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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上台后
全 力 推 进 “ 印 太 战
略 ” ， 企 图 拉 拢 地
区 国 家 共 同 遏 制 中
国。“印太战略”如
何威胁亚太地区的和
平发展？以菲律宾为
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如
何看待这一战略？面
对美国围堵，中国又
当如何应对？

对此，中新社“
东西问·中外对话”
邀请“南海战略态势
感知计划”主任、北
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研究员胡波与菲律宾

亚太协进会研究员卢
西奥·布兰科·皮特
洛三世展开对话。

胡波指出，美国
已 把 所 谓 “ 印 太 战
区”当作最主要的战
区，其处于部署状态
的军事资源和海空军
事平台，印太地区至
少占60%以上。他强
调，尽管美国试图在
亚洲拼凑反华联盟，
但东南亚国家普遍不
愿选边站，面对复杂
局势，中国有信心、
有能力应对挑战。

卢西奥则表示，

东盟成员国担忧大国
竞争可能会迫使它们
选边站，它们希望通
过对话缓和局势。

对话实录摘编如
下：

中新社记者：美
国之前提出了“印太
经济框架”，这一框
架 是 否 意 在 抗 衡 中
国？

胡波：美国在安
全上有美日澳印“四
边安全对话”等盟友
体系来对抗中国，在
经济上讲就是“印太
经济框架”。但现在
印太地区绝大部分国
家跟中国的经济联系
越 来 越 强 ， 相 对 而
言，跟美国的经济联
系在下降。

( 对 印 太 地 区 而
言 ) 中 国 是 最 大 经 济
伙伴，美国是最大军
火商，双方的比较优
势不一样。美国的比
较 优 势 在 于 军 事 能
力、盟友体系，中国
的比较优势在于经济
发展能力、经济辐射
能力。短期内，美国
改变不了(这一状态)
，在印太地区也新投
入、新增加不了多少
资源和资金，所以“
印太经济框架”吸引
力有限。对菲律宾、
印尼等国来说，在经
济合作方面，中国依
然是首要选择伙伴。

卢西奥：中国在
周边国家和全球经济
当中，都扮演着重要
角色。对许多域内国

家来说，中国是一个
庞大的邻国、一个重
要的经济合作伙伴。
所以，这应该就是美
国“印太战略”面临
的挑战。

中国的“一带一
路”倡议展现出开拓
者的形象，比如“健
康丝绸之路”在抗疫
时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各国送去了药品和
疫 苗 。 再 比 如 重 要
的“数字丝绸之路”
，在亚太地区特别是
在东南亚，提升了在
中产阶级和年轻人群
当中推行电子商务和
移动商务的潜力。

美国一直在推出
自 己 的 倡 议 ， 如 《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定》、“经济繁荣
网络”计划等对抗中
国 ， “ 印 太 经 济 框
架 ” 也 属 于 这 类 尝
试。它能在多大程度
上取得成功，还有待
观察。

中新社记者：美
国 为 何 在 “ 印 太 战
略”当中加入台湾问
题？

胡波：美国“印
太战略”的文件里明
确把台湾地区当成战
略“支柱”之一。这
无形中把台湾问题变
成了一个地区性的或
者说国际化的问题。

首先，这会推高
中 美 之 间 的 紧 张 关
系，也会给地区国家
造成很大困扰。台湾
(问题)是海峡两岸的

问题，不涉及到国际
问题，也不涉及到第
三方。除美国和日本
外，其他国家基本上
认为台湾问题跟自己
的关系不是很大。

近年来美国的政
策确实发生了很大变
化，特别是“印太战
略”，触及到中国的
核心利益。随着美国
军事、外交、政治上
的行动，台海局势越
来越紧张。美国把台
湾问题塞进“印太战
略”当中，非常不利
于地区和平稳定，是
地区国家要非常警惕
的一件事。

中新社记者：美
国“印太战略”对南
海 地 区 形 势 有 何 影
响？

胡波：“印太战
略”对南海问题主要
造成两方面影响，第
一 个 是 军 事 上 的 影
响。美国不断强化在
南 海 地 区 的 军 事 存
在，也不断强化针对
中国的军事行动的频
次、烈度和针对性。

美国乐于把这些
军事行动政治化，它
在南海的所谓“航行
自由”行动以前是秘
密 的 ， 现 在 是 公 开
的。这样无形中会推
高 南 海 局 势 的 紧 张
化，也会增大与中国
擦枪走火的风险。

从政治上讲，南
海 和 东 南 亚 地 区 处
于“印太战略”的中
心节点，如果得不到印太战略

美国“搅浑水”危害亚太安全，
中国如何破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