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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根据国际关系的合作竞争概念, 冷战后中印在缅甸的合作竞争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

合作逐渐增多, 虽然竞争仍大于合作, 但竞争的主导地位有所减弱。受中印关系的影响, 未来中印在缅甸的合作竞争关系

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需要尽一切可能使之获得良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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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co rd ing to the concept o f co2opet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the co2opet ition relationsh ip
of Ch ina and India inM yanmar a fter the co ld w ar can be div ided in to tw o stages. In these two stages, cooperation

has increased g radually. A lthough competit ion is stillmore than cooperation, compet itionps dom inant position has
w eakened. Influenced by S ino2Ind ian re lations, the future co2opetit ion re lationsh ip of China and Ind ia inM yanmar
is still far from certa inty. Ch ina needs to do every thing possib le tom ake it deve lop ben ignly.

冷战后, 中缅关系进一步密切, 印度也逐步改

善了与缅甸的关系。印缅关系改善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印度对中缅关系密切的担忧, 而印度改善与缅甸

的关系并扩大在缅影响, 不可避免地会与中国产生

竞争。与此同时, 中印在缅甸的合作也逐渐增多,

虽然竞争仍大于合作, 但竞争的主导地位有所减

弱。中印在缅甸的竞争与合作给中印关系和地区局

势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目前学界对冷战后中印在缅甸的合作竞争关系

的研究较少, 主要集中在中印在缅甸的竞争
¹
、中

缅关系中的印度因素与印缅关系中的中国因素
º
等

方面。其中, 雷诺 #伊格里图 ( Renaud Egreteau)

博士对中印在缅甸的竞争的研究最为深入, 他分析

了中印在缅甸竞争的根源与表现, 并论证了这种竞

争的性质
»
。但是, 这些研究对中印在缅甸竞争的

发展关注不足, 也没有对中印在缅甸的合作进行

讨论。

同时, 对国际关系研究而言, 国家间的合作与

竞争已经成为一个热点研究课题, 但目前的研究基

本上都是把合作与竞争分开论述, 这使得我们不能

去把握某个具体时期合作与竞争的程度。所以, 下

面先引入 /合作竞争0 的概念, 把合作与竞争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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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整体去研究, 进而分析中印在缅甸的竞争与合作。

一  国际关系中 /合作竞争 0 概念的
引入

/合作竞争 0 ( Co2opet ition) 这一概念最早是
1996年耶鲁管理学院拜瑞 # 内勒巴夫 ( Barry J1
N albuyy) 和哈佛商学院亚当 #布兰登勃格 ( Adam

M 1B randenburger) 在两人合著的 5合作竞争6¹ 一
书中提出的, 汉语简称 /竞合0, 目前已广泛应用
于经济学和管理学之中。他们认为, 合作竞争就是

合作与竞争的结合, 竞争中求合作, 合作中有竞

争, 竞争与合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企业通过合作

创造更大、更有价值的市场, 然后通过竞争获得新

增市场的更大份额。在合作竞争理论中, 合作与竞

争不是冲突的, 企业经营活动成为可以实现双赢的

非零和博弈。实现合作竞争的最主要形式是结成战

略联盟, 两家或两家以上公司联合起来追求一系列

商定好的目标, 结盟后企业间各自保持独立, 共享

联盟的利益, 共同控制任务的完成
[ 1 ]
。

同样, 我们可以定义两国关系中的合作竞争,

就是两个国家基本上不存在对抗, 合作与竞争同时

存在, 竞争中有合作, 合作中有竞争, 合作与竞争

共同构成了某一具体时期的两国关系。在合作竞争

关系中, 可能是竞争占据主导, 也可能是合作占据

主导。合作竞争的结果可能是两国关系紧张, 也可

能是实现双赢。为了更加清晰准确地用合作竞争概

念来理解两国关系, 需要对合作竞争进行阶段划

分, 如下表所示:

