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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印度与中国 

 

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琦（Nirupama Rao） 

蓝建学译/谭中校 

    

  [按] 此文为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琦于2007年4月25日在深圳召开的“中印关系国际研讨会”

上的书面发言。原文为英文。 

    

  感谢邀请我参加这一重要的学术研讨会。你们这次会议以印中两国关系为中心议题反映

出两国发展中的共同利益与关注日益增长，反映出两国寻求相互了解和相互学习的意图。虽

然我无法在这次盛会中亲临受益，却坚信你们的努力将会加深我们两大邻国之间的默契。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21世纪的印度和中国”。作为世界上两大独特的文明，印度和中

国在漫长的岁月中一贯保持并不断发扬固有的风格。由于印度和中国扎实的文明根基、丰富

的文化遗产、哲学与精神的探索传统，两国也一贯受到其他国家的称道并被当作效法的典

范。但是，在过去两百年左右，印度和中国大大落后于进步潮流，欧洲率先、美国继后，仰

仗技术革新和工业革命而声名显赫。现在，人们宣称21世纪是“亚洲世纪”，又该我们印度

人和中国人来重振雄风了。许多评论家认为：作为亚洲主要国家，印度和中国肯定意识到这

是天将降大任于己身。就这样，认识这个世纪对我们两大民族的意义变得分外重要。 

  归根结底，是疆土辽阔、拥有24亿人口的印中两国经济空前迅速发展，才有世界对亚洲

刮目相看。中国如此庞大复杂竟能一鸣惊人地连续30年增长近10%，在短短一代人的期间使3

亿人脱贫。同样地，印度数十年对高等教育与技术教育勤奋投入而塑造出能力增进的良好环

境，使经济在1990年代初开始腾飞，发展成强大的知识经济体。世界从未见过同时有人口总

和占地球1/3强的两大民族如此坚定持续地崛起。由于我们年轻的人口结构、高储蓄率、以及

当今发展起点较低，印度和中国具备了在未来数十年间以7％－8％的速度增长的基本条件。 

  堪能与这一现象比美的是19世纪美洲新大陆在第一发展阶段的增长，使得全球大局改

观，这是众所周知的。今天印度和中国的迅猛发展无论是从受益人数或是增长率来看都使历

史上美洲的崛起相形见绌。一些经济学家已经预言：如果两国保持这一高速增长，印度将在3

0年内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按照同样的标准，中国到本世纪中叶将会取代美国成为

世界最大经济。到那时，中国和印度的产值将占全球一半，有点像两国在18世纪50年代的那

种鹤立鸡群。我们毫不置疑地认为这种巨大的经济变化必将导致全球的强力格局改观。我们

两国正在变成新世纪的负责任的强国，就必须把这一景观注入两国的双边关系和亲善政策。 

  即使拥有巨大优势，我们仍然不能认为两国已经稳坐新兴超强的交椅。迄今中国和印度

的国民生产总值仅占世界6％，只有日本的一半。两国必须继续高速增长，以便每年为数千万

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就业机会，并且防止比此更多的人滑退返贫。这就对我们提出如下问

题：即在未来更长时期内，我们两国能否持续保证近年来作出的、为完成上述两大任务所必

需的高速增长。 

  我们可以从内外两个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从外部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与技术

跨国界流动激励中印两国经济大力增长，但这也需要全球需求投入经久不衰。发达国家为印

中两国提供出口市场时间已长，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因素的差异将会使这一势头在未来持续

一段时期。两国经济增长以及不断变化的生产与消费模式也将产生强大的内需，可以通过加

强两国共同资源及专长来得到满足。印中两国力量相辅相成将大大激励彼此增长，将使技术



和管理水平在印中两国的重要性超过廉价劳力。中国将继续在大规模制造业中保持主导地

位，却也建造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电子和重工业工厂；印度将在软件、设计、服务和精密工业

等方面崛起。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通讯成本大大降低，跨国公司利用印度软件和电路集成设

计然后拿到中国生产出成品，使得印度低廉实验室和中国低廉工厂之间的距离日益缩小。印

度企业家精神与中国创造财富愿望结成天然的“伙伴关系”，两国社会文化的共性使其水到

渠成。仍然处于发展阶段的印中两国可以通过后顾与前瞻的纽带相互支援。 

  从内部角度来看，两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受到国内多方面挑战。只有把增长和公允结合起

来才能塑造出整个社会高速增长的本钱。这就是在印度人们常说的“inclusive growth/包罗式

增长”的核心所在，我在中国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中也看到它的映照。可持续增长必须建

立在可持续的农业增长之上，因为印度与中国有将近15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两国的自然与地

