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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亚太战略发展 、 目标与实施路径

吴 兆礼
＊

【 内容提要 】 亚太战略作为 印度大 国战略的 重要组成 ，
经过几十年的

发展与深化 ，
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 印度全方位融入亚太地 区 ，

ｇ 前 已成为 亚

太地区重要的行为体 ， 并且对亚太地 区权力格局产生一定影响 。 莫迪政府

上台后
，
印度的

“

东 向政策
”

升级为
“

东 向行动政策
”

， 印度的 亚太战略进入

新阶段 。 印度亚太战略形成与深化的逻辑起点 ，缘于对 自 身发展诉求 、南 亚

区域合作现状 ，
以及亚太地区发展趋势的判断 ，并受 内外 多 重 因 素驱动 。 印

度亚太战略是综合经济发展、政治影响 、安全合作与文化输 出等 多重 目 标的

综合性战略设计 ， 实现 自 身发展并增加对外交往的战略选项是其核心 目标 。

在
“

开明 的 国 家利益
”

原 则 指导下 ， 印度实施亚太战略总体思路趋于务实 ，

路径选择也趋于 多 样 。 印度的 亚太战略有中 国 因素存在 ，但战略实施也为

印度发展与 中 国 关 系提供了 机遇。 印 度亚太战略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
但

同 时也面 临诸 多现实挑战 。

【 关 键 词 】 印度亚太战略 东 向政策 东 向行动政策 权力 平衡

中 国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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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无论是在历史 、地理还是文化层次上长期以来都是相对独立的地缘

政治单元 ，印度在 ２０世纪相当长时期与亚太地区的政治 、经济与战略联系极

为有限 ，印度并不是亚太地区的正式成员 ，
传统的亚太地区也不包括印度洋

地区的南亚次大陆 。 印度亚太战略的雏形 、发展与深化
，最初是 以冷战结束

后的东南亚为出发点 ，并主要体现为
“

东向政策
”

的出 台 、实施与演化 。 随着

亚太地缘政治 、经济与战略格局的演化以及印度 自身亚太身份与定位的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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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提升 ， 印度亚太战略也渐次得到发展与深化 。 印度亚太战略诉求经历 了从

模糊至清晰的转变 ，战略实施路径也从单一向多元发展 ，而支撑印度亚太战

略的核心理念则是
“

大国地位诉求
”

。 在印度实施亚太战略的进程中 ，

“

东 向

政策
”

只是战略实施的政策工具 ，但战略诉求并非仅仅局限于
“

东向政策
”

目

标 。 客观而言 ，对
“

东 向政策
”

阶段性 目标的追求与升级 ，成为推动印度亚太

战略定位从模糊至清晰以及实施路径从单一向多元的发展 。 ２０ １ ４ 年以来 ， 印

度莫迪政府将
“

东 向政策
”

升级为
“

东 向行动政策
”

，标志着印度的亚太战略

在 目标诉求与实施路径上有了新的发展 。 本文试图在梳理印度亚太战略发

展脉络的基础上 ，分析印度亚太战略深化的驱动力量与 目标定位 ， 探讨印度

推动亚太战略的路径选择 ，厘清印度亚太战略背后的中 国 因素 ，
并对印度实

施亚太战略的成效与面临的挑战做出客观评估 。

―

、印度亚太战略的发展脉络

印度从独立后至冷战结束基本上孤立于东南亚并远离东亚 ，其真正意义

上的亚太战略萌芽于冷战结束后出 台的
“

东 向政策
”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

随着
“

东向政策
”

的发展与深化 ， 印度亚太战略得到不断完善 。 莫迪政府上台

后 ，印度亚太战略的 目标更为明确 ，实施路径也趋于多样化 。

（

一

）冷战时期的理想现实主义 ：作为中 间 力最 ，成为亚洲 的轴心

自独立以来 ，实现有声有色的大国理想始终是印度制定对外战略的基

轴 ，而亚洲和太平洋则在印度的对外战略规划中具有重要地位 。 从独立前构

想包括中国和印度的亚洲联邦 ，

？ 到独立后先后倡导或积极参与的
“

亚洲关

系会议
”

、

“

科伦坡计划
”

、

“

万隆会议
”

以及
“

不结盟首脑会议
”

等
，
亚洲和太平

洋始终是印度对外战略的重心 。

独立初期 ，印度的亚洲战略分为两个层次 ：

一是以在南亚地区发挥独特

甚至是唯一的中心作用为对外战略基点 ；
二是以追求跻身亚洲和世界大国行

列为发展方向 ，成为亚洲的轴心并决定亚洲的未来成为印度对外战略的发展

方向 。 有学者认为 ，独立初期印度的亚洲战略具有追求
“

去殖民化
”

和
“

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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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
”

的特征 ，感情与意识形态色彩较重 。
① 实际上 ， 以做大并称霸南亚为起

点 ，在政治上追求成为亚洲地区有主导地位和影响力的国家 ，是印度亚太 （ 准

确地说应是亚洲 ） 战略的主要内容 。

为实现印度的亚太战略 ， 印度这一时期推行的对外战略表现出 以下三个

特征 ：

一是在南亚推行地区霸权 ；
二是重视发展与包括中 国在 内的第三世界

国家的关系 ；
三是试图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保持等距离外交 ，

奉行不

结盟的对外政策 。 然而受国家实力弱小 、印巴对抗 、 印中 冲突 以及冷战两极

格局等国 内与地区因素的影响 ，无论是在南亚地区层面还是在东亚层面 ，

②印

度推行亚太战略的实践均受到制约 。 整个冷战时期 ， 印度的亚太战略理想主

义色彩较浓 ，
并囿于多种因素制约 ，印度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低于战略预期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石油危机后 ，
逐渐被亚太地区边缘化的印度将战略重心转向

西亚
，

？尽管 ６０ 年代就出现
“

印度必须向东看
”

的呼声 ，

？ ７〇 年代末期和 ８０

年代早期印度对东南亚的关注上升 ，但客观地说
，
印度在 ５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

的 ４０ 年中基本上孤立于东南亚国家 （ 除越南外 ）并远离东亚 。

⑤

（
二

）
冷战后初期的理性 回归 ：强化与东南亚的经济联系 ，

摆脱南亚地区

对抗的羁绊

冷战结束后 ，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对外战略调整 ，导致印度在国 际上既

无
“

传统盟友
”

，
也无

“

新型伙伴
”

，
加之 国 内经济发展窘境 ， 面对深刻转型中

的国际格局 ，印度开始调整对外战略 。 拉奥政府在 １ ９９ １ 年第一次提出
“

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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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有学者认为 印度 的东 向政策并不是开始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
，

历史上有四波东 向浪潮
，
其中

第三波始于尼赫鲁总理将东亚地区作为 印度亚洲复苏政策的重点 。 Ｓｅｅ Ｓ ．Ｄ．Ｍｕ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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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东方
”

，于 １ ９９４ 年正式提出面向东南亚的
“

东向政策
”

（
ＬＥＰ

） ， 印度外交

部于 １９９５ 年首次提出
“

东向战略
”

。 这成为印度
“

东 向战略
”

的起点 ，也是印

度亚太战略调整的重心 。

印度出台
“

东 向政策
”

缘于四个因素的驱动 ：

一是苏联解体导致印度战略

与经济支柱坍塌 ，
两极格局瓦解使印度不结盟立场丧失相关性

；
二是避免印

度因 中国对东南亚影响加深而在政治与经济上陷于从属地位 ； 三是发展与稳

定印度脆弱而动荡的东北地区的愿望 ； 四是经济上充满活力的东南亚地区对

印度融人全球经济充满吸引力 。
？ 这一时期 ， 印度的国家战略以对内实行经

济改革 、奠定大国地位基础为出 发点 ，
对外注重面向东南亚以及拓展全方位

大国外交 ，而加强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联系成为这
一

时期印度亚太战略的显

著特征 。

尽管以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为切人点 的
“

东向政策
”

或
“

东 向

战略
”

是印度亚太战略的理性回归 ，并且相对于独立初期
，
印度的亚太视野开

始收缩 ，但
“

东向政策
”

