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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中印关系

［印度］辛仁杰* 孙现朴＊＊

【内容提要】 进入 21 世纪以来，金砖国家经济发展迅猛，特别是金融

危机后，金砖国家经济的强势崛起对世界经济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金

砖国家合作逐渐机制化，它必将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分析

了金砖国家机制的特点和西方国家对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态度，在此基础

上对印度支持金砖国家机制的缘由进行了阐述，最后分析了金砖国家机制

对中印关系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金砖国家 印度 中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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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四国( BRIC) ”的概念首先由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 Jim
O’Neill) 在 2001 年的报告《建设更好的全球经济: 金砖四国》中提出，用以指

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此概念的提出象

征着全球经济权力正在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① 吉姆·奥尼尔

最初仅仅是从经济角度考虑提出了这个概念，而没有对其进行政治角度的考

量。他更不会想到报告中的这一术语已实实在在地成为一个现实的国际合

作平台，成为国际社会中一支重要力量。②

高盛公司预测，由于金砖四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到 2050 年其经济总量的

总和将会使现在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总和相形见绌。这四个国家

的领土面积总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超过世界人口的 40%。高

盛公司认为四国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到 2050 年均将成为世界经济强国。预

计到 2050 年中国 GDP 将达到 44． 5 万亿美元，印度的 GDP 将是 28 万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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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美国 GDP 为 35． 4 万亿美元，中印两国的 GDP 将是美国 GDP 的 125% 和

80%，2050 年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则是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居

第二位。① 经济力量的强大是政治力量强大的序曲，在 2050 年之前，金砖国

家将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将会成为

国际政治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国。而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将成

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② 2011 年 4 月 14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

在中国三亚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俄罗斯总统

梅德韦杰夫、巴西总统罗塞夫和南非总统祖马共同参加了这次领导人会晤。
从 2009 年第一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开始，金砖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每次会

晤都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特别是 2011 年南非首次成为会议的正式成员，

使得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成为新兴国家组成的国际机制的典型代表。由于

金砖国家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领导人会谈的成果将不仅仅惠及这五个国家，

还将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金砖国家机制的特点

金砖国家机制并不是与其他国际组织相竞争的合作机制，而是公开、透
明和包容性的机制，是在共同一致原则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③ 因此，金砖国

家机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合作机制。
一般来说，任何国际机制都是建立在某些共识的基础之上，或者是宗教

性联系或者是地区性联系，或是某些共同的动机导致这些国家形成一个集

团、论坛或者组织。世界上大部分国际组织建立的基础是各国地理位置上的

相近性，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重合性是建立国际组织的重要特征。如伊斯

兰会议组织( OIC) 是一个以宗教背景建立的国际组织，它建立的目的是寻求

伊斯兰国家的联合，在全球化时代保护穆斯林的文化和利益，致力于提高全

球穆斯林的地位;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是协调和统一石油输出国组织成

员的政策、保证国际石油市场稳定、为石油消费者提供高效、经济、稳定的石

油供应，为石油生产者提供合理的收入，为石油投资人提供合理回报的国际

组织，宗教因素和地缘因素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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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东盟和南盟从组织机构的名称中就可以看出它们是由于地缘相近而建

立的地区性组织。
相比之下，金砖国家则是全新的合作机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

南非在地理上相隔十分遥远，五个国家分布在世界上四个大洲: 巴西属于拉

丁美洲，俄罗斯是欧洲国家，印度和中国属于亚洲，南非则在非洲大陆的最南

端。它们没有共同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政治体制不同。各国的人口分布也有

巨大差异，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高密度国家，而俄罗斯和南非人口密度较低。
金砖国家在资源与能源的分布上也相当不均衡，中印由于国内经济发展对石

油等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则是资源储备大国。尽管

在各个方面的差异如此巨大，金砖国家还是基于共同的国际诉求、各国之间

的经济需要等因素走到了一起。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对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三亚召开的第三次领导人会议更具有典型

意义。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对金砖国家机制的发展有重要意义。首先，

金砖国家首次吸收南非加入，“BRIC”转变为“BRICS”。南非拥有 5000 万人

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中等收入群体拥有巨大潜力。其次，论坛已经获得了

足够的信心和凝聚力来表达五国在全球经济与政治问题上向前看的态度。①

全球金融危机使得金砖国家走向了前台，使金砖国家在国际问题上持相似的

立场。在全球贸易和金融合作、气候变化议题上，金砖国家合作的效果非常

明显。此外，三亚宣言还发出一个重要声音，即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国际关系

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金砖国家。2010 年五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

