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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探寻在印度洋的主导地位被印度视为其战略崛起的内

在需求,与地区安全认知和外部周边环境的变化存在着直接关联.为实现

这一战略抱负,印度莫迪政府近年来重视践行海权意识,强化与印度洋地

区国家的战略关系,不断提升海军实力和远海行动能力,积极推动与美国

在 “印太战略”框架下的海上安全合作.印度的进取性姿态有助于转变其

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形象,为争当 “净安全提供者”带来机遇,并由此对

地区格局带来复杂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挑战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尽

管如此,由于受自身综合实力偏弱、美国既有海洋霸权和中国常态进入印

度洋等因素的制约,印度寻求印度洋主导权的探索将面临重大障碍.
【关 键 词】　印度　印度海洋战略　印度洋安全　地区主导权

DOI:１０１６６０８/jcnkinyyj２０２４０２０４

地理上居于印度洋中枢决定了印度与印度洋海域及整个地区的特殊关

系.印度传统上一直认为其是印度洋的天然主导者,期望确保印度洋始终

是 “印度之洋”.① 然而受战略重心布局、超级大国对抗及自身综合国力等

因素影响,印度自独立后很长时期主要将战略重心聚焦于陆地,海洋安全则

注重近海防御,主导印度洋的宏大抱负似乎只限于政治家和战略学者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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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进入显著的上升轨道,跻身 “全球领导型大国”日

益成为印度追求的战略目标.在此背景下,政治上强势的莫迪政府推出更

具进取性的海洋安全战略,强调印度对印度洋海域和平、稳定和繁荣负有

主要责任,力争扮演 “净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并通过外交、经济发展、
军事防务等多种途径探索在印度洋的主导地位.本文基于当前印度洋安全

态势和印度海洋战略演化,分析莫迪政府积极谋求印度洋主导权的动因、
措施及制约因素,并对印度海洋战略的未来走向及影响加以预判.

一、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转变

自独立以来,印度的安全战略一直存在着 “陆权”与 “海权”之争.
三面环海的地理特征使得印度洋在印度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一直占据着特殊

地位.然而,印度在独立后相当长时期内,始终未推出正式的海洋安全战

略.冷战时期,受防务重心布局、超级大国海上争霸以及自身经济不发达

等因素的影响,印度无力兼顾陆海两个方向的力量建设,一直将军事安全

的重心放在西部和北部陆上边境.在海洋安全方面,印度注重近海防御,
将维护专属经济区作为核心安全利益.印度战略学界一度希望印度能填补

英国退出后在印度洋留下的 “权力真空”,但这一愿景却因冷战背景下美苏

博弈以及自身实力所限而落空.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印度奉行 “不结盟”
外交政策,拒绝在美苏两极之间选边,积极倡导建立 “印度洋和平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随着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国力增强和战略崛起加

速,印度洋对印度的地缘安全、经贸、能源供应的重要性上升,印度对印

度洋的战略认知出现调整和转变,追求印度洋主导权的愿望日益明显.印

度国防部２００４年发布的 «印度海洋学说»表明,印度海军已改变过去的近

海防御战略,转而寻求进攻性海洋安全战略,发展可信的最低核威慑,加

强濒海作战能力,并最终主导印度洋地区;同时,«印度海洋学说»也指出

从波斯湾到马六甲海峡的弧形地带是印度海军的合法活动区域.① 印度海军

２００７年发布的 «自由使用海洋:印度海洋军事战略»指出:印度的首要海

上军事利益是确保国家安全,防止域外势力干涉,以保障经济增长和发展

的安全环境;印度在印度洋的主要利益空间一是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划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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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专属经济区的部分及附近岛屿与海域,二是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

峡、曼德海峡和好望角等印度洋咽喉要道.① 在这一阶段,印度依然认为作

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自身海军力量有限,影响只局限在沿海水域.②

印度人民党莫迪政府在战略上高度重视海洋,执政初期便于２０１５年推

出 «确保安全的海洋:印度海洋安全战略».２０１５年版的 «印度海洋安全

战略»将印度在印度洋的战略目标从 “自由使用海洋”改为 “确保安全的

海洋”;首次将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作为一道整体的 “战略弧”加以考量,并

将红海、阿曼湾、亚丁湾以及西南印度洋等过去的 “战略次要区域”提升

为 “战略主要区域”,同时 “战略次要区域”也相应扩展到东南印度洋、地

中海、非洲西海岸以及西太平洋等地区.③ 这些重大调整表明,印度在印度

洋的战略姿态已出现从 “战略防守”向 “战略进取”转变的趋势.与此同

时,印度开始强调在印度洋的 “净安全提供者”作用.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印度

正式宣布增强在印度洋各咽喉要道和关键水域的力量部署,强化在印度洋

的战略存在.④ 可以看出,进入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随着美国 “亚太

再平衡”、“印太”战略的相继推出和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印度

洋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与此同时,印度的综合国力持续增长,印度成

为印度洋地区举足轻重的力量和主要大国积极争取的对象.

美国特朗普政府２０１７年推出的 “印太战略”将印度洋、西太平洋视为

单一的战略整体区划,突出印度的特殊地缘战略作用.莫迪政府也于２０１８
年提出印度版 “印太”构想,强调 “印太”地区是一个 “自由、开放且包

容的地区”.⑤ ２０１９年莫迪领导印度人民党为主的全国民主联盟 (NDA)再

次赢得人民院选举,莫迪政府于同年１１月在曼谷东亚峰会提出 “印太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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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IPOI),强调与 “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合作,确保安全、可靠和

稳定的印太海域,实现地区繁荣.① 显而易见,印度在呼应美国 “印太战

略”的同时也试图构建自身的 “印太”愿景,表明印度尽管将战略重心放

在印度洋,但有兴趣和意愿将战略触角向西太平洋延伸.２０２１年８月,莫

迪总理为彰显印度在全球海洋问题上的影响力,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加强

海洋安全国际合作 “五原则”:消除对合法性海上贸易的壁垒,以和平方式

并基于国际法解决海洋争端,共同应对自然灾害和非国家行为体造成的海

上威胁,保护海洋环境与资源,以及鼓励负责任的海上联通.② 可以看出,

印度寻求印度洋海域的主导权、参与领导全球海洋事务的意图十分明显.

