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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跨国供应链的复杂性，决定了供应链安全问题难以避免，但美日印

澳的供应链安全合作则超出了正常范畴，以“去中国化”为导向，带有鲜明的

“安全化”色彩。在美日印澳四方会谈基础上，四国正不断推波助澜，积极在多

领域推进供应链安全合作。从未来看，四国供应链安全合作具备一定的基础，

但也面临着短期脱钩中国难、四国间协调难度大、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印度承

接能力弱以及企业调整成本高等多重挑战。四国操弄供应链“安全化”的举措，

将会给国际和地区国家产生复杂而深远的不利影响，作为四国供应链安全议程

最直接的针对目标，中国应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通过不断扩大对外合作与

苦练内功，有效化解四国供应链安全合作可能带来的困难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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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供应链源于产业价值链概念，通常是指在分工全球化潮流下，由分散在全

球各地的不同生产环节共同构成的完整生产链条的统称。20 世纪下半叶以来，

随着投资生产跨国进行，形成了 “全球供应链” ( 亦称 “全球网络供应链”) ，

其成员遍布全球，生产资料的获得、产品生产的组织、货物的流动和销售、信

息的获取等都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和实现。① 全球供应链的兴起，在提高生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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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陆雄文: 《管理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年，第 289 页。



率、推动各国相互依赖加深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隐忧，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

的拉长，客观上增强了供应链脆弱性和敏感性，由此引发对供应链安全问题的

关注。近年来，伴随美国 “印太”战略的推进和美日印澳四方机制 ( QUAD)

的构建，① 供应链安全问题更被其列为合作重点，尤其是自新冠疫情 ( COVID －

19) 全球大爆发后，美日印澳提出要实施疫苗供应链合作，表示 “正在发生的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增加供应链弹性及分享抗疫最佳实践的重要性”，② 并多

次强调要联手增强供应链弹性，③ 包括构建稀土联盟、④ 建立 “安全半导体供应

链”、⑤ 建设所谓“更强大、更具弹性的印太地区”等，⑥ 其推进 “去中国化”

的意味更为明显。鉴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拥有举足轻重地位，四国供应链安

全合作的实质为何，前景怎样，将会对中国和未来全球供应链走向产生哪些影

响，以及中国当如何应对等，事关中国发展和全球经济格局变化，意义重大，

值得深入研究。

从相关学术文献的梳理来看，对供应链安全的既有研究主要分布在管理学

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两大领域。管理学研究主要是从风险管控的纯技术性角度，

就供应链安全问题展开探讨。如克雷恩多佛 ( Paul Ｒ. Kleindorfer ) 和萨阿德

( Germaine H. Saad) 等指出，供应链风险有两大类: 因供需协调问题而产生的

风险和因正常活动中断而产生的风险，维护供应链安全就是要控制供应链中断

风险; ⑦ 斯 蒂 芬 瓦 格 纳 ( Stephan M. Wagner ) 和 克 里 斯 托 夫 博 德 ( Christoph

Bode) 认为需求风险、供给风险、灾难性风险 ( Catastrophic Ｒisk) 是三种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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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供应链风险; ① 兰辛 ( Lensing，Ｒeshma P) 则根据生物、化学、放射和网络

中断事件等案例，提出了应对供应链中断相关建议; ② 麦加雷尔 ( Edmund F.
McGarrell) 和克洛斯 ( David J . Closs) 提出，要从提高企业对供应链安全重要

