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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印澳 (QUAD):从松散协调到
同盟行为体

杨思灵∗　任吉蕾∗∗

【内容提要】　２０２１年是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

即该地缘政治团体从过去松散协调过渡到了同盟行为体.回顾美日印澳四边

合作机制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推出概念、铺设战略、同盟演进三个阶段.

前两个阶段属于松散协调状态,后者则是形成同盟行为体阶段.之所以认为

美日印澳已经从松散协调团体发展到同盟行为体,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该合作

组织已经开始塑造共同的行为规范,并欲图在印太地区垄断规则.推动美日

印澳实现同盟行为体的动力总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一般性动机的利益追求,

二是新冠疫情、国家关系变化等带来的特殊背景,三是共同针对性的形成.

三者的结合推动了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的同盟化.鉴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

机制是以中国为主要针对目标,因此该组织的同盟化对中国的安全环境也将

造成不容忽视的冲击.作为应对措施,中国应实施 “周边优先”战略,推进

与周边国家相互尊重的 “１＋１”领导人峰会机制,推进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

的全面深化,以应对当前迅速变化的 “印太”地缘政治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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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 (Quad)针对中国,或者兼而对付俄罗斯,但

学界对于其有效性及其前景却存在一定的怀疑.客观来看,即使美日印澳

四边合作机制进入同盟行为体阶段,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分歧就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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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四边合作进入同盟阶段却显示了当前四国在地缘政治上遏制中国的决心.
学界往往将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形式的改变看作其改变的重要标志,尤其是

从部长级机制上升为首脑峰会机制.其实这只是表象.全世界的首脑峰会

并不少,比如上海合作组织 (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机制,但这些合作组

织和机制并不具备同盟的性质,虽然有一致性,却并没有特别针对的国家

行为体.因此,带给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同盟变化的并不只是首脑峰会的出

现,而是同盟行为体规范的出现.回顾美日印澳四边合作的历史,迄今为

止该组织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推出概念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铺设战略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以及同盟演进 (２０２１年以来).前两个阶段为松散协调阶

段,第三个阶段为实现同盟行为体阶段.推动美日印澳实现同盟行为体的

动力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传统的一般性利益的追求,二是新冠疫情等

带来的特殊背景,三是共同针对性的出现.三者的结合推动了美日印澳四

边合作机制的同盟化,这不仅对印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态势产生较为严

重的影响,也对中国的安全环境造成不容忽视的冲击.

一、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的三个阶段

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的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了该组织的不同状态.在

推出概念阶段,主要是概念的传播、接受、引导.在铺设战略阶段,基于

四边合作机制,各个主要行为体开始提出、阐述、传播自己的印太战略,
并在核心理念上达成一致.在实现同盟行为体阶段则根据战略协调一致,
再次确定共同的针对目标,建构共同的行为规范,并使之固化与强化.在

这个意义上,当前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确实值得关注,但

有更持久性影响的是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因为它试图用较为广泛的排

他性规范引导整个地区,对中国的影响更为严重.
(一)推出概念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
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出现之前,有学者提出了 “东亚四边”的概

念,即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日本.① 彼时,印度的崛起还没有被认真对

待,中国经济也还未显露出规模上的优势,澳大利亚也仍在重视经济合作.
但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印度崛起的呼声也在增加,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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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生变化,基于 “印太”的Quad顺势产生.只是中国和俄罗斯成为四边

合作机制要针对的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四边框架的设想补增了印度和澳

大利亚,地缘政治背景也从东亚变为 “印太”.Quad的灵感源于２００４年的

印度洋海啸,当时参与救灾的印度、美国、日本与澳大利亚展开联合行动,

并随后建立起了外长级的框架.① 不过伴随着印太概念的出现与传播,美日

印澳四边合作机制被广为人知.２００７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议会演

讲,提出更广泛的亚洲正在通过印度洋和太平洋的 “动态耦合”出现,呼

吁印度、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以建立 “自由与繁荣

之弧”.② 实际上,日本希望建立的就是所谓民主国家的 “海洋联盟”.２００７
年,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在东盟峰会期间举行了非正式会晤,并讨论了

跨国安全、应对恐怖主义与海盗问题.③ 在这一时期,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

制受到了中国的关注.当时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表示,“不存在联合起

来反对中国的问题”, “四边集团没有任何安全含义”.④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

文也选择退出四边联合军事演习,其政府官员也声称澳大利亚并不寻求这

样的四边合作机制.⑤

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表面上中止,但事情却悄然发生变化,四边合

作的概念也没有全然隐退.一方面,因为其后 “印太”概念的出现、传播

与四边合作的设想密不可分.在推进印太概念期间,美印日、美日澳以及

双边层面的印美、印澳、印日等安全互动日益紧密,尤其在美印日层面,

美印两国的联合军演机制从双边演变为多边,“印太”概念也日益成为各方

推进安全互动的主题词,为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概念的复兴以及铺设印太战

略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有的国家依然在传播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概念.

比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２０１２年抛出的 “亚洲民主安全钻石”战略,旨在

塑造包括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在内的国家联盟保护 “印太”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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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日本实际上从未放弃这一努力,在其自由开放的 “印太倡议”中继

续推进美日印澳合作机制的概念.① 在日印、美日印等互动中均蕴含了在合

适的时机与地区其他国家加强磋商的意图,其实是暗示希望澳大利亚加入

四边合作机制,也暗示四边合作以及 “四边合作机制＋”的回归.② 可以说

在这一时期,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是隐形的,通过双边与三边机制践行

着四边合作的主要目标与任务,这些合作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对所

谓的中国 “威胁”的建构为四边合作机制的复兴提供了动力.

美日印澳四边合作的复活基于 “印太”地缘政治概念的传播.换言之,
“印太”成为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迅速发展的核心概念与抓手.美日印澳

四边合作是随着 “印太”地缘政治概念的出现而被加强的.印太地缘政治

概念被创造出来或者说回归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

济的变化.很大程度上,美国人将印太概念的出现归功于自己,尤其是美

国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 “印太司令部”之后.但日本人则认为, “印太”

概念成为地缘政治概念是安倍晋三首相的功劳,因为在２００７年安倍晋三就

在印度议会提出了 “印太”是两大洋汇合之处的观点.印度的海军也热烈

欢迎 “印太”的地缘政治概念,澳大利亚也被认为是 “印太”地缘政治概

念的重要贡献者,然而实际上德国人早在１９４２年就使用了这一概念.③ 关

于 “印太”的概念之争,直到现在各方仍然未能达成高度一致,有观点认

为 “印太”概念主要指从东印度洋延伸到西太平洋的区域,④ 但是日本的规

划却包括了印度洋与太平洋.⑤

虽然有概念内涵上的差异,但美日印澳都高度赞同与认可 “印太”地

缘政治概念.因此,尽管这一时期学界讨论主题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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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再平衡战略”,但是在四国的官方文件中,亚太叙事逐渐被 “印太”
叙事所取代.正如有人指出,“印太”概念日益重要,尤其美日印澳国家的

官员在演讲及声明中频繁论及 “印太”.① 一向被视为对美日印澳四边合作

机制保持谨慎态度的印度实际上对 “印太”概念的出现也乐见其成.有观

点认为,印度政府领导人、外交官、智库机构、知名学者对使用 “印太”
术语表现出浓厚的兴趣.② 早在莫迪执政之前,时任印度总理的曼莫汉辛

格就认为印太两洋交汇处的概念为印度与日本的关系确定了新的框架.③

“印太”也同样成为印度定位和推进与美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框架,早在

多年之前,印度就主动表达愿意在 “印太”框架下开展与美国的战略伙伴

关系.④ 日本对印太概念的推动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尤其是２００７年前

后提出要在印太地区建立美日印澳海洋军事联盟.其中,安倍晋三的推动

作用尤为明显.２００７年安倍晋三呼吁日本与印度在两洋交汇之地形成领导

性同盟,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合作,维护 “印太”地区的安全.⑤ 在这一

时期,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概念从激发 “印太”想象再经历表面上的隐

退,印太概念的深入传播又为其高调复归奠定了基础.
(二)铺设战略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
在 “印太”概念已经深入美日印澳各国的人心之后,铺设印太战略、

