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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 “大国梦”与中国形象的媒体呈现
＊

———以 《印度斯坦时报》涉华报道为例

严怡宁＊＊

＼ ［内容提要＼］中国在印度的大国诉求战略中扮演着非常重要又极为复杂的角色。那么印度 媒 体 是

如何在印度大国梦的框架中审视中国并呈现中国形象的？论文对印度的重要英文报 《印度斯坦时报》的 内

容进行了分析，发现印度媒体既承认中国的发展现实，又担心中国崛起的国际影响，对中国的认知 也 受 到

了西方大国的影响。因此文章提出了向印度释放合作共赢信号，努力构建世界体系转型期的集体身份的 建

议，以跨越所谓的 “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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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在国家取得独立后历届政府均毫无例外

地把实现大国梦作为国家的根本战略。中国在印

度的大国梦中则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一方面看，

１９６２年中印边 界 战 争 和 冷 战 思 维 使 得 中 国 一 度

成为印度大国梦的障碍与威胁，如今悬而未决的

边界问题仍在困扰两国关系；而作为新兴经济体

的代表，两国也存在着实力的竞争。另 一 方 面，
两国目前有着活跃的经济交往，同时作为发展中

大国和金砖国家的中坚力量，二者在推动世界格

局转型的过 程 中 有 着 较 多 的 合 作 空 间，如２００９
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两国的一致立场。因此在

印度国 内 也 存 在 着 关 于 中 国 的 不 同 声 音，伙 伴

论、对手论、恐惧论、友好论等等不一而足。
根据李普曼的理论，报纸在拟态社会的构建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国际社会的塑造方

面。由于受众缺乏直接经验，报纸等媒体就成为

受众了解和想象国际社会的重要渠道。《印度斯

坦时 报》是 印 度 颇 有 影 响 力 的 英 文 报 纸。在 印

度，英文报纸的读者多为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
受教育 程 度、经 济 收 入 以 及 社 会 地 位 都 相 对 较

高。《印度斯坦时报》是伴随着印度的独立运动

诞生的，一 直 奉 行 向 读 者 提 供 真 实 而 公 正 的 报

道，政治立场相对中立，以正直而高质量的报道

享誉印度。本文通过ＬＥＸＩＸ－ＮＥＸＩＳ数据库从

《印度斯坦 时 报》２００５年 至２０１１年 的 涉 华 报 道

中抽取 了１００篇 标 题 中 含 有 “中 国”一 词 的 文

本，以窥探印度报纸在印度的 “大国诉求”和复

杂的中印关系中如何向印度民众呈现中国。
（一）经济关注屈从于政治军事敏感

图１

从图１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印度斯坦时报》

中比例超过１０％的 前 三 位 话 题 是 政 府 外 交、军

事 国 防 与 经 济 贸 易 金 融，分 别 为 ２３．８％、

１２．７％和１０．８％，比例超过５％的话题则为科技

（７．６％）和教育文化 （５．９％）。印度与中国敏感

的地缘政治关系在印度的大国诉求中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 用，因 此 印 度 对 中 国 的 战 略 部 署 非 常 敏

感，往往会 根 据 中 国 的 战 略 动 向 调 整 自 身 的 部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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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 “新兴市场国家对中国的想象”（１２ＺＳ０５９）、上海市社科 基 金 项 目 “全 球 传 媒

语境中的中国民族问题” （２０１０ＥＸＷ００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也受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 研 创

新团队 （ＱＪＪＤ１１ＹＹＮ０１）的资助。
传播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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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相应地，《印度斯坦时报》将中国政府的动

向和外交事务作为最关注的报道内容，所占比例

大大超过其他话题。也正是由于这种敏感的地缘

政治再加上中印过去存在的边境冲突，《印度斯

坦时报》还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军事国防建设。
这种关注与印度最近宣布的目前为止最庞大的扩

军方案和向中印边境增派军队的计划是一致的，
反映了印度社会对中国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一种

普遍焦虑。尽管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印度在中

国有很多经济利益，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也把中

国更多地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和机会，但 《印
度斯坦时报》显然把对经济的关注置放于安全考

