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析安倍第二次内阁

期间的日印关系
①

庞中鹏

　　摘　要：自２０１２年年底安倍内阁第二次启动以来，日本积极开展对印度外交，特别

是通过首脑外交使日印关系快速发展与提升。日本对印度外交主要内容集中于安全保

障、海上合作、经济与能源合作、地区与国际热点问题协调配合以及联合国安理会改革。

日印关系不断提升，主要归因于印度近年来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印度本身拥有的地缘优

势以及日印共同追求的“大国梦”等因素。日印继续深化关系，还面临着一些不容回避的

问题，未来日印关系发展存在着一些隐忧与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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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日印关系日益密切，尤其是自２０１２年年底安倍晋三第二次

担任日本首相、２０１４年５月印度莫迪政府上台后，日印关系取得飞速发

展。双方高层互动 频 繁，两 国 首 脑 成 功 实 现 年 度 互 访，且 首 脑 会 晤 正 向

机制化模式方向发展。日印深化关系主要从政治、外交、安全保障、经济

等领域展开，并且各领域合作内容在不断深化。本文拟对安倍第二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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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日 本 外 交 战 略 与 中 日 关 系”重 大 课 题

（项目编号：２０１８０１１０）阶段性成果。



阁期间的日印关 系 作 初 步 梳 理，分 析 日 本 深 化 与 印 度 关 系 的 深 层 动 因，

并阐述日本进一步提升对印度关系面临的问题。

　　一、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印关系概述

　　自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安倍晋三第二次内阁启动以来，日本与印度之间的

关系取得了稳定 的 发 展，双 边 关 系 的 战 略 层 次 不 断 提 升，战 略 合 作 内 容

不断充实。

（一）首脑外交是日印关系飞跃发展的动力

日印关系在政治 领 域 的 合 作 引 人 瞩 目，安 倍 第 二 次 执 政 后，以 日 本

首相与印度总理年度互访机制、国际多边场合频繁举行会晤为契机①，双

方构建起了稳定的首脑外交渠道，而一系列的首脑外交使得日印关系战

略层次得到不断提升与巩固。

安倍内阁第二次启动后，日本高度重视对印外交。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

日，即安倍再次就任 首 相 两 天 后，与 印 度 总 理 曼 莫 汉·辛 格 举 行 电 话 会

谈。从２０１３年开始，日本和印度建立了 首 脑 年 度 互 访 机 制。截 至２０１８

年，日印首脑互访不断。２０１３年５月，印度时任总理辛格访问日本；２０１４

年１月，安倍在他第二次出任首相后首次正式出访印度，安倍访印恰逢印

度共和日，所以此 访 具 有 重 要 的 政 治 象 征 意 义，凸 显 出 了 日 印 关 系 的 密

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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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倍首相与印度总理在国际多边场合举行过多次会晤：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安倍在文莱出席东

盟系列相关首脑峰会时与印度时任总理曼莫汉·辛格举行会谈；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在澳大利

亚出席二十国集团（Ｇ２０）峰会时安倍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１日，安倍在马

来西亚出席东盟系列相关首脑峰会时与莫迪会谈；紧接着于同年１１月３０日，安倍在法国

巴黎出席第２１届联合国气候变化 大 会 间 隙，与 莫 迪 会 谈；２０１６年４月，安 倍 利 用 在 美 国

华盛顿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之机与 莫 迪 会 谈；２０１６年９月，安 倍 在 老 挝 出 席 东 盟 系 列

相关首脑峰会时，与莫迪会谈；２０１７年７月，安倍在德国出席 二 十 国 集 团（Ｇ２０）峰 会 时 与

莫迪会谈；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安倍在菲律宾出席东盟系列相关首脑峰会时与莫迪会 谈；２０１９
年６月，安倍利用在日本大阪举办二十国集团（Ｇ２０）峰会之机，与来日参加大阪峰会的莫

迪举行会谈；２０１９年９月，安倍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与莫迪会

谈；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安倍在泰国出席东盟系列相关首脑峰会时与莫迪会谈。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安倍正式访问印度，双方首脑表示，“衷心欢迎日印关

