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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美印安全合作及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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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日益密切的美印关系正成为关注的焦点。美国与印度之间除了频繁的高层互访之外, 还在核技术、

军事防务、国际与地区反恐以及海洋安全等方面加强了合作。美国和印度都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重要国家,美

印之间的安全合作势必对中国的安全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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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美国与印度的关系一直保持着日趋密切的发展

态势, 尤其是双方加强在安全和国防层面的合作更促进了双

边关系的发展。 / 9# 110事件后,由于美国与巴基斯坦政府

在国际反恐战略中的合作加强,外界曾普遍认为这将给美印

关系未来的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但观察近年来美印双

边关系和地区局势的发展, 这一情形并未出现, 美印关系反

而稳步发展, 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加强。美国总统奥巴马表

示, 要在他执政期间将印度培养成为美国的全球战略伙伴。

众所周知, 美国是冷战后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大外部

因素, 而印度是南亚地区的大国, 是中国重要的邻国, 且与中

国存在领土争端等问题, 因此, 美印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势必

对中国的安全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美印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

冷战期间, 由于美国与巴基斯坦结成军事同盟关系, 而

印度奉行不结盟政策, 美印关系大部分时间疏远冷淡。冷战

结束后, 美印关系不断升温,双方除了频繁的高层互访之外,

开展了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其中,安全合作是双方合作的

一个重要领域, 其中包括核技术合作、军事防务、国际与地区

反恐以及海洋安全等。

1.核技术合作。在印度 1998年 5月进行核试验后, 美

国曾对印度实行制裁, 中断了以前几乎所有的核合作项目,

并对印实行严厉的出口限制。 2001年 11月, 印度总理瓦杰

帕伊访问美国, 双方同意就核安全问题恢复对话与合作。

2005年 7月印度总理辛格访美时,与布什总统共同发布两国

民用核能合作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称印度是一个 /拥有先

进核技术的负责任国家0,值得 /与其他类似国家得到同样的

利益和好处0。[1] 2006年 3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印度, 与辛

格签署了5民用核能合作协议6。根据协议, 美国将在印度未

签署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情况下, 为印度发展民用核能提供

核燃料和技术支持。这实际等于美国正式承认了印度的核

武器国家地位。虽然美国与印度进行的是民用核能的合作,

并强调印度必须将民用核计划与军用计划区分开来, 但对于

坚持发展核力量、努力迈向核大国的印度, 美国调整其核政

策, 不能不令人感到疑惑和担心。美国放松对印度民用核能

的出口限制, 将为印度扩充核武库打开方便之门。

2.军事防务合作。美印在军事和防务领域的合作是深

化两国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已意识到印度不断

改善的军事实力和战略伙伴地位, 积极加强双边防务合作。

美国驻印度大使布莱克威就曾说过: /防务合作是美印关系

转变中一个富有活力、成绩显著并不断扩大的方面0 [ 2]。两

国军事防务合作包括导弹防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扩大军

备供售、增强军事人员与军事情报交流、放松军备与双向技

术出口等领域。美印都对拓展防务与安全关系持积极的态

度。 1995年 1月,美国国防部长佩里访印,两国签订了5美印

防务关系协议 6,规定除了在军品生产和研究上进行合作外,

还将进行军职人员和非军职人员的交流。早在 2001年 5

月, 印度政府宣布支持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 并提出购买

/爱国者三型0导弹防空系统。 2005年 3月, 美印日在导弹

防御合作会议上同意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 就导弹防御问题

展开密切合作。2005年 6月美印签署 10年军事合作协议,

协议不仅要求加强军队间交流, 而且提出加强武器生产、采

购以及导弹防御方面的军事合作。 2009年 7月美国国务卿

希拉里访问印度期间,两国签署了有关国防的 /终端用户监

督协议0,美国向印度出售先进防务科技。该协议实际上使

印度获得美国先进武器的一个 /准买证0, 因为美国法律规

定, 只有与购买方达成 /终端用户监督协议0, 先进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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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被允许出售。近年来, 美国多次邀请印度参加联合军事演

习, 表明美印军事关系的发展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3.国际与地区反恐合作。美国和印度都是恐怖主义的

