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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建立信任措施的回顾与反思
＊

邓红英＊＊

［内容提要］中印建立了众多的军事和非军事信任措施，但近年来两国的矛盾与纷争显示，中印互信措

施存在实施不力、涉及领域有限、深受敏感问题困扰、公众敌对情绪严重以及印度更为重视获得军 事 实 力

优势等等问题。为了增进中印互信，中印近期内要努力消除公众间的敌对情绪，中期内建立信任措 施 的 重

点要从预防边境冲突走向增进互信，远期内要最终签署边界协议和为中印关系营造良好的和平发展环境。

［关键词］中印；信任措施；反思

［中图分类号］Ｄ８２２ ［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１５０８ （２０１１）０３－００１５－０５

一、中印建立信任措施的历程

冷战后，在国际环境以及中印政治关系均走

向缓和的情况下，中印两国逐步建立了众多的信

任措施。
首先，两国在边境实控线区建立了预防冲突

的信任措 施。在１９８１年 中 国 外 长 黄 华 访 印 后，
印度同意并与中国举行边界谈判。拉吉夫·甘地

访华后，两国于１９８９年成立了协商边界 事 务 的

联合工作小组，达成了一系列增进边境实控线地

区军事透明的信任措施，主要有双方军事人员在

边境定期会晤、在两国边防军重要哨所和指挥部

之间 建 立 “热 线”，等 等。１９９３年，中 印 签 订

《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

宁的协定》，双方同意通过和平友好协商来处理

边界问题、不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在两国

边界最终解决前严格尊重和遵守双方之间的实际

控制线，中印还同意对沿实控线的军队规模和军

事演 习 进 行 一 定 的 限 制。１９９６年，中 印 签 署

《关于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

措施的协定》，对边境信任措施做出更具体规定

和安排，主要包括：裁减和限制各自军事力量和

武器装备种类；限制军事演习规模并要求预先通

报；对军用飞行器飞越边境实控线的侵犯事件的

预防和事后处理措施；预防实控线地区鸣枪、实

弹演习等危险军事行动的具体措施；实控线区军

事人员和 机 构 之 间 的 交 往 与 合 作，等 等。２００３
年，为了加快边界谈判，中印同意各自任命特别

代表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特别代表会晤机

制很快启动并推动了两国边界谈判，如２００５年

４月，中印签署了 《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

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实施办法的议定书》和

《关于解 决 中 印 边 界 问 题 政 治 指 导 原 则 的 协 定》
两个文件，双方第一次一致同意解决边界问题的

“一揽子原则”，两国边界谈判进入新阶段。
其次，中印军方交流、对话以及合作不断开

展。１９９２年７月，印 度 国 防 部 长 夏 拉 德·帕 瓦

尔访华，开启了中印军方高层互访的序幕。两国

军方高层互访不断，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并达成了

一定的共识，最为突出的成就是在２００６年 印 度

国防部长普拉纳布·慕克吉访华期间，两国签署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防务领域加强

交流与 合 作 的 谅 解 备 忘 录》，中 印 军 队 在 训 练、
演习方面的接触开始制度化，印度还罕见地购买

中国３０架Ｌ１５教练机。中印高级军官的安全对

话还走向制度化，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０年举行了三次

防务安 全 磋 商，取 得 了 一 定 共 识。中 印 中 级 军

官、安全专家和军事院校之间也建立了交流和合

作关系，如２００４年中国军事科学院和国 防 大 学

的两个代表 团 访 问 印 度，２００６年 印 度 战 争 学 院

代表团访华，２００８年 中 国 中 级 军 官 考 察 团 对 印

度进行了为期６天的访问。在中印三大军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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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军 的 交 流 与 合 作 最 为 频 繁。１９９４年，中 国

海军 “郑和”号 训 练 舰 访 问 印 度 孟 买，１９９５年

两艘 印 度 军 舰 回 访 中 国。２０００年，印 度 军 舰

“德里”号和 “阿蒂塔亚”号访问上海，２００１年

中国 “哈尔滨”号驱逐舰和 “太仓”号补给舰回

访孟买。２００５年 中 国 海 军 舰 艇 编 队 抵 达 印 度 访

问，２００７年 印 度 海 军 舰 艇 编 队 抵 达 青 岛 回 访。

２００９年４月，印 度 海 军 舰 队 应 中 国 邀 请 参 加 青

岛 “国际观 舰 节”，同 年８月 中 国 海 军 “深 圳”
号导弹驱逐舰在完成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

