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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目的］“五眼联盟”从冷战时期就长期在香港活动，一般是收集情报和关注人权。但自 2019 年“香港

修例风波”以来，“五眼联盟”对香港的介入发生转型。深入了解“五眼联盟”对香港的介入有助于加强我国在香港

的国家安全。［研究方法］以“客体—主体—机制”为框架，就客体而言，“五眼联盟”从“维护香港独特性”转向“利

用香港对抗中国”; 就主体而言，“五眼联盟”的介入从“单独行为”转向了“集体行为”; 就机制而言，“五眼联盟”从

松散变得日益紧密。［研究结论］“五眼联盟”介入香港方式发生转型既有各成员想维护自己在港现实利益的原因，

也有大国战略博弈背景下香港被“五眼联盟”赋予更加重要的地缘政治含义。未来，“五眼联盟”在议题上除了继续

介入香港的民主、人权之外，还可能拓展到贸易、敏感技术以及香港参与的国际协议等实质性议题。在集体行动上

可能出现选择性: 在情报收集、敏感技术出口等议题上“五眼联盟”会紧密团结，在民主与人权上新西兰可能会继续

在公开场合表现不同立场，而且“五眼联盟”可能会和“西方七国”形成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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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Ｒesearch purpose］Since the Cold War Era the Five Eyes Alliance has been interfering in Hong Kong，generally collecting in-

formation and concerning human rights in Hong Kong． But from Hong Kong Extradition Law Ｒevision Storm in 2019，there were some

transitions in the Five Eyes Alliance＇s interference in Hong Kong．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Five Eyes Alliance＇s interference will be

helpful to improve China＇s security in Hong Kong．［Ｒesearch method］This research takes " object－subject－regime" as an analysis frame-

work． As far as the object is concerned，there was a transition from " safeguarding Hong Kong＇s uniqueness" to " confronting China with

Hong Kong" ． As far as the subject is concerned，there was a transition from single acts to collective acts in interference in Hong Kong． As

far as regimes are concerned，the Five Eyes has been transited from a loose structure to a close institution． ［Ｒesearch conclusion］These

transitions are caused by two factors: one is that realistic interests are needed to be safeguarded in Hong Kong，the other is that Hong Kong

is becoming geopolitically more important in the eyes of the Five Eyes Alliance in the game of powers． In the future，in addition to Hong

Kong ＇s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the Five Eyes Alliance will expand its interference to the following issues on trade，sensible technolo-

gy，and Hong Kong＇s international treaties． The Five Eyes members may be united together by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the export of sen-

sible technology and so on，but i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New Zealand may continue keeping an independent stance from the other

four members． More importantly，the Five Eyes Alliance may interact with Group Seven in Hong Kong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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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后，中国全国人大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精神出

