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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九一一事件以来，面对南亚和海湾地 区局势的新变

化，印度和海合会国家基于国家利益考虑，各 自调整了与对方的合作政

策，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的合作发展迅速，出现全方

位、多向度态势。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受制于该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格

局及印巴矛盾、印美矛盾的制约，印度 “ 西向” 政策的实施不太可能

复制 “ 东向” 政策的成功与顺利，在未来一段时期仍将是以经济外交

和文化外交为主。

关 键 词  国际关系  印度  海合会  “ 向西看” 政策

作者简介 李益波，北京印刷学院社科部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政

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北京 102600）。

自2005年印度总理提出 “ 向西看” 政策以来，印度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

作委员会 （简称海合会，英文缩写 “ G CC” ）的关系迅速发展。印度现已取代

中国成为海合会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一新变化必将对南亚、海湾地区的战略

态势产生深远影响。本文 旨在分析印度与海合会关系的变化、原因及发展

前景。
①

① 有 关 于 印 度 与 海 合 会 的 研 究 成 果 有 ： R afiu lla A zm i，“ G C C ‘ L ooks E ast’ ：S aud i A rab ia 's E n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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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海合会关系的历史回顾

印度与海湾诸国地理毗邻，历史上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来 自海湾

地区的阿拉伯商人在印度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中扮演着 “ 中间商” 的角色；从

海湾到中国的商船都要在印度喀拉拉邦的马拉巴做中途停留数月以等待季风。

考古证明：印度的哈拉帕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有联系。但是，这种地理

与历史的天然联系并没有促成双方成为 “ 天然的朋友”。

冷战期间，印度和海湾国家分属于美、苏两个不同的阵营，“ 莫斯科与华

盛顿在海湾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你争我夺，只给印度在战略的灌木丛中留下一

个小小的活动空间”。①
印度坚持不结盟、反帝、亲苏的外交立场，与海湾诸

国在不结盟运动、印巴冲突以及阿富汗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阻碍了彼此关

系的发展。印度总理尼赫鲁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共同倡导不结盟运动，都支持

苏联；而以海湾君主国为代表的保守派则与美国关系密切。在印巴矛盾上，

沙特和巴基斯坦都是美国的盟友，在 1965 年和 1971 年两次印巴战争中，沙

特、阿联酋都坚定地支持巴基斯坦，并 向巴基斯坦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在阿

富汗问题上，双方立场也大不相同，印度偏袒苏联而海湾国家积极支持反对

苏联入侵的 “ 圣战”。此外，由于印度国内在 20世纪 70 年代宗教矛盾尖锐，

冲突频繁发生，也进一步损害了海湾国家对印度的观感。在整个冷战期间，

印度与海湾国家关系一直徘徊在低谷，该地区也成了印度外交官眼中 “ 印度

周围最关键但却最失败的地区”。②
有学者批评，印度的海湾政策 “ 过于强调

意识形态而忽视自身国家利益，削弱了印度与伊朗、沙特等国的关系”。③
英

国印度问题专家庞特则明确指出：印度的海湾政策成了冷战权力斗争的牺

牲品。
④

自 1981年海合会成立以来的 30 年，印度与海合会的关系可分为以下 3 个

① [美国] 斯蒂芬 ·科亨著；刘满贵译：《大象与孔雀：解读印度大国战略》，新华出版社，2002

年版 ，第 268页。

② 同上书，第 268 页。

③ P . R . M u d iam , Ind ia a n d th e M id d le E ast , L o n d o n : B ritish A ca d em ic P ress , 19 9 4 , p p .2 3 -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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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

第 一是双方关系冷 淡甚至有点敌对 阶段 （1981 ～1991 年 ）。1981 年 海合

会成立，其成立的大背景是：1979年，伊朗 “ 伊斯兰革命” 的成功以及 1980

年两伊战争的爆发，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六国决定通过联合 自强来提高在地区

事务中的地位。1982年 ，印度总理英迪拉 ·甘地访问沙特和科威特，双方关

系一度好转，但遗憾的是，这种良好态势并没有持续下去。在整个 20世纪 80

年代，由于在阿富汗问题以及印巴矛盾上的分歧，印度与海合会关系一直很

冷淡，甚至有些敌对。例如，1989 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再次在克什米尔地区发

生武装冲突，海合会所有国家都公开支持巴基斯坦；1990 年海湾危机期间，

印度的辛格政府采取所谓的 “ 中间路线” 和 “ 等等看” 的机会主义政策，被

海合会和西方国家视为 “ 支持萨达姆”。①
恰恰在上述问题上的态度分野，拉

远了双方关系。

第二是相互释放善意、政 治关 系有所提升阶段 （1991 ～2001 年 ）。印度

在海湾危机中的差强人意的外交表现以及国内面临经济危机和政局动荡的窘

境 ，使得印度的国际地位显著下降。于是，印度政府痛定思痛，在拉奥总理

的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政策调整：对内启动经济改革，对外则重视经济外

交和全方位外交，特别是重视密切与美国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印度与海合

会关系有所改善。需要指出的是，1993年 9 月 30 日凌晨，印度西部的马哈拉

施特拉邦先后发生了 3 次强烈地震，造成约 3 万人死亡，以沙特为首的海合

会国家向印度提供了慷慨援助。1994 年 12 月，印度财政部长曼莫汉 ·辛格

（即现任总理）访问沙特，这是冷战后印度高官首次出访沙特。2001年 1月，

印度外长贾斯旺特 ·辛格访问沙特，沙特王储阿 卜杜拉 ·本 ·阿 卜杜勒 -阿

齐兹亲王 （当今沙特国王）在他的私人农场热情地接待了贾斯旺特 · 辛格，

并赠送一匹马作为礼物，表现出极大的友好和善意。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沙

特的立场也有所改变，曾建议印巴双方在 《西姆拉协定》和 《拉合尔协定》

基础上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其 政策取向逐渐接近印度。2001年 1 月 26 日，位