虑的框架下，经济话题只能屈从于政府外交和军

事话题之后，报纸的关注重点相比更多契合了印

度安全领域人士的思路。
（二）关注中国自身发展，注重历史 维 度 的

诠释

表１

时间框架 百分比 涉及地域 百分比

过去 ４２．９０％ 只有中国 ５３．５０％

现在 ３２．８０％ 中国和其他国家 ３８．８０％

未来 １９．２０％ 其他国家 ７．７０％

混合 ５．１０％ 总计 １００％

总计 １００％

　　尽管中国与世界的合作与交流日益增多，但

《印度斯坦时报》仍将目光牢牢盯住中国自身的

发展状况。在有效段落中，只涉及中国的内容超

过了一 半 的 比 例，占 到 了５３．５％，而 涉 及 中 国

和其他 国 家 的 段 落 只 稍 稍 超 过１／３，为３８．８％
（见表１）。印度在与中国竞争地区大国地位的过

程中，由于两国相似的地位，总是时时被世人展

开实力的比较。《印度斯坦时报》在这种影响下，
也不由重点聚焦中国自身的发展状况，以便为国

人提供本国发展的参照系。同时该报这种对中国

自身发展的关注并不仅仅停留在当下的表面。尽

管新闻通常总是报道最新鲜的事务，但 《印度斯

坦时报》却注重把中国的现实放在历史的背景中

解读。因此在报道的时间框架中，有效段落的过

去框架 大 大 超 过 现 在 框 架，前 者 为４２．９％，后

者仅为３２．８％ （见表１）。可见印度对中 国 现 实

的解读带有历史的深度和厚重，这与中印之间复

杂的历史关系不无关联。

（三）日益冲突的中国

表２

时

间

框

架

过去

现在

未来

混合

事件性质

冲突 非冲突 混合

６３．６０％ ３４．９０％ １．６０％

７８．４０％ １８．９０％ ２．６０％

８６．７０％ １３．３０％ ０

６１．３０％ ３２．３０％ ６．５０％

小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总比例 ７２．８０％ ２５．４０％ １．８０％ １００％

总体来看，《印度斯坦时报》对中国的报道

有着非常明显的冲突框架。７２．８％的有效段落都

使用了冲 突 框 架，非 冲 突 框 架 仅 占２５．４％ （见

表２），差 距 非 常 明 显。具 体 来 看 不 同 的 话 题，
中国的地方事务、娱 乐／体 育、能 源 问 题、医 疗

问题、人口问题以及灾难报道等，是冲突框架最

集中的 话 题，所 占 比 例 都 超 过９０％。应 该 说 这

些话题也大多属于中国自身发展的范畴，《印度

斯坦时报》深知中国发展问题的复杂性，以中国

为发展参照系的同时，在以发现矛盾和问题的眼

光审视中国。
另外，该报对中国发展趋势的解读也呈现了

冲突愈演愈烈之势。冲突框架在过去、现在、未

来的时 间 框 架 里 呈 不 断 增 多 的 趋 势，分 别 为

６３．６％、７８．４％和８６．７％，而 非 冲 突 框 架 则 越

发 减 少，在 三 个 时 间 框 架 里 分 别 为 ３４．９％，

１８．９％和１３．３％ （见表２）。可 见 对 于 中 国 的 发

展趋势，《印度斯坦时报》没有简单抱以乐观的

态度。
这种呈现一方面与 《印度斯坦时报》秉承西

方报道偏好从冲突中发掘新闻价值的传统有关，
另一方面也可见该报不断挖掘本国竞争对手发展

问题的倾向。
（四）复杂但趋于优化的国际角色，军 事 威

胁明显

表３

时

间

框

架

过去

现在

未来

混合

中国角色

威胁 和平 混合

２１．４０％ １７．９０％ ６０．７０％

２３．８０％ ２３．８０％ ５２．５０％

２３．７０％ ４２．１０％ ３４．２０％

１４．３０％ ５０％ ３５．７０％

小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总比例 ２２．１０％ ２５．４０％ ５２．５０％ １００％