合作竞争的三个阶段

合作竞争第一阶段 合作较少出现, 对抗基本上消除, 竞争占据主导。

合作竞争第二阶段 合作开始增多, 竞争中出现合作, 竞争大于合作。

合作竞争第三阶段 竞争有所减少, 竞争中合作增多, 合作大于竞争。

而且, 两国的合作竞争关系并不一定是稳步向

前发展的。两国关系可以从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

阶段, 也可能退回上一个阶段。两国关系在某一个

阶段也可能出现进展或倒退。

二  冷战结束后印度对中缅关系进一
步密切的反应

冷战结束后, 中缅关系进一步密切, 中缅两国

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与此同时, 1988年

缅甸军事政变后恶化的印缅关系迟迟得不到好转,

但印度极为关注中缅关系的进一步密切, 并对此深

感忧虑。

首先, 印度担心中国对印度进行 /战略包
围 0 [ 2]

, 缅甸可能会成为中国围堵印度的一个点。

印度怀疑中国有从缅甸攻击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意

图, 因为中国从缅甸向西进攻印度比翻过喜马拉雅

山要容易很多。印度把与巴基斯坦和缅甸关系密切

的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 认为中国可以通过这两个

国家攻击印度的侧翼
[ 3 ]
, 而中国正通过与缅甸的

防卫合作加强在孟加拉湾的军事存在, 因此印度自

认为其在安全上的担忧是合理的
[ 4]
。其次, 印度担

心中国在缅甸获得海军基地, 通过缅甸进入印度

洋, 威胁到印度在印度洋的利益。总之, 印度认为

中国在缅甸的活动有可能恶化印度的战略环境, 缅

甸有可能因依赖中国而放弃中立政策, 这对印度将

是非常不利的。

出于这种忧虑, 印度开始着手调整与缅甸的关

系, 在批评缅甸的同时向缅甸发出了改善双边关系

的信号。 1993 年 3月印度外交秘书迪克西特

( J1N1Pix it) 访问缅甸, 两国关系正式解冻。印度
在缅甸问题上的立场随后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 开

始减少对缅甸民主运动的支持, 停止对缅甸的批

评, 奉行对缅接触政策, 对缅甸的人权和民主问题

保持沉默。 2003年迪克西特在采访中曾说: /我们
热爱自己的民主, 但我们不应该向他国推行民

主。0 [ 5]
在印度主动改善与缅甸关系的同时, 缅甸

也积极回应, 不再允许印度东北部反政府武装在缅

甸境内进行反印活动, 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往与合

作不断扩大。

当然, 印度改善对缅关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中国因素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印度希望

增强对缅甸的影响力, 使缅甸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减弱中国进入缅甸对印度安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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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印在缅甸合作竞争的第一阶段

(一 ) 中印在缅甸合作竞争第一阶段的发展

过程

从印缅关系缓和到 21世纪初期, 中印在缅甸

基本上没有对抗, 但相互之间的合作也非常少, 竞

争占据了主导地位, 所以这一时期中印在缅甸的合

作竞争关系处于合作竞争的第一阶段。

中印在缅甸的对抗主要存在于心理层面, 印度

对中国在缅甸的活动极为警惕, 经常夸大渲染中国

的威胁, 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一直没有减弱; 中国则

对印度一些人独霸印度洋的思想表示警惕, 怀疑印

度可能会截断中国通过缅甸走向印度洋的通道。为

了防止中国的威胁, 冷战后印度大力建设位于马六

甲海峡西部的安达曼 ) 尼科巴群岛 ( Andaman and

N icobar Islands) 海军基地, 以便应对所谓中国海

军在孟加拉湾的存在。

中印两国在心理上的相互不信任极大地影响了

两国在缅甸的合作。中印早在 20世纪 90年代就数

次倡议重修史迪威公路 ( St ilw ell Road)¹, 以便加

强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 促进两国相对落后地区的

发展。中国政府尤其是云南地方政府积极推动, 率

先修建中国境内的史迪威公路, 并主动帮助缅甸重

建腾冲至密支那的公路。相对于中国的积极行动,

印度则因各种原因推迟史迪威公路的重建。其实,

早在 1998年, 印度东北地区的 7个邦就签署了联

合合作计划, 准备重修史迪威公路。 1999年第一

次 /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会议 0 召开时, 中印
缅孟四国曾计划重修史迪威公路, 但由于受到印度

