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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幻想著能進去一窺堂奧的地方，裡面有許多學識淵博的老師和各路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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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討論課業、快樂出遊、吃喝打屁聊天，重拾當個學生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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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印太」地區作為地緣政治的新興概念，從原先傳統上相互獨立的印

度洋地區和太平洋地區，整合為連續的地理區域，不論是政治上、經濟上、

海洋事務上或各種區域合作上，在各個領域已受到廣泛的討論和研究。除

了區域國家的國力提升之外，全球經濟、安全及戰略發展的重心轉移等等

因素，都大幅提升了印太地區的重要性。基於各國意識到中國崛起與亞洲

地區的經濟快速騰飛、印度洋區域戰略運輸的重要性，各個大國的戰略重

心都相繼調整向印太地區，以體現印度洋與太平洋在國家戰略的重要性。

「印太」思維正扮演著影響國際政經局勢的關鍵角色。 

 

  日本推動印太戰略的行動不遺餘力，首相安倍晉三先後提出的「俯瞰

地球儀外交」、「安保鑽石」、「自由與繁榮之弧」構想，勾勒出日本外交與

安保戰略，增強盟國間合作、強化防衛力量，並因應中國崛起的軍事力量

與擴張。日本亦認為印度是日本外交戰略的重要支柱，印度近年來經濟發

展快速、勞動人口高、國土龐大、同為民主國家，且地理位置佳，而中國

皆被兩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因此對日本而言，印度確為相當適合且應大

力發展合作的重要國家。 

 

  後冷戰時期隨著印蘇關係的轉變，以及美國面對中國崛起的戰略調整，

促成美印關係的正常化，加上印度國內經濟改革也帶來外資的奧援，印度

實力增強與信心大增，其成為大國的渴望亦隨之提升也與傳統的不結盟政

策偏離，改以多重結盟（multi-alignment）取代，但維持國家主權與戰略的

獨立自主始終是印度的外交基本原則。莫迪上任後將原本的「東望政策」

提升至「東進政策」，在亞洲扮演更積極的國家角色，提倡自由、開放與包

容的印太地區，與日本及東協大幅合作，更避免過度偏向美國或中國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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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大國。 

 

  基於印度洋的重要性與印太地區新興國家的崛起，印太概念已是日本、

印度、美國、東協、南韓、澳洲等相關國家政府高度重視的戰略思維。日

印兩國間在各方面的合作及戰略同盟關係，基於互補性與共同利益之下，

預期將會持續的友好、深化。 

 

關鍵字：印太戰略、地緣政治、日印關係、東進政策、自由開放印太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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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merging concept of geopolitics, the "Indo-Pacific" region has been 

integrated from the traditionally independent Indian Ocean and Pacific regions 

into a continuous geographical area. Various fields of Indo-Pacific have been 

extensively discussed and studied whether politically, economically, marine 

affairs 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increase in national strength of 

regional countries, factors such as the shift of global economy, security and 

strategy development have greatly increa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Because of realizing the rise of China,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of Asia, 

and the importance of strategic transport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the 

strategic focus of each major country has been adjusted to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o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Pacific in their national 

strategies. The "Indo-Pacific" thinking is playing a key role in affecting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Japan has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Indian-Pacific strategy.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s "Diplomacy That Takes a Panoramic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Map,"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and "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 

concepts have outlined Japan's diplomacy and security strategy, strengthened 

cooperation among allies, increased the force of defense, and responded to 

China's rising military power and expansion. Japan has also considered India to 

be an important pillar of Japan's diplomatic strategy. Indi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high labor population, huge land, democratic 

system, and good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China is a common strategic 

competitor to both countries. Therefore, for Japan, India is indeed an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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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that is quite suitable and should vigorously develop cooperation. 

 

  Since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with the change of India-Soviet rel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djustment in the face of China's ri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have been normalized, and India's domestic 

economic reforms have also attracted foreign investment and funds. India its 

diplomatic strategy has tended to develop strategic relations with the major 

powers because of the increase of strength and confidence. It also deviates from 

the traditional non-aligned policy and replaced it with multi-alignment, but 

maintaining the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strategy has always been India's basic principle of diplomacy. Since taking office, 

Modi has upgraded the original "Look East Policy" to "Act East Policy", playing 

a more active national role in Asia, advocating a free, open and inclusive Indo-

Pacific region, and cooperating significantly with Japan and ASEAN to avoid 

excessive tend to any of the superpower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or China. 

 

  Becaus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rise of emerging 

countri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e Indo-Pacific concept has become 

strategic thinking that is highly valued by governments in Japan, India, the 

United States, ASEAN, South Korea, and Australia. Cooperation and strategic 

alliances between Japan and India in various aspects are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deepen friendship based on complementarity and common interests. 

 

Keywords: Indo-Pacific Strategy, Geopolitics, Japan-India Relations, Act East 

Policy,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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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21世紀，是亞洲崛起的世紀』，這個觀點已在世界各地不論是政治、

國防軍事、科技、經濟或貿易市場等方面，廣泛受到各界的討論，尤其是

美國與歐盟諸國等西方國家陷入經濟成長緩慢困境之際，更突顯出亞洲在

國際社會內的舉足輕重。上個世紀從日本、亞洲四小龍（NIEs，意指韓國

、臺灣、香港、新加坡）、一直到中國的崛起，接連帶動了整個亞洲的興起

。尤其是東協的成立，從東協加一、加三以及加六，擴大了整體亞洲的貿

易市場規模，2015年亞洲成為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佔全球經濟比重的 

20%。亞洲十大經濟體（中國、香港、印度、印尼、南韓、馬來西亞、菲律

賓、新加坡、臺灣、泰國）外匯存底在 2001 年共 8000 億美元，但到了 

2009 年底，已達到4兆美元。1特別是中國因其龐大的市場、內需、勞動力

，於改革開放後經濟迅速起飛。2016年3月，中國的外匯存底超過3兆美元

，2位居全球第一，遠勝第二位日本的一兆兩千億；32000年以後，中國經濟

成長率平均約 10% 左右；42009年起，中國 GDP 即超越日本，成為全球

第二大經濟體。5 

                                                   
1 黃俊傑，《大學之理念：傳統與現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年），頁 34。 
2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外匯儲備數據」，<http://www.safe.gov.cn/wps/portal/sy/tjsj_lnwhcb> (檢

索日期：2016 年 5 月 1 日)。 
3 日本財務省，「外貨準備等の状況（平成 28 年 3 月末現在）」，

<http://www.mof.go.jp/international_policy/reference/official_reserve_assets/2803.html> (檢索日期

2016 年 5 月 1 日)。 
4 經濟部臺商服務中心，「主要國家經濟成長率」，<http://twbusiness.nat.gov.tw/old/pdf/sec6.pdf> 

(檢索日期：2016 年 5 月 1 日)。 
5 The World Bank, “GDP at market prices (current US$),”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countries/all> (accessed 1 May 2016). 

http://www.safe.gov.cn/wps/portal/sy/tjsj_lnwhcb
http://www.mof.go.jp/international_policy/reference/official_reserve_assets/2803.html
http://twbusiness.nat.gov.tw/old/pdf/sec6.pdf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countries/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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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中國的經濟起飛，許多國家也因自身國內改革開放與外部全球化

浪潮及數位革命（也有人稱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影響下，全球經濟互動

緊密連結。2001年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經濟學家歐尼爾（Jim O'Neill

）首創金磚四國一詞，在題為《打造更好的全球經濟金磚》（Building Better 

Global Economic BRICs）的報告中，看好巴西、俄羅斯、印度及中國等4國

的人口及市場潛力；62003年10月由威爾森（Dominic Wilson）與露帕（Roopa 

Purushothaman）兩位高盛分析師於研究報告《金磚四國之夢：通往2050之

路》（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中，以金磚四國為題論述全

球經濟，看好該4國的經濟發展前景，並預測2050年將成為世界最強的經濟

體，7引起全球的關注與探討。報告中提到，印度將於2020年超越義大利、

2033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的確，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的統

計數據，2015年世界各國的國內生產總額排名中，印度已超越第八名的義

大利，位列世界第七，比之高盛證券的預測還早了五年。8即使是2016年出

現的新名詞「TICKs」，9原本看好的金磚四國，因巴西及俄羅斯的經濟不振

，由臺灣、印度、中國、南韓等四國起而代之成為國際市場新寵兒，姑且

不論其他三國的經濟發展是否足以構成此一新名詞，但中國與印度依舊是

受到看好的開發中國家。 

 

    除了經濟上的起飛，從國際政治上來說，印度所具備的影響力也開始

                                                   
6 Jim O’Neill, “Building Better Global Economic BRICs,” Goldman Sachs,  

<https://www.goldmansachs.com/insights/archive/archive-pdfs/build-better-brics.pdf> (accessed 15 

May 2018). 
7 Dominic Wilson, Roopa Purushothaman, “Dreaming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 Goldman 

Sachs, <http://www.goldmansachs.com/our-thinking/archive/brics-dream.html> (accessed 5 May 

2016). 
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16 Edition,”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6/01/weodata/index.aspx> (accessed 5 May 2016). 
9 有關 TICKs 的報導，參見：Steve Johnson, “The Brics are dead. Long live the Ticks,” Financial 

Times, <http://www.ft.com/intl/cms/s/2/b1756028-c355-11e5-808f-8231cd71622e.html> (accessed 5 

May 2016). 

https://www.goldmansachs.com/insights/archive/archive-pdfs/build-better-brics.pdf
http://www.goldmansachs.com/our-thinking/archive/brics-dream.html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6/01/weodata/index.aspx
http://www.ft.com/intl/cms/s/2/b1756028-c355-11e5-808f-8231cd71622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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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注目。例如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就曾提到，

21世紀的國際體系至少將有六個主要強權─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國

，或許還有印度。10美國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杭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於其名著《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認為，冷戰後的世

界是由七至八個主要文明所建構成，而印度正是其中之一。11再者，曾任美

國國家安全顧問的戰略學者布里辛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ński）

也將中、俄、德、法、印等國，視為世界上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國境

之外運用力量或影響去改變現有地緣政治的地緣戰略國家。12 

 

    日本，作為東亞最早邁入已開發國家之林的老牌國家，歷經19世紀遭

到西方國家強行破除鎖國政策、面對船堅炮利且國力強盛的英美等國侵擾

的危機，日本自19世紀後期以來，就走向與東亞其他國家不同的道路，以

政治上脫亞、文明上入歐為目的，開始了一系列的西化政策，成為近代化

國家。然而，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敗，政治體系重組、武裝軍隊解除

、經濟結構改造、民主法治建立，從1960年代起進入戰後復興及高度成長

期，引人注目的神武景氣期、岩戶景氣期、依奘諾景氣期接續展開，1968

年以1000億美元的GNP超越西德而成為世界第二。13好景不常，1970年代

後，經過石油危機、廣場協議（Plaza Accord，日圓因此而升值）、泡沫經

濟崩盤等危機，經濟情勢開始走向長期性低迷，甚至被稱為「失落的十年

」（The lost decade，日後甚至有延長至二十年之稱）。 

 

    如同經濟上的起起落落，日本在國際局勢上也是起伏高低。二戰失利

                                                   
10 季辛吉著；林添貴、顧淑馨譯，《大外交》（臺北：智庫文化，1998 年），頁 11。 
11 杭亭頓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臺北：聯經，1997 年），頁 39-40。 
12 布里辛斯基著；林添貴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1998 年），頁 49-50。 
13 Koichi Hamada, “Japan 1968: A Reflection Point During the Era of the Economic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Center, Yale University, <http://www.econ.yale.edu/growth_pdf/cdp764.pdf> 

(accessed 5 May 2016). 

http://www.econ.yale.edu/growth_pdf/cdp76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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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淪為美國附庸的日本，除了以美國馬首是瞻之外，1951年兩國締結舊

美日安保條約，1960年締結新美日安保條約，其中規定日本領土如受到軍

事攻擊則雙方將相互協助。但由於日本國憲法第九條的限制，日本無法擁

有軍隊，因此美國順理成章的以盟國的身分駐紮兵力於日本國土內，並藉

以因應東亞地區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1990年代冷戰結束後，經過了一段

由美國主導的單極體系時期，接連著因經濟衰退、恐怖攻擊、中國崛起、

出兵中東無暇他顧，對於美日安保體制日本出現了修正主義的聲音，對美

國霸權的維持與否亦逐漸動搖。2015年日本內閣及參議院通過一系列的新

安保法案並解禁集體自衛權，若盟友遭受武力攻擊，日本處於存亡危機事

態時，將可派遣自衛隊提供支援，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也得以進行馳援護

衛，展現出邁向正常國家的雄心。 

 

    日印兩國在不同的歷史背景及原因下，展開兩國合作的契機。一個是

亞洲老牌已開發國家，一個是新興開發中國家，兩國間的共同點是皆採行

民主政治。除日印身為東亞大國與南亞強國，何以能夠跨越相隔萬里之遙

、種族之異，但是進入廿一世紀以來兩國因國內外環境的變遷，使兩國強

化政經互動的動力越來越強，一為中國大陸的崛起，一為發展中國家與已

開發國家的互補性，促成兩國決心攜手合作互訪互信，摒除太平洋與印度

洋的藩籬，創造各種層面的合作機制，此為激發自己進行深入研究的主要

動機之一。而兩國之間合作層面的包含了多少的外部、內部因素，是否受

到國際上主要行為國家的直接影響、抑或兩國本身於國際情勢演變下自然

而然的強化合作，成為本論文研究動機的一環。 

 

二、研究目的 

    「印度─太平洋」地區（Indo-Pacific，以下簡稱印太）作為地緣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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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概念，從原先傳統上相互獨立的印度洋地區和太平洋地區，整合為連

續的地理區域，不論是政治上、經濟上、海洋事務上或各種區域合作上，

在各個領域已受到廣泛的討論和研究。除地區國家實力的崛起之外，全球

經濟、能源安全及戰略重心移動等等因素，都大幅提升了印太地區的重要

性。如以「國家」而非「國際組織」（例如東協經濟共同體）來看，除中共

之外，日本與印度兩國當屬印度太平洋地區內的重要行為者。 

 

    21 世紀後，印度常被視為繼中國後下一個可能崛起的國家，至少是在

亞洲地區。根據國際貨幣基金公佈的全球購買力平價指數（Purchasing 

Power Parity）排名，印度自 2009 年起即僅次於中國和美國而名列第三。

高盛甚至預估印度的 GDP 將在 2020 年超越法國及義大利，2025 年超越英

國、德國、俄國，2035 年凌駕日本成為美中兩國之後的第三大經濟體，14

其經濟增長之勢不容小覷。美國戰略學者卡普蘭（Robert D. Kaplan）在其

作品《季風：印度洋與美國權力的未來》(Monsoo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中指出，全球 70%原油輸運需借道印度洋，15再

加上印度、中國及美國都在此海域爭雄，藉海軍兵力主導海權，印度洋將

成為未來全球氣候變遷、能源安全及政治極端活動核心。更甚者，印度洋

將成為中印權力對決的場域，而印度將扮演約制中國崛起的要角。中國正

在試圖將「珍珠鏈」及「一帶一路」政策延伸向南發展至印度洋，而印度

則持續以其「東進政策」（Act East Policy）往東方發展，到底中印兩國是

否可能產生競爭或衝突的交界線，抑或雙方維持經貿獲利將足以彌平兩國

的齟齬，值得我們關注。 

                                                   
14 Dominic Wilson, Roopa Purushothaman, “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 99,” Goldman Sachs, 

<http://www.goldmansachs.com/our-thinking/archive/archive-pdfs/brics-dream.pdf> (accessed 25 May 

2016); Goldman Sachs, “White Paper June 2010,” 

<http://www.goldmansachs.com/gsam/docs/instgeneral/general_materials/whitepaper/india_revisited.p

df> (accessed 25 May 2016). 
15 羅伯特‧卡普蘭著；吳兆禮、毛悅譯，《季風：印度洋與美國權力的未來》（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7。 

http://www.goldmansachs.com/our-thinking/archive/archive-pdfs/brics-dream.pdf
http://www.goldmansachs.com/gsam/docs/instgeneral/general_materials/whitepaper/india_revisited.pdf
http://www.goldmansachs.com/gsam/docs/instgeneral/general_materials/whitepaper/india_revisit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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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作為上個世紀在二戰戰敗後國內百廢待舉、在國際情勢轉變下經

濟開始起飛並在七零年代 GDP 超越西德成為世界第二，奠定下「Japan as 

No.1」的不敗名聲。雖然九零年代因資產價格急速下跌而引發泡沫經濟崩

潰，造成國內經濟長期低迷，從當時被稱為的「失落的十年」，現在甚至有

「失落的二十年」或「失落的一代」等名稱，經濟上的國際影響力不如以

往，但政治上日本並不放棄維持其在東亞地區的權力地位，透過與第一霸

權美國的相互合作，在東亞第一島鏈位置防堵中國向外擴張，近年來更加

深與東南亞及南亞國家的合作，在西太平洋地區增強其勢力。 

 

    2000 年 4 月日本首相森喜朗（Yoshiro Mori）上任後，於當年 8 月訪

問印度、巴基斯坦等四國。在訪印期間，印度總理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與森喜朗就建立全球夥伴關係達成協議，以試圖修復 1998 年因

印度核試爆而惡化的雙邊關係與經濟制裁。五年後，小泉純一郎（Junichiro 

Koizumi）於 2005 年 4 月訪問印度，日印發表題為《亞洲新時代下的日印

夥伴關係—日印全球夥伴關係的戰略方向》的聯合聲明，16日印關係全面

升溫。2008 年 10 月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訪日期間，兩國元

首發表了《關於推進日印全球戰略夥伴關係的共同聲明》與《關於日印之

間安全保障合作的聯合宣言》，其合作框架涵括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領

域。該宣言制定兩國安全合作的路線圖，促進雙方在防務領域的深入合作，

特別是加強日印於海上安全領域的合作。17 

                                                   
16 聲明內容可參見：日本外務省，「アジア新時代における日印パートナーシップ」，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asia_europe_05/india_partner.html> (檢索日期：2016 年

3 月 30 日)。 
17 內容參見：日本外務省，「日印戦略的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前進に関する共同

声明」，<http://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visit/0810_gpks.html> (檢索日期 2016 年 3 月 31

日)；日本外務省，「日本国とインドとの間の安全保障協力に関する共同宣言」，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visit/0810_ahks.html> (檢索日期：2016 年 3 月 31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asia_europe_05/india_partner.html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visit/0810_gpks.html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visit/0810_ahks.html


DOI:10.6814/NCCU20200026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 

 

    

    2015 年 3 月美國海軍、陸戰隊及海岸防衛隊共同發表《21 世紀海洋

國家共同戰略》，該戰略報告將「印度洋─亞洲─太平洋」作為一個整體區

域加以重點關注，更將長期的海軍戰略目標放在本區，以加強同盟夥伴關

係、區域安全合作、共享海上預警能力及演習訓練活動，提升美國的作戰

優勢。18該報告另外指出，中國在主權問題上使用軍事力量威脅其他國家，

進而導致區域緊張與不穩定，美國將強化與日、澳、韓等盟國的合作，並

加深和印度、緬甸等國家的友好關係。2007 年版並未直接點名任何國家是

美國的威脅，但 2015 年版則直接點名中國、俄羅斯、伊朗和北韓，明顯加

強了對中國的關注和防範。19 

 

    如果以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日印兩國都具有相同的競爭對手，也就

是目前亞洲強權─中國。印度與中國之間的爭議從以前就不曾間斷，不論

是邊界爭端、區域霸權地位，還是中國將對外戰略發展延伸至印度洋而造

成印度的警戒，中印兩國之間的「龍象之爭」一直是外界研究的重點之一。

日本自二戰結束後外交政策跟隨於美國之側，冷戰期間的東西陣營對抗明

確屬於西方隊伍，反對共產主義國家態勢明顯。即使是與中共建交後，兩

國在南京大屠殺、慰安婦、東海主權等議題上多年來爭執未見改善，近幾

年來釣魚臺事件屢見衝突，雙邊政治互動冷淡之餘，經貿往來也因此而受

到影響。 

 

    因此，如果以現實主義思維來解讀，日印兩國是否因外部因素（中美

等國的角力競合）而締結戰略夥伴關係？在中國崛起之勢及霸權地位動搖

                                                   
18 U.S. Navy, Marine Corps, and Coast Guard,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https://www.navy.mil/local/maritime/150227-CS21R-Final.pdf> (accessed 8 May 2016). 
19 中央社，美海洋新戰略：加強嚇阻避免與陸衝突，2015 年 3 月 14 日。 

https://www.navy.mil/local/maritime/150227-CS21R-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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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兩國是否將持續友好合作以對抗中國？「印太」區域概念逐漸受到

重視，在日印兩國戰略合作並似乎用以對抗中國的形勢之下，對兩國來說

此概念的重要性與影響，以及雙邊於軍事國防、經濟貿易、技術合作等方

面的發展歷程與方向為何？為了解答以上種種疑問，成為了本論文主題的

研究目的。 

 

 



DOI:10.6814/NCCU20200026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印太地區概念 

    「印太」一詞作為海洋生物地理概念早已存在，涵蓋的地域相當廣泛。

20 世紀 20、30 年代，德國地緣政治學者豪斯霍夫（Karl Ernst Haushofer）

即提出「印太地區‧空間」的概念，20 世紀 60 年代，澳大利亞學界在有

關地區安全的學術研討中則已開始使用「印度─太平洋」一詞。20近幾年來，

已可在文章、專書、研究報告及評論中見到以印太地區的概念，探討相關

議題與趨勢。 

 

    澳洲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的梅德卡夫（Rory Medcalf）於《美國利益》（American Interest）雜誌發表

《印度-太平洋：名字代表了什麼》（The Indo-Pacific: What’s in a Name?），

其認為即使「印太」一詞即使無法被某些國家所接受，或是有不同的稱呼，

例如印度稱之「Indian-Pacific」、日本稱之「兩洋交會之處」（二つの海の交

わり）、而印尼稱之「Indo-Pasifik」等等，但它意味著西太平洋與印度洋在

經濟加速與安全聯結上所構成的單一戰略體系，其中美、中日、印為區域

內的主要行為者，韓、澳、星、印尼居次。21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傳統基

金會與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於 2011 年 11 月聯合發表題為《共同目標、

集中利益：美澳印於印太地區的合作計畫》（Shared Goals, Converging 

Interests: A Plan for U.S.-Australia-India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的研

究報告指出，基於相同的價值觀和利益，美澳印應建立三邊對話，包含反

恐、救災、防止核子擴散，有助於建立穩定、安全、具備自由開放貿易及

                                                   
20 趙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對中国的含義」，現代國際關係 7 期（2013 年），頁 14。 
21 Rory Medcalf, “The Indo-Pacific: What’s in a Name?,” The American Interest, <http://www.the-

american-interest.com/2013/10/10/the-indo-pacific-whats-in-a-name/> (accessed 10 May 2016).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3/10/10/the-indo-pacific-whats-in-a-name/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3/10/10/the-indo-pacific-whats-in-a-name/


DOI:10.6814/NCCU20200026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 

 

民主治理的政經秩序。22 

 

  澳州政府官方在提出「印度-太平洋」區域概念上相當早，2012 年的官

方白皮書《亞洲世紀下的澳洲》（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內，澳洲政

府即已提及「Indo-Pacific」一詞，其在專欄「印度太平洋與泛亞洲概念」

（Indo-Pacific and trans-Asian concepts）中描述，在亞洲經濟崛起的推動下，

印度洋的重要性正在超越大西洋，成為最繁忙亦具戰略意義的貿易走廊，

目前世界上有 1/3 的散裝貨物及 2/3 的石油均需通過印度洋，確保這些重

要貿易路線的安全在未來將變得更為重要，因此在這樣的構想下，西太平

洋與印度洋將被視為一個整體的戰略弧。23而在 2017 年的《外交政策白皮

書》（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中，更將「穩定繁榮的印度-太平洋」作

為一整個章節，大幅度探討印太平洋國家關係及相互間之競合，認為澳美

聯盟是澳洲安全及國防防衛的核心，但同時與中國的夥伴關係在雙邊利益

及區域安全上也至關重要；除美國之外，澳洲將與日本、印度、印尼及韓

國加強經濟及其他重要利益的往來，並特別將日本視為區域上及全球上的

重要夥伴關係。24 

 

    長期研究東亞政經歷史的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日本研究主任奧斯林（Michael Auslin）發表《印度太平洋的權力

鬥爭》（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the Indo-Pacific）期刊論文，指出印太地區

從印度洋延伸往西太平洋，包含了全世界人口數最多的兩國─中國及印度、

世界上最龐大的民主國家─印度、兩個強大的經濟體─中國、日本、以及

                                                   
22 Rory Medcalf, Andrew Shearer, “Shared Goals, Converging Interests: A Plan for U.S.-Australia-

India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http://www.lowyinstitute.org/files/pubfiles/Shared_goals%2C_converging_interests.pdf> (accessed 

10 May 2016). 
23 Australia Government, “White Paper: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October 2012, p.74. 
24 Australia Government, “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November 2017, pp.37-38. 

http://www.lowyinstitute.org/files/pubfiles/Shared_goals%2C_converging_interes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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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三個具備核子力量的國家，而本地區將是現在與未來在世界上最具活

力的區域。25而就在 2014 年 6 月，以研究美國國家安全及國防政策聞名的

美國重要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其第八屆年度國家安全研討會就將「印度太平洋亞洲的風險與機會」(Risk 

and Opportunity in Indo-Pacific Asia)訂為探討主題之一。 

 

  印尼是東協國家較早回應印太概念的國家，前印尼外交部長馬提

（Marty Natalegawa）於 2013 年 5 月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舉行的會議上，闡述他對印度

太平洋地區的看法，並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為範本，提出建立一個印度太平洋廣泛的友好合作模式的泛

亞洲新條約（Indo-Pacific-Wide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的概

念，其中包括建立信任，和平解決爭端以及促進安全概念作為集體利益的

承諾。26另外，其在未提及中國或美國前提下指出，亞太地區並不希望看到

「某個國家不受制約的優勢」或因大國爭奪而帶來地區的不穩定。275 年後，

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和外交部長馬蘇迪（Retno Marsudi）在 2018

年1月的東協-印度峰會和3月的澳洲-東協峰會上提出了印度太平洋倡議。

馬蘇迪表示，印尼與東協國家應考慮到維護所有國家和平穩定發展經濟的

局面，減少潛在競爭，緩和印度太平洋地區大國之間的緊張局勢，並創造

繁榮、縮小發展差距，更需以協商及對話為參與模式，建立夥伴關係，找

到解決該地區各國之間爭端的辦法。28其認為，世界目前的地緣政治狀況

                                                   
25 Michael Auslin,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the Indo-Pacific,”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10:3(2011), 

pp. 146-147. 
26 Marty Natalegawa, “An Indonesian Perspective on the Indo-Pacifi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attachments/130516_MartyNatalega

wa_Speech.pdf> (accessed 15 May 2018). 
27 中央社，「印尼倡亞洲新條約 遏區域衝突」，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30517003149-260408> (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5 日)。 
28 Beginda Pakpahan, “Indonesia Must Lead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Global Asia, 

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attachments/130516_MartyNatalegawa_Speech.pdf
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attachments/130516_MartyNatalegawa_Speech.pdf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30517003149-26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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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該地區的和平，穩定和繁榮構成相當大的挑戰，並影響東協作為印度太

平洋區域的核心作用，而印尼更將透過東亞峰會的對話機制為平臺，使印

太地區成為一個開放、透明、包容和尊重國際法的重要區域。29印尼的倡議

更強調包容性，著眼於東協整體維持團結與減少競爭摩擦，無意加入強權

間的爭端，維護地區和平與安定。 

 

  印度學者雷嘉‧莫漢（C. Raja Mohan）於其專書《翻攪乳海：中印海

洋大戰略》（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中，

將中印關係與印太地區進行結合並探討兩國關係的現狀，認為中印兩國將

目光從陸地轉移至海洋，在中國朝西看、印度向東瞧的情形下，雙邊的交

集─摩擦或是合作─將日益加深。「印太地區」以一個地緣政治實體的身分

出現，連接兩大洋，局勢變化過程中將可能出現以下三種區域秩序：建立

互助安全機制、亞洲大國的協同合作、形成均勢體系。30 

 

    印度八位外交部與國防部前官員及國內學者於 2012 年共同完成建言

報告《不結盟 2.0：21 世紀印度外交與戰略政策》（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21st century），印度把亞洲視作大國角力

之處，認為印度應將傳統的不結盟外交進行升級，即便是意圖拉攏印度的

美國，在軍事、經濟實力已不再取得穩固的霸權地位之下，印度需謹慎處

理美、日、中等國關係，左右逢源，最大限度謀求國家利益。31這份報告由

                                                   
<https://www.globalasia.org/v13no3/feature/indonesia-must-lead-in-the-indo-pacific-region_beginda-

pakpahan> (accessed 15 May 2018). 
29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onesia), “Introducing the Indo-Pacific Concept, 

Indonesia Set the Tone at the East Asia Summit,” 

<https://www.kemlu.go.id/en/berita/Pages/Introducing-the-Indo-Pacific-Concept,-Indonesia-Set-the-

Tone-at-the-East-Asia-Summit.aspx> (accessed 15 May 2018). 
30 雷嘉‧莫漢著；朱憲超、張玉梅譯，《翻攪乳海：中印海洋大戰略》（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

版社，2014 年），頁 182-183。 
31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http://www.cprindia.org/research/reports/nonalignment-20-foreign-and-

strategic-policy-india-twenty-first-century> (accessed 10 May 2016). 

https://www.globalasia.org/v13no3/feature/indonesia-must-lead-in-the-indo-pacific-region_beginda-pakpahan
https://www.globalasia.org/v13no3/feature/indonesia-must-lead-in-the-indo-pacific-region_beginda-pakpahan
https://www.kemlu.go.id/en/berita/Pages/Introducing-the-Indo-Pacific-Concept,-Indonesia-Set-the-Tone-at-the-East-Asia-Summit.aspx
https://www.kemlu.go.id/en/berita/Pages/Introducing-the-Indo-Pacific-Concept,-Indonesia-Set-the-Tone-at-the-East-Asia-Summit.aspx
http://www.cprindia.org/research/reports/nonalignment-20-foreign-and-strategic-policy-india-twenty-first-century
http://www.cprindia.org/research/reports/nonalignment-20-foreign-and-strategic-policy-india-twenty-first-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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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的政策研究中心所公佈，引起各國媒體大幅報導，並被視為印度政界

現在與未來對外政策的重要參考。 

 

    如以中文文獻（包含簡體中文與繁體中文）來看，中國大陸在使用及

研究印太戰略的比例上是較高的。中國大陸學者金燦榮於環球時報上發表

《印太概念背後的美國動機》一文，認為「印太」是一個將印度洋與太平

洋合二為一的概念，並將形成因素分為客觀（地緣，印度洋為亞洲新興經

濟體能源需求的主要通道）及主觀（戰略，美國在實現其「重返亞洲」戰

略中意圖拉攏印度）兩層面。32中國大陸學者趙青海撰文分析從「亞太」到

「印太」的概念轉變，對其起源、內涵、重要性、影響力作了系統性的論

述，並認為在「印太」概念之下中國的區域性影響力遭到人為淡化，但由

於各國自身利益的差異，在印太框架下相關國家在聯手制衡中國的問題上

尚未取得共同的立場。對於印太地區的範圍定義，認為「印太」主要指擴

大的亞太（主要指東亞和西太平洋地區，不包括南亞、中亞和西亞），而「印

太」將「亞太」原來並不涵蓋的兩個區域─南亞及印度洋─包含進來。33本

文亦為中國大陸學界較早對於印太概念及內涵進行完整且詳盡介紹的學

術論文。 

 

    中國大陸學者吳兆禮於《Indo-Pacific: Origin and Multinational Strategic 

Game-play》中，將印太分為三個意涵：地理、戰略、時空。在地理概念上

，印太地區可分為廣義及狹義的兩種界定，包含從西伯利亞東部向南方延

伸至印度，或甚至是整個包含美國的亞太地區加上印度洋地區；在戰略概

念上，印太地區已成為一個戰略體系，由美、澳、印三國戰略聯合以塑造

區域安全的體系架構；在時空概念上，作者引用梅特卡夫（Rory Medcalf）

                                                   
32 金燦榮，「印太概念背後的美國動機」，晚報文萃(2013 年)，頁 20。 
33 趙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對中国的含義」，現代國際關係 7 期(2013 年)，頁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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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恰克（Priya Chacko）等學者的觀點，認為印太的時代即將來臨，至少這

樣的未來已可以預見。34陳邦瑜、韋紅等學者甚至將「印太時代」與中國戰

略結合，將文明歷經「印─西太平洋時代」、「地中海時代」、「大西洋時代」

、「太平洋時代」（也就是我們說的亞太）直到即將成形的「印太時代」等

重心轉移與變遷之下，探討中國應具備的戰略構想及應為之舉。35 

 

    中國大陸學者蕭洋依據澳洲國防白皮書，將印太地區視為戰略弧線（

Indo-Pacific Arc），並認為不該過於精確定義此地區範圍，其邊界應作廣義

上的最大概念，從西太平洋到西印度洋的廣大區域，其中包括非洲的東海

岸地區。36劉宗義亦認同「印太」目前仍然只能算是一種地緣戰略構想，或

者是一個正在設計之中的地緣戰略體系，這樣的時代尚未到來，但「印太

」的提出體現出印度洋其重要性的上升，並賦予印度洋與太平洋具有同等

的戰略重要性。37曹筱陽更認為，在美國戰略界和決策者的視野中，印太是

一個戰略整體，美國在戰略上轉向印太是個宏大的事業，在全球經濟及政

治重心轉向印太地區、印度洋戰略重要性的提高、中印等國的海權力量大

幅提升等原因下，印太地區對於大國關係和權力格局等諸多方面將繼續產

生重大影響。38 

 

    我國學者林賢參於《區域安全新概念：「印度太平洋」與「中」印崛起

》一文中指出，從地理空間的角度來看，「印度太平洋」所指的範圍，由關

注的焦點不同而有所差異，部分人將其範圍涵蓋整個太平洋與印度洋，也

                                                   
34 Zhao-li Wu, “Indo-Pacific: Origin and Multinational Strategic Game-play,” Pacific Journal 111 

(2014), p. 27. 
35 陳邦瑜、韋紅，「試論印太時代及中國的戰略應對」，印度洋經濟體研究 2 期(2015 年)，頁

51-65。 
36 蕭洋，「"印-太戰略弧"語境下澳大利亞安全空間的戰略重構」，江南社會學院學報 15 卷 4 期

(2013 年)，頁 16。 
37 劉宗義，「沖突還是合作—"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選擇」，印度洋經濟體研究 4 期

(2014 年)，頁 7-10。 
38 曹筱陽，「美國"印太"海上安全戰略部署及其影響」，現代國際關係 8 期(2014 年)，頁 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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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人是從亞洲太平洋（西太平洋）或是從印尼延伸到非洲東部的印度

洋西岸，甚至也有侷限於兩洋交匯的海域；而從戰略的角度來看，「印太」

概念受到重視，最大的原因在於大陸與印度的崛起；再者從經濟發展的角

度看，印度太平洋是全球貿易不可或缺的海運大動脈，其穩定關係到亞太

經濟發展。39該文中提及日本學界及智庫已對印太地區開始關注，本論文

亦將深入探究日本方面對印太地區及日印戰略發展的相關研究。 

 

    綜合以上，不論是美、印、澳、中等國，對於印太地區的概念皆已建

構出雛形，並對其重要性維持著肯定的態度。從地緣政治角度、從戰略角

度、從經貿角度，即便此概念可能是藉由某國利益刻意構築而成，但基本

上皆認為未來印度洋將與太平洋緊密聯結，印太地區也將是日後相當活躍

的區域。 

 

二、日印雙邊關係 

    進入21世紀後，在東亞情勢因海上島礁領土爭議及北韓屢屢試爆核武

而詭譎難測之際，日本對東南亞及南亞地區國家的發展合作有益發加速之

趨勢。特別是日印兩國在近十年來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於各個層面上展

開互助合作、互利互惠，如戰略安全、經貿投資、民生核電，並進行聯合

軍演、供給軍備，儼然成為海洋同盟，吸引了世人對兩國合作的發展與未

來進行研究探討。 

 

印度學者格庫拉納（Gurpreet S. Khurana）2007年在《戰略分析》（

Strategic Analysis）學術期刊誌發表的〈海上通道安全：印度─日本合作的

                                                   
39 林賢參，「區域安全新概念：「印度太平洋」與「中」印崛起」，清流月刊 2014 年 5 月號，

<http://www.mjib.gov.tw/mojnbi.php?pg=d2%2F10305%2F1-1.htm> (檢索日期：2015 年 5 月 15

日)。 

http://www.mjib.gov.tw/mojnbi.php?pg=d2%2F10305%2F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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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Security of Sea Lines: Prospects for India-Japan Cooperation）一文，

將「印度─太平洋」作為地緣政治的概念，探討此地區海上通道的安全，在

非傳統安全威脅造成海上衝突擴散之下，日印兩國相互利益相輔相成，陸

上交通有限的印度重視其海上貿易的利益與天然資源的獲得，島國日本經

濟命脈關鍵在於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生命線」，再加上印度所在位置的

重要性及亞洲經濟逐步邁向整合，使得兩國更容易加強彼此間的合作。40 

 

