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 孟 关 系 十 八 年

林 良光

孟加拉国独立仅 18 年
,

它和印度的关系却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
、

坎坷曲折的发展过程
。

一
、

印孟关系的四个阶段

根据两国政府相互关系和矛盾冲突的发展情况
,

孟加拉国与印度的关系大体可 以划分为

以下 四个阶段
。

第一阶段从 1 9 7 1年至 1 9 7 5 年
,

友好关系下埋藏着矛盾的因素
。

孟 印关系开始于孟加拉国

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还处于醒裸时期
。

众所周知
,

人民联盟在争取东巴基斯坦充 分自治和独立

的斗争中
,

得到印度政府舆论的支持和物质的援助
。

不仅如此
,

从 1 9 7 1年 1 1月下旬开始
,

印度在东巴基斯坦发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

印

度军队从杰索尔
、

锡尔赫特
、

朗格普尔
、

迪纳吉普尔
、

库米拉
、

博格拉等与东巴交界的各县

与东巴部队一起向巴基斯坦军队发动了一系列攻 击
。

12 月3 日
,

印巴第三次战争正式开 始
。

印度 7个师的兵力在贾格吉特
·

书格
·

奥罗拉中将的指挥下从西
、

北
、

东三面大举侵入东巴
。

印度空军 也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

使 巴基斯坦空军战斗功 陷于瘫痪
。

印度海军也进行了有力 的

配合
。

¹ 12 月6 日
。

印度第一个承认孟加拉国
。

两国建立 了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
,

由印 度 一

名将军领导
。

12月16 日巴基斯坦在东翼的军队宣布投降
,

孟加拉国获得独立
。 1 9 7 2年3月 12

日
,

印度军队全部撤出孟加拉国
。

印度军队把从巴基斯坦军队缴获的大批 武 器
、

弹药
、

装

备 以及劫掠的机 器
、

家具和办公用 品等非作战物资
。

以成队的 卡车运 到 印 度 去
。

并 在两

个月时间里
,

偷偷运走10 0多万 包黄麻
,

价值达6 , 5 00 万美元
。

印度军队的掠夺 行 径 遭 到国

际 舆 论 和 孟加拉国人民的严 厉谴责
,

也弓}起孟加拉国官员的强烈不满
.

斥之为
“
有组织的

抢劫 ” 。

º 这件事在孟加 拉国人民心中埋下了对印度的不 信任的种子
,

他们对 印度的援助和

友好姿态的真正含义开始产生怀疑
。

孟加拉国人民联盟政府从一开始就企图同印度政府建立一种特珠的关系
。

穆吉布
·

拉赫

曼刚刚获释
,

于 19 7 2年 1月 i0 日回达 扮扰任 偿
、

理不到 1个月
,

就到印度进行正式访 问
。

仅 1 个

多月之后
,

即 3月 17 日至 19 日
,

印度总理英迪拉
·

甘地正式访 问了孟加拉国
,

两位 总理 代 表

本国政府签 订了有效期25 年的《 孟加拉人 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友好
、

合作和和平条约 》并

发表了联合声 明
。

条约规定
。 “缔约双方将通过各级的会晤和交换意见就涉及两国利益的重

大国际 问题波此保持定期接触
, ; “

一旦双方 中的任何一方遭到攻击或受到攻击的威胁
,

缔

约双方将立即进行互相磋商
,

以 便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来消除这种威协
,

从而保证它们两国

为和平与安全
。” 在联合声 明中

,

两国总理还决定
:

恢复过境贸易和边 境贸易协定
; 两国政府



外交六环
、

商 , 建立

口阵布
、

计划委员会和 汀关经济
、

商业
、

文化和技术乎务的官 员将举行 定 期 的 磋

联 含河 流委员会
,

对两国共有的河流系统进行全而调查
,

制订并负责实施涉及两国

的防洪汁划
。

印度总理在这个国京刚刚诞生 了3个月
、

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和经济 政 策

还在形成狡时仁j

印孟之户刁日勺斗几奈
,

行
.
司访问具有特别吸要〔

!

寸意义
。

这次访 问产生的文件
,

不仅巩固和加强了

开辟 了广泛的 合作领域
,

而且 更重要 f勺是
,

为孟加拉国的对
·

内对外政策构况了王体框架
,

确定了基本

约休现了
“两国政府执行关系两国利益的共同政策的意志

依照印度国大党政府的模 式
,

凋子
。

用印度总理 自己的话说
,

条
, , 。

¹

从197 2年至 19 7 5年
,

孟印两 国政府间的关系 臼
.

