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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与印度经贸关系发展及对我国的影响＊

刘小雪＊＊

［内容提要］欧盟与印度近年经贸发展迅速，双方的自贸区谈判也进入尾声。本文主要分析了印度与欧

盟经贸关系的历史与现状，概述了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并分析了可能对我国的影响，最后提出了

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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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欧洲开始了统一进程，而印度与欧洲的

交往自此可以看作是在两条线上同时进行，一个

是它与欧洲各国之间保持的双边关系，一个就是

它与欧洲经济共同体 （马约之后发展成为欧盟）
建立的联系。总体上，印度在这两条线上推进的

外交并行不悖，只不过前者内容更为全面，涉及

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而后者长年仅围绕经

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合作，政治安全领域的合

作有限。

一、冷战期间印欧关系

在独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印度与欧洲

的关系 发 展 十 分 缓 慢。这 主 要 由 三 个 事 实 决 定

的：一是印度与欧洲相去甚远，战略利益重合较

少，且战后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偏向苏联，双方自

然在政治上也就保持一定距离；二是印度经济自

身发展缓慢，采取的又是一套进口替代型的发展

模式，造成了它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融

合程度都很低；三是印度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发

展中大国，不仅经济发展时常为资金短缺、技术

短缺所困扰，在天灾人祸面前也格外脆弱，它又

离不开来自发达地区和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物质

的援助。这些就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更多是受

援国与捐助国的关系，因而缺乏平等对话和长期

的建设性目标。
除上述原因外，还在于欧洲一体化过程过于

漫长。作为欧盟前身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虽然早在

１９５０年就成立了，但初始成员只有六个：法国、

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而

且二十年都没有得到扩充。在这六个国家中，只

有法、德与 印 度 关 系 相 对 密 切。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５
年间，他们 对 印 度 的 双 边 援 助 数 额 一 度 排 在 前

列，超过美、苏以及它以前的宗主国英国。英国

一直拖延至１９７３年才加入欧共体。１９９１年柏林

墙倒塌、苏联解体，欧洲一体化进程获 得 新 生，

年末即通过了 《欧盟条约》。根据该条约，欧盟

于１９９３年正式成立。到２００４年欧盟共有二十七

个成员国，并一直保持至今。因此，虽然印度早

在１９６３年就在外交上承认了欧共体，并 且 与 之

建立了相应 的 外 交 联 系，但 却 在 十 年 后 的１９７３
年双方才签署了第 一 份 《商 务 合 作 协 定》，正 式

启动欧印经济合作。而此前的合作都是在国与国

的基础上进行的。

从双方的贸易往来看，冷战时期欧洲一直是

印度的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即便如此，欧盟和

印度的关系也依然是疏离的，这主要是印度长期

奉行内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得它的经济开放度

很低，无论它的对外贸易还是引入的海外投资，

规模都相当有限。印度对外贸易占ＧＤＰ的百分

比在独 立 后 的 二 十 年 里 一 直 在 缓 慢 下 降，从

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的１２．４％一 度 降 至 七 十 年 代 初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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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这之后才开始攀升，但到１９９１年印度开

