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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海域感知体系的建设与提升，是近年来印度海军建设

的重要方向，这在 《印度海洋学说》及 《印度海洋安全战略 （2015）》中

有明确体现。海域感知需要建立在技术系统支持之上，同时要求信息共享

及国家之间的协同性，这对印度的海洋防务能力及与相关国家的政策共振

提出更高要求。印度在印度洋区域的海域感知建设更多趋向于应对所谓的

“中国威胁”，为此，印度与美、法、环孟加拉湾国家及印度洋岛国进行了

协调与合作。尽管存在着多种制约，印度在海域感知方面的建设及发展趋

向仍值得持续关注。
【关 键 词】 海域感知 海洋安全 海上监视 印度洋 印度

DOI：10.16608/j.cnki.nyyj.2022.03.04

海域感知 （MDA）作为一个对海洋安全及海洋经济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的概念日益受到海洋国家的重视,海域感知能力的建设和提升成为各国海

洋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美国 “印太战略”的推出,印太视野下海洋

安全的优先性与迫切性愈发凸显,在此背景下大国海洋战略的协调与碰撞

成为关注的焦点。作为印度洋区域的主要国家,印度近年来以海域感知为

中心,致力于国内层面的能力建设以及国际层面的协调与合作,以提升自

身能力、实现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并应对非传统安全和海洋态势变化引发

的多重安全关切。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 “疫情与印太视域下印度经略多边安全机制研究” （项目批

准号：21XGJ014）的阶段性成果。
∗∗ 赣南师范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国 （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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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域感知概念界定及基本构成

“9·11”事件后,由于担心恐怖主义利用其他方式对美国发动袭击,

美国海军提出海域感知的概念并获得重视。美国国土安全部2005年制定了

实现国家海洋战略安全的海域感知国家计划,2007年在罗得岛召开了海域

感知工作坊会议,对海域感知的观念、内容和实现方式等进行了全面讨论。

根据美国海军政策文件的定义,海域感知指的是有效理解任何与海事领域

相联系并可能影响国家或地区保障、安全、经济或环境的事务。① 相较于美

国海军对海域感知的定义,印度的界定范围相对狭窄。在2016年印度国防

部发布的 《印度海洋学说》中,海域感知指的是 “认识所有行为体在利益

领域不断变化的海洋环境中的位置和意图,无论是自己、敌对国家还是中

立国家。”② 印度海军认知中的海域感知更偏向于对态势的把握和意图的判

断,实际体现了一种威胁聚焦。而海域感知实则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可观

察、可知的态势感知；二是在此基础上预期及怀疑的威胁感知。态势感知

要求全面、实时地把握全部海域动态,需要持续追踪、集成全面信息,这

就对信息收集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及时呈现近海、海面及水下态势的全面、

立体图景。而威胁感知建立在态势感知基础之上,涉及对船只属性、归属、

动向、意图分析,据此做出有关安全、威胁性质及程度的判断。显然,两种

感知的获得都需要借助技术系统的支持,这就对海洋国家的技术支持能力提

出较高的要求。综合而言,海域感知是指对全球海域相关的任何事务的感知,

涉及海事保障、安全、经济与环境,由态势感知及威胁评估环节构成,监测

系统是其基本运行平台,其主要目标在于通过态势感知和威胁评估进行安全

预警,为针对海洋安全威胁的地区响应提供可行动信息。③

海域感知的基本构成元素包括执行机构及技术支持系统。海域感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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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机构通常为海军和海岸警卫队。海岸警卫队主要负责在专属经济区拦

