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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参与中印多边合作的策略研究
———基于猎鹿博弈的视角

陈利君∗　卢　森∗∗

【内容提要】　近年来,随着印度的崛起,其追求大国目标、提高国

际地位和改革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呼声增大,并不断推动成立或加入

多个多边合作组织,以提升影响力和实现其远大抱负.但印度并非对每一

项多边合作都抱有同样的兴趣,还称今后都不参加中国主导的多边合作,

这一做法反映了印度采取猎鹿博弈中放弃 “捕鹿”而 “捕兔”的行为.中

印两国共同参与的多边合作组织较多,且印度在中印参与的多边合作中并

非都选择合作的策略,但印度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和大国,无论其如何选

择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本文基于猎鹿博弈视角,运用博弈论中的合作—

非合作博弈理论,选择中印共同参与的四个多边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金

砖国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行分析.

通过研究发现,印度博弈过程中始终坚持非合作博弈,即在多边合作中本

应追求集体利益时却更多考虑自身利益的得失,这决定了印度在中印参与

的多边合作中的策略选择.同时本文也探讨了印度策略选择对中国及多边

合作的影响,以期减小成员国的损失,或创造一些条件让印度选择合作策

略,以促进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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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以来,国际组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形成了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国际体系.冷战后,由于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参与的多边合作越

来越多,国际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近年来,印度和中国作为重要新兴

经济体,国情及对国际事务的看法相同或相似之处众多,印度追求 “有声

有色”的世界大国梦,中国追求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时,两国都渴望改

革现今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提高国际地位,而参加或主导区域性、

全球性的多边合作组织,是提高国际地位、扩大影响力、推动建立世界新

秩序的重要路径.尽管两国都同时参与了多个多边合作组织,并进行了卓

有成效的合作,但两国如其他国家一样也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甚至分歧.

如何在多边组织中加强协调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和研

究的问题.由于印度在多边合作中既积极参与合作博弈,又常常出现 “摇

摆”,并陷入 “猎鹿博弈”的困境.本文主要从合作—非合作博弈的角度,

选择上 海 合 作 组 织 (SCO)、金 砖 国 家 (BRICS)、孟 中 印 缅 经 济 走 廊

(BCIMEC)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四个案例,分析印

度的策略选择以及影响印度策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并研讨印度的策略选

择对中国及其他成员国的影响,最后提出一些推动印度参与多边合作和深

化中印合作的建议.

一、猎鹿博弈与中印参与的多边合作

猎鹿博弈作为一种多边合作的博弈,参与者在协商过程中存在两种思

路.一是合作博弈,强调集体理性,合作共赢,追求集体利益最大化.一

是非合作博弈,强调个体理性,各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合作博弈和非

合作博弈的区别不是前者研究合作,后者研究不合作,而是做出决策的过

程是基于个人理性还是集体理性.① 在多边合作的猎鹿博弈过程中,各成员

都追求集体理性,收益才会最大化 (即捕鹿而非捕兔),所以猎鹿是追求集

体利益与选择合作策略的统一.但在现实中,并不是每个多边合作组织或

每一次多边合作中,所有成员都会为了集体利益而选择合作或采取共同行

动.在中印两国共同参与的多边合作中,印度始终有非合作博弈的思维,

把自身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在自身利益得到满足时就选择合作,在

７５
① 张维迎:«博弈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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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则选择背离.
(一)猎鹿博弈的含义

猎鹿博弈 (StagHuntGame,SHG)又称协调博弈或安全博弈,最早

出现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他

在该书中指出:“如果这是一个猎鹿的问题,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他必

须忠于自己的岗位;但是,如果一只野兔碰巧从他们中的一个够得着的地

方经过,我们毫不怀疑他会毫无顾忌地去追它,当他捕到了兔以后,他的

同伴们因此而没有捕到他们的猎获物这件事,他会不大在意.”① 假设一群

猎人,猎物为鹿和兔子,他们互不知道对方选择的猎物.如果选择围鹿,

并相互合作,就可以抓住鹿.但只要有一个猎人离开去抓兔子,鹿就会逃

脱.背离者可以轻易得到兔子,而其他人则一无所获.但如果人人都去追

兔子,则都可能有机会抓到兔子.② 由于选择不同,结果也不同.尽管猎鹿

的收益明显高于猎兔,但猎鹿需要合作,而猎兔不需要合作也能成功.所

以,在猎鹿时,一方的背离会给其他成员造成损失.在此情况下,要达到

纳什均衡,要么所有猎人都选择合作,要么都选择背离.可见,要成功捕

捉到鹿,即获得最大收益的前提条件是,每个成员愿意合作并且相信其他

成员也会选择合作.
(二)印度在中印参与的多边合作中猎鹿博弈的选项

在猎鹿博弈困境中,每一个参与者都只有两个选项,合作或不合作

(背离).在多边合作中,成员国采取参与加入视为选择合作策略,采取不

加入、暂时不加入或加入后 “退群”视为选择背离策略.为了研究方便,

本文仅选择共同参与的多边合作,且我们假定中印两国参与的多边合作也

如一群猎人,相互合作去抓鹿.在中国及其他成员国都选择猎鹿的情况下,

印度有两个策略选项:

第一,合作.印度在有中国参与或倡议的多边合作中选择合作策

略———猎鹿,也就是获得最大的共同的收益.此时,印度不仅自身能获得

最大收益,其他成员国也能获得最大收益,即相互合作带来互利共赢的

局面.

第二,背离.印度在中国参与或倡议的多边合作中选择背离策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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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Skyrms,“TheStagHunt,”ProceedingsandAddressesoftheAmerican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Vol７５,No２,２００１,p１
杨曼苏:«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导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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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不合作而去猎兔,以获取单独收益.依据猎鹿博弈理论,只要有成员

背离,背离者能够获得一定收益,但其他成员则一无所获.但在现实情况

中,印度选择背离策略,可获得一定收益 (得兔),而其他成员国可能有一

定收益,也可能没有收益,甚至利益受损,但一定无法获得所有成员共同

合作所带来的预期收益 (得鹿).

由此可见,印度无论选择合作还是背离,都能带来收益,只是收益大

小不同,但对于其他参与者而言,则达不到预期收益.尽管中印都参与了

许多合作组织并有不少成功的合作,然而本文不判断各多边合作对印度利

益的大小,仅选择其中的 SCO、BRICS、BCIMEC、RCEP四个案例,以

此分析其选择合作还是背离的各种因素及其带来的影响.

二、印度与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的合作

共同合作不仅自身能获得收益和扩大影响力,而且其他成员国也会受

益.印度在SCO和BRICS中选择了合作的策略,期望像猎鹿博弈那样与成

员国一起 “捕鹿”,获取更大利益.印度加入SCO 是其追求大国目标的有

力实践,保证了印度不仅是南亚地区的主导者,而且是中亚地缘政治的有

力塑造者和推动力量.①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印、中、俄、巴举

行了 “金砖四国”领导人首次会晤,这是印度寻求获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

匹配的国际地位并在全球经济治理和世界经济复苏中展现自己的又一次努

力.印度在这两个案例中是抱着非合作博弈心态加入的,因为其利益与集

体利益高度契合,所以印度选择了合作的策略.虽然印度的参与会给所有

成员国带来一定收益,但是从辩证的角度看,因为国家利益的差异,印度

的参与对中国而言,仍是有利有弊.
(一)印度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原因与策略

SCO的前身是１９９６年成立的上海五国机制,起初是为了解决边境安全

问题.２００１年６月正式成为一个永久性政府间区域安全组织,以维护地区

和成员国的安全为首要任务.所以,安全合作是SCO的重点合作领域,其

核心是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② ２０１７年６月,印度正式加

９５

①

②

StephenBlank,“India’sRisingProfileinCentralAsia,”ComparativeStrategy,Vol２２,

No２,２００３,pp１３８Ｇ１４０
刘莹:«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理念基础与转型»,«亚非纵横»,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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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该组织.

１印度在上海合作组织中选择合作的原因

第一,基于地缘政治考量.印度作为南亚大国,自认为在相邻的中亚

也拥有优势,并一直希望与中亚建立经济和安全关系,以提升其在中亚的

影响力.冷战时期,由于中亚五国为苏联的加盟国家,印度与其关系一般.

