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默克尔政府的“印太战略”
及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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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德国“印太战略”主要从政治方式、经济方式以及伙伴关系三个

方面实施，体现出德国经济的繁荣严重依赖印太地区的特点。其试图在印太

地区维持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经济竞争，同时迫于

美欧战略互信缺失而推动欧盟的“战略自主”。对比德国“印太战略”和美国

“印太战略”可以发现，两者在对华立场和战略方针上存在根本差异，而在

“多边主义”理念和 “规则主导”方式上却比较接近。德国 “印太战略”使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面临更大的挑战，其对华关系中的价值观因素凸显，经济

议题的重要性也逐步上升，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态势日趋激烈。德国

“印太战略”也会给中国带来机遇，中国需有差异化地应对德国和美国的 “印

太战略”，积极主动地塑造印太地区新秩序，避免掉入其 “印太战略”的

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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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印太地区在全球战略竞争中的价值日益提升，美国、印度、澳大利亚、

日本以及东盟根据自身的战略考量，提出了不同版本的 “印太战略”或愿景。

同时，欧洲国家也加紧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谋划。2020 年 9 月，继法国之后，德

国默克尔政府出台了《印太政策指导方针》 ( Policy Guide lines for the Indo － Pa-

cific) ，标志着德国正式推出 “印太战略”。作为欧盟重要的领导力量，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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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战略”的出台将进一步推动欧洲对印太地区的战略转向，给印太地区国际

格局带来深远影响。其中，对华战略是德国 “印太战略”的重要内容。在中美

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中德以及中欧关系的走向对中国至关重要。本文将分析默

克尔政府“印太战略”的主要内容和动因，对比分析美国和德国 “印太战略”

的异同，剖析德国“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影响，并提出应对之策。

一、默克尔政府 “印太战略”的主要内容

德国学者 费 利 克 斯·海 杜 克 ( Felix Heiduk ) 和 内 迪 姆·苏 莱 曼 诺 维 奇

( Nedim Sulejmanovi) 指出，德国 “印太战略”有四个关键维度，即战略维度

( 权力平衡的转移) 、结构维度 ( 地区制度结构) 、规范维度 ( 基于规则的国际

秩序) 以及地缘经济维度 ( 亚洲的经济增长动力) 。其中，后两个维度表明了德

国作为全球性贸易国家和在印太地区作为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有力支持

者的角色。① 托里·陶西格 ( Torrey Taussig) 认为，德国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在

该地区采取强硬的安全战略并增加前沿军事存在，这意味着它更有可能寻求政

治和经济上的途径。② 德国“印太战略”主要侧重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倡议，同时

以加强伙伴关系作为德国介入印太的重要途径，本部分将从三个方面勾勒出德

国“印太战略”的总体面貌。

( 一) 政治方式

第一，加强多边主义合作方式。2019 年 2 月，法国外长让·伊夫·勒·德

里安 ( M. Jean － Yves Le Drian) 与德国外长海科·马斯 ( Heiko Maas) 在 《南

德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由于强权政治的出现、对国际合作的怀疑、大国之

间的竞争以及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造成了世界秩序

的日益分裂，使得多边秩序面临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威胁。法德两国致力于建

立一个由志趣相投的国家组成的全球网络，即“多边主义联盟”，以促进参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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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人权、核武器、气候变化和网络空间等问题上的合作。① 2019 年 9 月，

在联合国大会上，法国和德国共同推动了 “多边主义联盟”的建立，并发起了

人道主义行动、网络空间安全、信息与民主全球伙伴关系等六项倡议。② 德国在

《印太政策指导方针》中也主张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多边主义合作，加强与东盟的

接触并参与东盟的组织机构，如申请成为东盟防长，成为会议的观察员等，并

加强欧盟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 同时德国将加强与区域性机构的合作，如太

平洋岛国论坛、湄公河委员会、亚欧会议、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

议等。③

第二，塑造 “以规则为基础”的地区秩序。 “基于规则的秩序” ( rules －

based order) 是欧美以及若干周边国家 “说道”中国时喜欢使用的一个说辞。④

近年来在美印日澳以及东盟的 “印太战略”中频繁提及并达成共识。2018 年 7

月，马斯在演讲中提到， “如果我们集中力量，也许可以成为 ‘规则塑造者’

( rule shapers) ，以设计并推动世界迫切需要的国际秩序”。⑤ 在德国“印太战略”

的文本中，更是 46 次提及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⑥ 一方面针对特朗普领导下

的美国出现的单边主义行为，另一方面借助国际规则对中国进行约束与遏制，

将中国的崛起纳入到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德国 “印太战略”在不同的

领域倡导“基于规则的秩序”，包括: 国际合作方面，推动印太地区的伙伴国家

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以及加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

组织中的合作; 安全方面，在印太地区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联合国

制裁朝鲜、推动北约与印太国家的合作等; 经贸方面，推动自由贸易协定的谈

判、营造公平的贸易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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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强调人权和法治。德国表示要密切关注印太国家的人权状况并提高人