性认识、加强政企合作以制定最优策略以及加强关于全球供应链风险和管理方

法研究等方面来维护供应链安全; ③ 夏尔马 ( Satyendra Kumar Sharma) 和瓦桑

( Bang Siddharth Vasant) 提出了全球供应链安全的分析框架，指出其主要由供应

链安全需求、可采取措施、实施障碍和结果等因素组成，用以辨析供应链安全

状态④。除此之外，在管理学领域还有大量从更微观性的视角、运用现代运筹学

和数学建模方法等探讨供应链问题的文献，然而，由于这些文献的研究目的主

要是确保供应链自身的稳定健康高效运行，它与国家行为体在关注侧重点上有

着明显差异，后者更加关心的是供应链的跨国分布所产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影响

等，因此，管理学领域丰富的供应链安全研究成果只能对后者起到适度的借鉴

或补充作用。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则引入了更多的外部环境和政治因素等，从更

为宏观的层面来看待供应链安全问题。如葛顺奇等认为，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价

值链体系断裂，使得对供应链安全的关注超过了对效率的关注; ⑤ 陈若鸿分析了

美国供应链政策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弹性优先的过程，从认知与观念层面分

析了转变的原因以及拜登政府为克服政策推行中的阻力可能采取的措施; ⑥ 苏庆

义从经济和政治两个维度讨论了全球供应链效率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国

际政治因素对全球供应链发展的重要性; ⑦ 李巍等通过分析美国对华为的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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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跨国供应链中对市场和技术的控制能力日益演变成为一种大国政治的权

杖; ① 斯坦加罗内 ( Troy Stangarone) 认为对东亚贸易和对供应链更重要的长期

影响，可能来自美国与中国间不断加剧的大国竞争，而非疫情; ② 铃木博之

( Hiroyuki Suzuki) 论述了印太地缘政治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指出企业界需要

密切跟踪中美战略竞争，建立更有弹性的供应链; ③ 德雷珀 ( Peter Draper) 等分

析了澳大利亚过度依赖中国市场所引发的供应链安全问题，认为必须将政治因

素纳入到供应链风险管理的思考中去。④ 这些文献表明，供应链安全问题并非是

简单的科学管理问题，更牵涉到复杂的政治或政策考量因素，因此必须重视对

供应链所“嵌入”的政治或政策环境的考察研究。

伴随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的发展，也有文献开始对四国在供应链安全领域上

的合作展开分析，其方法综合了以上两种视角，对四国供应链安全合作的进展

和方向等进行考察与思考。如阿吉特 ( Arijit De) 等指出，在美日印澳决定恢复

四方安全对话联盟 ( Quad) 后，建立弹性供应链已成其合作重点，目前其正专

注于创建一个新的 COVID － 19 疫苗价值链，未来目标是扩展到可再生技术领

域; ⑤ 杰弗里 ( Jeffrey Wilson) 论述了四国在电池产业合作的必要性以及措施建

议，但也指出，四国尚未付诸行动; ⑥ 刘思伟等借用社会网络理论工具，分析了

四国供应链安全合作在内的整个合作网络特征及其演化逻辑，指出其去 “中国

化”功能导向值得高度关注。⑦

总的来看，由于四国供应链合作初露端倪，因而相关文献不但数量极少，

而且在内容和深度上也非常不足，国内外学术期刊中还缺少对四国供应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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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究竟能走多远、将会产生何种影响等问题的学理研究。基于美日印澳四国

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 “印太”战略在美国主导下的不断推进，

有必要对四国加强供应链安全合作这一新现象新事物予以高度重视与研究，从

而帮助我们充分把握印太地区战略新格局和全球供应链发展新趋向，及时应对

新情况新问题，有效维护和拓展我国的经济及安全利益。

二、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下的供应链合作进展回顾

如前所述，供应链安全是指消除供应链的中断或被破坏风险，确保供应链

稳定、可靠运行的一种状态。国际标准化组织曾将供应链安全定义为 “对供应

链遭受损害或破坏的抵抗力”。① 威廉 ( Williams，Zachary) 等指出，供应链安

全管理就是运用政策、程序和技术等来保护供应链资产免遭盗窃、破坏或恐怖

主义威胁。② 供应链安全也是相对供应链风险而论，所谓供应链风险，是指 “有

关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对目标实现的影响”。③ 一般而言，供应链风险高、波动大，

甚至被断供，则意味着供应链不安全，反之，供应链则比较安全。从内涵上讲，

供应链安全是指通过风险识别与控制，围绕核心企业，实现从采购原材料、零

部件到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最后到销售网络的稳定可控。④ 由于跨国供

应链牵涉的主体众多，跨越不同的时空环境，因而影响供应链安全的因素也涵

盖诸多方面，例如政策性干预、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流行疾病、货币汇率、

市场不确定性、政治动荡等等。

新冠疫情以来，因疫情管控的需要，全球供应链风险更加突出，供应链安

全问题不断凸显，并成为对话的关注重点。⑤ 四国合作已由最初的防务安全、地

区治理等领域，向包含供应链合作在内的经济领域作广度深度上的延伸，⑥ 呈现

出持续推进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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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线上看，始自 2020 年初，供应链安全合作被纳入四国合作新议程。3

