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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空间意识、意象判断与印度
参与多边主义的战略投射∗

杨思灵∗∗　高会平∗∗∗

【内容提要】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以及政治叙事的不断变化,近

年来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日益引人瞩目,国际社会众多国家行为体和

组织均对印度有着越来越高的期待,也使印度在多边舞台上的斡旋空间不

断放大.客观来看,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行为选择受到多重空间意识,即

领土空间意识、人口空间意识、文化空间意识、发展空间意识、荣誉空间

意识、权力空间意识的规定,基于多重空间意识形成的对行为体的意象判

断决定了印度在次地区、地区间层次、全球层次的多边主义战略投射.与

此同时,基于多重空间意识与意象判断,依据印度对待多边合作组织的态

度可将其参与或拒绝参与的多边合作组织分为六类,即主导控制型多边、

引领塑造型多边、有限协调合作型多边、对冲博弈型多边、置冷遗弃型多

边与全球改革型多边.印度多重空间意识的 “边界缺失”造成了印度参与

多边主义逻辑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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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印度日益成为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从印度参与多边主义

的态势来看,印度期待通过积极参与、塑造多边主义引领印度的崛起已经

成为重要议题.在此过程中,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偏好选择越来越明显,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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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加入了其此前一直在观望的由美国及欧洲国家主导的多个安全组织.有

研究认为,印度在多边领域的活跃已经表明印度对外政策的制定者的态度

发生了变化,他们历来对联合国以外的多边主义持怀疑态度.① 那么印度真

的改变了对参与多边主义的怀疑态度吗? 关于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行为动

机,已经有不少的研究视角.比如有学者从地位满意度的角度分析印度参

与多边主义的行为,并认为印度建构了变革者、控制者和有限者的角色.②

有的学者则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认为印度在参与中印多边机制时始终坚持

非合作博弈.③ 本文试图提供另外一种认知及应对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视

角.通过研究发现,基于多重空间意识所形成的意象判断是印度参与多边

主义战略投射的重要变量,至于在多边主义中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取

决于国家行为体之间多重空间意识与意象判断的交互及边界尺度.

一、文献回顾

在多边外交领域,国内外学者从印度参与次地区多边、地区间多边、

全球多边三个层次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一)参与次地区多边

在南亚次地区范围内,印度是众多次地区多边合作组织的重要成员,

甚至是一些次地区多边的发起者.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几个重点进行了研

究.一是印度参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以下称南盟)多边.有学者认为,

地区霸权的制度护持是印度南盟政策制定和变化的核心动力.④ 也有研究从

霸权身份的视角,分析了印度与其他南亚国家在相互认知上的失衡,导致

南亚地区合作难以深入发展.⑤ 二是印度与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 (以下称

环印联盟).有学者认为,环印联盟为加强与区域国家加强经济合作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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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作为环印联盟的海上强国,印度在环印扩大地区影响方面既有优势

也有劣势.① 有学者注意到印度试图利用环印联盟增强其在环印度洋区域的

影响力和主导作用.② 三是萨伽学说 (SAGARdoctrine).③ 有学者认为,

在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在萨伽框架下加强与印

度洋国家合作有助于印度继续成为地区安全提供者.④ 四是印度参与孟不印

尼次区域合作.有学者提出,印度推进 “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的诉求在

于通过渐进方式分阶段实现南盟一体化目标、服务于 “邻国第一”政策,

以重塑地区影响力、平衡国内地区发展与资源配置以及构建以印度为主导

的南亚区域经济合作框架.⑤ 五是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

(BIMSTEC).有研究认为,BIMSTEC面临大国间地缘政治竞争与冲突的

风险,可能成为印度等大国制衡与对抗中国影响力的工具.⑥ 在印度参与次

地区多边的研究方面,学界已经注意到印度的角色以及挑战,不过对印度

参与次地区多边的多边主义整体战略特征关注较少.
(二)参与地区间多边

印度参与的地区间多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美国等西方成员

国为主的地区间多边,例如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 (Quad)、印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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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框架 (IndoＧPacificEconomicFramework)等.有研究探讨了印度参与美

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限度,① 有学者就印度参与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

话机制从古典现实主义的角度进行了分析.② 第二类是中国和俄罗斯为主要

成员的地区间多边,包括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俄印三边合作、上海合作

组织等.有学者认为,金砖国家未来深入开展合作始终面临印度方面的制

约与掣肘,若处理不好将对该机制未来发展产生较严重的负面影响.③ 印度

参与中俄印三边合作的动因与局限受到学者的关注.④ 有研究认为,印度和

巴基斯坦两国的加入增加了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合作格局的复杂性.⑤ 第三类

是 “中间地带”的地区间多边,尤其是印度参与东盟合作受到学者的重视,
并涌现出较多的研究成果.⑥ 客观来看,印度参与地区间多边的活跃度和积

极性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但关于印度参与地区间多边的变量研究仍然有

进一步加强的空间.
(三)参与全球性多边

在全球层次,印度参与多边的重点包括联合国、二十国集团 (G２０)
与全球南方.在联合国方面,印度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参与全球治理、
联合国外交等议题受到学者重视.有学者认为,印度参与联合国行动受树

立大国形象、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维护海外经济利益以及

保护海外侨民等国家利益驱使.⑦ 有学者注意到印度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

中采取坚持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机制为中心,选择性参与全球治理.⑧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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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合国外交上,有学者指出,印度经历从积极到消极,再从消极到谨慎

的转变.① 在参与 G２０方面,有学者认为,G２０对印度以经济增长和发挥

国际事务影响力为支柱的大国外交战略意义更加突出.② 在参与全球南方议

题上,印度试图主导全球南方的发展方向,塑造自身的全球南方品牌,而

且有学者注意到了印度参与全球南方的这一趋向.③

从现有的研究看,印度参与多边的重点方向、议题、驱动、局限、层

次均有学者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但对印度参与多边外交的整体性规律以及

系统性认识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文试图从多重空间意识的角度,
分析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多重空间意识变量以及形成特征.

二、分析框架:多重空间意识、意象判断与交互边界

当今的世界依然是国家的时代,地球上几乎所有的陆地空间都被一个

或几个国家声称拥有主权.④ 换言之,地球由各个不同的国家地理空间所构

成.实际上,地缘政治学及地缘经济学均是基于地理空间形成的理论,无

论是 “心脏地带”论还是 “边缘地带”论都是理论家们建议霸权国家依据

地理空间的特性追求支配权或者防止别的国家获取支配权的理论.国家空

间由内部空间与外向空间所构成,内部空间关系到国家民族、身份、关系

的整合,外向空间则是基于地理空间决定处理与其他国家行为体的时空坐

标.地缘政治经济学只有结合了时间与空间才有意义,比如技术在时间里

发展,在空间中运用.没有技术的成熟,“心脏地带”与 “边缘地带”再如

何重要也是空中楼阁,而技术的发展需要时间.
国家行为体也依据本国空间特性来确定对外战略及其政策的时空坐标,

而国家利益则是确定对外战略及其政策时空坐标的空间特性.有学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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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由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所构成,① 这当然是

合理的,但仍然可以进一步细化,发掘国家定位时空坐标的各个维度的空

间,比如一个国家行为体内个别人在国外受辱或被歧视,很有可能会被视

为对该行为体整个族群的歧视,从而引发国际政治互动的激烈动荡.按照

现有的国家利益分类似乎难以对应.而此种行为的发生已经极大影响到该

国家行为体的时空坐标调整.众所周知,尽管有例外,一般而言,人口、

领土、政府、外交承认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基本条件.② 那么一个国家的空间

特性就与这些基本条件紧密相关.领土空间和人口空间显然是根本,除此

之外,领土与人口在时空内形成的文化传统也影响政府中的政治精英的行

为方式与偏好.在现实政治中,发展构成了政治精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也构成了与其他行为体进行持久竞争的基础.与此同时,不管国际形势如

