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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与中国地缘安全关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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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亚地缘政治与中国国家安全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从空间位置上看，

南亚与中国的毗邻关系，成为制约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二、从地缘实力上看，随

着南亚地区国家实力的变化，中国与南亚的安全关系不断变动；三、由于南亚地区 “众星围月”的地缘

政治结构，排斥包括中国等任何进入印度势力范围的外部力量；四、中国与南亚地区积极的地缘互动关

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南亚国家安全关系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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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亚地区与中国山水相连，在地理、历史、
文化、经济等方面关系密切，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

的重点地区。采取宏观视角以及从权力与空间关系

角度探讨南亚与中国地缘安全关系，对中国国家安

全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南亚与中国的空间位置关系及

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拿破仑说过：“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就了解

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１］同理，中国与南亚之

间地缘政治环境的基本状况，包括中国与南亚地区

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以及实力对比情况，决定了中

国国家西南方向安全的基本面。

南亚位于中国西南方向与中国西南部接壤，

与中国是毗邻关系。南亚地区的印度、不丹、尼

泊尔、巴基斯坦四国顺时针依次与中国接壤，共

享大于４５００ｋｍ边界线。（四国基本情况见表１）
孟加拉虽然不与中国接壤，但是与中国相邻，距

离较为接近，且双边关系较为密切，也是中国的



近邻。莱维斯·理查森 （ＬｅｗｉｓＦ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认
为：政治实体相邻，为冲突创造了机会，享有共

同边界的国家之间比不相邻的国家之间更容易爆

发冲突，且国家的边界长度与该国的交战范围之

间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２］中国与南亚由于地

缘相邻，双方冲突的机会也由此增多。２０世纪，
南亚最大、与中国共享边界最多的国家印度就

与中国发生过一场边界战争，且至今没有解决

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争议，成为制约中印双边

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表１　南亚与中国毗邻国家的基本情况※

国家 面积／ｋｍ２ 人口／亿
与中国

边界线／ｋｍ

ＧＤＰ／亿

美元

ＧＤＰ

增速／％

双边贸易额／

亿美元

军队人数／

万人

印度 ２９８０ １３１１ ２０００ ２１８２５７７ ７３ ７１６２ １２７０

巴基斯坦 ７９６ １８９ ６００ ２７０９６１ ４２ １５４１ ５６９

尼泊尔 １４７ ０２８ １４００ ２１３５６ ３４ ８７ ６８

不丹 ３８ ０００７７５ ５５０ ２２０９ ７７ ０１ １６

孟加拉 １４８ １６１ ２０２３３３ ６４ １４７０ １５５

　　※资料来源：人口数据来源于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２０１５》；经济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和

中国外交部发布；政治和军事数据来源于中国外交部发布；与中国边界线数据来自叶自成的 《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３］。

　　然而，中国与南亚相邻的这一段地缘线却是中
国周边地缘线中较为稳定的一段。历史上，中国与

这一地缘线周边的国家很少发生冲突。１９６０年毛泽
东同尼泊尔首相毕·普·柯伊拉腊 （Ｋｏｉｒａｌａ）谈话
中形象地说明了原因：“山很高，山可以保证我们边

境的安全。”［４］３９４麦金德 （ＨａｌｆｏｒｄＪＭａｃｋｉｎｄｅｒ）在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也指出：“西藏高原，

在高度和面积上举世无双，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

‘大’。它将进入中国和印度的通道远远隔开，这

两个国家的西北边界也因此具有了特殊意义。”［５］７３

中国西南地缘线与中国周边其他部位相比最大的一

个特点就是，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以及喀喇昆

仑山脉形成了巨大的地理屏障，一条高原地缘线将

中国与南亚国家分隔在两个不同的地理单元中。喜

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

高山脉，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它隔开了山脉南北

两侧政治力量中心之间的互动，使其无论是政治军

事还是经贸文化的交流都非常少。在这两个山脉区

域里，冰峰林立、绵延不绝，高山地带平均海拔达

５５００ｍ以上，通行极为困难，人烟极为稀少，且
缺乏重要的战略资源。在这样恶劣的地理条件下，

高山两边的地缘政治实体进行地缘政治互动的机会

很少，互动的成本也很高，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获得的收益将远远抵不上付出的巨大代价。所以，

