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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印度為近代新興崛起的國家，在政治、經濟、資訊、科技與軍事上均有顯著的

進步，其綜合國力的提升已不容忽視。尤其在經濟上的發展速度，更令世界各國所

矚目，而現今世界公認的「金磚四國」中，印度則列居名單之內，其涵意代表著在

未來國際權力地位追逐的過程當中，具有更深厚的競爭潛力。就地緣戰略的觀點而

言，印度位於麻六甲海峽至波斯灣之間的交通樞紐，為非洲與中東地區能源及貿易

物資輸往西太平洋的必經路線，而能源線的暢通與否，均牽動著東、南亞地區的經

濟命脈。 

 

冷戰結束後，兩極對抗的國際格局不再，印度新一代戰略菁英份子認為，印度

應採取「以武力取代外交功能」的戰略觀。由於印、巴衝突所帶來的不安全感，及

中共的核武構成的威脅，使得印度方面必須藉由核武發展與整建軍力，來化解印度

所面臨的威脅，卻也引了發核武競賽問題。1947 年印度獨立後美國並未重視，僅視

印度是一個阻止共產主義擴散的國家。當印度躋身進入核武國家行列之後，便開始

發崛印度在南亞地緣戰略的重要性，正因為印度國力逐漸提升，使得美、印兩國建

立「邁向 21 世紀戰略夥伴」關係，來面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所帶來的挑戰。 

 

1979 年 12 月 24 日蘇聯入侵阿富汗後，卡特政府體認到印度戰略地位的重要性，

視印度為防堵蘇聯共產勢力擴散的國家，於 1980 年再度恢復美、印核能合作計畫，

提供有關核反應爐所需原料，藉此拉攏印度成為美國反共產主義的盟友。冷戰結束

後，柯林頓政府提出了「交往與擴大的國家安全戰略」，強調「安全、經濟、民主」

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因而開始拓展與印度的合作範圍，加強經貿與軍事合

作，以符合美國國家利益目標。 

 

小布希總統上台，將中共定位為「戰略競爭者」的角色，視中國「和平崛起」

對美國的威脅。「911」恐佈攻擊事件，美國雖與中共在反恐任務上共同合作，但仍

不失其對中國的戒心，因此與印度共同結合成為「邁向 21 世紀的戰略夥伴」關係，

以防止中國「和平崛起」對美國霸權地位的挑戰。 

 

中國「和平崛起」強調努力發展和壯大自己，維護世界和平，堅持開放與平等

互利原則，與各國發展經貿，強調現在與未來不稱霸。美印戰略合作，將使得中共

在海洋戰略發展受限，同時更影響了中、印兩國的經貿發展。中國為了防止美、印

戰略關係所形成的衝擊，必須展現其大國外交作風，穩固與印度經貿上的合作，深

化與歐盟實質關係，運用「上海合作組織」來強化其在區域大國的地位，以防範美

國對其所實施的新圍堵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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