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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 版） 但除此之外的中东欧国家与
中国的经贸合作都偏少， 以黑山为例，2014
年与中国的贸易比重仅为 0.02%， 远远低于
波兰、捷克等国。 长期以往，容易引起其它中
东欧国家的不满， 造成多边贸易关系的不协
调， 对中国与中东欧未来经贸合作产生负面
影响。 因此， 中国应与各国搭建有效的贸易
平台，全面协调经贸伙伴合作关系，实现中国
与中东欧各国的贸易平衡。

二是，扩大从中东欧国家的货物进口，着
力缩小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顺差。 中国
与中东欧各国的贸易不平衡是中东欧国家长
期抱怨的问题。 在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的贸易
总值中自中东欧各国进口额所占比重较少，
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 近两年中国对中东
欧的贸易差额虽有所缩减， 但中国仍处于绝
对的贸易顺差。 长期的贸易顺差会削弱中东
欧国家贸易的积极性， 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
多的贸易争端。

三是，对中东欧各国应进行“精准式”合
作，实施差异化战略措施，兼顾中东欧各国发
展诉求， 真正做到互需互补， 规模和档次适
度。 中东欧各国文化各异，民族宗教复杂，自
然资源、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 如中东欧
16 国中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和
捷克这些波罗的海国家和中欧国家的投资环
境排名靠前，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三国
的水资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丰富，爱沙尼
亚、拉脱维亚、捷克等国通讯、汽车、机械制造
业等产业较为发达。因而，在与每个国家的经
贸合作上，不能将 16 国作为一个整体，而要
面对各国的具体情况，进行“精准式”合作。

四是， 在加大与中东欧各国开展货物贸
易的同时， 扩大中国企业对中东欧国家的投
资渠道， 促进中国与中东欧贸易的发展。 中
国企业不仅要从经济利益出发在中东欧国家
投资，还应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最终促进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交流。 已经在中东欧
国家投资布局的中国企业应利用先行优势和
优质品牌形象，积极搭建平台，嫁接中东欧国
家装备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的先进技术经验，
推动中国企业与中东欧国家企业开展跨国直
接投资与合作。

二、中国－中东欧贸易活力指数

中国与中东欧贸易活力指数衡量的是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发展的速度， 体现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贸易的成长性。 贸易活力指数
通过对市场份额增长率和进口增长率加权平
均而得， 包括中国与中东欧地区的贸易活力
指数和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活力指数。
该指数的取值越大， 说明中国与中东欧的贸
易发展速度越快，成长性越足；指数值越小，
说明中国与中东欧的贸易发展速度越慢，成
长性不足。

我们计算的中国与中东欧地区贸易活力
指数显示：2017 年 2 季度中国出口商品在中
东欧地区活力指数为 20.69 点， 虽较之 2017
年 1 季度环比增加了 5.12 点，但较之于 2016
年 1 季度同比下降了 6.52 点。2017 年 1－2 季
度中国-中东欧地区贸易活力指数低于 2016
年的平均水平，说明自 2017 年以来中国与中
东欧地区之间的贸易发展速度下降， 贸易成
长性不足。

而 2017 年 2 季度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的
贸易活力指数计算结果可知， 中国出口商品
在中东欧 16 国的贸易活力呈现出一定的空
间集聚效应和耗散性。 波罗的海三国中的立
陶宛与波兰同属于第一梯队， 排名第 2 紧追
波兰， 说明中国出口商品在立陶宛表现出较
强的活力； 而这种活力在向外传递时有所耗
散， 使得中国出口商品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
亚的活力渐次降低、分属于第三和第四梯队。
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的相邻， 同属于第一梯
队，活力指数排名第 3 和第 4 位，而周边国家
的贸易活力也呈现出渐次降低的现象。

对比 2017 年 1－2 季度和 2016 年 1－2 季
度中国出口商品在中东欧 16 国的活力指数
及排名发现： 中国出口商品在塞尔维亚的活
力指数遥遥领先， 是同期所有国家中指数值
最大的；其次是在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中国
出口商品在波兰的贸易活力厚积薄发， 2016
年上半年指数值排在 16 国最末，之后逐步提
升，2017 年第 2 季度跃居榜首。

（一）中国商品在中东欧地区和各国的市
场增长率有波动。

市场增长率是当年商品市场份额与上一
年市场份额相比的相对变化率， 反映商品市
场份额的同比增长率， 可用来反映中国商品
在中东欧地区和各国市场份额增长变化的情
况。 市场增长率大于 0 说明中国商品在中东
欧的市场份额是增长的， 小于 0 则说明中国
商品在中东欧的市场份额是缩减的。 中国商
品在中东欧地区和各国的市场增长率指标计
算结果显示：2011 年 1 季度开始中国出口商
品在中东欧地区的市场占有率增速呈波浪式
增加，至 2014 年 4 季度达到最大值 35.28%，
之后逐渐下降，2017 年 1 季度达到最小值－
10.38%，即市场占有率在这个季度不仅没有
增加反而减少了 10.38%。 但到 2017 年 2 季
度， 中国出口商品在中东欧地区的市场占有
率又增长了 14.04%。