权标准，保障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等公民政治权利。

德国将在双边层面、欧盟层面以及多边论坛的框架下与对方国家进行开放性和批

判性的对话，并推动欧盟建立违反人权制裁制度，以使欧盟能够对严重违反人权

的行为作出反应。除了与相关国家政府对话以外，德国还将寻求与民间社会利益

攸关方对话，如非政府组织、宗教和信仰团体、知识分子等。此外，德国将在新

加坡设立一个区域性德国新闻中心，促进“基于事实”的信息传播，并通过具体

项目加强对虚假信息的抵御能力。可以看出，德国增加了政治价值观在其“印太

战略”中的地位和比重，赋予了自身以及欧盟介入中国内政问题的“合法性”，未

来或将以此为借口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遏制，甚至展开实质性行动。

( 二) 经济方式

第一，推进贸易多样化，呼吁公平贸易。中国是德国在印太地区最重要的

贸易伙伴，占据德国在印太地区对外贸易的 50%。一方面，德国推动经济关系

多样化以避免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德国推动欧盟在印太地区缔结自由贸易和投

资保护协定，改善欧洲产品的市场准入环境，保障供应链安全。欧盟已经与韩

国、日本、新加坡、越南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寻求与澳大利亚、新

西兰、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

判。① 与此同时，默克尔呼吁德国经济界的投资和出口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敦

促德国企业实现多元化，在印太地区赢得中国以外的新市场。② 另一方面，德国

加快推动欧盟与中国《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中欧 《全面投资协定》自 2013

年启动，于 2020 年底之前完成谈判。默克尔表示，与中国的投资协议必须平等

互惠，欧盟在中国的公司必须享有与中国公司在欧盟一样的自由。③ 只有统一的

欧洲对华政策才能有效地实现减少市场准入的障碍、打破贸易和投资壁垒、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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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知识产权等目标。《全面投资协定》将有力推动中欧双向投资的高质量发展，

为中欧企业提供更大、更高水平的市场准入和营商环境、更有力的制度保障和

更光明的合作前景。①

第二，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德国竞争力。德国的数字技术一直是其经济发

展的短板，在“印太战略”中加入数字经济这一项重要内容，旨在借助印太地

区的经济发展机遇来推动数字化转型。德国将从三个方面来具体实施，一是增

强互联互通，与印太地区主要伙伴一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德国以欧盟 2018 年

通过的“连接欧亚战略”为依托，在此基础上加强与日本的可持续互联互通和

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以及与东盟的伙伴关系，欧盟 《邻里、发展和国际合

作文书》 ( NDICI) 将为其战略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在国家层面上，德国复兴信

贷银行也能够向能源、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提供资金。二是“工业 4. 0”背

景下推动欧洲与印太的市场一体化。“工业 4. 0”概念最早由德国提出，制造业

是德国经济的支柱，“工业 4. 0”的引入是为了以信息化技术推动工业生产方式

的变革，提高德国的核心竞争力。德国将以 5G、人工智能、数据使用等方面内

容与日本和韩国展开数字对话。此外，德国还将与日本、中国、澳大利亚开展

“工业 4. 0”框架下的合作。② 三是提升人工智能技术水平。人工智能是数字化

转型中的关键技术，也是欧盟应对中国和美国之间技术竞争的重要突破口。

2018 年 11 月，默克尔政府推出了一项数字战略，宣布到 2025 年将投资 30 亿欧

元用于人工智能，该战略主要用于数字化教育、基础设施、创新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社会以及现代化国家这五大领域。③

( 三) 伙伴关系

促进伙伴关系多元化是德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印太政策指导

方针》指出，印度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该地区的主要经济和战略参与者，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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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扩大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的合作。从战略重要性来说，日本

和印度是德国构建印太伙伴关系的核心。

德国将日本视为印太地区最关键的伙伴之一，认为其可以成为 “多边主义

联盟”的核心力量。2018 年 7 月，德国外交部长马斯在日本政策研究院发表演

讲称，“德国与日本必须并肩合作，因为二者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并且两个国家

各自实力都不够强大，不足以单独行动。如果集中力量，德国与日本可以成为

‘规则塑造者’，设计并推动世界迫切需要的国际秩序”。马斯提出了德国和日本

成为“多边主义联盟”核心的几大关键要素，如共同捍卫并发展现有的规则、

当国际法被践踏时应保持团结一致、在财政上和政治上共同承担国际组织的责

任等。① 2018 年 7 月，日本和欧盟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几乎消除了所有的关税

壁垒，为日本和德国的贸易往来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2019 年 2 月，默克尔访问

日本时，发出了关于促进自由贸易和加强日德经济关系的强烈信号，还指出德

国与日本有必要加强合作以共同应对与中国关系的消极面。② 2020 年 10 月，日

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 ( Motegi Toshimitsu) 与马斯举行视频会议时，赞扬了德国

近期发布的《印太政策指导方针》，并表示要加强日德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安全

方面，两国领导人达成了一项共享敏感安全信息的协议，将促进双方在国防领

域的合作。日本对德国 2021 年将向印太地区派遣一艘军舰的计划表示支持，建

议其在南海地区航行，并与日本自卫队进行联合演习。③

二战之后，印度是最早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00 年 5 月，

德国与印度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11 年起，双方设立了首脑级别的政府间磋

商机制 ( Inter － Governmental Consultations) 。德国与印度的合作涵盖经贸、安全

与教育等多个领域。经贸方面，根据欧盟统计局 2019 年的数据，欧盟成员国中，

德国是印度最大的进口国和出口国，双边贸易额达到了 194. 42 亿欧元。④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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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两国签署了 21 项战略合作协议，内容涵盖一些新兴领域，如人工智

能、网络空间、智慧城市、城市绿色交通等。① 安全方面，德国和印度 2006 年

签署了国防合作协议，为德国对印度技术转让和军售以及在印度西海岸举行联

合军演提供了合作框架。② 2017 年 5 月，双方签署了《德印网络政策合作意向联

合声明》，在提高信息技术安全性以及打击网络犯罪方面进行合作。③ 2019 年 2

月，两国签署了《关于加强国防和国防工业合作的实施安排》，承诺 “进一步加

强军民互动以及国防工业与研发的联系”，并指出国防合作是印德战略伙伴关系

的“重要方面”。④ 教育方面，2015 年 10 月，双方开启了 “印德高等教育合作

计划”，印度和德国将从 2016 年到 2020 年各投资 350 万欧元，以支持两国高等

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2019 年 11 月，双方开启了合作计划的第二阶段，将伙伴

