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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印共同崛起构成了分析当今这个亚洲重要双边关系的

重要背景。历史经验显示大国崛起既可能在高烈度冲突中完成,也同样可能

以和平方式进行,而且后者对有关大国的利益更明显, 这有助于正确理解中

印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而中印双边政治关系的走向又是决定两国崛

起之结果的关键因素。中印政治关系的本质是共存,共存的主要表现形式是

合作还是竞争甚至冲突,则取决于一些基本的条件与因素,而处理两国关系

的要害是找到两国共存的合适方式。这是分析中印政治关系的切入点。

=关键词 > 大国崛起  中印关系  共存共生

  自印度总理瓦杰帕伊 2003年 6月对中国实现历史性访问以来, 中印第

三轮和解的进程在一个新的背景下全面展开。¹ 与前两次和解不同的是,

2003年正是印度经济开始取得连续快速增长的开始,国际上关于印度崛起的

讨论逐渐增多,黄亚生发表在美国5外交政策6学刊上的文章更是触动了中印

关系中的一个敏感点:中印这两个同为崛起的大国是否系一种赤裸裸的竞争

关系? º 尽管中国的增长远远早于印度,也大大快于印度,但印度的快速增长

在国际体系中产生的效应却并不亚于中国,以至于中印共同崛起成为近年来

国际政治中的一个主要议题。在这个背景下讨论中印关系与之前主要从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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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中印关系六十余年经历过三次重大和解,第一次在 20世纪 50年代初, 双方解决了

印度与中国西藏的边贸商务关系后签订相关条约,为双边关系铺平了道路;第二次在 1988年,印度总

理拉吉夫# 甘地访华,打开了边界冲突后双边关系长期僵持的局面;第三次即 2003年瓦杰帕伊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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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sh engH uang and Tarun Khann a, / C an Ind ia Overtak e C h ina? 0 F oreign P olicy, Ju ly 1,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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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相互为邻的两个大国的角度来看双边关系, 其具有的意义可能是不同的。

本文拟从这个新的角度对中印政治关系的内涵与特点进行探讨,旨在寻找一

些可能存在的新的切入点,以正确理解中印关系的实质以及发展方向。

一、中印共同崛起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在当代国际体系中,一个大国的崛起通常是和另一个大国的衰落联系在

一起的,例如美国的崛起相对于英国的衰落,两个帝国相互换位,塑造了我们

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体系。西方学者一直主张换位一般以血与火的形式进行,

这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像美英这样的换位就是例证。当然把二战纳入这个换

位的进程,前述观点可以成立。但或许也可以假设如果没有美国这个更为巨

量的强权,德国与英国亦可以和平方式换位也未可知, 例如英国曾对德国采

取的 /绥靖0政策就是一种预兆。尽管历史并不容许假设, 但从这个角度观

察,则可以判定是美国与德国这两个国家的崛起导致了冲突。这个假设性的

结论可能对如何理解本节要讨论的中印共同崛起有一定参照意义。

美国与德国远隔重洋,而中印互为近邻,在地缘政治意义上两者大不相

同,然而,透过这个差别,从现代技术发展的角度看, 世界生产体系早已朝着

一体的方向融合,如果争夺霸权是世界强权的必经之路, 则争夺者之间存在

多少地理间隔没什么大的关系,而在国内政治层面而言,当年美国冲破 /孤立

主义0的束缚,其实质本不是政治家的理念之争,而是美国成为世界强权的方

向,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美国再也回不去 /孤立主义0。美国崛起走向世界

霸权之路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节奏是联系在一起的, 但无论是美国还

是德国,它们的强权之争, 其基础仍然是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急剧膨胀的

金融资本,没有这些, 20世纪的世界强权将成为无本之木。而我们今天讨论

的新情况,比如说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兴起, 则和全球化产生

的后果联系在一起,那就是 20世纪以庞大工业生产能力为代表的世界强权

将其产业大量转向新兴大国, 这使后者获得了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 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说是造就了新兴大国的崛起,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攫取了

大量利润。例如,根据统计, 中国的制造业产出至 2009年已经超出美国, 中

国成为名副其实的 /世界工厂0, 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发展。¹ 2008年爆发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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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对这个结论也有不同看法,认为美国制造业并未衰落,奥巴马政府正在 /中兴 0美国制造业,
将给中国带来一定麻烦。参见宋国友: 5美国制造的麻烦 6,载5东方早报 6, 2010年 8月 19日。作者