的来说是融洽的
,

密切 户勺
。

] 9 7 3年一越年

度印度许诺向孟加拉口提 洪5 ,

了5 。万美元的援助
,

占孟加拉国当年接受援助 偿
、

许诺额的 9 .

4 %
。

据统计
,

从 19 7 1年12 月至 19 7 4年6月
,

印度向孟提 供援助的总额
一

约 2
. 7亿美元

。

然而
,

还在孟加拉国建立后不 久
,

两国政府采取的若干不明智的行动损害了这个新生国

家的
一

朴分脆弱的经济丁侧荞
。

给两国关系絮上了一层阴 影
。

19 7 2年 1月1日
,

孟加拉国政府宣布

撤销独立前须布的向印度出口黄味和黄麻制品的禁令
。

同年 3月英
·

甘地总理访 问孟加 拉 国

之后两国政府签定了边境贸易协定
,

规定某些物
.
兄可以自由运到边境两侧 16公里以内的地区

进行交易
。

5月两国又签订
一

协定
,

允许边境居 民在边境两侧8公 里以内地区进行 日用品交易
。

这些政策和协议为边界走私开了绿灯
,

走私活动以更大的规模
、

更有组织的形 式肄意进行
。

由于两国货币比值
、

商 品差价等复杂原因
,

走私活动严重损害了孟加拉国的经济 利 益
。

因

为从孟加拉国向印度走私的黄麻
、

大米及其他农产品
、

畜产品
、

鱼类
,

都是两国 的 紧 缺 物
,

品这些产
l
异

,

大宗向印度走私
,

缓解 了印度的短缺
,

却加深了孟加拉国的 困难
。

在这几年两国关系中
,

其他一 些最为敏感的问题
,

如 陆地和领海边界问题
,

两国共有河

流河水分配问题
,

非法移民问题
,

一

也已经逐渐明朗化
。

从19 7 4年下半年开始
,

由于孟加拉国面临严重经济 团难和遭受历 史 上 罕 见 的 洪 水 灾

害
,

急需西方团家提供经济援助
,

穆吉布
·

拉赫曼政府不得不适当 调 整 对
。

内 对 外 政 策
,

对私营企业和外国 冷咨华
一

予更多的鼓励
,

孟加拉国
_

日过; 架肋探石 油 和 大 热 飞的

西方国家表示善恋的姿 琶
,

l
;
了4年托月在

赫曼免去著 名

成员职务
。

同美国
、

加拿大 等 国 家 的 石 油 公 司 签 订 了 在

争同
。

为 了 实 施 新 的 经 济 政 策
,

也 为 了 向
一 : 国国务娜从辛格访问孟加拉国前夕

,

穆吉布
·

拉
J东苏亲印代表人物

、 :衣一住息
、

理
、

现汪财政部 长塔丁
·

艾哈迈德等4 名 内阁

印度政府以 忧虑的心情注视 着孟加拉国的政治动同
, {为

提供的援助急剧下降
。

第二阶段从” 7 5年不 飞9 7 7年
,

19了5年吕月15 日孟加拉国友生

向人民联盟政府中的亲印度势力
,

国政府问的关系开始冷却
,

印度

加拉国一位政论丫所指出的
,

矛盾公 )j: 化
, }’万国关系进入低谷

。

牛事政艾后
,

孟 印关系发生了逆转
。

政变的主要矛头 是 指

是对
一

对内关系中过分依赖印度国大党政府的报复
。

正如孟

被推翻
,

主要归 因于 ;

“ 1。衍年8月15 日谢赫
·

穆吉布被 军事政变所谋杀
,

他 J均 政 权

宝个政权执行过分亲印和亲苏的政策” 。

¼

8月政变后成立的军法管制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一反前政府的立场和态度
,

大力发 展 与

加强同沙特阿拉伯
、

利比亚
、

阿联酋等阿拉伯伊斯兰国宗的关系
,

同巴基斯坦的关系也得到

修复和发展
。

这对印度英
·

甘地政府来说是当头一梓
,

因此
,

它要想方设法扭转这种局面
。

一

召5



挑动和支持忠于人民联盟政府的势力进行搔乱和颤覆活动
, ’