图 11 中国与中东欧 16 国贸易活力指
数对比柱形图

对比 2016 年 1、2 季度与 2017 年 1、2 季
度中国出口商品在中东欧 16 国市场份额的
变化情况发现：2017 年 1、2 季度中国出口商
品的市场份额增长的仅有 7 个国家， 不到一
半，在其它 9 个国家的市场份额不增反降。而
在市场份额上升的 7 个国家中， 仅有波兰与
拉脱维亚两国的市场份额增长率高于 2016
年同期， 在其余 5 国市场份额的增速均低于
2016 年同期。 平均而言，中国出口商品在塞
尔维亚的市场份额增长最快， 平均每季增长
123.29%，在罗马尼亚、克罗地亚与保加利亚
平均每季的增长率都大于 5%， 而在斯洛文
尼 亚 的 降 速 是 最 快 的 ， 平 均 每 季 下 降
11.34%。

综合分析，我们认为 2015 年以来中国出
口商品在中东欧国家的市场份额有所缩减。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受中国与全
球贸易整体下滑的影响； 二是受中国与中东
欧国家的贸易顺差逐步缩小的影响， 2016
年中国对中 东欧 16 国 的贸 易顺 差仅 为

324.25 亿美元；三是受 2016 年中国与部分中
东欧国家的贸易负增长的影响。

图 12 中国商品在中东欧地区市场增
长率折线图

中国出口到中东欧地区的 21 类商品中，
只有第 5 类商品（矿产品），第 14 类商品（天
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贵金属、包贵
金属及其制品、仿首饰、硬币）和第 21 类商品
（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的市场份额下降，其
余商品的市场份额都是增加的， 尤以第 3 类
商品（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
用油脂、动、植物蜡）的市场份额增速最大，相
比 2016 年同期增加了 200.44%； 其次是第 2
类商品（植物产品）与第 11 类商品（纺织原料
及 纺 织 制 品 ）， 增 速 分 别 为 56.21% 和
54.22%。

（二）2015 年 1 季度以来中东欧国家自
中国进口商品的增速普遍下降， 使得中国与
中东欧国家间的贸易顺差有所缩减。

进口增长率反映的是一国或地区从另
一国或地区进口商品的速度， 等于当年的
商品进口额与上一年商品进口额相比的相
对变化率。 该指标大于 0 时说明进口增长
率为正，进口商品增加；该指标小于 0 时说
明进口增长率为负，进口商品减少。 2012 年
4 季度到 2014 年 4 季度中东欧国家从中国
进口的商品普遍增加，进口增长率为正值；
但从 2015 年 1 季度到 2017 年 1 季度中东
欧国家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普遍减少， 进口
增长率为负值 ， 其中 ，2015 年 3 季度 和
2017 年 1 季度中国产品的进口增长率下降
幅度更接近 10%。

图 13 中国－中东欧货物进口增长率指
数柱形图

2015 年 1 季度以来，中东欧国家从中国
进口商品的速度普遍下降， 这与中国对中东
欧国家间贸易顺差逐渐缩减密不可分。 和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货物贸易额的大幅度增长不
同， 中东欧国家从中国进口商品的速度有所
减缓， 使得中国对中东欧国家间的贸易顺差
规模缩小。

纵观 2016 到 2017 年中东欧各国进口中
国商品的增长率发现：2016 年有 10 个国家
的进口增长率大于 0，到 2017 年 1、2 季度只
有 7 个国家的进口增长率大于 0。 这体现出：
中东欧各国自中国进口产品的增长幅度正逐
步减小， 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贸易顺差正逐
年下降。

值得关注的是塞尔维亚， 中国出口的产
品在该国不仅活力指数在所有 16 国中遥遥
领先，而且进口增长率稳步上升。 2014 年，中
国与塞尔维亚的双边货物贸易额为 5.4 亿美
元，同比下降 17.5%。 其中，塞尔维亚自中国
进口额 4.2 亿美元，同比下降 1.7%，中国自
塞尔维亚进口 1.1 亿美元，同比下降 48.7%，
中国顺差 3.1 亿美元。2015 年，中国与塞尔维
亚双边贸易额为 5.5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2.3%。 其中， 塞尔维亚自中国进口 4.2 亿美
元，同比下降 2%，中国自塞尔维亚进口 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44%，中国顺差 2.8 亿美
元。 而在 2016 年，无论是中国对塞尔维亚的
出口还是塞尔维亚对中国的进口都发生了较
大变化， 中国出口到塞尔维亚 4.34 亿美元，
同比增长 4.38%， 中国自塞尔维亚进口 1.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76%。受此影响，中国出
口货物在塞尔维亚的活力指数和进口增长率
都是最大的。

