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和印度已經成為目前世界上頗具影響力的兩
個經濟體。外界總是把中國稱為世界工廠，而把印
度稱為世界辦公室。據中國外交部透露，李克強總
理此行，會加強雙方相互投資、貿易、基礎設施建
設等領域的合作，推動中印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
贏，擴大人文交流、增進相互了解，同時，雙方還
將簽署一系列合作協議。

經濟結構互補 各有特色

目前，中國已是印度第二大的貿易夥伴，而印度
也成為中國在南亞最大的貿易夥伴。據商務部數據
顯示，中印雙邊貿易額已從本世紀初的30億美元，
增長到2012年的700多億美元。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

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室主任沈驥如對本
報表示，兩國領導人達成共識，兩國貿易發展潛力
巨大，到2015年貿易規模有望擴大至1000億美元。
印度在外包、軟件業佔優，而中國則在硬件、實體
經濟領域有所作為，兩國正好取長補短。
而此次李克強總理訪印，會促成哪些經貿合作

項目？沈驥如認為，農業、能源、基礎設施建
設、交通領域將值得關注。印度人口眾多，糧食

危機感迫切，中印可以在糧食增產項目、農業現
代化領域相互借鑒。此外，中國有大量產能過剩
行業，比如水泥、鋼鐵行業，這對於需要工業化
的印度來講恰是互補之機。同時，中國基礎設施
建設經驗豐富，中國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項目發
展快速，中印間相關技術的引進和採用，或可成
為商談內容。他認為，印度的中產階級正在迅速
擴大，而印度汽車卻難以獲得青睞，這也是物美
價廉的中國汽車的商機所在。印度也是缺電的國
家，兩國在火電、水電以及核電項目上面，亦有
合作的可能。

印對華貿易逆差逐年增

儘管兩國間貿易額總體以擴大趨勢發展，中印兩
國之間經貿關係發展並非一帆風順，此前印度商工
部長夏爾瑪就表示過，印度政府對印中貿易逆差感
到嚴重擔憂，印度與中國的貿易還保留在印度對中
國出口原材料，再從中國進口成品的狀態。
商務部數據顯示，印度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在逐年

遞增，這一數字在2012年已經達到了260億美元。沈
驥如認為，貿易逆差主要還是因為兩國工業化水平

的差距所致。此次李克強總理訪印，可鼓勵更多的
中國企業對印投資，將國內過剩而印度需要的產業
向對方轉移，減少部分印度對華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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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廠」「世界辦公室」合作漸頻

作為新興大國的成員，中印兩國在參與全球
治理方面已獲頗多成績，這也為兩國持續改善
關係提供了強大保證和有力支撐。沈驥如認
為，此前在南非德班，金磚五國確立應急儲備
基金，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貢獻頗大，而此次
李克強總理訪印，中印兩個金磚國家亦會強化
既有成果，同時在改變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
秩序上達成共識，或提出新的主張和方案。
目前，中印兩國在軍事、能源、氣候變化、

糧食安全等議題上，合作日趨緊密，正在成為
世界多極化格局的積極力量。中印在中俄印三
國機制、「金磚四國」、「發展中五國」等重
要合作平台上開展㠥富有成效的合作，並在重
大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上建立了協調機制，積
極籌建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工商理事會、
智庫理事會和金磚國家外匯儲備庫等機制。此
外，中國還與印度一道，在「８＋５」、二十
國集團框架內，為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權益，提
升發展中國家的地位發揮㠥建設性作用。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世界經濟與發展研究部

的專家徐建國表示，中印兩國作為崛起中的新
興大國，在世界上都有共同的對外需求。這些
年來在聯合國、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中也發揮了作用。「特別是這幾年金磚國家的
合作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在各種合作的框架
內，就全球的一些問題，包括氣候變化、能源
安全、糧食安全、ＷＴＯ的談判等等有關世界
經濟的治理，特別是世界經濟體系方面都做出
了巨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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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如何看待西藏問題，事關中印關係大局。中

國改革開放論壇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馬加力在接受
媒體採訪時認為，印度對藏政策，既受中印總體關
係的影響，反過來又制約中印關係的發展。而隨㠥
兩國了解增多和合作頻繁，印度國內的有識之士也
開始重新思考印度對西藏問題的政策，印度對西藏
的政策進入利用和克制並存的時期。

馬加力總結，印度對西藏問題的政策演變主要體
現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印度獨立以後到上世
紀50年代中期。此時的印度視西藏為英國殖民版圖
下的歷史遺產，竭力維護其在西藏的特殊利益。而
1959年是印度對藏政策的分水嶺。這一年，達賴集
團在拉薩發動武裝叛亂，而印度駐拉薩的領事館成
為叛亂分子對外勾連、藏匿槍支和人員的特殊據
點。由此，印度對西藏問題的主要政策轉為把西藏
視為戰略前沿，把達賴集團視為可用於反華的政治
力量，直接插手西藏問題，中印兩國也隨之交惡。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㠥中印關係的解凍，印度