也并非印度亚太战略的全部 内容 。 这
一

时期 ， 印度的

亚太战略还包括通过谨慎积极的大国关系塑造以拓展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

空间 ，
这包括 ：

一

是重塑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 ，借力传统盟友的基础发展
“

去

地缘政治重要性
”＠的新型伙伴关系 ，并于 ２０００ 年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

二

是探索并调适与美国的战略信任 ，
１９９４ 年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要

“

建立一种

新型的伙伴关系
”

，
１９９５ 年签署《印美防务合作协议》强调双边军事合作的重

要性 ，
２０００ 年发表《印美关系 ：

２ １ 世纪展望》联合声明 指 出两国将
“

致力于建

立一种更为密切的新型关系
”

；

＠三是改善与中 国的关系 ，于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 决

定与中 国建立关于边界问题的副部级联合工作小组 ， 同意在寻求边界问题解

决办法的同时积极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 ，先后于 １９９３ 年和 １９９６ 年与中 国达

成《关于在中 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 《关于在中

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 ，并于 ２００３ 年同意与

中国建立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机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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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ｔ ｔ
ｐ ：／／ｗｗｗ

．
ｆｉｎ

ｐ
ｒｃ＊

ｇ
ｏｖ ．ｃｎ／ｍｆａ一



ｃｈｎ／
ｇ ｊ

ｈｄ
ｑ
一６０３９ １４／

ｇｊ
一６０３ ９１６／

ｙ
ｚ一６０３９ １８／ １２０６一６０４９３０／ １２０７—６０４９４２／ １

２ ８
１

１ １ ２ ．ｓｈｔｍ ｌ

１０ １



涛 多■究ｉ２０ １５ 年第 ４ 期


与此同时 ， 印度迫切希望缓和南亚地区的对抗以摆脱对印度大国理想与

实践的束缚 ，适时调整了冷战期间长期奉行的对南亚邻 国的强硬霸权政策 ，

于 １９９６ 年出台 了针对南亚邻国 的以
“

牺牲中短期利益以换取长期收益
”

和

“

不求对等互惠而是尽力给予和提供帮助
” ？为特征的

“

古杰拉尔主义
”

，其中

印度市场准入条件对邻国放宽是核心内容 。 实际上 ，古杰拉尔主义的 目标就

是为印度走 向东方 、寻求亚太身份认 同 以 及与亚太地区 的广泛合作奠定

基础 。

？

概括地说 ，冷战后初期至 ２ １ 世纪初期的十年 ， 印度的亚太战略经历了从

理想到现实 、从追求大国的政治影响到 国 内经济发展优先 、从空泛亚太概念

到战略突破点
——

东南亚再定位的转变 。 尽管如此 ，
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理

想并没有改变
，
只是实现理想的途径更为现实和更具操作性而已 。

（
三

）

“

东向政策 ２ ．０
”

：全方位融入亚太地区

进人 ２ １ 世纪以来 ，随着亚太地区格局的演变以及印度综合国力的显著

提升 ，印度的亚太战略进入深度拓展期 。 这一时期 ，印度亚太战略最显著的

特点就是试图全方位融入亚太地区 ， 目标是通过发展与亚太地区相关国家的

政治 、经济 、安全与文化联系 ，维护并拓展印度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与战略

空间 。 印度将 ２００３ 年作为
“

东向政策
”

第二阶段的起点 ， 而新阶段的重要特

征是在地域范围上将
“

东方
”

从澳大利亚延伸至东亚 ，在政策议题上涵盖经

济 、贸易 、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领域 。

？

印度 ２．０版的
“

东向政策
”

辅射的地域范围已经从东南亚国家逐渐拓展

到东北亚的韩国 、 日本和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泛亚太地区 ， 呈现出

从政策到战略 、从陆上到海上 、从经济到安全、从东南亚到东北亚和南太平洋

地区等新态势 。 有印度学者认为 ， 印度第二阶段
“

东向政策
”

有三个特征 ．

？其

—是提升与东南亚的互联互通水平 ；其二是打破了严重限制印度战略选择的

将东南亚与南亚分隔开来的政治障碍 ；其三是不以恐惧中 国和成为制约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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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亚太战略发展 、 目 标与 实施路径

前哨为驱动力量 。

？ 实际上
，
印度出 台

？

“

东向政策 ２
．０

”

除印度在与中 国打交

道上信心上升外 ，与美国关系的发展也是重要的积极因素 。

实际上 ，相对于第一阶段重经贸投资关系轻安全合作 ，第二阶段
“

东向政

策
”

出现了经贸投资与安全合作并重的格局 。 印度
“

东向政策 ２．０
”

在战略导

向 、地缘范围 、议题领域等方面的诸多新趋势 ， 目 的就是通过广泛发展与东南

亚 、东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各国在政治 、经济及安全领域的合作 ，进
一

步拓展

其战略空间 ，促进全面融入亚太区域合作进程 。
②

（ 四 ）

“

东向行动政策
”

：从
“

看
”

到
“

干
”

的转变

从
“

东向政 策
”

（ ＬｏｏｋＥａｓｔＰｏｌｉｃｙ ） 升级为
“

东 向行动政策
”

（
Ａｃ ｔＥａ 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 ，是印度亚太战略最为显著的新发展 。 印度外长在 ２０ １４ 年 ８ 月 访问

越南期间主持的印度外交使团会议上提出 印度不仅要
“

向东看
”

更要
“

向 东

干
”

，
表示莫迪政府将奉行

“

东向行动政策
”

。
？ 莫迪在同年 １ １ 月举行的第十

二届东盟
一

印度峰会上明确表示
“

东向政策
”

已经变为
“

东 向行动政策
”

，

④印

度外长 １２ 月在回答联邦议会人民院询问时也指 出 ， 印度近几个月 以更务实

的做法强调
“

东向行动政策
”

。

？

尽管印度政府 自 １９９ １ 年即出 台了
“

东向政策
”

，但印度战略界却认为 ，印

度始终未能以精细计划和结构式方式实施
“

东 向政策
”

，

１ ９９４ 年正式提出
“

东

向政策
”

也只是印度连接与其东部邻国的欲望和理由 的宽泛阐述 ？
而且印

度的
“

东向政策 ２ ． ０
”

也并未完全发掘其与亚太 国家伙伴关系 的潜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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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印度决策层在 ２０ １０ 年曾酝酿出 台
“

东向政策 ３ ． ０
”

，通过扩展和深化与

该地区的经济和战略联系 以实现印度发挥更大战略作用的愿望 ，

？甚至印度

官方将 ２０ １２ 年作为
“

增强版东 向政策
＂

（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ＬＥＰ ） 的开端 。

？ 然而辛格

总理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政府第二任斯内 （ ＵＰＡ２ ） 受国 内系列 因素影响 ，对

外战略缺乏明确愿景与核心 目标 ，
导致对外政策决策混乱 ，政策执行被动 、 谨

慎和不连续 。
？ 莫迪政府上台后 ，印度将亚太地区作为其获得资本 、技术 、资

源 、能源 、市场 、技能 、安全环境 、和平周边 以及稳定的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支

撑 ，升级后的
“

东 向行动政策
”

无疑为印度亚太战略注入了新活力与新愿景 。

“

东向行动政策
”

首先表现为政策覆盖地域范围继续扩大 ，将东向行动政

策的起点从缅甸西移至孟加拉国 ，

④
将蒙古国定位于其

“

东向行动政策
”

必不

可少的部分 其次是莫迪政府推行政策的决心较历届政府都大 ，实施政策的

紧迫感空前提升 ；
再次是莫迪政府将文化 、联通与商贸 （ Ｃ ｕｌｔｕｒｅ ，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Ｃ ｏｍｍｅｒｃｅ
，即所谓的

“

３ Ｃ
”

）作为东向行动政策的主要抓手 ；
最后 ， 明确提

出政策
“

支柱
”

概念
，将东盟的新加坡和越南定位于政策的关键支柱 ，将东亚

的韩国 、东盟的泰国定位于政策的重要支柱 。 此外 ，美国 、 日 本以及部分东盟

国家明确支持印度实施该政策 ， 而且
“

东 向行动政策
”

