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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事实上中国从未提出过所谓的“印度洋战略”，虽然中国谋求在印度洋的战略利益不假。

地缘战略视阈下的中印缅三边互动

———以中国“西进”印度洋为例

韦健锋，李　丹
（云南省东南亚研究会 外联处，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１１８）

摘要：中国打通从西南经缅甸到达孟加拉湾的战略通道，把触角延伸至印度洋，主要意图是打破“马六甲困

局”，确保国家经济尤其是对外贸易及能源安全。但印度认为中国“西进”印度洋对其战略利益构成严重威

胁，因此通过加大印度洋东部兵力部署、密切印缅军事合作、炒作“中国威胁论”等手段，并拉拢其他大国以

阻止中国“西进”和遏制中国在印度洋的“崛起”。缅甸出于大国平衡需要，对中国的“西进”热情不高，有时

甚至迎合印度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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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洋贯通亚洲、非洲和大洋洲，被喻为“锁住世
界的五把钥匙”中印度洋就抓住了“三把”：马六甲海

峡、苏伊士运河和好望角。［１］印度洋的战略重要性决

定了作为世界性大国的中国必然寻求在印度洋事务

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中国积极发展同印度洋周边国

家的关系，尤其是提升与缅甸等国合作的努力，这被

一些人视为中国的“西进”印度洋战略①。中国“西

进”印度洋，将与意图据该海洋为其“内海”的印度产

生战略利益冲突。因此，印度对中国从缅甸“西进”

印度洋十分警觉，并为此采取了一些针对性或预防性

措施。本文试图对中国经缅甸“西进”印度洋对中印

缅三边关系的影响做简单的论述。

一、中国“西进”印度洋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中国尝试通过缅甸打开

抵达印度洋东岸的通道，以开发缅甸近海资源，并向



孟加拉湾和印度洋拓展影响力。这种从缅甸“西进”

印度洋的做法强调战略通道的开辟，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因此成为“西进”的重点。中缅陆水联运通道、瑞

丽———皎漂公路项目、木姐———皎漂铁路项目是中国

“南下”缅甸和“西进”印度洋的具体举措。早在１０
年前，有印度官员就指出：中国修建了一条从云南省

省会昆明通往中缅边界———瑞丽市的高速公路，并希

望把这条公路延长到辛甘，以便与流经仰光进入安达

曼海的伊洛瓦底江相连通。“一旦建成，中国船只就

可以把本国商品沿伊洛瓦底江运往仰光，再把它们送

上等候在港口的中国货轮。”［２］后来，有中方公司参与

的、沿伊洛瓦底江分布的交通建设项目均被外界认为

是中国“西进”印度洋的动作，目的是打造连通中国

西南和缅甸海岸的“伊洛瓦底走廊”。

其实，“伊洛瓦底走廊”的设想最初是由缅甸提

出的。１９８９年，缅甸总理苏貌倡议中缅两国利用伊
洛瓦底江联合开展航运。１９９６年，中缅联合考察组
对伊洛瓦底江进行全程考察，详细勘测有关路段、河

段并提交了《中缅陆水联运通道可行性报告》。根

据规划蓝图，两国将合作升级改造现有道路并疏浚

伊江航道，在昆明与仰光之间建设一条全长超过

２２００ｋｍ的陆水接力运输大通道。通道建成后，中
国货物可通过陆路从昆明运至瑞丽，后进入伊洛瓦

底江上游港口八莫，再沿水路由北向南纵贯伊洛瓦

底江，最终抵达仰光港进入印度洋。［３］但因缅方态

度反复，该蓝图的实施并不顺利，到目前为止也没有

实现全部预期效果。２０１１年１１月，由中国北方国
际集团负责的伊洛瓦底江上的最长大桥———央东大

桥竣工通车。次月，同样由中资公司负责设计、供货

和指导安装的帕克库大桥取代央东大桥成为伊洛瓦

底江上已建成的最长大桥。这些大桥的建成通车，

表明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步伐正在加快。

瑞丽———皎漂大通道建设是中国“西进”印度

洋的又一重大项目。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３日，中缅交通
部高官在内比都召开瑞丽———皎漂大通道建设项目

