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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前，美国基于推进“印太战略”的需要，十分重视与印

度的防务合作，而印度也迫切需要强化其国防工业实力，且印美两国

已有的防务合作也亟待优化。在此背景下，印美于 2023 年 6 月提出要

推动建立“下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重点是在关键和新兴国防技术

的联合研发、供应链整合、共同生产以及联合采购等方面进行系统性

深入合作，并期望促使双方防务合作从“政府对政府”的传统模式升

级为政府、国有产业、私营企业、学术科研等部门和机构交互合作的

新模式。同时，印美通过对之前的协议进行升级和补充，可进一步落

实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布局。目前，防务合作依然是两国的战

略契合点，其双边防务关系虽面临一系列障碍，但仍呈现出进一步提

升的趋势，这对地区安全形势和中国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影响，值得

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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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印美防务合作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并取得了明显

进展，但尚未达到双方的预期目标，主要是在军售和军事科技转移方面，

国防产业合作成果不多，相关合作依然面临诸多问题。近年来在中国崛起、

美国强化对华遏制打压、世界大国在防务领域新兴技术发展迅速且竞争激

烈的大背景下，印美基于各自和共同的战略需求，防务合作迅速提升。在

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背景下，美国称美印关系为 21 世纪最具战略意义

和影响力的关系之一，支持印度成为“全球领先大国”，并视其为美国在“印

太”地区的重要伙伴。[1] 印度也十分看重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大幅改变自身

的外交传统与政策惯性，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迅速加强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安

全、经济等议题的实质性合作。[2] 为回应美国“印太战略”诉求，在多边层

面，印度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共同组成“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

在双边层面，印度着力在各领域全面提升印美防务合作关系，进展十分突出。

2023 年是印美关系发展标志性的一年，两国的政府间关系和防务合作

取得明显进展。6 月 21—24 日，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对美国进

行国事访问，受到美国第二次安排在国会演讲的高规格待遇。印美领导人

举行高峰会谈并发布联合声明，宣称当前的“印美主要防务合作伙伴关系”

（U.S.-India Major Defense Partnership）已成为“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支柱”，

在此基础上两国要推动“下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发展。[3] 双方还达成了

包括太空、网络、生物技术、先进材料以及稀有矿产合作在内的“关键和新

兴技术倡议”（ICET）。美国国防部称此为美印防务伙伴关系的转型时刻，

两国已从过去简单的国防产品出售与购买关系，转向共同生产研发主要武

器系统的深入合作，双方在网络空间、关键技术以及海上安全等各个领域

都设有工作组，并且期望在人工智能、先进传感器、无人系统、量子技术

[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India Relations,” November 9, 2023, https://

www.state.gov/united-states-india-relations/.

[2] 王世达 ：《论印度与美西方国家的关系 ：现状、动力、影响及趋势》，载《和平与

发展》2023 年第 1 期，第 72 页。

[3] The White House,“Joint Statem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June 22,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6/22/joint-statement-

from-the-united-states-and-india/#:~:text=President%20Biden%20and%20Prime%20

Minister,milestone%20in%20U.S.-India%20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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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vid Vergun, “U.S., India Rapidly Expand Their Military Cooperation,”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20,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

Article/3433245/us-india-rapidly-expand-their-military-cooperation/.

[2] Jim Garamone, “Defense Part of Deepening Overall U.S.-India Relationshi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22,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

Article/3436525/defense-part-of-deepening-overall-us-india-relationship/.

[3] Farwa Aamer and Akriti Vasudeva Kalyankar, “Historic Feats and Enduring Debates: 

U.S.-India Relations in 2023,” The Diplomat, December 29, 2023, https://thediplomat.

com/2023/12/historic-feats-and-enduring-debates-u-s-india-relations-in-2023/.

[4]“India-US Ties Look Promising, but India Must Seize the Moment,” The Sunday 

Guardian, July 9, 2023, https://sundayguardianlive.com/investigation/india-us-ties-look-

promising-but-india-must-seize-the-moment.

和海底态势感知等多个关键领域开展合作 [1]，此为美印在安全合作方面取得

的“巨大进展”。[2] 印度专家学者也称此象征着印美关系进入“成熟期”。[3]

整体而言，印美防务合作已在军售、军事技术转移、国防工业发展、国防产

业链、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联合军演以及后勤合作等各个领域全面铺开，

呈现出新的态势和特点。[4]

长期来看，印美虽然在战略目标上存有分歧，但防务合作依然是两国

的战略契合点，这也是双方不断深化防务合作的战略动因。在此背景下，

研究印美“下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的内容和特点，以及印美双方建立

此类伙伴关系的战略动因、其趋势和发展前景、它将给地区和中国带来的

影响，将有助于掌握美国在我国周边地区的具体军事部署动向及其对中国

的国家安全所带来的影响，具有一定政策参考和学术研究价值。

一、印美“下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的主要内容

美印提出建立“下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旨在不断深化双方防务合

作内容、拓展合作领域，反映了两国防务合作的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势。

（一）印美“下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的概念及主要内容

从词汇含义看，印美使用“下一代”一词来定义双方的防务合作关

系有两层含义：其一，印美防务合作应根据新形势进行全面更新；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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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美防务合作应当是面向未来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从美国和北约在国防

安全领域的用词习惯来看，“下一代”有两种意涵。一是有“未来的”“新

型的”意涵。在美国的国防体系中，该词一般用于形容某个正在研发中的

新式武器系统或军事技术。例如，美国陆军的“下一代班组武器”（Next 

Generation Squad Weapons）、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正在

研发的“下一代拦截导弹”（Next Generation Interceptor）等。二是“下一代”

也有根据新形势对未来进行长远规划的意涵。然而，该词以往极少用来描

述国家之间的防务合作关系。2009 年 , 北约时任秘书长夏侯雅伯（Jaap de 

Hoop Scheffer）呼吁北约建立“下一代伙伴关系”的战略概念使用了这一词

汇，是期望北约各国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对北约与他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形式、

范围和限定达成长期共识。[1]

从印美在 2023 年 6 月 22 日发布的联合声明来看，两国“下一代防务

合作伙伴关系”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国防工业合作、建立“国防加速

生 态 系 统”（U.S.-India Defense Acceleration Ecosystem，INDUS-X）、 后 勤

维修和维护基础设施建设、军事技术转移和军购，可归类为国防生产与研发、

后勤合作以及军购与技术转移三个方面（详见表 1）。[2]

[1] Stephan Frühling and Benjamin Schreer, “Creat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NATO 

Partnerships,” The RUSI Journal , Vol.155, No.1, 2010, pp.52-57.

