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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转轨后ꎬ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国在与老成员国的经济趋同

上有所进展ꎬ但尚未有任何一个中东欧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欧盟老

成员国的平均水平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ꎬ中东欧国家的趋同进程加

速ꎮ ２００８ 年之后ꎬ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放缓ꎬ趋同进程放慢ꎮ 转轨 ３０ 余年

来ꎬ外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的潜力已丧失殆尽ꎬ中东欧国家需要经济增长模式

的转变ꎮ 中东欧国家亟待第二次经济转型ꎮ
【关 键 词】 　 中东欧国家　 经济增长模式　 趋同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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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严重冲击ꎬ应对疫情的

公共卫生措施导致经济生活停顿ꎬ绝大多数经济体陷入衰退ꎬ中东欧国家也

不例外ꎮ 波兰自 １９９２ 年开始的经济持续增长进程被打断ꎮ 继经济转轨后的

转轨性衰退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的经济衰退ꎬ２０２０ 年中东欧国家又经历了

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欧国家有直接的影响ꎬ引
发了对中东欧国家增长模式的反思ꎮ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危机则再次引发

对中东欧国家增长模式、经济发展道路的讨论ꎮ 由于中东欧国家现有增长模

式的潜力丧失殆尽ꎬ中东欧国家亟待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ꎮ 从某种意义上

看ꎬ中东欧国家面临第二次经济转型ꎮ

一　 中东欧国家的增长与趋同

剧变后ꎬ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如下四个时期: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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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中东欧国家指已经加入欧盟的中东欧 １１ 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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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一个时期ꎻ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９ 年为第二个时期ꎻ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为第三个时期ꎻ
２０２０ 年之后为第四个时期ꎮ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９ 年是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ꎬ是中东欧国家经济

从衰退走向复苏的时期ꎮ １９９０ 年中东欧国家纷纷摒弃计划经济ꎬ走向市场

经济ꎮ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１ 日ꎬ波兰实行名为巴尔采罗维奇计划的激进的经济转轨

战略ꎬ开启了“休克疗法”的先河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休克疗法”大行其道ꎬ
新自由主义成为经济政策主流ꎮ 就经济转轨战略而言ꎬ激进的“休克疗法”
占了上风ꎬ渐进主义的转轨战略被匈牙利采纳ꎮ 一些国家ꎬ如罗马尼亚ꎬ由
于在转轨上犹豫不定ꎬ被动走上渐进道路ꎮ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中东

欧国家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ꎮ 经济增长记录成为衡量经济转轨成

效的重要指标ꎮ
中东欧国家实行经济转轨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

奈所称的转轨性衰退ꎬ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下降ꎮ 虽然一些评论家预计从

再分配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会付出代价ꎬ但现实生活中的代价远

远大于理论预测ꎮ 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中欧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约

２０％ ꎬ波罗的海国家的降幅更大ꎬ接近 ５０％ ①ꎮ 一些经济学家将中东欧国家

经济衰退的原因归咎于中央计划经济下高度扭曲的生产结构和资源浪费ꎬ以
及在新的市场环境下为使资源得到更有效利用而进行的资源重新配置长时

间滞后②ꎮ 由经互会解体引发的经济联系中断对产出的影响被忽视ꎮ 转轨

之初ꎬ一些经济学家曾认为渐进主义转轨会导致较小的产出下降ꎬ但这一

判断未能经受住事实的考验ꎮ 波兰是第一个实行“休克疗法”的中东欧国

家ꎬ其经济在下滑两年后率先摆脱衰退ꎬ实现增长ꎮ 其他中东欧国家经济

衰退的时间均高于波兰ꎮ 实行渐进主义转轨战略的匈牙利经济衰退的程

度高于波兰ꎮ 除波兰之外ꎬ对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而言ꎬ剧变后的第一个

１０ 年是失去的 １０ 年ꎮ 到 １９９９ 年ꎬ中东欧国家中只有波兰、斯洛文尼亚、斯
洛伐克恢复到 １９８９ 年的经济水平ꎮ 应当说ꎬ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付出的

代价超乎想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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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９ 年中东欧国家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

年份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波兰 － １１ ６ － ７ ０ ２ ６ ３ ８ ５ ２ ７ ０ ６ １ ６ ９ ４ ８ ４ １

匈牙利 － ３ ５ － １１ ９ － ３ １ － ０ ６ ２ ９ １ ５ １ ３ ４ ６ ４ ９ ４ ５

捷克 － １ ２ － １１ ６ － ０ ５ ０ １ ２ ２ ５ ９ ４ ８ － １ ０ － ２ ２ － ０ ２

斯洛伐克 － ２ ５ － １４ ６ － ６ ５ － ３ ７ ４ ９ ６ ７ ６ ２ ６ ２ ４ １ １ ９

斯洛文尼亚 － ４ ７ － ８ ９ － ５ ５ ２ ８ ５ ３ ４ １ ３ ５ ４ ６ ３ ８ ４ ９

克罗地亚 － ７ １ － ２１ １ － １１ ７ － ８ ０ ５ ９ ６ ８ ６ ０ ６ ５ ２ ５ － ０ ３

罗马尼亚 － ５ ６ － １２ ９ － ８ ８ １ ５ ３ ９ ７ １ ３ ９ － ６ １ － ５ ４ － ３ ２

保加利亚 － ９ １ － １１ １ － ７ ３ － １ ５ １ ８ ２ １ － １０ ９ － ６ ９ ３ ５ ２ ４

爱沙尼亚 － ６ ５ － １３ ６ － １４ ２ － ９ ０ － ２ ０ ４ ３ ３ ９ １０ ６ ４ ７ － １ １

拉脱维亚 ２ ９ － １０ ４ － ３４ ９ － １４ ９ ０ ６ － ０ ８ ３ ３ ８ ６ ３ ９ ０ １

立陶宛 － ５ ０ － ５ ７ － ２１ ３ １６ ２ － ９ ８ ３ ３ ４ ７ ７ ３ ５ １ － ４ ２

资料来源:ＥＢＲＤꎬ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０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ｂｒｄ ｃｏｍ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００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ｄｆ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９ 年中东欧国家走上持续的经济增长道路ꎮ 这一时期中东欧

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得到巩固ꎬ与欧洲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加强ꎮ 中东欧国家加

入欧盟取得重大进展ꎬ８ 个中东欧国家在 ２００４ 年加入欧盟ꎬ罗马尼亚和保加

利亚于 ２００７ 年加入欧盟ꎮ 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９ 年

加入欧元区ꎮ 由于制度改革的效应和加入欧盟的激励ꎬ这一时期中东欧国家

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９ 年欧盟 ２７ 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１ ５％ ꎬ
同期中东欧国家的年均增长率高于欧盟平均水平ꎬ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年

均增长率为欧盟平均水平的 ２ ~ ３ 倍ꎮ ２００８ 年ꎬ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

波及全球ꎬ中东欧国家受到严重冲击ꎮ ２００９ 年除波兰经济微弱增长外ꎬ其他

中东欧国家经济陷入衰退ꎮ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经济经历了两位数

的下滑ꎮ 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拉脱维亚不得不接受国际组织的救助ꎮ

表 ２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９ 年中东欧国家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波兰 ４ ３ １ ２ １ ４ ３ ９ ５ ３ ３ ６ ６ ２ ６ ８ ５ １ １ ７

匈牙利 ４ ９ ３ ８ ４ １ ４ ０ ４ ５ ３ ２ ３ ６ ０ ８ ０ ８ － ６ ７

捷克 ３ ６ ２ ５ １ ９ ３ ６ ４ ５ ６ ３ ６ ８ ６ １ ２ ５ － ４ １

斯洛伐克 １ ４ ３ ５ ４ ６ ４ ８ ５ ０ ６ ７ ８ ５ １０ ６ ６ ２ － ４ 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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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斯洛文尼亚 ４ ４ ２ ８ ４ ０ ２ ８ ４ ３ ４ ５ ５ ９ ６ ９ ３ ７ － ８ １

