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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挑衅中国，印度在打什么算盘？
文 /艾舟 雨农

投机心理挑起边境摩擦 暂时遇挫不会轻易服软

    6月 6日下午，中国和印度两

军在边境会谈点举行了军长级会
谈，就解决近期边境事态，维护边境

地区的和平稳定进行了磋商。
自双方 5月 5日在中印边境实

控线西段发生对峙以来，历时已满
一月。此次边境摩擦，起因乃是印度

借中国外部压力大增之际肆意挑

衅。在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影响仍在
蔓延的当下，边境局势的缓和对双

方，尤其是印度来说，利远大于弊。

印方擅自越线
打破边境平静

自 2017年洞朗对峙结束以来，
中印边境已经许久没有出现这样的

局面。5月初，此前一直在中印边境
实控线附近修筑公路的印方，突然

在班公湖附近越过实控线，进入中
方实控地区，随即引发双方的对峙。

之后，由于印方擅自越线进入位于

班公湖西北方向的加勒万河谷，并
推进公路建设，双方再次发生对峙。

“自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
战以来，加勒万河谷有明确的实际

控制线，此前一直保持平静。”复旦
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林民旺

表示。
班公湖与加勒万河谷均位于中

印边境西段。近年来，印度在西段边
境不断推进公路、隧道等基础设施

建设，强化实际控制。
实际上，早在去年秋，中印双方

就在班公湖附近发生过对峙。去年
10月 31日，印度政府还正式把印

控克什米尔地区划分成两个中央直
辖区，其中涉及中国领土阿克赛钦

地区。中国外交部当时即表示，印方
以单方面修改国内法律的形式继续

损害中方的领土主权，这一做法不
可接受，也不会产生任何效力。

上月再次出现对峙后，双方都
增派了部队，特别是典角、加勒万河

谷、斗拉特别奥里地以及班公湖地
区。有西方媒体报道称，在海拔超过

4000米的荒凉高原上，双方对峙的
部队总数已超过万人。

显而易见，印度在边境地区“大

兴土木”，甚至越线筑路，是此次对
峙的直接起因。5月上旬以来，印方

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越线进
入中国领土，阻拦中方边防部队正

常巡逻执勤，蓄意挑起事端，试图单
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加勒万河

谷地区是中国领土，印方上述行动
严重违反了中印两国关于边界问题

的有关协定协议，侵犯中国领土主
权，损害两国两军关系。

边境战略改变
缺远见贪小利

从根本上讲，这是源自于印度
莫迪政府边境战略的改变。

自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

战后，印度长期受综合国力等因素

限制，不能也不愿在边境进行大规
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随着印度

经济增长，特别是印度人民党政府
上台以来，印度高层一改原先较为

保守的边境方针，转为积极推进，强
化力量投射，巩固前沿存在。

其突出表现，一是在边境地区

展开并加速推进大规模的公路、桥
梁和机场建设，为强化边境地区的

军事存在提供后勤基础，二是在取
消印控克什米尔的传统自治地位，

代之以两个中央直辖区，并辅之以
大规模人口迁移，增强新德里的实

际控制力。

在自然环境相当恶劣的中印边
境地区，良好的基础设施是取得战略

优势的重要前提。双方对此心知肚
明。因此，当 2017年中方准备把公路

延伸至洞朗地区时，印度冒天下之大
不韪，不惜越境阻止中方修路。

印度在边境修桥筑路时，也曾

迫于中方压力而取消工程。但此次
印度不仅在边境加速推进道路、桥

梁和隧道建设，而且竟然在班公湖
和加勒万河谷等多处地区越过边境

或实际控制线，把路修到中方一侧。

印度敢如此行事，既源于缺乏远
见又贪图小利的战略心理，也与其

对当前整体国际局势的研判有关。
在印度看来，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国际舆论对华不友好言论

