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亚地区安全的大国博弈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中心主任  赵干城

=内容提要 >  南亚地区安全形势近年来有逐渐恶化的趋势。主要体现为南亚

国家内部动荡不安、国际恐怖势力活动猖獗、大国介入而产生的矛盾等问题。其中

最突出的是美国深陷阿富汗 -巴基斯坦困局, 以及美国在南亚地区的新战略与其他

大国的互动。这里既有印度的地位与作用方面所产生的变化, 也包括中国对南亚地

区的影响增长。这些互动也可被解读为南亚地区新的大国博弈。

=关键词 >  南亚安全  美国战略  阿 -巴困局  大国博弈

  南亚地区安全形势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关

注的一个焦点。其中既有美国深陷阿富汗 -

巴基斯坦困局难以解脱的问题; 也有南亚一

些国家内部动乱导致的政局不稳问题; 更有

该地区国际恐怖势力日益猖獗的问题。 2008

年 11月, 印度经济中心孟买发生的恐怖连

环袭击, 触发了连锁反应, 使南亚地区安全

进入了一轮新的紧张互动状态。 2009年,

该地区安全局面无根本好转, 地区合作也无

重大进展。美国总统奥巴马 2009年 12月 1

日在西点军校宣布向阿富汗增兵 3万。作为

美国新政府所谓对阿富汗 -巴基斯坦新战略

的核心, 它预示了本地区未来仍将有持续的

战争, 结局难以乐观。南亚地区内外各种势

力相互之间的博弈, 有可能在本地区形成一

个新的局面。而其中大国的互动显然居于突

出的地位。

一、美国的阿富汗 -巴基斯坦困局

阿富汗 -巴基斯坦局势是美国在 / 9# 110

以后所奉行战略成败的政治标杆, 也是美国

反恐战略深陷困境的重要标志。自美国发动

对阿富汗战争以来, 美国能不能打败塔利班

和 /基地 0 组织, 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问

题。美国举国上下曾经认为, 作为对 / 9#

110 恐怖袭击的自然反应, 美国在打一场

正义的反恐战争, 而且是实力悬殊的战争。

美国没有理由对是否能打赢这场战争提出疑

问。 2004年, 卡尔扎伊在美国的扶持下,

终于成功举行了阿富汗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

举。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 , 美国的阿富汗战

略看上去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了。但美国的

期望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被撞得粉碎。

自布什政府后期以来 , 阿富汗 -巴基斯

坦局势不断呈现乱象。塔利班和 /基地 0

组织的武装势力在阿富汗境内卷土重来, 对

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动各种规模的袭击, 迫

使联军一次次发动围剿行动, 双方的冲突有

越演越烈之势。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使美国希

望早日在阿富汗建成民主政府和公民社会的

目标成为非常遥远的幻想。而美军及联军日

益上升的死伤数字, 则使西方各国内部的舆

论对他们的政府究竟要在阿富汗达到什么目

标, 产生巨大争论和怀疑。在美国 2008年

的总统选举中, 美国的阿富汗 -巴基斯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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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几乎成为候选人之间惟一的外交议题。这