　　从中国的国 际 角 色 来 看， 《印 度 斯 坦 时 报》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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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了中国较为复杂但趋于优化的角色。总体而

言，混合型角色占据了主流，超过有效段落的半

数比例，为５２．５％。和 平 角 色 与 威 胁 角 色 比 例

相近，前者 略 大 于 后 者，二 者 分 别 为２５．４％和

２２．１％ （见表３）。这 一 点 体 现 出 《印 度 斯 坦 时

报》对中 国 的 国 际 角 色 抱 有 较 大 的 不 确 定 态 度

———中国对国际社会而言到底是稳定因素还是威

胁因素，报纸还未找到清晰的答案。这是印度国

内对中国所持有的不同态度的一种折射。在印度

国内既有将中国看作根深蒂固的扩张主义者的极

端思想，也有把中国视作友好邻邦的态度，但更

多的民众则在两种意见之间摇摆，其看法取决于

事态的最新发展。①

就具体话题而言，军事安全话题的角色比例

呈现与整体呈现有所不同。军事安全话题中，威

胁角色 的 比 例 大 大 超 过 和 平 角 色，接 近 混 合 角

色，三者分 别 为４１．３％、１３％和４５．７％ （见 表

３）。由此可见在大国诉求中最能彰显国家实力的

军事安全领域，《印度斯坦时报》把中国视为重

要的竞争对手和威胁力量。
另外从时间框架来看，《印度斯坦时报》对

中国的角色认定呈现出逐渐优化的趋势。最明显

的是，不确定性在减弱，中国的混合角色比例在

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框架中成走低趋势，分别为

６０．７％、５２．５％和３４．２％ （见 表３）。尽 管 威 胁

角色的比例变化不大，但和平角色的比例出现了

增长 趋 势，在 三 个 时 间 框 架 里 分 别 为１７．９％、

２３．８％和４２．１％ （见表３）。这 两 种 角 色 的 消 长

说明，印度对中国未来国际角色的预期正在消除

整体的不确定性，转而增加对中国和平角色的确

认。可见该报对中国在印度大国诉求中扮演积极

的角色抱有较大的期望。
（五）审视中国的国际视 野：本 国 第 一、大

国影响、地区侧重

表４

涉及具体地域和组织 数量 百分比 涉及具体地域和组织 数量 百分比

美国 ７０　 ２１．０％ 孟加拉国 １　 ０．３％
日本 ８　 ２．４％ 英联邦 １　 ０．３％
欧洲 ３　 ０．９％ 帕劳 １　 ０．３％
英国 ５　 １．５％ 西方 ３　 ０．９％
尼泊尔 ２５　 ７．５％ 新加坡 １　 ０．３％
印度 １３５　 ４０．４％ 缅甸 １　 ０．３％
南斯拉夫 ２　 ０．６％ 伊朗 １　 ０．３％
俄罗斯 ５　 １．５％ 斯里兰卡 １　 ０．３％
联合国 ２　 ０．６％ 澳大利亚 ９　 ２．７％
巴西 ２　 ０．６％ 菲律宾 ３　 ０．９％
德国 ２　 ０．６％ 巴基斯坦 ３５　 １０．５％
南非 １　 ０．３％ 阿富汗 ３　 ０．９％
东盟 １　 ０．３％ 朝鲜 ６　 １．８％
希腊 １　 ０．３％ 韩国 ２　 ０．６％
国际原子能机构 ２　 ０．６％ 法国 １　 ０．３％
核供应国集团 １　 ０．３％ 总计 ３３４　 １００．０％

