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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年来， 美国及其盟国伙伴为应对中国持续崛起与 “一
带一路” 倡议的全球影响， 系统构建了 “印太战略” 的地缘政治框架。
本文深入分析了以美、 日、 印、 澳等为代表的印太大国对西印度洋地区

战略价值的认知、 在该地区的全方位部署及其对中国的战略影响， 认为

西印度洋至非洲地区对中国在确保能源资源与关键矿产供应的战略生存

层面， 以及拓展西向战略纵深、 维护发展空间方面具有双重战略价值。
相较于印太大国构建的军事基地、 军事联盟和军事设施 “三位一体”
的系统性布局， 中国需要从两洋、 两洲的大格局出发， 充分发挥经济与

外交优势， 深化与域内及沿岸国家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网络， 持续推进

战略支点建设， 不断增强远洋行动能力， 以维护国家在印度洋方向的战

略利益与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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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技术进步的确在不断削弱地理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但地缘政治与经

济， 特别是对具有战略价值的地理空间的界定与争夺， 仍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国

家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及其对外政策的制定。 这在那些力图维持或拓展自身影响力

的全球或地区性大国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大国印太战略正是

力证。 从最初日本提出， 印度、 美国、 澳大利亚相继出台各自的印太战略， 到后

来法国、 英国、 德国甚至欧盟等非印太国家 （地区） 也推出自己的印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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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 作为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经济概念正在由印太大国共同建构。① 更为重要

的是， 囿于传统的均势思维， 印太大国将防止周边 （如美日印澳） 或传统势力

范围 （如法英） 内出现异军突起的力量， 从而改变既有权力格局甚至危及自身

（全球或地区） 大国地位视为重要议题———而它们不约而同地瞄准中国为共同防

范对象。 过去 ２０ 余年间， 中国国力迅速提升引发美欧等势力的战略关切， 特别

是 ２０１３ 年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 进一步加剧了印太大国的战略猜忌， 成为它

们共同塑造印太战略及彼此间协同网络的重要驱动力。 印太就此成为继亚太之后

一个新的权势角力空间。
国内学术界有关印太战略的研究成果颇丰，② 但大都倾向于将其理解为相关

国家传统亚太政策的拓展， 通常仅是增加印度这一关键行为体作为研究变量。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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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鉴于上述国家 （地区） 在综合实力， 各自印太战略的动机、 规划与侧重， 及其对华政策
等方面存在差异， 将它们统称为印太大国并不精准； 而且这一称谓也并未穷尽印太域内
所有的重要行为体， 如中国、 东盟等。 本文印太大国的提法仅是出于论述考虑， 是对旨
在重点讨论的美、 日、 印、 澳、 法、 英等几个特定国家的笼统称谓， 并非一个严格概念。
从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角度来看， 既有关于印太战略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印
太大国的印太战略分析与国家间合作。 有关美国的， 如韦宗友：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
调整及其地缘战略影响》，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 夏立平： 《地缘政治与地
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 《美国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刘鸣： 《美国印太战
略最新进展与前景评估》，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有关日本的， 如葛建华： 《试
析日本的印太战略》， 《日本学刊》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蔡亮： 《 “自由国际秩序” 的历史窠
臼： 论 “印太” 框架下日本的对华制衡》，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有关
印度的， 如王丽娜： 《印度莫迪政府 “印太” 战略评估》， 《当代亚太》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杨瑞、 王世达： 《印度与 “印太战略构想”： 定位、 介入及局限》，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有关澳大利亚的， 如许少民： 《澳大利亚 “印太” 战略观： 内涵、 动因和前
景》， 《当代亚太》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周方银、 王婉： 《澳大利亚视角下的印太战略及中国
的应对》，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有关法国的， 如田小惠、 田佳禾： 《法国马
克龙政府的印太战略探析》， 《法国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赵怀普： 《法国介入印太安全：
路径、 动因与制约因素》，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有关英国的， 如胡杰： 《英
国印太战略新动向： 顶层设计与政策实践》，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有关
双多边合作的， 如包善良： 《 “印太” 背景下的印日合作》， 《国际论坛》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程智鑫： 《印太战略下的法国与日本关系、 动力及局限》， 《法国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二是印太大国的海上安全战略分析与合作。 有关美国的， 如曹筱阳： 《美国 “印太” 海
上安全战略部署及其影响》，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４ 年第 ８ 期； 蔡鹏鸿： 《美军推进 “印
太” 海上安全战略新动向： 影响与挑战》， 《国际展望》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有关日本的， 如
张晓磊： 《日本海洋军事战略动向及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有关印度的， 如楼春豪： 《战略认知转变与莫迪政府的海洋安全战略》，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有关英国的， 如胡杰： 《印太语境下英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新
动向》， 《边界与海洋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有关双多边合作的， 如包善良： 《莫迪执政
以来印日海洋战略合作新态势及前景》 ，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 梁甲瑞： 《印
太战略视域下的印法印度洋地区海洋安全合作探析》， 《南亚研究季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王竞超： 《印太战略与 “东向行动政策” 的相遇： 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刍议》， 《太平洋
学报》 ２０２１ 年第 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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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现有研究关注的地理空间主要集中于亚太加印度， 研讨重点则聚焦各印太大

国特别是由美、 日、 印、 澳在这一区域构成的菱形战略空间内的战略意图、 部署

与合作。 相较而言， 既有文献对沿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海底中脊一线以西的西印

度洋①及至非洲 （特别是临西印度洋的非洲东部海岸线国家） 的关注与系统性探

讨尚显不足。② 事实上， 鉴于该地区在领土主权、 海上航道、 军事基地等方面的

战略价值， 印太大国在这一海域及其周边的活动与布局由来已久， 它们在构建各

自印太战略时均明确将该地区纳入印太的地域界定与战略部署之中。 此外， 不少

外国学者和战略分析家早从十几年前就已注意到并从战略高度讨论了西印度洋及

至非洲地区在中美 （乃至中西） 战略竞争中的特殊重要性。③

本文认为， 从西印度洋至非洲一带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 这不仅

表现为海上航道安全的战略生存层面， 也体现在为中国拓展西向战略纵深、 塑造

和平发展环境的战略发展层面。 如果制衡 “一带一路”、 围堵中国是印太战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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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海底中脊是指印度洋底从南亚次大陆延伸至南极的海底山脉， 这条洋底中脊将印度洋天
然地分为东西两部分。 西印度洋具体指北起阿曼湾—亚丁湾， 西沿非洲东海岸， 经莫桑
比克海峡向东过马达加斯加及附近岛屿， 再北上至查戈斯群岛、 马尔代夫及至印度西海
岸的印度洋水域及其沿岸与域内国家。
此处有必要做两点说明： 一是在印太战略出台前， 国内学界曾有一些专门针对印度洋的
国际关系或海洋战略研究， 如宋德星、 白俊： 《 “２１ 世纪之洋” ———地缘战略视角下的印
度洋》， 《南亚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王历荣： 《印度洋与中国海上通道安全战略》， 《南
亚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刘新华： 《论中印关系中的印度洋问题》，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朱翠萍： 《中国的印度洋战略： 动因、 挑战与应对》， 《南亚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但由于时隔已久， 这些研究未能与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及印太大国主导的印太
战略背景相结合， 对 （西） 印度洋的战略评判存在一定时滞性。 二是国内从海洋战略或
海上安全等视角研究印太战略 （包括但不限于前文论述的有关印太战略的第二类文献）
的学者更倾向于从 “两洋”， 即印度洋加太平洋的意义来理解印太概念及战略， 但总体而
言仍更为侧重与中国毗邻的太平洋， 对 （西） 印度洋的专门或深入讨论相对较少。
Ａｎｄｒｅｗ Ｓ.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Ｗａｌｔｅｒ Ｃ. Ｌａｄｗｉｇ ＩＩＩ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ｎ Ｄ. Ｍｉｋｏｌａｙ，“Ｄｉｅｇｏ Ｇａｒｃ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 ６，Ｎｏ. ３，２０１０；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Ｋａｐｌａｎ，
Ｍｏｎｓｏｏｎ：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ｗｅｒ，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ａｐｅｒｂａｃｋｓ，
２０１１；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ｈｅａｒｅｒ， “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Ｕ. Ｓ.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２， ２０１２；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Ｓｃｈｅｉｄｅｒ， “ Ｇｅｒｍａ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Ｖｏｌ. ８， Ｎｏ. ２， ２０１２；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ｇｅｒｓ，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Ｆｒｅｎｃｈ ） Ｇｅｏ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Ｖｏｌ. ９，Ｎｏ. １，２０１３；Ｄａｖｉｄ Ｓｃｏｔｔ，“Ｆｒａｎｃｅ’ ｓ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９，Ｎｏ. ４， ２０１９； Ｅｒｉｋ Ｂｒａｔｔ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ｅ Ｃｏｒｒｅ， “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２０１９；Ｇａｒｉｍａ Ｍｏｈａｎ，“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４３，Ｎｏ. ４，２０２０；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Ｇｒａｒｅ，“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Ｆｒａｎｃｅ － Ｉｎｄｉａ 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 ４３，Ｎｏ. ４，２０２０.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题中之义，① 那么其必然不会仅止于印度， 势将进一步向西、 往南拓展。 近年