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会上，缅方原则同意中方关

于制定通道建设项目总体规划的提议，双方就选择

皎漂———马圭段先做可行性研究达成一致。目前，

该项目进展情况良好，项目完成后将大大提升中国

“西进”印度洋的能力。

中国“西进”印度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军事

力量进入。２００３年，中国援助缅甸在大可可群岛上
建造了一个宽８５ｍ的码头。该码头离印度尼科巴
岛仅１８ｋｍ，“中国在岛上修建了军用设施”［４］。外
界还普遍相信我国在缅甸实兑、泽代基岛等地也设

有相关设施。［５］２０１０年，中国海军“广州”号、“巢
湖”号完成在印度洋打击海盗的任务后，曾停靠仰

光附近的迪拉瓦港。近年来，中缅军方交往密切，高

层互访频频。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８日，习近平在会见来
访的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时表示，希望两国今

后继续加强和深化军事交流与合作，为推动中缅关

系全面发展发挥积极作用。［６］深化中缅两军合作，

将使中国海军有机会以访问、参演、联合训练、联合

执勤等形式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印度洋上。

二、中印缅三国对中国经缅甸“西进”印度洋的认知

（一）中国认知视角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关注印度洋。随着国力

的不断崛起，国内对印度洋的认知也更加深入，其中

主要是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判断其对于国家的战略

价值。中国４０％的对外贸易和８０％的石油进口须
经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

只有６０％是中国的［７］。中国并非印度洋国家，由此

带来的战略弱点是：承载全国８０％以上能源运输的
海上通道处于其他国家的控制之下。［８］因此，国内

从政界、学界到民间均普遍认为，为保障国家经济安

全特别是能源安全，应加快“西进”印度洋的步伐，

同时认为缅甸是除巴基斯坦之外最理想的切入点。

打通经由缅甸的跨境运输线路到达缅甸港口并

进入印度洋，对中国的战略安全十分关键，尤其在打

破“马六甲困局”方面。破解“马六甲困局”的思路

无非两条：控制马六甲和绕开马六甲。从缅甸“西

进”印度洋有助于同时实现这两个战略意图。控制

马六甲海峡是中国应对与地区国家及美国军事冲突

风险的关键战略目标。中国“西进”缅甸，特别是加

强同缅甸的军事合作，设法使中国能在缅甸港口实

现后勤补给以及能使用缅甸在印度洋近海岛屿上的

军事设施，可大大提升中国在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影

响。而打通中国云南至缅甸海港的运输通道，使中

国海军经由缅甸比经马六甲进入孟加拉湾缩短了

３０００ｋｍ［９］。而且，来自中东的原油也可绕开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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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海峡，直接从印度洋东部的缅甸沿岸上陆，经中缅

油气管道送达我国西南地区。在马六甲海峡被阻断

或南海发生军事冲突时，缅甸将是替代马六甲海峡

确保我国能源和贸易安全的理想选择。有学者指

出，中国在缅甸的安全利益是获得通往印度洋和安

达曼海的陆上通道，特别是在中国的长期盟友巴基

斯坦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国内政治不稳的情况

下。［４］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另外，中国要实现

两洋“突围”和成为海洋大国就必然要“西进”印度

洋，而缅甸是必由之路。［１０］

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目标是确

保经济安全而非控制印度洋，中国经缅甸“西进”印度

洋———包括军事力量进入印度洋，是以合作的方式进

行的。中国此举并不针对印度，不是应对印度“东向”

