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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时期美国印太战略回顾
杨晓萍

美国印太战略的萌芽并
非产生于特朗普时期，但特朗
普时期美国的印太战略在思
想脉络和知识谱系上与之前
美国政府具有极高的延续性，
并在“美国优先”理念的指导
下，呈现出鲜明的特朗普时期
特点。在拜登初入白宫之际，
对特朗普时期美国的印太战
略进行回顾，对于研判继任总
统未来的军事战略及世界格
局走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本时间轴与关键节点
在美国战略政 策界，将

印 太 地 区 塑 造 为 一 个 独 立

战略单元的设想并非发生在
特朗普执政的2017年。早在
2010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
里·克林顿曾在夏威夷的一次
演讲中提出“印太地区对全
球贸易和商业 至关 重要”。
2014年，美国前国防部长哈
格尔曾在印度、日本、韩国和
东盟国家的防长间进行“穿
梭外交”，试图在印太地区共
建一个基于共同利益的安全
系统。

2017年11月，特朗普在
访问亚洲期间频繁提到构建
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
同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

发布任期内首份《美国国家
安全战略报告》，用“印太”
取代之前的“亚太”，从而使
印太战略正式上升为美国的
地区战略。这也是特朗普时
期美国印太战略的雏形。

2021年1月，解密的《美
国印太战略框架》构成了特
朗普时期美国印太战略的基
石。据新加坡消息显示，该文
件起草于2017年，2018年初
获得特朗普总统的签署和授
权 。该文件在界定美国在印
太地区首要利益的基础上，
提出了美国印太战略规划的
理论假设，并设 立了期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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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最 终状 态 。然 后，在 此
框架内提出美国印太战略应
努力的 方向，包括联 盟与伙
伴关系、印度与南亚、东亚、
东南亚、太平洋等维度。该文
件的系统性、战略性和可操
作性，也向外界展 示了美国
战略规划团队的职业化水平
和思维范式。

作为对《美国印太战略
框架》文件落地的支持，2019
年6月，美国防部发布了《美
国印太战略报告》。这是美国
政府出台的首份印太战略文
件，标志着特朗普时期美国
印太战略的成型。该报告全
面分析了美国视角下的印太
地区战略图景及威胁来源、
美国对国家利益和国防战略
的研判以及美国为实现印太
地区战略目标所应采取的举
措。该报告延续了2017年美

国国家安全报告中的核心判
断，强调美国应 通 过伙伴关
系转型、更灵活的军事战略
和更网络 化的战略设计，来
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
力和关键国家利益。

核心内容与突出特点
在核心假设 上，特朗普

时期美国的印太战略对美国
国家安全面临挑战的界定更
加明确，也坦然“承认”了美
国所亟待解决的战略困境：
一是如何在维持美国印太地
区战略 优势地位、促 进自由
经济 秩 序的同时，防止印太
地区建 立 新的、非自由的势
力范围，促 进地区和平与繁
荣，培育新的合作领域；二是
如何在促 进公平、互惠贸易
的同时，强化美国在全 球 经
济领域的领导地位。

在 具体内容上，可以 从
构筑军事优势、重塑经济秩
序 和创新机制建 设3个维度
来解析特朗普时期美国的印
太战略。

构筑军事优势  维持美
国军事优势是其印太战略的
基 石。特朗普 时期，美国主
要通 过保持在“第一岛链”
的压倒性优势及促进印太地
区安全关系网络化，提升美
军印太安全体系的有效性和
灵活度。

特朗普时期，美国利用
“第一岛 链”牵 制 他 国，防
卫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缘岛
链伙伴。在制空、制海领域，
拒阻、防卫等策略 是与美国
确 保 在“ 第一岛 链”的“航
行自由”（包括军舰）紧密相
连的。

在能力建 设方面，特朗
普时期美国的印太战略强调
“战备 性 ”。在 提高 军费 预
算的同时，美国防部还特别
强调通过与盟友和安全伙伴
的联合演习，来检验美国联
合 部 队 新 的 作 战 理 念 和 能
力。按照盟友、战略伙伴 、
伙伴关系的分类，美国每年
都 对 印 太 地 区 国 家 的 军 队
系 统 人 员 进 行 军 事 和 教 育
培训 。据 不完 全 统 计，每 年
美国在印太地区与盟友和伙
伴国家进行的军事演习多达
90多次，涉及国家包括菲律

  美国前国防部长哈格尔（左一），曾长期在印太地区奉行“穿梭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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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泰国、日本、澳大利亚和
印度等。这些演习大大提高
了美军与印太国家之间在军
事上的协调、共享能力。

