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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地方合作:
历程、现状与政策建议

徐　 刚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地方交往与合

作历经了“开创局面的 ８０ 年代”、“平稳发展的两个年代”以及“全面突破的

新时代”ꎮ ２０１２ 年“１６ ＋ １ 合作”倡议启动以来ꎬ“地方合作行业(领域)
化”、“行业(领域)合作地方化”并行的特点显著ꎬ并形成地方领导人会议、
“首都市长论坛”、友好城市合作、中欧班列等多个平台ꎮ 中国浙江、河北等

省市与中东欧 １６ 国的捷克(布拉格)、波兰(华沙)在参与和推进“１６ ＋ １”地

方合作上表现较为活跃ꎮ 然而ꎬ“１６ ＋ １”地方合作仍然存在进一步提升的

空间ꎬ如点面结合的示范效应和规模效应亟须凸显ꎬ国别差异应高度重视ꎬ
以及双多边合作平台需要进一步拓展ꎮ 从中方来说ꎬ为助力“１６ ＋ １ 合作”
和“一带一路”建设ꎬ应做好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ꎬ实现“１６ ＋ １”地方合作的

全面升级ꎮ
【关 键 词】 　 中东欧　 地方合作 　 “１６ ＋ １ 合作” 　 地方领导人会议

　 友好城市

【作者简介】 　 徐刚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

员ꎬ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ꎮ

在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ꎬ(中)东欧①国家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ꎮ 一方

面ꎬ在 １９４９ 年与新中国建交的 １０ 个国家中ꎬ除苏联、朝鲜和蒙古国外均为东

—１７—

① 界定(中)东欧概念已经成为从事该地区研究的首要任务ꎮ 东欧的概念莫衷一

是ꎬ既有文化意义上的东欧ꎬ即指中世纪和近代前期受拜占庭、东正教和奥斯曼帝国影响

的区域ꎬ也有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ꎬ即社会主义时期的东欧八国ꎬ此系“冷战”时期的一

个特定概念ꎮ 还有地理意义上的东欧ꎬ这个指称又有几个小分类:一是大体与剧变前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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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国家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作为第一批建交国ꎬ东欧国家在新中国对外交往

以及国内建设上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ꎮ 另一方面ꎬ双方关系的发展既

延续传统友谊ꎬ又成为塑造新型国家间关系的尝试和典范ꎮ 虽然中东欧 １６
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ꎬ且以是否加入欧盟或欧元区被分门别类出多个

群组①ꎬ但均致力于参与“１６ ＋ １ 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②ꎬ助力中欧关

系发展ꎮ
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期ꎬ外交事务基本由中央政府独自处理ꎮ 改革

开放后ꎬ地方政府在开展对外交往上获得更大的自主权ꎬ并成为国家外交的

有益补充ꎬ甚至是突破口ꎮ 与国家间较早建立外交关系一样ꎬ东欧国家与中

国的地方交往同样走在前列ꎮ “冷战”结束后ꎬ双方在重建和摸索国家关系的

同时也在不断发展地方交往与合作ꎮ 特别是 ２０１２ 年“１６ ＋ １ 合作”框架建立

后ꎬ地方合作多点开花ꎬ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平台和品牌ꎮ
本文首先概述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地方交往与合作的历史进程ꎬ其次通

过双方合作的案例重点阐述 ２０１２ 年以来的发展现状ꎬ最后分析中国与中东

欧国家地方合作有待提升的空间ꎬ从服务“１６ ＋ １ 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的

大局出发ꎬ提出进一步全面推进地方合作的具体政策建议ꎮ

一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地方交往与合作历程

改革开放前ꎬ中国地方政府的外交实践甚少ꎬ与东欧国家的交往亦不例

转接 ７１ 页注释①
(民主德国的区域除外)相重合的区域ꎬ并将波罗的海三国纳入ꎬ涵盖 １６ 个国家ꎻ二是纳
入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摩尔多瓦ꎬ称谓新东欧ꎻ三是与西欧相对ꎬ整个欧洲东部包括俄罗
斯以及独联体欧洲国家在内的区域ꎮ 关于中东欧的使用则较为一致ꎬ即“冷战”结束后原
东欧社会主义集团除民主德国外的区域ꎮ 随着 ２０１２ 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倡议提出ꎬ
中国决策界关注的中东欧即原社会主义集团的中欧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巴尔干或东南
欧九国以及波罗的海三国ꎮ 特定政策语境的概念对学术界的研究有规范性影响ꎮ 本文所
指东欧即社会主义八国ꎬ中东欧即 １６ 国ꎮ

①　 目前ꎬ中东欧国家中属于欧盟成员国的有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
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等 １１ 国ꎬ未加入欧盟
的有塞尔维亚、黑山、波黑、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等 ５ 国ꎮ 加入欧元区的国家有斯洛文
尼亚、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ꎬ加入经合组织的国家有捷克、匈牙利、波兰、
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ꎮ 需要提及的是ꎬ科索沃在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单方面宣布独立ꎬ但中国尚未承认其独立地位ꎬ故本文未将其作为一个国家来对待ꎮ

②　 «李克强在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上的讲话»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０８ / ｃ＿１１２３０９３３５１ ｈｔｍ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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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ꎮ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地方交往与合作历经了“开创

局面的 ８０ 年代”、“平稳发展的两个年代”以及“全面突破的新时代”ꎮ
(一)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地方交往开创国家关系发展的新局面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特别是 １９７１ 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和 １９７２ 年中日邦交正

常化以后ꎬ中国地方政府的对外交往开始出现ꎬ重点内容是建立友好城市关

系①ꎮ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几年的友好城市结对中ꎬ东欧国家远远走在西欧

国家ꎬ甚至是除日本以外的西方国家前面ꎮ 在 １９８０ 年中国与欧洲国家 ４ 个

结对城市中ꎬ南斯拉夫占一半ꎬ分别是萨格勒布(同上海结对)和贝尔格莱德

(同北京结对)ꎮ １９８１ 年中国与欧洲国家结对的 ４ 个城市中南斯拉夫包揽 ３
个ꎬ分别是萨拉热窝(同天津结对)、卢布尔雅那(同成都结对)和诺维萨德

(同长春结对)ꎮ １９８４ 年ꎬ南斯拉夫斯科普里市与南昌市结成友好城市ꎮ
１９８５ 年ꎬ波兰滨海省同上海市结为友好城市ꎮ １９８６ 年ꎬ南斯拉夫伏伊伏丁那

省与吉林省结对ꎮ １９８７ 年ꎬ罗马尼亚加拉茨县与湖北省、加拉茨市与武汉市

结对ꎮ １９８９ 年ꎬ保加利亚普洛夫迪夫大区与天津市结对ꎮ 综上ꎬ南斯拉夫以

７ 对友好城市结对排在东欧国家首位ꎬ罗马尼亚以两对次之ꎬ波兰和保加利

亚则分别有 １ 对ꎮ 这一现象同当时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发展状况相吻合ꎮ
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和保加利亚等“东欧五国”以及阿尔

