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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商业环境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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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报告对匈牙利的中资企业商业环境进行了调查和研究ꎮ
报告分析了研究的背景ꎬ 指出稳定的双边政治关系、 不断发展的双边经贸关

系以及匈牙利早就建立的中资企业商会为本项调研奠定了基础ꎮ 报告通过分

析回收的调查问卷ꎬ 梳理了中资企业在匈发展的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ꎬ 尤

其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投资的尴尬局面ꎬ 即中东欧国家欢迎中国投资ꎬ 但自

己没有什么技术可以提供ꎬ 而中国也愿意去中东欧地区投资ꎬ 但自身也没有

太多有竞争优势的技术ꎮ 总体来说ꎬ 参与调查的中资企业对本行业的商业景

气状况持乐观态度ꎬ 这跟匈牙利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密不可分ꎮ 报告还从匈牙

利投资的软环境和硬环境等角度ꎬ 对中资企业在匈投资环境进行了分析ꎮ 报

告认为ꎬ 虽然在匈中资企业通过调查集中反映了一些问题ꎬ 如用工荒、 清关

便利化、 政府办事效率、 签证便利化等ꎬ 但对匈投资环境总体上予以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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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研得到了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经商参处周新健参赞的大力支持ꎬ 同时ꎬ 经

商参处安丽娜女士以及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博士生马骏驰参与了问卷的发放回收等工

作ꎬ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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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在匈牙利企业的商业环境ꎬ 促进中国在匈企业持

续发展ꎬ 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在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经商参处的支持下ꎬ
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在匈牙利联合开展了 “２０１８ 年中资企业在匈牙利商业环境调

查”ꎮ 本报告是该项调查的结果ꎮ

一　 研究背景

本报告选取中国在匈牙利的企业进行相关考察和研究ꎬ 主要出于以下

几个方面的考虑ꎮ
第一ꎬ 双边稳定的政治关系ꎮ 匈牙利位于欧洲中部ꎬ 无论从国土面积

还是人口数量上看ꎬ 都是中等规模的国家ꎬ 但其在发展对华关系中则有着

独特的地位ꎮ 中匈关系创造了很多 “第一” 的纪录: 匈牙利是第一个与中

国签署关于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政府间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ꎬ 第一

个与中国建立和启动 “一带一路” 工作组机制的国家ꎬ 第一个在中东欧地

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家ꎬ 第一个中国在中东欧地区设立人民币清算行

的国家ꎬ 第一个发行人民币债券的中东欧国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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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第一” 充分显示了中匈关系的高水平ꎮ 习近平、 李克

强、 胡锦涛、 温家宝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均访问过匈牙利ꎬ 这在中东欧

地区是唯一的ꎬ 甚至在全球也不多见①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

来华参加 “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时ꎬ 中匈领导人宣布把两国关系从友好合作

关系一次性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 实现了两国政治关系的跨越式发展ꎮ
第二ꎬ 不断发展的双边经贸关系ꎮ ２０１１ 年ꎬ 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

匈牙利之际ꎬ 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在布达佩斯举行ꎬ 成为一年

后在华沙启动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前奏ꎮ “一带一路” 倡议发布后ꎬ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的 １６ 个中东欧国家全部成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ꎬ 匈牙利举办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和第七

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ꎬ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从布达佩斯再次启

程ꎮ 在 “一带一路” 倡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推动下ꎬ 中匈双边经

贸关系也不断向前发展ꎮ 据中国商务部数据ꎬ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与中东

—６２—

① 陈新: «匈牙利看 “一带一路” 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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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国家的贸易额增长 ２８％ ꎬ 其中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出口额增长 ２３％ ꎬ 从

中东欧国家的进口额增长 ４５％ ꎮ 同期ꎬ 中国与欧盟 ２８ 国的贸易额仅增长

８ ５％ ꎬ 进口额增长 １５ ９％ ꎻ 中国对全球的贸易额增长 １２ ７％ ꎬ 进口额增

长 ５ ６％ ꎮ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得到大幅提升ꎬ 尤其是加大了从中东欧

国家进口的力度ꎮ 匈牙利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进口增长最快的国家ꎬ 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５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１ 亿美元ꎬ 占当年中国从中东欧国家进

