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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中国政府将韩定为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目的地之一。1999 年韩

方开放了中国公民免签证到济洲岛旅游。这些极大地促进了两国旅游往来。

2005 年韩国人到中国参观访问人数达到 354 万人。2004 年中国公民到韩国访

问的达到 69.7 万人。现在 , 中国是韩国人出访最多的国家 , 而韩国接待中国游

客的数量仅次于日本。至 2005 年底 , 韩在华留学生近 4.7 万名 , 超过外国在华

留学生总数的 40%, 中国在韩留学生为 1.3 万人。这些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还

在不断增多。

现在 , 在中国是“韩流”滚滚 : 从大街上跑的大宇现代汽车到笔记本电脑、

手机等 家电 , 越来 越多的 韩国 美容 院、模特 时装 学校 及随处 可 见 的 韩 国 广 告

及电视剧等 , 韩国文化受到许多中国人的喜爱;在韩国是“汉风”阵阵 , 学 习中

文 , 了解中国蔚然成风。全韩 140 所 4 年全日制大学 , 无一不设中国语系 , 社

会上还有各种层次不一的汉语学院。社会各界都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

趣。目前“韩流”和“汉风”的热潮仍在两国持续升温。

( 摘自《国际问题研究》2006 年第 3 期)

2006 年 11 月中印联合宣言指出 : “作为正在形成中的多极化国际秩序中

的两个主要国家 , 中印同时发展将对未来国际体系产生积极影响。”

在国际 事务 中 , 中 印两国 作为 和平 共处五 项原 则的 创始 国 , 都 主 张 在 这

论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程瑞声

中印两国确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对亚洲和世界形势

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 , 有助于双方共同应对全球范围的挑战和

威胁 , 对消除中印两强必相争的悲观论调和担忧也有重要的作

用。但是必须承认 , 由于中印关系在两国建交后毕竟经历过重大

挫折 , 双方之间存在一些敏感的问题 , 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

政治基础需要继续加强 , 相互间的信任需要继续增进 , 以使两国

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加完善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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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秩序 , 主张国际政治民主化。这一方面

是由于中印两国过去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 , 经过两国人民

艰苦卓绝的 斗争 , 付出了 巨大 的牺 牲 , 才赢 得了 民族 独立 ; 而 更重 要的 是 , 在

两国独立后 , 经过数十年的奋斗 , 两国在国家建设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印两国建立战

略 合作伙 伴关 系 , 将 使两国 在世 界范 围内开 展广 泛的 合作 , 宣 传和 推广 这 五

项原则 , 共同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做出贡献。近年来 , 中印两国经济同时以较快

的速度发展 , 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亮点 , 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2006 年 1

月 31 日 , 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说 : “在充满活力的世界经济中 , 我们面

临着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竞争者⋯⋯。”高盛公司 2003 年 10 月发表的报告指

出 , 中国GDP 将在 2041 年超过美国 , 印度将在 2035 年前超过日本。英国《金

融时报》在其评论中说 ,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预示着全球经济秩序 , 因而不可避

免地也包括地缘政治秩序将发生重大变化 , 其程度不亚于工业革命或随后美

国崛起所带来的变化。

这种估计是富有远见的。考虑到中印两国幅员辽阔 , 人口众多 , 两国的崛

起又处于高科技革命和全球化这两者都迅猛发展的时代 , 中印崛起对世界的

影响也许还会大大超过工业革命和美国崛起。

中印两 国都 是发 展中国 家 , 但 两国 经济和 社会 模式 又 不 相 同 , 各 自 都 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两国除可以相互学习 , 实现“龙象共舞”外 , 两国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经验都可以供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和参考 , 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繁

荣。2006 年中印联合宣言宣布中印将就此举行国际研讨会。当前亚洲是世界

各大洲中惟一还没有全洲性经济合作组织的洲。中国是东亚区域性大国 , 印

度是南亚区域性大国 , 两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必将有力地推动亚洲经济

合作的发展。

在古代 , 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曾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两国的文化

交流对各自的文化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今天 , 两国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园林中

仍然是两座盛开的花坛 , 光彩照人。两国的文化交流丰富了两国人民的文化

和精神生活 , 受到两国人民的热情欢迎。中印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必将进

一步促进两国的文化合作与交流。事实证明 , 只要有关国家采取正确的政策 ,

“文明冲突”是可以避免的 , 而“文明互补”则将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中印两 国建 立战 略合作 伙伴 关系 , 确 实 是 值 得 两 国 人 民 庆 幸 的 一 件 大

事。但是必须承认 , 由于中印关系在两国建交后毕竟经历过重大的挫折 , 两国

之间又存在一些敏感的问题 , 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需要继续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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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加强 和巩 固 , 两 国之间 的互 相信 任需要 继续 努力 增进和 深化 , 使两 国的 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加完善和成熟。

中印边界问题是两国之间历史遗留的最重大的问题。由于双方都同意这

一问题不应成为两国发展友好关系的障碍 , 多年来中印关系的发展是相当顺

利的。但是在中印两国已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情况下 , 如果这一问题继

续拖延而不能最终解决 , 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两国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的信心。反之 , 如果中印边界问题能尽快获得最终解决 , 必将进一步加强

两国的互信 , 巩固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

西藏问题是中印之间的另一重大问题。由于 2003 年 6 月印度总理瓦杰帕

伊访华 时 , 印 方在 中印宣 言中 明确 表示“印 方承 认西 藏自治 区是 中华 人民 共

和国领土的一部分”, 并重申 “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

动”, 印方的立场比过去前进了一步 , 这是令人高兴的。今后 , 随着中印关系的

发展 , 西藏问题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淡化。但由于在印度土地上仍存在达赖集

团的 “流亡 政府”, 其 活动 也没 有停止 , 中印 两国 在发展 战略 合作 伙伴关 系时

仍需要妥善处理这一问题。

在地区 形势 方面 , 印度和 美国 的关 系是中 方比 较关 注 的 问 题 , 中 国 和 巴

基斯坦的关系是印方比较关注的问题。但估计这两个问题对中印发展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近年来 , 印美关系确实有较大的发展 , 美国一些官方人士并公开表示 , 美

国加 强同 印度 的关系 , 是为 了在 未来防 备中 国。但 是 , 印度 领导 人已 一 再 申

明 , 印美关系的发展不会影响中印关系 , 印度将继续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

从中方看 , 中国继续积极发展同美国的关系 , 美国的一些官员表示 , 中美关系

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因此 , 中印美三边关系有望继续保持平衡发展的

态势 , 这对 维护本 地区 的和 平与稳 定是 十分 有利的 , 也为 中印 战略合 作伙 伴

关系创造了良好的地区环境。

以 2006 年中国青藏铁路通车这一重大事件为例 , 从中印加强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 的崭 新的 角度看 , 这是 一件 大好事 , 将有 力地 推动中 国同 印度 以及 其

他南亚国家的经贸交流和合作。但如果以旧的中印互为竞争对手的观点看 ,

这有可能被印度某些人士认为是对印度安全的某种威胁。那么 , 究竟谁是谁

非 , 人们相信今后中印关系的发展将会作出历史的结论。

( 摘自《国际问题研究》200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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