二、莫迪政府寻求印度洋主导权的动因

一国的海洋安全战略服务于该国的整体战略需求,且与同一时期海洋

安全态势以及外部周边环境直接相关.莫迪政府将其主要战略区域扩展到

整个印度洋,强调印度作为 “净安全提供者”的作用,表明寻求地区主导

权已成为印度推行海洋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莫迪政府追求印度洋主导权,

是印度宣示战略崛起内在需求、改变对印度洋安全认知、利用对自己相对

有利国际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印度战略崛起的内在需求

印度次大陆北部为喜马拉雅山脉,东西两侧为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

南部深入印度洋,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印度在安全、战略和外贸等方面

对印度洋的高度依赖性.在独立初期,印度的政治精英就意识到在印度洋

取得主导地位是印度未来战略崛起的必备条件.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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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提出,“印度要称雄大陆,必先称雄海洋.”① 印度战略学者和外交家潘尼

迦 (KMPanikar)也指出,印度洋安全与否关系着印度的生死存亡.② 印

度学者韦迪亚 (KeshaVaidya)的表述则更为直接:“印度洋必须成为印度

之湖.也就是说,印度必须是印度洋水域无可争议的主导者,控制包

括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在内的广阔水域.”③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伴随印度经济持续增长,其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在

对外战略上显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和强势.莫迪在第二任期内将跻身 “全
球领导型大国”作为印度的战略目标,并承诺要使印度在其第三届任期内

变成世界第三超级经济大国.④ 对于印度战略精英尤其是莫迪政府,推行积

极的海洋战略、谋求在印度洋的主导权成为印度战略崛起的 “刚性需求”,

也是其跻身世界强国的必要步骤.

印度的这一 “刚性需求”叙事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其一,印度要继续

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确保印度洋海上交通线畅通无阻.印度虽然

是印度洋地区大国,但无法左右或决定性地影响印度洋的重要咽喉要道,

仍面临自身的 “霍尔木兹困局”与 “马六甲困局”.印度对外贸易总量的

９５％和总价值的７４％需要通过海运完成;作为世界第三大能源消费国,印

度８０％以上的石油和５０％以上的天然气依托海洋运输进口.⑤ 换言之,印

度要克服能源进口和对外贸易的运输瓶颈,避免印度洋局势对自身可持续

发展构成的潜在负面影响,争取海域和地区的主导权成为其必然的战略

选项.

其二,获取在印度洋的主导地位将为印度参与大国博弈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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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战略精英普遍认为,印度洋对印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区域,

覆盖了能潜在影响印度安全环境的远近邻邦,对印度的外交、军事利益和

对外接触利害攸关,印度洋的稳定和安全直接决定印度的外部环境;并且

印度在印度洋的战略位置得天独厚,对地区安全是举足轻重的主导力量.①

２１世纪以来,主要大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战略竞争加剧,缺少包容性地

区安全建构加之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这种不稳定态势既加深了印度

对印度洋的战略敏感,也刺激了印度的战略追求.印度学者就认为,“在这

种态势下,印度应以其拥有的海上实力,寻求在该地区发挥 ‘不引人注目

的支点’和 ‘力量平衡者’的作用.”②

其三,印度洋是印度扩展战略影响力的主要方向.印度意识到要跻身

于世界大国之林,就必须冲破南亚的区域藩篱,在印度洋方向扩展战略影

响力是现实的选择.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看,印度延伸战略触角在北和西北

陆缘方向直接受制于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长期对峙以及阿富汗的动荡,而

印度洋、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则为印度提供了拓展地缘影响的广阔空间.

印 度 战 略 界 对 此 有 清 晰 认 知. 印 度 战 略 家 苏 布 拉 马 尼 亚 姆

(KSubrahmanyam)曾表示: “主导印度洋是印度 ‘天定命运’的组成部

分.”③ 印度前外交秘书希克里 (RajivSikri)也相信: “如果印度要成为一

个大国,那么它的战略影响力可向海洋方向扩展,其他方向则都会受到极

大限制.”④ 因此不难理解,印度近年旨在拓展对外影响力的 “东向行动政

策”、“西进”战略和 “萨迦”(SAGAR,意为地区国家的普遍安全与发展)

倡议,都将印度洋作为基本的地缘依托.

(二)印度对印度洋地缘安全的认知变化

印度对印度洋安全态势的认知变化是其寻求印度洋主导权的重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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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作为世界第三大洋,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海上战略通道,东

西两翼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地缘战略重要性尤为突出,分布着马六甲

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等多个海上咽喉.从全球能源安全的视角

看,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UNCTAD)数据,印度洋承载着全球５０％
以上的集装箱运输和７０％的原油运输.① 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冲突与大

国博弈加剧,尤其随着美国 “印太战略”的推出,印度洋安全成为各主要

大国和地区国家普遍关切的问题.印度作为印度洋地区大国,战略利益覆

盖面广泛,对域外大国的活动和地区性冲突反应敏感.在非战争状态下,
印度对印度洋的安全关切既包括域外国家的军事存在,也包括海上咽喉通

道阻断、地区不稳以及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印度相信,

尽管其中大多数威胁也影响该地区其他利益攸关方,但鉴于印度 “已承担

保障印度洋地区安全的责任”,因此所受影响更大.② 在全球化的今天,印

度更是无法承受供应链中断的威胁与影响.据统计,印度约５０％的外贸运

输途经阿拉伯海,能源需求约６０％从中东国家进口,红海航道阻断被印度

视为对国家安全利益的直接威胁,可能使全年出口损失达３００亿美元.③ 此

外,印度对２００８年孟买恐怖袭击教训深刻,担心来自海上的非传统安全威

胁再次危害国土安全.
印度对印度洋安全的认知以战略现实主义为准绳,明确指向大国间的

竞争与对抗.在印度洋众多利益攸关方中,印度最关注的对象是中国和美

国,中美各自的战略取向及其影响成为印度评估印度洋局势的基本要素.

美国迪戈加西亚海军基地和分布在西亚、中东地区的众多军事设施表明,
美国仍然掌握着印度洋的制海权.尤其美国为应对中国的战略崛起,极力

鼓动印度承担印度洋 “净安全提供者”的角色以配合其 “印太战略”.印度

鉴于实力差距和利益得失权衡,选择 “搭车”美国,持续深化与美国的防

务与海上安全合作,事实上正在成为美国 “印太战略”在印度洋的支点.