口总额的 ２２％ ꎬ 名列第一位①ꎮ
中国在匈牙利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对中东欧国

家的投资存量从 １０ 亿美元增至 １７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５ 年曾一度达到近 ２０ 亿美

元ꎮ 其中ꎬ 中国在匈牙利的投资存量曾最大ꎬ ２０１５ 年达到最高的 ５ ７１ 亿美

元ꎬ ２０１６ 年降至 ３ １４ 亿美元ꎬ 位居第二ꎬ 被波兰以 ３ ２１ 亿美元的微弱优

势超越ꎮ 从投资流量看ꎬ ２０１６ 年ꎬ 匈牙利接收的中国直接投资最高ꎬ 为

５ ７００万美元ꎻ 塞尔维亚次之ꎬ 为 ３ １００ 万美元②ꎮ
第三ꎬ 中资企业在匈牙利拥有自己的社团ꎮ 对企业进行调研ꎬ 样本的选

取很关键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大量的中国个体户和私营业主走进匈牙利ꎬ 并以

匈牙利为依托开辟中东欧国家市场ꎮ 据统计ꎬ 目前在匈华人约有两万多人ꎬ
绝大多数从事贸易批发零售以及餐饮业ꎮ 鉴于这部分人群极为分散ꎬ 因此未

列入本调查报告的关注目标ꎮ 而中国企业 “走出去” 时间不长ꎬ 在各国相对

呈分散状态ꎬ 但在匈中资企业的特点则是较早地 “抱团取暖”ꎮ 在匈中资企

业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就成立了匈牙利中资企业商会ꎬ 这是经中国商务部对外投

资和经济合作司批准ꎬ 在匈牙利成立的非政府、 非营利性质的中资企业服务

机构ꎬ 是第一家在中东欧地区成立的中资企业商会③ꎬ 比 ２０１３ 年在德国成立

的德国中国商会早近 ９ 年ꎮ 匈牙利中资企业商会正式会员近 ５０ 家ꎬ 均是在匈

牙利实力最强且有发展愿景的中国企业ꎬ 业务范围几乎涵盖所有领域ꎮ 目前ꎬ
会长单位为万华宝思德化学公司ꎬ 副会长单位是中国银行、 “中国中铁”、
“华为”、 “中兴”、 中欧商贸物流园ꎬ 常务理事单位有 “东方国药”、 威克公

司、 金色家园公司、 摩根斯达公司④ꎮ 匈牙利中资企业商会为本调查的开展

提供了组织条件ꎮ

—７２—

①
②

③
④

中国商务部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ｏｚ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ｏｊｍｇｘ / ｄａｔｅ /
中国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 外汇管理局: «２０１６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ꎬ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ꎮ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ＢＩＧ５ / ５６８０６１８ ｈｔｍｌ
匈牙利中资企业商会网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ｃｅｈ ｈｕ / ｍａｉｎｚ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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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考虑ꎬ 匈牙利虽然国家不大ꎬ 中国在匈牙利的投资额也无法

与中国在德国、 英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大国相比ꎬ 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ꎬ 通

过本次调研ꎬ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投资的现状ꎮ

二　 在匈牙利的中资企业概况

本调查采用问卷方式ꎬ 对匈牙利中资企业商会的会员发放了问卷ꎮ 共有

３３ 家会员填写了问卷ꎬ 问卷回收率为 ６６％ꎮ 参与调查的企业有以下特点:
第一ꎬ 行业分布覆盖面广ꎮ 按照中国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口径ꎬ

在 １５ 个行业中ꎬ 除了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以及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 ３ 个行业之外ꎬ 其他 １２ 个行业均有覆盖ꎮ 根据匈牙利法律ꎬ 外国人拥有