巴尼亚不同②ꎬ中国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关系经历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７０ 年代

的努力逐渐企稳向好ꎬ到 ８０ 年代日益密切ꎮ
与此同时ꎬ在改革开放初期ꎬ中国政界和学界对东欧国家的改革抱有浓

厚的兴趣ꎬ在邀请诸多东欧经济学家来华交流的同时也派出大量考察团出访

东欧国家ꎮ 其中ꎬ尤以出访南斯拉夫的考察团为多ꎮ 例如ꎬ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ꎬ根
据中南两国农业与食品工业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协定ꎬ中国农业科研管理

考察组赴南斯拉夫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考察③ꎻ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ꎬ根据两国签订的

«１９８１ ~ １９８２ 年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ꎬ由中国轻工业部和黑龙江省组成的

—３７—

①

②

③

１９７３ 年ꎬ天津和上海相继与日本的神户和横滨结成友好城市ꎮ １９７４ 年ꎬ西安与

日本奈良、京都以及上海与大阪建立友好城市关系ꎮ 遗憾的是ꎬ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７ 年这种交往

又中断了ꎮ
中国与“东欧五国”的关系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７０ 年代逐渐恶化ꎬ到 ８０ 年代中期才逐

渐恢复正常化ꎮ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则经历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亲密伙伴、７０ 年代

的急转直下和 ８０ 年代的缓慢正常化ꎮ
李镇卿等:«赴南斯拉夫考察农业科研管理的报告»ꎬ«黑龙江农业科学»１９８１ 年

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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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考察了南斯拉夫的甜菜制糖工业①ꎻ１９８４ 年 ８ 月ꎬ上海市造纸工业公

司赴南斯拉夫考察访问ꎬ学习相关经验ꎬ并引进无碳复写纸技术及设备②ꎻ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ꎬ上海市档案馆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学习档案管理经验③ꎻ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ꎬ辽宁省农牧业综合团赴南斯拉夫进行农牧业综合考察④ꎻ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ꎬ天津市工业微生物研究所代表团赴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共和

国进行食品技术考察⑤ꎮ 在一定程度上说ꎬ这些地方交往既为中国进一步扩

大对外开放和积累改革经验提供了有益帮助ꎬ也为双方关系的全面正常化开

创了局面ꎮ
(二)进入 ２１ 世纪的前后各十年:地方合作平稳发展

“冷战”结束后前十年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重新认识和再接触的十

年”ꎬ双方以相互尊重为基础ꎬ逐渐理顺国家间关系ꎮ 这种关系特征从 １９９４
年李鹏总理访问罗马尼亚时提出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四项基本政策以及

１９９５ 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匈牙利时对这些基本政策(“布达佩斯原则”)⑥的重

申可见一斑ꎮ 当时ꎬ双方的地方交往仍以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为主要内容ꎬ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０ 年平均每年至少有两对友好城市结对ꎬ１９９５ 年有 ８ 对友好城市

结对ꎮ 其中ꎬ斯洛伐克(日利纳市与长春市ꎬ１９９２ 年)、匈牙利(托尔瑙州与四

川省ꎬ１９９３ 年)、斯洛文尼亚(科佩尔市与九江市ꎬ１９９５ 年)和拉脱维亚(里加

市与苏州市ꎬ１９９７ 年)系首次与中国结对友好城市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稳步发展ꎮ 随着数个中东欧国家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轻工业部和黑龙江省考察组:«南斯拉夫制糖工业考察报告»ꎬ«甜菜糖业»１９８２
年第 ７ 期ꎮ

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赴南考察组:«赴南斯拉夫考察的报告»ꎬ«上海造纸»１９８５
年第 ２ 期ꎮ

吴体乾:«借鉴与思考———考察南斯拉夫档案工作札记»ꎬ«档案与建设»１９８９ 年

第 ３ 期ꎮ
孙宝善:«赴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考察所见»ꎬ«北方果树»１９９０ 年第 ２ 期ꎮ
王炳权:«赴南斯拉夫考察报告»ꎬ«食品研究与开发»１９９０ 年第 １ 期ꎮ
四项基本政策指: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ꎬ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ꎻ发展传统友谊ꎬ和

平友好相处ꎻ加强互利合作ꎬ共同发展繁荣ꎻ支持和平解决争端ꎬ促进地区稳定ꎮ “布达佩

斯原则”指: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ꎬ不干涉别国内政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一视同

仁地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ꎻ中国同中东欧国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ꎻ根据平等互利原

则扩大中国同它们的经贸合作ꎬ促进彼此经济的发展ꎬ以造福于各自国家的人民ꎻ真诚希

望中东欧地区稳定ꎬ各国人民友好和睦相处ꎬ支持和平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ꎬ尊重和支持

本地区国家加强区域性合作的愿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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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加入欧盟ꎬ双方关系发展有了国家和欧盟的双重框架ꎮ ２００４ 年胡锦涛主

席访问罗马尼亚时提出的“布加勒斯特原则”①强调了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合

作与互信的重要性ꎬ拓宽了合作交流的领域、层次ꎮ 特别要强调的是ꎬ“布加

勒斯特原则”第四点提到的“加强国际合作ꎬ共同应对挑战ꎮ 加强战略对

话和合作”体现了双方提升关系水平的愿望和诉求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地方合作也有了明显的突破ꎮ 例如ꎬ友好城市结对维持

在每年 ５ 对左右ꎮ 其中ꎬ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市与北京市ꎬ２００８ 年)、克罗地

亚(科尔丘拉市与扬州市ꎬ２０１０ 年)②和捷克共和国(乌斯季州与安徽省ꎬ２０１０
年)均系首次同中国结对友好城市ꎮ 又如ꎬ从 ２００６ 年起由中国农业部主办的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业经贸合作论坛”发展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业领

域年度多边合作机制ꎬ加强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涉农部级高层对话ꎬ提供了

企业与政府对话的平台ꎬ增进了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ꎬ
也提升了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国际水平③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论坛先后在北京、
江苏和安徽等地成功举行ꎬ为这些省市加强与中东欧国家地方之间的合作积

