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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印关系在2020年上半年曾经保持着缓慢的回暖趋势①,但加勒万河

谷冲突爆发后,中印关系再难维系本就微弱的回暖态势,双边关系开始不断

下滑。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9

月,中印关系分值下降至2.2分(见图1),双边关系已从良好降至普通水

平。②预测组认为,2022年下半年至2023年上半年,中印关系改善动力不足,

总体上仍将延续缓慢下滑的趋势,但下滑幅度不会太大。

在中印关系的正负面事件中,政治往来、经贸投资、边界问题、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等是双边交往的主要领域。其中,边界问题所占比重最高,是中印

负面事件爆发的最主要类型(见图2)。自2021年开始,中印两国已就边界

问题进行了多轮军长级会谈和磋商,虽双边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双方仍未

能就边界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当前中印边界争端已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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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印关系分值变化趋势(2020年1月—2021年9月)

      数据来源: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数据库。

图2 中印关系分类事件(2020年1月—2021年9月)

       数据来源: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数据库。

键领域,安全问题逐渐成为中印的主要矛盾。中印边界争端还“外溢”到其

他领域,表现为印度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调整对华政策,由此带来的负面影

响将消蚀中印长期努力建立的政治互信,影响中印全面合作。



中印关系将延续缓慢下滑趋势 181  

第一,在安全领域,边界冲突带来的安全问题逐渐成为中印的主要矛

盾。预测组认为,印度将继续在边界地区采取进攻性策略,近期中印双方在

边界问题上的拉锯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双边关系亦将继续困于领土争端,边

界小范围的军事对峙和摩擦仍有可能爆发。

洞朗对峙和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印度逐渐摒弃了与中国达成的外

交关系不与边界问题挂钩的默契。印度外长苏杰生和中国外长王毅曾在俄

罗斯和塔吉克斯坦等第三国进行过多次会晤,但双边关系一直未有起色,印

度坚持认为全面改善双边关系取决于解决边界争端。① 2021年5月,印度外

长苏杰生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时公开表示,“在边界上有摩擦、胁迫、恐吓和

流血,让我们在其他领域保持良好关系是不现实的”②。同时,印度还在边境

地区动作频频,不仅建设新的隧道和公路、部署最先进的火炮系统、副总统

访问所谓“阿邦”,还不断向边境地区增兵,在军事上展示强硬姿态。2021年

6月,印度已将至少5万名士兵部署至边境地区,使得印度大约有20万军队

集中在边境地区,比2020年增加了40%以上。③ 2022年3月,中印举办第

15轮军长级别会谈,双方虽同意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对话,尽快就遗留

问题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但仍未有突破性进展。未来一年,印度

可能于夏季在边界地区采取各种动作,但同时也将继续与中国保持军事和

外交渠道的沟通,但中印双方均不太可能在领土问题上有任何实质的让步

和妥协。

第二,在政治领域,中印两国在南亚地区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④,加之

安全问题的敏感性上升,预测组认为,印度为追求对印度洋的控制权和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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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地区的主导权,将会积极借势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与美国、日本、澳大

利亚等域外大国联合制衡中国。尽管中印高层将继续保持沟通,但域外大

国的介入将使中印关系复杂化,短期内双边政治关系改善难度较大。

印度作为印度洋地区大国,在“印太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印度积

极参与“印太战略”,一方面意图通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谋求在南

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增强在亚太事务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同美国、日

本、澳大利亚等与中国存在较强竞争关系的国家合作,更好地牵制中国。

2021
 

年3月,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首次举行了线上会议,美国总统拜登呼吁加

强美日印澳四国合作以应对所谓“中国威胁”,四国还发表了联合声明。2021

年8月,印度又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在西太平洋地区举行了“马拉巴尔—

2021”联合军演,展示其军事合作成果。印度也是美国在印度洋地区意图加

以利用的重要力量,是美国试图减轻地区风险所要争取的核心力量。① 2022

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明确表示将在“印太地区”投入更多

的外交与安全资源,以抵制其所认为的中国“试图在该地区建立势力范围”

并成为“世界影响力最大国家”的举措,核心工作就包括支持印度持续崛起

和谋求地区领导地位、启动所谓“印太经济框架”、兑现对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的承诺。② 在制衡中国问题上,美日澳与印度不谋而合,具有较强的合作

