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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是什么？
是财富吗？
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前，经济学家将目光锁定在有形的土地和金银之上。
　　20世纪早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改变了这种分析思路。
凯恩斯改变了分析方法，将建立在人类心理基础上的“边际需求递减”规律引入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这种建立在人类心理基础上的分析方法仍是现代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
　　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则直接将其经济学名著定名为《人类行为》。
米塞斯这样定义经济学：“它是一种科学，研究如何运用手段达成既定的目的。
它并不是讨论有形的事物；它的对象是人类，他们的目标与行为。
”这项定义是经济分析与市场预测的第一原则，一直被西方经济学家所推崇。
　　人总爱在重要的历史时间点进行回顾和预测。
21世纪初，许多人预测世界在这个世纪里会有哪些巨大的变化。
21世纪会成为中国和印度的世纪吗？
　　一系列的数据和“模型”也许能够说明某些具体的经济问题。
但如果回答未来会怎么样？
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
预测的误差就会很大。
如果回到经济分析的起点，分析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人民的不同行为，我们就可以解释两国间诸多
的差异。
　　人类也许有某些共同的“行为”，但如果仔细对比西方和东方，我们会发现人们的行为有诸多不
同。
中国和印度同属东方，但当两国的人民进行交流时，会发现彼此之间的思维方式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2000年前开始，中国和印度都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
在大浪淘沙中，两个国家选择了不同的主流文化体系。
文化体系的差异影响了千年以来两国人民之间的行为。
这种思维和行为上的不同造成两个国家在近代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模式的不同。
　　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从两国人民不同的主流文化体系中寻找他们不同行为的根源，从不同的
行为中了解他们发展模式的选择。
　　（二）　　在历史的黎明期，古代文明在一些国家中成长起来。
它们经历了多次的中断，虽然留下了若干使我们追怀往昔的丰碑，但差不多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
　　但是，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里，不仅在历史开始之际就有了这些早期文明，而且尽管有变化
更迭，它们连绵不绝，从未中断。
因此，中国和印度具有长远的不中断的传统和文化遗产。
在过去，它们曾经彼此相互影响；在将来，它们也会这样。
它们彼此的关系，不仅对这两个国家本身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对世界也是有重大意义的（贾·尼赫鲁
，《印度的发现》）。
　　尼赫鲁半个世纪前已经对中国和印度的过去进行了总结，但这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原因就在
于中国和印度当时积贫积弱。
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龙象之争”或者“龙象共舞”成为西方世界关注的话题之一。
当西方人评价中国和印度时，基本参照的是西方价值观念标准，比如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和GDP标准
。
这样的评价暗含一个基本的前提，中国和印度都属于东方文化体系，谁更靠近西方的价值观念，谁就
更加开放和先进。
西方人的评价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也就是他们评价的前提是错误的。
　　中国和印度位置上都处于东半球，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频繁，但这两个国家的文化体系却存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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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不同。
印度就像镜子里的中国，虽然外表看起来接近，但一个生活在现实中，一个生活在虚幻中。
印度和中国在主流文化上本质的不同造成两国在近代的经济发展模式、政治模式选择等诸多方面的不
同。
中国和印度的竞争，本质上是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竞争，只是这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在竞争中又加入了