宋国友同时也承认,美国的制造业劳动等成本远高于中国十几倍,中国制造业超过美国即使不是现

在,也是即将到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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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金融危机显示,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是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重要原因, 美

国以各种金融衍生工具来弥补这个空洞, 最后结果不容乐观,但美国要在现

有条件下再建制造业的努力也属难以实现的空想。这是否会导致美国逐步

丧失世界强权的地位,现在还不好说,但这个发展趋势是明显的。说到底, 世

界强权的确立取决于该国能够向世界提供多大的剩余产品, 这是金融和政治

双重霸权能够确立的条件。

中国和印度在这个层面上是否做得特别出色所以被称为崛起呢? 从两

国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段崛起的事实中可以察觉,新兴大国的高速发展是有一

些共性的。例如,中印同为劳动力众多、成本低廉, 但工业体系相对完备的发

展中国家,与大多数处于边缘状态的发展中国家不同, 中印在全球化大潮到

来之前所走的自力更生的道路使两国基本完成了工业体系的建设, 为后来的

经济改革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创造了条件。两国之所以在各自经济非常落

后的情况下仍然致力于工业化建设,主要是因为有苏联模式在起引导作用,

以及当时对现代化的观念就是建立在工业化之上的。两国先后施行 /五年计

划 0,力图实现重工业先导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在中国被贴上的是 /赶超英

美 0标签,在印度则是 /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0, ¹类似的方式引出相同的

结果: 中印在改革前的经济发展都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 是否可归入失败, 则

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 但两国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都建立了基本的工业架

构,从而为加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打开了通道。

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在中印两国引出的结果很不相同。两国尽管都有

劳动力密集、成本低廉的优势,但产业发展的方向大不相同: 中国的发展重心

是制造业,印度的重心更落在外包服务业,而这两者都是发达国家资本与产

业转移的领域。相比较而言,中国在产业规模和实际产出等方面做得明显好

于印度,不但中国改革开放早于印度十多年,而且在两国平行崛起的进程中,

中国的国力增长速度也大大高于印度。这造成了两国虽为 /共同崛起0,但其

内涵和实质也不太一样。中国的经济总量加速上升即将超过长期居世界第

二的日本, º而印度则仍处较低阶位, 至 2009年仅为 1. 2693万亿美元, 只及

中国的大约四分之一, »两国的经济总量相加尚不及美国的一半,但这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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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开艳、权衡: 5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研究 ) ) ) 中国与印度经济发展比较 6,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
社, 2008年版,第 43~ 46页。

据5纽约时报 6及其他国际媒体 2010年 8月报道,中国在 2010年第二季度经济总量超过日

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现行汇率计算,日本第二季度 GDP总量为 1. 28万亿美元, 中国为 1. 33

万亿美元。这可能是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里程碑式的指标。

The Econom ist In tel ligence Un it, C ountry R eport, Ind ia, D ecem 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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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中印共同崛起对世界体系的冲击性影响。

首先,长期以来, 在国际体系的金字塔结构中, 除美国高居顶尖外, 处于

所谓 /第二圈 0的均为其他发达国家, 使该结构之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性体

现得非常明显,中印的崛起将加速打破这个结构, 中国以及印度必定或已经

进入了 /第二圈0。其次,经济总量在中印的庞大人口因素之下一般常被细化

为无足轻重,也就是说中印的庞大人口在国际政治的考量中可以被视为负面

因素, 但正是人口因素决定了一旦经济总量产生飞跃将在地缘政治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也决定了国际政治中心转移的方向, 就是邓小平早在二十余年前