屡屡曝光，尤其是美国在许多问题

上对中国施加多重压力，这种态势
在 11月大选尘埃落定前难以逆转。

既然如此，不如趁中国战略重心无
法西顾之时来一次战略冒险，希望

借机制造既成事实。但事实表明，印
度显然打错了算盘。

双方之所以能就管控分歧达成

一致，与中方表现出的战略意志和
战略决心密不可分，也证实了印度

的投机心理。早在印度越境修路之
初，中国解放军边防部队就予以坚

决制止。一个月来，印度凭借地利之
便不断增兵，中方毫不退让。就在军

长级会谈举行一天后，中国又罕见
曝光了整建制的空降兵部队在数小

时内跨越数千公里，投送至西北高
原的新闻，引发印度媒体高度关注。

目前，印度国内情况不容乐观。
首先，印度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仍呈

现加速蔓延的态势。6月 3日，印度
就成为全球第 7个总病例超 20万

例的国家，而且确诊病例还在以每
日近万例的数字增长。

其次，印度经济在周期性放缓
和疫情的双重打击下，已经成为政

府当前最大的挑战。

在疫情暴发前，曾创下增长奇
迹的“莫迪经济学”疲态尽显，包括

印度央行在内的诸多金融机构均认
为印度经济恐难避免陷入衰退。疫

情发生以来，印度经济活动几乎陷

于停滞。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 5月

发布的报告，3 月份印度失业率已
达 8.7%的高位，4 月份则飙涨至

23.5%。同时，印度服务业采购经理
指数 4月降至史无前例的 5.4，5月

也仅恢复至 12.6。由于服务业在印

度经济占比中高达六成，如此低的
指数足以说明印度经济的惨淡。

此外，印度拉贾斯坦邦等多地
自 5 月下旬以来遭遇多次蝗虫袭

击，大批农田被毁，被称为“27年来
最严重的蝗灾”。

恐将长期对峙
以斗争求团结

印度的投机之举暂时遇挫，但
恐怕不会轻易服软。据印媒报道，在

6日双方军长级会谈中，印方提出
的条件相当缺乏诚意：除了希望两

军共同撤离，恢复边界至 5月 5日
对峙前的状态外，印度在公路建设

问题上态度强硬。不仅拒绝停止作

业，而且要求中方不得“干涉”。
加快印控克什米尔的基建，是

莫迪政府去年底制定的方针。据印
度知情人士透露，印方预料对峙可

能会持续数月，这条公路长达 255

公里，建成后可大幅改善印度在喀

喇昆仑山口以南的交通，方便印军
实施快速部署。

因此，中方虽然暂时按捺住了
印度躁动的野心，但对峙恐难免长期

化，甚至可能超过 2017年洞朗对峙
的时长。有些声音现在就放言称印度

失败，既与事实不符，也为时过早。
不过，事件并非没有转机。根据

中印双方外交部的表态，双方都认
为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

识，不让分歧上升为争端，共同努力
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对于印度来说，现实主义的政
治考量固然存在，但基于强烈的大

国自尊，“携美自重”在更多时候是
一种谋取利益的战术和筹码。

面对这个称中国为“友敌”的近
邻，“以斗争求团结”是永不过时的

外交艺术。印度最终是敌是友，也是

对拿捏斗争火候的考验。

美国试图插手
印方态度冷淡

    值得关注的是， 在中印对

峙发生后， 近年来主动强化与
印度外交关系的美国表现出了

试图插手的强烈愿望。

5月 27日，美国总统特朗

普于“百忙之中”在社交媒体上
发文， 称愿出面调解中印之间

“一场激烈的边界争端”。同时，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中印近期
的对峙指责中国。

5月28日， 特朗普更置由
非裔公民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

全国性抗议浪潮于不顾， 大谈
自己与莫迪的通话， 称两人曾

讨论中印边境事宜， 而且莫迪
“对中国的情况不大满意”。

不过， 特朗普的这份 “好
心”迅速被打脸。 5月 29日，印

度外交部发表声明， 否认莫迪
此前与特朗普通话。

声明称， 自两人 4月 4日
讨论从印度运送羟氯喹， 即特

朗普力推的“抗疫神药”以来，

莫迪再没有与特朗普通话，更

没有就近期中印边境问题有过
任何对话。声明还称，印方通过

边境问题机制和外交渠道直接
与中国政府保持联系。

6月 1日， 中国外交部表
示， 目前中印边境地区的局势

总体是稳定的、可控的，中印关
于边界问题的外交、 军事沟通

渠道是畅通的。 相信双方通过

谈判协商， 可以妥善解决两国
间问题。

不过， 试图左右逢源的印
度还是很快给了特朗普台阶

下。 6月 2日，印度外交部确认
莫迪与特朗普通话并受邀参与

七国集团峰会， 并就包括中印
边境问题在内的诸多议题进行

了交流。不过，印度仍未接受美
国介入。

此轮对峙发生以来， 尽管
西方主流媒体不断渲染， 西方

大国试图插手， 但中印双方均
表现出了理性与克制。

“虽然无法排除美印情报
部门之间沟通信息的可能，但

是印度明面上不会求助美国。”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

员林民旺表示，“这既是印度的
大国自尊， 也表明印度不愿刺

激中国。 ”

根据印媒报道， 中印两军

已在各层级至少举行了 10 轮
谈判，虽尚未达成一致，但双方

都未放弃对话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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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疫情不容乐观，孟买民众戴口罩排队等待公共汽车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