2017 年 10 月中国制造的大功率电力机
车在塞尔维亚正式上线经营，2017 年 11 月
由中国企业联合体承建的匈塞铁路塞尔维亚
境内贝尔格莱德至旧帕佐瓦正式开工， 这已
经或将为塞尔维亚能源供应提供高效的动力
保障， 使得中国出口货物在塞尔维亚的活力
指数和进口增长率指标进一步增大。 而在 21
类商品中， 中国出口到塞尔维亚的主要商品
是电机、音响设备、电视设备、机械设备等，塞
尔维亚出口到中国的主要商品为烟草制品、
矿石矿渣、电机、木及木制品等。

（三）中东欧地区自中国进口的 21 类商
品中只有 5 类商品的进口额是增长的。

为了具体反映中东欧地区从中国进口每
类货物的增减变化情况， 我们还计算了单类
商品的进口增长率， 它等于中东欧地区自中
国进口每一类商品的进口额与上一年相比的
相对变化率。由中东欧地区自中国进口 21 类
商品的增长率（表 3）可以看出：2017 年 2 季
度中东欧地区自中国进口的第 21 类商品（艺
术品、收藏品及古物）是增速最大的，增速为
30.74%，其次是第 18 类商品（光学、医用仪
器及设备、精密仪器及设备、钟表、乐器、上述
物品的 零附 件 ）， 从 中国进 口的 增速 为
8.52%。 第 14 类商品（珍珠、宝石或半宝石、
贵金属及其制品）的进口不增反降，减速为－
14.00%，此外，第 2 类商品（植物产品）、第 3
类商品（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第 9 类
商品（木及木制品、稻草、秸秆、针茅或其他编
结材料制品）以及第 17 类商品（车辆、航空
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的进口均是缩减
的，减速为－10%。

对比 2016 年 1－4 季度与 2017 年 1－2 季
度各类商品进口平均增长率发现：2016 年中
东欧地区自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增长率普遍
高于 2017 年的平均增长率。 2016 年除第 15
类商品（贱金属及其制品）、第 5 类商品（矿产
品）和第 2 类商品（植物产品）的进口负增长
外， 其余各类商品的进口均是正增长的，第
21 类商品（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的进口增
长率最大。而 2017 年 1－2 季度仅有 6 类商品
的进口是增长的，第 21 类商品仍然是平均增
长率最大的，第 5 类商品（矿产品）却是平均
增长率最小的。

总体而言， 中东欧地区自中国进口的货
物中艺术品和仪器设备的进口增长率最大，
其中精密仪器设备、光学制品、钟表乐器是高
端工业制成品， 也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中重
点发展的产品类型， 此类产品出口的大幅度

增长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而矿产品、植
物产品、 动物产品和木制品皆是资源密集型
产品，此类产品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出
口额正逐年下降。

（四）进一步提升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
活力的对策

综合对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和各国贸易活
力指数计算和分析的结果， 我们认为：自
2015 年以来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和国家间的
贸易发展速度下降，贸易成长性不足；中东欧
地区和国家自中国进口商品的速度普遍下
降，使得中东欧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逐步缩小。
鉴于此， 我们提出以下几项激发中国与中东
欧贸易活力的措施：

一是，根据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特征，选
择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为重点国家，打造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的 “境外经贸合作产业园区”，
推动双方在工程承包、计算机等领域的合作，
构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的多样化网
络布局。

二是，加强双边基础设施合作，实现中国
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帮助中东欧国家产业
转型升级，也有助于化解国内产能过剩。大部
分中东欧国家工业化水平较低， 基础设施建
设相对落后，对于铁路、机场、港口、核电、电
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需求。 而包括装
备制造业在内的工业领域产能过剩一直以来
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加强中
国与中东欧各国基础设施合作， 实现双边基
础设施建设的有效对接， 一方面可以实现中
东欧国家转型升级，推动各国经济发展，另一
方面， 也有助于推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能
合作，实现产能要素在全球中的有效配置，化
解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

第三，促进中国在高铁、核能等高端装备
制造业的技术输出。中国在高铁、核能等高端
装备制造业上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不仅具
有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 且拥有一批国
际竞争优势的新产品与新技术。 加强先进技
术的出口对于扭转中国产品在欧洲市场以往
的廉价、质次的负面认知，深入开拓中东欧市
场， 塑造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市场的良好形象
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中东欧贸易潜力指数

