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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初印度大国理念框架下的
亚太外交战略

师学伟*

【内容提要】 自独立以来，印度始终在追求大国目标。印度认为，要

实现大国目标，首先要走出南亚，其次要冲出亚太，最终才能成为世界一流

强国。进入 21 世纪，印度对本国实力进行了评估，实施了灵活的对外战略

以实现其冲出亚太的目标。本文分析了新时期印度对大国理念的传承，对

不同历史时期印度的亚太战略进行了简要梳理，详细分析了当前印度的亚

太平衡外交及其对印度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大国理念 印度外交 亚太战略 平衡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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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正在崛起的大国之一，印度在很多层面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其中，印度的大国理念是国际社会的兴趣点。进入 21 世纪，印度在其大国理

念的指导下活跃于国际舞台，在亚太地区的平衡外交不仅为其带来了切实的

经济与战略利益，也提升了它的大国地位。

一、印度的大国理念

印度的大国理念由来已久，其根源于印度几千年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

化。古老的印度文明培育了印度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由此衍生的大国

情结也在印度人民心中开花结果。印度独立前夕，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的话语

代表了多数印度人的心声。尼赫鲁指出，“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

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

迹。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①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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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讲话中，尼赫鲁指出，印度命中注定要成为世界上第三或第四位最

强大的国家。印度认为，自己的国际地位不是与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相比，

应与美国、苏联和中国相提并论。① 印度独立后的既定国家战略是: 在南亚与

印度洋建立以印度为中心的势力圈; 走富国强兵之路，以科技带动经济与国

防; 先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建立以印度为中心的包括政治、经济、安全

等方面都有共同目标的地区性集团，并实现其对领土的要求，成为地区超级

大国，然后争当世界强国。独立后，印度在尼赫鲁总理的领导下为实现“有声

有色的大国”目标活跃于国际舞台。印度以不结盟为手段，穿梭于美苏两大

集团之间，在国际舞台上以亚洲领导人的姿态出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掌声

和尊重。尼赫鲁之后的几代印度领导人也继承了这一理念。英·甘地执政

时期，印度推行地区强权主义，通过肢解巴基斯坦确立了对南亚地区事务的

主导权。这是印度实现大国目标的初步尝试。
冷战结束后，印度的国家战略目标定位是: “称雄南亚———争当军事强

国———争夺 21 世纪一流大国的地位”。② 为此 ，印度一方面进行经济体制改

革，实行对外开放，为实现大国梦想夯实基础; 另一方面推行睦邻外交( 即“古

杰拉尔主义”) ，扩大在周边地区的影响，推行“东向政策”，在亚太的权力体

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印度历届政府都重视发展军事力量，把强军作为实现大

国梦想的最有力手段，尤其是发展核武器。1998 年印度公开进行核试验，向

军事强国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印度不断扩大军费预算，更新武器

装备，加速陆、海、空三军的现代化和三位一体打击能力建设。这与印度人民

党领袖声称印度要成为 21 世纪“超级大国”的雄心壮志有必然的联系。
当前，辛格政府大力宣扬“21 世纪是印度世纪”，为争当世界一流大国，

实施了综合性的发展战略，在注重保持国内稳定和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开

展全方位外交，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辛格政府的外交理念是: 大国外交为

重点，周边外交为基础，积极开拓发展中国家领地。同时，印度继续军事强国

之路和入常梦。在印度看来，实施军事强国战略和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

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必要条件。当前，印度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印美在民用核能合作以及美国对印高技术出口方面达成了许多共识; 印俄在

武器出口和联合生产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入常方面，美、俄、英、法四

国在不同场合对印度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表示支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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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也表示理解和支持印度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和要求。
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①世界第四大军事强国、②

世界第五强国，③这都昭示着世界对印度国际地位的认可。但印度的大国志

向还远不止于此，它还要在道义上胜过在国际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正

如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所说:“人的伟大程度在于物质资源，这是一种巨大幻

觉。关键在于弱国把世界从这一幻觉中拯救出来。印度虽然贫穷和谦卑，但

能拯救人类。”④印度的大国情结已扎根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不仅是政治

家的意愿和国家的意志，更是全体印度人的心声，并将伴随印度整个发展

进程。

二、印度的亚太战略

印度的亚太战略在其大国理念中占据重要地位。尽管印度从未阐述过

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但从其领导人的言论和印度的对外政策中还是能清晰

看出其总体脉络。
印度独立前夕，尼赫鲁就曾预言太平洋在未来的重要性，指出印度应该

涉足这一地区，并发挥重要作用。尼赫鲁指出: “在将来，太平洋要代替大西

洋而成为全世界的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

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太平洋地区，从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

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⑤

二战结束后，国大党的豪言壮语，一方面表明了印度欲成为大国的意愿，

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印度欲领导亚洲的决心。国大党认为，印度的独立可以影

响整个世界体系，独立的印度可以在亚洲地区行使领导权。1947 年 3 ～ 4 月

和 1949 年 1 月，印度在新德里召开了两次亚洲关系会议，这是亚洲现代史上

的首次集体行动，对促进亚洲人民的团结和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贡献。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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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亚非会议和 1955 年的万隆会议，印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希望把

亚非国家团结起来，共同为争取较为公正的国际贸易条件和国际经济援助而

奋斗。① 这些都可解读为印度急于充当亚洲的代言人和第三世界领导人的

角色。
冷战结束后，印度对世界格局的总体判断是世界将走向多极化。欧盟、

中国、俄罗斯、日本将与美国一起构成多极世界。其中，超级大国美国、经济

大国日本、军事和政治大国俄罗斯、迅速崛起的中国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

日益扩大的东盟也不可忽视。地缘上与亚太地区毗邻，再加上国内改革和发

展需要资金、技术和市场，印度自然把注意力转向了亚太地区。利益驱使印

度加大同亚太地区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正如印度总理辛格所说，“东向政策”
旨在向我们在东南亚和东亚的文明邻邦伸出友谊之手。② 事实上，近些年印