始自由化改革之前也仍不足１５％。①

从双方的资金往来看，欧盟一直是印度最积

极的捐助者。由于印度一方面强调经济赶超，在

缺乏国内资金和技术积累的条件下，通过引进国

外设备和技术大力发展重工业，而另一方面却又

无法做到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通过发展劳动

密集型产业以获取宝贵的外汇，就像东亚实行出

口导向型的国家所做的，使得它在独立后的大部

分时间里对外贸易都呈现高额逆差，只在两年里

出现过少量顺差。同时，它也不愿意开放国内产

业来积极吸引外国投资，使得１９９１年之 前 外 国

投资在印度经济中只扮演一个非常次要的角色。
实际上，一直到２０００年之前印度获得的 政 府 间

或国际机构贷款还多过其吸收的外国私人投资。
在１９８５－１９９１年的六年间印度吸引的外国投资

不足５亿美元，而１９８９－１９９０一 年 的 贸 易 赤 字

就高达４６亿美元。其结果与所有战后实行过进

口替代 战 略、且 内 向 型 经 济 特 征 明 显 的 国 家 一

样，印度不断陷入国际收支危机，然后等待外部

资金的援助。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在冷战前还

是冷战后，只有英国、瑞典和欧盟对印的援助全

部都是赠款，特别是英国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印度

最大的赠款 来 源 国。１９５８年 也 正 是 在 英 美 等 国

的倡议下，世界银行才特别组织了一个由世界银

行与１３个国家参与的援印财团，其中来自欧洲

的国家就占了１０个，它们分别是奥地 利、比 利

时、英国、丹 麦、法 国、西 德、意 大 利、荷 兰、
挪威、瑞典，其他还有美国、日本和加拿大。援

印财团不定期召开会议，确定援印的优先项目和

领域，协调成员对印援助活动，以最大化援印效

益。
然而，国际援助对印度经济的实际效果一直

以来就 饱 受 质 疑。一 是 因 为 根 据 印 度 的 相 关 法

律，所有的外援都须通过财政部层层下拨，并按

国家计划向重化工领域的国有企业倾斜。其结果

是原本就缺乏市场引导的投资行为现在又受到官

僚主义的拖累，外援项目回报率偏低、效益差也

就成为必然。二是外部援助深受国际政治以及各

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往往缺乏连续性和稳定

性，不利于一些长期性发展项目的实施。

二、１９９１年之后印欧经贸合作

１９９１年 是 印 度 和 欧 盟 各 自 发 展 进 程 中 的 一

个转折点。这一年印度遭遇国际收支危机，外汇

储备不足维持两个星期的国内进口，政府不得不

以储备的黄金为抵 押 向ＩＭＦ等 国 际 机 构 借 款 以

度日，最后迫于国外、国内压力开始了经济自由

化改革。也是在这一年，苏联解体，欧洲政治版

图发生巨变，欧洲一体化进程得以重现生机。先

是 《欧盟条约》为欧共体建立政治联盟和经济与

货币联 盟 确 立 了 目 标 与 步 骤，以 后 又 是 欧 盟 东

扩，吸收原东欧集团成员加入。在印度和欧盟内

部发生的这些变化都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政治经

贸合作。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印欧双边贸易达到１１１０亿美

元，较上 年 增 加 了１７％。其 中 欧 盟 对 印 出 口

５８４．７５亿 美 元，而 印 对 欧 出 口５２５．５６亿 美 元，
与２００１年相比都翻了近五番。两国的服 务 贸 易

２０１１年 也 达 到２０４亿 欧 元。在 印 度 吸 收 的 外 资

中，来自 欧 盟 的 投 资 数 量 排 第 一，２０００年 到

２０１０年欧盟流 入 印 度 的 投 资 累 计 达 到３４４亿 欧

元。与此同时，欧洲近年来也是印度海外投资的

首选，截至２０１０年印度对欧盟直接投资 的 存 量

达到７０亿欧元。两国已在２００７年开始自贸区的

谈判，目前谈判仍在进行中。

１．双边贸易和投资绝对数 额 增 长 很 快，但

相对份额却有所下降

欧盟从冷战后期开始就一直是印度最大的贸

易伙伴，这一排名迄今也未改变。印欧贸易的发

展在过 去 的 二 十 年 里 平 均 增 长 率 在２０％左 右，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度双方的贸易额只有１２１亿美元，
到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贸 易 额 已 升 至１１１０亿 美 元，
增长近１０倍。可以看出，印欧贸易不管 是 出 口

还是进口，所占份额却在逐年下降，且在加速下

降，从１９９１年占印度总进口的２９．４％、占其总

出口 的 ２７．５％ 分 别 降 至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 度 的

２０．７１％和２３．１７％，到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又进而降

至１２．０５％和１８．３３％。
下降的最直接原因是印度的对外贸易自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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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和１９６０－１９６１的数据是当时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欧洲共同体的 加 总。欧 洲 自 由 贸 易 区 又 称 小 自
由贸易区、七国集团或七国联 盟。由 英 国、瑞 典、挪 威、瑞 士、奥 地 利、丹 麦 和 葡 萄 牙 在１９６０年 组 成 一 个
自由贸易区。１９９２年５月，与欧共体签定了 《欧洲经济条约》，共建欧洲统一大 市 场。参 阅 鲁 达 尔·达 特 著
《印度经济》，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４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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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９０年代下半期开始一直以更快的速 度 在 增

