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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国与白俄罗斯的经贸合作已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ꎮ
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大幅提升ꎬ中国对白投资明显增长ꎬ在白经营的中国

企业不断增加ꎬ中白工业园建设成效显著ꎮ 对中国而言ꎬ深化与白俄罗斯

的经贸合作有助于开拓欧洲市场ꎬ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ꎬ对“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建设也有所裨益ꎮ 然而ꎬ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深化仍面临一些

挑战ꎬ如白俄罗斯对深化与中国经贸合作心存疑虑、白俄罗斯践行多边平

衡外交以及中白工业园的高质量发展存在困难等ꎮ 为有效解决这些问

题ꎬ中国应转变观念ꎬ尊重白俄罗斯本土市场的游戏规则ꎬ充分发挥政府

的宏观调控功能和市场的自主性ꎬ完善与白俄罗斯的市场对接机制ꎬ本着

合作共赢和包容互鉴的原则妥善应对风险ꎬ实现两国经贸合作的长足

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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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交以来ꎬ中国与白俄罗斯的经贸合作关系不断发展ꎮ 两国进出口贸

易总额大幅提升ꎬ中国对白俄罗斯投资明显增长ꎬ中国企业前往白俄罗斯经

营更加便利ꎬ两国围绕中白工业园的建设成效显著ꎮ 白俄罗斯是“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沿线国家ꎮ 于中国而言ꎬ深化与白俄罗斯的经贸合作既有助于开

拓欧洲市场ꎬ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ꎬ又有益于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

设进程ꎮ 不过ꎬ当前中白经贸合作仍面临一些挑战ꎬ两国经贸合作的潜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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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进一步发掘ꎮ

一　 中白进出口贸易发展概况

中国与白俄罗斯建交于 １９９２ 年ꎬ双方的经贸合作也始于此ꎮ 两国经贸

合作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ꎮ
(一)创立阶段(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 年)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ꎬ时任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科比齐访华ꎬ中白共同签署了

关于两国建交和开展经贸合作的协议ꎮ 当时两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

３ ３９０万美元ꎬ此后 ７ 年该数据并未出现明显增长ꎮ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ꎬ
１９９９ 年中白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 ２ ６０２ 万美元ꎬ低于两国建交时的水平ꎮ 直

到 ２０００ 年中白进出口贸易才取得突破性进展ꎬ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

１ １３６ ２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３３６ ７％ ꎮ 其中ꎬ中国对白出口 ４ １１１ 万美元ꎬ同比

增长 ６７１ ３％ꎻ自白进口 ７ ２５１ 万美元ꎬ同比增长 ２５０ ５％ꎮ 不过ꎬ２００１ 年两国进

出口贸易总额降至４ ３２６ 万美元ꎬ同比下降６１ ９％ꎮ 其中ꎬ中国对白出口８７５ 万

美元ꎬ同比下降 ７８ ７％ꎻ自白进口３ ４５１万美元ꎬ同比下降 ５２ ４％①ꎮ
虽然该阶段中白经贸合作成效不显著ꎬ但两国都比较重视双边经贸合作

机制的建设ꎮ 中白建交时两国便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白俄罗斯共

和国政府经济贸易合作协定»ꎻ１９９５ 年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白

俄罗斯共和国政府进出口商品质量保证协定»ꎬ并于同年共同创立了经贸合

作委员会ꎻ１９９６ 年两国又共同建立了科技合作委员会ꎻ２００１ 年两国签署«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协定»和«中
国人民银行与白俄罗斯国家银行合作协议»ꎮ 此外ꎬ两国还签署了«中白政府

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及其他有关科技、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双边

合作文件ꎬ并建立了良好的高层磋商机制ꎮ 这不仅为该阶段中白经贸合作的

有效开展提供了便利ꎬ也为两国未来的经贸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这一时期ꎬ中国在中白双边贸易中一直遭遇贸易逆差ꎮ 原因有三点:第

一ꎬ独立之初白国内经济形势并不乐观ꎬ通过对外出口商品可适度缓解其经

济发展面临的困境ꎻ第二ꎬ白国内市场相对狭小ꎬ承受能力弱ꎬ竞争力不强ꎬ故
其国内市场对中国的开放程度有限ꎻ第三ꎬ白向中国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

附加值相对较高ꎬ如电子产品、化工产品和机械产品等ꎬ而中国向白出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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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相对较低ꎬ主要是食品和轻工纺织品等ꎮ 该时期白从国

外进口的商品主要包括石油产品、医药品、黑色金属、自动数据处理器和通信

设备等ꎮ 显然ꎬ中国向白出口的商品不能满足白的主要进口需求ꎮ
(二)快速发展阶段(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３ 年)
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ꎬ随着中国与白俄罗斯不断加强政治和外交联系ꎬ两国进

出口贸易总额连续数年稳步上升ꎮ ２００３ 年ꎬ中白进出口贸易总额重新突破 １
亿美元ꎬ２００４ 年突破两亿美元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白总统卢卡申科对中国进行国

事访问ꎬ两国元首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联合声明»ꎬ确认

两国关系进入全面发展和战略合作的新阶段ꎻ同年年底两国签署«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旅游合作协定»ꎮ
随后ꎬ中白经贸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ꎮ ２００５ 年ꎬ中白进出口贸易总

额为 ５ ７１７ ２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１６１ ２％ ꎬ此后保持稳定上升态势ꎬ到 ２００８ 年

达到 ８ ３９８ １ 亿美元ꎮ 这一时期ꎬ中白在工程承包领域的合作成效初显ꎮ 以

中国对白承包工程的完成营业额为例ꎬ２００５ 年的营业额仅为１ １３４万美元ꎬ
２００６ 年便激增至 １ ２７９ 亿美元ꎬ尽管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有所下降ꎬ分别为

１ １１９ ８ 亿美元和 ７ ４４４ 万美元ꎬ但仍超过 ２００５ 年及之前年份营业额的总和ꎮ
２００９ 年ꎬ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ꎬ白国内经济增速减缓ꎬ中国与白进出口贸易

总额降至 ８ ０９９ ７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５ ７％ ꎮ 当时ꎬ资金匮乏和产品过剩是白

面临的主要问题ꎮ 在此背景下ꎬ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较小的中国通过与白进

行频繁的高层互访ꎬ为两国开展经贸合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ꎮ 基于以贷款换

市场的理念ꎬ中国于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分别为白提供了 １０ 亿美元贷款ꎮ 两国

还签署了双边本币结算协议ꎮ 中国提供的贷款和两国达成的协议不仅帮助白

缓解了国内面临的经济压力ꎬ也为中国企业扩展白国内市场提供了便利ꎮ
中国以贷款换市场的理念与政策带来的成效十分显著ꎮ ２０１０ 年ꎬ中白

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 １２ ７１７ １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５７％ ꎮ 其中ꎬ中国向白出

口 ７ ９５６ １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１８３ ８％ ꎬ首次超过中国自白进口额ꎬ贸易顺

差达 ３ １９５ １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中白进出口贸易总额稳定上升ꎬ
２０１３ 年虽同比下降 ８ ２％ ꎬ但中国维持了对白贸易顺差ꎮ 这一时期中白在

工程承包领域的合作成效更为显著ꎮ 仍以中国对白承包工程的完成营业

额为例ꎬ２００９ 年的营业额为 ８ ３２７ 万美元ꎬ同比增长 １１ ９％ ꎻ２０１３ 年达

１６ ４６３ ８ 亿美元ꎬ与 ２００９ 年相比增长 １８７ ７％ 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ꎬ中国对白出

