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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简报 热点

经济而非边境，中印冲突的主战场

摘 要

中印边境对峙升级，引起了印度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反弹。印

度也并非只是单纯利用民粹转移视线而已，其背后真正的目的是利

用此“机会”打击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发展空间，所以中印真正的主

战场还在经济层面。同时，在中美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印

度正在不断加深跟美国合作，进一步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

正 文

中印两国在加勒万河谷一带的边境冲突自 5 月初爆发至今，仍未有

平息迹象。9月 7 日在原本禁止使用枪械的地区更发生了鸣枪事件，再

度令局势升温，外间正在评估中印冲突会否最终“擦枪走火”升级成为

战争。



Research Note

2

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虽然中印边境局势不甚安宁，但中印之间爆发战争的机会始终不

大。中印双方都心知肚明升级军事冲突无益，但军事冲突短期内不会轻

易解决。

从印度国内局势来看，此时爆发中印边境冲突正好成为莫迪政府转

移视线的工具。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对印度打击极大，印度第二季 GDP

同比下跌 23.9%，超过英国的 21.7%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下跌最严重

的国家，估计下半年 GDP 亦难以有太大反弹。

在此情况下，印度国内爆发了指责中国的民粹情绪，莫迪政府正好

利用这份反华情绪转移国民对疫情与经济的关注度。罢买中国货、禁止

中国手机游戏等举动，都令民众反华情绪得以放大与宣泄，让标榜“印

度教民族主义”的莫迪在如此环境中仍能保持相当高的支持率。

对于中国而言，缓和与美国的经济外交摩擦为最优先事项，中方不

想让与印度的冲突过度发酵。分析指出，本次印军在争议地区打响第一

枪是希望通过主动“出牌”，控制整体牌局，掌握新一轮军事对抗乃至

中印博弈和对抗的战略主动。

中印真正的冲突在经济

分析指出，印度也并非只是单纯利用民粹转移视线而已，其背后真

正的目的是利用此“机会”打击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发展空间，所以中印

真正的主战场还在经济层面。

从 6 月起在印度南部的港口等地，从中国进口的智能手机及药品等

的通关手续停滞，印度贸易团体呼吁抵制中国产品。随后，印度政府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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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机将情绪转化为政策，禁止中国企业在印度扩张，例如停止租用中国

油轮、禁止华企参与印度高速公路项目、停买中国原油产品、又禁止包

括腾讯旗下游戏 PUBG Mobile 等中国手机程式等。

此外，印度还对中国企业设置经济限制。印度政府要对来自接壤国

的企业设限，规定要“向主管部门登记”后才能投标政府项目，包括商

品、服务和咨询服务的采购案。声明没有指明具体国家或集团，但此举

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经济报复。

其实早在年初中国爆发疫情时，印度便借机呼吁企业将生产从中国

移到印度。评论指出，中印真正的矛盾是，印度愈发视中国为经济发展

上的敌人，未来将会出现更多经济上的冲突。

警惕印度与“反华联盟”靠近

近年来，印度的外交政策保持了相对独立性，也没有正式加入美国

的对华战略围堵。但在中印对峙引发紧张的局势下，印度正在调整地缘

政治关系。尤其是在中美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印度在不断加深

跟美国合作，进一步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

6 月 4日，印度和澳大利亚签署两项军事协议，表明印度更加积极

地在印太“四国联盟”框架下，与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展开军事合作。

9 月 9日，日本和印度签署了《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根据这

项协定，印度海军可以使用日本在东非国家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日本海

上自卫队可以使用印度在印度洋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的军事设施。协定

签署表明日本正在加深与“准盟国”印度之间的安保合作，从而推动日

本和美国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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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首届印、法、澳三边对话举行，讨论印太海上安全和维

持有弹性全球供应链议题，并聚焦强化印太地区的合作。分析指出，这

场三边对话是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补充，并为正在成形

的对抗中国的全球联盟增加外交力量。

如果印度这样一个南亚区域性大国，加入到美国的反华联盟，势必

对中国西南边境以及印度洋航道的战略安全构成重大负面影响。接下来

印度跟美国加深合作肯定在所难免，需要警惕印度放弃自己的外交独立

性，跟美国结盟抗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