　　从 《印度斯坦时报》涉华报道的涉及地域和

国际组织来看，该报审视中国的国际视野体现了

本国第一、大国影响、地区侧重的框架。
很明显，报纸非常注重本国利益视角中的中

国，印 度 在 涉 及 地 域 中 所 占 比 例 最 高，为

４０．４％ （见表４）。这 不 仅 符 合 新 闻 报 道 接 近 性

的原则，也说明了中国对印度实现自身利益诉求

的重要性。
另外印度对中国的认知还受到目前唯一的超

级大国———美国的重要影响。美国在涉及地域中

所占比例排名第二，为２１％ （见表４）。应 该 说

美国在印度的大国诉求以及对中国的防范中扮演

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发展与美国的关系，获得美

国对印度大国诉求的支持，是印度争取大国地位

·５３·
① 参见尚劝余：“中国与印度：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南亚研究季刊》，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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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需要，而美国则通过帮助印度实现全球性

大国诉求来平衡中国影响。印度与美国的伙伴关

系最近几年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美国把美印关

系称为是２１世纪以及亚太地区的决定性伙伴关

系。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印度时就

明确支持印度成为一个崛起的全球大国，并欢迎

印度成为改革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

这样的印美关系框架下，《印度斯坦时报》非常

关注美国与中国的互动，对中国的关注带上了较

为浓厚的美国色彩。而一些传统上的强国或发达

国家，如俄罗斯、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也

都得到了一定关注，比例都在１．５％以上 （见表

４）。
该报报道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国际视角就是该

报明显的地区侧重，即关注南亚邻国与中国的互

动交往。其中报道涉及巴基斯坦的比例最高，达

到１０．５％；其次为尼泊尔，比例为７．５％ （见表

４）。另外，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以及临近的菲

律宾、缅甸、新加坡、阿富汗也 稍 稍 有 所 涉 及。
就人口、地域以及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上，印度

具有南亚大国的地位。但印度自独立以来，却时

常担心其大国地位的不稳定性，其中最大的挑战

来自巴 基 斯 坦。两 国 因 克 什 米 尔 地 区 的 领 土 问

题，纷争不断并因此爆发多次战争。中国一直是

巴基斯坦的坚定支持者，对印度在南亚地区的大

国地位 造 成 了 冲 击，从 而 受 到 了 印 度 的 高 度 关

注。尤其是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崛起，在 经 济 上、
军事上以及综合国力上的提升，不仅在某种程度

上提高了巴基斯坦对印度的政治筹码，而且还提

升了中国在南亚地区事务上所能发挥的影响力。
因此不难理解为何 《印度斯坦时报》会注重在南

亚利益的框架下审视中国了。此外该报对南亚安

全的重视还延伸至亚洲安全，对朝鲜问题的关注

就反映了这点 （见表４）。
作为采纳西方政治体制的国家，印度的大国

崛起梦对西方传统大国和既有世界体系认同和支

持的谋求，不仅体现在 《印度斯坦时报》对美国

的强力关注上，还体现在其对西方阵营和既有国

际组织的关注上。从表４可以看出，该报提及的

阵营和组织有联合国、英联邦、东盟，西方和欧

洲作为一种集体概念也被数次提及。尽管印度和

中国都是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国家，也都是金

砖国家谋求世界格局转型的合作机制中的重要力

量，但很明显 《印度斯坦时报》在审视中国时缺

乏对新型合作关系的认同框架，对近年来引起世

人关注的代表发展中国家影响国际治理的 “金砖

国家”以 及 “２０国 集 团”等 机 制 都 没 有 提 及。
可以说，印度对中国的观察带有较强的旧的世界

体系的烙印。
（六）中性为主的认知，呈 向 好 趋 势，有 时

受到西方影响

表５

时

间

框

架

过去

现在

未来

混合

对中国的认知

正面 负面 中性

１０．００％ ２０．９０％ ６９．１０％

１４．４０％ １６．１０％ ６９．５０％

２２．２０％ ６．５０％ ７１．３０％

２５．８０％ ９．７０％ ６４．５０％

小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总比例 １４．６０％ １６．００％ ６９．４０％ １００％

表６

涉

及

地

域

只有中国

中国和其

他国家

其他国家

对中国的认知

正面 负面 中性

１５．５％ １２．０％ ７２．５％

１４．０％ ２１．７％ ６４．３％

０％ ０％ １００％

小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从 《印度斯 坦 时 报》对 中 国 的 认 知 性 质 来