匈牙利的农业用地需具备 ３ 个条件: 一是必须在匈牙利有 ３ 年的农业种植

经历ꎻ 二是购买土地必须自己进行农业种植ꎻ 三是购买农业用地必须公示ꎬ
相邻土地所有人和市政府有优先购买权和否决权ꎮ 这些规定限制了中资企

业进入匈牙利农业部门ꎮ 中方更多的是在农产品生产和销售领域与匈牙利

伙伴进行合作ꎮ 匈牙利的矿产资源不太丰富ꎬ 因此ꎬ 目前还没有中国投资

进入匈牙利的矿产资源领域ꎮ 而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更多地涉及市

政公用部门ꎬ 目前ꎬ 除了李嘉诚在英国有所涉足之外ꎬ 一般中资企业很少

进入这一领域ꎬ 在匈牙利也不例外ꎮ
第二ꎬ 贸易企业和制造业企业合计占到一半以上ꎮ 据统计ꎬ ３０％ 的企

业从事贸易ꎬ 包括批发和零售业ꎬ ２４％的企业从事制造业 (见图 １)ꎮ

图 １ 在匈中资企业行业分布 (单位: 家)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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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从企业进入方式上看ꎬ 并购仅占 １３％ ꎬ 绿地投资占 ２９％ ꎬ 其他

方式占 ５８％ (见图 ２)ꎮ

图 ２ 在匈中资企业进入方式

第四ꎬ 从股权结构来看ꎬ ７３％ 的企业为独资企业ꎬ ２１％ 的企业为合资

企业ꎬ ２％的企业未提供相关数据ꎮ
第五ꎬ 从注册时间来看ꎬ ４５％ 的企业是 ２０１１ 年以后进入匈牙利市场ꎮ

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 “一带一路” 倡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等政策

对企业的引导效果ꎮ
第六ꎬ 从企业规模来看ꎬ 绝大多数企业在匈牙利被归为中小企业范畴ꎮ

员工人数在 ５０ 人以下的企业占 ６１％ ꎬ 员工人数在 ５０ ~ ２５０ 人的企业占

２１％ ꎬ 员工人数在 ２５０ ~ ５００ 人的企业占 ６％ ꎬ 员工人数在 ５００ ~ １ ０００ 人的

企业占 ６％ ꎬ 员工人数在 １ ０００ 人以上的企业占 ６％ (见图 ３)ꎮ 这表明ꎬ 中

国在匈投资还处于初步尝试阶段ꎮ

图 ３ 在匈中资企业就业规模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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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ꎬ 关于在匈牙利投资的动机ꎬ ５２％ 的企业以贸易为目的ꎬ 这同贸

易类企业占比较大相吻合ꎻ 只有 ２７％ 的企业是出于加工生产的目的进入匈

牙利投资ꎮ 这表明ꎬ 中国企业在匈牙利投资更多看中的是通过匈牙利进入

欧盟统一大市场ꎮ
第八ꎬ 促成中方赴匈投资的因素中ꎬ 政府招商引资占 ３％ ꎬ 几乎可以忽

略不计ꎻ 自行考察决定投资的占 ２ / ３ꎻ 此外ꎬ 还有 １５％ 的企业是受行业或

关联产业带动的影响ꎮ 这表明ꎬ 有一部分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尝试融入欧洲

的产业链ꎮ
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匈投资占比不足 １ / ４ꎬ 且以中小企业居多ꎬ 绝大部分

企业处于试水探路阶段ꎬ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匈两国在制造业合作方面

的困境ꎮ 在社会主义时期ꎬ 匈牙利的制造业在中东欧国家中有着独特的技

术优势ꎬ 并向中国出口了许多成套设备、 设施和交通工具ꎮ 例如商用车制

造领域ꎬ 匈牙利伊卡鲁斯客车公司曾经是世界最大的客车制造厂ꎬ 匈牙利

制造的中重型卡车是为数不多的适应高寒和高原气候的产品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ꎬ 匈牙利制造的电视机、 电冰箱等曾出口中国ꎬ 此外ꎬ 医疗器械、 制药、
家禽饲养和屠宰加工设备、 锅炉、 化工储存罐等产品都非常适应当时中国

