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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首份以白宫名义发布
的 《美国印太战略》 报告引发国
际社会关注。其中，“印太经济框
架”再次被提起。自2021年10月
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亚峰会期间提
出这一概念，到如今将其写入美
国“印太战略”报告，美国企图
在经济领域构建“去中国化”“小
圈子”的意图更加明显。

“印太经济框架”究竟是真的
为了推动亚太地区经济繁荣，还
是为了一己私利、割裂亚太区域
经济？细究“印太经济框架”的
意涵，不难发现，美国反复提起
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居心不
良，来者不善。

“印太经济框架”的诞生，是
为了弥补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领
域的战略“短板”。2017年，特朗
普政府退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TPP），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经济政策工具被弱化。近年来，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亚太地区
国家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让美国
倍感焦虑。美国提出“印太经济
框架”，是企图重拾在亚太地区经
济领域的影响力，挽回由自己一
手造成的战略“缺位”。

“印太经济框架”的内核，是
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美国

“印太战略”报告中，先后共13次
提到中国，疯狂渲染所谓“中国
威胁”，试图从政治、经济、安全
领域孤立中国。美国嘴上说着推
动地区繁荣，实际却在撺掇亚太
地区国家在供应链、基础设施等
方面“去中国化”。“印太经济框
架”实属新瓶装旧酒，骨子里还是
奉行“美国优先”，不过是服务于美
国地缘政治经济目标的新武器。

美国到底想干嘛，亚太地区
的其他国家其实心里有本账。此
前，美国积极拉拢亚太地区盟友
伙伴，组建美英澳三边伙伴关
系、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在军
事安全领域大搞围堵中国的团团
伙伙，在真正关乎亚太地区经济
发展、民生改善的领域始终口惠
而实不至。如今，美国抛出的

“印太经济框架”，既没有让亚太
地区其他国家满意的具体可行方
案，也没有获得美国国内的一致
支持。连白宫国安会前亚洲事务
高级主任格林近日也批评称，“印
太经济框架”在地区国家重视的
经贸方面无所作为，就像是“感
恩节大餐只有馅料和蘸酱，却没
有火鸡”。

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是不
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联合国亚洲
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发布报
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使亚太
地区参与国间的贸易量增加了
4.1%。2022年1-2月，中国与东盟
贸易达 136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1%。事实早已证明，亚太地区
的繁荣发展，靠的不是某个国家
的排他“小圈子”，而是各国互利
共赢的切实合作。

美国如果真的想服务地区经
济、取信于地区国家，就应该真
心实意地搞合作、促发展，而不
是存私心、谋霸权。“印太经济框
架”的政策导向是封闭而非开
放，是割裂而非融合，是对抗而
非合作，将对地区经济合作和未
来发展前景构成严重威胁。这种
充斥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的所谓

“战略”，毫无新意，更无前景，
注定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中国海关总署日前发布数据显示，
2021年，中国同非洲地区双边贸易总额突
破 2500 亿美元大关，创下 2014 年以来新
高。专家指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中非经贸合作彰显韧性，前景可期。

成绩亮眼

2021年，中非双边贸易总额达2543亿
美元，同比增长 35.3%，其中非洲地区对
华出口 10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7%。中
国已经连续12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
国地位。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2021
年非洲地区经济有所好转，这主要缘于外
部环境的改善，特别是中国等市场积极支
持非洲增强出口能力。

中国对非投资同样亮眼。数据显示，
2021 年 1 到 9 月份，中国对非全行业直接
投资25.9亿美元，同比增长9.9%，已超过
疫情前2019年的同期水平。

“中非经贸联系密切，合作成果显
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南非
研究中心主任姚桂梅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
出，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是
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最重要的地区之
一。中国对非基建投资推动了当地的互联
互通和城市化进程，非洲国家在中国构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也扮演着不可替代
的角色。

合作共赢

2021 年底，卢旺达驻华大使詹姆斯·
基莫尼奥做客网络直播间，为卢旺达农副
产品带货。5 秒之内，3000 斤咖啡豆就被
中国网友抢购一空。

近年来，越来越多优质非洲农产品进
入中国市场，凸显中非经贸关系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的特点。

除传统贸易领域外，中非合作新亮点
不断涌现。疫情发生后，中国积极履行将
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向非洲
国家提供疫苗，并努力推动疫苗联合生产。
在数字经济、航空航天、清洁能源、新基建等
新兴领域，中非合作也迸发强劲活力。

长期以来，中非合作始终以真实亲诚
为底色。中国强调，中非合作领域的重心

“从来不是中国想做什么，而是非洲想做什
么”，受到非洲国家高度认可。肯尼亚总统
肯雅塔说，中国不仅是肯尼亚的真诚朋
友，更是紧密合作的发展伙伴。

姚桂梅指出，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
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也是
中国长期坚定的战略选择。中国始终尊重
非洲国家的发展需求，与时俱进地开展全
方位务实合作。

前景光明

当前，非洲国家普遍面临疫情防控和
经济复苏的艰巨任务。在中非合作论坛第
八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中非合作2035年
愿景》《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
（2022-2024）》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和计
划指引下，后疫情时代中非经贸合作前景
可期。