    英美學者喬希（Yogesh Joshi）與潘特（Harsh V. Pant）於《印度評論》

（India Review）期刊中共同發表〈印日戰略夥伴關係與亞洲權力轉移〉（

Indo-Japanes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Power Transition in Asia），點出印日

兩國戰略合作中的美中因素，在中國經濟及軍事持續崛起而美國逐漸緊縮

之下，日本與印度正以「避險」（hedge）作為外交政策以因應亞洲權力轉

移的變化，進行國防及經濟合作與多邊外交策略，即使華府的軍事及經濟

影響力逐漸下降，美國仍是印日兩國間共同的重要夥伴，而兩國仍將在印

太平洋地區權力過渡時期視對方為戰略合作夥伴。41 

 

    日本的印度研究專家堀本武功（Takenori Horimoto）於其著作《印度：

邁向第三大國》中，認為日印兩國合作關係密切的主要原因，在於相互間

的需求吻合度高。對日而言，印度既是民主國家、又有出色的經濟成長率

、更是保護能源安全的海上通道重要位置；對印而言，經濟起飛所需要的

投資、貿易、技術日本皆具備，日本更可能是東望政策下，繼東協之後緊

接著目標朝向東亞及太平洋地區的目標。兩國之間，負面歷史背景少，經

濟互補關係高。雖然印度的「戰略自主性」（Strategic Autonomy）外交政策

                                                   
40 Gurpreet S. Khurana, “Security of Sea Lines: Prospects for India–Japan Cooperation,” Strategic 

Analysis 31:1(2007), pp.139-150. 
41 Yogesh Joshi, Harsh V. Pant, “Indo-Japanes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Power Transition in Asia,” 

India Review 14:3(2015), pp.31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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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難以和特定國家建立同盟關係，而僅止於友好合作，但在中國因素短期

內無法消滅之下，日印間緊密的合作關係將可能長期的持續下去。42而「戰

略自主性」這一觀念，在印度眾多官學兩界人士於2012年共同完成建言報

告《不結盟2.0：21世紀印度外交與戰略政策》中，不斷的重複與強調，足

以顯現其對印度對外政策的主導性。 

 

    日本學者菊池努（Tsutomu Kikuchi）、神谷萬丈（Matake Kamiya）、石

田康之（Ishida Yasuyuki）等人，於智庫「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舉辦之「

印太平洋時代的日本外交」研究會議中提出許多建言，包括日本的外交政

策應從狹隘的兩國關係擴大為能夠納入政經安保等領域的「印太平洋區域

外交」。安保層面上，重視太平洋至東非間海上通道的開放與安全，強化南

海與孟加拉灣等戰略要衝沿岸國之間的合作；經濟層面上，盡速完成環太

平洋諸國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及擴大經濟合作。強化與印度的

合作關係，積極協助「印太平洋經濟走廊」（Indo-Pacific Economic Corridor

）構想。43 

 

    中國大陸學者畢世鴻認為，21 世纪後日本開展「價值觀外交」，提出

「自由與繁榮之弧」構想，重視與印度在政治、安全保障、經濟合作等各

領域的「全球戰略夥伴關係」，意圖「拉印制華」。日本以經濟合作促進與

印度的政治和安全保障合作的發展，增強在南亞次大陸和印度洋地區的影

響力，維護了海上通道的安全，使中國的戰略空間受到擠壓，日本在亞洲

的戰略形勢顯著改善。44對於日印合作對中國帶來的負面影響，作者最後

                                                   
42 堀本武功，《インド 第三の大国へ》（東京：岩波書店，2015 年），頁 100-125。 
43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インド太平洋時代の日本外交─スイング・ステーツへの対応」，

<http://www2.jiia.or.jp/pdf/resarch/H25_Indo-Pacific/H25_Japanese_Diplomacy_in_the_Indo-

Pacific_Age.php> (檢索日期：2016 年 6 月 2 日)。 
44 畢世鴻，「21 世紀初日本的對印度戰略及其影響」，南亞研究 3 期（2012 年），頁 46。 

http://www2.jiia.or.jp/pdf/resarch/H25_Indo-Pacific/H25_Japanese_Diplomacy_in_the_Indo-Pacific_Age.php
http://www2.jiia.or.jp/pdf/resarch/H25_Indo-Pacific/H25_Japanese_Diplomacy_in_the_Indo-Pacific_Ag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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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中日印三國需要管控分歧、加強戰略對話，增強互信與合作，進而

形成互信基礎上的協商合作機制，促進以鄰為善的正面關係。 

 

    陳翔則對於日印關係的發展，就現狀與前景提出了分析。政治上，兩

國交流頻繁、關係定位提升；經濟上，兩國在貿易、投資、金融、發展援

助等方面進展快速；安全上，對話機制、軍演合作、聯合援助等交流程度

提高。兩國均有強烈的大國情懷與抱負，因應中國崛起的共同需要，另外

基於本國的經濟發展需求，對方均有自身所欠缺之優勢，最後在美國因素

上更是助長雙方合作的力量。然而，在國家發展戰略與外交風格的差異，

兩國（核災國與核能發展國）內部對核能領域合作的歧異，國際社會中角

色定位及身分（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差別，這些因素都讓日印合

作關係受到限制與阻礙。45 

 

    各國學者對日印關係的觀點，相信與其所屬國家有著密切的關係，而

促成日印合作的各項因素，中國的崛起與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政策有著

不可抹滅的重要關聯。不論在經貿投資、或是安全保障，兩國之間的合作

都是為了加強自身的力量，以因應美國勢力的衰退、以及中國經濟軍事力

量的興起，並藉由「避險」策略進行多邊外交以分散風險，或許更得以牽

制中國的擴張。雖然印度對於美國的態度，基於過去的歷史因素，可能仍

然略帶保留，更意圖維護其「戰略自主」外交政策，與中國維持檯面上的

友好，繼續做一個「不結盟」的搖擺國家。而日印兩國，就經濟互補、戰

略互助，且美國採取亞洲平衡政策以拉攏日本及印度制衡中國之下，美國

成為兩國之間合作的推動力，未來此亞洲兩國合作模式或許將是深入研究

的重要主題。 

                                                   
45 陳翔，「日印關係的發展現狀及前景探析」，國際研究參考 10 期（2015 年），頁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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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途徑 

    研究途徑，意指研究者以何種層次為出發點、著眼點、入手點，對研

究對象的研究進行觀察、歸納、分類、分析。46而研究者以何種面向

（dimension）與模型概念（concept）去進行觀察、分類、歸納、分析研究

對象，作為選擇問題與資料的準則，也就是研究途徑的意義。47
 

 

    地緣政治學發展由來已久，「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一詞源自希臘

語，（ge）或（Gaia）原意是大地之神蓋亞，後指各種類型的人類國家，（polis）

原指古希臘的城邦國家，後泛指人的統治和組織，因此「地緣政治學」一

詞指地球和國家以及兩間之間的關係。48雖然地緣政治學可從各種不同層

面如地理學、政治學、歷史等進行探討，但如以戰略方面來說，一國存在

於世界上，就注定將受到地理環境的限制與影響，包含其對外行為、經濟

活動、國內意識、甚至是戰略思想等等。傳統地緣政治學以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 1861-1947）的陸權論、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

1914）的海權論、杜黑（Giulio Douhet）的空權論為三大重要論點，現代更

增加了如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布里辛斯基的「大棋盤」等學者的觀點。

本文將以地緣政治研究途徑作為研究之著眼點，對研究主題進行探究與分

析。 

 

二、研究方法 

                                                   
46 朱浤源主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臺北：正中，1999 年），頁 182。 
47 易君博，《政治學論文集》（臺北：臺灣省教育會，1980 年），頁 98-99。 
48 派克（Geoffrey Parker）著；劉從德譯，《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和未來》（北京：新華出

版社，2003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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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不但是探索事實及追求真理的工具，也是一種思想方法，研

究方法之所以重要，乃在於它指導研究人員如何去構思、蒐集資料和分析

資料。49郭華倫認為：『凡是科學方法，都可用做研究問題的方法，但不應

機械式地孤立地以一種方法研究所有問題，而應視研究主題及資料之多寡，

採取不同方法加以研究，或以多種方法從不同角度與觀點作細密周詳的研

究，始能得到接近事實的判斷。』50因此，根據研究題目與內容，預計將採

用以下之研究方法來進行論文的分析： 

 

  (一)問題研究法 

    問題研究法是以發現的問題做為研究對象，以解決疑惑、尋找答案。

51本文將針對研究目的及問題意識中所發現的問題，進行追根究柢、劃定

問題範圍、深入探討，以尋求問題的解決方案。 

 

  (二)文獻分析法 

    石之瑜認為，文獻分析之目的有三：『透過文獻了解當時人的想法和動

機』、『了解事件發生的過程、經歷的階段以及每一個階段起作用的是哪些

事件。認識歷史的發展具有偶然性，重視由某一些當時發生的特定事件，

及其所帶動的整個歷史發展的進程』、『了解當時涉入事件過程有哪些人物，

這些人物各式來自什麼背景，持著什麼立場』。52本論文將先行蒐集並整理

與論文內容相關之書籍、期刊、官方文件、學術機構研究報告、報章雜誌、

具審核制之百科全書等文獻資料，並將搜集來的資料進行整理、分析與解

讀。 

                                                   
49 吳安家，《中共史學新探》（臺北：幼獅文化，1983 年），頁 401。 
50 郭華倫，《中共問題論集》（臺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6 年），頁 135-136。 
51 黃文德主編，《研究方法與寫作參考指南》（新竹：玄奘大學，2008 年），頁 16。 
52 石之瑜，《社會科學方法新論》（臺北：五南圖書，2003 年），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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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論文以「日本與印度之「印太」戰略合作」為題，論述主軸將放在

日本與印度兩國作為新興區域「印太地區」兩大國之戰略合作，並解釋「印

太地區」概念之形成原因及其重要性。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為研究動機及目的，說明為何撰寫本論文的動機、

起因、問題意識、解決目的；第二節為文獻回顧與探討，將與論文主題相

關之先行研究進行統整、歸納，並簡易摘要以得出前人所做研究的結果；

第三節為研究方法與途徑，本論文將以地緣政治研究途徑作為手段，將研

究對象進行觀察、分析、比較，並以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之問題研究法、

文獻分析法、比較研究法為中心，將龐大浩瀚如海的文獻資料進行蒐集、

處理、歸納；第四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除了描述章節架構與研究範圍之

外，更將明確指出本論文受限於篇幅及資料來源而有所限制之處。 

 

    第二章將從地緣政治學角度審視「印太地區」的戰略概念，第一節擬

談論早期地理學觀點如何演變為地緣政治學理論，並將現今地緣政治學理

論內容進行描述；第二節著眼於地緣戰略「亞太地區」及逐漸發展形成的

「印太地區」；第三節將探討「印太地區」概念興起的主要原因之一，亦即

該區域新興國家的崛起。 

 

    第三章主要為探討印太概念下日印戰略合作關係的背景及成因，包含

了促使日印啟動戰略合作的主要行為國家─中國、日本、印度、美國。說明

中國的崛起與對外發展戰略，加上美國戰略的轉移，再者東亞老牌民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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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日本歷經多年經濟衰退力圖振作以重取國際話語權，印度以其遼闊國土、

充足人口、廣大市場、戰略地位優越等因素而開始崛起，造成亞洲原本往

來不甚密切且距離遙遠的兩大國家自 2000 年起即逐漸進行密切的往來合

作。這主要是因為日印兩國皆遭到中國崛起的政經安全的挑戰，因而出現

交集的國家利益。 

 

    第四章將統整日本與印度兩國各種層面的戰略合作，並詳述其內容、

發展以及影響，包含軍事防衛及海上安全或反恐等方面，另外亦將探討經

貿投資的戰略合作，日本對印度的政府開發援助（ODA）計畫內容，以及 

科技能源方面的相互合作，特別是近來受到矚目的核能及高鐵技術。在兩

國的國防、經貿及科技等戰略合作下，日印兩國藉由互助互利的方式取得

雙贏。 

 

    最終章為本論文總結，將對第二章至第四章所論述的主題、概念、成

因、過程、結果、變化，進行整體性的歸納及分析，希冀藉由探討日印戰

略合作的相關研究，能夠對於亞洲地區的國際情勢、開發中國家（印度）

與已開發國家（日本）的對外發展策略，以及日印合作中亦隱藏了何種變

數或歧異之處，能有更多的理解與展望。 

 

二、研究限制 

    本論文著重於印太地區內日本與印度之戰略合作，然而足以構成影響

的行為者中，尚有中國、美國、東協及澳洲等重要權力主體，當然甚至如

巴基斯坦、中亞諸國等其他國家，或多或少亦對於整體局勢帶來些許的影

響性或變數。雖說牽一髮則動全身，如要完整探討此區域內之國際關係，

上述諸國的行為必須納入討論，但為避免內文過於龐大、繁雜，本論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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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於日印兩國相互間之合作關係，其餘國家的探討將限制於與日印兩國

間合作互動的行程或發展有直接影響關係之資料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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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從地緣政治看印太戰略概念 

第一節 從地理學（Geography）到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 

 

    地緣政治學作為地理學與政治學的交叉學科，以地理角度研究政治議

題，早在希臘羅馬時代，就已有學者探討地理環境對人類歷史發展演進的

影響。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 B.C. - 322 B.C.）於其著作《政治學》第

七卷中研究城邦國家時，提出例如人口及領土比例與品質的問題、首都的

必要性、陸海軍隊的組成以及疆土防衛等，都受到物質所在的地理環境所

影響，特別是氣候因素。53甚至直到 18 世紀的法國學者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98-1755）於其《論法的精神》一書中，

有不少章節特別強調地理、氣候與環境因素成為決定政治文化與行為的方

式，54也是深受亞里斯多德對於國家規模及地理氣候影響了政體及統治問

題的觀念。 

 

    近代地理學的發展，應始於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由德國地理學家李特

爾（Carl Ritter, 1779-1859）及亞歷山大‧洪堡（Friedrich Wilhelm Heinrich 

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等人的貢獻。洪堡將自然視為一個有

機生命體，強調自然與人類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和連結；李特爾關注人類

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其《地學通論》一書探討自然與人文現象，以自然來

解釋人文，認為自然將影響人類歷史的發展，因其思想啟發了人文角度在

地理學中的要素，故被認為是人文地理學之父。 

                                                   
53 黃玉洤，《中國大陸的邊疆與安全：從陸權邁向海權的戰略選擇》（臺北：秀威資訊，2014

年），頁 28-29。 
54 詳情可參閱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第 3 卷第 14 章至第 19 章，本卷主要即探討地理與氣候

對人類的諸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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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地理學者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率先從一個國家的

地理位置出發並研究其政治，認為地理環境在諸多面向上控制人類，決定

國家和人類社會的發展。55國家和自然界的事物同樣視為是一個有機體，

是一個固定在土地上的有機體，對其行為最好的解釋是將之視為有機整體

的行為，國家為了發展，就必須確保充足和合適的生存空間，這是國家權

力的基本組成部分，國家擁有的這種權力越多，就越有可能攫取統治地位。

56
有關國家生存及擴張的法則，其認為國家的空間隨著人口的膨脹而生長，

人口增長是國家擴張領土的主要因素，其他如商業和交通發展等亦如是；

國家於擴長領土過程中，往往尋求最富有政治價值的土地，而一國領土擴

張的動力常常來自其他更發達的國家。57 

 

    瑞典學者克哲倫（Rudolf Kjellen, 1864-1922）被稱為近代地緣政治學

之父，他首創地緣政治一詞，並進一步發展了拉采爾所提出的「國家有機

體」及「生存空間」理論，認為『國家的生命是依存在土地上，國家既是

一個有機體，領土就是它的身體，政治中樞是它的心臟，河川、道路、鐵

路是它的血管，出產期所需的原料與食料的地區，是它的四肢』，58其結合

了自然環境和國家政治兩者間的關聯，將國家比擬為具有生命般的有機體，

由各種有機組織所建構而成，具有生長、演變、鬥爭和衰亡的演變過程，

其生存和運行仰賴所在環境，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間。克哲倫於國家有機體

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五種國家行為分析體系，包括地緣政治、人口政治、

經濟政治、社會政治與政府政治，其中地緣政治為「在某一特定空間範圍

                                                   
55 曹金凱、陳出雲，地理的力量：地緣政治學，地圖 1 期（2008 年），頁 38。 
56 孫相東，「地緣政治學論析」，理論學刊 10 期（2005 年），頁 29-30。 
57 劉雪蓮，《地緣政治學》（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76。 
58 沈默，《現代地緣政治理論與實施》（臺北：三民書局，1987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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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作為一個地理有機體或一種地理現象的國家研究」。
59

 

 

    二戰時的德國學者豪斯霍佛（Karl Haushofer,1869-1946）綜合了拉采

爾政治地理學的體系架構及克哲倫地緣政治學的基礎，進一步提出生存空

間論。豪斯霍佛的生存空間論明顯受到拉采爾的影響，認為國家應被視為

一有機體，地緣政治即為研究有機體國家生活空間的學問，一個國家的生

存發展必須擁有足以供養其人口的土地面積和自然資源，爭取生存空間是

國家發展的基本需求，因此一個國家可以將自身發現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

源宣佈為其合法的生存空間，任何有能力取得生存空間的國家，可以擴展

自己的生存空間。60豪斯霍佛的生存空間理論帶有達爾文「物競天擇」的色

彩，等於認可了國家為爭取生存空間的一切權力發展，其學說或許亦因此

影響了希特勒，作為自身擴張版圖的戰略思想。 

 

    地緣政治學中關於海權與陸權的爭議其來有自，地緣政治理論原本即

源自於地理學的概念，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指出，「地理學著重描

述和解釋地球表面的地區差異」，61也就是根據空間上的差異性，將地球空

間本質上的兩大差異─大陸及海洋，進行區分及探討。因此，地緣政治學

的發展及討論，也勢必受到兩者的影響，從不同的角度檢視、描述、解釋

及預測國際關係的互動與發展。以下將分別針對海權論及陸權論的代表學

者，馬漢及麥金德的理論與特點進行描述。 

 

    被地緣政治學者視為「海權論」代表的軍事學家馬漢，其最為知名的

海權相關著作大致上有 1890 年《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The 

                                                   
59 劉雪蓮，地緣政治學，頁 77。 
60 劉雪蓮，地緣政治學，頁 81-82。 
61 大衛‧哈維，《地理學中的解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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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1892年《海權對法國革

命及帝國的影響 1793-1812》（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 1793-1812）、1897 年《美國的海權利益：現在與未

來》（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Present and Future）、1905年《海

權與 1812年戰爭的關係》（Sea Power in Its Relation to the War of 1812）、

1911年《海軍戰略，與陸戰原則及實踐的對比》（Naval Strategy,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ilitary Operation on Land）

等書。
62
馬漢認識到維持海上權力的重要價值，海上活動比陸上更為便利，

而且大陸塊都被海洋所包圍，具備進入海洋之便的國家比內陸國家有更多

機會獲得大國地緣潛力。63爭霸世界的關鍵即在於奪取制海權，並將這種能

力與國家的繁榮和歷史發展最有效地聯繫在一起。64 

 

    馬漢並認為，要成為一個能充分伸張海權的國家，必須具備六項構成

要素：(一)地理位置：海洋國家優於內陸國家，海島及群島國家更勝於靠

海的大陸國家，因為海洋是天然屏障；(二)自然結構：即使具備海岸線，

仍須擁有良好港口地形；(三)領土範圍：領土重點不在於大，而是其比例

與人口及資源相符；(四)人口數量：人口多寡非重點，而是有多少比例的

人口從事航海工作與發展海軍建設；(五)民族特性：重視人民發展海上貿

易的意願及生產能力，發展海權的最根本民族性就是喜愛貿易；(六)政府

政策：政府應相關政策以支持人民往海上發展並建立海軍力量。65  

 

                                                   
62 馬漢之詳細著作（包含書籍及期刊雜誌），可參閱：羅伯特‧西格，《馬漢》（河北：解放軍

出版社，1989 年），頁 594-629。 
63 詹姆斯‧多爾蒂（James E. Dougherty）、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Robert L. Pfaltzgraff 

Jr.），《爭論中的國際關係理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 年），頁 69。 
64 劉從德，《地緣政治學—歷史、方法與世界格局》（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

頁 57。 
65 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海權論》（西安：陝西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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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漢於其著作中，透過英國在拿破崙戰爭中獲得海上霸權，來證明如

欲發展海權則必須以強大的海軍控制海洋，方能掌握制海權。馬漢認為，

海權的發展以攻擊為主要任務，陸權則以防禦為主；要發揮海權力量，與

外敵抗衡，就必須有強大的海軍與優良的海外基地及海港；另外，海峽、

半島、島嶼等地貌更是海權得以延伸並掌控陸權的良好天然地形。如要國

家繁榮強盛，特別是以貿易立國的國家，掌控與自身國家利益與貿易有關

的主要航線之制海權是必要主因。 

 

    馬漢以歐美各國為例藉以探討上述六項要素，對英國的海權能力評價

頗高，卻對自身國家─美國─的地緣政治能力給予較低評價，因美國當時

不具備海上貿易大港、雖有漫長海岸線但缺乏軍事防禦力、沒有發展海權

的政府部門且海軍力量也不足，因此國民缺乏發展海權的民族習性與戰略。

馬漢的海權論反映了當時歐美列強爭奪海外殖民地的趨勢，激起歐洲各國

海軍在 19世紀 90年代的強烈復甦，並對歐洲各國掀起的海軍軍備競賽造

成影響。66海權論不僅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甚至直到今日，海權思想仍影

響許多國家和政府的行為與策略，對世界各國的發展及世界格局的演變產

生相當重要的影響。 

 

    英國地緣政治學者麥金德於 1904 年和 1918 年分別發表了《歷史的地

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及《民主的理想與現實》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等著作，並提出「心臟地帶」及「世界島」

等理論。麥金德將歐、亞、非三大洲稱為「世界島」，並將世界劃分為幾個

部分：67 

                                                   
66 鄧碧波、孫愛平，「馬漢海權論的形成及其影響」，軍事歷史 6 期（2008 年），頁 45。 
67 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年），頁 44-63；

蔡憲昌，「從地緣戰略與國際局勢析論臺灣的戰略價值」，三民主義學報 9 期（1985 年），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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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臟地帶：東迄大興安嶺以西，西至伏爾加河，南迄喜瑪拉雅山，

北至北極海，為「世界島」中心的樞紐地帶，大致上包括中國西部、

蒙古、中亞以及除東西伯利亞以外的亞洲及俄國版圖。此地帶有廣

闊草原，沒有通海的水路，卻適合陸地交通。 

(2) 內新月地帶：分布於世界島中央外圍，位於心臟地帶與海洋之間，

因此海權力量可深入影響，大約包括德國、法國、奧地利、巴爾幹

半島、印度、中南半島及中國等地區。 

(3) 外新月地帶：位於世界島以外的地區，與世界島以海洋區隔分離，

包括英國、南非、澳洲、美國、加拿大及日本等國家。 

 

 

圖 2- 1：麥金德「樞紐地區」與「新月地區」示意圖68
 

 

    麥金德從歷史角度來看，西元 5 至 16 世紀之間，匈奴、蒙古等遊牧民

族從中亞威脅著半月形邊緣地區如歐洲、中東、南亞、中國、東南亞等地。

但自 15 世紀末開始，歐洲的航海者開始用海權包圍中亞陸地強權，從此逆

                                                   
68 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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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了歐亞的強弱關係。其認為，掌握樞紐區域的國家將會不斷強盛，隨後

就能擴張到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進一步動員豐富的大陸資源來建造艦隊，

最終成為海上與陸上的強權。69麥金德所理解的世界，係以整體的封閉體

系來思考，在交通技術與運輸工具的變革影響之下，由於「世界島」擁有

龐大的人口、豐富的資源等優勢，故而以「島」的概念來觀察，「世界島」

也可以進行海洋的運用與支配，故若世界島上出現不受挑戰的大陸強權，

其他海島的強權（亦即海權國家）就將會衰敗。歷史上，資源的掌握與帝

國成長之間必定會引發戰爭，欲阻止衝突，則必須理解地理因素，並由地

理的現實之中探詢衝突的原因，而其中的脈絡則在歷史之中，故地理學的

事實可以由地理特徵對歷史事件造成的影響來評估。然而儘管世界是個整

體，但依然存在某些重要的界線，「心臟地帶」的特殊戰略價值，在於其世

界政治樞紐的地位，其地緣政治的意義在於「支配東歐者，控制心臟地帶；

支配心臟地帶者，控制世界島；支配世界島者，控制全世界」。70 

 

    然而，20 世紀中期的美國學者史派克曼（Nicholas J. Spykman, 1893-

1943）卻否定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理論，認為心臟地帶氣候惡劣，不適

農業生產，周圍邊疆地理交通上的障礙亦減低心臟地區的重要性；其提出

「邊緣地帶」理論（Rimland）學說，分布區域近似於麥金德的「內新月地

帶」，認為環繞在歐洲、南亞、東南亞，延伸而至東亞的沿海地區，是陸權

與海權之間的緩衝地帶，於戰略上更具重要性。史派克曼甚至使用了與麥

金德極為類似的口吻『如果說舊世界的強權政治需要一個口號的話，就必

須是：誰支配著邊緣地帶，誰就控制歐亞大陸；誰支配著歐亞大陸，誰就

掌握世界的命運。』71 

                                                   
69 員璇，「麥金德的地緣政治學」，世界博覽 24 期（2009 年），頁 81。 
70 何耀光，「從地緣理論看亞太戰略思想建構的歷史觀」，海軍學術双月刊 44 卷 2 期（2010

年），頁 14。 
71 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 年），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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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麥金德的學說受到不少的批評，例如對於「心臟地帶」重要性的

質疑，世界島地圖的繪製缺點（麥氏使用麥卡托投影法(Mercator projection)

繪製地圖，兩極的土地面積較赤道放大不少），及學說理論上的缺陷等，但

麥氏的陸權說還是受到了極高的重視。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者李義虎即對

麥氏陸權理論作了以下幾點評價：（一）強調地緣政治是地理與政治的高度

結合，是第一位具有全球眼光的地緣政治學家；（二）強調陸權的重要性，

使後人在地緣政治上高度重視歐亞大陸及相關國際政治問題；（三）麥氏將

陸權及海權間的較量對抗視為貫穿歷史的基本主題，並將此觀點提升到世

界史的地理觀高度；（四）堅持海陸力量的地緣政治格局二分論；（五）注

重科學技術對地理的戰略含義，例如蒸汽機及鐵路等。72地緣政治的陸權

論學者雖不乏多位學者研究探討，但是麥金德卻是其中集大成且貢獻甚鉅

的一位，其強調大陸地理因素對於國際關係結構的影響力，著眼於鐵路及

公路的現代化及機動性，突顯陸上交通的優勢與陸權論的價值。 

 

    如以地緣政治學說觀點來看，印度坐落於南亞次大陸（subcontinent），

北面受到高山天然屏障，包括西北邊的興都庫什山脈、北邊的喀喇崑崙山

脈與喜馬拉雅山脈等地形、東北邊的那加山脈與若開山脈等地形，其餘三

面皆臨海，原於歷史進程上較難對外發展武力，使得南亞地區的地緣政治

影響力難以向外擴張，而形成一個較為獨立的地緣政治區。印度地處南亞

次大陸中心，四周國家不論國力、人口、國土面積、資源、武力等方面，

都無法與之抗衡，容易吸引小國與之合作，但也容易引來爭議與糾紛。再

者，南亞及東南亞區域長久以來受到地緣戰略學家的重視，不論是史派克

曼重視的「邊緣地帶」戰略區域、麥金德陸權論所謂的「內新月地帶」，或

                                                   
72 李義虎，《地緣政治學：二分論及其超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7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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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馬漢提出的「誰控制了印度洋，誰就統治了亞洲。印度洋是通向世界七

大海域的鑰匙；21 世紀世界的命運將在印度洋上見分曉」，73都證明了印度

所在位置的重要性。 

 

    印度地緣政治思想萌芽於西元前 4 世紀末期，孔雀王朝（Mauryan 

Empire）開國宰相考底利耶（Kautilya）便曾在其著作中，將包括印度在內

的世界視為一系列以印度為核心的同心圓，亦即「曼荼羅」（Mandala）體

系思想。其認為，與印度接壤的「直接鄰國」最有可能成為印度的敵人，

而位於「直接鄰國」外圈的國家則有可能成為己方的友國。74但地緣政治真

正肇始則起於 20 世紀上半葉，並發展於印度獨立後至今。印度地緣政治思

想的核心是印度中心論，南亞大陸是印度走向世界大國的第一步，印度視

南亞大陸為其勢力範圍而神聖不可侵犯。於範圍內維持地區秩序是印度的

責任和義務，無法接受周邊小國挑戰印度的霸主地位。冷戰後，印度開始

調整對南亞鄰國的政策，改善鄰國間的關係，以鞏固印度於南亞地區的領

導地位。75 

 

  對印度而言，印度洋為其國家安全與發展的重要關鍵，不僅因為印度

坐落於印度洋區域的中心位置，印度東、西、南面的廣大海岸線與此區息

息相關，保護印度洋區域亦得守衛其海岸安全，促進商貿發展，進而穩定

政治結構，而印度洋也是印度對外發展的門戶通道，水域航行以及與周邊

國家往來利益的安全更是印度極為重視之處。對大部分的印度人而言，印

度的安全範圍應從東邊的馬六甲海峽延伸至西邊的霍爾木茲海峽，並從非

                                                   
73 李春益，「印度海軍戰略發展對亞太安全的影響」，國防大學八十六週年校慶基礎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桃園：國防大學，2011 年），頁 25。 
74 葛漢文，「印度的地緣政治思想」，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 5 期（2013 年），頁 20。 
75 熊琛然、武友德、趙俊巍、范毓婷，「印度領銜下的南亞地緣政治特點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世界地理研究 25 卷 6 期（2016 年），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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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東岸再延伸至澳洲西岸。76且因亞洲現今的國際關係情勢產生變化之際，

印度於印度洋的地緣政治優勢至關重要，印度洋的地理位置亦為印度提供

了與重要海域間的連結，如馬六甲海峽，安達曼海，孟加拉灣、阿拉伯海

及更遠的延伸海域如紅海與地中海等，印度對印度洋的執著與重視程度就

如同中國對南海一般，中印兩國作為競爭對手亦將力量集中在這個海域。

77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印度洋作作為印度的門戶與權力行使場域，無論

是印度洋及印度所在位置的重要性，或者基於國家發展與安全保護的必要

性，印度於印度洋的霸權維護與影響力提升自不待言。 

 

    日本位於東北亞，東臨廣闊的太平洋，西邊則有中、韓、俄等國，往

南則延續東亞島弧線的臺灣以及菲律賓等東南亞諸國，地處亞洲地緣板塊

邊緣，且由於國土狹小、資源不足、自然災害頻仍，人民的憂患意識及對

外發展觀念較高。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地緣政治學傳至日本，統治階級吸

收「生存空間論」概念，並作為對外政策的依據，當時的地緣政治學者如

阿部市五郎、井口一郎等人即認為必須從外部獲取空間與資源，以改變領

土狹小、資源不足與日本民族生存需求之間的矛盾，空間擴張能創造有利

的生存條件，增強國家生存能力。78若以地緣政治觀點來說，日本為受到海

洋包圍的島嶼國家，亦有地形良好的港灣，原即具備發展優秀海權國家的

天然因素，距離亞洲大陸亦不至於太過遙遠；藉由科技發展的進步，縮短

了國與國之間的距離，與日本之間隔著廣大太平洋的美國亦是如此，於冷

戰期間締結美日安保條約以維護美國自身在亞洲的政治影響力。日本與印

度相隔近六千公里之遙，兩國原本身處不同的地緣政治區域，也因為國際

                                                   
76 Don Berlin, “The rise of India and the Indian Ocean,” Journal of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7:1(2011), p. 3. 
77 Rohan Choudhary, “The US, China, and power politics in the Indian Ocean,” The Telegraph, 

<https://www.telegraphindia.com/opinion/the-us-china-and-power-politics-in-the-indian-

ocean/cid/1695895> (accessed 15 January 2020). 
78 陸俊元，「從地緣政治看日本的安全戰略」，日本學刊 3 期（1995 年），頁 16-17。 

https://www.telegraphindia.com/opinion/the-us-china-and-power-politics-in-the-indian-ocean/cid/1695895
https://www.telegraphindia.com/opinion/the-us-china-and-power-politics-in-the-indian-ocean/cid/1695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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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版圖的轉變及勢力消長之下，讓日印兩大海權國家開始相互影響、邁

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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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從「亞太」（Asia-Pacific）到「印太」（Indo-Pacific） 

 

    「亞太」（Asia-Pacific）一詞於現今已經是人人耳熟能詳的詞彙，不僅

僅是學術資料中可見得，一般報章雜誌或電視媒體早已頻繁使用，甚至是

平常生活上的對話。然而「亞太」一詞究竟從何而來、何時誕生，目前似

乎並無明確的定論，若查詢學術期刊，可知大約於 1980 年代開始被人所使

用，或許也與 1989 年成立的「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PEC）有所關

聯。 

 

    牛津詞典（Oxford Dictionary）對「Asia-Pacific」一詞的定義為『由整

個亞洲以及太平洋沿岸國家所組成的商業區域』（A business region 

consisting of the whole of Asia as well as the countries of the Pacific Rim）；79

而麥克米倫英語辭典（Macmillan English Dictionary）則定義為『一個包含

東亞及東南亞與太平洋沿岸國家的區域』（A region that includes some of the 

countr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Rim）。80兩者定義雖大致

上相同，但可發現「亞太」一詞不一定包含南亞或部分地區，而其性質是

否係屬商業貿易或國家間往來而成、抑或可視為一個地理專有名詞，或許

眾說紛紜。 

 

    隨著經濟重心的轉移，亞太地區的經濟成長與政經發展於數十年來受

到世人的關注。從 19 世紀開始，世界經濟的重心即已從歐洲轉移到北美，

再逐漸轉移到亞太地區。曾任聯合國安理會主席的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曾於 1997 年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上指出，

                                                   
79 Oxford Dictionaries. “Asia-Pacific - definition of Asia-Pacific in English,”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asia-pacific> (accessed 10 March 2017). 
80 Macmillan Dictionary, “Asia-Pacific (noun) definition and synonyms,” 

<http://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british/asia-pacific> (accessed 10 March 2017).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asia-pacific
http://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british/asia-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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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1 世紀，亞太地區將會是歷史上的關鍵區域』。81 

 

    自 1960 至 1970 年代末期，相較於歐美各國平均 2 %至 3 %的經濟成

長，當時的東亞被認為是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地區之一；日本與帶領的東亞

新興工業化國家─香港、臺灣、韓國及新加坡，所謂的「亞洲四小龍」，即

因經濟成長快速而被譽為「東亞經濟奇蹟」，與此同時，美國隊大西洋的貿

易已遠遠被跨太平洋貿易所超越，亞太地區已取代大西洋地區成為美國最

重要的經濟夥伴與貿易市場。82特別是中國於改革開放後，經濟實力開始

大幅度增長，2010 年後即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目前也是外匯存底最高

的國家。再者，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統計數據，

全世界前十大經濟體與外匯存底前十大國家中，亞太地區即分別佔有五國

及七國之高。83曾任美國國防部長的卡特（Ashton Baldwin Carter）亦表示：

『亞太地區逐漸成為世界經濟、政治和軍事的重心，特別是人口變化讓人

驚訝，全球已有超過一半的人類生活在該區域，儘管近期預測其增長將減

緩，但亞太地區仍然是全球經濟的主要推動力』。84 

 

    以上可見，自 1980 年代至今日，「亞太」一詞持續受到世人的使用，

此地區的重要性亦並未出現衰減的趨勢。然而，何以近年來開始出現「印

太」（Indo-Pacific）一詞？ 

 

    「印太」作為探討生物地理學（biogeography）的區域概念早已存在，

涵蓋的地域相當廣泛，包含印度洋、中西部太平洋，以及連接上述兩洋的

                                                   
81 Kishore Mahbubani, “An Asia-Pacific Consensus,” Foreign Affairs 76:5(1997), p. 149. 
82 顧長永、戴萬平、翁俊桔、蕭文軒，《亞太經貿市場：區域整合架構下的機遇與挑戰》（臺

北：前程文化，2015 年），頁 19。 
8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ATA AND STATISTICS,” <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htm> 

(accessed 11 March 2017). 
84 Ash Carter, “The Rebalance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95:6(2016), pp. 66-67. 

