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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与莫迪同框，投其所好各取所需
主笔 赵恩霆

美国总统拜登错过了一个“好机
会”，他原本可以借助访问印度，来拉拢
伙伴助力“印太战略”，奈何他不得不全
身心投入今年的头等大事——— 在总统
选举中寻求连任，因此婉拒了印度总理
莫迪发出的访问邀请。

莫迪和拜登今年都面临大选，相较
于拜登充满变数的选情，莫迪领导的印
度人民党在今年的议会选举中料将延
续强势。在莫迪看来，邀请拜登访印并
作为主宾观礼印度共和国日阅兵，无疑
是在4月至5月大选前的一次加分表现。

但拜登缺席也无妨，莫迪转头就向
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去邀请函，后者愉快
地接受了邀请，并于1月25日至26日访
问印度，受到莫迪盛情款待。其间，印法
两国签署了16个合作文件和声明，涉及
国防、航空航天、民用核能等领域。

数十年来，在不结盟政策的基础
上，印度在对外关系上走出了一条平衡
外交之路，这一点在莫迪主政时期尤为
明显。

印度与俄罗斯一直保持着密切联
系，印度是俄罗斯军事装备出口的主要
市场之一，2018年至2022年间，印度进口
武器装备的大约40%来自俄罗斯。俄乌

冲突爆发后，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和石油禁运，并施压印度加入到制裁行
列中。但莫迪政府不为所动，反而大量
进口俄罗斯石油。

自美国特朗普政府抛出所谓“印太
战略”以来，便将印度视为其重要支点
之一，通过坐实和升级美日印澳“四方
安全对话”机制等行动拉拢印度。不过，
这并未改变印度继续奉行在大国之间
寻求外交平衡和灵活性。

实际上，这种策略将印度的利益最
大化的同时，也在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
和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这恰恰符合印
度一直以来的“大国抱负”。同时，印度
也在避免过度依赖某一方，比如在军购
方面，尽管俄制装备仍占主流，但其比
例已经在下降，2018年至2022年间，印度
进口的武器装备中有27%来自法国、12%
来自美国。

法国就是印度平衡外交的重要抓
手，两国早在1998年就建立了战略伙伴
关系，当时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印，
法国成为印度首个战略伙伴。印度是重
要的地区大国，并且有一颗成为全球性
大国的野心，而法国则是有独立自主外
交传统的西方大国，也在谋求重振法国
的全球影响力，而且法国还支持印度申
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去年7月，莫迪访问法国并受邀观
礼“巴士底”阅兵式，当时印度元素出现
在阅兵式上，还有印度军人驾驶法国

“阵风”战机编队飞过。早在2006年，印
法两国就签署了防务合作协定。2009年
7月，印度军人就曾亮相法国阅兵式，那
是印度首次参加他国阅兵。而2016年法
国士兵也曾亮相印度共和国日阅兵式，
那是印度阅兵首次有外国军队参加。

那次访问是莫迪2014年出任印度
总理以来第五次访问法国。在那之前，
印度决定从法国采购26架“阵风”战机
和3艘“鲉鱼”级常规潜艇。此前，印度曾
在2018年从法国订购了36架“阵风”战
机。

今年1月底马克龙的印度之行，则
是他2017年出任法国总统以来的第三
次访印。法国也是受邀作为主宾出席印
度共和国日阅兵式次数最多的国家，分
别在1976年、1980年、1998年、2000年、
2016年和2024年。

维护与印度的关系也符合法国的
地区战略。早在2008年，法国《国防与国
家安全白皮书》就将印度洋和东亚地区
纳入关注对象。2013年版的白皮书再度
强调印度洋作为欧亚通道的作用，指出
法国应该抓住该地区的潜在机遇。2018
年5月，马克龙上台一年后提出法国版

“印太战略”，即“巴黎-新德里-堪培拉”
轴心，其中印度就是重要一环。

法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拥有
不少海外领土，比如印度洋上的留尼汪
岛和马约特岛都是其海外省，太平洋上
则有法属新喀里多尼亚和法属波利尼
西亚等海外属地，因而法国在印太地区
拥有广大的专属经济区等海外利益。为
此，法军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军事基地
驻扎了约7000名士兵、15艘舰艇和约40
架军机。

法国的“印太战略”曾遭遇挫折。
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联合
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
将帮助澳海军建造核潜艇。为此，澳大
利亚在未事先告知法国的情况下撕毁
此前签署的12艘常规潜艇订购合同，价
值600多亿美元。此事导致法国与澳大
利亚关系跌入低谷，法国罕见地召回了
驻澳大使。

