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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特别经济区的最新发展及
中国对波投资的展望

龙　 静

　 　 【内容提要】 　 波兰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设立的特别经济区在过去 ２０ 多年

里为波兰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ꎮ 近年来ꎬ随着波兰国内

外经济形势出现诸多新变化和新挑战ꎬ特别经济区依据相关法律也临近到

期ꎬ特别经济区的升级版———波兰投资区应运而生ꎮ 这一新的激励模式不

仅取消了地域上的限制ꎬ还确立了税收优惠的新标准和投资企业新的资质

要求ꎬ而且不再设有终止期限ꎮ 中国对波投资应把握波兰投资激励政策的

重大机遇ꎬ在现有基础上实现更大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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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启转型之后ꎬ为了引入外资助力国内经济发

展ꎬ同时缓解国内严重的失业问题ꎬ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特别经济区

(ＳＥＺ)制度ꎮ １９９５ 年ꎬ首个特别经济区在波兰喀尔巴阡山省的米尔莱茨诞

生ꎬ定名为欧洲园米尔莱茨特别经济区ꎮ 经过 ２０ 多年的发展ꎬ波兰已经设有

１４ 个特别经济区ꎬ成为波兰经济得以连续多年稳步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ꎮ
近年来ꎬ波兰国内外经济形势出现新的变化与挑战ꎮ 同时ꎬ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ꎬ特别经济区的到期时间———２０２６ 年年底也日趋临近ꎮ 在此背景下ꎬ
波兰以特别经济区为核心的投资激励政策也正酝酿着新的调整与变革ꎮ 波

兰投资区作为特别经济区的接力棒和升级版ꎬ成为波兰在新的世界与地区经济

大环境中谋求经济增长、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等目标的重要工具ꎮ 波兰特别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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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向波兰投资区的过渡也给中国企业在中欧关系、“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

欧国家合作”等框架与平台中加大对波投资提供了有利条件和重大机遇ꎮ

一　 波兰特别经济区制度的特点及成就

１９９４ 年ꎬ波兰通过了«特别经济区法案»ꎬ决定通过提供工业用地、减免

企业税收、提供政府优惠政策等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特别经济区ꎮ 经过 ２０
多年的发展ꎬ目前ꎬ波兰全国境内共成立了 １４ 个特别经济区ꎬ总面积已经超

过 １ ９８３ ７ 万公顷ꎮ
(一)波兰特别经济区的制度安排

根据相关法案ꎬ进入波兰特别经济区的企业需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ꎬ最
低投资额为 １０ 万欧元ꎮ 其次ꎬ企业的自有股份至少要达到 ２５％ ꎮ 最后ꎬ项目

运营时间从投资结束之日起算ꎬ必须在 ５ 年以上(中小企业为 ３ 年)ꎮ 新成立

的工厂则需要从开始雇佣员工之日起算ꎬ连续运营 ５ 年以上(中小企业为 ３
年)ꎮ 坐落在特别经济区外的投资企业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也可以申请并入

某一特别经济区ꎬ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等相应优惠政策①ꎮ
波兰特别经济区的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ꎮ
第一ꎬ所得税减免ꎬ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ꎬ即进入特别经济区的

企业可以就自己在特别经济区内开展的商业活动获得不同额度的企业所得

税减免ꎬ同时投资者个人也可以享受一定比例的个人所得税减免ꎮ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开始生效的法规ꎬ所得税的免除额度根据投资项目落地的行政区

域和企业的规模来决定ꎮ 从企业规模来看ꎬ可以减免的所得税为:大型企业

投资成本的 １５％ ~５０％ ꎻ中型企业为 ２５％ ~ ６０％ ꎻ小型企业为 ３５％ ~ ７０％ ꎮ
从投资地区来看ꎬ位于首都华沙市内的投资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可享受

投资成本最高 １５％的所得税减免ꎬ此后缩减为 １０％ꎻ大华沙地区最高 ２０％ꎻ大
波兰省、西里西亚省及下西里西亚省最高 ２５％ꎻ波兰西部省份为 ３５％ꎬ而东部

省份则为 ５０％ꎮ 对于中小企业ꎬ政府补偿可在此标准之上增加 １０％ ~２０％ꎮ
第二ꎬ房地产税减免ꎮ 房地产税收减免幅度通常取决于新创造的就业岗

位和投资总额ꎮ ２０１７ 年波兰房地产最高税率为建筑物每平方米 ２２ ６６ 兹罗

提ꎬ土地每平方米 ０ ８９ 兹罗提ꎬ以及建造总值的 ２％ ꎮ 由于房地产税率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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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决定的ꎬ因此ꎬ减免不得超过上述规定的限额①ꎮ
第三ꎬ对合理投资开支的补偿ꎮ 这也是波兰从国家层面给予政策支持的

形式ꎮ 补偿额可根据符合资质的新投资成本或开设新厂区的成本及两年内

雇佣劳动力的成本进行计算ꎮ 投资者可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式申请

补偿②ꎮ
(二)波兰特别经济区的主要特点

由于地理位置不同ꎬ与交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条件不一ꎬ以及受到所在省

份的经济基础、教育水平、商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ꎬ１４ 个特别经济区在吸引

产业类别、创造就业数量、运营与收益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ꎮ 但是总体来看ꎬ
依然可以归纳以下特点ꎮ

