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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债管理的做法与特点

胡学好

印度借用外债已有四十多

年的历史。从 1951 年开始，印

度就成为净债务国，从此债务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和偿债

率持续上升。到目前为止，印度

外债为 750 亿美元，外债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 25%，偿债率为

32%。印度政府现在拥有的外

汇储备仅为 50 亿美元。虽然印

度的外债负担较重，但是印度

通过几十年外债管理实践的探

索，逐步健全了外债管理制度，

有统一的、权威性的外债管理

机构，建立了层层负责的外债

转贷体系，因而外债的使用一

般具有较好的效益，对外偿债

没有出现问题。与其它国家相

比，印度的外债管理在很多方

面表现出明显的特点。

特点之一：财政部是外债

管理的唯一职能部门。

根据总统授权，印度财政

部对外债全权行使管理职能。

财政部成为外债管理的唯一职

能部门。外债管理的操作由财

政部经济事务司负责。

印度的外债，不管是双边

的还是多边的，不管是官方优

惠贷款还是民间商业性贷款，

统由财政部集中管理。政府官

方贷款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贷款、世界银行贷款、亚行贷款

和双边政府贷款，由财政部统

一借入，统一转贷，统一对外还

本付息。民间商业性贷款，由财

政部审批，统一管理。
在外债管理过程中，印度

计委、联邦储备银行与财政部

配合密切。一些关系国计民生

的重大项目，由计委提出，并负

责可行性研究和审议。一经批

准，财政部统一安排资金，是用

国内资金还是用国外资金，如

何筹资由财政部决定。联邦储

备银行负责借入外债的外汇营

运，财政部借入外债和偿还外

债的外汇都通过联邦储备银行

记帐系统，联邦储备银行根据

财政部指令记入和划出外汇资

金，并接受财政部委托营运外

汇，以降低外债风险。

特点之二：外债管理环节

一体化。

印度政府对外债的管理较

为系统，外债的借用还自始至

终由财政部统一负责。财政部

除直接负责各种外债的借入、

转贷和偿还外，对国外借款项

目还拥有一定的审批权。所有

借款项目，都必须得到财政部

的认可，待财政部最后审批后，

借款项目才能生效。否则，财政

部将不予安排资金。因此，借款

项目的最后决定权在财政部手

中。这样，外债的借用还各环节

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此外，借款项目的内、外资

安排，各种来源的国外借款的

协调也都由财政部负责，基本

实行了外债管理环节一体化。

特点之三：国外借款换成

国内货币统一转贷。

印度借入的各种外债，全

部纳入国家预算，转换成卢比，

由财政部以与外汇等值的卢比

统一转贷。财政部根据筹资条

件和贷款项目的性质，重新规

定贷款金额、还款期限和贷款

利率等。贷款企业得到卢比资

金，并用卢比偿还。印度不实行

外汇留成制度，只允许企业留

成 5%的外汇用于企业发展。

借款企业进口设备和技术所需

外汇，可从联邦储备银行和外

汇市场调剂。印度政府对企业

兑换或调剂外汇没有限额规

定，因此借款企业不存在外汇

风险问题，只需承担偿还义务。

借用外债的所有外汇风险都由

财政部承担。

特点之四：完善的外债转

贷体系。

印度外债由财政部统一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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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后，逐级转贷，层层签订转

贷协议，并相应承担偿还义

务。印度外债的转贷体系包括

三个层次。第一层：由财政部

转贷给主要贷款机构。主要贷

款机构由财政部指定，一般为

中央政府的银行和工业主管

部门。不同来源的国外借款指

定不同的贷款机构。如世行贷

款由能源部转贷，日本“黑字

还流”贷款由印度工业发展银

行所属的小型工业发展银行

转贷。印度工业发展银行是印

度最大的银行，行政上隶属财

政部。第二层：由主要贷款机

构转贷给基层贷款机构。基层

贷款机构包括发展银行、投资

机构、金融公司和商业银行，

它们的分支机构数以万计，遍

布全国各地，具有一定的项目

管理能力。第三层：由基层贷

款机构转贷给借款企业，借款

企业为国外借款的最终用户。

借款的偿还按照转贷协

议规定的条件自下而上逐级

进行，层层承担偿还义务。财

政部对国内的转贷款并不承

担风险，不管企业或基层贷款

机构是否还款，主要贷款机构

也要按转贷协议规定的还款

金额足额地偿还给财政部，还

款风险实际上由众多的基层

贷款机构所承担。

为加强对外债贷款的有

效管理，印度政府制订了一系

列的管理办法和规定，由有关

部门主要是由贷款机构负责

实施。对贷款的管理主要包括

三方面的内容：

1.借款项目的审批。借款

项目的评估和审查程序，按照

项目大小确定。关系到国计民

生的重大项目由国家计委评

估、审查；中等项目由能源部

或主要贷款机构评估、审查；

小型项目由基层贷款机构评

估、审查。所有借款项目都由

财政部最后审批，并安排不同

来源的贷款资金。

2.转贷条件的确定。财政

部重新确定贷款条件进行转

贷后，主要贷款机构和基层贷

款机构可以适当提高贷款利

率（转贷利差不能超过 3%），

在贷款期限和贷款金额方面

也有一定的灵活自主权。例

如，财政部转贷给小型工业发

展银行的日本“黑字还流”贷

款的利率为 13% ，小型工业发

展银行以 16%的利率转贷给

麻邦金融公司，麻邦金融公司

再以 19%的利率转贷给借款

企业。由于印度国内贷款利率

较高，外债转贷层层加息后，

仍比国内同行业贷款利率低 3

个百分点，对企业来说借用国

外贷款仍有吸引力。另一方

面，转贷的利差收入使财政部

承担的外汇风险和贷款机构

承担的还款风险得到弥补。转

贷的利差收入调动了贷款机

构的积极性，同时，转贷协议

又约束他们必须承担偿还义

务，促使他们对借款项目实施

有效管理。可以说，印度外债

转贷的管理和监督，是无数个

贷款机构的共同努力完成的。

3.企业还款的管理。为促

进企业还款，贷款机构对借款

企业实施监督检查，必要时采

取相应的措施。印度约有 10%
的企业不能如期还款，贷款机

构一般通过经济手段催收贷

款（如冻结其银行帐户或停止

供应资金），有时也借助政府

的力量解决。在企业已无力偿

债时，贷款机构有权让企业破

产，有权采取转让、拍卖和兼

并等措施收回贷款。这样做是

符合印度宪法规定的。

简讯• 文摘
简讯  昌平县今年前四 个月

发展三资企业突破 百 家

今年 1-4 月份，北京市昌平县发展三资企业 101 家，协议资金总额

6.07亿美元，引进外资 2.1 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4倍、30 倍和 17

倍，创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几年来，昌平县委、县政府一直把发展高科技、外向型、大规模、高效

益的三资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他们在不断优化投资软硬环境的同

时，采取县领导齐抓共管；县、乡、村层层建立目标责任制；成立招商办公

室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使三资企业迅速发展。到今年四月底，全县累计发

展三资企业 336家，协议资金总额 8.8亿美元，注册资本 5.3 亿美元，引

进外资 3.5亿美元，占注册资金总额的 65.9%，目前，已有 65家三资企业

正式运营投产。  （昌平县委办公 室  许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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