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 

一、   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2006 年中印双边贸易总额为 248.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9

％。其中，中国对印度出口 145.8 亿美元，同比增长 63.2％；自印度进口 10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2％。中方顺差 43.0 亿美元。中国对印度出口的主要产品为

电机、有机化学品、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蚕丝、特种机织物等，自印度

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矿砂、钢铁、有机化学品、塑料及其制品、珠宝、棉花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 2006 年底，中国公司在印度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

业额 20.2 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 2070 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6 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印度的非

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 238 万美元。2006 年，印度对华投资项目 60 个，合同

金额 1.3 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 5239 万美元。 

二、   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   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印度政府主要依据《1992 年外贸（发展与管理）法案》、《1993 年外贸（管

理）规则》等对贸易进行管理。 

1．   关税制度 

印度海关及关税管理方面的法规主要有《1962 年海关法》和《1975 年海关

关税法》。《1962 年海关法》是印度管理进出口关税及规范海关估价标准的主要

法律依据。《1975 年海关关税法》详细规定了进出口商品海关关税分类、适用税

率及具体征税办法。 

印度关税大部分为从价税。印度财政部在每个财政年度预算中对关税进行调

整。2006—2007 财政年度政府预算案中下调了部分关税高峰，并对部分产品的

进口关税进行了调整。 

（1）  降低进口关税高峰 



2006—2007 财政年度中，印度非农产品的关税水平已经降至 12.5％。印度

降低关税高峰的主要产品有：除个别产品外，非农产品的进口税峰值由 15％降

至 12.5％；纺织品、织物、服装的从价税由 15％降至 12.5％。 

（2）  降低进口关税的产品 

大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有所下调，主要包括：所有人造纤维及纱线的进口关

税由 15％降至 10％。铁合金、不锈钢和其他合金的关税由 10％降至 7.5％；除

大理石、花岗岩，水泥和石棉的关税由 15％降至 12.5％外，所有矿产品的进口

关税均由 15％降至 5％。无机化学品的关税由 15％降至 10％。 

10 种特定的抗艾滋病药品、14 种特定的抗癌药、4 种特定救生用药品和配

方，3 种特定医用工具或设备的关税降至 5％，同时这些药品不需要缴纳国内消

费税和附加税。 

天然气和石油产品的关税由 10％降至 5％。其中，石油的关税由 15％降至

10％；石脑油、天然气、丙烷、丁烷以及石油焦（炭）的关税由 10％降至 5％。 

除天然棕榈油外的非食用性等级油、生产肥皂用的含 20％游离脂肪酸、工

业油酸和脂肪醇的关税由 20％降至 12.5％。另外进口棕榈油的关税也由原来的

80％降至 70％。 

（3）  提高关税的产品 

个别提高进口关税的产品有：天然蜂蜜的关税由 30％提高至 60％；部分或

全部氢化、互酯化、反油酸化的植物油和其他可食用脂肪油（含人造黄油、面包

起酥油等）及其分离产品的进口关税由 30％提高至 80％。 

（4）  《亚太贸易协定》关税减让 

根据《亚太贸易协定》第三轮关税减让的精神，自 2006 年 9 月 1 日起，中

国对原产于印度等五国的 1700 多个税目商品降低进口关税；同时，原产于中国

的部分化工产品、木制品、塑料制品、皮革、纺织品、金属制品、机械电气产品

等出口到印度等五国时，也享受优惠税率。 

2．   进口管理制度 

《2004—2009 年外贸政策》是印度现行的外贸指导性政策，自 2004 年 9 月



生效以来，印度商工部每年均对该政策进行修订，调整其对外贸易政策，强化对

外贸易管理。2006 年 4 月，印度政府再度对《2004—2009 年外贸政策》做了年

度增补和更新，将其作为印度 2006—2007 年度的对外贸易政策。该政策对印度

的进出口总则、促进措施、免税计划、促进出口资本货物计划、出口型企业和电

子硬件技术园区、软件技术园区企业以及生物技术园区、经济特区、自由贸易与

保税仓库区、出口替代等领域做出具体管理规定。 

整体看，除印度贸易分类 ITC(HS)限制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外，印度政府对