首先ꎬ在过去 ２０ 多年中ꎬ波兰特别经济区的发展充分借助了波兰在地理

位置、自然禀赋、传统产业、人力资源和国内外市场等方面的优势ꎮ
从地理角度看ꎬ波兰处于欧洲交叉路口的优越位置ꎬ并借此发展在中东

欧地区较为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ꎬ成为欧洲东西向和南北向交通动脉中的关

键环节ꎮ 根据 ２０１５ 年的统计数据ꎬ波兰境内的铁路基础设施总长为 １ ８５１
万公里ꎬ其中大部分都已经实现了电气化③ꎮ 泛欧运输网络(ＴＥＮ － Ｔ)的 ９
条线路中ꎬ横贯欧盟北部大陆的北海—波罗的海走廊和连接欧洲南北两大海

域的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走廊这两大主要交通走廊在波兰首都华沙汇合ꎬ
使得波兰成为联通四面八方的交通枢纽ꎮ 在公路系统方面ꎬ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ꎬ波兰拥有汽车公路 １ ６４６ ０５ 公里ꎬ高速公路 １ ８３２ ８ 公里④ꎮ 在空中交通

方面ꎬ波兰全国拥有 １４ 个国际机场和 １ 个国内机场⑤ꎮ 位于首都华沙的肖邦

国际机场已经成为中东欧地区客流量最大的机场ꎬ２０１７ 年共接待 １ ５７５ 万客

流量ꎮ 更大的新机场也正在加紧建设中⑥ꎮ 此外ꎬ波兰北部地处波罗的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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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ꎬ拥有 ４ 个主要港口ꎬ具有向北拓展物流与市场的巨大潜力ꎮ
从资源角度来看ꎬ波兰丰富的煤炭储量对波兰的工业化建设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ꎬ但数量充沛、素质较高且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则是波兰加入欧洲单一

市场过程中最具吸引力的资源优势ꎮ 在波兰 ３ ８４３ ７ 万的总人口中ꎬ６０ ３％
居住在城市及周边地区ꎮ 尽管近年来波兰社会的人口增长放缓ꎬ但根据 ２０１５
年欧盟的统计数据ꎬ波兰的劳动力人口在欧洲依然相对年轻ꎬ超过 ２ ４００ 万的

人口处于劳动适龄范围ꎮ 根据欧洲统计局的数据ꎬ波兰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

人数方面在整个欧盟内列第四位ꎬ仅次于英国、德国和法国ꎮ 当前约有近 １５０
万人就读于高等教育机构ꎬ其中 ５８％为女性ꎮ 波兰共有 ３７０ 多所高等教育机

构(２０１７ 年数据)ꎬ其中 ３０％为国立机构①ꎮ 同时ꎬ波兰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

良好的劳资关系也成为吸引外资企业入驻园区的重要因素ꎮ
从营商环境和国内外市场的角度看ꎬ波兰经济长期稳健发展ꎬ既有较高

的出口比率ꎬ又不完全依赖出口ꎬ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和调节能力

较强ꎮ 这一点充分反映在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中ꎮ 在欧盟主要经济体大都

遭受冲击的情况下ꎬ波兰成为 ２００９ 年唯一实现经济增长 １ ７％ 的欧盟成员

国ꎮ 近年来ꎬ波兰经济增势不减ꎬ２０１６ 年经济增长率达到 ２ ９％ ꎬ２０１７ 年更是

达到了 ４ ８％ ꎮ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预测数字ꎬ波兰经济有望在 ２０１８ 年增长

４％ ꎬ在 ２０１９ 年增长 ３ ５％ ②ꎮ 对未来经济的乐观预期也成为诸多外资竞相

瞄准波兰的一大重要原因ꎮ 拥有 ３ ８４３ ７ 万人口的波兰市场是另一大优势因

素ꎮ 随着其每年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居民收入的不断提升ꎬ波兰居民的消费支

出比率也持续增长ꎬ正逐步成长为一个由国内市场需求驱动的经济体ꎮ
其次ꎬ波兰特别经济区借助各自的比较优势ꎬ逐步形成了汽车、航空、电

子和食品加工这四个具有明显优势的产业集群ꎬ共同构建当前波兰较为合

理、稳健的经济发展模式ꎮ 例如ꎬ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德国的卡托维兹特别经

济区(Ｋａｔｏｗｉｃｅ ＳＥＺ)和莱格尼察特别经济区(Ｌｅｇｎｉｃａ ＳＥＺ)都以汽车工业作

为主导产业ꎬ也是波兰所有特别经济区中的佼佼者ꎮ 立足于传统工业优势ꎬ
波兰的首个特别经济区米尔莱茨特别经济区(Ｍｉｅｌｅｃ ＳＥＺ)以航空为主导产

业ꎬ由几大航空业巨头的投资作为引领ꎬ逐步发展成具有集群效应的“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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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ꎮ 家电和电子产业则集中在位于波兰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波罗的海几个港

口的滨海经济特区(Ｐｏｍｅｒａｎｉａｎ ＳＥＺ)ꎬ便于电子产品向西欧及北欧市场运送ꎮ
最后ꎬ波兰特别经济区的优惠力度和产业发展重点与这些特别经济区所

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基础、社会状况等密切相关ꎬ同时又与来自欧盟的规定、
国家制定的发展规划等相互匹配ꎮ 总体来看ꎬ位于靠近德国、捷克市场的西

