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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会成为阻挡中国的新壁垒吗
 

蓝建学

 

 

 

7月18日～20日，印度总理辛格就任以来首次访美，美国给予其非常高的接待规

格，从国防、反恐、经贸、能源、高科技合作等方面将2005年的美印热络关系推向高

潮。 

 

 

扶植印度 美国慷慨

 

 

 

2005年初至今的美印互动的轨迹证明印美两国的确走得越来越近。

 

三四月份美国高官先后在不同场合宣称：“美国要帮助印度变成21世纪世界的主要

强国”；“美印双边关系已经到了变成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激动人心的转折点”。在为

辛格访美铺路时，美国特意把定好的巴基斯坦总理访美日程往后延迟，以显示对印度总

理的重视；在会见辛格时布什还首次表示，“美国主张保持印巴在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

线的神圣性与和平”，明显照顾印度的立场。同时，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6月25日表

示，尽管美国尚未决定支持除日本之外的第二个国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他特别

指出印度是个理想的候选国。 

在军事方面，为帮印实现强国梦，美国准备对印度购买美新一代多用途战斗机的要

求做出“肯定答复”。美印也频频进行联合军演，仅2004年印美就在印度洋、靠近中印

边界的地区、以及阿拉斯加等地进行三场大型军演。2005年6月28日，美印防长签署一

项为期10年的美印军事合作协议，为未来两国联合生产武器和防务领域的深度合作开绿

灯。该协议由于走得太远，甚至引起印度左派政党的反弹，他们担心协议会损害印度的

不结盟政策。 

此外，美国还同意向印度转让其民用核能技术，而1974年印度爆炸核装置后美国一

直拒绝这种转让，而且美国法律仍禁止核技术出口到没有签订《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

（印度未签）。这既反映了美国扶植印度的急切心态，当然也许还是美国离间伊朗和印

度天然气合作的诱饵。 

从历史上看，冷战时期印度与前苏联结盟，美印彼此猜忌很深。冷战后美国重新调

整其印度政策， 2002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首次赋予印度“战略伙伴”的定

位。至2005年，美国政府终于明白无误地宣布“要帮助印度变成21世纪世界的主要强

国”。 

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始终是围绕“不允许别的国家挑战美国的惟一超级

大国地位”展开的。换言之，美国关注的是其主导地位所受到的威胁本身，而不在乎这



种威胁来自何方。那么，为什么美国还是“慷慨地”扶持印度、要把印度变成世界主要

强国呢？这不是养虎为患吗？ 

从冷战后的实践看，美国维护其主导地位的手段不外乎两种：对于弱小国家，美国

可直接迫使其服从美国的意志；而对于地区强权，美国一般玩弄“势力均衡”的游戏，

拉一派制约另一派，以便美国充当“离岸平衡者”或者“仲裁者”。 

就中美印三边关系而言，“即使华盛顿没把印度列为遏制中国战略的一部分，印度

也是针对中国的潜在制衡力量”。有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印度之所以被关注或者竞

相被求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政府的南亚政策影响甚大的美国智

库，比如“对外关系协会”、“布鲁金斯协会”、“亚洲社会”等，一直在苦口婆心地

提醒美国要重视印度平衡中国的价值，如果政府再对中印的互动关系视而不见，美国将

会自食其果等。总之，不管用什么样的词汇包装，用印度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都是美国

处理对印关系核心考虑之一，也是美国迎合印度国内强大的亲美势力、影响中印关系的

手段。用赖斯的话说，“美国与南亚各国在安全和国防方面的合作旨在确保该地区有一

个和平的均势”；“尽管美国希望中国日益繁荣，但中国的走向并不清晰，美国必须增

强与印度等国的联系”。 

 

 

迎合美国   印度矜持

 

 

 

从印度方面来看，尽管它对美国的“慷慨之举”仍心存疑虑，但是被美国争取毕竟

是一种难得的外交主动，所以印度也乐见美国频频抛来的媚眼。美国的资金、技术和市

场、印裔在美国影响力、美国对印度实现大国梦的价值，更增添了印度决策精英利用美

国的动力，印度总理访美行程就是以美印两国CEO论坛开始的。有不少印度学者认为，

目前印度所处的有利位置，正像冷战期间中国在美苏两国之间左右逢源时的地位；“如

果美国利用印度作为抗衡中国的工具，那么中国就可能会更加战略性地尊重印度”；

“随着美国愈加关注中国实力的增长和中国愈加担心美日接近，印度将有机会谋取自己

的地位和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说，印度政府的确在有意无意地利用美国因素来影响中

印关系，只是印美两国都避免捅破这一点。 

不过，在处理美印关系时，印度面临一个困局：明知美国的“慷慨之举”可能加塞

一些目的，但却无足够的理由拒绝这种供给，因为“印度没有与美国发展关系的替代方

案”。印度学者对此困境作精妙的概括：印度的挑战是如何在充当美国的紧密盟友的同

时又不至于变成美国的鬈毛小犬。印度也担心美印升温可能波及到它与中国、巴基斯坦

等邻国的改善势头，所以辛格总理在访美前夕曾经称，“印度不想充当阻挡中国的壁

垒，印美关系不以印度与中国、俄罗斯、欧盟的关系为代价。”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

就此认为，“印度过去和前苏联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它从来不是前苏联的卫星国。同样

的，印度如今可能会通过与美国合作来换取美国的军事技术，但这样一个向来主张不结

盟的国家应该不会加入任何一个旨在围堵中国的阵营。” 

从实践中，尽管印度小心翼翼以免沾上“美印合作抗衡中国”的色彩，但它并不排

斥利用美国因素来抬高它与其他列强对话的分量。当前的印度政府的确非常注意避免

“美国的马前卒”的印象，一方面固然因为其国内左派阵营的牵制，更重要的方面是：

印度人骨子里认为自己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应该与美中俄等平起平坐的天然大国，无须

成为他国的筹码。印美转型到何种程度，还取决于美国能够满足印度需求的程度，并且

受到印度国内政治角力的结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