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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蓝点网络”计划及其影响分析

周士新

内容摘要：美国为了弥补其印太战略中经济合作要素较弱的劣势，在2019年11月4日推出了对地区基础设

施建设提供标准并进行评估的“蓝点网络”计划。为此，美国联合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协

调。美国国内通过了相应法案，进行了机制改革，以增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力。从目前来看，美国的

“蓝点网络”计划主要是一些政策性设计，是否会被拜登政府继承仍有待观察，但其理念和策略可能仍将继续存

在。对此，有关的地区国家对此态度不一，但都更加期待美国能明确政策举措，为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做出积极贡

献。目前来看，美国“蓝点网络”计划已经得到部分地区国家的迎合与支持，对中国的一些“一带一路”项目造成

了一定影响。对此，中国需要冷静观察，积极作为，以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来应对美国“蓝点网络”计划可能产生

的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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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的亚太政策处于快速转变之中，自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洲”“战略东移”和“亚太再平衡”战

略，加入并领导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试图在战略和经济上继续主导亚太地区事务，到唐

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执政，扬弃了奥巴马政府的许多亚太政策，例如，更加高调地推出了“自由开放的印

太战略”，但退出了TPP的谈判，直至乔·拜登（Joe Biden）上台后，延续并升级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但也强

调要回归多边主义。美国亚太政策的快速转变让地区国家感到无所适从。为了扭转地区国家认为印太战略更

加强调军事安全战略的认知，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强调其印太战略，包括一些经济合作的要素，另一方面进行了相

应的国内立法，对一些投资援助项目进行改革，为继续拉拢地区国家提供更强的政策杠杆。

2019年11月4日，时任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L. Ross）在第二届“印太商业论坛”上发表演讲

时表示，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副执行总裁戴维·波希吉安（David Bohigian）将宣布一项名为“蓝点网

络”的计划，并指出这是一种多边方式，旨在通过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卓越发展和支持替代掠夺性贷款的方法，

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当天，OPIC、国际协力银行（JBIC）和外交贸易部（DFAT）在论坛结束后举行了一场发布

会，发布了一项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多利益相关者的“蓝点网络”计划，试图强加给印太国家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

评价、仲裁与融资综合机制①。

一、“蓝点网络”计划的主要目标

在“蓝点网络”计划发布会上，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的副部长凯斯·卡拉奇（Keith Krach）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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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蓝点网络”计划不仅为全球基础设施信托标准提供坚实的基础，而且会增强其他领域，如数字、矿业、金融服

务和研究等领域的实力。这些信托标准是以尊重透明度和问责制、财产和资源主权、当地劳工的人权标准、法

治、环境保护和良好的政府采购和融资方式等为基础的。DFAT副部长理查德·莫德（Richard Maude）表示，澳大

利亚将在印太地区以包容性的方式为私营企业提供投资便利，促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澳大利亚期待与地

区合作伙伴采取措施，推进“蓝点网络”计划。JBIC执行董事前田匡史（Tadashi Maeda）表示：“蓝点网络”计划旨

在促进20国集团国家承诺的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的投资，由于JBIC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丰富的基础设施融资经

验，希望与其他国家分享，推进“蓝点网络”计划的落实②。根据OPIC网站公布的声明，“蓝点网络”计划将促进

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机构携手合作，在一个开放和包容的框架内，为全球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一套高质量、值得

信任的标准，促进印太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导向性、透明性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

结合美国在第二届“印太商业论坛”上发布的题为《自由开放的印太：推进共享愿景》的报告③来看，特朗普政

府试图努力通过与印太地区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盟友加强合作，推进“蓝点网络”计划，拟实现以下几点目标：

（一）消除外界有关美国特朗普政府不重视印太地区的疑虑

美国政府利用自己善于设置议程和规划议题的能力，通过官方和一些智库发布的相关报告，提出颇能体现

国际普遍规范的新规则和概念，推出各种各样颇具吸引力的发展倡议，以激发地区国家的关注和兴趣。

（二）通过打造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提升美日澳三国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蓝点网络”计划将让美国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一个“全球公认的批准印章”，有助于促进美国企业

将资金用于地区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能力建设、市场发展和加强融资结构上。特朗普政府认为，印太地区许多