口的主要商品之一是白进口需求较高的通信设备ꎬ包括无线电话机、数字

式程控电话交换机和便携数字式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ꎮ 微波炉、电视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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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等家电产品、服装鞋帽等纺织品以及汽车和拖拉机配件等商品的出口量

也大大增加①ꎮ
此外ꎬ建立中白工业园的倡议为中白经贸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白进行国事访问时ꎬ卢卡申科总统

提出中白合作在白境内建立工业园区ꎮ 随后这一倡议被迅速提上议程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卢卡申科总统访华期间ꎬ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白经济

部签署了«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境内建立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区的合作协

议»ꎻ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ꎬ中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

政府关于中白工业园区的协定»ꎬ标志着中白工业园被正式纳入两国政府间

合作项目并开始规划建设ꎻ２０１２ 年ꎬ卢卡申科总统发布了针对中白工业园入

园企业的“十免十减半”政策ꎻ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４ 日ꎬ中白工业园总体规划通过白

政府审批ꎮ ２０１３ 年中白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中国提出“丝绸之

路经济带”倡议ꎬ再次为两国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ꎮ
(三)战略机遇阶段(２０１４ 年至今)
自中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ꎬ２０１４ 年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升至

１８ ４８８ ７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２７ ３％ ꎮ 不过ꎬ此后 ３ 年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逐

年下降ꎬ中国对白承包工程的完成营业额也都不及 ２０１３ 年的水平ꎮ ２０１８ 年

中白进出口贸易形势有所好转ꎬ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１７ １２６ ４ 亿美元ꎬ同
比增长 １８ ２％ ꎮ 其中ꎬ中国向白出口 １１ ４１５ ９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２２ ３％ ꎻ中
国自白进口 ５ ７１０ ５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１０ ８％ ꎮ 中国对白承包工程的完成营

业额也开始回升ꎬ从 ２０１７ 年的 ６ ６７４ ７ 亿美元重新增至 ９ ９６０ ３ 亿美元ꎬ同
比增长 ４９ ２％ ②ꎮ 根据白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ꎬ２０１９ 年中白进出口

贸易总额为 ４６ １６４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２２ ３％ ꎮ 其中ꎬ白对中国出口 ７ １０３ 亿

美元ꎬ同比增长 ３７ ８％ ꎻ白自中国进口 ３９ ０６１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１９ ９％ ꎮ 在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背景下ꎬ中白进出口贸易受到一定的冲击ꎮ 据白方统

计ꎬ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中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１９ ５２５ １ 亿美元ꎮ 其中ꎬ白对中国

出口 ３ １５４ ２ 亿美元ꎻ白自中国进口 １６ ３７０ ９ 亿美元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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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２０１５ 年ꎬ白向中国出口商品中出口额较大的商品包括矿产资源、化
学化工产品和机械产品ꎬ其出口额在白向中国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比重超过

８５％ ꎮ 其中ꎬ氯化钾占比最大ꎬ达 ６０％ ꎬ其他化合物和聚酰胺占比超过 ２０％ ꎬ
机械产品占比超过 ５％ ①ꎮ 这反映出白出口中国的商品结构相对单一、附加

值较低ꎮ 白自中国进口商品中进口额最大的商品是反应器特种设备ꎬ其进口

额占白自中国进口商品总额的 ２３％ ꎻ排第二位的是电子设备ꎬ占 ２２％ ꎻ有机

化合物、服装、黑色金属制品、机械设备、塑料制品、光学仪器、玩具、家具也都

占有一定份额ꎬ合计占比 ３０％ ꎮ 上述商品的进口额合计占比 ７５％ ꎬ可被视为

白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ꎮ 这说明中国向白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与附加值

逐渐提升ꎬ且商品结构更加多元ꎮ ２０１９ 年ꎬ中国已成为白第二大商品进口国ꎬ
白从中国进口商品总额占白进口商品总额的 ９ ６％ ꎬ但中国还不是白的主要

商品出口国②ꎮ 综合来看ꎬ中国已成为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ꎮ
近年来ꎬ白俄罗斯进出口商品的主要类别并未发生明显变化ꎬ但进出口

商品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ꎮ 从 ２０１８ 年、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的情况来

看ꎬ白进口份额较大的商品主要有矿产品 (分别占 ２９ ５％ 、 ２５ ５％ 和

１９ ２％ )、机械设备与交通运输工具(２４ ２％ 、２６ ３％ 和 ２７ １％ )、包括化学纤

维和单纤维在内的化学产品(１４ ２％ 、１４ ２％ 和 １７ １％ )、食品和农业原料

(１１ ４％ 、１１ ７％ 和 １３ ６％ )、黑色和有色金属及其制品 (９ ９％ 、９ ５％ 和

１０ ７％ )、纺织品(３％ 、３ ２％ 和 ３ ２％ )、木材与纸浆及纸制品(２％ 、２％ 和

２ ３％ )ꎮ 出口份额较大的商品主要有矿产品(２５ ８％ 、２１ ５％ 和 １１ １％ )、包
括化学纤维和单纤维在内的化学产品(１９％ 、１９ ３％ 和 ２１ １％ )、机械设备与

交通运输工具(１６ ４％ 、１７ ６％和 １８ ７％ )、食品和农业原料(１５ ４％ 、１６ ６％
和 ２０ ９％ )、黑色和有色金属及其制品(７ １％ 、７ ３％ 和 ７ ９％ )、木材与纸浆

及纸制品(４ ９％ 、５ ２％和 ６ ６％ )、纺织品(２ ７％ 、２ ９％和 ３％ )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白俄罗斯进口量增幅最明显的商品为通信设备及其零部件ꎬ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５ ７９ 万件增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５７８ ５３ 万件ꎻ进口量降幅最明显的商品

为电能ꎬ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７２２ 亿千瓦时降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３ １７０ 万千瓦时ꎮ 同一时期ꎬ

—９５—

①

②

Ｅ Ａ 谢马科、钟建平:«中国与白俄罗斯经贸关系的发展»ꎬ«西伯利亚研究»２０１６ 年

第 ５ 期ꎮ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ｂｙ Ｍａｊｏ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ｅｌ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ｂｙ / ｅｎ / ｏｆｉｔｓｉａｌｎａｙａ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ａ / ｒｅａｌ － ｓｅｃｔｏｒ － ｏｆ － ｔｈ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ｔｒａｄｅ /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 ｄａｔａ － ｇｒａｐｈｓ －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ｏｆ －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 ｉｍｐｏｒｔｓ － ｂｙ
－ ｍａｊｏｒ － ｔｒａｄｉｎｇ － ｐａｒｔｎｅｒ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ｉｎ － ２０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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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出口供应量较大的商品主要包括钾肥等矿产品、轮胎等橡胶产品及其他化纤

产品、摩托车等交通运输工具及其他机械设备、乳制品等食品及农业原材料、零
售药品等①ꎮ 鉴于此ꎬ中白两国进出口贸易的潜力仍有待进一步发掘ꎮ

表 １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国与白俄罗斯进出口贸易数据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总额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同比增减(％ )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２００１ ０ ４３２ ６ ０ ０８７ ５ ０ ３４５ １ － ６１ ９ － ７８ ７ － ５２ ４

