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段时间里，中印边
界问题被两国媒体不断
热炒，“ 中国威胁论”在印
度时有抬头。 与此同时，

印军在边境地区动作频
频 ，以应对所谓的“ 中国
军队的越境骚扰”。

在过去的
60

多年
中，中印双方围绕边界问
题展开了数十轮多机制、

多级别的谈判， 然而，边
界问题似乎正在走入一
个死胡同。 追根溯源，主
要原因还在于印度方面
所固守的“ 承认现状”的
解决思路，以及与之相伴
的三种心态的羁绊。

不良心态一：“殖

民遗产的天然继

承者”

中印两国边界争端
缘起英国殖民者

1914

年
炮制的、被中国历届政府
拒绝承认的 《 西姆拉条
约》及“ 麦克马洪线”。 由
于“ 麦线”的非法，炮制者
20

年后才在相关地图集
中标出“ 麦线”具体位置，

且标明“ 未经标界”。

然而，

1947

年独立建
国后 ，印度自诩“ 大英帝
国天然继承人”， 要求全
盘继承英印殖民帝国在
藏特权及侵略遗产，坚持
认定中印边界已经划定，

两国不存在边界问题；并
声称若要谈判，中国须首
先承认“ 麦线”，并接受印
方主张的西段边界线

(

即
按分水岭划分

)

， 在此基
础上双方可就一些“ 枝节
问题”进行谈判。

不良心态二：“放

弃特权换回报”

独立后的印度继承
了大英帝国的“ 西藏应为
中印缓冲区”的地缘政治
观，全盘接受了大英帝国
在藏的所有特权。即便西
藏和平解放后，印度也迟
迟不肯放弃这些特权。尼
赫鲁政府甚至怂恿达赖
出走境外，寻求“ 藏独”。

1954

年
4

月
29

日 ，

经过多轮会谈，中印两国
签订了《 中印关于中国西

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
商和交通协定》 ， 印度被
迫放弃在藏特权。但尼赫
鲁政府想当然地认定，通
过该协定，中国政府承认
了中印两国边界现状，即
完全按“ 麦线”划分，这是
中国对印度“ 放弃在藏特
权”的回报。同年，印官方
地图开始将印边界说成
是“ 牢固和明确的”。

随后不久 ， 在这种
“ 要求回报” 心理的强烈
驱使下，尼赫鲁政府理所
当然地推行起更加冒进
的“ 前行政策”，并最终引
发了中印

1962

年的边境
冲突。

不良心态三：“谁

控制谁有理”

在过去几十年中，印
度一直在努力“ 造成既成
事实”、 迫使中方承认印
度对有争议地区的“ 实际
管辖权”。 在这种心态作
用下，印度不断地在东段
边境争议区采取单边行
动，即“ 领有化 、行政化 、

人口化和军事化”。

“ 领有化 ”就是不断
派人占领争议地区，甚至
不惜武力驱赶西藏地方
行政官。

“ 行政化 ”就是加强
对争议地区的行政管理
与机构设制。

“ 人口化 ”就是不断
往争议区移民 ，使之“ 印
度化”。

“ 军事化 ”就是不断
加强印控争议区的边防
力量。

当前，印度在边界问
题上的态度日益强硬，上
到国家领导人下至专家
学者，毫不掩饰地公开宣
称 ，“ 印政府不会让出一
寸领土”。

近一年多来，印度有
人又开始公开兜售“ 以西
换东 ”方案 ，以实现印度

“ 承认现状”之目的。依据
该方案，印度愿放弃历史
上原本就不属于它的西
段“ 争议区”，来换取中国
承认其对东段的合法占
有。但这种“ 占有者通吃”

的心态显然不被中国政
府所接受。

（环球）

尼泊尔前总理、尼联共
(

毛主义
)

领导人普什帕·卡
迈勒·达哈尔·普拉昌达

8

月
5

日发表惊人言论：美国
和印度拟利用尼泊尔领土
袭击中国。

据 《 印度快报》

6

日报
道 ， 普拉昌达说 ，“ 美印轴
心” 计划发动反华行动，甚
至想利用尼泊尔领土对中
国发起袭击。 普拉昌达

5

日
表示 ：“ 我不得不辞掉总理
职位，因为我的政党反对我
们的领土被用作袭击中国
的地方。 ”

（环球）

新华社新德里 8 月 6

日电（记者 吴强）

中印边
界问题特别代表第

13

次
会晤将于

7

日
~8

日在新

德里举行。 中国代表团发
言人马朝旭

6

日就此对中
国驻印媒体发表谈话。

马朝旭说， 双方将就

政治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和
维护两国边境地区和平安
宁事宜深入交换意见。

除边界问题外， 双方

还将就发展中印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
际、 地区及全球性问题进
行广泛、深入的讨论。

英国近几个世纪以
来一直扮演着世界霸主
的角色。 如今蔓延全球
的金融危机更令英国经
济遭到致命打击。 现在
英国必须在世界上重新
定位，例如变身为“ 小英
国”。

