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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在“一带一路”上的创新合作

龙　 静

　 　 【内容提要】 　 创新合作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和“１７ ＋ １
合作”框架内具有巨大合作潜力的板块之一ꎮ 从资本、人才、市场和体制等

几大核心要素的配置情况来看ꎬ中东欧地区具有境外投资充沛、劳动力质优

价廉、一体化市场动力强劲和多层激励机制并存等特点ꎬ正处于创新能力的

积聚期和紧随西欧发达国家的追赶期ꎬ但也存在本国投入不足、受制于境外

企业、人才流失严重、企业运营成本快速上升和内部差异明显等短板ꎮ 当

前ꎬ中国与中东欧各国在创新领域的合作呈现顶层设计不断推进、合作平台

日趋健全、领军企业助力投资的发展态势ꎮ 展望未来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

创新领域的合作需要克服挑战、坚持原则、把握机遇、积极探索ꎮ
【关 键 词】 　 中国　 中东欧国家　 创新合作　 “一带一路” 　 “１７ ＋ １

合作”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 年度上海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项目«上海面

向“一带一路”构建高水平创新网络研究(Ｂ)———以中欧创新战略伙伴关系

和“一带一路”支点国家合作为例»(项目编号:１８６９２１００８００)ꎮ
【作者简介】 　 龙静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ꎬ上海国际问题

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ꎮ

中东欧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ꎮ 中东欧地区各国

均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ꎬ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对中国倡议

给出最积极回应的区域ꎮ 同时ꎬ在各方的积极参与下ꎬ２０１２ 年建立的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①平台也已经从建章立制、夯基筑台的初期阶段进入推进更

—１７—
① 原称“１６ ＋ １ 合作”ꎬ２０１９ 年希腊加入后升级为“１７ ＋ １ 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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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具体项目和展示先期合作成果的稳健发展期ꎮ “一带一路”与“１７ ＋ １ 合作”
相辅相成ꎬ为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各国开拓更有前景的合作空间提供了成熟和有

利的条件ꎮ
加强创新合作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互利共赢和民

心相通的重要途径之一ꎮ 同时ꎬ创新合作也是“１７ ＋ １ 合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ꎮ 近年来ꎬ中东欧各国积极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方向升级ꎬ企业

也在产业信息化和智能化浪潮中积极寻求机遇ꎮ 整个中东欧地区在创新领

域呈现迫切的需求和强劲的动力ꎮ 而对外科技交流和创新产业国际合作是

新时代中国人文外交和经济外交的重要内容ꎮ 因此ꎬ双方相向而行ꎬ合作共

赢的前景非常广阔ꎮ

一　 中东欧地区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主要特点

从资本、人才、市场和体制等几大核心要素在中东欧地区的配置情况来

看ꎬ这一地区具有创新活动飞速发展的良好条件ꎬ呈现独特的区域优势ꎬ具体

体现为以下几大特点ꎮ
(一)境外投资带动其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中东欧国家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德国这一发达经济体ꎬ在历史上也大多与

德国有着悠久的经贸与政治往来ꎮ 因此ꎬ随着大批中东欧国家转型成功并顺

利加入欧盟ꎬ德国也开启了将多个中东欧国家逐步纳入以汽车和机械制造业

为核心的产业链投资进程ꎮ 据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统计ꎬ德国在中东欧国家的

企业数量和投资额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ꎬ且主要集中在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

(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ꎬ以下简称 Ｖ４)和罗马尼亚(见图 １ 和图 ２)ꎮ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７ 年ꎬ投资上述五国的德国企业数量从 ２ ５００ 家增至近４ ０００家ꎬ投
资额也从 ４００ 亿欧元增至 １ ０００ 亿欧元以上①ꎮ 产业链的形成带动了德国与

中东欧国家之间以汽车及其零配件为主的货物贸易迅速增长ꎮ 从表 １ 可见ꎬ
德国在五个中东欧主要经济体中都占据最大出口和进口贸易伙伴国地位ꎬ且
比重基本都高于 ２０％ ②ꎮ

—２７—

①

②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０:Ｆｏ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ｔｏｃｋ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ｕｎｄｅｓｂａｎｋ ｄｅ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ｂｌｏｂ / ７１００３０ / ４ａ５ｂｃａ９２ｃｃ５６６３ｂｄｆｆｅ３５ｆ６８７ｄ２ｂｄｅａｃ / ｍＬ / ２００９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ｄｉｒｅｃｔ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ｓｔｏｃｋ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ｄａｔａ ｐｄｆꎻ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ｕｎｄｅｓｂａｎｋ ｄｅ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ｂｌｏｂ / ７９９２１８ / ００ｃｃ４ｄ９８０４０ｂ３４ｃａ６７ｂａ９ｃｃｆ８ａ２ａｄｆ１ｂ / ｍＬ / ｓｔａｔｓｏ１０ － ２０１９ － ｄａｔａ ｐｄｆ

同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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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 在中东欧 １６ 国投资的德国企业数量 (单位:家)
资料来源:德意志联邦银行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ｕｎｄｅｓｂａｎｋ ｄｅ /

