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04.20     10:13:46     8,580 words                                CCC 7.1 1B - 时殷弘, 宋德星 - 世界政治中印度和平崛起的现实与前
景 7,882 字.doc 

1 

 世界政治中印度和平崛起的现实与前景： 

一种中国人观点 

 

时殷弘  宋德星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当代巨型国家之一，印度不仅始终不乏大国抱负，而且一直表现出强烈

的世界大国地位欲求。从独立前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的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的豪言壮语，到 1998

年起执政七年的印度人民党领袖的“21 世纪超级大国”鼓吹，再到当前国大党辛格政府的“印度

世纪”宣扬，莫不如此。印度具备就人口、幅员和自然资源而言的世界一流大国基础规模条件，

而且从衡量大国地位的某些关键性指标数据看，也呈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竞争力。不仅如此，印

度一贯的大国地位追求意愿，连同战略现实主义的治国方略信仰，提供了它追逐权势的一大动力，

同时冷战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更和当代世界的基本潮流，又为它现今和未来的崛起——和平或基

本和平的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另一方面，印度面对的种种困扰殊难排除，它身

受的内外制约颇为严重，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模糊了它强劲崛起的有利前景。 

 
                   印度实力的世纪性崛起 

 

历史和世界政治逻辑表明，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直至当今时代和可以预见的未来，世界大国

的基础规模条件与先前相比急剧提高。
1
 换言之，要成为当今和未来世界政治中的一流角色，必

须在具备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现代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方式之外，有足够大的“权势基值”，亦即

接近或居于世界前列的疆域、人口和自然资源规模。
2
 显然，具有这种规模条件的国家，世界上

除了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一个尚待充分一体化的未来欧洲外，大致只有印度。
3
 

首先，已有的基础规模使印度具备成长为世界大国的起码条件。根据印度 2001 年人口普查数

据，截至 2001 年 3 月 1 日，印度人口已经突破 10 亿大关，仅次于中国。有利的地形和适宜的气

候使印度一半以上的陆地都可耕种，从而能以世界 2.4%的土地养活约占世界 17%的人口。印度几

乎拥有南亚次大陆的全部矿产资源，其中特别是铁矿资源居世界第三位，铝土矿储量位居世界第

五。 

在印度的世纪性崛起之中，经济力量的显著增强意义尤大。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启市场经

济改革以来，印度经济连年高速增长。从 2005 年起，印度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突破 9%。虽然此

后受卢比升值和物价上涨影响，印度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 2007-2008 财政年度结束时，经

济增长率仍达 8.5%。对于 2008-2009 财政年度的经济形势，印度各界均抱乐观预期，认为印度仍

然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而且比先前更具有增长的稳定性。
4
 与此相应，印度

整体经济实力显著加强。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印度 2006 年度的贸易量虽然只占全球贸易总

额的 1.2%，
5
 但进出口贸易增长迅速，外汇储备亦随之稳步增长，2008 年达到 2850 亿美元。印

度已是世界第 12 大经济体，2008 年 GDP 总值达 12000 亿美元。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法（PPP）

                                                        
1
 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2
 有关国际体系中世界大国的论述见时殷弘：“关于中国的大国地位及其形象的思考”，《国际经济评论》1999 年第

5 期。 
3
 下面有关印度经济和军事或准军事高技术状况的论述，主要引自宋德星：“南亚安全形势”，载刘强主编：《2008

国际安全》，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9-173 页。 
4
 任彦：《印度经济继续看好》，载《人民日报》2008 年 1 月 14 日。 
5
 “Economy of India”,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Economy_of_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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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印度已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因而也是外资首选的直接投资国之一。
6
   

印度经济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印度是亚洲地区接触全球贸易循

环最少的国家之一，其国内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于投资的作用。因此在 2008 年秋季往后的

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虽然印度的对外贸易由此受到冲击，但这对印度经济整体影响较