2015 年 11 月 24 日， 李克强总理在中
国－中东欧国家第五届经贸论坛开幕式上致
辞时表示，中国和中东欧 16 国不仅有高度的
政治互信，也有巨大的贸易和投资潜力。贸易
潜力是指隐藏的、未被开发出来的贸易能力，
贸易发展的可能性。 为了反映“一带一路”倡
议实施前后中国与中东欧 16 国贸易潜力的
变化情况， 我们基于贸易引力模型测算并编
制了 2007－2016 年中国与中东欧 16 国的进
口潜力指数和出口潜力指数， 并通过加权平
均得到贸易潜力总指数。

（一）过去 10 年，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的贸
易潜力有所波动，但各国潜力排名相对稳定。

中国与中东欧各国贸易潜力总指数的计
算结果显示：整体上来看，中国与波黑、克罗
地亚、拉脱维亚、黑山、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
亚等国的贸易潜力指数值较小， 这些国家属
于与中国未来贸易潜力巨大型国家， 中国对
这些国家的出口和进口远低于这些国家人口
与现有生产力的需求。因而，通过加强与这些
国家的双边交流合作， 扩大双边贸易往来的
力度，能使贸易双方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中
国与阿尔巴尼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立
陶宛和斯洛伐克等国的贸易潜力指数相对较
大，这些国家属于潜力再造型国家，中国对这
些国家的出口和进口增长空间有限， 有待于
挖掘新的贸易增长点。而中国与保加利亚、马
其顿、 波兰和塞尔维亚等国的贸易潜力指数
相对居中， 这些国家属于贸易潜力尚可进一
步开拓型国家， 中国与这些国家进行双边贸
易时， 应借鉴与潜力再造型国家发展贸易的
方式， 在维护原有贸易关系的同时积极开发
新的贸易增长点， 以保证双方贸易具有可持
续性。

2007 年－2016 年中国与立陶宛的贸易潜
力指数均值为 1.73，2016 年为 1.72， 是中东
欧 16 国中贸易潜力指数较大的国家；2007
年－2016 年中国与克罗地亚的贸易潜力指数
均值最小， 指数值仅为 0.56，2016 年更是只
有 0.48；2007－2016 年与中国的贸易潜力指
数排名上升幅度最大的是波黑，排名由 2007
年的第 13 名上升到 2016 年的第 2 名。

立陶宛虽不是中东欧国家中与中国贸易
发展的领跑者， 但它与中国的合作已经驶入
加速道， 加上立陶宛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
势，辐射 7 亿人口的区位优势，以吸引外资为
基调的政策环境优势和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
力优势，立陶宛成为中东欧 16 国中与中国贸
易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也是“一带一路”上
值得中国关注的 “潜力股”。 2007 年到 2016
年的 10 年间，立陶宛与中国的贸易潜力不仅
没有下降， 反而有所上升，2016 年贸易潜力
总指数更高达 1.72。

克罗地亚在全球金融危机辐射下， 经济
增速放缓，2012 年更在全球经济下滑的整体
环境下发生了经济衰退，GDP 同比下降 2%。
2013 年克罗地亚经济继续下滑，GDP 同比下
降 1%。 2015 年，标准普尔更将克罗地亚的评
级展望由“稳定”降至“负面”。 克罗地亚经济
下滑使得中国与克罗地亚的货物贸易发展缓
慢。 2014 年中国与克罗地亚进出口总额 5.56
亿美元，同比下降 23%；其中，中国自克罗地
亚进口 0.68 亿美元，同比下降 10.6%，中国对
克罗地亚出口 5.86 亿美元，同比下降 24.2%。
受此影响，2014 年中国与克罗地亚的贸易潜
力下降到 35.98，为近 10 年来最低。之后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克两国贸易缓步
发展，2016 年中国与克罗地亚的贸易潜力指
数回升到 0.48，但仍是中东欧 16 国中与中国

贸易潜力最小的。
中东欧 16 国中，中国最小的贸易伙伴是

波黑，2016 年双边贸易额仅为 1.07 亿美元，
比 2015 年同比减少了 5.4%。 中国与波黑的

贸易潜力指数也由 2007 年的 1.40 下降到
2016 年的 0.65，下降幅度超过 50%。

（二）过去 10 年，中国对中东欧各国的出
口潜力指数增减变动不大，但排名略有波动。

出口潜力指数衡量的是中国向中东欧各
国的出口相对该国经济总量仍可上升的空间
大小。 基于中国对中东欧各国的出口额计算
的出口潜力指数绘制的柱形图（图 14）可知：
2007－2016 年中国对波黑、克罗地亚、拉脱维
亚、黑山、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的出口
潜力指数值较小， 说明这些国家属于潜力巨
大型国家， 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仍低于这
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 可通过全方面构建
双边贸易潜道， 加大交流合作来扩大中国产
品对这些国家的出口， 对贸易双方带来更大
的经济利益。 中国对保加利亚、马其顿、波兰
和塞尔维亚等国的出口潜力指数在 16 国居
中， 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潜力仍可进一步
开拓。 而中国对立陶宛、匈牙利、捷克和波兰
的出口潜力指数比较大， 中国对这些国家的
出口潜力已充分发挥， 中国产品出口到这些
国家的上升空间有限， 中国应着力开发新的
贸易增长点， 以拉动中国产品出口新一轮的
上涨。