南非《比陀新闻报》指出，目前，非盟委
员会和52个非洲国家已经同中国签署了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非合作将进入提
质升级新阶段，迎来更多发展机遇。

“中非经贸合作机遇多，前景好。”姚桂
梅认为，中非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合作具有
传统优势。此外，中国企业可以根据非洲

《2063年议程》探索新的合作方向。后疫情
时代，中非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卫生
健康及职业教育领域合作大有可为。

美国“印太经济框架”是什么货色？
本报记者 李嘉宝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
欧所首席研究员 张茉楠

华东师范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地
区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陈晓晨

中国市场学会海疆丝绸之
路工作委员会主任 王晓鹏

美国白宫日前发布题为《美国印太战略》的
报告，全面阐述美国对印太地区形势、“中国挑
战”等问题的看法。除了加大力度巩固外交军事

“小圈子”外，美国又抛出所谓“印太经济框
架”，声称要建立“一个适应21世纪要求的多边
伙伴关系”。2021年10月，美国总统拜登以视频
方式出席东亚峰会时，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
的概念。此后，美国多位高官频频利用各种场合
为“印太经济框架”造势。

“印太经济框架”的内容是什么？美国有何
目的？“印太经济框架”与一般自贸协定有何本
质区别？其实施前景如何？围绕上述问题，本报
记者对话三位国际问题专家，进行分析解读。

“印太经济框架”的内
容和特点是什么？美国的目
的有哪些？

《美国印太战略》指出，“印太经济框
架”旨在促进高标准贸易，管理数字经
济，提高供应链弹性和安全性，促进透
明、高标准基础设施投资，并建立数字连
接等。据彭博社等外媒此前报道，美国商
务部长雷蒙多曾表示，这一“新型经济框
架”还包括协调出口管制，以“限制向中
国出口‘敏感’产品”。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则公开宣称，“印太经济框架”是“独立于
中国的安排”。

陈晓晨：从 《美国印太战略》 的内容
来看，“领导构建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

“印太行动计划”10项核心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排序上仅次于政治外交相关的安
排，凸显其重要地位。

“印太经济框架”将成为美国主导下的
经济“小集团”。它有几个明显的特征：一
是意识形态先行，具有明显的价值观色
彩；二是针对性强，明确将中国排除在
外；三是封闭性和排他性强，成员将会是
美国“精心选择”的；四是约束贸易本
身，鼓吹在供应链上与中国“脱钩”。

近年来，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既有一贯
性，又有明显的转向。一直以来，美国都
有强调规则标准先行的传统，且以本国利
益为中心。同时应注意到，与以往用所谓

“高门槛”“高标准”“严规则”进行排他不
同，如今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带有明显的
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排他性更强、

更直接，且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对抗性。
张茉楠：“印太经济框架”目前仍停留

在概念和初步谋划阶段。综合各方信息来
看，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美国高度关
注供应链问题，“印太经济框架”对此也有
涉及，但带有明显的对华“量身定制”色
彩。印太地区是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
一，中国与印太主要国家都保持着密切的
经贸联系，在地区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美国希望借助“印太经济框架”
与中国“脱钩”，并在现有条件下吸纳更多
经贸伙伴，寻找供应链替代方，更要拉拢
其他国家形成对中国的“合围”，将中国排
除出地区贸易体系。

“印太经济框架”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一
个地缘经济概念了，它与美国现行的“印
太战略”完全契合、互为补充。美国希望
借“印太经济框架”补足“印太战略”缺
乏经济支柱的短板，既握“军事大棒”，又
挥“经济大棒”。

王晓鹏：美国提出“印太经济框架”
有三重目的。

从宏观角度来看，美国欲借“印太经
济框架”之名，深度整合印太地区盟友、
伙伴关系，形成一个“新经济宗藩体系”，
确保各国与美国战略步调一致，是其推动
美式全球治理的关键步骤。从中观角度来
看，“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印太战略”
在经济领域的重要补充，是美国主导“全
球供应链重组”的重要着力点，“去中国
化”痕迹明显。从微观角度来看，“印太经
济框架”尽管提及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
经济与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合作、供应链
与绿色经济等议题，但其根本目的还是利
用机制的叠加挖各国经济的墙脚，满足美
国一国的经贸需求。

整体来看，“印太经济框架”充分暴露
美国“多边主义”外衣下的单边主义与贸
易保护主义政策取向及行为惯性。

“印太经济框架”是自
贸协定吗？将对地区贸易自
由化产生哪些影响？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曾表示，美国不
会重返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但计划与印太地区国家就“印
太经济框架”正式展开谈判，并强调将以

“一种超越传统贸易协定的方式”加强同地
区盟友的关系。《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人
士观点称，预计美国不会向贸易伙伴提供
关税削减和其他传统的市场开放工具。没
有市场准入措施，这一框架可能会成为

