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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印度北向地緣利益考量 

須知印度以周邊為基礎，運用國家間地緣關係謀求國家於中亞

地區利益戰略活動的思維模式，實際上，早自歷史中亞強國對印度

反覆入侵歷程中，對於其樹立自身獨特安全觀念與體悟地緣環境本

質，即發揮重要形塑作用。 

儘管印度次大陸具備得天獨厚且得以作為獨立戰略單元的地緣

優勢，然亦同時存在高度脆弱性，尤以長期深受來自中亞強大勢力

侵害，如亞歷山大、成吉思汗、帖木兒、巴布爾等，無不經由中亞

入侵印度次大陸，儘管印度長期作為其他民族交相征戰與征服的標

的，並在征服或再征服過程中實現印度化，亦即印度社會通過吸收

入侵者傳統文明以融合外來入侵者。然其中亦有例外，如穆斯林始

終難以納入被融合改變之列，印度遂天然敵視穆斯林強國。印度對

源自中亞地區安全存在強烈威脅感，其重視甚至誇大威脅傾向，實

難排除上述歷史與地緣環境影響。而就印度本身言，其既擁有廣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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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陸縱深，復以瀕臨印度洋而具備遼擴水地環護，此種特殊地理條

件與地緣環境，即決定印度地緣戰略陸海兼顧特性，促使印度制定

國家地緣戰略非僅將南部海洋作為戰略重點，更無以避免的將北部

陸地納為作為地緣戰略重要關鍵。 

誠如 Hermann Kulke與 Dietmar Rothermund於 A History of India

書中所言，中亞實係印度「延伸的鄰國」，印度作為地區強國必然對

中亞或其鄰近區內出現的任何變化，表達高度重視與關注，畢竟該

等變化不排除可能對印度安全造成某種緊迫性。 

前蘇聯解體後，印度對中亞地區存在若干主客觀戰略需求，例

如：（1）政治方面於遏制中國加速向西發展的同時，於戰略上配合

壓縮巴基斯坦安全空間，嘗試降減中亞國家對巴基斯坦的偏坦，為

實現印度「大國崛起」而於北方建構戰略據點；（2）外交方面，於

中亞地區配合美國反恐戰爭規劃，俟機加強改善印美關係、修繕拓

展印俄關係，從而提升印度對中亞影響力；（3）經濟方面則鑒於中

亞地區蘊藏豐富石油與天然氣資源，對於資源相對匱乏的印度發展

戰略而言，其現實意義至關重要，印度遂不斷透過資金、技術、管

理經驗等優勢與中亞國家展開能源合作，並持續加大對中亞投資力

度、提升經濟合作層次，冀圖提高印度對中亞能源經濟影響力；（4）

最後在安全方面，印度與中亞國家皆面臨跨境恐怖主義、宗教極端

勢力威脅，雙方在安全方面進行積極合作，加以中亞自古向為歐亞

大陸戰略要地，如美國之前即藉全球反恐戰爭契機，順勢將力量滲

入中亞 , 顯見大國於中亞地區博弈始終未曾稍戢，而印度為儘早實

現「大國夢」，勢須進入中亞搶佔地緣戰略競逐高位，裨益印度崛起

創造相對較優的外部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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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印度階段發展中亞國家關係 