国内保守势力的干扰, 该计划直到 2007年仍未启

动。期间印度虽然多次提起史迪威公路重修计划,

但一直没有具体行动。

中印在缅甸的竞争首先表现在地缘安全领域。

缅甸是中国走向印度洋的战略通道和捷径, 但缅甸

的公路、铁路和港口等各种基础设施较为落后, 所

以中国积极帮助缅甸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缅

甸北部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以便中国的

商品可以通过陆路从中缅边境的木姐到曼德勒, 然

后经伊洛瓦底江 ( Irraw addy R iver) 进入印度洋。

中国帮助缅甸修建雷达, 整修补给燃料设施, 建设

实兑 ( S ittw e)、科科岛 ( Coco )、汉依岛、皎漂

( Kyou Kpyu ) 和丹老 ( M ergui) 等海军基地
[ 6]
。

印度对中国的这些活动高度警惕, 采取多种方法应

对中国的行动。为了使印度东北部和泰国及东南亚

其他国家连接起来, 印度积极修建通向曼德勒的公

路, 在缅甸西部进行投资建设。印度这样做的重要

原因就是防止中国进入与印度东北部相邻的缅甸西

部地区。印度多次与缅甸举行海军、空军联合军事

演习, 并通过与缅甸签署防务合作协议, 获得了在

缅甸港口停泊和补给燃料的许可。而且, 印度还积

极收集中国在缅甸沿海活动的情报, 允许缅军军官

到印度军校进修。 2001年, 缅甸新组建的海岸警

卫部队由印军协助进行培训。随着印缅军事合作的

增多, 印度扩大了其海军在安达曼海、缅甸沿海、

马六甲海峡入海口的活动, /印度相对于中国似乎
获得了优势 0[ 7]。这实际上也证明了缅甸的海港并没
有被中国垄断, 印度制造并夸大了中国的 /威胁0。

中印在缅甸竞争的第二个表现是贸易领域的竞

争。中印都是缅甸的主要贸易伙伴, 但根据缅甸商

务部的统计, 2007) 2008年度缅甸向中国出口额

为 38133亿缅元, 从中国进口额为 54172亿缅元,
中缅贸易额为 93105亿缅元; 缅甸向印度出口额为
40107亿缅元, 从印度进口额为 9155亿缅元, 印
缅贸易额为 49162亿缅元 [ 8]

。印缅贸易额仅相当于

中缅贸易额的一半, 中国对缅甸出口则是印度的 5

倍之多, 中国在争夺缅甸市场方面占据了上风。这

主要是因为印度只向缅甸出口少量制成品和药品,

而中国制造业较为发达, 向缅甸出口大量家用电

器、摩托车、电视和机械产品等制成品。不过中国

的竞争优势可能会随着未来印度制造业水平的提高

而受到削弱。

中印在缅甸竞争的第三个表现是能源领域的竞

争。缅甸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且天然气

储量位居世界前列。中印作为经济迅速发展的大

国, 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 因此都积极参与缅甸

的能源开发与竞争。但在缅甸的能源领域, 中印都

是后来者。早在 20世纪 90年代初, 法国、美国、

泰国、韩国等多个国家的石油公司就开始投资开发

缅甸的能源, 而中印在 21世纪初才开始进入缅甸

的能源市场。所以, 虽然中印都在争夺缅甸的能源

市场, 但两国的竞争并不十分激烈。真正令中印能

源竞争趋于激烈的是缅甸出口若开海上 A - 1区块

天然气的问题。中国希望修建一条油气管道,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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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东和非洲的石油和缅甸的天然气输送到中国云

