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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美战略竞争给印度带来了战略红利.战略红利使印

度对战略机遇和战略威胁的认知发生转变,并拉大了印度自我身份认知与

外部角色期待之间的差距.角色理论分析框架下,鉴于印太核心国家在对

印度的角色期待中并不涉及对印度某种领导型地位的接受,因而印度试图

通过身份选择性切换和投机性凸显 “印度教特性”来进行角色转化,并选

择性地进行 “全球领导型国家”的角色扮演.然而,频繁的身份切换造成

了外界对印度角色认知的困扰,而印度对 “印度教特性”的强调则可能强

化美国对印度另一个 “他者崛起”的认知,从而在深层次使美印基于 “中

国威胁”进行战略合作的基础复杂化.在未来,印度国际角色认知和角色

扮演之间的冲突性将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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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战略博弈为印度的崛起提供了战略红利,而享有战略红利的印度

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靠近美国,目前在印美两国学术界和战略界仍存在争

议.这在根本上涉及对印度角色认知和角色扮演的讨论,而印度的战略选

择不仅会重塑中国在南亚的周边外交环境,也会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

效果及工具选择.本文尝试以角色理论分析框架,对中美博弈中印度角色

的战略逻辑和演进前景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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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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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与分析框架

中美战略博弈产生的影响是体系和区域层面的,并不只涉及印度一个

国家,为什么文章需要特别探讨印度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呢? 另外,如果

印度所享有的战略红利本质上是中美战略博弈的衍生品,中美博弈结束之

时即为印度战略红利消失之际.那么当前享有战略红利的印度,在角色认

知和角色扮演中呈现出何种特点和行为模式呢?
(一)印度的特殊性

与同处于中美战略博弈中的小国或小国集团 (如东盟)不同,印度并

不会因终有一天必须在中美两国之间 “选边”而感到困扰.小国 (或小国

集团)不愿面对此情景的主要原因是这将带来其采取 “对冲”战略条件的

消失,而印度深知只要中美战略博弈不结束,印度享有的战略红利就不会

消失.

所谓红利,即上市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时分配给股东的利润.而战略红

利,主要指依据特定要素而给予的激励或奖励.那么,印度是美国对华

“极限战略竞争”的股东吗? 印度又因何特质和要素而使美国必须给予其特

殊对待呢?

在中美博弈背景下,印度的特殊性主要集中于 “潜在的替代力”和

“实际的破坏力”两个维度.“潜在的替代力”即以中国为参照进行替代的

能力.当前,印度无论从人口结构、GDP增长率、市场规模和潜力、吸引

外资能力及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等指标看,都是印太地区最有潜力接近中国

的国家;而 “实际的破坏力”,则表现在印度在边境安全上对中国的干扰和

牵制、在中国主导的国际机制中进行的 “去中心化”以及在全球南方和全

球治理等议题上进行的 “软实力”竞争.

据联合国数据,２０２３年４月印度人口达１４２５７亿,首次超越中国成为

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① 据经济学人情报库 (EIU)数据显示,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财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为 ２６９４３４ 万亿卢比,实际增长率为

０８

① UnitedNations,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UNDESAPolicyBriefNo

１５３:IndiaOvertakesChinaasthe World’s MostPopulousCountry,”April２４,２０２３https://

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publication/unＧdesaＧpolicyＧbriefＧnoＧ１５３ＧindiaＧovertakesＧchiaＧasＧ

theＧworldsＧmostＧpopulousＧ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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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财年印度的GDP增长率为６６％.在外国直接投资

(FDI)净流入上,印度２０２２/２０２３财年预计为２８１６６亿美元.在全球营商

环境排名上,预计至２０２８年,印度将从２０２３年的第６２位升至第５０位.①

在军费开支上,２０２３年印度的军费开支为８３５亿美元,居于美国、中国及

因俄乌冲突爆发而临时大幅增加军费的俄罗斯之后,位列全球第四.② ２０２３
年印度军费开支占其 GDP的２４４％,同期美国军费总开支占 GDP的比重

为３３６％,中国占 GDP的比重为１６７％.③ 以上数据表明,在人口、经

济、军事及发展潜力等维度,印度是印太地区最有潜力超越中国的潜在

“替代者”.