克罗地亚 ３ ０ ３ ８ ５ ４ ５ ０ ４ ２ ４ ２ ４ ７ ５ ５ ２ ４ － ５ ８

罗马尼亚 ２ ４ ５ ７ ５ １ ５ ２ ８ ５ ４ ２ ７ ９ ６ ３ ７ ３ － ７ １

保加利亚 ５ ７ ４ ２ ４ ７ ５ ５ ６ ７ ６ ４ ６ ５ ６ ４ ６ ２ － ４ ９

爱沙尼亚 １０ ０ ７ ５ ７ ９ ７ ６ ７ ２ ９ ４ １０ ６ ９ ４ － ５ １ － １３ ９

拉脱维亚 ６ ９ ８ ０ ６ ５ ７ ２ ８ ７ １０ ６ １２ ２ １０ ０ － ４ ２ － １８ ０

立陶宛 ３ ３ ６ ７ ６ ９ １０ ２ ７ ４ ７ ８ ７ ８ ９ ８ ２ ９ － １４ ７

欧盟平均水平 ３ ９ ２ ０ １ ２ １ ３ ２ ５ ２ ０ ３ ２ ３ ０ ０ ５ － ４ ２

资料来源:Ｅｕｒｏｓｔａｔ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ｄａｔａｂｒｏｗｓｅｒ / ｖｉｅｗ / ｔｅｃ００１１５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ｔａｂｌｅ?
ｌａｎｇ ＝ ｅｎ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到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时期ꎮ 在这

一时期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加入欧元区ꎮ 中东欧国家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外部冲击ꎬ保持了经济增长的态势ꎮ 但是与前 １０ 年相

比ꎬ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ꎮ 除克罗地亚外ꎬ其他中东欧国家的总体经济增

长速度高于欧盟老成员国ꎮ

表 ３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中东欧国家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波兰 ３ ７ ４ ８ １ ３ １ １ ３ ４ ４ ２ ３ １ ４ ８ ５ ４ ４ ７

匈牙利 １ １ １ ９ － １ ３ １ ８ ４ ２ ３ ７ ２ ２ ４ ３ ５ ４ ４ ６

捷克 ２ ４ １ ８ － ０ ８ ０ ０ ２ ３ ５ ４ ２ ５ ５ ２ ３ ２ ３ ０

斯洛伐克 １ ３ ０ ９ － ２ ６ － １ ０ ２ ８ ２ ２ ３ ２ ４ ８ ４ ４ ３ ３

斯洛文尼亚 ６ ３ ２ ６ １ ４ ０ ７ ２ ７ ５ ２ １ ９ ３ ０ ３ ８ ２ ６

克罗地亚 － １ ３ － ０ １ － ２ ３ － ０ ４ － ０ ３ ２ ５ ３ ５ ３ ４ ２ ９ ３ ５

罗马尼亚 － ３ ９ １ ９ ２ ０ ３ ８ ３ ６ ３ ０ ４ ７ ７ ３ ４ ５ ４ ２

保加利亚 １ ５ ２ １ ０ ８ － ０ ６ １ ０ ３ ４ ３ ０ ２ ８ ２ ７ ４ ０

爱沙尼亚 ２ ４ ７ ３ ３ ２ １ ５ ３ ０ １ ９ ３ ２ ５ ８ ４ １ ４ １

拉脱维亚 － ４ ５ ２ ６ ７ ０ ２ ０ １ ９ ３ ９ ２ ４ ３ ３ ４ ０ ２ ５

立陶宛 １ ７ ６ ０ ３ ８ ３ ６ ３ ５ ２ ０ ２ ５ ４ ３ ５ ４ ４ ６

欧盟平均水平 ２ ２ １ ８ － ０ ４ ０ ３ １ ８ ２ ３ ２ ０ ２ ６ １ ９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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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全球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ꎮ 突如

其来的疫情也重创了中东欧国家经济ꎬ应对疫情的限制措施导致经济生活陷

入停顿ꎬ２０２０ 年中东欧国家经济全面萎缩ꎬ波兰自 １９９２ 年起持续的经济增长

进程被迫中断ꎮ
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目的不仅在于形成可行的经济体制ꎬ更重要的是

缩小与西欧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ꎬ以赶超西欧发达国家ꎮ 中东欧国家要

缩小与西欧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ꎬ唯有通过保持比西欧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

率才能实现ꎮ 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已历 ３０ 余年ꎬ他们与西欧国家的经济

趋同进展值得关注ꎮ
经济研究文献中不乏对经济趋同概念的探讨①ꎬ其中最常见的概念为 α

趋同和 β 趋同ꎮ α 趋同意味着国家间实际收入的差距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缩小ꎮ β 趋同意味着低收入国家往往比高收入国家增长更快ꎬ这是 α 趋

同的必要条件ꎬ但不是充分条件ꎮ 此外还有有条件趋同和无条件趋同之分ꎮ
有条件趋同是指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制度环境或政策有所不同ꎬ经济体可能会

趋同于不同的稳定状态ꎬ贫穷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可能不会自动高于富裕经济

体ꎮ 作为有条件趋同的一个类型ꎬ俱乐部趋同是指具有类似特征的经济体很

可能在较长时期内趋同于同一稳定状态ꎮ 无条件趋同表明ꎬ无论处于何种制

度环境或采取何种政策ꎬ较贫穷国家的增长速度都快于较富裕国家ꎬ但是经

济史上缺乏无条件趋同的实证支持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经济学家日益关

注制度的作用ꎬ制度成为解释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ꎮ 可持续经济趋同作为一

个新概念应运而生ꎮ 可持续经济趋同是指低收入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可持

续地追赶高收入经济体的进程ꎮ 可持续经济趋同应以健全的政策和制度为

基础ꎮ 除转轨后第一个 １０ 年外ꎬ初始收入较低的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率

总体高于欧盟老成员国ꎬ符合 β 趋同的界定ꎮ 加入欧盟后ꎬ新成员国与老成

员国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有所缩小ꎬ表现为 α 趋同ꎮ 如果考虑中东欧国家具

有相似的特征ꎬ如计划经济的经验、经济转轨的走向、开放经济的选择、经济

结构的相近和回归欧洲夙愿的实现ꎬ则中东欧国家的趋同又具有俱乐部趋同

的特征ꎮ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９ 年ꎬ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国在与老成员国的经济趋同上有所

—５—

① Ｐｉｏｔｒ ＺｕｋꎬＥｖａ Ｋａｔａｌｉｎ ＰｏｌｇａｒꎬＬｉ ＳａｖｅｌｉｎꎬＪｕａｎ Ｌｕｉｓ Ｄｉａｚ ｄｅｌ ＨｏｙｏꎬＰａｕｌ ＫöｎｉｇꎬＲｅ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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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ꎬ但尚未有任何一个中东欧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欧盟老成员国

的平均水平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ꎬ中东欧国家的趋同进程加速ꎮ ２００８
年之后ꎬ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放缓ꎬ趋同进程放慢ꎮ 中东欧相对发达的国家

认为其增长模式已达到极限ꎮ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ꎬ中东欧 １１ 国在按购买

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缩小了与欧盟 １５ 国的发展差距ꎬ到 ２０２０
年中东欧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２ ~ ５ 倍ꎮ ２０２０ 年捷克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为欧盟平均水平的 ９３ ９％ ꎬ斯洛文尼亚、波兰、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

保加利亚分别为 ８９ ６％ 、７６ ９％ 、７１ ４％ 、６５ １％和 ５５％ (见表 ４)ꎮ

表 ４ 中东欧国家人均 ＧＤＰ(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单位:万美元)

