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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维谢格拉德国家的经贸、
投资关系探究

———对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启示

马骏驰

　 　 【内容提要】 　 德国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各国有着深远且复杂的利益关

系ꎮ 对德国来说ꎬ维谢格拉德国家是其在中东欧地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ꎻ对
维谢格拉德国家来说ꎬ德国是其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

国ꎮ 与德国相比ꎬ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战略布局和经贸投资均处于劣势ꎬ但中

国可通过多层次并进的经贸投资方式来进一步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ꎮ
【关 键 词】 　 德国　 维谢格拉德国家　 经贸投资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东欧国家在“丝绸之路经济

带”战略构想中的地位与风险评估研究»(项目编号:１４ＢＧＪ０１３)ꎮ
【作者简介】 　 马骏驰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研究

实习员ꎮ

中东欧作为通往欧洲腹地的门户ꎬ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的必争之地ꎮ 德

国人、俄国人、土耳其人、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等都曾占领过此地ꎮ 从成立之

日起ꎬ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以下简称 Ｖ４ 国家)ꎬ即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斯

洛伐克在政治、经贸和文化等领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ꎮ 由于这些国家都已

加入欧盟和北约ꎬ欧洲东部的防务得到进一步加强ꎬ但俄罗斯与欧盟的对峙

也在加剧ꎮ 由于大量西欧投资的涌入ꎬＶ４ 国家同欧盟的联系更加紧密ꎮ 而

中国提出中国与中东欧“１６ ＋ １”合作框架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ꎬＶ４
国家也是中国重要的合作对象ꎮ 可以说ꎬＶ４ 国家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ꎮ 无

论从历史ꎬ还是从当代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ꎬＶ４ 国家的重要性不断得到提

升ꎮ 而在所有利益攸关者中ꎬ德国同 Ｖ４ 国家的关系是最深刻和最复杂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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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ꎬ德国在欧盟内部拥有强大的话语权ꎮ Ｖ４ 国家作为欧盟成员国ꎬ客观

上必须同德国保持紧密联系以获得德国支持ꎮ 经济上ꎬ德国是 Ｖ４ 国家最重

要的贸易伙伴ꎮ 正如匈牙利人力资源部部长巴罗格佐尔坦(Ｂａｌｏｇ Ｚｏｌｔáｎ)
所说ꎬ德国和中欧有着长达数世纪的、千丝万缕的联系①ꎮ 本文拟分析德国

对 Ｖ４ 国家的历史定位和经贸投资往来并指出德国产业链给 Ｖ４ 国家带来的

影响及其背后的因素ꎮ 同时ꎬ以此对比中国同 Ｖ４ 国家的务实合作ꎬ提出中国

在该地区经贸投资的应对之策ꎮ

一　 德国对 Ｖ４ 国家的历史定位

Ｖ４ 国家地处中欧ꎬ而中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 １９ 世纪ꎮ 当时ꎬ奥匈帝

国的外交大臣克莱门斯梅特涅(Ｋｌｅｍｅｎｓ Ｗｅｎｚｅｌ ｖｏｎ 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首次提出

了中欧的概念ꎮ 他从国别的角度将中欧地区定义为西起莱茵河和法兰西帝

国边境ꎬ东至沙俄帝国西部边境的区域ꎬ奥匈帝国是中欧的核心ꎮ １９ 世纪中

叶ꎬ弗里德里希李斯特(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Ｌｉｓｔ)首次从经济层面完善了这一概念ꎮ
他指出ꎬ欧洲的未来将会是各大经济体间的激烈斗争ꎮ 德意志帝国的未来在

欧洲大陆ꎬ所以德意志帝国应致力于建立一个位于欧洲西部与东部之间的政

治、经济联合体②ꎮ 他还特别提到以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为中心的经济体的

重要性ꎮ 除了经济、政治层面的划分外ꎬ德国最伟大的东方学家之一保罗
拉加德(Ｐａｕｌ ｄｅ Ｌａｇａｒｄｅ)从军事安全的角度对中欧进行了划分ꎮ 他提出ꎬ由
于德国的邻国较多且地处欧洲中心地带ꎬ所以容易受到来自东方势力的进

攻ꎮ 基于此ꎬ他将中欧划分为两个部分ꎬ第一部分是以东普鲁士、波兰为首的

北部区域ꎬ第二部分是以奥地利以及其他非日耳曼国家为主的东南部

区域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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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ｌｏｇ ＺｏｌｔáｎꎬＮéｍｅｔｏｒｓｚáｇ “Ｋöｚéｐ － Ｅｕｒóｐａ ｓｚóｓｚóｌóｊａ”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ｐｓｚａｖａ ｈ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ｈｐ? ｉｄ ＝ ６８１７４９＆ｒｅｆｅｒｅｒ＿ｉｄ ＝ ｆｒｉｓｓ(中欧是指维谢格拉德国家及周边国家ꎮ
虽然德国和奥地利地处中欧ꎬ但在中东欧国家看来ꎬ德国和奥地利属于西方发达国家ꎬ而
不是中欧国家ꎮ 在德国看来ꎬ它和奥地利也不属于中欧ꎮ 中国将 Ｖ４ 国家称为中东欧