就说过的, /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

世纪, 是要等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 才算到来。0¹邓小平在和

印度总理拉吉夫 #甘地讨论这个问题时就是以中印庞大人口为出发点的, 也

是今天考量中印共同崛起的一个依据。再者, 共同崛起与争夺霸权是否存在

相关性呢?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中印共同崛起是否意味着两国共同挑战

现行国际体系,颠覆既定的格局? 二是中印共同崛起是否导致两国之间会产

生 /争霸 0? 这个类比与当年德国和美国崛起于世界体系有相似之处,都是既

定体系的后来者,也都是具有深远潜力的挑战者。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地

缘政治理论对上述两点都持肯定的方式, 这构成了如何评估中印共同崛起之

政治后果的一个重要背景。最后,中印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对两国共同崛

起构成了关键的影响。由于两国之间存在着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因此

西方主流学界对中印崛起的 /共同0命题并不持积极的看法,美国学者约翰 #

加弗的一本关于中印关系的著作书名就有 /持久的争斗0字眼, º反映了西方

学界将中印关系的现状和前景都定位在一个 /斗0字上, 由此的逻辑推断只能

是,如果两国共同崛起,只会斗得更凶。

综上所述,中印共同崛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在于, 两个发展中大国

不断争取的新地位将打破 /布雷顿森林体系 0建立以来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结

构,使固有的 /中心0与 /边缘 0安排发生重大的变化。也就是说, 当中国和印

度崛起为金字塔结构的第二层主要国家时,原有的第二层国家的组成势必发

生质的变化,一些原来居于此的国家将退出,处于顶层的美国,其相对地位也

将因第二层国家发生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的性质和趋势目前仍然不清楚,

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形成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可能提供了一些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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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小平文选 6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82页。

JohnW. Garver, P rotra cted C ontest: S ino - Indian R iva lry in the Tw en tieth C en tu ry ( Seattle,

W ash ington: U n iversity ofW ash ington Press, 2001) .



 中印政治关系的内涵与特点

示:新的国际体系结构一方面将仍然基于原有的阶梯排列, 即美国仍高居顶

层,从而美国主导的大部分机制规范也很难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另一方面, 由

于中印等发展中大国的兴起,美国领导其他发达国家为国际事务定调的做法

越来越难推行,美国必须寻求新的合作对象,这可能使七国集团存在的必要

性打上问号。这虽然并不表示二十国集团一定比七国集团更能妥善处理重

大事务,但至少发达国家以 /中心0国家自居主宰一切的时代已告尾声。这是

和中印的崛起紧密相关的,而中印政治关系的发展无疑是这个进程中的重要

部分, 甚至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二、中印政治关系的内涵与特点

在当代国际体系中,大国关系都是多元复合的,包含了诸多方面,甚至在

冷战后有一段时期因为经济因素在大国外交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有些看法认

为政治关系的重要性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可能要让位于经济利益。不过, 纵

观大国成长的历程,可以发现尽管不同时期大国关心的重点不同, 但政治关

系仍然是掌控其他领域的核心, 这点自从民族国家诞生以来,是国际体系中

大国关系恒久不变的本原, 而中印政治关系在复杂多变的中印关系中也应

当作如是观。

中印政治关系的本质是共存,而共存的主要表现形式究竟是合作还是竞

争,甚或是冲突, 则取决于一些基本的条件和因素。就共存这个概念的一般

意义而言,它主要表述的内涵是因存在而产生的一种必要性,因这种必要性

而使得双方的关系成为某种共生的现实, 虽还不是 /一损俱损 0, 但维持关系

而产生的明显利益将促使双方努力不让这种关系过于恶化甚至破裂。以这

种性质来定义中印关系可能比较合适。

第一,从地缘角度看, 中印是亚洲幅员最广阔的国家,通过 /喜马拉雅 )

西藏地块0的连接,成为紧邻。美国学者加弗认为 /喜马拉雅 ) 西藏地块 0是

横亘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一个巨大的单一地缘政治系统,这个看法是站不住

脚的, 因为他的这个观点是基于西藏不属于中国的基本看法,这和历史上特

别是自清朝以来数百年间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强有力的行政管理和控制

的现实并不相符, ¹并且也正是由于中国有效管辖西藏地区,中国和印度才成

为名副其实的紧邻,即双方有着漫长的陆地边界。虽然两国边界并未划定,

5

¹ See John W. G arver, P rotrac ted C ontest: S ino- Ind ian R ivalry in the Tw en tieth C en tury, pp. 22-

29.其中他提到该地块大致是从缅甸北部开始,向西延展至克什米尔北部的喀喇昆仑,向北延伸至青

藏高原,均为高山峻岭和高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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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边界线究竟有多长也无精准数字, ¹但无论边界争端今后以什么方式和