年份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 ２０２０

波兰 ０ ６１７ ０ １ ３３４ ２ １ ９２５ ４ ３ ４４０ ６

匈牙利 ０ ８３０ ５ ２ ５８４ ３ ２ ０７４ ５ ３ ３２５ ３

捷克 １ ２７７ ２ ２ ０９１ ４ ２ ７７８ １ ４ ２０４ ９

斯洛伐克 ０ ７１５ ８ １ ５２１ ３ ２ ３０９ ７ ３ ２０１ ４

斯洛文尼亚 １ ３５９ ４ ２ ２７４ ２ ２ ７５５ ７ ４ ０１２ ４

克罗地亚 ０ ８０６ ０ １ ４６６ ３ ２ ０１６ ４ ２ ９１３ ３

罗马尼亚 ０ ５２６ ７ ０ ８９８ ２ １ ６６４ ４ ３ １９４ ５

保加利亚 ０ ７５３ ２ ０ ９１９ ３ １ ４１９ １ ２ ４６１ ９

爱沙尼亚 ０ ６４６ ４ １ ４５２ ４ ２ ０４９ ２ ３ ７９２ ５

拉脱维亚 ０ ５５０ ４ １ ２２６ ８ １ ７０３ ６ ３ ２２１ ２

立陶宛 ０ ５９１ ５ １ ３０１ ９ １ ８１３ ０ ３ ９１９ １

欧盟平均水平 １ ４７８ ４ ２ ５８４ ３ ３ １８３ ９ ４ ４７６ ５

注:∗匈牙利数据为 １９９１ 年ꎻ斯洛伐克为 １９９２ 年ꎻ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立陶宛为 １９９５ 年ꎮ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ＰＣＡＰ
ＰＰ ＣＤ?ｍｏｓｔ＿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ｄｅｓｃ ＝ ｆａｌｓｅ

中东欧国家与欧盟 １５ 国的比较更能反映中东欧国家实际的趋同水平ꎮ
中东欧 １１ 国中波兰趋同的进展最大ꎬ１９８９ 年波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为欧盟 １５ 国水平的 ３８％ ꎬ２０１９ 年达到 ６８％ ꎮ 保加利亚趋同进

展最为缓慢ꎬ１９８９ 年保加利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欧盟 １５ 国的 ４７％ ꎬ２０１９
年为 ４９％ ꎮ 斯洛文尼亚和捷克起点较高ꎬ２０１９ 年分别达到欧盟 １５ 国水平的

８２％和 ８６％ (见表 ５)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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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中东欧国家人均 ＧＤＰ 与欧盟 １５ 国平均水平比较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ＧＤＰꎬ欧盟 １５ 国 ＝１００)

年份 １９８９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波兰 ３８ ４３ ５７ ６６ ６８
匈牙利 ５６ ５５ ６１ ６６ ６９
捷克 ７５ ６９ ７６ ８５ ８６

斯洛伐克 ５９ ５０ ６９ ７２ ７３
斯洛文尼亚 ７４ ７５ ７４ ８１ ８２
罗马尼亚 ３４ ３０ ４９ ６０ ６３
保加利亚 ４７ ３０ ４２ ４８ ４９
克罗地亚 ５１ ５０ ５４ ５８ ６０
爱沙尼亚 ５４ ４８ ６９ ７７ ７８
拉脱维亚 ５２ ４１ ５７ ６５ ６６
立陶宛 ５５ ５４ ６７ ７５ ７８
资料来源:波兰华沙经济学院学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统计局和欧盟委员会

数据整理ꎬＭａｒｉｕｓｚ Ｐｒóｃｈｎｉａｋꎬ Ｊｕｌｉｕｓｚ ＧａｒｄａｗｓｋｉꎬＭａｒｉａ Ｌｉｓｓｏｗｓｋａꎬ Ｐｉｏｔｒ ＭａｓｚｃｚｙｋꎬＲｙｓｚａｒｄ
Ｒａｐａｃｋｉꎬ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ｅｒ Ｓｕｌｅｊｅｗｉｃｚꎬ Ｒａｆａł Ｔｏｗａｌｓｋꎬ ｓｃｉｅｚｋｉ ｒｏｚｗｏｊｏｗｅ ｋｒａｊóｗ ｉ ｒｅｇｉｏｎóｗ ｅｕｒｏｐｙ
ｓｒｏｄｋｏｗｏ － ｗｓｃｈｏｄｎｉｅｊꎬｈｔｔｐｓ: / / ｓｓｌ － ｗｗｗ ｓｇｈ ｗａｗ ｐｌ / ｐｌ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ａｐｏｒｔ＿ｓｇｈ＿２０２０ / ０３８ ＿
０１＿Ｐｒｏｃｈｎｉａｋ＿ ｐｄｆ

表 ６ 反映了国际金融危机后中东欧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趋同进展

情况ꎮ

表 ６　 　 　 ２００９ ~ ２０２０ 年中东欧国家人均 ＧＤＰ(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趋同进程(％)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欧盟 ２７ 国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波兰 ６０ ６３ ７３ ７６

匈牙利 ６５ ６６ ７３ ７４
捷克 ８７ ８４ ９３ ９３

斯洛伐克 ７２ ７６ ６９ ７０
斯洛文尼亚 ８６ ８５ ８８ ８９
克罗地亚 ６３ ６１ ６６ ６４
罗马尼亚 ５２ ５２ ６９ ７２
保加利亚 ４４ ４５ ５３ ５５
爱沙尼亚 ６４ ６６ ８２ ８４
拉脱维亚 ５３ ５４ ６９ ７０
立陶宛 ５７ ６１ ８４ ８７

资料来源:根据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数据整理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ｄａｔａｂｒｏｗｓｅｒ / ｖｉｅｗ /
ｔｅｃ００１１４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ｔａｂｌｅ? ｌａｎｇ ＝ 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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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

匈牙利学者阿科什多姆比对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来源进行了较为深

入的研究ꎮ 针对中东欧国家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三

个阶段的经济增长ꎬ多姆比以“增长会计”法把资本、劳动力和多要素生产率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分解①ꎮ 其研究结果表明ꎬ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２ 年ꎬ中东欧

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资本积累ꎬ大大超过了多要素生产率和劳动力的

贡献ꎮ 应该强调的是ꎬ正是由于资本积累ꎬ在全球经济危机阶段ꎬ多要素生产

率和劳动力利用率的下降并没有导致国内生产总值更大幅度的下降②ꎮ 另

外一项研究结果表明ꎬ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ꎬ资本对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高

于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③ꎮ
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一个成果是消除了短缺经济ꎮ 中东欧国家商品

短缺不复存在ꎬ而资本短缺成为转轨后制约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

素ꎮ 有观察家称ꎬ中东欧国家是在没有资本的条件下重建资本主义ꎮ 中东欧

国家要推动经济的发展ꎬ只能求助于外国资本ꎬ特别是来自欧洲发达国家的

资本ꎮ 外国直接投资(ＦＤＩ)成为推动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ꎮ
中东欧国家严重依赖外资ꎬ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流入中东欧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平

均每年占 ＧＤＰ 的 ２ ６％ ꎮ 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可称为外国直接投资

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或外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ꎮ
中东欧国家之所以形成外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与下列因素有关ꎮ 首

先ꎬ中东欧国家通过经济转轨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ꎮ 其次ꎬ中东欧国家通过

贸易自由化融入全球市场ꎬ特别是欧洲市场ꎮ 再次ꎬ中东欧国家为吸引外资

参与国有企业私有化和进行绿地投资出台了各类优惠政策ꎮ 最后ꎬ中东欧国

—８—

①

②

③

多要素生产率(ＭＦＰ)ꎬ也称为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ꎬ是一种衡量经济绩效的方

法ꎬ它将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产出)与用于生产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综合投入的数量

进行比较ꎮ
Áｋｏｓ Ｄｏｍｂｉꎬ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ｓｚ ｈｕ / ｓｔｏｒａｇｅ / ｆｉｌｅｓ / ｆｉｌｅｓ / Ａｎｇｏｌ ＿ ｐｏｒｔａｌ / ｐｕｂｌｉｃ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２０１３ / ａ＿ｄｏｍｂｉａ＿２０１３＿４ ｐｄｆ