在 “破坏力”维度,印度当前仍试图维持在边境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

一方面,印度通过积极加强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防务和安全合作,

来试图对抗中国的实力投射.如２０２３年,印度与美国签署了一系列军事合

作协议来共享高科技装备和技术.根据相关协议,印度允许美国海军舰艇

在印度造船厂进行大型维修;另一方面,自２０２０年６月边境对峙以来,印

度加强了在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 (公路和隧道)建设.在过去几年里,“印

度沿着边境修建了３５００多公里的道路.在克什米尔地区,印度斥资８５亿

美元挖掘一条高海拔隧道,该隧道完工后将确保不受气候条件影响而实现

全年畅通.”④ 此外,莫迪政府还试图通过在边境地区发展基础设施、扩大

服务和培育旅游业,重振边境沿线的数百个村庄,以扭转对印度不利的经

济移民态势,加强边境地区防御.

在软实力竞争上,印度致力于将自身打造为 “全球南方”的领导者,

并认为自身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既在价值观和战略目标上与西方深度交汇,

又在发展阶段和发展理念上深深根植于全球南方国家,是唯一可以连接发

达国家和全球发展中国家的 “桥梁国家”.

１８

①

②

③

④

EIU,“OneＧClick Report:India,” May １,２０２４https://viewpointeiucom/analysis/

geography/XO/IN/reports/oneＧclickＧreport

２０２３年印度的军费开支为８３３３４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四,仅次于美国 (８８００７０亿美

元)、中国 (３０９４８４亿美元)和俄罗斯 (１２６４７３亿美元).参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军费开支数据库.https://milexsipriorg/sipri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军费开支数据库.

MujibMashalandSameerYasir,“ChinaHada‘SpecialPlace’inModi’sHeart,NowIt’s

aThorninHisSide,”TheNewYorkTimes,April１３,２０２４https://wwwnytimescom/２０２４/

０４/１３/world/asia/indiaＧchinaＧmod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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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战略竞争演进的过程中,印度迄今享有的 “战略红利”甚至演

变出一种罕见的 “印度例外论”,即印度享有的 “战略红利”的边界似乎是

不设限制甚至是可以讨论的.例如,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印度并未加入美

国和西方针对俄罗斯石油产品的进口禁令,但印度不仅获得了美国的豁免,

而且有迹象表明当前美国国内还有力量 “正努力阻止美国为了推进其他目

标 (如惩罚俄罗斯、伊朗或朝鲜)而依据 «以制裁法反击美国敌人法案»
(CAATSA)将印度纳入更广泛制裁机制的任何立法的通过.”① 有研究甚

至认为,从美方视角看,因为 “印度已经在战略上对美国如此重要,以至

于不能为了任何不能带来 ‘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对美印关系造成直接损

害.”② ２０２３年６月印度总理莫迪访美期间,两国不仅发表了涵盖防务合

作、技术经济合作、国际及地区问题等广泛领域的 «印美联合声明»,而且

印度总理还罕见被再次邀请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而这往往被

视为美国给予外国政要的最高荣誉之一.这说明,当前发展美印战略关系

不仅是美国国内两党的 “共识”,甚至在美国正在成为某种 “政治正确”.
(二)战略红利与印度角色的分析框架

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给印度带来的 “战略红利”边界的探讨,现有研究

鲜有涉及.究其原因,难点之一是在中美战略竞争的互动进程中,对自变

量、因变量及干预性变量的选择和控制均有一定难度.

在基本概念的界定上,根据角色理论,国际角色包括角色认知和角色

扮演两个维度.③ 其中, “角色认知指政策制定者对什么样的角色、义务、

规则和功能与他们的国家身份相符的主观认知和判断,而角色扮演则指针

对其他国家的态度、决策、反应、义务和功能的行为模式,集中反映在一

国的外交政策和行为.”④ 角色认知既包括自我认知,也包括外部角色期待.

在认知层面,当自我角色认知与外部角色期待间存在较大差距时,就

会产生角色认知冲突,这种冲突需要进行国际角色转化.当角色转化越趋

２８

①

②

③

④

ToddYoung,“SanctioningIndiaWouldSpoiltheQuad,”ForeignPolicy,April１２,２０２１

https://foreignpolicycom/２０２１/０４/１２/unitedＧstatesＧindiaＧquadＧchinaＧrussiaＧsＧ４００ＧcaastaＧwaiverＧbidenＧ

modi

DanielMarkey,“TheStrategicImplicationsofIndia’sIlliberalismandDemocraticErosion,”

