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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美印形成大三角？  

当中国龙以美国鹰等世界发达经济体为目标奋起直追时，视野中又出现了印度象的身影。德意志银行最

新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再次证实了印度的崛起不是一种理论可能，而是正在实现中。 这份报告指出，

到2020年，美国、中国和印度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点。报告预测，2020年美国仍将保持超级大国

地位，其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17万亿至18万亿美元，分别是中国和印度的5倍和9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

值有望达到目前的3倍，并继续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印度由于劳动力素质较高，在技术和通讯领

域有一定优势，该国将成为服务业大国。  

尽管预测具有种种不稳定性，但从经济的角度描绘未来，还是具有很大价值的。这份报告的价值，部分

体现在告诉我们未来1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仍不会停止。而更大的价值是报告还提醒我们着手准备：如果

世界经济进入由美中印发动的时代，国际格局可能发生怎样的巨大变化。事实上，近年来关于印度的种

种研究表明，当人们认为由美中两国主导的“太平洋世纪”到来之时，“印度洋世纪”将同时到来。  

现实：亚洲已进入中日印三国时代  

过去印度留给我们的印象，多是内部宗教冲突、民生凋敝和基础设施落后。加尔各答一张许多人攀挂在

公交车上的照片曾广泛在网上流传。这些印象说明对这个“幽暗国度”，我们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而如

果对竞争对手不了解，就可能导致竞争失败。事实上，印度经济正处在50多年来的最佳时期。  

今年以来，印度经济领域接连刷新历史纪录：外汇储备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成为世界上第6个外汇储

备超千亿美元的经济体；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票市场，孟买证交所综合股指创造3年来最好成绩；

钢铁出口增长65%，服装出口增长22.6%，银行消费贷款上升30%……  

在令人兴奋的数字背后，是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这三大产业的齐头并进。印度今年风调雨顺，农业强劲

复苏，工业企业生产率大幅提高，贸易、运输、宾馆、旅游、通信(下一页) 等产业都普遍赢利，在每

一个行业，都有两三家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作为全球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印度经历了连续7年的稳步增长，现在已有望与中国

共同成为引领亚洲经济前进的火车头。如果加上亚洲唯一的老牌发达国家日本，就可以发现亚洲已进入

中日印三国时代。  

未来：如何应对可能的美中印时代  



很多人观察印度时，把能否赶超中国作为出发点，这当然有趣却未必有用。无论中印谁将领先，目前的

竞争态势都有助于这两个东方古国共同发展。作为被追赶者的中国来说，与其研究印度的不足，不如研

究印度的相对优势，这样中国保持领先才会成为可能。  

抛开两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及依赖的要素不同这一点，对照中国经济，印度经济在4个方面具有优势：资

本市场研发能力、企业家素质和金融体制。这些优势正在为印度带来更多的收益。以海外收购为例，美

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认为，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也在收购外国公司，但许多收购“只是延伸了它们作为

世界工厂的角色”，而对于那些投身于海外的印度公司而言，这种转变则“更多地意味着它们拥有了足

够的财力和实力”。以外资为例，虽然在引资方面中国大大领先，但技术先进的欧美投资商现在大都倾

向于在印度进行研发投资而不是中国。可以说，印度已具备了值得中国学习的一些地方。不过，我们还

必须清楚，美国等发达国家而不是印度，才是中国崛起的参照物，因此学习美国经济的成功之处同样重

要。  

无论中美印大三角时代是否会到来，美印都有值得中国学习之处。除了学人所长，中国与美印两国应保

持目前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既现实，又有发展的空间。而在外交政策上有相当独立性

的印度的强盛，可能会对目前的单极世界起到撼动作用，这有可能为发展中的中国，赢得额外的“红

利”，比如更多的外交机动和战略可能。事实上这一点起码已在经济领域开始体现出来：比如拟议中的

中印能源收购联盟。这个征兆虽然微小，却具有战略意义。   

美国政治与法律网（www.ciapl.com）转发 2005年8月31日  

[回顶部]

 

 

美国政治与法律网 www.ciapl.com- 关于本站 - 版权声明 - 联系版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