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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海洋战略及印美在印度洋的合作与矛盾

郑  励
X

[内容提要] 作为主要的印度洋国家, 印度长期以来寻求一项确保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大

国海洋战略, 它体现了印度立足南亚、面向印度洋、争做世界大国的战略图谋。冷战结束以来,

特别是随着印度综合国力的发展以及追寻其 / 大国梦0 的步骤加快, 印度对印度洋的安全需求

持续增大, 将确保海洋战略利益、特别是保证印度洋海上石油通道的安全视为保护其基本国家

战略利益的头等大事。鉴于印度洋对印度和美国的重要战略意义, 印度在实施其海洋战略过程

中既会与美国保持合作, 同时也可能引发相互间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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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洋对印度的重要性

印度位于印度洋北部中心位置, 海岸线长达 7500 公里, 沿岸拥有大小 190多个港口,

在阿拉伯海和孟加拉国湾有大小 1175个岛屿, 印度半岛深入印度洋达 1600公里。无论是在

历史文化、经济发展, 还是资源需求和战略安全上, 印度洋对印度都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

响。印度自身也认为 /印度的安危和明日的伟大系于印度洋。0

历史上, 印度的命运与印度洋发生了密切的关联。印度古代的航海业非常发达, 南印度

在不同时期曾出现过潘地亚、朱罗等多个强大的海军强国, 并通过印度洋与罗马帝国、阿拉

伯帝国建立起密切的贸易和文化联系。在近代历史上, 印度洋带给印度的是被征服的命运,

印度丧失国家独立也是从海上开始的。从 15世纪末达#伽马绕道好望角到达印度并发现新航
路之后, 欧洲各国对印度洋的争夺一直未断。16世纪起, 印度洋沿岸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受

到葡、荷、英、法等国的侵略和掠夺, 相继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1757年印度孟加拉土

邦在普拉西战役中败于英国, 此后逐步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从此以印度为跳板, 向印度洋

纵深和东、北、西三面沿岸地区扩展。英国将印度洋当作自己的 /内湖0, 而印度则变成

/不列颠皇冠上的一颗明珠0。因此印度认识到, 殖民统治的历史是从被海上强国征服开始

的。印度前任印外长贾斯旺#辛格在 5印度的防务6 中明确指出印度洋对印度安全的极端重

要性, 指出: /我们只需思考一下 17和 18世纪的一个重要失误, 就可正确评价印度洋和通

向印度的海路的重要性。这个失误导致了外国势力到达印度洋沿岸, 最初是为了贸易, 发展

到后来就是为了征服。0 ¹并认为, 如当时 / 只要有一支海军就能阻挡并抵抗这种海上入侵,

海军本身就足以阻止印度被进入。0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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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印度与南亚国家及印度洋沿岸的某些岛国都有着紧密的种族、文化和感情联系,

例如毛里求斯、塞舍尔和马尔代夫等国都有相当多的印度人, 这些国家自然地在经济、技术

和安全方面向印度这个地区大国走近并寻求帮助。印度凭着自己广大的国土面积、众多的人

口和丰富的资源, 成为印度洋地区的大国, 再加上印度与沿岸诸国在地理上和历史上天然的

联系, 对印度洋地区的归属感和主人感明显超过其它大国, 以至于将印度洋视为 /印度的海

洋0, 不允许其它大国控制这一广阔海域的地步。

印度在印度洋的地理位置、古代的海洋传统以及被海上征服的历史教训使印度有着浓重

的印度洋情结。独立以来, 印度继承英国的战略理念, 把印度洋视为 /命运之洋0, 并谋求
控制印度洋, 变其为 /印度的内湖0。战略家潘尼迦认为, 印度的前途不决定于陆地边境,

而决定于从三面围绕印度的广阔海洋, 并认为谁控制印度洋, 谁就掌握了印度。他进一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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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3月 5 日, 时任印度内政部长的阿德瓦尼在印度洋安达曼群岛视察时曾称:

/ 20世纪属于西方, 中国在 21世纪想成为世界的领导, 但本世纪未来的岁月属于我们印

度。0¼

经济资源因素也是印度重视印度洋的主要动因。印度洋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世界已探