累了经验ꎮ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ꎬ论坛机制逐步完善、内容日益丰富、层次不断

提高ꎬ已被纳入“１６ ＋ １ 合作”框架ꎬ并于 ２０１４ 年首次在中东欧国家举行④ꎮ
(三)２０１２ 年以来:地方合作进入新时代

２０１２ 年ꎬ“１６ ＋１ 合作”倡议正式启动ꎮ 用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话说ꎬ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步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ꎬ迎来了充满希望的春天⑤ꎮ 作为

双方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ꎬ随着“１６ ＋ １ 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ꎬ地方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第一ꎬ加强友好交往ꎬ增进政治互信ꎮ 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等原

则基础上增进理解ꎬ扩大共识ꎬ相互照顾和支持对方的重大政治关切ꎬ进一步发展双边关

系ꎮ 第二ꎬ拓展经贸合作ꎬ促进共同发展ꎮ 坚持互利互惠原则ꎬ努力提高经济合作中的投

资和技术含量ꎬ通过优势互补ꎬ使中东欧与中国成为稳定的经贸合作伙伴ꎮ 第三ꎬ扩大文

化交流ꎬ巩固传统友谊ꎮ 在文化、教育、科技、旅游、卫生、新闻等领域加强交流ꎬ不断丰富

合作内涵ꎮ 第四ꎬ加强国际合作ꎬ共同应对挑战ꎮ 在反对恐怖主义、防扩散、打击跨国犯罪

和发挥联合国作用等问题上加强战略对话和合作ꎬ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ꎮ
萨格勒布市与上海市早在 １９８０ 年结成友好城市ꎬ但当时的克罗地亚共和国系南

斯拉夫的联邦成员ꎮ ２０１０ 年的结对是克罗地亚独立后首次与中国城市结对ꎮ
范丽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业经贸合作探析»ꎬ«世界农业»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ꎬ“第九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农业经贸合作论坛”在罗马尼亚

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ꎮ
«温家宝称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迎来春天»ꎬｈｔｔｐ: / / ｇｂ ｃｒｉ ｃｎ / ２７８２４ / ２０１２ / ０４ /

２６ / ３２４５ｓ３６６００７３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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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交往也走进了新时代ꎮ 经过 ７ 年的发展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地方合作不

断深入ꎬ呈现“地方合作行业(领域)化”与“行业(领域)合作地方化”并行的特点ꎬ
形成地方领导人会议、“首都市长论坛”、友好城市合作、中欧班列等多个平台ꎮ

第一ꎬ“１６ ＋ １”地方领导人会议日益机制化ꎬ成为“１６ ＋ １ 合作”的重要引

擎ꎮ 目前ꎬ地方领导人会议已相继在中国重庆(２０１３ 年)、唐山(２０１６ 年)ꎬ捷
克布拉格(２０１４ 年)和保加利亚索非亚(２０１８ 年)举行ꎮ “重庆会议”在两次

“１６ ＋ １”领导人会晤期间、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上台之后举行ꎬ向中东欧国家

释放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１６ ＋ １ 合作”的信号ꎮ “布拉格会议”期间成立

的中国—中东欧地方省州长联合会成为中东欧国家省州与中国各省市之间

增进友谊、务实合作、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平台ꎮ “唐山会议”首次通过共识

文件———«唐山共识»ꎬ进一步将地方合作具体化、实务化和可操作化ꎮ “索
非亚会议”发表«索非亚共识»ꎬ呼吁深化各领域地方合作ꎬ将 １７ 国地方合作

推向新高度ꎮ 此外ꎬ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自成立以来ꎬ先后

在中国河北廊坊、唐山以及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索非亚召开四次工作会议ꎬ
并不断扩充城市会员ꎬ为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地方合作、促进城市交流发

挥了重要作用ꎮ
第二ꎬ省州(城市)关系不断发展ꎬ“中国—中东欧国家‘１６ ＋ １ 合作’首都

市长论坛”成为重要平台ꎮ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８ 年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结对 １６９ 对

友好省州(城市)ꎬ其中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８ 年新结 ７６ 对ꎮ 省(州)、市(区)是地方合

作的主体ꎬ利用友好省州(城市)关系不仅有互信保障ꎬ而且便于项目开展ꎮ
重庆利用地方领导人会议的契机ꎬ推动重庆—中东欧研究中心、中国—匈牙

利—两江创新创业中心成立ꎬ为重庆与中东欧国家的地方合作建立起对接平

台ꎮ “布拉格会议”期间ꎬ河北省提出要将沧州中捷友谊农场和中捷产业园打

造成以通用航空和高端制造为核心、以电子信息为重点、以新能源新材料为

特色的技术承接转移中心ꎮ 同时ꎬ“中国—中东欧国家‘１６ ＋ １合作’首都市

长论坛”分别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在保加利亚索非

亚、黑山波德戈里察和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举行ꎬ为深化中国—中东欧国家

首都城市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了又一平台ꎮ 此外ꎬ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和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中国—中东欧市长论坛”在宁波举行ꎬ２０１３ 年设立的中国和波兰地方合

作论坛已分别在波兰格但斯克、罗兹、华沙和中国广州、武汉举办过五届ꎮ
第三ꎬ各行业(领域)协调机制、联合会或中心相继建立ꎮ 目前ꎬ几乎每个

中东欧国家的首都或重要城市均申请并成为“１６ ＋ １ 合作”某个行业协调机

制、联合会或中心所在地(见表 １)ꎮ 这些已经成立的联合会或中心覆盖旅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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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教育、经济、能源、卫生、医药、智库、金融、文化和物流等领域ꎬ为推进“１６ ＋
１”地方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一些联合会或中心系中国与欧洲

国家的首次合作ꎬ如中国—中东欧研究院是中国首家在欧洲独立注册的智库ꎮ
在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发布的«杜布罗夫尼克纲要»中ꎬ各方将探讨在匈牙利设立“１６ ＋
１”海关信息中心、在克罗地亚设立“１６ ＋１”信息通信技术协调机制、在罗马尼亚

