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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经济改革的脚注
近日，被称为“印度经济改革之

父”的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去

世。印度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称，辛格历任

不同政府职位，在印度“经济政策领

域留下影响多年的深刻烙印”。

如其所言，辛格在任期内推出

了多项影响较大的经济改革措施。

可以说，辛格政治生涯的关键节点，

已成为深入了解印度经济发展的重

要脚注，为观察印度提供了一个不

错的切入口。

第一个脚注，定格在辛格 1991

年出任印度财政部长时。当时，他

所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财政赤字

高企、对外债台高筑、物价飞速上

涨，国家外汇储备也仅有“可怜的”

10 亿 美 元 ，只 够 支 付 两 周 的 进 口

费用。

造成如此困局最重要的因素是

印度长期执行的保守封闭政策。

自 1947 年正式宣告独立以来，

印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对外

国 投 资 持 警 惕 态 度 ，外 国 商 品 和

资本若想进入印度市场都需要经

过严格审批。此举虽然在一定程

度 上 保 护 了 印 度 本 土 产 业 的 发

展 ，但 也 加 剧 了 因 缺 乏 竞 争 导 致

的体制僵化以及企业效益整体偏

低 的 问 题 。 受 此 影 响 ，印 度 GDP

增长率在独立后 30 年内始终低位

运 行 。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在

国际油价上涨等外部因素的冲击

下，印度进口账单大幅增加，政府

陷入严重的信用危机。

此时的印度“环顾四周”，发现

像他们这样包袱沉重、龟速前行的

国家已经没剩多少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与印度

人 均 GDP 相 当 的 韩

国，此时人均 GDP 已是印度的 17

倍。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无论是

经济增速、出口增速还是吸引外资

的能力均明显高于印度。

在此情况下，辛格与印度时任

总理拉奥共同拉开了经济改革的大

幕。在贸易投资领域，拉奥政府大

力推动开放，吸引更多外资流入。

1991 年 7 月，拉奥政府两次推动卢

比贬值，增加外汇储备，提升本国商

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取

消进口许可制度，大幅降低进口关

税。在工业领域，印度改进了延宕

已久的许可制度，免除了 80%行业

的许可程序和制度；允许私营部门

更多参与基础行业投资；放宽外国

直接投资的股权比例至 51%，吸引

外国科技公司入驻。

随着经济改革举措落实，印度

经 济 逐 步 恢 复 ，外 汇 储 备 开 始 增

加 ，经 济 增 长 率 呈 现 上 升 趋 势 。

1992 年 印 度 GDP 增 速 达 到 5.5%，

1994 年至 1997 年进一步升至 7%以

上，为后续印度经济的持续发展奠

定了基础。

然而，这一时期经济改革也带

来了诸多潜在问题，包括农村和城

市增长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卫生

和教育部门改革迟滞、未能创造足

够的就业机会等。这些问题持续发

酵，逐渐成为印度经济继续发展的

桎梏。

第二个脚注，定格在辛格领导

的国大党在 2004 年选举中获胜，开

启了辛格第一个总理任期。

吸引投资、发展制造业是这一

时期的政策重点。

辛格政府上台伊始便颁布了

《经济特区法案》，建立能够提供税

收优惠的特殊工业中心以吸引投

资。同时，发布国家制造业政策，要

求提高制造业对 GDP 的贡献；对此

前提出的工业基础设施升级计划进

行改版，投入 103 亿卢比用于改善

