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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印建筑建材行业产能合作和重点投资项目清单 

填表单位：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序号 行业领域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总投资（单

位：亿美元） 
合作方式 中方企业 印方企业 最新情况 企业联系人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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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赴印意向参会报名表 
 

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邮编  

联系人   部门及职务   

电话   传真   

手机  邮箱  

参团人员 

姓名 性别 职务 出生日期 手机 
护照号、有效期
及签发地 

          

          

贵司主营业务领域是什么？（附企业简介） 

 

贵司在印度投资与合作意向是什么？ 

 

 

 

贵司对“一带一路”沿线其它国家还有哪些合作意向？ 

 

 

 

贵司在“走出去”方面存在的主要困难以及贵司需要政府部门或联合会进

行协调的工作？ 

 

 

注：请详细填写本表后于 2016年 2月 29日前以邮件形式发送

至 joselyne_wang@foxmail.com。（篇幅不够，可另附材料。） 
 
 

mailto:joselyne_wang@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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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印产能与投资合作背景情况 

 

印度是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地理位置优越，辐射中东、

东非、南亚、东南亚市场。国土面积约 298万平方公里，自然

资源丰富（2014年 GDP约 2万亿美元，人口 12.59亿）。自 1991

年实施市场经济改革以来，印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现为世界第

十大经济体。21世纪初进入 8%-9%的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经济

增长前景良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到 2025年，

印度占世界经济总量有望达到 7.1%。 

进入 21 世纪，中印关系持续快速发展，两国建立了面向

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4 年 9 月，国家主席习

近平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推动了两国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习近平表示，中国和印度互为重要邻国，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

兴市场国家，两国发展目标一致，发展理念相似，发展战略契

合。双方要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全面提升务实合作水平，推进

信息、铁路基础设施、产业园区、清洁能源、科技、航天、金

融等领域合作。访问期间，两国共签署了 15 项合作文件，涉

及经贸、金融、交通运输、海关、文化等诸多领域，其中加强

铁路合作与兴建两个产业园区项目最为引人注目。中方承诺将

帮助印度改造升级老化的铁路系统，投资建设两个工业园，并

争取在未来 5年内向印度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项目投资 2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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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此外，中印双方还将加快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

开展在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等框架内的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互联互通

进程。 

2015年 5月 15日，印度总理莫迪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李克

强表示，中方愿同印方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经

济上，充分发挥中印互补优势，对接发展战略，加快基础设施、

产能和装备合作。加紧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做好铁路、

产业园区等重点领域务实合作，打造旗舰项目，推动双边贸易

动态平衡。中方愿参与印工业走廊建设，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合

作，希望印方为中国企业赴印投资创造良好环境。 

2015 年 11 月 21 日，李克强总理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再次

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李克强再次强调，中印发展战略契合。中

国正在实施“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等战略，印度正在

大力推进“印度制造”、“数字印度”等发展战略，双方合作前

景广阔。中方愿同印方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取得早期收

获。 

尽管印也是近年来较受外资欢迎的投资目的地，但其基础

设施落后，铁路货运、航空货运和港口吞吐量能力低，供电不

足，制造业发展滞后，产业配套能力较差等因素制约着印经济

发展。随着莫迪政府成立后深入推进经济改革，扩大开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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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投资环境，以及中印政治互信的增强和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

展，我企业对印投资信息有所增强。此外，中印经济互补性强，

印市场潜力、人口红利、制造业后发优势为中印产能合作提供

了良好基础。 

印度政府在其“十二·五”计划（2012/13财年至 2016/17

财年）中提出，未来 5年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实现更快的、可持

续的和更富包容性的增长。“十二·五”计划期间经济增长目

标为 9%，并希望实现 9.5%的更高目标。印度政府拟在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投入 56万亿卢比（约合一万亿美元），预计占 GDP

的比重为 8%，较“十一五”计划提高 1.8个百分点。 

中国是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

易伙伴。中国对印度出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电机、电气、音

响设备及其零附件，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有机化学品，肥

料、贵金属及制品，钢铁，钢铁制品，塑料及其制品等。在印

度的十大类进口商品中，中国的纺织品、机电产品、家具、金

属制品、光学仪器和陶瓷等在印度进口的同类商品中占有较明

显的优势地位；但中国出口的运输设备、化工品、贵金属制品、

钢材等商品仍面临着来自美国、欧洲各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

竞争。 

目前，中国已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特变电工、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中兴通讯有限公司、三一

重工、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海尔集团等企业在印度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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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较大。主要投资领域包括电信、电力设备、家用电器、钢铁、

机械设备、工程机械等领域。我国建材行业近年来也有越来越

多的企业开始进入印度市场投资、建厂。但总体而言中国对印

度投资规模仍较小，缺乏集约式投资，投资模式和领域都较为

单一，与两国的经济规模和经贸合作水平不相称，提升空间较

大。 

为落实我国与印度领导人加强双边合作的重要共识，推动

中印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拟于 3月底

与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召开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双方将重点推

动实质性项目合作，并将通过政府间产能合作对话、互访、落

实相关政策、协调相关资源等来推动重大合作项目的推进，以

保证双方产能合作的时效性和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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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