Ｋａｒｓｔｅｎ Ｓｔａｅｈｒꎬ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ａｔｃｈ － Ｕｐ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ｏｓｔ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ｂｐ ｐｌ / ｂａｄａｎｉａ / ｋ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ｊｅ / ２０１８/ ｃｏｆｅｅ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ｔａｅｈｒ＿
Ｋａｒｓｔｅｎ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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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地理上接近西欧ꎬ具有大量廉价的高素质劳动力ꎬ吸引了跨国公司的注意ꎮ
跨国公司凭借所有权优势、位置优势以及统一协调其经营活动的内部化优势

进入中东欧市场①ꎮ
外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出口为导向ꎮ 跨国公司的进入推动了中东

欧国家的出口ꎬ跨国公司是中东欧国家出口的主力军ꎮ 中东欧国家高度依赖

外部资本和外部市场ꎮ 在欧洲资本主义类型的讨论中ꎬ中东欧国家经济被称

为依附型市场经济ꎮ 跨国公司在多领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ꎬ其比较优势为

半标准化工业产品的装配平台②ꎮ 外国公司ꎬ特别是西欧国家的公司在中东

欧国家的大部分制造业中完全占据主导地位ꎬ在零售、银行和其他服务部门

也有很大影响ꎮ 制造业企业往往利用工资优势(工资水平比西欧低 ５０％ 以

上)将产品出口西欧③ꎮ ２０１６ 年匈牙利外资控制的企业占增加值的 ５１ ４％ ꎬ
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捷克分别占 ４８ １％ 、４４％ 和 ４３％ ꎬ爱沙尼亚和波兰分

别占 ３９ ３％和 ３６ ８％ ꎬ拉脱维亚和保加利亚均占 ３２ ９％ ꎬ立陶宛和斯洛文尼

亚占 ２７ ８％和 ２７ ３％ ꎮ 中东欧国家外资控制的企业占增加值的份额高于欧

盟平均水平(２５％ )④ꎮ ２０１７ 年在外资控股企业增加值占比最高的 １０ 个欧盟

国家中ꎬ有 ７ 个来自中东欧地区ꎬ分别为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捷克、
爱沙尼亚、波兰和拉脱维亚⑤ꎮ 中东欧经济走向市场化之后ꎬ中东欧国家出

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攀升ꎮ １９９１ 年匈牙利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为 ２８ ７％ ꎬ２０１９ 年增至 ８１ ７％ ꎮ １９９０ 年斯洛伐克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Ｌｕｃｉａ Ｐｅｔｒｏｎｅｌａ Ｂｌｊｕꎬ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Ｐｒｏｃｅｄｉ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６５ ( ２０１５ )ꎬｐｐ １１３４ － １１３９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Ｎöｌｋｅꎬ Ａｒｊａｎ Ｖｌｉｅｇｅｎｔｈａｒｔꎬ Ｅｎｌａｒ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ꎬ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６１ꎬＮｏ 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ｐｐ ６７０ － ７０２

Ｍａｒｔｉｎ Ｍｙａｎｔꎬ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Ｅａｓｔ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ꎬ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２０ ０３ꎬ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ｔｕｉ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２０ － ０７ / ＷＰ － ２０２０ ０３ － Ｍｙａｎｔ － ＷＥＢ ｐｄｆ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ꎬ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ＥＵ: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ｗｅｂ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ｎｅｗｓ / － / ＤＤＮ － ２０１９０４１１ － １? ｉｎｈｅｒｉｔＲｅｄｉｒｅｃｔ ＝ ｔｒｕｅ＆ｒｅｄｉｒｅｃｔ
＝ ％２Ｆ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２Ｆｎｅｗｓ％２Ｆｗｈａｔｓ － ｎｅｗ

Ｆｉｌｉｐ Ｂｒｏｋｅš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ｂｓｅｒｗａｔｏｒｆｉｎａｎｓｏｗｙ ｐｌ / ｉ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 ｉｎ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ｎｄ －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
ｅｕｒｏｐｅ / ＃: ~ : ｔｅｘｔ ＝ ％ Ｅ２％ ８０％ ９ＣＴｈｅ％ ２０ｓｈａｒｅ％ ２０ｏｆ％ ２０ｖａｌｕｅ － ａｄｄｅｄ％ ２０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２０ｂｙ％２０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２０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ꎬｐｅｒ％ ２０ｃｅｎｔ％ ２９％ ２Ｃ％ Ｅ２％ ８０％ ９Ｄ％ ２０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２０ｓａｙｓ％２０ｉｎ％２０ａ％２０ｐｒｅｓｓ％２０ｒｅｌｅａｓｅ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的 ２３ ８％ ꎬ２０１９ 年增至 ９２ ２％ ꎮ ２０２０ 年ꎬ除波兰和拉脱维亚外ꎬ中东欧国家

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下降(见表 ７)ꎮ 从 ２０１９ 年数据看ꎬ绝大多

数中东欧国家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于欧盟老成员国(见图 １)ꎮ

表 ７ 　 　 　 １９９０ ~ ２０２０ 年中东欧国家商品和服务出口占 ＧＤＰ 的比重(％)

年份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波兰 — ２２ ０ ３８ ５ ５５ ３ ５６ １

匈牙利 ２８ ７∗ ４１ ８ ７７ ７ ８１ ７ ７９ ４

捷克 ３２ ９ ３８ １ ６６ １ ７３ ８ ７０ ９

斯洛伐克 ２３ ８ ４９ ２ ８３ ３ ９２ ２ ８５ ４

斯洛文尼亚 — ４６ １ ６７ ８ ８３ ９ ７７ ８

罗马尼亚 １６ ７ ２６ ４ ２４ ７ ４０ ３ ３７ ２

保加利亚 ３３ １ ４８ ４ ５２ ３ ６３ ９ ５５ ３

克罗地亚 — ３０ ２ ３７ ５ ５０ ７ ４２ ０

爱沙尼亚 — ６１ ２ ６２ ５ ７４ ０ ７１ １

拉脱维亚 — ４０ ４ ３８ ２ ５９ ８ ６０ ３

立陶宛 — ４１ ９ ５１ ６ ７７ ３ ７３ ５

注:∗１９９１ 年数据ꎮ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ａｔａ ２０２１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Ｅ ＥＸＰ ＧＮＦＳ

ＺＳ

图 １ ２０１９ 年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同表 ７ꎮ

—０１—



增长、趋同与中东欧国家的第二次转型

　 　 外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加快了中东欧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速度ꎮ
１９９０ 年后中东欧国家融入全球经济是影响全球经济的重大事件之一ꎮ 中

东欧国家摆脱了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劳动分工ꎬ加入全球劳动分工体系ꎬ
开始参与全球价值链ꎮ ２０２０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肯定了全球价值链的作

用ꎮ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推动了 １９９０ 年后国际贸易快速增长ꎮ 这一增长

促进了前所未有的趋同ꎮ 穷国经济出现更快增长ꎬ并且开始追赶富国ꎮ 贫

困率大幅下降ꎮ 这些收益来源于生产过程分散在各国以及企业间联系的

加强”①ꎮ
中东欧国家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已深度融入欧洲供应链ꎮ

中东欧国家的市场化和欧洲化促进了欧洲生产网络的形成ꎮ 中东欧国家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成为欧洲工厂ꎬ维谢格拉德集团成为欧洲制造业的中

心ꎮ 中东欧国家欣欣向荣的制造业并不限于低技术产业(如食品和饮料)
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如木材或金属加工)ꎬ而且涉及更加复杂的产业ꎬ如汽

车和电子产业ꎮ 就功能专业化而言ꎬ中东欧国家为名副其实的工厂经济ꎮ
中东欧国家在产业链中处在中游ꎬ其产生的附加值低于上游的设计研发以

及下游的物流和营销ꎮ 欧洲形成了独特的产业分工ꎮ 中东欧国家作为工

厂经济体ꎬ主要负责实际的生产活动ꎬ而德国和其他几个欧盟老成员国则

为总部经济体ꎬ专门负责知识密集型的生产前职能ꎬ并在不同程度上承担

选定的生产后功能②ꎮ 马克派伦伊认为ꎬ基于低工资的初始比较优势ꎬ中
东欧地区仍专注于制造任务ꎬ这限制了出口的国内附加值含量ꎮ 功能升

级———在企业内部获得更复杂的服务任务———可以提高价值获取ꎬ但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８ 年间进展缓慢③ꎮ 外资不仅进入制造业ꎬ而且进入国内贸易、供
水、金融、保险或房地产租赁等服务业部门ꎮ 在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