市场的需求ꎮ 但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私有化过程中ꎬ 匈牙利同其他中东欧

国家一样ꎬ 技术上 “自毁长城”ꎬ 非但把市场拱手让给了欧美竞争者ꎬ 甚至

多年的技术积累也以图纸的形式封存甚至在会计账本上被清零ꎮ 中东欧国

家的私有化将所有权、 经营管理体制与技术积累混为一谈ꎬ 最终彻底冲击

了中东欧国家的技术发展路径ꎬ 使其丧失了技术上的优势ꎬ 沦为欧美企业

的代工厂ꎮ 这一教训是深刻的ꎬ 也是痛心的ꎮ 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地区投资

没有出现如投资南欧的热情ꎬ 更不用说在西欧的投资力度ꎬ 跟中东欧国家

私有化造成近 ３０ 年的技术断层有相当大的关系ꎮ 换句话说ꎬ 中国企业在中

东欧地区基本买不到什么需要的技术ꎬ 因为中东欧地区无法提供自有技术ꎮ
另一方面ꎬ 中国改革开放 ４０ 年ꎬ 不仅融入了全球产业链ꎬ 而且在技术路径

上不断攀升ꎬ 但我们也应看到ꎬ 中国能够主导的自有技术领域并不太多ꎮ
这就形成了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投资的尴尬局面: 中东欧国家欢迎中国投资ꎬ
但自己没有什么技术可以提供ꎬ 而中国也愿意去中东欧地区投资ꎬ 但自身并

没有太多有竞争优势的技术进入欧洲市场ꎮ 因此ꎬ 中欧产业链合作可能会成

为今后中国在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中东欧地区投资和产能合作的方向ꎮ
在调查中ꎬ 我们也发现中资企业存在一些不足ꎬ 尤其表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ꎮ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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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企业不重视认证ꎬ 尤其不重视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认证ꎮ 仅有

３６％的企业进行了质量认证 ( ＩＳＯ９０００)ꎬ ２１％ 的企业进行了环境认证

(ＩＳＯ４０００)ꎬ １ 家企业正在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认证 (ＳＡ８０００)ꎮ 实际上ꎬ 中

国企业在匈牙利开展了许多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ꎬ 也投入了很多资金ꎬ
但由于认识上的不足ꎬ 导致其进行相关认证的意愿有限ꎮ 而在质量认证方

面ꎬ 可能是由于 ３０％的企业从事贸易ꎬ 而相关产品在进出口过程中已经通

过了产品质量认证ꎮ
二是绝大多数企业重市场、 轻研发ꎮ ７０％ 的企业没有在匈牙利开展研

发ꎮ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ꎬ 匈牙利目前仅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低、 可以进入欧

盟大市场ꎬ 而匈牙利的研发能力和人才素质等潜在的优势还远远没有被中

国投资者所挖掘ꎮ

三　 商业景气状况

总体来说ꎬ 在匈牙利的中国企业对本行业的商业景气状况持乐观态度ꎮ
如图 ４ 所示ꎬ ２ / ３ 以上的企业对本行业的宏观商业景气状况持乐观态度ꎬ 并

对未来 ３ 年持同样预期ꎮ 与此同时ꎬ 近 ６０％ 的企业认为市场对自己产品的

需求较大ꎬ 同时认为未来 ３ 年会保持类似需求ꎮ

图 ４ 在匈中资企业宏观商业景气状况判断 (％)

对企业自身市场经营状况的进一步调查更加验证了这一结论ꎮ
第一ꎬ 绝大部分企业认为主营收入会增加ꎮ 近 ３ 年来ꎬ ６６％ 的企业主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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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入增加ꎬ １３％的企业主营收入减少ꎬ ２１％ 的企业主营收入持平ꎮ 展望

未来 ３ 年ꎬ ６７％的企业认为主营收入会继续增加ꎬ １０％ 的企业认为主营收

入会减少ꎬ ２３％的企业认为将持平ꎮ
第二ꎬ 一半以上的企业认为订单会增加ꎮ ６２％的企业认为 ２０１８ 年订单

会增加ꎬ ７％的企业认为会减少ꎬ ３１％的企业认为会持平ꎻ 与此同时ꎬ ５８％
的企业认为 ２０１９ 年订单会继续增加ꎬ ４％ 的企业认为会减少ꎬ ３８％ 的企业