明石油, 天然气储量的 40%分布在印度洋圈, 印度洋的渔业占世界总量的 16. 5%。水资源

也十分重要, 是波斯湾地区淡水的潜在来源。对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 印度不仅可以解决资

源不足的问题, 还能带动其经济的发展。因此印度政府把印度洋视为其发展的基地, 把发展

海洋经济作为其增强综合国力的一项基本国策, 甚至作为国家战略筹划的重要内容。除了蕴

藏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外, 作为世界第三大洋的印度洋, 还是世界海运中重要的海域之一。它

是国际重要海洋交通航线集中所在地。而濒临印度洋的印度, 其 97%的对外贸易途经海上,

约50%的石油和 80%的天然气来自近海的专属经济区, 其它 30%的石油来自波斯湾。
½
因

此, 是否畅通已经直接关系到印度战略物资的进口, 对外贸易的开展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

另外, 印度在印度洋沿岸还设有许多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基地, 包括孟买港、马德拉斯港、巴

巴原子研究中心及一些能源站和炼油厂。如果一旦发生战争, 这些海港和基础设施将极易受

到攻击。因此, 印度的海上防务对印度保护其海岸免受攻击和破坏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也

决定了印度必须重视海洋战略的发展。

二、印度海洋战略发展及其现状

印度地处南亚次大陆, 三面环海, 其海上力量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自 1947

年独立以来, 印度历届政府都把跻身世界大国行列作为长远战略目标, 在发展过程中也日渐

重视海洋战略的发展。大体上, 印度海洋战略的发展和调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刚独立的印度, 从英殖民者手中接过一支缺少战斗力、不具规模的海军, 并继承了英国

过去所面临的防务问题, 而且主要采取了与英国同样的防务战略, 即 /把印度海军的主要任

务即保护海上贸易与印度成为东南亚国家中强大、卓越而又处于领导地位的大国目标相结

合0。¾但当时, 印度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陆路边境, 而不是海洋边境。主要的防务问题是在

次大陆内部, 即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 而对印度洋关心相对较少。直到 1954年, 印度制订

了一个全面的 /海军更新十年规划0, 对印度海军未来肩负的作用及其构成进行了重大的重

新评估。重点已从发展印度海军空中、水上及水下全方位作战能力转移到着重增强防御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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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潜作战能力, 这项规划还设想增建军舰修造厂和海军训练设施。

60年代开始至 70年代末, 印度在夺取和巩固南亚次大陆战略支配地位的同时, 已经开

始注意发展海上力量, 竭力填补英国撤军后在印度洋出现的 /力量真空0, 谋求在印度洋北

部的海上优势。独立之初印度对印度洋的相对漠视, 逐渐被日益增长的兴趣和关注所取代。

这种变化至少在 1964 或 1965年就可觉察到。1964 年, 印度宣布了扩充海军的五年计划。

1965年的印巴冲突中, 印度和巴基斯坦海军所起的作用不大, 但是巴基斯坦舰队曾向印度

在古吉拉特沿岸的雷达设施开火, 并炮轰杜瓦尔卡港口, 此举并未对印度造成大的破坏, 但

是正是这一事件引起印度警觉。在第二次印巴战争之后, 海军得到了政府的重视, 采取了适

时发展的方针。到 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前夕, 海军兵力增至 3万人, 作战舰只增至 74

艘; 并在 60年代初购进的 /维克兰特0 号轻型航母上装备了云雀 3型直升机。

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对印度海洋战略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次战争中, 不仅巴

