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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EF供应链协议谈判历程与进展
2021 年 10 ⽉，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亚峰会上⾸次提出“印太经济框架”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简称 IPEF）议程，表示将在贸易便利化、

数字经济和技术标准、供应链弹性、减碳和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标准等领

域与印太地区伙伴开展合作。

2022年 5⽉ 23⽇，美国会同其他 12个初始成员国（澳⼤利亚、⽂莱、印度、

印度尼⻄亚、⽇本、⼤韩⺠国、⻢来⻄亚、新⻄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

南）共同宣布启动 IPEF。5⽉ 26⽇，斐济宣布加⼊ IPEF，由此成为第 14个初始

成员国。

2022年 9⽉ 8⽇-9⽉ 9⽇，IPEF的 14个成员国于美国洛杉矶召开部⻓级会

议，会后发布了与 IPEF四⼤⽀柱——贸易⽀柱、供应链⽀柱、清洁能源⽀柱和

公平经济⽀柱相对应的四份部⻓级声明。其中，关于供应链⽀柱的部⻓级声明表

示，各国将寻求协调⾏动，以减轻和防⽌未来的供应链中断，并确保关键部⻔和

关键货物的安全。

2023年 5⽉ 27⽇，IPEF的 14个成员国在美国底特律举⾏的 IPEF部⻓级会

议上共同宣布，IPEF 供应链协议谈判已经实质性完成。声明指出，拟签订的协

议旨在通过每个 IPEF 成员国的协作，提⾼其供应链的弹性、效率、⽣产⼒、可

持续性、透明度、多样化、安全性、公平性和包容性。

2023年 9⽉ 7⽇，美国商务部公开了拟议的 IPEF供应链协议的⽂本。在该

协议的最终⽂本发布后，美国和其他 IPEF成员国将各⾃启动国内程序，为该协

议的签署和实施做最后的准备。

⼆、IPEF供应链协议成员及其与 RCEP、CPTPP的⽐较
1.成员构成

如图 1所示，IPEF供应链协议由 14个成员国构成，其中，澳⼤利亚、新⻄

兰、⽇本、新加坡、越南、⻢来⻄亚和⽂莱这 7个成员国同时是 RCEP和 CPTPP

的成员国，韩国、泰国、印度尼⻄亚和菲律宾这 4个成员国加⼊了 RCEP，但没

有加⼊ CPTPP，美国、印度和斐济只加⼊了 IPEF供应链协议。



图 1 IPEF供应链协议成员国与RCEP及CPTPP对⽐

资料来源：IPEF、RCEP和CPTPP协议⽂本。

2.成员体量

IPEF成员国占全球 GDP的 40.2%，全球贸易额的 28.5%，全球⼈⼝的 33.0%

（如图 2所示）。与 RCEP相⽐，IPEF成员国 GDP和⼈⼝体量更⼤，贸易体量更

⼩。与 CPTPP相⽐，IPEF成员国在 GDP、贸易与⼈⼝⽅⾯都具有更⼤的体量。

图 2 IPEF、RCEP和CPTPP的贸易额、GDP与⼈⼝对⽐（2021年）

⽓泡⼤⼩：占全球⼈⼝的百分⽐



资料来源：贸易额数据来⾃UN Comtrade，GDP与⼈⼝数据来⾃世界银⾏WDI数据库。此

处CPTPP成员包含英国，出于数据可得性考量使⽤ 2021年数据进⾏分析，下同。

3.成员间贸易⽹络分析

从 IPEF成员间的贸易⽹络来看，美国是 IPEF的中⼼国家（如图 3所示）。

美国在 IPEF内部最⼤的三个进⼝来源国为：⽇本（1360亿美元）、越南（963亿

美元）与韩国（963亿美元），美国从⽇本、越南、韩国的进⼝贸易额占 IPEF内

部总贸易额的 16%。美国在 IPEF内部最⼤的三个出⼝⽬的国为：⽇本（750亿美

元）、韩国（658亿美元）与印度（401亿美元），美国从⽇本、韩国、印度的进⼝

贸易额占 IPEF内部总贸易额的 9%。

图 3 IPEF成员间贸易⽹络图（2021年）

资料来源：UNComtrade。

注：标记点与⽂字越⼤则对应国家或地区总出⼝额越⼤，连线越粗、颜⾊越深则对应进出⼝

关系的贸易额越⼤。对于每个标记点所对应的连线，圆弧顺时针为出⼝，逆时针为进⼝。

从 RCEP成员间的贸易⽹络来看，中国是 RCEP的中⼼国家（如图 4所示）。

RCEP内部最⼤的四条贸易流向为中国对⽇本出⼝（1658亿美元）、⽇本对中国

出⼝（1639亿美元）、韩国对中国出⼝（1629亿美元）以及中国对韩国出⼝（1488



亿美元）。中⽇双边贸易额占 RCEP内部总贸易额的 12.4%，中韩双边贸易额占

RCEP内部总贸易额的 11.7%。此外，RCEP内部第五到七⼤贸易流分别是中国对