印度对印度洋安全的认知转变更多聚焦中国的海洋战略.近年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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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定期向亚丁湾派遣国际护航编队,中国海军舰艇在印度洋的活动常态化,

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将印度洋列入主要拓展方向,这些都引发印度的极

度过敏反应.印度判断中国在印度洋的意图和能力主要基于地缘政治逻辑,

尽管也有观点承认中国在印度洋的海上存在具备合法性,但诸多事实表明,

与印美海上安全合作形成反差,印度高度警惕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与活动,

认为对其地区利益和影响力构成严重挑战.① 与常态进出印度洋相关,印度

也对中国远海投射力量的提升感到担忧,声称 “中国具备陆海攻击能力的

战略核潜艇进入印度洋对印方关键的沿海基础设施和资产将造成巨大不安

全感”.②

印度从零和博弈的观念出发,也将 “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引发印度洋

安全态势发生改变的重大挑战.印度主流观点认为,从中国南疆直通巴基

斯坦瓜德尔港的 “中巴经济走廊”途经印巴争议的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既

损害印度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又形成中巴联合从陆海两向对印方的战略围

堵;“建成将克什米尔地区包括在内的中巴陆地通道只会加剧中印之间的地

缘政治鸿沟,瓜德尔港则进一步给 ‘丝绸之路经济带’添加了海洋因素.”③

在另一方向,印度尽管对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BCIM)的抵制程度相对

较低,但认为中国与缅甸、孟加拉国发展互联互通将损害印度的地缘政治

利益;并且基于中国的经济和战略实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可能提升中

国对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影响,从而削弱它与印度本土的地理、经济、社会

与情感联系.④

事实上,印度在认知上将区域发展泛安全化由来已久.早在２００５年,

印度战略学界就将中国投资援建瓜德尔港、汉班托特港 (斯里兰卡)、吉大

港 (孟加拉国)和皎漂港 (缅甸)视为围堵印度的 “珍珠链战略”.随着近

年来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取得进展,特别是中国增加在环印度洋

６８

①

②

③

④

SajjadAshraf,“PowerStruggleintheIndianOcean”．

GurpreetSKhurana,“India’sMaritimeStrategy:ContextandSubtext,”MaritimeAffairs,

Vol１３,No１,２０１７,pp１４Ｇ２６

DarshanaMBaruah,“India’sAnswertotheBeltandRoad:ARoadMapforSouthAsia,”

CarnegieIndia,Aug２１,２０１８https://carnegieindiaorg/２０１８/０８/２１/indiaＧsＧanswerＧtoＧbeltＧandＧ

roadＧroadＧmapＧforＧsouthＧasiaＧpubＧ７７０７１

AshokSajjanhar,“UnderstandingtheBCIM EconomicCorridorandIndia’sResponse,”

IssueBrief,No１４７,June２０１６,p４https://wwworfonlineorg/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６/０６/

ORF_IssueBrief_１４７pdf



　 印度探索印度洋主导权的动因、举措与制约

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印度对中国从陆海双向对其实施战略围堵的疑

虑进一步加深,认为中国与印度洋地区其他国家合作建设的港口项目具有

军民两用性质,将加强中国的地区战略布局,从而致使印度的安全处境更

加复杂化.① 由此可见,以对中国的战略 “疑虑”为特征的安全认知为印度

谋求印度洋主导权提供了某种貌似合理的依据.
(三)对印度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

印度当前面对的外部环境较为宽松,为其谋求在印度洋的主导地位提

供了有利条件.美国的战略追捧与印美关系的稳步提升是印度外部环境相

对有利的主要体现.冷战结束后,美印两国在相互调整政策的基础上实现

了双边关系稳固发展.自奥巴马政府宣布 “重返亚太”并将战略重心从

“反恐”重新转向大国博弈后,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明显提

升,成为美国的主要防务伙伴.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明确将中国定义为

主要战略竞争对手,鼓动印度在其 “印太战略”中发挥印度洋战略支点的

作用,印美战略合作进一步密切.拜登执政后,美印基于 “印太战略”的

合作持续深化.２０２１年印美发布指导性文件 «美国和印度:深化战略伙伴

关系»,双方同意提升战略合作,在印太地区安全事务中协同发挥重要作

用.②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强调, “鉴于印度是世界上最大

的民主国家和 (美国的)主要防务合作伙伴,美国与印度将进行双边和多

边合作,以此支持共享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愿景.”③

印度在与美国及美国的地区盟友加强战略合作的同时,也与其他大国

保持密切互动.莫迪政府在外交上强调 “多向结盟”,主张在加强印美战略

伙伴关系的同时,也平衡与中国、俄罗斯、东盟以及其他大国和地区力量

的关系.事实表明,印度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并未因俄乌冲突和对俄

国际制裁而实质性受损;印度与中国的关系近年来尽管因边境等问题陷入

低谷,但双边关系总体上仍然是可控的.作为 “多向结盟”的体现,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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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既参加美国主导的美日印澳 “四边安全对话” (QUAD),又是 “上海

合作组织”、“金砖国家”、 “全球南方”等非西方多边机制的重要成员.这

种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为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作用提供了空间,也

为其追求印度洋主导权提供了难得机遇.

三、印度寻求印度洋主导权的战略举措

寻求在印度洋的主导权集中反映了印度在崛起过程中的利益扩张、安

全认知转变和外部环境的刺激,而追求这一目标需要其在政治、外交、军

事、经济等方面付出努力与成本.为寻求印度洋主导权,莫迪政府推出四

类举措:实践海权意识,强化在印度洋海域的制海能力;发展与印度洋地

区国家的伙伴关系;提升印度海上军事力量与投射能力;借助与美国的海

上安全协同扩展在印度洋的战略影响.
(一)实践海权意识,强化在印度洋海域的制海能力

海权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内涵既包括海洋军事与商业实力,也包括为

海上公域和公益提供服务的能力.印度战略界认为,增强海军力量 “不仅

要反映战略实力的提升,也需验证是否符合马汉所提的 “通行全球海洋公

域”的海权准则,因此印度面对的问题始终是印度海军能否为在海上冲突

中获胜而控制海洋 (印度洋),以及印度的印太战略如何应对各类传统与非

传统海上威胁.①

印度伸张当代海权的重要表现是对印度洋 “净安全提供者”这一角色

的强调和实践.“净安全提供者”通常指一国拥有可信的军事实力和战略意

愿,能在地区或全球层面为应对共同的安全利益提供自身的军事及其他资

产.印度在印度洋充当 “净安全提供者”,最初由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盖茨

(RobertGates)在２００９年香格里拉会议上提出,后来日益频繁地见诸 “四
边安全对话”机制和印度的官方文件.印度对承担该角色职能的界定包括:
军事存在与快速反应,海上接触,能力建设与实力提升,发展地区海域感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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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以及海洋安全行动.① 以其中反映当代制海能力和支撑海上安全的海域感

知 (MDA)为例,印度目前已经以整个印度洋地区的主导者自居.印度

２０１８年正式启用印度洋区域信息融通中心 (IFCＧIOR),由海军主要负责管

理,其主要任务是促进和共享有关印度洋海上安保的海域感知,如辨识和

交换各类针对商船航行的安全威胁.该机构作为印度洋地区信息网络枢纽,

与２０多个国家及多个国际多边组织建立起联系,并有一些国家表达了参与

意向.② ２０２１年印度宣布将新建４２个沿海雷达站以加强沿海监控能力,

２０２２年继而批准 “国家海域态势感知”(NMDA)项目.③ 印度也是 «白色

航运协议» (WSA)签署方,能与其他签约国海军及其他利益攸关部门相

互交换与商船航行安全相关的信息数据.