如前述般，印度歷史即係重複不斷被征服的歷史，然則印度始

終堅信本身國家、宗教與民族，皆為世界無與倫比的優異存在，故

自獨立以迄印度國家目標追求即為對國際事務扮演重要角色。 

而印度欲跨入世界大國行列，即須持續提升對全球事務影響力

度，尤其對鄰近熱點地區如中亞既然作為冷戰後新突顯的戰略要

地，印度即不再堅持「曼荼羅」同心圓戰略而置身其他大國競逐圈

外。印度戰略界亦毫不諱言指稱，為保護本國安全利益，印度除仍

須將焦點集中於中亞外，更須採取必要措施以避免印度從中亞局勢

進程中被其他大國推擠出去，並確保印度不至於在對自身安全至關

重要的地區成為無助旁觀者。 

準此，中亞對印度實現大國進程確具難以忽視地位，其既可成

為印度與其它地區大國間的戰略緩衝帶，尤可於印度對中國、巴基

斯坦長期競爭中發揮戰略槓桿作用。儘管過往相當期程間，印度泰

半將戰略發展資源投入中東、東南亞等地區，對中亞事務關注明顯

短缺，然印度已然意識到此種戰略失誤，尤以「9．11」事件後美國

將其勢力快速滲入中亞地區，中美俄等大國新一輪中亞大博弈態勢

悄然成形，儘管 2020年美軍撤離阿富汗，惟中亞微妙複雜安全環境

並未隨之淡化。故印度非僅格外關注中亞態勢，持續加強與中亞各

國政治交往外，同時與涉及中亞其他大國或國家集團展開務實靈活

多邊外交，致力提升印度於中亞地區戰略位置，為實現大國地位增

添有力砝碼。 

綜觀印度與中亞國家關係，蓋可謂分階段發展： 

一、1991-2000年的初級接觸階段 

隨著前蘇聯瓦解與中亞五國相繼獨立、環裏海區域能源資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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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明，同屬親俄的印度同樣理解其戰略重要性，認為中亞依然為印

度外交政策優先地區，並清晰表達深入該區域的意願，然緣以喪失

前蘇聯奧援而無力為之。儘管如此，印度並未放棄經營中亞，如率

先承認中亞五國並於 1992年相繼與之建交。惟此階段雙方關係發展

主要集中於低階政治領域，期間簽署相關框架協議及合作項目泰半

以經貿與科技、文化為主。此情況直至 1998年印度與巴基斯坦進行

核試爆始逐漸轉變，中亞國家期望維繫跨區域穩定情勢，雙方遂逐

漸加強政治、經濟，特別是安全領域合作，其中尤以與塔吉克發展

軍事聯繫最受矚目。惟就總體觀察，此階段印度與中亞國家關係仍

處於有限、短期、相互觀望樣態。 

 

二、2000-2010年的升騰發展階段 

基於美國先後用兵阿富汗與伊拉克的全球戰略調整，導致南

亞、中亞地緣戰略格局迥然異變。印度鑒於經濟發展需求及同美國

共結反恐合作夥伴關係，其與中亞各國遂逐漸邁向全方位合作。如

中亞五國元首相繼赴訪印度，並簽署聯合宣言以強化彼此互動層

次。另則，加速經濟互賴依託，其中特別著墨於能源貿易，蓋印度

對石油需求將以每年至少 36%速度增長，本身又係石油、天然氣極

度貧乏的國家，其石油儲量僅佔世界石油儲量 0.4%，天然氣至 2005

年己證實的儲量亦僅 11,000 多億立方米，如果無法及時發現新油

田，印度國內石油探明儲量僅夠維持至 2016年，故印度大量進口石

油且主要來自海灣地區。 

惟其亦深知倘若過分依賴單一地區必將導致能源安全過於脆

弱，致使實現能源來源多元化成為印度必要選擇，其中中亞即係最

優先能源進口考量。除印度國家石油天然氣公司下屬維德希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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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與亞塞拜然國家石油公司共建合資企業、以參股方式開採亞國石

油資源外，印度政府亦採取多項措施，協助印度石油天然氣企業參

與中亞石油相關項目投（競）標活動，力爭投資開發哈薩克境內輸

油管道設施建設項目，其中已然成功投入開採哈薩克、土庫曼油氣

資源。 

 

三、2010年迄今的區域聯通階段 

主要表徵即為依託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於 2011年提出「新絲綢

之路」戰略，順勢推展印度自身區域聯通計畫。蓋美國新絲路戰略

重要目標即為打通從印度至阿富汗戰略通道，緊密聯繫印度與阿富

汗，且於穩定阿富汗的同時，亦為美國未來對印度戰略聯合進行先

期籌謀，當然箇中同樣暗藏美國對其中亞戰略的未來謀劃。 

揆諸當時美國戰略係嘗試於阿富汗建立穩定政治秩序，削弱恐

怖主義，並以此為範本鼓勵中亞國家遵照美國模式進行民主變革與

經濟改革，從而塑造對美國友好且為其政經利益服務的中亞。然與

美國迥異者為前蘇聯解體後，印度即提出「連通中亞」計畫，結果

卻以失敗收場，導致印度「絲綢之路」意識與戰略規劃始終模糊混

沌。惟自美國提出新絲路戰略後，印度亦於 2012年 7月重新闡釋「連

通中亞」新規劃。印度期望借力美國絲路戰略以拓展海外貿易，故

其規劃主要為打通中亞能源與貿易通道。 

儘管美印皆支持「北南走廊」計畫，彼此相異處在於美國「北

南計畫」係圍繞阿富汗開展，強調自身與盟友利益，具有排擠俄羅

斯、伊朗、中國之意圖，至於印度「北南計畫」雖亦屬次區域聯結

規劃，惟不排斥中國、俄羅斯及伊朗。加以印度地理位置決定其冀

望新絲綢之路沿喜馬拉雅山脈兩側推進，藉「北南通道」既可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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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獲得資源、能源，更得緣此邁向歐洲，開通印度聯結歐洲商路。 