越南出⼝（1379亿美元）、澳⼤利亚对中国出⼝（1168亿美元）以及中国对⻢来

⻄亚出⼝（787亿美元）。

图 4 RCEP成员间贸易⽹络图（2021年）

资料来源：UNComtrade。

注：标记点与⽂字越⼤则对应国家或地区总出⼝额越⼤，连线越粗、颜⾊越深则对应进出⼝

关系的贸易额越⼤。对于每个标记点所对应的连线，圆弧顺时针为出⼝，逆时针为进⼝。

从 CPTPP成员间的贸易⽹络来看，CPTPP呈现多中⼼态势，并且贸易体量

⼩于 RCEP和 IPEF（如图 5所示）。⾸先，CPTPP没有呈现⼀家独⼤的态势，

CPTPP内部贸易额居前三位的国家为⽇本（1053亿美元，19%）、新加坡（983亿

美元，18%）、⻢来⻄亚（890亿美元，16%），在体量上⾮常接近。其次，CPTPP

成员间的贸易体量明显⼩于 IPEF以及 RCEP。CPTPP内部规模最⼤的两条贸易

流为新加坡对⻢来⻄亚出⼝（421亿美元）以及⻢来⻄亚对新加坡出⼝（418亿美

元），相⽐之下 IPEF和 RCEP内部的最⼤贸易流都明显超过了 1000亿美元，是



CPTPP内部最⼤贸易流体量的 3-4倍。

图 5 CPTPP成员间贸易⽹络图（2021年）

资料来源：UNComtrade，https://comtrade.un.org/data/。

注：标记点与⽂字越⼤则对应国家或地区总出⼝额越⼤，连线越粗、颜⾊越深则对应进出⼝

关系的贸易额越⼤。对于每个标记点所对应的连线，圆弧顺时针为出⼝，逆时针为进⼝。

三、IPEF供应链协议⽂本解读与分析

1.核⼼概念

IPEF供应链：是指 IPEF缔约⽅企业之间的经济、商业和贸易关系。

供应链中断：是指（a）影响⼀个或多个缔约⽅的严重中断、延误或短缺；

和（b）严重损害受影响缔约⽅材料、物品或商品的⽣产、跨境流动或获取，

或相关基本服务的提供。

关键部⻔：是指对⼀缔约⽅的国家安全、公共卫⽣和安全或防⽌重⼤或⼴

泛的经济中断⾄关重要的⽣产商品和提供任何相关基本服务的部⻔。

关键货物：是指原材料、中间品或制成品、物品或商品，如果没有这些材

料、物品或物品，可能对该缔约⽅的国家安全、公共卫⽣和安全产⽣重⼤影响，

或防⽌重⼤或⼴泛的经济中断。



劳动权利：是指(a)国际劳⼯组织宣⾔中规定的下列权利：结社⾃由和有效

承认集体谈判权、消除⼀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有效废除童⼯、消除就业

和职业⽅⾯的歧视、安全健康的⼯作环境；和(b)关于最低⼯资和⼯作时间的可

接受的⼯作条件。

2.⽬标

IPEF供应链协议的⽬标是增加协议参与国供应链的韧性、效率、⽣产率、

可持续性、透明度、多样性、安全性、公平性、包容性，具体如图 6所示。

图 6 IPEF供应链协议的⽬标

资料来源：IPEF供应链协议⽂本。

3.主要内容

IPEF供应链协议的主要内容如图 7所示。



图 7 IPEF供应链协议的主要内容

资料来源：IPEF供应链协议⽂本。

4.对关键部⻔和关键货物的认定

IPEF供应链协议中明确指出了认定关键部⻔和关键货物的标准，具体如图 8

所示。



图 8 IPEF供应链协议对关键部⻔和关键货物的认定标准

资料来源：IPEF供应链协议⽂本。

5.加强合作的领域

IPEF成员国准备在多个领域加强合作，如图 9所示。

图 9 IPEF供应链协议成员国强化合作的领域

资料来源：IPEF供应链协议⽂本。



6.采取的具体⾏动

为增强 IPEF供应链，IPE供应链协议成员国准备采取的具体措施如图 10所

示。

图 10 IPEF供应链协议成员国准备采取的⾏动

资料来源：IPEF供应链协议⽂本。

7.加强⼯⼈在供应链中的作⽤

IPEF供应链协议强调⼯⼈在供应链中的作⽤，具体措施如图 11所示。

图 11 IPEF供应链协议为加强⼯⼈在供应链中的作⽤拟采取的措施



资料来源：IPEF供应链协议⽂本。

8.建⽴供应链信息传递机制

对于可能存在的供应链漏洞，IPEF供应链协议成员国需要基于证据和数据

测算并考虑其供应链的脆弱性，并监测其关键部⻔或关键货物的进⼝依赖性、价

格（在适当和可⾏的情况下）和贸易量。当特定成员国供应链中断已经发⽣或将

要发⽣的情况下，该成员国可要求 IPEF供应链管理机构召开紧急会议，与此同

时该成员国也应尽快向 IPEF供应链管理机构提供相关信息（如图 12所示）。其

他成员国会尽可能⽀持该成员国应对已经发⽣或即将发⽣的供应链中断。

图 12 IPEF供应链协议建⽴的供应链信息传递机制

资料来源：IPEF供应链协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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