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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杯”专题征文

东欧并非同质化的地区。中东

欧国家的面积和人口规模存在很大

差异，最大的国家波兰人口约3800

万，最小的国家黑山人口仅有60

余万。中东欧国家亦可分为中欧国

家、东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

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波罗的海国家、罗马

尼亚、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为欧盟

成员国。在11个已入盟的中东欧

国家中，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

爱沙尼亚已经加入欧元区。尚未入

盟的国家有塞尔维亚、黑山、马其

顿、波黑和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

均以加入欧盟为对外政策的优先目

标。迄今为止，已经加入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的中东欧国家有捷克、

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

尼亚和爱沙尼亚。因此在分析中东

欧国家的投资环境时，应当特别关

注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差异性。

中东欧国家的投资环境

一、政治体制

中东欧国家自剧变以来确立了

议会民主制，实行立法、行政和司

法的三权分立。中东欧国家能够以

和平方式实现权力转移，议会与总

统选举宪政民主制度得到巩固。中

东欧国家总体保持政治稳定，但是

尚未形成稳定的政党制度，政党的

分化组合尚在继续。由于国内政治

生态的变化，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

型也可能发生有限的逆转，出现以

民主方式行集权之实，以合法方式

破坏法治的独特现象。由于欧盟作

为外部约束的存在，政治转型的逆

转是有限的。由于个别国家经济社

会问题的恶化，不排除出现政治危

机的可能性。政治危机通过非宪法

方式解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些

中东欧国家的腐败较为严重，特别

是在东南欧国家，腐败已经成为一

种难以根除的政治文化。根据透明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经济合作现状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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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于西欧，基础设施的改造存在商业机会，中国富有技术和管理经验

的企业可进一步开拓市场，寻找商业机会。除了大型企业的合作外，部门合作的加强、中小企业

之间的合作以及地方合作的深化无疑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济合作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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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2013年清廉指数排行榜，东南

欧国家的腐败程度比中欧和波罗的

海国家严重。

表1    中东欧国家在2013年

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行榜中的排名

国家 排名 得分

爱沙尼亚 28 68

波兰 38 60

立陶宛 43 57

斯洛文尼亚 43 57

匈牙利 47 54

拉脱维亚 49 53

克罗地亚 57 48

捷克 57 48

斯洛伐克 61 47

马其顿 67 44

黑山 67 44

罗马尼亚 69 43

波黑 72 42

塞尔维亚 72 42

保加利亚 77 41

阿尔巴尼亚 116 31

资料来源：透明国际2013年。

二、经济体制

1990年以来，中东欧彻底摒

弃了运行不良的中央计划经济，建

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与发达国家相

比，中东欧国家市场经济的成熟度

尚有一定距离。中东欧国家在社

会领域的改革如教育、医疗和养老

等领域的改革尚未完成，未来转型

的任务仍相当艰巨。2004年加入

欧盟的中东欧国家赶超步伐明显加

快。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一些中东欧国家遭到严重冲击，一

些国家如匈牙利等国不得不接受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的救助。欧

洲债务危机导致需求下降，直接影

响中东欧国家的出口部门，导致经

济增长放缓。从中东欧国家经济的

基本面看，后危机时代中东欧国家

的经济增长潜力将好于欧盟老成员

国。

三、营商环境

中东欧国家走向市场经济，经

济自由获得保障。但是企业经营的

环境不尽相同。根据世界银行2013

年的排名，中东欧国家中波罗的海

国家的营商环境名列前茅，马其顿

和黑山的排名领先于波兰、斯洛伐

克和匈牙利，东南欧国家的营商环

境相对落后，捷克的排名则在罗马

尼亚和保加利亚之后。中东欧国家

规制环境较为复杂，欧盟成员国的

市场和技术准入标准较高，西巴尔

干国家以加入欧盟为目标，其规制

环境日益向欧盟靠拢。中东欧国家

的基础设施市场受到严格监管，对

项目招投标、工程施工以及技术标

准均有严格的法律要求。

四、地缘政治环境

中东欧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

格局基本稳定。剧变后中东欧国家

的外交政策重点是加入欧盟与北

约。中东欧国家的加盟入约意味着

雅尔塔体系的彻底终结，中东欧国

家从苏联的势力范围成为了美欧的

势力范围，从而结束了冷战后中东

欧出现的战略真空期。中东欧国家

面临着“双重依赖”，一方面中东

欧国家在安全上依赖于美国主导的

北约，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依赖于欧

盟。在一定程度上，中东欧国家的

加盟入约意味着内政外交自主性的

下降，在涉及重大战略问题上的外

交布局，中东欧国家的利益不得不

服从于美欧的利益。2003年伊拉克

战争期间中东欧国家坚定地站到了

美国一边，这使法国和德国感到不

快。近年来，尽管美国的战略再平

衡使得美国对中东欧的关注下降，

一些中东欧国家出现安全焦虑，但

是美国仍是欧洲安全的主导者，

并试图消除中东欧国家的疑虑。尽

管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咄咄逼人，中

国家 排名 国家 排名

立陶宛 17 匈牙利 54

爱沙尼亚 22 保加利亚 58

拉脱维亚 24 罗马尼亚 73

马其顿 25 捷克 75

斯洛文尼亚 33 克罗地亚 89

黑山 44 阿尔巴尼亚 90

波兰 45 塞尔维亚 93

斯洛伐克 49 波黑 131

表2    2013年中东欧国家在世界银行营商便利指数排行榜中的排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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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国家对俄疑虑犹存，但是中东