美印開展新絲路合作實際有益於催生亞洲區域一體化進程，主

因即係區域一體化相當程度受制交通技術及基礎設施建設，新絲路

規劃非僅有助於次區域如東南亞、南亞、中亞等相互聯通，亦益於

加強亞洲整體一體化。其次，伴隨著增強亞洲一體化，亞洲國家於

世界格局的地位勢將獲致深刻改變。連接印度與中亞國家的絲綢之

路建設，將為南亞、中亞推促龐大貿易動力與發展機遇，更可挹注

印度快速崛起，除緣此深度改變世界體系外，亦可帶動其他區域中

等國家如伊朗、土耳其等，獲得有利發展機遇。  

 

參、加入上合組織深度發展中亞關係 

2017 年 6 月印度與巴基斯坦同時成為上海合作組織（SCO）正

式成員國，雖然接納印巴對此組織發展造成深遠影響，惟本文僅聚

焦印度進入 SCO與中亞關係，故其他相關議題先暫予擱置。 

鑒於 SCO 遵循「國家主義」路徑，遂呈現不同於歐盟、東協的

相應特徵，如歐盟對主權規範遵守程度相對較低，相當程度踐行「介

入性地區主義」；而奠基於以中亞為地緣安全中心基礎，SCO發展實

具「跨地區性」特徵，其中若僅觀諸正式成員國所處地域，SCO 地

理範圍即涉及東亞、中亞、北亞、南亞與東歐地區，若同時納入觀

察員國與對話夥伴，則 SCO 地理範圍將再擴至西亞地區，從而橫跨

整個歐亞大陸。另緣於 SCO對東亞、 西歐議題事務介入不深，反與

西亞、南亞地區聯繫對接緊密，故中亞及其周邊地區始為 SCO 發展

關鍵地理依託。其次，以地區代表為身份定位，使成員國獲得以地

區為載體的集體身份，此種地區集體身份並非預先給定，而係各成

員國於 SCO 框架內互動過程由他者再現而逐漸建構。印度進入 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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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更有益其致力於通過相互合作與協調，共同應對中亞地區面臨

的挑戰，實現與中亞國家於政治、安全、經濟、人文等領域共同目

標，相應拓展印度與中亞關係。 

SCO 發展經歷係由內向至外向的過程，其亟於新時期對超越固

有區域議程的全球治理中，爭取發揮效能並獲得關鍵話語權，實係

SCO 轉型重要方向。其中，擴員舉動將增強其代表性與議題設置能

力，進而成為強化其國際影響力的基礎。此非僅符合中俄增強自身

國際影響的利益導向，即通過積極參與並組建具有全球治理功能的

國際機構介入全球治理，且同樣係印度作為區域性大國選擇加入 SCO

重要動機之一。 

特別是在美國單邊霸權主義盛行的當下，以積極多邊主義維護

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即成為印度與 SCO 共同推促的路徑，此

種新型區域合作模式或可為全球治理走出失序狀態，提供可能。 

然而毋庸諱言者，印度未來或將於中亞與中國展開更形激烈競

爭，其中尤以能源競爭為甚。蓋印度與中國皆屬能源消耗大國與能

源進口大國，能源安全關乎中印雙方國家安全及戰略延續。儘管能

源合作亦可能成為中印於中亞地區的核心關注點，然則印度於加入

SCO 前缺乏與中亞國家合作的暢通渠道，一旦印度加入以中亞地區

為中心的 SCO 區域性國際組織後，即具備與中亞國家對話合作平

台，如此則印度與中亞國家合作成本將大幅降減，中亞區域競爭實

力自然隨之提升。 

鑒於中國於中亞地區原有的主要競爭對象國包括俄羅斯、美

國、歐盟與日本，當印度於中亞發展具正面影響力之際，將無以避

免成為中國於該地區新重要競爭對手，中印將就與中亞國家經濟合

作、尤其是能源合作展開激烈競爭，緣此中國與中亞國家合作勢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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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更多可替代性，結果明顯對印度相較有益，對中國則愈發成為

亟待解決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