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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邓小平在1979年解开束缚中国经济的枷锁，此举似乎注定中国将崛起为经济巨人。
自此以后，每回合的改革总是激起新一波的外国企业“中国热”。
国际媒体不断宣告中国的新面貌：私营企业出现了，消费者变富裕了，出口工厂忙不停，股市火热，
共产党官员穿西装现身！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力量增强的每个新迹象，例如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攀升、高科技进展、竞购美国
公司等，都会引发华盛顿政治人物与智囊团的大声警告：“中国已经对美国的经济和军事领导地位构
成重大威胁！
”这些人士一再警告：中国的兴旺景气即将在金融或社会大灾难中划下句号。
　　反观印度的经济崛起，情景倒是安静许多。
约莫15年前，这个亚洲巨人几乎没纳人美国的视野，尽管印度早已建立民主制度和庞大的私人经济部
门，但它和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冷淡，经济依旧受阻于官僚体制，大多数产业都限制外国投资者参与。
实际上，当印度和中国在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大时，印度那争吵不休的民主制度，反而被视为阻碍发
展的绊脚石，企业界已经厌倦至极，以致国外对于前印度总理拉奥所提出的全面经济改革普遍持怀疑
态度。
就连印度的成功产业，如软件业、半导体设计业、电话客服中心事业等，也是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受
到关注。
在此之前，鲜有西方企业公开谈论这种技术性工作外包在印度飞速发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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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集结了美国《商业周刊》过去五年对这些新兴巨人的开创性报道，旨在对中国与印度的崛起提供
一个全景式介绍。
你可以从本书中看出，我们在新闻的最前线搜寻，以了解并分析这两个国家的市场机会、商业文化、
经济模式和社会性挑战。
《商业周刊》一直密切追踪中国迈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每一步，深入了解中国高层领导者的改革议程，
研究率先进入此市场的外国投资者，并且探究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正式成为全球经济社
会一员的影响。
《商业周刊》也很早就看出印度的经济觉醒，以及它在高科技与服务产业的潜力。
我们是最早研究印度在培育一流工程与管理人才方面的出色成就的机构，2003年12月8日刊登的《印度
的崛起》（The Rist of India）报道是印度首度以其经济影响力跃上美国知名杂志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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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中国、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商业环境截然不同，两国也以不同的方式改变全
球经济生态。
所以，我们应该先了解这两个新崛起的巨人的根本差异。
　　投资　　中国和印度明显的差别在于建筑物和公共基础建设的品质。
中国的特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大连和天津，以炫目的办公大楼、饭店、豪华别墅、高速公路
、货柜码头、机场、大型购物商场、公园等建筑设施为豪。
更多的公共工程，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大力兴建。
沿着东海岸设立的工业区，举目所见尽是鳞次栉比的工厂。
西方国家得花上数十年兴建的巨大石化工厂和高科技园区，在中国大陆的农田或新生地上仅用不到两
年时间就能兴建。
反观印度的大城市，狭窄、拥挤万分的街道排列着摇摇欲坠的小屋和殖民地时代的老旧建筑，只有少
数新建的制造业工厂散落在大城市周围。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旨在动员庞大的资本。
上自北京、下至村镇的政府部门，竞相制定雄心勃勃的工业与房地产发展目标，以非常优惠的奖励措
施吸引银行里的庞大私人储蓄投入重要计划。
在中国，平均每年的国内投资约占国内生产总值（CDP）的40％～50％，超越东南亚在1997年金融危
机前的繁荣期的水平。
　　相较之下，效能不彰的印度官僚主义长期忽视基础建设，银行业受到严苛控制，产业政策束缚重
重，阻碍外国投资。
印度的平均年投资率只有22％～23％，对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相当低的水平。
印度平均每年只吸引约40亿美元的外资；中国每年吸引的外国投资超过600亿美元。
对外国投资的开放政策，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于当年经济起飞期的日本及韩国的经济发展
模式。
　　大量投资使中国的兴旺情景足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相媲美。
如今，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正在投入巨额资金，兴建大型现代化工厂，生产石化产品、硅晶片、数