月，日本首次提及“供应链韧性”，随后便出台了补贴机制和海外供应链多元化

项目，鼓动企业回迁日本本土或者转移至东盟。① 4 月，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

( Mike Pompeo) 表示，美国政府正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和

越南合作，以“推动全球经济向前发展”，其讨论的内容包括，“我们如何重组

……供应链，以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② 5 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

( Keith kratch) 提到: “美国已就撇开中国仅同同盟改组世界供应链的 ‘经济繁

荣网络’ ( EPN) 事宜同韩国对话”，③ 入选该网络的首批成员包括日本、印度、

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和越南等“值得信赖的伙伴”; 7 月，日本经济产业省

向印度提出了强化供应链韧性的倡议，④ 之后得到了印澳两国的积极回应，三国

经济部长于 9 月举行了电视会议，部长们强调了提高印太地区供应链弹性的必

要性和潜力，在会谈中就强化相关产品在印太地区的供应体制达成了共识，还

表示三国将在 2020 年内共同建立新的旨在强化供应链的合作体制，并呼吁东盟

等国家共同参与。⑤ 至此，“供应链弹性倡议”初具雏形。同年 11 月，日澳首脑

会谈强调，要建立开放、安全、弹性和高效的关键矿物供应链。⑥

进入 2021 年后，四国围绕供应链安全的对话合作继续推进。美国先是在 2

月发布了《美国供应链行政命令》，声称“美国需要有弹性、多样化和安全的供

应链，以确保我们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与分享我们价值观的盟友和合作

伙伴在弹性供应链上的密切合作将促进集体经济和国家安全，并加强应对国际

灾难和紧急情况的能力。因此，我的政府的政策是加强美国供应链的弹性”。⑦ 3

月，美日印澳四国召开四方安全对话首脑视频峰会，强调在 “关键技术上展开

合作”，以确保“有弹性的印太关系”，并召开 “关键技术供应链对话”，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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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弹性的稀土供应链”，四国拟建立“疫苗专家工作组”和 “关键和新兴技术

工作组”，以确保在疫苗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① 在最受关注的疫苗领域，峰

会确定了四国分工，即由美国提供技术和资金，日本提供冷链运输工具，印度

承担生产制造，澳大利亚负责分配给东盟等国家。4 月，日本、印度、澳大利亚

三国贸易部长举行视频会议，正式宣布启动供应链弹性倡议 ( SCＲI) ，以便加强

在医疗、汽车和其他领域的供应链安全。② 9 月，美印日澳领导人聚首白宫，举

行四方机制首次线下峰会，与 3 月时举行的线上峰会相比，这次峰会添加了更

多细节安排，如在疫苗供应链合作方面，峰会声明表示为应对疫情，四国成立

了“四方疫苗专家组” ( Quad Vaccine Experts Group) ，由来自各自政府的顶级专

家组成，“负责建立牢固的联系并更好地调整我们的计划，以支持印太地区的卫

生安全和 COVID － 19 响应”，拜登总统在峰会上表示: “我们的疫苗计划有望在

印度再生产 10 亿剂疫苗，以促进全球供应”; 在半导体供应链和材料供应链合

作领域，声明指出四国“正在绘制包括半导体在内的关键技术和材料的供应链，

并确认我们对具有弹性、多样化和安全的关键技术供应链的积极承诺”。③ 据日

本共同社报道，四国正在协调在日本召开第二次面对面的首脑会议，预计最早

于 2022 年春季开会，继续推进经济安全合作。④

截至目前，四国供应链安全合作已取得一些成果。如在稀土领域，四国表

示将联手建立稀土采购链，美澳双方试图在稀土精炼方面进行合作，推动实施

《美国—澳大利亚关键矿产资源行动计划》; ⑤ 疫苗合作领域，四国表示已向印太

地区的国家提供了近 7900 万剂安全、有效和有质量保证的疫苗，印度宣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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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开始恢复安全有效的 COVID － 19 疫苗的出口，包括 对 COVAX

(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实施计划) 的出口; 日本将继续通过 33 亿美元的 COVID

－ 19 危机应对紧急支持贷款帮助区域合作伙伴购买疫苗; 澳大利亚将提供 2. 12

亿美元的赠款援助，用于为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购买疫苗，预计到 2022 年，四

