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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５ 日塞尔维亚共和国成立ꎬ中国与塞尔维亚

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ꎮ 从 ２００６ 年至今ꎬ中塞两国贸易关系历经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的快速发展期、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６ 年的平稳恢复期和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年的突

破期三大发展阶段ꎬ目前ꎬ中塞双边贸易仍处于加速发展期ꎮ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
中国对塞尔维亚投资呈快速增长态势ꎬ但中国对塞投资仍然面临塞尔维亚宏

观经济不确定性、欧盟隐形压力及中塞两国建立长期投资保护机制等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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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１７ ＋１ 合作”背景下中塞贸易合作概况

根据中国商务部资料ꎬ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中东欧 １７ 国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

近 ７０４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８％ ꎬ在中国与欧洲货物贸易增长乏力(双边货物贸

易总额同比增长 １ ８％ )的背景下ꎬ该数据体现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机

制的推动潜力ꎮ ２０１９ 年中国自中东欧 １７ 国进口货物贸易同比增幅

(１８ ８％ )是中国向 １７ 国出口货物贸易同比增幅(４ ４％ )的 ４ 倍ꎬ体现中国尽

全力以诚意改善同中东欧各国贸易逆差的工作力度ꎮ ２０１９ 年中国自 １７ 国进

口货物和中国向 １７ 国出口货物同比呈增长态势的国家均为 １１ 个ꎻ中国同 １７
国货物贸易总额呈增长态势的国家为 １２ 个ꎬ在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的大背景下ꎬ货物贸易总额、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增长势头表明了中国与中东

欧国家贸易合作有稳定的基本预期ꎮ
多方面因素共同促进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货物贸易的“三增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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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ꎬ２０１８ 年年底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召开为中东欧国家优质商

品ꎬ特别是特色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开启了便捷通道ꎬ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努

力抓住难得的市场机会向中国出口自身优势产品ꎬ这是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货物贸易“三增长”的重要顶层设计政策基础ꎮ
其次ꎬ长期以来ꎬ中国的生产和贸易大国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市场辐射效

应ꎮ “１６ ＋ １ 合作”机制建立前ꎬ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对中国有贸易逆差ꎬ有
些逆差甚至比较严重ꎮ 合作机制建立后ꎬ中国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出台一系列

政策措施鼓励中国从中东欧国家进口ꎬ以推动贸易可持续增长ꎬ这是中国与

中东欧国家货物贸易“三增长”ꎬ特别是中国进口同比增长较快的政治基础ꎮ
最后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互补性较强ꎬ产业内与产业间贸易呈活跃

态势ꎬ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ꎬ中东欧各国对中国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智

造业产品需求旺盛ꎻ中国对中东欧各国优质农产品和加工产品有较强市场消

化能力ꎬ这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货物贸易“三增长”的民间市场互纳基础ꎮ

表 １ 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中东欧 １７ 国货物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国别

进口 出口 进出口

总额
同比
(％ )

占比
(％ ) 总额

同比
(％ )

占比
(％ ) 总额

同比
(％ )

占比
(％ )

塞尔
维亚

３ ６ ６０ ９ １ ７ １０ ３ ４２ ０ ２ １ １３ ９ ４６ ２ ２ ０

黑山 ０ ４ ３ ８ ０ ２ １ １ － ３６ ０ ０ ２ １ ６ － ２８ ５ ０ ２

波黑 ０ ８ － ０ ５ ０ ４ １ １ ４ ７ ０ ２ １ ９ ２ ６ ０ ３

北马
其顿

１ ５ ２０６ ８ ０ ７ １ ３ ２６ ２ ０ ３ ２ ８ ８２ ８ ０ ４

斯洛
文尼亚

５ ２ － １２ ６ ２ ４ ３４ １ － ２２ ９ ６ ９ ３９ ３ － ２１ ７ ５ ６

克罗
地亚

１ ５ － ３１ ６ ０ ７ １４ ０ ５ １ ２ ９ １５ ４ ０ １ ２ ２

阿尔巴
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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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加
利亚

１１ ６ １ ５ ５ ５ １５ ５ ７ ９ ３ ２ ２７ ２ ５ １ ３ ９

罗马
尼亚

２３ ０ ７ ３ １０ ８ ４５ ７ １ ５ ９ ３ ６９ ０ ３ ３ ９ ８

波兰 ３ ９ ８ １ １ ８ ２３ ９ １４ ３ ４ ９ ２７ ８ １３ ４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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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国别

进口 出口 进出口

总额
同比
(％ )

占比
(％ ) 总额

同比
(％ )

占比
(％ ) 总额

同比
(％ )

占比
(％ )

匈牙利 ３７ ５ － １３ ７ １７ ６ ６４ ７ － １ １ １３ ２ １０２ １ － ６ ２ １４ ５

捷克 ４６ ３ ５ ２ ２１ ８ １２９ ７ ８ ９ ２６ ４ １７６ ０ ７ ９ ２５ ０
斯洛
伐克

５９ ７ １３ ８ ２８ １ ２９ ２ １５ ２ ５ ９ ８８ ９ １４ ２ １２ ６

爱沙
尼亚

３ ０ ２１ ８ １ ４ ９ ２ － １０ ７ １ ９ １２ ２ － ４ ４ １ ７

拉脱
维亚

２ ０ － ８ ２ ０ ９ １０ ９ － ６ ４ ２ ２ １２ ９ － ６ ６ １ ８

立陶宛 ４ ４ ３２ ３ ２ １ １７ ０ － ３ ８ ３ ５ ２１ ３ １ ９ ３ ０

希腊 ７ ２ ２８ ９ ３ ４ ７７ ４ １９ １ １５ ８ ８４ ６ １９ ８ １２ ０
１７ 国
合计

２１２ ６ １８ ８ — ４９１ １ ４ ４ — ７０３ ９ ８ １ —

欧洲 ３ ０８２ ０ － ２ ４ — ４ ３６７ ０ ５ ０ — ７ ４４９ ０ １ ８ —
中东欧
占欧洲
(％ )

６ ９ １１ ２ ９ ４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ｏｚ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ｏｊｍｇｘ / ｄａｔｅ / ２０２００３ / ２
０２００３０２９４１０７４ ｓｈｔｍｌ

注: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希腊加入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ꎬ该数据反映 ２０１９ 全年资料ꎬ即包括

２０１９ 年 １ ~ ３ 月希腊未加入该机制前的数据ꎮ

整体而言ꎬ在“１７ ＋ １ 合作”框架内ꎬ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塞尔维亚货物贸易总

额占比(２％ )列第 １１ 位ꎬ较为落后ꎬ仍有许多贸易潜力待挖掘ꎮ 在同比方面ꎬ
２０１９ 年中国自塞进口货物增长近 ６０ ９％ꎬ列第 ２ 位ꎬ是平均水平 １８ ８％的 ３ 倍

多ꎻ中国向塞出口货物增长 ４２％ꎬ列第 １ 位ꎬ是平均水平 ４ ４％的近 １０ 倍ꎻ进出

口总额同比增长 ４６ ２％ꎬ列第 ２ 位ꎬ是平均水平 ８ １％的 ５ 倍多ꎬ这 ３ 个同比增

长指标均大幅高于均值ꎬ体现了中塞货物贸易呈现积极发展的良好势头ꎮ

二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塞尔维亚货物贸易概况

由于塞尔维亚对外贸易依存度长期保持较高水平(见表 ２)ꎬ２０１２ 年以来

持续保持在 ７０％以上ꎬ２０１６ 年首次达到 ８０％ ꎬ２０１９ 年创 ９０％的高依存度ꎬ因
此ꎬ考察中国与塞尔维亚经贸合作是观察两国关系的重要风向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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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塞尔维亚外贸依存度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货物进口额 货物出口额 进出口总额 ＧＤＰ 外贸依存度(％ )

