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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又出幺蛾子！
“美国准备推出‘印太经济

框架’，旨在制衡中国。”《华尔街
日报》7日一篇长篇报道以此为
题披露称，拜登政府将在几周内
公布首个针对印太地区的广泛
经济战略细节，透过这个新的经
济框架，美国将同“友好”国家在
一系列领域更密切地合作。

分析认为，此举是为了填补
美国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TPP）后留下的亚太
经贸战略漏洞。特别是随着中
国与该地区经济连通性的增强，
华盛顿越来越坐立不安。拜登
政府上台刚满一年，“竞争”是其
对华政策关系的基调。

过去一年，美国打造了数个
集团政治性质的小圈子联盟，加
剧了外界对全球最大的两个经
济体陷入“新冷战”的担忧，而现
在，它设计的经济战略也迅速引
来媒体“经济冷战”的联想。在
专家看来，美国的新构想没那么
容易实现。它无法取代被美国
抛弃的TPP，因国内就业等利益，
一些相关安排意味着难以对地
区发展中国家形成吸引力，有澳
媒甚至用“三心二意”来形容。

即便是美国在该地区的一
些发达国家盟友，也做不到远离
中国大市场。“美国希望改变，但
世界也在不断变化。”瑞士《新苏
黎世报》的一篇文章写道。

美媒披露新“框架”详情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拜登

政府准备发布的所谓“印太经济
框架”，旨在让美国同“友好”国
家在数字贸易、供应链和绿色技
术等问题上更密切地合作。美
国亚太地区副贸易代表比安奇
在最近的一次贸易会议上表示，
该框架预计将在几周内公布。

该框架的结构将是一系列
单独协议，地区国家可以选择签
署这些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戴
琪负责该框架的贸易部分，包括
数字贸易、劳工标准和贸易便利
化。商务部长雷蒙多将监督供
应链、基础设施、去碳化、税收和
腐败等部分。

报道称，预计该框架不会试
图让美国重返 TPP，美国官员给
出的理由是，缺乏国会两党中任
何一党的足够支持，而且工会也
持反对意见。预计拜登不会对
贸易伙伴削减关税，也不会提供

其他传统的市场开放工具。这
些工具受到美国劳工团体及其
民主党盟友和一些共和党人的
反对，理由是它们以牺牲美国的
就业和制造业为代价。

该报承认，多名经济学家、
外交官和贸易专家表示，美国想
联合多个亚洲经济体达成为商
业和新技术制定参与规范的有
效协议，将面临一场硬仗。

一些人称，如果没有市场准
入措施，该框架可能又会成为美
国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
新加坡等盟友的富国俱乐部。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让越
南和印尼这样的国家加入？”美
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
级顾问赖因希说。

这篇报道迅速引来舆论关
注。路透社 7日称，去年 10月，
拜登对一些亚洲国家领导人表
示，美国将启动一项新的“印太
经济框架”谈判，但没有透露多
少细节，而且他的政府一直不愿
向亚洲国家提供更多的市场准
入，认为这将威胁到美国的就
业。

去年11月，雷蒙多在新加坡
说，美国将在2022年年初启动一
个较正式的进程，寻求与印太地
区“志同道合”的伙伴成立一个
超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CPTPP），比传统自由
贸易协定更广泛和自由的经济
框架。

台湾《旺报》7日称，雷蒙多
去年 12月曾表示，不可能“按原
样”重新加入 CPTPP，美方所设
想的是一种全新经济框架，目标
不仅是让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
家参与，还要让马来西亚、越南
和泰国等新兴经济体参与。“拜
登将公布首个亚太经济战略，东
南亚国家恐不买单”，台湾今日
新闻网的报道以此为题。

对东南亚难有吸引力
“拜登的‘印太经济框架’在

国内会面临较大阻力。”美国克
里斯托弗·纽波特大学助理教授
孙太一 7日对《环球时报》记者
说，重商主义尤其是贸易保护主
义兴起，中期选举年民主党在民
调上已经处于劣势，拜登政府很
难顶住压力去推动贸易便利化、
自由化。