国将有望为亚太地区国家提供约 10 亿支疫苗，同时 “利用我们的国家实力共同

制造和分发这些疫苗，以确保疫苗接种到最后一英里以确保它们在该地区的所

有地区”①; 在 5G 和半导体领域，四国宣布成立 “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

组织四国“关键技术供应链对话”，推动四国在电信和技术标准方面进行合作，

并力图在具有民用和军用双重用途的关键技术或原材料领域将中国排除在外，

逐步解决四国在 5G 基础设施投资和半导体供应链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② 从以

上进展看，四国供应链安全合作仍处于规划和起步阶段，至于这些设想能否顺

利落实、实施中将会遇到哪些新的情况或困难、四国间会否出现利益冲突以及

四国能否有效弥合相互分歧等，都还难以预料。正如有研究指出的，在半导体

领域，日本就不愿完全追随美国力推的对华技术和供应链 “脱钩”战略，因为

这将导致日本拥有优势的半导体企业失去重要的中国客户，损害其长远竞争

力。③ 因此，四国供应链安全合作的前景如何，还值得探究。

三、美日印澳供应链安全合作的前景

( 一) 四国供应链安全合作的有利条件

第一，四国经济互补性较强，各具比较优势。众所周知，印度是世界上仅

次于中国的人口超级大国，据世界银行数据，2020 年印度总人口约为 13. 8 亿，

且年轻人比例高，劳动力人口高达 4. 7 亿，④ 是世界上唯一有可能对中国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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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优势构成竞争关系的发展中大国; 美国和日本则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

一，也是在技术、资金和先进经营管理理念等核心生产要素上最具竞争力的强

国之一，即便在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情况下，2020 年美、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额

也均在千亿美元左右，① 两国同年贸易总额分别高达 38391 亿美元②、12760 亿美

元，③ 这意味着两国具备雄厚经济实力和超大市场容量，可带动落后国家成长;

澳大利亚则是资源大国，可为现代制造业发展提供充足的铁矿石、冶金煤、氧

化铝和铝土矿以及稀土元素资源等，被誉为“坐在矿车上的国家”。④ 由此可见，

从生产要素禀赋看，四国经济互补性较强，供应链合作潜力较大。

第二，四国供应链合作具有较强的政治意愿推动。在四国中，美日澳属于

传统的盟友伙伴，经贸合作不存在结构性或政治性障碍，印度虽然长期声称信

奉不结盟战略，但与美日澳这三国间现阶段尚无重大地缘政治竞争以及其他结

构性矛盾。其始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先后提出的“东向”政策 ( Look East Pol-
icy) 和“东进”政策 ( Act East Policy) ，本身就要求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等

的经济、文化、安全和战略接触，以此实现推动自身经济增长和应对中国崛起

等目标。⑤ 印度与美国方面的关系则自新世纪以来快速升温，到莫迪总理执政以

后，双边关系更为密切，⑥ 双方合作在海洋事务和国防安全等核心领域所取得的

进展尤为引人瞩目。⑦ 而在印度目前实力远不足以构成美国挑战的情况下，扶持

印度发展以制衡中国上升，已成美国朝野上下共识性战略取向。⑧ 印度与日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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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同样呈现出快速增长势头。① 这种合作的扩大，既是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加快经

济成长的内在规律使然，同样也有日澳两国试图分散在中国投资、抢先在印度

市场布局考虑因素的影响。

第三，四国供应链合作迎来有利时机。新冠疫情的暴发，客观上暴露出了

以单个国家为中心或主要节点的供应链体系的内在弊端，这迫使企业界和政府

战略部门更重视供应链中断的意外风险。而美日印澳四国推出以疫苗为重点的

供应链合作，既顺应时势，又可作为供应链安全合作试水行动，为扩大合作积

累经验。不仅如此，近年来风起云涌的逆全球化浪潮，也为四国推动供应链安

全化 ( Securitization) 进程提供了外围性助力。特别是 2008 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

之后，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各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乘势抬头，不仅以美