来， 印太大国在西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动向便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这一意图与趋

势， 特别是中国在印度以东至太平洋方向上已然面临战略压力， 若再忽视西印度

洋地区及印太大国在此间的系统部署， 或会形成战略视野盲区， 使中国西出印度

洋亦有受阻之虞。 基于此， 本文旨在揭示西印度洋及至非洲一带 （简称 “西印

度洋地区”）② 的地缘战略价值， 特别是在印太战略背景下的新含义， 系统梳理

印太大国对该地区的战略认知与全面部署， 分析其对中国地区利益的潜在影响，
并探讨中国可能的战略应对路径。

印太战略背景下的西印度洋地区

从 ２００７ 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发表 《两洋交汇》 演说开始， “印太”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概念开始越来越多地被纳入相关国家的官方话语体系。 印太大

国围绕这一概念逐步形成相关区域战略及彼此协同机制， 大体经历了一个印日早

期推动、 美国提格定调、 法英等欧洲国家紧密跟进的过程。 ２０１５ 年， 在印度莫

迪政府与美、 日分别签署的联合声明中， 亚太与印度洋即印太被明确作为勾勒其

双边战略合作的新地域。 ２０１６ 年， 在肯尼亚召开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ＴＩＣＡＤ） 上， 安倍首相正式提出日本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２０１７ 年， 美、
日、 印、 澳亦以 “自由开放的印太” 为主题， 重启沉寂多年的四边安全对话。
２０１８ 年， 特朗普政府批准并开始实施 《印太战略框架》； 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于

２０１９ 年先后推出各自的印太战略文件。 法国、 德国、 英国紧随其后， 分别于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及 ２０２１ 年出台了 《法国印太战略： 打造包容的印太》 《法国印

太防务战略》 《德国—欧洲—亚洲： 共同塑造 ２１ 世纪》 《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
安全、 防务、 发展及外交政策整体评估》 等官方文件， 并在此后几年中不断更新

完善， 系统阐释了三国针对印太地区的政策主张。
印太首先是个 “两洋” 概念。 “Ｉｎｄｏ － ” 所指先是从非洲东海岸直至马来群

岛—澳大利亚西海岸的广袤印度洋， 包括本文关注的西印度洋， 也指域内大国印

·８０１·

①

②

从既有研究来看， 这基本是国内学界的共识。 较具代表性的讨论如韦宗友： 《美国在印太
地区的战略调整及其地缘战略影响》， 第 １４５—１４７、 １５４—１５５ 页； 刘鸣： 《美国印太战略
最新进展与前景评估》， 第 ４０—５７ 页； 蔡亮： 《 “自由国际秩序” 的历史窠臼： 论 “印
太” 框架下日本的对华制衡》， 第 ７０—８０ 页； 杨瑞、 王世达： 《印度与 “印太战略构
想”： 定位、 介入及局限》， 第 ４８ 页； 许少民： 《澳大利亚 “印太” 战略观： 内涵、 动因
和前景》， 第 １２７—１２８ 等。
对非洲的讨论主要以沿西印度洋的非洲东部海岸线国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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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然而， 目前国内学界对印太战略的研究较多集中于印太大国对印度及其以东

地区的战略考量与布局。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学界对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印太地域认

知的高度关注有关， 但无论从美国战略出发点还是现实演进来看， 对西印度洋乃

至非洲的政策都是其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美国之外， 不管是印太理念的

首倡者日本、 印度， 抑或印太战略紧密追随者法、 英等欧洲大国， 从西印度洋到

非洲也都是其战略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２０ 世纪， 随着美国国力及全球影响不断增长， 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最为关

键的地理区域逐渐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① 相比之下， 美国曾经对与其国土并不

直接相连的印度洋 “几乎毫不在意”②。 法、 英、 印等传统盟友或价值观盟友对

印度洋地区提供的安全保障， 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在印度洋的后顾之

忧。③ ２１ 世纪以来， 随着印度洋地缘政治与经济重要性提升， 美国在印度洋的利

益也有所增加。④ 特别是中国日益崛起使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战略重心夯筑了新的

根基， 从奥巴马政府的 “重返亚太” 到特朗普政府的 “印太战略”， 美国警惕、
针对进而遏制中国的目标日渐明确。⑤ 从亚太到印太的话语转变本身， 也体现了

防范制衡中国在印度洋崛起、 维系美国在两洋主导优势的战略意图。⑥ 战略表述

层面， ２０１７ 年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 将印太的范畴描述为 “从印度西海岸到美

国西海岸”⑦。 在 ２０２０ 年新德里的 “瑞辛纳对话” 上， 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马

特·波廷 （Ｍａｔｔ Ｐｏｔｔｉｎｇｅｒ） 将之拓展为包括非洲大陆东海岸。⑧ 在 ２０２２ 年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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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 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中国国际问
题研究所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２００７ 年版， 第 ３—８ 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Ｋａｐｌａｎ，Ｍｏｎｓｏｏｎ：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ｗｅｒ，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
Ｄａｒｓｈａｎａ Ｍ. Ｂａｒｕａｈ， “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ｕｐ ｉｓ Ｈａｌｆ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Ｕ. 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Ｍａｒｃｈ １８，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ｗａｒｏｎｔｈｅｒｏｃｋ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１ ／ ０３ ／ ｓｈｏｗｉｎｇ － ｕｐ － ｉｓ － ｈａｌｆ － ｔｈｅ －
ｂａｔｔｌｅ － ｕ － ｓ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 ｆｏｒｃｅｓ － ｉｎ － ｔｈｅ － ｉｎｄｉａｎ － ｏｃｅａｎ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２０２４.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ｈｅａｒｅｒ，“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Ｕ. Ｓ.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ｐ. １７７ － １７８.
如 ２０２１ 年拜登政府曾发布 《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 将中国称为唯一一个潜在的， 足
以凭借经济、 外交、 军事、 技术等综合实力对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久挑战的竞争
对手。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１ ／ ０３ ／ ＮＳＣ －１ｖ２.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２０２４.
胡波： 《美国印太战略趋势与前景》，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２４—２５ 页。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ｐｐ. ４５ －４６，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ｕｍｐ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ｇｏｖ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ＮＳＳ － Ｆｉｎａｌ －
１２ － １８ － ２０１７ － ０９０５.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２０２４.
Ｋａｓｈｉｓｈ Ｐａｒｐｉａｎｉ ａｎｄ Ａｒｎａｂ Ｄａｓ，“ＵＳ － Ｉｎｄｉａ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ｓ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９，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ｒｆｏｎｌｉｎｅ. ｏｒｇ ／
ｅｘｐｅｒｔ － ｓｐｅａｋ ／ ｕｓ － ｉｎｄｉａ － ｄｅｆｅｎｃｅ － ｔｒａｄｅ － ａｎｄ － ｉｎｄｉａｓ －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 ｄｏｍａｉｎ －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
６１５７１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２４.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政府新版 《美国印太战略》 中， 印太则被进一步扩展为从美国的太平洋海岸线

直至印度洋的广大地区。①

因高度依赖能源、 资源及相应海上运输通道， 印度洋地区对日、 印两国具有

十分重要的经济价值。 作为其毗邻海域， 印度洋还对印度国家安全意义重大， 如

其海洋战略奠基人潘尼迦所言， “谁控制印度洋， 谁就掌握了印度。”② 日本从提

出 “自由开放的印太” 伊始， 就一直强调两洋加两洲的概念， 即在传统太平洋

和亚洲的基础上将印度洋和非洲都明确列入印太范畴。 印度对印太构想的践行主

要通过与其既有对外战略有机结合， 而其 “西联” “南控” 政策， 特别是 ２０１５
年出台的新版海洋安全战略， 均高度彰显了西印度洋及其域内与沿岸国家对印度

的战略重要性。③ 从 ２０１５ 年莫迪政府与美、 日分别达成的两项联合声明来看，
印度对印太的地域界定也明确涵盖了从非洲到东亚、 横跨印度洋直至亚太的广泛

区域。④

作为沟通欧亚贸易的重要通道， 西印度洋对法、 英等国也具有重要经济价

值。 此外， 由于在印度洋占有大量领土与属地， 法国自称 “理所当然的印太国

家”， 并将印太明确定义为从东非海岸到美国西海岸的广阔地区。 英国在印度洋

海域也据有一片争议领地， 即位于马尔代夫以南、 本属毛里求斯的查戈斯群岛

（Ｃｈａｇｏｓ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⑤ 这些海外领地的存在使法、 英等国几乎本能地将西印度

