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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海洋安全治理的
潜在风险与优化路径∗

宫高杰∗∗ 曾信凯∗∗∗

【内容提要】 巴基斯坦位于南亚次大陆与西北印度洋的海陆交汇处，

是中亚国家进入印度洋的门户地带，也是印度洋沿岸的主要海洋国家，在

印度洋和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通过对巴基斯坦所处的海上地缘

位置和周边海洋安全形势考察发现，目前巴基斯坦海洋安全主要存在与邻

国在印度洋的紧张关系、海洋管控与防御能力弱化、国家与国民海洋安全

意识淡薄、海洋安全治理机制的有效性缺失以及受到美印等国通过 “印太

战略”实施海上安全压制等几大潜在风险。未来巴基斯坦可通过借助外力

即强化与中国的海洋安全战略合作、观念塑造即提升官民的海洋安全意

识、经济先导即大力发展海岸带经济与强化近海安全互相辅助、“大国平

衡”即扮演中美印度洋安全互动的 “中间人”、身份转变即从海洋安全治

理的参与者到协调者来优化巴基斯坦的海洋安全环境，借此提升巴基斯坦

的海洋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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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在阿富汗以及中国西部边疆等陆地安全叙事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但其在印度洋的存在和海洋安全的发展状况却未得到国内学界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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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实际上,巴基斯坦海陆优势兼具,不仅在陆地上紧邻中东、中亚等

欧亚大陆的 “心脏地带”,在面向广阔的印度洋时也是一个海上地缘优势凸

显的海洋国家,其海上实力在北印度洋仅次于印度,是印度洋上的海洋大国。

在谈及巴基斯坦的海洋问题时,学界侧重于对瓜德尔港以及连接该港口的

“中巴经济走廊” （CPEC）等与中国合作较为密切的项目的研究。实际上,

港口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个中转站,其作用在于集散海陆两端的物流与

信息,而巴基斯坦面临海洋这一端的安全问题亟待学界的探讨和解决。在

“一带一路”倡议与CPEC建设如火如荼、印巴海上相邻又呈对抗态势的现

实安全困境下,巴基斯坦的海洋安全情势如何? 巴基斯坦的海洋安全治理

能力为何长期以来得不到实质的提升? 未来巴基斯坦如何改善这种羸弱的

海洋安全现状? 本文在分析巴基斯坦面临的总体海洋安全态势的基础上,

详细考察了其所面临的几大海洋安全风险,并对如何提升巴基斯坦管控海

域及周边海域的治理能力以及如何应对潜在的海洋威胁提出了因应之策。

一、既有研究的演进及局限

巴基斯坦海洋安全的重要性在于其得天独厚的海陆地缘优势以及随之

而来的各方关注与博弈。巴基斯坦位于联结南亚、西亚、中亚和中国西部

的十字路口,是中国和部分中亚国家从陆地进入印度洋的必经之地,也是

进入阿拉伯海域的最短路线。① 作为印度洋沿岸国家,巴基斯坦所处海域也

是日本、韩国等东亚、东南亚国家的重要海上贸易通道。此外,巴基斯坦

还是印度洋上的重要港口大国,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和印度的

第四大港口国。② 正是因为有着如此重要的海上战略地位和海洋发展潜力,

巴基斯坦附近海域也被邻国和世界海洋大国所觊觎。为维护利己的海洋安

全秩序,各种海上力量在这里交织,时常发生管辖和治理冲突。这种治理

的失范也给各类海上违法行为提供了沃土,海盗问题、海上劫掠、海上恐

怖主义等海洋安全问题时常发生,各种因素相叠加,造就了巴基斯坦周边

海域的高危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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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对巴基斯坦海洋安全的研究,国内外学界多从区域联系视角出发,

分别对巴基斯坦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海洋安全关系以及印巴之间的海洋矛

盾与冲突进行综合分析。在巴基斯坦与中国的海洋安全互动方面,学界多

从 “一带一路”、CPEC与瓜德尔港联系的视角切入,主要分析中巴在瓜德

尔港的合作以及这种合作对周边海洋安全形势的影响。有国内学者从 “一
带一路”、CPEC等宏观视角对中巴海洋安全合作的利弊进行解析,将中巴

港口安全合作视为中巴海洋安全合作的核心内容,认为CPEC、港口安全

与印度洋地区的海洋安全环境密不可分,对中国维护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

以及维持印度洋地区海洋安全秩序起着建设性作用。① 还有学者从CPEC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出发,探讨中巴加强海上互联互通以及强化海洋

安全治理的必要性,但也认识到巴基斯坦在海洋领域的战略意义并非仅仅

是对前者的体现,也要看到诸如区域主义视角下的海洋安全问题。② 也有学

者对中巴在CPEC及瓜德尔港的建设持负面评价,如巴基斯坦学者拉赫曼

（Attiq-ur-Rehman）等认为,以瓜德尔港为核心的海上港口合作引发了印

度等印度洋国家新一轮的海上竞赛,加剧了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海洋政

治冲突,更会引发以美国为首的域外海洋大国介入,造成印度洋的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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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① 此外,瓜德尔港的建设也面临巴基斯坦国内的俾路支分离势力和恐

怖主义的威胁以及遭到巴基斯坦国内反对势力的非难,② 势必会削弱巴基斯

坦对以瓜德尔港为核心的海洋安全秩序的维护和治理。

对于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海洋安全互动,学界的目光聚焦于印巴双边和

域外介入两个视角。从域外介入视角看,有国内南亚研究学者认为巴基斯

坦的海洋安全形势与多年来各国通过海上多边机制和海上联盟维持在印度

洋的存在以及战略力量投射所引发的力量对比失衡有很大关系。诸如伊朗、

海湾国家与印度的海洋安全互动以及美印海洋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都对巴

基斯坦形成了现实的威胁与挑战,加之西北印度洋近年来的各类非传统海

洋安全问题频发,这对巴基斯坦乃至中巴海洋安全合作都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③ 而对于如何应对这种多国力量介入的状况,有学者提出 “以区域为中

心的多边主义”,④ 即联合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海上力量,增强海洋安全治理

能力,形成以印度洋沿岸国家为主导的区域性海洋安全治理机制,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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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多国介入而引起的不稳定和不安全态势。