AsiaPolicy,Vol１７,No１,２０２２,p１０３

KJHolsti,“NationalRoleConceptionsintheStudyofForeignPolicy,”International

StudiesQuarterly,Vol１４,No３,１９７０,p２４５

KJHolsti,“NationalRoleConceptionsintheStudyofForeignPolicy,”p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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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角色共识时,角色认知与角色扮演之间就越倾向于协调;而当角色转化

难以趋近角色共识时,角色扮演就容易出现不连贯甚至前后矛盾的情况,

并为国际合作的推进设置深层障碍.现有研究表明,“不同程度的角色共识

决定了角色认知与角色扮演之间冲突的性质和激烈程度.”①

图１　中美博弈下印度角色分析框架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鉴于国际角色产生于国家与他国的互动过程之中,而中美战略博弈又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涉及输入、反馈和调整等多个阶段.中美战略博弈背

景下对印度角色的分析在认知上需要平衡两种视角:一是印度的视角,即

印度对自身及战略环境的认知、印度的战略诉求及期待;二是印太地区其

他关键国家对印度角色的定位,主要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东南亚

国家.通过对比印度的自我角色认知和外部的角色期待,有利于厘清印度

国际角色认知在不同维度上的认知差值,从而为进一步探讨印度如何进行

角色转化和进行角色扮演奠定基础.

二、逻辑起点:战略红利与认知转向

战略红利是一种被提前支取的激励或奖励.中美博弈背景下,印度享

３８

① CarlWBackman,“RoleTheor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ACommentaryandExtension,”

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１４,No３,September１９７０,p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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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战略红利是印度角色认知发生变化的逻辑起点.其不仅放大了印度对

自身战略重要性的认知,也使印度对战略环境、战略机遇及战略威胁的认

知相应发生转变,从而从深层次影响了印度的自我角色定位.

在知识储备上,独立以来印度在实践上主要受三种思潮的影响:① 一是

传统文化和宗教观的影响,② 二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安全观与实践 (如缓

冲区、科学边界、前沿地带等),三是地缘博弈及立足时局变化而进行的策

略选择.２０１０年以来,印度战略界就印度的 “不结盟及战略自主”进行了

广泛辩论,③ 并对印度所面临的战略环境、战略机遇期及战略挑战进行了系

统反思.
(一)印度对战略环境的认知转向

在对战略环境④的判断上,印度从主要关注美国战略调整对自身产生的

影响,转向关注中美互动对印度所产生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影响.地缘

区位也从南亚次大陆,拓展至包括西亚非洲的 “印太”区域.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和印度在亚洲的崛起引发了美国战略界对 “全球中

心急速向亚洲转移”⑤ 以及 “美国相对衰落”⑥ 的判断.受此影响,印度作

为一个崛起的新兴国家,在对战略环境进行判断时,将 “美国因素”从

“霸权稳定”的视角转向更多评估中美权力转移进程中中美互动对自身战略

区域所产生的影响.

在地缘区位上,南亚次大陆、孟加拉湾及东印度洋地区长期以来占据

印度战略周边的中心区域.随着印度 “东向政策”的演进及对东亚重视的

提升,印度逐渐将 “东亚—太平洋”地区塑造成自身的拓展周边,并关注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胡仕胜、王君:«印度国家安全战略:诉求、成因及实践»,«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４
期,第３４~４０页.

主要包括 «政事论»中的 “曼荼罗”同心圆思想以及印度教价值观中关于秩序等级、责任

论的表述.

CRajaMohan,Modi’sWorld:ExpandingIndia’sSphereofInfluence (New Delhi:

HarperCollins,２０１５);RMAbhyankar,IndianDiplomacy:BeyondStrategicAutonomy (New

Delhi: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８);HarshVPant,IndianForeignPolicy:TheModiEra
(NewDelhi:HarＧAnand,２０１９)．

与美国和俄罗斯不同,印度并未出台类似 «国家安全报告»的官方文件对战略环境、威胁

来源及自身定位做出描述.