欧国家开始以务实方式处理对俄关

系，中东欧的欧盟成员国试图推动

统一的对俄政策。2014年乌克兰政

权更迭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中

东欧国家再现安全警讯。波罗的海

三国、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开始现

实评估俄罗斯的威胁，俄罗斯以武

力方式干预乌克兰事务使中东欧国

家不安全感增加，呼吁北约在该地

区增加其军事存在。乌克兰危机为

中东欧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增加了

新的变数，预计美国将适度增加在

欧洲特别是在中东欧北约成员国的

军事存在，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

乌克兰危机增加了一些中东欧国家

的地缘政治风险。

五、贸易体制

中东欧国家自1990年以来实

行贸易自由化，除少数商品受许可

证和配额限制外，其余商品贸易不

受限制。由于中东欧已有11个国

家加入欧盟，新成员国与非欧盟国

家的贸易受欧盟共同的贸易政策的

约束。新成员国适用共同体的非关

税措施，包括反补贴、反倾销、保

障措施、数量限制和进出禁令等。

进入新成员国市场的产品必须符合

欧盟的技术标准。其他尚未加入欧

盟的中东欧国家均以加入欧盟为目

标，其贸易体系日益开放，贸易体

制与欧盟逐步接轨。中东欧非欧盟

成员国由于未加入欧盟，尚保持着

贸易政策的权能，其贸易政策不受

欧盟的约束。

六、投资政策

中东欧国家对外资实行国民

待遇，除金融保险、港口、机场、

法律服务等特殊行业需事先申请许

可外，外商可自由投资其他任何行

业。外商可以将利润、股息和投资

资本汇出。外商可以购买房地产和

其他资产。外国投资者获得保护，

不受国有化、没收、征用之害。中

东欧的欧盟成员国的会计法、银行

法、竞争保护法、公司税法、消费

者保障法、关税法及金融服务法等

已与欧盟法律实现对接。中东欧国

家对外资实行一定的优惠政策，新

成员国的优惠政策受欧盟法规的约

束。如波兰加入欧盟后实行欧盟关

于公共资助的政策规定，根据欧盟

规定，国家可以对本国企业的投资

给予公共资助即地区发展资助、水

平资助和产业资助。波兰共设立经

济特区14个，在特区内实行更为

优惠的政策。捷克采用欧盟国家资

助规则，减少对制造业投资项目的

税收优惠和资金补贴，加大对技术

中心和商业支持服务投资项目的支

持力度。匈牙利对投资于技术更新

和在匈设立区域中心的外国投资，

给予资金支持和补贴，对外国在匈

牙利的生产性企业提供税收优惠。

克罗地亚对外资的激励涉及税收激

励、关税激励、就业激励、教育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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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公司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增值税/%

阿尔巴尼亚 15 13〜23 20

波黑
10（波黑联邦）；

10（塞族共和国、布尔奇科区）
10（波黑联邦）；

10（塞族共和国、布尔奇科区）
17（全国）

保加利亚 10 10 20

克罗地亚 20 12〜40 25

捷克 19 22 21

爱沙尼亚 21 21 20

匈牙利 10〜19 16 27

拉脱维亚 15 24 21

立陶宛 15 15〜20 21

马其顿 10 10 18

黑山 9 9〜15 19

罗马尼亚 16 16 24

波兰 19 18〜32 23

塞尔维亚 15 10〜20 20

斯洛伐克 22 19〜25 20

斯洛文尼亚 17 16〜5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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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激励、投资项目资本支出激励、

劳动密集型项目激励。波黑对外国

投资者用于投资的设备免征关税。

国内或外国的法人或自然人可以设

立自由贸易区。波黑由两个实体组

成，即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其

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激励措施不尽

相同。黑山向投资者提供税收减

免。地方政府以公用事业费的减

免、优惠的土地购买或租赁价格、

降低房地产税税率等形式激励投

资者投资。黑山不限制利润、股息

和利息的汇出。土地法给予外国投

资者国民待遇，外国投资者可获得

土地或房地产完全的产权。马其顿

宪法规定外国人可在马其顿依法获

得产权。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和利润

可以自由转移。马其顿向外国投资

者提供激励，这些措施包括免征关

税、税收减免等。根据技术工业开

发区法，技术和工业区的投资者可

享受长达10年的企业所得税、增

值税、关税、职工个人所得税的减

免。塞尔维亚对在制造业、服务业

和特定的部门投资的外国直接投资

提供国家资助，资助金额依据投资

额、创造就业人数以及投资区域的

发展水平不同有所不同。

七、税收政策

中东欧国家均建立了现代的

以增值税和所得税为核心的税收制

度，其中部分中东欧国家实行单一

税率制度。由于加入欧盟，新成员

国的税收体系日益与西欧趋同。

中国中东欧国家
经济合作现状与趋势

近年来，在关系改善的大背景

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合作

得到加强，呈现如下特点：

一、双边贸易增长迅速

2003-2012年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的双边贸易增长迅速。2003年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额约为86.8亿