[2] The White House,“Joint Statem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June 22,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6/22/joint-statement-

from-the-united-states-and-india/#:~:text=President%20Biden%20and%20Prime%20

Minister,milestone%20in%20U.S.-India%20relations.

[3] Ibid.

合作类别 合作领域 具体合作内容

国防生产

与研发
国防工业合作

落实“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Defense Industrial 
Cooperation Roadmap）；
消除国防工业合作的监管障碍；
尽早达成《供应安全安排协定》（Security of Supply 
Arrangement，SOSA）；
开启《互惠国防采购协议》（Reciprocal Defense 
Procurement Agreement，RDP）谈判

表 1  印美“下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的合作领域及内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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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印美“下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的主要内容是国防生产与研

发，其核心目标是落实“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2023 年 6 月莫迪访美之

前，两国防长于 6 月 5 日达成了上述合作协议，以求“改变两国防务部门合

作的范式”。[1]6 月 21 日，为了促进在国防科技研发、技术创新以及初创企

业培育方面的合作，两国启动了“印美国防加速生态系统”。该系统是印美

“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的一部分，主要目的是为两国国防初创企业建立联

系 [2]，包括国防产业领域的“初创企业指导计划”“初创企业加速器计划”“初

创企业联合挑战奖励计划”以及“印美联合创新基金”等项目，旨在促进

两国政府、初创企业、国防工业部门、大学以及智库等公共和私营部门之

[1] YP Rajesh, “US, India Agree Roadmap for Defense Industry Cooperation,”Reuters, 

June 5,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india-conclude-roadmap-defence-

industrial-cooperation-2023-06-05/.

[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act Sheet: India-U.S. Defense Acceleration Ecosystem 

(Indus-X),” June 21, 2023, https://media.defense.gov/2023/Jun/21/2003244837/-1/-1/0/

FACTSHEET-INDUS-X-FINAL.PDF.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续表 1

合作类别 合作领域 具体合作内容

国防生产

与研发

“印美国防加速

生态系统”

建立一个由两国大学、初创企业、工业实体和智库组

成的合作网络；

美国太空军与印度 114 AI 和 3rdiTech 公司签署了第

一份合作研发协议

后勤合作
后勤维修和维护

基础设施建设

印度成为美国海军前沿部署资产的维护和维修中心；

美国与印度船厂达成《主舰船维修协议》（Master 

Ship Repair Agreement，MSRA）；为印度飞机和舰船

建立物流、维修和维护基础设施

军购与

技术转移

军事技术转移 F414 航空发动机的技术转让

军购

印度采购 MQ-9B 高空长航时（HALE）无人机，该

型无人机将在印度组装；

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在印度建立一个全球维护维修运

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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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战略技术伙伴关系和国防工业合作。2023 年 6 月 20—21 日，由印度

国防卓越创新中心（Innovations for Defense Excellence，iDEX）[1] 和印美国

防部举办，印美商业理事会（US-India Business Council）、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承办的为期两天的相关活动在华盛顿举行。[2]

其次，印美对后勤合作领域进行了新的升级。美国正在积极推动印度

成为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的后勤中心。目前，美国海军已与位于印度

泰米尔纳德邦卡图帕里港（Kattupalli）的拉森图博造船厂（Larsen & Toubro 

Shipyard）达成了《主舰船维修协议》，并与孟买的马扎冈造船厂（Mazagon 

Dock Limited) 以及果阿造船厂（Goa Shipyard）就达成《主舰船维修协议》

进行最终协商，未来美国海军舰艇可在这些造船厂进行维修和保养。[3]2022

年 8 月，美国海军的“查尔斯·德鲁”号干货补给船已在拉森图博造船厂

进行了保养维护。

最后，印美在传统的军事技术转移和军购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进展。

2023 年 6 月莫迪访美期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航空航天部门与印度国有的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签署协议，将在印度联合生产 F414 发动机，以为印度自

制的“光辉”战斗机提供动力。早在 1986 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就与印度斯

坦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发展局共同研发过配备 F404 发动机的轻型战斗机。[4]

[1] iDEX 由印度“国防创新组织”（DIO）资助和管理，是印度国防创新组织的执行机构。

iDEX 倡议由莫迪总理于 2018 年 4 月发起。旨在通过中小微企业、初创企业、个人创新者、

研发机构和学术界等相关方的参与，实现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的自力更生，促进创新和技

术发展。iDEX 与印度国内领先的孵化器合作，为 iDEX 挑战的获胜者提供支技术支持和指

导。参见 Ind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 Production, “Innovations for Defence Excellence (iDEX),” 

https://www.makeinindiadefence.gov.in/pages/innovations-for-defence-excellence-idex-。

[2]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Government of India, “India-United States Defence 

Acceleration Ecosystem (Indus X) Launched in Washington Dc, U.S.,” June 22, 2023, https://pib.

gov.in/PressReleaseIframePage.aspx?PRID=1934311.

[3] Mike Schuler, “U.S. Navy Finalizes Ship Repair Agreement with Indian 

Shipyard,”Captain, June 26, 2023, https://gcaptain.com/u-s-navy-finalizes-ship-repair-

agreement-with-indian-shipyard/.

