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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投资
关系现状及对中国的启示

鞠维伟

　 　 【内容提要】 　 美国是中东欧国家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ꎮ 在贸易方

面ꎬ虽然美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额并不高ꎬ但是双边贸易产品内容丰富、结
构合理ꎻ美国在与中东欧国家贸易中处于逆差地位ꎬ这与美国外贸发展以及

中东欧国家自身经济特点有关ꎮ 在投资方面ꎬ美国是中东欧国家重要的投

资伙伴ꎬ在中东欧制造业和证券投资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ꎻ美国跨国公司

通过在西欧的分公司向中东欧国家投资ꎬ导致美国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额

被大大低估ꎮ 美国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促进和维护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利

益ꎬ其在中东欧的投资面临各种有利和不利条件ꎮ 研究美国与中东欧国家

的经贸投资关系ꎬ可给中国有益的启示ꎮ
【关 键 词】 　 美国　 中东欧　 贸易往来　 投资合作

【作者简介】 　 鞠维伟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助理

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后ꎮ

美国是中东欧国家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ꎮ 作为西方发达世界的领导

者ꎬ美国在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不容忽视ꎮ 本文依据美国与中东欧国家

的贸易和投资数据ꎬ论述双边经贸投资的情况和特点ꎮ

一　 美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关系

(一)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发展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关系一直稳步发展ꎮ 在

进出口贸易方面ꎬ自 ２０００ 年起美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额加速增长ꎮ 不过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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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ꎬ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双边贸易额出现巨大波动①ꎮ

图 １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美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贸易总额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 ｇｏｖ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ｔｒａｄｅ / ｂａｌａｎｃｅ / ＃Ａ)
相关资料整理制作ꎮ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２００９ 年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额明显下降ꎬ但 ２０１０
年双边贸易额迅速恢复并接近 ２００８ 年的水平ꎻ２０１１ 年ꎬ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

２００８ 年的水平ꎻ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额继续稳步增长ꎮ

图 ２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美国与中东欧各国贸易额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从图 ２ 可以清晰地看出ꎬ根据与美国的贸易额ꎬ中东欧国家大致可分为

三个梯队: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组成第一梯队ꎻ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组

成第二梯队ꎻ其他中东欧国家构成第三梯队ꎮ 三个梯队与美国的贸易额呈现

从高到低的特点ꎮ 可见ꎬ波兰、捷克、匈牙利是美国在中东欧地区的主要贸易

伙伴ꎻ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立陶宛与美国的贸易关系较为密切ꎻ其他中东欧

国家与美国的贸易额则处于较低水平ꎮ
如果仅从贸易额来看ꎬ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关系显得并不十分密

切ꎬ即美国同中东欧国家的贸易额并不是很大ꎬ而且美国在中东欧国家进出

—５５—

① ｈｔｔｐ: / / ｔ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ｇｏｖ / ＴＳＥ / ＴＳＥＯｐｔｉｏｎｓ ａｓｐｘ? ＲｅｐｏｒｔＩＤ ＝ １＆Ｒｅｆｅｒｒｅｒ ＝ ＴＳＥ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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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贸易伙伴中的排名并不靠前①ꎮ

表 １ ２０１４ 年美国对中东欧 １６ 国进出口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国家 出口额 进口额 贸易差额 进出口贸易总额

波兰 ３６ ５９０ ５１ ７７９ － １５ １８９ ８８ ３６９

匈牙利 １８ ４３２ ５２ ６１７ － ３４ １８５ ７１ ０４９

捷克 ２３ ０４２ ４３ ３８９ － ２０ ３４７ ６６ ４３１

斯洛伐克 ４ ４４５ ２０ ９９３ － １６ ５４８ ２５ ４３８

立陶宛 ７ ３２２ １０ ９３９ － ３ ６１７ １８ ２６１

拉脱维亚 ４ ２７７ ２ ７４６ １ ５３２ ７ ０２３

爱沙尼亚 ３ ０８５ ５ ６２０ － ２ ５４０ ８ ７１０

斯洛文尼亚 ３ ０５５ ６ ９９７ － ３ ９４２ １０ ０５２

罗马尼亚 ９ ７７６ ２１ ０５７ － １１ ２８０ ３０ ８３３

克罗地亚 ３ ４３５ ４ ６２４ － １ １８９ ８ ０５９

塞尔维亚 １ ３５２ ２ ７９６ － １ ４４４ ４ １４８

阿尔巴尼亚 ０ ５１２ ０ ６９１ － ０ １７８ １ ２０３

保加利亚 ３ ５８９ ６ ０５２ － ２ ４６３ ９ ６４１

马其顿 ０ ３３９ １ ６７０ － １ ３３２ ２ ００９

黑山 ０ １８２ ０ ０２７ ０ １５５ ０ ２０９

波黑 ０ ４５１ ０ ８３７ － ０ ３８６ １ ２８８

合计 １１９ ８８４ ２３２ ８３９ － １１２ ９５３ ３５２ ７２３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如表 １ 所示ꎬ２０１４ 年美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贸易总额为 ３５２ ７２３ 亿美元ꎬ美
国对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处于贸易逆差的地位ꎮ 美国与波兰、匈牙利、捷克、罗
马尼亚、斯洛伐克的贸易额最大ꎬ同时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也是最大的ꎮ