图 ２ 德国对中东欧 １６ 国的投资情况 (单位:亿欧元)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表 １ ２０１７ 年德国在 Ｖ４ 和罗马尼亚进出口贸易中的排名(占比)

国家 进口货物贸易排名(占比％) 出口货物贸易排名(占比％)

捷克 １(２７) １(３２)

波兰 １(２５) １(２６)

匈牙利 １(２７) １(２７)

斯洛伐克 １(１８) １(２１)

罗马尼亚 １(２３) １(２０)

资料来源:ＢＡＣ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ｏｅｃ ｗｏｒｌｄ / ｅｎ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ａｔａ /

在投资早期ꎬ德国企业主要利用 Ｖ４ 为首的中东欧国家相对低廉的劳

动力资源设立制造和组装基地ꎬ为德国出口做基础加工服务ꎮ 但近年来ꎬ
随着德国国内工程师数量减少、中东欧地区劳动力素质上升、各国政局稳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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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市场成长迅速等多种因素出现ꎬ越来越多的汽车制造企业不再仅仅将

中东欧国家作为简单的生产和加工基地ꎬ在追加投资的过程中将高级零部

件的生产线转移到这里ꎮ 例如ꎬ德国奥迪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在匈牙利增设新

厂ꎬ作为重要的发动机生产和供应中心ꎻ英国捷豹路虎公司在斯洛伐克投

资 １４ 亿欧元兴建的工厂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正式投产ꎬ成为其高端车型的

生产中心ꎮ
当前ꎬ汽车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正促使欧洲多家汽车工业巨头考虑将

本国的研发投入对外转移ꎬ将更多与汽车信息化、智能化相关的软件开发任

务交付中东欧各国①ꎮ 境外直接投资从非技术性劳动部门向技术性劳动部

门和研发部门转移ꎬ这意味着中东欧多国在汽车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正

在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ꎬ整个中东欧地区的国际竞争力也在

随之提升ꎮ
(二)优质人才蕴含创新潜能

如前所述ꎬ以德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将中东欧国家作为投资首选的另一个重

要原因在于ꎬ中东欧地区拥有大量知识水平较高而价格相对较低的劳动力资源ꎮ
从劳动力成本来看ꎬ中东欧国家(斯洛文尼亚除外)的最低工资水平大幅

低于西欧发达国家ꎬ特别是与德国毗邻或靠近的 Ｖ４ 四国ꎬ虽然较其他中东欧

国家的收入水平高ꎬ但与德国相比仍形成巨大的阶差(见表 ２)ꎮ

表 ２ ２０１９ 年下半年中东欧各国和德国月最低工资 (单位:欧元)

国家 月最低工资 国家 月最低工资 国家 月最低工资

波兰 ５２９ ４６ 爱沙尼亚 ５４０ ００ 克罗地亚 ５０６ ９４

捷克 ５２４ ６２ 拉脱维亚 ４３０ ００ 塞尔维亚 ３０８ ４１

斯洛伐克 ５２０ ００ 立陶宛 ５５５ ００ 黑山 ３３１ ３３

匈牙利 ４６０ ７４ 保加利亚 ２６０ ７６ 阿尔巴尼亚 ２１１ ９９

斯洛文尼亚 ８８６ ６３ 罗马尼亚 ４３９ ３５ 北马其顿∗ ２３９ ７４

德国 １ ５５７ ００ — — — —

资料来源: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ｓ － ｂｉ － ａｎｎｕａｌ ｄａｔａꎬＥｕｒｏｓｔａｔꎬｈｔｔｐ: / / ａｐｐｓｓｏ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ｎｕｉ / ｓｈｏｗ ｄｏ? ｄａｔａｓｅｔ ＝ ｅａｒｎ＿ｍｗ＿ｃｕｒ＆ｌａｎｇ ＝ ｅｎ

注:∗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前称为马其顿ꎮ

—４７—

①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Ｄ ＣＥ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ｃｏｍ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 ａｎｄ －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 ｏｕｒ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 ｔｈｅ － ｒ － ａｎｄ － ｄ － ｃｅｅ －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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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劳动力素质来看ꎬ中东欧国家较高的教育水平也同样能够提供大量

的技术型劳动力ꎮ 根据欧洲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ꎬ中东欧国家高等教育的

普及率并不低ꎬ有些国家甚至远远高出西欧发达国家(见表 ３)ꎮ 诸多历史悠

久、积淀深厚的中东欧高校在科技人才培养领域的成果不逊于西欧国家ꎮ 德

国汽车企业计划将汽车软件业务转移到中东欧国家ꎬ也正是因为看重这里的

人力资源优势ꎮ 据预测ꎬ随着信息技术产业与其他传统行业相互融合的趋势

越来越明显ꎬ对软件开发技术人员的需求正在不断增加ꎮ 仅在汽车行业ꎬ预
计对软件工程师的需求将以每年 ６％的速度上升ꎮ 整个中东欧地区能提供约

６６０ 万名相关技术人才(包含在校就读相关专业的学生)ꎬ可成为以德国为首

的西欧企业充沛的人才蓄水池①ꎮ

表 ３　 　 ２０１８ 年欧盟、德国和中东欧国家 ３０ ~ ３４ 岁人口高等教育普及率(％)