部省份本身经济基础较好ꎬ教育资源相对丰富ꎬ劳动力素质较高ꎬ交通基础设

施发达ꎬ因此ꎬ更适合发展面向西欧发达市场的精密制造业ꎮ 这些省份提供

的优惠力度也相对较小ꎮ 而位于东部的省份则面临劳动力相对过剩和交通

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ꎬ因此ꎬ为了推动波兰境内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ꎬ
吸引更多企业前往波兰东部进行投资开发ꎬ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给

予的优惠政策力度都会更大ꎮ 当然ꎬ这些优惠政策也必须与来自欧盟和国家

层面的相关规定或法案相一致ꎮ 根据欧盟规定ꎬ各国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而采取的财政援助方案都必须上报欧盟接受审查和正式批准ꎮ ２０１３ 年ꎬ欧盟

委员会采纳了新的地区援助纲领ꎬ对成员国为境内商业活动提供政府援助的

条件作出规定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ꎬ欧盟批准了包括波兰在内的各个成员国递交的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地区援助地图ꎬ为未来 ７ 年波兰境内向投资者提供公共支持设

立了总体框架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ꎬ根据欧盟运行条约(ＴＦＥＵ)中针对欧盟成

员国竞争规则制定的原则性条款第 １０７ 条和 １０８ 条ꎬ欧盟颁布了规范欧盟成

员国对内部市场提供援助的相关法规ꎮ 对此ꎬ波兰做了相应的法律调整ꎬ修
改了部分特别经济区能向区内企业提供国家资助比例的规定ꎮ 因为根据欧

盟新的地区援助地图和相关法规ꎬ这些特别经济区所在地区(约占波兰总人

口的 １３ ７％ )的人均 ＧＤＰ 已经超过了欧盟平均水平的 ７５％ ꎬ而其他地区(约
占波兰总人口的 ８６ ３％ )仍将继续享受 ２５％ ~５０％投资成本的政府资助①ꎮ

(三)波兰特别经济区取得的成就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获得许可在波兰特别经济区内运作的企业数达到

２ ２６３家ꎬ其中 １ / ５ 为中小型企业ꎮ 这些企业的总投资额达到 ２６７ 亿欧元ꎬ共
创造了 ３３ ２ 万个就业岗位②ꎮ 波兰特别经济区在设施保障、运营环境、公共

服务、合作质量、管理水平等各方面的表现较为优秀ꎬ在投资者中获得较高评

—４１１—

①

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ｉ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ｉｄ Ｍａｐ ｆｏｒ Ｐｏｌａｎｄꎬ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ａｐｉｄ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Ｐ － １４ － １８０＿ｅｎ ｈｔｍ

Ｍａłｇｏｒｚａｔａ ＧｒｚｅｇｏｒｃｚｙｋꎬＯｖｅｒｈａｕ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Ｐｏｌａｎｄꎬ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ꎬＥＵꎬ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ｅｕ / ｐｏｌａｎｄ / ｏｖｅｒｈａｕｌ － ｏｆ － ｔｈｅ － ｓｐｅｃｉ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ｚｏｎｅｓ － ｉｎ － ｐｏｌａｎｄ /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 中东欧

价ꎮ 其中还不乏各方面条件尤为突出的特区ꎬ不仅在波兰境内ꎬ也在中东欧

地区ꎬ乃至整个欧洲获得广泛认可ꎮ 根据«２０１７ 年对外直接投资全球自由区

报告»(Ｔｈｅ ＦＤＩ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ｒｅｅ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７)ꎬ在全球排名靠前的 ５０ 个

特别经济区中ꎬ波兰多个特别经济区榜上有名ꎬ卡托维兹特区(Ｋａｔｏｗｉｃｅ ＳＥＺ)
获得欧洲最佳称号ꎻ滨海经济特区(Ｐｏｍｅｒａｎｉａｎ ＳＥＺ)成为欧洲最值得推荐ꎬ并
且最合适造船业投资的经济特区ꎻ罗兹特区(Łóｄｚ ＳＥＺ)被视为全球最值得向

中小企业推荐的经济特区ꎻ斯塔拉霍维斯特区(Ｓｔａｒａｃｈｏｗｉｃｅ ＳＥＺ)拥有最佳的

产学研结合机制ꎮ 此外ꎬ这份报告还指出ꎬ上述几个经济特区在投资启动期

支持、设施更新、跨境合作、集群发展、金融配套等方面也都具有很强的

优势①ꎮ
正是主要基于波兰特别经济区的优秀表现ꎬ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

«２０１８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８)ꎬ波兰在全球 １９０ 多个经济

体中在易于开展商业活动方面排名第 ２７ 位ꎮ 同时ꎬ世界银行发布的«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年营商环境报告»也将波兰评为在这些年间营商环境改善最为显著的

国家②ꎮ

二　 波兰特别经济区制度的最新发展

近年来ꎬ随着波兰国内外经济形势出现新的变化与挑战ꎬ法律规定的特

别经济区到期时间———２０２６ 年年底也日趋临近ꎬ波兰以特别经济区为核心的

投资激励机制也正酝酿着新的调整与变革ꎮ
(一)波兰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新变化和国内经济形势的新挑战