基斯坦使用潜艇欲击沉印度护卫舰, 美国更派出了第七舰队驶进孟加拉国湾对印度形成胁迫

之势, 从而改变了整个印度洋的战略态势。当时的苏联和印度双方都认为此举不仅意在与苏

联对抗, 更重要的是对印进行直接威胁。¿与 1965年印巴战争相比, 海军在这次战争中起到

了真正的作用。也正是这次战争使印度警醒, 进一步意识到自己海上力量的脆弱性。此后,

印度开始优先发展海军, 大批从苏联购买战舰、反潜艇直升机、海上侦察机和海上导弹, 力

图把海军从 /棕色水域0 的沿海防御力量提升为一支相对现代化的舰队, 其目标是 /不仅能

够保卫印度的国家安全利益而且能够在整个南亚地区占据第一海军强国的突出地位。0À1978

年, 印度海军制定了 /二十年发展规划0, 包括发展海军基础设施建设和进一步提高各类战
舰总量, 为80年代海军力量的显著发展奠定了基础。Á

从80年代开始, 随着在次大陆战略目标的逐步实现和巩固, 印度的战略重心开始转向

三面环绕国土的印度洋, 改近海防御战略为地区 /海洋控制战略0, 其海军装备开始向大型
化、导弹化及立体化等方向迈进, 不仅扩大了控制的范围, 还加强了远洋进攻能力。拉吉夫

#甘地在执政后不久便直言不讳地宣称: /印度应在控制与其邻近的五大海峡的基础上, 继而

控制从地中海到太平洋之间的广大地区0。�lu也就是从这时候起, 印度确立了以海洋为突破

口, 为实现长远的国家战略目标奠定地缘战略的基础。从 80年代开始, 印度强调要保护自

己不断增长的海洋利益并采取地区 /海洋控制0 战略。这一战略不仅包括保护印度海岸、岛

屿领土、海运船只和沿海设施等海军传统任务, 更强调海军在保护日益增长的海洋资源和在

印度洋圈内肩负的其它使命。
�lv
1986年, 印度向南也门派出护卫舰援救印度工作人员。这是

独立后的印度第一次派出军舰到南亚地区以外执行军事任务, 其部署战舰完成援救任务的事

实显示了印度海军在该地区不断增长的海洋军事能力和印度政府对自身海军力量日益增长的

自信。

值得注意的是, 印度在 80年代后期提出海军的任务之一是要 /保护印度洋沿岸印度民
族人民和印度后裔的生命和财产安全0。�lw这就意味着印度海军有可能在印度洋地区对他国进

行军事干涉。而印度海军在 1987 ) 1990年对斯里兰卡和 1988年在马尔代夫成功的军事介入

充分表明了拉#甘地政府使用军事力量以获取政治目的日益明显的倾向以及印度在印度洋沿

岸扮演保护者角色的浓厚兴趣, 同时也表明印度海军对印度洋地区事务具备了一定的影响

力。�lx这些军事行动充分巩固了印度在印度洋沿岸地区作为头号海军强国的地位, 表明印度

海军不再只是仅限于防御角色, 而是已在整个印度洋地区建立了海洋军事打击力量。

#115#



进入 90年代以来, 印度的海洋战略有了新的发展, 开始推行 /东方海洋战略0, 力求使
其海上力量进一步向其它海域辐射。按照印度的设想: 向东, 将其活动范围扩大并伸展到南

中国海和太平洋边缘; 向西, 穿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 濒临地中海; 向南, 将远洋兵力前伸

到印度洋最南端, 甚至绕过好望角远达大西洋。冷战结束后, 印度开始在印度洋推行以威慑

求扩张的 /国家安全战略0。印度所说的海洋威慑的主要目的一是针对在印度洋保持着强大

军事存在的美国、俄罗斯等大国海军; 二是确保有效地遏止其它区外大国如日本、德国、法

国和中国的海军进入印度洋; 三是保持对印度洋沿岸国家的绝对军事优势, 控制邻近国家的

海域, 慑止其可能对印度进行的任何军事冒险。印度指出, 虽然不能期望印度海军胜过其它

大国海军或抵消其压力, 但足以使它们的干涉付出更高的代价, 威慑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

印度国防部官员也承认印度海军力量的增强是政府外交力量的倍增器。为此, 1998年 4月,

印度专门在孟加拉国湾东部的尼科巴与安达曼群岛上组建了远东海军司令部, 作为其第三个

作战中枢。除负责扩大对印度洋的控制外, 还把触角进一步延伸到了太平洋。后来又在该群

岛的布莱尔港设立了第四司令部。尤其是近些年来, 印度除了大力发展自身的海上力量外,

其海军频繁地与东盟国家、日本、韩国等国举行联合军演习。

世纪之交, 印度的军事战略重心日益倾向海洋, 在政治上、军事上实行 /西挺东进0 战
略, 力图掌控从波斯湾到马六甲海峡以东的广大地区, 其海上军事战略在 21世纪初已变为

