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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冷战后, 随着国际格局的调整,印度在对外战略上实行了 /东进 0政策,试图通过发展

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军事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为其大国理想的实现奠定基础。在 /东进 0政策下,

印度逐渐以联合军演、出售武器等方式介入到南海争端中,给本来就复杂的南海争端增添了变数。

本文对印度介入南海争端的原因、手段做探索研究,并对其影响做出评估, 以期为我国的南海争端

对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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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南亚大国的印度, 虽然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南海, 但由于其传统外交重点在欧洲, 因此自

1947年独立以来到冷战结束时,印度对位于其东面的亚洲国家的兴趣不大, 对于南海争端的关注

也不多。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印度也随之调整了外交政策,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实行 /东进0外交政策,发展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并逐渐介入南海争端。

一、印度介入南海争端的原因分析

1、大国情节使然。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印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从公元前 3

到 2世纪的孔雀王朝, 到 16至 19世纪的莫卧儿王朝, 再到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英属印度帝国, 印

度都是以一个大国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些曾经的辉煌使得印度文化里蕴含着浓浓的大国情

节,成为世界一流大国成了独立后印度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从印度 /开国之父 0) ) ) 尼赫鲁提出
的 /印度中心说0和 /大印度联邦 0,声称印度要做个 /有声有色的大国 0, 到英迪拉#甘地母子提出

的 /印度主义 0,明确宣称印度要充当维护新德里在南亚地区的管理人角色, 再到人民党政府实行

/实力尊重实力的现实主义政策 0,以期 /在国际事务中得到与其面积和能力相符合的地位0。这些
都说明印度大国情节的变迁轨迹:从南亚的霸主到亚洲大国,再到世界大国。冷战的结束,使得印

度得以摆脱两极格局下前苏联的限制,并重新审视自身的外交战略,希望能利用这国际势力重新洗

牌的机会,成就自身的大国之梦。印度从东南亚生机勃勃的发展中看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于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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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政府改变印度只重视西方的传统, 于 1992年提出了 /东进 0政策, 希望通过密切与东南亚国家的

关系, 进而利用这些在地缘上靠近的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
[ 1]
同时,通过介入该地区的安全

事务, 扩大对东盟的影响, 来增强印度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 /话语权 0, 为其实现成为世界大国的目
标奠定基础。在 /东进 0政策的名义下,印度逐步介入南海争端。

2、牵制中国的战略意图。中印关系曾走过时间不长的蜜月期,但 1962年两国因边境问题爆发

战争后,即使在上世纪 80年代后期基本正常化后, 两国关系也是跌宕起伏, 芥蒂尚存。 /中国威胁

论 0在印度尘嚣甚上, 印度以此为幌子, 大力发展军事力量, 大量进口先进武器,试爆核武器, 发展

远距离弹道导弹,增兵中印边界等等,牵制中国发展成为了印度处心积虑的外交战略之一。南海对

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国防安全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与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一样,

是中国的重要利益之一。在印度看来,介入南海争端至少能达到两个牵制中国的目的:一是印度可

挟介入南海争端向中方讨价还价,使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朝着有利于印方的方向发展; 二是排斥中国

在印度洋的活动。印度洋是中国通向南亚、中东、西亚、欧洲、非洲和澳洲的重要交通、贸易、能源通

道,是中国的海上生命线。中国从维护能源通道安全角度出发,加强与缅甸、巴基斯坦的合作,希望

能直接进入印度洋。而印度有完整的 /印度洋战略 0, 极力主张外部势力退出印度洋, 企图完全控

制印度洋,将其变成 /印度湖0。因此印度认为中国在印度洋上及周边地区所有行为都是对印度的

威胁, 包括中国在缅甸、巴基斯坦正常经济活动往往被印度曲解为带有军事目的。印度介入南海争

端,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日后两国可能在印度洋上的冲突东移到南海。

二、印度对南海争端的介入

1、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1992年开始,印度多次主动提出与东盟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军事人员交流、互换装备、军

