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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 １ 合作”和“一带一路”框架内的
中国与斯洛伐克经贸合作

姜　 琍

　 　 【内容提要】 　 近年来ꎬ在“１６ ＋ １ 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ꎬ中
国与斯洛伐克经贸合作得到加强ꎮ 两国有着开展合作的良好条件:双边关

系长期友好ꎬ经济发展战略契合度高ꎬ产业优势互补ꎮ 斯洛伐克具有与中国

加强合作的政治意愿ꎬ两国经贸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ꎬ双边和多边磋商机

制增多ꎬ斯洛伐克保持中国在中东欧地区主要贸易伙伴之一的地位ꎬ中国对

斯洛伐克的投资呈增长之势ꎬ开通了直达和过境斯洛伐克的中欧班列ꎮ 中

斯经贸合作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两国缺乏相互认识和了解ꎻ需要对贸易逆

差问题达成共识ꎻ一些经贸合作项目的可持续性值得关注ꎻ欧盟对“１６ ＋ １
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存有疑虑ꎮ

【关 键 词】 　 “一带一路” 　 “１６ ＋ １ 合作” 中国 　 斯洛伐克 　 经贸

合作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族

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１７ＺＤＡ１５６)ꎮ
【作者简介】 　 姜琍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ꎬ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ꎮ

斯洛伐克位于欧洲中部ꎬ是一个小而年轻的国家ꎬ在中欧维谢格拉德集

团四国中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最为深入ꎮ 该国于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 日在欧盟东

扩第一波中加入欧盟ꎬ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加入欧元区ꎬ而且是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和申根协议区的成员国ꎮ 斯洛伐克经济开放程度高①ꎬ政府重视经济

外交ꎬ积极推动本国出口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ꎮ 加入欧盟后ꎬ斯洛伐克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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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６ 年斯洛伐克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１８３ ９％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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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在欧洲和全球市场的地位ꎬ发展成为欧盟经济增长最快的成员国之

一ꎮ 斯洛伐克对华友好ꎬ经贸合作是中斯关系的优先领域ꎮ 在中国相继提出

“１６ ＋ １ 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后ꎬ两国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扩大和深化ꎬ但
也面临一些挑战ꎬ值得双方加以重视并共同应对ꎮ

一　 斯洛伐克对“１６ ＋１ 合作”和“一带一路”的态度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ꎬ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波兰华沙与中东欧 １６ 国领

导人举行了首次会晤ꎬ提出促进中国—中东欧国家友好合作的 １２ 项举措ꎬ从
而开启了“１６ ＋ １合作”的进程ꎮ 尽管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领土面积、人口数

量、国际地位、政治制度和经济总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且利益诉求截然不

同ꎬ但“１６ ＋ １ 合作”开创了中国与传统友好国家关系发展的新途径ꎬ探索了

一条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制度国家间务实合作的新模式ꎮ ７ 年来ꎬ在一年一

度的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和与会各方共同制定发布的«中国—中东

欧国家合作纲要»的引领下ꎬ“１６ ＋ １ 合作”不断发展ꎬ成为颇具影响力的跨区

域合作机制ꎮ
斯洛伐克以极大的热情欢迎“１６ ＋ １ 合作”ꎬ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

面:第一ꎬ经历过曲折经济转型的斯洛伐克ꎬ将经济建设和发展视为主要战

略ꎬ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快车ꎬ实现经济快速增长ꎻ第二ꎬ在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

机之后ꎬ欧盟国家出现持续的财政问题ꎬ“１６ ＋ １ 合作”为斯洛伐克实现以欧

盟为重点的经济关系多样化提供契机ꎻ第三ꎬ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第二大经济体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ꎬ而斯洛伐克作为一个小国不是中国对外

政策的优先方向ꎬ“１６ ＋ １ 合作”成为两国保持高水平接触和加强双边关系的

平台ꎻ第四ꎬ希望在“１６ ＋ １ 合作”框架内与中国和其他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提