推进 Quad的复兴就成为必然之举.２０１７年东亚峰会期间,美日印澳进行

了四边会晤,四边合作机制正式再次回归.美日印澳各国进入四边合作机制

的铺设战略阶段.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２０１６年正式提出了日本的 “自由开放

的印太”的印太战略.其基本点有三个:推广和落实法治、航行自由、自由

贸易等;根据国际标准,通过 “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发展等加强连通性,追

求经济繁荣;提高海上执法能力,支持和平与稳定,包括防灾、不扩散等.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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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推进的具体策略是与伙伴国家共同推进 “印太”战略的实施.
美国的 “印太战略”铺设直接以中国为针对目标.特朗普政府时期的

美国推出了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将中国列为 “修正主义大国”.其战

略认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崛起是２１世纪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美国认

为,“印太”地区日益面临一个更加自信和过分自信的中国,它在追求广泛

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时不断与其他国家产生摩擦.① 美国同时不忘吹嘘

自己对 “印太”地区的所谓贡献:“我们为维持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与机

遇贡献了鲜血与财富,我们的存在保证了 ‘印太’地区关键的海上走廊的

安全,奠定了全球商业与繁荣的基础.我们的领导人、外交官、军事理论

以及商业活动帮助形成和加强了清晰透明的国际制度规则,和平解决争端

以及法治对地区的相对安全及持续繁荣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② 在这样的

基础上,美国提出了自己的 “印太战略”并进行部署.对于如何展开美国

的印太战略,美国的答案是加强联盟和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在战略铺设阶段,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完成了在双边层面的战略对

接与安排.换言之,在战略铺设阶段完成了双边与三边的 “印太战略”对

接任务,为后续进入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奠定了基础.比如日印之间达

成日本的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和印度的 “东向行动政策”对接.正如苏

杰生所说,印日共同确认了维护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
‘印太’概念被越来越广泛地接受.在这方面,印度提出的 “印太倡议”是

很有前途的发展.③ 日美达成共同推进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共识.④

在战略铺设阶段,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举行了多次部长级的磋商会

谈.但这些磋商只是松散的协调机制,并没有形成四边共同行动的规范.
比如在第三次磋商会议上,美日印澳共同声称,致力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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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ExternalAffairs,India,October６,２０２０https://meagovin/SpeechesＧStatementshtm?d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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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以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法治、透明度、国际海洋

航行自由以及和平解决争端为基础.① 会议同时重申了四边对自由、开放和

包容的 “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明确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此外还讨论

了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海上安全、供应链韧性、反恐、缅甸局势等问

题.② 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中,各方在 “自由、开放和繁荣的印太”这一

目标之下也体现了细微的差异:印度认为该概念应当加入 “包容性”,美国

强调互联互通、“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符合国际法的海上安全,日本重视

印太地区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航行自由和海上安全,澳大利亚的观点包括

基于规则的秩序、航行和飞越自由、互联互通等.③

从铺设战略来看,各方都在突出自己的重点,但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

机制中实现了汇合.经过战略铺设,尤其是合作战略对象的不断选择,美

日印澳四边均意识到将各自的印太战略依托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是最佳选

择.有观点认为,日本领导人安倍晋三与印度首相莫迪建立起了信任关系,

日本首相菅义伟也与美国总统拜登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之间建立了信任

关系,这是实现美日印澳面对面首脑会晤的 “根基”.④ 当然在战略铺设的

过程之中,各方对印太战略也在进行修正,比如各方先后强调东盟中心地

位,同时在四边磋商层面就东盟中心地位达成共识.因为这些国家意识到

缺少东盟,地缘政治集团遏制中国就将成为空谈.比如印度提出的 “印太

战略”中多了包容性,其实质反映的是地缘政治集团内部的话语权争夺,

与包容的本义相去甚远.

(三)同盟演进 (２０２１年以来)

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升级到元首级首脑峰会,并决定每年都举行一次峰

会,这引起外界的极大关注.据报道,美日印澳四边首脑峰会的定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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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３rdIndiaＧAustraliaＧJapanＧUSA Quad MinisterialMeeting,”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

India,February１８,２０２１https://meagovin/pressＧreleaseshtm? dtl/３３５４０/３rd＋indiaaustralia

japanusa＋quad＋ministerial＋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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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keiNews,令和３年９月２５日.https://wwwsankeicom/article/２０２１０９２５ＧMZTIQR７HP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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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本首相菅义伟提议并促成的.① 可能有人会对美日印澳进入同盟阶段持

有异议,毕竟总有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并非安全保障上的联盟这种论调,② 且

各方对待美日印澳四边合作的态度有所不同,美国和日本最积极,印度与

澳大利亚相对消极一些.但是这显然并不符合事实,尽管在对待四边合作

机制上各国的诉求有所不同,但在地缘政治上对付中国却是共同的目标.

正如四国自己所声称的,“为了地区的安全和繁荣,我们重申致力于实现自

由开放的印太.”③ 而所谓的自由和开放就是自２０１２年以来在这些国家炒作

南海问题、指责中国影响自由航行的基础上产生的.

美国致力于把美日印澳打造成地缘政治同盟,因此将四边框架视为牵

制中国崛起的印太战略支柱.④ 有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尤其是拜登政府将中

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印太地区视为最重要的地区,并

试图将共享民主和法治等价值观的Quad定位为 “该地区决策的根本基础”,

使之成为对抗中国的核心框架.⑤ 尽管在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６日中美元首视频

会晤时拜登提出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但美国在言辞上的出

尔反尔已经不是一次两次,而且在２０２１年３月拜登政府发布的 «国家安全

战略暂行指南»中,美国提出要加强联盟和伙伴关系,遏制共同的威胁.⑥

相比之下,后者更能代表美国的真正战略意图.换言之,美国不大可能会

因为对中国的承诺而放弃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的同盟化,反而会进一步

加强.这一点充分反映在拜登政府的新印太战略中.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１日,美

国拜登政府发布了新的美国印太战略,其核心逻辑是以美日印澳四边合作

机制为根本,以中国为核心针对目标,强调中国带来的挑战,⑦ 声称其在未

来十年的集体努力将决定中国是否成功地改变使印太地区和世界受益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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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规范.① 在此认识基础上,美国印太战略的主要实现路径依然是强化与

战略伙伴及同盟的关系,其中尤其强调要继续支持印度的崛起以及其地区

领导者地位.② 日本也有类似的四边合作机制的概念且一直在推行.将四边

合作塑造成同盟的关键最后在澳大利亚和印度.实际上,整体上澳大利亚

和印度都欢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只不过在态度上澳大利亚曾经害怕

冲击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印度则苦于来自其国内要求 “战略自主”的

困扰.澳大利亚前外长朱莉毕晓普 (JulieBishop)表示澳大利亚欢迎美

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愿意加入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机制.她表示,四边合

作机制是双边或者三边关系的自然延伸,是澳大利亚寻求与合作伙伴接触

的众多方式之一.她认为,“如果四边合作建立在更高的水平上,这将使四

国能够讨论所有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澳大利亚认为四边对话是对抗中国日

益增长的影响力的一种手段,并表明其与中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会影

响澳大利亚政府维护其国家利益的努力.”③ 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之下,澳大

利亚在对华战略上完全遵循美国的要求,中澳关系迅速恶化,澳大利亚促

使四边合作进入同盟阶段的决心得到增强.

对印度似乎在四边合作方面显得犹豫的原因,过去一般认为是因印度

担心其与中国及俄罗斯的关系,但其实在推进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方面印度

也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在将印美双边军事合作机制上升为美印日三边合作

机制的过程中,印度是 “施动者”,主动邀请日本参与马拉巴尔联合军演.

