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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的历史进程及新的进展。总体
来看，在其发展进程中，四边安全合作议程设置呈现出动态变化性与多元拓
展性，四边安全合作所构建的网络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本文借用社会
网络理论分析工具解读了四边安全合作网络的构建、特征与演化逻辑。2017

年“四边安全对话”重启，四边安全合作进入新阶段，四国通过更新和拓展
合作议程，正试图构建诸多新的安全合作子网络，探求不同层次的合作框架，

逐步形成一个有限开放的多元立体式合作网络。四边安全合作网络密度在不
断提升，网络结构中美国“中心性”最高，主导性明显，网络呈现 “中心—

边缘”结构，但网络依然属于松散型网络，具有不稳定性和低整合性特征。

除受各类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之外，四边安全合作网络的演化有其内生机制，

包括互惠性效应以及结构依赖效应等。尽管四边安全合作网络的功能并非单
一，但其中“去中国化”功能导向值得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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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 ( 下文简称“四边安全合作”) 的广度与深
度持续递增，逐步强化大国博弈“冷战色彩”，让地区安全环境更趋复杂。目前
美日印澳在其安全合作进程中高度重视“议程设置”，把“议程设置”作为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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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关切、投射利益交汇点的重要方式，以此强化对外政策和行动协调。在不
断更新和拓展其安全领域合作议程过程中，四国彼此进行安全资源交换的频率
也明显增加，甚至有意拉拢更多国家进入不同议题的合作，以构建一个有限开
放的多元立体合作网络，对地区国际关系和地区安全秩序进行塑造。目前国内
外政策界和学术界对四边安全合作的研究开始增多①，包括不同的国别视角，但
是对四边安全合作的议程变迁以及所构建的网络缺乏探讨。本文尝试对四边安
全合作的议程变迁及网络构建进行讨论，借助社会网络理论视角，解读四边安
全合作网络特征及演化逻辑，探讨外部环境因素对四边安全合作网络的推进与
制约作用，并分析这一安全合作网络演化的内生机制。

过去十年中，社会网络理论已成为国际关系领域较为流行的分析工具。“网
络”在这一理论语境下，指一组相互关联的参与者或节点，可以是个人、公司、

国家或任何其他参与者。他们通过各种类型的关系或纽带联结在一起，例如文
化纽带、国际贸易流动纽带或联盟纽带。② 社会网络分析将“行动者”之间网络
关系的形态视为一种社会结构，分析“行动者”的行为如何受到这种结构影响，

进而分析他们的行为又如何逆向塑造结构。③ 例如，有学者就用社会交换网络方
法 ( 特定类型的社会网络) 解释东亚 “轴辐联盟”体系的形成，认为盟友之间
的关系可以被概述为各种相关安全资源的交换。④ 同样，本文也认为四边安全合
作进程，实质上也是四国交换资源以获取各自回报的过程，并由此结成一个特
定的关系网络。虽然本文没有跟大多数社会网络分析一样，采用定量方法研究
四边安全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但本文所开展的定性研究，依然可以大致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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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安全合作网络的结构及其变化，包括 “网络密度”① “中心性”和 “结构洞”

等几个维度②，并解释四边安全合作网络的演化逻辑，分析该安全合作网络的发
展演变进程不仅仅是适应外部环境的产物，同时也有其自身的内生机制，包括
互惠效应和结构依赖效应。

一、四边安全合作缘起及议程变迁

四边安全合作肇始于 2004 年 12 月，在美国主导下，通过协调印度洋大地震
和东南亚海啸中的救灾行动，四国开始构筑较为紧密的政治与安全合作基础，

注重提升安全方面的国家行动能力。2007 年 5 月，四国在东盟地区论坛 ( ARF)

举行期间进行了首次“四边安全对话”( Quad) ，拉开了四边安全合作机制化的
序幕。2007 年 9 月，“美日印澳及新加坡 5 国在孟加拉湾举行 5 国军演”③，标志
着四边安全合作的稳步强化。但是，四边安全合作并不稳固，四国在各自评估
对华关系及对国家利益带来的现实影响后，逐步降低安全合作的 “调门”，四边
框架下的安全合作之后陷入沉寂。2008 年，澳大利亚在衡量对华经贸合作收益
与参加四边安全合作议程的收益之后，选择 “单方面退出”，印度随之跟进④，

四边安全合作开始按下暂停键，进入“休眠状态”。这一时期，四边安全合作领
域较为狭窄，其合作议程 “有限聚焦”于海上安全。在四边安全合作呈现 “停
摆”状况下，成员国之间各类 “双边” “三边”安全合作依然持续推进，并取
得一定进展，为更高层级的四边安全合作奠定基础。

2017 年四边安全合作进入新的阶段，其主要的标志是 “四边安全对话”的
重启和升级。随后从高官会谈到外长会议，再到四国领导人峰会，四边安全合
作议题不断拓展，其关注的广度和深度也远超之前。

从整体上看，四边安全合作议程从“有限聚焦”转向“扩展延伸”，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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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4 期，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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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第 63 页。
赵青海: 《“四国同盟”: 构想与现实》，《国际问题研究》2007 年第 6 期，第 29 页。
Jeff M. Smith，“India and the Quad: Weak Link or Keystone?”Heritage Article，January 16，2019，https: / /
www. heritage. org /global － politics /commentary / india － and － the － quad － weak － link － or － keystone，访问时间:
2021 年 4 月 20 日。



动态变化性与多元拓展性。四国在 2017 年 11 月 “马尼拉会议”期间，设置的

安全合作议程包括 “基于规则的亚洲秩序、海上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尊重国际

法、互联互通、海上安全、核不扩散和恐怖主义”等领域。① 2018 年 6 月和 11

月，四国高级官员举行两次“新加坡会晤”，设置的安全合作议程涵盖 “海上安

全”“反恐”“防核扩散”和“网络安全”等领域。2019 年 5 月，四国共同举行
“曼谷会议”，设置的安全合作议程涵盖 “应对区域灾害”“反恐”“海上安全”

和“网络安全”领域。2019 年 9 月，“四边安全对话”层级首次提升至部长级，

四国外长在纽约会晤，设置的安全合作议程涵盖“反恐”“海上安全”“网络安

全”“发展融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等领域。2020 年 3 月，时任美国副国

务卿斯蒂芬·比根 ( Stephen Biegun) 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三国以及越南、

韩国、新西兰等国的高级官员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②

同年 9 月 25 日，四国外长举行视频会议，磋商 “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全球问题”，

设置的安全合作议程涵盖“反恐”“网络”“海上安全”“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

建设”等领域，强调要“提高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和 “分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有效实践”，提出支持东盟“在印太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及维护“东盟主

导”机制③，试图将东盟诱拉进入四边安全合作议程。同年 10 月，四国外长在

东京集中讨论“印太地区安全”问题，宣称 “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扩大军事行

动”，重申“加强安全合作的必要性”，设置的安全合作议程涵盖 “疫情” “反

恐”“海上安全”等领域。④ 这次会后，四国在安全合作议程中开始融入 “Quad

+构想”⑤，谋求扩充安全合作议程的 “利益攸关方”，以吸纳印太地区更多
“关键行为体”参与，进一步提高解决具体问题能力，构建一个更为庞大的安全

合作网络。

值得一提的是，2021 年 3 月，在美国新上台的拜登政府主导下，四国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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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首脑峰会”，将 “四边安全对话”级别升至最高级别。