于印度西部在古吉拉特邦和巴基斯坦交界处发生里氏 7.9 级强烈地震，沙特

和其他海合会国家再次提供了紧急援助。这些举措无疑为双方关系的改善奠

① B ill B oq u e rat， “ In d ian R esp o n se th e G u lf C risis o f 19 9 0 - 9 1” , Intern a tio n a l S tud ies , V o l. 3 8 , N o.4 ,

O c t. 2 0 0 1 , p p .4 2 7 - 4 4 0 ．



定了基础。

第三是双方关系全面发展，并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阶段 （2001年至今）。

九一一事件后，印度与美国关系进一步改善。2005年 3 月，美国国务卿赖斯

访问印度，公开表示 “ 帮助印度成为一个 21世纪的主要世界强国”。 此外，

在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保 障能源安全及维护海湾地区稳定上，印度

与海合会的共同利益明显增加。2005 年，印度总理辛格正式提出 “ 向西看”

政策，“ 海湾地区，就像东南亚和南亚一样，都是我们天然的经济腹地的一部

分。我们必须和所有亚洲邻居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我们已经对东南亚成

功地推行了‘ 东向 ’ 政策 ，现在我们必须进一步走近海湾地区的西部邻

居”。①
在该政策的指导下，印度与沙特、阿曼、阿联酋、科威特等国在政治、

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关系迅速升温。

由此可见，印度与海合会关系的发展既缘于双方国内政策取向因素，也

与外部国际环境、地缘战略因素相关。历史形成的文化、人员交流纽带为彼

此关系奠定了基础，进入新世纪以来，现实共同利益的需求和地缘政治环境

的变化促使双方重新评估在彼此的外交战略的地位和重要性，印度与海合会

关系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契机。

印度与海合会关系发展特点

近年来，印度与海合会关系日趋接近，出现全方位、多向度发展态势。

第一，在政治领域，高层互访频繁。自印度提出 “ 西向政策” 以来 ，印

度与沙特关系发展很快。2006 年 1月，印度邀请沙特国王作为贵宾参加印度

共和国日纪念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礼遇一般只给予与印度关系紧密的

友邦。1月 25 ～27 日，沙特国王率领一个 200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对印度进

行了为期 3 天的访问。这是自 1955 年以来，沙特国王 51年来首次访问印度，

印度总理破例亲自到机场迎接。沙特国王也很重视这次访问，赞扬印度是他

的 “ 第二个家乡”，并打破传统亲自签署了 《德里宣言》 （因为按沙特传统，

此类文件一般是由国王的代表签署）。这是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关系步入新台阶

① “ P M L a u n c h e s ‘ L o o k W est' P o lic y to B o o st C o o p e ratio n w ith G u lf” ， P ress re le a se , P rim e M in iste r 's

O ffic e , Ju ly 2 7 , 2 0 0 5 , h ttp : / / p m in d ia . n ic . in / p relea se/ p co n ten t. a sp ? id ＝2 7 8， 2 0 12 - 0 6 - 18 ．



的标志性事件。《德里宣言》的主要内容是：印度和沙特两国在保证稳定并持

续增加原油供应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两国将紧密合作，积极打击恐怖主义和

跨境犯罪；双方将积极扩展双边贸易和投资，鼓励两国企业家开展交流和合

作 ，双方并希望在教育、科研、农业、体育和旅游等领域开展合作。

2008年 11月，印度总理辛格访问阿曼和卡塔尔，印度与阿曼签署了建立

联合投资基金的备忘录，
①

与卡塔尔签署了防务安全、投资、能源、人力资源

开发的备忘录，辛格请求卡塔尔额外再供应 500 万 吨天然气。2009 年 4 月，

印度副总统哈米德 ·安萨利访问科威特，这是自 1982年英迪拉 ·甘地访问科

威特以来第一次印度高官访问，双方签署了教育、科学技术及文化交流计划 3

个协议。2010 年，印度总理曼莫汉 ·辛格访问沙特，双方发表了 《利雅得宣

言— — 新时代的战略合作》，内容涉及双方在能源、经贸、反恐、科研、教育

等方面的合作，《宣言》表明将全面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沙特还表示愿意满足

印度 “ 现在和未来” 对能源的需求。2010 年 11月，印度总统帕蒂尔访问阿

联酋，帕蒂尔表示印度未来 5 年需要引资 100亿美元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
②

由此，印度与海合会国家政府高层互访频繁，加强了双方政治互信，也为双

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第二，在经济领域，双方经贸往来密切，经贸合作成为印度与海合会关

系的重点和亮点。据统计，印度与海合会的贸易额由 2001年的 56 亿美元，

迅 速增长至 2011年 的 1 189亿 美元，十年内增长了近 20倍。 2010 年 6 月，印

度已经取代中国成为海合会最大贸易伙伴。海合会已经成为印度第一大进口

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其 中阿联酋是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占印度全

部外贸的 10.4%； 沙特是印度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占印度外贸总额的 4%。③

石油及相关化工产品是印度与海合会贸易中的最大宗产品，约占全部贸易额

的 90%。 伴随着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印度与海合会已就建立自由贸易区开

① “ In d ia， O m an in $ 10 0 - m n F u n d to F in a n c e P ro je c ts” , T he F in a n c ia l E xp ress , N o v e m b e r 8 , 2 0 0 8 ,

h ttp : / / w w w .fin a n c ialex p ress. c o m / n e w s/ in d ia - o m a n - in k - 1 0 0 m n - fun d - to - fin a n c e - p ro je c ts/ 3 8 3 13 2 ,

2 0 12 - 0 6 - 20 .

