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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去年五月大選結果，形成再度政黨輪替，由印度人民黨囊括過半

優勢，取得執政權之後，塑造出新的政治風貌。由於新任總理莫迪具有強

烈的印度民族主義者色彩，因此在執政後，對於人事布局與國家安全戰略

走向，或是至於整體外交政策走向，是否採取迴異於以往的強硬態度，受

到外界關切。然而在莫迪上台之後，除了強調印度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與整

飭貪腐官僚之外，在外交政策方面，則從週邊國家開始出訪，穩固南亞局

勢。而在區域大國之間先行選擇日本出訪，回國之後親自接待來訪的中共

國家主席習近平，緊接著就要到美國訪問。周邊大國競相邀訪，印度雖展

現出大國平衡的姿態，而從其訪問日本、美國的態度與規格，對比接待中

國領導人習近平訪問印度，在態度與期望上存在落差。尤其近期美國歐巴

馬總統訪問印度，並參加閱兵儀式，給足莫迪的面子，亦可看出印度外交

政策的重點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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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莫迪新政府外交的持續與變遷 

過去在大選之前，媒體普遍認為莫迪外交政策採取務實手段，不會輕

易選邊，但從莫迪上任後一連串的出訪行程與外交事件反應來看，其實已

經可以看出莫迪新政府，在外交戰略的取向與重點。例如莫迪除了訪問南

亞大陸周邊國家之外，首次出訪亞太國家首站就是到日本，企求藉此行強

化與日本的戰略與經濟的合作，而且提升兩國軍事交流的意圖非常明顯。

日本與印度在經貿上各有所需，但在反制中共軍事威脅的戰略利益是相同

的。例如印度的馬拉巴爾演習向來在孟加拉灣舉行，去年則遠赴靠近琉球

的太平洋舉行，就足以證明日本與印度在軍事合作的升級。 

當然，受到印度過去歷史因素與現實利益的影響，印度與區域內外國

家關係也有親疏遠近的不同，如果只看互動交流時的外交拜會客套辭令，

無法認清兩國彼此之間的實質戰略意圖。透過對外軍事合作的內涵來分

析，可以掌握其實質關係進展，有效分析出印度與其他國家所具備的共同

戰略利益。 

例如印度總理莫迪到日本與美國訪問所使用的言語詞彙，與歡迎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印度的用語，仍有內在意涵的落差。但去年底印度與

巴基斯坦發生邊界衝突，印度悍然開火反擊，使得外界認為莫迪民族主義

色彩並未改變，對外交往與軍事合作，仍然偏向現實主義。畢竟中國對巴

基斯坦的支持，也是印度非常在意的問題。 

另外，印度為凸顯其海洋大國地位，在國際事務上，必須提升在東亞

區域戰略地位，以擴增未來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政治實力。在

此種情勢下，印度必須跨越麻六甲海峽進入太平洋地區，並尋求與東北亞

及東南亞主要國家進行軍事合作。過去的「東望政策」（East Look）到現

在的「東行政策」（East Action），都顯現出印度的企圖心。另外，在爭取

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員的議題上，印度需要美國等大國的支

持。因此，印度積極參與東亞地區的軍事合作與交流，主要在希望能夠做

為提升大國地位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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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中國外交關係方面，印中邊界衝突顯然仍在印度的重要的衝突想

定。印度新任國家安全會議官員也強調領土主權不會退讓，這也造成印中

邊界的軍事防範不會放鬆，印中之間軍事合作趨向謹慎。反過來，印度對

於美日等國的軍事合作會極力爭取，固可看出印度有意提高軍方對外軍事

合作關係，因而在與日本首相安倍會面時一致同意加強軍事合作，印度和

美國在美國前國防部長黑格爾（Chuck Hagel）訪印時也不斷重申加強軍事

合作。 

 

二、對外軍事關係演變 

基本上，印度現仍將中共視為潛在假想敵，甚至在經濟發展與能源爭

奪上，與中共呈現競爭的態勢，單方面與美國及其區域同盟建立軍事或安

全合作關係，未必會對印度帶來最大的戰略利益。透過與美日澳等國的軍

事交流合作，甚至積極出面協助東亞地區安保合作相關事宜，將使印度獲

得更多政治與軍事的利益；然而過度偏向美國而可能引起中共反制，甚至

造成「中」印或「中」俄之間關係的惡化，並非印度所樂見。印度仍然對

東亞區域大國採取動態平衡的策略，在對美國有所求的情況下，目前印度

趨近於美日同盟一方，但並不會追求防衛同盟的關係。 

    從近期印度總理莫迪歡迎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問印度的態度來看，毫無

疑問的，莫迪對美國期待甚高，也深深了解印度若想制衡中國，至少須取

得美國的認同，而美國因為國力漸衰，希望能夠拉攏印度，以強化亞太在

平衡在南亞的成果。過去印度與美國簽署「十年軍事合作協議」之後，美

國就希望能夠從印度獲得軍售的利益，印度則希望從美國獲得高科技武器

系統，並藉工業合作獲得相關的軍事科技。印度希望從美國獲得的武器系

統包括先進戰機、攻擊直升機、雷達系統及飛彈等。如果印度將來能夠透

過工業合作從美國去得重要軍備發展科技與能力，對印度整體軍力提升將

有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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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與日本軍事關係演變方面，早在去年年初日本首相安倍訪問印度之