看，总体而言该报以中性认知为主，所占比例近

７０％，正面认知则与负面认知比例接近，分别为

１４．６％和１６％ （见表５），因此整 体 上 报 纸 还 是

秉承了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
就该报关注的四大主要话题而言，在中性认

知占主流的前提下，对政府外交和军事话题的报

道负面认 知 大 于 正 面 认 知，前 者 为 正 面１４．６％
对 负 面 ２０．７％，后 者 为 正 面 ９．５％ 对 负 面

２１．６％；相反经济和科技话题则是正面认知大于

负面认知，前者为正面２７．２％对负面８．４％，后

者为正面１６．３％对 负 面２．３％ （见 表５）。可 以

看出由于该报在政治、军事战略框架层面对中国

具有更多忧虑，从而使得这些方面的报道稍稍蒙

上了一层负面的情绪。而尽管中国的发展比较优

势会影响到印度的某些具体利益，但 《印度斯坦

时报》还 是 能 够 正 视 中 国 经 济 和 科 技 的 快 速 发

展，更多地承认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实力。
就报道涉及的地域来看，在中性为主的框架

·６３·



印度的 “大国梦”与中国形象的媒体呈现

下，只涉及中国的报道段落中，正面认知的比例

略大于负面认知，分 别 为１５．５％和１２％ （见 表

６）；但是在涉及其他国家的段落中则呈现相反趋

势，二者比 例 分 别 为１４％和２１．７％ （见 表６）。
这反映了 《印度斯坦时报》虽然承认中国的发展

实力，但又担心其实力的国际影响。
从 《印度斯坦时报》对研究时间段内两大媒

介事件———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和２０１０年亚运会的报

道来看，报纸的认知呈现极大反差。虽然都是国

际体育赛事，但对奥运会的报道全部呈现负面认

知，而对 亚 运 会 的 报 道 则 全 部 呈 现 正 面 认 知。

２００８年奥运会 作 为 世 界 性 的 体 育 赛 事 遭 到 了 西

方社会的政治化，西方舆论多带有负面色彩，印

度报纸也受到了明显影响。而２０１０年亚 运 会 在

缺乏西 方 舆 论 关 注 和 倾 向 引 导 的 状 况 下，则 被

《印度斯坦时报》给予了正面的呈现。
就对中国发展趋势的认知而言，该报则呈现

出改善的趋势。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框架

中，虽然中性认知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正面认

知的比 例 却 在 逐 渐 上 升，分 别 为１０％、１４．４％
和２２．２％，负 面 认 知 的 比 例 则 在 逐 渐 下 降，分

别为２０．９％、１６．１％和６．５％ （见 表５）。可 见

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与外界交流的增加，《印度斯

坦时报》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给予了发展向好的

评估，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总之，中国应积极释放共建多极社会、探索

共同利益的信号。中国在印度的大国诉求中所扮

演的角色受到了历史阴影和现实担忧的影响。尽

管金融危机后，中国和印度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

有着很多合作的空间，但印度舆论对中国的实力

上升有可能带来的对自身 “大国诉求”的威胁有

着较明显的担忧。与西方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

产生的 “中国威胁论”不同，印度的忧虑主要出

于地缘关系带来的利益敏感。而由于传统上在政

治经济制度上向西 方 靠 拢，目 前 其 “大 国 诉 求”
又需要西方的大国支持，因此印度对中国的审视

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和旧有体系的影响。
鉴于印度的这种疑虑和担心，中国的对印外

交和传播应该努力释放探索共同利益的信号。一

方面应基于印度国内中产阶级对中印经济合作的

期望，积极传递经济合作的信息；另一方面在安

全上应消除历史情结，释放共建地区安全的合作

信号。最关键的是要积极传达二者在新兴国家的

集体框架中 （如金砖国家）合作的信号，即努力

推动世界体系的转型，实现世界多极化的发展，
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这样才能用新的集体