如何加强对西北印度洋的安全治理? 如何更好地对中巴经济走廊和瓜

德尔港进行科学化管理? 除了加强和中国的海洋安全联系与共同应对外,

巴基斯坦提升自身对周边海域的安全治理和管控能力是首要议题。由于海

洋安全具有扩散性和大国博弈的特征,学界往往将目光聚焦于南亚的海洋

大国印度和中美等域外大国,往往忽视巴基斯坦的海洋安全态势以及巴基

斯坦在印度洋安全治理中发挥的作用。长远来看,提升巴基斯坦海洋安全

治理能力,建立在其协调下的西北印度洋安全治理模式,也可降低中国在

阿拉伯海域的运输风险和维护成本。

二、巴基斯坦海洋安全治理的潜在风险

巴基斯坦作为印度洋沿岸的主要节点国家,却没有发挥出作为一个兼

具海陆优势的国家应有的战略效用。巴基斯坦拥有重要的海洋安全利益,

却缺乏有效治理的能力,难以确保其管辖海域的安全；拥有丰富的海洋能

源资源,却缺乏开发利用海洋的意识和海洋安全观念,难以将资源优势安

全有效地转化为经济优势；拥有优越的海陆地缘位置,却缺乏系统的发展

战略与行动机制,难以跳脱出与邻国间传统二元对立与冲突的现实安全困

境；拥有不可多得的 “中介”地位却因大国战略博弈而左右为难,难以保

持在印度洋的战略自主性。各种主客观因素与内外部环境的影响相互叠加,

使得巴基斯坦的海洋安全治理困难重重。
（一）与邻国剑拔弩张的海洋安全关系

与巴基斯坦面临的海上恐怖主义等威胁相比,来自印度的海洋安全挑

战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外部威胁。① 自印巴分治以来,双方不仅因民族和宗教

矛盾而结怨,更在克什米尔和东西巴基斯坦分裂问题上结下 “世仇”。随着

时间推移和地区形势的变化,这种矛盾和冲突外溢到海洋领域。在第二次

印巴战争时,双方就曾发生海上冲突,由于当时印度将主要的国防力量都

布局在中印和印巴陆地边境,其海上力量十分羸弱。② 随后印度便以防备和

应对巴基斯坦海上安全威胁为阶段性目标,开始大力发展海上力量,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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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的发展必然会引发双方海上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在海洋边界的划

界问题上,双方也争执不下。素有海上克什米尔之称的爵士湾 （SirCreek）
位于印巴南部海上交汇处,由于长期以来双方并未划定南部临海的陆地边

界,而爵士湾又关系到双方海上边界的划定,因此也成为巴基斯坦与印度

海上冲突的导火索。① 此外,由爵士湾划界争端引发的附近海域捕鱼问题也

成为印巴海洋安全的主要矛盾之一。双方渔民经常因越界捕鱼而被对方海

上安全部队逮捕,对于被捕渔民以及渔业争端的处理主要依靠政治谈判来

解决,也因此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
巴基斯坦与印度在海上港口建设与安全上的争夺也十分激烈。为应对

巴基斯坦通过瓜德尔等港口建设而不断强化的海域管理与管控能力,2015
年印度与伊朗签订港口合作协议,印度投资5亿美元建设恰巴哈尔港

（ChabaharPort）,以此绕过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和其他中亚国家建立海上

贸易联系,印度也考虑借该港与瓜德尔港在经济、政治上竞争。② 此外,印

度还与阿曼建设杜克姆港 （DuqmPort）,以期在北阿拉伯海和广大的西北

印度洋赢得影响力,这将对巴基斯坦的莫克兰 （Makran）海岸和卡拉奇港

构成威胁,尤其是给瓜德尔港在地缘上造成了无形的压力,因为两个港口

之间仅相隔170多公里。③ 而巴基斯坦最大的港口,也是最重要的海军基地

卡拉奇港则邻近印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巴基斯坦和CPEC在战略

和经济上的脆弱性。④ 印度还通过与缅甸和孟加拉国的互动缓解其在西部与

巴基斯坦的战略对抗,并不断增强在孟加拉湾北部的海上存在来抵消中国

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印缅之间早已在军舰停靠对方港口、高级官员互访

以及军火销售等方面展开互动且互动频率在不断增强,缅甸对印度造船技

术和相关海事专业知识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这对印度与其开展港口合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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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互动提供了契机,印度借此可扩大在北印度洋的安全影响力和对地区

海洋安全的主导与控制能力。① 这些举措对于印度来说是维持和保障海上安

全,但对巴基斯坦来说则是海上威胁。
（二）羸弱的海上防御和管控能力

尽管巴基斯坦拥有优良的贸易港口和重要的海上战略地位,但由于其

地理空间呈东北—西南的狭长走向,东西战略纵深严重不足,对国土的安

全防御仍然是其首要任务。② 而印巴双方的军事实力差距又十分明显,导致

巴基斯坦难以有效应对印度突如其来的海上袭击,这样的安全状况一直以

来受到其国防部门的关注和担忧。③ 巴基斯坦海上力量在1947年成立后主

要负责海岸巡逻以及港口和海军基地的防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海军的发

展面临财政预算不足、缺乏成熟的海上作训基地、技术严重落后以及人力

不足等诸多问题。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印度在孟加拉湾对东巴基

斯坦实施海上封锁,巴基斯坦海军损失惨重。20世纪末,巴基斯坦的海上

力量有较大规模增长,其水面舰艇较70年代以前增加了一倍,④ 但这都不

足以支撑起整个巴基斯坦海上力量的发展。作为巴基斯坦海洋安全的维护

者,海军仅占其国防力量的4%。据简氏防务官网的数据,2021～2022财

年巴基斯坦的国防预算仅为87.8亿美元,尽管比上一财年国防开支有所增

加,但与印度的655亿美元相比差距甚大。⑤ 此外,在巴基斯坦该年度国防

预算中,陆军支出占比48%,几乎占了国防预算的一半,而海军占比仅

11%,⑥ 与上一年度基本持平,仍是巴基斯坦三军中预算拨款最低的部门。

巴基斯坦辽阔的管辖海域与羸弱的海上防御能力为诸多海上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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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首先,巴基斯坦不重视海上力量建设,海军长期以来