DLShambaugh,PowerShift:China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LA:

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２００５)．

HenryAKissinger,“PowerShifts,”Survival,Vol５２,No６,２０１０,pp２０５Ｇ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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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在海洋维度互动对自身产生的影响.美国 “印太战略”的出台和演进,

使印度官方自２０１８年开始接受 “印太”概念,并认为印太 “是一个统一的

地缘政治空间,从非洲东海岸一直延伸到美洲大陆,包括印度西部的海湾

邻国、阿拉伯海岛屿国家以及印度在非洲的伙伴国.”① 在此区域,印度关

注中美在贸易、海洋安全、能源安全、气候等议题上互动对印度战略环境

产生的直接和潜在影响.
(二)印度对战略机遇期的认知转向

在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上,莫迪执政下的印度认为随着中美战略竞争

的明晰化,相比２０１２年,印度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期实际被延长了,且印度

正面临 “前所未有”的战略空间.②

战略机遇期与印度的国家发展密切相关.２１世纪的前十年,鉴于中美

互动状态的大致良好及对风险和挑战的协作管控,印度认为 “随着中国的

崛起,印度发展的机会窗口是１０年至１５年.”③ 而随着美国自２０１７年以来

陆续出台系列涉及中国和印太的战略文件,印度战略界开始将中美战略博

弈视为 “新常态”.

所谓 “新常态”意味着中美间激烈的战略竞争短期内不会停止,较难

出现实质性回调.因而,印度所有的安全、经济、外交和发展政策考量都

将不得不置于对中美战略竞争时长进行大致预估中来加以考量.有研究认

为,“至２０３５年,印度经济总量将达到１０万亿美元,并有望在２０３７年成

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受疫情和贸易战的负面影响,中国的经济总量或

在２０３６年超过美国,这比之前的预测晚了６年.”④ 在２０２３年印度的国庆

日上,印度总理莫迪甚至提出,至２０４７年印度独立１００年之际,印度将成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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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戴永红、解斐斐:«印度智库视角下的 “印太”:概念构建、理念争鸣与秩序架构»,«南亚

研究»,２０２４年第１期,第６２~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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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airs,Vol１０２,No３,２０２３,p１７

SunilKhilnanietal, “NonＧalignment２０:AForeignandStrategicPolicyforIndiainthe

TwentyFirstCentury,”CenterforPolicyResearch,Feb２９,２０１２,p７https://cprin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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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达国家.① 这也是一种关于印度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期的判断.相比

２０１２年的预判,印度战略界的观点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延长了印度的战略

机遇期,使印度有更多时间来提升国家实力,谋求国家发展,甚至是走出

一种 “印度方式”的现代化之路.②

(三)印度对战略挑战和安全威胁的认知转向

在对战略挑战和安全威胁的判断上,印度对中国的认知从２１世纪最初

十年的发展伙伴,转变为将中国视为自身 “外交和安全的巨大挑战”,③ 并

自２０２０年后开始公开鼓噪中国是印度国家安全的 “最大威胁”.④

２１世纪最初十年,中国和印度作为金砖国家代表在亚洲的共同崛起,
使全球均衡成为越来越清晰的现实.中印两国持续性的力量增长也使两国

在亚洲的互动更趋复杂.“在南亚,印度仍保持着主导性国家地位,但正面

临着中国的有限压力;在东南亚,中国具有强大的经济优势和制度融入度,
而印度则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将东南亚作为重要抓手,并积极融入东南亚的

地区安全架构;在中亚,中国通过 ‘一带一路’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在经

济和安全双重维度向中亚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印度基于自身崛起而衍生的

巨大能源和安全需求,将中亚定位成战略邻国.”⑤

印度主流观点认为,印度在崛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重视中国崛起

所产生的地缘影响,并认为中国是印度崛起的外部限制因素. “务实派认

为,印度必须夯实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便在长期应对来自中国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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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I,“IndiaWillBeDevelopedNationby２０４７,ItsEconomicGrowth‘NaturalByＧ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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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rsIndia,２０２０),p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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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hiRanjanSen,“IndiaDefenseChiefSaysChinaIsthe‘BiggestSecurityThreat’,”Bloomberg,

Nov１２,２０２１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２０２１Ｇ１１Ｇ１２/indiaＧdefenseＧchiefＧsaysＧchinaＧis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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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而鹰派则主张对华强硬及对抗.”① 在对中印发展伙伴关系的评估上,

印度认为自身在与中国发展伙伴关系中的 “比较收益”并不多,典型的如

中印贸易赤字问题.在边界问题上,印度认为,中印实力的不对称使 “中
国没有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驱动,更多将边界问题作为撬动中印关系的杠