在此基础上，拜登政府以更强决心、更大力度推动四边安全合作，带动日印澳

三国政府更加聚焦新兴科技领域及生物安全、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

全领域议题，更加聚焦调整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推动四国成立高级别
“疫苗专家组”( the Quad Vaccine Experts Group) 、“气候问题工作组”( the Quad

Climate Working Group) 和“关键与新兴科技工作组” ( the Quad Critical and E-

merging Technology Working Group) 。① 在此背景下，四边安全合作议程涉及的领

域得到拓展，搭建了更多常设化、制度化的安全合作平台，围绕落实 “Quad +

构想”，也尝试吸纳更多国家进入四边安全合作框架，全面增强有关安全合作议

程的牵引作用。

二、四边安全合作的网络构建与特征

考察四边安全合作历史，会发现其议程设置变迁背后，伴随着四边安全合

作网络的发展演化。的确，正如上文提到四边安全合作进程，实质上就是四国

交换资源以换取回报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一个特定的关系网络。总体来

看，2017 年之前 ( 也被称为“Quad 1. 0”时期) ，四边互动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

主导的简单合作网络，但该合作网络比较松散，充满 “结构洞”，发展一度受

阻。2017 年之后， ( 即进入 “Quad 2. 0”时期) ，四边安全合作内容渐趋深入，

安全合作网络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

第一，四边安全合作网络密度提升，构建中的 “子网络”数目增多，网络

功能得到拓展。目前来看，四边安全合作网络正朝着一个有限开放的多元立体

式合作网络发展，既覆盖 “四边联动”层面，又覆盖各类 “双边” “三边”层

面，甚至还有意推动发展 “Quad +”框架合作。近年来，四边安全合作构建的
“子网络”逐步增加，网络功能也大为拓展，大致构建了以下六大安全合作子

网络:

( 1) 情报安全合作网络。四国把情报实力作为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依

托机制化的双边、多边合作，不断扩大情报搜集与分享范围。值得一提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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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e White House，“Quad Leaders’Joint Statement: ‘The Spirit of the Quad’”，March 12，2021，https: / /
www. whitehouse. gov /briefing － room /statements － releases /2021 /03 /12 /quad － leaders － joint － statement － the －
spirit － of － the － quad /，访问时间: 2021 年 5 月 6 日。



由于美日、美澳是军事盟友，原本就保持了很深的情报合作关系，而印度则属

于情报安全合作网络中的“结构洞”。但近年来，印度与美国之间的合作明显加

快，如 2018 年 9 月，印美正式签署高度敏感的 《通讯兼容与安全协议》 ( COM-

CASA) ，推动印美情报安全合作更进一步。2020 年 10 月，印美签署 《地理空间

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 BECA) ，为两国军队互换地理空间情报提供了新的

重要路径。近年来印度与日本、澳大利亚的情报合作也得到加强，如 2015 年 12

月印日两国签署《日印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和 《日印秘密军事情报保护

协定》两份协定①，双方意在加强武器装备及军事技术领域合作，并寻求共享安

全领域机密情报。

( 2) 海上安全合作网络。海上安全合作一直是四边安全合作的中心议程。

近年来，四国致力于推动四边海上安全合作由点成线、连线成网并向纵深发展，

编织更紧密的立体合作网络。“马拉巴尔”演习由印美双边演习，发展成印美日

三边联合演习，再到 2020 年发展成四边演习就是最好的案例。② 2021 年 4 月，

法国在孟加拉湾主导的“拉彼鲁斯” ( Le Pérouse) 海军演习，美日印澳四国海

军参加，被称为 “Quad +”演习，以展示 “伙伴国家的互补能力”。③ 不仅如

此，近年来四国还不断通过颁布法案与签署协定，如印美 《后勤保障协议》、印

日《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等④，完善海上后勤保障网络，推动各类资源链

接贯通，为四国海军跨区域联合巡航、联合侦察、联合演练提供便利，为他们

实施更大范围的海上安全合作创造条件。

( 3) “网络安全”合作网络。四国将 “互联网空间”作为大国博弈的新疆

域，把“网络安全”合作立足点，放在 “防止网络袭击和网络间谍”上，并宣

布成立四国联合“网络安全工作组”。整体看，四国正着力构建“网络安全”合

作网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更加突出多边参与，强化四国之间的 “网

络安全”政策协调，试图将成员国之间的多个双边 “网络安全”协定，整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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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Minister of External Affairs，Government of India，“Fact Sheet: India and Japan，Working Together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December，12，2015，https: / /www. mea. gov. in /bilateral － documents. htm? dtl /26179 / fact +
sheet + india + and + japan + working + together + for + peace + and + prosperity，访问时间: 2021 年 4 月 23 日。
2020 年澳大利亚加入马拉巴尔演习，四国在印度洋开展了联合军演。
Abhijnan Rej，“France － led Multination Naval Exercise Commences in Eastern Indian Ocean”，The Diplomat，A-
pril 5，2021，https: / / thediplomat. com /2021 /04 / france － led － multination － naval － exercise － commences － in
－ eastern － indian － ocean /，访问时间: 2021 年 5 月 20 日。
《印日签署 ＜ 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 ＞》，新华网，2020 年 9 月 10 日，http: / /www. xinhuanet. com /
world /2020 － 09 /10 /c_ 1126479529. htm，访问时间: 2021 年 5 月 6 日。



一个“全面的四边合作网络”; 二是重视设定具体参数，意在争夺网络空间一些
“关键标准”的制定权，对涉网络安全的国际法或国际规则进行一些 “于己有
利”的取舍，率先占据有关国际法律规则运用的制高点，从而构建起符合自身
利益的网络空间秩序，促进形成所谓的“自由和开放的网络空间”; 三是试图开
发一个战略层面的共享系统，监控网络攻击行动，汇总分析有关情报，针对
“网络攻击”采取更趋一致的应对措施，弥合在 “数据隐私”方面的价值观差
异。这一正在构建的“网络安全”合作网络，试图夯实美国的国家网络基础，

确保日本国防资产、澳大利亚议会等国家机构、印度核电站等重要能源设施安
全，并使其具备日常防护和 “遇袭后”恢复能力。不过，目前该 “网络安全”

合作网络仍在初步构建中，处于起步爬坡的阶段，并没有太多实质性合作。
( 4) 反恐安全合作网络。自 2017 以来，反恐问题在四国安全战略布局中的

地位得到提升，四国反恐领域合作进入新阶段。2019 年 11 月 21 日至 22 日，印
度国家调查局 ( NIA) 在其德里总部，为四国举行首次“反恐桌面演习”( CT －
TTX) 。印度国家调查局表示，开展“反恐桌面演习”的目的是针对区域和全球
层面的一系列现有和新出现的恐怖主义威胁，评估和验证四边安全合作国家的
反恐机制运行情况，搭建平台供成员国开展案例分析、借鉴成功经验、探讨可
加强合作的具体方面，进一步强化跨国反恐机构合作。① 四国反恐官员和安全专
家参加了此次桌面演习，围绕加强对恐怖主义势力主动进攻、涉恐安全防范、