国家 普及率 国家 普及率 国家 普及率

欧盟 ４０ ７ 德国 ３４ ９ 立陶宛 ５７ ６

爱沙尼亚 ４７ ２ 斯洛文尼亚 ４６ ４ 波兰 ４５ ７

拉脱维亚 ４３ ８ 斯洛伐克 ３７ ７ 克罗地亚 ３４ １

保加利亚 ３３ ７ 捷克 ３３ ７ 匈牙利 ３３ ７

马其顿 ３３ ３ 塞尔维亚 ３２ ８ 黑山 ３２ ４

罗马尼亚 ２４ ６ 波黑 — 阿尔巴尼亚 —

资料来源: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ＭＥＡꎬ ＩＮＧ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ｉｎｋ ｉｎｇ ｃｏ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ＧＭＡ＿０５１１１９ ｐｄｆ

(三)一体化市场激发创新动力

顺利加入欧盟后ꎬ欧洲单一市场确保的资本、劳动力、商品和服务自由流

动使中东欧各国获益匪浅ꎮ 除了前述的资本投入、高新技术转移和劳动力资

源的充分利用之外ꎬ东西欧市场的整合也起到扩大需求的作用ꎬ进一步推动

大中型跨国企业在中东欧地区追加投资、增加生产线ꎬ以应对不断上升的产

品需求ꎮ
同时不容忽视的是ꎬ中东欧国家“入盟”后较好ꎬ甚至优于欧洲传统发达

国家的经济表现ꎬ也使得自身不仅成为跨国制造业的生产基地ꎬ而且成为前

景广阔的新兴市场ꎮ 自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以波兰为首的多个中东欧国家在整个

—５７—

①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Ｄ ＣＥ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ｃｏｍ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 ａｎｄ －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 ｏｕｒ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 ｔｈｅ － ｒ － ａｎｄ － ｄ － ｃｅｅ －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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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态势ꎬ被认为很大程度上

源于国内需求发挥的支撑作用①ꎮ 随着中东欧市场的崛起ꎬ很多产品不仅出

口西欧或其他市场ꎬ中东欧地区内销量也不断上升ꎬ这又进一步带动了产品

设计与研发的本土化和多元化ꎬ激发了中东欧地区的创新动力ꎮ 根据咨询公

司德勤连续多年对中东欧地区数百家企业的追踪调查ꎬ大多数企业都计划逐

年增加在研发领域的投入ꎬ且研发对象不仅限于产品ꎬ还包括更趋本土化的

生产流程和市场营销模式等②ꎮ
(四)多层激励机制营造良好创新环境

在整个地区层面上ꎬ欧盟这一高度一体化的地区合作组织为中东欧地区

的科技发展和创新能力建设提供了政策与资金ꎮ 从政策角度来看ꎬ欧盟自

２０１１ 年起推出了«智慧专业化研究与创新战略»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Ｓｍａｒｔ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ＲＩＳ３)ꎬ目的是提高公共研发投入配置效率、培
养地方竞争优势、加强区域间政策协调和促进经济结构转型ꎮ 与欧盟传统的

研发和创新政策体系相比ꎬ它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有机结合ꎬ鼓
励地方因地制宜设计政策方案ꎬ被认为代表了欧盟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最全

面的政策和经验③ꎮ 欧盟的传统政策工具ꎬ如欧盟融合政策近年来也更加重

视研发和创新对经济的作用ꎬ将其作为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政策周期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ꎮ
在资金来源方面ꎬ欧盟的«地平线 ２０２０ 计划»(Ｈｏｒｉｚｏｎ ２０２０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项目和结构与投资基金(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ｓꎬＵＳＩＦ)分别

出资 ８００ 亿欧元和 １ １００ 亿欧元ꎬ资助欧盟各国和各地区开展创新活动、落实

创新主张、发展信息与通信技术、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④ꎮ 此外ꎬ欧盟还针对

一些具体领域提供专门用于创新研发的资金ꎮ 例如ꎬ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

题、加快各国转变能源结构的速度、增加对可再生和清洁能源的使用ꎬ欧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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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设立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ＥＵ ＥＴＳ)下的创新基金(ＥＴ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ꎮ 该项基金总额约为 ４ ５ 亿欧元ꎬ用于支持在能源密集型产

业内开展碳捕捉和储存、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等领域的创新活动①ꎮ
从国家层面来看ꎬ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意识到ꎬ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

无法长期作为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优势ꎬ培养和提升创新能力才是保持经济

增长的关键ꎮ 因此ꎬ中东欧国家积极响应欧盟«智慧专业化研究与创新战略»
提出的要求ꎬ制定专门的创新战略ꎮ 例如ꎬ捷克的«捷克共和国智慧专业化国

家研究与创新战略»②ꎻ匈牙利的«经济发展与创新运行计划»③ꎻ罗马尼亚的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年竞争力国家战略»④ꎮ 通过这些国家战略可以明显看出ꎬ中
东欧国家重视与欧盟层面战略的充分对接ꎬ希望借助欧盟的政策和资金来