国家)ꎮ
Ｈａｎｓ ＲｏｔｈｆｅｌｓꎬＤａｓ Ｗｅｒｄｅｎ ｄｅｓ Ｍｉｔｔｅｌｅｕｒｏｐａ － Ｇｅｄａｎｋｅｎｓ Ｉｎ:ＯｓｔｒａｕｍꎬＰｒｅｕßｅｎｔｕｍ

ｕｎｄ Ｒｅｉｃｈｓｇｅｄａｎｋｅ 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９３５ꎬ ｐ ２３８
Ｖｉｔáｒｉ ＺｓｏｌｔꎬＡ Ｈｉｔｌｅｒｊｕｇｅｎｄ ｓｚｅｒｅｐｅ ａ ｋｅｌｅｔｉ “éｌｅｔｔéｒ”ｍｅｇｓｚｅｒｖｅｚéｓéｂｅｎꎬＶｉｌáｇｔöｒｔéｎｅｔ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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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来说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ꎬ中欧的地域划分主要集中在莱茵

河、维斯瓦河、多瑙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区域ꎬ即当今波兰、捷克、匈牙利和

斯洛伐克所在的区域ꎮ 中欧的中心是奥匈帝国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这一时期对

中欧的划分方法符合当时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ꎬ即要建立一个泛日耳曼区

域以及一个欧洲关税联盟ꎬ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以柏林—巴格达为轴的经济

带ꎮ 其划分的依据从国别上升到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层面ꎬ而且这些概念

都将中欧纳入德意志帝国的“辐射”之中ꎮ 时任德国总理冯贝特曼霍尔

维格(Ｖｏｎ Ｂｅｔｈｍａｎｎ － Ｈｏｌｌｗｅｇ)将此定义为“一个由德国领导的中欧经济带

以保证德国在中欧的经济统治力”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ꎬ德国对于中欧的划分基本没有改变ꎬ只将德国和

奥地利这两个发达国家与中欧国家分开了ꎮ 另外ꎬ德国明确了它对该地区的

政策和责任ꎬ并提升了其战略重要性ꎬ即将其定义为德国的原材料供给地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转型后ꎬＶ４ 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转变ꎬ对外贸易

的结构和方向自然也相应改变ꎮ 各国都加快与西欧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等

领域接轨的步伐ꎮ 由于 Ｖ４ 国家财力有限ꎬ其私有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要靠

外资来推动ꎮ 与此同时ꎬ德国统一后东部各州(原民主德国)的工业结构和市

场转型并不充分ꎬ也没有为劳动分工和国际合作战略留下空间ꎮ 这些因素导

致德国东部各州的经济ꎬ特别是工业生产的衰退ꎬ出口受阻ꎮ 而德国与 Ｖ４ 国

家之间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和人口规模的差异更使西德企业开始对波兰、捷
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市场产生兴趣ꎮ 德国企业开始重新将目光投向中

欧ꎬ逐渐增加对 Ｖ４ 国家的出口ꎬ同时增加从 Ｖ４ 国家的进口以降低自己的生

产支出ꎬ提高竞争力ꎮ
总之ꎬ德国十分重视 Ｖ４ 国家ꎬ不断从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角度来阐

述其重要意义ꎬ将其视为德国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ꎮ

二　 德国和 Ｖ４ 国家贸易往来

２００４ 年加入欧盟后ꎬＶ４ 国家经济快速增长ꎮ ２００３ 年ꎬＶ４ 国家的经济总

量只占欧盟 ２８ 国的 ３ ７％ ꎮ １０ 年之后ꎬ即 ２０１３ 年ꎬＶ４ 国家的名义国内生产

总值占欧盟 ２８ 国的 ５ ４％ ꎮ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ꎬＶ４ 国家中波兰、捷克和斯

洛伐克均为高收入国家ꎬ匈牙利为中上等收入国家ꎮ Ｖ４ 国家经济的良好走

势与“入盟”是分不开的ꎬ尤其德国同这些国家的经贸往来起到了较大的促进

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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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３ 年德国对部分国家的进出口额

出口 进口

出口额
排名

国别
出口额

(亿欧元)

在德国出口额
中所占比
重(％ )

进口额
排名

国别
进口额

(亿欧元)

在德国进口额
中所占比
重(％ )

１ 法国 １ ０００ ９ ２ １ 荷兰 ９００ １０ ０

９ 波兰 ４２０ ３ ９ １１ 波兰 ３６０ ４ ０

１３ 捷克 ３１０ ２ ８ １２ 捷克 ３３０ ３ ７

１６ 匈牙利 １７０ １ ６ １５ 匈牙利 ２００ ２ ２

２１ 斯洛伐克 １１０ １ ０ １８ 斯洛伐克 １２０ １ ４

２３ 罗马尼亚 １００ ０ ９ ２１ 罗马尼亚 ９０ １ ０

４１ 斯洛文尼亚 ４０ ０ ４ ３４ 斯洛文尼亚 ５０ ０ ５

４７ 保加利亚 ３０ ０ ２ ４３ 保加利亚 ３０ ０ ３

４８ 立陶宛 ３０ ０ ２ ４９ 立陶宛 ２０ ０ ２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ｍｗｉ ｄｅ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Ｒｅｄａｋｔｉｏｎ / Ｐｄｆ / ｆａｃｔｓ － ａｂｏｕｔ － ｇｅｒｍａｎ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ｔｒａｄｅ － ｉｎ －２０１３ꎬ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 ｐｄｆꎬｂｅｒｅｉｃｈ ＝ ｂｍｗｉ２０１２ꎬｓｐｒａｃｈｅ ＝ ｅｎꎬｒｗｂ ＝ ｔｒｕｅ ｐｄｆ