２００２ ０ ８００ ０ ０ １６２ ２ ０ ６３７ ８ ８４ ９ ８５ ４ ８４ ８

２００３ １ ２８９ ５ ０ ３２２ ３ ０ ９６７ ２ ６１ ２ ９８ ７ ５１ ６

２００４ ２ １８９ ０ ０ ６４９ ５ １ ５３９ ５ ６９ ８ １０１ ５ ５９ ２

２００５ ５ ７１７ ２ ０ ８１２ ８ ４ ９０４ ４ １６１ ２ ２５ １ ２１８ ６

２００６ ６ ４４５ ７ ２ １５８ ０ ４ ２８７ ７ １２ ７ １６５ ５ － １２ ６

２００７ ８ ３９８ １ ２ ２７２ ２ ６ １２５ ９ ３０ ３ ５ ３ ４２ ９

２００８ ８ ５９１ ９ ３ ６１３ ６ ４ ９７８ ２ ２ ３ ５９ ０ － １８ ７

２００９ ８ ０９９ ７ ２ ８０３ ８ ５ ２９５ ９ － ５ ７ － ２２ ４ ６ ４

２０１０ １２ ７１７ １ ７ ９５６ １ ４ ７６１ ０ ５７ ０ １８３ ８ － １０ １

２０１１ １３ ０３６ ２ ７ ０５１ ３ ５ ９８４ ９ ２ ５ － １１ ４ ２５ ７

２０１２ １５ ８２９ ５ ９ １９８ ２ ６ ６３１ ３ ２１ ４ ３０ ５ １０ ８

２０１３ １４ ５２６ ７ ８ ７２１ ６ ５ ８０５ １ － ８ ２ － ５ ２ － １２ ５

２０１４ １８ ４８８ ７ １１ １０５ ９ ７ ３８２ ８ ２７ ３ ２７ ３ ２７ ２

２０１５ １７ ５９７ ２ ７ ４８９ ０ １０ １０８ ２ － ４ ８ － ３２ ６ ３６ ９

２０１６ １５ ２５３ ６ １０ ９０１ ７ ４ ３５１ ９ － １３ ３ ４５ ６ － ５６ ９

２０１７ １４ ４８７ ５ ９ ３３３ ６ ５ １５３ ８ － ５ ０ － １４ ４ １８ ４

２０１８ １７ １２６ ４ １１ ４１５ ９ ５ ７１０ ５ １８ ２ ２２ ３ １０ ８

２０１９ ４６ １６４ ０ ３９ ０６１ ０ ７ １０３ ０ — — —

２０２０ 年
１ ~ １０ ３７ ３３２ ０ ３０ ９５５ ６ ６ ３７６ ４ — — —

资料来源: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为作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提供的数据整理计
算而得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ꎻ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 １ ~ １０ 月数据源自白俄罗斯国家统计
委员会官网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ｅｌ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ｂｙ / ｅｎ /

—０６—

①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ｅｌ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ｂｙ / ｅｎ / ｏｆｉｔｓｉａｌｎａｙａ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ａ /
ｒｅａｌ － ｓｅｃｔｏｒ － ｏｆ － ｔｈ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ｔｒａｄｅ / ａｎｎｕａｌ － ｄａｔａ /



中国与白俄罗斯经贸合作的发展及其面临的主要挑战

二　 白俄罗斯吸引外资情况和中国企业在白经营状况

自中白建交以来ꎬ两国在能源、交通通信、机械制造、农业和林业等

诸多领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ꎮ 白资源禀赋优越、工业基础良好ꎬ是
欧亚陆路交通的枢纽ꎬ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ꎮ 大体而言ꎬ中国

对白俄罗斯投资和中国企业在白俄罗斯经营的状况可分为以下四个

阶段ꎮ
(一)起步阶段(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 年)
该阶段中国对白投资很少ꎬ选择在白经营的中国企业数量不多ꎬ经营

成效不显著ꎮ 这主要受限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ꎬ中白经贸合作尚处

于起步阶段ꎬ双方贸易体量较小ꎻ第二ꎬ白处于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探

索阶段ꎬ有关外国投资机制的建设颇不完善ꎬ包括中国在内的境外投资

国对白的信贷担保能力抱有疑虑ꎻ第三ꎬ白吸引外商投资的金额较小ꎮ
当然ꎬ出现这种状况也与当时白在中国对外经贸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不高

密切相关ꎮ
(二)持续上升阶段(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８ 年)
该阶段中国对白投资开始增加ꎬ中国企业也开始陆续进入白国内市场ꎮ

２００２ 年ꎬ以中信公司和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中国企业进入白国内市场ꎮ 此后ꎬ
中白在能源、交通通信、制药、农业以及劳务等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比较显著

的成果ꎮ 在此基础上ꎬ两国企业的合作开始向机械制造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

扩展ꎮ 到 ２００８ 年ꎬ更多中国企业进入白国内市场ꎬ如中国建设投资工程公

司、中国航空公司、中国工程国际集团、中国电器进出口公司以及中国北车集

团等ꎮ 这些中国企业与白签订了许多重大项目的合同ꎮ
这一时期ꎬ中国对白投资和中国企业在白的经营都取得了明显进展ꎮ 原

因主要有三点ꎮ
第一ꎬ白政府更加重视外国投资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ꎬ开始积极吸

引外资ꎬ从而为中国对白投资提供了便利ꎮ 这些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外资可

以在白购买本地企业、房产、股票和有价证券等ꎻ外资可参股创办合资企业、
开办外国法人的分支机构、购买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权以及其他产权ꎻ外
资还可以创办独资银行、金融信贷机构及分支机构和代表处ꎬ也可投资合资

银行、保险公司及合伙公司等ꎻ外资在自由经济贸易区投资可享受一定的税

收优惠政策ꎬ具有代表性的是“五免五减”(前 ５ 年免征利润税、后 ５ 年减征利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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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税)ꎮ 白优先吸引外资的领域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食品加工、能源、科
技开发、生态环境改善、军转民以及重要进口产品的替代产业①ꎮ

表 ２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８ 年白俄罗斯吸引的外国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流入实体经济部门的外
国投资

７ ２２２ １３ ０６５ １５ １７４ １８ １６２ ４０ ３６１ ５４ ２１９ ６５ ２５９

　 直接投资 ２ ９８９ ６ ７４５ ８ ５９２ ４ ５１３ ７ ４８６ １３ １３５ ２２ ７９８

　 证券投资组合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７

　 其他 ４ ２２７ ６ ３１３ ６ ５７８ １３ ６４６ ３２ ８４２ ４１ ０６２ ４２ ４４３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不包括直接投资者的
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负
债)

— — — ０ ６４４ １ １２２ ５ ６５１ ６ ８２７

资料来源:白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官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ｅｌ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ｂｙ / ｅｎ / ｏｆｉｔｓｉａｌｎａｙａ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ａ /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ａｎｎｕａｌ －ｄａｔａ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白俄罗斯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由表 ２ 可知ꎬ流入白实

体经济部门的外资逐年上升ꎬ外国直接投资基本呈上升趋势(２００５ 年除外)ꎬ
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明显提升ꎮ 就外国对白直接投资的结构而言ꎬ截至

２００８ 年ꎬ以就业人数、法定基金和企业数量作为衡量标准ꎬ外国对白的直接投

资主要聚集在工业以及贸易和公共饮食两大部门ꎬ交通通信部门所占的比重

也不容忽视②ꎮ 不过ꎬ权衡中白经贸合作中两国各自具有的优势和劣势ꎬ中
国企业对白的投资更多考虑的是如何着力推进优势互补ꎬ而非跟风投资白工

业以及贸易和公共饮食两大部门ꎮ 这一时期ꎬ在汽车制造领域ꎬ部分中国汽

车企业坚持践行“走出去”战略ꎬ积极探索与白俄罗斯的合作机会ꎻ在家电制

造领域ꎬ中国美的集团与白相关企业签署了联合生产微波炉的协议ꎻ在钾肥

生产领域ꎬ中国已成为白的主要钾肥出口国之一ꎮ
第二ꎬ白俄罗斯对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的态度比较积极ꎮ 正如白工商会主