总量的 18%，贸易额占世界的 1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

50%，已经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② 金砖国家在世界和平、安全、稳定，刺

激全球经济增长，提升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都将发挥积极作用。在国际政治

格局和经济秩序调整的今天，金砖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与要求，希望世界朝

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打破少数发达国家对国际新秩序建立的垄断。③

自从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堡举行首次金砖

国家领导人会议以来，金砖国家的合作已经有了很大提升，金砖国家共同致

力于建立公平、民主、多极化的世界秩序。现在金砖国家需要拿出更多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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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和实际行动来相互协调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只有金砖国家统一立场，才

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西方国家对金砖国家机制的态度

西方发达国家经常批评非西方国家任何形式的进步，如果新兴经济体的

经济迅速增长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当的位置，两者将面临激烈竞争，这让发

达国家感到不安。而金砖国家的出现似乎正印证了西方人的这种想象。在

这种心态作用下，加之新兴国家国情的多样性，许多西方媒体和研究人员唱

衰新兴国家之间的合作。例如，“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尤里·达杜士( Uri Da-
dush) 认为金砖四国最终会与发达国家融入二十国集团，因为 20 国集团包含

的政治经济议题更广泛。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乾

( Charles Kupchan) 也认为金砖四国不会成为永久的合作框架。”①

欧美发达国家对金砖国家之间协调政策促进新兴经济体拥有更大话语

权的行为表示担忧。以前由于金砖国家的多样性，其共同立场很难表达出

来。但冷战后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民主化、提升国家地位、发展经济等领域

越来越具有合作的潜力，新兴经济体都需要足够的自然资源和技术为经济发

展提供动力。② 随着经济的发展，金砖国家之间交往日益频繁，各种利益交织

在一起，金砖国家需要平台来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以形成一个共同立场。在

金砖国家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中就体现出了这样的变化，如其他金砖国家都对

中国的现行汇率政策不满，然而三亚的领导人会议并没有讨论中国汇率政

策，而且某些国家公开表示希望人民币能成为相当于美元的储备货币之一。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的内容包括金砖国家成员之间达成贸易协定，金砖国家

希望本国的政治精英能够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担

任职务。
西方国家对金砖国家领导人三亚会议持消极态度。西方国家对金砖国

家合作机制的“忐忑”心理主要缘于以下几点原因。首先，金砖国家逐渐由国

际事务的被动参与方成为主动参与方，西方国家在心态上对金砖国家地位的

提升感到不适应。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裹挟着亚非国

家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自此之后西方国家一直掌握着国际政治的主导

权。随着金砖国家的崛起，亚非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实力的差距在逐渐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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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成为解决全球经济问

题的首要平台。八国集团曾经是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政治问题的标志，而

将二十国集团确定为世界经济问题的首要论坛标志着新兴经济体开始逐渐

平等参与国际事务。西方国家对新兴经济体提升地位的努力持保留态度，它

们不希望新兴经济体成为其平等的竞争对手。
其次，金砖国家对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造成了现实冲击。随着以金

砖国家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逐渐缩小，

发达国家由绝对优势转变为相对优势的趋势日益明显。①

最后，西方国家害怕金砖国家联合起来，“颠覆”欧美发达国家在国际体

系中的主导地位。尽管金砖国家一再强调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开放的，既不

针对任何国家，也不针对任何政治体制，其建立的目标是加强南南合作，但是

欧美发达国家依然疑虑金砖国家的联合是与发达国家搞集团政治，目的是挑

战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权。

三、印度积极参与金砖峰会的缘由

印度自参加金砖国家会议以来，对此投入了巨大精力，它相信金砖国家

峰会能成为一个正式的金砖国家内部合作平台。印度领导层认为当今世界

是一个多极化世界，世界充满多样性，仅仅依靠经济领域并不能满足合作需

求，新兴国家需要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自己的合作平台，只有新兴国家合作才

能更好地提升其国际地位。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的召开在印度国内引

起了热议，印度国内各大媒体对会议进行了跟踪报道。印度号称是世界上最

大的民主国家，国内政党林立，各个政党经常就国际问题相互指责。特别是

印度国内的两个主要政党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向来不和，无论是在国内政治

中还是在国际事务中很难保持一致态度，但对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两党

都持积极态度，这在印度国内政治中极为罕见。此外，印度国内民众对金砖

国家领导人会议也普遍持积极态度。
印度国大党极为重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认为这可以成为提升新兴国家