实施恐袭“减缓战略”、提高反恐协同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安全合作层级。

这是四国在联合反恐方面的首次合作，并首次提出了 “联合安全倡议” ( Joint
Security Initiative) 。

( 5) 生物安全合作网络。生物安全已成为全球面临的重大生存和发展问题
之一，四国将生物安全纳入自身安全框架，意图把控生物安全领域议程设置，

加大生物安全领域投入，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在这一非传统安全重要领域争夺
发展主导权。例如，四国已经开始构建疫苗合作网络。四国把维护生物安全首
要任务放在新冠肺炎疫苗生产、研发和特定分配问题上。与此同时，生物安全
双边合作形式多样，合作网络越织越密，如印美两国连续多年举办 “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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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IA to Host First Counter － Terrorism Cooperation Exercise for‘Quad’Countries”，The Economic Times，Novem-
ber 19，2019，https: / / economictimes. indiatimes. com /news /defence /nia － to － host － first － counter － terrorism －
cooperation － exercise － for － quad － countries /articleshow /72127071. cms? from = mdr，访问时间: 2021 年 5 月
8 日。



对话”①，印澳、印日在生物安全领域的合作保持稳定②，彼此的战略层面对话与
科技层面交流并行不悖且日趋深入。

( 6) 技术安全合作网络。四国从维护自身科技优势及制定 “国际标准”等
角度出发，继续强化彼此双边或多边合作。2020 年 12 月，澳大利亚外长佩恩
( Marise Payne) 宣布成立 “四国技术网络 ( Quad Tech Network) ”，包括美国
“新美国安全中心” ( CNAS)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
全学院、印度观察家基金会③在内的一批知名智库，深度参与论证这一技术安全
合作网络的可行性，广泛制造舆论影响。2021 年 3 月，四国领导人峰会后，决
定建立“关键与新兴科技工作组”，紧紧围绕与中国的竞争，主要构建以下几个
合作网络: 一是围绕“供应链安全”构建合作网络。如四国试图重组 “稀土供
应链”，着手联合开发稀土精炼技术，投入资金支持中国以外国家稀土产业发
展，以“降低对中国稀土供应的依赖”④，谋求建立更符合 “地区安全逻辑”的
供应链体系。⑤ 二是围绕 “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合作网络。2018 年 8 月，美国
“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设立 “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 ( NSCAI) ，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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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如美印“生物安全对话”从 2016 年 9 月开始到 2021 年 1 月已举办了七轮，该对话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民间
智库或专家学者对话，具有强烈的政府背景色彩。该对话包含的生物安全研究项目，得到美国国防部减少
国防威胁局 ( DTRA) 和美国海军研究生院等机构大力支持，被纳入“对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先进系统
和概念项目”。可参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官方网站，https: / /www. centerforhealthsecurity. org /
our － work /Center － projects /pascc － us － india － biosecurity － dialogue. html，访问时间: 2021 年 5 月 29 日。
澳印两国共同管理和资助“澳大利亚 －印度战略研究基金 ( AISRF) ”，扶持澳印两国科学家开展生物前沿
研究。截至 2021 年 1 月，“澳大利亚 －印度战略研究基金”已启动第 13 轮双边科技合作，研究项目包括
研发抗病毒涂料及其他预防技术、疫情大数据分析及人工智能应用、筛选及诊断测试技术等。澳大利亚承
诺要将研发经费增加到 8400 万澳元，以体现在生物安全领域对印度的支持。可参见“与印度开展科研合
作”，摘自澳大利亚政府工业、科技、能源和资源部官方网站文件。Department of Industry，Science，Energy
and Resources，Australian Government，“Collaborating with India on Science and Research”，https: / /www. in-
dustry. gov. au / funding － and － incentives /collaborating － with － india － on － science － and － research. “Australia
India Strategic Research Fund”，Australian High Commission New Delhi，https: / / india. highcommission. gov. au /
ndli / study7. html，访问时间: 2021 年 5 月 28 日。
“The Quad Tech Network”，Ambassador for Cyber Affairs and Critical Technology，Australian Government，April
16，2021，https: / /www. internationalcybertech. gov. au /about，访问时间: 2021 年 5 月 29 日。
Jacob Atkins， “Asian Supply Chain Pact Takes Aim at China”，Global Trade Review，May 19，2021，https: / /
www. gtreview. com/news /asia /asian － supply － chain － pact － takes － aim － at － china /，访问时间: 2021年6月1日。
Shreya Mishra，“Quad vs. RCEP: A Resilient Supply Chain，Advantage India?”，South Asian Voice，April 16，
2021，https: / / southasianvoices. org /quad － vs － rcep － a － resilient － supply － chain － advantage － india /，访问
时间: 2021 年 6 月1 日。“Australia，Japan and India form Supply Chain Initiative to Counter China”，The Straits
Times，April 28，2021.



员会建议美国应与印澳日等国就人工智能合作协议展开谈判①，同时推动 “美印
战略技术联盟” ( UISTA) 建立，围绕 “人工智能”启动联合研发项目。② 2020

年 9 月，美国国防部 “联合人工智能中心” ( JAIC) 启动 “防务伙伴关系”计
划，涉及澳大利亚与日本，预计每年举行三次会议，确保在美军引领下做好人
工智能准备。③

第二，网络整体上依然呈现 “中心—边缘”的结构特征，美国在四边安全
合作网络中的“中心性”最强、主导性明显。“中心性”主要是指参与成员在合
作网络中是否与更多国家有合作往来，是否与更多国家签署安全合作协定，即
在网络的联系中是否更广泛，是衡量该国在四边合作网络中地位的有效指标。

目前来看，美国在四边安全合作网络中的 “中心性”最强。美国属于实力最强
的一方，拥有资源最多，其他三方也愿意与美国合作，换取优质资源，以实现
利益最大化。事实也证明，在四边安全合作网络中，美国参与合作互动的次数，

明显多于其他三国参与互动的次数。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是盟友关系，为其
提供安全保护和各类安全资源产品。同样，多年来美国与印度安全互动也要明
显要多于印澳与印日安全互动。

除了“中心性”强之外，美国在四边安全合作网络中的 “主导性”也较为
明显。长期以来，美国作为牵引四边安全合作的核心力量，不仅高度重视协同
盟友日本、澳大利亚共同参与四边安全合作，也不遗余力拉拢印度，给予各种
利益诱惑。如果说 2007 年“四边安全对话”有日本安倍政府的力推，那么 2017

年“四边安全对话”的重启、升级与四边安全合作的拓展始终离不开美国政府
的牵引。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外推行 “美国优先”，接连 “退场” “退
群”，削弱与传统盟友关系，却对四边安全合作予以特殊重视，积极推动四边安
全合作的议程拓展和网络构建。进入拜登政府时期，新冠肺炎疫情使国际战略
格局的重构明显加快。拜登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做出政策选择，继承和发展了特
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具体表现为，依然将中国作为美 “最大竞争对手”，倾向
于推进“印太战略”围堵中国，加强与盟国紧密合作对华施压，以更强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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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摘自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官方网站“概述”有关内容，https: / /www. nscai. gov /about /，访问时
间: 2021 年 5 月 28 日。
“US Body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lls for Creating India － US Strategic Tech Alliance”，The Economic Times，
October 14，2020.
Joe Gould，“Future Defense Task Force: Scrap Obsolete Weapons and Boost AI”，Defence News，September 29，
2020，https: / /www. defensenews. com /congress /2020 /09 /29 / future － defense － task － force － scrap － obsolete －
weapons － and － boost － ai /，访问时间: 2021 年 6 月 2 日。