小。针对这场全球性危机的负面效应，印度政府于 2008 年 12 月初正式出台了财政刺激计划，包

括政府追加支出、全面降低增值税以及多方面地支持出口部门、住房贷款、中小企业融资、纺织

行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印度财政部长是年年底在新德里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乐观

地表示，印度 2009 年的经济增长率仍将高达 9%。
8
 

    在军事和准军事高技术方面，印度也体现出大国实力。印度不仅维持着就现役部队兵员数量

而言世界第三大武装力量（140 多万人），而且作为事实上的核武器拥有国，继续大力推进战略核

武力建设，中远程弹道导弹力量发展相当迅速，并且在 2009 年 7 月下水了第一艘核动力战略导弹

潜艇，那用《纽约时报》的话说，是印度政府的一种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即造就一支与印度崛起

中的世界地位相称的军队。
9
 2008 年 4 月，印度发射了一枚自行研制的极地卫星运载火箭，并且

成功地将十颗卫星送入轨道；10 月，印度将它的首个月球探测器发射升空，成为世界上第 6 个发

射月球探测器的国家；12 月，印度为外国客户制造的首颗卫星成功发射升空。这番紧锣密鼓的航

天动作确实引人注目。此外，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计划开展一系列太空探测项目，特别是 2012 年前

将一个探月机器人送上月球表面，2013 年发射火星航天器，2015 年将搭载两名本国宇航员的自制

飞船送入太空。该机构主席扬言，只要有足够的拨款就可在航天方面轻易地追上中国。
10
  

印度看来踌躇满志，对自己成为世界大国的有利条件怀有尽管夸张、但仍相当如实的想象。

用印度外交国务秘书 2003 年初在华盛顿演讲中的话说，印度的面积、处于亚洲要地十字路口和商

贸交通关键通道的位置、“它的政治的稳定和民主制度的适应力”、“将十亿人口结合在无与伦比的

多样性之中的广泛共识”、它的人民在科学知识行业内的进取心和技能、它对权势的“节制和负责

任”的行使，使之成为亚洲乃至其外的稳定和安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11
  

 

印度崛起的一大动力：意愿和战略信仰  

 

印度的大国地位渴望毋庸多言，因为这简直是一项国际政治常识。尼赫鲁的一句最有名的断

言是：“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

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12

 在此，需要就

这大国地位渴望强调的是下述历史和现实：印度打过三次大规模的印巴战争和一次中印边境战争，

可谓 1945 年以后在西亚和越南以外的亚洲最为尚武的国家，而且当今如前所述，依然执着于大规

模的战略武力和常规武力建设；然而另一方面，虽然晚于中国的“转向”但与之类似，印度至少

近二十年来的国家基本方向选择是和平或基本和平的崛起，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话说，印度和

中国都对根本的国家道路作了非常仔细的考虑，以保证它们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和平估算”；印度

                                                        
6
 Nipa Piboontanasawat and Kartik Goyal, “India May Take More Steps to Help Weakening Economy,” Bloomberg, 

December 15, 2008, http://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20601091&sid=aK2ccLqM2xhQ&refer=india； 

“India 2nd Best Country for Biz Investment: Survey,” Financial Express, August 1, 2008, 

http://www.financialexpress.com/news/India-2nd-best-country-for-biz-investment-Survey/343344/. 
8
 “印度经济增长明年或达9%”，《新京报》，2008年11月19日，http://finance.jrj.com.cn/2008/11/1910582804490.shtml. 
9
 Lydia Polgreen, “India Launches Nuclear Submarine,”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6, 2009. 关于印度现役部队规模，

见“India Armed Forces,”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dian_Armed_Forces. 
10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席：有钱即可轻易追上中国”，人民网，2008 年 10 月 21 日，

http://news.ifeng.com/mil/1/200810/1021_339_840165.shtml. 
11
 “India-US Partnership: Meeting Emerging Security Challenges”, Foreign Secretary Mr. Kanwal Sibal’s address at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February 4, 2003,  

http://www.usindiafriendship.net/archives/viewpoints/sibal-022003.htm. 