认为会持平ꎮ ５０％的企业认为 ２０１８ 年国外订单会增加ꎬ ８％ 的企业认为会

减少ꎬ ４２％的企业认为会持平ꎻ 对于 ２０１９ 年ꎬ ３８％的企业认为国外订单会

增加ꎬ ８％的企业认为会减少ꎬ ５４％的企业认为会持平ꎮ

图 ５ 企业近 ３ 年和未来 ３ 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变化和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订单预测 (％)

从企业进出口情况来看ꎬ ２９％的中资企业出口占销售产值的比重超过５０％ꎬ
２１％的企业在 ５０％以下ꎬ 有一半的企业没有出口ꎮ 进口方面ꎬ 企业进口原材料

和零部件的比重在 ５０％以上的占 ３８％ꎬ ８％的企业在 ５０％以下ꎬ ５４％的企业没

有进口 (见图 ６)ꎮ 这说明有部分中资企业从事的是加工贸易或转口贸易ꎮ
从对利润的评估情况来看ꎬ 在匈中资企业对赢利能力抱有充足的信心ꎮ

近 ３ 年来ꎬ ５０％ 的企业表示利润在增加ꎬ ３０％ 的企业认为利润没有变化ꎬ
２０％的企业认为利润在减少ꎮ 未来 ３ 年ꎬ ６７％的企业认为利润会继续增加ꎬ
２０％的企业表示利润不会有变化ꎬ １３％的企业认为利润会减少ꎮ 与此同时ꎬ
大部分企业认为盈利水平不及在国内的母公司ꎮ 参与调查的企业中ꎬ 同国

内母公司相比ꎬ ３６％的企业认为盈利水平同国内持平ꎬ ６４％ 的企业认为盈

利水平不及国内ꎮ 绝大部分企业认为在匈盈利水平与预期水平大体持平ꎬ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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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４％的企业认为在匈盈利水平高于预期水平ꎬ 近 １ / ３ 的企业认为盈利水

平低于预期 (见图 ７)ꎮ

图 ６ 中资企业出口占销售产值的比重以及进口原材料和

零部件的比重 (％)

图 ７ 中资企业对利润的预期 (％)

基于对商业景气状况的乐观预期ꎬ 在匈中资企业在用工方面的评估也

比较积极ꎮ 在参加调查的企业中ꎬ ４８％的企业认为 ２０１８ 年的用工量比 ２０１７
年增加ꎬ ３８％的企业认为持平ꎬ 只有 １４％ 的企业认为用工量比 ２０１７ 年减

少ꎮ 展望 ２０１９ 年ꎬ 企业也同样表现出乐观的态度: ４２％的企业认为用工量

会进一步增加ꎬ ５１％ 的企业认为会持平ꎬ 只有 ７％ 的企业表示用工量会减

少ꎮ 在劳动力成本对企业总经营成本的影响程度问题上ꎬ ３２％ 的企业认为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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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３ 年影响较大ꎬ ４６％的企业认为有一定影响ꎬ 只有 １４％的企业认为影响

不大ꎬ 还有 ８％的企业无法判断 (见图 ８)ꎮ 这一结果与近几年来匈牙利经

济从复苏走向持续增长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有很大的关联性ꎮ

图 ８ 企业对用工量和劳动力成本的评价 (％)

总的来说ꎬ 中资企业对其在匈牙利的生产经营综合状况持积极态度ꎮ
５４％的企业认为综合状况良好ꎬ ４６％的企业认为一般ꎮ 未来 ３ 年ꎬ ７４％的企

业预计生产经营综合状况良好ꎬ ２６％的企业评价一般ꎮ 在关于未来 ３ 年企业

投资规划问题上ꎬ ５２％的企业表示将增加投资ꎬ ３７％的企业将维持现状ꎬ 仅

有 １１％的企业可能会减少投资ꎬ 没有企业表示准备撤资 (见图 ９)ꎮ

图 ９ 在匈中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未来投资规划 (％)

中资企业对匈牙利的商业景气状况总体呈乐观态度ꎬ 这跟匈牙利近年经济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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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生的变化密不可分ꎮ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年匈牙利 ＧＤＰ 年均增长 ３ ６％ꎬ 在欧盟 ２８
国中名列第 ９ 位ꎬ 在中东欧国家中位于罗马尼亚、 捷克和波兰之后ꎮ ２０１７ 年匈