２００６ １３１ ７０ ６４ ２８ １９５ ９８ ３２５ ４０ ６０

２０１２ １８９ ２３ １１２ ２６ ３０１ ４９ ４３２ ３９ ７０

２０１６ １８８ ９９ １４８ ８３ ３３７ ８２ ４０６ ２６ ８３

２０１８ ２５８ ８３ １９２ ３９ ４５１ ２２ ５０５ ４５ ８９

２０１９ ２６７ ３１ １９６ ３３ ４６３ ６４ ５１５ ８７ ９０

资料来源: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网站ꎬ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 ＧＤＰ 为暂定值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８
年 ＧＤＰ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ｒｓ / Ｈｏｍｅ / Ｒｅｓｕｌｔ / ０９０２０１０１? ｌａｎｇ ｕａｇｅＣｏｄｅ ＝ ｅｎ －
ＵＳꎻ２０１９ 年 ＧＤＰ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 / / ｐｕｂｌｉｋａｃｉｊｅ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ｒｓ / Ｇ２０２０ / ｐｄｆＥ / Ｇ２０２０１０５５ ｐｄｆꎬｐ ４ꎬ
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第纳尔 ＝０ ００９ ５３４ 美元计算ꎻ２００６ ~２０１９ 年进出口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ｒｓ / Ｈｏｍｅ / Ｒｅｓｕｌｔ / １７０１?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ｏｄｅ ＝ ｅｎ －ＵＳ

１９９５ 年中国与南联盟签署«中南经济贸易协定»ꎬ双方对原产于两国的

产品实行最惠国待遇ꎬ该协定至今有效ꎮ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ꎬ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２ 年中南货物贸易额由最初的 １ ０００ 万美

元逐步增至 ７ ０００ 多万美元ꎬ２００１ 年达到最高ꎬ近 １ 亿美元ꎻ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５ 年中

国与塞黑货物贸易额由 １ ５ 亿美元增至 ２ ２ 亿美元ꎻ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塞

尔维亚货物贸易情况见表 ３ꎮ

表 ３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塞尔维亚货物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口额
进口同比

(％ ) 出口额
出口同比

(％ )
进出口
总额

总额同比
(％ ) 贸易差额

差额同比
(％ )

２００６ ０ ０６９ ８ － ６７ ４ ３ ００１ ６ ４９ ３ ３ ０７１ ４ ３８ ０ ２ ９３１ ８ ６３ ２

２００７ ０ １２１ ７ ７４ ４ ３ ５４６ ６ １８ ２ ３ ６６８ ３ １９ ４ ３ ４２４ ９ １６ ８

２００８ ０ １２６ ２ ３ ７ ４ ４２０ ０ ２４ ６ ４ ５４６ ２ ２３ ９ ４ ２９３ ８ ２５ ４

２００９ ０ ２８６ ４ １２６ ９ ３ ０８３ ２ － ３０ ２ ３ ３６９ ６ － ２５ ９ ２ ７９６ ８ － ３４ ９

２０１０ ０ ５５１ ９ ９２ ７ ３ ４５０ ２ １１ ９ ４ ００２ １ １８ ８ ２ ８９８ ３ ３ ６

２０１１ ０ ７８８ １ ４２ ８ ３ ９６３ １ １４ ９ ４ ７５１ ２ １８ ７ ３ １７５ ０ ９ ５

２０１２ １ ０１６ ２ ２８ ９ ４ １２８ ８ ４ ２ ５ １４５ ０ ８ ３ ３ １１２ ６ － ２ ０

２０１３ １ ８０２ ７ ７７ ４ ４ ３１９ １ ４ ６ ６ １２１ ８ １９ ０ ２ ５１６ ４ － １９ ２

２０１４ １ １２５ ２ － ３７ ６ ４ ２４５ ６ － １ ７ ５ ３７０ ８ － １２ ３ ３ １２０ ４ ２４ ０

２０１５ １ ３３９ ０ １９ ０ ４ １５０ ９ － ２ ２ ５ ４８９ ９ ２ ２ ２ ８１１ ９ － ９ ９

２０１６ １ ６２６ ６ ２１ ５ ４ ３１２ ７ ３ ９ ５ ９３９ ３ ８ ２ ２ ６８６ １ － ４ ５

２０１７ ２ １１５ ８ ３０ １ ５ ４５６ ４ ２６ ５ ７ ５７２ ２ ２７ ５ ３ ３４０ ６ ２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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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年份 进口额
进口同比

(％ ) 出口额
出口同比

(％ )
进出口
总额

总额同比
(％ ) 贸易差额

差额同比
(％ )

２０１８ ２ ６３８ ５ ２４ ７ ９ ２２７ ４ ６９ １ １１ ８６５ ９ ５６ ７ ６ ５８８ ９ ９７ ２

２０１９ ３ ６０６ １ ３６ ７ １０ ３２９ ７ １１ ９ １３ ９３５ ８ １７ ４ ６ ７２３ ６ ２ ０

平均 １ ２２９ ６ ３３ ８ ４ ８３１ １ １４ ６ ６ ０６０ ７ １５ ７ ３ ６０１ ５ １４ ０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ｏｚ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ｏｊｍｇｘ / ｄａｔｅ /

据中方统计ꎬ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中塞贸易总额总体处于增长状态ꎬ２０１２ 年突

破 ５ 亿美元ꎬ２０１８ 年突破 １０ 亿美元ꎮ 增长率方面ꎬ１４ 个年份数据中ꎬ中国从

塞进口只有两个年份同比下降ꎬ中国对塞出口有 ３ 个年份出现同比下降ꎬ贸
易总额有两个年份同比下降ꎮ 贸易差额方面ꎬ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对塞贸易全

部保持顺差ꎬ自 ２０１６ 年起ꎬ中国加大自塞进口力度ꎬ２０１７ 年进口额首次突破

两亿美元ꎬ２０１９ 年突破 ３ 亿美元ꎮ 中国对塞出口方面ꎬ２０１７ 年出口额首次突

破 ５ 亿美元ꎬ２０１９ 年突破 １０ 亿美元ꎮ 同比方面(见图 １)ꎬ中国自塞进口货物

同比增幅波动明显ꎬ中国对塞出口和两国贸易总额同比增幅除 ２００９ 年受国

际金融危机冲击较大外ꎬ其余年份较平稳ꎬ且高度拟合ꎮ

图 １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塞尔维亚货物贸易同比(％)
资料来源:同表 ３ꎮ

根据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资料(见表 ４)ꎬ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塞中双边贸易额

也呈积极增长态势ꎮ 双边贸易总额方面ꎬ２００７ 年超过 １０ 亿美元ꎬ２０１８ 年突

破 ２０ 亿美元ꎬ２０１９ 年创 ２８ ４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ꎮ 贸易差额方面ꎬ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塞尔维亚各年均保持逆差ꎬ２０１８ 年逆差额超过 ２０ 亿美元ꎬ２０１９ 年逆

差仍呈小幅扩大态势ꎮ 增长率方面ꎬ塞尔维亚自中国进口货物有 ４ 个年份同

比负增长ꎬ向中国出口只有两个年份同比是负增长ꎮ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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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塞尔维亚与中国货物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口额
进口同比

(％ ) 出口额
出口同比

(％ )
进出口
总额

总额同比
(％ ) 贸易差额

差额同比
(％ )