度的“东向政策”目标范围在逐步扩大，几乎覆盖了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
进入 21 世纪，一部分印度政治家把 21 世纪描绘为“亚洲世纪”、“印度世

纪”。2002 年，时任印度副总理的阿德瓦尼两度发出“21 世纪属于印度”的豪

言壮语，总统卡拉姆也表示“印度总理要与八国首脑平起平坐”。2004 年 3
月，总理瓦杰帕伊发表著名的主题演讲———“构筑‘印度世纪’”。印度《经济

时报》在 2005 年开年刊文称，印度世纪晨光初现。③ 这既是印度大国情结的

写照，也是其亚洲意识的体现。这表明印度的亚洲情结更加浓厚，印度更注

重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把自身的发展与亚太地区紧密联系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辛格总理执政后，印度国家实力大大提升，成为亚太大

国极力争取的对象。印度积极发展同美、中、俄、日、东盟等主要亚太行为体

的关系，提升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与影响力。在发展与这些亚太行为体的

关系时，印度有明确的目标: 印美关系的关键点是扩大印度的政治影响力; 印

中关系的主旨是构筑和谐的周边环境; 印俄关系的基点是防务合作; 印日关

系着眼于吸引技术和资本; 印度与东盟关系的目标是提供稳固的“东向”平台

与广阔的市场。实践证明，印度的亚太外交是成功的，印度已成为亚太权力

结构中的重要一员。面对亚太地区多强并立的局面，印度没有选择去争取这

一地区的领导权，而是把合作共赢作为对亚太政策的指导方针，积极融入亚

太体系之中。
综上所述，印度的亚太战略经历了从积极争取亚洲领导权到逐步融入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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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权力体系的过程。可以断定未来印度亚太战略的目标是: 积极发展同亚太

主要行为体的全方位合作关系，增强自身的经济、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推

动亚太地区的多极化趋势，为实现世界大国目标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印度的亚太平衡外交

印度大国之路的基本脉络是: 先称雄南亚，而后崛起于亚太，最后成为世

界一流大国。当前印度的大国之路处于第二个阶段。印度没有选择去挑战

亚太地区现有的权力结构，而是利用其为本国谋利。“新兴大国的崛起虽然

与主导大国制定的规则有冲突，但在更多情况下，它们是在既定的规则框架

内发展的，在它们真正成为主导性大国之前，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去挑战现行

的规则，而是尽量利用规则为自身谋取利益。”①历史上，崛起的德国和日本，

都曾通过武力挑战当时在国际权力体系占主导地位的英、美，结果都失败了。
当前，辛格政府秉承了尼赫鲁的思想，大搞平衡外交，在中、美、日、俄和东盟

之间左右逢源。印度认为，在当前的亚太体系结构中，这五个行为体与本国

的地区利益最为密切，对提升印度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也最为重要。因此，

在本国实力还不足以挑战现有体系结构的状况下，印度针对这五个行为体在

亚太权力体系中的权重制定了不同的策略，即借重美国、接近中国、依靠俄罗

斯、拉拢日本、抓住东盟。
( 一) 印度与亚太大国

1． 借重美国

印美关系是当前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回顾印美关系发

展的历史，2000 年之前的印美关系忽冷忽热，2000 年之后，印美关系逐步升

温。其中的原因从美国方面来看是其全球战略与地区战略的需要，从印度方

面来看则源于印度大国战略的需求。
印度在美国全球和地区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布热津斯基认为，冷战后

美国的欧亚战略是防止欧亚出现主导大国或挑战美国的大国，还要防止欧亚

主要国家的联合，其方法是欧亚力量均衡。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

是主要和积极的地缘战略棋手。印度目前的图谋同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利益

没有重要冲突。作为地缘战略棋手，印度不会，至少不会在与俄罗斯或中国

同等的程度上产生地缘政治问题的根源。② 乔治·沃克·布什任总统时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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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们两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只有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

才是强大的关系。”①2010 年 10 月 28 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

夷发表讲话指出，印美两国政府、两国经济与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日益增强，

两国间相互的重要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

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价值观将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② 可见，美国的战略

家和政要是从战略角度和意识形态的视角来分析美印关系重要性的，突出价

值观念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的。事实上，美国发展同印度的关系还有更

深层次的考量。第一，印度庞大的市场对美国有巨大吸引力，即商品销售市

场、投资市场、人才市场和军品销售市场。印度是个拥有 12 亿多人口的大

国，伴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其消费能力可见一斑; 印度的基础设施相对

落后，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大量资金，这为美国的大量闲置资金提供了机遇;