[4] “GE to Jointly Produce Fighter Jet Engines in India,”CNBC, June 22, 2023, https://

www.cnbc.com/2023/06/22/ge-to-jointly-produce-fighter-jet-engines-in-ind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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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美“下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的特点

第一，重点是在新兴国防技术的联合研发、供应链、共同生产以及采购

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合作。2023 年 6 月，美国总统拜登（Joseph Biden）在欢迎

莫迪访美的讲话中表示，“我们已将关键和新兴技术作为我们下一代伙伴关系

的支柱”。[1] 根据两国制定的“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印美将为提高双边防

务合作进行政策协调；双方的国防企业将建立商业和产业合作关系，并加强

人员联系与创新合作；同时，两国将减少许可证、出口管制以及技术转移和

安全方面的制度和法规障碍，增强供应安全、降低防务贸易壁垒、促进防务

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双边合作项目将以符合两国的国家战略需求并以应对

具有共同利益的军事问题为优先项；印度将成为美国及其“印太”地区同盟

和伙伴的后勤中心；印度国防工业将融入美国国防和航空航天公司的全球供

应链；印方将努力落实《工业安全附件》（Industrial Security Annex）；两国将

努力尽早达成《供应安全安排协定》和《互惠国防采购协议》。[2] 该路线图

还确立了 5 个优先合作领域：情报监视和侦察、海底态势感知、包括航空发

动机在内的空战与支援系统、弹药系统以及机动性。[3]

其中，《工业安全附件》是印美于 2002 年签署的《军事信息总体安全

协定》（GSOMIA）的一部分，该附件允许美国防务企业与印度国有防务企

业合作，并共享敏感的国防技术信息，为两国国防工业的共同研发和生产

合作提供必要框架。[4]《供应安全安排协定》则是一套不具约束力的国际合

[1] Jim Garamone, “Defense Part of Deepening Overall U.S.-India Relationshi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22,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

Article/3436525/defense-part-of-deepening-overall-us-india-relationship/.

[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oadmap for U.S.-India Defense Industrial Cooperation,” 

June 5, 2023, https://media.defense.gov/2023/Jun/21/2003244834/-1/-1/0/ROADMAP-

FOR-US-INDIA-DEFENSE-INDUSTRIAL-COOPERATION-FINAL.PDF.

[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oadmap for U.S.-India Defense Industrial Cooperation,” 

June 5, 2023, https://media.defense.gov/2023/Jun/21/2003244834/-1/-1/0/ROADMAP-

FOR-US-INDIA-DEFENSE-INDUSTRIAL-COOPERATION-FINAL.PDF.

[4] “Why Both India and the US are Equally Keen for Defense Collaboration Via Industrial 

Security Annex?” The EurAsian Times, December 25, 2019, https://eurasiantimes.com/why-

both-india-and-the-us-are-equally-keen-for-strategic-defense-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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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议，旨在为美国从该协议的签署国优先获取或为其优先提供国防物质

和服务建立一个合作框架。美国国防部与选定的外国政府签订该协议，以

确保在和平时期、紧急情况下和武装冲突期间，相互及时提供与国防有关

的物资和服务，使美国和其他协议签署国可要求对方公司优先履行合同。[1]

《互惠国防采购协议》则旨在允许美国国防部和印度国防部向对方国家的

企业进行国防采购，该协议的谅解备忘录是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2]

第二，印美防务合作已从“政府对政府”的传统模式升级为政府、国

有部门、私营企业、学术科研机构交互合作的新模式。目前，两国围绕“印

美国防加速生态系统”制定了三项合作议程。其一，建立双边合作机制，

设立一个高级顾问小组来评估合作议程的进展情况，并为国防机构和其他

利益相关方的未来工作提出建议。其二，提出产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引领初

创企业倡议。内容包括印美的国防企业共同为初创企业提供指导；相关企

业和科研院所共同为初创企业探索合作机会，在国防商业化、业务发展、

产品改进、技术进步、融资机会方面寻求合作；两国大学和初创企业在国

防技术创新、应用和商业化方面交流实践经验；两国国防企业共同为初创

企业探索合适的供应链。其三，建立公共和私人部门合作伙伴关系，包括

印美国防部为初创企业设定共同的挑战目标；探索初创企业相互访问各自研

发中心和创新实验室的途径，以支持它们合作并探索互相测试和认证企业的

能力；设立“印美联合创新基金”以支持初创企业；放宽相关跨境研发和贸

易法规；寻求对国防创新生态系统开发的技术进行标准化认证。[3] 值得注意

[1]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Security of Supply Arrangements (SOSAS): Background 

and Issues,” August 10, 2021, https://sgp.fas.org/crs/natsec/IF11894.pdf.

[2] “Security of Supply Arrangement, Reciprocal Defense Procurement Agreements Will 

Bring Indo-US Defense Industries Together: Pentagon,” The Economic Times, June 21, 2023,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security-of-supply-arrangement-

reciprocal-defense-procurement-agreements-will-bring-indo-us-defence-industries-

together-pentagon/articleshow/101156102.cms?from=mdr.

[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act Sheet: India-U.S. Defense Acceleration Ecosystem 

(Indus-X),” June 21, 2023, https://media.defense.gov/2023/Jun/21/2003244837/-1/-1/0/

FACTSHEET-INDUS-X-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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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印度的一些人工智能和芯片领域的创新企业已经在国防技术领域崭

露头角。印度初创企业 114 AI 和 3rdiTech 公司与美国太空军签署了国际研

发协议，114 AI 公司将与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合作研究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

技术集成进无人机系统中，而 3rdiTech 公司将与通用原子公司合作开发用

于无人机的尖端半导体元件。[1]

第三，印美对之前签订的协议进行升级补充，以落实在“印太”地区

的战略布局。推动印度成为该地区的后勤中心以及与印度签署《主舰船维

修协议》等举措，是美国海军在该地区布局的重要一环。美国海军有意在

整个“印太”地区布局一系列海军维修维护中心。从地理位置上看，印美

签订《主舰船维修协议》的船厂分别位于印度东西海岸，战略位置显著。

而在西太平洋地区，未来美国也有可能与日本造船厂签订类似协议。[2]《主

舰船维修协议》对 2016 年印美签订的《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Logistics 

Exchange Memorandum of Agreement）具有补充作用，后者允许两国使用双

方指定的军事设施添加燃料和补给，但其仅适用于港口停靠、联合演训、

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的情况，而前者则扩大了这一范围。[3]

最后，美国对印军售和军事技术转移限制呈现进一步放宽趋势。印美

在进一步落实之前协议的基础上有意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F414 飞机发动

机相关协议的达成，象征着美国有意愿向印度出口更为先进的装备并进行

技术转移。当前，世界上只有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英国具备生产

飞机发动机的能力。而美国极少与非北约国家或非盟友国家分享 F414 飞机

发动机技术，目前 F414 发动机也仅用于美国以及瑞典、澳大利亚、科威特、

[1] Raunak Kunde, “India and USA Collaborate on AI and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es for 

UAVs and Drones,” Indian Defence Research News, June 27, 2023, https://idrw.org/india-and-

usa-collaborate-on-ai-and-semiconductor-technologies-for-uavs-and-drones/.