长，且贸易对象日益多元，与此同时它的贸易重

心开始向亚洲发展中地区转移。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印

度对亚洲地区的出口 （包括东亚、东南亚、中东

及海外地区）已占到它对外出口的５０％，而进口

比重更是高达５８％，比１９９６年分别上升了１１个

和１５个百分点。而同期，印度对欧出口下降了８
个百分点，而欧洲对印度的出口更是下降了近１５
个百分点。这种贸易地区结构发生变化的更深层

次原因一是印度的经济快速增长加大了它的能源

需求，导致它从西亚的进口迅速增加；二是随着

印度展开经济自由化改革，它的贸易壁垒不断降

低，使得拥有强大制造能力的东亚经济体特别是

中国得以进入印度市场并拓展市场空间。

２．印欧经济存很强的互补 性，未 来 经 贸 发

展的空间很大

初 级 产 品 在 印 度 对 欧 盟 出 口 中 占 了２２％，
而在欧盟 对 印 出 口 中 仅 占１２．６％。纺 织 品 一 直

以来都是发展中国家最有代表性的出口产品，在

印度对 欧 出 口 中 占 到１９％。相 反，欧 盟 对 印 度

的纺织品出口仅占０．６％。另一方面，标志着较

高工业成熟度的机械及交通设备在印度对欧出口

中仅占１８％，而 在 欧 盟 对 印 出 口 中 占 了３９％。

２０１１年印度 经 济 总 量 已 上 升 为 全 球 第 十，欧 盟

也依然是印度位列第一的贸易伙伴。然而在双方

经济存在强 互 补 的 格 局 下，２０１１年 双 方 贸 易 量

只占欧洲对外贸易总量的２．４％，而在印度的对

外贸易 地 区 构 成 中，欧 盟 所 占 份 额 也 在 逐 年 下

降，虽然还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正是由于对

这一贸易现实的不满，双方对２００７年就 开 始 自

贸区的谈判日益寄予厚望，希望能够藉此扭转局

面，最大化地实现它们之间的贸易潜力。
印度要想扩 大 对 欧 盟、乃 至 对 世 界 的 出 口，

就必须发展它的制造业。比照中国商品在世界范

围取得的成功经验，印度既看到了差距，也更看

到了希望。在新发布的制造业政策中，印度已经

提出未来十年大力发展制造业，要将制造业的比

重提升１０个百分点，从目前的１５％－１６％提高到

２５％，并创造１亿个制造业岗位。从东亚新兴经

济体的发展经验来看，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的最

佳途径就是优先发展出口产业，借海外市场来加

速国内企业技术和资金的积累，并推动企业走向

规模化。印度的人口红利使它很快就能够在价值

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中国形成竞争，当然

前提是它的基础设施、政策环境不要拖后腿。未

来中印在欧盟市场上的竞争有可能会更激烈。

３．印度－欧盟投资与发展性合作

欧盟商界 虽 普 遍 认 可 印 度 国 内 市 场 规 模 庞

大、经济 增 长 潜 力 亦 十 分 巨 大，是 理 想 的 投 资

地，但２０１０年实际流入印度的欧盟投资 只 占 欧

盟对外 投 资 的３．２％，甚 至 不 仅 弹 丸 之 地 的 香

港。与其他三个金砖国家相比，差距就 更 大 了：
欧盟在印的投资存量仅及它在中国的一半、俄罗

斯的１／４和巴 西 的１／５。２０００年１月 到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间，印度共吸引来自欧盟２５国的直接投资

