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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视域下印日“特殊全球战略伙伴 关系”：动力、影响及前景

“印太”视域下印日“特殊全球战略伙伴 
关系”：动力、影响及前景

邱昌情	 于亚静

摘要：近年来，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和印度洋战略地位的进一步凸显，印度

洋—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的重点区域。印度与日本作为影响印太

秩序的两支重要力量，两国均提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构想，并不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

略互动。在“印太”地缘框架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得到全面发展，已经升级为“特

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日战略伙伴关系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纽带，在政治、经

贸、安全、军事等各领域的合作全面深化，并具有浓厚的制衡中国色彩。在当前国际政治、

经济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的大背景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既是两国各自利益的需求使

然，也是对印太地缘政治格局新变化的反应，必将对当前的印太地区秩序产生深远而复杂的

影响。面对“印太时代”的到来，中国应与印日共同建立有关印太地区秩序的对话沟通机

制，扩大中印日三国在印太地区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合作，推进印太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当

前印太地缘政治兴起与日印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升温的情势下，中国既要密切关注日印战略伙

伴关系的发展态势，客观地看待印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给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带来的各种

风险和挑战。同时也要积极构建中国的“印太”战略，运筹好中日、中印双边关系，以便塑

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周边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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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地

缘战略的重心开始由大西洋地区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转移，“印太”（Indo-

Pacific）概念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讨论。作为印太地区两个重要国家，印度和

日本均提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构想，并不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印

度和日本是国际社会最早对“印太”概念予以关注并正在将其转化为本国战略理

念和对外政策的国家。早在2006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曾设想依托“印太

地区”构建一个由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共同组成的“民主国家俱乐

部”以抗衡日益崛起的中国，然而该设想因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顾忌中国

的反应，采取模糊消极的态度而宣布最终流产。a此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又发

表了“自由繁荣之弧”（The	Arc	of	 the	Freedom	and	Prosperity）的著名演讲，表

示“日本不仅与美国，而且与澳大利亚、印度等共享利益的国家建立越来越牢固

的关系，致力于推进‘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形成和扩大。”2007年8月22日，安

倍晋三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时，积极向印度兜售自己的“印太”战略构想，声

称“作为亚洲地区民主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和最大的民主国家，日本与印度是天

然的合作伙伴，两国在自由、开放与合作的地区框架内，对维护印度洋和太平洋

地区的安全、和平与繁荣有着神圣的责任”。b希望通过印日的联合，将美国、

澳大利亚也拉入其中，最终发展成日美澳印“四国同盟”。2012年，安倍首相再

次执政后，宣布日本将重启新一轮“印太战略”，强力呼吁美国、印度和澳大利

亚四国共同组成“亚洲民主安全菱形”（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认为“在印太地缘框架下，日本、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

家可以组建‘民主安全菱形’以确保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共同

建构基于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新秩序”。c2014年9月，印度总理莫

迪访问日本时，两国确立了“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12月，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访问印度，日印共同发表的题为《印日2025年愿景联合声明》中第一次

正式使用“印太地区”来界定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人文等领域的合作，强

调双方致力于共同构建“自由、开放、公平和平稳定及基于规则的印太新秩序，

推动印太地区的和平、繁荣与发展”，并同意建立印日“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

aMichael	D.Swaine,	“Creating	an	Unstable	Asia:	 the	U.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2,2018.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8/03/02/creating-

snstable-asia-u.s.-free-and-open-indo-pacific-strategy-pub-75720.2019-10-12.

bShinzo	Abe,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	Speech	at	the	Parlia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http:www.

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708/speech-2.html.2019-09-13.

c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27,2012,http:www.

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1-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2019-11-23.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8/03/02/creating-snstable-asia-u.s.-free-and-open-indo-pacific-strategy-pub-75720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8/03/02/creating-snstable-asia-u.s.-free-and-open-indo-pacific-strategy-pub-7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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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a2016年11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日本，日印首脑会晤后共同发表了联合

声明，致力于携手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莫迪总理表示，欢迎日本在

“印太战略”框架下对印度洋地区事务的参与，两国领导人认识到在印度“东

向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和“印太战略”间进行更深层次战略合作的潜

力。b2017年9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受邀到访印度，印日双方强调安倍的“印

太战略”与莫迪的“东向行动政策”具有相似性，两国共同签署了《面向自由、

开放且繁荣的印度洋—太平洋》的联合声明，试图将各自的对外战略愿景联系在

一起，表明了印日双方开始从更广泛的印太视野来定位两国的“全球战略伙伴

关系”。

作为印太地区的两支重要力量，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既是维护两国各自

利益的需求使然，也是对当前印太地缘政治格局新变化的反应，必将对当前的印

太地区秩序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由于印日伙伴关系强化具有很浓厚的制华色

彩，全面评估印日战略伙伴关系演变的动因、影响及发展前景，对中国构建和谐

的周边安全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印日“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进程