实现创新领域的发展和突破ꎮ 中东欧各国鼓励创新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则

是为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者提供税收优惠ꎮ 例如ꎬ波兰为了将本国打造为中

东欧地区ꎬ甚至是欧盟范围内的数字经济、信息产业、生物制药、创新科技

领域新引擎ꎬ在新推出的波兰投资区制度中为 ＩＴ、科技研发等产业提供免

税优惠⑤ꎻ捷克政府也设立面向企业的特殊税收津贴ꎬ允许企业研发领域的

开支不计入扣税基数⑥ꎮ
除了欧盟与国别层面外ꎬ其他一些国际性或地区性组织也是中东欧国家

加强创新能力建设的重要平台ꎮ 例如ꎬ主要由欧洲国家组成的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ꎮ 经合组织当前的 ３６ 个成员国包括拉脱维

亚、斯洛伐克、立陶宛、斯洛文尼亚、匈牙利、捷克、爱沙尼亚和波兰 ８ 个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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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国家ꎮ 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共同开发了创新政策平台(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ꎬＩＰＰ)ꎬ为成员国之间就创新政策互学互鉴提供了良好的条件①ꎮ 中

东欧国家自转型以来发展和建立的诸多次区域合作机制也成为协力提升整

体创新水平、重塑地区经济的重要路径ꎮ 例如ꎬ２０１７ 年 ３ 月ꎬＶ４ 国家总理在

波兰签署«华沙宣言»ꎬ发起中东欧创新者峰会(ＣＥ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ｓ Ｓｕｍｍｉｔ)ꎬ进
一步加大了四国在培养科技人才、培育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力度②ꎮ 再如ꎬ
波罗的海创新基金于 ２０１２ 年由欧洲投资基金(ＥＩＦ)和波罗的海三国的国家

相关机构合作设立ꎬ其目的是激励波罗的海三国中小企业增加创新领域的

投资③ꎮ
(五)中东欧地区在创新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东欧地区在外来投资、人才、市场和制度方面的上述特点为该地区创

新能力的提升形成了良好的条件ꎮ 但是客观而言ꎬ中东欧地区还处于创新能

力的积聚期和紧随西欧发达国家的追赶期ꎬ与那些已经以高附加值产品和服

务居于全球价值链上游的西欧国家相比ꎬ在科技创新领域存在本国投入不

足、依赖技术引进、人才流失严重、企业运营成本快速上升和内部差异明显等

短板ꎮ
第一ꎬ研发投入明显不足ꎮ 中东欧各国的研发投入强度ꎬ即研发总支出

占 ＧＤＰ 的比重均低于欧盟平均水平(见图 ３)ꎮ 且从资金来源看ꎬ很大一部分

来自欧盟设立的各类鼓励研发的基金项目ꎬ而非本国政府、高校与研究机构、
企业的投入ꎮ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ꎬ企业在研发领域的投资往往最能产生

科技创新动力ꎬ因此在国家研发总支出中占绝对优势ꎮ 但中东欧国家企业研

发投入的规模却远落后于西欧国家ꎮ 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２０１８ 年欧盟

工业研发投资排行»ꎬ１ ０００ 家研发投入超过 ８００ 万欧元的欧盟企业中仅有 ８
家是中东欧企业④ꎮ 尽管中东欧各国都计划在未来不断增加研发领域的投

入ꎬ但各国的目标依然远低于欧盟设定的到 ２０２０ 年研发强度达到 ３％ 的

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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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３ ２０１８ 年部分中东欧国家研发投入强度(％)

资料来源: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Ｒ＆Ｄ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ꎬＯＥＣＤ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ｒｄ / ｇｒｏｓｓ －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 ｏｎ － ｒ － ｄ ｈｔｍ

第二ꎬ从创新活动的类型来看ꎬ中东欧各国依然以技术引进为主ꎬ而自主

研发能力较弱ꎮ 广义的创新活动可以细分为以研发为基础的创新活动和以

非研发为基础的创新活动ꎮ 后者主要包括高新设备的引进、先进管理经验的

应用和对员工的技能培训等ꎮ 欧盟历年开展的创新调研显示ꎬ在中东欧国家

的创新支出结构中ꎬ采购先进机械设备和软件超过 ５０％ ꎬ而本地研发不足

４０％ ꎻ相比之下ꎬ欧盟这两项的平均开支分别是 ２６％ 和 ６３％ ꎻ而创新能力最

强的北欧国家则分别是 １９％和 ７３％ ①ꎮ 中东欧国家创新开支的这种结构暴

露其创新活动的内在缺陷: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生产效率的递增ꎬ而
非科技能力的提升ꎮ