２００６ ７ ８ ５３ ０ ０６ ２００ ７ ９ ５４ － ７ ７ —

２００７ １３ ８ ７７ ０ ０６ ０ １３ ９ ７６ － １３ ７ ７８

２００８ １６ ２ １７ ０ ０６ ０ １６ ３ １７ － １６ １ １７

２００９ １１ ０ － ３２ ０ ０９ ５０ １１ １ － ３２ － １０ ９ － ３２

２０１０ １１ ７ ６ ０ ０７ － ２２ １１ ８ ６ － １１ ６ ７

２０１１ １４ ９ ２７ ０ １５ １１４ １５ １ ２８ － １４ ８ ２７

２０１２ １３ ９ － ７ ０ ０６ － ６０ １４ ０ － ７ － １３ ８ － ６

２０１３ １５ １ ９ ０ ０９ ５０ １５ ２ ９ － １５ ０ ８

２０１４ １４ ８ － ２ ０ １４ ５６ １４ ９ － ２ － １４ ７ － ２

２０１５ １４ ７ － １ ０ ２０ ４３ １４ ９ ０ － １４ ５ － １

２０１６ １５ ２ ３ ０ ２５ ２５ １５ ５ ４ － １５ ０ ３

２０１７ １７ ７ １６ ０ ６２ １４８ １８ ３ １９ － １７ １ １４

２０１８ ２１ ７ ２３ ０ ９２ ４８ ２２ ６ ２３ － ２０ ８ ２２

２０１９ ２５ １ １６ ３ ３０ ２５９ ２８ ４ ２６ － ２１ ８ ５

资料来源: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ｒｓ / Ｈｏｍｅ / Ｒｅｓｕｌｔ / １７０４０１?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ｏｄｅ ＝ ｅｎ － ＵＳ

在同比数据方面ꎬ塞尔维亚向中国出口同比波动较大ꎬ这与中方统计的

进口同比波动较大相互对应ꎬ说明塞向中国出口贸易处于十分不稳定状态ꎻ
塞尔维亚自中国进口同比和贸易总额同比折线基本重合ꎬ且波动较小ꎬ表明塞

自中国进口货物持续增长ꎬ双边贸易以塞尔维亚自中国进口为主(见图 ２)ꎮ

图 ２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塞尔维亚与中国货物贸易同比情况(％)
资料来源:同表 ４ꎮ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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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 ２００６ 年以来中塞贸易发展历程ꎬ双边贸易大致划分为如下几个

阶段ꎮ
(一)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快速发展期

据塞方统计ꎬ２００５ 年塞黑与中国贸易总额为 ５ １２ 亿美元ꎬ其中自中国进

口 ５ １ 亿美元ꎬ向中国出口 ２００ 万美元ꎮ ２００６ 年塞尔维亚与中国贸易总额同

比增长 ５４％ ꎻ２００７ 年同比增长 ７６％ ꎬ为 １０ 年来最高ꎻ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ꎬ
２００８ 年双边贸易增速大幅下降ꎬ但总额突破 １５ 亿美元ꎮ

(二)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６ 年:平稳恢复期

据塞方统计ꎬ２００９ 年塞中双边贸易总额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大ꎬ塞
尔维亚自中国进口额大幅下降ꎬ双边贸易增速下降 １ / ３ꎬ但塞向中国出口额

反而有所增加ꎻ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７ 年双边贸易总额基本维持在 １５ 亿美元左右ꎬ其
中塞尔维亚向中国出口额保持平稳增长态势ꎬ２０１４ 年站稳 １ ０００ 万美元

关口ꎮ
(三)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年:突破期

据塞方统计ꎬ２０１７ 年塞中双边贸易总额基本恢复至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

机前水平ꎬ其中塞尔维亚向中国出口额首次突破 ５ ０００ 万美元关口ꎬ双边贸易

总额增速也走出低迷期ꎬ保持在 ２０％左右的水平ꎻ２０１８ 年塞中双边贸易总额

首次突破 ２０ 亿美元ꎬ其中塞尔维亚向中国出口额首次接近 １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９
年双边贸易额达 ２８ 亿美元ꎬ两国统计的中国自塞货物进口额均首次超过 ３
亿美元ꎬ比 ２０１８ 年大幅增长ꎮ

三　 中塞商品贸易结构分析

根据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数据ꎬ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ＳＩＴＣ Ｒｅｖ ４)对
中塞 １０ 大类商品贸易结构进行分析ꎬ可以发现ꎬ两国货物贸易主要集中在第

７ 大类ꎬ呈现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特征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ꎬ塞尔维亚自中国进口商品总额稳中有升ꎬ进口商品主

要集中在第 ５ 大类(化学品及相关制品)、第 ６ 大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

品)、第 ７ 大类(机械及运输设备)、第 ８ 大类(杂项制品)和第 ９ 大类(未分

类的其他商品)ꎮ 其中第 ７ 大类商品占比维持在 ４０％ 左右ꎬ占塞自中国进

口总额的近一半ꎻ第 ８ 大类商品占比呈逐年缓慢下降趋势ꎻ第 ５ 和第 ６ 大类

商品占比基本稳定在 １０％和 １５％左右ꎮ 相对来说ꎬ第 ０ ~ ４ 大类商品占比

较小(见表 ５)ꎮ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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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按 ＳＩＴＣ Ｒｅｖ ４ 分类塞尔维亚自中国进口商品类别比重(％)

年份
总额

(亿美元) ＳＩＴＣ０ ＳＩＴＣ１ ＳＩＴＣ２ ＳＩＴＣ３ ＳＩＴＣ４ ＳＩＴＣ５ ＳＩＴＣ６ ＳＩＴＣ７ ＳＩＴＣ８ ＳＩＴＣ９

２００６ ７ ８ １ ２０ ０ ０４ ２ ００ ２ ４０ ０ ０５ １０ ００ １２ ００ ４３ ００ ２９ ００ ０ ０１

２００９ １１ ０ １ ２０ — ０ ８０ ０ ３０ ０ ０５ ７ ００ １２ ００ ３８ ００ ２７ ００ １４ ００

２０１２ １３ ９ １ ３０ ０ ０４ ０ ９０ ０ ０４ ０ ０７ １１ ００ １４ ００ ４２ ００ ２３ ００ ７ ００

２０１５ １４ ７ ０ ６０ ０ ０１ ０ ７０ １ ４０ ０ １０ ９ ００ １４ ００ ４６ ００ １８ ００ １０ ００

２０１８ ２１ ７ ０ ５０ ０ ３０ ０ ５０ ０ ０１ ０ ０４ ８ ００ １７ ００ ４２ ００ １６ ００ １５ ００

２０１９ ２５ １ ０ ４０ ０ ０４ ０ ４０ ０ ０１ ０ ０４ ８ ００ １６ ００ ４４ ００ １６ ００ １６ ００
资料来源: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ｒｓ / Ｈｏｍｅ / Ｒｅｓｕｌｔ / １７０３０１?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ｏｄｅ ＝ ｅｎ － ＵＳ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ꎬ塞尔维亚向中国出口商品总额呈现逐步提升、总体偏低

的特点ꎮ 整体看ꎬ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塞尔维亚对中国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第 ２
和第 ７ 大类(见表 ６)ꎬ大体保持在 ３０％左右ꎬ２０１９ 年塞尔维亚向中国出口这

两大类商品占比急速降至 ７％和 ５％ ꎮ 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第 ８ 大类呈大幅下降

态势ꎬ由最高 ２００９ 年的 ８２％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６ ５％ ꎬ２０１９ 年为 １ ２％ ꎬ再创历