受害国, 打击恐怖主义成了共同的需要。而从长远目标看,

两国在反恐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共同利益。[ 3]32- 36早在 2000

年, 两国就反恐问题组成联合工作小组。 / 9# 110事件后,南

亚地区成为美国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的

前沿地带, 美国更加重视与印度的反恐合作, 印度政府也表

示愿意尽其所能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 双方在军事行动、

联合军演、信息情报、法律制度等各个领域的反恐合作得到

全面提升。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预示着美国的全

球反恐战略已拉开序幕。考虑到印巴矛盾, 美国不再过度偏

袒巴基斯坦, 而积极拉拢印度加入其反恐战略, 为其实施反

恐战略增加更多有利因素。近年来,美印举行的多次联合军

事演习, 大多是以 /联合反恐0的名义进行的。

4.海洋安全合作。维护两国的海洋安全是双方海上合

作的主要目的。美印双方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地区存在着

的共同利益, 涉及石油供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毒品走

私、海上自由、航海安全和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冷战后 ,美国

和印度在海洋问题上积极合作,除了两国海军进行频繁海上

联合演习之外, 印度海军舰艇也为美国舰船提供护航和基

地, 美国对印度海军建设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二、美印加强安全合作的主要原因

美印加强安全合作, 两国关系不断升温, 原因是多方面

的, 它是美印各自安全战略的需要, 也是双方经济、安全与政

治利益使然。

首先, 对美国而言, 加强与印度的安全合作, 以实现其以

下战略目标与利益: 第一,将印度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 实现

美国构想的地缘战略格局。印度作为南亚大国,近年来的经

济发展和国力增强为国际社会所瞩目。在美国看来, 如果把

印度这个 /实力不断上升的强国0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新

型伙伴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中,就可以利用印度在南亚的战

略地位, 保持亚洲的力量均衡, /进而在欧、亚大陆形成一种

对美较为有利的地缘战略格局0。[ 4]第二, 维护美国在海上的

安全利益。印度是美国在中东、东亚两大军事部署重心之间

的最大军事强国, 并印度控制着中东石油的进出要道 ) ) ) 印

度洋。与印度在印度洋上的合作可以减少美国保障石油和

贸易运输线安全的成本,为美国的商船和军舰提供更多一层

安全保障, 也可以为美军提供新的训练伙伴和场地。第三,

借助印度力量制衡中国和俄罗斯。美国媒体坦言, 冷战结束

以来, 打 /印度牌0抗衡中国成为美国历届政府亚洲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 5]中国的快速发展被美国部分政界人士认为是

对美国霸权地位的真正威胁。因此,和印度结盟便成为制衡

中国的一着远棋。美国政界和学界的许多人士认为, 美印关

系的核心应该是遏制中国在全球日益膨胀的经济和军事实

力。[ 6]与此同时,鉴于俄罗斯在南亚地区有着传统的影响,美

国加强与印度的合作, 也意在削弱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

力。美国传统基金会有研究认为,遏制中国和俄罗斯在南亚

地区对美国的不利影响,是美印官方加强战略对话的意义所

在。[ 7] 67- 72第四,谋取经济利益。印度不仅资源丰富, 市场巨

大, 而且作为发展中大国, 印度有日益增强的经济、科技实

力, 与中国同属 /金砖四国0成员。印度的发展和市场潜力,

让许多美国人认为, 必须重视对印度市场的开发, 加强对印

度的投资和双方的经贸合作,从而为美国谋取更多的经济利

益。通过加强与印度的安全合作, 提升两国的战略关系, 获

取印度的信任 ,可以为美印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政治

与外交环境。而且与印度的军事与安全合作本身也可以为

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因为近年来, 印度正加紧军事现

代化建设, 用于军事装备进口的开支不断增加。印度计划在

今后 10年拨出 1000亿美元用于采购军事装备。[ 8]印度已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进口国之一。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

抢占印度军火市场,无疑给美国的整个军工企业带来巨额利

益。

其次, 印度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安全合作, 达到以下两个

主要目的: 第一, 提升印度的大国地位。印度作为南亚地区

的大国, 随着实力的迅速增强,其世界大国的梦想日渐膨胀。

出于大国战略目标的需要, 印度认为, 必须借助当今世界唯

一超级大国, 即美国的力量。加强与美国包括军事在内的各

种合作, 从而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创造有利于自己

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 实现成为世界大国的梦想。第二,

借助美国力量防范中国, 打压巴基斯坦。长期以来, 印度把

中国视为最大的潜在威胁,近年来对中国的崛起更是深感不

安。有舆论认为, 印度目前是中国威胁论最大的市场。[9]印

度希望利用美国防范中国的意图,通过深化印美军事与安全

合作来共同遏制中国的发展,削弱中国在南亚以及印度洋的

影响, 确立自己在该地区的霸主地位。印巴两国自分治以来

长期对立, 冲突不断。 / 9# 110事件后,巴基斯坦成为反恐前

哨, 美国加强了对巴的支持和军事援助。印度希望通过加强

与美国的安全合作, 制约美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巩固其在

南亚的主导地位。

再次, 两国拥有共同的西方价值观也是美印加强安全合

作不可忽视的因素。共同价值观为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提供了可能性。共同价值观源于双方分别自视为最强和最