冷战结束后,中亚五国走上独立发展道路,而印度忙于处理内政以及发展

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对中亚投入有限.之后,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中亚

的战略地位以及丰富的资源使其进入印度的视野.例如印度油气资源大量

依赖进口,而俄罗斯和中亚拥有丰富的矿产、石油和天然气,这些是印度

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源,但印度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渠道不畅,许多协议仅

停留在纸面上.而中国在此期间与中亚国家广泛开展了基础设施、油气管

道、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双边关系不断发展.相对于中国,印度与中亚不

仅在经贸合作上微乎其微,而且在文化、军事安全等议题上的交流也非常

少,这客观上导致中亚成为印度忽视的地区.但面对中国在中亚的行动与

显著成绩,印度并不希望中国独大,先后提出 “接触中亚”、 “反恐伙伴”

以及 “连接中亚”的战略,并不断加大对中亚的关注与投入.２０１５年７月

莫迪总理接连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就双边历史渊源、旅游、文化交流、网络安全、铀矿

开发、国防、安全合作、军事、打击恐怖主义、印度瑜伽和印度医学、气

候变化等广泛议题进行了讨论,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以建立良好经

济和安全关系,提升其在中亚的影响力.① 印度加入SCO,既能够促进与

中亚国家的互联互通和能源合作,从而缓解国内能源紧张状况,又能发展

与中亚国家关系,提升其影响力并 “抗衡”中国.

第二,在反恐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印度长期受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

极端主义 “三股势力”的威胁,仅在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５年,印度国内就发生

了６０多次恐怖袭击,有超过１１００人在袭击中身亡.② 中亚是西亚、南亚、

东亚和亚洲北部的陆上十字路口,地理区位独特,再加上民族的多样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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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RathnamIndurthy, “IndiaandChina:Conflict,Competition,CooperationandProspects

forPeace,”InternationalJournalonWorldPeace,Vol３３,No１,２０１５,pp９１Ｇ９２
“IndiaBecominga Victim ofa Terrorist Attack History Essay,”UK Essays,Jan１,

２０１５http://wwwukessayscom/essays/history/indiaＧbecomingＧaＧvictimＧofＧaＧterroristＧattackＧhistoryＧ

essa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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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复杂性,给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和极端思想跨国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打击 “三股势力”成为SCO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地处南亚的印度也深受中

亚极端恐怖主义的困扰,与SCO成员国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势

力、遏制跨国恐怖活动和跨国犯罪十分重要.印度如果加入SCO,就可以

互相借鉴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的有效经验,加强安全防务合作,与所有成

员国一起织就一张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网络,① 同时还能在核查对方国家涉

恐人员身份信息、共享情报、协调行动、移交罪犯等方面提供便利,并以

此强化印度在中亚的存在.

第三,可借助SCO加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是印度的重要

军事伙伴和防卫伙伴,双方建立了 “特殊战略伙伴关系”.② 俄罗斯是印度

加入SCO的最主要支持者.③ 因为印度加入SCO对印俄两国有诸多共同益

处,除进行武器、能源、反恐等领域合作外,制衡中国是两国的共同战略

考量.④ 另外,俄罗斯支持印度加入SCO的意图还在于避免印度完全倒向

西方,并尝试联合印度对抗西方.⑤ 并且,SCO 也被印度视为缓和中印关

系⑥ 以及加强与俄罗斯合作的重要平台.

第四,遏制中国和巴基斯坦.印度一直把中巴作为敌人或对手,对中

巴关系一直持敌对态度,而中国在中亚和SCO的影响力正不断扩大.为了

遏制中巴并打破中国在SCO的主导地位,印度十分期望加入SCO.而印度

制衡中国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在印太地区借助美国的力量制衡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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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邱昌情:«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进程、动力及影响»,«南亚东南亚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
期,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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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大陆借助俄罗斯的力量制衡中国.① 再加上,巴基斯坦对加入SCO 表

现出巨大的兴趣.印度认为,倘若巴基斯坦加入SCO而印度不加入,势必

会加强中巴关系,那么巴基斯坦的势力将延伸至阿克赛钦地区,很可能以

打击恐怖主义的借口借道阿克赛钦对印控克什米尔形成居高临下的包围之

势,从而进一步威胁印度的国家安全.而印度加入SCO后,可以随时 “监
视”巴基斯坦,并伺机限制巴基斯坦的利益.②

２印度在上海合作组织中总体持合作的态度

印度对SCO的态度经历了观察和谋求加入两个阶段.③ 印度刚开始并

不看好SCO,④ 还长期无视SCO在中亚地区的存在.一方面担心加入SCO
后会受到中国的裹胁,另一方面又要考虑美国的感受,因此其对SCO一直

持谨慎观望的态度.直至２００５年 “郁金香革命”后,SCO成员国要求美国

从中亚撤军,印度才开始重视SCO的影响力.⑤ ２００５年印度开始真正接触

SCO并谋求加入,还向SCO申请观察员国地位.当年印度成为观察员.随

着SCO在边境安全、反恐合作等多领域沟通合作取得显著成效,印度越发

认为有加入SCO 的必要性.特别是随后发生的三件大事加速了印度加入

SCO的决心.首先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印度担心阿富汗的动乱会影响印

度边境安全,滋生恐怖主义.⑥ 基于这种考量,印度认为加入SCO 能够提

供介入阿富汗局势的平台.其次是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并入后与西方国家关

系紧张,俄罗斯想拉拢印度增加自己的友俄力量扩展外交空间,所以在支

持印度加入SCO问题上态度积极.⑦ 最后是SCO通过 «给予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地位程序»和 «关于申请国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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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案,这为SCO扩员打开了大门.２０１４年印度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

召开的SCO成员国首脑扩大会议上递交加入SCO的申请书.２０１５年７月

在俄罗斯乌法举行的SCO元首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启动接

收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SCO程序的决议.２０１７年６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

斯塔纳召开的SCO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印度与巴基斯坦获得了正

式成员国地位.①

从猎鹿博弈的视角看,印度对参与SCO持合作态度,并希望通过对巴

施压、反恐等获取最大利益,但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深化各领域安全合作,

在边境地区不举行针对另一方的军事活动,以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同时,

确定了 “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深入推进经贸合作.而印度对大国地位、国

家安全等目标的追求限于自身实力往往难达预期目的,这使得印度始终认

为SCO是由中国主导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旨在扩大中国的影响力.所以,

印度对SCO的战略利益诉求并没有对金砖国家那么高,印度国内的主流舆

论对SCO的态度也相对消极.
(二)印度参与金砖国家的原因与策略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 (Jim O’Neil)

在一份报告中首次提出 “金砖四国”这一概念.由于巴西、俄罗斯、印度

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组成的词与Brick (金砖)类似,因此被译为 “金砖四

国”.② 奥尼尔提出的这一概念迅速获得了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方面的认同.

２００８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在此背

景下,２００９年６月,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四国领导人举行首次会晤,

就全球经济治理交换了看法,并在会后发表了 “金砖四国”联合声明.这

次会晤既标志着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正式启动,也意味着金砖机制开

始从概念和谈资变成国际政治中的大事.２０１０年南非加入后,其英文单词

变为 “BRICS”,并改称 “金砖国家”.③

１印度在金砖国家中选择合作的原因

第一,基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国际地位的需要.印度一直希望

成为 “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而参与全球治理是一条重要途径.除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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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等外,BRICS也是其看重的一个方向.首先,BRICS是基于共同利益

而聚在一起的组织.BRICS原为金砖四国,成立背景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后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而新兴国家经济欣欣

向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迫切需要新兴国家拿出解决方案,伸出援手,① 促

进经济复苏.这是金砖四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好机会.印度决定与中、俄、

巴西和南非走到一起,合力应对来自发达国家的冲击,向全球经济复苏注

入更多的 “印度活力”,借此担当大国责任,提升影响力,从而实现其大国

目标.同时,金砖国家来自非洲、南美洲、亚洲以及地跨欧亚的俄罗斯,

与这些国家进行交流合作,会拓宽其外交空间,给印度提供跨大陆发挥国

际影响力的平台.而且,新兴国家开展多边外交、参与或建立新的国际组

织,是改革现有国际机制、打破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一种有效

方式.印度还认识到,在无法打破现有国际秩序及国际规范的情况下,② 要

想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获得反映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应该对现

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和规则进行改革,这一点也是印度和中国、俄罗斯、

巴西、南非最大的利益交集.除了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之外,BRICS还能够

为印度与新兴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协调立场提供对话平台.最后,

BRICS中的俄罗斯和中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希望在

BRICS框架内加强与中、俄的关系,以期获得中俄对印度 “入常”及加入

“核供应国集团”的支持.

第二,可为印度协调大国关系提供舞台.印度与俄罗斯有共同利益和

长期的军备合作,并对俄罗斯武器形成依赖,这使得印度对俄罗斯有特殊

的感情.印度与中国的矛盾由来已久,BRICS平台为印度与中国提供了沟

通谈判的机会,这可减少战略竞争,防止两国关系恶化以及其他层面的

“脱钩”.③ 俄罗斯是BRICS的积极参与者,也可通过BRICS在中印两国之

间扮演 “和事佬”的角色.２０２０年１月举行的BRICS峰会就对解决中印的

边界对峙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印度对中印贸易不平衡问题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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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借助BRICS平台来协调.

第三,BRICS的特性对印度具有吸引力.其一,成员的新兴国家特性.

