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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问!!"#$ 年的印度大选即将拉开序

幕" 辛格此访的成果对国大党的选情会有

何影响#据悉$印度国内反对党认为辛格对

华态度太软弱和友好% 为什么会有这种舆

论# 是否会影响印度对华外交的走向#

答!印度大选通常围绕国内问题展开!

外交不是重点" 至于执政党在外交上取得

的成果能否给选情加分! 取决于这种成果

在选民中得到多大认同" 辛格在离开政坛

前访问俄中! 旨在巩固印度对外政策的基

础"以印度对外政策而言!其对俄中及美国

等大国的政策服务于国家根本利益! 党派

色彩在党争激烈时会有所表现! 但党派攻

讦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相关政策"换言之!

印度的主要对外政策是没有党派色彩的"

辛格领导的国大党联合政府执政将近

!"年!在一些重大的国内问题上受到越来

越大的压力!如反贪腐#通胀严重#经济增

长停滞等" 反对党正抓住一切机会妖魔化

国大党的政绩!乃至于国大党副主席#拉吉

夫$甘地的儿子拉胡尔$甘地最近声称已做

好和父亲一样下场的准备!即遭人暗杀"他

是国大党下次选举推出的政治明星! 这种

渲染悲情的做法反映了选举政治的残酷"

由此观之! 反对党攻击辛格访华及其

成果不必当真"再说!反对党下一任总理候

选人# 现任古杰拉特邦首席部长的穆迪已

经多次访华!力主引进中国投资!展开对华

友好行动" 顺便提一句!拟议中的%中国工

业园区&! 古杰拉特邦正是可能的选址之

一!相信穆迪本人也非常欢迎"

尽管如此!印度对华舆情却存在着不容

乐观的一面"印度舆论常有对华不友好的表

现!并自诩为新闻自由的体现"另一方面!印

度民众对中国了解有限!主要渠道还是西方

媒体! 这使得民众对中国也不免常出现偏

见" 这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加强交流"

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国之交! 在于

民&" 印度作为我们的主要邻国之一!又是

和我们有类似国情的发展中大国! 当然是

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对象之一" 必须坚持

习主席提出的方针!坚持走出去!做邻邦的

工作!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富邻

安邻政策! 则中国周边外交在印度结出更

卓越成果!必定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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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问!建设&中国工业园'(中印缅孟经济

走廊和印度修建高铁也是辛格此行被高调

预期的项目% 这些项目对中印两国来说有

何意义# 前景如何#

答!%中国工业园& 是促进中印经贸联

系的有力措施之一" 在中印各个层面的关

系中!经贸关系是最具正面意义的领域!也

是发展非常迅速的方面! 不断上升的贸易

额反映了这点"然而!经贸快速发展也产生

一些问题! 其中较突出的是印度贸易赤字

不断上升!用辛格总理的话来说!就是%不

可持续&" 中方对解决此问题持积极态度!

强调中国不以贸易盈余为目的! 愿和印度

合作寻求解决方案" 李克强总理 #月访印

就此与印方进行认真的讨论" 在印度设立

%中国工业园区&!或可成为中国投资特区!

通过在印度直接生产和销售! 可以成为减

少赤字的一种有效方式" 目前虽然尚未完

全确定在何处设立园区! 但大的方向是如

此!有望成为中印经济关系的促进器"

中印缅孟经济走廊设想是中国 %向西

开放&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国的西南边疆与

南亚#东南亚山水相连!中印缅孟地区合作

希望通过四国边疆地区的互联互通! 打开

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的更广阔通道" 该设

想多年前就已提出!在第二轨道'民间(亦

进行过很多讨论!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第一

轨道'官方(推进有限!其中印度态度不明

朗是主要原因之一"辛格此访!携带印方新

的共识而来!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于以往的

表态和行动)一是印度愿意参与和推动该设

想进一步发展!二是印度外交部已就此成立

工作组!进行专门研究" 印度的态度转变与

中印关系的向好显然有一定关系" 而且据

笔者了解! 印度地方政府对类似地区合作

计划是持欢迎态度的" 特别是印度边疆地

区相对于经济繁荣的南部地区是比较落后

的!很少外国直接投资!各方面建设都比较

滞后! 因此中央政府对这类地区合作计划

开绿灯!相信会受到印度国内的欢迎"

高铁是中国的强项" 印度是铁路运输

大国!但设施相对落后!对高铁自然有较大

兴趣"但根据各方情况来看!目前印度政府

尚没有具体的高铁建设计划! 与中方商讨

的主要是在现行系统内提速等升级改造"

辛格总理认为印度今后有 !万亿美元的建

设计划!是否包括高铁还不清楚!但中国与

印度在这方面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

印度总理辛格 22日
起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
访问。这是继李克强总理5
月访印后中印又一次重要
高层访问，也是1954年以
来两国总理首次年内互访。
这对中印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来
听听专家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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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辛格访华看我周边外交的新成果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中心主任 赵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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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问!&#%&$ 年以来两国总理首次年内互

访'有何重要性#中印两国为何都对此&高度重

视'#

答!印度是中国西南周边的重要邻邦" 自

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经营西南周边这一块!印

度始终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在印度对

外政策中!对华关系也一直是%重中之重&" 双

方如此重视对方的第一个理由就是两国紧邻!