印度是世界第二大软件开发商，拥有大量懂英语的软件开发人才和廉价劳动

力，可为美国企业所利用; 印度是世界最大的常规武器进口国，而美国是最大

的军火提供方，两者可以互补。第二，从地缘战略上考虑，美国的能源通道安

全需要依赖印度的支持与援助。近几年，印度军事装备的更新换代速度加

快，已成为世界第四军事强国，且印度海军在印度洋有明显的战略优势，而美

国来自波斯湾的石油运输需经过印度洋，需要同印度联合护航。此外，美国

在维护南亚稳定、防止核扩散以及打击恐怖主义方面都需要印度的配合。第

三，印度是平衡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对自己霸权

地位的挑战，因此需要地区力量来牵制中国。印度成为美国亚太战略中制衡

中国的重要棋子，美国“希望一个强大的印度成为中国的一种平衡力”。③

从印度方面来分析，印度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也有深层次考虑。第一，印

度大国目标的实现需借重美国。冷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成

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在亚太和全球权力体系中的支配地位不可撼

动。“印度认为必须接受的现实是，新的世界秩序是建立在美国一超独霸基

础上的单极秩序，因此需要实施现实主义对策。”④尽管印度反对单极世界，

主张多极世界，但却依旧选择与美国合作，争取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对其大力

支持，借助美国力量实现大国诉求。第二，冷战结束后，印度加快了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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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今日印度》，2005 年第 6 期，第 10 页。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 － Pacific”． http: / /

www． america． gov
“Embracing India as a Rising Power，”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March 31，2003．
Poonam Mann，Indi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 New Delhi: Harman Publishing

House ，2000)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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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伐，急需大量资金和技术，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为强大的经济和科技

大国，有能力满足印度在这方面的需求。因此，印度的国家利益通过与美国

关系的提升得到了满足。① 此外，印度在处理同巴基斯坦关系问题、打击恐怖

主义与毒品走私以及应对全球性问题等方面都需要美国的帮助。
从现实看，印度主动接触美国，积极发展同美国的关系成效显著。2000

年 3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 22 年来美国总统首次

访印。两国签署了题为《印美关系: 21 世纪展望》的框架文件，决定建立“持

久的、政治上有建设性、经济上有成果的”新型伙伴关系。② 这为印美关系的

发展定了基调，在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2001 年 1 月，乔治·沃克·
布什就任总统后，强调同印度进行战略对话的重要性，认为印度是“具有全球

性地位的新兴大国”，是维护亚洲安全的关键因素。同时，美国在印度核试验

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也开始松动，当年取消了对印度的全部核制裁。“九一一”
事件后，印度抓住了美国组建“全球反恐联盟”的机遇，迅速成为美国反恐联

盟中不可或缺的棋子。2002 年 1 月，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对美国进行访

问，双方签署了《全面军事安全信息协议》，这标志着印美军事合作自 1998 年

以来的全面恢复和加快。2005 年对印美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双边外交

成果丰硕。2005 年 3 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印度时正式宣称: 美国的目标

是协助印度成为 21 世纪世界的主要强国。2005 年 6 月，美印签署为期 10 年

的《美印防务关系新框架》。2005 年 6 月 25 日，副国务卿伯恩斯在新德里透

露，印度是加入安理会的“理想候选国”，开始公开支持印度“入常”。2005 年

7 月 18 ～ 22 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问美国，双方签署了十余份文件，

宣布双边关系进入“新型全球伙伴关系”时代，使两国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新高度。2006 年 3 月布什总统访印期间，双方签署了核合作协议。2009 年 7
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印，美印签署多项双边协议。2009 年 10 月

12 ～ 19 日，印美联合举行了代号为“战争准备 － 09”( Yudh Abhyas 09) 的军事

演习，美国动用了除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之外最大数量的先进的“斯瑞克”
装甲车。同年 11 月，印度总理辛格访美。这次访问意义重大: 其一，奥巴马

总统首次公开承认印度为“核国家”; 其二，印美在民用核合作上有突破性进

展，提出将尽快完全实施体现民用核能合作的《123 协议》; 其三，宣布一项为

扩大印美教育交流的“奥巴马—辛格倡议”，签署了《反恐合作倡议》。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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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6 ～ 9 日，奥巴马总统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两国签署了百亿美元

的订单，美国承诺将放松对印高科技出口的限制，并帮助印度成为核供应集

团的成员，甚至明确声明支持印度入常，将美印两国关系推到了新的历史高

度。2011 年 1 月 25 日，美国宣布取消对印度国防和航天领域的技术出口禁

令，欢迎印度加入军备出口管制国“俱乐部”，让印度从受排斥者变成了国际

军备管制国“俱乐部”的一员。这对印度来说意义重大，印度不但打破了由美

国控制的军备出口管制，而且有了合法的身份，可以与军备出口管制国平起

平坐。2011 年 2 月 8 日，美国发布的《2011 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尤其关注

亚太大国的崛起，认为亚洲存在着“两个正在崛起的全球性大国”，亚洲在世

界经济中的份额将继续上升，因此其战略地位日益优先。① 这无疑是在强调

中印地位的重要性，扩大对中印的关注度。该战略声称要在亚太地区“扩大

多边演习的范围和参与度”，主要是与印度、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国开展军

事合作，将印度置于更高的战略层面对待。
纵观近期美印关系取得的成就，印度在同美国的博弈中利益不断得到满

足，美国似乎在不断让步。在印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印度处于相对有利的地

位。这与新时期美国的亚太战略以及中国的快速崛起有很大关联性，美国的

亚太战略中始终包含有遏制中国的成分。美国从战略高度发展同印度的关

系，而印度从实用主义层面来看待美国。印度利用了美国为其创造的战略机

遇，在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框架内印度的对美外交更加积极和主动。
2． 接触与防范中国

对于印度来说，无论是其国内的稳定与发展，还是其大国目标的实现，都

必须考虑中国因素。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是印度对外战略的必然选择，但印度

从地缘政治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存在，加之 1962 年中印边界冲突给其造成的