近年来ꎬ世界经济形势出现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加剧的趋势:贸易保

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抬头并迅猛发展ꎻ战后建立的多边贸易与金融体系的作

用出现了被边缘化的趋势ꎮ 同时ꎬ由于金融产品的过度开发和全球消费的相

对萎缩ꎬ实体经济遭受巨大冲击这些新情况都使得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

内大幅缩减ꎮ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ꎬ２０１７ 年的全

球直接投资额为 １ ４３ 万亿美元ꎬ比 ２０１６ 年全球直接投资额 １ ８７ 万亿美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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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２３％ ①ꎮ 波兰作为欧洲地区吸引外资较多的国家也未能幸免ꎮ ２０１５ 年波

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为 １５２ ７１ 亿美元ꎬ２０１６ 年减至 １３９ ２８ 亿美元ꎬ而 ２０１７
年更是锐减到 ６４ ３４ 亿美元②ꎮ

波兰的国内经济也出现一系列新的挑战ꎮ
首先ꎬ波兰主要经济任务已经发生改变ꎬ早期设立特别经济区的部分原

因已不复存在ꎮ 在波兰开启转型进程之初ꎬ解决失业问题一度是国家面临的

首要任务ꎮ １９９０ 年年底ꎬ波兰的失业率为 ６ ４％ ꎬ到了 １９９３ 年年底飙升至

１６ ４％ ③ꎮ 在此背景下ꎬ波兰政府于 １９９４ 年决定设立特别经济区ꎬ主要目的

是通过引入外资在波兰设厂来增加就业机会ꎬ缓解失业问题ꎮ 然而ꎬ近年来ꎬ
波兰的失业问题已经得到很大改善ꎮ 从统计数据来看ꎬ２０１５ 年波兰的失业率

回落到 １０％以内(９ ７％ )ꎬ２０１６ 年为 ８ ２％ ꎬ而 ２０１７ 年降至转型以来的最低

水平ꎬ仅为 ６ ６％ ꎮ 预计 ２０１８ 年的失业率将进一步降至 ６％以下④ꎮ 因此ꎬ解
决就业问题已经不再是波兰政府鼓励外资设厂的主要目的ꎮ

事实上ꎬ当前的波兰正处于“用工荒”的窘境中ꎮ 根据当地招聘和人力资

源服务商“Ｗｏｒ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Ａ”公布的数据显示ꎬ超过一半的波兰境内公司有职

位空缺ꎮ 有研究机构预计ꎬ到 ２０５０ 年ꎬ波兰劳动力人口数量将减至 １ ３６０ 万ꎬ
比 ２０１５ 年劳动力总数减少 ２７％ ꎮ 造成劳动力严重短缺的原因来自诸多方

面ꎮ 一方面ꎬ从人口结构来看ꎬ波兰是欧盟人口出生率较低的国家之一ꎬ育龄

妇女平均每人仅生育 １ ３ 个孩子ꎬ这导致波兰人口总量呈缓慢下降趋势ꎮ 同

时ꎬ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ꎬ按照现任总统安杰伊杜达竞选时的承诺ꎬ波兰开始实施

降低退休年龄法案ꎬ退休年龄由 ６７ 岁降至女性 ６０ 岁和男性 ６５ 岁ꎬ导致 ２０１７
年波兰的退休人口从 ２３ 万激增至 ５５ 万ꎬ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⑤ꎮ
另一方面ꎬ从劳动力成本来看ꎬ近年来ꎬ包括波兰劳动力在内的大批中东欧劳

动力借助欧洲单一市场赋予的劳动力自由流动ꎬ纷纷前往薪资水平更高的西

欧国家就业ꎬ导致本国政府和企业为了留住劳动力ꎬ不断提升员工福利和薪

资待遇ꎬ使得企业运营成本不断上升ꎬ在波兰投资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断

降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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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波兰政府近年来注重本国企业的培育和发展ꎬ因此ꎬ对外资的优惠

力度出现逐年递减趋势ꎬ这也大大影响了境外企业投资波兰的积极性ꎮ 波兰

将不少产业设定为国家战略性产业ꎬ限制了外资参与竞争ꎮ 例如ꎬ执政的法

律与公正党对主要由外资控制的银行业和大型零售业收取高额税收ꎬ同时ꎬ
强调要通过收回外资企业来提高波兰对本国事务的掌控力①ꎮ

此外ꎬ近年来ꎬ波兰国内的政治环境以及与欧盟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成为

影响外国投资的不利因素ꎮ 自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波兰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上台

后ꎬ波兰政府启动了一系列针对媒体和司法体制的改革ꎬ被欧盟机构和其他

欧盟成员国视为对西方民主法制的侵犯和对欧盟价值观的违背ꎬ甚至表示要

援引«里斯本条约»第七条ꎬ对波兰启动制裁程序ꎬ或在 ２０２０ 年后的预算中限

制波兰从欧盟获得资金ꎮ 而波兰则指责欧盟过多干涉成员国内政ꎮ 同时ꎬ波
兰民众针对政府采取的改革也是抗议不断ꎬ首都华沙和其他城市相继爆发大

规模示威游行ꎬ甚至街头冲突ꎮ 政治危机反映到经济层面则表现为标准普尔

下调了对波兰国债和波兰货币兹罗提的信用评级ꎮ 这些情况都导致波兰近

年来的投资增长率明显低于预期ꎬ与波兰连续多年优于欧盟平均水平的经济

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ꎮ
(二)相关法律框架的调整

根据波兰“入盟”谈判结果ꎬ波兰在 １９９４ 年颁布的«特别经济区法案»明
确规定ꎬ波兰特别经济区政策将维持至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ꎮ 多年来ꎬ波兰特别经