显示该问题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所占的分量,

也表明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不但在伊拉克没

有成功, 在阿富汗也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

布什拟定的 /大中东计划 0 看来在第一步

就要夭折。¹ 阿富汗不但没有成为伊斯兰民

主的样板, 反而连巴基斯坦这个拥有核武器

的伊斯兰国家也受连累。巴基斯坦塔利班和

其他宗教极端势力的武装袭击遍及全国, 严

重威胁人民党政府的执政地位。如 2009年

4月, 塔利班武装占领了距首都伊斯兰堡仅

100公里的布内尔。这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

猜测, 认为此前巴政府与塔利班达成的和解

协议, 正在为该国的塔利班化铺平道路。美

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甚至认为, /巴基

斯坦政府基本上已经与塔利班和极端分子妥

协了 0º。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剧变给刚上

台的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经过长时间的国内辩论以及在国际上寻

求支持后, 奥巴马终于在西点军校提出了美

国的阿富汗 -巴基斯坦新战略: 美国将向阿

富汗增兵 3万, 消灭塔利班和 /基地 0 组

织武装力量, 并从 2011年 7月开始撤军。

这个方案在外界看来毫无新意。它只不过延

续了过去 8年来华盛顿的保守派一向主张的

强硬路线, 即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考虑到

美军在阿富汗已经驻有 7万大军, 奥巴马的

这次增兵不免令人想起当年美国在越南一次

次增兵, 一步步陷入越战泥潭的情景。似乎

这就是另一场越南战争。这令奥巴马的阿 -

巴新战略黯然失色, 迫使他在演讲中极力强

调, 阿富汗不是另一个越南。因为 /其一,

在阿富汗有 43个国家和美国一起并肩作战,

说明这场战争的合法性得到认同。其二, 在

阿富汗并没有广泛的植根于民众中的反政府

对抗。其三, 更重要的是, 对美国人的恶毒

攻击直接来自阿富汗, 这些极端分子继续将

美国作为目标 0。» 这是奥巴马列出的美国

必须战而胜之的重要理由。同时他也保证美

国无意寻求在阿富汗长期驻军, 并给出了具

体的撤军日期。他希望在接下来的 18个月

内, 美国与其盟国能够完成在阿富汗以及巴

基斯坦的基本战略目标。不过, 目标终究是

目标, 能否实现仍然存在很大变数。例如卡

尔扎伊本来并不为美国看好, 但 2009年的

阿富汗总统选举仍然使他得以再次出任总

统。这对美国实现其战略必定会产生很大的

影响。特别是卡尔扎伊在过去 5年的执政中

基本没有解决阿富汗的稳定与安全问题, 使

美国对该政权的前景深表怀疑。

奥巴马最终不得不同意继续大规模增

兵, 且呼吁其盟国补充美国兵员之不足。美

国在阿富汗 -巴基斯坦的困局可谓暴露无遗。

美国处于进无法保证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战争,

退又难以向民众交待当初为什么要发动战争

的两难境地。这可以说是奥巴马政府继承的

最困难的外交 /遗产 0。奥巴马入主白宫一

年后,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大

规模增兵同时又立下 2011年 7月开始撤军的

承诺, 将本届政府的政治赌注下在未来不长

的时间内, 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必须取得从战

场到谈判桌的基本胜利上。从阿 -巴地区自

2009年以来的动荡来看, 风险是很高的。展

望该地区前景, 完成这些目标从而使美军得

以全身而退的几率虽然不是一点没有, 但最

乐观的预测对此也不会有太大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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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国情咨文中首先提出, 主要内容是要把从土耳其到阿富汗 22

个伊斯兰国家按照美国设想的 / 民主自由模式 0 进行改造, 加强

美国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渗透, 美国认为

这是取得反恐胜利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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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的地位与作用

