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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 印度作为大国的崛起势头已经显

现，印度逐渐把外交的触角伸向南亚次大陆以外的国

家，并与之加强联系。 伊朗是海湾地区的大国和伊斯

兰会议组织的重要成员，加上伊朗在国际政治中地缘

位置上的重要性，尤其是伊朗丰富的能源资源和伊朗

国内广阔的市场，成为了印度在外交政策中重视伊朗

的重要原因。

一、印伊关系新的战略考量

（一）政治利益

新世纪以来，印伊两国的关系更加稳固，两国之

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印度成为大国的迹象进一步显

现，它已不满足于南亚地区的霸主地位，开始向南亚

区域外扩展势力。 从政治方面考量，印度也需要与伊

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过去几十年，在印度国内的一

些地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不断爆发冲突和

紧张局势，而且态势呈上升趋势。 随着印度与美国和

以色列关系的不断升温，印度国内早有批评声音指出

印度需要加强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而在巴基斯坦西

部边界的伊朗就拥有这种潜在的战略地位。 此外，保

持与伊朗的友好关系，对于缓解巴基斯坦的敌对态度

和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争得伊斯兰国家更多的支持和

理解也至关重要。
新世纪以来，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并达成了

许多重要成果。 2001 年 4 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

伊朗，进一步推动了印伊关系在多个层面的发展。 双

方探讨了建立长期战略伙伴关系的可能性，在反对恐

怖主义、极端主义、种族骚乱、贩毒等一系列问题上达

成了共识，为两国的全面合作及加强双边关系铺平了

道路。 两国在签署的《德黑兰宣言》中承诺，加强双边

安全合作，互相尊重彼此的国家安全利益，共同维护

地区的稳定、安全和繁荣 ［1］167。 2008 年 4 月 29 日，伊

朗总统内贾德访问印度，内贾德总统此次访问被印度

媒体称为“能源外交”。 内贾德重新积极推动伊朗-巴

基斯坦-印度石油管线，该管线考验着同时与伊朗和

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印度外交［2］2。两国还就西亚和阿

富汗局势交换了看法，两国都认识到西亚存在着相当

大的战争风险。 对于阿富汗问题，两国有着相同的战

略利益，两国都支持北方联盟对于塔利班的攻击［3］。
（二）经济能源利益

随着两国的关系不断升温，两国的贸易额逐年上

升，其中主要的贸易为石油。 印度对于能源的需求会

越来越大，而同时，印度国内的产油量已经稳定，这必

然需要从国外大量的进口。 伊朗希望扩大石油出口，
打破美国对于伊朗的经济封锁，而与此同时印度希望

伊朗能尽可能满足印度能源需求。为了保证能源安全

和供应稳定，印度视伊朗为其重要的能源伙伴，并希

望与它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印度在这方面的努力已

经初见成效， 伊朗现已是印度最大的石油供应国。
2005 年， 印伊两国向外界公布了经过巴基斯坦从德

黑兰到新德里的石油管道， 即伊朗-巴基斯坦-印度

管道。 这个宏大计划的支持者们认为，这条管道建成

并投入使用之后，受益的不仅仅是印度，它同样可以

给予参与管道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和平，减轻南亚区

域内两个大国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 2008 年，伊

朗总统内贾德访问印度时，再次提出并推动该管道建

设。而印度此次也无视美国施加的压力积极地回应伊

朗的建议［3］。 这充分说明了印度为了自己国家发展，
保护其核心利益，将加强与伊朗的能源合作，发展并

加强两国已有的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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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利益