洋地区作为其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 澳大利亚国防军司令也曾表示， “从非洲东

·０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２，ｐ. 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２ ／ ０２ ／ Ｕ. Ｓ. －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ｄｆ，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２４.
转引自刘新华： 《论中印关系中的印度洋问题》，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第 ４７ 页。
王丽娜： 《印度莫迪政府 “印太” 战略评估》， 第 １０２—１０４ 页； 蓝建学： 《印度 “西联”
战略： 缘起、 进展与前景》，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第 ６３—８０ 页； 楼春豪：
《战略认知转变与莫迪政府的海洋安全战略》， 第 １１０—１１１ 页。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Ｕ. Ｓ. － Ｉｎｄｉａ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５，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ｏｂａｍａ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ｇｏｖ ／ ｔｈｅ － ｐｒｅｓｓ － ｏｆｆｉｃｅ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２５ ／ ｕｓ － ｉｎｄｉａ － ｊｏｉｎｔ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 ｖｉｓｉｏｎ －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ａｎｄ － ｉｎｄｉａｎ － ｏｃｅａｎ －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２４；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２５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ｓ ＿ ｓａ ／ ｓｗ ／ ｉｎ ／
ｐａｇｅ３ｅ＿０００４３２. 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２４.
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美军迪戈加西亚基地即位于该群岛南端，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英国已宣布放
弃对查戈斯群岛的主权， 但仍保留在迪戈加西亚岛建设军事基地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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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 波斯湾到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都属于印太区域。”①

尤为重要的是， 出于维持地区均势、 大国身份及与美国关系的考量， 日、
印、 法、 英等国均在其印太战略文件中明确或暗示应对、 控制乃至反制中国崛起

的目标， 仅是程度有所不同。 即使是力图彰显战略自主性的法国， 鉴于其与美国

的军事同盟关系及相似的价值观底色， 也难以在中美之间真正维持等距外交。②

它们都想通过掌控西印度洋， 在战术层面阻碍中国西进印度洋直达非洲， 在战略

层面则可施压 “一带一路” （特别是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 以遏制中

国的生存与发展。 借用历史学家王赓武的评论， “如果英美人和印度人能够将一

个弧线从日本一直完整地划到印度， 并得以遏制中国……他们才会感到安全……
将中国人拒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之外， 是遏制政策的一部分。”③事实上， 美国军

方早在 ２０１２ 年就明确提出， 沿西太平洋和东亚进入印度洋和南亚这条与美国经

济、 安全利益不可分割的海上弧线，④ 也即从太平洋关岛到印度洋迪戈加西亚

岛， 乃是美军在两洋开展前沿部署的 “基本使命线” ， 旨在阻遏中国走向印度洋

及更远海域。⑤

西印度洋地区对中国的地缘战略价值

本文所谓 “地缘战略价值”， 主要是指特定地区以其地缘位置或地理特性对

一国具有关键、 全局与长远性影响的价值， 至少表现在战略生存价值与战略发展

价值两方面。 战略生存价值强调对一国的基本生存具有关键性影响的价值， 如领

海对宣示与捍卫国家主权的意义， 海上通道对确保 （特别是对外依存度较高的）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ｅｒｇｅｉ ＤｅＳｉｌｖａ － Ｒａｎａｓｉｎｇ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ａｖｉｄ Ｈｕｒｌｅｙ，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Ｆｏｒｃｅ，”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Ｍａｒｃｈ １３，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３ ／ ０３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ｅｘｐａｎｄｓ －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ｐｒｏｆｉｌｅ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５，２０２４. 相对而言， 澳大利亚
在印度洋的战略重心更多集中在从东 （北） 印度洋至东南亚一带。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２０１７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ｆａｔ. ｇｏｖ. ａｕ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７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ｐｏｌｉｃｙ － ｗｈｉｔｅ － ｐａｐｅｒ.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５，２０２４.
张骥、 黎笑汐： 《法国印太战略中的自主身份塑造及其困境》， 《当代世界》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第 ４４—４９ 页。
［新加坡］ 黄基明： 《王赓武谈世界史： 欧亚大陆与三大文明》， 刘怀昭译， 当代世界出
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１６０ 页。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Ｕ. 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Ｄｅｆｅｎｓｅ，”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ｐ. ２，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５，２０２４.
杨卫东、 石秋峰： 《透视迪戈加西亚基地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作用》，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４６ 页； 蔡鹏鸿： 《美军推进 “印太” 海上安全战略新动向： 影响与挑
战》， 第 ２７—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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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供给与国际贸易流通的作用等。 战略发展价值指通过塑造良好的周边环

境、 拓展必要的战略纵深等方式助力一国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价值。 当然， 上述

战略价值也能被影响和利用， 作为限制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手段， 从而成为一种反

向的战略遏制价值。①

进一步讲， 不同大洋或海域对特定国家地缘战略价值的大小还受国际地缘政

治经济环境②及一国海陆地缘关系 （如邻海与隔海、 浅海与深海、 近洋与远洋）
等因素的影响。 例如， 一国的邻海 （与国土直接毗邻） 通常比隔海 （与国土隔

陆相望） 具有更明显的战略生存价值， 特别是在领海主权层面。 倘若邻海发展受

阻， 隔海的战略生存价值则可能相应提升。 以中国为例， 在与之关系最紧密的两

洋之中， 虽然太平洋作为邻海重要性更为显著， 但在太平洋方向上的发展困境则

相应提升了作为隔海而常被低估的 （西） 印度洋的战略意义。
综上， 本文认为， 西印度洋地区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 尤其体现

在生存安全与发展利益层面； 而在美、 日、 印、 法、 英等大国联手构建印太战略

与协同网络并试图遏制中国的背景下， 西印度洋地区对中国拓展发展空间、 防止

“西出” 受阻更具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 西印度洋地区对中国的战略生存价值

西印度洋对中国的战略生存价值首要体现为其是重要的能源、 资源海上运输

通道。③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石油、 天然气在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中合占 ２６. ４％ ， 而且

在中短期内势将进一步提升。 中国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在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已分别

·２１１·

①

②

③

以前文论及的印太大国对西印度洋的认知为例， 由于牵涉领海主权且对途经洋域的矿产
与贸易航道高度依赖， 印度、 法国、 英国在西印度洋都具有直接的地缘生存利益。 与之
类似， 对中东及非洲能源、 矿产资源的高度依赖也使西印度洋对日本具有重要的地缘生
存价值。 作为毗邻海域， 西印度洋对印度的战略发展价值最为突出， 但对作为老牌欧洲
强国的法、 英 （特别在 “脱欧” 之后）， 西印度洋也是其勉力维系大国地位的重要依托。
西印度洋在海洋资源等方面的潜在战略价值虽对各大国均适用， 但显然对印、 法两个具
有毗邻领土或属地的国家更具吸引力。 而如前所述， 印太大国所共谋的西印度洋地缘战
略价值恰恰在于企图遏制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利益， 尽管程度有所不同。
如从 １９ 世纪末至今， 全球地缘政治经济中心从西欧、 欧亚大陆、 亚太直至印太的逐渐转
移， 直接决定了大西洋、 太平洋及印度洋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及其对相关国家战略价值
的变化。
主要涉及 ６ 条主要航线。 航线 １： 波斯湾— （霍尔木兹海峡） — 阿拉伯海— （马六甲 ／ 巽
他 ／ 龙目海峡） —亚洲； 航线 ２： 波斯湾— （霍尔木兹海峡 ／ 曼德海峡） —红海— （苏伊
士运河） —地中海—欧美； 航线 ３： 波斯湾— （霍尔木兹海峡） —印度洋—好望角—欧
美； 航线 ４： 亚洲— （马六甲 ／ 巽他 ／ 龙目海峡） —红海— （苏伊士运河） —欧洲； 航线
５： 亚洲— （马六甲 ／ 巽他 ／ 龙目海峡） —印度洋— （马达加斯加海域） —好望角—西非、
欧美； 航线 ６： 亚洲— （马六甲 ／ 巽他 ／ 龙目海峡） —印度洋—东非。



