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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恩霆

“印太战略”开始落地

特朗普上台一年多来，其
执政特点之一就是“逢奥必
反”，凡是奥巴马时期确定的东
西，不管涉及什么领域，几乎都
被废弃。这一点在亚太方向表
现得尤为突出。

特朗普入住白宫后签署的
第一道总统行政令，就是宣布
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而这正是奥巴马着力打
造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
经贸支柱。

这也预示着特朗普对“亚
太再平衡”战略的态度。果然，
随后不久，特朗普政府正式摈
弃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去
年11月特朗普的首次亚太之行
中，他正式抛出了酝酿已久的

“印太战略”。
有了“印太战略”这个筐，

接下来就是据此往里装东西
了。结束首访亚太回国一个月
后，去年12月18日，特朗普公布
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这份68页的报告提到中国
33次，提到俄罗斯25次，并将中
国和俄罗斯定位为美国“战略
上的竞争对手”。

虽然特朗普依然在一些议
题上寻求与中国合作，但这份
报告显然将侧重点放在了遏制
和对抗中国的所谓“威胁”之
上。可以说，这份报告给“印太
战略”指出了大方向和着力点。

又过了一个月，今年1月，
美国国防部时隔4年再发《国防
战略报告》，继承了新版《国家
安全战略报告》的基调，将国家
间战略竞争作为首要关注点，
并将目标定为重建美国在军事
上针对中俄的优势，并对二者
加以遏制。

可见，特朗普的“印太战
略”重点集中在军事和安全领
域，执行的基础就是不断加码
的国防预算。去年9月，美国参
议院通过总额6920亿美元的

《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这
一数额超过了特朗普政府提交
的6391亿美元国防预算申请
额。

接近7000亿规模的国防预
算出炉后，就进入分割这块大
蛋糕的时间。太平洋司令部是
美军辖区最大、兵力最多、战力
最强的战区司令部，而且这一

司令部的辖区与“印太战略”覆
盖区域高度重叠，在新版《国家
安全战略报告》的指引下，太平
洋司令部正成为分蛋糕的最大
赢家。

即将接替哈里斯出任太平
洋司令部司令的戴维森也是个
强硬派，此前作为美军舰队司
令部司令的他，是促成美军重
建已被撤销7年的第二舰队的
重要推手。而且，戴维森在4月
的国会听证会上就表达了对

“中国威胁”增大的危机感，并
提到加强军力的必要性。

目前，外界预计，如果太平
洋司令部真的改名，将与5月底
该司令部新老司令交接同时完
成。这也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在
抛出“印太战略”半年多后，开
始做出实质性动作。

日澳印跟风特朗普

去年11月特朗普首访亚太
的第一站就是日本，并且是在
访日期间正式提出的“印太战
略”。而从特朗普当选到上台执
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最为
活跃的盟国首脑。据统计，两人
已在不同国际场合会面超过20
次，上个月安倍还曾访美与特
朗普举行第6次双边会晤。

爆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要
改名的次日，美国向日本增派
的第三艘新锐主力战舰“米利
厄斯”号“宙斯盾”驱逐舰抵达
横须贺，至此完成了始于奥巴
马时期的增舰计划。

日本积极向“印太战略”靠
拢，一方面是日美同盟的必然
选择，另一方面也因为近些年
来，特别是2010年中国GDP规
模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后，日本对中国综合国力和地
区影响力提升的非理性认识和
担忧。

基于此，日本乐见美国将
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加以
遏制，这样美国就会不断强化
日本在“印太战略”中的地位，
投放更多战略资源。而且，日本
还进一步自我发挥，积极撺掇
澳大利亚和印度，与美国一道
组成美日澳印“四国同盟”。

其实，压根不用日本操心，
澳大利亚对“印太战略”的态度
甚至比日本还激动和兴奋。相
比日本，澳大利亚的地缘位置
偏远，虽然也是美国铁杆盟友，
但一直在美国亚太战略中地位
偏弱，存在感不强。

而且，特朗普上台后，美澳
关系开局不利，特朗普与澳总
理特恩布尔的关系远不如跟安
倍那么亲密。去年11月“印太战
略”问世后，澳大利亚政界和媒
体认为“抱大腿”的时机到了，
随即开炒“中国威胁论”“中国
影响力渗透论”，认为中企投
资、中国移民和留学生，甚至在
澳华人都成为中国对澳施加影
响的抓手。

