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南亚南亚研究》 

信任构建与中国一南亚人文交流 

王伟华 

(上海 国际问题研 究院 外交政 策研 究所 ，上海 200233) 

2013年第4期 

摘要：信任是国家间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信任构建具有主观性、平等性、复杂性、长期性的特点，这决定了人文交 

流是信任构建的各种途径中最经济有效的途径之一。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的信任构建还存在很大不足，亟需在双方 

政府统筹规划下，通过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加强人文交流，夯实信任构建的民众基础。智库交流作为中国一南亚人文 

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动双方开展信任构建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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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交流是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相互 

了解、增进友谊和互信的桥梁，与经贸合作等共同构 

成对外关系的重要 内容。”{1](PIlO 113)近年来，中国坚 

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 

作，努力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在这 
一 背景下，中国大力推动公共外交的开展，人文交流成为 

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 

作座谈会上指出，为“巩固和扩大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 

长远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要全方位推进人文 

交流。”_2 本文拟从信任构建的特点和中国一南亚人 

文交流的现状人手，着重分析人文交流对于双方建立 

互信的作用，通过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典型案例，分 

析当前双方人文交流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措施，并就 

智库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进行阐述。 

国家间的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信任建构发挥着决 

定l生作用。朱立群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三大主义” 

关于信任与合作观点的介绍很好地说明了这一 

点o[3](P16~20)虽然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在国际社会至关重 

要，但信任缺失却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 

中国的传统文化将“信任”视为最核心的概念和 

最主要的内容。王日华通过对中国传统的国家间信 

任思想进行认真的分析，提出了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并特 别 提 出 “要 加 强 与 周 边 国 家 的 互 信 关 

系”。 ‘n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 ，“信任”在中国 

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以 

说 ，构建国家间信任关系一直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目 

标。无论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还是求同存异 

思想的贯彻，抑或是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乃至和谐 

世界理念的提出，甚至新型大国关系的倡导，这些都 

是引导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信任关系的纲领性政策。 

人文交流正是中国在构建国家间信任关系的努 

力中所积累和提炼出的宝贵经验。“民族国家的公共 

权力一旦介人国际人文交流领域，人文交流就开始具 

有外交意义和价值。” (P73娟 从我国人文交流的实 

践来看，“人文交流是以人文领域中相关内容的传播、 

交流与沟通为主要内容，以对外文化、教育、体育、旅 

游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为主要形式，通过人文相关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来影响外国受众，它是促进国家间友 

好合作的重要载体和工具。”[1](PIlO~113)中国和南亚国 

家的交往最为充分地体现了人文交流在构建国家间 

信任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其最终落脚点是为了塑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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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家民众对本国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合法性支持，以 

确立和维持和睦、友善、稳定的周边关系。 

近年来，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 

“同该地区所有邻国的关系都在全面提升，其中同两 

个主要邻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进展更为显 

著。”【6](n。’这与国家间信任关系的构建密不可分。 

但中印之间信任关系的构建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且不稳定，已影响到两国关系的长远健康发展。同 

时，中国与巴基斯坦等其他南亚国家长期存在的信任 

关系在急剧变化的地区形势和国际格局情势 ，也亟 

需加强和维护。加强各国之间的人文合作与交流，可 

以增进人民的友好感情，从而增进国家间的友谊与互 

信。中国一南亚人文交流无疑已成为双方加强信任 

构建、推动双方关系长远发展的重要平台和渠道。 

信任是国家间合作的前提和基础，是推动国家间 

关系健康发展、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因 

素。在探讨中国一南亚人文交流的成效与问题之前， 

有必要对国家间信任关系构建的特点进行初步考察。 

作者认为，国家间信任关系的构建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是主观性。国家间信任关系的构建体现了 

国家间的积极的相互认知，是一个主观建构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双方领导人的频繁会晤和贸易额的 

持续增长并不必然反映两国信任关系的增进，因为国 

家间信任关系的构建是由两国精英和民众的心理层 

面决定的。因而，国家间信任关系的构建更应注重人 

与人之间的交往，消除误解 ，增进了解，弥合分歧，扩 

大共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人周恩来总理曾经 

指出，外交工作虽然是“以国家为对象”，“是通过国 

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 

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 ’ 