建立“１６ ＋１”智慧城市中心和“１６ ＋１”女性创业网络、在黑山设立“１６ ＋１”创意

中心的可能性ꎬ探讨由斯洛伐克牵头并与感兴趣的相关方设立“１６ ＋１”区块链

中心的可能性ꎬ支持阿尔巴尼亚牵头设立中国—中东欧国家青年发展中心ꎬ支
持在中东欧国家设立中国—中东欧国家体育协调机制ꎬ欢迎 １７ 国能源主管部

门间设立“１６ ＋１”能源合作对话①ꎮ

表 １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各协调机制、联合会或中心一览表

城市 名称 时间

中东欧

布达佩斯

华沙

布拉格

索非亚

卢布尔雅那

里加

布加勒斯特

布拉迪斯拉发

中国—中东欧国家旅游促进机构和旅游企
业联合会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中东欧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中国—中东欧研究院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中国—中东欧中医药中心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中国—中东欧银联体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中国—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中国—中东欧国家海事秘书处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中国—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促进联合会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６ ＋ １”全球伙伴中心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中国—中东欧国家林业合作协调机制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中国—中东欧物流合作联合会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中国—中东欧国家能源项目对话与合作
中心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中国—中东欧国家虚拟技术转移中心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７—

①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杜布罗夫尼克纲要»ꎬ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４ 日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６７４９７９ / ｄｎｚｔ＿６７４９８１ / ｌｚｌｚｔ / ｌｋｑｆｏｑｘｄ２１ｊ＿６９６ ５４５ / ｚｘｘｘｙｄｌｍｎｇｆｇ＿
６９６５４７ / ｔ１６５４１７２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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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

斯科普里

萨格勒布

波德戈里察

萨拉热窝

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合作协调中心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６ ＋ １”中小企业协调机制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６ ＋ １”环保合作机制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６ ＋ １”兽医研究中心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中国

天津 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北京 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苏州 中国—中东欧国家卫生合作促进联合会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北京 中国—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中方理事会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杭州 中国—中东欧国家音乐院校联盟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深圳 中国—中东欧国家农产品(电商)物流中心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北京 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联盟秘书处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杭州 中国—中东欧国家图书馆联盟秘书处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ꎮ

第四ꎬ中欧班列发展迅速ꎬ为地方合作带来新机遇ꎮ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首

列中欧班列———“渝新欧”国际铁路(重庆—杜伊斯堡)成功开行以来ꎬ截
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已经累计开行超过万余列ꎬ其中大多数经过中东欧国家ꎬ并
有一部分目的地是中东欧国家ꎮ 例如ꎬ“渝新欧”、“郑欧” (郑州—汉堡)、
“湘欧”(长沙—杜伊斯堡)、“哈欧” (哈尔滨—汉堡)、“合新欧” (合肥—汉

堡)、“义新欧” (义乌—马德里)以及“长满欧” (长春—满洲里—德国)均

途径波兰ꎬ而“蓉欧”(成都—罗兹)、“苏满欧”(苏州—华沙)的目的地是波

兰ꎬ“汉新欧”(武汉—帕尔杜比采)的目的地是捷克ꎮ 中欧班列的开通及

不断增多ꎬ不仅对促进双边贸易有直接作用ꎬ而且有利于地方经济结构的

转型升级ꎮ
第五ꎬ利用和参与中欧合作框架机制ꎬ不断拓宽地方合作渠道ꎮ 为落实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签署的«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共同宣言»ꎬ“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

论坛”、“中欧城市博览会”和“中欧市长论坛”分别举行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ꎬ首届

“中国—欧盟市长论坛”在布鲁塞尔举行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ꎬ“第二届中国—欧

盟市长论坛”在北京举行ꎬ论坛定名为“中欧城市博览会”ꎮ “中欧城镇化伙

伴关系论坛”则于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举行四届ꎮ 此外ꎬ“中
欧城市可持续发展论坛”也于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举行三届ꎮ 这些机

制为中东欧欧盟成员国与中国开展地方合作提供了平台和渠道ꎮ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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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合作现状:双方案例

２０１８ 年是“１６ ＋ １”地方合作年ꎬ是从 ２０１４ 年起相继设立合作投资促进

年、旅游合作年、人文交流年、媒体年之后的又一主题年ꎮ 无论从顶层设计还

是从具体的合作进展来看ꎬ地方合作既是“１６ ＋ １ 合作”的一大特色和亮点ꎬ
又是其重要的品牌ꎮ 在过去 ７ 年中ꎬ地方合作蓬勃发展ꎬ各国均涌现许多鲜

活案例ꎬ其中中国浙江省、河北省以及中东欧的捷克和波兰表现较为活跃和

突出ꎮ
(一)中国的案例:浙江省与河北省

在中国ꎬ浙江省及宁波市是推进“１６ ＋ １ 合作”的排头兵ꎮ
第一ꎬ浙江省委省政府及宁波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１６ ＋ １ 合作”ꎬ宁波

市相继出台«关于加强与中东欧国家全面合作的若干意见»(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宁波市中东欧经贸合作补助资金管理办法»(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和«“１６ ＋ １”经
贸合作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努力将宁波发展成为中东欧商

品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向投资合作、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人文

交流的三个首选之地ꎻ重点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中国—
中东欧国家贸易便利化国检试验区以及索非亚中国文化中心三个平台的

建设ꎮ
第二ꎬ建立系列常态化合作机制ꎬ将宁波打造成各领域合作交流的首选

平台ꎮ 目前ꎬ宁波市举办过中东欧国家特色产品展、“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发展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海关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质检合作论

坛”、中国—中东欧国家商协会商务合作大会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市长论

坛”ꎬ并三次承办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促进部长级会议ꎮ 此外ꎬ首个以投资

贸易为主题的“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永久落户宁波ꎬ并在

２０１９ 年升格为国家级展会ꎬ与“中国国际日用消费品博览会”合并更名为“中
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全国首个以贸

易便利化为主题的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便利化国检试验区在宁波正式授

牌ꎮ 同年 １１ 月ꎬ全国首个地方政府部门专门成立的宁波中东欧博览与合作

事务局正式挂牌成立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首个“１６ ＋ １”经贸合作示范区在宁波启

动建设ꎮ 此外ꎬ宁波市还搭建了中东欧商品常年展销中心、中东欧贸易物流

园、中东欧工业园、中东欧博览会会务馆及中东欧国家合作研究院五大平台ꎮ
第三ꎬ“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ꎬ推动贸易和投资再上新台阶ꎮ 据宁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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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海关统计ꎬ宁波与中东欧国家贸易额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４ ４３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３６ ９６ 亿美元ꎬ占全国比重由 ４％提至 ４ ５％ ꎮ 目前ꎬ宁波与中东欧国家