② S m ita G u p ta , “ H u g e In v e stm en t O p p ortu n ities in In frastru c tu re ,” T he H in d u , N o v em b e r 2 6 , 2 0 10 ,

h ttp : / / w w w . th e h in d u . c o m / b u sin e ss/ E co n o m y/ a rtic le9 15 4 8 0 . e c e , 2 0 12 - 0 7 - 15 .

③ A lp en C a p ital , T rad e a n d C ap ita l F low s - G C C a n d Ind ia , M ay 2 , 2 0 12 , h ttp : / / w w w . a lp e n ca p -

ita l. c om / d ow n loa d s/ T rad e% 2 0 an d % 2 0 C a p ital% 2 0 F low s% 2 0 - % 2 0 G C C % 2 0 a n d % 2 0 In d ia _ F in al_ M ay%

2 00 2% 2 0 20 12 .p d f, 2 0 12 - 0 7 - 15 ．



展 了 4 轮谈 判。
①

除了贸易往来，印度与海合国国家的双方直接投资也获得快速发展。许

多印度著名的信息技术企业都在沙特麦地那的知识经济城设立了分支机构。

据沙特统计，有超过 190 家印资公司在沙特开展业务，约有 3 300家 印度公司

在阿联酋设立了办公和分支机构，其 中有 600 家位于吉贝阿里 自由贸易区。

在所有中东国家中，阿联酋对印度的直接投资最多。印度还希望阿联酋能投

资 920亿 美元建设德里— 孟买的工业走廊。
② 2007 年 3 月，印度与阿联酋签署

了一项金额为 200亿美元的房地产开发协议，在新德里的郊区兴建两个大的

卫星城。据印度 《金融时报》报道，印度国家银行 （SBI）和阿曼国家总储

备 基金 （SG R FO ）于 2010 年 7 月 14 日签 署协议，成 立总额 为 1亿 美元 的投

资基金，初始本金双方各占 50%。 该基金目前只在印度投资，未来基金规模

将按既定方案扩至 15亿美元。

此外，由于印度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劳务合作也是双方经济领域的一

个亮点。西亚已成为印度最大的侨汇来源地，占其侨汇总额的 35%， 来 自北

美 的侨汇占 30%， 欧洲占 20%， 其他地区占 10%。③

第三，在安全领域，基于双方的诉求，反恐及安全防务合作增加。目前，印

度已经和阿联酋、阿曼、卡塔尔和沙特签署了防务合作协定。其中，印度与阿曼

的安全合作开展得比较早，1996年双方就签署了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与犯罪的备忘

录；从 2004年起，印度海军和阿曼海军就开始举行年度军事演习；2006年，双方

还建立了联合军事合作委员会；同年 12 月，双方签署了防务合作协定，印度向阿

曼提供印度生产的军事装备，为阿曼维修舰只和其他军事装备，并为阿曼军职人

员提供训练，在印度国防院校学习。2009年 10 月 22 日至 29 日，印度和阿曼在塞

迈里特基地进行两国第一次联合空军演习，代号为 “ 东方之桥”。④ 201 1年 10 月

① 印度工业联盟 （C II）前主席库提于 2012 年 6 年 7 日表示：印度将在一年内与海合会签订 自由

贸 易 协 定 。 “ In d ia , G u lf C o o p e ra tio n C o u n c il to In k F re e T ra d e A g re e m e n t w ith in A Y ea r : C II” , T h e E co n o m ic

T im es , J u n e 2 7 , 2 0 1 2 , h ttp : / / artic le s. e c o n o m ic tim es. in d ia tim es. c o m / 2 0 12 - 0 6 - 2 7 / n e w s/ 3 2 4 4 12 12  _ 1 _

g e c - o m a n - a n d - in d ia - trad e - a g ree m e n t , 2 0 12 - 0 7 - 1 5 .

② A tu l A n eja , “ In d ia S e ek in g U A E In v estm en t for In d u stria l C o rrid o r ,” T he H in d u , A p ril 2 5 ,

2 0 0 8 . h ttp : / / w w w . h in d u . c o m / 2 0 0 8 / 0 4 / 2 5 / stories/ 2 0 0 8 0 4 2 5 5 5 7 2 13 0 0 . h tm , 2 0 1 2 - 0 7 - 0 7 .

③ G in u Z a ch a ria O o m m e n , “ In d ia ' s ‘ L oo k W e st ' P o lic y a n d Its Im p a c t o n In d ia - G C C R e la tio n s” ,

I n te rna tio n a l P o litic s , V o l. 3 , N o .6 , S u m m e r  & A u tu m n 2 0 1 0 , p .7 6 ．

④ 《印度和阿曼首次联合空军演习即将进行》，国防科技信息网，2009 年 10 月 19 日，http：//

w w w . d sti. n e t/ In fo rm a tio n / N ew s/ 5 3 7 5 1， 2 0 12 - 0 7 - 10 .



21 日，印度空军与阿曼空军结束了为期四天的第二次联合演习。代号为 “ 东

方 之桥 - 2011”， 演 习地 点为印度古吉拉特 邦的贾姆 讷格尔 （Janm agar）空军

基地。这是阿曼皇家空军 “ 美洲虎” 编队首次在印度境内参与联合演习。
①

2008年 5 月，印度国防部长慕克吉访问阿联酋，双方探讨建立 “ 长期防务合

作关系”，把两国军事关系由目前海军舰艇访问和人员交流培训提升到共同开

发复杂军事装备的新阶段。
②
印度还积极参加每年在阿布扎比举行的国际防务

展 览 会 （In tern atio n a l D efen ce E xh ib itio n  & C o n feren c e , ID E X ）。印 度 和 沙 特 在

2006 年 1月 25 日签署了防务合作备忘录，同意就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加强