截非法捕鱼、反走私及打击海盗,但在海上力量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国

家并不存在类似于海岸警卫队的机构,海军承担着海洋执法及国家安全的

双重功能。在印度,海域感知的主要执行机构即为印度海军及海岸警卫队。
在古吉拉特邦等邦,海警也在沿海执法中发挥辅助作用,负责在海岸线与

领海的内层区域进行巡逻。2019年10月,印度内政部提议建立中央海警部

队,以强化海洋安全,① 但之后再无进展。
海域感知能力的获得建立在技术支持系统上,主要包括监测系统及信

息融合与分析。监测系统包含多个层面,构成较为复杂。首先是水面监测

系统,较为熟知的有海岸监视雷达网络,这在一些沿海国家已获得推广和

实施。监测需要整套的技术系统,最常用的为自动识别系统 （AIS）,是实

现海域感知的关键技术。AIS是国际海事组织 （IMO）要求的,负责监管

全球海域的航运行为。其设计初衷在于避免碰撞,船只可以读取大约20海

里以外的信号,而位于高地的岸上系统可以读取60海里以外的信号。AIS
信号不仅提供船舶的航线和速度,而且还提供船舶的名称、呼号、注册号

和分类。另一种标识性技术是远程识别和跟踪系统 （LRIT）,它是安装在

国际海事组织成员船上基于卫星的系统。使用附加的数据和一个单独的数

据交换网络,可以提供所需求的位置信息,并允许实时更新。②

其次是水下感知系统。水下感知任务的完成需要借助声学能力及其技

术发展。一些国家开始致力于浅水声学测量 （SWAM）实验来收集声学数

据,然后进行信号处理工作,以模拟水下通道和环境噪声。③ 在海军和海岸

警卫队执行巡逻任务中,实际运用的是声呐系统,既可以识别水下舰艇,
也可以用于水面船只的识别。声呐系统部署方式既可以在海床固定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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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由舰艇进行拖曳操作。随着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水下航行器、无

人飞机和潜艇共同在监视、信息收集、探测与跟踪任务中发挥着有效作用。
再次是空中监测及基于太空数据的监测系统。海上巡逻机是较为常见

和传统的监测、情报获取工具,如美国的P-3猎户座巡逻机、P-8波塞冬巡

逻机。随着技术的发展,空间及无人驾驶技术正在补充和取代传统的监测

手段,空间计划及卫星成像成为掌握空间技术的国家获取情报和数据的技

术基础。在光电成像卫星技术之外,电子成像卫星覆盖范围不仅包括可见

光范围,还包括红外线,可简单探测大型物体,甚至可以确定船只类型,
因而可以和军事情报系统相连接。另一种则是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可以全

天候运行,因此可以提供对各种海域的全面监测,包括在夜间或恶劣天气

下。① 无人驾驶飞行器技术的提升导致高海拔、长距离和中高度、中距离系

统的发展。在两种系统之下,都有几种类型非常适合海上任务,或是专门

为执行海上任务所设计,最为熟知的是美国 MQ-4C全球鹰和扫描鹰无人机

系统。
在信息融合与分析方面,随着监控范围、数据深度和广度的增长,需

要专业化的分析中心将数据融合成有用的信息,以促进有效理解。其基本

任务是将卫星、雷达、侦察机或人工等不同来源、不同格式的数据进行存

储、融合,采用用户门户来访问数据,并利用算法进行可视化、报告、事

件统计或趋势分析。② 海洋国家海域感知的任务需求导致信息融合中心的设

立。据悉,美国拥有80个国有运营的融合中心,与各州、地区、部落保留

地以及私营部门和联邦合作伙伴分享数据信息结果。③ 印度2018年成立的

印度洋信息融合中心则致力于使用高科技,包括使用最先进的方法和分析

工具来进行海上交通分析,从而确保及时预测任何新出现的威胁和趋势。④

新加坡、马达加斯加、澳大利亚、塞舌尔等国也成立了相应的信息融合

中心。

从发展趋向上可见,海域感知能力的提升需要借助技术手段的支持与

47

①

②

③

④

DeanCheng,“TheImportanceofMaritimeDomainAwarenessfortheIndo-PacificQuad

Countries,”p.6.

ChristianBueger,“FromDusktoDawn? MaritimeDomainAwarenessinSoutheastAsia,”

ContemporarySoutheastAsia,Vol.37,No.2,August2015,p.161.
“FusionCenters,”USHomelandSecurity,2019.https：//www.dhs.gov/fusion-centers
“InformationFusionCentre-Indian Ocean Region,”Indian Navy.https：//www.indiann

