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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ia-ASEAN FTA for goods was signed in 2009 and 
took effect (trade in goods) with 5 (Singapore, Malaysia, Brunei, 
Myanmar and Thailand) of the countries and India in January 
2010. However, India was keen on the services deal as it did not 
gain much from the pact on goods due to already lower tariffs in 
the region. Here comes the question. Why India entered into this 
agreement expecting no significant gain? India did not sign the 
agreements in services and investment until September 2014. 
The two agreements came into force on July 1, this year (2015). 
Again, India later acknowledged that gains on the services front 
had not accrued.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author is 
determined to explore FTA-centered India-ASEAN economic 
interactions in depth and to find out true reasons behind scene. It 
is natural to start looking into India’s motivations and goals first, 
followed by ASEAN’s perceptions of India and response and 
finally examining their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s and 
predicting future inte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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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儘管印度早在 1992 年即已開始推動以東協為目標的東

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LEP），但是雙邊經貿互動直

到本世紀初因雙邊自由貿易協定簽署始漸趨活絡。印度-東
協自由貿易協定(India-ASEAN FTA，簡稱 AIFTA)歷經 5 年

的協商後終於在 2009 年簽署，與新加坡、馬來西亞、汶

萊、緬甸與泰國 5 國的協定先行於 2010 年 1 月開始生效。

但是，印度的貿易強項是服務業，更何況當時區域內的商

品關稅已相當低，所以印度並未能從雙邊 FTA 獲得多少利

益。問題是印度既然明知簽署商品 FTA 不會有重大經貿獲

利，但又為何要與東協簽訂自由貿易協定?而直到 2014 年

9 月印度才與東協簽訂服務業貿易協定與投資協定。這兩項

協議已於今年(2015) 7 月 1 日正式實施。未幾，印度又發現

難以從服務業貿易協定獲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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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此背景下，作者決定深入瞭解與探究以 FTA 為

主軸的印度與東協經貿互動試圖從中尋找雙邊經貿互動未

能因 FTA 實施而暢通的真正原因。本文首先將剖析印度的

觀點，其與東協簽訂自由貿易協定的動機與目標，然後再

探討東協對印度的觀感與回應，終而細究印度與東協經貿

互動 以及未來兩方合作的前景。  
印度觀點 

印度是首先提議成立東協─印度自由貿易區的一方，其

動因分析因而至為重要。在此將先敘述後冷戰時期印度對

外政策的新思維，繼而剖析東望政策以及東協在印度對外

政策中的定位，並概述印度的經貿整合策略。再從上述三

個脈絡抽繹出印度倡議成立 AIFTA 的政策動因。 

後冷戰時期政策新思維 

        印度在冷戰時期在外交上採取不結盟政策，在經濟上

採取內向的計劃經濟制度，「獨立自主」是其重要的國家

發展目標，自立(self-reliant)和自給自足(self- sustaining)是
其所選擇採取的政策途徑。根據印度的民族獨立經驗和政

治傳統，自立、自給自足的發展途徑有其文化、歷史根

源；在兩極格局下，不結盟政策也的確有助於印度拓展戰

略活動空間，強化國際地位和影響力，以營造國際和平環

境，促進自身利益。儘管如此，1962 年印度在與中共的邊

境衝突中遭遇挫敗後，便轉而向蘇聯靠攏，於 1971 年與蘇

聯建立軍事同盟，聯手對抗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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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環境的改變：後冷戰時期國際情勢變遷 

        1990 年代初期，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印

度固有的政策思維和實踐已不足以因應快速變遷之國際環

境對其所帶來之負面衝擊，其不得不調整自建國之初便採

取的不結盟外交政策以及自給自足的計畫經濟政策，逐漸

重視對外安全架構的重構以及經濟發展策略的調整，以圖

擴大生存空間並提升國家競爭力。促使印度外交政策、經

濟發展策略改弦更張的國際環境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四點。 

  其一，是蘇聯解體以及單極體系的形成。一方面，蘇

聯是印度經濟援助、軍事武器供應的主要來源，且是聯合

國安理會常任理事國，具有關鍵否決權；而東歐則是印度

最主要、且具有優惠性市場准入的出口市場。1共產世界的

崩潰使得印度失去經濟、軍事、外交上的重要盟友。尤其

是蘇聯的解體，更使面臨日益強大之中共挑戰的印度國家

安全頓失屏障。另一方面，美國獨霸的單極體系形成，印

度採取不結盟政策的誘因逐漸消失。2 

  其二，則是經濟全球化、區域化的加深。經貿互動在

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快速上升，包括第三世界國家在內皆

致力於發展對外的經貿連結，不結盟運動等以發展程度、

意識形態劃分的國際集團逐漸失去吸引力。而歐洲聯盟

(European Union，EU)、北美自由貿易區(North American 
                                                 
1  Sumit Ganguly, “India’s Foreign Policy Grows Up,”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20, No. 4 (2004), p. 43; Arijit Mazumdar, “India’s Search 
for a Post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Domestic Constraints and Obstacles,” 
India Quarterly: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7, Iss. 2 (2011), 
p. 169. 

2  Sumit Ganguly and Manjeet Pardesi, “Explaining Sixty Years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India Review, Vol. 8, Iss. 1, (2009),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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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Trade Area，NAFTA)等以區域為單位的經貿實體逐漸

成形，在亞洲則有亞太經濟合作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的成立。1997 至 98 年亞洲金融危機

以及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進程延宕，更加速各地區域主

義的發展。 

        其三，是亞洲區域版圖的快速變遷。一方面，亞洲四

小龍、中國、東南亞經濟體相繼崛起的成功經驗對印度具

有極大吸引力。3另一方面，中國大陸在經濟、軍事的快速

提升，對印度形成龐大的壓力。中國因素對印度後冷戰時

期的外交、外貿政策具有不容小覷的影響。就軍事戰略面

而言，首先，歷史衝突的遺緒使其難以擺脫敵對和懷疑。4

此外，經濟轉型後中國國防預算、軍事實力的快速上升，

對外援助經濟、技術、軍事援助合作的增加，更加深對印

度的威脅。5就經濟面來看，以 1990 年代的資料顯示，在

                                                 
3  印度 1990 年代年度《經濟調查》指出，正如我們東方鄰國所示範

的，更快速的成長是可能的；印度經濟發展必須利用國際貿易、現

代 科 技 、 世 界 資 本 市 場 所 提 供 之 機 會 。 Ministry of Finance, 
Government of India, Economic Survey 1991-92(New Delhi: Govt. of 
India Press), p. 23; Ministry of Finance, Government of India, Economic 
Survey 1995-96(New Delhi: Govt. of India Press), p. 21. 

4  印度在 1962 年中印邊界戰爭中挫敗，至今雙方間的領土爭議仍未能

解決；中國一向是巴基斯坦重要的盟友，而印度則持續與達賴喇嘛

保持友好關係並庇護西藏流亡政府。Jalal Alamgir, “India’s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 The Influence of Strategic Rivalry with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 35, No. 3 (May/June 1999), pp. 124-126. 

5  例如，中國協助緬甸建設位於孟加拉灣、阿德曼海沿岸的兩港口，

提供巴基斯坦瓜達爾港建設所需之技術、資金援助，並與孟加拉發

展全面合作夥伴關係，甚至提供和平使用核能的援助等。Harsh V. 
Pant, “India in the Asia-Pacific: Rising Ambitions with an Eye on China,”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4, No. 1 (2007), pp. 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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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領土面積、購買力、技術與人力資源來說，中、印

幾乎是在伯仲之間；然而，中國在人均國內生產毛額、經

濟成長率、貿易成長率等重要經濟指標上皆遠超越印度。6

中國在地緣戰略、經濟上所形成的威脅與競爭壓力，對於

印度的經濟自由化、亞洲區域政策以及自由貿易協定策略

皆產生重大的影響。7  

                                                 
6  中、印分別擁有，世界第一、二多的人口，亞洲第一、二大的領土

面積，以購買力而言，分別為第二、五大的經濟體，並同樣擁有豐

沛的技術勞動力。然而，中、印兩國 1995 年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分

別為 481、425 美元，1980 至 1990 年均經濟成長率為 10.2、5.8%，

1990 至 1997 年則為 11.9、5.9%，1990 年代貿易佔國內生產毛額之

比重分別為 40、27%，出口成長率分別為，11.5、5.9%，在 1980 至

1996 年間，佔世界貿易總額的比重則分別從 1、0.5%上升至 3、

0.6%。Jalal Alamgir, “India’s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 pp. 125-
128. 