印度在做出这一决定时,中印关系还处于较为稳定的时期.而在中印关系

因为边界争端而陷入长期对峙之时,更有消息传出印度将邀请澳大利亚加

入多边军事合作机制,最终２０２０年澳大利亚正式加入四国马拉巴尔联合军

演,美日印澳四边军事同盟有了初级形态.从中可以看出,认为印度排斥

和不情愿推进美日印澳四边合作的看法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不准确的,

至少在军事安排层面,印度成功地将原来只是双边的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推

进至四边,与 Quad实现重合.可见,只不过是印度的虚荣心遮掩了真相,

印度既想快速推进美日印澳四边合作的实现,又害怕别人对其失去 “战略

自主”指指点点,有损大国的尊严.因此,在如何实现同盟化与战略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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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微妙平衡方面颇费思量,造成外界的很多误解、误读.甚至在澳大

利亚刚开始退出四边机制时,印度大失所望.有印度战略家提出,澳大利

亚离开之后,应当邀请该地区其他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加入,组成一个新的

四边合作机制.① 当然,近年来的中印关系波动明显,“经济脱钩”、“边境

对峙”使印度迎来了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成为同盟的最佳时期,印度国

内部分民族主义情绪支持印度联合美日澳三国共同对付中国,当然这更是

印度主动选择的战略结果.

二、美日印澳成为同盟行为体的标志

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同盟化似乎验证了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论断:现实

世界依然是现实主义的世界,国家仍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者,没有守

夜人凌驾于它们之上.② 美日印澳操弄着说一套做另外一套的现实主义权力

政治的游戏,给地区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也是实现 “大国政治的

悲剧”的自我预言.结盟以加强自己的霸权秩序,排除和打击异己是美国

霸权主导性的安全联盟战略支柱之一.即使在霸权型主导性的文明规范上,
主张文明冲突论的塞缪尔亨廷顿建议美国政府联合同类文明以打击、遏

制异类文明.③ 标榜以 “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正是这种

逻辑下的产物.

那么什么是同盟呢? 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实现了

同盟化? 按照 «辞海»的解释,在国际政治领域,同盟主要指两个和两个

以上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因共同利害而缔结的政治、军事或经济等方面的

联合和协作关系.④ 以此而言,两个方面规定了同盟的内涵,一是有没有共

同的利害;二是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就共同利害问题采取共同的有

针对性的行动.当然如果仅以此来讨论同盟可能仍然存在不足,检验是否

为同盟的标准还应当包括第三个方面,即就共同利害采取行动的国家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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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nＧSzeFang,“TheAsymmetricalThreatPerceptionsinChinaＧIndiaRelationsafter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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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 (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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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在联合行动方面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以及是否形成共同的排他性的行

为规范.最标准的同盟是冷战时期苏联为首的同盟阵营与美国为首的同盟

阵营,每个阵营在对外行动上都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排他性的共同规范

是检验同盟的终极指标,尤其是在检验该同盟是否具有凝聚力和持久性

方面.

同盟是国际政治行为体中的一种,具有行动上的高度一致性.根据上

述条件来对照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可以发现,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已

经成为有一定独立性的同盟行为体.第一,就共同利害而言,美日印澳在

“中国威胁论”方面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这个共识早就存在,只是有的

国家表现得较为直接一些,比如美国和日本,有的国家比较委婉一些,甚

至在某些时候出于一些利益将 “中国威胁论”隐藏起来,比如澳大利亚和

印度.从奥巴马的 “亚太再平衡”政策,再到特朗普及拜登政府的印太再

平衡战略,目标所指都是所谓的 “中国威胁”,几乎很少有立场上的变化.

日本在安全和军事问题上紧跟美国,甚至是推进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最主要

的推手与力量.在一段时期内,日本在经济问题上也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

推进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但近年来,日本对华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体

现在中国申请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之后,

日本政客以中国达不到规则而表达拒绝的意思,对中国台湾申请加入则表

示欢迎.① 日本当局多名政要均表示中国要加入没那么简单,因为 CPTPP
的规则很高,却清一色地欢迎中国台湾参加.② 希望美国重返 CPTPP,反

映了日本试图加固美日印澳同盟以遏制中国的政治决心.在共同利害的认

识上,澳大利亚与印度的变化最大.过去澳大利亚似乎一直都比较重视经

济利益,虽然偶有摩擦,但总体上希望保持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的主线还是

比较清晰的,但近年来澳方却紧随美国的政策,大有不顾经济利益的意味.

可能一方面是源于美国的同盟压力,另外一方面则是澳大利亚的地区野心

在膨胀.至于印度在 “中国威胁论”的利害共识上的态度,正如前文所述,

印度其实非常欢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只不过更多时候需要应对来自

国内要求 “战略自主”的政治压力.当然,在表象上印度推动美日印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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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化的动力源于中印关系的恶化.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

印度本身既定的战略追求.

第二,在联合行动方面,建构由美日印澳各执一端的印太遏制网,限

制、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印太”地缘政治

概念的迅速传播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的设想息息相关.尽管最初在遭到中

国的抗议之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表面处于停滞状态,但各方在建构印

太地缘政治图景中联合排除中国,似乎共同认定中国并非印太国家,在双

边、三边互动中以中国为假想敌.在合作设计中,处处映射中国不透明、

破坏国际规则,同时要加强与 “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比如在印日领导

人会晤中,双方声称为了实现 “自由开放的印太”与保障海洋安全,以加

强地区连通性和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形成,在日印双边和美日印澳四

边合作机制层面加强合作.① 在日印双方会谈中,还公开提及强烈反对中国

的 “经济威慑”、反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等.②

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在针对中国的联合行动方面已经无所顾忌.在美日印

澳四边合作层面,尽管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未提到中国,却处处针对中国.

比如为了对抗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共同推出

了基础设施新框架,即 “美日印澳基础设施与伙伴关系”.该框架声称按照

国际规则和标准,如债务的可持续性,公平和透明的融资做法,③ 实际上暗

指中国在实施 “债务陷阱”外交.

在联合行动方面,印度被认为是在拖后腿.正如前文所述,这是一种

错觉.然而印度的 “低调”也让一些人不满.因此,有人建议印度, “印

太”是所有大国的优先事项,于印度而言,这是继 “东向行动政策”之后

顺理成章的下一步,也是摆脱南亚限制的一次突破.④ 所以,印度应当提高

“印太战略”的清晰度,不要被其他国家的看法所迷惑. “印太”时代已经

到来,印太地区必须被视为 “东向行动政策”的进一步推演.从一个概念

到另一个概念的过渡本身就表明印度在东方的安全利害关系正在加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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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日印首脳会談,日本外務省,令和３年９月２３日.https://wwwmofagojp/mofaj/s_

sa/sw/in/page４_００５４１７html
日印首脳会談.

日米豪印、インフラで新枠組み　中国の 「一帯一路」に対抗,JIJICOM,令和３年９月

２６日.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２０２１０９２５００４７０&g＝int
“KeynoteSpeechbyExternalAffairsMinisteratIndianOceanConferenceinMaldives”．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度将不再局限于追求其近邻的利益.这一点正逐渐反映在印度在太平洋地

区安全关系的打造上,同时也伴随着日益增长的经济接触.① 通过在那里展

示更强大的能力和贡献,印度对其他全球参与者的价值大大提高.这也让

他们更加热情地欢迎印度进一步 “向东行动”.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印度来

说,正确的 “印太战略”取决于确保更正确地实施其印度洋战略.② 有观点

认为,推动印度加快融入四边合作的动力可能主要来自中国.因为中国的

崛起将极大改变地区地缘政治形势,尤其可能获得对其他国家的支配权,

包括印度.③ 更大的挑战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波及印

度,尤其当印度的利益与中国发生冲突之时.④

莫迪执政后,印度提高了参与美日印澳四边互动及推动 “印太战略”

发展的决心,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莫迪公开表示:“新冠疫情大流

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塑世界秩序的机会,重新调整我们的思维.我们必

须创建系统来解决今天的问题和明天的挑战.我们必须考虑整个人类,而

不仅仅是那些站在我们一边的人.”⑤ 印度外长苏杰生也表示,新冠肺炎疫

情的挑战无疑为加强国际合作创造了更有力的理由,无论是在疫苗生产方

面,还是在促进经济复苏方面.那些拥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人会发

现更容易建立牢固的伙伴关系.要真正发挥作用,全球秩序必须解决大流

行病引发的担忧和问题.⑥ 针对中国,苏杰生表示,一个更加多极的世界应

当实现去中心化的全球化,拥有多个供应链和更多的增长引擎.⑦ 苏杰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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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KeynoteSpeechbyExternalAffairsMinisteratIndianOceanConferenceinMaldives”．