印度和日本分别位于南亚和东亚地区的不同地理位置，从地缘政治来看，两

国不毗邻且相距甚远。囿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格局，印度与日本的关系相对比

较疏远。自1998年5月以来，印度先后进行了5次核试爆，违反了国际核不扩散相

关机制，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日本作为二战期间全球唯一遭受过核武器

打击之苦的国家立即对印度的核试验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与批评，并追随美国

对印度开展了全面制裁行动，随后印日关系发展受阻。进入21世纪以来，印日两

国开始重新评估双边关系的发展潜力。c都将对方看作是一个能给自己带来重大

利益的战略合作伙伴。特别是近年来，印日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高层互访

频繁，双方确立了构建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架构，在政治互信、经济贸易、

a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Joint	Statement	on	India	and	Japan	Vision	2025: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Working	Together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the	

World”,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6176/joint+statement+on+india+and+japan+vision+2

025+special+strategic+and+global+partnership+working+together+for+peace+and+prosperity+of+the+indopacific+re

gion+and+the+worlddecember+12+2015.2019-12-01.

b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India-Japan	Joint	Statement	during	the	visit	of	Prime	

Minister	to	Japan”,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7599/IndiaJapan_Joint_Statement_during_

the_visit_of_Prime_Minister_to_Japan.2019-08-12.

cSanjana	 Joshi,	“Prospect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Japan”,	Strategic	Analysis,	

Vol.25,No.2,	2001,p186.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6176/joint+statement+on+india+and+japan+vision+2025+special+strategic+and+global+partnership+working+together+for+peace+and+prosperity+of+the+indopacific+region+and+the+worlddecember+12+2015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6176/joint+statement+on+india+and+japan+vision+2025+special+strategic+and+global+partnership+working+together+for+peace+and+prosperity+of+the+indopacific+region+and+the+worlddecember+12+2015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6176/joint+statement+on+india+and+japan+vision+2025+special+strategic+and+global+partnership+working+together+for+peace+and+prosperity+of+the+indopacific+region+and+the+worlddecember+12+2015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7599/IndiaJapan_Joint_Statement_during_the_visit_of_Prime_Minister_to_Japan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7599/IndiaJapan_Joint_Statement_during_the_visit_of_Prime_Minister_to_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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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务安全、文化交流等各领域展开了积极互动。目前印日关系已经从“面向21世

纪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

关系”。

（一）印日全球伙伴关系的确立

1991年印度拉奥政府正式提出了“东向政策”，旨在把印度与生机勃勃的亚

洲链接起来，这为印日关系的走近带来了机会。a但1998年印度核试爆引发了国

际社会的批评、谴责甚至制裁，日本开始追随美国对印度进行制裁，两国关系

至此跌入低谷。2000年8月，日本首相森喜朗出访印度，这是自1990年以来时隔

10年日本首相对印度进行的首次访问，印日共同发表了《21世纪印日全球伙伴关

系》声明，宣布“印日全球伙伴关系”正式建立，因印度核试爆导致跌入低谷的

印日关系迅速得以修复。2001年“9.11事件”爆发使全球笼罩在反恐气氛之下，

为了开展反恐合作，日本决定解除对印度的制裁。2001年12月，时任印度总理瓦

杰帕伊（Vajpayee）访问日本，双方联合发表了《印日联合宣言》，表示印日两

国未来将全面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军事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宣

布定期举行年度外长级会晤，并制定了印日双边安全合作计划，开启了印日在安

全领域战略互动。2005年4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印度，日印两国共同签

署了《加强日印全球伙伴关系八项倡议》和《亚洲新时代下的日印伙伴关系：日

印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定位》联合声明两份重要文件，全面界定了印日全球伙伴

关系的内容。包括两国年度首脑互访机制化，建立全面的经济关系，加强印日在

能源及海上安全合作、联手谋求“入常”名额以及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八个

领域，使印日关系得以全面升温。2006年9月，安倍晋三担任日本首相后，继续

强化日印关系，在安倍上伊始，日本与印度就宣布建立部长级别的“日印战略对

话”机制，扩大两国在能源、地区安全与经贸合作等各领域的战略合作。

（二）印日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

2006年12月，印度总理辛格访问日本，印日双方共同发表了《面向全球的印

日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表示“作为亚洲地区最大和最发达的民主国家，

两国亟需成为伙伴并谋求推动共同的繁荣与进步，两国也有责任和能力共同应

对来自地区或全球层面的挑战。”此外，印日两国首脑还决定把2007年确定为

“印日友好交流年”。b此后，两国首脑会晤更加频繁。2007年8月，安倍晋三

首相率领由243人组成的庞大外交代表团到访印度，安倍应邀在印度国会发表了

a张贵洪、邱昌情：《印度“东向”政策的新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12 年第 4 期，第 90 页。

b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oint	 Statement	 towards	 Japan-India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india/pdfs/joint0612.pdf.2019-10-18.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india/pdfs/joint06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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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两大洋的交汇》（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的演讲，呼吁印度加入日

本倡导的“价值观联盟”，积极推动美、日、澳、印四国战略对话，声称日本

期待未来在欧亚大陆推动建立“自由繁荣之弧”，并设想把日印两国作为两大

“核心”之一，携手共建一个“大亚洲”，把印度洋和太平洋变成“自由与繁

荣之海”。a2008年10月22日，印度总理辛格访问日本，印日两国首脑共同签署

了《关于推动印日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和《印日安全保障合作联合

声明》，强调两国将强化基于“共同民主价值观”和“安全合作”基础之上的

“印日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未来两国将围绕打击海盗、确保海上通道安全、反

恐以及防灾减灾等议题在亚太地区开展合作。2009年12月27～29日，日本首相鸠

山由纪夫到访印度，日印首脑共同发表了《印日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

声明》，强调印日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加强合作以提升两国的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2010年10月，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访

