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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美国、日本、印度

和澳大利亚四国外长在日本东京举

行“四边对话”。此前，国际舆论

普遍认为四国将就反华议题形成公

开、统一的立场。但相关报道显

示，这次会议并没有太多新意，四

国在会后甚至没有发表联合声明，

正所谓“雷声大雨点小”。尽管如

此，四国在提升对话级别、推动扩

容方面有所进展，美国将其构筑

为“印太版”北约的可能性仍然存

在。面对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日印

澳三国利益考量复杂，立场选择审

慎，极力避免“选边站”，试图发

挥中小国家在地区事务中的战略主

动性，这将使地区秩序重组变得更

加复杂与不确定。

东京会晤未有突破

新冠疫情对地区国际关系产生

了一定影响，美日印澳四国与中国

关系都出现程度不等的紧张。美方

趁机炒作，试图构筑反华同盟。8月

底，美国副国务卿斯蒂芬·比根表

示，要将“四边对话”打造为“印

太版”北约。

9月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东

亚合作外长系列视频会议上挑起澜湄

议题、南海争端等向中国“发难”。

10月初，蓬佩奥称“四边对话”将

有重大举措发布。正如国务委员兼

外长王毅所指出的，美国“印太战

略”以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为依托，

企图构建“印太版”北约，维护美

国的主导地位和霸权体系。

“四边对话”举行的时机与地

点耐人寻味。9月29日，日本外相茂

木敏充对外宣布，第二届“四边对

话”将于10月6日在日本东京举行。

就在前一天，日媒报道王毅将在10

月访问日本并同首相菅义伟举行会

晤。此后，媒体称王毅的访日计划

至少已延至11月。这一波外交操作

加强了国际社会对“四边对话”的

关注，对其出现重大转折的预测更

是不绝于耳。

10月6日，美日印澳四国外长

齐聚东京，“四边对话”进行了三

个多小时，还分别举行了多场双边

对话。蓬佩奥的开场白火力十足，

刻意渲染“中国威胁论”，宣称中

国“威胁”地区民主、自由及多样

性，在抗疫中“独裁”施政，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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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安全方面存在“霸凌”，并据

此呼吁各国加大对中国的遏制。然

而，日印澳三国官方分别公布的外

长发言稿则对华态度含蓄，关注议

题更为广泛，与蓬佩奥“剑指”中

国的咄咄逼人形成较大反差。这就

不难理解为何会后四国没有发布联

合声明，而是沿袭惯例由各国分别

发布新闻稿。

日印澳三国的新闻稿内容比较

一致，主要涉及以下议题：呼吁加

强抗疫的地区与全球合作，共同致

力于地区经济复苏；强调以和平方

式处理领土纠纷，共同维护地区和平

与稳定；巩固网络安全、打击恐怖主

义，加强在人道主义救援和灾难救

援等非传统安全事务，以及包括东

海、南海海域在内的海上安全等传

统安全问题上的合作。虽然有针对

中日、中印领海领土纠纷之意，但

日印澳三国均未直接点名中国。

新闻稿表示支持《东盟印太

展望》和东盟的中心地位，认为东

盟及其主导下的东盟峰会等地区机

制对维护后疫情时代的地区稳定具

有重要作用。《东盟印太展望》主

张构建包容、开放的地区秩序，意

美国借美日印澳“四边对话”反华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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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6日，美

国、日本、印度、澳大

利亚部长级“四边对

话”在日本东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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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QUAD+”的方向更为明确，