基础设施融资和发展项目迟迟未能启动，就是由于缺乏责任追究制度，接受国的投资回报存在很多问题，并可能

导致债务危机等长期风险④。美国与盟友合作为重大基础设施发展项目的审批提供良好管理的许可⑤，特别是

促进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促进民生福祉的包容性增长，确定建设基础设施方面的游戏规则，促进“市场驱

动、透明且财务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发展⑥，能获取对自己有利的竞争优势⑦。

（三）借机促进美日澳等国私人企业利用自身技术和资金优势，加大对印太地区的投融资

尽管“蓝点网络”计划本身没有贷款功能，甚至不能直接转化为具体项目，但是美国政府可以将其与ARIA

和BUILD法案结合起来，促进美国私人企业在这些地区的投资。美国企业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本来就具有非

常大的优势，随着近年全球和地区价值链转型亦有所增加，促进了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增进了美国与东盟国家

的贸易往来，成为美国在东南亚保持竞争力的基础。美国准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更大的银行可担保的项目

库，通过降低基础设施投资固有的一些风险来寻求长期回报，吸引私人投资者，尤其是拥有数万亿美元资金的养

老基金和保险公司⑧。美国借助“蓝点网络”计划敦促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企业采取合作性政策措施，以增强其

合理性和适用性，提升其在实践中的效能，优先争取到更多更具收益性的好项目。

（四）弱化中国的地区形象，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项目设置一些障碍

对许多地区国家来说，美国仍然很重要，但中国在贸易方面已经超过美国⑨。对美国来说，中国通过经济援

助和“一带一路”倡议积极进行外交努力，已经进入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前沿和核心⑩。为此，美国试图利用部

分亚洲国家对参加“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安情绪，激化其对“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战略性和殖民性的担忧，强调

与中国合作可能造成其债务的不可持续性和不可偿付性等问题，从而影响这些国家与中国的正常交往。

二、国际社会对“蓝点网络”计划的反应

美国推出“蓝点网络”计划后，确实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较多的评论。综合来看，大致可以

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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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倡议相当模糊，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行动计划方案

“蓝点网络”计划是美国为大型基建项目设定国际标准而推出的认证计划，它提出要建立一套新的评价标准

体系，但并没有明确的资金支持，也没有阐明具体的规划原则、内容、路线图和时间表等，更没有指出计划的合

作对象和实施对象。“蓝点网络”计划只有在回答了一些实际问题之后才可能成型。这些问题包括：认证系统如

何发挥作用、美国政府将提供多少资金来支持项目评估的费用等。对于那些迫切需要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家来

说，它们更关心的是，这个倡议是否包含具体的激励措施，是否需要其支付评估费用，是否等待很长的时间才能

获得“蓝点网络”计划的批准。在“蓝点网络”计划发挥好美日澳三国政府为之设想的作用之前，还有很多细节

问题需要解决。

（二）美日澳三国不能代表其他国家制定全球性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美日澳三国都是发达国家，在发展基础设施方面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但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

异。西澳大学学者杰弗里·威尔逊（Jeffrey Wilson）认为：“仅有美日澳三国参与制定的标准，未必能被视为全球

标准。”另外，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和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并不是制定基础设施建设标

准的专业机构，其权威性明显不足，如果不与当地国家合作制定标准，标准则难以被这些国家所接受。

（三）部分体现了美国参与地区合作的愿望，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2019年11月5日，第七届东盟-美国峰会的主席声明指出，东盟领导人注意到美国提出的“蓝点网络”计划

促进基础设施合作与发展的愿景，并期待美国“蓝点网络”计划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再联通”（connecting the

connectivities）形成互补共赢的关系，共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从前期政策行动来看，美日澳最希望选择的“蓝

点网络”计划的目标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成为首批获得50亿美元DFC资金来促进基础设施、能源

和数字技术项目建设的国家之一。2020年10月25日，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兼董事长金伯利·A. 里德（Kimber-

ly A. Reed）与印度尼西亚海洋与投资统筹部长胡特·宾萨·班查伊丹（Luhut Binsar Pandjaitan）签署了一项谅解备

忘录。美国进出口银行拟向印度尼西亚的基础设施、能源、运输和电信项目增加投资7.5亿美元。

（四）有助于增强美国与地区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

美国前商务部部长罗斯在第二届“印太商业论坛”上反复强调，未来美国将会不断增加在本地区的军事存

在，增大对地区国家的军备出口。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学者季北慈（Bates Gill）认为，对澳大利亚来说，这种“志