两国在地区事务和安全关系上也存在着一定的

共同利益。南亚和中东是世界上恐怖主义活动最频繁

的地区，也是遭受恐怖主义危害最深重的地区，分别

占同期世界恐怖主义活动总数的 20%、50% ［4］74。 同

时，伊朗与阿富汗接壤，也深刻地感受到恐怖主义的

危害。 塔利班攻入喀布尔夺取政权之后，引起了印度

和伊朗深深的焦虑，两国面临着主要来自阿富汗恐怖

主义这个共同的威胁。伊朗害怕国内的逊尼派极端主

义分子受到塔利班政权的资助，这对于什叶派的统治

是威胁。 面对共同的威胁，两国决定合作保护两国在

阿富汗利益的安全。 两国在宣言中呼吁两国“在第三

国扩展它们的战略利益”，很明显，这指的是阿富汗。
印度和伊朗已经建立了针对恐怖主义的联合工作小

组，同时把首选的目标定为基地组织。除此之外，两国

将继续打击在本地区内的逊尼派武装分子，双方表示

会在联合国的框架下打击国际恐怖主义［5］。
伊朗和印度都是印度洋沿岸的军事大国，与以往

相比，今天的印度洋对于世界发展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和战略价值，两国希望在保证印度洋航线安全方面进

行必要的合作。 两国对于印度洋海域出现的海盗威

胁、毒品走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污染、地

区冲突等都给予深切的关注。

二、两国关系中的牵制因素

美国因素是印伊关系中最大的障碍。 1997 年伊

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后，美国一直对于伊朗的新政权采

取敌视态度。以宗教领袖为首脑的伊朗政府拥有强烈

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因而

对于美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政策。 此后，两国关系一

直恶化。海湾战争中美国打垮了伊拉克政权。此后，美

国在海湾地区的外交政策中心转向遏制伊朗，并在经

济上封锁伊朗。 2002 年美国把伊朗定义为 “邪恶轴

心”的成员之一，认为伊朗是拥有地区侵略欲望的国

家。 因此美国试图在国际社会孤立伊朗，在经济上封

锁伊朗。 而在此时，印度与美国的关系已得到不断的

改善，而且印美关系不断升温。 2005 年 7 月，美国和

印度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建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加

强两国在经济、能源、环境、民主、不扩散武器和高科

技及空间技术上的合作。 美国的目标是孤立伊朗，遏

制伊朗发展核武器。但是印度并不认为伊朗是一个拥

有侵略野心的地区国家。保持与伊朗的密切关系必然

会影响印美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比如在伊朗核问

题上，虽然印度明确表示跟大多数国家一样不支持伊

朗拥有核武器，但是鉴于印度所认定的伊朗威胁和反

应完全不同于美国的观点。 在美国的国会关于美国-

印度之间民用核协议的听证会上，有部分议员就质疑

印度与伊朗发展合作关系可能会影响美国阻止伊朗

发展核武器的努力［6］。 来自华盛顿的观点认为，最重

要的是印度有多大的意愿参与国际事务阻止伊朗成

为核力量的国家［7］。 因此印度必须在美伊之间保持一

种谨慎的平衡，防止美国因素影响印伊两国关系的发

展。 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之内，美国还将继续制裁伊

朗，因此，印伊关系的发展必然还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以色列因素也使印伊关系面临挑战。印以两国自

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印度一直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

保持一种平衡关系，而以色列一直以来视伊朗为国家

生存的重要威胁。 2003 年 9 月以色列总理沙龙访问

印度，虽然沙龙最终表示理解并接受印度关于与伊朗

关系的解释，但是在 2004 年 11 月两国关于反恐问题

的联合会议上重新提出了印伊关系这个问题。 现在，
以色列已成为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商，两国防务合作

领域包括武器系统、综合军事训练等［8］52。
阿拉伯国家因素将是印伊关系的新挑战。印度向

伊朗大量进口能源的同时，也在向其他阿拉伯国家进

口能源，比如沙特。 沙特极力反对伊朗在中东地区扩

张势力，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并与伊朗在该地区争

夺宗教影响力。印度通过伊朗进入中亚地区既是在围

堵巴基斯坦，又是在南亚地区以外扩展势力，其最终

目标是建立自己在南亚地区的独霸地位。印度此举部

分上消除了巴基斯坦一直希望所拥有的战略纵深，巴

基斯坦肯定会在印伊关系中施加影响，阻止印度势力

侵入中亚地区。

三、印度与伊朗关系展望

印伊两国关系自冷战以来一直处于上升的势头，
充分说明了两国的国家利益中相互交织的成分在不

断增多，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 特别是进入新世

纪以来，两国首脑互访频繁，并达成了许多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重要成果。 两国在阿富汗重建、巴基斯坦保