BRICS所有成员国都是新兴国家,印度认为,作为其亲密伙伴的俄罗斯在

BRICS中能够与其共同有效制衡中国,避免被中国主导.而且,印度常常

将BRICS与 G７相比,认为BRICS是新兴大国俱乐部,在暂不能参加 G７
的情况下,一向视自己为新兴大国领头羊的印度自然不能缺席其中.其二,

BRICS没有强制约束力.BRICS至今仍是一个没有宪章的机制,这意味着

BRICS是一个没有强大约束力的多边合作平台,这对于强调追求战略自主

的印度来说,也具有吸引力.

第四,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一是BRICS的应急储备可提升卢比汇率

的稳定性,从而为印度提供一个更为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① 二是印度希望

借助BRICS平台吸引成员国来印投资,解决其资金短缺问题.例如与中国

的合作,中国拥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资金、技术方面能够为印度的

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提供帮助.目前,印度正在大力推进 “印度制

造”,而中国正在进行结构升级,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有利于印度承接

中国的产业,进而发展印度制造业.三是可以扩大对成员国的出口,缓解

贸易不平衡问题.四是获取经济发展资源.俄罗斯、巴西和南非都拥有丰

富的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② 可以为印度的经济发展提供原材料和工业动

力.五是BRICS在食品、贸易投资、科技方面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特别

是庞大的人口是一个广阔的市场.这些都有利于促进印度经济快速增长.③

２印度在金砖国家中总体持合作的态度

印度对许多合作机制反应较慢,但 “金砖四国”概念提出后其反应迅

速,并给予了认同.印度还预测,与中国、俄罗斯和巴西组成的多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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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可以媲美西方七国集团 (G７).① 特别是印度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所

需要的原材料离不开巴西和俄罗斯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合作将

让印度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② 并最终在２１世纪３０年代成为世

界第三大经济体.③ 因此,印度对金砖四国合作表现出较高的热情.在

２００６年联合国大会期间,金砖国家外长举行首次会晤.２００８年５月印度应

俄罗斯的邀请,派外交部长前往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联大场合之外

的会晤,④ 开启了金砖国家合作序幕.同年１１月,印度财政部长在巴西圣

保罗参加金砖四国财长联席会议,呼吁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２００９年

６月,印度领导人参加了在俄罗斯举行的首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签署

了 «“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之后,印度领

导人出席了每一届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并且于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６年和

２０２１年主办了三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三)印度选择合作的共同因素

２０２０年印度宣布退出RCEP时宣称,印度不愿意参与有中国参与的多

边合作组织,但并没有说会退出SCO和BRICS.这说明印度是在推行有选

择的合作策略.印度之所以会在某些组织中选择合作的策略,其中有三个

方面是其重要考量.

１该合作有利于印度提高国际地位,符合其大国外交政策.作为追求

大国目标的一部分,SCO和BRICS机制与印度外交政策中的 “连接中亚”

及 “东向行动”(ActEast)高度契合.印度选择合作还有拓展外交发展空

间的考量,其希望借助多边合作平台加强与印度原本影响力较弱甚至影响

不到的地区的合作.加入这些合作平台,可以借助整体的力量提高自身的

国际地位,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并借机获得中、俄、巴西等区域大国在

“入常”与加入 “核供应国集团”等议题上对印度的支持,推动建立一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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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自身实力变化的国际格局,从而增强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实

现大国目标.

２多边合作中有所谓的能够制衡中国的成员国参与.印度不希望中国

主导任何一个多边合作组织或者平台,但限于自身实力不足以抗衡中国在

多边合作中的影响力,只能联合其他大国共同制衡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

和金砖国家中都有俄罗斯,印度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政治军事大国,与其在

多边合作中联手能够有效制衡中国的主导地位.

３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从印度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来

看,当国内利益阶层认为参与合作符合其利益或有助于实现其利益时,国

内就少有反对之声.但一旦稍有利益受损,其国内反对声音就特别大.所

以,只有在印度认为该多边合作有利于印度国内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时,其才会积极考虑并选择合作的策略.

(四)印度选择合作给中方带来的影响

印度作为中国的邻国,无论选择合作还是背离策略,其对中国都有影

响.其选择合作时,对中国也是有利也有弊.

１积极影响

印度在人口、经济规模和军事实力上体量巨大.印度的加入,无论是

在SCO还是在BRICS中,组织力量都大大增强,并将对地缘政治经济格局

产生更大影响.所以,印度加入有利于壮大该组织的实力,扩大合作规模

和增强组织的潜力与影响力,提高组织的权威性和覆盖面,使国际力量对

比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倾斜.而且也有利于提高成员国的国际地位,

推动旧有国际体系变革,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例如SCO为印巴边界争端提供了调解协商的平台,

有利于稳定地区环境;有利于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安全;有利于扩大

SCO的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促进合作领域多元化,深化成员国之间的经

贸、投资、能源等合作,也有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同样,金砖

国家有了印度的参与,也可以扩大经济规模、市场容量以及组织话语权和

影响力.BRICS如果能团结一致,整体的谈判力量将显著增加,其对国际

经济规则调整与制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将更大,① 有利于完善全球治理.

未来,BRICS一旦形成一个更加紧密的统一市场,在货币结算、投资、贸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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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和关税等方面达成一致,进而形成经济圈,将有力抵御西方国家的经济

制裁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就中国而言,依托SCO和BRICS既可促进与成员国的关系,又可与印

度搭建一个新的对话沟通平台.通过这两个机制进行对话沟通协调,有利

于加强双方的身份认同和角色定位,提升战略互信,消除两国误解,避免

安全困境,在边界问题上保持沟通,为两国发展长期稳定关系奠定基调,

为进一步深化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条件.① 另外,还有利于形成合力共同打击

跨国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利于发挥区域影响力,提升中国与

西方国家谈判议价的能力,提高国际地位,发出更响亮的声音;有利于为

全球治理提供中国药方,为中国构建国际组织积累经验,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和实施 “一带一路”倡议.

２消极影响

第一,印度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可能会损耗多边合作甚至使其瘫痪.② 印

度对中国的崛起更多持负面态度,印度参与之后,对中国主导的多边合作

形成制衡,并常常在一些议题上持反对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议题就

不能及时达成一致,从而影响组织的合作成效.另一方面,印度与巴基斯

坦关系复杂,两国长期存在领土争端,并互相视对方为仇敌.许多成员国

担忧印巴矛盾可能会破坏SCO的合作气氛,最终使合作瘫痪.③

第二,成员国可能会感到自身在合作组织中的权重和价值有所减小.

中国是组织内经济体量最大的成员国,印度很可能会占用中国在组织内的

领导力权重,并与中国争夺对成员国的影响力.就SCO而言,一方面,一

些成员国担忧印巴加入后会使组织内原本就紧张的资源倾向于南亚两国,

组织的工作重心也可能因为印巴的加入而偏离中亚.另一方面,印度参与

后,与印度有矛盾的国家可能会为了反对印度而反对SCO的一些决议,削

弱SCO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组织活力,并降低执行效率甚至引发一些成员

国在会议上消极对话,阻碍SCO的发展.

８６

①

②

③

陈玉荣:«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利与弊»,«欧亚经济»,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３９页;赵鸣文:

«浅析金砖国家合作前景»,«和平与发展»,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１５页.

郭连成、陆佳琦:«上海合作组织扩员:新机遇与新挑战»,«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
期,第１１０页.

MikhailKorostikov,“ДекларацияВскочилавУходящийСостав,”Коростиков,June８,

２０１７http://kommersantru/doc/３３１９７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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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印度加入SCO的实际意图值得关注.自印度与美国在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签署 «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后,双方关系已达到 “准
盟友”级别.印美关系日益走近,将会对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造成严重影

响.印度作为SCO和BRICS的重要成员,美国很可能会利用印度干扰、牵

制这两个组织的合作进程和相关行动的顺利开展.所以,成员国必须警惕

印度成为美国打入这两个组织的楔子,让美国在外部削弱这两个组织的影

响力甚至瓦解这两个组织.