Ibid．

UgoTramballiandNicolaMissaglia,India,theModiFactor (Milano:LedizioniLediPublishing,

２０１８),p１１６

UgoTramballiandNicolaMissaglia,India,theModiFactor,p１１７
“ForeignSecretary’sRemarkson ‘India’sForeignPolicyinthePostＧCovid World:New

Vulnerabilities,New Opportunities’,”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India,June １８,２０２１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ＧStatementshtm?dtl/３３９２９/Foreign_Secretarys_ Remarks_on_

Indias_Foreign_Policy_in_the_PostCovid_ World_New_Vulnerabilities_New_Opportunities_

Public_Affairs_Forum_of_India
“SpeechbyExternalAffairs Ministeratthe ‘FutureofAsia’ConferenceOrganizedby

Nikkei,”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India,May２０,２０２１https://wwwmeagovin/SpeechesＧ

Statementshtm?dtl/３３８７０/Speech_by_External_Affairs_ Minister_at_the_Future_of_Asia_

Conference_organized_by_Nikkei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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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指出,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多个层面做出决定、倡议和协商.就印

度而言,它可以通过更有效的伙伴关系帮助加强全球经济并降低其风险.
印度正在开展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供应链弹性计划.在涉及美国的四边合

作机制安排方面,其议程涵盖疫苗合作、关键和新兴技术、半导体、供应

链、关键材料和联通性等.① 有观点认为,印度总理莫迪一直奉行强硬和对

抗性的外交政策,在过去的七年里,他基本上重塑了印度的外交政策,以

配合他及其政党几十年来所追求的强硬民族主义政治路线.然而,莫迪政

府的任何其他外交政策立场都不会像他决定让印度参与四边结盟那样重要,
四边是一个以印太为中心的类似北约的战略联盟.通过加入联盟,莫迪移

除了新德里外交政策的最后一个尼赫鲁主义支柱———不结盟.② 当然,可以

想见,即使印度已经成为四边同盟的成员,也还是会宣扬其保持了 “战略

自主”与 “不结盟”的本色,因为可能在印度人的世界观里,这两者之间

根本就不存在矛盾.
第三,塑造共同的行为规范.一是逐渐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在此

前的互动中,民主价值观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价值观相互认同,是国际政治

交往的背景.２０２１年３月的第一次首脑峰会中,美日印澳不仅提出了共享

基本价值观,而且还提出了支持法治、航行和飞行自由、和平解决冲突、
民主价值观和领土完整的原则.③ 声明声称,基于普世价值,美日印澳将支

持和平与繁荣,并寻求加强民主韧性.④ 这意味着美日印澳同盟不仅以民主

价值观为标准形成了排他性同盟,且正在形成民主干涉的小团体.换言之,

民主价值观赫然是原则之一,表明民主价值观成为四边共同的行为规范,
至少理论上如此.以前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紧紧追随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干涉

行动,现在印度也在民主价值观上与美日澳采取了共同的立场,比如公开

声明与美日澳三国一起干涉缅甸的民主进程.与此同时,在与这些国家的

互动中,印度外交官高度标榜 “民主”、“自由”,暗地和公开批评中国的政

治制度.在２０２１年９月的第二次首脑峰会上,美日印澳四边再次重申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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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byExternalAffairs Ministeratthe ‘FutureofAsia’ConferenceOrganizedby
Nikkei”．

“IndiaandtheQUAD:LongTerm Prospects,”Daily News,May１１,２０２１https://

wwwdailynewslk/２０２１/０５/１１/features/２４８９２１/indiaＧandＧquadＧlongＧtermＧprospects
日米豪印首脳共同声明:「日米豪印の精神」,日本外務省,令和３年３月１２日.https://www

mofagojp/mofaj/files/１００１５９２２９pdf
日米豪印首脳共同声明:「日米豪印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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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则.这意味着民主价值观成为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区分敌友的排他

性条款,也使四边合作有了排他性的行为规范.当然也不排除此后美日印

澳在实践中在该规范上的双标政策.

二是形成共同的规则规范.这个同盟针对的核心就是中国,因为这些

国家一向认为中国 “破坏国际规则”从而获益.因此,在两次首脑峰会上

通过的两个联合声明均强调了这一点:美日印澳共同致力于促进植根于国

际法的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秩序,以促进安全与繁荣并应对印太地区

及其他地区的威胁.① 这点声明建立在长期以来尤其是自２０１２年以来这些

国家所宣扬的中国 “不断破坏国际规则”的基础之上.

三是试图形成排他性的供应链.在美日印澳四国中,美国和印度都曾

高调地推进与中国的 “经济脱钩”.在美日印澳的设想中,充满着巨大潜力

的印度完全可以替代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尽管事实表明事情并没

有那么简单,但美日印澳试图推进削弱中国的供应链同盟的努力并没有停

止.比如在疫苗供应链方面,在第一次首脑峰会上,美日印澳表示要生产

安全、负担得起和有效的疫苗以加速经济复苏并为全球健康做出贡献,

共同努力促进疫苗公平地进入印太地区.② 这显然也是企图排除中国疫苗外

交的共同努力.在第二次首脑峰会上,美日印澳再次强调要加强美日印澳

的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再次重申确保将这种扩大的疫苗生产出口到印太地

区和世界,同时美日印澳共同表示认识到开放和安全的疫苗生产供应链的

重要性.③ 美日印澳此举表明,这些国家仍然将在疫苗领域共同排除中国的

影响力作为重要的共同目标与任务.在打造新供应链方面,美日印澳四边

机制的目标是先统一标准,最终目标是绕过中国的生产链,印度提供软件

和设计,日本和美国负责制造.④

四是共同的技术标准规范.以安全为由拒绝与中国进行５G合作是这些

国家共同的行动.美日印澳试图在技术领域形成由其垄断的标准,形成技

术设计、开发、治理和利用的原则,共同推动和开放安全、透明的５G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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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米豪印首脳共同声明:「日米豪印の精神」.

日米豪印首脳共同声明:「日米豪印の精神」.

日米豪印首脳共同声明,日本外務省,令和３年９月２４日.https://wwwmofagojp/

mofaj/files/１００２３８１７６pdf
“WhyQuadLeadersAreMeetingintheMidstofaPandemic,”IndiaTimes,September

２１,２０２１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whyＧquadＧleadersＧareＧmeetingＧinＧtheＧ

midstＧofＧaＧpandemic/articleshow/８６３８９１８０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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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网络.① 这些所谓的安全、开放、透明均源于抹黑中国的所谓 “不安

全、不开放、不透明”.这表明在技术领域,美日印澳试图形成统一的标

准,目标仍然是针对中国.根据美日印澳的声明,四边希望在技术设计、
开发、治理和利用方面引领世界.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一次首脑峰会

中,蓝点网络再次被美日印澳所强调,意味着在针对中国 “一带一路”合

作方面,Quad将在技术标准方面对中国采取共同的行动.
五是在军事领域形成共同应对所谓挑战的共同行为规范.美日印澳四

边合作出现之初其目的就是建立军事同盟,而该合作机制未来发展的终极

目标也是军事同盟,也许还承担经济同盟的功能.２０２０年美日印澳已经形

成共同进行军演的同盟,尽管在四边首脑峰会中尚未涉及进一步的军事安

排,但该四边合作机制距离军事同盟只差一纸协议.除了四边已经是军演

的初级同盟之外,美日、美澳之间本来就是军事同盟.从２０１６年开始美印

之间通过签订 «后勤交流协议备忘录» (LEMOA)、 «通讯兼容与安全协

议»(COMCASA)和 «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等一

系列具有军事性质的协议,也在事实上确立了军事同盟的关系,因为这些

协议几乎都是只有同盟国家之间才会签署.日印之间也早就签署了 «秘密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国防设备/技术转让协议»等具有同盟性质的军事协

