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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缘战略的南亚地区
科技合作思考*

【摘 要】 南亚既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又是佛教、印度教等宗教的发源地，

总面积约503万km2，2009年总人口超过14亿。平均每平方公里约280人，是世界

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斯里兰卡、尼泊

尔、不丹与马尔代夫 8 个国家。从地理条件看，南亚处于欧亚大陆外缘新月形地

带的中间地带，扼守亚洲和大洋洲通向欧洲和非洲的水上交通要道，靠近波斯湾

产油区，俯视着东西方重要的石油通道，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直接攸关中国的

“通道安全”。进入新世纪，南亚经济快速发展，但由于恐怖主义、能源安全、气候

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与地区传统矛盾、社会贫困等相互交织，使南亚的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等局势渐趋复杂化，地缘战略地位和地区影响也相应上升，是中国推进

睦邻外交、构建和谐周边的重点和难点。当前，有关大国在该地区的各种渗透活

动十分活跃。基于南亚地区地缘战略十分重要，涉及到我国依托阿拉伯海的贸易

战略，有必要从国家长期战略利益出发，加强对该地区的综合影响力。以科技先

行的南亚科技合作对促进其他领域多边关系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

的战略意义，应成为我国地缘战略的新视角和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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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在加快强国建设进程，地缘政治

尤显重要和关键。地缘政治已是国际关系

最常用的词语之一，地缘大战略格局及其变

化趋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备受关注，我国也

正在经受着地缘政治更加复杂的考验。地

缘环境是影响一个国家对外战略的最重要

的因素，对地缘环境的客观分析，是国家正

确制定地缘战略方针的前提。在与我国毗

邻的各地区中，南亚地区因其特殊的国际地

域关系，多种国际势力长期在此渗透和博

725



2013年 . 第28卷 . 第6期

战
略
与
决
策
研
究

S
tr

a
te

g
y

&
P

o
li
c
y

D
e

c
is

io
n

R
e

s
e

a
rc

h

弈，形成了比较复杂地缘关系，如何应对必须从国

家长远地缘政治战略和安全、稳定层面加以前瞻

性谋划。

1 南亚国家的基本概况[1,2]

南亚地处亚洲大陆南部，作为一个地域单元，

以南亚次大陆（印度次大陆）为主体，同时包含印

度洋上的众多岛屿。南亚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

加拉、阿富汗、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8

个国家，总面积约 503万 km2，2009年总人口超过

14亿，平均每平方公里约280人，是世界上人口最

稠密的地区之一。

印度北邻中国、尼泊尔、不丹；西北毗邻巴基

斯坦；东北和东部同缅甸、孟加拉接壤；南濒印度

洋；西、东部分别濒临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在南

亚地区，印度位居南亚次大陆核心地带，在某种程

度上可以说是南亚地区经济运转的心脏，正在改

变其农业大国形象，向着工业体系完善、工业化程

度较高的现代化工业大国前进。2011年印度总人

口约 12.1 亿；人口密度约 406 人/km2，2001—2008

年，GDP保持 8%的增速，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

展的又一巨大引擎。

巴基斯坦是世界上 9个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

之一。其南临阿拉伯海，可直下印度洋，西抵波斯

湾，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服务业占 GDP 的

55.1% [3]。

阿富汗为内陆国家，北接土库曼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东北突出的狭长地带与中

国接壤，东部和东南部与巴基斯坦毗邻，西与伊朗

交界。作为亚洲南北交通要冲，阿富汗的区域地

理位置十分重要，其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牧业国

家，1971年被联合国确定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2 南亚在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地缘位置对一个国家或地