系开启进入新时 代，一 个 强 大 的 印 度 有 利 于 日 本，而 一 个 强 大 的 日 本 同

时也有利于印度，稳固的日印关系将会引领印太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

走向和平与繁荣”。①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莫迪访问日本时，安倍指出“一 年 一

度的首脑互访机制是日印关系飞跃的原动力”，莫迪指出“强大的印度与

强大的日本能够为亚洲与世界作出贡献，拥有悠久历史的两国关系要继

续加强交流与拓展新的合作领域”。②

（二）日印安保领域合作内涵不断充实

日印在安全保障领域不断充实合作内涵，主要包括日印商讨日本向

印度出口ＵＳ－２水陆两栖飞机合作事宜、日印海上联合演习，日印外交

与防务部门会谈（即２＋２会谈）从副部级升格为部级间对话。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安倍对印度正式访问期间，与莫 迪 共 同 出 席 了《日

印防卫装备品与技术转移协定》与《日印秘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签署

仪式，这两份安全保障领域重要文件的签署，标志着日印 ＵＳ－２水陆两

栖飞机 合 作 事 宜 进 入 正 式 操 作 阶 段。早 前，２０１７年９月 与２０１８年１０

月，安倍首相 与 印 度 莫 迪 总 理 分 别 在 年 度 互 访 会 谈 中 表 示 要 继 续 深 化

ＵＳ－２水陆两栖飞机合作事宜。

２０１４年１月，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访问印 度，在 与 印 度 国 防 部

长安东尼会谈时 指 出，日 印 之 间 在 海 上 航 线 安 全 等 领 域 有 共 同 利 益，日

印双方要确保海 上 航 行 自 由 与 安 全。③ 小 野 寺 五 典 与 安 东 尼 会 谈 时，双

方表明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之间要举行定期联合训练。２０１４年１

月，安倍访问印度期间，与印度总理辛格举行会谈时谈及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日

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曾在印度金奈湾海域实施的联合训练，两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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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外務省：「日 印 首 脳 会 談 平 成２７年１２月１３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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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防衛省：「小 野 寺 大 臣 の イ ン ド·フ ラ ン ス 訪 問」。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０日。ｈｔｔ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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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还决定２０１４年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在太平洋海域继续实施联

合训练；两国首脑同意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定期举行海上联合训

练；安倍还对印度邀请日本从２０１５年开始正式参加“马拉巴尔”海上军事

演习表示感谢。①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安 倍 访 问 印 度 期 间，莫 迪 指 出“海 洋

安 全 保 障 是 日 印 间 非 常 大 的 课 题，印 度 与 日 本 要 提 升 海 洋 情 报 监 视

能 力”。安 倍 表 示，日 本 能 够 永 久 参 加“马 拉 巴 尔 演 习”是 具 有 战 略 意

义 的 大 事。②

日印２＋２会谈始于２０１０年７月，当时的对话级别是副部级。副部

级２＋２会谈共进行了五次，对话地点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在安倍内阁

期间进行了 三 次 日 印 副 部 级２＋２会 谈，分 别 是：２０１５年４月 第 三 次 对

话、２０１７年３月第四次对话、２０１８年６月第五次对话。这三次会谈的主

要内容包括：日印 之 间 就 安 保 合 作、地 区 与 全 球 形 势 等 多 个 领 域 的 事 项

交换意见；双方认识到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日印两国携手应对地区与全球

课题是不可或缺的，两国旨在共同维护开放与稳定的海洋并实现地区安

定与繁荣；双方就防卫装备合作、反恐对策、海洋安保合作、联合 国 维 持

和平活动、网络与太空等领域加强合作进行深入讨论。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首次升格后的日印部级２＋２会 谈 的 主 要 内 容 有：争

取早日缔结《日印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双方交换日本海上自卫队与

印度海军相互联演联训的情报信息，继续实施日印全部各个军种的共同

训练，继续加强防 卫 装 备 技 术 合 作，扩 大 双 方 防 务 教 育 与 研 究 机 构 之 间

的交流与合作，确认日美印三国继续合作的重要性。③

（三）日印高铁、核能等经济领域合作不断深化

日印在经济 领 域 深 化 合 作，重 点 项 目 包 括 日 本 对 印 度 投 资 建 造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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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进行能源领域特别是核能合作等。