avy.nic.in/ifc-ior/about-us.html



 印度海域感知体系建设及制约因素

配合,其改进和提升的方向则是传统方法与天基系统和无人机的结合。发

展的轨迹也从单纯的监测、信息获取与分析逐渐向军事情报、战事预警、

反潜战趋进与升级。其意义和价值不仅体现在商业航运、气候与灾难应对

等公共产品领域,联手打击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海

洋国家共同的利益领域。同时,海域感知也成为海洋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

一个新领域,能力建设因而成为海洋安全战略发展与更新的重要内容。

二、印度海域感知能力建设

海域感知需要对近海及水面、水下舰艇及船只态势实时跟踪、获取连

续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信息数据的融合、分析,因而对监测系统和信

息处理系统提出较高的要求。近年来,印度进行了多样化努力以提高其海

域感知的技术系统和操作能力。
（一）印度海域感知发展的动力机制

印度海域感知建设的 “初始激励”来自于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引发的

警告与自省。2008年11月26日,恐怖分子经由海上进入孟买,策划、发

动了令人震惊的恐怖袭击事件,此举暴露了印度海岸监测系统的漏洞及海

域感知观念的淡薄,推动印度对沿海安全架构进行大规模改革。孟买袭击

后,海岸安全管理开始引入范式的改变,采用全政府的管理模式,将沿海

安全责任分配给海事安全机构,旨在将沿岸安全纳入更大的国家安全架构,

并为跨越多个治理层次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政策和业务协调建立体制机制。

海上安全机构的能力增强和能力发展成为主要议题,发展海域感知作为新

的概念被提出,主要由海岸安全架构的两个主体———海岸警卫队和海洋警

察负责落实。① 同时,为提升海域感知能力建设,推动主要倡议的落地实

施,印度成立了国家自动识别系统链 （NAIS）和国家指挥控制通信情报网

络 （NC3I）,致力于为海域感知提供技术系统的支持,在其之下各具体组成

元素能力也得到提升。

海域感知的 “政策推力”则来自于 《印度海洋学说》及 《印度海洋安

全战略 （2015）》。这两份文件进一步明确海域感知的概念,凸显海域感知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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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海洋战略中的价值及重要性。《印度海洋学说》指出海域感知是海洋

安全战略中的第一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关键推动因素,因而具有首要地

位。“为缩小信息差距并增强海上安全以实现共同利益,印度海军将促进发

展区域海域感知的机制。”① 文件界定了海域感知观念,指出即时情报、监

控与回应是海域感知的关键成分,而能力建设与信息共享是印度海洋感

知能力建设的主要途径。文件还对和平时期及冲突环境下海域感知的内

容进行了区分,显示在不同环境下海域感知建设面临的挑战。在战略、

战术、作战的不同层面,海域感知的重要性有迥然不同的体现。因 《印
度海洋学说》及 《印度海洋安全战略 （2015）》对于印度海军发展具有标

志性意义,文件中体现的海域感知的首要性对印度海军发展的推动性不

容小觑。

莫迪政府的 “萨迦倡议”进一步推动海域感知观念的落地实施。作为

印度洋地区的安全与发展计划,“萨迦倡议”的主要支柱是合作,通过环印

度洋地区国家间合力应对海上挑战与安全关切。莫迪强调了海域感知对保

护印度海域的重要性,并宣布了雄心勃勃的海岸监视雷达系统项目,以加

强国际海域感知网络的建立。项目最初包括塞舌尔和毛里求斯的8台监视

雷达、斯里兰卡的6台监视雷达和马尔代夫的10台监视雷达。所有这些雷

达都与印度海岸的50多个地点相连,用于对沿海船只的监测,包括能躲避

传统雷达的小型船只。② 目前,项目已扩展至与孟加拉国开发沿海监控系

统,与缅甸和泰国海岸监视系统的协议也在商谈中。

凸显和渲染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布局和安全威胁是印度加速强化与相

关国家在海域感知领域合作的 “融合剂与推进器”。印度媒体及学者很早就

炒作和渲染中国在印度洋 “布局”的战略意图在于构筑所谓的 “珍珠链战

略”。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中国在南亚国家的项目建设成为印度

学者与媒体新的聚焦,港口等商业项目被赋予军事与安全内涵。中国在吉

布提的后勤设施、在斯里兰卡的船坞、对马尔代夫水危机的援助以及水文

数据测绘,被指认为破坏印度在印度洋的地理优势,表明中国对印度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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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维和远洋作战理念。① 同时,伴随2020年中印新一轮边境对峙的持续,