作为本地区最重要的国家, 印度在南亚

地区的地位与作用, 在没有外来势力干预的

情况下, 无疑是最强大的。长期以来, 印度

在南亚地区的政策坚持实行双边模式, 努力

排除一切在印度看来属于外部势力的干扰。

印度认为南亚地区以外的势力进入该地区是

其外交不利的因素。例如印度在本地区的最

大冲突因素是与巴基斯坦的矛盾。印度认为

与巴的矛盾只有在双边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

不过实际上并不那么容易。 2008年 11月 26

日在印度最大城市孟买发生恐怖连环袭击后,

印度立即开始向巴施加巨大压力, 希望以此

为契机解除对印度的最大威胁。和以前一样,

印度的这个策略没有获得预期的进展。印度

所指控的所谓得到巴政府支持的恐怖势力仍

然 /逍遥法外 0。而印度的压力则已经引起

美国的注意。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赖斯就对印

度在袭击发生后采取的行动 /深为担忧 0,

希望印度克制。这似乎证实了印度完全排斥

外部势力进入南亚很难做到。

对美国在阿富汗 -巴基斯坦地区的最新

行动, 印度却又持模棱两可的含糊态度。美

国新一届政府入主白宫后, 适逢印度也举行

大选。国大党赢得了压倒性胜利, 并再次由

曼莫汉#辛格出任总理 , 使印度对美国的政

策保持了连续性。印度方面对奥巴马的民主

党政府抱有期望。 2009年 11月, 辛格总理

正式访美, 成为奥巴马政府上任后接待的第

一位国宾。美方通过大张旗鼓的礼仪安排,

试图减轻印度对美国可能 /轻视印度 0 的

担忧。双方就印美关系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

讨论, 包括两国在南亚地区的反恐合作, 以

及美国对印度的战略期待。外界高度关注的

印美核能合作问题, 则因细节有待落实而没

有对外宣布将如何进一步推动已经达成的协

议。但外界普遍认为在美国的南亚新战略

中, 印度已然是美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这

是由布什政府时期就已经完成的政策调整。

奥巴马政府基本上继承了这条路线。这也是

奥巴马在欢迎辛格访美时加以强调的一点。

印度对此似乎比较满意。在此基础上, 美印

强调了在诸多涉及战略与安全领域展开合作

的意向。美国表示愿意向印度提供印度所需

的先进武器系统, 与印度展开高层战略安全

对话, 俨然将印度视为 /准盟友 0, 从而解

除了印度对奥巴马政府一度曾有的担心。

在美国的帮助下, 印度在南亚的地位得

到加强。长期来, 由于美印关系存在各种问

题, 双方缺乏信任, 因此在美国的南亚战略

中, 印度与其说是美国依靠的对象, 不如说

是制约的对象。美国常常在支持巴基斯坦和

尽量不要得罪印度之间摇摆。这种政策在新

德里引起的反感是美印关系的一个特征。布

什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印政策, 帮助印度摆

脱核孤立状态, 进而又表示要 /帮助印度

成为全球大国 0。美国的这个政策转变显然

受到新德里的欢迎。奥巴马政府上台后, 印

度希望美国的政策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因为从印度的角度来看, 如果美国不反对印

度成为世界大国, 那么美国也一定愿意看到

印度在南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洲地区成为主要

大国。这正是印度独立以来始终追求的一个

目标。过去数十年, 印度围绕着该目标做出

了不懈的努力, 但基本上都是不成功的。印

度在国际体系的大格局中经常是一个被摆布

的对象。反映在南亚地区 , 印度主宰该地区

的愿望始终受到挑战。印度自身最终也偏离

了不结盟的立场, 成为苏联的 /准盟友 0。

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期 , 印度在南亚的地

位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印度自认为天然应

该拥有的地区主导地位仍然没有实现。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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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亚邻国把印度视为本地区的一个霸权。