济区对波兰国民经济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ꎬ因此ꎬ波兰特别经济区的时效

期限及存留问题引起投资者的广泛关注ꎮ
自 ２００８ 年开始ꎬ波兰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的修正法案不断延长特别经济

区的存续时间ꎬ具体如下: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通过的«特别经济区修正案»ꎬ将
特别经济区的存续时间延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ꎻ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ꎬ波兰政府签署

了 １４ 项法规ꎬ将特别经济区的存续时间延至 ２０２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ꎮ 这一修改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有利于汽车工业等收益回报周期较长的项目选择在波兰

投资ꎮ
除了不断延长其存续时间外ꎬ波兰政府还通过放宽企业申请条件等法案

的修改来消减因为遵守欧盟相关规定而导致优惠力度下降所带来的不利影

响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７ 日ꎬ波兰政府对 ２００８ 年的«特别经济区法案»和其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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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进行了修改ꎬ并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生效ꎮ 新法案对在波兰特别经济区

内的企业产生如下影响:特区内企业为了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而必须留存相

关文件的时间限制要求有所更改ꎻ有关国家资助偿还申请方面的条款变化ꎻ
无法达到特区要求获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关闭的相关规定等ꎮ 新法案还放

宽了对并入特别经济区土地的要求ꎬ也放宽了对增加就业和最低投资额标准的

要求ꎬ这些变化对鼓励中小企业进行小规模的投资具有积极的意义①ꎮ
(三)特别经济区 ２ ０ 版———波兰投资区模式

很明显ꎬ已经运作 ２０ 年有余的特别经济区制度难以应对上述国内外经

济与非经济领域的新发展、新变化和新挑战ꎮ 再加上距离这一制度到期时

间———２０２６ 年年底越来越近ꎬ新的激励政策逐渐酝酿成形ꎮ
２０１７ 年ꎬ波兰投资和发展部宣布ꎬ从 ２０１８ 年的第一个季度开始ꎬ将采用

波兰投资区(Ｐｏｌｉｓｈ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ＺｏｎｅꎬＰＳＩ)模式替代已经运作 ２０ 年有余的特别

经济区模式ꎮ
与特别经济区模式相比ꎬ波兰投资区模式具有以下不同之处ꎮ
首先ꎬ波兰投资区取消了边界限制ꎮ 所得税的减免将在波兰境内得到应

用ꎬ而不仅仅是目前 １４ 个特别经济区所覆盖的地区ꎮ 由此ꎬ投资者将可以自

由选择投资地点ꎬ不需要限定在已取得特别经济区地位的地域内ꎬ或为了享

受特别经济区待遇而大费周折地申请所在地点并入某一特别经济区内ꎮ
其次ꎬ波兰投资区确立了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投资企业的资质新要求

以及享受税收优惠的新标准ꎮ 从资质角度来看ꎬ过去ꎬ要成为特别经济区内

投资企业ꎬ须符合数量上的诸多规定ꎬ包括投资总额、创造就业数量、经营时

间长短等ꎮ 而现在ꎬ企业要享受波兰投资区优惠ꎬ则要经由专门团队依据三

项标准进行评估后才可获得ꎮ
(１)投资地点ꎮ 波兰政府鼓励企业选择相对落后的东部地区进行绿地投

资ꎬ以推动波兰国内更趋平衡的经济发展ꎮ 根据这一原则ꎬ投资企业所能享

受的税收优惠根据地点的不同而各异ꎮ 例如ꎬ首都华沙市内的投资企业可享

受投资成本 １０％ 的税收减免ꎻ大华沙地区最高 ２０％ ꎻ大波兰省、西里西亚省

及下西里西亚省最高 ２５％ ꎻ其他波兰西部省份为 ３５％ ꎻ而东部省份则为

５０％ ꎮ 对于中小企业ꎬ政府补偿可在此标准之上增加 １０％ ~２０％ ꎬ换句话说ꎬ
中小企业最高可享受投资成本 ６０％ ~ ７０％ 的税收减免ꎮ 对于超过 ５ ０００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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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的大型投资ꎬ另有特定条款来决定政府的支持力度ꎮ 投资成本包含获得

土地的价格、收购或建造固定资产的成本ꎬ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资产价值以及

两年内雇佣员工的成本①ꎮ
(２)投资属性ꎬ即该行业是否有利于波兰经济实现结构性和可持续性发

展ꎮ 以下是波兰政府最为青睐的行业:共享服务业、航空业、造船业、生物科

技、制药业、电子行业、机械行业、化工行业、家具制造业、食品加工业、交通设

施制造业、医用设备制造业、信息产业等ꎮ 而烟草和酒类企业、燃料企业、建
筑业、金融与保险业以及一些与废料处理相关的服务行业则不被列入政府提

供免税优惠的行列ꎮ
(３)投资企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的质量ꎮ 当前ꎬ在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ꎬ

