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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越关系对南海问题的影响

胡 娜
(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 冷战后，印度和越南在南海互动频繁，并开展军事合作和能源合作，对南海局势产生了

巨大影响。虽然印越在南海的动作也受到来自中国、美国、俄国等大国的制约，但它们

的合作已经造成了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复杂化，不利于中国按照既定方针解决南海问

题。中国既要坚持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立场，又要有所作为，趋利避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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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南亚大国印度开始真正推行“东

进政策”( Look East Policy) ，并作为自己大国战略

的一部分和当代外交的重要内容。东进政策在我

国学术界又叫做“东向政策”，所谓“东”指的就是

印度要往东发展，积极参与亚太事务，提升在东亚

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1］在东进过程中，印度

与东南亚国家频繁互动，并介入南海问题，这对南

海局势与南海争端的相关国家都有不容忽视的影

响。越南作为南海问题的一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

虑，积极拉拢包括印度在内的域外大国介入南海问

题，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这与印度的东进政策相

互交织，导致印越关系出现升温趋势。印越关系对

南海问题的影响比较复杂。

一、印越关系的发展演变

古代历史上，印越两国贸易和文化往来频繁，

到了近代，两国则分别沦为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

在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相互支

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冷战时期，两国关系稳中

有升。1954 年奠边府战役后，尼赫鲁访问越南，成

为最早访越的外国首脑之一，同年，印度在河内设

立领事馆。1956 年，越南在新德里也设立领事馆。
1958 年 2 月，胡志明访问印度，次年印度总统普拉

萨德访问越南，可见两国在正式建交前双边关系已

经达到了一定高度。1972 年 1 月 7 日，两国正式

建交，此后两国关系进入快车道，特别是从 70 年代

后期开始进入高峰期。这主要是因为越南侵略柬

埔寨引起国际社会的愤慨，在外交上陷入孤立，而

印度对越南表示支持，成为越南外交不可多得的伙

伴。此时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经济、教育、科技等

领域的合作也在深入开展。1982 年 12 月，两国成

立经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极大地促进了两国

关系的发展。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印越两国面对

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都调整了自己的政策。1986
年，越共六大确立了全面革新开放的政治路线和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广交友，

少树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经济建设服

务”的外交方针，越南的内外政策为之一新。1991
年 9 月，印度拉奥政府正式提出东进政策，强调要

发展同东南亚国家的投资贸易关系、政治对话和文

化联系。［1］双方的政策调整推动了印越关系的进

一步密切和深化，直接导致后来经济、政治、军事、
教育、科技各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以及战略伙伴关系

的建立。

二、印越在南海的互动

目前，印度和越南在南海的互动主要集中在两

个方面，一是军事合作，二是能源合作。虽然中国

一贯主张南海问题要由争端国家通过双边谈判来

解决，但是未能阻止域外大国插手和南海问题国际

化的趋势，印度的介入更增添了问题的复杂性。印

度与南海争端方之一的越南频繁互动，这是中国解

决南海争端必须要正视的问题。
( 一) 军事合作

印越军事合作是两国在南海互动的最主要方

面，表现在军事演习、武器和军事技术交易和军事

外交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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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军事演习

印度与越南在南海的联合军演始于 2000 年。
当年 10 月，印度由六只军舰组成的舰队高调开进

南海，与越南举行了以中国为假想敌人的联合演

习，演习结束后印度海军也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

又与本土开来的一艘“基洛”级潜艇和反潜巡逻机

单独举行了演习。当时英国《简氏防务周刊》对此

举作出评论，说印度海军进入南中国海是个大胆的

举措，表明印度正在走出其传统势力范围，进入新

的地区，将彻底改变东南亚的海上力量对比，进而

严重威胁中国安全。［2］

这是印度第一次在南海与越南举行联合演习。
此后，印度海军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南海。2005 年，