史新低ꎮ ２０１７ 年前ꎬ第 ６ 大类占比在 ５％ 左右ꎬ但 ２０１８ 年同比猛增ꎬ占比达

２８％ ꎬ２０１９ 年增速迅猛ꎬ超过 ８０％ ꎮ 塞尔维亚向中国出口商品中的第 ３ 大类

(矿物燃料、润滑油及相关原料)和第 ４ 大类(动植物油脂及蜡制品)处于极

不活跃状态ꎬ这两大类商品有 ７ 个年份均无出口ꎬ有出口年份的贸易额占比

极小ꎬ几乎可忽略不计ꎮ 总体而言ꎬ塞尔维亚对中国出口商品总额较低ꎬ虽然

２０１９ 年达到最高值 ３ ３ 亿美元ꎬ但其可持续性仍然不确定ꎮ

表 ６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按 ＳＩＴＣ 分类塞尔维亚向中国出口商品类别比重(％)

年份
总额

(亿美元) ＳＩＴＣ０ ＳＩＴＣ１ ＳＩＴＣ２ ＳＩＴＣ３ ＳＩＴＣ４ ＳＩＴＣ５ ＳＩＴＣ６ ＳＩＴＣ７ ＳＩＴＣ８ ＳＩＴＣ９

２００６ ０ ０６ ２ ００ ０ ９０ １４ ００ ０ ０ ３ ００ ８ ００ ５１ ００ ２０ ００ ０ ３０

２００７ ０ ０６ ６ ００ ０ １ ００ — — ３ ００ ２２ ００ ２４ ００ ４４ ００ —

２００８ ０ ０６ ４ ５０ ０ １０ ６ ００ — — ３ ００ １０ ５０ ４１ ００ ３５ ００ ０ ２０

２００９ ０ ０９ ０ ７０ ０ ２０ １ ００ — — ２ ７０ ４ ５０ ９ ００ ８２ ００ ０ ２０

２０１０ ０ ０７ ９ ００ ０ ５０ １６ ００ ０ ３０ — ７ ００ ３ ００ １７ ００ ４７ ００ ０ ２０

２０１１ ０ １５ ３ ４０ ０ ７０ ２ ００ — — ０ ８０ ６ ００ ６ ００ ８０ ００ ０ １０

２０１２ ０ ０６ ５ ００ ２８ ００ １４ ００ — — ４ ５０ ４ ００ １９ ００ ２５ ００ ０ ５０

２０１３ ０ ０９ ４ ６０ ５ ３０ ２４ ００ — — １４ ００ ７ ００ ３３ ００ １２ ００ ０ ０６

２０１４ ０ １４ ３ ４０ ０ ９０ ４０ ００ ０ ０ ８ ４０ ４ ８０ ３５ ００ ７ ８０ ０ １０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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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６)

年份
总额

(亿美元) ＳＩＴＣ０ ＳＩＴＣ１ ＳＩＴＣ２ ＳＩＴＣ３ ＳＩＴＣ４ ＳＩＴＣ５ ＳＩＴＣ６ ＳＩＴＣ７ ＳＩＴＣ８ ＳＩＴＣ９

２０１５ ０ ２０ ４ ４０ １ ２０ ４０ ００ — ０ ４０ ５ ７０ ５ １０ ３１ ００ １３ ００ ０
２０１６ ０ ２５ ２ ４０ ２ ５０ ４４ ００ ０ １ ６０ ４ ００ ４ ５０ ３２ ００ ８ ７０ ０ ０７
２０１７ ０ ６２ ２ ００ ２ ００ ４０ ００ ０ ２０ １ ４０ ２ ８０ ２ ５０ ４４ ００ ５ ４０ ０ ０３
２０１８ ０ ９２ １ ４０ １ ４０ ３３ ００ ０ ６０ ０ １０ ３ ００ ２８ ００ ２６ ００ ６ ５０ ０ ０１
２０１９ ３ ３０ ２ ００ ０ ８０ ７ ００ ０ ０ ４０ ２ ００ ８１ ００ ５ ００ １ ２０ ０

资料来源:同表 ５ꎮ

表 ７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中国自塞尔维亚进口前十大商品一览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商品编码 商品名称 金额
占比
(％ ) 年份 商品编码 商品名称 金额

占比
(％ )

２０１８

２４０２２０００ 烟草制卷烟 ０ ２９０ ４ １３

４４０７９２００
水青冈木

(山毛榉木)
木材

０ ２０４ ７ ９

８５１２４０００
车辆风挡刮
水器、除霜器
及去雾器

０ １８４ ３ ８

７４０３１１１１ 精炼铜 ０ １６０ ７ ７

２６０７００００ 铅矿砂及
其精矿

０ １２４ ９ ６

４４０３９９８０ 温带非针
叶木原木

０ １０４ ６ ５

２６０８００００ 锌矿砂及
其精矿

０ ０９７ ４ ４

８４２５３１９０ 电动卷扬机
及绞盘

０ ０９５ ６ ４

８７０８９９９９
其他车辆用
未列名零
件和附件

０ ０８８ ７ ４

８５０１３２００
直流电动机

及直流
发电机

０ ０７３ ０ ３

合计 １ ４２４ ３ ６３

２０１９

７４０３１１１９ 未锻压其他
精炼铜阴极

１ ６９１ ２ ４７

４４０７９２００
水青冈木

(山毛榉木)
木材

０ ２０１ ５ ６

２６０７００００ 铅矿砂及其
精矿

０ １８０ ２ ５

７４０３１１１１ 精炼铜 ０ １７９ ７ ５

８５１２４０００

车辆风挡刮
水器、除霜
器及去
雾器

０ １７６ ５ ５

２６０８００００ 锌矿砂及其
精矿

０ １０３ ２ ３

８７０８９９９９
其他车辆
用未列名零
件和附件

０ １０２ ２ ３

４４０３９９８０ 温带非针叶
木原木

０ ０８９ ３ ２

８４１３７０９９ 其他
离心泵

０ ０６５ １ ２

８５１２９０００ 零件 ０ ０５６ ５ ２

合计 ２ ８４１ ２ ７９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注:黑体为两年均出现的商品种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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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中国自塞尔维亚进口前十大商品主要以原材料为主ꎬ两年

有 ７ 种商品都位居前十之列ꎬ说明这些商品的贸易活跃度较高ꎬ有较强的可

持续性ꎮ ２０１９ 年中国大量进口塞尔维亚精炼铜ꎬ与中国紫金矿业收购塞尔维

亚博尔铜矿有较强的关联性(见表 ７)ꎮ

四　 中塞出口商品结构显性比较优势分析

根据塞尔维亚提供的数据ꎬ利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ＲＣＡ)分析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８ 年中塞出口贸易数据ꎬ可进一步了解两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大类ꎬ
从而为优化双边贸易结构、挖掘贸易潜力提供参考ꎮ ＲＣＡ 指数大于 ２ ５ꎬ
表明该商品大类具有极强比较优势ꎻＲＣＡ 指数在 １ ２５ ~ ２ ５ꎬ表明该商品

大类具有较强比较优势ꎻＲＣＡ 指数在 ０ ８ ~ １ ２５ꎬ表明该商品大类具有中

等比较优势ꎻＲＣＡ 指数小于 ０ ８ꎬ表明该商品大类处于劣势(见表 ８)ꎮ

表 ８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８ 年中国和塞尔维亚出口商品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商品 ＳＩＴＣ０ ＳＩＴＣ１ ＳＩＴＣ２ ＳＩＴＣ３ ＳＩＴＣ４