１．日印高铁合作项目

２０１４年１月安倍访问印度时就谈及日本投资修建印度高铁计划；同

年９月，莫迪在就任印度总理后不久就出访日本，访日期间与安倍着重商

谈了印度引进日本高铁技术的重要性，莫迪对安倍表示，“自己的梦想是

用高铁连结起全印度国土”①，从中可见莫迪对日本投资建设印度高铁的

迫切愿望。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安倍访印期间，与莫迪达 成 日 印 高 铁 合 作 协 议，即 印

度引进日本新干 线 技 术 以 及 日 本 提 供 日 元 贷 款 帮 助 印 度 建 设 孟 买—艾

哈迈达巴德高铁（简称 孟 艾 高 铁），双 方 签 署 了《日 印 政 府 间 高 铁 合 作 备

忘录》。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莫迪访日，与安倍商谈了孟艾高铁进展情况，安倍

称之为“日印 新 时 代 的 象 征 性 项 目”。② 双 方 商 定 孟 艾 高 铁 于２０１８年 开

工以及在２０２３年运营。２０１７年９月安倍访问印 度，与 莫 迪 共 同 出 席 了

孟艾高铁开工庆典仪式。

２．日印核能合作

２０１４年９月莫迪担任印度总理不久后出访日本期间，就与安倍商谈

要加快两国核能合作谈判进度。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安倍访问印 度 时 与 莫 迪

签署《日印政府间关于和平利用核能协定的备忘录》。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安

倍与访日的莫迪一起出 席 了《日 印 政 府 间 关 于 和 平 利 用 核 能 的 协 定》签

署仪式。③ ２０１７年９月安倍访印期间，两国发表的《共同声明》中重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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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外務省：「日·インド首脳会談（概要）平成２６年９月１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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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０日，日本驻印度大使平 松 贤 司 和 印 度 副 外 长 贾 伊 尚 卡 尔 在 印 度 首 都 新 德

里的外交部交换外交文件，《日印核能协定》正式生效。此前的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６日与６月７
日，《日印核能协定》先后在日本众议院与参议院分别得以通过。印度外交部于７月２０日

当天发表声明称：该协定将开启 印 度 与 日 本 在 能 源 安 全 和 清 洁 能 源 等 领 域 的 合 作 道 路。

根据该协定，日本可以向未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ＮＰＴ）的印度转移核物质以及核能

相关技术。



及《日印核能协定》对印度发展清洁能源所起的重要作用。①

（四）日印对国际形势保持高度关注和协调配合姿态

日印均对地区与国际形势发展保持高度关注，在地区与国际热点问

题上保持协调配合姿态，对一些涉及两国共同利益的国际问题采取合作

应对态度。

通过年度首脑互访机制，双方经常谈及印太热点问题与国际形势发

展等问题。在年度首脑会晤以及在国际多边场合会晤时，频频谈及的议

题主要有：东亚地区合作、海洋航行自由、海上航线安全、海上打击海盗、

反对恐怖主义与国 际 反 恐 合 作、朝 核 问 题（重 点 包 括 朝 鲜 绑 架 日 本 人 问

题）、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

２０１４年１月，安倍访印期间，双方着重谈及东亚地区合作、国际海洋

航行自由、联合打击海盗、国际反恐合作、朝鲜核问题、全球气候 变 化 以

及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地区与国际热点问题。②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安倍访印时，特 别 表 明 要 谋 划 到２０２５年 日 印 携 手 为

印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的高调姿态，具体包括：在海洋、

太空及网络等领域 紧 密 合 作，按 照《联 合 国 海 洋 法 公 约》解 决 海 洋 纷 争，

高度关注南海局势发展，在包含南海在内的海洋安全与海上航线安全领

域密切协调，确认核军控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重要性等。③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莫迪访日期间，日印双方具体谈及 以 医 疗 保 健 与 基 础

