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 年第 3 期

No. 3  2008

南亚研究季刊
South Asian Studies Quar terly

总第 134期

Sum No. 134

试析冷战后印度对非洲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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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印度和非洲国家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冷战结束以后, 随着国际体系和非洲形

势的变革, 印度对于非洲的政策出现了新的趋向。印度加强了与非洲在能源、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

合作。印度试图通过加强双边合作, 旨在确保本国的能源安全、促成政治大国的目标实现以及巩固军事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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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与非洲大陆有着独特的历史渊源, 这在

一定程度上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早在

古代, 印度先民就跨越印度洋居住于非洲; 在殖

民时代和冷战时期, 印度和非洲国家在反对种族

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并肩战斗从而缔结

了深厚的友谊。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思

想、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的不结盟运动政策对于

非洲国家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自从印度独立

以来, 印度历届政府非常重视印非关系的发展,

可以说, 非洲在印度的外交战略中一直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

一

从地理上看, 印度与非洲一衣带水、隔洋相

望。印度著名的战略学家拉吉 #莫汉曾认为 /非

洲的部分地区、西亚、中亚和东南亚, 都可以认

为是印度的近国。0¹ 天然的地理条件为两个地

区的沟通与交流创造了条件。早在古代时期, 印

度的商人就涉足非洲的东海岸进行贸易, 他们已

经懂得了利用印度洋上的西南季风往返于两岸之

间。

随着西方殖民列强的扩张, 印度与非洲的许

多国家尤其是南部非洲各国先后沦为英国的殖民

地。印度与非洲的长期贸易体系也随之趋于结

束。不过, 这也为印度非洲关系的发展创造了积

极条件。由于印度和非洲一些国家并属于英国的

殖民体系, 到了 18世纪以后, 越来越多的印度

人开始到非洲进行移民。这有利于推动印度与当

时非洲国家之间的民间交往。印度圣雄甘地就是

这样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从 1893年至 1914年,

甘地长期居住于南非。甘地出生于印度, 然而政

治生命开始于非洲。在南非居住期间, 甘地领导

了南非印侨争取公民权利的运动以反对当时英国

当局的种族歧视政策。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

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甘地的非暴力

计划对于推动印度在 1947年的独立起到了重要

作用。不仅如此, 甘地思想还深深影响了许多非

洲杰出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 如加纳的克瓦米

#恩克鲁玛、赞比亚的卡翁达、尼日利亚的阿沃

洛沃等人。º

如果说甘地为印非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道德基

础, 那么尼赫鲁则为印非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政治

活力, 奠定了印度以后对非政策的基础。尼赫鲁

曾指出: /非洲尽管和印度相隔印度洋, 他是我

们的密切邻居, 从历史上看, 印度的利益和非洲

的发展一直联系在一起。0» 1947 年独立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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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领导的印度政府明确表示支持非洲各国反

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印度还是第

一个提出反对南非种族歧视的国家。在独立之

前, 尼赫鲁领导的印度临时政府就在联合国大会

上提出反对南非白人政府所实施的种族歧视政

策。独立后, 印度还积极劝导印度侨民支持居住

国经济的发展。尼赫鲁告诫印度侨民应把自己的

利益与南非黑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共同为反对

种族隔离而斗争。在 1954年万隆的亚非会议和

1957年开罗的亚非人民团结会议上, 印度都坚

决主张加强亚非人民的团结, 支持非洲国家反对

殖民主义, 争取非殖民化的斗争。在尼赫鲁执政

晚期, 印非关系发生了波动。双方在一些问题上

存在一定的分歧。这一时期, 非洲国家在不结盟

运动、联合国会议中对于印度的支持明显下

降。¹

20世纪 60年代中期, 印度开始重新审视印

度的对非政策。1964年 9月, 印度政府通过了

/印度与非洲开展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0 ﹙简称

/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0 ﹚, 其宗旨就是加大对

非洲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技术和经

济合作计划0 成为印度对非洲各国发展经济关
系、扩大援助的最重要方式。从 1960年代到现

在, 印度对外援助总额达 20亿美元, 而其中的

大多数流向了非洲国家。在英迪拉 #甘地担任印

度总理期间, 印度鼎力支持非洲国家的各种政治

运动。不论是在联合国会议, 还是在不结盟运动

以及在英联邦会议, 印度政府坚决和非洲国家站

在一起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以及纳米比亚的

解放斗争。印度还极力呼吁在不结盟运动的框架

下加强南南合作。这一时期, 印度还分别承认南

非非国大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合法外交地位。

在 1970年代, 印度在外交和国内经济发展方面

也相继取得了一些突破: 1971 年印度与苏联签

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 5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