关系又延续了四年，合作涵盖计算机、环境、可持续能源等领域。⑤

二、默克尔政府出台 “印太战略”的主要动因

“印太”在国际政治中成为流行的地缘政治术语，但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

义。不同国家的“印太战略”，体现了该国对地区秩序的看法以及在该地区战略

利益的优先事项。在德国 《印太政策指导方针》中，并没有通过精确的地理资

料来明确印太区域的范围。德国理解的印太概念主要是指印度洋和太平洋形成

的整个地区，是一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相互作用的空间，通过连锁竞争的战

略规划和全球价值链这两个因素来定义。⑥ 可以说，德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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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其战略规划与实施的基础和导向。

第一，德国的经济繁荣与印太息息相关。在印太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和复

杂性上升的背景下，德国认为其利益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与威胁。德国作为世界

最大的贸易国之一，其经济繁荣严重依赖印太地区。① 2019 年，德国保持着世界

第三大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的地位，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为 7. 1%，对外贸易

依存度②约为 87. 8%。德国的就业也严重依赖国际贸易，大约 28% 的岗位与出

口相关，在制造业甚至达到 56%。③ 其中，南亚、东南亚、东亚国家以及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在德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已超过 20%，接近 4200 亿欧元。④ 同时，

与之相关联的印太地区海上贸易路线和供应链的安全，对于德国的经济来说至

关重要。然而，随着众多域外行为体纷纷介入印太地区，大国博弈下地缘政治

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海上和陆上边界争议、国内和跨界冲突、恐怖主义网络这

些不稳定因素对地区和全球稳定存在威胁。同时，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成为该

地区的重要地缘特征，部分地区国家被迫“选边站”而陷入单方面依赖的风险。

马斯指出，“德国社会的繁荣取决于开放的航运路线、实体和数字互联互通以及

参与正常运作的增长型市场。在印太地区出现新的两极分化，以及新的分界线

将损害这些利益。”⑤ 而且，“该地区的军备竞赛和潜在冲突将引起全球动荡。”⑥

总之，作为出口导向型的贸易大国，德国将经济繁荣作为优先事项。随着印太

地区将成为世界权力和经济中心，德国经济高度依赖该地区的开放市场、贸易

往来、海上通道安全以及与伙伴国家的合作。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并

进一步利用其经济发展的机遇，是德国“印太战略”的首要战略目标。

第二，在印太地区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印太地区秩序的建立将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世界秩序的走向。因此，秩序之争成为德国等欧洲国家介入

印太地区重要体系的动因之一。马斯在德国《印太政策指导方针》中指出，“虽

然印太地区正在蓬勃发展，但在制度和规范方面仍存在相当大的空缺。我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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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希望在本地区促进多种方式，尤其是壮大东盟的力量，以巩固一个嵌入多边、

基于规则的体系内的多极化地区。我们越将欧洲方式植入印太地区，我们就会

越成功”。① 德国等欧洲国家对西方秩序走向衰落表示担忧。2020 年 2 月 10 日发

布的《慕尼黑安全报告》题为 “西方的缺失” ( Westlessness) ，指出了欧洲在世

界权力转移和技术快速变革背景下催生的一种焦虑和不安全感。世界正变得越

来越“不西方化”。更重要的是，西方本身也可能变得不那么西方化了。② 报告

进一步指出，“西方”这个概念广泛指美国与欧洲国家组成的共同体，而对 “自

由民主和人权”的承诺、对市场经济的承诺以及对国际制度合作的承诺，使西

方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

倾向严重，逐渐背离了支撑 “自由主义秩序”的基本理念，同时美国也无意领

导未来的世界秩序。马克龙表示，“我们可能正在经历西方世界霸权的终结。我

们已经习惯了 18 世纪以来建立在以西方霸权为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但一切都

在改变”。③ 马斯则称，“我们曾经熟悉、习以为常、有时能在这个世界秩序中感

到舒适的世界秩序已不复存在”④。与此同时，在德国看来，中国很有可能主导

印太地区的秩序甚至影响世界秩序，在美国领导作用缺失的情况下，德国等欧

洲国家将承担起维护建立在西方霸权基础之上国际秩序的责任。

第三，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经济竞争。德国认为，中国崛起给德国经济带

来了严重的冲击，德国联合工业协会发布的报告称中国为 “制度竞争对手”和

“经济竞争者”。首先，双边贸易结构发生了对德国不利的变化。报告指出，德

中贸易的主要互补结构是，中国提供低技术领域的消费品和中间产品，而德国

提供高价值的投资产品和消费品。随着 “中国制造 2025”的产业政策战略，中

国政府大幅提高其在关键行业的全球市场份额，并支持企业提高技术，减少对

外国技术的依赖。⑤ 德国逐渐失去了对中国贸易中的高科技优势。其次，德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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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正在以其经济模式塑造国际经济秩序。报告认为，中国已不再在结构上

朝着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而是正在巩固自己的政治、经济和

社会模式。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大国正在塑造其他市场和国际

经济秩序，将其准则和利益纳入国际机构和协议中，这与德国和欧洲的利益并

不完全相符。① 再次，在投资关系方面，欧洲国家认为其企业在中国并没有获得

平等的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环境。中国通过有选择的市场开放、许可证发放和

其他投资限制措施，保护本土企业免受竞争。在中国市场准入方面欧洲国家的

企业需要遵守烦琐的要求，尤其体现在金融行业中。② 最后，德国与中国在第三

方市场产生竞争。德国指责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经济活动获得补贴，特别是国家

支持的低成本贷款，使德国企业失去了竞争力。德国等欧洲国家还将中国 “一

带一路”倡议在海外的实施涂抹上一定的政治色彩，认为其损害了社会和经济

治理、法治和人权，破坏了欧洲的统一立场和凝聚力。德国 “印太战略”的目

标之一就是以“对冲”的方式应对与中国的经济竞争，并在印太地区寻求伙伴

关系的“多元化”，从而分散对中国的经济依赖。③

第四，在美欧战略互信缺失的背景下推动欧盟的“战略自主”。“战略自主”