印度近年来在西印度洋海域打击海盗和多边国际护航行动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２００７年以来,印度多次参与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打击索马里海

盗的多国行动.２０１９年６月,印度海军在阿曼湾开始实施打击海盗、护航

商船的 “桑卡尔普行动” (Sankalp)并取得一定成效.２０２３年年底巴以冲

突的加剧导致地区安全局势恶化,也门胡塞武装对过往红海的国际商船频

频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连接苏伊士运河与印度洋的海上通道受到直接

威胁,在此背景下印度海军扩大了护航与救援范围.印度海军宣称在危机

中发挥 “第一响应者与首选安全伙伴”的作用,在红海部署了护卫舰和驱

逐舰等１０余艘舰艇.截至２０２４年４月,印度海军已经对至少１９次突发事

件采取行动,护卫商船通过海上走廊,并施救遭遇袭击的多国商船.此外,

通过增强力量部署并与伙伴国家海军协调,印度海军采用远程巡逻机、遥

控飞行器及海上平台对阿拉伯海及附近区域保持全天候监视,搜集信息、

识别威胁和预测安全风险.有分析指出,鉴于现阶段巴以冲突尚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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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海军在该地区的作用将会日益重要并产生回报;并且无论冲突最终如

何终结,印度作为该地区 “净安全提供者和第一响应者”的作用将再次得

到证明.① 也有评论相信,红海护航使印度海军巩固了在亚丁湾和阿拉伯海

的存在,表明印度作为重要角色对国际海洋安全的影响正在日益上升.②

２０２４年２月在孟加拉湾举行的 “米兰”多国海上军演也体现出印度对

现代海权的宣示.“米兰”军演凸显了印度对国际社会的召集力.印度海军

成功邀集５０多个国家参加军演,既包括印度洋地区国家、美国及其盟友,

也包括与西方关系紧张的俄罗斯、伊朗等国,各国海军的这种非正式互动

突出了印度的主导作用.除军事和安全外,印度对现代海权的热衷也反映

在利用海洋满足国内发展需求和繁荣经济方面.印度２０２１年２月发布的

«海洋愿景２０３０»规划出１０年发展蓝图,涉及港口、海运和内河航运.据

世界银行 «２０２３年物流绩效指数 (LPI)报告»,印度在 “国际海运”分类

栏目的全球排名为第２２位 (２０１４年为第４４位),物流绩效指数得分居第

３８位,升速显著.与此同时,印度的港口与海事物流部门也呈现较快的发

展态势.③

现代海权也包括影响海上安全规则、主动承担在国际海域的责任并寻

求在海洋公域有所作为.印度近年来在这方面有突出表现,前述莫迪总理

在安理会提出加强国际海洋安全合作的原则即为典型一例.值得一提的是,

莫迪高调列举印度的相关经验和 “贡献”作为倡议的支撑,包括印度倡导

“萨迦”理念,推动包容性地区海上安全建构;印度与孟加拉国顺利解决海

上划界问题;印度海军长期在印度洋执行巡逻任务并打击国际海盗;印度

举办的印度洋区域信息融通中心增进地区共享海域感知和强化海上安全;

印度在印度洋发挥 “净安全提供者”的作用等.④ 有分析据此认为,莫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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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表明印度已开始在国际海洋安全政策与实践方面扮演领导角色.① 也可

看出,莫迪刻意推出 “印度经验”作为国际海洋治理的借鉴,无意掩饰印

度对印度洋主导地位的企求.

(二)扩大对印度洋地区国家的影响

加强与印度洋地区国家的接触是印度追求印度洋主导权的重要途径之

一,涵盖多个方向和层次.其一是深化与东盟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东盟

地区是印度 “东向行动政策”和 “印太”构想的指向伙伴,莫迪政府２０１９
年提出的 “印太海洋倡议” (IPOI)将东盟列为重要合作对象.２０１８年５
月,印度宣布与东盟的主导国家印尼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同意就

防务、联合海上演习和巡逻开展合作,此举为印度海军在马六甲海峡的活

动提供了政策支撑.同年,印度与印尼就举行双边代号为 “萨穆德拉沙

克提”(SamuderaShakti)的年度海上军演达成协议,借此加强两国海军的

互操作性.② ２０１６年９月莫迪总理访问越南,成为１５年来首位访越的印度

总理;２０１９年以来印越已举行三轮海上安全对话.印度２０２２年同意向菲律

宾出口布拉莫斯超声速巡航导弹,并在２０２３年６月与菲律宾发表联合声

明,呼吁各方支持２０１６年南海仲裁案结果,首次在南海问题上站队菲律宾

针对中国.③ 在地区层面,印度２０２２年宣布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２３年５月首届印度—东盟海上军演在南海附近举行,军演意在增进印度

—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④ 当然,印度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有双重

目的,既可扩展自身的战略空间,也可缓解东盟对印度增强远洋投射能力

的疑虑.印度刻意强调印太的 “东盟中心”地位以博取对方好感,从而起

到联手东盟制衡其他大国的作用,尤其对冲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

其二是增强与西印度洋地区的战略接触.阿拉伯海不仅关系到印度本

土安全,也是印度重要的经贸与能源通道.中东地区则是印度能源进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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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源,沙特、阿联酋等国为印度带来大部分海外劳务外汇.印度２０１５
年８月推出 “西联”(LinkWest)计划,强调从互联互通、能源安全、经

贸等层面促进与中东地区国家的合作,注重在该地区开展全方位 “大国外

交”.伊朗是海湾地区大国和印度的主要地区伙伴及原油进口来源国,印度

２０１８年就租借恰巴哈尔港与伊朗达成协议,从而将战略触角扩展到霍尔木

兹海峡.２０１８年５月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印度仍顶住美方制裁压力坚持

从伊朗进口石油.印度２０１９年１０月与沙特阿拉伯签署战略伙伴关系理事

会协议,成为沙特阿拉伯 «２０３０愿景»的重要伙伴国.此外,印度于２０２１
年１０月与美国、以色列和阿联酋共组 “四方机制”(I２U２),有助于扩大对

中东地区的影响并巩固在西印度洋的战略地位.