务后访印。
除了人员交流和军舰互访外，中印军队还多

次 联 合 开 展 并 互 相 观 摩 军 事 演 习。２００３年１１
月，中印海军在上海附近海域举行了联合搜救演

习，这是两 国 军 队 的 首 次 联 合 演 习，２００５年 和

２００７年两 国 海 军 又 举 行 了 两 次 联 合 搜 救 演 习。
中国还四次邀请印度观摩军事演习，２００５年１１
月印度也邀请中方观摩其在拉贾斯坦举行的军事

演习。２００７年１２月，曾经是战场对手的中印陆

军在昆明举行代号为 “手拉手”的联合反恐军事

演习。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中印陆军再次在印度贝尔

高姆进 行 联 合 反 恐 训 练。２００９年，由 于 中 印 边

界局势紧张，两国军事交流与合作大大减少，值

得一提的是中国邀请印度负责印中边界地区防务

的几位将军访问北京、成都和拉萨，请他们参观

相对敏感的军事设施，以释放善意和解除疑虑。

２０１０年印度因 克 什 米 尔 军 队 负 责 人 特 殊 签 证 问

题冻结两国军事交流，但２０１１年两国决 定 重 启

中断两年的陆军联合军演。
最后，中 印 还 建 立 了 众 多 的 非 军 事 信 任 措

施。１９７９年，中国停止支持印度分离主义势力。

１９８１年，中国允许印度香客前往西藏圣地朝拜。

１９８８年，在拉 吉 夫·甘 地 访 华 时，中 印 同 意 建

立联合 工 作 小 组 以 发 展 经 济、科 技 等 方 面 的 合

作，中印合作进入新的阶段。此后，中印高层互

访不断，在互不视对方为威胁、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加强在国际和国内事务

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达成广泛共识，并推动

两国签署在经贸、教育、文化、科技、农业、外

交、旅游、水利、人才交流等众多领域的合作协

议，２００３年中印还 将 两 国 关 系 确 立 为 “长 期 建

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然而，“中国威胁论”在印

度一直颇有市场，为了消除 疑 虑，在１９９９年 印

度外长贾斯万特·辛格访华期间，双方确认中印

关系发展的前提是互不视对方为威胁，两国发展

关系的 基 础 是 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２０００年，在

印度总统访华时，两国在正式文件中明确表达互

不构成 威 胁。中 印 还 建 立 了 外 交 对 话 机 制，如

２００３年开启联席秘书级安全 对 话，２００５年 开 始

了副 部 长 级 战 略 对 话。中 印 边 贸 也 逐 步 恢 复，

１９９１年两国签署恢复边贸备 忘 录，２００３年 签 署

边贸协议，２００６年 乃 堆 拉 山 口 在 中 印 边 贸 中 断

４４年后重新开放，在２００６年联合宣言中两国表

示要加强现有边境贸易，要 “将两国边境从划分

两国的界 线 变 为 联 系 合 作 的 桥 梁”。① 中 印 还 在

跨境河流问 题 上 进 行 合 作，２００３年 两 国 总 理 表

示，双方将继续在交换双方同意的跨界河流的汛

期水文数据方面保持合作，两国签署了提供朗钦

藏布江－萨特莱杰河水文资料的协议并同意继续

举行磋商以早日就帕隆藏布江和察隅曲－洛希特

河达成类似安排。２００９年，为了扩大沟通渠道，

中印决定设立两国总理热线。此外，通过上海合

作组织、东盟论坛等多边平台，中印还积极进行

地区安全协商与合作。

二、中印建立信任措施的成就与问题

自建交以来，中印为建立互信作出了诸多努

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首先，中印共同提倡

的和平共 处 原 则 至 今 是 两 国 外 交 政 策 的 基 本 原

则，并成为 国 际 关 系 的 基 本 准 则。１９５４年 中 印

提出以 和 平 共 处 原 则 处 理 两 国 关 系，并 相 继 被

１９５５年的万隆 会 议 和 其 他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多 边 国

际会议以及不结盟运动所接受。尽管和平共处原

则没有有效解决中印分歧，也未能防止边境战争

的爆发，但这一原则一直得到中印两国的坚持，

至今是两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也涵盖于联合

国通过的一些宣言之中，被许多国际多边条约和

国际文献所确认，成为国与国之间建立和发展友

好合作关系的公认准则。其次，信任措施保证了

中印两国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尽管中印边界谈

判多年来进展有限，但１９６２年以来两国 边 界 地

区没有 发 生 大 规 模 的 军 事 对 抗。２００９年，印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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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印 边 界 东 段 快 速 发 展 基 础 设 施、派 遣 苏－
３０ＭＫＩ战斗机 以 及 增 派 驻 兵，边 境 形 势 一 度 十