这一概念最初是在 2016 年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报告中提出的。

报告提出了欧盟应当成为全球安全提供者这一目标，同时欧盟应当对自身的安

全承担更大的责任，并有能力阻止、应对和保护自身免受外部威胁。报告认为，

适度的战略自主对欧洲实现这一安全目标尤为重要。④ 随着 2017 年特朗普上台，

对北约盟友的苛责、对多边主义秩序和价值观的蔑视等行为使美国的战略信誉

急剧下降。与此同时，英国脱欧进程不断推进，给欧洲一体化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冲击，欧盟成员国离心力加强，许多国家都面临着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运动

和持久移民危机的压力。⑤ 面对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欧盟更加坚定了增强战

略自主的信念。德国作为欧盟重要的领导力量，在推动欧盟的战略自主方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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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着积极的作用。德国认为，欧洲只有先加强保护自己的能力，才可能进一步

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欧洲需要成为美国的伙伴，而不只是单向寻求保护。①

德国出台“印太战略”的时间为 2020 年 9 月，正值德国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

席期间，而之前德国在欧盟轮值主席计划中承诺将承担 “相当大的责任”，以帮

助塑造全球秩序。② 德国“印太战略”的具体措施更多是在欧盟的框架之下来开

展，并将会影响欧盟对印太概念的定位、区域战略制定以及与中国的合作。③ 可

以说，“印太战略”是德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提升欧盟的战略自主和国际地位的

重要表现。

三、德国 “印太战略”与美国 “印太战略”对比分析

德国“印太战略”出台后，有评论称是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追随。但实际

上，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欧关系受到重创，美国“单

边主义”行为与德国“多边主义”理念发生冲突，且美国以“交易方式”对待德

国盟友，严重削弱了双方的战略互信与合作基础。拜登上台之后，美国回归多边

主义舞台，并且协调与欧洲的统一立场，以“规则主导”的方式应对中国。然而，

美国与德国在对华立场和战略方针上始终存在根本差异，这是由双方的利益关切

所决定的。对比分析德国的“印太战略”与美国的“印太战略”，能够使我们更好

地把握德国“印太战略”的实质以及我们目前面临的处境。

( 一) 对华立场和战略方针上的差异

中国在美国“印太战略”和德国 “印太战略”中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然

而两者针对中国的立场存在根本差异，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地缘政治视角与德

国的经济主导观念存在冲突。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明确将中国视为其世界霸

权的主要威胁，采用 “零和思维”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其 “印太战略”也围

绕战略竞争这一目标导向实施。2019 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 《印太战略报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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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定位为所谓“修正主义国家” ( Ｒevisionist Power) ，声称中国 “从国际体系

中攫取利益并进行破坏，同时还损害了 ‘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美国认为，

“中国正在凭借其经济和军事优势，在短期内寻求印太地区的霸权，并将长期寻

求全球优势地位从而对美国的世界霸权带来威胁”。① 特朗普政府在战略竞争的

政策框架之下，在经济、安全和价值观方面对中国进行反制，试图全面阻止中

国崛起，从而对全球秩序进行重新布局，坐稳全球霸主以及全球规则制定者的

地位。

拜登上台后虽然尚未出台明确的 “印太战略”以及对华政策，但从其关于

对外政策的讲话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将延续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方针，甚至

将其演化为“激烈竞争”的局面。2021 年 2 月 4 日，拜登在首次外交政策讲话

中称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者” ( Most Serious Competitor) ，并声称 “中国对美

国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带来挑战”，“美国将直面中国的‘经济恶行’，反

制其咄咄逼人、胁迫性的行为，就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行为予

以反击”。② 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态度，立足国内建设、修

复美国与同盟国关系以及重塑美国国际形象和信誉，确保美国在恢复实力的基

础上与中国竞争。拜登政府一改特朗普非理性、给中国极限施压的策略，转而

谋求一种稳定、理性且强度更大的战略竞争。虽然拜登提到了将与中国开展合

作，但由于拜登在绝大多数领域都表现出了强硬的态度，中美之间合作的空间

非常有限。2021 年 2 月，拜登宣布成立“中国特别工作组” ( China Task Force) ，

要求重新评估美军应对中国挑战的战略方针，称有助于 “在中国事务上开辟一

条强有力的前进道路”。这个小组将侧重于战略、技术、情报、盟友和伙伴关系

以及与中国的军事关系。拜登称其是“确保美国赢得战略竞争的方式”，可见美

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将愈演愈烈。③ 德国“印太战略”面对中国时的立场与美国

有着根本的差异。德国与中国没有霸权之争，明显没有反华倾向，而是保持一

种谨慎的态度。德国以经济利益为着眼点，其经济发展受制于中美贸易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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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急于开拓市场，巩固自身在印太地区的角色与定位①，在强调与中国竞争的同

时也重视合作，对美国与中国脱钩的做法表示反对。德国科尔伯基金会 ( Krber

－ Stiftung) 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2020 年大约 36% 的德国受访者认为与中国建

立紧密关系更重要，2019 年这一比例为 24% ; 大约 37% 的受访者认为与美国建

立紧密关系更重要，与 2019 年的 50% 相比下降了不少。② 这表明德国民众对与

中国合作重要性的认知呈上升趋势。2018 年 3 月，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签署的

