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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来了 中印经贸关系将上新台阶
■ 孙 莹

印度总理莫迪今日开始访华，长期微妙的中印关系

再度引起关注。

业内人士一致认为，此次莫迪来华将带来巨大的贸

易机遇，中印贸易将上新台阶。中国企业家需要在印度

“提前布局”，经贸应成为中印关系的“稳定器”。

中印贸易空间大

“最近，有关印度 GDP 增速将超过中国的说法非常

流行。”盘古智库学术秘书王岳称，IMF 去年 10 月份率先

在《世界经济展望》中提出，印度经济增速将在 2018 年超

过中国，经合组织随后也提出印度经济增速将在 2016 年

超过中国。印度政府认为，2014 年印度的经济增速已经

超过了中国。

根据印度的“十二五”（2012 年至 2017 年）规划，总

体保持平均每年至少 9%的经济增长率。

“中印今年肯定要续签边界贸易条约。”北京外交学

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林民旺认为，莫迪上台之后，

去了不丹，提出“跨喜马拉雅山经济带”的概念。这次莫

迪访华，肯定会带来不少订单。

中印贸易的空间确实很大。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南亚研究所副所长李莉说，1988 年中印关系正常化，当

时中印贸易额只有 2 亿美元；2000 年达到 29 亿美元，到

达峰值是在 2011 年，为 739 亿美元。

中国对印度出口年增长率达到 12%，但进口额一直

徘徊不前。

“印度想出口的，中国不一定愿意接受。但是中国

想要的，印度又不想给。”在李莉看来，中印经贸关系只

“停留在贸易方面，投资很少”。

印度的投资环境，确实有些问题。在印度经营了 10

年的沃尔玛，一直想做零售业终端，但是因为印度一直

不开放，最后不得不撤了。

据林民旺分析，企业在印度投资，首先要面临安全

审查问题。据华为等企业称，印度安全审查手段非常

繁琐。“ 华为去印度投资 10 多年，都没挣到钱。”林民

旺说，华为希望把当地的政商关系打通，希望印度市

场更开放。

也有人抱怨印度的商业信誉无法保证。“曾有上海

企业在印度承包了大型工程，却收不回来最后一笔钱。

虽然谈不上亏本，但是很多中国人已经不愿意去印度投

资了。”林民旺说。

李莉称，因为印度每隔 5 年就举行全国、地方的选

举，无法拆迁，所以在印度征地比较困难。

还有就是劳工问题。“当地《劳工法》非常严苛，对劳

工的保护无微不至，所以很难解雇工人。为了避开《劳

工法》，很多企业更愿意雇佣黑工、童工。而且印度缺乏

熟练工人，需要培训。”

从中国带劳工过去也会有问题，因为印度希望增加

本地就业，劳务签证只给 3 个月。

中国企业家需要在印度“提前布局”

