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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匈牙利是中国在中东欧投资数额最多的国家ꎬ也是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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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涌入ꎬ投资领域逐步拓宽ꎮ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ꎬ中匈两国外交政策相

互契合ꎬ金融合作逐步深入ꎬ“１６ ＋ １” 合作正推向高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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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７ 日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建

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构想ꎮ 中东欧国家凭借其地缘优势成为“丝绸

之路经济带”上的区域支点ꎬ是连接亚欧大陆的重要枢纽ꎮ 目前ꎬ中国在中东

欧国家的直接投资数量较之东亚国家和西欧发达经济体仍有很大差距ꎬ且中

国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捷克、罗马尼亚

和斯洛文尼亚等六个国家ꎮ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同属新兴经济体和转型经济

国家ꎬ中国在中东欧国家投资潜力巨大ꎮ 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探究中东欧投

资吸引力ꎬ这对中国在中东欧国家投资和双方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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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进作用ꎮ 匈牙利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最为积极、最为重要的国家

之一ꎬ同时也是吸引中国直接投资数额最为庞大的中东欧国家ꎬ以匈牙利作为

“一带一路”框架内中东欧投资吸引力研究的切入点ꎬ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ꎮ

一　 匈牙利:“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支点上的核心国家

匈牙利地处欧洲中部ꎬ与七个国家接壤ꎮ 它是中东欧 １６ 国之一ꎬ同时也

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之一ꎮ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匈牙利加入北约ꎬ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 日加入欧盟ꎬ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加入«申根协定»ꎮ 匈牙利属于中等发达

国家ꎬ人均 ＧＤＰ 为 １ ２ 万美元ꎬ经济发展水平在中东欧国家位居前列ꎮ
中匈两国在“丝绸之路”建设上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ꎮ 匈牙利南部地区

所属土地曾是罗马帝国的潘诺尼亚行省ꎮ 公元 ７３ 年ꎬ东汉班超出使西域ꎬ首
次将古代“丝绸之路”从西亚地区延伸到欧洲ꎬ进入罗马帝国ꎬ串联起东西方

两大文明古国ꎬ开辟了人类文明史上平等互惠的贸易先河ꎮ 而今ꎬ匈牙利作

为第一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ꎬ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起到了重要的推进和示范作用ꎮ
与此同时ꎬ匈牙利凭借其地缘优势ꎬ充当起联通中欧国家的“桥头堡”ꎮ

新亚欧大陆桥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重点ꎬ同时也是“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的重要依托ꎮ 匈牙利是新亚欧大陆桥较为核心的中东欧国家ꎮ 新亚

欧大陆桥中线包括两条线路:一是由哈萨克斯坦通过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

到达西欧的瑞士、德国、法国ꎻ二是由中亚过里海、黑海两大内海后经由匈牙

利到中欧各国ꎮ 另外ꎬ中国同塞尔维亚、匈牙利、马其顿达成一致ꎬ将共同打

造中欧陆海快线ꎮ 该线路南起希腊比雷埃夫斯港ꎬ北至匈牙利首都布达佩

斯ꎬ是匈塞铁路的“升级版”和“延长版”ꎮ 中欧陆海快线的建立将把“２１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融汇到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ꎬ实现海陆贸易的完美对接ꎮ
由此足以见得匈牙利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具有的重要枢纽作用ꎮ

二　 中国在匈牙利的投资现状及特点

(一)中国对匈牙利直接投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

匈牙利在中东欧地区具有明显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ꎮ 首先ꎬ
匈牙利地处欧洲心脏地带ꎬ区位优势非常突出ꎬ是通往欧盟大市场最繁忙的

交通枢纽ꎻ其次ꎬ匈牙利拥有中东欧地区性价比最高的劳动力资源ꎬ单位 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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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成本在中东欧国家中是最低的ꎬ平均工资要比西欧国家低 １ / ３ 左右ꎬ
而且劳动力人口中绝大多数都接受过中等以上良好的教育和培训ꎻ再次ꎬ匈
牙利政府为吸引外资颁布了大量的优惠政策ꎬ涵盖税收优惠、就业补贴等各

个方面ꎬ使得外资企业获得的投资补贴最多可达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ꎻ最后ꎬ
匈牙利在汽车、电子、通信、生物制药、酿酒等许多领域都具有独特的产业优