（三）过去 10 年间中国对中东欧 16 国的
进口潜力总体变动不大，但阿尔巴尼亚、波黑
和塞尔维亚三国的进口潜力变动幅度最显
著。

进口潜力指数衡量的是中国从中东欧各
国的进口额相对于各国的经济总量仍存在的
上升空间。 基于所绘制的中国与中东欧各国
的进口潜力指数柱形图（图 15），我们发现：
2007－2016 年间， 中国自克罗地亚、 拉脱维
亚、波兰、斯洛文尼亚、捷克和黑山等国的进
口潜力相对较小， 这些国家属于进口潜力巨
大型国家， 中国从这些国家的进口与该国经
济总量所能支撑的出口相差较大， 中国可着
力加大从这些国家的货物进口。 中国自爱沙
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斯洛伐克、阿尔巴尼
亚和马其顿的进口潜力指数较大， 这些国家
属于潜力再造型的国家， 在现有条件下中国
已无法扩大自这些国家的货物进口， 有必要
挖掘新的进口增长点。

中国自阿尔巴尼亚进口的潜力在 2007
年到 2016 年间发生了大幅度的下跌，由 2.84
跌到 1.04，下跌幅度超过 50%。 中国对波黑
的进口潜力在过去 10 年间也发生显著的变
化 ， 由 2007 年的 2.33 下跌到 2016 年的
0.98，下跌幅度超过 100%。

中东欧 16 国中，与中国的出口潜力和
进口潜力都有显著变化的是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出口货物的集中度非常高，集
中在鞋、帽、鞭及其零件、人造花和人发制
品等产品， 这些产品与中国出口产品具有
高度重合性， 从而影响了中国自阿尔巴尼
亚的货物进口， 使得中国对该国的进口潜
力大幅度下降。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出口
潜力变化方向与进口潜力的变化方向正好
相反， 中国对该国的出口潜力指数有大幅
度的增长。2010 年 1－4 月，中国向阿尔巴尼
亚出口约 0.799 亿美元， 同比下降 20.3%，
但 2016 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的出口达到
4.0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8.8%， 中国成为阿
尔巴尼亚第三大进口来源地。

图 14 中国－中东欧出口潜力指数柱形图

图 15 中国－中东欧进口潜力指数柱形图
（四）进一步挖掘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

潜力的措施
针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潜力普遍变

化不大，但波黑、克罗地亚等国的贸易潜力一
直偏小的现状， 我们提出以下几条进一步挖
掘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潜力的措施：

一是， 在加大与中东欧各国开展货物贸
易的同时， 加快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
进程，创造更加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提
升通关效率，降低商品流通成本。中国政府应
大力推动与“一带一路”国家签署地区多边投
资保护协定，放宽市场准入，扩大开放合作领
域，为双、多边投资项目提供共同的法律保护
和争议解决依据。

二是， 采用多种方式搭建中国与中东
欧各国商品贸易的渠道和平台。 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由于过去经贸联系较少， 中东欧
的商品缺少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和
平台。 因此，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应搭载“一
带一路”的顺风车，充分利用已有的中东欧
班列， 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构建中国
企业与中东欧企业跨境电商的合作平台，
提高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在双方贸易合作中
的使用频率，特别是在农产品、动植物源产
品上的应用， 切实加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的贸易往来。

四、中国－中东欧贸易信心指数

为了解中东欧贸易从业者及专家学者对
中国与中东欧贸易的信心程度， 我们对义乌
小商品市场及生产资料市场商家、 广州广交
会商家和专家学者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结
果显示：2017 年 4 季度对中国与中东欧贸易
的信心指数为 131.4 点， 贸易信心位于较强
区域， 表明无论是贸易从业者还是专家学者
均看好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 对中国与
中东欧贸易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但义乌小商品市场及生产资料市场商
家、 广州广交会商家和专家学者对中国－中
东欧贸易的信心程度则略有不同。 专家学者
对“一带一路”建设十分关注，普遍赞誉“一带
一路”倡导的开放包容、和平发展、互利共赢
理念对中国与中东欧 16 国贸易的促进作用，
因而对中国与中东欧贸易的信心最强， 贸易
信心达到 156.7，高于总体 23.5 点。 而义乌小
商品市场及生产资料市场商家、 广州广交会
商家的中国－中东欧贸易信心虽然也处于较
强的区域，但皆比总体低，分别为 123.21 点
和 129.47 点。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受交通
设施、电商化水平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规模
与期望值相比，落差较大，很多合作项目的落
实存在困难， 这些都拉低了商家对中国－中