与美国的
“

亚太再平

衡
”

战略有一定契合 。

二 、印度亚太战略的逻辑起点 、驱动力量与 目标定位

印度亚太战略的形成 、发展与深化 ，缘于对 自身与地区现状与趋势的研

判 ，受经济发展与地区权力平衡等内外多种因素驱动 ，具有增进
“

开明的国家

利益
”

等多重战略定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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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印度亚太战略的逻辑起点

２ １ 世纪以来印度亚太战略调整与深化的逻辑起点 ，缘于印度战略界对

印度 自身发展现状 、亚太地区形势 以及更宽泛的
“

印太地区
”

发展趋势的判

断 。 正是基于对 自身发展环境以及亚太地区形势与权力格局的判断 ，印度将

亚太地区置于其对外战略的优先方向 。 在此背景下 ，亚太成为印度对外政策

的重要舞台 ，印度的亚太战略也渐次清晰 。

首先是印度对 自身发展机遇与发展环境的认知 。 印度战略界认为 ， 印度

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期 ，过去二十年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为印度提供了社会繁

荣与公正的机会 ，
尽管面临巨大的挑战 ，

但印度同时也处于有利的发展环境 。

然而 ，
印度成为繁荣国家的机会窗 口还相对较小 ，如果错失有利的发展环境 ，

将再也没有改正的机会 。
①

其次是对亚太地区格局的判断 。 对于亚太地区权力格局的现状以及未

来发展趋势 ，
印度认为 ：

亚洲有可能成为新的制度创新的地区 ；
领土领海争端

有可能使亚洲成为战略对抗的舞台 ；
亚洲有可能成为大国竞争的中心 ；

亚洲

有可能爆发高强度的海洋竞争 ；多样性的文化与发展模式有可能使亚洲成为

意识形态竞争的场所 。 而且 ，
对于因中 国和印度等实力上升对亚太地区权力

格局的影响 ，
印度认为美国仍是影响亚太地区权力 格局的最重要力量 ， 中 国

在综合实力上还无法在短期 内超越美国 ，
中印两国硬实力差距很可能会继续

拉大 ，印度近期无法追赶上中 国 。
？

最后是对亚太地区与印度洋地区两个板块加速融合趋势的判断 。 印度

并不是亚太地区的正式成员 ，传统亚太地区也不包括印度洋地区的南亚次大

陆 。 但随着地缘重心东移 ，
以及印度在地区和全球影响力 的上升 ， 印度与太

平洋地区的联系 日益增强 。 而且从地缘经济发展现实与趋势看 ，传统的亚太

与印度洋地区加速融合 ，地区内国家的经贸与投资活动 已经使传统上两个不

同的地理单元越来越呈现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初期特征 。

（
二

） 印度出 台
“

东向行动政策
”

的驱动因素

印度出 台
“

东向行动政策
”

的动 因既有战略上的考量 ， 也有经济上的驱

动 ，具体包括在亚太地区拓展战略空间并发挥更大作用 ， 与中 国在东南亚、南

亚与印度洋地区竞争地区影响力并牵制 中国行为 ， 为发展与美 、 日 、澳及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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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关系注人新动力 ，切实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联通状况 ，
强化与东亚和东

南亚国家的经贸联系等 。

第
一

， 随着亚太地区格局 的演变以及印度综合国力显著提升 ，印度的亚

太战略进入了深度拓展期 。 印度亚太战略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全方位融人亚

太地区 ， 目标是通过发展与亚太地区相关国家的政治 、经济 、安全与文化联

系 ，维护并拓展印度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与战略空间 ，在亚太地区发挥与

印度实力相当的作用 。

第二 ， 中国积极的对外战略尤其是倡导
“
一带一路

”

的积极作为对印度形

成榜样力量 ，

“

东向行动政策
”

成为印度应对中国倡议的战略设计 。 中 国倡议

从东南亚经南亚向印度洋沿岸延伸 ，而印度的
“

东向行动政策
”

则以南亚的孟

加拉国为起点向东呈扇形扩展 ，深化与亚太地区的政治 、经济与安全联系 可

以最直接地影响中国 的对外行为 ， 以服务于印度对核心利益的关切 ，包括与

中国竞争东南亚地区影响力 ，影响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行为等 。

第三 ，

“

东向行动政策
”

与美 、 日 、澳和东盟各方的战略利益汇合度上升 。

“

东向行动政策
”

在
一

定意义上是印度版本的
“

重返亚太
”

，从战略需求上看 ，

美 、 日 、澳支持印度实施
“

东向行动政策
”

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
东盟国家因在经

济与安全上分别侧重中国和美国 ，欢迎印度强化
“

东向行动政策
”

，希望为地

区经济与安全范式带来新鲜力量 。 印美 ２０ １４ 年 ９ 月 发表的联合声明首次通

过
“

东向行动政策
”

和美国
“

再平衡
”

战略定义双边关系 ，为两国关系注入 了

新动力 。

第四 ，从地区经济发展趋势看 ， 中 国的产业升级与转移将带动周边地区

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而东南亚的越南 、老挝 、柬埔寨和缅甸将成为最早受益

方 ， 印度加速与这些国家的联通将获得显著经济利益 ；东亚地区服务贸易 自

由化趋势与巨大的服务需求将为印度服务业发展带来机遇 ；包含东盟与 中 、

曰 、韩 、澳的新的区域贸易安排将是世界上范围最广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 （
ＲＣＥＰ

） ，未来将涵盖服务领域 ，对印度有极大的吸引力 ， 印度从机制 的被

动参与者转为主动构建者将有利于印度国 内的贸易措施改革 ， 降低国际贸易

成本 。

第五 ，
印度

“

东向政策
”

的重要内容是增强与东南亚地区的联通性 ，但 目

前通过印度东北地区联通东南亚的 目标仍未实现 ，互联互通始终是妨碍地区

经济
一

体化的主要障碍 ，加速基础设施建设迫在眉睫 。 緬甸政治改革与对外

政策调整为印度打通到东南亚的
“

陆桥
”

提供了可能 ，但印度在缅甸也面临其

１０６





印度亚太战略发展、 目 标与 实施路径

他国家的激烈竞争 ，不行动将错失机遇 。

（
三

） 印度亚太战略的目 标定位

印度亚太战略是其大国战略的重要构成 ， 并以服务大国 战略为逻辑基

点 。 印度将
“

东向政策
”

作为实现亚太战略的载体 ，通过不断赋予该政策以新

的内涵 ，
以实现其亚太战略 目标 。 具体而言 ，

大国战略框架下的印度亚太战

略涵盖多重 目标 。

从战略 目标维度分析 ，印度亚太战略具有经济 、安全 、战略和人文等多重

属性 ，包括分享并利用亚太经济增长实现 自 身经济发展 、追求战略 自主与获

得权力制衡 、
￥战略空 间扩展与地区秩序塑造 、输出 印度文化影响并塑造积

极正面的民主国家形象等 。

从地区的维度分析 ，印度的亚太战略 目标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南

亚地区 ， 目标是维持并经营在南亚地区的优势地位 ，通过继续实施
“

古杰拉尔

主义
”

，
稳固与南亚邻国的关系 ，

力争摆脱冷战时期南亚邻国对印度实现地区

性强国的羁绊与束缚 ，奠定印度实现全球性大国 的地区基础 。

第二层次是东南亚地区 ， 目标有三个 ：

一

是以经济合作为先导 ，重视并充

分利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活力 ，
发展并深化与东南亚的经贸合作 ；

二是以文

化影响为纽带 ，扩展印度文化圈 ，强化印度文化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 ；
三是以

安全合作为新的切人点 ，平衡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 。

第三层次是更为广泛的亚太地区 ，印度总体 目标是从战略的高度积极参

与并全面拓展与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 ，从政治 、经贸与安全等多个维度营造

有利于 自身崛起的外部环境 。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 第
一

，
经贸与投资

上
，强化与中 国 、 日本和韩国的经贸联系 ，在寻求中国 与 日本的资本优势的同

时 ，积极寻求美国 、 日 本和韩国的技术优势 。 第二 ， 政治上 ，强化与美国 、韩国

和 日本等民主国家的关系 ，力图使民主价值观成为推动与维护双边政治关系

的桥梁 、纽带或润滑剂 。 第三 ，安全与防务领域 ，拓展与美国 、 日本 、韩国 以及

部分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 ，通过双边和
“

小多边
”

