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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蓝色经济实践新动向：
驱动逻辑、角色塑造与空间拓展

刘思伟１

（１．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摘要：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蓝色经济已成为当下的“流行语”。 许多国家制定了蓝

色经济发展战略，并积极推进相关实践，印度也不例外。 印度正从蓝色基础、蓝色增长、蓝色治

理三方面入手，积极开展蓝色经济建设、构建蓝色经济伙伴关系，力求成为印度洋地区的“领先

的蓝色经济体”“蓝色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优先合作伙伴”。 此外，印度通过蓝色经济外交等措

施，积极拓展本国蓝色经济的“发展空间”和“话语空间”。 尽管印度的蓝色经济潜力大，但现有

规模仍较小，其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 根据国际实践理论，印度的蓝色经济实践是基于若干新

旧背景知识而实施的适当绩效行动，既受到印度自身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

响。 随着印度洋地区在“全球南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蓝色经济可能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

新范式，并重塑海洋治理话语。 当前，印度构建了针对中国的竞争性叙述逻辑，中印在蓝色经

济领域的合作较难推进，但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蓝色经济合作仍有较大深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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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蓝色经济成为了“流行语”，许多国

家制定了自身的蓝色经济发展战略。 长期以

来，人们通过开发利用海洋资源而受益，包括

获得食物、能源、生物多样性和娱乐等，①但与

此同时，对海洋的持续开发与过度利用也在不

同程度影响着海洋生态环境和健康状况，蓝色

经济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当

前诸多国家都在根据各自的海洋经济、海洋安

全和海洋健康现状，对蓝色经济进行定义、解
读和实践，印度也不例外。 有学者指出，印度

采取了许多举措来促进蓝色经济增长和相关

基础设施的发展，强调加强互联互通、国际合

作和贸易便利化。②印度还试图寻求在融资、技
术转让、能力建设和知识共享等领域开展国际



第 ９ 期　 刘思伟：印度蓝色经济实践新动向：驱动逻辑、角色塑造与空间拓展

多边合作，构建蓝色经济伙伴关系，推进蓝色

经济外交。① 近年来“蓝色经济”作为高频词

出现在了印度的战略外交话语以及海洋强国

叙事之中。
学界和政策界对于印度蓝色经济实践的

研究成果不在少数，但其中大部分成果集中

于经济领域和海洋治理领域。② 例如莫汉蒂

（Ｓ．Ｋ．Ｍｏｈａｎｔｙ）侧重经济视角研究，他认为当前

印度蓝色经济规模较小，且需要克服技术、治理

等诸多方面挑战。③ 除此之外，学界也开始重视

印度蓝色经济外交研究。 比如，有学者重点关

注印度与欧洲国家蓝色经济合作，并认为蓝色

经济合作已成为印度外交一项新议程。④ 另有

印度学者认为蓝色经济可成为改善印度与邻国

关系的新渠道。⑤ 总之，现有研究成果分布于

三个领域：发展领域、治理领域以及安全战略

领域。 然而，学界仍缺乏一个“发展—安全—
治理”联结视角的考察，也缺乏最新动向的研

究。 基于此，本文试图采用“发展—安全—治

理”联结的视角，重点从角色塑造、空间拓展

等方面考察印度蓝色经济实践新动向，并借

用国际实践理论（ ＩＰＴ） 对其进行分析解读。
事实上，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 “实践转

向”越来越受到关注。 这种“实践转向”超越

了以利益和规范或者框架和话语等为核心的

传统理论框架，使研究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

外交、安全、治理以及国家建设等议题。 国际

实践理论的发展受到相关社会学理论的影

响，包括布迪厄 （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的行动学、
温格（Éｔｉｅｎｎｅ Ｗｅｎｇｅｒ）的实践社区方法、拉图

尔（Ｂｒｕｎｏ Ｌａｔｏｕｒ）和德勒兹（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的
行动者网络理论等。⑥ 该理论主要包括实践

本体、实践主体、背景性知识等基本概念。 国

际实践理论认为，人的行为不仅仅受理性利

益计算所驱动，习惯和背景性知识也发挥着

重要作用。 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社会意

义并能够被社会所识别的适当绩效行动，⑦而

且实践主体、实践活动和实践过程往往是动

态的、变化的。⑧

一、印度对蓝色经济的认知

与政策取向

　 　 “蓝色经济”是一个新兴且不断发展的概

念，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和应用

方式。 该词最初源于甘特 · 保利 （ Ｇｕｎｔｈｅｒ
Ｐｕａｕｌｉ）的著作《蓝色经济：１０ 年 １００ 项创新和 １
亿个就业机会》，作者用该术语表达一种未来发

展模式。⑨ 甘特·保利认为蓝色经济商业模式

将使社会“利用我们所拥有的资源”从匮乏转向

富足。�I0 尽管人们对于蓝色经济的定义仍存在

一定争议，但它已经在政策界和学术界广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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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明的是近年国内学术界和政策界关于蓝色经济的

研究成果明显增多，但专门研究印度蓝色经济的文章很少。 现有

成果对本文有参考价值的包括：王瑞领、赵远良：“中国建设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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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世界银行对蓝色经济的定义是“可持续利