席罗曼诺夫所言ꎬ白社会经济正处于稳定的发展周期ꎬ基础设施领域获得的

投资不断增加ꎬ私有化进程不断推进ꎬ出现了大量的投资商机ꎮ 他欢迎中国

—２６—

①

②

高潮:«白俄罗斯:“交通枢纽之国”地缘投资优势明显»ꎬ«中国对外贸易»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ꎮ

同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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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增加对白能源、机械、石油化工、轻工业及食品等领域的投资ꎬ期待中国

企业在白建立合资企业ꎬ共同利用白优越的地缘位置开拓广阔的欧洲市场ꎮ
卢卡申科总统也曾多次强调ꎬ白中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潜力巨大ꎬ白十分欢

迎中国前来投资ꎬ并将为中国企业准备最有利的投资条件ꎮ 此外ꎬ相关专家

还指出ꎬ中白双边经贸合作的潜力未得到充分挖掘ꎬ两国企业合作项目的技

术含量不高、影响力不大、沟通不顺畅ꎬ尤其是中国的资金优势与白的科研优

势并未有效结合起来①ꎮ 不过ꎬ这一时期中白经贸合作的主要内容已开始从

简单的商品贸易向大型合作投资项目转变ꎮ
第三ꎬ中国更加重视与白俄罗斯的双边(经贸)关系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ꎬ两

国元首共同发表声明确认中白关系进入全面发展和战略合作的新阶段ꎮ 与

此同时ꎬ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更大ꎬ“走出去”战略不断付诸实践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ꎬ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访白期间签署了有关中国为白水泥工业改

造提供贷款的协议ꎬ推动了中国对白提供信贷投资的合作进程ꎮ 两国关于能

源、机械制造、木材加工、石油化工、纺织和食品等领域的近 ２０ 个合作项目皆

处于准备阶段ꎬ涉投金额超过 ２０ 亿美元ꎮ
(三)快速发展阶段(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
该阶段中国对白投资和中国企业在白经营的成效更显著ꎮ 就中国对白

的投资状况而言ꎬ２０１０ 年中国对白直接投资约 ２ ０００ 万美元ꎬ２０１１ 年升至

２ ８７１万美元ꎬ主要投资领域包括家电制造、建筑业、机械设备和贸易等②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ꎬ中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白俄罗斯共和国关于中白工

业园区的协定»ꎬ中国投资 ５０ 亿美元在明斯克建立中白工业园ꎬ其中 ２５ 亿美

元用于购买中国的技术、劳动力和原料ꎬ剩余 ２５ 亿美元作为低息贷款资助白

政府ꎮ ２０１３ 年ꎬ中国对白投资约 １ ２ 万亿美元ꎬ是 ２０１０ 年的 ６ 倍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ꎬ中国总计向白提供贷款约 １６０ 亿美元ꎬ以方便中国在白

投资合作项目的建设ꎬ中白签订的投资合同和贷款协议的总价值约 ５５ 亿美

元③ꎮ 这一时期中国在白投资建设的大型合作项目超过 ２０ 个ꎬ主要包括:明斯克

２ 号和明斯克 ５ 号热电站现代化改造、明斯克—戈梅利公路路段改造、明斯克机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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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改造、日拉宾—奥西波维奇铁路电气化改造、维捷布斯克州卢克木里市 ４０ 万千

瓦联合循环发电站建设、水泥厂建设、纸浆生产厂建设、明斯克“北京饭店”建设以

及天鹅住宅区建设等ꎮ 此外ꎬ两国还签署了中国在白建立卫星通信及预报系统的

投资框架协议ꎮ 上述项目涵盖了能源、建筑、交通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①ꎮ
在此背景下ꎬ进入白俄罗斯国内市场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ꎬ在白注册的中白合资企业共计 ８６ 家ꎬ众多前往白经营的中国企业都取得

了不错的业绩ꎮ 例如ꎬ中国美的集团与白俄罗斯地平线公司合资成立了微波

炉生产企业ꎬ该企业多次受到白领导人的称赞ꎻ湖北省三江航天万山特种车

辆厂与明斯克轮式牵引厂合资成立了三江瓦利特合资有限责任公司ꎬ负责生

产大型液压自动变速箱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在白开

拓了新的电信业务市场ꎻ中国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与白俄罗斯汽车厂联合成立

白俄罗斯—吉利公司ꎬ中国重庆力帆集团与白俄罗斯亚拉维特汽车厂签订了

建立合资汽车组装厂的协议ꎬ负责组装汽车ꎻ北京住总集团在白独资承建了

明斯克天鹅住宅小区和“北京饭店”两大房地产项目②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ꎬ中国浙

江吉利控股集团还与白俄罗斯别拉兹汽车制造厂、白国家零部件集团合资公

司(“ＳＯＹＵＺ”)合资成立了吉利(白俄罗斯)汽车有限公司(“ＢＥＬＧＥＥ”)ꎬ通
过散装组件的方式生产汽车ꎬ并被白政府列为国家重点项目ꎮ

这一时期ꎬ中国对白投资和中国企业在白经营所取得的成果主要得益于

两国的相关政策ꎮ
首先是白俄罗斯的相关政策ꎮ 白独立后持续推动经济私有化进程ꎮ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８ 年ꎬ白改制国有和公有企业 ３ ６６７ 家ꎬ成立了约 １ ５００ 家股份制企

业ꎬ其中 ７２８ 家为开放式股份公司③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ꎬ白经济

遭到冲击ꎬ当年 ＧＤＰ 为 ６０７ ６３ 亿美元ꎬ２００９ 年降至 ４９２ １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１９％ ꎮ 这也是白 ＧＤＰ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首次下降④ꎮ 为摆脱经济危机对社会经

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ꎬ白更加积极地推进私有化进程并加大吸引外资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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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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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雪梅:«中白经贸合作的特点及其制约因素»ꎬ«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２０１３ 年

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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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ꎬ希望藉此稳定国内经济发展形势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ꎬ白政府通过了对部

分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的方案ꎮ 其中ꎬ２４４ 家企业被列入私有化改造名单ꎬ
１３５ 家企业被列入股份制改造名单①ꎮ 在推进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ꎬ白调整

了投资政策ꎬ加大了鼓励外商入境投资的力度ꎮ 白相关投资法律规定ꎬ除投

资军工和有关国家安全领域需要总统批准外ꎬ其他生产和经营领域均对外资

开放ꎮ 其中ꎬ白非常鼓励外资投资高新技术、进口替代以及有利于扩大出口

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产业ꎮ 为进一步吸引外资ꎬ白还给予十分优惠的税收减免

政策ꎮ 整体来看ꎬ白对外资入境的态度比较积极ꎬ投资环境相对宽松ꎮ

表 ３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白俄罗斯吸引的外国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流入实体经济部门的外国
投资

９３ ０３７ ９０ ８５５ １８８ ７８６ １４３ ２９８ １４９ ７４３

　 直接投资 ４８ ２１１ ５５ ６９４ １３２ ４８０ １０３ ５８４ １１０ ８３４

　 证券投资组合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３ ０ ２３４ ０ １２２

　 其他 ４４ ８０８ ３５ １４２ ５６ ２８３ ３９ ４８０ ３８ ７８７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不
包括直接投资者的货物、
工程和服务的负债)