心理阴影长期存在，印度一方面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又有

所保留。
进入 21 世纪后，中印两国都认识到了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两国领

导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其共识是: 只有中印都发展起来，真正的

“亚洲世纪”才会到来。2005 年 4 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时在德里理工大

学发表演讲指出，“中国希望看到一个和平与繁荣的印度。一个和平与繁荣

的中国也符合印度的利益。”②2006 年 11 月，胡锦涛主席对印度进行国事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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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双方发表《联合宣言》，指出“两国有足够空间实现更大规模的共同发

展”，①并制定了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十项战略”。2010 年 12 月 15
～ 17 日温家宝总理对印度进行了访问，两国政府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印度共和国联合公报》。《公报》指出，双边关系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世界

有足够空间让中印合作、共同发展和共同崛起。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进入 21 世纪，中印关系不断升温，政治互信不断增

强，经贸合作突飞猛进，国际舞台上的交流与对话成为一大亮点，彼此有了更

多共识，合作领域不断扩大。2003 年 6 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对中国进行正

式访问，双方签署《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2005 年双方建立了

“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2008 年 1 月，印度总理辛格访华，双方

签署《中印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2010 年两国还建立了政府首脑定

期会晤机制，设立了总理热线，边界谈判也有了新进展。
在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的前提下，双边的经贸合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2004 年两国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 100 亿美元，超过此前预计的 120 亿美元，

达到 136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近 80%，占当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总额的七

成。② 2005 年双边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达 187 亿美元。2006 年中印贸易额

达到 248． 61 亿美元，这是近年来中国对印度贸易首次出现顺差 43． 04 亿美

元。2009 年，中印贸易额达 443． 8 亿美元。③ 2010 年的双边贸易额超过了两

国的预期值，达到 620 亿美元，并确定 2015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1000 亿美元

的目标。
在多极化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的环境下，中印有更多的共识与合作舞台。

“印度和中国都希望在多极化和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和民主的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④ 两国在中印俄三方合作、发展中五国( 中国、印度、
巴西、南非、墨西哥) 、“金砖国家”( 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 、“基础

四国”( 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 、多哈回合谈判中保持密切沟通与配合，就

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协调立场，共同维护广

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2011 年 4 月 13 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海南省三亚市

会见了来华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的印度总理辛格。双方一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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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深化中印战略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促进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
繁荣，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平台的协调和配合，相互支持对方

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问题上取得了

共识。
作为两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印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在所难免，而能源领

域的竞争最为激烈。为了石油，两国在西亚的哈萨克斯坦、南美的厄瓜多尔

和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进行过激烈竞争。中国是个能源消费大国，来自中东

和波斯湾的石油需通过印度洋才能到达中国。为了确保能源通道安全，中国

与巴基斯坦、缅甸和斯里兰卡等印度洋沿岸国家在港口设施建设上展开合

作，积极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这被印度一些人士看做是中国在实施

“珍珠链战略”，企图包围印度，最终把印度的影响力限制在南亚。印度外长

将中国的崛起描述为新德里最主要的安全挑战之一。① 2008 年皮尤研究中

心调查指出，众多印度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印度是有害的，多数人消极

看待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② 印度还经常炒作“中国威胁”，1998 年印度

核试验的理由就是“中国威胁论”，当前这种言论在印度还有一定市场。而

且，印度对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合作深表忧虑。2011 年 4 月 6 日《印度时

报》报道称，一名印度高级军官警告说，中国向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派驻军队，

中国军队不仅在中印实际控制线附近对印度形成威胁，还可能因为中巴之间

膨胀的军事合作将这种威胁扩展到印巴控制线。③ 这种毫无根据的猜测与报

道加剧了印度对中国的不信任，无疑会给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造成影响。
除了复杂的边界问题之外，水资源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

最棘手问题之一。印度境内的三大河流印度河、萨特累季河和布拉马普特拉

河( 最终到达孟加拉湾) 的源头都在中国西藏。印度担心中国在雅鲁藏布江

上建设水利工程会切断其水源，更担心一旦出现溃坝险情，将会对印度造成

灾难性的影响。2010 年 9 月，中国开始建设雅鲁藏布江水电站; 11 月 12 日，

藏木水电站截流成功，这引起印方，特别是印度东北部地区的高度关注。
2010 年 12 月，两国同意讨论跨境水资源问题。当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时

指出，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游修建水电工程，是经过科学论证的，充分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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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skar Shrivastava，“China’s Military Presence in Kashmir: Causes and Effects，”Times of India，

April 6，2011．



2011 年第 3 期

上游和下游两岸地区人民的利益。① 中国建设水利工程是为了解决严重的水

资源短缺问题，但印度担心大坝建成后中国会转移大量水资源，因此对中国

的立场和行动持怀疑态度。印度更担心，中国会把水资源问题作为未来中国

同印度就边界问题和其他政治问题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②

分析当前印度的对华政策，可以看出印度对两国间的各领域合作是比较

谨慎的。印度利用现实主义的理念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一旦这种务实的方

法不能达到预期结果，印度同中国的关系将陷入某种困境。印度积极扩大其

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同时又宣扬“中国威胁”，其主要原因是担心中国影响力

的扩大会挤压其生存空间，从而延缓印度的崛起。但在印度崛起所需的外部

环境中，中国的地位至关重要。因此，印度的对华政策有两面性，一方面保持

同中国的友好往来，另一方面又不时给中国制造麻烦，以实现地区权力均衡。
3． 依靠俄罗斯

印俄关系不同于印度同其他大国的关系，有其独特性。冷战时期，苏联

是印度经济发展的主要援助者、军火供应商，两国还建立了事实上的军事同

盟关系。冷战结束后，印俄关系曾一度低迷。1993 年 1 月底俄罗斯总统叶利

钦访印，双方签署了《印俄友好合作条约》，两国关系出现重大转机。此后，两

国恢复了传统友好关系，致力于建立新型伙伴关系。1998 年 12 月，俄罗斯总

理普里马科夫访印，双方就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协议，并签署 2001 ～ 2010
年军事合作协议，包括七项军事技术合作协议和一项备忘录。俄罗斯和印度