三、印度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的背离

　　在猎鹿博弈中,只要有成员背离,其他成员可能一无所获,但在现实

中并非完全如此.印度即使在中国参与或主导的多边合作中选择背离,其

他成员国也可能获益.印度虽然一直参与且没有宣布要退出BCIMEC,但

实际上暗中选择了背离策略,导致许多承诺和合作无法顺利进行,成员国

长期不能得到应有收益.２０２０年印度在 RCEP中再次选择背离策略,也将

使成员国达不到预期合作的收益,但从另一角度看,不断抬高要价的印度

选择退出,对成员国未必一定是坏事.
(一)印度背离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原因与策略

BCIMEC的概念最早可溯源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最初由中印两国的

学者、智库主导,并得到了四国的积极响应,但如今进入停滞不前的状态,
这与印度的态度有关.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 “一轨”层面的BCIMEC联合工作组

召开了三次会议,就各方关切的重点领域开展了联合研究,还对合作框架

进行了讨论.然而到目前为止,由于印度的拖延,BCIMEC建设仍处于政

府间的议题讨论阶段,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① 印度不但在BCIMEC中长

期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合作诚意,相反还另有打算,推进其主导的 “季风计

划”、“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 (BIMSTEC)、 “印日自由走

廊”以及美国主导的 “四边安全对话机制”,这大大冲淡了缅甸和孟加拉国

对BCIMEC的热情,也迫使成员国将更多的精力转向了中缅或中缅孟经济

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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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锋、杨宇: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中的经贸合作研究———基于动态演化博弈模型»,

«经济问题»,２０１８年第７期,第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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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印度选择背离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原因

第一,担忧国防和边境安全,维护自己在南亚的势力范围.印度对中

国的偏见根深蒂固,长期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以前印度将巴基斯坦视

为现实敌人,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１９６２年中印边界战争后,印度将中国

视为直接的军事威胁,并积极防止中国 “渗透”.① 特别是中国日益强大后,

其担心和忧虑日盛.印度认为,由于BCIMEC经过其安全问题突出的东北

部,走廊建设以及中国与其邻国修建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会给商

品走私、人口拐卖、恐怖活动等提供便利,甚至臆想会有利于中国的军事

行动.即使是正常的经贸活动,印度也不放心.目前,中国是孟加拉国和

缅甸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国,也是南亚国家主要的外资来源国,还承接

了印度洋周边一些国家的港口建设.印度认为,中国是在构筑 “珍珠链”,

意在建立针对印度的战略包围基地,削弱印度在南亚的优势地位,遏制印

度崛起.同样,BCIMEC项目会对印度在该地区的地位构成重大挑战,其

邻国可能会借助中国的力量来平衡印度的影响力,减少对印度的依赖,② 或

者说这些邻国会利用中国来对抗印度,而印度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考虑到中国与巴基斯坦的特殊关系,印度认为,如果中国控制了印度东侧

的孟加拉国和缅甸,很可能会联合位于西侧的巴基斯坦对印度形成夹击之

势.一旦战争爆发,将对印度造成 “毁灭性”打击.随着中国与巴基斯坦、

尼泊尔、孟加拉国和缅甸的陆地公路和铁路联系的改善,中国的战略选择

会成倍增加.为了应对中国的军事集结,印度已公布了庞大的军队和国防

建设计划.③ 尽管２０２０年疫情之下印度经济衰退,但其军费预算达６５２亿

美元,位居世界第三.２０２１财年的国防预算更是高达７１２亿美元,比上年

度增加超过２０％.④

第二,担心中国产品大量进入印度,冲击国内市场.有专家指出,中

印两国在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实现经贸合作共赢,与两国合作的附加收益、

０７

①

②

③

④

SuyashDesai,“ASEAN andIndiaConvergeon Connectivity,”TheDiplomat,Dec１９,

２０１７https://thediplomatcom/２０１７/１２/aseanＧandＧindiaＧconvergeＧonＧconnectivity/

RajeshRajagopalan,“India’sStrategicChoices:ChinaandtheBalanceofPowerinAsia,”

CarnegieEndowment,２０１７http://wwwjstorcom/stable/resrep１２８６５

RathnamIndurthy,“IndiaandChina:Conflict,Competition,Cooperation,andProspects

forPeace,”p３６
«２０２０年军费排行榜深度解析,中国稳居第二,印度意外挺进前三»,腾讯网,２０２１年２

月２８日.https://newqqcom/omn/２０２１０２２８/２０２１０２２８A０６BLK００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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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成本以及其中一国合作而另一国竞争所带来的损失和投机收益有关.①

印度认为,BCIMEC建设将扩大中国产品对印的输入,进一步扩大贸易逆

差,冲击其制造业发展.如果印度选择合作策略,BCIMEC 给印度所带来

的收益小于中国,这让印度感觉到吃亏.另外,一向以大国为外交重点的

印度自感该合作并不能给印度追求大国目标带来更多收益,反而给中方在

该区域扩大影响力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此情况下,印度认为,选择竞争策

略获得的投机收益要大于选择合作的收益.因此,印度转而选择了单独创

建或参与以自己为主导的多边合作平台.

第三,合作机制不成熟,互动层级低,背离成本小.BCIMEC至今未

形成良好的日常沟通机制、也未互设代表处,更没有常驻总部机构或定期

举办峰会.从这一意义上看,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多边合作组织,联合工

作组会议和论坛是该多边合作仅有的对话机制,这使得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是建立在无任何相关协议及规则基础上的松散的结构.② 孟中印缅地区经济

合作最初由专家学者和智库机构推动,属于民间的 “二轨”机制,一直面

临政府不够重视、参与不深的问题.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２年,印度尽管表面上对

孟中印缅合作很积极,但实际上除在印度举办的会议外,在其他国家举办

的会议都极少派高官参会.２０１３年之后,四国成立了 BCIMEC联合工作

组,先后在中国昆明、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印度加尔各答举行会议,但

印度派出的政府代表级别仍然较低.而学术层面的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
年在孟加拉国、缅甸、中国云南举办的孟中印缅地区合作论坛第１１~１３次

会议,印度参会代表也以学者居多.这使得 BCIMEC的互动层级整体较

低,许多想法与项目很难上升到国家合作层面.另外,由于BCIMEC机制

较松散,会议成果以 “声明”、“倡议”、 “纪要”为主,对各成员没有约束

力.正是因为机制不够成熟以及达成的协议没有约束力,加之印度在会谈

时 “斤斤计较”和参加人员难以决策,导致印度背离BCIMEC合作的成本

非常小,可以随意选择加入或退出,使得BCIMEC建设走走停停.

２印度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选择背离的策略

第一,采取 “慢慢来”的拖延战术.印度长期以边境安全和利益平衡

１７

①

②

李锋、杨宇: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中的经贸合作研究———基于动态演化博弈模型»,

第８３页.

黄德凯、李博一、朱力轲:«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现状、挑战及前景———以地缘政治

权力结构为分析视角»,«南亚研究季刊»,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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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多次在会议中声称要 “加强研究”、 “不用着急慢慢来”、 “成熟后再

升轨”、“先民间后官方”,其派出的代表往往都是学者.尽管中方和缅甸特

别是缅甸都以官方为主,但孟方受印度的影响,从开始的官方参加较多到

后来也以学者为主.２０１３年启动召开的政府层面的BCIMEC四国联合工作

组会议上,孟、中、缅三国代表都是副部级,而印度只派出外交部联秘代

表.① 之后的两次工作组会议印度也基本承袭这一传统,未派出高官参会.
这也反映出印度对BCIMEC建设不积极的态度.

第二,出台替代方案,建立以印度为主导的次区域合作平台对冲中国

影响力.印度为配合其 “东向政策” (LookEastPolicy)和 “东向行动政

策”(ActEastPolicy),２００１年就援助建设了德穆—葛礼瓦的被称为 “印
缅友谊公路 (IndiaＧMyanmarFriendshipRoad)”的高等级公路,之后又积

极推动与缅甸和泰国达成共建印度曼尼普尔邦莫雷 (Moreh)—缅甸实皆

省达武县 (Tamu)—泰国达府省湄索 (MaeSot)的高速公路的协议.莫

迪执政后,加快了 “东进”步伐,不仅在印度东北部大规模建设公路、铁

道,而且把印缅泰公路延伸至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与日本提出的东西经

济走廊 (EastＧWestEconomicCorridor,EWEC)对接,同时还推动印度加

尔各答港与缅甸实兑港 (Sittwe)连接,并将这些项目纳入BIMSTEC.在

水运方面,为了改善印缅的连通性,印度于２００８年发起并全额资助卡拉丹

多式联运项目,其目的是寻求一条通过缅甸的替代方案,将货物直接运输

到印度东北部地区.莫迪还推介萨迦马拉项目 (Sagarmala)②,计划投资缅

甸的实兑港,③ 推进与伊朗、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等国家的设施

联通,提升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战略地位,打通印度到太平洋的通道.
另外,印度为了应对中国在印度周边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扩大自身地缘政

治优势,加强了自己主导成立的区域合作组织.例如,推进 “环孟加拉湾

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和 “湄公河—恒河合作倡议”,以深化与东南亚

２７

①

②

③

罗圣荣、聂姣:«印度视角下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 «南亚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第３页.