全国工业集群的基础设施；推

出 2006 年至 2016 年“汽车使

命计划”，旨在将印度打造

为全球汽车中心。

整 体 来 看 ，这 一 时

期印度保持了较高的经

济增长率，成为全球经

济 增 速 第 二 快

的 经 济 体 。 不

过，事关印度国

民生活水平的就

业、教育、贫困等问

题 ，依 旧 没 有 得 到 足 够

关注，以至于全国性大罢工活

动频发。此外，与经济发展同步出现

的还有一路走高的通胀，储备银行

认定的“合理目标”成了一纸空谈。

第三个脚注，则始于 2009 年开

启的辛格政府第二个任期。这一

次，此前积累的矛盾全面爆发了。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波及印

度，导致其经济增速下降，外汇储

备减少，印度经济此前较为良好的

发展势头中断。2009 年至 2014 年

间，印度经济增速明显放缓，通胀

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不平等现象

明显加剧。同时，受卢比贬值、巨

额赤字和持续通胀影响，外商纷纷

撤走资金，印度财政愈加捉襟见肘，

根本无力增加投资。

于是，印度政府被迫进行了第

二次较大规模的改革：对外资开放

航空、电力和零售业；继续运用金

融手段控制通胀；加大服务业和制

造 业 改 革 力 度 ；再 次 推 动 卢 比 贬

值；等等。

尽管和 1991 年“大爆炸式”经

济改革相比，此次新改革措施相对

温和，但却激起了印度国内更大范

围的抗议。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事

件是，零售业界爆发了超大规模的

示威游行，参与人数据称高达 5000

万人，显示出印度贫困人群的不满

情绪酝酿已久，终于突破临界点。

当 时 ，零 售 业 占 印 度 GDP 的

比重为 37%，从业人员达 2.7 亿人，

从业者担忧一旦外国大型超市全

面进入零售业市场，将剥夺印度本

土零售业者的生存空间。更糟糕

的是，本应扮演“就业蓄水池”角色

的印度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

较小，根本无力吸纳大量就业，这意

味着，一旦零售业从业者被外国超

市“抢了饭碗”，将有很大可能彻底

失去生活来源。

进入 21 世纪以来，疲软的印度

经济继续在通胀的泥潭中载浮载

沉 ，甚 至 还 出 现 了 继 续 下 陷 的 趋

势。辛格政府的紧急财政政策虽然

减轻了国际金融危机对印度经济的

短期伤害，却也带来了更严重的全

面通胀。

为抑制通胀，辛格

政府连续 10 次提高存

款利率。然而，

此举却开启了一个“连环套”：首先，

需要依靠贷款周转的工农业生产成

本大幅提升，企业投资热情下降。

其次，印度财政赤字率多年来一直

居高不下，最高年份 可 达 GDP 的

5%至 6%，而利率的提升无疑加大

了政府的偿债压力。最后，高昂的

利息支出给印度财政带来了巨大

压力，政府能够投向基础设施建设

的资金越来越少，尤其是对农业基

础设施的投资严重不足，导致农业

大规模欠收，进而又影响到工业生

产的原料供应⋯⋯

辛格政府在 2014 年大选中惨

淡收场后，新上台的莫迪政府又采

取了新一轮经济改革举措，包括商

品和服务税改革、发布废钞令、大力

发展印度制造和数字印度等，印度

经 济 随 即 回 暖 ，GDP 总 量 超 越 英

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然而，表面的光鲜不能掩盖印

度经济后继乏力、基础薄弱的现实，

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1991 年经济

改革的遗留问题。

当前，印度贫富分化严重加剧，

大量财富掌握在极少数人和资本集

团手中，这种经济模式也被称为“亿

万 富 豪 统 治 （The Billionaire

Raj）”。占比极高的贫困人口，导致

其国内消费市场狭窄，难以支撑大

规模投资和企业“马力全开”地生

产。2014 年到 2022 年，印度制造业

增加值占 GDP 比重始终在 15%上

下徘徊，2023 年已降至 12.84%。由

此，政府承诺的“制造业新增就业”

