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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與南亞 

中印關係與孟加拉灣經濟走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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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秉逵 

 

 

 

壹、一帶一路與南亞 

        自 2013 年中國政府發佈「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以建立海、陸

兩條絲綢之路為目標，規劃 6 條從中國延伸到歐、亞、非地區的經

濟走廊。由中國挹注資金、技術、工程團隊，在各國投資興建基礎

建設，建立中國內地與歐亞非大陸的貿易連結。 

        在南亞次大陸東西兩側，中國規劃了「中巴經濟走廊」以及「孟

中印緬經濟走廊」，自推動以來已經有近 5 年時間，但兩條經濟廊道

卻有截然不同的發展。在中巴經濟走廊方面，中國成功推動許多大

型合作項目，具體成效如雙邊貿易在 15 年間從 10 億美元擴張到 190

億美元，中國企業在巴國承包工程價值總額達到 454 億美元（其中

包括大型建設項目，如喀拉蚩西方於 2008 年落成的瓜達爾港）。為

打通經濟走廊，雙方共同整修並擴建喀喇崑崙公路（中巴友誼公

路），同時鋪設從新疆直達瓜達爾港的中巴鐵路。雖然在推展經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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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有時遇到困難，比如巴基斯坦在國內壓力下否決迪阿默巴沙水

壩（Diamer Bhasha Dam）的建設，但巴國仍全力支持中國拓展絲綢

之路，中巴經濟走廊的成功使其成為一帶一路的示範項目。 

        反觀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則並未取得重大進展，4 國從 2013 年至

今只開過 3 次工作組會議，無論多邊或雙邊經濟合作協議皆未付諸

實現，政府間合作的機制與內容也遲遲未定，尤其中印之間的經濟

合作始終停留在互相對話以及理解，未有大型計畫提出。 

        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有其戰略考量，南亞次大陸西邊的經濟廊道

可通往阿拉伯海與波斯灣，支援中國海軍在印度洋的行動，也更容

易管控新疆、阿富汗、巴基斯坦邊境分離勢力與恐怖主義活動，由

此可以理解中國重視程度。但中巴走廊並非低風險、高預期收益的

投資，其挑戰包括：（1）巴基斯坦經濟建設落後，國內投資環境不

佳，電力短缺，需要中方提供大量資金與人力，成本相對其他走廊

高出許多；（2）中巴邊境恐怖主義活躍，中方人員不時遭受人身威

脅，計畫中的能源管線也因為恐怖攻擊的疑慮而中止，改由高成本

的鐵路運輸；（3）瓜達爾港雖被寄予厚望，但目前吞吐量僅 100 萬

噸，遠低於預期的 3 億噸；（4）兩國產業並不互補，經濟廊道對中

方幫助有限，從新疆的邊境貿易數字可看出，中巴鐵公路修整開通

後，貿易數字並未強勁成長，近年反而有下降趨勢。即使如此，且

招致印度不滿，中國仍然承諾持續投資中巴走廊，相較之下，中國

在南亞次大陸東側的投資較為消極。本文試圖探討兩條通往印度洋

的經濟廊道為何會有不同的發展，並藉此推論未來中國將如何在孟

加拉灣建立經濟走廊。本文認為，孟中印緬四國走廊無法推進，與

印度的消極反對以及此經濟走廊的替代性有相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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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印關係與經濟走廊發展 