舰互访等活动。 1998年 10月,印度派出了以最新型的 /德里0号驱逐舰为旗舰的特混舰队, 由印度

洋经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访问了新加坡、越南等国,并于 11月参加了在韩国举办的 / 98国际海

军展0, 这是印度新型导弹驱逐舰首次驶入南海,其政治意义深远。
[ 2]

2000年 10- 11月, 印度一支

由 5艘战舰、1艘潜艇以及若干补给舰艇在内的海军特混舰队浩浩荡荡地冲出马六甲海峡, 开赴南

海,进行 /远航训练0, 还同新加坡、越南、日本和韩国海军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以展示其 /维护这

一地区稳定的实力0。多国联合演习结束后,印度特混舰队不但没有离开南海, 反而与从印度本土

开来的一艘 /基洛 0级潜艇和数架反潜巡逻机一起,首次在南海进行单方面的海上演练。对此, 英

国 5简氏防务周刊 6评论道: /进入南海是一个大胆举措。印度正在走出它的势力范围,到新的地区

进行尝试0。[ 3]
此外, 印度与新加坡两国海军从 1994年开始 / SIMBEX0 ( S ingapore Indian B ilateral

Exercise)常年演习, 两国轮流做东。如果是由印度举办,演习在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举行;反之则

在南中国海。至今为止, 这项演习已经分别在 2005年、2009年和 2010年三次在南海海域进行。

S IMBEX演习规模不断扩大,内容也日益复杂, 从早年的反潜战演练性质提升至今日涵盖海、空和

水下的海战战术演练。

印度在南海的这些活动,包含针对中国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尤其表现在与东盟国家进行军

事安全合作时, /特别重视与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 ) ) ) 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发展密切的政治与

安全联系,将自己扮演为地区力量平衡的重要力量 0。[ 4]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 印越签署了一项在南

海合作打击海盗的协议,这样的国际合作,将会导致印度在东京湾驻扎战舰。这一协议必将对南海

争端及中国的安全产生影响。
[ 5] /印度和越南的军事合作及两国在南海的联合军事演习, 是对中国

的警告,即中国在印度的后院不能为所欲为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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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度向东盟国家,尤其向南海纷争国提供廉价先进的军事武器设备,从而加大了南海争端解

决的难度

东南亚是印度武器装备出口的关键市场, 据统计, 2006- 2007年, 印度军火有近 1 /4是出口到

东南亚市场的。
[ 7 ]

2010年 3月 21日,印度首次成功进行新型巡航导弹 /布拉莫斯0的垂直试射, 印

度陆海空三军将在日后列装超过 500枚布拉莫斯导弹,并竭力试图向东南亚多国出口, 尤其是地处

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尼、越南及泰国,一旦布拉莫斯导弹成功打入上述国家市场,再加上印度自用

的导弹,布拉莫斯导弹将对邻国形成 /月牙形0包围圈。据分析, 越南、马来西亚等国正加强在南沙

海域的军事力量,加快部署一批先进导弹,布拉莫斯巡航导弹所具备的超音速突防能力正是它们所

希望获得的 /撒手锏0。[ 8]印度这种行为不仅仅只是间接利用使南海争端复杂化来牵制中国, 而且

还包含着直接包围中国的目的,如果在地图上把印度想出售导弹的国家连起来, 那很明显可以看

到,印度的 /月牙形0包围圈包围的正是中国。

3、联合美、日两国进行军事演习,其范围常涵盖南海

冷战后,美国调整了全球战略,其外交战略重点之一就是 /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和敌对的欧亚

大陆大国出现0, 保证美国的 /新型霸权0不受挑战。[ 9]
在寻找这样的一个潜在对手的过程中,迅速

发展的中国成为美国的目标。而与中国有着历史宿仇, 两国还尚存领土争议,对于日益强大的邻居

中国无法适应的日本,在对外政策上跟随美国,也极力想阻止或拖延中国的发展。

美国认为印度 /拥有帮助维护广袤的印度洋及其周边地区安全的能力0, /是美国对外政策越

来越聚焦的国家 0, /印美在密切关注北京不断扩大的军事能力和限制中国的地区野心方面有共同
的利益 0。[ 10] /美国应该为印度海军进入南海维护海洋自由和阻止中国的领土收复主义行动而欢