由表 １ 可见ꎬ２０１３ 年德国对 Ｖ４ 国家的进口和出口总额在德国的对外贸

易中均居前 ２０ 位ꎬ在德国与其他中东欧国家的贸易中占据前 ４ 位ꎮ 德国对

其他中东欧国家的进出口额与 Ｖ４ 国家相比差距较大ꎮ 同时ꎬ德国对 Ｖ４ 国家

的进口总额与居第 １ 位的荷兰基本持平ꎬ对 Ｖ４ 国家的出口总额与居第 １ 位

的法国基本持平ꎮ 这说明德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经贸活动主要集中在 Ｖ４ 国

家ꎬＶ４ 国家是德国重要的贸易伙伴ꎮ

表 ２ ２０１３ 年 Ｖ４ 国家对德国的进出口额占 Ｖ４ 国家进出口额的比重

国别
Ｖ４ 国家对德国出口额占其

出口总额的比重(％ ) 比重排名
Ｖ４ 国家自德国进口额占其

进口总额的比重(％ ) 比重排名

匈牙利 ２４ ９ １ ２５ ８ １

波兰 ２１ ５ １ ２４ ９ １

捷克 ２５ ６ １ ２８ ６ １

斯洛伐克 １６ ０ １ ２２ ０ １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Ｖ４ 国家商会网公布的数据整理而成ꎮ

在 Ｖ４ 国家的对外贸易中ꎬ无论是在进口还是在出口方面ꎬ德国都居 Ｖ４
国家进出口额的首位ꎬ且远远领先于居第 ２ 位的国家ꎮ 例如ꎬ自匈牙利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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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居第 ２ 位的俄罗斯所占比重不到 １０％ ꎬ向匈牙利出口额居第 ２ 位的罗马尼

亚所占比重仅为 ６ ５％ ꎻ自波兰进口额居第 ２ 位的俄罗斯所占比重为 １１％ ꎬ
向波兰出口额居第 ２ 位的法国所占比重仅为 ６％ ꎻ自捷克进口额居第 ２ 位的

法国所占比重为 １１％ ꎬ向捷克出口额居第 ２ 位的斯洛伐克所占比重仅为

７ ４％ ꎮ 这说明德国对 Ｖ４ 国家的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ꎬＶ４ 国家的对外

贸易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ꎮ

表 ３ ２０１３ 年匈牙利与德国的前 ４ 位贸易产品

对德国出口 自德国进口

产品
出口额

(万欧元)
占出口总

额比重(％ ) 产品
进口额

(万欧元)
占进口总

额比重(％ )

机械类 ５ ５００ ２６ ２ 机械类 ４ ７００ ２５ ６

电子类 ４ ３００ ２０ ５ 电子类 ３ ６００ １９ ２

汽车类 ３ ５００ １４ ６ 汽车类 ２ ６００ １４ ３

医疗器械、
光学仪器等

１ ３００ ６ ２ 塑料制品 １ １００ ６ １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ｈｋｕｎｇａｒｎ ｈｕ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ａｈｋ＿ｕｎｇａｒｎ / 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ｅ /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ｉｎ￣
ｆｏｓ / Ｈ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 / ＩＮＦＯ＿ＨＵ＿Ａｕｓｓｅｎｈａｎｄｅｌ＿Ｒａｎｋｉｎｇ ｐｄｆ

表 ４ ２０１３ 年波兰与德国的前 ４ 位贸易产品

对德国出口 自德国进口

产品
出口额

(万欧元)
占出口总

额比重(％ ) 产品
进口额

(万欧元)
占进口总

额比重(％ )

汽车类 ４ ８００ １３ ０ 机械类 ４ ８００ １５ ０

机械类 ４ ２００ １１ １ 汽车类 ４ ０００ １２ ５

电子类 ３ ５００ ９ ４ 塑料制品 ３ ３００ １０ １

家具、照明、
标志等

２ ８００ ７ ８ 电子类 ２ １００ ６ ７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ｇ ｇｏｖ ｐｌ / ｆｉｌｅｓ / ｕｐｌｏａｄ / ８４３７ / Ｏｃｅｎａ％２０ＨＺ％２０ｚａ％２０２０１３ ｐｄｆ

表 ５ ２０１３ 年捷克与德国的前 ４ 位贸易产品

对德国出口 自德国进口

产品
出口额

(万欧元)
占出口总

额比重(％ ) 产品
进口额

(万欧元)
占进口总

额比重(％ )

机械类 ４ ８５０ １７ ３ 机械类 ７ ４００ １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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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类 ３ ７００ １３ ３ 电子类 ７ ３００ １９ ２

汽车类 ３ ５００ １２ ６ 汽车类 ６ ７００ １７ ６

塑料制品 ２ ３００ ８ ４ 钢铁制品 １ ９００ ５ １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ｐｏ ｃｚ / 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１５３８２５ ｈｔｍｌ

表 ６ ２０１３ 年斯洛伐克与德国的前 ４ 位贸易产品

对德国出口 自德国进口

产品
出口额

(万欧元)
占出口总

额比重(％ ) 产品
进口额

(万欧元)
占进口总

额比重(％ )

汽车类 ４ ３００ ３２ ０ 汽车类 ２ １００ ２１ ８

电子类 ２ ８００ ２１ ０ 机械类 １ ８００ １８ ７

机械类 １ ８００ １３ ３ 电子类 １ ２００ １２ ８

橡胶类制品 ６００ ４ ８ 塑料制品 ６００ ６ ４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ａｔｌａｓ ｍｅｄｉａ ｍｉｔ ｅｄｕ / ｐｒｏｆｉｌｅ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ｓｖｋ /