用海洋资源，以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生计和创造

就业机会，且同时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①

在政策界，该概念的核心是对海洋资源的认识，
以及它们对减少贫困、改善人类福利和创造经

济机会的能力的认识。② 当前，许多海洋国家出

台了蓝色经济政策文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

国家甚至已经进行了相关立法，并在联邦和州

一级建立了相关机构，以确保实现蓝色经济目

标。③ 印度国内也开始广泛使用蓝色经济的概

念，强调发展蓝色经济的重要性。 印度总理经

济咨询委员会（ＥＡＣ－ＰＭ）将其定义为“在保护

海洋健康的同时，探索和优化印度法律管辖内

海洋的潜力，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并与经济增

长、环境可持续性以及国家安全有着明确的联

系。”④此定义涵盖了印度海洋发展的诸多方面。
在印度看来，蓝色经济事关其国家发展、治理以

及安全等多个领域。
印度已出台多份促进蓝色经济发展的官方

及非官方的政策文件。 ２０１７ 年，印度工商联合

会（ＦＩＣＣＩ）发布了文件《印度 ２０２５ 蓝色经济愿

景》，旨在让印度公司了解全球和区域相关行为

体对海洋资源利用可持续性的日益重视。⑤

２０１９ 年，印度政府宣布的“２０３０ 新印度愿景”也
重点提到了蓝色经济。 它被提及为该愿景的第

六个维度，强调需要制定一项连贯的政策，整合

不同部门，以提高沿海社区的生活水平，并加速

发展和就业。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印度总理经济咨询

委员会发布了《印度蓝色经济：政策框架草案》
（下文简称草案）。 这份草案可算是印度蓝色经

济政策的一个里程碑，为印度发展蓝色经济提

供了路线图，并建议了 ７ 个优先领域。⑥ ２０２３ 年

莫迪在全球海事印度峰会（ＧＭＩＳ）上还公布了

《２０４７ 年甘露时代愿景》 （ Ａｍｒｉｔ Ｋａ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４７）等。 除此之外，印度还出台了相关财政资

助的政策。 比如在联邦 ２０２４－２０２５ 年预算中，
印度宣布了一项名为“蓝色经济 ２．０”的新计划，
旨在通过恢复和适应措施、沿海水产养殖和海

洋养殖来推动蓝色经济的发展。 这个计划预计

将对印度沿海地区的 １ ４００ 万渔民和相关活动

产生影响。⑦ 这些新的政策导向表明印度不仅

接受了蓝色经济概念，而且十分热衷于利用海

洋和相关领域的经济机会，并促进可持续发展。
不过，印度国内并没有放弃原有的“海洋经济”
的概念，甚至将两者混用，即在一些论述印度海

洋经济的文件或文献中也经常提到蓝色经济。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领导人和政策精英十

分重视蓝色经济。 莫迪多次公开强调蓝色经济

对印度的重要性，并提到了印度国旗中的蓝色

法轮代表蓝色经济（海洋经济）的潜力。⑧ ２０１８
年印度道路运输和高速公路部部长尼汀·加德

卡里（ Ｓｈｒｉ Ｎｉｔｉｎ Ｇａｄｋａｒｉ ）在内罗毕举行的可持

续蓝色经济会议上也表示，蓝色经济是印度经

济发展议程的关键方面。 另外，印度国内不少

专家认为，蓝色经济是印度的下一个朝阳领域，
将为印度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印度智库专家公

开表示，如果印度想要在印度洋地区寻求一种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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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ｋ”，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ｃｏｉｓ． ｇｏｖ． ｉ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Ｂｌｕｅ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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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优先领域包括：蓝色经济和海洋治理的国家核算框

架，沿海海洋空间规划和旅游业，海洋渔业、水产养殖和渔业加工

业，制造业、新兴行业、贸易、技术、服务和技能发展，物流、基础设

施和航运（包括转运）沿海和深海采矿和近海能源，安全、战略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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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ｃｏｉｓ． ｇｏｖ． ｉ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Ｂｌｕ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ｏｌｉｃｙ．ｐｄｆ．

Ａｋｓｈｉｔ Ｓａｎｇｏｍｌａ，“Ｕｎｉｏｎ Ｂｕｄｇｅｔ ２０２４－２５： Ｎｅｗ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Ｂｏｏｓｔ Ｂｌｕ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 ０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Ｄｏｗｎ Ｔｏ Ｅａｒｔｈ，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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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未来，那印度海洋外交就必须关注蓝色

经济。①

二、印度蓝色经济实践背后的

驱动逻辑

　 　 学术界对于印度蓝色经济实践背后的驱动

逻辑有不同解读。 大部分学者强调利益逻辑。
印度热衷蓝色经济实践自然有出于利益的考

量，但根据国际实践理论，印度开展蓝色经济实

践进程实质是印度基于若干背景性知识而实施

对自身具有社会意义的、模式化的适当绩效行

动过程。 它不仅受到印度（施动者）自身因素影

响，也受到结构因素（即外部环境因素）影响。

２．１　 寻求绩效

印度蓝色经济实践是寻求绩效的行动。 首

先，在印度看来，蓝色经济可为其提供新的经济

增长点，有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推动相关

技术进步和创新。 据统计，海洋每年产生约 １．５
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活动，直接支持至少 ３ 亿

个工作岗位，并且是约 ２０ 亿人获取蛋白质和微

量营养素的主要来源。② 正因如此，印度已将蓝

色经济视为国家发展经济一个有希望的变革驱

动力。③ 在印度决策者和政策精英看来，虽然目

前它的整体规模较小，但潜力巨大。 研究显示，
印度蓝色经济对 ＧＤＰ 的贡献正在增长。 例如，
２０１６ 年蓝色经济贡献了印度 ＧＤＰ 的 ４．１％。 此

外，印度蓝色经济的价值增长速度快于整体

ＧＤＰ 增速，显示出其对经济的强劲推动力。④ 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间，印度的蓝色贸易占整体贸易的

比例超过 １０％，并且在 ２００８－２０２２ 年间保持了

积极的贸易平衡。⑤

其次，印度希望通过发展蓝色经济以助推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蓝色经济的概念与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密切相关，特别是目

标 ７、目标 １３、目标 １４ 等。 以目标 １４ 为例，尽管

印度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但海洋的健康状况

并不理想，近海水质较差，海洋污染问题也比较

严重。 因此印度希望发展蓝色经济改善其现有

状况。 不仅如此，印度还希望借助其发展蓝色

经济的契机，促进国内相关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特别是渔业和能源等行业。 以渔业为例，印度