其三是稳固与印度洋岛国的传统联系.在双边层面,印度与斯里兰卡

的关系近两年出现明显改善.２０２３年７月,莫迪总理邀请斯里兰卡总统维

克拉马辛哈 (RanilWickremesinghe)访印,试图为一度不稳的双边关系重

定积极基调.莫迪对其表示,“一个稳定、和平和繁荣的斯里兰卡不仅符合

印度的利益,也符合整个印度洋地区的利益.”① 在２０２２年斯里兰卡国内危

机期间,印度提供了超过４５亿美元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支持斯里兰卡

债务重组努力.印度致力于加强与斯里兰卡的双边关系,推动多项发展投

资倡议,包括能源中心、港口与大型炼油厂.② 印度长期与马尔代夫保持战

略、经济与文化联系,包括向马尔代夫提供援助、协助发展项目和履行经

贸协议,但马尔代夫对印政策近年来一直在 “印度优先”和 “驱离印度”

两者间摇摆.２０２３年马尔代夫大选前,印度外长和防长相继到访,试图对

其施加压力.印度防长辛格 (RajnathSingh)声称,印马双方对维护地区

和平与安全承担着共同责任.③ 有分析认为,莫迪政府试图进一步利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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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信息优势、军事合作与经贸关系等工具,恢复此前丢失的阵地,支撑

双边关系.① 穆伊兹 (MohamedMuizzu)就任总统后,马尔代夫新政府主

动疏远印度,要求印方撤离驻马军事人员,这让莫迪政府始料未及.
在地区层面,莫迪总理２０１５年出访毛里求斯时首提 “萨迦”倡议,表

达印度与印度洋地区国家加强安全与发展合作的决心.② 基于该倡议,印度

海军在新冠疫情期间向马尔代夫、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科摩罗和塞舌

尔等国提供医疗与粮食援助.印度外交部２０１６年成立印度洋司,负责处理

印度洋地区事务,其中特别强调与地区岛国协调关系.２０２０年３月,印度

成为印度洋岛国组织 “印度洋委员会” (IOC)的观察员国.印度重视利用

“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IORＧARC)和印度洋海军论坛 (IONS)等地区

多边机制,加强与印度洋地区国家的安全关系,降低后者对域外大国的安

全依赖.③

(三)提升海上军事力量与远海行动能力

为尽快获取并维持在印度洋海域的主导地位,印度将发展一支现代化

的 “蓝水”海军作为重要选项.在莫迪政府的推动下,过去十年印度在海

军力量发展、海域感知能力提升、海军多功能基地构建、远海军力部署与

投射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一是推进海军力量建设.作为军力建设的物质基础,印度的防务预算

在过去十年快速增长.２０２３年度,印度国防预算达７３８亿美元,仅次于美

国、中国而位居世界第三.其中,印度海军军费占预算总额的１７％ (陆军

为５７％、空军１９％),在三军中所占份额尽管最低但增速最快.④ 军费的增

长趋势为印度的海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２０１５年 «印度海洋安全

战略»颁布后,莫迪政府随即提出加快实施 “２０３０年海军现代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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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莫迪政府先后从俄罗斯、美国、法国等国购入先进作战舰艇和海

上军事平台,同时通过军工产业的 “印度制造”计划降低进口依赖,提高

包括海军装备在内的军备国产化程度.２０２２年９月,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

克兰特号 (INSVikrant)正式服役,这不仅标志着印度已成为双航母国

家,也表明其海军装备国产化进入新阶段.印度第二艘国产航母目前已在

规划中,预计到２０２７年将拥有三个航母战斗群.印度海军现拥有各类舰艇

１３２艘,预计２０３５年将达到１７５艘左右,且大部分将实现国产化.①

二是升级孟加拉湾海军基地.印度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位于孟加拉

湾东部,靠近连接东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马六甲海峡北端,是跨接东西印

度洋重要国际航线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尤为重要.印度早在２００１年便在

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建立了三军联合指挥部,并于２０１９年制定了总额高达

５６５亿卢比、为期１０年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 “专属军事基础设施发展计

划”,着眼部署更多的军舰、航母、无人机和导弹,提升其作为军事基地的

综合作战能力.② 与此同时,印度也在酝酿一项旨在２０２７年之前逐步提升

该岛驻军人力和军事资产的 “力量扩充”综合计划.根据现有规划,印度

海军将在布莱尔港以北新建一处空军基地,使之成为印度在安达曼—尼科

巴群岛的第三处空军设施.位于该群岛的海军基地被视为印度 “东向行动

政策”的主要战略支点,有利于印度未来向马六甲海峡以东及中国南海地

区进行战略延伸.近年来,美印主导的 “马拉巴尔”联合海上军演也多在

该群岛附近海域举行.
三是强化在阿拉伯海的常规部署与投射能力.印度力图通过强化在阿

拉伯海的军力部署拓展在印度洋的地缘军事优势.卡尔瓦尔 (Karwar)海

军基地地处印度次大陆西南端,方便印度海军监视阿拉伯海及其周边国家

的海军动向,并有效缓解孟买海军基地的压力.２００５年５月,卡尔瓦尔基

地一期工程竣工,２０１１年二期工程启动.据报道,该基地建成后能同时容

４９

①

②

“IndiaPlanninga１７５ＧshipNavyFleettoCounterChinainIndianOcean:Report,”Deccan

Herald,Sep１８,２０２３https://wwwdeccanheraldcom/india/indiaＧplanningＧaＧ１７５ＧshipＧnavyＧfleetＧ

toＧcounterＧchinaＧinＧindianＧoceanＧreportＧ２６９０８７６

RajatPandit,“EyeonChina,GovernmentFinalisesRs５,０００ＧcroreDefencePlanforAndamans,”

The Times of India,Jan２７,２０１９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eyeＧonＧchinaＧ

governmentＧfinalisesＧrsＧ５oooＧcroreＧdefenceＧplanＧforＧandamans/articleshow/６７７０５６９０cms



　 印度探索印度洋主导权的动因、举措与制约

纳３２艘军舰和潜艇,包括两艘航母.① 印度２０１４年从俄罗斯购入并改名的

“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 (INSVikramaditya)长驻该基地.印度国防部长

拉杰纳特辛格 (RajnathSingh)２０２１年６月访问基地时表示: “项目完

成后卡尔瓦尔海军基地将成为亚洲最大的海军基地,将进一步加强印度武

装力量的作战准备,并在贸易、经济、人道主义援助行动等方面起到积极

作用.”② 随着印度在东西印度洋海军基地的完善,加之近年来在毛里求斯、

塞舌尔等印度洋岛国新建的军事设施,印度海军在印度洋的地缘战略优势

日益凸显.有学者分析认为,地理位置使印度在印度洋具有相当大的军事

优势,包括可迅速到达自己的基地并获取物资补充等.③ 此外,印度海军

２０２４年决定在拉克沙群岛 (Lakshaweep)的米尼科伊岛 (Minicoy)建设

海军基地.鉴于该群岛靠近战略位置重要的国际航道九度海峡,并且米尼

科伊岛距马尔代夫距离较近,此举有助于增强印度海军对该片海域的控制

能力.
(四)提升与美国的海上安全合作

印度将增进印美战略合作作为在印度洋寻求主导权、扩展地区战略影

响的重要阶梯.自莫迪执政以来,印度逐渐转变了以往在地区安全建构中

防范美国的认知模式,这为改善双方战略互信创造了机会.随着２０１７年

“四边安全对话”重启,尤其特朗普政府明确提出将印度作为 “印太战略”

在印度洋的重要支点和 “净安全提供者”,印度对美国不断作出积极回应.