情报交流。为了维护阿拉伯海、印度洋海上交通线，共同打击海盗，双方海

军也开展了一些合作，并实现了舰艇互访。2008 年 7 月，身为印度洋海军论

坛 （IO N S）机 构的参 与者之 一，沙 特 海军 派 出 “ 达 曼” 号 （H M S D am m am ）

及 “ 雅 布” 号 （H M S Y anbu）战舰，首 次对印度进行 了访 问。2009 年 5 月 25

日，印度及沙特海军在红海举行了一场联合演习。印度海军派出了 “ 德里”

号 （IN S D elhi）和 “ 阿迪塔” 号 （IN S A ditya）战舰，而且这艘舰船还进入沙

特 的吉达港，对 沙特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2012 年 9 月 11 日，印沙防务合

作联合委员在新德里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③ 2012 年 2 月，印度国防部长安东

尼率领三军高级代表团首次访问了沙特阿拉伯，两国国防部长在会晤后决定，

印度与沙特阿拉伯将探讨联合研制武器装备的事宜。2008年 11月，辛格总理

在访问卡塔尔时，双方签订了防务合作协定，内容包括卡塔尔军人在印度接

受培训，以及卡塔尔投资印度军工产业项目等内容 ，协议还特别提到，印度

必要时会考虑在卡塔尔驻军，保护卡塔尔防止遭到伊朗攻击。

第四，在人员往来及文化领域，双方在宗教、电影、教育、旅游等方面

都有不同程度的合作。2007年 10 月，迪拜举办了首届中东国际电影节，来 自

印度宝莱坞的著名明星伊凡 ·卡汉、希雷 ·阿胡佳、碧帕莎 ·芭苏悉数亮相。

2006年 11月，印度与沙特就医疗咨询和管理领域的合作达成协议，沙特医院

① “ S e co n d In d ia - O m an J o in t A ir E x ercises E n d” ， T he H in d u , O ct 2 2 , 2 0 1 1 , h ttp : / / w w w . th eh in -

d u . c o m / n ew s/ n a tio n a l/ a rtic le 2 5 6 2 7 2 6 . e c e , 2 0 12 - 0 7 - 10 .

② A tul A n eja , “ In d ia , U A E C on sid er S h orin g U p M ilitary T ies” , T he H ind u , M ay 14 , 2 0 0 8 , h ttp : / /

w w w . h in d u .c om / 2 0 0 8 / 0 5 / 14 / sto rie s/ 2 0 0 80 5 14 5 9 5 4 12 00 . h tm , 2 0 12 - 0 7 - 10 .

③ V in ay K um ar , “ In d ia , S a u d i A rab ia to E n h an ce M ilita ry T ies” , T he H in d u , S e p l l , 2 0 12 . h ttp : / /

w w w . th e h in d u . c o m / n ew s/ n a tio n a l/ a rtic le3 8 8 5 5 15 . e ce , 2 0 12 - 0 9 - 2 2 ．



招募印度的优秀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印度为沙特培训护士
①

。此外，印度还

发挥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优势，与沙特达成了一项高等教育合作计划，鼓励

沙特学生来印度 （特别是理工类院校）攻读研究生学位。沙特作为穆斯林两

大圣地的所在国，每年都吸引了数十万印度穆斯林信徒来朝拜。

印度与海合会关系变化的原因

印度和海合会的相互利益需求及彼此的战略调整是推动双方战略合作关

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首先，从印度的角度来看，积极发展与海合会关系有多层考虑。

其一，基于为印度实施大国战略服务、推行独立自主多边外交的需要。印

度素有大国之志，近年来南亚 “ 一超多弱” 的战略格局继续向印度倾斜，有

关大国对其竞相拉拢，印度自认为其 “ 战略机遇期” 已经到来。在此背景下，

欲寻求在海湾乃至中东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必然要重视海合会。当然 ，

印度还希望通过发展与海合会的关系，改善其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为联合

国安理会 “ 争常” 赢得更多支持。
②

印度推动与海合会的战略合作还可以扩

大印度的地缘战略利益。长期以来 ，印度与西亚国家发展友好关系，限制、

挤压巴基斯坦的利益空间也是主要考量因素。

其二，印度在海湾地区具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印度经济飞速发展及国内

石油资源不断减少，使印度能源 日益严重依赖进口。目前，印度有 70% 以上

的原油都需要从国外采购，进 口量中的 3/4来 自海湾地区。卡塔尔是印度天

然气的主要供应国，2009年进口量达到 750 万 吨。在沙特石油出口国中，印

度排在美国、中国、日本之后，处于第四位。据估计，印度在未来 20年里对

沙特的石油进口还将翻一番。维护能源安全已成了印度政府高度重视的战略

问题。
③

而且，近年来，随着伊朗问题的悬而未决，印度需要通过进口沙特原

油来抵消伊朗原油削减的影响。印度还想改变两者在石油贸易领域的 “ 买方

① G e offrey K em p， T he E a st M oves W est: I nd ia , C h in a , a n d A sia 's G row in g P resen ce in the M id d le E ast,

W ash in g to n , D . C : B ro o k in g s In stitu tio n P re ss , 2 0 10 , p 3 9 .

