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位置：首页 >> 学术文章 >> 亚太安全外交 作者： 蓝建学 结稿日期：2005-4-19

载2005年4月20日香港《大公报》

中印关系走出历史困局
 

蓝建学

 

 

 

1947年印巴分治后，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理版图基本定型：南亚基本上形

成以印度为中心独特的地理格局，彼此基本互不接壤的邻国像众星拱月一样围绕着印

度；在印度与其南亚邻国的关系中，一部分是防卫和外交上的特殊关系，一部分是龃龉

不断但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这样的局面造就了印度人的天经地义「老大哥」的心态，

也使得印度对任何外来势力介入南亚地区保持本能的抗拒，同时也让印度的邻国保持对

「老大哥」的些许警觉。  

 

 

从历史到现实

 

 

 

南亚与中国的新疆地区和西藏地区拥有漫长的共同边界，1947年以来的两地交往也

经历了一些变化。中国与阿富汗从冷战期间相互支持、共同反对外来侵略，到现在重新

构建两国的友好关系；巴基斯坦摆脱冷战不同阵营的束缚，和中国建立起经得起时间考

验的全天候的伙伴关系；1950年4月印度与中国建交以来，尽管遭遇一些危机和挫折，

到建交55周年时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达到建交以来的

新高，并尝试合作在国际舞台上为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伸张正义；中国与斯里兰卡、孟加

拉、尼泊尔、不丹、马尔代夫的关系也在老一代领导人开创的双边关系的基础上向前推

进。种种迹象显示，中国人对喜马拉雅山脉那边的国家和人民抱有越来越大的兴趣。  

 

 

印度要下决心发展关系

 

 

 

在中国与南亚关系中，如下问题经常被关注：

 

一、中印在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能否防止竞争变成对抗？答

此问题应该抱持这样的观点：竞争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带来升华自己的活力和激情。比

如，在一些出口市场上，中印两国因为存在一定竞争而都改善各自的经营理念、提高产

品质量和服务、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结果是两个国家都获得发展和提高。  

二、西藏问题本不该成为中印关系的麻烦，尤其是在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两国政府间签订的有关协议的框架内看，更是如此。两国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

团结和边疆地区的稳定对双方都十分重要。正因如此，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2003年访华

时，两国在西藏问题上达成非常重要的共识——“印方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土的一部分，重申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但是，由于西

藏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关系到中国能否消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华留

下的阴影；所以，不管印方在此问题上留下的尾巴有多小，它都足以牵动到中方的神

经，也可能被某些反华势力用来破坏中印关系。只要印度方面下定决心与中国发展友好

合作关系，印度领土上的「西藏流亡政府」、印度政府与达赖喇嘛的关系问题等尾巴不

难处理。  

三、1988年拉吉夫甘地克服阻力成功访华，表明过去印方所坚持的「先解决边界再

发展两国关系」的立场烟消云散，印方认识到解决该问题的难度。从印度的民间舆论和

学者发言看，在导致边界问题出现的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持反思、中立立场的观点也

在近几年涌现，过去一边倒称「中国背叛印度挑起战争」的局面稍微改观。  

四、近两三年来，人们对中印巴三角关系的看法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印度逐渐认

识到中巴之间的友谊自有其道理，印方虽然仍在密切关注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

但是它更愿意私下里和中方讨论中巴问题，表明印方对中巴关系的发展基本能够持有冷

静自信的态度；印度与中国在巴基斯坦等邻国的和平、发展、稳定上抱有共同的期待；

中方也努力在中国－南亚总体合作框架内分别发展中印、中巴等双边关系；巴基斯坦也

逐渐认识到「中国与印度改善关系和解决彼此间的遗留问题，有利于南亚地区的稳

定」。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国际冷战期间，一个国家将不允许它同另一个国家的关系影响它

同第三国的关系，而且也不允许这种关系受它同第三国的关系的影响，是当时国际外交

上最经常重复的无恶意的说法之一。在冷战结束后，国家间关系至少应该或已经达成这

样的共识：两国关系的变化对相关第三国的影响也可能存在有利的一面。中印巴三国通

力合作可以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  

 

 

激情耐心是稳定的助力

 

 

 

一、中国和南亚地区的人口约27亿，将近世界总人口的45％。这两个数字背后既暗

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也意味着改善民生的艰辛和复杂。中国与南亚都是经典的发展中

地区：落后与先进并存的二元制结构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

特点在两个地区尽显无遗。尽管在发展经济上取得很大的成就，但两地在社会综合治

理、反腐败斗争、应付经济全球化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依然十分艰巨，也都在遭受全球

的产业分工体系和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盘剥。北京和上海流光异彩的街道只

是中国大地上的一部分，广大的农村和边疆地区的发展还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班加罗

尔的咖啡屋和中产阶级也同样不是印度的全部，孟买的贫民窟和印度东北部山民也需要

印度政府操心。  

因此，在两地的发展上，信心与耐心需同时具备。中国和南亚就像单翼的天使一

样，需要抱在一起才能飞得更高更快。当然，两个地区抱在一起时也不能把对方抱得太

紧，有必要给对方保留对一些国际国内问题持不同看法的空间。  

二、在发展中国与南亚关系方面，双方的政府和人民需要保持激情。从中国方面而

言，更应该把握这样难得的机会：南亚各国或者国家内部不同的势力在与中国发展关系

方面基本没有争议，即使最具鹰派色彩的势力，也支持与中国的接触与合作。  

同时，双方也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比如，严格说来，中印关系正常化仅仅持续了10



多年，多年的彼此隔绝造成彼此对对方存在一定的想象，很多想象是不符合现实的。印

方对中国存在的疑虑需要时间来冲淡，两国关系也需要时间来磨合。从官方到民间，都

需要把事关两国关系的工作做好作细，不留后患，不追求表面的轰轰烈烈。双方的国民

也不应期许一两次领导人的互访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期望太高，遇到挫折就会产生

情绪波动或失望。比如，就两国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而言，尽管双方确立了边界问题联

合工作组会晤、特别代表会晤、专家组会晤等边界谈判机制，但这仅仅是攻坚阶段的开

始。即使双方达成边界协议，双方还需大量的时间来做诸多复杂的技术性工作。另外，

双方国民了解并接受边界协议也需要一个过程。考虑到确定边界对中印两国而言是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多一点耐心和时间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