身份超越敏感的地缘关系，使中国在印度的 “大
国诉求”中扮演一个共赢的角色，改变印度 “你
得我失”的惯性思维。①

·７３·
① 参见蓝建学：“印度大国梦中的中国情结”，《当代亚太》，２００４年第１２期。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ＵＳ　Ｐｉｖｏｔ　ｔｏ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ｓ　Ｒｏｌ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Ｚｈａｎｇ　Ｌｉ

Ｉｎｄｉａｓ　ｇｅｏ－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ｂａｍａ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ｓｈｉｆｔ　ｔｏ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Ｔｈｅ　Ｕ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ｔｏ　ｃｈｅｃｋ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ｓｅ；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ｈａｓ　ｓ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ｉ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ｃａｕｔｉｏｕｓｌｙ　ｒｅａｃ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ＵＳ　ｏｆｆ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ｅｆｅｒ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ｉｇｎ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ｍａｙ　ｂ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ａ　ＵＳ－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ｅａｄ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Ｉｎｄｉａｓ　Ｎｅ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Ｊｉａｎｇ　Ｇｕｏｘｕ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ｄｉａ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ｉｔ　ａｓ　ａ　ｎｅ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ｉｖｏｔ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ｔｈｒｅａｔ”ａｎｄ　ｔｏ　ｃｈｅｃｋ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ｉｓ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ｅ　ｉ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ｗａｙ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ｕｒｔｕｒｉｎｇ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ｐｏｗｅｒｓ；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ｉｔｓ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　ｆｏｒｍｉｄａｂｌ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Ｄａｉ　Ｙｏｎｇｈｏｎｇ　＆ Ｍｅｎｇ　Ｘｕｅ

Ｔｏ　ｗｏｒｋ　ｔｏｗａｒ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ｓ　ａ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ｓｈａｒｅｄ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ｐｅｒ－
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ｍ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ｍａｋｅ　ｉ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ｓｕｃｈ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ｂｌｉｚｅｄ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Ｉｎｄｉ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Ｉｎｄｉａ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Ｂｏ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ｉｓ　ｏｐ－
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ｉｅｓ　ｉｎ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

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Ｈｕ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ｄｕｏ　＆Ｙａｎ　Ｘｉａｎｇｆｅｎｇ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ｓ　ａ　ｆｒｅｓ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ｍｅｌｔｄｏｗｎ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８ｈａ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ｈａｖ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ｔｏ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ｓ，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ａｎｄ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ｓｅｒｖｅｄ　ｒｉｇｈｔｓ．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ｉｎ－
ｔｅｎｄｅ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ｂｅ　ａ　ｎｅｗ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ｔａｂｌ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ｉｅ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Ｎｏｒｍｓ：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Ｃａｓｅ

Ｃｈｅｎｇ　Ｘｉａｏｙｏｎｇ

Ｔｈｅ　ｋｅｙ　ｏｆ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ｓ　ｔｏ　ｓｈａｐ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ｔｈｅｍ　ｗｉｄｅ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
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ｂ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ｂｒｏａｄ－ｂａｓｅｄ　ｎｅｇｏｔｉａ－
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Ａｎｄ　ａ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ｎ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ｅｎｄｏｒｓｅｄ　ｎｏｒｍｓ　ａｔ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ｉｔ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ｄｉａ　ｏｆｆｅｒｓ　ａ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ｂｙ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ｌｏｗ＇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ｓ　ａ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ａ　ａｌｓｏ　ａｄｊｕｓｔｓ　ｉｔｓ　ｎｅｇｏｔｉａ－
ｔ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ａ　ｎｅｗ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ｓｓｕｅ．

Ｉｎｄｉａｓ　Ｂｉｇ　Ｐｏｗｅｒ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　Ｙｉ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ｕｔ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ｒｏｌｅ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ｓ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Ｉｎｄｉａｎ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ｆｌｅｃ－
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Ｈｉｎｄｕｓｔａｎ　Ｔｉｍｅｓ，ｏｎ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ｓ　ｍｏｓ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ｎｅｗｓ－