升斯洛伐克在欧盟的地位ꎮ
与中国从长远角度看待“１６ ＋ １ 合作”不同ꎬ斯洛伐克期望从“１６ ＋ １ 合

作”中快速获利:通过中国的绿地投资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ꎬ扩大对

中国的出口ꎬ改善基础设施ꎬ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ꎮ
时任斯洛伐克总理菲措三次参加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ꎮ ２０１２

年华沙会晤期间ꎬ他与温家宝总理谈到斯中双方应该在以下方面加强合作:
基础设施ꎬ旅游业ꎬ农业ꎬ布拉迪斯拉发与北京之间开通直航ꎬ斯洛伐克向中

国出口葡萄酒等ꎮ 菲措总理欢迎中国加大对中欧地区的投资ꎬ并表示在他执

政期间斯洛伐克的经济外交将致力于与中国开展合作ꎮ ２０１３ 年布加勒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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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晤期间ꎬ菲措总理与李克强总理讨论了中国银行在斯洛伐克设立分行ꎬ支
持基础设施项目ꎬ共同成立中小型企业ꎬ在能源、生活环境和创新等领域加大

投资等议题ꎮ 他希望ꎬ斯中两国间良好的政治关系可以推动经济合作ꎮ ２０１４
年贝尔格莱德会晤期间ꎬ菲措总理向李克强总理表达了下列愿望:在斯洛伐

克建立“１６ ＋ １ 合作” 框架内的旅游中心ꎬ在伊佩尔河上建造水力发电站ꎬ为
斯洛伐克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融资①ꎮ

２０１３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ꎬ２０１５ 年发布“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

文件ꎬ旨在促进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和沿线各国的

繁荣发展ꎮ 由于中东欧地区是欧洲的“东大门”ꎬ是连接亚欧大陆的桥梁和中

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目标区域ꎬ因此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枢纽ꎬ起着战

略区域性支点的作用②ꎮ 自 ２０１５ 年起ꎬ“１６ ＋ １ 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开

始对接ꎮ 一方面ꎬ“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１６ ＋ １ 合作”的层次和意义ꎻ另一

方面ꎬ“１６ ＋ １ 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发挥了示范和引领作用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ꎬ第六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实现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东

欧 １６ 国的全覆盖ꎮ
中东欧是世界上唯一的整个地区都被纳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ꎮ 早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斯洛伐克就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谅解备忘

录ꎬ从而成为最早加入“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ꎮ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ꎬ斯洛伐克在“１６ ＋ １ 合作”框架内实现了两个意愿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召开“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

技术合作和国际技术转移研讨会”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中国—中东欧国家虚拟

技术转移中心在布拉迪斯拉发揭牌ꎮ
即便如此ꎬ菲措总理因 “１６ ＋ １ 合作”框架内的斯中合作没有朝着他期望

的方向发展而感到失望ꎮ 例如ꎬ他希望在斯洛伐克成立中国—中东欧国家旅

游联合会协调中心ꎬ结果该中心在匈牙利成立ꎻ他希望在斯洛伐克建立中

国—中东欧国家投资促进机构联系机制ꎬ结果该机制在波兰建立ꎻ另外ꎬ斯洛

伐克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中唯一没有设立中国银行分行的国家③ꎮ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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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１ 月ꎬ菲措没有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ꎮ
斯洛伐克对“１６ ＋ １ 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有所改变ꎬ逐渐成为维谢

格拉德集团四国中最为消极的国家ꎮ
从 ２０１７ 年起ꎬ斯洛伐克对参与“１６ ＋ １ 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

重新积极起来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政府批准了«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斯洛伐克与中国经

济关系发展构想»ꎬ旨在加强与中国在投资、贸易、交通、旅游、科研和创新等

领域的合作ꎮ 维谢格拉德集团其他三个成员国尚未制定类似文件ꎮ 同年 ７
月ꎬ政府任命财政部国务秘书达娜梅阿格尔为负责“一带一路”事务谈判的

全权代表ꎮ
由于斯洛伐克政府各部委之间对于与中国发展关系的看法不一致ꎬ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斯洛伐克与中国经济关系发展构想»的行动计划至今没有获