而涉及设立新标准的方面，

哪怕各方在磋商之后有所妥协，
相关标准也很难具有约束力和
连贯性——在经历了特朗普时
代后，印太地区国家（包括美国
的盟友在内）都已经意识到，在
乎盟友的美国可能只是临时的。

孙太一说，供应链弹性、基
础设施这样的议题，虽然在描述
时对一些国家会很有吸引力，但
落实时势必涉及利益分配甚至
争夺。而美国眼下不可能以联
邦政府的名义做实质性的资源
投入，加上两党之争，美方短期
内很难给印太地区相关国家带
来实质利益。

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如何处
理台湾潜在的参与，拜登政府很
可能会以“设立共同标准”为由，
让台湾也承诺履行相关标准。

“拜登半心半意的亚洲经济
计划需要我们的帮助。”澳大利
亚《金融评论》7日以此为题报道
称，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最新
数据显示，华盛顿通过与印太地
区国家的经济关系施加影响的
能力急剧下降。如果没有战略，
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将继续成为
亚洲国家不那么重要的经济伙
伴。中国与该地区的贸易额现
在是美国的两倍半。

文章称，从去年 10月至今，
所有迹象都表明拜登政府的雄
心很小，反映出新贸易协定缺乏
政治支持。新框架可能对东南
亚欠发达国家特别没有吸引力，
这种三心二意的做法也给堪培
拉出了一个难题。堪培拉应敦
促华盛顿尽可能选择广泛的成
员，而非尽可能高的标准。

“经济冷战”，德国新闻电视
台报道称，美国准备出台的“印
太经济框架”旨在填补其退出
TPP所留下的战略漏洞。这将使
印太国家处于艰难境地。即使
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盟友，
也很难离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庞大市场。因此，“多轨
并行”很可能成为印太国家的选
择。

实际上，为与中国“竞争”，
华盛顿当局可谓手段用尽。上
周五，美国众议院通过“2022年
美国竞争法案”，将拨款 3500亿
美元，在制造研发等多个领域强
化美国竞争力。法案还提出强
化美台经贸、科技和安全合作。

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共和党众
议员都投下反对票。众议院共
和党领袖麦卡锡称法案中有民
主党的“极左议程”，包括关于气
候变化支出的条款，共和党领导
层还宣称该法案在中国问题上

“过于软弱”。
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

坚表示，所谓“2022年美国竞争法
案”涉华内容充斥着冷战思维和零
和理念，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他强
调，美方应删除法案中涉华消极内
容，停止审议推进该法案。

美亚太政策无新意
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

吕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美国
所谓新“印太经济框架”，可以对
标奥巴马时期搞出来的TPP。美
国国内很多人认为TPP的劳工标
准对美国不合算，如今又想另起
炉灶，搞一个更小的经济圈子。
吕祥认为，美国很难搞起来，因
为周边国家不愿意把资源耗在
无休止的磋商和谈判上。同时，
日本想让美国回归CPTPP，但美
国并不愿意。

吕祥说，美国的新亚太政策
并无新意，10年前民主党智囊团
就形成共识，亚太是未来世界经
济增长的引擎。过去一年，拜登
政 府 提 出“ 四 方 安 全 对 话 ”
（QUAD）和“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两个新概念，自认为是
创新，但从战略上来说都是小把
戏。

“QUAD”四国利益诉求不
同，在处理跟中国的关系上差别

很大。“AUKUS”则是为一笔巨大
的核潜艇生意而临时包装出来
的概念，根本就是一个伪战略，
把英、澳拉进一个看似具有全球
意义的战略圈，要这两国在整个
印太地区发挥作用，纯然是痴心
妄想。

不过，美国看起来要在这条道
上走到底。7日，美国务卿布林肯
展开访问印太的行程（详见今日本
报第三版）。路透社称，此行将提
醒世界，尽管美俄关系因乌克兰问
题而紧张升级，华盛顿的长期战略
重点仍是亚太。“QUAD”是布林肯
本周活动的重点。