４０７．６亿 美 元，占 同 期 印 度 流 入 ＦＤＩ 总 量

１６５６．８亿美元的２４．５４％。按照投资存量排名来

看，２０００年４月 到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期 间 在 印 度 的

前十大投资来源国中，英国以１７０．９亿美元排在

第三位，荷兰排在第六位，投 资 额 为８４．４亿 美

元，塞浦路斯以６８亿美元排在第七位。紧 随 其

后的是德、法，投资总额分别 为５１．２亿 美 元 和

３４亿美元。
欧盟在印度投资的行业分布较为广泛，其中

排名 靠 前 的 行 业 主 要 有 化 工 （不 包 括 化 肥，占

１６％）、服务业 （１５％）、建筑业 （９％）、制药业

（７％）等。这与欧盟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构成有

显著的 不 同。２００９年 欧 盟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中，服

务业的占比 高 达５７％，其 中 又 以 金 融 业 的 投 资

为最多。欧盟目前最渴望进入的是印度的金融、
电讯、零售以及教育等领域，但到目前为止印度

的零售业大门依然是半遮半掩 （只允许单一品牌

如ＩＫＥＡ在印对资开店，多品牌零售商如家乐福

的进入依然受阻），而金融开放计划自美国的次

贷危机和 欧 盟 的 主 权 债 务 危 机 之 后 又 被 搁 置 起

来。这也是印度与欧盟有关自贸区的谈判迟迟不

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一个原因。当前印度的双赤字

不断膨胀，外资的渴求也因此越来越强，但它对

开放服务业依然抱着犹豫不决的态度。中国与之

明显不同。在２００５年之前中国服务业吸 收 的 投

资占比不到１／３。但自中国加入世贸的过渡期一

结束、服务业全面开放以来，涌入服务业的外资

迅速上升，不仅绝对数量增加，而且占比也超过

了６０％。据估计，２００５年 后 中 国 外 资 的 增 量 有

７７％是来自服务业外资的增加。印度服务业同样

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不仅它的国内市场庞大，
而且在一 些 服 务 领 域 它 还 具 有 很 强 的 国 际 竞 争

力。如果它的服务业能够更加开放的话，印度一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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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会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近年来，印度对欧盟

的投 资 也 增 长 很 快，２００１年 印 度 流 入 欧 盟 的

ＦＤＩ只有１亿欧元，到２００３年就达到６亿欧元，

２００９年 更 是 达 到３６亿 欧 元 之 多。欧 债 危 机 后，
欧洲经 济 遭 遇 困 难，印 度 流 入 的 投 资 也 相 应 减

少，但２０１１年仍有１９亿欧元。印度的海外投资

大都通过并购实现，这是印度大型企业实现国际

化的一个通行作法。
欧盟与印度的发展性合作已经有数十年的历

史了。自１９９４年双方签署了第三个 《伙 伴 关 系

与发展合作协定》（前两个分别签署于１９７３年和

１９８１年），指明合作将更多地集中在卫生和教育

领域。随着联合国千年目标的出炉，① 欧盟的发

展性合作也开始强调要帮助印度实现联合国制定

的千年 发 展 目 标。２００４年 印 欧 首 脑 会 议，双 方

正式确立印欧战略伙伴关系，并在２００５年 通 过

了 《联合行动计划》。在该行动计划中，欧盟又

将对印的发展性合作扩大到了一些新的领域，包

括促进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

加强文化和技术的交流。欧盟针对非欧盟国家的

发展性合作一直是通过欧盟的发展合作署以赠款

的形式在进行。近年来的做法是由发展合作署不

定期发布 有 关 对 象 国 的 中 长 期 （一 般 是 五 年）
《国家战略报告》，在其中明示欧盟将实施的发展

合作项目。欧盟根据这份战 略 报 告，在２００７年

与印度签署了备忘录，分两期向印度提供援助：
在第 一 期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 间 欧 盟 将 向 印 度 提 供

２．６亿欧元的援助，其中１．１亿欧元投向医疗卫

生部门，另有７０００万欧元用于资助印度 的 教 育

部门，８０００万欧 元 交 与 印 度 商 务 部 以 促 进 印 欧

联合行动计划的落实。在第 二 期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

期间，欧盟将再提供２．１１亿欧 元，仍 集 中 用 于

医疗卫生和教育部门。

４．印度—欧盟自贸区建设进展情况

在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的第七次印度—欧盟领导人

峰会上，双方领导人同意开始ＦＴＡ谈判，以推

动印欧 经 贸 关 系 的 全 面 发 展。谈 判 正 式 开 始 于

２００７年６月，目 标 是 达 成 一 份 与 世 贸 组 织 现 有

成果完全兼容，并且更为开放、也更全面的经贸

制度安排，不仅涉及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而且也涉及投资自由化和削减非关税壁垒，以及