尽管在印度投资会遇到种种问题，但业内人士大

多 认 为，去 年 5 月 莫 迪 上 台 后，印 度 出 现 了 更 大 的 商

业机遇。

“莫迪上台后，发展经济的愿望非常强烈。”北京大

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王旭说，“我去年 5 月份去德

里机场，里面没有几个人，也没有什么免税店。今年 3

月份去，一下多了很多店，而且大量打广告，变化非常

大。”他说，如今很多欧美商人都愿意到印度去投资。

今后，中国投资者需要在印度“提前布局”。

“在印度投资会遇到很多问题，但也要从我们自身

找原因。”王旭说，比如管理水平不高、英语水平较低等。

国家发改委国际司原司长林大建认为，对印度的投

资，不能指望“立马拿钱”，要做长期、战略性的投资，起

码 15 年、20 年以后才能赚钱。

“但是在中国，国有企业有国资委卡着，要收现钱；

民营企业老板天天就想着发大财，不愿意做长线投资。

这是投资印度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林大建说。

“印度人对我们的技术非常感兴趣，比如垃圾处理

技术、污水处理技术等。”林大建认为比较好的合作方式

是合资，用中国的技术，让印度企业家来做渠道。

王旭同样认为，中国企业家要改变“ 短期内要挣

钱”和“所有钱要归我”的心态。“比如你在广东，要去上

海投资，或者要去浙江投资，也需要有当地的配合，到

印度去也是一样，叫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是很重要

的。”他说。

经贸应成为中印关系稳定器

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孙志明认为，中印彼此缺乏了

解，导致认知上的偏差，有很多非经贸因素在影响中印

的经贸合作。

“ 中印地理位置相近，如果基础设施能够真正改

善，互联互通，经贸合作的发展空间会特别大。”孙志明

说，希望能通过经贸合作推动双方政治对话的发展。

“中国现在赴印旅游，每年只有 17 万人次，这在中

国每年 1 亿人次的出国游总量中占比非常小。印度每

年来华人数大概是 90 万人次，这个数字也不算多。”孙

志明说。

“应该是我们多邀请，多交流。从未来发展角度看，

我们对印度的需求可能还是更多一些，包括原材料、市

场、人才等。”

“印度经济发展势头是不可阻挡的，我们不能采取

孤立、遏制、旁观的态度。”王旭说，中印的经济发展模式

高度同质化，未来 5 年至 10 年，中印两个经济体之间可

能会发生很激烈的竞争。

李莉说，边界问题、西藏问题、巴基斯坦问题是中

印关系存在已久的三大障碍，现在新的问题是贸易逆

差。中印关系比较脆弱，经贸关系应该作为中印关系

的稳定器。

“中印关系，由两股力量主导，一股来自政府，另一

股实际上是来自军方；经济层面，企业家的声音非常少。”

李莉说，未来的中印关系，应该从政府主导，转为民间推

动。两国领导人每次见面都非常好。但是一到军事层

面，谈到边界，就有很多问题，所以实际上是不稳定的。

她认为，一旦与经济结合起来，中印关系会有很大变化。

中印加强经贸合作
共创亚洲世纪繁荣

■ 宋海啸

中国和印度同为千年文明古国，同为发展中大

国，同为最具代表性的新兴经济体，两国关系的发

展不仅关系着两国人民的未来与福祉，也将重塑世

界经济结构和国际政治权力的格局。中印关系作

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2015 年再次迎来

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机遇。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邀请，印度共和国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于今日

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由于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印两国有着

广泛的共识，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两国领导人北

京会晤将会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人们也看到，

目前发展中印关系，特别是发展中印经贸关系，面

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主要集中在世界经济的

不确定性。其主要表现在：美国货币政策走向的不

确定；欧洲经济形势尚不明朗；日本经济发展前景

难料；新兴经济体走向出现明显分化。与此同时，

世界经济增长极不平衡——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

洲等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仍然占据世界增长的鳌

头，美国正在加快复苏、增长势头强劲，日本与欧洲

则仍然处于增长乏力状态。在此背景下，加强中印

两国关系，促进经贸发展，发展两国经济，成为双方

不二的选择。中印两国既要共创亚洲世纪，还要突

破现有世界经济秩序制约，凭借自身实力提升和强

化合作，打造更符合新兴市场利益诉求的全球经济

新秩序。

自古以来，中印两国一直有互相借鉴和互相学

习的传统。自公元一世纪起，中印就已经进行了广

泛而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古丝绸之路则承载着

两国紧密的经贸联系和文化交流。而今，“一带一

路”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由构

想 成 为 现 实 ，为 中 印 关 系 的 发 展 注 入 了 新 的 内

容。作为亚洲经济发展两大引擎，“ 中国能量”与

“ 印度智慧”的交融，将激发巨大的发展动力。中

印经济结构存在很强的互补性，有着巨大的合作

潜力和发展空间。概括地说，中国在基础设施建

设、发展制造业，特别是全球化经验等方面值得印

度借鉴。而印度经济增长快，软件业发达，生物制

药成效突出，优势产业在西方国家推广很成功，这

些经验是值得中国学习的。

中印经贸合作已经有了相当不错的基础，中

国已经成长为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也早

已成为中国在南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印合作在

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发电站、港口、桥梁等基础

设施建设领域，在软件业、生物制药业、制造业等

印度的优势领域，以及在 IMF、世界银行、金砖国

家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国际金

融领域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无限的空间。尽管中

印之间仍然存在边界纠纷与领土争端，对一些问

题的认识仍然存在差异，但是只要两国继续发扬

“ 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精 神，不 断 增 进 互 信，凝 聚

共 识，积极发展两国互惠合作关系，中印关系的未

来一定会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