势ꎬ许多技术和工艺极具特色ꎬ对外资具有很大的吸引力①ꎮ 上述优势使得

匈牙利成为欧洲生产基地以及物流集散中心ꎮ 很多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纷纷在

匈牙利投资设厂或建立研发及物流中心ꎬ外资企业增加值占匈牙利 ＧＤＰ 的

１ / ３ 左右ꎬ出口额占匈牙利总出口额的 ７０％以上②ꎮ
在诸多有利因素的推动下ꎬ近年来中国对匈牙利的直接投资也呈快速上

升趋势(见图 １)ꎮ

　 　 图 １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匈牙利直接投资流量净额∗ (单位:亿欧元)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净额包括新增股权投资、当期收益再投资以及债务工具投资ꎮ

如果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出现收益再投资为负值(如当年境外企业对以往年度的未分配

利润进行分配)、债务工具为负值(如境外企业到期归还中国境内母公司贷款)、新增股权

为负值(如境外企业撤资、注销等)时ꎬ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净额就可能为负值ꎮ
资料来源:匈牙利国家银行(ＭＮＢ)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ｎｂ ｈｕ / ｅｎ /

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前ꎬ中国对匈牙利的直接投资并不活跃ꎬ规模很小ꎬ
２００７ 年仅投资 ０ １ 亿欧元ꎮ 然而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情况发生变化ꎬ当年直接投

资流量猛增至 １ 亿欧元ꎮ 此后虽然 ２０１１ 年出现回落ꎬ但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又大

—３３—

①

②

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匈牙利»ꎬ２０１６ 年版ꎬ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ｘｉｏｎｇｙａｌｉ. ｐｄｆ

同①ꎮ



欧亚经济 /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幅提升ꎬ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分别达到 １ １ 亿欧元和 １ ０２ 亿欧元①ꎮ 根据中国

商务部的统计ꎬ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匈牙利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直接投资存量

最多的国家ꎬ占比达到 ２３ ５％ ②ꎮ
不过ꎬ尽管中国对匈牙利的直接投资近年来大幅提升ꎬ但从匈牙利吸引

投资的国家排名来看尚不突出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匈牙利吸引的外国直接

投资存量为 ７７３ １５１ 亿欧元ꎬ其中欧洲国家占有绝对优势地位ꎬ达 ９０％ ꎻ亚洲

是向匈牙利投资的第二大洲ꎬ但仅占 ５％ ꎬ其中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分别是韩

国、日本和新加坡ꎬ投资额分别为 １２ ７３８ 亿欧元、７ ５３８ 亿欧元和 ４ ００１ 亿欧

元ꎮ 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匈牙利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２ １４７ 亿欧元ꎬ在亚洲排名第四

位ꎬ与位列前三甲的国家仍有较大差距ꎬ韩国对匈牙利的投资存量超过中国 ６
倍之多ꎮ 从整体来看ꎬ中国对匈牙利的投资份额仅占亚洲国家对匈牙利直接

投资的 ６ ６％ ꎬ全世界的 ０ ２８％ ꎮ 这说明中国对匈牙利的直接投资还有很大

的拓展空间ꎮ

表 １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匈牙利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净额) (单位:亿欧元)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欧洲 ４９４ ７９０ ５２９ ５１９ ５７１ １１４ ５３９ ０７１ ６４５ ３１４ ６３６ ４３５ ６５０ ３７９ ６９３ ３１５