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竞争法规等多项内容。
与欧盟达成这样一项经贸制度安排，对于双方而

言都是双赢之举：欧盟企业可以在世界成长最快

的市场上赢得先机，而印度产品能够以更低、甚

至是零关税进入欧洲市场上，从而在低端制造领

域对中国产品构成有力的竞争。印欧ＦＴＡ还能

够帮助印度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② 然而，目前

阶段来自印度国内的阻力明显更大。欧盟的平均

关税水平 不 仅 低 于 美 国 而 且 也 低 于 世 界 平 均 水

平。印度恰相反，虽然在１９９１年 之 后 印 度 取 消

了进口限制并削减了关税，但截至２００５年 它 的

平均关税水 平 率 依 然 高 达１７％，这 即 使 是 在 发

展中国家中也算高的。同时，它对外资进入的领

域和比例所采取的限制，也引起了外国投资者的

普遍不满。鉴于印度的经济开放程度明显低于欧

盟，因此在自贸区谈判过程中，很自然欧盟一方

为攻印度一方为守。自２００７年以来已进 行 了 多

轮谈判，但仍无结果。目前谈判最为艰难的部分

是服务业的开放。欧盟希望印度打开紧闭的零售

业大门，希望印度提高外资在金融、通讯领域的

投资上限。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即使是在欧盟保

护水平最高的农产品 （包括食品）领域，欧盟也

仅在谷物和糖业这两类产品上关税高于印度，其

他都比印度要低很多。开放农产品市场历来都是

所有的贸易谈判中最难的部分，尤其在印度这样

一个７０％人 口 生 活 在 农 村 的 国 度，遭 遇 的 阻 力

之大可想而知。此外，欧盟还希望印度能够大幅

削减汽车、葡萄酒以及烈性酒的关税，这也是印

度难以接受的。在印度目前的政治环境下，曼莫

汉·辛格领导的印度政府对于推动经济进一步开

放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对于一个在议会地位不稳

的多党派联合政府而言，执政本已如履薄冰，只

怕再节外生枝。而在欧盟一 方，因２０１０年 一 些

欧盟成员国遭遇主权债务危机，受其拖累欧盟经

济至今不振，因而也就更加渴求拓展外部市场，

·６４·

①

②

２０００年９月联合国首脑会议上由１８９个国家签署 《联合国千年宣言》，宣言 列 出 了 八 项 千 年 发 展 目 标———从
极端贫穷人口比例减半，遏止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到普及小学教育，所有目标完成时间是２０１５年———这
是一幅由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主要发展机构共同展现的蓝图。
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 《欧盟—印度 贸 易 可 持 续 性 评 估 报 告》，随 着ＦＴＡ的 建 成，印 度 短 期 内 即 可 增 加４９
亿欧元的收益，而长期增益将达到１７７亿欧元。与此同时，ＦＴＡ带给欧盟的短期收益为４４亿 欧 元，长 期 收
益１７亿欧元。就具体部门而言，印度的纺织、皮革行业将从ＦＴＡ带来的贸易转移中获得最大收益，产出增
幅在２８％左右。而两国的汽车工业都将从ＦＴＡ中受益。