 
12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 57 页。 

http://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20601091&sid=aK2ccLqM2xhQ&refer=in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dian_Armed_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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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像中国那样，谋求和平崛起。
13
 

作为印度崛起的一大动力，当代在印度大国地位渴望后面的一种战略文化或战略信仰非常重

要，那就是战略现实主义的治国方略。它的一个最重要的成分或最突出的表现，在于通过哪怕不

受欢迎、甚或遭致国际制裁的战略举措，来促使世界认识到作为大国的印度不是仅仅概念和言论

意义上的，而且确实是一个按照基本的战略规划不断迈进的基本现实。与此同时，战略现实主义

规定，印度在当代世界和亚洲的基本战略选择是尽可能和平地积累、发展和使用力量或权势；在

此意义上，和平是一个服务于崛起的工具性价值，主要涉及目标与能力、效益与成本、可望性与

可行性的关系。 

印度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现实仍是“国家中心论”占主导地位，国家首要的根本关

切仍是主权国家的自我利益，包括国际影响力。
14
 在当代印度，战略研究者们几乎普遍主张印度

对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政策——用一种比较精致因而不那么直率的措辞说——必须与印度关于自

己作为一个未来全球性角色（不管目前的困难和障碍有多大）的考虑相一致；同时，鉴于区外大

国对在南亚扩展影响力怀有的持久兴趣，印度将最优先地与这些国家就双边问题和全球性战略、

政治和经济问题对话，以期达成一种共识；这需要印度有更加主动的战略，以便与主要的全球性

大国建立新的合作纽带。
15
  

结果，除了自助（self-help）之外，均势加搭车（bandwagoning-with-balance）便成为印的战

略选择。就印度来说，搭车就是搭美国之车，因为美国是主要的全球性大国和最强大的国家，而

且相对亲近印度和需要借印度去帮助制衡中国。但是，缔造均势是印度的根本和长久的目标。印

度对外政策的长远趋势是谋求均势而非美国优势，甚至也不是美印优势，因为：第一，如果能与

那些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构建起稳定和有选择的合作关系，就能确保印度应对超级

大国美国的颐指气使；第二，谋求均势是一项保险的政策，因为当世界走向多极结构时，印度将

在有少数几个力量中心的这一结构中确保占据有利的一极地位；第三，对国内来说，均势也是必

须的，因为印度的公众舆论近乎一贯地不赞成与任何大国结成同盟。
16
 

      

                      印度崛起的基本战略机遇 

 

不仅其强国抱负和作为根本战略的和平崛起，而且在最重要的外在环境方面，印度也与中国

相似，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战略机遇。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的重大变更和世界基本潮流，成为了印度的和平或基本和平崛起的一

大外部保障。适用于中国的一个根本判断也适用于印度（虽然印度对此的认识速度、坚信程度和

利用能力显然尚不如中国），那就实在世界政治的很大部分变化着的基本性质中，和平发展有其坚

实的基础。与先前的历史时代相比，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总的来说已大为衰减，

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和软权力问题，国际经济互相依赖

的程度和影响愈益增大，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军事

表现重要，同时各种跨国的非传统威胁愈益突出。在这样的变化中，和平发展符合世界政治的基

本潮流，具有获得成功的相当大一部分根本保障。
17
不仅如此，印度发觉世界已经从美苏主导下

的高度结构化的两极世界进至了一个新世界——许多行为体至关重要地影响和参与塑造世界政治

结果的世界，这给印度带来了适应的必需，也带来了广阔的余地。 

因此，冷战结束以来，尽管印度内部问题重重，但印度的战略精英们自信，他们的国家注定

                                                        
13
 P.S. Suryanarayana, “China, India Seek Peaceful Rise, Not Hegemony, Says Lee,” The Hindu, May 31, 2008. 

14
 Jaswant Singh, National Security: An Outline of Our Concerns (New Delhi: Lancers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1996), 

p.30. 
15
 Nancy Jetly, ed., India’s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99), p. 