對華政策有所調整，但仍把西藏問題視為戰略籌
碼。而進入新世紀以來，印度在西藏問題上的態度
則呈現出既利用又克制的兩面性。2003年，印度總

理瓦傑帕伊訪華期間，印度宣佈承認西藏是中國領
土的一部分，重申印度政府不允許流亡藏人在印度
領土上從事反對中國的政治活動，這可視為印度西
藏政策的積極轉向。
馬加力指出，雖然印度國內仍然有某些政客利用

達賴及其支持者達到某種目的，但是印度政府和不
少有識之士也開始對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產生不少擔
憂。印度某些勢力確實還存在某種繼續利用達賴集
團為本國戰略利益服務的心理，但同時也深感發展
和繼續改善印中雙邊關係的重要。此外，管理流亡
藏人的問題也成為印度社會管理的「灰色地帶」，
「藏獨」分子已經成為阻礙中印關係發展的絆腳石，
這些顧慮也使得印度不得不重新梳理外交重點，維
護中印關係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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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孟慶舒北京報道）隨㠥中國「習李」政治周

期的開啟，同為新興的發展中人口大國，中印如何譜寫「龍象共舞」

的新圖景，備受國際關注。應印度總理辛格邀請，中國總理李克強將

從5月19日啟程正式訪問印度。新總理首次出訪，首站選擇印度，足

顯中國新一屆政府對中印關係的高度重視。此間專家分析認為，李克

強總理此次訪印，料給此前剛剛平息的邊境問題上「再保險」，同時

通過簽署一系列合作協議，以期拓展雙方多領域的經貿合作，亦不排

除就中印攜手參與國際治理秩序的改革，提出新的主張。

據中國外交部介
紹，李克強總

理訪印期間，將與辛格總理舉行會談，
並與印度其他領導人舉行會見，就如何
在新時期推動中印全方位合作的發展深
入交換意見。中方希望通過此訪進一步
鞏固中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加強雙方
相互投資、貿易、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
的合作，推動中印實現優勢互補、互利
共贏，擴大人文交流、增進相互了解，
雙方還將簽署一系列合作協議。

兩國邊境問題懸而未決

中印邦交已進入「耳順之年」，但邊
境問題卻一直懸而未決。此前中印邊境
曾發生「帳篷對峙」，但兩國關係大局
未受影響。隨後，印度外長庫爾希德如
期訪華。如今李克強訪印，外界紛紛猜
測，領土問題是否會有新進展。
中印雙方在2005年簽署協議，確立了

解決邊境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但現在
具體框架談判上舉步維艱，雙方如何互
諒互讓，立場差距比較大，因而在具體
問題上進展不大。

中國現代國家關係研究院研究員傅小

強認為，「談是一個大原則，能為互諒
互讓創造出一個條件。現在李總理訪
印，就是去推動條件的逐步形成。」為
了讓邊境問題解決條件逐步成熟，就要
推動經貿聯繫，推動人文交流，推動兩
國磋商的戰略協作。他認為，不能期望
李總理一次訪印，就會立即產生新機制
馬上解決問題，相反，迂迴地為解決問
題創造條件，或許更可行。

確立實際控制線是難點

在中國14個陸上鄰國當中，同中國確
立陸上領土邊界的國家已有12個，唯剩
印度、不丹兩國，遲遲未同中國就領土
問題達成一致。多年來，中印兩國邊境
問題談判遲遲難以取得重大突破，原因
眾多。
傅小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中印邊

界問題難點，就在於實際控制線難以劃
定。雖然中印雙方在1993年確認雙方邊界
有一條「實際控制線」，並且嚴格尊重和
遵守這條「實際控制線」，但此條實際控
制線在現實中卻並未完全確立，這也為中

印邊境局勢增加了諸多不確定因素。
中國社科院國際問題專家葉海林認

為，2005年中印雙方確立了通過政治而
非武力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指導原則。
在此基礎上，中印邊界問題所面臨的新
課題就是如何確定中印領土實際控線，
只有這個環節有結果，後續的劃界、立
界樁才有實施的基礎。如果實際控制線
不劃定，巡邏線也難以確定，雙方的武
裝力量可能會出現面對面的情況，引發
對峙緊張局面。
而確立實際控制線又是邊界問題談判

中最卡殼的部分，因為實際控制線的劃
定在中印雙方之間都是敏感議題。據葉
海林介紹，根據國際慣例，實際控制線

有可能成為未來中印確立邊界重要參考
依據，因此，雙方就實際控制線達成一
致的難度也較高。
傅小強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此次

李克強總理訪問印度，主要是落實新一
屆領導班子對中印未來關係發展的構
想，給中印在經貿、國際合作方面起推
動作用。他認為，此訪不會另起爐灶創
立新的談判機制，但是會把現有的維護
好。但他同時表示，邊境問題雖不是重
點，但確實是敏感點，無法避免。李克
強總理此次出訪，有給邊境問題上「再
保險」的目的，為的就是不讓邊境衝突
打亂中印合作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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