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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1991年以来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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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邀请印度尼赫鲁大学经济与计划中心教授樯德拉色克

做学术报告。樯德拉色克说，许多人都将印度的经济改革和中国的经济改革进行比较，中国从1978

年、印度从1991年开始经济改革，在时间上比较接近。但我认为，两个国家没有可比性，理由是中国

和印度的社会制度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改革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以工农为主的劳动人民的解

放运动以后，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改革，受益者主要是广大人民群众。印度的改革则属

于政治改良，通过议会制进行，其受益者集中在城市的中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层。  

  当前，由于印度经济的繁荣现象，受到了世界最广泛的关注，都在试图了解印度在议会制下是怎

样实现经济增长的。印度从首任总理尼赫鲁开始，主要实行国家干预经济政策，那时社会政治、经济

中有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一经济政策从1991年起发生了本质改变，国家在经济上更多吸收和更加

依赖外国资本，并尽可能地从经济领域中退出，尽力为各种私人经济活动让步，给予私人资本以更大

空间。我要谈的主要问题是，印度经济为什么会在1991年发生大的转变，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

变？转变后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  

    

  一、 印度经济改革的历程及1991年经济改革的主要原因  

    

  印度经济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是此前经济战略和经济改革的失败。而经济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在

于，以往的经济改革是在土地所有者和中产阶级的主导下而不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实现的，因此，

印度没有也不可能进行有利于普通民众的经济改革，改革的结果只能是有利于印度的中产阶级和土地

所有者。  

  印度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土地辽阔；印度又是一个穷国，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进行土地改

革，至今都没有能力形成完善和成熟的国内市场。究其原因，国家机器由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所操

控，因而不可能把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生产的剩余通过税收收归国有。印度政府征税的手段非常

弱，征税能力不足，尤其是通过经济手段征税的能力非常弱。国库应付日常支出依赖两个渠道：一是

向私人借贷，二是通过中央银行向双边、多边的国际金融机构借贷。国家财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外

进口，包括资本进口。另外，政府不是直接征税，而是通过商品经济进行间接的征税。国家没有向富

人征税的手段，只好扩大税收面，并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即通过通货膨胀来获得收

入。印度一个研究机构发现，印度税收的主要来源是低收入甚至是极低收入的人群。这种扩张性的财

政政策对穷人的影响非常大，导致穷人更穷，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由于印度对国外进口的依赖，必须通过约束富人进行平衡，通过约束来保证国内市场的稳定。但

印度国家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政府不可能对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施以约束，导致无法生成足够的资金

支付进口。使印度经济状况雪上加霜的是，印度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富人群体，这个集团有能力并且

愿意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热衷于高消费，这就导致印度外汇偿还能力每况愈下。这一时期，政府采



 

取了对包括可口可乐等国际大公司从印度退出的管制措施。  

  从1966年到1980年的15年，被印度经济学家称之为经济滞胀的时期。这时期的印度经济增长率很

低，制造业也没有发展起来，农业虽然有绿色革命但也没有很大起色。面对经济的长期低迷，印度政

府决定放松管制。之所以发生从加强管制到放松管制和倡导宽松经济政策这样的转变，原因在于不管

是哪一个时期，在印度这样的以中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为主导的国家里，通过外资为印度进口提供融

资，惟一的渠道就是依赖双边的或是多边的国际援助机构。对于印度来说，不管是进口也好，投资也

好，不可能通过私人资本来获得融资，也不可能在国际私人资本市场上获得融资的机会。  

  在印度占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他们掌握着社会资本，过着奢靡的生活，而没有

将剩余资本进行投资或进入生产领域，使得印度肯定要经历进口远远大于出口这样一个阶段。这样，

就会出现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就需要有渠道来融资。而进口与出口之间存在着的失衡，只有通过国际

援助机构来解决。而国际援助机构提供融资又是有前提条件的，即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这就满足

了美国、欧洲一些国家的政治需要。在当时，如果实行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印度很快就会面临国

际收支危机；假使向市场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案也是经济要收缩，增长率要

下降。也就是说，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融资是有条件的。因此，经济自由化和开放不是印度可能的选

择。  

  为什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印度又开始实行经济自由化，又依赖国际私人资本了呢？这是因

为情况发生了变化，但这个变化不是发生在印度国内，而是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  

  第一个变化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70年代的石油危机，促使欧佩克卡特尔的形成。由于石油危

机，国际金融市场需要大量资本，在这次石油危机中，石油输出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其中一小

部分用于他们本国的发展，一大部分存入国外银行。外汇储备过剩导致了流动性过剩。首先反映在发

达国家和工业化程度高的国家里。流动性过剩导致发达国家对石油消费的增加，进一步导致石油输出

国外汇储备的增加。这种流动性过剩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使得私人资本的投资除了面向发达国家

之外，开始转向发展中国家如拉丁美洲、亚洲、少数非洲国家等。当时，印度正处在缺乏外国资本的

时候，由于世界性的石油危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得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有了可能获得大量的国际资