该报道还提到，布林肯的行
程开启前几天，即北京冬奥会开
幕当天，中俄宣布两国友好没有
止境、合作没有禁区。此外，中
俄承诺相互坚定支持彼此核心
利益，抨击美国通过“AUKUS”对
抗中国。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驻美
大使安东诺夫 5日表示，俄中元
首日前会晤引起美媒对两国继
续“走近”的“担忧”。不过，6日
被记者问及“是否对俄中走得太
近感到担忧”时，拜登却“轻描淡
写”地说：“这没什么新鲜的。”

俄罗斯联邦新闻通讯社一
篇题为“俄罗斯和中国迫使美国
想起其最糟糕的噩梦”的文章
称，现在华盛顿处于极其困难的
境地。俄政治学家克拉舍宁尼
科娃确信，俄中之间如此密切的
合作正是美国最担心的，“俄中
联合起来，美国就没有机会了”。

美国商务部8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2021年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
差达到前所未有的8591亿美元，商
品贸易逆差则超过1万亿美元。不
少分析认为，2022年，美国的贸易
逆差仍将保持高水平。有专家表
示，美国经济表现得越好，逆差就
会越大。《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的
标题是：“经济复苏令美国 2021年
贸易逆差扩大至纪录水平”。拜登
政府也借机夸耀美国经济形势改
善。但他们在“欢呼复苏”的同时，
却再度老调重弹地炒作起所谓“依
赖”中国的话题。事实是，中美之
间的贸易规模本质上反映了两国
产业的高度互补性，而美国限制高

科技产品对华出口是造成美国对
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

商品贸易逆差超万亿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去年

12月，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为
807亿美元，略低于9月808亿美元
的创纪录水平；去年全年贸易逆差
增加 27%，至 8591亿美元，不仅刷
新2006年的7635.3亿美元纪录，也
是美国自 1960年开始追踪这一数
据以来的最大数字。

就商品贸易来说，去年美国贸易
逆差增加18.3%，达到1.0907万亿美
元，服务贸易顺差减少5.6%，至2315
亿美元。日经中文网 9日以“美国
2021年贸易逆差首超1万亿美元”为

题报道称，按美方公布的通关数据计
算，美国去年的商品贸易逆差为
1.0784万亿美元，占GDP的近5％，虽
然低于历史最高的2006年（6％），但
按金额计算仍创下历史新高。

根据美方数据，中国仍然是美
国最大的单一贸易逆差国，2021年
美国对华商品贸易赤字增加约450
亿美元或 14.5%，达到 3553 亿美
元，是 2018年 4182亿美元后的新
高纪录。因新冠肺炎疫情封锁措
施，美对华贸易赤字在 2020年为
3103亿美元，为10年新低。

美国 2021年第二大单一贸易
逆差国是墨西哥。墨西哥向美国
出口的货物与服务比从美国进口

的货物与服务多出1082亿美元，比
2020年 1137亿美元的逆差数字有
所减少。美国与欧盟国家的贸易
逆差为 2196亿美元，比 2020年增
加19.1%。美国与中国台湾的贸易
逆差增加 28.9%，至 401.9亿美元。
美 国 2021 年 自 台 湾 进 口 增 加
27.7%，至771.4亿美元。

虽然贸易逆差刷新纪录，美国
去年对57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创
下纪录，其中墨西哥居首，出口额增
至2765亿美元。路透社称，去年美
国商品出口猛增23.3%，达到创纪录
的1.8万亿美元。工业用品和材料、
食品、消费品、其他商品以及石油出
口均创纪录。美国对华出口增长

21.4％，至1511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美国农产品

出口同比增长18%，达到1770亿美
元，创下历史纪录。18%的增速也超
过 2014年创下的 14.6%的历史纪
录。其中，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
达到330亿美元，同比增长25%。中
国、墨西哥、加拿大、日本、韩国是美
国农产品前五大进口国。

“进口激增盖过出口反弹。”路
透社称，美国贸易逆差大幅扩大，
主要反映出疫情期间支出从服务
转向商品。去年美国商品出口创
纪录，但进口也创历史新高（2.9万
亿美元），美国对 70个国家和地区
的进口创下纪录。

白宫夸耀美经济“向好”，美媒借机炒作“对华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