绝大多数商品的进出口没有限制。但此次贸易政策调整对资本进口做出特别规

定：除二手资本产品外，所有二手产品的进口需获得许可证/证书/许可/授权。如：

二手个人电脑/笔记本、复印机、空调、柴油发电机获得许可证后方可进口；进

口再生产产品必须获得进口许可证。但翻新过的零配件等可自由进口。 

3．   出口管理制度 

（1）  出口禁令 

2006 年 6 月，印度宣布禁止出口食糖、小扁豆和小麦。 

（2）  取消农产品和海产品的出口税 

2006 年 5 月，印度国会通过取消农产品和海产品出口税的议案，取消咖啡、

烟草、香料、鲜花、水果蔬菜、印度香米或巴斯玛蒂香米、畜产品以及加工过的

农产品、海产品等产品的出口税。该措施使相关农、海产品的出口价格下降 0.5

％左右。 

（3）  出口鼓励政策 

2006 年，印度新修订的贸易政策延续了其对农业、手工业、手摇纺织机、

玉石与珠宝以及皮革与制鞋等印度传统优势领域产品出口的鼓励措施。印度政府

还积极制定各种促进出口计划，通过税收减免等鼓励措施，大力推动出口导向型

企业、经济特区、软件技术园区的出口。例如：自 2006 年 2 月 10 日起，印度正

式实施《2005 年经济特区法》，对特区内相关出口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和优惠

政策等。 

设立专门机构推动出口。印度商工部下设 11 个出口促进委员会，每个出口



促进委员会负责一组特定群体产品、工程和服务的出口促进工作。纺织部下设 9

个出口促进委员会，负责拓展海外市场，促进纺织品出口。具体措施有： 

1）  鼓励开拓市场措施 

鼓励开拓市场措施对企业的特定产品开拓特定国家的中期出口行为提供财

政支持。包括市场研究、设立展览厅/仓库，促销活动，设立跨国营销公司，参

与国际贸易，品牌推广，药品注册以及工程产品测试等，企业 高可从政府获得

总费用的 25％到 100％不等的资金支持。 

2）  市场开发援助计划 

市场开发援助每年对出口促进委员会、工业与贸易委员会执行的出口行为提

供财政支持。年出口额在 1 亿卢比（约合 222 万美元）的出口企业可享受该计划

的援助，包括资助企业参加贸易活动以及买卖双方在印度以外地区的会谈、出口

促进研讨会等。 

3）  退税证书 

退税证书是印度出口退税系统的一部分。退税证书发放给出口贸易商或出口

生产商，鼓励其进口生产出口产品所需的原材料。出口商凭该证书可享受免交基

本关税和特别附加税的优惠，但进口相关原材料时需缴纳与国内货物税等值的附

加关税。除部分珠宝产品以及高附加值产品外，该证书可为出口企业带来 低为

25％的退税利益。印度外贸总局依据相关标准确定享受该退税优惠措施的出口产

品范围，在此产品范围内，凡 2006 年 4 月 30 日前出口的产品，无论其原材料是

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出口商均可按规定的税率享受退税优惠。 

4）  进口免税 

自 2006 年 5 月 1 日起，除印度外贸总局以公告形式排除在外的产品外，印

度对用于生产出口品的进口原材料（允许合理损耗）以及所需燃料、能源、催化

剂等给予进口免税优惠。享受进口免税的产品和企业范围由印度外贸总局依据

“投入产出规范（SION）”确定并有数量限制。印度政府明令禁止进口的商品不

得进口且不能享受进口免税优惠。 

4．  贸易救济制度 



《1975 年海关关税法案》修正案对保障措施做出立法规定，《1997 年海关关

税（保障措施的确认和评估）规则》以及《2002 年海关关税（过渡期产品特别

保障税）规则》对保障措施的程序做出详细规定。《1975 年海关关税法案》的第

9、  9A 节和 9B 节以及《1995 年关税（对倾销商品及其倾销幅度的证明、计算

及损害的确定）规则》奠定了印度反倾销调查和征收反倾销税的法律基础。 

印度商工部所属的印度反倾销总局负责反倾销调查工作。 

（二）  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印度与外国投资有关的指导性法规主要有：《1934 年印度储备银行法》、

《1991 年工业政策》、《1999 年外汇管理法》、《1956 年公司法》和《1961 年所得

税法》。此外，印度《2000 年外汇管理（外国人证券转让和发放）规则》、《2000

年外汇管理（在印度设立分支机构、办公机构或其他商业场所）规则》、《2000

年外汇管理（保险）规则》等管理规则，对外汇管理做出具体规定。 

印度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批准程序分为自动批准和政府审批两种。印度政府授

权印度储备银行按自动审批程序，对符合自动批准条件的外资进行审批。对其他

需要政府审批的外资项目，则需要在印度外资促进局推荐的基础上，由政府审批。 

1．  印度现行的主要外资政策 

（1）  禁止外国直接投资的领域 

2006 年印度对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进行了调整，完全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较