萨迦马拉项目是印度航运部的旗舰项目,旨在通过港口现代化和互联互通促进港口经济和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主要愿景是以最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降低进出口和国内贸易的物流成本.

https://wwwtaxmanagementindiacom/visitor/detail_rss_feedasp?ID＝２２６３１

SuyashDesai,“ASEANandIndiaConvergeonConnectivity,”TheDiplomat,Dec１９,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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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国的关系;① ２０１５年在印度的推动下南亚四国宣布成立 “孟不印尼”次

区域合作机制,２０１６年６月四国签署了 “机动车辆通行协议”.由于印度主

导的区域合作与中国提出的BCIMEC和澜湄合作 (LMC)等有许多相似之

处,其希望替代中国、相互竞争的意图明显.特别是２０１３年中国提出 “一

带一路”倡议以及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２０年连续发生中印边境对峙事件后,印度

对中国提出的倡议或主导的区域合作组织更不感兴趣.目前,印度已逐步

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边缘化,并利用自己主导的多边合作平台对成员国加

强控制.② 例如２０２０年９月印度宣布向马尔代夫贷款２５亿美元,③ 其目的

就是想通过加大投资减少马尔代夫对中国的依赖.

(二)印度背离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原因与策略

RCEP是一项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的宏伟计划,旨在将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中国、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第五大经济体印度与东盟以及澳大利亚、韩

国和新西兰一起纳入一个区域贸易组织.按人口计算,该贸易区将是世界

最大的贸易组织,GDP、出口额都分别占全球总量的约３０％.④ 据估算,

到２０２５年RCEP将为世界创造６４４０亿美元收入.⑤ RCEP还可以整合该地

区的市场和生产中心,将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区域化,使亚洲成为世界工

厂.同时,也可减少亚洲自由贸易区之间的重叠,以免亚洲成为一个由多

种贸易规则组成的混乱的 “面条碗”.⑥ 然而印度宁愿选择猎鹿博弈中的单

干取小利 “捕兔”,也不愿与成员国一起获取大利 “捕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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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卢光盛、聂姣:«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比较与竞合»,«南亚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
期,第８１页.

黄德凯、李博一、朱力轲:«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现状、挑战及前景———以地缘政治

权力结构为分析视角»,第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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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与印度的 “东向行动政策”是一致的,其重要目的是为了推动

亚洲地区建立更紧密的经贸伙伴关系,但地缘政治的变化和美国对亚太地

区的日益关注影响了印度加入RCEP的决定.

第一,印度国内利益阶层担心其经济受到冲击.印度国内党派、利益

集团众多,莫迪政府必须考虑农民、工人、商人等不同群体、党派、团体、

行业、宗教信仰的利益,这些人不愿意承受加入 RCEP后所带来的经济风

险,如果这些选民因利益受损而不支持莫迪将严重打击其执政基础.① 由于

担心竞争,印度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出现逆转.例如,印度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

预算中,许多产品的进口关税都有所增加.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日开始,印度

再次宣布提高电子产品、鞋类、玩具、家具等商品的进口关税.其中鞋类

的税率从２５％上调至３５％,玩具从２０％上调至６０％,座椅、灯具和床垫

等家具从２０％提高至２５％,风扇、剃须刀、热水器、烤箱等产品从１０％提

高到２０％,等等.② 印度提高关税的理由是促进 “印度制造”,但实际是贸

易保护.印度认为,由于自己与RCEP中的１０个国家都存在贸易逆差,特

别是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最大,开放市场会阻碍自身工业增长.因为签署

RCEP而可能受到影响的行业包括钢铁、塑料、铜、铝、机床、化工、纺

织品和制药等,这些行业将受到廉价进口的影响,③ 数百万人可能因工厂倒

闭而失业.在农产品领域,印度的农业生产仍然是传统耕作方式,农产品

竞争力弱,农民一直靠政府的补贴过日子.一旦降低关税,澳大利亚、新

西兰、日本等国的农产品、乳畜产品等将冲击其农业,并影响几亿农民的

生计,这引发了其国内农民大规模的抗议.尽管不加入 RCEP和提高关税

对提高竞争力不利,但可实行进口替代政策,保护国内产业,减少反对声

音,获取民心.

第二,RCEP没有满足印度的所谓利益关切,希望中国在 RCEP框架

内做更大的让步.印度认为,尽管自己货物贸易竞争力有限,但服务贸易

竞争力强.２０２０年其计算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旅游、运输及其他商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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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出口约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的３４９％,① 特别是计算机软件和信息服务

出口比中国还多.② ２０１９年中国服务出口金额为２８００亿美元,而印度达

２１４０亿美元,与中国差距不大,且印度服务贸易顺差达３５０亿美元.③ 因

此,印度在RCEP谈判中对服务贸易尤为关切,但其他成员国更重视货物

贸易,这让印度感到,加入 RCEP不能使其服务业优势得到很好的发挥,

从而导致服务贸易增加的顺差不足以弥补货物贸易扩大的逆差.④ 印度还认

为,中国众多产品在印度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如果中国失去印度市场将遭

受巨大损失.所以,印度以其自身市场对中国至关重要为裹胁,要求中国

降低大米等产品的贸易关税并修改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DTAA).⑤ 另

外,印度还要求中国进口更多的农产品,以解决日益不平衡的贸易关系.

但现实的问题是,印度要求中国进口的农产品在中国没有竞争力.

第三,担心中国主导 RCEP.由于印度一直在追求大国目标,但中国

的崛起速度远超印度,印度视中国为其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处处

怀有戒心.印度视南亚—印度洋地区为自己的 “后院”,一向反对中国进入

其势力范围.印度担心签署 RCEP后,中国将更加顺理成章地进入自己的

“后院”,借此扩大影响力,威胁自身的战略安全.⑥ 虽然 RCEP是由东盟

主导,但东盟经济总量不到中国的一半,且中国的经济总量几乎相当于

RCEP其他成员国的总和,由此印度对东盟能否真正主导 RCEP感到怀疑.

有学者指出,中国正在寻求经济和技术升级,RCEP对降低关税、跨境贸

易便利化和标准化与原产地规则的结合将引发供应链重组,将提高中国商

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增强其工业核心的外部导向,进一步扩大中国作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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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重心和力量中心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趋势,创造

出有利于中国的经济依赖.① 还有一种声音强调,一旦签署 RCEP,成员国

国内市场将充斥着中国制造的产品,② 从而引发中国是想借 RCEP之手将

其他成员国变成其原材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的担忧.同时,RCEP将增

加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协议将使中国能够加强与邻国的经济联系和双边

关系,并向中国商品开放新市场,③ 最终成为被中国 “剥削”以及受中国影

响和控制的 “依附国家”.另外,印度认为中国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 (AIIB)等机构,而这些机构的建设项目与 “一带一路”倡议有关,

目的是要在整个地区建立一个基于依赖关系的实体和战略基础设施网络.④

第四,基于国际环境的战略考量.美国特朗普政府掀起贸易保护主义

浪潮,对印度钢铁等征收关税,使本就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印度农业、制

造业更难以承受RCEP要求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所带来的冲击,国内保

护主义大行其道.美国已把印度视为 “印太战略”的关键一环和重要支点,

并强调印度作为印太地区杰出的合作伙伴的作用和 “四方机制”合作的重

要性,⑤ 这让印度感觉自己在 “印太战略”中的地位前所未有地提高,而美

国鼓励印度加入 “印太战略”并希望其退出 RCEP.在美国的利诱和施压

下,奉行实用主义外交策略的印度,一边考虑到自己主导 RCEP已没有可

能,另一边考虑到加入世界主要大国针对中国而联合搭建的战略平台,⑥ 于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HannsGüntherHilpert,“NewTradeAgreementsinAsiaLiberalisationinTimesofGeopolitical

Rivalry,”SWPComment,No２５,２０２１,p４https://wwwswpＧberlinorg/publications/products/

comments/２０２１C２５_TradeAgreementsAsiapdf

ReneEOfreneo,“RCEP:ATradePactamidstaFracturingFactoryAsia,”HBSSoutheast

Asia,Jan１４,２０２１https://thboellorg/en/２０２１/０１/１４/rcepＧtradeＧpactＧamidstＧfracturingＧfactoryＧ

asia

MariaAdeleCarrai,“TheRCEPandaGeopoliticalPivottotheAsiaＧPacific,”Afronomics

LAW ,February１２,２０２１https://wwwafronomicslaworg/category/analysis/rcepＧandＧgeopoliticalＧ

pivotＧasiaＧpacific

VinayKaura,“SecuringIndia’sEconomicandSecurityInterestsintheIndoＧPacific,”Indian

JournalofAsianAffairs,Vol３１,No１/２,２０１８,pp４１Ｇ４２
“IndiaPreＧeminentPartnerofUSinIndoＧPacificRegion:TonyBlinkenTellsSJaishankar,”

TheTimesofIndia,Jan３０,２０２１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ndiaＧpreＧeminentＧ

partnerＧofＧusＧinＧindoＧpacificＧregionＧtonyＧblinkenＧtellsＧsＧjaishankar/articleshow/８０５９９７５３cms

DarshanaMBaruah,“IndiaintheIndoＧPacific:New Delhi’sTheaterofOpportunity,”

CarnegieEndowment,June３０,２０２０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２０２０/０６/３０/indiaＧinＧindoＧ

pacificＧnewＧdelhiＧsＧtheaterＧofＧopportunityＧpubＧ８２２０５



　 印度参与中印多边合作的策略研究

是在利益最大化原则面前选择不加入 RCEP,并随后向欧美抛出愿意就贸

易问题进行谈判,商签自贸协定.这典型地反映了印度中途背离猎鹿合作

而抓捕兔子的博弈心态.