东欧贸易的信心。 而义乌小商品市场商家信
心指数低于广交会商家的信心， 一部分原因
来自于广交会商家规模大多超过义乌商家，
且与中东欧的合作更为长久稳定， 更了解中
国与中东欧贸易的发展情况及“一带一路”倡
议将带来的贸易红利。

中国－中东欧贸易信心指数包括贸易势
头信心、 贸易收益信心和贸易前景信心等三
大核心指标， 这三大核心指标具体又由 7 个
分类指标构成。

（一）2017 年 4 季度对中国与中东欧贸
易势头较有信心。

对中国－中东欧贸易势头的信心反映了
义乌小商品市场及生产资料市场商家、 广州
广交会商家和专家学者对中国－中东欧贸易
发展趋势的预期。 2017 年 4 季度，中国与中
东欧贸易势头信心为 125.49 点，处于较乐观
区域， 表明商家和专家学者普遍对中国与中
东欧贸易发展的趋势较为看好。

2017 年 4 季度贸易势头信心的三个分类
指标中，贸易从业者和专家学者对贸易势头的
总信心为 126.84点，略高于总体水平。 受全球
贸易放缓态势延续的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维持
低位运行， 出口贸易势头的信心低于总水平
1.33点，为 124.16点。 而义乌小商品城与生产
资料市场商家的出口势头信心仅为 114.58，处
于不太乐观区域。贸易从业者和专家学者对进
口贸易势头的信心为 125.45 点， 略高于对出
口贸易势头的信心。 这一方面是由于 2017 年
1 季度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升，带动对锻
轧铜及铜材等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加；另一方面
是由于中国产业、消费升级势头明显，带动对
机电产品、 电子技术产品进口需求的增长，
2017 年 1－4 月，中国自中东欧 16 国进口机电
产品 38亿美元，增长 18.7%。

（二）2017 年 4 季度对中国与中东欧贸
易收益的信心不太乐观。

2017 年 4 季度中国－中东欧贸易收益信
心为 123.3 点， 其中义乌小商品城和生产资
料市场商家的收益信心为 115.77， 落入贸易
信心不太乐观区域， 广州广交会商家对贸易
收益的信心也仅为 121.06， 皆低于专家学者
对中国－中东欧贸易收益的信心。

我们对中国与中东欧贸易收益信心的调
查从贸易带动就业和贸易带动收入两方面来
衡量中国与中东欧贸易的收益。无论是义乌小
商品市场与生产资料市场商家还是广州广交
会商家对贸易带动收入的信心都处于不太乐
观区域，分别为 111.31 点和 115.75 点，而对贸
易带动就业的信心为 120.24 点和 126.38 点。
这说明， 中国与中东欧贸易还未进入收益期，
“一带一路”倡议的利好还未体现出来。 “坐而
言不如起而行”，要把倡议变为现实，需要不断
深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合作。

（三）2017 年 4 季度对中国与中东欧贸
易的前景非常乐观。

2017 年 4 季度中国－中东欧贸易前景信
心为 148.37 点，对贸易前景非常有信心。 其
中， 义乌小商品城与生产资料市场商家对中
国与中东欧贸易前景的信心为 138.39， 广州
广交会商家对中国与中东欧贸易前景的信心
为 148.8，专家学者对中国与中东欧贸易的前
景信心为 172.22，全部处于非常乐观的区域。
说明无论是从业者还是专家学者都普遍认
为，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存在巨大的贸易机
会，即使当前贸易回报不高，也不影响他们对
未来贸易前景持乐观态度。

中国与中东欧贸易前景信心包括贸易进
入时机和贸易进入意愿两方面内容。 贸易从
业者和专家学者对中国与中东欧贸易进入时
机的信心为 144.41， 进入意愿的信心为
152.34。 这表明：中国与中东欧贸易的潜在进
入者具有较高的进入意愿，一旦条件具备，将
有很大可能转变为中东欧贸易从业者。

五、中国－中东欧贸易阻力指数

中东欧 16 国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社会发
展程度各不相同，地理位置上有中欧、波罗的
海沿岸和东南欧的区别， 经济组织上有欧盟
国家和非欧盟国家、 欧元区国家和非欧元区
国家的区别。 由于各国语言、文化、宗教、社
会习俗、经济规模等方面均存在着差异，使得
中东欧各国的发展需求也呈现差异化。 在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中， 贸易阻力逐
步成为限制双边贸易往来的重要障碍之一。
为了准确地把握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的双边
贸易往来存在的阻力， 有必要对直接影响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往来的阻力进行科学测