议.③ 印澳之间也达成了 «相互后勤支持安排».在三边层面,美日印早有

形成的三边军事合作机制,印日澳三边之间也在推动军事安排.可以说,
美日印澳的军事同盟性质已经得到充分表现.未来,再加之 AUKUS的出

现,印日也将在军事准备方面向美国提出要求.因此,美日印澳形成高标

准军事同盟并形成军事上的共同行为规范只是时间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
“四边机制”是一种旨在对冲崛起中的中国的安全安排.④

六是美日印澳形成共同试探行为规范也是形成同盟行为体的一个重要

表现.美日印澳针对中国的共同试探行为将进一步加剧.这些国家除了支

持区域内外国家在涉台和南海等问题上进行不断试探、踩踏红线,更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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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米豪印首脳共同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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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ンド共和国 (RepublicofIndia),基礎データ,日本外務省,令和３年１１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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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ofMaritimePower,andtheCasesofIndiaandChina,”ProQuestLLC,２０１８,p２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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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过售卖武器、人员交往、国际组织等对中国继续进行试探,以达到支

持相关方与中国进行对抗并同时为中国的外交局面创造更大困难的目的.
美日印澳同盟化是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日印澳同盟

的发展就一帆风顺,甚至不排除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从国际政治的发展历

史来看,同盟是一个常在事物,但具体的同盟组织的存在时间并不会太长,
像北约这样历经数十年的同盟为数并不多.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同盟往往是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美日印澳同盟行为体内部存在着不可忽视的

挑战,毕竟同盟行为体均是建立在各自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关键问题在

于美日印澳中的印度可以做多项选择题,要保证同盟行为体的可持续、稳

定性并非易事.与此同时,在更大范围内,越来越多的行为体不太愿意看

到东亚地区陷入军事冲突的漩涡,影响经济发展议题.因此,美日印澳同

盟化必迂回曲折,真真假假,比如以道德幌子掩盖其军事与安全同盟的真

实目的,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美日印澳同盟化的发展.尽管美日印澳同盟内

部存在挑战,但在１０年至２０年之内美日印澳同盟行为体将在印太地区对

中国构成最主要的挑战.中国将２０３５年确定为实现强国目标的时间,中国

也将在话语和行动上体现得更为进取,而这些国家则将中国的话语与行动

纳入其地缘政治竞争范式内进行考虑.基于此,美日印澳同盟行为体在一

定时期内会不断得到加强.

三、美日印澳同盟化动机

有人建议如果可能将美日印澳四边与 “一带一路”连接起来,若获成

功将有助于将多元化确立为国际关系新常态.① 不能确定地说看不到这种前

景,但在短期内显然看不到,而且相互融合连接的可能性也比较低,长期

共存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与 “一带一路”倡议之间

动机的差别很大.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是一个地缘政治同盟,而 “一带一路”
倡议主要是经济合作倡议,没有形成排他性规范,与四边机制截然不同.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本身就是美日印澳同盟化的主要目标.从美日

印澳四边机制同盟化的动机来看,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一般性的、具

有共同性的动机;二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动机;三是共同针对性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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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霸权国的牵引之下具有形成共同针对中国的同盟行为体的动机.

三者的共同结合推动了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迅速同盟化,形成同盟行为体.

(一)一般性动机

地缘政治的权力竞争是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同盟化的一般性动

机.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际政治主要是由国家对权力的争夺以及国家

间力量的分配而决定的.① 在国际政治观念、地缘政治权力竞争上,美日印

澳同属同一思维阵营,即崇信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斗争的游戏,因而这些国

家并不能感同身受地理解中国提出来的 “一带一路”倡议及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这样的理念与方案.在这些国家看来,中国提出这些理念与方案,

旨在谋取地缘政治势力范围,旨在寻求在地区中的支配地位,旨在摧毁美

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建立由中国主导的新秩序.因此,不管是经济合作倡

议还是经济合作战略,在这些国家看来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都是为了谋

取国际政治权力.在这样的基础上,这些国家还先验性地以所谓的 “民主

价值观”来区分敌友,走西方民主道路的就是志同道合者,其他的都是

“异类”.客观而言,其实质不过是为自己的地缘政治权力斗争披上画皮.

在这些国家看来,中国数十年来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动摇了其权力根

基,尤其是因为这些国家都认为经济实力的增长必然会带来军事力量的增

长,那么对这些国家的地区影响也会相应增加.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带来

的地区经济结构的改变引起这些国家的不适应,复活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

制就成为重要选择.从美国的逻辑看,中国的快速发展 “威胁”到了美国

的全球霸权地位,美国认为中国继续保持经济和军事优势并在短期内寻求

“印太”地区的霸权,最终将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优势地位.② 除此之外,美

国还指责中国利用经济手段发展战略利益.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２日,美国 “印太

司令部”指挥官菲利普戴维森 (PhilipDavidson)海军上将在参议院军事

委员会提供证词说:“北京正在利用其经济权力手段,破坏该地区各国的自

治权,短期内容易赚钱,但这些资金伴随着不可持续的债务,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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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对市场经济的限制,使地区各国可能失去对自然资源的控制.”① 美

国还进一步大肆宣扬 “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正在利用经济诱因和惩罚影

响行动,并暗示军事威胁说服其他国家遵守中国的议程.虽然贸易使中国

及其贸易伙伴受益,但中国利用间谍和盗窃获取经济利益并将获得的技术

转移到军队,这仍然是中国所有贸易伙伴面临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风险的重

要来源.② 很显然,美国是将自己的霸权思想与思维惯性转移到了中国身

上,认为在历史上美国依靠军事力量主导了国际秩序,那么中国也将做同

样的事情,结果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全球霸

权地位,与美国争夺权力.有学者指出,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正如多份美

国战略文件所显示的,与中国的竞争现在必须成为国家的优先事项.在华

盛顿看来,越来越明显的是,中国试图通过建立对印太地区的霸权来进行

竞争.通过施加影响,北京将能够塑造贸易和地区秩序,以支持有利于其

自身的繁荣、安全和政治利益.尽管这可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对于那

些希望保持自由和自治的人来说,这也是不可接受的.③ 由于美国倾向于将

中国的行为分析为权力博弈中的举动,将其解释为中国试图重塑世界秩序,
因此这种担忧变成了不安全因素.同样,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在他的 «注定一战»(DestinedforWar)一书中强调了伴随着２１
世纪中美之间权力转移的结构性危机,中国日益强大的力量和重要性以及

美国捍卫现状的恐惧和骄傲,正在使这些国家 “走向从未想要的战争”.④

毋庸讳言,在冷战的权力争夺中,随着苏联解体,美国以极大的优势

获得了胜利,在地缘政治权力竞争中获得了超级大国的地位.自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伊始,有关中国可能 “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言论就开始出现.约瑟

夫奈 (JosephSNye)认为,美国拥有着权重非常大的国际权力,主导

规范由安全联盟、多边国际制度以及相对开放的经济政策组成,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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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规范维持了７０年,如今遭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挑战.① 这是美国迅速

调整其全球政策向亚太转移,进而推动印太地缘政治概念并将之落实到美

日印澳四边机制最主要的动机.正如美国国务卿迈克  蓬佩奥 (Mike
Pompeo)在美日印澳举行的四边会议上所说的,“聚集在东京的部长们都明

白了共同的威胁和我们不仅在外交上而且在经济方面合作的机会,以反击

中方.”② 从上述可见,地缘政治的权力之争是美国主导推动美日印澳四边

机制同盟化的根本动力.

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一般性动机来看,在地缘政治上制衡中国也是两

国追求四边同盟化的重要动力.日本和澳大利亚本身自视甚高,也想成为

地区地缘政治的重要行为体,因此对与美印共同推进印太合作有自己的想

法.尤其是在针对中国方面,日本不甘居于中国之后,澳大利亚也想实现

地区大国的梦想,他们都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持续成长.从根本上,作为

美国的盟友,日澳高度认同美国治下的地区秩序,从未认真思考过中国主

导地区秩序的前景.日本对于追求地区权力的感受会更深刻一些,毕竟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盛极一时,被认为有挑战美国经济地位的可能.在此后

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也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２０１０年中

国 GDP总量超过日本,引起日本的极大焦虑,如何再次复兴成为日本的重

要议题.在此过程中,日本对中国表现出了极大的矛盾,既想通过与中国

开展地区合作获取经济收益,又忧虑中国的崛起会对日本造成安全上的影

响.换言之,日本并不欢迎由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最好当然是由日本自

己来主导东亚秩序,日本当初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动力也是源于此.如

果日本不能主导,由所谓的民主小团体来共同主导印太地区也是日本可以

接受的方案,这是日本推动美日印澳实现同盟化的地缘政治逻辑,也是日

本乐于追求的逻辑,因为正是美日印澳同盟的形成体现了日本独特的作用.