更大力度推动四边安全合作。在拜登政府主导下，四国借助第一次 “首脑峰
会”，进一步升级“四边安全对话”级别，目标明确地拓展安全合作议程和推进
合作网络的构建。诚然，近年来日印澳三国的主动性也明显增强，其对安全合
作网络的发展以及变革诉求也在相应增加，都试图尽可能塑造这一安全合作网
络以确保符合自身利益。在此形势下，日印澳三国彼此之间的互动也逐渐增多，

但整体来看，美国的主导地位依然十分明显，难以动摇。如 2020 年 10 月，日印
澳三国经贸部长召开视频会议，发表关于 “供应链弹性倡议”的联合声明，这
是日印澳三个成员在“供应链安全”问题上采取的正式联合行动之一①，但美国
幕后施加的重要影响不容忽视。② 鉴于美国的主导性和 “中心性”，四国构建的
安全合作网络依然呈现出清晰的“中心 －边缘”结构特征。

第三，印度在四边安全合作网络中的实力不是最强一方，但因其高 “异质
性”而拥有特殊地位，备受其他三方重视。同时，随着印度与其他三方的互动
逐步增强，已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四边安全合作网络中的 “结构洞”。美日和美
澳之间存在军事盟友的“强关系”，而印度与其他三方中任何一方都不具备这种
“强关系”，这就决定了印度在四边安全合作网络中的高“异质性”。但正是由于
这种高“异质性”，让印度备受其他三方重视，使印度通过“弱关系”获取有利
资源的概率更高。

长期以来，印度虽然期待与其他三方的合作能有效提升自己的实力，但是
鉴于传统战略文化中的“不结盟”思想和确保 “战略自主”的战略选择偏好等
多方面因素影响，印度对四边安全合作的态度较为谨慎，尤其在曼莫汉·辛格
( Manmohan Singh) 政府执政时期体现得较为充分。虽然莫迪总理执政后，印度
参与四边安全合作的态度更为积极，但其谨慎的底色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近
年来，其他三方尤其是美国，在拉拢印度方面做出诸多努力，给出的利益诱惑
不断加码，包括支持印度成为核供应国集团 ( NSG) 成员国等。特朗普政府提
前解密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提到，“应该加快印度的崛起并增强其作为安全
净提供者和主要国防伙伴的能力”，其具体行动措施包括: 扩大美印国防贸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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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21年 4月日印澳三国正式启动供应链弹性倡议，可参见: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Govern-
ment of Australia， “Joint Statement on th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itiative by Australian，Indian and Japanese
Trade Ministers”，April 27，2021，https: / /www. dfat. gov. au /news /media － release / joint － statement － supply －
chain － resilience － initiative － australian － indian － and － japanese － trade － ministers，访问时间: 2021年6月2日。
邓美薇、田正: 《美国拉拢日本推进“供应链合作”》，《世界知识》2021年第11期，第25至27页; 孟晓旭:
《日本国际安全战略的新动向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 4 期，第 87 至 102 页; 杜志远: 《新冠
疫情下“印太价值链”的崛起与构建》，《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 1期，第 67至 81页。



转让国防技术的能力，以增强印度作为 “主要国防合作伙伴”的地位; 加强美

印在共同的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并鼓励印度参与印度洋以外的地区事务;

支持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 通过外交、军事和情报渠道向印度提供支持，以

帮助解决诸如与中国的边界争端和获取水资源等。① 美国的利益诱惑确实在改变

印度参与四边安全合作的态度方面产生深刻影响。莫迪总理上台后，印美在诸

多安全议题上的合作实现实质性飞跃，如 2020 年印美签署 《地理空间合作基本

交流与合作协议》，这是两国军队之间交换机密地理空间情报的一项重要防务协

议。据美国国防工业消息人士指出，《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签订

后，印度将与美国共享地形、航海和航空数据，并允许美国提供更加先进的导

航辅助设备与航空电子设备，提高印度军队在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方

面的侦察打击能力②，提升了印美情报合作的层次水平。不仅如此，印度也开始

积极参与四边安全对话，甚至主动参与安全合作议程设置。与此同时，澳日两

国也越来越重视与印度深化合作。例如，从印澳两国深化合作看，2020 年 6 月

两国总理举行 “虚拟峰会”，共同签署 《网络设施和网络关键技术合作框架安

排》《关于战略矿产资源开采和加工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关于防务科技合作

谅解备忘录实施安排》③，宣布建立“印澳关键技术伙伴关系”。从印日两国深化

合作看，在 2020 年 10 月四国 “东京会议”后，印度外长苏杰生 ( S. Jaishan-

kar) 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 ( Toshimitsu Motegi) 签署两国技术合作协议，明确在

信息基础设施、5G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及其他技术领域加强合作，推动两

国共建“强韧及有弹性的数字和网络系统”，防范中国华为公司可能在印日两国
“建立 5G技术服务方面的优势”。④ 随着印度与其他三方的互动逐步增强，正在

很大程度上弥补四边安全合作网络中的“结构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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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The White House，“U. 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 － Pacific”，January 15，2021，https: / / fas. org / sgp /
news /2021 /01 / indopac － framework. pdf，访问时间: 2021 年 4 月 15 日。
“India，US Sign Intel － Sharing Agreement amid Tension with Neighboring China”，Defense News，October 28，
2020，https: / /www. defensenews. com /space /2020 /10 /28 / india － us － sign － intel － sharing － agreement － amid
－ tension － with － neighboring － china /，访问时间: 2021 年 4 月 27 日。
Minister of External Affairs，Government of India，“List of the Documents Announced /Signed during India － Aus-
tralia Virtual Summit”，June 4，2020，https: / /www. mea. gov. in /bilateral － documents. htm? dtl /32728 / list +
of + the + documents + announcedsigned + during + india + + australia + virtual + summit，访问时间: 2021 年 5 月
20 日。
Anirban Bhaumik，“India，Japan Finalise Pact for Cooperation in 5G，AI，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Dec-
can Herald，October 7，2020，https: / /www. deccanherald. com /national / india － japan － finalise － pact － for － coop-
eration － in －5g － tech － ai － and － critical － information － infra －898622. html，访问时间: 2021年 5月 20日。



第四，四边安全合作网络依然属于松散型网络，呈现不稳定性和低整合性，

且诸多“子网络”处在构建的初级阶段，甚至停留在概念阶段。总体来看，四

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在诸多领域仍是以 “双边”为主，严格意义上的四边合作

还不够多。目前来看，“疫苗合作”算是四边安全合作的最新实践，但很快由于

印度国内第二轮严峻疫情形势导致四国 “准备大干一场”的愿望搁浅，也暴露
出四国在疫苗合作方面的脆弱性。另外，在诸如网络安全合作、气候变化合作

等方面，真正的四边合作实践还未启动。近一段时间以来，四国寄希望于整合

双边、多边供应链网络，打造四国供应链“互补关系”，共同提升自身产业竞争

力，提出要在半导体、电动汽车车载电池等重要零部件的供应链中减少 “对中

国的依赖”①，但这些合作大多还在其论证阶段，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不仅如此，目前四国有意在一些领域邀请更多国家参与打造所谓 “Quad +”

