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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联社消息，韩国正在收回的龙山美军基地被曝
存在严重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问题。该基地部分区域原定
于今年内作为公园向民众开放。美国方面未表示将承担
污染净化责任。严重的污染情况引发当地民众担忧。

污染超标引发抗议

据韩国广播公司报道，韩国环境部在龙山美军基地
计划归还区域检测出油类及重金属等大量污染物。其
中，土壤内总石油烃含量超过最高标准值29倍，致癌物
二噁英超标34.8倍，砷超标39.9倍。地下水中毒性物质
苯酚类含量也超标2.8倍。

龙山美军基地位于首尔市中心，曾是驻韩美军总部
所在地。2020年12月，韩美举行第201次《驻韩美军地
位协定》联合委员会会议，就美方向韩方返还12处美军驻
韩基地达成协议，其中包括龙山美军基地的部分地皮。根
据韩方计划，这些归还地皮主要用于建设龙山公园。

驻韩美军基地环境污染问题引发韩国民众强烈不
满。据韩联社报道，日前韩美首脑会谈期间，“绿色联
盟”等8个市民团体在位于龙山的韩国新总统府附近举行
集会，敦促美方清理美军基地环境污染。

美军基地为祸一方

驻韩美军基地在生物安全领域劣迹斑斑。2015 年 4
月，美国一个军方实验室向韩国乌山美军基地寄送有活
性的炭疽杆菌样本，运输物品详情未向韩方通报。该事
件曝光后，驻韩美军长期实施的“朱庇特”计划浮出水
面。此后，美军无视韩国舆论压力，继续向韩国运入生
物战剂并频繁开展实验。据韩媒报道，驻韩美军在龙
山、釜山、群山和平泽4个美军基地设立4所生化武器实
验室，所涉项目没有经过申报或经韩国法律许可。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副教
授李家成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驻韩美军基地多位于
人口稠密的首都圈地区，生物实验室泄露事件和基地内环

境污染会对韩国民众的生命与健康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这
从侧面暴露出，驻韩美军基地相当于享受治外法权的“国
中国”，驻韩美军在基地内为所欲为，不受韩国法律约束。

李家成指出，除了生物实验和环境污染问题，韩美
双方围绕驻韩美军基地其他问题也有摩擦。在美国驻军
费用问题上，美国不断谋求提高韩国分摊比例。根据双
方去年达成的第11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韩方分担
金额大幅上涨，这势必加重韩国国民负担。同时，美军
基地搬迁问题也长期困扰韩国。美军从龙山基地迁移至
平泽基地的过程中，美方一拖再拖，推迟土地归还时间。

韩美同盟暗藏裂隙

根据韩美2001年1月签署的《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环
境保护特别谅解备忘录，当美军造成“已知的、即将发生
的、实质性的、危害人类健康的环境污染”，美国应承担相
应的治污责任。然而，美国长期曲解条款内容，坚称驻韩美
军基地的污染不在规定范围内，拒绝承担净化费用。

“韩美《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等法律文件没有明文
规定美军基地治污费用的分摊问题。美军从龙山基地迁
出后，大概率会一走了之，把‘烂摊子’丢给韩国，最
终治污费用可能仍由韩国承担。”李家成说。

韩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预算显示，2022年，韩国预
计投入64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4亿元）用于清理14个
归还的美军基地，比 2021 年增加 13.6%。2008 年至 2021
年，韩国用于清理美军基地的国防预算累计高达3629亿
韩元（约合人民币19.14亿元）。

韩国广播公司援引分析称，韩国政府近年来在龙山
基地返还和公园建设问题上持续与美方协商，但由于费
用负担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协商屡屡受挫。美方的消极
态度可能导致土地返还进程长期拖延，龙山公园的开发
建设可能会进一步推迟。

“驻韩美军基地引发的问题，充分暴露了韩美之间
‘美主韩从’式的不对称同盟关系。韩美同盟绝非美国近
期高调宣扬的那样无懈可击。韩美同盟所谓的坚固外表
之下，实则暗藏诸多裂隙。”李家成说。

美国正式启动了“印太
经济框架”。专家直言，拜登
政府近一年来卖力推销“印
太经济框架”，意在将其作为
弥补“印太战略”短板的经
济抓手。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
亚太地区不断煽风点火、兴
风 作 浪 。 拜 登 政 府 上 台 之
后，继承了前任政府“印太
战略”的基本内容，并进一
步提升其重要意义。今年 2
月，美国白宫发布 《美国的
印太战略》 报告，声称“美
国是一个印太大国”，以此为
其在“印太”地区谋求主导
权赋予正当性。事实上，美
国的真实意图昭然若揭：遏
制他国发展、维护自身霸权。