从 Ｖ４ 国家与德国的贸易商品结构可以看出ꎬ一方面ꎬ机械类、汽车类和

电子类产品均位于进出口额的前 ３ 位ꎮ 除波兰外ꎬ其他三国此类产品进出口

额所占比重均在 ２０％ 左右ꎮ 这说明此三类产品是 Ｖ４ 国家与德国贸易中的

主要产品ꎮ 另一方面ꎬ除了整车贸易外ꎬ在机械类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汽车

零部件ꎮ 例如ꎬ在斯洛伐克自德国的进口产品中ꎬ机械类产品里汽车零部件

约占 ２２％ ꎻ在匈牙利的相关领域中ꎬ汽车零部件约占 ２４ ７％ ꎮ 在波兰对德出

口产品中ꎬ汽车零部件约占 １０％ ꎮ 所以ꎬ德国与 Ｖ４ 国家汽车零部件和整车

贸易额远比数据显示的还要多ꎮ 总之ꎬ对德国来说ꎬＶ４ 国家是其在中东欧地

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ꎮ 德国与单个国家的贸易额虽小ꎬ但与 Ｖ４ 国家的贸易

总额居德 ２０１３ 年贸易额排名之首ꎮ 对 Ｖ４ 国家来说ꎬ德国是这些国家不可或

缺的经贸伙伴ꎮ Ｖ４ 国家与德国的经贸往来不仅在占总额的比重上居首位ꎬ
且贸易领域相对集中ꎮ 更重要的是ꎬ德国在 Ｖ４ 国家的主要对外贸易领域中

已经取得了优势地位ꎮ 可以说ꎬ德国在 Ｖ４ 国家对外经贸中占有很大份额ꎬ在
四国经济结构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ꎮ

三　 德国对 Ｖ４ 国家投资情况

自德国统一以来ꎬ其对外投资翻了近 １０ 倍ꎬ从 １９９０ 年约 １１６ 亿欧元增

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１ １９７ 亿欧元ꎮ 这也带动了德国对 Ｖ４ 国家投资的增长ꎮ 此外ꎬ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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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领域的相对集中和投资形式的多样化进一步促进了双方的贸易往来ꎮ
其中ꎬ德国的直接投资是促进其与 Ｖ４ 国家贸易往来的重要手段之一ꎮ

表 ７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２ 年德国对中东欧国家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份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排名∗

捷克 ２１ ４０ ７２ ９３ １５３ ３２ ２３５ ０３ ２６３ １４ １３

波兰 １０ ４３ ７８ ４４ １２６ ２９ ２３６ ４０ ２５３ ６４ １４

匈牙利 １７ ７１ ７１ ８７ １４０ ６０ １６９ ８５ １５６ ９０ １９

斯洛伐克 ３ ４４ １６ ６８ ４４ ７１ ９０ ０２ ８８ ６１ ２７

爱沙尼亚 — ０ ４７ ２ ８２ ４ ４６ ５ ０８ ６４

立陶宛 ０ １５ ０ ７３ ５ １２ ９ １３ １０ ２２ ５５

拉脱维亚 ０ １８ ２ １１ ２ ４４ ４ ５６ ５ ０２ ６５

克罗地亚 ０ ８３ ８ ４５ １５ ９８ ２３ ９１ ２５ ３４ ４２

塞尔维亚 ０ ２６ ０ ６６ ４ １６ １１ ４８ １１ ９９ ５２

斯洛文尼亚 １ ６１ ３ ９４ ６ ３４ １１ ６６ １２ ８８ ５１

保加利亚 ０ ３１ ３ ４５ ７ ６８ ２５ ７２ ２９ １１ ３９

罗马尼亚 ０ ８１ ４ ９４ ２２ ８１ ５７ ４５ ７１ ２４ ３０

波黑 — ０ ３７ １ ５１ １ ５７ １ ８５ ８１

　 　 ∗按德国对该国的投资额占德国总投资额比重排名ꎮ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ｈｋｕｎｇａｒｎ ｈｕ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ａｈｋ ＿ ｕｎｇａｒｎ / 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ｅ /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ｉｎ￣

ｆｏｓ / ＤＥ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 / ＩＮＦＯ＿ＤＥ＿ＦＤＩ＿Ｒａｎｋｉｎｇ ｐｄｆ

表 ８ 德国对 Ｖ４ 国家的投资额占

Ｖ４ 国家外来投资总额的比重及排名(截至 ２０１２ 年)

排名 所占比重(％ )

捷克 １ １８ ０

波兰 １ １９ ６

匈牙利 １ ２４ ８

斯洛伐克 １ １７ ０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ｖｅｓｔｓｌｏｖｅｎｉａ ｏｒｇ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ｆｄｉ － ｉｎ － ｓｌｏｖｅｎｉａ /
ｍａｊｏｒ －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 ꎻ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ａｉｚ ｇｏｖ ｐｌ / ｉｎｄｅｘ / ? ｉｄ ＝ ａ５５４７２９８３ｅｆａ２ｅ２３９ｂ３１５ｄｅ９１５７６
ｄ１ｄ３ꎻ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ｈｋｕｎｇａｒｎ ｈｕ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ａｈｋ ＿ ｕｎｇａｒｎ / 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ｅ /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ｉｎｆｏｓ / Ｈ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 / ＩＮＦＯ ＿ ＨＵ ＿ ＦＤＩ ＿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７ ｔｈ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ꎬ ２０１５ꎻ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ｒｉｏ ｓｋ / ｅｎ / ｉｎｖｅｓｔ / ｆｄｉ － ａｎｄ － ｓｕｃｃｅｓｓ － ｓｔｏｒｉｅｓ

德国对中东欧的投资主要集中在 Ｖ４ 国家ꎬ且近年来一直呈增长趋势ꎮ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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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７ 可以看出ꎬ２０１２ 年德国对捷克的投资占德国对中东欧国家投资总额的