ｐａｐｅｒｓ．Ｉｔ　ｉｓ　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ｄｉａ　ｈａｓ　ａｎ　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ｔ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ｈｉｌｅ　ｗｏｒｒｙ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ｅｒ　ｒｉｓｅ．Ｉｎｄｉａ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ａｌｓｏ　ｄｅｅｐ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ａｒｒａ－
ｔｉｖｅｓ．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ｗｏ　ｒｉｓｉｎｇ　Ａｓｉａｎ　ｐｏｗ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ｏｒｋ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ｒｙ　ａ　ｗｉｎ－ｗｉ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Ｉｎｄｉａ＇ｓ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ｅｎ　Ｄｅｃｈａｎｇ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ｉｇｎａｌｓ，Ｉｎｄｉａ　ｐａｙｓ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ｌａｒｇｉｎｇ　ｉｔｓ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ｃｒａｆｔｉｎｇ　ｐｏｓｔ－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ｖｉｓｉｂｌｙ　ｓｅｅｎ　ｉｎ　ｉｔｓ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ｄｉａ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ｓ　ｉｔｓ　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ｂ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ｂａｃｋ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ｅｎｌａｒｇｅ　ｔｈｅｉｒ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ｎ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ｉｔ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ａｌｃｕｌｕｓ　ａｎｄ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ｓ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ｏｆ　ｉｔｓ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Ｗｅｎ　Ｆｕｄ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ｉｎ　２００９ｈａ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ｕｆｆｅｒ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ｗｈｉｌｅ　ｅａｃｈ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ｈａｓ　ｉｔｓ　ｏｗ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ｕｎｉｑｕ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Ｔｈｕｓ，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ｓｈｉｎｅ　ｓｉｄｅ－ｂｙ－ｓｉｄ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ｂａｃｋ　ｔｏ　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ｔｒａｃｋ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ｋｅｐ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ｄｉ－
ａ，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ａｎｄ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ｈａｒｄ　ｔｏ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　ｓｌｏ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ｐａｌ．

Ｉｎｄｉａｓ　Ｅｃｏｎ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ｔａｏ　＆Ｙａｎｇ　Ｗｅｎｗｕ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Ｓｏｍ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Ｉｎｄ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ｋｅｕｐ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ｕｓｅｆｕ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ｄａ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ｙａｎ　＆Ｄａｉ　Ｃｈａｎｇｙｏｕ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ｙｅａｒｓ，ｗｈｉｃｈ　ｃａｕｓｅｓ　ａ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Ｔｏ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ｓ　ｏｕｔ　ａ
ｃｈａｉ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ｅｓ　ｔｏ　ｔａｐ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ｄｉａ　ｈａｓ　ｈｕｇ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ｕ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ｐ－
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　ｓｐ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ｓ　ｔｏ　ｂｅ　ｍｅｔ　ｙｅｔ．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ａｓ　Ｒｕｒ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Ｗｅｎ　Ｊｕｎｐｉｎｇ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ｒａｐｉ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ｓ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ｒ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ｏ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ｌｅｇ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ｓｅａｒｃｈｅｄ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ｒｕｒ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ｂｙ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ｌａｗｍａｋ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ｂｅｇｉｎ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ｇｏａｌｓ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Ｃｈｉｎａ　ｃｏｕｌ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ｍｕｃｈ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ｔｓ　ｄａｕｎｔ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ａｎ　ＢＯＣＷ　Ｌａｂｏｒ　Ｃｅｓｓ　Ｔａｘ
Ｊｉａｎｇ　Ｗｅｉ　＆Ｌｉ　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ＣＷ　Ｌａｂｏｒ　Ｃｅｓｓ　ｉｓ　ａ　ｔａｘ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ｕ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Ｉｎｄ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Ｔｈｅ　ｓｅｔ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ＢＯＣＷ　Ｌａｂｏｒ　Ｃｅｓｓ　ｉｓ　１％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ＣＷ　Ｌａｂｏｒ　Ｃｅｓｓ　ｍａｙ　ｃａｕｓｅ　ｃｏｓ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ｉｓｋ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　ｗｈ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ａｖｏｉ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