在巴基斯坦国防力量中的地位不高,处在被忽视的地位,且缺乏明确的海

上战略发展规划。其次,巴基斯坦拥有的海洋资源与其海上安全力量严重

不匹配。巴基斯坦国家海洋研究所 （NationalInstituteofOceanography,

NIO）的数据显示,巴基斯坦拥有约24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进一步

向深海延伸的5万多平方公里的大陆架区域,这一地区渔业资源丰富,蕴

藏着大量的可燃烃。① 此外,巴基斯坦还拥有长约1000公里的海岸线,其

中大部分位于俾路支省的莫克兰海岸,这是巴基斯坦和阿拉伯海其他沿岸

国间石油运输和商品贸易的主要海上通道,距连接世界石油核心区的霍尔

木兹海峡也仅不到300海里的距离,是印度洋沿岸名副其实的重要节点国

家。② 但面对如此广阔的管辖海域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巴基斯坦的海洋安全

治理能力却捉襟见肘,包括远程防空系统、用于监视和侦察的间谍卫星、

在海上具有第二次有效攻击能力的核潜艇、远程武装无人机等方面的装备

和技术都相当薄弱,③ 而这些都是实现对管辖海域有效管控的必要力量。巴

基斯坦国内反对势力也对其近海以及港口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其西南

地区俾路支省民族分裂势力的叛乱活动从未停止过,经常攻击巴基斯坦的

军事和国防力量,对瓜德尔港和周边海上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些国

内反对势力常常受到印度、伊朗等外国势力的资助,难以彻底根除。④ 最

后,美印海上安全战略合作强化了印度的海上力量建设,使巴基斯坦在海

洋防御上出现了相对劣势。自2016年美印双方签订 《后勤交流协议备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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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LEMOA）后,印度便在海上装备和技术等方面获得了对巴基斯坦更

大的战略优势。而该协议实际上使印度充当印度洋 “警察”角色,对巴基

斯坦造成战略压力,打破了地区的战略平衡。① 印度届时可借这些先进的海

上装备和技术将其海上力量投射至巴基斯坦的莫克兰海岸,在战时实施海

上封锁,将使巴基斯坦海上力量遭受严重遏制。
（三）官民海洋安全意识极度匮乏

海洋安全在巴基斯坦国家安全事务中一直未能得到重视。自巴基斯坦

建国以来,其战略安全与防御重心一直集中于与印度接壤的陆地边境地区,
长此以往便形成了一种 “内陆国”心态。加上巴基斯坦的产业以农业为主,
农业发展与农产品贸易是其经济重心所在,对周边海域的战略地位缺乏清

晰的认知和足够的重视。
在官方层面,巴基斯坦政府未将海洋安全视为该国长期安全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海洋是权力的投射,也是重要的外交渠道”,这一认知在巴

基斯坦的国家安全观念中严重缺失。② 20世纪70年代以前,巴基斯坦并未

有相关的海洋安全愿景和发展政策,国家海洋安全发展处于 “真空”状态。

21世纪初,巴基斯坦制定并通过了第一个国家海洋政策,但这仅仅是一个

框架性的愿景,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与执行计划。随后在2012年,巴基斯

坦推出了一项旨在推动海洋领域全面发展与改革的国家海洋政策,该政策

赋予地方更多的海洋自主权,但由于领导层缺乏政治意愿,至今仍未被批

准。③ 出于投资回报关系的考虑,巴基斯坦政府更倾向于将相关政策投向市

场成熟的内陆地区,这样能够确保在其执政任期内获得回报。例如政府将

大量的财政投入人口密集的旁遮普省以换取以 “人口红利”为基础的短期

和快速的收益。而诸如港口建设、造船业、海洋渔业以及海岸带开发等产

业由于投资巨大、开发时间长、获利周期间隔长,巴基斯坦政府因而选择

放弃对海洋相关产业的投入与开发,导致其海上基建落后,进而引发了一

系列海洋安全问题。以港口建设为例,瓜德尔港自开发以来,由于距离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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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坦商贸聚集区较远,安全等服务不到位,导致海上进出口贸易发展缓

慢。在2013年中国接收该港口的运营权以前,该港口仅作为巴基斯坦政府

处理进口小麦和化肥等农产品作物和原料之用。① 而巴基斯坦缺乏对莫克兰

海岸的安全管理措施,导致其一度成为阿富汗毒品的必经之路,毒品经由

莫克兰海岸源源不断地流向非洲和地中海,也导致巴基斯坦的海岸带安全

问题一直被人诟病。此外,巴基斯坦国内权力部门腐败现象严重、各种裙

带关系以及权力滥用等问题根深蒂固,导致国外投资者敬而远之。② 加上国

内政局变化比较频繁,难以形成有效和持续的治理决策。③ 外部的大环境迫

使巴基斯坦政府被动强化海洋安全应对能力,这也说明其在主观上并不重

视巴基斯坦的海洋安全问题。

巴基斯坦民众对于开发海洋、维护海洋安全的意识也比较淡薄。部分

巴基斯坦民众甚至不知道阿拉伯海的确切地理方位,也不了解本国管辖海

域的情况,更谈不上对海洋资源的认识、开发与相关管理规范的遵守和使

用。一个国家的地缘位置对于其推进政治目标和实现人民福祉息息相关。④

巴基斯坦客观上拥有优越的地缘位置和丰富的海洋资源,主观上却缺乏动

机与目标。目前巴基斯坦拥有总面积约29万平方公里海域的生物和非生物

资源,约占巴基斯坦陆地面积的1/3还要多。但其沿海地区人烟稀少,除

卡拉奇外,人口聚集区和经济中心在地理上都远离海岸,这种不对称使巴

基斯坦成为名副其实的 “内陆国”。海洋渔业作为巴基斯坦民众的主要经济

来源之一,却因渔业捕捞技术落后、设备简陋、深加工技术与基础设施不

完善等导致大量捕捞上来的鱼类成为残次品,无法出口。⑤ 由于深海捕捞船

只缺乏和捕捞技术的不成熟,海洋渔业捕捞大部分都在沿岸及近海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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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渔业经济几乎为零,以渔业为主的海洋经济亟待改善。① 此外,渔民不

