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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实：2020 年以后，中企赴印投资发生根本性改变 

2013 年底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激起了一轮对印度投资的热

潮；2014 年至 2019 年间，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流量复合增速约为 11%。

以绿地投资为主（33.7%）；涉及多个行业，能源行业（21%）、消费服务

行业（30%）、科技通讯行业（12%）、运输行业（10%）、以及旅游、地产、

钢铁等[i]。 

但 2020 年以后，中企赴印投资发生根本性改变。总量上，2020、2021

年中国对印投资额连续两年断崖式下跌，两年复合增速同比减少 66%。

2020 年 4 月 22 日，印度政府修订了《外汇管理法》（FEMA），直指中国

投资。其中对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修改，规定与印度接壤国家的非公民实

体在印投资时，需在政府路径下进行提前审批，旨在遏制疫情期间的“投

机性收购”。受此政策影响，中国对印度投资数量和流量不断减少；自 2020

年至 2022 年间，印度政府共收到 382 份来自中国的投资申请，其中仅有

80 份通过审批。叠加疫情影响，全球对外投资活动遇冷。根据联合国《2021

年世界投资报告》，2020 年全球外商投资同比下降 35%。 

微观上，中国企业在印度生存现状堪忧。根据印度时报消息，自 2020

年 6 月以来，包括 TikTok、百度、钉钉等 59 款中国应用程序在印度被永

久封禁。同时，印度税务情报局开始大规模稽查行动；自 2020 年起至 2022

年两年间，多家在印投资企业受到了税务及合规性普查，涉及行业广、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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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大；其中不乏中兴、小米、vivo、oppo 等在印投资额较大的通讯制造厂

商。 

 

二、探究印度营商环境：是针对还是贸易保护主义？ 

（一）印度营商环境指标分析 

企业在印度的发展与成功，都需要建立在一个法制化、制度化的市场，

以及不朝令夕改的监管主体之下。显然近年印度对于外资的态度和做法不

尽人意，不仅仅是中资企业，其他外国资本也在印度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以及打压。 

对于在印度直接投资的外企来讲，需要面临两个大环节。第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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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印度商务部的审批流程。而在 2020 年修改了外资投资法以后，与印度

接壤的经济体企业到印度投资还要面临额外的审查流程；这个审查流程过

程繁琐，且耗时较长，最重要的是处理不够透明化。对于外资企业来说，

很可能与其在印度的整体事前规划发展方案产生时间上的滞后，从而影响

其整体商业计划。而在审批通过之后，便进入第二环节，登记财产（产权

注册）、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契约精神）是外企较为看重的营商环

境指标。 

 

我们分析印度营商环境指标发现[ii]，印度整体指标从 2018-2020 年

连续三年都有改善，但各分项指标之间差异较大。1）从世界银行给出的营

商环境十大指标入手，其中，登记财产、纳税、跨境贸易和执行合同与体

量相对较大的外资关系密切。办理施工许可证和获得电力三项则对印度本

土和外资企业都十分重要。2）再看，印度的改善指标主要体现在四个分项：

创立公司所缴纳注册费的减免（开办企业）；建筑许可的审批和发放更便捷

（办理施工许可证）；跨境贸易的便捷性（跨境贸易）；资产处置（办理破

产）程序的优化；利好外资的分项很少。3）反而与外资关系密切的分项，

我们看纳税（115/190）、执行合同（契约精神，163/190）均居于全球倒

数，而商务部审批（第一环节）也出现收紧趋势。可以说，印度多年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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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成果，并没有建立一个对外资十分友好的营商环境。 

总结起来，印度营商环境的改善，更多的是对于本国（外贸）企业的

利好，而非进入印度市场的外资企业。可以说是为了本国利益优先，形成

了某种意义上的贸易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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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与外资纠纷案例总结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45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