安全合作维护印度的安全利

益 。 第四 ，
融人地区多边合作机制 ，增进印度对亚太地区秩序塑造进程中 的

存在与影响 。 第五 ，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塑造在亚太地区的正面民主形象 ，为

最终获得全球性大国地位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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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印度实施亚太战略的路径选择

印度亚太战略的根本 目标是通过全方位融人亚太地区 ，奠定实现大国 目

标的基础并塑造崛起为大国的有利地缘环境 。 目前 ，印度亚太战略以务实合

作为基础 ，
以提升印度实力建设为 中心 ，

以双边和多边对话与合作机制建设

为手段 ，将亚太作为其全球崛起的首要地区 。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 ，
尤其

是莫迪就任印度总理后 ， 印度亚太战略调整与深化的思路更为清晰 ， 实施战

略的路径也更为明 了 。 通过印度的外交实践不难看出 ， 印度实施亚太战略的

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

＿

） 通过
“

邻国 第
一

”

政策重塑印度南亚主导地位 ，
夯实印 度东向拓展

的基础

稳定的南亚地区环境是印度致力于扩展对亚太地区影响力的基础 。

① 印

度战略界普遍认为 ， 印度要超越其地理范围并在世界舞台上取得应有的地位

就必须减少与邻国 的差异 ，并增进邻国在南亚地区发展进程中 的相关利益 。
②

在第二届 团结进步联盟政府执政后期 ，
印度学者就呼吁改变印度的邻国政策

以尽可能反映在重塑与南亚邻国关系上的广泛国家共识 ，并认为无论下届政

府是哪个联盟 ，

“

重塑邻国政策
”

都是必要的 。
③

莫迪就任总理后 ，将南亚置于其对外政策优先序列 的首位 ，其对南亚邻

国政策也被冠以
“

邻国第
一

”

政策 。
？ 莫迪政府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

是将南亚邻国作为战略资产而非战略负担 。 莫迪邀请七位邻 国领导人参加

其总理就职典礼 ，先后访问了不丹、尼泊尔 、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 ，其积极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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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交理念的核心是
，
强大和稳定的印度能够确保印度帮助邻国 ，

？而友好 、

和谐与稳定的周边环境也是印度实施亚太战略的基础 。 为此 ， 印度在扩大对

邻国发展援助的基础上 ，将解决长期影响双边关系的主要问题作为
“

邻 国第

一

”

政策的突破口
，
与尼泊尔重启停滞 ２３ 年的外长级印度

一

尼泊尔联合委员

会 ，与斯里兰卡重启渔业纠纷谈判 ，与孟加拉国签署在印度议会人民院搁置

了 ４１ 年的
“

领土互换协议
”

。 此外 ，印度还致力于强化南盟合作机制 ，
改善地

区合作现状 ， 以希望从建立有效的沟通与合作机制中受益 。

（
二 ）将

“

软实力外交
”

作为推动亚太战略 的重要手段 ，
民主成为对外政

策重要资产

与硬实力相对弱小不同 ， 印度因其普世性文化 、民主政体和发展中 国家

的领袖传统而成为软实力资源较多的国家 ，

？拥有宝莱坞 、瑜伽 、佛教 、丰富的

哲学传统 ，以及诸如阿玛蒂亚
？ 森 （ ＡｍａｒｔｙａＳｅｎ ）等著名 的公知人物 。

③
自 ２ １

世纪以来 ，印度政府积极将软实力运用于外交以实现国家战略 ，

？然而 因对软

实力资源预期过高 、缺乏足够硬实力对软实力诉求的支撑以及印度 自身定位

模糊 ，导致印度未能充分发掘软实力资源在实现国家战略中的作用 。

？ 印度

学者认为 ，印度软实力是促进外交政策 目标的一副
“

好牌
”

，通过运用软实力

外交可 以支撑诸如
“

东向行动政策
”

、发展战略援助 以及贸易伙伴关系等更宏

观的对外政策倡议。
？ 莫迪总理也明确表示 ，作为对外事务与对外关系的一

①Ｊａｙ
ａｎｔｈＪ ａｃｏ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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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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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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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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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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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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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２９９ １８ ．ａｓ
ｐ
ｘ

②Ｒｏｈ ａｎＭｕｋｈｅｉ
ｊ
ｅｅ

，
“

ＴｈｅＦａｌｓｅＰｒｏｍｉｓｅｏ ｆＩｎｄｉ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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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ｏ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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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ＶｏＬ ６

，
Ｎｏ ．１

，
２０ １４

，ｐ． ４７．

③ 阿玛蒂亚
？ 森是当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之一 ， 在社会选择 、 福利分配和贫困研究

领域有突出贡献 ，
是人类发展与可行能力 的理论奠基人 ，

也是始终关注并肯定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

重要学术领袖 ， 于 １９９８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

④ＮａｖｄｅｅｐＳｕｘ 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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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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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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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ｏ．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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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 Ｆａｌｓｅ  Ｉ^ ｏｍｉ ｓｅ ｏｆＩｎｄｉａ
＊

ｓ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 ，

”

ｐｐ
．
５３

－

５５ ．

⑥ＳｕｄｈａＲａｍａｃｈａｎｄｒａｎ
，

“

Ｉｎｄｉａ
’

ｓ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Ｐｏ ｔｅｎｔｉａｌ
，

”

Ｍａｙ
２９

，

２０１５ ．ｈｔｔ
ｐ ：／／

ｔｈｅｄｉ
ｐ

ｌ ｏｍａｔｃ ｏｍ／２０１５／０５／ ｉｎｄｉ ａｓ
－

ｓｏｆｔ
－

ｊ ＞ｏｗ ｅｒ

－

ｐ
ｏ ｔｅｎｔ ｉａｌ／

１０９



身 多？ 崎 究ｉ２０ １ ５ 年第 ４ 期


个重要战略 ， 印度实现软实力潜能的时机已经到来 。
①

强化软实力外交 ，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设立
“

国际瑜伽 日
”

的决议
，
是莫

迪政府强化印度软实力促进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 。 实际上 ，瑜伽不是莫

迪软实力战略的唯
一

重点 。 佛教是印度软实力外交的又
一工具

，
被莫迪应用

于与南亚、东南亚 、东亚甚至俄罗斯的战略互动 。
② 此外 ，印度以亚洲最大的

民主国家 自居 ，于 ２００５ 年加人联合国 民主基金 共同的民主价值观
”

也成为

印度实施亚太战略过程中构建双边和三边政治 、经济与安全关系 的重要战略

资产 。 在莫迪总理访问不丹 、尼泊尔 、 日本 、美国 、缅甸 、澳大利亚 、斐济 、韩国

以及蒙古国期间 ，始终强调印度民主的重要性 ， 强调
“

民主
”

使印度成为世界

上有价值的合作伙伴 。
？

（
三

）
通过

“

支柱
”

国家定位与双边战略关系再定位 ，
推进亚太战略

尽管因国家特征及利益多样性 ，
印度战略界普遍认为没有

“

天然的
”

国家

或集团完全适合于印度 。 然而对于亚太地区未来权力结构
——美国是第一

层 ，是主导性领导力量 ；印度与中 国实力上升 ，
成为第二层 ；

日 本将大幅衰落 ；

俄罗斯将缓慢衰落 ；韩国 、印尼等 中等 国家重要性会相对提升
——

则基本成

为印度战略界的普遍共识 。

④ 为此 ， 印度有选择 、有重点 、有区别地发展与亚

太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 ， 明确提出
“

东 向行动政策
”

中 的
“

支柱国家
”

概念 。 东盟地区始终是印度
“

东向政策
”

的核心 ，但随着亚太战略的深化与发

展 ，印度将亚太地区国家划分为重要性不同的
“

支柱
”

。 在
“

东 向行动政策
”