[2]“U.S. Use of Japan Shipyards Will Cement Alliance: Ex-SDF Admiral,”Nikkei Asia, 

June 27, 2023,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Indo-Pacific/U.S.-use-

of-Japan-shipyards-will-cement-alliance-ex-SDF-admiral.

[3] Manoj Joshi,“New Delhi Is Adopting the Singapore Model for Military-Industrial 

Relations with the US,”The Wire, June 29, 2023, https://thewire.in/security/india-usa-

military-agreement-formal-ally-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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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韩国、印度和印尼的喷气式飞机。因此，印美关于 F414 飞机发动机

协议被认为是 2023 年莫迪访美最有实质意义的成果。[1]MQ-9B 无人机项目

则体现了美国对印军售和技术转让的限制正逐步放宽。印度海军自 2015 年

起就开始向美国求购 MQ-9B 无人机，但是根据 1987 年制定的“导弹及其

技术控制制度”（MTCR），该型无人机被归类为类别 I，要求“导弹及其技

术控制制度”成员国在出口此类装备时应“特别克制”。2017 年，特朗普

政府批准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向印度出售 22 架主要用于侦查和监视的“海上

卫士”无人机（MQ-9B Sea Guardian UAS）。[2] 随后，印度进一步要求增加

采购至 30 架，并且海陆空三军都要求获取相应型号的 MQ-9B 无人机。美

国政府批准了印度的采购要求，但印度国防部却一直采取观望态度。[3]2020

年，印度海军从美国通用原子公司租用了两架 MQ-9A 无人机。2023 年 2 月，

在班加罗尔举行的印度航空展上，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和美国通用原子

公司宣布，MQ-9B 无人机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将由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

的相关部门为印度市场生产。[4] 同年 6 月 15 日，印度国防采办委员会批准

采购 31 架无人机，其中海军 15 架，陆军和空军各 8 架。[5]2024 年 2 月 1 日，

[1] YP Rajesh,“Why GE Plan to Make Fighter Jet Engines in India Is a Big Deal,” 

Reuters, June 23, 2023,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why-ge-plan-

make-fighter-jet-engines-india-is-big-deal-2023-06-22/.

[2] 参见 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MTCR-Handbook,”2017, https://mtcr.info 

/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20/04/MTCR-Handbook-2017-INDEXED-FINAL-

Digital-CN-part-1.pdf.“Eye in the Sky for Indian Navy-Sea Guardians,”Financial Express, 

November 30, 2020. https://www.financialexpress.com/defence/eye-in-the-sky-for-indian-

navy-sea-guardians/2139908/。

[3] Krishn Kaushik, “India Approves Procurement of U.S. MQ-9b Seaguardian Drones,” 

Reuters, June 15, 2023,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india-approves-

procurement-us-mq-9b-seaguardian-drones-sources-2023-06-15/.

[4] Dinakar Peri, “Explained | the India-U.S. Deal for 31 MQ-9b Drones,”The Hindu, 

June 25, 2023,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explained-the-india-us-deal-for-

31-mq-9b-drones/article67008319.ece.

[5] Amrita Nayak Dutta,“India Hopeful of Having 15-20% Indigenous Content in MQ-

9b Drones,”The Indian Express, June 24, 2023,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india-

hopeful-of-having-indigenous-content-in-mq-9b-drones-8684558/#:~:text=India%20is%20

hopeful%20of%20having,a%20top%20government%20official%20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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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批准了这一对印军售项目，31 架 MQ-9B 无人机售价估计为 39.9

亿美元。[1] 美国通用原子公司还将在印度建立综合性全球维护、修理和全面

改造设施，以帮助印度实现提高本土防卫能力的长期目标。印度购买美国

通用原子公司的 MQ-9B 无人机不仅仅是简单的武器交易，其中还涉及联合

制造协议。有报道称，美方提出 MQ-9B 无人机中可使用 8%~9% 的印度本

土制造零部件，而印方则希望将这一比例增加至 15%~20%，得到美国通用

原子公司的积极回应。[2]

二、印美防务及科技合作大幅提升的动因

印美防务合作经历了漫长且曲折的发展过程，其中的局限和当前需求

及全球国防科技的发展加快及国际竞争加剧，是推动印美防务合作关系近

年取得重大突破的主要原因。当前，印美两国积极推动建立“下一代防务

合作伙伴关系”，体现出其防务合作重在应对新形势，旨在为未来可能出现

的挑战提前进行战略准备。

（一）以往印美防务合作未达预期，印度期望发展自身国防工业体系

冷战时期，由于当时国际格局的影响，印美防务合作十分有限。冷战

后，印美防务合作又因印度 1998 年的核试验而停滞。进入新世纪后，两

国防务合作开始逐步回暖。2002 年 5 月，印美签署了《军事信息总体安全

协定》。[3]2004 年，印美提出“下一步战略伙伴关系倡议”（Next Steps in 

[1] Defense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India- 

MQ-9B Remotely Piloted Aircraft,”February 1, 2024, https://www.dsca.mil/press-media/

major-arms-sales/india-mq-9b-remotely-piloted-aircraft.

[2] Dinakar Peri, “Explained | the India-U.S. Deal for 31 MQ-9b Drones,”The Hindu, 

June 25, 2023,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explained-the-india-us-deal-for-

31-mq-9b-drones/article67008319.ece.

[3] Ashley J. Tellis,“The US-India‘Global Partnership’: How Significant for 

AmericanInterests?”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vember 16, 2005,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about/The_U_S_India_global_

Partnership.html?id=xAE2AAAAIA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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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Partnership Initiative）后两国的防务合作迅速发展。[1]2005 年 6 月，

两国达成了新的《防务合作框架协议》（New India-US Framework Agreement 

on Defense），合作期限为 10 年，2015 年该协议到期后被续签。[2]2012 年，

印美达成“防务技术与贸易倡议”（Defense Technology and Trade Initiative, 

DTTI），以“促进两国的防务贸易、技术转移、简化合作程序，并寻找共

同生产与研发的机会”[3]，这是印美防务合作的一次重要突破。[4]2016 年 6

月，印度总理莫迪访美期间，美国正式将印度定为“主要防务伙伴”（Major 

Defense Partner），视其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和伙伴”之一，期望促进双方

的防务贸易和技术分享。[5] 自此，印美防务合作关系正式被确定为“主要防

务合作伙伴关系”。此外，印美双方还期望在国防工业领域加深合作。近年来，

美国政府在对印军售项目的审批上态度日趋积极，同时还鼓励印度参与一些

国防高技术项目的研发。[6]

在此过程中，印美除了达成一系列整体性的防务协议外，双方还完成了三

大基础性协议的签署。一是 2016 年 8 月印美签署《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7]；

[1] Manjeet S. Pardesi, “The Indo-US Defence Relationship: Prospect and Limitations,” 
in Rajesh Basrur, Ajaya Kumar Das and Manjeet S. Pardesi eds., Indi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238.