南。印度也希望购买缅甸的天然气, 计划从缅甸铺

设输气管道, 经孟加拉国到达印度。但印度和孟加

拉国的谈判一直没有成功, 加上其他的因素, 缅甸

最终决定同意中国修建管道。 /但印度目前在能源
领域的失利不太可能导致其减少在其他领域同中国

的竞争 0 [ 9]
, 中印在缅甸的竞争仍将继续下去。

由此可见, 在这一阶段, 竞争在中印的合作竞

争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我们也不能高估竞争

的激烈程度, 中印在缅甸的竞争有其内在的限制。

首先, 虽然印度感到很大的威胁, 但中国并不把印

度进入缅甸看作是对中国的严重威胁, 且印度并没

有削弱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其次, 印度制造并夸大

了中国在缅甸对它的威胁。中国的目的不在于统治

印度洋, 中国也不会去破坏印度东北部的稳定, 中

国在缅甸的影响还远远比不上中国在巴基斯坦的

影响
[ 10]
。

(二 ) 中印在缅甸合作竞争第一阶段的影响

首先, 中印关系受到缅甸因素的干扰。中印在

缅甸的竞争和心理上的对抗使得印度对中国的不信

任感进一步增强, 中国虽然没有感到印度的威胁,

但对印度一部分人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感到担忧,

怀疑印度有独霸印度洋的意图。中印在缅甸相互认

知上的错位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中印关系的发展。

其次, 缅甸在中印之间进行平衡外交。缅甸政

府早就认识到完全依赖中国是非常危险的, 且由于

历史的原因, 缅甸对中国还存在疑虑, 所以当印度

寻求改善与缅甸的关系时, 缅甸给予了积极回应,

开始在中印之间进行平衡外交。一方面, 缅甸得到

了印度的支持和援助; 另一方面, 缅甸利用印度的

力量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并以此来平衡中国对缅

甸日益增长的影响。缅甸将与印度之间的友好关系

视为从外部引入的制衡中国的方式
[ 11]
。西方甚至

有人认为, 中印在缅甸的公开竞争是由缅甸推

动的
[ 12]
。

第三, 美国利用印度在缅甸制衡中国。西方国

家尤其是美国对印度发展与缅甸的关系并不满意,

有时也会对印度进行批评, 但为了应对中国的崛

起, 西方国家开始笼络印度, 利用印度来制衡中

国, 在缅甸亦复如此。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

平洋论坛主席科萨 ( R alph Cossa) 指出, 美国对

印度发展与缅甸的关系和向缅甸提供武器有矛盾的

看法, /但美国最担忧的还是中国在缅甸的影响

力, 所以乐于看到印度在这方面提供有力的平

衡 0
[ 13]
。美国利用印度在缅甸制衡中国正是其对华

大战略的重要一环。

四  中印在缅甸走向合作竞争的第二
阶段

(一 ) 印度对中国在缅甸活动的疑虑的消减

近年来, 虽然印度对中国在缅甸的活动仍然颇

有疑虑, 并积极炒作所谓的中国 /珍珠链战略 0,
但这种疑虑已经有消减的迹象。2005年 10月, 印

度海军参谋长阿伦 #普拉卡什 ( A ran Prakash) 断

言说, 印度已经 /确认在椰子群岛上没有任何属
于中国的监听哨、雷达或者监视站, 中国海军仅象

征性地进入印度洋0 [ 14]
。印度政府和媒体对中国的

疑虑虽然并没有消除, 但言论已趋于谨慎。 2009

年 9月, 印度前外交秘书梅农 ( Sh iv ShankarM e2
non) 公开表示, 中国并没有为了包围印度而在印

度洋地区建立 /珍珠链0 军事基地 [ 15]
。印度政府

官员的这些表态说明, 印度已经开始正视中国在缅

甸的真实情况。中国可能只是给缅甸提供了技术协

助, 但却被一些人无限地夸大。实际上, /中国驻
缅甸基地 0 的说法从一开始就明显缺乏可靠的证
据, 记者的报道根本就没有明确的资料来源。

印度疑虑的消减与缅甸政府对谣言的驳斥不无

关系。实际上早在中国在缅甸建立军事基地的传言

刚刚出现的时候, 缅甸就加以否认。 1994年, 缅

甸军政府发言人就宣布缅甸未与任何国家签署军事

协定, 也不允许中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缅

甸也永远不会为任何外国军队提供燃料补给
[ 16]
。

其后缅甸政府又多次驳斥这些谣言, 为了彻底打消

印度对 /珍珠链战略 0 的疑虑, 缅甸甚至主动邀
请印度海军官员访问 /可疑 0 地点 [ 17]