印太战略下西印度洋的地缘价值与大国博弈

超过 ７０％和 ４０％ ，① 其中从中东、 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口的石油超过进口总量的

７０％ ， 此外还从卡塔尔、 阿曼、 尼日利亚、 阿尔及利亚等中东与非洲国家进口天

然气， 这些油气资源绝大部分经由印度洋 （航线 １ 和航线 ５） 运回中国。
此外， 在核心产业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显的背景下， 西印度洋航道还

对中国其他战略性矿产的进口有关键作用， 很多矿产主要来自非洲。 如大宗金属

矿产中， ２０２３ 年中国约 ８１. ５％ 的铬矿砂来自南非 （对外依存度近 １００％ ），
６５. ３％的锰矿砂来自南非和加蓬 （对外依存度达 ８８％ ）， 超过 ７０％的铝矿砂来自

几内亚 （对外依存度为 ５５％ ）。② 近年来， 随着全球大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

日趋白热化， 一些非洲 （与拉美） 储量丰富的关键矿产， 如稀土、 锂、 石墨、
钴、 钨、 铟、 氦等， 日益成为大国关注与争夺的资源。 如中国的钴矿石几乎全部

进口自刚果 （金）； 坦桑尼亚、 安哥拉、 肯尼亚等国的稀土矿， 纳米比亚、 津巴

布韦的锂矿， 赞比亚、 刚果 （金） 等国的铜矿， 莫桑比克、 马达加斯加、 坦桑

尼亚等国的石墨， 对中国高新产业发展也极具战略价值。③ 这些大宗与关键矿产

也主要经由印度洋 （航线 ５ 和航线 ６） 运往中国。
上述三条航线对中国能源资源进口至关重要， 西印度洋的地缘生存价值进一

步凸显。 如若能加强西印度洋的海上安全， 加上 “一带一路” 倡议下建设的中

巴经济走廊及中缅孟国际大通道， 或可有效提升中国能源资源供给通道的多元

化， 切实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但若在西印度洋地区准备不足， 印太大国在这一地

区业已存在并不断加强的战略部署， 则可能从印度洋方向阻碍中国海上通行。④

（二） 西印度洋地区对中国的战略发展价值

２０１３ 年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 致力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

经济合作， 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⑤ 通过开拓与 “一带一

·３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中能传媒研究院： 《中国能源大数据报告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ｓｅｓａ.
ｃｏｍ. ｃ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２０２２１１ ／ ０１ ／ ２０２２１１０１１４４９２３３１９８. ｐｄｆ， 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中国大宗矿产资源报告》， 第 １４６—１４８ 页，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ｇｓ. ｇｏｖ. ｃｎ ／ ｄｄｚｔｔ ／ ｃｇｓ１００ ／ ｂｘｃｇ ／ ｆｗｇｊ ／ ２０１６１１ ／ Ｐ０２０１６１１２８４２６５３４５１６５２３. ｐｄｆ，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计算而得， 参见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ｓ.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邱杨率等： 《非洲三个地区石墨矿矿石特征及可选性研究》， 《矿产保护与利用》 ２０１８ 年
第 ５ 期， 第 ４５—５０ 页； 任军平等： 《非洲稀土资源研究进展》， 《地质通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８
期， 第 １２４１—１２５７ 页。
Ｗｉｌｓｏｎ Ｖｏｒｎｄｉｃｋ，“Ｃｈｉｎａ’ ｓ Ｒｅａｃｈ Ｈａｓ Ｇｒｏｗｎ；Ｓｏ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ｈａｉｎ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ａｍｔｉ. ｃｓｉｓ. 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ａｓ － ｒｅａｃｈ － ｇｒｏｗｎ － ｉｓｌａｎｄ － ｃｈａｉｎｓ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５，２０２４.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 商务部：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愿景与行动》， 新华网，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２８ ／ ｃ＿１１１４７９３９８６. ｈｔｍ，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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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伙伴国家的经济合作， 可以充分利用过去 ４０ 余年在基建、 贸易、 投资等领

域积累的经验与优势， 继续维持并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一带一路” 倡议对中国拓展战略发展空间有双层含义。 一方面， 如前所

述， 美国从冷战时期起就通过与部分东亚国家建立同盟体系、 开展防务合作、 打

造三大岛链①等方式在中国的东、 南一侧安排部署，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在

太平洋方向的活动及自由度。 因此， 发展和强化与 “一带一路” 伙伴国家的全

面友好合作关系， 对中国向西往印度洋方向拓展地缘活动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另

一方面， 改革开放前 ３０ 余年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对象集中于发达国家， 这

一过程在给中国带来大量资金、 技术和经济发展机遇的同时， 也加深了中国对主

要经贸合作发达国家的依赖， 并可能在中美 （中西方） 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成为

中国的掣肘。 因此， “一带一路” 建设不仅有益于新兴市场的培育开拓及中国经

济交往对象的多元化， 也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 共同

致力于完善国际规则与秩序。 从这一意义上讲， 发达国家自 ２０２１ 年以来提出的

各类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基建计划， 以及从 ２０２３ 年起对 “全球南方” 概念的战略

运用 （特别是试图重新定义中国在 “全球南方” 的角色）， 均反向证明了加强与

发展中国家关系对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性。
“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远谋划赋予西印度洋地区对中国独特的战略发展价

值。 西印度洋及其域内、 沿岸所及之中东与非洲是 “一带一路” 倡议辐射的重

点区域， 通过加强在西印度洋的战略部署、 夯实与周边国家的全面友好合作关

系， 有利于中国向西往印度洋方向拓展地缘活动与战略选择空间。 从这一角度出

发， 西印度洋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成为中国 （拓展共同发展空间） 与印太大

国 （压制中国发展空间） 在中国西南方向的战略交锋处， 因此， 以美国为首的

印太大国不仅高度关注中国在西印度洋上的一举一动，② 更极尽舆论造势、 外交

施压等手段， 欲将中国的战略支点与影响力排挤出西印度洋及其周边地区。
如早在 ２００９ 年前后， 印太大国就开始针对中国在瓜达尔港、 汉班托塔港的

建设大肆炒作所谓 “珍珠链战略”。③ ２０１３ 年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及此后

在非洲之角国家吉布提兴建海军保障基地， 使印太大国对中国在西印度洋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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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葛汉文： 《岛链、 空间控制与霸权———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想象》， 《国际展
望》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蔡鹏鸿： 《美军推进 “印太” 海上安全战略新动向： 影响与挑战》， 第 ３０—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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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Ｋｈｕｒａｎａ，“Ｃｈｉｎａ’ ｓ ‘ Ｓｔｒｉｎｇ ｏｆ Ｐｅａｒ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ｏｌ. ３２，Ｎｏ. １，２００８；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Ｋａｐｌａｎ，“Ｃｅｎｔｅｒ Ｓｔａ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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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与军事存在更为忌惮。① ２０１５ 年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吉布提时， 还曾试图

阻拦中国建设海军保障基地。② 还有西方学者明确建议美国构建 “第四岛链” 和

“第五岛链”， 以应对中国在印度洋日益增强的影响力。③ ２０１９ 年以来， 在海牙国

际法院明确判决英国非法占据毛里求斯的查戈斯群岛后， 英国仍拒不归还的重要

考量之一即是以迪戈加西亚基地的至优位置牵制中国， 有议员甚至将中国可能租

用迪戈加西亚岛作为不能归还岛屿的理由。④ 美国则声称将 “毫不含糊地支持”
英国对迪戈加西亚岛的 “主权”。⑤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英国在国际压力下同意归还查

戈斯群岛， 但仍然对迪戈加西亚岛行使主权以确保岛上基地能够正常运转至下个

世纪。⑥ 总体而言， 近年来美欧对非战略日益以大国竞争为导向， 力图削弱中国

在西印度洋—非洲地区的战略存在， 这恰恰反映了西印度洋地区对中国拓展战略

发展空间的重要价值， 也凸显了中国加强在此区域战略布局的必要性。⑦

印太大国在西印度洋地区的全方位部署

以美、 英、 法、 日、 印为代表的印太大国在西印度洋地区部署由来已久， 部

分国家早就在此洋域及沿岸重点国家建基地、 派驻军等， 而且始终重视这一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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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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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冲， 即使在冷战结束或海盗消散后仍不退弃。 印太战略的出台不仅激活了上述