问日本，两国元首共同发布了《面向未来十年的印日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构想》联

合声明，声称两国将扩大安全保障与防卫合作，通过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情报

共享、训练和对话，加强在应对包括航行安全与自由以及打击海盗的海上安全保

障、人道主义援助与灾害救援等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日本还承诺向印度出口核

能发电技术和相关设备。2011年12月，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受邀在两国建交60周

年之际访问印度，印日双方发布了《关于印日建交60周年加强印日全球战略伙伴

关系的展望文件》，强调将全方位深化印日两国在政治、安全与防务、经济、文

化、地区与全球事务等领域的合作，印日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强化和成熟。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次成功当选日本首相后，呼吁同美国、澳大利亚、

印度共同组建“亚洲民主安全菱形”，更加明确地提及两洋及印太概念，并推动

美日印澳四国建立贯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民主价值观同盟”，使日印战略合作

进一步升级。2012年12月，安倍在印度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文章强调“太平洋地

区的和平、繁荣稳定与航行自由，与印度洋地区的和平、繁荣稳定与航行自由密

不可分，日印需要在捍卫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共同利益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基于此，安倍随后提出由美日澳印四国组成一个安全菱形来捍卫自印度洋地区

到西太平洋的公海，日本已经准备好向这个安全菱形最大限度地贡献自己的力

量。b就印度而言，印度作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举足轻重的大国，尤其重视印

aShinzo	Abe,	“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708/speech-2.

html.

bShinzo	Abe,	“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

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2019-09-17.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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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洋对印度安全和发展的重要性。2012年2月，一份由多位印度知名国际战略学

者联袂撰写的《不结盟	2.0：21世纪印度外交和战略政策》报告认为，印度必须

立足于亚洲，将亚洲地区作为其经济机会的首要区域。a在当前国际政治权力不

断向印太地区转移的背景下，印度认为积极强化与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符合印度

追求大国梦的战略需求，也与印度自90年代以来在亚太地区推进的“东向政策”

相吻合。特别是近年来，印度国内普通民众对拓展印日关系持比较积极的态度，

据印度政府所开展的民意调查，80%的印度普通民众认为目前印日关系的现状是

“非常友好的”。b2013年5月27日，印度总理辛格第四次正式访问日本，印日

双方宣布将进一步强化战略伙伴关系，辛格在其演讲中称“印日关系已经成为印

度‘东向政策’的中心，在全球范围出现不稳定、变革和挑战的时期，加强与日

本的关系对印度的经济发展重要，日本是一个天然的、不可或缺的战略合作伙

伴。”c

（三）从“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到“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自2014年莫迪就任印度总理以来，印度政府对发展更为紧密的印日战略伙伴

关系持更为积极的立场。在上任伊始，莫迪总理便受邀访问日本，两国元首宣

布把印日关系从“全球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提升至

“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d2015年

12月12日，日本首相安倍再次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发表了《日印2015

展望：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声称两国需将未来10年战略互动重点定位在

“印度洋—太平洋”区域，把“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强化为“广泛的、深

入的和以行动为导向的伙伴关系”，以凸显当前印日两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

政治、经济等方面战略目标的广泛融合。e双方商议要将两国外交、军事部门

“2+2”会谈升级为部长级对话机制，这被视为印日两国关系提升到新高度的重

aSunil	Khilnani	et	al,	“Non	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2012,p.12,http://www.cprindia.org/sitea/default/files/NonAlignment%202.0_1.pdf.2019-07-15.

bMOFA	of	Japan,	“Opinion	Survey	on	the	Image	of	Japan	in	India”,	http://www.mofa.gov.jp/press/release/

press6e_000122.html.2019-09-22.

cPrime	Minister’s	Address	to	Japan-India	Association,	“Japan-India	Parliamentary	Friendship	League	and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Exchange	Council”,	http://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2019-11-19.

d“Tokyo	Declaration	 for	Japan-India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http://www.mpofa.go.jp/

files/000050532.pdf.2019-12-18.

e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	Japan	and	India	Vision	2025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Working	Together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the	World”,	http://www.mofa.go.jp/s_sa/

sw/in/page3e_000432.html.2019-12-19.

http://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
http://www.mpofa.go.jp/files/000050532.pdf
http://www.mpofa.go.jp/files/000050532.pdf
http://www.mofa.go.jp/s_sa/sw/in/page3e_000432.html
http://www.mofa.go.jp/s_sa/sw/in/page3e_0004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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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标志。a2016年8月，安倍晋三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日本—非洲发展国

际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日本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安倍在会议期间发

表的主旨演讲中强调，在印太框架下，通过联通亚洲与非洲之间的海上之路，把

亚洲到非洲这一带建设成为发展、繁荣与稳定的大动脉。”b在高调宣示印太战

略理念后，日本便率先争取得到印度的理解与大力支持。2016年9月8日，在老挝

召开东亚峰会期间，安倍就其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向莫迪进行解释说

明，希望在印太框架下强化日印战略对接与合作。2017年9月13～15日，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印日双方签署了15项合作协议，涉及经贸、投资和人文交

