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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美印三边关系研究》运用历史、理论和比较的方法对中美印三边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和整
体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从冷战、冷战后和21世纪三个阶段概括和梳理了中美印三边关系的发展过程
，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个视角分析了中美印三边关系的内在逻辑，从东亚、中亚
和南亚三个地区架构对中美印三边关系的竞争与合作进行了比较分析，从非对抗性、脆弱性和外部性
三个特性对中美印三边关系的互动模式和双边关系中的第三国因素进行了全面阐述，最后从战略意义
、理论启示和未来走向三个方面对中美印三边关系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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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印友好协会理事、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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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对中国挑战：印美形成战略共识 二、平衡中国力量：印美确立战略伙伴关系 三、防范中国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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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在相互依存中曲折发展 二、印度利用中美竞争谋取最大利益 三、印度担心“中美共治”干
涉南亚事务 四、印度仍然是美国制衡中国的重要战略伙伴 第五章中美印三边关系的特性 第一节中美
印三边关系的非对抗性 一、中美印三边关系具有非对抗性的特点 二、中美印三国良性互动有助于深
化非对抗性特征 三、中美印战略三角关系非对抗性的影响 第二节中美印三边关系的脆弱性 一、中美
印三边关系复杂性和脆弱性并存 二、建立战略互信，降低脆弱性 第三节中美印三边关系的外部性 一
、巴基斯坦是影响中美印三边关系外部性特征的 关键因素 二、俄罗斯是影响中美印三边关系发展的
重要因素 第六章中美印三边关系的未来 第一节战略意义 一、中美印三边关系的经济意义 二、中美印
三边关系的政治意义 三、中美印三边关系的地区意义 第二节理论启示 一、中美印关系中的权力因素 
二、中美印关系中的制度因素 三、中美印关系中的文化因素 第三节未来走向 一、中美印之间的共同
与分歧 二、中美印之间的合作、竞争与冲突 三、中国的战略和政策选择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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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中美印战略目标：相互抵触还是相互容忍？ 中国的战略目标是抓住和用好21世纪头二
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到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此，中国需要争取和维护长期和平与稳定的国
际和周边环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来促进世
界和平。 印度的战略目标是“全面实现在2020年之前将印度转变成一个发达国家的理想”。在国际体
系中的目标是“在世界上获得她应有的地位，并为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做出她的充分的和心甘情
愿的贡献”。“印度承诺与东盟以及东亚国家一道努力，以使21世纪真正成为一个亚洲世纪”。 美国
的战略目标是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和绝对安全。美国防部2006年2月3日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将印度、俄罗斯和中国都作为“处于战略十字路口国家”。其中，它认为“印度正在成为一个大国和
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决心把美印之间的关系转变成一种全球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将在双方共同
关心和关系到双方共同利益的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而对中国，它提出：“在大国和新兴国家中，中
国最有潜力在军事上与美国竞争，并采用破坏性的军事技术，如果美国没有相应的战略与之抗衡，那
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抵消美国传统的军事优势。”但报告也提出：“美国的政策仍然着重于鼓励
中国在亚太地区发挥建设性的、和平的作用，并在解决共同的安全挑战方面充当美国的伙伴，这些挑
战包括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毒品和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美国的目标是使中国继续作
为经济伙伴，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世界上一个向善的因素。” 美国防部2010年2月公布的《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在论述重要地缘政治趋势时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最大的民主国家
印度都在崛起，将继续影响一个已无法轻易定义的国际体系。其中美国仍将扮演最强大的角色，但为
维持稳定与和平也越来越依赖重要的盟友和伙伴。崛起中的大国（中印）是否以及如何充分融入全球
体系将成为本世纪的决定性问题，他们的成功符合美国的利益”。仅从字面上看，美国似乎一视同仁
地欢迎新兴大国力量增长。但仔细比较，这份报告对中印的措辞和语气是有显著区别的，而且似乎包
含着“联印制华”的意味。报告这样描述印度：“随着印度经济实力、文化传播和政治影响的增长，
她正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更具影响力的角色。这种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加之其与美国共同拥有的民主价
值观、开放的政治体系和对全球稳定的承诺，将提供许多的合作机遇。”报告说，通过增加国防采购
，印度军事能力正在迅速提高，而这些采购项目包括远程海上侦察、海上拦截和巡逻、空中拦截和战
略空运。“印度已经通过打击海盗、维和、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救灾工作建立起全球军事影响力”，“
随着其军事能力的增长，印度将成为印度洋及以外地方的‘安全净提供者’，并以此为亚洲做出贡献
”。

Page 5



《中美印三边关系研究》

编辑推荐

《中美印三边关系研究》由时事出版社出版。

Page 6



《中美印三边关系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