。

(二 ) 中印在缅甸走向合作竞争的第二阶段

随着印度对中国在缅甸活动的疑虑的消减, 中

印在缅甸的合作有增多的趋势, 中印在缅甸的竞争

中出现了合作。虽然中印在缅甸的竞争还是大于合

作, 但可以看出中印在缅甸已开始走向合作竞争的

第二阶段。

中印在缅甸走向合作竞争第二阶段的首要表现

是中印在缅甸的合作开始增多。 1999年以来, /孟
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0¹ 已举办了多次, 加强
区域交通网络建设成为研讨的一个重点, 而中印两

国要想建设快捷的贸易通道, 就必须在缅甸进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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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际上, 中印确实在缅甸进行了公路和铁路建

设的合作, 史迪威公路的重建工作有了新的进展。

2007年 4月 26日, 中国修建的史迪威公路北线腾

冲至密支那公路建成通车。印度对史迪威公路的重

建也开始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2007年, 印度边境

道路组织计划投资 50亿卢比修建其东北部地区与

史迪威公路相连接的公路网, 印度境内路段的重修

工作在 4到 6个月之内完成
[ 18]
。到 2009年, 印度

已经把公路从境内的雷多 ( Ledo ) 修到了缅甸一

侧的班哨 ( Pangsau )
[ 19 ]
。中印两国正积极沟通,

争取早日完成史迪威公路的重建工作。史迪威公路

的重建作为中印在缅甸合作的标志, 具有重要的意

义。史迪威公路可以把中国西南与缅甸、印度、孟

加拉国连成一片, 是连接中印的最便捷通道, 是中

国走向南亚的陆路大通道, 使云南到印度的商品运

输线路从大约 6000公里缩短到 500多公里, 对中

印缅三国边远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另外, 中印两国在能源领域也开始了合作。中

印都是能源需求增长迅速的国家, 已不断加大对缅

甸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力度。作为缅甸能源市场上

的后来者, 中印相互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 2010

年印度宣布入股中缅天然气管道标志着中印在能源

领域合作的开始。

中印在缅甸走向合作竞争第二阶段的另一表现

中印在缅甸的竞争中出现合作。竞争中的合作主要

出现在能源领域。 2010年 3月, 5缅甸时报 6 报
道, 印度能源部声明国有印度石油公司和天然气公

司将出资 215亿美元参与建设中缅天然气管道, 取
得输送管道 1215%的股权 [ 20]

。这是一个新的开端,

标志着中印在缅甸能源领域的竞争中相互合作的开

始。早在 2005年 3月 23日, 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

长马尼 #尚卡尔 #艾亚尔 (M ani ShankarA iyar) 就

曾说, 既然印度和中国都需要越来越多的能源来推

动经济增长, 那么两国就应该在世界各地的石油和

天然气项目上合作, 而不是互相竞争
[ 21]
。避免互

相竞争当然有些绝对, 但也可以看出加强合作的必

要性。中印两国在哈萨克斯坦、苏丹和伊朗等地的

能源合作也证明了中印在缅甸开展能源合作是能够

取得双赢的, 中印的能源竞争绝非是零和博弈, 中

印在缅甸不断加强能源合作也是必然的趋势。

五  中印在缅甸合作竞争的前景

虽然中印在缅甸走向合作竞争的第二阶段, 但

我们也要看到中印在缅甸合作竞争关系继续向前发

展的基础还不是很牢固, 中印的合作竞争关系还受

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首先, 中印两国尤其是印度对对方在缅甸活动

的疑虑一直没有消除, 虽然这种疑虑近年来有所减

弱, 但在受到中印关系变动等因素的影响时, 中印

之间的相互猜忌就会增强。其次, 缅甸政局的变动

将会极大地改变缅甸与中印两国的关系, 中印在缅

甸的合作竞争关系也会受到极大的冲击。最后, 中

印在缅甸的合作竞争可能受到缅甸政府和美国政府

的干扰。缅甸在中印之间搞平衡, 美国利用印度在

缅甸制衡中国, 这些都有可能使印度判断失误, 加

强与中国的竞争甚至对抗。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中印在缅甸的合作竞

争还有可能出现竞争趋于激烈、合作不断减少的情

况, 中印在缅甸的关系还有可能倒退回合作竞争的

第一阶段。这种情况对中印两国都是不利的, 双方

要采取多重措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第一, 中印双方需要进一步消除误解, 增强互