持稳定等国际问题上拥有共同的立场，两国也深刻地

认识到两国之间紧密的联系可以满足两国所各自需

要的重要利益。 对于印度来说，印度经济的崛起已逐

渐成为事实，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印度需要大量的能

源和产品出口市场。 而伊朗拥有印度所需的能源供

应，并可以成为其长期的合作伙伴。同时，伊朗可以成

为印度产品进入中亚地区的中转站，为印度寻找新的

产品市场提供便利。此外，从印度国内方面来看，印度

国内近几年有强烈的印度教民族情绪，但同时印度拥

有世界上位居第二的穆斯林人口，印度政府需要表明

印度政府重视穆斯林在国家中的地位。
美国因素将是印度和伊朗关系之中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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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对于青少年更是如此。一方面，他们是互联网使用

的重要主体之一。 另一方面，他们理性思维能力的发

展还不是很成熟， 这些特点更容易使他们深受其害。
此外，黑客的存在和病毒的传播使得公共信息的安全

受到严重的威胁。目前全球范围内有 3 万多个黑客网

站在提供一些数字工具或传授黑客方法，利用这些数

字工具就可以窥探别人的信息，可以使某些计算机陷

入瘫痪。而由于计算机病毒是人为编制的一种特殊程

序，能够搅乱、改变或摧毁电脑中的软件，所以它的危

害性也很大。由于信息技术应用中的不道德行为带来

的危害极大，加强信息道德建设迫在眉睫。 正如爱因

斯坦所说，“我们这一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科学研究

硕果累累， 科研成果在技术应用中也取得了巨大成

功。大家都如此感到欢心鼓舞。但我们切勿忘记，仅凭

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

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首先置于

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 ”［4］61

总之，信息技术环境下，良好的信息技术伦理道

德的形成，不仅有助于社会健康、安全和有序的发展，
同时也有利于最大限度的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以及知

识和信息的正面价值和功能。 与之相反，不道德的行

为会影响个人的健康发展，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 换

而言之， 加强信息伦理建设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同

时也是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具体而言，可以

通过提高人们的信息伦理意识、树立正确的信息伦理

观念、 制定信息伦理规范来加强和完善信息伦理建

设，从而减轻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中给个人和社会带

来的不利影响，减少社会矛盾和个人的摩擦，促进社

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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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政府也已经认识到印度很难为了与美国的

友谊而放弃伊朗这个重要的能源伙伴。印度素来有大

国追求，更不可能屈服于外部力量所施加的压力。 况

且近年来印度外交活跃，俄罗斯、日本等大国都在积

极向印度投递橄榄枝。 良好的外部环境、快速发展的

经济势头，使得印度外交的回旋余地更大，自主性更

强。虽然日益上升的印伊关系可能从某种程度上使印

美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复杂化，但是印伊关系并不

会从根本上破坏印美之间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
印伊之间的合作， 更多的是在能源供应和经济领域，
而涉及核心利益的美国安全问题即核问题上，印度政

府一贯表示不支持伊朗拥有核武器，支持美国在该领

域所作的努力。 众所周知，民主党政府执政更多的是

采取运用多边机制来处理国际问题。奥巴马政府上台

之后，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塑造美国形象，在对待朝核

危机、缅甸问题等上已经表现出与布什政府时期的很

大不同。 因此，如果美国政府希望与伊朗政府在核问

题上达成某种妥协，印度将是一个很好的调节者。 印

度政府同时与伊朗、美国、以色列保持密切的联系，使

这种接触成为一种可能。 可以看出，虽然美国因素可

能是印伊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障碍，但是并不影响两国

关系友好的大局。 印度和伊朗在地缘政治上的相近

性、经济和能源领域的合作与依赖程度，以及两国领

导人希望两国关系交好的愿望，决定了两国关系在未

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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