7  學 界 多 有 主 張 中 國 因 素 對 印 度 國 家 政 策 之 影 響 力 者 。 例 如 ，

Alamgir、Pant、Batabyal、Liou 等，其分別主張，中國因素是印度

持續實施經濟自由化、調整與美、日、東協等主要區域行為者間關

係、推動東望政策、向東協、東亞經濟體洽簽自由貿易協定的重要

考量。總的來說，中國做為近二十年來崛起最快速的強權，所有區

域國家對其一舉一動自然是動見觀瞻，與其在經濟、戰略上處於競

爭關係的印度更是如此；因此，或許東望政策的形成、發展，對中

國並無針對性，但中國因素在印度對外政策中的影響力仍不容小

覷。Jalal Alamgir, “India’s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  pp. 105-133; 
Anindya Batabyal, “Balancing China in Asia: A Realist Assessment of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Strategy,” China Report, Vol. 42, No. 2 (May 
2006), pp. 179-197; Harsh V. Pant, “India in the Asia-Pacific,” pp. 54-71; 
To-hai Liou, “Asia's Response to China's FTA Strategy: Implications for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21, No. 
1 (Spring/Summer 2007), pp. 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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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第一次波灣戰爭爆發，造成國際經濟動盪，突

顯印度既有的經濟體制的脆弱。此事件主要衝擊在於國際

油價攀高，印度籍勞工大量回流本國，加上印度國際收支

快速惡化，政府赤字快速上升，最終導致 1991 年印度爆發

國際收支危機。此一近因連同上述蘇聯崩解、經濟全球化

的趨勢，連同國內的經濟危機是導致印度政府採取市場導

向的經濟自由化改革的主要背景。8 

 
內部政策的應對：印度經濟、外交新路線 

一、經濟自由化改革 

        自建國以來，印度長期採取內向的計劃經濟政策，其

主要目標在於提高人民生活水準、追求經濟成長與均富、

發展成為獨立、現代化的經濟體。為了追求成長與均富，

印度採取集合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特色的混和經濟體制，

除了透過一般的財政、貨幣政策工具進行干預，印度也建

立龐大的公營事業系統、許可證制度來管制生產活動與市

場交易。為追求獨立自主、現代化的經濟發展，印度採取

高關稅、配額、進口許可制度來限制進口；並實施進口替

代政策，扶植國內產業發展，加速工業化，並對外資設下

嚴格的限制，減少外國勢力對本國經濟活動的參與。在僵

化的經濟政策下，1980 年代以前印度的經濟成長率大致維

持在 3%的水準，這也被戲稱為「印度成長率」 (Hindu 
Rate of Growth)。1980 年代中期拉吉夫(Rajiv Gandhi)政府

即開始實施若干經濟鬆綁政策，但收效甚微，反使政府財

                                                 
8  Sumit Ganguly and Manjeet Pardesi, “Explaining Sixty Years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pp.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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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更加惡化。9 

        內向、僵化的經濟政策以及 1980 年代失敗的改革，使

印度的總體經濟面臨嚴重失衡；1990 年代初期，波灣戰爭

的爆發以及共產集團的解體，對已然衰弱的印度經濟造成

更進一步的衝擊。1990 至 91 年間終於爆發國際收支危

機，這也成為拉奧(Narasimha Rao)政府推動新一波經濟改

革的契機。10此時，總理拉奧與財政部長辛格(Manmohan 
Singh)提出一系列經濟自由化措施，其中包括，削減政府赤

字、促使盧比貶值、取消出口補貼、取消多數產品的進口

許可制、實施關稅調降計畫、取消或調降對外直接投資禁

令或限制以及取消或放寬對部分產品的出口限制等。其目

的在於將開放、自由市場的思維引入印度的經濟體制，利

用國際貿易、現代技術、世界資本市場所提供之機會來釋

                                                 
9  關於印度 1990 年代以前的經濟發展路線與政策，請見： John 

Williamson and Roberto Zagha, “From the Hindu Rate of Growth to the 
Hindu Rate of Reform,” Working Paper, No. 144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form, July 2002), pp. 2-8; Sunila 
Kale, “Inside Out: India’s Global Reorientation,” India Review, Vol. 8, 
Iss. 1 (2009), pp. 43-62; 徐遵慈，〈印度之經濟發展與對外經貿關

係〉，鄭端耀主編，《印度》(台北市:財團法人兩岸交流遠景基金

會、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8 年)，頁 286-292; 徐遵慈，

《印度與東協、韓、日、中洽簽 FTA 對我之影響與我因應策略之研

究(文件編號：1166A2)》(臺北：外交部/經濟部國貿局委託，2010
年)，頁 8-12。 

10  1990 年代國際收支危機是促使印度啟動經濟自由化改革的重要原

因，然而，經濟改革的持續進行，尤其是貿易、投資體制方面的自

由化，相當程度是受印度與中國間政治、經濟戰略上的競逐關係所

驅 動 。 相 關 討 論 ， 請 參 照 ， Jalal Alamgir, “India’s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 pp. 10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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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國家的經濟潛力，促成發展。11  

        國內經改的實施某種程度上重塑了印度後冷戰時期外

交政策目標、手段和內涵。12一方面，經濟目標在外交決策

中的位階上升。為了確保經濟發展，印度對於進入外國市

場、吸引外資、尋求技術援助、建構和平穩定周邊環境的

需求日益強烈，這對其外交戰略的重新定向、盟友和交往

對象的選擇有極大的影響。另一方面，經濟交往成為印度

推動對外關係的一項重要工具。積極參與全球、區域經濟

平台，強化與其他國家的經濟聯繫，成為印度外交工作的

一大重心。 

二、外交戰略重新定向 

        不結盟外交政策是印度冷戰時期對外政策的主軸。其

於 1954 年由當時的印度總理尼赫魯提出。在不結盟政策的

框架下，印度自詡為第三世界新興獨立國家的領導，採取

獨立於東西兩大陣營以外的中間路線，力圖在兩強對峙的

冷戰格局中實現屏除外力宰制、追求自身利益的權利。此

外，雖然在冷戰時期，印度始終宣稱秉持不結盟的對外政

策，但 1970 年代起，印度與蘇聯的關係漸趨緊密。美中關

係逐漸正常化，美國對巴基斯坦提供軍事援助，並助其對

抗東部地區孟加拉民族主義，導致印度的不安全感逐漸升

高，逐漸向蘇聯靠攏，兩國隨後於 1971 年 3 月簽署印蘇友

                                                 
11  關於印度之經濟改革，請見：John Williamson and Roberto Zagha, 

“From the Hindu Rate of Growth to the Hindu Rate of Reform,” pp. 8-13; 
徐遵慈，《印度與東協、韓、日、中洽簽 FTA 對我之影響與我因應

策略之研究》，頁 13-15。 
12  相關討論請見：方天賜，〈印度實施經濟改革以來的外交走向〉，

《問題與研究》，第 40 卷，第 4 期(2001)，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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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同盟條約，此後，蘇聯逐漸成為印度取得經濟、軍事援

助以及市場准入的重要來源。13 

        冷戰結束之際，印度的國際處境可說是相當孤立且弱

勢的。冷戰的結束使印度喪失經濟、軍事、外交上的傳統

夥伴；不結盟政策在單極體系之下也失去既有的意義，其

第三世界盟友更早在 1980 年代起先後投向全球資本主義的

懷抱。在經濟全球化、區域化的浪潮之下，世界各國無不

致力於進行經貿結盟，促進貿易投資和經濟成長。一向在

國際事務上主張獨立自主的印度，意識到自身孤立且落後

的處境，開始大幅調整其對外政策。 

        根據印度學者莫漢(Raja Mohan)的研究，後冷戰時期

印度的對外政策發生五項轉變。其中包括，資本主義取代

社會主義成為印度國內的集體共識；經濟議題在外交政策

中的位階提高；從消極的、反現狀的第三世界主義擁護者

(Third-Worldism)轉變為積極的國際事務參與者；逐漸放鬆

反西方的立場；以及逐漸褪去理想主義色彩，轉向務實的

對外政策。14此一時期印度的外交政策出現兩個新方向。其

一，逐漸放鬆第三世界主義與反西方的堅持，從更為務實

的角度選擇其發展對外關係的重點對象，印度開始加強與

世界主要國家、區域的交往。其二，受經濟全球化、區域

化趨勢以及國內經濟改革的影響，經濟因素在印度對外政

                                                 
13  關於印度冷戰時期外交政策，James Chiriyankandath, “Realigning 

India: Indi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The Round Table, 
Vol.93, Iss. 374 (2004), pp. 200-202; Arijit Mazumdar, “India’s Search 
for a Post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Domestic Constraints and Obstacles,” 
pp. 166-168. 

14  C. Raja Mohan, “Indi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Taiwa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 (2007), pp.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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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中的角色愈發顯著，成為界定政策目標、選擇交往對

象、制定政策工具的重要考量。促進經濟發展、拓展經貿

關係成為對外政策的優先目標，進行經濟合作成為拓展對

外關係的重要手段。 

        為此，印度開始重新建立與世界主要國家、區域的交

往關係，尤其重視與美國、中國與俄羅斯等主要強權以及

南亞、東亞、中亞、中東等周邊地區。在與主要強國的關

係方面，印度一方面改善與美國、中共的關係，另一方面

也致力於維持與俄羅斯過去所建立起的聯繫。首先，在冷

戰結束以後，美國成為國際體系中唯一的霸權，自然成為

印度國家安全戰略中的首要目標；並且，美國所具有之廣

大市場、豐沛資金與技術，尤其符合印度經濟改革之所

需。15在國際情勢變遷以及經改需求動下，印度放鬆其反西

方的外交立場，致力於開展與美國及其盟友的雙邊關係，

與以色列建立外交關係即為一例。在對中共關係方面，雙

方認識到彼此所具備的龐大經濟潛力以及邊境衝突對國內

經濟發展的衝擊，中、印展開一系列的文化交流、貿易和

投資合作，並採取一系列邊境議題的信心建立措施，這一

方面是為促進雙邊關係的發展，另一方面也維持周邊地區

之和平穩定，以為國內經濟發展營造有利的環境。16此外，

印度也不願放棄與蘇聯既有的聯繫，致力於維持與其繼承

國，俄羅斯間的關係。另一方面，印度也致力於改善與南

亞、東亞、中東等周邊地區的關係。印度在南亞採取古杰

拉爾主義(Gujral Doctrine)，其目的在於建構和平穩定的區

                                                 
15  Ibid., p. 17; 方天賜，〈印度實施經濟改革以來的外交走向〉，頁 92-

95。 
16  Sumit Ganguly, “India’s Foreign Policy Grows Up,” p. 43; 方天賜，

〈印度實施經濟改革以來的外交走向〉，頁 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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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環境，促進外資、技術的流入，進而有助於印度經濟的