直到2022年6月阿尔巴尼斯出任澳
大利亚总理后，法澳关系才逐渐重启，
双方恢复了高层互动。在这场风波中，
印度在法国“印太战略”中的支点作用
更加凸显。马克龙的第二个总统任期要
到2027年结束，而莫迪料将在今年4月
至5月的议会选举后继续领导印度，接
下来法印两国还将会延续紧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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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共同社15日报道，2023年日本名义
国内生产总值（GDP）为4 . 2106万亿美元，
降至世界第四位。与此同时，日经指数创
34年来新高。尽管企业业绩出色推动股
价攀升，但物价上涨等因素导致家庭消
费持续低迷，内需不振，经济增长后劲不
足。

日本内阁府15日发布的初步统计结
果显示，2023年日本实际GDP同比增长
1 . 9%，名义GDP增长5 . 7%。日本2023年名
义GDP为591 . 482万亿日元，换算成美元
为4 . 2106万亿美元，德国去年的名义GDP
为4 . 1211万亿欧元，较上年增长6 . 3%，换
算为美元后约为4 . 4万亿美元，排名超过
日本，跃居全球第三。名义GDP又称货币
GDP，相较实际GDP，名义GDP更易受到
市场价格波动影响。

1968年，高速增长的日本经济超过
西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直到2010
年被中国超越。时隔13年后，日本又被德

国超越。
数据显示，2023年第四季度，日本实

际GDP环比下降0 . 1%，换算成年率下降
0 . 4%，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占日本经济
比重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环比下降
0 . 2%，企业设备投资减少0 . 1%，均连续三
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住宅投资下降1 . 0%，
连续两个季度下降；货物及服务出口增
长2 . 6%，连续三个季度增长。

从内外需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来看，消费不振等因素导致2023年第四
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负0 . 3
个百分点，外需贡献度为0 . 2个百分点。

与消费低迷相反，日本股市近期呈
现强劲上升势头。东京股市15日大幅反
弹，日经指数收盘价时隔34年突破38000
点大关，盘中价也创34年来新高。16日日
经指数继续攀升，涨幅为0 . 86%，距离1989
年的历史最高位仅差400多点。

据《日本经济新闻》分析，股市走强
得益于日本企业业绩的强势表现。根据
日本央行2023年12月的短观报告，2023年

度各种规模行业的普通利润预计增长
4 . 0%。企业盈利能力不断增强，2023年1月
至9月的平均销售经常利润率为7 . 1%，比
5年前提高了1个多百分点。企业的良好
业绩支撑了股价的历史性上涨。

尽管股市强劲，企业业绩增长，但这
一成果并没有传导到整个日本经济上。
2023年10月至12月，受雇者实际薪酬同比
下降了1 . 9%，连续9个季度下降。由于工
资涨幅未能超过物价涨幅，劳动力短缺
延误了企业的生产建设，消费和投资均
出现下滑。

专家分析认为，市场对美国经济景
气走势看好，跟风态势明显；日元贬值和
访日游客大增等因素，进一步刺激了股
市向好的意愿。随着上市企业将在3月发
布决算报告，有望刷新历年企业决算新
纪录，市场反应将远超预期。

日本名义GDP跌出全球前三，直接
原因是受到了日元贬值、德国物价上涨
势头超过日本等因素影响。13日纽约外
汇市场上日元一度贬值至1美元兑换

150 . 88日元，创3个月以来的低位。尽管在
物价上涨的推动下，2023年日本名义GDP
创下历史新高，但由于日元持续贬值，换
算成美元后大幅缩水。另一方面，受俄乌
冲突影响，德国物价涨幅超过日本，拉升
了名义GDP（增长6 . 3%），进而超过日本，
成为全球第三。

日本经济长期缺乏稳定增长动能，
是日本2023年名义GDP被德国超越的深
层次原因。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高
级经济分析师永滨利广认为，日本的老
龄化程度不断加剧，以及企业缺乏创新
力，是日本经济长期疲软的根本原因。永
滨利广提醒，发展经济不应过度依赖美
国，应更多着眼于亚洲国家，实现平衡发
展，争取在更广泛的领域获得经济成果。

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关系到其在国
际社会的话语权，日本在全球的影响力
或将进一步下滑。共同社认为，在少子老
龄化进程下，如何提升被视为处于低水
平的劳动生产效率将成为今后日本经济
的课题。


	A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