呼 0。[ 11] /一项正确的美国政策能够帮助民主的印度成为亚洲的超级大国 ) ) ) 这项政策以美国赞赏

和鼓励印度为确保南海的自由采取严肃的对策为起点 0。[ 12]
日本也想将印度作为牵制中国的一枚

棋子, /加强中间夹着中国的日印关系对中国是一种无言的牵制0。[ 13]

为了共同对付中国的目的,三国共同利用南海争端这颗棋子,在南海问题演出一出出的 /反华

大戏0。

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印度偏袒美国,并认为间谍飞机事件很漂亮。
[ 14]
它使得 /中

美之间开展冷战的可能性增大, 无疑会使印度的重要性加大 0, 大有渔翁得利之心态。 2002年 4

月,印度海军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始在马六甲海峡为过往的商船进行联合护航。这是印度海军

首次在联合国框架外同其他国家海军进行这样的合作。从 1992年起,美国和印度海军在印度西海

岸城市马拉巴尔附近海域举行联合军演, 每年举行一次 ( 1998 - 2001年曾因印度试爆核武器暂

停 ) ,代号是 /马拉巴尔 0,这项演习最初主要以海上救援、联合反恐等演习项目为主。此外, 美印两

国还建立了 /战略伙伴关系 0,两国加强在防务、反恐、军事演习、武器采购和战略导弹防御系统等

方面的合作。

印度与日本频繁地在南海的军事安全合作则是以打击海盗为借口的。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全球海盗活动日益猖獗,南海海域则是世界海盗活动最猖獗的地区之一。海盗的活动对于日本经

济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 /日本经济的生命线0途经南海。南海周边的东盟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
军事力量以及民族矛盾等问题的困扰,在打击海盗方面力不从心, 这为印日联手插手南海提供了绝

好的机会。 2000年 10月, 印度与日本两国的海军与韩国、新加坡等国海军一起在南海举行了名为

/ 2000年远征太平洋 0的联合演习。 2000年, 印日两国政府就定期举行外交和防卫当局局长级安

全对话达成协议,两国将就亚洲的安全局势和防止海盗破坏海上航路等问题交换意见,决定安全对

话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轮流在两国首都进行。 / 9. 110事件发生后, 日本取消了 1998年因核试验

而对印度的制裁。2001年 12月,瓦杰帕伊访问日本,双方发表了 5印日联合宣言6, 进一步提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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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海上航线安全而进行合作,并在反恐、裁军、防止核扩散、防务等领域举行双边安全对话。

尤为令人关注的是,印美双方的 /马拉巴尔0联合军演有规模不断扩大、针对性不断增强的趋

势。2009年 4月 26日 - 5月 3日, 这项军演加入了日本海军。 3个国家联合在冲绳附近海域展开

/马拉巴尔 - 090大规模海上联合演习。美国派出第七舰队旗舰 /蓝岭 0号指挥舰、/菲茨杰拉德 0

号和 /查菲0号导弹驱逐舰、/海狼 0号核攻击潜艇以及各种 P23C海上巡逻机; 印度海军则派出由

/孟买0号导弹驱逐舰、/蓝威尔0号导弹驱逐舰、/坎嘉尔号 0导弹护卫舰与 /乔迪号0综合补给舰组

成的特遣舰队参加。演习重点围绕反潜和水面作战训练展开。中国军事专家分析认为, 随着日本

加入 /马拉巴尔0演习的常态化, 该演习正逐渐从印度洋向西太平洋延伸,凸显三国军事合作升温

背后针对中国的企图。此次印度到西太平洋演习, 不仅有向美日学习反潜战的目的, 更有三方联合

演练防范中国潜艇的意图。

虽然印度与美、日有些军事合作貌似与南海争端关系不大,但其中暗含 3个国家联合对华的目

的则也是相当明确,这些合作也为日后联合介入南海争端奠定了基础。

三、印度 /东进 0东南亚对南海争端影响评估

首先,南海对中国的国家战略意义是极端重要的。 /东进 0东南亚政策作为印度一项加强与周

边地区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合作的国策,其目的在于提高印度的国力和在世界的影响力,实现成