缅甸的权宜之策，因为中国并不认为印度影响力进入

缅甸会直接威胁到本国的安全。如果说中国“西进”印

度洋确有印度因素的话，那也只是担心印度在印度洋

地区谋求霸权以致威胁中国的海上安全。

（二）印度认知视角

印度对中国“西进”印度洋的认知，建立在其对

印度洋认知的基础上。印度学者、首任驻华大使潘

尼迦在《印度与印度洋》一书中指出，谁控制了印度

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听命于谁［１１］。潘尼迦称，只

有确保印度洋自由通航和印度海岸线得到充分保

护，印度的工业发展、商业增长及政治稳定才成为可

能。因此，印度洋必须真正成为印度之洋。［１２］印度

前外长贾斯旺特在其所著《印度的防务》一书中，也

一再强调印度洋对印度国土防卫的极端重要性。印

度认为，要实现印度的大国梦，就必须把印度洋置于

自己的掌控之下。于是，控制印度洋成了印度海洋

战略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目标，中国“西进”也就被印

度视为是对其印度洋战略的强力挑衅。例如，印度

国防部２００４年底发行的《印度海事准则》就在很大
程度上聚焦于“中国在印度洋的潜在威胁”。［１３］

印度对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意图存在严重

曲解［１４］。它声称，中国向印度洋拓展影响力意在包

围南亚次大陆，从而把印度永久地围困于南亚地

区。［１５］印度认为，中国不仅具有“西进”印度洋的意

图，从缅甸“西进”的行动也已展开。在印缅关系解

冻之初，印度就怀疑中国利用缅甸岛屿在安达曼海上

建立了军事监听站，它深信中缅海上渔业合作的背后

掩藏着军事合作的“真相”。１９９７年，中缅签署了《海
上渔业合作协定》。有学者煞有介事地称，正如协定

所规定的那样，中缅合作的领域不仅仅局限于提供渔

业技术援助或仅仅授予缅甸海域的渔业捕捞权，“过

去在孟加拉湾上的一些‘小失误’已经澄清了对中国

真实意图的猜疑”。［１６］据称，１９９４年８月印度海军拦
截了三艘插着缅甸国旗、在安达曼岛附近印度海域作

业的缅甸渔船，船上５５名人员却均为中国人，船上装
备也与捕鱼无关，而是电台和电子监听设备。《印度

时报》称，中国驻印使馆公开干涉，要求印度释放这

５５名中国公民。［１７］２００３年印海军参谋长马德文德拉
接受《简氏防务周刊》采访时则表示，中国把３３％的
军费预算拨给了海军，并正在帮助缅甸进行海军基地

的现代化改造，这些基地可用以支持中国海军潜艇在

该地区的行动。［２］另外，印前海军副参谋长雅各布甚

至提醒道：“人们不应一厢情愿地忘掉中国正在大举

渗透至印度洋地区这一事实。”［１８］一些印度战略家则

称，中国竭尽所能地从巴基斯坦、缅甸和西藏三个方

向包围印度，包括从缅甸近海遏阻印度。

印度对中国“西进”印度洋忧心忡忡，尤其惧怕

中国海军在孟加拉湾东岸获得战略立足点。印度认

为，中国不断加强与缅甸等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关系，

向有关国家提供资金用于建设港口和基础设施，并

通过缅甸、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在印度洋上构筑

“珍珠链环”，不仅能确保海上石油与货物运输通道

安全，还可监视印军、掌握印海军舰艇动向［１９］。而

中国具备将海军力量延伸至孟加拉湾的能力“对印

度的海上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２０］２００９年１月，
印度人民党主席拉杰纳特宣称，伊洛瓦底走廊使中

国军事人员抵达了缅甸靠近印度东部战略基地的地

区———通过延伸至孟加拉湾的伊洛瓦底走廊，中国

安全机构战略性地在缅甸的重要海岸驻扎了安全力

量。［２１］中国海军被视为印度洋地区印度战略利益潜

在的和可能的威胁，甚至被认为是印海军在印度洋

地区最大的挑战。［２２］总之，印度认为中国经缅甸“西

进”印度洋，损害了印度的核心战略利益，使其实现

大国梦和维护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三）缅甸认知视角

缅甸对中国经其本国进入印度洋的看法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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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相似，并不认为中国有什么“印度洋战略”。