２８ １％ ꎬ波兰为 ２７ １％ ꎬ匈牙利为 １６ ８％ ꎬ斯洛伐克为 ９ ５％ ꎮ 从增长率的角

度来看ꎬ在 Ｖ４ 国家 ２００４ 年“入盟”之后ꎬ德国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ꎬ进一步扩

大了对 Ｖ４ 国家的投资ꎮ 由表 ８ 可看出ꎬ德国投资额的占比在 Ｖ４ 国家均居首

位且均占比较大ꎮ 这也说明了德国对这四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力ꎮ 例如ꎬ在欧

债危机中ꎬ匈牙利受到严重冲击ꎬ就与德国资金的流出有很大关系ꎮ

表 ９ 在匈牙利经贸领域投资较多的德国企业及代表企业

经贸领域 企业数量(家) 代表企业

批发零售业 １４３ 西门子公司(Ｓｉｅｍｅｎｓ ＡＧ)

商业服务业 ５６ 思爱普公司(ＳＡＰ ＡＧ)

电子类 ４３ 罗伯特博世公司(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ｓｃｈ ＧｍｂＨ)

机械类 ３７ 大陆集团(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ＡＧ)

金属业 ３３ 沃尔夫集团(Ｒｅｇｅｎｓｂｕｒｇｅｒ Ｄｒｕｃｋｇｕßｗｅｒｋ
Ｗｏｌｆ ＧｍｂＨ)

汽车类 ３２ 大众汽车(Ｖｏｌｋｓｗａｇｅｎ)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８ 德国电信(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Ｔｅｌｅｋｏｍ ＡＧ)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ｍａｐ ｏｒｇ /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Ｓｅｃｔｏｒ＿ｃｏｍｐ ａｓｐｘ

表 １０ 在波兰经贸领域投资较多的德国企业及代表企业

经贸领域 企业数量(家) 代表企业

批发零售业 ４３５ 麦德龙公司(ＭＥＴＲＯ ＡＧ)

商业服务业 １１３ 戴姆勒集团(Ｄａｉｍｌｅｒ ＡＧ)

建筑类 ７５ 豪赫蒂夫公司(ＨＯＣＨＴＩＥＦ Ａ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６９ 德国电信(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Ｔｅｌｅｋｏｍ ＡＧ)

机械类 ６８ 大众汽车(Ｖｏｌｋｓｗａｇｅｎ)

电子类 ５８ 罗纳尔公司(Ｒｏｎａｌ ＧｍｂＨ)

汽车类 ５８ 大众汽车(Ｖｏｌｋｓｗａｇｅｎ)

　 　 资料来源:同表 ９ꎮ

表 １１ 在捷克经贸领域投资较多的德国企业及代表企业

经贸领域 企业数量(家) 代表企业

批发零售业 ２１９ 莱茵集团(ＲＷＥ ＡＧ)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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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服务业 ７７ 格宝联合银行
(Ｂａｙｅｒｉｓｃｈｅ Ｈｙｐｏ － ｕｎｄ Ｖｅｒｅｉｎｓｂａｎｋ ＡＧ)

金属业 ９０ 罗纳尔公司(Ｒｏｎａｌ ＧｍｂＨ)

机械类 ８９ 大众汽车(Ｖｏｌｋｓｗａｇｅｎ)

电子类 ６２ 罗伯特博世公司(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ｓｃｈ ＧｍｂＨ)

汽车类 ７０ 大众汽车(Ｖｏｌｋｓｗａｇｅｎ)

　 　 资料来源:同表 ９ꎮ

表 １２ 在斯洛伐克经贸领域投资较多的德国企业及代表企业

经贸领域 企业数量(家) 代表企业

批发零售业 ８８ 大众汽车(Ｖｏｌｋｓｗａｇｅｎ)

机械类 ３３ 大众汽车(Ｖｏｌｋｓｗａｇｅｎ)

商业服务业 ２４ 西门子公司(Ｓｉｅｍｅｎｓ ＡＧ)

电子类 ２３ 索爱斯汽车系统公司
(ＳＡＳ Ａｕ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ｃｈｎｉｋ 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 － ＧｍｂＨ)

汽车类 ２２ 大众汽车(Ｖｏｌｋｓｗａｇｅｎ)

金属业 １７ 德国威能公司(Ｊｏｈ Ｖａｉｌｌａｎｔ ＧｍｂＨ ｕ Ｃｏ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４ 德国电信(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Ｔｅｌｅｋｏｍ ＡＧ)

　 　 资料来源:同表 ９ꎮ

由上述表格可见ꎬ德国企业在 Ｖ４ 国家的投资领域分布较广ꎬ主要集中在

批发零售业、机械类、商业服务类、电子类、汽车类、金属业、交通运输、仓储、
邮政业和制造业ꎮ 在 Ｖ４ 国家大部分对外贸易领域中德国企业数量名列前

茅①ꎬ但按照单个企业的营业额和雇佣当地员工的数量来看ꎬ最大的往往不

是德国企业而是美国、日本或荷兰企业ꎮ 不过ꎬ德国企业数量较多且规模相

近ꎬ基本都是大中型企业ꎮ 例如ꎬ在汽车类和机械类企业中ꎬ德国企业均排在

前 １０ 位ꎮ 在电子类企业中ꎬ均排在前 ２０ 位ꎮ 而其他国家企业呈两极分布ꎬ
即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数量居多ꎮ 所以德国企业的总体规模要远远大于其

他国家的企业规模ꎮ 从代表的企业看ꎬ在 Ｖ４ 国家中的德国企业以制造业企

业为主ꎮ 其中汽车类企业居多ꎬ如汽车制造商戴姆勒集团和大众公司等ꎬ汽
车配套产品生产商大陆集团、罗纳尔公司和罗伯特博世公司ꎮ

—６７—
①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ｍａｐ ｏｒｇ /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Ｓｅｃｔｏｒ＿ｃｏｍｐ 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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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资模式看ꎬ德国企业大部分是绿地投资ꎮ 以匈牙利的戴姆勒集团投

