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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朝鲜的“特殊关系”发展 

印度与朝鲜的关系近几年来不断升温，两国外长互访，确认双方

的战略伙伴关系。2015 年，印度成为朝鲜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7

年，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尽管印度终止了对朝贸易，但拒绝关闭印

度驻朝使馆；2019 年，尽管受到贸易禁令的限制，印朝之间的贸易

仍在继续。 

从战略角度看，印度意图把北朝鲜从中巴轨道中拉出。因此，印

度一直密切关注着朝鲜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导弹合作和核技术设备的

流通。印度还有更宏大的战略目标考量，即朝鲜是印度东向战略的最

后一个目标国。事实上，冷战结束后，印度一直对朝鲜保持着积极而

友好的态度，包括对朝鲜的政治形态“不干涉”、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不积极”、对朝鲜的人权问题“不表态”，从而换来了朝鲜对印度的

好感。 

从经济视角看，印度认为朝鲜具有发展潜力。朝鲜丰富的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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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尚未开放的市场都对印度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据研究，朝鲜拥有

价值 6 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包括铁、锌、黄金以及稀土材料，许多

尚未开发，具备很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印度认为，一旦朝鲜与世界

接轨会带来许多机会，印应充分利用，在朝鲜获得经济利益上的回报。

朝鲜对印度也有经济需求。由于气候恶劣、地形多山、农业机械化水

平低、自然灾害频发等，朝鲜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经

常需要求助于国际社会，获取人道主义援助，而印度一直提供并且愿

意继续向朝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从人文交流来看，印度一直向朝鲜提供各种援助和培训。自 1995

年起，朝鲜定期派遣科学家前往印度的亚太空间科学和技术教育中心

（CSSTEAP）学习远程遥感和太空技术，这些朝鲜学员回国后都担任

了比较重要的职务。自 2008 年起，印度一直在一些军事学校中培训

朝鲜的士兵和军官（2016 年才终止）。2002—2003财年以来，印度基

本上每年都向朝鲜提供技术与经济合作项目的培训名额，2017—2018

财年共提供了 165 个培训名额（2018 年后朝鲜没有充分利用名额）。 

未来，印朝关系继续朝着快速发展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会一帆

风顺。一方面，朝鲜的恶劣的投资环境无法在短时间内迅速扭转，改

革的前景和路径也并未明确；另一方面，如何处理朝韩关系对印度来

说也是一个挑战。印朝之间迄今仍然维持着 1973 年建交时的普通外

交关系，也没有实现双方最高领导人的互访。 

印度和朝鲜作为中国的两个重要邻国，与其发展基于友好与合作

的关系对于稳定我国周边大局、平衡美国在东亚的介入具有积极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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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对朝鲜而言，虽然在短期内无法根本改变依赖中国的局面，但是

加强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一直是朝鲜的诉求。通过加

强与包括印度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外交来往，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符合

朝鲜的利益选择。就印度而言，除了经济利益的考虑外，重视对朝关

系也许有另外的战略意图，即应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挑战，制约和平衡

中国在地区事务中越来越强的影响力。作为成为大国的目标，在未来

朝鲜半岛事务中，印度力图争得一席之地。印度在参与半岛事务方面

也有历史的基础。二战后，印度是联合国朝鲜半岛事务临时委员会成

员，朝鲜战争爆发后，印度积极参与停火调停工作。朝鲜战争结束后，

印度是联合国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仲裁国主席。 

对于印度与朝鲜发展关系，我们的看法是，中国应该持乐见其成

的态度，既积极支持印度发展对朝关系，也支持朝鲜发展对印关系，

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可以提供帮助和支持。在第二轨道层次，也可以

讨论中国、印度、朝鲜的三角关系。事实上，印度与韩国的关系更密

切，双方建立了“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在经贸关系和战略关系上发

展更快。这一方面是出于具体利益的考虑，也有加强对朝鲜半岛事务

参与的战略意图。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提出印太战略，一再拉韩国入

伙。近期，韩国与美国就参与印太战略达成共识。因此，对于美印韩

以此构建涉及朝鲜半岛事务平台的趋向，也值得关注。 

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是无可替代的，因此，对于朝鲜发展与其他国

家的关系，中国应该持开放的态度。朝鲜力图通过多向发展，发展对

外关系，缓解制裁压力，为自己争取同情者，特别是作为不被国际社



 

4 

 

会认可的有核国家——印度。朝鲜拥核、成为拥核国家的战略意图是

很清晰和坚定的，不会轻易改变。朝鲜重视与印度发展关系，也有争

取获得拥核合法性的战略考虑。不过，尽管印度拥核并没有受到联合

国安理会制裁，但在朝核问题上，印度可以帮助朝鲜摆脱制裁的可操

作余地不会太大。 

（撰写：张淑兰、王福香，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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