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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制约因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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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印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不断改善和发展，两国领导人及人民的友好往

来更加频繁，中印双边经贸合作关系得到了较大发展。但从历年的外贸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中印贸

易额占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的分量却不到2%，占印度的对外贸易总额分量不到6%，这反映了中印双

边经贸关系发展制约因素多。 

  交通通道条件制约 

  6月5日，300余名来自中国和南亚各国的商务官员、企业家和学者在云南省昆明市共同商讨扩大

区域经贸合作。面临贸易逆差、经济欠发达等困难的南亚国家坚信，抗击当前金融危机的一大机会就

是开拓中国市场，吸引来自中国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中印贸易额自2002年以来增长了10倍，2008年达518亿美元。印度商会高级副主席维萨姆哈尔·萨

兰恩表示，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中印贸易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对南亚有一定研究的学者李丽说，中印两国虽然陆路相接，但目前两国贸易还

主要是依靠穿越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运输，运距长，时间长，大大增加交易成本。中印间遥远的运输路

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两国经贸合作发展。 

  尽管史迪威公路得以重修，乃堆拉山口已经开放，中印陆上运输路程已大大缩短，但由于路况不

好等原因，中印贸易通道建设问题还需要双方积极探讨。同时，能大大缩短中印贸易距离的陆空线路

必须经过印度的北部或东北部各邦，这些地区比较贫穷，基础设施落后，交通系统本身就不发达。这

里也是印度内部难以治理的地带，同时也恰恰又与中印边境有争议的地区接壤，这些因素都成为了制

约中印经贸陆空线路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了中印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印双方政治互信度有待提高  

  中印贸易关系发展是个经济问题，但政治和安全上的因素也对其产生间接影响。从总体上看，中

印双方的交往不多，相互了解不够，除近年来少数互访过的官员、商人、学者外，两国广大民众对对

方的国情和政策缺乏基本了解，互信程度较低。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印度人担心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合作会影响印度的安全，对中巴的密切关系依

然怀有戒备心理，这使中印在政治上的互信度降低，影响两国政治经济合作的发展。其次，“中国威



 

胁论”的影响，使印度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产生畏惧心理，对中国商品产生抵制情绪，使得中国在印度

的市场缩小，中印贸易发展受挫。另外，中印边界和西藏问题也对边境贸易的发展和贸易的便利运输

业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印贸易不平衡问题突出 

  长期以来，中印贸易合作水平虽然不高，但基本保持平衡，中国盈余有限。然而到2006年，印度

对华贸易出现赤字由2005年的八亿美元顺差变为逆差41.2亿美元。进入2007年，印度对华贸易赤字继

续上升，这一现象在印度引起了强烈反响。 

  印度媒体曾专门撰文建议印方采取措施，积极寻求并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种类，以缩减正在扩

大的印方逆差。两国贸易不平衡主要源于贸易结构的不合理。从进出口结构分析，印度对中国出口的

商品主要是初级产品，其中矿产品和农产品占其对中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而印度从中国进口的产

品主要是机械制品、化学制品、金属制品、纤维及纺织制品。印度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多为资源密集型

或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对印度出口的产品主要为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这种进出口结构使得

印度产品在中国的市场有限，也容易产生贸易逆差。印度方面的媒体认为，如果不解决快速增长的中

印贸易赤字问题，巨大的贸易失衡将会给两国的经贸合作带来障碍。 

  印度保守的市场准入政策也在客观上阻止了中印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尽管印度已经推

行了很多年经济改革，但其内向型经济特质十分明显，整体的对外开放度并不高。其次，印度的贸易

保护水平之高在全球的开放经济体中位居前列，除了近30%的制成品平均关税之外，印度还对进口维

持着一系列的额外收费，各种非关税措施纷繁复杂，贸易争端立法不规范，解决程序也缺乏透明性。

近年来印度关税已陆续下调，但仍居较高水平。高关税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中国商品的进入，阻碍了

中印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印度政府的行政干预较多，办事程序繁琐，效率低下等欠佳的国内投

资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印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印贸易摩擦频繁  

  贸易不平衡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贸易摩擦。中印两国双边贸易虽然在各方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

都不大，但两国的贸易摩擦不断。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印度针对中国玩具的禁令，以及为了控制涌

向印度的中国商品，新德里对中国商品发起了14起反倾销诉讼，并对中国铝屏等产品征收保障性措施

税。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自2008年10月到2009年2月，印度对中国产品发起了17项贸易救济调

查— — —其中包括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 —涉及工业盐、钢铁、汽车零部件、煤炭产品、瓷器、纺

织品和橡胶制品等，这意味着中国产品和商人蒙受了总计超过15亿美元的损失。频繁的贸易摩擦给中

印两国贸易开展造成了障碍，也阻碍了两国自由贸易区谈判的进程。 

  来自中国商务部的消息显示，近七年以来，中印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年均增幅都在45%，但同时在

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印度同中国的贸易增长速度也是最快。印度中国商会首席执行官拉马仓德拉也

表示，中印经济协同作用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包括双边的经济往来。中国方面已经显示出近期的经济

形势会对加强两国间的经贸合作提供良好机遇，这对双方都有利，这种态度对印度以及其他南亚国家

都是一种鼓舞。同时，中国和印度已经开展了定期的贸易对话，以便在出现贸易争端时解决矛盾。加

上由于经济交往在拉近中印关系中是建立信心的可靠措施之一，所以两国高层政治领导人在相互示好

时仍将把它置于优先位置。两国将期待扩大贸易关系，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内外建立贸易同盟，寻

求在新兴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增加自身分量。只有中国和印度寻求支持、维持和提升两国当前经济交往

 



的层次，两国才会达成一项互利协议。因此，有足够理由预计未来中印贸易关系仍有巨大的发展潜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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