(二)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商品结构

美国与各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商品结构不尽相同ꎬ与一部分中东欧国家的

商品贸易以工业制成品为主ꎬ与另一部分中东欧国家的商品贸易则以初级工

业产品、轻工业产品以及原材料产品为主ꎮ

—６５—

① 根据美国方面的统计资料ꎬ美国甚至未进入中东欧 １６ 国贸易伙伴国的前五位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ｆｉｅｌｄｓ / ｐｒｉｎｔ ＿ ２０６１ ｈｔｍｌꎻ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ｆｉｅｌｄｓ / ｐｒｉｎｔ＿２０５０ ｈｔｍ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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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１４ 年美国对中东欧国家贸易商品结构

国家 进口的主要商品及其占比(％ ) 出口的主要商品及其占比(％ )

波兰
运输设备(２１ ９)、电脑和电子产品
(１４)、机器设备(１１ ３)、电气设备及
零部件(９ ３)

运输设备(３０ ２)、电脑和电子产品
(１２ ５)、机器设备(１０ ９)、化学产
品(９ ２)

匈牙利
运输设备(３９ ４)、电脑和电子产品
(１９ ２)、机器设备(１２ １)、电气设备
及零部件(９ ６)

机器设备(３１ ９)、电脑和电子产品
(２６ ２)、运输设备(１０ ９)、电气设
备及零部件(６ ８)

捷克
运输设备(１９)、机器设备(１４)、电脑
和电子产品(１１ １)、初级金属制品
(１０ ２)

电脑和电子设备(３５ １)、机器设备
(１４ ２)、运输设备(１３ ３)、化学产
品(５ ６)

斯洛伐克
运输设备(５６ ７)、机器设备(９ ９)、
塑料和橡胶制品(７ ７)、电脑和电子
产品(４ ７)

电脑和电子产品(２１ ７)、运输设备
(２０ ４)、机器设备(１４ ９)、矿物矿
石(１２ ４)

罗马尼亚
电脑和电子产品(１９ ３)、初级金属
制品(１１)、金属制品(１０ ３)、运输设
备(１０ １)

机器设备(１９ ７)、石油和煤炭产品
(１６ ４)、电脑和电子产品(１６)、运
输设备(１２ ３)

拉脱维亚
饮料和烟草产品(４９ ３)、电脑和电
子产品(９ ５)、机器设备(７ ３)、非金
属矿物产品(５ １)

电脑和电子设备(１９ ２)、机器设备
(１６)、食品(１２ １)、运输设备(９ ５)

立陶宛
石油和煤炭产品(６８ ５)、家具和灯
具(１０ ５ )、化学产品 ( ５ ５ )、食品
(３ ２)

二 手 产 品 ( ２７ ９ )、 机 器 设 备
(１１ ７)、石油和煤炭产品(１０ ７)、
电脑和电子产品(７ ９)

爱沙尼亚
电脑和电子产品(６３ １)、电气设备
及零部件(６ ６)、杂项产品(５ ６)、化
学产品(５ ４)

电脑和电子产品 (２２)、机器设备
(１６ ９)、运输设备(１２ ６)、化学产
品(１０ ９)

斯洛文尼亚
化学产品(２２ ８)、电气设备及零部
件(１３ ４)、初级金属制品(１１ ４)、运
输设备(１１ １)

化 学 产 品 ( ２０ ６ )、 金 属 制 品
(１８ １)、石油和煤炭产品(１３)、电
脑和电子产品(８)

保加利亚
服装产品(１４)、化学产品(１３ ７)、电
脑和电子产品 ( １３ １ )、 机器设备
(１１ ２)

机器设备(２５ ２)、电脑和电子产品
(１９ ５)、农产品(７ ８)、石油和煤炭
产品(７ ３)

克罗地亚
化学产品(４３ ４)、金属制品(２０ ７)、
机器设备(１１ ５)、电脑和电子产品
(４ ２)

矿物矿石(５５ １)、机器设备(７ ９)、
化学产品(７ ２)、电脑和电子产品
(６ ９)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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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
运输设备(３２ ４)、机器设备(１８ ２)、
金属制品(１７ ９)、食品(１１ ４)

运输设备(２９ ３)、电脑和电子产品
(１６ ２)、机器设备(１５ ８)、特殊分
类物品(８ ５)

阿尔巴尼亚
石油和天然气(６０)、农产品(１８ ９)、
服装 产 品 ( ６ ２ )、 初 级 金 属 制 品
(３ ７)