美国已经成为固守冷战
思维、热衷拉帮结伙的和平
破坏者。美国以应对他国威
胁为由苦心炮制的所谓“印
太战略”，处处自相矛盾——
名为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太
地区”，实为建立封闭排他的
小 圈 子 、 小 集 团 ； 声 称 要

“改变中国的周边环境”，根
本目的是企图围堵中国，让
亚 太 国 家 充 当 美 国 霸 权 的

“马前卒”。所谓“印太战
略”，本质上是一个制造分
裂、煽动对抗、破坏和平的
战略，其结果并非如美国所
宣扬的推进地区自由开放，
而是在抹去“亚太”名称的
同时，也抹去亚太地区行之
有效的区域合作架构以及几
十年来地区各国共同努力创
造的和平发展成果和势头。

这样一份处处体现“美
国优先”的“印太战略”显
然无法赢得人心。美国的司马昭之心，正在引发国
际上尤其是亚太各国越来越多的警惕和担忧。

正如美媒刊文所言，“印太战略”试图把亚太地
区重新界定为“印太地区”的做法，没有考虑到亚
太地区经济发展趋势，并忽视了该地区的多元性，
存在根本缺陷。现实情况是，在过去20年中，该地
区通过与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签订一系列自由贸易协
定而日益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美国应当看清，亚
太地区的时代潮流是推进区域一体化，构建亚太命
运共同体。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亚太地区保持了
总体和平稳定，亚洲这辆发展列车率先冲破疫情阴
霾，2021 年 GDP 增速高达 6.3%。这一局面来之不
易，靠的是亚太国家团结一心，靠的是亚太人民辛
勤耕耘。

亚太地区是世界的和平稳定锚、增长动力源、
合作新高地。亚太国家的主流声音是希望各国和睦
相处、合作共赢。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借“印太
战略”在亚太地区制造分裂甚至“新冷战”，是逆潮
流而动，注定落得失败的下场。

企图“重新主导”亚太经济架构

2021年10月27日，拜登在出席第16
届东盟峰会时提出“印太经济框架”的
构想，显露了美国“重新主导”亚太地
区经济架构的企图。专家认为，拜登政
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 目标是将其
打造为推进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的工具
以及其他区域倡议的可靠替代品。

2012 年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
衡”战略之后，美国加速与亚太国家建
立 TPP，这是一个旨在排除中国、“规
锁”中国的经贸合作机制。特朗普上台
之后，美国退出了TPP。日本等其余成员
国修改部分规则，建立了全面与进步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随后，
中国与日本、韩国、东盟各国、新西兰
等 15 国经过 8 年谈判之后签订了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建成了世界
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今年1月，RCEP
正式启动。而且，中国还在申请加入
CPTPP及新加坡、智利和新西兰发起的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英
国 《金融时报》 指出，美国游离于亚太
几个主要自贸架构之外，而中国则在该
地区迅速增强实力和贸易存在。批评人
士指责华盛顿在该地区“只给枪不给黄
油”，现在美国希望有所改观。

“拜登自执政初期便强调对外政策要
‘服务于中产阶级’，必须考虑到劳工家
庭的权益，旨在巩固选民基础。劳工阶
层往往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有抵触，因
为他们认为这会导致自己失去工作岗
位。这意味着，拜登政府不可能加入任
何传统意义上的自贸协定。为了维护自
身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决定构

建一个新的经济体系。‘印太经济框架’
事实上是美国国内政治妥协的产物，其
本质是为‘美国优先’服务。”中国社会
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指出，“美国希望建立一个由自
己主导的、单向的贸易安排，而非双向
让渡市场、减免关税的自贸协定，目的
是重新洗牌，强行制定新的对其有利的
游戏规则，并让亚洲国家接受这些标准
和规则。”

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美国毫不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据
美联社消息，当地时间 5 月 20 日，美国
贸易代表戴琪接受采访时称，“印太经济
框架”将展示美国作为该地区国家合作
伙伴的“坚定承诺”，以遏制中国在该地
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发
布的 《东南亚态势：2022》 年度报告显
示，76.7%的东盟国家受访者认为中国是
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大国，而仅有
9.8%的受访者看好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
经济影响力。

“‘印太经济框架’实质上是美国
‘印太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前，
‘印太战略’以军事安全内容为主，在基
础设施和经济层面有缺失，被认为是

‘瘸了一条腿’。‘印太经济框架’的目的
是弥补空白。但是，这个框架虽然以

‘经济’为名，却政治意味浓厚。”袁征
分析指出，“对亚太地区国家而言，最有
吸引力的是美国通过取消关税和非关税
贸易壁垒以提供市场准入便利，而‘印
太经济框架’恰恰缺少这方面的内容。
它的四大支柱：公平和有弹性的贸易；