２０１８年９月印美举行外长防长 “２＋２”首次会晤,此后即使在俄乌冲突爆

发后印度拒绝参与西方对俄制裁的情况下,印美战略合作仍保持活力.

莫迪政府注重加强与美国的防务和海上安全合作.在拖延多年后,印

度与美国在２０１６年签署 «后勤交流协议备忘录» (LEMOA),准许必要时

相互借 用 对 方 军 事 基 地.２０１８ 年 印 美 签 署 «通 信 兼 容 与 安 全 协 议»
(COMCASA),印度获许从美国引进防务尖端技术与设备.２０２０年印美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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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印度得以从美方获得地

理空间情报信息,提高自动化硬件系统和巡航、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武器

的军事精准度.① 美国拜登总统执政以来,印美海上安全和防务合作继续深

化.在２０２２年美印 “２＋２”对话期间,双方提议 “允许美印两国军队在从

海洋到网络空间的所有潜在冲突领域进一步无缝合作”.② 美印日澳 “四边

安全机 制” 峰 会 继 而 于 同 年 推 出 “印 太 海 域 态 势 感 知 伙 伴 关 系”
(IPMDA),意在实现印太地区海域态势信息和情报共享,提升海域监控能

力,印度成为显而易见的受惠方.武器供售关系升级也是印美防务合作水

平的直接体现.当前,美国已成为仅次于俄罗斯的印度第二大武器供应国.

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和印美战略关系增强,如果俄制武器进口受到影响,印

度有可能在军备进口上更多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倾斜.２０２３年６月莫迪总理

访美期间,印美宣布就防务和安全合作达成一揽子协议:③ «美印关键和新

兴技术倡议» (iCET)将增加印度获取美国新兴技术的机会;船舶修理协

议允许部署印度洋的美国船只进入印度的造船厂进行维修,对于美国强化

在印度洋前沿部署的后勤保障具有特殊意义;美印联合生产F４１４航空发动

机协议将使印度获取美方先进技术,促进武器生产的本土化;印度受许从

美购买 MQＧ９B “海上守护者”无人机则将显著提升印度海军的监控与实战

能力.

除军备合作外,联合军演也一直是印美海上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印

美 “马拉巴尔”年度军演近年在印度的支持下已演变为美印日澳 “四边”

年度军演.此外印度还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其他海上军事行动,包括２０２２
年成为海上联合部队 (CMF)成员国,这增强了印度在西印度洋海域的存

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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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印度追求印度洋主导权的制约因素

印度的海洋战略经历了从保守到进取的渐进转变,尤其莫迪政府近年

来采取积极进取姿态探索和争取在印度洋主导地位的实践取得了显著进展.

然而由于受自身综合国力局限、美国既有海洋霸权及其在印度洋的总体战

略布局、中国经略印度洋等内外因素的影响,印度要实现海洋战略目标仍

将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一)综合国力的局限

综合国力是衡量一国强大与否的主要指标.如前所述,印度是印度洋

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国土幅员、战略资源、人口规模都具备明显优势,

加之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些因素为印度崛起提供了信心和基础条件.然

而迄今为止,印度的综合国力———无论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尚不能为

其主导印度洋提供充分的战略支撑.从经济体量上看,若将印度的国内生

产总值 (３９４万亿美元)与美国 (２８７８万亿美元)和中国 (１８５４万亿

美元)相比,实力差距依然悬殊.① 实力对比也相应反映在国防开支上.印

度的年度国防预算呈增长趋势,国防预算总额位居世界前列,２０２３年世界

排名第３,然而论绝对值仍远低于美国和中国.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

究所 (SIPRI)发布的数据,以２０２３年为例,印度的军费开支为８４０亿美

元,而同期美国和中国分别达９１６０亿美元和２９６０亿美元.② 印度智库专家

承认, “印度与中国的国防预算有很大差距,印度在近期不可能追上中

国.”③ 经济实力受限必然影响军事现代化的进程与速度,印度军方继续受

到军费投入不足的困扰.分析数据表明,防务预算逐年增加并不能满足印

度军方的全部预计需求,实际上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４年各年度的预算额度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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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需求相比仍存在２０％左右的巨大缺口.①

印度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在强调发展海权战略时不得不权衡陆上安

全战略的需求.到目前为止,与海基相比,印度在军事战略上仍将陆基放

在防务安全的首要位置.印度战略学者宣称,印度未来几十年的主要军事

行动是应对与巴基斯坦和中国 (争议边界)的冲突.② 尽管莫迪政府近年加

大对海军建设的投入,但海军军费占比偏低、投入不足的现状不可能较快

改观.有限的经费分配限制了印度海军的诸多规划.例如,鉴于建造第二

艘国产航母所需的巨额开支,一位前海军司令承认,“印度确定海军在作战

上和理论上都需要第三艘航母,但也须明白这将以牺牲其他军事项目和武

器系统需求作为代价.”③ 印度军事专家认为,印度如要实现对印度洋海域

的有效控制,至少需要３~４艘航母,但由于多种因素限制,海军现已不再

坚持原计划新建排水量６５万吨的大型航母,而改为与现有国产航母规模

(４５万吨)相当.并且尽管２０２２年 «印度海军海上能力前瞻规划»提出建

造由三艘航母和１５０架舰载机组成的三支航母战斗群,但兑现这项计划仍

需付出很大努力.④ 另有报告显示,印度海军已近２０年未订购新型常规潜

艇,现有潜艇中半数的服役期已超过３０年.⑤ 随着 “基洛”级等老式潜艇

即将退役,印度海军寄予厚望的７５ＧI项目目前尚未启动,而本土建造核潜

艇的计划也因受资金分配、需求优先顺序等因素限制仍在筹划阶段.⑥ 此

外,综合国力受限也影响到印度 “东向行动政策”、“萨迦”倡议、“邻国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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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和 “西联”等政策、倡议和计划的实施,某些针对 “一带一路”倡议

推出的反制措施因资金不足而陷于尴尬,制约了印度在印度洋地区拓展影

响力的实践.

