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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印度關係中的中國大陸因素

方天賜✽

民進黨政府上任以來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藉以強化與

南亞及東南亞地區的交往。從目前公開的政策內容來看，新

南向政策主要聚焦於經貿與文教交流兩大領域，但較少說明

相關的戰略意涵。外界則相當關切新南向政策中的中國大陸

因素，以及該政策與兩岸關係的相容性。由於納入印度被認

為是新南向政策中的「新意」之一，加上前述的背景考量，本

文擬回顧及檢視臺印關係中的中國大陸因素，以探討其對臺

印關係的可能影響。

印中關係的歷史回顧

印度在 1949年 12月 30日由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以外交部長名銜致函中國大陸總理兼外長周恩來，承
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隨之與臺灣斷交。周恩來則於 1950年
1月 4日回函表達與印度建交意願。雙方在歷經談判之後，
於 1950年 4月 1日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印度也成為第一個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非社會主義國家。

但中印兩國的關係蜜月期維持不長，1950年中期開始因
為邊界問題而關係緊張。達賴喇嘛於 1959年逃離西藏流亡印
度，並在印度政府默許下建立流亡政府，挑戰北京對西藏的



戰略安全研析│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

22│第一三六期　中華民國一○五年八月

主權。1962年 10月，中印邊界戰爭爆發，兩國關係跌至谷 
底。雖然只歷時 32天，但影響兩國關係迄今。
印度總理拉吉拉 · 甘地（Rajiv Gandhi）在 1988年訪問

中國大陸，兩國嘗試關係正常化。雙方進一步在 1993年及
1996年簽署邊界信心建立措施（CBMs）條約，藉以管控邊界
爭端，避免發生軍事衝突。但 1998年印度以「中國威脅」為
由進行核子試爆，使得中印關係再度惡化。歷經折衝之後，

雙方才重新恢復正常交流。

兩國目前已建立密切的高層互動機制，也合組金磚國家

（BRICS）會議、中印俄外長會晤等。印度支持中國大陸發
起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 AIIB），並成為第二大股東。但雙方仍有許多
爭議待解，包括邊界爭端、西藏問題、巴基斯坦等，導致雙

方缺乏互信。中國大陸在 2016年 6月舉行的核供應國集團
（Nuclear Suppliers Group，簡稱 NSG）會議上，阻撓印度加
入。印度則在 2016年 7月拒絕延長三名新華社記者的印度簽
證並限期離境。這些發展都顯示雙方關係的不穩定性。

印度與「一個中國」原則

印中建交時，並未對所謂「一個中國」原則或臺灣問題有

特別著墨。2003年 6月印度總理瓦傑帕伊（A. B. Vajpayee）
訪中時，兩國簽署《中印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首次

在雙邊聲明中載明「一個中國」原則。兩國在此宣言中提到：

「印方憶及印度是最早承認只有一個中國的國家之一，其一

個中國的政策沒有改變。中方對印方的立場表示讚賞。」這次

的用語成為日後雙方聲明的基本論調。兩國在 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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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發布的雙邊聲明中都使用相同或類似的措辭。
這樣的做法到 2010年 12月中國大陸總理溫家寶訪問印

度時生變。雙方雖然依慣例發表《聯合公報》，卻未在內容中

提及「一個中國」。主要原因是，印度不滿中國大陸對印度喀

什米爾（Kashmir）地區居民只給予另紙簽證（Stapled Visa），
不願意核發正常的簽證。印度認為，中國大陸此舉是否定印

度對於喀什米爾地區的主權。除非北京願意承認喀什米爾是

印度的一部分，否則印度也不願意再公開為北京的「一個中

國」說法背書。印度外長克利希納（S.M. Krishna）在 2010年
11月 15日與中國大陸外長楊潔篪會談時也表示，希望北京
能瞭解印度對於喀什米爾問題的關切，猶如新德里謹慎看待