食品(３２)、运输设备(１２ ８)、机器
设备 ( １２ １ )、 石 油 和 煤 炭 产 品
(１１ ８)

波黑
皮革及皮革制品(２２ ９)、服装产品
(１９ ７)、金属制品(１９ １)、家具和灯
具(１１)

矿物产品(４２ ３)、机器设备(１７)、
特殊分类产品(１３ ６)、电脑和电子
产品(６ ７)

黑山
电脑和电子产品 (５１)、金属制品
(１９ ７)、机器设备(９ ２)、饮料和烟
草制品(７ ５)

化学产品(２３ ８)、食品(１７)、电脑
和电子产品(１３ ４)、特殊分类产品
(１０ ５)

马其顿
运输设备(５４)、农产品(１６ ９)、初级
金属制品(１２ ９)、服装产品(５ ２)

特殊未分类产品(４３ ５)、化学产品
(１５ ３)、电脑和电子产品(１４ ３)、
机器设备(７ ８)

　 　 资 料 来 源: ｈｔｔｐ: / / ｔ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ｇｏｖ / ＴＳＥ / ＴＳＥＯｐｔｉｏｎｓ ａｓｐｘ? ＲｅｐｏｒｔＩＤ ＝ ２＆Ｒｅｆｅｒｒｅｒ ＝
Ｔ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ｓｐｘ＆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 ＝ ＮＴＤ

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ꎬ美国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和

马其顿进口的运输设备排在第一位ꎬ从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进口的运输设

备也占很大比重ꎬ如 ２０１４ 年美国从斯洛伐克进口的汽车占其商品进口额的

近一半ꎮ 电脑和电子产品是 ２０１４ 年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爱沙尼

亚、保加利亚和黑山等国出口美国的主要产品ꎬ占其对美出口总额的 １０％ 以

上ꎬ其中罗马尼亚为 １９ ３％ 、黑山为 ５１％ 、爱沙尼亚高达 ６３ １％ ꎮ 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波黑、黑山和马其顿等国向美国出口的服装和食品等

轻工业产品、金属制品和农产品的比重也较大ꎮ
从美国向中东欧国家出口的商品结构来看ꎬ电脑和电子产品是主要商

品ꎮ ２０１４ 年ꎬ美国向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爱沙尼亚等国出口的电子产品

占这些国家自美国进口总额的 ２０％ 以上ꎻ波兰、罗马尼亚、拉脱维亚、保加利

亚、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等国的这一比重也保持在 １０％ 以上ꎮ 运输设备

也是美国向中东欧国家出口的重要商品ꎮ ２０１４ 年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

伐克、罗马尼亚、爱沙尼亚、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都从美国进口了较多

的运输设备ꎬ其中波兰的运输设备进口额占自美国进口总额的 ３０ ２％ꎬ塞尔维

亚和斯洛伐克的这一比重也超过 ２０％ꎮ 另外ꎬ机器设备在美国向中东欧国家出

口的商品中所占比重也较大ꎬ２０１４ 年多数中东欧国家(黑山、马其顿、克罗地亚

和斯洛文尼亚除外)自美国进口的机械设备占其进口总额的 １０％以上ꎮ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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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看出ꎬ美国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

亚各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具有相似性ꎬ电脑和电子产品、运输设备和机器设

备等是双方重要的贸易产品ꎮ 这些中东欧国家的工业基础较好ꎬ近年来欧美

及亚洲的大型跨国制造业企业都在这里投资设厂ꎬ使得其工业生产能力有了

较快发展ꎮ 在与其他中东欧国家的贸易中ꎬ美国出口的电子产品、工业制成

品比重较大ꎬ而从这些国家进口的工业原料、轻工业制品占比较大ꎮ 这种情

况与这些国家工业水平相对落后有直接关系ꎮ
此外ꎬ美国在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中大都处于逆差地位ꎮ 从美国自身的

对外贸易情况来看ꎬ长期以来其在全球对外贸易中就拥有大量的贸易逆差ꎬ
近年来美国的贸易逆差更是连年创出新高ꎮ 美国大力发展服务贸易ꎬ同时其

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强大的跨国公司将产品生产进行了本地化ꎬ也就是很多技

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产品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ꎬ之后跨国公司在国外生产

的产品又进入美国市场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美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存在逆差的