高于制造业(见图 ２)ꎮ

—１１—

①

②

③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ꎬ２０２０:Ｔｒａ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ꎬｐ １

Ａ Ｎｅ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ＥＵ － ＣＥＥꎻ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ｐ ａｎｄ Ｅｍｂｒａｃｉｎｇ
Ｍｅｇａｔｒｅｎｄｓꎬ Ｔｈｅ Ｖｉｅｎ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Ｍａｙ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ｅｓ ｄｅ / ｐｄｆ － ｆｉｌｅｓ / ｉｄ － ｍｏｅ / １７８４３ ｐｄｆ

Ｇáｂｏｒ Ｍáｒｋ Ｐｅｌｌéｎｙｉꎬ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 Ｌｅｖｅ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ꎬ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ｒｉｅｆｓꎬ０６２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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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中东欧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行业占比(％)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 (２０２２)ꎬ Ｉｎｗａｒｄ ＦＤＩ Ｓｔｏｃｋｓ ｂ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ｆｄｉ / ｉｎｗａｒｄ － ｆｄｉ － ｓｔｏｃｋｓ － ｂｙ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ｔｍ

外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有赖于劳动力的低成本ꎮ 低成本劳动力无疑

是中东欧国家的比较优势ꎮ 压低工资和非工资的劳动力成本有助于保持这

一比较优势ꎮ 多数企业倾向于压低工资ꎬ而不是致力于创新ꎮ 多数中东欧国

家存在压低劳动力成本的趋势①ꎮ 中东欧国家职工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低于德国(见表 ８)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０ 年ꎬ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的小时劳动力

成本增长 ２ ~ ３ 倍ꎬ但由于起点低ꎬ与欧盟老成员国的差距仍然很大ꎮ 中东欧

国家的小时劳动力成本低于欧盟平均水平ꎬ新欧洲与老欧洲在劳动力成本上

的差距短期内难以弥合(见表 ９)ꎮ ２０２０ 年欧盟的小时劳动力成本平均为

２８ ５ 欧元ꎬ保加利亚只有 ６ ５ 欧元ꎮ

表 ８ ２０２０ 年职工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及其变化

国别
２０２０ 年职工报酬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２０２０ 年职工报酬占 ＧＤＰ 的
比重与 ２０００ 年的差额(百分点)

波兰 ４０ ５ － ０ ５
匈牙利 ４２ ０ － ２ ４
捷克 ４５ ９ ６ ７

斯洛伐克 ４４ ５ ４ ３
斯洛文尼亚 ５３ ７ ３ ２
克罗地亚 ５１ ３ ０ ２
罗马尼亚 ４１ ３ １ ９

—２１—

① Ｌｅｏｎ Ｐｏｄｋａｍｉｎｅｒꎬ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Ｕ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ꎬＷＩＩＷꎬ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Ｎｏ ３８８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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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８)

国别
２０２０ 年职工报酬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２０２０ 年职工报酬占 ＧＤＰ 的
比重与 ２０００ 年的差额(百分点)

保加利亚 ４５ ５ １０ １

爱沙尼亚 ５０ ７ ５ ４

拉脱维亚 ５２ ３ １１ ０

立陶宛 ４９ ２ １０ １

欧元区 １９ 国 ４９ ５ １ ６

德国 ５５ ２ ２ １

法国 ５１ ９ １ １

资料 来 源: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ｔｉｔｌｅ ＝ Ｆｉｌｅ:Ｔａｂ１ － Ｉｎｃｏｍ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ＧＤＰ＿(％２５)＿ｉｎ＿２０２０ꎬ＿２０１９＿ａｎｄ＿２０００ ｐｎｇ

表 ９ 中东欧国家小时劳动力成本 (单位:欧元)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欧盟 ２１ ６ ２４ ４ ２５ ６ ２６ ３ ２７ ０ ２７ ７ ２８ ５

欧元区 ２５ １ ２８ ３ ２９ ４ ３０ ０ ３０ ７ ３１ ４ ３２ ３

德国 ２７ ９ ３０ ５ ３２ ８ ３３ ８ ３４ ６ ３５ ６ ３６ ６

波兰 ７ ６ ７ ９ ８ ７ ９ ５ １０ １ １０ ７ １１ ０

匈牙利 ７ ８ ７ ４ ７ ８ ８ ７ ９ ２ ９ ９ ９ ９

捷克 ９ ２ １０ ０ １０ ３ １１ ４ １２ ７ １３ ５ １４ １

斯洛伐克 ７ ０ ８ ９ １０ ２ １０ ９ １１ ６ １２ ５ １３ ４

斯洛文尼亚 １３ ９ １５ ６ １６ ８ １７ ６ １８ １ １９ ０ １９ ９

克罗地亚 ９ ２ ９ ５ ９ ５ １０ １ １０ ８ １１ １ １０ ８

罗马尼亚 ４ ２ ４ １ ５ ３ ６ ２ ７ ０ ７ ７ ８ １

保加利亚 ２ ６ ３ ４ ４ ５ ５ ０ ５ ４ ６ ０ ６ ５

爱沙尼亚 ７ ９ ８ ６ １０ ８ １１ ６ １２ ４ １３ ４ １３ ６

拉脱维亚 ５ ９ ６ ０ ７ ７ ８ ２ ９ ３ ９ ９ １０ ５

立陶宛 ５ ９ ５ ９ ７ ４ ８ １ ９ ０ ９ ４ １０ １

资料来源:Ｅｕｒｏｓｔａ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２９９５５２１ / １０６２４９０５ / ３ －
３１０３２０２０ － ＢＰ － ＥＮ ｐｄｆ / ０５５ｄｆ０ｅ０ － ９８０ｄ － ２７ｂ９ － ａ２ａ９ － ８３ｂ１４３ｄ９４ｄ５ｂ

外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虽然在推动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

用ꎬ缩小了中东欧国家与西欧的收入差距ꎬ但是转轨 ３０ 年来尚未有一个中东欧

国家达到欧盟的平均水平ꎮ 这一增长模式推动中东欧国家形成二元的经济结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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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ꎬ享受优惠的高效外国公司与不享受优惠的低效本地公司并存ꎮ 跨国公司并

未融入当地的供应链生态体系ꎬ而是利用自己的供应商网络进口原材料和中间

产品ꎬ生产组装后将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外ꎮ 跨国公司在资本、技术诀窍和商业

联系上未对当地企业产生涓滴效应ꎮ 外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形成了中东欧国家

与西欧国家之间独特的产业分工ꎬ前者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从事低附加值的制

造业活动ꎬ后者则主要从事高附加值的活动ꎬ如研发、设计、品牌和营销等ꎮ 这

种产业分工的固化不利于中东欧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ꎮ 外资驱动的增长模式

主要依赖中东欧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ꎮ 为保持经济的竞争力而压低劳动

力成本不可能是一个有效的长期解决方案ꎬ因为压低劳动力成本会抑制国内需

求ꎬ不利于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发展ꎮ 外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和

资本ꎬ一旦遇到外部冲击ꎬ中东欧国家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ꎮ 事实上ꎬ自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ꎬ中东欧国家的趋同进程就已放缓ꎮ 中东欧国家外资驱动

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潜力已经耗尽ꎬ这种增长模式从长远看不可持续ꎮ 学者呼吁

中东欧国家形成新的增长模式①ꎮ 捷克工业和运输联合会副会长什皮查尔认

为ꎬ１９８９ 年后开始的经济转型已经走到尽头ꎬ须要进行第二次转型②ꎮ

三　 中东欧国家的第二次转型

过去 ３０ 多年ꎬ中东欧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ꎮ 按照世

界银行的标准ꎬ１９９１ 年中东欧地区没有一个高收入国家ꎬ而到 ２０２０ 年中东欧

地区有 ９ 个高收入国家ꎬ即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

地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ꎮ ２０１９ 年罗马尼亚首次跻身高收入国家

行列ꎬ但 ２０２０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被降级ꎬ回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ꎮ
虽然多数中东欧国家已经进入世界银行意义上的高收入国家行列ꎬ但是关于