框架下 ，
越南是意义重大的支柱 （ ｓｉｇｎ

ｉｆｉ ｃａｎ ｔ
ｐｉ ｌｌａｒ

） ，新加坡是关键支柱 （
ｋｅｙ

ｐ
ｉｌｌａｒ） ，东亚地区 、韩国和泰国是重要支柱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ｉｌｌａｒ
） 。

尽管因
“

东向行动政策
”

正式提出时间不长 ，

一些国家诸如 日 本和澳大利

亚的定位还未有官方表述 ，但从印度与这些 国家的战略定位能够判断其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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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向行动政策
”

框架下的重要性 。 美国是印度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 ，两国

２０ １ ５ 年 １ 月 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 ，印美将以
“

美印亚太及印度洋地区联合战

略愿景
”

文件为指导
，积极深化

“

东向行动政策
”

和
“

再平衡
”

战略框架下的地

区互动 ，

？双边关系也提升至
“

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

， 双边各层级的对话机制

多达近四十个 。
② 印度与澳大利亚决定将 ２００９ 年形成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

到一个新的互信水平 ， 印度与 日 本的关系也从 ２００６ 年的
‘ ‘

全球战略性伙伴关

系
”

升级为 目前的
“

特殊全球战略性伙伴关系
”

。

（
四

）
推进与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的双边和 多边经贸合作机制化建设

强化与亚太地区的经贸联系是印度亚太战略的重要内容 ， 而推进与亚太

地区经济体的经贸机制建设是印度实现战略 目标的重要手段 。 随着亚太战

略不断深化 ，印度 已经签署的 １ ８ 个区域贸易安排 （
ＲＴＡｓ

） 中有 ６ 个协定的对

象国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 ， 已 经与新加坡 （ ２００５ ） 、韩 国 （
２００９

） 、马来西亚

（ ２０ １ １ ） 和 日本 （２０ １ １ ） 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ＣＥＰＡ ） 或全面经济合

作协定 （
ＣＥＣＡ ） ，与东盟 （

２００９ ） 签署了货物贸易协定 （ ＦＴＡ ） ，并且于 ２〇 １２ 年

年底与东盟完成了关于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 自 由贸易协定谈判 ， 此外 ， 印

度也正与泰国 、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蒙古国 、新西兰就双边贸易安排举行

可行性研究或谈判 。
③

目前 ， 印度亚太地区的经贸机制有三个支柱 ，

一

是与东盟的 ＦＴＡ
，

二是与

日本和韩国的 ＣＥＰＡ
，
三是与东盟和包括中国等 ６ 个成员在内的 ＲＣＥＰ 。 对于

ＲＣＥＰ 的重要性 ， 印度认为由
“

东盟 １０＋ ６

”

组成的 ＲＣＥＰ 为印度提供了重要

机遇 ，是影响其在亚太地区战略和经济地位以及实现其
“

东向行动政策
”

的决

定性平台 ，在印度未加人亚太经合组织 （
ＡＰＥＣ

） 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ＴＰＰ

） 的背景下 ＲＣＥＰ 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 ＲＣＥＰ 对印度有三个直接益处 ，

一

是 ＲＣＥＰ 协议将补充印度与东盟及其成员 的 自 由贸易协定 ，
二是将促进印

度融人复杂的
“

地区生产网络
”

，
三是印度在信息技术以及医疗保健等领域享

有 比较优势 。
④ 此外 ，印度也重视区域与次区域合作机制 ，如《环孟加拉湾多

①ＴｈｅＷｈｉｔ ｅＨｏｕｓ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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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技术经济合作倡议》 （
ＢＩＭＳＴＥＣ

）和
“

湄公河一恒河合作组织
”

（ ＭＧＣ）等 ，

对中 国倡导的孟中印缅次区域合作 （
ＢＣ ＩＭ

）也给予
一

定的正面回应 。

（
五

） 积极参加亚太地区
＂

小 多边
”

与多边对话机制 ，
推动

“

印太
”

战 略

设计

印度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对话机制的构建 。 当前 ，印度参与的地区多

边对话机制主要包括
“

东盟 ＋Ｎ
”

峰会与部长会议 、东盟地区论坛 （
ＡＲＦ

） 、东

亚峰会 （ ＥＡＳ ） 、太平洋岛 国论坛会后对话会 （ ＰＩＦ ） 、亚信会议 （
Ｃ ＩＣＡ ）等 。 同

时 ，
印度参与的三边或小多边对话机制也有所发展 ，

如中俄印三国外长对话

（
２００７ 年 ） 、美 日 印三边战略对话 （

２０ １ １ 年 ） 、印 日 韩三边对话 （
２０ １ ２ 年 ） 和 日

澳印三边副外长礎商 （ ２０ １５ 年 ） 等 ，其中 ， 中俄印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决定建立中

俄印亚太事务磋商机制 。 印度参与亚太多边机制的一个重要 目标就是在地

区秩序构建中发挥影响和建设性作用 ，通过与美 日协调政策在地区规划和规

则制定上施加影响力 ，
以调动其他亚太主要力量发展对印关系积极性 。

？ 印

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 （ Ｓｈ ｉｖｓｈａｎｋａｒＭｅｎｏｎ
） 就指出 ，

印度始终致力于与亚太

地区国家建设
一

个
“

安全架构
”

，
以利于营造一个印度进

一步发展与繁荣的

环境。
？

推进亚太地区与印度洋地区的融合是印度推进亚太战略的又
一

努力方

向 。 自 ２０ １ ０ 年以来 ，

一

些美国 、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战略分析家和政治精英开

始积极倡导
“

印太
”

，
印度政府的官方声明和政策文件中也多次提到要在印太

地区建立一个多元的 、开放的和包容的安全架构 。
？ 针对莫迪政府上台后的

系列对外政策实践 ，有学者认为这是
“

印度的战略性重返印太
”

，

？莫迪治下

的印度已成功地蒋战略视野从亚太扩展至印太 。
⑤ 实际上 ，美国重返亚太 ，突

出
“

大亚太
”

视野 ， 对印度参与亚太事务持欢迎立场 ，
对莫迪将战略关注点

① 何理 ： 《美日 印三边合作升温的背景与前景 》 ， 《现代国际关系 》 ，

２０ １３ 年第 ２ 期 ， 第 ３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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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亚太战略发展、 目标与 实施路径

“

从印巴转至印太
”

有积极影响 。

？

（
六

）
发起

“

在印度制造
”

运动
，
促进印度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

莫迪在就任总理之初曾 向投资者保证将取消繁文縟节 ， 启动相关政策变

化以改善印度营商环境 ，并于 ２０ １４ 年 ９ 月正式推出
“

在印度制造
”

运动 。 目

前 ，

“

在印度制造
”

不仅成为莫迪政府加速对内改革的契机 ，而且成为 印度对

外战略的重要内容 ，
在出访中积极推介

“

在印度制造
”

。 印度发起
“

在印度制

造
”

倡议的主要 目标就是吸引外国投资 ，将印度打造为制造业的中心 。

亚太并不是推介
“

在印度制造
”

运动的唯一区域
，但亚太地区的美国 、 中

国 、 日本 、韩国和澳大利亚毫无疑 问地成为莫迪政府推介此运动最重要的地

区与 国家 。 莫迪 ２０ １４ 年 ８ 月 底访问 日 本的重要议题就是游说 日企赴印投

资 ，两国宣布启动
“

印 日 投资促进伙伴关系
”

并达成 日 本未来五年内向印度投

资 ３ ５０亿美元的协议 ，印度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部长在 ２０ １４ 年 １２ 月参加第二

届印 日联合工作组会议时强调印度和 日本在信息和通信技术 （ ＩＣＴ ）领域是天

然合作伙伴以及 日本应参与
“

在印度制造
”

倡议 ，

？
２０ １５ 年 １ 月 两国外长举

行战略对话时 ， 印度外长强调 日 本是
“

在印度制造
”

倡议的关键伙伴 ，

？两国

于 ２０ １５ 年４ 月 达成的
“

印 日投资和贸易促进与印太经济
一体化行动议程

”

将

对实现
“

在印度制造
”