度。 我们基于引力模型计算了中国与中东欧
地区的贸易阻力指数，结果见表 4。

2007－2016 年间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的贸
易阻力变动不大， 指数值稳定在 0.25 附近，
说明中东欧各国对中国进出口商品的限制性
措施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具体来看，2016 年
中国与中东欧地区的贸易阻力指数为 0.247，
较上一年下降了 0.0012， 较 2007 年下降了
0.0011。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中国与中东欧
地区进出口贸易从 2013 年的 551 亿美元增
至 2015 年的 562 亿美元，占同期中国与欧洲
进出口贸易的比重由 7.5%升至 9.1%。 这说
明， 随着中国与中东欧地区经贸关系持续升
温，双边的合作交流日益频繁，贸易阻力有所
减少。

立陶宛、 阿尔巴尼亚与匈牙利三国对中
国进出口货物的限制性措施相对较多， 贸易
阻力指数偏大，位于中东欧 16 国贸易阻力的
前三位， 而这将不利于这三国进一步发展与
中国的贸易往来。 此外其他国家的贸易阻力
排名不太稳定，排名跳跃度较大。

值得关注的是，2016 年中国与阿尔巴尼
亚的贸易阻力上升到第一位， 指数值为
0.261，但较之最后一位的波黑贸易阻力仅高
出 0.0262， 这说明中东欧各国的贸易限制性
措施相对均衡，各国间的量级相差不大，中国
与中东欧各国的经贸合作有待于进一步沟
通、发展。

六、结论与建议

为了全方位、 定量地描绘 2007－2016 年
中国与中东欧 16 国贸易发展状况，我们以中
国与中东欧各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为基础，
编制了中国－中东欧贸易指数系列， 包括
2010 年 1 季度到 2017 年 2 季度的中国－中
东欧贸易竞争力指数和中国－中东欧贸易活
力指数，2007－2016 年中国－中东欧贸易潜力
指数和中国－中东欧贸易阻力指数和 2017 年
4 季度中国－中东欧贸易信心指数。 基于上述
指数计算结果，我们发现：

1、从地区层面来看。 近两年中国与中东
欧地区之间的贸易发展减速， 中国出口货物
在中东欧国家的竞争力同比和环比都略有下
降，贸易成长性不足；虽然竞争力有所下降，
中国出口货物在中东欧地区仍处于比较优势
地位，市场占有率较之前仍有所上升；此外，
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的贸易潜力仍值得期待，
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和专家学者都对中国
与中东欧贸易的机会和势头非常乐观。

2、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出口到捷克、波
兰等国的货物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在中东欧
16 国中始终居于前列，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
贸易潜力却有待于进一步地开发； 中国与波
罗的海国家的贸易联系相对不太密切， 同期
出口到立陶宛、 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国家的
货物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在中东欧 16 国中
始终居于后几位， 但与波罗的海国家的贸易
潜力却是中东欧各国最高的； 中国与东南欧
国家的贸易是最具活力的， 中国出口货物市
场占有率的增长幅度也是最大的， 贸易潜力
还可进一步挖掘。

3、从货物层面来看。由于中国和中东欧国
家的优势产品皆为机电产品，使得中国出口货
物与中东欧地区进口货物的重合度并不高，货
物相似性指数小于 0.4， 双边贸易的互补性还
有待提高。 21类货物中，中国货物市场占有率
比较高、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是技术密集型
的机电产品、机械设备和运输产品，以及劳动
密集型的纺织品和原料、家具、玩具和杂项制
品。尤其是以纺织品、鞋帽制品、家具玩具为代
表的工业制成品在中东欧地区的国际竞争力
非常强，这也是中东欧贸易从业者最具有贸易
信心和认为最有贸易势头的产品。

依据中国与中东欧贸易指数计算的结
果，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一带一路”经贸指数
研究院和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从地区、国
家和货物三个层面提出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中
东欧贸易的建议：

1、从地区层面来看，应充分考虑中东欧国
家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经济和政治作
用。 一方面，中东欧国家与欧盟构成了统一的
欧洲市场，16 个中东欧国家中有 11 个国家已
加入欧盟， 对欧盟市场和资金具有高度依赖
性，且在产品安全、技术标准等方面均采用欧
盟标准，是中国产品生产、销售、品牌再塑造、
实现产品“欧洲化”重要的切入点；另一方面，
中东欧交通便利，运营成本低，是俄罗斯之外
中国企业和产品进军西欧的重要桥头堡。但与
经济作用比起来，中国更应当看重中东欧国家
的政治作用，拓展合作也需要顾及欧盟因素。