区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起着决定性作用。

地缘是一国或地区的固有资源，在错综复杂的国

际局势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战略作用。南亚处于

欧亚大陆外缘新月形地带的中间地带，扼守亚洲

和大洋洲通向欧洲和非洲的水上交通要道，靠近

波斯湾产油区，俯视着东西方重要的石油通道，因

而使其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显示出特有的区域

重要性，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冷战以后，南亚地

区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焦点之一，尤其是印度在美

国全球地缘战略中的地位凸显。

从地理和地缘、政治和外交、稳定和安全、经

济和发展等方面审视南亚地区，其对我国长远战

略利益攸关而密切。

2.1 南亚是我国必争的地缘战略区域

从地缘政治角度审视，建设中国连接东南亚、

南亚的国际大通道，是我国改善地缘环境、扩大战

略回旋余地，加强内陆对外地缘关系支撑的重要

举措。由于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受制于美、日，南

中国海问题短期难以解决，印度洋是中国突破美

军太平洋岛链、求解马六甲困局的重要通道。目

前，南亚和印度洋通道安全的内涵进一步延伸，又

涉及打击海盗、探查海底资源和进行远洋科考等

拓展区域[4]。

南亚是西亚、中亚和东南亚交接点，南濒印度

洋，地缘上直接攸关中国的“通道安全”。无论陆

路还是海洋，南亚和印度洋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

通道。经过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对外

依赖性明显增强，成为“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

济”[5] ，中国往来海外的“通道安全”问题日益突

出。中东、海湾地区、西非是中国石油主要来源

地，中国85%的石油进口需要通过印度洋，从缅甸

进入云南，是我国3条陆上能源通道的西南线，涉

及南亚的印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国。由此

可见，南亚地区与中国的能源保障和长远经济发

展具有特殊地缘关系，地缘战略意义凸显。

2.2 南亚是保证中国西部安全的战略要地

南亚地区毗邻我国西部，与新疆、西藏直接接

壤，边境线长达5 000多公里。南亚地区形势的发

展变化直接关系到我国西部边陲的安全与稳定以

及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而且还将对我国地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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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环境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随着西部大

开发步伐加快、两岸关系相对缓和及海外

“疆独”、“藏独”势力在国内策划骚乱，使得

我国安全重心“由东南转向西北”[6]。因此,

南亚对我国安全利益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在

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斗争以及促进西

部大开发的“共同发展”和打击毒品的社会

整治行动等都离不开与南亚的多边合作。

因此，为维护西南部边疆地区的稳定与繁

荣，发展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加强与南亚

国家的合作是必然趋势。

2.3 南亚地缘战略优势日益显现

南亚各国不仅是我国重要的周边邻国，

也是我国构建和谐周边的重要区域 [7] 。特

别是在南中国海地区与一些国家的海域权

益的矛盾与摩擦，使得南亚的多边关系的改

善与发展尤显重要。当今谋求有利的国际

环境和周边环境，全力发展经济、科技，参与

区域经济合作，力争在 21 世纪初国际战略

新格局中处于有利地位，已成为世界各国外

交战略的核心内容[8] 。我国 14个陆地邻国

中，有 5个都在南亚，即印度、巴基斯坦、阿

富汗、尼泊尔和不丹。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

与南亚地区相邻，同南亚国家的交往始于

2 000多年前。许多南亚国家最早承认并同

新中国建交。印度是最早同新中国建立外

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巴基斯坦是最

早与新中国建交的伊斯兰国家之一。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也是我国和印度最早提出

的。因此，南亚在我国的周边外交中占有不

可忽视的重要位置。

2.4 深化南亚合作前景广阔

中国是世界石油消费大国（2013 年石

油进口居全球第一），能源安全对于中国的

意义非常重大。南亚处于欧亚大陆外缘新

月形地带的中间地带，扼守亚洲和大洋洲通

向欧洲和非洲的水上交通要道，靠近波斯湾

产油区，俯视着东西方重要的石油通道，其

战略地位非常重要[8]。虽然南亚矿产资源丰

富，包括巴基斯坦的煤、铁，阿富汗的铜等，

均为中国经济发展和西部开发急需的资

源。然而南亚各国经济潜能尚未完全开发，

如尼泊尔是全球水电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

之一,但已开发的水电资源不足 1%[9]；巴基

斯坦煤炭资源储量位居全球第四,但缺乏相

关开采技术,每年反而进口大量煤炭[10]。中

国与南亚的经贸合作潜力巨大，2012 年1—

11 月中尼贸易额为17. 46 亿美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72. 4%，由此可见，加强与南亚的经