流等领域，并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同意将日本的印太战略与印度的“东向行

动政策”进行战略对接。c2017年11月5日，印日两国举行了“印日东向行动论

坛”（Act	East	Form）启动仪式。印度总理莫迪也明确表示：“我认为当前的印

日关系将会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双边关系，我将下定决心推动印日两国共同领导

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走上和平、稳定与繁荣之路。”d

从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进程来看，印日两国基于自身利益不断强化彼此

之间的伙伴关系，自最早建立“伙伴关系”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再升级为

“特殊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的战略共识日益

增多。印日两国将彼此视为全球层面可以借重的伙伴，已经成为太平洋—印度洋

地区发展最快的双边关系之一。e在当前“印太”框架下，印日两国都更加重视

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印度总理莫迪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将印度—太平洋

地区作为双方扩大战略合作的新舞台。

二、“印太”视域下印日“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动力

在印太框架下，印度希望通过强化印日战略伙伴关系，东进太平洋，将其

a宋海洋、贾海涛：《试论印日特殊的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东北亚论坛》，

2017 年第 3 期，第 39 页。

b“Shinzo	Abe.	Address	at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Sixth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TICAD)”,	http://www.mofa.go.jp/afr/af2/page4e_000496.html.2019-11-16.

cJapan-India	Joint	Statement,	“Toward	a	Free,	Open	and	Prosperous	Indo-Pacific”,	http://www.mofa.go.jp/

files/000289999.pdf.2019-11-21.

d“Launch	 of	 India	–Japan	Act	East	 Forum”,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Dec.5,2017,http://www.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29154/launch+of+indiajapan+act+east+for

um.2019-11-13.

eMadhuchanda	Ghosh,	“India’s	Strategic	Convergence	with	Japan	in	the	Changing	Indo-Pacific	Geopolitical	

Landscape”,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indiastrategic-convergence-with-japan-in-the-changing_us_59

947eeae4b00dd984e37b9e.2019-12-11.

http://www.mofa.go.jp/afr/af2/page4e_000496.html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indiastrategic-convergence-with-japan-in-the-changing_us_59947eeae4b00dd984e37b9e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indiastrategic-convergence-with-japan-in-the-changing_us_59947eeae4b00dd984e37b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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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向行动政策”拓展至东北亚地区，将强化与日本的关系视为是印度“东向行

动政策”的重要伙伴。从日本来看，2016年日本首相安倍明确提出了“自由与开

放的印太战略”，通过强化日印战略伙伴关系，借机进军南亚和印度洋，扩大日

本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由于印日之间没有历史恩怨的障碍，也没有直接的地

缘政治冲突，且有着“民主国家”的共同身份和诸多战略利益的交叉点，这为两

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基于“民主价值”的国家身份认同

“民主国家”的身份认同使印日两国有了相互信任的基础，为两国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提供了可能性。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大力开展“价值观外交”

（value-oriented	diplomacy），倡导构建“价值观联盟”和欧亚大陆“自由与繁

荣之弧”构想，希望在印太地区构筑美日印澳乃至整个印太地区的巨大价值观网

络体系。在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构想中，印度被赋予了特殊地位，日本表示要

在该体系下与印度一道帮助后发的南亚国家构建和巩固民主制度。a早在2007年

8月，安倍首相第一任期就在受邀访问印度期间呼吁印度加入日本倡导的“价值

观联盟”，并声称印日可以携手成为欧亚大陆“自由繁荣之弧”的核心，把印度

洋—太平洋变成“自由繁荣之海”。b随着“印太”地缘政治的兴起，日本、印

度与美国自认为是天然的民主伙伴，日本倾向于强化美日同盟以及加强与亚太

地区所谓“民主”国家合作关系，以维护印度太地区的和平、开放、公平、稳定

和基于规则的秩序。c2012年12月16日，安倍再次成为首相并大力推动价值观外

交，大力倡导增进与日本具有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作为亚洲

地区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便是被日本视为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在共同的民主

价值观身份基础上，印日两国均认为深深根植于双方在安全和战略方面的共同价

值观将使印日战略伙伴关系更加稳固且具有可持续性。

（二）经济合作需求是印日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助推器

日本作为当今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有着丰富的资金、雄厚的科技实力与产品

aTomohiko	Taniguchi,	“Beyond	‘The	Arc	of	 the	Freedom	and	Prosperity:	Debating	Universal	Values	 in	

Japanese	Grand	Strategy”,	http://.www.gmfus.org/galleries/ct_publication_attachments/Taniguchi_AFP_Oct10_final.

pdf.2019-11-17.

b“Shinzo	Abe.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708/speech-2.

html.2019-11-17.

c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	Joint	Statement	on	India	and	Japan	Vision	2025: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Working	Together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the	World”,	http://www.