熟悉深海环境,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安全培训和教育,船具的救生设备、通

信系统和消防设备方面不符合标准,配备不齐全,这些都导致海上安全事

故频频发生。②

（四）区域海洋安全机制林立与治理失调

印度洋地区并不缺乏以安全为主题的海洋治理机制。③ 从治理主体和层

次来看,既有一国基于维护自身海洋权益而建立起的单边防御性海洋安全

机制,也有国家间维护共同海洋安全而形成的双边海洋安全合作机制,更

有为了应对某一海域多种非传统海洋安全问题而形成的多边海上协调和安

全治理机制,还有为应对全球性海洋安全威胁而建构的全球海洋安全治理

机制,形成了多层次、多主体的治理安排。从治理对象与涵盖范围来看,
既有为应对区域海洋事务而设立的综合性安全治理机制,如印度洋委员会

（IOC）、环印度洋联盟 （IORA）等,也有专门为应对海盗威胁或海上劫掠

等设立的 专 业 性 海 洋 安 全 治 理 机 制,如 美 国 主 导 下 的 海 上 联 合 部 队

（CMF）,其下第152联合特遣部队 （CTF-152）主要对阿拉伯海域即西北

印度洋部分区域的海上非法行为进行集中打击和治理,但巴基斯坦不是该

特遣部队的成员。④ 还有以强化海军交流合作和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为目

标的安全机制,如印度洋海军论坛 （IONS）。
从前述对印度洋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梳理来看,针对印度洋的海洋安

全治理机制类别繁多、机制林立,机制的发展呈现碎片化趋势。⑤ 在议程设

置上,诸如IOC以及IORA讨论的议题极为广泛,囊括了包括海洋安全在

内的多个领域,难以针对具体的海洋安全问题进行有效应对和治理。这类

机制在共识达成上也会出现诸多问题。由于美国等世界海洋大国以自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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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为导向,不是自己主导的安全机制就缺乏参与热情,不提供实际支持,

一定程度上导致这类海洋治理机制 “议而不决”,即便达成共识也可能因缺

乏执行意愿而难以践行。在机制协调与信息共享上,各类海洋安全治理机

制由于主导国家的利益与战略差异,难以实现机制间的有效衔接和信息共

享,不同机制之间甚至出现相互排斥的现象,导致治理效能不佳,出现治

理失调的状况。① 例如,巴基斯坦发起的 “阿曼—2021”海上军事演习邀请

了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日本等世界主要海洋强国以及周边诸多海

洋国家,但唯独没有邀请印度参加。同样,印度发起的 “马拉巴尔—2021”

印度洋军事演习中,巴基斯坦作为印度洋的主要海洋国家也未被邀请。印

巴各自主导下的区域海洋安全治理机制的互斥与信息隔绝,只会导致巴基

斯坦海洋安全治理失调,甚至出现机制的 “缺位与错位”,导致机制之间的

相互竞争与冲突。② 此外,巴基斯坦作为西北印度洋主要的海洋国家,大部

分情况下仅作为成员国参与其中,无法有效掌握周边海域乃至管辖海域的

海洋话语权,这也导致巴基斯坦在地区海洋安全事务中存在感不强。
（五）美印借 “印太战略”对巴基斯坦进行战略压制

美国所主导的 “印太战略”塑造了中巴与美印在印度洋上地缘互动的

安全态势,极大地压缩了巴基斯坦的海洋安全战略空间。③ 而美国也试图通

过其印太盟友将中国限制在南海地区,竭力阻止和消除中国在印度洋的影

响。④ 在印度看来,中美战略竞争会努力争取第三方的支持,这样反而扩大

了后者的战略和利益空间,因为印度不仅想做被中美争取的第三方和平衡

力量,更想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影响力。⑤ 鉴于中巴在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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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造成了 “双重威胁”,印度必然要寻求一个 “靠山”来帮助其对抗这种压

力。① 因此,美印基于各自不同的战略动机和共同的战略利益,开始在 “印
太战略”中深化安全互动。

一方面,印度积极落实美印在安全与防务层面的互动与协议。印度借

助美印在 “印太战略”中的安全防务合作,“提高印度在美国防务出口授权

的级别,届时印度不经过审核便可引进美国的高科技防务武器”,极大改善

了印度的防务装备,也巩固了印度的海上防务水平与区域安全风险的管控

能力。② 双方也通过各类协定与举措不断使印度洋安全合作机制化。自2016年

美国国防部将印度界定为 “主要防务伙伴”以来,美印安全合作大力推进。

2018年和2020年双方分别签订了 《通讯兼容与安全协议》（COMCASA）、《地
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据此印度可获取印度洋的一系

列航海、地形和航空数据,美国也将对印度提供和出售安装最先进的美制

导航辅助设备和航空电子设备的战斗机和无人机。③ 这将大大增加其定位和

打击巴基斯坦海上力量的成功率,提升印度在印度洋上对巴基斯坦的比较

优势。

另一方面,印度通过 “印太战略”将自身塑造为印度洋的 “净安全提

供者”（netsecurityprovider）,④ 谋求在印度洋地区的权力收益最大化,挤

压巴基斯坦的海洋安全与战略空间,引发巴基斯坦的不满和警惕。巴基斯

坦认为,“印太战略”代表不了所有国家的利益,特别是巴基斯坦和中国的

利益。⑤ 实际上印度洋地区的安全结构十分脆弱,区域内长期以来缺乏主导

性权力主体。印度虽然是区域内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但无力也无意愿提供

海上公共安全产品,只是一味地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实际上也未见印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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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过有效的安全治理机制。从收益成本角度来看,印度不是一个安全提供者,

而更像是一个安全秩序的 “净享受者”① （netsecurityenjoyer）。

拜登政府的 “印太战略”更加强调美国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在印度洋

重塑印太联盟体系,在海上通道安全的掌控、海洋安全治理机制的主导,

尤其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海上竞争性力量的遏制上,推行 “可持续威慑”