XXIV. 
16
 Kanti Bajpai, “India’s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South Asia,” in Jetly, ed., India’s Foreign Policy, pp.83-84. 

 
17
 时殷弘：“中国和平崛起与世界秩序”，《神州交流》第四卷第三期（2007 年 7 月），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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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新世纪初期扮演一个关键性的经济和军事角色。2003 年初，印度人民党政府外长贾斯吉特·辛

哈(Shri Yashwant Sinha) 以浮华炫耀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点：“今天，我们既有能力也有机会。在每

一个领域里，我们都积聚了巨大的国家实力。在最近十年，我们拥有平均 6％的经济增长率，现

在正在争取 8％；我们的外汇储备接近 700 亿美元；我们从一个粮食短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出口

粮食和馈赠粮食的国家；我们的软件工业在世界上遭人嫉妒；我们是一个核国家，我们也拥有强

大的常规能力；我们有先进的国防生产工业，我们的空间技术、核科学、生物技术和其他高科技

能力值得骄傲。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人力资源居于世界最优之列。”
18

 

不仅如此，在冷战后新的国际权势分布格局中，印度获得了在南亚的所谓“地区核心国家”

地位，并且使得印度的地区战略目标主要为促使其他的地区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接受印度的这

种地位，同时“说服”区外主要大国予以认可。苏联的瓦解和俄国在南亚势力的由此大减，巴基

斯坦的羸弱、内部政治/社会分裂和相对混乱，“9·11”事件后美印反恐合作关系的凸现，印度的

“全方位外交”，中国强劲崛起背景下美国政府乃至整个西方大为增长了的对印度的战略期望和

“价值观”作用期盼：所有这些都便利和促进了印度的地位。这最后一点尤有长久和广泛的含义，

它至今的头号象征就是布什政府经三年努力达成并经美国国会批准的美印核协定，被《纽约时报》

恰当地称为旨在重新界定冷战时代经常彼此抵牾的美印两国之间的关系，将印度发展为制衡崛起

中的中国的一大力量。
19
 虽然对美国来说，印度将来究竟可能成为另一个英国（忠诚的盟国），

还是可能成为另一个法国（在根本的意识形态价值上与美国相同，但仍经常靠损害美国利益去追

求自身利益），或是可能成为另一个中国，仍然远不能确定。
20
 

 

                   印度崛起前景的严重制约 

  

正如可以为中国崛起编制一份关于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的“决算表”，
21
就印度崛起也可以并

应当这么做。印度的基本的严重弱点显而易见。截至 2007 年，印度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仍

高达 22％，文盲率达 25％，印度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上居于第 127 位。在自然资源方面，印度也

有很大的弱点，最突出的是石油资源严重不足，储量只占世界总储量的 1%，用油大部分从中东

国家进口，印度经济因而有严重的易受伤害性，并且相应地成为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与此同时，甚于中国，目前印度的贫困和文盲人口比重过高，失业问题严重。这加上城市化速度

偏低，教育发展很不平衡，还有种姓问题的反复刺激作用，削弱了社会凝聚力，甚而引发社会局

部动乱。 

与中国的相关方面相比，印度的一些基本弱点尤其显出它们深远的历史性质和深刻的文化性

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漫长的连续不断的历史，印度却在不少意义上是个晚近得多的造就物，在

19 世纪中叶往后的英国统治时期里才获得它当今的大部分领土；中国文明很大程度上由它与国家

的关系界定，印度文明却与种姓社会难解难分；中国有非常经久有力的人口认同感和文化同质性，

印度则以族裔、语言、文化、宗教方面的巨大多样性和异质性为特征，它们造就或助成了大得多

                                                        
18 Inaugural Distinguished Persons Lecture by Shri Yashwant Sinha,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of India on “Diplomacy in 

the 21st Century” organized by th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New Delhi, January 3, 2003, 

http://maindia.nic.in/speech/2003/01/03spc01.htm. （这段话的英文原文为：“[W]e today have both the capabilities as 

well as the opportunities. We have built significant national strength in every sense of the term. We have averaged 6% 

growth rate over the last decade and are now targeting 8%. Our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re nearly US$ 70 billion. 