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没有停歇ꎮ 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频繁使用

该术语讨论经济问题③ꎮ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承认基于低劳动力成本的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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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趋同与中东欧国家的第二次转型

局限ꎬ强调创新在经济政策中的重要性ꎮ 中东欧国家关注中等收入陷阱更多地

聚焦于自身在与西欧国家的趋同上进展缓慢ꎬ希望寻找加快趋同的良方ꎮ 中东

欧国家现有经济增长模式无法实现可持续的趋同ꎬ因此需要经济的第二次转

型ꎮ １９９０ 年开始的第一次经济转型的主要任务是理顺基本的经济制度ꎬ而第二

次转型的主要任务是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形成适当的制度框架和政策环境ꎮ
(一)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高质量的制度

制度与经济增长联系密切ꎮ 研究表明ꎬ高质量的制度有助于促进经济增

长ꎮ 制度质量和经济发展相辅相成①ꎮ 对爱沙尼亚和匈牙利的比较表明ꎬ制
度差异 会 影 响 经 济 增 长②ꎮ 巴 尔 采 罗 维 奇 对 驱 动 型 制 度 ( ｐｒｏｐｅｌｌ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和稳定型制度(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进行了区分ꎬ前者决定增长的

体制性力量ꎬ后者决定国内冲击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以及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

能力ꎮ 驱动型制度包括产权和权利保护水平的各个方面以及反竞争法规的

范围ꎮ 稳定型制度包括对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制度约束、金融部门及其环境的

一些制度特征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特征③ꎮ 他的统制经济和自由经济两

分法对制度体系来说过于简化ꎬ不可能全面把握制度体系与趋同的联系ꎮ 波

兰学者认为ꎬ中东欧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主要是劳动力成本低的结果ꎮ 这些

国家未能为经济创新和高技术含量的制成品所带来的持续比较优势奠定结

构基础ꎬ未能建立促进持续经济增长的制度体系ꎮ 产业转型和加入欧盟使中

东欧国家形成了一种制度秩序ꎬ可称之为“拼凑式资本主义”④ꎮ 对中东欧国

家的增长模式值得进行深入反思ꎮ 有学者以欧洲一体化角度观察中东欧国

家的增长模式ꎬ认为该增长模式为一体化模式ꎬ主要政策为吸引外资、结构改

革和健全财政ꎮ 该模式假定中东欧国家实行上述政策ꎬ在没有任何传统的、
积极的贸易和产业政策的情况下可实现快速增长ꎬ并最终赶上欧盟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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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ꎮ 迄今为止ꎬ这一假定没有得到证实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波兰在大规模私有

化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方面都被认为是落后者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ꎬ波兰率

先克服了转轨性衰退ꎬ走上一条相对较快的增长道路ꎮ 而匈牙利和捷克为私

有化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领头羊ꎬ其经济增长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却表现得

相当疲弱①ꎮ
制度质量是一个宽泛的概念ꎬ如何衡量制度质量是学界的一大挑战ꎮ 世

界银行的治理指数涉及话语和问责、政治稳定、政府效率、规制质量、法治、控
制腐败 ６ 个指标ꎬ可成为制度质量的导引ꎮ 研究表明ꎬ制度环境的改善ꎬ特别

是控制腐败、政治稳定、经济自由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②ꎮ 制度比较优势

的概念对了解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颇有启迪ꎮ 制度比较优势是提高或限

制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ꎮ 特定制度可以通过政治决策的选择或经济

演进模式的形成提高或限制效率③ꎮ 对中东欧国家而言ꎬ形成制度比较优势

有可能为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ꎮ 中东欧国家过去不加

批判地选择“华盛顿共识”的戒律ꎬ其发展模式受“华盛顿共识”的影响ꎬ如今

可以对“华盛顿共识”进行重新审视ꎮ 中东欧国家过去倾向于制度模仿或制

度移植ꎬ在转轨 ３０ 年后应当有条件根据自身国情进行制度创新ꎮ
(二)重新界定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

历史地看ꎬ中欧具有国家干预的传统ꎮ 在重商主义时期ꎬ西欧中央集权

的国家是经济生活的主要参与者ꎮ 奥匈帝国时期ꎬ国家深度介入经济生活ꎮ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ꎬ中欧地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程度超出了自由主义正

统派所主张的有限作用ꎮ 古德教授认为ꎬ社会主义之前中欧有三个遗产:经
济的相对落后ꎻ地区内的国际联系ꎻ国家干预经济生活ꎮ 这些遗产需要下列

政策:促进与世界经济的融合ꎬ承认在中欧建立合作联系的潜力ꎻ结束中央计

划ꎬ同时利用国家权力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④ꎮ 遗憾的是ꎬ中东欧国家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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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②ꎮ
Ｄａｖｉｄ Ｆ Ｇｏｏｄꎬ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９２ꎬ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９２ － １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ｕｍｎ ｅｄｕ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１２９９ / １７１ / ｗｐ９２１ 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１



增长、趋同与中东欧国家的第二次转型

利用国家权力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ꎮ １９９０ 年开始的经济转轨的主导政策是

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ꎬ有可能限制国家的作用ꎮ 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设计

师强调国家作用的最小化ꎮ
最近几年ꎬ一些中东欧国家开始对国家的作用进行反思ꎮ 国家不仅是亲

增长的制度的建设者ꎬ而且也是公民福利的保障者ꎮ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认

为ꎬ“过去 １ / ４ 世纪的弱点是降低国家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ꎮ 这是一个罪恶ꎬ
绝对的错误”①ꎮ 莫拉维茨基计划强调国家干预ꎮ 莫拉维茨基认为ꎬ“有时政

治家精于刺激(经济)ꎬ在市场失灵或基础设施领域ꎬ政府必须出手相助”ꎮ
他认为ꎬ私人资本过于弱小和谨慎ꎬ须要增强国家的作用ꎮ 国际金融危机之

后ꎬ中东欧国家被动国家的时期已经过去ꎬ主动国家的时期已经来临ꎮ 在新

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背景下ꎬ对国家干预的需求有所增加ꎬ政府不得不加强国

家干预ꎬ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ꎮ 政府必须在保护公民健康与维护经济健康

之间保持平衡ꎬ需要警惕的是临时性措施的永久化ꎮ 中东欧国家须要重新界

定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ꎬ恢复国家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ꎮ
(三)推动经济发展范式的转变

转轨后ꎬ中东欧国家形成了依赖型市场经济ꎬ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外部资

本和外部技术ꎮ 外国资本控制了主要经济领域ꎬ如银行部门和工业ꎮ 这一所

有制结构不会激励创新投资ꎮ １９９０ 年后ꎬ随着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市场化ꎬ中
东欧国家成为外资青睐的目的地ꎮ 外国投资者在中东欧国家“攻城略地”ꎬ成
为这些国家主要经济部门的主导者ꎮ 中东欧国家形成了外资主导的发展模

式ꎬ其经济增长依赖外国的资本、技术和市场ꎬ形成了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

二元经济结构ꎮ 因此ꎬ中东欧国家须要推动经济发展范式的转变ꎮ
私有化不再被奉为圭臬ꎬ国有化成为一种政策选项ꎮ 中东欧国家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通过无偿分配、管理层收购和公开出售等方式实行国有企业私

有化ꎮ 跨国公司控制了中东欧国家的许多战略性企业ꎮ 外资银行控制了绝

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商业银行ꎮ ２０１０ 年后的匈牙利和 ２０１５ 年后的波兰不再