字显示器、汽车、钢铁、船舶和其他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家之一。
这使得中国快速跻身于发展先进产业的主要国家之列，同时也将经济发展延伸至贫穷落后地区，创造
了数千万的工作机会。
不过，负面消息是，一些投资形同浪费，若干银行贷款无法回收。
一旦经济增长减缓下来，这个比例将会更高。
　　印度的金融体制同样发育不良，大部分银行贷款流向了国有企业或特许计划。
不过，印度的银行是私营机构，整体而言，印度的金融市场在资本分配方面较有效率，也较有利于高
利润产业，如信息技术产业和服务业。
因此，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印度的高增长率可以维持得更久，特别是当储蓄和外国投资开始增加时。
不过，低投资率导致印度的经济增长比中国缓慢，脱离贫穷的人较少，工业基础规模也远不及中国。
　　市场力量　　多年来，讥讽派总是轻蔑地嘲笑那些梦想将产品销往中国的外国投资者。
理由是，只有极少部分中国人的收入能负担这类奢侈品，更不用说年平均国民收入不到500美元的印度
了。
　　然而，今天的中国和印度已经跻身于全球最重要的消费市场。
中国已是全世界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手机用户高达3.5亿，也是世界第三大汽车消费市场，并且即将
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宽频电信服务、数字电视等众多产品的消费市场。
同时，由于建筑业和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可以说是以一己之力影响了水泥、钢铁、铜以及其他原
料的全球市场价格。
　　印度也正快速崛起成一个超大的消费市场。
在2000年～2005年期间，印度的手机用户暴增十倍，达到5500万户，进人中国五年前的增长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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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印度的手机用户将在三年内超过三亿，汽车和消费性电子产品的市场也在急剧增长中。
跟中国一样，印度的中产阶级快速增加。
他们追求自立，对未来的财务境况感到乐观，视奢侈品为地位的象征。
印度的消费者虽然热爱外国品牌，但也很坚持“一分钱，一分货”。
　　不过，中国和印度的消费者还是存在一些显著差异。
首先是市场规模，中国的国民平均收入是印度的三倍，因此中国的富有消费者较多。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Credit Sllisse First Boston）预测，中国年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都市家庭，将
从2003年的380万户增加到2014年的1.51亿户。
这两个国家也存在文化差异，举例来说，许多经济地位上升的中国人愿意花钱购买一部300美元的高档
手机，而且每年换几次手机；反观印度的消费者，则偏好低价的优质产品。
较贫穷的民众也是个很重要的增长市场，5美分的洗发水、一分钟2美分的无线电话费、100美元的个人
电脑这类产品与服务，在印度市场很吃得开。
　　产业力量　　中国晋升为制造业巨人的速度与广度非常惊人。
预计2006年底，中国的出口总值将超过8000亿美元，在2008年超过10000亿美元。
随着国际纺织品出口配额在2005年终止，中国成衣如今约占美国进口成衣的一半；全世界的玩具、鞋
子、手表、工具，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国生产的。
　　不过，真正使中国有别于过去的“亚洲出口机器”的事实是，在劳动力密集的轻型制造业市场占
有率不断提高的同时，中国也渐渐成为重工业和先进电子业的龙头。
2000年，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总值为305亿美元；到了2005年，激增至2200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28
％。
预计2008年，中国的客运车制造产能将增加一倍，年产量超过800万台，并出口到欧洲及美国。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目前仍处于发展初期，计划在三年内设立22座新的硅晶片厂，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主
角。
在中国，目前有50座化学工厂正在兴建，每座至少需要10亿美元的资金。
反观美国，兴建中的化学工厂只有一座。
　　“中国组装低档产品，高档产品的制造仍然留在先进国家。
”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
从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电子化工厂设备到20万美元的网络路由器，生产基地都已经转移至中国；大多数
的零部件、材料、机械工程等生产作业也一样。
　　不论是滚筒式卫生纸、金属制品、30寸液晶电视，还是加拿大硬木打造的精致卧室家具，中国制
产品比美国制产品的价格低了三至五成。
厂商几乎别无选择，只能从中国进口。
　　在美国，各方对中国的批评多半强调造成所谓“中国价格”（China Price）的几个原因，包括政
府补贴以及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等，使得中国的厂商享有不公平的优势。
批评者指出，人民币至少应该升值30％，等等。
　　然而，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并非单单基于上述原因。