产生积极的作用 。

２０ １４ 年 ９ 月 莫迪访问美国期间 ，
两国承诺将启动以发展资本市场和以基

建筹资为主的美印投资倡议 ，
同时采取措施将两 国贸易额提升 ５ 倍 。 莫迪总

理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１ 月访问澳大利亚在议会发表演讲时指出 ， 印度的经济环境已经

发生了改变
，
认为将机会转变成具体成果将更加容易 ，宣布 ２０ １ ５ 年在澳大利

亚举办
“

在印度制造展
”

。 莫迪总理 ２０ １５ 年 ５ 月 访问 中国和韩 国期间也大力

宣传其
“

在印度制造
”

倡议 。 莫迪在会见上海印中企业对话会中方企业家时

①ＲｏｈａｎＶＷｉ
ｋｆｌ ｔａｒａｍａｋ ｒｉ ｓｈｎａｎ


ｔ

ｕ

Ｏｂａｍａ Ｖ ｉｓｉｔＨｅｌ
ｐ
ｅｄＭｏｄｉＭｏｖｅ ｔ

ｈｅＨｙｐ
ｈｅｎｆｉｘｕｎＩｎｄｏ 

—

Ｐａｋ ｔｏ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Ｍ

Ｊａｎ
．
２８

，
２０１ ５ ．ｈｔｔｐ ：／／ ｓｃｒｏｌＬ ｉｎ／ａｒｔｉｃｌ ｅ／７０２６８５／ｏｂａｍａ

－

ｖｉ ｓｉｔ

－

ｈｅｌ
ｐ
ｅｄ

－

ｍｏｄｉ 
－

ｍｏｖｅ
－

ｔｈｅ 

—

ｈ
ｙｐ
ｈｅｎ

－

ｆｒｏｍ 

－

ｉ
ｎｄｏ

－

ｐ
ａｋ

－

ｔｏ
－

 ｉｎｄｏ

－

ｐ
ａｃ ｉｆｉｃ

②
“

Ｊ
ａ
ｐ
ａｎ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ａ ｒｔ ｏｆ

‘


Ｍａｋｅ ｉｎ Ｉｎｄｉａ

，

Ｐｒｏ
ｇ
ｒａｍｍｅ ：ＲａｖｉＳｈａｎｋａｒＰｒａｓａｄ，ｆｆｉＮＬＩＶＥ ，

Ｄｅ＆ ３
，

２０１４ ．ｈｔ
ｔｐ ：／／ｗｗｗ．

ｉｂｎｌｉｖｅ． ｃｏｍ／ｎｅｗｓ／
ｐ
ｏｌｉｔｉｃ ｓ／

ｊ＾ｊａｎ 
— ｓｈｏｕｌｄ

—

ｂｅ
－

ｐａｒｔ
—

ｏ ｆ
—

ｍａｋｅ
—

ｉｎ
—

 ｉｎｄｉａ
—

ｐ
ｒｏｇ

ｒａｍｍｅ

—

ｒａｖｉ
－

ｓｈａｎｋａｒ

－

ｐ
ｒａｓａｄ

－

７２９３９８． ｈ
ｔｍｌ

③
“

Ｉｎｄｉａ
，

Ｊａｐ
ａｎＨｏ ｌｄＴａｌｋｓ

；Ｈｏ
ｐ
ｅ Ａｂｅｎｏｍｉ

ｃｓ＆ Ｍｏｄｉｎｏｍｉ ｃｓｗ ｉｌｌＨｅｌ
ｐ

Ｔｒａｄｅ
，

”

ＴＴｉｃ  ｃ^ｏ／ｗｍｉｃＴＹｍｃｓ
，

Ｊａｎ． １８
，
２０ １５ ．ｈｔ ｔ

ｐ 

：／／ａ ｒｔｉ ｃｌ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ｉｍｅｓ．

ｉ
ｎｄｉ ａ

ｔ
ｉｍｅｓ． ｃｏｍ／２０ １５

－

０ １
－

１８／ｎｅｗｓ／５８２００６４８＿

１



＿


ｕｓ 

－

２－

ａｍ
ｐ
ｈ ｉｈｉＡ Ｔｉ 

—

 ａｉ ｒｃｒａ ｆｔ
—

ｊ
ａ
ｐ
ａ ｎ^ ｅ 

－

ｃｏｍ
ｐ
ａｎｉｅｓ

—

ｆｕｍｉｏ 

—

ｋｉｓｈｉｄａ

１ １３



凌 募 相（

？

尤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４ 期


推销
“

在印度制造
”

的
“

５Ｆ
”

模式 ，

？在韩 国强调
“

在印度制造
”

对韩国企业的

机遇以及设立
“

韩国 ＋ 

”

渠道 （
ＫｏｒｅａＰｌｕｓＣｈａｎｎｅ ｌ ） 以便利韩 国企业对印度投

资 。
？ 此外 ，莫迪总理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１ 月参加在缅甸举行的第十二届东盟

一

印度

峰会时在多边与双边场合多次邀请东盟及东盟 国家参与
“

在印度制造
”

倡议。

？

（
七

）
推进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安全合作

安全问题是印度
“

东向政策
”

的重要议题 ，但在
“

东 向行动政策
”

框架下 ，

安全问题尤其是海洋安全被赋予新的紧迫感 ， 而且
“

在
‘

印太地区
’

运作实施

新的国防与安全关系上莫迪比往届政府拥有更大的信心
”

。
？ 安全议题的紧

迫性来源于亚太地区力量格局变化 、大国关系不确定性增加 ，
以及对印度发

挥更大的地区安全作用需求的上升 。 莫迪政府以 ２ １ 世纪以来印度与亚太地

区安全关系的发展为基础 ，进一步深化与亚太地区主要 国家包括美国 、 日本 、

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尤其是越南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安全关系 。 有学者认

为 ， 印度强化与美国 、 日 本和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是
“

莫迪政策
”

或
“

莫迪主

义
”

（
Ｍｏｄｉ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的三个主要指标 ，而强化与东盟安全关系和深化与太平

洋 、印度洋地区岛国安全合作是巩固
“

莫迪政策
”

的另
一

因素 。
⑤ 而且

，
印度

的军事外交也渐进地从孤立走向追求多层次的伙伴关系 。

？

印度的安全合作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 ：

一是安全政策协调 ，
二是安全维

护实践 ，三是防务装备与技术获取 。 而除装备与技术获取侧重于美欧外 ，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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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亚太战略发展 、 目 标与 实施路径

策协调与安全维护主要侧重于印太地区主要国家 ，
并且在其亚太战略深化进

程中 ，安全合作的深度与广度都有所发展 。 在安全政策协调层面 ： 印度与美

国 ２００５ 年签署《印美防务关系新框架》 以及 ２０ １ ５ 年续签的 《美印 ２０１ ５ 防务

合作框架协议》 ，推动双边在多个安全相关领域的防务合作 ， 双边已经建立起

包括防务政策组 （ ＤＰＧ ） 在内 的七个防务对话 与磋商机制 ；

？印度与 日 本于

２０ １０ 年建立外交与防务的双边
“

２＋ ２

”

对话机制 ，高度重视 ２０ １４ 年启 动的国

家安全顾问级别对话机制
，
重 申安全合作对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决

定升级并强化双边安全合作关系 、机制化双边军事演习 ，
以及与美国共同举

行三方军演等 ；

？ 印度与韩国于 ２０１ ５ 年建立
“

２＋ ２
”

对话机制 ，韩 国成为继

日本之后与印度建立
“

２＋ ２
”

机制 的国家 ； 印度与澳大利亚于 ２０ １ ４ 年 １ １ 月签

署的
“

新防务合作框架协议
”

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防务政策规划与协调 ，这一

方面表明莫迪政府在发展与澳大利亚防务关系超越往届政府禁忌的愿望
，
同

时也表明印度在拓展地区防务合作网络上的新进展 ；
在印太框架下 ，

印度不

仅致力于与包括斯里兰卡 、马尔代夫 、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等印度洋地区小国

建立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
尤其是对肇始于 ２０ １ １ 年的印斯马三边安全

安排的扩大有高度期待 ，

③ 同时也与东盟地区的越南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建

立安全合作机制 ，尤其是更为重视与越南的安全合作 ，

④
目前已经与越南建

立起年度安全对话机制 （ 国 防秘书级 ） 。

四 、印度的亚太战略与 中国

开明的国家利益是印度亚太战略的出发点 ，但印度亚太战略也有针对中

国的考量 。 印度强化与亚太地区接触源于中 国崛起对印 中双边关系和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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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安全态势的双重影响 。