安全合作网络，而合作成员的增加，可能会导致这一安全合作网络更具有不确

定性和不稳定性。目前来看，英、法、德等欧洲大国捕捉了这一变化，在各自

的“印太战略”中展示出与四国强化合作的意愿，正如上文提到 “Quad +法

国”的海上联合军演已经在孟加拉湾上演，据悉未来英国也可能参加所谓的
“Quad +英国”的联合演习。② 另外，“五眼联盟”中的加拿大、新西兰也被作

为“潜在的吸纳对象”进行争取。东盟整体上作为地区重要力量，已被四边安

全合作议程屡次提及。韩国、越南作为中国周边重要国家，在东亚和南海区域

扮演关键角色，也成为四国打造盟友伙伴关系、建立更紧密、更广泛的安全合
作网络以牵制中国的“突破口”。但是，成员的增加可能会让四边安全合作网络

更趋复杂，极大地增加其不稳定性。

三、四边安全合作网络的演化逻辑

网络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受到社会过程多方面的影响，同时包含了 “外”与
“内”两种作用力，“外力”主要体现为外部环境因素的作用，“内力”主要体

现为“内生机制”。这 “外”与 “内”两种作用力均会影响具有特定结构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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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特殊关系”不值得沾沾自喜》，《参考消息》，2021 年 4 月 12 日，第 13 版。
2021 年 7 月英国与印度两国海军在孟加拉湾举行演习，据悉 2021 年 10 月四国参加 2021 马拉巴尔演习第
二阶段后印澳英也将在孟加拉湾举行联合演习。参见: “Second Phase of Malabar Exercise Likely from Oct 11
－ 14 in Bay of Bengal”，The Week，September 9，2021，https: / /www. theweek. in /wire － updates /national /
2021 /09 /09 /del78 － def － malabar － exercise. html，访问时间: 2021 年 9 月 23 日。



络生成与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四边安全合作网络的发展演化。

一方面，外部环境因素是影响四边安全合作网络发展演化的最重要因素。

四边安全合作网络在演化进程中的扩展或萎缩，无疑都受到一系列外部环境因
素的影响，包括国际和地区格局力量变化、国际安全环境变化以及制度环境变
化等。

一是受到国际和地区力量对比变化因素的影响。虽然一开始四边安全合作
始于“灾难救援”，但它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将主要功能定位于 “应对中国崛
起”。因此，四边安全合作与四国对中国的“威胁感知”紧密相关。近年来，随
着四国对中国的“威胁感知”持续增强，构建更加紧密的安全合作关系、打造
“去中国化”安全合作网络的愿望也随之增加。的确，随着中国实力上升，美国
出于维护其霸权的战略考虑，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是 “唯一战
略竞争者”。2021 年 3 月 3 日，拜登政府发布 《国家安全临时战略指南》，将中
国称为美国的“唯一战略竞争者”，有潜力运用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
力来构成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制的持久挑战。”① 不过，鉴于美国实力的相对
衰弱，它似乎越来越倾向采用一种更低成本的模式来开展全球活动，进而允许
甚至鼓励其地区盟友在地区安全中扮演更强大、更积极的角色，并热衷引领盟
友构建符合美国利益且能制衡中国的 “小多边”安全合作网络。时任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 ( Mike Pompeo) 曾公开指出“四边安全合作将在未来的努力中发挥非
常重要的作用，确保中国仅保留其在世界上的适当位置。”② 值得一提的是，四
国对中国“威胁安全”感知的程度不一，而且呈现动态变化，这种变化也深刻
影响四国参与四边安全合作的态度。如印度看来，中国加速发展给印度造成一
定的体系压力，印度国内战略界和媒体界也借机炒作 “中国威胁论”。在此背景
下，印度借助外力制衡中国的决心有所上升，印度战略精英对四边安全合作的
态度也从“保守谨慎”逐步转化成“积极谨慎”。尤其是在 2020 年 “加勒万河
谷冲突”事件后，印度国内反华情绪高涨，印度借助四边安全合作制衡中国的
意愿更加强烈，印度参与四边安全合作的态度也变得更加积极，对四边安全合
作网络的热衷度也明显提升。

二是受到国际安全环境变化的影响。随着全球和地区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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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hite House，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March，2021，https: / /www. whitehouse. gov /wp
－ content /uploads /2021 /03 /NSC － 1v2. pdf，访问时间: 2021 年 5 月 20 日。
Ankit Panda，“US，India，Australia，Japan‘Quad’Holds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in Bangkok”，The Diplomat，
November 5，2019.



日益凸显，四国也开始将越来越多非传统安全议题纳入其合作议程，包括应对
疫情暴发以及气候变化等。与此同时，一些新兴领域的安全，也开始成为四边
安全合作的优先议题。四国开始强调积极构建诸多新议程单元的合作子网络。

以“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为例，近年来四国强调要加强 “网络安全”合作，

构建更坚实有力的国家间合作网络。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四国认为 “一个相
当可观的网络安全市场”即将形成。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上 “增长最快”的
互联网用户群位于印太地区。随着 “数字印太”发展，专门提供网络安全解决
方案的供应商可能会迎来业务繁荣期。① 四国试图加强“网络安全”合作，为四
国经济体尤其是民营企业加大对该领域投资，提供了更多发展机遇，并期待以
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其次，认为自身应对
“网络攻击”的能力储备仍然不足。四国希望在 “网络安全”方面实现相互支
持，着力推动四国维护 “网络安全”能力实现均衡发展。四国还试图将 “网络
安全”纳入“数字印太”范畴，强调对 “网络防御能力薄弱”成员国的特别关
注。② 最后，认为“网络空间武器化”可能性增大。四国反复渲染“印太地区战
略环境恶化”，声称存在“网络空间的无声冷战”。③

三是受到制度环境方面的影响。随着 “印太”概念兴起，近年来印太地区
各种类型的安全合作网络逐渐增多，其 “集聚效应”和 “竞争效应”叠加。这
种复杂的制度生态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四边安全合作网络的发展。值得一
提的是，近来一些国家热衷构建各类所谓“民主国家合作网络”，如英国提出构
建一个由 10 个民主国家组成的 “民主十国” ( D10) 等。不仅如此，近来七国
集团 ( G7) 邀请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参加会议，试图构建 “七国集团 +” ( G7
+ ) 合作网络。其核心议程也包括应对疫情、气候变化等，目标也有 “制衡中
国”因素，而且也是宣称由一批 “民主国家”积极构建 “合作网络”。因此，

这些合作网络可能给四边安全合作网络带来复杂影响，既可能增加四国互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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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yn Warwick，“The Quad Tech Network Aims to Ensure that the Digital Indo － Pacific Is‘Free，Open and Trus-
ted’”，Telecom TV，February 9，2021，https: / /www. telecomtv. com /content / security / the － quad － tech － net-
work － aims － to － ensure － that － the － digital － indo － pacific － is － free － open － and － trusted － 40807 /，访问时
间: 2021 年 6 月 1 日。
根据《2020 年网络空间准备报告》 ( Cyber Readiness Report 2020 ) ，印度被列为世界上“面临网络攻击最
多”的国家。 “Hiscox Cyber Readiness Report 2020”，https: / /www. hiscoxgroup. com /sites /group / files /docu-
ments /2020 － 06 /Hiscox － Cyber － Readiness － Report － 2020. pdf，访问时间: 2021 年 5 月 28 日。
Lindsey W. Ford，James Goldgeier， “Retooling America's Alliances to Manage the China Challenge”，Brookings
Report，January 25，2021，https: / /www. brookings. edu / research / retooling － americas － alliances － to － manage
－ the － china － challenge /，访问时间: 2021 年 4 月 26 日。