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法》( 简称《香港国安法》) ，对极端乱港势力实施法律

制裁，重新修订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办法，并在粤港

澳大湾区框架下推出多项措施吸引港人来珠三角创

业，可谓多管齐下促使香港政局趋向稳定。但这些措

施在国际上引发了“五眼联盟”对中国的集体施压。
“五眼联盟”介入香港事务并非始于 2019 年，早在香

港回归之前已经开始，只不过近年对香港事务的介入

发生了转型。本文根据“客体—主体—机制”三要素

总结“五眼联盟”介入香港事务所发生的转型，并从国

际层次和香港内部探求介入动因，最后对“五眼联盟”
介入香港的趋势进行研判。

1 “五眼联盟”介入香港的转型

1．1 确立介入目标: 从“维护香港独特性”转向“利

用香港对抗中国” 香港回归前，“五眼联盟”在长达

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重视香港相对于中国内地的

“独特性”，主要从三大议题介入香港事务: 情报、人权

与民主。第一大议题是情报。香港长期以来是自由

港，各种势力在此活动。冷战时期，美国就非常重视香

港的这种独特性，“五眼联盟”在香港收集中国内地出

版的报纸和资料，了解从内地来港人士的信息，根据这

些资料和信息研判中国情势的发展。香港回归后，美

国在香港保留了大量工作人员，仅美国驻港领事馆人

员就有上千，还有大量美国非政府组织活跃在香港配

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进行活动。第二大议题是人权

问题。随着中英之间通过谈判解决了“香港问题”，人

权问题成为“五眼联盟”成员关注的主要议题。各成

员国担心，香港回归后人权无法得到保障、香港的独特

性无法得到延续，他们纷纷对此表态。在中国人大起

草《基本法》的过程中，英国就多次敦促中国将《人权

法案》写入《基本法》，并在回归后多次就香港人权状

况进行评价。美国则在 1992 年制定了完善的《美国－
－香港政策法》，将香港人权列入美国对香港关注的议

题之一，并在香港回归后多次发布香港人权评估报告。
第三大议题是政制发展。为了在制度上确立和延续香

港的独特性，1992 年 10 月 7 日港督彭定康发表的施政

报告中关于“政改方案”［1］部分为香港设计了西方式

民主制度，“五眼联盟”成员对此积极支持。香港回归

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介入香港政制发展的最主要外

部势力。美国政府不仅每年通过《美国—香港 政 策

法》对香港政制予以评估，还多次以官方形式接见香

港“反对派”代表人物。在英美主导下，加拿大也对香

港民主发展高度关注。为了配合美国和英国，在香港

回归前的 1996 年 4 月和 1997 年 3 月，李柱铭访问加

拿大寻求支持均得到加拿大官方接见。2014 年 4 月，

美国、英国、加拿大官方纷纷接待来访的李柱铭、陈方

安生等“民主派”代表人物。2015 年上半年，香港特区

政府讨论政改的敏感时期，李柱铭于 3 月 10 日再次赴

加拿大国会参加听证［2］。
近年来，香港社会运动频繁，尤其是 2019 年“香港

修例风波”引发大规模破坏性暴力行动。美国等西方

国家看到了香港在传播西方式民主、自由、人权方面的

价值与对抗中国大陆的意义，对香港更加重视。英国

政府作为香港历史问题的见证者，多次表达出自己

《中英联合声明》“维护者”的身份和维护香港自由价

值的必要性与责任感［3］。美国早在 1992 年出台了《美

国—香港政策法》，对香港回归后的美港关系进行全

面监督，但 2019 年又单独出台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案》，为从西方价值体系出发监督香港确立法律依据。
虽然该报告和《美国—香港政策法》一样仍然要求美

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评估报告以判断香港是否享

有足够的自治，但内涵上更强调维护香港民主、自由、
人权等价值观的重要性，基于美国立场从西方式民主、
自由、人权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规定与要求［4］。澳大

利亚对香港的“关注”主要集中在《香港国安法》。澳

大利亚不顾香港暴乱分子破坏社会秩序、危害香港法

治的现实，对中国实施《香港国安法》应对暴乱、恢复

秩序表示强烈反对［5］，对受到《香港国安法》制裁的香

港暴乱分子表达支持［6］，对四位立法会议员因违法被

取消议员资格表达支持［7］。加拿大也反对中国在香港

实施《香港国安法》［8］，并对因违反国安法而受到制裁

的人表达支持，声称这是对香港民主的支持［9］。为了

应对《香港国安法》带来的影响，“五眼联盟”甚至考虑

对港人启动移民方案和短期访问计划，五国都公开表

态愿意给因参与暴力活动而可能受到《香港国安法》
制裁的香港年轻人颁发留学签证，但在移民方面，五国

之间表示了不同的态度。美国愿意接纳移民，但英国

仅只接受短期访问者，不提供大规模港人居留甚至移

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则从“道义”上予以支持。为了

进一步对抗《香港国安法》，五国甚至暂时终止与香港

的引渡条约［10］，美国还带头制裁中国政府和特区政府

的涉港事务主要官员。种种迹象表明，“五眼联盟”在

香港问题上正在走向与中国对抗的局面。
1．2 加强主体协调: 从成员的“单独行为”转向联盟

的“集体行为” 传统上，“五眼联盟”对香港事务的关

注着眼于情报、人权与民主，各成员在同一议题下虽然

有共同立场，但在措施上基本采用“单独行为”，而且

介入程度也有偏差。从《基本法》立法到香港回归之

际，部分港人因对香港前途信心不足而产生向外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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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引发“五眼联盟”成员对香港人权问题异常关

注。1990 年前后，英国政府不仅自己承诺将多次给予

香港 5 万个家庭大约 22 万多“英国属土公民”完全的

英国公民地位［11］，给予他们在英国的居留权，并呼吁

联盟其他成员帮助香港人民，将港人“居留权”问题国

际化。加拿大对此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通过官方访

问来增加自己对港人信心的支持。加拿大还给予来访

的港督高规格接待。1990 年 5 月港督卫奕信访加，以

及后来港督彭定康访加，都受到了加拿大给予西方友

好国家高级官员访问同样规格的接待。澳大利亚的高

官和港英政府高官也经常互访。如澳大利亚外长伊文

思就多次访港，港督也多次访澳［12］。美国比其他国家

措施更多，在 1992 年制定了完善的《美国—香港政策

法》，把香港当作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来对待。与加

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口头支持不同，美国还通过《1990
年美国移民法》规定: 1991－1993 年内，美国给予香港

每年的移民配额从 5 000 增加到 10 000，即被当作“半

国家”对待，而 1994 年之后，享有一个单独国家的移民

配额，即 20 000［13］。
2019 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以来，“五眼联盟”

尽管也与过去一样开展单独行动，但更重视联合行动，

展现集体的声音与力量。自美国特朗普 时 期 开 始，

“五眼联盟”已经是美国伙同英、加、澳、新介入香港事

务的主要工具。他们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加强协调。一

是“五眼联盟”成员在国际会议上加强协调，拉拢联盟

外其他伙伴国家就香港事务对华施压。2020 年 10 月

6 日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 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委

员会) 开会期间，“五眼联盟”竟然与 20 个欧盟成员国

以及日本和几个太平洋小国总共 39 国共同对香港问

题表态，攻击《香港国安法》会对香港“高度自治”带来

损害，声称国安法中的许多规定“不符合中国的法律

义务”，敦促中国“维护香港的自治、权利和自由，尊重

香港司法机构的独立性”［14］。在日内瓦举行的 44、45
和 46 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连续三次联合他们的盟友就香港事务对中国政