(二)美国在印度洋的既有优势

在 “印太战略”背景下,印美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需求成为双方战略

互信、防务合作取得进展的主要动因.然而,由于印美基于各自的战略考

量对印度洋的安全认知和利益设定不尽相同,也存在着相互猜忌和不信任.

首先,印美两国在印度洋的战略各有侧重.对于美国,印度洋是相对

次要的战略区域,是其连接西太平洋与地中海、欧洲等战略区的海上通道,

在印度洋的主要战略利益在于确保印度洋通道安全和航行自由.众所周知,

美国并没有将印度洋地区作为一个统一的战略区进行考量,而是将其划由

印太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三大战略部门分管.当前美国强化

与印度战略合作的区域主要限于与 “印太战略”相关的部分,即从印度次

大陆西海岸到西太平洋之间的区域,也即东印度洋地区.在长达１９页的

２０２２年 «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只有两处在涉及印度的段落里提及印度

洋.① 但与美国不同,印度认为,印度洋作为一个整体与自身的地缘安全、

经济安全和能源安全等密切关联,印度寻求的印度洋主导权的地理范围,

既包含传统的势力范围孟加拉湾,也包括西北印度洋、波斯湾以及南部岛

国地区在内的海域.其中,西印度洋是印度试图进一步加强战略能力和伙

伴关系建设的地区,但印美迄今为止很少讨论在该地区的合作.

其次,印度主导印度洋的战略企图本身就与美国继续作为全球海上

“主要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定位发生矛盾.目前,美国依然是主导国际海域

的既有军事霸权,地处迪戈加西亚的美国海军基地以及分布在印度洋西缘

各战略要地的美国海空基地的力量仍能辐射整个印度洋及其内陆地区.有

分析指出,印度习惯将印度洋视为自己的天然影响范围,一直对来自美国

海军的增压表示担忧;而美国在继续推进 “印太战略”的进程中,将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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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与除印度之外的地区小国加强安全合作并由此受益.① 从美国及其主要盟

友的角度来看,印度是大国事务中的一种 “摇摆”力量,更确切地说就是

一 枚 棋 子.② 美 国 对 印 度 采 取 的 政 策 更 像 是 米 尔 斯 海 默 (John
Mearsheimer)提出的 “离岸平衡”,即将印度看作美国在印度洋的战略抓

手,引诱其配合美国的 “印太战略”和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重心.因此

可以推断,美国虽在口头承诺支持印度成为 “全球主要大国”,欢迎印度成

为印度洋的 “净安全提供者”,但绝不愿意看到印度上升为美国霸权的挑

战者.

最后,印度在海洋战略上寻求与美国合作只是一种策略性调整.印度

出于提升自身实力的需要,已逐渐摆脱传统排他性地区观的约束,转而与

美国在印度洋探寻合作,然而这只是一种策略性调整,并不表明印度在海

洋战略上完全倒向美国.印度对美国仍存有军事互信的问题.冷战期间,

印度为阻止美苏在印度洋的竞争曾大力倡导建立 “印度洋和平区”;美国在

１９７１年印巴战争期间曾派 “企业”号核动力航母驶入孟加拉湾对印度施

压,印度对美国的 “核讹诈”至今耿耿于怀.③ 尽管冷战结束以来美印海洋

安全合作不断加强,但双方间仍存在某些难以解决的利益矛盾.例如印度

认为,包括毛里求斯在内的印度洋岛国都应在印度的势力范围之内.④ 印度

支持２０１９年联大会议要求英国将海外领地查戈斯群岛归还毛里求斯,但相

关决议因美国迪戈加西亚海军基地设在该群岛的主岛而未获通过.不难看

出,印度在印度洋扩展战略影响、寻求主导权的尝试终将与美国的海洋霸

权发生碰撞.也有美国军事专家指出:印度未来将通过加强与美国合作并

获得支持来争取在印度洋的主导地位,但在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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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防美国增强力量存在,以防影响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① 更重

要的事实则在于,印度毕竟不是美国的盟国,也不愿与美国结为条约盟友,
“美国与正在崛起的印度想要实现美日或是美英那样的关系是不可能的.”②

２０２３年６月,印度在莫迪总理访美前夕拒绝了加入 “北约＋”的邀请,印

度外长苏杰生 (SJaishankar)明确表示印度无意加入 “北约＋”机制,表

示北约模式不适合印度.③ 印度对美国既借重又防范的奇特关系模式,不可

避免将对印度追求印度洋主导权的尝试形成制约,产生不确定影响.
(三)中国对印度洋的经略

对中国而言,能源、经贸和战略安全都与印度洋存在日益紧密的关联,
常态进入印度洋已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２００８年起,中国开始定期派遣海

军舰艇赴印度洋参与亚丁湾国际护航行动;２０１３年起,中国开始在印度洋

部署战略核潜艇;２０１５年 «中国国防白皮书»表明中国海军已经启动从

“近海防御”向 “近海防御与远洋护卫相结合”的转变;２０１７年,中国吉

布提海军后勤保障基地正式投入运行.近年来,中国增加了与友好国家在

印度洋海域举行联合军演的频次.２０２３年２月,中国、俄罗斯和南非在印

度洋海域举行第二轮联合海军演习;同年３月,中国与俄罗斯、伊朗在阿

曼湾举行 “安全纽带”联合军演,１１月又与巴基斯坦在阿拉伯海北部举行

“海洋卫士－３”海上联合军演.可以看出,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常态化存

在,主要任务是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为印度洋海上安全提供国际公共

产品.

２０１３年以来,印度洋地区成为中国实施 “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方向.中国在环印度洋地区参与铁路、公路和

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既有助于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
也能促进地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始终强调,“一带一路”是经济合

１０１

①

②

③

ManjariChatterjeeMillerandClareHarris, “India’sEffortstoStrengthenIndianOcean

Security”．

AlyssaAyres,“IndiaIsNotaUSAlly—andHasNeverWantedtoBe,”TheTime,May
２４,２０２３https://TimeCom/６２８８４５９/IndiaＧAllyＧUsＧModiＧBidenＧVisit/

“EAMJaishankarRulesoutPossibilityofIndia’sNATO Membership,Says ‘Template

Doesn’tSuitIndia’,”TheTimesofIndia,June１０,２０２３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

videos/news/eamＧjaishankarＧrulesＧoutＧpossibilityＧofＧindiasＧnatoＧmembershipＧsaysＧtemplateＧdoesntＧsuitＧ

india/videoshow/１００８９３１８１cms



　 　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不针对谁也不排除谁.① 鉴于印

度在印度洋地区的重要地缘位置和经济体量,中国一直希望印度能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学者认为,印度是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实施 “一带

一路”倡议的关键节点,印度的配合将实现 “一带一路”在南亚稳步推进

的目标.② 但印度惯于以零和思维看待中国经略印度洋,认为中国与东盟国

家发展互联互通必然对冲印度的 “东向行动政策”;中国与沙特阿拉伯、伊

朗等西亚国家的战略关系必然与印度的 “西联”政策形成竞争;中国与斯

里兰卡、马尔代夫密切合作必然导致印度的利益受损.受这种零和思维的

左右,印度很难在印度洋地区与中国开展有实质意义的合作.