国家在西印度洋地区建立的战略据点， 更引发它们进一步加强在此区域进行军

事、 经济、 外交举措一体化的综合战略部署。

（一） “硬” 部署： 军事据点与防务合作

出于各自战略诉求， 特别是防范遏制中国的立场， 印太大国根据不同地缘或

历史的 “势力范围”， 迄今已沿阿曼湾—亚丁湾、 非洲东海岸、 西印度洋群岛直

至印度西海岸一线， 在几乎所有关键位置巩固或新建军事据点并驻军， 同时向东

道国提供军事援助与安全保障承诺以获取在当地采取军事行动的便利。
１. 阿曼湾—亚丁湾。 美国与阿联酋签有防务合作协议， 至少设 ３ 个美军基

地及若干后勤保障仓库， 驻扎美军 ５０００ 人， 其中杰贝阿里港可供美军停泊航空

母舰。① ２００９ 年起， 法国首次在非法语区的阿联酋兴建海陆空基地， 并驻军 ７００
人。 澳大利亚也在阿联酋有军事基地及 ５００ 人驻军。 美国早在 １９８０ 年就与阿曼签

署协议， 美军可使用该国诸多港口、 机场及仓库等。 “脱欧” 后的英国也加紧在这

一带部署军力， ２０１８ 年在阿曼新建永久性海军基地， 服务巡弋印度洋的航母， 并

驻军 ４００ 余人， 此外还获准使用阿曼及阿联酋的空军基地。
近年来， 印度通过共同制造国防装备及定期举行联合军演等方式， 加强与阿

联酋的防务合作。 ２０１８ 年， 印度与阿曼就在杜格姆港设立后勤基地达成协议，
该基地现已启用。 印度还从 ２０１４ 年起升级改造伊朗恰巴哈尔港 （距中国参与投

资的瓜达尔港约 １００ 公里）， 并争取该港的长期运营权。 近两年间， 日本也开始

加强与阿曼的军事对话， 并与阿联酋达成武器装备及技术转让协议。 此外， 西印

度洋海域还存在若干由欧美主导的多国海上行动， 如联合特遣部队 （ＣＴＦ － １５０、
１５１、 １５２）、 北约的 “海洋盾牌行动” 及欧盟的 “阿塔兰特行动” 等， 护航范围

从波斯湾一直延伸至索马里东岸。 印度、 日本则在亚丁湾地区独立巡航。 ２０２４
年初， 美国组建多国海上联盟应对红海安全危机， 随后美英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

军事打击， 澳大利亚等国提供支持。
２. 非洲东海岸。 法国很早就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 ２０ 世纪后期以来法国

不断缩减海外军力， 但仍保留吉布提基地及 １５００ 人驻军， 这是法军在海外 （除
自身海外省及领地外） 最大基地。 ２００２ 年， 美军进驻吉布提原属法国的莱蒙尼

尔军营并进行大幅扩建， 派驻海、 陆、 空及海军陆战队 ４ 个兵种和一个无人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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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东长期以来都是美国海外驻军重镇， 仅阿拉伯海—阿曼湾—波斯湾一线就有数十个美
军基地， 卡塔尔乌代德基地为美空军中东作战指挥中心， 萨勒西亚兵营为美陆军海外最
大基地， 美国在这一带驻军总人数约 ４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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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总人数超 ５０００ 人， 该营成为美国在非洲最大的军事基地并供英军使用。
２０１１ 年， 日本在吉布提建立其二战后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并驻军 １８０ 人。 ２０１８ 年，
印度通过与日本签署双边后勤支持协定获准使用这个基地。 在索马里， 美国至少

有 ５ 个临时军事基地并驻军 ５００ 人。①

在肯尼亚， 英国设有其在非洲唯一的军事基地， 并通过双边防务合作协议获

准每年派 ６ 个步兵营至肯尼亚轮训； 美国则在肯尼亚的蒙巴萨、 曼达湾及瓦吉尔

拥有若干基地； 过去几年里， 法国、 印度也开始加强与肯尼亚的海上安防合作。
除吉布提外， 日本防卫省还将坦桑尼亚、 肯尼亚、 乌干达、 南苏丹及至埃及一线

国家作为其在非洲的重点合作对象。 自 ２０２１ 年起莫桑比克北部局势不稳， 为美、
英、 法等国加强与莫桑比克的军事及海上安全合作提供了契机， 美国不仅派特种

部队培训莫桑比克海军， 还在 ２０２２ 年将莫桑比克列入美国 《全球脆弱性法案》
优先适用的 ５ 个国家和地区之一。 欧盟也以打击海上犯罪、 保护海洋环境等为

名， 资助并推动 “西印度洋海上安全部长级会议” 机制化， 美、 法、 澳、 印、
日等均参与。

３. 西印度洋群岛至印度西海岸。 法国早与西印度洋诸多岛国结有防务合作

协议， 从而可以使用马达加斯加的军事基地和设施， 在其领空及沿海水域享有完

全行动自由； 向科摩罗提供领海保护、 空军监视等服务， 并派遣技术专家及少量

驻军； 还派其南印度洋部队驻守海外省留尼旺和马约特， 在两岛均有海军基地并

驻军近 ２０００ 人， 该部队还长期与毛里求斯开展防务与海上安全合作。
２００９ 年美国与塞舌尔签署协议， 获准在其国际机场旁设无人机基地， 并部

署具备进攻和轰炸能力的 “收获者” 号无人机群， ２０２１ 年塞舌尔成为东非第一

个与美国签署双边海上安全合作协议的国家。 ２０１３ 年美国与科摩罗达成协议，
美军事人员获准在特定情形下进入该国。 尤为关键的是， 美国长期租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英国在毛里求斯查戈斯群岛兴建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 （租期至 ２０３６
年）， 并于本世纪斥资两亿美元进行更新改造。 该岛地理位置优越， 处于印度洋

正中心， 战机从这里起飞数小时即可抵达海湾、 中亚及中国南海等地区， 在海湾

战争、 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中都曾被用作美军进攻与空袭的出发地； 岛上储

有大量军用物资并驻军千余人， 其机场、 港口分别可供大型轰炸机起降与航母停

·７１１·

① 特朗普第一任期曾将美军全部撤出索马里， 但拜登上台后不久即下令美军重回索马里。
Ｉｄｒｅｅｓ Ａｌｉ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 Ｈｏｌｌａｎｄ，“Ｂｉｄｅｎ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Ｒｅ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ｎｄｅｒ ５００ Ｇｒｏｕｎｄ Ｔｒｏｏｐｓ ｔｏ
Ｓｏｍａｌｉａ，”Ｒｅｕｔｅｒｓ，Ｍａｙ １７，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ｂｉｄｅｎ －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
ｒｅ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 ｓｏｍｅ － ｇｒｏｕｎｄ － ｔｒｏｏｐｓ － ｓｏｍａｌｉａ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１６ ／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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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 还可充当核军事平台， 故被称为美军在印度洋上 “不沉的航空母舰”。① 此

外，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美国还与马尔代夫签署防务合作协议， 约定在军事演习、 后

勤支持、 情报共享、 军事培训等领域加强合作； 两国自 ２０１９ 年起频繁举行联合

军演。
２００６ 年印度在马达加斯加北部设立其在海外的第一个监听站， 用以监控他

国在非洲东海岸的活动， ２０１８ 年与马达加斯加签署加强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
２０１５ 年莫迪上台后积极谋求在塞舌尔阿桑普森岛设立军事设施； 在毛里求斯海

岸布置监视雷达， 并且从 ２０１８ 年起在毛里求斯阿加列群岛秘密兴建军事设施。
自 １９８８ 年以 “协助平叛” 为由进入马尔代夫后， 印度在该国驻军已超 ３０ 余载，
２０１８ 年进一步加强在马尔代夫的军事存在。② ２０１９ 年印度又与科摩罗就加强海

上防务合作达成谅解备忘录。
印太大国依不同地缘或传统关联在西印度洋的部署各有侧重： 美国在临近其

中东军事重镇的阿拉伯海北部地区优势更为明显， 欧洲特别是法、 英两国则因历

史渊源迄今仍在非洲东海岸及西印度洋群岛保有相对稳固的 “势力范围”， 印度

不断试图加强对西印度洋群岛国家的影响乃至控制， 日本则抓紧一切机会突破本

国宪法对其海外派兵的限制， 拓展其在西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及与域内、 沿岸

国家的军事交往。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印太大国看似各自为政， 但实则互相扶

持， 凭借相对稳固的同盟或伙伴关系， 特别是彼此间错综复杂的防务合作安排

（见图 １）， 在必要时可以很快实现设施、 装备、 人员、 信息等方面的合作共享，
协同行动， 以增强诸方在应对共同目标 （如中国） 时的能力。③ 从这一角度讲，
并不能排除一种可能， 即印太大国联手构建一条从美军中东基地， 沿亚丁湾—非