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6176/Joint_Statement_on_India_and_Japan_Vision_2025_Special_and_

Global_Partnership_Working_Together_for_Peace_Prosperity_of_the_IndoPacific_R.	2019-11-15.

http://.www.gmfus.org/galleries/ct_publication_attachments/Taniguchi_AFP_Oct10_final.pdf
http://.www.gmfus.org/galleries/ct_publication_attachments/Taniguchi_AFP_Oct10_final.pdf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6176/Joint_Statement_on_India_and_Japan_Vision_2025_Special_and_Global_Partnership_Working_Together_for_Peace_Prosperity_of_the_IndoPacific_R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6176/Joint_Statement_on_India_and_Japan_Vision_2025_Special_and_Global_Partnership_Working_Together_for_Peace_Prosperity_of_the_IndoPacific_R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6176/Joint_Statement_on_India_and_Japan_Vision_2025_Special_and_Global_Partnership_Working_Together_for_Peace_Prosperity_of_the_IndoPacific_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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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能力。但日本国内资源极其匮乏，需要不断拓展海外市场。印度作为仅次于

中国的第二大发展中大国和世界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2001～2017年年均增速

高达7.3%。同时，印度拥有巨大的人口红利、广阔的市场和充足的劳动力，日

本早就看上了印度市场这块大蛋糕。加强与印度的合作，日本可以拓宽其海外投

资范围，赢得广阔的海外市场。与此同时，印度作为正在快速崛起的新兴经济

体，工业体系尚不健全，迫切需要来自日本的资金、先进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等，

以实现印度经济转型与快速增长。因此，日印两国在经贸领域的互补性很明显，

合作潜力巨大。目前日本是印度的第三大投资对象国，约占印度收到外来投资总

额的8%。从日本方面来看，自2003年起，日本宣布将官方发展援助（ODA）的

重点从中国转向印度，不久印度便一跃成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最大受援国。到

2005年，日本政府对印“官方发展援助”增加了7.5%，占日本对外官方发展援

助（ODA）总额的18%。2006年5月，日本政府通过了《对印度的援助计划》，

决定增加对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减贫与环境保护、科研人才培养和人员交流等

领域的援助。为帮助印度打破经济增长困境，日本对印度的援助优先应用于投

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印度拓展交通运输网络，包括修筑更多关键线路的铁路、

公路、港口、电力等联通项目。2011年2月，两国在日本东京签署了《印日全面

经济伙伴协议》（India-Jap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EPA），并于8月正式生效，规定在未来10年内，将废除印日之间94%的贸易关

税以便推动两国相互投资与贸易的便利化。随着莫迪政府印度“东向行动政策”

的展开，印度大力推进同东亚国家的经贸关系，日本已经成为莫迪政府“向东

看”的重要对象。2015年12月，印日两国正式达成协议，推动从孟买到艾哈迈

达巴德的高速铁路建设，该铁路线将完全采用日本的新干线铁路系统，日方同

意以贷款的形式向印度提供该项目资金的81%。孟艾高铁于2018年开始动工，将

于2023年建成通车，总投资约9763.6亿卢比，全长508公里。a此外，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还竭力推荐莫迪政府在印度其它六条铁路线（连接加尔各答、德里、孟

买、金奈四大经济中心）也采用日本的“新干线”技术，但是莫迪政府并未同

意。2017年5月23日，非洲发展银行第52届年会在印度古吉拉特邦举行，莫迪总

理在会上发表了动情演讲，正式提出了“亚非发展走廊”（Asia-Africa	Growth，	

AAGC）计划，并向与会的非洲代表表示印度正与日本等国携手支持非洲国家的

发展，印度与日本将共同致力于推动“亚非发展走廊”建设，确保在印太和非洲

地区实现更大程度的资源整合和项目开发。”会后与会代表共同发布了《亚非发

a施张兵、胡礼忠：《日印孟艾高铁合作的动因、影响和前景分析》，《东北亚论坛》，2017 年第 3

期，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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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走廊愿景文件》，从该文件的内容来看，“亚非发展走廊”计划的目标在于促

进亚洲、非洲两大增长极的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发展，将非洲大陆与印度等南亚、

东南亚国家连接起来，推动构建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亚非发展走廊”

计划作为印太框架下印日加强战略合作的尝试，经过双方领导人的确认，已经具

备了明确的政治经济动因和基础条件，但目前该计划仍然处于规划层次，其具体

合作内容还有待确认和落实。

（三）印日在制衡中国崛起问题上抱团取暖

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以及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印度和日本的