發展。17在東南亞、東亞推動東望政策，冷戰的結束以及經

濟改革的啟動，一方面促使印度重新定向其外交戰略，轉

向經濟表現卓越的東亞國家；另一方面，也大幅提升東南

亞、東亞國家與印度交往的誘因。18在中亞與中東的關係

上，則尤其強調能源外交的重要性。19 

        1990 年代初期，由於國內外情勢的變化，印度的外交

政策出現重大的變革。為繼續追求獨立自主、成為世界大

國的國家目標，印度一改以往強調自立、自給自足的外

交、經濟政策途徑，轉向採取多重結盟(multi-aligned)的策

略。在交往對象和手段的選擇上，則從更務實的角度建立

與新興強權的關係。其中，由於近年來經濟全球化、區域

化盛行，印度也致力實施經濟改革，經濟因素在印度對外

政策中的角色愈發顯著，積極尋找經貿盟友、加入區域集

團並建立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以擴大出口市場、吸引

外資和技術轉移並進而促進經濟發展，已成為影響印度對

外關係發展的一大動因。 

印度對東協的認知與定位 

        在前述外交、經濟政策的新思維之下，印度對東協的

觀感與政策亦因而產生改變。在此擬先闡述驅動印度新區

域政策形成的經濟、戰略和政治考量，這些考量與印度後

冷戰時期的政策新思維有一定程度的關聯性。 

                                                 
17  方天賜，〈印度實施經濟改革以來的外交走向〉，頁 89-92。 
18  Ibid.，頁 84-86。 
19  C. Raja Mohan, “Indi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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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殖民勢力介入以前，印度與東南亞間，由於地

理的鄰接性，雙方經貿往來、人員流通等和平互動相當密

切，也因此具有共通的文化和歷史。然而，經歷五百年的

殖民統治，兩個地區間共通的文化價值和歷史記憶逐漸淡

化。20冷戰時期，印度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的發展更趨冷淡。

該時期的國際結盟模式是阻礙雙方關係取得進展的重要因

素。當時，多數東協國家皆為美國在亞洲之重要盟友，然

而，不結盟政策是印度該時期對外政策的基調，且其在

1970 年代以後更逐漸向蘇聯靠攏。截然不同的經濟政策取

向則是雙方關係難有所進展的另一大因素，此時印度持續

實施內向型的計畫統制經濟，東協國家則採取對外導向發

展路線。1978 年印度支持越南出兵介入柬埔寨內亂更使其

雙邊關係陷入低潮。21此外，印度與其東方鄰邦，柬埔寨、

緬甸，的不睦關係也更進一步降低印度向東南亞地區發展

的可行性。 

        1990 年代初期，印度外交、經濟政策皆出現重大的轉

折，東協─印度關係的發展才出現新的契機。在經濟上，印

度試圖建立對外導向的自由市場經濟，致力於促進貿易和

吸引外資、技術，以促進國內成長並提升自身經濟實力。

外交上，印度逐漸放棄反西方、第三世界主義的外交路

線，強化與世界主要國家、地區間的聯繫，尤其在與其周

邊地區的交往更著重於貿易與能源領域。1992 年拉奧政府

                                                 
20  Prakash Nanda, Rediscovering Asia: Evolution of India's Look-East 

Policy (New Delhi: Lancer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2003), pp. 41-98. 
21  關於冷戰時期的印度─東南亞關係，見 Kripa Sridharan, “The ASEAN 

Region in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in K. Raja Reddy ed., India and 
ASEAN Foreign Policy Dimens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Delhi: New 
Century Publication, 2005), pp. 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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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東望政策，是其發展與東亞、亞太地區國家關係的重

要政策宣示，也充分反映出，在 1990 年代政策新思維之下

印度對東南亞地區的認知和規劃。 

        首先，印度與東協國家關係的發展是深受經濟考量驅

動的。印度的東望政策具有強烈的經濟邏輯，印度與東協

的經濟互動是東望政策的核心。 22 印度外長 Yashwant 
Sinha 便曾經表示第一階段的東望政策主要聚焦於東協國家

以及貿易、投資聯結。23 

        中國大陸的改革開放、全球化的趨勢、國內經濟改革

的實施以及蘇聯解體的解體，使印度開始注重與世界其他

經濟體的整合，透過拓展貿易、吸引外資和技術來等方式

援引外力促進國內成長，成為印度發展對外關係的主要目

標之一。東協由於其充沛的經濟動能以及稟賦要素上高度

的互補性，而受到印度的青睞。對印度而言，東協是個充

滿經濟機會的地區。相較於有豐沛人力資源、科學人才、

                                                 
22  Rajiv Sikri, “Look East’ Policy,” in Rajiv Sikri ed., Challenge and 

Strategy: Rethink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 2006), pp. 113-114; Rajiv Sikri,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1 (2009), pp. 132-133. 

23  “Remarks by Shri Yashwant Sinha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of India at 
the Plenary Session Second India ASEAN Business Summit, New Delhi, 
4-6 September 2003,” in Mahendra Gaur ed., Foreign policy annual 2004 
(Delhi : Kalpaz Publications, 2005), pp. 220-222. (Hereafter, Yashwant 
Sinha’s speech in 2003) 在講詞中，Sinha 提到第一階段的東望政策主

要聚焦於東協國家以及貿易、投資聯結。第二階段的東望政策的特

色在於，將東方的定義延伸至中國與東亞，並以東南亞為其核心；

其焦點將從完全經濟性的，轉為同時包含經濟與安全議題；在經濟

面向上，該階段政策的特色在於建立印度與區域家間的自由貿易區

與制度性貿易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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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資源、工業生產基地和廣大市場的印度，東南亞地區

同樣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廣大的市場，但也同時具有印

度所缺乏的產業技術竅門(know-how)、基礎建設發展能

力、完善的社會部門、巨額的資本、嚴密的區域與全球產

業貿易聯結，因而被印度視作追求全球經貿表現、高經濟

成長率不可或缺的夥伴。24 

        其次，印度對東南亞政策也同時受戰略考量之驅動，

強化與東南亞的交往有助其走出南亞，擴大政治、經濟戰

略活動空間。就經濟戰略面向來說，冷戰結束以後，歐亞

大陸上壁壘分明的結盟關係逐漸消失，國家間以地緣鄰接

性、共通性為基礎的自然伙伴關係得以重建，印度四周的

鄰邦皆致力於建立對外的運輸、貿易、能源通路，此一趨

勢將有助於彼此間政治聯結和經濟互賴的建立。中國大陸

與東協國家亦是如此，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計畫即是一

例。25反觀印度自身區域戰略之發展，其與南亞鄰邦政治關

係並不穩定，且貿易往來冷淡，為避免被邊緣化，尋求更

大的戰略、經濟活動空間，印度勢必得走出南亞。傳統

上，印度與中亞、中東等西方鄰邦較親近，然而該些地區

人口相對稀少，並自 1990 年代以來持續動盪不安。因此，

向東發展成為印度走出南亞，尋求更大戰略空間的唯一選

項。 

                                                 
24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Annual Report 1998-9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2000) 轉 引 自 ， Amitabh Mattoo, “ASEAN in 
India’s Foreign Policy,” in Frederic Grare and Amitabh Mattoo eds., 
India and ASEAN The Politics of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New Delhi: 
Centre de Sciences Humaines, 2001), p. 107. 

25  Rajiv Sikri, “Look East’ Policy,” p. 114; Rajiv Sikri,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pp. 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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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以安全戰略而論，印度將東南亞地區是視為其亞太

戰略的樞紐，26在其區域戰略、秩序的建構上，扮演關鍵的

角色。冷戰結束以後，為因應全球和區域的戰略環境快速

變遷，印度努力走出南亞，改善與周邊地區之關係，爭取

在區域和全球政治中扮演更積極角色。東協與其成員國，

由於其直接與印度相鄰，聯繫南亞和亞太地區，與印度面

臨共同的安全威脅，並做為區域安全架構的主要驅動者，

在印度的區域戰略以及有利自身之區域安全秩序的建構上

占據重要的地位。 

        Yashwant Sinha 曾表示「印度與東協所共同面臨的是

一複雜的後冷戰環境，其中強權間的關係變動快速，此

外，印度與東協更面臨到一些新的、非軍事安全威脅。」

他其更進一步指出「印度一如其他亞洲國家，雖然追求獨

立的安全典範，但這並不與參與合作性的區域安全架構相

衝突，印度參與東協區域論壇即是一例。該論壇是一以東

協為核心的合作性安全架構，印度在其中的參與，反映出

印度為提升(亞洲)區域中的信賴、信心和穩定，逐漸增加其

在政治安全、經濟等範疇的交往。」27  

    除了對外的經濟、戰略考量，近年來印度的東南亞政

策亦受國內發展考量的驅動。印度之東北地區自然資源豐

富並且位居連接印度半島與東南亞之要道，但其在地理、

經濟、情感上皆與印度本土相當疏離。由於其地理位置特

殊，必須仰賴孟加拉給予過境的優惠待遇，才能縮短與印

                                                 
26  Ibid., pp. 104-106. 
27  "India and ASEAN: Security Paradigm AD 2000", Speech by the Indian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Yashwant Sinha, in Singapore, 2 June 2000,” 
in Mahendra Gaur ed., Foreign policy annual 2001 (Delhi : Kalpaz 
Publications, 2005), pp. 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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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本土間的距離，但印度與孟加拉關係長期不睦，加上基