其次是平等性。国家问信任关系的构建必须以 

相互尊重为前提。从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角度来看， 

国家的确有强弱、大小之分，无法在双边的国家间关 

系和多边的国际事务中具有同样的影响和地位。但 

对国家间信任关系的构建而言，只有忽略国家的强 

弱、大小之分，真诚平等对待彼此，才能真正构建起长 

期且牢固的信任关系。 

再次是复杂性。国家间信任关系的构建是一个 

主体多元、内容繁杂的系统工程。在全球化时代，国 

际交往 日益频繁，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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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的竞争与合作空前增加。在 

此背景下，虽然国家仍然是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力量， 

但参与国家间信任关系建构的主体却El益多元，影响 

国家做出政策判断的利益也更加错综复杂。因此，构 

建国家问信任关系必须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 

最后是长期性。国家间信任关系的构建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建立牢固的信任关系，必 

须要有有效且持续的沟通。信任构建应成为国与国之间 

发展关系的一项长期战略，任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想 

法和举措都是不可取的。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经 

过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但仍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持续不断地加以维护。 

信任构建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途径 

进行，而人文交流无疑是其中最为经济有效的途径， 

而且更能为国家间构建信任关系凝聚民众支持。因 

为，“人文交流强调的是以人员交流、思想交流、文化交 

流为主要内容的跨国交流现象。”⋯ “ “ ’人文交流往 

往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通过开展人文领域各种交流活 

动，间接改变对象国内部的政治生态，努力营造出一种有 

利于本国的政治生态，最终促进有利于本国的政治产 

出。[8]‘嘶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曾对人文交流相比政 

治、经贸等其他对外交流手段的优越性进行了非常准确 

的概括：“人文交流是人与人之间沟通情感和心灵的桥 

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它比政治交流 

更久远，比经贸交流更深刻，它同其他对外交流手段 

相 比 更 具 有 基 础 性、先 导 性、广 泛 性 和 持 

久性。’’ ‘P̈ 

中国与南亚国家在通过人文交流促进信任构建方 

面有着许多成功的实践，如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人文 

交流为两国关系的长期友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 

有做到相互尊重、相互了解，才能通过沟通建立起信任关 

系。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人文交流实践充分体现了相 

互尊重的沟通方式。有巴基斯坦学者就指出：“中巴两 

国在语言、种族、文化甚至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遵从 

着明显不同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尽管在冷战时期 

巴基斯坦与西方结盟，但中巴特殊友谊却一步步得到 

增强。中巴关系建立在共同利益、共同理想和相互尊 

重的基础上，所以它经久不衰。” ]‘m 

中国和巴基斯坦一直友好相处，保持着密切的文 

化往来。两国政府在双方的人文交流中发挥着主导 



作用。1951年建交后，两国即互派文化团组访问和 

举办展览。1965年3月，中巴两国政府代表在拉瓦尔 

品第签订了文化协定，并于该年第一次签署了年度文 

化交流执行计划。迄今为止，双方共签署了 12个执 

行计划。2012年 l0月两国又签署了2013～2015年 

文化合作交流协定的执行计划，涉及文化艺术、教育 

与科研、广播影视、新 闻出版、体育和青年等多个项 

目。这些执行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充分体现了两国政 

府在人文交流中的规划、引领和推动作用。 

根据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网站提供的资料，最 

近几年，中巴之间的文化交流取得了不少成果，包括 

“欢乐春节”、“脉动中国”国庆图片展、“斯潘蒂克峰” 

中巴联合登山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都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2013年5月4日，由中国驻巴大使馆文化处 

和巴中友协共同举办的“巴中友谊摩托车接力传 

播”，从拉合尔出发到伊斯兰堡，摩托车手沿途宣传中 

巴友谊，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l11 3 

孔子学院也是近年来中国一南亚人文交流的重 

要举措。自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采用中外合作的 

形式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除进行汉语教学外， 

还通过各种活动介绍中国文化。2005年4月，中巴双 

方签署协议，筹备建立伊斯兰堡孔子学院。这是中国与 

南亚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建立孔子学院的协议。2007年4 

月，伊斯兰堡孔子学院在巴基斯坦国立现代语言大学启 

动运行。2009年 l2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巴基斯坦穆 

扎法尔格尔短波收听俱乐部合作，成功开通了广播孔子 

课堂。2013年5月，中巴双方又签署了建立卡拉奇大学 

孔子学院的协议。这充分说明巴基斯坦民众学习汉语的 

热情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在巴基斯坦的成功实践是孔 

子学院在整个南亚地区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除巴基 

斯坦之外，中国还在印度、阿富汗、尼泊尔、斯里兰卡、 

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建立了 6所孔子学院和3个广 

播孔子课堂。̈ 孔子学院和广播孔子课堂的建立，有 

力增进了南亚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了中国一 

南亚人文交流的深入开展。 

南亚国家孔子学l 广播孔子课堂一览表 

协议签署 启动运行 序号 国别 名称 中方合作机构 

时间 时间 

1 巴基斯坦 2005．4 2007．4 伊斯兰堡孔子学院 北京语言大学 

2 孟加拉国 2005．6 2006．2 南北大学孔子学院 云南大学 

3 斯单兰卡 2006．11 2007．5 凯拉尼亚大学孔子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 