分紧张，两 国 媒 体 相 互 攻 击 并 极 力 渲 染 紧 张 局

势，但两国通过高层会晤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

化，边界局势总体上保持稳定。第三，信任措施

有利于中印增进信任、扩大合作以及防止对立。
在冷战以及１９６２年边界冲突的影响下，中 印 彼

此将对方看作是威胁和对手，印度还将中国作为

最大威胁。但在中印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边境

地区保持了和平与安宁，两国互信有所增长，双

边合作不断深入。在２００６年的中印联合宣言中，
两国一致认为两国不是对手或竞争者，而是互利

合作的伙伴，两国有足够空间实现更大规模的共

同发展。①

尽管中印互信与合作不断增长，但近年来两

国政治和外交纷争不断，边界实控线区局势再度

紧张，两国对对方的威胁认知感增长，中印信任

措施还存在很多不足与问题。

１．中印信任措施存在实施不力和涉 及 领 域

有限的问题

冷战后期以来，中印建立了一系列信任措施

并签署 了 协 议。然 而，这 些 协 议 没 有 法 律 强 制

性，某些条款还存在内容模糊和双方理解不一致

的情况，协议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如对于边

界实控线的确切地理位置，中印之间分歧较大，
至今仅就边界中段的实控线交换了各自的地图，
因而，中印边防部队在边界西段和东段的巡逻部

队活动经常被对方 视 为 “侵 犯 边 界 的 行 为”。信

任措施实施不力有时导致的不是互信，而是分歧

和怀疑的扩大化。对于所谓的 “阿鲁纳恰尔邦”，
中国的一贯立场是拒绝接受，但印度的看法是争

端事实上已经解决，因为 《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

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的第七条规定 “维护边

境地区双方定居人口应有的利益”，这意味着有

着大量移居人口的该地是印度领土。② 此外，中

印都是军事大国，但两国军事交流的范围和程度

有限，主要是人员来往和军舰互访，并没有建立

广泛的安全机制。近年来中印之间出现军备竞赛

的苗头，两国急需在导弹试验与安置、印度洋安

全等方面建立互信措施。

２．中印互信深受众多矛盾与冲突特 别 是 两

国间敏感问题的困扰

尽管中印建立了预防边界冲突的信 任 措 施，
但众多的矛盾与冲突阻碍两国间互信的建立。除

了已有的边界争端、西藏问题以及地缘政治冲突

之外，在共同崛起过程中，中 印 在 贸 易、市 场、
资本、资源等等方面利益争夺日益加剧。旧问题

没有解决，新问题又不断涌现，信任措施本身作

用有限，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印关系，中印信任措

施难以预防、更不可能解决两国之间的矛盾与冲

突。在中印纷争中，边界争端、西藏问题等敏感

问题一直是两国信任措施发挥作用和继续发展的

最大障碍。在拉吉夫·甘地总理访华后，两国在

边界问题不再是中印关系发展的障碍方面达成共

识，但事实上印度还是将边界问题作为中印关系

的核心内容。③ 目前，印度对中国身份的定位经

常在 “敌人”和 “非敌人”之间摇摆不定，涉及

敏感问题的一些小矛盾往往导致两国关系很快逆

转，并使两国来之不易的互信与合作遭受重挫。
如中国一直坚持对藏南的主权要求，在２００６年

中国驻印大使再次重申后，印度却做出强硬而激

烈的反应，媒体掀起轩然大波，指责中国违背了

２００５年关 于 解 决 边 界 问 题 的 政 治 指 导 性 原 则，
印度国会通过一项声明 “阿鲁纳恰尔”是印度领

土的组成部分决议案，印度总理辛格罕见地访问

该地，并重申它属于印度。对中国坚持对藏南主

权要求不满并企图改变西藏现状，印度还大打西

藏牌，包括辛格总理在内的印度高官多次会见达

赖，这进一步损害中印互信。在相互敌视和怀疑

的氛围下，中国加快西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印

度也在边境地区增加兵力和军备并加快发展基础

设施，１９９９年以 来 得 到 修 补 并 快 速 发 展 的 中 印

互信与合作关系再次遭受重大挫折，中印边界局

势再次趋于紧张。

３．中印媒体和公众之间的敌对情绪严重

尽管中印是邻国，但两国的人员来往和交流

相对较少，每年的人员来往总数仅仅６０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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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两国人口总数超过了２５亿。民间交往较少导致