得政府批准①ꎮ
目前ꎬ斯洛伐克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利益诉求主要是:利用斯洛伐克

东部口岸多布拉的集装箱换装能力增加过境斯洛伐克的中欧班列ꎬ并在此建

立物流中心ꎮ

二　 中斯开展经贸合作的有利条件

(一)两国关系长期友好

斯洛伐克继承了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传统友谊ꎮ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ꎬ捷克斯洛伐克是最早承认中国并建交的国家之一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工业较为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对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

技术援助ꎮ 向中国提供农业机械建立中捷友谊农场ꎬ援助中国制造机床

技术建设中捷友谊厂ꎬ两国在汽车、皮革、酿酒、玻璃、纺织机械、锅炉、陶
瓷等工业领域紧密合作②ꎮ 此外ꎬ两国在贸易和文化领域也保持长期友好

合作ꎮ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１ 日斯洛伐克独立后ꎬ致力于国内的政治、经济转型和融入

欧洲一体化进程ꎬ与中国的经贸联系有所减少ꎮ 随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斯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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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琍:«“１６ ＋ １”合作和“一带一路”框架内的中捷经贸合作:现状和前景»ꎬ«欧亚

经济»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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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克经济愈益向国际贸易开放、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２００３ 年时任

斯洛伐克总统舒斯特访问中国和 ２００４ 年斯洛伐克加入欧盟ꎬ中斯两国经贸

关系得到加强ꎮ 尽管斯洛伐克右翼政府和左翼政府对华态度存在差异ꎬ即右

翼政府倾向于与中国台湾发展较为密切的关系ꎬ左翼政府则比较关注与中国

大陆发展经济合作ꎬ但在对华政策的总体走向上没有根本性的区别ꎮ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６ 年两届右翼政府的外交政策文件写明:“在讨论西藏、台湾和人权等敏

感问题时ꎬ需要谨慎”①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斯洛伐克右翼政府也没有对中国采

取明显的批评态度ꎮ
２０１２ 年以后ꎬ在“１６ ＋ １ 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ꎬ中斯两国在

政治、经贸、文化、教育和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有所扩大和深化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时任斯洛伐克总统基斯卡等个别政要会见达赖ꎬ这导致中斯关系一度

受损ꎮ
(二)经济发展战略契合度高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变数增多、风险增大的大背景下ꎬ中国和斯洛伐克

都制定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ꎬ两者有相似之处ꎮ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ꎬ要贯彻

新发展理念ꎬ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ꎮ 具体内容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以
提高经济质量ꎻ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ꎬ以自主创新的技术带动质量和效益提

高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ꎬ以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ꎻ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ꎬ以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ꎬ
以建立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体制和机制ꎻ推动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ꎬ更好地利用全球市场和资源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斯洛伐克经济部制定了«２０３０ 年前斯洛伐克经济发展战

略»ꎬ其主要目标是确保经济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发展ꎮ 为实现此目标ꎬ必
须促进科学和创新发展ꎬ通过有效利用资源提高经济竞争力ꎬ提高就业率ꎬ增
强经济、社会和区域凝聚力②ꎮ

(三)产业优势互补

斯洛伐克的优势产业为汽车、电子、冶金和机械制造ꎮ 斯洛伐克年产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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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１００ 多万辆ꎬ平均每千人 １９８ 辆ꎬ位居世界第一ꎬ大众、标致雪铁龙、起亚和