会，进而推进其四边安全合作网络发展，也可能同时带来所谓的 “同质性”制
度竞争，从而抑制四边合作网络发展。

另一方面，四边安全合作网络演化发展有其“内生机制”。目前来看，主要
包括“互惠效应”和“结构依赖效应”两个方面。

一是“互惠效应”方面。网络关系的出现，可能是由于具有一定特征的行
动者寻求合作伙伴或响应其合作伙伴的互惠行为产生，从而导致网络结构发生
变化。① 近年来四国通过拓展合作议题，构建新的子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寻求
更多互惠。以开展“疫苗合作”为例，2021 年 3 月 12 日，四国宣布有关新冠肺
炎疫苗研发、生产、分配的联合倡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 CSIS) 高级
副总裁迈克尔·格林称，四国开展“疫苗援助合作”有天然优势。美国在生物
科技和疫苗专利方面优势突出，印度具备大规模迅速生产医药的能力和技术，

日本能够提供雄厚资金保障，澳大利亚可提供疫苗配送和资金方面支持，这是
“东南亚国家愿意看到的大国间的合作”。② 四国在其参与进程中所关注的还包括
非物质利益，如“身份认同”。从开启合作进程伊始，四国就宣称四边合作是民
主国家之间的合作，近年来更是强化所谓 “印太国家”的身份认同，表示四边
安全合作意在构建 “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以打造更大范围的 “印太合作网
络”。目前来看，四国有意利用四边安全合作网络强化自身 “印太国家”身份，

推行各自的“印太战略”，包括印度在内。如 2020 年 10 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
生在东京参加第二次四国部长级会议演讲中强调四国是“志同道合的国家”，并
提到“作为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充满活力的多元化民主国家，我们集体确认维持
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的重要性。”③

虽然四国从目前来看仍在不断寻求所谓“互惠”，但事实上，彼此之间围绕
资源、利益存在诸多竞争与分歧，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四边安全合作网络的
发展。在“Quad 1. 0”时期，四边合作网络发展受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
各方利益的不一致。这一时期，四边安全合作议程局限于 “海上安全”，体现出
“有限聚焦”的突出特点，导致安全合作领域和内容都较为单一，无法兼顾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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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林青、闫小斐、杨理斯、宋敏: 《国际贸易依赖网络的演化及内生机制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21 年
第 2 期，第 104 页。
张松: 《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首次峰会: 只字不提“中国”，但处处是中国的影子》，《文汇报》，202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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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er of External Affairs，Government of India，“ Opening Remarks by EAM at 2nd Quad Ministerial Meeting in
Tokyo，Japan”，October 6，2020，https: / /www. mea. gov. in /Speeches － Statements. htm? dtl /33097 /Opening_
remarks_ by_ EAM_ at_ 2nd_ Quad_ Ministerial_ Meeting_ in_ Tokyo_ Japan，访问时间: 2021年 4月 20日。



各自的国家利益。正如有专家指出，美国和日本更多关注的是南海和东海问题，

印度更多的是想维护其在印度洋上的 “霸权”和利益，澳大利亚注重的是西太

平洋地区的问题。① 尤其是四国围绕海上安全的联合行动，很可能会在不同程度

上与中国产生海洋安全领域的摩擦冲撞，甚至导致国家间矛盾激化，使得一些
国家由此产生动摇，四边安全合作出现阻力乃至中断就成为必然。而且四边安

全合作开启后四国被国际社会称之为“亚洲小北约”，相关成员不得不认真考虑

其加入的成本，尤其是印度这种奉行 “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国家。近年来，随

着合作议程拓展，四国利益合集也随之增大。不过，四国在此进程中的利益及
合作优先选项也并非一致，即便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也是如此。以四国抗疫与

防疫合作为例，自印度第二波疫情暴发以来，美日澳三国的态度耐人寻味，援

助政策“雷声大雨点小”，疫苗支援节奏迟缓，对涉印度群体的限制严管措施不
断加码，现实的考虑使得“国内利益优先”延缓了四边安全合作的步伐。此外，

美国在气候变化合作问题上的反复，在以 “弹性供应链”为重点的技术安全、

经济安全议题上的“美国优先”立场，使得美国与其他三国关系也不断产生新

的矛盾，组建紧密的四边安全合作网络也难达到预期效果。四国的发展利益差
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四边安全合作网络的构建始终无法实现行动的高效务

实，以及资源的均衡、互惠、共享。四边安全合作网络依然呈现不稳定性和低

整合性。

二是“结构依赖效应”方面。除 “互惠效应”外，“结构依赖效应”也同

样影响四边安全合作网络的发展演变，例如 “偏好依附效应”和 “连通效用”

等。“偏好依附效应”又被称为 “马太效应”，即所谓的“强者恒强”。② “连通

效应”即两个节点间通过一个或多个第三方节点实现关系的传递③，是一种常见
的网络效应，即“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由于网络中的参与成员往往寻求通过

交换使他们的净收益最大化，这个因素往往会导致资源丰富的成员之间更密集

的交换，并减少与其他参与成员之间的交换④，这在 “Quad 1. 0”时期表现较为
明显。美国是四边安全合作网络的主导者，也占据网络的中心位置。在此背景

下，日印澳更多是倾向与美国进行“双边交换”，即所谓的“优先连通”。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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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四边安全合作网络的演化发展，合作网络的 “连通效应”也会逐步发挥作

用。美国不断改善与印度的关系，对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澳大利亚来说，也

倾向选择与印度加强联系。近年来印澳、印日等双边合作明显增多，甚至出现

印澳日三边合作网络。例如，日本于 2020 年 6 月修订 《国家保密法》，进一步

寻求与印度、澳大利亚等伙伴国加强防务情报的分享合作，尤其是与印澳两国

签署协议，使“共享有关中国部队动向的数据”变得更加容易。日本鼓励印澳

两国一起加大对中国军事动态类情报的交换力度，要求以法律手段 “减少失泄

密风险”，减轻印澳日“三边”参与涉华情报互换时的顾虑。① 目前来看，虽然

美国依然是四边安全合作网络中的核心力量，但该网络结构中 “美国中心性”

出现一定程度的减弱趋势，其他三方在议题设置方面的主动性以及三方之间的

互动性均有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提升了四边安全合作网络的密集度，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该合作网络中的“结构洞”。

四、四边安全合作网络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之策

正如上文分析中提到中国因素在四边安全合作网络发展演变进程中具有重

要作用，而且事实证明这种网络具有一定 “去中国化”功能，因此，该网络发

展走向值得中国高度关注。目前来看，四边安全合作网络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剧地区秩序博弈，让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更为复杂。近年来四国紧紧