的大门不仅没有大开，反而还关上

了一些，导致印度全社会范围内出

现了较大规模的失业潮。

更大的隐患在于，打开国门吸

引来的外资，并未按莫迪执政初期

的设想，帮助印度做大“经济蛋糕”，

对制造业发展的贡献微乎其微。

总体来看，尽管 1991 年经济改

革使印度在一个阶段内实现了快

速发展，但也使得与发展红利同

步壮大的种种弊端深植于该国

各 领 域 中 。 面 对 愈 加 复 杂

的国际国内局势，印度未

来的改革之路怕是不

太会好走。

□ 郑海琦

削减成本有诀窍

肖

瀚

面对全球经济复苏乏

力的现状，企业应如何“正

确”削减成本？

日本经济学家远藤昌

矢 在 其 刚 刚 出 版 的 新 作

《利润为王：有效削减成本

的经营战略》中提出了“间

接成本”的概念，认为企业

不 能 在 降 成 本 上“ 一 刀

切 ”，对 事 关 核 心 业 务 的

直 接 成 本 最 好“ 手 下 留

情 ”，对 与 核 心 业 务 关 系

不大的间接成本不妨“再

狠一点”。

所 谓 间 接 成 本 ，是 指

除直接成本和投资之外的

各种费用项目。其中比较

重要的项目主要包括外包

费用/业务委托费用、房租

地租、销售费用/广告宣传

费用、物流费、通信费、水

电气费、消耗品和工程费

用等。而员工工资、研发

费用、设备投资等均属于

直接成本。

作 者 在 调 研 中 发 现 ，

许多企业在面临困境时往

往倾向于采取“彻底的对

策”，对最显眼的直接成本

“下手”，如出售固定资产

或大幅裁员等，以保证现

金流。但这并不是“正向

的成本优化方式”，应对复

杂的商业环境不能以牺牲

对未来的投资和发展潜力为代价。

间接成本则不然。其关键在于

“间接”二字，更直白地说就是企业经

营过程中必要但不重要的成本。因

此，对于间接成本的优化原则是，只要

将其维持在确保企业运转的最低限度

即可。

然而，作者在调研了大量日本企

业后发现，企业对间接成本的重视程

度往往不够。虽然不同行业的间接成

本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有所不同，但

大体上都在 5%至 25%之间浮动。据

此，作者得出结论，对绝大多数企业来

说，“如果能够对间接成本进行彻底地

梳理优化，将营业利润率提升几个百

分点还是可以实现的”。

那么，哪些间接成本值得特别关

注呢？

首先是外包费用。和大部分人的

直觉不同，包括第三方物流、客服中

心、商务流程外包等在内的外包费用

在间接成本中占比很大，只是因为这

些成本长期分散在不同子公司、子品

牌、子项目中，所以不太容

易引起重视。以大型餐饮

连锁企业为例，它们一般会

同时经营多个餐饮品牌，并

以多种业态展开业务。因

此，广告宣传费用、工程费

用等间接成本，会依据品

牌、业态的不同，分别签约、

记账、管理。这意味着，要

准确掌握企业整体外包费

用，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

精力，参考多个图表，或者

翻阅大量纸质申请单，工

作量惊人。但从另一个角

度看，越是分散在四处、没

有 被 准 确 掌 握 的 成 本 项

目，优化的可能性和余地

越大。

其次是短期价格波动

较大的成本项目。比较典

型 的 一 个 案 例 就 是 原 材

料 。 在 原 材 料 价 格 下 跌

时，供应商通常不会主动

提出降价，但原材料价格

上涨时，供应商的反应则

非常及时。为防止陷入原

材料价格波动陷阱，或者

被执意涨价的供应商“绑

架”，企业需要积极寻找供

货价格稳定的“备胎”，以

防万一。

最后是中长期价格有

所下降的成本项目。技术

服务大多属于 这 个 类 别 。

比如，受 IT 等技术快速革新影响，互

联网服务普遍存在降价空间，一些曾

经 收 费 的 附 加 服 务 后 来 也 不 收 费

了。企业要对这些支出的市场价格

保持敏感。

作者还结合自己做企业咨询的职

业经历给出了一条小建议：以 3 年为

单位重新审视成本项目。因为 3 年时

间足够市场环境、社会形势甚至行业