捷豹等世界知名汽车制造商均在斯洛伐克投资建厂ꎮ 汽车工业是斯洛伐克

支柱产业ꎬ在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ꎮ 电子工业是斯洛伐克经济的重要产业

之一ꎬ在外资的带动下拥有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ꎮ 汽车工业也促进了电子

工业的发展ꎮ 冶金和机械制造业历史悠久ꎬ具有较高水平①ꎮ
中国有优势的产业是高铁、核电、互联网和金融ꎬ今后还有可能是新

能源汽车ꎮ 目前ꎬ世界高铁强国中只有中国高速动车的国产化率超过

９０％ ꎬ仅制动系统的部分产品不能实现国产化ꎮ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

核电装备产能ꎬ中国自主核电品牌已经走向欧洲、南美洲、非洲和亚洲ꎮ
中国互联网经济占 ＧＤＰ 比重已超过美国ꎮ 在中国ꎬ有一半人口接入互联

网ꎬ网购用户约 ３ ６ 亿人ꎮ 中国互联网将会成为中国产业规模最大、发
展最快的领域ꎮ 互联网金融已经超越了西方发达国家ꎮ 在传统汽车行

业ꎬ中国落后世界领先水平几十年ꎬ但在新能源汽车领域ꎬ中国有成本、
市场和技术优势②ꎮ

(四)斯洛伐克展示出加强合作的政治意愿

以佩列格里尼为首的斯洛伐克联合政府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产生ꎬ这届政府

注重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举行的第

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ꎬ佩列格里尼总理与李克强总理举行

会谈时表示ꎬ斯洛伐克希望加强与中国的交流和合作ꎬ愿同中方探讨在中欧

四国高速铁路互联互通和宽轨铁路项目上的合作ꎬ欢迎中国银行、中国邮政

总局在斯洛伐克设立代表机构③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斯洛伐克议会欧洲事务委员会举行了关于斯中贸易关系

的会议ꎬ佩列格里尼总理表示ꎬ斯洛伐克应该努力促使中欧班列过境斯洛伐

克ꎬ俄罗斯向欧洲输送的石油和天然气过境斯洛伐克ꎬ希望中国向欧洲运输

的产品也过境斯洛伐克ꎮ 他同时强调ꎬ中欧班列的运营应该是双向的ꎬ除了

从中国出口产品至欧盟市场ꎬ还应该增加从欧盟出口到中国市场的产品ꎮ 目

前ꎬ重要的环节是完成斯洛伐克食品在中国的认证ꎬ以便将斯洛伐克的乳制

—３６—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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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肉制品出口到中国市场①ꎮ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在美国竭力拉拢中欧盟友打压中国企业“华为”公司的背

景下ꎬ佩列格里尼总理公开表示ꎬ斯洛伐克属于没有明确反对与中国公司合

作的国家之一ꎬ因为至今没有获得可以证明“华为”存在安全风险的证据ꎮ 在

没有具体证据的情况下ꎬ斯洛伐克不希望陷入中美贸易战②ꎮ

三　 中斯经贸合作的成效

(一)双边和多边经贸磋商机制增多

两国政府间经济联合委员会机制对经贸合作发挥了宏观指导作用ꎬ有助

于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发展和拓展双向投资ꎮ 中斯经济联

合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ꎬ磋商具体的贸易和投资计划ꎬ并解决相互贸易和投

资中存在的问题ꎮ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分别举行了中斯经济联合委员

会第 １０ 次、第 １１ 次和第 １２ 次会议ꎮ
从 ２０１４ 年起ꎬ“１６ ＋ １ 合作”框架内的“中国投资论坛”每年一次在捷克

首都布拉格举行ꎮ 该论坛不仅成为中捷两国高层对话及合作交流的加速通

道ꎬ而且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深化经贸往来的直通平台ꎮ
从 ２０１５ 年起ꎬ“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每年一次在中国浙

江省宁波市举行ꎮ “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是以投资贸易为主

题的综合性博览会ꎬ通过举办投资洽谈、贸易展览、会议论坛、人文交流等系

列活动ꎬ努力打造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全面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

台ꎮ 从 ２０１４ 年起ꎬ“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促进部长级会议”每两年一次在

宁波举行ꎬ中国和中东欧 １６ 个国家的经贸部长或代表率团与会ꎬ就扩大贸易

规模、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增加相互投资、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达成广泛共识ꎮ
(二)斯洛伐克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

如今ꎬ斯洛伐克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国ꎬ位于波兰、捷

—４６—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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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后ꎮ 中国是斯洛伐克第十四大出口目的国(欧盟外