2、从国家层面来看，应兼顾中东欧各国
发展诉求，实施差异化战略措施，扩大对外投
资，着力缩减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的贸易顺差，
以实施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的贸易能可持续地
发展。 具体来说，应在保持与捷克、波兰和匈
牙利等国经贸合作的基础上， 加强与其它中
东欧国家的贸易合作， 建立协调的多边贸易
关系；应对中东欧各国应进行“精准式”合作，
真正做到互需互补、规模和档次适度；在加大
与中东欧各国开展货物贸易的同时， 加快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进程， 创造更加自
由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提升通关效率，降低
商品流通成本； 采用多种方式搭建中国与中
东欧各国商品贸易的渠道和平台。

3、从货物层面来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
易结构单一，应优化贸易结构，实现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优势产业的有效对接。 具体来说，应
根据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特征，打造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的“境外经贸合作产业园区”，推动双
方在工程承包、计算机等领域的合作，构建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的多样化网络布局；
加强双边基础设施合作，实现中国装备制造业
“走出去”， 帮助中东欧国家产业转型升级，也
有助于化解国内产能过剩； 促进中国在高铁、
核能等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输出。
（刘永辉 周平 刘冬平 尚宇红 黄建忠）

（指数报告下载请登录 http://www.
suibe.edu.cn/ccees/main.htm）

货物类别 2016 年 2017 年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平均 1 季度 2 季度 平均

1 -0.64 4.89 1.39 5.78 2.85 3.89 4.27 4.08
2 -18.04 -12.76 0.42 -1.06 -7.86 -0.25 -10.24 -5.25
3 4.14 1.32 2.77 2.81 2.76 -15.44 -12.21 -13.82
4 4.80 7.83 2.21 2.38 4.31 -0.78 -0.02 -0.40
5 -25.49 -28.04 -19.97 6.38 -16.78 16.72 -1.39 7.67
6 -1.25 4.96 1.45 6.40 2.89 6.02 0.33 3.17
7 5.99 6.57 1.30 2.27 4.03 -0.39 -4.03 -2.21
8 2.50 3.96 4.96 -0.84 2.64 -10.41 -2.33 -6.37
9 2.09 2.39 -0.26 1.54 1.44 -2.68 -11.68 -7.18
10 4.41 10.19 7.72 3.52 6.46 -5.56 -5.10 -5.33
11 11.62 12.87 6.99 0.07 7.89 -8.13 -6.02 -7.08
12 11.06 14.98 6.41 1.75 8.55 -8.41 -6.21 -7.31
13 4.90 4.69 3.31 0.40 3.32 -4.98 -5.16 -5.07
14 -23.86 15.51 29.78 9.09 7.63 -4.54 -14.00 -9.27
15 -9.83 -3.56 -0.87 3.98 -2.57 2.61 3.20 2.90
16 3.66 9.69 2.96 -1.71 3.65 -5.89 -6.06 -5.97
17 6.51 16.22 4.66 0.86 7.06 -7.03 -10.89 -8.96
18 12.71 16.39 11.93 5.62 11.66 12.29 8.52 10.41
20 9.33 13.64 7.99 2.58 8.38 -2.76 -5.34 -4.05
21 33.46 -39.31 193.34 102.00 72.38 26.19 30.74 28.47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阿尔巴尼亚 0.25 0.25 0.25 0.25 0.25 0.26 0.25 0.25 0.26 0.26
保加利亚 0.25 0.25 0.24 0.24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波黑 0.24 0.24 0.23 0.23 0.23 0.23 0.24 0.25 0.24 0.23
捷克 0.25 0.24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爱沙尼亚 0.24 0.24 0.24 0.25 0.25 0.25 0.24 0.24 0.24 0.24
克罗地亚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4 0.24 0.24
匈牙利 0.25 0.25 0.26 0.26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立陶宛 0.25 0.25 0.25 0.26 0.25 0.26 0.26 0.25 0.25 0.25

拉脱维亚 0.24 0.24 0.24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4
马其顿 0.25 0.25 0.24 0.24 0.25 0.25 0.24 0.24 0.24 0.24
黑山 0.26 0.26 0.26 0.26 0.26 0.25 0.24 0.25 0.25 0.25
波兰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罗马尼亚 0.24 0.24 0.25 0.25 0.25 0.25 0.24 0.24 0.25 0.25
塞尔维亚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斯洛伐克 0.24 0.24 0.24 0.24 0.24 0.24 0.25 0.24 0.25 0.24

斯洛文尼亚 0.24 0.24 0.24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表 3 中东欧地区自中国进口单类货物的进口增长率（%）

表 4 2007－2016 年中国与中东欧 16 国贸易阻力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