同道合的联盟”是一个继续与美国保持关系、与像日本这样的亚太地区重要国家合作的机会。美日澳三国加强

经济领域的合作，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其在安全领域合作的可信度。

（五）试图转移美国对印太地区发展贡献不足的注意力

《日经亚洲评论》杂志评论称，“蓝点网络”旨在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华盛顿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的失利予以转

移。美国试图通过“蓝点网络”计划做出一些承诺，稳定地区国家对美国不满的情绪。从最初劝阻其他国家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到推出“蓝点网络”计划，美国可谓不遗余力。凌胜利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不应该只“画饼

充饥”或虚开支票。亚太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需要实实在在的帮助，美国的“印太战略”只能令其国际战略动员

能力下降。

三、“蓝点网络”计划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美日澳三国在推进落实“蓝点网络”计划方面确实具有较强的实力和能力，“蓝点网络”计划在特朗普政府时

期已经成为一个“全政府”项目。美国有超过20个与对外援助资金以及执行援外政策相关的机构，包括美国国

际开发署（USAID）、OPIC、千禧挑战集团（MCC）和国务院、国防部、农业部、财政部等。总体来看，美日澳三国

通过制定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项目评估体系，联合推进“蓝点网络”计划，欲打造“国际高标准”，引领印太地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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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建设。

（一）中国难以掌控相关建设项目标准的话语权

美日澳三国牢牢掌握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评定权，突出市场驱动、透明度及工程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

性。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评论员马克斯·沃尔登（Max Walden）指出，美国国务院只会给令美国感到满意的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认证盖戳。鉴于中美之间存在较紧张的战略竞争关系，即使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质量很

高，美日澳三国可能也不会认可。

（二）部分双方商签、共建的建设项目难以顺利开展和落实

按照“蓝点网络”计划的初步构想，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推进合作项目的选择和确定过程中，都需

要符合美日澳三国的评估认证体系，否则中国和其他国家就不能开展合作，或者难以顺利推进合作，已经达成的

合作成果也会因不达标而得不到认可。这无疑会对中国企业海外经营造成非常严重的风险。美日澳三国近年

来对中国与缅甸等国家合作项目的负面评论部分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导致缅甸大幅削减对皎漂经济特区的

投资。

（三）中国丧失与相关国家合作推动项目建设的主动权

近年来，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也将中国的建设规范带到了其他国家，并与当地国家的实际

情况相结合，促进了中国标准走出去和当地国家发展的“共赢”局面。“蓝点网络”计划以美国的建设标准进行衡

量认证，虽然不具有强制性和法律地位，但可能成为美国衡量与确定印太发展中国家能否获得其发展援助资金

的关键性指标，胁迫其在基础设施建设选边站队的机制。如果这些国家以“蓝点网络”计划的标准来要求中国

企业，势必会增加中国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影响中国与其进行合作的可持续性。

（四）沿线国家可能会丧失推进项目建设的积极性

尽管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与中国签署了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愿意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加强合作，但其中的绝大部分与美国也具有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如果美国将“蓝点网络”计划与其战略安

全计划挂钩，将其他国家是否与中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时执行“蓝点网络”计划认定的高标准作为双方开展战略

合作的先决条件，必然会影响这些国家与中国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意愿。部分地区国家，如印度，越来越

倾向于在所谓的“印太”框架内，与美国合作推进“蓝点网络”计划，作为不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

然而，“蓝点网络”计划也有明显弱点，制约其难以发挥预期的效果。首先，资金依然有限，吸引力不足。

BUILD法案授权OPIC资助美国企业投资发展项目及其产权投资，但并不是提供贷款。其次，OPIC服务的都是

私营部门，影响力并不是太充分。这些企业有自己的利益倾向，甚至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并不一定会服

务于美国的战略目标。再次，其向其他国家投资贷款的条件和要求较多，具有一定的干涉性质。根据规定，外国

公司若要获得OPIC的融资贷款，需具有“美国参与”的条件。 印太地区大多数国家强烈的自主性意识容易与

美国的霸权倾向形成矛盾。最后，美日澳三国的投资项目在环保质量标准方面虽然要求很高，但落实也相当困

难，效率也不总是很高，甚至很难说能比中国企业做得更好。“蓝点网络”认证的项目可能一时无法满足相关国家

的实际需要。少数国家可能因此不愿让其所有项目都需要获得“蓝点网络”计划的认证。相反，如果中国的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赢得当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评价，“蓝点网络”计划甚至可能产生对美国不利的效果。