建立起新型伙伴关系。
印俄从盟友关系发展到伙伴关系，既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

结果，也是彼此对外战略的需求。从俄罗斯方面来考虑，冷战结束后其整体

实力下降，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对俄罗斯实施打压政策，俄罗斯的生存空间逐

步缩小。在南亚地区，俄罗斯的影响力大幅度下降，想借助印度来牵制西方

国家对俄的封堵，打破西方的包围圈。同时，俄罗斯不愿放弃印度这个庞大

的军火市场，这不仅可以推进其军事工业的发展，也可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
此外，俄罗斯在打击分离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方面也需要印

度的配合与支持。印度则主要从战略和军事层面来考虑发展同俄罗斯的关

系。发展同俄罗斯的新型伙伴关系，可以使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以及成为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得到俄罗斯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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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得俄罗斯的高新武器，提高军队装备的高科技含量，加速军队的现代化

建设，形成地区优势和区域威慑，从而提升印度军队在国际上的地位。强大

的军事力量被印度认为是成为世界大国的重要条件，因此印度把同俄罗斯的

军事合作置于更加优先的地位。
2000 年 10 月 2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印度进行了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

印俄双方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宣言》，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印俄政治往来频

繁，经贸合作增多，国际舞台上的交流与合作密切，为军事合作创造了良好的

氛围。冷战时期，印度有 70% 的武器装备是由苏联提供的。① 冷战结束后，

印俄的军事合作一度中断，1993 年后逐步恢复。1994 年 12 月，俄罗斯总理

切尔诺梅尔金访印期间，两国缔结了《2000 年前实施长期军事技术合作的协

定》。根据协定，俄罗斯除为印度改进“米格 － 21”、“米格 － 29”型战斗机、
“T － 72”型坦克及其他武器装备外，还向印度出售了大批武器装备。1996 年

11 月 30 日，俄罗斯武器和技术兵器进出口公司与印度国防部签署了出口 40
架“苏 － 30MK”多用途歼击机的协定。1998 年 12 月两国达成 2001 ～ 2010 年

军事合作协议后，俄罗斯和印度的军火贸易额将由目前的 70 亿美元上升至

169 亿美元。②

进入 21 世纪，印俄军事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合作的方式也在逐步改

变。印度从过去单纯购买苏制武器到仿制，现已发展为俄罗斯许可在印度境

内联合研究、开发和生产，并在印度建立防务合资企业，帮助印度提高武器生

产的能力。③ 2001 年，印度与俄罗斯签署了今后十年军事技术合作规划，双

边军火贸易将达到 100 亿美元。2004 年俄罗斯向印度提供价值高达 60 亿美

元的武器。④

近几年，印俄军事合作的力度不断增强。2007 年 1 月 25 ～ 26 日，普京率

领由 300 多人组成的大型代表团访印。此次访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军事领

域合作的重大突破。依据《俄印联合声明》，印度将有权使用俄罗斯的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即格罗纳斯系统，同时，两国将联合研制第五代战斗机，联合生产

多功能运输机，俄罗斯对印出口 40 架“苏 － 30MKI”战斗机和 300 辆装备先

进的“T － 90”坦克。2007 年 1 月，俄罗斯决定与印度一起研制开发新型武

器，包括共同研制第五代战斗机、新一代大型多功能运输机和一套独立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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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孙士海:《南亚的政治、国际关系及安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40 页。
孙健:《印俄关系评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1 年第 9 期，第 31 页。
胡志勇:《后冷战时期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及其影响》，《社会科学》，2007 年第 8 期，第 119 页。
吴暇:《俄罗斯与印度军事合作态势分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 年第 5 期，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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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系统。俄罗斯已授权印度生产“米格 － 29”战机的“RD －33”型发动机和

“米格 － 35”战机。① 2007 年 11 月 11 ～ 12 日，印度总理辛格访俄，两国签署

了建造多功能运输机和第五代多功能歼击机的协议，还签署了联合探月协

议。这是两国在尖端科技领域合作的重大突破，对双方都有长远的战略意

义。2008 年 12 月 4 ～ 6 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印，双方签署了多项协

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军火销售大单。根据协议，俄罗斯将对印出售 80 架

“米格 － 17”武装直升机，价值约 10 亿美元。梅德韦杰夫还提出，未来 10 年

内将继续扩大对印军事合作，将“单纯的武器交易”向“共同设计和制造先进

的导弹和战斗机”转变。② 2009 年 12 月 6 ～ 8 日，印度总理辛格访俄，双方签

署了军事合作协议和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军事合作协议包括实施 2011 ～
2020 年军事技术合作计划以及俄罗斯出口印度的武器和技术设备的售后服