杆,达到稳住中印关系的目的.”② 正是从这个层面上,印度公开鼓噪中国

是印度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三、认知差异:自我认知和外部期待

印度的角色认知包括自我角色认知和外部角色期待两个维度.角色的

自我认知是角色定位的基础,具有历史性和动态性.而外部角色期待是对

角色自我认知的反馈和修正,“国家在进行自我角色定位的同时,也会面向

国际社会进行角色扮演.”③

(一)印度角色的自我认知:从亚洲大国到全球领导型国家

在角色的自我认知上,印度有着较强的 “大国情结”.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至６０年代,印度将自身视为 “不结盟”运动的领袖;１９６２年中印边境自卫

反击战后,印度将自身定位成 “谋求次大陆绝对安全的强国”;④ 冷战的结

束和 “新兴国家”概念的兴起,使印度在２１世纪初将自身定位成 “与中国

同等重要的亚洲大国”;⑤ ２００４年印度洋海啸后,印度将自身定位成 “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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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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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ynWPumphreyed,TheRiseofChinainAsia:SecurityImplications (CarlisleBarr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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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期,第６３页.

ZorawarDSingh,PowerandDiplomacy:India’sForeignPoliciesduringtheColdWar
(NewDelhi: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８),p８９

“Challenges ahead:India’s Views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Foreign Secretar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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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提供者”.①

２０１１年美国实施 “亚太再平衡”以来,印度对自身角色的认知在２０１５
年发生了关键性变化.出于 “对中国在亚洲强势崛起的回应,印度领导层

和政策制定者认为必须对印度的战略定位进行调整,以防止印度被中国崛

起的巨大光环笼罩而黯然失色”.② ２０１５年年初,莫迪在部长会议上督促

“放弃对印度平衡国家 (balancingforce)的定位,尽快适应国际形势的新

变化,帮助印度在全球发挥领导性角色 (leadingrole).”③ 印度外长苏杰生

也提到,“印度欢迎多极世界和多极亚洲.”④ 印度 “领导型国家”的定位传

达了两个明确信号:一是印度不会因为美国期待 “联印制华”就会扮演该

角色;二是印度不会接受一个由中国主导的 “单极”亚洲.２０１８年香格里

拉会议后,印度官方开始接受 “印太”概念,印度总理莫迪在演讲中指出,
“印度支持构建一个自由、开放、包容的印太地区.”⑤

大致而言,２１世纪以来印度对自我角色认知最大的变化是从 “亚洲大

国”转变为 “全球领导型国家”.在坚持战略自主的前提下,印度希望 “通
过多向结盟和多维度议题导向的结盟,来实现决策的自主性并在多极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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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ofIndia,June １８,２００７https://wwwmeagovin/pressＧreleaseshtm?dtl/２４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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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谋求与印度实力相符的国际地位”.① 与大国不同,“领导型”国家是国

际体系的 “塑造者”.② 全球领导型国家的定位,表明印度的战略雄心已经

从亚洲延伸到全球层面.
(二)印度角色的外部期待:“中国驱动”下的差异性

印度角色的自我认知,在实践中还会受到印太地区关键国家对印度角

色认知的影响.这种认知反馈及修正,在实践中将塑造印度角色扮演的具

体表现形式.

首先,就美国而言,美国战略设计遵循明显的 “威胁导向”,在将中国

定位成 “现实且持久的威胁”的前提下,美国选取通过 “武装”印度来试

图实现印太地区的力量平衡.这种对印度地缘战略价值的肯定主要源于两

大背景:一是地理上印度位于连接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中心,与美国国

家利益最重要的战略聚集区域重合;二是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上越来越感

到自身在资源、能力甚至感召力上存在限度.

至于美国战略界如何评估印度实力提升对美国的战略影响,美国主流

战略界在知识谱系上基本沿袭了奥巴马时期 “脱钩”理论的战略判断.这

种判断认为:印度国家实力的提升,特别是在对华威慑能力上的提升,有

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通过在经济、技术、产业链和价值观上对印度更深

层次的融入,有利于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③

但另一方面,美国也认识到印度国家实力的提升仍需时间,且印度在

如何制衡中国上与美国观点并不一致.在具体官方表述上,虽然美国在多

个场合称印度是 “领导型国家”,但这基本是基于低成本的 “口惠”之便.

在战略互信和预期上,美印仍存在一定分歧.