        孟中印緬區域合作計畫並非新政策，自 1999 年起，4 國便定期

舉辦由官方與民間共同參與之「中印緬孟地區經濟合作論壇」，但多

年來未取得進展。一帶一路在 2013 年提出時，將此合作升級為國家

主要戰略，中國也開始與各國商談進一步合作計畫，希望從中國西

南經緬甸、孟加拉，建設通往加爾各答的交通網絡。此經濟走廊推

動初期曾獲相關國家響應，當時的印度總理 Singh 並不排斥，但隨後

Modi 上台，印度轉趨謹慎，始終未有明確表態，中印僅止於尋求「理

解與合作」，未見任何重要建設方案。缺少印度的配合，加上緬甸民

主化後民間對中國投資的反彈，使緬甸對一帶一路轉趨保守。孟加

拉雖積極回應，但缺少印度和緬甸的合作，加上孟加拉本身投資環

境欠佳，經濟走廊的構想可說幾乎從一開始就停擺。 

        推動南亞次大陸東側的經濟廊道， 關鍵者不啻為印度。相較

經濟發展和基礎建設相對落後的緬甸與孟加拉，印度擁有龐大的市

場、高速發展的經濟、龐大的基礎建設需求、較高投資報酬率，應

是中國發展對外連通貿易與海外投資 理想的夥伴，不能獲得印度

的支持，其餘 3 國就算共同參與推動，也無法如預期促進區域經濟

成長，但 Modi 政府對參與一帶一路興趣缺缺，甚至有意阻擾。這種

態度可歸納為下列 3 個原因： 

        （1）中巴經濟走廊引起政治分歧。作為走廊指標項目而修建的

中巴鐵公路，因通過巴基斯坦控制的喀什米爾地區，導致印度大為

不滿，認為中國協助巴基斯坦侵犯印度主權，近期中巴宣布在喀什

米爾地區興建水壩與發電站，印度因而缺席 2017 年的一帶一路高峰

會，印度宣稱缺席的原因為「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接受忽視它的主權

和領土完整的計畫」，中巴經濟走廊對中印關係影響可見一斑。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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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試圖干涉經濟走廊的發展，比如印度投資伊朗的查巴哈港，該

港口地理位置可吸引來自中東的船隻，直接與瓜達爾港競爭，這類

充滿對立意味的政策，顯示印度對於中巴經濟合作相當敏感。 

        （2）中印政治爭議未解，且有升高的趨勢。中印在印度東北的

邊界爭議長年未決，雖然 4 國經濟走廊不通過爭議邊界，但是政治

問題難免影響經濟合作。2017 年中、印軍隊在洞朗地區對峙兩個月

餘，起因就是中國在邊境修路引起印度的安全疑慮。此外，中國仍

然反對印度接納達蘭薩拉的達賴政權，這些政治上的摩擦不時在雙

邊合作過程產生陰影。 

        （3）Modi 政府對於中國的意圖明顯存有戒心。印度相當關切

中國與南亞國家的交往，擔心其投資貿易將使南亞諸國在經濟與安

全上更加依賴中國，同時也擔心經濟走廊會讓中國的經濟力量延伸

至印度。中國企業進入南亞承包重大工程或基礎設施項目，可能損

及印度企業在國內或南亞其他國家的競爭力，印度也認為一帶一路

的目標展現濃厚的單邊主義，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合作雙贏。1 

        印度領導人似乎同意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影響力，會透過投

資、貸款、技術獨佔等方式， 終對印度自身以及周遭國家的經濟

安全產生威脅，這些憂慮具體表現在中印經貿關係上，多年來，中

國對印投資從未超過印度外資的 2%，顯見中印投資並不熱絡。另外

印度也開始對中企在印度的活動設限，比如拒絕中國電信商參與國

內招標、取得商務簽證困難重重等。印度政府日前更成立專責委員

會，審查中企對印度輸電網建設的投標。   

                                                       
1
  部分印度學者指出，中國欲透過一帶一路建設，在南亞進行「珍珠鏈戰略」，爭取

連結東南亞與中東的海外軍事據點，取得在印度洋上的競爭優勢，此戰略方針廣泛

為印度媒體使用。中國官方一向否認有建立珍珠鏈的意圖，印度政府也未在公開場

合宣稱該戰略存在，但印度確實對中國在印度洋的軍力投射相當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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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近年推動明顯與一帶一路衝突的戰略計畫，例如 2014 年推