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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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海域，但不含其溫帶與兩極海域，此名稱經常使用於魚類學

（Ichthyology）、海洋生物學（Marine biology）與相關學科。雖然近十年來

「印太」一詞才正方興未艾，然而，其實早在 1924 年，德國學者豪斯霍弗

（Karl Ernst Haushofer, 1869-1946）在其著作《太平洋的地緣政治學》

（Geopolitik des pazifischen Ozeans）中，創造了「indopazifischen raum」

（indo-pacific space，印太空間）一詞，並闡述中印兩大文明帝國於眾多離

岸島弧的防護罩後發展其文化與人文。851964 及 1965 年，澳洲國立大學曾

分別舉辦兩場研討會，探討亞洲地區與印太地區的核擴散風險及聯邦政府

對此地區的安全責任議題。86而 70 年代，英國及澳洲的國防文件中亦曾出

現其蹤跡。87因此，在整個 20 世紀，「印太」一詞只有在少數地方被提及

且使用於地緣政治概念上，但其重要性卻已開始逐漸萌芽。 

 

    直到 21 世紀後，「印太」作為一個地緣概念開始受到廣泛使用。自 2010 

年以來，澳洲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的梅德卡夫（Rory Medcalf）、衛斯理（Michael Wesley），美國企業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奧斯林（Michael Auslin）、傳統基金會

（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洛曼（Walter Lohman），印度的薩蘭（Shyam 

Saran）、莫漢（C. Raja Mohan）等學者頻繁在文章、研究報告、專著等處

使用此概念。882011 年，上述的傳統基金會、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及印度

觀察家研究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等美澳印三國重要智庫，

更聯合發表研究報告《目標共享、利益融合：印太地區美澳印三國合作計

                                                   
85 Rajiv K. Bhatia and Vijay Sakhuja eds, Indo Pacific Region: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Prospects 

(Delhi: Vij Books India Pvt Ltd, 2014), p.6. 
86 Rory Medcalf, ”Pivoting the Map: Australia’s Indo-Pacific System,” Lowy Institute, 

<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pivoting-map-australias-indo-pacific-system> (accessed 11 

March 2017). 
87 Rory Medcalf, “The Indo-Pacific: What's in a Name?,” The American Interest, <https://www.the-

american-interest.com/2013/10/10/the-indo-pacific-whats-in-a-name/> (accessed 12 March 2017). 
88 趙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對中国的含義」，頁 14-22。 

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pivoting-map-australias-indo-pacific-system
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3/10/10/the-indo-pacific-whats-in-a-name/
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3/10/10/the-indo-pacific-whats-in-a-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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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Shared Goals, Converging Interests: A Plan for U.S.-Australia-India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認為美澳印三國在印太地區面臨相同的挑

戰和機會，而這些挑戰和機會是由其共享的價值觀和利益而定，包括海上

安全、反恐、防止擴散（nonproliferation）和災害救濟，其建議開展正式的

三邊對話，促使三國相互理解並採取行動，有效應對當前與未來的挑戰，

亦有利於政經穩定安全且貿易自由開放。89 

 

    除了學者之外，更有多位各國政界重要人士亦使用之。2010 年 10 月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於夏威夷以「亞太地區的美國參與」為題進行演說，

提到美國將改變其在太平洋及東南亞地區的存在感，包括加強駐新加坡海

軍力量、與菲律賓及泰國合作加強反恐及救災的能力、增加與紐西蘭之間

的軍事合作、持續和澳洲之間的防衛關係以因應複雜的海洋環境。另外，

基於「印太盆地」（Indo-Pacific basin）對全球貿易和商業的重要性，美國

更將擴大與印度海軍在太平洋的合作。90 2011 年希拉蕊於《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雜誌中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認為亞洲將決

定全球政治經濟的未來，而美國亦將全面投入資源，重建在亞洲領導地位。

其中更提及，美國將擴大與澳洲之間的聯盟，從太平洋夥伴關係擴大為印

太地區（from a Pacific partnership to an Indo-Pacific one），乃至於全球夥伴

關係（global partnership）。912012 年 11 月一場在澳洲西澳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的演講中，希拉蕊認同印度在印太地區的重要性，呼

籲新德里政府應在該地區的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支持其東望政策，並

                                                   
89 Lisa Curtis, Walter Lohman, Lydia Powell, et al., “Shared Goals, Converging Interests: A Plan for 

U.S.-Australia-India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http://www.heritage.org/asia/report/shared-goals-converging-interests-plan-us-australia-india-

cooperation-the-indo-pacific> (accessed 8 April 2017). 
90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U.S. Mission to ASEAN, 

<https://asean.usmission.gov/americas-engagement-in-the-asia-pacific-region/> (accessed 9 April 

2017). 
91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accessed 9 April 2017). 

http://www.heritage.org/asia/report/shared-goals-converging-interests-plan-us-australia-india-cooperation-the-indo-pacific
http://www.heritage.org/asia/report/shared-goals-converging-interests-plan-us-australia-india-cooperation-the-indo-pacific
https://asean.usmission.gov/americas-engagement-in-the-asia-pacific-region/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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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澳洲加強與印度的軍事合作。92而她更於訪印時多次表示印度不應僅

只東望，更應積極東進（not just look east, but engage east and act east）。93澳

洲在 2017 年 11 月《外交政策白皮書》中首次定義「印太」係跨越印度洋

至太平洋並連結東南亞的區域，包含印度、東北亞及美國，報告中亦表示

澳洲政府將致力與美日印進行三邊安全對話，強化澳洲在印太地區建構合

作伙伴，顯見澳洲對「印太戰略」的重視。 

 

    2017 年 10 月美國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於華府智庫「戰略與

國際研究中心」（CSIS）演講，表示美國和印度應該要進一步擴大戰略關係，

川普政府希望「大大深化」與印度的合作，並承諾兩國將進入「戰略夥伴

關係」的新世紀，以呼應其 10 月下旬赴印進行訪問；另外，提勒森指出印

度和日本都是印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民主國家、也是美國的盟友，因此美國

將持續探索並加強印-日-美三邊關係（India-Japan-U.S. relationship），並建

立一個維持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安全架構（create the security architecture 

which keeps thi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region）。提勒森至少提了印太地

區十餘次。94順帶一提，這場演講他也強硬地指責了中國不僅付出的國際

責任過少，還破壞了國際秩序，像是南海及中印邊境的洞朗地區。美國新

任總統川普（Donald John Trump）於 2017 年 11 月赴亞洲各國進行訪問，

並前往越南峴港參加 APEC 峰會，亦不時提到印太地區一詞，甚至說明其

願意與印太地區任何國家在互重互惠的基礎上簽署雙邊協定。11 月 12 日

美印日澳四國舉行四方會談，與會四國同意建立自由、開放、繁榮與包容

                                                   
92 India Today, “Hillary Clinton lauds India's role in Indo-Pacific region, urges for increased 

participation,”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hillary-clinton-lauds-indias-role-indo-pacific-region-

talks-china-breifly-in-australia/1/229136.html> (accessed 9 April 2017) 
93 Dhruva Jaishankar, “Why Hillary is a safe bet for India,” The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6/08/08/why-hillary-is-a-safe-bet-for-

india/#cancel> (accessed 9 April 2017). 
94 John J. Hamre, “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for the Next Century: An Address by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defining-our-relationship-india-next-century-address-us-secretary-state-

rex-tillerson> (accessed 5 January 2018).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hillary-clinton-lauds-indias-role-indo-pacific-region-talks-china-breifly-in-australia/1/229136.html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hillary-clinton-lauds-indias-role-indo-pacific-region-talks-china-breifly-in-australia/1/229136.html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6/08/08/why-hillary-is-a-safe-bet-for-india/%23cancel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6/08/08/why-hillary-is-a-safe-bet-for-india/%23cancel
https://www.csis.org/analysis/defining-our-relationship-india-next-century-address-us-secretary-state-rex-tillerson
https://www.csis.org/analysis/defining-our-relationship-india-next-century-address-us-secretary-state-rex-till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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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太區域，也討論區域共同面對恐怖主義的衝擊與挑戰，及強化區域連

結等議題。會後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與美國總統川普在菲律賓

舉辦的東協峰會會後會面，更談及加強印太地區的合作。 

 

    身為美國長久以來的盟友，日本面對崛起中的中國，對於印太概念的

討論及關注不少。日本防衛大學教授神谷萬丈（Matake Kamiya）指出，日

本國內的戰略研究社群開始注意「印度太平洋」概念的契機，乃源自於日

本保安廳巡視艦於 2010 年 9 月在釣魚臺海域逮捕中國大陸籍船長、導致

中國對日本採取經濟與外交制裁事件。其認為該事件是戰後日本首度體驗

到本國領海與領土遭受外敵侵犯的可能性，對日本民眾造成很大的衝擊；

如何牽制中國強力的自我主張，即成為日本外交之重要課題，強化與美國、

印度的合作亦成為政策選項。95早在 2007 年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

赴印訪問時，即在印度國會講演場合提到：『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充滿了自

由和繁榮的動態連結，一個打破地域疆界、更廣泛的新亞洲有了明顯的雛

型』96，強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結合，致力確保歐亞大陸外緣能有個『自由

與繁榮之弧』成形。 

 

  「印太」概念的形成，從發展的歷程上來看，除了應是由澳洲率先提

出，日本、美國等國家相繼呼應，並將此概念運用於國家戰略之中。而印

太概念誕生的起因，應為「經濟」和「戰略」兩大因素的結合。西太平洋

地區與印度洋地區持續增長的經濟發展，印度洋已取代大西洋成為全球最

繁忙且最具戰略意義的貿易地區，包括全球石油運輸的三分之二和全球貨

                                                   
95 林賢參，「區域安全新概念：「印度太平洋」與「中」印崛起」，清流月刊 103 年 5 月號，

<http://www.mjib.gov.tw/mojnbi.php?pg=d2%2F10305%2F1-1.htm> (檢索日期：2017 年 4 月 10

日)。 
96 Purnendra Jain & Takenori Horimoto, “Japan and the Indo-Pacific”, in Priya Chacko ed., New 

Regional Geopolitics in the Indo-Pacific: Drivers, Dynamic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32. 

http://www.mjib.gov.tw/mojnbi.php?pg=d2%2F10305%2F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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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運輸的三分之一。97以石油來說，東亞國家經濟依賴於中東和非洲的石

油進口，運輸方式即是經由印度洋而來，這樣的依賴性，未來也將進一步

日漸深化。中國、韓國、日本等三國分別約 80％、90％以及超過 90％的進

口石油都是從中東與非洲通過印度洋出口的，98根據報導指出，全球一半

的貨櫃運輸，以及超過 70%的石化產品運輸，必須經過印度洋。其中，40%

的全球貿易必須經過印度洋東側的麻六甲海峽，40%的全球原油運輸必須

經過印度洋西側的荷姆茲海峽（波斯灣出口），運往中國的原油與石化產品，

則有 85%必須經過印度洋和麻六甲海峽。99對印度洋的高依賴程度已足以

影響國家的外交和對外經貿關係，而各國維護其在印度洋的勢力或權益，

就成為相當重要的戰略手段。美國時任代理助理國務卿尹汝尚（Joseph Yun）

就曾指出「印度洋與太平洋間的貿易若有任何明顯的中斷，將會對全球產

生嚴重影響，隨著我們(美國)的經濟及戰略利益拓展到印太平洋，為確保

航行自由及促進對國際法的尊重，區域各國應就海洋安全進行更廣泛的合

作與對話…美國將印度洋區域和東亞視為一個連貫的整體」。100 

 

  世界經濟的重心，正逐漸向著亞洲傾斜。美英法德等國雖然仍舊保持

著重要性，但亞洲新興國家的高經濟成長率及 GDP 佔全球百分比的提升，

卻也讓老牌西方國家稱羨。以世界銀行 2019 年所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

預測，2019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估計為 2.6%，較原先預期下調 0.3%，反映

在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表現弱於預期，2020 年預測將略升至 2.7%，新興市

                                                   
97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ce, “Defence White Paper 2013,”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WP_2013_web.pdf> (accessed 5 April 2017). 
98 Rory Medcalf, “Reimagining Asia: From Asia-Pacific to Indo-Pacific,” The Asan Forum, 

<http://www.theasanforum.org/reimagining-asia-from-asia-pacific-to-indo-pacific/> (accessed 5 April 

2017). 
99 辜樹仁，「中國、印度 決戰印度洋」，天下雜誌 442 期，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00585> (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6 日)。 
100 Joseph Yun, “The Rebalance to Asia: Why South Asia Matters (Part 1),” U.S. State Department, 

<https://2009-2017.state.gov/p/eap/rls/rm/2013/02/205208.htm> (accessed 8 January 2018).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WP_2013_web.pdf
http://www.theasanforum.org/reimagining-asia-from-asia-pacific-to-indo-pacific/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00585
https://2009-2017.state.gov/p/eap/rls/rm/2013/02/2052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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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長將趨於穩定。101該報告預測，東亞太平洋地區整體

經濟成長率在 2019 年及 2020 年將從 2018 年的 6.3%降至 5.9%，為 90 年

代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該地區首次降至 6％以下，而中國 2019 年亦將從 2018

年的 6.6%放緩至 6.2%；如放眼南亞地區，世界銀行則對該地區的前景表

示看好，預計 2020 年經濟成長率達到 7%，2021 年達到 7.1％（特別是印

度，預計其 2020 年將提高至 7.5%，孟加拉為 7.3%）；東南亞方面，印尼

5.3%，泰國亦有 3.7%，均高於預估之平均值。至於美國，2020 及 2021 年

預計則僅有 1.7%與 1.6%，低於全球的平均經濟成長率。102 

 

  基於各國意識到亞洲地區、甚至是印度洋南亞地區的重要性，其戰略

重心的調整也擺向印太地區，注意到印太國家在國家戰略上的重要性，從

國家領導者或重要幹部在公開場合上的諸多發言即可發現，「印太」一詞的

出現頻率在近十年內大幅提升，逐漸扮演著影響國際政經局勢的關鍵地理

區域。從以上所述可見，印太的興起與印度及中國的崛起息息相關，也因

此牽動了與中國關係密切的日本、美國的戰略重心轉移，特別是「亞太」

時代的大國日本，在歷經了經濟長期衰退及政治上的鄰國中國崛起等因素

後，與印度的結盟及密切合作正是在「印太」概念及地緣政治的影響之下

的趨勢。 

 

                                                   
101 The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Slow Growth, Policy Challenges,” 

<http://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 (accessed 8 November 2019). 
102 The World Bank, “Global Growth to Weaken to 2.6% in 2019, Substantial Risks Seen,” 

<https://www.shihang.org/zh/news/press-release/2019/06/04/global-growth-to-weaken-to-26-in-2019-

substantial-risks-seen> 

http://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
https://www.shihang.org/zh/news/press-release/2019/06/04/global-growth-to-weaken-to-26-in-2019-substantial-risks-seen
https://www.shihang.org/zh/news/press-release/2019/06/04/global-growth-to-weaken-to-26-in-2019-substantial-risks-s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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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印太地區新興國家的崛起 

 

  印太地區國際政治的縱橫裨闔，不僅只有美國與中國，此地區更涉及

了日本、印度、東南亞各國、甚至是澳洲及紐西蘭等諸多國家的利益。若

要說到從「亞太」轉為「印太」的核心因素，此地區新興國家的崛起勢必

無法忽略。中國雖然尚為發展中國家之列，但其重要性自 1990 年代起便已

被提及。 

 

  1992 至 1993 年間，美國費城的外交政策研究所發表《正在覺醒的巨

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掀起第一波「中國威脅論」，其思維邏輯

集中在中國經濟和軍事崛起擴張，渲染中美軍事衝突不可避免。同一時期

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即發表「文明衝突論」，斷言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

結合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天敵。第二波「中國威脅論」於 1996 年間臺海危

機前後，由此而起的美國國內對中國政策大辯論，集中在中國對臺灣海峽

的和平與穩定構成威脅等言論。第三波則是在 1998 至 1999 年間，焦點在

當時的「考克斯報告」、「李文和案件」、「政治獻金案」等事件，再次提起

中國威脅論。103第四波則是進入 21 世紀後的 2002 年，美國國防部的年度

國防白皮書和美國國會「美中安全評估委員會」撰寫的美中安全評估報告。

104近十年更是如火如荼，中國已被視為能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大國，甚至部

分觀點認為，2050 年其將超越美國躍升為全球最大經濟體。105當然，也有

                                                   
103 郭武平、吳昆財、孫國祥、連錦水、蔡昌言，「中國和平崛起：國際社會之威脅或夥伴？」，

歐洲國際評論 2 期（2006 年），頁 171。 
104 邵軒磊，「中國威脅論之解析－以日本相關研究文獻為例」，中國大陸研究 55 卷 3 期（2012

年），頁 87。 
105 國際知名會計事務所之一的資誠（PwC），於 2017 年 2 月公布一份《長期觀點：2050 年全

球經濟秩序將有什麼改變？》（The Long View: How will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change by 

2050?）、亦即預測 2050 年世界經濟排名報告，認為在不久的將來，現今七大工業國（G7）將

被諸多新興國家取代，包含印度、印尼、俄羅斯、巴西和墨西哥等擁有龐大腹地與人口的新興

經濟體。中國將以 58.5 兆美元（約 1,755 兆臺幣）的國內生產毛額（GDP）稱霸全世界，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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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學者對於美國衰退、中國取而代之的觀點抱持不同看法。106 

 

 

圖 2- 2：2000-2018 美、中、日、德、英、法、印等 7 國 GDP 趨勢107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自 2000年開始，世界各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

排名中，美國雖然持續維持其霸主地位，但中國成長的幅度不容忽視，相 

較其他國家如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等先進國家，中美兩國已遠遠超越

其他國家，印度此一新興國家亦擠入前十名之列（上圖最下方之曲線），趨

勢呈現穩定微幅成長，成為印太地區近年來相當受到矚目的國家。 

 

                                                   
國卻將落於印度的 44 兆美元（約 1,320 兆臺幣）之後，以 34.1 兆美元（約 1,023 兆臺幣）成為

第 3 大經濟體。參考來源：PricewaterhouseCoopers, “The Long View: How will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change by 2050?,” <https://www.pwc.com/gx/en/world-2050/assets/pwc-world-in-

2050-summary-report-feb-2017.pdf> (accessed 8 January 2018). 
106 例如，美國哈佛大學的知名學者奈伊（Joseph Nye）曾於 2015 年發表專書《美國世紀的終

結？》（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認為在國家三種力量：軍事力、經濟力、軟實力當中，

中國目前只能以經濟力超越美國，但甚至還要擔心周圍如印度、俄羅斯等競爭對手、或是日本

韓國等與美國友好國家的包圍，而美國未來將在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繼續保有優

勢。 
107 數據來源：The World Bank, “GDP (current U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18&locations=CN-FR-IN-US-JP-

GB-DE&start=2000&view=chart> (accessed 9 November 2019). 

單位：10 億美元 

https://www.pwc.com/gx/en/world-2050/assets/pwc-world-in-2050-summary-report-feb-2017.pdf
https://www.pwc.com/gx/en/world-2050/assets/pwc-world-in-2050-summary-report-feb-2017.pdf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18&locations=CN-FR-IN-US-JP-GB-DE&start=2000&view=chart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18&locations=CN-FR-IN-US-JP-GB-DE&start=2000&vie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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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2000-2018 美、中、日、德、英、法、印等 7 國 GDP 成長率108 

 

    如以 GDP 成長率來看，變動幅度則較上圖更大，排名順序亦有所調

整，中國與印度的成長率自 2000 年起均超越上述國家，2018 年分別為 6.1%

及 5.7%，其餘美、英、日、德、法則分別為 2.3%、0.7%、1.0%、1.2%及

1.5%，產生不小的差距。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指出，全球經濟正從金融危機中

逐漸復甦，但受到歐洲及中國經濟放緩的影響，全球貿易和製造業的趨緩，

政策的高度不確定性以及金融市場的風險等因素，全球經濟於 2018 年約

為 3.6%，預計未來兩年將為 3.6%與 3.4%。美國 2018 年的增長率預計為

2.9％，2019 年整體平均下降到 2.6％，2020 年更落到 2.2％。2018 年歐元

區增長率為 1.8％，2019 年則大幅下降至 1.0％，日本的經濟增長率預計為

2018 年的 0.7％，2019 年和 2020 年亦將幾乎維持相同的低成長率。109依其

                                                   
108 數據來源：The World Bank, “GDP growth (annual %),”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DEFL.KD.ZG?end=2018&locations=CN-FR-IN-US-

JP-GB-DE&start=2000&view=chart> (accessed 9 November 2019). 
109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sees global growth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DEFL.KD.ZG?end=2018&locations=CN-FR-IN-US-JP-GB-DE&start=2000&view=chart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DEFL.KD.ZG?end=2018&locations=CN-FR-IN-US-JP-GB-DE&start=2000&vie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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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亞洲地區仍是以中國、印度及印尼為增長最快的國家。 

 

 

圖 2- 4：2018 年至 2020 年世界及主要經濟體 GDP 成長率及預測110 

 

  中國的崛起與其在國際社會上的重要性，自上個世紀九零年代起即已

被提及，當時也是「亞太」時代開始受到重視的年代，然而如今「亞太」

已逐漸擴展為「印太」，因此我們不得不探討何以「印度洋」周邊國家受到

矚目，亦即東南亞及南亞區域的興起。 

 

    東協成立於 1967 年，起初主要基於冷戰時期反共立場，為加強東南亞

區域內政治與安全領域的合作，防止區域內共產主義勢力擴張，由印尼、

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及新加坡等五國於曼谷共同發表「曼谷宣言」，正

式宣告「東南亞國家協會」成立。經過多年來汶萊、越南、緬甸、寮國、

柬埔寨等國陸續加入，如今成為具有十個成員國、一個候選國（東帝汶）

及一個觀察國（巴布亞紐幾內亞）的龐大政府性國際組織。2015 年 11 月

22 日，東協十國於馬來西亞召開的第 27 屆高峰會簽署共同聲明，成立東

                                                   
slowing, as Europe weakens and risks persist,” <https://www.oecd.org/newsroom/oecd-sees-global-

growth-slowing-as-europe-weakens-and-risks-persist.htm> (accessed 15 November 2019). 
110 參考來源：同上註。 

https://www.oecd.org/newsroom/oecd-sees-global-growth-slowing-as-europe-weakens-and-risks-persist.htm
https://www.oecd.org/newsroom/oecd-sees-global-growth-slowing-as-europe-weakens-and-risks-pers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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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在現有東協的貨

貿、服貿及投資自由化之基礎上，進一步整合以「單一市場」為主之經濟

共同體，並以 2025 年前達到貨品、服務、投資、資金與技術勞工的五大自

由流通，進而促使其成為全球供應鏈的生產基地為目標。 

 

  東協主席由成員國依其所屬國家的英文首字字母順序輪流擔任，目前

（2018年）由菲律賓擔任主席國。東協高峰會（ASEAN Summit）為東協

最高決策機關，由東協各國領袖組成，主要就經濟、文化等方面議題召集

討論，另外亦經常邀集區域鄰近國家參與，以加強雙方在各面向的合作關

係，最近一次於 2017 年 11 月在菲律賓舉行，參與國尚有中國、日本、韓

國、澳洲、紐西蘭、印度、美國、俄國、加拿大與歐盟及聯合國秘書長古

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東協秘書處由各國外交部長通過於 1976 年 2

月成立，目前位於印尼首都雅加達（Jakarta），其主要任務在策劃、促進以

及協同東協各利害關係團體的合作，以實現東協憲章中的各項原則與目標，

並更有效率地推動東協運作及其相關活動。東協秘書長（Secretary-General 

of ASEAN）由東協高峰會任命，任期 5 年，基本上為東協十國依其英文首

字字母順序輪替推舉。東協秘書長的任命條件需達各國部長層級，職務包

括籌畫、建議、協調及執行東協的相關活動。111現任秘書長為汶萊原外交

及貿易部常任秘書拿督林玉輝，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任職。除此之外，

東協尚有許多重要會議如外長會議、經長會議、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 ASEM）等，透過與東協及其他各國的對話與交流，推動多邊對話

與協商機制。基於東協於國際社會的重要性，除東協十國之外，更有「東

協十加一」（中國）、「東協十加三」（中、日、韓）及「東協十加六等」（中、

                                                   
111 臺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東協發展簡介」，

<http://www.aseancenter.org.tw/ASEANintro.aspx> (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5 日)。 

http://www.aseancenter.org.tw/ASEANintro.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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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紐、澳、印度）等，在涉及共同利益與安全的政經議題上，促成

各國能有更為廣泛的對話機會。2011 年 11 月，美俄兩國首度參與東亞高

峰會。 

 

    東南亞各國成立東協已超過 50 年，雖然其經濟體仰賴出口、內部亦有

許多如貿易壁壘等問題，但東協區域內的經濟快速成長卻也是讓人對此新

興市場充滿興趣。BMI 研究機構指出，東協明年經濟成長率將達 4.9%，該

區人口逾 6.2 億，經濟規模有 2.6 兆美元，因此有很大的投資潛力。由於東

協的勞動成本低廉、內部需求正在成長，以及基礎建設改善，使該區域成

為中國大陸以外另一個製造業興盛的區域。世界經濟論壇也預測，到 2020

年，東協將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112不只如此，摩根大通（JP Morgan）

亦稱東協為「新興熱點」（an emerging hotspot），在中國經濟趨緩下，成為

全球投資者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30 年將可能成為繼歐盟、美國、中國之

後的第四大市場。113這樣的新興經濟體，擁有近十分之一的世界人口，且

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口平均年齡位於 35 歲之下。2014 年日本對東協貿易額

達到 2,204 億美元，而 2016 年印度對東協貿易額達到 584 億美元，預估

2022 年將提升至 2000 億美元，至於中國，2016 年達到 4,700 億美元，2020

年預計將超過 1 兆美元。 

 

                                                   
112 聯合報，「東協 50 年 光鮮藏隱憂」，<https://udn.com/news/story/6811/2629051> (檢索日期：

2018 年 1 月 13 日)。 
113 JPMorgan Chase & Co., “ASEAN'S BRIGHT FUTURE: GROWTH OPPORTUNITIES FOR 

CORPORATES IN THE ASEAN REGION,” 

<https://www.jpmorgan.com/country/US/EN/cib/investment-banking/trade-asean-future> (accessed 12 

January 2018). 

https://udn.com/news/story/6811/2629051
https://www.jpmorgan.com/country/US/EN/cib/investment-banking/trade-asean-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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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2016 年東協 GDP 與該地區其他主要經濟體比較114 

 

  然而，這樣的經濟共同體仍面臨許多挑戰。東協是一個相當多元化的

組織，印尼幾乎佔該地區經濟總量的 40％，新加坡的人均 GDP 比寮國高

出 30 多倍，比柬埔寨和緬甸高出 50 多倍。東協國家平均收入的標準差是

歐盟成員國的七倍多。這種多樣性延伸到文化、語言、民族和宗教。例如，

印尼的穆斯林幾乎佔 90％，而菲律賓的羅馬天主教佔 80％以上，泰國的佛

教佔 95％以上。115歐盟成員國大多具備穩定的社會制度、民主國家、市場

                                                   
114 Australian Trade and Investment Commission, “ASEAN'S ECONOMIC GROWTH,” 

<https://www.austrade.gov.au/asean-now/why-asean-matters-to-australia/asean-economic-

growth/#figure1content> (accessed 13 January 2018). 
115 Vinayak HV, Fraser Thompson and Oliver Tonby, “Understanding ASEAN: Seven things you need 

https://www.austrade.gov.au/asean-now/why-asean-matters-to-australia/asean-economic-growth/%23figure1content
https://www.austrade.gov.au/asean-now/why-asean-matters-to-australia/asean-economic-growth/%23figure1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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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但東協成員國從專制到民主、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相當不一致。

此地區許多國家的人權與言論自由尚未充分，不論是經濟或是政治領域尚

無具備法律約束力的爭端解決機制。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指出，

東協應該朝三個方向進行改善。首先，東協組織的主導權必須從政府移交

到人民手中，並同時培育人民的主人翁意識、認同感；第二，組織變革，

活化東協秘書處，修改會員國會費規定，依照自身的「可支付能力」繳交

一定比例的金額，而非平均會費政策；第三，將東協建設為一座人道主義

的燈塔，讓成功融合多元文化與文明的東協照亮世界。116 

 

  東協於 2019 年 6 月發表《東協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

Pacific）報告，期望東協成為印太的中心和戰略角色，讓東協領導的區域

機制能夠成為對話和印太合作的平臺，更表示亞太和印度洋地區不只是兩

塊相鄰的領域，而是緊密連結的地區；印太地區應互相對話合作，而非對

抗競爭；印太地區要共同發展並繁榮；強調海域觀點的重要性。117「東協

印太展望」除表明自身優越位置，表示東協處於最具活力的區域與經濟成

長中心，更強調國際法、開放性、透明性、包容性、促進該地區經濟合作

「基於規則」的秩序的重要性。118東協不僅希望自身能成為印太地區的戰

略與中心角色，更強調區域建制與治理，透過尊重、互信、平等及遵守國

際法等規則與秩序，讓以東協為主的印太對話平臺及區域機制能創造和平

繁榮的國際社會。東協選擇更為平衡的外交路線，藉由發表自身的印太觀

點，申明開放與對話的重要性，避免陷入中美兩強的爭端之中。 

                                                   
to know,” McKinsey Insights,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public-sector/our-

insights/understanding-asean-seven-things-you-need-to-know> (accessed 12 January 2018). 
116 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孫合記(Jeffery Sng)，《解讀東協》（臺北：遠流，2017 年），頁

342-356。 
117 中央社，「東協通過印太展望 盼成印太中心與戰略角色」，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06230182.aspx> (檢索日期：2020 年 1 月 20 日)。 
118 黃惠華，「美中戰略競爭與東協「印太展望」戰略意涵」，戰略安全研析 157 期（2019 年），

頁 84-85。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public-sector/our-insights/understanding-asean-seven-things-you-need-to-know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public-sector/our-insights/understanding-asean-seven-things-you-need-to-know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0623018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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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所公布的《2019 亞洲發

展展望》（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指出，由於在亞太地區國家的經濟

成長雖維持強勁，但將會因全球經濟活動及貿易局而趨緩，經濟成長率預

計將從 2018 年的 5.8%下滑至 2020 年的 5.6%；中國在住房市場緊縮、影

子銀行風險及中美貿易爭端等因素下，成長率預計將從 2018 年的 6.6%下

滑至 2020 年的 6.1%；印度則將從 2018 年的 7.0%上升至 2020 年的 7.3%。

119不只是亞洲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亦表示南亞地區在全球經濟成長疲

軟之下，其增長率維持相對良好的趨勢，未來仍將高於其他地區，GDP 成

長率預期將從 2019 年的 6.8%增長至 2020 年的 7.0%，當地所有國家不僅

增長率分散情形逐漸下降，成長速度將不斷加快，但需要進一步加強改革

措施，以更有效的資源分配和宏觀金融穩定為基礎，並確保有效的提供信

貸和維護金融穩定，以解決其金融體系的弱點。120 

 

  南亞地區大國印度不只作為金磚四國（BRICs）之一，高盛證券首席

分析師 Jim O’Niell 認為如以購買力評價來計算，中國、印度、巴西、俄國

四個新興經濟體的 GDP 將佔全球整體的 23.27%，另一篇報告更預言 2050

年是六大工業國將被金磚四國取而代之；其更是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AARC)中舉足輕重的國家，在

南亞地區的經濟及社會發展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印度不僅在幅員、人口、

資源、軍事力量和發展水平等方面在地區上具有絕對的優勢，且因處於南

亞地理位置中心，在南亞區域合作聯盟中具有主導地位。21 世紀初開始，

                                                   
119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9: Growth Outlook,” 

<https://www.adb.org/news/infographics/asian-development-outlook-2019-growth-outlook> (accessed 

12 November 2019). 
12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outh Asia: Shifting Outlook Calls For Steadfast Reforms,” South 

Asia Regional Update,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Countries/ResRep/BGD/south-asia-

regional-economic-update-august-2019.ashx> (accessed 12 November 2019). 

https://www.adb.org/news/infographics/asian-development-outlook-2019-growth-outlook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Countries/ResRep/BGD/south-asia-regional-economic-update-august-2019.ashx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Countries/ResRep/BGD/south-asia-regional-economic-update-august-2019.as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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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對印度的主要興趣源自於其高經濟成長率，如世界銀行 2011 年發表

的報告指出，印度在內的南亞各國在未來幾年將繼續維持 7.7%至 8.1%的

高經濟成長率，2011 年 8 月印度經濟計畫委員會所提出的第 12 個五年計

畫，也預測未來五年的經濟成長率在 9%，121雖然這可能稍微高估了未來

的局勢變化，如金融危機、經濟趨緩或國際局勢動盪，另外印度尚有高貧

富差距、人權及女權議題、貪腐與行政效率不彰、環境汙染等重要問題亟

需解決，但印度的經濟潛力受到世界看好已是毋庸置疑。 

 

  印度總理莫迪於 2014 年提出「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計畫，宣佈

要將印度打造成為全球製造業中心，意圖透過大力推動製造業發展，以提

振疲軟的經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重點行業包括汽車、航空、化工、

國防軍工、電子設備、製藥等 25 大產業，一方面通過改革，輔之以積極的

經濟外交來吸引投資，另一方面擴大對外開放和出口，實現製造業大幅增

長和在全球市場的擴張，到 2025 年將製造業占 GDP 的比重提升至 25%。

122在幾年的推動之下，各界大多仍不看好「印度製造」是否能如同莫迪所

期望的成效、亦不認為其能超越「中國製造」，原因可能包括經商環境尚未

改善、雙邊貿易不平衡、基礎建設未完備、法律及政治制度不確定性高等。

123 

 

                                                   
121 陳牧民，《解讀印度：不確定的崛起強權》（臺北：五南，2016 年），頁 3-4。 
122 寧勝男，「莫迪政府“印度製造”：效果評析與前景展望」，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

<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7-07/07/content_9554166.htm> (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31

日)。 
123 相關報導可參閱：(1) Keith Bradsher, “India’s Manufacturing Sector Courts the World, but Pitfalls 

Remain,”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51015/c15makeindia/zh-hant/> 

(accessed 1 February 2018)；(2) Vrishti Beniwal, “Backlash Against Chinese Products Ramps Up in 

India,” Bloomberg, <http://hk.bbwc.cn/xbizds.html> (accessed 1 February 2018)；(3) Kanti Bajpai, 

“Can ‘Make in India’ work? Why India is not going to be the next China – or anything like China 

ever,” The Times of India, <https://blog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toi-edit-page/can-make-in-india-

work-why-india-is-not-going-to-be-the-next-china-or-anything-like-china-ever/> (accessed 1 February 

2018). 