理条件，特别加上人口压力，形成对农业增长和农民繁荣的制约。我们必须创造一个和集中

精力发展增长相适应的、更加合理的就业结构。同时必须改进教育和医疗设施，发挥人才潜

力与宝贵的人力资源。环境恶化和能源供应不足的挑战值得我们严正对待。中印两国可以互

相寻求帮助以解决这些有关发展的复杂的国内问题。考虑到两国独特的规模、相似的发展经

验、面临的共同问题和一致的努力目标，再没有比印中合作更好的途径了。印中两国齐心合

力，正像“Chindia/中印大同”的主张者（其中包括深圳大学的郁龙余教授和他的同事）所提

倡的那样，我们就能为两国亿万人民创造共同繁荣。一旦两国集思广益、众志成城对消除贫

困驾轻就熟，亚洲世纪的时钟就会嘀嗒运转。 

  这就需要我们探讨中印两国最理想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对我们的全球世界

观至关重要。所幸的是，这一方向的指南已经存在于两国关系之中。新世纪的到来，两国已

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大力互动，双方已经有过两次国家元首互访和三次政府首脑互访，

高层部长级互访则不计其数。两国关系的一大里程碑是2005年温家宝总理访印时双方决定建

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11月，具有历史性意义、高度成功的胡锦涛

主席访印进一步巩固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使之实质化。在胡主席访问即将结束时双方发

表的《联合宣言》中有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十项战略。双方还签订了十三项包括经贸领域、

推进和保护投资、机构联系、教育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合作的备忘录与议定书，为进

一步多样化与深化两国关系绘制蓝图。两国双边贸易额已经从世纪之交时的10亿美增长到200

6年的250亿美元。 

  印中之间这种密集的双边交流应该变成在国际与地区领域中的更大合作与谅解。总的来

说，印中双边关系趋向成熟，双方都对彼此利益与雄心不断增进了解。在印度，我们清楚认

识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积极角色，也欢迎中国成为南亚地区合作联盟的观察员。同样

的，正在变化的经济协作与当前国际政治现实使得印度不可避免地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她应该

扮演的角色，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地位。印中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合作、以及为发展

中国家谋求福利的程度如何将决定21世纪的发展轮廓。 

  与此同时，双边关系的实质和内在力量来自我们两大民族之间的友谊。我不禁想起泰戈

尔曾经说过的“已经模糊了的历史脚步仍然在我们的血液里跳动”。印度人和中国人对这句

话的内涵是最理解的。无论是那佛教于公元初期到中国传播、古代那梯航重译、玄奘和菩提

达摩等高僧的取经、传道，或是那民间对电影、音乐、武术的热爱，绵延两千余年的两大民

族之间的友好情感是决定印中关系的基本的内容实质。正如玄奘的学术成就构成印度历史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样，中国至今仍然不忘鸠摩罗什对中国语言文学的贡献。时光的流逝并未

抹掉这些中印友谊的建设者和使者的功绩，也确实在今天继续鼓舞着我们。根深叶茂的友好

传统是我们双边关系的基础。随着通信技术的革新和知识的传播，21世纪的印中民间互动只

会继续增强，预示未来的更好进展。 

  沟通交往对印中两国关系发展至关重要。沟通建筑在经常交换看法与经验，沟通导致心

扉与头脑的开放，使两国关系对长远的未来前途有清晰的洞察。这种沟通进程的主要部分就



是要进行有关各自发展经验的对话。涉及我们未来发展的关键包括：两国对环境恶化和地球

转暖如何处理、能源政策、城市扩张的挑战、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食品安全、安全饮

水供应、污秽排放和清洁卫生，以及贫困阶层享受现代教育和有效医疗条件等。在多边国际

场合，两国必须大力沟通以使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不会无视发展的需求，这对发展中国家

的利益至关重要，尤其与我们两国的农村和农业人口息息相关。 

  尽管我们两国有过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今天在彼此信息上仍然存在巨大鸿沟。一成不

变的旧有观念仍然在两国人民心中作怪。我们的教育机构、媒体、旅游行业、政府和商业等

部门必须努力缩小这一鸿沟，尤其是两国年轻一代应该更好地知己知彼。增进印中之间旅行

的便利、增加两国主要城市之间的航班以及简化签证程序手续等，都会对此有所帮助的。 

  值得乐观和充满希望的是：两国政府在鼓励和推动拓宽与深化不同领域中的双边关系的

同时，也集中精力于建设性地寻求解决两国之间的突出边界问题。已经进行了10轮总理特别

代表的谈判，并且已经达成历史性的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从而为一个双方均

可接受的边界框架铺平道路。在这些关键的谈判中，双方都强调解决问题的诚意，并希望达

成能够彻底解决边界问题、塑造持久和平、友好、和平共处与合作的协议。当我们为全面经

济社会发展迈出大步之际，一个公平、合理、双方均能接受的边界解决方案符合两国的利

益。同时，根据1993年和1996年双方达成的确保实际控制线的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和建立

信任措施的协议已经取得很好成效，促进了双方关系改善以及各个领域中扩大交往。 

  经常有人问到印中之间是否是竞争性关系，是否处于“印度对中国”的状态。这种设想

并不符合两国关系要合作不要竞争的真实本质。印中两国必须通力合作共建亚洲世纪。两国

具有和谐发展与相互尊重的足够空间。 

  印中关系之树种植于两千年前。这是一棵生命力强大的树，将随着两国的发展与进步而

茁壮成长，已经结出了辉煌果实。新的千年两国关系又有了前所未有的、令人刮目相看的拓

展。但我们不能因为已有成就而放松努力，必须加大力度来巩固合作、深化互信、增强信

心。这就是我们的共同任务。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