奥地利 ９１ １０２ ９３ ８１４ ８７ ３３６ ７８ ６０８ ９１ １８３ ８６ ３１１ ８３ ８５３ １２８ ８９８

英国 ３ ５２７ １５ １９８ １７ ３１４ １６ ８４９ ２９ ０４１ ３１ ０９６ ３１ １６１ ３９ ６０９

荷兰 ８６ ４５１ １２４ ９４９ １１８ ９２７ １２０ ５５８ ９７ ２８２ ８９ ８１１ １２１ ８８１ ２１７ ２８７

德国 １４０ ８１８ １５０ ２３６ １５７ ７２９ １９３ ７０９ １９４ ９９９ １９０ ７１４ １８７ ４４８ １７３ １３２

北美 ３０ ７３０ ３１ ７３２ ３３ １７６ ２５ ８５８ ２６ ３９０ ２０ ４６０ ２０ ６９２ －５ ３２８

美国 ２８ ８９８ ２９ １６９ ３０ ０４５ ２１ ６４１ ２１ ８０４ １６ ５４７ １５ ６８９ － １０ ７８１

亚洲 １８ ８６７ １９ ５６８ １７ ４０４ ２０ ０８２ ２１ ９３３ ２３ ８５４ ３０ ８４９ ３５ ０８８

韩国 ７ ７９７ ８ ９４７ ８ ０３９ ８ ６２７ １０ ４７１ １１ １６４ １１ ５６０ １２ ７３８

日本 ９ ５９０ ８ １７５ ７ ９３６ ８ ６９１ ７ ７２６ ８ １５９ １１ ５９７ ７ ５３８

中国 ０ ２９５ ０ ０７４ ０ ９８６ － ０ ２４９ ０ ６５２ ０ ８０３ １ ８６５ ２ １４７

新加坡 ０ ７２９ ２ ６０７ ２ ６９８ ３ ３３１ ４ ０６５ ３ ５７４ ４ １０５ ４ ００１

合计 ６２４ ９０６ ６８６ ５８７ ６７９ ９９５ ６６０ ０９２ ７８８ ９１９ ７８８ ６９８ ８１７ ６４９ ７７３ １５１

资料来源: 同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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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匈牙利国家银行(ＭＮＢ)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ｎｂ ｈｕ / ｅｎ /
根据中国商务部«２０１５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相关数据整理计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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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对匈牙利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

随着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及“１６ ＋ １”合作进程的推进ꎬ中国在

匈牙利的直接投资不仅在数额上出现跨越式增长ꎬ同时也呈现与以往不同的

投资特征ꎮ
从企业规模上看ꎬ在 ２００９ 年华为公司入驻匈牙利以前ꎬ中国对匈牙利的

直接投资主体完全由中小企业组成ꎬ投资数额较小ꎬ并未表现出较强的投资

活力ꎮ 现阶段ꎬ尽管中国对匈牙利的直接投资仍以中小企业为主ꎬ但是为数

不多的大企业以其在投资额中的绝对优势对中国在匈牙利的直接投资作出

巨大贡献ꎮ 这些企业包括中匈宝思德公司、华为匈牙利公司、比亚迪匈牙利

公司等ꎮ
中资企业万华集团收购宝思德集团后实施全方位的整改措施ꎬ使得宝思

德集团成功跨越经济危机余波ꎬ在 ２０１４ 年扭亏为盈ꎮ 宝思德化工厂占地 ４ ５
平方公里ꎬ有 ３ ０００ 多名员工ꎬ生产包括汽车在内的各类产品的基础性塑料原

材料ꎮ 在全球化工行业寡头垄断的背景下ꎬ万华集团在匈牙利收购项目的成

功进一步提高了其在世界化工生产中的地位ꎮ 在此基础上万华集团依托宝

思德集团建立了匈牙利最大的以化工为主导的园区ꎬ２０１４ 年宝思德工业园区

正式更名为中匈宝思德经济园区ꎮ ２０１６ 年该园区经中国商务部、财政部考核

批准ꎬ晋升为国家级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ꎮ 目前ꎬ万华集团在园区内累计完

成投资近 １７ 亿欧元ꎬ基础设施投资约 ４ 亿欧元ꎮ 园区不仅吸引了来自中国

和匈牙利的企业ꎬ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企业也强势入驻ꎬ中匈宝思德经

济园区也因此成为中国在境外合作的产业园区的典范ꎮ
华为公司是继万华集团后在匈牙利投资的第二大中资企业ꎮ 华为匈牙

利代表处于 ２００５ 年成立ꎬ华为欧供中心于 ２００９ 年成立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ꎬ其斥

资 １５ 亿美元进行绿地投资ꎬ这是迄今为止华为公司在匈牙利数额最大的投

资项目ꎮ 现在华为公司已经在匈牙利设立了服务于整个欧洲地区的全球第

二大物流中心ꎮ 与此同时ꎬ华为匈牙利公司还为中亚、北非、中东和西非的供

应商组装和运输电信产品ꎮ ２０１５ 年ꎬ该公司在匈牙利创造了 ６７５ 亿福林的收

入ꎬ雇用员工超过 ２ ０００ 人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华为公司与万华宝思德化工集团签

署战略性合作协议ꎬ“华为”将向“万华”提供最先进的产品ꎬ以促进智能生产

领域发展ꎬ同时实现其业务发展目标ꎮ 万华宝思德化工集团在“华为”的技术

支持下将在匈牙利建立区域信息通信中心ꎬ以提高其产品的供应效率、公司

的全球竞争力ꎬ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ꎮ
比亚迪公司在匈牙利北部建设了其第一个欧洲电动汽车工厂ꎮ 作为世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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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最大的纯电动汽车制造商ꎬ比亚迪正在匈牙利城市街道上掀起一场绿色