历史上，中国的西南地缘线相比较而言一直是较为

稳定和安全的。

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军事技

术的进步，巨大的地理屏障对地缘政治形成的限制

已经部分被突破。特别是以原子能技术和空间技术

为代表的第五次 “军事革命”（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改变了中国与南亚之间的时空关系，大大缩短了相

互之间的空间距离，为中国与南亚之间打开了新的

地缘政治空间。目前，中国与其南亚的最大邻国印

度在控制空间的能力方面均大为增强，都拥有足以

相互威慑的核武器，双方的导弹都可以覆盖对方全

境。对于拥有高端军事装备的国家而言，时空距离

已经是截然不同的概念，非接触式战斗将成为主要

作战样式。在现代战争中，双方的兵力不再短兵相

接，部队均位于敌人常规武器射程之外，利用 Ｃ４Ｉ
系统 （即指挥、控制、预警探测、通信和情报系

统）综合协调各部分火力集中攻击主要目标。因

此，从军事角度看，技术进步使中国面临来自南亚

的安全威胁增加了。

当然，新的军事技术的出现和运用，并不意味

着新的地缘政治形态完全取代了旧有的地缘政治形

态、中国与南亚之间巨大的地理屏障完全被克服并

失去作用。事实上，“世界屋脊”依然是中国与南

亚之间最有效的 “安全屏障”。由于中国与南亚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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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掌握的新兴军事技术水平以及控制空间的能

力不平衡，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依然是双方必须要

面临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对南亚地区诸小国而言，

地缘政治竞争依然发生在旧的地缘政治空间里。目

前，中国与南亚之间正处于一种新旧地缘政治形态

并存、新旧地缘政治空间立体交错的结构中，地缘

政治关系较为复杂。

二、南亚地缘政治实力变化及

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领土面积、地理位置、人口规模、资源禀赋等
根本影响一个国家潜在的实力。历史上发生的战

争，绝大部分是为了争夺对领土和人口的控制权。

詹姆斯·多尔蒂 （ＪａｍｅｓＤａｕｇｈｅｒｔｙ）等在 《争论中

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指出：“地缘政治学关注

的焦点是国家权力和领土控制，那些具有较远距离

投放能力的政治实体将在工业时代占据支配地

位。”［６］１６６地缘政治学家认为，拥有较大实力的国家

会在其周围形成一个势力场，势力从中心向外流动

或扩散，越过国家的政治边界，对周边国家产生影

响。在势力向外流动的过程中，要克服距离的摩擦

损耗，遵循 “力量梯度磨损” （Ｌｏｓｓｏｆ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规律，即 “势力在本国最强大，它离国