第三ꎬ中东欧各国的人才外流问题较为严峻ꎮ 由于欧债危机的负面影

响ꎬ中东欧地区大约有 ５０ 万劳动力前往西欧发达经济体就业ꎬ占中东欧就业

人口的 ６％ ꎬ其中不乏高科技人才ꎮ 受移民政策的限制ꎬ地方政府在吸引国外

人才方面依然困难重重ꎮ 为了留住劳动力ꎬ近年来ꎬ中东欧国家的社会福利

水平加速向西欧国家靠拢ꎮ 一方面ꎬ工资上涨幅度大于生产效率提高的速

度ꎻ另一方面ꎬ非货币性福利ꎬ如法定休假日增加、产假延长等也大大增加了

企业运营成本ꎬ成为许多企业在捷克和匈牙利等国家拓展业务时面临的阻碍

—９７—

① Ｓｌａｖｏ Ｒａｄｏｓｅｖｉｃꎬ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ｏｌ ｉｚａ ｏｒｇ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３３８ / ｐｄｆｓ /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ｉｎ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ｎｄ －
ｅａｓｔｅｒｎ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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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一ꎮ
第四ꎬ中东欧各国创新综合表现差距明显ꎬ且优劣势各不相同ꎮ 每年发

布的“欧盟创新记分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ꎬＥＩＳ)采用 ２７ 个不同

的指标ꎬ从人力资源、富有吸引力的研究体系、有利于创新的环境等 １０ 个创

新维度入手ꎬ对欧盟成员国、部分周边国家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创新绩效进

行评估①并归入四大类:领先国家(超出欧盟平均创新绩效水平的 １２０％ 以

上)ꎻ强劲创新国家(处于欧盟平均创新绩效水平的 ９０％ ~ １２０％之间)ꎻ中等

创新国家(处于欧盟平均创新绩效水平的 ５０％ ~ ９０％ 之间)ꎻ一般创新国家

(低于欧盟平均创新绩效水平的 ５０％ )ꎮ 中东欧国家中ꎬ既有最新跻身于强

劲创新国家的爱沙尼亚ꎬ也有居于中等创新国家的以 Ｖ４ 国家为首的该地区

大部分国家ꎬ还有绩效远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而成为一般创新国家的保加利

亚、罗马尼亚和北马其顿(见表 ４)ꎮ

表 ４ 中东欧国家在 ２０１９ 年“欧盟创新记分牌”中的组别位置

强劲创新国家 爱沙尼亚

中等创新国家
斯洛文尼亚ꎬ波兰ꎬ捷克ꎬ斯洛伐克ꎬ立陶宛ꎬ拉脱维亚ꎬ克罗地
亚ꎬ塞尔维亚

一般创新国家 罗马尼亚ꎬ保加利亚ꎬ北马其顿

资 料 来 源: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 ( ２０１９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ｇｒｏｗｔｈ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ｆａｃｔｓ － ｆｉｇｕｒｅｓ / 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ｓ＿ｅｎ

根据“欧盟创新记分牌”采用的 ２７ 项指标ꎬ中东欧各国的优劣势也不尽

相同ꎮ 对于中欧的 Ｖ４ 国家而言ꎬ尽管在人力资源和创新友好型环境领域的

指数并不低ꎬ但是缺乏具有吸引力的研究体系ꎬ财政支持也明显不足ꎮ 在波

罗的海地区ꎬ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两国近年来把握信息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势

头ꎬ营造创新友好型的商业环境ꎬ大幅提升了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ꎬ但是企业

的创新投入依然明显集中在非研发领域ꎬ且企业的创新活动对销售和就业没

有产生足够的影响ꎮ 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地区国家ꎬ财政支持和

企业投入都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ꎬ也导致创新友好型环境和研发体系的建设

相对滞后ꎮ

—０８—

① ２０１９ 年“欧盟创新记分牌”评估的尚未“入盟”的中东欧国家仅包括塞尔维亚和

北马其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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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东欧地区与中国创新合作现状

伴随着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政治、经贸与人文关系的不断发

展ꎬ科技创新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水涨船高ꎮ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科技创新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既体现在官方推动的各类制度设计上ꎬ也反映在市场主导

的经贸与投资活动及社会各界的人文交流中ꎮ
(一)顶层设计铺路搭桥

从官方推动的各类制度设计来看ꎬ创新领域合作日趋得到各国政府的高

度重视ꎬ这反映在重要的官方文件中ꎮ ２０１２ 年“１６ ＋ １ 合作”机制刚刚创立

时ꎬ中方提出设立总额为 １００ 亿美元的专项贷款ꎬ重点使用方向就包含了高

新技术领域的合作项目ꎮ ２０１３ 年布加勒斯特峰会发布的«布加勒斯特纲要»
中ꎬ环保、能源领域科技创新被单独列为重点拓展的合作领域ꎮ 该纲要鼓励

环保科研院所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和研究网络ꎬ支持环保专家、学者的交流互

访ꎬ开展水、空气、固体废弃物管理等领域的合作研究项目ꎬ推动在环保产业、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环境标准认证领域的交流、合作与能力建设ꎬ实现在环保

科技创新方面的互利共赢ꎮ 另外ꎬ该纲要也鼓励中国与中东欧各国加强核

电、风电、水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电力领域的合作以及在自然资源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地质、采矿、空间规划方面的合作ꎮ 在随后每年度峰会发布的纲要