出「季風計畫」與 Modi 上台後強化「東向行動政策」（Act East Policy）

等，都是設法維持印度在南亞影響力的證明，前者著重與次大陸西

側從文化交流擴大到經貿領域，後者著重發展印度與東亞國家的夥

伴關係。這些政策都特意未與一帶一路政策連接，顯示其戰略思維

將中國視為競爭者，而非相互信任的合作夥伴。 

        以印度的經濟發展與其南亞大國角色來看，不難理解印度的動

機。與中國一樣，印度欲藉由輸出工業來扶植國內產業，南亞自然

是印度關切的重要市場，在擴張其經濟發展需求上與中國的需求過

於類似，而印度在全球競爭中相對處於較不利位置。中國在南亞建

設的交通樞紐與經濟建設，如港口、水壩、發電廠、機場等，都是

印度希望競爭的投資標的，中資參與的交通設施也常因為中國作為

主要投資者，使中方享有特定獨佔權利。若中國打通在南亞的經濟

廊道，對印度企業的競爭絕對不利。經濟發展的相似性使印度採取

相同的戰略，爭取南亞國家的經濟影響力，因而與中國產生競爭關

係。必須強調的是，這與印度對於國家經濟安全的擔憂不同，雖然

印度國內不乏中國侵害其經濟主權的呼籲，但對於自身產業發展前

景以及對周邊國家的經濟優勢，才是印度亟欲確保的。 

 

參、外部勢力影響 

        印度向南亞東、西兩側尋求經貿合作與戰略夥伴，不能沒有相

呼應的國家參與，而外部國家對印度的支持，則是其選擇採取戰略

對抗的重要後盾。美國首當其衝，自美印於 2008 年簽署民用核子協

議以來，雙方戰略夥伴關係日益緊密。在美國的「印太戰略」號召

下，印度加強與東亞國家的經濟合作，Modi 在 2016 年訪問日本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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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提出「亞非增長走廊（或稱自由走廊）」計畫，預計在非洲與東南

亞國家推動產業發展、經濟合作、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日本參與表

示印度並非孤軍奮戰。印度也試圖與東亞國家拓展經貿關係。以日

本為例，其對印投資在 2014 年雙方領導人會晤後大幅成長，可能達

成 2019 年成長一倍的目標。受 2010 年中國限制稀土出口影響，日

本大力尋求替代來源，2016 年印度開始出口稀土至日本，象徵雙方

在資源戰略和貿易上的進一步連結。 

        印度善用美、日、澳拉攏印度的企圖，積極與東亞國家建立安

全與經貿連結。外部勢力的支持，是印度能拒絕中國資金和技術進

入南亞的重要原因。同時，基於對中國經濟擴張的擔憂，印度也在

南亞各國採取類似一帶一路的政策，包括對模里西斯、越南出口自

製的巡邏艦與軍艦、對斯里蘭卡貸款、租用斯里蘭卡的馬塔拉‧拉

賈帕克薩（Mattala  Rajapaksa）機場 40 年等。這些與南亞週邊國家

建立經濟依賴關係的政策，與日本在南亞援助與投資互相呼應，比

如日本與印度投資開發斯里蘭卡的亭可馬里港（Trincomalee）與泰

緬交界的杜瓦（Dawei）深水港等。 

 

肆、替代路線：中緬合作進展與中國在斯里蘭卡的投資 

        在印度的抵制下，4 國經濟走廊構想似乎無法實現，但中國並未

因此放棄在南亞東側開發經濟走廊。中國並未試圖在印度尋求積極

突破，或在政治爭議讓步以換取印度合作，中國瞭解即使推遲或停

止中巴經濟走廊的相關計畫，印度也不會接受經濟走廊的提議，因

此必須在南亞大陸東側尋求替代路線。本文認為，替代方案在近年

才趨於完備，中國有望建立由緬甸進入印度洋的交通廊道，再以斯

里蘭卡為據點，連結印度洋西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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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登盛當選總統後，緬甸對中資進入態度轉趨保守，並迫於國