当然不可否认,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存在及与地区国家深化合作,特

别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政

治和地缘经济格局.中国成为很多地区国家在印度之外的替代性选择,一

些与印度保持传统关系的地区国家也基于自身利益的权衡不愿按印度要求

在中印之间选边站队.例如,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过去曾被印度视为其独

家势力范围,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等西印度洋岛国也曾在安全和经贸上长期

依赖印度,这些国家近年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势必在较大程度上销蚀

印度的影响力.尽管印度也在印度洋地区推动 “印度版”互联互通,但限

于经济实力很难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结　语

在印度崛起以及印度洋安全态势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寻求在印度洋的

主导权已成为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而且印度寻求在印度洋的主

导权的相关举措与尝试近年来也取得可观进展.可以预见,随着地区影响

力的扩展,海军力量的提升和印美 “印太”伙伴关系的加强,印度将会更

主动地扮演 “净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增强在印度洋的制海能力,巩固并

扩展地缘战略影响.与此同时,印度也将继续视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呼

应美国的 “印太”战略,奉行 “进攻性”政策,在海上安全、地区联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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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探索印度洋主导权的动因、举措与制约

方面与中国展开竞争,甚至不排除对中国的印度洋通道安全和 “一带一路”

建设构成潜在威胁.

印度寻求印度洋主导权的尝试仍将继续受制于多种内外因素.印度的

综合实力与美国和中国相比存在显著差距,无法充分支撑其主导印度洋的

战略抱负;印美合作虽使印度受益,但本身也受制于双方共同信奉的地缘

政治逻辑,印美的认知分歧和利益矛盾并不会因合作而消解,印度对印度

洋主导权的探索终究会与美国的海洋霸权撞车;中国常态进入印度洋现已

成不可逆转的定局,印度不可能排除或抵消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因此,

无论海域安全还是地区发展,印度寻求在印度洋取得主导地位仍存在难以

逾越的障碍.
(编　辑　吴兆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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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摘要

competitionamongmajorpowersintheIndianOceanregionhasintensified

Foritspart,Indiahasgraduallyturnedawayfrom astrategyofselfＧ

reliancetopursuinginfluenceintheIndianOceanregionbyseekingexternal

assistanceInthisregard,Indiaprefersto work withthe UnitedStates

whichhashegemonyintheIndianOcean,tocounterbalanceChinawhich

hasonlyalimitedpresenceintheregionIndia’sadjustmentofitsIndian

Oceanstrategyisinfluencedbothbymaterialfactors,butmoreimportantly

by conceptualfactorsOn one hand,conceptivefactors such as selfＧ

identity,threatperceptionandconcernsabout maritimepoweralways

shapeacountry’sbehavioralpreferences,thechangeofrelativepoweralso

playsamoderatingroleinacountry’sstrategicchoiceOntheotherhand,

asaninterventionvariable,theinfluenceoftheinternationalsystem on

strategicchoicecannotbeignoredRecently,therearegreatlimitationsto

theModigovernment’sstrategicgoalofweakeningChina’sinfluenceinthe

IndianOceanbyadjustingitsIndianOceanstrategyWhat’smore,India’s

strategicshifthashadanegativeimpactonbothChinaＧIndiarelationsas

wellascooperativetiesbetweenChinaandSouthAsiancountriesTosome

extent,ithasevenaddedsomeuncertaintiestoChina’sdeepeningeconomic

cooperationwithcountriesalongtheIndianOcean

KEY WORDS:ModiGovernment;Indian OceanStrategy;IndoＧPacific

Strategy;ChinaＧIndiaRelations;IdentityPolitics

India’sPursuitofDominanceintheIndianOceanRegion:

Motivation,ApproachandLimitations

ByZhangLi& TaoShan

ABSTRACT:India’squestfordominanceintheIndianOceanregionis

seenasanintrinsicneedvisＧàＧvisitsstrategicriseandisdirectlyrelatedto

itsperceptionsofregionalsecurityandchangesintheexternal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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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ealizethesestrategicambitions,the Modigovernmenthasplaced

greateremphasison maritime power,strengtheningitsrelations with

countriesintheIndian Oceanregion,whileenhancingitsown naval

capabilitiesanddistantseaoperationalcapacitiesMeanwhile,ithasactively

promotedmaritimesecuritycooperationwiththeUnitedStatesunderthe

latter’sIndoＧPacificStrategyThisproactiveposturefunctionstotransform

itsstrategicimagein theIndian Ocean region,providingIndia with

opportunitiestopositionitselfasa“netsecurityprovider”．Whileso,this

could complicate regional dynamics and challenge China’s strategic

interestsWhileso,India’spursuitofregionaldominancefacessignificant

obstaclesduetoitsrelativelyweakinfluence,America’songoingregional

dominanceandChina’sconsistentpresenceintheregion

KEY WORDS:India;Indian MaritimeStrategy;IndianOceanSecurity;

RegionalDominance

EffectivenessandLimitationsofIndia’sMinilateralDiplomacy:

AnInstitutionalBalancingPerspective

ByHuJuan

ABSTRACT:ThisarticlearguesthatcompetitionforruleＧmakingpoweris

acriticalmeansthroughwhichIndiaengagesinmajorpowercompetition,

andthatIndiadeploysminilateraldiplomacyasakeytoolforachieving

institutionalbalancingIntheperiodimmediatelyfollowingtheCold War,

PakistanwastheinitialfocusofIndia’sbalancingAsIndiagrew asa

power,itsfocusquicklyshiftedtoChinaFromthe１９９０stothepresent,

India’suseof minilateraldiplomacyasa meansofachievingexdusive

institutionalbalancingcanbedividedintothreedistinctphases,eachwitha

differentemphasisandyieldingadifferentsetofoutcomesCurrently,India

isparticipatinginallianceＧstyleminilateralismledbytheUnitedStates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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