西方的价值观念。
　　古鲁斯瓦米曾任印度总理经济委员会顾问。
他评价说：“一个十分尴尬的现实是，由于缺乏直接交流，中印两国长期以来其实都在通过西方的视
角观察对方。
误会、曲解、偏见随处可见，尽管我们两国领土相连，国情相似。
”在他看来，中国人眼中的印度和印度人形象，其实是从大量西方著作窥视而来；印度人眼中的中国
和中国人形象同样如此。
“这让人难以置信！
”中印两国的交流并不充分，特别是“面对面的、不借助第三方媒介的直接交流”。
　　中国和印度在历史上不缺乏交流，干年以前，玄奘曾跋山涉水到达印度。
近代，印度诗人泰戈尔曾经到过中国，中国人对他非常友好。
在“我取了中国名字”这首诗中写道：“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卉，它们的名字是陌生的，陌生的土地
是它们的祖国，可是在灵魂的欢乐王国里，它们的情谊找到了开诚相见的欢迎。
”　　但中印之间现在的交流状况如何呢？
　　圣雄甘地中央大学2007年设立了“印地语一汉语”翻译课程，这是印度第一家教授“印地语一汉
语”直接翻译的学校，也是印度唯一的一家。
此前，印地语和汉语之间的翻译，都必须以英语为媒介，经过“印地语一英语一汉语”这条曲折的路
径。
辗转翻译中，许多有效的信息丢失了，误解甚至曲解慢慢就产生了。
　　中国和印度的基本情况如何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基本的数据加以对比。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7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360美元，印度为950美元（世界平均水平
为7958美元），印度不到中国的一半，但两国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007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占GDP的比例为72％，而印度为45．8％。
中国经济更多依靠外部世界经济的拉动。
　　中国在经济总量，人均水平等诸方面都强于印度，所以，总体上看印度在追赶中国。
但在一些具体细节上，印度已经超过中国，比如改善饮用水方面，2007年印度可饮用水源比例为89％
，而中国为88％，世界发达国家为100％（以OECD为例）。
印度人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0年时为1．1公吨，低于中国的2．6公吨。
2007年，印度使用因特网的人口比例为17．8％，超过中国的15．9％，但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2．7
％）和发达国家水平（66．5％）。
　　印度的一些行业已经超过了中国。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需求应该成为国民需求的重要部分。
2002年，印度宝莱坞领军的电影产业产值为13亿美元，这虽然远远落后美国，但却超过中国。
直到2004年，中国的电影业产值为36亿元（人民币）左右，如果折合成美元的话，中国电影总产值约
为印度的1／4。
电影是对外宣传本国文化的最好媒介之一，随着印度政府放松对本国电影业的监管，印度电影业不但
逐渐成为印度的主要产业之一，而且也促进了印度文化的传播。
　　中国是钢铁业大国，中国钢铁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如果把中国的大型钢铁业宝钢和鞍钢等比喻成群狼的话，印度却有一只世界钢铁业的老虎——拉科什
米·米塔尔集团（LNM）。
印度米塔尔家族控制的LNM控股集团和伊斯帕特钢铁集团在2004年10月完成合并后重新命名为米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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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公司。
2004年末合并美国国际钢铁公司后产能达6000万～7000万吨，居世界第一位，实现收入220亿美元。
2005年1月，米塔尔与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米塔尔钢铁与华菱集团并列
为华菱管线第一大股东，分别持有公司总股本的37．17％。
华菱集团2004年产钢达713万吨，实现销售收入262亿元；钢材出口83万吨，出口创汇4亿美元，紧追鞍
钢、宝钢之后，属于中国钢铁业的第二梯队中的领先者。
米塔尔坚信21世纪的钢铁产业将会整合为3～4家效率极高的超级巨头，而其要成为领头羊。
中国钢铁业的总产量是世界第一的，但中国钢铁业对市场的控制却不成功，不断面临力拓和淡水河谷
等铁矿石巨头的阻击，铁矿石价格不断上扬，中国钢铁企业在谈判中总是陷于被动。
只有加强市场的控制才是中国钢铁业的出路，但和米塔尔快速的全球扩张相比，以宝钢、鞍钢和武钢
等大型钢铁厂为中心的中国钢铁业合并却非常迟缓。
现在，米塔尔这只钢铁印度虎已经进入中国腹地，如果不是中国法律的规定，米塔尔完全可以一口吃
掉华菱。
中国钢铁企业只有通过兼并从狼变为老虎，才能摆脱铁矿石巨头的要挟，才能在定价上有更多的话语
权。
目前，虽然众多的中国钢铁企业总体产量居世界第一，但仍没有一只像米塔尔那样的猛虎。
　　从动态的角度看，印度在2000年时，贸易量占GDP的比例为27．4％，而中国为44．2％，2000