澳大利亚此前更多表现在为追求经济利益与中国开展合作,在地缘政治安

全上自觉站在美国一边.与日本类似,澳大利亚显然主导不了印太地区,

也习惯了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也不愿意看到中国主导印太地区的前景出

现.因此,帮助美日印澳实现同盟化,实现美日印澳对印太地区排他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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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也成为澳方的重要选择.

相比日澳,印度与美国更相似,同样有全球地缘政治权力野心.印度

人不但喜欢讨论印度的崛起,也喜欢讨论和关心在什么时候印度超过美国,

甚至讨论印度的超级大国地位,不过理性的印度人也意识到印度要成为一

个真正的超级大国,必须先要克服来自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的问题与

挑战.① 在地缘政治竞争上,印度将美国看作终极超越目标,与中国则是比

拼谁才是亚洲的 “领头羊”.作为被外界誉为共同崛起的亚洲两个最大的国

家之一,印度一直在与中国较劲.为什么印度不支持中国提出来的 “一带

一路”倡议? 实际上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道理比较简单,印度自己不仅

想做南亚地区的霸主,更欲成为亚洲的标杆.而要真正成为亚洲的领头羊,

超越中国是绕不过去的选择.更何况,在印度的战略认知里,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地区的重要目标是包围印度,削弱印度的影响,这

显然是将南亚视为势力范围、将印度洋视为后院的印度所不能忍受的.印

度其实从未刻意隐藏自己的地区野心,也很在意别人是不是认可其是领导

性大国.因此,追求地区、世界大国地位及其影响力是印度热衷追捧 “印
太战略”的根本动力.独立后的印度野心很大,一直试图实现由自己主导

印度洋的目标,在 “印太战略”时代则更多想凸显印度的领导角色与地位.

但实力与能力的局限不断使印度降低预期,最终以通过实现美日印澳同盟

这样的机制来追求地区地位,尤其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同盟削弱中国,在中

印竞争中胜出.可以说,印度不接受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但其

发展出路又不清晰,只能通过参与四边合作计划来寻找机会,这可能也成

为解释印度为什么愿意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共同启动美日印澳四边合

作的一个原因.②

(二)特殊性动机

在特殊动机领域,美日印澳均有实现四边机制同盟化的相同理由与不

同理由.相同的地方在于,美日印澳均将新冠疫情看成精准打击中国的机

会,企图重构全球供应链,围堵中国经济.因此,以加强疫情合作为由,

快速推进美日印澳四边同盟化.但各国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实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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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化有更多的特殊的不同动机.

就美国而言,当前的拜登政府有转移目标与视线、急于摆脱阿富汗反

恐战争失败形象的特殊需求.尽管拜登为自己撤军阿富汗的行为进行了辩

解,但国际舆论对美国信誉破产的批评却并未停止.拜登亟需新的 “热点”

摆脱尴尬境地.美日印澳四边同盟机制本身就一直在美国对外战略的议程

上,只是根据时机的选择来决定什么时候推进.此外,进一步修复此前因

特朗普执政时期遭到破坏的同盟关系也是促成四边机制同盟化的动力,因

为美国需要向盟友传达遏制中国的政治决心.特朗普政府要求盟友承担更

多的安全义务,并在若干经济问题上对盟友实行无差别攻击,导致美国与

其盟友关系受损.拜登政府旨在通过多边机制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以盟

友为基础推动 “印太战略”,而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无疑是核心.

印度的考量比较复杂,其特殊的动机有多个方面.一是莫迪亟须一场

“闪光”行动来摆脱其在应对疫情方面失败者的形象.印度不仅是新型病毒

的受害者,也成为世界的毒源,由其传播而来的新型病毒给亚洲国家造成

了严峻的、连续不断的疫情危机,国际社会及其国内舆论对其多有不满.

二是在莫迪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而且中印双方在边境问题上

互不相让的情况下,印度有借势美国、要挟中国的战略意图.这也是印度

的历史惯例,在中国处于国际困难时,印度往往会乘机制造自以为得利的

机会.从四边通过的联合声明可以看到,各方把确保领土完整作为重要原

则,实际上这样的内容多半来自印度以及日本的要求,因为这两个国家与

中国存在着领土与领海争端.而且从心理层面来讲,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

国攀上关系、为自己的大国梦想增光一直是印度的渴望,只不过以前做得

比较隐蔽,现在则比较公开.冷战时期与苏联结盟,现在则与美国结盟.

三是通过同盟化的方式希望从美日获取先进的武器装备.印度正在加

大从美国进口武器装备的力度,而同盟化将为这种军事合作提供便利.据

报道印度将采购３０架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制造的 MQＧ９B侦察无人

机,总额为３０亿美元.该飞机最多可携带１７００公斤物资,飞行４８小时.

２０２０年印度曾经租用了两架 MQＧ９B 用于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附近进行侦

察.① 印度此种心思可以从印度国内对 AUKUS的态度看出来.印度国内

９６

① インド、アメリカから偵察型ドローン 「MQＧ９B」３０台購入へ:台頭する中国と隣国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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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AUKUS的看法有三种:获益论、共情论与警惕论.其中以前两者为主

要反应.在获益论上,比如拉贾莫汉 (RajaMohan)认为 AUKUS对印

度是福音.① 在共情论方面,印度媒体和学者表示对澳大利亚加入该军事联

盟感同身受,因为澳大利亚遭受中国的仇恨与挑衅,尤其是禁止从澳大利

亚进口各种产品,正如印度在拉达克地区被中国 “侵略”一样.为了应对

中国咄咄逼人的姿态,澳大利亚加入这样的军事联盟是可以理解的.印度

媒体和学者还 “客观”地分析为什么美国没有邀请印度参加 AUKUS军事

联盟,原因包括印度不是核不扩散成员国、在军事上印度并不像澳大利亚

一样依赖美国、因为俄罗斯的缘故美国不愿意轻易与印度分享核潜艇技术、

虽然美国与印度有民用核能合作协议但并不包括核军事技术转让等.② 可以

看出,印度国内对于印太地区的同盟化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为印度

积极参与四边机制同盟化做好了心理准备.

日本的特殊动机包括用多边同盟在东海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以及被美国

要求追随美国的霸权政策.日本本来就担心美国会放弃对其的安全义务承

诺,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任时因担心美国可能

从 “印太”收缩,尤其是退出了旨在遏制和包围中国的 TPP而感到焦虑.

在新的四边机制联合声明中,日本如愿以偿将东海争端写进了声明之中,

这也是日本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同盟化的一个重要私心.当然,相对于

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对美政策方面选择空间非常小,因为两国都是受

美国影响甚至控制的盟友.当美国透露出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时,这两个

国家争先恐后急着与中国改善关系,当美国流露出要对付中国的意图时,

这两个国家就争先恐后急着与中国恶化关系.当拜登声称要为美国利益流

血时,日本和澳大利亚就急着要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美国的利益,而非自己

的利益.这也是日澳竭力推动,尤其是紧拉印度进入四边同盟的一个重要

原因.当然,日澳也隐藏着通过四边合作的同盟化从美国获得更多高端技

术的武器装备的企图.尤其是日本,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技术对其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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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心理刺激,而出于安抚日本的需要,美国对日本的警惕底线会越来

越低,日本迟早会成为美国高端军事技术转让的受益者.
(三)共同针对性动机

分析一般性动机与特殊性动机可以看出, “中国因素”具有重要地位,
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美日印澳同盟共同针对的对象.换言之,共同针对中

国已经成为该同盟行为体最重要的动机.截至２０２０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

达到１０１６万亿元,① 中国经济总量的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的七成.② 根据现