重塑经济秩序  特朗普
时期，美国试图围绕对冲“一
带一路”倡议，出台了多种举
措，主要包括基础设 施的行
业标准、融资架构及 对私营
投资作用的界定等。

在 舆 论 攻 势 上 ，美 国
及 西 方 主 流 媒 体 积 极 炒 作
“债 务 陷 阱 论”，并 对“一
带一路”倡议的融资模式也
多有批评。2018年10月，特
朗普总 统 签 署了《善用投 资
促 进 发 展法 案 》，并宣 布将
成 立一 个 新 的 国 际 发 展 金
融 公司，以 区 别 于“一 带 一
路”的 融 资模 式 ，引导私营
经济向亚太地区国家投资。
2019年11月，“蓝点网络”

计 划出台。该计 划的直 接目
标 是 初 步 制 定 印 太 基 础 设
施建设的行业标准，以确定
美 国 主导 的 公 路、港口、桥
梁 等 基 础 设 施 的 评 估 及 认
证体系。在制度设计上，“蓝
点网络”计划由美国海 外私

人 投 资公司领导，并与日本
国际合作银行及澳大利亚外
交部共同合作。

创 新 机 制 建 设   特 朗
普时期，在 美国传 统 的“幅
轴 ”盟 友 体 系 之 外，“小 四
边”（美、日、印、澳）机制被
重新激活。2019年，美、日、
印、澳四国外长 进行了首次
外长会，并将四国外交 对话
机制由此前的司局级提升至
部长级。四国强调在海洋安
全 领域的协调与磋商，并重
申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

在“小四边”之外，“小
三边”机制也异常活跃，如与
“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密切
相关的“美、印、日”三边伙
伴关系；与基础设施投资（主
要 涉及 美 国 海 外 私 人 投 资
公司、日本国际合作银行 和

  2020年10月06日，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外长在东京举行
   “四方安全对话”（从左至右依次为印度、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外长）

 2018年10月，特朗普总统签署了《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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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20年5月开始，美军侦察机时常出现在“第一岛链”附近

澳大利亚出口信贷和保险公
司）相关的“美、日、澳”三
边伙伴关 系；以 及与海洋安
全架构密切相关的“印、日、
澳”三边伙伴关系。在特朗普
执政前，“小三边”就有了良
好的双边和三边互动。特朗
普执 政 后，由于明确将中国
定位成印太地区安全的首要
威胁和竞争对手，“小四边”
的其他各国对华态度也出现
调整，典型的如澳大利亚。

潜在问题、相关评价及展望
特朗普时期，美国印太

战略高度重视印度的地缘平
衡作用。早 在奥巴马时期，
印度就在防务上被美国升格
为“主要防务合作伙伴”，并
被 给 予了“非盟 友”的盟 友
待 遇 。特朗普执 政 期间，在
2018年－2020年，美印两国
完成了4个基础性军事协议中
最后2个的签署，即《通信、
兼容性 及 安 全 协议 》及《地
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和合作
协议》。《地理空间合作基本
交流和合作协议》的签订更
使美国与印度可以共享卫星
和其他传感器数据，进一步
提高印度军队的定位和导航
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协议的
签署时间是在2020年9月美
国大选前的美印“2+2”对话
期间，明确传递出双方均认
为美印战略关系将不受美国

政府更迭影响的信号。
美印战略合作不仅在防

务和安全互动上出现质的提
升，而且在经济 领域 双方的
立场上也加速靠拢。在特朗
普时期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大
背景下，新冠疫情期间印度也
积极推动在产业链上独立，
在5G领域与美国保持一致。

特朗普时期美国的印太
战略还面临着如何协调各种
不同利益的问题，典型的如
东 盟 。另 外，特 朗 普 时 期 美
国的印太战略还面临一个难
题，即如何将美国的印太战
略，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
的印太战略进行协调。

日本的作用较为特殊。
有研究认为，在知识谱系上，
“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基
本来源于日本，也成为了特朗
普时期美国动员地区国家的
根本思想之锚。其暗含的共

识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独
立；和平解 决 争端；遵守国
际法，包括具有争议的“无公
害”通过原则。拜登上台后，
则选择用“安全、繁荣”的印
太 来 代 替“自由和开放 ”的
印太。

就 拜 登 上 台 后 美 国 的
印太战略而言，在大的方向
上，仍会延续特朗普时期美
国的印太战略。美国战略界
也认为，形成于特朗普时期
的《 美国印太战略框 架》是
一个“一贯的、系统的、可操
作 ”的 文件，具有很 强 的战
略性。

未 来 ，“ 四 边 ”或 有 望
成为美国塑造印太地区安全
与经济秩 序的主要机制，而
印度仍会是美国印太战略中
的重要倚重方和借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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