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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政府的印度洋战略（中） 

自 2014 年 5 月以来，印度莫迪政府积极推行印度洋安全战略，

不断强化印度在印度洋的安全战略定位、安全战略布局、政策制定以

及能力建设等。 

2015 年，莫迪政府出台了以“确保海洋安全”为主题的新版海

洋安全战略。尽管首次在文件中强调了“印太”概念，但是，印度依

然将印度洋视为其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区域，将整个印度洋详细划分

为首要和次要两类海洋利益区。除了南印度洋和澳大利亚附近海域，

印度洋其他海域均被置于首要利益区的范畴。而且，印度首次在官方

文件中明确提出，印度要在印度洋事务中扮演“净安全提供者”的角

色。其目标是确立印度在整个印度洋地区的主导权，实现“有声有色

的大国”梦。 

在新版海洋安全战略的引导下，莫迪政府加大了对整个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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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和海外基地的军事部署，增强其海上态势感知能力。一方面，莫

迪政府成功维持了在整个印度洋地区的常态化军事部署。自 2017 年

起，印度海军开始在印度洋地区实施“任务型部署”的军事理念，即

在专用卫星和反潜巡逻机的配合下，全年、全天候在印度洋七大关键

海域维持 14 至 15艘舰艇的常态化部署，以增强其在整个印度洋地区

的态势感知能力。2019 年，印度海军实现了向印度洋三个战略方向

（马六甲海峡、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西南印度洋）定期部署 P-8I

反潜机的目标，对中国在该地区的潜艇活动构成挑战。另一方面，印

度充分发挥其海外属地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扮演的“防火墙”和

“助跳板”角色优势，通过不断强化军事装备部署和基础设施建设，

试图改变该群岛的“防御”态势，提升和增强对东北印度洋特别是马

六甲海峡方向的“侦察、情报与监视”和“进攻性”能力，突破了以

往局限于周边海域或北印度洋的传统。 

印度推行印度洋安全战略的具体路径是“萨迦尔”政策。它是

莫迪在 2015 年初访问印度洋岛国时提出的。具体内容包括：增强印

度维护自身海陆领土安全的能力；深化同印度洋沿岸的安全合作；促

进采取集体行动应对自然灾害和海洋威胁；通过加强同包括环印度洋

联盟在内的协作；增强同印度洋域外国家的接触等。 

为此，莫迪政府大力加强国家安全能力的建设。莫迪政府相继

公布和实施了一系列以“印度制造”为核心的国防政策，鼓励私企参

与国防生产建设，放宽外资进入国防工业限制，大力推进军事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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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印度“强军梦”。过去五年来，印度海军经历了由“海洋控制型”

海军向“海洋控制型”和“海洋拒止型”兼备的蓝水海军转型，突出

打造航母战斗群，重点发展核潜艇、常规潜艇、航母、大型驱逐舰和

护卫舰等装备，提升在整个印度洋层面的海上威慑能力和力量投射能

力。另外，印度的反潜能力建设在同一时期也有了长足发展。印度海

军相继服役反潜巡逻舰，不断增购 P-8I 大型远程反潜巡逻机，并采

购“海上卫士”无人机和反潜直升机等。 

    在新一届的任期中，莫迪政府必将继续从上述各方面深入推行印

度洋安全战略。但是，莫迪政府的印度洋安全战略也将面临着经济发

展不确定性、国防制造业能力相对低下、军种之间和军方与政府之间

利益冲突等挑战，还会受到印度洋国家和域外大国等多重因素制约。

因此，印度即使有控制印度洋的野心，但控制印度洋的实力和能力还

是不够。 

莫迪政府印度洋安全战略有平衡或针对中国的战略企图，平衡

中国在印度洋地区不断增强的海洋力量，特别是中国的潜艇活动；平

衡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地区主导优势。因此，莫迪政府的印度洋安全战

略将会对中国的海洋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海军舰艇特别是潜艇通

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东印度洋，将会更加受到印度海空力量的监视；中

国海军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部署和海军合作也将受到印度的监视甚

至干扰，使中国陷入不利态势。 

中国有必要对印度的印度洋安全战略保持警惕，但也不必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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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大印度对中国印度洋利益构成的威胁，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尽管印

度担心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参入，但并不愿与中国为敌。为了促进中

印双方在海洋安全领域的战略互信，中国有必要将现有的海上合作对

话机制化，在内容上更多聚焦于海洋安全。中印海军可建立定期海上

交流机制，比如定期港口访问、联合搜救演练、亚丁湾反海盗交流等。

另外，鉴于海警相对于海军的低敏感度，中国有必要尝试同印度建立

海警联系机制，举行海警联合执法和搜救演练等活动，既有助于促进

中印双方务实合作，更有利于中国海警“走出去”进一步提高中国国

际形象。 

（撰写：霍文乐、张淑兰，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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