府进行批评，尤其在 44 届人权理事会上英国代表 28
国发言指责中国破坏《中英联合声明》。在 45 届人权

理事会上，加拿大、澳大利亚与英国保持一致立场，认

为《香港国安法》破坏了“联合声明”［15］。46 届人权理

事会上，英国、美国、加拿大拉拢多国对香港问题纷纷

发言，采取一致立场批评中国［16］。二是联盟内协调行

动。自从《香港国安法》出台后，“五眼联盟”国家一直

表达不满，也担心自己本国情报人员在香港受到法律

制裁。2020 年 7 月 4 日加拿大宣布暂停与香港的引渡

条约。7 月 10 日澳大利亚也宣布暂停与香港的引渡

条约。此后，7 月 20 日、7 月 28 日、8 月 19 日英国、新

西兰、美国相继宣布暂停与香港引渡条约。这一集体

行动是对“五眼联盟”密切合作的最好证明。
1．3 加强机制建构: 从松散变得日益紧密 传统

上，“五眼联盟”成员介入香港事务主要通过三种形

式，机制较为松散。一是公开发表声明表达对香港事

务的态度。美国、英国是发表公开声明最活跃的国家。
在 1990 年香港移民问题、1992 年开始的“彭定康政改

方案”、1996 年香港特区行政与临时立法会选举、2003
年“23 条”立法、2012 年香港国国民教育争议、2014 年

占中等重大事件中，美、英两国官方都发表了大量声

明，公开对香港“民主派”表达支持，对中国中央政府

和香港特区政府施加压力。二是出台法律和发布政策

报告，美国在这一方面最突出。回归前，美国在 1989
年出台《香港移民法案》，1992 年出台《美国—香港政

策法》，1997 年出台《香港回归法》。这三个法律文件

分别从移民、美港经贸关系、香港民主发展、香港“一

国两制”的顺利实施等方面对香港给予特别对待和监

督。其中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是 1992 年出台的《美

国—香港政策法》，该法规定 1997 年后美国国务院每

年向国会报告香港的上述情况。三是官方接见香港

“反对派”人士表达对香港人权和民主的支持。香港

“反对派”认识到美国是他们最大的支持者，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李柱铭、杨森、涂谨申、沃尔文、黄之锋、
戴耀廷、罗冠聪、郭荣铿、莫乃光等“独派”分子多次窜

访美国，受到美国官方的接见。美国官方安排接见的

目的是抬高“反对派”势力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英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是香港“反对派”通过访问寻求支

持的对象。如 1990 年香港“移民问题”引起争议之

际，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四国官员分别与港英

政府官员进行互访。回归后，李柱铭、陈方安生等多次

到访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国与官方人士沟通民主与人

权问题。
近年来，“五眼联盟”开始突破传统形式，介入香

港的机制变得日益紧密。一是外长会议机制日益紧

密。2020 年 6 月 1 日，“五眼联盟”成员通过电话会议

猜测《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将会出现大规模移民

潮，并讨论如何应对这种可能的局面［17］。7 月 8 日，

“五眼联盟”各成员国外长再度举行电话会议，讨论香

港局势，指责中国破坏香港“一国两制”，要“合作保卫

人权与自由”。会议结束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

外长纷纷在推特上对会议内容进行总结与表态。通过

外长会议，“五眼联盟”成员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香港问

题处理机制。二是发布联合声明常态化。2020 年香

港新冠疫情严重，为了安全，特区政府决定推迟香港立

法会选举。对此，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美
国五国外长联合发表声明: 对香港局势“严重关切”，

·33·第 3 期 沈本秋，等: 对“五眼联盟”介入香港的转型分析



认为推迟选举将削弱香港民主［18］。鉴于香港近年来

的政治乱象以及特区立法会无法自行通过《基本法》
“23 条”有关国家安全的立法，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香

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并在香港特区予以实施，

一批支持和参与暴力活动的乱港分子得到了法律制

裁。这一行为得到了“五眼联盟”成员严厉批评，美

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四国联合发表声明表示

“严重关切”，要求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尊重港人权

利和自由”［19］。为了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2021 年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对香港特区特首的产生办法和立法

会选举办法建议修正并获得通过。3 月 13 日，澳大利

亚与新西兰联合发表声明，对港人权利与自由“深表

忧虑”［20］。

2 “五眼联盟”转型的动因

2．1 “五眼联盟”成员在香港的现实利益 美国在

香港有巨大的经济利益。1 300 多家美资企业在香港

运营，其中 300 多家美企的亚洲地区总部就在香港。
几乎每一家美国金融企业都在香港开展业务。2019
年“修例风波”前香港是美国第九大商品出口地，美国

对港贸易盈余达到 311 亿美元，而且长期以来美国在

美港贸易中都保持着贸易盈余。美国与中国香港的人员往

来也很密切。在港常驻的美国人已经达到 8．5 万人，

仅在 2018 年就有 130 万美国人访港和经港中转，同年

有 12．7 万港人访美。此外，美港之间在司法、移民、海
关等方面都有成熟的合作。在反恐方面，美国军方与

香港纪律部队一直在合作，2018 年香港也参加了美国

资助的在新德里举行的区域反恐会议。文教方面的交

流也带来巨大收益，2017－2018 年香港在美国大学的

留学生达到 7 162 人，给美国带来 2．75 亿美元收益［21］。
香港回归后，为了体现自己作为前殖民者对香港

的“关心”，英国自 1997 年以来一直在出版《香港半年

报告》，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司法、政制发展、基本权

利与自由、英港双边关系等进行评估［22］。英国之所以

如此“关心”香港，除了历史原因外，还有很多现实利

益。英国作为香港的前殖民者，在香港回归中国后，一

直在官方往来、经贸投资、文化交流上维持着双边关

系。“香港修例风波”发生前的 2018 年，英国已经超

越德国成为欧盟成员中对香港出口额最大的成员国，

对港出口额达到 581．7 亿港元，相对于 2017 年的 503
亿港元增加了 15%。此外，英国长期维持着与香港的

官方往来，英国议员与香港议员多次互访探讨政制、法
制与双边关系问题。回归后“英国文化协会”( The
British Council) 一直在组织各种活动为港英文化交流