主要原因有:第一ꎬ中东欧国家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技术含量相

对较低的资源型产品ꎮ 这两类重要产品是重视资源环境保护和劳动力成本

很高的美国所必需的ꎻ而美国的工业产品在中东欧国家还面临西欧国家产品

的竞争ꎬ在中东欧国家市场的占有率有限ꎮ 第二ꎬ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中东欧

国家设立了许多分公司ꎬ这些分公司的产品作为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产品进

入美国市场ꎮ 第三ꎬ美国的高端服务业ꎬ如保险、金融服务业在中东欧国家优

势不明显ꎬ中东欧国家的金融、保险业都被西欧国家的公司所占据ꎮ

二　 美国对中东欧国家投资的现状、特点和条件

(一)美国对中东欧国家投资现状

有大批美国跨国公司前往中东欧国家投资ꎮ 表 ３ 显示的是截至 ２０１２ 年

美国在中东欧 １６ 国直接投资(ＦＤＩ)的存量情况ꎮ

表 ３ ２０１２ 年美国在中东欧 １６ 国直接投资存量 (单位:亿美元)

国家 直接投资存量

波兰 １４１ ７８０

匈牙利 ４４ ０００∗

捷克 ６３ ８９０

斯洛伐克 ４５ ０００∗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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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 １２ ３３２∗

拉脱维亚 ３ ３６０

立陶宛 １ ６９４

爱沙尼亚 ４ ６３０

斯洛文尼亚 ０ ４１３

保加利亚 １４ ５９０

克罗地亚 １ ５００

塞尔维亚 ６ ５５０

阿尔巴尼亚 —

波黑 —

黑山 —

马其顿 ０ ４００

　 　 注:∗２０１３ 年的统计数据ꎮ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４ 年美国国务院投资环境报告»、世界银行和部分中东欧国家的

统计数据整理ꎮ

从表 ３ 可以看出ꎬ美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波兰、匈牙利、捷
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ꎬ尤其对波、匈、捷、斯的投资较为活跃ꎮ 例

如ꎬ截至 ２０１３ 年年底ꎬ有 １７３ 家美国公司在波兰进行投资活动ꎬ其中投资制

造业的约占 ２ / ３ꎬ此外还有很多美国公司投资波兰的服务、建筑等行业①ꎮ 匈

牙利大约有 ２００ 家美国公司的分支机构ꎬ全美 ５０ 家大型跨国公司中有 ４０ 家

在匈牙利有投资活动②ꎮ 有超过 １３０ 家美国公司在斯洛伐克投资或者设立贸

易办事处等机构③ꎮ
当然ꎬ美方的统计数据与中东欧国家的统计数据有很大出入ꎬ美国的统

计数据往往要高于中东欧国家的统计数据ꎮ 例如ꎬ在对波兰的投资数据方

面ꎬ美方的统计比波方高出 ３０ 多亿美元ꎻ对匈牙利的投资数据美方比匈方高

出一倍多ꎻ对克罗地亚的投资数据美方比克方高出四倍ꎮ 根据美国国务院

—０６—

①

②

③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ａｉｚ ｇｏｖ ｐｌ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
ｔｏｒｓ＿ｉｎ＿ｐｏｌａｎｄ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２０１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ꎬＨｕｎｇａｒ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ｅ / ｅｂ / ｒｌｓ / ｏｔｈｒ / ｉｃｓ / ２０１４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２０１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ꎬＳｌｏｖａｋｉａ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ｅ / ｅｂ / ｒｌｓ / ｏｔｈｒ / ｉｃｓ / ２０１４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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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投资环境报告ꎬ美国在罗马尼亚、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

等国的投资额都被大大低估①ꎮ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ꎬ美国在中东欧

国家的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公司驻欧洲其他国家的分公司ꎮ 美国将

这部分投资计算在本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额中ꎬ而中东欧国家将其算作来

自欧洲其他国家的投资ꎬ如美国驻欧洲其他国家的公司在波兰的投资额达美

国对波兰投资总额的一半左右②ꎮ 根据美国驻斯洛伐克大使馆非正式数据ꎬ
２０１４ 年美国在斯洛伐克的投资额已达 ４５ 亿美元ꎮ 这意味着美国是斯洛伐克

第三大外资来源国ꎮ 但是根据斯洛伐克中央银行的数据ꎬ在斯洛伐克的直接

投资来源国中ꎬ美国排在前 ６ 位之外③ꎮ 这也是因为美国公司在西欧国家的

分支机构在斯洛伐克的投资被算作西欧国家的直接投资ꎬ如科希策美国钢铁

公司、思科公司、戴尔公司、ＩＢＭ 公司在斯洛伐克的分公司都是作为德国企业

被登记的ꎮ
(二)美国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特点

美国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渠道、投资领域、投资合作机制和投资利益保

障方面有着自身的特点ꎮ
第一ꎬ美国企业及其投资多通过西欧市场进入中东欧国家ꎮ 如上文所

述ꎬ美国投资大多来自美国跨国公司在西欧的分公司ꎮ 美国海外直接投资的

最大市场是欧洲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年底ꎬ美国在欧洲的投资额累计达 ２ ３０７ ７ 万

亿美元(占美国全部海外直接投资的 ５６％ )ꎬ且主要集中在西欧的荷兰(５ ９５２
亿美元)、英国(５ ４９４ 亿美元)、卢森堡(３ ３５３ 亿美元)、爱尔兰(１ １８３ 亿美