其次,相比美国,日本对印度的 “多面性”有更清晰的理解,更能理

解印度在中美战略博弈、俄印关系中的立场,谋求与印度 “不动声色”的

实质性走近.日本认识到印度对于发展资金的渴望,２０１７年以来积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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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leyJTellis,“The MeritsofDeＧhyphenation:Explaining USSuccessin Engaging
IndiaandPakistan,”TheWashingtonQuarterly,Vol３１,No４,Autumn２００８,p３６



　 　２０２４年第３期

与印度相关的印太地区互联互通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日本不仅积极参与

改善印度东北部路网改善过程,而且还有意联合开发重要港口与岛屿,并

提出了 “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将其看成 “通过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来改善亚非联系”① 承诺的具体化.在美国对印度投资不足的情况下,２０２２
年日本宣布将向印度投资５万亿日元.与此同时,日本还意识到印度很难

在安全上与其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QUAD)成员深度捆绑,因而在

加强自身安全方面更为主动.日本不仅在２０２２年与澳大利亚签署了 «互惠

准入协定»(RAA),还在２０２３年与英国签署了一项为在对方国家部署军队

提供便利的防务协议.

再次,在澳大利亚视角下,印度是在战略上和经济上与澳大利亚存在

重大共同利益的国家.具体表现为:一是通过加强合作以共同抵制中国在

各自传统势力范围影响的扩展;二是提升双方在防务上的协同作战能力.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印度海军与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完成了海上伙伴关系演习;三

是澳大利亚与印度具有强大的经济合作潜力,并且有利于减轻彼此在经济

上对中国的依赖.２０２２年４月,印澳签署了 «经济合作与贸易协议».双边

自贸协议有助于满足印度的矿产资源需求,而对澳大利亚而言,推进印澳

经济合作有利于减少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

最后,东盟对印度的角色定位有一定张力.对东盟国家而言,印度是

可以同时在经济上和安全上缓解其对中国和美国同时 “双重过度依赖”的

另一个有待探索的选项.印度的体量、市场潜力、强劲的防务支出、在海

洋安全上与东南亚国家的 “惺惺相惜”以及在外交上对 “东盟中心地位”

的多次确认,都使东盟国家认为印度是中美战略博弈下可以联合的 “朋
友”.２０２２年１１月,东盟与印度正式将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

求在智慧城市、网络安全、疫苗生产与分销等新领域的合作.

综上所述,在角色认知上,印度对于 “领导者”的偏好根深蒂固,而

美国更倾向于以一种 “非传统”的方式将印度融入自身盟伴体系;日本和

澳大利亚更侧重在特定领域与印度开展合作,以便弱化中国对自身产生的

负面影响,并不是将印度视为未来的 “领导型国家”;东盟更多将印度视为

“中美二元结构”之外的另一个可选项,并希望在经济发展、海洋安全及非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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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安全等领域继续深化与印度的合作.

四、调试、转化与选择性角色扮演

当角色的自我认知与外部的角色期待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时,角色的兼

容就变得困难,这就需要国家对国际角色进行转化,并在调试的基础上进

行适当的角色扮演.现有研究表明,“国家不得不经常面对内部角色定义与

外部角色定义的分歧,也试图解决自我角色认知与外部角色期待之间的

冲突.”①

(一)选择性的身份切换

在角色转化上,印度如何完成在自我认知上从亚洲大国到全球领导型

国家在逻辑上的自洽呢?
印度的亚洲大国定位与２１世纪第一个十年印度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密

切相关,而印度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缓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在战略

区位上,印度也逐渐脱离南亚次大陆的束缚,开始寻求在亚洲投射影响力.
莫迪上台后,随着印度与巴基斯坦综合实力差距的拉大,印度摆脱南亚次

大陆束缚的趋势更为明显.通过对巴基斯坦采取 “极限施压”和战争边缘

政策,印度宣称摆脱了在安全上以巴基斯坦为主要障碍的束缚,从而有条

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处理来自中国的安全挑战.
“全球领导型国家”的身份定位与 “印太”战略单元的兴起紧密相关.