中國大陸對於西藏自治區及臺灣的關切。1中國大陸總理李

克強與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雖在 2013年進行互
訪，但未就此議題達成新的進展。

莫迪（Narendra Modi）總理在 2014年 5月上台後，積極
經營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兩國已在 2014、2015、2016進行
3次的高層互訪。但印度外長斯娃拉吉（Suhma Swaraj）在
2014年 6月表示，若要印度承認「一個中國」政策，中國大
陸也應該承認「一個印度」（One India）。印度官方並沒有確
實界定「一個印度」的內涵，但印度外長斯娃拉吉在 2014年
9月曾表示：「印度認同中國大陸對於臺灣問題、西藏問題的
一中立場，所以中國大陸也應該要理解及接受印度對於麥克

1　 “India tells China: Kashmir is to us what Tibet, Taiwan are to you,” The 
Hindu, November 15,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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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洪線以南的阿魯納恰爾省（Arunachal Pradesh）的立場。」2 
可見印方欲將其是否支持「一個中國」視為談判籌碼，以換取

中國大陸承認印度擁有喀什米爾及阿魯那恰爾省的主權。

中國大陸因素的影響

雖然印度自 2010年開始就不在中印雙邊聲明中公開支持
「一個中國」原則，但尚未對臺印的政治關係產生實質性變

化。印度為了避免中國大陸的激烈抗議，在對臺事務上仍然

保守地遵守所謂「一個中國」架構，因而限制臺、印雙方的政

治交往層級。最明顯的例子是印度仍禁止部長級以上的政務

官及地方首長來臺訪問。

2014年 2月，印度外交部發言人艾克巴魯丁（Syed Akba-
ruddin）在回答印度是否支持臺灣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 RCEP）
的問題表示：印度持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數十年，「不會

改變」。3莫迪政府上台後，也沒有大幅調整臺印關係的政治

交往限制。印度人民黨全國秘書長馬達夫（Ram Madhav）在
接受臺灣媒體專訪時也坦承表示：「就政府來說，我們遵守

『一個中國』政策。」4整體而言，雙邊關係交往往往需要高層

2　 “One China? What about One India policy: Sushma Swaraj to Wang 
Yi", The Indian Express, June 12, 2014; "India talks tough on one-
China policy, says reaffirm one-India policy first",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9, 2014.

3　「台入 RCEP 印度 :持續一中」，中央社，2014年 2月 21日。
4　 何榮幸、賴千尋，「蔡英文新南向政策行不行？印度執政黨秘書
長分析台商優勢」，報導者，2016年 7月 13日，<https://www. 
twreporter.org/a/new-southward-policy-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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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往來提供動能，故臺印關係的長期發展仍受到制約。印

度學者辛柏山（Prashant Kumar Singh）因此便主張，由於新
德里仍支持「一個中國」政策，所以最好是透過人民與人民之

間的交流（people-to-people）來強化印臺關係。
另一方面，由於印度對於中國大陸的不信任及威脅認知，

使得中國大陸因素也可能成為促進臺印關係的動力。在戰略

上，臺、印雙方都對中國大陸崛起有所關切，前印度國防部

長費南德茲（George Fernandes）便認為中國大陸是印度潛在
的頭號威脅，臺、印對於中國大陸的共同關切可提供雙方深

化戰略合作的契機。雖然兩國在短期內還無法達到締結戰略

夥伴關係的層次，但印度的國安、國防、外交單位都很重視

中國大陸研究，臺灣則擁有相當程度的中國大陸研究能量，

我國可以考慮先以二軌方式推動相關合作及展開交流。

在經貿上，臺灣已過度仰賴中國大陸市場，需要分散市

場以降低風險。印度雖然不可能取代中國大陸的市場，但

其發展潛力可觀。根據世界銀行統計，印度 2015年的 GDP
成長率為 7.3%，已超越中國大陸的 6.9%。莫迪政府積極推
動「來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智慧城市」（Smart Cit-
ies）、「數位印度」（Digital India）等方案，也成功吸引外資。
印度在 2015年吸引 630億美元的外資，首度超越中國大陸，
成為全球 FDI最大投資目的地。印度目前為臺灣第 18大貿
易夥伴，臺印在 2015年的雙邊貿易額約 48.11億美元，但
貿易額約僅佔我國整體外貿的 0.95%，仍有相當大的拓展空
間。就臺灣而言，印度這個新興市場是分散中國大陸市場風