设施等为抓手探索日印在非洲进行合作的可能性，日印两国合作建设亚

非工业走廊与工 业 网 络，加 强 与 南 亚 其 他 国 家、伊 朗 以 及 阿 富 汗 在 基 础

设施等领域的合作等。④ ２０１７年９月，安倍访印期间，与莫迪谈及坚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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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外務省：「日印共同声明 自由で開かれ、繁栄したイ ン ド 太平洋 に 向 け て」、２０１７年

９月１４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ｆｉｌｅｓ／０００２９００５３．ｐｄｆ．
〔日〕外務省：「共同声明 日インド戦略的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強化」、２０１４
年１月２５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ｆｉｌｅｓ／００００２５０６３．ｐｄｆ．
〔日〕外務省：「日印ヴィジョン２０２５　特別戦略的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平成

２７年１２月１２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ｓ＿ｓａ／ｓｗ／ｉｎ／ｐａｇｅ３＿００１５０８．ｈｔｍｌ．
〔日〕外 務 省：「日 印 共 同 声 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１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

ｆｉｌｅｓ／０００２０３２５９．ｐｄｆ．



边贸易体制、支持印度加入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等议题。

　　二、日本加强与印度关系的深层动因

　　日本高度重视发展与印度的关系，与印度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势

头、印度本身拥有的 得 天 独 厚 的 地 缘 战 略 位 置 以 及 日 印 共 同 拥 有 的“大

国梦想”等因素 有 着 密 切 的 联 系。简 言 之，推 动 日 本 不 断 拓 展 与 深 化 对

印关系，有经济、地缘政治、战略目标三个方面因素。

（一）经济因素

印度是目前世界上拥有较大影响力的经济体，庞大的人口中适龄劳

动人口占比较多，且 经 济 发 展 保 持 着 较 快 增 速，其 经 济 优 势 使 日 本 高 度

重视印度这一潜在的巨大市场。

印度是金砖国家峰会的重要成员国，而印度之所以能成为金砖成员

国，自然与其经济发展成就分不开。日本将印度视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

之一。在安倍政府 努 力 摆 脱 通 缩、提 振 经 济 之 际，加 强 与 印 度 的 经 济 联

系对于日本来说 十 分 重 要。印 度 的 基 础 设 施 建 设，包 括 地 铁 系 统、主 要

道路、工业园区等，将是日本的主要投资项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期间，日本作为印度的主要 战 略 和 经 济 合 作 伙 伴，对

印度的投资实现了跨越式发展。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日本在印度市场的投资

总额为２６亿美元，但在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上升到了４７亿美元。日本在印度

各邦建立了１２个工业园区，有助于扮演印度和日本“经济走廊”的角色。

现阶段，日本是印 度 的 第 三 大 投 资 国，是 在 印 度 独 立 投 资 最 多 的 一 个 国

家。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７年期间，日本在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达到２５６．７

亿美元，占到印度所有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８％。①

（二）地缘政治因素

从海洋地缘政治 角 度 来 看，印 度 享 有 重 要 的 地 缘 战 略 位 置，印 度 次

大陆地处波斯 湾—霍 尔 木 兹 海 峡—孟 加 拉 湾—马 六 甲 海 峡 这 一 印 度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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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竺道：《作为最大投资国之一的日本在 印 度 投 资 日 趋 多 样 化》，白 鲸 出 海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ｂａｉｊｉｎｇａｐｐ．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１３４５．