礎設施建設嚴重不足，使得該區發展的發展遠落後於印度

其他地區，也成為分離主義份子活動的重要據點。28印度希

望，強化其東北地區與緬甸和東南亞的通訊、經濟聯繫，

以減少其對孟加拉的依賴。印度官方認為其東北省份之經

濟未來和東協是一體的。印度的東望政策以其東北地區為

起點，目前已有多個促進東北地區與其鄰國間貿易與投資

的倡議正在討論或實施中。29在東望政策之下，印度東北地

區不該被視作印度之邊陲地區，而應被設想為一透過公

路、鐵路、輸油管等基礎設施網絡連接起兩個動態區域的

繁榮、完整經濟空間。30 

        上述經濟、政治戰略、國內發展考量，驅動著印度對

東協的交往，東協─印度關係也確實蓬勃地發展，AIFTA 的

設立便是其重要成就之一。然而，雙邊關係的成功推進，

另一方面也取決於東協方面的需求。 

印度 FTA 戰略 
        印 度 是 關 稅 暨 貿 易 總 協 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GATT)的原始締約國，也是世界貿易組

                                                 
28  Rajiv Sikri, “Look East’ Policy,” pp. 114-115; Rajiv Sikri,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p. 136. 
29  Jairam Ramesh, “India’s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 Asia,” India China 

and America Institute Website, 24 Nov. 2008, 24 Nov. 2008, at 
<http://www.icainstitute.org/documents/rameshlecture 
_India_Economic_Integration.pdf> (accessed on 2013/07/30) 

30  “India-ASEAN FTA: Implications for India’s Northeast,” Articlebase, 
September 17, 2008 at < http://www.articlesbase.com/politics-
articles/indiaasean-fta-implications-for-indias-northeast-566260.html> 
(assessed on 201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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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簡稱世貿組織)的創

始會員國。但由於其自建國以來便實施內向的計劃經濟發

展策略，在對外貿易自由化上，印度傳統的策略是消極地

追隨多邊自由化進程。直至 1990 年代實施經改後方改採積

極、多層次的參與策略，一方面積極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建

立戰略同盟參與多邊自由化談判，另一方面則致力於洽簽

區域、次區域、區域間、雙邊的經濟協定。31 

       雖然印度自 1990 年代方開始追求多邊貿易自由化策

略 ， 但 印 度 首 次 參 與 優 惠 貿 易 協 定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PTA)可追溯至 1967 年與埃及、南斯拉夫貿易

拓 展 暨 經 濟 合 作 協 定 (Trade Expansion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以及 1975 年與一些亞太地區發展

中國家共同成立之曼谷協定(Bankok Agreement)。其後之

自由貿易協定政策又經歷了三階段的演變，32其洽簽動機、

對象、協定範疇和內涵皆有所不同。本節將依時序說明印

度自由貿易協定自 1970 年代以來的發展，尤其著重於現階

段的策略。 

第一階段 

        1998 年以前為印度自由貿易協定發展的第一階段，該

時期洽簽之協定，以開發中國家以及不結盟運動的夥伴國

為其主要合作對象。其主要的目的在於拓展南─南貿易、促

                                                 
31  Nagesh Kumar and Poorja Sharma, “India,” in Joseph Francois and 

Pradumna Rana and Ganeshan Wignaraja eds., National Strategies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 South and East Asian Case Studies (London: 
Anthem Press, 2009), p. 24. 

32  參照 V.S. Seshadri, “Evolution in India’s Regional Trading Arrangements,”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 43, No. 5 (2009), pp. 90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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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發展中國家間的發展合作，以及強化對不結盟運動的政

治承諾。而該些協定所規範之經濟合作範疇、深度皆相當有

限，且多包含對發展程度較低貿易夥伴之非互惠性的優惠待

遇。33 其中包括 1967 年印度與埃及、南斯拉夫簽訂貿易拓

展暨經濟合作協定以及 1975 年與印度、孟加拉、斯里蘭

卡、寮國、菲律賓、泰國和韓國等亞太地區開發中國家簽

署的曼谷協定，34以及 1978 年與蘇聯間的盧比─盧布協定

(Rupee-Ruble Agreement)等。 

         在 1990 年代初期經濟區塊化趨勢之下，1993 年印度

與其他南亞國家簽署南亞區域合作協會優惠性貿易安排

(SAARC 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SAPTA)。該協

定的經濟顯著性相當低，南亞區域內貿易量本就不大，該

協定下關稅減讓的幅度相當有限，且也未能成功處理非關

稅障礙和原產地原則等議題；唯有印度單方面地自 1998 年

起消除對南亞國家 2000 項進口品的數量限制。此外，印度

也與尼泊爾等國簽訂雙邊的貿易協定，例如，1991 年簽訂

                                                 
33  Ganeshan Wignaraj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ndia: 

Commercial Policies in the Giant,” ADB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June 2011), pp. 19-20; Ganeshan Wignaraja, 
“Economic Reforms, Regionalism, and Exports: Comparing China and 
Insia,” East-West Center Policy Studies, No. 60 (2011), pp. 52-53. 

34  這是印度在亞太地區簽訂的第一個 PTA，2001 年中國大陸加入，

2004 年又更名為亞太貿易協定(Asia-Pacific Trade Agreement)，該協

定是亞太區域發展中國家透過優惠性關稅來提升區域內貿易和經濟

發展的一次嘗試，然而，發展至今其涵蓋範圍和深度皆仍有限。請

參 照 ， “Asia Pacific Trade Agreement,” Asia Regional Integration 
Center, at < http://aric.adb.org/fta/asia-pacific-trade-agreement> 
(Assessed on 2013/8/14) ; “Bankok Agreement,” UNESCAP, at 
<http://www.unescap. org/tid/Bkkagr.asp> (Assessed on 201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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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度─尼泊爾貿易條約(India-Nepal Trade Agreement)。
35 

       此時期經貿協定之對象選擇、洽簽目的、策略以及協定

內容，與印度當時所採取之經濟、外交政策路線有相當程

度的聯繫。冷戰時期印度在外交上打著不結盟運動的大

旗，但另一方面卻也逐漸向蘇聯集團靠攏。在經濟上，則

採取內向的計劃經濟發展模式。在此一政策路線下，印度

多偏好選擇與其在外交路線上一致的國家作為談判對象，

經濟潛力與實際貿易往來的需要反而不是最重要的考量。

其主要目的則在於拓展南─南貿易、促進發展中國家間的

發展合作以及強化對不結盟運動的政治承諾。在協定的內

容上，相較於第二、三階段，其經濟含量、重要性較低。

而所涉及的經濟活動方面也多僅是透過給予彼此優惠的關

稅待遇來促進貿易自由化，不若後期的貿易協定，多包含

服務業自由化、投資及其他經濟合作項目，具有更強的經

濟、戰略意義。即便在關稅減讓部分，其減讓的幅度較

小，且涵蓋的商品項目也較少。 

第二、三階段 

一、背景與動機 

(一)國際經濟背景 

        多邊、區域貿易自由化是影響印度 1998 年以後 FTA
戰略的重要因素之一。1990 年代初期，經濟區域化的趨勢

出現，亞太經濟合作(APEC)、歐洲聯盟(EU)和北美自由貿

                                                 
35  參 照 V.S. Seshadri, “Evolution in India’s Regional Trading 

Arrangements,” pp. 90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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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區(NAFTA)紛紛成立。此一趨勢始於 1990 年代初期，

1995 年以後更是大幅加速。FTA，成為強化區域主義、促

進區域經濟整合的重要工具，36也在區域經濟發展中扮演重

要角色。由於南亞區域合作協會(SAARC)一直無法發揮其

功能，南亞區域整合進程緩慢，印度企圖透過建立與南亞

以外的區域建立聯繫，來避免在經濟區域化的趨勢中遭到

邊緣化。37印度與 APEC 成員國簽署 FTA 即為一例。印度

一直希望能與亞太經濟合作會簽訂經濟合作協定，且申請

成為該組織會員，但其申請在 1997 年溫哥華會議上遭到拒

絕。此後，印度便致力於與 APEC 個別成員國建立經濟合

作關係、洽簽貿易協定，以間接的方式擴張在 APEC 國家

的市場准入，強化雙方的經濟整合。38 

       多邊貿易自由化談判的發展，更進一步強化了印度對於

FTA 的需求。在 WTO 架構下農業、服務業談判的破局，使

印度處於極為不利的局面，也是印度對外經貿戰略於 21 世

紀初期由 WTO 轉向 FTA 的關鍵因素之一。多邊貿易自由

化談判中，印度一直希望能夠推動其具比較利益商品、服

務的自由化，例如農產品和自然人移動。然而，其關於農

產品自由化的提議在 2003 年坎昆部長會議、2005 年香港

                                                 
36  Rahul Sen,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2004), pp. 1-2. 
37  Shadan Farasat, “India’s Quest for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Challenges Ahead,”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 42, No. 3 (2008), p. 436; 
Biswajit NAG and Debashis Chakraborty, “India’s Approach to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Taiwanese Journal of WTO Studies, No. 5 
(December, 2006), pp. 75-76; Ganeshan Wignaraj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ndia,” p. 18; Ganeshan Wignaraja, “Economic 
Reforms, Regionalism, and Exports,” p. 49. 