“焦虑感”和“危机感”也不断加深，应对中国快速崛起带来的挑战成为印日战

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对印度和日本而言，中国的崛起是当前印太地缘政治最

重要的变量之一，由于中国与印度、日本互为邻里，且存在着历史积怨、领界纠

纷和地缘战略竞合关系，而相反，日本与印度之间则无历史积怨、领土纷争以及

直接的地缘政治竞争关系，日印通过发展伙伴关系携手共同制衡中国符合两国的

共同利益。在日本看来，寻找能够一同围堵、制衡中国的可靠伙伴是实现日本国

家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a由于印度与中国存在边界争端等结构性矛盾，而且在

政治、安全和地缘上存在激烈竞争，印度无疑是日本在印度洋地区平衡中国力量

和制衡中国的最佳选择。在防范中国问题上，印度与日本存在高度的利益契合。

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以后，中国曾邀请印度共建“一带一路”，

但印度一直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怀疑和担忧，害怕中国通过“一带一

路”建设渗透至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印度甚至还刻意鼓噪“中国威胁论”，认为

中国正在印度洋地区通过实施“珍珠链战略”（String	of	Pearls	Strategy），利用

中国与南亚的巴基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国的港口合作进一步

插手印度洋地区事务，对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区的活动表示高度警惕。面对中国

的强势崛起，印日两国都存在着忧虑，这为印日加强合作找到了共同目标，而且

印日均有意与中国争夺地区的主导权，印日双方都心照不宣地将制衡中国作为密

切两国伙伴关系的重要战略目标。b2014年8月，印度前外交秘书夏亚姆·萨兰

曾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崛起和军事力量日益深入印度洋地区，这一切

正在重塑印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架构，在此背景下，印度和日本必须加强全方位

a张光新、徐万胜：《日本强化与印度军事合作问题探析》，《日本学刊》，2018年第 1期，第 99页。

bPurnenfra	Jain,	“	Japan’s	Expanding	Security	Networks:	India	and	Australia”,	Indian Journal of Asian 
Affairs,	Vol.22,No.1,2009,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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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现实挑战。a印度和日本均将中国的快速

崛起视为本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威胁”，但同时它们认识到，“通过单方面行动

来制衡中国，实现亚洲权力结构的平衡是不可能的，有必要通过某种联合力量来

改变亚洲力量的失衡态势。”因此，印日两国通过强化战略联动效应，携手制华

来实现其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四）印日安全合作的深化

近年来，印日两国在安全领域互动频繁，对话的级别不断提升。作为世界能

源进口大国，保障能源安全对日本至关重要。印度洋是日本能源进口的重要战

略通道，确保印度洋航线的航道安全对于波斯湾—红海石油供给线的畅通至关重

要。而印度则希望借助日本的先进技术来实现其国防军事现代化的升级，将日本

拉入印度洋区域，形成美日印三方合力，以壮大自己在印度洋地区的声势，提升

印度的影响力。近年来，印日两国在安全对话层面已经初步形成了年度全面安全

对话、防务政策对话和军方高层对话三个对话机制。2008年10月21～23日，印度

总理辛格访问日本，印日双方签署了有关在核不扩散和反恐等安全保障领域加强

合作的《关于日印两国安保合作联合宣言》，表示未来两国将加强印度军队与日

本自卫队的交流和战略对话，为持续推动印日两国防务安全合作提供了法律和

制度保障。2009年12月27日，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访问印度，两国签署了《以印

日安全合作联合宣言为基础促进双边安全合作的行动计划》（Action Plan to Ad-
vance Security Cooperation），同意每年定期召开国防和外交部副部长级“2+2”

会谈机制（副防长+副外长），这也是日本与美国之外国家签署的第二个“2+2”

对话机制。b2010年7月，印日两国首次外交和防务部门“2+2”副部长级会晤在

印度新德里举行，双方共同探讨了印度洋上海洋通道安全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与

印度海军联合打击海盗等议题，并商定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两国防务

安全合作水平的进一步提升。2014年8月，莫迪总理到访日本期间，印日双方达

成共识，决定将印日副部长级对话“2+2”机制升级为部长级。在印日安全合作

机制化大幅升级的背景下，双方战略互信也得以提升，两国军事演习活动越来越

多，涵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2015年8月，日本参加了在孟加拉湾举行的“马

拉巴尔”（Malabar）军事演习，这是日本首次参加在印度外海地区举行的联合

军事演习，这项始1992年的美印双边军事演习开始升级为日、美、印三边联合军

事演习，三国在联合军演的规模、数量、质量等方面保持着很高的水准。2018年

aShyam	Saran,	“an	Indo-Pacific	Anchor	of	Stability”,	http://www.mea.gov.in/articles-in-indian-media.

html.2019-09-17.

b孙现朴：《印太语境下的印日防务合作》，《理论视野》，2017 年第 3 期，第 77 页。

http://www.mea.gov.in/articles-in-indian-media.html
http://www.mea.gov.in/articles-in-indian-med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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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日、美、印三国海军2018年度“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在美国关

岛附近的太平洋海域展开，印度派出“什瓦利克”级隐身护卫舰、“萨希亚德

里”号（Sahyadri）、“卡莫尔塔”级护卫舰、“卡莫尔塔”号（Kamorta）和补

给舰“沙克蒂”号（Shakti）3艘海军舰艇，日本则派出“伊势”号直升机航母、

“冬月”号与“凉波”号护卫舰，三国参与此次联合演习是历次“马拉巴尔”

演习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内容包括航空母舰训练、海上反潜作战、水面作

战、打击海盗、联合海上搜救行动等内容。近年来，日本加入“马拉巴尔”演习

（Malabar	Exercise）的常态化，印日联合军事演习范围正逐渐从印度洋向西太平

洋地区拓展。此外，自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印度还派遣正式军舰参加由日美主导

的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RIMPAC）。在武

器装备与技术合作领域，印度国内自主研发能力有限，严重依赖引进国外先进武

器装备，以加强其军力。印度每年均需要大量进口国外先进武器装备，目前，印

度已经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国，为了使武器进口来源多元化，增加印度

的军购选择和讨价还价的能力，印度开始将目光转向日本。2016年莫迪总理访问

印度期间，印日双方达成了军售协议，印度向日本购买12架US-2型水陆两栖飞

机，此军售协议的最终达成，不仅是日本突破对印武器出口限制的重要一步，也

凸显了印日两国的防务安全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增强。2017年9月，印日“国防工