② 沙特和印度还同意彼此间相互支持，以获得 2014 ～2015 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

位 。沙特有意支持印度成为伊斯兰会议组织 （O IC）的观察员国 ，这对印度 “ 争常” 是有益的。

③ 对印度能源安全问题及其对策的分析 ，可参考张力 ： 《印度的能源安全 ：挑战与应战》，载

《南亚研究季刊》2004 年第 2 期。



与卖方” 关系，希望投资沙特的上游油气领域，从而从源头上确保能源供应。

因此，印度迫切需要密切与海合会国家经济关系，以期确保能源安全，扩大

在海湾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此外，印度的服务业外包比较发达，在全球商务

服务出口领域处于领先地位，2010 年印度占全球服务外包业的 3%。 近年来，

印度一直是全球承接离岸服务外包规模最大的国家。2010 至 201 1财年，印度

服务外包业产业总值已达 880亿美元，占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 6.4%。 而海湾

国家在服务业方面发展水平较低，这是印度外包服务业 “ 走出去” 的一个最

佳 目的地。不可忽视的是，印度还看重海湾国家的 “ 石油美元”。 从印度的近

期经济发展战略看，拟大幅改善其基础设施，因此希望从沙特这样的海湾富

裕国家引进大量外资，解决其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难题。
①

当然，发展与海合

会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保护海湾印度劳工的权益，从而获取稳定的侨汇收入。

其三，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是推动印度与海合会合作的

重要原因。印度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印度认定许多恐怖主义

袭 击是巴基斯坦恐怖组织 “ 虔 诚军” （L ashkar- e - Toiba）所 为，而该组织又

是从沙特的一些慈善机构获得经费支持。
②

印度迫切需要切断克什米尔极端组

织和其他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2010 年 2 月，印度辛格总理与沙特国王同意

联合打击恐怖主义和洗钱犯罪，并签署了引渡协议。
③

其 四，海湾地区是印度推行软实力外交不可或缺的地域。印度为谋求成

为世界多极化中重要一极，重视采取多种措施来提升本国软实力在世界的影

响力。海湾地区与印度有着历史悠久的经济、文化、宗教交往，每年都有十

几万印度穆斯林前往沙特圣地朝拜，这无疑为印度在该地区推行文化外交和

公共外交提供了先天的便利条件。目前，分布在海湾各国的约 600 万印度人

进一步带动了印度电影、音乐和其他文化产品在该地区的出口。印度还希望

发挥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优势，将其打造成亚洲主要 “ 教育中心”。 来 自宝莱

① 李益波 ：《大停电暴露印度基建欠帐》，载 《南风窗》2012 年 17期 ，第 81页。

② 据印度另一个被禁止的非法组织 “ 印度伊斯兰学生运动” （SIM I）领导人招认 ，其大部分活

动 资 金 是 来 自 沙 特 。 “ H o w terror fu n d s a re p um p ed in from S a u d i,” R ed iff , A u g u st 1 1 , 2 0 1 1 . h ttp : / / w w w .

re d iff. c o m / n ew s/ sp e c ia l/ h o w - te rro r - fun d s - a re - p u m p ed - i n - fro m - sa u d i/ 2 0 110 8 1 1 . h u n , 2 0 12 - 0 7 - 15 .

③ “ In d ia , S au d i A rab ia sign e x trad itio n treaty , p le d g e to figh t terror” , th e T im es of Ind ia , M ar 1 , 2 0 10 ,

h ttp : / / a rtic les. tim e so fin d ia . in d ia tim es. c o m / 2 0 10 - 0 3 - 0 1/ in d ia/ 2 8 12 4 0 9 8 _ 1 _ e x trad itio n - tre a ty -

m on e y - la u n d erin g - c u ltu ra l - c oo p era tio n , 2 0 12 - 0 7 - 16 ．双 方 反 恐 合 作 的 最 新 成 果 是 ， 2 0 12 年 7 月 沙 特

政府不顾巴基斯坦的反对，向印度引渡了 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案的主要策划者安萨利。



坞的电影在海湾地区广受欢迎，有助于形成一种喜欢印度文化的社会氛围。

印度电影所塑造出来的 “ 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和睦相处” 的情节也有利于改善

印度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

其次，从海合会的角度来看，发展与印度的战略关系也具有特殊意义。

其一，在战略层面，海合会国家希望引入印度力量 ，来平衡伊朗的地区

野心；
①

同时希望通过 “ 向东看”， 逐步摆脱对美国政治和经济的过度依赖。
②

正如美国前驻沙特大使查斯 ·弗里曼 （又译傅立民）所言：沙特的政策转变

表明，“ 一夫一妻” 对沙特而言是不够的，他决定多找一些妻子。其背后的逻

辑是，沙特并不是想反对美国，而是逐步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③
其他海湾

国家也有类似的看法：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和经济复苏缓慢，海湾国家许

多人士认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 “ 一国独大” 局面会发生变化，有必要重视和

发展与新兴地区大国的关系。
④

海湾诸国认为，印度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近

邻 ，可以在维护该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 “ 建设性” 作用。

其二，在经济层面，印度作为 “ 金砖国家” 之一，其经济发展成就世人

瞩目。印度拥有 12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万亿美元，是一个充满希望的

投资市场。海合会国家也想通过发展信息技术、软件开发、远程通信、教育

培训、医疗服务、旅游业、物流业等，实现从单一的油气产业向多元的现代

工业经济的转变，促进就业改善民生。印度在这方面的优势无疑对他们具有

很强的吸引力。海合会国家为维护其粮食安全，也加大了对印度农业的投资

步伐。
⑤

其三，在安全层面，海合会国家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海盗活动给粮食进口

① 海合会与伊朗在诸多问题上存在矛盾，如伊朗核问题，海湾主导权等。可参见周华：《伊朗与

海合会成员国关系研究》，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 3期 。

② E c o n o m ist In te llig e n c e U n it， “ N ea r E as t m e e ts F a r E a st : T h e rise o f G u lf in v e stm e n t in A s ia” ,

2 0 0 7 , P 6 . h ttp : / / w w w . ．e iu . c o m / s ite_ in fo . a sp ? in fo_ n a m e ＝ g ulf_ in v estm e n t_ a rca p ita , 2 0 12 - 0 7 - 19 .

③ A n a n d G ir id h arad a s , “ S au d i A ra b ia P ursue s a ‘ L oo k E a st ' P olicy ,” N ew Y ork T im e s, 2 6 J a n u a ry

2 0 0 6 .