革命———推广零排放汽车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该公司投资 ６２ 亿福林ꎬ并获得匈牙

利政府 ９ ２５ 亿福林的补助用于建立比亚迪在欧洲的第一家汽车制造工厂ꎮ
该投资项目将在投资初期实现年产 ４００ 辆电动公共汽车的目标ꎬ并将出口欧

洲各大城市ꎬ这将有助于匈牙利实现全球化气候贸易政策目标ꎮ
除此之外ꎬ中兴通讯服务有限公司在布达佩斯设立中兴通讯中东欧拓展

处ꎬ长虹集团设立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匈牙利代表处ꎮ 中方企业正加

紧对匈牙利的投资ꎬ以匈牙利作为中东欧国家的中枢抢滩中东欧市场ꎮ
从投资领域看ꎬ中国对匈牙利的投资已经逐渐从以往的餐饮、纺织等劳

动密集型行业转移到资本密集型和高附加值行业ꎬ尤其是化工业ꎮ 这一方面

是因为万华集团是一家化工企业ꎬ其较高的投资数额决定了其在对匈牙利直

接投资项目上的绝对地位ꎮ 另一方面ꎬ万华集团对宝思德集团的并购带动了

中国其他公司对宝思德旗下其他化工公司以及匈牙利其他化工公司的注资

和并购ꎬ尤其是中匈宝思德经济园区的成立和建设更吸引了一系列化工类投

资项目的涌入ꎮ 目前ꎬ中国企业已涉足匈牙利特种胺、氯碱、塑料等化工产品

的制造ꎮ 除了化工行业外ꎬ贸易及绿色能源产业的投资也逐渐发展起来ꎮ 这

是由于中匈两国贸易迅猛增长带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ꎬ同时绿色能源既是

匈牙利政府重点发展的行业ꎬ也是中国具有领先技术优势的行业ꎬ对其进行

的投资项目更易获得支持和开展①ꎮ

三　 中国与匈牙利投资合作的潜力及前景

(一)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匈牙利“向东开放”政策相契合

公元 ５ ~ ６ 世纪ꎬ匈牙利人的祖先从东方的亚洲大陆西迁欧洲ꎬ融入西方

文明ꎬ匈牙利是西方国家中唯一有东亚祖先的民族ꎬ也是欧洲大陆上与东方

关系最为密切的民族②ꎮ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４ 日ꎬ匈牙利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ꎬ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ꎮ 同年ꎬ两国建立外交关系ꎬ开启

了当代两国交往之门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中匈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ꎬ加深了两

国政治外交上的交流互动ꎮ 然而由于 ６０ 年代中苏关系恶化ꎬ中匈两国政治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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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根据中国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整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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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也随之转冷甚至出现破裂ꎬ直到 ８０ 年代两国交往才开始正常化ꎮ １９８９
年匈牙利国内剧变突发ꎬ为了寻求西欧的资金、技术等支持ꎬ匈政府在外交政

策上以“西靠”为主ꎬ在 １９９１ 年制定的经济改造和发展四年纲要中明确认定

１９９４ 年为“经济增长和向欧洲靠拢年”①ꎮ 经过 １０ 多年的努力ꎬ匈牙利终于

“回归”欧洲ꎬ在 ２００４ 年成功加入欧盟ꎮ 与此同时ꎬ匈牙利政府也将“西靠”
的外交政策逐渐转变为美、欧、亚协调发展的多元外交政策ꎬ并加紧同中国的

外交联系ꎮ 在 ２１ 世纪的前 １０ 年里ꎬ匈牙利先后上任的四位总理ꎬ无论是如

今的执政党青民盟(青年民主主义联盟)的代表还是反对党社会党的代表ꎬ抑
或是 ２００２ 年上任的无党派人士迈杰希彼得ꎬ都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

系ꎮ ２０００ 年中匈两国签署«匈牙利共和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

声明»ꎮ ２００３ 年时任总理麦杰希彼得访华ꎮ ２００４ 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

锦涛访匈ꎬ两国建立中匈友好合作伙伴关系ꎮ 匈牙利时任社会党主席希莱尔

和兰德沃伊分别于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访华ꎬ时任青民盟主席欧尔班于 ２００９ 年

访华ꎮ 社会党和青民盟作为匈牙利最大的两个对立党派均表现出对华友好

以及同中国深入交往的殷切期盼ꎮ 这预示着匈牙利对中国的交往进程不会

随着执政党的更迭而放缓ꎬ反而会使中匈两国交往更趋深入ꎬ两国宽领域、多
角度的投资合作步伐更趋坚实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１ 日ꎬ在匈牙利国会选举中ꎬ最大的反对党青民盟及其竞选