何变化,国家的权力和荣誉均会受到特别的重视.因此,一个国家行为体

的空间特性至少由领土、人口、文化、发展、荣誉、权力等空间构成,就

此而言,每个国家行为体都有自己的多重空间意识.虽然绝大多数的国家

行为体总是由各种不同的人所组成,但表现在国家行为层面会有一个整体

的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由这个多重空间意识所形成的意象判断影响

国家的对外行为,而这种意象判断通常由执政的政治精英所完成.
(一)多重空间意识

一是领土空间意识.领土空间与安全紧密相关,领土的规模、地理位

置、我者与他者的立场深刻影响着领土空间意识的生成,是国家行为体制

定和实施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二是人口空间意识.人口的规模、结构、

分布同样影响着国家行为体的政策选项,人口空间流动通常伴随着交融、

竞争、冲突、战争的人类历史.三是文化空间意识.文化构成国家行为体

的精神内核,体现国家行为体的精神面貌.民族国家通常关心自身文化空

间的深度与广度,关心是否能够成为其他行为体的学习榜样.四是发展空

间意识.发展成绩往往构成政治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一个全球化的世

界,如何处理我者与他者的合作关系就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发展

空间意识.五是荣誉空间意识.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都有 “国格”,类似于人

格,高度重视我者的国格是否被尊重.六是权力空间意识.在国际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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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３页.

[美]卡伦明斯特、[美]伊万阿雷奎恩Ｇ托夫特:«国际关系精要»(第五版)(潘忠歧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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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游戏中,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情况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来确定自己的

权力位置并决定采取不同的策略.

国家行为体的多重空间并非简单平行关系,领土空间与人口空间是其

他空间的基础与前提,文化空间、发展空间、荣誉空间、权力空间均依托

于领土空间和人口空间而存在、发展和演化.从客观事实来看,任何单一

的空间意识交互都有可能引起一个行为体对外战略的变化,也有可能牵一

发而动全身,比如领土空间的冲突与碰撞就关系到人口空间和文化空间的

变动,关系到发展空间、国家荣誉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变动.多重空

间内部呈体系关系,虽然可能有优先顺序,但是多重空间共同规定了一个

国家行为体的 “国格”,即多重空间共同规定了国家的气质、行为与对外政

策选择.
(二)意象生成与判断

国家行为体的多重空间意识最终汇聚为三种心理情绪与活动.

第一,恐惧.这种情绪在六重空间都存在.在领土空间领域,对国家

安全、个人安全的恐惧无时不在;在人口空间领域,人口的变动对国家有

着生死存亡的意义,同样让政治家们倍感焦虑;在文化空间领域,恐惧于

文化传统被侵蚀,他者文化的长驱直入;在发展空间领域,恐惧于失去统

治的合法性基础或者在与他者的竞争中失去优势;在荣誉空间领域,恐惧

于他者的诋毁;在权力空间领域,恐惧于失去支配权或被他者所支配.

第二,心理渴望与期待.与恐惧相对应,国家行为体的渴望与期待

“有迹可循”,同样对应多重空间.渴望国家绝对的安全,渴望权力的不断

扩大并得到其他行为体的认可,渴望人口空间不断拓展,渴望文化空间影

响不断增强,渴望外部世界的尊重.在渴望与期待中,被长期殖民的部分

东方国家长期存在一种悲情主义情绪与焦虑,极度的自卑与极度的自傲情

绪相互交织,有非常急迫而强烈要证明自己并得到外部世界认可与尊重的

冲动,一旦外部世界的空间反馈与预期不符合,具有这种情绪的国家就犹

如 “刺猬”做出不断升级的系列反应,甚至出现极端极化的现象.

第三,意象判断.意象被定义为认知的构建,也就是形势在头脑中的

反映,其中包括决策者对其他行为体的认识.理查德赫尔曼 (Richard
KHerrmann)和迈克尔菲斯凯勒 (MichaelPFischkeller)提出了一种

基于五种不同战略认识的意象理论:敌人意象、退化意象、殖民意象、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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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意象以及盟友意象.① 玛尔塔科塔姆 (MarthaLCottam)则根据

美国的经验提出了敌对国家、霸权国、敌对国家的依附性盟友、中立国、

盟友、美国的依附国以及傀儡等七类意象.② 意象判断可以简化为三个层次

的心理认知:一是对自身的意象认知,二是对互动行为体的意象认知,三

是对第三方行为体的意象认知,包括单个国家行为体、地区组织、国际组

织等.意象有着刻板的特征,正如有人指出,一个国家行为体的决策团体

通常对敌人有一种简单化、模式化的认识,对自己固有的伦理道德则抱有

一种不容置疑的信仰.③

(三)交互边界

基于多重空间意识形成的意象判断贯穿于行为体空间交互之中,空间

交互的边界尺度影响多重空间互动的性质以及效果.国际关系多重空间意

识交互边界大致有五类,即协议边界、心理边界、行为边界、叙事边界与

尊重边界.行为体之间的协议能否得到遵守关系到互动关系是否呈良性互

动,心理边界与国家的空间特性存在认知上的差异,比如在心理上印度倾

向于认为中印争议地区都属于印度,形成了中印战略关系发生改变的原始

冲动.对外行为是否遵循理性与克制的原则决定了国家关系变化的性质,

在行为体叙事之中,是否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 “我者”与 “他者”也影响

着行为体交互的前景.如果不顾客观事实扭曲抹黑 “他者”的形象,行为

体互动就很难有一个良性的互动基础,中美关系的症结正源于此.也许在

其他多种边界都难以保持在一定的范围的情况下,如果互动行为体能够做

到相互基本的尊重,比如 “求同存异”,行为体之间的空间交互也可能有一

定潜力.

客观来看,交互边界的缺失是当前国际政治的普遍现实,即协议违约、

心理偏颇、行为越界、叙事自利、缺少尊重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互动中越来

越突出.需要指出的是,多重空间交互边界的缺失不仅存在于敌对、竞争

行为体之间,同样也存在于亲密盟友伙伴之间.敌对行为体之间的空间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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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詹姆斯多尔蒂、[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

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６２６~６２７页.

[美]詹姆斯多尔蒂、[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

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第６２８~６２９页.

[美]詹姆斯多尔蒂、[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

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第６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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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正如弗洛伊德所言与长期积淀的恶意有关,① 因为处于敌对关系尤其是在

领土空间意识存在冲突,那么几乎不可能存在换位思考的空间,对彼此的

意象认知以负面形象为主,采取的反应与举动也是相互伤害式的螺旋上升,

不管如何试探,彼此之间的伤害都是长期存在的,有时候为显性,有时候

为隐性,比如巴以持续的冲突.在合作伙伴关系中,“边界缺失”同样影响

深远.在空间互动中,即使是在对发展空间的认识上,不同行为体之间的

优先级也存在差异,由此造成的错误与不信任就会产生,而不信任一经产

生,合作的确定性就会受到威胁.例如２０１８年马尔代夫新上任总统萨利赫

以 “债务陷阱”为借口违背了中马双方达成的合作协议、联合声明以及共

识,实际上既出现了心理上的偏颇也违背了边界协议精神,导致中马合作

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同盟伙伴之间的互动同样受多重空间交互边界缺失

的困扰.美日联盟虽然名义为同盟,但美国几乎不会真正尊重日本的利益

诉求.迄今为止,日本在坚挺美日同盟的同时依然需要小心翼翼避免并应

对美国所带来的现实的或潜在的伤害,比如美国军人在日本驻地的胡作非

为.叔本华曾经悲观地指出,这个世界总体上来说都是沉浸在困境之中的:

野蛮人互相吞食,文明人则互相欺骗,这就是现实世界运行的规律.② 尽管

这种观点过于极端,但多重空间交互边界的缺失确实制约着国家关系的

互动.