１７ ６６６ １１ ９８４ ３９ ７３６ １３ ７６５ ２１ ３６２

资料来源:同表 ２ꎮ

受上述政策带来的积极影响ꎬ在国际金融危机抑制国内经济发展的情况

下ꎬ白吸引的外资不减反增ꎮ 结合表 ２ 和表 ３ 可知ꎬ２００９ 年流入白实体经济

部门的外资为 ９３ ０３７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４２ ６％ ꎻ外国直接投资 ４８ ２１１ 亿美

元ꎬ同比增长 １１１ ５％ ꎻ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１７ ６６６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１５８ ８％ ꎮ 此后 ４ 年的相关数据则出现波动ꎬ未能实现持续增长ꎮ 不过ꎬ值得

一提的是ꎬ２０１１ 年白吸引外资金额达到历史最高ꎮ 其中ꎬ流入实体经济部门

的外资为 １８８ ７８６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１０７ ８％ ꎻ外国直接投资 １３２ ４８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３７ ９％ ꎻ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３９ ７３６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２３１ ６％ ꎮ

其次是中国的相关政策ꎮ 与白俄罗斯不同ꎬ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下始终保持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ꎮ ２００８ 年中国 ＧＤＰ 为 ４ ５９８ 万亿美元ꎬ
２００９ 年增至 ５ １１ 万亿美元ꎬ增幅高达 １１ １％ ꎮ 此后ꎬ中国的 ＧＤＰ 仍保持高

—５６—

① 李泽红等:«中国和白俄罗斯钾肥资源合作态势与潜力研究»ꎬ«资源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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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长的趋势①ꎮ 在此背景下ꎬ中国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并加大了对白的投资

力度ꎮ 这一时期ꎬ由中国投资、中白合作最具标志性的项目无疑是中白工业

园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ꎬ中白正式签署关于建立中白工业园的协议ꎻ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４ 日ꎬ白内阁签发第 ４４７ 号内阁令ꎬ标志着中白工业园整体规划通过了政

府审批ꎻ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ꎬ中白工业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颁发仪

式在明斯克州执委会举行ꎬ标志着该公司正式成立并开始营业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大大推动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程ꎬ

尤其为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各领域的投资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ꎮ 一方面ꎬ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推动了中国企业对包括白俄罗斯等沿线国家基础设

施领域的投资ꎬ并扩展至高新技术领域ꎬ这不仅有利于增加中国企业的国际

影响力和话语权ꎬ还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ꎮ 另一方面ꎬ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是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标志性政策ꎬ它旨在实现中国

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ꎮ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所搭建的平台上ꎬ中国企

业对白投资既对白经济发展有所裨益ꎬ也为两国企业互学互鉴提供了更加便

利的条件ꎮ 除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外ꎬ２０１３ 年 ７ 月中国还宣布与白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关系的紧密程度ꎬ为中国对白投

资和中国企业在白经营营造了良好的环境ꎮ
(四)战略机遇阶段(２０１４ 年以来)
白制定的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 年第三个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再次明确了向外商开放

市场、制定优惠政策以吸引更多外资的重要性ꎬ并强调要密切与各国的市场联

系ꎬ进一步完善对外经济活动的管理机制ꎮ 从表 ４ 可以看出ꎬ近年来白吸引外

资的情况并未达到预期ꎮ 除 ２０１４ 年吸引的外资略有增长外ꎬ此后 ３ 年则持续

下降ꎬ到 ２０１８ 年有所回升ꎬ但 ２０１９ 年又稍有下降ꎮ 不过ꎬ中白开展经贸合作的

热度不减ꎮ 据白方统计ꎬ２０１４ 年ꎬ中国对白直接投资超过 １ ６ 亿美元ꎬ成为白的

第七大直接投资国ꎮ ２０１８ 年ꎬ中国继续保持白第七大投资国的地位ꎬ对白实体

经济部门投资所占的份额为 ３ １％ꎬ排在俄罗斯(３８ ３％)、英国(２５ ７％)、塞浦

路斯(７ ８％)、波兰(４ １％)、乌克兰(３ ７％)和德国(３ ４％)之后②ꎮ ２０２０ 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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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白各经济部门(不包括银行业)共吸引外资 ４５ 亿美元ꎬ主要投资来源国

包括俄罗斯(４２ ８％ )、塞浦路斯(１０ ９％ )和奥地利(７ ９％ )①ꎮ

表 ４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白俄罗斯吸引的外国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流入实体经济部门的外国
投资

１５０ ８４４ １１３ ４４２ ８５ ５９８ ９７ ２８５ １０８ ４２０ １００ ０６８

　 直接投资 １０１ ６８９ ７２ ４１４ ６９ ２８６ ７６ ３４２ ８５ ３７１ ７２ ３３２

　 证券投资组合 ０ １０６ ０ ０５１ ０ ０２８ ０ ０８４ ０ ０３９ ０ ０６７

　 其他 ４９ ０４９ ４０ ９７７ １６ ２８５ ２０ ８５９ ２３ ０１０ ２７ ６６９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不
包括直接投资者的货物、
工程和服务的负债)

１８ １１７ １６ １１８ １３ ０７２ １２ ４６８ １６ ３４９ １３ ２７２

资料来源:同表 ２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ꎬ中国企业在白的投资项目主要包括家电组装、汽车组装、
五星级酒店和住宅小区投资建设ꎬ此外还涉及纺织、农业、轻工业等领域②ꎮ

近年来ꎬ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意愿更强ꎬ与白俄罗斯企业开展的合作也

越发深入ꎮ
例如ꎬ由中国美的集团和白俄罗斯地平线公司合资成立的美的—地平线

公司组装的微波炉产销量实现连续增长ꎮ 到 ２０１６ 年ꎬ美的品牌的微波炉已

在白俄罗斯获得第二位的市场占有率ꎮ 除微波炉外ꎬ美的公司还计划在合资

公司组装空调、洗衣机和冰箱等各类电器③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６ 日ꎬ中白工业园

新材料项目对接会在北京召开ꎮ 会议上来自中白新材料领域的企业与专家

围绕新材料产业的发展、中国新材料企业“走出去”等内容交换了意见ꎮ 其

中ꎬ中方重点支持以非金属矿骨干大企业为代表的中国新材料企业“走出

去”ꎬ期望提升新材料的附加值并增强其国际竞争力ꎻ白方在表示欢迎的基础

上介绍了白新材料产业的发展基础、优势、重点合作方向和风险ꎬ并归纳了中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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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白俄罗斯吸引国外投资 ４５ 亿美元»ꎬｈｔｔｐ: / / ｂｙ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００８ / ２０２００８０２９９４０６０ ｓｈｔｍｌ

高潮:«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明珠»ꎬ«中国对外贸易»
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ꎮ

魏忠杰、李佳:«美的—地平线:白俄罗斯家电市场的“中国风”»ꎬ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ｒｏｌｌ / ２０１７０５１０ / ４２０６４９５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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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业“走出去”的 ６ 种可行模式①ꎮ
中国企业在白经营还有新动态ꎮ 例如ꎬ由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与白俄

罗斯老牌制造企业“ＭＡＺ”集团合资组建的“ＺＯＯＭＬＩＯＮ － ＭＡＺ”公司推出了

首台 ２５ 吨汽车起重机ꎬ标志着该公司在这一领域的国际化产品研发取得突

破性进展ꎮ 白俄罗斯吉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Ｇｅｅｌｙ Ａｔｌａｓ” (博越)轿
车已正式下线ꎬ这是白成功生产出的第一辆自产轿车ꎬ对此卢卡申科总统也