① 因此 ，平衡中国崛起的影响 ， 限制或牵制 中国对

印度洋地区影响力的上升 ，
是印度亚太战略的重要内容 。 然而不可否认 ，接

触中 国 ，也是印度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 ，
尤其是在莫迪政府赋予经济外交特

别权重并对中国奉行经济与战略双轨政策的背景下。

（

一

） 印度亚太战略的中国 因素

２０ １２ 年 ２ 月发布的具有较强官方背景的 《不结盟 ２．０ ：印度 ２ １ 世纪对外

和战略政策 》报告认为 ，中 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是印度对外政策和安全的

重要挑战 ，作为
一个主要大国 ， 中国直接冲撞印度的地缘政治空间 ，

中印实力

差距将会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能力增强而扩大 ， 印度在外交上要积极与主要

大国发展关系以迫使中国在对印事务方面采取克制态度 。

＠ 报告在
一定程度

上代表了 印度战略界关于中 国对印度战略的影响 以及印度应对中 国影响 的

战略取向的认知 。 而且 ，印度学者普遍认为
“

中 国在亚太地区 日益增长的 自

信
”

是印度
“

东向政策
”

深化的重要因素 。
③

西方战略界也普遍认为印度亚太战略有应对中 国的考量。 英国布鲁内

尔大学的斯科特 （
ＤａｖｉｄＳｃｏｔｔ

）认为 ， 印度深化东 向政策明显是与 中国展开竞

争 。
④ 澳大利亚学者拉金德拉 （

ＤａｎｉｅｌｌｅＲａ
ｊ
ｅｎｄｒａｍ ） 指出 ， 印度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出 台的
“

东向政策
”

有三个驱动 因素 ， 中 国因素是其中之一 ，
目标是避免在

东南亚地区陷人政治与经济从属地位 。

？
布鲁斯特 （ Ｄａｖ ｉｄＢｒｅｗｓｔｅｒ

） 也指出

印度与亚太伙伴的战略接触就反映出印度与中国竞争的
一面 ，

？美国学者认

为
，
应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 日 益增长的能力 和存在可能是驱动

“

东 向行动政

策
”

的另一因素 。
？ 甚至也有学者认为 ， 中 国出 台 的

“

重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
”

倡议成为印度升级
“

东向政策
”

为
“

东向行动政策
”

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

①Ｄａｎｉｅ ｌｌｅＲａ
ｊ
ｅｎｄｒａｍ

，
“

Ｉｎｄｉａ
’

ｓＮｅｗＡｓｉａ
－ Ｐａｃ ｉ

ｆ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Ｍｏｄ ｉ

Ａｃ ｔｓＥａｓｔ

”

 ．

②Ｓｕｎｉ
ｌＫｈｉｌｎａｎｉｅｉ〇／ ．

，

“

Ｎｏｎａｌ ｉ
ｇ
ｎｍｅｎｔ２．

０
：ＡＦｏｒｅｉ

ｇ
ｎ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

ｇ
ｉ
ｃＰｏｌ

ｉ ｃ
ｙ

ｆｏｒＩｎｄｉ 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
ｙ 

－

ｆｉｒｓｔＣｅｎｔｕｒ
ｙ

”

．

③Ｔｈｏｎ
ｇ
ｋｈｏ ｌａｌＨａｏｋｉ

ｐ ，

“

Ｉｎｄｉ ａ
’

ｓＬｏｏｋＥａｓｔＰｏｌｉ ｃ
ｙ ： ＩｔｓＥｖｏｌｕｔｉ ｏｎａｎｄＡ

ｐｐ
ｒｏａｃｈ

，

”

Ｓｕｒｖｅｙ ，ＶｏＬ １８
，
Ｎｏ ．２

，２０ １ １
，ｐ． ２５４ ．

④Ｄａｖ ｉｄＳｃ ｏｔｔ
，

“

Ｓｔｒａｔｅ
ｇ
ｉ ｃＩｍ

ｐ
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ｏｆ ＩｎｄｉａａｓａｎＥｍｅｒ

ｇ
ｉｎｇ

Ｐｌａ
ｙ
ｅｒｉｎＰａｃ ｉｆｉｃ Ａｓｉａ

，

”

／ｎｔｅｍａｆ ｉｏｎｏ／

ＳｔｕｘＵｅｓ
，Ｖ ｏＬ ４４

，
Ｎａ ２

，
２００７

，ｐ
．  １２３ ．

⑤Ｄａｎｉｅ ｌｌｅ Ｒａｊｅｎｄｒａｍ Ｉｎｄｉａ 

’


ｓＮ ｅｗＡｓｉａ

－

Ｐａｃ迅ｃＳｔｒａｔｅ
ｇｙ ：ＭｏｄｉＡｃ ｔｓＥａ ｓｔ

”

．

⑥Ｄａｖ ｉｄＢｒｅｗｓｔｅｒ
，

“

ＩｎｄｉａｎＳｔ ｒａｔｅ
ｇ

ｉｃＴｈｉ ｎｋｉｎ
ｇ

ａｂｏｕｔＥａｓｔＡ ｓｉ ａ
，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ＶｏＬ ３４
，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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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提出的
“

季节计划
”

（ Ｐｒｏ
ｊ
ｅｃｔＭａｕｓａｍ

） 也主要是回 应 中 国 的
“

海丝倡

议
”

。
①

印度民众对华认知也对印度战略上应对中 国提供了合理解释 。 中 印民

众彼此形象构建受战略互信程度影响 ，印度民众对中国认知出现分化 。 据美

国皮尤中心 ２０ １ ２ 年 ９￣ １０ 月 和 ２０ １ ３ 年 １２ 月
￣

２０ １４ 年 １ 月 的两次民调显

示 ，尽管接受调查的印度民众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从 ３３％ 上升到 ３５％ 、持消

极看法的从 ４４％ 降到 ４１％
，并且他们也倾向于不将中 国视为敌人 ，但仍有超

过一半的印度人视中国实力和影响力 的上升为主要威胁。 印度国 内 民众对

中国的认知出现分化
，
也在

一

定程度上成为影响印度战略决策的潜在因素 。
②

从印度国 内战略界和普通民众的对华认知以及国际社会对印度对外战

略的分析判断不难看出 ，印度的亚太战略一从
“

东 向政策
”

的出 台与深化到

升级为
“

东向行动政策
”
——背后的中 国因素是显而易见的 。

（
二

） 印度国 内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与主流认知

总理办公室 、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外交部是印度对外战略制定的三个核心

部门 ，但处于权力 中间层的智库在影响 印度对外战略形成上的作用 日 益提

升 。 随着中国实力提升与影响力外溢 ，印度战略界关于印度对华战略的辩论

从未停息 ，而较为主流的观点主要体现为两点 ：

一是积极应对 ，
二是巧妙

平衡 。

改变对华战略被动 ，积极应对中 国 。 尽管有部分学者从全球与战略视角

呼吁
“

中印大同
”

（
ＣＨＩＮＤＩＡ

） ，

？莫迪总理也用
“

从英寸到英里
”

（ Ｉｎｃｈｔｏｗ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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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ｌｅｓ ）

？
来描绘中印关系 ，

但印度战略界始终有
一种倾向性认知 ，即 自 ２０ 世纪

末以来印度应对中国崛起的外交政策始终是被动回应 ， 团结进步联盟两届政府

（２００４
￣ ２０ １４年 ） 的对华政策遭到战略界尤其是印度国 内鹰派人士的普遍置

疑 。 卡皮拉 （
ＳｕｂｈａｓｈＫａｐｉ ｌａ

）批评团结进步联盟政府的对华政策因奉行绥靖政

策而失败
，
认为莫迪持续 ２０１５ 年的对华倾斜政策将会再现

“

尼赫鲁综合征
”