三、多重空间意识: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行为变量

客观来看,印度参与多边主义既受多重空间认知的驱动,也受多重空

间认知的制约.因此,要深入认识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驱动逻辑,需要首

先理解印度 “我者”的多重空间意识.

第一,印度的领土空间意识.尽管在印度的古代历史上从未实现过

“大一统”,但近代被殖民的经历却给印度留下一个广阔领土的想象空间,

至今依然在影响印度对外行为.在海洋空间方面,英国殖民时期将波斯湾

和波斯湾外面的印度洋变为 “英国的内湖”的辉煌依然在影响印度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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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荷]曼弗雷德凯茨弗里斯:«刺猬效应:打造高绩效团队的秘诀» (丁丹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页.

[德]阿图尔叔本华:«人生的智慧»(余荃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

第１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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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认为印度洋乃是 “印度之洋”,① 有印度学者就提出印度洋向来是印度

的后花园.② 所以在海洋空间方面,美国也曾被印度视为外来者并采取排斥

的态度.不过,随着印太地缘政治图景发生变化,印度追求印度洋影响力

的手段从自助转向他助,选择与拥有印度洋控制权的美国合作以制衡中

国.③ 在陆地边界方面,印度拒绝合理的领土空间调整,在中印边境一线依

然贯彻英国殖民时期的 “前进政策”,不断寻找有利时机拓展其实际控制的

地理边界.在巴基斯坦方向上,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依然深刻地制约双边关

系的发展.总体来看,印度存在着实际的地理空间、争议的地理空间与心

理上的地理空间意识,在这样的领土空间意识里,印度既不尊重历史事实

也不愿意接受合理的解决方案,结果就是难以避免对国家关系互动造成冲

击与影响.

第二,印度的人口空间意识.印度的人口空间极其复杂,其国内分布

着为数众多的族群,有２０００~４０００个重要的身份符号,是印度社会、政治

和经济活动的主要基础.④ 海外印度人分布较广,有承认印度政府的群体,

也有反对印度政府的群体,对海外印度人的不同态度影响着印度与其他行

为体的互动.众多族群构成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制约了印度对多边主义的

参与效率.在目前的印度人口空间意识中,三个方向受到特别的重视.一

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有学者判断:印度教民族主义正在取代世俗主义成为

印度主流意识形态,并将对印度的对外政策取向产生影响.⑤ 二是印度教教

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意味着印度穆斯林的地位

进一步被边缘化.三是海外印度人.莫迪时代的印度与此前极为不同的一

点就是特别重视人口空间中海外印度人的作用.与当地印度侨民进行交流

几乎成为莫迪出访期间一个常规的重要议程,表明印度试图利用其人口空

间的特性重塑印度的形象.２０２４年７月,莫迪在维也纳对印裔的演讲中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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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澳]大卫布鲁斯特:«印度之洋:印度谋求地区领导权的真相»(杜幼康、毛悦译),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页.

[印]雷嘉莫汉:«中印海洋大战略» (朱宪超、张玉梅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

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２页.

朱翠萍、胡文远:«印度莫迪政府印度洋战略调整的双重逻辑与战略限度», «南亚研究»,

２０２４年第２期,第５２页.

张家栋:«印度族群政治透视»,«世界知识»,２０１５年第２３期,第３２页.

王世达:«作为印度主流意识形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及其影响», «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２３
年第６期,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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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了 “巴拉特”正在发生的变化,并不断追问听众感觉如何.①

第三,印度的文化空间意识.印度古代文化灿烂,吠陀经典的传世、
«罗摩衍那»和 «摩诃婆罗多»两部史诗的影响、印度教在东南亚广泛流

传、佛教对东亚的影响等都是证据.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印度文化的连

续性却受到挑战,包括伊斯兰教的冲击、英国殖民的解构都使印度文化出

现没落迹象.尼赫鲁承认:“一个受着外族统治的国家,因逃避现实而梦想

已经消失的时代,并企图在幻想过去的伟绩中求得安慰,这实在是我们大

多数人所耽迷的愚蠢而又危险的消遣法.在印度还有一种认为我们在世界

上虽在其他方面降低了地位而在精神上仍不失为伟大的想法,也是同样有

问题的.”② 尽管现在印度已经不再受外族统治,但当前的印度政府正在竭

力从古代的 “伟绩”中发掘灵感,重塑印度的文化空间.有研究者注意到

印度莫迪政府有意打造印度 “软实力”,利用印度的文化传统和遗产影响地

区和世界,③ 实现其对外政策的目标,将印度变成 “世界导师”,④ 这一信

念正是来自对印度古代文化及其宗教遗产的信心.

第四,印度的发展空间意识.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印度长期受到诟

病,比如长期的低增长率、污秽的露天厕所、漂浮着杂物的恒河等.不过,

在莫迪执政期间,印度的发展合作空间迅速拓展,比如升级 “东向政策”

为 “东向行动政策”,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呼应美日提出印度的印太愿景,

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然而事实表明,在不断拓展发展空间的同

时,印度也对此非常警惕和怀疑.例如,印度在倡导区域一体化和积极融

入各种合作组织的同时,其关税水平仍居高不下;在不断 “东进”的同时,

却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第五,印度的荣誉空间意识.近代被英国殖民的历史给印度的荣誉空

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疤痕,也使印度的民族自豪感受到伤害,耻辱感一直

驱使印度的政治家们急于实现 “有声有色”大国地位的愿景.尼赫鲁就宣

称:“我们必须把过去几代中献媚和屈服于傲慢的外国政权所留下来的耻辱

６３

①

②

③

④

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GovernmentofIndia,“PM’sAddresstotheIndianCommunity
inVienna,Austria,”July１０,２０２４https://wwwpmindiagovin/en/news_updates/pmsＧaddr

essＧtoＧtheＧindianＧcommunityＧinＧviennaＧaustria/?tag_term＝pmspeech&comment＝disable
[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 (齐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８年

版,第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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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伊恩霍尔:«莫迪与印度对外政策的 “再造”»(孙西辉译),第３３页.



　 多重空间意识、意象判断与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战略投射

一扫而空.”① 印度总理莫迪在维也纳对印裔社区演讲时强调,２０１４年其刚

执政时印度经济世界排名第十位,今天已经达到世界第五位,不久的将来

将进入世界前三位.② 莫迪在演讲中描述着印度的发展业绩,反复问听众对

今天巴拉特的感受,其渴望获得认可和赞誉的心情溢于言表.苏杰生在日

本全国新闻俱乐部演讲时列举了印度取得的成绩并强调:“我为什么要向您

讲述这些? 因为对于我们的合作伙伴日本来说,了解印度正在发生的变化

规模和强度非常重要.”③

第六,印度的权力空间意识.印度的权力空间意识深受英国殖民经历

的影响,既承受了被殖民的痛苦,又受到权力榜样的鼓励.“做一个有声有

色的大国”的言论④无疑是建立在这样的矛盾经历之上的.从脱离殖民到成

为世界大国的光谱中,尼赫鲁深谋远虑,构思了大联邦设想.⑤ 尼赫鲁宣

称:“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

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

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

活动的中心.”⑥ 有学者注意到,自独立以来,印度就没有改变过追求大国

权力的初心.⑦ 总体来看,印度权力空间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个层次是南

亚以及北印度洋地区.这一层次构成印度权力空间意识的基础,历来受到

印度的高度重视,尤其在海洋权力方向,印度洋对印度的重要性从未被低

估.第二个层次是 “印太”.印太地缘政治图景的出现使印度发现:在有关

印度参与亚太地缘权力的叙事中可以使其从边缘成为中心.有学者认为,
印度参与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机制不仅是提升印度大国地位的政策选择,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第５７页.