方案解决,都不会改变两国是陆地紧邻的事实。而在加弗所讨论的这个地缘

政治系统中当然还有其他国家, 如尼泊尔和不丹等, 但这些小国在幅员规模

上与中印相差太大,即便和西藏地区也完全不是一个等级上的,所以将这些

国家和地区归纳为中印之间发生争端的重要地缘政治因素, 其对政策的实际

意义似乎并不大。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巨大的国家成为紧邻, 这个地缘现实在

本地区是压倒一切的因素,并且由于西藏事实上一直是中国的一个部分, 这

客观上已经大大削弱加弗所谓 /喜马拉雅 ) 西藏地块 0对中印关系的地缘政

治意义,至于这个事实是否使印度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则又需从另外一个

角度来观察,但两个巨大的紧邻必定要共存。

第二,由于是紧邻,就一定会发生利益交汇和冲突的问题。当利益交汇

时,共存的关系必定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但遗憾的是现代国际政治的实践

显示, 两个大国密切相处时利益发生交汇的几率并不高, 而利益有冲突的可

能性反而较大。当利益发生冲突时, 共存的关系是否就消失了呢? 是否就只

剩下你死我活的争斗呢? 就中印关系的实践来看, 显然不是这样。 1998年印

度在经过近 30年的内部辩论后决定开发核武器, 同时在策略上将矛头直指

中国。这个非常冒险的行为把中印关系置于危险的境地, 表明两个紧邻大国

之间的关系又增添了一层合法的核武器国家与不合法的核武器国家之间的

关系, º利益的冲突非常明显。尽管美国政府将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致克林顿

总统的信函 /泄漏 0给 5纽约时报 6, 并因这封信中印度政府将中国指为印度

/潜在的头号敌人 0而在中国掀起轩然大波,但双方领导层并没有听任关系恶

化下去,而是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在不长的时间内恢复了两国的高层往来, »

使双方的沟通渠道得以保持畅通。这个案例显示中印之间存在着一些双方

都必须正视的基本面,即使是双方利益发生冲突时也仍然在发挥作用, 要求

两国回到可维系的工作层面上来。这个基本面在本文中被归纳为 /共存 0,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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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也是中印间的一个争端,中方一向坚持中印边界线约 2000多公里,而印方则坚持

是 3000多公里,其主要区别在于印方坚持西段新疆阿克赛钦地区属克什米尔,使印方心目中双方实

际并不存在的边界线向中国新疆地区深入,即所谓的 /约翰逊线 0。印方的这个看法是导致 1962年边

界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参见 1959年至 1962年5人民日报 6发表的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信函与备忘
录。

印度不是合法的核武器国家,按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6规定,核武器国家是指在 1967年 1月 1

日前制造并爆炸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国家。印度 1974年爆炸了核装置, 但超过了期限规定。

同时,印度以条约具有歧视性为由而拒绝签署。

印度 1998年核试,纳拉亚南总统 2000年 5月实现访华, 随后 2001年李鹏委员长访印以及

2002年朱镕基总理访印等一系列高层互访相继展开,两国领导人利用参加国际组织会议的机会在各

个场合都有会见交流,这成为两国沟通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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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紧邻大国总要维持一定的相处之道, 否则对双方都是难以接受的。

第三,主导大国关系的动机之一是国际和地区结构中的主导地位, 这在

中印关系中也一样体现出来, 随着中印崛起的逐渐成熟, 两国是否有可能在

它们各自所处的地区以及在国际机构中竞争主导地位的问题开始突出,首先

可能是在印度所处的南亚和中国所处的东亚。在南亚,印度对中国的排斥虽

非始于今日,但因中国地位的上升, 印度对中国在南亚特别在印度洋的存在

疑虑较大;在东亚,印度以 /东向 0政策为主导, 希望在印度以前从未立足过的

西太平洋地区甚至南中国海地区都取得一席之地, 为此印度积极加入 /东亚

峰会0机制, 参加东盟为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建设, 其势头包含了印度自认为

其在该地区应有的存在和应捍卫的利益。印度在东亚的作为常被解读为 /平

衡 0中国, 包括印度领导人也经常有这样的看法, 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中国关