又是亚洲的地缘大国!争取友好相处与合作最

符合两国根本利益"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目

标未必总能实现"

两国政府首脑年内实现互访! 是自 !$#%年

以来首次!显示两国关系正在跃上新高!因为这

个说法在中印关系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

年 &月!周恩来总理在出席日内瓦会议后对印度

和缅甸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 在此之前!两国围

绕印度与中国西藏地区继续保持贸易通商往来

问题进行了深入友好的谈判!并达成重要协议!

开创了两国如何处理分歧的范例" 处理两国关

系的基本原则因此载入协议" 这些原则在随后

发表的两国联合声明中被总结为著名的 %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

也是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这些原则

从中印谈判中引出并不偶然!是两个相邻而处!

又有分歧矛盾! 且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正

确处理相互关系的磨合成果! 并达到了标杆性

的水平"这开创了中印关系友好的先河"同年 !"

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北京"两国领导人再次

肯定了两国友好合作的前景!将中印关系推向高潮"

上述回顾说明!当代中印关系开局总体上是顺利的!

并没有因分歧而阻塞"后来的发展证明!要继续保持这种

势头仍需很大的努力"如今!两国总理再次年内互访是在

将近 &"年后才实现的事实!亦显示两个亚洲大国的%和

平共处&道路并不平坦!其中的坎坷既有历史遗留问题的

因素!也不乏现实地缘政治的利益考量!这都需要两国明

智的政治判断"这两点辛格总理在来访前都向媒体提及"

但正如辛格在中央党校演讲中所说!尽管中印必定

有分歧矛盾!合作仍是唯一可行的选项" 基于这个认识!

两国已在 '""#年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 %面向和平与

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虽然这是一个愿景!实现这

个目标需要双方更大努力" 双方陆续出台的具体政策!

以及为解决现有问题而进行的各种互动!都表明两国关

系已进入新阶段!需要重新塑造政治共识" 在这个意义

上!辛格此访虽是其个人的%告别演出&!但却可能是中

印关系新的基石" 中国高层对此访的重视!且在几乎同

时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都传达了这个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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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问! 辛格此行最大的看点即签署边防

合作协议% 中印边境将处于怎样一种和平

态势#美国媒体称-这一协议的经济意义或

大于政治意义-对此您怎么看#

答! 中印边界争端是中印关系一大难

题!居于核心地位" 长期来!两国决策层为

解决这个难题做出了巨大努力! 也取得了

一系列进展!其中 !$$(#!$$&和 '""#年分

别签署的协定为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

宁#促进边境地区军事相互信任措施建设!

以及确立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等

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这些协定都不是最终

解决方案!也就是说两国边界线尚未划定"

辛格总理此访双方达成的边防合作协

议是最新进展! 主要针对近些年边境地区

出现的问题! 包括因双方对实际控制线认

知差异而产生的矛盾# 边防部队在双方各

自认定的地域巡逻相遇而可能产生的问

题# 因这些地域存在着交叉重叠之处而出

现矛盾冲突后如何解决的机制# 边防部队

高级军官之间的热线联系等"

协定出台的都是针对性很强的措施!

以尽量减少边防部队巡逻相遇的概率!以及

不尾随跟踪对方#不开火等!只要认真实施

规定!一定可以大大减少边境地区发生对峙

的可能" 这当然也是双方的目标!即在最终

解决边界争端之前!坚决维护边境地区的和

平与安宁!因为这符合双方最大利益" 它的

里程碑意义在于! 今后双方在边境得以维

护持久的安宁! 而不发生重大的对峙和冲

突" 但缺陷在于没有就减少边境军事部署

形成共识!这可能构成隐患"

近年来! 边境地区的军力部署有较大

变化!总的趋势是增而不是减!而且部署的

武器系统越来越先进! 为军事目的修建的

基础设施也得到大力提升! 这并不符合维

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的目标" 早在 !$$&

年签订的提高边境地区军事相互信任措施

协定中对此就有相当具体的条款" 然而近

年来印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所后退!对

降低军事部署不感兴趣"

边防合作协定也引起国际上的关注"

西方媒体一如既往强调中印间的矛盾分

歧!并不十分看好中印合作关系的发展"边

防合作协定究竟能否稳定中印安全关系*

这个问题是国际媒体真正关注的核心!因

此将该协定视为以经济意义为主的观点事

实上是降低对中印安全关系前景的预期"

但这种看法并不为中印分析人员所认

同"在印度媒体上!对该协定的政治评估显

然重要得多"并且客观地看!边防协定与经

济关系并无太明显的逻辑关联"反之!认为

经济关系好了! 安全和政治关系自然也会

好!这种看法同样经不起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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