38  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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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會議上皆遭到歐盟和美國的強烈反對；自然人移動的

自由化提議亦是如此。39 

        一方面，印度認為與在多邊貿易談判中具有共同利益

的發展中國家洽簽 FTA，強化彼此間的經貿互動，有助其

強化談判聯盟，進而提升在多邊貿易談判中的議價能力。40

另一方面，由於多邊貿易自由化談判進程緩慢，洽簽 FTA
成為印度確保市場准入、推動貿易合作新項目的重要替代

選項，並深化與全球生產網絡、供應鍊的整合。41尤其在

2006 年 7 月多哈回合談判破裂後，區域貿易協定在對外貿

易自由化、經濟整合中的角色變得更加吃重。 

(二) 國家政策背景 
        印度自 1990 年代初期所發展出的經改思維、全球戰

略、區域政策皆是形塑印度第二、三階段貿易協定戰略的

重要因素。1991 年印度推動自由化的經濟改革，其對拓展

外貿和強化對外經濟聯繫的重視大幅提升，積極參與多層

次的貿易自由化和經濟整合，企圖擴大外國市場准入、吸

引外資及技術轉移，以促進國內經濟成長。此一思維也被

導入印度的對外政策中，成為形塑外交政策目標、手段和

                                                 
39  To-hai Liou, “India’s Approach to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Raviprasad Narayanan (ed.), 印度崛起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3), pp. 164-165. 

40  Shadan Farasat, “India’s Quest for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pp. 436-
437; Biswajit NAG and Debashis Chakraborty, “India’s Approach to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p. 77.  

41  Shadan Farasat, “India’s Quest for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pp. 434-
435; Biswajit NAG and Debashis Chakraborty, “India’s Approach to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p. 77; Ganeshan Wignaraj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ndia,” p. 18; Ganeshan Wignaraja, “Economic 
Reforms, Regionalism, and Exports,” p. 49.  



India-ASEAN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107 

內涵的重要因素，經濟目標在對外政策中的優先性大幅提

高，經濟外交也成為印度拓展對外關係的重要政策工具。 

        與此同時的是，印度逐漸修正冷戰時期的外交路線，

致力於發展與新興強權和主要地區間的關係。亞洲地區成

為印度的主要目標之一，這部分可歸因於亞洲在戰略安全

上的重要性，但該地區之龐大經濟動能，對正在實施經改

的印度所具有的強大吸引力更是不容忽視。因此有東望政

策的提出。前印度外長 Sinha 曾表示印度的東望政策分為

兩階段，第一階段著重於發展與東協國家間的貿易、投資

聯結。第二階段，除擴張交往的地域範圍和合作領域外，

則是著重於建立印度與區域家間的 FTA 與制度性貿易聯

繫。42印度官方將 FTA 視作印度實現東望政策的一項政策

工具。然而，換個角度來說，東望政策成為形塑印度 FTA
戰略的一大力量。 

(三) FTA 戰略目的 

       印度第二、三階段 FTA 戰略的目的主要有四43，其一

是開發市場潛力，吸引投資和技術並提升本國產品競爭

力。其二是避免在區域經濟整合中遭到邊緣化，並補充多

邊貿易秩序的不足，以求確保市場准入，拓展新的貿易合

作項目，並充分整合入世界、區域生產貿易鍊。其三，藉

以施展經濟外交，提升其在全球、區域政治中的影響力。

印度希望透過 FTA，建立與亞太地區的聯繫，拓展戰略活

                                                 
42  參見：Yashwant Sinha in 2003. 
43  關於印度 FTA 戰略的主要動機與目的，見 Shadan Farasat, “India’s 

Quest for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pp. 434-437; Liou, “India’s 
Approach to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pp.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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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空間，並提升自身在區域、全球互動中的重要性。44其

四，則是藉以提升其在多邊談判中的議價能力。 

        2004 年時任印度工商部部長的 Kamal Nath 曾表示

「創造區域經濟空間將不會減損印度的多邊貿易自由承

諾，區域貿易協定將能夠補充、輔助多邊的貿易秩序。」45

他同時提到「雙邊、區域自由化為我國國內工業建立必要

的信心，並使其具有全球競爭力，這是眾所公認的事實。

區域貿易協定透過區域承諾團結起成員國家，進而鞏固區

域的和平和安全，也賦予其成員在多邊談判中的議價能

力。」46 

        FTA 是印度拓展出口、吸引外資、建立對外經濟、戰

略聯繫、強化自身影響力、議價能力的重要工具。其多重

的企圖反映在第二、三階段 FTA 戰略的對象選擇以及協定

內涵上。在協定夥伴方面，其有明顯將重心轉移至亞太地

區的趨勢。在協定內涵方面，協定的涵蓋範圍，逐漸超越

                                                 
44  劉德海認為成為一亞洲強權，進而成為可與美、中比肩的全球強權

是印度後冷戰時期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標，因此，印度將 RTA 視為將

自身影響力延伸至亞太地區的一項重要工具。因此印度 RTA 戰略的

一項重要動機是，透過 RTAs 施展經貿外交，提升區域、全球影響

力，制衡中國大陸，並爭取新加坡支持其成為安理會常任理事國。

Liou, “India’s Approach to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pp. 164-165. 
45  Kamal Nath,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to open Immens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of India,” Department of Commerce Website, 
Inida, 17 December, 2004, at 
<http://commerce.nic.in/PressRelease/pressrelease_detail.asp?id=1332> 
(accessed on 2013/07/25) 

46  Kamal Nath, “India Must Use FTAs to its Advantag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Website, Inida, 13 Aug., 2004, at< 
http://commerce.nic.in/pressrelease/pressrelease_ detail.asp?id=1186> 
(accessed on 201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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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貿易的領域，廣泛地納入服務業貿易、投資，甚至是

貿 易 便 捷 化 (trade facilitation) 、 自 然 人 移 動 等 「 WTO 
Plus」議題；而即便就貨品貿易而言，其自由化的程度也較

深。其中，又以與亞太地區經濟體的協定，最為嚴謹、標

準最高、品質最好。 

二、第二階段整合進程 

        為了因應多邊貿易自由化談判進程緩慢以及區域經濟

快速整合的趨勢，印度採取更為積極的 FTA 策略，開始瞄

準主要的貿易夥伴、具經濟、戰略重要性的經濟體和集團

作為談判對象。47 

        在東望政策和經改思維的指導下，印度的 FTA 戰略自

第二階段起便大幅聚焦在東南亞地區。印度與東協的全面

經濟合作架構協定、貨品貿易協定分別於 2004 年、2009
年完成，並於 2012 年完成服務業貿易協定的談判。2004
年也簽署印度─泰國建立自由貿易區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for Establishing Free Trade Area)以及孟加拉灣

多部門技術暨經濟自由貿易區架構協定。2005 年簽署印度

─新 加 坡 全 面 經 濟 合 作 協 定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India and Singapore)。
2011 年則簽署印度─馬來西亞實施全面經濟合作協定

(Agreement Towards Implementing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此外，印度也與拉美、非洲和中

東經濟體簽訂 FTA。例如，2004 年與智利、南錐共同體

(MERCOSUR)簽訂優惠性貿易協定，也於同年與南非關稅

                                                 
47  Ganeshan Wignaraj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ndia,” pp. 

19-20; Ganeshan Wignaraja, “Economic Reforms, Regionalism, and 
Exports,” pp.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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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簽訂優惠貿易架構協定，2006 年簽署印度─海灣合作

理事會經濟合作架構協定。48 

  在其協定內容方面，相較於其他協定，與亞太國家間

的協定，其涵蓋範圍明顯較廣泛，權利義務規範則較詳

細、明確。其中尤以對韓國和新加坡的協定為最。後者是

印度前兩階段所有貿易協定中涵蓋範圍最廣且最複雜的，

其不但包含貨品和勞務貿易，也包含投資項目、自然人移

動、貿易便捷化、航空合作、避免雙重避稅協定、智慧財

產權、防衛措施和爭端解決措施等。其中服務業和投資的

相關條款尤為重要，這滿足了印度促進技術勞力出口、吸

引投資的需求。此外，新加坡是東協十國中推動 FTA 戰略

和對印合作的先行者，這也使該協定的簽署更受矚目。至

於與東協整體、泰國和馬來西亞的協定，雖然其並未設有

自然人移動的相關規範，但其仍遠超越貨品貿易的自由

化，涵蓋了服務業貿易自由化、貿易便捷化以及投資的相

關規範。相較之下，印度與其他地區經濟體間的協定則明

顯限縮在貨品貿易有限自由化的範圍內。49 

                                                 
48  關於印度 FTA 架構的發展，請參考，Trade Agreement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Government of India, 
at <http://commerce.nic.in/trade/internation al_ta.asp?id=2&trade=i> 
(accessed on 2013/7/26); Free Trade Agreements, Asia Regional Integration 
Center at< http://aric.adb.org/fta-country> (accessed on 2013/07/27) 

49  徐遵慈曾對印度的 FTA 倡議進行內容的分析與比較，主張印度與東

亞國家簽署之 FTA 涵蓋範圍廣。與南亞及其他地區簽署之 FTA 涵蓋

範圍則相對有限。其認為這是由於印度與東南亞、東亞等擁有先進

技術、市場利基、經貿潛力的國家洽簽 FTA 時，抱持高度的經貿期

待；而與南亞等其他地區和經濟體簽署的協定，則是出於外交、安

全、戰略動機。請參照，徐遵慈，《印度與東協、韓、日、中洽簽

FTA 對我之影響與我因應策略之研究》，頁 48-49,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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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階段整合進程 