２印度选择背离RCEP的策略

由于长期不开放市场、经济结构不合理、贸易失衡等因素,印度担心

签署RCEP后会造成更大的贸易失衡,从而对其经济造成冲击,并引发一

系列的连锁反应.因此印度在参加RCEP问题上一直顾虑重重.２０１９年１１
月印度借口几个关键问题未解决而拒绝签订协议.２０２０年７月正式宣布退

出RCEP之后,又马上与欧盟进行贸易磋商,并表示愿意与 “脱欧”的英

国以及美国等商签自由贸易协定.①

第一,期望与美国结成更加紧密的联盟.随着中国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印度感到难以独自应对中国 “威胁”,就积极通过外力来平衡中国影响力,

而与美国更紧密地结盟就是其最好选择.２０２０年２月特朗普访印,大肆宣

传美印特殊伙伴关系及印度的战略意义,推销 “印太战略”,达成了新的军

购协议.１０月美印签署了 «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在军事

情报信息交流方面达到准盟友级别.拜登当选后,莫迪打电话祝贺并表示

要加强合作.２０２１年２月印美日澳举行外长电话会议.３月首次举行四国

领导人视频会议,同月美国防长劳埃德奥斯汀 (LloydAustin)访问印

度,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 (AjitDoval)、防长拉杰纳特

辛格 (RajnathSingh)进行了会谈,还拜会了印度总理莫迪,讨论了亚洲

安全等问题,双方同意加强军事、情报、后勤等领域的合作.４月印度第

二轮疫情暴发后,莫迪舍近求远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得到了美国提供抗

疫支持的承诺.印度之所以日益紧跟美国,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认为,美

国是唯一一个比中国强大的国家,通过美国来实现亚洲力量平衡符合其利

益.由于印美在平衡中国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美国已成为印度平衡中国

最有吸引力的潜在伙伴,而获得美国的支持可以阻止中国侵犯印度的利

益.② 为此,印度积极响应美国提出的 “印太战略”,不仅致力于 “使印太

地区成为一个共享经济增长、繁荣和安全的地区”,③ 而且与美日澳主办

“马拉巴尔”军事演习,加强四边安全合作.这体现了其巩固印度洋霸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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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想法,且针对中国的意味更加明显.

第二,继续保护国内市场,防范外来竞争.中国长期以来都采取开放

的政策,但印度始终对国内保护严重.RCEP旨在逐步削减关税和非关税

壁垒,推动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以建立高质量互惠共赢的经济伙伴

关系.然而自２０１８年４月RCEP谈判加速后,印度采取了与RCEP截然相

反的措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从总体看,印度自１９９５年修订 “反倾销

法”以来就频繁发动反倾销调查,中国深受其害.截止到２０１９年,印度共

发起９７２次反倾销调查,居全球首位,其中针对中国的达２３２次.① ２０２０
年以来受边境对峙和疫情影响,印度针对中国的措施更多.例如２０２０年４
月,印度商工部修改了外国直接投资 (FDI)政策,将其中的 “自动审批”

改成由政府事先批准来自与印度接壤的陆地边界国家的外国投资,以防止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后对国内公司的 “机会性收购”.② 而且该限制措施涵

盖绿地投资、兼并收购、证券投资、风险投资等几乎所有的投资类型,③ 还

对国防、航天、核能及其他行业的投资做出了禁止投资的规定,而允许投

资领域的资金占比也不得超过２６％.④ 但与印度接壤的国家除中国外,都

没有能力向印度进行大规模投资,此举明显针对中国.７月,印度以 “国

家安全”为由将２６７款 APP列入黑名单.９月,印度财政部表示,将对从

中国或其他国家进口的 “中国制造”药品征收反倾销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５
日,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发出通知,将于６月永久禁止５９款中国手机应

用程序.⑤ ５月,印度排除华为、中兴通讯等中国企业参与其５G 建设.这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印度搞反倾销狠起来,美国都得靠边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贸易救济信息

网,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９日.http://wwwcacsmofcomgovcn/cacscms/article/cgal?articleId＝１６６５１

５&type＝
“DPIITReleasesNextEditionofConsolidatedFDIPolicy,”TheTimesofIndia,Oct２８,

２０２０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usiness/indiaＧbusiness/dpiitＧreleasesＧnextＧeditionＧofＧco

nsolidatedＧfdiＧpolicy/articleshow/７８９１９１７９cms
潘圆圆:«洞察印度加强对华投资限制措施的真实意图», «中国外汇»,２０２０年第１７期,

第５４页.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指南:印度 (２０２０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第４８~５０页.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yindupdf

PankajDoval,“TikTok,WeChat,BaiduandUCBrowseramong５９ChineseAppsPermanently
BannedinIndia,”TheTimesofIndia,Jan２６,２０２１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usiness/

indiaＧbusiness/tiktokＧwechatＧbaiduＧandＧucＧbrowserＧamongＧ５９ＧchineseＧappsＧpermanentlyＧbannedＧinＧindia/

articleshow/８０４５４２５８cms



　 印度参与中印多边合作的策略研究

背后都有美国的怂恿和支持.事实上,印度长期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主要采取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措施来保护本国幼稚产业、限制进口.① 然而,
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不仅违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潮流,还会

陷入 “产业弱—保护产业—产业竞争压力小—产业弱”的恶性循环之中.
正是由于印度长期实施过度保护的政策,才导致其工业竞争力不强.

(三)印度选择背离的共同因素

尽管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潮流,但印度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常采取有选择性地参加区域合作组织,或者即便参加了多边组织也常设置

障碍.特别是当以下因素都出现时,印度选择背离策略的可能性更大.

１中国主导的多边合作.印度对中国一直有排斥心理,在BCIMEC中

只有中印两个大国,但印度自身实力不足以抗衡中国,而其他成员不仅不

能制衡中国,还期盼与中国加强合作,这可能使中国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从BCIMEC反映的情况看,印度并非不想参加该区域合作,也不是不想与

其他成员合作,而是不想让中国扩大影响力.而印度主导的区域合作都尽

可能排除中国以及中国的伙伴巴基斯坦.同时,印度的排他性还是双向的,
既排除中国加入印度主导的区域合作,也对中国主导的区域合作持排斥拒

绝态度.② 印度主导的印度—缅甸—泰国三边公路、卡拉丹多式联运项目以

及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南盟、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
印度洋海军论坛等阻止中国成为正式成员,或不邀请中国参加.日本和东

盟拉拢印度加入 RCEP的本意是希望印度平衡中国在 RCEP中的影响力,
但是印度加入其中却不只是想阻止中国成为 RCEP主导国,还想加快实施

“东向行动政策”,削弱中国影响力,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区域秩序.这实

际上是既 “去中国化”又 “去东盟化”.同样,印度加快与美日澳联合推进

“印太战略”也有此目的.这已背离了 “东盟的中心地位”,将东盟逐渐边

缘化.

２认知错位.由于与中国发展差距拉大,印度总是患得患失,对中国

臆想增多.其中之一便是担忧中国在印度周边地区进行所谓的扩张,影响

其国家安全.印度东北部一直存在分离主义,印方怀疑阿萨姆邦、“阿鲁纳

恰尔邦”(即中国藏南地区)、那加兰邦等地分离势力有中方暗中资助.印

度还臆想,中国在孟加拉国和缅甸的基础设施项目有利于资助印度分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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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中国可能从 BCIMEC 调配军队夺取所谓的 “阿鲁纳恰尔邦”.由此,

印度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总怀有敌意,认为中国在印度周边邻国的合作对印

度构成了军事威胁,并且在与印度争夺南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力.而中国从

未将印度当作对手,并始终展现积极合作的姿态.① 同时,印度将外交政策

和军事资源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应对中国方面,但中国的挑战主要来

自美国.② 这意味着,印度视中国与东南亚的区域合作为 “抢蛋糕者”,但

中国视印度为 “做大蛋糕”的合作者之一.③ 认知错位是印度选择背离策略

的重要原因.