金融危机对英国构
成了沉重的打击， 国债
持续攀升。 由于军事、外
交开支巨大， 英国政府
在预算问题上早已捉襟
见肘。 金融业务曾是推
动英国经济发展的关键
部门， 如今却成为一块

“ 绊脚石”。 有政治评论
家挖苦英国是“ 泰晤士
河上的冰岛”，暗指英国
或许将继冰岛后成为另
一破产的国家。

经济上问题重重的
同时， 外交上也显得举

步维艰。 在伊拉克和阿
富汗战争上， 英国刻意
与美国步调一致， 令英
国掌握了更多话语权 ，

但却沦为美国身边的附
庸。 随着中国和印度两
大经济体的崛起， 以及
美国转而寻求其他新伙
伴， 意味着英国在世界
最高谈判桌上的位子越
来越小。

1962

年，美国国
务卿艾奇逊嘲笑道：“ 英
国不再是帝国， 且仍然
没找到自己的位子。 ”

英国能成为“ 日不
落帝国”，其在

18

世纪前
后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海
上力量功不可没。 即使
二战后萎缩成一支“ 地
区舰队”，仍具有相当实
力。 但前英国海军大臣
韦斯特感叹， 英国海军
已大不如前。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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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付中国老三套：经济上掏空，军事上包围，形象上抹黑

为抹黑我国，美又判仨“ 中国间谍”

据 8 月 6 日《环球时

报》 报道

美国司法部加
州中区检察署

4

日发表声
明称，

3

名北京人因向中
国非法出口军用技术被判
入狱。 对于类似事件近来
超乎寻常地频繁曝光， 中
国专家称， 美国正想方设
法贬低中国的国际形象。

据美方声明， 来自北
京 的

61

岁 居 民 蔡 志 伟
（ 音）

3

日被判入狱
40

个
月。 蔡是加州哈岗地区一
家贸易公司的总裁， 被控
非法向中国出口了

400

多
个复杂集成电路。 另一起
案件中 ，

53

岁的赵大卫
（ 音）被判

20

个月监禁，

50

岁的郭智勇（ 音）被判入狱
5

年。 两人去年在洛杉矶
机场被捕。 美方从他们身
上搜出

10

台热成像仪。 这
些热成像仪在军事、 司法
等领域有着广泛用途。

“ 这种新闻并不新
鲜。 ”中国军事专家戴旭

4

日对《 环球时报》记者说 ，

美国对付中国主要表现在
三方面：经济上掏空中国，

军事上包围中国， 形象上
抹黑中国。“ 抹黑中国的手
段无非是所谓的间谍 、黑
客等老话题。 为达到遏制
中国的目的， 美国想方设
法贬低中国的国防成就 ，

打击中国的国际形象。 ”

中新网 8 月 6 日电

综合外媒报道， 美国总
统奥巴马尽管因为经济
问题，导致民意下滑，不
过在时尚界依然相当有
人气。 最新一期 《 名利
场》 杂志封面就是奥巴
马， 同时他和妻子米歇
尔双双被列入“ 最佳着
装者”之列。

另外入选的还有电
影明星布拉德·皮特 、

007

詹姆斯·邦德的扮演
者丹尼尔·克雷格，以及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等 。

而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妻
子布吕尼也榜上有名 ，

被评为有品位的女人。

有媒体称， 众家女
星争奇斗艳， 尽管身穿
名牌精品， 不过显然被
美国第一夫妇的简单协
调品位打败。

8

月
3

日，俄罗斯总
理普京结束对伊尔库茨
克的视察返回时， 在图
瓦共和国度过了难得的
休假日。 休假当天，普京
在当地赫姆奇科河游
泳、垂钓，还裸身骑马。

俄罗斯新闻网
8

月
5

日报道，普京的这一组
新的度假照片让西方媒
体十分感兴趣。 英国《 独
立报》报道说，普京再次
展现 “ 俄罗斯硬汉 ”形
象，提高其好感度。 该报
说， 普京裸露上身骑马
和徒手折断树枝照片 ，

让一些人不禁想起电影
“ 断背山”的某些情节。

《 纽约时报》 报道
说， 俄罗斯总理的新照
片迷倒了俄罗斯所有女

性。 德国《 世界报》称普
京潜入贝加尔湖湖底 ，

与摩纳哥王子一起钓
鱼，开歼击机等照片，让
他广受欢迎。 这也让他
2000

年
~2009

年的支持
率从

46%

提升至
53%

。

普京具有更强的个人魅
力， 这有助于他实现自
己独一无二的构想。

（环球）

中印今明再谈边界问题

尼泊尔前总理：

美印拟利用尼
袭击中国

印在边界问题上心存不良
中印本周谈判边界问题，印方频频增兵边境施压。

深陷衰退泥沼

“ 日不落帝国”沦为“ 小英国”

奥巴马夫妇被列入最佳着装者

普京裸身骑马迷倒俄女性

环球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