的话语权和解决发展中大国之间关系问题的重要平台。陪同曼莫汉·辛格

总理参加三亚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印度官员有印度工商部长阿南德·夏

尔马、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司长班浩然等。梅农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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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是印度政府处理中国问题的专家，包括边界问题、安全问题和其他印中

双边关系中的问题。梅农是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讨论双边关系问题的印

方首席代表，曾在印度驻华使馆工作过多年，并曾任印度驻华大使。在其任

期内，梅农对印中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促成了时任印度

总理的瓦杰帕伊访问中国。班浩然是印度外交部中极富才华的年轻外交官

之一。他曾在印度驻香港领事馆和印度驻华使馆工作，2007 ～ 2009 年任印

度驻广州首任总领事，2009 年被任命为印度外交部东亚司司长。以上印度外

交人员的工作背景和外交经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印度对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极为重视，而且尤其重视提升与中国的双边关系。
南非首次加入第三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后，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

( IBSA) 成员国都已经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印度并不认为金砖国家合作

机制会削弱 IBSA 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因为 IBSA 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关注的

领域不同。正如印度外交部秘书曼比尔·辛格( Manbir Singh) 所言:“金砖国

家合作机制主要集中讨论经济方面的问题，其他领域的问题正在逐渐成为金

砖国家讨论的议题。但是 IBSA 则是建立在印度、巴西和南非三国民主价值

和其他因素之上，两个合作机制是不同的，南非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不会

削弱 IBSA”。① 印度对 BRICS 和 IBSA 两个合作机制都持支持态度，寄希望于

借助两个合作机制加强发展中国家合作，提升印度的国家地位。尤其是金砖

国家合作机制已经囊括了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后，印度更是对金砖国家合作

的未来发展抱有高度期望。
印度重视金砖国家机制缘于以下几点原因。
( 一) 冷战后印度外交政策的转变

冷战的终结对印度来说是灾难性的。冷战时期印度可以通过不结盟政策

获得足够的外交空间，保护印度在国际政治中的利益，也可以使印度在国际社

会中发挥重要作用。② 但是两极格局的崩溃已经使“不结盟政策”的根基受到

冲击，冷战时期印度执行的外交政策已经不再适合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环境，

随着时代的发展，印度外交政策需要重新定位。冷战后印度外交政策进行了

较大幅度调整，其原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从国内因素来看，冷战

结束初期随着一党独大的国大党影响力持续衰退，政治上处于极不稳定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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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政府更迭频繁。① 此外，冷战时期印度按照苏联模式发展经济，经济增长

速度缓慢，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增加。1991 年 7 月 24 日拉奥政府宣布了工业

改革方案，包括新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吸引外资。② 从国际上看，冷战时期印度

与苏联关系密切，苏联解体使得印度在国际上失去了一个强大盟友。冷战时

期，印度可以利用美苏争霸来获得外交空间，利用不结盟运动发挥在第三世界

的影响力。但是随着两极格局的坍塌，美国已经不再迫切需要利用第三世界国

家作为与苏联抗衡的重要筹码，印度在美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在逐渐降低，印

度不再是美苏两国竞相追逐的对象。
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环境使得印度在外交政策方面做了某种程度的调整。

首先，印度为了给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环境，更加强调经济因素在印度外交中

的作用。冷战结束后，印度认识到未来国际社会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

意识形态在国家竞争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印度驻华大使纳林·苏里的解释

是，“印度外交政策的宗旨是与世界各国建立广泛的、富有成果的、有意义的、
互惠互利的关系。”③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

迅猛，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更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促进