国别 中国
塞尔
维亚

中国
塞尔
维亚

中国
塞尔
维亚

中国
塞尔
维亚

中国
塞尔
维亚

２００６ ０ ５４ ３ ３８ ０ １６ ２ ３０ ０ ２５ １ ３３ ０ １３ ０ ２５ ０ １０ １ ２８

２００９ ０ ４３ ２ ９０ ０ １５ ３ ３５ ０ ２０ １ ０３ ０ １３ ０ ３４ ０ ０５ ２ ８２

２０１２ ０ ４３ ３ １８ ０ １６ ３ ２０ ０ １７ １ ２４ ０ ０９ ０ ２１ ０ ０５ ２ ９１

２０１５ ０ ３９ ２ ４１ ０ １８ ３ ９６ ０ １６ ０ ９４ ０ １２ ０ ２７ ０ ０６ ２ １８

２０１８ ０ ４３ ２ ０６ ０ １８ ３ ３３ ０ １９ ０ ９４ ０ １８ ０ ２９ ０ ０９ １ ９３

商品 ＳＩＴＣ５ ＳＩＴＣ６ ＳＩＴＣ７ ＳＩＴＣ８ ＳＩＴＣ９

国别 中国
塞尔
维亚

中国
塞尔
维亚

中国
塞尔
维亚

中国
塞尔
维亚

中国
塞尔
维亚

２００６ ０ ４４ １ １６ １ ２６ ２ ７２ １ １９ ０ ３０ ２ ３５ ０ ９５ ０ ０６ ０ １０

２００９ ０ ４４ ０ ７７ １ ２０ ２ １２ １ ３７ ０ ５１ ２ １９ １ １４ ０ ０３ ０ ４０

２０１２ ０ ５１ ０ ８１ １ ２９ １ ８８ １ ３８ ０ ６７ ２ ３４ １ ０４ ０ ０２ ０ ３５

２０１５ ０ ４９ ０ ７１ １ ３５ １ ７４ １ ２２ ０ ７７ ２ ０５ ０ ９５ ０ ０１ ０ ５８

２０１８ ０ ５８ ０ ８３ １ ３３ ２ ０１ １ ３３ ０ ７６ １ ９７ １ １１ ０ ０４ ０ ３４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利用 ＲＣＡ 指数分析国际贸易标准第 ０ ~ ９ 大类出口商品ꎬ根据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８ 年数据ꎬ塞尔维亚第 １ 大类商品具有极强比较优势ꎻ第 ０、第 ４ 和第 ６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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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具有较强比较优势ꎻ第 ２ 和第 ８ 大类具有中等比较优势ꎻ第 ３、第 ５、第 ７ 和

第 ９ 大类处于劣势ꎮ 而中国第 ６、第 ７ 和第 ８ 大类商品具有较强比较优势ꎬ其
余各大类均处于劣势ꎮ 纵观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８ 年数据ꎬ动态来看ꎬ塞尔维亚第 ０ 大

类商品的比较优势由极强逐渐下滑至较强ꎻ中国各类商品的 ＲＣＡ 指数大体

保持稳定ꎮ 从优势互补的角度分析ꎬ结合表 ５ 和表 ６ 可以看出ꎬ塞尔维亚具

有极强比较优势的第 １ 大类商品ꎬ其出口中国的份额却并不高ꎬ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
除 ２０１２ 年外ꎬ基本维持在 １％左右ꎻ塞尔维亚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第 ０、第 ４
和第 ６ 大类商品中ꎬ第 ０ 大类商品基本保持在１％ ~２％ ꎻ第 ４ 大类商品经历

从无到占比微小的过程ꎻ第 ６ 大类商品平均占比 ５％左右ꎬ２０１８ 年大幅增加ꎬ
达到 ２８％ ꎮ 中国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第 ６、第 ７ 和第 ８ 大类商品ꎬ其出口塞

尔维亚的份额保持在 １５％ 、４０％和 ２０％左右ꎻ中国没有比较优势的第 ５ 和第

９ 大类商品ꎬ其出口塞尔维亚的份额保持在 １０％ 左右ꎻ中国没有比较优势的

第 ０、第 １、第 ２、第 ３ 和第 ４ 大类商品占比极小ꎮ

五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９年塞尔维亚与主要大国货物贸易比较分析

根据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资料ꎬ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塞尔维亚自中、俄、美、
德、意、法 ６ 个主要大国平均进口额占比近 ４５％ ꎬ其中近 １２％ 的商品自德

国进口ꎬ占比最多ꎬ其次是俄罗斯 １１％ 、意大利 １０％ 、中国 ８％ 、法国 ３％ 、
美国 ２％ 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塞尔维亚自德国和中国进口额占比呈小幅增长

态势ꎬ自其他国家进口额基本保持稳定ꎮ 就平均占比而言ꎬ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

塞尔维亚自德国、俄罗斯和意大利的进口额占比在 １０％ 左右ꎬ自中国进口

额占比为 ９％ ꎬ远高于法国 ３％和美国 ２％的水平ꎬ处于居中位置(见图 ３)ꎮ

图 ３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塞尔维亚从主要大国进口货物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同表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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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塞方资料ꎬ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塞尔维亚向中、俄、美、德、意、法 ６ 个主要大

国平均出口额占比达 ３５％ ꎬ其中向意大利出口占比最多ꎬ达 １３％ ꎬ其次是德

国近 １２％ 、俄罗斯 ６％ 、法国 ３％ 、美国 １％ ꎮ 虽然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塞尔维亚向

中国出口占比呈逐渐增长态势ꎬ２０１９ 年突破历史纪录ꎬ达 ２％ ꎬ远高于 ２０１８
年的 ０ ５％ ꎬ但与其他 ５ 个国家相比ꎬ平均占比仍最小ꎬ只有 ０ ３％ ꎬ是塞尔维

亚向 ６ 个主要大国出口额占比最小的国家(见图 ４)ꎮ

图 ４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塞尔维亚向主要大国出口货物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同表 ４ꎮ

六　 中国与塞尔维亚货物贸易面临的问题

虽然整体而言ꎬ２００６ 年以来中国与塞尔维亚商品贸易呈现稳定增长态

势ꎬ但双边贸易合作仍存在以下问题ꎮ
(一)中国贸易顺差问题

由于构成中塞两国商品贸易总额的主要部分是塞尔维亚自中国进口额ꎬ
且其进口额远高于其向中国出口额(见图 ５)ꎬ因此在两国商品贸易中ꎬ塞尔

维亚始终处于逆差状态ꎮ 根据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数据ꎬ２００７ 年塞尔维亚自

中国进口额大幅增加ꎬ而出口额并没有变化ꎬ塞对中国贸易逆差创历史最高ꎬ
逆差增幅近 ８０％ꎻ２００９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ꎬ塞尔维亚自中国进口同比显著

减少ꎬ而其向中国出口额略有增加ꎬ逆差增幅大幅收窄ꎻ２０１７ 年双边货物贸易额

呈现“三增长”的良好态势ꎬ特别是中国自塞进口额大幅提升ꎻ２０１８ 年塞尔维亚

自中国进口额和向中国出口额均有增加ꎬ但进口额增速高于出口额增速ꎬ因此ꎬ
双边商品贸易逆差增幅超过 ２０％(见图 ６)ꎻ２０１９ 年中国自塞进口额大幅增至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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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ꎬ有力地缓解了塞方逆差ꎬ逆差同比降至 ５％ꎮ 两国外交、商务等相关部

门早已注意到中塞商品贸易逆差问题ꎬ中国外交部主管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协调中国各相关部门ꎬ包括中央政府各部门、地方

