大民众支持与

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相对于 2016 年提升了 9 个点，

而民众态度的变化则显然与特朗普因素有很大关

系。⑥

第二，美国的战略东移和澳大利亚的经济竞争

对加拿大产生了强烈影响。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

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对加拿大产生了明显影

响，这从二者再次重视亚洲的时间基本保持一致可

以看出。在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强化军事

同盟关系以防范中国和平崛起的风险无疑是其核心

支柱之一。尽管鉴于加拿大实力的限制，美国并未

要求加在自己的再平衡战略中具体发挥何种作用，

但对其一直持欢迎态度。⑦ 对此，加拿大不可能无

动于衷。实际上，早在 2013 年美加签署《加美亚太

合作框架》时，美国国防部就明确表示希望加拿大

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接触，用防务伙伴关系确保“两

国和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对此，加拿大国防

部长回应是，“两国与其亚洲的伙伴在推动该地区

繁荣方面享有共同利益”。⑧ 在加拿大看来，维护美

国在太平洋的军事主导地位，防范中国发展的军事

风险是自己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利益。对此，它将中

国作为自己亚太安全工作的重要对象自然也就在情

理之中。
2015 年 12 月，澳大利亚和中国签署了自贸协

议，它在给中澳两国带来巨大经贸利益的同时，也令

加拿大深感焦虑。因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对华贸易

结构中有着诸多一致的地方，加拿大没有同中国达

成自由贸易协定就意味着它的诸多对华出口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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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澳大利亚的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甚至有被取

代的危险。澳大利亚成为了亚投行创始会员国也对

加拿大产生了影响，它对此反思并认为这使自己失

去了影响中国制定投资基础设施政策的机会，也让

加拿大的基础设施服务商在机械和建筑业上失去了

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机遇。① 可以说，目前加政府正

承受企业和学术界要求提升对华经济合作的巨大压

力。在有求于中国的情况下，加拿大对华政策难以

持过于强硬的立场，只能选择整体接触的方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亚太地区多边组织

的重视，以及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等国家对亚太区

域多边合作的长期参与，让加拿大产生了危机感。
比如，加拿大一度并不重视参与东亚峰会，但随着美

国表示要将东亚峰会作为“该地区基本的安全和政

治机构”，并于 2011 年正式成为该峰会的成员国，加

上中国、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对该峰

会的一贯支持，加拿大的态度也随之改变，并开始积

极参会，甚至谋求成员国地位。
第三，“中等强国外交”的定位是加拿大选择整

体参与亚太事务的内在原因。“中等强国外交”的

一大特征是国家偏好在多边框架中发挥中间人、催
化剂与调解者作用，并在冲突调解、国际维和、国际

制度改革和国际发展援助等四个领域发挥领导者角

色。其中，中等国家非常注重人道国际主义 ( hu-
mane internationalist) 的外交政策，认为“发达国家的

政府和公民对于那些不在本国边界的正承受严重痛

苦和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群有着道德责任”。②

这对加拿大也不例外。在军事实力和经济地位等传

统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加拿大认为自己的影响力只

有通过以合作的方式参与不同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

的多边行动才能发挥到最大。③ 虽然加拿大选择重

新进入亚太主要出于经济因素考虑，但其也认为自

己能够而且应该追求更多目标。
方慧兰在其 2017 年外交重点演讲中，“支持当

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及各类衍生制度，并力争对

其进行加强和改良”被置于首要地位，其中特别强

调，加拿大会争取“在各大多边论坛的领导地位”。④

而进入 21 世纪，亚太地区的多边机制在政治、经济

与安全等多个领域，以及官方与非官方等层面迅速

发展，层次也越来越高，也使加拿大难以无动于衷。
在加拿大看来，至少在传统安全层面，亚太地区

面临着有着以下几点挑战: 一是中国的军事预算在

过去十几年内大幅增长，作风越来越强硬，与之对应

的是美国的影响力却有所削弱。与此同时，中国的

周边国家，比如越南和菲律宾，也在扩张军备。二是

亚太地区有着诸多领土领海争端，比如南中国海和

钓鱼岛问题，容易诱发冲突。三是朝鲜政权行为无

常，尤其是其违反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发展核武器的

行为，给东北亚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⑤ 加拿大认

为自己可以凭借第三方角色的独特优势，在这些安

全挑战中起居中调停作用，帮助亚太地区实现和平

与稳定。⑥

人权问题是加拿大外交政策的中心议题之一。
加拿大认为只有连续公开支持国际人权事业才有可

能提升自己在这一领域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声望、地
位与合法性，才能使各国社会经济实现负责任的发