业论坛”在东京举行，以促进两国的国防企业在军事领域的高科技项目上开展深

入合作。2019年11月30日，日本防卫相河野太郎和外相茂木敏充赴新德里出席了

首届印日防长+外长（2+2）磋商会，双方就日本航空自卫队和印度空军首次在日

本进行战机联合训练等达成一致共识，两国还确认将加快达成日本自卫队与印度

军队相互融通物质和劳务的《物质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推动两国军

队间装备研发、联合训练等，日本可以使用印度洋地区尼科巴群岛和安达曼群岛

的印度设施，而印度则可以使用日本在吉布提的海军设施，这将实质性地扩大双

方军事力量的战略影响力。印日双方在共同声明中表示要“共享自由开放的、具

有包容性的、基于规制的印度洋—太平洋新愿景。”

（五）美国“印太”战略的助推

美国“印太”战略提出背景下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以及美日同盟的互动

是促进印日战略伙伴关系加强的重要外部因素。印度和日本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

的重要战略伙伴和重要盟友，两国均与美国建立了密切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美

国的同盟辐轴体系为印日双方在印太地区协调各自的战略提供了有利条件。特朗

普政府印太战略构想的提出，旨在依托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同盟和伙伴关系网络，

重塑印太地区秩序以维护美国的霸权。日本一直在或明或暗地配合美国推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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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太战略构想，自2011年12月美国主导的首次美印日三边对话会以来，三方之

间战略互动日趋频繁，合作水平逐步升级，涉及的内容也越来越宽泛，为印日两

国在双边和多边机层面的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对于美国推进三边合作的意图，

日本和印度也表现积极，日本希望借机巩固美日同盟，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印

度则希望通过与大国之间的互动进一步参与到印太地区事务中来，提升自己在印

太地区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美国还竭力在防务安全领域为印日

接近搭建交流平台。正是在美国印太战略的助推下，日印双边关系不断得以强

化。2017年11月，特朗普总统的首次亚洲之行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

之后，将“促进与盟友和伙伴关系”等原则写进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中。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明确将“印日扩展

安全和防务关系”确定为是“建立亚洲内部安全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a美国

印太战略的提出为日印战略互动搭建了重要平台，但美国因素对印日两国的重要

性及影响程度不同。对日本而言，美日同盟一直是日本对外战略的基石，日本需

要追随附和美国的印太战略；而印度一直以来奉行不结盟政策，强调在发展大国

关系时保持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并不唯美国马首是瞻。相比较而言，美国因素对

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印度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印太地区秩序和力量正处于调整与变革的新时期，印日两

国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力量，均谋求成为印太地区秩序的主导者和建构者。在

印太框架下，印日两国相互借重扩大其在印太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在诸多层面

的战略合作增加，互动频繁，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

系”，这是对以往印日关系的超越与发展。

三、“印太”框架下印日“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的影响及前景

作为印太地区的两个重要大国，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将对“印太”地缘

政治格局的变化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由于印日伙伴关系具有很浓的制华色

彩，因此，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升级必将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产生较大影响。日

印战略伙伴关系升温的背后有共同的利益追求但也存在诸多分歧。两国在印太战

略构想、身份定位、对华战略思维上均存在较大差异。日本以美日同盟作为其外

交基石，将继续追随美国推动其印太战略实施。但印度强调不结盟外交理念，乐

于接受日印之间合作但不结盟的关系，在外交政策中始终坚持本国的“战略自主

性”。在对华关系上，印度不会以牺牲中印关系的代价来发展印日关系，希望在

a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June	1,2019,p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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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国之间保持自主性平衡以获取最大利益。此外，印度对于域外大国介入印度

洋地区事务非常敏感，这些都将影响未来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

（一）印日在美国的撮合下形成针对中国的伙伴网络，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

境面临诸多新挑战

美国一直利用中印、中日的结构性矛盾，拉拢两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

体系，从战略上构筑遏制中国的包围圈。日本和印度与中国互为近邻，两国同中

国均存在历史积怨、领土争端等结构性矛盾，面对中国快速崛起的客观现实，心

态十分复杂。日印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构筑了以制衡中国崛起为目标的日印

战略互动新模式，日印携手处处与中国较劲，使得中印、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更

加复杂化，摩擦龃龉时有发生。在当前美国印太战略构想实施的大背景下，日本

和印度介入南海争端的图谋日益凸显，日印和部分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有可能

形成某种针对中国的伙伴关系网，使南海争端问题更加复杂化、多边化，这在一

定程度上增大了中国解决南海争端的难度。在当前南海问题不断升温的情势下，

日本还大力拉拢东盟国家，同菲律宾、越南等南海声索国开展密切外交互动和军

事合作，向东盟国家传递了错误信号。事实上，印日两国在南海争端问题上没有

任何实际关联，但是两国却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利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领

土、领海矛盾和争端来制衡中国，使该地区秩序更加复杂化。随着印日战略伙伴

关系的不断深入，日印战略互动的加强无疑使中国的战略空间受到挤压，中国与

日本、印度的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使现存的印太地缘政治格局更趋复杂，给中国

的周边安全环境带来更多新挑战。

（二）印日安全互动可能会加剧印太地区的军备竞赛

当前，随着印度成为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印太地区也成为世界上军事化

程度最高的地区。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发布的国际武器转让数据统计，2015～2019年，印度

