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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贸易领域经历了由封闭到开放、由管制到自由的演变，

在此过程中，贸易政策也由从属于工业政策的适应性政策转

变为追求国民经济更优发展的积极主动性政策，标志着这一

制度性转折的是1991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改革之前，印度

政府为实现工业化的强国之梦，不惜成本地高度保护国内市

场，以建立完整的民族工业，贸易政策完全是被动地适应工

业发展的需要。这一时期由于内向型发展而引起的问题都是

通过对政策的局部修改加以解决的，对问题的表面解决只是

使问题更多地累积下来，当矛盾积累到无法再以政策的修补

来解决的时候，完全的转轨就成为必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

，由于40多年的内向型发展积累了高额的外贸赤字和外债负

担，使外贸发展难以为继，终于爆发了一场空前的国际收支

危机，当时外汇储备只够1个半月的进口，是正常期的一半。

严重的经济困境迫使印度政府在1991年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

革。之后的事实证明，这次制度性的转折为贸易领域开辟了

新天地，也使国民经济发展呈现了新面貌。因此，分析印度

贸易政策的演变路径，可以得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

从内向转向外向的结论。 一、转折之前贸易政策的演变 这一

时期的政策总体上以进口替代为贸易取向，根据不同的执政

政府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三届政府为了解决经济发展出现的

问题有着从管制向放松过渡的特点。 1、第一阶段

（1947-1964年）：尼赫鲁执政时期 印度在独立前是英国的原



料和粮食供应国以及制成品的倾销地，民族工业受到英国工

业品的排挤而发育不良，因而独立之初印度的工业基础极为

薄弱。独立之后，印度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保护民族工

业的发展，采取高度保护市场的手段，为幼稚的民族工业提

供生长的土壤。另外，由于印度人口众多，印度政府认为本

国市场潜力巨大，完全有能力在本国市场内建立完整的工业

体系。但是，为了建立工业体系印度必须进口本国不能生产

的机器设备，如建立钢铁业。机床厂、发电厂所需的设备等

。这样既要进口昂贵的资本品，又不鼓励出口，必然会使国

际收支恶化，阻碍经济发展。于是印度政府选择了进口替代

战略。尼赫鲁政府在“二五”计划时期开始采用强调发展重

工业的马哈拉诺比斯发展战略：（1）取消非必需品进口或将

其保持在最低限度；（2）对各种进口进行复杂限制；（3）

自由进口机器设备和其他发展物品，支持以重工业为基础的

经济增长；（4）对进口替代采取鼓励政策。这时期印度政府

手中有充足的英镑结存，所以国际收支问题不严重。由于快

速集中人力物力进行建设，终于建成了工业体系雏形。 2、

第二阶段（1964-1984年）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 随着持续的贸

易逆差，一度充足的英镑储备趋于枯竭，外汇短缺问题开始

变得严重。为应付国际收支危机，印度向外国和国际金融机

构借款。但是这些借款并未用于发展出口行业，而仍旧用于

发展替代进口的行业，因而无助于偿还已欠下的款项和利息

，最终信誉下降使能借到的款项减少。国际收支恶化加上来

自国际金融机构的压力迫使印度政府于1966年6月将卢比贬

值36．5％。贸易政策也由完全的进口替代转向进口替代与出

口导向并重，采取以限制进口为主、促进出口为辅的策略。 



此时印度政府为了解决进口替代引起的国际收支问题，对贸

易政策做了局部的修改，但总体的目标和取向仍是进口替代

的内向型发展道路，因而与真正的出口导向政策有看本质的

不同。 3、第三阶段（1984-1990年）：拉吉夫甘地执政时期 

经过几十年的内向型发展，印度虽然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但是在高度的市场保护中，工业效率极为低下，国民经济

增长率一直在3％-4％之间徘徊。为了改变经济增长乏力的局

面，拉甘地开始积极宣扬经济开放和经济自由化，贸易政策

有了明显的向自由化演进的倾向。为了加快将国内产品推向

世界市场参与竞争，拉甘地在1985年宣布了为期三年的自由

化进出口政策，目的在于简化进口程序，使进口投入品成本

降低，促进出口增长和技术创新。但是这次政策走得太快、

放得太开，没有对进口的资本品和消费品加以区别。后果是

进口商抓住机会，大量进口过去限制进口的消费品以及高档

的耐用消费品，有的国内能生产的货物也被列入公开一般许

可货单。厂商由过去只能购买国内制造的机器转而开始大量

购入外国向印度倾销的二手设备。进口自由化还对国内生产

起到了抑制作用。为使机械和电子工业降低产品成本，政府

给予进口许可证和关税方面的优惠，实施进口自由化的政策

，这非但没有促进国内生产，也没有吸收到高新技术，反而

导致了这些产业的厂商从进口零配件改为进口制成品，因为

国外的产品更加有竞争力。 这是朝着开放型经济迈开的第一

步，它的不成功说明了两点：一是放开对国内市场的保护不

能一步到位，应该逐步进行；二是几十年的进口替代并没有

使本国工业效率提高，而只是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使得低效

率的部门能够生存下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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