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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并受益于 FDI：印度能够赶超中国吗? 

Karl P. Sauvant and Daniel Allman
*
 

 

于 2014年 5月上台后仅四个月，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推出了“印度制造”计

划。该计划向外国投资者传达了明确的讯息：印度正简化投资行政审批手续，欢迎外

国投资者投资于印度。这一计划旨在“将印度转型为全球设计与制造中心”，并以“

关键经济部门向外资开放的程度”作为测量计划成败的标准。1 

 

那么，在引进外资方面，印度的表现如何？通过类似的政策，与中国相比，何者

取得更大成效？ 

 

1980 年，中国 FDI 流入量（5700 万美元）不足印度（7900 万美元）的四分之三

。2
2014 年，中国 FDI 流入量（1290 亿美元）则将近是印度（340 亿美元）的四倍。3

 FDI

流入存量同样表明这一现象：截至 2014 年，印度 FDI 流入存量（2520 亿美元）仅相

当于中国（1.085 万亿美元）的四分之一，也仅约是新加坡（9120 亿美元）的四分之

一。4 

 

FDI 的三个关键影响因素可以对此进行解释： 

 中国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快于印度，这使得中国对外国投资者更

具吸引力，由此形成良性循环：FDI 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吸引更多

FDI。数据显示外资企业对中国出口量的贡献超过 50%。 

 越来越开放的吸引外资政策框架：在世界银行“营商指数”、世界经济论

坛“全球竞争力指数”及梅肯研究院“全球机会指数”等榜单中，中国排

名均高于印度。5 

 中国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投资促进机制，各级政府均设有投资促进部门（

IPAs），负责引资并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准入后服务。逐渐地，引资措施替

代了繁琐的行政手续，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积极提高外资对中国发展的

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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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印度市场的体量及其增长，印度无疑具有吸引更多 FDI 的潜力——在科尔

尼管理咨询公司(A.T. Kearney)自 2004 年起发布的 8 个“FDI 信心指数”中，印度在

其中的 7 个指数中位列前十（尽管未跻身前五）。6 这些指数是以公司高管的评估为

基础而得出的，显然，商界已经意识到印度吸引 FDI 的潜力。 

 

如何实现印度的潜力？印度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学到什么？ 

 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往往是基础性的。印度正推动其经济增长及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由此有望形成良性循环。 

 吸引外资需要快速改善监管环境。“印度制造”计划也意识到这一点并承

诺更开放的投资环境（在 OECD 的“FDI 监管指数”中，与中国相比，印

度被评估为对 FDI 更为宽松——尽管与 OECD 国家平均水平相比印度对

FDI 的监管还太严格7）。 

 加强印度的投资促进机制。 

 

为促进投资，印度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立即采取行动： 

1. 建立一个高效、统一的中央一级 IPA，并且该机构直接向总理汇报。其职能应包

括系统化地吸引 FDI（尤其是可持续的 FDI）、引导外资流向对印度发展重要的经

济部门、提供准入后服务、增强投资者信心以及进行政策宣传。由于所有投资都

最终落实于地方，因此，邦级政府同样需要高效的当地 IPAs——必须承认的是，

有效跟进及避免地方恶性竞争是一大挑战。在中国，有关措施围绕吸引并受益于

FDI 的机构体制建设。向总理的定期汇报应细化为有关工作所取得的进展。 

2. 建立独立的投资监察办公室，并由在公私部门均享有声望的人士牵头。该办公室

负责调解政府部门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争议，包括预防有关争议发展为昂贵的国

际投资仲裁。更多的 FDI 流入意味着矛盾发生风险的提高，因而这一措施尤为重

要。对于亟需高层关注的问题，则应通过快速程序直达总理。建立这样一个办公

室向全球投资者传达正面信号，将比中国的投资促进措施走得更远。 

3. 发布独立的印度投资年度报告。该报告应监测印度的 FDI 相关问题（同时也应在

国际背景下加以分析）、评估 FDI 对地方经济的影响，还应关注对印度具有特殊

重要性的问题（例如：技术转化、税收问题、全球价值链），并就提高 FDI 流入

量及加强 FDI 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提出建议。 

 

一如中国，印度无疑能够吸引更多 FDI，并利用 FDI 推动本国发展。当前正是印

度政府加快步伐的时候。 

 

(南开大学国经所万淑贞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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