为世界大国的梦想,在相当长时间里是不会随意改变的,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印度采取的加强与

在南海争端中东南亚纷争国军事安全合作,对它们大量销售军火,并通过与美、日联手加强在南海

的军事存在等方式,把东南亚与南海地区作为其大国战略的基础与 /试验田 0, 看作其利益范围甚

至是势力范围,尤其是印度甚至明确宣告其 /东进 0是警告中国不能在南海 /为所欲为 0, 这些行动
无疑为南海争端的最终解决带来了新的复杂性,增加了难度。

其次,印度 /东进 0在南海海域的活动部分含有针对中国的企图,但如果说是其全部的目的也

是与实际不相符合的。从目前印度的行动上看,进入南海,其近期目标是维护能源通道安全,远期

目标则是争取成为海洋军事强国, 实现 /有声有色大国0的目标。作为一个国家的强国战略, 这样

的目标也是无可非议的。如果印度以和平的、不牺牲他国安全,并能与其他大国携手共进的方式实

现这样的目标,那么, 它可能会在亚太地区安全中起到积极作用。如果印度想要以相反的手段实现

其目标,则遇到的对象远非中国一个国家,而是包括美国、俄罗斯、日本、东南亚各国在内的众多力

量。

第三、印度与美国、日本等国家虽然某些时候在遏制中国上能达成某些一致,但它们在总体对

外战略上有很多不可调节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核不扩散问题。防止核扩散是美、日一个重要的对外战略目标,但印度坚持开发使用核武

器。在印度 1998年爆炸核武器后,美、日等国都对印度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和制裁, 甚至公开了印度

写给美国等西方领导的陈情信。后来, 虽然双方已经签署 5民用核能合作协议 6, 但双方对此都心

怀鬼胎。根据美国法律,美国不能向没有签署 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的国家转让核技术, 因此,美国

担心该协议的签署会让印度趁机发展核武器, 破坏核扩散机制。而印度更不愿自己独立发展核武

器的权利遭受损害,不愿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管。核不扩散问题成了两国最不可协调的矛

盾, /美国的核不扩散议程是扩大两国间战略合作的最大障碍 0。[ 15]

2、在建立冷战后国际新秩序方面存在分歧。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局面,美

国竭尽全力维护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维护单级世界的秩序,不容其他国家对其地位的挑战。印度则

早有不结盟的传统,对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颐指气使的态度也是大为不满, 况且,印度要实现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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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国的目标,也是美国时时警惕的一件重要事情,美国担心壮大后的印度成为其又一对手。

3、印度的印度洋战略与其他主要大国也有着重大的潜在冲突。印度洋是近代以来兵家必争之

地,许多战略家都把这一地区看作世界的核心地区。陆权论大师 H. P麦金德认为中东中亚是世

界的 /心脏地区0 [ 16 ]
;海权论大师 A# T#马汉也认为 /谁掌握了印度洋,谁就控制了亚洲。印度洋

是 -七个大洋的关键 .。21世纪将在印度洋上决定世界的命运 0。[ 17 ]
印度著名历史学家、战略家 K

# M #潘尼迦也认为 /谁控制印度洋,谁就掌握了印度 0, 他主张 /使印度成为海权国, 足以独立在

安危攸关的海上捍卫本国利益,而执牛耳于印度洋地区 0。[ 18]
因此, 印度大力加强在印度洋的军事

建设, 排斥外部势力在印度洋的存在, 企图将印度洋变为 /印度之洋 0, 甚至是 /印度湖0。2001年

印度安达曼 ) 尼科巴战略防御司令部的成立, 使得其与部署在本土西海岸的另外两个海军军区相

互呼应,对在南面的美国迪戈加西亚海军基地构成犄角攻势。印度的做法引发了美国强烈关注,在

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印度洋一向是重要战略区域之一, 被视为必须绝对控制的地区,尤其在冷战时