力量，因此印度一直想通过金砖国家峰会这个平台加强新兴国家合作，促进

印度国内经济发展的持续增长。中国工业生产能力较强，巴西和俄罗斯是能

源、矿产大国，南非则代表着非洲大陆广阔的市场，与这些国家合作都会对印

度经济发展有利。其次，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国际政治中两极格局的终结，多

边合作机制日益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印度外交也深受多边外交的

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后，印度活跃在许多多边国际机构中，如亚欧会议、南
盟、G8 +5( 八国集团与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峰会) 、二十国集团、IB-
SA、环印度洋合作会议和亚洲合作对话等。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由世界上最有

活力的经济体组成，必然也是印度希望促成的合作机制。因此从金砖国家合

作概念提出开始，印度就积极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虽然印度近几年来国

内经济发展势头很猛，然而现在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在世界经济舞台中发挥

足够的影响力，通过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印度可以运用多边合作框架应

对欧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金融及气候治理等领域的冲击。
( 二) 印度希望利用金砖国家机制这个平台来提升其大国地位，争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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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马孆:《当代印度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4 ～ 25 页。
David Smith，The Dragon and the Elephant: China ，India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 London: Pro-

file Books Ltd，2007) ，p． 88．
马加力:《崛起中的巨象———关注印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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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大国对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要求的支持

独立以来，大国地位一直是印度孜孜以求的目标。历史上，印度是世界

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在文化感召力方面曾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

影响，但沦落为英国殖民地后印度逐渐走向没落。独立后的印度重新在国际

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印度与埃及、南斯拉夫共同倡导了不结盟运动，积极

支持召开了万隆亚非会议，在国际社会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来替发展中

国家发言。
冷战后，由于两极国际政治格局的终结，不结盟运动在国际政治中的地

位逐渐下降，印度不再是美苏竞相追逐的目标。冷战后印度也认识到各国竞

争将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印度只有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改革

才能提高国家实力。印度自 1991 年实施经济改革以来，经济摆脱了冷战时

期的缓慢增长，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印度经济发展势头更加迅猛。
与经济发展同步，印度希望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显然提升国际地

位除了需要国家实力的强大，还必须有国际平台支持，但是现代国际政治体

系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印度很难在其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与此同时，本地

区的国际组织同样不能满足印度的需求。以南盟为例，南盟成员国大部分为

小国，自身经济并不发达，资源也并不丰富，不能为印度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市

场和资源。同时南亚国家之间关系一直比较微妙，特别是印度和巴基斯坦。
因此，印度在发展过程中希望利用新兴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国际平台来提升话

语权。比较突出的主要有两个，即金砖国家与 IBSA。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对印度来说尤其重要，金砖国家都是市场或能源大

国，能为印度未来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支持，它需要借助新兴国家平台来

实现其大国梦想。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努力加强金砖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合

作，提升它们的共同利益。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金砖国家峰会上表示，

“加强在能源和食品安全方面的相互合作，深挖金砖国家在贸易投资、科学和

科技方面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潜力，我们四个大国拥有丰富的能源、
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不同的社会形态，我们希望经济快速增长，希望外部环

境能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增长。”①

此外，印度参加金砖国家峰会还希望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和俄

罗斯能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一贯认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是大国地位的表现，它希望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对其大国地位的认可。

39
① “PM pitches for close cooperation among BRIC nations，”The Times of India，April 16，2010．



2011 年第 3 期

( 三) 提升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倡导多极化世界

冷战后新兴经济体实力发展很快，但是迄今为止，还不能够单独与发达

国家集团相抗衡，也没有能力改变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因此，新兴国

家经济体只有联合起来主动参与全球政治进程才能由全球治理中的边缘角

色上升为平等的参与方。特别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的

实力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逐渐下降，而新兴大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为新兴国

家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提供了物质基础。
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国际政治经济组织由欧美发达国家所控制，发达国家

主导着绝大部分权力，这些国际政治经济组织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国

际经济政治秩序从根本上来说就缺乏公平和正义。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为

发展中国家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金砖国家希望通过集

体努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发言权，希

望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来改革国际社会中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制定