族情緒壓力，於 2011 年暫停中緬合資的密松大壩與發電站工程，實

質上已等同放棄此計畫。2015 年民盟取得政權後，雖批准中企開發

皎漂港，但仍避免對一帶一路做出承諾。2017 年，中緬合作出現明

顯轉機，原本在完工後不久即遭暫停的油氣管在 4 月重新啟用，該

管路從皎漂港外的馬德島通至雲南，避開麻六甲海峽，開闢中國新

的能源渠道。2其次。中國與緬甸商討「中緬經濟走廊」，預計開發從

雲南通往緬甸，以曼德勒為叉口的「人字型」交通網路，終點分別

在仰光新城與皎漂經濟特區，翁山蘇姬已對此計畫釋出善意，希望

在交通與電力設施建設上優先與中方合作。由於這與一帶一路的重

點項目相符，中緬經濟走廊很有機會取代原先四國經濟走廊的規

劃，成為未來中國挹注資源的重點。 

        次大陸東側另一重要據點是斯里蘭卡，中方在此處建設相當積

極，較重大的交通項目有電廠、可倫坡集裝箱碼頭、漢班托塔港等

等。但 2015 年反對黨上台後改採親美政策，新政府立刻暫停可倫坡

港口城工程，這也是中國在斯里蘭卡 大投資項目，但半年後斯國

政府決定重啟該工程，從而出現新的契機。2016 年斯里蘭卡政府決

定將漢班托塔港租給中國 99 年，使中國官方取得至少 15 年的獨佔

管理權，從而實際上為中國在印度洋東側提供連結海上絲路的據

點。此事雖在斯里蘭卡國內造成輿論反彈，但斯國政府出面為該決

策辯護，顯示一帶一路在斯里蘭卡的進程將不會受政府反對而再度

擱置，若中緬經濟走廊順利完成，中國可望建立一條不經孟加拉與

印度、自孟加拉灣通往阿拉伯海的經濟走廊。 

                                                       
2
  中緬天然氣管道並不能取代麻六甲道，據估算，即使油氣管道依設計的滿載量運

轉，只能提供中國 20%天然氣與 10%石油，仍有 60%原油必須通過麻六甲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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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一帶一路的政策目標是連通中國對外的經貿交通網路，建立緊

密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擬定南亞兩條經濟廊道之目的，就是要建

立從新疆與雲南連通孟加拉灣、阿拉伯海、波斯灣的運輸路線。中

巴經濟走廊在短時間便出現許多重要成果。相反的，孟中印緬經濟

走廊則因印度拒絕合作而停滯不前。主權、國防安全、經濟安全固

然是印度在意的問題，不可忽略的是，一帶一路提供的基礎建設雖

然是印度所欠缺，但印度無意依靠中國來完成。 

        相較於中國，印度不管在資金、技術、或經驗上都稍遜中國一

籌，然而在美國的印太戰略架構下，日本與澳洲成為印度可依賴的

夥伴，其中日本的角色尤其重要，日印合作是印度得以在南亞發展

經濟影響力的重要本錢，也是力拒中國在南亞建立獨佔性交通樞紐

的重要夥伴。 

        近年來，由於中緬經濟走廊出現轉機，以及中國與斯里蘭卡的

經濟合作持續，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出現明顯的替代路線。中國除繼

續投資中巴經濟走廊之外，將會把資源集中在中緬經濟走廊上，

大的影響就是中國不再積極尋求與孟加拉建設經濟走廊，儘管孟加

拉仍歡迎中國投資。3中國也不會再試圖說服印度參與一帶一路，而

兩國在次大陸東側的投資競爭會益加明顯。印度會積極在南亞增強

其經濟影響力，透過出口、投資、軍售等方式與中國較勁。而中國

將把注意力集中在緬甸與斯里蘭卡的國內政情變化，避免再發生反

對黨上台後中斷或排斥一帶一路計畫之情事。 

 

                                                       
3  2015年日本宣布在馬塔巴瑞（Matarbari）建立深水港後，中國原本在附近的索納

迪亞（Sonadia）建港的計畫被迫擱置，且隨後被孟加拉取消，這本來是中國欲在孟

加拉進行的重大建設，此後中國無意願在孟投資重大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