2005 年有所减少，仅包括：零售业（除单一品牌商品的零售）、核工业、彩票业

等。 

（2）  需经过政府预先批准的领域 

进入下列领域的外资需经政府的预先批准：《2005 年投资通告 1》规定的项

目；外资持股超过 24％的企业进入专为中小企业保留的项目。 

（3）  外商投资敏感领域要求 

《2006 年投资通告 4》附件中列明了对外商投资广播业、银行业、航空业、

国防、保险、投资、电信等敏感领域的要求，除对外资持股比率有上限要求外，

在审批程序、工业许可证等方面提出一些特别要求。 



（4）  自动批准的独资外资项目 

除了《2006 年投资通告 4》列表中的领域外，只要符合相关规定，所有外国

投资项目均可获得自动批准，且外资持股比例 高可达 100％。 

2．  印度吸引外资的主要措施及其形式 

近年来印度大力吸引外资，逐步放宽对外资的审批政策。印度投资促进委员

会主要以公告的形式，对新出台的投资政策进行说明，或对以往的投资政策予以

澄清。具体措施是： 

（1）  2006 年外国直接投资通告及说明 

继 2005 年放宽外资对私人银行和电信领域的投资比重后，2006 年印度政府

相继发布了 2006 第 1—4 号投资通告，进一步放宽对外资的政策。在此基础上，

2006 年 7 月，印度政府对 2006 第 4 号投资通告做了进一步澄清说明。 

1）  《2006 年投资通告 1》 

2006 年 1 月颁布的《2006 年投资通告 1》对外国直接投资上行电视频道做

出规定，凡符合印度广播法及相关条例的外国直接投资，可投资安置硬件、上行

频道，集线器(HUB)等领域，其资本比例不得高于 49％。 

2005 年 12 月，印度政府允许外资进入上行电视频道，主要包括：外国直接

投资安装上行 HUB/电信传送业务需得到政府的事先批准，其股份不得高于 49

％；外国直接投资安装上行非新闻及时事电视频道领域的需得到政府的预先批

准，其股份 高上限为 100％；外国直接投资（包括外国机构投资）安装上行新

闻及时事电视频道业务需得到政府预先批准，其股份 高上限为 26％。 

2）  《2006 年投资通告 2》 

2006 年 1 月，印度政府公布了《2006 年投资通告 2》，对《2005 年投资通告

2》关于外国直接投资于城镇、住宅、高层建筑基础设施以及建筑发展项目进行

了澄清说明。《2005 年投资通告 2》允许投资于酒店及旅游部门的外资比率 高

为 100％，且可获得自动批准。经济特区及饭店、医院领域不在该通告适用范围

内。有关经济特区的规定需参照执行《2005 年经济特区法》。投资于饭店和医院

的外资需遵守《2001 年投资通告 4》和《2000 年投资通告 2》的有关规定。 



3）  《2006 年投资通告 3》 

2006 年 2 月，印度政府以《2006 年投资通告 3》公布了外商投资“单一品牌”

产品零售业务的指导规则。要求涉足“单一品牌”产品零售业务的外资企业，必须

预先获得政府批准，且投资比例不得高于 51％。从事“单一品牌”零售业务还需

符合以下条件：产品只能用“单一品牌”销售；必须使用同一品牌从事国际营销；

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同一品牌，方可从事“单一品牌”产品的零售业务。 

4）  《2006 年投资通告 4》 

2006 年 2 月颁布的《2006 年投资通告 4》，对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进行了进一