贸合作，对中国西部大开发大有裨益。

经贸合作对促进中国和南亚的科技合

作也有广泛的需求，也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帮

助周边国家发展的大国责任之一。通过各

类科技援助性的合作，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

的科技影响力，增强中国的软实力，而且可

以避开一些政治敏感问题，通过不断加强双

边和多边感兴趣的科技合作，引导和促进友

好互信的睦邻关系，可为中国在南亚地区的

外交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和良机。

3 南亚面临的问题

3.1 争端问题

南亚既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又

是世界上种族、宗教和文化最为复杂多样、

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意识形态多元化

也增加了南亚地区的复杂性，使其成为冷战

后世界地缘政治背景中3条冲突带之一[11] ，

并再度成为全球危机的重大策源地。南亚

地区，既存在宗教、文化和种族上的差异，更

掺杂着边界、领土乃至水资源等方面的争端

以及政治、军事上的对抗，这种局面的形成

是受现实地缘格局深刻影响的。

3.1.1 领土争端

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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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争端，造成了南亚次大陆最主要和最严重的

敌对与冲突，对南亚地区的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1947年8月14日和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分别宣

布独立，印巴分治所遗留的领土争端却长期未得

到解决，严重阻碍了两国关系的实质性改善。克

什米尔领土争端直接导致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印巴

战争，成为世界上流血冲突最激烈的地区之一[4]。

印度与孟加拉国之间也长期存在着边界划分

和海岛归属的纠纷。1992年印度同意将连接孟加

拉国在印度两块飞地的廷比加走廊长期租给孟加

拉国使用，但是目前两国在孟加拉湾的领海划分

以及南穆尔-塔尔帕蒂岛归属问题上的纠纷仍未

妥善解决。

3.1.2 水资源争端

南亚地区各国由喜马拉雅水系天然相连，水

资源日益成为国家政治利益争论的焦点。水资源

的分配已成为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这3个南

亚大国强大的农业集团之间争斗最为严重的问

题。

（1）印巴水资源争端。印度河从北向南横穿

巴基斯坦，是巴国灌溉农作物的最主要水源。自

20 世纪 80 年代印度提出准备在印度河上游修建

水坝以来，印度河水利用问题遂成为两国外交的

重要问题。2004年，印度拟在杰赫勒河上游修建

一座发电量可达330兆瓦的水坝，再次引发两国间

的水资源争端。根据 1960年双方签订的《印度河

水使用协议》，印巴划分了流经两国的 5条河流的

水资源，其中杰赫勒姆河的水资源归巴基斯坦所

有。巴基斯坦称该水坝导致杰赫勒河河水流量减

少，指责印方此举违反了两国协议，要求通过世界

银行解决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杰赫勒姆河水资源

争端[12]。

目前，印、巴两国之间的矛盾因“争水”而逐渐

升级。据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 3月 29日报道，

巴基斯坦声称印度的水力发电站工程使得本该流

向其境内的水流减少了。水资源问题可能会成为

两国之间新的长期矛盾，类似于两国对克什米尔

地区的主权纷争[13]。

（2）印孟水资源争端。从印度流向孟加拉国

的河流共有54条，为了解决用水冲突，1972年，两