牙利 ＧＤＰ 增长 ４％ꎮ 匈政府预计ꎬ 到 ２０２０ 年匈牙利经济增速将维持在 ４％以上ꎮ
从 ２０１２ 年起ꎬ 匈预算赤字占 ＧＤＰ 的比重已经降到 ３％以下ꎬ ２０１７ 年赤字率为

２％ꎮ 匈政府的目标是到 ２０２０ 年把赤字率降到 １ ３％左右ꎮ 政府债务占 ＧＤＰ 的比

重从２０１０ 年的８０ ５％降至２０１７ 年的７３ ６％ꎬ 预计到２０２２ 年将降至６０％以下①ꎮ

四　 匈牙利的投资环境

在匈中资企业对匈投资环境予以积极评价ꎬ 其中 ６０％ 的企业对当地的

投资环境评价良好ꎬ ４０％ 的企业认为当地总体投资环境一般ꎬ 没有企业认

为投资环境不佳ꎮ
(一) 投资软环境评价

在法律环境方面ꎬ 被调查的中资企业予以高度评价ꎮ ７３％ 的企业认为

法律环境良好ꎬ ２７％的企业认为环境一般ꎬ 没有企业认为法律环境不佳ꎮ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ꎬ ７９％ 的企业认为良好ꎬ ２１％ 的企业认为一般ꎬ 没有

企业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不佳ꎮ 在竞争环境方面ꎬ 评价比法律环境稍低一些ꎬ
但依然是积极的: ６０％ 的企业认为竞争环境良好ꎬ ４０％ 的企业认为一般ꎬ
没有企业认为竞争环境不佳 (见图 １０)ꎮ

图 １０ 企业对法律环境、 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竞争环境的评价 (％)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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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服务水平方面ꎬ 在匈中资企业认为服务态度良好ꎬ 廉政程度较

高ꎬ 但对政府办事效率评价不高ꎮ ６０％ 的企业认为政府服务态度良好ꎬ
３７％认为一般ꎬ ３％认为服务不佳ꎮ 在政府廉政程度问题上ꎬ ４８％的企业认

为良好ꎬ ５２％的企业认为一般ꎮ 在政府办事效率方面ꎬ ２０％ 的企业认为良

好ꎬ ６３％的企业认为一般ꎬ １７％认为不佳 (见图 １１)ꎮ

图 １１ 企业对政府服务水平的评价 (％)

在匈中资企业对税费政策评价一般ꎬ 对环保政策评价良好ꎬ 对社保和劳

工政策评价也较好ꎮ 在税费政策方面ꎬ ３０％的企业认为良好ꎬ ５７％的企业认

为一般ꎬ １３％的企业认为不佳ꎮ 在环保政策方面ꎬ ８３％ 的企业认为良好ꎬ
１７％的企业认为一般ꎬ 没有企业认为环保政策不佳ꎮ 在社保和劳工政策方面ꎬ
６０％的企业认为良好ꎬ ４０％的企业认为一般ꎬ 没有企业认为不佳 (见图 １２)ꎮ

图 １２ 企业对税费政策、 环保政策、 社保和劳工政策的评价 (％)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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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ꎬ ８３％被调查的中资企业认为企业所在地的投资软环境良好ꎬ
１７％的企业认为一般ꎮ 而对近 ３ 年匈牙利和企业所在地投资软环境的变化

评价方面ꎬ ３２％的企业认为在变好ꎬ ６８％的企业认为变化不大 (见图 １３)ꎮ

图 １３ 企业对投资软环境的总体评价 (％)

(二) 投资硬环境评价

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ꎬ 企业对公路和航空运输评价较好ꎬ 对铁路和内

河航运评价一般ꎮ ６６％ 的企业认为匈牙利的公路交通运输设施良好ꎬ ３１％
的企业认为一般ꎬ ３％的企业认为不佳ꎮ 在空港及航空运输方面ꎬ ５０％的企

业认为良好ꎬ ４３％的企业认为一般ꎬ ７％的企业认为不佳ꎮ 铁路运输是匈牙

利交通基础设施中 “良好” 得分最低的ꎬ 为 ３４％ ꎬ ５９％ 的企业认为一般ꎬ
７％的企业认为不佳ꎮ 在内河运输方面ꎬ ３７％的企业认为良好ꎬ ５２％的企业

认为一般ꎬ １１％的企业认为不佳 (见图 １４)ꎮ 这反映了匈牙利的交通运输

以公路和航空运输为主ꎬ 铁路基础设施滞后ꎬ 内河航运落后ꎮ

图 １４ 企业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评价 (％)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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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中资企业对电、 煤、 水、 气等公用设施评价较好ꎬ 但对邮政通信