盟友基督教民主人民党获胜ꎬ取得超过 ２ / ３ 的国会席位ꎮ 青民盟主席欧尔

班维克多当选匈牙利新一任总理ꎮ 为了刺激匈牙利萎靡的经济态势ꎬ欧尔

班在许多领域实施了大幅改革ꎬ其中就包括外交政策由“西靠”到“东看”的
转变ꎮ ２００８ 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欧盟经济带来巨大冲

击ꎬ导致希腊等国接连发生主权债务危机ꎮ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停滞使得中东

欧国家成为欧洲大陆经济增长的引擎ꎬ原有依靠西欧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

目标显然已不能实现ꎮ 而就在此时ꎬ包括东亚在内的远东地区以其强劲的经济

发展势头成为世界经济的闪光点ꎮ 欧尔班政府正是以此为契机阐述了“向东开

放”政策ꎬ认为“我们正挂着西方的旗帜航行ꎬ但是世界经济正刮着东风”②ꎮ
２０１４ 年匈牙利执政党青民盟及盟友基督教民主人民党以绝对优势再次赢得国

会选举胜利ꎬ青民盟主席欧尔班成功连任总理ꎬ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原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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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苗华寿:«平稳的转向进程———匈牙利十年经济改革和转轨»ꎬ«国际贸易»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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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政策的连续性ꎮ 在此之后ꎬ匈牙利政府继续实行“向东开放”的外交政策①ꎮ
持续的对华友好政策使得匈牙利在发展与中国的各领域合作关系中走

在中东欧国家前列ꎬ 创造出多项第一ꎮ 例如ꎬ 匈牙利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

关于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政府间合作文件、 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和启

动 “一带一路” 工作组机制的欧洲国家ꎬ 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第一个设立

人民币清算行的国家ꎬ 是第一个发行人民币债券的中东欧国家ꎬ 是第一个

设立中国事务专员和第一个设立中国国家旅游局办事处的中东欧国家ꎬ 同

时也是第一个在国内设立母语和汉语双语教学的欧洲国家ꎮ
匈牙利 “向东开放” 的外交政策同中国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 战略

构想的契合不仅仅体现在地理层面ꎬ 还体现在意向和目标层面②ꎮ 从地理

层面看ꎬ 匈牙利 “向东开放” 外交政策面向整个亚太ꎬ 指向俄罗斯、 土耳

其、 东亚及东南亚等国ꎮ 中国提出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 战略构想则联通

中亚、 西亚及欧洲ꎬ 其中包括西亚、 俄罗斯和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ꎮ 这就

实现了两国政策在地域上的交会对接ꎮ 同时ꎬ 在意向和目标层面ꎬ 在西欧

经济动力不足、 经济前景不乐观的大背景下ꎬ 匈牙利改变以往与欧盟地区

过于紧密的外交和经贸联系ꎬ 放眼于东向的亚欧大陆ꎬ 意图搭乘东亚高速

发展的顺风车ꎬ 并推动匈牙利与东向近邻国家的经贸往来合作ꎮ 中国提出

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 构想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沿线各个国家的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ꎮ 换句话说ꎬ 就是要推动中国

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和共赢ꎮ
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与匈方 “向东开放” 政策交会对接的大背景下ꎬ

中匈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更为频繁ꎮ ２０１４ 年是中匈两国建交 ６５ 周年ꎬ 同时

也是两国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１０ 周年ꎮ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对中国进行正

式访问ꎬ 并参加了 “中国—匈牙利经贸论坛”ꎬ 与中国政府一道共同推进中

匈两国的经贸务实合作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

书记刘云山访问匈牙利ꎬ 并出席中国—中东欧政党对话会ꎮ 匈牙利总理欧

尔班在会上表达了促进中国和中东欧合作以及重建 “丝绸之路” 的决心ꎬ
强调匈牙利政府不受任何关于中国和匈牙利两国合作的限制ꎬ 认为双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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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投资合作不仅符合两国的利益ꎬ 也将使欧盟利益最大化ꎮ 同时ꎬ 两国

政府表示愿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与 “向东开放” 政策高度契合的背景下共

同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和 “１６ ＋ １” 合作ꎮ
(二) 中匈两国通过 “一带一路” 和 “１６ ＋ １” 合作平台深化投资领域

合作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 匈牙利国家发展部举办 “第一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

