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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象舞  共创辉煌 

——谈中印合作 

刘 建 

   

  90年代以来，中国和印度在经济上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在中国多年连续

保持将近两位数的增长率的同时，印度经济的增长率也稳定保持在6%以上的水平。近年来，

印度的增长率达到7.5%乃至8%。然而，印度经济的发展依然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根据印度政

府的预计，其经济增长率将在未来几年提高到9%乃至10%。根据美国高盛公司的一项预测，

在21世纪上半叶，印度经济将一直保持5%—6%的增长率。到2050年时，印度的人均收入将是

目前的35倍。届时，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印度将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世

界第二经济强国。中国龙在昂首腾飞，印度象在翩然起舞。两个毗邻大国的同时崛起，是人

类近代史上不曾有过的现象；未来世界将因为这两大文明古国的复兴而迥然不同。 

  中印两国山水相连，关系源远流长，文化交相辉映。两国在人口和经济规模方面相近，

并且都可能在政治上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重要的一极。中印友好交往的历史已经有两千余

年。在近代，中印两国人民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相继赢得独立和解放。然而，两国关系也

曾一度出现波折。70年代末，两国关系在长期疏远之后开始逐渐恢复正常。1988年12月，印

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这是自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先生1954年访华以来时隔34年第一位

印度总理对中国的正式访问。邓小平在会见拉吉夫·甘地总理时指出，“中印两国对人类有

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要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中印两国不发展起

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

来，才算到来。”从那时起，两国关系开始迅速改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不断增加，推动了中印关系与双边合作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的发展。1993年9月，印度总理拉奥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政府签署了《关

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6年11月28日—12月1日，中国国

家主席江泽民作为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印度。这次访问最重要的成果是，两国确定在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双方还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

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等重要文件。 

  近年来，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两国高层领导人采取了许多增信释疑的措施，以建立面向2

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6月23日，前来我国访问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与温家宝

总理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随后，两国

有关部门又签署了涉及教育、科技、文化、司法等方面的九个政府合作文件。这是中印关系

史上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两国开始走向全面合作的新时代。《全面合作宣言》成为指导两

国关系的纲领性文件，为两国在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奠定了法理基础，因而是中

印关系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它充分反映了两国政治家的高度智慧。 

  2005年4月9—12日，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

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政府公布了全面经济合作的五年规划，决心使中印双边贸易总

额在2008年达到或超过200亿美元，到2010年达到300亿美元。两国的战略、政治和经济关系由

此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2006年7 月6日，连接中国西藏地区与印度锡金邦的乃堆拉山口在关

闭44年之后重新开放，两国之间的这条重要的传统边贸通道得以恢复。这是中印全面友好合

作关系发展的一个新的象征。 

  中印边界问题曾经长期困扰和影响两国关系。两国政府决定在维持边界现状和争取早日



划定疆界的同时，积极开展其他领域里的全面合作，既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气度，也表现了灵

活务实的精神。历史证明，中印作为幅员辽阔的亚洲巨人和邻邦，合则两利，分则俱伤。例

如，中印两国都是石油短缺的国家，而且缺口愈来愈大，如果两国不是联手，而是竞争，那

就都会付出更高的代价。两国迅猛发展的现代化伟业需要彼此的沟通与合作，而不是敌对和

恶性竞争。诚然，两国在经济领域存在竞争的一面，但更多的却是极强的互补性。除了经济

领域卓有成效的合作之外，两国近年来在文化、教育、科技领域的交流也明显增多。国内和

国际战略上的共同利益以及双方对彼此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性，决定了无论是中

国还是印度都会把合作双赢作为两国关系的主导政策。 

  笔者1999年访问印度时曾在新德里的中国研究所、尼赫鲁大学等地发表演说，将正在创

造经济奇迹的亚洲比做“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中国和印度就是这只大鹏的双翼。倘若亚

洲真要扶摇直上，中印两国必须协调动作，互相配合，比翼齐飞。目前，除了继续发展中国

与印度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之外，还需要加强两国国民间的往来，以增进相互的了解与信任。

只有立足于人民往来的坚实基础，中印关系才有可能不断得到拓宽与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