“领导型国家”意味着印度认识到自身雄心与资源之间的巨大鸿沟,因而更

趋向于在自身拥有优势的领域发挥领导和塑造作用,典型的如印度在二十

国集团 (G２０)和全球南方中的表现.２０２３年９月,印度在 G２０峰会上利

用主席国地位推动非洲联盟成为正式成员,并将会议主题聚焦于发展、债

务和气候变化,从而巧妙避开了俄乌冲突.同年,印度还两次举办全球南

方国家之声峰会,试图将自身打造成 “全球南方”的代言人.对此,美国

等西方国家 (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将印度视为一种位于中美之间、穷国

和富国之间、民主与专制之间的 “桥梁国家”.在将崛起的中国视为一个全

球性问题的战略叙事下,美国等西方国家有配合、支持印度与中国争夺全

球南方领导者的动力,而印度也有借此来提升自身 “领导型国家”的内在

１９

① 庞珣:«国际角色的定义和变化———一种动态分析框架的建立»,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１期,第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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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此外,印度的全球领导型国家还体现在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首倡建立

的国际太阳能联盟,疫情期间提出要做 “世界药厂”,以及莫迪政府在联合

国等多种平台上积极推进 “瑜伽外交”,欲将印度打造成神秘的 “东方古

鲁”(Guru).

然而,基于规避弱点而进行的身份 “无缝切换”,也在现实中给外界造

成一种困扰,即为什么印度会对自身定位在很短时间内发生重大变化? 且

与其在外交其他领域的定位上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 比如,较为典型的

如印度在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谈判的过程中,２０１６年２
月之前印度主要追求 “大国”的身份叙事;２０１６年２月后至２０１９年,印度

则主要追求 “地区大国”的身份叙事,但在退出谈判阶段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至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印度又强调 “自力更生新兴国家”的身份叙事,① 这种多重

身份的 “无缝”切换造成了外界对印度角色的困扰.
(二)投机性地突出 “印度教特性”

在国家角色的转化中,“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② 而

一国的角色转化往往带来国家角色扮演的转向.

就印度而言,独立以来印度的国际角色扮演大致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向

现实主义转变的历程.莫迪上台后,第一任期在对外战略上仍呈现出 “继
承性大于变革性”的特征,“多边平衡”逐步演变为 “多向结盟”.③ 这表现

为既与中国和俄罗斯在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进行合作,又与美

国和西方共推价值观外交和民主同盟机制构建,同时还与发展中国家和全

球南方国家进行积极互动.有研究就认为,“虽然莫迪为印度外交带来了进

取的一面,但他并没有改变印度外交的整体目标和手段.”④

莫迪第二任期,印度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均广泛受到印度教民族主

义的影响,在 意 识 形 态、生 活 方 式 和 战 略 文 化 上 强 调 “印 度 教 特 性”
(Hindutva).这表现为:对内,“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由政府的

２９

①

②

③

④

蒋芳菲: «试析印度对 RCEP的政策立场及其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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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渗透到国家机器和正式制度中,而且通过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活跃

分子与民间组织和文化团队的关联逐渐控制了公民社会.”① 对外,国民志

愿服务团 (RSS)积极推动印度在巴基斯坦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并影响了

印度政府在诸多涉华问题上的立场.有研究认为,２０１９年以来,莫迪领导

下的印度形成了一种 “种族—宗教和民粹主义相结合的统治风格”,② 并正

以一种 “非正统”的方式复兴印度教民族主义.③

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强调的民族国家不同,受印度教民族主义影响的

印度政府提出,印度在 “民族国家”之外也是一个 “文明国家”, «吠陀»
«奥义书»和 «薄伽梵歌»等经典中蕴藏着印度教对真理的探寻.在考虑当

今印度在全球的地位和作用时,印度认为,“鉴于印度独特的文化意识,印

度应有能力从其古老、珍贵的文化传统和文明价值中汲取营养,创造出一

种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治理范式.”④ 这有助于解释莫迪政府提出 “有原

则的现实主义”、“改革的多边主义”以及 “领导型国家”等诸多定位,其

背后对 “印度教特性”的强调非常明显.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举办了首届 “知识印度”世界大

会.印度外长苏杰生在致辞时宣称, “印度的崛起要求印度在世界上推广

‘婆罗多’叙事,这种叙事根植于印度的传统、语言、历史遗产和实

践,出于某种天定使命,印度有责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⑤ 很显然,
“印度不仅将文化传统视为促进自身利益的渠道,更将之视为印度大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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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柱之一.”①

归根结底,印度认为通过对自身 “印度教特性”的强调可以解决自我

身份定位和角色期待不一致的矛盾,这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由于

近来对华 “投机性”示强外交自认为在现实中取得了某些 “实质性胜利”;
二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及俄罗斯出于维护主要战略方向的考虑,在现实中对

印度的角色扮演采取了表面 “迎合”甚至默许的态度.理论上,如果一个

国家在国际层面对于其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独特性强调越重、频率越高、态

度越强硬,反而说明该国对于获得某种国际角色的愿望和意志越强烈,也

说明这种国际角色往往与其现状差距就越大.