战略。② 这样的零和局面破坏了巴基斯坦在印度洋地区所追求的 “战略平

衡”。巴基斯坦对美国偏向印度的做法极度不满,其三军情报局 （ISI）的

负责人就直接指出,“美国从根本上就不期望巴基斯坦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

指导开展外交活动,而是希望巴基斯坦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放弃自身的

利益。”③ 鉴于此,巴基斯坦积极寻求与中国和俄罗斯更深入的海洋安全合

作,以确保在印度洋上的相对力量平衡。④ 对于美国来讲,相较于印巴海军

对对方的威胁,利用和支持印度与中巴海上力量的对峙才是对对方更大的

挑战,⑤ 这也是美国想要塑造的印度洋竞争格局,这样有助于平衡各方力

量,以便稳固美国在印度洋上的主导地位。

三、巴基斯坦强化海洋安全治理的举措

巴基斯坦的海洋安全治理在地域上应重视近海安全,尤其是海岸带安

全,这是巴基斯坦发展深蓝海军的前提和必经之路。在海洋安全治理方式

上,应不断提升与中国的海洋安全合作层次和水平,通过中巴坚定的伙伴

关系筑牢巴基斯坦的海洋安全治理体系。在治理能力与治理意愿都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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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应树立海洋发展意识和强化海洋安全观念,提升巴基斯坦政府对

海洋安全与海洋经济的重视程度,塑造整个国家的海洋安全意识。此外,

还需加强近海、海岸防御力量的建设,不断提升其海洋安全治理能力,完

善治理机制。在海洋安全的地区和国际合作层面,巴基斯坦不仅要做参与

者,也要积极改善与各国、各机制间的关系,争取成为各类海洋安全治理

机制的联系人、“中间人”、协调者,为实现地区海洋安全治理创造主动性。
（一）借力治理，强化中巴海洋安全合作治理效能

从现有海上力量以及所面临的地区海洋安全形势来看,巴基斯坦并不

完全具备对其所属海域实施有效管控的能力。而拜登政府也在持续加强

“印太战略”在印度洋的布局,鉴于美印在安全与防务上已形成实质合作,①

加上美国试图 “维持由其主导下的区域安全架构,寻求美印共同的海洋安

全利益”,“裹挟”印度来制衡中国、打压巴基斯坦。② 为改变这种被动的海

洋安全态势,在现有条件下,巴基斯坦更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在印度洋关

键节点区域进行战略布局,以抵消美印带来的战略冲击,实现对周边海域

的有效治理。巴基斯坦应与中国在战略上协调一致,以应对美印通过 “印

太战略”在印度洋对中巴共同海洋安全和利益的威胁与压缩,并充分挖掘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功能和效用,加强中巴海洋安全合作在该

框架下的深度探索。尽管面临的威胁与目标略有差异,然而打造中巴坚定

的海洋安全战略伙伴关系与陆地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等重要。

强化中巴在北印度洋的安全互动,有助于巴基斯坦完善相对弱势的海洋防

御机制,提升其在周边海域的治理能力,③ 增强对印度的海上 “可持续拒

止”（sustainablerefusal）能力。

在印度洋已然深度安全化且美印在巴基斯坦附近海域已造成事实上的

战略不对称的形势下,④ 中国与巴基斯坦也需推进在海洋安全与防务领域的

201

①

②

③

④

DavidScott,“TheIndo-PacificinUSStrategy：RespondingtoPowerShifts,”RisingPowers

Quarterly,Vol.2,No.2,2018,p.19.

VivekMishra,“India-USMaritimeCooperation：CrossingtheRubicon,”MaritimeAffairs：

JournaloftheNationalMaritimeFoundationofIndia,Vol.14,No.2,2018,p.3.

PrakashPanneerselvam,“MaritimeComponentofChina-PakistanEconomicCorridor（CPEC）：

India-ChinaCompetitionintheArabianSea,”MaritimeAffairs：JournaloftheNationalMaritime

FoundationofIndia,Vol.13,No.2,2017,pp.37-49.

CaraAbercrombie,“RealizingthePotential：MatureDefenseCooperationandtheUS-India

StrategicPartnership,”AsiaPolicy,Vol.26,No.1,2019,pp.121-122.



 巴基斯坦海洋安全治理的潜在风险与优化路径

合作水平,对美印在这一海域起到制衡作用。因此,巴基斯坦需加强海上

安全与防务建设,提升有效海上实力,逐步拓展瓜德尔港口的海洋安全功

能,赋予其一定的军事和后勤角色,为巴基斯坦提升海上力量的实际战斗

力提供有效战略支撑。① 同时中国也应积极考虑和回应巴基斯坦长久以来的

安全诉求,帮助巴基斯坦在其成熟港口建立海军基地,② 巴基斯坦也期待借

此提升近海防御和管控能力。③ 双方可借此达成相应的军事互助和信息共享

协议,赋予卡拉奇或瓜德尔港 “非正式军事化”的功能,训练和提升中国

海军因应阿拉伯海域安全事务的能力,进而与吉布提基地在西北印度洋的

两端形成呼应,届时将解决中国海军在这一海域补给不可持续的问题。在

阿拉伯海以东,也可有效支持巴基斯坦应对来自印度海上力量的不对称威

慑,破解美印 “印太战略”对中巴海洋安全合作的威胁。④ 此外,巴基斯坦

可借助中国的技术和装备援助来提升其海洋实力,加强对周边海域的管控。

2016年,中国向巴基斯坦交付8艘潜艇,其中4艘将在卡拉奇造船厂建造,

通过直接出售加技术援助等多种方式,明显增强了巴基斯坦海上力量的再

生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⑤ 目前,巴基斯坦的主要海上装备和系统来自中国,

包括Z-9C舰载反潜直升机、F-22P轻型护卫舰、快速攻击艇、海军巡逻舰、

海岸警卫队舰艇以及用于战略防御的反舰导弹和各类鱼雷。⑥ 2022年,中国

再向巴基斯坦交付一艘054A/P型护卫舰,这将显著提升巴基斯坦的反潜、

防空以及海面作战等海域任务综合执行能力,为巴基斯坦强化其专属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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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管控能力、遏制周边海域的安全威胁提供了有效支持。
（二）大国平衡，扮演中美印度洋安全互动的 “中间人”
与印度的 “桥接国家”（bridgingpower）① 角色相类似,巴基斯坦是一