约6、1974年印度核试验成功以及印度的绿色革

命成绩显著。这使得当时的非洲国家也非常重视

对印关系。拉吉夫#甘地上台以后, 也致力于推

动印非关系发展。1986年, 在拉吉夫 #甘地的

倡导下, 不结盟运动建立了专门的非洲基金以用

于支持南非和纳米比亚国家的自由主义运动。

环顾冷战时期, 由于印度自身经济能力和政

治能力的限制, 印度的对非政策并没有对非洲的

发展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然而, 印度对于非洲民

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不结盟运动的推动以及南南

合作的倡导深刻影响了非洲国家, 从而促进了印

非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密切联系。这也为冷

战后印度非洲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在冷战时期, 印度一直把支持非洲国家反对

殖民主义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视为其对非外交

的重点。到了 1990 年代, 随着非洲殖民统治的

终结、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以及纳米比亚的

独立, 非洲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外,

冷战结束以来, 国际政治格局也正进行着急剧的

变革。在此状况下, 印度对非洲的外交政策也有

所调整, 其政策出现了新的趋向。印度特别注重

与非洲国家在能源、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

合作。

1. 大力加强能源合作

近年来, 印度的经济保持着持续、快速增

长。很多学者认为在未来 20年, 印度的经济增

长速度将会保持着 8% - 10%。然而, 印度是一

个资源匮乏的国家, 其资源只占世界资源的

01 5%。印度极为有限的资源远远不能满足其经
济快速增长的需要。据国际能源组织的统计, 目

前印度所消耗的石油 75% 依靠外来进口, 到了

2020年, 印度的石油依存度将达到 90%。当前

印度的大量石油来自于中东, 而中东动荡不安的

局势无疑将会影响到印度的能源安全以及经济发

展。

非洲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 而且非洲石油

大多质量较好, 含硫低、易于提炼加工, 很适合

生产汽车燃油。º 非洲在世界能源市场上的重要

性正与日俱增。非洲目前的石油生产量已占据了

世界石油生产总量的 12%。据专家推测,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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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非洲产油国家的石油产量在世界石油总

产量中的比例有望上升到 20%。为了稳定国内

油气能源需求、确保能源来源的多元化、增强自

身抵御石油短缺的能力, 印度政府势必拓展对非

洲国家的能源外交。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印度加强了与非洲国

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尼日利亚、加蓬、苏丹、

利比亚是非洲重要的石油生产国, 这几个国家储

量占据非洲石油蕴藏量的 8%。印度把上述国家

作为自身的重要合作对象。在尼日利亚, 印度国

有石油天然气公司近年同尼日利亚有关方面签订

了协议, 从而获得该国两个深水油区 25 年的开

发权。作为回报, 印度公司将投资 60亿美元,

用于尼日利亚的电力、铁路、炼油、农业等基础

设施建设。印度在加蓬、苏丹也都有大量的能源

投资。除此之外, 印度的石油公司足迹涉及到布

基纳法索、赤道几内亚、加纳、几内亚比绍以及

塞内加尔等许多非洲石油生产国。目前, 来自非

洲石油的进口已占据印度石油总进口的 20%。¹

除了在非洲开采石油资源外, 印度还积极开

采矿产以及其他资源。孟买的维达塔 ( Vedan2
ta) 贸易公司在赞比亚投资了 71 5 亿美元用于开
发当地的铜矿。不久前, 利比亚议会批准了一条

协议允许印度的米塔公司在利比亚建设钢铁中

心。这项投资金额约为 10 亿美元, 将会雇佣工

人 2万余人。印度多年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国内

的粮食安全问题。目前, 印度人均的粮食获得量

只有 200公斤。º 在未来 30年, 印度的人口将

保持 1%的速度增长, 印度将会超越中国成为世

界上粮食需求的主要国家。所以, 印度也非常重

视对非洲的农业开发与合作。

21 积极推动经贸合作
冷战结束以后, 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

位和作用正在不断得到提升。在当代国际关系变

化中, 也呈现了政治经济化、经济政治化这样一

个特点。当前, 印度政府也非常重视本国的经济

发展, 强调外交应为经济服务。非洲是一个潜在

的巨大市场, 据摩根斯坦利的全球策略报告显

示, 非洲的平均投资收益率高达 35- 45%。加

强和非洲的经济联系, 有利于扩大印度的产品出

口以及促进经济增长。印度学者指出, /非洲对

印度来说, 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非洲居

住着大约 71 5 亿人口, 占世界人口的 13%左右

,,此外, 许多非洲国家属于印度洋周边的一部

分, 印度与它们的合作将是促进印度洋地区经济

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0»