注。中印围绕地区进程而产生的矛盾虽远未到恶化的程度, 但也明显地指向

两国在力量壮大后如何在地区与国际机构中相处的问题,这从本质上也是两

个新兴大国 /共存 0的问题。

从上述一些基本方面来看,中印政治关系的 /共存0性质是由这两个亚洲

大国的一些根本因素所决定的。1954年双方曾经提出 /和平共处 0五项基本

原则,用以处理两国间的问题和矛盾,同时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两国强调的

是这些原则所体现和加强的合作重要性。回顾历史,对中印关系来说, 更重

要的是如何处理矛盾冲突,因为两国没有好的合作仍然可以共存, 但如果不

能妥善处理冲突,共存就会发生困难。共存因此就指向在本地区及在广义上

的亚洲乃至国际体系中的基本需要, 其意义在于中国和印度都是重要的大

国。尽管以当前和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 印度与中国的国力比较不是在一个

层面上的,印度要超越中国成为世界另一极的可能性较低。然而, 同中国一

样,印度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而印度重要性上升对中印

关系的影响将在各个方面体现出来, 很多论者都已指出了中印关系中竞争的

因素在加大。不过从两国既是紧邻又是亚洲大国的地缘政治事实出发,两国

间是否存在竞争并不是观察两国关系的要害, 找到两国共存的合适方式才是

关键, 也是理解两国政治关系之内涵的切入点。这个共存的模式在中印未来

共同崛起的时间段里可能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由于两国都将在相当长时间里处于经济高速成长阶段, 因此谋求一

个友好善意的国际环境将成为重要的目标。这个目标决定了两国将努力促使

中印共存关系朝着可控的基本稳定方向发展,因为两国间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使两国关系有发生逆转的可能性,而这将使双方的国际环境都发生恶化,是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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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因此可以预期, 当两国间因某些问题或利益发生冲突

时,两国都将做出必要的努力,使两国关系继续保持在可持续的稳定层面。

其次,共存的性质决定了两国关系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中印的共同崛

起之所以吸引世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西方学界和媒体努力将两国关系

的根本性质界定为对立的竞争。因为是竞争, 所以就有所谓谁最后胜出的问

题,这很容易误导为谁最后要压倒谁。这应该不是中印关系的归宿, 因为这

两个亚洲大国都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其文明历久不衰肯定有各自理由, 但

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印文明的发展见证了人类生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于

世界体系而言是必要的,今后也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中印的崛起并不需

要以谁最后战胜谁为归宿,也不大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 因为中国今天的发

展远远超出并不说明印度的发展失败了。同理,印度如果今后以更快的速度

发展了,也是对世界结构重组的重要贡献,即使印度超过了中国,也不等于中

国失败了。这说明了中印共同崛起的必然道路将是共存。

再者,中印共存的性质也决定了两国之间将有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无论

两国的意愿或某些客观的条件是否如此, 例如边界争端即使不解决, 两国即

使在某些领域有进一步加深的敌意, 也仍然不会逆转这个趋势。这看上去似

乎不太合乎逻辑,以往的经验似乎证明两国关系是可以疏离的,例如边界冲

突后, 印度将其驻华大使撤回长达十多年。但今天的中印关系已经是在一个

与冷战时期完全不同的平台上展开,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 今天在地区和全

球事务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两国都是国际机构和机制可能实现的改革进

程中主要的参与者和启动者。这已经引起西方的高度关注, 越来越把中印视

为最需要对付的新兴大国,这可能从一个侧面决定了中印也必须进一步加强

沟通。例如, 2009年 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 面对发达国家对发展

中国家的压力,中国和印度在事先并无沟通的情况下采取了几近一致的立

场。印度主要媒体将此称为对 /印中关系极具正面意义的事件 0, ¹这个事例

说明中印在国际体系中的相似地位要求两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中有更紧密的

联系。至于在经贸方面,两国日益紧密的往来已经使中国在实物贸易方面成

为印度的第一大贸易对象。º 尽管近几年两国政治关系并不顺利,印度国内

也不乏将中国视为 /威胁0的说法,但两国的经济特征和相互需要决定了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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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鹭闽等: 5印度欢呼与中国在哥本哈根同仇敌忾 6,载5环球时报 6, 2009年 12月 22日。