提供便利。2018 年该协会专门为香港各主要博物馆

馆长举办了培训项目［23］，即使 2020 年在新冠肺炎导

致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该协会也支持“职业教育协会”
( Vocational Education Council) 为香港组织了“职业与

专业教育培训”( 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 在线项目，吸引上万人参加［24］。

加拿大与中国香港联系紧密。香港是加拿大海外侨民

最多的地方，大约 30 万加拿大人生活在香港。香港的

加拿大商会是加拿大在境外最大的商业组织之一，有

1 200多会员。香港是加拿大全球服务业出口的第八

大市场，2019 年出口额达到 18 亿美元，其中金融、工
程、信息技术、专业服务的出口非常突出。香港还是加

拿大全球商品出口第十大市场，2019 年出口额达到 40
亿美元。香港也是加拿大重要的投资对象，2019 年加

拿大在香港的直接投资达到 117．4 亿美元［25］。
澳大利亚在香港的利益建立在人员往来与经贸基

础之上。澳大利亚在香港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香港

也是澳大利亚海外侨民定居最多的地方［26］，大约 10
万澳大利亚人在香港生活，约 9．6 万香港人在澳大利

亚生活。澳大利亚与中国香港已经缔结了《澳大利亚—香

港自由贸易协定》与相关的《投资协定》，已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生效。该协定下澳大利亚对港出口享受零

关税政策，为澳大利亚服务业进入香港提供了保障。
大约 600 家澳大利亚企业在香港经营业务［27］。香港

是澳大利亚第十一大商品出口市场，也是澳大利亚第

八大服务出口市场［28］，还是澳大利亚第五大外资来源

地［29］。澳大利亚在香港与澳门的商会是澳大利亚最

大的境外商会，在 27 个驻港国际商会中位列第二［30］。
新西兰尽管是“五眼联盟”中的小国，但与香港仍

然有密切往来。新西兰是第一个与香港签署自贸协定

的国家，早在 2010 年双方就签署了《新西兰—中国香

港紧密经贸合作协定》［31］。“香港修例风波”前的

2018 年，香港是新西兰货物出口第八大市场，达到 8
亿美元［32］。香港还是新西兰十大外资来源地之一，常

年往返两地的访客年均超过 3 万［33］。
正因为五国在香港均有巨大现实利益，他们对香

港事务非常关心。香港虽然是中国的领土，但香港是

一个国际自由港，香港也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

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一直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繁荣要

靠民主制度和尊重人权来维护。如果没有这些前提，

自由市场将会受到削弱，“五眼联盟”成员在香港的现

实利益也会遭到削弱，所以他们集体希望在香港维护

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权。
2．2 大国战略博弈背景下香港被“五眼联盟”赋予

地缘政治含义 “五眼联盟”自成立之日起，就以支持

“国际自由秩序”为核心价值，保护西方民主国家不受

安全挑战。在冷战时期，“五眼联盟”的主要任务就是

防范和应对来自苏联阵营和中国的挑战。在那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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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对于“五眼联盟”的地缘政治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成

为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和收集有关中国内地

情报的理想之地。同时，美国还把香港看作对华实施

禁运的重要港口。美国对所有销售往香港的货物实行

严格的审批手续。美国还把香港当作美国海军停靠休

息的场所，并以此作为帮助英国对香港承担一种军事

责任的表示。后来，冷战结束进一步刺激了西方世界

的乐观情绪。自由主义开始在舆论中甚嚣尘上。他们

普遍认为，苏东的改革之所以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

化，在于这些改革国家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和制度。弗

朗西斯·福山在 1989 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认为，

苏联和东欧的改革进程说明，他们想取代西方自由主

义制度的尝试已经完全失败，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将作

为人类政府的终结形式而在全球普及。从地缘政治而

言，“五眼联盟”对香港民主和人权的重视有助于维护

西方的价值，而且香港实现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将是在

台湾地区之后，西方大国为中国内地甚至整个东亚地

区树立的又一个西方式民主典范。
中国香港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一样曾经

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成为“五眼联盟”在港维护“国

际自由秩序”的心理基础，也是美国主导的“五眼联

盟”将香港捆绑在地缘战略上的因素之一。正是因为

曾经同被英国殖民统治，新西兰认为自己与香港之间有

共同的法律传统，很多新西兰的律师与法官在香港从

业［33］。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也与中国香港一样实施“普

通惯法”( Common Law) 。“五眼联盟”成员都认为自

己与香港在法治、人权与个人自由方面有共同价值观。
港人基本上是中国人为主体，香港虽然在传统文化上

依然保留了中国文化，在长期的殖民化与冷战环境熏

陶下，在价值观上它已经承载了更多西方价值观。在

经济上，香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与自由市场经济，

与西方世界有共同的经济话语。正因为如此，香港虽

然在主权上属于中国，但在价值观与经济体制上，一直

被国际社会视为西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一员，自然

也被他们视为西方地缘战略的前沿阵地。
自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开始对华极限施压和切