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GovernmentofIndia,“PM’sAddresstotheIndianCommunity
inVienna,Austr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Opening Remarks by EAM,

DrSJaishankarattheJapan NationalPressClub,”July２９,２０２４https://wwwmeagovin/

SpeechesＧStatementshtm? dtl/３８０４５/Opening_remarks_by_EAM_Dr_S_Jaishankar_at_the_Japan_

National_Press_Club
[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第５７页.

[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第７１１页.

[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第７１２页.

宋德星:«大国权势:印度外交战略的不改初心»,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８年第１
期,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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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印度正在利用这样的机制扩大自己的实力和影响.① 在这一层次,印度

的权力目标是竞争、平衡权力.第三个层次是全球.即尼赫鲁所描述的

“有声有色的大国”.在这一层次,印度谋求的是全球性权力,用印度政治

精英的话说,印度不仅是世界 “民主之母”,还是 “世界导师”.

四、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战略投射:基于空间意象判断

从多重空间意识的角度观察,对地区多边组织的领导型国家或组织的

意象判断构成了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重要依据.印度多重空间意识是一个

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和系统,受其影响并形成的意象会投射到各种

多边机制,影响着各个多边组织的发展性质、效能与限度.

(一)印度多重空间意识中的行为体意象判断

国家行为体依然是推动多边主义发展的核心要素,一个国家行为体对

其他国家行为体的空间意象判断就构成了其参与多边策略、进行战略投射

的重要依据.从印度参与的次区域多边组织、地区间多边组织以及全球性

多边组织的状况来看,巴基斯坦、其他南亚国家及印度洋国家、美国、中

国、俄罗斯、日本、部分欧洲国家在印度多重空间意识中占据非常重要的

地位,据此形成的意象判断影响着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战略选择与战略投

射.关于对中国的意象,除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印

度多重空间意识中中国有着复杂的标签,且以负面为主.② 在领土空间范围

内,印度认定中国是 “入侵者”.２０１４年９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

度,莫迪总理在联合记者会上发表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境 “入侵”印度

的言论.③ 在人口空间领域,在印度人口空间与中国的人口空间交互中,尽

管互为邻国,但中印都不是双方精英人口迁移的理想地.在文化空间领域,

尽管双方拥有历史联系,但当前的文化价值观差异较大,印度一般认为民

主是其优势.从发展空间来看,印度存在把中国看作伙伴和竞争者的矛盾

现象,但视中国为竞争者是主线.印度为了自证发展模式的合法性,不惜

８３

①

②

③

刘思伟:«印度参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进程分析———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 «南亚研究»,

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３７页.

杨思灵:«印度地区安全知觉中的中国意象———基于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度至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

印度国防报告的分析»,«南亚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２１~５２页.

[澳]伊恩霍尔:«莫迪与印度对外政策的 “再造”»(孙西辉译),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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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黑中国的发展模式,比如炒作 “一带一路”倡议 “债务陷阱”论.在荣

誉空间领域,印度认为中国不尊重印度所取得的成绩.例如,有印度人认

为,中国的非洲专家否认中印在非洲存在竞争,并认为将印度与中国比较

是对中国的侮辱.① 在权力空间领域,印度认为中国不认可其在次地区的权

力,同时还在国际上反对印度 “入常”,而且印度一些媒体时常报道中国阻

止印度 “入常”的消息.②

印度多重空间意识对美国的意象判断并非一成不变,尤其在特殊的冷

战时期背景下,印美曾经分属不同的阵营,美巴同盟曾经使印度对美国充

满了怀疑.但自２１世纪以来,美国逐渐成为印度领土空间意识的支持者.

在人口空间领域,印度对美国的意象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美国支持分裂

印度的势力,印度策划在美国的暗杀活动引发了双边关系的动荡.另一方

面,美国也是印度人移民的理想地.据统计,近年来印度流向美国的非法

移民大幅度增长,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仅８０２７人,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增加到９６９１７
人.③ 在文化空间领域,印度虽然接受了西方植入的民主价值观,但是自认

为文化传统要比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要优越,要做 “民主之母”和

“世界导师”,印度试图与美国、欧洲国家在软实力的话语权上进行争夺.

在发展空间领域,印度日渐将美国视为合作伙伴,重视和接受来自美国的

投资,认识到美国技术与资金对印度的重要性.例如当印度联邦院议员质

询 “特斯拉和其他美国跨国公司是否正在考虑在印度建厂”时,印度外交

部历数了莫迪访问美国时特斯拉等美国公司对印度的投资承诺.④ 在荣誉空

间领域,美国对印度的发展、民主价值观、地位都表现出一定的认可,但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印度也意识到美国并不尊重印度,比如人权问题.在权

力空间领域,美国认可印度的地区地位,并希望印度能够利用这样的地位

充当好制衡者的角色.在印度与美国官方的会谈和声明中,美国都表明会

９３

①

②

③

④

RajivBhatia,IndiaＧAfricaRelations:ChangingHorizons (Routledge,LondonandNew

York,２０２３),p１９５
周宏刚:«印度英文主流报纸的中国形象研究»,华中科技大学２０１４年博士论文,第５９页.

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GovernmentofIndia,“QuestionNoＧ１３５４IllegalMigrationto

theUS,”December１４,２０２３https://wwwmeagovin/rajyaＧsabhahtm?dtl/３７４２０/QUESTION_

NO１３５４_ILLEGAL_MIGRATION_TO_THE_US＝

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GovernmentofIndia,“QuestionNoＧ８０PrimeMinister’sVisit

totheUS,”July２０,２０２３https://wwwmeagovin/rajyaＧsabhahtm?dtl/３６８３７/QUESTION_

NO８０_PRIME_MINISTERS_VISIT_TO_THE_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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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印度 “入常”并公开声称支持印度成为 “全球领导型大国”.①

印度多重空间意识对日英法德等的意象判断与美国类似,原因在于这

些国家在对印政策上追随美国.当然也有差别,比如在批评印度人权问题

上,日本与美国保持着距离.在印度的眼中,日本是印度争取大国地位身

份象征的 “志同道合者”.对于英国,印度感情复杂,殖民历史留下的耻

辱,使印度急于向曾经的殖民宗主国证明自己的优越.因此,一旦包括英

国在内的欧美国家不尊重印度的荣誉空间,表现出不尊重印度的姿态,立

即就会招来印度的激烈批评.例如英国试图为英印自贸协定的谈判设置最

后期限,印度对此警告说不要试图用枪指着印度的脑袋.② 法国已经被印度

视为印度洋合作的重要伙伴,印法澳三边合作的形成证明了这一点.德国

与日本一样,是印度追求大国身份象征道路上的重要伙伴.在印度多重空

间意识中,俄罗斯的地位较为超然,冷战时期苏联与印度曾经是 “盟友”,

现在与俄罗斯也是特殊伙伴,更是平衡中国的重要力量.