海上战略航线的要冲。对于日本来说，其必需的海外进口能源资源无法

绕开或回避环绕印度海岸线的印度洋海上航线。

对于任何一个大 国 来 讲，谁 能 在 印 度 洋 上 获 得 战 略 优 势，不 仅 能 确

保其海上石油命 脉 不 受 控 于 人，同 时 还 可 在 战 时 掐 住 对 手 的 咽 喉，有 效

影响西亚、中东以及南亚地区。①

近年来，印度 海 军 的 注 意 力 不 断 向 靠 近 马 六 甲 海 峡 的 孟 加 拉 湾 倾

斜。安达曼·尼科巴群岛②就是印度在孟加拉湾最大的海上军事基地，

是印度在孟加拉湾的战略跳板，可以为派往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印军军

舰提供后勤支持。近 年 来，随 着 印 度 大 国 战 略 意 识 的 膨 胀，印 度 海 军 远

洋战略思想日益凸显。自２０１１年以来，印军就不断加强在安达曼·尼科

巴群岛的军力。目 前，印 度 陆 军 在 该 群 岛 的 兵 力 已 增 至 一 个 旅，计 划 未

来将驻防兵力增加至１个师；群岛上建有４个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基地，并

准备进一步增加机场数量。③

日本是一个石油天然气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其中又特别依赖中东

地区。近年来，需要从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占日本海外石油进口的９０％

左右，来自中东的天然气占日本天然气海外进口的２０％左右。④ 大量进

口的石油天然气 需 要 靠 海 运 运 输，所 以 对 日 本 来 说，印 度 洋 海 上 航 线 堪

称是一条“生命线”。鉴于印度在印度洋上拥有的海上影响力，日本加强

与印度关系的一个重要动因，乃是为了确保从中东进口石油天然气海上

运输的安全，与印 度 关 系 的 好 坏，直 接 关 系 着 日 本 海 上 能 源 运 输 是 否 能

确保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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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方玮：《冷战后印度地缘战略思维探析》，《国际观察》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是印度的海外联合属地，是安达曼群岛、十度海峡和尼科巴群 岛 的

统称，处于孟加拉湾与缅甸海之间、缅甸以南，距离印度大陆８００公里。自１７８９年起群岛

长期为英国占领，二战期间曾被日本占领，战后归印度管辖。长期以来，印度在 此 设 有 军

港和基地。

侯涛：《印度主力舰 首 次 进 驻 安 达 曼 群 岛 搭 载 远 程 导 弹》，环 球 网，ｈｔｔｐ：／／ｍｉｌ．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６－０４／８８０２０５５．ｈｔｍｌ．
〔日〕経済産業省：「平成２８年度エネルギーに関する年次報告」（エネルギー白書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ｎｅｃｈｏ．ｍｅｔｉ．ｇｏ．ｊｐ／ａｂｏｕｔ／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７ｈｔｍｌ／．