评价一般ꎮ 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ꎬ ４３％的企业认为匈牙利的邮电通信良好ꎬ
５０％的企业认为一般ꎬ ７％的企业认为不佳ꎮ 在电力供应方面ꎬ ７２％的企业

认为良好ꎬ ２４％的企业认为一般ꎬ ４％ 的企业认为不佳ꎮ 在煤炭供应方面ꎬ
５０％和 ４２％的企业分别认为良好和一般ꎬ ８％的企业认为不佳ꎮ 在水供应和

排放方面ꎬ ６１％的企业认为良好ꎬ ３９％的企业认为一般ꎮ 在油气供应方面ꎬ
６８％的企业认为良好ꎬ ３２％的企业认为一般 (见图 １５)ꎮ

图 １５ 企业对邮电通信、 电、 煤、 水、 油、 气等公用设施的评价 (％)

总的来说ꎬ 在匈中资企业对所在地区的投资硬环境评价较高ꎬ 有 ６９％
的企业认为硬环境良好ꎬ ３１％的企业认为一般ꎬ 没有企业认为不佳ꎮ 同时ꎬ
对近 ３ 年投资硬环境的变化ꎬ ２４％ 的企业认为在变好ꎬ ７６％ 的企业认为变

化不大 (见图 １６)ꎮ

图 １６ 企业对投资硬环境的总体评价 (％)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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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较大的因素

在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较大的因素中 (可多选)ꎬ 在匈中资企业反映比

较集中的是税费政策、 社保和劳工政策ꎬ ５０％ 以上的企业认为这是影响他

们在匈经营的两个最大因素ꎮ 排在第 ３ 位的是公平竞争ꎬ 占 ３３％ ꎮ 此外ꎬ
政府服务水平和环保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企业的经营ꎮ 知识产权保护

和行政干预这两个因素对企业的影响相对较弱 (见图 １７)ꎮ

图 １７ 对企业市场经营影响较大的因素 (可多选) (％)

(四) 中资企业集中反映的一些问题

虽然中资企业总体认可匈牙利的投资环境ꎬ 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企业

反映比较集中ꎮ
一是用工荒ꎮ 目前ꎬ 匈牙利劳工短缺ꎬ 导致企业招工困难ꎮ 虽然近年

匈牙利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ꎬ 但依然挡不住匈牙利劳动力的外流ꎮ 随着

欧洲经济稳健复苏ꎬ 德国、 奥地利等国对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也在

上升ꎬ 在欧盟内部市场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大背景下ꎬ 劳动力从欧盟东部向

西部流动也是大趋势ꎮ
一方面是用工荒、 招工难ꎬ 另一方面是加班费用和加班时长限制ꎬ 这

导致很多生产企业遭遇运营困难ꎮ
二是海关清关便利化ꎮ 欧盟是统一关税区ꎬ 由于关税收入归欧盟ꎬ 所

以理论上在欧盟的任何一个海关进行清关并没有太大差别ꎮ 但欧盟规定ꎬ
各成员国可以从收缴的关税中扣除一定比例作为清关的成本ꎬ 为此ꎬ 各成

员国都希望在本国清关ꎬ 尤其是新成员国ꎮ 这就造成了成员国之间的清关

竞争和对来自其他成员国的清关产品进行严格检查ꎮ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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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中资企业呼吁搭建海关清关和运输系统平台ꎬ 尽快实行清关便

利化ꎮ
三是政府办事效率ꎮ 前面问卷中已经提及ꎬ 中资企业对匈政府服务较

为满意ꎬ 但对政府的办事效率评价一般ꎮ 一些企业反映所在地政府办事和

决策效率较低ꎬ 拖长企业的投入周期ꎬ 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负担ꎮ 此外ꎬ 对