元)和德国(１ ０６９ 亿美元)等国④ꎮ 美国对以上西欧国家的投资额占其对欧

投资总额的近 ７４％ 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美国在欧洲(主要是西欧)的投资

额逐渐趋于稳定ꎬ同时开始积极发展其他投资市场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新

兴经济体的投资市场ꎮ 中东欧国家临近西欧ꎬ且大多成为欧盟成员国ꎮ 近年

来ꎬ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ꎬ很多中东欧国家经济表现都不错ꎮ 在这

种情况下ꎬ美国公司可充分利用在西欧的“基地”以及对欧盟经济规则较为熟

悉的有利条件ꎬ就近向中东欧地区投资ꎮ

—１６—

①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ｅ / ｅｂ / ｒｌｓ / ｏｔｈｒ / ｉｃｓ / ２０１４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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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红梅:«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分析»ꎬ«国际贸易»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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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从投资领域来看ꎬ美国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集中于各类制造行业ꎬ
如电子产品制造、机械制造、汽车制造等ꎮ 许多美国知名的大型制造业跨国

公司在中东欧国家都有投资项目ꎬ如美国微软公司、ＩＢＭ 公司、戴尔公司、通
用电器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美国约翰逊控制有限公司(Ｊｏｈｎ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惠
普公司、惠而浦公司(Ｗｈｉｒｌｐｏｏｌ)、美国电报电话公司(ＡＴ＆Ｔ)、菲利普莫里

斯美国公司(Ｐｈｉｌｉｐ Ｍｏｒｒｉｓ Ｕ Ｓ Ａ)等ꎮ 特别是在 ＩＴ 产业中ꎬ美国公司的投资

日趋增多ꎮ 以罗马尼亚为例ꎬ该国几乎所有重要的 ＩＴ 行业外资企业都是美

国公司ꎮ
第三ꎬ美国在很多中东欧国家有大量的债券投资ꎮ 例如ꎬ美国在匈牙利

的证券投资额约占匈牙利所有外资证券投资额的 １６％ ꎬ是其第二大外资证券

投资国ꎮ 美国在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等国也有大量的证券投资

资产①ꎮ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美国投资者开始投资黑山股票市场的公共债券ꎬ总额

超过 １ ０００ 万美元ꎬ美国的股票投资对于黑山这样的小国股票市场影响力

很大②ꎮ
除了债券投资外ꎬ美国还与一些中东欧国家在金融市场投融资方面密切

合作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ꎬ华沙证券交易所与纽约证券交易所达成协议ꎬ华沙证券

交易所使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泛欧证券交易平台(Ｅｕｒｏｎｅｘｔ)③ 进行上市交

易ꎬ并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使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平台系统④ꎮ 此举使得在波兰

华沙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也可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ꎮ 这极大地

便利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投资波兰的股票市场ꎬ也是波兰将华沙打造

成中东欧重要金融市场的战略之一ꎮ 立陶宛的维尔纽斯股票交易中心属于

—２６—

①

②

③

④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ꎬ２０１２ 年美国在斯洛文尼亚的证券投资额为 １１ ８３ 亿美元ꎬ约
占该国证券投资资产的 ８％ ꎻ在爱沙尼亚的证券投资额为 ６ ３６ 亿美元ꎬ约占该国证券投

资资产的 １３％ ꎻ在罗马尼亚的证券投资额为 ３ １８ 亿美元ꎬ约占该国证券投资资产的 １０％
(参见: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２０１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ꎬＨｕｎｇａｒｙꎬＳｌｏｖｅｎｉａꎬＥｓｔｏｎｉａꎬＲｏ￣
ｍａｎｉａ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ｅ / ｅｂ / ｒｌｓ / ｏｔｈｒ / ｉｃｓ / ２０１４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ꎮ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２０１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ꎬＭｏｎｔｅｎｅｇｒｏ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ｅ / ｅｂ / ｒｌｓ / ｏｔｈｒ / ｉｃｓ / ２０１４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泛欧证券交易所由荷兰阿姆斯特丹、法国巴黎和比利时布鲁塞尔 ３ 家证券交易

所于 ２０００ 年合并组成ꎮ ２００７ 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巴黎的泛欧证券交易所成功合并ꎬ股

票可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泛欧证券交易所同时挂牌上市ꎬ成为全球第一个跨大西洋股

票交易市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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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斯达克 － ＯＭＸ 集团①ꎬ这意味着美国公司对立陶宛证券、股票交易的影响