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出现保守主义推动下的社会整体右转，而且该趋势逐渐蔓延

到部分发展中国家，导致反全球化声势渐长。而供应链较长的产业是贸易保护

主义重灾区，如在 1995 － 2020 年全球 6888 起贸易救济原审立案中，供应链较

长、结构复杂的电子电器、钢铁、化工、电子、有色金属等行业占这一阶段立

案总数 70%以上。② 这些都使得美日印澳以安全名义为由对供应链格局进行重塑

并不显得太过突兀，反而能回应国内民族主义吁求。

( 二) 美日印澳四国供应链安全合作面临的限制

第一，中国长期形成的产业链、供应链地位中短期内难被替代。改革开放

以来，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 ( WTO) 以后，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深度融入了全

球产业链，成为全球产业链网络的枢纽之一。从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全球研究

院 (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发布的全球价值链相关统计数据看，中国占全球

产出的份额增长表现极为突出，已从 2000 年的行业平均值 6% 增长至 2017 年的

行业平均值 33%，其中，玻璃、水泥和陶瓷行业从 15% 增至 48%，纺织品和服

装行业从 17%增至 48%，电力机械行业从 11%增至 47%，基础金属行业从 14%

增至 44%，计算机和电子行业从 7%增至 41%。③ 这些数据有力地显示出中国在

全球产业链网络中所具有的分量，也表明如此体量的形成，已是十余年长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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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和发展积累的结果，在中短期内很难顺利地找到如此规模的承接地或替代国。

第二，四国组合具有不确定性，协调难度不容小视。“印太”战略虽然由美

国牵头实施，但同时也需要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彼此分工协调推动实施。但

四国各自国情不同，需求和利益也远非完全一致，这其中存在着不少分歧。比

如，虽然四国合作逻辑之一是制衡中国崛起，但日澳印在策略上却更多强调非

对抗性，如日本还想兼顾另一重要目标，即避免让自己成为中国首先反制的对

象国。① 而印度也并未做好彻底倒向美国的心理准备，因为这很可能使其沦为美

国附庸，丧失其珍视的大国独立性; ② 澳大利亚自身与中国有着密切贸易往来，

脱钩中国无疑会承受重大经济损失。在供应链安全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美国，

面临着沉重的债务负担和产业空心化压力，③ 难以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给盟

友伙伴提供有吸引力的补偿，而其自身也与中国有着庞大的经贸往来和共同利

益，因此，四国在供应链领域的合作，必然充满各种算计与讨价还价，协调的

难度和成本不容低估。尤其是印度作为四国供应链合作上唯一有潜能可替代中

国角色的国家，其强烈的大国抱负将使其很难亦步亦趋地追随美日澳三国前进，

带有较强功利性和权宜性特点，这种保留心态又会使其他三国心怀顾虑，削弱

四国合作的部分信心。

第三，供应链的形成从根本上讲难以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绝对的供

应链安全，可能需要放弃效率追求，其成本极其高昂，这就意味着国家政策导

向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供应链塑造，更基础性的因素则是资源禀赋、营商环

境、规模经济以及比较优势等客观条件，政策和基础性因素两者共同决定着供

应链分布格局。因此，中国之所以能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正是市场

内在规律调节作用的结果。如人力资源方面，2020 年中国大学生毕业人数高达

874 万，全球首屈一指; ④ 基础设施方面，中国不但已在电力、通讯、道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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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建设等方面达世界先进水准，① 同时中国也已成享誉海内外的基建大国，② “新

基建”计划的提出实施更为中国提升基建水平提供了保障; ③ 工业体系方面，中

国已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191 个中类、525 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

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④ 完备的工业体系有利于形成规模集聚效应，从

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企业成本，同时也有利于推动供应链企业上下游间进行技

术交流，从而推动供应链转型升级; 人口最多的中国本身也是潜力无与伦比的

消费市场，足以吸引供应链集聚。要想排斥中国，实际是试图与客观经济规律

作对、逆势而行，必然付出巨大代价。

第四，四国供应链合作的潜在承接方印度尚不具备替代中国的足够能力。

印度虽然人口总数与中国接近，但按识字率看其国民整体教育水平不如中国，

截止到 2018 年，中国的总体识字率为 96. 84%，⑤ 印度则为 74. 37%，⑥ 尚未达到

84%的世界平均水平。⑦ 印度每年也仅有约 300 万大学生毕业，难以将国内充足

的人力资源转化为充沛的智力资源，制约着其提高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努力成

效; ⑧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印度对公路、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需求量很大，虽