供应链弹性；清洁能源、脱碳和基础设
施建设；税收和反腐败，针对中国意味
强烈。”有分析认为，上述四大支柱中，
在新经济等高精尖领域构筑一个封闭、
对抗性的供应链体系，寻找中国以外的
供应链替代方，将成为重中之重。

美国给“印太经济框架”贴上的标
签是“适应 21 世纪要求的多边伙伴关
系”。只不过，这个“伙伴”是有严格限
定的——美方已在多边场合宣称，将依
据是否“支持美国价值观和规则”决定
邀请名单。正如韩国东亚研究所所长禹
守根所说，“冷战思维”早已过时，但仍
有个别国家固守这一思维，企图煽动对
立对抗、制造冲突争端。美国声称“印
太经济框架”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但
在实际操作中却排除特定国家，此举暴
露出美国的虚伪。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
究所教授丸川知雄也认为，若“印太经
济框架”是为了限制与中国的贸易，那
这一框架将不会给其成员带来任何经济
利益，而只会限制贸易。

几乎“没有人真正想要”的框架

分析普遍认为，“印太经济框架”过
于乐观，它掩盖了一个“危险的假设”，即
美国的伙伴也像它一样，希望将中国从亚
太地区的经济和技术网络中排挤出去。

“在美国的大力施压之下，美国在亚
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会加入这个框架，
但是，效果如何很难说。‘印太经济框
架’的许多目标国家也是RCEP和CPTPP
的成员，但是该框架的条款具有显著排他
性，这将如何影响相关国家对其他国际
条约的承诺？”袁征分析，“毕竟，无论
是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

际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疫情带来的冲
击，亚太地区没有出现灾难性状况，离
不开中国对地区经济的‘火车头’拉动
作用，地区国家都是受益者。究竟谁能
为自己带来好处，答案显而易见。”

《外交政策》 文章指出，对东盟来
说，“印太经济框架”是一个几乎“没有
人真正想要”的经济框架。该经济框架
在向东盟国家提出提高劳工标准等繁琐
要求的同时，没有提供美国的市场准入
作为回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经
济研究高级副总裁马修·古德曼在接受

《纽约时报》 采访时表示，“我想很多合
作伙伴在看到这份清单后都会说：确实
提到了许多要点，但是话说回来，参与
这个框架能让我们得到实际的好处吗？”

“一个新体系想有吸引力，必须有真
金白银的投入。刚刚过去的美国—东盟
特别峰会上，美国承诺的1.5亿美元太少
了，感觉像是逗着玩。美国联邦政府要
花的每一分钱都必须经过国会批准，而

‘印太经济框架’不需要国会批准，拜登
政府通过行政令即可推动，这意味着很
难得到国家投入，只能依靠私营企业，
而私营企业看不到实际利益是不会出手
的。”袁征指出，“而且，美国国内供应
链混乱、劳动力不足、通胀加剧、民众
积怨颇多，拜登政府能否始终如一地在
该框架上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也要打
个问号。”

正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
级研究员玛丽·拉夫里指出的那样，亚洲
盟友仍对特朗普时期美国不可预测和破
坏稳定的政策感到不安，认为美国可能
并不愿意对新框架投入太多。印度 《经
济时报》 则称，因为“印太经济框架”
不是参议院批准的条约，可能随时被新
上任的美国政府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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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 热 点

名为促进自由开放 实则制造分裂对抗

“印太经济框架”本质是为“美国优先”服务
本报记者 张 红

5月23日下午，美国总统拜登在
日本东京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
架”，美国、韩国、日本等13个国家
成为初始成员。对此中方表示，中国
同地区国家一样，乐见有利于加强区
域合作的倡议，但反对制造分裂对抗
的图谋。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属于
哪一类？首先要划出一个大大的问
号，看透其背后隐藏的图谋。

美军在韩留下“有毒”军事基地
本报记者 林子涵

拜登政府面临国内
诸多问题，能为“印太
经济框架”投入多少精
力 和 资 源 ， 要 打 个 问
号。美国劳工部公布的
数据显示，4月美国消费
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
上 涨 0.3% 、 同 比 上 涨
8.3%，继续维持高位。图
为5月20日，在美国华盛
顿，店主给商品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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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西花展于5月24日至28日在英国伦敦正
式对公众开放。切尔西花展由英国皇家园艺学会
主办，是英国最盛大也是全球最著名的园艺博览
会之一。

上图：5 月 23 日，一名女子在花展现场与百
合花合影。

左图：5 月 23 日，在花展现场，一名参观者
与穿着花卉主题裙装的女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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