落地的双向投资项目有 １３５ 个①ꎮ 浙江省在中东欧国家建设了包括塞尔维亚

贝尔麦克贸易中心在内的数个境外经贸合作区ꎬ在省内设立“１６ ＋ １”经贸合作

示范区、中捷(宁波)产业合作园、中捷(浦江)水晶产业合作园等园区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作为宁波“１６ ＋１”经贸合作示范区重要内容的数字“１６ ＋ １”经贸促进中

心在浙江万里学院(宁波)举行试上线仪式ꎮ
此外ꎬ宁波成为全国最大的中东欧商品集散中心ꎬ宁波跨境电商平台“跨境

购”、“淘宝”、“天猫”等第三方电商平台也搭建起中东欧网上商城ꎬ多方帮助中

东欧商品拓展中国市场ꎮ
第四ꎬ促进人文交流ꎬ推动民间往来ꎮ 据统计ꎬ浙江省与中东欧 １６ 国的

２１ 个省(州)或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ꎬ在友好城市结对中排在中国城市前列ꎮ
宁波市利用“中国—中东欧投资博览会”同步召开中国(宁波)—中东欧国家

教育合作交流会和中国(宁波)—中东欧国家旅游合作交流会ꎮ 在教育领域ꎬ
宁波外事学校罗马尼亚分校———中罗(德瓦)国际艺术学校、宁波中东欧国家

合作研究院、波兰语言文化中心等一批合作项目和平台正式启动ꎻ宁波工程

学院、斯洛伐克日利纳大学、保加利亚国立交通大学、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经

济与管理学院等四国高校签署中国—中东欧国际科技创新成果转移中心筹

建合作备忘录②ꎮ 在旅游合作上ꎬ宁波市与斯洛伐克日利纳州旅游局签订旅

游交流合作协议(２０１６ 年)ꎬ与匈牙利国家旅游局签署旅游合作备忘录(２０１７
年)ꎬ与塞尔维亚旅游局、捷克旅游业联盟总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２０１８ 年)ꎬ
并推动中国国旅(宁波)国际旅行社与捷克“Ｗｉｎｇｓ Ｔｒａｖｅｌ”公司互送客源协议

书(２０１７ 年)、上海众信国际旅行社与波兰“Ｔｅｌｅｆｕｎ”巴士公司战略合作协议

(２０１８ 年)以及浙江寰宇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塞尔维亚“Ｖｏｌｉｍｐｒｉｒｄｕｄ”旅
行社游学合作协议(２０１８ 年)的签署③ꎮ 此外ꎬ宁波市成功举办 “美丽宁

波”—中东欧国家推介交流会、中国—中东欧旅游市场合作专题对洽会、中
东欧国家旅游风光图片展以及“美丽中国、诗画浙江”旅游考察活动ꎬ并推

出“百团千人游中东欧”活动ꎬ累计组团超过 ２００ 个ꎬ组织 ５ ０００ 余人次走

—０８—

①
②

③

«中东欧博览会升格为“国字号”»ꎬｈｔｔｐｓ: / / ｚｊ ｚｊｏｌ ｃｏｍ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１１６２２８７ ｈｔｍｌ
俞永均:«“掘金”港城求共赢———２０１６ 中东欧博览会浙洽会消博会综述»ꎬ«宁

波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３ 日ꎮ
崔源等:«“１６ ＋ １ 合作”背景下宁波—中东欧城市旅游合作的对策建议»ꎬ«中国

市场»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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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门领略中东欧风情ꎮ 需要提及的是ꎬ宁波市重视发掘文学交流的价

值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举办“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学论坛”ꎮ
河北省在推进“１６ ＋ １ 合作”上也表现突出ꎬ特别是在产业合作领域ꎮ
第一ꎬ做好顶层设计ꎬ全面规划部署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河北省人民政府出台

«关于加强与中东欧国家全面合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ꎬ旨在贯

彻落实国家深化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战略部署ꎬ把中东欧国家作为河北省对

外开放的重要战略区域之一ꎮ 按«意见»要求ꎬ设立河北—中东欧项目合作办

公室ꎬ其功能是深入研究中东欧各国产业政策、投资重点、法律法规、市场需

求和消费习惯ꎬ加强“走出去”人才培训ꎮ 此外ꎬ河北省积极争取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在唐山成功举行第三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ꎮ
第二ꎬ稳步推进产能合作ꎬ多个项目成为示范ꎮ 首先ꎬ传统合作再次升

级ꎮ 经过 ６０ 多年的建设ꎬ１９５６ 年成立的中捷友谊农场①现已发展成为高新

技术引领区、现代农业示范区、扩大开放国别区和生态创智宜居区ꎬ并致力于

打造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河北省新兴经济增长极的科技创新发动机、中东欧

１６ 国国际技术产业转移和创新合作的“桥头堡”②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中国中东

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获批在沧州渤海新区中捷产业园设立ꎮ 根据建设

方案ꎬ该合作区将建成两个平台、一个示范区ꎬ即中东欧先进技术转移孵化的

优质平台、中东欧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良好承接平台及中东欧国家商品贸易

合作国家级示范区ꎮ 其次ꎬ新的合作开创新局面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河北河钢集

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ꎬ成立河钢塞尔维亚公司ꎮ 在随后不到一年

的时间里ꎬ钢厂 ７ 年亏损局面发生改变ꎬ并实现全面赢利ꎮ 这一成功合作案

例为中塞合作、“１６ ＋ １ 合作”以及中欧合作树立了典范ꎬ为推进中欧产能合

作注入了强大动力ꎮ 此外ꎬ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首届‘１６ ＋ １’中小企业合作论坛”
在沧州渤海新区中捷产业园举行ꎮ

第三ꎬ教育、人文、旅游、经贸、科技等多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取得明显成

效ꎮ 按照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启动的河北省国际语言人才振兴计划ꎬ河北外国语学

院将在五年内开齐“一带一路”沿线 ６０ 多个国家中的大多数语言教学ꎮ 近年

来ꎬ学院已与 １４ 个中东欧国家的 １７ 所大学签订合作协议ꎬ开设了 １３ 个中东

—１８—

①

②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ꎬ捷方赠送

６７０ 台(套)可耕种 ７ ０００ 公顷土地的农机设备ꎮ 同年ꎬ周恩来总理致电威西罗基总理

表示谢忱ꎬ并亲自命名接收这批设备的区域为中捷友谊农场ꎮ
«中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ｈｏｎｇｊｉｅ ｇｏｖ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 ｃｉｄ ＝ 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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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小语种专业ꎬ涵盖中东欧 １６ 国的所有官方语言ꎮ 同时ꎬ友好城市结对发展