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7-07/07/content_9554166.htm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51015/c15makeindia/zh-hant/
http://hk.bbwc.cn/xbizds.html
https://blog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toi-edit-page/can-make-in-india-work-why-india-is-not-going-to-be-the-next-china-or-anything-like-china-ever/
https://blog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toi-edit-page/can-make-in-india-work-why-india-is-not-going-to-be-the-next-china-or-anything-like-china-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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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預測，於南亞地區，霸主印度由於消費者支出普

遍增加，以及政府推動投資等政策，雖然 2019 年第 1 季的 GDP 成長略減，

預估 2019 年的放緩速度將達至 6.5%，但隔年仍有望提升為 7.2%；鄰國孟

加拉在工業發展強勁及通貨適度膨脹之下，2018 年已達 7.9%，2019 年預

期亦將增長為 8.1%；號稱為人間仙境的不丹，靠著發展綠色能源成為世上

少見的碳負排放國家，更出口電力至印度及其他鄰國，2019 年增長率為

5.3%，2020 年提升至 6.0%；尼泊爾歷經嚴重地震造成 9 千人死亡與 2 萬

餘人受傷，已努力復甦其國內經濟及農業，由於重建速度快速、消費需求

增加、觀光產業復甦等因素下，預計 2020 年為 6.3%；斯里蘭卡受益於經

濟改革，農業、工業及服務業均有所成長，惟 2019 年 4 月發生恐怖攻擊，

2 百餘人死亡，嚴重影響國內產業及消費，2019 年預計僅有 2.6%的成長，

但 2020 年仍估計有幅度地提升至 3.5%；巴基斯坦受到經濟失衡及貨幣貶

值的影響，2020 年預計為 3.6%；其他兩個較小的經濟體─馬爾地夫與阿

富汗─預估也將逐漸回升至 6.3%及 3.4%。124儘管整體亞洲發展預測略有

下滑，但根據亞洲開發銀行《2019 年亞洲發展展望》所示，預估將還是呈

現穩定之勢，且在全球各地區中前景看好。澳洲政府亦在其分析報告中指

出，中印兩國的持續經濟增長將成為亞洲對世界經濟成長發展做出貢獻的

兩大支柱。如下圖所示，不僅亞洲地區 GDP 佔世界比例，從 1983 年的

21.8%，預計 2023 年將大幅增加至 45.8%；而其中最主要的，即為中國與

印度（深紅色部分），東協其次，日、澳、紐及其他國家則居後。 

 

                                                   
124 Asian Development Bank, “Booming South Asia Is Driving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https://www.adb.org/news/features/booming-south-asia-driving-economic-growth-asia> (accessed 13 

January 2018). 

https://www.adb.org/news/features/booming-south-asia-driving-economic-growth-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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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6：亞洲及其國家與地區 GDP 成長率佔世界比重125 

 

  儘管東南亞及南亞各國於許多方面仍待加強，包含法律制度的保障、

基礎建設的加強、經濟改革與轉型、貿易投資的吸引與促進等，然而從近

十年來的經濟成長與發展，再加上充沛的年輕勞動力，使世界各國注意力

開始望向這些新興經濟體，也使東協及南亞諸國於國際社會上的地位逐漸

提升，經濟與政治本是相輔相依，連帶地貿易夥伴或安全戰略夥伴關係的

建立、雙邊貿易的互惠、定期開展對話機制與各類交流合作、甚至締結同

盟關係等，進而影響國際關係的相互連結。從「亞太」轉為「印太」，此一

新興區域的崛起，以及隨之而來的國際局勢變遷與縱橫捭闔，相信必為不

可忽略之因。 

 

 

                                                   
125 Australian Trade and Investment Commission, “Australia’s trade and investment linked to Asia’s 

powerhouse economies,” <https://www.austrade.gov.au/news/economic-analysis/australia-s-trade-and-

investment-linked-to-asia-s-powerhouse-economies> (accessed 13 November 2019). 

https://www.austrade.gov.au/news/economic-analysis/australia-s-trade-and-investment-linked-to-asia-s-powerhouse-economies
https://www.austrade.gov.au/news/economic-analysis/australia-s-trade-and-investment-linked-to-asia-s-powerhouse-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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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印太概念下日印戰略合作之背景及成因 

第一節 中國的崛起與對外發展戰略 

 

  自改革開放後，中國迅速崛起成為如今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亮眼

的經濟成就令世界各國不敢小覷，日益強大的國家實力，也讓部分國家將

之視為威脅或競爭對手。所謂「國力」的概念，係經由許多指標綜合而成。

根據美國蘭德（Rand）公司出版的《後工業時代國家實力評估》（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中的重要指標共分三類：國家資源

（National Resources）、國家表現（National Performance）與軍事能力

（Military Capability）；國家資源包含技術、企業、人力、經濟財務及自然

資源，國家表現包括基礎建設能力、理想資源（ideational resources）及外

在限制（external constraints），軍事能力則涵括戰略資源、轉換能力及作戰

能力。126一般探討中國崛起的論述，大多著重於國家資源，特別是經濟發

展，再來則是軍事能力。除了上述之外，其他學者例如奧考克（Norman 

Alcock）和紐考伯（Alan Newcombe）以軍費支出為重點；拉瑟希特（Bruce 

Russett）以能源消耗為準；希契（Charles Hitch）和麥肯恩（Roland McKean）

則以國民生產總值為標準。127 

 

  中國自改革開放後，經濟呈現高速成長，加上其豐富的勞動資源及具

有潛力的內銷市場，吸引許多跨國公司前往投資，出現了外資巨額投入、

進出口需求旺盛等現象。中國經濟的表現主要是經濟體制的改變與吸引大

量的「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加快了現代化建設，

                                                   
126 Ashley J. Tellis, et al.,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00), pp. 45-48. 
127 楊仕樂、朱永暉，「強權崛起：中國近二十五年綜合國力評估」，全球政治評論 60 期(2017

年)，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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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濟發展帶來正面效益，128另外亦加上引入市場經濟以及充沛的人力資

本等。1984 年中國平均國民所得僅 711 美元，到了 2004 年已達到 5,495 美

元，平均經濟成長率達 9.4%。129到了 2017 年，平均國民所得達 8,690 美

元，經濟成長率亦有 6.9%。130中國在經濟成長快速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

強背後，透過引入大量外資，與周邊國家橫向的經濟聯繫不斷加強，東亞

地區以中國為軸心的區域經濟整合正在發展，經濟崛起亦導致全球經貿版

圖重整，讓中國在國際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力大增。131也因此，各國不論是

政府單位或學術界，均高度關注「中國崛起」的發展以及所引發的效應，

美國特別對中國的高度發展感到擔憂，擔心中國將可能利用其經濟實力為

後盾，進而強化外交政策或主導區域整合，提高軍事實力，並建立亞洲地

區的政經主導地位。 

 

  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與孟儒（Ross Munro）指出，從中國的

歷史脈絡，中國評估自身國家利益而走上亞洲霸權（Asian hegemony）是

不可避免的，許多國際關係學者認為，中國類似古典型的崛起強權，不滿

於當前的權力分配而想改變中國在其間的地位。因此，中國的崛起將威脅

區域間的層級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或權力平衡。132雖然中國多次表

示其並非以威脅性的方式崛起，2003 年 12 月，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哈佛大

學演講時提出「和平崛起」概念作為中國國家發展的戰略與治國理念，後

來中共改以「和平發展」取代「和平崛起」一詞，並強調獨立自主、堅持

                                                   
128 吳瑟致，「中國大陸經濟崛起的國際環境因素之研究－全球主義之觀點」，2005 多元文化與

族群融合學術研討會，<http://www2.nsysu.edu.tw/sis/discuss/1C-2.pdf> (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8 日)。 
129 高朗，「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遠景基金會季刊 7 卷 2 期(2006 年)，頁 56。 
130 Keith Bradshe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Looks Strong. Maybe Too Strong,”The New York 

Times,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80118/china-gdp-economy-growth/zh-hant/> (accessed 8 

March 2019). 
131 高長、吳瑟致，「中國崛起對東亞區域主義的影響」，遠景基金會季刊 10 卷 2 期(2009 年)，

頁 37。 
132 初國華、張昌吉，「中國崛起之意涵及其區域政治效應」，全球政治評論 30 期(2010 年)，頁

133。 

http://www2.nsysu.edu.tw/sis/discuss/1C-2.pdf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80118/china-gdp-economy-growth/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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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長遠發展及永不稱霸133。直至今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九大

報告中提出也提到「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強調中國將高舉和平、發展、合

作、共贏的旗幟，恪守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堅

定不移在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基礎上發展同各國的友好合作，推動建設

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134然而不少西方國家均

對此尚存疑慮，例如美國常批評中國國防預算不斷增長（已居世界第二）

亦不夠透明，美國身為國際體系上的超級強權，作為現狀獲益者，理當不

希望世界走向多極體系、改變現狀。中國崛起對美國而言，代表國際現狀

的改變，隱含美國單一超強的地位面臨挑戰。縱使現階段中國僅是崛起的

貿易大國，但經濟力量的改善，遲早延伸至軍事領域，進而威脅美國在東

亞的霸權地位。135 

 

  習近平掌權後於 2013 年 9 月在哈薩克納扎爾巴耶夫大學（Nazarbayev 

University）演講時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的構想，接著 10 月在印尼國會演講時再提出共同建設「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的構想，兩者戰略

構想合稱為「一帶一路倡議」（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同年 11 月 15

日，第 18 屆三中全會會後公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

的決定》第 26 小項「擴大內陸沿邊開放」指出，「建立開發性金融機構，

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

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1362015 年中國國務院成立「推

                                                   
133 「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的轉變，可參考：邱子軒，「中共和平發展戰略與和平崛起論

之內涵比較」，國防雜誌 21 卷 3 期(2006 年)，頁 95-105。 
134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十九大報告譜寫中國大國外交新篇章」，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1107/c40531-29630807.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

日)。 
135 高朗，「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遠景基金會季刊 7 卷 2 期(2006 年)，頁 60-63。 
136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http://www.gov.cn/jrzg/2013-11/15/content_2528179.htm> (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1107/c40531-29630807.html
http://www.gov.cn/jrzg/2013-11/15/content_25281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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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中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

及商務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

景與行動》，「一帶一路倡議」成為中共正式拓展國內及國際地緣政治經濟

戰略的重要布局。 

  

 

圖 3- 1：「一帶一路倡議」戰略構想示意圖137 

 

  無論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或是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所蘊含的「絲綢之

路」是一種歷史文化符號，中共意圖藉由「一帶一路」讓世人重新想像古

代中共的「絲綢之路」符號象徵，「是促進沿線各國繁榮發展的重要紐帶、

是東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徵、是世界各國共有的歷史文化遺產」，並以「和平

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為「絲綢之路」精神。138 

                                                   
137  Divyansh Awasthi, “China’s Belt Road Initiative: A Win-Win From Afar,” Frontera, 

<https://frontera.net/news/chinas-belt-road-initiative-a-win-win-from-afar/> (accessed 1 March 2018). 
138 莫大華，「新古典地緣政治理論的再起：以中共「一帶一路」地緣政治經濟戰略布局為例」，

國防雜誌 31 卷 1 期(2016 年)，頁 10。 

https://frontera.net/news/chinas-belt-road-initiative-a-win-win-from-a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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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一帶一路倡議」六大經濟走廊示意圖139 

 

  依據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於 2015 年 3 月聯合發佈

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其

中概括性的描述「一帶一路」建設的框架思維、合作重點與機制。「一帶一

路」將通過五個走向貫穿亞歐非三大陸，其中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為暢通：

(1)中國經中亞、俄羅斯至歐洲；(2)中國經中亞、西亞至中東、地中海；(3)

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則重點(4)從中國

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與東非；和(5)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

海到南太平洋。根據上述五個走向，「一帶一路」建設將以沿線中心城市及

重點港口為節點，進一步推動合作，打造「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

                                                   
139 香港貿易發展局，「一帶一路建設」，<http://china-trade-research.hktdc.com/business-

news/article/%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4%B8%80%E5%B8%B6%

E4%B8%80%E8%B7%AF-%E5%BB%BA%E8%A8%AD/obor/tc/1/1X000000/1X0A36B7.htm> (檢

索日期：2018 年 3 月 5 日)。 

http://china-trade-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5%BB%BA%E8%A8%AD/obor/tc/1/1X000000/1X0A36B7.htm
http://china-trade-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5%BB%BA%E8%A8%AD/obor/tc/1/1X000000/1X0A36B7.htm
http://china-trade-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5%BB%BA%E8%A8%AD/obor/tc/1/1X000000/1X0A36B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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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中巴」及「孟中印緬」等六個國

際經濟合作走廊。140 

 

  此倡議橫跨亞歐非三大陸、幅員廣大，經貿投資規模空前絕後，自提

出開始至今不斷引起國際間對這項戰略規劃的關注，特別是 2017 年 5 月

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有 29 國元首及 100 餘國代表出席

會議，顯見各國對此倡議的高度重視。然而也由於此戰略構想過於龐大、

影響甚鉅，合作國家包含許多開發中與低度開發國家，總投資金額將高達

數兆美元，影響範圍涵蓋近 70 國 40 億人口。為提供「一帶一路」的融資

支撐，大陸除成立由中國外匯儲備、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中國進出口

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共同出資的絲路基金之外，也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

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以下簡稱亞投行），替亞

洲國家基礎設施包括公路、鐵路、港口建設提供融資服務。尤其是中亞、

東南亞、南亞國家大多亟需資金運作。因此，亞投行的成立，對於發展一

帶一路計畫，是不可或缺的環節。 

 

  如站在中國的角度來看，歐美把持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日本主

導亞洲開發銀行，中國創立亞投行，或許也是權衡考慮國內外多方因素之

後，所做的一個重要且必要的策略性決定。然而對於常與中國站在對立面

的印度來說，印度的地理位置及影響力與中國的「一帶一路」計畫中有著

不小的影響性，在政治上經常缺乏互信之下，中國勢力逐漸探入印度洋地

區可能將使印度無法坐視。整體而言，印度在「一帶一路」上面臨取捨的

困境。就經濟而言，「一帶一路」可以協助印度發展所需的基礎建設；但在

                                                   
140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的願景與行動」，<http://www.ndrc.gov.cn/gzdt/201503/t20150328_669091.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5 日)。 

http://www.ndrc.gov.cn/gzdt/201503/t20150328_6690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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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考量上，印度不樂見中國大陸藉此計畫擴大在南亞及印度洋地區的影

響力，對於加入「一帶一路」計畫有所保留。141根據報導指出，印度雖然

至今仍未參與中國所提的「一帶一路」倡議，卻是亞投行目前最大的借款

國，亞投行成立兩年多來，共批准 43 億美元貸款，用於印度基礎設施建設

的資金就超過 10 億美元。142顯見印度雖藉由亞投行力量提升國內基礎建

設，但對於「一帶一路」則持反對立場，特別是此倡議其中的「中巴經濟

走廊」關係到印巴之間的敏感關係；另外，不論是外界所稱的「珍珠鏈」

戰略、或是中國官方提出的「海上絲綢之路」計畫，中國在緬甸的皎漂及

實兌、孟加拉的吉大港、斯里蘭卡的漢班托特、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東非

的吉布地或坦尚尼亞的巴加莫約等地，投入大量資金與以建設為海外軍事

基地或中繼商港，都觸動了印度洋地區唯一大國─印度的敏感神經。 

 

  至於日本，雖然中國多次於各種場合中表示，「一帶一路」倡議是開放、

包容、透明的，歡迎日本參加並共同合作，但不論是官方立場或是民意走

向，卻始終無法得到正面的共識。再者，中日近年來爭議不斷，政治交流

冷卻；印度與日本更提議聯手推動「亞非成長走廊」（Asia Africa Growth 

Corridor, AAGC），在非洲、伊朗及東南亞投資多項基礎建設案，即透過與

日本的共同合作，致力於發展合作、提升基礎建設、強化連結與建立伙伴

關係等。日印兩國的推動很大程度上係因其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全球影響力

的擔憂，以及鞏固亞洲兩大民主國家之戰略夥伴關係的需求。143自從 2010

年起的印日非洲對話（India-Japan Dialogue on Africa）以來，非洲議題已被

日印兩國納入雙邊對談的討論中，隨著 2016 年「亞非成長走廊」的概念

                                                   
141 方天賜，「印度對於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的解讀及回應」，戰略安全研析 31 卷 124 期

(2015 年)，頁 50。 
142 中央社，「未參與一帶一路 印度成亞投行最大借款國」，

<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803200074-1.aspx> (檢索日期：2018 年 4 月 2 日)。 
143 Frank-Jurgen Richter, “The alternative to Chinese debt for Africa from Japan and India,” Nikkei 

Asain Review, <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The-alternative-to-Chinese-debt-for-Africa-from-

Japan-and-India> (accessed 24 January 2020). 

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803200074-1.aspx
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The-alternative-to-Chinese-debt-for-Africa-from-Japan-and-India
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The-alternative-to-Chinese-debt-for-Africa-from-Japan-and-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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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其框架與內容逐漸明朗清晰，亦與日本的自由開放印太戰略及印度的

東進政策相結合。日本的非洲合作策略主要為經貿與能源，特別像是基礎

設施的出口，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Keidanren）亦表示將致力於促進基礎

設施出口戰略，並將非洲列入優先區域；印度則在建設、能源、教育、技

術與人力資源開發上持續與非洲進行合作，雙邊自 2008 年起已舉行 4 次

「印非論壇峰會」（India–Africa Forum Summit, IAFS），探討共同合作的議

題。144由於非洲的經濟增長趨勢，日本與印度均重視於非洲的發展與利益，

在共同利益及區域政策一致的驅使下，日印兩國將加強與非洲的往來合作

及援助，支持非洲國家的發展，並削弱中國在非洲當地的強大影響力，更

意圖以此抗衡中國「一帶一路」計畫在印度洋及非洲地區的發展。此外，

日本積極與美、澳、印等國加強合作，中日在雙邊互信與交流上仍有許多

不穩定及障礙。近來中日兩國在「一帶一路」意見上趨於和緩，2018 年 4

月安倍晉三會見訪日的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時釋出善意表達合作可能性，惟

此轉變可能與國際情勢有關，諸如北韓情勢、中美貿易爭端或是川普政策

搖擺不定等，後續發展值得關注。 

 

                                                   
144 Titli Basu, “Thinking Africa: India, Japan, and the 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6/thinking-africa-india-japan-and-the-asia-africa-growth-corridor/> 

(accessed 24 January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6/thinking-africa-india-japan-and-the-asia-africa-growth-corridor/


DOI:10.6814/NCCU20200026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3 

 

第二節 美國對亞洲事務政策的轉變 

 

  冷戰時期，美國的戰略重心投射在歐洲，東西陣營各據一方，美蘇兩

國冷戰多年。自蘇聯瓦解、冷戰結束後，兩大超強對峙情勢不再，短暫出

現美國獨霸全球的權力真空。冷戰後，新的國際秩序及戰略格局逐漸形成，

區域緊張與小型衝突並未減少，國際局勢進入後冷戰時代，美國的全球戰

略從歐洲開始出現東移。特別是「九一一事件」後，中東事務成為美國的

戰略重心，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的長期征戰，耗損美國國力甚鉅，而

在亞太方面僅以關注或有限度參與的態度，但在外交與軍事上，並無積極

具體政策與作為。就如同美國知名記者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在 2016

年 4 月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所刊載的專文《歐巴馬主義》(The Obama 

Doctrine)中所引述的，電影「教父」第三集主角艾爾帕西諾(Al Pacino)的其

中一段臺詞「當我以為我離開了，但卻又被拉回來」（Just when I thought I 

was out… It pulls you back in），145描述無法逃離黑道的無奈，用以比喻於

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中東問題。146 

 

  亞太地區居住人口數高居全世界的一半，更占全球經濟命脈的 25﹪，

成為引領全球經濟發展的龍頭地位，每年亦與美國有將近 6000 億美元的

雙邊貿易往來。147歐巴馬政府自 2009 年執政後即改變小布希政府時期的

單邊主義政策，改採多邊主義的外交政策，並積極企圖結束多年伊拉克與

阿富汗的反恐作戰。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同年 7 月出席由泰國所舉辦的「東

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於會議中清楚表達美國將強化與

                                                   
145 Jeffery Goldberg, “The Obama Doctrine,”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4/the-obama-doctrine/471525/>; 

Divyansh Awasthi, “China’s Belt Road Initiative: A Win-Win From Afar,” Frontera, 

<https://frontera.net/news/chinas-belt-road-initiative-a-win-win-from-afar/> (accessed 1 March 2018). 
146 邱奕宏，「歐巴馬主義與美國亞太政策」，APEC 通訊 200 期(2016 年)，頁 7。 
147 謝奕旭，「21 世紀美國東亞戰略的延續與變遷」，陸軍學術月刊 12 月號(2008 年)，頁 7。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4/the-obama-doctrine/471525/
https://frontera.net/news/chinas-belt-road-initiative-a-win-win-from-a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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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國家關係發展，重新承擔與強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責任與領導地位，

為美國重返亞太作政策性的宣示，並同時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

（Instrument of Accession to 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象徵美國

將與東協在區域和全球重大事務中進行深入的接觸與合作。 

 

  美國國防部 2010 年 2 月發表的《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書》（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10），148其中特別提及全球人口最多

的中國及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此兩大亞洲國家崛起所隨之帶來的安

全不確定性。2010 年 5 月，白宮發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0），將亞洲的中國、印

度、印尼，歐洲的俄羅斯，美洲的巴西及非洲的南非等國列為未來世界「影

響力中心」（Key Centers of Influence）。149作為歐巴馬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

不同於過去小布希政府側重軍事面向的「先發制人」策略，歐巴馬政府強

調在維持軍事優勢地位之外，應同時重視外交、經濟、與國際秩序等非軍

事手段，以因應國家安全挑戰，其中具體政策闡述有：150 

 （一）交往策略：面對 21 世紀國家安全與全球安全環境變遷所帶來的

新挑戰，美國採用「交往策略」（Engagement Strategy），與中、印兩崛起國

家交往，在謀求共同利益與相互尊重基礎上，依循國際規範，加強美國與

國際間的聯結關係，重建美國全球領導地位。 

 （二）經濟安全：美國歷經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後面臨經濟衰退，又逢

中國快速崛起，使全球經濟體系出現結構性消長轉變，美國再次體認經濟

實力是霸權領導重要權力來源，促進經濟穩定發展才能使國家安全與國際

                                                   
148 全文可參閱：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10,” 

<http://www.defense.gov/qdr/qdr%20as%20of%2029jan10%201600.PDF> (accessed 2 July 2018)。 
149 全文可參閱：U.S.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0,” <http://nssarchive.us/NSSR/2010.pdf> (accessed 2 July 2018)。 
150 李瓊莉，「美國「重返亞洲」對區域主義之意涵」，全球政治評論第 39 期(2012 年)，頁 91。 

http://www.defense.gov/qdr/qdr%20as%20of%2029jan10%201600.PDF
http://nssarchive.us/NSSR/20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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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獲得保證，而美國出口擴張策略的重要標的之一，便是亞洲市場。 

 （三）鞏固盟邦：日本、南韓、澳洲、菲律賓與泰國等美國亞太地區軍

事盟友，是維持亞太地區安全與繁榮發展的基礎。美國將持續深化、更新

與這些盟邦的雙邊關係，尤其當日本與南韓正逐漸成為區域及全球議題領

導角色之際，美國將進一步強化與兩國之關係，藉以因應大規模毀滅性武

器擴散、恐怖主義及傳染病等區域安全挑戰，以保障美國及其盟友的利益。 

 

  自希拉蕊於 2009 年釋放重返亞洲的訊息後，其一連串前往亞洲與各

國進行會面交流，包含 2009 年 2 月的日本、印尼、韓國、中國，7 月的印

度、泰國，11 月的新加坡、菲律賓、中國，2010 年 5 月的日本、中國、韓

國，7 月的韓國、越南，10 月至 11 月的越南、中國、柬埔寨、馬來西亞、

巴布亞紐幾內亞、紐西蘭、澳洲，2011 年 4 月的韓國、日本，7 月的印度、

印尼、中國，11 月的菲律賓、泰國、印尼、韓國、緬甸等。以美國國務卿

的身分，出席各種論壇、會議、高峰會，或是拜會各國領導人及重要官員，

洽談雙邊及多邊合作，可謂落實美國對重返亞太的重視。希拉蕊於《外交

政策》（Foreign Policy）發表的《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表達美國在亞太地區強化領導地位的意志，更列舉六大方針：

加強雙邊軍事同盟、與新興大國開展關係、參與區域多邊組織、擴展經貿

投資、增加軍事存在感及促進民主人權，文中強調參與區域事務和穩固國

內安全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151顯示美國涉足亞太的必要性，並且已將目

光及國家戰略從中東地區轉向亞洲。 

 

  美國國防部於 2012 年公布的《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 世紀國防

要務》（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151 Hi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accessed 3 July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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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到，美國仍將持續做出必要投資確保有能力自由進出特定區域，以

達成美國與盟邦的協約及國際法的承諾。美國前國防部長潘內達在文中更

明確的指出，在總統歐巴馬的指導下，國防部面對預算困難環境，將塑造

量小、質精、靈活、彈性及科技優勢的聯合作戰部隊，並且置重點於亞太

及中東地區。由此可知美國在軍力規劃仍將持續具備干涉全球事務的軍事

投射能力，以領導全球的姿態干預國際事務，152進一步提出「再平衡」

（Rebalance）的概念，指出美國必須重新平衡全球軍事佈署，特別是亞太

地區，因為此地區對美國未來不論是經濟或國家安全而言極為重要。 

 

  美國國會 2012 年 3 月的研究報告《轉向太平洋？歐巴馬政府的亞洲

「再平衡」》（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亦指出，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已從中東地區移轉到亞太地區，

美國將會加強和日本、韓國及澳洲等傳統盟友的關係，並建立新的夥伴關

係，增強與重要地區組織的合作。153 

 

  於 2013 年 6 月甫上任的前國防部長海格（Chuck Hagel）以美國國防

部長身分出席香格里拉的對話並發表重要演說，指出目前世界正在發生歷

史性的轉變，亞洲則是轉變的中心點；並在 2014 年 5 月，再次宣佈增加亞

太地區地面部隊的部署，同時也會將 60%的空軍力量部署至亞太地區。

2015 年 2 月，新上任的國防部長卡特於參議院的聽證會上就美中關係發

表談話，指出為了因應北韓威脅、地區自然災害、跨國威脅及領土爭端等

挑戰，美國必須推進盟友及夥伴關係的現代化，以便能夠在維護地區安全

                                                   
152 王健民、吳光中，「淺談美國「重返亞太」對亞太地區及我國影響之研究」，黃埔學報 71 期

(2016 年)，頁 60。 
153 Mark E. Manyin, et al., “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http://www.fas.org/sgp/crs/natsec/R42448.pdf> (accessed 3 July 

2018)。 

http://www.fas.org/sgp/crs/natsec/R4244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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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發揮關鍵性的作用；而在同年 5 月卡特出席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對話，他

譴責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地的舉動，表示美國反對任何將爭議島礁軍事化的

行動，呼籲東協應該成為區域制度的中心並維持區域的穩定，並宣佈美國

將啟動預計達 4.25 億美元的新「東南亞海事安全倡議」（Southeast Asia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加強東南亞地區國家的海事能力建設。154 

 

  美國於 2016 年 11 月舉行總統與國會選舉，最後由共和黨候選人川普

（Donald Trump）超越另一位強勁對手希拉蕊，當選為美國第 45 任總統，

參、眾兩院亦由共和黨保有多數席次。作為政治黑馬與新手，川普從大選

期間即經常爭議不斷、語出驚人，較另一位對手希拉蕊更難預測其未來的

政策方向，例如其就任後旋即簽署行政命令，退出 TPP 協定，使 TPP 前景

不受看好，但在其他各國重啟談判並在隔（2018）年完成簽署「跨太平洋

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後，川普又再度表示，若獲得「更好的交易條

件」不排除重返 TPP 的可能性。其行事風格令美國政策充滿不確定性。 

 

  川普 2017 年 11 月第一次蒞臨在越南峴港（Da Nang）舉行的 APEC

企業領袖會議並發表演說，公開提到「印度太平洋(Indo-Pacific)區域」的概

念，在 APEC 周邊國家的努力參與之下，這個地區已經進入印度太平洋的

新篇章（new chapter for the Indo-Pacific），155強調「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每一

個國家都有追求獨立、自由和安全的夢想」。而早在川普出訪的前一個月，

川普政府首任國務卿提勒森前往印度訪問，出發前在華府智庫 CSIS 發表

演說，除了抨擊中國在南海的相關舉動，認為中國正破壞以法律為基礎的

                                                   
154 洪銘德，「美國重返亞洲政策之研究」，全球政治評論 51 期(2015 年)，頁 153-154。 
155 葉基仁，「川普全球戰略下的印度太平洋策略」，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41 卷 1 期(2018 年)，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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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秩序，更指出美國計劃將反制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預告川普總統將

在訪問越南出席峴港 APEC 時，針對一個自由、開放印太壯大願景（a 

strong vision for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進行政策宣示與闡述。156  

 

  美國公布《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7 年版揭示，川普的「美國優

先」（American First）政策的重要性，指出美國當前的國安戰略就是「美國

優先」，將美國利益置於優位不僅是政府的首要義務，也是美國作為全球領

導的重要基礎。《國安報告》並提出「國安戰略的區域意涵」， 將全球劃分

為印太、歐洲、中東、南亞與中亞、西半球、非洲六大重點區域，及點名

造成區域威脅的中國、俄國、北韓、伊朗四國。其中，在印太地區下的次

區域東南亞地區中，報告指出，菲律賓與泰國為美國的重要盟友與市場；

越南、印尼、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正逐漸成為美國的安全與經濟夥伴。美國

將重振和菲、泰的盟友關係，加強與新、越、印、馬與其他國家的夥伴關

係，以幫助他們成為海事合作夥伴。在區域組織方面，東南亞國家協會

（ASEAN）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為美國在印太地區架構中的焦

點與重要平臺。157除此之外，報告中更指出，將深化與印度的戰略夥伴關

係，支持其在印度洋安全及整個地區的領導地位，對於印度成為全球領先

的強國和更強大的國防戰略夥伴表示樂觀其成，美國將持續加強與日、澳、

印度的四邊合作。158 

 

  美國國防部於 2019 年 6 月公布《印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156 盧政鋒，「川普政府推動「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戰略之願景」，歐亞研究 4 期(2018 年)，

頁 40-41。 
157 徐遵慈，「從「重返亞洲」到「印太戰略」─美國對東南亞政策的轉變與最新發展」，中華經

濟研究院，<http://web.wtocenter.org.tw/Mobile/page.aspx?pid=312621&nid=126> (檢索日期：

2018 年 7 月 5 日)。 
158 全文可參閱：U.S.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accessed 5 July 2018)。 

http://web.wtocenter.org.tw/Mobile/page.aspx?pid=312621&nid=126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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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其中就美國於印太地區的挑戰，列出以下四項：「修正主義強權」

（Revisionist Power）中國、「復甦的惡意行為者」（Revitalized Malign Actor）

俄國、「流氓國家」（Rogue State）北韓，以及跨國挑戰（如恐怖主義、非

法武器與毒品、販運人口及野生動植物、病原體、武器擴散以及自然災害

等）。中國的部分特別提及，隨著中國持續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崛起，它在短

期內成為印太地區霸權、長期內尋求全球領導地位為目標。159報告中指出，

維持與強化聯盟及夥伴的互惠互利關係，是美國的印太戰略的關鍵之一，

並區分幾類發展目標於特定國家： 

1. 同盟：日本、韓國、澳洲、菲律賓、泰國 

2. 強化夥伴關係：新加坡、臺灣、紐西蘭、蒙古 

3. 擴大夥伴關係： 

(1) 印度洋地區：印度、斯里蘭卡、馬爾地夫、孟加拉、尼泊爾 

(2) 東南亞地區：越南、印尼、馬來西亞 

4. 持續促進合作：汶萊、寮國、柬埔寨 

 

  於上述報告發表後的同（2019）年 11 月，美國國務院發布《自由開放

印太：促進共同願景》（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報告。在強化雙邊夥伴關係篇章中，特別表示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構

想與方針和日本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Concept）、印度的「東進政策」（Act East Policy）、澳洲的「印太概念」（Indo-

Pacific Concept）、南韓的「新南方政策」（New Southern Policy）以及臺灣

的「新南向政策」（New Southbound Policy）緊密結合。報告中強調，川普

政府正在加強和深化與印太地區理念相近國家的伙伴關係，包括同盟國、

東協與印度等；此外，美國也和湄公河地區的國家、太平洋島國、南亞國

                                                   
159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June 1, 2019,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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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以及臺灣和其他夥伴共同面對新興挑戰，亦直接批評中國在國外採取

的壓迫作為，例如針對少數民族或宗教的鎮壓、控制媒體和公民社會，並

呼籲中國遵守《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以維持香港的自治與公民自由。160

此報告除了強調印太地區的基本核心價值，包括尊重各國的主權與獨立、

和平解決爭端、公平互惠自由貿易、遵守國際法及航行與飛行自由等，表

明美國對印太地區的核心價值，更再次說明與印太地區國家加強同盟及夥

伴關係的重要性，相較前述由國防部發表的內容多以軍事國防安全為主，

此份 32 頁的報告更增加了關於經濟、能源、良善治理、人力資本的探討，

算是近年來美國政府對於印太戰略最為全面的「介紹指南」，但細節層面上

仍無法取代各部會所發布的戰略文件。 

 

  美國從提出「重返亞洲」戰略，落實「轉向亞洲」的戰略概念，再到

推動「再平衡亞洲」策略，在短短的三年內，從重返亞洲的模糊策略，修

正到比較具體的轉向亞洲與再平衡亞洲的戰略，這樣的重返亞洲究竟是帶

來和平穩定還是挑起區域爭端與不安，或許看來將與領導者及任用幕僚有

很大的關係，特別是現任總統川普，即使其就任至今旗下官員流動率或離

職率可謂居高不下。然而不論是歐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或是川普的自由開

放印太地區，美國朝向亞洲傾斜發展，可以看出亞洲地緣政治與經濟的日

漸重要。特別是受到中國因素影響，如 2018 年 7 月開始的中美貿易爭端，

9 月簽署《國防授權法案》，其中明確規定，國防部不得對設有孔子學院的

美國大學的中文項目提供資助，限制孔子學院在美國的發展，對其警惕已

上升到國安層面。而 2018 年 3 月 16 日由川普總統簽署生效的《臺灣旅行

法》（Taiwan Travel Act），以促進臺美之間的高層交流，更是繼《臺灣關係

法》後另一部現行與臺灣相關的美國國內法，另外如 2019 年 5 月美國眾

                                                   
160 中央廣播電臺，「美印太報告多次稱「緊密結合」臺灣新南向政策 嚴厲批評中國干預」，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40356> (檢索日期：2020 年 1 月 21 日)。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4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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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院通過《臺灣保證法》（Taiwan Assurance Act of 2019）與《重新確認美

國對臺及對執行臺灣關係法承諾》（ Reaffirming the United States 

commitment to Taiwan an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決議案，要求美國重啟雙邊貿易協定談判及對臺灣軍售的常態化等，各種

刺激中國敏感神經的動作持續挑起兩國間的齟齬與不信任。 

 

  縱使政治上的紛爭層出不窮，川普仍舊必須考量經濟上的利益，2019

年 12 月 13 日川普於其推特（Twitter）上宣布，已與中國達成第一階段貿

易協議，中方將大量購買美國農產品、能源和製品，25%的關稅將保持不

變，其餘大部分產品的關稅將維持在 7.5%。美方也將停止加徵關稅，1,200

億美元商品的關稅稅率減半，並於隔（2020）年進行第二階段談判。無論

是出於經濟利益考量或是選舉利多策略，兩國貿易爭端暫時獲得喘息空間，

惟美中關係仍舊充滿變數與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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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的印太區域強權策略 

 

  太平洋戰爭戰敗後的日本，在美國主導的盟軍總司令部（GHQ）介入

改造下，和平憲法與吉田主義的富國輕兵路線卸除日本武裝，成立了名義

上僅為維持日本自我保護能力的自衛隊，並受到美國保護傘的庇護，締結

《美日安保條約》，強化兩國關係，以共同抵抗武裝攻擊。1960 年所簽署

的這項條約，雖然在當時因左派反對黨的竭力反對下曾引發國會暴力事件，

但最後日本眾議院終於在 5 月因自民黨佔多數的情況下，強行通過承認此

條約，而參議院也未在眾議院承認後的 30 日內投票表決，因此在 6 月即

自動通過生效，時任日本首相岸信介在條約通過後辭職下臺。 

 

  冷戰結束後，由於國際情勢的轉變，日本不僅積極對國際和平做出貢

獻，並透過不斷的立法與修法，極力扮演美國的盟友角色，全力支持美國

的對外行動，但周邊安全情勢已不同以往，日本發現受到自身憲法的限制，

自衛隊無法有效提供安全保護或積極作為。在 21 世紀後，日本一連串的國

家改革，開始轉換國家在國際社會的角色，甚至有意成為亞洲地區的領導

者。 

 

  有鑑於此，由外務省發起的「對外關係專門特別小組」（対外関係タス

クフォース）於 2001 年 9 月召開會議，組成小組成員包括東京大學教授

北岡伸一、山內昌之、慶應義塾大學教授小此木政夫、國際協力銀行（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JBIC）副總裁田波耕治、防衛大學校長

西原正、前駐中國大使谷野作太郎等 9 人，針對日本外交的長期戰略與基

調進行討論，經過 32 次的會議後，於 2002 年 11 月公布《21 世紀日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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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基本戰略：新時代、新願景、新外交》為題的報告，161向小泉政府提

出建言，認為戰略的基礎是國家利益，日本必須基於國家利益制定長遠戰

略，並指出日本應與美國充分協商，尋求新的政策合作方式，維持雙邊密

切關係與利益，此外更透漏防衛廳將大幅修訂《防衛計畫大綱》，由冷戰時

期阻止蘇聯侵略概念，改為防止游擊隊、間諜船入侵，以因應中國在西南

群島海域（琉球周邊）活動日趨頻繁的情勢，而軍隊部屬重心也將因此由

北往南移動。162主張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或假想敵，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建

議也傾向於牽制或對立，而非合作或互助。其中也特別提到，印度和日本

在 IT 產業經濟上具備互補關係，且印度作為足以抗衡中國的親日國家，日

本應該加強瞭解印度特長之處，並藉以活動日本經濟，擴大兩國合作範圍。 

2007 年 1 月 9 日，原隸屬於日本內閣府的「防衛廳」，正式升格為防衛省，

同年 7 月出版「2007 年防衛白皮書」，為防衛廳改制為防衛省後首度出版

的防衛白皮書，其中對於中國的軍事威脅與軍事力量的不透明表達了較以

往更為強烈的憂心，並指出將持續關注中國的海上活動。163 

 

  日本過去幾任首相的外交政策，大多陷入美日不對稱同盟結構限制，

或對中國與韓國外交消耗戰的泥淖中，而喪失戰略主動性。首先，鳩山由

紀夫執政時期對美關係的嚴重挫敗，使得日本喪失外交與戰略的重要奧援。

其次、天安艦事件與延坪島砲擊發生後，東北亞情勢急遽升高，使得民主

黨內鷹派開始抬頭，加劇黨內鬥爭。再者，執政初期選擇與官僚為敵，喪

失重要的決策奧援，加上缺乏外交政策經驗與人才，使得民主黨時期的日

                                                   
161 全文可參考：対外関係タスクフォース，「21 世紀日本外交の基本戦略－新たな時代、新た

なビジョン、新たな外交」，首相官邸， 

<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02/1128tf.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7 月 19 日)。 
162 潘誠財，《小泉政府的外交政策》（臺北：五南，2017 年），頁 106。 
163 日本防衛省，「平成 19 年版防衛白書」，

<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07/2007/index.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7 月 19

日)。 

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02/1128tf.html
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07/200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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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完全失去外交主動性。這個完美的惡性循環也顯現在野田佳彥處理韓國

總統李明博登竹島事件與釣魚臺爭議發生時的進退失據。164而美國對釣魚

臺爭議的模稜兩可態度，更增加日本在戰略上的不安全感，促使日本政府

必須考量在未獲得美國援助下，如何提升國家力量與話語權。 

 