同时，澳政府和媒体还对
中国在南太岛国的基建投资指
手画脚，声称这些项目看似民
用，实则都是潜在的军事设施。
虽然这种谬论屡遭南太岛国领
导人“打脸”，但澳大利亚仍乐
此不疲。

印度同样存在严重的对华
焦虑心理，一部分是出于历史
原因和两国间现实存在的边界
争议，更主要的是近些年来中
国投资大量进入巴基斯坦、斯
里兰卡等南亚国家，加之走向
深蓝的中国海军越来越频繁地
出现在印度洋，导致新德里方
面感到严峻的危机感。

去年6月下旬，印度总理莫
迪访美，给了特朗普标志性的

“熊抱”。去年10月，时任美国国
务卿蒂勒森访问印度时，还声

称要打造美印“百年好合”。这
让莫迪政府在美国抛出“印太
战略”后心动了，并一度因此遭
国内反对党批评其背离了独立
自主和不结盟原则。

能走多远要打问号

半年多来，日澳印等国冷
静下来发现，美国画的这个“大
饼”闻着香，但口感差。而且，追
随“印太战略”的结果将不可避
免地与中国为敌，这对日澳印
来说伤不起。

最早显露出改善对华关系
的是日本。去年9月28日，中国
驻日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时，
安倍罕见地突然现身会场引发
轰动。本月初，李克强总理访日
并与安倍会谈，中日关系重回
正轨迈出重要一步。当时，安倍
在会谈开头说，“以这次李总理
访日为第一步，下一步在年内
实现我的访华，以及习近平主
席的访日。希望这样积累起来
的反复的高层往来，能让两国
国民感受到日中关系在进一步
发展。”在日本对华关系基调从
竞争转为协调，当前两国关系
呈现向好态势之机，相信安倍
政府也不会继续拿“印太战略”

玩火。
4月27日至28日在武汉举

行的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全
球瞩目。这次习近平主席与莫
迪总理的会面，是在当今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进行的战
略沟通，对两国关系发展进行
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规划。
印度对华态度的转变，既是莫
迪寻求大选连任的“内需”所
致，也是印度政府发现“印太战
略”空壳化后基于中印关系现
实的理性调整。中印关系刚完
成的顶层设计，下月初莫迪将
再度来华出席上合组织峰会，
中印高层短期高频互动，是对
美国试图拉拢印度、实质化“印
太战略”的有力回击。

同样，突然转变态度寻求
改善与中国关系的还有澳大利
亚。在前期中澳关系降至低谷
后，如何缓和并改善与中国这
个最大贸易伙伴的关系，被迅
速提上特恩布尔的议事日程。

本周初，国务委员兼外长王
毅在阿根廷出席G20外长会期
间会见澳外长毕晓普，后者澄清
澳媒的反华报道不代表澳政府
立场，认为中国的发展是重大机
遇而非威胁，中国的持续成功有
利于澳大利亚和全世界。

目前，特恩布尔和毕晓普
均在寻求下半年能够访华。在
此之前，澳反对党工党已先行
一步，将派两位高官访华为日
后上台执政做铺垫，最早预计9
月成行。

促使澳“变脸”的除了经贸
上严重依赖中国之外，特朗普
政府一年多来的冷淡态度也让
澳大利亚愈发忧虑。目前，美驻
澳大使已空缺20个月，且新人
选哈里斯又被特朗普改派至韩
国做大使，虽然澳方嘴上说能
理解，但心里拔凉才是真。

回到“印太战略”本身，虽
然美国借此加强对日澳的战略
投放，并强化自身在印太地区
的军力部署，但到目前为止仅
停留在军事和安全层面。而此
前的“亚太再平衡”不但强调军
力向亚太倾斜，奥巴马还打造
出TPP这个经贸围栏，“两条
腿”走路。

当前，美国在经贸问题上
的单边和保护主义行径，已引
发欧盟、日韩等盟友，以及中印
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共同反对。
这样一来，“印太战略”再怎么
折腾，也注定是个稳定性和有
效性都打折扣的瘸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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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美国国防部的一场记者会上爆出一条大消
息———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可能改名为“印度洋-太平
洋司令部”。当时，虽然发言人未予证实，但却表示“任
何改名的意义都在于更好地描述职责”。同时，太平洋
司令部司令也正经历人事变动，哈里斯即将卸任并可
能出使韩国，接替他的则是更“强硬”的美军舰队司令
部司令戴维森。从去年特朗普抛出“印太战略”至今，
太平洋司令部的新动向成为这一战略落地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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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

即将接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戴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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