洲东海岸—西印度洋群岛延伸至美军迪戈加西亚岛基地的战略防线， 这一 “西印

度洋战略链” 旨在制约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活动空间。

·８１１·

①

②

③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ｈｅａｒｅｒ，“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Ｕ. Ｓ.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２，２０１０，ｐｐ. ２１４ － ２３７；杨卫东、 石秋峰： 《透视迪戈加西亚基地在美
国印太战略中的作用》， 第 ４３ 页。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马尔代夫新任总统穆伊兹上台后向印度提出撤军要求， 并称印度政府已经
同意， 但迄今尚无进一步消息。 参见 《马尔代夫总统： 已与印度就撤出军事人员达成协
议》， 新华网，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０４ ／ ｃ＿１１３０００８５６２. ｈｔｍ，
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
参见包善良： 《莫迪执政以来印日海洋战略合作新态势及前景》 ，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 梁甲瑞： 《印太战略视域下的印法印度洋地区海洋安全合作探析》， 《南亚研究
季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王竞超： 《印太战略与 “东向行动政策” 的相遇： 美日印海洋安
全合作刍议》，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２１ 年第 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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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印太大国间双边与多边防务合作： 关系、 协议与机制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二） “软” 部署： 经贸投资与发展援助

除在西印度洋地区关键位置设立军事据点、 进行防务安排以外， 印太大国还

以不同方式强化针对域内及沿岸国家的经济外交， 力图对冲或削弱中国在相关国

家的影响力。 其中， 对阿联酋、 阿曼、 肯尼亚、 坦桑尼亚、 莫桑比克、 南非等具

有一定经济规模或拥有重要矿产资源的国家， 主要以经贸投资为主； 对经济规模

较小或较为落后的国家， 如马达加斯加等西印度洋上的岛屿国家， 则以提供发展

援助为主。
１. 阿曼湾—亚丁湾。 美、 英、 法对海湾地区第二大经济体阿联酋有着大量

投资， 特别是在金融、 高新技术和油气及新能源等领域。 ２００９ 年美国即与阿曼

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英国曾长期是阿曼最大的海外投资来源国。 印度和日本与阿

曼湾—亚丁湾沿岸国家的经济合作则更多出于能源进口与外交战略 （尤其是印太

战略） 的考量。 ２０１５ 年， 印度总理莫迪继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英迪拉·甘地之后首

次对阿联酋进行国事访问， 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此后几年

间印度不仅跃升为阿联酋第二大贸易伙伴， 大幅提升双边投资力度， 还与阿联酋

达成数份长期大额能源合作协议。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印度与阿曼签署 《面向未来

的伙伴关系》 联合愿景文件， 并正式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谈判。 在 ２０２３ 年 ９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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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新德里 Ｇ２０ 峰会上， 美国推动印度与阿联酋、 沙特及欧盟等多方共同签署了

“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 谅解备忘录， 旨在促进走廊沿线国家的互联互

通与经济一体化。 ２０２２ 年日本与阿联酋签署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并很

快在能源、 工业、 太空、 高新技术、 人工智能等领域达成 ２３ 份合作协议与备

忘录。 同年， 日本还与阿曼就增加液化天然气进口及共同开发绿氢能源初步达

成协议， 并表达了在日本 “自由开放的印太” 框架下与阿曼加强合作的意向。
２. 非洲东海岸。 对非洲东海岸及西印度洋岛国， 日本和印度的经济外交力

度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欧美国家， 这些国家无论在能源、 资源、 市场方面的经

济意义， 还是在重要议题上的政治外交价值 （如非洲是日、 印在联合国安理

会改革中争取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大票仓） ， 对日、 印两国而言都非常重要。
加之日本在海外军事部署上受限制， 更适合选择经济渗透为替代， 实现对关

键地区的长期布局。 两国尤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 兼顾能源合作等传统核

心关切领域。
日本支持并积极参与非洲大陆的经济走廊建设， 主要包括途经刚果 （金）、

乌干达、 卢旺达、 布隆迪、 肯尼亚的 “北部走廊” 和途经赞比亚、 马拉维、 莫

桑比克的 “纳卡拉走廊”， 沿途多为非洲矿产大国。 投资战略性港口也是日本的

突出特色之一， 如上述两走廊连通西印度洋关口的肯尼亚蒙巴萨港和莫桑比克纳

卡拉港， 以及马达加斯加塔马塔夫港等。 参与印度洋沿岸重点港口的建设与运

营， 既服务于日本确保非洲矿产资源供应的经济目标， 也因这些深水港的军事适

用性而具有安全战略意义。
近年来， 印度也试图乘日本资金、 技术与基建实力之东风， 通过与日本携手

推进在中东、 非洲的基建工程， 与中国竞争抗衡。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莫迪在非洲开

发银行年会上提出与日本联手打造 “亚非增长走廊” 计划，① 尤以建设连通非洲

东海岸与印度西海岸的海上走廊为重点， 因此肯尼亚、 坦桑尼亚、 莫桑比克、 南

非及西印度洋岛国等非洲国家均被作为优先合作对象。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印度将与

坦桑尼亚的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此举被认为是进一步落实 “亚非

增长走廊” 计划的行动之一。②

美欧国家传统上侧重在西印度洋的军事存在， 并以安全保障换取地区影响

·０２１·

①

②

“亚非增长走廊” 从提出至今实际进展寥寥， 但在近年西方国家大力推动全球基建的背景
下， 该计划的相关构想可能被重启或融入西方国家新近提出的各类全球基建计划之中。
ＳＤ Ｐｒａｄｈａｎ，“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Ｉｎｄｉ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Ｍｏｖｅ ｔｏ 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ｅ Ａ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ｔｉｍｅｓｏｆｉｎｄｉａ. ｉｎｄｉ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ｂｌｏｇｓ ／ Ｃｈａｎａｋｙａ
Ｃｏｄｅ ／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 ｂｅｃｏｍｅｓ － ｉｎｄｉａｓ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 ｐａｒｔｎｅｒ － ａ －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 ｍｏｖｅ － ｔｏ － ａｃｔｕａｌｉｓｅ －
ａ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 ｇｒｏｗｔｈ －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５，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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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但近年来出于同中国开展能源、 资源及影响力竞争等战略考虑， 也开始与沿

线一些重点国家加大经贸合作力度。 英国在 ２０２１ 年发布的 《竞争时代的全球英

国》 报告及其 ２０２３ 年更新版中， 都将肯尼亚列为重点合作伙伴， 这是其重点合

作伙伴中屈指可数的非洲国家。 拜登上台后开始调整对以肯尼亚为代表的非洲国

家关系， 并于 ２０２２ 年与肯尼亚启动战略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谈判。 法国也将肯

尼亚作为拓展与非法语区非洲国家关系的重点合作对象。
自莫桑比克沿海发现世界级储量的天然气资源后， 埃克森美孚 （美）、 壳牌

（英）、 道达尔 （法）、 三井 （日） 等跨国企业竞相投资，① 西方国家金融机构也

纷纷提供支持。 美国进出口银行承诺向道达尔提供 ４７ 亿美元贷款， 并通过其国

际开发金融公司向埃克森美孚提供 １５ 亿美元的主权风险担保， 两者合计构成美

国政府在非洲最大的投资项目； 英国出口信贷公司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也分别承

诺向道达尔提供 １１. ５ 亿美元和 ５. ４ 亿美元贷款或担保。②

对近年陷入严重电力危机的南非， 美、 法、 英、 德与欧盟于 ２０２１ 年宣布提供

８５ 亿美元资金， 助其进行清洁能源转型。 此外， ２０２１ 年以来美欧还通过推出 “重
建更美好世界” “全球门户” “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 等一系列海外基建

计划， 对冲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 在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首届 “全球门户” 论坛上，
美国、 欧盟与安哥拉、 刚果 （金）、 赞比亚等多方就开发连通上述三国颇具战略价

值的 “洛比托走廊” 及赞比亚—洛比托铁路支线签署合作备忘录， 并承诺提供融

资支持， 企图以此在非洲基础设施及关键矿产领域与中国形成有力竞争。
３. 西印度洋群岛至印度西海岸。 印太大国， 特别是美、 印两国不断加大对

塞舌尔、 毛里求斯、 马尔代夫、 斯里兰卡等西印度洋上岛屿国家的经济外交力

度， 战略意图同样指向中国。 毛里求斯是美国 《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 最大受