动力。

第三,在经济领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使印度暴露了其供应链的脆弱

性,莫迪政府已提出“自力更生的印度”概念,希望获得更多经济独立。预测

组认为,近期印度在经济上将进一步减轻对中国经济的过度依赖,短期内被

寄予厚望的中印经济合作对提升双边关系的作用有限,经济压舱石的作用

下降。

经济合作原本是中印两国关系最重要的支柱,中国资本也是印度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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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最为活跃的外资之一,但印度不断制造障碍主动削弱与中国的经

贸往来,印度对中国在南亚的活动甚至是正常商业活动都表现出较大警惕

和疑虑。印度政府发布《统合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收紧了来自与印度接壤国

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标准,规定任何与印度有陆地边界的国家在印度投资必

须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① 中国是印度第二大陆地边界国,印度此举对中国

在印投资产生直接影响。2021年2月,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又以“安全威

胁”为由对54款APP下达禁令,其中多为中国企业的产品。与此同时,印度

对华贸易逆差的扩大也使得印度日益将贸易失衡作为对华政策的重要关

切。中印贸易失衡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中国享有

巨大的对印贸易顺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印双边贸

易额达到1256亿美元,同比增长43%,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中国对印度

顺差达690亿美元;二是贸易结构不匹配,中国向印度出口工业制成品,印度

主要向中国出口原材料,中国对印出口商品的附加值更高。② 由于中印在低

端产业链存在竞争,在高端产业链中国对印度形成相对优势,加之疫情冲击

印度经济复苏③,这给印度对华经贸合作带来了不小压力。两国经济发展差

距扩大,印度对华经济竞争优势下降,印度对华贸易失衡,引发了印度对自

身对中国经济过度依赖的担忧。但印度也深知与中国经济脱钩将严重损害

自身的发展利益,迫于经济复苏的压力,印度不会贸然切断与中国的经贸

往来。

第四,在舆论领域,在民族主义抬头的国际环境下,莫迪执掌的印度人

民党执政后在国内积极渲染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印度国内排华反华气

氛不断增强。预测组认为,印度国内媒体将可能对中印边界战争60周年

进行报道和渲染,印度对华负面舆论将比平常更甚,中印关系改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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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抬头使得官方和民间的对华强硬态度和负面认知

得到强化。2021年8月,印度知名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发表名为“印度

青年与世界”的民调显示,受访者不仅对所谓“中国干涉印度周边地区”表示

担忧,还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优势表示担忧。中印边境对峙事件发生后,印

度政府以国家安全等为由对中国手机应用程序采取封禁措施,这一决定在

所有受访者中得到了86%的支持率。① 与此同时,2022年是中印边界战争

6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容易引发印度民众的负面历史记忆,增强对华负面认

知。为迎合民众,莫迪政府也将不得不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以获得

民众支持。

第五,在其他领域,中印双方在疫情防控、打击恐怖主义、人文交流、多

边合作等领域有合作空间,但这些领域大多不是印度最紧迫和最优先的事

项。预测组认为,短期内其对提升双边关系的作用也较为有限。

在抗疫合作方面,印度方面并不积极,在印度疫情最严重时期,2021年4
月,中国邀请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各国外长举行

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视频会议,印度也受到邀请,但印度拒绝出席;随着

印度的疫情减弱,印度与中国开展疫情防控合作的紧迫性降低。在反恐问

题上,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中印双方都有反恐合作需要,但与中国加强反

恐合作暂不是印度最优先事项。在人文交流领域,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中印

线下人文交流活动几近暂停,在疫情未结束或全面放开之前,中印有限的人

文交流活动也多只能通过线上“云交流”形式进行,人文交流的效果可能一

般。在多边合作方面,2022年中国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中方将以团结

抗击疫情、促进经济复苏为主线,不排除中国将主动释放善意,与印度改善

关系,中印高层也可能在多边场合举行会谈,这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中印

关系;但由于印度对与中国进行抗疫合作不太积极,对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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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较为警惕,因此中印关系的改善也将打折扣。

综上所述,2022年下半年至2023年上半年,中印双方在多边合作、疫情

防控、经济复苏、人文交流等领域有合作空间,但合作动力不足。在政治和

军事领域,两国的竞争态势可能加剧,印度国内的舆论氛围也对双边关系改

善不利。因此,总体上中印双边关系还将延续缓慢下滑的趋势,但下滑的幅

度将不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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