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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贸易有望“破千亿”说明啥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刘小雪 
 

    中印两国政治关系自去年边境冲突之后一直徘徊在低谷，两国经济也在疫情冲击下各自走过

一段过山车似的行情，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国贸易却在今年上半年扭转了 2020 年同期大幅下滑

的趋势，还较疫情前的 2019 年增长了近 30%，全年贸易额有望首次破千亿美元大关。这曾是两

国 11年前共同提出的一个目标，却在当下看似最不可能的时刻即将达成，着实令人感到意外。 

    在边境冲突后，印度媒体还曾掀起过一波“抵制中国货”的浪潮。实际上，每逢两国政治关

系有波动，“抵制中国货”就成为印度媒体必定跟进的节目。在 2017年 6月洞朗对峙发生后，印

度媒体和民间就曾发起“抵制中国货”运动，结果当年两国贸易较上年增长了 20.3%，2018年双

边贸易也实现了 13.2%的增长，来自中国的风投也纷纷试水印度。如此看来，中印两国经贸关系

与政治关系走向的分野似乎早已有之。 

    在印度民间“抵制”声浪、官方“脱钩”论调不绝于耳的情况下，两国贸易为何能逆势而上？

究其原因，印度与中国经济保持距离并不容易。 

    首先，想要与中国经济保持距离，印度要么能够在短时间内建立起自己的生产能力，并能保

证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价格，要么就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能够取代中国的供应商，但这两个选择

都不容易。 

    2019年，印度进口的十大类产品中，中国是其中四类商品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分别是电信

设备（来自中国大陆的进口占印度总进口的 41.39%，如果加上香港地区，这一比重超过 60%）、

电子零部件（来自中国大陆的占 36.9%，来自香港地区的占 23.7%）、有机化学（25.2%）、机械设

备（30.7%），另外，中国还是印度进口钢铁的第二大来源国。 

    2020年印度的制造业占 GDP比重仅为 13%，莫迪从 2014年上台就开始推动“印度制造”，

几年过去了，印度制造业的比重却无明显变化。中国制造业比重虽比最高时降了近 10个百分点，

但仍然高达 26%，而且在很多资本品和消费品的生产领域仍在世界范围保有绝对的优势，比如光

伏组件、原料药、电子零部件、电力设备以及很多家用电器产品。印度也明白，若用贸易手段制

裁中国，它自己遭受的损失只会比中国更大。所以，虽然 2020 年以来印度政府增加了对中国投

资的额外审查，也封禁了印度市场上中国投资的 App，但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却并未增设更多关税

和非关税壁垒。 

    其次，印度被紧密地嵌入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供应链中。过去五年中，印度对华出口有三年

高于进口，特别是 2020 年受疫情影响，中印贸易整体下滑 5.6%，中国对印出口下降 10.8%，印

度对华出口却实现了 16%的增长。具体来看，增长主要是从 2020年下半年开始并且延续到 2021

年上半年，原因是随着中国生产活动的大规模恢复，以及全球疫情蔓延导致大量订单流向中国，

带动中国的原材料进口，其中就包括对印度铁矿石、烟煤、棉花等中间物资和原材料的需求。虽

然一些印度精英想要与中国经济保持距离，但实际上印度在不知不觉中被更深地包裹在以中国为

核心的国际供应链中。 

    此外，疫情也为一些印度产品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例如印度一直推动中国从印度进口更多

大米，而中国也在前几年陆续授予更多印度大米厂商出口中国的资格认证，但两国的大米交易未

有明显起色。去年由于中国传统的大米进口国受疫情影响无法保障供应，中国因此增加了从印度

的进口，进口量从 2019年不到 800吨增加到 2020年的 33万吨，而 2021年预计将超过百万吨。

还有，最近印度仿制药龙头企业瑞迪博士已获批在中国市场上推出它的一款抗癌药。这也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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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并没有因为边境冲突而延迟对印度开放市场的承诺。 

    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政治和经济不同轨是常有的事。像边界问题等事关国土安全和主权尊

严的政治问题，没有哪个政治家敢用经济利益的得失去衡量，但当他们面对投资和消费等低度政

治领域的决策时，往往又会重新做回理性人，“物美价廉”成为主要追求。尽管泛政治化现象越

来越严重，“生意就是生意”越来越难，但经济规律仍然在展现其基础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