相关的政策法规来积极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① 此外，金砖国家都主

张建立一个多极化世界，反对国际政治格局向美国单极化方向发展，各国都

认为只有国际政治多极化才能保证世界更加安全，美国化的世界不是全球政

治的发展方向。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不应当在世界各地奉行霸权思维，无端

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

四、金砖峰会———中印合作的新平台

金砖国家从概念发展为国际合作机制是金砖国家内部的认可和积极回

应的结果。金砖国家推动金砖国家机制建设的外部原因是联合起来就一些

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提出新兴经济体的立场和观点，协调机制内各国在重大国

际问题上的立场，为新兴国家经济体争得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内部因素则

是希望通过金砖国家机制促进各国关系，促进各国经贸合作走出金融危机阴

影。金砖国家机制为机制内各国提供了领导人定期会晤的平台，通过该平台

各国可以交流发展经验，解决双边政治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从而促进共同崛

起。金砖国家机制在中印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类似角色，中印两国通过

金砖国家峰会试图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经贸、政治、安全等问题。
( 一) 提升两国贸易额，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

1978 年中印两国官方贸易恢复，1984 年双方签署了政府间贸易协定，相

49
① 参见王永中、马韶青:《金砖国家为什么能坐在一起》，《世界知识》，2011 年第 8 期，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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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从 1991 年开始印度实施了对外开放政策，经济逐渐摆

脱了冷战时期的“大象速度”，开始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双边贸易也随之逐渐

增长。2002 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了创纪录的 50 亿美元，但只占中国外贸总

额的 0． 8%，占印度外贸总额的 4． 5%左右。① 显然双边贸易额与中印作为两

个大国且互为邻国的状况极不相称，由于中印两国政府都有信心致力于发展

双边贸易，随后几年中印双边贸易额呈几何式增长。印度向中国出口印度的

主要产品是铁矿石、棉花、铜和宝石等。中国出口印度的产品主要包括电器、
机械、化工产品和铜铁制品，2007 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

伴。② 2010 年中印两国的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 600 亿美元。
但是双边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在几年前中印两国政治关

系比较紧张的时期，两国经贸关系发挥了重要的平衡作用，但是随着中印两

国之间贸易不平衡问题越来越严重，双边贸易作为中印两国关系中“稳定器”
的作用在逐渐失灵。2010 年中印两国的贸易赤字已经达到 160 亿美元，预计

到 2015 年两国贸易赤字将达到 250 亿美元，同期两国的贸易额为 1000 亿美

元。③ 两国的贸易赤字已经严重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发展，如果两国不能就双

边贸易问题达成共识，贸易不平衡问题将成为两国贸易发展的障碍。在三亚

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上，中印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中的贸易不平衡

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这个发展中国家共同搭建

的平台，中印两国就贸易问题达成了部分的谅解。

表 1 中印贸易状况( 2008 ～ 2010) ( 单位: 十亿美元; % )

2008 2009 2010

印度向中国出口商品总额 20． 34 13． 7 20． 86
增长率 38． 76 － 32． 63 52． 19

中国向印度出口商品总额 31． 52 29． 57 40． 88
增长率 31． 12 － 6． 17 38． 25

中印双边贸易总额 51． 86 43． 28 61． 74
增长率 34． 02 － 16． 55 42． 66

印度的贸易赤字 － 11． 18 － 15． 87 － 20． 02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转引自印度驻华大使馆网站。http: / /www． indianembassy．
org． cn

印度对美国、英国、巴西和俄罗斯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和措施，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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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加力:《崛起中的巨象———关注印度》，第 194 页。
http: / /www． indianembassy． org． cn /DynamicContent． aspx? MenuId = 3＆SubMenuId = 0
Swaran Singh，“Multilateralizing Chindia，”Asia Pacific Bulletin，No． 108，April 28，2011，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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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末印度将对欧盟国家实施正式的自由贸易协议。中国一直希望与印度

建立自由贸易区，但是印度政府反应并不积极，如印度国际经济研究委员会

( ICRIER) 教授安瓦如·呼达( Awarul Hoda) 所言: “印度工商界反对与中国

建立自由贸易区，主要是由于中国产品竞争力太强以及印度交通设施不足。
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中国领先于印度。由于

印度工商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印度政府和工商业都反对与中国建立自

由贸易区”。① 印度认为，虽然印中两国的贸易额增长很快，但是双边贸易对

中国出口商品更有利，印度决策者担心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中国商品将

对印度国内市场形成冲击。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印度希望与中国协调双边贸

易问题，期望中国政府允许有更多印度新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以缓解贸易不平

衡问题。
( 二) 利用金砖峰会机制消除两国的不信任感

中印两国同为亚洲文明古国，历史上一直保持友好关系。近代以来两国

都遭遇了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欺凌，20 世纪中叶两国才最终获得独立和解放。
由于近代以来两国类似的遭遇以及地缘上的邻近，中印两国建交后经历了一