4 尼泊尔 2007．2 2007．6 加德满都大学孔子学院 河北经贸大学 

5 印度 2007．4 2009．4 韦洛尔科技大学孔子学院① 郑州大学 

6 阿富汗 2008．1 2008．3 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 太原理工大学 

7 巴基斯坦 2008．9 2009．12 穆扎法尔格尔短波收听俱乐部广播孔子课堂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8 斯里兰卡 2008．10 2009．7 兰比尼听众协会广播孔子课堂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9 尼泊尔 2008．10 2009．8 中国人民友好联络委员会广播孔子课堂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0 孟加拉国 2008．1O 2009．10 山度玛丽亚姆机构广播孑L子课堂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l 印度 2012．12 2013．7 孟买大学孔子学院② 天津理工大学 

12 巴基斯坦 2013．5 暂无 卡拉奇大学孑L子学院 四川师范大学 

备注：表格由作者根据国家汉办／#L子学院总部网站等内容整理制作。 

① 根据国家汉办／@L子学院总部网站显示的信息，韦洛尔科技大学孔子学院于 2009年 4月正式启动(http：／／www．hanban．org／ 

confueiousinstitutes／node
_ 6792．htm)，但由于印度内政部的干扰 ，其在印度的正式名称为韦洛尔科技 大学中国语言中心(Chi— 

nese Language Centre at VIT University．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eom／translate
_

e? anno=2&depth=1&hi=zh—CN&rurl 

= translate． google． eom． hk&sl = en&tl = zh — CN&u = http：／／www． vit． ac． in／clc／index． html&usg = 

ALkJrhjOQ8hhdXtVW9t77kONU9KnfAmbMw)，该机构 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印度规模最大的汉语教育和考试基地。 

② 根据国家汉办／qL子学院总部 网站显示的信息，孟买大学孔子学院于 2013年 7月正式启动(http：／／www．hanban．org／confu— 

ciousinstitutes／node
_ 39966．htm)，这是印度第一所获得正式命名的孔子学院(“India’S first Confucius Institute inaugurated”，／n— 

dian Express，Ju1．19，2013，http：／／www．indianexpress．corn／news／india—S—first—confucius—institute—inaugurated／1 14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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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两国青年交流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近年 

来，中巴百人青年团的互访已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品 

牌项 目。截至目前，双方已经开展了 12批百名青年 

代表团的访问，其中巴方向中方派遣 7批，中方向巴 

方派遣5批，1200名青年参加。 

通过双方几代人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中巴建立 

了全天候伙伴关系，是“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好兄 

弟”，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的合作也成为 

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之间合作的典 

范。这种高度互信关系的确立与维系诚然与两国人 

文交流的有效开展密切相关，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 

很大程度上，巴民众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并非源于与中 

国民众密切交往而生的“自然亲近感”，而主要是源 

于多年来“中国对巴政府的坚定支持”。[ ]‘ 巴 

民众对中国的友好印象主要来 自于巴政府和媒体的 

宣传，即来自外部信息源的施加，而非主要来 自两国 

民众通过密切交往而内生的友好情感。 

因此，对于中巴人文交流而言，既要强调对外交 

流领域中的国家性和政府主导作用，更要突出民众参 

与性、互动性和广泛性。有学者提出了多层次文化外 

交的概念，认为，“在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指导下，开展 

对巴基斯坦多层次文化外交，对于巩固中巴‘全天候 

友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n 。’因此，当前 

需要在政府的统筹规划下，充分调动民间力量，积极 

推动双方侨民、公司企业、社会团体扮演更加活跃的 

角色，进一步扩大两国民众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夯实 

两国信任关系的民众基础。 

四 

近年来，随着中印全面关系的不断发展，人文交 

流也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方面。中印之交不仅 

从亚洲和世界角度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而且直接关 

乎两国25亿人的命运和福祉。李克强总理今年 5月 

份首次出访时，在印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 

“中印作为亚洲两大邻国，天造地设，历史注定我们终 

将走在一起。”_】 做为此行的一项人文交流活动，李 

克强总理还会见了抗战时期的印度援华医生、白求恩 

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柯棣华大夫的家属。 

历史上，中印之间有着悠久的交往史，主要体现 

在宗教文化交流等方面。一些著名的高僧大德和文 

坛巨匠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推动两国的宗教 

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古代有中国晋代的法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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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玄奘两位高僧和天竺的达摩祖师，近现代则有 