的渔业资源丰富，在鱼类生产方面位居世界第

三，全球鱼类产量的 ８％来自印度。⑥ 但目前印

度鱼类产量主要来自水产养殖鱼类，海洋鱼类

产量并不高。 由于监管不力，捕鱼技术手段落

后以及未报告的大规模捕鱼等原因，印度海洋

渔业市场一直没有发挥应有的潜力。 正因如

此，印度希望借助蓝色经济的理念，更新有关渔

业的法规，加强与渔业技术强国合作，促进渔业

的可持续开发和生态系统的平衡。
绩效不仅关涉物质资源，亦关涉非物质性

资源，如身份地位和关系性权力等。 例如印度

自视印度洋地区大国，也希望寻求蓝色经济高

质量发展，助力本国海洋强国建设和大国形象

塑造。 另外，印度还有意推动地区蓝色经济合

作，借此改善自身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关系网

络。 这也是为何近年来印度开始强调自身不仅

是印度洋区域净安全提供者，也是地区蓝色经

济的合作伙伴的原因。

２．２　 外部环境因素

印度蓝色经济实践进程也受到外部因素影

响，特别是印度洋地区安全与发展环境变化。
虽然印度洋地区大部分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
但发展蓝色经济已成为众多沿岸国家的共识。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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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孟加拉国在 ２０１４ 年就提出了“孟加拉湾

蓝色经济伙伴关系”。 塞舌尔则是世界上第一

个发行主权蓝色债券的国家。 在此背景下，印
度希望推进本国蓝色经济建设，强化地区蓝色

经济合作，改善自身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关系

网络。 不仅如此，印度还试图构建自身主导的

地区蓝色经济网络，以对冲其他域外大国在印

度洋地区的影响力。 印度洋拥有大的蓝色经济

发展潜力，也是各大国竞争的舞台。 近年来，美
国拜登政府加速推行印太战略，积极拓展盟伴

关系网络，切实保障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

力；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推出新版海洋学说，也强调

要培养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以确保发展贸易、
经济、军事、技术、文化联系和旅游业。① 另外，
日本、澳大利亚、英国、欧盟、东盟等都纷纷出台

了所谓“印太”战略或愿景，寻求加大在印度洋

地区的影响。

２．３　 受特定背景性知识引导

根据国际实践理论，实践活动都是在一种

主导的、诠释性的背景下作出的。 正是这些背

景框定了互动的条件，界定了可能的范畴，提供

了关于预期、性情、技巧、技术、仪式的背景知

识，这是构成实践以及实践边界的基础。 背景

知识既是隐含的、潜意识的，也具有反思性。②

的确，印度蓝色经济实践也受到特定背景性知

识引导。 首先，它与全球蓝色经济兴起密不可

分。 发展蓝色经济已逐步成为国际共识，它不

仅成为众多海洋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同时

也是国际合作交流的新议题。 另外，国际社会

也开始强调海洋在确保全球粮食安全、能源安

全等领域的重要作用。 许多国家出台了蓝色经

济计划或愿景，比如澳大利亚、巴西、英国、美
国、俄罗斯和挪威等国家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政

策和预算安排。③ 世界银行还宣布在其蓝色经

济方案下创建“ＰＲＯＢＬＵＥ”。 这是一个新的多

捐助者信托基金，旨在帮助各国制定蓝色经济

方针。 它“支持发展综合、可持续和健康的海洋

和沿海资源”。④ 同时，环印度洋联盟、亚太经合

组织（ＡＰＥＣ）、东亚峰会（ＥＡＳ）、南盟（ＳＡＡＲＣ）

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ＢＩＭ⁃
ＳＴＥＣ）等多边组织或机制也都开始强调蓝色经

济的潜力和前景。⑤ 无疑，印度希望抓住蓝色经

济这股新浪潮。
另外，相关历史性背景知识也是重要影响

因素。 比如印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比较重视海

洋贸易的国家，其沿海地区如马拉巴尔海岸和

古吉拉特邦在历史上曾是重要的贸易中心。 这

种长期的海上贸易传统为印度提供了发展海洋

经济的经验，也在一定程度影响其蓝色经济的

实践。 另外，印度传统战略思维的影响也不容

忽视。 受到传统战略思维影响，印度将其他大

国在印度洋上的存在视作是对自身权力的一种

挑战。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印度把中国看作是

印度洋上最强劲的竞争对手，警惕中国与印度

洋地区国家的海上合作，包括蓝色经济合作。

三、 印度蓝色经济实践新动向

Ⅰ：角色塑造

　 　 随着印度对蓝色经济认知更新以及重视程

度的提升，印度也加快开展蓝色经济实践的步

伐。 在此进程中，印度的自身角色定位是成为

印度洋区域领先的蓝色经济体。 不仅如此，印
度还强调成为其蓝色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优先

合作伙伴。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ｓｉｆ， “Ｂｌｕ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Ｅｙ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２， Ｎｏ．２， ２０２２， ｐｐ．２－３７．

［加拿大］伊曼纽尔·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著，秦亚

青、孙吉胜、魏玲等译，《国际实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１５ 年

版，第 ２５ 页。
Ｓｗａｔｉ Ｇａｎｅｓｈａｎ，“ Ｂｌｕ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ｄｉａ’ ｓ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ｔｏ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ＩＣＣＩ， ２０２２， ｐ．２．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ｓ Ｂｌｕ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ｕ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Ｏｃｅａ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０，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ｔｏｐｉｃ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ｂｒｉｅｆ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ｂａｎｋｓ － ｂｌｕ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ｕ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ａｓｋｅ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Ｄｉｎｏｊ Ｋ． Ｕｐａｄｈｙａ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ｏｒａｎｊａｎ Ｍｉｓｈｒａ，“Ｂｌｕ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 ｓ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１，２０２０，ｐ．３６．