为了提升双方的经贸合作水平, 印度政府采

取了各种措施。在金融方面, 印度政府减免了非

洲五个高债务国家的债务, 这些国家包括加纳、

莫桑比克、乌干达、赞比亚、坦桑尼亚。印度国

家进出口银行还延长了对于安哥拉、南非、苏

丹、刚果等国家的贷款期限。在科技方面, 通过

/印度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0 ( INT EC) 加大对

于非洲国家的援助力度。早在 1990 年代期间,

印度帮助非洲国家投资建设了很多项目。印度投

资 449万美元在塞内加尔建设了创新培训和展览

中心, 该中心于 2000年投入使用。印度在纳米

比亚帮其建立了塑料技术展览中心。不久前, 印

度正式启动由印度总统于 2004 年提出的泛非洲

电子网络连接计划。该计划将通过卫星和光纤,

把印度和非洲大陆 53个国家连接起来。通过泛

非网络连接计划, 印度将协助非洲国家发展远程

教育、远程医疗和建立网络等。这些措施的实

行, 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合作。

印度政府还与非洲国家签订了双边或多边的

贸易协定。例如, 印度已与 19 个非洲国家正式

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在区域合作方面, 印度与

南部非洲一些国家构建了环印度洋经济区域合作

组织。目前, 印度与非洲各国的经济合作关系正

日趋密切。就双方贸易而言, 双方的贸易额近年

来急剧上升。1991年, 印度与非洲之间的双边

贸易额仅为 91 67亿美元, 到 2006- 2007年度,

印非双边贸易额近 200亿美元。印度对非出口也

大幅增加, 出口的贸易额已达到 84亿美元。印

度向非洲国家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机器、运输装

备、塑料、纸张、木材制品以及化工制品。随着

艾滋病以及其他传染病在非洲大陆的蔓延, 非洲

很多国家对于医疗用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印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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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医药公司很多产品出口到这一地区。非洲许多

国家, 如尼日利亚、毛里求斯、肯尼亚、坦桑尼

亚和加纳等都已经成为印度的主要贸易伙伴。¹

3. 努力推进政治对话

非洲大陆共拥有 53个国家, 占据了联合国

成员国总数的 1/ 4多。近年来, 非洲国家在国际

舞台上的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有所提高。在新的形

势下, 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和合作, 无疑会有

助于印度国际地位的提升。印度正在积极为成为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努力, 这更离不开非