国成立了联合用水委员会；1977 年，两国又签署

《恒河协议》。但印孟两国的水资源争端仍是此起

彼伏。2003年孟加拉国反对印度计划实施的“内

河联网工程”，该工程计划拦截从印境内流入孟的

大小 54条“国际河”河水，输往印度南部和东部缺

水地区，孟加拉国认为，此举将减少流往孟加拉国

的水量，其下游约1亿孟加拉人民的生计将因此遭

受严重威胁[1，14，15]。

（3）印尼水资源争端。尼泊尔河流包括4条主

要水系，即科西河水系、甘达克河水系、卡尔纳利

河和马哈卡利河水系，另外还有一些较小的河

流。这些河流在枯水季节为印度东北部的比哈尔

邦和北方邦提供所需水源，在季风季节则造成洪

水灾害。两国虽然在历史上签订了多个条约，但

这些条约基本上倾向于印度的利益，致使尼泊尔

国人有所不满。马哈卡利河位于印度与尼泊尔西

部边境之间，于 1816年被定为尼印两国边界。在

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执政期间，印度准军事部队

突然占领马哈卡利河北岸两块有争议的土地，被

尼泊尔指责为企图霸占界河水量。尽管1996年两

国签署了《马哈卡利河条约》，但由于双方对条约

的理解存在分歧，加上印度单方面在马哈卡利河

修建卡纳克布尔拦河大坝，此后，两国的水资源争

端可谓愈演愈烈。此外，近年来两国在水电资源

开发利用方面也存在不少分歧[15]。

3.1.3 跨国移民争端[12]

南亚地区的跨国移民一类是因动乱和分离造

成的政治难民，另一类是经济移民。1985年印度

政府与阿萨姆邦的领导人签订协议，决定将 1971

年非法进入阿萨姆邦的上百万孟加拉国人驱逐出

境。当前，遣返孟加拉国移民的工作仍在继续，印

度与孟加拉国政府在此问题上多有纠纷。

跨国移民问题还困扰着不丹和尼泊尔。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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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来，信奉印度教的尼泊尔人源源不断

地迁入不丹，引起不丹王室的忧虑。因此，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不丹国王发起“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信仰、一种语言和一

种服装”的“文化复兴”运动，不承认1958年

以后移居的尼泊尔人为不丹公民，其友好关

系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印度为了控制尼泊尔，也借种种原因强

行在尼泊尔的西南部大量移民，导致尼泊尔

极其不满。

3.2 气候变化的影响

过高的人口增长率，快速退化的自然资

源及持续加重的贫困和粮食危机，使南亚成

为最易遭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地

区之一。气候变化增加了南亚对自然灾害

的脆弱性，该地区 2/3的自然灾害都与气候

变化相关。近年来，这些自然灾害在强度、

频率以及不可预测性方面都有所上升[16]。

3.2.1 洪涝与干旱

全球气候变化给南亚带来的影响是多

样而复杂的，一些地区将经历更猛烈的暴雨

袭击而遭受洪涝灾害，而有些地方则会遭遇

降雨稀少所带来的持续干旱[16]。有研究表

明，南亚某些地区高强度降水事件的发生频

率在增加，极易引发严重的洪水、滑坡以及

泥石流灾害[17，18]。同时，全球变暖导致南亚

某些地方出现了干旱频率的增加和干旱程

度的增强，尤其是在夏季和通常干旱季节以

及厄尔尼诺发生期间。从 20 世纪 70 年代

起，在南亚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干旱变得

非常普遍。陆地降水的减少和温度的升高

增强了蒸发与干旱化程度，成为越来越多的

地区发生干旱的主要因素。

印度由热带气旋所引起的暴雨强度及

其损失仍在显著增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的研究表明，过去 50 年间，印度日降水