有学者呼吁印度应在印度洋发挥自己的力量优势,通过海洋外交和力量建

设积极遏制中国在该区域的力量存在。② 在印度与美、日、澳等国频繁的海

上联合演习和逐渐升级的海洋安全合作中,海域感知领域的协同与共振成

为发展的新趋向。
（二）印度海域感知能力建设的内容及举措

在印度发展海域感知能力的倡议下,最主要的建设内容为技术支持系

统的构建和发展。首先在海域感知的 “前端”处理上,岸基海域感知能力

建设成为海岸安全建设的主攻方向,其基础设施包括监视元素以及信息融

合、分析和传播元素。构成主要监视要素的是岸基雷达和自动识别系统站,

在海岸监视网络 （CSN）构建的第一阶段,已在沿海岸的46个地点建立了

雷达、自动识别系统和光学传感器。在该项目的第二阶段,国防采购委员

会2017年2月21日批准了80亿卢比的预算,用于建造38个静态雷达站、

8个移动监视系统 （MSS）和船舶交通管理系统 （VTMS）的集成。③ 考虑

到近海渔船庞大的数量,由于缺乏跟踪系统,安全机构识别的问题逐渐复

杂化。因此,目前印度海域感知努力的一个重点领域是开发一种合适的系

统,用于跟踪未强制安装自动识别系统的小型船只。④2020年2月,巴雷特

电子有限公司 （BEL）和印度国防部签订合同,实施第二阶段海岸监视网

络计划,计划的完成将使印度海岸雷达监视系统覆盖范围扩大一倍。海岸

监视网络的扩大和渔船跟踪系统的实施将显著提升海域感知能力。

在海洋水面及水下领域,急需加强舰载飞机的配备,包括有人驾驶和

无人驾驶。无人系统特别适合海上监视任务,具有更强的耐力和任务执行

能力。同时,为增强印度的水下感知能力,将引进无人水下感知系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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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印度目前面临的潜艇和地雷探测能力的不足。① 在这些方面,考虑到印

度在防务装备生产能力上的缺陷,解决的方式和途径主要依赖于防务产品

进口和国际合作。

其次,MDA流程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 “后端”处理,涉及来自多个

来源的原始数据的融合、分析、通用操作图的生成以及可操作信息的传播。

2014年11月,国家指挥控制通信情报网络投入运营,执行这些重要功

能。② 作为NC3I的一部分,在印度古尔冈 （Gurgaon）建立了信息管理和

分析中心 （IMAC）,将国家沿海雷达站和其他海事系统连接起来,整理、

融合和传播关于 “海上异常或可疑的运动和活动”的关键情报和信息,提

供给印度机构使用。2018年,该机构与印度洋区域国际信息融合中心

（IFC-IOR）合并,成为印度区域 MDA业务的枢纽。③

信息融合中心是印度在印度洋区域海域感知能力建设的重点。在印度

看来,由于印度洋区域白色商业活动的规模和范围,有些能力缺乏的国家

无法跟踪灰色的外国船只或黑色非法船只。国际合作对于解决态势感知、

执法以及维护全球公域的要求至关重要。IFC-IOR的任务是超越双边关系,

整理、融合和传播有关印度洋 “白色航运”的情报,为凝聚印度洋沿岸国

家共识,该地区的威胁被分为六类：海盗与海上劫掠、海上恐怖主义、违

禁品走私以及非法、未报告、未受管制 （IUU）的捕鱼和海上事件。该中

心有四个区域部门来评估和分析海上安全局势,分别是几内亚湾、亚丁湾、

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和东南亚。④

再次,印度海域感知能力的发展方向是进一步将空间技术和海域感知

结合起来。印度海军和空间研究组织 （ISRO）使用卫星进行概念验证试验

和实地试验之后,泰米尔纳德邦的4997艘机械化船只将安装自主开发的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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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应答系统。① 受到孟买恐怖袭击事件的刺激,印度海域感知的空间部分显

著增长,技术进步使自动识别系统接收器能够发展成卫星的有效载荷,从

而可以对大片海域进行监视。2015年9月,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发射了第一

个太空专用天文望远镜,由印度极地卫星运载火箭 （PSlV-c30）搭载,携

带使用加拿大技术的紫外成像望远镜。空间研究组织还与加拿大精确地球

公司 （ExactEarth）合作,发射精确视图-9 （EV9）自动识别系统卫星,以

获得实时自动识别系统数据。② 2019年12月,空间研究组织的商业部门安

瑞克斯公司与精确地球公司签订合同,为印度海军提供卫星-AIS数据服

务,帮助印度海军实时监测海岸线和近海附近的海上活动,两年的合同总

额为120万美元。③

三、印度海域感知领域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印度发展海域感知的路径是通过能力建设与信息共享,其中能力建设