印度诗圣泰戈尔和中国梵学大师季羡林。中印两国 

文化从交流互鉴中汲取养分，不断发展，为独立后两 

国信任关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印两国很快建立起了紧密的联 

系，除了政治、经济等领域交往频繁之外，人文交流也 

空前发展。但随着达赖逃亡印度和中印边界冲突的 

爆发，两国人文交流自20世纪60年代后很长一段时 

间陷于停滞。中印之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民族解 

放运动中建立的信任关系逐渐弱化，对双边关系产生 

了非常消极的影响。一直到印度总理拉 ·甘地 1988 

年访华后，中印之间的信任关系才开始重新得以恢 

复，两国人文交流逐步开展起来。 

2003年6月瓦杰帕伊总理访华和2005年4月温 

家宝总理访印标志着中印关系在新世纪取得了突破 

性的进展，掀开了两国人文交流的新篇章。2003年 

达成的《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指出，“两 

国将促进文化、教育、科技、媒体、青年和民间交流，巩 

固历史和文化联系。”双方决定在两国首都互设文化 

中心。2005年发表的《联合声明》宣布，印中双方将 

分别举办“中国文化月”和“印度文化月”活动，以纪 

念两国建交 55周年。双方还将通过举办其他文化活 

动来增进相互了解，加深两国人民的友谊。双方宣 

布，2006年为“中印友好年”。为了加强传统文化联 

系，两国签署了关于在河南省洛阳市修建一座印度风 

格佛殿的协议。双方还建立了青年交流机制，开展经 

常性青年交流活动。迄今为止，双方已开展了7轮青 

年代表互访交流活动。内容丰富的参观考察、座谈研 

讨、交流联谊等活动，增进了两国青年人之间的了解 

和友谊 ，为两国信任关系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基础。 

2013年 10月印度总理曼莫汉 ·辛格的访华标志 

着自1954年以来两国总理首次实现年内互访。双方 

签署了《中印文化合作协定 2013至 2015年执行计 

划》，就建立首批友好城市达成一致，并商定将 2014 

年定为“友好交流年”。可以说，中印人文交流已经 

逐步驶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正在不断消减双方之间 

的信任赤字。 

但是，由于存在边界、达赖等历史遗留问题，以及 

两国快速崛起所引发的相关问题，中印两国关系长远 

健康发展的信任基础依然显得非常脆弱。对于中印 

这两个在世界上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巨大的人 口 

规模的相邻大国而言，人文交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中，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媒体的责任。在国家间 

信任关系的构建中，媒体应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而不是发挥消极的破坏性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各国 