两国公众之间缺乏了解，对对方的认知主要来源

于历史影响和媒体报道。《印度快报》总编辑谢赫

·古普塔将印度人分为政治领导人、服务部门人

员、商业部门 人 员、公 民 社 会 以 及 战 略 分 析 家，
他认为，公民社会的大部分和非官方战略分析家

继续被１９６２年阴影困扰，“在我们的头脑中中国

从来就是我们最严重的安全威胁”，“由于避免对

１９６２年战争进行公正的评价和理解，印度的两代

半人是在对中国的担忧下长大”。① 对公众更具影

响力的言论多来自印度非政府的战略分析家、退

休将军以及退休文官，这导致印度媒体对中国的

报道总体上是 “中偏负面”为多。② ２００６年以来，
印度媒体掀起反华浪潮，大量报道 “阿鲁纳恰尔”
主权纷争、中国军人 “越界”、中国边防军向印军

开枪、中国加强在西藏的空军力量和设施、中国

实施包围印度的 “珍珠链”战略等负面新闻，这

自然在印度公民社会大部分中产生了中国对印度

继续存在一定敌意的怀疑。③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０５年５６％的印度人表示

喜欢中国，只有２０％的人说不喜欢，但２００６年以

来喜欢中国的印度人比例不断下降，２０１０年仅有

３４％，不 喜 欢 中 国 的 印 度 人 比 例 则 快 速 增 长，

２０１０年上升到５２％。④ １９６２年中印战争早已淡出

中国公众的记忆，但备受列强侵凌的中国人对领

土主权一直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许多

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对印报道也带有一定程度的

民族主义情绪，有关报道是 “中间偏敌对”，关注

较多的是印度的军力发展、印度反华言论、中印

比较以及印度的负面社会新闻，等等。⑤ 毫无疑

问，中国媒体极力渲染的印度复仇心理、印度对

中国的嫉妒与攀比、印度 同 情 与 支 持 藏 独 势 力、
印度企图包围和遏制中国，也必然导致中国公众

对印度的敌视与不满。

４．印度更加重视获得军事实力优势

１９６２年中 印 边 界 战 争 之 后，印 度 将 中 国 当

作最大威胁并注重发展军事实力。在新时期，印

度的 “中 国 军 事 威 胁 论”有 了 新 的 发 展。近 年

来，中国大力推进在军事领域以及西藏地区的现

代化进程，印度军方认为中国解放军在装备水平

上已取得对印度的优势，西藏地区基础设施的发

展使中国向边境实际控制线快速部署兵力的能力

也超过了印度。中国与巴基斯坦、缅甸、孟加拉

国、斯里兰卡等国的友好合作，也被印度视为包

围印度的 “珍珠链”战略。为了改善安全环境与

和平处理与邻国的所有争端和分歧，印度的政策

是建立互信、开展对话与加强军备相结合，⑥ 但

事实上印度更注重获得军事实力优势。以 “中国

威胁论”为借口，印度公开发展核武器、大力采

购武器和不 断 增 长 军 费，２０１１年 印 度 财 政 预 算

将军费 增 至１．６４４１万 亿 卢 比 （约 合３６３亿 美

元），比上一财年增加１１％。⑦ 在中印边境地区，
印度更重视取得对华军事优势，近年来将战略从

“劝阻遏制”调整为 “主动遏制”，⑧ 一方面增加

在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如印度计划在提斯浦尔

和贾布瓦 各 建 立 一 支 苏—３０ＭＫＩ战 机 中 队，在

第三军和第四军中各建一支山地师，在 “阿鲁纳

恰尔”（即我国藏南地区）建立新的侦察团并增

加１５５毫米火炮、直升机、无人驾驶飞机、俄制

Ｔ７２主力坦克以及新型装甲运兵车等先 进 武 器。
印度还在边境地区部署了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和

防御网，目前计划部署射程达２，０００公里的 “烈
火二型”弹道导弹 以 及 射 程３５０公 里 的 “大 地”

