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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向莫迪颁授圣安德烈勋章
 普京（中右）与莫迪（中左）举行会谈 图GJ

深
海评 美国在德部署高价值军事资产居心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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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理莫迪近日对俄
罗斯进行近5年来首次正式
访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
行会谈。他们谈了些什么？
莫迪为何此时访俄？如何看
待印度外交？我们请专家深
入解读。 ——编者

印总理访俄牵动西方神经

当今国际体系中，和平日益成

为一种奢侈品。

美德两国近日在一份联合声明

中表示，美国将于    年开始分阶

段在德国部署远程火力。有消息

称，这些武器将包括    导弹、

“战斧”导弹，以及正在研发的高超

音速武器，其射程将远超欧洲目前

所部署的任何陆基火力系统。

上述武器系统都是美军作战体

系中远程精确打击火力的中坚，而

高超音速武器尚未完全研制成功，

遑论列装部队。美国在德国投入如

此之多高价值军事资产，居心何在？

塑强硬形象
首先或许是政治方面的考虑，

主要是美国国内政治。在近期的美

国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前总统特朗

普赢得了较大优势，而现任总统拜

登选情不太乐观。美国政府此时发

布这样的联合声明，有助于塑造拜

登对外强硬的形象。这种形象加上

美国国内普遍存在的反俄情绪，一

定程度上有利于民主党的选情。

此外，“战斧”导弹的生产商是

大名鼎鼎的通用动力公司，    

导弹的生产商则是雷神公司，都是

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中坚力量。美德

这份联合声明意味着订单的增加，

同时也意味着给拜登的政治献金大

量增加。

而如果拜登败选，这份联合声

明可能会成为他给特朗普埋下的

“雷”。倾向于单边外交的特朗普将

如何处理与德国达成的这一协定，

还真是个棘手问题。

威慑俄罗斯
其次是地缘方面的考虑。美国

的地缘政治目标是主导欧亚大陆事

务，俄乌冲突对美国的地缘政治目

标来说是个挑战。而颠覆现有的欧

洲战略格局，则是俄罗斯发动对乌

克兰军事行动的目的之一。美国在

德国部署远程精确打击火力，既有

威慑俄罗斯、鼓舞乌克兰士气的考

虑，也有对将来乌克兰可能战败的

考虑。在美国看来，如果有这样一

块可供远程精确打击火力进行发射

的稳固阵地在，俄罗斯想达成其地

缘政治目标就没那么容易。

而从全球地缘政治态势看，自

从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中东局

势正向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此时在欧洲投棋布子，对迫切想要

稳定局势的美国来说意义重大。

提升影响力
最后是外交方面的考虑。在美

国的外交政策中，跨大西洋关系具

有特殊意义。英国“脱欧”之后，美

国对欧洲的掌控力开始出现削弱的

趋势。而俄乌冲突发生之后，欧洲

国家在能源供应方面对美国的不满

滋生。

英法德是欧洲的传统三强，也

是美国关注的重点。英国已经“脱

欧”，对欧陆政治的影响力大不及从

前。法国则是传统欧洲强国，有着

同盎格鲁 撒克逊不同的文化与传

统，并以特立独行而自豪。早在冷

战期间法国就在北约闹出“空椅子

危机”，不受美国的完全控制。因

此，德国成为美国考虑的重点。美

国试图通过在德国部署远程精确打

击火力，在提升美德防务关系的同

时，进一步恶化俄德关系。

由此可见，美国在德国部署远

程精确打击火力有多重考虑，目标

明确、手段老练、环环相扣。不过，

这样做并不能解决美国面临的最大

问题，即日益高涨的霸权护持成本

和相对衰落的综合国力之间的矛盾

正变得越来越尖锐和不可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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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到9日，印度总理莫迪对俄罗斯