务等内容。印方认为，两国签署的武器和技术装备售后服务协议，能够将两

国防务关系提升到一个新水平，同时也有助于维护、保养印度的俄制武器，为

其提供及时、充足的武器配件和服务。印度外交秘书拉奥琪说:“这项协定将

有助于印度在未来 10 年中通过提供各种防御装备系统提高印度军队的作战

能力，将有助于印度国防工业的发展。”③核能合作协议对印度核试验“放

行”，保证未来即便印度进行核试验，俄罗斯也会向印度提供核燃料。这标志

着俄印战略合作进入新阶段。
另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当前俄罗斯、英国和以色

列是向印度出口武器最多的三个国家，从 1990 ～ 2009 年，三国向印度出口武

器的价值总额分别为 188． 12 亿美元、19． 65 亿美元和 8． 66 亿美元。④ 可以看

出，俄罗斯是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商，20 年间向印度出口武器的价值总额几

乎是英国的 10 倍、以色列的 22 倍。仅 2009 年，俄罗斯向印度出口武器的价

值总额为 17． 61 亿美元，而英国和以色列向印度出口武器的价值总额仅为

1． 16亿美元和 0． 94 亿美元。⑤ 可以推断，未来俄罗斯仍将在出口印度武器方

面占绝对优势，俄罗斯也会利用此优势深化同印度在军事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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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彦、穆二青、李宏伟:《俄印要共造第五代战机》，载《环球时报》，2007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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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称印俄军事合作将大幅提升印国防实力》。http: / /world． huanqiu． com
SIPRI ( Th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Arms Transfers Database 1990 －

2009． Quoted from Antonio Henrique Lucena Silva and Augusto Wagner Menezes Teixeira Júnior，“Forging
Alliances: Mapping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India and China，”paper prepared for“Whatever Hap-
pened to North － South?”IPSA － ECPR Joint Conference，So Paulo，Brazil，February 16 － 19，2010，p．
16． http: / /www． saopaulo2011． ipsa． org / sites /default / files /papers /paper － 1173．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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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3 月，普京访问印度，双方签署了总价值超过 40 亿美元的军售协

议，包括整修“戈尔什科夫元帅”号航空母舰，2012 年开始向印度出口舰载

“米格 － 29K”战斗机等。① 2010 年 12 月 21 ～ 22 日，梅德韦杰夫总统第二次

访问印度。此次访问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巩固俄印军售关系，保住俄罗斯作

为印度最大武器供应国的地位。双方表示，将在今后 10 年内合作开发 250 ～
300 架第五代战斗机，合同总额预计在 350 亿美元左右。据悉，俄罗斯苏霍伊

飞机公司和印度斯坦航空公司 2011 年年初同意以俄罗斯“T － 50”原型机为

基础，合作开发第五代战斗机。双方先前已就设计成本达成一致，金额近 3
亿美元。此外，梅德韦杰夫希望说服印度购买 126 架“米格 － 35”战斗机，总

价值约 110 亿美元。②

当前，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进口国，③是亚洲唯一同时拥有航母和核

武器的国家，其影响力和威慑力不可小觑，这与印俄密切的军事合作有很大

的关联。印度的军事强国战略在印俄关系中得到了稳步实施。在印俄的军

事合作中，印度已从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转向一个施动者，更加强调自己的研

发和创新能力。未来，印度在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中的自主性会不断增强。
印度军事实力的提升将会使其在亚太和全球舞台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4． 拉拢日本

印日关系在进入 21 世纪后迅速升温，这与印度对日本在地区和全球事

务中地位的认知是分不开的。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无论是在亚太还是全球

权力体系中都占有很大权重。印日两国之间没有直接利害冲突，没有历史恩

怨，都是“民主”国家，价值观念趋同。由此，印度认为，要提升自身的国际地

位，实现大国目标，必须加强同日本的合作。
在发展同日本的双边关系中，印度有清晰的策略: 政治是铺垫，经济是重

点，安全是补充。1999 年印度外长辛格访日和 2000 年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

两次访日，其用意是想打消日本对 1998 年印度核试验的顾虑和担忧，加强互

信。印度的努力很快得到了回应。2000 年 8 月，日本首相森喜朗访问印度，

成为 10 年来首访印度的日本首相。双方在许多方面达成共识，签订了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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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合作协议，内容涉及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在适当的时候恢复由于印度进

行核试验而中断的安全对话等问题，这表明由于印度核试验而跌入低谷的两

国关系得到修复。“九一一”事件后，日本借机解除对印制裁。2001 年和

2006 年，瓦杰帕伊总理和辛格总理先后访日，两国发表了《联合宣言》和《联

合声明》，表示要加强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对话与合作，要构筑“全球

战略伙伴关系”。2008 年 10 月辛格总理再次访日，与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举

行会谈，双方同意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和联合国改革等问题上加强合作，并

发表了《印日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和《印日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进展联合宣

言》。2010 年 10 月，辛格总理第三次访日，两国签订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日本答应向印度出口核能发电技术和相关设备。
在政治领域交流增多、互信增强的前提下，两国的经贸合作也有重大进

展。印度成为日本对外投资和官方援助的受益者。据日本官方统计，从 1991
～2004 年，日本在印投资额累计达 30 亿美元。2006 年日本对印投资比 2005

年增加了 2 倍，达到 5． 13 亿美元。2006 年 11 月，日本驻印大使表示: “日本

今后三年将再向印度投资 20 亿美元。”在印度的日本公司也从 1997 年的 148
家增加到 2004 年的 300 家，①到 2006 年 6 月，又增加到 350 家。② 在官方援

助层面，日本对印度的援助在 2000 年之后飞速增长。2003 年，日本外相访问

印度时宣布，日本政府决定向印度提供 9 亿美元的低息贷款。2005 年，日本

政府宣布将对印“官方发展援助”增加 7． 5%，总量达 13 亿美元。③ 2006 年，

日本进一步将贷款增加到 15． 5 亿美元。2006 年 12 月，辛格总理访日期间，

日本又宣布将印度列为“政府开发援助( ODA) 最主要的国家”，援助总额最

多可能达 1 万亿日元。2007 年 7 月，两国政府宣布将于 2008 年 1 月前开始

在新德里和孟买之间建造一系列制造业工业区，形成一个长达 1483 公里的

工业走廊，使印度成为日本公司的海外出口基地，其中，所需 300 亿美元巨资

主要由日方提供。④ 日本的投资与官方援助缓解了印度经济建设的资金短缺

问题，为印度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2010 年 10 月 25 日，两国签署了《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2011 年 2 月 16 日，印度与日本在东京签署了促进两国贸