在南亚及北印度洋次地区,印度对他者的意象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

分与巴基斯坦有关.巴基斯坦不仅曾经是印度地区权力的有力竞争者,理

论上未来也有这样的可能,而且认定巴基斯坦是支持、包庇恐怖主义分子

的国家.例如莫迪不仅声称 “窝藏恐怖分子的行为必须受到强烈谴责”,还

声称上海合作组织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不能搞双重标准.③ 显然,印度对巴基

斯坦的意象属于敌人范畴.第二部分是次地区的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体量

小,有的国家与印度关系密切,印度总的认定是这些国家与印度拥有特殊

的关系,有着自身的发展与合作渊源,但印度亦高度警惕次地区的这些国

家.印度联邦院议员就 “人道主义援助斯里兰卡”问题质询印度外交部时

就表达了这样的担心:尽管印度在各方面向斯里兰卡提供了慷慨的援助,

０４

①

②

③

GauravKumar, “TheChangingTrajectoryoftheIndoＧUSRelations,”inRoshanKhanijo

andAnuragTripathieds,IndiaandItsEmergingForeignPolicyChallenges (New Delhi:Vij
BooksIndiaPvtLtd,２０１８),p８３

«印度警告英国:“不要拿枪指着我们的脑袋”»,澎湃新闻,２０２４年７月１３日.https://

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２８０６２３０４

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GovernmentofIndia,“PrimeMinisterShriNarendraModi’s

Remarksatthe Extended Format MeetingoftheSCO Councilof HeadsofStates,”July４,

２０２４https://wwwmeagovin/SpeechesＧStatementshtm? dtl/３７９２６/Prime _ Minister_ Shri_

Narendra_Modis_remarks_at_the_extended_format_Meeting_of_the_SCO_Council_of_Heads_of_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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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据说在某些问题上斯里兰卡倾向于中国,这是否属实?①

关于东盟,无论是在 “东向行动政策”中还是在新的印太地缘政治图

景中,印度均公开重申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在印度意象判断中,东盟显

然是印度扩大地区与国际影响力最重要的舞台.印度的东进受到东盟国家

的欢迎,尤其印度能够与东盟迅速达成多种机制性安排,这与东盟对印度

的期待紧密相关.
(二)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战略投射

第一,印度参与次区域多边合作的策略选择与战略投射.根据印度的

多重空间意识以及意象判断,在参与次地区多边主义时,印度采取了如下

战略投射.
一是在次区域内排除竞争者,打击潜在的 “背叛者”.尽管巴基斯坦与

印度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但从空间意识来看,巴基斯坦在印度领土空间意

识、人口空间意识、文化空间意识、发展空间意识、荣誉空间意识与权力

空间意识中均占据重要地位.在领土空间领域,双方关于克什米尔的争端

依然是难解的死结;在人口空间领域,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国家,印度却拥

有庞大的穆斯林人口;在文化空间领域,印度教文化的崛起对伊斯兰文化

的冲击势所难免;在发展空间领域,巴基斯坦与其他国家 (比如中国)的

一些合作让印度充满怀疑,甚至焦虑,在国际社会宣扬巴基斯坦的一些合

作项目损害了印度的主权;从荣誉空间来看,印度希望自己在各个方面都

是被学习的榜样;从权力空间来看,印度不允许巴基斯坦挑战其在次地区

的地位,因此尽最大可能孤立巴基斯坦就成为其多边战略的重要选择.例

如,不愿意支持有巴基斯坦参与的南盟的合作与发展,使巴基斯坦难以在

多边框架下对其构成挑战.同时,推动次地区不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多个

区域组织的发展.在打击所谓的 “背叛者”方面,印度主要采取封锁、干

涉的策略.例如２０１４年尼泊尔与中国签署 “一带一路”倡议合作谅解备忘

录,２０１５年印度对尼泊尔实施长达数月的石油禁运,原因就在于印度担心

尼泊尔偏向中国.
二是防止次区域多边组织的外向性合作,使这些多边组织围绕印度内

向转圈.南盟最为典型.有学者指出,印度破坏南盟制度进程和忽视地区

１４

①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QuestionNoＧ３９１ Humanitarian

AssistancetoSriLanka,July２５,２０２４https://wwwmeagovin/rajyaＧsabhahtm?dtl/３８００１/

QUESTION_NO３９１_HUMANITARIAN_ASSISTANCE_TO_SRI_LANKA



　 　２０２４年第４期

功能合作的 “反常”行为对霸权制度理论提出了挑战.① 如果从多重空间交

互理论来审视印度阻碍南盟发展进程就能够清楚地理解印度的行为并非反

常举动.有学者主张中国与南盟推进经贸合作,② 但这个合作前提并不存

在,即使南盟能够成为与东盟比肩的地区组织,在印度的多重空间意识中,

中国与其有边界争端,甚至视中国为 “入侵者”、文化影响力和发展模式的

竞争者、次区域地位的威胁者 (包围者)、在荣誉及权力上最不能满足印度

需求的国家.因此,中国与南盟的合作难以照搬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模式.

其他印度参与的次地区组织也同样如此,例如BIMSTEC.

三是拒绝有可能会影响印度主导的次地区合作组织.最典型的案例有

两个,一个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另一个是中尼印经济走廊.尽管有研究

表明,孟中印缅区域的贸易潜力巨大,③ 且早在２０１３年时就已经写进 «中
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发展愿景的联合声明»,④ 然而印度拒绝推进孟中

印缅实质性合作,采取非合作博弈的态度.⑤ 在中国提出中尼印经济走廊倡

议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不过并未采取实质性的合作策略.

以上两个案例表明,印度不合作的逻辑显然是担心中国在这两个方向上的

努力可能影响到印度的南亚及北印度洋势力范围.

第二,印度参与地区间多边合作的战略投射.

一是全面深度地参与由美欧主导的多边组织,实施融入战略,不再遵

循刻意与西方保持距离的传统.自２０１４年以来,印度参与的由欧美主导

(以美国主导的多边组织居多)的多边组织几乎占据了其新参与或新发起的

多边组 织 的 ５０％,其 中 包 括 导 弹 技 术 控 制 制 度 (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Regime)、海牙行为准则 (HagueCodeofConduct)、瓦森纳协定

(WassenaarArrangement)、澳大利亚集团 (AustraliaGroup)、美日印澳

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印度—北欧峰会 (IndiaＧNordicSummits)、印法澳三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吴琳:«地区霸权的制度护持与印度的南盟政策»,第５２页.

张军、王荣博:«“一带一路”倡议下推进中国与南盟经贸发展的对策»,«国际经济合作»,

２０１８年第７期,第２１~２７页.

王领、陈珊: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贸易效率及潜力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

析»,«亚太经济»,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４７页.