洲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印度官员曾直言不讳指

出: /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是一股庞大的势

力, 如果印度想在联大安全理事会上争得一席,

这个集团的支持是举足轻重的。0 º

在 1990年代期间, 印度前总理拉奥、高达

曾经访问了非洲的一些国家, 力图推动双边关系

的发展。2000年以后, 印度明显加强了对于非

洲的外交力度。2007年 7月, 印度外长穆克吉

访问了埃塞俄比亚。在埃期间, 穆克吉还会晤了

非盟主席乌马尔 #科纳雷并探讨了印非的政治合

作问题。同年 9月, 印总理辛格对尼日利亚进行

了历史性访问, 这是继 1962 年尼赫鲁访问尼日

利亚 40多年后印度总理对尼日利亚进行的再次

访问。双方就共同关注的双边、地区和多边关系

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尼日利亚明确表示支持印度

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为。值得

关注的是, 2008 年 4月份, 印度在新德里举办

了首届印 ) ) ) 非论坛。14 个非洲国家派高级代

表团参加此次峰会。此次会议通过了 5德里宣
言6 和 5印度与非洲合作框架6 两份文件, 确定

印度将与非洲国家发展新的 /实质性和建设性0

伙伴关系, 旨在加强双方在政治、经贸、能源、

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在对非关系中, 印度非常关注与地区大国南

非的政治合作。长期以来, 印度和非国大保持着

密切的合作, 早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 印度就对

非国大进行了大力援助和支持。1990 年代以后,

随着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非国大的上台执

政, 印度和南非关系开始急剧升温。2004年印

度、南非与巴西三个国家组成了 / 三国对话论
坛0, /三国对话论坛0 目的是密切协商三国在国

际政治中的立场和态度, 如联合国改革、南南合

作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内的合作等重要问题。截至

目前, /三国对话论坛0 已分别在新德里 ( 2004

年)、开普敦 ( 2005年)、巴西利亚 ( 2006年)、

新德里 ( 2007年) 召开了 4 次会议, 相继签署

了相关协议、就相关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达成了

共识。

4. 积极加强军事交流

冷战结束以后, 非洲很多国家国内一直存在

着激烈的冲突和动荡。联合国先后派出了多次维

和部队以进行调解。印度积极支持联合国在非洲

的各种维护和平行动, 联合国每次在非洲的维和

行动, 几乎都有印度军队参加。自从 1992年以

来, 印度连续参加了莫桑比克、索马里、卢旺

达、安哥拉、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亚的维和行

动。» 印度军队在维和行动中的卓越表现也深受

非洲人民的好评, 索马里的部族领袖曾多次要求

印度延长其维和时间。¼

此外, 印度还大力帮助非洲国家进行军事人

员的培训。早在 1960年代, 印度就对非洲国家

一些军官进行军事培训。这些非洲军官被送到印

度著名军事院校如新德里国防大学、国防管理学

院、国防参谋学院接受培训, 培训内容主要关于

安全和战略研究、国防管理、电力、机器制造、

反潜技术等方面。½ 在 1990 - 1991 和 2000 -

2001年度, 曾经有 800 多人接受军事培训。在

未来, 这些接受培训的非洲国家军官可能会成为

本国军队的领导人, 从而将会有利于推动对印关

系。前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就是这样一个代表

性的人物, 奥巴桑乔曾在 1960 年代在印度军校

接受培训。奥巴桑乔在随其担任尼日利亚最高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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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冷战后印度对非洲的外交政策

帅部参谋长、总统时期, 积极促进双方的军事交

流与合作。

最近十多年来, 恐怖主义活动、海盗活动在

靠近索马里的西印度洋领域甚为猖獗。一些商船

曾经遭受到多起军事攻击, 这影响了沿岸国家之

间的经济贸易活动。印度加强了和非洲印度洋沿

岸国家在反恐、打击恐怖主义的军事合作。去年

南非海军副司令姆蒂姆访问了印度, 就如何加强

双方海军合作打击海盗、恐怖主义行为达成了共

识。今年 5月, 印度、南非和巴西还联合起来在

印度洋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总之, 与冷战时期相比, 冷战后印度的对非

外交政策在政策手段和内容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仔细分析当前印度的对非政策, 在其政策背后,

印度有着自身的战略考虑和战略诉求。印度试图

通过加强印、非合作, 以确保本国的能源安全、

促成政治大国目标的实现以及巩固军事安全。如

果说在冷战时期, 印度对于非洲的政策具有一定

的理想主义成分的话, 那么在当前, 这种理想主

义成分正在减少而代之以鲜明的现实主义。在对

非政策中, 印度非常注重对于自身国家利益的维

护。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冷战后印度外交政策的

一个突出的特征。

三

经过不懈的努力, 印度的对非政策在一定程

度上取得了重要成效。在文化上, 双方的交流日

益频繁、经济合作明显加强、政治对话取得了发

展。从长期看, 印非关系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

间。印度与非洲在地理上、文化上有密切联系,

且印度和许多非洲国家都属于英联邦成员国, 这

无疑将会有利于推动印度战略的实施, 促进印非

关系的全面发展。鉴于印度在当今国际政治格局

中的重要地位, 非洲国家对于印非关系发展也持

积极态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

中非关系发展。可以说, 对非关系是中国外交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的对非政策的加强在一

定程度上将会涉及到中非关系的发展。自从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以后, 印度一直把中国作

为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

中非关系在各个领域发展迅速。印度在非洲就开

始进行积极抵制, 1964年英#甘地访问了非洲,

经济援助计划随之出台。2006 年中非论坛的召

开促进了中非关系进一步提升, 在国际社会中产

生了巨大的反响。这也成为印度 2008年 4月召

开印 ) 非论坛的重要动因。在非洲, 尤其在能源

领域, 目前印度的能源公司已和中国的能源公司

展开了激烈竞争。

随着全球经济对于能源需求的上升, 世界一

些大国将会加大对于非洲国家的外交力度。这将

会促进非洲政治形势的复杂化。在当前新形势

下, 中国应进一步采取各种措施推进中非关系发

展。在发展中非关系时, 应双管齐下: 在注重发

展双方经济联系时, 也应注重加强文化、教育联

系, 从而增加中非之间的共识; 在强调和非洲政

府发展官方联系时, 也应积极发展与非洲基层社

会的联系, 从而扩大中非关系的社会基础。他山

之石, 可以攻玉, 在发展中非关系时, 我们甚至

可以借鉴印度等一些国家对非的政策思路以及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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