—2007年之间，印度在外贸增长速度上超过中国，印度经济越来越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
　　未来怎么样呢？
印度至少有一项重要的指标会追上中国，这就是人口。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总和在2008年时已经达到了25亿（印度人口成分过于复杂，至今仍有5％的部落居民
，以及大量隐遁山林的苦行隐士，很难进行人口普查。
印度官员说，2008年进行的人口普查要在3年后才能定下准确数字。
2007年公布的数字表明印度人口已经超过ll亿）。
2007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妇女人均生育数量为1．8，而印度为2．5。
印度的人口出生率超过中国，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
2025年时，印度人口总数会追上中国，2050年时，会远远超过中国。
人口的超越未必是坏事，关键看印度是否能将“人口包袱”转化为“人口红利”。
　　印度号称世界第三大科技大国，拥有400万科技人才，排在日本、英国等研发大国之前。
通用电气投资8000万美元在印度班加罗尔修建了研发中心，员工数量超过1600人，是该公司全球第二
大研发中心。
印度软件行业远远超越中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甲骨文在印度的研发中心同样是该公司全球第二大研
发中心，仅次于美国的研发中心。
印度为什么会成为“世界的办公室”呢？
中国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才能迎头赶上呢？
　　随着中国和印度越来越融入全球化，两国都需要建立强大的远洋海军来保护海外的经济利益。
印度号称拥有世界第八大海军力量，并且从英国购买了“维兰特号”航空母舰，从俄罗斯购买了“戈
尔什科夫元帅”号航母，并准备建造第三艘航母，而中国没有航母。
印度海军已经和日本进行了联合军演，将海洋力量辐射到太平洋海域。
　　印度的“月船一号”多采用了西方的技术，而中国的“嫦娥一号”多采用了自主技术，但“月船
一号”的服务期却长于“嫦娥一号”，并且向月球释放了带有印度国旗的撞击器。
正当人们认为“月船一号”背后有美国的影子时，印度却和俄罗斯合作研制“月船二号”，并且联合
研制登月机器人。
印度为什么对美国和俄罗斯都能左右逢源呢？
为什么印度能够获得许多先进的技术进口？
印度还能在哪些方面超过中国？
印度为什么会超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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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能超越中国吗？
这是本书极力想解答的问题。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认为，对印度的任何一种评价都是对的，因为任何评价都可以在印度找到相
应的证据。
我不想陷于印度评价的“马氏混沌”中，我只想找出中国和印度最主要的不同，揭开印度神秘的面纱
，从而剖析两国未来的发展。
但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这样做非常困难，困难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擅长的“时间逻辑”和“因果逻辑”
思维遭遇到了“印度时间”和“葡萄式思维”。
　　20世纪末期时，我亲历印度，十年来一直和印度的商业领袖保持交往，并关注印度的发展。
我想以西方的文化为参照系，通过中国人的视角把印度的形象勾勒出来。
这样，通过不同文化的反省和比较，希望能有一种多维的认识，从而通过印度这面镜子更好的认清我
们自身。
因为和印度人接触较多，不自觉地有一点印度“葡萄式思维”，时间和空间的跳跃度较大，只是书的
基本方向没有变化，这是我感到欣慰的地方。
如果本书能够给读者一种思考，使读者对未来中印的发展有自己的判断，这就是有意义的。
　　作者　　2008年11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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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有在印度经商的经历，有对印度社会、文化和经济较深的认识和理解，书中不乏真知灼见。
印度和中国主流文化中的哪些不同导致其国民行为的不同？
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和印度产生？
中国为什么制造业异军突起，而印度却是软件业遥遥领先？
印度能在哪些方面超越中国？
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发展上应该彼此学习对方的哪些优点？
问题和答案都令人深思。
    书中对印度特有的一些社会现象的阐释有趣且合理。
为什么印度人能够“以苦为乐”？
为什么印度人能够忍受狭小的工作和生活空间？
印度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马克思评价印度没有历史？
中国的“君子”鄙视乞讨，印度的著名人物为什么却乐于乞讨？
美国会成为印度的一个种姓吗？