然印度政府为此付出了不少努力，但囿于欠账大和资金匮乏，取得的进展仍有

限; ⑨ 在工业体系建设方面，印度国民经济长期以服务业为主导，2000 － 2020 年

间其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重均超过 40%，且呈上升态势，始终

占据印度经济结构半壁江山，�10 其制造业占 GDP 在 2000 － 2010 年之间曾呈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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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最高时达到 17%，但此后的 2010 － 2020 年之间，则迅速下降; ① 即便莫

迪从 2014 年执政起就开始推动 “印度制造”，但直至进入其第二个总理任期，

印度制造业的比重也无明显变化，2020 年时只有 13%，仅为同年中国制造业比

重 26%的一半。② 经济结构的相对固化以及制造业发展滞后，会极大抑制供应链

企业发展，降低制造业对外资吸引力; 而在新冠疫情控制方面，印度也一度表

现欠佳，2020 年 4 月到 2021 年 3 月间，有大量纺织业订单被取消并转交迁入中

国企业生产，③ 显示出印度在面临重大自然或社会冲击时所存在的脆弱性问题并

不亚于其它国家。即便随着 2021 年下半年印度开始解除疫情封锁，其经济增速

由 2019 年的 4% 和 2020 年 － 7. 3%，④ 回升至 2021 年的 8. 1%，⑤ 但仍面临着疫

苗接种速度有待提高、医疗系统压力加剧以及病毒变异方向不明导致潜在风险

巨大等多重隐忧。⑥ 原先因其成本优势而布局于越南的大量纺织、电子等产能，

在疫情期间也未流向成本更低的印度，而是转向了中国。⑦ 不仅如此，在疫情期

间，美国对印度疫情的支持极其有限，⑧ 表明美国的承诺在关键时刻未必靠谱。

而印度一直以来都是四国中的关键变量，这也难免会使得四国在包括供应链领

域的未来合作前景存疑。

第五，供应链的调整本身具有很强的复杂性。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并非一朝

一夕，从最开始的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到今天形成全球

性产业链供应链，是多年来各国各企业不断努力的结果。供应链的形成需要上

下游企业的纵向配套和左右侧企业的横向配套，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得

以建立，供应链企业之间彼此利益融合、难以分割，替代成本较高，而供应链

一旦形成，便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调整供应链耗费成本高、时间长、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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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因此，考虑到效率和成本的问题，供应链企业不会轻易做出调整。再加上

疫情以来所显示出的各国应对冲击能力的情况，相比印度，中国显然是更加稳

妥、也更有经济吸引力的选择。

四、美日印澳供应链安全合作的实质与影响

( 一) 四国供应链合作的实质是推动供应链安全的“安全化”

实际上，从四国相关政府高官公开发表的言论和政策文件看，四国之所以

推动供应链安全合作，并非单纯出于缓解供应链风险的目的，而是带有排除中

国在外的明确意图，这使得四国供应链合作具备了显著的 “安全化”特征。因

为在供应链全球化早已客观存在的背景下，公开提出要将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

国排除在外，非但不能增进供应链安全，反而可能会人为增加供应链中断风险、

破坏供应链安全，而四国联合将中国排挤出其供应链合作伙伴之外的所谓安全

合作，从本质上讲，其实是一种将中国作为威胁来源的供应链 “安全化”行为

的表现。

正如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 “安全化”理论所指，安全绝非仅仅是一种客观

存在的威胁，更体现为一种对安全的理解和认知，以及一种有意建构起来的认

同。① 更具体地讲，“安全”可能只是掌握国家权力的人给某事物贴上标签，并

依靠特殊的权力使用各种手段对付安全威胁。② 这种“安全化”行为包含三个基

本要素: 一是判定威胁的现实存在。在四国供应链安全合作中，这种现实威胁

被指向为供应链上的中国环节与中国成分; 二是安全化行为主体用 “言语—行

为” ( Speech Act) 给指称的威胁对象贴上安全标签。在四国供应链安全合作中，

这表现为四国政府高官在多次会谈上公开声称，其供应链安全受到了中国 “威

胁”，且这种话语被不断地在多个场合得到重复，在灌输给社会公众后，塑造出

对中国“威胁”的共同安全认知; 三是采取特殊行动应对威胁，③ 这种特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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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超脱常理的、也可以是破坏和摆脱原有规则的。① 在四国供应链安全合作