。

②

潘特 （ Ｈａｒｓｈ Ｖ ．Ｐａｎｔ
）也认为

， 印度在应对中 国对印度与周边地区的行为方面

应更为积极。
③ 积极应对同时也预示印度对中国的接触 。 有学者指 出 ，

尽管缺

乏战略文化与长期战略视角 ，但印度对华政策应继续以接触中国为目标。
④

追求巧妙平衡 ，避免战略决定困境 。 印度战略文化具有二元特性 ，这在
一

定程度上决定了 印度在战略取向上追求攻防兼备 。 《不结盟 ２ ．０》报告认

为 ， 印度的对华战略必须维持谨慎的平衡 ，即合作与竞争的平衡 ，
经济利益与

政治利益的平衡 ，双边与地区的平衡 。 鉴于印中两国 目前和将来实力及影响

力 的不对称性
，
印度必须把握好这

一

平衡 。

？ 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

（
Ｍ

．Ｋ＿Ｎ ａｒａｙａｎａｎ ） 指出 ，因 中 国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表现极其复杂的现实 ，

印度必须避免落入在战略问题上做出决定的陷阱 ＾
⑥ 印度鹰派学者布拉马 ？

切拉尼 （
ＢｒａｈｍａＣｈｅｌｌａｎｅｙ ）也认为 ，

印度的选项并非只有软弱或战争风险
，
印

度在两个极端之间有多种选择 ，
以创新性渐进主义见长的莫迪必须超越极端

视角而建立一个可信的 、既非谨慎过度也非懦弱的应对战略 。

？ 同时 ， 有战

①Ｉｎｃｈ
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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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家建议莫迪应将重点明确放在中印关系的战略层面并减少对经贸关系的

关注度 ，

？

“

东向行动政策
”

必须包含管理中 国崛起的内容 。
？

印度亚太战略尤其是
“

东向行动政策
”

为中 印互动提供了机遇 ，但
“

接触

加防范
”

仍是印度对华政策的显著特征 。 客观而言 ，开明的 国家利益指导下

的印度对华政策
——

“

经济上合作 、战略上平衡
”
——是一种必然选项 。

（
三

）

“

开明的国家利益原则
”

下的印 中互动

莫迪政府进
一

步确立了将开明的国家利益作为指导国家对外战略的原则 。

“

开明的国家利益
”

这
一

表述最早出现于 ２００６ 年辛格总理关于印美核协议的议

会人民院的辩论中 ？ 印度总统慕克吉在 ２０ １４ 年 ６ 月 的议会两院联合会议上

重申印度将在开明的国家利益基础上进行国际接触并将印度的价值观力量与

务实主义结合起来。
④

目前 ，开明的国家利益作为莫迪政府外交政策核心准则

的地位进一步明确 ，而且一种新现实主义因素可能已经潜入莫迪政府关于印度

总体战略形势的思考中 。
⑤ 这种现实主义在印度对中国政策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

尽管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曾指出 ，
印中关系具有二元性 ，

经济合作

深化未必导致战略紧张降低 但莫迪政府并不想继承团结进步联盟政府

（
ＵＰＡ

） 以安全问题为 由拒绝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传统 ，趋于奉行与中 国加

强经济合作以努力缩小战略差距的政策 ，突出对华关系中的
“

经济视角
”

。

印度与中 国已经建立起多渠道、多层面的对话磋商机制 ，其中最主要的

包括战略经济对话、中印防务与安全磋商 、战略对话 ，
以及涉边问题的特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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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会谈等 。 莫迪总理执政以来 ，两国各种对话与磋商机制有序展开 ，
强调从

两国关系大局和两国人民长远利益出发推动印中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将构建

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作为双边关系的核心 内容 。 莫迪政府将经贸关系

的中心放在亚洲 ，并清楚地看到印度经济的未来是在亚洲 。 尽管印度未就中

国邀请其共同建设
“
一带一路

”

明确表态 ，但印度愿与中方
一道推动中 国在印

度设立产业园区 ，希望中 国投资于印度基础设施建设 ，对中 国提出 的有利于

带动印度东北地区发展的孟中 印缅次区域合作开始给予积极回应 ，并成为 中

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
ＡＨＢ

）创始成员和第二大股东 。

印度同时在战略上致力于在地区 以及全球层面上平衡中 国 的影响力 。

首先是南亚地区层面 ，

一是印度致力 于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
ＳＡＡＲＣ

） 框架

内发挥主导作用 ，莫迪力排众议邀请南亚邻国领导人参加其就职典礼充分证

明了这
一

点 。
二是莫迪履新后对南亚邻国不丹与尼泊尔的访问 ，希望强化对

这些国家的传统影响 。 其次是跨地区层面 ，
印度深化美国 、 日本 、东盟国家 、

韩国以及蒙古国的战略互动 ，进
一步营造有利于其发展的战略环境 。

结 语

印度的亚太战略
，
实质上是在其对外战略思想

——

综合了尼赫鲁主义 、

新 自 由主义和超现实主义
——的指导下 ， 以实施并拓展

“

东向政策
”

为逻辑起

点 ，
以实现经济发展 、权力平衡 、战略空间拓展以及软实力影响输出等 目标为

导向的走向大国地位与实现大国理想的战略实践 。 通过实施与深化亚太战

略 ，印度强化了其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贸联系 ， 奠定了 国 内经济社会改革的

基础 ，扩大了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

一

定程度上改变了亚太地区权力构成 ， 塑

造了印度崛起为全球大国的利好环境 。

印度亚太战略面临重大机遇 。

一是印度政府实施对外战略的基础有所

改善 。 印度人民党在议会人民院近三十年的绝对多数地位 、印度民众对发展

经济与增强对外经济联系的渴望 、主要反对党影响力的下降等
，
为莫迪政府

实施对外战略提供了重大机遇。
二是外部环境进一步利好。 美国 、东盟国

家 、 日本以及澳大利亚都希望印度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 ， 尤其是印美

２０ １４ 年 ９ 月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首次将印度
“

东 向行动政策
”

与美国
“

再平衡
”

１ ２０





印度亚太战略发展 、 目 标与 实施路径

战略联系在一起 ？
日本等国对印度发起

“

在印度制造
”

给予积极的政治与金

融支持 ，安全与防务合作渐次深化 ，这些都为印度提供了难得的外部环境 。

印度亚太战略也面临内外挑战 。 尽管有学者认为作为亚太战略重要载

体的
“

东 向政策
”

面临三方面挑战
一

包括中 国崛起 、美中印三角动态发展和

印度的能力与政策决策动机——而且印度处理这些挑战的方式将决定
“

东 向

政策
”

的走向 ，

？但实际上印度亚太战略的主要挑战是其 自身能力 、政治与外

交意愿以及战略实践技巧 。

第一 ，
印度硬实力相对不足 ，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其发挥平衡作用的能

力与决心
，
甚至有学者认为印度缺乏物质和政治资源来制定完全独立的外交

政策 ，

？
因此未来印度塑造的有吸引力 的

“

地区平衡者
”

角色能否发挥预期作

用将取决于印度未来经济发展与国家实力提升 。

第二 ， 自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印度亚太战略取得了显著成就 ，然而亚太

战略的潜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始终在扩大 ，
东盟地区对印度发挥作用的期望与

新德里的政治意愿也存在差异 。
④ 印度政府能否将华丽的外交与战略词汇转化

为实际行动 ，
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印度亚太战略的成效。 同时 ，中 国因素或者

应对中国崛起对印度战略空间的挤压只是印度亚太战略诸多 目标之
一

，而印度是

否有政治意愿和外交勇气抓住中国推动
“
一带

一路
”

倡议带给印度经济发展尤其

錢础雖建设的顯 ，将＾？＾其亚太战略成功与否的 标 。

第三 ，尽管有学者评介在经济相互依存 、政治竞争和战略联盟不断发展

且快速变化的世界中追求战略上的 自主已不合时宜 但印度对外政策的主

要关切应是远离正在浮现的
“

遏制
”

或
“

平衡
”

中 国 的言论 ， 将接触而非平衡

和遏制作为对外政策标签对印度发挥外交影响力是重要的 。
⑥

（编 辑 毛 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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