于地市一级的政府部门ꎬ 政府官员英文水平非常一般ꎬ 语言沟通存在一定

障碍ꎮ
四是工业园区规划ꎮ 在匈中资企业呼吁ꎬ 当地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应注

重工业园区整体规划ꎮ 关联性企业在同一园区能够加强企业间合作ꎬ 增强

企业竞争力ꎮ 政府应加强市政公用能源建设ꎬ 降低企业能源成本ꎬ 创造适

宜的投资环境ꎮ
五是签证便利化ꎮ 中资企业反映ꎬ 中方人员工作签证办理过程复杂、

周期长ꎬ 希望在今后工作中能针对中匈双方重大合作项目提供审办绿色通

道ꎬ 确保双方人员交流顺利进行ꎮ

五　 结　 论

受益于政策推动ꎬ 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 “一带一路” 大背景

下ꎬ 近一半的中资企业在 ２０１１ 年后进入匈牙利市场进行投资ꎮ 总体来说ꎬ
中资企业在匈牙利经营状况良好ꎬ 赢利能力和盈利水平符合预期ꎬ 对匈投

资环境评价积极ꎬ 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ꎮ
与此同时ꎬ 我们也应看到未来中资企业在匈牙利的发展也存在许多

挑战ꎮ
(一) 在匈中资企业贸易类比重较大ꎬ 制造业企业比重相对不足

由于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中东欧国家自有技术储备匮乏ꎬ 对寻求先进技

术的中资企业来说无的放矢ꎬ 有劲儿无处使ꎮ 与此同时ꎬ 大量中资企业的

自有技术也未能达到领先地位ꎬ 因此ꎬ 中国在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中东欧地

区的投资路径跟在西欧截然不同ꎮ 中匈双方大力探讨在欧洲产业链中的合

作应该是可行之路ꎮ
(二) 在匈中资企业的自我维权意识不够

许多企业还处于 “农耕时代”ꎬ 认为经营好自己的 “一亩三分地” 足

矣ꎮ 加入中资企业商会更多的是希望得到一些经贸信息ꎬ 为了 “搭便车”ꎬ
并没有树立起自己也是主人的意识ꎮ 企业商业环境调查问卷ꎬ 一方面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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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调查的方式预测商业景气状况ꎬ 另一方面也是增强对匈牙利投资环境的

了解ꎬ 而这恰恰需要所有会员的积极参与才能形成相对客观的调查结果ꎮ
但遗憾的是ꎬ 会员参与不足削弱了问卷样本的数量ꎬ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调查的效果ꎮ
(三) 在匈中资企业的研发能力严重不足

匈牙利不仅有低成本劳动力和进入欧盟大市场的通道ꎬ 更关键的是有

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高素质的研发队伍ꎮ 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利用不足ꎬ 限

制了中国在匈牙利投资的进一步发展ꎮ
(四) 在匈中资企业参与 “企业社会责任认证 (ＳＡ８０００)” 严重不足

所调查的企业中ꎬ 仅有一家正在进行 ＳＡ８０００ 认证ꎮ 其实ꎬ 据了解ꎬ 许

多中资企业在当地都积极参与了各种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活动ꎬ 也提供

了许多资金ꎬ 但遗憾的是ꎬ 企业在这方面的意识不强ꎬ 参加认证的程度非

常低ꎮ
在未来发展方面ꎬ 物流可能会成为中国企业对匈投资的一个新热点ꎮ

从希腊比利埃夫斯港到匈牙利布达佩斯的 “中欧陆海快线” 已经开始借道

现有铁路线运营ꎮ 中欧班列也开通了从长沙、 厦门到布达佩斯的班次ꎮ 前

不久ꎬ 香港开通了到布达佩斯的电商货运航线ꎮ 匈牙利已经发展成为中国

在中东欧地区唯一的 “海陆空三位一体” 的物流枢纽ꎬ 成为中国进入欧洲

的名副其实的 “桥头堡”ꎮ 随着 “一带一路” 建设的不断推进ꎬ 匈牙利也

会因欧洲中部的地理位置而从中持续受益ꎮ
(责任编辑: 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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