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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经济框架”启动！
中国危险？

美 国 总 统 拜 登 日
前正式宣布启动“印太
经济框架”，美国、韩
国、日本、印度、澳大
利亚、新西兰、印度尼
西 亚 、 泰 国 、 马 来 西
亚、菲律宾、新加坡、
越南、文莱等13个国家
成为初始成员。

“印太经济框架”
，到底是什么？要做什
么？对中国来说意味着
什么？

“空头支票”？
从 公 开 报 道 来

看，“印太经济框架”
目前还没有公布具体方
案 ， 只 设 定 了 四 大 类
别：公平和适应性强的
贸易、弹性的供应链、
基 础 设 施 和 减 少 碳 排
放、税务和反腐败。其
中在公平和适应性强的
贸易方面，又设置了劳
动 力 、 环 境 和 气 候 变
化、数字经济、农业、
监管透明度、竞争规则
和贸易通畅性七个子领
域。

复 旦 大 学 国 际 问
题研究院研究员赵明昊
说，虽然美国围绕印太
经济方面提出了总体性
的原则和目标，但在不
同议题领域，参与的国
家、谈判推进的速度和
策略、执行的力度都不
同。总的来说，在“印
太经济框架”的执行机
制方面，拜登政府倾向
于 更 多 采 用 “ 一 国 一
策”、灵活磋商等非正
式的执行机制，而不是
建立一个类似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TPP)那样
的正式协定。

分析人士认为，“
印太经济框架”本质上
是美国对华开展经济竞
争的工具，不过该框架
存在两个“先天不足”

：
第一，在这个框架

下，美国并不会向其他
成员国开放市场。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
室副代表莎拉·比安基
4 月 底 在 解 释 印 太 经 济
框架时明确表示，该框
架“不包括谈判市场相
互开放的议程”。

这意味着，即使加
入了这个框架，也不能
让本国商品能更顺利地
进入美国市场。这对其
他成员来说，无疑是无
利可图的“空头支票”
，很难引起足够的参与
热情。

正 如 美 国 布 鲁 金
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索利
斯所言，只有在谈判中
向对方开放市场，才能
说服相关国家接受高水
平的劳动者权益保护标
准。但是如果谈判桌上
什么筹码都没有，新兴
国家很难接受那些可能
需要在本国付出高昂政
治成本的规则。

第二，印太经济框
架是以拜登政府签署行
政命令的方式推进的，
无需经过国会批准。在
此情况下，一旦拜登任
期 结 束 ， 该 框 架 就 面
临 “ 朝 令 夕 改 ” 的 风
险。

这并非没有先例。
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宣布
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TPP)，其上任
总统奥巴马的努力功亏
一篑。

“狼来了”？
印 太 经 济 框 架 是

否将对中国造成极大威
胁？未必。

印 太 经 济 框 架 的

绝大多数成员都是东盟
国家。官方数据显示，
疫情期间中国与东盟贸
易出现逆势增长。2021
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
易额达8782亿美元，同
比增长28.1%。其中，中
国对东盟出口4836.9亿美
元，同比增长26.1%；自
东盟进口3945.1亿美元，
同比增长30.8%。目前，
东盟仍是中国第一大贸
易伙伴。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许利平说，事实证明，
中国同东盟合作具有强
大韧性与潜力。随着《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 定 》 ( R C E P ) 落 地 ，
双方合作潜力将进一步
释放，激发更多需求与
市场。而以排他性为出
发点的印太经济框架，
显然与地区一体化和全
球化大势不符，很难给
地区带来持久的红利，
注定难以有效推动。“

印太经济框架试图把东
盟作为围堵中国的突破
口，最后很大可能将事
与愿违。”许利平说。

也 有 分 析 人 士 指
出，对东盟国家来说，
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
而不是参与围堵中国，
更符合自身利益。

尽 管 如 此 ， 中 国
也不能对“印太经济框
架”掉以轻心。

许 利 平 指 出 ， 印
太经济框架由覆盖不同
议题的多个模块组成，
签署国无需加入所有模
块，但必须同意所加入
模块的所有条件。这实
际上就是由美国制作“
菜 单 ” ， 各 国 来 “ 点
菜”，以价值观和规则
为核心，建立独立于中
国的关键供应链体系。

他认为，如果按照
印太经济框架的逻辑，
未来中国在经济安全环

境 方 面 将 面 临 严 峻 挑
战。一方面，“一带一
路”合作项目可能面临
以过高环保和劳工标准
衡量，受到更多“妖魔
化”或污名化的挑战；
另一方面，西方以半导
体为核心的关键供应链
体系将对中国形成越来
越多的挤压，这可能对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
展形成冲击，造成更多
的“卡脖子”难题。

赵明昊也表示，当
前中国的内部压力和外
部环境，和当年奥巴马
政府推动TPP时已经大
不相同。因此，不能忽
视印太经济框架带来的
挑战。面对冲击，中国
唯有进一步深化国内改
革，积极推动《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落实，不断增强
自身经济实力，才能有
效应对日益激烈的大国
经济竞争。（完）

中新网

中 国 外 交 部 今 天
（24日）宣布，中国国
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于
本月26日至6月4日到访
南 太 平 洋 岛 国 和 东 帝
汶，并主持召开第二次
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
会。

据 中 国 外 交 部 官
网今天消息，外交部发
言人汪文斌宣布，王毅
将应邀对所罗门群岛、
基里巴斯、萨摩亚、斐
济、汤加、瓦努阿图、
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
汶 等 八 国 进 行 正 式 访

问，对密克罗尼西亚联
邦进行“云访问”，同
库克群岛总理兼外长、
纽埃总理兼外长举行视
频会晤，并在斐济主持
召开第二次中国—太平
洋岛国外长会。

综合路透社和法新
社报道，所罗门群岛政
府和中国驻所罗门群岛
大使昨天（23日）证实
王毅将到访，所国总理
索加瓦雷形容王毅此行
是一个里程碑。

 
王毅预计将率领20

人的代表团在本周中抵
达所罗门群岛，在首都
霍尼亚拉停留一天，参
加会议并拜访所国总理
索加瓦雷。王毅还将与
所罗门群岛外交部长马
内莱举行联合记者会。

所罗门群岛政府发
声明透露，“这次访问
的重点是与（中国）政
府签署一系列关键的双
边协议。”所罗门群岛
政界人士还说，所国本
周还可能与中国签订贸
易协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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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王毅将到访南太岛国和东帝汶

主持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