内基地的距离拉得愈远愈弱，力量越是扩张，则强

度越是减小”［７］１２，克服距离损耗的费用就越高。

南亚地缘政治实力是一个不断消长、动态变

化的过程。古印度时期，南亚地区政治上四分五

裂，即使是在少数几个大一统的帝国时期，中央

王朝的政治力量也很难覆盖到喜马拉雅山脉高山

地带地理条件较为恶劣的地区。古代中国虽然维

持了长期的大一统，但是由于 “实力的投射强度

确实随距离的增大而减弱”［７］１０２，对中国与南亚

交界地带也仅是维持了较为松散的管理，双方之

间形成了一条传统的习惯线。整个古印度时期，

南亚的政治力量从未覆盖到中国与南亚地区交界

地带，所以双方从未发生过对撞，保持了长期和

平友好的历史。

英殖民统治时期，次大陆第一次成为了一个完

整的地缘政治板块， “英印帝国”力量空前强大，

其向北流动的力量在中国与南亚地区交界地带与中

国的力量发生了碰撞。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奥沙利文

认为：两个处于竞争状态的核心区，在双方 “各

自势力的到达处，将会把位于他们之间地域上的机

遇的排列一分为二”，根据双方施展的实力多少，

在一定区域就会形成 “彼此开展实力竞赛”的势

力重叠区域。假若两个实力核心区，“在他们有效

的势力重叠之前，并未形成这样一个有效下限

（中立带）……在重叠的范围上可能发生冲

突”［７］７４－７８。 “英印帝国”与中国、俄国冲突博弈

的结果是力量强大的英国强行在自己的地图上划出

了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国虽然正值积弱积贫

时期，但坚决反对和从未承认这一条非法的麦克马

洪线。

印度独立后，成为了 “英印帝国”力量的主

要继承者和南亚势力场的力量核心，奉行向外扩张

的政策，在其向北 “蚕食”中国领土的过程中，

与中国力量发生了对撞，爆发了１９６２年中印战争。
正是由于国家实力的增长使得印度和中国均有能力

将国家力量覆盖至双方的边界地区。印度中国问题

专家苏吉特·杜塔 （ＳｕｊｉｔＤｕｔｔａ）指出： “中国和
印度跨越了南亚、西南亚和东南亚共同的地缘政治

空间喜马拉雅山，这就造成了战略和地缘政治的竞

争。”［８］中印战争后，中国军事力量主动退出争议

区，双方军事力量脱离了接触，在两大政治力量之

间形成了一条实际控制线。

南亚方向，除印度外的其他国家与中国相比实

力较弱，对中国国家安全的现实影响力较为有限，

对中国构成的安全威胁也相对较小。正如１９６０年
毛泽东对尼泊尔王国首相毕·普·柯伊拉腊所言：

“我们是大国，从来不怀疑你们会侵略我们。”［４］３９０

由于中国奉行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睦邻友好的外

交政策，加之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地理

屏障，因此他们也没有感受到来自北方中国的安全

威胁。相反，他们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政治中心距离

他们更近的印度。在实力严重不均衡的地缘政治结

构中，距离更近的强权对小国构成的安全威胁更为

现实和迫切。为了抵御来自印度的安全威胁，他们

往往利用与距离较远的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来平衡印

度的影响，这就是布热津斯基所说的 “地理上的

距离可以产生政治上的吸引力”［９］。印度是南亚地

区最为强大的力量，是南亚势力场的核心政治力

量，在南亚地区的政治生活中拥有支配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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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关系中国西南地缘线安全、稳定的关键因素。

中国从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起就没有将印度看做是
威胁，相反将之看做是中国的朋友。毛泽东指出：

“总的来说，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

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

……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

敌于印度”［４］３７６； “我们同印度吵了一年架，但还

是朋友，朋友吵架是常有的，夫妇之间、兄弟之间

都吵架”［４］３９２。然而，庞大的中国还是令印度感到

不安。印度建国之初，就强迫尼泊尔、不丹签订

《和平友好条约》，迫使锡金沦为印度的保护国，

其目的除了进行地区的地缘政治扩张外，也包含将

尼泊尔、不丹、锡金三个喜马拉雅山南麓国家作为

中印之间 “缓冲国”的地缘政治考虑。中印边界

战争后印度公开宣称中国是印度的安全威胁，１９９８
年印度更是以受到中国的安全威胁作为其发展核武

器的借口。印度对中国的不友好，也使得印度因素

成为影响中国西南地缘线安全稳定的主要因素。

三、南亚地缘政治结构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国家构成结构，结构造就国家。”［１０］南亚的

地缘政治结构及其与中国之间的地缘结构关系深刻

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环境。

从南亚地区层面看，由于印度追求地区霸主地

位，权力在南亚地区分配的结果是形成了以印度为

核心的 “众星围月”地缘政治格局。在这样的一

个单极格局中，力量中心不仅是唯一的，也是排他

的。任何企图进入力量中心势力范围之内的外部力

量都会与力量中心发生结构性的冲突，并受到排

斥。印度将南亚地区和印度洋视为自己的势力范

围，宣称 “次大陆是印度的次大陆”“印度洋是印

度的内湖”。任何进入南亚和印度洋的外部力量对

印度的地区霸主地位都是一种威胁，对此印度均心

存芥蒂。“五十年前，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

尼赫鲁就直率地高度赞扬了由门罗和亚当斯提出来

的这些规则”［１１］，声称：“门罗总统提出的门罗主

义确保了美洲免受外来侵略近百年之久，现在到了

将同样的门罗主义运用于亚洲国家的时候了”［１２］。

排他性是印度版门罗主义的主要特点，其本质就是

视印度为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主人，任何外部势力

都不能插手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事务，控制次大陆、

称霸印度洋则是其目标。

毫无疑问，印度是南亚地区的霸权国，也具有

形成霸权秩序所需要的力量资源。但是南亚地缘政

治系统只是国际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个子系统

必然要与外界发生互动，也必然会有更强大的国际

体系中的力量进入这个子系统。实际上，整个冷战

时期，印度对美、苏、中等外部力量都心存芥蒂，

强烈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克什米尔问题，十分在意美

巴关系、中巴关系，也不满意美国在印度洋核心迪

戈加西亚的军事基地，提出 “印度洋和平区”的

建议，主张限制美苏等国海军进入印度洋。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所有进入印度势力范