媒体对不同国家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起着重要的作 

用。但是，若媒体为追求订阅量、点击量、收视率、收 

听率，从过于狭隘的视角出发进行报道，就会使原本 

客观的形象变得扭曲，从而使国家间的互信关系受到 

损害，妨碍人文交流的正常开展。近年来，部分印度 

媒体对中印边境地区偶发事件的过度渲染，使得对中 

国本就知之不多的印度民众更容易受到误导，进而加 

深其对中国的刻板成见和负面认知。l161【P卜15)总之， 

媒体在推动人文交流中的责任意识需要提高。 

其次，要避免经济交往决定论的观点。经济合作 

能够为人文交流的开展提供便利，随着经济交往的深 

入，必然伴随着两国精英和民众的交往增多，从而为 

建立互信创造条件。但不能简单地认为 Et益密切的 

经济往来就一定会促进民众的相互理解和认知，从而 

实现国家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国家间信任关系不是 

简单的双边经济贸易额的体现，而是国家间在心理层 

面的相互认同。况且，经济往来的密切还有可能导致 

双方摩擦的增加。伴随着近年来中印经贸关系的快 

速发展，双方的摩擦也在不断增加。要妥善解决这些 

问题，人文交流不容忽视。 

最后，要特别警惕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中印作 

为两个正在同时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民众的民族 自豪 

感随着国家的发展不断增强，但当两国关系发展遇到 

障碍和挫折时，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却又极易受到鼓 

动。特别是在边界领土争端问题上，媒体的不负责报 

道给双边关系正常发展带来的困扰突出表现在使双 

方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两 

国人文交流取得更大的成就，影响了两国信任关系的 

构建。因而，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产生的破坏作用值得 

警惕。这也提醒我们要将外国公众作为开展人文交 

流最重要的对象。通过人文交流的方式，影响外国民 

众的态度，甚至引导他们向着我外交政策目标期待的 

方向发展。这部分外国民众也许反过来就能够对他 

们的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ll7]‘ 粥’ 

五 

人文交流可以改善国家间关系和促进地区合作， 

而智库在推进双边和多边关系中更是发挥着独特的 

作用。智库交流是中国与南亚国家人文交流的重要 

组成部分，同时又在推动双方其他领域的人文交流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一南亚国家智库在人文交流 

中的影响力有待进一步加强，以奠定双方人文交流的 

思想基础，提升双方人文交流的水平和层次。智库可 

以在促进中国与南亚国家人文交流，推进双方信任关 

系构建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首先，智库可以为政府对外决策提供建议。智库 

往往与各国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提出的政策建议 

对政府决策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全国政协外事委 

员会主任傅莹曾指出：“当今时代，智库驱动着国际思 

想跳动的脉搏。它是国家战略、政策的储备库，又是 

社会思潮的引领者；是培养教育人才的基地，还是国 

际交流对话的平台。可以说 ，智库构成了各国判断形 

势和决策的重要智力支撑。”【181智库可发挥第二轨道 

的优势，通过影响议程设置，传播政策理念，直接为本 

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建言献策，尤其是在双方存在 

分歧的问题上提供建设性方案，积极推动中国与南亚 

国家关系的发展。云南社科院等智库推动孟中印缅 

区域经济合作从地方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的实践有 

力地证明了智库对政府决策的重大影响和作用。 

其次，智库可以通过机制性合作促进相互交流。 

中国与南亚国家智库可建立机制性合作。在这一框 

架下，开展定期互访，共同举行研讨会，派遣人员进行 

访问研究。特别要指出的是，青年研究人员的交流意 

义尤其重大。由于时代的变迁，年轻一代对他国的认 

知必定会和上一代有所不同，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智库交流必须要注重青年研究人员之问的互动与交 

往，帮助他们扩大学术影响，建立固定的联系渠道。 

如此，维系与加强国家间信任关系的人文交流才能有 
一 个光明的前景。 

再次，智库可以利用专业知识引导媒体发挥积极 

作用。智库专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利用与媒 

体之间的紧密关系，积极影响和改造媒体，使媒体在 

国家间信任关系的构建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同时，通过在媒体上发表关于外交政策和双边关系的 

文章或评论，教育广大民众，正确引导国内民众树立 

对他国的正确和理性认识 ，也让他国民众更好地理解 

本国的政策。换句话说，双方的智库应该发挥好桥梁 

作用，让外界、尤其是双方的民众更好地了解彼此思 

考和行为的逻辑，介绍双方在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 

以及面临的挑战。总之，中国与南亚国家智库通过与 

媒体平台的结合，可以引领社会思考，在增进民众对 

国家间关系与政策选择的理解方面发挥重要的积极 

63 



作用，夯实国家间人文交流的民众基础。 

最后，智库可以通过学术共同体建设提升国际话 

语权。中国与南亚国家智库可以建立学术共同体，共 

同发起研究项目，进行联合研究。双方需要多研究和 

考察彼此在看法和理念上的共性和差异，逐步形成自 

己的理论，并且鼓励包容互鉴，避免或者减少误解。 

这必将有力提升双方的学术研究水平，增进相互之间 

的了解和信任，大大提升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中 

国和南亚国家智库可以共同发出具有世界影响的亚 

洲声音，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总之，现有的人文交流机制对中国与南亚国家建 

立战略互信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促进了中国与南亚 

国家关系的健康且快速的发展。同时，现有的人文交 

流机制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 

计，不断充实和完善。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将扎实 

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191(p48)在充分运用 自身 

优势，推动彼此相互了解，促进人文交流，夯实信任基 

础方面，中国与南亚国家的智库完全可以拥有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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