  自從 2012 年 12 月安倍晉三再度擔任日本首相之後，在中國持續崛

起並向外擴張、釣魚臺爭議、北韓核試爆等問題層出不窮，因此日本的安

保外交政策出現轉變，特別是其推出的經濟政策讓人民感到期待，因此內

閣獲得日本國內民意的支持。此處可從安倍上臺後，內閣支持率在 2012 年

12 月 26 日上任時的 62.0%，間隔一個月至隔年 1 月，支持率即上升 4.7 個

百分點，達到 66.7%。165安倍在 2012 年上臺後重新將對外政策主軸拉回美

日同盟中心，取回日本外交與戰略的主動性。根據學者研究，安倍外交由

兩大原則與四大策略組成：166 

(一) 先內而外：執政初期積極推動「安倍經濟學」的「三箭政策」，並在

2013 年 7 月順利贏得參院改選為基礎後，再全面推動國防改革與外

交策略。 

(二) 先易後難：先對友日的國家進行三大主軸的「地球儀外交」（戰略、

經濟、能源），營造對日本有利的國際環境後，再逐步推動對中國與

南韓等難度較高的關係改善。 

(三) 四大策略：第一、進行國防改革與強化美日同盟，並在參院改選後，

加速推動集體自衛權等重大國防改革；第二、以強化國防、美軍基地

遷移與駐日美軍重編的對美妥協、以及加入 TPP 協商來換取美國對

日本短期內不改善對中、韓關係的諒解；第三、積極推動「地球儀外

                                                   
164 郭育仁，「第二次安倍內閣之外交政策走向」，全球政治評論 46 期(2014 年)，頁 45。 
165 自由時報，「提重振經濟政策 安倍內閣支持率升」，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757865> (檢索日期：2018 年 7 月 22 日)。 
166 郭育仁，「第二次安倍內閣之外交政策走向」，頁 45-46。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757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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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將日本重新帶回國際舞臺，深化美國對日本的支持與依賴，以

營造未來與中、韓交涉時，對日本較有利的談判環境與籌碼；第四、

再以上述外交成果為基礎，推動經貿等實際合作議題，逐步改善對

中、韓關係。 

 

  除了推出經濟三箭（寬鬆貨幣政策、擴大財政支出、結構性經濟改革

與成長策略）之外，安倍亦制定所謂的「安保三箭」（國家安保戰略、新《防

衛計畫大綱》、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畫），「戰略」勾勒出未來十年日本外交

與安保戰略的圖像，尤其關注網路攻擊與太空安全等問題，以及對中國海

洋活動及防空識別區劃設的憂慮，力圖進一步增強日美兩國合作；新「大

綱」重點在於建設「統合機動防衛力量」，強化陸海空自衛隊之間的合作；

「計畫」主要在強化日本海上和空中的控制能力，包括釣魚臺及其附屬島

嶼在內的西南地區的防衛力量，以應對中國崛起。167 

 

  針對日本憲法第 9 條規定「放棄戰爭，不承認軍備及交戰權」，造成國

家無法擁有名正言順的軍事力量，也禁止集體自衛權，只允許行使個別自

衛權，亦即當日本受到武裝攻擊時方可使用武力還擊。安倍在 2013 年參議

院改選大勝後開始推動「集體自衛權」，不斷強調推動修憲行使集體自衛權

對日本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希望修改憲法第 9 條，並強調自衛隊的軍隊化

以及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必要性，另外亦透過內閣總理大臣諮詢機關的「安

全保障法律基礎再建構懇談會」（安全保障の法的基盤の再構築に関する

懇談会），168並公布報告書於首相官邸網站，以釋憲的方式討論集體安全保

障與憲法間的關係及現狀，促使外界重視此議題並進而支持。 

                                                   
167 亓樂義，「安倍「安保三箭」 箭箭瞄準中國」，風傳媒，

<https://www.storm.mg/article/21691> (檢索日期：2018 年 7 月 20 日)。 
168 首相官邸，「安全保障の法的基盤の再構築に関する懇談会」，

<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anzenhosyou2/> (檢索日期：2018 年 7 月 20 日)。 

https://www.storm.mg/article/21691
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anzenhosyou2/


DOI:10.6814/NCCU20200026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6 

 

 

  2013 年 10 月，日美兩國於東京舉行「2+2 會議」，日方代表為外相岸

田文雄與防衛相小野寺五典，美方代表維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和國防

部長海格（Chuck Hagel）出席會議，就 2014 年底前完成《日美防衛合作

指針》（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修改達成協議，期望能在當前複雜且

變化快速的區域與世界，建構力量更為強大的戰略同盟構想。169該指針成

立於 1978 年，因當時東西冷戰而產生，並以日本若遭受武力攻擊時的因應

策略與分工為主，1997 年改訂內容，內容增加為平常時期的合作、使日本

陷入危險「周邊事態」的合作、「戰時」狀態的合作等三項主要內容。在 2015

年 4 月 27 日公布的新版指針中，主要內容有防衛合作與指針目的、基本

原則、強化同盟調整、無縫確保日本安全、區域與全球安全合作、太空與

網路合作、日美安全合作基礎、指針修訂程序等項目，強調不論是平時還

是戰時都要進行聯合防禦。170美國國防部長卡特（Ashton Baldwin Carter）

受訪時即表示，新完成修訂的防衛合作指針將有助於靈活應對來自亞太地

區和全球的挑戰」，日本防衛相中谷元也稱「這是實現比此前更加牢固的日

美同盟的歷史性舉措。」171同日雙方共同發表「因應安保環境變化的更堅

強同盟」（変化する安全保障環境のためのより力強い同盟）文件，宣示兩

國在維持國家及國際合作安全的同盟關係，並就新指針內容的確認、兩國

間的安保防衛合作、區域性與國際性的合作及駐日美軍佈署等項目達成合

意。172  

                                                   
169 日本外務省，「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の見直しに関する中間報告」，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55168.pdf> (檢索日期：2018 年 7 月 21 日)。 
170 日本外務省，「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2015.4.27)」，

<http://www.mod.go.jp/j/approach/anpo/shishin/shishin_20150427j.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7 月

21 日)。 
171 張國威，「新美日防衛指針 強化釣島防禦」，中時電子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426000680-260301> (檢索日期：2018 年 7 月 21

日)。 
172 日本外務省，「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共同発表(2015.4.27)」，

<http://www.mod.go.jp/j/approach/anpo/shishin/js20150427j.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7 月 21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55168.pdf
http://www.mod.go.jp/j/approach/anpo/shishin/shishin_20150427j.html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426000680-260301
http://www.mod.go.jp/j/approach/anpo/shishin/js20150427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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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與美國加強戰略合作與區域防衛之外，安倍更提倡「俯瞰地球儀

外交」(地球儀を俯瞰する外交) 政策，如同其在 2013 年 1 月於國會的施

政方針演說，『外交並非單靠和周邊國家間的雙邊關係，基本上需如同觀望

地球儀那樣俯瞰整個世界，立足於自由、民主主義、基本人權及法治等基

本價值並開展戰略外交』，173重視與周邊具備共同利益的國家進行交流合

作，首次出訪的國家為東南亞的三大重點國家，印尼、泰國與越南，自 2013

年至今（2018 年 9 月）已出訪 66 次、拜會 76 國（如相同國家可重複計

算，則達到 145 國）。174另外，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於 1957 年擔任首相後，

同年 5 月的首次出訪即是選擇印度與東南亞。岸信介當時描繪的戰略設想，

是要修改被稱為不平等條約的日美安保條約，終極目標則是修改憲法，進

而實現「日本的獨立」，並向國內外表示「不做孤立的日本，而是代表亞洲

的日本」。175 

 

  「俯瞰地球儀外交」政策同樣也顯示在後來的日美澳印四邊戰略同盟

上，稱之為「安保鑽石構想」。此構想起源於安倍在 2012 年 12 月期間，第

二次就任日本首相前於 NPO「Project Syndicate」發表的一份論文〈亞洲的

民主安全鑽石〉（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中所提出，批評中國

在東海、釣魚臺、南海等地的威攝與擴張行動，並認為中國正在將南海變

為「北京湖」（Lake Beijing），因此必須構建從印度洋到西太平洋浩瀚海域

的守護戰略，並由日本、印度、美國及澳洲組成鑽石形狀的戰略同盟，共

                                                   
日)。 
173 日本外務省外交防衛委員会調査室，「第 2 次安倍内閣の外交防衛政策」，

<http://www.sangiin.go.jp/japanese/annai/chousa/rippou_chousa/backnumber/2013pdf/20131001003.p

df> (檢索日期：2018 年 7 月 22 日)。 
174 安倍出訪的即時統計數據可參閱：首相官邸，「地球儀を俯瞰する外交」，

<https://www.kantei.go.jp/jp/feature/gaikou/index.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9 月 28 日)。 
175 鈴木美勝，「安倍戰略外交的「三支箭」」，Nippon.com，

<https://www.nippon.com/hk/genre/politics/l00041/> (檢索日期：2018 年 7 月 20 日)。 

http://www.sangiin.go.jp/japanese/annai/chousa/rippou_chousa/backnumber/2013pdf/20131001003.pdf
http://www.sangiin.go.jp/japanese/annai/chousa/rippou_chousa/backnumber/2013pdf/20131001003.pdf
https://www.kantei.go.jp/jp/feature/gaikou/index.html
https://www.nippon.com/hk/genre/politics/l00041/


DOI:10.6814/NCCU20200026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8 

 

同維持和平、自由與穩定。176日本與澳洲及印度分別於 2014 年與 2015 年

確立「特殊戰略夥伴關係」，2016 年 11 月安倍與印度總理莫迪會晤，雙方

同意就安倍的「民主鑽石」與莫迪的「東進政策」相互參與並深化雙邊合

作，共同表示印太地區作為促進世界繁榮的主要動力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除強調民主、和平、法治、寬容的核心價值觀，更須據以實現此地區的多

元和包容。而川普勝選至就任初的 3 個月之間，安倍亦赴美與川普會面兩

次，顯示安倍持續拉攏美澳印，促使「安保鑽石」從戰略性宣示轉為實質

性的戰略目標。 

 

  安倍對於推動印太戰略的行動亦不遺餘力，2006 年第一次安倍內閣期

間的外相麻生太郎於「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演講時，指出日本原來即有

「強化日美同盟」及「強化與中、韓、俄等鄰國之關係」的外交基調，現

在需增添另一個新基調，即推動建立「自由與繁榮之弧」外交方針，向國

際社會推展「價值外交」。177另安倍亦於 2007 年印度國會發表「兩洋交融」

演說，認為印度是日本「多重戰略外交」的重要支柱之一，表示「太平洋

和印度洋如今作為自由之海、繁榮之海，帶來了一個充滿活力的結合。突

破傳統地理界限的大亞洲正逐漸顯現出清晰的形態。⋯日本與印度攜起手

來，大亞洲或許就會發展成一個囊括美國和澳洲，甚至覆蓋整個太平洋的

巨大網絡」，178此可算是「民主鑽石」論調的前身。2015 年 12 月安倍訪問

印度，兩國發表題為《日印展望 2025：特別戰略全球夥伴關係》宣言，以

國家領袖級別聲明中使用「印太」概念；2016 年第 6 屆非洲開發會議中，

安倍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外交戰略構想，認為日本有責任將

                                                   
176 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https://www.project-

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accessed 20 July 

2018). 
177 麻生太郎，「「自由と繁栄の弧」をつくる」，外務省，

<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8/easo_1130.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1 月 20 日)。 
178 王星宇，「日本印太戰略構想的內涵與政策特徵」，臺灣中評網， 

<http://www.crntt.tw/doc/136_4711_105122862_1.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7 月 20 日)。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8/easo_1130.html
http://www.crntt.tw/doc/136_4711_105122862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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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與印度洋、亞洲與非洲相交之處塑造成一個不受強力和壓迫影響，

重視自由、法治和市場經濟的區域，並使之變得繁榮，希望藉以擴展國防

安全合作，在印度的「東進政策」和日本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間尋

求更多的合作。而美國總統川普在 2017 年 11 月東亞行中亦回應日本提出

的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並提議美印日澳四國高官應進行磋商。 

   

  川普上臺後，確實為國際社會的不確定性投下震撼彈，除了鮮明的個

人特質與發言風格外，其以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政策作為主張，對

世界經貿秩序造成影響，在貿易政策上傾向保護主義，要求美國製造業回

流，表明將強化美國基礎建設、解決貿易逆差等。2018 年中美間的貿易爭

端造成國際局勢緊張，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指出美國違反世貿規則，發動了

迄今為止經濟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是典型的貿易霸淩主義，正在嚴重

危害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安全，阻礙全球經濟復甦步伐，引發全球市場動

盪。179而這場貿易大戰亦可能將延燒到其他國家，根據報導川普曾致電「華

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專欄作家弗利曼（James Freeman），言

談中難掩他對美日貿易條件的不滿，並說日本將是美國下一個貿易戰目標。

180雖然料想日本將因美日長久以來的深厚關係而冷處理川普在貿易上的

大動作，然而中日兩國是否將因這場貿易爭端同在風頭浪尖上而產生合作

契機，或許可以靜待觀察。然而從近年的中日關係來看，中國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於 2018 年 5 月訪日，這是繼 2011 年溫家寶總理訪日後首度有中國

總理到訪日本，安倍形容這是「朝向關係明顯改善邁出重要的第一步」，181

                                                   
179 新華社，「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就美國對 340 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征關稅發表談話」，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7/06/c_1123088529.htm> (檢索日期：2018 年 9 月 15

日)。 
180 中央社，「不滿貿易逆差 川普暗示貿易戰矛頭轉向日本」，

<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809070145.aspx> (檢索日期：2018 年 9 月 15 日)。 
181 聯合報，「川普貿易戰 日本和中國變盟友」，<https://udn.com/news/story/6811/3206162> (檢

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5 日)。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7/06/c_1123088529.htm
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809070145.aspx
https://udn.com/news/story/6811/320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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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安倍亦於同年 10 月訪問中國並會見習近平。據報導指出，安倍此次來訪

帶來近 500 人的日企隨訪團，與中方就金融、貿易、創新及國防安全等領

域的合作進行洽談，並已簽署超過 500 項協議，總價值達 26 億美元，中國

人民銀行與日本銀行亦簽署中日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以加強兩國金融穩定

性，刺激商業活動。1822019 年中日高層會晤頻繁，6 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前往日本大阪出席 G20 峰會，期間會晤首相安倍晉三，10 月國家副主席

王岐山出席德仁天皇即位慶典，亦前往會晤安倍晉三，11 月中國總理李克

強赴曼谷出席東協峰會及領導人會議，同月外交部長王毅訪日，兩人均與

安倍見面。再者，相較於美澳印等國對於中國一帶一路明確的反對態度，

日本於 2017 及 2019 連續兩年均派代表（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出席高

峰論壇。兩國關係似乎正在回暖，中美日三國間的態度變化，更將影響印

太地區的國際情勢。安倍近年推行的印太戰略，係日本調整自身對外戰略

的範圍和重心，反映安倍政府針對世界格局和地緣政治變化的應對策略，

建構區域規範、確認相互價值理念相同，並以海洋安全保障為重心，所建

立的同盟體系。日本除將在強化自身實力的基礎上，持續推展與盟國間的

發展，中美間政治及經貿上的齟齬更可能促使日本其對外政策產生影響，

力求於兩大強權間保持平衡。 

 

 

 

  

                                                   
182 BBC 中文網，「安倍訪華：中日關係升溫只是邁出了第一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5997580> (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5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599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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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印度的東望政策與戰略轉移 

 

  印度於 1858 年受英國統治直至 1947 年，經過長期的獨立運動後，終

於成功在 1950 年建立共和國。首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 1889-

1964）在 1954 年美國因圍堵政策而開始大規模援助巴基斯坦，企圖聯巴制

蘇，然而印巴兩國自獨立後即處於對立狀態，美國此舉自然被印度視為國

家安全的嚴重威脅。因此，在美蘇冷戰對立局勢僵持，不願意被迫選邊站

導致身陷對抗局勢中，尼赫魯開始以「結盟」型態來推動「不結盟運動」，

在 1955 年印尼「萬隆會議」與 29 個新獨立的亞非國家，向世界表明無意

捲入美蘇之間的冷戰，並將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自主、消除貧窮與

經濟發展作為目標。而尼赫魯的所謂「不結盟」並非真正不與任何國家締

結盟友，而是企圖透過結盟來追求「等距外交」，設法在美蘇兩極對抗之外，

維持其獨立自主的地位，使得「不結盟運動」成為數十年間印度外交政策

的代名詞。183 

 

  「不結盟運動」為 20 世紀 50 年代與 60 年代，在當時國際政治處於

冷戰情勢下的政策，印度作為不結盟運動的領頭羊，試圖在國際社會中透

過各種積極手段以避免成為美蘇兩大強權對抗下的犧牲者。然而美國在

1965 年印巴戰爭中選擇偏向巴基斯坦，導致印度於 1971 年選擇與蘇聯簽

署友好合作條約，實際上即已偏離了著重等距主義的不結盟運動。冷戰後

即使世易時移，如今印度主張的「戰略自主性」，亦即「追求自身國家決策

不受外界壓力干擾，在不同的時間區段裡採取不同的政策展現戰略上的自

主」，184此亦與不結盟運動的精神多有呼應。 

                                                   
183 蔡東杰，「新世紀印度對大國之外交關係」，淡江國際與區域研究 1 卷 1 期(2012 年)，頁 40-

42。 
184 李思嫺，「印度「戰略自主性」下的印美關係觀察：以 2012 年美國亞洲「再平衡」政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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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於 20 世紀 90 年代前，採行「混合經濟模式」，部分仿效社會主義

國家推行計畫經濟，公部門所負責的領域囊括絕大部分，但卻並未因此消

滅私部門，而讓其依然繼續保有並經營那些受政府嚴密保護的中小企業，

至於外國的直接投資則不受政府歡迎，受到嚴密的審查。雖然於短期內可

創造出不錯的成果，但若時間一長，計畫經濟中缺乏效率的缺陷就會開始

吞噬發展成果，如 70 年代印度曾被公認為世界第 10 大工業國，但到了 80

年代卻迅速降為第 27 位。185 

 

  經過國際情勢的轉變，隨著冷戰結束，蘇聯瓦解，與蘇聯維持良好關

係的印度失去強大的盟友及外援，加上 1990年爆發波斯灣戰爭（Gulf War），

引發油價飆漲，讓印度遭遇經濟危機，因此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提出貸

款。再者，巴基斯坦因喀什米爾問題引發兩國緊張，讓印度感到緊張與危

機。國內方面，當時長期執政的國大黨並無專注於經濟發展，而掌權者英

迪拉‧甘地（Indira Priyadarshini Gandhi, 1917-1984）及其子拉吉夫‧甘地

（Rajiv Ratna Gandhi, 1944-1991）遭到暗殺身亡，國內局勢動盪不安。1991

年上臺的總理兼國大黨主席拉奧（Pamulaparti Venkata Narasimha Rao, 1921-

2004），任用辛格（Manmohan Singh，後為印度第 13 任總理）為財政部長，

推行經濟改革，放棄過去的計畫經濟路線，改為走向市場經濟，追求自由

化、市場化、全球化的經濟發展模式，而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就

在此時空背景下展開。拉奧總理以自由化經濟改革來釋放國家的經濟潛力，

陸續推動貿易體制的自由化、逐步解除工業許可限制、降低外資的額度限

                                                   
例」，南亞觀察，

<http://southasiawatch.tw/%E5%8D%B0%E5%BA%A6%E3%80%8C%E6%88%B0%E7%95%A5%

E8%87%AA%E4%B8%BB%E6%80%A7%E3%80%8D%E4%B8%8B%E7%9A%84%E5%8D%B0

%E7%BE%8E%E9%97%9C%E4%BF%82%E8%A7%80%E5%AF%9F%EF%BC%9A-

%E4%BB%A5-2012-%E5%B9%B4%E7%BE%8E> (檢索日期：2018 年 8 月 14 日)。 
185 張棋炘，「莫迪外交─從「東望」邁向「東進」」，國際與公共事務 4 期(2016 年)，頁 71。 

http://southasiawatch.tw/%E5%8D%B0%E5%BA%A6%E3%80%8C%E6%88%B0%E7%95%A5%E8%87%AA%E4%B8%BB%E6%80%A7%E3%80%8D%E4%B8%8B%E7%9A%84%E5%8D%B0%E7%BE%8E%E9%97%9C%E4%BF%82%E8%A7%80%E5%AF%9F%EF%BC%9A-%E4%BB%A5-2012-%E5%B9%B4%E7%BE%8E
http://southasiawatch.tw/%E5%8D%B0%E5%BA%A6%E3%80%8C%E6%88%B0%E7%95%A5%E8%87%AA%E4%B8%BB%E6%80%A7%E3%80%8D%E4%B8%8B%E7%9A%84%E5%8D%B0%E7%BE%8E%E9%97%9C%E4%BF%82%E8%A7%80%E5%AF%9F%EF%BC%9A-%E4%BB%A5-2012-%E5%B9%B4%E7%BE%8E
http://southasiawatch.tw/%E5%8D%B0%E5%BA%A6%E3%80%8C%E6%88%B0%E7%95%A5%E8%87%AA%E4%B8%BB%E6%80%A7%E3%80%8D%E4%B8%8B%E7%9A%84%E5%8D%B0%E7%BE%8E%E9%97%9C%E4%BF%82%E8%A7%80%E5%AF%9F%EF%BC%9A-%E4%BB%A5-2012-%E5%B9%B4%E7%BE%8E
http://southasiawatch.tw/%E5%8D%B0%E5%BA%A6%E3%80%8C%E6%88%B0%E7%95%A5%E8%87%AA%E4%B8%BB%E6%80%A7%E3%80%8D%E4%B8%8B%E7%9A%84%E5%8D%B0%E7%BE%8E%E9%97%9C%E4%BF%82%E8%A7%80%E5%AF%9F%EF%BC%9A-%E4%BB%A5-2012-%E5%B9%B4%E7%BE%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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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削減稅捐、補貼政策的合理化、公營企業民營化等措施，印度經濟也

因此逐步對外開放並取得不錯的成果，成長率維持於一定水平之上。186 

 

 東望政策最初主要著眼點為「經濟」，與印度鄰近的東南亞國家其經濟

發展日漸蓬勃，成為印度發展經濟的主要對象，印度分別於 1994 年及 1995

年加入東協對話夥伴（Dialogue Partner）及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與東協國家建立良好關係。而後在 2005 年加入東亞峰會

（East Asia Summit, EAS），建構通往東南亞及東亞的橋頭堡。東南亞對印

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印度對東協國家的貿易輸出總額在 2010 年度為

256.3 億美元，2017 年增加為 342 億美元，佔總出口 11.28%，當年度雙邊

貿易總額達到 813.3 億美元。187渣打銀行更大膽預估 2023 年將達到 2800

億美元，佔印度出口總額的 15%。188姑且不論是否能達到如此高額出口貿

易額，印度與東協的往來的確受到外界矚目與看好。透過發展經濟並解決

經濟危機，東進政策亦與政治結合，和戰略夥伴國家進行軍事或防衛上的

合作。 

 

  自 1994 年與越南簽訂雙邊軍事合作協議後，印度逐漸加強與其他東

南亞或東亞國家之間的軍事和經濟合作關係，越南更成為印度進入東亞地

區的重要支點，包括兩國在 2003 年簽署協議共同於東南亞創造「優勢與繁

榮之弧」（Arc of Advantage and Prosperity）。儘管由於種種因素制約，印度

與東南亞地區雙邊合作的進展有限，東南亞或許只是印度大國平衡政策下

的手段工具，以及借重其發展經驗來突破自身瓶頸；但對東南亞而言，印

                                                   
186 方天賜，「印度實施經濟改革以來的外交走向」，問題與研究 40 卷 4 期(2001 年)，頁 83。 
187 Department of Commerce, Government of India, “Foreign Trade (ASEAN),” 

<http://commerce.gov.in/InnerContent.aspx?Id=74> (accessed 7 August 2018). 
188 The Economic Times, “Indian exports to ASEAN to touch $280 billion in 10 years: Standard 

Chartered,”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economy/foreign-trade/indian-exports-to-

asean-to-touch-280-billion-in-10-years-standard-chartered/articleshow/40857005.cms> (accessed 7 

August 2018). 

http://commerce.gov.in/InnerContent.aspx?Id=74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economy/foreign-trade/indian-exports-to-asean-to-touch-280-billion-in-10-years-standard-chartered/articleshow/40857005.cms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economy/foreign-trade/indian-exports-to-asean-to-touch-280-billion-in-10-years-standard-chartered/articleshow/40857005.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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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僅可用來平衡中國在此地區與日俱增的經濟影響，也提供其移廣大的

市場與投資機會。189 

 

  印度的東望政策對於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相當重要，卡內基國際和平基

金會資深研究員尼赫魯（Vikram Nehru）即認為有三個經濟因素與三個地

緣政治因素，讓印度必須持續東望政策：190 

(一) 中國在快速發展與工資上漲之下，勞動密集產業將向勞動力過剩的

國家轉移，靠近中國的東南亞國家如越南、寮國、柬埔寨、緬甸等將

因此受益，但印度同樣也可獲利，只要改善其基礎建設。 

(二) 東亞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將使印度強大的服務業有機會獲得利益，正

如同製造業貿易於過去數十年推動東亞經濟增長，在服務業佔出口

的三分之一以上的印度，服務貿易可能將會促進貿易增長。 

(三) 區域貿易協定為這些機會提供了更好的途徑，如果與東亞國家成為

經濟夥伴關係，印度進入東亞市場的機會將進一步增加。 

(四) 中日兩國在局勢緊張的影響下，迫使日本投資者將資本從中國轉移

至其他國家，早期的選項可能是泰國，但時常發生洪災的可能性將

使日本轉向印度發展。 

(五) 雖然中國的經濟發展為東南亞國家帶來可觀利益，但東南亞國家也

會尋找中國的替代品，如印度，以對抗中國不斷成長的影響力與依

賴性。 

(六) 緬甸於改革開放後，為印度創造了新的良機，開闢通往東南亞與中

國南方的潛在陸橋，對印度而言緬甸處於相當重要的戰略位置，且

印度於緬甸的聲譽比起中國來得要好。 

                                                   
189 蔡東杰，「新世紀印度對大國之外交關係」，頁 46。 
190 Vikram Nehru, “Six Reasons for India to Look Eas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3/02/26/six-reasons-for-india-to-look-east-pub-51039> (accessed 

14 August 2018).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3/02/26/six-reasons-for-india-to-look-east-pub-5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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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的東望政策發展至今，具有三個重要意義：首先是與東南亞各國

建立多面向、多角化的戰略連結，並與東協發展密切的政治及區域經濟連

結；再者，確立在亞太地區的地位；第三，展現印度貿易及投資的經濟潛

能。191印度的「東望政策」顯示其基於安全考量，以及成為世界大國的意

願，故而決定在加強經濟建設、發展國防武力之外，更願以實際行動展現

「走出南亞」的決心，以掌握解決區域衝突的能力，並爭取區域強權的主

導地位。 

 

  然而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印度逐漸感到經濟壓力。1990 年，印度總理

拉奧推出「東望政策」，政策主張對外經濟重心放在東南亞，開拓當地市場，

例如與緬甸軍政府訂立貿易、投資協議，換取國有企業進入緬甸市場、承

包基建，同樣模式也被應用在越南、柬埔寨等國。而對泰國、新加坡等經

濟發展較好的新興經濟體，印度就與之簽訂自貿協定。2003 年，印度與東

協就建立自由貿易區達成框架協議，最終在 2009 年建立「印度－東協自由

貿易區」。莫迪上任後，將「東望政策」升格為「東進政策」(Act East Policy)，

更注重戰略合作，特別是推出與中國相似的促進區域聯通計畫，以長期合

作的緬甸、泰國為跳板，以期和東協互通有無。日本與印度的經貿戰略互

動尤其頻繁，雙方不僅堅定支持「自由主義地區秩序」，還簽訂了民用核技

術、高鐵、工業園區等協議，在軍事演習、國防事務上都有定期交流。192 

 

  東進政策在莫迪於 2014 年上任時，前往緬甸參加當年度第 9 屆東亞

                                                   
191 G. V. C. Naidu, “Whither the Look East Policy: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Strategic Analysis, 

28:2(2004), p. 337. 
192 沈旭暉，「另起爐灶：印度版「一帶一路」？」，<http://www.ir-

basilica.com/%E5%8F%A6%E8%B5%B7%E7%88%90%E7%81%B6%EF%BC%9A%E5%8D%B0

%E5%BA%A6%E7%89%88%E3%80%8C%E4%B8%80%E5%B8%B6%E4%B8%80%E8%B7%AF

%E3%80%8D%EF%BC%9F/> (檢索日期：2018 年 8 月 10 日)。 

http://www.ir-basilica.com/%E5%8F%A6%E8%B5%B7%E7%88%90%E7%81%B6%EF%BC%9A%E5%8D%B0%E5%BA%A6%E7%89%88%E3%80%8C%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3%80%8D%EF%BC%9F/
http://www.ir-basilica.com/%E5%8F%A6%E8%B5%B7%E7%88%90%E7%81%B6%EF%BC%9A%E5%8D%B0%E5%BA%A6%E7%89%88%E3%80%8C%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3%80%8D%EF%BC%9F/
http://www.ir-basilica.com/%E5%8F%A6%E8%B5%B7%E7%88%90%E7%81%B6%EF%BC%9A%E5%8D%B0%E5%BA%A6%E7%89%88%E3%80%8C%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3%80%8D%EF%BC%9F/
http://www.ir-basilica.com/%E5%8F%A6%E8%B5%B7%E7%88%90%E7%81%B6%EF%BC%9A%E5%8D%B0%E5%BA%A6%E7%89%88%E3%80%8C%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3%80%8D%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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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會與第 12 屆「印度─東協高峰會」，其在致詞時表示：『我的內閣已任職

六個月，加強參與東方事務的強度和動力反映出我們對該地區的優先考

量…經濟發展，工業化和貿易的新時代已在印度展開。就外在來說，印度

的「東望政策」已成為「東進政策」』。193其實早在 2011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

拜訪印度時，便敦促印度不僅要望向東方，更要接觸東方與前進東方。194

印度推動「東進政策」的最大意義，就是印度已經從往昔以經濟為主要考

量的與他國交往，進一步邁向有更深層戰略思考的交往。莫迪在談話亦特

意提到了「南海議題」、重申所有區域行為者應該都要遵守有海洋法等規範，

可以看出「東進政策」的戰略意涵大於以往的「東望政策」。195 

 

  如印度將「東進政策」作為今後戰略的準則，印度將在東南亞以及東

亞扮演更積極的全球角色，一旦印度實際參與並協助穩定區域內的權力結

構，就可能成為重要的「樞紐」（pivot）。莫迪於 2018 年與東協 10 國領袖

在新德里召開高峰會後發表德里宣言，印度與東協將加強海上合作，解決

海洋議題面對的共同挑戰。宣言重申維持和促進區域和平、穩定、海上安

全與保障、區域的航行與飛越自由，和其他海洋合法使用權、暢通無阻的

合法海洋商業活動，以及促進和平解決爭端的重要性，且遵守公認的國際

法原則，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及國際民航組織（ICAO）和

國際海事組織（IMO）的有關標準及建議作法，並強調支持有效執行南海

                                                   
193 The Indian Express, “‘Look East’ has become ‘Act East Policy’, says PM Modi at ASEAN 

summit,”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india-others/look-east-has-become-act-east-policy-

pm-modi-at-asean/> (accessed 10 August 2018). 
194 Ernest Z. Bower, “Can India Transition from Looking East to Acting East with ASEAN's Help? 

Commemorating Two Decades of ASEAN-India Relatio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an-india-transition-looking-east-acting-east-aseans-

help-commemorating-two-decades-asean> (accessed 10 August 2018). 
195 張棋炘，「From Look East to Ac East 莫迪外交－從「東望」邁向「東進」」，南亞觀察，

<https://southasiawatch.tw/from-look-east-to-ac-east-

%E8%8E%AB%E8%BF%AA%E5%A4%96%E4%BA%A4%EF%BC%8D%E5%BE%9E%E3%80%

8C%E6%9D%B1%E6%9C%9B%E3%80%8D%E9%82%81%E5%90%91%E3%80%8C%E6%9D%B

1%E9%80%B2%E3%80%8D/%E3%80%82> (檢索日期：2018 年 8 月 10 日)。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india-others/look-east-has-become-act-east-policy-pm-modi-at-asean/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india-others/look-east-has-become-act-east-policy-pm-modi-at-asean/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an-india-transition-looking-east-acting-east-aseans-help-commemorating-two-decades-asean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an-india-transition-looking-east-acting-east-aseans-help-commemorating-two-decades-asean
https://southasiawatch.tw/from-look-east-to-ac-east-%E8%8E%AB%E8%BF%AA%E5%A4%96%E4%BA%A4%EF%BC%8D%E5%BE%9E%E3%80%8C%E6%9D%B1%E6%9C%9B%E3%80%8D%E9%82%81%E5%90%91%E3%80%8C%E6%9D%B1%E9%80%B2%E3%80%8D/%E3%80%82
https://southasiawatch.tw/from-look-east-to-ac-east-%E8%8E%AB%E8%BF%AA%E5%A4%96%E4%BA%A4%EF%BC%8D%E5%BE%9E%E3%80%8C%E6%9D%B1%E6%9C%9B%E3%80%8D%E9%82%81%E5%90%91%E3%80%8C%E6%9D%B1%E9%80%B2%E3%80%8D/%E3%80%82
https://southasiawatch.tw/from-look-east-to-ac-east-%E8%8E%AB%E8%BF%AA%E5%A4%96%E4%BA%A4%EF%BC%8D%E5%BE%9E%E3%80%8C%E6%9D%B1%E6%9C%9B%E3%80%8D%E9%82%81%E5%90%91%E3%80%8C%E6%9D%B1%E9%80%B2%E3%80%8D/%E3%80%82
https://southasiawatch.tw/from-look-east-to-ac-east-%E8%8E%AB%E8%BF%AA%E5%A4%96%E4%BA%A4%EF%BC%8D%E5%BE%9E%E3%80%8C%E6%9D%B1%E6%9C%9B%E3%80%8D%E9%82%81%E5%90%91%E3%80%8C%E6%9D%B1%E9%80%B2%E3%80%8D/%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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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行為宣言（DOC），並期待早日完成南海行為準則（COC）。196從這份

德里宣言內容來看，即可發現雙方期望能透過多項領域的合作，共同應對

中國在印度洋及太平洋區域（特別是南海）的擴張。 

 

  根據日本學者堀本武功的觀點，印度在 21 世紀後的外交政策走向分

為三類分析層次：197 

(一) 全球層次（Global Level）：目標在維持由歐美日所主導的多極化國際

秩序，並與中俄等國保持合作關係，持續推動成為聯合國安保理事

會成員，強化戰略自主性，建構戰略夥伴關係，同時國內朝向富國強

兵的經濟大國，並以成為全球大國作為終極目標。 

(二) 區域層次（Regional Level）：以西太平洋至印度洋為範圍，目標以確

保在亞洲地區的相對優勢地位，並與西太平洋的日本進行合作以對

抗中國，東望亞太─日本、東協，特別是越南及新加坡，西看印度以

西（中東、非洲），並推動印度洋沿岸國家的區域合作，以確立範圍

內的國家勢力。 

(三) 次區域層次（Sub-regional Level）：以南亞為範圍，作為本地區的霸

權，除對抗中巴合作的壓力之外，更將戮力實踐南亞經濟的整合。 

 

  印度國內學者與政府官員於2012年共同完成的建言報告《不結盟2.0：

21 世紀印度外交與戰略政策》（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21st century）內指出，中印在邊境紛爭、雅魯藏布江

的水源問題（該河川流經有領土爭議的藏南地區，並於進入印度阿薩姆地

區後改名為布拉馬普特拉河，最後與恆河相匯）、「珍珠鏈戰略」或巴基斯

                                                   
196 中央通訊社，「印度與東協領袖峰會宣言：強化海上合作」，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801260007.aspx> (檢索日期：2018 年 8 月 10 日)。 
197 堀本武功，《インド第三の大国へ－＜戦略的自律＞外交の追求》（東京：岩波書店，2015

年），頁 12-30。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80126000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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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關係上互有齟齬，但如今 21 世紀有中美兩大強權存在，印度在維持地區

權力同時，亦須避免刺激中國，與美國的往來也要避免過於靠近。198報告

內雖然提及日本的內容並不多，但日本身為技術大國、與美國關係良好，

其建議將日本當作印美關係間的發展橋樑，以建構多重安保機制。或許也

是秉持著不結盟 2.0 的精神，莫迪於 2018 年 6 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

（Shangri-La Dialogue）中同樣強調，「印度不把印太地區視為戰略或擁有

有限會員的俱樂部，印度堅持一個自由、開放及包容的印太區，無論國家

強弱都應平等」，199呼應安倍或川普所推行的「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但

卻似乎略有不同，無意涉入中美間的爭端，意以包容態度面對印太地區的

現狀與問題。莫迪亦認為印度與日本從經濟到戰略關係已完全轉變，其中

具有強大實質內容與目的的相互關係，也是印度「東進政策」的基礎。香

格里拉對話中除提及與日、韓、東協、紐澳等國的發展合作關係，更表明

透過 2018 年 4 月訪中並與習近平的會談，「加深雙方的理解，兩國間牢固

且穩定的關係是全球和平與進步的重要因素，只要兩國互信互利並朝共同

關心的利益努力，將可使亞洲和世界擁有美好的未來」，200對中國釋放友好

善意，以改善兩國的雙邊關係。 

 