2008年中印贸易额超过 500亿美元,远远超过印美贸易,但据印方的说法,印美贸易中有一

大部分是外包服务和金融服务等,不在印方贸易统计内,故印方认为中国是实物贸易的最大贸易对

象,美国如加上无形贸易,可能仍居前列,但这方面迄今未见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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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联系的日益紧密。

最后,中印关系的共存性质可能内含了双方不愿听任双边关系走向严重

恶化的政治意愿。综观近年来两国关系中出现的曲折,可以发现, 每当两国

之间围绕各自核心利益发生争执时,尽管有各种过激的言论,以及某些媒体

的夸大不实之词炒作,如在边界问题上印度媒体一再对中国作不实报道, 常

常故作惊人之语,似乎两国的另一场边界冲突迫在眉睫了, 但印度官方的负

责人士也一再告诫两国边界是平静的,当然这是事实。 1993年和 1996年, 中

印双方相继签订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定以及军事

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以来, 双方在边界问题上已然建立了相应的机制,

其目的就是要防止不必要的摩擦乃至冲突。又如围绕印美民用核能协议, 为

防止印方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中国也一再向印方通报中国的立场, 并且事实

上帮助印度在国际社会获得了所谓体系外的 /豁免权0。¹ 这些外交实际案

例都说明在双方决策层,防止双边关系恶化是一个共识。

结  论

对中国对外政策而言,中印关系是比较难处理的双边关系之一, 其原因

不但是因为双方还存在着没有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而且也是因为两国快速

发展带来的国际地位上升使双方正确认识对方之地位和作用的难度相应加

大。如果双方的观念仍停留在权力政治的范畴,仅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角度看

对方, 则两个巨大的亚洲紧邻就不可能走出所谓 /囚徒的困境 0套路,其结果

也一定如该博弈模型所显示的那样, 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但这并非中印

关系的必然归宿,因为两国今天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两国各自走出的发展道路

都提供了寻求新的思路的可能性。

寻求新思路首先就需要扬弃旧观念。认为中印共同崛起就必然意味着两

强殊死相争的观念是与全球化背景下中印关系的现实不符的。中印关系的现

实是两国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各种有利于两国发展的条件下日益上升,这不是对

中印关系持所谓 /鹰派0观点的人士可以掌控的,也必将随着两国经济和政治地

位的提高而进一步提升。这是理解新时期中印关系之性质的一个要素,在本文

中将这个要素定义为 /共存0。因为是 /共存 0,中印就必须面对双方的问题和

9

¹ 2008年 9月,在维也纳举行的 /核供应国集团 0会议讨论印度是否有资格与成员国开展民用
核能合作,尽管中国并不赞成美国未经商量单独为印度 /开绿灯 0的做法, 但在事关印度重大国家利
益问题上,中国还是投了赞成票,鉴于核供应国集团的决议是 /一票否决 0,所以中国的投票对印度至
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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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避免的现实,而双方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 由此需要研

究的是中印共存关系在什么程度上可以接受这些矛盾和分歧存在的现实,同时

仍然坚持两国可以合作以保证两国的共存关系能够促进两国的根本利益。虽

然共存不一定表示合作,中印关系的现实也指向了一些消极方面, 但共存的特

点显示了两国最合适的相处方式是在一切可能合作的领域寻求机会,而在有矛

盾和分歧的地方努力降低摩擦搁置争议。这种相处方式实际也是大国关系的

题中应有之意。当代国际政治的历史经验传达了大国崛起是可能和平转移权

力和相处的,而今天的美国与其以前的敌手如德国和日本的相处亦显示了以合

作为主导的共存的确是有利于它们各自的利益的。尽管这并不能直接应用于

中印关系,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在国际体系可能产生重大变化之际, 中印等新兴

大国能否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教训,从而找到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道路,对两国

的未来和国际体系的前景都是至关重要的。

(编  辑  吴兆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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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s, but it could a lso be accomplished by peace fu l approaches, and the l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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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litical economy, and the tendency o f Ch ina- Ind ia po lit ica l t ies w ill be a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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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 starting po int to analyze China- India po lit ical relations.

KEY WORDS: rise of b ig pow ers; China- India re lations; co- surv iva l and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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