第三大出口目的国)和第九大进口来源国(欧盟外第三大进口来源国)ꎮ

表 １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中斯双边贸易(中方数据)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斯进口额 斯出口额 贸易平衡 双边贸易额

２０１２ ２４ ２ ３６ ６ １２ ４ ６０ ８

２０１３ ３０ ８ ３４ ６ ３ ８ ６５ ４

２０１４ ２８ ３ ３３ ８ ５ ５ ６２ １

２０１５ ２７ ９ ２２ ４ － ５ ５ ５０ ３

２０１６ ２８ ６ ２４ １ － ４ ５ ５２ ７

２０１７ ２５ ８ ２７ ３ １ ５ ５３ １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 指南———斯洛伐克(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ｂｄｑｚｎ / ＃

表 ２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８ 年斯中双边贸易(斯方数据) (单位:亿欧元)

年份 斯进口额 斯出口额 贸易平衡 双边贸易额

２０１２ ３６ ７ １３ ５ － ２３ ２ ５０ ２

２０１３ ４４ ４ １５ ９ － ２８ ５ ６０ ３

２０１４ ４９ ０ １３ ７ － ３５ ３ ６２ ７

２０１５ ５４ ３ １０ ２ － ４４ １ ６４ ５

２０１６ ５６ ２ １１ ４ － ４４ ８ ６７ ６

２０１７ ５３ １ １２ ２ － ４０ ９ ６５ ３

２０１８ ４５ １ １３ ６ － ３１ ５ ５８ ７

资料来源:斯洛伐克外交和欧洲事务部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ｚｖ ｓｋ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７４８０３２ /
６２０８４０ / ％ Ｃ４％８Ｃ％Ｃ３％ＡＤｎａ ＋ －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ｃｋ％ Ｃ３％ Ａ９ ＋ ｉｎｆｏｒｍ％ Ｃ３％ Ａ１ｃｉｅ ＋ ｏ ＋ ｔｅｒｉｔ
％ Ｃ３％Ｂ３ｒｉｕ ＋ ２０１８

通过比较中斯双方统计数据可以看出ꎬ两国的数据存在明显差异ꎮ 根据

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ꎬ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中斯双边贸易额呈下降趋势ꎬ自 ２０１６ 年

起再次上升ꎻ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斯洛伐克保持对中国的贸易顺差ꎬ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

为贸易逆差ꎬ２０１７ 年重新出现贸易顺差ꎮ 然而ꎬ根据斯洛伐克经济部和国家

统计局的统计数据ꎬ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中斯双边贸易额稳定在 ６０ 亿欧元左右ꎻ
但斯洛伐克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一直存在贸易逆差ꎬ而且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呈扩大之

势ꎬ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有所减少ꎮ
中斯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相对单一ꎬ几乎没有变化ꎮ 斯洛伐克主要向中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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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出口汽车、汽车配件、机械和电子产品ꎮ 中国向斯洛伐克出口的主要是机

械、机电产品、核反应堆、光学和摄影器材、鞋类ꎮ
(三)中国对斯洛伐克的投资呈增长之势

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其他成员国相比ꎬ斯洛伐克吸引的中国投资最少ꎮ 但

近年来ꎬ中斯相互投资出现了规模扩大化、领域宽泛化、方式多样化的特点ꎮ
根据斯洛伐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ꎬ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斯洛伐克的直接投资额为

１ ３８２万欧元ꎬ２０１６ 年为 ３ ２８５ 万欧元ꎬ２０１７ 年为 ４ ５９６ 万欧元ꎮ 据中国商务

部统计数据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中国对斯洛伐克投资额累计达 ２ ６ 亿美元ꎬ
斯洛伐克对中国实际投资额累计达 ６ ５０１ 万美元ꎮ 无论是中国对斯洛伐克投

资占斯洛伐克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ꎬ还是斯洛伐克对中国投资占斯

洛伐克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都很小ꎮ
两国在电子通信、机械、汽车、农业和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均取得进展ꎮ

