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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图：2023 年 1 月

14 日，印度桑提普

拉，女工人用耙子把

稻米摊开。做为人口

大国，印度也是产粮

大国。

今没有任何进展。2016 年向印度方

面大力推行日本新干线概念的安倍

晋三已经作古，可当时日印双方敲

定的孟买—艾哈迈德巴德线，至今

为止竟然只修了 10 公里——某种程

度上说，花了近 7 年时间修 10 公里

高铁，与几乎没修建并没有本质区

别，都算停滞不前了。日本方面称，

由于印度方面在征地等环节无法理

顺，加之新冠疫情使得工程延宕。

而印度方面则称，是日本方面在拖

延，想寻找机会多赚钱。反正互相

指责之下，唯一能够看到的就是工

期几乎无限拖延。

铁路建设只是一个例子。再譬

如钢铁领域。1949 年，印度粗钢产

量 137 万吨，同年中国粗钢产量仅

为15.8万吨，印度是中国的8.7倍。

1952年，中国粗钢产量达到135万吨，

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同年印度粗钢

产量为 160 万吨，仅比中国高出 25

万吨。甚至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

印度也没能抓住机会在粗钢产量上

对中国取得优势。1962 年，印度粗

钢产量为 515 万吨，反而比中国少

了147万吨。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在钢铁生产方面，印度与中国的差

距越拉越大。即便印度国内有诸如

塔塔集团这样旗下坐拥近百公司、

涉及信息技术、汽车、电力等诸多

领域的巨型托拉斯，可仍无法在一

些堪称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领域有

合理布局。以制造业而论，近十年

来，国际上经常有人提及印度制造，

并认为印度可能成为下一个制造业

大国，但又有一些评论认为印度的

人口规模虽大，但技术工人的综合

素质不如中国。印度制造究竟怎样？

这不仅仅是印度一家的事，而是所

有后发、希望进入工业化国家者所

要面对的。

王泠一告诉记者：“和中国相

比，印度在发展潜力上的薄弱之处

非常明显。除了供应链不完备，基

础设施的落后也令跨国公司高管们

惊讶和不习惯。如印度设备产业科

技明显落后。毕竟搞基建需要很多

大型机械，且需要很多工程设计人

才。印度在大型基建机械方面没什

么具体的优势，也没有足额数量的

高级工程师来投入基建发展。”在

立国之初，印度共和国宪法规定印

度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印度共和国

开国总理尼赫鲁更是将之解释为“民

主式的社会主义”，可实际上呢？

2019 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

印度，当着印度总理莫迪的面夸赞

印度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民

主国家”。当时即有媒体评论称，

特朗普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毕

竟，印度宪法并没有更改，印度该

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王

泠一看来，无论印度宪法怎么解释，

当下的印度社会就是逐利为上的资

本主义社会。“印度是国家财政薄

弱，富人阶层有钱。即资金都在富

人那里，国家没有钱搞基础设施建

设，资本家当然是逐利的。大部分

基础设施建设是不能盈利的，而且

有些盈利的回本期限很长，所以资

本家不会投入很多资金搞基础设施

建设。”王泠一分析道，“何况，

印度是没有完善的户籍管理的。换

言之：穷人可以随意迁徙，城市里

没有明确禁止的地区，穷人可以去

搭棚住宿，一般是在贫民区搭棚。

这样导致印度城市很混乱，土地产

权也混乱，所以很难征地搞基础设

施建设。这种局面是长期化的！”

也正因为这些情况，导致了直

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在经济的许

多方面仍领先中国，起码不分伯仲

的印度，之后被中国总体赶超了。

王泠一发现，即便在当下，不

少投资者到印度寻求机会的情况下，

仍有不少障碍使跨国公司对印度的

投资环境感到忧虑、不放心。“如

英国经济学家在考察中就发现在印

度南部的一个邦就有一个荒废的诺

基亚工厂，当地政府的政策性承诺

迟迟无法兑现。它在 2014 年倒闭，

并在与当地政府发生法规纠纷后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