第 ９ 期　 刘思伟：印度蓝色经济实践新动向：驱动逻辑、角色塑造与空间拓展

３．１　 印度洋区域领先的蓝色经济体

印度将自身的角色定位成 “印度洋区域领

先的蓝色经济体”，强调印度的最终目标是成为

“印度洋区域蓝色经济的领头羊”，甚至是世界

领先的蓝色经济体。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莫迪在全球海

事印度峰会开幕式上就宣布了此种雄心。 莫迪

表示印度非常重视在海洋领域的发展，并希望

成为世界领先的蓝色经济大国。 莫迪还强调印

度正在做出相关努力，包括致力于提升现有海

事基础设施的高效性和可持续性等。 ２０２３ 年莫

迪在第三届全球海事印度峰会上则进一步表

示，“印度正在努力在未来 ２５ 年内成为一个发

达国家”，并表示印度正争取成为“世界前五的

造船国之一”以及“全球邮轮枢纽”。① 除了官

方表态，莫迪政府也试图采取实际行动以匹配

“印度洋区域领先的蓝色经济体”这一角色定

位。 近年来印度主要是从蓝色基础、蓝色增

长②、蓝色治理三个方面着手助推其蓝色经济

发展。
在蓝色基础方面，２０１７ 年印度政府启动萨

加尔马拉计划（Ｓａｇａｒｍａｌａ，印地语意即“海洋的

项链”）。 该计划主要是为了促进以港口主导的

贸易，并建立相关基础设施以实现快速高效的

货物运输。③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萨加尔马拉计

划已经识别出超过 ８００ 个项目，④预计实施成本

约为 ５. ４８ 万亿卢比。 这些项目涵盖了港口现

代化和新建港口、港口连接性增强、港口主导的

工业化、沿海社区发展、沿海航运和内陆水道运

输等多个领域。 印度还实施了一个改善印度国

家水道的 ＪＭＶＰ 项目，其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减

少资源消耗、减少碳排放以及缓解公路和铁路

拥堵。 印度还在一些重要城市如科钦、孟买、古
吉拉特邦和果阿引入城市水运系统。 印度也正

强调蓝色、绿色基础设施（ＢＧＩ）在印度城市气候

适应规划中的重要性。 有研究指出，印度的快

速城市化加剧了气候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在沿

海城市。 由于降雨条件和海平面上升，许多城

市面临着洪水泛滥的风险。⑤

在蓝色增长方面，印度不仅重视传统蓝色

经济行业发展，还十分重视蓝色经济新兴领域

的发展。 这些新兴行业包括深海资源的开采、
海洋生物资源的利用、海上风能项目的开发等。
比如近年来印度十分重视海洋生物技术研发。
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技术是一个新兴的拥有巨

大潜力的领域，海洋生物可为许多药品、抗生

素、化妆品、保健品等提供重要原材料。 印度国

内已有较先进的海洋生物技术研究所，从事相

关研发工作。 不仅如此，《印度蓝色经济：政策

框架草案》还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级“海洋

生物技术机构”。 另外，印度开始重视海洋空间

规划（ＭＳＰ）。 印度国内首个海洋空间规划框架

已在普度切里（Ｐｕｄｕｃｈｅｒｒｙ）启动。⑥ 此外，印度

启动了综合海岸带管理项目，并且在古吉拉特

邦、奥里萨邦和西孟加拉邦开展试点。 印度也

开始重视深海勘探，已获得了在中印度洋盆地

（ＣＩＯＢ）先驱投资国的地位。 根据与国际海底

管理局签订的合同，印度拥有 ７５ ０００ 平方千米

的多金属结核专属勘探区（ＰＭＮ）。⑦ ２０２１ 年印

度政府启动了“深海任务”，预估成本为 ４ ０７７ 亿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ＰＭ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ｔ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Ｉｎｄｉａ Ｓｕｍｍｉｔ ２０２３ ”，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ｐｉｂ．ｇｏｖ． ｉｎ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ｆｒａｍｅＰａｇｅ．ａｓｐｘ？ ＰＲＩＤ＝ １９６８３３１．

蓝色经济既包括渔业、海洋运输、船舶制造等传统海洋产

业的创新发展，也包括蓝色生物技术、可持续水产养殖、海上可再

生能源、海床开采、蓝色碳封存等新兴海洋产业。 蓝色增长主要是

指蓝色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国外对蓝色增长的研究包括运输、能
源、休闲渔业等。

Ｒａｊｅｅｖ Ｒａｎｊａｎ Ｃｈａｔｕｒｖｅｄｙ，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ｉ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ＯＤ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Ｉｎｄｉ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２０１７， ｐ．１７７．

截止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已完成项目 １９４ 个，正实施项目 ２１８
个。 Ｉｎｄｉａ ＰＩＢ，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ａｇａｒｍａｌ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ｒｃｈ ２５，２０２２，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ｉｂ． ｇｏｖ． ｉｎ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ｆｒａｍｅＰａｇｅ． ａｓｐｘ？ ＰＲＩＤ ＝
１８０９５２１．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Ｇａｒｃíａ Ｓáｎｃｈｅｚ ａｎｄ Ｄｈａｎａｐａｌ Ｇｏｖｉｎｄａｒａｊｕｌｕ， “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Ｂｌｕｅ－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ｄ⁃
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ｅｎｎａｉ ａｎｄ Ｋｏｃｈｉ， Ｉｎｄｉａ”，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１２４， Ｎｏ．１， ２０２３， ｐ１０６４５５．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ｐａｃｉ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ｓ Ｆｉｒｓｔ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ｉｎ Ｐｕｄｕｃｈｅｒｒｙ”， Ｔｈｅ Ｈｉｎｄｕ Ｂｕｒｅａｕ，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４，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ｈｉｎｄｕ．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ｃｉｔｉｅｓ ／ ｐｕｄｕｃｈｅｒｒｙ ／ ｍａｒｉｎｅ － ｓｐａｔｉａｌ －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 ｆｉｒｓｔ －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 ｉｎ － ｐｕｄｕｃｈｅｒｒｙ ／ ａｒｔｉ⁃
ｃｌｅ６６５０７６６６．ｅｃｅ．