割，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这种思路，而且拜登政府更重

视带领西方盟友联合对华施压，在此背景下“五眼联

盟”的地位更加凸显。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仅令中

美进入大国博弈状态，而且让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正

走向与中国对立的状态。在中西对立状态下，作为长

期被西方视为“自由世界”一员的香港，自然会被“五

眼联盟”赋予更加重要的地缘政治含义以维护“国际

自由秩序”。因此，“支持民主化是美国对港政策的基

本原则”，“维护香港人权对美国非常重要，也与美国

在港利益直接相关”。美国承诺将“支持香港最终实

现特首普选与立法会直选”。为了维护“国际自由秩

序”在香港的实现，美国不仅支持《基本法》承诺的各

项权利与自由，还支持《中英联合声明》、1966 年《公民

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48 年《世界人权公约》
中规定的各项权利。为了维护香港的人权与民主，美

国承诺将与“五眼联盟”中的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以及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协调立场。对于参与香港

街头暴乱运动的年轻人，美国不仅自己发放学生签证

和工作签证，还鼓励与美国具有同样价值观的国家采

取类似政策; 而对于违背了美国上述价值观的中方和

特区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美国鼓励盟友和自己一道

采取境外财产冻结、不发放签证甚至经济惩罚等制裁

措施［34］。在美国的鼓励与支持下，“五眼联盟”成员多

次指责中国，攻击中国全国人大为维护香港安全与稳

定而制定的《香港国安法》，对特区政府出于抗击新冠

疫情需要而推迟 2020 年立法会选举斥责为阻止香港

民主发展，更将特区政府执法抗暴行为斥责为违反人

权与自由［35］。美国甚至制裁了多位涉港事务的中国

官员和香港特区政府官员。

3 “五眼联盟”介入香港事务的趋势

3．1 介入议题: 从价值观议题拓展到实质性议题

香港的身份原本就具有“二元特征”，即在主权归属上

属于社会主义中国，但在制度上属于资本主义政治经

济体系。这种身份特征容易让中国与西方世界形成一

股张力。香港回归之初，对“两制”的重视超过“一

国”，故此西方世界没有太多批评与制裁。但 2003 年

以来港人对“23 条”立法的抵制、2012 年对“国民教育

科”的抵制、2014 年占中、2019 年“修例风波”冲击中

央驻港机构与特区政府，这些行为在香港与大陆之间

造成了社会对立情绪，令国家对港的治权难以落实。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速度加快，以及《香港国安法》
的出台，中国已经明显在通过国家整合的方式从经济、
政治、法律、社会方面对香港加强“一国”原则的落实。
目前在大国博弈背景下，美国已经视中国为战略博弈

对手，随着中国在香港加强“一国”原则的落实，美国

与“五眼联盟”成员利用香港牵制中国的可能性只会

加大，“五眼联盟”对中国的香港政策也会更加关注。
原本美国根据《美国—香港政策法》给予了香港

“特殊地位”，具体包括以下待遇: 美国支持香港参加

国际多边组织，在回归后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与活

动; 美国维持和扩大与香港的经贸关系，在进口配额和

原产地证书方面继续把香港当作单独领土来对待; 美

国将继续承认香港特别行政区颁发的原产地证书; 美

国继续允许港元和美元的自由兑换; 美国将继续支持

香港根据“巴统”规定获得敏感技术，只要美国确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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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技术留在香港; 美国鼓励香港继续努力以制订一套

保护知识产权的协议框架; 美国承认香港国际转运中

心的地位，美国将继续承认香港注册的船只和飞机;

1997 年 7 月 1 日之前美港所签订的所有条约和国际

协定在回归后继续有效。如果美国政府评估香港的

“高度自治”发生变化，上述“特殊待遇”将减少或逐步

取消［36］。
过去三十多年，无论是出于维护“国际自由秩序”

的价值追求还是追求地缘政治战略的现实目标，在美

国的主导下，“五眼联盟”对香港事务的介入主要是人

权、民主、自由这些价值观层次的议题，基本没有涉及

上述《美国—香港政策法》中的贸易、敏感技术、国际

条约等具体问题，美国对港的“特殊待遇”没有实质性

的发生变化。但 2019 年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拓
宽了《美国—香港政策法》的议题范围，不仅和《1992
美国—香港政策法》一样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国会