期,印度洋、尤其是位于北印度洋的波斯湾地区就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冷战后,美国更是加强这一带

地区的控制,为此目的,美国利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所谓 /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0为借口,发动

了两次伊拉克战争,实现了在阿拉伯半岛的驻军; 2001年 9. 11事件后, 美国又发动了阿富汗战争,

实现了在中亚的驻军。这两处驻军对波斯湾形成了钳制态势, 并与美军在 /印度洋上不沉的航空

母舰0) ) ) 迪戈加西亚的海军基地相呼应,实现了对印度洋广大海域的监视和控制,这在近期里严

重影响了印度从中东进口石油等能源的生命线,从远期看, 更是制约了印度的 /印度洋战略 0的实

现。可以说,印美两国对印度洋利益的争夺将是两国间无法调和矛盾的重要方面。

此外,印美在经济领域,在人权问题上尚存在多方矛盾, 也影响了双方关系的发展。如 2008年

7月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就主要因为印美两国在农产品关税削减和出口补贴方面存在矛盾,而导

致谈判告吹,严重挫伤了世界贸易体系。在人权问题上,美国经常批评印度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侵

犯人权,向印度施压。印度对此强烈不满,拒不接受这种指责。

印度与美、日等国在上述问题上的矛盾,削弱了它们之间合作制华的力量。

第四、印度与中国间有互相竞争,但也存在不少共同利益。

1、印、中两国均为发展中大国, /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 两国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立场 0。在
国际事务上,印、中作为提倡建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都主张在这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

政治新秩序,主张国际政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 反对强权政治。在人权问题上,两国都认为发展

权是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人权在法律上属于一个国家主权范围之内的事情,两国都抵制少数西方

国家以此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 不赞成某些西方国家以经济援助为手段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

双方在讨论人权问题的有关论坛中协商合作, 已多次挫败某些西方国家利用人权干涉别国内政的

企图。在发展问题上,两国都主张应该消除日益扩大的南北经济差距, 发达国家应解决发展中国家

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资金流入不足和技术转让障碍等问题。在国际组织

中,印、中两国的合作也不断加强。总之,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印度

和中国有必要在全球关注的所有重大问题上保持密切接触0。而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互相寻求

政治支持, /符合印度与中国的利益0。[ 19]

2、为了改善相对落后经济的处境,两国客观上都要求有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这是印、中最

大的共同战略利益所在。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在和平环境中专心致志于国内的长期和平

建设, 促进经济增长。印、中两国的和平相处, 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利益, /也对亚洲特别是亚洲南部

的政治有着积极的意义0。印度的有识之士就指出, /基于对 21世纪共同的经济和安全挑战的理

解,印度应该确定与中国战略合作的领域。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以和解的精神, 与中国继续实

行信任建立措施 0;印度应该 /停止将中国视为现实的或潜在的战略对手或竞争者, 或甚至视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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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平衡的标准。中印边界争端就只是边界争端而已。它并不表示由来已久的紧张或敌对趋

向 0。[ 20]

3、两国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尤其是进入 21世纪以来, 随着中印友好合作关系的加强,两国

经贸合作得到了快速发展,双边贸易额从 2001年的 36亿美元增长到 2008年的 518亿美元, 7年时

间几乎增长了 14倍。印度成为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 中国首度超过美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

伴。与此同时,印度也成为中国企业开展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为主要内容的最大海外承包工程

市场。两国大力发展经贸关系,对于改善和缓和双边关系有着正面的意义。正如印度外长亚什万

特 #辛哈所说的, /我确信,亚洲的未来依赖于该地区各国经济交往的扩展, 经济至上的逻辑注定

主宰亚洲,正如它主宰欧洲一样,提升亚洲安全的关键在于建立相互之间的经济依存度0。[ 21 ]

第五、印度依附在美国下反华,若得逞,自己将成为美国下一个围堵目标。

根据新的地缘政治逻辑,资源决定战略:谁控制了资源, 谁就能控制世界。在当今世界,石油无

疑是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一。波斯湾是石油蕴藏量和开采量最大的地区,已探明石油储量占全世界