论坛”ꎬ 旨在实现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个国家的互利合作及优势互补ꎬ 并借此

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ꎮ 首届经贸论坛的成功举办开启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合作的新篇章ꎬ 更为 “１６ ＋ １” 合作的顺利启动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ꎮ
２０１２ 年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首次中国和中东欧领导人峰会上ꎬ 启动了中

国—中东欧 “１６ ＋ １” 合作框架ꎮ 自此ꎬ “１６ ＋ １” 合作正式拉开帷幕ꎮ 此

后ꎬ １７ 国领导人每年定期举行会议ꎬ 发表了五个合作纲要ꎮ 特别是在 ２０１５
年由中国主办的第四次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议上ꎬ １７ 国共同制定了 «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 (以下简称 «中期规划»)ꎬ 涵盖了经济合

作、 互联互通合作、 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等九大合作方向和目标ꎮ 在 «中
期规划» 合作框架内ꎬ 各国明确表示要力争将投资贸易打造成 “１６ ＋ １” 合

作中的活力增长点ꎬ 提高各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ꎮ
目前ꎬ “一带一路” 建设已进入快车道ꎬ “１６ ＋ １” 合作正处于成熟期

和收获期ꎮ 尽管 “一带一路” 构想作为一项国家级顶层战略涵盖亚欧大陆

上包括中东欧在内的 ６０ 多个国家ꎬ 而 “１６ ＋ １” 合作仅包含中国和中东欧

１６ 国ꎬ 但二者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有机融合、 相互促进ꎮ “１６ ＋ １” 合作

加速了国家间政治互信ꎬ 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在中东欧得到迅速、
积极、 广泛的响应作出了重要贡献ꎬ 也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东欧地区

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ꎮ 与此同时ꎬ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为 “１６ ＋ １” 合作提

供了更有力的战略支撑ꎬ 推进了 “１６ ＋ １” 合作的深度和广度ꎮ 在投资合作

层面ꎬ 两者均将投资合作作为重点内容之一ꎮ 尽管两者在推进投资合作的

路径上有细微差异ꎬ 但目的都是解决投资便利化问题ꎬ 营造更为公平有序

的投资竞争环境ꎬ 最终提升投资合作新高度ꎮ
正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与 “１６ ＋ １” 合作在投资领域上的有机

融合ꎬ “自上而下” 地提高了匈牙利的投资吸引力ꎬ 使得中国在匈牙利有更

为广阔的投资前景ꎮ 在 ２０１６ 年由拉脱维亚主办的第五次中国—中东欧领导

人会议上ꎬ 中匈两国共同签署了 «匈塞铁路 (匈牙利段) 建设合同»、 «匈
塞铁路 (匈牙利段) 融资备忘录» 以及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匈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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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利外交和对外经济部关于开展产能合作的框架协议»ꎮ 更值得一提的是ꎬ
匈牙利将于 ２０１７ 年承办第六次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以及 “第七届中

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ꎮ 这是 “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 承办权

在与匈牙利阔别六年后重返布达佩斯ꎬ 使得匈牙利成为首个两次承办 “中
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 的国家ꎬ 深刻体现了匈牙利对与中国开展紧密

务实合作的期盼以及对 “１６ ＋ １” 合作的高度重视ꎬ 对于中国对匈牙利的投

资进程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ꎮ
(三) 资金融通打破中国在匈牙利投资的金融壁垒

资金融通是实现 “一带一路” 伟大构想的关键一环ꎬ 同时也是投资合

作进程的助力剂ꎮ 融资问题是投资合作进程中的一大制约因素ꎮ 改善金融

投资环境、 消除投资金融壁垒将进一步实现投资合作的便利化ꎮ 目前ꎬ 中

匈两国的金融合作步伐逐渐加快ꎬ 释放出投资合作更便捷的强有力信号ꎮ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ꎬ 中国银行匈牙利有限公司开业ꎬ 这是中国银行在中

东欧地区开设的第一家营业性金融机构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 中国银行匈牙利分

行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正式对外营业ꎮ ２０１５ 年中国银行在匈牙利首都布

达佩斯开设人民币清算中心ꎬ 这是中国银行在欧元区以外地区设立的第一

个人民币清算中心ꎬ 进一步丰富了投融资选择ꎬ 使得中国在匈牙利的投资

更加便利化ꎬ 巩固和提高了匈牙利在中东欧地区的人民币金融地位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 匈牙利发行 １０ 亿元三年期人民币债券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ꎬ
这是中东欧国家发行的首支人民币债券ꎬ 不仅是两国政府和人民间相互信