步的评审，具体要求如下： 

允许外商独资且可自动获得批准的领域有：酒精饮料的蒸馏与酿造；工业爆

炸品的生产；危险化学品生产；依照《1951 年工业（发展与管理）政策》，在 25

公里标准城区范围内获得工业许可证的生产活动；设立绿地机场计划；铺设天然

气/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石油天然气领域的市场研究及投资性金融活动；从事

现金采购、批发、国内贸易、出口贸易且自行运输活动；《2003 年电力法》规定

下的电力交易；从事咖啡及橡胶的加工与仓储等。 

外商投资上限提高到 100％且可自动获得批准的领域有：限制消费的煤炭及

褐煤的开采；与石油及天然气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钻石及珍贵宝石的探测与开

采。 

非印度国民收购印度国民持股的企业，在符合相关外资政策的前提下可自动

获得批准。 

5）  关于《2006 年投资通告 4》的澄清说明 

2006 年 7 月 12 日，印度商工部对《2006 年投资通告 4》涉及的外商投资农

业和种植业领域的政策进行了澄清：外商投资花卉园艺、种子培育、畜牧业、养

鱼等水产业、蔬菜栽培、受控条件下的蘑菇栽培以及农业服务领域，所持股份

高可达 100％且可自动获得批准。  

在茶叶种植领域，经政府许可，如公司的印度合伙人和印度公民在 5 年内能

获得 26％的公司股权，则允许外商投资比例达到 100％。如土地使用权发生变更，



需要经联邦政府事先批准。  

除了上述两个领域外，禁止外商投资任何农业领域并从事相关活动。 

（2）  专为中小企业保留的项目 

印度政府非常重视对中小型企业的保护，为中小企业专门留有项目。外资持

股比率超过 24％的企业涉足这些专门保留项目时，需得到政府的预先批准。2006

年 3 月，印度新设 69 个保留项目，涉及种植和机械领域，项目金额在 22 万美元

至 110 万美元之间。此前，印度已颁布 71 个保留项目，目前印度政府共公布了

140 个为中小企业保留的项目。  

（三）  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措施及其发展 

1.   印度《2006 年植物检疫令》 

2006 年印度农业部先后 4 次颁布了《2006 年植物检疫令》。该法令将印度进

口部分植物及其产品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合理化。有关部门对于这些植物及其产品

分国别、特定产品和类别进行了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使得以前未获批准进口的植

物和植物材料进入印度成为可能。新植物/植物材料修订名单中新增了 18 个允许

进口的项目，分别列在检疫令的表Ⅵ和表Ⅶ中。 

2.  《2006 防止食品掺杂法》 

2006 年，印度政府对《防止食品掺杂法》进行了多次修订，包括修改第 32

号法规的第 1 条：删除对葡萄酒和烧酒及其酒精含量为 10％或以上的酒精饮料 

“ 好在此日期前消费”声明的要求；对香料及调料的定义和质量标准进行调整；

修订了部分食品中黄曲霉毒素、金属污染物及水果上使用蜡涂层的 大限量的标

准；要求食品、软饮料制造商必须在产品包装上注明超过其重量 2％的维生素和

矿物质的含量；要求制造商在含有鸡蛋、花生等可能引起过敏的食品包装上标注

警示信息；禁止在食品中使用烟草和烟碱。非水果产品需要在包装上明显印制“非

水果产品”的标志，不允许使用水果图片。该法案将于 2007 年 8 月 20 日生效。 

3.   禁止从发生疫情的国家进口家禽及其产品 

印度农业部宣布，自 2006 年 8 月 3 日起，禁止从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国