100mm以上的暴雨次数在以每10年10%的

速率增加[19]。但是降雨总量却有所下降，并

且降雨往往集中于少数几天，降水过度集中

极易形成暴雨，进而引发严重洪灾。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南亚的干旱问题也

日趋恶化。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不仅连年爆

发旱灾，而且干旱的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也

在不断扩大。斯里兰卡、尼泊尔和孟加拉国

的旱灾发生频率也明显增加[20]。

此外，南亚海岸地带易发生热带气旋，

所引发的海岸沿线洪水等灾害，已对南亚沿

海各国造成一系列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

伤亡[17]。

3.2.2 冰湖溃决

在印度和尼泊尔，全球变暖导致冰川持

续加速融化，融化的冰川堵塞冰湖后极易发

展成为冰湖溃决事件[19]。以尼泊尔为例，其

拥有 2 323个冰湖，其中具有溃决的危险就

达20多个。最严重的冰湖溃决事件发生在

1985 年，一个冰湖溃决所倾泻出的洪水形

成了 10—15m高的水浪和泥石流，淹没、堵

塞了 Bhote Koshi 和 Dudh Koshi 地区 90 km

的河段，并摧毁了一个名为Namche的小型

水利工程[21]。

3.2.3 土地退化

南亚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的变化也

将加速土地退化过程，例如对水土侵蚀、土

壤盐碱化过程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全球

土地退化评估项目研究结果表明，阿富汗、

巴基斯坦和印度遭受着最为严重的土地退

化和沙漠化，在印度农业用地退化趋向加

重，其中约 1 410 万 hm2退化土地是受水力

和风力侵蚀而形成，其余的退化土地则是由

于盐碱化而造成的。

3.2.4 农业减产

由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一项研究报告

称，全球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冰川消融、洪水、

干旱等极端天气将给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

基于地缘战略的南亚地区科技合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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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负面影响，印度、孟加拉国、阿富汗和尼泊尔

是受影响最大的4个国家[22]。

全球变暖将会对南亚热带地区的稻米和小麦

产量产生负面影响，这些地区作物已经或将达到

所能承受温度的极限值。研究表明，在印度因温

度升高，导致作物减产而使农民纯收入降低约

8.4%；温度增加1°C，南亚的湿润、半干旱和干旱地

区的小麦产量预计将会减产 6%—9%，哪怕只有

0.3°C的升温，也将对重要经济作物（棉花、芒果和

甘蔗等）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在斯里兰卡，0.5°C

的升温预计将减少稻米产量的6%；同时干旱的增

加也将对关键经济作物（茶叶、橡胶和椰果等）的

产量造成负面影响[23-26]。

此外，全球气候变化和南亚地区人类活动强

度不断增加对水土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都将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喜马拉雅地区

冰冻圈环境，极大地引起水圈、土壤圈、生物圈等

多圈层的反应和变化。

鉴于南亚地区上述多重矛盾的存在，并且南

亚各国地区意识淡薄，功能外溢有限，同时受南亚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南盟经济一体化的进