        2005 年以後，印度開始和經濟發展程度較高的經濟體

洽談貿易合作協定，例如韓國、日本、歐盟等。日本與韓

國居亞洲雁型發展模式之第一層與第二層，因而成為印度

第二階段東望政策的主要目標。歐盟自 1993 年成立以來逐

漸成為國際政治、經濟中的重要行為者；為此，印度已於

2001 年與之建立起年度峰會機制，又於 2004 年建立戰略

夥伴關係。對印度而言，這些先進國家不但具有顯著的戰

略意涵，也具有經濟上的重要性。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程度

較高，與印度實質的貿易往來亦相當密切。並且，雙方在

稟賦要素，國家實力、人口構成和專業生產分工上皆具有

互補性。50 

       2009 年 印 度 與 韓 國 簽 署 全 面 經 濟 夥 伴 協 定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

2011 年與日本簽署經濟夥伴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並分別於 2007、2010、2011 年啟動與歐

盟、紐西蘭、澳大利亞的 FTA 談判。由於日、韓、歐等先

進經濟體發展程度較高、市場利基和經貿實力較強大，雙

方經濟互補性也較強，這些協定規範的廣度和深度皆遠超

過前兩階段的協定。除了貨品、服務業貿易自由化，這些

協定甚至包含自然人移動、投資、貿易便捷化、競爭、政

府採購等，其涵蓋範圍和自由化程度，遠超過其他的協

定，且逐漸能夠與多邊貿易自由化的規範相符合。51  

                                                 
50  請 參 照 V.S. Seshadri, “Evolution in India’s Regional Trading 

Arrangements,” pp. 913-914. 
51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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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分析 

        印度 FTA 戰略具有三項特色，其一，有鑑於服務業部

門在印度經濟中之重要性，其 FTA 戰略重視服務業貿易的

自由化，尤其是模式四的自然人移動。52由於擁有低廉的技

術勞工、精通英語的人口，使印度的商業外包服務蓬勃發

展。自 1990 年代起，服務業已成為印度經濟的重要成長引

擎，53而其服務業出口成長率，自 1994 年起，幾乎皆維持

在兩位數的水準。5421 世紀初期，WTO 架構下服務業貿易

自由化談判進度落後，使印度在 FTA 架構下的服務業貿易

自由化談判更顯重要。此外，2008 年金融海嘯導致歐美服

務業市場快速萎縮，歐美國家對印度的簽證審核也更加嚴

格，印度服務業出口大受衝擊，這也使印度更加重視 FTA
政策的推動，希望藉以確保其國際服務業市場的准入，維

持經濟成長的動能。55 

        印度 FTA 戰略的另外兩項特色分別為，聚焦於東亞地

區以及受中國大陸動向之牽動。56這兩項特色皆與其東望的

對外關係取向有關。向東擴展政治、經濟戰略活動空間並

                                                 
52  Liou, “India’s Approach to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pp. 165-167. 
53  其國內服務業之成長率維持在 10%的水準，占其 GDP 成長率之 10%

以上。占國內生產毛額之 55%。Suparna Karmakar, “India-ASEAN 
Cooperation in Services-An Overview,” CRIER Working Paper, No. 176 
(Nov. 2005), p.10. 

54  詳情請見，圖 4-3、東協、印度服務業出口成長率。資料來源：

UNCTAD Database。 
55  Sanjana Joshi, “Be there for Asean to gain in long-run,” Economic Times, 

March 17, 2009, at < http://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opinion/guest-
writer/be-there-for-asean-to-gain-in-long-run/articleshow/4273825.cms> 
(accessed on 2013/12/22) 

56  Liou, “India’s Approach to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p.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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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衡北京日漸崛起的政經影響力，是印度推動東望政策的

核心考量，相同的考量也驅動著印度的 FTA 戰略。FTA 倡

議是印度實現東望政策，邁向亞太的一個重要途徑。目前

印度已與新加坡、泰國、東協、韓國、日本等亞太經濟體

簽署經貿合作協定。 

     印度自 1975 年起便簽署了第一個 FTA，但在 1998 年

以後，在多邊、區域貿易自由化的發展趨勢以及經濟、外

交新政策的驅動下，方開始採取積極的 FTA 政策，積極地

與具有深厚貿易關係、強大經濟實力的經濟體建立經貿合

作協定。其協定內容，從時序上來看，印度的 FTA 涵蓋範

圍漸廣，自由化程度漸高，互惠性質漸強；從地域上來

看，印度與亞太地區的 FTA，數量較多，57涵蓋範圍較廣，

規範較嚴謹、明確、經濟意義較強。 

     觀其 FTA 策略之發展可以發現，與經濟動能強大的亞

太地區發展出具有顯著、實質經濟意義的 FTA，是印度整

體自由貿易策略的一大重點。AIFTA 等與東南亞地區的貿

易協定倡議，其不僅做為印度與東南亞發展經貿及其他領

域合作之重要管道，更是印度對亞太地區經濟整合的前哨

站，由此可見其在印度政治、經濟戰略上的重要性。 

倡議 AIFTA 的動因 
     印度提出 AIFTA 倡議受若干不同層次因素所驅動的。

對印度而言，AIFTA 同時是 1990 年代以來國際經濟發展潮

                                                 
57  印度與亞太地區之協定占總數之三分之一左右。印度現階段計有 34

個貿易協定倡議，其中有 14 個是以亞太地區經濟體為對象，其中有

6 個是已簽署或生效，已簽署架構協議的有 2 個，4 個正在談判中，

2 個尚在研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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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下的產物，印度對外政經戰略的重要一環，也是對 21 世

紀之初若干區域事件的策略性回應。因此，本節將驅動印

度倡議 AIFTA 的因素，分為結構面因素、政策面因素、短

期驅動力三個層次，加以分析。 

結構面因素 

     就結構面來說，在 1990 年代以來經濟活動全球化，區

域性貿易集團陸續成立的趨勢下，世界各國為避免邊緣

化，紛紛積極地展開 FTA 的洽簽，而世貿組織架構下貿易

談判進程的延宕更進一步帶動了洽簽 FTA 的風潮。和世界

上多數地經濟體一樣，印度亦於 21 世紀初期採取積極的

FTA 戰略，是為了因應經貿全球化、區域化的發展。 

     東協自 1990 年代初期實施經濟自由化以後，便以多邊

貿易自由化做為其對外經貿戰略的重心。多邊貿易自由化

對於印度的特殊重要性有二，其一，相較於歧視性的區

域、雙邊貿易自由化，多邊貿易自由化所造成的貿易移轉

效果較小，這對於關稅稅率普遍偏高的印度尤其重要。其

二，有鑑於歐美國家是印度主要 FDI 來源國、服務業貿易

進口國，相較於雙邊的談判，在多邊架構下與之進行相關

經貿談判，對印度而言應是較為有利的。58在區域層次，加

入 APEC 則是印度區域整合戰略的第一選項，印度希望藉

此拓展其經貿活動的空間，參與亞太地區的經貿整合。在

1997 年印度 APEC 入會申請遭拒，WTO 多哈回合談判陷

入僵局之後，印度方採取積極的 FTA 策略，洽簽包含

AIFTA 在內的自由貿易協定。從印度對外經貿戰略的發展

                                                 
58  Shadan Farasat, “India’s Quest for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Challenge 

Ahead,” pp. 457-459; Julien Chaisse, Debashis Chakraborty, and Biswajit Nag, 
“The Three-Pronged Strategy of India’s Preferential Trade Policy,” p. 45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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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跡可以發現，其深受全球、區域經濟情勢之制約，若非

印度入 APEC 受阻、多哈回合談判不順利，FTA 以及

AIFTA 皆非印度對外經貿戰略的第一選項。 

政策面因素 

    多邊貿易談判以及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固然是推動印

度採取積極 FTA 策略，洽談包括 AIFTA 在內之經濟倡議的

結構性因素。然而，印度對外政治、經濟戰略仍是探究印

度 AIFTA 倡議形成的重要脈絡。總的來說，印度倡議

AIFTA 大致可歸因於下列四點考量，其一，透過經濟合作

拓展對東協之貿易與投資，帶動國內經濟成長和就業。其

二，借道東南亞進入亞太地區，避免在區域整合的過程中

遭邊緣化，以求更加整合入亞太生產貿易鏈中。其三，拓

展、加深印度與東協之雙邊互動，提升其在區域、全球政

治中的影響力。其四，釋放印度東北地區的經濟潛力。 

一、拓展經貿關係、促進經濟成長 

        印度倡議 AIFTA 的一項重要考量便是促進與東協的貿

易和投資，甚至更全面的經濟合作關係。印度在 1990 年代

推動經改以後，便致力於強化對外經濟聯繫，以促進國內

經濟成長。東南亞地區由於具有強大經貿動能，及其與印

度間的地理鄰接性、經濟互補性，自 1990 年代起便在印度

對外經濟戰略中具有重要地位。不過，印度、東協雖共同

坐擁廣大的人口、龐大的生產值，且具有地理鄰接性的優

勢，但印度官方卻認為其雙邊經貿關係明顯存在著尚未被

完全開發的潛在力量。59 

                                                 
59  Yashwant Sinha’s speech i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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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雙邊貿易方面，一方面東協、印度在彼此對外貿易