“Ｄｅｅｐ Ｏｃｅ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ｄｖｉｓ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ｓａ．ｇｏｖ．ｉｎ ／ 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ｄｅｅｐ－ｏｃｅａ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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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比，为期 ５ 年。 在印度看来，这是一个支持蓝

色经济倡议的任务模式项目，其任务内容包括

深海采矿和载人潜水器技术开发、海洋气候变

化咨询服务、生物勘探和保护深海生物多样性

的技术创新、深海调查和勘探、从海洋中获取能

量和淡水、高级海洋生物学研究站。①

在蓝色治理方面，印度政府对于蓝色经济

治理的重视主要体现在颁布各类法律法规以及

确立相关治理原则。 比如在渔业领域，２０１７ 年

通过了《２０１７ 年国家海洋渔业政策》（ＮＰＭＦ）以
及《国家内陆渔业和水产养殖》草案、２０１９ 年颁

布《２０１９ 年国家海洋渔业（监管和管理）法案》
２０２０ 年国家渔业政策（ＮＦＰ）以及《２０２２ 年印度

渔业愿景》。 这些法案或政策文件强调通过可

持续利用海洋和水生资源来促进“蓝色增长倡

议”，以改善渔民的生计安全。② 另外，印度也日

益强调海洋生态的保护与管理，加强海洋污染

综合性治理。 比如 ２０１１ 年印度出台了沿海管

理区（ＣＲＺ）通知，即一项旨在保护和维护沿海

环境、促进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其主要

目的是规范沿海地区的发展活动，确保沿海地

区渔业社区和其他当地社区人员生计安全，同
时保护沿海地带生态。 近年来印度已在沿海地

区实施了多项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如村庄迁

移、海岸保护结构和红树林恢复等。 诚然，这些

措施的有效性和对当地社区和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仍存在争议。

３．２　 蓝色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优先合作伙伴

印度还将自身角色定位成蓝色经济的积极

倡导者和优先合作伙伴。 印度认为自身蓝色经

济发展依赖于更广泛的印度洋地区，而且蓝色

经济可成为印度加强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新议

题。 《印度蓝色经济：政策文件草案》特别提到，
印度认识到一条从非洲东海岸延伸到西太平洋

的重要新兴经济和战略轴心，即塞舌尔－新加坡

－萨摩亚（ＳＳＳ）轴心，强调该轴心应构成印度强

有力的蓝色经济政策的基础，并建议印度积极

寻找在蓝色经济领域具有共同利益的并有专门

知识能力的合作伙伴，通过技术共享和合作转

让等方式，实现长期利益的共赢。③ 总之，在印

度的政策精英看来，印度需要在多边论坛上发

挥领导作用，促进蓝色经济或海洋经济的倡议，
并捍卫该地区较小国家的利益，特别是那些具

有战略重要性的小岛屿国家。④ 近年来莫迪政

府也采取实际行动以匹配这种角色定位。
首先，印度积极与相关国家构建蓝色经济

伙伴关系。 蓝色经济已出现在印度与许多国家

的双边合作讨论中，如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
尔代夫、塞舌尔等。 值得关注的是，印度不仅致

力于强化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蓝色伙伴关系，
还强调与更多区域外国家构建蓝色经济伙伴关

系。 ２０２２ 年，印度与法国建立蓝色经济和海洋

治理伙伴关系，欲在蓝色经济和海洋治理方面

开拓新的合作。 印度与挪威也建立了蓝色经济

伙伴关系，双方还于 ２０１９ 年成立蓝色经济特别

工作组，决定每年举行工作组会议。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印度地球科学部部长基伦·里吉朱（ Ｋｉｒｅｎ
Ｒｉｊｉｊｕ）会见欧盟渔业专员时，双方也讨论了蓝

色经济、海洋垃圾、渔业对话等议题。 据悉，印
度要求欧盟为海洋核算框架提供技术支持。⑤

印度还积极利用地区机制或地区组织构建

合作网络，旨在塑造蓝色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

优先合作伙伴的角色。 比如印度试图利用环孟

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推动其地区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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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经济合作。 ２０１６ 年在印度果阿召开的环孟加

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会议，其成果文

件就重点提到了蓝色经济。① 此外，印度也日益

重视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简称环印度洋联

盟，ＩＯＲＡ）在促进地区蓝色经济合作的作用，并
积极参与相关论坛和倡议。 印度在一些地区渔

业组织中也较为活跃，比如印度洋金枪鱼委员

会。 ２０２３ 年东盟－印度首脑会议通过的双方海

洋合作联合声明也强调双方将推进互联互通和

蓝色经济合作。②

另外，印度还积极参与相关国际合作，拓展

蓝色经济朋友圈。 例如， 印 度 地 球 科 学 部

（ＭＯＥＳ） 已加入联合国的 “清洁海洋计划”。
２０１９ 年莫迪总理在纽约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

发起了抗灾基础设施联盟（ＣＤＲＩ）。③ 印度国家

海洋信息服务中心（ＩＮＣＯＩＳ）还牵头了印度洋地

区十年合作中心（ＤＣＣ－ＩＯＲ）。 该中心是联合国

“海洋十年”倡议下的一部分，旨在促进印度洋

地区的海洋科学和可持续发展，并专注于印度

洋区域各类海洋挑战。 诚然，这些国际网络并

非专门的蓝色经济合作网络，但与其有一定的

议题关联性。 印度正试图通过这些国际合作网

络，展现其作为蓝色经济积极倡导者的角色，并
致力于成为其他国家的优先合作伙伴。

四、印度蓝色经济实践新动向

Ⅱ：空间拓展

　 　 除了角色塑造外，印度蓝色经济实践另一

个新动向是空间拓展。 印度不仅重视拓展本国

蓝色经济“发展空间”，而且还十分注重拓展其

蓝色经济领域“话语空间”。

４．１　 拓展蓝色经济“发展空间”