[2] B.M. Jain, India-US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Uncertainty: An Uneasy Courtship , Oxon: 
Routledge, 2016, p.85.

[3]“Indian Air Force Commissions C-17 Globemaster III Aircraft,”Airforce Technology, 
September 1, 2013, https://www.airforce-technology.com/news/newsindian-air-force-
commissions-c-17-globemaster-iii-aircraft/.

[4] Direct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US-India Defense 
Technology and Trade Initiative (DTTI),”https://www.acq.osd.mil/ic/dtti.html.

[5] 参见 Joe Gould,“US Names India 'Major Defense Partner',”Defense News, June 8, 
2016, https://www.defensenews.com/home/2016/06/07/us-names-india-major-defense-
partner/.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Joint India-United States Statement on the Visit of 
Secretary of Defense Carter to India,”December 8, 2016, https://www.defense.gov/News/
Releases/Release/Article/1024228/joint-india-united-states-statement-on-the-visit-of-
secretary-of-defense-carter/。

[6] Laxman Kumar Behera and G. Balachandran,“Indo-US Defence Industry Cooperation: 
A Prognosis,”India Quarterly , Vol.74, No.3, 2018, pp.341-342.

[7] Shehesh Alex Philip,“The 3 Foundational Agreements with US and What They Mean 
for India’s Military Growth,”The Print, October 27, 2020, https://theprint.in/defence/the-3-
foundational-agreements-with-us-and-what-they-mean-for-indias-military-growth/53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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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 2018 年 9 月印美在国防、外交“2+2”部长级对话会议期间签署《通

信兼容和安全协议》（Communications Compatibility and Security Agreement)[1]；

三 是 2020 年 10 月 双 方 签 署《 基 础 交 换 与 合 作 协 议》（Bas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2] 这些协议被美国国防部称为“推动与伙伴国开展

防务合作的通行工具”，旨在为美国和伙伴国之间的后勤合作、技术研发与

国防生产合作、数据和信息共享、武器转移以及相互可操作性的提升等提

供制度框架。[3]

然而，印美以往的防务合作效果并未达到各自预期。印度认为与美国

防务合作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双方国防工业合作。有印度学者指出，多年来

国防工业合作是印美国防和安全关系中缺失的一环。单向的国防贸易不仅

不符合印度一直以来对技术转让和许可生产的需求，也与现任莫迪政府的

“印度制造”倡议背道而驰。[4]2012 年印美虽然达成了“防务技术与贸易

倡议”，但两国在国防工业领域的实质性合作成果却不多，该协议的多个

项目最后都无疾而终。[5] 原因是美国认为印度对国防生产和研发合作期待

过高，同时美国国内的制度也限制了美印国防产业合作。在美国的现代国

防工业体系中，政府通过出口管制对外国获取美国生产的军事装备进行限

制，而国防产品的知识产权则牢牢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因此，美国政府

尽管可以通过上述倡议使印度接触一些美国政府控制的国防技术研究实体，

但其掌握的技术往往又是高度保密且受限的；美国政府也可以邀请私人国

防企业参与相关计划，但由于印美国防技术的差距较大，使得这些私企没

[1] Dinakar Peri,“What Is COMCASA?”The Hindu, September 6, 2018, https://www.

thehindu.com/news/national/what-is-comcasa/article24881039.ece.

[2] Shehesh Alex Philip,“The 3 Foundational Agreements with US and What They Mean 

for India’s Military Growth,”The Print, October 27, 2020, https://theprint.in/defence/the-3-

foundational-agreements-with-us-and-what-they-mean-for-indias-military-growth/531795/.

[3] 王世达：《印美安全合作对印度战略自主传统的挑战》，载《现代国际关系》

2019 年第 2 期，第 50—56 页。

[4] Laxman Kumar Behera and G. Balachandran,“Indo-US Defence Industry Cooperation: 

A Prognosis,”India Quarterly , Vol.74, No.3, 2018, pp.341-342.

[5] Ibid.



-196-

 2024年第1期

有与印度进行联合研发或技术转移的动力。[1]

（二）美国实施“印太战略”并推动“下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

以绑定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

美国实施“印太战略”需要自身在军事上维持技术优势。2022 年拜登

政府的《美国印太战略》宣称，美国“将关注创新以确保美军能够在快速

变化的威胁环境中作战”，重点在于“太空、网络空间以及关键和新兴技术

领域”。[2] 其次，美国实施“印太战略”需要加强与印度的伙伴关系，提升

其国防实力。该战略也要求美国“促进其与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安

全关系，寻找新的机会来连接它们之间的国防工业基础，整合国防供应链，

共同研发那些可以巩固己方集体军事优势的关键技术”。2023 年 6 月 22 日，

美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国防和安全合作已成为（印美）

战略关系的核心”。[3] 当前，印美两国的战略规划虽有分歧，但防务合作依

然是它们之间的战略契合点。对于美国而言，需要通过“下一代防务合作

伙伴关系”来绑定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关系，寻求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对美国

的坚定支持并降低其对俄罗斯的军事依赖。“下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沿

袭了拜登政府近年提出的“一体化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理念，旨

在与印度等盟伴在各防务合作领域进行深度整合，进而实现与这些国家的

战略整合。拜登政府于 2022 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要对中、

俄等国进行“一体化威慑”，旨在整合跨领域、跨地域以及不同冲突范围内

[1] Ashley J. Tellis, “Beyond Buyer-Seller: The Question Is, Can the DTTI Delive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ugust, 2015,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

files/Tellis_Beyond_Buyer-Seller.pdf.

[2] The White House,“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February,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

pdf.