联合组阁协议中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对德国是一个特别大的机遇，德国要扩大

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也要管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③ 2019 年 1 月，

德国工业联合会发布报告强调，“中国仍然是德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德国

对以冲突为导向的经济、政治和技术遏制以及与中国脱钩不感兴趣。制度性的

差异和分歧不一定意味着冲突”。“鉴于德国工业目前在中国市场的地位以及在

中国的商业潜力，从经济上脱离中国将带来巨大的成本”。④

德国反对美国以“零和思维”处理对华关系实际上代表了整个欧盟的立场。

欧盟在经济上与中国的联系较为紧密，同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也需要中

国的贡献，因此对于欧盟来说，完全与中国脱钩的经济成本也将比美国高得

多。⑤ 针对拜登政府构建一个“反华联盟”的倾向，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

龙 ( Emmanuel Macron) 表示反对，认为“如果欧盟与美国结成统一战线对抗中

国，将可能导致最大程度的冲突”。⑥ 2019 年 3 月 12 日，欧盟发表对华战略文件

《欧盟—中国: 战略展望》，宣称中国不但是 “追求技术领先地位的经济竞争对

手”，还是“向外推行国家治理模式的制度竞争对手”，同时也是 “与欧盟目标

紧密一致的合作伙伴”。 “欧盟将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以履行联合国三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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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人权、和平与安全以及发展的共同责任”。①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中欧领导人

共同宣布《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如期完成谈判，该协定的签订具有世界性意义，

不仅有助于清除中欧投资障碍、促进中欧经济发展和制度对接，也能够为区域

合作、全球化发展与经济复苏提供强劲动力。虽然中欧谈判是在美国反对甚至

干预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对谈判本身没有起到实质性阻碍作用，反而推动双

方加快了谈判进度。这充分表明欧盟与美国对华立场的根本差异，以及欧盟不

愿意一味迎合美国而牺牲自己利益的态度。

( 二) “多边主义”理念和“规则主导”方式上的接近

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原则下的单边主义原则与德国的多边主义传统发

生了严重碰撞。特朗普上台后，陆续退出一系列多边机制和条约，包括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 ( TPP)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UNESCO) 、《巴黎气候协定》、伊

朗核协议等。2020 年，在新冠疫情全球暴发之际，美国宣布停止对世界卫生组

织的资助，并将在次年退出该组织。这一系列 “退群弃约”的单边主义行为使

欧盟受到沉重打击，严重冲击了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美欧关系框架。在美国决

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米娜·安德烈耶娃 ( Mina

Andreeva) 表示，该协议仍然是“关于气候变化的最重要的国际协议”，欧盟将

继续“在这一法律框架内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它的大门仍然向美国敞开，希

望有一天美国能够重新加入”。② 在特朗普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之后，欧盟委

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 Ursula von der Leyen) 表示: “面对这一全球

威胁，应当加强合作以共同解决，必须避免削弱国际成果的行为出现”，“我们

敦促美国重新考虑其宣布的决定。”德国卫生部长詹斯·斯潘 ( Jens Spahn) 认

为美国的行为是 “令人失望”的，“欧盟必须发挥领导作用”。③ 特朗普政府时

期美欧“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外交理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异，严重地削弱

了双方的战略互信以及合作基础。

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 “单边主义”特征还表现在忽略与德国等欧洲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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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之间的战略合作，以“交易方式”对待欧洲盟友，迫使其承担更多的防务责

任。冷战后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逐渐东移，欧洲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不断

下降。美国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对欧洲盟友长期 “搭便车”的行为极为不

满。北约曾在 2014 年要求各成员国在 10 年之内将军费开支增加至 GDP 的 2%，

然而大部分成员国未能达标，剩下的约 70% 的缺口由美国来承担。特朗普利用

这一承诺大力推动同盟国分担防务开支，以减轻美国的负担。在美国的敦促下，

欧洲盟友同意每年再支付 1300 亿美元，2024 年将达到 4000 亿美元。① 北约各成

员国在伦敦峰会上同意，将美国在北约总计 25 亿美元的年度行政预算份额从

22%降至 16%。② 2020 年 7 月，特朗普指责德国向北约拖欠防务军费，表示

“不再想被当成傻瓜”，并将 12000 名士兵撤出德国。该做法受到美德两国官员

的广泛批评。德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诺伯特·洛特根 ( Norbert Ｒoettgen) 认为

此举将“削弱北约同盟”，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 ( Markus Soeder) 表示

“这给德美关系带来了负担”，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 ( Mitt Ｒomney) 将撤离德国

的决定描述为“严重失误”和“对朋友和盟友的一记耳光”。③

拜登上台后表示将回归到多边主义舞台，修复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并

将依靠国际规则来处理对华关系。拜登就任首日签署 17 项行政命令，包括重返

《巴黎协定》，强调“解决气候危机是一个优先事项”，这与欧洲盟友对气候变化

议题的重视相契合，体现了拜登政府对欧洲盟友的重视以及对 “多边主义”理

念的回归。拜登政府将与欧盟在投资贸易、制度竞争、高科技以及军事安全等

领域加强针对中国的协调和互动，依靠 “规则主导”的方式在美欧多边主义的

框架下处理对华关系。2020 年 12 月，欧盟发布了《欧盟—美国应对全球变化的

新议程》 ( A new EU － US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 ，该倡议强调了美国和欧洲跨

大西洋关系得以建立的共同历史、价值观和利益基础，以及美欧关系对于卫生、

安全、气候、贸易和技术以及多边秩序方面全球合作的重要性。欧盟提出，大

西洋伙伴关系新议程的基本原则应当 “致力于更加强大的多边行动和制度，追

求共同利益和发挥集体力量，以公平、开放、竞争的价值观为基础”。可见，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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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时期美国与德国关于 “多边主义”的理念将重新靠拢，在依靠国际规则的