讳言国有化ꎮ 匈牙利政府对一些战略性部门实行国有化ꎮ 波兰法律与公正

党政府强调经济爱国主义ꎬ强调关键经济部门的“再波兰化”ꎮ 莫拉维茨基总

理强调ꎬ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应当使波兰资本而非外资成为增长的基础ꎮ
中东欧国家可以制定自己的产业政策ꎮ 而在经济转轨之后相当长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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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ꎬ多数中东欧国家拒绝产业政策ꎬ称“好的产业政策就是没有产业政策”ꎮ
２０１５ 年波兰法律与公正党赢得大选ꎬ２０１６ 年政府制定了«负责任的发展战

略»ꎬ波兰在转轨 ２５ 年后终于有了自己的产业政策①ꎮ 波兰政府通过了战略

性部门清单ꎬ国家对战略性部门提供各种支持ꎮ 面对绿色转型的需要ꎬ一些

经济学家提出中东欧国家需要绿色的产业政策②ꎮ
中东欧国家应当为国内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ꎬ改变外资企业强本土

企业弱的局面ꎬ须要加强本土企业、提高储蓄率、有效利用国内资本、推动本

土企业的创新、开发前沿的本土技术ꎮ 波兰扩大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的作用ꎮ
从银行到能源部门ꎬ波兰致力于形成国家级的超大型企业ꎮ 中东欧国家应当

培植本土的跨国公司ꎬ以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一席之地ꎮ 发展本土企业不是

为了排斥外资企业ꎬ如果中东欧国家陷入经济民族主义ꎬ那将对中东欧国家

的经济发展前景蒙上阴影ꎮ
(四)实现从投资驱动的增长向创新驱动的增长转变

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ꎬ要实现高质量的增长ꎬ中东欧国

家需要从投资驱动的增长向创新驱动的增长转变ꎮ 实现经济的数字化转型

是中东欧国家新增长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已成为中东欧国家政府的重点工

作ꎬ期望数字化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ꎮ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突出了发

展数字经济的需要ꎬ对数字经济的公共投资有所增加ꎮ 除爱沙尼亚之外ꎬ中
东欧国家的数字化水平均落后于欧盟老成员国ꎮ 近年来ꎬ中东欧国家高度重

视工业 ４ ０ꎬ通过了工业 ４ ０ 战略或倡议ꎬ希望实现工业的数字化ꎬ提升各自

国家工业的竞争力ꎬ避免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落伍者ꎮ 政府前瞻性战略对

推动工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引导作用ꎬ但最为关键的是中东欧国家的企业对

工业 ４ ０ 战略的响应和对工业 ４ ０ 技术的应用③ꎮ 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

尼亚和斯洛伐克比其他中东欧国家有更好的先决条件来发展基于先进数字

生产技术和工业 ４ ０ 的相关价值链的新增长模式④ꎮ
中东欧国家尚面临绿色转型的任务ꎬ而要实现绿色转型也离不开创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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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孔田平:«从巴尔采罗维奇计划到莫拉维茨基计划———试析波兰经济转型范式和

发展模式的变化»ꎬ«欧亚经济»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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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田平:«中东欧国家数字经济的现状与前景»ꎬ«欧亚经济»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ꎮ
同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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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ꎬ实现绿色转型不仅是全球议程ꎬ而且是本届欧盟委员会推动

的重点工作之一ꎮ 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选择推动“绿色新政”以及数字化倡

议ꎬ将其作为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７ 年多年度财政框架支持的欧洲复苏计划的核心ꎮ
与 １９９０ 年相比ꎬ到 ２０３０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应减少 ４０％ ꎬ可再生能源的份额

应达到 ３２％ ꎮ 中东欧国家须要大幅减少燃煤能源生产ꎬ尤其是波兰ꎬ该国占

中东欧所有煤炭相关排放的 ６２％ ꎮ 中东欧国家可利用欧盟资金和绿色融资

实现平稳过渡ꎬ更多地参与可再生能源利用和降低能源强度ꎬ支持向低排放

汽车转型ꎮ 欧盟提出了到 ２０５０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ꎮ 中东欧国家在绿色转

型的进展和步伐上落后于老成员国ꎬ在推动绿色转型中中东欧国家不仅需要

政治意愿ꎬ而且需要制定绿色转型的战略ꎮ 形成绿色价值链ꎬ推动绿色技术

的发展和应用ꎬ提升适应绿色发展的人力资本应当是中东欧国家决策者优先

考虑的问题ꎮ 中东欧国家要实现低碳增长ꎬ需要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ꎮ 例

如ꎬ捷克设立“ＴＨＥＴＡ”项目ꎬ重点是能源部门的技术研发ꎮ 该项目的分项目

包括公共利益研究、战略性能源技术和长期技术展望ꎮ 在“ＴＨＥＴＡ”项目实

施过程中建立了各种能力中心ꎬ如废物回收能力中心、先进核技术中心、加热

与发电技术高级中心、可再生能源研究与实验开发中心、核与辐射安全技术

开发中心和国家能源中心ꎮ

图 ３　 　 　 　 ２０２０ 年中东欧国家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口占 ２５ 岁以上人口的比重(％)

注:捷克为 ２０１９ 年数据ꎮ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ａｔａ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Ｅ ＴＥＲ ＣＵＡＴ ＢＡ ＺＳ

中东欧国家研发支出较低ꎬ不足以支撑创新经济的发展ꎮ ２０１９ 年只有斯

洛文尼亚研发支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 ꎬ其他国家研发支出处在较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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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ꎬ罗马尼亚低至 ０ ４８％ ꎮ 要实现从投资驱动的增长向创新驱动的增长的转

变ꎬ中东欧国家需要增加研发支出ꎮ 发展适应数字经济的人力资本有助于促

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ꎮ 在爱沙尼亚、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捷克的国际学生

评估项目(ＰＩＳＡ)中ꎬ数学和科学分数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拉脱维亚的

数学分数高于平均水平)ꎮ 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科学分数比经

合组织的平均成绩低 １０％以上ꎬ数学分数更甚ꎮ 在中东欧所有国家中ꎬ只有

斯洛文尼亚和波兰的科技类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高于欧盟 ２０１６ 年 ２０ ~ ２９
岁居民每千人 １９ 人的平均水平ꎮ 中东欧国家经济的数字化需要大量信息通

信技术领域的专业人才ꎮ 人才外流是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ꎮ 为应对信

息通信技术人才可能的缺口ꎬ从原苏联空间国家吸引人才不失为一个正确的

选择ꎮ
(五)实现从工厂经济到总部经济的转型

中东欧国家在欧洲的生产网络中为工厂经济ꎬ单位产出获得的附加值较

低ꎬ而高附加值则被德国等总部经济国家拿走ꎮ 由于德国等国将其制造业转

移到中欧ꎬ维谢格拉德四国成为“欧洲工厂”ꎮ 中东欧国家制造业长期以来就

处于微笑曲线的最低部位ꎬ从事组装、加工等低附加值活动ꎬ而高附加值活动

则集中在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品牌推广及售后服务ꎮ 中东欧国家集中

了跨国公司主导的有竞争力的出口部门ꎬ产生的价值完全在全球价值链之

中ꎬ大部分出口部门的收入回流到德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母公司ꎮ 在制药

业ꎬ一些中东欧国家可以说是刚刚起步的总部经济ꎮ 中东欧国家只有摆脱在

现有产业分工中的角色ꎬ才有可能在人均收入上赶上西欧发达国家ꎮ
然而ꎬ要摆脱现有角色向总部经济迈进并不容易ꎮ 中东欧国家有陷入功

能性增长陷阱的风险ꎮ 中东欧国家承担价值链中的生产功能ꎬ而欧盟老成员

国在知识和无形资产方面享有比较优势ꎬ这使后者能够专注于研发、设计、品
牌推广、售后服务等总部功能ꎮ 这一产业分工的固化将对中东欧国家的增长

前景产生不利影响ꎮ
中东欧国家须要调整其功能专业化ꎬ实现从工厂经济到总部经济的转

型ꎮ 这一调整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ꎮ 中东欧国家须要形成多家有竞争力的

跨国公司ꎬ以占据价值链中具有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部分ꎮ 随着功能专业

化的调整ꎬ中东欧国家可实现产业链的升级和价值链的重构ꎮ
(六)重塑与欧盟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ꎬ欧盟在中东欧地区进行了三次扩大ꎮ 迄今为止已有 １１
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ꎬ实现了回归欧洲的历史夙愿ꎮ 中东欧国家的加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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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带来了 １ １ 亿新公民ꎬ欧盟领土扩大了 ２８％ ꎮ 中东欧国家为欧盟扩大的