地对地导弹。另一方面印度积极加快边境地区的

基础设施建 设，２００９年 印 度 启 动 大 规 模 基 础 设

施扩建计划，把国内的铁路网延伸至锡金。印度

还在边境地区大量修建公路，２０１２年将 建 成６０
多条公路。印度当局还推行 “机场基础设施现代

化”计划 （ＭＡＦＩ），计 划 在 东 北 边 境 地 区 修 建

１００多个飞机跑道，在拉达克东部也将修建一个

中型飞机场。此外，为了反制所谓的 “珍珠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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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建立信任措施的回顾与反思

战略，印度与美国、日本、越南等国建立军事和

战略关系，积极组建对华包围圈。

三、对中印信任措施的反思

信任措施的主要功能是加强沟通以预防危机

和增强共识与合作以增加互信，但信任措施的特

点在于只要求最低政治意愿、互惠、早期没有限

制以及不涉及法律义务，① 这导致信任措施没有

强制力，不能避免冲突与战争，甚至如果相互保

证不能落实还会加深双方的不信任感。对于信任

措施的作用，我们要理性认识，不能寄予过高期

望，但也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建立信任措施十分

不易，实施信任措施更加艰难。从中印建立信任

措施的成就和问题来看，今后实施和发展两国信

任措施需要处理好敏感问题、公众信任问题并要

做好长期规划。

１．处理敏感问题，维护良好的政治关系

中印两国人民都热爱和平，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是两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在新时期维护国

际和平和发展国内经济是两国共同的国家任务，
因而，避免冲突和实现和平共处是两国建立信任

措施的坚实基础。然而，中印建立信任措施的历

史显示，信任措施建立和实施都需要良好的政治

关系，若没有政治层面上的缓和局面，信任措施

就无从建立，如果政治关系恶化，信任措施也难

以发挥预防冲突的主要作用。中印增进互信和改

善政治关系首先需要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敏感问

题，这既需要时间，还需要谨慎和耐心，更需要

中印两国领 导 人 的 政 治 决 断 与 承 诺。１９６０年 中

印政治关系恶化，印度领导人拒绝和平谈判，中

印边界危机 走 向 暴 力 冲 突。２００９年 中 印 关 系 再

度紧张，但两国政府保持克制，两国总理在会晤

时重申和平处理边界争端及发展两国合作，两国

关系保持稳定局面，中印危机没有进一步恶化。

２．加强民间交流，发挥媒体 在 促 进 沟 通 与

加深理解方面的积极作用

１９８８年 以 来 中 印 关 系 的 改 善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高层推动的，但仅仅高层交往并不能为中印互信

打下牢固的基础，两国建立互信需要有更广泛的

社会基础。中印需要采取措施鼓励民间来往与交

流，如印度可以放宽对中国公民的签证，两国可

以增加学生交换与交流，鼓励两国公民前往对方

国家旅游，等等。中印媒体及工作人员需要加强

交流与合作，扩大报道的覆盖面并力争客观、减

少偏见。对于领土争端等敏感问题，媒体的过度

炒作只会加深双方的怀疑与不信任，只会给边界

谈判增加不必要的障碍。此外，印度政府和领导

人还需要对公民进行再教育，公正、合理地评价

１９６２年战争，最终摆脱１９６２年阴影的困扰，以

“向前看”来处理复 杂 而 脆 弱 的 中 印 关 系，与 中

国真正建立战略互信。

３．着眼长远，充分发挥信任措施的功能

对于徘徊在 “对手”和 “伙伴”之间的中印

两国，充分发挥信任措施的功能十分重要。由于

边界争端的最终安排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

达成最后协议前，中印关系将会波折不断，中印

建立信任措施需要着眼长远，有所规划。从近期

看，中印两国要努力消除彼此间的敌对情绪，主

要是落实好边界安全与信任措施，避免媒体再激

起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从中期看，建立信任措

施要从预防边境冲突走向建立互信，主要措施是

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广泛领域建立互信

与交流措施。如中印可以就印度洋安全展开对话

与合作，也可以在通报导弹试验、禁止安置战略

性导弹、反 恐 训 练 等 方 面 建 立 信 任 措 施。在 经

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中印之间的合作空间更

大。印度专家纳拉帕特还认为，中印既是合作伙

伴，也是竞争对手，但这种商业上的竞争关系应

该与文化、人文领域的亲密关系协调发展，取得

平衡，否则中印就可能被其他国家利用，面临成

为对手的风险。② 从远期看，通过近期和中期两

个阶段的发展，要为中印关系营造良好的和平发

展环境，促进中印边界谈判进一步发展，最终签

署边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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