“印太战略”实施方式上达成一致。

四、德国 “印太战略”未来趋势及对中国的影响

德国作为欧盟实力最强、最具影响力的领导力量，其 “印太战略”的出台

不仅预示着德国将介入印太地区事务，还将推动 “印太战略”的欧洲化，对整

个印太地区以及世界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是德国 “印太战略”中的重要

因素，也是德国出台 “印太战略”的重要动力。德国 “印太战略”将给中国的

周边安全环境以及中德关系带来一定影响。

第一，德国 “印太战略”将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面临更大的压力。德国

“印太战略”的提出，预示着德国将作为重要的国家行为体介入印太事务，推动

印太地区的多极化并导致地缘政治复杂性上升。虽然德国二战之后以和平主义

为价值取向，在军事和安全方面奉行“克制文化”，与大力强化军事前沿部署的

法国相比，德国的军事实力极为有限。但是，随着欧盟加强 “战略自主”以及

面对美国向北约盟友施加压力，德国在印太地区安全战略方面将有所突破。德

国国防部长安格雷特·克拉姆普·卡伦鲍尔 ( Annegret Kramp － Karrenbauer) 表

示，“德国政府将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和防御政策合作，包括参与安全论坛、

参与军事演习、部署联络军官以及各种形式的海军活动”。① “德国将于 2021 年

派护卫舰前往印太地区进行巡逻，并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比如与澳大利亚正

在进行的合作谈判，并声称 ‘领土争端、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以及中国称霸全球

的野心只能通过多边途径来解决’”。② 12 月，日 本 防 卫 大 臣 岸 信 夫 ( Nobuo

Kishi) 呼吁德国加紧向东亚地区派一艘军舰，并建议其穿越南海水域，有助于

确保国际社会在南海地区自由航行的权利。③

同时，德国将继续以“规则”为说辞否定中国的南海主张，给中国施压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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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压力。2020 年 9 月，法国、德国和英国向联合国提交的一份照会中声称 “中

国在南海行使 ‘历史权利’不符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呼吁南海

各方尊重 2016 年南海仲裁裁决结果，并依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则和争端

解决程序和平解决南海的海事请求。① 德国 《印太政策指导方针》中也明确指

出，“鉴于对岛屿和陆地构成的竞争性主张，以及关于受影响海域的使用问题，

联邦政府特别主张以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的基于和平、规则和

合作的解决办法。2016 年 7 月 12 日，根据‘公约’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作出的

仲裁裁决，对南海海洋权利主张具有重要意义。”② 由此可见，德国将在 “印太

战略”的框架下，加强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与盟友的安全合作，同时以

规则制衡的方式来否定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合法权利与主张，遏制中国在南海地

区的影响力，进一步加深南海局势的复杂性。

第二，德国对华关系中的价值观因素凸显。默克尔政府秉持实用主义和经

济利益优先的原则，在十几年的对华关系中将价值观这一因素淡化。然而，在

新冠疫情全球暴发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上升，迫于国内政界

压力，德国对华价值观外交重新浮出水面。2020 年 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颁布之后，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大肆污蔑国安

法破坏“一国两制”、违背《基本法》和 《中英联合声明》，声称威胁香港人民

的自由。③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强硬态度，默克尔的态度相对谨慎保守，表示要寻

求与中国的对话。与此同时，德国外交部警告在香港的德国公民不要发表对中

国不满的言论。默克尔的态度令德国政客大为不满，批评其对中国的立场过于

软弱。基民盟成员、德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诺伯特·罗特根 ( Norbert

Ｒttgen) 表示，“德国政府对香港的表态是最低限度，这远远不够”。④ 社民党

外交政策发言人尼尔斯·施密德 ( Nils Schmid) 批评默克尔的对华政策 “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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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时代”。① 2020 年 9 月王毅外长访问欧洲之前，几位国会议员致信向马斯施压，

令其污蔑中国最近在香港问题上“公然违反国际法律规范”，并称 “德国不应该

再像之前那样对华克制谨慎了”。②

迫于德国政界的压力，默克尔在对华人权等问题上表现出愈加强硬的态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默克尔在德国联邦议会讲话中，抨击中国在香港的最新事态

发展，强调“可怕的常常是人权问题”，“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发展，‘一国两

制’的方针受到越来越多的损害，我们将继续追踪并解决这个问题”。③ 德国

《印太政策指导方针》也表示将人权作为其重点领域，德国将持续关注印太地区

国家的人权状况，并通过欧盟的框架来与国家展开对话，这预示着德国将加大

价值观因素在对华关系中的比重。同时，拜登上台后重新强调美国对华关系中

的价值观因素，明确表示将把人权问题作为优先事项，美欧将以统一立场加大

同中国在价值观方面的博弈。

第三，经济议题在中德关系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德国 “印太战略”的

重要目标是寻求加强与印太地区伙伴国家之间的 “多元化”经济合作，减少对

中国的经济依赖，并试图以 “规则主导”的方式制约中国经济模式的影响力。

然而，德国想降低对中国经济依赖的愿望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2016 年以

来，中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经贸合作的战略价值在新冠疫情背景

下更加突出。2020 年第二季度中国成为德国最大的出口国，在 2020 年德国商品

出口下降近 10%，进口下跌 8. 6% 的背景下，中德贸易额近 2000 亿美元，逆势

增长 3. 9%。目前，德国对华贸易已经恢复到了危机之前的水平，与美国企业响

应中美脱钩不同，德国没有表现出减少在华企业的迹象。④ 毫无疑问，在新冠疫

情暴发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唯一一个 GDP 实现正增长的国家，成为拉动德国贸