④ S h m u e l B a r, “ A m erica ' s F ad in g M id d le E ast In fu len ce” , H oo ver In stitu tio n , A p ril 1 ,

2 0 1 1 . h ttp : / / w w w . h o o v e r. o rg / p u b lica tio n s/ p o lic y - re v ie w / a rtic le/ 7 3 16 1 , 2 0 12 - 0 7 - 19 ; S a m ir P rad h a n ,

“ “ In d ia 's e co n om ic a n d p o litica l p rese n ce in th e G u lf” , in G u lf R esearch C e n ter , I nd ia 's G row ing R ole in th e

G u lf: Im p lica tionsf or th e R eg io n a n d th e U nited S ta tes , 2 00 9 , p . 3 4 ．

⑤ 海合会国家 60% ～90% 的粮食供应都依赖进口，印度是海合会成员国最主要的粮食供应国。

在中东变局带来的政治动荡中 ，粮价过高是一个影响民生的重要因素 ，因此维护粮食安全成了海合会

国家近年来重点关注的问题。



及石油出口带来的威胁，保障海上运输线，也希望与印度合作共同打击恐怖

主义。2011年 3 月 14 日，印度海军在阿拉伯海与索马里海盗母舰交火后，擒

获 了 6 1名索马里海盗嫌犯，成功营救 13 名渔民；2011年 4 月 18 日，由阿联

酋主办的打击海盗国际会议在阿布扎比举行，会议主题为 “ 全球性威胁、地

区性应对方式：制订一个打击海盗的共同计划”。 印度逐渐强大的海军实力为

海合会国家所看重，双方在应对类似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

印度与海合会关系发展前景

从总体看，印度与海合会加强战略合作既有其现实利益考虑，也有战略

调整的考虑。但从目前来看，双方关系仍将侧重于经济合作 （特别是能源合

作）。印度的 “ 西向” 政策将面临比 “ 东向” 政策更为复杂的制约因素 ，不

得不慎重行事。印度十分清楚海湾局势的复杂性和自身实力的有限性，因此

在推行 “ 向西看” 政策时明显带有扩大利益、避免责任、谁都不得罪的实用

主义色彩。在伊朗与海合会的矛盾、在巴林国内骚乱等问题上，印度的政策

立场都体现这一特点。此外，印度学者提出的 “ 印美在海湾的战略协调” 能

否经受住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印度洋主导权问题的考验，还值得怀疑。

因此，印度的 “ 西向” 政策及其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发展必定还要经历更多。

印度与海合会关系还处于发展的过程中，未来一段时间双方将仍以经贸合作

（特别是能源合作）为重心，辅 以文化外交，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及战略性合

作 ，因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不会像 “ 向东看” 那样一帆风顺。

印度与海合会经济互补性强，一个拥有庞大人口和市场并且正在经济上

快速崛起，一个拥有雄厚资本和能源储备，两者之间的经济合作还有较大空

间。2008年毕马威公司对海湾六国和埃及大型跨 国企业高管的调查显示，

34% 的受访者计划在未来 5 年前往印度投资。
①

与此同时，海湾地区也是一个政治高风险地区，美国、欧盟、俄罗斯、

日本等外部势力都在该地区投入巨大，相互既有争夺也有合作，关系错综复

杂。笔者认为，印度与海合会的战略合作关系还将受到多个因素的制约：

① 余泳：《中国— 海合会经贸合作的成果、挑战与前景》，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20 11年 6 期，

第 42 页。



第一，印巴矛盾 （特别是克什米尔问题）的周期性爆发是对印度与海合

会战略合作的最大考验。历史上，沙特一直支持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也不断

地利用印度宗教政策的失误来丑化印度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印度则千方百

计来挤压巴基斯坦的外交空间。双方在对待恐怖主义的立场上也有分歧，沙

特及很多阿拉伯国家认为使用 “ 恐怖主义” 策略来进行 “ 自由斗争” 是合理

的；而印度则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
①

第二，大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错综复杂，是印度进一步深化与海合会

的战略合作要面临的现实难题。印度一直小心谨慎地在该地区三大重要强

国— — 伊朗、以色列和沙特之间保持友好关系，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印度

与伊朗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伊 朗是印度的第二大石油进 口国 （占印度进口

石油的 12% ），两者在共同反对逊尼派极端主义势力在南亚和中东的崛起、共

同遏止塔利班的影响力问题上有一致的看法，伊 朗也想利用印度对石油的需

求以逃避美国对其的经济制裁。
②

而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国家对什叶派伊朗的

崛起与扩张十分担忧，认 为一旦伊朗拥核，地区力量平衡的天平将进一步向

伊朗倾斜 （伊拉克已削弱），波斯民族的崛起将很难阻挡，而阿拉伯民族的复

兴则有可能成为伊朗崛起的牺牲品。
③

海合会与伊朗在宗教问题 （逊尼派与什

叶派）、地区主导权问题、驻海湾地区美军及领土争端上存在较深矛盾，印度

在伊朗核问题上的举措必将对印沙关系产生较大影响。
④

另一方面，在印度 -

海合会 - 以色列三角关系中，印度与以色列的军事安全合作在最近十年里是

① N ilo va R o y C h a u d h u ry， “ W ha t's T erro r? In d ia , S a u d i d iffer ,” H ind usta n T im es , J an .2 7， 2 0 0 6 ．

② 2003年 1月，伊朗总统卡塔米访问印度，签署 《新德里宣言》，两国将致力于发展战略伙伴

关系。3 月 ，两国海军举行了联合军演 ；印度的工程师帮助伊朗升级俄制战机米格 - 29；甚至有报道

称， 当新 的印巴战争爆 发，印度 有 权 利使 用 伊 朗 的 空 军 基 地。 See R obert M .H athaw ay , “ T he‘ Strategic

P a rtn e rsh ip ' B e tw e e n ln d ia a n d I ra n : In tro d u c tio n” , h ttp : / / w w w .w ils o n c e n te r. o rg / p u b lic a tio n / th e - s tra te g ic