资为例ꎬ２００８ 年ꎬ戴姆勒集团在凯什凯梅特市投资 ８０ 亿欧元设立了奔驰 Ａ
级和 Ｂ 级车生产线ꎻ２００９ 年ꎬ戴姆勒集团投资 ２９ 亿欧元购买了约 ４００ 公顷的

土地以建造一座可同时供 ２ ５００ 名工人工作的厂房ꎮ 戴姆勒集团除了关注本

公司投资外ꎬ还大力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ꎮ 首先ꎬ戴姆勒集团模仿德国

国内的合作模式ꎬ同当地高校建立了合作办学机制ꎮ 其次ꎬ戴姆勒集团在已

有的高速公路基础上ꎬ建设新的公路和货运铁轨ꎮ 现在来看ꎬ这些举措都是

双赢的决定ꎮ 合作办学使高校有了更多的资金ꎬ为本校学生提供了实习和就

业的机会ꎬ也为未来戴姆勒集团储备了潜在的人才ꎮ 修建公路和铁路一方面

促进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ꎬ改善了当地的投资环境ꎬ另一方面也使本厂的

货物更容易流通ꎬ降低了流通成本ꎮ 根据欧盟规定ꎬ匈牙利可通过欧盟向戴

姆勒集团补贴 １ 亿欧元ꎮ 而匈牙利政府向戴姆勒集团补贴了两亿欧元ꎬ并在

１０ 年内减免其 ２０％的税收ꎮ 此外ꎬ当地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副市长牵

头的、主要负责凯什凯梅特市政府同戴姆勒集团沟通的工作小组ꎮ
德国各大企业通过绿地投资的模式将 Ｖ４ 国家作为生产基地ꎮ 例如ꎬ在匈

牙利ꎬ德国奥迪公司和戴姆勒集团都设有制造和组装厂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奥迪公

司在久尔市投资开设新厂ꎬ增加生产线以生产更多的发动机ꎬ并将美国设为主

要目标市场ꎮ 迄今为止ꎬ奥迪公司在匈累计投资额为 ６７ ３５ 亿欧元ꎬ拥有 ３ ０００
多名员工ꎬ是匈牙利营业额最高的公司之一ꎬ也是最大的出口商之一ꎮ 同时ꎬ奥
迪公司还是奥迪和大众集团的发动机供应中心ꎮ 在波兰ꎬ波兹南市是大众公司

最大的小型客车制造基地ꎬ大众公司也于近期宣布投资 １０ 亿欧元在弗热希尼

亚市建厂ꎬ该厂将成为大众公司第二大小型客车制造基地ꎮ 在捷克ꎬ大陆集团

扩建了奥特罗科维采(Ｏｔｒｏｋｏｖｉｃｅ)工厂ꎬ并增加了其卡车和客车轮胎产能ꎮ 该

工厂成为大陆集团面向俄罗斯和美洲市场的生产基地ꎮ
由此可见ꎬ当代德国企业继承了历史上德国对中欧的定位ꎬ将 Ｖ４ 国家作

为制造和组装基地ꎬ为本国出口服务ꎮ 这是一条德国—Ｖ４ 国家产业链ꎬ也是

德国对 Ｖ４ 国家ꎬ乃至整个中东欧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的原因ꎮ 德国将 Ｖ４
国家作为制造和组装基地ꎬ意义在于:首先ꎬ德国在中东欧国家设厂ꎬ必将在

本地购买部分零部件或原材料ꎮ 中东欧各国的物价普遍低于德国物价ꎬ这样

价值链中的采购成本会降低ꎮ 其次ꎬ相对西欧各国来说ꎬ中东欧技术性劳动

力较稀缺ꎬ而非技术性劳动力则较多ꎬ且劳动力成本较低ꎬ在中东欧国家投资

设厂ꎬ可以有效降低价值链中的生产成本ꎮ 再次ꎬ将基地作为辐射中心ꎬ成品

可以直接通过基地销往中东欧各国乃至世界各地ꎬ可有效降低发货成本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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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一步促进商品在该地区的流通ꎮ 最后ꎬ这一措施还可防止中东欧国家

“入盟”后大批非技术性劳动力涌入德国ꎬ与德国本土劳动力竞争ꎬ整体降低

德国产品的价格ꎬ对本土市场产生不良影响ꎮ
虽然德国对 Ｖ４ 国家产品的需求较小且对 Ｖ４ 国家的贸易额和投资额也较

小ꎬ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对德国不重要ꎮ 德国通过在 Ｖ４ 国家投资

设厂ꎬ直接促进与 Ｖ４ 国家的经贸往来ꎬ进一步巩固自己的优势贸易领域ꎮ

四　 中国与中东欧合作中潜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从历史关系来看ꎬ如何在 Ｖ４ 国家乃至整个中东欧获得产业升级所需的

技术和基础资源是问题之一ꎮ 由于地理距离较远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历史上

没有深入的交流ꎬ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发展双边关系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中东

欧国家实行市场开放政策ꎬ鼓励发展私有经济ꎬ大批中国投资者赴 Ｖ４ 国家投

资ꎬ但与德国不同的是ꎬ中国当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投资战略ꎮ 欧债危机后ꎬ
中国针对中东欧地区提出“１６ ＋ １”的整体合作框架ꎬ逐渐明确了在与这些国