印度 地 处 印 度 洋 的 中 心 位 置， 有 长 达

７ ５１６．６公里的海岸线，拥有广阔的专属经济区

（ＥＥＺ）。 长期以来，印度的蓝色经济（或者海洋

经济）重点一直集中在沿岸区域，奉行“以港口

为中心的发展”模式。 然而，近年来印度不仅加

强了沿岸经济区建设，还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以

拓展蓝色经济发展空间。 具体包括：
（１）积极推进蓝色基建国际合作。 蓝色经

济发展往往依赖共享的基础设施，如港口和配

电网络等等。 印度总理莫迪曾多次表示基础设

施建设对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上文提到的

萨加尔马拉计划就是莫迪政府十分重视的项

目。 在印度看来，萨加尔马拉的四大支柱满足

了蓝色经济的所有关键要素，同时还将让印度

恢复与非洲、西亚和东南亚转口港的传统贸易

联系。④ 印度也正在积极推进与其他国家的蓝

色基建合作。 比如印度与日本、韩国、埃及等国

家都签署了相关谅解备忘录，共同开发港口、共
享技术、进行人力培训等。 目前一个典型的合

作案例是印度与阿联酋的迪拜世界港口公司

（ＤＰ Ｗｏｒｌｄ）合作。 在印度的港口发展中，迪拜

世界港口公司扮演了较重要角色，包括投资 ５１
亿美元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坎德拉港（Ｋａｎｄｌａ
Ｐｏｒｔ）建设一个新的每年能处理 ２１９ 万标准箱的

超级集装箱码头。⑤

（２）积极寻求国外技术合作，并鼓励外资投

入，以促进蓝色经济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印

度蓝色资源丰富，但并未得到合理布局。 因此，
印度期待通过更多国际合作促进相关行业发

展，调整蓝色增长结构，优化资源利用。 比如近

年来印度十分重视与一些发达国家在可再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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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ｍｉｌｌｉｏｎ－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ｔｕｎａ－ｔｅｋｒａ－ｍｅｇａ－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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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能源、蓝色固碳技术以及海洋空间规划等新

兴领域开展合作。 以海洋可再生能源合作为

例，２０２２ 年印度与丹麦合作启动了 １５ 个印度海

上风电场的概念规划。 同年，印度国家风能研

究院（ＮＩＷＥ）与英国的离岸可再生能源（ＯＲＥ
Ｃａｔａｐｕｌｔ）宣布联合建立一个为期五年的合作项

目，将专注于创新、研发、市场供应链增长、新技

术测试和示范以及海上风电技能计划等方面合

作。① 海洋空间规划方面，２０２３ 年印度与挪威合

作启动了印度国内第一个海洋空间规划项目。
据悉，挪威已被邀请为印度制定旅游、能源、交
通、渔业和水产养殖等活动框架提供技术

援助。②

（３）积极参与或发起相关“经济走廊” 项

目，旨在重塑其蓝色经济地理空间布局，拓展其

发展空间。 如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印日联合推出了所谓

的“亚非增长走廊”计划。 虽然该计划并不是蓝

色经济合作倡议，但它涵盖了与蓝色经济密切

相关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③ 此外，２０２３ 年 ９
月，美国、印度、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法国、德
国、意大利和欧盟领导人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共

同开发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 ＩＭＥＣ）。 据

悉，该走廊强调促进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出口；铺
设海底电缆并连接能源网和电信线路，以扩大

可靠的电力供应；推动先进清洁能源技术创新；
并通过安全稳定的互联网连接社区。④ 值得关

注的是，此倡议的实施细节和具体影响仍在发

展之中，但其背后的战略意义毋庸置疑，即被视

为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种竞争。

４．２　 拓展蓝色经济“话语空间”

除了拓展蓝色经济发展空间外，印度还强

调从多个途径拓展蓝色经济话语空间。 印度积

极参与国际海洋和蓝色经济相关的论坛和会

议，热衷蓝色经济倡议的推广，积极通过媒体宣

传和公众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蓝色经济重要

性的认识等。 印度还重视借用蓝色经济议题更

新本国的相关战略叙事，争夺国际话语权，其主

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借蓝色经济议题更新印度海洋战略叙

事，即强调用“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新叙事取代

原有“重安全轻发展”的旧叙事。 传统上，印度

海洋战略叙事更多集中在海上安全、地缘政治

等议题上，而经济发展议题受到较少关注。 目

前来看，印度正在用蓝色经济来改变这种不平

衡，试图利用“蓝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属性

更新原有旧叙事，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新

叙事。 过去十年，印度大力宣传的萨迦愿景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Ａｌｌ Ｒｅｇｉｏｎ， 简 称

ＳＡＧＡＲ，意为“该地区所有人的安全和成长”）
就是最好例证。 除了海上安全合作外，萨迦愿

景强调加强贸易、旅游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
同时它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强调促进该地区的

可持续发展。 印度国内学者认为 ２０１５ 年莫迪

提出的萨迦愿景是印度海洋外交的一个指导方

向，突出了海上安全、海上合作和蓝色经济之间

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⑤

二是试图用蓝色经济议题丰富印度版的

“印太”战略叙事。 在 ２０１８ 年的新加坡香格里

拉对话会上，莫迪首次阐明了印度的印太愿景，
在其表述中就提到蓝色经济。 莫迪表示，“我们

能够团结起来，防止海上犯罪、保护海洋生态、
抵御灾害，并从蓝色经济中繁荣起来”。⑥ 另外，
２０１９ 年莫迪在东亚峰会上发起的印太海洋倡议

２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ＯＲＥ Ｃａｔａｐｕｌｔ， “ＯＲＥ Ｃａｔａｐｕｌｔ ａｎｄ ＮＩＷＥ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 ＵＫ－
Ｉｎｄｉａ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Ｗｉ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Ｍａｙ ２，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ｏｒｅ．
ｃａｔａｐｕｌｔ．ｏｒｇ．ｕｋ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ｏｒｅ－ｃａｔａｐｕｌｔ－ａｎｄ－ｎｉｗｅ－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ｕｋ
－ｉｎｄｉａ－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ｗｉｎｄ－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 ．