迅速ꎮ ２０１６ 年唐山地方领导人会议期间ꎬ河北省与捷克摩拉维亚—西里西亚

州和南摩拉维亚州、波兰马佐夫舍省、匈牙利佩斯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ꎬ与斯

洛伐克普雷绍夫州签署开展友好交流与合作备忘录ꎻ石家庄市与匈牙利瑙吉

考尼饶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ꎻ沧州市与捷克南摩拉维亚州签署战略合作备忘

录ꎮ 此外ꎬ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举行的河北—捷克企业对接会上ꎬ河北地质大学

捷克研究中心揭牌成立ꎮ 同年ꎬ河北斌阳集团(秦皇岛)与捷克老博客啤酒集

团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ꎮ
(二)中东欧的案例:捷克与波兰

捷克与中国的关系颇为微妙ꎮ 作为首批承认新中国成立的国家ꎬ捷克

(斯洛伐克)与中国的关系在相当长时期内反反复复ꎬ这种状况直到“１６ ＋ １
合作”启动前后才有所变化ꎬ两国关系及各领域合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①ꎮ
两国开展地方合作可以追溯到 １９５６ 年的中捷友谊农场ꎮ 该农场不仅发展成

为河北重要的产业园区ꎬ而且对推动中捷、中斯合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在

“一带一路”倡议、“１６ ＋ １ 合作”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等背景下ꎬ中捷产业园

正迎来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ꎮ ２０１６ 年第三次唐山地方领导人会议期间ꎬ中
捷产业园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签署总投资超 ３０ 亿元人民币的合作协议ꎬ位
于园区的海捷公司全资收购捷克因多塔教育公司ꎮ 近些年ꎬ特别是 ２０１４ 年

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正式落户捷克后ꎬ捷克同中国结对友好

城市显著增多ꎬ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共有 １１ 对②ꎬ而此前的几十年只有 ３ 对ꎮ
具体到地方ꎬ布拉格比较活跃ꎮ 其一ꎬ“１６ ＋ １ 合作”系列会议在布拉格举

行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第二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布拉格举行ꎬ中

—２８—

①

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捷克外长扎奥拉莱克访华ꎮ 这是捷克外长时隔 １５ 年再次访华ꎬ标
志着中捷关系实现转圜ꎮ 同年 １０ 月ꎬ泽曼总统访华ꎬ成为 １０ 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捷克国

家元首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泽曼总统第二次访华ꎬ并是唯一一位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阅兵活动的欧盟国家元首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习近平主席开

启两国建交 ６７ 年来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捷克进行的国事访问ꎮ 期间ꎬ两国元首签署联合

声明ꎬ两国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ꎮ
分别是奥洛莫茨州与云南省(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中捷克州与四川省(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布拉格市与北京市(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南摩拉维亚州与广东省(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南摩拉维亚州

与海南省(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南摩拉维亚州与河北省(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布拉格市与上海市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州与江苏省(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奥洛莫茨市与昆明市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奥洛莫茨州与福建省(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以及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州与山西

省(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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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同捷克签署关于推动建立中国—中东欧地方省州长联合会的谅解备忘录ꎬ该
联合会正式落户捷克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卫生部长论坛”
在布拉格举行ꎬ«中国—中东欧国家卫生合作与发展布拉格宣言»发表ꎮ 其二ꎬ
布拉格成为与中国开通航线最多的中东欧城市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中国海南航空公

司开通北京—布拉格直达航线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开通上海—布

拉格直达航线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ꎬ中国四川航空公司开通成都—布拉格直达航线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中国海南航空公司开通北京—布拉格—贝尔格莱德航线ꎮ ２０１８
年中国成为捷克入境游第四大客源国ꎬ仅次于德国、斯洛伐克和波兰①ꎮ 其三ꎬ
布拉格将举办“中国投资论坛”打造成一张名片ꎮ ２０１３ 年ꎬ“中国投资论坛”被
列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纲要»ꎬ并先后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在布拉格举行ꎮ 其四ꎬ布拉格

与中国的金融、贸易关系增强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中国银行在布拉格设立分行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浙江义乌—布拉格的中欧班列正式开通ꎻ同年 ９ 月ꎬ中国工商银

行在布拉格设立分行ꎬ系目前捷克唯一由非欧盟银行设立的分行ꎮ 其五ꎬ布
拉格同中国的人文交流不断推进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ꎬ布拉格中华国际学校孔子

课堂成立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帕拉茨基大学孔子学院(２００７ 年 ９ 月成立)在布拉

格设立分院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ꎬ布拉格相继同北京、上海结为友好城市ꎮ
再来看波兰ꎮ 中波关系发展一直走在前列ꎮ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ꎬ中波轮

船股份公司成立ꎬ是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ꎬ波兰继塞尔

维亚(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之后成为第二个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中东欧国

家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ꎬ“第二届中国一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暨首届中国与中东

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华沙举行ꎬ波兰成为“１６ ＋ １ 合作”的发源地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波兰紧随塞尔维亚将与中国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ꎮ 在地方交

往与合作层面ꎬ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波兰滨海省就与中国上海市结成友好城

市ꎬ使其成为当时东欧国家中继南斯拉夫之后第二个与中国结为友好城市的

国家ꎮ 目前ꎬ波兰 １６ 个省几乎都跟中国地方政府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ꎮ
在中波地方合作以及“１６ ＋ １ 合作”中ꎬ华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ꎮ 其一ꎬ

积极举办“１６ ＋ １ 合作”系列会议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促

进机构联系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华沙举行ꎻ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第三届中国—中东欧

国家教育政策对话和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第二次会议在华沙举行ꎻ

—３８—

① 中国驻捷克大使馆经商参处:«２０１８ 年赴捷克旅游人数再创纪录»ꎬｈｔｔｐ: / / ｃ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９０２ / ２０１９０２０２８３４７７１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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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１０ 月ꎬ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第六次国家协调员会议在华沙举行ꎻ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首届中国—中东欧发展论坛”在华沙举行ꎻ同年 １０ 月ꎬ第二届中

国—中东欧国家交通部长会议在华沙举行ꎮ 其二ꎬ数家机构落户华沙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中国—中东欧 １６ 国投资常设秘书处在华沙正式成立ꎬ这是继北京

之后中国—中东欧对话机制首个在中东欧的常设机构①ꎻ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中
国—中东欧联合商会在华沙成立ꎻ２０１７ 年 ２ 月ꎬ中国—中东欧国家海事秘书