３多边合作中没有可以说服印度的国家.目前,除印度主导的多边合

作外,印度参与的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 “上海合作组织”、 “印太战

略”等,这些多边合作要么有美国,要么有俄罗斯参加.印度在军事上与

美国交流合作日益密切,贸易上对美国处于顺差地位,并渴望得到美国的

投资和技术来推动 “印度制造”和提高创新能力,在联合国 “入常”和加

入 “核供应国集团”问题上印度也需要得到美国的支持.与美国交好有利

于印度实现大国目标,并且在遏制中国问题上印美有一致立场.所以,美

国是唯一一个对印施压有效的国家.俄罗斯虽然实力不如美国,但与印度

具有传统友谊,印度的军备对俄罗斯依赖严重,且俄罗斯还是自然资源、

军事、国土面积上的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俄罗

斯对印度的鼓动是很有效的.而印度背离的多边合作例如 BCIMEC 和

RCEP,既没有俄罗斯的鼓动,也没有美国的施压,美国反而还劝说印度不

要加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很难被其他国家说服.

４没有完全满足印度的 “要求”.印度在中印都参与的多边合作中总

是要价很高,会提出一些额外或过分的要求和利益,并且得寸进尺,步步

紧逼.在与成员谈判时常采取措施博取他人同情,以己之短攻人之所长,

希望借此得到对方的巨大让步.一旦没有满足其过分要求,便开始背离合

作轨道.所以,印度在多边合作中总是打小算盘,尽量博取看得见的短期

收益,满足国内政治选票与经济利益诉求,特别是在中印参与的多边合作

中短期收益不大时,会立即选择背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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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印度选择背离给各方带来的影响

尽管印度选择背离有 “打击中国”和赚取小利益的因素,但即使是印

度选择合作,对中国而言也是有利有弊.总的来看,对区域合作的影响更

大一些,消极影响更多一些,而对中国影响不大.

１积极影响

第一,合作效率会有所提高.印度是许多多边合作的搅局者,也是中

国的主要竞争者和反对者之一.没有印度参与的多边合作,印度自然无法

阻挠中国的提议,这避免了因为与印度有矛盾而产生的不必要的争吵,大

家在议题推进方面会顺利很多,也为他国提供了更多展现的机会.例如,

印度退出RCEP后,与印度有矛盾的国家就不需要再担心其阻挠,反而加

强了RCEP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其他成员也不用再担心美国利用印度

从中搅局.

第二,成员国在合作中的权重和价值会有所上升.由于组织内的资源

始终有限,没有印度,可以更加集中有效地进行资源分配.所以,在话语

权重和组织内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印度背离后由于成员国数量减少,剩下

的成员国所能分配到的份额会相应上升.

２消极影响

第一,影响合作效益.印度的人口规模、市场规模和经济体量都比较

大,印度背离后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合作规模和经济增长空间的缩小.

由于成员国享受不到印度的发展红利,会达不到原来预期所有成员国都选

择合作时的规模效益.例如BCIMEC,因为印度的背离,四国原本期望合

作带来的预期收益不少化为乌有或利益缩减,中国被迫选择与孟加拉国、

缅甸进行双边、三边合作来代替原来的方案,但这样的合作效益能否大于

四国共同推进BCIMEC的利益是未知的.

第二,影响部分成员国的参与热情.印度作为地区大国,在 RCEP中

突然背离,破坏了成员国间的信任,严重影响到各利益攸关方的参与热情,

并多多少少使RCEP参与国人心涣散.同时,印度背离还可能引发不良的

示范效应,这不利于亚洲的团结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建设.例如东盟和日本

就担忧缺少了印度对中国的牵制,其利益可能受到影响.

第三,增加了区域合作的不确定性.印度在中印参与的多边合作谈判

中总是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期待他国给自己特别优惠,并且得寸进尺,

这违背了国际合作中的互利共赢、平等相待和共同利益原则.这使得印度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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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多边合作只顾自身利益而不考虑整体利益,只看短期利益而不看长

远利益,短视和自私的心态暴露无遗.特别是当他国不能全部满足其要求

后,便滥用职权,选择背离,人为制造合作障碍,这严重损害了各国战略

互信和地区经济关系的良性互动,并增加了区域合作的不确定性.对中印

而言,还极易造成误解误判,影响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更影响 “一带一

路”和中印命运共同体建设.

第四,削弱多边组织影响力.印度作为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和重要新兴

经济体,其背离无疑会缩小多边合作组织的成员数量和经济规模,使得组

织在地区和国际上的影响力减小.

四、推动印度在中印参与的

多边合作中选择合作的对策建议

　　中印两国既存在互信不足,又存在认知偏差,再加上美国、日本、澳

大利亚等国的影响,使得中印两国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但共同利益是合作

的基础,而印度正在追求大国目标,渴望获得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政

治地位.印度认为,中国正在崛起,但在特朗普、拜登政府的打压下遇到

了挫折,甚至可能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重新思

考对外合作问题,积极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为建立新的全球治理结构做

出贡献.印度还认为,中国迫切希望印度站在自己这边,以增加改变世界

秩序的权力.① 印度在这种逻辑之下会不断向中国提高要价,在中国没有满

足其要求之前会选择与美国合作,但这些合作总体上是短期的、有限的,

目的是给中国施加更多压力,从而在未来的谈判或合作中掌握更多的筹码.

但也应看到中印共同利益众多,两国仍然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中国等国

家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增加印度对合作的期望值,推动其在猎鹿博弈中选

择 “捕鹿”,从而在中印参与的多边合作中更倾向于选择合作的策略.
(一)提高国际地位,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国和印度都充分认识到,参与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对于维护国家利益、

扩大外部发展空间、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② 两国都赞成建立多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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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秩序,都支持更民主的国际经济体制.但单个新兴国家不足以撼动

现有的世界格局,只有联合起来才更有效.近年来,中国和印度在环境保

护、气候变化、贸易、能源安全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等广泛议题上进行了

协调.例如中印在气候变化、全球贸易等议题上的协调对过去几年的国际

政治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人认为,全球化的力量使中印两国在经济领

域的利益有了某种程度的趋同,因为中印两国都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贸易,
并更深刻地融入全球金融网络.同时,两国都反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将

全球贸易与劳工和环境标准挂钩,双方还致力于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和全球贸易谈判中保持相同立场,从而使两国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获得

更加有利的地位.他们希望看到发达国家的农业贸易进一步自由化,收紧

反倾销措施的规则,并确保劳工和环境等非贸易相关问题不被允许进入世

贸组织.这两个国家都反对工业化国家提出的碳排放上限,并抵制西方开

放农业市场的压力.① 如果中印携手合作,将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

关系民主化.
由于中印在许多议题上拥有一致的立场,双方可以这些议题作为切入

点,加强合作.例如,在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改革问题

上,都要求改变现状,加强新兴国家的话语权,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建立一个能反映此消彼长的世界格局.又如两国在环境问题和人权问题上

的看法相似,都呼吁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反对以人权为借口

干涉他国内政.这些都是可以合作的领域.
中印作为新兴经济体,要提升大国地位需要借助国际多边机制.而创

建新的多边合作平台是提高国际地位、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

重要举措,这也增加了两国合作的内在需求.BRICS和SCO已证明中印两

国可以在互谅互让的框架内进行合作,因为双方在其中都得到了各自想要

的利益,而且这两个多边组织已经开始撼动国际政治经济的权力格局.另

外,中印还可以在政治、经贸、跨境人员流动、金融、能源资源安全、粮

食安全、打击毒品走私、水资源、反恐、军事、货币等领域联手推动建立

双边、多边的合作平台,从而提高两国的国际影响力.
(二)拓展共同利益,拉紧利益纽带

在国际政治层面,中印两国有共同的关切,需要通过加强沟通合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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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信任赤字.两国都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都反对霸权主义、恐怖主义,

都对美国在世界各地使用军事力量表示担忧.中印还十分重视捍卫自身的

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干涉他国内政,无论是塞尔维亚、科索沃、伊拉克,

还是利比亚和叙利亚战争,两国都强烈反对美国的干涉.所以,中国和印

度在抵制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干涉主义外交政策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

并表现出 “对主权特权的保守态度”.①

在能源资源安全方面,中印对能源资源有巨大需求,在确保能源资源

安全领域拥有合作空间.如果两国在第三方国家竞标石油资源时加强信息

交流,联手竞购石油和天然气资产,比两国争夺能源资源项目要好得多,②

也可实现互利共赢.中印作为一个拥有２７亿人口的大市场,倘若两国能在

油气价格和结算方面达成一致,将有利于提高两国对石油的定价权,减少

油气价格波动对自身的影响,也有利于与石油生产国保持稳定的贸易关系,

并有力避开美国的制裁大棒,甚至冲击石油美元的霸权地位.另外,两国

都是有核国家,中国在民用核能方面技术成熟,双方也可加强合作.

