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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内建成 5 万亿美元经济体”，这
是印度莫迪政府赢得2019年大选后提出
的目标。在当今全球贸易格局出现结构
性转变的背景下，加速推进经济体量发展
的印度与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
无论是在经贸合作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在
不断强化。

数据显示，2018年，即使面临全球贸
易不确定性上升的冲击，中印经贸合作仍
呈现逆势增长的态势。2018 年，中印双
边 贸 易 额 955.4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3.2%。其中，中国对印度出口规模为
767.1亿美元，同比增长12.7%；印度对华
出 口 规 模 为 188.3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5.2%。双边经贸合作快速发展还体现
在投资领域。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
中国累计在印直接投资 47.47 亿美元。
2018 年，中国在印度新签工程承包合同
额28.9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中印经贸关系的快速前行也得到了印
方的高度认可。印度驻华大使唐勇胜在今
年6月份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
的武汉非正式会晤是两国关系的里程碑，
带动两国关系进入新高度。武汉非正式会
晤之后，两国领导人在多个多边场合进行

了交流，中印之间的经贸交流是双边关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去年双边贸易超过950
亿美元之后，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
针对投资领域的发展，唐勇胜表示，中国在
印度的投资和印度在中国的投资近年来快
速增长，小米、海尔、OPPO等中国企业已
成为印度家喻户晓的品牌。同时，印度企
业加大了在中国信息技术、制造业、纺织
业、食品加工业的投资力度。

事实上，中印经贸合作行稳致远根基
是未来两国经济发展战略契合和发展优势
互补。当前印度经济在内外因素之下面临
一定的下行压力。为实现莫迪总理提出的
经济发展目标，印度政府正在加大引入“外
部活水”的力度，通过大力推动改革、改善
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在印投资，
尤其希望中国企业加强对印度基础设施、
住房、物流、智慧城市、制造业等领域投
资。与此同时，为解决就业难题和升级产
业链，印度政府当前在极力推进“印度制
造”计划，在高端制造产业、节能环保产业、
技术创新合作领域对中国诉求不断上升。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正在坚定不
移地推进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共商共
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不断推进与各国的

互联互通、产能合作、投资合作。在这一
背景下，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新兴市场国
家，中国和印度在实体经济投资合作层面
前景广阔。

在传统产业投资之外，科技创新和创
业风险投资或将成为中印双方开展强强
联合的又一重要领域。麦肯锡数据显示，
当前中国在创业风险投资领域仅次于美
国，位居全球第二位。2014 年到 2016
年，中国提供的风险投资接近全球的
20%。与此同时，印度也在加强该领域的
发展，2018 年的印度风险投资额是德国
的 3 倍。中印等亚洲国家的科创风险投
资多数集中在虚拟现实、无人驾驶汽车、
3D打印、机器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
域。在当前中印两国均高度重视科技创
新的背景下，推进两国国内风险投资与两
国优势新兴产业的深度对接或将成为未
来双边经贸合作的又一增长点。

两国投资领域的合作空间不仅体现
在实际投资活动层面，还体现在具体发展
经验共享层面。作为人口众多的新兴经
济体，中国和印度对于发展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的需求巨大。双方都认识到满足
民众的上述需求需要实现政府和社会资

本（PPP）的合作。因此，第九次中印财金
对话明确提出，中印双方未来将在 PPP
领域开展探索和经验交流，通过信息交
流、知识共享、研究培训、能力建设、项目
开发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促进相互了
解，逐步为私营部门通过 PPP 模式参与
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条件。

在贸易层面，印度有着深厚的旅游文
化资源，在医药和后台服务产业领域也有
着明显的比较优势。中国民众消费水平
的提升，尤其是对于文化、旅游、医药和服
务业的诉求将继续为中印双边经贸提供
新的动力和支撑。

中印作为亚洲区域内贸易的两大重
要经济体，未来双边贸易发展将得到区域
内贸易便利化的进一步促进。日前，麦肯
锡发表报告显示，在全球贸易环境面临不
确定性的情况下，亚洲区域内贸易的比重
已经达到了 52%的高位。亚洲区域内贸
易的快速发展，随着近期印度政府态度转
变，覆盖中印两大国和日、韩、澳、东盟等
国家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取得
实质性进展，未来将为中印两国之间和两
国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提供
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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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近日表示，如果成员国不尽快缴纳其年度会费，联合
国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截至 9 月底，联合国的现金
短缺达2.3亿美元。

古特雷斯在声明中向成员国表示，这可能是联合国
近 10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资金危机，到本月底，联合国
将面临耗尽其流动资金储备、拖延支付员工薪资和供应
商费用的风险。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今天在纽约举行的记
者会上表示，目前联合国 193 个成员国中有 129 个国家
已经支付了今年的会费，最近一个支付会费的国家是叙
利亚。他敦促其他国家“立即并完全”支付会费。

杜加里克说：“这是唯一避免拖欠付款风险的方法，
这可能扰乱全球运作。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各国政府进一
步解决这一危机的根本原因，并采取措施来稳固联合国
的财政基础。”

杜加里克表示，截至9月底，成员国仅支付了联合国
2019 年经常预算总分摊费用的 70%，而去年同期，这一
数字是78%。截至10月8日，成员国向联合国经常预算
支付了19.9亿美元，这意味着今年尚有约13亿美元的资
金没有到位。

古特雷斯在声明中指出，如果联合国没有从今年初
开始缩减在全球的运营成本，截至本月，资金短缺将达6
亿美元，这意味着将没有足够的资金举行联大一般性辩
论以及其他高级别会议。

声明指出，迄今为止，联合国已经防止运营出现重大
的中断，但这些措施已经不够。如果没有更多的成员国
全额支付会费，到 11月底，秘书处将不得不延迟支付工
资和商品及服务费用。

联合国面临严重资金短缺危机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近日，万国邮政联
盟（UPU）发布《2019年邮政发展报告：全球邮政运营商
业绩展望》。报告称，电子商务为邮政带来了难得的发展
机遇，特别是跨境电子商务将极大地提升邮政业务量。
全球邮政如欲搭上电子商务快车，缩小地区及国家间邮
政发展差距是关键。报告对全球邮政服务业绩作出了年
度排名。

万国邮联总干事比沙尔·侯赛因表示，邮政网络有潜
力通过提供电子商务服务产品，为民众和企业提供经济
上可承受的递送服务，但邮政行业要想从这一机遇中受
益，就必须努力减少整个邮政网络发展不平等现象。

报告发现，过去一年，全球邮政发展差距一直在扩
大，这对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构成了潜在的障碍。因此，努
力减少这些差距，特别是区域和国家间差距，将有助于促
进国际包裹更为顺畅和高效地流动。

万国邮联呼吁缩小邮政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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