汇报香港状况，对香港的“高度自治”进行评估，还要

求对中国是否利用香港逃避美国出口管制与制裁的情

况进行判断。根据 2019 年法案，如果香港将美国公民

引渡到中国大陆，美国政府将采取措施保护美国公民

并对中国香港与美国之间的各项法律实施协议进行评

估［37］。《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为美国未来进一步介

入香港事务提供了多种议题选项。美国是“五眼联

盟”的领导者，“五眼联盟”是美国强化全球领导地位

的有力支撑。美国的政策文件将决定“五眼联盟”介
入香港事务的风向。2020 年《香港国安法》出台后，

“五眼联盟”已经集体终止了与香港的引渡条约。在

大国战略博弈背景下，随着中国在香港加强“一国”原
则，不排除美国与“五眼联盟”其他成员在贸易、敏感

技术、国际条约等问题上减少甚至取消对港的“特殊

待遇”。
3．2 集体行动的选择性 传统上，“五眼联盟”都是

集体行动，但未来对香港的介入可能会体现区别。在

情报收集与分享，出口管制、敏感技术等涉及国家安全

的议题，“五眼联盟”成员必定会采取集体行动。“五

眼联盟”的初衷就是维护“自由国际体系”的安全，无

论是早期针对苏联阵营、冷战结束后应对恐怖威胁等

非传统安全问题，还是现在针对中国和俄罗斯，情报收

集与分享始终是合作的主要内容。回归前，美国中情

局香港分站、英国在港警内部设的警务处“政治部”均
是两国在港收集情报的基地。回归后，英国主导的警

务处“政治部”虽然撤退了，但美国依靠驻港总领馆办

公设施仍然不间断从事情报活动［38］。《香港国安法》
通过后，这些国家在香港的情报活动将会更加隐蔽，但

合作会加强。在“一国”原则逐步落实的大背景下，

“五眼联盟”成员也将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港实施

出口管制，并限制敏感技术对港出口。
为了确保“国际自由世界”的安全，维护西方所谓

民主、自由、人权是“五眼联盟”关注的价值观议题，美

国也试图引领其他成员团结一致，但这些价值观议题

并不是所有时候都会令五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虽然

五国各自都公开声明自己与香港在价值观上一致，各

自也单独对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发声施压，但在集体

施压行动上还是出现了分歧。相对于其他四国，新西

兰相对低调，主要参与了几次联合声明表达对上述价

值观的重视。后来对参加联合声明也不热衷了，但并

不表示“五眼联盟”的分裂。新西兰认为“五眼联盟”
的合作关系应该体现于早期历史使命中———分享情

报，而没必要向人权之类的议题拓展［39］。由此可见，

在面对这些价值观议题时，不同成员仍然有保留。综

合“香港修例风波”以来“五眼联盟”成员对香港事务

的介入，发现无论是单独发声还是集体发声，新西兰都

是参与次数最少的国家。未来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继续

存在。
在大国战略博弈背景下，美国拜登政府在对华政

策中日益重视运用联盟战略。“五眼联盟”是美国主

导的英语国家联盟，其对港政策自然也会对其他联盟

产生示范作用，未来不排除其他西方联盟也会就香港

问题对华施压。“五眼联盟”部分成员也是“西方七

国”成员，就在“五眼联盟”多次发表联合声明介入香

港事务时，“西方七国”也展示了自己团结，就《香港国

安法》对中国施压［40］。未来不排除“西方七国”继续

就香港问题对华施压，与“五眼联盟”形成相互支持的

态势。

参 考 文 献

［1］ 李昌道．香港政治体制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2］ 环球网．港反对派赴加作证被批汉奸: 外国人面前攻击中国

［EB /OL］．［2021 － 07 － 01］． https: / /mil． huanqiu． com /article /

9CaKrnJIHOO．

［3］ British Consulate General Hong Kong． Six monthly report to par-

liament on Hong Kong : January to june 2019［EB /OL］．［2021－

06－01］．https: / /www ．gov．uk /government /news /six －monthly －

report－to－parliament－on－hong－kong－january－to－june－2019．

［4］ USC． Hong Kong Democracy and Human Ｒights Act of 2019，

Nov． 27，2019［EB /OL］． ［2021－05－10］． https: / / china． usc．

edu /hong－kong－human－rights－and－democracy－act－2019－nov
－27－2019．

［5］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Minister for Women，Senator the

Hon Marise Payne． Joint statement on Hong Kong ［EB /OL］．

［2021－05－20］． https: / /www ．foreignminister．gov．au /minister /

marise－payne /media－release /statement－hong－kong－0．

［6］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Hong Kong statement ［EB /OL］．

［2021－06－10］． https: / /www ．foreignminister．gov．au /minister /

·63· 情 报 杂 志 第 41 卷



marise－payne /media－release /hong－kong－statement．

［7］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Statement on Hong kong ［EB /

OL］． ［2021－ 06－ 10］． https: / /www ． foreignminister． gov． au /

minister /marise－payne /media－release /statement－hong －kong －

2．

［8］ Foreign minister＇s joint statement on arrests in Hong Kong［EB /

OL］．［2021 － 06 － 16］． https: / /www ． canada． ca /en /global － af-

fairs /news /2021 /01 / foreign－ministers－ joint－statement－on－ar-

rests－in－hong－kong．html．

［9］ Office of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Canada concerned over

the targeting of pro － democracy activists in Hong Kong ［EB /

OL］． ［2021 － 07 － 12］． https: / /www ． canada． ca /en /global － af-

fairs /news /2021 /04 /canada－concerned－over－the－targeting－of－

pro－democracy－activists－in－hong－kong．html．

［10］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Minister for Women，Senator the

Hon Marise Payne． Extradition treaty with Hong Kong［EB /

OL］． ［2021 － 06 － 16］． https: / /www ． foreignminister． gov． au /

minister /marise－payne /media－release /extradition－treaty－hong－

kong．

［11］ 李 后． 百年屈辱史的终结: 香港问题始末［M］．北京: 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7: 245．

［12］ Kim Ｒichard Nossal． Playing the international card? The view

from australia，Canada，and the United States［C］． Gerald A．

Postiglione and James T． H． Tang． Hong Kong ＇s Ｒeunion with

China． M ． E． Sharpe，Inc．，1997: 94－95．

［13］ Michael Chugani and Fiona Macmohon． US approves safety net

despite revolt［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90－12－19．

［14］ 搜狐网．美德英执意在联合国挑起对抗，张军霸气回应［EB /

OL］． ［2021－05－19］． https: / /news． sina．com．cn /c /2020－10－

09 /doc－iivhuipp8588074．shtml．

［15］ Lord Ahmad of Wimbledon． UN Human Ｒights Council 44，

UK’s closing statement［EB /OL］． ［2021 － 06 － 13］． https: / /

www ．gov．uk /government / speeches /un－human－rights－council－

45－uks－closing－statement．

［16］ US Mission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Geneva． Assault on

democracy in Hong Kong ［EB /OL］． ［2021－06－18］． https: / /

geneva．usmission．gov /2021 /03 /12 /assault－on－democracy －in－

hong－kong．

［17］ 腾讯网．“五眼联盟”还是“魔眼联盟”［EB /OL］． ［2021－07－

01］． https: / /new ．qq．com /rain /a /20200811A0QDYS00．

［18］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Joint statement on the ero-

sion of rights［EB /OL］． ［2021－07－01］．https: / /www ．gov．uk /

government /news /hong－kong －statement－on－the－erosion－of －

rights．

［19］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Minister for Women，Senator the