面向整个印度洋地区。2003年 11月 1日, 印总理瓦杰帕伊公开宣称, 印度不是南亚国家,

而是一个全球大国, 其利益范围包括从波斯湾到马六甲海峡以东的广大地区。印度企图不断

扩大其在印度洋的发言权, 竭力排挤其它大国在印度洋的存在, 力图形成在印度洋的独霸局

面。其目标一是确保国土、海岸线、领海的安全, 控制自己的专属经济区; 二是控制邻近国

家海域, 形成对巴基斯坦绝对的海上优势; 三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马六甲海峡实

施不间断的控制, 战时实施有效的海上封锁; 四是建立均衡的远洋舰队, 东扩进入南中国

海, 涉足西太平洋。南扩绕过好望角, 驰骋大西洋。欲将目前基本控制了北印度洋的局面延

展到整个印度洋, 其雄心勃勃的海军战略将使印度海军军事力量出现迅猛的发展势头。

21世纪, 各国对能源越来越关注。近年来印度经济持续增长, 对外部能源供给依存度

加大, 促使印度日益重视从地缘政治视角关注未来自身的能源安全。印度对能源安全的担忧

也注定要使它更强调本国的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和战略应急能力, 维护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等

主要能源通道的安全, 以确保稳定的外部能源供应不致中断和不受威胁。�ly对于印度这样一

个能源需求大国, 印度洋地区交通航线及地区稳定对其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进一步促使印度在实现自身大国梦过程中将对印度洋的控制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

在2003年的亚太安全研究中心会议上, 对于 2002年印度海军力量东进南中国海一事,

一名印度官员解释说: /我们的演习让中国感到受到威胁是件好事,,我们正是要发出这样

的信号并让中国接收到这一信息。0 甚至有印度官员称: /由于印度洋地区存在美国的潜在威
胁, 印度有必要发展军事力量和核计划。0 �lz这些言论都表明印度不仅将印度洋视为自家后

院, 认为印度理所应当在印度洋地区扮演领导者角色并发挥支配作用, 而且要力图排挤他国

在印度洋的存在, 形成自己主导印度洋的局面。

三、印美在印度洋的合作与矛盾

美国海军战略学家马汉早在 20世纪初就预言: /在 21世纪谁控制了印度洋, 谁就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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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亚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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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在印度洋上, 印度与美国关系相当微妙, 既不是敌手, 也不是盟友; 既有互相利用之

处, 又有重大的利益冲突。冷战后, 美国决心重新勾画亚洲的力量格局, 为了保证在亚洲的

战略优势, 降低战略成本, 美国采取 /拉印抑华0 的谋略。布什政府更将印度视为 /不断壮
大的地区经济和军事实体0, 是 /可以与中国抗衡的战略力量0, 强调全方位推进美印防务合

作, 有意将印度扶植成为亚太安全战略的新支点。而印度一直怀有成为 /有声有色的大国0

的政治抱负, 认为迎合美国是借用力量实现自身 /大国梦0 的捷径。/ 9. 110 事件以及美国

军事打击阿富汗之后, 印度在南亚地缘格局中的作用更加凸现。印度利用这一 /天赐良机0,
积极调整、加强与美国的关系, 尤其是加强美印军事关系, 以挟美自重, 增大自己谋求南亚

盟主乃至世界大国地位的筹码。因此, 美国全球战略与印度大国化战略的利益相互重合, 二

者在合作中又都尽力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与地区大国印度都企图控

制印度洋, 两者有着利益冲突, 但又在有着共同利益的领域中试图相互合作。

(一) 印美的合作

美印安全利益的基石主要是为了对付日益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伊斯兰极端组织, 其中