  繼 2018 年的香格里拉對話後，莫迪於 2019 年 11 月在第 14 屆的東亞

峰會上，除概述當今世界面臨的全球挑戰，包括印太地區的國際秩序，強

調需要共同努力以尋求解決方案，更提出「印太海洋倡議」（Indo-Pacific 

Oceans Initiative），以確保安全及穩定的海域，包含與相關國家加強海上安

                                                   
198 鈴木通彦，「「インドは米国と同盟を結ばない」東南アジア諸国や日本を介し米国と接

近」，三井物産戦略研究所，<https://www.mitsui.com/mgssi/ja/report/detail/1221260_10674.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8 月 10 日)。 
199 中央通訊社，「莫迪：印度堅持一個開放與包容的亞太區」，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806020009.aspx> (檢索日期：2018 年 8 月 10 日)。 
200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 (June 01, 2018),”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

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

018> (accessed 15 January 2020). 

https://www.mitsui.com/mgssi/ja/report/detail/1221260_10674.html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806020009.aspx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018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018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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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防災管理、永續利用海洋資源等。201印度學者認為，此倡議為印度自

身印太整體戰略的一部分，延續香格里拉對話的概念，印度希望透過海上

安全的建立，成為印度洋的安全推動者與印太地區負責任的參與者。202於

同月 30 日的「日印 2+2 外交‧國防首長會議」，日方亦對印太海洋倡議表

達支持，認為此倡議以建立安心、安全、安定、繁榮的永續海洋目的，更

表明相互合作的意願，以及期待日本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印度的「印

太海洋倡議」及東協的「東協印太展望」能有交互加乘的效果。203無論是

莫迪在香格里拉對話或 2019 年東亞峰會談話內容，均表示東協在印太地

區的重要性，以及與東協間擴大合作的必要性與意願，而日本亦有意參與

其中，與印太地區的印度及東協等國強化各項合作與對話，落實其自由開

放的印太戰略。 

 

  對印度來說，中國持續與中亞、南亞及東南亞國家合作推動公路建設，

積極推展一帶一路戰略，造成印度周邊安全的隱憂，然而印度國防預算僅

有中國的三分之一不到，204因此莫迪政府藉由強化與美日澳安全合作以增

加對中國嚇阻作用。建立四國安全合作雖可增加對中共嚇阻力量，但印度

仍會關切無法確保日美澳等國於中印邊境衝突時是否援助印度，甚至反可

能升高印度捲入亞太區域衝突的風險，205留意避免過於強化軍事合作而激

                                                   
201 Dipanjan Roy Chaudhury, “PM Modi proposes Indo-Pacific Oceans Initiative,” The Economic 

Times,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politics-and-nation/pm-modi-proposes-indo-

pacific-a-initiative/articleshow/71915838.cms> (accessed 16 January 2020). 
202 Sweta Kumari, “Indo- Pacific Oceans Initiative: India’s Outlook in the Region,” Kalinga Institute 

of Indo-Pacific Studies, <http://www.kiips.in/research/indo-pacific-oceans-initiative-indias-outlook-in-

the-region/> (accessed 16 January 2020). 
203 日本外務省，「第１回日印外務・防衛閣僚会合 共同声明」，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544337.pdf> (檢索日期：2020 年 1 月 16 日)。 
204 依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研究

調查指出，2017 年世界前五大軍事費用支出國為美國、中國、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及印度，

而中國 2280 億美元大幅超出印度 640 億美元的三倍之多，而中國軍費支出自 2008 年至 2017 年

已成長 110%。資料來源：SIPRI Fact Sheet,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17,”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04/sipri_fs_1805_milex_2017.pdf> (accessed 10 

August 2018). 
205 遠景基金會，「「美日澳印『民主鑽石』合作機制之展望」座談報告」，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politics-and-nation/pm-modi-proposes-indo-pacific-a-initiative/articleshow/71915838.cms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politics-and-nation/pm-modi-proposes-indo-pacific-a-initiative/articleshow/71915838.cms
http://www.kiips.in/research/indo-pacific-oceans-initiative-indias-outlook-in-the-region/
http://www.kiips.in/research/indo-pacific-oceans-initiative-indias-outlook-in-the-region/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544337.pdf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04/sipri_fs_1805_milex_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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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中國，反加深自身危機。如莫迪於 2019 年 4 月針對印度斯坦時報專訪

表示，表示不會讓雙方歧異（differences）變成爭議（disputes），也不會讓

多邊議題影響雙邊關係，「印中有邊界爭議，但也有政治關係，我們彼此尊

重」。206印度著重其戰略自主性，美日澳印的四國印太民主鑽石如缺一角，

將使中國減輕不少國際壓力。惟中印兩國的雙邊關係仍難以保持穩定，國

內學者認為，印度的「中國威脅論」不同於西方國家，「美歐國家擔心中國

崛起後會對西方國家形成挑戰，是種「未來式」；印度的中國威脅論則是「現

在完成進行式」，認為印度自 1962 年以來即遭中國威脅所苦…印度容易放

大來自中國的威脅，中國則輕忽印度的感受…重複著「短暫友好－爆發衝

突－修補關係」的迴圈」，207雙方在歷史過程中已累積許多爭議，導致兩國

的互相不信任感，於產生爭端或衝突後雖意圖修補雙邊關係，但仍難保證

長期穩定與互信。 

 

  2014 年印度總理莫迪提出的「東進政策」，與 90 年代「東望政策」相

比，前者是基於國際政經環境變遷、亞太時代興起，以及印度作為世界大

國必須東進發展的考量，故東望政策主要著眼於經濟利益，但東進政策卻

更具有強權大國推動對外戰略的意涵。208因此，印度在透過東望政策的發

展之下成為南亞區域強權後，將再度推動此東進政策以作為其向東發展的

大戰略。美日等國推動的印太戰略各有其主張，印度向來奉行不結盟政策

的傳統，針對其自身國家利益走自己的路。惟中國和印度在經濟和軍事上

逐漸展現其力量並向外擴張勢力，開始將勢力伸向原本並未主要觸及的地

                                                   
<http://www.pf.org.tw/article-pfch-2044-6139> (檢索日期：2018 年 8 月 12 日)。 
206 李京倫，「莫迪談中印：不讓歧異變爭議」，聯合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3741098> (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5 日)。 
207 方天賜，「印度眼中的中國威脅論」，自由評論網，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676748> (檢索日期：2020 年 1 月 23 日)。 
208 陳華昇，「印度「東進政策」及其對臺印關係之影響」，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40 卷 2 期(2017

年)，頁 95。 

http://www.pf.org.tw/article-pfch-2044-6139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3741098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676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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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中國的珍珠鏈戰略與海上絲綢之路與印度的東進政策，將可能是中印

兩國勢力交會的區域。多年來日本均對中國海上力量在東海和南海的強勢

發展深表擔憂，而印度則對中國在印度洋的擴張、中印邊境爭端及中巴關

係提升經常表示關切或不滿，日印間相同的地緣政治利益和安全考量，將

是促使兩國加強軍事安全合作及經濟發展互助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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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印雙邊戰略合作關係 

第一節 國防安全與軍事合作 

 

  日本與印度兩國的往來，最早可追溯至日本的奈良時代（西元 710 年

至 794 年），西元 752 年奈良東大寺大佛開光點眼儀式即有印度僧人菩提

僊那（Bodhisena, 704-760）前往供養禮佛。209如以近代來看，1903 年由大

隈重信及澀澤榮一等人成立的「日印協會」（Japan-India Association），是日

本國內歷史最悠久的國際友好機構，也是日印兩國間的重要民間組織，目

前由前首相森喜朗擔任會長，前駐印大使平林博擔任理事長，協會刊物《月

刊印度》（月刊インド）自 1909 年 8 月發行至今，已經超過百年。 

 

  進入 21 世紀後，日本與印度間的關係逐漸升溫。時任日本首相森喜朗

於 2000 年 8 月接連訪問南亞四國─孟加拉、尼泊爾、印度及巴基斯坦。其

中與印度總理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 1924-2018）會面後，達成共

識並宣布推行多項合作措施，包括將展開安全對話和改善雙邊關係，以及

加強資訊科技的合作，並同意雙方建構「21 世紀日印全球夥伴關係」。由

於 1998 年印度與巴基斯坦進行核子試驗，面對國際社會的反對聲浪，日本

實施制裁，暫停經濟援助，與印巴等國的關係當時趨於惡化。森喜朗在結

束與瓦傑帕伊的會談後表示，「日本和印度今天起已經成為全球伙伴」。據

報導指出，瓦傑帕伊在會談中告訴森喜朗，印度將繼續自願性地停止進行

核試驗，日方則表示將提供 1,700 萬美元的經濟援助，協助南印建設發電

站和首都新德里建設地鐵系統。210這也是 21 世紀初始，日印兩國關係深化

                                                   
209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Government of India), ”India - Japan Relations,” 

<https://www.mea.gov.in/Portal/ForeignRelation/14_Japan_Nov_2017.pdf> (accessed 1 October 

2018). 
210 BBC 中文網，「日本印度成為“環球伙伴”」，

https://www.mea.gov.in/Portal/ForeignRelation/14_Japan_Nov_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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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步。隔（2001）年瓦傑帕伊回訪日本，與新任首相小泉純一郎見面，

雙方簽署《日印共同宣言》，同意加強經濟、軍事和反恐合作，並進行高層

間的戰略對話。211 

 

  而在此之前的 1999 年 10 月，巴拿馬籍的日本貨輪「阿隆德拉-彩虹

號」（Alondra Rainbow），從印尼瓜拉丹戎港離開並準備航向日本時，於麻

六甲海峽遭到海盜襲擊，貨輪亦被劫持，17 名組員搭乘救生艇漂流至泰國

普吉島幸運獲救，而「阿隆德拉-彩虹號」及船上海盜也在同年 11 月被印

度海岸警衛隊於西印度發現而逮捕。212有鑑於此，為保護海上航行安全，

日印兩國於隔年 2000 年起，針對日本海上保安廳及印度海岸警衛隊，每年

定期舉行聯合訓練及長官級會議，以交換海盜防衛對策，強化防災訓練與

維持海上治安。 

 

  2005 年 4 月，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前往印度訪問，外界視為拉攏新德

里以對抗與日俱增的中國影響力的戰略外交之旅，目的除了爭取同樣有意

角逐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印度支持日本共同成為安理會常任

理事國之外，小泉在出訪前表示印度具有龐大的發展潛力，並希望能擴展

與印度的雙邊交流。213小泉與印度總理辛格發表的聯合聲明《亞洲新時代

日印全球夥伴關係的戰略方向性》中，兩國宣布將進一步加強戰略合作與

經貿關係，全面提升和印度的合作關係，加強在經濟、能源、安全和防務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890000/newsid_894100/894108.stm> (檢索日期：

2018 年 10 月 5 日)。 
211 日本首相官邸，「日印共同宣言」，

<https://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1/1210india.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5

日)。 
212 日本海上保安庁，「アロンドラ・レインボー号事件」，

<https://www.kaiho.mlit.go.jp/info/books/report2007/yougo/pp005.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5 日)。 
213 張沛元，「對抗中國 小泉亞歐之旅出發」，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5066>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6 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890000/newsid_894100/894108.stm
https://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1/1210india.html
https://www.kaiho.mlit.go.jp/info/books/report2007/yougo/pp005.html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5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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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領域的合作。214這是日本在 2000 年森喜朗後再次有首相訪問印度，也是

日本政府制定南亞戰略的重要進程。當時中日兩國雙方互有齟齬，包括

2004 年 11 月中國海軍核子潛鑑穿越日本南部海域、歷史教科書不符史實

爭議、中國反對日本謀求加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事件，甚至爆發大規模

集會遊行和抵制日本抗議活動。也因此，日本將印度視為重要夥伴的原因

其來有自，印度於經濟、外交或地緣政治都愈顯重要，而中國因素正是促

使其快速升溫的重要關鍵。 

 

  2006 年 12 月，辛格前往日本，與首相安倍晉三（第一次任期）共同

發表聲明，宣誓將構築「戰略的全球夥伴關係」。該聲明中指出，日、印間

的合作將從經濟擴展至政治與安全領域，雙方將自 2007 年起進行日本海

上自衛隊與印度海軍間的親善訓練，且兩國海上保安廳（海巡署）將推動

首長、人員與船艦的互訪、聯合演訓，並在持續透過《日印反恐協議》進

行反恐合作，兩國首相今後每年定期互訪。215 

 

  此外，美國與印度自 1992 年開始進行的定期海軍軍事演習「馬拉巴

爾」（Malabar），除了 1998 至 2001 年因印度核子試驗而中斷之外，每年均

固定實施。軍演起初主要目的是針對海上救援與反恐進行演練，2002 年恢

復軍演後，項目逐漸朝向作戰演習推移。2007 年的軍演更首度邀請日本、

澳洲及新加坡參加，為歷年規模最大的一次，中國也開始高度警惕，不僅

表達不滿，更對外宣稱軍演係針對中國。此次美日印聯合軍演，其構想始

於 2006 年 12 月的日印高峰會，雙方發表宣言就明確談到在 2007 年舉行

                                                   
214 日本外務省，「アジア新時代における日印パートナーシップ」，

<https://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asia_europe_05/india_partner.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5 日)。 
215 日本外務省，「「日印戦略的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向けた共同声明」，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visit/0612_gps_ks.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5

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asia_europe_05/india_partner.html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visit/0612_gps_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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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印「友好海軍演習」，強化日印雙方的安全合作面向。216因此馬拉巴爾軍

演的日本受邀共同參與，正是落實了印度與日本之間的安全防衛合作，而

2007 年 3 月日本及澳洲所簽署的《日澳安全合作共同宣言》（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讓澳洲順理成章的一同加入該年

度的演習，美日澳印的四角戰略同盟也開始有了雛型。 

 

    2007 年及 2008 年日印兩國首相互訪，落實兩國戰略夥伴關係的實質

化，雙方同意進一步提升戰略夥伴合作內容。2008 年，日本首相麻生太郎

和辛格舉行高峰會議，並簽訂《日印安保共同宣言》（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India；日本国とインドとの間の安

全保障協力に関する共同宣言），強調在反恐與禁止核武擴散等有關安全

保障的領域的合作的深化，具體包括共享恐怖主義資金情報、促進自衛隊

和印度軍隊之間，尤其是針對於海上安全問題的海上自衛隊和印度海軍之

間的對話、交流和合作以及防務部門的交流，在災害應對、裁軍等問題上

亦應加強合作。217其中兩國外交部門將進行部長級戰略對話、次長級會議、

局長級軍備會議及官方民間戰略對話；而國防部門則應進行部長與次長級

會議、各軍種長官間的交流及兩國與多國間的軍事訓練與交流等。 

 

  2009 年，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訪印期間，雙方宣佈正式啟動日印「2+2」

會談機制，以提升日印雙邊國防與戰略關係。2010 年 7 月和 2012 年 10 月

日印先後開展兩屆「2+2」戰略對話，防務合作、核合作和安理會改革是其

主要議題。防務合作方面則重點關注確保海上通道安全、聯手打擊海盜、

海上聯合軍事演習等。日本 2011 年國防政策指導大綱（平成 23 年度以降

                                                   
216 賴怡忠，「美日印軍演-安倍新外交戰略的初步實踐」，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

<http://www.mac.gov.tw/public/Attachment/05281358846.pdf>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5 日)。 
217 日本外務省，「日本国とインドとの間の安全保障協力に関する共同宣言」，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visit/0810_ahks.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11 日)。 

http://www.mac.gov.tw/public/Attachment/05281358846.pdf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visit/0810_ah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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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指出，『日本將強化與印度與其他有著共

同利益的國家，確保從非洲經中東到東亞海上航行安全與和合作』。2182012

年印度和日本啟動雙邊聯合海上軍事演習，並決定開啟新的「海上事務對

話機制」，共同應對海上安全挑戰等。 

 

  2014 年，印度人民黨的莫迪擊敗印度國大黨派出的尼赫魯─甘地家族

成員拉胡爾·甘地（Rahul Gandhi）成為第 14 任印度總理，親印派的安倍隨

即邀請莫迪赴日訪問，日印關係於接下來幾年於各領域緊密合作，開啟兩

國交流的新時代。2014 年 9 月 1 日，日印舉行高峰會談，雙方簽署《日印

特殊全球戰略夥伴關係東京宣言》，宣佈將兩國關係由「全球戰略夥伴關係」

提升至「特殊全球戰略夥伴關係」，219。《東京宣言》不僅大幅擴增合作層

面，更清楚表明兩國未來戰略合作的方向，除了海上安全，更需解決國防

設備和技術合作議題。 

 

  自 2007 年與澳大利亞、新加坡共同作為觀察員身分參加馬拉巴爾軍

事演習的日本，2009 年參與第二次在日本近海實施的演習，而後中日因釣

魚臺列嶼（日本稱尖閣諸島）主權糾紛，2014 年參加的第三次馬拉巴爾軍

演，對抗中國的意向也趨於鮮明，2015 年起日本成為馬拉巴爾軍演成員國，

220正式升格成為美印日三邊演習，令陸方高度警戒，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

磊於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有關日本加入馬拉巴爾軍演，『中方態度非常明確，

                                                   
218 蔡裕明，「來自海上之威脅：印度海上安全挑戰與政策」，第八屆「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 

學術研討會，<http://trc.cpu.edu.tw/ezfiles/93/1093/img/644/626229970.pdf> (檢索日期：2016 年 3

月 30 日)。 
219 內容參見：日本外務省，「日・インド首脳会談（概要）」，

<http://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3_000896.html> (檢索日期：2016 年 4 月 5 日)。 
220 中時電子報，「日美印「馬拉巴爾」軍演將登場 模擬「獵殺」大陸潛艦？」，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607000079-260408>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8

日)。 

http://trc.cpu.edu.tw/ezfiles/93/1093/img/644/626229970.pdf
http://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3_000896.html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607000079-26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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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國家不要挑起對立，人為製造地區緊張』，221官方媒體如新華社或環球

時報等亦均對此撰文報導。 

 

  2015 年 12 月的日印高峰會談，兩國簽署《日印展望 2025：特別戰略

全球夥伴關係》（日印ビジョン 2025：特別戦略的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

ーシップ），以開拓邁向「日印新時代」的道路，並將深化國防安保、經貿

投資、核子能源等方面的合作，落實提升兩國夥伴關係，另外還簽訂了《日

印防衛裝備‧技術轉移協定》及《日印軍事情報保密協定》，強化軍事國防

上的裝備提供、技術轉移以及軍事情報交換。222隔年高峰會談針對大幅躍

進「日印新時代」，提倡兩國「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及「東進政策」進行

合作，以主導印太地區的繁榮與安定。2232016 年亦特別簽署了《日印原子

能協議》，在自發性暫緩核子實驗的前提下，日印兩國共同以實現「無核武

世界」為目標，深化禁止核武擴散的合作與對話，確保兩國原子能合作與

材料機械資訊的和平使用。 

 

  印度總理莫迪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 2017 年 10 月召開的領袖峰會，

承諾透過自由與開放印度與太平洋戰略，確保印度洋與太平洋貿易沒有阻

礙，同時也討論北韓問題，印度外交部次長蘇杰生(S. Jaishankar)說，北韓

危機突顯北韓飛彈與核武計畫發展的「後方連結」，指向和中國大陸、巴基

斯坦有關。「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等印度報章評論，許多國家已看到

中國大陸利用「一帶一路」推動地緣政治目標，擴大對參與國家的經濟與

政治影響力。該評論指出，安倍與莫迪向各國發送明確訊息，印度與日本

                                                   
22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5 年 12 月 14 日外交部發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記者會」，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324109.s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8 日)。 
222 內容參見：日本外務省，「安倍総理大臣のインド訪問」，

<http://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3_001501.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8 日)。 
223 日本外務省，「日印首脳会談」，<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3_001879.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10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324109.shtml
http://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3_001501.html
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3_0018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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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透過海上安全合作、更多國防交流及改善區域連通性，及日本的「自由

開放的印太構想」，維護印度洋與太平洋的秩序核心角色。224日印兩國領袖

會談後，雙方簽署 15 項協定，包括設立「東進論壇」(Act East Forum)，這

個論壇的目的是以高效方式強化印度東北部的連通性與促進發展項目的

推動。 

 

  隔（2018）年日印兩國的高峰會談更進一步大幅合作，宣布交換 32 份

合作協議，舉凡國防戰略、數位與新科技、健康照護、農業、經濟、郵政、

科技與學術交流、環境及體育等領域的各類協定、條約或合作備忘錄。自

莫迪於 2014 年上任以來，本次赴日會談已是與安倍會晤的第 12 次，莫迪

除了在推特上發文表示『我相信這次訪問將為印度和日本之間的友誼增添

新的活力』，並於離日前形容日印兩國是「勝利組合」（Winning Combination），

日本是印度在發展經濟與技術現代化中最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225此外，

日本和印度在日印聯合聲明中重申太平洋和印度洋區域應該維持航行和

飛越上空的自由，尊重包含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基本原則，並

以法律或外交程序來和平解決紛爭，而不訴諸武力或脅迫，226明顯看出日

印兩國在海洋爭議上的表態，特別是南海問題。 

 

  安倍於同年 11 月 12 日在首相官邸召開的政府與執政黨聯絡會議上表

示，「為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希望與參加國攜手向國際社會釋放

強有力的信號」，從原先的「戰略」改為「構想」，早先 10 月與莫迪的會務

                                                   
224 張子清，「莫迪安倍推動印度太平洋戰略 對抗中國」，中央廣播電臺，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368918>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5 日)。 
225 NDTV, “PM Meets Japan's Shinzo Abe, Regional Security On Agenda In Talks,” 

<https://www.ndtv.com/india-news/pm-modi-arrives-in-tokyo-to-a-warm-welcome-1938698> 

(accessed 5 November 2018). 
226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India-Japan Vision Statement,” 

<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0543/IndiaJapan_Vision_Statement> (accessed 

8 October 2018).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368918
https://www.ndtv.com/india-news/pm-modi-arrives-in-tokyo-to-a-warm-welcome-1938698
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0543/IndiaJapan_Vision_Statement


DOI:10.6814/NCCU20200026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9 

 

以及 6 月與馬來西亞馬哈迪總理的會談，亦均提到「構想」一詞。227「戰

略」字眼消失的契機是 8 月在新加坡召開的東協區域論壇（ARF），在日本

的遊説下，主席國聲明中加入了印度太平洋「戰略」，但在敲定聲明的過程

中，東協國家相繼表示，「如果採用戰略這個表述，很難加入」，戰略一詞

較屬於軍事用語，為避免引起中國警惕，改為「構想」將更容易獲得東協

內親中國家的贊同，228於是日本政府開始探討措辭的改變，將「印度太平

洋戰略（strategy）」，名稱修改為「印度太平洋構想（vision）」，然而名詞上

的變化是否代表以往的印太戰略有所轉變，目前尚無法確定。 

 

    此外，為加強與印度的夥伴關係，積極拓展兩國間的戰略外交，日本

近年來於吉布地（Djibouti）建立軍事基地。吉布地是東非「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上的一個小國，卻因地理位置極佳而匯集了各國的海外據點，中

國在 2017 年設立軍事基地，此外美、法、德、西、義等國亦於此相關軍事

設備或軍隊，而吉布地更是日本於海外的唯一軍事基地。更有媒體表示日

本政府將進行擴建為永久性基地，229時任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齋木昭隆更

在印度著名智庫「觀察家研究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一

場座談中表示，「日本政府無法將海上安全議題個別獨立看待，不論是印度

洋、太平洋、南海或東海，日本都必須參與其中」，230顯示日本在海上安全

與防衛的決心，從近海的太平洋、東海，到較遠的南海甚至是印度洋。 

 

                                                   
227 時事通信，「インド太平洋「構想」に修正=「戦略」封印、アジアへ配慮」，

<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18111401129&g=eco>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28 日)。 
228 日本經濟新聞，「安倍印太「戰略」改稱「構想」的對華考量」，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33050-2018-11-14-05-00-30.html> (檢索

日期：2018 年 11 月 14 日)。 
229 朝日新聞，「ジブチの自衛隊拠点、来年度に拡張へ」，

<http://www.asahi.com/international/reuters/CRWKCN12D0CD.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28

日)。 
230 Masa Wakita, “Maritime security issues in the region cannot be separated: Japan’s Vice Minister,”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http://www.orfonline.org/research/maritime-security-issues-in-the-

region-cannot-be-separated-japans-vice-minister/> (accessed 8 October 2018). 

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18111401129&g=eco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33050-2018-11-14-05-00-30.html
http://www.orfonline.org/research/maritime-security-issues-in-the-region-cannot-be-separated-japans-vice-minister/
http://www.orfonline.org/research/maritime-security-issues-in-the-region-cannot-be-separated-japans-vice-min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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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對於中國於印度洋的勢力介入亦相當在意，擔憂中國包圍印度的

「珍珠鏈」戰略，例如中國在吉布地所建立的軍事基地，雖然其表示是為

了人道主義救援與維和任務，然根據印度媒體「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的評論文章指出此舉已引起印度的關切，並讓印度感到不安，部分

印度智庫專家認為中國是意在削弱印度的區域影響力，遂行包圍戰略。231

日本方面亦然，日本駐印大使平松賢司表示，日本希望與印度正式展開簽

署《武獲與交互支援協議》的談判，根據這項協議日本軍艦將得以在印度

海軍基地取得燃料與支援，包含扼守麻六甲海峽周邊的安達曼─尼科巴群

島（the 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基地，對保護日本的海上貿易與燃料

供應線有重大意義。232因此，如日印兩國相關協議得以順利簽署，提供雙

方後勤支援與分享軍事資源，印度將可望利用日本於海外的軍事基地，日

本亦可取得印度的燃料與後勤補給，並共同進行聯合軍演，降低中國在印

太地區的影響力。 

 

  中國近年所大力推行的「一帶一路」戰略，陸續許多報導指出，除了

讓很多國家債臺高築，亦接連受到不同國家的抵制，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

即曾在 2018 年訪華前透過媒體，尋求中方取消在馬來西亞的鐵路和能源

管道建設，並直言大馬不需要這兩項「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基礎設施。233

德國《經濟週刊》（Wirtschaftswoche）報導指出，歐盟對外事務部一份內部

文件，直指一帶一路「意圖建立另外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批評

                                                   
231 中央社，「印媒：中共建吉布地軍事基地 威脅印度」，

<https://tw.news.yahoo.com/%E5%8D%B0%E5%AA%92-

%E4%B8%AD%E5%85%B1%E5%BB%BA%E5%90%89%E5%B8%83%E5%9C%B0%E8%BB%8

D%E4%BA%8B%E5%9F%BA%E5%9C%B0-

%E5%A8%81%E8%84%85%E5%8D%B0%E5%BA%A6-064251805.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25 日)。 
232 新頭殼，「就是衝著中國來 日本與印度商定軍事後勤協議」，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8-10-24/156989>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25 日)。 
233 大紀元，「外媒：一帶一路正拖垮中國 遭全球多國抵制」，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8/16/n10644136.htm>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25 日)。 

https://tw.news.yahoo.com/%E5%8D%B0%E5%AA%92-%E4%B8%AD%E5%85%B1%E5%BB%BA%E5%90%89%E5%B8%83%E5%9C%B0%E8%BB%8D%E4%BA%8B%E5%9F%BA%E5%9C%B0-%E5%A8%81%E8%84%85%E5%8D%B0%E5%BA%A6-06425180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8D%B0%E5%AA%92-%E4%B8%AD%E5%85%B1%E5%BB%BA%E5%90%89%E5%B8%83%E5%9C%B0%E8%BB%8D%E4%BA%8B%E5%9F%BA%E5%9C%B0-%E5%A8%81%E8%84%85%E5%8D%B0%E5%BA%A6-06425180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8D%B0%E5%AA%92-%E4%B8%AD%E5%85%B1%E5%BB%BA%E5%90%89%E5%B8%83%E5%9C%B0%E8%BB%8D%E4%BA%8B%E5%9F%BA%E5%9C%B0-%E5%A8%81%E8%84%85%E5%8D%B0%E5%BA%A6-06425180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8D%B0%E5%AA%92-%E4%B8%AD%E5%85%B1%E5%BB%BA%E5%90%89%E5%B8%83%E5%9C%B0%E8%BB%8D%E4%BA%8B%E5%9F%BA%E5%9C%B0-%E5%A8%81%E8%84%85%E5%8D%B0%E5%BA%A6-064251805.html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8-10-24/156989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8/16/n106441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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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借出的金額令人目眩神迷，在各國造成不健康的依賴和債臺高築」，

234顯示中國在推行「一帶一路」計畫遇到不小的阻力，不僅讓部分小國舉

債而有破產危機，更讓他國認為中國意圖利用經濟力量來實行政治手段。

印度亦然，「印度國家轉型委員會」（NITI Aayog）副主席庫馬爾（Rajiv Kumar）

在北京參加 2018 年的第 5 次中印戰略經濟對話中，聲稱「印度政府拒絕

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係因一帶一路的大項目—中巴經濟走廊—穿過巴

基斯坦佔領的喀什米爾地區，完全涉及到印度的主權問題」235，莫迪本人

亦曾針對中巴走廊違反印度主權作出明確表示，因此即使中方大力提倡，

印度還是拒絕參與。 

 

  如同莫迪與安倍會面所共同倡導、向各國發送的明確訊息，透過自由

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藉由海上安全合作、國防交流及改善區域連通

性，確保印度洋與太平洋貿易沒有阻礙，維護印度洋與太平洋的秩序核心

角色，以抗衡中國的一帶一路。美國現任副總統彭斯於 2018 年代表總統川

普出席美國-東協高峰會及亞太經濟合作論壇時，印太戰略亦為彭斯亞洲之

行最重要的議題。《華盛頓郵報》指出，彭斯表示「我們尋求印度太平洋地

區－從美國到印度，從日本到澳洲，以及中間的任何地方－尊重主權，商

業不受阻礙，獨立國家掌握自己的命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不應有威權主

義和侵略」，236意圖尋求亞洲國家對其印太戰略的支持，亦針對中國在該地

區持續刻意展示其軍事和經濟實力。莫迪於 2019 年 11 月宣布退出《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RCEP），日本起初即表示「將不會考慮在沒有印

                                                   
234 科技新報，「抗衡一帶一路，歐盟將提新戰略」，<https://technews.tw/2018/08/31/eu-will-

promote-new-strategy-to-fight-cn-belt-and-road/>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25 日)。 
235 民報，「印度再次拒絕中國「一帶一路」倡議」，<http://www.peoplenews.tw/news/37ee0191-

6c55-40e3-a43a-17be715e71a0>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25 日)。 
236 信傳媒，「彭斯開始亞洲之旅 推廣美國「印太戰略」願景」，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12774>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25 日)。 

https://technews.tw/2018/08/31/eu-will-promote-new-strategy-to-fight-cn-belt-and-road/
https://technews.tw/2018/08/31/eu-will-promote-new-strategy-to-fight-cn-belt-and-road/
http://www.peoplenews.tw/news/37ee0191-6c55-40e3-a43a-17be715e71a0
http://www.peoplenews.tw/news/37ee0191-6c55-40e3-a43a-17be715e71a0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12774


DOI:10.6814/NCCU20200026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2 

 

度的情況下簽署 RCEP」，237但也有所但書「日本將繼續勸說印度加入」，

238同年 12 月 22 日，中日韓三國在北京舉行經貿部長會議，同意為陷入談

判困境的 RCEP 展開合作，亦表示「為早日簽署協定，16 個國家應共同努

力解決印度的重要問題，這一點非常重要」，以此牽制部分國家可能排除印

度並達成協定的論調，239於維護日印戰略同盟關係以及經貿發展兩者中保

持平衡。 

 

  日印兩國在印太地區深化合作，以平衡中國在印太地區的主導地位，

逐步建構並深化「全球戰略夥伴關係」，將使兩國在印太地區的安全事務上

加大合作的腳步。印度位於東南亞至西亞間的「不安定弧」中央，扼住攸

關日本經濟命脈的「海線」（Sea Lane），戰略位置突出。240再者，印度作為

與中國接壤的人口大國，中印兩國在戰略上、邊境領土問題上時有齟齬，

且中國歷來與巴基斯坦頗為友好，此外印度近年積極將「東望政策」推動

為「東進政策」，加強參與東亞區域整合與對談，因此日印兩國密切往來與

合作符合各自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利益，發展更緊密的夥伴關係。 

 

                                                   
237 中時電子報，「陸主導 RCEP 日稱沒印度不簽」，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1201000083-260301?chdtv> (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10 日)。 
238 亞洲時報中文網，「「印度不簽，我也不簽」—如何看印度和日本就 RCEP 的立場」，

<https://twgreatdaily.com/BUA9zW4BMH2_cNUgV9BA.html> (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10 日)。 
239 日經中文網，「中日韓經貿部長：合作推動 2020 年簽署 RCEP」，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38700-2019-12-23-09-38-55.html> (檢索

日期：2019 年 12 月 10 日)。 
240 何思慎，「近期日印（度）關係發展及其對東亞戰略情勢之影響」，展望與探索 12 卷 2 期

(2014 年)，頁 19。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1201000083-260301?chdtv
https://twgreatdaily.com/BUA9zW4BMH2_cNUgV9BA.html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38700-2019-12-23-09-38-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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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本對印「政府開發援助」（ODA）政策 

 

  現代國際援助（Foreign Aid）的先驅，可追溯至美國在 1947 年為協助

歐洲進行戰後重建所推動的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美國在 1960 年

於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OEEC）提案成立以援助發展中國家為主的開發援助集團（Development 

Assistance Group, DAG），隨著 OEEC 在 1961 年改組成為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DAG

亦改稱之為發展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

241成為國際上發展援助的重要組織。 

 

  開發援助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雖有其限制，但在資金或技術等

不同援助方式的進行下，於經濟的開發合作可分為政府開發援助（ODA）、

其他政府資金、民間資金、非營利團體的贈與等四類形式。而根據 DAC 規

定，政府開發援助所流入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必須符合三項條件：一、應

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等公家機關提供；二、主要以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

提供援助為目的；三、贈與比例（Grand Element）要佔 25%以上。242因此，

政府開發援助主要針對開發中國家或低度開發國家給予「無償贈與」以及

「有償資金」為主，補助對象亦分為對單一國家以及對國際組織提供援助。

以日本為例，其對單一國家之援助方式可分為贈與及有償資金兩種，贈與

則包括無償資金提供及技術協助，有償資金則分為日圓借款及海外投融資。

243 

                                                   
241 蔡東杰，「日本援外政策發展：背景、沿革與演進」，全球政治評論 32 期(2010 年)，頁 35。 
242 小浜裕久，《ODA の経済学》（東京：日本評論社，1998 年），頁 8。 
243 駐胡志明市辦事處經濟組，「日本推動政府開發援助（ODA）政策及對越南之作法」，經濟

部國際貿易局，<https://www.trade.gov.tw/App_Ashx/File.ashx?FileID=C2E5F8A4DCC5A20B> (檢

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12 日)。 

https://www.trade.gov.tw/App_Ashx/File.ashx?FileID=C2E5F8A4DCC5A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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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即接受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

部隊（GHQ）的統治，同時亦接受美國援助，另外仍有二戰後所欠下的債

務與賠款問題。1946 年至 1951 年的 6 年間，日本接受美援高達 20 億美

金，比較 1950 年日本的國民總生產毛額 110 億美金，即可知道美援對於當

時日本經濟發展的重要性。244當時，世界銀行、美國進出口銀行與外國銀

行的資金援助對於日本經濟發展也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例如 1953 年到

1966 年間世界銀行提供日本 8 億 6 千萬美金的援助，而 1960 年代初期日

本向世界銀行的借款僅次於印度。245這段時期的日本，在解決戰後賠償問

題之後，即將焦點放在經濟合作上，以改善與鄰國的關係，更透過貿易出

口的擴張，促使日本經濟快速發展。 

 

  日本從戰後被援助的國家，經過多年的努力，成為提供援助的主要國

家。1960 年代後，隨著日本經濟能力大幅提升，政府開發援助的規模也開

始擴大，除一般有償資金援助之外，也開始進行糧食協助、無償資金協助

等計畫，並將援助對象從原本的東南亞擴大至中東、非洲、中南美洲等地。

246在 1991 年至 2000 年近十年間，日本為全球援助金額最高的國家，在

2000 年甚至達到 135 億美金（支出純額，已扣除被援助國返還之貸款利

息）。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日本透過無償資金協助和貸款，提供受援國家

約 800 億美元的援助，然而 1998 年後，日本因財務與經濟危機使得 ODA

預算逐漸減少，2001 年開始讓出了最大援助國的位置。247根據 OECD 的

                                                   
244 楊武勳，「日本國際援助組織與運作現況」，淡江日本論叢 26 期(2012 年)，頁 239。 
245 西垣昭、下村恭民、辻一人，《開発援助の経済学─「共生の世界」と日本の ODA》（東

京：有斐閣，2010 年），頁 172-173。 
246 日本外務省，「2014 年版 政府開発援助（ODA）白書」，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14_hakusho/honbun/b1/s1_1.html> (檢索日

期：2018 年 10 月 15 日)。 
247 同上註。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14_hakusho/honbun/b1/s1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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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數據，日本目前為世界第 4，僅次於美、德、英等國。248 

 

 

圖 4- 1：日本 1978 至 2018 年度 ODA 預算249 

 