受益者ꎬ来自欧盟的结构和聚合基金推动了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ꎮ “入盟”
后ꎬ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强劲ꎬ经济增长记录好于老成员国ꎬ成为有吸引力的

投资目的地ꎮ 中东欧国家在趋同上有所进展ꎬ但是新老欧洲之间的鸿沟尚未

完全弥合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波兰总统杜达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为中东欧

代言ꎬ称中东欧为欧洲增长的引擎ꎬ强调“在老欧洲经济放缓之际ꎬ中东欧有

潜力填补这一空白ꎬ为经济发展提出新的创新理念”①ꎮ
然而ꎬ最近 １０ 年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的关系出现问题ꎬ曾为欧洲化典范的

国家成为欧盟内部的“麻烦制造者”ꎮ 匈牙利和波兰与欧盟冲突不断ꎬ涉及法

治、移民、性别政治等议题ꎮ 斯洛文尼亚总理扬沙成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

盟友ꎮ ２０２１ 年波兰宪法法院裁决挑战欧盟的法律秩序ꎬ罗马尼亚宪法法院随

后仿效ꎮ 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的法治争议有可能影响欧盟预算资金以及复苏

基金的资金拨付ꎮ 新成员国中尚有 ６ 个国家未加入欧元区ꎬ目前除保加利

亚、克罗地亚有加入欧元区的时间表外ꎬ其他国家尚无加入的具体计划ꎮ 中

东欧国家与欧盟关系的紧张日益成为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的风险因素②ꎮ
中东欧国家迫切需要重塑与欧盟的关系ꎮ 经济上ꎬ中东欧国家离不开欧盟

这个庞大的“趋同机器”ꎮ 一些中东欧国家的公共投资很少ꎬ高度依赖欧盟的基

金ꎮ 如果因法治争议无法获得欧盟资金ꎬ中东欧国家将丧失发展的机遇ꎮ 中东

欧国家需要与欧盟进行坦诚的对话ꎬ在自身关切与欧盟的整体利益间寻找平衡

点ꎬ达成妥协ꎮ 重塑与欧盟关系最大的障碍在于中东欧成员国执政党与在野党

欧洲观的分裂ꎬ国内政治极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外溢到欧盟层面ꎮ
(七)应对严峻的人口形势

中东欧国家面临的另一个重要挑战是劳动力资源迅速萎缩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 年ꎬ保加利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的劳动年龄人口有所下降ꎮ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８ 年所有中东欧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均呈下降趋势ꎮ 未来几十年ꎬ
潜在的劳动力资源将会萎缩ꎮ 中东欧国家劳动力的减少将比欧盟的总体情

况严重得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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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ｏｓｅｐｈ Ｃｏｎｒａｄꎬ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ｓ Ｅ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ｔｏｒ －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ｎｄ － ｅａｓｔｅｒｎ － ｅｕｒｏｐｅ － ｉｓ － ｅｕｓ － ｇｒｏｗｔｈ －
ｍｏｔｏｒ － ｐｏｌｉｓｈ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１００１１

Ｋｒｚｙｓｚｔｏｆ Ｊａｓｉｅｃｋｉꎬ Ｐｏｌｉｓｈ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ｓｐｅｎ ｒｅ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８ / ｐｏｌｉｓｈ －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 ｇｌｏｂａｌ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
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ｓ －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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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２００９ ~ ２０５８ 年欧盟背景下中东欧国家 ２０ ~ ６４ 岁人口变化(％)

年份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８ ２０２９ ~ ２０３８ ２０３９ ~ ２０４８ ２０４９ ~ ２０５８
欧盟 ９ １ － ２ ５ － ３ ７ － ２ ６ － １ ８
波兰 ５ １ － ７ １ － ４ ６ － １０ ４ － １０ ５

匈牙利 ２ ５ － ５ ２ － ４ ４ － ７ ２ － ４ ３
捷克 ２ ９ － １ ８ － ２ ８ － ８ ２ － ４ ６

斯洛伐克 ７ ９ － ４ ６ － ４ ０ － ９ ２ － ８ ０
斯洛文尼亚 ４ ３ － ４ ５ － ４ ５ － ６ ７ － ２ ６
罗马尼亚 － １ ４ － ９ ６ － １０ ４ － １０ ０ － ６ ４
保加利亚 － ５ ２ － １０ ５ － ９ ９ － １２ １ － ９ ７
克罗地亚 １ ９ － ７ ３ － ５ ７ － ６ ３ － ５ ６
爱沙尼亚 ３ ３ － ３ ５ － ３ ５ － ５ ９ － ７ ５
拉脱维亚 － ８ ６ － １４ １ － ９ ９ － １０ ６ － １０ ６
立陶宛 － ７ ０ － １９ ０ － １４ ８ － １０ ３ － １０ ２
资料来源:波兰华沙经济学院研究团队根据欧盟统计局 ２０１５ 年预测数据计算ꎬ

Ｍａｒｉｕｓｚ Ｐｒóｃｈｎｉａｋꎬ Ｊｕｌｉｕｓｚ ＧａｒｄａｗｓｋｉꎬＭａｒｉａ Ｌｉｓｓｏｗｓｋａꎬ Ｐｉｏｔｒ Ｍａｓｚｃｚｙｋꎬ Ｒｙｓｚａｒｄ Ｒａｐａｃｋｉꎬ
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ｅｒ Ｓｕｌｅｊｅｗｉｃｚꎬ Ｒａｆａł Ｔｏｗａｌｓｋꎬｓｃｉｅｚｋｉ ｒｏｚｗｏｊｏｗｅ ｋｒａｊóｗ ｉ ｒｅｇｉｏｎóｗ ｅｕｒｏｐｙ ｓｒｏｄｋｏｗｏ －
ｗｓｃｈｏｄｎｉｅｊꎬｈｔｔｐｓ: / / ｓｓｌ － ｗｗｗ. ｓｇｈ. ｗａｗ. ｐｌ / ｐｌ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ａｐｏｒｔ＿ｓｇｈ＿２０２０ / ０３８＿０１＿Ｐｒｏｃｈｎｉａｋ＿. ｐｄｆ

为了缓解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ꎬ中东欧国家可在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

率、提高有效退休年龄以及实施更积极的移民和家庭政策方面有所作为ꎮ 为

应对劳动力短缺ꎬ中东欧国家开始利用工业机器人ꎮ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ＩＦＲ)预计ꎬ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 年中东欧国家的工业机器人库存将以 ２２％的复合年

增长率(ＣＡＧＲ)增长ꎬ而德国仅为 ５％ ꎮ 世界制造业机器人平均密度为每万

名员工 ９９ 个机器人ꎬ欧洲为 １１４ 个ꎬ高于美洲和亚洲ꎮ 斯洛文尼亚每万名工

人有 １７４ 个机器人ꎬ斯洛伐克有 １６５ 个ꎬ捷克有 １３５ 个①ꎮ
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的差距早已存在ꎮ 中东欧国家长期处在欧洲的边

缘ꎮ 在过去 ２５０ 年间ꎬ西欧国家的经济增长从大西洋的贸易体系获益匪浅ꎬ这
一贸易体系逐步向东方扩展ꎬ当东西方分裂后这一进程陷入停顿ꎮ 因此ꎬ在１９８９
年之前东欧国家的外围性质没有改变ꎮ 在欧洲统一的大背景下ꎬ中东欧国家虽然

与西欧的差距有所缩小ꎬ但是尚未根本改变中东欧国家的外围地位ꎮ 他们能否在

下一个 ３０ 年改变其外围地位ꎬ取决于中东欧国家能否成功完成第二次转型ꎮ
(责任编辑: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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