力很大ꎮ
第四ꎬ一些中东欧国家与美国地方州政府建立了投资合作机制ꎮ 很多中

东欧小国属小型经济体ꎬ难以与美国如此巨大的经济体相比ꎬ但其可以与美

国各个州在经贸、投资等方面实现合作ꎮ 此外ꎬ美国地方州政府拥有较大的

权力ꎬ能够自行出台相关的投资政策ꎮ 在这样的情况下ꎬ中东欧小国也愿意

与美国地方州政府建立投资合作机制ꎮ 例如ꎬ克罗地亚政府已经与美国 ２９
个州政府达成协议ꎬ允许这些州的美国公民在克罗地亚购买房地产ꎮ 黑山政

府与美国马里兰州政府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ꎬ给予马里兰州的投资者一定

优惠②ꎮ
第五ꎬ在保障投资利益方面ꎬ美国政府通过与中东欧国家签订相关协定ꎬ

以法律文件的形式保障美国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利益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开始ꎬ美国陆续与 １０ 个中东欧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③ꎮ 这使得美国投资

者在这些国家获得了国民待遇或者最惠国待遇ꎬ同时有了解决投资争端的法

律依据ꎮ 此外ꎬ美国与 １０ 个中东欧国家④签署了减少或取消双重征税的税务

协定ꎮ 这些税务协定一般都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签署的ꎬ美国与罗马尼亚和

波兰的双边税务协定则早在 １９７３ 年和 １９７４ 年就已分别签署ꎮ
第六ꎬ有政府背景的海外金融保险公司为在中东欧国家的美国投资者提

供资金、保险服务ꎮ １９７１ 年ꎬ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Ｔｈｅ Ｕ 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Ｐｒｉ￣
ｖ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ꎬＯＰＩＣ)宣告成立ꎬ该公司为美国政府财政机构ꎬ主
要职能是保护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利益⑤ꎮ 目前ꎬ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中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纳斯达克 － ＯＭＸ 集团(ＮＡＳＤＡＱ ＯＭＸ) ꎬ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与北欧证券

交易商瑞典 ＯＭＸ 公司合并后的新集团ꎬ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宣布成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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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ｅ / ｅｂ / ｒｌｓ / ｏｔｈｒ / ｉｃｓ / ２０１４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这 １０ 国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

维亚、立陶宛、波兰和罗马尼亚ꎮ
这 １０ 国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立陶宛、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ꎮ
该公司由美国国会授权业务权限和活动期限ꎬ按照市场化方式运营ꎬ政府不向其

提供资金ꎬ主要以向美国在海外的中小企业提供金融、保险方面的服务来自负盈亏ꎮ 在向

私人提供贷款、投资方面ꎬ公司仅以政治风险保险(包括政府强制征收和对美国私人公司

的政治干涉、政治暴力以及汇率不稳定风险)来维护美国投资者在海外的利益ꎬ而且重点

关注美国的中小投资者(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ｐｉｃ ｇｏｖ / ｗｈｏ － ｗｅ － ａｒｅ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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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 １６ 国都开展了相关业务ꎻ中东欧 １６ 国政府也都与该公司签订了协议ꎬ
给予其代位权ꎬ即如果美国投资者受到损失ꎬ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依照合

约的规定偿付投资者的损失ꎬ同时取代原投资者的地位ꎬ承接原投资者的所

有权利ꎬ并同投资者一起向东道国政府索取赔偿ꎮ 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该公司在欧

洲开展业务项目ꎬ主要针对中东欧国家ꎮ 根据该公司 ２０１４ 年的年度报告ꎬ在
２９ 个开展业务的欧洲国家中ꎬ一半以上的国家是中东欧国家ꎮ ２０１４ 年ꎬ美国

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欧洲设立投资基金和投资保险项目的国家共有 ６ 个ꎬ其
中 ４ 个是中东欧国家:罗马尼亚、波兰、捷克和保加利亚ꎮ 该公司向这 ４ 个中

东欧国家的美国中小企业提供了 ６ ０００ 万美元投资基金(这也是在欧洲设立

的唯一一项投资基金)ꎬ同时提供价值 １ ５ 亿美元的投资保险①ꎮ 有这个机

构支持ꎬ美国投资者在中东欧国家一旦遇到金融和政治风险ꎬ其权益就能得

到有效的保障ꎮ
总之ꎬ美国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较为广泛ꎬ既有来自美国本土的直接投

资ꎬ又有来自在西欧的美国公司的投资ꎻ投资集中于高端制造业、电子通信产

业以及债券市场等多个领域ꎻ投资机制灵活多样ꎬ双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

间有着形式多样的投资合作ꎻ美国政府以及金融保险机构为在中东欧国家的

投资者提供了充分保障ꎮ
(三)美国在中东欧国家投资的有利和不利条件

总体看来ꎬ美国对在中东欧地区投资有一定信心ꎬ且鼓励国内企业前往该

地区投资ꎮ 对美国来说ꎬ中东欧国家具备的投资有利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点ꎮ
第一ꎬ中东欧国家都在采取措施引进外资ꎬ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ꎮ 这是吸