处在华沙设立ꎮ 其三ꎬ金融、贸易和人文交流等合作良好ꎬ中国多家银行在华

沙开办业务ꎮ 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在波兰设立华沙分行ꎻ２０１６ 年 ９ 月ꎬ中国国际航

空公司开通北京—华沙直达航线ꎻ同时ꎬ华沙既是中欧班列的中运站(如“渝
新欧”、“郑欧”、“湘欧”、“哈欧”、“合新欧”、“义新欧”、“长满欧”、“西新欧”
及“蓉欧”)ꎬ也是终点站(如“苏满欧”、“苏新欧”)ꎻ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ꎬ华沙

所在的马佐夫舍省同中国山东省、河北省结为友好城市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中国湖南省与波兰马佐夫舍省正在商讨筹备建设中波工

业合作园有关事宜ꎮ 建成的中波工业合作园将是中国在欧洲独立承办的首

家国家级境外产能合作园区ꎬ湖南及其他省市的产业和产品将通过这个平台

进入欧盟市场ꎬ对推进中波地方合作、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合作以及中国

与西欧大国开展第三方或多方市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ꎮ

三　 “１６ ＋１”地方合作有待提升的空间与政策建议

目前ꎬ“１６ ＋１”地方合作已经全方位展开ꎬ并在一些领域和地区呈现良好的

发展态势ꎮ 尽管如此ꎬ由于全面合作起步较晚ꎬ亦无先例可循ꎬ其中仍然存在不

少可以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和有待解决的问题ꎮ 为助力“１６ ＋１ 合作”和“一带一

路”建设ꎬ应做好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ꎬ实现“１６ ＋１”地方合作的全面升级ꎮ
(一)“１６ ＋１”地方合作有待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首先ꎬ点面结合的示范效应和规模效应亟须凸显ꎮ 在多边框架内ꎬ合作既

要反映各方的规模效应ꎬ也要体现重点的示范效应ꎬ做到点面结合ꎮ 中东欧各

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ꎬ多国内部各区域发展程度亦不尽相同ꎬ因而参与“１６ ＋ １
合作”以及获益情况也有差别ꎮ 大体来看ꎬ华沙、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等城市的发

—４８—

① 徐刚:«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新阶段、新挑战与新思维»ꎬ«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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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空间、潜力和需求均较大ꎬ同中国中等以上城市开展合作具有可行性①ꎮ 相

比之下ꎬ其他城市对中国的市场需求较少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前述案例的

实际情况ꎮ 从中国方面来说ꎬ地区差异也比较明显ꎬ各区域间、各行业领域的无

序竞争依然存在ꎮ 浙江、河北、山东、重庆、辽宁等多个省市均积极推进“１６ ＋ １
合作”及其框架内的地方合作ꎬ但似乎很难看出明确的分工和定位ꎮ 在中欧班

列国内运输协调委员会、中欧班列运输协调委员会、中欧班列专题协调机制等

相关机制建立后ꎬ此前存在的缺乏协调问题得到一定缓解ꎬ但仍未彻底解决②ꎮ
此外ꎬ中国企业扎堆一国或几国甚至恶性竞争现象也并非没有ꎮ

其次ꎬ国别差异应高度重视ꎮ 地方合作虽然是地方性行为ꎬ且与历史交

往传统有关ꎬ但同样深受当前国家间关系水平的影响ꎮ 从当前双边关系定位

来看ꎬ１６ 国与中国的关系大体分成全面战略伙伴、战略伙伴、全面友好合作

伙伴、全面合作伙伴、传统友好以及一般建交等六类③ꎮ 经贸上ꎬ波兰、匈牙

利、捷克、罗马尼亚等国对华贸易额多ꎬ北马其顿④、波黑和黑山等国的对华

贸易额非常少⑤ꎮ 这些不可避免地对“１６ ＋ １”地方合作产生影响ꎮ 对于双边

贸易赤字、中国投资流向差异等问题需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从人口规模看ꎬ只有布加勒斯特(１８６ ８ 万)、华沙(１７２ ２ 万)、布达佩斯(１７１ ４
万)、布拉格(１３１ ４ 万)、索非亚(１２２ ６ 万)及贝尔格莱德(１１８ ２ 万)的人口在 １００ 万以

上ꎮ 据普华永道的 ＧＤＰ 数据看ꎬ在其统计的全球前 １５１ 个城市中ꎬ２００８ 年华沙、布达佩斯

和布拉格分别以 ６８０ 亿美元、５３０ 亿美元和 ４９０ 亿美元列第 ８５ 位、第 １００ 位和第 １０６ 位ꎬ
２０２５ 年预计以 １ ０７０ 亿美元、８００ 亿美元和 ７６０ 亿美元列第 ９４ 位、第 １１６ 位和第 １２２ 位ꎮ
而中东欧其他 １３ 国的首都或城市均未进入前 １５１ 位的统计ꎮ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Ｃ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Ｈｏｗ Ｍｉｇｈｔ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ｙ ２０２５? ｈｔｔｐ: / / ｐｗｃ ｂｌｏｇｓ ｃｏｍ / ｆｉｌｅｓ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ｉｔｙ － ｇｄｐ －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 ２００８ － ２０２５ ｐｄｆ

马斌:«中欧班列的发展现状、问题与应对»ꎬ«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塞尔维亚(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波兰(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和匈牙利(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是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ꎻ捷克(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是战略伙伴关系ꎻ罗马尼亚(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和保加利亚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是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ꎻ克罗地亚(２００５ 年 ５ 月)是全面合作伙伴关系ꎻ
北马其顿(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是互利合作关系ꎻ阿尔巴尼亚(２００９ 年 ４ 月)是传统友好关系ꎻ
爱沙尼亚、波黑、黑山、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是一般建交关系ꎮ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马其顿共和国正式更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ꎮ
２０１７ 年ꎬ中国与波兰的贸易额为 ２１２ ２９４ ５ 亿美元ꎬ与捷克的贸易额为 １２４ ８８６ ６

亿美元ꎬ与匈牙利的贸易额为 １０１ ２６７ １ 亿美元ꎬ与罗马尼亚的贸易额为 ５６ ０２２ １ 亿美

元ꎬ而与北马其顿、波黑和黑山的贸易额分别只有 １ ６４４ ８ 亿美元、１ ３６０ ６ 亿美元和

１ ９９１ ２ 亿美元ꎮ 参见«２０１７ 年 １ ~ １２ 月中国与欧洲国家贸易统计表»ꎬｈｔｔｐ: / / ｏｚｓ ｍｏｆ
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ｏｊｍｇｘ / ｄａｔｅ / ２０１８０２ / ２０１８０２０２７１４５３０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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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ꎮ 而在国家间关系定位上ꎬ我们必须要思考:对其他所谓一般性国家应

