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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南亚：
不断深化合作  拓展发展空间
从长远来看,作为我们近邻的南亚各国经济增长空间巨大,相互合作必定互利共赢

南 盟（ 南 亚 区 域 合 作 联 盟,

SAARC）有八个成员国,它们之间不

仅自然环境、国土面积、人口规模差异

巨大,而且文化与宗教信仰也不尽相同,

唯一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发展中经济体,

阿富汗、不丹、尼泊尔还被联合国列为

最不发达国家。对自身经济发展的渴望

推动着南亚国家不断深化与中国在双边

和多边框架下的经济合作。从长远来看,

作为我们近邻的南亚各国经济增长空间

巨大,相互合作必定是互利共赢的。下

面,简要介绍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四国有关现状,以飨读者。

屡屡令人失望的“印度奇迹”仍然
让人充满希望

1. 印度已恢复经济增长势头

从 1991 年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伊

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首席

经济学家们就在谈论“印度奇迹”,尤

其是在印度经济增长开始提速时,乐观

情绪迅速高涨。然而,印度宏观经济固

有的脆弱性使其增长之路轻易就被打断,

可能是国内一场农业歉收、国际一阵油

价飞涨、或是美国一次加息举措引致的

国际资本流出等等。在疫情爆发之前的

2019 财年印度经济增速就已降至 4%,

而 此 前 的 2017、2018 两 个 财 年 增 速

也只有 6.8% 和 6.5%,都低于印度自

己认可的 7.2-7.5% 的潜在增长水平。

疫情更是将 2020 年印度的经济增长降

至 -7.3%。

印度宏观经济结构的脆弱性主要表

现在增长过于依赖服务业和内需的拉动,

不能如中国一样实现双引擎增长,即服

务业和制造业、内需与出口共同发挥作

用。印度平均年龄 27 岁、每年新增劳

动力超千万、另外还有大量滞留在农村

的隐形失业人口,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

就业岗位,那么人口红利就无从实现——

传统服务业低附加值的特性即使能够吸

纳农村多余劳力也无助于提振增长、减

少贫困,而高附加值的包括金融、医疗、

信息技术服务等专业技术岗位又无法吸

纳受教育年限少的人口。因此,从曼莫

汉·辛格领导的国大党政府到莫迪政府

都越来越重视发展制造业。

然而,莫迪上台 8 年,虽然提出了

“印度制造”这样响亮的口号,但实际

上印度制造业占 GDP 的份额甚至比他

上台前还略有下降,目前不足 15%。

一方面国大党执政后期的 2013 年爆出

企业和银行体系的双财务失衡,这一

问题的改善又过于缓慢,使得印度国

内私人投资增长乏力,投资率从 2010

年 最 高 时 的 39.8% 降 至 2019 年 的

29.2%；另一方面莫迪上台不久推出了

激进的废钞政策,之后又匆忙铺开统一

的商品服务税（GST）改革,对国内

消费和生产都造成短时冲击,到 2019

财年增速降至 4%,之后预期中的复苏

又被疫情打断。

尽管如此,疫情期间莫迪加快了消

除制造业发展的政策瓶颈和基础设施瓶

颈的脚步。除了向外资开放更多的领域,

还修订了《劳工法》,对资方更为友好,

成功地私有化亏损严重的印度航空,推

动国有银行的效率改革。疫情期间,政

府为刺激经济进一步增加了发展性支出,

投资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全国公路网

的改造进展顺利,港口改造计划、新铁

路项目也都提上日程。根据亚洲开放银

行的预测,印度经济 2021-22 年将实现

9.7% 的增长率,2022-2023 年印度经

济增速将达到 7.5% 左右,这正是普遍

认可的印度“潜在增长速度”。从这个

意义上说,印度已经回到了正常的增长

轨道上。

2. 印度经济增长将越来越需要中国

市场

2021 年当印度国内消费和投资因疫

情而大面积下滑时,印度对华出口却实

现了 27.5% 的增长,使得中国一举超过

美国成为印度该年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疫后这一轮经济复苏中,印度的制造

业、投资和出口都表现出色。可以说中

国市场为急剧萎缩的印度经济提供了一

定的缓冲。

可以预见,一方面随着中国市场

的进一步开放,更多的印度商品能够

在中国市场上寻找到商机；另一方面,

随着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中国制造”

将继续向世界提供更多的产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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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度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需求也会