Ａｙｅｓｈａ Ｋｈａｎ，“Ｃａｎ Ｉｎｄｉａ Ｓｐｅａｒｈｅａ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ｓ
Ｂｌｕ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ａｉｒ Ｐｌａｎｅ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６，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ｉｒｐｌａｎｅｔ．ｏｒｇ ／ ｓｔｏｒｙ ／ ｃａｎ－ｉｎｄｉａ－ｓｐｅａｒｈｅａｄ－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ｓｏｕｔｈｓ－ｂｌｕｅ－ｅ⁃
ｃｏｎｏｍｙ ／ ．

值得说明的是，近年来此走廊建设并未取得大的实质进

展。
Ｐ．Ｒ．Ｓｈａｎｋａ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ｄｉａ－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ＩＭＥＣ）”， Ｉｎｄｉ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Ｎｏ⁃
ｖｅｍｂｅｒ ８，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ｄｉａ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ｉ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
ｉｅｓ ／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ｎｄｉａ－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ｉｍｅｃ ／ ．

Ｐａｄｍａｊａ Ｇ．， “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 ＳＡＧＡＲ’⁃Ｉｎｄｉａ’ ｓ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０１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ｐｐ．１３－１９．

ＰＭＩＮＤＩＡ， “ ＰＭ ’ ｓ Ｋｅｙｎｏｔ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ｔ Ｓｈａｎｇｒｉ Ｌ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Ｊｕｎｅ １，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ｍｉｎｄｉａ． ｇｏｖ． ｉｎ ／ ｅｎ ／ ｎｅｗｓ＿ｕｐ⁃
ｄａｔｅｓ ／ ｐｍｓ－ｋｅｙｎｏｔｅ－ａｄｄｒｅｓｓ－ａｔ－ｓｈａｎｇｒｉ－ｌ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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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ＯＩ）也涉及了蓝色经济合作。 虽然此倡议并

没有明确提到蓝色经济，但提出的七个支柱都

植根于海上空间，与蓝色经济密切相关，比如海

洋生态、海洋资源、灾害风险降低和管理、贸易、
互联互通和海上运输等。 在 ＩＰＯＩ 颁布之后，印
度还积极邀请澳大利亚、日本、英国、法国等国

家加入。 在印度看来，蓝色经济概念与极具海

洋地缘特色的“印太”概念十分契合。
三是借用蓝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属性，

将其与多个议题捆绑，开启更广泛的叙述模板，
争夺国际话语权。 的确，蓝色经济与环保、气候

变化等议题息息相关。 有学者指出，蓝色经济

已经成为印度更大的经济和战略架构的重要组

成部分，包括对《巴黎协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承诺。 印度也时常借用蓝色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属性，将其与多个议题捆绑，比如

粮食安全、包容性增长和气候变化等。 ２０２３ 年，
莫迪总理在第三届全球海事印度峰会上表示，
“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未来，蓝色经济将成为创造

绿色星球的媒介”。① 同年，在印度担任 Ｇ２０ 轮

值主席国期间，印度相关方就多次强调建立可

持续和有弹性的蓝色经济的必要性。② 印度国

内相关智库也呼吁其依托 Ｇ２０ 平台引领全球蓝

色经济的发展。 据悉，在 Ｇ２０ 会议期间，印度推

动环境与气候可持续性工作小组 （ＥＣＳＷＧ） 专

门讨论了“促进蓝色经济和沿海可持续发展”
议程。

五、印度开展蓝色经济实践

面临的挑战

　 　 众所周知，蓝色经济是一种注入了可持续

发展理念的海洋经济，其实践过程并非容易。
近年来印度重视蓝色经济实践，采取了诸多措

施推进其进程。 总体来看，印度蓝色经济实践

取得一些成效，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是区域海上安全环境复杂多变。 印度

洋区域的海上安全环境极为复杂，作为全球经

济较为欠发达的区域之一，它同时面临传统安

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叠加挑战。 在传统

安全领域，该地区的大国博弈和军备竞赛日益

激烈，国家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同时，印度洋地

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疫情、非法移民、海盗等

非传统安全问题仍“久除不尽”，对蓝色经济的

建设构成了严峻挑战。 比如气候变化导致的海

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事件不仅威胁沿海社区的

安全，也对海洋环境造成了退化。 根据印度地

球科学部发布的《印度地区气候变化评估》报

告，１９９３—２０１７ 年，北印度洋（ＮＩＯ）的海平面上

升速度加速到了每年 ３．３ 毫米，与当前全球平均

海平面上升速度相当。 预计到 ２１ 世纪末北印

度洋的海拔相对于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年平均值将上升

约 ３００ 毫米。③ 此外，新冠疫情的爆发也阻碍了

许多发展项目的落实。 总之，这种复杂多变的

区域安全环境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印度在蓝色经

济领域的实践。
其次，印度蓝色经济实践面临金融支持不

足、技术转型困难等问题，其“可持续”依然存在

不确定性。 海洋国家在发展蓝色经济时，需要

考虑的因素众多，其中就包括了充足资金和技

术投入。 然而，印度在这两方面仍面临不足，这
些不足制约其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以海洋