[3] Jim Garamone, “Defense Part of Deepening Overall U.S.-India Relationshi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22,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

Article/3436525/defense-part-of-deepening-overall-us-india-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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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国家的力量工具。它不但要求在战略上进行“军事（陆地、空中、海

上、网络和太空）和非军事（经济、技术和信息）领域”的整合；还要“在

发展相互可操作性和联合能力、规划合作态势以及协调外交和经济手段方

面进行投资”，并与盟伴进行战略整合。[1] 因此，从这一角度看，美国对“下

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有三个重要期望：其一，深度整合印度国防发展

的各个领域，使其建成一个深度依赖于美国并与中国具有竞争和敌对性质

的国防体系，同时逐步减少印度对俄罗斯的防务依赖；其二，使印度在战

略上成为美国可靠的、有一定国防实力的伙伴国，以分担美国在“印太”

地区的防务风险；其三，扩大美军在印度及其周边地区的存在、通行和进

入权限，以便美军在和平时期和战时的部署更具灵活性。

对于印度而言，“下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能够使印度在不与美

国 正 式 结 盟 的 前 提 下 最 大 限 度 地 获 取 实 际 利 益。 印 度 外 长 苏 杰 生（S. 

Jaishankar）强调，当前印度的外交战略应当“通过识别和利用全球矛盾创

造的机会来推进国家利益”，以便“从尽可能多的对外关系中最大化地获益”，

同时印度还要保持“自主性”，“与一些与美国不和的国家维持关系”，即

使这“有时会激怒美国”，而其最终目的是“提升印度的国家实力，尤其是

硬实力”。[2] 当前，印美在“下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下达成更加深

入、全面的防务合作，一方面，能使印度能够更好地获取美国的技术支持，

以提升自己的国防工业实力。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印度拒绝为美国承担过

多的安全义务，未完全跟随美国的外交政策，而是继续发展和维持与俄罗

斯的外交和防务关系，以及在与美国存在人权分歧的前提下，依然能够从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12, 2022, p.22, https://

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

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2] Ashley J. Tellis, “Non-Allied Forever: India’s Grand Strategy According to 

Subrahmanyam Jaishanka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3, 2021, https://

carnegieendowment.org/2021/03/03/non-allied-forever-india-s-grand-strategy-according-

to-subrahmanyam-jaishankar-pub-83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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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获取更多防务技术转移以及合作研发尖端防务技术的机会。这说明当

前的印美关系模式是有利于印度国家利益的。

（三）世界大国在新兴国防技术领域竞争加剧，美印欲占领科技制高点

印美积极推动双方的防务技术研发、国防工业生产合作，甚至包括国

防领域的宇宙空间和人工智能合作，是由于世界大国在新兴国防技术领域

的竞争加剧，印美都认为迫切需要通过发展新兴技术增进国防实力来应对

竞争对手的威胁。印度总理莫迪于 2014 年提出“印度制造”倡议以及“印

度自立更生”（Atmanirbhar Bharat Abhiyan）的口号，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激

发印度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应对 21 世纪太空、网络空间、人工智能以及量

子计算等新兴技术被应用于现代战争而带来的挑战。[1] 拜登政府于 2022 年

3 月发布的《国防战略》将应对“中国在多领域带来的威胁”列为首要任务，

认为美国国防领域要进行正确的技术投资并打造“创新生态系统”，推动“包

括定向能武器、高超音速、综合传感和网络等先进技术研发，在生物、量子、

先进材料和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寻找机会，同时还要利用市场力量推动与军

事相关的人工智能、成体系的一体化网络系统、微电子、太空、可再生能

源生产和存储以及人机交互技术的商业化发展”。[2] 同年 11 月，拜登政府

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则称，“未来十年，关键新兴技术将革新经济、改

造军队、重塑世界”，美国要加强与盟伴在技术领域的合作，“共同开发和

应用微电子、先进计算和量子、人工智能、生物、先进电信以及清洁能源

等新技术并建立健全持久的供应链”。[3] 可见，在新国际格局下印美两国都

将新兴技术研发与国防能力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 Laxman Kumar Behera, “Examining India’s Defen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 Vol.44, No.6, 2021, p.830.

[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ational Defenc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ctober 27, 2022, p.19, https://media.defense.gov/2022/Oct/27/2003103845/-

1/-1/1/2022-NATIONAL-DEFENSE-STRATEGY-NPR-MDR.PDF.

[3]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12, 2022, pp.8, 32-33, https://

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

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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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美防务合作关系的前景与局限

印美防务合作正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其所呈现出的特点和动向有待

密切跟踪和观察，同时印美防务合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和障碍。

（一）印美防务合作的发展前景

首先，印美防务合作呈现不断深化发展的趋势。从合作程度看，印

美防务合作已从军购扩展至战略协调、情报和信息共享、后勤合作、国

防工业合作、防务技术转移和共同研发等领域。此外，印美在情报领域

的合作也值得重视。2023 年 6 月 22 日，印美《联合声明》中提到了两军

在后勤、情报共享方面的合作，并将互派联络官。[1] 近年来，印美之间的

信息和情报交换已是“进行时”。据美方透露，2020 年中印边境冲突后，

美印分享了重要情报，美国还向印度紧急提供了关键物资，并批准租赁 

MQ-9B 无人机进行探测。[2]

其次，从合作范围看，印美防务合作也不再仅限于狭义的国防领域，

而是延伸至研发、原材料获取、生产制造、采购等环节，几乎涉及整个国

防工业体系。很明显，印美防务合作与 2023 年 1 月两国提出的“关键和新

兴技术倡议”相辅相成，最终目的是提升和扩大战略技术伙伴关系和国防

工业合作。[3] 值得注意的是，该倡议在提出时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度

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牵头。有观点甚至认为该倡议是 2012 年印美发起的

[1] The White House, “Joint Statem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June 22,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6/22/joint-statement-

from-the-united-states-and-india/#:~:text=President%20Biden%20and%20Prime%20

Minister,milestone%20in%20U.S.-India%20relations.

[2] Sameer P. Lalwani and Vikram J. Singh, “A Big Step Forward in U.S.-India 

Defense Ties,” United State Institute of Peace, June 6, 2023, https://www.usip.org/

publications/2023/06/big-step-forward-us-india-defense-ties.