  根據學者研究認為，促使日本進行對外援助政策的因素主要有二：首

先是經濟因素，日本政府希望透過經援以穩定經濟發展物資來源國，達成

促進雙邊貿易的效果，以利日本的經濟成長。日本通產省於 1981 年出版的

官方白皮書就將「資源、能源的穩定供給」、「促進國際分工與產業結構升

級」、「企業國際化」等列為日本進行對外經濟合作的重要參考；第二，在

政治因素方面，為因應美國東亞政策的考量，日本以維繫日美友好關係為

最高外交方針，成為促進對外提供 ODA 的重要影響，例如為避免共產勢

力入侵，美國要求日本在 1950 年代經濟尚未完全恢復時即援助東南亞經

濟發展，而 1980 年代日本逐漸將外援區域擴展至拉丁美洲與歐洲，美國的

                                                   
248 OECD, “Development aid stable in 2017 with more sent to poorest countries,” 

<http://www.oecd.org/newsroom/development-aid-stable-in-2017-with-more-sent-to-poorest-

countries.htm> (accessed 15 October 2018). 
249 日本外務省，「一般会計 ODA 当初予算の推移（政府全体）」，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yosan.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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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也不容忽視。250另外，除了穩定市場國經濟以促進雙邊貿易與配合重

要盟國的外交政策，透過 ODA 的方式更能提高國際地位與影響力，提升

自身國家對國際上的貢獻度，於國際場合上亦能取得話語權。 

 

 

圖 4- 2：國際主要援助國 ODA 金額(淨額)251 

 

  為了使本國國民與外國政府瞭解日本 ODA 的運作原則，以及開發援

助的基本理念與重點事項等方針，日本曾於 1992 年通過「政府開發援助大

綱」，以期提升政策的透明化。2003 年小泉內閣任內曾經修訂過（加入消

除恐怖主義、建構和平、解決多元化的全球議題等）252，近期安倍內閣於

2015 年 2 月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了大綱修正案，名稱改為《開發協力大綱》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harter），而非原先的《政府開發援助大綱》

                                                   
250 柯玉枝，「當前日本對外援助政策分析」，問題與研究 40 卷 6 期(2001 年)，頁 32-33。 
251 日本外務省，「主要援助国の ODA 実績の推移（支出純額ベース）」，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jisseki.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18 日)。 
252 日本外務省，「政府開発援助（ODA）大綱」，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eisaku/taikou.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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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harter）。新大綱其中納入了在非軍事領

域援助其他國家軍隊、援助收入水準較高的島嶼國家、民間進行投資合作

等先前未被列入 ODA 框架的項目。此外，新大綱中還增加了「為確保國

家利益作出貢獻」此一表述，突顯日本在進行對外援助時，將考慮對於本

國戰略重要性的方針。與此同時，新大綱為因應安倍政權倡導的「積極和

平主義」戰略以及 2013 年內閣會議決定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的內容，

由於安保戰略表示將 ODA 積極用於推動民主化、法律制度完善和人權領

域，因此在新大綱中，將自由和民主主義等「共享普世價值觀」作為對外

援助的重點課題，並提及與聯合國維和行動（PKO）的合作。253由此可知，

為體現與開展「安倍經濟學」、「俯瞰地球儀外交」及「積極和平主義」，安

倍修改 ODA 大綱有其目的，從「援助」邁向「合作」，除了對外國軍隊的

非軍事活動提供援助，以維持和平、防災、海上安全及反恐等，援助範圍

的擴大將除了發展中國家之外，新進國家也得以在援助之列，例如技術輸

出等。 

 

  日本對印度的開發援助項目係針對印度國內的發展政策，而印度的基

本開發政策則主要由印度政府下的國家計畫委員會（Planning Commission）

所制定的「五年計畫」為依循，經中央政府與州政府雙方合意後作為全國

性財政經濟政策的具體方針。第 1 次「五年計畫」於 1951 年開始，起初為

農業領域的開發政策，隨後到了第 2 次及第 3 次後，則逐漸以培育國內產

業為焦點，如國營企業的投資或重工業的培育，90 年代後期開始進入產業

自由化，政府調降關稅以深化和世界各國的貿易往來，同時放寬金融機構

的限制，服務業的比例也大幅增長，五年計畫的內容也因此隨之調整。第

                                                   
253 日本經濟新聞，「日本新 ODA 大綱：為國家利益作出貢獻」，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3111-20150210.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15 日)。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3111-201502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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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次後則開始朝向提升勞動生產力、生活品質以及地區水準不平衡等目標，

民間投資的部分也開始增加。254「五年計畫」也因為戰爭、天災、通貨緊

縮或金融危機等內憂外患而暫時停止五年計畫的制定，如 60 年代及 90 年

代均曾短暫中斷。在第 12 次「五年計畫」（2012-2017）期間，莫迪上任後

將尼赫魯時代成立的國家計畫委員會解散，並成立「印度國家轉型機構」

（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Transforming India, NITI Aayog）政府官方智庫，

由總理擔任理事會主席，為國家設計中長期政策與戰略願景，並對中央或

地方提供技術性建言，促進中央政府與州政府間的合作，255其作用應類似

於我國的「國家發展委員會」或中國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而該組

織成立後也隨即著手制訂 3 年行動計畫、7 年戰略規劃與 15 年願景，作為

國家發展的短、中、長期戰略藍圖。 

 

  日本對印度的經濟援助可追溯至 1958 年對該國提供的有償資金貸款，

以協助印度進行電力設備、船舶及工廠設備的提升，共計 180 億日元。基

於早期印度基礎設備的不足，國家產業以農業為主，因此前十年的貸款幾

乎均以機械設備及原料、農業肥料與農藥等項目為主。2561998 年因印度進

行核子試驗，對於核武有慘痛歷史教訓的日本於是凍結新開發的有償資金

合作，直到 2003 年才再次啟動。日本作為印度最大的有償資金提供國，雙

方關係密切，2014 年日印高峰會談時更表示，為促進兩國「日印投資促進

夥伴」（Japan-India Investment Promotion Partnership）的合作關係，接下來

5 年日本預計將對印度進行包含 ODA 在內共計 3.5 兆日元的政府及民間投

                                                   
254 ラジブ・ダス，「インド経済政策の担い手「計画委員会」」，一般財団法人海外投融資情報

財団，<https://www.joi.or.jp/modules/downloads_open/index.php?page=visit&cid=17&lid=1411> (檢

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19 日)。 
255 NITI Aayog, “About Us - Overview,” <http://niti.gov.in/content/overview> (accessed 19 October 

2018). 
256 日本外務省，「国別援助実績 1990 年までの実績 インド」，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jisseki/kuni/j_90sbefore/902-01.htm> (檢索日期：

2018 年 10 月 16 日)。 

https://www.joi.or.jp/modules/downloads_open/index.php?page=visit&cid=17&lid=1411
http://niti.gov.in/content/overview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jisseki/kuni/j_90sbefore/902-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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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合作。257以下表來看，近三年的開發援助金額穩定成長，除了 2014 年

度的有償借款短少之外，大部分約為 3 千多億日元。 

   

(單位：億日元) 

年度 有償借款 無償資金提供 技術合作 

2012 年度 3,531.06 1.04 33.01 

2013 年度 3,650.59 16.62 43.62 

2014 年度 1,186.43 2.17 44.86 

2015 年度 3,664.78 1.58 50.97 

2016 年度 3,713.45 1.10 159.50 

歷年累計 53,128.85 923.48 642.64 

表 4- 1：2017 年公布之日本對印度開發援助類型與金額258 

 

  根據 2016 年日本政府所公布的《對印度國別援助方針》指出，印度其

年輕人口佔總人口半數，為世界最大的民主主義國家，雖然每年增加 1500

萬的勞動人口，但多數仍處於貧困，因此整頓重要的基礎建設、面對急速

成長及都市化下所造成的社會與環境問題，以實現包容且安定的高度經濟

成長社會勢在必行。259日本將援助重點分為三大項： 

 (一)強化連結性：強化印度國內主要產業城市、經濟圈及區域間的連結

性，援助其鐵路（含高速鐵路或地鐵）、高速公路、電力及其他領域的基礎

設施，促進實現德里─孟買間的「工業走廊計畫」（Delhi Mumbai Industrial 

Corridor, DMIC）及清奈─班加羅爾間的「產業廊帶計畫」（Chennai 

                                                   
257 日本外務省，「日印共同声明」，<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03259.pdf> (檢索日

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 
258 日本外務省，「政府開発援助（ODA）国別データ集 2017」，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press/shiryo/page1w_000024.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19 日)。 
259 日本外務省，「対インド国別援助方針」，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189321.pdf>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19 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03259.pdf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press/shiryo/page1w_000024.html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1893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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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alore Industrial Corridor, CBIC）等廣域經濟開發構想。除了 DMIC 及

CBIC 之外，另外還有三個產業廊帶計畫，分別是孟買到班加羅爾的經濟

走廊（BMEC）、連結清奈與加爾各答的東海岸工業走廊（ECEC），以及加

爾各答到阿姆利則（Amritsar）的工業走廊（AKIC）。五條工業走廊在印度

形成鑽石型經濟圈，將涵蓋 15 個州。260 

 (二)強化產業競爭力：作為印度經濟安定成長的關鍵，將特別著重於製

造業，提升年輕勞動人口的雇用、強化經濟基礎、提高生產力，援助其發

電、配電、能源效率化、高品質道路、港灣、水道等基本建設，並促進海

外直接投資的引進，資助相關領域的產業人才培育。 

 (三)支援永續且包容的成長：在發展經濟高度成長之際，同時著重於永

續發展，維持社會平衡與共享，因此將協助改善基本設施（衛生、保健、

排水道等）的整備，並促進減少貧困人口、氣候變遷、森林防災等環境與

社會等問題的合作。 

 

  根據日本政府官方公告的 2018 年度（平成 30 年）預算及開發援助重

點，當年度會計預算將達到 5538 億日元，較前一年的整體預算略為增加

11 億左右，調漲幅度為 0.2%，其中技術合作增加 32 億，而無償資金合作

則減少近 26 億。261而根據當年度重點方針，將著重於(一)創造國際社會和

平、安定、繁榮的環境與共享基本價值，包含了將「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

具體化，強化法支配下的國際秩序，提供人道救援，對抗恐怖主義與激進

主義；(二)正視為達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所面對的各項國際問

題，並促進全體人類的安全，針對開發中國家自身發展目標提供協助，特

別在食品衛生、教育、女權平等、防災、水文、氣候變遷等方面提供合作

                                                   
260 林讓均，「24 個科技產業聚落 力拚印度經濟兩位數成長」，遠見雜誌，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4836>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19 日)。 
261 日本外務省，「平成 30 年度 ODA 一般会計予算（当初予算）」，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325637.pdf>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19 日)。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4836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32563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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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援助；(三)與發展中國家共同朝向「高品質成長」邁進，並對經濟外交及

地方創生做出貢獻，特別是推動再生能源與科技，並開展地方自治體、中

小企業的海外支援，以及培育產業所需人才，雙邊各級學校的合作培訓與

研修，促進人才的活化與流動。262日本政府將以「俯瞰地球儀外交」與「積

極和平主義」為主軸，積極推動「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並將 ODA 開發

援助成為達成目標的重要手段之一，包含海上安全與反恐的相互支援，以

及產業投資與技術合作。 

 

  日本的 ODA 政策為其與發展中國家間關係緊密發展的重要一環，安

倍上任後遍訪南亞、東南亞、中亞及非洲等地，允諾提供巨額的援助資金，

協助他國的國家發展，除了提升國際聲望之外，更得以藉此機會展現大國

外交的一面，拉攏周邊盟友。日本在 ODA 大綱中即指出，「將進一步支持

在東南亞、南亞和非洲地區開展區域性基礎設施援助」。2015 年安倍曾表

示，日本將在未來 5 年增投 1100 億美元用於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融

資的主要管道包括政府開發援助、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以及日本國營

國際協力銀行（JBIC）。263日本 ODA 政策的發展前景而言，一是日本國內

經濟的復甦前景不容樂觀，能否維持 ODA 規模的可持續增長尚未可知；

二是日本將 ODA 加入政治及安全訴求，特別頗有針對中國的意圖，將可

能導致中日兩國競爭加劇，264而這不僅違背了 ODA 的初始目標，也為國

際局勢增加了不穩定因素。 

 

 

                                                   
262 日本外務省，「平成 30 年度開発協力重点方針(PDF)」，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356010.pdf>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22 日)。 
263 人民網，「日本提出 1100 億美元亞洲基建投資計畫」，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522/c1002-27041890.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22

日)。 
264 王簫軻，「安倍政權對外援助政策之重構」，全球政治評論 5 期(2017 年)，頁 112-113。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356010.pdf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522/c1002-270418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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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日本 ODA 對外前十大援助國與支出金額   (單位：百萬美元) 

國家 支出總額 國家 支出淨額 

1 印度 1,800.47 越南 1,166.06 

2 越南 1,583.47 印度 1,007.78 

3 伊拉克 628.93 伊拉克 618.66 

4 孟加拉 568.28 緬甸 506.82 

5 緬甸 506.82 孟加拉 461.27 

6 泰國 414.05 烏克蘭 342.24 

7 印尼 399.92 阿富汗 300.83 

8 烏克蘭 350.80 巴基斯坦 192.65 

9 菲律賓 301.51 坦尚尼亞 192.65 

10 阿富汗 300.83 蒙古 175.28 

表 4- 2：日本 ODA 對外前十大援助國與支出金額265 

 

  安倍與莫迪於 2017 年 9 月的會面中，更對兩國於距離中印領土爭議

很近的印度東北部開展開發合作表示合意，從中似乎可以看出想要加強印

太戰略並以牽制中國的想法。266而 2018 年 10 月，安倍與來訪的莫迪進行

會談，會談一開始安倍就表示「日印關係是世界上發展潛力最大的雙邊關

係」，雙方將在國安、數據、基礎建設、防災等領域加強合作。日印領導人

此次會談達成的共識是，為確保「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兩國將密切合

作，聯手應對中共在南中國海的擴張。此外，日印雙方還將推進在基礎設

施建設方面的合作，日本將向採用日本技術的印度高鐵計畫追加 3 千億日

                                                   
265 日本外務省，「2016 年における DAC 諸国の政府開発援助（ODA）実績（確定値）」，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about/yosan/page22_000871.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18 日)。 
266 日本經濟新聞，「安倍與莫迪會談這樣牽制中國」，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7041-2017-09-15-00-44-14.html> (檢索

日期：2018 年 10 月 22 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about/yosan/page22_000871.html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7041-2017-09-15-00-44-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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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 ODA 貸款，上個年度日本政府向印方提供該計畫的貸款僅有 1 千億

日元。267而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於安倍訪中會見習近平前，宣布對中國 ODA

今年將是最後一案，延續了 40 年的對中 ODA 援助即將畫上句點，並支援

其他開發中國家。日本自 1979 年開始對中進行 ODA 援助，有償的資金協

助包括日圓借款，以及無償的融資等，共計超過 3 兆 6 千億日圓。268 

 

  對於中國躍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否有必要繼續以國家財政力

量對其援助，日本國內愈來愈多反對聲浪。雖然 2018 年安倍的訪中象徵著

中日關係改善的第一步，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 40 週年紀念之際，

被認為是中日關係 2012 年陷入低潮以來最大的突破，而促成訪中的催化

劑，被認為是美國總統川普的貿易政策，促使中日這兩個與美國貿易往來

密切的經貿大國靠近，但是否達到破冰的地步尚無法得知，安倍與習近平

於會面時並未提及兩國的爭議話題，如釣魚臺、東海主權或是歷史教科書

問題，而被日本產經新聞則形容兩國的關係只是「沙上城堡」。269但從安倍

訪中返國後隨即在山梨縣河口湖附近的私人別墅接待莫迪的來訪，並簽署

防衛合作協議，共享位於非洲吉布地的日本自衛隊唯一海外基地，加強防

衛合作關係的協議，包括分享軍事資源與能力，以及提供對方後勤支援等，

加強在印度洋上的安全合作，而根據日本與印度媒體報導，均將之視為面

對中國擴張的回應，對抗積極推動「一帶一路」計畫的中國，日印兩國合

作關係預期將維持友好，日本對印度的 ODA 開發援助金額，亦將繼續在

整體 ODA 當中名列前茅。 

 

                                                   
267 新唐人電視臺，「日 ODA 轉投印度聯手堵中共 黨媒仍唱「中日共榮」」，

<http://ca.ntdtv.com/xtr/b5/2018/10/30/a1397361.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14 日)。 
268 自由財經，「日本將結束 40 年來對中國 3.6 兆日圓 ODA」，

<http://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589342>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1 日)。 
269 大紀元，「習安會避談歷史爭端 日媒︰同床異夢」，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10/27/n10813074.htm>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1 日)。 

http://ca.ntdtv.com/xtr/b5/2018/10/30/a1397361.html
http://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589342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10/27/n108130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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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經濟貿易之投資與合作 

 

  印度近年來經濟蓬勃發展，成長率較其他已開發國家亮眼不少，吸引

了大量外資赴印進駐，包含日、美、中等國對印度的投資金額都大幅增加，

根據「印度商業新聞」（the Hindu Business Line）報導，如 2017 年日本對

印度投資金額達到 49 億美元，挹注金額較前一年所投資的 3.87 億成長達

13 倍之多；美國和中國於 2017 年的投資分別為 46 億美元和 35 億美元，

而 2016 年則分別為 32 億美元和 6.62 億美元，270顯示日本投資者對印度此

增長快速的經濟體表現出更大的興趣，進而投注更多的資金。 

 

  日本與印度的經貿往來，可追溯至日本政府於明治維新後推行殖產興

業政策，英屬印度即是日本紡織業重要的棉花原料來源之一，而鋼鐵產業

所需要的鐵礦或錳礦，亦是經由印度輸入日本國內。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後，英屬印度獨立建國，此時著重於化學重工並開始從海外引入開發資金

與工業化技術，日本即與印度進行合作。271隨著日本經濟起飛，日本自 1958

年開始對印度進行開發援助，協助印度基礎建設的整備與經濟發展環境的

健全，提供無償資金、有償貸款及技術合作等項目。 

 

  進入 21 世紀後，印度總理辛格與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於 2004 年 11 月

相互合意，為強化兩國經濟關係，準備設置「日印共同研究會」（India-Japan 

Joint Study Group, JSG）。隔年小泉訪印之際，兩國領袖正式確定將以擴大

貨貿、服貿、投資、經濟關係及其他層面等整體對策，以及檢討包含日印

                                                   
270 Priyanka Pani, “Japan overtakes China, US in investing in Indian start-ups,” The Hindu Business 

Line, <https://www.thehindubusinessline.com/news/japan-overtakes-china-us-in-investing-in-indian-

start-ups/article24203723.ece> (accessed 10 November 2018). 
271 山崎恭平，「モディノミクスと日印経済関係拡大への期待」，国際貿易と投資季刊 100 期

(2015 年)，頁 72。 

https://www.thehindubusinessline.com/news/japan-overtakes-china-us-in-investing-in-indian-start-ups/article24203723.ece
https://www.thehindubusinessline.com/news/japan-overtakes-china-us-in-investing-in-indian-start-ups/article24203723.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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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合作協議等提升經濟自由化與高水平合作方針的可行性為焦點成立

研究會，並於 1 年內提供報告書。同時，辛格與小泉發表「印日亞洲新紀

元伙伴關係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 India-Japan Partnership in a New 

Asian Era），將雙方的關係提升至全球伙伴層次，以加強雙方在雙邊政治、

經濟、技術、學術、文化、資通訊及區域、全球議題的合作，特別是兩國

政府應結合產業界共同促進日本企業對印度投資，並加強技術合作，以提

升印度產業競爭力。272「日印共同研究會」由產、官、學界代表所組成，

第 1 次討論會議開始於 2005 年 7 月的新德里、第 2 次於 2005 年 11 月的

東京、第 3 次於 2006 年 2 月新德里、第 4 次於 2006 年 6 月的東京，雙邊

就日印高峰會談所定調的內容與方向進行討論與意見交換。 

 

屆次 日期 地點 討論議題 

第一次 2005.07.18~19 新德里 
議題主軸定調、日印經濟關係現狀、

日印合作與應解決事項 

第二次 2005.11.15~16 東京 貨貿、服貿、投資、ODA 

第三次 2006.02.01~02 新德里 
前次議題以外，加上 IT、中小企業、

科技、能源及環境等 

第四次 2006.06.06~07 東京 
報告書定案，提出兩國應開始交涉

經濟合作協議(EPA)等建言 

表 4- 3：日印共同研究會各屆次討論議題一覽表273 

 

  該研究會的報告書中指出，日印兩國經濟關係的強化具有重大意義，

包含（一）成為亞洲繁榮的原動力：日本、印度、東協、中國、韓國等國

                                                   
272 駐印度台北經濟文化中心經濟組，「印日加強全球夥伴關係專報」，經貿透視雙周刊， 

<http://www.trademag.org.tw/page/newsid1/?id=416488&iz=6>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10 日)。 
273 日本外務省，「日・インド経済連携協定（交渉開始までの経緯）」，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fta/j_india/j_india.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10 日)。 

http://www.trademag.org.tw/page/newsid1/?id=416488&iz=6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fta/j_india/j_ind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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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將構成亞洲的「繁榮之弧」，日印兩國在民主人權及市場經濟等價值觀與

戰略利益上具備共同點，日本現時 GDP 為世界第 2、印度為世界第 10，印

度未來預測將維持其高成長率，兩國經濟關係足可發揮最大限度的潛在能

力；（二）經濟互補性：日本在資本、技術及產品開發上具有強大的競爭力，

印度則擁有 11 億人口的巨大市場及勞動人力，與具備消費能力的 2 億人

中產階級，日本企業亦將與印度國內急速成長的 IT 產業合作，擴大軟硬體

的進出，再者高齡化社會的日本與年輕人口眾多的印度，此人口動態的差

異在雙邊經濟關係上具有互補性；（三）推動日印兩國改革：經濟成長的關

鍵在於改革，小泉主張金融改革、郵政民營化及構造改革特區，辛格則積

極推行外資限制放寬、整備基礎建設、農村開發、稅制改正，日印經濟關

係的強化將可擴大貿易及投資，促進兩國國內改革，創造工作機會，提升

人力、學術、IT、科技、環境與能源等方面的合作。274 

 

  日印兩國於 2005 年發表《亞洲新時代下的日印夥伴關係—日印全球

夥伴關係的戰略方向》聯合聲明，合意擴大合作關係，強化國防安全、貿

易投資、科學技術、學術人才交流及高層戰略對話等方面，其中在建構整

體經濟關係上，除提及日印共同研究會的功能之外，日本將特別加大印度

日企在當地的投資水平，提高印度製造業的競爭力，強化技術合作，並朝

兩國經濟水準大幅躍進、深化全球夥伴關係為目標。275隨著雙方均有意促

進兩國的經濟合作，也基於日印共同研究會於報告中所建議的內容，再加

上辛格總理於 2006 年 12 月訪日與安倍首相進行高峰會談時，雙方決議加 

速經濟夥伴協議（EPA）的交涉時程，日印雙邊政府於 2007 年 1 月舉行第

                                                   
274 日本外務省，「日印共同研究会報告書」，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pdfs/jin_kenkyu.pdf>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10 日)。 
275 日本外務省，「アジア新時代における日印パートナーシップ～日印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

ーシップの戦略的方向性～」，

<https://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asia_europe_05/india_partner.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10 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pdfs/jin_kenkyu.pdf
https://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asia_europe_05/india_partn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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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的「《日印經濟合作協議》交涉會議」，由日方的外務省審議官（此職

位為次官級，位階僅次於外務大臣、副大臣、政務次官與事務次官）河野

雅治與印方的商業部次長皮萊（Gopal Krishna Pillai）擔任首席交涉官，並

邀集相關部門人員與會討論。經過多次的來回討論，終於在 2010 年 9 月 9

日召開最後的第 14 次交涉會議，完成日印經濟合作協定的最終內容，並於

10 月宣布交涉結束，隔（2011）年 2 月完成簽署，8 月開始生效。其內容

大約如下：276 

（一） 根據 2006 至 07 年的官方數據，印度對日貿易額為 3,445 億日

元，日本對印貿易額為 5,696 億日元，前者約 90%的貿易額項目

將於 10 年內逐步免除關稅，後者則約 97%的貿易額項目於 10 年

內關稅免除。免稅項目主要在礦業、工業及農林水產業，印方須

對從日本進口的汽車、鋼鐵製品、電子產品、機械產品及水果與

盆栽等項目逐年免稅，日方則亦須對從印度進口的礦業與工業之

幾乎全部項目、以及農林水產品即時或數年間廢除關稅。 

（二） 貨物貿易：影響兩國貨物貿易的相關措施，將提供本國國民相同

待遇，關稅亦須廢除或調降；為防止迂迴貿易，一般採用嚴格審

核標準，但就特定出口重要產品，則採取促進貿易往來的寬鬆標

準，且必須出示原產地證明方可獲得該協議所賦予的關稅優惠待

遇；為確保關稅手續的透明度及簡便性，雙方須促進情報交換與

合作。 

（三） 服務貿易：為促進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必須比 WTO 更為高的標

準來約束保障；確保入國與短期停留手續的透明與速度。 

（四） 智慧財產：必須以超過 WTO 的水準來確保智慧財產權的無差別

保護。 

                                                   
276 日本外務省，「日・インド包括的経済連携協定」，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fta/j_india/jyobun.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10 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fta/j_india/jyobu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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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投資：對投資者及投資財產提供本國國民待遇，並禁止課以相關

履行措施，保護其紛爭解決手續及補償或資金移轉，以促進投資

活動的自由。 

（六） 兩國設立相關團體及聯絡事務所，並由政府代表組成貿易環境整

備委員會與合同委員會，日印雙方企業可向事務所求助、提供建

言或情報，再由事務所向關係國政府及委員會逐層報告，以促進

適當投資環境的整備。 

 

  隨後，日印兩國於 2014 年 9 月發表的《東京宣言》（Tokyo Declaration），

正式宣告兩國關係提升到了「特殊戰略和全球夥伴關係」（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層級，日本表示在投資領域上將資助往後 5 年印

度基礎設施和製造業項目，特別是印度東北部，通過此區域連通性合作，

從清奈透過海路連接印度與東南亞國家，經緬甸通過印度東北地區做為陸

上路線，日本可說是以「印度—太平洋」地區的角度來從事與印度的交往。

277在 2018 年的高峰會談，安倍表示將對印度提供高鐵與橋樑建設及的貸

款及鐵路安全相關技術合作，強化印度東北部的連結性；此外，安倍除有

意與印度進行日印貨幣交換（Currency Swap）之外，更希望能在當年度簽

署的《日印數位夥伴合作備忘錄》（ India-Japan Digital Partnership 

Cooperation Memorandum）下，由日本經產省與印度電子及資訊科技部進

行創業基地（Start-up Hub）的合作，促進日本的投資者與市場能選定印度

作為標的，進而提升人才交流、研究開發、數位產業的企業合作，再加上

兩國食品與健康領域的農業合作，在各種領域上深化兩國關係。278 

                                                   
277 李思嫺，日印全球夥伴關係下的印太戰略思考，歐亞研究 4 期(2018 年)，頁 60-61。 
278 日本外務省，「Japan-India Vision Statement Fact Sheet」，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413509.pdf>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12 日)；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Government of Japan), “Japan and India Agree on Partnership in the 

Digital Industry,” <http://www.meti.go.jp/english/press/2018/1029_003.html> (accessed 12 November 

2018).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413509.pdf
http://www.meti.go.jp/english/press/2018/1029_0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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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日本政府的鼓勵與優化兩國經濟合作環境之下，日本企業對印度

的投資逐步提升。跟據日本媒體報導指出，2001 年起日本企業對印度的直

接投資金額，自 2001 年的 1.5 億美元持續上升，直到 2008 年的 55.51 億，

較 2007 年的增加率達 268.6%，而當年度的增幅如此之大，係因日本國內

的製藥集團「第一三共集團」（Daiichi Sankyo Group）買下印度的最大藥廠

蘭博西（Ranbaxy Laboratories Limited），才造成 2018 年當年度的對印投資

金額急遽增加，買購案收購金額達 46 億美元，由日方買下超過半數的股

權，是當時印度有史以來最大藥廠的跨國收購案，日印兩家聯合後程為全

球第 20 大藥廠，市值超過 300 億美元。2792009 年後的投資金額逐漸朝減

少趨勢，直到 2013 年大約為 17.1 億，莫迪就任總理後日印合作與投資明

顯增加，而根據日本駐印大使館的統計，2017 年日企對印投資已達到 47

億，較前年的 26 億增加約 80%。280除此之外，根據日本財務省的貿易統

計，日本對印的貿易輸出額從 2006 年的 5,181 億日元，到了 2018 年已大

幅增加至 12,362 億日元，而印度對日的貿易輸出額，亦從 2006 年的 4,716

億日元，小幅成長至 5,853 億日元，281顯示兩國近年的經貿往來，在雙邊

政府的推動合作之下，均呈現正成長的趨勢。 

 

  另外，根據日本駐印度大使館及 4 處領事館（孟買、清奈、加爾各答、

班加羅爾）的整體統計，2018 年於全印度共有 1,441 間的日本企業，較 2017

及 2016 年分別增加了 72 及 136 間（請參照下表）。設立據點共有 5,102 處，

包括總部、分部、生產工廠、營業所或事務所等，其中總數最多的州為馬

                                                   
279 GeNet 觀點，「生醫新視野  印度第一大藥廠是日印合婚」，

<http://www.genetinfo.com/investment/featured/item/8512.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12 日)。 
280 ビジネス＋IT，「データで見る対インド投資 「高速鉄道」「日本式ものづくり学校」のそ

の先へ」，<https://www.sbbit.jp/article/cont1/34642>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12 日)。 
281 日本外務省，「インド（India）基礎データ」，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data.html> (檢索日期：2020 年 1 月 25 日)。 

http://www.genetinfo.com/investment/featured/item/8512.html
https://www.sbbit.jp/article/cont1/34642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dat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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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係因其首府孟買為印度的金融商業之都，擁

有許多重要企業與金融機構，包含印度儲備銀行及國家證券交易所等。而

哈里亞納邦由於鄰近首都德里，部分地區亦屬於德里國家首都轄區範圍，

且位於德里-孟買工業走廊，吸引許多外資企業設點於此。例如中國知名房

產與文化休閒業者萬達集團與印度哈里亞納邦簽訂合作備忘錄，計劃投資

100 億美元在哈里亞納邦建設萬達產業新城，引入軟體、汽車、機械、醫

療等產業，同時規劃建設萬達文化旅遊城及住宅新區，打造世界級綜合性

產業園區。282日本方面，本田、鈴木的車輛生產，三菱、三井、日信等化

工產業，山葉的發動機廠，以及其他如 YKK、旭硝子、日清食品等企業，

亦均設點於哈里亞納邦。283 

 

州別 2016 年統計 2017 年統計 2018 年統計 

首都圈/北部/東北部 

德里 323 331 340 

哈里亞納邦(Haryana) 522 592 609 

北方邦(Uttar Pradesh) 309 313 319 

拉賈斯坦邦(Rajasthan) 182 185 183 

昌迪加爾聯邦屬地(Chandigarh) 18 33 32 

旁遮普邦(Punjab) 85 78 87 

北阿坎德邦(Uttarakhand) 46 49 43 

其他 100 110 109 

東部 

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 193 197 209 

賈坎德邦(Jharkhand) 60 63 56 

奧里薩邦(Odisha) 59 62 64 

比哈爾邦(Bihar) 73 77 74 

西部 

                                                   
282 中國時報，「萬達擬砸百億美元 印度建產業園區」，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123000079-260203>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15

日)。 
283 みずほ銀行直投資源部，「インド進出日系企業の動向と工業団地の現状について」，

<http://jp.fujitsu.com/group/fri/downloads/events/other/20140203mizuho.pdf>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15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123000079-260203
http://jp.fujitsu.com/group/fri/downloads/events/other/20140203mizuh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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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 709 759 810 

古吉拉特邦(Gujarat) 300 321 383 

中央邦(Madhya Pradesh) 98 105 117 

果亞邦(Goa) 23 24 21 

恰蒂斯加爾邦(Chattisgarh) 28 31 36 

達曼 -第烏聯邦屬地 (Daman and 

Diu) 
3 1 2 

達德拉-納加爾哈維利聯邦屬地

(Dadra and Nagar Haveli) 
2 2 3 

南部 

卡納塔克邦(Karnataka) 476 509 529 

坦米爾納杜邦(Tamil Nadu) 582 582 620 

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 104 130 136 

泰倫加納邦(Telangana) 150 138 169 

喀拉拉邦(Kerala) 137 136 140 

本地治里聯邦屬地(Pondicherry) 8 10 11 

以上印度各邦日本企業據點總計 4590 4838 5102 

日本企業數量 1305 1369 1441 

表 4- 4：赴印度設立據點之日本企業數量與各州據點數284 

 

  日本政府透過和經濟發展重點國家間的經濟合作，協助整備如道路或

發電廠等硬體基礎建設，以及與經濟相關法令及制度的齊備，加上發展基

礎所必要的人才培育，提供其 ODA 資金貸款與技術合作，並整頓吸引民

間投資所需要的環境，活化生產、貿易及投資活動，以促進兩國間的合作

緊密度。日本與印度的合作項目，在經濟層面上，已不僅止於單方面 ODA

的開發協力或是基礎建設，而是深入至電子科技、食品、企業投資、研究

開發、人才交流等各領域，甚至是物聯網（IoT）時代下的網路安全及海底

電纜等合作都已開始進行。 

 

                                                   
284 資料來源：在インド日本大使館，「インド進出日系企業リスト」，<https://www.in.emb-

japan.go.jp/Japanese/Japanese_companies_2018.html> (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5 日)。 

https://www.in.emb-japan.go.jp/Japanese/Japanese_companies_2018.html
https://www.in.emb-japan.go.jp/Japanese/Japanese_companies_20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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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的調查，日本對印度最大宗的投資

產業還是以汽機車為主，但近年來在工業用機械（農業機械、馬達等）、化

學產品（如肥料）、運動用品製造業、手機廣告業、日系服務業（如提供外

食與服務的百貨業）等方面亦逐漸提高。日本在印企業有超過 600 間以上

屬於製造業，且其中 400 間在印度設有生產據點。285在雙邊政府的促成之

下，日本民間對印度投資的意願於日印 EPA 簽署後有明顯的提高。不過，

更大的突破則是日本創投基金對印度新創業者資金的挹注，如電商

Snapdeal、Paytm、共享乘車企業 Ola 及連鎖飯店 Oyo 等，其中尤以孫正義

（Masayoshi Son）的軟體銀行（Softbank）最為顯著。286印度對日本的觀感

亦相當正面，例如跟據 2016 年日本外務省委託外部單位進行「印度對日輿

論調查」（インドにおける対日世論調査）顯示，在全部 2,236 名調查對象

（高知識份子 1,701 人、一般民眾 535 人）中，近半數認為日本是 G20 國

家中最值得信賴的國家，近 9 成的人認為日本不論現在或未來都是重要的

合作夥伴，對 ODA 開發援助也認為頗有貢獻。287 

 

                                                   
285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投資先としてのインドの今」，

<http://www.maff.go.jp/j/kokusai/kokkyo/food_value_chain/attach/pdf/0308haifu_gfvc-22.pdf> (檢索

日期：2018 年 11 月 15 日)。 
286 Henny Sender, “Fallout: SoftBank's next big crisis may be brewing in India,” Nikkei Asian Review,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Cover-Story/Fallout-SoftBank-s-next-big-crisis-may-be-brewing-in-

India> (accessed 30 November 2019). 
287 日本外務省，「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対日世論調査」，

<https://www.mofa.go.jp/mofaj/a_o/rp/page23_001789.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16 日)。 

日本企業對印度投資環境的觀點調查 

投資環境優勢 (%) 投資環境劣勢 (%) 

市場規模/成長性 90.0 基礎建設不全 60.8 

人事費便宜 39.5 稅制、稅務手續的繁雜 58.5 

穩定的政治‧社會情勢 26.3 人事費高漲 54.4 

語言溝通障礙少 25.1 政府行政手續繁雜 47.8 

http://www.maff.go.jp/j/kokusai/kokkyo/food_value_chain/attach/pdf/0308haifu_gfvc-22.pdf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Cover-Story/Fallout-SoftBank-s-next-big-crisis-may-be-brewing-in-India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Cover-Story/Fallout-SoftBank-s-next-big-crisis-may-be-brewing-in-India
https://www.mofa.go.jp/mofaj/a_o/rp/page23_0017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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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日本企業對印度投資環境的優劣觀點調查288 

 

  雖然印度尚有許多方面需要改進，對外國政府或民間的投資合作才能

更為友善，例如基礎建設不足、行政手續繁複或政策不透明等，但相信在

兩國政府的大力推動下，印度具備的諸多優勢，如經濟成長、市場規模、

充足勞動力、英語能力佳等因素，都會是促進經濟發展合作的吸引力之一，

日印兩國在經濟上的合作原本即已互補性高，透過日本的資金、技術，與

印度的人力、市場，兩國的合作發展關係將持續進行。 

 

  

                                                   
288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017 年度 アジア・オセアニア進出日系企業実態調査（2017 年 12

月）」，<https://www.jetro.go.jp/world/reports/2017/01/b817c68e8a26685b.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15 日)。 

土地/辦公空間多、地價/

租金便宜 
9.4 

當地政府政策營運的不透

明(產業與能源政策、外資

企業限制等) 

44.6 

https://www.jetro.go.jp/world/reports/2017/01/b817c68e8a26685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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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科技能源之合作與交流 

 