展，也助于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加拿大民众同样期

望政府在国际人权事业中发挥领导者角色，并借此

推行本国的价值观。早在 2013 年，加拿大亚太基金

会的民调就显示，加 60%的民众希望政府将人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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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外交的优先地位，48%的人认为人权比生意

交往要重要，更有 39%的人认为为了人权可以放弃

经济上的交往。① 在加拿大议会看来，经济上的繁

荣没有改变亚洲诸多人口处于贫困且贫富差距不断

扩大的事实，其民主化进程也正受到质疑和抵制。
亚洲有世界 2 /3 的贫困人口，有 5 亿人仍然生活在

饥饿中。不仅如此，亚太地区还面临着严峻的环境

挑战，更是世界上自然灾害爆发最为频繁的地区，经

常遭受台风、海啸与洪水的侵袭。此外，一些国家政

府治理失序，社会结构脆弱，容易出现动荡局势，等

等。② 对此，加拿大认为自己责无旁贷。而中国在

亚太地区的突出地位以及与中国接触的增多，也使

得加拿大对批评中国的人权情况情有独钟。

三、面临的困境

尽管国际形势的变化让加拿大有足够动机关注

亚太事务，并且对这一地区的整体参与外交也取得

一定成效，但加拿大对亚太事务的参与受多种因素

制约，其被亚太国家完全接受的道路也很漫长。
第一，加拿大的亚太整体参与外交仍基本上处

在政策层面，本身缺乏战略谋划和持之以恒的协调

努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加拿大外交的重心一直

围绕美欧展开，对亚非拉地区的广大世界缺乏足够

兴趣，它对这些地区事务的参与也是断断续续，并未

坚持长期经营的方针。目前加拿大对亚太事务的重

新重视，很大程度上带有被动卷入的特征，缺乏主动

进取的意识。与其说是加拿大积极面对亚太发展的

现实，想要从中寻找机遇，不如说它是在被动适应亚

太地区的崛起，不得不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谋求一

席之地。一直以来，加拿大都没有完整的中长期亚

太参与战略，没有明确自己在亚太事务中到底应该

扮演何种角色，也缺乏持之以恒的协调努力。这种

情况无疑导致了两种极为不利的后果: 一方面，加拿

大没有足够能力把握亚太地区发展的机遇，常常抓

不住合适时机以搭上后者发展的便车; 另一方面，亚

太国家对加拿大参与本地区事务的诚意有质疑，不

愿意赋予它与其能力相匹配的地位。
开拓亚太市场是加拿大实现能源供应多样化的

重要目标，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其

主要原因有: 加拿大面向亚太地区供应油气的必要

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而且建设缓慢，导致后者质疑其

优先开拓自己市场言辞的信誉，与此同时其竞争对

手俄罗斯、中亚、东非和澳大利亚在这方面行动迅

速，且有充分能力满足亚洲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加

拿大石油供应商长期专注北美市场，对亚太地区能

源市场的运作几乎一无所知，而政府也没有为其提

供必要指导和对外政策保障; 最严重的是，出于各种

考虑，联邦政府不愿意在制定能源多样化战略方面

担当领导角色，仅仅指望省级政府在前面冲锋陷阵

以及市场机制来从短期解决能源安全问题。③

21 世纪之交，加拿大和中国之间曾经有过一段

关系非常密切的时期。1997 年，两国建立“中加面

向 21 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1998 年克雷蒂安

总理访华期间，朱镕基总理称加拿大是“中国最好

的朋友”; 2005 年，两国关系又提升为“战略伙伴关

系”。④ 然而，加拿大政府却没有利用这个机遇在西

方世界里优先深化与中国的合作。哈珀总理任期时

两国风波不断，一度陷入“经温政凉”的局面。加拿

大既没有加入亚投行，也没有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

反而被澳大利亚和欧洲多国捷足先登。2015 年底，

小特鲁多总理上台后，两国政治关系虽然有所改进，

但经济上相对停滞的局面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尽管加拿大政府宣布加入亚投行，且开始着手推动

两国自贸协定谈判，但其结果很难令人乐观。
近几年加拿大一直谋求东亚峰会和东盟国防部

长会议正式成员国的席位，但后者总是礼貌地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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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理由是加拿大过去对东南亚事务的参与总是