上涨,中国市场对印度经济的重要性

还将继续上升。印度媒体和政客总是

热炒中印贸易赤字,却有意忽视了中

印贸易重要的一面,就是印度对华出

口一直在不断扩大。

被低估的“孟加拉奇迹”与总在等
待救援的巴基斯坦

 1. 孟加拉成功之处恰是巴基斯坦的

不足

孟加拉曾经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

1971 年分治的原因就是因为东巴土地

上的孟加拉人不满意巴基斯坦当时的领

导人在经济发展上优先西巴,政治上又

不能给予东巴相应的权利。因此独立之

初,饱受自然灾害和战乱的孟加拉在各

方面都落后于巴基斯坦。然而,五十年

后的孟加拉已经不再是世界上“最绝望

的国家”,在经济增长率、人均收入以

及人类发展指数的各个方面都已超过巴

基斯坦。

孟加拉的发展路径与巴基斯坦形

成鲜明的对照,它的成功恰反衬出巴

基斯坦的不足。印巴因宗教而分治,

这就使得独立后的巴基斯坦不断用宗

教来强化国民的身份认同。又因为在

介入阿富汗战争的过程中,被它所扶

植的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反噬,令巴国

内伊斯兰极端思潮泛滥,女性地位恶

化。相反,孟加拉始终坚持世俗化道路,

形成了一个有利于女性学习、就业的

社会环境。在孟女性受教育年限平均

为 12 年,而巴基斯坦只有 7 年,早在

2000 年孟加拉的人口率就降至 1.4%,

而巴到 2017 年还是 2.4%。少生育就

意味着女性有更多机会走出家庭。孟

加拉女性就业率比巴高出近 15 个百分

点也就不足为奇。这也是孟加拉在成

衣制造业能够快速崛起、成为仅次于

中国的世界第二大成衣出口国的重要

原因之一。

孟加拉储蓄率和投资率都保持在

较高的水平上,过去十年其国内储蓄

率平均为 23.2%,投资率为 29.9%；

而巴基斯坦只有 7.7% 和 15.5%。低

投资率意味着低增长潜力,而更大的

投资缺口（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

则意味着更高的债务水平。这就是巴

基斯坦不断陷入债务危机、不断需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的原因。为什

么巴基斯坦人不愿意储蓄？表面看高

通货膨胀率是祸首,背后则是不受约

束、缺乏责任和远见的财政和货币政

策,而更深层次的则是民选政府与军

人利益集团在角力和妥协过程中被牺

牲的国家利益。

投资长期不足对于一国制造业的发

展是致命的。孟加拉工业附加值在 GDP

中 的 占 比 已 从 2000 年 的 25.3% 升 至

2019 年的 31.3%, 而巴基斯坦却仍停留

在 18.8% 的水平附近。

2. 中巴经济走廊未来的发展应求稳

不求快

我 们 常 说“ 要 想 富 先 修 路”, 但

不能忘记“不是每条建成的路都能引向

繁荣。”如果修路的投入都引自中国,

那么对巴基斯坦上游产业的贡献就有

限；道路一旦建成,能带来多少经济效

益又取决于巴基斯坦的经济活跃程度,

而过去十年巴基斯坦的平均增长率仅为

3.5%。受疫情冲击,未来一段时间巴基

斯坦的经济复苏将更加困难。我方应着

眼于完成现有项目,将已有的合作基础

夯实。

日益倚重旅游业的斯里兰卡经济被
疫情重创，恢复尚待时日

1. 斯里兰卡实现经济多元化挑战

巨大

上个世纪 70 年代在斯里兰卡内战

爆发前,斯因快速发展的经济被誉为是

印度洋上的明珠。迄今它仍是是南亚地

区均收入和发展指数都最高的国家。持

续三十年的内战打断了斯当初出口加工

业的良好发展势头,不仅被东南亚小虎

们反超,也因目前相对更高的人力成本

连与孟加拉、印度都难展开竞争。过去

十年斯里兰卡工业在 GDP 中的占比已

经下滑了 5 个百分点,去工业化趋势

明显。

在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过程中,

斯里兰卡面临着人才和资本的短缺。

斯希望利用区位优势发展造船、石油

冶炼以及金融、物流、航运中心等现

代服务业,但因之前长期受僧伽罗民

族主义政策的影响,国内整体英语教

育水平下降,大量泰米尔高级人才不

断出走,国际化人才短缺。另一方面,

斯里兰卡要成为印度洋上的航运服务

中心,就必须与新加坡展开竞争。而

且,未来随着印度更加重视南部地区

的港口建设,斯里兰卡作为印度货物

转运中心的地位也可能被动摇。换言

之,斯里兰卡必须抓住转瞬即逝机遇

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上一届拉

贾帕克萨强人政府开始斯大举借债发

展基础设施。债务增长速度推进过快,

偿债压力不断加大。目前,又因疫情

影响迁延不去,斯里兰卡的支柱产业、

也是其外汇收入最重要来源的旅游业

受到重创,斯陷入债务危机。

2. 汉班托塔港不是中方的债务陷阱，

但中斯双方都有教训值得总结

在汉港建设上,斯政府挖东墙、补

西墙式的财政冒进做法最终被证明是不

可持续,不得已债转股,长期租赁给中方。

从中方的角度来看,以互联互通、产能

转移为核心的“一带一路” 将继续,

而做法需改变。

总之,南亚八个国家各有其特点,

上述四个国家就差异明显,我们在与四

国开展经贸合作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

各有不同。因此,不仅外交要坚持“一

国一策”,学界和企业界也都应该重视

国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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