中ꎬ拓展科技创新领域合作都作为单独部分得到高度重视ꎮ 例如ꎬ在 ２０１８ 年

索非亚峰会后各方宣布启动«中国—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伙伴计划»ꎻ２０１９
年ꎬ各方在杜布罗夫尼克峰会上积极肯定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

的合作潜力ꎬ并致力于进一步探索各国科技创新资源的交流互鉴ꎬ推动科研

成果转化方面的合作ꎮ
纵览近年来各次峰会后发布的重要官方文件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积极推

动的科技创新合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ꎮ 首先是与制造业相关的高新

科技合作ꎮ 中国与中东欧各国都属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出口外向型经济体ꎬ
在数字化、智能化的新时代ꎬ加快传统制造业与新兴科技的结合是中国和中

东欧国家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ꎮ 其次是信息通信领域合作ꎮ 中国和部分中

东欧国家在此领域的技术优势不逊于欧美发达国家ꎬ强强结合可以为产业合

作带来更大空间和机遇ꎮ 再次是风能、电能、水能和核能等清洁能源领域的

合作ꎮ 能源供应多元化和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提升是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面临

的紧迫任务ꎮ 中国在这些领域拥有较为突出的技术和产能优势ꎮ 因此ꎬ本着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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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负责的原则发展清洁能源和核能项目是中国和多个中东欧国家ꎬ如罗

马尼亚、捷克、匈牙利、波兰等的共同意愿①ꎮ 此外ꎬ在自然资源保护、地质勘

探、矿产开发、空间规划和智慧城市等方面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也有着加强创

新合作的共同意愿ꎮ
(二)合作平台日趋丰富

上述创新领域加强合作的官方共识在“１７ ＋ １ 合作”机制的推动下迅速

从文字转化为具体的合作平台和项目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第一届中国—中东欧

国家创新合作大会”在中国南京正式召开ꎮ 会上ꎬ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和中

东欧 １６ 国科技主管部门领导共同揭牌启动了中国—中东欧国家技术转移中

心(ＶＴＴＣ)ꎮ ２０１７ 年在“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上ꎬ斯洛伐

克教育、科学研究和体育部与中国有关部门共同启动了中国—中东欧虚拟技

术转移中心网站ꎬ这一网站致力于强化中东欧 １６ 国科技创新资源的线上对

接ꎬ集成各国各类创新资源ꎮ 同时ꎬ在马其顿召开的 ２０１８ 年“第三届中国—
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发布«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创新与技术合作联合宣

言»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达成了 ４８ 个初步合作意向ꎬ６ 个签约项目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ꎬ“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在塞尔维亚举行ꎬ仅中塞之

间就签署了 １２ 项合作协议ꎬ涉及医药、环境保护、智慧城市和共建实验室等

多个领域ꎮ
除了创新合作大会这样以搭桥梁、促合作为主要目的的交流平台外ꎬ中

国与中东欧各国还积极筹建诸多专业领域、特定方向的创新合作机制ꎮ 例

如ꎬ罗马尼亚于 ２０１７ 年设立能源项目对话和合作中心ꎬ致力于加强各国企

业、政府、学术机构、法律机构等共享经验和信息ꎬ助推彼此在能源领域的合

作ꎮ ２０１８ 年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ꎬ各方探讨了在塞尔维

亚成立中国—中东欧创新能力建设工作组的可行性ꎮ ２０１９ 年ꎬ各方又提出设

立“１７ ＋ １”信息通信技术协调机制、“１７ ＋ １”智慧城市和“１７ ＋ １”区块链中心

等诸多意向ꎮ
此外ꎬ中方还积极参与中东欧国家举办的各类科技展览活动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４ 年在波兰波兹南环保科技展览会上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专

—２８—

① ２０１４ 年ꎬ中国与罗马尼亚、捷克分别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合作文件ꎻ２０１５ 年ꎬ中国

与匈牙利签署核能合作谅解备忘录ꎻ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中国与波兰签署核能合作谅解备忘录ꎮ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五年成果清单»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１１７９＿６７４９０９ / ｔ１５１４５３７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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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活动ꎬ２０１６ 年中国以伙伴国身份出席在捷克布尔诺举行的国际机械博

览会等ꎮ 上述合作平台的建成标志着以政府助推为初始动力ꎬ倡导开放

包容、互利共赢的新型科技伙伴关系正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逐步

形成ꎮ
(三)领军企业助力投资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越来越多包含了科技创新成

分ꎮ 中国“华为”成为其中的领军企业ꎮ 早在“１６ ＋ １ 合作”开启之前ꎬ“华
为”已经在西欧市场默默耕耘多年ꎮ 借助“１６ ＋ １ 合作”的势头ꎬ“华为”加大