際，就已經大致敲定印度出售水陸兩用飛機給印度。莫迪在訪問日本之

後，這項軍售案更為明確，而且由日本交付兩架飛機後，與印度合作組裝

其他飛機，加上印度對於日本的巡邏船與電子戰裝備深感興趣，使日本軍

事科技移轉印度充滿了未來性。 

    在與中國軍事關係方面，因為中國與印度互為假想敵，即使主要武器

系統源自俄羅斯，兩國並無軍事科技合作計畫，甚至在軍售上處於競爭態

勢。俄羅斯出售武器系統給中國及印度規格不同，往往出售給中國的系統

略遜印度系統一籌。因為俄羅斯防範中國利用逆向工程的方式，竊取關鍵

科技後，以低價優勢與俄羅斯競爭軍火市場。因此，印度與中國在軍事科

技合作上並不明顯。另外，在軍事演習方面，兩國主要是以小部隊在邊界

進行聯合反恐演習，以非傳統安全為主，正規的聯合作戰演習可能性不高。 

    對中國而言，因為東海及南海問題的升高，迫使中國必須採取「東急

西緩」的態度，雖然對中印邊界問題堅持主權立場，但不會主動挑起戰端，

反而必須加強與印度之間的軍事互信。早從 2003 年開始，中國與印度就

已經開啟軍事互信，但因為邊界問題，成果起起落落。但在去年習近平訪

問印度所簽的聯合公報中，曾提及要加強兩國國防與軍事領導人的互訪、

適時展開聯合海空軍演習、加強維和、反恐、護航、救災、海上安全、智

庫交流等合作，指出未來兩國軍事合作的方向，但無突破性創舉。 

    在越南方面，自從 2007 年印度國防部長安東尼訪問越南之後，兩國

正式建立戰略夥伴關係；2011年越南海軍總司令訪問印度時，兩國進一步

將合作具體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印度開始協助越南代訓其潛艇部隊，而越

南則同意讓印度艦隊使用南部的芽莊港作為整補基地。而在軍事科技合作

方面，印度過去已經完成對越南米格機群航電及雷達系統的換裝，現又承

諾為越南進行蘇愷 27 的性能提升。早先傳聞印度將出售布拉莫斯

（BrahMos）超音速反艦飛彈給越南，如果成功將可提升越南對付中國南

海艦艇的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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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軍事威脅仍是印度新政府外交的挑戰 

基本上，印度新政府莫迪的外交戰略並未明顯的要在美日與中國之間

選邊，似乎繼續奉行不結盟政策。但因為莫迪本身印度民族主義色彩濃

厚，對於強烈支持巴基斯坦的中國絕對不會示弱，尤其在邊界問題方面不

會輕易退讓。但問題在於中國經濟發展具有一定優勢，並在習近平訪印

時，帶來許多經濟合作的大禮，尤其是對莫迪出身的古查拉省（Gujarat），

更提出許多基礎建設方案及貸款。莫迪不會明白拒絕中國經濟合作計畫，

但是又必須防範中國的軍事威脅。這使得印度必須藉由區域外強權，共同

防範中國軍事崛起所造成的軍事威脅。 

就印度來說，此種務實策略不能讓美日等國覺得印度是一個偏重經濟

利益的國家，但又不能對中國背後政治與軍事意圖視而不見。因而，形成

類似美國因應中國「防範策略」，或是中國的「軟硬兩手」策略。但是在

操作此種策略時，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實力與籌碼，如果實力不足，可能

會被看穿手腳而受到盟友背棄。而過度乖張，則無法建立軍事互信基礎，

使得原有矛盾升高，處處產生爭端，影響經濟發展。 

    尤其中國近年遠洋海軍發展，已經在印度洋造成對印度海軍的壓力。

除了例行反海盜艦隊橫越印度洋之外，去年 9月，中國一艘潛艦在該國首

都可倫坡進行訪問。這是媒體報導第三次中國潛艦出沒印度洋的行蹤，由

於潛艦難以監控，其實際出現在印度洋的次數可能更多。中國核動力潛艦

出現在印度洋證明了中國積極發展遠洋艦隊，透過亞丁灣護航的名義，實

施艦隊遠航、編隊、作戰演練等多重功能的遠洋訓練，將核潛艦納入艦隊

編組，證明已逐步完善遠洋海上戰鬥群的序列編組。 

    非常明顯的，中國要發展遠洋海軍，必須以大海洋為其主要場域。中

國遇上亞丁灣打擊海盜機會，得以光明正大的派遣遠洋海軍進入印度洋，

實際驗證與訓練遠洋作戰能力。中國海軍在印度洋的戰訓意圖，表面上是

在打擊海盜，實際上則是企圖實踐「珍珠鏈」戰略，建構與訓練一支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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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洋為活動範圍的遠洋艦隊。在此構想之下，將潛艦長期部署到印度洋，

可以避免被美國和日本截獲，讓龐大的印度洋可以成為中國潛艦最隱蔽的

水下戰場。 

    中國積極以核潛艦及具遠距精準打擊能力的船艦，以打擊海盜名義在

印度洋進行遠洋訓練，以反制印度的戰略意圖。換言之，中國是在驗證「珍

珠鏈戰略」，希望聯合印度洋周邊國家，從印度洋對印度形成戰略包圍圈。

未來中國潛艦部署在印度洋的部署方式，應該會成為常態性的運用，亦將

改變其他國家海軍在該地區的戰略想定。當印度備感中國來自印度洋海上

壓力之際，印度與亞太國家強化軍事合作的企圖會更加迫切。美日等國與

印度的安全合作程度未來可望提升，可連帶讓台灣與印度的軍事交流與合

作有更多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