围的大国力量中，印度最排斥的是中国，似乎中

国对印度的地区霸权地位威胁最大。笔者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对印度来说从力量对比上来讲，

美国对于印度过于强大，附和强权的收益远远大

于对抗强权，相比而言对印度来说中国的力量远

次于美国，与印度尚在伯仲之间，属于可以比较

和对抗的级别。

就中印经济实力来看，１９９０年中国与印度的
ＧＤＰ规模差距不大，印度的人均 ＧＤＰ甚至还高于
中国。（详见图１和图２）［１３］印度学者莫汉·古鲁
斯瓦米和左瓦拉·多利特·辛格的研究也显示印度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ＧＤＰ增长率还略低于印度，
人均 ＧＤＰ也落在印度后边。［１４］２７进入 ２１世纪后，
中印差距迅速拉大，“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

的崛起并在国际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商品生产国……

２００７年，中国就已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的第一大进
口国，同时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

伴”［１４］３。中国国力越是强大，中国在南亚地区和

印度洋上的影响力也越大，印度感受到的威胁亦越

大，越是焦躁不安。“中国作为南亚地区第二重要

的因素，它与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

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与美国的关系”［１５］２５６，都引

起印度的担心。印度国内学者和媒体大肆炒作中国

与印度的邻居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

尔、缅甸的关系，如中国为了维护本国商品和能源

在印度洋航线的安全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缅甸

等国在一些港口进行的商业合作，就被印度战略界

歪曲为是中国在构建 “珍珠链战略” （Ｓｔｒｉｎｇ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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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ａｒｌｓ），“企图建立一个围困印度的战略包围”［１６］。

　　 此外，地缘政治的 “距离磨损”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规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更容易从相邻
的大国，而不是遥远的强国那里感受到威胁。美

国远离印度，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而中国

则是印度周边接壤国家中最为强大的国家。奥沙

利文说过：“从军事上来讲，距离仍然是最好的

防御。”［７］１１美国虽然实力最为强大，但是南亚远

离本土，美国强大的力量到达南亚地区除要 “克

服距离损耗的摩擦效应 （Ｔｈ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之
外，在控制越来越辽阔领土的能力耗费以及对远

离本土的遥远地方缺乏亲熟性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可
以严重地影响扩张者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

志”［７］１２。所以，距离是判断一国所受威胁的重要

依据，地缘的远近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距

离近的国家相对于距离远的国家来说，对本国的

影响会大得多。所以，印度最为担心的并不是距

离遥远但最为强大的美国，而是离他更近且力量

远逊于美国的中国，而中印历史上发生的边界冲

突则进一步加重了其对中国的担忧。

同时，从亚洲中观层次和国际体系宏观层次来

看，在对亚洲大国和世界大国地位的追求上印度与

中国战略目标一致，存在结构性的竞争矛盾。目

前，中国与印度同为亚洲大国，被誉为亚洲和世界

经济增长的 “双引擎”。很多结构现实主义观察家

都将这两个在国际体系中共同崛起的 “引擎”视

为竞争对手。“在西方人的印象中，印度和中国相

提并论已有一个多世纪”［１５］２５，中国与印度存在很

多相似的地方。据经济历史学家安吉斯·麦迪逊的

研究显示， “从公元元年起一直到 １９世纪早期，
中印两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 ＧＤＰ的一半左右。在
此期间，中国和印度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保持着国家

的稳定和统一，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并

引领着科技的潮流”［１４］６。但是，进入近代以来这

两个国家几乎一起衰落，都经历了共同的被强权侵

略和殖民的命运，同时又在同一时期都获得了民族

的独立、同一时期均开始改革开放，并一起 “放

开刹车踏板”大步流星追赶发达国家。然而，中

国和印度共同作为亚洲和世界最大的两个新兴经济

体、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人口国家和世

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虽然两国崛起的平台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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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相似，发展的目标相近，但在结构性的竞争