“美国及其富裕盟友的又一个俱乐部”。

张茉楠：“印太经济框架”涉及的大部
分经济议题，在美国此前退出的《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中都有所体现。
从这个角度看，该框架不过是“新瓶装旧
酒”。美国之所以不寻求加入 CPTPP 而是
另建“印太经济框架”，完全是出于美国优
先的利益考虑。一方面，美国希望借“印
太经济框架”遏制中国。另一方面，近年
来美国国内主流舆论普遍呼吁所谓“制造
业回归”“保护中产阶级就业和福利”。拜
登政府更是自我标榜为“中产阶级外交”。
受这种政治环境及社会环境影响，美国更
希望建立一个由自己主导的、单向的贸易
协定，而非双向让渡市场、互相减免关税
的自贸协定。

“印太经济框架”与TPP、CPTTP最大

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一个单向的经济要
价，并不是双边或多边的自贸协定。它强
调的不是开放、多边、平等、互惠的自由
贸易，而是建立由美国整合及主导的针对
中国的“价值观同盟”，显然与多边主义理
念背道而驰。

陈晓晨：从本质上看，“印太经济框
架”不是自贸协定，而是一种排他性、约
束性的贸易规则。一般来说，自贸协定也
有约束性条款，但是其主要目的是规范成
员行为，避免实施一些限制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的举措。“印太经济框架”则是对特
定贸易对象、方式和领域进行限制，并鼓
吹所谓“替代性”，实际就是要把中国从地
区供应链中排除出去。“印太经济框架”是
打着“多边主义”旗号的伪多边主义，将
对地区既有贸易秩序构成挑战，对地区贸
易自由化产生负面影响。

王晓鹏：美国借“印太经济框架”追
求多个“小圈子”的利益叠加，势必带来
国与国之间、各个次区域之间贸易壁垒的
增加。同时，美国将“印太经济框架”与
地缘政治议题进行捆绑炒作，鼓动印太经
济体与中国市场“脱钩”，将会损害这些经
济体的经贸利益，破坏近年来形成的地区
贸易自由化良性节奏，对美国自身而言也
是“损人未必利己”之举。

“印太经济框架”实施前景
如何？美国能得偿所愿吗？

日本《朝日新闻》日前报道称，“印太
经济框架”不像自贸协定那样对成员国形
成约束，能够产生多大效果仍然存疑。这

种框架性安排的前提是“不包含市场准入
承诺”，不能提供诸如进入美国市场这样的
实际利益，所以不能轻易吸引那些对中国
经济依存度不断上升的东南亚国家。美国
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扎克·库珀认为，如果美
国提议的框架不能让印太地区国家信服，可
能会对美国的“印太战略”造成严重损害。

张茉楠：“印太经济框架”的特点和属
性决定其不可持续，不会走得太远。

一方面，印太地区多数国家以出口导
向为主。若“印太经济框架”只是美国单
方面“口惠而实不至”的所谓“承诺”，无
法落实到具体的协议条款中，不能实现相
互对等开放市场，也不能给予他国优惠和
利益，其吸引力将不会太大，印太国家也
不大会盲目追随美国。

另一方面，印太地区大部分国家都与
中国保持着紧密的经贸和投资往来，从与
中国合作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尽管
其中一些国家对美国有安全保障的诉求，
但也不会愿意放弃自身经济利益，卷入大
国博弈中。进入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将推动亚洲实
现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这样的
背景下，“印太经济框架”这种排他性、对
抗性的经济“小圈子”，与印太地区多数国
家所坚守的开放、多边的自由贸易立场是
相悖的，这种所谓的“合作”注定无法
成形。

王晓鹏：“印太经济框架”的实施前景
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抗击疫
情、促进经济复苏发展、进一步推动地区
贸易自由化进程，是各个经济体的普遍共
识。美国为了一己之私利，对旧有的全球
治理模式抱残守缺，导致其提出的“印太
战略”“印太经济框架”都充斥着冷战思维
和零和博弈色彩，与印太地区大多数国家
秉持的开放、多边的自由贸易立场背道而
驰，其独占技术优势、强化经济霸权的倾
向更是不得人心。可以预测，“印太经济框
架”必定前景黯淡、难以长久。

陈晓晨：“印太经济框架”作为拜登政
府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与美国
主导建立的美英澳三边伙伴关系、美日印
澳四边机制、五眼联盟等如出一辙，不过
是一个稍微大一些的“小圈子”“小集
团”。这个带有强烈地缘政治色彩的所谓

“经济框架”，与促进贸易自由化无关，也
将从根本上限制自身的长远发展。

在地区国家与中国保持紧密经贸联系
的背景下，“印太经济框架”未来发展将面
临“三难”，即它所追求的代表性、排他性
和实质性三大目标注定无法同时实现。具
体来看，若要达成一个具有实质性约束
力、又针对中国的排他性协议，就不会有
很强的代表性，无法吸引地区大多数国
家，可能只有几个美国的“忠实盟友”参
与；若要吸引更多地区国家达成所谓针对
中国的排他性协议，可能只会得到一纸缺
乏实质内容的宣言，缺乏实质性内容；若
要确保成员具有代表性、条款具有实质
性，美国最在意的排他性就会大打折扣。
在我看来，“三难”将是“印太经济框架”
未来面临的核心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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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象 台观 象 台 贸易总额再创新高 “一带一路”顺利推进

中非经贸合作之路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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