波兰政府更期待投资企业能够创造出更具专业技术含量的就业机会ꎮ 具体

而言ꎬ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需要有助于培养专业知识类人才ꎬ雇佣高收入就

业人员ꎻ需要有助于波兰的科技发展ꎬ即加强与波兰境内的研发中心、高等院

校之间的合作ꎬ实现集群式发展ꎻ需要有助于发展波兰的人力资源ꎬ使得受雇

员工能够不断进步ꎬ在工作的同时获得额外的收益ꎮ
上述三个标准与波兰近年来推出的«负责任发展计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ＲＤＳ)设立的结构性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性发展以及人

力资源发展四大目标保持一致ꎮ
从这一制度的时间期限来看ꎬ波兰投资区不再设有终止期限ꎮ 对于投资

企业给予免税方面的支持将持续 １０ ~ １５ 年(具体长短根据所在地区作出相

关规定)ꎮ 等有关«特别经济区法案»于 ２０２６ 年到期后ꎬ对于地处特别经济区

的企业ꎬ免税期可延长 ５ 年ꎮ
当前ꎬ特别经济区体制和这一新型的波兰投资区模式共同运作ꎮ 但是ꎬ

前者仅适用于在新模式启动前获得商业运作许可的企业ꎮ 换句话说ꎬ两套体

系将同时运作到 ２０２６ 年ꎮ 在 ２０２６ 年前ꎬ２０１８ 年前获得许可进入特别经济区

的企业采用老办法获取优惠ꎬ而 ２０１８ 年起在波兰投资的企业则都可以享受

新的投资激励模式确定的优惠②ꎮ 波兰投资和发展部预期ꎬ到 ２０２７ 年ꎬ投资

激励政策的这些改革与变化将会给波兰创造 １５ ８３ 万个新的就业岗位ꎬ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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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９ 亿欧元的投资总额ꎬ并且给国家和地方财政带来 ８ ８ 亿欧元的收益①ꎮ

三　 中国对波兰投资的发展前景

自 ２０１１ 年中国与波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ꎬ２０１２ 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简称“１６ ＋ １ 合作”)平台诞生以来ꎬ发展与波兰在内的中东欧国家在产

业园区方面的合作ꎬ鼓励中国企业投资波兰ꎬ充分利用波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

策ꎬ一直是中国加强与波兰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ꎮ 近年来ꎬ随着“１６ ＋ １ 合

作”框架不断发展成熟ꎬ以及中波关系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

问波兰后跃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中波之间在投资领域的合作也日益

密切ꎮ
(一)中国对波兰投资的政策支持和发展现状

首先ꎬ从政策层面来看ꎬ一系列官方文件中都包含了中国对波兰特别经

济区制度的重视和对中国企业参与其中的鼓励ꎮ 例如ꎬ２０１２ 年ꎬ“１６ ＋ １ 合

作”框架正式启动时中方就在关于促进与中东欧国家友好合作的 １２ 项举措

中提出:“根据中东欧国家的实际情况和需求ꎬ推动中国企业在未来 ５ 年同各

国合建 １ 个经济技术园区ꎬ也愿继续鼓励和支持更多中国企业参与各国已有

的经济技术园区建设”②ꎮ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于中国苏州召开的第四次中

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时发布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中
也明确提出ꎬ中方“鼓励和支持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加强产业园区和自由经济

区合作ꎬ深化产业链合作”ꎻ“鼓励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开展联合研究项目ꎬ促进

双方科技园区企业合作”③ꎮ 同时ꎬ聚焦中波双边层面ꎬ中波之间于 １９８８ 年

签署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ꎬ２０１２ 年中国商务部和

波兰经济部签署了«关于促进中小企业交流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ꎬ２０１６ 年

两国签署了«关于共同编制中波合作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ꎬ这些政策文件

都为中国企业投资波兰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ꎮ

—０２１—

①

②

③

Ｍａłｇｏｒｚａｔａ ＧｒｚｅｇｏｒｃｚｙｋꎬＯｖｅｒｈａｕ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Ｐｏｌａｎｄꎬ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ꎬＥＵꎬ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ｅｕ / ｐｏｌａｎｄ / ｏｖｅｒｈａｕｌ － ｏｆ － ｔｈｅ － ｓｐｅｃｉ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ｚｏｎｅｓ － ｉｎ － ｐｏｌａｎｄ /

«中国关于促进与中东欧国家友好合作的十二项举措»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１１７９＿６７４９０９ / ｔ９２６８５４ ｓｈｔｍｌ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
０４ / １１７９＿６７４９０９ / ｔ１３１７９７６ ｓｈｔｍｌ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 中东欧

除了政策上的支持和鼓励ꎬ许多多边或双边层面的机制建设也为中波之

间的投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ꎮ 例如ꎬ在多边层面ꎬ在“１６ ＋ １ 合作”框架

内有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促进机构联系机制ꎮ 在双边层面ꎬ根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双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的联合声明»ꎬ中波之间建有每两年一次的中波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中波