  日印兩國間除了 ODA 開發援助、政治上的定期各層級定期交流會議、

軍事上的聯合軍演與補給、經濟上的促進雙邊投資貿易往來之外，科技技

術的協助及人才交流的交流亦為重點項目之一。早在 2000 年日本首相森

喜朗赴印與印度總理瓦杰帕伊會面時已提出促進日本和印度科技合作的

建議，高達千名的印度工程師將可獲准前往日本接受為期 3 年的訓練，而

到日本進行商務活動的印度人士也將獲發多次入境簽證。289當時的日本已

重視與印度間的科技合作，希望將日本所擁有的技術能力與印度所具備的

人才與產業發展相結合，尤其是印度的資訊軟體工程師，營造雙贏機會。 

 

  1985 年日本與印度雙邊簽署《日印科技合作協議》，內容提及兩國將

在情報交換、研究者間的交流、共同研究、設置「科技合作共同委員會」

等，雖然較屬於框架性的合作協議，但此協議是日本與印度雙邊政府針對

科技合作的初始。290另外，本協議簽署人為雙方之外交部長，日方時任外

務大臣安倍晉太郎，正為現任首相安倍晉三的父親。根據協議所設立的「科

技合作共同委員會」，目的在討論政策事項及對雙邊政府提供促進合作的

相關建言等，自 1986 年開始至今，已順利召開 9 次會議。最後一次為 2017

年 1 月，雙方會同相關單位，日方的外務省、內閣府、文部省、醫療研究

開發機構（AMED）、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ST）、日本學術振興會（JSPS）、

海洋研究開發機構（JAMSTEC）、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及產業

技術總合研究所（AIST）等，以及印度的科技部、生技部、外交部、地球

                                                   
289 BBC 中文網，「日本印度成為“環球伙伴”」，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890000/newsid_894100/894108.stm> (檢索日期：

2018 年 11 月 18 日)。 
290 日本外務省，「科学技術の分野における協力に関する日本国政府とインド政府との間の協

定」，<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31325.pdf>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18 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890000/newsid_894100/894108.stm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313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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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部（MOES）、印度太空研究組織（ISRO）等相關單位參與，加強在生

命科學、健康醫療、天文宇宙、海洋、能源及資訊通信科技等領域的合作，

推動物聯網（IoT）、人工智慧及大數據的共同研究，並擴大年輕研究人員

的交流，291以深化兩國在戰略同盟關係下的科技領域合作。 

 

  日本於早期的對印開發援助，主要為有償貸款與無償資金提供，技術

合作較少，主要為冷戰時期日印分屬美蘇兩大敵對陣營，印度與蘇聯結盟

對抗中國，而日本為美國盟友，與中共在 1972 年建交後的雙邊關係亦不斷

提升，故日本與印度的互動非常有限。因此日本早期對南亞的技術合作對

象國家主要為斯里蘭卡、尼泊爾與孟加拉，90 年代後至 21 世紀初期，逐

漸有農業及醫療保健等方面的專案形式技術合作，項目多為專家及調查團

派遣或研修人員交流。如 2002 年日本對印 ODA 中，技術協助項目為養蠶

技術提升、下痢症狀解決對策合作及日本腦炎疫苗製造等 3 項。292根據日

本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為隸屬於

外務省的獨立行政法人）的資料顯示，早期 ODA 的技術合作著重在醫療

衛生及農業技術方面，而後開始加入環境保護、交通運輸、能源等項目計

畫。293 

 

合作領域 執行期間 計畫名稱 

防災安全 2010/7~2015/6 
Information Network for Natural Disaster 

Mitigation and Recovery 

民間發展 2013/4~2020/9 
Project on Champions for Societal 

Manufacturing 

                                                   
291 日本外務省，「第 9 回日・インド科学技術協力合同委員会」，

<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22_002764.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0 日)。 
292 日本外務省，「政府開発援助国別データブック 2002 年度版」，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kuni/02_databook/index.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0 日)。 
293 日本對印度的 ODA 技術協力項目，可參考：日本国際協力機構，「ODA 見える化サイ

ト」，<https://www.jica.go.jp/oda/index.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0 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22_002764.html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kuni/02_databook/index.html
https://www.jica.go.jp/oda/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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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 2017/6~2019/2 
Comprehensive Traffic & Transportation 

Study （CTTS） for the Andhra Pradesh 

交通運輸 2016/4~2021/3 
The Capacity Development Project on 

Highways in Mountainous Regions 

交通運輸 2014/1~2015/6 

Master Plan Study on the Introduction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 ITS ）  in 

Bengaluru and Mysore 

環境保護 2017/3~2022/3 
The Project for Natural Disaster 

Management in Forest Areas in Uttarakhand 

環境保護 2009/3~2014/3 
Project for Capacity Building of State Forest 

Training Institutions and SFS Colleges 

環境保護 2011/5~2016/5 

UASB-DHS Integrated System - A 

Sustainable Sewerage Treatment 

Technology 

醫療保健 2007/1~2011/1 
Reproductive Health Project in the State of 

Madhya Pradesh 

醫療保健 2003/7~2008/6 Project for Prevention of Diarrheal Diseases 

能源資源 2017/6~2022/6 

The Project for Smart Cities for Emerging 

Countries based on Sensing, Network and 

Big Data Analysis of Multimodal Regional 

Transport System 

能源資源 2010/5~2014/3 

Research Partnership for the Application of 

Low Carbon Technolo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農業開發 2017/7~2022/7 

The Project on Capacity Enhancement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Irrigation 

Development in Mizoram 

農業開發 2013/9~2015/4 

The Study on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Mizoram 

農業開發 2011/6~2017/2 
Project for Maximisation of Soybean 

Production in Madhya Pradesh 

農業開發 2006/10~2009/10 

Conservation and wise-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Chilika lagoon throug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農業開發 2002/8~2007/8 
The Project for Strengthening Extension 

System for Bivoltine Sericulture in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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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6：2002 年後日本對印度 ODA 技術協助案294 

 

  除 ODA 下的技術合作之外，日印兩國在核能技術上的合作是受到外

界關注的焦點之一。印度目前有 21 座反應爐運行，發電能力達到 578 萬

千瓦，居全球第 14 位，印度的核電擴大計畫預期到 2032 年將增加約 40 座

反應爐，發電能力提高至 10 倍以上。根據報導指出，國際能源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CA）透露，印度的核電站新建規模將於 2040

年僅次於中國。295由於受到 2011 年日本福島核電廠洩漏事故影響，已開發

國家的核電需求受到新能源及民意傾向的限制，未來的主力將轉移到新興

國家，而印度正是主要國家之一。 

 

  然而，印度的核能發展並非相當順遂。於 1975 年成立的「核供應國集

團」（Nuclear Suppliers Group, NSG），其宗旨為確保主要核供應國間的協調

和加強核出口控制，以防止核領域敏感物項的擴散，並要求核能進口國接

受國際原子能機構全面保障監督，嚴格控制敏感核物資及技術(如後處理、

鈾濃縮和重水生產)的出口，296目前擁有 48 個成員國。印度於 1974 年首次

核試驗成功，到 1998 為止，總共完成 6 次發射試驗，鄰國對手巴基斯坦為

了安全理由也開始跟進，就此展開南亞的核軍備競賽。由於印度的核試驗

且拒絕簽署《禁止核武擴散協議》（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受到當時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為首的「核供應國集團」

的制裁，限制對印度的核貿易。 

                                                   
294 日本国際協力機構，「ODA 見える化サイト」，<https://www.jica.go.jp/oda/index.html> (檢索

日期：2018 年 11 月 20 日)。 
295 黑沼勇史，「印度成為各國核電爭奪主戰場」，日經中文網， 

<https://zh.cn.nikkei.com/industry/ienvironment/20006-20160613.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19 日)。 
296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核供应国集团」，

<https://www.mfa.gov.cn/chn//pds/gjhdq/gjhdqzz/hgyjt/t410965.htm>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0

日)。 

https://www.jica.go.jp/oda/index.html
https://zh.cn.nikkei.com/industry/ienvironment/20006-20160613.html
https://www.mfa.gov.cn/chn/pds/gjhdq/gjhdqzz/hgyjt/t4109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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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世紀後，美國為制衡中共，將印度納入其遏制北京的包圍網內，美

印關係因而暖化，2005 年 7 月兩國於高峰會議後所公開的聯合宣言中，美

國稱印度是「擁有先進核技術且負責認的大國」，並且值得「和其他類似國

家得到相同利益與好處」，同意將尋求國會的同意，修改現行對印核限制的

法律與政策，並聯合友邦一起調整國際建制，以利與印度充分發展民用核

能合作與貿易。297最後於 2006 年小布希任內，簽署「美印民用核協議」

（United States-India Civil Nuclear Agreement），允許美國出口民用核燃料

及科技到印度，但要求印度現有和建造中的反應爐需受到監督。美國在

2008 年也讓「核供應國集團」通過協議，解除對印度的核貿易限制，「核

供應國集團」成員得以與印度進行核能相關貿易往來。例如澳洲原本反對

出售鈾給印度，但因為這項決議，並獲得印度保證不用於製造核武，使得

出口具有正當性，現已成印度最大鈾礦來源國。298然而印度至今仍無法成

為「核供應國集團」成員，於 2016 年申請加入成員國的印度，由於中國於

成員大會中表示，在印度簽署《禁止核武擴散協議》（NPT）之前，不應該

接受其申請加入成為成員，不能為印度放寬條件。299但此舉亦造成印度人

民、特別是右派團體的不滿，甚至於新德里街頭焚燒習近平人像，以表達

對中國阻撓印度加入「核供應國集團」的憤怒。 

 

  對於「核供應國集團」在 2008 年解除對印度的禁令，日本在成員大會

中亦傾向於支持印度。同年印度總理辛格訪日時，除對日本支持「核供應

                                                   
29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oint Statement by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and Prime Minister 

Manmohan Singh,” <https://2001-2009.state.gov/p/sca/rls/pr/2005/49763.htm> (accessed 20 

November 2018). 
298 徐子軒，「濕婆神的核武：美中角力下印度的核子之路」，UDN 轉角國際，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1896197>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0 日)。 
299 BBC 中文網，「印度申請加入核供應國集團被中國擋下」，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6/160624_india_china_nsg>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0 日)。 

https://2001-2009.state.gov/p/sca/rls/pr/2005/49763.htm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1896197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6/160624_india_china_n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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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集團」批准《美印核能合作協議》表達感謝，並強調日本在核能領域有

著豐富的經驗，歡迎日本提供協助。300日本於 2010 年開始，與印度洽談民

用核能上的合作，並在 2016 年於安倍晉三與莫迪的高峰會談中，簽署核能

協定，並於隔（2017）年 7 月由日本駐印度大使平松賢司與印度副外長賈

伊尚卡爾（Subrahmanyam Jaishankar）在新德里的外交部交換外交文件，

協議正式生效。根據該協定，將可以向未加入《禁止核武擴散協議》的印

度轉移核物質以及核能相關技術，但核能領域的合作僅限於和平目的，禁

止印度將之用於研發核爆炸裝置，若印度重啟 1998 年中斷至今的核試驗，

將停止核能合作。印度外交部於後發表聲明表示，『這將開啟印度與日本在

能源安全和清潔能源等領域的合作道路。』301此為日本首度與《禁止核武

擴散協議》會員國以外的國家簽署核能協定，以利日本政府或民間企業未

來能出口核能相關技術與物資材料予印度。除日本之外，印度目前已與美、

英、法、俄、韓、澳、加拿大、哈薩克及阿根廷等國締結核能協議。 

 

  莫迪上任以來即積極推動印度與美國、日本、法國、俄羅斯等國的核

能合作，但由於印度沒有簽署《禁止核武擴散協議》，其在核能領域的對外

合作一直開展不起來。此外，印度亦無簽署《核損害補充賠償公約》

（Convention on Supplementary compensation for Nuclear Damage），因此各

國的核電設備供應商一直對與印度合作有顧慮。若按莫迪政府的計畫，到

2032 年，印度核能發電量將達到 6.3 萬兆瓦，而要達到預期之發電量目標，

需要建設約 60 座核反應爐，302大幅度建設核電廠的計畫也引發當地居民

                                                   
300 共同通信社，「印度總理期待與日本進行核能合作」，

<http://china.kyodo.co.jp/modules/fsStory/index.php?sel_lang=tchinese&storyid=63036> (檢索日

期：2018 年 11 月 18 日)。 
301 中國時報，「日印核能協定生效 日本可向印度出口核電」，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720005762-260408>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0

日)。 
302 中國時報，「莫迪要建 60 座核反應爐 核能大夢引擔憂」，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1226002510-260408>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0

http://china.kyodo.co.jp/modules/fsStory/index.php?sel_lang=tchinese&storyid=63036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720005762-260408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1226002510-260408


DOI:10.6814/NCCU20200026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0 

 

的抗議。例如位於印度南部的古丹庫蘭（Kudankulam）核電廠，經歷過多

次的激烈抗爭導致工程屢屢延後，雖經反核人士訴諸法律行動，但印度最

高法院也已裁決該核電廠是為「人民的福利」設置而允許這座核電廠的營

運，供應南部 4 省電力。303 

 

  印度作為能源消費大國，國際能源署（IEA）於 2017 年 3 月發布的報

告表示，印度已於 2016 年超越日本成為石油第三大消費國，並超越中國成

為石油消費成長最快的主要國家；英國石油（British Petroleum, BP）於 2017

年 1 月的研究報告亦指出，印度對石油需求成長率連續 3 年超越中國，以

需求增加的數量而言，預計在 2030 年前，印度亦將超越中國，成為最大的

能源成長市場。304目前印度最大能源需求為煤炭，但因城市空汙普遍嚴重

的情形下，加上國際上對於碳排放量逐年減少的要求，印度發展再生能源

的需求逐漸提高。另外，日本內閣會議於 2018 年 7 月通過修正能源基本

計畫，將 2030 年再生能源發電目標提升至 22%至 24%，並希望在 2050 年

讓綠能成為主流。也因此，日印兩國在第 9 次能源對話會議中，日本經產

省大臣世耕弘成與印度再生能源部長（Minister of New and Renewable 

Energy）拉吉‧庫瑪爾‧辛格（Raj Kumar Singh）就針對再生能源的合作

大幅討論，希望在提供產業穩定電力的同時亦就空氣汙染等環境問題採取

對策，另外也在電動車技術、太陽能及高效率低碳排技術等方面進行合作。

305 

 

                                                   
日)。 
303 臺灣環境資訊中心，「印度最大核電廠開始運轉供電」，<https://e-info.org.tw/node/87303> (檢

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1 日)。 
304 APEC 能源國際合作資訊網，「印度因應國際能源局勢變遷的國際合作」，

<https://apecenergy.tier.org.tw/report/article25.php>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1 日)。 
305 日本経済産業省，「第 9 回日印エネルギー対話共同声明」，

<http://www.meti.go.jp/press/2018/05/20180507005/20180507005-6.pdf>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2 日)。 

https://e-info.org.tw/node/87303
https://apecenergy.tier.org.tw/report/article25.php
http://www.meti.go.jp/press/2018/05/20180507005/20180507005-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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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兩國在同意發展乾淨能源的同時，為確保穩定提供產業鏈充足電力，

現階段煤炭、天然氣與核能還是將會作為主要的電力來源。如 2018 年日本

政府修正後的能源基本計畫，即表示為避免能源來源過於集中，將核能與

火力發電視為基載電力。另外計畫中亦強調，核電廠長期停運會造成火力

發電燃料費高漲，擔憂電費上漲會影響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期待可透過重

啟核電廠實現低價電費。306因此預期可見，日印兩國在核能科技合作上將

持續進行，但再生能源的共同開發合作，將是未來於能源技術上的合作主

力，以實現「去碳化」目標，大幅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另一項值得關注的日印技術合作在交通層面，印度作為擁有 13 億人

口的大國，國內交通網絡的發達與否將攸關其經濟發展及國力提升的重大

關鍵之一。印度道路網長達 470 萬公里，運送 65%的貨物與 80%的乘客，

而印度在機車與汽車市場上也是世界第 2 及第 3 大，車輛數超過 1 億 6 千

萬輛。根據印度「全國交通開發委員會」的報告書《India Transport Report: 

Moving India to 2032》中指出，2011 年度國內的旅客總運輸量，平均達到

每公里為 10 兆 3750 億人，年增長率亦高達 15%（鐵路增加 9%、道路增

加 15.4%），因此 20 年後的 2031 年將高達至每公里 168 兆 8750 億人。307

印度國土龐大，單靠汽車難以橫跨東西部或南北部，因此鐵道將是印度在

交通建設上的重點。印度鐵路因為缺乏現代化而時有事故，不時傳出火車

脫軌的意外，每年都有成千上萬人死於火車事故。根據一份印度政府 2012

年公布的報告，每年將近 1 萬 5 千人死於鐵路事故，莫迪甚至因為一系列

的火車出軌意外而撤換了鐵路部長。308另外鐵路網的老舊與人工手動化，

                                                   
306 科技新報，「日本修改能源計畫，綠能、核與火力發電齊發展」，

<http://technews.tw/2018/07/05/japan-aims-for-24-renewable-energy-but-keeps-nuclear-central/> (檢

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1 日)。 
307 ビジネス＋IT，「日本の新幹線技術がインドの交通インフラに革命をもたらす」，

<https://www.sbbit.jp/article/cont1/32830>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2 日)。 
308 科技新報，「賣新幹線列車到印度，日印掀起鐵路革命」，

http://technews.tw/2018/07/05/japan-aims-for-24-renewable-energy-but-keeps-nuclear-central/
https://www.sbbit.jp/article/cont1/32830


DOI:10.6814/NCCU20200026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2 

 

讓每日高運載量的這項交通工具飽受事故和誤點所苦。 

 

  2015 年 12 月安倍於訪印行程中，順利取得建設印度高速鐵道的協議，

這是日本在 2 個月前與中國競爭印尼高鐵計畫失敗後，成功贏得更重大的

印度市場。日本取得印度 6 條高鐵線路建設協議的前提，是向印度總額約

149 億美元的建設費中，提供 8 成日元低息貸款約 121 億美元的海外開發

援助 ODA，而且破例地大幅降低利息，從以往通常超過 1％的年息，降低

到 0.1%，此外還破例把過去通常 30 年的償還期延長到 50 年。3092017 年 9

月安倍訪問印度，並出席在莫迪故鄉古吉拉特邦（Gujarat）舉行的印度首

條高鐵路線開工典禮，該總長 500 公里的計畫採用日本提供的新幹線技術，

由日本的日立製作所（Hitachi）將與印度國有企業貝姆勒公司（BEML）開

展技術合作，連結印度金融中心孟買與西部的古吉拉特邦第一大城艾哈邁

達巴德（Ahmadabad）。這條高鐵預定 2022 年前完工、2023 開始營運，其

將以時速 320 公里的速度運行，每天進行 70 次運行，並經過 27 公里長的

隧道。莫迪於動土開工典禮上，將高鐵形容為「印度的新生命線」，安倍亦

表示此項合作標誌著「日印關係翻開了新的篇章」，「強大的印度符合日本

的利益，強大的日本也符合印度的利益」。310此外，日本亦將於 10 年內協

助印度培養約 3 萬名技術人員，豐田汽車將在印度南部的卡納塔克邦、鈴

木將在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大金工業將在印度西北部的拉賈斯坦邦

（Rajasthan）分別設立職業培訓學校，印度邦政府提供土地和建築物，日

本政府也將以日元貸款的形式提供所需資金。311高速鐵路一旦啟用，不僅

                                                   
<http://technews.tw/2017/09/16/japans-bullet-train-to-speed-up-indias-shabby-railways/> (檢索日期：

2018 年 11 月 22 日)。 
309 BBC 中文網，「日本獲得印度高鐵協議促起國內改良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12/151214_japan_india_rail>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2 日)。 
310 自由時報，「聯日抗中 印度首條高鐵動工」，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135439>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2 日)。 
311 日經中文網，「日本將向印度提出高鐵全部採用新幹線」，

http://technews.tw/2017/09/16/japans-bullet-train-to-speed-up-indias-shabby-railways/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12/151214_japan_india_rail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13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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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大大縮短兩地時間距離，建設鐵道亦能刺激製造業以及工作機會，增添

新產業活力。 

 

  除了提供資訊與技術合作之外，日本也將與印度進行高速鐵路的技術

轉讓，未來高鐵車輛的建造將轉移至印度國內自行生產，以配合莫迪政府

所推動的「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並將使印度成為高鐵技術的潛在開

發商。312印度製造的目標在於吸引外國企業公司至印度投資及設廠，同時

透過建立先進基礎施設，來強化印度國內公司生產力及產品品質，增加國

內就業機會，也帶動國內生產 GDP 總值及稅收，最終目的使印度成為全球

製造中心之同時，也確保降低對於生態環境之衝擊，另外也包括促進創新

活動、保護智慧財產、以及提升國內產業技術力水平等。313這條孟買往返

艾哈邁達巴德路線將共使用 24 輛列車，每輛列車 10 節車廂。為推行莫迪

政府的「印度製造」政策，印度希望其中 6 輛在國內生產，目前印度巴哈

拉特重電公司（Bharat Heavy Electricals）與日本的川崎重工已建立技術合

作關係，另外三菱電機和東芝於印度也設有製造部門，314以協助印度的技

術指導與移轉。 

 

  自莫迪上任以來即持續推行印度現代化的口號與政策，希望改善印度

過時老舊的基礎建設，並引進海外先進國家的技術，雙方技術合作與開發

之餘，進而提升印度本國的技術能力與製造力，配合其「印度製造」政策，

                                                   
<https://zh.cn.nikkei.com/industry/manufacturing/22208-20161107.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2 日)。 
312 Wade Shepard, “As Japan Propels India Into The Age Of High-Speed Rail, China Is Left Behind,” 

Forb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wadeshepard/2017/09/14/japan-propels-india-into-the-age-of-

high-speed-rail-china-stands-by-watching/#127ea2261a9e> (accessed 22 November 2018). 
313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從「Make In India」來看印度政府產經政策」，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2405>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2 日)。 
314 Go Yamada, “India considers partial opening of first high speed rail project,” Nikkei Asian Review,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Business-Trends/India-considers-partial-opening-of-first-high-speed-

rail-project> (accessed 22 November 2018). 

https://zh.cn.nikkei.com/industry/manufacturing/22208-20161107.html
https://www.forbes.com/sites/wadeshepard/2017/09/14/japan-propels-india-into-the-age-of-high-speed-rail-china-stands-by-watching/%23127ea2261a9e
https://www.forbes.com/sites/wadeshepard/2017/09/14/japan-propels-india-into-the-age-of-high-speed-rail-china-stands-by-watching/%23127ea2261a9e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2405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Business-Trends/India-considers-partial-opening-of-first-high-speed-rail-project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Business-Trends/India-considers-partial-opening-of-first-high-speed-rail-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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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振興國內產業，增加就業機會。引進日本新幹線列車技術及車輛，或是

核能技術的合作，都是整個印度國家計畫的一環。印度和日本兩國之間早

有長期合作的歷史紀錄，彼此合作已算相當熟悉；就日方而言，安倍亦希

望藉由技術出口到其他國家，藉此振興日本國內蕭條疲憊的經濟，此外更

希望能與擁有共同競爭對手的印度多方合作，拉近彼此距離，建立更為密

切的戰略夥伴關係，以抗衡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如莫迪於 2017 年在古吉

拉特邦舉行的非洲開發銀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會議上宣布的「亞

非成長走廊」（Asia Africa Growth Corridor, AAGC）計畫願景，即透過與日

本的共同合作，致力於發展合作項目、優化基礎建設、連結與強化機構組

織以及建立伙伴關係等四大項，促進亞非兩大洲的經濟增長與發展。315日

印兩國共同經援非洲，明顯即對中國在非洲影響力大增，使日印兩國在亞

洲發展造成制約的負面影響有所關連。 

 

 

  

                                                   
315  Dipanjan Roy Chaudhury, “India, Japan come up with AAGC to counter China’s OBOR,” The 

Economic Times,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economy/policy/india-japan-come-up-

with-aagc-to-counter-chinas-obor/articleshow/58846673.cms> (accessed 22 November 2019).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economy/policy/india-japan-come-up-with-aagc-to-counter-chinas-obor/articleshow/58846673.cms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economy/policy/india-japan-come-up-with-aagc-to-counter-chinas-obor/articleshow/58846673.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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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展望與挑戰 

 

  在地緣政治學的領域，「印太」一詞如今已經常為人所使用，包含期刊

論文及報章雜誌，亦時常出現在政治人物口中。政治學與地理學的交互影

響與發展，早在希臘羅馬時代即在探討地理環境對歷史發展演進的影響，

一如亞里斯多德及孟德斯鳩等學者。如放眼近代地理學的發展，李特爾、

洪堡、拉采爾、克哲倫與豪斯霍佛等人，將地理學的觀點與思想進化、分

析，讓國家成為自然界的一個有機體，其組織的成長、演化、衰亡及運行，

都仰賴於生存空間。「海權論」的馬漢與「陸權論」的麥金德更是將地緣政

治學帶往兩個不同方向的巔峰，不論成為世界強權的關鍵在於取得制海權

或是世界島的心臟地帶，這些學說提供後人於研究國際政治議題上一條明

確且有效的途徑。中國進行「一帶一路」大建設不僅在於陸上的「絲綢之

路經濟帶」，橫跨東亞的中國經由中亞與俄羅斯直達西方的歐洲，更有海上

的「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國沿海一帶經由南海、印度洋，直抵東

非及地中海，顯示地緣政治概念不可偏廢。 

 

  「印太」一詞運用於地緣政治的概念上，亦是由「亞太」所演變發展

而來，從地理學角度來看，兩者均無法明確定義其範圍或邊界，但其意義

不僅是在於一個地理名詞，更是界定商業貿易或國家間往來互動以至於影

響全球政經局勢與戰略佈局所涵括的區域範圍。20 世紀中葉之後，亞太地

區被認為是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地區之一，不論是雁行理論的領頭大雁日本、

「亞洲四小龍」，21 世紀初期被看好的「金磚四國」有半數在亞洲，亞太

地區已成為世界經濟、政治和軍事的重心。「印太」作為探討生物地理學的

區域概念早已存在，起初使用於魚類學及海洋生物學等相關學科，但運用

在社會科學上則極為少數，60 至 70 年代開始在探討區域及國防安全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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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或研究報告中出現其蹤跡，直到 21 世紀後，「印太」作為地緣戰略概

念才受到廣泛的使用。西太平洋地區與印度洋地區國家的經濟發展持續成

長，海上貿易運輸量大增，例如全球有一半的貨櫃運輸以及超過 70%的石

化產品運輸必須經過印度洋，以及超過 70%的石化產品運輸，必須經過印

度洋，其中 40%的全球貿易必須經過印度洋東側麻六甲海峽，40%的全球

原油運輸必須經過印度洋西側的荷姆茲海峽，運往中國的原油與石化產品

亦有 85%必須經過印度洋和麻六甲海峽。全世界對印度洋的高依賴程度已

足以影響國家外交與外貿關係，各國不得不維護其在印度洋的勢力或權益，

以避免因貿易中斷而產生嚴重影響。 

 

  基於各國意識到中國崛起與亞洲地區的經濟快速騰飛、印度洋區域戰

略運輸的重要性，各個大國的戰略重心都相繼調整轉向印太地區，以體現

印度洋在國家戰略上的重要性。「印太」概念正扮演著影響國際政經局勢的

關鍵角色，許多國家領導者及政府官員在公開場合上的發言或官方報告文

件中均可發現。印太的興起與中國、印度及東協國家的崛起及發展關係密

切，其中特別是中國，也因此牽動了與中國關係密切的日本、美國的戰略

重心轉移，特別是「亞太」時代的大國日本，歷經經濟衰退及中國崛起等

因素後，和印度的結盟及密切合作正是在「印太」概念及地緣政治的影響

下的趨勢。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在 2018 年 5 月宣布，將美軍作戰行動範

圍最大的「太平洋司令部」（United States Pacific Command, USPACOM）改

名為「印太司令部」（United States Indo-Pacific Command, USINDOPACOM），

雖然兵力及裝備的調動與原有的管轄範圍均不變，但此舉顯示出美國對印

度洋區域的重視，以及美國政府落實「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戰略。 

 

  中國與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快速起飛，市場快速增長，

國內生產總額佔世界比重從 1%左右提升至今已達 17%，為世界第二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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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體，外匯儲備也高居全球第一，中國已有充足資金對外發展其國防與軍

事戰略，「一帶一路」的龐大建設將貫穿亞歐非三個大陸與重要海洋，投資

金額將高達數兆美元，影響範圍超過世界半數人口。美國也由於中國崛起

並可能挑戰其霸權地位的因素下，中國威脅論因而甚囂塵上，國防報告與

政府白皮書等官方文件，莫不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或關鍵要因，多年關注

中東事務的美國，也逐漸將目光轉移至亞洲，從早期的重返亞洲、轉向亞

洲、亞太再平衡，直到現在的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美國朝向亞洲傾斜發展，

尋求盟國的合作與支持，如印度、日本或是澳洲這些印太地區主要行為者，

可以看出亞洲地緣政治與經濟在全球政經的重要性已大幅提升。 

 

  日本推動印太戰略的行動更是不遺餘力，在國內各種邁向正常國家或

修改憲法的聲音下，安倍於經濟上推動「安倍三箭」，希望透過寬鬆貨幣政

策、擴大財政支出、結構性經濟改革與成長策略來提升國內經濟成長，政

治上亦有所謂的「安倍三箭」推動國家安保戰略、修改《防衛計畫大綱》

及整備中期防衛力量計畫等，勾勒出日本外交與安保戰略，以增強盟國間

的合作、強化防衛力量，並因應中國崛起的軍事力量與擴張。安倍在 2013

年所提出的「俯瞰地球儀外交」，也顯示日後在推動日美印澳四國戰略合作

上，被稱為「安保鑽石」構想，並結合提出的「自由與繁榮之弧」，表示印

度是日本外交戰略的重要支柱。印度近年來經濟發展快速、勞動人口高、

國土龐大、同為民主國家，且地理位置佳，雄霸印度洋居南亞之首，亦與

日本沒有歷史上的齟齬或重大利益衝突，對於入常（成為聯合國安保理事

會的常任理事國）議題也達成妥協四國並進（日本、印度、巴西、德國），

而中國皆被兩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因此對日本而言，印度確為相當適合

且應大力發展合作的重要國家。 

 

  在此背景下，冷戰結束後，尤其是進入廿一世紀以來日本與印度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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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軍事、安保、經濟及科技上的合作不斷擴大且加深，在政治上，包含

兩國領袖互訪、外交部長戰略對話、國防部長會議、外交國防閣員 2+2 會

議，日美印外交部長級、局長級會議，日澳印副部長級、局長級會議；安

保上，舉凡防衛裝備及技術移轉協議、國家安保局長級會議、禁止核武擴

散協議、海洋對話、反恐協議、網路安全協議；軍事上，亦有海軍乃至於

各軍種間的合作、日印海上聯合訓練與長官及會議、日美印三國「馬拉巴

爾」海上共同訓練等，《日印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ACSA）目前正交涉

中。經濟上，日本持續增加對印度 ODA 開發援助金額，包括有償借款、

無償贈與及技術合作，兩國亦於 2011 年簽署經濟合作協議（EPA）以促進

貿易往來。技術合作上，除現有的《日印科学技術協力協定》以外，亦不

定期召開「科技合作合同委員會」，針對兩國科技情報進行交換與推展，另

外在核能或交通技術上的合作亦不斷強化。日印兩國逐步建構並深化其

「戰略夥伴關係」，促使兩國不僅在雙邊國家層面上、更在整體印太地區的

安全事務上進行合作。特別在國防合作上，如同莫迪於 2018 年 8 月日本

前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訪問印度時指出，「國防是日印兩國關係發展的優

先事項之一」，可見日印合作關係有相當大的因素取決於印太地區地緣環

境的變化，如中國持續對外擴張其影響力、巴基斯坦、中印邊界問題、非

傳統安全威脅等。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對於「印太」戰略的考量異於其他國家，自 1950

年建立共和，當時的美蘇冷戰對立局勢使得尼赫魯推動「不結盟運動」，無

意被迫選邊站而導致陷入對抗的局面，並追求自身國家的戰略自主，這樣

的外交戰略 1962 年印度與中國發生邊界戰爭後始轉而與蘇聯結盟抗中。

蘇聯解體進入後冷戰時期初期，由於喪失蘇聯的安全屏障，而中國崛起，

印度被迫進行核子試爆以求安全自保，且成功地說服了美國柯林頓政府重

視其制衡中國的戰略價值，默認印度擁有核武的事實，並與新德里關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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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化，更重要的是將印度納入美國對中國戰略的大架構。也因此為印度國

內經濟改革帶來外資的奧援，增強其致力經改與加入全球化的信心，而其

成為大國的渴望亦隨之提升，316外交戰略上趨向於發展與大國間的戰略關

係，走出不結盟政策的傳統枷鎖，但維持國家主權與戰略的獨立自主始終

是印度在外交上的基本原則。如同 2012 年印度智庫發表的《不結盟 2.0：

21 世紀印度外交與戰略政策》報告所提出的建議，印度需謹慎處理美、中

等大國關係，以多重結盟（multi-alignment）取代、升級原本的不結盟，最

大限度謀求國家利益。 

 

  莫迪上任後將原本的「東望政策」提升至「東進政策」，在亞洲扮演更

積極的國家角色，與其他國家加強安全合作，維持和促進區域和平及穩定，

保持海上貿易的暢通無阻。中國的一帶一路或珍珠鏈戰略，以及領土或鄰

國因素確實影響印度對外的戰略發展，間接促成其與日本、美國或澳洲的

合作，但卻未必然表示印度會不在意其可從中國獲得的經貿利益，亦不願

捲入其他大國間的政治角力，特別是印度作為亞投行貸款的最大受益國，

且中美貿易爭端開始後，中國開放從印度等國進口大豆等農產品，並且提

供零關稅的優惠。從莫迪在 2018 年 4 月的馬拉巴爾海上軍事合作演習拒

絕澳洲的加入，以及同年度香格里拉對話所發表的談話，追求自由、開放

與包容的印太地區，在提到印度自身的印太戰略時，提及美日印、日澳印

三方合作，但未提美日澳印四方合作，並強調印度的印太戰略是以印度與

東協為中心，317可見印度對於印太的四國安全合作尚有疑慮或考量，美日

澳印下的印太戰略也尚未完全成形或統一，各國的自身利益與戰略考量仍

有差異。同樣地，印太地區內的日本或東協因經濟利益的考量，也不願正面

                                                   
316 To-Hai Liou, “India’s Approach to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Chapter 7, The Rise of India《印

度崛起》,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13, pp. 154-160. 
317 信傳媒，「印太戰略未充分整合？ 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雷聲大雨點小」的背後」，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10760>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7 日)。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1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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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產生衝突，從安倍於 2018 年的東協會談中，將印太「戰略」一詞改

為「構想」，以避免過度刺激中國，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而川普缺席同年

的 APEC 會議及亞洲峰會，也讓美國在此區的影響力以及對亞洲事務的參

與及支持與否受到質疑。 

 

  因此，印太戰略尚有許多方面有待相關國家進行整合，包括印度參與

的積極度，美國對印太戰略的落實程度，澳洲是否能夠成為安倍口中的印

太鑽石同盟之一，日韓作為美國於東亞的多年同盟夥伴在面對中美爭端時

的應對策略，以及東協國家對印太戰略所追求的自主與避險，諸多變數都

需要時間的觀察和確認，但無可否認的，基於印度洋的重要性與印太地區

新興國家的崛起，印太概念已是日本、印度、美國、東協、南韓、澳洲等

相關國家政府高度重視的戰略思維。 

 

  然而，中國因素對於日本與印度兩國合作確有其影響力，即使從中國

身上獲得的利益不容忽視，中國力量的持續增強、以及其之於兩國的地緣

位置，須令兩國考量自身國家發展及關係惡化的危險性，但中印、中日等

雙邊關係的矛盾，亦讓日印兩國拉近彼此、迅速升溫。中國與日本在歷史

過往和領土及海域爭議的由來已久，中國近年的軍事預算高漲與對外拓展

迅速亦造成日本緊張，而日本意圖修憲及強化自衛隊與防衛體制以讓自身

成為「正常國家」的各項舉措也讓中國難以接受，日本多年來與美國友好

的戰略同盟關係，更讓日本經常處於中美爭端之間；中印兩國於歷史上曾

數次發生嚴重的邊境糾紛，包括印度東北方的阿魯納洽爾邦（中國稱為藏

南地區）、中印不丹交界的錫金洞朗地區、西北方的拉達克（Ladakh）及阿

克賽欽（Aksai Chin）與喀喇崑崙走廊，和中印邊界中段的喜馬偕爾邦

（Himachal Pradesh）及北阿坎德邦（Uttarakhand）與西藏札達縣的數個小

型區域，至今其領土爭議仍未解決，中國與印度競爭對手巴基斯坦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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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友好，「一帶一路」戰略對印度的印度洋霸權亦造成衝擊與威脅。再者，

兩國在許多議題上亦有相同共識，例如「入常」或是對於中國對外戰略急

速擴展的憂心等。因此，從各項層面與角度來看，日印兩國間在各方面的

合作及戰略同盟關係，基於互補性與共同利益之下，預期將會持續的友好、

深化，日本追求的戰略利益，以及印度所需的國家發展利益，日印兩國均

能各取所需、互利互惠，持續於軍事國防、經濟貿易、科技能源及貸款援

助等多方面進行合作，相互成為印太地區的重要戰略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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