最重要的是保护印度洋海上运输线, 因为印度和美国大部分原油与一些战备物资都需从海上

运输。美印为了维护其安全利益和保持印度洋的稳定, 不得不加强在这一地区的海军存在。

因此, 美印双方都有在印度洋地区进行合作的需求。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称, /印度拥有帮助

维护广袤的印度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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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印美的合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双方举行联合演习, 互相示好: 自 1992年美印海军在阿拉伯海海域进行首次联合演习

后, 两国海军又在 1995、1996年进行过两次联合军事演习。1998年因印度进行核试验, 美

国冻结了两国的海军合作, 但未过太久又恢复了合作。2001年两国海军的合作得到恢复和

发展, 12月两国组织海上联合搜索与救援演习。同时, 两国防务学院之间互访也有所加强。

2001年2月 15至19日, 印度在港口城市孟买举办国际舰队检阅活动, 印度及来自美国、俄

罗斯、法国、日本、南非等 19个国家的 120余艘军舰参加了检阅。在各国军舰上, 美国一

反惯例, 是唯一在参展舰艇上并列挂着美国和印度国旗的国家。检阅活动中, 印国防部长费

尔南德斯说, 现在世人已认识到印度海军必须在远至日本的航线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2002年 9月, 印度海军与美国海军在阿拉伯海恢复举行了代号为 /马拉巴尔0 的大规

模联合军事演习。印度海军表示, 两国恢复这种军事演习预示着美印海军正在加强双边合

作, 这将帮助加强双边关系, 提高相互理解。这也表明, 美印军事合作关系开始全面恢复。

2003年和 2004年, 美印两国海军连续两年共同进行 /马拉巴尔0 海上大型军演。印度国防

部长辛格表示, 演习进一步密切印美海军的合作关系。2004年印度先后与美国空军及伊朗、

新加坡、法国的海军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这一系列军演正是印度显示其军事实力、展示其

大国形象的绝好机会。同时, 印度希望通过联合军演与美、法等北约大国改善关系, 借以提

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获得更大的战略主动, 成为世界军事大国。

双方共同打造印度洋反恐民主联盟, 合力保护印度洋海上运输线: / 9. 110 后, 美国决

定对本#拉登和阿富汗的塔利班势力实施军事打击, 美海、陆、空力量开始向印度洋及周边

境域集结。从印度来看, 打击阿富汗塔利班将摧毁巴基斯坦与印度抗衡的后方战略依托, 这

符合自身的战略利益。因此印度给予美国军事打击行动以积极配合, 并开始打造印度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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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 /反恐民主联盟0。作为美印合作关系最好的见证, 印度授权美军在反恐战争中使用

其加油基地和空军基地, 并准许美战机飞越领空。2003年 2月,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印

总理安全顾问 B#米什拉阐述了 /反恐民主联盟0 的设想, 即以美、印、以为轴心, 同时包

括日、澳、韩等国家。实际上, 印度的 /反恐民主联盟0 与美国推行的 /亚洲北约0 的概念
是一脉相承的。目前, 印正是借助于一流的联合军演, 上联系美、法等北约大国, 下联系印

度洋中小国家, 加强双边多边合作, 推进其 /反恐民主联盟0。迫于反恐战争的需要, 美国

海军与印度海军的积极合作, 应该说再次燃起了印度逐步或部分实现控制印度洋的梦想。

美国国防部 2000年 12月发表的 521世纪美国的战略6 报告称: /能否保卫美国领土、
我们的公民和我们的经济繁荣将取决于自由贸易和能否得到战略资源以及国际水上通道0。

美国认为与印度开展海上合作, 能保证海上石油运输线的畅通和美国舰船在印度洋上的航行

安全, 为美海军提供新的训练场地, 这符合美国的利益。而对于印度来说, 它的石油储量有

限, 是个贫油国家, 每年大约要进口 2000万吨石油, 约占其石油消耗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最严重时, 甚至年外汇收入的 70%要用于进口石油。有限的国内石油生产也严重依赖海洋

石油开采。印度的海上油田产量约占其石油总产量的一半。印度每年的石油消耗大约有三分

之二要依赖海洋。因此印度洋海上航线的畅通与否直接关系美印双方的经济发展和战略安

全, 这也成为双方在印度洋寻求合作的基石。在 2002年 1月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访美