政府间合作委员会、中波产业合作指导委员会、经济合作委员会、基础设施事

务指导委员会等双边机制ꎮ 此外ꎬ中波之间还有波中议会友好小组、波中友

协总会、波中商务联合会等官方与非官方的常设机制ꎬ并召开中波地方与经

贸合作论坛等ꎮ 这些机制也为营造良好的商业与社会环境ꎬ便利双方之间的

相互了解作出了积极贡献ꎮ
从近年来的投资情况看ꎬ中国对波兰的投资主要呈现以下特点ꎮ
首先ꎬ投资额逐年上升ꎮ 在 ２０１０ 年前ꎬ在波兰的中国企业大多数是小型

公司(员工为 ９ 人或以下)ꎮ ２０１０ 年后ꎬ中国公司对波兰的兴趣与日俱增ꎬ一
些大型公司纷纷登陆波兰市场ꎬ包括“ＴＣＬ”、“ＧＤ Ｐｏｌａｎｄ”、“明鸿发展”、“华
为科技”、“中兴通讯”、“胜利科技” 和“中国五矿” 等①ꎮ 根据中方统计ꎬ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ꎬ中国对波兰投资额增长了 ７ 倍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中国在波

兰直接投资存量为 ３ ２１ 亿美元ꎬ投资领域包括机械、ＩＴ 产业、金融、电子、生
物医药、商贸服务和新能源等领域ꎬ龙头企业包括“柳工”和“华为科技”等ꎮ
同时诸如“平高集团”、中国水利水电集团等企业积极参与波兰工程承包市

场②ꎮ 目前ꎬ在波兰的中资企业已增至近 ７０ 家ꎬ多家银行在波设立分支机构ꎬ
持续向波兰经济注资ꎮ 两国首都每天都有直航航班ꎮ “中远海运”把格但斯

克作为波罗的海分拨中心ꎬ每周有 １ ９ 万个标箱乘巨轮往返两国ꎻ２０％ 的中

欧班列抵达或者通过波兰③ꎮ
其次ꎬ对波兰投资的增长空间依然很大ꎮ 尽管波兰的经济体量占整个中

东欧地区的 １ / ３ꎬ在经济领域是中东欧各国的领头羊ꎬ但是中国对波兰的投资

与对其他中东欧国家的投资相比ꎬ却和这样的经济规模不成正比ꎮ 以 ２０１６
年为例ꎬ波兰方面统计的中国对波兰投资额为 ４ ６２ 亿欧元ꎬ而对国土面积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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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波兰 １ / ３ 的匈牙利投资高达 ２１ 亿欧元ꎬ对罗马尼亚投资额为 ７ ４１ 亿欧

元①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中国对波兰的投资存量仅占波兰吸引外资总额的

０ ２％ ꎮ 波兰政府热切期盼中国企业能够增加对波兰的投资ꎬ特别是希望中

国企业能到波兰落户ꎬ增加对带动就业和经济发展效果明显的绿地投资ꎮ
最后ꎬ中国对波兰投资中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并存ꎬ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

开展投资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ꎮ 从成功经验来看ꎬ中国在波企业为当地

提供了近 １ ５ 万个就业岗位ꎬ波本地员工比例超过 ８０％ ꎮ “广西柳工”、“湖
北三环”分别成功并购波兰“ＨＳＷ”公司工程机械业务单元、“ＫＦＬＴ”轴承公

司ꎬ让原有波兰国有企业重新焕发活力ꎬ跻身全球行业领先地位ꎮ 中国—中

东欧投资合作基金在波兰投资的 ４ 个电场项目ꎬ可为波兰减少 １６６ 万吨二氧

化碳排放ꎮ “同方威视”波兰公司为波海关提供各类集装箱及货物检测设备

并投资建厂ꎬ为打击和威慑走私及违法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②ꎮ 由中国水利

水电集团承建、总价值为 ８ ８６３ 万美元的伏罗兹瓦夫城市防洪项目即将竣工ꎮ
这是中国企业在波兰第一个成功实施的公共承包工程项目ꎮ 相反ꎬ中国海外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修建波兰 Ａ２ 高速公路工程的失败背后原因复杂ꎬ为中国

投资者提供了深刻的教训ꎮ
(二)中国对波兰投资的未来展望

近年来ꎬ中波关系的稳步发展和“１６ ＋ １ 合作”框架的不断成熟ꎬ已经为

中波之间在投资领域的快速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ꎮ 随着“１６ ＋ １ 合作”框架

从“建章立制、夯基筑台”的早期阶段进入“做大、做强、做好、做实、做深”的
发展新阶段③ꎬ中国对波兰的投资也需从政府政策支持、提供洽谈平台的政

治层面转换到企业自主开发、务实对接合作的市场运作层面ꎮ 总体而言ꎬ中
国企业在中东欧地区起步较晚ꎬ大量企业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才开始

关注这一地区ꎮ 因此ꎬ中国企业要在波兰投资成功ꎬ需要努力做到把握趋势、
积极筹备、利用资源、合规运作、拓展疆域、规避风险和备好预案ꎮ

首先ꎬ把握波兰政府鼓励外资应对经济新挑战、优化产业结构的总体趋

势ꎮ 鉴于国内劳动力市场短缺的大势ꎬ波兰政府已经推出了一系列举措ꎬ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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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实行新的工作居留政策ꎬ也包括对家庭的补助计划ꎬ但是更关键的是加