«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发展愿景的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３
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６７６２０１/gj_６７６２０３/yz_６７６２０５/１２０６_６７７２２０/１２０７_

６７７２３２/２０１３１０/t２０１３１０２３_８００８７４９shtml
陈利君、卢森:«印度参与中印多边合作的策略研究———基于猎鹿博弈的视角»,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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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合作 (IndiaＧFranceＧAustraliaTrilateralCooperation)、印以阿美领导人

峰会 (I２U２)、矿产安全伙伴关系 (MineralSecurityPartnership)、阿尔忒

弥 斯 协 定 (Artemis Accords)、 全 球 人 工 智 能 伙 伴 关 系 (Global
PartnershiponArtificialIntelligence)、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 (IndiaＧ
MiddleEastＧEuropeEconomicCorridor)、气候农业创新使命 (Agriculture
InnovationMissionforClimate)以及联合海上力量 (CombinedMaritime
Forces)等.对于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战略倾向,有学者认为,疫情暴发

以来的印度大国外交战略经历了一系列调整,在印太方向上推进与美国及

其盟友的准同盟,在经济布局上推动与中国的经济脱钩并重塑产业链方向,

在价值观上则与美国拉近距离.①

二是印度通过不断发起多边合作组织,塑造自身引领者的地位,打造

印度地区领导者形象.２０１４年以来,印度新发起或参与发起多个多边组

织,包括全球河流城市联盟 (GlobalRiverCitiesAlliance)、全球绿色信贷

倡议 (GlobalGreenCreditInitiative)、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 (Global
PartnershiponArtificialIntelligence)、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全球

生物 燃 料 联 盟 (GlobalBiofuel Alliance)、 国 际 大 型 猫 科 动 物 联 盟

(InternationalBigCatAlliance)、全球南方 之 声 峰 会 (VoiceofGlobal
SouthSummit)、生活方式促进环保运动 (MissionLiFE)、印度—澳大利

亚—印度 尼 西 亚 三 边 合 作、 印 太 经 济 框 架 (IndoＧ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２U２、印法澳三边合作、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 (领导

人峰会)、产业转型领导集团 (LeadershipGrouponIndustryTransition)、

抗灾基础设施联盟 (CoalitionforDisasterResilientInfrastructure)、印度

—北欧峰会以及国际太阳能联盟 (InternationalSolarAlliance)等.

三是在参与中国、俄罗斯引领的多边组织方面主要发挥 “平衡者”的

作用,合作意愿不断下降.在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后印度并没有采取正向举

措推动该组织的发展,更多关心的是上海合作组织在反恐问题上 “搞双重

标准”影响印度的利益.再次是希望平衡中俄在该组织的影响力,例如一

直在竭力推动英语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官方语言.印度领导人甚至不参与

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活动,莫迪总理未参加２０２４年７月在俄罗斯举办的上

３４
① 林民旺:«新冠肺炎疫情下印度的大国外交战略»,«当代世界»,２０２０年第９期,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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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理事会,只是派外长苏杰生参加并代为发言.①

第三,印度参与全球多边主义的战略投射.在次地区、地区间层次印

度都可以采取抛弃、拒绝、新创等手段实现自己参与多边合作的意图,但

在全球层面,印度并没有力量完全主导一个全新的全球性多边组织,只能

在原有的全球框架内来推进印度的意图,这也决定了印度只能采取推动

“改革”的态度来对待全球性多边.当前印度主要在联合国、G２０、全球南

方等多边舞台推动战略投射.

２０１８年印度总理莫迪提出改革的多边主义,旨在以联合国安理会改革

为核心,目的是应对全球性挑战,主要任务是对多边国际体系进行改革,

宣称要传递出民主、多元、包容的价值理念,② 印度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推动

多边主义的改革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并跻身全球领导者的行

列.③ 与此同时,在获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个硬指标的同时,印度也在具

有全球多边性质的舞台上主动作为 (如 G２０和全球南方之声峰会)以发挥

印度的软实力影响,希望能够塑造印度事实上的全球领导者形象.基于印

度的多重空间意识,印度明显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一个 “有声有色”的世

界大国,不管是人口规模还是领土面积以及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又或者

说被外界所看好的发展潜力以及英属印度曾经的 “辉煌”,这些都增加了印

度追求成为世界大国的心理期待.

印度参与全球多边主义的战略投射主要包括如下取向.一是积极争取

各个行为体对其追求获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支持.不管是在

次地区多边舞台、地区间多边舞台,还是全球性的舞台以及双边互动中,

寻求其他国家对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支持一直是一个重要

议题.例如,印度希望上海合作组织能够在支持印度 “入常”问题上达成

共识,莫迪表示 “上海合作组织大家庭共同致力于改革现行国际秩序,只

有当这些努力扩展到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时这才有可能,我们希望在不

４４

①

②

③

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GovernmentofIndia,“PrimeMinisterShriNarendraModi’s

Remarksatthe Extended Format MeetingoftheSCO Councilof HeadsofStates,”July４,

２０２４https://wwwmeagovin/SpeechesＧStatementshtm? dtl/３７９２６/Prime _ Minister_ Shri_

Narendra_Modis_remarks_at_the_extended_format_Meeting_of_the_SCO_Council_of_Heads_of_

States
张甲英、赵彦云:«印度 “改革的多边主义”的内涵与影响», «国际论坛»,２０２３年第４

期,第３页.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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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将来能够就前进的道路达成强有力的共识”.① 在面对非洲国家时,印

度主张印度与非洲应当在推进联合国改革方面合作以改变全球秩序,因为

这既符合印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② 当前,印度也获

得了部分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开支持.２０２４年莫迪访问俄罗斯

时俄罗斯向印度重申坚定支持印度成为改革后和扩大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③ 美国、日本、德国和巴西均在不同场合表明了支持的态度.

二是争取发展中国家对其发展中国家 “代言人”身份的支持,凸显印

度的贡献,塑造印度领导者形象.在联合国领域,印度以发展中国家共同

关注的议题创设多边组织,比如抗灾基础设施联盟.该联盟已经从最开始

的１２个成员发展到目前包括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４０个成

员.④ 该联盟声称是为了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IDS)实现可持续发展,

但从参与的发展中国家成员来看并不限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阿富汗、不

丹、尼泊尔、蒙古、古巴、塔吉克斯坦等都是该联盟成员.印度总统在斐

济议会演讲时声称,印度还在一些国际气候行动平台上发挥了带头作用,

印度真诚感谢斐济对其中许多倡议的热情支持,包括国际太阳能联盟、抗

灾基础设施联盟和韧性岛国基础设施 (IRIS).⑤ 抗灾基础设施联盟章程声

称联盟将成为韧性基础设施方面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全球交流中心,重点针

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⑥ 同时,抗灾基础设施联盟在章程中确认了印度的主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GovernmentofIndia,“PrimeMinisterShriNarendraModi’s

RemarksattheExtendedFormatMeetingoftheSCOCouncilofHeadsofStates”．

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GovernmentofIndia,“IndiaＧAfricaPartnershipinaChanging
GlobalOrder:Priorities,ProspectsandChallenges—RemarksbySecretary (ER)atICWANational

Conference,”September ３,２０１９https://wwwmeagovin/SpeechesＧStatementshtm? dtl/３１７

８５/IndiaAfrica_Partnership_in_a_Changing_Global_Order_Priorities_Prospects_and_Challenges__

Remarks_by_Secretary_ER_at_ICWA_National_Conference_September

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GovernmentofIndia, “JointStatementFollowingthe２２nd

IndiaＧRussiaAnnualSummit,”July９,２０２４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Ｇdocumentshtm?

dtl/３７９４０/Joint_Statement_following_the_２２nd_IndiaRussia_Annual_Summit
“Members,”CDRIhttps://wwwcdriworld/members

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GovernmentofIndia,“AddressbyPresidentattheParliament

ofFiji,”August６,２０２４https://wwwmeagovin/SpeechesＧStatementshtm? dtl/３８１５５/Address_

by_President_at_the_Parliament_of_Fiji_August_０６_２０２４

CDRI,«抗 灾 基 础 设 施 联 盟 章 程»,第 ３ 页.https://wwwcdriworld/upload/pages/

CDRI_Charter_OctoberＧ２０１９_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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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地位,规定印度应担任理事会常任联席主席.① 随着成员的不断增加,抗

灾基础设施联盟已经成为印度凝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支持的一个重要

舞台.在 G２０框架下,印度发起了类似的行动,比如发起全球生物燃料联

盟,并游说发展中国家加入该联盟.印度总统在访问斐济时表示,希望斐

济尽快正式加入全球生物燃料联盟.② 最能代表印度试图打造发展中国家代

言人的案例是其在担任 G２０轮值主席国时成功邀请非洲联盟加入 G２０.莫

迪在 G７峰会上表示,“印度认为有责任将全球南方国家的优先事项和关切

问题搬上世界舞台.在这些努力中,我们高度重视非洲.我们感到自豪的

是,G２０集团在印度的主持下,使非洲联盟成为常任理事国.印度一直在

为所有非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稳定与安全做出贡献,并将继续这

样做.③

(三)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类型与特征

基于印度多重空间意识产生的意象判断以及战略投射,根据印度对待

各类多边主义组织的态度大致可以将其参与或拒绝参与的这些多边组织划

分为六类.