大的民主国家, 这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政治意义: 第一, 有利

于营造良好的政治气氛。民主已成为两国的共同话题, /最

大的民主国家 0印度和 /最强的民主国家0美国保持接触有

利于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第二, 根据 /民主和平论 0, 美印

之间不会有战争。这有助于两国建立基本的政治信任。冷

战结束后美印对威胁的重新认识、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印

裔美国人在两国利益之间的桥梁作用, 共同推动了两国共同

价值观的形成。[ 1]美国也希望通过对印度的扶持来推广美国

的民主和人权等西方价值观念, 并将印度拉入美国主导的

/民主国家同盟0。

最后, 印度的多方位外交与美国的地区战略并行不悖,

有利于双方加强安全合作。印度近年来的多方位外交令人

瞩目。印度已经意识到, 俄罗斯由于政治经济地位下降,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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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为它提供毫无保留的支持与援助, 双边关系难以达到苏

联时期的鼎盛程度, 这为美国发展与印度的关系提供了机

会。印度政府也积极调整对华政策, 改善、发展对华关系。

但印度对中国一直存在戒备之心,在制衡中国这一点上与美

国不谋而合。印度与亚洲另一大国日本的关系长期低调,近

年来发展迅速。随着印日两国高层互访, 双方发表的联合声

明表示两国决定建立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进入到了一

个新阶段。印日关系的发展, 为美国倡导的包括美日印在内

的 /民主国家同盟0提供了方便。此外, 印度也注重与一些过

去接触甚少、而作用日益重要的国家发展关系, 例如加强与

东盟国家在文化、经济、安全和防务领域的合作。而美国在

/ 9# 110事件后也在不断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关系, 最近,

美国还与东盟十国签署了 5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6。不难发

现, 印度上述以美印关系为中心的多方位外交策略 ,符合美

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因而有利于双方在安全和军事方

面开展对话与合作。

三、美印安全合作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目前美印合作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佳时期, 并且随着

