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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中旬始，印度边防人员非法越界进入中国境内，阻

挠我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正常道路施工，引发军事对峙。中

国政府对此多次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和警告，但印度置若罔

闻，一方面在外交和舆论上叫嚣“不惜一战”，另一方面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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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向边境地区增兵。可以说，此举为 1962 年以来中印间最

严重的一次军事对峙事件，也是印军首次越过已明确的两国

边界，与以往双方边防部队在未定界地区的边境对峙有本质

不同。 

 

一、 军事对峙事件的外交舆论斗争 

 

此次军事对峙事件由印方蓄意挑起，但为掩盖事实，印

方不惜歪理狡辩、混淆视听。印媒在报道中诬蔑中国军队越

界进入印度锡金地区，摧毁印军两座地堡并与印边防军发生

肢体冲突，将此事与中方军队封锁印度香客经乃堆拉山口入

西藏朝圣联系在一起，暗示中方不仅实施战争边缘政策，蚕

食印方领土且无视人道主义精神，企图借此将寻衅责任推给

中方，博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印度主流媒体起初言之

凿凿地称洞朗地区为印度锡金邦领土，印度边防军是履行守

土之责，阻止中国军队进一步深入印度领土。我外交部随即

予以有力驳斥，称该地区边界早由《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确

定，且中印边界问题特代谈判中也对该条约进行了确认。 

在被事实打脸后，印方又宣称洞朗地区属中印不（丹）

三国交界地区，援引不丹外交部文件称“洞朗地区为不丹领

土”，印军系受不丹政府请求进入该地区以阻止中国改变地

区现状。印媒还诬称中国此前曾多次越界并驱逐不丹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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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无力抵抗中国军队入侵，急需印方帮助，给中国打上恃

强凌弱和好战的标签，为印度政府对华强硬政策造势助威。

而印国防部长杰特立关于“印度已非 1962 年的印度”等不

负责任、暗示战争的言论更是被印媒广为炒作，挑动印民族

主义情绪。我外交部对此回应称“据中方了解，对于印军越

界进入洞朗地区，不丹方面事先并不知情。”至此，印度图

谋已昭然若揭，即肆意歪曲事实，不惜公然损害不丹独立主

权，以安全关切为借口，悍然越过中印已明确的锡金段边界，

通过制造洞朗地区争议，阻挠中国在自己领土上行使主权。 

在理屈词穷之下，印舆论开始自说自话，继续煽动反华

情绪。印军方则坚持以维护不丹利益为借口，持续向洞朗地

区附近增兵，并在该地区挖掘战壕、设置帐篷，以表明“中

方若不停止道路施工绝不考虑后退”的态度，致使中印两国

部队出现剑拔弩张的对峙状态。 

 

二、 印度军事冒险的多重考量 

 

印此次挑起事端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带有军事冒险意味

的挑衅，绝非一时意气用事引发的偶然事件。印军事冒险背

后有多重利益考量，既有中印权力结构矛盾的因素，又有中

印边界谈判及印国内政治、外交等诸多原因。 

（一）立威南亚，巩固南亚霸权地位 



4 
 

确立在南亚区域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进而拓展在亚太

乃至全球的地位和作用，由区域大国跃升为全球大国，是自

尼赫鲁以来印度历代领导人挥之不去的大国情结。在南亚地

区的霸权地位被视为印度走向世界大国地位的基础，印历来

不容许域外大国染指其在南亚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 

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中国与南亚地区国家的经贸

合作不断深化。2016 年，中国与除印度以外南亚七国的贸易

总额是 405 亿美元，而印度与七国贸易额仅为 219 亿美元，

中国超过印度几乎一倍。在经济领域，南亚出现“中进印退”