目前ꎬ中国在斯洛伐克投资合作的项目主要有:华为斯洛伐克公司ꎬ中兴斯洛

伐克公司ꎬ联想布拉迪斯拉发共享服务中心ꎬ中国中车控股汽车零配件厂ꎬ航
天科工海鹰集团控股“ＩＥＥ”斯洛伐克公司ꎬ延锋斯洛伐克公司①ꎬ青岛软控欧

洲研发和技术中心ꎬ宁波天胜轴承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斯洛伐克“ＺＶＬ ＡＵＴＯ”
公司ꎬ斯洛伐克联合工业公司斯中葡萄园ꎬ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整体收购海德堡斯洛伐克公司并设立全资子公司———长荣斯洛伐克有限

公司ꎮ
２０１７ 年中国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成功收购斯洛伐克第二大物流园

(该物流园是数家世界著名零售企业、制造企业在中东欧地区最大的物流仓

储分销中心)ꎬ成立国新国际斯洛伐克物流有限公司ꎮ 该项目是近年来中国

在斯洛伐克最大的投资项目ꎬ对深化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之间的经贸联系、扩
大在该地区影响力、参与并推动当地经济和现代物流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②ꎮ
(四)开通直达和过境斯洛伐克的中欧班列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直达斯洛伐克的中欧班列首次开通ꎬ从中国辽宁省营口港

至斯洛伐克东部口岸多布拉ꎬ全程 １ １ 万公里ꎬ运行 １５ 天ꎬ共 ５０ 个集装箱ꎬ

—６６—

①

②

中国中车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上海延峰汽车内饰公司等分别通过并购方式

投资并控股斯洛伐克企业ꎬ为当地产业发展和就业作出重要贡献ꎮ 于绪欣:«“１６ ＋ １”这

五年中斯经贸合作驶入快车道»ꎬ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国新国际斯洛伐克物流项目顺利交割»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ｉｃ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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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运载韩国的液晶显示器等电子产品①ꎮ 在此基础上ꎬ中斯开展了海关监

管便利化的有关合作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从中国湖南省长沙市开出的中欧班列经乌克兰驶入斯洛伐

克ꎬ在靠近乌克兰的边境小镇多布拉换轨后开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ꎮ 在中

国营口至斯洛伐克多布拉的中欧班列停运一年多后ꎬ再次有中欧班列从乌克

兰驶入斯洛伐克ꎮ 斯洛伐克交通部部长埃尔塞克表示ꎬ中欧班列再次通过斯

洛伐克开往欧盟ꎬ对斯洛伐克意味着巨大的成功ꎬ是斯洛伐克、中国、俄罗斯

和乌克兰多方经过一年多共同努力达成的结果②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ꎬ从中国大连港发出的中欧班列直达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

斯拉发ꎬ全程 １ ０５３ ７ 万公里ꎬ共装载 ４１ 个集装箱ꎬ运行 １７ 天ꎬ货物主要是来

自华东、华北、山东、辽宁大连等地的电子产品、机械配件和轻工业产品ꎮ 货

物在布拉迪斯拉发多瑙河港站卸下后中转至匈牙利、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

欧洲国家ꎬ比传统海运节省一半时间③ꎮ
直达和过境斯洛伐克中欧班列的开通ꎬ标志着进入欧洲的中欧班列新通

道打通ꎬ促进了中欧之间的贸易便利化ꎮ

四　 中斯经贸合作面临的挑战

斯洛伐克地理位置优越ꎬ政治经济形势相对稳定ꎬ拥有成本较低且高素

质的劳动力ꎬ是欧亚大陆铁路网宽轨和标准轨的换装地ꎬ研发和创新潜力强ꎬ
是第一个造出飞行汽车的国家ꎮ “１６ ＋ １ 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拓宽了中

斯经贸合作领域ꎬ两国在交通运输、汽车、机械、电器制造、医药科研、ＩＴ 技术、
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农业、环保、金融、食品加工等领域的合作潜力有待开