信, 淡化地缘政治因素, 树立正确的合作竞争观

念, 在合作与竞争中求得双赢。中国不要否认在缅

甸的战略利益, 因为否认中国在缅甸有战略利益的

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不仅不能减少印度及其他国家

的忧虑, 还会加深他国的忧虑。印度也不能过于敏

感, 对中国在缅甸活动的威胁进行毫无根据的夸

大, 这样做对两国都是没有好处的。第二, 加强中

国云南与印度东北部的经贸联系, 尽快完成史迪威

公路的重建, 规划和实施中缅印铁路的建设工作,

使缅甸北部成为连接中印的桥梁。第三, 充分发挥

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的作用, 共同开发缅甸

的油气资源, 联手抵制外部压力, 从而更好地维护

自身的利益和能源安全。第四, 中印在缅甸的合作

竞争还要注意发展地方经济, 促进当地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

所以, 中印在缅甸的合作竞争关系还有很大的

不确定性, 要保持在合作竞争的第二阶段就需要中

印双方的共同努力。进一步来说, 在未来一段时间

内, 中印关系中的根本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中印在

缅甸的合作竞争走向合作竞争第三阶段的可能性并

不乐观。

六  中印在缅甸合作竞争关系的两个
突出特点

综合中印在缅甸关系的发展, 我们可以发现中

印在缅甸合作竞争关系的两个突出特点:

(一 ) 中印在缅甸安全认知上存在不对称性

中印在缅甸的合作与竞争是从印度感到威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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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 印度对中国威胁的这种认知深刻影响了印度的

行为。印度主动调整了与缅甸的关系, 在各个领域积

极发展与缅甸的关系, 以抵消中国对缅甸的影响力。

中国并不认为印度进入缅甸会威胁到自身的安

全, 只是警惕印度在印度洋地区谋求霸权, 以至于

威胁到中国的海上安全, 因为印度洋已经成为中国

至关重要甚至是生死攸关的海上贸易通道。所以,

虽然中国较早地与缅甸发展了友好关系, 但并没有

刻意排斥印度扩大其在缅甸的影响, 中印在缅甸的

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由印度挑起的。

中印在缅甸安全认知上的不对称性决定了印度

积极主动扩大在缅甸的影响以防备中国, 而中国没

有针对印度去进行竞争。而当印度对中国威胁的认

知发生改变时, 中印在缅甸的合作竞争关系也会发

生改变。

(二 ) 中印在缅甸的合作竞争关系与中印关系

之间相互影响

冷战后, 中印关系基本保持了较快的平稳发

展, 但中印关系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 如印度不

断强化对边境争议地区的有效占领, 时不时插手西

藏问题, 对中国公司在印度的投资和业务扩展设限

等等。在印度, 对中国猜忌和抱有敌意的势力仍然

很强大, 1998年印度竟然把 /中国威胁 0 作为其
进行核试验的借口。印度在缅甸对中国威胁的判断

正是中印两国矛盾和分歧的结果, 中印对两国关系

的定位影响着两国在缅甸的利益和政策, 中印关系

中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极大地影响了两国在缅甸

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合作。

另一方面, 中印在缅甸的合作竞争又反过来影

响着中印关系的发展。中印两国特别是印度, 对对

方在缅甸的威胁的判断经过一段时间后开始固化,

好像两国在缅甸确实互为威胁。印度对中国的判断

更能说明这一点。印度经常会扩大中国在缅甸的行

为对印度的威胁, 甚至不加辨别地宣传所谓中国在

缅甸对印度产生威胁的证据。认知的固化产生了因

果颠倒的结果, 中印关系会受到双方在缅甸相互认

知的影响, 从而加剧了中印关系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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