任的表现ꎬ 同时也标志着两国间务实合作更加紧密和多元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ꎬ 中匈两国金融合作再次开启新篇章ꎮ 中国银行 (匈

牙利) 有限公司推出匈牙利福林、 人民币双币借记卡ꎮ 这是中国银行在欧

洲地区发行的首张人民币银行卡ꎮ 该项产品的开发为当地中资企业客户的

业务开展带来极大的便利ꎬ 减少了中国企业进入匈牙利投资的金融壁垒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银行在布达佩斯与匈牙利政府签署 «战略合作伙伴协议»ꎬ
与匈牙利央行签署 «银行间代理协议» 和 «人民币清算账户合作协议»ꎬ
与布达佩斯证券交易所、 匈政府债务管理机构、 匈牙利进出口银行以及

“银联国际” 签署 «战略合作备忘录»ꎮ 根据协议ꎬ 中国银行将在 “一带一

路” 政策下为匈牙利项目融资作出贡献ꎬ 并将更大程度地促进中国在匈牙

利的资本流入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银行成为欧洲地区首家具有银行间代理行

资格的央行类机构ꎬ 加快了将匈牙利打造成中东欧人民币清算中心的进程ꎬ
推动了中国银行作为 “一带一路” 金融大动脉的战略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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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３ 月ꎬ 匈牙利被批准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以下简称

“亚投行”)ꎬ 尽管 “亚投行” 的投资主要致力于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ꎬ
但谋求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陆路上的互联互通离不开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建

设ꎮ 一旦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上出现短板ꎬ 同样制约着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的投资合作ꎮ
(四) 匈牙利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国在匈牙利投资提供便利化

匈牙利作为欧洲内陆国家ꎬ 不具备水路运输的自然优势ꎬ 主要依赖公

路和铁路支撑国内的物流运输ꎮ 匈牙利主要高速公路有八条ꎬ 均与欧洲公

路网连接ꎬ 通往奥地利、 斯洛伐克、 乌克兰、 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 克罗

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七个国家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匈牙利公路总里程为

３ １７ 万公里ꎬ 路网密度在欧洲仅次于比利时和荷兰ꎬ 其公路货运量占货物

运输总量的 ６６ ５％ 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年底ꎬ 匈牙利铁路总里程达到 ７ ８９２ 公

里ꎬ 路网密度在欧盟排名第五位ꎮ 凭借着在交通基础设施上的发展优势及

其联通中欧的地缘优势ꎬ 匈牙利成为中东欧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及商品集

散地ꎮ 目前匈牙利已建成 １０ 余个多式联运物流中心ꎬ 每个物流中心至少可

以提供两种以上的运输方式①ꎮ 华为公司在匈牙利设立了服务于整个欧洲

地区的全球第二大物流中心ꎬ “中兴” 等中资公司更是以匈牙利作为打入欧

洲市场的突破口ꎬ 以匈牙利为轴心开展辐射中东欧的市场业务ꎮ 这足以显

示匈牙利交通基础设施上的发展优势奠定了其在中东欧的物流运输地位ꎬ
提升了匈牙利相对于其他中东欧国家的投资优势ꎮ

尽管现阶段匈牙利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比其他中东欧国家更为迅速ꎬ 但

欧尔班政府仍将继续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国家的战略发展方向之一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匈牙利国家经济部公布了全国经济发展和创新项目ꎬ 将基础

设施建设作为优先发展领域ꎬ 致力于发展符合欧盟标准的绿色交通系统ꎬ
重视发展通往欧盟的国内落后的基础设施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 日ꎬ 匈牙利发展

部部长米克洛什谢斯达克签署一项价值 ６ ６７０ 亿福林的 ３００ 公里以上优先

道路发展项目专项资金ꎬ 使其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又一个里程碑ꎮ 根据匈

牙利政府的规划ꎬ 在今后几年基本交通发展领域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与县

级市以及优先经济区连接的高速公路ꎮ
目前ꎬ 匈牙利的海运绝大多数依赖斯洛文尼亚的科佩尔港ꎮ 这一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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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匈牙利»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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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远东地区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中东欧最短航线的必经之地ꎬ 也是中东欧

国家重要的货物集散地ꎮ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与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

那之间的铁路线在 ２０１６ 年完全实现电气化ꎬ ２０１８ 年 Ｍ７０ 高速公路也将扩

建为双车道ꎬ 这意味着布达佩斯与卢布尔雅那将通过不间断的高速公路连

接ꎬ 实现海陆运输的高效对接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ꎬ 匈牙利交通部向欧盟委

员会提交了关于设立新的 “琥珀” 铁路货运走廊的意向书ꎬ 以使跨境铁路

运输便利化ꎮ 该走廊连接斯洛文尼亚科佩尔港和波兰无水港ꎬ 在匈牙利、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和波兰设有重要的工业中心和多式联运终端ꎬ 这一