印度派出由 5 艘战舰、1 艘潜艇和若干补给舰组成

的特混舰队驶入南海，再次与越南举行了军事演

习。
2． 武器和军事技术交易

印度与越南的武器和军事技术交易早在 1979
年中越战争后就已开始，当时只是为了吸取在战场

上败给中国的教训，加强合作。到 2000 年，印度更

开始谋求与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开展防务

合作。时任印度国防部长的贾南德斯认为，印越两

国都使用很多俄式装备，但是印度在后续研发、武
器维修以及零件服务等方面强于越南，因此两国具

有开展军事合作的广泛空间。印度很快与越南达

成了为越南培训俄式战机飞行员并提供导弹技术

的协议。另外，从 2004 年开始，印度凭借在信息技

术上的领先地位，开始向越南空军提供经过改进的

航空电子和雷达系统，并升级了越南的 120 架米

格 － 21 战斗机以及 100 毫米和 130 毫米火炮系

统，印度还帮助训练越南飞行员。这一系列合同的

“市场价”是 6 亿美元，但印度仅仅开价 3 亿美元。
到 2006 年，越军相继从印度军方手中接收了多艘

沿海巡逻艇，印度也成为越军常规弹药的主要供应

商之一。目前，印度还为越南提供了俄罗斯原装船

只以及导弹舰艇的关键配件。美国《防务新闻》报

道称，2007 年印度从退役的 11 艘俄制舰艇中拆解

了 5 000 多个零件，提供给越南海军，以便使越南

海军最大的现役军舰“别佳”级护卫舰恢复战力。
《印度快报》2010 年 10 月 14 日也透露，越南已同

意在越南港口为印度军舰进行维修补给服务，这一

举措意味深长，使印越军事关系迅速得到提升。［3］

印度对越南出口导弹是近年来两国武器交易

的重要内容。2010 年 3 月 21 日，印度宣布已经取

得垂直试射新型“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的成功，并

表达了向东南亚国家出口该导弹的意向。印度尤

其把越南视为东南亚的“友好国家”，努力对越南

推销导弹，而越南出于在南海对抗中国的目的，正

在谋求加强在南沙海域的军事部署，也有进口导弹

的意愿，以提升对中国的反击能力。［4］2011 年 9
月，印度决定对越南出口布拉莫斯导弹。［5］印度对

越南出口导弹，目的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

支持在南海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对中国形成间接

制约。
3． 军事外交

印度与越南之间的军事外交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防务合作关系，签署军事合作协定。例如

1994 年印度与越南签订防务合作协议，规定印度

向越军提供武器装备和零配件，并接受越南军事人

员到印度培训。二是军人互访。2011 年 7 月 19
日，印度海军“艾拉瓦特”号坦克登陆舰访问越南

芽庄，越南海军总司令阮文献对印度海军发出在芽

庄永久驻扎的邀请，而印度对此反应相当积极。一

旦印度在越南建立常驻基地，对南海局势和中国南

部国防安全都有严重影响。从越南方面看，在南海

争端中时刻感受到中国的巨大压力，因此需要拉拢

战略伙伴印度以借助后者对抗中国。［6］对印度而

言，越南的邀请正好为自己推行东进政策和介入南

海的战略提供了契机。通过这些军事外交活动，印

越两国的军事关系更加密切。
( 二) 能源合作

南海争端之所以存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南

海海域丰富的能源。越南不仅利用自己实际控制

的岛礁大肆开采油气资源，而且谋求与域外大国签

订能源合作协定，共同开发南海的能源。2011 年 9
月，越南“批准”印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在南海

争议海域开采油气资源，虽然中国对此表示了强烈

反对，但是这一开采计划仍将继续下去，并成为印

越“战略合作”的一部分。印度声称在南海的活动

完全是为了应对中国在印度洋的活动，“如果印度

洋不是印度的海洋，那么南海也就不是中国的南

海”［7］。2011 年 10 月 11 日，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

仲访华，访问期间，中越签署了经贸合作五年规划

以及关于解决海上问题的协议，气氛还算友好。但

是与此同时，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问印度，并于

次日同印度签订了两国公司在南海争议海域勘探

石油的合同。［8］越南对华外交的两面手法不仅令

阮富仲访华所体现的诚意消失殆尽，也暴露了印度

通过与越南开展能源合作插手南海的意图。印度

与越南的能源合作绝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更是

为了支持越南制约中国的战略目的考虑。
印度与越南谋求能源合作，也是印度能源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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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印度原本对中东能源依赖较大，但中东