发ꎮ 迄今为止ꎬ中斯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成效并不令人满意ꎬ面临以下四个

方面的挑战:
(一)两国之间缺乏认识和了解

在中国ꎬ许多人不了解斯洛伐克ꎬ不知道斯洛伐克已经于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１
日从原先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独立出来ꎮ 当然ꎬ中国人只是对斯洛伐克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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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ꎬ不存在不信任和反感的问题ꎮ 但不少斯洛伐克人不仅不了解中国ꎬ而
且怀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偏见ꎬ主要原因是:他们普遍奉行西方价值观ꎬ对
社会主义制度怀有不良的历史记忆ꎻ中斯两国之间人文交流规模有限ꎬ当地

的新闻媒体不能客观、公正地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ꎮ 因此ꎬ要加

强公共外交、民间交流和媒体的交流与合作ꎬ努力消除相互之间的不了解、不
理解和不信任ꎮ

在“１６ ＋ １ 合作”框架内ꎬ中斯已经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人文交

流活动ꎬ如教育政策对话、学生互换、文化交流、青年政治家论坛、智库合作、
旅游合作、医疗卫生合作、地方合作等ꎮ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ꎬ人文交流是深

化国家关系的“基础设施”ꎬ它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ꎬ有利于巩固、促进政

治对话和经贸合作ꎮ 当然ꎬ它需要双方长期、耐心、细致地努力ꎮ 两国企业之

间也要加强交流ꎬ要熟悉当地风俗民情、政策法规和投资障碍ꎬ以便抓住合作

机遇ꎬ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ꎮ
(二)双方需要就贸易不平衡问题达成共识

近两年ꎬ中斯双边贸易成果不太理想ꎬ斯洛伐克从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第

四大贸易伙伴降为第五大贸易伙伴ꎮ 在相互贸易中ꎬ斯方最关注的是对中国

贸易逆差问题ꎬ强调应与中国建立平衡的贸易关系ꎬ不希望成为互利合作中

落后的一方ꎮ 根据斯洛伐克官方统计数据ꎬ斯洛伐克从中国的进口额占斯洛

伐克进口总额的 ８％以上ꎬ但斯洛伐克对中国的出口额仅占斯洛伐克出口总

额的 １ ６％ ①ꎮ
由于间接贸易在中斯贸易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ꎬ双方统计方法不同导

致统计数据出现明显差异ꎮ 斯洛伐克向中国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斯洛伐

克的外国公司生产的汽车及零配件ꎬ这些产品没有标记源自斯洛伐克ꎬ从而

影响了统计数据的准确性ꎮ 然而ꎬ斯洛伐克依然有一些人认为ꎬ斯洛伐克对

中国贸易逆差的原因是中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ꎬ甚至有人建议通过逐步减少

从中国进口来减少对华贸易逆差ꎮ 事实上ꎬ中国向斯洛伐克出口的相当一部

分是半成品ꎬ在斯洛伐克加工或组装后再出口到其他欧盟国家ꎮ 因此ꎬ中国

向斯洛伐克的出口越多ꎬ对斯洛伐克越有利ꎮ 中斯双方需要在此问题上加强

沟通和理解ꎬ以免斯方不满和抱怨的情绪加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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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斯双边贸易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商品结构相对单一ꎬ这种情况可能导

致双边贸易不稳定ꎮ 对此ꎬ中国驻斯洛伐克大使馆商务参赞于绪欣先生认为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一是积极促进中国企业通过现有和未来投资

合作带动中方产能和产品对斯洛伐克出口ꎻ二是扩大自斯洛伐克进口优势产

品ꎬ增加高附加值产品、ＩＴ 技术产品、电子产品、药品、农产品和食品的比例ꎻ
三是积极推动斯洛伐克政府机构、企业来中国参加“中国—中东欧投资贸易

博览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广交会”等活动ꎬ宣传本国优势产品ꎻ四
是促进斯洛伐克政府部门、物流企业、电子商务企业积极参与“１６ ＋ １”电子商