步伐也在加快。东京会晤中，四国

就此进一步商谈，扩容问题或将很

快进入实操阶段。

会议扩大了四国在印太地区经

济合作的领域，从过去重点关注基础

设施投资到现在加强产业链贸易链合

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脱

钩论”的呼应，也是美国“印太战

略”经济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

济合作在“印太战略”中具有显著

的“安全化”特征，对冲中国“一

带一路”倡议的意图十分明确。当

然，相较于外交与安全领域的合

作，四国在经济领域合作的进展更

为缓慢，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

未来，“四边对话”的动向

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四边军事合作

的发展态势。2020年10月19日，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派恩和国防部长

雷诺兹联合发布消息称，澳大利亚

将加入本年度11月由印度主办的

“马拉巴尔”军事演习。而在此前

数年间，印度多次拒绝澳大利亚提

出加入的申请。因此，这意味着

“四边对话”的军事合作取得重大

进展。正如澳方所强调的，美日印

澳四国举行联合军演对于澳大利亚

是“里程碑性的机遇”，也是四国

展示深度互信、致力于维护共同安

全利益的实践。未来，“四边化”

的“马拉巴尔”军演是否具有可持

续性还有待于观察，军演的内容与

科目也值得高度关注。二是机制建

设问题。有观点认为未来“四边对

话”有必要提升为首脑对话。也有

观点认为“四边对话”或将发展为

“4+2”模式，即四国分别举行外长

对话和防长对话，当前美日印澳之

间已经全部完成“2+2”对话机制的

建设，使得“4+2”的发展“水到渠

成”。在扩容问题上，虽然韩国已

经公开拒绝加入“四边对话”，越

南官方也未置可否，但未来其他国

家以不同方式参与到“四边对话”

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四边对话”是一面多棱镜，

反映出后疫情时代地区秩序变化将

更为复杂。在全球治理面对新冠疫

情失灵的情况下，东亚区域合作的

成功提供了全球治理的新途径与新

模式，也使亚太地区各国充分认识

到区域合作对于常态化抗疫和复苏

地区经济的重要性，而这些合作是

离不开中国的。将中国视为安全上的

“威胁者”、经济上的“合作伙伴”

将是未来地区一些国家的基本立场。

基于这种认知，地区国家会极

力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这

就不难理解日印澳在此次“四边对

话”中的表现。可以说，新冠疫情

加大了“四边对话”的分歧与合作

难度。10月18日，日本首相菅义伟

出访印尼和越南，这是他就任首相

后的首次出访。在一定意义上，也

是对上述判断的印证。

这些新变化对中国来说既是机

遇，也是挑战。10月，国务委员兼

外长王毅密集性会见和出访，与东

盟七国外长和政要展开磋商，意在

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战略沟通与双边

合作，这反映出中国正以更精细化

和灵活性的外交实践应对地区形势

的变化。中国将坚定支持东盟在地

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为东亚地区

的持久和平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

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在推动协调与大国在本地区的战略

对接。日印澳三国对此表示支持，

实质上是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

站”，从而也使美国将“四边对话”

打造为反华同盟的算盘暂时落空。

日印澳还强调四方应加强在

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供应链等领

域的经济合作。除加强抗疫合作

以外，上述内容均为往年“四边对

话”所关注的议题。因此，这次

会议延续多于创新，共识与分歧并

存，尚不足以成为“四边对话”发

展的分水岭。

美国事倍功半

当然，此次“四边对话”也

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新进展。四国决

定继续定期召开部长级会议。“四

边对话”自2017年重启后，每年召

开两次司局级外交会议，均在东盟

系列会议期间“插空”举行。2019

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四国第

一次举行了部长级对话。今年部长

级会议挑选专门时间和地点，意味

着“四边对话”机制化建设显著加

强，成为四国紧密且有效合作的重

要制度保障。

四国对“四边对话”的扩容问

题（“QUAD+”）具有共识。这

不是一个新话题，从2013年开始，

美国传统基金会定期召开会议讨论

“QUAD+”的问题。2018年后这

一趋势明显加快。今年3月，在美国

提议下，“四边对话”邀请越南、

韩国、新西兰、巴西等国构成两组

“QUAD+”，每周定期举行副外长

级电话会议，共商抗疫合作。截至5

月15日，他们共举行了九轮会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