个海洋 “中介国家”,它既位于印度洋的战略中心地带,又介于中美在印度

洋战略争夺的漩涡之中。且巴基斯坦长期以来致力于保持在中美之间的平

衡关系,试图将自身塑造为中美争取的对象,期待以 “中间人”的身份寻

求更大的政治与外交利益。② 巴基斯坦认为与美国建立强有力的联系有助于

拓宽其外交选择,而如果减少这种联系会降低其国际地位,不利于巴基斯

坦在印度洋各类安全机制中的角色塑造。③ 此外,巴基斯坦将与中国的密切

联系视为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寻求生存之道的选择,也是对美国忽视巴基

斯坦利益诉求而采取的策略”。④ 因为巴基斯坦的印度洋安全目标主要针对

印度,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安全诉求在于寻求战略主导和遏制中国,巴美

没有共同的利益交汇点是巴基斯坦转向中国的一大原因。巴基斯坦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莫伊德·优素福 （MoeedYusuf）表示,尽管中美战略竞争日益

激烈,但巴基斯坦没有也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两个

阵营,巴基斯坦没有偏好,中美两国都是促进巴基斯坦和地区繁荣的伙

伴。⑤ 这种既想与中国保持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又与美国保持密切互动的做

法,目的在于通过在某些国际事务中充当中美之间沟通的桥梁以左右逢源。⑥

可以预见的是,在中巴海洋安全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未来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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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中美关系中取得 “大国平衡”,以及能够达到何种程度的平衡关系,就

取决于拜登政府如何看待巴基斯坦在美国印度洋战略布局中所发挥的作用。①

在美国看来,尽管美巴两国在阿富汗问题和地区反恐上建立了复杂的合作

关系,但是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合作一直是中国在印度洋平衡美印的主要战

略手段,而且巴基斯坦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扮演制约美印关系的角

色。② 尽管巴基斯坦的总体实力不及印度,但实际上已成为印度谋求地区海

上霸主的首要地缘 “障碍”,也间接导致美印海洋安全事务合作的曲折,影响

了美国在印度洋的既有战略部署。而且美国认为中巴海洋安全合作的内涵已

超越安全层面的意义,有寻求地区海洋战略主导地位的趋势,这是美国所不

能忽视和容忍的。但美国也注意到,美印若在印度洋联合遏制中国和巴基斯

坦,将导致巴基斯坦彻底转向中国,成为美国印度洋利益的挑战者。③ 对于

美国来讲,如何处理好与中国在印度洋的安全互动是优先问题,而对于巴基

斯坦来讲,如何应对印度的陆海安全威胁是其首要议题。由于中、美、巴在

印度洋上的战略目标和利益各不相同,加上中巴与美巴之间都互有需求,这

也为巴基斯坦寻求成为中美印度洋安全互动的 “中间人”提供了可能。
（三）经济先导，发展海岸带经济与强化近海安全

经济为安全提供支撑,而经济发展也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巴基斯坦

沿海及近海之所以安全问题频发,很大的原因是沿海地带缺乏规划和有效

管理,海岸开发程度不高。目前除了信德省沿岸的卡拉奇市和俾路支省沿线

的枢纽和瓜德尔地区,巴基斯坦海岸基本不存在其他城市型的定居点,海岸

带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而政府也未对海岸带建设加以重视,久而久之便成

为一些海上犯罪行为的 “沃土”。如不对海岸及近海海域进行积极的开发与安

全治理,未来巴基斯坦海岸带及附近海域的安全问题必将积重难返。
通过海洋经济先行进而实现海洋安全是巴基斯坦实现海洋安全治理的

必由之路。2022年1月巴基斯坦发布了 《国家安全政策2022～2026》文

件,其中提出了 “综合国家安全”框架的构想,并将经济安全置于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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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核心位置,强调地缘经济对区域战略的支撑作用,同时将经济安全

与发展视为确保巴基斯坦国家安全的重要路径。①目前,除了瓜德尔外,巴

基斯坦还通过促进莫克兰地区的旅游业、渔业以及开发海洋矿产来加快蓝

色经济的发展。巴基斯坦海岸带也拥有渔业资源较为丰富的渔场,主要位

于信德省和印度河河口地区以及俾路支省沿岸的松米亚尼 （Sonmiani）、伯

斯尼 （Pasni）、吉沃尼 （Jiwani）等较为分散的沿海地区。② 据统计,近十

年来巴基斯坦每年的渔业捕捞量几乎都稳定在60万吨左右,其海产品行业

价值超过10亿美元,其中鱼类产业发展排名为世界第28位。③ 除了渔业资

源,巴基斯坦沿海及近海还具有其他各类丰富的海洋资源,在印度河三角

洲、俾路支海岸沿线的楚纳岛 （Churna）和阿斯托拉岛 （Astola）、吉沃尼

和辛戈尔 （Hingol）地区开发休闲旅游的潜力巨大。④ 近海能源开采与安全

是巴基斯坦通过发展海洋经济来完善和强化海洋安全的另一举措。俾路支

省拥有漫长的海岸线,风能、海水发电、潮汐能、热能等可再生能源较为

丰富,可通过相关海洋资源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产业发展,激活海岸

带经济。⑤ 此外,巴基斯坦97%的贸易都依赖于海洋,其海上贸易每年为

经济增长贡献60多亿美元,其中港口贸易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

献。卡拉奇港和卡西姆港分别是巴基斯坦第一、第二大港口,几乎包揽了

全国的海上货物贸易。⑥ 未来通过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与规划、港口经济与贸

易发展将推动巴基斯坦海岸带及近海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海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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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不断活跃,相关海洋经济与安全管理措施也将随之提上议程,进而