本的机会。  

  第二个变化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当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美国显然不再独领风骚，但

美元的强势地位却没有改变。美国随时可以发行美元，财政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储备美元仍是许多国

家储备货币的首选，美国不仅能够为本国的进口提供融资，而且还为其充当世界警察提供了物质条

件。大量的国际货币进入储备市场，进入欧洲美元市场，由此出现了两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大量的

美元进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美国的出口却远远小于进口。  

  第三个变化是由于一个重要现象的出现。美国战后出生的人进入了为自己储备养老金的时期，这

导致美国的养老金迅速膨胀。为了避免风险，这些人不仅在美国投资，也在海外投资。这些养老金在

国际市场上寻找投资对象，使国际市场上私人投资盛行。由于国际金融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国际资

本，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对外开放与经济自由化就不失为一个政策选择。  

  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选择这一战略都能成功。像墨西哥，它没有能力偿还从国际市场借贷的资

本，从1982年就进入了金融危机，偿还利息和本金的沉重负担使得金融危机日趋严重。从1980到1990

这十年间，印度的外债占其GDP的比重翻了一番。到了20世纪90年代，印度外债数额非常巨大，而印

度的经济增长又不够快，不能支撑其借贷，私人资本卡断了借贷的流入。当时印度的外汇储备只够支

付两周的进口，印度只得把黄金储备拿到英格兰银行作为抵押，来获得贷款支持其进口。  

    

  二、如何看待印度经济的成功  

    

  印度经济成功的几个标志：第一，高速的经济增长。原来只有3%年增长率，现在达到了7%，再

过几年的预期是9%。第二，是相对强大的外汇储备。虽然跟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能比，但是同20世纪

 



90年代初期只有两周的外汇储备支付能力相比，已经是很大的了。第三，印度IT产业的威慑力，特别

是针对美国的出口。印度是受外国投资资本青睐的投资地，是一个很不错的股票市场。印度的股市比

中国的股市成熟，年回报率达到10—15%。印度出口很高，同1991年相比，增加很多。印度同中国不

同之处在于，出口分两部分，一是商品，再一个是服务。印度的商品出口没有什么增长，印度出口的

成功，主要是服务的出口。今天的印度服务业占GDP的50%以上，服务业所占比重还有持续加大趋

势。在服务业的出口中，主要是电子产品的出口。每年服务业的收入有500亿美元。这是印度同中国

不一样的地方，中国主要是农产品出口。  

   

  印度还有一项收入，就是国际汇款收入即海外收入。印度人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工作，其收入通过

国际汇款再进入印度。如果加上这一项，那么印度的服务业收入的比重就更高了，重要性也就更大

了。因为印度商品出口少，还有一部分商品需要进口，如果将出口服务业同进口商品相比，还是进口

所占比重大，还是存在赤字。  

  如果把印度商品的净进口和服务的净出口相抵消，印度还有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之

所以多，是因为在印度历史上曾有过大量的美元存储，导致美元相对于卢比的汇率下降，影响到印度

出口的竞争力。因此，印度中央银行要买进大量的外汇储备，加上大量外国资本的流入，共同抬高了

外汇储备额。外国资本的流入，不是投资流入，而是流入资本借贷市场。即使是投资资本，也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投资，而是投机资本。进入印度市场的投资都具有投机性，或是购买股票，或是购买某企

业的股票进行控制。这些资本都是国际剩余资本，进入印度市场是为了投机或购买印度的国家资产。  

  大量外国资本的进入，使印度对于国际资本非常敏感，既感到了压力，也感到被控制。例如，体

现在政府的税收方面，在印度，资本投资利率是不收税的，即使某企业资本投资利率一年收益高达

45—50%，都不用交一分钱。但大量外国资本的进入，使得印度出现了矛盾：为了让外国资本所有者

高兴，政府不敢征税，但如果对资本利率不征税，政府就没有收入，就有很大的财政压力。结果是政

府没有钱进行教育等公共开支。没有公共开支，印度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发展就受到限制，就更加

依赖于服务业的发展。  

  印度不像中国，在基础建设方面有许多开支，印度的公共工程很少。印度的上述经济发展战略方

面的矛盾，导致政府在医疗、教育、削减贫困等方面的投入能力有限，印度人民没有从经济增长当中

获得好处。比如，印度的服务业增长很快，但是在服务业中就业的人数没有增长。IT业的产值现在大

概占印度GDP的5%, 但就业率仅占就业总人口的不到1%。即使在印度经济繁荣时期，就业也没有实现

相应的增长。此外，价格调整后的印度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工资收入分化也很严重。印度每天都会有

亿万富翁产生，如果考虑这一现象，收入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因此可以说，印度经济增长的成果没

有为普通民众所分享。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印度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并不高；第二，经济增长完全集

中在第三产业，主要在服务业，这是一个不平衡的增长；第三，由于上述矛盾，政府的财政能力很

弱，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很差，印度随时可能会出现金融危机。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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