目前，未发现有缅甸官方或媒体正式论及所谓的中

国“印度洋战略”，最多只是对中国的一些做法向外

界就事论事地略做解释。也就是说，缅甸并不担心

中国经陆上通道或直接从其港口进入印度洋会危及

本国主权独立，它认为中国经缅甸进入印度洋主要

是经济区域化、全球化和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结

果，中国不会借此控制缅甸。以缅甸强烈的民族独

立感和自尊心，它不会容许任何大国进入本国并束

缚自己的手脚。中国经缅甸“西进”印度洋，在缅甸

进行道路、码头建设和能源开发，对中缅两国是双赢

的合作，在这一点上缅甸和中国的认知是一致的。

虽然没有感受到中国“西进”的强大威胁和巨

大压力，但鉴于印度的过度担忧，缅甸也会考虑中国

进入印度洋给印度带来的困扰，这和缅甸在中印之

间走大国平衡路线有关。针对印度的关切，缅甸曾

向其承诺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在缅甸领土上建立军事

基地和驻军，这是缅甸方面对关于中国在缅甸建设

海军基地传言做出的回应。缅甸还曾邀请印海军参

谋长赴科科群岛视察，以消除印度对中国已经在岛

上建立情报监听站的猜疑。可以说，在中国“西进”

印度洋的问题上，印度因素对缅甸的决策有一定影

响。当然，其最终决定因素取决于缅甸对中国举措

的综合权衡，并且“缅甸对中国和中国人一直抱有

很深的疑心”［２３］这一基本前提没有改变。

三、印度因应中国“西进”印度洋的举措

中印两国在所谓中国“西进”印度洋战略上存

在认知差异，这种差异是中印在印度洋事务上产生

分歧的根源。出于对中国“西进”印度洋的“威胁”

和“挑战”认知，印度不可能对此坐视不理，因而采

取了针对性因应措施。

（一）加大东部地区兵力部署，谋求以军事实力

掌握印度洋话语权

对于印度而言，掌握印度洋控制权的最好办法

是提升海军实力，而抵御中国“西进”的最佳手段是

增加其在印度洋东部的军事存在。为此，印度在充

实海军力量的同时，积极筹划在印度洋东部增加兵

力部署。１９９８年４月，印度宣布在马六甲海峡附近
的安达曼海建立远东舰队。１９９９年１月，印度在南

安达曼岛的布莱尔港设立东部海军司令部。２００１
年８月，印度又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新建一个战
略防御司令部，这是印军历史上首个跨军种联合防

御司令部。［２４］印海军东部沿海基地群正在缓慢成形，

其代号为“沙尔瓦工程”的新基地计划已提上议事日

程并将在未来１０年内完成。新的基地项目位于印度
洋东岸—拉姆比里附近，离维萨卡帕特南市的东部海

军司令部约５０ｋｍ，规划总面积超过２０ｋｍ２，建设项目

包括隧道、码头、仓库、宿舍等。新基地计划旨在通过

提升印东部沿海兵力来反制中国在印度洋的“扩

张”，并对中国海南核潜艇基地做出直接回应。２０１１
年，印度升级东部海军司令部时，已逐步把新战舰、战

机、无人侦察机陆续部署到东部前线作战基地上。此

外，印度还加快推进国产６０００ｔ级“歼敌者”号试航，
印度战略核潜艇项目也已攻克难关，印海军与美、日、

俄及东南亚国家在印度洋海域的联合军事演习也日

趋增多。凡此种种，表明了印度意图确保其在孟加拉

湾、印度洋海上优势地位的决心［２５］。

（二）加大印缅军事合作，堵截中国军事力量进

入缅甸

出于对中国在缅甸获得海军基地、经由缅甸进

入印度洋从而威胁印度在印度洋利益的担心［２６］，为

防止中国借机军事援助对缅甸进行军事渗透，印度

重视提升印缅军事合作力度，意图通过与缅甸的军

事交流来刺探中国在缅甸的军事存在情况，并减少

缅军对中国军事援助的依赖度。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
期以来，印缅两军高层互访频频，军售活动日趋活