期间, 两国军方就在商讨印度海军为美国商船护航的可能。过后两个月, 印度海军的海岸巡

逻队就成功地护送了一艘运载 /高价物资0 的美国商船通过马六甲海峡到达新加坡。这是在

/ 9#110 后, 印度海军和美国海军在马六甲海域合作, 向成为地区海洋大国迈出的重要一步。

此后印美两国海军高层开始讨论海上合作计划, 包括两国海军将展开联合巡逻以及分享情报

和有关信息等, 以此来维护印度洋海上通道的畅通。印度不仅同意为美国舰艇提供护航、训

练基地和后勤补给支持等, 还接受美国提出的共同在马六甲海峡进行联合巡逻的建议, 表明

了印度已确认美国与印度在印度洋上的共同利益。根据美印双方达成的协议, 作为联合反恐

和打击海盗行动的一部分, 美、印海军轮流派军舰担负马六甲海峡巡逻执勤, 包括为航经海

峡的重点商船提供护航, 并规定各方巡逻时间为半年, 定期轮换。

(二) 印美的矛盾

印度作为地区大国, 且有充当世界大国的雄心, 与美国有着不同的战略利益, 双方在一

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着矛盾与分歧。

在谁控制印度洋的问题上, 美印间的矛盾是明显的。美国的原则是不允许任何国家单独

控制某个大洋从而成为美国的对手。在南亚次大陆, 美国同样要采取维持地区平衡、牵制地

区大国的战略, 决不允许某一大国单独控制印度洋。印度海军要控制的 4个海峡全部属于美

国海军作战时必须控制住的 16个海上战略通道。为此, 美国利用巴其斯坦和孟加拉国牵制

印度, 还利用第 5舰队频繁的军事行动和军事演习, 给印度以威胁, 制约印度过于急迫的扩

张。印度最近明确表示, 它不会仅仅局限于在南亚地区发挥作用, 而是要在从波斯湾到马六

甲海峡的广大区域内扮演重要角色。尽管印度也主张就海上航道问题与美国进行积极对话,

但印度对印度洋是 /内湖0 或 /印度的印度洋0 的看法根深蒂固, 并努力推行 /印度洋控制

战略0。这将很难避免与美国在印度洋发生磨擦。
2002年2月 6日, 美国 5世界网每日新闻6 转载美国战略预测公司 5印度扩展核能力6

文章评论道: /印度的 (与俄) 采购单清楚地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 印度在集中发展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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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第二, 它的战略计划范围已经扩大, 并非专门针对巴基斯坦的威胁。第三, 印度真正

想成为一个核大国0, /它突出反映了新德里决心发展能够威慑南亚任何挑战的三位一体战略

核力量, 并使印度取得该地区霸权地位。这是印度防备决策的主要目标0。�l}印度发展具有核
打击威力的海军, 这不可避免地要与美国及其盟国在印度洋上的地缘战略利益发生难以调和

的矛盾。印度已在印度洋地区建立了以印度本土为依托的东自安达曼与尼科巴群岛、西到拉

克沙群岛的海上防务体系, 但这个体系也遭到美国北从阿富汗和沙特阿拉伯、南到迪亚戈加

西亚岛的海陆打击力量的纵向切割。尤其是美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力量经过海湾战争、阿富汗

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牵动, 日益向印度大陆逼近收紧。印度在印度洋上面临最直接的威胁就

是美国的迪亚戈加西亚岛军事基地。

美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也是一个潜在的障碍, 美前总统克林顿曾经把南亚说成是世界上最

危险的地区, 这是因为印巴因克什米尔而引起的核竞赛。印巴两国长期以来因克什米尔问题

而起争端。美方强调, 为了使两国海军合作结出硕果, 印必须向美作出核竞赛不会导致核战

争的许诺。另一方面, 印对美支持巴基斯坦发展海上力量、卖给巴方先进的 P- 3C 型海上

侦察机和 /鱼叉0 导弹以及 / 9. 110 后美巴重新调整合作关系非常不满。�l~但在地理上, 巴

基斯坦是从海上进击中亚距离最近、最便捷的位置, 因此美国要全力开展反恐战争、特别是

要彻底赢得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巴基斯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美国必须对之倚重。此