主要依赖国家海洋战略对该领域的重视、机构重组、技术支持系统的完善

与提升等举措。因海域监管通常涉及更广阔的水域、需获取连续实时数据,

国际协调与合作成为提升海域感知的必由之路。鉴于海洋区域的媒介性质

以及威胁跨越水域的传递性,国际合作及信息共享因而成为海域感知能力

提升的倍增器,在印太意义凸显、中印海洋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成为印度海

洋安全战略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印度在海域感知领域加强国际合作的主推方向是环孟加拉湾国家及印

度洋岛国。印度很早就注意到海域感知对加强与印度洋国家海洋安全链接

的 “媒介”作用,2008年2月的印度洋海军论坛 （IONS）上,印度提出必

须注重较小沿海国家的能力建设,不仅在硬件方面,还包括信息共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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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感知及海上部队与执法机构的培训,标准操作程序 （SoP）和最佳实践的

交叉融合。① 之后,印度海军逐渐制定并实施其计划,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

海岸监视雷达站网络,该网络已延伸到塞舌尔、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和斯

里兰卡,通过雷达系统提供印度洋地区船舶运动的综合实时信息,供友好

国家的海军使用,并通过联合行动中心协调海岸警卫队及海军的行动。② 印

度也在帮助孟加拉国和缅甸在孟加拉湾安装雷达监视系统。

印度的另一项努力体现在建立区域和双边信息共享方面。2015年,印

度政府授权海军与24个国家签订 “白色航运”信息共享协议,后名单逐渐

扩展到36个国家和三个多国架构。在多边建设中,已经敲定了一项位于意

大利的跨区域海事网络。③ 2017年年初,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首届环印度

洋区域合作联盟 （IORA）峰会上,印度发布了有关与成员国合作以加强印

度洋国际海域感知的两项关键声明：首先,印度打算使用白色航运协议在

印度创立印度洋信息融合中心；其次,印度提议在沿海城市科钦 （Kochi）

建立环印度洋联盟卓越中心 （ICE）。其设想是建立一个智库网络来开发一

个海洋资源库,在数字平台上供所有成员国的决策者、学者和研究人员使

用。印度洋信息融合中心已开始运营,而卓越中心及智库网络进展乏力。④

围绕信息融合中心的运作目标,印度与22个国家签订了信息交换协

议,并建立了虚拟区域海上交通中心,它促进了与其他30个国家在国际合

作框架下建立一个致力于信息交换的虚拟网络。信息融合中心还计划接纳

来自其合作伙伴国的40名国际联络官。然而,目前为止只有法国和新加坡

等少数国家任命了联络官,而英国则宣布打算任命一名官员。⑤ 同时,印度

致力于加强与其他区域信息融合中心的接触与合作。印度向设在马达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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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区域海洋信息融合中心 （RMIFC）部署了一名联络官,从而增加了与

西印度洋的接触。印度还向位于阿布扎比霍尔木兹海峡的欧洲海域感知处

（EMASOH）派驻了一名官员,以协助监测海上活动。

与海洋大国法、美等国家在海域感知领域合作是印度海军最为重视的

国际协同举措。2017年1月,印度和法国签订了 《白色航运协议》（White

ShippingAgreement）,加强对印度洋航运情报的共享。2018年3月,印度

和法国签订了 《武装部队相互提供后勤支持协议》 （ReciprocalLogistics
SupportDealbetweentheRespectiveArmedForces）,允许签订方船只进入

彼此的海军基地。2019年8月,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与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

心 （CNES）达成一项 “联合海域感知任务”协议,用来识别和应对海上威

胁。同时,两国还致力于开发和建造一个运载电信卫星、雷达和光学遥感

仪器的卫星星座,构成世界上第一个能够持续跟踪船舶的天基系统。这些

卫星将由法国和印度联合操作,以监测印度洋上的船只。该系统致力于利

用空中情报系统监测和保护陆地及海上的资产,届时,由8到10颗卫星构

成的卫星星座标志着印度与其他国家最广泛的联合空间计划。①

根据2018年签订的 《印法联合战略愿景》,法国支持印度成为印度洋

委员会 （IOC）观察员。2020年,印度的观察员资格得到确认。在印度支

持下,法国成为第一个本土不在印度洋而成为环印度洋联盟成员的国家。②

2020年3月,印度和法国第一次在位于印度洋的法国海军基地留尼旺岛进

行联合巡逻,参加联合巡逻的印度海军P-8I反潜机指挥官表示,这些行动

“可以维持国际海上航线的安全”。③ 同时,印法战略伙伴关系向三边延伸,

澳大利亚逐渐成为印太战略轴心的一员。9月,三国举行副部长级战略对

话,讨论深化印太地区安全合作,并进一步谋划签订海域感知及后勤补给

协议。根据印度与澳大利亚达成的协议,两国海军可以联合使用印度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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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曼·尼科巴基地和澳大利亚的科科斯基地,而利用这些群岛的一个关键