跃。印度为缅甸提供各种军事硬件和软件设施，如

海上巡逻机、海军炮舰、１０５ｍｍ轻型火炮、迫击炮、
榴弹发射器、步枪及其他军事电子设备等。作为缅

甸军队“能力建设”计划的一部分，印度还为缅军提

供各类培训，包括帮助缅空军培养米格 －３５攻击直
升机飞行员、允许更多缅军人员进入印度陆军机构

接受训练等。尽管清楚缅甸确未许可中国利用缅领

土进行军事设施建设及用于海军情报目的 ［２７］，但

是印度仍主动作为地积极应对中国的军事“西进”。

２００３年９月，印海军参谋长访缅旨在寻求获得缅甸
港口的停泊、补给权，努力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

以外拓展印海军势力的存在并放眼马六甲。［２８］２００８
年２月，印度发起印度洋海军论坛，为印缅海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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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新的平台，同时又拒绝中国参加，其排斥中国、

阻止中国“西进”的意图明显。所以，莫迪政府提出

“季风计划”（Ｍａｕｓａｍ）反制中国 “一带一路”战略
也就不足为奇。①

（三）渲染“中国威胁论”，为阻止中国力量进入

印度洋造势

在当代国际关系领域，构建威胁已成为消除威

胁的一种特殊手段，“中国威胁论”便是某些国家捏

造出来的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计策。它是某些

世界大国和邻国担心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政治、军

事实力不断崛起，进而影响和威胁到本国利益而抛

出的仇华言论，目的是迟滞中国的发展速度或在国

际舞台上孤立中国，其本质是国际关系中一种围堵

中国的舆论策略。印度版“中国威胁论”在美、日等

国所理解的通常内涵之上又增添了新内容。例如，

中国开发雅鲁藏布江电力被其称为“大坝威胁”，中

国援建斯里兰卡汉班托特港、接管巴基斯坦瓜达尔

港、开发缅甸实兑港被认为是在围堵印度。印度著

名财团塔塔集团董事长拉坦声称，中国正在帮助并

武装巴基斯坦，“这好比在印度（家门口）插了一面

红旗，给印度制造了第二个阶级敌人”。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出于地区霸权野心，印度不断制造所谓的

“中国威胁论”，努力将其触角延伸至东南亚的各个

领域，企图在东南亚建立起印度霸权，并妄图以东南

亚为基础挑战中国。［２９］总之，囿于“大国梦”的传统战

略思维，印度往往从国家安全的视角错误地理解中国

与邻国的正常合作关系，进而炮制了所谓的中国旨在

包围印度的“珍珠链战略”。［３０］印度大肆渲染“中国威

胁论”，使各国对中国力量出现在印度洋十分敏感，有

关国家尤其是缅甸与中国在印度洋上开展合作时更

是顾虑颇多。受印度“点拨”和“中国威胁论”影响，

缅甸对中缅海军合作谨小慎微，直到２０１０年８月中
国海军舰艇才得以首次访问缅甸港口。

（四）拉拢其他大国，联手遏制中国在印度洋的

“崛起”