政府以及各种智库ꎬ整合各部门建议ꎬ力图尽快提升中国自塞进口额ꎬ尽量扩大

自塞尔维亚进口商品的种类和规模ꎬ采取多种措施挖掘两国商品贸易潜力ꎮ
２０１７ 年中国为改善贸易顺差所做的大量工作ꎬ特别是在加强农业合作、便利农

产品进口等方面所采取的切实措施ꎬ为两国进一步开展经贸合作奠定了坚实基

础ꎮ ２０１８ 年中国自塞尔维亚进口其比较优势明显的第 ６ 大类商品占比同比增

长 １０ 倍(自 ２ ５％增至 ２８％)ꎬ但其他类商品进口占比并未显著提高ꎬ双边经贸

合作的巨大潜力仍有待两国积极挖掘ꎮ 众所周知ꎬ当前ꎬ即使中东欧 １６ 国经济

体量总和都无法与中国同日而语ꎬ更何况塞尔维亚一国ꎮ 虽然两国统计数据都

显示ꎬ最近两年中国贸易顺差有收窄趋势ꎬ但由于塞尔维亚经济结构与经济规

模问题ꎬ短期内中方贸易顺差状况不可能大幅度扭转ꎮ

图 ５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塞尔维亚与中国商品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同表 ４ꎮ

图 ６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中塞货物贸易塞方逆差及逆差同比

资料来源:同表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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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塞尔维亚贸易逆差的主要因素:
１ 塞尔维亚自身外贸结构性约束

总体而言ꎬ２００６ 年以来塞尔维亚每年都呈现外贸逆差状态(见图 ７)ꎬ年
均逆差额 ７０ 亿美元左右ꎮ ２００８ 年塞外贸逆差达 １３０ 亿美元ꎬ为历史最高值ꎻ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６ 年外贸逆差收窄ꎬ但仍在年均 ６０ 亿美元的水平ꎻ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年

外贸逆差又有所扩大ꎬ２０１８ 年逆差同比增幅超 ３３％ ꎻ２０１９ 年逆差增幅有所

收窄ꎮ

图 ７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塞尔维亚外贸逆差情况

资料来源: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ｒｓ / Ｈｏｍｅ / Ｒｅｓｕｌｔ / １７０１?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ｏｄｅ ＝ ｅｎ － ＵＳ

将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塞尔维亚整体贸易逆差同比增长率与中塞贸易逆差同

比增长率进行对比可以发现ꎬ两条趋势线呈大致吻合状态ꎮ ２０１８ 年塞尔维亚

外贸逆差同比有所扩大ꎬ但中塞外贸逆差同比增幅却明显下降ꎬ体现了中国

为改善贸易顺差所作的巨大努力(见图 ８)ꎮ

图 ８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９年塞尔维亚商品贸易逆差同比与中塞商品贸易塞方逆差同比(％)
资料来源: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网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ｒｓ / Ｈｏｍｅ / Ｒｅｓｕｌｔ / １７０１?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ｏｄｅ ＝ ｅｎ －Ｕ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ｒｓ / Ｈｏｍｅ / Ｒｅｓｕｌｔ / １７０４０１?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ｏｄｅ ＝ ｅｎ －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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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塞尔维亚与其主要 １０ 个出口国贸易逆差占比平均为

４４％ (见表 ９)ꎬ常态顺差国是波黑、黑山和北马其顿ꎬ２０１０ 年后对罗马尼亚、
２０１３ 年后对意大利保持少量顺差ꎬ其主要出口国基本是周边国家ꎮ ２０１９ 年

塞尔维亚前十大货物贸易出口国中逆差来源国为:俄罗斯( － １６ 亿美元)、德
国( － ９ ７ 亿美元)、意大利( － ３ ４ 亿美元)、匈牙利( － ３ １ 亿美元)和捷克

( － ０ ２ 亿美元)ꎬ该 ５ 国逆差占塞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 ４６％ ꎮ

表 ９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塞尔维亚与主要 １０ 个出口国的逆差 (单位:亿美元)

年份 逆差国数量(个) 逆差国逆差额 塞逆差总额 逆差占比(％ )

２００６ ７ － ３６ ４ － ６７ ４ ５４

２００９ ７ － ３９ ８ － ７４ ６ ５３

２０１２ ６ － ３５ １ － ７７ ０ ４６

２０１５ ５ － １８ ６ － ４５ ０ ４１

２０１９ ５ － ３２ ５ － ７１ ０ ４６

资料来源:同表 ４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塞尔维亚与其主要 １０ 个进口来源国贸易逆差占比平均为

７０％ (见表 １０)ꎬ２０１３ 年后该占比扩大ꎬ在 ９０％左右ꎬ２０１６ 年该占比甚至超过

１００％ ꎬ其与主要进口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基本处于逆差状态ꎮ 除 ２０１８ 年与第

１０ 位商品贸易进口国罗马尼亚有 ４ ３ 亿美元顺差外ꎬ塞与其他 ９ 个商品贸易

进口国德国( － １１ ８ 亿美元)、意大利( － ０ ７ 亿美元)、中国( － ２０ ８ 亿美

元)、俄罗斯( － １０ １ 亿美元)、匈牙利( － ４ ７ 亿美元)、土耳其( － ６ ９ 亿美

元)、波兰( － ４ ６ 亿美元)、法国( － １ ９ 亿美元)和奥地利( － ２ 亿美元)均保

持逆差ꎬ该 １０ 国逆差额占当年逆差总额的 ８９％ ꎮ ２０１９ 年逆差占比稍有扩

大ꎬ达到 ９２％ ꎮ

表 １０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塞尔维亚与主要 １０ 个进口国的逆差 (单位:亿美元)

年份 逆差国数量(个) 逆差国逆差额 塞逆差总额 逆差占比(％ )

２００６ １０ － ５０ ９ － ６７ ４ ７６

２００９ ９ － ４９ ９ － ７４ ６ ６７

２０１２ ９ － ５５ ４ － ７７ ０ ７２

２０１５ ８ － ４０ ９ － ４５ ０ ９１

２０１６ ９ － ４２ １ － ４０ ２ １０５

２０１９ ９ － ６５ ５ － ７１ ０ ９２

资料来源:同表 ４ꎮ

—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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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与主要贸易国的商品贸易基本处于逆差状态ꎬ且逆差具有全局

性、结构性特点ꎬ这是影响中塞贸易差额的重要因素ꎮ
２ 中国与塞尔维亚出口商品类型制约

从表 ６ 和表 ８ 可以看出ꎬ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第 ０ ~ ４ 大类)中ꎬ塞尔维亚

出口商品显性比较优势较强的第 ０、第 １、第 ２ 和第 ４ 大类中ꎬ其向中国出口

份额除第 ２ 大类(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占比较高(２０１８ 年达到 ３３％ )外ꎬ其
余占比均偏低(１％左右)ꎻ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第 ６ ~ ８ 大类)中ꎬ２０１８ 年塞

尔维亚显性比较优势稍高于中国的第 ６ 大类ꎬ其向中国出口占比显著提高

(２８％ )ꎬ但长期看ꎬ两国在第 ６ 大类商品的比较优势方面存在竞争ꎻ在资本技

术密集型产品(第 ５ ~ ７ 大类)中ꎬ中国出口商品显性比较优势较强的第 ７ 大

类ꎬ２０１８ 年塞尔维亚向中国出口占比虽达 ２６％ ꎬ但同比下降 １８％ ꎻ２０１９ 年塞

尔维亚向中国出口第 ７ 大类商品占比仅为 ５％ ꎬ呈大幅下降态势ꎮ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ꎬ塞尔维亚国土面积 ８ ８ 万平方公里ꎬ其中耕