表达了感谢②ꎮ 中国一拖白俄技术有限公司作为首批入驻中白工业园的企

业ꎬ近年来与明斯克拖拉机厂、“ＡＭＫＯＤＯＲ”公司等当地有实力的企业开展

合作ꎬ主要聚焦动力换挡传动系、柴油机、高端液压件等产品的配套开发ꎬ并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③ꎮ 由中国公司总承包建设的白境内最大变电站已正式

竣工并交付白方运营ꎬ这标志着变电站已为白建造核电站做好了变电准

备④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２ 日ꎬ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与白俄罗斯钾肥公司(ＢＰＣ)
签署了«大颗粒钾肥(白色)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３ 中国市场 ５ 年独家代理合作备忘录»ꎬ
合作总量达到 ７０ 万吨(含选择量)ꎬ具体年度合同以当时的市场为基础⑤ꎮ

上述成果同样得益于两国的相关政策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ꎬ习近平主席

与卢卡申科总统在明斯克共同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关

于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ꎬ集中体现了两国元首

在诸多问题上达成的共识ꎮ 在经贸合作方面ꎬ两国元首共同强调:“经贸、信
贷、投资合作是中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双方将采取措施ꎬ扩大贸易规模ꎬ
优化贸易结构ꎬ增加相互投资ꎬ完善贸易和投资环境ꎬ在平等和互利互惠的基

础上为对方商品、服务、技术、资本准入提供良好条件”⑥ꎮ 习近平主席还提

议“推动两国高水平的政治关系转化为更多实实在在的务实合作成果ꎬ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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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媛:«“一带一路”助推新材料企业“走出去” 　 中白新材料产业研讨会在京举

办»ꎬ«中国建材»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ꎮ
«白俄罗 斯 总 统: 感 谢 中 国 帮 我 圆 了 “ 轿 车 梦”»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７１１１８ / ５３３７４９６０＿０ ｓｈｔｍｌ
周双雪:«中国农机新技术将惠及欧亚 １ ７ 亿人———一拖正式入驻“中白工业

园”»ꎬ«农机市场»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ꎮ
«中企承建白俄罗斯最大变电站竣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 ｐｈｏｔｏ /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０１ / ｃ＿１１２１４１４０８９ ｈｔｍ
«中化集团与白俄罗斯钾肥公司(ＢＰＣ)签署合作备忘录»ꎬｈｔｔｐ: / / ｍ ｆｅｒｔ ｃｎ / ｆｅｒｔ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ｓ ｈｔｍ? ｎｅｗｓｉｄ ＝ ４１２３０１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关于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的联合声明»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１１ / ｃ＿１１１５２３５８２５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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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中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①ꎮ
这一时期ꎬ两国围绕中白工业园建设展开了深入合作ꎬ致力于将中白工

业园打造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旗舰项目ꎮ 根据白政府总统令ꎬ中白工业园

的优先发展领域包括机械制造、生物医药、精细化工、电子信息和新材料ꎮ 除

此之外ꎬ园区产业聚焦于仓储物流、电子商务、大数据处理和社会文化四大领

域ꎮ 园区建设配套开发商业与住宅项目ꎬ着力打造集生态、宜居、兴业、活力、创
新五位一体的国际化空港新城ꎮ 同时ꎬ白还为中国企业入园制定了相关优惠政

策ꎬ如“十免十减半”等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ꎬ正式入园的企业共计 ６３ 家ꎬ
其中ꎬ中资企业占半数以上ꎬ包括白俄罗斯华为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招商局中白

商贸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筑丝路桥发展有限公司、中国一拖白俄技术有

限公司、宝莲华新能源集团、中国电科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等ꎬ白方独资企业次

之ꎬ来自俄罗斯、美国、德国、奥地利、立陶宛和瑞士等国的企业数量逐渐增多ꎮ
有关中白工业园建设的相关法律基础、管理机制以及交流会晤模式也基

本成型ꎬ并不断得到发展完善ꎮ 园区建设的法律基础主要包括中白两国元

首、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签署的诸多相关法律文件或协议以及白政府关于批

准园区建设的总统令和政府令等ꎮ 园区建设的管理机制为三级管理架构ꎬ包
括中白政府间协调委员会(园区最高管理协调机构)、中白工业园区管委会(管
理主体)以及中白工业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开发主体)ꎮ 目前ꎬ园区建设取

得了一定成果ꎮ 已完工项目包括: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中白工业园起步区 ３ ５ 平方公

里的“七通一平”及配套基础设施全部完工并通过验收ꎻ中国援建的变电站开始

投入使用ꎻ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工业园一期工程办公楼、标准厂房和商贸物流园投入使

用等②ꎮ 此外ꎬＭ２ 地块项目建设、招商局集团项目建设、中白科技成果转化合作

中心、住宅楼和乌沙河改造等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明显推进ꎮ
在卢卡申科总统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之际ꎬ两国政府和企业代表签署了 ８ 份合作文件ꎬ其中有 ３ 份涉及中白工业

园合作项目ꎮ 同年 ６ 月 ４ 日ꎬ中国进出口银行团组对园区进行考察ꎬ园区开

发公司总经理李海欣表示ꎬ开发公司争取在 ２０２１ 年前完成园区一期 ８ ５ 平

方公里的基础设施建设③ꎮ 为进一步推进中白科技成果产业化创新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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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 和 盐” 欢 迎 　 时 隔 １４ 年 中 国 国 家 主 席 访 问 白 俄 罗 斯»ꎬ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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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会荣:«中白工业园:“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实践»ꎬ«世界知识»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ꎮ
«中国进出口银行团组考察园区»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ｂｇｙｙ ｃｎ / ｃｎ / ｉｎｆｏ＿１７ ａｓｐｘ? ｉｔｅｍｉｄ ＝

６３５＆ｌｃｉｄ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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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ꎬ“星火计划”启动仪式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在园区顺利举行ꎬ中白产业投

资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白俄罗斯创新基金、白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

和俄罗斯达芬奇资本管理公司参与项目联合投资合作①ꎮ 当日ꎬ明斯克国际

展会中心项目奠基仪式也在园区顺利举行ꎬ该项目致力于进一步完善已经建

成并投入运营的交易展示中心②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ꎬ国机火炬园项目在中

白工业园举行奠基仪式ꎮ 该项目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首个入园项目ꎬ总占地

约 ６ 公顷ꎬ一期计划投资 ３ ０００ 万美元ꎬ致力于打造国机集团海外研发、科技

和创新的先行实验区③ꎮ
这一时期ꎬ中白工业园建设也越发受到相关各方(尤其是白俄罗斯)的重

视和认可ꎮ ２０１４ 年ꎬ中白工业园作为中白两国经贸合作的重点项目被写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规划(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ꎮ 同年 ９ 月ꎬ中国商务部和白俄罗斯经济部共同组建了中白工业

园协调工作组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习近平主席应邀访白ꎬ两国元首一致认为中白工

业园是符合两国发展利益的战略性项目ꎬ是两国大型合作项目的典范④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习近平主席在塔什干会见卢卡申科总统时强调ꎬ“要以中白工业

园项目为抓手ꎬ深化大项目合作ꎬ带动两国贸易、投资、金融、地方合作全面发

展ꎬ推动‘一带一路’建设”ꎻ卢卡申科总统表示ꎬ“白方愿密切同中方的经贸、
地方、高技术合作ꎬ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ꎬ把中白工业园打造成为‘一带