（三）战略目标的共同需求

印度是南亚地区 的 大 国，近 年 来 其 国 际 影 响 力 不 断 扩 展 与 提 升，在

稳坐南亚地区第 一 把 交 椅 的 同 时，还 欲 在 世 界 上 谋 求 大 国 影 响 力；日 本

一直想要摆脱“政治侏儒”的不良国际形象，极力谋求成为一个拥有很大

国际影响力的“政 治 大 国”。因 此，日 印 在 追 求“大 国”的 战 略 目 标 上，有

相互的战略需求与利益契合点。

近年来，特别是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的“大国外交”战略日益凸显。

２０１４年，莫迪在宣誓就职时表示，要为印度创造一个辉煌的未来，打造一

个强大、发达、包 容，并 致 力 于 世 界 和 平 与 发 展 的 印 度。自 莫 迪 任 职 以

来，印 度 政 治 改 革、经 济 增 长 和 外 交 战 略 都 呈 现 出 强 劲 的 发 展 势 头。

２０１５年２月，莫迪声称要带领印度发展成为“全球领导大国”，而不只是

一支制衡力量。莫迪的“全球领导大国”战略不是简单地等同于“世界大

国”，更多的是强调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跨越国界的战略影响力。① 在莫

迪的“全球领导大国”战 略 中，“东 进 行 动”就 是 其 中 的 重 要 一 环，而 加 强

与日本的关系，就是“东进行动”中的重要内容。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指出

的，“新德里内心 颇 愿 看 到 日 本 在 印 太 地 区 提 高 战 略 地 位，彼 此 呼 应；虽

是同床异梦，但对来自日本的殷勤颇感受用，半推半就”。②

自从２０１２年年底 安 倍 二 次 执 政 以 来，安 倍 以 四 处 出 访 来“践 行”其

“俯瞰地球仪外交”思 想，而 印 度 更 是 安 倍 外 交 棋 盘 上 的 重 要 棋 子，印 度

亦是“民主安全菱形”③中 的 重 要 一 环，而 日 本 之 所 以 不 断 拉 近 与 印 度 的

关系，相同的大国 战 略 诉 求 可 以 说 是 其 中 的 一 个 重 要 诱 因。例 如，日 本

与印度同是极力推动 联 合 国 安 理 会 改 革 的“四 国 集 团”④的 重 要 成 员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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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晓文：《印度莫迪政府的大国战略评析》，《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陆忠伟：《安倍访印，“西行外交”有玄机》，中新网，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７日。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ｈｉ－
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ｊ／２０１７／０９－１７／８３３２９４４．ｓｈｔｍｌ．
“民主安全菱形”，是２０１３年１月 日 本 首 相 安 倍 晋 三 提 出 的 一 个 构 想，即 由 澳 大 利 亚、印

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组成一个菱形，以保卫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地区的公海。

四国联盟，亦称四国集团（Ｇ４），是由日本、德国、印度及巴西四国组成的联盟，试图通过相

互支持，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成员。



两国都极力想成为联合 国 安 理 会 常 任 理 事 国。因 此，在“入 常”问 题 上，

日印两国相 互 支 持，共 同 服 务 于 一 个 大 目 标———推 动 联 合 国 安 理 会 改

革，最终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

　　三、日印关系进一步提升战略水平面临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 日 印 关 系 获 得 了 一 定 发 展 与 提 升，但 是 不 容 否 认 的 是，

日本与印度之间由于各自的外交传统、外交优先目标与要达成的外交战

略目的不尽相同，两 国 未 来 如 果 要 继 续 提 升 双 边 关 系 战 略 水 平，还 会 面

临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两国外交传统与外交长远战略目标不尽相同

日本外交长期以来奉行“附强结盟”的传统，从２０世纪初期的日英同

盟、到第二次世界 大 战 中 与 德 国 和 意 大 利 结 成 三 国 军 事 同 盟、再 到 二 战

后与美国结成同盟 关 系，在 一 百 多 年 的 时 间 里，“附 强 结 盟”成 为 日 本 外

交的鲜明特色。特 别 是 二 战 后 的 日 本，由 于 成 为 一 个 战 败 国，在 日 美 同

盟框架中始终作为一个从属角色而存在。近年来，尽管安倍内阁处心积

虑修改和平宪法，且推动日本在军事安全上能够成为一个“由守变攻”的

真正拥有军事实力的国家，但是在日美同盟关系上日本仍旧不能达到与

美国并驾齐驱的 地 步，尤 其 是 在 政 治 与 军 事 领 域，日 本 仍 旧 受 到 美 国 的

牵制与羁绊，距离日本真正成为一个在国际社会上能够“独立”掌握话语

权、能够独立“彰显”巨大国际影响力的大国仍旧很远。

日美关系充满了 复 杂 性 与 矛 盾 性，故 而 在 加 深 与 印 度 关 系 上，日 本

会受到美国潜在的掣肘 与 影 响。美 国 不 愿 意 看 到 日 印 关 系 的 发 展 程 度

有脱离日美安保轨道的趋向，亦不愿意看到日印关系有压过美印关系的

苗头，日本难以完全撇开美国而独立发展与印度的关系。以安倍所热衷

的“民主安全菱形”构想、“日美 澳 印”四 国 合 作 框 架 以 及“美 日 印 马 拉 巴

尔海上演习”为例，在 这 些 战 略 构 想 或 军 事 合 作 行 动 中 都 可 以 看 见 美 国

的影子，美国的存在可谓是“如影随形”。不妨假设，如果美国不参与，抑

或是单独抛下美国，日印则难以顺利在军事安全领域发展合作关系。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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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印共同参与 的“入 常”为 例，不 管 日 印 德 巴 四 国 多 么“团 结 一 致”与