围绕遏制中国地区影响力增长，试图构建一个有限开放的多元立体式合作网络，

对地区国际关系和地区安全秩序进行塑造。同时，在美国主导下，四国继续推

动“价值观”外交，搭建更为广泛的 “Quad +”安全合作网络，拉拢东亚、东

盟、欧洲区域的重点国家，倡导分享所谓“印太愿景”，构建所谓 “自由开放的

印太秩序”，制造 “中国倡议”与 “印太愿景”之间的对立，进一步渲染 “中

国威胁”，让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如四国构建的情报安全合作网络，从

修订法律、签订协约、机制建设等方面弥补四国对中国情报获取的不足，为提

升对中国情报搜集能力“探路”，以此作为增强成员国政治互信的有效途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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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apan Deepens Intelligence Sharing with India，Australia and UK”，NIKKEI Asia，July 3，2020，https: / /
asia. nikkei. com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 relations / Japan － deepens － intelligence － sharing － with － India － Australia
－ and － UK，访问时间: 2021 年 5 月 1 日。



此同时，四国也把海上安全合作作为对抗中国海洋影响力，阻断中国 “海洋强

国”构想与实践，并借助海洋安全合作向区域国家施压。虽然四国很难短期构

建一个紧密的“海上同盟”，但四国可能会继续推动海上安全合作向纵深发展，

从南海、台海、西太平洋及印度洋广阔海域，对中国制造海上滋扰与摩擦，压

制中国海上行动空间，限制中国参与海洋治理能力，对中国海上运输、海洋科

考、深海勘探及能源海上战略通道安全造成威胁，甚至逼迫地区有关国家必须

在中国和四国之间做出选择，造成更严峻的安全困境。

二是操弄“双重标准”、夸大中国 “威胁”，试图歪曲中国的国际形象。目

前来看，四国在 “反恐”和 “网络安全”问题上持有一定的 “双重标准”，不

时制造所谓中国威胁论，丑化中国的国际形象。从四国构建的反恐安全合作网

络来看，一方面试图整合四国反恐资源，协调有关对外政策，以 “反恐”为名

加强情报共享; 另一方面还试图把 “涉恐支恐”罪名安在中国身上。如 2020

年，印美“反恐联合工作组”举行第 17 次会议，强调要 “突出 ‘中国威胁’”，

指责中国在亚洲大部分地区 “侵略性”日益增强，声称中国 “对巴基斯坦和伊

朗日益增加的庇护，让各国感到担忧”。① 四国也在不同程度地搞 “以疆制华”

“以恐遏华”战略，尤其是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及将“东伊运”从国际恐怖组

织名单移除的背景下，不排除四国在反恐问题上持续奉行 “双重标准”。另外，

近年来四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刻意抹黑中国也值得高度关注。四国渲染自己是
“网络攻击的受害者”，宣称印太地区“网络攻击带有国家行为体的痕迹”。如印

度于 2020 年 10 月称自己“经历了周边国家对其电网的网络攻击”，主要原因在

于“两国在喜马拉雅山脉陷入对峙”，声称“地缘政治压力导致科技脆弱性被放

大”②，把矛头对准中国。另外，虽然目前四国的网络安全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

但不排除四国未来会强化合作抢占国际互联网主导权，打击中国网络产业发展，

在世界互联网商业市场上排挤中国，排斥中国参与国际网络空间规则制定及系

统化治理等。

三是加快布局非传统安全领域，拓展与中国的竞争面。非传统安全领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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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Why US and India Need Each Other to Combat Terror around the World”，India Global Business，September 16，
2020，https: / /www. indiaglobalbusiness. com /analyses / snap － analysis /why － us － and － india － need － each －
other － to － combat － terror － around － the － world，访问时间: 2021 年 6 月 2 日。
Vibhanshu Shekhar，“What the Quad Must Learn from the Solar Winds Hack”，The National Interest，March 11，
2021，https: / /nationalinterest. org /blog /buzz /what － quad － must － learn － solarwinds － hack － 179923，访问时
间: 2021 年 6 月 1 日。



成为国家力量角逐的前沿。目前来看，四国已经开始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布局，

将诸多非传统安全议题设置成为优先合作议题，谋求服务于美国在有关领域建
立或巩固领导地位，支撑四国在包括生物安全、科技安全等领域掌握更大的议
程设置权、规则制定权、价格操控权、资源开发权、特别准入权、市场占领权
等，企图取得相对中国的竞争优势。目前来看无论是四边安全合作，还是印日、

印澳等双边进行的生物安全合作，涉及与中国在疫苗生产、生物医药产业、医
疗大数据服务业和生物高端人才方面的激烈竞争。四国布局的另一个重要非传
统安全方向是科技安全、技术安全领域。四国构建的技术安全合作网络，将
“价值观”议题挂钩经济合作，试图建立“没有中国参与”的全球供应链、产业
链网络。瞄准中国以 5G、量子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创新，试图搞技术
封锁。如果未来四边科技安全合作网络得以成功构建，可能对中国开展“中国制
造”向“中国智造”转变的科技革命进程产生负面冲击。

基于四边安全合作网络带来的影响与危害与日俱增，中国有必要采取适当
措施防范化解四边安全合作网络带来的一系列风险。目前，可重点从四个方面
加强应对: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引导地区秩序发展。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着
力牵引地区秩序向中国有利方向发展。注重运筹大国关系，突出四边安全合作
中美国这个主要因素，从战略层面抓好对美工作。针对日印澳三国采取灵活外
交政策，运用多种手段缓解其反华冲动，为改善关系预留 “对话窗口”。如应
对四边海上安全合作网络，需要坚持实力为先，依托中国海上实力求和平、促
发展。中国要围绕 “海洋强国”目标不动摇，加大海军建设投入，壮大军民
协同的海上力量，积极参与海洋国际规则制定和阐释，深度参与全球海洋安全
议程，增强与四国围绕海上安全开展博弈的实力与底气。与此同时，要通过在
全球和地区海洋治理中高举公平正义旗帜，坚持 “扶弱抑霸”①，坚持 “周边
命运共同体”建设，与一些非周边的重要国家建立更为紧密的国家利益纽带，

警惕并防止这些国家被 “Quad +”网络吸收，必要时也可组建中国牵头的跨
国安全合作网络，对冲四边安全合作网络负面效应，维护地区及世界战略
稳定。

第二，统筹发展安全，筑牢国家安全法治屏障。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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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傅梦孜、陈旸: 《大变局下的全球海洋治理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2021 年第 4 期，第 5 页。



实施国家安全战略①，强化立法、执法手段以及完善法治配套建设，维护和塑造

国家安全，以更加丰富、更加坚实的法治资源，引领 “安全发展”理念贯穿国

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如应对四国构建中的情报安全合

作网络，要强化运用《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严厉打击四

国对中国实施的渗透窃密活动，确保中国国家反情报、反窃密措施更加严格、

务实、管用。要进一步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②，更加重视非传统安全领域

法治建设，以更强前瞻性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新型风险。如应对四边安全合作

构建的生物安全合作网络，中国需坚定实施新出台的 《生物安全法》，跟踪研究

国际生物安全态势，防范全球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及时预警与科学评估生

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现实威胁，拓展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生物领域互惠合作，

塑造有利的生物安全外部环境。同时，从维护 “共同安全”和履行大国责任出

发，向国际社会提供疫苗等公共产品，推动规则持续完善。

第三，增强国际舆论引导，有效开展国际舆论斗争。四国试图以意识形态

画线，针对网络安全、反恐等重大问题，开展对中国的 “污名化”，抢占对中国

的舆论战制高点，在此形势下中国有必要全面加强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

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国家尊严与国际形象。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专门就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明确要求 “下大气

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强调“要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提升重大问