- p artnersh ip - b etw een - in d ia - a n d - iran - p df, 2 0 12 - 0 7 - 12 ．关 于 印 度 和 伊 朗 在 冷 战 后 的 关 系 可 参

见 ， H a rsh V . P an t, C o n tem p o ra ry D eb a tes in I nd ia n F o reig n a n d S ecu rity P olic y : In d ia N eg o tia tes I ts R ise i n th e

Intern a tio n a l S y ste m , N ew Y ork : P algrave M a cm illa n , 2 0 0 8 , p p . 1 13 - 12 9 ．

③ 周华：《伊朗与海合会成员国关系研究》，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 3 期，第 40 页。

④ 关 于 伊 朗 与 沙 特 争 夺 海 湾 地 区 影 响 力 的 著 作 可 参 考 ， R . K . R am azan i, R evolution a ry Iran : C hal-

leng e a n d R esp on se in th e M id d le E ast, B altim ore : Jo h n s H op k in s U n iv ersity P ress , 19 8 6 ．伊 朗 与 阿 联 酋 在 三

座 岛屿 的归属上 存 在矛盾 （阿 布穆 萨 岛、大 通步 岛和 小通 步 岛 ），See P rasanta K um ar P radhan，“ G C C -

Iran R iva lry a n d C h a lle n g es for In d ia in th e G u lf” , In d ia n F oreig n A ffairs J ou rna l, V ol.6 , N o. 1 , Ja n u ary -

M arch 2 0 1 1 , p p .4 5 - 5 7 ．



“ 低调而富有成效”。①
尽管印度政府一再表态：印以关系不会损害与阿拉伯

国家的关系，但是巴以问题的复杂性及海合会对以色列的复杂态度，使得印

度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既不能损害与以色列的军事技术

合作，又不能得罪阿拉伯世界的石油卖主。印度学者拉贾 ·莫汗对此分析道：

“ 印度深知在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保持有效的平衡而不是在两者中选边站。当

阿以关系修复时，印度与以色列发展关系就容易些；反之，印度与以色列合

作的自由度就会受到限制。
②

第三，美国因素施加影响。自 1968年英国势力撤出海湾地区以来，美国

趁虚而入，成 了海湾国家事实上的 “ 安全保护者”。 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

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进一步加强，海军基地有沙特阿拉伯的朱拜勒，

巴林的麦纳麦 （美驻中东海军司令部驻地、美第五舰队驻地）；空军基地有沙

特阿拉伯的宰赫兰；美军在阿曼的马希拉岛建有机场，供海、空军共同使用，

位于多哈附近的乌代德基地是美国驻海外最大军事基地之一。即使从伊拉克

撤军后，美国仍有相当数量的军队驻扎在海湾地区。
③

巴林和科威特还是美国

的 “ 非北约重要盟友”， 是美国在该地区军事链条上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对

印度加强与海合会国家的防务合作，逐步增加其海湾地区的影响力，是有所

提防的。一方面，近年来美印关系发展很快，美国和印度在维护海湾地区稳

定和确保石油安全方面有共同利益，印度也乐于在美国提供的 “ 地区公共安

全产品” 中搭便车。印度学者想当然的认为：只要印度不直接阻碍美国的海

湾政策，华盛顿不会在意新德里在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
④

另一方面，美国

对印度是否真正愿意成为 “ 美国的伙伴” 也心存疑虑，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

① 唐志超：《印度与以色列的战略合作及其影响》，载 《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8期，第 10～15

页 ； S e e H a rsh V . P an t , “ In d ia - Isra e l P artn e rsh ip : C o n v e rge n c e a n d C o n strain ts” , M id d le E a st R ev iew of I n te r-

n a tio n a l A ffairs , D e c .2 0 0 4 , p p .6 0 - 7 3 .

② C .R aja M ohan , “ In d ia 's S trategic C h alle n ges in th e In d ia n O cean a n d th e G ulf” , in Ind ia 's G row in g

R ole in th e G ulf : Im plicatio n sf or th e R egion a nd th e U nited S ta tes , G u lf R esearch C en ter , 2 0 0 9 , p .5 8 , h ttp : / /

c ftn i.o rg/ M on og rap h - I n d ias - G row in g - R ole - in - th e - G ulf.p d f, 2 0 12 - 0 7 - 0 2 ．

③ 美国自伊拉克撤军后，仍有 4 万人驻扎在海湾各国，其中科威特 23 000 人，卡塔尔 7 500 人，

巴 林 3 0 00 人 ， 阿 联 酋 3 0 00 人 ， 沙 特 和 阿 曼 各 有 2 00 0 人 。 W alter P incus， “ A fter Iraq P ullout,

U . S . S e rve s a R em in d e r to Ira n” , W ash in g to n P ost, O c to b e r 2 4， 2 0 1 1 ．

④ 莫汗认为，印度在与东南亚军事合作及南海问题上的立场，都没有引起美国的反对。印度在

海 湾 地 区 的 动 作 也 不 会 受 到 美 国 的 干 预 。 C .R aja M oha n , “ In dia 's S trategic C h allen ges in th e In d ia n O cean

a n d th e G u lf” , in Ind ia 's G row ing R ole in the G ulf: Im p lic a tion s f or th e R egio n a n d th e U n ited S ta tes , G u lf R e-