“卖力吆喝”，但正是因为美国对四国集团（Ｇ４）“集体入常”持谨慎态度，

才致使日印的“入常梦”一拖再拖。

印度外交的传统是“不 结 盟”，在“不 结 盟”外 交 的 基 础 上，印 度 实 行

全方位外交、平衡各国关系的左右逢源外交。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印度巧

妙地在大国间周旋，印美关系、印俄关系、印日关系以及印度与欧盟的关

系，均以从中获得最大利 益 为 目 的。印 度 外 交 的 这 一“灵 活 性”，对 于 日

本来说，或许会冲淡日本想要加深与印度关系的意愿。由于日美同盟关

系的存在，日本外交 首 先 看 美 国 的“脸 色”行 事，难 以 像 印 度 那 样 可 以 和

任何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比如，印度和俄罗斯保持着长期传统合作

的关系，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印度大量购买俄罗斯武器装备，即使近年来

印度购买俄罗斯军火数量有所下降，但印度仍难以彻底摆脱对俄罗斯武

器装备的依赖。

（二）双方发展合作关系的出发点和目标不尽相同

从各自的国情、抑或是各自国家定位来看，对于日本来说，自身不仅

仅是世界经济发 达 国 家，还 有 成 为 全 球 政 治 大 国 的 诉 求，为 此 不 仅 要 保

持在亚洲的影响力，更要扩展在全球的影响力。而印度是南亚地区首屈

一指的大国、世界人口大国，也是不结盟运动的重要倡导国，目前还是世

界新兴经济体之一、金砖成员国之一，同样致力于成为政治大国。

对于日本来说，近 年 来 之 所 以 与 印 度 的 关 系 日 益 热 络，主 要 出 发 点

在于：一是日本与 印 度 拥 有 相 同 或 相 似 的 价 值 观，二 是 日 本 与 印 度 都 是

海洋型国家，三 是 日 印 两 国 都 与 美 国 保 持 着 良 好 的 关 系。对 于 印 度 来

说，之所以愿意和日本发展合作关系，主要出发点在于：日本是印度大国

平衡外交中的一 个 角 色，日 本 是 一 个 经 济 发 达 国 家，可 以 吸 引 来 自 日 本

的资金与技术。

从双方合作要达 到 的 目 标 来 看，日 本 与 印 度 合 作 的 目 标 是，扩 大 与

占领印度这一巨 大 的 经 济 市 场 份 额；看 重 印 度 独 特 的 地 缘 战 略 地 位，既

能为维护日本海上贸易运输安全服务，又能为日本拓展海上影响力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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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垫；印度与中国有着矛盾纠葛，试图借印度达到牵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印度与日本合作的目标是，借助日本的经济实力来推动印度经济继续得

到快速发展，使印度经济水平再上一个大台阶，尽早成为发达经济体；借

助日本进一步充实印度的“东进行动”战略内涵。

正是因为双方发展合作关系的出发点、双方自身国情的不同以及要

达到的目标不尽相同，才使得日印双方在发展关系时，各怀心思，双方都

不一定会把对方看作是坦诚相待的“朋友”，而只是把对方看作是可以借

用的、服务于本国国家利益的“战略工具”。如果“战略工具”的认知大于

“朋友”的认 知，那 么 也 就 决 定 了 未 来 的 日 印 关 系 难 有 实 质 性 的 飞 跃 与

提升。

例如，中国因素的存在，对于日印关系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

看作是日印关系拉近的一个动因，又可以看作是日印进一步深化关系的

“减速阀”。一方面，近 年 来 日 印 关 系 之 所 以“火 爆”，一 个 普 遍 的 看 法 是

中国因素的存在，直 接 推 动 了 日 印 各 自 走 进 对 方 的 视 线。另 一 方 面，由

于印度奉行“灵活”与 大 国 平 衡 外 交 政 策，所 以 在 中 国 因 素 问 题 上，印 度

不一定会完全随着 日 本 走“日 印 联 合 制 华”的 险 路。印 度 为 牵 制 中 国 发

展而与日本结成“准同 盟 关 系”，一 是 与 印 度 的“不 结 盟 外 交”政 策 相 悖，

二是与印度历来是要独立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大国的政治诉求相悖，印

度不愿成为日美地缘战略棋局中的一枚小棋子，不愿被当成对付别国的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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