了对中东欧市场的投资ꎬ为公共部门、金融、交通、电力等行业和企业用户提

供全面有效的信息通信技术解决方案和服务ꎮ “华为”在进入中东欧市场的

过程中尤为重视科技创新领域互利共赢式的投资和运营ꎬ该公司在波兰设立

了服务于东北欧 ２６ 个国家的总部ꎬ在匈牙利则设立了欧洲供应中心和研发

中心ꎬ在罗马尼亚等多个中东欧国家的分公司也设立了研发部门ꎬ并主要聘

用当地劳动力ꎮ
近年来ꎬ“华为”还与塞尔维亚电信公司签署了固网现代化项目商业合

同ꎬ这一项目将使塞尔维亚整体固网速率成倍提升ꎬ超高清视频走进千家万

户ꎬ助推当地数字经济发展ꎮ 在进行商业领域创新投资的同时ꎬ“华为”也关

注社会领域的人才培养ꎬ自 ２０１４ 年起启动与波兰顶尖高校之间的合作———
“未来种子”项目ꎬ投资培养波兰年轻的 ＩＴ 人才ꎬ目前已将这一项目拓展到塞

尔维亚等其他中东欧国家ꎮ 据统计ꎬ近 ５ 年内ꎬ“华为”在中东欧 １６ 个国家培

养了超过 １ ５ 万余名通信技术人才ꎬ为中东欧国家数字化经济发展和转型培

养人才、完善人才供应①ꎮ ２０１８ 年ꎬ“华为”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成功举办

了“２０１８ 华为智慧城市峰会”ꎬ又与波黑签署了关于智慧城市和平安城市项

目的联合声明ꎬ携手中东欧多国致力于在智慧城市、交通、教育等领域发展

合作ꎮ
与较早开启中东欧商业布局的“华为”不同ꎬ“阿里云”在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机制发展日趋稳定与成熟之际ꎬ于 ２０１８ 年开启了与中东欧地区最

大的 ＩＴ 硬件和消费电子分销商“ＡＢＡ Ｄａｔａ”之间的战略合作ꎬ为波兰、捷克、
斯洛伐克、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罗马尼亚这 ８ 个中东欧国

—３８—

① «华为成功举办“２０１８‘智慧城市’峰会”ꎬ携手中东欧多国推动数字化转型»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ｕａｗｅｉ ｃｏｍ / ｃｎ / ｐｒｅｓｓ － ｅｖｅｎｔｓ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８ / ７ / ２０１８ － Ｇｌｏｂａｌ － Ｓｍａｒｔ － Ｃｉｔｙ －
Ｓｕｍｍ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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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提供丰富的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ꎬ助力该地区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①ꎮ

三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前景展望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和“１７ ＋ １ 合作”框架

的持续推进下正努力向更具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领域拓展ꎮ 技术创新合作

作为其中的重要板块潜力巨大、前景广阔ꎮ 但是ꎬ随着当前国际局势出现复

杂且深刻的变化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创新领域的合作需要克服挑战、坚持

原则、把握机遇、积极探索ꎮ
首先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应充分利用既有的合作机制、交流平台、政策优

惠和基金资助等多种形式来积极推动科技创新领域的积极互动ꎬ以适应当前

全球和地区经济形势ꎮ 从 ２０１８ 年下半年起ꎬ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动力减弱ꎬ
增速出现放缓迹象ꎮ 中国经济在深刻调整中减速ꎬ德国这一欧洲经济引擎也

开始失速ꎮ ２０２０ 年年初ꎬ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负面影响ꎮ 而中

东欧国家能否继续在欧洲经济乏力的背景下逆势发展也成为问题ꎮ 面对不

确定性增强的经济局势ꎬ传统型经贸合作的发展空间将难以扩大ꎬ甚至有可

能缩小ꎬ对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也有限ꎬ而科技创新合作则可能为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智能”增长注入活力ꎮ
当前ꎬ无论是中国倡导的“１７ ＋ １ 合作”和“一带一路”ꎬ还是中东欧国家

提出的本国发展规划或战略ꎬ都将创新放在重要位置并提供了丰富的政策和

工具ꎮ 例如ꎬ“１７ ＋ １ 合作”和“一带一路”不仅提出共建科技园区和经贸合作

示范区等具体合作方向ꎬ还提供 １００ 亿欧元中国—中东欧基金、丝路基金以

支持和鼓励创新合作项目的启动ꎮ “１７ ＋ １ 合作”作为一个已经运作 ７ 年之

久、日趋成熟的合作机制ꎬ搭建起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大会、中国—中东

欧国家技术转移中心(ＶＴＴＣ)和中国—中东欧创新能力建设工作组(筹建中)
等专门平台ꎮ 此外ꎬ自 ２０１８ 年开始ꎬ中国进口博览会每年在上海召开ꎬ这一

活动也将成为又一个加强创新思维交流、创新产业互动的盛会ꎮ 中国和中东

欧各国的高新企业和科研机构应充分利用上述条件ꎬ积极参与这些机制ꎬ利
用相关政策找寻开启合作的机会ꎮ

其次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应遵循协调合作、优势互补、诚实守信、互利互

—４８—

① «阿里云进入中东欧 ８ 国市场加速欧洲市场拓展步伐»ꎬｈｔｔｐｓ: / / ｔｅｃｈ ｈｕａｎｑｉ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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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明晰知识产权权属等原则ꎬ抵御当前日趋严峻的美欧对华技术制裁、对中

