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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度的 计划管理
——印度宏观经济管理情况之一

蔡 察

印度是一个与中国毗邻的亚洲大国，中国

和印度两国有不少相似之处，如人口众多、地

域辽阔，经济发展大体处于相同的阶段。印度

1947年独立和我国1949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时，两国经济都很落后，人民极度贫困。从主

要工农产量和运输设施方面看，印度独立初期

的经济条件好于我国。
1950年中印两国主要产品产量和运输设施

情况如下：

中国  印度

粮食  2 642亿市斤  1 173亿市斤

煤  4 300万吨  3 282万吨

原油  20万吨  25万吨

发电量  46亿度  51亿度

钢  61万吨  146万吨

铁路运营里程  2.22万公里  5.58万公里

公路通车里程  9.96万公里  38万公里

汽车  1.5万辆

棉布  25.2亿米  33.6亿米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印两国的经济都获

得了相当大的发展。1988年度预计，印度的粮

食总产 量为3 405 亿市斤；煤20 704万吨，钢

1 396万吨，石油3 200万吨；发电量2 211亿度；

布132.8亿米。
印度从1951年起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今

年进入第 九个 五年计划。1951年至1988年期

间，国民生产总 值（按 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3.65倍，平均每年递增4.1%。进入八十年代以

来，经济发展较快，1989年与1980年度比较，
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6 %，主要产品的年均

增长率：粮食3.47%，棉花2.76%，钢3.83%，

煤7.16%，石油14.9%。近些年通 货 膨胀 率

年均6.7%。印度对独立后获得 的 成就深感自

豪。
印度官员介绍，他 们 实 行 计划经济与市

场经济结合的 混 合 型 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

中，国营部分占20%左右。国营经营集中在工

业和交通运输业，在工 业 产 值 中国营经济占

40%，农业生产都是私人经济。印度中央政府和

邦政府都设有计划委员会，在国家发展委员会

指导下编制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家发展委

员会由总理主持，其成员包括所有的内阁成员

和各邦的首席部长。中央计委主任通常由总理

或副总理兼任，目前暂由财政部长兼任。
印度在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中，规划经济

增长率、消费和投资比例、就业率、进出口贸

易和国际收支等经 济 指 标。第九个五年计划

的主要发展目标是：国民 生 产总 值年均增长

5.5%，投资占 国 民 生 产总值的比 例 为23-
24 %，外资净流入量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5%，
就业人数每年增长 3 %，等等。印度的经济计

划，包括私营和国营两部分。在制定计划时，
充分听取私营部门的意见，计划也体现了私营

部门的发展意图，但经济计划对私营部门没有

约束力，是指导性的，执行中主要通过产业政

策、信贷政策进行引导。对国营经济的计划内

容比较详细、具体，具有约束力。
印度实施国家计划的主要措施是：

（一）产业政策指导。最近印度制定了新

的产业政策，其要点是：（1）放宽对私营经

济的控制。印方认为，过去由于强调节制私人

资本的政策，对经济发展不利。新的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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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除必须由国家 垄 断 经 营的行业（如核

电、石油、煤炭、飞机和武器制造等）外，其

他均允许私人经营。有些国营和私人都可以搞

的产品，考虑到规模效益，放宽了对私人企业

经营规模的控制，如私营纱厂，原规定不得超

过1.5万纱锭，现放宽到 3万纱锭；乙烯厂由原

来的 7万吨放宽到30万吨；钢铁厂由原来的25

万吨放宽到100万吨，等等。许多产品和服务业

则完全由私人经营，国营不参与。（2）为了

扩大就业，鼓励发展小型企业。例如规定金银

手饰业、成衣业、制鞋业和纺织工业中的手工

生产部分，由小企业来生产经营，现在大型工

业已经生产的，可以继续保留生产，但不能扩

大。（ 3）加强农业投入，重点解决干旱地区

的农业发展问题。印度6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

“绿色革命”，通过培育和推广良种，改善灌

溉条件，扩大耕地面积，增施化肥，使农业生

产获得较大发展。今后农业发展的重点，是促

进干旱地区农业的综合发展。（ 4）吸引外商

投资，放宽外商持股份额。过去规定合资企业

外商持股一般不得超过40 %，新的规定，对生

产出口产品和引进新技术的合资企业，外商持

股份额不受限制。（ 5）放宽对投资的行政干

预。过去不论国营还是私营企业，凡是扩大生

产规模的，不论是新建还是扩建或技术改造，
均需申请许可证，控制过死。目前虽然尚未废

除许可证制度，但实际上已不加控制了。
（二）政府资金扶持。实施经济计划，对

国营经济和国家建设项目，由政府直接进行投

资或给予贷款；对私人经济的重要产业，用贷

款予以扶持。截至1989年累计，政府直接投资

12 252亿卢比，提供建设贷款11 256亿卢比，这
对保证经济计划的实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政府筹集资金的主要手段有：（1）举办邮政

储蓄；（2）国 营生 命 保险公司和一般保险

公司的 保险 备付金；（ 3）商业银行存款的

38.5%，作为法定准备金，必须用于购买政府

的长期债券和政府担保的长期投资银行、国营

重点企业的债券；（ 4）发行短 期国 库券；

（ 5）国外借款。截至1989年累计，上述各项

资金余额达30 658亿卢比，占当 年国民生产总

值的80%左右。其中外债为3 185亿卢比，占债

务余额的10%。印度政府主要依靠债务收入来

增加投资，巨额的债务也给财政带来沉重的负

担。1990财政年度，中央预算中利息净支出即

达1 097亿卢比，占经常性财 政支出的16.9 % ，

相当于当年各种借款收入的37.3%。
（三）银行贷款引导。印度政府广泛运用

银行贷款来实施经 济 发 展 计划和产业政策目

标，主要措施是：（1）政府设立专业投资金

融机构，办理长期投资贷款业务。目前有工业

发展银行、工业信托投资公司、工业金融公司三

家，都是国营的，由政府和中央银行提供贷款，
或由政府担保发行债券。其资金使用主要通过

直接贷款投向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和地区。以

工业发展银行为例，1990年 3 月31日的资金来

源总 额 为2 041亿卢比，其 中政府资本64亿卢

比，历年从利润中提取的储备金（信贷基金）

110亿卢比，来自中央银行的贷款410亿卢比，财

政部贷款90亿卢比，发行债券938亿卢比，其他

资金429亿卢比。资金用于：发放贷款1 285.6
亿卢比，持股投资146.8亿卢比，票据贴现289

亿卢比。据工业发展银行介绍，他们贷款发放

的审批权限比 较 集中，分 行仅有1 000万卢比

（约合人民币280万元）以下项目的批准权，超

过这个额度的需报总行批准。在贷款总额中，
分行批准发放的贷款占20%，总行批准发放的

贷款占80 %。（2）对商业银行实行贷款投向

的比例控制，使资金流向国 家 重点 发展的产

业。现行政策规定，所有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

40%，必须用于政府重点发展的部门和薄弱的

部门，其中农业应占18%，小企业应占12%，
薄弱部门应占10%。

由于实行上述宏观调控措施，政府经济计

划基本上能得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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