家进口相关产品，为期 6 个月。产品包括：家养及野生禽鸟，包括笼养鸟(除家



禽外)；源自禽鸟的未加工肉及肉制品,包括野生禽鸟；家养及野生禽鸟精液; 活

家禽；一日龄雏鸡、鸭、火鸡及其他新孵化的禽鸟；源自禽类的肉及肉制品,包

括野生禽鸟；受精卵；蛋与蛋制品；羽毛；活猪及猪肉制品；鸟类病原体及生物

制品；拟用于动物饲料或工/农业的动物源性产品。 

4.   公布生物控制介质进出口指南草案 

2006 年 7 月 18 日，印度农业部公布了生物控制介质及其他有益生物进出口

指南草案，详细规定了相关要求和程序，旨在促进生物控制介质及其他有益生物

的科学研究及商业活动，降低其对人类健康及环境的风险。该指南于 2006 年 10

月 30 日生效。 

5.   药品（价格控制）修正令 

2006 年 12 月 7 日，印度化工化肥部化学制品和石油化学产品司发布了 2006

年的药品（价格控制）修正令，对所有药品 高零售价格的强制性标签做出要求，

明确了包括全部税金在内的 高零售价格的定义。该修正令于 2006 年 10 月 2

日对国产药品生效，2007 年 3 月 1 日对进口药品生效。 

6.   签证程序 

2006 年 10 月，印度政府修改了中国人赴印的商务和工作签证审批程序，将

以往的工作流程由 3 个月缩短至 2 周。印度政府采取的简化签证手续措施有利于

中国技术人员赴印度工作，但这些技术人员的签证发放仍然需要通过印政府的安

全检查，同时要核实每一名人员的技术资格和专业领域，以确认他们在印从事的

工作是印度国内技术人员无法提供的。 

（四）  针对具体产品的管理措施 

1.   香烟和其他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要求 

2006 年 8 月，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制定了有关香烟和其他烟草制品的包

装和标签规则，对香烟和烟草制品的标签和包装要求做出具体的规定。该规则要

求：香烟或者烟草制品需要标有特别规定的健康警示语；健康警示语必须至少占

到包装面积或者主要显示区域的 50％，该规定还对不同形状的香烟包装类型中

警示语出现的位置、方向等做出了规定：禁止销售没有健康警示语的香烟，健康



警示语必须出现在所有的零售小包装及外包装上。健康警示语应当使用包装上使

用的语言，包装上禁止使用 2 种以上的语言。该规定于 2007 年 2 月 1 日生效。 

2.   药品与化妆品条例 

印度政府于 2006 年 10 月修改了《1945 年药品与化妆品条例》，并重新命名

为《2006 药品与化妆品条例》。新条例增加了优良实验室规范（GLP）。 

三、  贸易壁垒 

（一）   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1.   关税高峰 

尽管 2006 年印度政府降低了相当一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但印度的整体关

税水平仍较高，尤其是农产品的关税高峰现象较为突出。另外，印度对进口石油

产品、汽车、摩托车和钢材产品征收较高关税，其中，进口摩托车的关税高达

100％。 

2006 年印度财政部公布的《海关关税 2006—2007》仍对农产品等维持了高

关税。如：速溶咖啡、茶、焙制菊苣及其他焙制咖啡代用品的进口关税为 30％；

酵母、酱油、番茄酱、辣椒酱等食品备料、矿泉水、汽水、豆奶饮料等产品的关

税为 30％；硬粒小麦及小麦种子的关税为 100％；大米的关税为 80％；玉米种

子的关税为 70％，其他玉米为 60％；高粱的进口关税为 80％。精制棕榈油及精

制棕榈油精关税为 80％；初榨葵花籽油关税为 75％；精制葵花籽油关税为 85％；

椰子油的关税 100％；菜子油关税为 75％。吉士粉、食品香料、糖尿病人专用食

品等的关税高达 160％。 

此外，印度政府对所有进口产品征收 1％的海关处理费。不论进口产品还是

国产产品在印度境内流通均须交纳 2％的教育基金税。印度政府在进口产品计征

关税的税基为进口产品的价格加上额外费用， 

这一计税方法将削弱进口产品的竞争力， 

不利于外国产品进入印度市场。 

2.   对酒类产品计征高额关税 

印度的酒类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印度对酒精饮料等外国酒类产品计征高额



关税，阻碍外国酒类产品进入印度市场。如：印度对麦芽酿造的啤酒、汽酒、波

特酒和其他红酒、雪梨酒和其他白酒的进口关税高达 100％；蒸馏酒、浓缩酒饮

料、白兰地、威士忌等产品的关税为 182％。 

此外，印度对外国酒类产品还存在征收联邦附加关税等歧视性税费问题。除

联邦政府对进口酒类征收较高的联邦附加关税外，一些邦还对进口色酒类产品征

收歧视性税费，或实施限制进口和销售措施。如马哈拉施特拉邦对当地色酒不征

收任何税费，而对进口色酒加征 28％的附加关税；而泰米尔纳德邦则完全禁止

进口色酒在其境内销售。印度这种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对进口酒类产品叠加计征