彗经被印度作为对孟加拉国

齐亚
·

拉赫曼政府的一种报复手段
。

在孟印边界地区
,

印度政衬支持被称为
“
老虎

” 的卡德

尔
·

西迪基领导的游击队的反叛和骚扰活动
,

就是一个例子
。

卡德尔
·

西迪基是穆吉布
·

拉

赫曼的忠实追随者
,

是 1 9 7 1年解放斗争中一支游击队的领导人
, 1 9了5年 8月政变后与一 批 亲

穆吉布的军人一起逃到印度
。

这支游击队沿孟加拉国北部边界以及东部
、

西部边 界 建 立 营

地
,

从 1 9 7 5年 1 1月起
,

在印度边防保安 军的协助下袭击警察局
、

边防巡逻队和边界哨所
,

破

坏铁路和桥梁
,

制造恐怖活动
,

严重损害孟加拉国的安全
。

½

与此同时
,

印孟之间悬而未决的分配恒河河水争端迅速激化了
。

印度政府不顾 1 9 7 4 年 5

力两国总理达成的协定
,

在没有与孟加拉国政府协商的情况下
,

于 19 7 5年n 月至第二 年 5 月

的缺水季节启用法拉卡水坝
,

使恒河河水改道流入 自己境内的胡格利河
,

给孟加拉国灌 概
、

航运
、

工农业生产
、

人 民生活和生态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
。

孟加 拉国政府曾作出不懈的努力

以求得争端的公 平合理的解决
,

但没有得到印度政府的积极响应
。

印度政府的行径
,

激起了孟加拉国人 民的愤怒
。 19 7 6年 5月 16 一 灯 日

,

在德高望重的老政治

家
,

大毛拉巴沙尼率领下
,

50 多万各阶层群众举行了
“

向法拉卡进军
”

的边境示威游行
。

两国边境

形势一度变得相当紧张
。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

孟加拉国政府决定把分配恒河河水争端国际化
。

19了6年5月
,

在尹斯坦布尔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上
,

齐亚
·

拉赫曼代表孟加拉国政府发出呼吁
,

要求他们支持关于分配恒河河水争端的立场
,

同年8月
,

在科伦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
,

孟加

东骤圣终蒸法拉卡争端问题
。

”月
,

孟加拉国政府向第“1届联合国大会提出了分配恒河河水争

端问题
。 19 7 6年 12月 6 日双方恢复谈判

,

由于双方仍坚持原来的立场
,

谈判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

第三阶段从 19了7年至19 7 9年
,

两国关系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

1 9 7 7年3月
,

英
·

甘地政府下台
,

人民党执政
。

以莫拉尔吉
·

德赛为首的人民党政 府 适

当调整了对邻国的政策
,

使 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关系得到显著的改善
。

某些长期陷于僵局的问

题有了突破
。

两国合作的领域有 了扩大
。

人民党政府成立不到 1个月
,

就派国防部长贾 格 吉

凡
·

拉姆访问达卡
,

双方就分配恒河河 水问题取得了谅解
。 6月

,

德赛总理和齐亚
·

拉 赫 曼

总统在伦敦会晤
,

讨论 了法拉卡水坝争端问题
。

同年 9月底两 国政府在新德里达成为期5年的

关于在法拉卡分配恒河河水的协定
。

11 月5 日两国政府在达卡正式签署了这个协定
。

这 个 长

期困扰两 国关系的争端暂时得到了缓解
。

工9 7 9年4月印度总理德赛访 问孟加拉国
,

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

双方同意 就 防

止库希亚拉河沿岸的侵蚀
、

分配科瓦伊河和蒂斯塔河河水制订解决方案
。

据官方透露
,

两 国

联合河流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专门机构
,

考虑孟加拉国提出的让尼泊尔参加谈判以便设法尤

其在缺水季节增加恒河流量的建议
。

¼ 这是一个 极其重要的发展
,

因为它是打破印孟关于分
.