引美国企业来该地区投资的重要因素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外国直接投资

已经成为中东欧国家维持经济稳定和增长的重要资本因素ꎬ在促进生产、增加

就业、鼓励创新和技术升级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ꎮ 中东欧国家实行吸引外资优

先政策ꎬ如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设有经济特区ꎬ在其中给予外国投资者税收

和政策方面的优惠ꎮ 另外ꎬ除了在能源、通信、金融等部门的部分领域对外资设

限ꎬ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经济部门都对外资开放ꎮ 美国政府认为绝大多数中

东欧国家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ꎬ有利于美国企业的投资ꎮ
第二ꎬ中东欧国家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成本较低但素质较高的劳动

力资源ꎮ 中东欧国家地处欧洲东部ꎬ北连波罗的海ꎬ南接地中海ꎬ靠近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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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西亚地区ꎮ 美国认为这一地区是欧亚市场的重要连接点ꎮ ２０１４ 年美国国

务院对外投资环境报告特别指出ꎬ波罗的海国家、巴尔干国家地理位置优越ꎬ
海路交通便利ꎬ同时联通欧盟、俄罗斯和亚洲市场ꎮ 除了爱沙尼亚、马其顿、
黑山等国的劳动力资源欠丰富以及波黑技术工人较为缺乏外ꎬ多数中东欧国

家都拥有高素质且价格较低的劳动力ꎮ 作为一项重要的有利投资条件ꎬ较为

优质的劳动力资源是被美国所看重的ꎮ
第三ꎬ美国企业长期参与欧洲市场ꎬ熟悉欧盟规则ꎮ 中东欧国家多数已加

入欧盟ꎬ剩下的国家也在积极寻求加入欧盟ꎮ 无论是否作为欧盟成员国ꎬ中东

欧国家都在主动融入欧盟市场ꎬ采用欧盟经济规则ꎮ 由于大量美国企业是通过

西欧市场进入中东欧国家的ꎬ所以它们熟知欧盟法律法规ꎬ能在欧盟的制度框

架内开展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业务ꎬ对中东欧国家有较强的适应力ꎮ
中东欧国家虽然经历了 ２０ 多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ꎬ且大多数国家

实现或者基本实现了转型ꎬ但是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相比在各方面仍存在

较大差距ꎮ 同时ꎬ中东欧国家的发展水平、地区条件各不相同ꎬ也存在一些不

利的投资因素ꎮ
第一ꎬ市场透明度不够和法律体系建设滞后ꎮ 美国十分重视市场透明度和

法律体系健全程度ꎮ 但是美国相关报告认为ꎬ中欧的斯洛伐克以及绝大多数巴

尔干国家存在政治腐败、法律体系薄弱、政府效率低下、公共采购市场不透明等

问题ꎬ会对美国投资者在该地区的投资信心产生负面影响ꎮ 以黑山为例ꎬ２０１５
年年初ꎬ美国商会对当地调查发现ꎬ７０％以上的美国企业不相信黑山的法治、政
府腐败情况会有好转①ꎮ 即使在中东欧投资环境比较好的波兰ꎬ很多美国投

资者也抱怨办事手续烦琐ꎬ官僚主义盛行②ꎮ 由于一些中东欧国家政府腐败

及工作效率低下ꎬ投资纠纷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处理ꎮ 美国政府甚至建议美国

企业在一些中东欧国家不要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投资争端ꎬ因为这样做得不到

当地政府的支持ꎬ且整个诉讼过程非常漫长ꎬ得不偿失ꎮ
第二ꎬ基础设施陈旧落后ꎬ投资硬件难以满足投资者的需要ꎮ 美国在中

东欧国家的投资项目以制造业为主ꎬ美国公司对投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兴

趣并不高ꎮ 中东欧国家ꎬ特别是巴尔干地区交通基础设施陈旧落后、电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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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缺乏等都降低了美国投资者的兴趣ꎮ
第三ꎬ政治不稳定和反美情绪ꎮ 中东欧国家内部政治斗争较为激烈ꎬ一

个国家不同政党上台后可能会改变之前的投资政策ꎬ政策的反复无常导致投

资环境不稳定ꎮ 中东欧国家不存在大规模的反美情绪ꎬ但在塞尔维亚、黑山

等国民众中存在一些反美情绪ꎮ 美国政府已经提醒本国企业在当地投资中

注意这些问题ꎮ
总体上看ꎬ美国政府及民间投资者都认为中东欧国家是比较好的投资目的

地ꎬ有利条件要明显多于不利条件ꎮ 同样以黑山为例ꎬ虽然大多数美国投资者对

该国的法律和政治环境不满ꎬ但调查显示ꎬ大多数美国公司仍然认为黑山是值得

投资的地方ꎬ因为这里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十分丰富ꎬ同时与欧盟市场联系紧密且

税务负担较低ꎮ 这代表了美国投资者对中东欧国家的基本态度:虽然有些中东欧

国家的投资环境没有西欧国家好ꎬ但是未来的投资前景还是令人期待的ꎮ

三　 美国发展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投资关系对中国的启示

仅从经贸额或者投资额上看ꎬ美国算不上在中东欧地区经济影响力最大

的国家ꎬ但是ꎬ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结构较为合理ꎬ且美国在中东欧国家

的投资质量较高ꎬ绿地投资项目较多ꎬ受到中东欧国家的欢迎ꎮ 同样作为欧

洲之外的国家ꎬ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双边贸易额 ２０１４ 年首次突破 ６００ 亿美