易与投资自由化的《经济合作协定》( EPA) 。根据协定，未来 10 年内，占两国

贸易总额 94%的产品的关税将逐步降至零。这意味着在印投资的日企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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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孆:《印日关系: 从平淡到全球性伙伴》，《当代亚太》，2004 年第 9 期，第 19 页。
时宏远:《印日关系持续升温及其动因》，《国际资料信息》，2007 年第 8 期，第 9 页。
胡仕胜:《从日相访印看日印关系升温》，《现代国际关系》，2005 年第 5 期，第 39 页。
时宏远:《印日关系持续升温及其动因》，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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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印度本土企业的一切优惠政策，有助于刺激日本对印投资。另据《印度

教徒报》2011 年 2 月 18 日报道，印度政府计划向一家日本企业出口约 6000
吨氯化稀土。这意味着印度停止以出口为前提的稀土生产七年后首度重新

开放出口。这对日本来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而此前日本的稀土主要来源于

中国。①

在吸引日本资金的同时，印度不断强化与日本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对

话，共同应对安全问题。印度同日本建立了国防部长级对话机制，军事合作

逐步深化，提高了印度在维护亚太安全活动中的作用。2000 年 10 月，印日两

国海军与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海军一起在南中国海举行了名为“2000 年远征

太平洋”的联合演习。同年 11 月，印日两国海军又在印度马德拉斯附近的公

海上举行了首次反海盗联合演习。2004 年 11 月，印度海上警备队和日本海

上保安厅在阿拉伯海举行“防范海盗及海上恐怖活动”联合军事演习。截至

2010 年 12 月，印日已举行九次海上联合演习。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印

日关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从当前印日关系发展的趋向来看，印度同日本合作的领域在不断扩大，

但其主线保持不变，始终在吸收日本的资金，这对今后印度的经济崛起至关

重要。同时，在遏制中国这个层面上，印度同日本也有共识，拉拢日本会起到

平衡中国在亚太影响力的作用。
( 二) 印度与东盟

亚太地区大国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积极发展与东盟在各个领域的

合作，这与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密切相关。美国把发展与东南

亚国家的关系作为重返亚太的支点，日本视东盟为其经济外交的重点和遏制

中国的舞台，中国把东盟作为其推行和谐世界理念和解决南海问题的关键一

环，俄罗斯也把与东盟的合作作为挺进亚太的跳板。东盟的大国平衡外交为

印度快步进入东南亚创造了条件。20 世纪 90 年代拉奥政府实施“东向政

策”，以此作为挺进亚太的平台，积极发展与东盟的全方位外交。
冷战结束后，与印度地缘上毗邻的东南亚国家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

道，这对印度有很大吸引力。印度渴望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全方位外交关

系。1991 年，拉奥总理实施“东向政策”，这预示着“印度对世界看法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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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andeep Dikshit，“India to resume rare earth exports after seven years，”The Hindu，Feb． 18，
2011．



2011 年第 3 期

转变以及印度在不断发展的全球经济中地位的改变”。① 发展与东南亚国家

的关系是印度“东向政策”的起点，印度把其作为“东向政策”的主线。②

从 1995 年印度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开始，印度与东盟的关系稳步

发展。“东盟地区论坛”、“恒河—湄公河合作组织”、“湄公河—恒河合作协

定”、印度与东盟的“10 + 1”机制、《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平、进步与共

同繁荣伙伴关系协定》以及“10 + 4”对话机制，这一切都见证了印度与东盟

国家经贸合作的历程。与此同时，印度与东盟的贸易额在不断增加。1993 ～
2003 年，印度对东盟进出口贸易额从 29 亿美元增至 121 亿美元，2004 年进

一步增长至 159 亿美元，其中印度对东盟出口 74． 51 亿美元，进口 84． 63 亿

美元。③ 2008 年双边贸易额超过了 400 亿美元，约占印度对外贸易总额的

10%。据东盟统计，2008 年东盟与印度的货物贸易额为 474． 1 亿美元，占东

盟对外贸易总额的 2． 8%。其中东盟对印出口为 300． 8 亿美元，东盟自印进

口为 173． 3 亿美元。④ 2009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450 亿美元。2010 年双边贸

易额达 503 亿美元，印度出口额为 225． 2 亿美元，进口额为 278． 1 亿美元。
双方希望在 2012 年前实现 700 亿美元的目标。从具体国别来看，2004 年印

度在东盟中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当年双边贸

易额分别为 58． 4 亿美元、36． 6 亿美元和 31． 5 亿美元。⑤ 2005 年 6 月，印度

与新加坡率先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协定》，由此开始进入东南亚市场。
2008 年 8 月，印度与东盟十国在新加坡成功完成了自由贸易协议的谈

判。2009 年 8 月，印度与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

新阶段。当前，印度与东盟还正在制订“印度—东盟 2020 远景规划”。2011
年 3 月 3 日，印度《商业标准报》报道，印度与东盟有信心在年底前将双边自

由贸易协定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当前，双方还正在就扩

大自由贸易协定包括的货物范围进行谈判。2011 年 3 月 2 ～ 6 日首届“东

盟—印度商展”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包括来自 270 家东盟企业和 200 家