段蜜月时期，20 世纪 50 年代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相互扶持帮助，两国共同倡导

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持有相似立场。但是随着

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日益严重，1962 年边界冲突后两国关系进入了冰冻

期。此后边界问题和安全互信问题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两国民众对对

方一直持有不信任感，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随着冷战

后两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印都认识到改善双边关系的重要性，都对解决边

界问题和安全问题投入了巨大精力。但是使两国关系恢复到正常轨道的首

要步骤便是消除两国民众之间的不信任感。中国驻印度大使张炎就曾经表

示:“中印关系非常脆弱，极易遭到破坏，同时又很难得到修复，因此在信息化

时代中印关系需要特别的呵护。”②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印两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既是合作

伙伴，也是战略竞争者，印度对中国的崛起感到紧张。两国的合作领域不断

扩展，双边贸易额史无前例地增长，与此同时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不信任感也

在不断增加，这种有趣的现象被称为“信任赤字”。通常来讲，两国之间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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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Asit Ranjan Mishra，“India － China FTA talks may stumble over trade deficit，”June 29，2011．
http: / / www． livemint． com．

Sui － Lee Wee and Henry Foy，“China，India meet to focus on trade despite mistrust，”Reuters，
Dec． 14，2010． http: / / reuter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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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它们之间信任程度会加强，但是中印关系并没有遵循这个规律，根本原

因是中印两国由边界等问题所导致的相互认知错位。印度对于中国与巴基

斯坦的关系表示忧虑，同时中国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印美联合制衡中国的发展

有些担忧。金砖国家机制内两国领导人的相互交往可以为两国的相互认知

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印度更能深刻感受到中国对

于和平发展的渴望，可以更放心地与中国开展政治、经济往来。作为金砖峰

会中的主要成员，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良好关系可以弱化中印关系之

间的一些负面因素。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也会为本地区的和平发展提供

保障。
( 三) 利用金砖国家机制推动两国相互交流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之间在国际多边舞台上的交往也越来越

多。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印两国改善双边关系的手段已经从运用双边外交

扩大到利用多边论坛来展开互动。对于两国以及整个世界来说，这一引人注

目的新趋势突出了印中的共同价值和视野，也反映了它们的共同挑战和关

切。① 运用多边外交新平台会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进而将对中印关系

产生某种积极影响。
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框架内，印度与中国之外的其他三个成员都保持着

密切的合作关系。印度独立以来一直与俄罗斯保有良好的关系并一度在冷

战时期结成准军事同盟，此外印度与巴西以及南非已经成功建立战略性伙伴

关系，同样中国也与俄罗斯、巴西、南非拥有友好合作关系，尤其是南非对中

国拥有超强的吸引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中国和印度可以通过与其他三个

国家共同拥有的良好关系来提升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
虽然中印两国还可以利用其他一些多边合作机制，但是金砖国家合作机

制对中印两国的促进作用是其他多边合作机制所无法替代的。中印两国还

在其他国际多边机制中进行了合作，如上海合作组织( SCO) 、南盟( SAARC) 、
东盟地区论坛、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等。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中国是

南盟的观察员，而相对应的，印度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在东盟国家

组织中，中印两国都不是会员国，因此对促进双边关系发展也非常有限。而

二十国集团峰会等大型国际会议规模太大，而且主要由西方国家所控制，对

中印关系的促进更是微乎其微。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新兴国家经济体组成的合作机制，成员国比较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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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比较高效，成员国拥有类似的经历和遭遇，发展目标也比较一致，并希望通

过金砖国家机制协调立场，提升双边关系。因此，金砖国家峰会的召开为中

印两国运用多边机制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而在《三亚

宣言》中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也印证了金砖国家峰会对中印关系的促进作

用。如在三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胡锦涛主席与辛格总理就对双边安

全和促进两国民众交流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 2011 年 4 月中国三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印两国领导人决