險的重要標的。

就印度而言，印中貿易額在 2015年達到 712.2億美元，
其中印度從中國大陸進口 615.4億美金，但印度出口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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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為 96.6億美元，逆差高達 518.6億美金。印度對此種印中
經濟發展前景相當擔憂，也加深對中國大陸貿易的警戒。相

對地，印度非常歡迎臺商前往投資，視臺灣為重要的經濟貿

易夥伴。臺印度雙方智庫已在 2013年 9月完成臺印度經濟合
作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簡稱 ECA）可行
性研究，建議推動物流、汽車及其零組件、資通訊科技、食

品加工、批發零售，以及人力資源發展等互利領域，值得加

以推動。

此外，印度社會對於學習華語有強大的需求，但本身師

資有限。印度官方因對於中國大陸仍有疑慮，並不歡迎孔子

學院進入印度，使得臺灣華語教師成為印度最佳的外國華語

教師來源。臺灣目前已經在印度大學設立六個臺灣教育中心

及派遣華語老師，規模遠勝於孔子學院。印度臺灣教育中心

也應邀幫印度軍方開設過兩次華語專班，顯示中國大陸因素

也可能成為臺印關係的合作動力。在新南向政策下，教育部

正推動以提供獎學金方式鼓勵雙向人才交流，也研擬在印度

的重點學研機構內設置臺灣連結計畫（Taiwan Connection），
有助進一步擴展臺灣的文教影響力。

未來展望

臺印在許多領域都有合作的潛能，但如前所述，臺印雙

方在發展關係時，卻難免受到中國大陸因素的掣肘，如印度

限制政務官員到臺灣訪問，在國際場合上也避免給予臺灣公

開支持。即便印度政府將「一個中國」與「一個印度」政策掛

勾，對臺印關係的發展也未必有利，因為臺灣仍被當作與中

國大陸談判時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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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內，臺印關係不可能擺脫中國大陸因素的干擾，必

然限縮雙方的政治交流及戰略合作。但中國大陸因素應不至

於妨礙臺印在低敏感性領域進行合作及交流。諸如經貿、科

技、文教等交流，仍是臺印關係的主要支柱。在經貿交流方

面，可以考慮推動設立臺灣工業區及海外育成中心的方式

來協助臺商降低進入印度市場的困難度，並以「拼圖式」或

「堆積木」策略，分別就相關領域與相關部會洽簽雙邊合作協

議，以爭取更多的權益和保障。我方也可以考慮選定印度城

市就「智慧城市」項目進行合作。在科技方面，太空、製藥

等領域的交流值得拓展；並推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合作機

制。文教方面，則應擴大在印度的華語教學規模及功能，並

以產學合作方式鼓勵雙方學生進行交流。

就長期而言，臺灣仍應嘗試與印方高層建立管道，以避

免印度官僚因中國大陸因素而自我設限。莫迪總理是印度歷

任領導人中，少數曾經訪問臺灣者，對於臺印的合作潛能有

一定的瞭解，臺灣應強化與莫迪之溝通管道。

此外，兩國也應拓展二軌外交及智庫交流。我國駐印度

代表處在 2015年 12月與印度智庫國防研究與分析中心（In-
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es，簡稱 IDSA）合辦的
「臺印關係 20週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上，就有多位臺、印
學者認為應該要重新審視印度「一個中國」政策的內涵。臺灣

或許可藉由與印度學者及智庫的合作交流，以塑造公眾輿論

及影響政府更重視臺印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