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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目前的西方视角，以及交往

姿态中有不同之处呢？

一方面，当然是中国的经济体

量早已经世界第二，并成为美国成

为世界第一经济体以来，与之最为

接近者。在过去的岁月里，达到美

国经济总量六成以上的国家，无不

遭到美国的疯狂遏制——无论日本

还是苏联。日本经过上世纪 80 年代

的“广场协议”，继续被美国压制；

苏联则被弄到解体的份上，且至今

俄罗斯仍受到美国的打压。而在美苏

冷战的岁月中，为了遏制苏联霸权，

中美曾经历了一段一些外媒所形容的

“蜜月期”。对于今日之印度来说，

其经济体量还远未达到接近美国的程

度。面对世界第二经济体中国之综

合实力的继续发展，美国自然愿意

拉拢印度一起搞一些针对。

另一方面，在王泠一看来，“在

美国，印度高端侨民的社会影响力

仅次于犹太人，并强于阿拉伯游说

集团，即印度能够从中获得明显的

收益，这种收益包括话语权、人文

交流、科研资助和美元汇款便利，

这是中国方面不具备的”。

环顾当下世界——在美国，副

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是印度裔；美

媒报道即将于 2 月 15 日宣布参加

总统大选的南卡州前州长尼基·黑

莉是印度裔；在英国，目前的首相

里希·苏纳克是印度裔；葡萄牙现

任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也是印度

裔……

这些印度裔政治人物虽然目前

并非印度公民，甚至他们是土生土

长生活在欧美的印度移民二代、三

代，但他们与印度社会的关系并没

有切断。譬如苏纳克的妻子阿克莎

塔·穆尔蒂就是印度公民。阿克莎

塔·穆尔蒂的父亲是印度亿万富翁、

IT 服务业巨头 Infosys 联合创始人纳

拉亚那·穆尔蒂。

但也必须看到，这些非印度籍

的印度裔政治人物，首先还得为所

属国服务。在哈里斯当选美国副总

统、苏纳克当选英国首相以后，印

度国内屡次沸腾。但美英媒体不忘

泼冷水——这些印度裔政治人物首

先要效忠美国、效忠英国。一旦英

美与印度产生矛盾，他们还是会服

务于英美！

在与美国进行所谓“印太”战

略之合作的时候，印度已经遇到了

与美国的矛盾。譬如美海军舰只在

印度洋进行所谓“无害通过”，有

时候其态势与在南海类似。此时，

印度必然提出抗议。在四川大学南

亚研究所教授李涛看来，“印度长

期以来将印度洋视为自己的内湖，

尽管美国倚重印度在印度洋的地位

以强化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影响，

但双方的矛盾显而易见”。李涛认为，

印度加入美国“印太”战略更多出

于机会主义心理、“搭便车”行为，

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以

利益互补为基础的有选择的战略伙

伴关系，而非一种真正全球性的、

战略性的、同盟型的伙伴关系。

如果加之印度长期以来与俄罗斯

交好，哪怕在俄乌冲突之后，印度也

没有附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去制裁俄罗

斯，反而与俄罗斯大签石油与军购合

同，则可见美印之间的分歧仍长期存

在。在美国与巴基斯坦继续持续合作

的情况下，印度不可能不继续与中、

俄保持接触与合作。

与中国一样，拥有悠久古代文明

的印度，其拥有的资源禀赋决定了，

这不会是一个平凡的国度。譬如其很

早就介入《区域全面经济关系协定》

（ACEP），也关注“一带一路”倡议，

但目前其并没有加入ACEP，在“一

带一路”问题上也有自身颇为独特的

思考。卡内基印度中心主任拉贾·莫

汉曾透露，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有所

介怀，而对从中国云南到缅甸、孟加

拉、印度连接起来的孟中印缅经济走

廊，印度是支持的。从中不难看出印

度的小心思。

无论如何，身处亚洲的地区大

国，又有着全球大国梦想的印度，

已经在人口数量上达到全球第一，

在 GDP 上全球第五，且与日本一起

经常探讨能否联手成为联合国常任

理事国。这对于成功进行过核试验、

自认为拥有核武器，且国产航母“维

克兰特”号已经入役的印度来说，

其大国雄心早已展露，并似乎已经

在路上……

印度，正在加速跑。这一点，

不可不知也。

　　为什么同为东方大国，印度与中国在目前的西方视角，以及交往姿态中有不
同之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