Hon Marise Payne． Joint statement on arrests in Hong Kong［EB /

OL］． ［2021 － 07 － 01］． https: / /www ． foreignminister． gov． au /

minister /marise－payne /media－release / joint－statement－arrests－

hong－kong．

［20］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Minister for Women，Senator the

Hon Marise Payne． Joint statement on electoral changes in Hong

Kong［EB /OL］． ［2021－06－13］． https: / /www ．foreignminister．

gov．au /minister /marise－payne /media－release / joint－statement－

electoral－changes－hong－kong．

［21］ Department of State． 2019 Hong Kong policy act report ［EB /

OL］． ［2021 － 07 － 01］． https: / /www ． state． gov /2019 － hong －

kong－policy－act－report / ．

［22］ UK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Six－monthly reports on

Hong Kong［EB /OL］． ［2021 － 05 － 16］． https: / /www ． gov．

uk /government /collections / six － monthly － reports － on － hong －

kong．

［23］ UK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Six－monthly reports on

Hong Kong 1 July to 31 December，2018［EB /OL］．［2021－07－

01］． https: / / assets． publishing． service． gov． uk /government /up-

loads /system /uploads /attachment_data / file /789904 /190327_Six

_Monthly _Ｒeport_on_Hong_Kong_July _－_December_2018__

FINAL270319．pdf．

［24］ UK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Six－monthly reports on

Hong Kong 1 January to 31 June，2020［EB /OL］． ［2021－05－

01］． https: / / assets． publishing． service． gov． uk /government /up-

loads /system /uploads /attachment _ data / file /937162 /Hong _

Kong_Six_Monthly_Ｒeport_January_－_June_2020．pdf．

［25］ Consulate General of Canada in Hong Kong． Canada—Hong

Kong relations［EB /OL］． ［2021－05－08］． https: / /www ．cana-

dainternational．gc．ca /hong _kong /bilateral_relations_bilaterales /

canada_hk．aspx? lang =eng．

［26］ Foreign Minister＇s Office． Statements on protests in Hong Kong

［EB /OL］． ［2021－ 06－ 09］． https: / /www ． foreignminister． gov．

au /minister /marise－ payne /media － release /statement － protests －

hong－kong．

［27］ Australian Consulate － General Hong Kong． Australia—Hong

Kong relations［EB /OL］． ［2021－ 06－ 02］． https: / /hongkong．

china．embassy．gov． au /hkng /australia－hong －kong － relations． ht-

ml．

［28］ Australian government，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Hong Kong［EB /OL］．［2021－10－30］． https: / /www ．dfat．gov．

au /sites /default / files /hong－cef．pdf．

［29］ 中国日报．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签订双边自贸和投资协议

［EB /OL］． ［2021 － 10 － 30］． http: / / cn． chinadaily． com． cn /a /

201903 /27 /WS5c9b1433a310e7f8b15730da．html．

［30］ Austr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ong Kong，membership

［EB /OL］． ［2021－ 10－ 30］． https: / /www ． austcham． com． hk /

membership．

［31］ New Zealan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NZ Hong

Kong，China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EB /OL］．［2021－04－

07］． https: / /www ． mfat． govt． nz /en / trade / free － trade － agree-

ments / free－trade－agreements－in－force /nz－hong －kong －china－

closer－economic－partnership / ．

［32］ 2020 年新西兰进口数据分析［EB /OL］． ［2021－10－30］． ht-

tps: / /www ．sohu．com /a /421410744_444604．

［33］ New Zealan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Hong Kong

( SAＲ) ［EB /OL］． ［2021－ 05－ 19］． https: / /www ．mfat． govt．

nz /en /countries－and－regions /asia /hong－kong－sar / ．

［34］ USC． Hong Ko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ct of 2019，Nov．

27，2019［EB /OL］． ［2021－04－14］．https: / / china．usc．

( 下转第 46 页)

·73·第 3 期 沈本秋，等: 对“五眼联盟”介入香港的转型分析



［7］ Alam F，Mehmood Ｒ，Katib I，et al．Data fusion and IoT for smart

ubiquitous environments: A survey［J］． IEEE Access，2017 ( 5) :

9533－9554．

［8］ Chowdhury A，Ｒaut S A，Narman H S．DA－DＲLS : Drift adaptive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based scheduling for IoT resource

management［J］．Journal of Network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s，