第一类是主导控制型多边.这一类型无论在领土空间、人口空间、文

化空间,还是在发展空间、荣誉空间以及权力空间的交互方面均比较紧密,
是印 度 参 与 多 边 主 义 的 基 本 盘. 此 类 型 的 代 表 性 组 织 包 括 南 盟、

BIMSTEC、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等.在这一类多边合作中,印度软硬兼

施,主导或阻碍着这些多边合作组织的进程.在这一层次,印度的多重空

间意识是复杂的,既有安全的焦虑,也有满足地区国家利益诉求的负担,
又深惧次地区国家的背叛可能影响印度的地区地位.

第二类是引领塑造型多边.该类型多边既包括次区域多边,也包括地

区间多边,同时还包括全球性多边,多由印度发起.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包

括抗灾基础设施联盟、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以及全球南方之声峰会

等.在这些多边机制中,印度成功地纳入其提出的规范或者理念,较为成

６４

①

②

③

CDRI,«抗灾基础设施联盟章程»,第５页.

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GovernmentofIndia,“AddressbyPresidentattheParliament

ofFiji”．

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GovernmentofIndia,“EnglishTranslationofPrimeMinister

ShriNarendraModi’sAddressattheOutreachSessionoftheG７Summit,”June１４,２０２４https://

wwwmeagovin/SpeechesＧStatementshtm?dtl/３７８７４/English_translation_of_Prime_Minister_

Shri_Narendra_Modis_address_at_the_Outreach_Session_of_the_G７_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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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地吸引了部分国家跟随.比如印度在全球南方之声峰会中提出发展中国

家普遍关心的债务问题,其提出的可持续、绿色信贷等均对发展中国家有

一定的吸引力.印度参与此类多边的积极性最高,既不用在安全上有心理

负担,同时又能彰显印度的领导者形象.
第三类是有限协调合作型多边.该类型主要包括金砖国家峰会、印太

经济框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金砖国家峰会能够给印度带来

实实在在的荣誉与经济利益,印度拥有较强的合作意愿.一方面,印度精

英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机构中担当要职,另一方面,印度可以从金砖国家

开发银行贷款.印太经济框架固然有其地缘政治目的,但是印度显然希望

能够通过印太经济框架重塑地区产业链,使印度成为制造业的中心.不过,

印度参与此类多边属于有限合作.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狭隘的国家安全观

以及对美关系优先将是印度参与金砖合作的阻力.① 印度同时也是印太经济

框架的发起成员之一,不过囿于发展空间的制约,印度具有特殊地位,即

印度不参加印太经济框架的第一支柱贸易.尽管印度现今没有加入 RCEP,
但在 RCEP 谈判阶段,印度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只是因为印度认为

RCEP没有满足印度发展空间的需求才选择退出该多边合作框架,但不排

除未来印度选择回归或者回归的可能性比较大.
第四类是对冲博弈型多边.印度参与的该类型组织体现在上海合作组

织上.尽管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引领成员都是俄罗斯与中

国,但印度对这两个多边组织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在对待金砖峰会时,印

度主动引领和塑造金砖国家合作议程,例如支持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

行.② 然而对待上海合作组织,印度的表态则是批评性的.例如在２０２４年

５月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中,印度暗示上海合作组织在恐怖主义

问题上搞双重标准,是非现代化且需要改革的组织.③ 实际上,印度几乎没

有在上海合作组织中提出有益的合作倡议及方案,主要源于印度的心理期

待是制衡巴基斯坦、平衡中国,防止中俄过于靠近而损害印度的地位与利

７４

①

②

③

王世达、徐琴:«印度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动力、阻力及前景»,第３５~３６页.

王世达、徐琴:«印度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动力、阻力及前景»,第２７页.

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GovernmentofIndia,“RemarksbySecretary (ER)atthe

MeetingoftheSCO CouncilofForeign Ministers,”May２４,２０２４https://wwwmea govin/

SpeechesＧStatementshtm?dtl/３７８２５/Remarks_by_Secretary_ER_at_the_Meeting_of_the_ SCO_

Council_of_Foreign_Ministers_Astana_May_２１_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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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在印度舆论看来,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中国是 “破坏者”的形象.① 关于

印度对中俄关系的敏感,印度联邦议员的看法有一定代表性.２０２４年莫迪

总理访问俄罗斯时,印度联邦院议员向印度外交部质询 “印度与俄罗斯共

同合作与支持的领域中是否涉及中国的作用与参与,印度外交部国务部长

回答称不涉及第三方.② 从印度联邦院议员对这个问题的质询可以看出,印

度存在较为根深蒂固的博弈思维.
第五类是置冷遗弃型多边.基于多重空间意识及意象判断,印度参与

的一些多边合作组织或是被搁置,或是被放弃.前者的主要代表组织是南

盟,其实没有巴基斯坦参与的南盟已经使南盟失去了本身应有的地区含义,
要重启该组织就必须重启与巴基斯坦的关系,那么印度就必须调整其多重

空间意识中的巴基斯坦意象判断.从当前的趋势来看,印度要调整的可能

性很小.印度遗弃或者拒绝参加的多边组织中典型的例子包括孟中印缅经

济走廊和中印尼经济走廊.这些多边合作都曾经出现在印度与相关国家互

动的官方声明中,但印度始终没有启动这些多边合作.正如有学者提出:
如果一个国家将另一个国家视为高度敌意国家,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

不会在具体问题上让步.由于对方的要求被认为是不合理的,所以即便是

最微小的让步都被视为不理智行为.③

第六类是全球改革型多边.该类型多边组织包括联合国、G２０、全球

南方之声峰会等.印度政治精英竭力宣传印度正在崛起,印度领导人声称

印度是 “民主之母”,还是 “世界导师”.在维也纳面向印裔的演讲中,莫

迪强调的其实是印度的经济崛起是在其带领下实现的.莫迪不仅确立了印

度到２０４７年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届时世界将成为 “发达巴拉特”的世

纪,而且声称 “我们正在为巴拉特未来１０００年奠定坚实的基础”.④ 也有学

者认为印度崛起的大国战略轮廓日渐清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现代化

８４

①

②

③

④

周宏刚:«印度英文主流报纸的中国形象研究»,第５９页.