中其冲突却日益增多。

图１和图２中的数据显示，中国 ＧＤＰ增速始
终高于印度，中国与印度ＧＤＰ总量差距日益拉大。
在中印竞争中印度明显处于下风，这对印度的大国

梦是一种打击，制约了印度的亚洲和世界大国地位

的追求，造成了印度对中国的猜忌和失落心理。

“今天的和十五年前的中国与印度比较起来，中国

的经济繁荣令印度吃惊。印度人知道自己的国家已

经落后于中国，中国似乎正在成为美国的竞争对

手，这既激起了印度人的好奇心，也令他们十分惊

恐。”［１５］２５８在亚洲和世界层次上，许多印度人将北

京视为 “衡量印度 ‘崛起’成为一把世界性大国

的标尺”［１５］２６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许多方面与

中国进行竞争和比较。一些西方国家将这一现象称

为 “龙象竞争”或 “龟兔赛跑”，并在学术界掀起

了 “中印比较”的一股研究热潮。事实上，中印

共同崛起，对国际体系中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美国冲

击更大。然而，由于中国的实力更胜一筹，所以美

国对中国的担忧更甚。这种担忧被称为美国的

“中国恐怖症”。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抛出

“中国威胁论”，煽动中国周边的国家参与共同遏

制中国的崛起，力图将中国的精力消耗在与周边国

家的周旋和竞争中，从而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印

度凭借其不可小觑的实力和与中国存边界纠纷的历

史，成为美国联手遏制中国的最好棋子之一。与此

同时，印度也乐于利用中美结构性冲突，跟在美国

之后，联手美国和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共同遏制中

国，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这对中国是一个不

小的威胁。所以，即使历史上中印之间没有发生过

边界冲突，或者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已经顺利解

决，但在很大程度上，中印实力造成的结构性冲突

仍会存在，并仍就有可能令印度感觉受到威胁，从

而引起系列连锁反应。

四、南亚与中国地缘互动关系及

　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人类政治与地理环境是形成地缘政治的两大
要素。它们互为因果、共同作用，不断构建出新的

地缘政治形态。地理环境中蕴含权力，人类的政治

行为必然要受到环境的影响。然而，“即使是在环

境的约束和限制之下，个人仍有选择能力”［６］１６７。

因为，地理环境相对稳定不变，而活跃于地理环境

之上的人类政治则成为塑造地缘政治最灵动、最具

决定性的因素。所以，一旦地理环境确定，对国家

安全环境、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影响最为深远的就

是人类政治，即：国家之间怎样看待对方力量的态

度———是友好还是敌对；在各自的态度指引下双边

关系怎样互动———是采取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安

全战略；等等。

“地缘政治边际效应”理论认为： “一个对你

友好并给你带来利益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

而使这种利益倍增；同样的，一个对你不友好并给

你带来损害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国而使这种

损害也倍增。”［１７］古代中国与古代南亚国家之间的

交往虽不太频繁，但却维持了上千年的经济文化友

好交往与互动。中国的僧侣、丝绸、茶叶、瓷器等

沿着海陆 “丝绸之路”不断去到南亚次大陆，古

印度的佛教、音乐、天文历算等同样沿着海陆两条

通道传播到中国。华裔学者谭中更是将佛教的传播

看做是中印友好关系的 “桥梁”［１８］。中国与古印

度互相将对方看做是值得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伟

大文明，双方之间的友好地缘政治互动关系，既推

动了两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互动，也推动了两

大文明的交融，更在两地人民心中留下了兄弟情谊

的记忆。中国文学家鲁迅就曾经说过：“印度则交

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艺文，无不蒙

贶，虽兄弟眷属，何以加之。使二国而危者，吾当

抑郁，二国而陨，吾当为之号篊，无祸则上祷于

天，俾与吾华土同其无极。”［１９］印度首位总理尼赫

鲁也盛赞：“在上千年的中印两国交往互动中，双

方都相互学习到了不少东西，不仅在思想上和哲学

上，并且在艺术上和实用科学上……现在，命运之

轮已经又转了一个轮回，中国和印度再一次满怀旧

日的记忆，彼此张望；再一次，香客们正通过新的

通道，越过或飞过两国分界的高山，带来令人欢欣

鼓舞的信息和美好祝福，正在缔造新的持久友谊的

纽带。”［２０］

在２０世纪中叶，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相互视
对方为第三世界的不结盟朋友，中国十分注意与周

边国家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并与南亚国家共

同倡导了处理双边关系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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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查希拉 Ｐａｎｃａｓｉｌａ）。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中
国与南亚国家之间维持了一种亲密的互动关系，营