也将强化巴基斯坦的近海海洋安全治理。
（四）观念塑造，强化海洋安全意识与海洋安全观

安全是一种观念和价值的体现,① 海洋安全体现为海洋安全观与海洋安全

意识的发展与环境的塑造。尽管拥有优越海洋地理特征以及对海洋经济的潜在

依赖,然而巴基斯坦对海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认知依旧模糊,很大的原

因是因为整个巴基斯坦的海洋安全意识淡薄。对此,巴基斯坦从政府到公众须

进行国家海洋安全观念的塑造与培养。在社会层面,巴基斯坦可设立相关的海

洋安全课程以及海洋安全学科,培养相关的海洋执法人才。目前伊斯兰堡的巴

利亚大学 （BahriaUniversity）已经进行了相关海事课程的设置和运用,未来可

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海事安全的课程开发,培养相关海事安全人才。此外,展

开海洋安全的全国时事竞赛,逐渐培养公众对海洋安全的了解与认识,也是树

立国家海洋安全意识的有效举措。加强对公众的海洋意识宣传力度,通过异地

搬迁等方式鼓励更多内地居民到巴基斯坦发展较为成熟的海岸定居和工作。设

立海洋专项留学基金,鼓励更多的大学生到海洋治理经验成熟的国家学习先进

的海洋安全政策、法律与技术,为巴基斯坦海洋安全建设储备人才。
观念也是 “国家安全政策重要的决定因素”,② 是否具有国家海洋安全

观将决定国家未来如何发展自身的海洋安全,如何维护自身的海洋安全利

益以及在面临海洋安全问题时如何开展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合作。总的来讲,
拥有何种国家海洋安全观涉及未来路径选择的问题。对此,巴基斯坦可从

顶层设计入手,改革和重组现有涉海安全机构。鉴于巴基斯坦日益严峻的

海洋安全形势以及海洋安全与发展的迫切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可设立单独

的海洋安全管理部门,提升海洋安全在整个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引起各部

门的重视和正视,并整合现有海洋安全机构,提升执法能力和效率。目前

除巴基斯坦海军外,还有隶属于国防部的巴基斯坦海事安全局 （PMSA）、
隶属于海军的巴基斯坦海事信息联合与协调中心 （JMICC）以及巴基斯坦

海岸警卫队 （PCG）等部门负责海洋安全管理事务和近海安全防御,但各

机构之间的职能与管辖业务和范围有所重叠,加上不同部门身份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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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海洋安全事务的治理时可能会出现职权与管辖权冲突的情况。① 因

此,通过对现有几大海洋安全及执法机构的优化整合,实现统一领导,有

助于迅速、高效执行海洋安全任务,提升巴基斯坦的海洋安全综合治理能

力。此外,还应制定巴基斯坦国家海洋安全与发展战略规划,明确未来巴

基斯坦海洋安全的发展方向,加强海上安全力量的建设。鉴于巴基斯坦作

为西北印度洋战略节点的地位,随着地区海洋安全形势与所面临的海洋安

全威胁的不断变化,未来巴基斯坦须不断提升与区域海洋安全问题相匹配

的海洋安全意识和海洋安全观。

（五）身份转换，从区域海洋安全治理的参与者到协调者

长期以来,巴基斯坦都是以较为独立的姿态来处理海洋安全领域的各

类问题。伴随着海上跨国犯罪的愈发频繁与复杂,各国意识到传统的应对

方式已经无法对海洋安全问题实施有效治理,在一国领海之外发生的海上

犯罪活动更需要国际海上力量采取集体安全措施来共同应对。② 时任巴基斯

坦海岸警卫队指挥官的海军少将阿卜杜勒·阿莱姆 （AbdulAleem）就主张

巴基斯坦要努力获取和提升在印度洋的海上能见度 （maritimevisibility）,

并加强与这一海域其他海上力量的联系与协作,共同应对愈加复杂和多样

化的海洋与海事安全问题。③ 若不提升海洋安全治理的认知与能力,巴基斯

坦恐会丧失地区海洋安全事务的话语权。对此,巴基斯坦展开了独立的海

洋安全治理行动。2016年,巴基斯坦海军成立了 “TF-88”海上特遣队,

这是确保近岸安全与港口防御的综合性海上力量,其职责在于确保巴基斯

坦近海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包括完成商船护航、港口防御、海上贸易

等多项海洋安全任务。④ 2018年巴基斯坦建立起区域海上安全巡逻机制

（RMSP）,目的在于维持和净化巴基斯坦周边海域不受任何威胁的环境,进一

步为维护印度洋良好的海洋秩序提供可靠的实施力量。该机制以 “战略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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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即不依靠外部力量的加入,而是独立设置和完成海洋安全的议题和

任务。未来巴基斯坦还将频繁在阿曼湾、亚丁湾和南阿拉伯海等海域展开安

全巡逻任务。① 巴基斯坦通过以国家为中心的主体治理模式,有效地维护了

其近海和周边海域的海洋安全,实现了区域海洋安全的良好秩序。

为了应对西北印度洋地区日趋复杂的海洋安全态势,巴基斯坦也开始

转变行动策略,从以国家为治理中心的海洋安全治理机制向区域协调与协

作为主的海洋安全治理模式转变。巴基斯坦海军参谋长扎法尔·马哈茂

德·阿巴斯 （ZafarMahmoodAbbasi）表示,要维持全球海洋公域的安全

与秩序,就需要共同合作努力,且这种努力是必要而非可选择的。② 有学者

也主张巴基斯坦应该 “超越领海”,在更大范围的海域发挥其海上力量的参

与乃至主导性作用。③ 实际上,巴基斯坦在西北印度洋的索马里海盗问题联

络小组 （CGPCS）和印度洋海军论坛 （IONS）等诸多海洋安全机制中发挥

着重要参与作用,特别是在CGPCS中,巴基斯坦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有向区域性机制的主要协调者角色转变的趋势。④ 2007年以来,巴基斯坦发

起并主导了阿曼 （AMAN）海上多边军事演习。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第7
届 “阿曼—2021”海上军演吸引了45国海军的参与,中国、美国、俄罗斯、

英国、日本等世界主要海洋强国均现身卡拉奇外海,这也是时隔十年后俄罗

斯再次和北约国家同台进行海上联合军演。对于东道主巴基斯坦来说这是一

次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绝佳机会,世界主要海洋强国参与此次军演也间接表示

出对巴基斯坦作为印度洋地区主要海洋国家地位的承认。⑤ 此外,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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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sMaritimeDomainAwarenessSystem：DevelopmentandConstraints
ByLiuHongliang