规则发生变化，3 年前根本没有必要

优化的间接成本项目，3 年后则很有

可能存在巨大的优化空间。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企业的间接

成本管理能力呢？

作者认为，要提高企业间接成本

管理水平，最关键的一点是需要企业

高层的鼎力支持与深度参与。调研结

果显示，几乎所有间接成本管理能力

不强的企业，都会把削减成本的任务

交给一线负责人。但实际上，每位一

线负责人都有自己的核心业务，他们

真正关心的也只是自己这个业务板块

的业绩，比如销售数据，至于成本支出

本就不是他们该考虑的重点。换言

之，很多一线负责人对于削减间接成

本并不会真正上心，如此，执行力如何

也就可以想象了。

而在优秀的企业中，高层管理者

往往把管理间接成本视作自己的重要

任务，在有需要时直接出面协调相关

部门，甚至直接到一线现场办公。

当企业管理者成功削减了间接成

本后，接下来的一步就是通过更新规

章制度，让新规则尽快“固定”下来。

只有建立“进化→固定→继续进化→
继续固定”的习惯，间接成本管理水平

才能不断提高。

在突尼斯品尝哈里萨辣酱
黄 灵

突尼斯东北部纳布勒省首府纳

布勒市于 1 月 3 日至 5 日举办了第

10 届哈里萨辣酱节。

突尼斯是北非地区最能吃辣

的国家之一，哈里萨辣酱可以说是

当地的“国民美食”。从首都突尼

斯市的豪华海景餐厅到沙漠边缘

小城的街头小吃，都可以看到哈里

萨辣酱的身影。筹办辣酱节的负

责人祖海尔·巴拉明告诉记者，哈

里萨辣酱是突尼斯餐食的灵魂，几

乎每个突尼斯家庭的冰箱里都有

一瓶哈里萨辣酱。

哈里萨辣酱各地制作工艺大同

小异，其中以纳布勒地区的哈里萨

辣酱最为出名，因为当地盛产制作

哈里萨辣酱必需的红辣椒。

辣酱节当天，数十户当地商家

在各自展位展示自家产品，顾客可

以用干面包蘸上橄榄油和辣酱进

行试吃。哈里萨辣酱刚入口时有

强劲辣味，但并不呛人，余味则有

大蒜、柠檬和不同香料的芳香。记

者在现场看到，来自各地的游客根

据自己对辣的承受度购买不同品

牌的哈里萨辣酱，许多游客围在由

数百个红辣椒串起来的辣椒串造

型下合影。

当地女商户本·萨利姆现场演

示了哈里萨辣酱的基本做法，将晒

干的红辣椒去茎去籽，配上橄榄油

和大蒜磨成糊状。不同地域的生产

商还会加上不同的蔬菜和香辛料用

以调味，所以各家辣酱味道也不尽

相同。本·萨利姆说，她家的辣酱配

方 传 自 父 辈 ，如 今 她 又 传 给 下 一

代。因口味一直保持稳定，有不少

吃惯她家辣酱的顾客移民欧洲后，

还会定期托人购买。

10 年 来 ，纳 布 勒 市 一 直 负 责

筹 办 哈 里 萨 辣 酱 节 ，旨 在 宣 传 推

广 这 一 传 统 食 品 文 化 ，让 更 多 人

了 解 并 喜 欢 上 这 一 突 尼 斯 美 食 。

为 推 广 哈 里 萨 辣 酱 ，突 尼 斯 各 个

机构近年来做了不少工作：从 2014

年起，突尼斯旅游部门和食品部门

就联合举办各类哈里萨辣酱的评

比和推广活动；在世界各地举行的

旅游博览会上，突尼斯参展机构都

会 摆 上 哈 里 萨 辣 酱 ；突 尼 斯 工 业

部门还对哈里萨辣酱产品出台相

关 规 定 ，确 定 制 作 工 艺 和 相 关 质

量标准⋯⋯

自 2019 年起，突尼斯文化部下

属的国家遗产研究院开始收集哈里

萨辣酱相关资料，向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巴拉明

说，自 2022 年哈里萨辣酱申遗成功

后，知名度一下打开了，每年辣酱节

都会吸引很多国外游客和媒体。

突尼斯农业部近期统计数据显

示，突尼斯全国种植 96 种不同品种

的 辣 椒 ，种 植 面 积 达 1.6 万 公 顷 。

2023 年突尼斯全国生产了 3.1 万吨

哈里萨辣酱，其中四成用于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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