优势是可以进行监视并完成海域感知任务。①

近年来,印美战略安全合作增质提速、不断深化,海域感知成为两国

海洋安全合作的重要议题。两国合作的方式首先是海域感知设备和系统的

引进。受制于防务生产能力与装备条件,印度传统上在海上监视、情报搜

集及侦察方面能力不强,这些领域正成为美国防务产品生产商的主攻方

向。② 2009年印度海军与波音签订协议,购买P8-I巡逻机,2013年合同开

始交付。目前印度海军拥有9架P8-I飞机,另有3架计划交付。2021年4
月,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一项可能的外军销售协议,向印度出售6架P8-I海

上巡逻机,合同价值24.2亿美元。P8-I拥有先进的传感器、成熟的武器系

统和平台,可用于远程反潜战、反水面战以及执行情报收集、监视和侦察

任务。P8-I飞机已成为印度空中海域感知操作的中流砥柱。如该产品全部

交付,将显著提升印度海军在海上监视和执行关键任务的能力。③ 特朗普执

政时,印度购买了多项硬件装备,其中用于海上信息收集和情报监测的有

MH-60R海鹰多任务直升机。2019年,印度海军租用了两架 MQ-9B海上

守护者无人机,由于对这个平台印象深刻,印度正在考虑以30亿美元购买

30架 MQ-9无人机。④ 印度海军同样显示出对美国 MQ-4C全球鹰系统的兴

趣,其投标也获得美国批准。这一系统可以为海军提供水面及沿海地区的

海洋监视和侦察覆盖,其任务包括情报收集,以支持全球和平、危机和战时

行动的情报收集能力,其优势在于更精确的武器瞄准,并通过优越的监视能

力更好地保护部队,有效补充P8-I飞机的功能。⑤ 但在被爆出越来越多的设

计缺陷以及全球鹰被伊朗轻易击落后,印度表示重新考虑其购买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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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印太框架下海域感知方面的协调与共振成为合作的又一主题。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推出及作为其政策运作手段的 “四边安全对话”的发

展,美国及其盟国在海域感知领域与印度合作的意义愈发凸显。对于这两

个国家来说,密切关注中国在该地区的行动和发展成为其共同感兴趣的问

题,以维护 “基于规则的秩序”和 “航行与飞越自由”的名义创造一个在

海域感知、信息和情报共享以及反潜战方面进行合作的机会。① 而美国海军

P-8波塞冬飞机在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中途加油,成为印美防务安全合

作的标志性事件,反映了两国在海洋领域合作的政治意愿。同时,利用基

础性协议的便利,强化美军的迪戈加西亚、印度的安达曼—尼科巴以及澳

大利亚的科科斯等战略岛屿的海域感知、反潜战、信息共享方面的能力,

成为一项新的提议。② 在 “四边安全对话”的协调性渐趋强化的背景下,四

边成员国所拥有的海洋执法能力和海域感知领域经验,借助基本相同的操

作平台,如美、印、澳都运行P8海上巡逻机,更易于显示出标准程序对于

四国海洋利益及兼容性的意义。由于印美两国签订了通信兼容性协议,还

可以通过Link-16军事战术数据链网络与其他成员共享数据。在共享态势

感知的基础上,印美军事力量间的互操作性大大增强。③

四、制约和挑战

印度虽极力强调和渲染海域感知的重要性和据此应对中国海上 “威胁”

的必要性,但海域感知的理念本就存在一些含混之处,实际操作的技术约

束以及印度硬件与战略的先天缺陷致使印度建设中的海域感知能力及其力

推的国际合作存在很多障碍及实现困境。

首先是印度面临的海域感知技术和操作上的制约,主要是面临技术系

统和操作环境的制约、数据处理的难题、信息融合与分享方面协调这三个

方面的困难。在技术系统和操作环境方面,对于海域感知的技术支持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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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202_Foreign%20Policy.pdf

Ibid.