展曲折缓慢[27，28]，这为我国深入该区域施加大国影

响力提供了机遇和空间，其有力的切入点就是科

技合作。因此，以我为主导的跨境跨域双边和多

边科技合作，既有利于帮助解决应对气候变化影

响的生计和生存问题，也有利于解决区域生态与

环境安全问题。通过科技合作，为共同采取协调

性的应对策略、为促进地区稳定与协调发展提供

协商调节的科学依据，进而为政治解决双边冲突

问题创造条件，也为我国解决地区矛盾显示出重

要的作用和作为。

4 加强南亚科技合作的战略意义

当前，我国和周边国家在维护领土完整和权

益方面存在许多矛盾和争议，引发一些外交摩擦，

这是全球化新形势下我国政治和外交等面临的重

大挑战。由于南亚是全球落后地区之一，科技发

展水平有限，纵观世界地缘大战略格局和周边关

系发展态势，从长远战略考虑，主动积极地加强与

南亚的科技合作，为外交领域的有关问题解决寻

求渠道和铺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

略意义。其一可以通过科技交流与合作，增加知

识界的联谊，建立科技伙伴关系，培育知界友好交

流与合作基础；其二可以通过跨境科技合作，更多

更确切地了解和掌握周边综合信息，为共同应对

气候变化而加强协调能力；其三通过多边科技合

作，培养有潜质的青年科技人才，建立友好合作人

脉根基；其四通过科技援助性的项目合作，强化与

各国人民友好的基础，增强“软实力”的影响作用；

其五是通过科技合作，强化我国在南亚地区的科

技引领作用，为经济合作与扩大贸易打开更多渠

道，建立更友好的平台，有助于推动多边关系健康

发展。

5 优先开展的合作领域

南亚处于气候变化影响的敏感区域，科技合

作的重点应以多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区域响应与

适应为核心内容，这样也更符合多边的利益和价

值理念，更易于形成合作氛围，保证多边科技合作

的持久性。

可优先开展的科技合作领域：

（1）全球环境变化的区域影响。由于南亚地

跨我国西藏和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等

国家，主要是环绕泛喜马拉雅地区。该区域对全

球气候变化极为敏感，增温比较显著，陆表过程加

快（如冰川消融、冻土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速降等），对区域发展带来明显的影

响和制约，并对周边产生多种负面作用。通过多

边跨境比较研究，系统积累科学数据，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为科学揭示环境变化的系列影响、评估可

能产生的时空效应等提供必要支撑。

（2）全球环境变化下区域水土过程与灾害及

风险管理。全球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到冰川的变

化，进而影响寒区水文过程，导致上游河流水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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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明显变化，冰川泥石流、冰湖溃决等灾害

风险将会明显增加，并会波及多边跨境问

题。干旱与洪灾交替、生态退化及其脆弱性

增加、坡地农业开发强度提高，造成水土流

失加剧。通过以我为主、多边协同开展以冰

川变化和河流水文过程监测、水土流失、生

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等为重

点研究的内容，系统认识全球环境变化的陆

表过程为重点的区域互馈作用机理，揭示冰

川泥石流、冰湖变化、水土流失过程与动力

机制，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下跨境水灾害风

险管理提供指导依据。

（3）全球气候变化的区域适应战略。泛

喜马拉雅地区有数亿人生活，气候变化带来

的生态服务功能下降，以及以水、土、生物资

源为核心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下降，必然会

影响山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加剧贫困化。

因此，前瞻性、战略性地开展该地区气候变

化对资源、生态、环境可能影响的监测与评

估研究，分析其变化对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长期影响，基于区域可持续发展提出适应

战略与对策，为促进地区稳定与和谐发展提

供科技保障奠定必要基础。

综上，南亚是一个值得我国给力的地缘

战略区域，科技合作先行作为融入该区的战

略选择，具有铺路、搭桥的基石作用，对综

合、全面促进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外交意义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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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sideration of Coope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South Asia Based

on the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
Deng Wei Zhang Jifei Hu Ying Hu Pinghua Li AiNong Kong Bo

（Institute of Mountain Hazards and Env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gdu, China, 610041）

Abstract South Asia, as one of cradles of the world's four civilization, and the birthplace of religions including Buddhism and

Hinduism, its total area is about 5.03 million kilometers, and the population exceeds 1.4 billion in 2009. With around 280 peo-

ple per square kilometer, South Asia is one of the most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in the world. South Asia includes eight coun-

tries such as India, Pakistan, Bangladesh, Afghanistan, Sri Lanka, Nepal, Bhutan and Maldives. From the geography condi-

tions, South Asia locates in the middle of crescent zonein the outer edge of the Eurasia, holding the strategic water junction

leading Asia and Oceania to Europe and Africa, and near the oil region in Persian Gulf, which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relates directly to the pathway security of China. In addition, the diversity of ideology also increases the complexity of

South Asia area. In recent years, South Asia's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The intersection of global problem and regional

tradition contradiction, such as terrorism, energy security, and climate change make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diploma-

cy situation in South Asia more complicated that became a big obstacle for China to build harmony friendship towards neigh-

boring countries.

Nowadays, some big countries increased heir infiltration in this area. Since the geographical strategy is very important in

South Asia, and affects trading strategy rely on Arabian Sea,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China’s influence in this area from

the long-term benefits.Thus, coope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South Asiahas positive, practical and long-term signifi-

cance to establish a multilateral relation in other fields, and this should be a priority focus of national geopolitical strategy.

Keywords geographical strategy，south asi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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