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的不断调整,这种关系还有进一步深入

发展的可能性。美印安全合作将对中国的安全环境产生深

远的影响。

首先, 美印开展的一系列军事防务合作, 使印度的军事

实力不断强大。其可能的后果是, 一方面, 印度国内主张对

华强硬的势力以及妄图制衡中国的国家因此拥有可以利用

的资本, 另一方面,它将使南亚、印度洋等地区的军备竞赛加

剧, 导致该地区的力量失衡, 因而大大增强了该地区的不稳

定因素, 并威胁到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鉴于军事实力的增

强, 印度将实施其设定的 /南占印度洋、东扩势力范围至南中

国海、西攻巴基斯坦、北防中国0外加核威慑的军事战略。美

国也惧怕中国强大, 两国军事防务合作极有可能挤压中国发

展的战略空间。印度目前想要扩大中东到东南亚这一带的

势力, 稳定在印度洋和南亚地区的霸主地位, 与美国加强军

事防务合作, 目的在于控制从中东通往亚洲东部和东南亚的

海洋运输通道。对此, 中国必须予以高度关注。

其次, 美印核能合作很可能促使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

使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的不扩散准则不能得到有效地贯彻

和执行, 同时使全球核出口的管制大打折扣。另外, 美国还

允许印度购买以色列生产的 /箭式0导弹防御系统, 这将破坏

导弹技术及其控制制度的准则,对整个导弹不扩散机制造成

损害。[ 10]13- 16美国为了其自身的战略利益, 在国际上奉行核

武器政策的双重标准。这一方面遭到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

另一方面导致一些国家由于担心美国的军事力量无限膨胀,

则更加倾心于投资国防建设,致使各国加入到恶性的军备竞

争游戏当中。这都对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造成极其恶劣的

影响, 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的正当的安全合作都将遭到质

疑, 使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贯彻以及和谐世界的构建带来

困难。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中国的核威慑力也将遭到一定程度

的削弱。作为国际法禁止使用的武器 ) ) ) 核武器, 其杀伤力

毋庸置疑。历史上现实的核打击也只是二战期间美国在广

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因此, 核武器的威力侧重于战略上的

威慑, 而非现实军事打击。但当前随着美印在核能方面的合

作, 印度将更加肆无忌惮地壮大本国的核力量, 从而大大增

强自身的核威慑能力。相比之下,曾在东亚地区享有一定核

优势的中国, 其核威慑能力就明显被弱化了。试想一下, 如

果中国周边核扩散态势进一步恶化,那么 /台独0势力也有可

能获得核威慑能力。到那时,如果 /台独0势力还执意分裂祖

国, 那么大陆要想诉诸武力控制 /台独0势力, 发生核战争的

可能性极大。这不仅会影响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良性发

展, 也会危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在东南亚地区, 如果

与中国有领土或领海之争的国家获得了核威慑能力, 那么中

国势必会为维持领土完整而加大对军事防务的投入。因此,

如果美印核能合作不被国际社会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一旦

核扩散无限发展,中国的统一大业和领土安全迟早会受到核

扩散的严重威胁。[ 11]42- 44

最后, 美国和印度在印度洋以及南中国海的安全合作直

接威胁到我国石油运输线安全。石油安全已经成为当今中

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

是确保石油运输线的通畅。中国的石油进口多来自中东和

非洲地区, 途经波斯湾、马六甲海峡到中国海岸的东亚海洋

运输线是中国石油输入的主要路径。特别是作为中国战略

生命线的马六甲海峡, 对中国石油进口的主导作用不可小

觑。据统计, 中国 80%的进口石油要通过马六甲海峡来运

输。在美印海洋安全战略中, 美印海军不仅增强了印度东部

和南中国海的海军力量,而且不断地将他们的力量往东南亚

逼近和往东渗透。通过主动出击,美国和印度扩大了在孟加

拉湾、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影响力 ,加强了对经过波斯

湾 ) 马六甲海峡 ) 南中国海的海上运输线的控制力。这意

味着马六甲海峡在较大程度上将处于美印海军的控制下,这

无疑将加剧中国能源运输的风险,并对我国南海海域的安全

带来严重影响。[ 12]21- 25

同时, 美印在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将挤压中国的海洋战

略发展空间。中国不断增长的海外利益, 不断拓展的国家海

洋安全空间, 都要求我国必须切实维护我国的安全权益并获

取合理的海洋战略安全空间。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是中国海

洋安全利益的重要区域和利益拓展的重要方向,而它恰恰也

是美印海洋安全战略想要控制的海上区域, 导致美中印的安

全利益区有所重叠。而在美印合作以前, 马六甲海峡不仅是

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分界,也是中国与印度两国海洋力量的分

界。如今美国支持印度大力发展在南亚海域的实力, 使印度

海军力量不仅紧逼马六甲海峡,而且还试图跃过海峡渗入南

中国海和太平洋,这势将直接威胁中国海域的安全并挤压我

国的海洋战略发展空间。美印之间还频繁在北印度洋周边

海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不仅阻碍中国在北印度洋利益的增

长, 限制中国海洋力量的发展, 而且一旦美印海军力量在南

中国海地区得到扩展,就无疑为美印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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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坚实的根基。[ 13]19- 22

结束语

综上所述, 随着美印关系的持续升温,美国加大对印度

的扶植力度, 加强与印度的安全合作, 试图借助印度遏制中

国。但中国现阶段还无需过多担忧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因

为美国和印度的合作主要限于军事防务方面, 且不具有明显

的进攻性。美国当前要考虑多方利益, 会维持与印度的非正

式同盟关系, 尽量保持在印度洋地区的力量均衡, 在维护自

身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兼顾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 当前

的中美印三角关系处在不稳定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

应积极促进与美国和印度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强化双边关

系的战略根基, 同时留意美印关系的发展动态, 对美印的军

事合作保持密切关注。只要坚持适度的外交政策, 在双边关

系中争取主动地位, 中国完全可以塑造健康、稳定的中美印

三角关系, 使之朝着更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14] 42- 47中国

有能力防止美印联合遏制中国局面的出现。加强与美印的

对话和沟通是防止美印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有效途

径; 充分利用国际机制是解决中印美某些特定问题的最佳方

式 [ 15]。另外,还应加强在区域组织中的作用, 提升中国在国

际社会的整体形象。而平稳进行国内经济与政治改革、继续

扩大开放, 提高中国综合国力, 从而提高中国在中美印三角

关系中的地位, 进而促进中美印三角关系的动态平衡, 以改

善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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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US- India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China. s National Security

LUO H ui- jun, YUAN- Fang, X u- Ran
( School of P olitics, C en tral S ou th Universi ty, Chang sha, H unan 410083, C hina )

Abstract: For the tim e be ing, the close US- India relationship is becom ing the focus of catholic conce rn. Be tw een US and India, a2

part from the frequent h igh- level exchange of v is its, the cooperation in nuclear energy, m ilita ry defense, interna tiona l and reg iona l

counte r- terro rism and m ar itim e secur ity also ge ts streng thened. A s they are bo th im po rtant countries wh ich influence surround ing se2

curity o f Ch ina, the security coope ra 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 ies is bound to bring pro found impact on Ch ina s' security env iron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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