易、帮助其经济回暖的重要动力。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德国只是中国第五大贸

易国，德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远远超过中国对德国的依赖。在出口领域，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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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汽车行业严重依赖中国市场。中国是德国机械和汽车产业最重要的市场，包

括大众、戴姆勒和宝马在内的主要德国汽车制造商都严重依赖中国市场。戴姆

勒在中国的营业额占其总额的三分之一，并且在过去五年中销售额增长了两

倍。① 大众汽车公司现在在中国的销售额约占总量的 40%，2020 年底，大众汽

车公司宣布在中国投资 20 亿欧元用于电动汽车。② 德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对中国

严重依赖的格局，其经济和贸易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鉴于德国工业界的庞大

利益，经济议题在中德关系中的分量依然很重。因此，德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可以成为中国提升与德国关系的突破口。

第四，中德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态势日趋激烈。中国高科技的飞速发展，

给以技术强国著称的德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慕尼黑安全报告》指出，近几年

中国在技术领域的飞跃在全世界有目共睹，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连接

技术等新兴技术上日益显现的优势，在西方引起了恐慌，尤其是 5G 技术。③ 德

国对于中国高科技领域带来的竞争采取了两方面的举措。一方面，提高了对中

国高科技技术的进入门槛，并拒绝了中国收购部分高科技企业的请求。在未来，

5G 技术将成为电网、供水和运输基础设施所需的通信主干，而此时采用 5G 技

术则意味着将对中国的依赖加强，不利于欧洲技术自主性、经济增长以及竞争

力的提升。2020 年 12 月，德国通过了 “IT 安全法 2. 0” ( IT － Sicherheitsgesetz

2. 0) ，内政部长霍斯特·西霍弗 ( Horst Seehofer) 将这项法律描述为 “德国网

络安全的突破”④。虽然该法律没有明确提到华为，但是赋予了当局在网络安全

方面阻止华为介入该国建设 5G 网络的权利。⑤ 12 月，德国以 “国家安全”为

由，拒绝了中国公司对德国一家专门从事包括 5G 在内的卫星和无线电技术公司

的收购请求，而中国外交部对此称 “不应将正常的经贸合作政治化，以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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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为借口实行保护主义”。①

另一方面，德国将提升科技竞争力作为其 “印太战略”的重要方向。2018

年，默克尔政府发布了《高科技战略 2025》，决定将 150 亿欧元的投资用于尖端

科技的发展。欧盟的目标是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3% 用于研发，德国希望到 2025

年将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到 3. 5%。② 德国将推动与印太地区国家在科技和科学

研究方面的合作，目前其已经与诸多印太地区国家成立了科技合作机构，如

2010 年成立的旨在推动两国工业和研究方面合作的印德科技中心; 德国还将推

动科学领域中的合作研究，如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和越南—德国大学，以及推动

与印太地区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呼应国内的高科技战略，提升德

国的高科技竞争力和软实力。

五、中国对德美 “印太战略”的差异化应对

德国“印太战略”的推出对中国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当前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加速演进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双重叠加的背景下，德国对中国经

济的依赖短期内很难降低。因此，中国对于德国的战略价值进一步上升。“印太

战略”实际上是德国针对如何推动与中国合作并管理与中国的关系而提出的方

案，可以说，通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推进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

仍是德国对华外交的主要目的，也是我们应当利用和把握的宝贵机遇。同时，

中德关系将面临一定的考验，因目前价值观因素进一步凸显、高科技领域竞争

激烈，德国还将在安全领域对中国进一步施压。此外，德国 “印太战略”还将

推动“印太战略”的欧洲化，尤其将推动与法国在 “印太战略”上的协调，力

求早日促成欧盟统一“印太战略”的出台，届时中国在欧洲方向将面临更大的

压力。

中国需要从战略高度认识中德关系的重要性。中德关系是中欧关系的核心，

德国作为欧盟的领导性力量，其对华外交政策影响整个欧盟的对华外交政策。

中国不应被动接受西方国家的“印太”话语以及其 “印太战略”的实施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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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而应当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引导中德关系向良性方向发展。就中德关系

的各个方面来看，经贸往来仍然是中德关系中的重要环节，中国要在双边关系

发展的过程中，平衡中德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进一步凸显德国外交中的实用

主义因素，淡化价值观因素; 中国还应发挥高层交往的引领作用和顶层设计，

确保双边关系发展不偏离既定轨道，通过政府磋商机制进一步充实中德战略伙

伴关系的内涵，拓展中德务实合作; 此外，还应加强中德两国在国际多边事务

中的合作，如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医疗卫生等领域，彰显大国

担当和宽广胸襟，消除德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

随着欧洲国家进一步介入印太地区事务，其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将进一步

增强，在某些议题上可能制定针对中国的统一政策，中国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我们可以通过对比分析欧洲国家在印太地区战略利益与优先事项的差异，寻找

缓解压力的突破口。就目前已经出台 “印太战略”的三个国家来说，法国的

“印太战略”更偏重安全和防务，侧重于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及和伙伴

国家的安全合作，并且在 “印太战略”中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这是由于法国

以国防与军事安全作为其外交战略的优先事项，以此作为彰显其大国形象与影

响力的战略考量。同时，作为其经济重要支撑的国防工业的发展也依赖向印太

地区国家的出口。而德国与荷兰的经济严重依赖对外贸易，中国是他们在印太

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他们的利益着眼点在于规避该地区的大国竞争、确保海

上贸易通道安全、推动印太地区的多边主义以及 “基于规则”的秩序构建。我

们可以根据欧洲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相异的利益着眼点以及对华战略的差异，

分别制定针对性的外交政策，最大可能争取欧洲国家的信任与支持。

中国是各个版本“印太战略”的主角，各个国家的 “印太战略”都有一定

针对中国的成分。但是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立场并不相同。

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实质上是建立以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为代表