倡议使得匈牙利作为中东欧交通运输枢纽的地位更加突出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ꎬ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中标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第二号和第三

号集装箱码头 ３５ 年特许经营权ꎮ 根据 “Ａｌｐｈａ Ｌｉｎｅｒ” 数据ꎬ ２０１６ 年该港口

运输量在全球排第 ３８ 位ꎮ 在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规划中ꎬ 中国东部地区

海运货物将经由希腊比雷埃夫斯港进入西欧及中东欧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
中国、 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三国政府宣布将匈牙利布达佩斯至塞尔维亚贝尔

格莱德的铁路延伸至比雷埃夫斯港ꎬ 共同打造中欧海路快线ꎬ 使出港商品

直至中东欧 (合作进程参见表 ２)ꎮ 建成后的匈塞铁路将是比雷埃夫斯港口

到中东欧的最快路线ꎬ 匈牙利也将成为中东欧地区最重要的交通运输国家ꎮ
根据协议ꎬ 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铁路线将实现电气化ꎬ 总长 ３５０ 公里的

铁路线将扩建为双轨铁路线ꎬ 其中匈牙利部分为 １６６ 公里ꎬ 建成完工后时

速将达到每小时 １６０ 公里ꎮ 这一项目不仅符合匈牙利、 中欧和西巴尔干的

利益ꎬ 而且也符合中国的 “一带一路” 发展理念ꎮ

表 ２ 推进匈塞铁路建设的国家间合作会议情况一览

时间 会议 地点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中、 匈、 塞交通基础设施合作联合工作组第一
次会议

中国北京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中、 匈、 塞交通基础设施合作联合工作组第二
次会议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中欧陆海快线建设通关便利化合作框架协议第
一次会议

中国上海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中国、 匈牙利、 塞尔维亚、 马其顿海关署长
会晤

中国西安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中国、 匈牙利、 塞尔维亚、 马其顿四国海关首
次中欧陆海快线通关监管技术研讨班

中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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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中、 匈、 塞交通基础设施合作联合工作组第三
次会议

匈牙利布达佩斯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中国、 匈牙利、 塞尔维亚、 马其顿四国海关转
运货物通关手续以及风险管理专项研讨会

马其顿斯科普里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中、 匈、 塞交通基础设施合作联合工作组第四
次会议

中国北京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中欧陆海快线工作组第二次会议 匈牙利布达佩斯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中、 匈、 塞交通基础设施合作联合工作组第五
次会议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ꎮ

匈牙利政府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性推进将匈牙利的物流运输能

力提升到全新的高度ꎬ 进一步巩固了匈牙利作为中东欧运输枢纽的地位ꎬ
助力 “一带一路” 战略设施联通目标在匈牙利的高效达成ꎮ 中国企业多通

过踏足中东欧来适应欧盟规则ꎬ 以此为跳板进军西欧市场①ꎮ 由此可见ꎬ
中东欧国家之间ꎬ 尤其是已 “入盟” 国家之间在吸引中国企业投资上存在

着强烈的竞争ꎬ 而匈牙利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无疑会增加对中国企业的投

资吸引力ꎮ

四　 政策思考

推进中国在匈牙利的投资进程不仅是中资企业在全球化浪潮中提高竞

争地位的关键手段ꎬ 也是对 “丝绸之路经济带” 战略的贯彻和落实ꎬ 更是

中匈两国实现互利共赢的实践路径ꎮ 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 战略和 “１６ ＋
１” 合作背景下ꎬ 匈牙利以其 “向东开放” 的外交政策、 融通的金融环境

以及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优势吸引着中国企业的投资ꎮ 目前ꎬ 中国在

匈牙利的投资进程方兴未艾ꎬ 但开展投资合作也不应盲目草率ꎮ 在投资过

程中ꎬ 中国企业要遵守欧盟规则以及匈牙利的外国投资准入规则ꎬ 了解匈

牙利在吸引外商投资中的税收优惠、 补贴政策以及不同地区的行业鼓励政

策ꎬ 熟悉匈牙利地区文化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ꎬ 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ꎮ
(责任编辑: 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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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鞠维伟: «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投资关系现状及对中国的启示»ꎬ «欧亚经

济»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