实主义的观点,并不存在单纯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将带来政治经济影响

力的同时上升,尤其是军事投入能力将大幅度增强.因此,奉行现实主义

理念的美日印澳这些国家并不会单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理解中国,而是

将经济规模作为硬实力最重要的部分.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如在一般性动

机部分所分析的,美日印澳都是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提出的

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美日印

澳的国际政治理论话语中,中国所提的 “一带一路”无论冠以 “倡议”还

是 “战略”之名,在这些国家看来都是中国通过投资其他国家实现战略目

标的重要手段,即是扩大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与势力范围的举措.也正因

为如此,美日印澳都是宣扬 “一带一路”倡议 “债务陷阱论”的重要推手,
印度更是这一论调的始作俑者.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可能被这些国家理解为中

国正在全球致力于打造 “北京模式”,他们将中国的发展路径污蔑为 “掠夺经

济学”.③ 近年来中国在话语表达方式上的改变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些

国家的这一印象.中国不断加强的战略自信,却引发印、日、澳警惕.中

国在印度洋的活动日益活跃,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并加强同斯里兰卡和

马尔代夫等国的联系,也被认为是中国日益增加的地区影响力的体现.
美日印澳共同针对中国局面的出现是美日印澳同盟行为体生成的最重

要的外部动力.所有这些国家都将中国带来的所谓的 “挑战”上升到了迫

在眉睫的层次.美国自不待言,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就大张旗鼓与中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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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２０２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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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且特朗普正是重启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的始作俑者.美国在对

所谓 “中国威胁”的认知方面的变化也表明美国为何要通过强化四边合作

机制来应对中国.中国军事实力与能力的提高是客观事实,但美国增强了

防范性与警惕性.美国海军在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发布的战略指南中指出,中国

对美国海军的挑战是诸多挑战中最为长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已经从

根本上扩大了其规模和能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舰队,至少一代人以

来,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拥有与我们竞争的海军能力,

并寻求积极利用其力量挑战美国的原则、伙伴关系和繁荣”.① 中美战略竞

争的加剧压缩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对华战略空间.作为美国的战略盟友,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情况下,这两个国家在多项选择中只能做单选题.

有时候可能貌似有多个选项,但真正到需要选边站时,他们并没有太大的

选择空间.因此,在美国展现出要遏制中国、打击中国的意图时,日澳的

选择显而易见.与日澳相比,印度有着做多项选择题的优势.尤其面临着

来自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压力,中国并没有对印度频频发起的经济挑衅进

行相应的回应,希冀留下中印之间在合作上的回旋空间.但是美国对中国

的遏制战略给予印度极大的鼓舞,不仅挑起其试图取代中国经济地位的欲

望,也使其看到中国面临着西方包围的困境,从而试图在多项选择中去掉

中国.印度可能根据历史经验认为,中国处于压力困难时,面对印度的无

度索取只会隐忍.事实上,１９６２年的中印边境冲突已经充分证明这一历史

经验不可靠,甚至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霸权国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以及中国崛起的势头

共同促成了美日印澳共同针对中国.霸权国美国与 “取代国”印度在针对

中国方面是主动的战略选择,日澳则带有被美国所胁迫的性质,客观来看,

日澳这两个国家对中国存在较大程度上的经济路径依赖.但不管对华有什

么样的具体矛盾,在这个历史节点上,美日印澳形成了共同针对中国的同

盟行为体已经是日益明显的事实,在话语上是否承认 “修昔底德陷阱”的

存在已经无关紧要,因为都改变不了美国拉帮结派对付中国的事实.至于

这个同盟行为体能走多远,则是另外一回事.总之,不管基于什么理由,

在２０２１年这个节点上,美日印澳在 “中国威胁论”这个共同利害方面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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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度的共识,这是美日印澳同盟化的重要前提条件.这个共识更体现在

美日印澳四边联合声明之中:我们努力建设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和健康、

受到民主价值观支持、不受恐吓约束的地区.① 不言而喻,这个声明背后的

潜台词就是中国.

四、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同盟化对中国的影响

“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态势的演化取决于四个因素:一是中国崛起势头

的持续性与在２０３５年前实现强国目标的战略决心与意志.二是美国面对自

身衰落的担忧与全面遏制中国的决心与意志.三是美国、印度、日本、澳

大利亚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积极介入印太地区事务并成为驱动地区安全化的

重要推手.四是处于大国战略竞争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社会发展

的意志.四个因素产生的合力将成为推动 “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态势演化

的主要动力.美国联合日印澳,其地缘政治布局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企图以

高压促剧变,间接目标是在 “印太”地区逐渐削弱中国的优势,限制中国

的强国目标,为可能爆发的冲突做好准备.

从大趋势来看,四个因素产生的合力可能将使印太地区两种合作模式

的竞争进一步加剧,东盟分裂化或将难以避免.一是以中国推进的主要以

经济合作为主的战略伙伴关系网络将继续深化.中国与大部分地区行为体

建立起了伙伴关系,比如与大多数东盟成员国与南亚国家建立起了战略伙

伴关系.总体来看,中国与东盟、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菲律

宾等地区组织和国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逐渐拓展到安全领域并与多个

国家签署防务合作备忘录,但 “一带一路”下的经济合作是主线.在南亚

方向,与中国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

尔、孟加拉国等.中国与日本、澳大利亚也分别达成建立和平与发展的友

好合作伙伴关系及面向２１世纪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全面合作关系.二

是美日印澳等推进的以安全为主线的同盟化也将不断拓展和深化.美日印

澳等国家同样与南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美国、

日本、印度等国家推进的战略伙伴关系毫不掩饰地缘政治目的,尤其在美

国明确把中国定义为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的基础之上界定了其在 “印太”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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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盟友和伙伴,主要的策略就是要通过印太地区的盟友与伙伴遏制中

国,而这种战略伙伴关系的实质正向安全同盟推进,并且推进合作的主要内

容是针对中国的安全与军事合作.三是美日印澳普遍在双边、多边、地区组

织等层面向东盟国家持久传播所谓的 “中国威胁”,这将深刻影响部分国家内

部政治局势的变化,导致对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大局造成影响,甚至出现

东盟分裂的可能.尤其是美日印澳不断向东盟国家灌输中国妨碍航行自由、

中国的崛起影响地区安全、东盟国家必须配合美日印澳等 “管理”中国的崛

起等观念,也会对东盟国家对两种模式的选择造成重大影响.

客观来看,在两种模式的博弈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同盟化对中国有着

不可忽视的影响.第一,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同盟化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目标构成较为严峻的外部威胁,尤其是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应对南海形

势造成高压态势.一是美日印澳试探同盟的支持将促使中国台湾当局以及南

海争端国加强与中国对抗的信心与决心.二是试探同盟在这些问题上不断加

大试探力度,中国不仅可能面临部分国家在 “一个中国”政策上的反复,而

且在南海问题上的协同对象会日益增多.首先可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区域外

国家进行试探,然后美日印澳等国在某个时机采取更激进的动作,尤其在台湾

问题上.三是试探同盟与中国台湾当局、南海争端国的军事与安全的合作会对

其他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会进一步刺激相关国家挑起与中国的争端的决心.

第二,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同盟化与泛安全化趋势将极大冲击中国构建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是美日印澳等将持续抹黑中国的 “一带一

路”项目 “不讲规则、破坏地区环境”,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不透明”

等.二是这些国家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互联互通项目确定为与地区国家合

作的重要议题,并以中国破坏规则为前提,构建针对中国的所谓合作规则,

与中国形成竞争格局.三是这些国家试图以疫情危机为契机,在疫情溯源问

题上继续抹黑中国的国家形象,重构全球供应链,排除中国的影响,或者将

中国拒止于新供应链之外.四是部分地区国家对这些国家提供的互联互通项

目展现出了浓厚兴趣并与之开展合作,如孟加拉国、马尔代夫、越南等.

第三,美日印澳同盟化对中国与日本、印度等国家在领土领海争议问

题的管理上造成困难,并使中国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的

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在领土领海问题上,美日印澳同盟的加速形成并扩

大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一种 “优势”错觉,会增加这些国家挑起与中国领土

领海争端的信心.四边机制中的同盟国家会在中国与日本、中国与印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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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领海争端问题上不断进行挑拨,不断塑造中国 “扩张主义”的形象.