·１２１·

①

②

莫桑比克在开发的天然气田主要有两块区域： 一区 （Ａｒｅａ １） 主要投资者包括道达尔
（占股 ２６. ５％ ）、 壳牌 （占股 ２６. ５％ ） 等， 四区 （Ａｒｅａ ４） 主要投资者包括埃尼 （占股
２５％ ）、 埃克森美孚 （占股 ２５％ ）、 中石油 （占股 ２０％ ） 等。 受莫桑比克北部局势影响，
目前一区项目暂处搁置状态。
“ Ｕ.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ｚａｍｂｉｑｕｅ，”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ｕ － ｓ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ｉｔｈ － ｍｏｚａｍｂｉｑｕｅ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８，２０２４；Ｓａｍ Ｔｏｂｉｎ，
“ＵＫ’ｓ ＄ １. １５ ｂｌｎ.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ｏｚａｍｂｉｑｕｅ Ｌ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ｓ Ｌａｗｆｕｌ － ｃｏｕｒｔ，”Ｒｅｕｔｅｒｓ，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ｕｋｓ －１１５ － ｂｌｎ － ｆｕｎｄｉｎｇ － ｍｏｚａｍｂｉｑｕｅ － ｌｎｇ －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ｌａｗｆｕｌ － ｃｏｕｒｔ －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１３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８，２０２４；“Ｌｏａｎ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ｚａｍｂｉｑｕｅ Ｌ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Ｊａｐａｎ 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ｂｉｃ. ｇｏ. ｊｐ ／ ｅｎ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 ／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２０ ／ ０２１６ － ０１４３０３. ｈｔｍｌ，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８，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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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国之一， 在该机制下向美国的纺织品出口成为其重要经济支柱。① 由于该国民

众近七成为印裔， 毛里求斯与印度的关系历来紧密， ２０２１ 年在中国与毛里求斯

签署自贸协定仅数月后， 印度与毛里求斯达成 《全面经济合作与伙伴关系协

定》， 这也是印度首次与非洲国家订立双边贸易协定， 同年印度还向毛里求斯提

供 １ 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 （印产） 防务装备。
对近邻马尔代夫，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印度据称已向其提供超 ２０ 亿美元的贷款与

无偿援助， 以强化两国战略关系并确保马尔代夫在地区事务中优先考虑印度利

益。② 美国则从 ２０１８ 年以来向马尔代夫提供 ３６００ 万美元发展援助， 还在 “孟加

拉湾倡议” 下提供超过 １０００ 万美元军事援助以支持其海上安全能力的提升。③

对近年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陷入严重经济危机的斯里兰卡， 印太大国一方面批

评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投资模式， 另一方面通过增加经济援助提升自身在斯里兰卡

的影响力。 ２０２２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向斯里兰卡提供近 １ 亿美元发展援助， 还通

过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为其中小企业提供 １. ２ 亿美元资助等， ２０２３ 年又向其提供

５. ５３ 亿美元贷款用于科伦坡港深水码头开发。④ 印度则承诺向斯里兰卡提供 ４０
亿美元贷款用以支持其国内基建与经济复苏。⑤

中国在西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及发展战略

对比印太大国在西印度洋地区的长期、 系统性布局， 特别是与由军事基

·２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ａｎｄ Ｓｅｙｃｈｅｌｌｅｓ，”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２，
ｐ. 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２ ／ ０４ ／ ＩＣＳ ＿ ＡＦ ＿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 ａｎｄ －
Ｓｅｙｃｈｅｌ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ｃ.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２，２０２４.
Ｎａｙａｍｉｎａ Ｂａｓｕ，“Ｄｅｌｈｉ’ 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ｉｄ ｔｏ Ｍａｌｅ Ｅｘｃｅｅｄｓ ＄ 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ａｓ Ｍａｌｄｉｖｅｓ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Ｉｎｄｉａ Ｆｉｒｓｔ’，”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ｐｒｉｎｔ. ｉｎ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ｄｅｌｈｉｓ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 ａｉｄ － ｔｏ － ｍａｌｅ －
ｅｘｃｅｅｄｓ － ２ －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ａｓ － ｍａｌｄｉｖｅｓ － ｒｅｔｕｒｎｓ － ｔｏ － ｉｎｄｉａ － ｆｉｒｓｔ ／ ４８１０５２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２，２０２４.
“Ｕ.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ｌｄｉｖｅｓ，”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ｕ － ｓ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ｉｔｈ － ｍａｌｄｉｖｅｓ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２，２０２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Ｓａｍａｎｔｈａ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 ２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ＵＳＡＩ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ａｉｄ.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ｓｅｐ － １１ － ２０２２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 ｓａｍａｎｔｈａ － ｐｏｗｅｒ －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 ２０ －
ｍｉｌｌｉｏｎ － ｔｏ － ｓｒｉ － ｌａｎｋａ，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２０２４；Ｂｈａｒａｔｈａ Ｍａｌｌａｗａｒａｃｈｉ ａｎｄ Ｄｉｄｉ Ｔａｎｇ，
“ＵＳ Ｐｌａｎ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 ５５３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ａｔ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ｓ Ｃｏｌｏｍｂｏ Ｐｏｒｔ ｉｎ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ＡＰ Ｎｅｗ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 － ｓｒｉ － ｌａｎｋａ － ｐｏｒｔ － ｃｈｉｎａ －
ｂｒｉ － ｄｅｂｔ － ｄ３９ｃｄｄ２４４６ｅ８ｃ５ａｂ９５ｆ４１８１９６０ｆ７９５８ａ，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２０２４.
Ｕｄｉｔｈａ Ｊａｙａｓｉｎｇｈｅ，“ Ｉｎｄｉａ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ｒｉｓｉｓ － Ｈｉｔ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ｉｎｄｉａ － ｓａｙｓ － ｗｉｌｌ －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ｃｒｉｓｉｓ － ｈｉｔ －
ｓｒｉ － ｌａｎｋａ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２３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２０２４.



印太战略下西印度洋的地缘价值与大国博弈

地、 军事联盟和军事设施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军事存在不同，① 中国在这一地区

的活动主要以与域内及沿岸国家发展伙伴关系、 开展经贸交往为主。 过去十余

年中， 中国分别与巴基斯坦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２０１５）， 与莫桑比

克 （２０１６）、 肯尼亚 （２０１７）、 坦桑尼亚 （２０２２） 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与南非 （２０１０）、 阿联酋 （２０１９）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并与阿曼 （２０１８）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中非合作论坛以及 “一

带一路” 倡议推动下， 中国与包括西印度洋域内及沿岸在内的中东和非洲国

家之间经贸合作不断加深， 已然发展成为这些国家最重要的贸易、 投资伙伴

之一。
中国还参与西印度洋地区部分国家港口的投资、 建设与运营， 如巴基斯坦的

瓜达尔港、 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 非洲之角的吉布提港， 坦桑尼亚的巴加莫约

港项目经历多次调整后也在推进。② 中国参与这些港口建设的性质主要是企业

主导的商业工程承包、 投资与运营 （见表 １）， 除吉布提港被部分作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保障基地之外， 其他港口均未标示军事功能。 但鉴于这些港口的地缘

位置、 中方参与主体的特征 （多为国有企业） 及印太大国的猜忌， 中国正常的

商业行为往往被政治化， 并被部分印太大国以负面舆论渲染 （如炒作所谓 “军
事基地论” “债务陷阱” “新殖民主义” 等） 乃至暗箱操作等方式设置重重

障碍。③

表 １　 中国在西印度洋地区参与建设的商业港口

港口 位置 参与中企 参与模式 双边合作大事记

瓜达
尔港

巴基
斯坦

中国海外港口
控股有限公司

港口建设、
投资与运营

２００３ 年中企开始承建瓜达尔港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从新加坡国际港务局接
手瓜达尔港 ４０ 年港口经营权， 同年中巴经济走廊
项目启动；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瓜达尔港正式开航。

汉班
托塔港

斯里
兰卡

中国港湾公司
中国招商局

港口建设、
投资与运营

２００７ 年中国港湾公司开始建设汉班托塔港； ２０１７
年项目一、 二期完成， 中国招商局收购斯里兰卡政
府持有的汉班托塔港口公司 ８５％的股权， 获得该港
口 ９９ 年的特许经营权。