s e a rc h C e n te r , 2 0 0 9 , p p .6 2 - 6 3 ．



的分歧显而易见。
①

因此，随着一个军事实力日益强大的印度不断扩大其在印

度洋、阿拉伯海的影响力以及沙特、卡塔尔等国逐步摆脱美国的控制，美国

是否会坐视不管还值得观察。
②

第四，海湾国家国内政治的因素对未来印度与海合会关系的走向也有一

定影响。
③

如果沙特君主政府面临类似于中东剧变的冲击，保守派通过伊斯兰

革命取代亲美派掌握权力，印度与沙特关系必然会受到影响；印度国内的印

度教徒与穆斯林矛盾也是影响印度与海湾国家关系的潜在因素；海外印度人

在海湾的权益保护问题也考验着印度 -海合会关系的稳固性。
④

余 论

对于印度与海合会国家间关系发展的新变化，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其对中

国的影响议题。他们从中国和印度竞争的角度出发，提 出印度加强介入海湾

地区是为了应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势力扩张。
⑤

这种逻辑思路与 “ 中印在东南亚

竞争”、“ 中印在中亚竞争”、“ 中印能源对抗” 很类似。事实上，印度加大从

海合会国家的石油进口并不会影响到中国在该地区的石油进口，此外，维护

海湾地区的和平稳定及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也符合中国的实际利益。
⑥

另一方

面 ，我们也应该看到，印度 “ 向西看” 政策里面有平衡中国在海湾地区影响

① J o h n L a rk in a n d J a y S o lo m o n， “ In d ia ' s T ie s W ith Ira n P ose C h a lle n g e for U . S . ,” W a ll S treet J o u r-

n a l, M ar 2 8 , 2 0 0 5 ; C h ristin e C . F air , “ In d ia an d Iran : N ew D e lh i's B ala n cin g A ct” , T he W as hin gton Q ua rter-

ly , V o l. 3 0 , N o .3 , S u m m er 2 0 0 7 , p p . 14 5 - 15 9 . R ic h ard F o n ta in e , “ U . S . M u st E n su re R ela tio n s W ith In d ia

d on ' t F ractu re o ve r Iran” , T he D ip lo m at , J an u ary 2 6 , 2 0 12 , h ttp : / / th ed ip lom at. c om / 20 12 / 0 1/ 2 6 / th e -

c om in g - u - s - in d ia - train - w reck / 2， 2 0 12 - 0 9 - 10 ．    

② 美国利用海湾国家对伊朗的恐惧心理，进一步加大了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2012 年 1 月，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强调 ，将在海湾地区长期保持军事存在 ；同年 4 月 ，美国最先进战机 F22 首次部

署在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9 月 16 日，美国与海合会国家等 30个 国家在海湾举行大规模扫雷演习。

③ 受 2011年 中东剧变的影响，巴林出现了大规模民众骚乱，科 威特、沙特和阿曼也出现了抗议

活动 ，只有阿联酋和卡塔尔没有受到影响。

④ 时宏远：《海湾地区的印度劳工及其对印度的影响》，载 《世界民族》2012 年第 2 期，第 70

页。据报道，沙特年均驱逐约 3 万名印度人，被驱逐的原因通常包括违反当地法律法规、违背宗教戒

律 、 签 证 或 居 住 证 过 期 等 。 转 引 自 中 国 商 务 部 官 方 网 站 。 h ttp： / / w w w .m ofcom . gov.cn/ aarticle/ i/jyjL/k/

2 0 10 0 8 / 2 0 10 0 80 70 96 5 7 7 . h tm l

⑤ A l J aze era , “ C h in a a n d In d ia : R iv a l M id d le E ast S trateg ie s ,” h ttp : / / stratrisk s. c o m / g eostrat/ 3 4 90 .

⑥ C h risto p h er B oe d ee n , “ C h in a A lign s w ith In d ia , J ap an o n P iracy P atrols “ , h ttp : / /

w w w . sfgate. c om / n ew s/ artic le / C h in a - a lig n s - w ith - In d ia - J ap a n - o n - p iracy - p atro ls - 3 6 80 4 9 2 ．p h p



力的意图，印度军方也大肆渲染中国的 “ 珍珠链” 战略是为了限制其发展的

雄心。中国长期以来与海湾国家有着传统友好关系，中国在该地区有着十分

重大的战略、．经济利益，且业已开展有效的双边合作。
①

如何维护好这种利益

需要我们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规划，在策略上要巩固与巴基斯坦、沙特、伊朗

等国的战略友好关系，建立一些有力的合作 “ 支点”。

O n th e T r a n sitio n o f In d o - G C C R ela tio n s

a n d I ts C a u s e s

L i Y ibo

A b str a c t : In th e c h a n g in g p o st 9 / 1 1 g e o p o litic a l e n v iro n m e n t a n d c o n v e rg in g

n a tio n a l in te re sts , In d ia a n d G C C c o u n trie s h a v e re sp e c tiv e ly a d ju ste d th e c o o p e ra -

tiv e p o lic y to w a rd s e a c h o th e r. T h is p a p e r m a k e s a r e v ie w o f t h e e v o lu tio n o f In d ia -

G C C re la tio n s d u rin g th e C o ld W ar a n d e x a m in e s t h e n e w d e v e lo p m e n ts o f b ila te ra l

tie s in p o litic a l, e c o n o m ic , m ilita ry a n d c u ltu ra l sp h e re s o v e r th e p a s t d e c a d e . In

te rm s o f th e fu tu re tren d , In d ia ' s “ L oo k w e st p o lic y” （L W P ) c a n n o t sim p ly re p li-

c a te its “ L oo k E a s t p o lic y” （L E P ) in th e G u lf o r th e G re a te r M id d le E a st, b e c a u se

o f t h e c o m p lic a te d r e g io n a l g e o p o litic a l stru c tu r e , th e c o n tra d ic tio n b e tw e e n In d ia

a n d P a k is ta n , a n d m o re d ire c t A m e ric a n in v o lv e m e n t in th e a re a .

K ey W o r d s : In tern atio n a l R ela tion s ; In d ia ; G C C ; “ L ook W est” P olicy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关于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经贸合作 ，参见陈沫 ：《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经济关系探析》，

载 《西亚非洲》20 11年第 8期，第 24 ～3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