总储量的一半以上,年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素有 /石油宝库0之称。石油之外, 非洲的

金属矿产,尤其是稀有金属矿产,也是世界各国制造尖端武器的重要材料。因此,这两个地区在英

国殖民时代以及冷战时期美苏在全世界的对抗和争夺战中, 成为了各方觊觎的重要对象。印度正

是处于距世界资源最丰富,地缘利益最集中的地区的最近的最大国家。因此,作为要称霸天下的美

国,绝对不允许印度洋中心地带出现与之抗争的大国,尤其是核大国。美国在现阶段没有把印度最

为遏制对象,原因在于中国的崛起和印度本身的贫穷。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仅限于它阻

止中国力量进入印度洋及从西南方向拖住中国向太平洋及南海发展。如果有朝一日印度配合美国

遏制拖垮了中国,而届时其本身还没有崛起为可与美国抗衡的一流国家的话,印度将成为美国的遏

制对象,并可能被肢解。

反之,如果印度不参加美国遏制中国的行动,中国的发展就可为印度分担并减轻来自美国对印

度的战略压力,印度就可获得较长的和平发展,特别是在印度洋上发展自己实力的时间; 如果印度

与俄罗斯及中国形成战略性合作关系,印度就会获得更长的自我发展的时间和更多的机遇,并在印

度洋地区获得中国和俄罗斯的有力支持。那么,印度就有可能在实现 /有声有色大国 0的道路上平

稳推进。
[ 22]

此外,虽然东南亚国家在 /大国平衡战略0思想的指导下,欢迎印度进入南海, 但这是手段而不

是目的,其目的在于维持各大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平衡,以保持自己 /和平、自由、中立区 0的地位, 绝

不是 /前门拒虎, 后门引狼0。因此,印度在东南亚和南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及军事存在只能保

持在一定的水平上,超过了这一限度,东南亚国家就会借其他大国予以 /平衡 0。[ 23]

总之,印度利用冷战后世界格局调整之际, 实行 /东进 0政策, 并逐渐介入到南海争端中, 使南

海争端更加复杂化。但由于印度在对待核武器态度、经济政策、人权问题、/印度洋战略0等等方面
与美、日等西方国家存在重大分歧,印、中关系也存在众多互惠互利的方面, 以及东盟国家大国平衡

战略的限制等等。这几个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印度介入南海争端的影响还是相当有限。

印度介入南海争端,主要由于原来印度因国力有限,海洋上的军事影响自然集中在近海地带,

随着印度国力的增强,在南海地区缺位的印度重新进入这一海域。但就印度目前的国力而言,还不

足以对该地区造成决定性影响。中国作为快速崛起的大国,与印度在海洋权力的发展上有着类似

的经历,所以必然与印度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相遇,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学会与崛起的印度

打交道,是中国外交的新课题, 务必审慎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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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s Interven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Disputes and An assessment of Its Influence

Q IU W ang2tu
( C enter for Southeast A sian Studies, X iam en Un iversity, X iam en 361005, Fujian )

Abstrac t: A fte r the Co ldW ar, w ith the adjustm ent of the inte rnational situation, Ind ia has carried out the / Look

East0 po licy as part o f its foreign strategy. It has tried to strengthen its coope ration w ith the Southeast A sian nations in the

fie lds o f econom y andm ilitary secur ity, so as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 r realizing its idea l o f becom ing a powe r. Fo llow ing the

"Look East" po licy, Ind ia has gradually intervened in the South Ch ina Sea d isputes through various w ay s, such as jo int

m ilitary exerc ises and arm s sales, thus has added va riab les to the orig inally com plicated South Ch ina Sea d isputes. This pa2

per a im s to explore the reasons and m eans o f India. s intervention in the South Ch ina Sea d isputes, and assess its influence.

H opefu lly, th is research chou ld be used as a reference to Chinese governm ent. s po licy2mak ing toward the South Ch ina Sea

d isputes.

K ey words: Ind ia, the South Ch ina Sea d isputes,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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