·３２１·

①
②

③

孙德刚： 《中国港口外交的理论与实践》，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第 ５ 页。
Ｋｅｎ Ｍｏｒｉｙａｓｕ，“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ｔｏ Ｒｅｖｉｖｅ ＄ １０ｂ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Ｐｏｒ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２７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ｉａ. ｎｉｋｋｅｉ.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 ｔｏ －
ｒｅｖｉｖｅ －１０ｂｎ － Ｉｎｄｉａｎ － Ｏｃｅａｎ － ｐｏｒｔ －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ｗｉｔｈ － Ｃｈｉｎａ，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２４.
邹志强、 孙德刚： 《港口政治化： 中国参与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港口建设的政
治风险探析》，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８０—９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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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港口 位置 参与中企 参与模式 双边合作大事记

吉布
提港

吉布提 中国招商局
港口投资、
建设与运营

２０１２ 年中国招商局收购吉布提港 ２３. ５％ 的股份并
主持开展吉布提新的多功能码头设计、 建设；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动工；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开港运营， 同年 ８ 月 １ 日
启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保障基地。 此外， 招商局
还在吉布提建设有中央商务区、 国际自贸区及大马
角工业园三大项目。

巴加莫
约港

坦桑
尼亚

中国招商局
港口投资、
建设与运营

２０１３ 年中坦就巴加莫约港项目签署合作备忘录， 拟
由中国招商局联合阿曼国家储备基金共同投资； ２０１５
年港口奠基； ２０１９ 年项目被坦方单方面暂停；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坦桑尼亚宣布恢复谈判， 如果项目得以重启，
招商局将获得巴港的 ３３ 年抵押权或 ９９ 年特许经
营权。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此外，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 中国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起派遣海军舰艇编

队赴亚丁湾、 索马里海域进行常态化护航， 与多国护航力量合作， 共同维护国际

海上通道安全。 十余年来， 中国海军常态部署 ３—４ 艘舰艇参与护航， 迄今共派

出 ４２ 批编队前往亚丁湾为数千艘中外船舶提供安全保护， 包括成功执行从利比

亚 （２０１１）、 也门 （２０１５） 及苏丹 （２０２３） 的 ３ 次撤侨任务， 其中 ２０１５ 年也门

撤侨是中国首次动用军舰直接靠泊外国港口执行撤离任务， 总共出动 ３ 艘军舰先

后转赴三国四港一岛， 最终分 ５ 批将 ９６２ 名中外公民安全撤离也门。①

除向亚丁湾派遣护航舰队以外， 中国海军对包括西印度洋地区在内的港口访

问也不断增多， 从此前的每年不足 ３ 次发展到近年平均每年 １５ 次左右，② 访问

之处遍及吉布提、 肯尼亚、 坦桑尼亚、 莫桑比克、 南非、 塞舌尔、 斯里兰卡等非

洲东海岸及西印度洋群岛国家。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和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中国还与南非、 俄

罗斯分别在开普敦 （非洲西南海岸） 和德班—理查德湾 （非洲东南海岸） 附近

海空域举行三边联合演习。 上述护航、 访问及联合军演等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

于提升中国海军在西印度洋等远洋海域的行动能力。
尽管中国在西印度洋地区的活动范围及频度在过去十余年间有较快增长， 但

鉴于 “走出去” 时间尚短， 无论中资企业的行动经验还是中国海军的投射能力

都与印太大国有一定差距。 同时， 受历史原因、 外交原则等因素影响， 中国与西

·４２１·

①

②

《中国海军第三次执行撤侨行动， 苏丹撤侨任务展现三大特点》， 新华网，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ｍｉｌ ／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２８ ／ ｃ＿１２１２１７２３５９. ｈｔｍ，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胡波： 《全球海上多极格局与中国海军的崛起》，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０ 页。



印太战略下西印度洋的地缘价值与大国博弈

印度洋域内及沿岸国家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亦难与印太大国相提并论。 因此， 无论

是保障西印度洋航道安全 （战略生存利益） 还是向西拓展发展空间 （战略发展

利益）， 中国都面临较大挑战。 在此背景下， 如何 “审慎但切实” ①地加强中国

在西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 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索。
战略层面， 应跳出传统亚太观念的束缚， 从亚非两大洲、 太平洋与印度洋两

大洋的海陆联动大格局中， 全面认识美国主导的多国协同印太战略， 切实提升对

西印度洋地区 （包含域内及沿岸国家） 地缘战略价值的认知， 警惕印太大国在

这一地区长久以来不断加强的全方位部署及可能对中国造成的潜在威胁， 为应对

挑战做好战略规划与相应准备。
战术层面， 首先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与西印度洋域内及沿岸国家多交朋

友， 在给中国创造更多潜在机会的同时， 尽量减少印太大国在相关国家 “排中

性” 部署的数量， 以及避免过度依赖少数关系紧密国家带来的脆弱性风险。 这一

过程中应理解并尊重大多数国家希望保持战略自主， 不愿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

的合理诉求， 以及利用部分国家与美、 英、 印等印太大国因主权、 利益、 文化等

因素业已存在的微妙裂痕， 积极争取更多伙伴， 包括如前所述西印度洋上那些体

量虽小但地缘战略重要性极高的岛国， 重视并发挥这些国家在西印度洋地区的

作用。
其次， 应充分发挥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在中东、 非洲已然建立

的积极紧密的经贸与外交联系， 不断夯实与西印度洋域内及沿岸国家的伙伴关

系。 中国不应复制印太大国以军事部署为核心的传统模式， 而要坚持走符合自身

特色的发展道路， 结合自身优势， 继续大力发挥经济实力及对外经贸合作的吸引

力与撬动力， 同时辅以区别于西方霸道强权做派、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

灵活务实外交， 在充分尊重他国主权、 利益与文明的前提下， 从与域内国家真正

建立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推进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再次， 应将落脚点放在战略支点建设上。 归根到底， 保障中国在该地区海上

通道安全及战略纵深， 需要构建适量的战略性支点，② 借此为途经西印度洋的中

国商船及军舰等提供停靠、 补给与维修等后勤服务， 因此有必要继续加大对域内

战略性港口的投资、 建设特别是后期运营的参与力度， 在此过程中除尽可能使合

作的国家和港口多元化之外， 在港口项目的投建营过程中也应充分综合战略与经

·５２１·

①

②

之所以 “审慎” 是出于不激化矛盾的考虑， 但也应看到由于中国与印太大国之间缺乏互
信， 即使无心之举也难免被过分解读， 故不妨按照自身需求 “切实” 推进行动， 以确保
中国在西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利益。
张洁： 《海上通道安全与中国战略支点的构建———兼谈 ２１ 世纪海上丝之路建设的安全考
量》， 《国际安全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０２—１０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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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考量， 不宜只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
最后， 应适度增强中国海军在西印度洋的行动能力。① 加强与域内及沿岸国

家的双边军事交流， 更多参与以共同维护西印度洋海上安全为目的多边机制 （特
别如 “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 “西印度洋海上安全部长级会议” 等）， 通过加

大与相关国家在信息互通、 技术共享、 共同护航乃至联合军演等方面的合作， 提

升中国海军在西印度洋域的行动能力与经验。

结　 语

近年来， 美国及其同盟伙伴为应对中国崛起与 “一带一路” 倡议， 加紧建

构 “印太” 这一新的地缘概念与战略规划。 国内学界对印太战略的研究对西印

度洋地区的系统关注相对不足， 但事实上无论在政策还是实践层面， 西印度洋地

区都是印太大国战略规划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除服务各自利益外， 印太大

国掌控、 主导这一地区， 还便于它们制衡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 限制中国

向西进入印度洋的战略空间。 有鉴于此， 过去十余年间印太大国在其传统势力范

围基础上， 进一步加大在西印度洋及其域内、 沿岸国家包括设立据点、 防务合

作、 经贸投资、 发展援助等在内的战略部署， 尤其是美国已明显将与中国的战略

竞争延伸至非洲与中东地区。 西印度洋地区在确保中国进口油气能源与关键矿产

的航道安全层面本就十分重要， 在印太战略背景下对中国拓展西边、 印度洋方向

战略发展空间的地缘价值愈发凸显。 但总体而言， 中国在西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存

在在广度与深度上与印太大国相比仍有提升空间。 为防范印太大国在这一地区进

一步打造不利于中国经济安全与战略发展的环境和空间， 需要充分发挥经济与外

交优势， 深化与域内、 沿岸国家的全面合作与伙伴关系网络， 继续加大海外港口

与战略支点建设， 增强中国海军的远洋行动能力， 以维护国家在印度洋方向的战

略利益与发展空间。

（责任编辑： 陈雅慧）

·６２１·

① 蔡鹏鸿： 《美军推进 “印太” 海上安全战略新动向： 影响与挑战》， 第 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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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Ｓｅｎｉ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６）．

Ｔｒｉｂ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Ｌｉｕ Ｈ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ｅｓ’ ｐｉｖｏｔ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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