配恒河河水谈判的长期的僵局而为问题的解决带来了一道曙光
。

德赛访 问达卡期间还就创办

联合企业
、

发展贸易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

人 民党政府还和孟加拉国政府达成协议
,

印度政府不再援助在印度的亲穆吉布游击队
。

这之后
,

孟加拉国边境地区的治安状况有了好转
,

袭击和破坏的事件大为减少
。

总的讲
,

这一阶段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健康 的
,

但也非一帆风顺
。 19 了7年 9月3。日和 10 月 2

日孟加拉国发生未遂政变
。

孟政府的言行暗示印度和苏联支持发动政变的叛变分子
, ¿ 而 印

度政府则对
“
达卡企图把德里的名字拉入最近的

一

阵格拉和达卡的军队起义
”
表示不满

。

À

第四个阶段从19 8 0年到现在
,

两国关系又有改善
。



虽然108 。年
·

英甘地东 } !J再起
,

然而在南亚区域合作情神酌影响下 英
·

甘地不得不适

应新的形势
,

因而印孟 丙国关索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孟加拉国总统齐亚
·

拉赫曼根

据国际和 有亚地区形势
、

经过 民期考虑于 1 0 8 经年提出了南亚区域合作的构想
,

为改善这个地

区各国双边和多边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

为了建立区域合作红长只 孟加 泣国政呀和印度政府

之间以及其它国 家政府之间进 行了频繁的接触和磋商
。

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

工98 1羊5月 3 。日齐亚
·

拉赫曼不幸遇刺身亡
,

但到这时南亚 区域 合作的构想已经为 这 个

地区各报改府所普遍接受
。

继齐亚
·

拉赫曼之后执政的
,

无论是阿 卜杜斯
·

萨塔尔还是穆罕

默德
·

艾尔沙德
,

部基本上沿袭 了原有的对内对外政策
。

在发展区域合 作事业
、

建立友好睦

邻关系方而
,

艾尔沙德总统更为积饭和热心
。

主印嘴
, 1 98 。年以后英

·

甘地政府对邻国的政策 也发生 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

孟印关系出

现了 口益改善的势头
。

功 夕 2年伪月
,

艾尔沙虑应邀 访问印度
,

与英 一甘地总理举行 会谈
,

在

一系列辰 戈问题上取得 协议或 凉解
。

双方同意建立部长级联合经 济委员会
,

以促进 贸易
、

科

技和交通 通输等方面的 合作
。

1 9 8 4年 L。月3 。日英
·

计地遇 刘逝世
,

其子拉吉夫
·

甘地继任总

理后
,

一方面
,

对外交政策进 行了一些调整
,

与美国等西方国京恢复和发展 了正常的关系
,

这在客观上有助于改善同邻国的关系
。

印度对 南亚 区域合作联盟的态度的变化
,

既是迫于外

界
、 ‘

首先是 邓国的压力
,

又是 嗜身调整政策的结果
。

印度对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 态 度 从 消

极
、

观皇到杰
J

清
、

识极
,

还在 、。8 : 年英
·

甘地在世时 已见端倪
,

但此后更加 引人 注 目 了
。

1 9 8 5

年6月
,

拉
·

甘地总理访 问了孟加拉国遭受旋风袭击的乌里尔查尔岛
,

印度为此提 供 了价值

1。。力美元沟救济 物资
,

在该岛建筑1沁个水泥结构的旋风掩蔽处
。

这些
,

在孟加拉国和南亚各

国得到了 民好的评价
。

1 0 8 5年 12 月在达卡召开南亚各国首脑会议
,

宣布 正式建立南亚区域合作

联盟
,

达 次会议成为南亚各国发展合作关系的转折点
。

此后
,

印度和孟加拉国以及南亚其他国

家领导少
、 、 ‘

言员和专家学者频繁往来
,

为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友好台作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尽管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族然如故
,

但丙国关系育了一定的改善
。

这首光表现在
,

相互

尊重国京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意识有所加强
。

1 98 6年 1 1月印度 1司意尼泊尔参加 印孟关于开发水

资源
、

塔加 巨河旱 乒流 量灼讨 沦
。

同年 12 月
,

两国军事 代表团举行谈判
,

以厦找出妥善办法平

息利旧对万领土发动的武装反版
。

1 9 8 8年 12 月
,

两国边防部 叭领导人举行直接谈判
,

就避免边

界事件进行磋商
。

其次
,

两国各方面的合作有了扩大和深入
。

文化
、

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有

了进一步的发展
。 * 98 7年 3月达卡和新德里之间直拨 自动 电话的开通

,

少、大方便了两 国 的 合

作和交流
。

同年年底两国政府签汀了内河转运协定
,

这可能为内 河以至陆路运输方面进行更

广 泛的合作打开先 河
。

综观印孟关系整个叮泛发展过程不难看出
,

两 国关系总
、

的来说不 断有所改善
,

但是无论

就其范国
J工是速 度而 言均不尽人意

,

共根本原因在于
.

