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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多元的印度工作效率
许利平    朱凤岚

作为世界上第二大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

印度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2015 至 2016

财年，印度经济增速达到 7% 以上。2017 年，由于受到新的商

品与服务税计划以及废钞令的负面冲击，印度经济增速受到一

定程度的影响，但国际投行认为，未来印度经济仍将保持高速

增长。面对复杂而多元的印度，中国企业有必要深刻认识印度

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印度人的工作效率特点，才有助于在印度投

资获得成功。因此，关注印度人的工作效率特点和印度文化对

工作效率的影响十分必要。

淡薄的时间观念、差异较大的地区发展水平，使印度人的工作效

率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点

印度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极大、现代

化程度不一，同时存在着原

始部落和文明社会，这导致

印度人的工作效率呈现出

复杂多元的特点。

其一，印度人的时间观

念总体来说比较淡薄。印度

人的工作效率低下是世界

知名的，很多与印度人打过

交道的人都有同一个体验，

那就是印度人约谈公务从

不守时。印度人工作起来不

急不慢，时间观念好像对印

度人不起作用，时间在印度

似乎是可有可无的。通常情况下，印度员工上班经常迟到，下

班却十分积极，往往是还没到下班时间，就已经提前做好了下

班准备。另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快上班时，常有员工一个

电话打来，称“有急事来不了”，让人措手不及。对此，印度

公司的做法是，一个岗位通常会安排富余人员，一旦有人不来，

马上开除，由另一个人顶替，再配上多余的人员，如此循环。

在印度，不守时是社会常态，如果遵守时间，反而会被视

为另类。印度人的不守时，或许是他们自古以来忽视时间观念

而养成的一种民族习惯。

其二，传统区域员工的劳动效率相对较低。印度人似乎从

来不会对加班感兴趣，他们每天的劳动所得足够当天的吃喝就

可以了。大部分印度人没有攒钱的习惯，在他们看来，精神

重于物质。不过，那些上流社会阶层的生活还是相当奢华的。

生活在传统地区或下层社会的普通工人，对待工作并不是很负

责任，基本上是抱着得过且

过的态度在干活，至于工作

做成什么样，似乎和他们毫

无关系，只要能按时领到薪

水并且正常下班，就基本可

以了。

其三，高新技术产业区

的员工工作效率较高，具有

国际化水平。印度人的工作

效率是矛盾的，相对于传统

地区的农业社会，如号称“南

亚硅谷”的班加罗尔地区，

聚集着大量高端人才和精英

【摘要】印度人的工作效率具有矛盾统一的特点。在传统而偏远的农村地区，员工工作效率相对低下；
而在一些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区，员工工作效率堪称国际水准。印度人时间观念淡薄，是导致其工作
效率低下的直接原因。印度人的工作效率亦与印度文化密切相关，这些文化特征深深烙印在印度人
的行为准则和处事作风上，成为影响其工作效率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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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这些人才大多拥有高学历以及欧美留学的经历，其劳动

效率普遍来说还是很高的，甚至具有国际化水准。很多跨国企

业之所以将软件研发中心设在印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看重了印度软件从业人员表现出的敬业精神。

印度社会的工作效率是兼具现代与传统的，我们很难用一

句话概括印度人的工作效率。总体而言，印度人的工作效率并

不高，但在一些地区和一些领域，又表现出高效和先进的一面，

这可以说是矛盾的统一体。

印度人的工作效率与印度文化密切相关，印度文化深刻影响着印

度人的行为准则和处事作风

多元的印度文化中有很多对立因素，例如传统与现代、都

市文化与地方文化、精神主义与现实主义、识字文化与非识字

文化，等等。多语言、多宗教、多民族、种族社会等因素，使

印度社会具有了多样性。印度文化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宗教性，

受宗教文化影响，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独具特点。

首先，印度人认为物质生活是虚幻的，主张梵我同一。受

印度教影响，印度人认为人生应当有“四大目的”，即利、欲、

达摩和解脱。“利”是指获得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印度教并

不排斥创造和获取财富，因为人的吃穿住行都离不开物质与经

济。但是，印度教经典规定，人应树立健康正确的财富观，以

贪婪之心、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财富是罪恶之源。“欲”是指

人的愿望或欲望，过分贪图享乐也是一种罪恶。“达摩”是指

事物内在的规律或法则。在印度文化体系中，“达摩”主要指

人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和社会义务等。人的这些道德原则和

社会职责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是与生俱来的。“解脱”是指

一个人的灵魂从业报轮回的痛苦循环中彻底解放出来，达到“梵

我合一”的最高境界，实现永恒的欢乐。

在印度文化中，很早就产生了否定物质世界的哲学模式。在

他们眼里，现实世界的各种现象，无论财富、荣誉或是权力，皆

为变化无常的过眼云烟，根本不值得留恋。因此，印度人与其他

民族不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有淡泊外在物质、追求内在精

神的倾向。许多住在贫民窟的人或下层社会的人群，虽生活清苦，

但他们把希望寄托于精神追求上，对现实的贫困往往无动于衷，

甚至安贫乐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性格的反映。①

其次，印度人注重“业报轮回”的观念，具有特殊的人生

观和生死观。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他们基本都能遵守道德

规范，大部分印度教教徒能够严守戒律，做到不贪、不盗、不

杀生等。印度文化中的“业报轮回”观念使印度人普遍认为 ：

人在轮回中生，又在轮回中死，时间对于人生来说是无限的。

所以印度人对工作的态度是 ：这辈子做不完，还有来生，下辈

子转世还可以继续做。基于这种乐观的精神追求，印度人虽然

在外人看来效率低下、生活贫困，但他们的幸福指数却非常高。

再次，印度人天性乐观，具有包容精神。由于种姓制度和

印度教文化深深根植于普通民众的心目中，在低种姓的下层民

众（尤其是偏僻的农村地区民众）看来，之所以形成富人与穷

人的差异，是由于各自在前世所作的不同“业”感召的果报，

这种轮回转世观念以及等级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印度人的

进取意识，体现在工作效率上，就是积极主动性不够。不过，

这种文化特征却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从和谐社会

的角度来看，穷人不会嫉妒富人，也少有劫富济贫的现象出现。

所以，在印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友好的，以至于人们

对职场上的迟到早退、喝茶聊天、诵经祭拜、工作效率不高等

现象都习以为常，也不会有人对不遵守规章制度的错误行为予

以严厉批评。印度前总理辛格曾说 ：“我认为，我们已经越过

了许多障碍，但仍有许多障碍要跨越。印度是个具有潜力的国

家。我们只挖掘了表面的一些潜力。现在，看看我们的问题 ：

我们的体制不珍惜时间，这是印度体制中一个让我很担忧的毛

病。”②辛格总理把印度人不珍惜时间的毛病归咎于体制，但事

实上，这一特质的形成与印度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观念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

总体而言，印度人的工作效率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印度文

化密切相关。但是，现代企业制度又是催生高科技领域工作效

率提升的重要因素。比如班加罗尔地区受过高等教育和具有欧

美留学背景的人群，恰恰因为有现代企业制度的影响而规避了

印度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避免了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产生

的负面影响。印度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人们在传统与现

代之间进行着转换、摸索，而这其中，作为沉淀于社会底流的

传统文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

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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