问题和答案同样突显了作者的睿智和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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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浩勇，河南禹州人，经济学博士。
1999—2002年作为许昌丰泰发制品贸易部经理常驻印度。
2002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商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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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流浪文化”和“苦行主义者”的经济效率    “流浪”与“苦行”文化    “内省”思维与印度人的
空间感    “苦行式”的生产方式  第十章  神的“卫生”、“两性”和“教育”观——印度的社会人文
发展    圣洁与卫生    没有厕所的乡村    城市里的贫民    印度的“半边天”    第十一章  印度联邦：神的
政治经济学    世俗社会的兴起    沙雕巨人    语言邦：甜言蜜语“泰卢固”    印度式民主和“个人主义”
   世俗社会的衰落与主流文化的复兴    联邦革命与印度经济  第十二章  从“话语巨人”到“实力巨人”
   舌头是最厉害的武器    理想与现实    道理与实力    印度如何看待被西方人称道的民主？
    美国推手    印度目标    美国会成为印度的一个种姓吗？
    月船一号  第十三章  谁铲平了世界：印度服务    巨象和孔雀    龙象之争    美国和印度的“新经济”    
中印主流文化与产业选择  第十四章  多样性PK统一性    印度的“1+1=2”和中国的“1+1>2”    大一统
和小而全    看得见的手    品牌化之路    互相拆台与搭台    可怕的未来：中美印经济在一个平台上吗？
  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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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种姓制度的婚姻限制除了宗教的影响外，最重要的一点是高种姓阶层对自身经济利益的维护。
从经济角度来看，印度金字塔一样的社会分层明显，贫富差距巨大，少数人占有了社会大部分资源，
限制高低种姓之间婚姻有利于稳固印度社会既有的利益结构。
　　种姓制度：神和世俗社会的梯子　　印度工商领袖之间喜欢相互评价，古普塔公司董事长古普塔
经常对我说：“洛维公司现在非常富有，我要努力，不然要落后了。
”阿丘博公司董事长拉吉和我提起印度客户凯凯时，眼中显露出羡慕的目光。
他告诉我：“杨先生，凯凯去年出口总值超过了3000万美元，他现在非常富有，我怎么做才能和他一
样呢？
”印度工商界精英总把同行业中最有能力的人树立为榜样，而这些工商界领袖全是印度教教徒。
按照印度教教义，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是非本质的，唯有“梵”这个宇宙绝对精神才是最高的实在。
“梵”是第一性的、真实的；而世俗社会的一切（包括钱财）都是虚幻，是不真实的，不应该是教徒
追求的，但为什么这些教徒却热衷于追求世俗社会的财富呢？
　　在印度笈多王朝之前，祭祀仪式是整个印度教活动的中心，祭祀仪式由婆罗门单独把持，婆罗门
僧侣阶层享有对宗教法典文献《吠陀》的解释权力，即使刹帝利种姓的国王和武士也不能干涉。
笈多王朝时期，对神的直接崇拜取代祭祀仪式，成为印度教崇拜的中心，神的一元化概念得到强化，
信徒开始直接崇拜毗湿奴神或者湿婆神，普通民众认为通过直接的虔诚（bhakti，巴克提）信仰就可
以获得神的恩赐。
印度当时的这种情况非常类似欧洲的基督教新教改革，新教主张摆脱教皇和教阶制度的控制，直接信
仰上帝。
婆罗门祭祀面临着失去对世俗社会精神生活控制的危险。
　　婆罗门为了统一神权和世俗权力，在笈多王朝时期进行了革新，承认了人的本能需求，主要是经
济上的追求和人自身的感性需求。
从宗教理论上承认人生目标有四个：遵守宗教和社会法则（大法，Dharma）、追求经济福利（实利
，Arthe）、享受欢娱快乐（爱欲，Kama）以及获得灵魂的拯救（解脱，Moksha）。
前三种人生目标只是中间目标，是获得“解脱”这种最终目标的途径。
同时，改革的婆罗门教（即印度教）建构了社会稳定的基本规则，将婆罗门教倡导的宗教法则（“羯
摩”（Karma）理论）和社会法则（“达摩”（Dharma，法））结合起来；只有按照婆罗门的解释，
“正确”地实行以上的宗教和世俗社会的法则，才能最终达到“梵我不二”，获得“解脱”。
如果违背了正确的法则，就不能得到“解脱”。
　　婆罗门宗教法则的核心是“羯摩”（Karma）理论，即“因果业报”说，“业”的本意指行为。
“羯摩”（Karma）理论是婆罗门僧侣改造万物有灵和灵魂转世观念后创造出来的宗教理论。
按照这种理论，人造业必有果报，有果报就要产生轮回。
在现世中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根据羯摩论，婆罗门僧侣又创造出印度世俗社会的法则——“达摩”（Dharma，法），即各个种
性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这些规则可以归为“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种姓制度合理”等三大纲
领。
婆罗门利用“灵魂轮回”和“因果业报”等宗教法则来支持世俗社会的“种姓制度”，认为个人种性