家务实合作中的角色定位ꎬ即充分发挥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优势ꎬ利用欧盟

市场的条件ꎬ更好地促进中国产业升级转型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ꎮ Ｖ４
国家因其投资环境较好而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重点合作对象ꎮ 同德国

相比ꎬ中国对 Ｖ４ 国家以及中东欧的战略布局较晚ꎬ务实合作的理念也不同ꎮ
中国目前对这一地区普遍缺乏了解ꎬ同时也缺乏熟悉这些国家语言和文化的

人才ꎬ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双方的经贸投资往来ꎮ
更重要的是ꎬ从务实合作来讲ꎬ德国将 Ｖ４ 国家定义为原材料供应地和生

产基地以降低最终产品的成本ꎬ而中国则把这些国家当作进入欧盟大市场的

跳板和试水区以熟悉欧盟市场规则ꎬ促进产业升级并开拓市场ꎮ 德国是依托

Ｖ４ 国家面向欧亚乃至全球市场ꎬ而中国则是依托 Ｖ４ 国家面向欧洲市场ꎮ 第

一ꎬ虽然两国的最终目标市场只有部分存在交叉ꎬ但是两国都希望在 Ｖ４ 国家

和中东欧地区实现产品的生产和分销ꎬ实现目标的手段是相同的ꎮ 找到良好

的区位投资设厂和寻找有效的分销渠道将成为中国企业面临的主要竞争问

题ꎮ 第二ꎬ如要促进产业升级ꎬ在单一领域内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掌握核心

资源ꎬ拓展利润空间ꎻ二是掌握某个生产环节的核心技术ꎬ提高企业的竞争

力ꎮ Ｖ４ 国家整体规模较小ꎬ基础资源较少ꎬ而德国通过深远的战略布局ꎬ利
用企业的生产活动转移和多领域的投资掌握了大部分上游资源ꎬ且德国企业

的核心技术在全世界居领先地位ꎮ 所以ꎬ在 Ｖ４ 国家取得技术和资源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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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点之一ꎮ
从经贸关系来看ꎬ如何充分发挥优势产业的带头作用以产生联动效应是

问题之二ꎮ 在 Ｖ４ 国家“入盟”前ꎬ匈牙利是中国在该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ꎮ
“入盟”后ꎬ波兰取代匈牙利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ꎬ其次是

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ꎮ 从贸易结构来看ꎬ２０１３ 年中国对 Ｖ４ 国家出口的

产品主要有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纺织品及原料、家具、玩具及杂项制品

和光学、钟表及医疗设备等ꎮ 其中机电产品成为中国对 Ｖ４ 国家出口的主要

产品ꎬ占对波兰出口的 ５２ ３％ 、对捷的 ７４ ６％ 、对匈的 ８７％ 、对斯的 ６９ ２％ ꎮ
自 Ｖ４ 国家主要进口机电产品、运输产品、光学、钟表及医疗设备和贱金属及

其制品等ꎮ 其中机电产品再次成为主要产品ꎬ占自波进口的 ２０ ７％ 、自捷的

５１ ５％ 、自匈的 ７０％ 、自斯的 １５ ３％ ꎮ 其他主要进口产品为贱金属及制品

(占自波进口的 ３８ ４％ )和运输设备(占自斯进口的 ７９ ４％ )ꎮ 由此可见ꎬ中
国对 Ｖ４ 国家进出口的产品比较单一ꎬ以机电产品为主ꎬ这与德国与 Ｖ４ 国家

之间的主要贸易领域相近ꎮ 然而从贸易额看ꎬ中国同德国的差距较大ꎮ 中国

与 Ｖ４ 国家的贸易往来全面落后于德国ꎮ 不过ꎬ德国与 Ｖ４ 国家的经贸额有一

部分是靠中间产品来推动的ꎬ而中国与 Ｖ４ 国家之间的贸易几乎没有中间产品ꎮ
根据欧盟最新制造业竞争力报告ꎬ中国机械类商品的比较优势指数为

０ ７４ꎬ而德国为 １ ６１ꎻ在计算机、电子产品以及电子设备产品方面ꎬ中国却比

德国有着更强的竞争力ꎬ中国为 １ ８７ 和 １ ４８ꎬ而德国为 ０ ５６ 和 １ １６ꎮ 不过ꎬ
德国在 Ｖ４ 国家生产的大量产品用的是德国的技术ꎬ而根据比较优势的计算

方式ꎬ这些产品的出口归为 Ｖ４ 国家ꎬ所以德国在计算机、电子产品以及电子

设备产品方面的竞争力被低估ꎮ 然而ꎬ机电产品属于中国各类产品中比较优

势相对较强的产品ꎬ同时该类产品具备较大的升级空间ꎮ 所以ꎬ选择比较优

势较强又具备转型潜力的产品作为中国与 Ｖ４ 国家的主要贸易产品是十分可

行的ꎬ这为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契机ꎮ
不过ꎬ中国尚未同德国一样形成自己的特色产业ꎬ缺乏以点带面的联动

效应ꎮ 德国将汽车产业作为优势产业投资 Ｖ４ 国家并通过这一领域的投资来

带动其相关产业的投资ꎬ如汽车零部件、橡胶产品、电子产品等ꎮ 这一方面是

由于各个企业都认识到对 Ｖ４ 国家投资的重要性ꎬ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汽车产

业在 Ｖ４ 国家投资后ꎬ相关产业为了保持自身对汽车制造商的吸引力而采取

降低成本的措施ꎮ 同时ꎬ跟随下游企业一同投资可进一步降低风险ꎮ 纵观中

国对 Ｖ４ 国家的投资会发现ꎬ各个企业之间并没有产业链上的直接联系ꎬ“各
自为政”ꎬ只是单纯呈现投资领域广泛的特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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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资关系来看ꎬ如何找到一个契合双方需求的投资模式是问题之三ꎮ 目