忽冷忽热，东盟目前对加拿大重视东南亚乃至亚洲

的承诺存在怀疑。①

第二，加拿大政府在安全上采取了过于追随美

国的外交路线，使其参与亚太地区事务的视角很片

面。中等强国固然可以和大国结盟，并在大的对外

政策方向上与之保持一致，但其行为也要有足够的

独立性与灵活性，以便获得相应的国际发展空间。
在参与亚太事务的过程中，加拿大面临的一个重要

问题在于，它在安全上采取了过于追随美国的方针，

自主的特征虽然有，但严重不足，且缺乏新的思维和

创意。从其实践来看，加拿大给人的印象常常是其

首要任务不是本国利益的扩展，而是美国东亚霸权

秩序的维护。这样，它“第三方协调者”的身份就很

难获得相关国家支持，即便是其能够提出有关地区

事务的新方案，也不容易得到响应和执行。比如，加

拿大虽然宣称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争端中持平

衡的方针，强调自己对相关岛礁的所有权不持立场，

但是它和美国一样表达了对所谓南海“航行自由”
的担心，也不同意中国处理领海争端的看法，要求中

国接受“国际仲裁”。不仅如此，加拿大还在一定程

度上参与了美国军事制衡中国的活动。尽管它想要

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又觉得中美之间的关系会紧

张，而且关键时刻它仍会选择站在美国一边。这也

就意味着，加拿大不可能做到在中美之间的绝对中

立，自然也难以获得中国的信任。再比如，加拿大一

直津津乐道于派遣了 26000 名士兵参加 1950～1953
年的朝鲜战争，最近更是直接参加了美韩针对朝鲜

的联合军演，这种行为令人丝毫看不出其改善东北

亚安全形势的诚意。②

加拿大在参与亚太事务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

亚太地区多元化的现实，视角很片面，这突出体现在

它对亚太地区的人权政策上。发展人权本身并没有

问题，但加拿大的错误在于，它顽固地坚持西方标

准，并且过于拔高了“人权”对于中等强国外交的作

用，甚至达到了偏执的程度。比如，对于中国全程公

开审理周世锋、胡石根、翟岩民和勾洪国颠覆国家政

权案的透明过程，加拿大视而不见，反而称那几个人

为“人权卫士”，指责中国违反自己的刑事诉讼法，

并由此质疑中国对于坚持发展法治社会的承诺，这

很令人匪夷所思。③ 加拿大这种总是带着有色眼镜

看待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人权工作的后果，就必然会

使自己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平添纠纷与不稳定因素，

伤害双方的真诚对话与合作。

第三，加拿大国民过于保守，缺乏开放的心态，

不利于加拿大政府培育对亚太地区合作的社会氛

围。加拿大国家层面对亚太地区政策诸多问题背后

折射的是其国民错误的亚太观。由于主要人口为欧

洲移民的后裔，加拿大民众更愿意和那些与自己有

共同语言和习俗的传统盟友交往，而不愿意同不那

么熟悉的亚洲国家打交道。典型的例子就是，尽管

加拿大 60%的移民来自于亚太地区，且有大量的亚

洲留学生生活在加拿大，但加拿大到亚洲国家的留

学生数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其本来就不多

的海外留学生首选之地还是美国、英国、法国和澳大

利亚。加拿大亚太基金会 2014 年的民调也发现，只

有 16%的加拿大人有在亚洲生活、工作或者旅行的

经历。2016 年，该民调再次发现，加拿大国民对亚

太地区的印象相对于以前虽有所改善，但仍不容乐

观。比如，只有 34%的人认为加拿大是亚太地区的

组成部分( 2014 年为 22%) ，48%的人认为应该优先

加强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 2014 年为 37%) ;

61%的人支持省级政府在亚洲国家设立贸易办公室

( 2014 年为 45%) ，但是只有 25%的人认为应该将

本省作 为 亚 洲 国 家 的 优 先 投 资 对 象 ( 2014 年 为

23%) ; 加拿大人依旧不欢迎来自亚太国家的国有企

业对本国投资，其中对来自中国国企的支持率为

11%( 2014 年为 14%) ，马来西亚 13% ( 2014 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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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同时有一大半的人对这两国的投资还持反对

态度; 46%的加拿大人认为亚太地区未来 10 年内将

会发生严重的军事冲突( 2014 年为 43%) ，等等。更

为严重的是，加拿大人对政治层面的人权因素仍有

着浓郁的情结。51%的加拿大人认为在和亚洲伙伴

打交道时，为了人权考虑可以牺牲经济利益; 76%的

人希望政府能够主动进行人权外交，而非由相关国

家自己解决问题; 59%的人认为在亚洲推行民主应

该放在政府议程的首位。①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对于中国的印象在亚太

国家中处于低值位置。如果满分以 10 算，2016 年

加拿大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为 4．9，尽管这是 2010 年

以来的最高值，但是还是比澳大利亚( 8．0) 、日本( 7．
0) 、韩国( 6．0) 、印度( 5．8) 、越南( 5．7) 、菲律宾( 5．7)