ABSTRACT：Thedevelopmentandenhancementofamaritimedomain
awarenesssystemisacriticalobjectivefortheIndiannavyinrecentyears,

thishavingbeenclearlyarticulatedbothintheIndianMaritimeDoctrineand
theIndian MaritimeSecurityStrategy （2015）.Suchasystem mustbe
developedbasedonstrongtechnicalknowhowandsupport,whilealso
requiringinformationsharingandcoordinationacrossstates.Thisimplies
thatIndiawillneedtoincreaseitsdefensecapabilitiesaswellasitspolicy
coordinationwithrelevantcountries.Thefocusofthe maritimedomain
awarenesssystemthatIndiaisdevelopingismeanttorespondtotheso-
calledChinathreat,andassuch,Indiaiscoordinatingandcooperating
withtheUnitedStates,France,thecountriesoftheBayofBengal,and
theislandnationsoftheIndiaOcean.Whileitfacesmanyconstraints,itis
stillimportanttokeepacarefuleyeonIndia’sprogresstowardsdeveloping
themaritimedomainawarenesssystem.
KEY WORDS：MaritimeDomain Awareness；MaritimeSecurity；Maritime
Surveillance；IndianOcean；India

PotentialRiskstoandPathwaysforEnhancementof
Pakistan’sMaritimeSecurityGovernance

ByGongGaojie&ZengXinkai

ABSTRACT：PakistanislocatedattheconfluenceoftheSouth Asian
subcontinentandthenortheastIndianOceanandisthegatewaytothe
IndianOceanforCentralAsiancountries.Itisalsoakeymaritimestatein
theIndianOceanregionduetoitsclearstrategicpositionbetweentheIndian
OceanandSouthAsia.ConsideringPakistan’spositionontheIndianOcean
andthesurroundingmaritimesecurityenvironment,itisclearthatthekey
maritimesecuritychallengesitfacesaretensions withitsneighboring
countriesintheIndian Ocean,weaklevelsofawarenessof maritime
securityonthepartofthestateandthepopulation,andtheweakeningof
Pakistan’smaritimecontrolanddefensecapabilities.Thelackof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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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摘要

securitygovernanceandmaritimesecuritypressurefromtheU.S.andIndia
throughtheIndo-PacificStrategyalsorepresentlatentsecurityrisks.Inthe
future,Pakistancanbetterleveragethecapacitiesofexternalstatesby
building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China.And enhancethe maritime
securityawarenessbyitsofficialsandthebroaderpopulation.Pakistancan
alsodevelopitsstatusasaleadingmaritimeeconomy,whichcanfurther
strengthenitsoffshoresecurity.By“balancinggreatpowers,”Pakistancan
actasanintermediarybetweentheU.S.andChinawithrespecttomaritime
securityintheIndianOceanregion.Lastbutnotleast,Pakistancanchange
itsstatusfrom a participantin maritimesecurity governanceintoa
facilitatingrole.In conclusion,these measures willultimately aidin
improving Pakistan’s maritimesecurity outlook,while enhancingits
maritimegovernancecapacities.
KEYWORDS：MaritimeSecurity；RegionalGovernance；SecurityMechanisms；

MaritimeAwareness；India-PakistanRelations

TheDecayofthe“DebtTrapTheory”：

AMulti-DimensionalAnalysisofSriLankanMediaNarrative
ByXuJuan&TuShuan

ABSTRACT：SriLankaisinthemidstofaprofoundeconomicandpolitical
crisis,andthetheorythatthecountryfacesaso-called “debttrap”

promptedbyChina’sinvolvementhasoncebubbledtothesurface.Towards
developinganaccurateunderstandingofthenarrativespresentedinSri
Lankanmediawithrespecttothe“debttraptheory”,andwithaneye
towardspreventingthesenarrativesfromspiralingoutofcontrol,this
articleanalyzesdatatakenfromtwopopularSriLankanmediaoutlets：

DailyNewsandDailyMirror.Itfindsthatthe“debttraptheory”,which
isultimatelyusedtocriticizeChina,tendstobetransformedintoan
introspectivediscussioninSriLanka.Inotherwords,narrativesofa“debt
trap”generatedbyforeignelementsarereplacedwithconsiderationsofthe
internaldriversofdebt.Througha multi-layeredanalysis,thearticle
identifiesfiveexplanatoryfactorsthat have driven thecollaps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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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合作组织 （SCO）的新任成员国,与SCO不断加强在海洋安全领域

的互动与合作,尤其在应对海上恐怖主义等安全问题时,SCO具有相当丰富

的治理经验。① 而巴基斯坦所在的西北印度洋正是海上恐怖主义猖獗之地,

通过参与SCO的海洋安全行动与西北印度洋地区安全事务,巴基斯坦在不断

向地区海洋安全事务协调者与海洋安全秩序维持者的角色转变。②

结 语

巴基斯坦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尽管只和四个国家接壤,但是涉

及中东、西亚、中亚和东亚四大地区,是中亚和部分东亚国家进入印度洋

的门户,海上地缘位置决定了其在印度洋上的战略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但

由于能力和意愿 “双向不足”,巴基斯坦长期以来都无法对其近海及管辖海

域实施有效治理。不仅民众对海洋安全漠不关心,巴基斯坦历届政府都未

曾将海洋安全纳入其核心议程。加上印巴之间的海洋划界也始终未得到解

决,美印在印度洋持续推进 “印太战略”,多边而无序的竞争态势也使巴基

斯坦周边海洋安全形势复杂化。

巴基斯坦若想在全球海洋大发展的时代迎头赶上,就必须将海洋安全

与发展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地位,确保其近海安全能够得到有效的力

量支撑。巴基斯坦海洋安全管控能力有限,可借助外力,诸如与中国在港

口安全、海岸带开发与管理、海上力量建设等诸多领域的合作来增强其海

洋安全治理的综合能力。面对印度的海上优势和威胁,巴基斯坦可继续主

导开展阿曼军演等多边海上演习,以提升在印度洋的 “能见度”。也可考虑

将RMSP拓展为以巴基斯坦主导、多方参与下的区域海洋安全治理机制,

增强巴基斯坦在印度洋的战略影响力。未来巴基斯坦的海洋安全发展需从

民间意识培养到官方重视、从单边独立行动到多方合作安全、从内部能力

提升到外部借力治理等多措并举、多管齐下,方可实现巴基斯坦的海洋实

力和海洋安全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编 辑 毛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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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鉴、王璐：《海上安全：上海合作组织合作的新领域?》,《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3
期,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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