印度洋不仅对印度和中国都极为重要，对其他

大国同样如此。日本进口石油的 ８０％、西欧的
４０％、美国的１８％途经印度洋，且这一比例呈上升

趋势。［３１］其他大国势力对印度洋的倚重，使印度与

它们联手遏制中国在印度洋“崛起”成为可能。近

年来，印度与美、日、澳等国的双边和多边安全对话

逐渐朝机制化方向发展，印度洋和南海海上安全合

作是它们的共同话题，其联手防范中国的意图已日

益公开化。为实现该意图，印度与相关国家在印度

洋频繁举行军事演习。有印度官员直言，印度在印

度洋举行和参与军演目的就是要让中国感受到威

胁。［３２］一些印度战略分析家则表示，通过扩展在环

印度洋地区的活动，印度可把触角伸向南中国海，从

而对中国构成直接挑战。印度认为，邀请美、澳等国

在印度洋上举行联合演习等活动，能直接遏制中国

“西进”印度洋的步伐；和其他大国一起卷入南海争

端中，能有效干扰中国的“西进”进程。２０１１年，缅

甸由军人政权向民选政府转变后，美、日、欧纷纷向

缅甸示好，大有抢滩登陆缅甸的势头。估计这也被

印度看作是阻碍中国经缅甸“西进”印度洋的好兆

头，尽管它同样不利于印度在缅甸的发展。

四、余论

中国“西进”印度洋之所以会对中印缅三边关

系发生作用，主要是由于印度对印度洋的基本认知

造成的。印度学者兼外交官潘尼迦早在１９４５年就

说，印度的安危系于印度洋。［３３］２０００年，印度防长

费尔南德斯公开宣称，从阿拉伯海的北面到南中国

海均为印度的利益范围。１９９８年核试验后，印度国

防学院发布的报告则称印度海洋安全的威胁主要来

自于中国。这种认知表明印度根本无法从心理上接

受中国经缅甸“西进”印度洋的事实。印度声称，如

果中国在缅甸西海岸获得停泊或补给的永久性港

口，第一个受骚扰的国家就是印度。［１９］

随着印度洋岛国塞舌尔与中国关系的日益密切，

印度对“中国威胁”的焦虑急剧上升。此前，它就已

忧心瓜达尔港码头援建项目使中国有能力监视印度

在阿拉伯海的活动及其印度与美国在印度洋的海上

合作。［３４］印度决策层内甚至有人认为，抵制印度的发

展雄心和抑制印度在南亚的影响力是中国制定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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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战略的潜在目的，而成功实施所谓“珍珠链战略”

将使中国有能力阻断印度的出口通道和战略运输线

路。印度认为，中国的这一能力不仅可以弥补该国在

印度洋的天然脆弱性，也为迫使印度解决诸如边界争

端等中印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战略杠杆。［３５］

这样的认知促使印度对中国经缅甸进入印度洋

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姿态，印度提出开发缅甸土瓦和

实兑港即是对中国在缅甸实施海军码头项目的一种

潜在回应。［３６］印度积极推动加拉丹多模式联运项

目，谋求尽快打通印东北通过缅甸进入孟加拉湾的

通道，同样少不了抗衡中国经缅甸进入印度洋的战

略意图。在印缅油气管道项目尚未敲定的情况下，

印度国有公司以极高的热情参与缅甸油气资源开

发，与中国在缅甸近海的动作不无关系。印度在中

缅油气管道项目中持股 １２５％，除去经济利益因
素，亦使人产生战略利益方面的遐想。为应对中国

“西进”印度洋，印度还实施了全方位的外交和安保

战略。印度以国家安全为由多次拒绝中国公司参与

其所谓敏感行业的工程招标和政府采购项目竞标，

对中方人员入境也采取较其他国家更为严格的措

施。［３７］印海军参谋长梅赫塔在任期间就强烈反对中

国介入印度的经济基础建设，特别是涉及敏感的水

力及水文情报等海洋建设计划。［２９］与此同时，印度

同缅甸的许多合作被提高到战略的高度加以对待。

可见，中国经缅甸“西进”印度洋进一步激发了

印度对中国的敌意情绪，而印度为此采取的敌视性措

施则严重破坏了中印两国在印度洋上的战略互信，损

害了中印双边合作的大局。不仅如此，由于中印缅三

国在认知上存在差异、疑虑无法消弭，中国经缅甸“西

进”印度洋还引起了中印缅三边关系的连锁反应。但

中印缅三边关系是一种非对称的三边关系，因而中国

的“西进”对中印、中缅、印缅这三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程度是有差别的，其中对后两者显然不如对前者的影

响程度深。中缅关系方面，缅甸出于对中国的疑心和

兼顾印度的感受，其在中国“西进”印度洋时所有顾

虑而热情不高，使得中国“西进”为进一步提升中缅

关系提供新契机的同时，亦有可能导致两国因此走向

龃龉。印缅关系方面，因印度对中国“西进”敌意较

深，在设法阻止中国经缅甸进入印度洋方面需要缅甸

配合，这就要求它必须向缅甸释放友好信号，为缅甸

提供力所能及或与中国相当的援助，从而为印缅关系

的发展带来生机和活力。总的来看，中国经由缅甸进

入印度洋对中印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对中缅关系既

是机遇也是挑战，对印缅关系则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间

接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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