的不同是“因果业报”的结果，这种结合是“梵”（神）的安排。
如果自己是低种姓阶层，这是“梵”的安排，只有遵循“达摩”（种姓制度）规则，放弃进入高种姓
和追求更高社会地位的欲望，安于自己的现状，才是遵循了“梵”的安排，在精神领域和“梵”一致
，达到了“梵我不二”。
因为不追求现实的利益，也就摆脱了现实的痛苦。
用一句宿命的话概括就是：一个人要认命，命运是上天的安排，不要争夺，才能解脱。
　　“羯摩”宗教法则的“轮回”按照因果业报教义具体化世俗社会的“达摩”（种姓制度）规则。
婆罗门通过种姓制度将印度社会的“神”和世俗生活连接起来，种姓制度成为“神”和世俗社会的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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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婆罗门达到了对印度人精神和世俗生活控制的双重目的。
　　为了控制世俗社会，婆罗门不但改良了原来婆罗门教，强化了种姓制度，而且也在一些普通民众
喜欢的故事中加入了大量的宗教教义，从而达到对普通民众的控制。
　　婆罗门把持着对印度经典文献“吠陀”的解读。
普通民众就转向《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等史诗，作为其信仰的宗教文献代替吠陀文献。
“史诗”中的主人公罗摩、克里希纳等是印度的历史英雄人物。
史诗本来是世俗的，但婆罗门却将这些英雄人物说成是毗湿奴神的化身，将其说的一些话赋予了神的
启示而神圣化。
婆罗门为了适应潮流，聚集普通民众的力量，在史诗中加入了许多插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史诗《摩
诃婆罗多》中插人的一段，称为《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
　　《薄伽梵歌》以发生在俱卢之野的战争为背景，描写了王子阿周那带领军队和表亲俱卢一家进行
的一场战争。
决战前夕，阿周那认为不应该杀死自己的亲属，表现出犹豫和胆怯。
这时，阿周那的战车驾驶者、毗湿奴化身的克里希纳对阿周那讲述了一大段道理。
这一大段讲述后来被称为《薄伽梵歌》。
克里希纳认为，阿周那虽然和自己的亲属交战，会杀死自己的亲属，但可以免于杀人罪，因为这是战
争的需要，刹帝利（武士阶层）就要对国家履行自己的职责。
按照印度教的“达摩”（神圣大法），刹帝利种姓行为的道德标准就是为国家进行征战，个人行为的
“对”与“错”应该以宗教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而不是个人的情感。
　　从《薄伽梵歌》的内容来看，婆罗门赋予世俗的职业以神圣的光环，并用宗教的标准来衡量世俗
职业行为的对与错。
　　婆罗门强调不同的种姓是神的安排，教徒应该按照神的安排恪守自己的行为标准，从事自己所属
种姓应该从事的职业。
这样，印度社会按照宗教划分的各个种姓逐渐有了固定的、不同的世俗职业。
婆罗门专司祭祀①，刹帝利以当兵为主，吠舍从事工商业，首陀罗主要从事农业、工匠和服务性工作
。
这种世俗社会的分工被认定为是神的安排，是神圣的，各种职业一般世袭。
四大种姓又分成众多的亚种姓从事不同的职业，比如在首陀罗种姓中，有哈尔（搬运夫）、贡哈尔（
陶瓷工人）、巴尔达尔（制绳工人）、格尔瓦尔（酿酒人）、杜萨特（养猪人）等。
　　印度教认为通向天国的路可以有多条：第一条路是阁那（智慧），阔那可以引导人获得解脱，阁
那不仅包括理智性的知识，而且包括人的知觉本能，这往往是具有智慧者采取的道路，比如接受教育
的婆罗门阶层；第二条路是巴克提（虔诚），这种道路可以被贫困和无知者采用，只要信仰神，不通
过领悟宗教经典，也可获得解脱，这是一种为普通人所接受的方式；第三种道路是羯磨（行为），即
通过伦理道德上的服从，同样可以得到解脱，比如遵守种姓制度的规定。
　　宗教对世俗目标的认同鼓励了教徒从事生产、追求经济利益，以及注重家庭生活；这种认同有利
于社会的稳定，使印度教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同一时期，“出世”的佛教在印度衰落，也许就在于其不能像印度教那样鼓励教徒“人世”，从人世
的生活中得到“解脱”，从而使佛教失去了发展的群众和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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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上帝是公平的。
他让中国人勤劳务实。
却同时让我们缺少了进行形而上思考的能力；他让印度人欣赏多样性，却同时让他们倾向于裹足不前
。
多样性既是印度的骄傲，同时也是印度前进的羁绊。
这在印度民主的运转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姚洋北京大学教授　　印度的成就和困难，就像中国的成就和困难，都是规模巨大、引人注目的
。
区别只不过在于。
印度的弱项，往往就是中国的强项，比如在道路、桥梁．厂房等基础建设上，在外国直接投资额．制
造业、产品出口额、初等教育．识字率、政府扶贫．婴儿存活率这些方面；而中国的弱项，又往往是
印度的强项，比如在表达自由．文化多元、高等教育品质、软件设计、金融市场．服务业这些领域里
。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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