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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日印澳到美日韩，从“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

系”到“印太经济框架”，近几年来，放眼望去，由美国主导、

交叉重叠的“小圈子”层出不穷。美国的“圈子外交”在亚太

地区发展得如火如荼。

分析人士认为，基于美国“印太战略”的总体规划，拜登

政府致力于建立更多小多边机制，并将它们相互勾连，一定

程度上实现功能复合。其目的无非是以“共同应对威胁”之

名将盟友绑上“战车”，旨在维护美国日渐衰落的霸权。应

该说，拜登政府前期取得一些进展。但是，这些举措中长期

效果如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仍然存疑。

韦宗友指出，美国阵营化做法造成诸多危害——对地

区和平稳定不利、加剧地区国家选边站的压力、制造地区新

冷战的风险等。“正因如此，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一些地区

国家对美国的做法表示担忧或反对。”

与此同时，韦宗友注意到拜登政府正在出现的微妙转

变。“拜登政府可能也意识到对华施压过于激烈，可能会导

致中美在亚太地区竞争更具对抗性，不利于地区和全球性

问题的解决。最近一段时间，他开始释放一些希望与中国

加强接触的较为积极的信号。”

刘鸣认为，美国以小多边为抓手的“印太战略”要进一

步推进，后期可能较为乏力。

一来，美国在东南亚方向上，除了与菲律宾军事关系有

所加强外，各领域实质性合作进展较为有限。在整个亚太

或者说东亚地区，如果没有东盟的积极配合，反华制华没有

机制化，整个“印太战略”就无法起到很大效果。

二来，中国正在某种程度上破解美国的小多边机制。比

如，澳大利亚希望在对华经贸关系上取得突破，因此会在政策

上有所平衡；韩国下半年可能会在外交政策上有一些调整等。

三来，各种小多边层级不同，利益诉求各异，与美国的

配合程度也不尽相同。美国无法随心所欲将它们捏合成一

体。比如，欧盟明确表示“不搞脱钩”“去风险化”，美国不得

不接受欧盟的观点。作为美国核心盟国，德法等国的立场

会对G7峰会声明的措辞产生影响，也势必会影响到亚太地

区国家的姿态。它们也不想过度追随美国，最终将自己陷

于不利境地。

因此，在国内面临债务上限危机等一系列问题、明年还

要举行大选的背景下，拜登政府施展的空间不是很大。能

否尽快落实美英澳潜艇合作和“印太经济框架”，可能会是

美国最为关注的两大重点。

展望未来一段时间，围绕亚太局势，两位分析人士认

为，几方面的事态走向值得关注。

一是，拜登政府表示，希望在未来几个月推进对华双边

接触。“今后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可能会出现相对升温的发

展态势。但中国已向美国发出信号，如果美方继续以两手

策略（一面对话谈判，一面不停出台反华措施）行事，双方的

对话不可能正常推进。”刘鸣说。

二是，“美国希望加快推进‘印太经济框架’，希望在供

应链这根支柱上尽快签约。”刘鸣说，其在劳工和环境标准、

数字经济、供应链、脱碳和清洁能源等领域设置的一系列

“游戏规则”，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重点关注。

（来源：解放日报 记者 安峥）

一边与日印澳“改签”至广岛对话，一边与日韩仓促碰头

借G7峰会开小会，美又玩““圈子外交圈子外交””
G7广岛峰会期间，美日印澳、美日韩分别举行小范围领导人会谈，都给

外界留下仓促、潦草的印象。

5月20日晚，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借着“四方安全对话”的名头，举行时

长约47分钟的会晤，重申对“印太地区”的承诺。这场原定于几天后在澳大

利亚举行的会议因美国总统拜登压缩出访行程，被迫“改签”到广岛举行。

5月21日，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G7峰会闭幕前举行会谈。三国未发表

联合声明，只是在会后分头介绍会谈情况。

舆论认为，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拉拢亚太盟友构筑“小圈子”，力

图打造多层次、网络化、嵌套式的盟伴架构，以遏制其他大国发展空间、维护

自身霸权。但是，地区国家各有考量，拜登政府又受到国内政治掣肘，“圈子

外交”效果存疑，后期可能愈发乏力。

在美国宣布总统拜登因债务上限问题取

消对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访问后，澳

方取消了原定于本周主办的“四方对话”，改在

G7峰会间隙举行一场“四方边会”。

这是继前年华盛顿会谈、去年东京会谈

后，美日印澳领导人第三次在“四方安全对话”