结　语

通过对中美博弈背景下印度角色认知和角色扮演的分析不难看出以下

三方面内容.首先,战略红利拉大了印度自我身份认知与外部角色期待之

间的差距,鉴于印太核心国家在对印度的角色期待中并不涉及对印度某种

领导型地位的接受,因而印度国际角色转化与调试的效果并不明显.在对

自我角色定位上,印度已经从 “亚洲大国”转变为 “全球领导型国家”,而

印太地区核心国家对印度国际角色的期待主要有两个基点:一是基于 “结
盟”的基点,二是基于降低中国冲击而与印度开展议题 (领域)导向的协

调与合作的基点,并不涉及接受或认同印度的某种领导型地位.这带来了

对印度角色不可调和的认知冲突.为降低角色认知冲突对角色扮演带来的

自相矛盾和混乱状态,印度试图通过身份定位的选择性切换以及投机性突

出 “印度教特性”来进行角色转化.但印度对其 “印度教特性”的强调以

及对自身 “文明国家”标签的强化,凸显出印度对于获得 “全球领导型国

家”角色认同的强烈愿望,这反而加剧了印度国际角色认知与角色扮演之

间的冲突.
其次,战略红利使印度在 “潜在替代力”维度被提前溢价兑现的概率

增大,但迄今为止印度能否真正 “替代”中国仍存在不确定性,印度能否

通过自身发展给世界提供机遇也有待观察.当前,虽然大量美国等西方国

家的公司通过 “中国＋１”安排来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相比越南和墨

４９

① «张家栋:我在印度感受 “婆罗多叙事”»,环球网,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１９日.https://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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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印度并不是供应链多元化策略的最大赢家.与此同时,印度基础设

施不完善、市场需求不足以及印度政府对外资 “不友好”立场,都使外资

对印度投资趋向谨慎.据印度储备银行统计,２０２２/２０２３财年印度外国直

接投资净流入同比下降了１６３％,仅为７１０亿美元,是近十年首次出现负

增长.①

在印度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其经济发展模式在

深层次还面临着 “三大失衡”的掣肘,即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失衡、工

业和农业部门之间的失衡以及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失衡. “三大失

衡”不仅制约印度利用其人口红利的能力,而且也将从长远上制约着印度

战略崛起的物质性基础.如果印度无法解决其经济发展中的 “三大失衡”,

印度实现 “印度制造”目标的可能性较低,也较难完成莫迪设定的至２０４７
年实现发达工业国家的目标.

印度所享有的战略红利是否能够促使印度通过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

遇,这主要取决于三点:一是印度能否为其他国家提供足够大的市场,特

别是至少能够弥补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需求放缓的情况;二是印度能否为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三是印度能否在新兴技术

驱动的新经济业态下在全球治理层面推动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规则的建立.

而且,能否通过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将决定印度的 “全球领导型国家”

自我定位是否具有道义合法性基础.

最后,在角色转化过程中,印度对 “印度教特性”的强调有可能强化

美国对印度另一个 “他者崛起”的认知,从而在深层次上使美印基于 “中
国威胁”进行战略合作的基础复杂化.虽然中美战略博弈下美国对印度将

进一步沿袭 “利诱”策略,但美国国内对印度民主倒退的担忧有加深趋势.

有评论甚至认为,“印度试图成为一个强大且具有监视权力的压迫性政府,

正在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让印度公民融入 ‘印度国家’的概念之中.”② 美

国也有可能最终意识到,美国支持的 “印度的崛起”是一个与美国存在严

重 “异质”的 “他者”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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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印度采取的某些突出 “印度方式”的国际角色扮演,在战略上

的矛盾之处在于,印度在全球南方及 G２０等非西方机制中作用的加强,从

根本上削弱了二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秩序,从而间接地促进了中国

的议程.虽然拒绝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和中国推进的倡议之间做出

选择,并提出具有 “印度教特性”下的自我革新,但在印度潜力变现之前,

印度所有的软性力量包括文化特性的投射在效果上都将大打折扣,并将带

来美国对印度战略认知上的困惑.未来,印度国际角色的冲突性预计会有

所提升,国际合作推进存在深层障碍.
(编　辑　吴兆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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