东欧国家施压的不利趋势ꎮ 继美国特朗普政府于 ２０１７ 年年底在其国家安全

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后ꎬ欧盟在法德等西欧大国的

推动下也加强了对以中国为主的外国投资的审查力度ꎬ并在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出

台«欧中关系战略展望»报告ꎬ直呼中国为“追逐技术领导地位的经济竞争

者”①ꎮ 同时ꎬ美国还在中东欧地区渲染“中国威胁论”ꎬ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在中东欧的投资与中东欧国家最关切的安全问题挂钩ꎬ并试图迫使这些国家

也采取类似举措ꎬ放弃与中国企业的合作ꎮ 在此背景下ꎬ中国和中东欧国家

可以加强在制造业信息化和智能化、农林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创

新合作ꎬ避开较为敏感、涉及安全议题的高科技或部分中高科技制造业领

域②ꎬ同时探索更多在非制造业领域ꎬ如城市公共治理等方面的创新合作ꎮ
在合作中要坚持互利互惠、合作共赢、诚信透明等原则ꎬ使中国既有别于欧美

“口惠而实不至”的负面形象ꎬ也有别于德国等利用产业布局和技术限制形成

的“单赢”角色ꎮ
再者ꎬ将合作动力引入以城市为核心的地方层面ꎬ借助城市合作的既有

机制为创新合作汇聚更多资源ꎬ提供更多机遇ꎮ 地方合作正成为“１７ ＋ １ 合

作”倡导的合作新维度ꎮ 自 ２０１３ 年开始ꎬ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

每年召开ꎮ ２０１４ 年ꎬ中国—中东欧国家省州长联合会正式成立ꎬ致力于推动

中国各省(市、区)与中东欧国家地方政府发展互利伙伴关系ꎬ促进经贸、旅
游、科研、卫生、教育和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ꎬ带动地方社会繁荣进步ꎮ ２０１８
年作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地方合作年”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ꎮ 与涵盖

领域宽泛的地方合作相比ꎬ中国与中东欧各国之间的城市合作可以更精准地

聚焦创新领域ꎮ
一方面ꎬ由于中东欧国家都体量不大ꎬ产学研资源主要集中在主要城市

及其周边地区ꎬ中国主要城市也同样是科研创新资源的富集地ꎬ利用既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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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城市关系发展城市间科研创新合作ꎬ实质上就是推动了中国与各个中东

欧国家之间最顶尖的科研创新企业和机构之间的合作ꎮ 另一方面ꎬ在全球化

时代ꎬ城市成为全球化带来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

承受者和积极应对者ꎮ 在面对以城市为载体的共同挑战时ꎬ合作需求也将拉

近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距离ꎮ
不过ꎬ尽管城市合作可以有效降低国家层面政党轮替、政策变化带来的

不确定性ꎬ但并不能完全摆脱政治因素的干扰ꎮ 因为捷克在涉及中方核心利

益的重大问题上屡次采取错误行动ꎬ北京和上海分别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和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结束与布拉格的友好城市关系ꎬ不仅暂停了一切官方往来ꎬ也导致更

大范围内的中捷经贸与交流活动受阻ꎬ就是一个典型案例ꎮ
此外ꎬ加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创新合作中的主体地位ꎬ结合中东欧

地区的各国所长ꎬ有针对性地落实具体合作项目ꎮ 中东欧各国的研发和创新

力量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且处于蓄势待发和初有所成的阶段ꎮ 例如ꎬ近
年来ꎬ爱沙尼亚成为培育数字企业家的温床ꎮ 许多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成功

案例ꎬ如 Ｓｋｙｐｅ(电话会议应用程序)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Ｗｉｓｅ(网上转账平台)ꎬ都在爱

沙尼亚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ꎮ 许多来自斯洛伐克、捷克等国的杀毒软件公司

已经在全球网络安全市场博得了声誉ꎮ 匈牙利的在线演示软件 Ｐｒｅｚｉ 的全球

用户已超过了百万ꎮ 此外ꎬ斯洛伐克公司在商用飞行汽车领域、罗马尼亚公

司在办公自动化智能软件等领域都有技术突破ꎬ获得业界好评①ꎮ
这些中东欧企业在小有所成的基础上期待获得国际资本的青睐而做大

做强ꎮ 但当前这一地区面临投资不足的困境ꎮ 根据一家名为“投资欧洲”的
投资基金协会公布的数据ꎬ中东欧地区在 ２０１５ 年吸引了 １６ 亿欧元的风险投

资ꎬ仅仅是整个欧洲总量的 ３％ ②ꎮ 与此同时ꎬ中国则拥有大量乐于投资高新

技术产业的投资公司和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的高新技术企业ꎮ 借助进口博览

会等重要平台ꎬ引导这些中国资本和企业将目光聚焦正处于上升阶段的中东

欧地区ꎬ充分认识中东欧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的诸多优势ꎬ加大对该地区的

创新投资ꎬ将有助于形成中国与中东欧国家ꎬ乃至中国与欧盟之间合作的新

亮点ꎬ并为改善中国在欧洲的投资环境作出积极贡献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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