的趋势。南亚诸小国均对中国有较强的经济依赖，希望通过

加强与中国经贸合作以促发展。印担忧南亚小国的离心（印）

倾向，但又难以给予更多经济利益，只能加强政治安全手段

的控制。高压手段非但没能奏效，反而强化了南亚小国的

“逆反”心理，向中国靠拢的趋势逐年增强。 

更令印度坐立不安的是中国对该地区地缘政治的影响。

印政界、学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主流看法是该倡议将极

大扩展中国对南亚中小国家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既是经济

的也是政治的，将有损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印度认为中国

在印度洋地区投资建设港口具有军事用意，或以各港口串成

珍珠链以对印安全形成威胁。总之，印度认为，中国近年来

在南亚地区影响力的快速提升正不断威胁着其地区霸权地

位。莫迪政府的危机感尤为明显，其上台伊始紧锣密鼓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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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周边外交动作，充分说明了其加强对周边小国政治控制

的紧迫感。 

印此次越境挑衅有警告南亚小国（应与中国保持距离）

之意。即通过此举表明印度有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的实力，

并借此彰显其维持南亚霸权地位的决心。 

（二）平衡中印边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印度对中印边界地区中方一侧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建

设愈加担忧。印在边境地区的交通基建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直到 2006 年，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才最终批准在实控线附

近修建 73 条战略道路。近年来，印度认识到边境地区糟糕

的交通基建状况或将使其在与中国发生军事对抗中居于下

风，并不断加强在边界地区的基建及军力部署。 

尽管如此，受制于国内官僚机构的相互掣肘及环境影响

等因素，印度改进这些基础设施的计划在实施推进过程中远

远落后于之前拟定的“时间表”。比如，据印国防议会专责

委员会的第 19 次报告，印政府批准在 2006 年至 2007 年建

设 73条中印边境战略道路，计划于 2012年完成，但是到 2016

年 5 月，只有 21 条建成，还有两条尚未开始建设，新的铁

路线建设更是严重滞后。2010年，印度在与中国、巴基斯坦、

尼泊尔接壤地区确定了 28条战略铁路线，其中 14条列为“对

国家安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铁路线。然而到 2016 年 7 月，

该 14 条铁路中的任何一条都尚未开始建设。此外，不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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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称，“在边境防御设施升级过程中，旧有的保守防御心

态仍然存在”。印度方面曾计划建设一条长达 1800公里的公

路，将沿着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把达旺与维查耶纳伽尔两地连

接起来。但这一计划遭到印度军方强烈反对，原因是这条公

路距离争议边境地区太近，必须纳入安全考虑。2016年 6月，

在重新调整道路选线后，这条公路才最终被印国防部批准。 

相比之下，中国在边界地区修建基础设施的步伐一直较

为稳健，甚至在印度看来富有“进取心”。近几十年来，中

国已将西藏境内的公路和铁路线扩展到与印度、尼泊尔和不

丹接壤的附近地区。中国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公路和铁路的

不断延伸，不仅有利于中国军力投射，也将会增强中国对这

些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印度战略界普遍认为，印与中国在边

境地区战略基建竞赛中处于劣势，原因是中国占据人力、物

力、财力和技术的明显优势。另外，中国边境公路几乎都通

往实控线地区。相比之下，印度边境所通道路都停在了离实

控线较远的地方，有的甚至距离有争议边界 50—70 公里。

鉴于此，印希望中国考虑其安全关切，实现两国在边界地区

战略基础设施建设的平衡发展。 

另一方面，洞朗地区有特殊的地缘区位，这使印度更为

担忧中方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洞朗地区位于西藏日喀

则地区亚东县南部，距西里古里走廊仅几十公里。该走廊是

连接印度主体及其东北各邦的狭长地带，是印度铁路、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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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大动脉的中枢，被称为“鸡脖子”。这里也是连接尼泊

尔、孟加拉国、不丹和印度大吉岭县的战略要害部位。 

为克服西里古里困境，实现对东北各邦常态化、大规模

过境运输，印度一直致力于打通途经孟加拉国的过境通道。

由于印孟在提斯塔河分水等问题上始终难以达成有效解决

方案，导致孟民众对印极为不满，此事一直悬而未决。印度

只能依据上世纪 70 年代两国签署的印孟内河运输协议实行

水陆联运的小规模过境运输。2015 年，印方还极力推动孟加

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四国（BBIN）机动车自由通行协

定，使得印度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孟国向其开放过境运输许可，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印东北部与其国土主体部分交通不畅的