为国之间许多争端至今没有得到妥善的

解决
。

法拉卡争端与国际河流河水分配问题

孟加拉国是一个典型 的农业国
,

基本上没有摆脱靠天吃扳的局面
,

因此河流简直就是这

个国家经济和 90 %居民的生命线
。

孟加拉国所有大河流都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及其毗邻地区
,

从

印度东北都领土进入
,

最后注入孟加拉湾
。

这些河流主要有但河
、

布拉马普特拉河
、

梅格纳

河
、

贾才诊勺河
、

戈莫蒂河
、

穆胡里河
、

苏尔马河
、

科义河
、

库希亚拉河和怕德马 河 等
。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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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关于分配和使用这些国际河流河水的争端成为印度和孟加拉国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

两国分配国际河流河水的首要问题是恒河河水分配问题
,

它起因于 印度在 1 9 6 2年动工兴

建的诊拉卡水坝
。

印度在法拉卡建设恒河拦河坝
,

目的是引恒河河水进入胡格利河
,

以 冲刷

其淤积的泥沙
,

使大吨位轮船可以直接抵达加尔各答港
。

增加胡格利河流量还可以为其沿岸

地区冶金
、

钢铁
、

机械
、

黄麻
、

茶叶等重要工业和人民生活提供充足的优质水源
。

巴基斯坦政育认为
,

在法拉卡截流并转移走恒河大量河水
,

将严重损害东巴地区的经济

利益和人民群众的生
)

乱 因此要求在找到妥善的办法以前不要把兴建水坝的计划付诸实施
。

印度官员认为
,

恒河9 0% 以上的河流长 度和汇水面积
、

9 4冤 以上灌 溉潜力和流域人 口 在

印度境内
,

因此它与其说是一条习惯意义上的国际河流
,

毋宁说是一条印度河流
,

所以关于

国际河流的法津和质例不能适用
。

Á 也许就是以 这种理沦为 衣据
,

印度政育在没有同巴基斯

坦政育达成任何协议 的情况下开始兴建法拉卡水坝
。

到 19 7 1
_

年底孟加拉国独立的时候
,

水坝

的主体工程已基本竣工
,

后来又用了4年时间挖掘一条长2 3 . 5英里的连接胡格利河的引水渠
。

从此
,

印巴关于分配恒河河水的争端便成为印孟之间以何种数量和方式分配河水以及如何增

加缺水季节恒河流量以满足两国需要的争端
。

19 此年4月16 日至 18 日
,

’