2019，138: 51－65．

［9］ Wang P，Yang L T，Li J，et al．Data fusion in cyber－physical－so-

cial systems: State－of －the－art and perspectives［J］． Information

Fusion，2019，51: 42－57．

［10］ Llinas J，Bowman C，Ｒogova G，et al．Ｒevisiting the JDL data fu-

sion model II［Ｒ］．Space and Naval Warfare Systems Command

San Diego CA，2004．

［11］ Bedworth M，O＇Brien J．The Omnibus model: A new model of da-

ta fusion? ［J］． IEEE Aerospace and Electronic Systems Maga-

zine，2000，15( 4) : 30－36．

［12］ Boyd J．A discourse on winning and losing［M］． Air University

Press，2018．

［13］ Bedworth M ，O＇Brien J ．The Omnibus model: A new model of

data fusion? ［J］． Aerospace ＆ Electronic Systems Magazine

IEEE，2009，15( 4) : 30－36．

［14］ Kumar Ｒ，Wolenetz M，Agarwalla B，et al．DFuse: A framework

for distributed data fusion［C］/ /Proceedings of the 1st interna-

tional conference on Embedded networked sensor systems，2003:

114－125．

［15］ Yerva S Ｒ，Jeung H，Aberer K．Cloud based social and sensor data

fusion［C］/ /2012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Fusion．IEEE，2012: 2494－2501．

［16］ Kalamkar S．Clinical data fus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for smart healthcare［C］/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

dustry 4．0 Technology ( I4Tech) ．IEEE，2020: 211－216．

［17］ Ahn D． The stages of event extraction［C］/ /Proceedings of the

Workshop on Annotating and Ｒeasoning about Time and Events，

2006: 1－8．

［18］ 邓建高，段欣迪．面向国家公共安全的信息行为线上－线下融

合治理模式初探［J］．图书情报工作，2018，62( 15) : 145－148．

［19］ Doddington G Ｒ，Mitchell A，Przybocki M A，et al．The automatic

content extraction ( ace ) program － tasks，data，and evaluation

［C］/ /Lrec，2004，2( 1) : 837－840．

［20］ 刘忠宝，秦 权，赵文娟．微博环境下新冠肺炎疫情事件对网

民情绪的影响分析［J］．情报杂志，2021，40( 2) : 138－145．

［21］ 汪小帆，李 翔，陈关荣．复杂网络理论及其应用［M］．北京: 清

华大学出版社，2006．

［22］ 李 雷，闫光辉，杨绍文，等．基于孤立节点分离策略的改进鲁

汶算法［J］．计算机应用，2017，37( 4) : 970－974，992．

［23］ 党生翠．网络舆情利益相关者研究述评［J］．情报杂志，2020，39

( 1) : 115－120．

［24］ 金占明．战略管理: 超竞争环境下的选择［M］．北京: 清华大学

出版社，2004．

［25］ Picard Ｒ W．Affective computing［M］．MIT Press，2000．

［26］ Leetaru K，Schrodt P A．Gdelt: Global data on events，location，

and tone，1979 － 2012［C］/ / ISA annual convention． Citeseer，

2013，2( 4) : 1－49．

［27］ Gerner D J，Schrodt P A，Yilmaz O，et al．Conflict and mediation

event observations ( CAMEO) : A new event data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foreign policy interactions［J］． International Stud-

ies Association，New Orleans，2002，4( 19) : 27－33．

［28］ Jin P，Mu L，Zheng L，et al．News feature extraction for events on

social network platforms［C］/ /Proceedings of the 26th Interna-

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Wide Web Companion，2017: 69 －

78．

［29］ Leetaru K H．Fulltext geocoding versus spatial metadata for large

text archives: Towards a geographically enriched Wikipedia［J］．D
－lib Magazine，2012，18( 9) : 5．

［30］ Wang K ，Zhang J ，Li D ，et al． Adaptive Affinity Propagation

Clustering［J］． Acta Automatica Sinica，2008，33 ( 12 ) : 1242 －

1246．

［31］ Ｒousseeuw P J．Silhouettes: A graphical aid to the interpretation

and validation of cluster analysis［J］．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1987( 20) : 53－65．

［32］ Calinski T，Harabasz J．A dendrite method for cluster analysis［J］．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theory and Methods，1974，3( 1) : 1
－27．

( 责编 /校对: 刘影梅)

■■■■■■■■■■■■■■■■■■■■■■■■■■■■■■■■■■■■■■■■■■■■■■
( 上接第 37 页)

edu /hong－kong－human－rights－and－democracy－act－2019－nov
－27－2019．

［35］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Minister for Women，Senator the

Hon Marise Payne． Joint statement on electoral changes in Hong

Kong［EB /OL］． ［2021－05－06］． https: / /www ． foreignminister．

gov．au /minister /marise－payne /media－release / joint－statement－

electoral－changes－hong－kong．

［36］ See S． 1731． 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 of 1991．

Aug． 11，1992．

［37］ USC． Hong Kong Democracy and Human Ｒights Act of 2019，

Nov． 27，2019［EB /OL］． ［2021－ 05－ 18］． https: / / china． usc．

edu /hong－kong－human－rights－and－democracy－act－2019－nov

－27－2019．

［38］ 间谍不算犯罪? 香 港，正 告 别“世 界 间 谍 中 心”［EB /OL］．

［2021 － 10 － 30］． https: / /3g． 163． com /dy /article /FOVU4U

190519WCJG．html．

［39］ ABC News． New Zealand says Five Eyes security alliance re-

mains strong［EB /OL］． ［2021－ 05－ 01］． https: / / abcnews． go．

com /International /wireStory / zealand － eyes － security － alliance －

remains－strong－77235936．

［40］ UK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G7 Urges China to re-

consider national security law［EB /OL］． ［2021 － 05 － 12］． ht-

tps: / /www ．gov．uk /government /news /g7－urges－china－ to － re-

consider－national－security－law ．

( 责编 /校对: 王平军)

·64· 情 报 杂 志 第 41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