的武器进口额占世界的9.2%，位居世界第二位。而日本2019年度国防预算，超过

5.3万亿日元，创造了日本历史新记录。a印日也越来越将军事力量的强大看作是

其走向世界大国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印太地区也是世界军事力量最为集中的

地区，世界10支常备军中，有7支驻扎在该地区（中国、印度、朝鲜、俄罗斯、

韩国、越南、美国），该地区还有6个拥核国家。b在印太地区各大国间形成一

种复杂多变的安全互动，再加上该地区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与竞争，主要国家的

a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2019-12-14.

b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June	1,2019,pp3~49.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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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不同区域国家间的战略互信不足，使印太地区的军备竞赛日

益凸显。特别是随着印太概念的提出，美日印海军的密切联动，增强了印日在印

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互动与存在，摆开与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竞争和军备竞赛

的姿态。考虑到美印日三边军事安全合作的可能前景，三方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

将会更加频繁，无疑会加剧印太地区的军备竞赛，使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海上能源

和贸易通道安全面临的压力陡增，不利于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三）有力地配合了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

在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日本发展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迎合了美国

印太战略的需求，有利于日美同盟的巩固。近年来，随着美印关系的改善，印

度在美国印太战略的地位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印度在追求成为世界大国的进程

中，也需要得到美国的支持。由于美国实力的下滑，不得不借重传统盟友并拓展

新兴伙伴关系来维系甚至强化其在印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在美国所主导的印太地

区秩序框架下，日本和印度均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

长的国际影响力。美国出于应对中国崛起的考量，对日印两国加强战略合作乐见

其成，因而强力支持日印伙伴关系的强化。a美国撮合印日联手构筑针对中国的

的准同盟，有利于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2018年5月30日，美国国防

部长马蒂斯宣布，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U.S.	Pacific	Command）正式更名为

“印太司令部”（U.S.	Indo-Pacific	Command），以深化其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

印度、日本、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相向而行为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创设了有利

的内外条件，使这一伙伴关系向纵深化发展成为可能。

尽管目前印日关系已经升级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但事实上，印日

战略伙伴关系的升级并非代表两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认知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

印日两国的印太战略构想存在诸多差异，两国致力于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和相互借

重的同时，其印太战略目标存在较大差异，各有打算。在对待中国崛起问题上，

印度和日本有共同的利益，但两国的分歧也十分明显。日本希望印度成为制衡中

国的可靠力量，通过强化日印战略伙伴关系来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上升的影

响力，甚至拉拢美日印澳等国家构建针对中国的“包围圈”。印度虽然也重视强

化印日伙伴关系，但刻意避免与中国的全面对抗，不希望通过牺牲中印关系为代

价来发展印日关系。早在2006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呼吁美国、澳大利亚、印

度和日本共建“价值观同盟”时，印度就因为担心会刺激中国而选择不参与。印

度乐于接受日印之间合作但不结盟的关系，在大国间纵横捭阖，但印度无心加入

aJeffrey	Meyer,	“	U.S.	Should	Encourage	Strong	Japan-India	Relations”,http://blog.heritage.org/2011/12/06/

u-s-should-encourage-strong-japan-india-relations/.201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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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等国主导的针对中国的“同盟”，希望发展正常的对华关系，以实现其国家

利益的最大化。印度不可能以牺牲中印关系为代价发展印日关系。此外，印度对

于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具有强烈的主导意识，将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视为自己

的势力范围，对任何域外大国进入印度洋地区或介入南亚地区事务均保持高度敏

感与排斥态度。印度欢迎与日本等国家在印度洋地区开展合作，但是印度对域外

大国谋求主导印度洋地区秩序的行为都极为排斥。由于受各自国家利益的驱使，

印日两国在很多关键性的问题上看法难以达成一致。加上美日传统的盟友关系与

美印之间正在强化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特朗普政府对日印战略伙伴关系在其印

太战略中可以发挥的作用的考量，均决定了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将面临诸多

不确定性。

四、结语

在印太战略兴起背景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得到不断加强，双方战略合作范

围和领域持续拓展。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加强是两国各自的利益需求使然，也反

映了当前印太地缘政治形势的新变化。印度与日本作为中国的主要邻国，且均与

我国存在着历史积怨和领土争端等结构性矛盾，中国因素将会在印日战略伙伴关

系的发展进程中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上升的影响力，

是印日两国共同追求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面对日印近年来的加速走近，需要客

观看待两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但同时我们也需要认

识到，中印日作为印太地区秩序的“利益攸关方”，各国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

的零和博弈，三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对于印太地区的和平、繁荣与稳定起着重要作

用。面对“印太时代”的到来，中国应与印日共同建立有关印太议题的对话沟通

机制，扩大中印日三国在印太地区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合作，推进印太命运共同

体建设。在当前中国、印度快速崛起以及美国印太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面对日

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升温，中国既要密切关注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态势，客观

地看待印日战略互动带给中国周边环境的挑战。同时也要积极运筹好中日、中印

双边关系，努力构建和谐、共赢与稳定的中印日三边关系，以便塑造有利于中国

和平崛起的周边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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