外, 如果美国失去对巴基斯坦的影响, 伊斯兰极端组织在通向统治巴基斯坦的道路上更加顺

利, 并可能出现更多的恐怖主义训练基地, 这不符合美国将打击恐怖主义列为重中之重的全

球利益。因此, 对美国来说继续保持与巴基斯坦的合作关系就显得极为重要。印美对巴基斯

坦的看法截然不同势必引起印度的强烈不满, 从而加深双方的矛盾和分歧。

四、结论

印度的地缘优势决定了它必将寻求海洋为其国家拓展空间的突破点, 其海洋战略的不断

发展反映出其立足南亚、面向印度洋、争做世界大国的战略图谋。在印度具备了相当规模的

综合国力后, 其对印度洋的安全需求持续增大, 将确保海洋战略利益、特别是保证印度洋海

上石油通道的安全成为保护其国家经济发展命脉的头等大事。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

国, 在地缘政治与经济能源方面在印度洋也有着重大利益, 这决定了双方在印度洋的政治、

经济和战略利益部分重合。因此, 美印双方在一定范围内的合作将继续存在。但是, 随着印

度海上军事力量的发展及具有核打击力量海军建设的逐步实现, 美印双方在印度洋地区的矛

盾与磨擦将不可避免。印度在发展自身海上力量的过程中, 在寻求与美国合作的同时, 势必

将在最大范围内不断扩展其海权利益, 以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安全需求并逐步扩大在印度洋

地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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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 例如, 巴基斯坦的信息产业、特别是软件业, 具有很大优势, 不仅技

术先进, 而且成本很低。一个巴基斯坦的程序员年收入在 2500 美元左右, 而在印度则为

6600美元。中兴、华为等一些中国公司已经在巴基斯坦落户, 它们占有巴基斯坦电信市场

的20%。À中国对巴出口的主要货物是机械、化工产品, 轻工产品等, 巴基斯坦原棉、水果、

鱼类有较大的产量, 随着两国的努力, 中巴之间的贸易发展也是前景广阔。巴基斯坦潜在的

武器市场每年就有近 10亿美元, 到 2015 年还要翻一番, 这对于发展中国国防工业意义重

大: 巴基斯坦穆斯林巴格地区是世界最大的铬铁矿之一, 而铬是中国最短缺的战略资源之

一; Á另外, 巴基斯坦也是我国工程承包的重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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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意义。继续重视巩固和发展中巴关系, 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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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ial Discuss on the Importance of Sino- Pakistan Relations

By Hu Baoming

China and Pakistan are close neighbors linked by mountains and rivers. China- pakistan relations are time- tested,

such relationship of good- neighborliness not only brings benefits to both countries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peace and devel2
opment in South Asia. It is of importance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foster and develop their bilateral friendly ties. In the au2

thor. s opinion, Sino- Pak ties are still important foundations on which Chinese policies in South Asia are built.

Key words: develop; Sino- Pak relations; necessity

India. s 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Cooperation a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dia and America on the Indian Ocean

By Zheng Li

India. s 0 grand strategy0 beg ins with its national aspirations, India has been searching for its maritime strategy to have

a secure maritime environment to achieve her economic interests. As far as India and America are concerned, the Indian O2

cean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Both countries have vital interests in Asia throughout the Indian Ocean. Cooperation will

benefit both India and America, but it is also impossible for India to avoid conflict with America when pursuing its maritime

strategy.

Key words: India; maritime strategy; India and America; the Indian Ocean; cooperation; contradiction

A seminar- The evolving South Asi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role played by China and Pakistan

By Cheng Jidong

A seminar named 0The Role Played by China and Pakistan 0 was held in Pakistan on February 23- 25, 2005. More

than 40 learners from Pakistan, China, South Korea, Russia,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America and France attended

the meeting. Professor Wen Fude and professor Cheng Jidong from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in Sichuan University

were both at the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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