地面积 ３ ４ 万平方公里ꎬ森林面积 ２ ７ 万平方公里ꎬ拥有良好的农业生产条

件ꎬ农业科技水平也很强ꎬ农业装备水平较高①ꎬ但该国农业发展受到投资严

重不足的制约ꎬ农业附加值增长率呈波动状态(见图 ９)ꎮ

图 ９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中塞农业附加值增长率(％)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数据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ｓｔａｔｓ ｕｎ ｏｒｇ / ｕｎｓｄ / ｓｎａａｍａ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ｒｏｆｉｌｅ

针对相关问题ꎬ２０１７ 年中塞两国农业部门签署«关于制定农业经贸投资

行动计划的备忘录»ꎬ２０１８ 年两国农业部门签署«关于共同支持建设果蔬产

业园的谅解备忘录»ꎬ以期通过投资塞尔维亚农业促进两国农产品贸易和农

—８１１—

① 张海森等:«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战略研究»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ꎬ第 １５７ ~ １５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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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科技合作ꎮ ２０１７ 年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新增进口塞尔维亚小麦ꎬ助推中塞农

产品贸易ꎮ ２０１７ 年中国国家质检总局与塞尔维亚农业、林业和水利部签署

«关于中国从塞尔维亚输入牛肉的检验检疫和兽医卫生要求议定书»ꎬ进一步

推动中塞农产品贸易和农业投资的发展ꎮ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资料ꎬ２０１９ 年中

国从塞尔维亚进口最多的农产品是水青冈木(山毛榉木)木材(２ ０１５ 万美

元)ꎬ以下依次为其他温带非针叶木原木(８９２ 万美元)、冻去骨牛肉(２１０ 万

美元)、初榨豆油(１３４ 万美元)、栎木(橡木)原木(１１９ 万美元)ꎬ以木材为主ꎬ
贸易占比不高ꎬ目前中国在塞尔维亚涉农投资企业仍很少ꎮ

(二)中国与塞尔维亚商品贸易统计标准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中国进出口数据由中国海关总署统计ꎬ塞进出口数据由塞尔维亚国家统

计局统计ꎮ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ꎬ中国海关提供的中国进口数据是塞尔维亚国

家统计局塞出口数据的 ３ 倍左右ꎻ而 ２０１７ 年中国海关中国出口数据是塞尔

维亚国家统计局塞进口数据的 １ / ３ 左右ꎬ２０１８ 年约为 ４０％ ꎻ传导到贸易总额

和差额ꎬ２０１７ 年中国的贸易总额数据约为塞尔维亚数据的 ４０％ꎬ２０１８ 年则是约

５０％ꎻ差额数据 ２０１７ 年约为 ２０％ꎬ２０１８ 年约是 ３０％ꎬ差距十分明显ꎮ ２０１９ 年中

国海关提供的中国进口数据与塞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塞出口数据基本相当ꎻ但中

国海关提供的中国出口额是塞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塞进口额的 ４０％ ꎬ而 ２０１７
年为 ３０％ ꎬ因此ꎬ两国统计数据差异的根源仍需进一步研究(见表 １１)ꎮ

表 １１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年中国海关总署与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货物贸易数据对比

(单位:亿美元)

年份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 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数据

中国
出口

中国
进口

中塞贸易
总额

塞差额 塞进口 塞出口
塞中贸易

总额
塞差额

２０１７ ５ ４５ ２ １２ ７ ５７ － ３ ３ １７ ７０ ０ ６２ １８ ３２ － １７ １

２０１８ ９ ２３ ２ ６４ １１ ８７ － ６ ５９ ２１ ７０ ０ ９２ ２２ ６２ － ２０ ８

２０１９ １０ ３０ ３ ６０ １０ ９０ － ６ ７ ２５ １０ ３ ３０ ２８ ４０ － ２１ ８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ꎻ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网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ｒｓ / Ｈｏｍｅ / Ｒｅｓｕｌｔ / １７０４０１?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ｏｄｅ ＝ ｅｎ － ＵＳ

在统计实践层面ꎬ中国的统计能力仍有待进一步提升ꎮ ２０１６ 年世界银行

对中国统计能力进行重新修正ꎬ在 １４６ 个发展中国家中ꎬ中国统计能力排名由

２０１５ 年的第 ６８ 位升至 ２０１６ 年的第 ２３ 位ꎬ但仍低于居第 ８ 位的塞尔维亚①ꎬ从

—９１１—
① 余芳东:«世界银行对我国统计能力的评估及修正»ꎬ«调研世界»２０１７ 年第 ７ 期ꎮ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一个侧面说明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更具有可信度ꎮ
在统计合作方面ꎬ２０１３ 年 ６ 月ꎬ中塞两国海关曾就开展贸易统计合作达

成共识ꎬ但之后尚未体现统计合作的力度ꎮ 因此ꎬ中塞两国海关和统计部门

在贸易统计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上仍有待进一步挖掘ꎮ

七　 中国对塞尔维亚的直接投资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ꎬ中国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签署«中南投资保护协定»ꎬ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生效ꎬ两国对对方国家的投资实行最惠国待遇ꎬ该协定至今有效ꎮ

塞尔维亚发展经济面临一定的投资缺口(见图 １０)ꎮ 一些中国企业在塞投

资缺口最大的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进入塞尔维亚投资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ꎬ
为塞经济发展注入动力ꎬ也为中国企业对塞尔维亚的直接投资开启了窗口期ꎮ

图 １０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 年塞尔维亚投资缺口占 ＧＤＰ 的比重(％)

资料来源: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ꎬ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ｋａｃｉｊｅ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ｒｓ / Ｇ２０１９ / ＰｄｆＥ / Ｇ２０１９８
００１ ｐｄｆ

根据塞方统计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中国对塞尔维亚累计直接投资存量约

为 ３ １７ 亿美元ꎬ其中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塞直接投资总额为 １ ２４ 亿美

元①ꎮ 根据中方统计②ꎬ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９ 年中国对塞尔维亚均无直接投资ꎻ２０１０
年中国开始向塞投资ꎻ２０１６ 年中国对塞直接投资流量开始大幅增长ꎻ２０１８ 年

中国对塞直接投资 １ ５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近 １ 倍ꎻ截至 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塞累计

直接投资存量为 ２ ７ 亿美元ꎬ创历史新高ꎮ 整体而言ꎬ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

—０２１—

①

②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塞尔维亚(２０１８ 年版)»ꎬ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ｂｄｇｚｎ / ＃

本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资料来源均为«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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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均呈不断增长态势ꎬ流量同比增幅各年差异较

大ꎬ２０１４ 年后存量同比增幅基本保持平稳态势(见表 １２)ꎮ

表 １２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塞尔维亚直接投资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流量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１ ０ １１５ ０ １１７ ０ ０７６ ０ ３０８ ０ ７９２ １ ５３４

流量同比增幅(％ ) — — －９０ ９００ ４４８ ２ － ３５ ３０４ １５７ ９４

存量 ０ ０２７ ０ ０４８ ０ ０５１ ０ ０６５ ０ １８５ ０ ２９７ ０ ４９８ ０ ８２７ １ ７００ ２ ７１４

存量同比增幅(％) — ８１ ４ ２８ １８７ ６０ ６８ ６６ １０６ ６０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等:«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２０１８ 年度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ꎬ中国统计出版社ꎮ
注:所有２００９ 年数据源自２０１７ 年公报数据ꎬ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 年数据源自２０１８ 年公报数据ꎬ下同ꎮ