中所佔之份額皆相當低且成長有限。東協占印度對外貿易

比重，在 1991 年至 2002 年期間，僅從 6%上升是 9%，印

度占東協貿易比重則保持在 1%。其雙邊貿易額的成長，在

1991 至 1996 年期間成長最為快速，1997 年亞洲金融危機

則導致貿易量的下降，其後經濟情勢雖有所好轉，卻仍不

如其巔峰時期的水準。另一方面，其雙邊貿易有相對集

中、不夠分散的趨勢。雖然印度對東協的出口組成相當多

元，但東協對印度的出口卻主要集中在電子產品和食用油

兩個項目。並且，有 85 至 90%的雙邊貿易是皆集中於印度

與三、四個東協國家間。因此，印度呼籲東協與之共同提

升雙邊貿易成長率，並在尋求促進與既有貿易夥伴間貿易

的同時，積極探索與其他東協國家間發展互惠貿易的可能

性。60 

        印度也認為雙邊的投資流通是印度與東協經濟聯繫間

一大重點。印度對東南亞的投資具有悠久的歷史。現今印

度或印度企業分別在馬來西亞、泰國擁有最大的棕櫚精煉

油公司、碳黑產業製造單位，並在印尼擁有許多紡織工

廠。61相對於印度單向地做為歐美資金的目的地，對東南

亞，印度一方面希望吸引來自該地的投資，另一方面也希

望為印度投資者拓展機會。此外，就印度的觀點來看，基

礎建設部門是東協的另一項優勢，也是雙方具有互補性之

處，因此，也是雙邊經濟關係發展中具有龐大潛力的合作

                                                 
60  Ibid. 
61  Atal Bihar Vajpayee, “Inaugural Address by Prime Minister Atal Bihar 

Vajpayee at the First India-ASEAN Business Summit,”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Website, India, 17 Oct. 2002, at < 
http://pib.nic.in/archieve/lreleng/lyr2002/roct2002/ 
17102002/r171020026.html> (accessed on 201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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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印度前任外長 Yaswant Singh 便曾在 2003 年東協─
印度商業高峰會上表示「東協經濟發展成功的一大支柱是

其傑出的基礎建設。東協國家的能源、都市服務、機場和

道路建設發展完善，且其企業具有全球競爭力，基礎建設

領域是印度的弱點，因此雙方具有互補性。」62  

       1990 年以來，經貿互動在國際關係、印度對外關係中

的重要性快速上升。早在東望政策提出之際，印度便看好

東協地區強大的經貿動能以及東協與印度將高度的互補性

與合作潛力。因此，開發市場潛力、拓展雙邊的投資與貿

易，並促進其他領域的經濟合作是推動印度與東協洽簽

AIFTA 的一項重要考量。 

  不過，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印度政府自 1990 年代

東望政策提出之際便希望加強與東協之經貿聯繫，並在多

項官方聲明中肯定東協之經濟重要性，認為其經貿表現亮

眼，且和印度之間存在高度經濟互補性，但東協-印度雙邊

貿易也存在著不對稱性，且該不對稱性明顯不利於印度。

首先，東協在印度對外貿易、投資上的重要性遠高於印度

對東協之重要性。63其次，印度對東協貿易長期以來存在龐

                                                 
62  Yashwant Sinha’s speech in 2003 
63  2002 年 AIFTA 倡議提出之際，對東協出口占印度總出口之份額為

8.6%，而印度占東協總出口比重為 1.6%。1991 至 2011 年間，東協
對印度投資除 2000 至 2004 年以外，至少都有 5%以上的水準，最高
的則是 2008 年的 17.6%；印度對東協投資則偏低，1995 至 2004 年
僅占 0.3%，2006 年後方有明顯增加，所占最高份額為 2010 年的
3.6% 。 資 料 來 源 ， Asia Regional Integration Database,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5 (Jakarta, Indonesia: ASEAN Secretariat, 2006), 
pp. 142-143, 148-149;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2 (Jakarta, 
Indonesia: ASEAN Secretariat, 2013), p. 127, 131.詳情請見表 4-1、4-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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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貿易赤字。64印度對東協貿易赤字已從 1998 年的 20 億

美元增至 2007-08 年度的 60 億美元。65再次，印度的關稅

水準是遠高於東協的。66若單純以潛在的經貿獲利為標準加

以衡量，東協不應是印度簽署 FTA 的首選，因此，除經貿

獲利外，應有其他更龐大的利益驅動著印度的 AIFTA 倡

議。 

二、加入亞太經濟整合 

        東協在亞洲經濟整合佔有特殊且重要的地位，能幫助

印度更加整合入亞太經貿體系之中，這在印度 APEC 入會

申請遭拒後更顯重要，這是印度倡議 AIFTA 的考量之一。

首先，由於 AIFTA 所包含的經濟體數目最多，因此其自由

化程度將遠超過其他自由貿易協定。67其次，印度注意到，

東協處於經濟整合的先進階段，和日本、南韓與中國大陸

皆發展出良好且廣泛的經濟關係。68在與這些國家建立更進

一步的經濟合作關係以前，印度可以透過 AIFTA 間接地進

入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市場。其三，AIFTA 被印度視為實

現加入亞洲經濟共同體理想的重要工具以及達成此一區域

                                                 
64  Infodrive India. <Available at: http://www.infodriveindia.com/export-

import/trade-statistics/region-wise.aspx >  
65  Shankaran Nambiar, MIER, “India and ASEAN: an FTA and beyond,” 

East Asia Forum, January 21, 2010,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0/01/21/india-and-asean-an-fta-and-
beyond/ 

66  關於印度與東協對外關稅水準，請見表 4-5。 
67  Debashis Chakraborty and Pritam Banerjee and Dipankar Sengupta, “The 

Trajectory of Indo-ASEAN Trade: FTA and Beyond,” Taiwanese Journal 
of WTO Studies, Vol. 20 (September 2011), pp. 133-134, 139. 

68  Atal Bihari Vajpayee, “Speech of Prime Minister Atal Bihari Vajpayee at 
ASEAN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Summit,”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Website, India, 7 Oct. 2003, at < 
http://pib.nic.in/archieve/lreleng/lyr2003/roct2003/07102003/r0710200 
32.html> (accessed on 201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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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戰略重要目標的重要基石，而亞洲經濟共同體願景更

被視為印度取得成長動能的新管道。 

     印度總理辛格(Manmohan Singh)，在 2004 年 10 月第

三屆東協印度商業高峰會上發表談話時表示， 

「我們所設想的是建立一個印度─東協自由投資貿
易區……我想利用這個機會，聲明我方政府將強化
區域合作以及印度與東協間的整合。區域合作機
制在全球和本區域內逐漸擴散，這是顯而易見
的。因此，尋求將既有的印度─東協關係提升至更
高水平是無可避免的，其中我們所預想的是個涵
蓋東協、中國、日本、韓國和印度的亞洲經濟共
同體。…建立一個從喜馬拉雅山脈延伸至太平洋，
透過道路、鐵路、航運連接的整合市場，…。這個
共同體將構成一個具優勢的弧狀地帶，大規模的
人員、資金、理念和創意在其間移動。其所得規
模將大致等同於歐洲聯盟，其貿易額超越北美自
由貿易協定，論其所交換的外匯額度則超越歐盟
和北美自由貿易區之總和。…」69 

在另一個場合他也提到「泛亞洲的自由貿易區，…非常

確定的是，將會成為為印度經濟體提供成長動力的新管道。70 

                                                 
69  Manmonhan Singh, “Prime Minister Manmonhan Singh’s Address at the 

Third ASEAN-India Business Summit,” India Prime Minister’s Office 
Website, 19 Oct. 2004, at < http://pmindia.gov.in/ speech-
details.php?nodeid=30> (accessed on 2013/08/02) 

70  Manmohan Singh, “Driving Global Business: India’s New Priorities, 
Asia’s New Realities,” India Prime Minister’s Office Website, 18 Mar. 
2006, at < http://pmindia.gov.in/speech-details.php?nodeid= 287> 
(accessed on 2013/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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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進雙邊關係與合作 

        AIFTA 也有助於印度拓展、加深與東協之互動和合

作，提升在區域、全球政經活動中的影響力。AIFTA 是印

度 與 東 協 開 展 全 面 性 合 作 關 係 的 重 要 里 程 碑 ， 在 簽 署

AIFTA 架構協定的隔年，東協、印度共同發布東協─印度和

平、進步及共榮夥伴關係宣言，其中明載， 

「吾人期望在未來數十年中扮演更積極角色，面
對區域政治、經濟、社會及其他挑戰，並協助形
塑 21 世紀的世界。…我們承諾……合作強化聯合
國體系，包括支持聯合國改革以及布列敦森林體
系，使其更加民主並更能回應其會員國之需求，
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並在其他多邊平台進行合
作，尤其是世貿組織，以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為發
展中國家爭取更大的公平性和利益。」71 

        此外，2008 年經濟部長諮商聯合媒體聲明中，雙方也

再次承諾，積極且有建設性地合作參與多邊談判，以在農

業、非農業市場准入(NAMA)和服務等所有領域取得平衡且

有的談判結果。72由此可見，印度與東協的雙邊關係是具有

區域、全球意涵的，在聯合國、世界貿易組織等多邊架構

下的聯盟關係亦為雙邊關係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 

                                                 
71  “ASEAN-India Partnership for Peace, Progress and Shared Prosperity,” ASEAN 

Official Website, 30 Nov. 2004, at < 
http://www.asean.org/news/item/asean-india-partnership-for-peace-
progress-and-shared -prosperity-2> (accessed on 2014/01/17) 

