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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合作迎来新发展周期

蔡春林

中东欧共十六国，包括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

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黑山、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

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特别是 2015 年以来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以下简称“16+1 合作”），在相互尊重各自主权独立和领土完

整基础上，加深了对各自发展道路的理解，并结合自身特点、需求和优先方向，

本着平等协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地推进具体项目和活动的落实，

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李克强总理 11 月 26 日至 29 日出席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

行的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并对匈牙利进行正式访问必将进一步

推动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促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方位、均衡发展。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济合作现状及困难

整体来看，目前“16+1 合作”进展顺利，2016 年，“16+1”进出口贸易为

587 亿美元，占同期中国与欧洲进出口贸易的 9.8%。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国家投资

超过 80 亿美元，中东欧 16 国在华投资超过 12 亿美元，合作领域几乎涉及经济、

金融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所有领域。 2016 年 4 月，匈牙利发行一笔基准规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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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的离岸人民币债券，这是中东欧国家发行的第一支人民币主权债，进一步提

升了人民币在中东欧的影响力。

“16+1 合作”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东欧本来就是一个地

缘政治概念，相关合作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中东欧在政治和安全上依赖

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在经济上依赖欧盟，目前中东欧有 11 个国家加入欧盟，

地区局势和国际格局整体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16+1 合作”进程，也就是

说“16+1 合作”会偶尔受到国际政治外交层面的干扰（经济问题政治化）。二

是由于经济制度、法律规则和人文环境存在差异，在具体合作中存在协同推进的

障碍。例如，中国已与中东欧 16 国中的 13 个国家签署了推进“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中东欧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比较高，但个别国家推进力度

仍然需要加强，协同难度大。三是中东欧的营商环境仍需要改进，尤其是贸易和

投资隐形壁垒较多，产品标准认证体系复杂，对基础设施和中国投资存在一定程

度的苛刻，安全审查较为严格，中东欧国家的基础设施市场受到严格监管，对项

目招投标、工程施工以及技术标准均有严格的法律要求，中国企业投资的遵循成

本很高。四是签证制度繁杂，办事方式上存在差异，清廉程度需要提升。上述困

难在贸易和投资上带来众多不便，未来需要在这些软性制度方面进行协调和磨

合。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新机遇

推动经济持续复苏，重启新一轮增长周期就是“16+1”最大的合作机遇。当

前，中东欧经济整体上呈现出复苏态势，但与欧洲发达国家相比，增长动能尚显

不足。根据 IMF 最新统计数据，2016 年中东欧经济增速是 2.7%，预计 2017 年为

3.2%，2018 年为 3%，这一增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中东欧的经济增速尚未恢复

到金融危机前的增长速度。从潜在增长率来看，仍然不理想，因为人口老龄化进

程加快，劳动人口迅速萎缩，退休人员越来越多，福利和社会保障花费增加，预

算赤字扩大，经济增长动力弱化。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加息带来的利率提升，

导致中东欧国家资本外流加剧，为了应对这些风险，中东欧国家迫切希望借助中

国等贸易伙伴的力量，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和投资周期，因此对中国寄予厚望，

期待进入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也希望吸引中国的投

资，包括基础设施、高技术领域的投资。能够带动当地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另

外，中国在科技、投资领域的领先技术和产能，也迫切需要开拓中东欧的市场，

进而走进欧洲市场，可以说增强“16+1 合作”是互利共赢的选择。借助这一合

作意愿强烈的良好发展势头，“16+1”的政府部门、企业、行业协会等相关各方

应该抓住机遇加快合作进程，将机遇变成企业的利润和个人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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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将给欧洲带来红利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互利共赢地合作能够给全球带来红利。中国与

中东欧 16 国和平相处，相互合作，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16+1

合作”将关注点引向发展，而不是地缘政治冲突，成为和平合作发展的典范。而

且，中国与中东欧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提升，对整个欧洲都是有用的，

道路都可以用，集装箱运输，货物产品都可以利用这些基础设施的便利，对整个

欧洲来说都是利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在跨境

运输领域的成功对接，使国际运输走廊增加至第三条，打通了欧亚大陆桥，对整

个欧洲贸易的便利化都起到了直接带动作用。2016 年中欧之间过境哈萨克斯坦

双向往来的货运量达到 20 万集装箱，预计至 2020 年过境哈萨克斯坦的中欧货运

量将增至 80 万集装箱。可见国际运输走廊的辐射带动作用是非常可观的，对复

苏较弱的欧洲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李总理出访将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更加深入

近日李克强总理出访中东欧，高层互访，是合作走向深入的重要标志。早在

2015 年 11 月，中国与中东欧 16 国签署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

对经济合作，互联互通合作，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金融合作，农林与质检合作，

科技、研究、创新与环保合作，文化、教育、青年、体育和旅游合作，卫生合作，

地方合作等九大领域 58 项合作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划，并探讨设立 30 亿美元的投

资基金、人民币中东欧合作基金、中国中东欧国家金融公司的可能性。这一次李

克强总理访问匈牙利，将会进一步细化这些合作领域，展示出这两年这些领域的

合作成效，对当初商议的成立投资基金、合作基金、金融公司等事项可能会有新

的进展或安排。这次访问还能够增强中东欧对中国的了解，提升人文领域的交流

成果，进一步夯实民意基础。目前，中东欧有 10 多万青年在华留学，中国也有

几十万青年在中东欧。“16+1”合作势头很好，相信李克强总理的访问一定会把

中国与中东欧合作关系推向更高水准，例如，一些具体的商务留学签证、互联互

通、贸易壁垒等问题也会相应地得到缓解甚至解决，中国企业将会享受中东欧国

家的更多便利化待遇。

（作者系新兴经济体论坛秘书长、首席专家，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

兼广东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广东工业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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