[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oadmap for U.S.-India Defense Industrial Cooperation,” 

June 5, 2023, https://media.defense.gov/2023/Jun/21/2003244834/-1/-1/0/ROADMAP-

FOR-US-INDIA-DEFENSE-INDUSTRIAL-COOPERATION-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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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务技术与贸易倡议”的新化身。[1] 未来，印美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很

可能会呈现民用领域与国防领域相互交织融合的局面。

最后，印美“下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类似于一个框架协议，很多

具体合作内容正在规划或实施之中。例如，“印美国防加速生态系统”除了 

印度 114 AI 和 3rdiTech 公司与美方达成合作协议外，目前更多的只是一系

列倡议组合，双方尚在讨论和规划具体的合作议程和合作事项。同样，“国

防工业合作路线图”虽然搭建了一个整体合作框架并设立了相应目标，但

很多具体合作内容并未实际展开，未来其成效还有待观察。

（二）印美防务合作存在的局限

目前，印美防务合作伙伴关系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和障碍，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第一，印美防务合作存在不平等性，美国掌握着防务合作的

主动权。虽然两国内部都存在一些制度和法规障碍，但鉴于美国在国防

技术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大多情况是美国向印度进行技术转移或相应的国

防投资，因此从根本上两国众多防务合作协议的落实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意

愿。然而，美国的合作意愿是需要考虑战略回报的。近年来，由于印度在

俄乌冲突中拒绝谴责俄罗斯、印度对美军事采购未达到美国预期且依然大

量进口俄制武器等原因，美国国内已有声音质疑当前的对印政策。美国国

安会负责战略规划和西南亚事务的前高级主任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J. 

Tellis）认为，“印度希望美国支持其与中国对抗，但也回避任何不直接影响

印度利益的对抗”，“印度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只是为了增强自身实力，

而不会在涉及中国的危机中为美国提供实质性支持”。[2] 如果类似观点在美

国政策圈内逐步加强，美国对印防务合作就会逐渐消极。

第二，印美对双边关系定位存在一定差异，对防务合作的需求也不完全

[1] Rudra Chaudhuri, “What is the United States-India Initiative on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iCET)?” Carnegie India, February 27, 2023, https://carnegieindia.

org/2023/02/27/what-is-united-states-india-initiative-on-critical-and-emerging-

technologies-icet-pub-89136.

[2] Ashley J. Tellis, “America’s Bad Bet on India,” Foreign Affairs, May 1, 2023, https://

www.foreignaffairs.com/india/americas-bad-bet-india-mo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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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印度重视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希望为自身带来实际利益；但同时印度

也认识到印美安全合作会损害其“自主性”，不希望为美国承担更多的安全

责任。但美国却期望印度对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做出贡献，因而积极提升印

度的军事能力和国际地位。印度一直拒绝将 QUAD 打造为一个以传统安全合

作为主且具有实质意义的多边安全集团，而是更倾向于与美、日、澳发展双

边防务合作关系，这是因为该机制当前的形态最符合印度的利益。印度对华

遵循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框架，并不寻求与中国的二元对抗，而只是期望通过

QUAD 与双边军事合作提升自己的防务能力。[1] 印度对待 QUAD 的态度及其

与美国等国进行双边防务合作的需求，都是其战略自主思想的体现。因此，

印美防务合作中存在着明显的“美国控制性”与“印度自主性”的矛盾。因

此，美国在双方具体的国防合作领域必然会有犹豫和保留。

第三，印美防务合作落实面临着诸多障碍。正如历时 8 年之久的 MQ-9B

无人机军购案所展示的那样，印美军购合作既面临着美国国内的制度障碍，

也面临着印度国内的拖延和犹豫问题。两国之间的国防合作在具体技术层

面有诸多类似问题，如果简单的军购案尚且需要如此之久的协调，那么在

技术研发、国防生产制造等方面的合作面临的障碍可能会更多、更复杂。

四、印美防务合作新进展对地区安全及中国的影响

鉴于印美两国与地区内其他国家有深入且广泛的防务合作关系，两国都

有各自的“印太战略”布局，同时印美防务合作还有很深的对华政策考虑，

因此其合作水平大幅提升不可避免地会对地区安全格局以及中国的国家安全

产生影响。

（一）印美防务合作对地区安全格局的影响

首先，印美推动“下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本质上是两国“印太战略”

的一环，意在打造一个针对中国的防务合作网络。当前，美国正在推动军

[1] Aditi Malhotra, “Engagement, Not Entanglement: Indi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Quad,”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y 1, 2023, https://gjia.georgetown.

edu/2023/05/01/engagement-not-entanglement-indias-relationship-with-the-quad/.



-202-

 2024年第1期

事同盟结构的扁平化发展，期望以自己为中心与盟友和伙伴建立网络化的

联结。[1] 印度虽然不支持将 QUAD 建成针对中国的实质性军事联盟，但“印

美下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正是美国构建这种网络化联结的重要表现。

印度虽然只想与美国进行双边防务合作，但两国与地区内其他国家的防务

合作关系也在进一步深化，这有可能形成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防务合作网

络。这一防务网络的存在对地区安全格局有重要影响，能够使美国以自身

为中心控制和影响地区内的国防技术、产业和相关的供应链，对地区安全

格局有潜在的长远影响。

其次，美国通过“下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了对“印太战略”

的具体部署和地区军事存在。美国“印太战略”强调，75 年来美国一直是“印

太”地区“所必需的强大和持续的国防存在”，未来也将如此。[2] 通过加强

与印度的后勤合作，使其成为美军的后勤中心，是美国军事力量加强在“印

太”地区长期存在并提高行动能力的重要步骤。有评论认为，印美关系在

未来也许会采用新加坡模式，即印度不会成为美国的正式盟友，但会向美

军提供进入、驻扎和通行的权利，并允许美国在其领土上储备弹药和物资，

购买美国的武器，与美军在训练、军演等领域展开密切合作。[3] 在爆发危机

或冲突的情况下，这将使美军在地区内部署军事力量的效率大大提升。

（二）印美防务合作伙伴关系对中国的影响

当前印美防务合作明显具有针对中国的倾向，必然会对中国产生影响。

首先，印美建立“下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

2023 年 6 月 5 日，印美国防部长在新德里会晤后特意强调了中国和俄罗斯

带来的所谓“挑战”，并称“民主国家现在必须团结起来”。认为美国与“世

[1] 陶丽娇、王联合 ：《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亚太军事霸权转型》，载《现代国际关系》

2023 年第 3 期，第 10 页。

[2] Laxman Kumar Behera and G. Balachandran,“Indo-US Defence Industry Cooperation: 

A Prognosis,”India Quarterly , Vol.74, No.3, 2018, pp.341-342.