形势不稳，因此希望提高外部能源的供给安全系

数，避免外部能源供应渠道单一化，强调推行能源

外交来实现能源的多来源、多渠道，以满足自身的

能源安全需求。由于地缘接近，印度把相当大的注

意力投到南海，并寻求同南海周边国家开展能源合

作。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在印度政府的努力下，

印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的下属企业曾与越南签

订协议，越南批准印度企业参与自己的国际能源项

目开 发，开 采 份 额 达 到 45%。这 一 项 目 已 从
2002 ～ 2003 年度正式开始供气。［9］印度的能源外

交应当引起中国的警惕。

三、对印越在南海开展军事合作的评价

迄今为止，印越两国在南海的军事合作比较顺

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合作能够一帆风顺地持续下

去，干扰两国军事合作的因素仍然存在，而且军事

合作的严重后果也不容忽视。
1． 在南海军事合作空间有限

首先，印越在南海的军事合作水平还比较低，

而且受到美俄等国的限制。目前，印度同越南的军

事合作仍然停留在军火贸易和军事外交的层面。
印度虽然对提升越南军事实力比较热心，但美俄等

其他大国绝不会坐视印度在越南的影响力过度上

升。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更加重视东亚事

务，高调宣布“重返”亚洲。［10］俄罗斯也把目光转向

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迅速提升的中国，希望在遏制

中国的同时不会出现另一个可能挑战自己的力量。
俄提出重新租借金兰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表明

俄不会容忍印度军事实力在越南过分扩张。
其次，印越在南海的军事合作还受到来自中国

的压力。两国都与中国有共同的陆地边界，中国边

境相关地区的军事部署对它们形成了有力牵制。何

况中国与印度和越南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印、中越在经济、政治、军事、能源、科技、教育和文

化领域合作非常广泛，印度和越南与中国有着不少

的共同利益，因此它们都不会为了暂时的利益同中

国闹翻，何况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在不断提升，这对印

越两国形成了有力的震慑。可以说，印越要在南海

无限制地加强军事合作，中、美、俄都不会答应。
2． 加剧南海局势的紧张

这是印越两国在南海的军事合作所带来的最严

重后果。越南非法占据中国拥有主权的南海岛礁多

达 29 个，非常担心中国会以武力收复这些地区。印

度在此刻介入南海争端并支持越南，这让越南感觉

自己有了一个稳固的靠山，从而对中国一再挑衅，对

华采取强硬立场。2011 年 7 月印度海军“艾拉瓦

特”号坦克登陆舰访越，此前几个月，中越南海争端

突然激化，发生数起海上摩擦事件，越南国内还不断

出现反华示威游行。印度海军在此时到访越南，不

能不被视为对越南的某种声援或支持，由此也导致

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更加强硬。印度的介入是南海问

题走向国际化的重要体现，不仅加剧了南海的紧张

局势，也不利于中国按照既定的通过双边谈判来解

决南海争端的方案，需要中国谨慎应对。
3． 印越军事合作得到域外大国的支持

近年来，中国的和平崛起引起了亚太大国的不

安和警惕，它们纷纷采取措施应对所谓“中国威胁”。
越南和印度作为中国在亚洲地区的两个对手，引起

了美俄等国的注意，它们纷纷开始帮助这两国发展

军力。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一直是印度重要的军事

合作伙伴，努力帮助印军改用现代化武器装备。从

2002 年到 2009 年，俄罗斯共向印度出口武器价值

98． 74 亿美元，几乎占到印度武器进口总额的 60%。
俄罗斯兵工厂除了为印军生产坦克、飞机、直升机、
新型潜艇、航母、水面战舰等，还向印度转让米格战

斗机和苏霍伊战斗机的生产技术，并开始联合研制

第五代歼击机。美国也扩大了对印的武器出口。
2011 年 2 月美国商务部长访印，有一个庞大的工业

代表团随行，两国商定了在国防和航天研究技术领

域的合作，美国还向印度推销第五代战机 F － 35 以

对抗中国的歼 －20。［11］印越两国由于得到域外大国

的支持，在制约中国的道路上可能走得更远，也会进

一步鼓励它们在南海加强军事合作。

四、中国的对策

中国要改善南海局势，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南海

环境，必须重视印越关系在南海的变化。
首先，要继续坚持“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