能源开发为例，由于印度开发包括潮汐能、波浪

能、海洋温差能、海上风能、太阳能等资源的技

术仍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这

正是印度当前的短板之一。 有学者分析认为印

度的海洋可持续性问题几乎完全被淹没在国家

蓝色经济话语和无限财富的海洋政治雄心之

中，而这种不切实际的雄心引发了人们对印度

参与国际发展政策和承诺经济、社会和生态可

持续性的怀疑。 该分析还认为，印度在实现联

３５

①

②

③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ＰＭ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ｔ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Ｉｎｄｉａ Ｓｕｍｍｉｔ ２０２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７，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ｐｉｂ． ｇｏｖ． ｉｎ ／ ＰｒｅｓｓＲｅ⁃
ｌｅａｓｅＩｆｒａｍｅＰａｇｅ．ａｓｐｘ？ ＰＲＩＤ＝ １９６８３３１．

Ｓｕｂｈｏｍｏｙ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ｊｅｅ， “Ｗｈａｔ Ｇ２０ Ｃａｎ ｄｏ ｔｏ Ｇｅｔ ｔｈｅ Ｍｕｌ⁃
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ｉａ’ｓ Ｋｅ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Ｉｎｄｉａ 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１，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ｄｉａ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ａｎｄ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 ｗｈａｔ－ｇ２０－ｃａｎ－ｄｏ－ｔｏ－ｇｅｔ－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ｓｈａｐｅ－ｉｎｄｉａｓ－ｋｅ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 ．

Ｉｎｄｉａ ＰＩＢ， “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ｐｉｂ． ｇｏｖ． ｉｎ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ｆｒａｍｅＰａｇｅ．
ａｓｐｘ？ ＰＲＩＤ＝ １７０６９３８．



太平洋学报　 第 ３２ 卷

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方面的表现似

乎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特别是目标 １４—“水下生

命”。① 另外，当前印度采取的一些措施也并未产

生预期效果。 如前文所述，印度在沿海地区采取

了一系列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但其中部分措

施，特别是在奥里萨邦沿海地区已被证明在减少

沿海人口和生物多样性对海平面上升、极端海平

面事件和气旋影响的脆弱性方面无效。
此外，印度尚未建立一个有效的高层协调

机制，难将国内相关利益攸关者汇集在一起，导
致印度在推进蓝色经济实践时显得犹豫不决，②

且政策难以落地。 如有学者指出，印度蓝色经

济的治理结构正处于形成阶段，政府最终批准

成立国家蓝色经济咨询委员会（ＮＢＥＡＣ）以实施

蓝色经济政策尚待时日。③ 对此，有印度专家甚

至建议印度成立“蓝色经济论坛”，由政府部门、
专家以及蓝色经济私人企业代表组成，开展持

续的对话，确保上层政策与下层行动的协调性。
此外，印度还缺乏独立的蓝色经济核算框架。
目前已有印度学者建议成立国家蓝色经济核算

体系，以全面了解各部门的情况和价值，从而提

供强有力的政策建议。④

最后是蓝色经济的概念争议也影响印度开

展蓝色经济实践。 虽然蓝色经济概念已经广泛

流行，但仍存在模糊性，甚至是争议性。 各利益

攸关方对蓝色经济的解释、治理战略和实施方

法并非相同。 各方对蓝色经济的核算和评估方

法也存在差异。 另外，人们对于一些行业是否

属于蓝色经济组成部分仍存在分歧，特别是石

油和天然气等碳密集型行业以及新兴的深海采

矿行业。⑤ 以深海采矿为例，虽然它已受到不少

国家的重视，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许多环保组织指出这可能对海洋生物多样性造

成潜在危害。 的确，发展的持续性和环境的可

持续性是蓝色经济不可或缺的两面，然而要实

现良好的平衡并非易事。

六、结　 语

蓝色经济是在海洋空间的构想和利用方式

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出现的一个概念。⑥ 在面

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的背景下，
人们对蓝色经济的热情越发高涨。 目前来看，
各利益攸关方对蓝色经济的定义、实践路径和

方法等并非相同。 总体看，印度的蓝色经济呈

现增长趋势，但现有规模仍较小，但印度十分热

衷其实践。 近年来印度正从蓝色基础、蓝色增

长、蓝色治理三个抓手出发，积极开展蓝色经济

建设，寻求将自己打造成为印度洋区域“领先的

蓝色经济体” “蓝色经济的积极倡导者” “蓝色

经济的优先合作伙伴”多重角色。 同时，印度还

试图构建一个涵盖范围更广的蓝色经济合作网

络，从而拓展本国蓝色经济发展空间。 与此同

时，印度还寻求拓展蓝色经济话语空间，重视在

该领域的国际话语塑造，争夺国际话语权。 印

度蓝色经济实践呈现动态性和变化性，是印度

基于若干新旧背景知识而实施的适当绩效行

动，不仅受到印度自身因素影响，也受到外部环

境因素影响。 印度推进蓝色经济建设取一定成

效，但其中不少实践活动仍停留在话语实践层

面，成效难以评估，且面临诸多挑战。
蓝色经济概念的模糊性依然存在，但蓝色

经济发展理念已经成为诸多国家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方式。 人们期待通过发展蓝色经济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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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海洋安全和海洋健康，寻求人类与大自然特

别是海洋的可持续关系。 印度洋地区在全球南

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作为流动的海洋区域，
蓝色经济似乎非常适合作为强调该地区海洋维

度的概念。 蓝色经济在印度洋地区的经济发展

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对于那些主

要依赖海洋产业的小岛屿国家来说，其对国家

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 未来，蓝色经济应该会

持续获得印度政府的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近

年来中国也在积极与印度洋地区相关国家开展

蓝色经济合作，包括在渔业、海洋资源开发、海
洋空间规划，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等诸多方面。
中印都是蓝色经济的倡导者，在相关领域存在

合作空间，也理应成为未来双方合作的新增长

点。 不过，目前来看印度建构的实际上是一种

针对中国的竞争性叙述逻辑，这可能让中印蓝

色经济合作并非易事。 但中国与印度洋沿岸诸

多国家的蓝色经济合作仍有较大深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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