DeanCheng,“TheImportanceofMaritimeDomainAwarenessfortheIndo-PacificQuad

Countries,”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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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高技术系统与低技术系统的区分。其中高技术系统更依赖于技术解

决方案,尤其是先进的监控技术和大数据分析,这就要求完善和精密的系

统及集成,对国家的技术承载能力及投入成本有较高的要求。欧洲国家在

应对这一挑战时都捉襟见肘,而印度的装备、技术多数依赖进口,在能力、

硬件及防务投入方面都存在巨大的缺口。低技术系统则要求低技术与人力

资源、国际合作紧密配合。已有的资料和实践表明,印度在人力资源上显

然缺乏重视,遑论三者的密切结合。而在操作环境上,尽管和平时期的近

海海域感知不具有海上冲突时的较高压力,但由于海上作业的船舶数量及

种类增多,造成沿海和近海地区的较高复杂性,① 导致识别及判断上的困

难,这在印度孟买恐怖袭击事件上体现明显。在远海,技术系统、信息共

享及国际合作对实际操作的制约影响巨大,对于整个印度洋区域的监控、

追踪和态势感知仅靠印度海军当前的实力和国际合作现状难以有效应对。

在数据处理上,由于海上活动的规模和频率,海域感知的任务相当繁

重,必须收集有关海上活动各个方面的大量数据,然后进行交叉参考,“融

合”相关资源进行分析,以检测可能与威胁相关的异常情况。② 对于印度雄

心勃勃的海域感知能力建设,数据处理上的压力和难题仅从孟买恐怖袭击

案件的调查中即可显露端倪。调查显示,孟买恐袭事件的袭击者劫持了一

艘印度拖网渔船,渔船定期从靠近印巴边境的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港口前往

孟买。为期八个月的调查表明,每年大约有950艘载有8000名渔民的拖网

渔船来到孟买。分析渔船和利用这些物流网络的恐怖分子之间的联系所需

材料的庞杂程度远超调查者能完成的工作量。③

在信息融合与分享上,信息融合与共享进一步要求信息感知的生成,是

解决共同海上威胁的唯一途径,但数据的融合与分析要求组织格式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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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于地区影响及各国国内政治动机的考虑,标准化远未实现。即便信

息得以共享,对获得的信息也未必会做出反应。如2019年10月印度信息融

合中心报告称,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在红海被两枚疑似火箭击中。该船

的细节虽未得到证实,但有报道称在红海发现漏油。有关船舶和随后活动信

息被分享,但丝毫显现不出每个成员国如何在合作框架下利用这些信息。①

其次是海域感知领域的国际合作对国家主权的挑战。挑战有两个层面

的含义,一是对印度国家主权的挑战,二是印度意图构建区域监视网络对

参与国家的主权挑战。这种挑战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敏感信息、技

术加密对国家主权的挑战。虽然促进 “海域感知”形成的大多数信息都是

不加密的,但实际产生可操作的情报通常需要公共领域获取不到的机密或

敏感信息。应用机密或敏感信息时,查找、修复、跟踪和定位的能力会大

大增强,因而海域感知需要加密操作。② 作为将战略自主奉为外交基本原则

的国家,印度对涉及主权、自主性的倡议及操作极为敏感。虽然莫迪执政

后更为重视与美、日等国的海洋安全合作,对兼容性、互操作性的顾忌也

大为降低,但加密、敏感信息的共享往往是每个国家都不得不权衡的问题,

况且不能保证未来的政府会在这个问题上持更开放的态度。二是国际合作

与国家主权权益间的矛盾。连续、实时的信息获取及海洋图像生成要求整

个海域的信息共享,跨越领海、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公海的分野。大多

数海事国家的文件中多次提到海域感知领域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和诸多好处,
这就要求有效的国际协调和海上连接,这对海洋安全上的互操作性提出更

高的要求,但同时意味着更多的海洋活动要纳入国际视野,对参与国的海

洋主权及权益构成一定的挑战,导致在构建海域感知的共享与合作时国家

主权权益的侵蚀和部分受损,影响其做出是否加入的决策。如印度在构建

海岸监视雷达网络时,斯里兰卡担心印度的霸权图谋致使自身利益受损,
在选择深度合作时极为谨慎,通过建立三方安全关系对冲与印度的安全

合作。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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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印度与相关国家在海域感知的建成目标、优先事项、重点区域