如何与之交往? 在“１６ ＋ １ 合作”框架内要不要区分所谓的支点性国家? 区

分支点性国家对发展“１６ ＋ １ 合作”整体框架有什么影响? 这是未来同中东

欧国家发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时不能回避的问题①ꎮ
最后ꎬ双多边合作平台需要进一步拓展ꎮ “１６ ＋ １”地方合作既有两国间

的双边平台ꎬ如工业园、产业园、中欧班列ꎬ也有多边的框架ꎬ如地方领导人会

议、“首都市长论坛”ꎮ 但是ꎬ在次区域层面尚无合作框架ꎬ一些多边合作也是

有名无实ꎮ 例如ꎬ前述“１６ ＋ １ 合作”行业机制、联合会或中心设立并不均衡ꎬ
大多集中在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国首都ꎬ而较少设立在其他国家ꎬ有些国家ꎬ
如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则没有ꎮ 此外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目前已有 １６９ 对友好

城市ꎮ 然而ꎬ有学者考察指出ꎬ这些友好城市虽然基本包含了交流合作的所

有方式ꎬ但也有明显不足ꎬ如人员文化性交流活动少、友好城市协同合作少、
实质性合作少、交流模式单一以及结对集中在省会城市或州所在地等ꎮ 同

时ꎬ交流更多地处于较程序化、常规化的阶段ꎬ对于“１６ ＋ １ 合作”参与度不够ꎬ
在中东欧的整体影响力较弱ꎬ在中国—中东欧合作中的作用也微乎其微ꎬ同很

好地参与和服务“１６ ＋１ 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使命尚有很大距离②ꎮ
(二)推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地方合作的政策建议

“１６ ＋ １ 合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ꎬ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ꎬ而是 １７
国ꎬ包括其他感兴趣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唱ꎮ 从中方来讲ꎬ为进一步推进“１６
＋ １ 合作”扎根地方ꎬ实现地方合作全面升级ꎬ应重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ꎮ

第一ꎬ充分发挥“１６ ＋ １”地方领导人会议机制ꎬ做好顶层设计ꎮ 研究是否

需要经过 ２ ~ ３ 年的过渡实现“１６ ＋ １”地方领导人会议年度化ꎮ 鼓励和引领

中东欧国家的城市轮流承办会议ꎬ利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的功能

设置议题ꎬ引导 １６ 国共商、共建、共享ꎮ
第二ꎬ重点引导“１６ ＋ １”地方合作同中东欧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及“一带

一路”建设对接ꎮ 将各自合作需求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项目ꎬ把各自

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转化为务实合作的具体成果ꎬ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ꎮ
同时精耕细作ꎬ打造数个示范项目和标杆工程ꎬ并做好宣传工作ꎮ 建设好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揭牌的“１６ ＋ １”全球伙伴中心ꎬ充分发挥其为“１６ ＋ １ 合作”同其

—６８—

①
②

朱晓中:«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发展»ꎬ«领导科学论坛»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ꎮ
吴素梅、李明超:«国际友好城市参与中国—中东欧合作研究»ꎬ«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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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战略规划对接提供政策、法律等咨询和智力支持的作用ꎮ
第三ꎬ继续健全和完善行业机制、联合会或中心建设ꎬ尽快实现 １６ 国全

覆盖ꎮ «杜布罗夫尼克纲要»支持阿尔巴尼亚设立中国—中东欧国家青年发

展中心后ꎬ１６ 国只剩下塞尔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没有设立任一行业机

制、联合会或中心ꎮ 下一步ꎬ可探讨在贝尔格莱德建立“１６ ＋ １”电影电视交流

中心ꎬ在塔林建立“１６ ＋ １”电子商务中心ꎬ在维尔纽斯建立“１６ ＋ １”港口联合

会或港口城市联盟ꎮ
第四ꎬ积极发挥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机制作用ꎬ积极推动地

方友好交往ꎬ加强地方治理经验交流ꎬ努力打造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合作的新

亮点ꎮ 鼓励推动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在该机制下强化合作ꎬ建立友好城市关系ꎮ
具体来说ꎬ推动立陶宛、黑山和波黑等国的城市申请成为省州长联合会会员ꎮ

第五ꎬ搭建中国—中东欧友好城市协作网络ꎬ把友好城市文化和人员交

流向纵深推进ꎬ形成友好城市常态化交流机制ꎮ 支持中东欧国家的友好城市

承办“１６ ＋ １”地方领导人会议及相关会议并提供帮助ꎮ 积极邀请更多友好城

市出席 ２０２０ 年在昆明举办的第七届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ꎮ 推动更多城市

成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在成都成立的国际友好城市旅游联盟成员ꎮ 适时举办“中
国—中东欧国家友好城市暨地方政府合作论坛”ꎮ

第六ꎬ积极参与中国同欧盟合作框架内的地方合作机制ꎬ拓宽地方合作渠道ꎮ
例如ꎬ继续推进“中欧市长论坛”、“中欧城镇化论坛”等机制ꎬ使这种成功的经验

扩散和外溢至其他功能性领域ꎬ进而促进中欧关系的整体发展和战略对接ꎮ
第七ꎬ重视“１６ ＋ １ 合作”框架内的跨国合作平台建设ꎬ借鉴广州与奥克

兰、洛杉矶组成三城经济联盟、广州—里昂—法兰克福—伯明翰四城经济联

盟的成功经验①ꎬ选择合作成熟的友好城市引入“１６ ＋ １ 合作”ꎬ形成如成都—
罗兹—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的经济联盟ꎬ挖掘多边合作潜力ꎮ

第八ꎬ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集中统一领导下统筹做好地方外事工作ꎬ
从全局高度集中调度、合理配置各地资源ꎬ强调外事、外宣、外经、外资、外贸

“五外”联动ꎮ 继续推进领事磋商ꎬ推动更多中东欧国家对中国实施签证便利

化ꎬ同时促进中东欧国家提高领事服务水平ꎬ为开展全方位的地方合作创造

条件ꎬ服务于“１６ ＋ １ 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ꎮ
(责任编辑: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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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龚春辉、朱晓枫、邵一弘:«广东已缔结国际友城关系 １９２ 对»ꎬｈｔｔｐ: / / ｅｐａ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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