老大难问题。然而，孟国交通基建状况并不乐观，道路桥梁

多为年久失修，短期内难以满足印度的过境运输需求，而改

造升级孟国交通基础设施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 

印战略界认为，中国完成洞朗地区的公路建设后，将有

能力快速进行军力投射，战时可切断西里古里走廊并威胁印

在锡金邦的防御，使原本动荡不安的东北七邦面临被分割的

风险。加之西藏阿里地区的狮泉河机场作战半径覆盖包含印

度首都新德里在内的整个印度北部。这些战略压制点在战时

可发挥一剑封喉的效果，虽不战而胜负已明。印对此犹如芒

刺在背，因此，从军事战略角度而言，印此次冒险越境便不

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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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加中方边界谈判紧迫感 

边界问题始终是影响中印双边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总

体上就边界问题的解决而言，印度认为时间对中方有利，因

为印度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差距仍在加大，尤其是边界地区的

实力对比仍将更有利于中方。当前，中印边界谈判正处于第

二阶段即确定边界划界原则的艰难时期，双方分歧较大以至

于难以有所突破。印度希望以两国在边界地区的实际控制现

状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因而在谈判中提出首先划定两国的

实际控制线。但中方坚持认为划定实控线只会使问题复杂化，

谈判应有一揽子解决方案，因而双方谈判处于胶着状态。印

度对此颇有些急躁，此次事件应有增加中方进行边界谈判紧

迫感的考虑，以敦促中国政府尽快就两国边界问题谈判进行

妥协，为“现状解决”奠定基础。 

（四）国内政治的需要 

从此次中印军事对峙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看，印度有意

挑衅应有国内政治的考虑。7 月中旬后，印度将举行总统选

举及议会选举，人民党希望借此机会成为上议院的主导力量，

从而统治整个议会。挑起对外争端、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可以看作是人民党获取更多选民支持的一种策略。不仅如此，

莫迪执政以来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其经济成就

与其竞选时的承诺仍相差甚远，此次事件也可看作是印政府

转移国内经济发展放缓压力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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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论与建议 

 

近年来，中印关系总体上出现下滑趋势。莫迪执政以来，

在边界问题上态度更为强硬，也更为担忧中国会在印度洋对

印实施战略围堵。印度在经济上加强与中国合作的同时，也

不断深化与美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安全合作，以“对

冲”中国的影响。尽管中方多次释放面向未来、淡化矛盾、

合作共赢的善意，但两国关系中边界问题、历史积怨、中巴

印三角关系等矛盾短期内仍难以有效化解。在莫迪政府民族

主义和强势霸道作风的影响下，印国内包容和理性氛围逐渐

消失，对华强硬成为政治正确，对两国关系客观理性的分析

往往被嗤之以鼻。印将中国定性为假想敌和最大战略竞争对

手的认知恐将持续。 

中国总体上视印度为战略合作伙伴，而非对手。中国重

视与印度的共同利益，希望通过合作共同提升发展中国家的

国际地位，将印度视为印度洋军事大国，对中国海上能源运

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中印战略互信是中国对印外交的

首要目标。中国应充分利用海洋安全对话、边界特代会谈、

战略经济对话等中印会晤机制，向印方深入说明中国的印度

洋、南亚战略。中国应明确向印度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

经济合作性质，更多强调双边项目的互惠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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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此次中印军事对峙，我应在积极做好军事部署与

战争准备的同时，在外交层面既坚守原则和底线，策略上采

取灵活手段与印方周旋，积极寻求双方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妥善处置军事对峙僵局。一是以军事准备向印方传达主权不

容侵犯的立场，在必要时甚至可以考虑在中方占有有利战术

态势的争议地段适当向前推进，对印度的越境予以反制；二

是针对印方最为关切的两国边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平

衡问题，中方可表明予以理解，可考虑对双方的基建进行协

调，甚至纳入边界谈判机制，减少印方相关安全疑虑；三是

做好为边境军事对峙事件降温的外交和舆论准备，避免或减

少被不负责任的媒体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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