上的差异。虽然海洋国家对于海域感知的重要性及构建的必要性都有认识,

但受制于资金、技术、人员素质,各国所要达成的目标迥然不同,环孟加

拉湾国家及岛国仅仅关注获取邻近水域的信息数据,对印度来说,目标则

是建成面向印度洋区域的全面海域感知网络。在优先事项上,环孟加拉湾

国家及海洋岛国更关注非法捕鱼、气象灾害、海上事故等非传统安全事项,

印度则将恐怖分子的海上渗透以及敌对国家力量的进入列为最值得警惕的

事件。美、日、澳等国在优先事项的排序上与印度有着更多的相通之处。

在重点区域的关注上,环孟加拉湾国家及岛国更关注沿岸及毗邻水域,印

度关注和重点打造的区域则是环孟加拉湾及东印度洋区域,这由印度监控

中国海上活动的意图以及马六甲海峡的交通枢纽位置所决定。印度虽然在

西印度洋区域亦有安全布局,并向位于马达加斯加的区域海洋信息融合中

心派遣联络官,但印度并未与西印度洋区域的两项关键的海域感知项

目———吉布提行为准则程序与提升区域海洋安全项目———发展接触和联系。

美国关注的重点则为西太平洋及中国南海区域。

最后是来自印度自身的约束与限制,主要是现有技术能力、装备水平

及防务投入制约其海域感知的发展及国际合作所能达到的程度。印度海军

称其海域感知倡议旨在通过 “情报、监视和侦察所有维度包括空中、地面、

水下和电子的分析评估,建立面向印度洋区域所有动向的 “更广泛的战略

态势感知”。① 依据印度建设海域感知能力的路径和逻辑,需要在海洋的各

个具体层面搭载技术支持装备与系统,现实情况则是面临雷达监视网络覆

盖范围有限、空中监测的巡逻机屈指可数并完全依赖进口、潜艇数量严重

不足致使水下感知能力难以建立等各种窘境。同时,海军预算仅占总预算

投入的15%,② 可用于海域感知建设的能力和资源相当有限。同时,能力

的欠缺也制约着印度参与海域感知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此外,印度极为看重与美国及其盟国在海域感知领域的合作。印美海

洋安全合作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是所谓 “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力量存在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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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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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威胁”,针对于此,两国对海域感知、情报与信息收集及反潜战方面

的合作寄予厚望。然而,除了印太战略下的中国因素,印度海洋战略与美

国海军力量在印度洋的存在、海域感知与反潜战要求的印美战略资产使用

的协同性、印度与伊朗的密切关系、海军运行的俄罗斯武器系统及军事平

台等都对印度与美国更进一步的海洋安全合作构成冲撞和制约。印度与日、

澳的合作也存在区域协调与战略重点差异等问题。

结 语

海域感知是印度海军海上拒止的首要环节,被称为海洋安全战略中的

优先级目标。为此,印度积极致力于海域感知能力建设,打造海域感知的

技术支持系统,设立信息融合中心作为地区海洋数据存储库。在此基础上,

印度与环孟加拉湾国家及印度洋岛国构建海岸监视雷达网络,强化与美、

法、澳等国的技术支持和信息分享,提振海洋安全领域的行动协调,以应

对印度洋地区的所谓 “中国威胁”。

海域感知本身是一种需要不断实时关注和持续维护的对海洋态势的整

体把握,其态势感知和威胁预警的实现需要人力资源、技术系统以及多机

构、多主体间的协调与融合,这已然决定了其实现的难度与限度。印度在其

对海域感知目标孜孜以求的过程中,既取得了一定效果,同时亦面临技术、

资金、主权限定、战略目标等多重制约,其全面掌控海洋优先利益区域、威

慑中国在印度洋区域的存在和影响力的安全目标实现难度极大。

印度越来越将海域感知作为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合作的纽带。美印日

三边对话、印日澳安全合作,三方协调与聚焦的一个主题就是海域感知。

而逐渐兴起的印澳印尼三边安全研讨及印法澳三边对话也将海域感知领域

合作作为多项议题之一,彰显海域感知对于海洋国家安全及其战略目标的

价值与意义。印太地区小多边安全合作的萌生与勃兴多以维护基于国际规

则的秩序和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为标杆,而其剑指中国的意图尤为明显。

印度是众多小多边安全合作的核心成员,其意欲打造的海域感知也趋向于

应对所谓的 “中国威胁”。无论未来印度海域感知发展的实际水平如何,其

动向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并成为印太区域海洋安全合作的一个新

发展趋向,对中国带来的影响及冲击值得密切观察和细致评估。
（编 辑 毛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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