进行正式访问。俄罗斯总统普京与莫迪举行

了俄印领导人第22次峰会，达成并签署了9

项合作文件。

恢复印俄关系
从达成的文件内容上看，主要进展体现

在双边经济合作上，特别是要为2019年莫迪

访问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时双方达成的东

部海上走廊注入实质性的合作内容，设定了

在2030年前将俄印贸易额提升至1000亿美

元的目标，以及印度将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

和喀山增设新领事馆等事项。此前媒体曾报

道，双方将加强国防领域的联合生产并签署

军事后勤保障协定等合作事宜，但均没有在

访问中实现落地。

不过，即便如此，莫迪此访仍然产生了巨

大的国际反响，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

方面，这是莫迪自6月开启第三任期以来首次

双边访问行程，另一方面，这也是莫迪时隔5

年后对俄罗斯的访问。

自新冠疫情暴发和俄乌冲突爆发后，印

度单方面与俄罗斯“冻结”或减少高层人员的

线下互动。2021年12月普京访问印度并参

加两国领导人第21次峰会后，间隔近三年印

度才着手恢复印俄年度峰会。

这次访问，对印度而言，是恢复同俄罗斯

的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对莫斯科而言，莫

迪来访有助于打破西方对俄罗斯的孤立和制

裁。因此，俄罗斯对莫迪来访给予高度重视，

普京在莫斯科郊外住所热情接待莫迪，并授

予最高民事荣誉圣安德烈勋章。而新德里也

高度盛赞两国友谊，莫迪称“每个印度人都认

为俄罗斯不论何时都是印度的朋友”，“我们

的关系已经经过了多次考验，每次都变得非

常强大”。但是整体而言，印度对俄罗斯表现

出的是相对克制的热情回应。

在行程安排上，莫迪访问莫斯科之后继

续访问奥地利，以“对冲”单独访问莫斯科所

可能导致的外交内涵。对于北约华盛顿峰会

与莫迪访问莫斯科在时间上的重合，印度外

交部早早地就出来表示，这只是巧合罢了。

在莫迪与普京的会面中，莫迪表示“战场

上是不可能有解决办法的，和谈在枪炮、子弹

和炸弹声中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只能通过

谈判找到通往和平之路”。2022年9月在上

海合作组织的撒马尔罕峰会期间，莫迪也对

普京说过“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战争的时

代”。两次表态，可以说如出一辙。

整体而言，莫迪的访问恢复了印俄“特殊

和优先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凸显出印度的

“战略自主”。

惹美西方批评
虽然印度已经小心翼翼，但是仍然招致

美西方的广泛批评。

莫迪在社交媒体平台X分享与普京热情

拥抱的照片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巨

大的失望”，称这“是对和平努力的毁灭性打

击”。美国国务院更是直接向印度表明对印

俄关系的担忧。美国驻印度大使显然“急眼”

了，公开威胁印度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

一定会给印度一系列利好，并且批评印度外

交，称在冲突时期不存在所谓战略自主。美

国前政要则呼吁要降低对印度的战略预期，

不要将“赌注”押在印度身上。

印度国内舆论同样产生争论。一些亲美

自由派人士宣称，莫迪此访破坏了与美国的

伙伴关系，却未能实现削弱中俄关系的目标，

在战略战术上都是愚蠢之举。但印度的战略

自主派显然不认同这种看法。在他们看来，

美国近些年来对印度的战略投入，不过是试

图将印度作为战略工具与中国对抗，印美关

系的本质仍旧是典型的“交易型”关系。因

此，恢复与莫斯科的关系，实际上是恢复印度

在对美外交上的杠杆，让华盛顿能够更认真

严肃地对待印度的诉求。

放宽历史的视野来观察，客观来说，莫迪

及其印人党已经是印度主要政党中最亲美西

方的政党。在莫迪执政的十年中，印度与美

国关系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印度的战

略天平不断向美西方阵营靠拢。虽然俄罗斯

仍然是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国，但是发展趋

势对俄罗斯并不有利，印度已经大幅减少从

俄罗斯武器进口的份额，增加从美国及其盟

友法国、以色列的进口，并且还在继续拓展升

级同美国的防务合作。

与此同时，印度和俄罗斯在战略上的分

歧也在加深。新德里在经济发展上“挂钩”西

方，在地区战略上积极配合推进美国的印太

战略，破坏了莫斯科试图构建反对美国阵营

的努力。

莫斯科基于自身的困难，不得不选择接

受并宽容印度的做法。但是印度在大战略上

并没有选择放弃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能给新

德里的外交战略提供巨大的杠杆作用。只

是，在当前美西方的压力下，印度力主在对俄

政策上选择静悄悄的外交方式。因此，不论

是继续推进与俄罗斯的防务合作，还是加强

两国本币结算，印度都选择了“静音模式”。

提供战略依靠
尽管近些年来中印双边关系遭遇了困

难，但是莫迪对俄罗斯的访问仍然值得中国

的肯定。莫迪的访问所传达出的更深层信息

是，世界正日益走向多极化，美国及其盟友无

法主导世界所有事务。正如印度外长苏杰生

此前曾回应美欧的，要求美欧必须“摆脱这样

的思维模式，即欧洲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但

世界的问题不是欧洲的问题”。

对此立场，中印之间过去一直是相互予

以支持，中印在联合声明中曾多次表明支持

多极化世界的建设。印俄关系的恢复重启既

是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反映，也有利于多极化

趋势的发展。新德里在地缘政治上保持独

立，阻碍了美国在全球建立针对中俄的对抗

性集团。

当然，印度国内及华盛顿智库都不乏一

些声音，认为指望印度配合美西方孤立制裁

俄罗斯是不现实的，但是莫迪访问莫斯科或

许可以起到“离间疏远”中俄关系的作用。

显然，这只是一种想象，而并非现实。俄

罗斯一直鼓励中印彼此独立地处理分歧，而

不像美国那样明确选边站队来鼓动印度对抗

中国。对俄罗斯来说，中国和印度都是俄罗

斯重要的战略伙伴，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选择。

对印度来说，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目前

看似乎是莫迪政府亲美外交的战略负资产，

从战略上看却给印度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战

略依靠，保障印度作为“有声有色的大国”在

全球地缘政治舞台占据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