框架下举行面对面会晤。

不过，与前两次聚首相比，这场临时“改

签”的会议略显敷衍——被安插在 20 日 G7 峰

会和晚餐前的间隙举行，持续仅47分钟。

会上，四国领导人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和愿

景声明，并公布一些新措施，以加强“印太地

区”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

外界发现，上述两份声明与 G7 峰会的联

合公报形成呼应，虽没有提及中国，但继续炒

作所谓“地区国家不受胁迫”，指向性较为明

确。

就具体措施而言，四国达成的几方面合作

计划引人注目：开发高质量海底电缆网络；为

高质量基础设施项目的设计、交付和管理投入

资金；扩大“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范

围，向“印太地区”的海事机构提供实时综合数

据，以提高打击非法捕鱼、进行海岸执法、应对

气候变化等方面的能力等。

分析人士认为，近年来，“四方安全对话”

机制呈现出平台规格提升、合作内容拓展等发

展态势。传统安全合作属性淡化，其他领域合

作，如包括战略技术、供应链稳定、卫生安全、

海上安全和反恐等进一步加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说，这

是四国举行的一场临时性会谈。会谈内容此

前各方已有透露，“印太”海域态势感知方面的

具体合作，可能是一项重要举措。总体来说，

四方机制在海上安全、基础设施建设、供应链

等方面的合作正朝着走深走实的方向发展。

合作对象一边打着为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旗

号，另一边也带有对冲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

响（包括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等战略企图。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刘鸣

指出，目前，四方合作的重点主要是放在科技、

经济、非传统安全等方面，包括海洋安全、基础

设施建设等。军事合作没有太大推进。这主

要可能是顾及印度的感受。相比其他三国，印

度不是美国盟友，对安全合作的意愿较弱。

21 日，美日韩领导人在 G7 峰会期间举行

三方会谈。这是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

国总统尹锡悦继去年 11 月后时隔半年再次举

行三边接触。

综合白宫简报和日韩官员的介绍，拜登赞

扬日韩领导人“为改善双边关系所做的勇敢工

作”，3位领导人讨论了如何将三边合作提升至

新高度，包括针对朝鲜非法核导威胁的新协

调、维护经济安全、推进“印太战略”等方面。

今年 3 月以来，随着日韩关系升温，美日、

美韩、韩日频繁互动。有外媒吹嘘，美日韩已

构成共同应对外部挑战的“铁三角”，甚至朝着

三边同盟的方向发展。多位美国学者不以为

然。美媒援引他们的话称，受到历史矛盾、对

华利益诉求等多方限制，三国关系很难发生质

变，不太可能演化为正式的三边同盟。

韦宗友认为，美日韩三边关系发展态势，可

从韩国外交、舆论反响、美国外交等不同角度观

察。

“尹锡悦上台后于去年推出自己的‘印太

战略’，整体向美国看齐，强调美韩价值观同

盟，主张对日外交要超越历史和领土问题，着

眼于价值观一致性。但是，其外交上整体亲美

的偏向性，以及与日本的让步和解，也在韩国

国内引发担忧和反对声音。”韦宗友指出，引人

注意的是，近段时间，拜登政府在中美关系方

面比以往更强调“接触”和“管控分歧”，包括前

不久中美高官在维也纳举行长谈。尽管在本

届G7峰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仍老生常谈，炒

作台海、南海、“经济胁迫”等议题，但在涉华看

法方面存在一些微妙变化，表明其希望中国在

乌克兰危机等国际事务上发挥更大“建设性作

用”的意图。

刘鸣用三个关键词总结本次美日韩三边

互动：走过场、有限度、下半年。

一来，美日韩最近双边和三边互动频繁。

但因为拜登压缩访问行程，三国在 G7 峰会期

间并没有充分时间展开讨论，这次三国领导人

会晤基本只是走过场。

二来，美国在东北亚既有加强军事合作的

一面，也有谨慎推进、管控分歧的一面，不希望

东北亚出现新的冷战。如果美日韩严重破坏

这种平衡，也会引发反制平衡的新局面，对美

日韩合作不利。此外，韩国经济面临不少困

难，也不希望中韩关系在经济方面出现倒退。

因此，韩国在战略上紧密配合美国时或仍有一

定限度。

三来，本次会谈主要议题还是朝鲜，美日韩

正在观察朝鲜的下一步动作，下半年可能会展

开更多安全合作，包括反导体系共享、雷达系统

共享、建立新的情报系统等方面。日韩之间虽

已签订“情报互换协定”，但层级不高。类似“五

眼联盟”的“三眼联盟”可能会是三国合作的发

展方向。

四方对话“降格”A

三国首脑“走过场”？B

55月月2020日日，，GG77广岛峰会期间广岛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美国总统拜登、、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日日
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印度总理莫迪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印度总理莫迪（（从左至右从左至右））出席出席““四方安全对话四方安全对话””会议会议。。

（（视觉中国 供图视觉中国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