定在 2011 年年底恢复双边军事交流项目。由于 2010 年印度一位高级官员

的签证被拒，印度取消了当时的双边交流项目。在三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

期间曼莫汉·辛格总理和胡锦涛主席举行了双边会议友好地解决了这个问

题，双方都承诺将来要展开更多的军事和防务交流，提升双边在安全领域的

合作。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在三亚峰会期间在媒体发布会上也表示，“两

国边界工作机制可以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任何问题如边界贸易、邮件递送

等，”①他着重强调印中两国边界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地区之一。同时中印两

国领导人同意扩展两国每年百名青年交流项目。2010 年是中印建交 60 周

年，两国都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进行庆祝，尽管中国总理温家宝 2010
年 11 月访问印度后庆祝活动进入尾声，但是胡锦涛主席和曼莫汉·辛格总

理在三亚会晤期间决定持续加强两国在文化领域的合作。两国领导人相信

广泛交流和交往是提升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重要手段，可以为两国人民的相

互信任提供桥梁，民众之间的交流将会是两国关系良好发展的催化剂。
( 四) 协调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

当前国际社会中以中印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

家在气候问题上进行了激烈交锋。由于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国内

情况不同，在历史责任分担、减排优先与发展优先、资金与技术援助等问题上

一直存在较大分歧。② 中国和印度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将在 21 世纪的全

球环境规则和气候政策上发挥重要作用，在气候问题上的相似立场使中印两

国关系更加紧密。中国和印度希望国内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为保证工业

生产不断提高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两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对资源进行了

过度开采和使用，都对环境造成了危害。发达国家希望中印等新兴经济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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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西方国家标准进行碳排放控制，中印等新兴经济体则认为自己有责任减

少碳排放量对环境进行保护，但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应采取不同的标

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主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西方国

家应对历史上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行为负责，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

持和技术转让。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印两国相似的立场使得两国关系更加

密切，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和印度联合巴西与南非组成联盟对

发达国家发出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提交了相关文件，表明它们关于气候变化

问题的立场和文件。① 印度环境与森林部长兰密施( Jairam Ramesh) 与出席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中国官员保持了密切协作。中国总理温家宝和印

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整个会议期间也通过电话保持密切联系以协调两国

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中印两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为保护发展中国家

的利益展开了紧密合作，中印也希望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来协调金砖国家

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
应对气候变化大会出现的基础四国联盟成员国———中国、印度、巴西和

南非现在都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显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为各国协调气候

政策，保持一致立场提供了合作平台。基础四国虽然分别处于不同的发展阶

段，面临的气候问题也略有不同，但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处境却极为相似。
它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金砖国家只有协调彼此立

场，用一个声音说话，才能在与发达国家进行的气候谈判中保有主动权。② 在

金砖国家达成的《三亚宣言》中各国也明确表示在气候变化方面将加强务实

合作。
金砖国家机制是世界上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大国合作机制，未来金砖国

家合作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金砖国家各国通力合作。下一届金砖

国家领导人会议将在印度召开，印度认为支持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可以帮助印

度实现大国梦想，提升国际地位，帮助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印

度可以通过这个新平台协调与其他金砖国家在安全、能源、贸易、反恐等领域

的立场，最终实现印度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
中印两国需要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助力两国关系，化解两国关系中出现的

问题。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是印度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印度希望金砖国

( 下转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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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cy Modification of Small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Its Achievements in India

Xu Fei

ABSTRACT: The Indian government has taken a series of policy measures to pro-
tect small enterprise development since independence． However，with the devel-
opment of economy，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se protective measures emerged
graduall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the Indian government recognized that it was
important to adjust the policy of small enterprise development from overprotection
to reasonable guidance． India’s small enterprises，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ov-
ernment combined with their own efforts，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KEY WORDS: small enterprises; policy modification;

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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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合作机制促进印中两国共同崛起。爱恨伴随着中印关系的发展历程，我们

希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合作机制为中印两国关系友好发展提供新的

路径，希望这种新的合作模式能促进中印关系良性发展。
( 编 辑 毛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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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1st century BRICS nations’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Particularly，after global financial crisis，BRICS’outstanding economic perform-
ance played a major role in world economy and politic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pecial characters of BRICS mechanism and western countries’view of this mech-
anism，then focuses on the causes and concerns of India towards BRICS and also
analyzes how BRICS mechanism can promote China － India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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