欧盟与印度经贸关系发展及对我国的影响

对印度不会轻易做出让步。谈判仍在继续，何时

能够修成正果仍不得而知。

三、印欧经贸关系对我国的影响及我方对策

１．在欧洲市场上，与印度相 比 中 国 产 品 优

势明显，但差距正在缩小

目前，印欧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无论在绝对数

量、还是相对份额上，都与中国－欧盟之间的贸

易投资难以匹敌。中国作为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

伴，它与欧洲的双边贸易已占到欧盟对外贸易的

１３．１％。２０１１年中欧贸易总额４２９６亿欧元，而

同期印欧只有８０１亿欧元，前者是后者的五倍还

多。欧盟同为中印两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分别占

它们对外出 口 的１９．１％和１８．１％。对 欧 盟 产 品

市场的争夺两国最为紧张的。至少目前阶段，中

国是远远领 先 于 印 度。２０１１年 中 国 对 欧 盟 出 口

总额达到２９３３亿欧元，而印度只有３９６亿欧元。
而在投资领 域，２０１０年 中 国 吸 收 的 欧 盟 投 资 总

量达到７５１亿欧元，印度获得的欧盟投资３４４亿

欧元，不及前者的一半。
从出口欧盟的产品结构上看，两国有相同但

更有不同，重合度并不高，竞争仅是局部。目前

初级产品 占 印 度 对 欧 出 口 的２１．９％，而 中 国 仅

占３．６％，在 这 一 类 别 下，来 自 两 国 的 具 体 产

品、或具体企业可能有竞争，但对中国而言都不

致影响 大 局。中 国 对 欧 制 造 品 出 口 比 重 达 到

９５．４％，印度为７６．３％。这一类别下商品众多，
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办公通讯 （占中国对欧出

口的３１．５％）、交 通 设 备 （１４．１％）、成 衣 制 造

（１０．９％）、电气设备 （８．３％），而印度的出口则

更为分散，占比较高有成衣制造 （占印度对欧出

口的１３．０％）、半 工 业 制 成 品 （１２．８％）、交 通

设备 （７．３％）。由于中国目前大多数对欧出口的

商品在绝对数量上都远高于印度，因此中国对欧

出口的些微变动若直接影响到印度的出口，那么

这种影响很可能对印度而言会巨大到可以改变它

的整个对欧出口结构，反之则不然。
然而，即使局部的竞争也不容忽视。纺织及

成衣制造是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印两国在欧

洲市场上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在印度由棉纺、
毛纺、人造纤维及黄麻纺织和成衣制造构成的纺

织业直接雇佣的劳动力３３００万，另有５５００万劳

动力从事着与纺织相关的辅助性工作，是仅次于

农业、雇佣劳动力最多的行业。而在中国尽管产

业结构不断升级、出口产品也日益多元化，但纺

织作为中国传统出口产品的地位仍未动摇。目前

中国不仅是世界最大的纺织生产大国，而且纺织

品和服务的出口量也居世界第一。可以说，纺织

品服装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对保证社会就业及纺

织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中印两国的纺

织产品大都处在价值链的低端，缺乏品牌效应和

设计优势，走的都是低价竞争的策略。现在随着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在这一领域中国的

成本优势已经难以保持。若印度与欧盟签署自由

贸易区最终协定，印度纺织品得以较低的关税或

者零关税进入欧盟市场，那么将给中国纺织业的

出口带来更大的冲击。

２．面对新的竞争，中国必须 以 经 济 结 构 转

型和产业升级来应对

依靠出口带动实现经济起飞的成功先例有不

少，日本、东亚四小龙等都是如此。但是像中国

这 样 最 终 发 展 成 为 世 界 生 产 基 地 的 绝 无 仅 有。

２０１０年我们就 已 经 取 代 德 国 成 为 世 界 第 一 大 出

口国家。然而，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出口导向型

经济正面临来自国内国外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国

外，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自２００８年美国 次 贷 危

机以来一直 没 有 起 色，２０１０年 的 欧 债 危 机 又 再

雪上加霜，市场需求乏力。国内，劳动力成本上

升、通货膨胀等因素又降低了出口产品的价格竞

争优势。实际上，中国以世界第二的经 济 规 模，
要想靠出口特别是对人口老龄化严重的西方发达

国家的出口来带动增长，即使没有这场次贷危机

都已经不现实了。
印度、越南等后起国家在低端产业上追赶和

挤压中国的竞争空间，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产业

生命 周 期 的 一 个 正 常 过 程，正 所 谓 “后 浪 推 前

浪”。在 国 际 上，我 们 一 方 面 以 通 过 产 品 升 级、
服务升级，摆脱 “血汗工厂”之名，从事具有更

高附加价值的生产。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将已经

成熟了的产业转向国外，将东亚的雁型模式继续

向西、向南扩展，将那些经济上与我们存在阶梯

差距的南亚国家也并入亚洲生产分工体系，从而

既起到延长产品周期的作用，又促进了当地的经

济发展。在国内，我们可以纠偏以往过度工业化

的倾向，产业结构向轻型化转变，加大服务业的

比重将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同时在制造业领域也

要更注重培育和开拓国内市场，虽然未来增速会

有所下降，但社会福利却会因此更大。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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