一路’标志性项目”⑤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２ 日ꎬ«关于完善“巨石”中白工业园特

殊法律制度的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令»出台ꎬ批准了«关于“巨石”中白工业

园特殊法律制度的规定»ꎬ进一步明晰了工业园建设的管理体系⑥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 日ꎬ在中白工业园区举行的“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发展论坛上ꎬ卢卡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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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出席“星火计划” 启动暨中白科技成果产业化创新中心新闻发布会»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ｂｇｙｙ ｃｎ / ｃｎ / ｉｎｆｏ＿１７ ａｓｐｘ? ｉｔｅｍｉｄ ＝ ６５４＆ｌｃｉｄ ＝ １０

«明斯克国际展会中心奠基仪式隆重举行»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ｂｇｙｙ ｃｎ / ｃｎ / ｉｎｆｏ＿１７ ａｓｐｘ?
ｉｔｅｍｉｄ ＝ ６５５＆ｌｃｉｄ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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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关于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的联合声明»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１ １ / ｃ＿１１１５２３５８２５ ｈｔｍ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ꎬｈｔｔｐ: / / ｂｙ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ｂｇｙｙ /

２０１６０８ / ２０１６０８０１３７７４９６ ｓｈｔｍｌ
«关于完善“巨石”中白工业园特殊法律制度的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令»ꎬ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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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总统表示ꎬ白致力于将中白工业园打造成新时代的和谐新城ꎬ使之成为“一
带一路”建设中的合作典范①ꎮ 来自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马蒂尼罗曼尼表

示ꎬ“中白工业园的发展成绩表明ꎬ共建‘一带一路’确实能为参与各方带来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②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ꎬ卢卡申科总统表示ꎬ感谢中国及时同白分享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相关经验ꎬ相信两国能够克服疫情带来的消极影响ꎬ进一步扩大

双边经贸合作③ꎮ 此后ꎬ中白在大力推动园区重点项目建设的基础上积极推进

两国经贸合作对接洽谈ꎮ 载装约 ２ ０００ 立方米白俄罗斯锯木的“白俄罗斯—中

国”中欧班列也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４ 日开行ꎻ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４ 日开幕的中国国际

服务贸易交易会上ꎬ中白工业园参展并获得全球服务示范案例奖项ꎮ

三　 中白经贸合作深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自建交至今ꎬ中国与白俄罗斯的经贸合作已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ꎬ但这

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持续发展ꎮ 相比之下ꎬ中白经

贸合作的潜力没有被充分发掘ꎬ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仍遭遇瓶颈ꎮ 近年

来中白进出口贸易出现明显波动便是一个例证ꎮ 总体而言ꎬ当前中白经贸合

作的深化至少面临三方面的挑战ꎮ
(一)中国之于白俄罗斯的巨大经济优势对两国经贸关系的深化形成

限制

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ꎬ国内市场相对狭小、脆弱ꎬ较难承受来自中国的大宗

商品进入ꎬ尤其是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商品ꎬ从而限制了两国经贸合作的

规模ꎬ也限制了中白工业园销售市场的扩展ꎮ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ꎬ２０１４ 年白

ＧＤＰ 达到历史最高值ꎬ但也只有 ７８８ １４ 亿美元ꎬ仅占同期中国 ＧＤＰ 的 ０ ７５％ꎮ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白 ＧＤＰ 同比下降 ２８ ４％和 １５ ５％ꎬ２０１６ 年的 ＧＤＰ 仅占同期

中国 ＧＤＰ 的 ０ ４３％ꎮ 尽管此后白 ＧＤＰ 实现连续 ３ 年的增长ꎬ２０１９ 年增至

６３０ ８ 亿美元ꎬ但仍仅占同期中国的 ０ ４４％④ꎮ 根据白国家统计委员会数据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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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白工业园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ꎬ«人民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ꎮ
«白俄罗斯总统:感谢中国及时与白俄罗斯分享抗疫经验»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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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１ ~ ７ 月白 ＧＤＰ 同比下降 １ ６％ ①ꎬ工业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２ ５％ ②ꎮ
中国与白俄罗斯在经济体量上的差距如此之大ꎬ使得白在深化两国经贸

合作关系上心存疑虑ꎮ 白尤其担心中国商品的大量涌入会对本国相关行业

的生存与发展造成强烈冲击ꎬ对本国市场的稳定构成严峻挑战ꎮ 出于保护国

内市场的考虑ꎬ白已针对部分中国商品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反倾销措施)ꎮ
这些中国商品包括柠檬酸、耐腐蚀不锈钢厨具、无缝钢管、履带式推土机和卡

车轮胎等ꎬ有效期持续至 ２０２０ 年③ꎮ 当然ꎬ白针对部分中国商品采取保护性措

施ꎬ不仅是对中国享有巨大经济优势的担忧ꎬ还是对中国企业未能充分尊重当

地市场运行规则的消极回应ꎮ 需要承认的是ꎬ少数中国企业进入白国内市场

后ꎬ为盈利而采取低价多销策略ꎬ从而破坏了当地市场秩序ꎮ 不尊重本土游戏

规则的行为遭到当地市场的消极抵制也是意料中的事ꎮ
此外ꎬ在新冠肺炎疫情对白俄罗斯经济发展造成冲击的背景下ꎬ白国内

又出现政局动荡ꎮ 自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９ 日举行总统大选以来ꎬ白国内政局陷入

持续动荡之中ꎬ国内多地出现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ꎬ指责卢卡申科操纵总统

大选ꎬ致使执政当局与反对派的矛盾愈发激化ꎮ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国内政局

动荡无疑将对白俄罗斯经济发展造成强烈的冲击ꎬ进而给中白经贸合作关系

的深化以及中白工业园的平稳发展蒙上一层阴影ꎮ
(二)白俄罗斯践行的多边平衡外交使得其在深化与中国经贸合作关系

上有所保留

尽管中国是发展活力十足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且已成为众多国家的第

一大贸易伙伴ꎬ但却始终没能成为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ꎮ 造成该现象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ꎬ中国并非白俄罗斯践行的多边平衡外交的首选ꎮ 俄罗斯始终被

白视为对外关系的首要发展对象ꎮ 白在政治、经济、外交和人文等诸多方面

都与俄罗斯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ꎮ 自 １９９５ 年白与俄签署海关同盟协议以

来ꎬ两国不断推进一体化进程ꎮ 在参与俄主导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同时ꎬ白
长期致力于推动与俄的一体化进程④ꎮ 两国一体化关系不断深入ꎬ从俄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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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７ 月白俄罗斯工业产值下降 ２ ５％ »ꎬｈｔｔｐ: / / ｂｙ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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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Ａ 谢马科、钟建平:«中国与白俄罗斯经贸关系的发展»ꎬ«西伯利亚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ꎮ

刘丹:«俄白“联盟国家”２０ 年历史嬗变与发展趋势»ꎬ«俄罗斯学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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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发展至俄白同盟ꎬ再发展到建立联盟国家ꎮ 虽然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水

平与其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并不相符ꎬ但它长期占据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的位置ꎮ 白通过俄及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可满足其很多商品需求ꎮ
白俄罗斯也尝试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ꎮ 白总理罗曼戈洛夫琴科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在议会述职时表示ꎬ白俄罗斯国家经济发展必须摆脱对能

源和外部市场的依赖性①ꎬ或多或少体现白试图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意

愿ꎮ 而对于俄白政治一体化乃至两国合并ꎬ白俄罗斯则始终持否定态度ꎮ 为避

免过于依赖俄罗斯ꎬ白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主要包括其他独联体成员国和欧

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以及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ꎬ中国在