和印度尼西亚( 5．3) 等国低。49%的人认为中国的

发展对加拿大是机遇大于威胁，35%的人认为中国

的人权有所改善( 2014 年为 39%) ，65%的人认为中

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是对亚太地区的威胁( 2014
年为 60%) ，46%的人认为中国在加拿大越来越多

的活动会威胁国家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② 2017
年，尽管形势使得加拿大民众同意更多加强与中国

的经济联系，但是仍有 64%的人担心这会导致加拿

大更容易遭受中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压力。③ 加拿大

人对中国的这种印象与其媒体有着密切联系，后者

充斥着对中国产品不安全、劳工待遇不平等以及侵

犯加拿大网络安全与知识产权的报道，其反华倾向

甚于欧美媒体。然而，在中国从事经营的加拿大企

业却认为其绝大部分指责为子虚乌有，中国是一个

有潜力的有利可图的市场。④ 此外，加拿大学术界

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也不少，甚至有极端观点

认为中国的主要地缘政治目标是推翻在美国在东亚

的海上主导权，并渗透进北美地区动摇美国权力的

根基。⑤

对此，加拿大有识之士不无担忧地指出，加拿大

人对亚洲国家缺乏了解、很少有人接触过亚洲或者

受过亚洲商业文化熏陶。其恶果是: 无法在与亚洲

打交道的过程中了解和抓住亚洲大量已有的机遇;

无法提供必要的信息帮助政府制定合适的亚太战略

与政策; 加拿大企业缺乏能够完成与亚洲相关工作

的人才，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尤其

是加拿大的青年人，在与受过良好相关教育的澳大

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同辈们竞争与亚洲相关的工

作时，总是处于极度不利地位。⑥ 尽管加拿大政府

在努力改变这种局面，比如提出了留学中国的 10 万

人计划，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更好地融入

亚太，加拿大显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 责任编辑: 吴兴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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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eptember 30，2015，Ｒussia sent its troops to Syria． Since then，Ｒussia has been agressively involved in the
Middle East and mad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t has not only strengthened it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rea，but al-
so greatly increased its political influence，and thus becomes one of the important external factors for the changing
situ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Since Donald Trump becam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he has changed stra-
tegic contractio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set by Barack Obama． He has taken a proactive and unusual action by
intensifying the contest with Ｒussia，in order to rebuild US position as the Middle East’s leader． The wrestling be-
tween the US and Ｒ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has led to a new round of differentiation and reconfiguration of geopolit-
ical powers in the area． The geopolitical layout in the Middle East is undergoing profound and complex changes，
which become a new catalyst for the continuous contest between the US and Ｒussia． The two sides will have even
more fierce struggle in both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spects for the dominating power in this region．
Keywords: United States; Ｒussia; military presence; political influence; regional dominating power

US Financial Sanctions on Ｒussia: Effectiveness，Dilemma and Trend

Ma Xue

Abstract: After the Crimean crisis，the United States has increased financial sanctions on Ｒussia． In the short
term，financial sanctions have limited impacts on Ｒussia’s economy，but in the long run，they will have irreversi-
ble impacts on Ｒussia’s economic prospects． Although the US has gradually escalated its financial sanctions，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break the deadlock． Precise sanctions are adopted to avoid humanitarian crisis，but it is difficult to
evade the ethical dilemma． Enforceability of financial sanctions is decreasing． US financial sanctions against Ｒussia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US－European relations． The frequent sanctions by the US are weakening US policy legiti-
macy and integrity，leading to financial sanction mechanism degradation． Sinc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ook of-
fice，financial sanctions against Ｒussia are continuing．
Keywords: US economy; financial sanction; US－Ｒussia relations

Canada’s Asia－Pacific Overall Engagement Diplomacy

Huang Zhong

Abstract: Since 2010，Canada has embraced overall engagement diplomacy toward Asia－Pacific in economic and
trade，security affairs and human rights． Canada reattaches importance to Asia－Pacific in wake of its decreasing e-
conomic ties with the US，rapid emergence of Asia－Pacific，alliance’s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nd competition and
Canada’s position as a“middle power”． Although the engagement policy has gained some certain achievements，it
is still difficult for Canada to fully integrate in Asia－Pacific because of lacking strategic planning and consistent co-
ordination，following US excessively in security issues，unilateral perspectives in regional affairs，and conservative
popular sentiment．
Keywords: Canada; Asia－Pacific; overall engagement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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