关税和歧视性税费的做法，加重了进口酒类产品的总体税赋，影响相关企业对印

出口酒类产品。 

（二）   进口限制 

印度已取消对进口资本品的诸多限制。剩余寿命在五年以上的进口二手资本

品，终端消费者可免申领进口许可证。但进口翻新的电脑备件，须获得印度特许

工程师的证明，且该设备剩余寿命至少达到 80％以上。 

印度严格限制各种型号的车辆进口。印度政府对进口摩托车实施特别许可证

管理，但只对含在印永久居住外国人在内的外国公民发放摩托车进口许可证。此

外，印度进口摩托车许可证管理程序复杂，缺乏透明度。目前，尚无中国企业通

过申请的方式获得进口许可证的先例。 

印度仍保留了“否定进口清单”制度。该清单涉及三大类产品：动物油脂等禁

止进口产品；牲畜类产品、部分化学品等需要进口许可证的限制进口产品；一些

医药用品以及散装粮食等由印度国营企业垄断经营的产品。 

（三）   通关环节壁垒 

印度对进口交易采取歧视性海关估价标准，海关估价往往高于进出口交易的

成交价，不能反映实际的交易值，事实上提高了实缴税额，成为其控制进口规模

的手段。印度海关要求提供的文件繁杂，屡屡造成受理延误，阻碍正常进口贸易

的开展。 

印度对进口大豆油实行市场参考价，并在此基础上再对进口大豆油征收 45



％的关税。当印度政府的市场参考价高于交易价时，实际关税就会高于印度对

WTO 承诺的 45％的约束关税。据了解，印度政府每隔 15 天会定期对市场参考

价进行评审，但并没有公布对该程序的正式规定，使得这一制度缺乏透明性和可

预见性。 

印度要求进口汽车只能从生产国直接进口并必须在规定的三个特殊港口办

理相关进口手续。 

2004 年起，印度海关要求对进口硼酸实行登记备案制，以替代进口许可证，

但印农业部等主管部门并未公布相关标准和具体程序，对进口商进口硼酸造成事

实上的阻碍。 

（四）   技术性贸易壁垒 

1.  纺织品标签 

印度对生产商标识、产品成分、颜色以及字体和符号格式等进口纺织品标志

有严格的要求。要求进口服装标签上必须标注生产商名称和地址、服装描述、分

类号、长度、护理方式、包装日期、成份百分比标示及其他特殊要求。在贸易实

践中，印度繁琐的标签要求导致相关进口纺织品的清关手续屡屡发生延误，影响

应季纺织品服装的销售。 

2.  强制进口认证 

印度标准局负责印度的合格评定工作，迄今约颁发了 20000 项认证证书，其

中约 860 项颁发给进口产品。印度标准局的合格评定工作以自愿认证为主，但要

求部分产品进行强制认证。2006 年 7 月，印度发布《2006 年机动车辆的充气轮

胎和内胎（质量控制）政府令》, 将汽车轮胎和内胎纳入涉及人身安全性的必要

强制性认证范围，要求所有此类产品的制造商必须获得印度标准局颁发的认证证

书。迄今，印度共对 159 种进口商品进行了强制认证，即在进口前必须获得印度

标准局的认证证书。这些产品主要包括食品防腐剂、奶粉、浓缩牛奶、婴幼儿奶

制品、染料、钢材、水泥、电器和干电池。印度对这些产品的强制认证条件极为

苛刻，且并未明列出相关产品的海关商品编码，往往由海关当局自行决定是否属

于认证对象。为获认证，出口商或制造商需通过印度代理办理相关产品的认证和



检验手续。印度标准局通过其在国内的 38 家办事对出口生产商进行认证、检验

并收取相关费用。认证申请人除要向印度标准局缴纳 300 美元的手续费外，还要

承担检验组的差旅费和出差津贴。通过认证后每年还需缴纳 2000 美元的认证标

志使用费，以及销售额达到 100 万美元时缴纳发票金额 1 ％的税费，销售额达

100—150 万美元时需交纳发票金额 0.5％的税费，销售额超过 150 万美元时须交

纳发票金额 0.2％的税费。 

中方认为，印度的强制进口认证制度导致进口产品认证程序复杂、费用昂贵，

给外国生产企业带来不合理的负担，增加了中国企业的出口成本。 

3.  通报透明度问题 

印度在履行 WTO/TBT 协定与 SPS 协定的通报义务时，存在不透明的问题。

例如，印度于 2006 年 5 月向 WTO 通报了四项有关发电机噪声和排放的技术法

规，分别为：《柴油发电机组噪声限制》；《发电设备中的新柴油发动机（不超过

800 千瓦）排放标准》；《汽油或煤油发电机组噪声限制》；《新汽油和煤油发电机

组（不超过 19 千瓦）排放标准 GSR 682(E)》。中方注意到，印度的上述技术法

规在通报前就已实施，未对其通报的技术法规留出足够的评议时间，明显违反了

WTO/TBT协定的透明度要求以及TBT协定规定的“至少提前 60天通报技术法规

草案，以供其他成员提出意见”的要求。 

4.  认证谈判 

目前印度正与多个国家进行互认认证结果谈判。印度已与古巴、以色列、毛

里求斯、土耳其、亚美尼亚、不丹、尼泊尔、乌克兰以及新加坡签订了互认协议，

并正与德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富汗、泰国和孟加拉进行谈判。中方希望

就互认合格评定结果问题与印度进行磋商并签订相关协定，以促进中印贸易发

展。 

（五）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2006 年印度对其《防止食品掺杂法》做出多次修正，中方对其中的某些修

