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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太 经 济 框 架
计 划 通 过 四 个 支 柱 领
域，即“数码与传统贸
易 ” “ 提 升 供 应 链 韧
性”“清洁能源、去碳
化与基础设施”以及“
税与反贪污措施”来加
强成员国的合作，当中
将不涉及关税和市场准
入的谈判。

（ 东 京 综 合 电 ）
美国总统拜登昨天在东
京 启 动 印 太 经 济 框 架
（IPEF），这是美国五
年来参与亚洲经济事务
的最重大举措。

I P E F 创 始 国 有 1 3

个，除了美国，还有日
本、韩国、印度、澳大
利亚、新西兰，以及印
度尼西亚、新加坡、泰
国、越南、文莱、马来
西亚和菲律宾七个东南
亚国家。13国的国内生
产总值总和约占全球四
成。   

 
I P E F 创 始 国 在 联

合声明中说：“这个框
架旨在增强我们经济体
的韧性、可持续性、包
容性、经济增长、公平
和竞争力。我们的目标
是通过这个框架，促进
印太的合作、稳定、繁
荣、发展与和平。”

拜 登 昨 天 （ 5 月
2 3 日 ） 在 记 者 会 上
说：“21世纪经济的未
来，主要在印太地区缔
造。”“我们正在制定
新的规则，帮助我们所
有国家的经济更快、更
公平地增长。”“我想
说 清 楚 ， 这 个 框 架 未
来将向想要加入的其他
国家开放——如果它们
同意框架设立的目标以
及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的
话。”

李总理：IPEF具战
略和经济意义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表示，“重要的是通过
IPEF平台，展开积极的
合作的讨论，这些举措
有望带来具体的结果和
现实利益。”

李显龙总理通过视
讯在印太经济框架启动
会上指出，IPEF具有战
略意义和经济意义。“
它可成为美国在印太地
区开展经济外交的宝贵
平台，清楚表明美国将
继续致力于与亚洲伙伴
国家接触和深化美国在

太平洋地区的联系。”
 
据 报 道 ， 印 太 区

域许多国家不愿签署任
何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协
议，中国是本地区多数
国 家 的 最 大 贸 易 伙 伴
国。美国此次照顾到其
他多数创始国的要求，
同意新的多边经济框架
对中国保持开放。

美国一名高级政府
官员表示，美国没有邀
请中国大陆加入，部分
原因是华盛顿想要的许
多标准，北京都无法接
受。至于想要加入的台
湾被排除在外，白宫国
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
台湾不会成为IPEF的一
员，但华盛顿正寻求加
深与台湾的经贸联系。

美 国 商 务 部 长 雷
蒙多表示，新框架为亚
洲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
之外的替代方案。她表
示，当前企业界正积极
寻找中国以外的替代选
项，美国企业相信将会
从中获益。

分析：不包括关税

下调 新框架经济效益难
量化

印 太 经 济 框 架
计 划 通 过 四 个 支 柱 领
域 ， 即 “ 数 码 与 传 统
贸易”“提升供应链韧
性”“清洁能源、去碳
化与基础设施”以及“
税与反贪污措施”来加
强成员国的合作。

一些分析指出，美
国视新框架为“恢复经
济领导地位的转折点”
，力争强化影响力。但
一些评论员说，因为美
国国内的政治阻力，新
框架不包括任何关税下
调，而且目前尚不清楚
哪些内容具有约束力，
因此其经济效益还很难
量化。还有一些分析认
为，新框架不含降低关
税，难以增加向美国市
场的出口，对成员国而
言好处不多。

谈判还未开展，因
此目前也不清楚最终新
框架是否需要美国国会
批准。（完）

联合早报

 GDP合占全球四成 
美国启动13国参与印太经济框架

美国总统拜登（右三）、日本首相岸田文
雄（右一）和印度总理莫迪在东京的印太经
济框架成立仪式上，与其他成员国领导人举
行视频会议。（法新社）

有 记 者 提 问 ： 据
报 道 ， 俄 罗 斯 外 长 拉
夫 罗 夫 2 3 日 表 示 ， 俄
罗 斯 将 继 续 同 中 国 发
展 友 好 关 系 。 在 当 前
西 方 国 家 奉 行 霸 权 主
义 的 背 景 下 ， 俄 中 经
济 合 作 将 实 现 更 快 发
展 。 两 国 共 同 倡 导 国
际 关 系 民 主 化 ， 在 捍
卫 国 际 公 平 正 义 、 推
动 世 界 多 极 化 问 题 上

拥 有 广 泛 共 同 利 益 。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中方赞
赏拉夫罗夫外长所作
表态。

中 俄 互 为 最 大 邻
国 ， 是 彼 此 最 重 要 的
紧 密 邻 邦 和 全 面 战 略
协 作 伙 伴 。 中 俄 关 系
经 受 住 国 际 风 云 变 幻
新 的 考 验 ， 始 终 保 持

正 确 前 进 方 向 。 中 俄
合 作 具 有 强 大 内 生 动
力 和 独 立 价 值 ， 不 针
对 第 三 方 ， 也 不 会 受
外界影响。

作 为 联 合 国 安
理 会 常 任 理 事 国 和 金
砖 国 家 、 上 海 合 作 组
织 、 二 十 国 集 团 等 多
边 机 制 重 要 成 员 ， 中
俄 将 继 续 致 力 于 推 进

世 界 多 极 化 和 国 际 关
系 民 主 化 ， 维 护 真 正
的 多 边 主 义 ， 反 对 国

际 关 系 中 的 霸 权 行 径
和阵营对抗。(完)

中新网

中方赞赏拉夫罗夫涉华积极表态：
中俄合作具有强大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