From a food shortage country, we have become an exporter and donor of food grains. Our software industry is envy of the 

world. We are a nuclear power. We also possess significant conventional capabilities. We have an advanced defence 

production industry. Our space, nuclear science, bio-tech and other high-tech capabilities are a matter of pride. Most of all, 

our human resources are among the best in the world. ”） 
19
 Peter Baker, “Senate Approves Indian Nuclear Deal,”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 2008.  

20
 Anand Giridharadas, “What Role for Emerging India as A U.S. All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ebruary 7, 2007. 

21
 C. Fred Bergsten, Gates Bill, Nicholas R. Lardy, China: The Balance Sheet—What the World Needs to Know Now about 

the Emerging Superpower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6). 

http://maindia.nic.in/speech/2003/01/03spc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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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部异己感。
22
 中国文化传统虽有阻碍但更多地便利或促成了中国人总的世俗心态、实利精神

和事业心，它们与在印度常有的宗教执迷、实利禁忌和闲暇偏好相比更具“现代性”。与当代中国

相比，经常为其民主制自豪的印度也有经济政治体制和基本政策方面的重大缺陷，那是一些印度

著名学者痛感的：根深蒂固地怀疑自由市场和外国投资，禁止农民自由售卖产品，束缚民间经济

活动自由的大量清规戒律，善治善政在许多地方的缺乏，“混乱牌号的民主”(chaotic brand of 

democracy)经常未能提供公益和保障基本权利等。
23
 

看似自相矛盾但实际上有其深刻的文化统一性的是，印度一方面有强烈的大国抱负和民族主

义心理，但另一方面除了意欲凌驾周边小国和巴基斯坦外，大致缺乏真正的区外进取意愿，如果

预料成本较为高昂的话。有印度学者就此不无失落地指出，部分地归因于英印统治时期的战略—

—安全欲求，印度长期缺乏权势欲望。后者据称源于一种富有活力的文化，冲动式地趋于扩展利

益存在和权势，后者则是反应式和内向型的，仅在安全面临真正挑战时才会被激发起来。
24
 这一

战略文化心理，加上印度国内多半因社会特性而大致层出不穷的种族骚乱、教派冲突、民族分离

主义事件，阻滞了印度在战略经济乃至战略本身意义上走出南亚。 

国际地缘政治结构对印度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仍然令印度耿耿于怀或心怀不

安的是，美国在与印度发展关系的同时，坚持与印度的地区对手巴基斯坦结盟或向其提供军事支

持，其目的被印度学者不无夸大地称为“地区遏制”，即制衡印度或减小其优势地位。与此同时，

与防扩散反扩散的一般立场和国内外政治需要相关，美国仍以虽则显著减弱了的力度对印度进行

某些技术限制甚至制裁，制订和争取维持一些限制印度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领域发展的国际体制。
25
 还有，由于印度不时采取某些对华不友善态势、或者做出容易被中国有理由设想为对华不友善

的动作，加上印度存有对巴基斯坦的显著敌意和中印关系存在其他重要的现实阴影及历史宿怨，

中国当然一定意义上是印度必须考虑（而且事实上被它过头考虑）的一大经久的战略制约要素，

尽管两国都愿意有选择地发展关系，并且决心避免近 50 年前的大规模冲突重演。最后，至少同样

重要的是，印度的地区对手巴基斯坦虽然内部隐患异常严重，与印度在实力对比上处于显著下风，

但拥有一亿多人口和核武器，分别与美中两国保持友好和密切的关系，国内的宗教情感和历史记

忆与印度深刻对立；因而，不管其未来命运如何，也不管经久防止新的印巴大冲突对地区和世界

安全如何重要，巴基斯坦都将是印度地缘政治权势的一大制约。 

 