正内容表示关注。2006 年 5 月，印度政府宣布，进口商获得印度基因工程核准

委员会的批准后方可进口转基因产品。同时，进口商还必须对转基因产品成份进



行标识。2006 年 7 月，印度宣布，将包括豆油在内的转基因食品进口规定延至

本财年末（2007 年 3 月）执行。该规定要求进口转基因食品必须通过指定的政

府机构清关。 

2006 年 7 月 18 日，印度再次修正《防止食品掺杂法》，宣布对问题食品召

回体系做出明确规定。根据该规定，企业必须建立起能够召回在市场上销售的本

企业生产的掺杂食品、对健康有害的食品、或存在成分或物质标识错误等问题产

品的系统和程序，否则，任何企业和个人不得自行或通过代理人生产、销售、分

销或展示问题食品。 

2006 年 12 月 8 日，印度政府卫生与家庭福利部通过《2006 年防止食品掺杂

法（第 8 次修订）》，对食品内某些杀虫剂的 大残留限量做出规定。印度屡次修

订《2006 年防止食品掺杂法》，希望从事对印度出口食品及食品加工品的相关企

业予以关注。 

（六）   政府采购 

印度尚未签署 WTO《政府采购协议》。印度政府采购的具体实践和程序均不

够透明。印度政府对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实行采购优惠政策，优先考虑那些出价

低于标的价格 10％的国有企业，导致鲜有外国企业在印度政府采购项目中中标

的事例。印度政府每 3 年对政府采购政策进行调整，下一轮调整将于 2008 年 3

月进行。 

（七）   贸易救济措施 

自 1995 年以来，印度共对中国发起 93 起反倾销调查，其中 2006 年印度对

中国新发起 9 起反倾销调查，除 1 起因申请人撤诉而终止调查外（青霉素工业盐

案），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的有 4 起，采取 终反倾销措施 7 起。主要涉及化工

业、机械工业汽车工业和医药工业等领域，涉案产品包括青霉素工业盐、铸铁管、

维生素 A 棕榈酸酯、可刻录光盘、车轮、悬浮级聚氯乙烯、技术级和食品级磷

酸、过硫酸盐和 PS 版。其中，印度对刻录光盘反倾销调查的初裁决定对中国涉

案产品征税 0.094 美元/件的反倾销税。 

印度是 WTO 成员中实施 终反倾销措施 多的国家，也是发起反倾销调查



第二多的国家。印度对华立案数量占其立案总量的 47.3％，是对华立案 多的发

展中国家。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印度在给予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待遇的问题上表现消