中国庞大的低成本劳动力包括了一流的工程师、经理人、货物装卸员、办事员、工厂工人，等等。
如前所述，中国的庞大资本投资造就了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制造业天堂无法抗衡的产业规模，
以及超高效率的基础建设。
从电子产品到成衣等各类商品所需要的零部件及原材料，中国都有无与伦比的供应基础。
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的整合，创造了相当大的竞争优势。
台湾的企业是大陆的电脑、消费性电器产品及半导体等产业的建构者，提供技术、资本和管理专长，
并掌控了中国七成的电子产品出口。
中国香港的公司在大陆创设轻型制造业，并经营从衬衫到珠宝等各式产品的出口贸易。
　　这些都为中国的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未来，中国作为生产平台的主要优势在于，它将同时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基地，以及许多工业产品
的最大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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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庞大的工程人才，中国将成为众多产业的创新与技术趋势驱动者。
　　相较于中国，印度在制造业领域是小巫见大巫。
然而，印度却开拓出价值可能更高的产业领域——软件、设计和服务业。
此外，印度的经济角色也比较隐性。
一部热门的摩托罗拉手机、思科系统公司（Cisco Systens）的网络交换器或是飞利浦（Philips）的影像
器材，背后可能印上“中国制造”，但真正创造利润的软件和多媒体技术整合却可能是在印度发展出
来的。
班加罗尔（Bangalore）、普那（Pune）、海德拉巴（Hyderabad）等城市是美国通用电气、微软、SAP
、英特尔（Intel）、得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等高科技企业重要的工程研发中心。
　　当大多数美国人还在睡梦中时，印度的金融、营销和技术人员正在为美国的企业执行各种工作，
包括研究上市公司刚发布的财务信息、计算新保单和抵押贷款的风险比、苦思未来的发动机设计、研
究法律案件、为制药公司详细检查有前景的化学分子、设计电子商务网站网页、协助派遣货车前往工
厂、为美国电脑消费者解答技术性问题、替消费性商品公司进行市场研究等。
　　数年前，印度的软件和技术服务业（包括外包研发和电话客服中心等）出口总值无足轻重。
但到了2005年，出口总值已达220亿美元。
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McKinsey Co．）和“印度软件公司与服务业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ftware and Seivices Companies，NASSCOM）预计，到2012年，出口总值将达到1480亿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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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世界正在闹金融危机，由于中国手里掌握着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以及巨额的美国国债，被正在协
同救市的世界各国寄予厚望。
在此时，再看本书，不由得心里也暗自掂量：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
　　——湘潭大学　法学博士　李开盛　　曾以人口众多、贫瘠落后著称并分别被冠以龙和象标志的
中国和印度，经过几十年改革和发展，经济从量变到质变，呈崛起之势。
沉睡的龙和象已焕发出巨大的活力，正在影响和改变世界的经济态势。
本书是在占有第一手大量资料和获得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完成的，因而具体生动，颇有说服力。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研究员　郭宪纲　　在最近20余年里，龙与象（中国与印度）同时觉
醒，两国经济加速发展，冲击着世界各个角落。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是周边地区，还是遥远的非洲、拉美、中东、北美和欧洲，均可
深深感受到来自Chindia无法抗拒的影响。
中国读者值得一阅此书，以便更好地了解美国人眼里的中国和印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陈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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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目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何种位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未来将处于何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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