大了在教育和研发上的投入ꎬ试图通过提升劳动力质量ꎬ将波兰经济的驱动

力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换为技术密集型产业ꎮ 同时ꎬ波兰政府也加大对高科

技企业对波投资的欢迎力度ꎬ正努力将自己打造成整个中东欧地区ꎬ甚至是

欧盟内在数字经济、信息产业、生物制药、创新科技等领域的新引擎ꎮ 具体举

措包括在新推出的波兰投资区制度中为 ＩＴ、科技研发等行业提供以免税为形

式的公共援助ꎮ 中国企业应高度关注波兰的这一发展趋势ꎬ充分利用好波兰

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ꎬ借助波兰政府对教育及研发的投入ꎬ不再简单地将波

兰定性为欧盟内部相对低廉且充沛的劳动力市场ꎬ而应视其为未来欧洲经济

的新引擎ꎬ以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开启对波投资的新思路ꎮ
其次ꎬ深入了解法律法规ꎬ坚持合规运作ꎮ 波兰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ꎬ不

仅遵循包括政府采购法在内的欧盟相关规定ꎬ同时自身的法律法规也十分繁

杂ꎮ 中方企业可加强与波兰为吸引外来投资而专门成立的贸促机构合作ꎬ借
鉴长期对波兰市场进行跟踪分析的国际知名咨询企业的评估报告ꎬ汲取包括

中国、西欧在内的其他外资机构在波兰投资的经验和教训ꎬ充分做好投资的

前期准备ꎬ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ꎮ 在投资中则要秉持经济与社会效应并重的

企业经营理念ꎬ采用本土化模式合规运作ꎬ不断累积中国企业在波投资的良

好声誉ꎬ积极主动地营造客观、公正、友善的营商环境ꎮ
同时ꎬ积极利用中波之间借助“１６ ＋ １ 合作”的东风在人文交流领域积累

的丰富资源ꎮ 对彼此人文的相互了解往往能成为商业合作中的润滑剂ꎮ 近

年来ꎬ在中波两国涌现了大量学习彼此文化、语言、历史的高等教育院系ꎬ吸
引了不少莘莘学子ꎬ为今后两国人文、科技、商业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储备

了大量的人才ꎮ 以波兰为例ꎬ汉学正成为全波兰发展最快的学位课程之一ꎬ
多家公立和私立大学设置了这一课程ꎮ 同时ꎬ波兰还拥有 ５ 所孔子学院和两

所孔子课堂ꎬ充分反映波兰民众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ꎮ 同样ꎬ在中国ꎬ北京

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广东外贸外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重

点高校也先后扩大或恢复了波兰语教学点ꎬ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波贸易日益

密切而波兰语人才严重缺乏的困境ꎮ
此外ꎬ依托中波科技研发合作浪潮ꎬ拓展合作新疆域ꎮ 在习近平主席

２０１６ 年访问波兰期间ꎬ中波两国签署了«关于共同资助联合研发项目的合作

意向书»、«共同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土壤可

持续发展合作研究»等有关科技合作的重要文件ꎮ 在 ２０１８ 年首次举办的中

国进口博览会上ꎬ参展的 ８２ 家波兰企业中也不乏多家涉足航空、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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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等尖端科技的企业①ꎮ 中波在科技研发领域的投资合作不仅能够

助力两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在中欧两大市场中占据更大的份额ꎬ更能推动两国

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加速转化ꎮ
最后ꎬ中国企业还需密切关注非经济因素可能对在波投资造成的风险ꎬ

并积极备好应对预案ꎮ 近年来ꎬ波兰政府经济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的情况

不时干扰中国对波投资ꎬ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ꎮ 例如ꎬ波兰国防部部长安

东尼马切列维奇就曾以“‘一带一路’威胁波兰国家独立”为由ꎬ否决了在

波兰中部重要城市、中欧班列终点之一罗兹市建造大型火车枢纽站的计

划②ꎮ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借口ꎬ对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企

业大加限制和打压ꎮ 而美国的这种做法也得到了波兰等欧洲盟国的追随ꎮ
波兰内政部部长就呼吁欧盟和北约应就如何应对中国“华为科技”可能带来

的“安全威胁”、是否在 ５Ｇ 建设上将“华为科技”排除在本国市场之外达成共

识ꎮ 波兰与北约的军事合作也日益成为中国在波投资的一大障碍ꎮ 波兰是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中东欧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ꎮ 波兰与北约的军

事关系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治下更是出现日趋密切的发展态势ꎮ 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访问波兰时更是明确表示ꎬ如果波兰放弃与中国合作ꎬ
将有利于美国在波兰部署军事基地③ꎮ 这些本属于政治与军事安全领域的

非经济因素都可能使中国企业在波兰的经济活动蒙上阴影ꎬ甚至导致投资合

作的中断或终止ꎬ给中方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ꎮ 今后ꎬ在中美之间竞争态势

上升ꎬ美欧加强对中东欧影响力的背景下ꎬ中国企业要保持谨慎和警惕ꎬ规避

高敏感和高风险的投资领域ꎬ建立企业危机公关体系ꎬ积极预判、防范和消减

政治环境变化可能给对波投资带来的不利影响ꎮ
(责任编辑:高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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