极。2004 年以前，中国有 9 家涉案企业在 6 起反倾销案件应诉过程中获得市场

经济地位。但此后印度对我涉案企业的市场经济待遇的诉求反应消极。2005 年

以来，印度做出终裁的 14 起反倾销调查案件中，均未给予中国应诉企业市场经

济待遇。印方在对华反倾销调查过程中还存在不透明等问题。中方将密切关注印

方反倾销调查中的具体做法。  

（八）   补贴 

印度目前实施的许多出口促进政策未能与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

定》保持一致。其中包括退税计划、出口促进附加目标计划（出口商出口增长率

高于实际出口增长率目标一定数量，享有免税额度优惠）、服务印度计划、旨在

推进水果、蔬菜、花卉、林副产品等农产品出口的计划、义务权利证书计划等。

据估算，印度每年用于促进出口的政策性支出高达 4500 亿卢比（约 100 亿美元）。

中方对印度相关出口促进政策可能产生的贸易扭曲表示关注。 

（九）   服务贸易壁垒 

1.  保险 

依据印度保险管理与发展局的相关规定，印度对私人公司开放保险业，但外

资持股比例不得高于 26％。尽管早在 2004 年印度政府就有意向将外资持股比例

提高到 49％，但该政策至今仍未调整。 

2.  银行 

外国银行可通过三种形式在印度开展经营业务：分行、全资支行或者拥有私

人印度银行 多 74％的股份。印度国有控股银行占其银行总数的 80％。印度对

外国直接投资、外国机构投资或者组合投资的 高持股比率已由 49％提高到 74

％。私人银行中，印度居民至少要拥有 26％的实缴资本。外资进入国有银行的

持股比率仍不得高于 20％。私人银行中,外国投资者的投票权被限定在 10％，而

国有银行中外国投资者的投票权仅为 1％。印度银行业有待进一步开放。 



3.  会计服务 

根据印度的相关规定，毕业于印度国内大学的人方有资格成为印度的职业会

计师。外国会计公司只有在其母国给予印度会计公司同等互惠待遇的条件下，方

可在印度从事相关会计业务。外国会计公司不能使用国际知名公司名称，除非该

名称中包括合伙人或经营者名称或已经在印度使用过的名称。由于以上限制，外

国会计师不能成为印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4.  建筑与工程 

在印度，许多建设项目都只能以不可兑换的卢比支付。只有由国际发展机构

出资的政府项目才可以用外币结算。除非印度国内公司无法完成施工任务，否则

外国建筑公司不可能得到政府建筑项目的合同。外国公司只有通过同印度本地公

司合资的方式才能参与政府工程项目建设。 

5.   法律服务 

印度律师理事会可以拒绝外资律师事务所提出开业申请或设立分支机构的

申请并对外国律师事务所的经营范围进行严格的限制，这极大地限制了外籍人士

进入印度法律服务市场。 

印度禁止外资进入印度法律服务领域，也不允许跨国律师事务所在印开立办

事处。在印度从事法律服务的个人必须加入印度律师理事会。外籍法律服务者在

其母国给予印度籍人士同等待遇的条件下，方可在印度的律师事务所担任咨询

师，但不能签署文件或作为客户代理，更不能成为律所合伙人。 

6.  电信业 

印度政府在开放电信市场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例如 2005 年允许电

信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从 49％提高到 74％，私人公司可以参与印度所有类型的

电信服务，但印度仍对其国有电信运营商实施倾向性保护政策。 

印度政府对其主要电信公司实施控股，这些电信公司均曾是垄断经营型企

业。如：印度政府拥有国际运营商 VSNL 公司 26％的产权、MTNL 公司 56％的

产权以及 BSNL 公司 100％的产权。VSNL 公司对外国电信公司进入海底电缆及

陆地电信站采取限制性措施。 



印度政府还屡以“可能危及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中国公司进入其电信领域。

2005 年 3 月，中国公司向印度外资促进局递交申请，拟扩大印度子公司的业务，

投资 6000 万美元在印度修建新的生产基地，但至 2006 年底仍未获批准。 

2006 年 6 月，印度政府以“安全因素”为由，拒绝了中国公司增股印度分公

司的计划。2006 年 6 月印度 大的电信运营商 BSNL 价值 48 亿美元的 GSM 移

动网络扩容合同对外招标，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五家企业参与了竞标。在招标之

前，BSNL 公司已对竞标者设置了严格的条件限制，要求中标者必须有三分之一

的设备在印度本土生产等。尽管这五家竞标企业的技术均能满足要求，但是中国

投标企业却因是一家中国企业而被 BSNL 率先排除。另一美国投标公司由于计划

中标后从中国公司采购部分项目，也遭淘汰。中方对此表示惊讶和高度关注，希

望印度政府能遵守 WTO 非歧视原则，确保竞标过程的公平、透明、合理，避免

类似情况再度发生。 

7.  销售服务 

除单一品牌的零售店外，印度禁止外资进入零售业。外资在单一品牌零售业

的持股比率不得高于 51％。 

8.  广播电视 

外国直接投资对有线网络的投资比例不得超过 49％。“直接入户”广播的外

国投资总比例被限制在 49％，广播公司和有线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上限为 20％。

新频道的外国设备投资 高上限为 26％。对于社论内容的控制权必须在印度籍

人手中。印度政府还设置了限制性的 低资本要求。另外，印度还要求所有有线

和卫星系统的运营商都可以获得付费电视提供商的电视内容。 

四、  投资壁垒 

印度对外资开放了大多数领域，但目前，仍限制或禁止外资进入一些敏感性

较强的领域。限制外资进入印度的零售、金融服务、电信和广播等领域。根据世

界银行的投资安全报告，在 175 个国家中印度排在第 173 位，外商在印度的投资

利益安全亟待提高。 

近两年来，印度政府频繁以安全为由限制中国企业在印投资，严重阻碍了中



印之间的正常投资贸易。2006 年，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

酝酿制定《国家安全例外法》，拟要求对来自中国（包括港、澳、台）、巴基斯坦、

孟加拉等敏感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进行全面安全审查，并拟将华为等部分中国公司

列入安全敏感名单。印度政府还扩大了涉及安全隐患的投资行业名单，药品和制

药业、数据处理、冶金、IT 硬件、石油天然气勘探、石油天然气管道和石油精

炼等被列入敏感行业。此前仅有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被列入存在安全隐患的敏感类

国家名单，港口、航空、电信和互联网服务等领域被定为敏感类行业。到目前，

中国数家企业都曾在印遭遇投资障碍。 

印方有关部门的上述做法不仅影响了中方企业开拓印度市场的热情和信心，

也损害了印度工商界的利益。中方认为，近年来，中印两国政治和经贸关系发展

势头良好，中印之间已建立起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印度正在大

力发展基础设施，中国企业在机场、港口、公路、桥梁、电站、电信等基础设施

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可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中印双方有很大的互利合

作的空间。中方希望印度有关部门能改变不合理、不妥当的做法和有关政策，为

中国企业在印开展经贸活动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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