而且美日印澳同盟国家拥有话语权的优势,容易借助这些争端挑起各国民

族主义情绪,促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管理领土领海争端问题的成本越来越高,

不确定性越来越突出.在恶化双边关系方面,美国拜登政府频频以 “印太

战略”为抓手,推进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四边同盟,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

实施 “切香肠”战术,试图升级更名其在台机构.这说明拜登政府对中国

“说一套做一套”,是 “两面人”,其行为将使中美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与

此同时,日澳可能进一步放弃经济合作议题,全面追随美国对华遏制战略,

这不仅使中国与其达成的区域合作协议成果化为泡影,也将进一步激化双

方的民族主义情绪,推动国家走向对抗.就印度而言,中印关系本身就处

于僵局之中,莫迪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中得势,回过头来又极有可能在中

印双边问题上进行挑衅,使两国双边关系面临新的挑战.

第四,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同盟化扰乱东亚、东南亚合作的态势,对中

国的战略纵深造成影响.美日印澳不断向东亚、东南亚国家重复 “中国是

威胁”的论调,“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导致中国与其他东亚、东南亚国

家的合作态势受到影响.尤其是东盟分裂化可能造成一些关键国家在两种

竞争体系之间 “选边站”,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被葬送,使中

国的合作网络遭遇挫折,并失去一些东盟成员国的合作阵地.再加之随着

中国经济实力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东盟层面对中国的警惕与防范心理会越

来越突出,使之掉入美日印澳 “以东盟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布局,形成对

中国进行遏制的前沿,例如东盟成为四边合作机制的对话伙伴.这样的变

数如果产生,会对中国维护在印度洋的战略利益构成困难甚至威胁.从长

远来看,美日印澳四边合作的走深走实,实现美日印澳机制的扩大是四国

的既定目标,即推进 “四边同盟＋N”机制的发展,而这些重点国家极有

可能在中国周边选取,这将对中国周边合作与周边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结　语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和平与发展的大势未变,但局部地区尤其

是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斗争正在加剧,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集中力量在印太

地区部署全面遏制中国的企图日益明显.中国当然也不能被动接受美日印澳

同盟化.从根本上讲,美日印澳同盟化对中国的危害要比 AUKUS的影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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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因为AUKUS的军事威胁态势自然会使地区国家心生警惕,而美日印

澳同盟的排他性规范却是想把地区国家及组织拉入其规定的轨道以孤立中国.

因为其是以规则、经济、供应链的面貌出现,不排除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

会受到一些国家的欢迎.当然,归根结底,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与

AUKUS是一体的,是相辅相成的,均需要中国高度重视.中国的应对应当

在几个层次上得到进一步加强.一是在国内发展上不能走偏,尤其要警惕极

左和极右之间的撕裂带来的干扰.如果中国能够平稳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那么美日印澳同盟其实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而且中国稳定发展的时间越久,

越能使四边同盟人心浮动,同盟的瓦解或者趋于隐形也不是不可能.二是实

施 “周边优先”的外交战略,尤其是以大国充分尊重小国的姿态行事.只有

周边稳固,中国谋远才有牢固的根基.周边不稳,再宏大的目标也很难有实

现的基础.在周边外交中,中国应当高度警惕 “讲好中国故事”中的 “内宣

当外宣讲”的趋势,这种做法下越讲人心离得越远.如何创造话语上的 “共
亲、共近、共交”是中国面临的紧迫课题.在周边机制上,可以尽可能实现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 “１＋１”的领导人年度峰会机制,让周边各国充分感受到

中国对其的亲近与尊重.三是重点任务要放在与东盟的合作之上.只要东盟

还继续将经济合作作为主要任务,那么美日印澳同盟将东盟纳入遏制中国的

轨道这一企图就难以得逞.因此,继续深化与东盟在经济领域的全面合作是

今后中国东盟战略的主线.四是发挥中国参与和引导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优势,

从经济层面反制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从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合作趋势可以看出,尽管部分国家对中国有所疑虑,但大多数都

能够支持RCEP生效,这说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期待并不弱,从中国申

请加入CPTPP获得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新西兰等国家的支持也能够看

出地区国家对中国抱有的期望.中国可以通过加强这样的区域一体化合作,

削弱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对中国的针对性.最后,针对美日印澳各个国家,我们

应当有基本的战略自信,该吵时吵,该合作时合作,该唱高调时不妨也唱下高

调,毕竟推动对立关系并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只会有

损国家利益,尤其是与多个地区大国同时形成对立关系也是国际关系中的大忌.

在斗争激烈的时候,更应当高度重视 “巧妙”的外交手段,盲目无限拔高自己

以及无限贬低别人都要异常小心,因为这样做的后果往往为合理、科学决策制

造麻烦而不是提供便利,这是国际政治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编　辑　毛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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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Quad:FromLooseCoordinationtowardsanAlliance

ByYangSiling& RenJilei

ABSTRACT:２０２１wasawatershedyearfortheUS,Japan,Indiaand

Australia visＧàＧvis their Quadr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which

successfullytransitionedfromaloosecoordinatingframeworktoagrouping

ofalliedactors ReviewingthehistoricaldevelopmentoftheQuad,three

distinctphasescanbeidentified:theconceptualstage;astrategydevelopment

stage;andathirdphaseofevolutiontowardsanallianceDuringthefirst

twophases,theQuadwasnotmorethanaloosecoordinatingstructure,

butinthelastitstartedtotakeoncharacteristicsofanallianceＧlikeactor

Theprimaryreasonwecanconcludethatithasevolvedintoanallianceactor

isthattheorganizationhasstartedtomoldbehavioralnorms,anditfurther

aimstoestablishamonopolyovertheprovisionofnormsintheIndoＧPacific

regionThreefactorshaveplayedaroleindrivingtheUS,Japan,India

andAustraliatobuildtheQuadintoanallianceactor:firstisthepursuitof

generalinterests;secondistheglobalsituation broughtaboutbythe

COVIDＧ１９ pandemic and itsimpact on their relations;third is the

formationofasharedtargetedgoal Thesethreefactorscombinedworked

toshapetheQuadintoanallianceAstheQuadprimarytargetsChina,its

emergenceasanalliancewillhaveimpactsonChina’ssecurityenvironment

thatcannotbeignoredInresponse,Chinashouldimplementits“neighborhood

first”strategy,promotethe“１＋１”Leader’sSummitonMutualRespectwith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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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ghboringcountries,andadvancethecomprehensivedeepeningofeconomic

cooperationbetweenChinaandASEANThesestepscanhelpChinarespond

totherapidlychangingIndoＧPacificgeoＧpoliticalsituation

KEY WORDS:TheQuad;UnitedStates;Alliance;India;Quadrilateral

CooperationMechanism

AnInitialAnalysisoftheImpactsoftheCOVIDＧ１９Pandemic

onthePositionofBJPinIndia:APerspectiveBasedonLocal

ElectoralPolitics

ByYangLu

ABSTRACT:Poorgovernanceperformancewillweakenthepositionofa

rulingpartyvisＧàＧviselectoraloutcomes Asoneoftheworstperforming

governmentsinthe world visＧàＧvisthe COVIDＧ１９ pandemic,the BJP

governmentshouldhavebeennegativelyimpactedatthepollsduetoits

poorperformance Whileso,thesixlocalelectionsheldsinceOctober２０２０

havemadeitclearthattheBJP’smiserablegovernancerecordhasnotinany

wayharmeditspoliticalposition Toexplainthisanomaly,thisarticle

conductsananalysisofdynamicsaroundlocalstateelections,lookingat

threefactors:India’spoliticalsystem,theBJP’selectionstrategyandthe

BJP’smobilizationstrategyItarguesthattheBJPelectionstrategyhas

astutelyexploitedrelationsbetweenthecenterandlocalities,provoked

sectarian conflictandfocused on developmentalissuesasa meansof

diverting attention from its shirking ofresponsibility on COVIDＧ１９

Meanwhileitsmobilizationstrategyhastargetedbothelitesandgrassroots

organizationsincollectivelyworkingtoeliminatethenegativeimpactsofthe

pandemiconthe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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