在巴尔干地区ꎬ就直接投资流量而言ꎬ２００９ ~２０１８ 年ꎬ特别是 ２０１２ 年后ꎬ中
国对塞尔维亚直接投资流量明显高于前南其他五国ꎬ中国对波黑、北马其顿和

阿尔巴尼亚的直接投资最不活跃ꎮ 自 ２０１６ 年起ꎬ中国对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

和黑山的直接投资有所增长ꎬ但其可持续性和活跃度仍有待观察(见图 １１)ꎮ
就直接投资存量而言ꎬ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 年ꎬ中国对塞尔维亚直接投资存量呈显著的

持续增长态势(见图 １２)ꎬ反映了中国对塞的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ꎮ

图 １１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巴尔干地区直接投资流量占比(％)
资料来源:同表 １２ꎮ

在中东欧地区ꎬ２００９ ~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中东欧 １６ 国直接投资流量处于经常

性较高水平的地区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Ｖ４)ꎮ 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相

比ꎬ２０１２ 年前中国对塞直接投资流量较低ꎬ２０１３ 年后中国对塞投资开始活跃:
２０１６ 年中国对塞投资流量占比仅次于匈牙利(６２％)ꎬ达到 ３３％ꎬ跃居中东欧第

二大投资目的地ꎻ２０１７ 年仅次于保加利亚(２４％)ꎬ达到 ２２％ꎬ维持第二大投资

目的地地位ꎻ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塞直接投资流量占比为 ２５％ꎬ居第一位(见图 １３)ꎮ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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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２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巴尔干地区直接投资存量占比(％)
资料来源:同表 １２ꎮ

图 １３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 Ｖ４ 国家

直接投资流量占比(％)
资料来源:同表 １２ꎮ

图 １４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 Ｖ４ 国家

直接投资存量占比(％)
资料来源:同表 １２ꎮ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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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直接投资存量而言(见图 １４)ꎬ中国对中东欧地区投资存量最高的地

区仍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ꎬ其次是东南欧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ꎮ ２０１２ 年

前中国对塞尔维亚直接投资存量占比不足 １％ ꎻ２０１３ 年首次突破 １％ ꎻ２０１７
年达到 ９％ ꎻ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塞投资存量占比为 １２％ ꎬ次于波兰(２３％ )、匈牙

利(１４％ )、罗马尼亚(１３％ )和捷克(１２ ３％ )ꎬ居第五位ꎬ达到历史最高水平ꎮ

八　 中国与塞尔维亚投资合作面临的问题

虽然中国与塞尔维亚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诸多成绩ꎬ但问题仍然存在ꎬ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ꎮ

(一)塞尔维亚宏观经济风险

２０１６ 年是中塞双边政治关系关键年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时任塞总理武契奇

来华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ꎬ为中塞关系平稳发展开了好局ꎻ６ 月ꎬ塞尔维

亚政府成立对华合作委员会ꎬ刚卸任总统职务的尼科利奇担任该委员会主

席ꎬ体现塞尔维亚对中塞关系的高度重视和推进中塞务实合作的行动意愿ꎻ７
月和 １１ 月ꎬ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和塞尔维亚国民会议议

长戈伊科维奇互访ꎬ两国最高立法机构先后签署合作议定书和建立合作委员

会议定书ꎬ进一步提升中塞政治合作的法律和民意基础ꎮ 总之ꎬ２０１７ 年中塞

政治合作在 ２０１６ 年的基础上更加稳固地向前发展ꎬ这是两国进行经贸、投资

和军事等高水平合作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ꎮ

表 １３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塞尔维亚部分宏观经济指标(％)

指标
欧盟

参考值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备注

经常账户余额 /
ＧＤＰ － ４ ~ ６ － ９ ０ － ７ ４ － ４ ９ － ４ ０ － ３ ９ － ４ ４ ３ 年均值

国际投资净头寸 /
ＧＤＰ － ３５ － ８４ ６ － ９２ ２ － ９５ ５ － ９５ ０ － ９１ ２ － ８７ ８ 当年值

政府公共债务 /
ＧＤＰ ６０ ５７ ５ ６７ ５ ７１ ２ ６８ ８ ５８ ７ ５４ ３ 当年值

失业率 １０ ２３ ０ ２１ ７ １７ ７ １７ ４ １５ ５ １３ ８ ３ 年均值

资料来源:同图 １０ꎮ

虽然中塞两国政治关系始终处于高水平ꎬ但塞尔维亚宏观经济风险ꎬ特别是高

债务形势对中国在塞投资企业资金和经营构成潜在威胁ꎮ 中塞在能源和基建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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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合作项目大多具有投资周期长、需要国家主权担保等特点ꎬ因此ꎬ国家宏观经

济指标就具有非常强的风险警示意义ꎮ 虽然近年来塞尔维亚公共债务压力有所缓

解①ꎬ但综合参考其他宏观经济指标ꎬ塞尔维亚经济仍面临较大的外部风险ꎬ
这就要求中国企业在投资前充分做好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ꎬ确保投资安全ꎮ

(二)能源基础设施领域合作面对越来越强的欧盟压力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塞尔维亚能源和基础设施投资持续稳定增长ꎬ２０１７ 年两

国高层互访多次提出要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塞尔维亚“再工业化战略”进
行对接ꎬ特别要落实在塞尔维亚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领域ꎮ 实施现代化改造能

够便利当地广大百姓ꎬ可以充分发挥投资拉动作用ꎮ 特殊领域的基础设施改造

合作有利于夯实提升双边关系的战略性ꎬ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目标ꎮ 因此ꎬ中
塞能源与基础设施合作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ꎮ

塞尔维亚作为欧洲国家ꎬ２０１４ 年已正式开启“入盟”谈判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欧盟的里雅斯特首脑峰会决定在西巴尔干地区建立共同经济区ꎬ推动塞尔维

亚加快“入盟”进程ꎮ 欧盟对塞尔维亚“入盟”的技术、法律、经济等规范性标

准势必对中国在塞基础设施投资安全造成重大影响ꎮ 当然ꎬ随着中国对欧盟

标准的日益熟悉ꎬ能够达到基础设施施工领域的技术标准等硬标准ꎬ但在诸

如投资准入、金融安全、风险控制和环保要求等软标准方面ꎬ中国需要考虑如

何有效应对欧盟标准中的“隐性门槛”ꎮ 目前ꎬ塞尔维亚还不是欧盟成员国ꎬ
但一些中国企业已感受到相关压力ꎬ越来越多的中国在塞企业已有意识地参

照欧盟标准进行业务活动ꎮ ２０１７ 年一些供货合同就已按照欧盟标准生产供

货ꎬ这是趋势ꎬ也是中国企业提高在塞竞争力的必由之路ꎮ
中国与塞尔维亚的金融合作起步晚、规模小ꎬ大项目投融资主要以中国

政策性银行提供优买信贷、以塞尔维亚提供主权担保的方式进行ꎬ利用塞尔

维亚政府自有资金和第三方资金的项目较少ꎮ 由于大项目投资巨大、融资周

期长、塞尔维亚经济相对脆弱ꎬ因此ꎬ双方有必要探索可持续的长期投融资制

度性安排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中塞两国政府签署备忘录ꎬ共同成立投资合作工作

小组ꎬ促进基础设施、工业与金融合作ꎬ支持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共同项目合

作ꎮ 这项举措为中塞基础设施合作与金融务实合作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ꎬ但
如何将政府间制度落实到企业间金融投资合作实践ꎬ仍有待观察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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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塞尔维亚财政部资料ꎬ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底ꎬ塞公共债务余额为 ２３１ ５ 亿欧

元ꎬ约占 ＧＤＰ 的 ５０ ４％ ꎬ同比有较大改善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