[3] Manoj Joshi, “New Delhi Is Adopting the Singapore Model for Military-Industrial 

Relations with the US,”The Wire, June 29, 2023, https://thewire.in/security/india-usa-

military-agreement-formal-ally-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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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加强军事和技术联系是制衡中国在该地区主导地

位的关键，同时美国还试图让印度摆脱传统上对俄罗斯国防供应的依赖。[1]

同样，美国在与日、韩、澳等国家强化防务合作关系时也把意识形态对抗作

为重要因素。

其次，“下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象征着印美对“安全”的定义泛化，

企图在所有领域与中国进行综合性、体系化的竞争。当前，美国认为科技对

本国福祉和权力都至关重要，也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因此，出于经

济、社会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美国不能过于依赖中国，需要与中国“脱

钩断链”。[2] 另一方面，美国也要维持相对于中国的科技优势，尤其是在关

键新兴技术领域，认为这本质上事关国家安全。当前的印美防务合作就是基

于这两点考虑而推进的。印美防务合作所强调的“供应链安全”，实际就是

拟构建一个远离中国的国防供应链体系，其强调技术研发与合作的本质也是

为了构建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防务技术发展体系。为了这类目标，印美合

作就不可能只局限在国防领域，而是在教育、科研、生产、投资、贸易等方

面与中国展开竞争。印美防务合作的这种趋势本质上是对安全问题的泛化。

最后，印度从美国获得的一些装备和技术以及新启动的一些合作项目值

得警惕。例如，印度能够利用从美国购买的战略运输和补给装备，在中印边

境地区快速部署军事力量；无人机等先进侦查和情报搜集装备则能提高印度

在陆地和海上对中国军事动向的监测能力；通过 2022 年 5 月美国在美日印

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上提出的“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等

合作倡议，印美也可对中国海军以及民用船只的实时动向进行监测 [3]；有关

[1] YP Rajesh, “US, India Agree Roadmap for Defence Industry Cooperation,”Reuters, 

June 5,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india-conclude-roadmap-defence-

industrial-cooperation-2023-06-05/.

[2] Jon Bateman, “U.S.-China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A Strategy and Policy 

Framework,”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25, 2022, p.38, https://

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Bateman_US-China_Decoupling_final.pdf.

[3] The White House,“Fact Sheet:Quade Leaders’ Tokyo Summit 2022,”May 23, 2022，

Http://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 

-quad-leaders-tokyo-summit-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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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也将使美军在该地区的存在和部署能力获得提高。这些动向无疑对中

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三）中国的应对政策及措施思考

第一，应当尽快整合中国自己的国防供应链，稳固国防生产生态网。

印美在国防供应链领域的合作只是美国对华整体战略布局的一环，目的是

要构建一个孤立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因此，中国需对自己的国防供应链进

行检视并加以巩固。首先，检视国防供应链不能只限于军备领域，而应当

将军事力量发展所可能涉及的产业都包括在内。在 21 世纪，很多先进技术

对国防和民间经济发展都至关重要，例如，成像传感器技术在监视系统、

摄像机和机器人视觉系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此类技术在军事和商业上都

有用途。其次，稳固国防产业应当重视海外供应链安全，对重要国家和关

键企业应当加大外交和经济投入力度，对于零部件和原材料的进口来源地

应当给予足够重视。此外，还应高度重视对未来军事科技有重要影响的产

业链。在未来的军事斗争中，量子传感和计算、生物科技、冗余通信网络、

高性能电池、人工智能、太空和深海传感器以及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将占据

重要地位，这也是印美两国十分重视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的原因。中国应

当未雨绸缪，对相关技术可能涉及的产业链进行巩固和发展。

第二，积极利用既有多边和双边体系构建对国防产业有利的供应链和

联合研发、联合制造的生态网络。其一，中国应当利用既有多边平台，推

动在友好国家之间建立公平开放的供应链网络，此类尝试可先从民用领域

开始，重点在关键军民两用先进技术领域展开。其二，中国在双边层面也

应积极推动供应链和联合研发合作，重点可以从先进军民两用技术的民用

部分展开，发展与自身供应链安全关系重大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避免被

印美等国抢占高地。其三，宜在外交上提前部署，对美国可能进一步拉拢

的国家加大外交投入，要密切关注印美国防供应链的合作模式是否会被推

广至其他国家，特别需要警惕此类合作向中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的拓展。

第三，防范印美两国在军购、情报、后勤补给和军事部署等方面的合

作对中国产生的更为长远的潜在威胁。首先，客观评估印度军事能力，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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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军队投送、情报和信息系统领域。近年来，印度对美军购的重点均旨

在提升印军的远程投送能力以及在高原地区的机动能力，双方在军事情报、

监视、侦查方面的合作也进一步加深，关注印军在这些领域的能力增长十

分必要。其次，警惕美国通过印美军事合作实现军事力量在印度领土和领

海上的灵活部署，近年来印美军事合作的趋势是美军将获得在印度进行补

给维修以及灵活进出印度领土和领海的权力。在中印边界问题复杂难解的

背景下，需充分考虑在边界地区再次爆发中印军队对峙或冲突时印度获得

美军更多物资和情报支持的可能性，对印美两军在高原地区的联合演训应

当给予足够关注。

结 论

当前在美国持续加大对华遏制打压、中印关系中的矛盾分歧短期内难

解的背景下，印美推动“下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必然会对地区稳定和

中国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挑战和潜在威胁。印美“下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

重点在对未来战争有关键作用的新兴技术领域加强研发和应用合作并强调

供应链安全，同时在合作模式上搭建了涉及政府、企业、研究机构以及学

术界的体系化合作框架，期望在印美国防产业链条上的所有环节都实现一

定程度的合作。此外，两国的后勤合作、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转移合作也

将随之进一步加深。整体而言，印度仍然致力于在大国竞争时代保持自己

的战略自主性，并在处理对美关系时根据自身利益待价而沽。但是，印美

推动“下一代防务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动向表明，两国依然能够在国防领

域找到战略契合点并由此推动进一步的合作。因此，印美在国防领域的合

作动向需要密切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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