巴基斯坦固然是印度宿敌, 小国如孟加拉、

尼泊尔、斯里兰卡等, 面对印度的强势地

位, 常常也为如何与印度相处而深感困扰。

美国以前利用这些因素制约印度。美国的策

略一向是不希望看到任何国家主导任何地

区。从这个角度看, 布什政府对印度政策的

调整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美国今天的策略

似乎更倾向于把印度拉入美国领导的阵营,

接受印度为南亚地区的主导国家。

有两个因素促成了印度地位的改变。其

一是印度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所谓印度的

/崛起 0 如果是事实的话, 那么首先改变的

应该就是印度在南亚的地位。虽然印度的目

标绝非限于在南亚发挥主导作用, 但如果印

度在南亚都没有真正的支配地位, 就更谈不

上是一个世界大国了。所以, 尽管印度近年

来的对外政策确实有脱离南亚加入亚太的趋

势, 但这不是真正的脱离, 而是希望以亚洲

大国的地位加入亚洲一体化进程, 从而确立

和巩固其在本地区的支配地位。而这种地

位, 以印度战略家看来, 本应是理所当然

的。印度近年来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与其他

南亚国家的内部动乱纷争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特别是阿 -巴

地区一再面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控制的威胁,

印度似乎成为南亚地区发展的一个样板。在

这个背景下, 美国改善与印度的关系, 强调

美印战略伙伴关系, 就提高了印度在美国的

战略蓝图上的位置。与冷战时期美国对印度

的敌视和冷淡态度相比 , 今天美国更认同崛

起的印度是美国可以依赖的伙伴。

其二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发展所

产生的影响主要不是在南亚。中国的地位以

及影响是全球性的。正因如此, 美国和印度

对中国的发展所做的反应也是全方位的。在

南亚, 中国的影响虽然不是决定性的, 因为

中国毕竟不是南亚国家。中国的核心国家利

益也不在该地区。但中国与南亚国家的传统

合作关系, 决定了中国将继续是该地区最有

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从印度的角度来看, 中

国当然也是所谓的外部势力。其最新的例证

是奥巴马访华与中方发表的联合声明, 其中

涉及南亚问题的说法遭到印度的反对。¹ 分

析家一般都认为 , 印度担心的恐怕不是美

国, 而是中国在南亚事务中可能会有越来越

大的影响。印度对中国的担心构成了美国对

印度政策调整的一个背景。美国通过扶持印

度在南亚乃至亚洲的地位 , 来平衡中国的力

量和地位。这种平衡政策当然很可能使印度

在南亚的地位得以提升。尽管美国领导人一

再声称, 美国与印度享有共同的价值是美国

对印政策的基础。这种说辞只能反映美国对

外政策中比较虚伪的一面。

综合起来看, 印度在南亚的地位与作用

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印度的战略地位因

印美关系的改变而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可以

预期在美国深陷阿 -巴的困局中, 印度的地

位可能得到提升。印度也不会反对美国在该

地区的存在 , 反而会与美国进一步加强合

作, 并以此巩固印度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并为美国最终撤离阿富汗后做好铺垫。二是

印度的快速发展将继续成为南亚地区的一个

突出现象。它标志着印度的国力以及军备能

力都将快速上升。这对南亚地区安全的结构

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三是印度在可预见的未

来, 仍然不大可能解决好它与南亚邻国之间

的已有问题。无论是与巴基斯坦的历史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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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还是与其他南亚邻国如孟加拉的水资

源分配问题等, 都有着难以解决的症结。这

将损害印度在南亚的主导地位, 也使印度难

以客观评价其他大国与其南亚邻国的关系。

例如中国与斯里兰卡的传统合作关系因斯政

府大力剿灭泰米尔 /猛虎 0 组织而使印度

担忧外部势力会因此而更深地介入地区事

务。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印度与尼泊尔的关

系等等。四是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仍然是

印度对外政策的一大难点。如果印度仍然以

传统的地缘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南亚

政策, 则中国国力的快速发展将始终构成对

印度在南亚的地位与作用的一个巨大挑战。

从这个角度来看南亚, 则中国的战略与地位

也是观察南亚地区形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三、中国的南亚政策与影响

中国虽不是南亚国家, 但中国的地理位置

决定了南亚形势的演变, 对中国诸多层面的国

家利益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它包括与南亚

接壤的西藏和新疆地区的稳定与开放; 中国参

与国际反恐的程度与范围; 中国与南亚穆斯林

国家的关系, 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中国与伊斯兰

世界的关系, 中国与美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大

国的互动。其中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并不必然具

有中心的地位。例如冷战时期由于地缘政治的

力量分布和中印对世界事务的立场之不同, 导

致了中印关系在冷战时期事实上是从属于世界

政治主要格局的, 在中国的南亚战略和政策中

并无中心地位。而印度的不接受外来势力对南

亚地区的干涉政策, 在冷战时期也从来没有实

现。那么今天的形势是否有了足够的改变呢?

中国的战略与南亚政策是否也已经到了需要做

重大调整的时候呢?

南亚 8国大多与中国山水相连。历史上

中国与这些近邻有着悠久的交往。而邻国的

稳定与否决定着中国的周边环境。从中国的

自身利益出发, 可以预设努力维护邻国的稳

定是中国的周边战略目标之一, 甚至是最重

要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定义中国在后冷战

时期的南亚战略与政策, 也许可以认定一些

新的特点。

首先, 国际格局的变化虽然仍不足以在

南亚塑造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 但也已经产

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的一个结果是各大国

不再将该地区视为地缘政治争夺的一个对

象。如果这点可以成立, 则中国的相关战略

也必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观察。和其他大

国一样, 中国在南亚关心的是, 能否在该地

区维护持久的和平与稳定 , 能否阻止国际恐

怖势力在该地区蔓延发展 , 而不是与哪个国

家争夺所谓的 /势力范围 0。在这个前提

下, 中国希望与所有南亚国家建立正常的国

与国关系, 并以积极的姿态加入南亚的地区

发展进程。中国于 2005年申请加入 /南亚

区域合作联盟 0, 成为其观察员便是例证。

尽管中国的这个姿态在新德里未必被如此解

读。中国摆脱传统的地缘政治争夺模式, 转

而以新的方式参与南亚事务, 这一过程仍然

需要时间。但中国的战略是明确的。中国并

不需要通过相互制衡这种传统的战略游戏来

达到维护该地区稳定的目标。相反, 中国将

以南亚重要邻国的姿态努力发展与所有南亚

国家的合作关系。

其次, 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在中国的南亚

战略中的地位确实在上升。印度是南亚地区

的头号大国。印度的行为与政策是决定该地

区局势发展的一个关键。因此, 中国要以适

当的方式参与南亚事务, 与印度的关系无疑

具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

发展, 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常常存在着显性的

和隐性的矛盾。尽管两国已经决定将两国关

系定义为 /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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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关系 0, 但现实的中印关系仍未真正上升