题对外发声能力”。③ 如应对四国构建中的 “网络安全”合作网络及反恐安全合

作网络，中国要秉持战略定力开展舆论较量。要突出国际舆论引导、舆论斗争

背后的能力建设与能力支撑，继续强化构建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围

绕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进一步优化工作布局。如可考虑以

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等方式，搭建更多国际网络安全合作与战略对话的平台，

构筑有共同理念、彼此相互尊重的国际统一战线。

第四，补齐发展短板，防范 “脱钩”与自立自强并重。四国试图构建技术

安全合作网络，推动有关国家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脱钩”，促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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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统筹发展和安全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新华网，2021 年 5 月 25 日，http: / /www. xinhuanet. com /
politics /2021 － 05 /25 /c_ 1127488420. htm，访问时间: 2021 年 6 月 3 日。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人民日报》，2021 年 4 月 15 日，第 9 版。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新华网，2021 年 6 月 1 日，https: / /www. spp. gov. cn /spp / tt /202106 / t20210601_ 519969. shtml，访问
时间: 2021 年 6 月 10 日。



国要持续提高未雨绸缪的意识，打牢防患未然的基础。中国需强化在世界产业
链、供应链上下游的影响力，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前提下，增加与诸多国家，

包括美日印澳的产业嵌入度、经济黏合度，以更优越的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牢牢吸引外资在中国投资创业、研发生产。与此同时，中国需继续推进科

技自立自强，以此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建设科技强国。① 如应对四边
网络安全合作网络背后的技术挑衅，中国需下大力气破解网络安全技术领域
“卡脖子”难题，打造针对网络攻击的强大技术反制能力，也要培育一批有国际
竞争力的互联网企业，提升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水平。中国需一边凭借自身努力

成为世界科技创新“领头羊”，一边深化国际科技合作战略，建立科技创新跨国
合作的高品质项目、高标准机制、高水平框架，推动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朝着更

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方向健康发展，推动科技创新成就打破“小圈子”

限制和霸权垄断，推动经济与产业成果更好地造福国际社会。

结 语

2017 年，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重启后，四国对其安全合作议程进行重置

和更新，新增并拓宽安全合作领域，推进构建诸多新议程单元的合作子网络，

如积极构筑在情报安全、海上安全、反恐安全、生物安全、技术安全、互联网

空间安全等方向上的合作网络，并探求不同层次的合作框架。总体看，四边安
全合作网络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过程，正朝着一个 “有限开放的多元立体式网

络”方向加速发展演化，且美国在这一合作网络中 “中心性”最高、主导性明
显，该合作网络依然呈现 “中心—边缘”结构特征。印度因其高 “异质性”而

拥有特别地位，备受其他三方重视。近年来随着印度与其他三方互动加强，该

合作网络中因印度缺失造成的 “结构洞”正逐步填补。值得说明的是，四边安
全合作网络依然是松散型网络，呈现出不稳定性和低整合性，这是由四国的发

展利益差异性、部分战略自主性和内在矛盾不可调和所决定的，导致这一安全
合作网络构建，始终无法真正实现均衡、务实、互惠。从四边安全合作网络构

建的变化中，可以窥见其演化逻辑在于外部环境因素和内生机制共同作用。外
部环境包括国际地区力量对比，国际地区安全环境以及制度环境等。内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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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新华社，2020 年
11月 3日，http: / /www. gov. cn /xinwen /2020 －11 /03 /content_ 5557023. htm，访问时间: 2021年 6月 9日。



主要是“互惠效应”和“结构依赖效应”。这一演化逻辑贯穿了四边安全合作网
络构建进程，也将对其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将中国
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日印澳三国对中国战略疑惧加深的背景下，任何涉及
中国的问题都可能被纳入四国安全关切，在 “泛安全化”倾向中成为四边安全
合作的新议程。在“中国威胁论”视域下，四国可能会拉拢更多印太地区国家
构建一个所谓“Quad +”安全合作网络，强化与中国博弈的整体实力。四国构
建的安全合作网络，加剧地区秩序博弈，争夺舆论话语权，加快布局非传统安
全领域，都可能将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中国需深入分析四国竞合博
弈动向，关注四边安全合作网络动态演化趋势，树立大安全视野，构建大安全
格局，须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引导地区秩序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

筑牢国家安全法治屏障，更加注重坚决有力反制，增强舆论牵引能力，更加注
重补齐发展短板，防范“脱钩”与自立自强并重，全面防范与化解四边安全合
作网络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 责任编辑 刘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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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s Strategic Role Change and Relations Positio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Indo － Pacific Strategy”

Zheng Haiqi

Abstract: In the design of the U. S. “Indo － Pacific Strategy，”India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Since the strategy was put forward，India's strategic role has shown a dy-
namic change. From 2017 to 2019，the role of India in“Indo － Pacific Strategy”was
manifested as limited participation，and there were certain differences between India
and the U. S. in terms of strategic content and path. Moreover，India lacke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Quad and reserved space for cooperation with China. Since 2020，
India has been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strategy. India has further deepened strategic co-
operation with the U. S.， actively upgraded the Quad and expanded its func-
tions. India's changed strategic role mainly stems from the repositioning of Sino － India
relations，the U. S. － India relations，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 and the
Quad. The consensus o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has been weakened，and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are highly competitive.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U. S. and In-
dia have bee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and India has begun to adjust its strategic au-
tonomy and promote the strategic synergy with the U. S. . At the same time，India grad-
ually regards the Quad as issue － based coalition to obtain functional benefits and the
main mechanism for engagement in the region. In the absence of a major repositioning of
Sino － India relations，India's role in the“Indo － Pacific Strategy”will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Key Words: India，“Indo － Pacific Strategy”，Quad，Strategic Autonomy

U. S. － Japan － India － 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da Evolution，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Evolutionary Logic

Liu Siwei，Gao Xu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new developments of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mong the U. S.，Japan，India and Australia. On
the whole，in its development process，the quadrilateral cooperation agenda setting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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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n dynamic change and diversified expansibility，and the security cooperation net-
work constructed by the four states has also undergone a complex evolution process. The
article uses social network theory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the construction，characteris-
tics and evolution logic of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network. In 2017，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restarted，and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entered upon a new phase. The four countries are trying to build various security cooper-
ation sub － networks through updating and widening the cooperation agenda，exploring
different levels of cooperation frameworks，and gradually forming a limited open and
complex multidimens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The density of this network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The U. S. has the highest“centrality”and obvious dominance in the current
network which presents a“center － edge”structure. But it is still a loose network，
showing instability and low integration. In addition to being affected by various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the evolution of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network
has its endogenous mechanisms，including reciprocity effects and structural dependence
effects. Although the functions of present network are not single，the functional orienta-
tion of“De － Sinicization”deserves great attention.

Key Words: U. S. － Japan － India － Australia，the Quadrilateral，Agenda E-
volution，Network Construction

The Characteristics，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South Asi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RI

Hu Wenyuan，Fan Yun

Abstract: Whether from land or sea，South Asia is a necessary area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BRI) ． China is the largest neighboring country of South Asia，
and South Asia is also the region with the most China's neighbors on land. Among the six
economic corridors planned and implemented under the BRI，both the Bangladesh －
China － India － 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 and the China － Pakistan Economic Corri-
dor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South Asia，which means BRI has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optimizing the location distribution and investment pattern of China's direct invest-
ment in South Asia. At present，China's investment in South Asia is still facing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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