务合作机制建设ꎬ促进中欧跨境商品以斯为中心集聚分拨①ꎮ
目前ꎬ斯洛伐克对中国的出口中 ７７ １％ 为汽车及零配件ꎬ１７ ５％ 为机械

和电子设备ꎮ 斯方也意识到有必要改变对中国的商品贸易结构ꎬ主要途径

是:加强政府对贸易活动的支持ꎬ增强斯洛伐克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宣传力度ꎬ
鼓励中小企业扩大对中国出口ꎬ重点支持 ＩＴ 企业、从事特种技术产品生产和

优质食品生产的企业开拓中国市场ꎮ
(三)经贸合作项目的可持续性问题值得关注

斯洛伐克在华投资项目不多ꎬ一度引起关注的是在江苏南通的中斯生态

产业园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南通通机股份有限公司与斯洛伐克马塔多尔公司

(Ｍａｔａｄｏｒ)的首个合作项目———高效节能新型液压硫化机成功下线ꎬ标志着

中斯生态产业园项目全面启动ꎮ 园区规划建设生产区、研发区、综合配套区

三个功能片区ꎮ 中国国家工信部、商务部与斯洛伐克经济部达成共识ꎬ拟将

中斯生态产业园打造成为装备产业生产基地和中东欧“１６ ＋ １ 合作”示范

园②ꎮ 中斯生态产业园是一个智能产业和减排项目ꎬ看似有着美好的合作前

景ꎬ却在启动一年后悄然终止ꎮ
从辽宁营口直达多布拉和从辽宁大连直达布拉迪斯拉发的中欧班列在

开通不久后停止了运营ꎮ 斯洛伐克具有从宽轨到标准轨的变换能力ꎬ期望中

欧班列经过本国境内ꎬ带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ꎬ如转运设施和仓库的建设以

及物流服务的发展ꎮ 与传统穿越白俄罗斯、波兰的中欧班列线路相比ꎬ经过

俄罗斯、乌克兰进入斯洛伐克的线路具有运输时间短、换装效率高等优势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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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能够缓解传统线路上列车在波兰布列斯特、马拉舍维奇频繁拥堵的现

象①ꎮ 两个中欧班列停运的原因之一是乌克兰危机和俄乌关系紧张导致这

一运输线路不安全ꎮ
经贸合作项目持续时间短ꎬ这不仅否定了前期浩繁的准备工作ꎬ而且打

击了双方企业加强合作的热情ꎮ 对此ꎬ双方都要吸取教训ꎬ今后尽可能避免

类似情况发生ꎬ在启动项目前要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ꎮ
(四)欧盟对“１６ ＋１ 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怀有疑虑

斯洛伐克是欧盟成员国ꎬ因此ꎬ中斯经贸合作受到欧盟立场和欧盟规则

的影响ꎮ 欧盟认为“１６ ＋ １ 合作”与其推崇的在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

的理念相抵触ꎬ会削弱欧盟的凝聚力ꎬ故不愿意看到中国同中东欧国家走得

太近ꎮ 但中国始终强调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是中国同欧盟合作的一个组

成部分ꎬ在“１６ ＋ １”机制下的合作开放透明ꎬ不会把其他欧盟国家或任何一方

排除在外ꎮ
欧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主要有:中国的贷款条件和竞标程序不透

明ꎬ可能会破坏欧盟标准ꎻ中国投资成为政治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来源ꎬ会造

成欧洲国家内部分裂ꎻ中国投资可能引发安全担忧ꎬ并对欧盟国家的工业领

导力造成战略威胁ꎮ
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容克投资计划对接、“１６ ＋ １ 合作”与中欧关系对接

达成重要共识后ꎬ欧盟的官方立场有所缓和ꎬ但内部依然观点不一ꎮ ２０１７ 年ꎬ
欧盟又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对欧盟外第三国向战略部门投资的监管ꎬ这里的第

三国实际上就是指中国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

就新的外国直接投资机制框架达成一项政治协议ꎬ尽管该协议没有为欧盟提

供统一的外资审查制度ꎬ但是加强了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之间在这一问题上

的合作②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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