前ꎬ中国对 Ｖ４ 国家的投资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投资增速较快ꎮ 中国对波兰投资

从 ２００７ 年的近 １ 亿美元增至两亿多美元ꎬ整整翻了一倍ꎻ中国对捷克投资从

２００７ 年的近 ０ ２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２ 年的两亿多美元ꎬ增长 １０ 倍ꎻ中国对斯洛伐

克投资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５１０ 万美元增至 ２０１２ 年 ０ ８６ 亿美元ꎬ增长近 １７ 倍ꎻ中国对

匈牙利投资从 ２００７ 年 ０ ７８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５ 亿多美元ꎬ增长 ６ 倍多ꎮ 二

是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只占 Ｖ４ 国家外资总额和中国对欧盟投资总额的很小一部

分ꎮ ２０１２ 年中国对 Ｖ４ 国家投资总计 １０ ０３９ ８ 亿美元ꎬ占中国对欧盟投资总额

的 ３ １８％ꎮ 这一数额不及德国 ２０１２ 年对匈牙利投资额的 １ / １０ꎮ 三是中国对

Ｖ４ 国家的投资领域广泛ꎬ如基础设施建设、机械制造、化工、金融业务、信息和

服务业以及电子产品等ꎬ这与德国在 Ｖ４ 国家的投资领域相近ꎮ
目前ꎬ中国对 Ｖ４ 国家的投资呈整体性布局ꎬ从铁路、公路、工业园区、物流

到支持实业发展的金融业全面布局以支持产业升级ꎮ 但是ꎬ从投资模式来看ꎬ
德国利用技术优势向 Ｖ４ 国家进行顺向投资ꎻ而中国则是为了获取技术进行逆

向投资ꎮ 在不熟悉市场且没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ꎬ中国企业更多以并购为主ꎮ
但是ꎬ并购这一形式并不受 Ｖ４ 国家的欢迎ꎮ Ｖ４ 国家的许多官员和学者均表

示ꎬ中国目前缺少绿地投资ꎮ 而绿地投资才能真正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ꎮ
笔者认为ꎬ中国在 Ｖ４ 国家的投资可分为两部分ꎻ第一部分是获取技术等

战略性资源ꎮ 第二部分是输出中国优势产业ꎬ在转移产业的同时要抢占产业

链高端的研发和设计以及市场营销ꎮ 中国应采取多层次并进的投资方式ꎮ
首先ꎬ中国与德国在相关产业链中的位置不同ꎬ在 Ｖ４ 国家的投资阶段不

同ꎮ 目前ꎬ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仍较多地集中于产业链低端和低附加值

环节ꎬ即仍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部和底部ꎮ 中国在利用庞大的外汇储备将自

己具有比较优势但也在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行业陆续转移到国外的同时ꎬ也
希望吸收国外的资源和先进技术以升级本国产业链ꎮ 而德国目前则处于产

业链高端ꎬ生产的是高附加值产品并通过海外投资逐渐提高这些产品的比较

优势ꎮ 这就决定了德国在投资 Ｖ４ 国家时是顺向投资ꎬ而中国更多的是逆向

投资ꎬ风险相对较大ꎮ
其次ꎬ采取并购、合资或发包的方式以降低获取战略性资源时的风险ꎮ

Ｖ４ 国家的战略性资源较少ꎬ且德国企业经验丰富、与 Ｖ４ 国家合作时间久远ꎬ
而中国企业则是将资金投入到并不熟悉或不具备优势的领域ꎮ 并购的投资

模式可以直接帮助企业迅速进入对象国市场并占有份额ꎬ获得可用的技术、
销售渠道、管理、人才等战略性资源ꎬ有效降低了投资风险ꎬ从而在短期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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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国企业的竞争力ꎮ 同 Ｖ４ 国家企业合资的这一模式可以有效加强同对象

国企业的联系以分散中国企业的投资风险ꎬ同时更有助于企业间接地吸收战

略性资源ꎮ 向当地企业发包ꎬ即可对那些自身缺乏比较优势的环节以合作制

造、外包等形式ꎬ主动放弃劣势环节ꎬ利用知识溢出效应来改善中国企业的竞

争力ꎮ 从长期来看ꎬ中国企业在具备一定竞争力后可转为其他投资模式ꎬ如
绿地投资ꎮ 这样就可以在企业向产业链上游转移后ꎬ进一步密切与对象国的

经贸投资关系以降低绿地投资带来的长期性风险ꎮ
最后ꎬ绿地投资和集群投资ꎮ 这种投资模式可促进拥有一定竞争优势的

中国产业链国际化ꎮ 中国在投资那些自身已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时应充分

发挥竞争力的优势ꎬ力争将产业本土化ꎮ 由于 Ｖ４ 国家一直在鼓励外资进行

绿地投资ꎬ并为此颁布了大量的优惠措施ꎬ中国可借此机会加大投资力度ꎬ雇
佣本地工人ꎬ采取向当地企业发包的形式ꎬ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ꎬ加强与对象

国政府的联系与沟通ꎬ降低自身运营风险ꎮ 此外ꎬ中国应鼓励集群投资ꎬ而非

以往的点式的、分散的投资模式ꎮ 鼓励在同一条或相近产业链的中国企业集

体投资ꎬ在 Ｖ４ 国家建立自己的完整的产业链ꎬ在 Ｖ４ 国家乃至欧洲配置资源ꎮ
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产业链的整体升级ꎬ同时也可以发挥中国优势产业

的联动效应ꎬ构建以我为主的产业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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