印度农业和灌溉部长贾格吉凡
·

拉姆和孟加拉国农业部 长 阿 卜

杜尔
·

拉布
·

塞尼亚 巴特在达卡举行会谈
。

双方签订了关于缺水季节分配值河河水的临时性

协定
。

协定以法拉卡恒河可供利用的流量为基础
,

从19 7 5年 4月2
旧至。月3 1日每10 天为一期

分 4期规定两国分享河水 的数量
。

在这期间
,

给孟加拉国的流量从 44 , 0 0 0秒立方英尺逐 渐 增

加到49 , 50 0秒立方英尺
,

约占总流量的75 %至 80 % ; 印度撤水的数量从1 1 , o。。秒立方英尺增

加到16 , 00 0秒立方英尺
,

约占总流量的20 %至25 %
。

这样
,

法拉卡水坝的引水渠投入试验性

使 用
。

然而在41 天期满以后
,

印度单方面继续截 流
,

引起孟加拉国的不满
。

19 7 5年 8月孟加拉国政变以后
,

印度对孟采取报复行动
,

将 80 % 以上的巨河河水截 流 引

入 胡格利河
,

给孟加拉国 37 %的上地面积的生态平衡和生物模式
、

33 %人 口 的生产活 动与生

活带来严重后果
,

使孟加拉国遭受 巨大损失
。

因此
,

两国关系一度变得相当紧张
。

19 7 7年印人民党执政后
,

于同年 n 月5 日与孟双方签汀了有效期 5年的关于在法拉 卡分配

恒河河水和增加其流量的协定
。

协定规定每年1至5月为缺水季节
,

这期间每 10 天为一期
,

按

恒河到达法拉卡可供利用的流量
,

由印度和孟加拉国分配 使用
。

根据计算
,

恒河可供利用 的

流量从 1月 1一 10 日的 9 8 , 5。。秒立方英尺逐渐减少到4月21 一 3。日的5 5 , o的秒立方英尺
,

而到5

月 2 1一31 日所增加到6 5 , 5 00 秒立方英尺
。

在这期间印度在法拉卡撤水数量分别为4。,

。00 秒立

方英尺
, 20 , 5沁秒立方英尺和 23 , 7 50 秒立方英尺

,

占可用总流量的读0
. 6 %

、 37 . 3 %和拍
. 8 % ,

释放给孟加拉国的流量分别为5 8 , 5。。秒立方英尺
、 34 , 5”秒立方英尺和 3 8 , 75 0秒立方英尺

,

占可用总流量 的59
. 4%

、

Q2 . 7 % 和 5 0 . 2 %
。

 

关于长期安排
,

双方同意印孟联合河流委 员会应就任河一方政府提 出的有关增加巨河 旱

季流量的方案进行调查研究
,

以便找出经济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

并在 3年内向两国政府 提 出

建议
,

两国政 仔应考虑联合河流委员会的建议
,

在取得意见一致的基础上采取必要的措施使

其尽快付诸实施
。

在执行上述协定过程中
,

遇到了许多复杂的情况和困难
。

在协定期满前
,

艾尔沙德访 问

印度
,

两国政府于1 9 8 2年10 月 7 日签署了
“谅解备忘录

” 。

谅解备忘录关于在法拉卡分 配 厄

河河 水数量方面
,

基本上维持19 7 7年 协定灼内容
,

只作了微小的修改
,

但取消了在异常低流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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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提供80 % 孟加拉国分 配额的保证 条款
。

一位历任总统水利顾问和水利部长认为
,

删律

保证条款打击了分配河水的基础
,

实际上允许印度在分水点法拉卡上游撤走任河数量或全 部

河水
。

Á

19 8 ) 年 n
一

平22 日
,

两国再次签订
“凉解备念录”

,

对从下一个旱季开始 3年期间分 配 恒

河可用流量作了规定
,

并决定建立由两国政府有关秘书和联合河流委 员会中每方两名工程人

员组成的联合专家委员会
,

负责在 12 个月内制订出法拉 卡增加恒河流量的方案
。

目前
,

孟 印双方关于法拉 卡争端的焦点
,

除取得分配恒河河水的永久性解决方案外
,

就

是增加旱季厄河流量的途径和方法
。

二者是相互联系的
。

后一个问题如果得到适当 l均解决
,

前一个间题也就易于解决了
。

然而
,

在如何增加恒河旱季问题上
,

两国政舟的立 场 相 距 甚

远
。

孟加拉 国主张在印度和尼泊尔境内恒河支流上建造水库
,

把雨 季多余 的水储存起来
,

到

旱季择放到恒河
,

因此在综合利用本地区水 资源的谈判 中
,

必须邀请尼泊尔参加
。

如果按 照

这个设想
,

由于建造水坝
,

尼泊尔境内一些河流水位提高
,

再采取一 些技术措施
,

这个内陆

国家的船只就可以 通过孟加拉国或 印度的河流直接到达孟加拉湾
。

印度则认为
,

增强恒河旱

季流量的最佳办法是从阿萨姆邦的乔吉戈帕或社布里加特 自东向西穿过孟加拉国北部地区到

法拉卡开凿一条联系运河把布拉马普特拉河多余的水引到值河
。

孟加拉国断然拒绝印度的方案
。

据 专家研究
,

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旱季流量同样不能满 足

孟加拉国中部和北部地区的需要
。  另外

,

印度设想的运 河有 70 英里长在 孟加拉国境内
,

需

要占用耕地约2万英亩
,

这对极端 缺少土地的孟加拉国是根本无法接受的
。

19 8 5年12 月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第一次首脑会议之后
,

拉
·

甘地总理曾表示
,

印度政府愿

意同孟加拉 国和尼泊尔一起讨论增加恒河旱李 流量问题
。

¾ 在 19 8 6年 n 月南盟第二次首脑会

议期间
,

艾尔沙德总统
.

拉
·

甘地 总理和 比兰德拉国王就把尼泊尔纳入长期分配河水协定达

成谅解
。 @ 尽管如此

,

在综合开发本地区水 资源
、

增加恒河旱季流量以满足印度和孟加拉国

需要方面
,

还有许多困难和障碍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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