的四边安全机制为基础的印太“新北约”，重拾已经过时的冷战思维，挑起不同

群体和集团之间的对抗，并引发地缘政治竞争，以维持美国的统治地位和霸权

体系。该战略违背了东亚合作所追求的互利共赢的精神，影响了以东盟为中心

的区域合作框架，最终将破坏东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① 欧洲版的 “印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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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美国那样激进，既有依赖中国、加强与中国合作的意愿，也有以 “规则”

主导平衡中国崛起的考量，但是绝不希望与中国出现 “脱钩”的局面。同时还

倡导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合作，维持地区力量平衡、规避大国战略竞争。

我们要认清两个“印太战略”版本存在的立场差异，避免掉入美国试图构建以

对抗中国为目的印太话语体系的战略陷阱。同时，我们要掌握战略主动权和话

语权，塑造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并

积极引导以合作而非对抗为基调的印太新秩序的正向发展。

在当前的局势下，我们需要将中德关系置于中美欧关系的大格局背景下进

行审视。拜登上台后，西方力量可能会有一定限度的联合，并进一步加大在中

国问题上的一致性，有可能在所谓的人权问题、科学技术以及南海问题等议题

上对中国施压，但我们也不应过分夸大中国面临的来自美欧战略联合的压力。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时期双方战略互信被严重削弱，在众多议题上存在分歧与

矛盾，“美国优先”仍将隐形地体现在拜登政府的对欧政策中，美国与欧洲盟友

关系修复有一定的限度，较难形成对抗中国的联盟;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并非

铁板一块，欧洲和美国是具有不同利益和对华立场的独立行为体，欧洲并不会

一味迁就美国而牺牲自身利益。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欧洲国家的立场与

作用对于中国至关重要。拜登上台后将重新评估对华战略方针，争取修复与盟

友之间的关系并恢复美国的实力，我们应当把握这宝贵的时间点，立足德国与

美国“印太战略”的差异性，积极推进中德关系与中欧关系。

( 责任编辑 朱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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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thinking China＇s Indian Ocean Strategy
Zhu Cuiping，Wu Ju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21st － Century Maritime Silk Ｒoad”initiative，

China＇s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Indian Ocean has be-
come increasingly close，and China＇s demand for the security in the Indian Ocean has
also increased. At the same time，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s changing. The U. S.
has shifted its strategic focus from counter － terrorism to balancing“strategic competi-
tors，”trying to unite Japan，India，the major power in the Indian Ocean，and Aus-
tralia，the middle power，to check and balance China through the“Indo － Pacific
Strategy”and even the“Quad．”A significant change recently is that the defense and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the U. S. in the Indian Ocean has continued to
deepen，and the trend of jointly countering China has become more obvious. At the
same time，European powers including the UK，France and Germany have also succes-
sively competed for the influence in the Indian Ocean. These has triggered new changes
in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of the Indian Ocean，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among ma-
jor powers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has been further intensified. China is not a country
in the Indian Ocean，but it is an extraterritorial power closest to the Indian Ocean. It is
in China＇s interest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build a peaceful and stable international envi-
ronment for the Indian Ocean.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success of the“21st － Century
Maritime Silk Ｒoad”initiative depends largely on how China makes its Indian Ocean
strategy.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rethink China＇s Indian Ocean strategy and actively
shape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in the Indian Ocean that is beneficial to China，so as to
better protect China＇s economic security and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Indian Ocean.

Key Words: Indian Ocean， “Indo － Pacific Strategy”，Quad，21st － Century
Maritime Silk Ｒoad

Merkel Government＇s“Indo － Pacific Strategy”and Impacts to China
Wang Xiaowen

Abstract: Germany＇s Merkel government，launched policy guidelines for the I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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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ific in September 2020 and become the second European country，just following
the France，to launch an“Indo － Pacific Strategy. ”Germany＇s“Indo － Pacific Strate-
gy”is mainly implemented from three aspects: political mode，economic mode and
partnership，which reflects Germany＇s economic prosperity relies heavily on Indo － Pa-
cific region，trying to maintain a Western － dominate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Indo －
Pacific，responding to economic competition from China＇s rise，and promoting the EU＇s
“strategic autonomy”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lack of strategic mutual trust. By
comparing Germany＇s“Indo － Pacific Strategy”to the U. S. ＇s“Indo － Pacific Strategy，”
we can find that there ar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their positions and strategic ap-
proaches towards China. After Biden took office，they have come closer to each other in
the concept of“multilateralism”and the way of“rules － led. ”Germany＇s“Indo － Pa-
cific Strategy”makes China＇s peripheral security environment face greater pressure，the
factor of value in Germany＇s relations with China has become prominent，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issues in Sino － German relations is increasing，and the competition be-
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high － tech field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ierce. Germany
＇s“Indo － Pacific Strategy”brings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China. China
needs to deal with the“Indo － Pacific Strategy”of Germany and the U. S. in different
ways，avoid falling into the trap of confrontation of the“Indo － Pacific Strategy，”and
actively shape the new Indo － Pacific order.

Key Words: Germany＇s Diplomacy，Merkel＇s Government，“Indo － Pacific Strat-
egy”，Sino － German Ｒel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India － Saudi Ｒelations under Modi
Administration: Fields，Characteristics and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Chen Jie

Abstract: Since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came to power，India＇s relations
with Saudi Arabia have substantially upgrad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Link West”pol-
icy. In India － Saudi relations，energy，trade and investment constitute priority areas;
security and military cooperation are emerging areas，and people － to － people ties，as
traditional areas，are important paths to exert India＇s soft power. India＇s relation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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