到有着相互信任基础的合作关系。这种情况

体现在南亚地区, 则可见双方在涉及南亚稳

定与和平的重大问题上寻求共识的努力, 仍

然非常容易受到打击。 2009年 1月, 由于

印巴对孟买恐怖袭击案的看法不一, 矛盾急

剧上升。中国第一次派出特使, 在伊斯兰堡

和新德里之间展开斡旋。中国的做法显示了

中国正在南亚地区寻求一种新的介入模式。

这种模式不是基于相互制衡的地缘政治传

统, 而是把南亚地区的稳定视为各方的共同

利益, 并认定中国在维护该地区稳定的进程

中可以发挥一种更好的平衡作用。这个作用

的基础是可持续、可操作的中印相互理解。

目前这种理解仍未真正建立, 但其前景是存

在的。因为中国相信维护该地区稳定确实是

印度的核心利益所在。

再次,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深陷阿 -巴

困局, 因而不得不加大在该地区的存在, 包括

军事投放和经济文化投入。这是否意味着在南

亚地区的大国博弈有可能产生消极后果? 从目

前的形势发展来看, 大国在南亚地区争夺势力

范围的前景并不明显。布什政府曾经有过的

/大中东计划 0, 今天看来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美

国计划, 缺乏现实政治基础。奥巴马政府可能

已经意识到这点, 有改弦易辙的趋势。例如在

其所谓新的阿 -巴战略出台前, 派特使霍尔布

鲁克访问相关国家, 寻求该地区其他大国对美

国的政策与战略的理解。中国和印度事实上都

是美国寻求支持的主要国家。由此可见, 大国

对该地区的关注是在上升, 但其主要趋势恐怕

不是争夺, 而是谋求建立有基本共识的共同阵

线。美国的这种政策调整, 对中国在该地区的

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新的课题。例如中国是否应

该向美国领导的阿富汗维和部队提供帮助, 甚

至进而将问题提升到中国是否应参与阿富汗的

战事等等。¹

综上所述, 大国在南亚地区的博弈大抵

是在美国、印度和中国之间展开。在这场并

非以零和为特征的游戏中, 各大国的兴趣和

利益并不一致。因此各方都需要调整相关的

策略和政策, 以期能够建立某种共同点。中

国在南亚的地位是以悠久的历史关系和文化

交流为基础的。这包括中国与印度及其他南

亚国家的关系。因此中国介入南亚地区事务

是必然的。问题只在于以何种方式介入。美

国介入南亚地区不是必然的, 但在当前的反

恐局势下却是自然的。奥巴马别无选择, 只

有加大干涉力度, 希望前任政府已经开启的

进程有一个美国可以接受的结果。美国因而

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 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美国曾经认为自己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有足够

力量, 即使没有他国的合作与支持, 也能独

立打赢美国要打的战争。美国的这个幻想在

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没有实现。奥巴马现在要

把焦点转移到阿 -巴地区, 这将突出大国在

南亚地区的博弈。印度本来就是南亚大国。

印度的问题在于印度以为南亚应该是印度的

/后院 0。但印度的行为与政策常常使南亚成

为印度的 /前线 0。随着印度的崛起, 营造

一个稳定的南亚的需要将日益突出。以前印

度坚持排斥 /外来势力 0 对南亚的干预, 这

项政策没有解决南亚的地区稳定问题, 而且

因国际恐怖势力的猖獗, 已经给印度带来了

损害。 (责任编辑  何任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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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2009年 4月霍尔布鲁克访问北京后, 美国的媒体开始炒

作, 要求中方开放瓦罕走廊, 以为北约联军提供新的后勤保障通

道。瓦罕走廊, 旧称蔥岭古道, 是沟通东西帕米尔高原的惟一通

道, 全长约 400公里, 中国境内约占 1 /4, 位于新疆塔什库尔干的

塔吉克自治县内, 每年十月下旬到次年六月, 大雪封山。当年苏

联入侵阿富汗后, 曾被辟为向伊斯兰抵抗者输送物资的 / 阿富汗

小道 0。 2009年 11月奥巴马访华, 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 奥声

称美国将和中国合作在阿富汗 -巴基斯坦打击国际恐怖势力, 但

这只是美方的单方面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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