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GovernmentofIndia, “QuestionNoＧ３９３OutcomesofPrime

Minister’sRecentVisittoRussia,”July２５,２０２４https://wwwmeagovin/rajyaＧsabh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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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重空间意识、意象判断与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战略投射

的新印度、印太地缘政治图景、多向结盟构成了其大国崛起战略的基本内

容.① 但是客观来看,在全球性多边层面,印度依然没有资源和能力去实施

在次地区、地区间层面的多边主义策略,其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只能以较

低姿态寻求广泛的合作以实现目标.

结　语

印度多重空间意识的 “边界缺失”造成了印度参与多边主义逻辑的悖

论,印度一方面试图通过参与多边主义实现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却采取有

悖于地区主义整合与发展的战略.

一是在次地区领域有意愿推动地区主义的发展,但同时排斥巴基斯坦

以及用施压手段对付其他次地区国家,必然引发这些国家对印度多重空间

意识的警惕并给予回应.最近南亚国家发起的 “印度退出运动”,主要就是

因为印度多重空间意识 “跨界”所造成的,尤其是过度干预其他国家内部

事务,将南亚其他国家看作其 “后院”,干涉南亚其他国家与区域外国家的

合作.

二是在其多重空间意识中有意愿与中国进行战略调适,并积极参与中

印共同参与的多边机制,但同时将中国固化为 “入侵者”“竞争者”和 “破

坏者”,在参与多边主义合作的过程中进行取舍.这对印度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一方面,因为印度长期在多边组织中持消极态度,广大发展中国家对

于印度是否真的是发展中国家的 “代言人”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中国是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难以想象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印度在联合国推

行改革能够取得成功.

三是印度主张对外开放与合作,却在多重空间意识中过于强调所谓的

自身敏感.南亚、印度洋国家开展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要考虑印度的敏感,

区域外国家与次地区国家合作也要求考虑印度的敏感,这几乎难以做到.

关键不在于此类合作内容是否敏感,而在于印度霸权思维 “制造”敏感,

进而引起多重空间交互连锁反应,这不仅影响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战略投

射,也最终影响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成效.

印度多重空间意识有极端利己的特性,重塑印度多重空间意识也几乎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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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但深入认识印度多重空间意识及意象判断可为应对印度参与多边

主义、促进印度对华战略调适提供重要参考.例如,在荣誉空间领域,可

以部分地探寻满足中印彼此心理需求与期待的内容;在权力空间领域,在

叙事上相互承认彼此的地区领导性贡献;在发展空间领域,落实中印两国

领导人共识,相互认可彼此崛起叙事;在人口空间领域,改变相邻却不相

通的现状;在文化空间领域,发掘历史联系等有可能缓和两国对彼此的意

象判断,增加印度对参与中国加入的多边主义组织的兴趣与期待,为中印

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在最为关键的领土空间领域,鉴于印度

多重空间意识以及意象判断的固化难以改变,中国需要耐心、决心与战略

毅力.正如罗伯特杰维斯所说,坚定不移能够使两国关系处于正常状态,

退让妥协反而会使对方期望更多的退让妥协,因而导致极高的长远代价.①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２４年１０月中印在争议地区达成了军事脱离接触的解决方

案,双方在领土空间交互上暂时回归 “协议边界”精神.如果良好趋势能

够持续,将有利于中印双方在多边主义领域内互动,印度对华空间意识以

及意象判断也会有所调整,然而鉴于印度多重空间意识以及意象判断尤其

是对华意象判断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化,未来并不能排除印度再次违背 “协
议边界”的可能性.

(编　辑　毛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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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hapingofStateIdentityandtheEvolutionofForeignPolicy:
IdentityandtheLogicofIndia’sForeignPolicy

ByHuXiaowen

ABSTRACT:Therearebothinternalandexternaldimensionsofstate
identityForeignpolicyreflectsbothastate’s“self”anditspositionvisＧàＧ
vis“others”．Changesinforeignpolicyreflectadjustmentsandtransformationsin
stateidentitybothathomeandvisＧàＧvisexternalactorsIndiahaslong
soughtaninternationalidentityandstatusthatdoesnotreflectitsactual
levelofstatepower,anditsforeignpolicyreflectsIndia’sdesiredidentity
asastateSinceindependence,India’sforeignpolicyhasrespondedtothe
construction,correction,andreshapingofbothitsinternalandoutward
facingidentitiesOver the past ７０ years,India’s state identity has
undergonemultipletransformations,fromtheconstructionof “otherto
self”duringtheNehruera,tothedivergenceof“self”andthecrisisof
“other”duringtheIndiraperiod,andculminatinginthereshapingofits
identityduringtheBharatiyaJanataParty (BJP)periodTheseidentity
changeshavedrivenIndianleaderstoadoptdifferentviewsoncountry’s
nationalinterests,prompting continuous evolution in foreign policy
IdentityfactorsprovidealucidexplanationforchangesinIndianforeign
policyandofferalongＧtermhistoricalexplanationofthedeepＧrootedcauses
ofshiftsinIndia’sforeignpolicy
KEY WORDS:Stateidentity;Indian Foreign Policy;Selfand Other;
ChangingandReshapingIdentity;Secularism

MultiＧlayeredSpatialAwareness,ImageryJudgementandIndia’s
StrategicProjectionofMultilateralism

ByYangSiling& GaoHuiping

ABSTRACT:Withthecontinuousgrowth ofitseconomicpowerand
correspondingevolutionofitspoliticalnarratives,India’sbehavioronthe
internationalstagehasincreasinglyattractedattentioninrecentyears
Variousinternationalactorsandorganizationshaveheightenedexpectations
ofIndia,expanding the space within whichitcan maneuver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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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ateral forumsObjectively speaking,India’s choices regarding
multilateralism are shaped by multiple layers of spatial awareness,
includingconsiderationsrelevanttoterritorial,demographic,cultural,
developmentalandhonorfactors,aswellasrelatedtopowerTheimagery
judgmentformedfrom this multiＧlayered spatialawareness determines
India’sstrategicprojectionin multilateralplatformsatthesubＧregional,
regional,and globallevelsFurthermore,based on this multiＧlayered
awarenessandimageryjudgment,India exhibitssix attitudestoward
multilateralorganizations:dominantleadership,guiding and shaping,
limitedcoordination,counterbalancingandcompetition,withdrawaland
abandonment,andglobalreformThe “boundarydeficiency”inIndia’s
variedspatialawareness resultsin a paradox in its projection with
multilateralism
KEY WORDS:China;India; Multilateralism; Varied Spatial Awareness;
InteractiveBoundary

India’sEvolvingViewsofIndoＧJapanSecurityRelations:

InsightsfromSocialIdentityTheory
ByZhuYuwen

ABSTRACT:Sincetheturn ofthe２１stcentury,IndoＧJapansecurity
cooperation has improved, with the two countries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security dialogue andinteraction mechanismThey have
conductedjointexercisesacrossland,sea,andairandembarkedonjoint
productionandtechnologicalcooperationinnewfieldsAccordingtosocial
identitytheory,India’sperceptionofIndoＧJapansecurityrelationshas
progressedthroughthreestages:socialcategorization,socialcomparison,
andsocialidentityformationToday,theIndiangovernmenthasshapeda
collectiveidentityregardingIndoＧJapansecurityrelationsJapanisseenby
Indiaasastrategicpartnersharingcommondemocraticvaluesandsecurity
interests,whileChinaisperceivedasacompetitorvisＧàＧvisIndia’sriseasa
globalpowerInthefuture,IndoＧJapansecuritycooperationwillcontinue
todeepen,threateningpeaceandstabilityinChina’speriphery,andposing
challengestosecurityintheIndoＧPacificregion
KEY WORDS:IndoＧ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Perception;Security
Cooperation;SocialIdentity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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