元①ꎬ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额近两年也飞速增长ꎬ但在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经贸关系中还存在很多问题ꎬ如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逆差比较大、中国

对中东欧投资领域较为单一、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国家适应力较差等ꎮ 美国发

展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投资关系无疑可给予中国有益的启示ꎮ
第一ꎬ美国通过“自西向东”的发展方式ꎬ即在熟悉了西欧市场和欧盟准

则之后ꎬ较为顺利地在中东欧国家开展投资经贸活动ꎮ 中国在推动与中东欧

国家合作中ꎬ特别强调中东欧是中国企业进入欧盟市场的跳板ꎬ中国企业可

以利用中东欧地区适应欧盟准则ꎬ实行“自东向西”的发展战略ꎮ 中美情况不

同ꎬ中国不可能照搬美国的发展方式ꎬ但可以从东西两个方向推进在欧洲的

经贸投资活动ꎮ 市场成熟度高、法律法规健全的西欧市场更是能够锤炼中国

企业投资的竞技场ꎬ在西欧市场得到充分竞争磨炼的中国企业再进入中东欧

国家ꎬ其适应力将大大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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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美国大型跨国公司是美国在中东欧的投资支柱ꎬ同时大量中小企

业也参与到中东欧国家商品和投资市场发展中ꎬ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密切的

合作保障关系ꎮ 美国大型跨国公司自中东欧国家转型之日起就进入其市场ꎬ
有些公司已经有 ２０ 年以上的市场经验ꎮ 与此同时ꎬ美国政府支持中小私人

企业前往中东欧国家投资ꎬ并有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给予支持ꎻ美国的中

小企业或私人投资者往往为当地美国大型公司进行配套生产和服务ꎬ在此基

础上扩大在中东欧的业务ꎮ 目前ꎬ中国企业前往中东欧投资的多是大型国有

企业ꎬ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难以获得国家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帮助ꎮ 中东

欧国家市场规模总体很大ꎬ但具体到每个国家则可能较小ꎬ较小的市场容量

比较适合中小企业和私人投资者ꎮ 中国可以借鉴美国促进中小投资者在中

东欧投资的经验ꎬ出台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金融保险措施ꎮ
第三ꎬ美国公司在中东欧国家推行本土化政策ꎬ尽量使用当地劳动力ꎬ重

视融入当地社会ꎬ并积极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ꎮ 中东欧国家吸引美国投资者

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当地的劳动力资源优势ꎮ 因此ꎬ美国公司大量使用当地

工人和管理人员ꎬ在节省人力成本的同时促进了当地就业ꎮ 实际上ꎬ中东欧

国家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并不强ꎬ也没有相关的配套规章制度和社会文化传

统ꎮ 但是ꎬ美国政府和企业对社会责任十分重视ꎮ 美国政府在给企业的指导中

强调承担当地社会责任的重要性ꎬ美国公司也主动参与当地社会活动ꎮ 中国公

司在海外投资的本土化还不够深入ꎬ希望使用更多的中国劳动力ꎬ社会责任意

识欠缺ꎬ难于融入当地社会文化中ꎮ 而本土化是实现企业在当地长久、稳定发

展的重要保证ꎬ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企业的经验ꎮ
第四ꎬ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投资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局面ꎮ 美国企业

在中东欧国家投资设厂ꎬ其产品大量销往美国ꎬ成为双边贸易的重要组成部

分ꎮ 这造成美国虽处于贸易逆差地位ꎬ但双边经贸投资却形成互补关系ꎬ美
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获利以及由此对当地产生的经济影响力远高于贸易

逆差带来的损失ꎮ 目前ꎬ中东欧国家在对中国的贸易中存在较大的贸易逆

差ꎮ 这种状况不利于双边长期经济关系的发展ꎬ双方正在寻找解决办法ꎮ 增

加中东欧国家自中国的进口是一个重要方法ꎬ但开拓中东欧国家的市场又面

临许多中东欧国家生产能力不足、难以建立稳定的商品供应源的问题ꎮ 如果

中国企业能够在中东欧地区进行有效的投资ꎬ其生产的产品可以改变中东欧

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商品构成ꎬ增加对中国的出口ꎬ进而冲抵现有的大量贸易

逆差ꎬ可以使贸易和投资实现良性互动并促进其发展ꎮ
(责任编辑: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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