造出了一种和平友好的外交环境，中国与印度之间

更是度过了一段 “印地秦尼巴伊巴伊”（ＨｉｎｄｉＣｈｉｎｉ
ＰｈａｉＰｈａｉ）的 “蜜月”期。遗憾的是，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末至６０年代初，中印双方在涉藏问题、边界
问题上的争执，最终扭转了双方关系良性互动的局

面。此后，印度将在中印边界的战败视为耻辱，印

度鹰派一直怀有强烈的 “雪耻”心态，并在军备

和核武器上与中国展开竞争，认为 “只有当印度

在核武器竞争上与中国持平，中国才会在边境争端

上做出让步”。同时，印度将中国视为来自北方最

大的安全威胁，将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的交往互动

视为 “中国想包围印度。在印苏关系鼎盛时期，

新德里经常表达这样的观点：中国想破坏印苏关

系。中国也被视为由美国、巴基斯坦组成的对印度

战略包围圈中的一环”［１５］２５７。此后，正如美国学者

约翰·盖佛 （ＪｏｈｎＷＧａｒｖｅｒ）所指出的，“地缘政
治冲突一直支配着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２１］。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双方都开始努力修缮双边
关系，但是进展不大。直至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后
期，随着中苏关系改善和印苏关系疏远，中印双方

的关系渐渐改善。１９８８年拉吉夫·甘地访华后，
双方高层互访逐渐增多、互动频繁，推动中印关系

趋于正常化。１９９３年双方签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

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１９９６年双方签署了
《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

任措施的协定》，２００６年印度国防部长慕克吉与中
国国防部长曹刚川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

度共和国防务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这些均大大增强了双方的信任，缓和了双方

在边境上的紧张局势，改善了双边的安全环境。此

外，中印双方还建立了 “年度防务对话”机制，

使得中印两军互信建设逐渐机制化、常态化。同

时，中印双方经济互动日益频繁，双边贸易额一路

攀升。至２０１６年，中印双方贸易额高达６９６亿美
元。经济关系的良性互动，推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

互信互谅，奠定了中印关系持久正常发展的坚实

基础。

除印度以外，中国与南亚的第二大国巴基斯坦

也始终保持着一种密切的、朋友般的互动关系。这

一友好关系不仅成为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中国与

中东伊斯兰国家以及中国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桥

梁纽带，同时也为中巴边境营造了非常友好和谐的

安全环境。此外，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亦一直保持

友好的互动关系。实际上，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南

亚国家的关系逐渐从战略安全利益关系转向经济伙

伴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互动更为频

繁，关系更为密切。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当前中印两国领导

精英在国际体系变革、加深经贸合作、共同崛起等

诸多领域有着强烈的合作意愿，使得中印关系总体

向好，但是由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依然对印度新一

代领导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印之间还是出现

了一些负面事件，两国关系甚至一度下滑。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印都加快了在国际体系中的崛
起速度，在共同崛起的过程中，中国的速度明显快

于印度，中印两大力量之间的磕磕碰碰在世界范围

内也在增多。面对在新旧地缘政治交织中更趋纷繁

复杂的中印关系，中国的南亚安全战略应当反映南

亚国家的地缘政治实力状况，顺应南亚地缘政治发

展的趋势。尤其是随着印度在国际体系中的日益崛

起，与中国国家安全的关联度还将进一步加大，中

国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印度的关注力度，同时通过拓

展中印之间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扩

大共同利益，构建合作机制，消除安全疑虑，增进

战略互信，在中印之间构建出一种新型的大国关

系，营造有利于中印共同崛起的和平友好环境。

五、结语

南亚地缘政治与中国国家安全之间存在密切关

联，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空间位置上

看，南亚与中国的毗邻关系，为 “冲突创造了机

会”，成为制约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发展的一个重

要因素；二是从地缘实力上看，随着南亚地区国家

实力的变化，中国与南亚的安全关系不断变动；三

是南亚地区 “众星围月”的地缘政治结构是一个

单极结构，排斥包括中国等任何进入印度势力范围

的外部力量；四是中国与南亚地区积极的地缘互动

关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南亚国家安全关系的改善。

未来，南亚地区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地位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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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印度洋或许会逐渐成为世界海权新的 “心

脏地带。由此，南亚、印度洋地区在中国国家安全

中所占的地位也将提升，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更应加

大对这些地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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