美元，其中中方出口69.3亿美元，

进口17.4亿美元。双边贸易额2013

年达到551.1亿美元，2014年有望

突破600亿美元。

二、双边投资有所增长

中国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项

目持续增加。中国企业投资领域

表3    中东欧国家主要税种税率概览

资料来源：http://www.worldwide-tax.com.

中国－中东欧：共享发展机遇



06

涉及机械、电子、电信、化工、印

刷、农业、汽车、物流、新能源

等部门。根据官方统计报告，到

2011年底，中国对中东欧10国的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9.8亿美元，

仅占中国对欧盟对外直接投资总

额的4.85%。2003年以来，特别

是欧盟扩大后，中国企业在中东欧

的投资持续增加。华为、中兴、联

想、TCL、苏州胜利、中国一拖、

长城汽车和比亚迪汽车等企业已

进入中东欧市场。近年来，中国

企业在中东欧的并购活动取得进

展。2011年1月底，万华实业以

12.6亿欧元成功收购匈牙利宝思德

公司96%的股权，成为世界第三

大聚氨酯生产商。2012年1月，广

西柳工集团完成对波兰企业HSW

集团的并购。2013年5月，襄阳汽

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波兰工业

发展局持有的波兰KFLT轴承公司

89.15%股份。中国在中东欧国家

投资由不足1亿美元增至近50亿美

元。中东欧国家在华投资由4.2亿美

元增至12亿美元。投资领域涉及金

融、机械制造、汽车、化工、乳制

品等。

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进展

2009年中海外中标波兰A2高

速公路两个标段，总里程49公里，

总报价13亿波兰兹罗提（约合4.72

亿美元）。2011年中海外放弃波

兰A2高速公路项目合同，导致A2

高速公路项目无法按期完工。波兰

业主则给联合体开出7.41亿兹罗提

（约合2.71亿美元）的赔偿要求和

罚单。中国在中东欧国家的首个工

程项目陷于失败，其教训值得反

思。在西巴尔干，中国企业获得了

一些基础设施项目。2013年11月李

克强总理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塞

尔维亚总理达契奇共同宣布合作建

设匈塞铁路。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跨多瑙河大桥、波黑斯坦纳里火电

站、马其顿米拉蒂诺维奇-斯蒂普

和基切沃-奥赫里德高速公路、黑

山南北高速公路等项目进展顺利。

四、金融合作得到加强

2003年2月，匈牙利中国银行

正式开业。这是中国银行在中东欧

地区的第一家分行。2012年3月，

中国工商银行全资子公司工银欧洲

在波兰开设分行并进行经营活动的

申请得到了波兰金融监管局的正式

批准。同年11月22日，中国工商银

行华沙分行正式营业。2012年6月

6日，中国银行（卢森堡）有限公

司波兰分行开业。2013年9月9日，

中国人民银行与匈牙利中央银行签

署中匈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以加强

双边金融合作，促进两国贸易和投

资，共同维护地区金融稳定。互换

规模为100亿元人民币/3750亿匈牙

利福林，有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

可以展期。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合作

尚存在下列问题：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之间的贸易存在很大的不平衡。

以2013年为例，中国与欧盟中东欧

新成员国的贸易，除斯洛伐克实现

贸易顺差外，其他国家均保持贸易

逆差。2013年欧盟中东欧成员国的

贸易逆差为254.9亿美元。尽管许

多贸易逆差来自全球价值链中生产

要素的转移，但是长期的贸易不平

衡也会成为双边贸易的问题；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相互的投资规模

小，企业部门对相互的市场及商业

文化缺乏了解。中国企业在中东欧

国家的投资有所增长，但是投资规

模总体不大。与中东欧其他的主要

投资者相比，成功的故事尚不多；

中国企业已经进入西巴尔干基础设

施市场，但是在中东欧的欧盟新成

员国进展并不大；中国的一些商业

银行已经进入中东欧国家，其金融

活动的规模不大，尚未有中国的商

业银行参与中东欧商业银行的并

购。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在最

近几年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与政

治关系的进展相比，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经济合作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

挖掘。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济上既

有互补性又有竞争性，中国被称为

世界工厂，一些中欧国家被称为欧

洲工厂，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制造

业上也不乏合作机会。中东欧国家

基础设施落后于西欧，基础设施的

改造存在商业机会，中国富有技术

和管理经验的企业可进一步开拓市

场，寻找商业机会。除了大型企业

的合作外，部门合作的加强、中小

企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地方合作的深

化无疑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经济合作。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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