中，体现为四国可以不经任何额外论证或不再遵循现有国际规范，直接单方宣

布将制定排除中国供应商的行动计划并加以实施。自此，四国供应链安全合作

的“安全化”进程便得以成功展开。四国供应链安全合作由此已超出了正常经

济合作范畴，而进入到了安全化的政治语境中，这就意味着未来无论是在四国

国内政治抑或是在国际政治中，供应链问题都具有了高政治的敏感性特征，既

不容置疑，也具备了相应的合法性，四国可以在安全旗号下肆无忌惮地出台各

种政策以应对所谓的安全威胁。

( 二) 四国供应链安全合作的影响

国际层面上看，四国推动具有排它性质的供应链安全合作，将影响国际供

应链稳定，驱动全球供应链重构加速，产生经济、技术、政治等多方面影响。

从经济方面看，四国提出要组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供应链联盟，欲打造一个

“去中国化”的供应链体系，鉴于中国长期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之

一，② 这将不仅损害中国利益，同样也会危害全球经济。在全球经济深受疫情重

创的当下，四国强行以“供应链安全”的名义干涉供应链企业的贸易投资，会

人为打乱世界经济正常运行秩序，制造新的政策壁垒和不确定性，阻碍全球经

济复苏进程; 在技术方面，四国组建“供应链联盟”，不仅仅是想通过政府层面

的干预引导供应链企业迁出中国，还通过加大投资审查监管力度、对技术出口

进行严密监督等手段，运用技术出口限制作为打击他国供应链的工具，由此可

能抑制各国科技交流合作，阻碍人类整体科技进步; 在政治上，随着四国在舆

论上肆意夸大中国供应链的风险威胁、逐渐落实供应链 “去中国化”行动，那

就势将迫使供应链上的其他相关国家面临“选边站”的压力。③ 相关国家要么被

迫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并因此而将影响到其与中国的既有合作关系与政治互

信，要么则抗拒四国的脱钩中国要求，而这又将影响到其与四国间的政治外交

关系，其最终结果就是在 QUAD 四国、中国以及产业链上的其它国家之间制造

出新的政治裂痕。

地区层面上看，美日印澳四国与中国都位于最富经济活力的亚太与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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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区域合作本方兴未艾、前途无量，但随着美国等拉帮结派，逼迫盟友和

中立国家选边站队，将对地区一体化进程造成巨大冲击，对地区政治、经济和

安全秩序等构成新的挑战。事实上，四国提出的所谓 “供应链安全”战略如果

执着地推进，必将显著恶化地区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供应链安全”固

然可能会因切断中国企业与供应链上其他国际公司交流合作而削弱中国企业和

中国经济竞争力，但由于中国市场是很多大型跨国公司的营收、利润和创意创

新来源，这也不利于包括四国在内的各国相关企业健康发展，四国也会为 “安

全化”供应链的偏执行为付出不小代价。

从中国自身看，“供应链安全”战略将可能恶化中国外部环境，加剧中国发

展矛盾与发展困难。改革开放至今，随着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不断融合，国际

和地区经济形势的变化、与相关国家的政治关系、社会环境等已是影响中国发

展的重要外因，也对中国供应链企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影响。同时中国经济

正处于转型期，国内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创新能力有待增强、劳动力要素成

本上升、能源资源不足以及生态环境欠账较大等问题，① 在此背景下，四国组建

排除中国的供应链联盟，将可能加速国内产业外移，打击外资流入热情，打乱

部分企业正常运行节奏，从而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以及参与全球分工

等带来负面影响，给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制造出新的困难，放大中国既有

矛盾，延缓中国成长步伐，削弱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和综合影响力。例如，在对

国民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半导体产业，如果四国真能成功组建成排斥中国的所

谓“安全半导体供应链”，那么凭其雄厚实力，② 将可能形成令人生畏的技术和

市场垄断优势。

五、结语与建议

综上所述，跨国供应链的复杂性，决定了供应链安全问题难以避免，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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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美国拥有英特尔、高通等芯片行业巨头，日本是出了名芯片材料大国，尤其在芯片设备、材料方面，为

全球提供超过 50%的重要半导体材料和 40%以上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印度的芯片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优

秀，在微处理器设计、模拟芯片设计以及存储器系统等领域都算世界前列，澳大利亚拥有稀土资源储备;