在经济领域,中印两国有巨大的互补性,并且在产业链关系上存在上

下游关系.印度正在推进 “印度制造”,试图与中国经济 “脱钩”来平衡贸

易逆差、打击中国并不现实,因为中印早已形成国际分工,在产业链上已

形成紧密关系.实际上,中国一直是印度出口贸易的主要贡献者.例如中

国在印度投资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出口导向型企业,既扩大了印度出口,还

发展了 “印度制造”.印度引以为傲的仿制药,其药品原材料和化学制剂主

要进口自中国;另一主要出口产品———软件服务业,也需要中国制造的计

算机、服务器、通讯设备提供支持.印度进口自中国的其他产品———电子

零部件、工业设备和医疗器械同样是发展 “印度制造”的重要支撑.这种

强烈的经济互补和上下游关系,是印度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如果两国关

系持续恶化,并强行与中国经济脱钩,势必会影响印度经济及制造业发展,

冲击印度的出口创汇.２０２０年是印度疫情暴发、经济增长严重下滑的一

年,但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中中国厂商占的比重仍然高达７７％.中国

还帮助印度发展互联网科技、建设通信网络,印度获得了阿里巴巴、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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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字节跳动的大量投资.① 加强中印合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既有利于

印度制造业发展、科技创新和出口创汇,也有利于中国扩展产品市场和业

务,还可以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是一种双赢、多赢的合作关系.

面对中印在南亚和东南亚众多的合作机制,加强沟通、协调、整合、

对接,可以推动更多国家一起 “捕鹿”而非背离去 “捕兔”,同时还可以有

效避免恶性竞争,提升合作成效.中印两个大国作为邻国,两国关系是一

种特殊关系,合作利益远大于分歧.莫迪曾指出,中印关系是 “两个身体、

一种精神”.② 双方加强合作对各自发展、地区及世界都是机遇,利在两国、

惠及周边与世界.为此,中印需要增加人员往来与对话,经常加强战略沟

通,充分交换意见,准确传递彼此战略意图,积极达成更多共识,以把握

合作的大方向,增强战略互信,稳定双边关系.中印应积极对接各自的发

展战略,交流彼此治国理政经验,寻求最大公约数,突出共性,缩小分歧,

有效管控危机,做大共同利益蛋糕,不断积累正能量,并且充分发挥经济

互补优势,加强贸易、投资、金融、文化等领域合作,促进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和区域自由贸易.在多边合作中,要加强在地区、国际事务上的沟通

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反对霸

权主义、保护主义,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共同繁荣发展,推动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客观、冷静、理性看待对方的发展

中国和印度先后进行开放,同处于崛起的阶段,但两国未富、未强就

陷入安全困境.尽管目前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在南亚

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不断增加,但是不信任度却在以

惊人的速度增长.在印度看来,中国是一个日益增长、咄咄逼人的民族主

义大国,其野心很可能重塑地区和全球力量,给印度利益带来有害后果.③

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地区的项目,例如中巴经济走廊、吉大港、

汉班托特港等正常的商业项目,都被印度解读为围堵印度的 “珍珠链战

略”,是中国借 “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之名,为其海军建设军事设施和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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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情报,以弥补中国在印度洋相对于印度海军的劣势,其实质是为了遏制

印度.印度视中国为长期威胁和竞争对手,同样中国对印度近年来与美日

澳走近也感到不安.印度为了回应中国,不断推进 “东向行动政策”,与东

南亚国家以及日本等国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和军事联系,还与越南、菲律

宾等国加强在南海的海上安全合作.在印度洋地区,印度还与波斯湾国家

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其目的是试图建立对华动态平衡,对冲中国的影响力.

由于双方对各自的对外战略都持怀疑态度,难以取得相互信任.如果双方

继续对抗下去,对两国崛起都是不利的.这需要客观、冷静、理性看待对

方的发展,回归到合作的轨道上.

目前,中印两国单凭自己的实力无法动摇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

经济、产业分工、科学技术以及规则、标准等方面的支配地位.印度崛起

需要良好外部环境,其愿景是不允许 “多边主义衰退”,不论区域冲突如

何,印度都必须继续寻求将多边框架制度化.① 就中印双方长远利益而言,

需要共同分担美国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 “美国优先”带来的挑战,印度

还可以在中美之间充当桥梁和纽带作用,从而获得国际影响力.但印度崛

起面临基础设施薄弱、制造业不发达等问题,而中国的资金、技术、产业

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经验都比印度丰富,印度若想实现 “新印度”目标,中

国可以在这些领域提供帮助.同时,印度还需要中国维持世界自由贸易秩

序,需要中国在联合国改革和核供应国集团等问题上的支持.即使在区域

合作方面,如果中国和印度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能够有效限制竞争,也可

以有效避开两国在 “一带一路”倡议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合作中出现的

僵局,拓展更多共同利益.② 另外,印度若想实现真正的 “战略自主”,避

免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棋子,也应该与中国合作.所以,在当今世界正

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客观、冷静、理性看待对方的发展,凝

聚更多力量,达成更多共识,加强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才是双方唯

一正确的选择.
(编　辑　毛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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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ofrespectTheprocessofIndia’sparticipationandthechangingrole

thatIndiaplayswithinthenetworkisnotsimplyaresponsetoasystematic

threat,butaproactiveefforttoleverageanopportunitywithinthesystem

andtoshapetheobjectivestoexpanditspowerandinfluenceIndia’s

participationisinfluencedbyitsperceptionsofopportunitiesandthreats

fromtheinternationalsystem,andatthesametimebystrategicpreferences

ofpolicymakersandelites,aswellasbythelevelofpowerandcapacityof

thegovernmentInthefuture,there willcontinuetobehighlevelsof

uncertaintyregardingthedevelopmentoftheQuad,aswellaswithrespect

toIndia’schoices,withIndianparticipationtohingetoagreatextenton

theabovementionedthreefactors

KEY WORDS:India;USＧJapanＧIndiaＧAustralia QuadrilateralCooperation;

ThreatPerception;StrategicPreferences;GovernmentPower

IndianInvolvementinSinoＧIndianMultilateralCooperation:

AStagHuntGameStrategy?

ByChenLijun& LuSen

ABSTRACT:AsIndiacontinuestorise,thereisagreaterclaimongreat

powerstatus,higherinternationalposition,andoncallingforreformsto

th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orderWith an eye on increasing

influenceandadvancingtheseloftyobjectives,Indiahasestablishedor

joinednumerous multilateralcooperationplatformsIndia’sinterestson

varioustypesofmultilateralplatformsvarysignificantly,andinparticularit

hasindicatedthatitwillnotparticipateinmultilateralcooperationthatis

ledbyChinaThistypeofbehaviormightbethoughtofintermsofaStag

HuntGameＧwhereaplayeroptstoabandontheoptionofhuntingastagin

favorofhuntingahareNumerousmultilateralinstitutionsfeatureparticipation

frombothChinaandIndia,andasIndiamaynotalwaysoptforcooperative

strategieswithintheseinstitutions,asanimportantneighborandmajorpower,

suchchoiceswillundoubtedlyimpactChinaToexplorethesetrends,this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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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stheStagHuntmodelofcooperation/nonＧcooperationfromgametheoryto

considerfourcasesofSinoＧIndiainvolvementin multilateralinstitution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BRICS, the BangladeshＧChinaＧIndiaＧ

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and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TheresearchdiscoversthatIndiaultimatelyplaysastrategy

ofnonＧcooperation withinsuch multilateralframeworksＧnamelythatin

situations whereitistopursuecollectivebenefitsthrough multilateral

platforms,Indiainsteadfocusesmoreonhowitsindividualinterestsmight

beharmedThisdeterminesIndia’sstrategicchoiceswithin multilateral

platformsthatboth ChinaandIndiajoinThearticlealsoconsidersthe

impactthatIndia’s strategy has on both China and on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itself,lookingatmeansofreducingthecoststhatitimposeson

memberstates,as wellasfor meansthrough whichconditionscanbe

createdforIndiato cooperateSuch an exercisecan promote winＧwin

cooperationandmutualdevelopment

KEYWORDS:India;MultiＧlateralCooperation;StagHuntStrategy;Shanghai

CooperationOrganization;BRICS;BCIMEconomicCorridor;RCEP

MisperceptionsandIndia’sDilemmavisＧàＧvisIntegrationintothe

ChinaＧNepalＧIndiaEconomicCorridor

ByHuangZhengduo& XuJiayi

ABSTRACT:ConstructingtheChinaＧNepalＧIndiaEconomicCorridorisan

importantstrategicinitiativeofChina’sneighboringstatediplomacy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intheXiJinpingEraItisalsoafeasiblestrategyfor

negotiatingtheestablishmentofacommunityofshareddestinybetween

China,NepalandIndiaStabledevelopmentofChinaＧNepalＧIndiarelations

inapositivedirectionisanecessaryconditionforthedevelopmentofthe

ChinaＧNepalＧIndiaEconomicCorridorThestateofChinaＧIndiarelationsis

alsothecriticalvariablewhenitcomestothedirectionofthetripartite

relationshipThroughconsiderationofmisperceptionsatboththemicro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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