白的外交排序中排在这些国家之后②ꎮ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ꎬ２０２０ 年 １ ~ １０
月中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３７ ３３２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２ ５％ ③ꎮ 当然ꎬ这并不

意味着白不重视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ꎮ 作为小国ꎬ白俄罗斯更多的只

是希望通过践行多边平衡外交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ꎮ 正如卢卡申科总统所

言ꎬ白不会在东西方以及俄与欧盟之间作出选择④ꎮ 不过ꎬ白俄罗斯践行的多

边平衡外交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与中国经贸合作关系的深化、合作规模的

扩大以及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多元化ꎬ也对中白工业园扩展销售市场形成掣肘ꎮ
(三)中白工业园的发展还面临挑战

中白工业园是中白互利合作的典范ꎬ对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深化意义重

大ꎮ 近几年中白工业园建设之所以取得明显进展ꎬ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治

优势ꎬ园区建设在观念与制度匹配、法律标准对接、生产要素成本、园区间交

流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存在困难⑤ꎮ 其中ꎬ以下三点是中白工业园建设亟

待解决的问题ꎮ
第一ꎬ中白工业园的招商和融资面临困境ꎮ 尽管目前正式入园的企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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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白俄罗斯总理认为国家经济发展应摆脱对能源的依赖»ꎬｈｔｔｐ: / / ｂｙ ｍｏｆ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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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会荣:«对中国与白俄罗斯关系的分析与思考»ꎬ«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ꎮ
相关数据为作者根据白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网站提供的数据计算所得(含中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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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会荣:«“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以中白工业园为

例»ꎬ«欧亚经济»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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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６３ 家ꎬ但中国企业所占比重较大ꎬ许多白俄罗斯知名企业入园的兴趣不

大ꎮ 同时ꎬ白优先吸引国际高科技企业入园的态度抑制了众多外国企业入园

的热情ꎮ 这使得中白工业园在招商方面进展较慢且后劲不足ꎬ进而导致园区

建设在融资上面临困境ꎮ 众所周知ꎬ中白工业园建设是一个长期、巨大的工

程ꎬ因而需要长时段的、充足的资金供应ꎮ 然而ꎬ园区建设的投资回报周期较

长ꎬ且白是否具备长期的、较强的融资能力仍未可知ꎮ
第二ꎬ白俄罗斯的投资环境和中白工业园的发展潜力仍面临质疑ꎮ 虽然

白政府已针对外资入境出台了诸多法律法规ꎬ但对于非独联体或欧亚经济联

盟成员国来说ꎬ白投资环境的吸引力并不高ꎮ 一些外国企业(包括中国企业)
入白经营时都面临交流困难、贸易保护、产业配套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等阻

碍ꎮ 同时ꎬ受西方经济制裁和国际油价下跌的影响ꎬ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形势

不佳ꎮ 这对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ꎮ 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国内政局动

荡的双重影响下ꎬ当前白国内经济增长乏力、通货膨胀隐患明显、金融系统独

立性低、信用评级下降ꎬ进而抑制了中白工业园的发展ꎮ 另外ꎬ白方对中白工

业园的过高期望与定位导致园区的发展潜力与实际情况不符ꎮ 例如ꎬ园区生

产和加工的商品并不能免税进入欧亚经济联盟ꎬ白希望将园区产品销往欧美

市场以避免在欧亚经济联盟形成内部竞争的构想就或多或少与现实脱节ꎮ
第三ꎬ外企入驻中白工业园的政策对接存在问题ꎬ园区管理模式有待完

善ꎮ 一方面ꎬ白俄罗斯与众多投资国的经济体制差异较大ꎬ相关法律法规难

以对接ꎮ 投资国与白在发展制度、程度和期望等方面的差异对中白工业园的

外资吸引产生了负面影响①ꎮ 这不仅会加大外企与当地企业发生摩擦乃至

冲突的概率ꎬ还会降低白政府处理园区建设问题的有效性ꎬ从而阻碍园区建

设的如期推进ꎮ 另一方面ꎬ尽管园区建设已经形成了一种由中白政府间协

调委员会、中白工业园区管委会和中白工业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构成的

三级管理架构ꎬ但是ꎬ“开发公司不具备政府职能ꎬ很难快速整合、调配政府

和当地社会资源ꎬ无法控制管委会的服务效率ꎬ从而会影响整体开发节奏

和效果”②ꎮ
面对上述问题ꎬ从中国的角度来看ꎬ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十分必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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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如何打造“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对中白工业园开发的思考»ꎬ«理论

视野»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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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着力突破固有的以量取胜和以价格取胜的竞争理念ꎬ转而坚持以技

术创新取胜和以诚信取胜的竞合理念

以往中国向白出口大量廉价商品既是出于白的需求也是中国传统竞争理念

的体现ꎮ 然而ꎬ大量中国廉价商品的涌入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白国内市场的稳定ꎬ
对本土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ꎮ 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可增加中国出口商品的附

加值和竞争力ꎬ以诚信原则为指导可适度消除白的疑虑并增强中白合作的意愿ꎮ
(二)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的自主性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ꎬ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ꎬ更好

地发挥政府作用ꎬ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ꎮ 在与白俄罗斯进行经

贸合作时ꎬ尤其鼓励国内民营企业“走出去”ꎬ加强其与白国内企业的非官方交

往ꎮ 一方面ꎬ市场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对话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中白经

贸合作的潜力ꎻ另一方面ꎬ两国政府能够提供优质的合作平台并提升双方经贸

合作的抗风险能力ꎮ 在开展和深化具体合作时ꎬ应尊重双方市场的客观差异ꎬ
切实关照两国人民的实际需求ꎬ遵守当地市场的游戏规则ꎬ着力实现互利共赢ꎮ

(三)分享和交流发展经验ꎬ完善市场对接机制

中国应坚定秉持合作共赢和包容互鉴的理念ꎬ在帮助白完善其发展模式

的同时ꎬ也要学习借鉴白发展模式的可取之处ꎮ 建立在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合

作无疑会更具潜力ꎮ 在分享和学习的过程中ꎬ中国需要做好理念宣传工作以

避免白误解乃至歪曲中国的意图ꎮ 在开展与白经贸合作的具体实践中ꎬ中国企业

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ꎬ谨防可能出现的“大佬心态”ꎬ以免引起白俄罗

斯对中国的不必要误解和猜忌ꎮ 在此基础上ꎬ中国还需协同白俄罗斯继续完善两

国市场对接机制ꎬ如建立共同的服务和权利保障标准体系、精简进出口贸易管理

程序以及建立争端解决机制等ꎮ 此举有利于减少中白双边贸易壁垒ꎬ进而为两国

经贸合作关系的长远发展提供持久动力ꎮ
(四)妥善应对风险ꎬ尽量避免被白俄罗斯内部动荡以及外部面临的消极

环境所累

作为实力相对较弱的小国ꎬ白俄罗斯国内更易出现动荡ꎬ几乎不可避免

地会受到大国博弈及其周边邻国的负面影响ꎮ 中国在与白俄罗斯开展经贸

合作时难免会受到牵连ꎮ 鉴于此ꎬ中国在共同承担应有风险的同时需注意把

握尺度ꎬ避免过度卷入白国内动荡以及陷入大国恶性博弈和地区冲突的漩

涡ꎮ 当然ꎬ在面临恃强凌弱和其他不公正事件时ꎬ中国应当站在客观公正的

立场上尽到大国应有的责任与义务ꎮ
(责任编辑: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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