开发”的立场，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其指

针，并对印越两国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做法给予旗

帜鲜明的反对。越南与印度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

以往它们发展双边关系都没有直接触及第三国利

益，但是近些年越南与印度在南海的一些举动，比

如签署关于能源的长期合作协议以及举行针对中

国的军演，已经直接损害到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

不能不引起中国的反对和担忧。［12］中国在坚持既

定原则的基础上反对越印两国在南海的错误做法，

这样既能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和平解决南海争端

的诚意，也能体现中国维护主权的坚定态度，保持

国际社会对南海局势的关注。
( 下转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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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语

余华的精神真实观是建立在西方现代哲学基

础上的，特别是非理性哲学、唯心主义理论对他的

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从现代派文学大师卡夫卡、
乔伊斯、福克纳和川端康成等人身上，余华又学到

了用文学表现世界的全新技巧。在叙述方式、语言

和结构、时间和人物的处理上，寻求一种最为真实

的表现形式。余华的精神真实观不仅是构成其
“先锋文学”的重要标志，也为我们用文学形式表

现世界打开了另一扇窗口，使我们窥见了在传统文

学中难以看到的另一种“真实”风景。

注 释:

①余 华． 我的真实［J］． 人民文学，1989，( 3) : 107．
②余 华． 虚伪的作品［J］． 上海文论，1989，( 5) : 99．
③余 华． 现 实 一 种·自 序［M］． 北 京: 新 世 界 出 版 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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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必须在南海有所作为。印越在南海

的军事合作主要是应对中国的压力，但是随着南海

局势日益复杂，印越军事合作的动机也不仅仅是抵

制中国。印越两国都具有地区扩张主义的思想，如

果中国对这两个国家一再退让，反而会鼓励印越在

南海作出更加不利于中国的举动。从这个意义上

说，中国应当在南海有所作为，积极施展对印越的

影响力。［3］

参考文献:

［1］吴永年，赵干城，马 孆． 21 世纪印度外交新论［M］． 上

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印度舰队开向南海［EB /OL］． http: / /www． people． com．

cn /GB /paper68 /1588 / 257247． html．
［3］印度渐进“向东”试水太平洋［EB /OL］． http: / / intl． ce．

cn /gjzx /yz /201010 /21 / t20101021_21905783． shtml．
［4］印欲组建布拉莫斯导弹包围圈［N］． 新京报，2010 －

03 － 28( A18) ．

［5］印拟 向 越 南 出 售“布 拉 莫 斯”导 弹［N］． 参 考 消 息，

2011 － 09 － 22( 6) ．
［6］越南拉印度到南海抗衡中国［N］． 环球时报，2011 －

08 － 01( 3) ．
［7］越印下月或签南海采油协议［N］． 东方早报，2011 －

09 － 19( A09) ．
［8］越印签南海合同刺激中国［N］． 环球时报，2011 － 10 －

14( 1) ．
［9］张 力． 印度的“能源外交”及其地缘政治考量［J］． 南

亚研究季刊，2004，( 3) : 37．
［10］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on Regional Architec-

ture in Asia: Principles and Priorities，Honolulu，Hawaii．
［EB /OL］． http: / /www． state． gov /secretary / rm /2010 /
01 /135090． htm．

［11］印越两国甘当俄美“马前卒”［N］． 国防时报，2011 －
06 － 17( 10) ．

［12］越印合作不应损害他人［N］． 光明日报，2011 － 10 － 16
( 08) ．

责任编校: 王彩红，陈 强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