72  “Joint Media Statement of the Sixth AEM-India Consultations,” ASEAN 
Official Website, 28 August 2008, at< 
http://www.asean.org/communities/asean-economic-
community/item/joint-media -statement-of-the-sixth-aem-india-
consultations-singapore-28-august-2008> (accessed on 2013/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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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年代末期，歐盟、北美自由貿易區等以區域為單

位的經貿集團陸續形成，在亞洲則有 APEC 的成立。由於

南亞區域整合進程緩慢，印度希望能夠走出南亞，建立與

其他區域的聯繫，來擴展政治、經濟戰略活動空間，避免

在區域整合的趨勢中遭到邊緣化。由於印度的西鄰，人口

較為稀少，且自 1990 年代起持續動盪不安。因此，向東發

展，建立與亞太地區的聯繫，成為印度走出南亞，尋求更

大戰略空間的唯一選項。 

        AIFTA 倡議做為印度亞洲經濟整合戰略的一環，印度

希望藉此強化與亞太地區之聯繫，更加整合入亞太地區之

中，擴展政治、經濟戰略活動空間，避免被邊緣化。另一方

面，AIFTA 也有助印度推進與東協的雙邊關係與合作，且無

論在雙邊、區域或全球的層次，與東協聯盟關係的建立，能

夠提升印度在區域、全球互動中的影響力和議價能力。 

四、推動東北地區發展 

        促進其東北地區的經貿發展是印度倡議 AIFTA 的另一重

要考量。首先，東北地區與東協之貿易佔東協與印度雙邊貿

易的 12%，因此，在 AIFTA 實施後，東北地區的對外貿易

有極大的成長潛力。其次，該地區豬肉製品、穀類等食品的

自印度本土轉運相當艱難，運輸成本龐大，強化與東協的整

合，能夠舒緩該地區在民生用品取得上的壓力。印度希望透

過 AIFTA 來促進東北地區的貿易成長、經濟發展。73 
 

                                                 
73  Santosh Das Kumar and Ritika Tewari, “Indi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orth East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Draft Paper presented at CDS-IIFT-RIS-UNCTAD National Seminar on 
Indi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Way Forward(Trivandrum, 
India: Centr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5-6 February, 2010), pp.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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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驅動力：區域事件的衝擊 

       繼 結 構 面 和 政 策 面 的 討 論 之 後 ， 接 著 對 印 度 倡 議

AIFTA 的短期驅動力進行探討，即印度為何於 2002 年 11
月第一屆東協─印度領袖高峰會這個時間點向東協提議建立

自由貿易區。東協─中國自由貿易區(ACFTA)的成立是驅動

印度提出 AIFTA 倡議的重要事件。 

        ACFTA 倡議對於 AIFTA 等東協對外經濟整合倡議發展

具有刺激、帶動和示範的作用。742001 年北京向東協提議

                                                 
74  史惠慈、葉華容、Terada、Siong 的研究皆提到，東協─中國自由貿

易區倡議對於東協對外經濟整合倡議發展的示範、帶動作用。史、

葉兩人主要以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加以解釋；Terada、Siong 兩人

則主張，該倡議採取循序漸進模式(accommodating approach)，對

印、韓等其他東協經貿夥伴的示範作用。詳見：史惠慈等，《東協

對外洽簽 FTA 之策略及對我國在東協市場之影響 (文件編號：

1166A7)》(臺北：外交部/經濟部國貿局委託，2011 年)，頁 14; 葉華

容，〈東協對外發展 FTA 的戰略與進程〉，《國際經濟情勢雙週

報》，第 1760 期(2012 年 08 月)，頁 8; Takashi Terada, “Competitive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Role of Singapore and 
ASEAN,” in Mireya Solis et al. eds., Competitive Regionalism FTA 
Diffusion in the Asia Pacific Ri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179; David Chin Soon Siong, “ASEAN’s Journey Towards Free 
Trade,” in Chin Hong Lim ed., Economic Diplomacy: Essays and 
Reflections by Singapore’s Negotiator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10), p. 221. 另外，劉德海則認為，除了在南─南 FTA、

漸進談判策略上的示範作用，中國崛起和其積極的 FTA 策略，尤其

是 ACFTA，一方面加速亞洲地區的經濟整合；另一方面，也促使東

協的區域經濟整合範圍從東亞擴大至亞洲，前者如東協加三，後者

如東亞高峰會。另外，由於擔心 ACFTA 將降低印度出口在東協的

市占率，進而削弱其在亞洲地區之影響力，印度正極力推動對東

協、東亞國家的優惠貿易協定。To-hai Liou, “Asia's Response to 
China's FTA Strategy,” pp. 195-197, 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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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雙邊自由貿易區，並獲東協同意後，便在區域引起骨

牌效應(domino effect)，東協在亞太地區的對話夥伴紛紛向

東協提議舉行 FTA 談判。對於這些區域國家而言，ACFTA
的形成將可能導致其出口競爭力下跌，出口品在東協市場

佔有率下降，進而導致在區域經貿互動中被邊緣化，因

此，轉而採取積極的 FTA 戰略。對於東協而言，與中國大

陸以外的其他區域夥伴簽署 FTA，不僅能夠平衡中國大陸

的影響力，亦能確保其在區域經貿互動中的核心地位，因

此在 ACFTA 倡議提出之後東協對外區域經濟整合的地理範

圍，亦由東北亞地區擴張至包含印、紐、澳在內的亞太地

區。75在 2002 年中國大陸與東協啟動貿易談判後，日本

(2003)、韓國(2004)、澳紐(2004)也陸續展開與東協的 FTA
談 判 。 此 外 ， ACFTA 談 判 所 採 取 之 漸 進 調 適 模 式

(accommodating approach)，亦對印、韓等其他東協經貿

夥伴產生示範作用。76在這股風潮下，印度也於 2002 年 11
月向東協提出成立 AIFTA 的倡議，經東協同意後，便循

ACFTA 所採取之循序漸進模式進行談判。 

小結 
       1990 年代初期，由於國內外政經情勢快速變遷，印度

的外交、經濟政策出現重大轉折。國家政策新思維的出

現，相當大程度地形塑了印度 1990 年代以後的區域政治、

                                                 
75  劉德海，〈澳洲因應中國崛起與中國 FTA 策略的對策〉，《WTO

研究》，第 84 期(2007)，頁 128-134; To-hai Liou, “Asia's Response to 
China's FTA Strategy,” pp. 195-197. 
http://www.inss.re.kr/contents/publications_en.htm 

76  關於東協對外經濟整合倡議發展軌跡與模式的詳情，請見第三章第

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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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戰略，進而影響了 AIFTA 倡議的提出。一方面，新的

外交、經濟政策架構強化了印度與東協交往的意願與動

力，東望政策因而應運而生。基於經濟、戰略和國內發展

的考量，印度自 1990 年代初期起便致力於推動東望政策，

強化與東協整體、個別成員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這些

政策新思維與多邊、區域貿易自由化的發展趨勢共同形塑

了印度 1998 年以後的自由貿易協定戰略。與經濟動能強大

的亞太地區簽署具顯著、實質經濟意義的協定是印度整體

自由貿易策略的一大重點。由於東協在地理上是連接印度

與亞太的橋樑，再者 ASEAN 經貿表現亮眼並與印度具有高

度互補性，加上東協在亞洲區域政經秩序中的特殊地位，

因而成為印度選擇洽簽 FTA 的首要目標。 

        而從宏觀的層次來說，國際、區域經濟情勢的發展是

在世紀之交帶動起 FTA 風潮的結構性因素。世界經濟區塊

化以及一再延宕的 WTO 談判，促使印度轉而採取積極的

FTA 政策，對外洽簽一系列的經貿合作協定，AIFTA 便是

其中之一。不過，印度對外政治、經濟戰略仍是探究印度

AIFTA 倡議成因的重要脈絡，因為這相當程度影響了印度

FTA 夥伴的選擇以及對特定 FTA 倡議所賦予的政策意涵與

期待。 

對印度而言，東協是促進經貿發展的機會之地，其前

進亞太地區的跳板，亞太區域政經整合的重要樞紐，也是

其在區域、全球政經活動中的重要夥伴。因此，其希望透

過 AIFTA 能達到強化經濟合作，拓展雙邊貿易與投資，帶

動國內經濟成長和就業，避免在區域整合的過程中遭邊緣

化，更加整合入亞太生產貿易鏈中，拓展、加深印度與東

協之雙邊互動，提升其在區域、全球政治中的影響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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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印度東北地區之發展與成長等四個目標。進而達到提

升經貿競爭力，拓展政治、經濟戰略活動空間，提升在區

域、全球政治中的重要性等重要政治、經濟戰略目的。最

後，ACFTA 成立在亞太地區所引起的 FTA 熱潮則是促使印

度將 AIFTA 倡議搬上檯面、付諸實現的重要驅動力。 

       印度的 AIFTA 倡議是受多重因素所驅動的，不過綜觀

這些因素可以發現印度似乎更為看重隱含於其中的政治戰

略 利 益 。 從 印 度 對 外 經 貿 戰 略 的 發 展 軌 跡 ， 洽 簽 包 括

AIFTA 在內的 FTA 其實並非印度對外經貿戰略的第一選

項。從印度─東協不對稱的經貿關係來看，東協實非印度理

想的 FTA 夥伴。因此，即便 AIFTA 背負著印度多重的政策

期待，不過它其實並非印度經貿戰略的最優先選項，而是

為因應國際、區域經濟情勢所採取的策略性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