             印度崛起的主要国际政治效应  

 

21 世纪或其前期，印度崛起为大强国几乎势所必然。这对世界和中国来说，其首要意义是邓

小平早在 1988 年年底就谈到的一个道理。当时他对访华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说：“真正的亚

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他还强调指出：

“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也正是在这个伟大目标下，所

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
26
 

中印两国各自的近乎洲级的领土面积、十多亿的人口规模、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以及核武装，

                                                        
22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Allen Lane, 2009), pp. 338-339. 
23 Edward Luce, “India Frets as China Rises,” Financial Times, August 7, 2003. 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当代问题研

究所的一位学者描述和抱怨说：“小工业能否自由存在？一个商店能否一周七天都开门营业？能否自由开办一个护

理所？一名人力车夫能否自由从事他的营生？回答是不能。”（这段话的英文原文为：“Can small-scale industry exist 

freely? Can a shop be open all seven days of the week? Can a nursing home be freely set up? Can a rickshaw driver ply 

his trade freely? The answer is no.”）Ibid. 
24
 Bharat Karnad, Nuclear Weapon & Indian Security: The Realist Foundations of Strategy (New Delhi: Macmillan India, 

2002), p.449. 
25
 Baldev Raj Nayar and T.V. Paul, India in the World Order—Searching for Major-Power Stat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  
 
2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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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意欲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民族抱负，足以使这两个新兴大国与美国一起，在 21 世纪或其前期

作为主要角色影响和塑造亚洲的国际事态。美中印三国如何互动，如何处理彼此间的关系，将直

接影响亚洲地区未来的和平与稳定。
27
  

可以预料，未来在亚洲，美中印三国中间只要一国的行为被另外两国解读为控制亚洲的前兆，

它就很可能面临被另外两国联合制衡的可能。其中，作为一个本土远在美洲的亚太大国，同时作

为在一个长时期内拥有显赫的总体优势的超级大国，美国在这地缘政治大棋局中容易占有主动，

其政策取向将直接影响中国和印度的安全环境。与此同时，正是由于美国在一个长时期内的显著

总体优势，也正是由于中印两国各自发展成为大强国的必然趋势，美国总的来说宁愿与它们各自

合作，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但一般会争取帮助防止它们之间的大冲突，以免美国不得不直接站

队直接卷入之虞。就印度来说，它所在的南亚次大陆作为一个地理上与东亚隔绝的独特单元，使

得印度未来发展的战略空间主要是印度洋区域及其邻近外缘，因为在那里这么做的可能成本相对

最低，可用力量则相对最大，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那里必定并非中国的战略关注重点。如此，

加上中印两国必定相当长期的国内优先、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美中印三国间的极化局面和两极

持久对抗少有可能出现。  

目前，尽管美中印三角关系具有不确定性，而且中美关系的亚洲乃至世界全局意义远超过美

印关系和中印关系，但是它的总的结构特征仍是就它而言，三国都只致力于较有限的政策目标。

因此，中国应当消除在某些人那里多少被夸大了的被包围感，争取发展分别与美国和印度的双边

关系，同时重视美印关系态势，特别是对其国际政治意图保持必要的警觉。就目前实际状况来说，

中国尤其要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争取稳定甚而较大地促进中印关系，努力和耐心地争取消减中印

间那些过头的战略猜疑、历史宿怨和战略/经济竞争可能性。对于有长远重大意义的中印关系不能

掉以轻心。反过来，鉴于印度在大国地位渴望与战略耐心之间似乎更大的落差，连同在新德里和

平崛起战略的较短历史和民族主义的更大影响，类似的忠告大概更可以献给印度。在核试验之后，

一位印度学者曾告诫他的国家：“一个重要的大国必须是一个能抵挡和承受痛苦的国家。”
28
对印

度，对中国，这话都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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