以上详见: 《日媒: 美日印澳四国峰会草案“未点名中国”，鼓吹构建安全半导体供应链》，观察者网，ht-
tps: / /www. guancha. cn / internation /2021_ 09 _ 19 _ 607828. shtml;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危机正加剧全球

‘缺芯荒’》，https: / /www. thepaper. cn /newsDetail _ forward_ 12018282; 《印度也有半导体产业?》，ht-
tps: / /www. jiemian. com /article /6778353. html，访问时间: 2022 年 2 月 21 日。



下美日印澳四国力推的供应链安全合作，则超出了正常范畴，其以 “去中国化”

为导向，带有鲜明的 “安全化”色彩。在四方对话机制 ( QUAD) 基础上，四

国正不断推波助澜，积极规划和推动稀土、新冠疫苗、半导体等多领域供应链

合作，并小有进展。从未来看，四国供应链安全合作具备一定的基础，但也面

临着短期脱钩中国难、四国间协调难度大、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印度承接能力

弱以及企业调整成本高等多重挑战。四国操弄供应链 “安全化”的举措，必将

会给国际和地区国家产生复杂而深远的不利影响，作为四国供应链安全议程最

直接的针对目标，中国更应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通过不断扩大对外合作与

苦练内功，有效化解四国供应链安全合作可能带来的困难与风险。

一是呼吁倡导各国树立合作共赢的供应链安全观，建构并强化供应链领域

正确的国际共识与国际规范。全球供应链是生产力进步和社会分工日渐深化的

产物，各国不应逆势而行，而应基于共同利益树立合作安全思维，尊重客观经

济规律，加强协调，合作处理全球供应链的各种风险。客观而论，受疫情冲击，

不少国家的供应链安全意识会有所上升，但跨国企业的供应链决策仍将审慎考

虑成本、效率和风险之间的平衡，综合做出理性选择，对此各国政府部门不应

施加过多的行政干预。

二是加强对供应链安全涉及的主要行业的监管与控制力度。全面清醒认识

美日印澳供应链安全合作的战略图谋，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按最坏的可能

作充足的预案。

三是加强经济外交，深化产业链合作，主动参与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尤

其要针对新冠疫情下暴露出的供应链 “短板”，开展有针对性的经济外交活动，

不断深化与四国 ( QUAD) 以外其它国家产业合作，努力打造更加高效、可靠和

有弹性的供应链新体系。

四是推进中国制造向 “中国智造”转型，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体系

中的影响力和主导权。“打铁还靠自身硬”。中国只有不断提升自身在供应链体

系中的地位，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增强抗风险能力。

( 责任编辑 杨怡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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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Prospect and the Effect of the Security Coopera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between the U. S，Japan，India and Australia

Zhang Li，Luo Yao

Abstract: The complexity of transnational supply chain determines that the prob-

lems existing in the security of supply chain are inevitable. However，the cooperation of

the security of supply chain between the U. S. ，Japan，India and Australia go beyond

the normal scope and is guided by “De － Sinicization”with the bold color of “security

”. Based on the quadrilateral talks between the U. S. ，Japan，India and Australia，the

four countries have been constantly and actively promoting cooperation of the security of

supply chain in many fields. In the future，the security of supply chain cooperation among

the four countries has a certain foundation，but it also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such as

the difficulties in decoupling from China，the difficulties of coordination among the four

countries，inconsistant with economic laws，India's weak undertaking capacity and high

costs of enterprise adjustment. As the most direct target of the agenda of the supply chain

security of the four countries，China should take precautions against the unexpected

risks，and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difficulties and risks that may be brought by the cooper-

ation of the security of supply chain of the four countries by continuously expanding for-

eign cooperation.

Key Words: Quad，Security Cooperation of Supply Chain，Securitization of Sup-

ply Chain，Cooperation of Supply Chain

The Prolonged Myanmar Crisis and Its Influence on ASEAN

Bao Zhipeng

Abstract: Since Tatmadaw ( The Military) regained the power of the country in

2021，Myanmar crisis has shown a prolonged trend in the context of domestic political

crisis，national reconciliation crisis and humanitarian crisis. From Myanmar's perspec-

tive，the military's ability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at home is key to determining its will-

ingness to cooperate with ASEAN. Given the inability to solve the domestic crisis，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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