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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2日，美日印澳“四

边对话”以线上形式举行首次峰

会，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菅义

伟、印度总理莫迪、澳大利亚总理

莫里森出席。这是“四边对话”机

制创立以来举办的最高级别会晤，

也是拜登就任总统后美国着力推动

的结果。从会议公报看，“四边对

话”作为美“印太战略”的支柱性

机制，未来会以集体方式更多参与

地区事务，从而加剧中美在地区层

面的博弈。

四边合作议程更趋实质

会议发表了题为《“四边对

话”精神》（Spirit of the QUAD)

的联合声明，重申四国对“印太”

概念的坚持以及推动基于规则的地

区秩序的共识，并且宣布了未来合

作重点及实施方案。

声明开篇强调“我们带来了

不同的观点，团结在自由和开放的

印度-太平洋共同愿景中”。峰会

为“印太”一词添加了“包容、健

康、有弹性的”“以民主价值观

为基础、不受胁迫约束的”“无障

碍、多样化的”等定语，几乎涵盖

了世界上多方各种官方版本“印太

战略”“印太愿景（outlook）”的

基本要义，“包容”一词更直接呼

应《东盟印太展望》，反映了四国

迫切希望机制建设得到更多国家认

同和参与的意图。

声明重申了四国坚持的基本规

则和地区秩序方案，强调“共同致

力于促进根植于国际法的自由、开

放、基于规则的秩序，以促进安全

和繁荣，应对印度-太平洋内外面临

的威胁”。为此，四国重申支持“法

治”“航行与飞越自由”“和平解

决争端”“民主价值观”和“领土完

整”等原则，并以此为指导，罗列了

包括网络空间、关键技术、反恐、优

质基础设施投资、人道救援、海上安

全在内的合作议题，其中疫苗与气

候变化合作被放在优先位置。

声明称，新冠肺炎疫情是当前

全球面临的最紧迫挑战，四国将在

世界卫生组织和“新冠肺炎疫苗实

施计划”（COVAX）等多边框架下

密切合作，以扩大安全、可负担和

有效的疫苗生产与公平获取。峰会

明确了四国疫苗合作的分工：美日

澳提供资金，美国提供技术，印度

负责生产，日澳承担采购和交付事

宜。预计到2022年底，四国将为太

平洋岛国、东南亚和印度洋国家提

供总计约十亿支疫苗。

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峰会决定

推动各国共同遵守《巴黎协定》，加

强在减缓、适应、修复、技术、能

力建设和气候融资等方面的合作。

为推进后续落实，“四边机

制”成立了“疫苗”“气候”“关

键和新兴技术”三个工作组，将定

期召开专家和高级官员交流会议，

至少每年举行一次部长级会议，并

争取在2021年底前在线下举行面对

面的首脑会议。

凸显拜登政府外交特色

成立于2007年的“四边对话”

一度因四国国内政局变动而进入

“休眠”状态，2017年重启后四国

以安全合作为重点，以遏制中国地

区影响力增长为目标，举行了数次

局级、部长级会议。本次四国峰会

形成的共识却突出了对非传统安全

问题的重视，展现了务实风格，有

意淡化四边机制的针对性和排他性

信号。这些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带有

浓厚的拜登政府色彩，反映了美国

在“四边对话”中的主导地位。

自2017年“复活”后，“四国

对话”各种会议从未发表过联合声

明，外界将这解读为四国利益差距

大、成员国在与中国公开为敌方面

有所顾忌所致。尤其是2020年10月

举行的第二次部长会议，日澳印都

将抗疫合作与经济复苏作为首要任

务，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却大肆渲

染“中国威胁”，号称要将“四边

对话”构建成“印太版北约”。因

此，彼时的“四边对话”虽完成机

制升级，但除军事领域外，其他合

作多具象征意义，实际进展缓慢。

相较之，这次峰会不仅形成了联合

声明，会后四国各自的新闻发布也

均是对联合声明的“增量”表达，

突出了一致性，分歧得到掩盖。

峰会依据四国各自优势，确

定了联合生产和分配疫苗的具体方

案，不仅找到了四国务实合作的起

始通道，也加快了美“印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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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实。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

美提出建立“经济繁荣网络”，

试图借机加快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

构，减少相关国家对中国的依赖，

但进展缓慢。2021年2月“四边对

话”部长级会议专门讨论了鼓励替

代性医疗供应链减少对华依赖的问

题。此次峰会定案后，印度声称，

四国相关合作的真正目的在于应对

中国通过“疫苗外交”日益扩大的

影响力。

突出非传统安全合作议程是

本次四国峰会的另一大特点，旨在

发挥四国“软实力”优势。拜登

在峰会演讲中专门强调，“四边对

话”的成立动机来源于2004年印度

洋海啸，也就是本地区面对前所未

有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之际。此次峰

会重点就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科

技等领域合作做出安排，可被视为

是对“四边对话”传统的回归。这

种“回归”符合本地区当前的共同

安全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挑

起与中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正面对

抗，以及由此加剧的地区国家“选

边站队”困境。拜登政府推动这种

“回归”，更是直接服务于其重塑

美地区领导地位的目标。

嘴上不说“中国”不等于心里没有

首次四国峰会刻意淡化遏制中

国的色彩，联合声明虽提及东海、

南海等“海上安全问题”，但只字

未提“中国”。美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沙利文在会后接受采访时明

确拒绝了美方有将“四边对话”

发展为“印太版北约”的说法。不

过，不容否认，四国在心底里是

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的。

沙利文也承认峰会讨论了“中国带

来的挑战”，并且声称四国领导人

“对中国不抱任何幻想”。日本在

会后单独发布的新闻简报不仅指责

中国“挑战”东海和南海地区的海

洋秩序，更对2021年1月22日中国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海警

法》说三道四，还对香港、新疆问

题表示“严重关切”。

可见，联合声明对于中国议题

的调门调整是策略性的，更多是为

了争取地区国家和组织的支持，丝

毫不能改变四国机制和美“印太战

略”旨在围堵中国的性质。

未来，“四边对话”将双管

齐下，在加强内部合作的同时拓展

外部对接，构建美主导下的、更广

泛的地区合作网络。2021年3月初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曾在美国智库会

议上表示，东盟、欧洲、中东乃至

非洲，与“四边对话”成员国拥有

共同的价值观，应加强合作，让这

些国家分享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愿

景”，而越南、韩国又是四国机制

重点争取的对象，将来不排除形成

“四边对话+”的“核心-外围”伙

伴合作模式。

当然，美日印澳之间的双边和

小三边合作才是“四边对话”合作

的真正基础。在就任总统后不久，

拜登陆续与日印澳领导人通话，确

认将继续实施“印太战略”。四国

峰会一结束，美国务卿、国防部

长就开启了访问韩、日之行。另据

悉，日本首相菅义伟即将成为拜

登就任后首位到访白宫的外国领导

人，而此前这一“殊荣”一直属于

英国。

“四边对话”峰会的召开是拜

登政府调整印太政策的首要之举，

未来将推动四国机制和美“印太战

略”走向何方值得密切关注。中国

有必要从引导地区秩序发展演变方

向的高度加以应对，既做好对美工

作，更及时、灵活地调适周边外交

政策。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

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2021年3月13日，澳大

利亚总理莫里斯在堪培

拉以线上形式出席美日

印澳四国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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