四、中国可能采取的政策应对

美日澳三国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果频出的情况下推出该计划，明显具有搅局的特

征。由于该计划已经与美国的许多机制密切捆绑在一起，而这些机制又与美国的一些法制规范，如《亚洲再保证

倡议法》草案（ARIA）、《更好利用投资引导发展法案》（BUILD）等密切捆绑在一起，即使当前执政的拜登政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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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提及“蓝点网络”计划的名称，但其实质、规范和政策行动等，已经深深嵌入到美国对外政策中了。2021年3月

26日，美国总统拜登向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建议，发起一个类似“一带一路”的倡议，与中国

的“一带一路”倡议抗衡。对此，中国大致有迎合、超脱和反制三种策略，并可能根据印太地区形势、具体情况

和实际利弊，在政策上持开放态度，但在行动上会积极应对，最终选择三种策略的混合体。

首先，在与其他国家推进“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在以我为主，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更好地完成任务

和建设更高质量项目的基础上，将美国或其他国际标准作为参考指标。

“蓝点网络”计划的国际评估可以使中国的投资更加透明，并使其保持更高的标准。然而，西方基础设施

建设的质量优势并不明显，技术上也不先进，可是建设费用奇高，通常是中国企业的2至3倍，周期也更长。在

适当情况下，中国可与美国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共同拓展第三方市场。中国企业近年来早已熟悉美欧

标准，在某些技术上甚至还有一定优势，更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需要。

其次，摆脱可能的困扰和阻碍，以“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为主要原则加以应对。美国是否能推进“蓝点网络”

计划，或者推进到何种程度，取决于美国与其他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加强协调的情况，计划需要经过相当长一段

时间才能真正成形，而且还不一定能达到预期效果。对此，中国宜冷处理“蓝点网络”计划及其可能效用，一如既

往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实际效果消解“蓝点网络”计划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最后，高度关注并支持地区国家谋求发展的愿望。中国一直在加强与亚洲开发银行（ADB）、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及“东盟+3”宏观经济办公室（AMRO）等地区评估机制的协调合

作，不仅评估自己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在与其他国家比较中逐渐树立竞争信心和积累经验，而且适度评估美国

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争取评估标准制定的主动权，促使美国在评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时与中国

进行协调，甚至对接。同时，中国可以联合其他国家抵制美国的不良和不实评估结果。美国的评估结果只有符

合这些国家的预期或实际情况，才可能得到认可，提升其权威性，反之，则可能会引起反对。

近年来，美国政府很少落实关于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承诺。然而，美国私营企业的投资却非常大，也非

常具有竞争力，对地区各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也非常大。进行大规模投资的中美企业主体，投资方向和方式不尽

相同，存在着较大的相互合作空间。中国企业一直在借鉴美国私营企业在印太地区投资的成功经验。对当地各

国来说，美国永远不会使用中国推进BRI的资金来开展“蓝点网络”计划，也难以让中国参与制订和推进“蓝点

网络”计划。因此，中国通常只是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计划，在项目招标过程中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标准，针对

的只是投标企业而非其背后的国家，从而最大化满足本国的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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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the US“Blue Dot Network”and its Impacts

Zhou Shi-xin

Abstract: 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e weak economic elements in its“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United States

launched the“Blue Dot Network”on November 4, 2019, which aims to provide standards and evaluate regional in‐

frastructure projects. The United States coordinated with Japan, Australia and some other countries for a long time, also

passed corresponding acts and carried out institutional reforms to enhance its strategic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Cur‐

rently, the“Blue Dot Network”was just a policy design, and to be further observed if it will be inherited by Biden

Administration while its concept and strategy may still exist. Regional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it, but

generally expec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further clarify its policies and measures, 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re‐

gion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he projects along“Belt and Road”have been affected in various aspects due to it.

In this regard, China is calmly observing and keenly acting to address any possible impacts of it with high-quality in‐

frastructure projects that are more in line with the regional and national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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