印度企业的参展商、媒体记者和政府官员在内的 600 多名嘉宾参加了开幕

式。这是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印度继续推动“东向政策”，寻求与亚洲重要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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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组织———东盟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印度与东盟的合作绝不仅限于经济领域。2005 年 12 月的首届东亚峰

会，确定了以东盟为中心，在“10 + 3”机制的基础上接受印度、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参与东亚合作，标志着印度与东盟的合作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与安全

领域。印度与东南亚国家在安全方面的合作甚至更早。从 1991 年开始，印

度同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印度洋定期举行联合海上演习。随后

几年，又同越南、泰国和菲律宾举行了双边演习。1995 年，这种军事合作演变

为每年一度的印度同东南亚国家在孟加拉湾的“米兰系列”海上演习。2006
年 1 月 9 ～ 14 日，印度安达曼—尼克巴群岛海域上演了 2006 年全球第一场

联合军事演习。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缅甸、泰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和

澳大利亚等国海军舰艇和“东道主”印度海军一起，在北印度洋这片靠近马六

甲海峡的敏感水域进行了“米兰 2006”军事演习。这种军事合作展示了印度

的海军实力，加强了彼此的协调能力，在应对共同安全方面达成了共识。此

外，印度还同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进行双边演习。正如印度著

名学者拉贾·莫汉所说，海军的东向目标是能让印度“成为新兴的亚洲权力

平衡中一个重要参与者”。① 可见，印度与东盟的军事合作，有抵制美国独霸

这一区域的动机，也有平衡中日在这一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的作用。
印度出于地缘战略考虑，努力发展与东盟的合作，并且这种合作已走向

机制化。印度以东南亚为入口，有机地融入亚太地区，并寻求在亚太地区事

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从经贸合作到军事安全领域，印度把东南亚作为抵消

其他大国在亚太影响力的平台。未来，印度会更多关注与东南亚国家在各个

层面的合作，毕竟这一地区涉及较多的利益攸关方。

结 论

作为新兴大国，无论从政治、军事层面还是从经济、科技层面来考虑，印

度的出现都在使亚太地区的权力构成发生变化。但新的权力结构的形成必

定是个漫长的过程。美国主导的一超多强的亚太等级秩序从总体上看能维

持这一地区的稳定。这对新兴大国来说，可谓最大的战略机遇———共享美国

治理下的和平。从当前来看，印度无疑是这一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因

此，印度无意挑战美国主导下的亚太秩序，而是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来获得

足够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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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印度在美、中、俄、日与东盟之间搞平衡外交，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美国不断提升同印度双边关系的层次与水平; 中国以经贸合作为切入点，拉

近同印度的距离; 日本用资本来吸引印度的注意力; 俄罗斯以军火来引发印

度的兴趣; 东盟更是把印度作为地区平衡手。这使印度在亚太地区能够左右

逢源，为本国的发展带来了切实效益。从国内层面看，为印度经济的进一步

发展带来了丰厚的资本、技术和资源，营造了和谐稳定的周边环境。从地区

层面看，平衡外交极大地改善了印度与主要亚太国家的关系，提升了印度在

亚太地区的地位与影响力。从战略效果看，印度把追求国家利益与增强自身

的实力相结合，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战略利益与经济利益。
追求世界一流大国始终是印度的奋斗目标。印度的这一目标有不同的

发展阶段，当前阶段的目标是从南亚大国走向真正的亚太大国，策略是平衡

外交，同步发展与美、中、俄、日与东盟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印度针对不同

的对象国制定了具体的战略目标。倚重美国的首要目标是提高影响力为争

当世界大国造势，发展同日本和东盟的关系主要是获取经济发展的资金、技
术和市场，对中国接触与防范是既要营造和谐的周边环境，又要防止中国“威

胁”印度，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是为了提升军事实力。
印度的崛起对亚太地区的权力分配造成了很大冲击。印度认识到美国

在当前亚太体系中的稳定作用，积极享用美国及其盟友带来的实惠。印度当

前的实力还不可能单独影响地区秩序，但却会尽量避免该地区除美国外的其

他大国的影响力的快速上升。因此，印度积极发展与亚太国家的战略关系，

以便从经济、政治和军事层面对中国施加影响，抵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从而

给中国以结构性限制。这是印度发展同中国关系的优先考虑。同时也应注

意到印度外交的独特性，印度在追求大国目标的过程中不会屈从于任何大

国。因此，未来亚太地区不会出现美印合作共同遏制中国的局面。印度当前

的行为模式只能解读为: 在维持这一地区基本的权力平衡的前提下，意图获

得更多的利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欲成为世界一流大国，印度必须先成为亚太强国。印度的亚太平衡外交

将作为其成为亚太强国和实现世界大国目标的一项基本国策，这项策略也许

要延续 30 年或 50 年，甚至更长时间，直至印度真正成为世界大国。
( 编 辑 毛 悦)

48



21 世纪初印度大国理念框架下的亚太外交战略

India’s Asia － Pacific Diplomatic Strateg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Great － Power Philosophy

Shi Xuewei

ABSTRACT: India has been in pursuit of great power status since independence．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India has to expand its influence out of South Asia
and into the Asia － Pacific area． In this sense，based on the evaluation of its own
strength，India carries out a flexible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to actively develop its
relations with the US，China，Russia，Japan and ASEAN in the 21st Centur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radition of India’s Great － Power Philosophy ，India’s
Asia － Pacific strategy in history and expounds India’s Asia － Pacific strategy and
its importance to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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