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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瓦内在南非独立传
媒网站发文表示，当
今世界，脱钩、断供
和施压等单边主义做
法注定失败，建立“
小圈子”或煽动意识
形态冲突的企图也同
样会落空。世界各国
特别是大国应摒弃冷
战思维，坚持真正的
多边主义，抵制一切
破坏包容、合作、沟
通和尊重的行为，反
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 破 坏 全 球 治 理 体
系。

肯尼亚南南合作
智库负责人斯蒂芬·
恩德格瓦在肯尼亚《
星报》发文表示，美
西方采取的单边主义
做法行不通，其主导
的赢者通吃规则只能
将世界带回地缘政治
紧张甚至冷战。面对
百年未有的全球性挑
战，各国命运与共的
大船不能迷失方向。
中国一直坚定不移支
持多边主义，为发展

中国家维护利益争取
更大主动权，相信中
国将引领世界走向和
平 与 繁 荣 。 ( 经 济 日
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田士达)

印度媒体——
最好不要太过乐

观
印度《商业标准

报》以《印度加入“
印太经济框架”后为
何必须谨慎行事》为
题报道称，印度与美
国在数字商务、劳工
和环境标准等方面的
观点有诸多不同。一
直以来，印度不愿看
到其加入的任何自由
贸易协定采用西方国
家制定的标准。单论
此 次 “ 印 太 经 济 框
架”，印度虽然是初
始成员国之一，但对
于该多边框架中的贸
易、监管标准等问题
却是准备最不充分的
国家，因此该框架对
印度是利是弊，结论
还不好下。此外，文

章还指出这一框架“
地 缘 政 治 含 义 太 明
显”，印度如今加入
该框架，势必给其未
来的国际政策取向带
来严峻挑战。

印 度 《 金 融 快
报》刊发文章，同样
提出了“印太经济框
架”标准与监管上的
问题，认为印度与美
国在标准一致性上可
能会产生不少分歧。
同时，文章认为，该
框架仅涉及数据、环
境、劳动力等议题，
却没有关于减免关税
的讨论。如果没有关
税减免，印度要想在
当前经济形势下满足
框架要求，面临着不
小挑战。对于“印太
经济框架”，最好不
要 太 过 乐 观 。 ( 经 济
日报记者 施普皓)

柬埔寨学者——
本质是美遏华工

具
柬埔寨皇家科学

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
长金平表示，“印太
经济框架”目的是在
区 域 内 遏 制 中 国 ，
并 与 《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
( R C E P ) 相 竞 争 。 中
国在RCEP中扮演重
要角色，它正将亚洲
经济转变为能够抵御
保护主义和大规模贸
易冲突负面影响的核
心经济支柱。美国已
经建立印太战略、四
方安全对话以及五眼
联 盟 等 多 层 盟 友 体

系，试图遏制和包围
中国，“印太经济框
架”是美国用于巩固
其与十多个亚太国家
关系的又一工具，同
样反映出其遏制中国
的政治企图。

金平表示，“印
太经济框架”并非自
贸协定，并未提供市
场准入或关税减免。
它更具象征意义而非
有效或真正的政策，
是 个 政 治 宣 示 而 非
具体行动。而RCEP
是 多 边 贸 易 合 作 机
制，其结构确保了所

有参与国家都能从中
受益，因为成员国都
必须遵循统一的贸易
规则。这种贸易协定
能够有效对抗单边主
义，是实现世界繁荣
的坚强基石。而“印
太经济框架”可能加
剧地缘政治紧张。

金平认为，任何
排除中国的地区性或
全球性贸易框架都很
难有效运作，因为中
国是全球供应链的最
重要组成，也是全球
增 长 的 重 要 引 擎 。 (
经济日报记者 张 保)

▲ 2022年5月，墨西哥总统洛佩斯
在访问危地马拉时公开表达对美国
不满，指出美国承诺向中美洲投资
40亿美元，但实际上“到现在还什

么都没有”。

▲ 美国深陷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制裁
泥沼，却仍不忘拉拢东盟国家打压

遏制中国。 
（漫画 | Vitaly Podvitski）

    国际社会评“印太经济框架”：
美破坏亚太经济秩序不得人心(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