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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平台运行 １０ 年来ꎬ扎根务实合作、
坚持创新驱动、共商共建共享ꎬ促进了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各领域合作ꎬ丰富了

多边主义的实践ꎬ成为中欧关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跨区域合作的典范ꎮ
与此同时ꎬ随着中美博弈、中欧竞争的加剧ꎬ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

机升级等引发世界变局加速演进ꎬ给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与困难ꎮ 为助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行稳致远ꎬ在新的征程上ꎬ中

国应坚定不移地推进务实合作和精准合作ꎬ使合作成果惠及不同国家、不同

人群ꎬ构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利益共同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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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年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平台成立 １０ 周年ꎮ １０ 年来ꎬ该平台扎

根务实合作、坚持创新驱动、共商共建共享ꎬ促进了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各领域

合作ꎬ丰富了多边主义的实践ꎬ成为中欧关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跨区域

合作的典范ꎮ 与此同时ꎬ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ꎬ特别是新冠肺

炎疫情持续蔓延和乌克兰危机升级等大事件叠加引发新的动荡变革的背景

下ꎬ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困难显著增多ꎬ挑战前所未有ꎮ 在新的征程上ꎬ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应扬长避短ꎬ扎根务实合作和精准合作ꎬ通过创新实

现新的成长ꎬ构建利益共同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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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 １０ 年发展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平台运行 １０ 年来ꎬ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的高层互

访交流显著增多ꎬ中国与数个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得以提升ꎮ 中国—中东欧国家

合作平台以领导人会晤机制为引领ꎬ建立了涵盖经贸、文化、教育、青年、农业、旅
游、科技、卫生、智库和地方等多领域的合作架构ꎬ务实合作成果丰硕ꎮ 而与此同

时ꎬ中国同立陶宛、捷克等国关系不时遭遇冲击ꎬ一些务实合作项目夭折或遇挫ꎮ
(一)从国家间关系看ꎬ以进为重ꎬ初步形成全面多层次的伙伴关系框架

第一ꎬ伙伴关系提质升级ꎮ ２０１２ 年以前ꎬ中国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相继与匈牙

利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与罗马尼亚建立全面友好合作关系ꎬ并先后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同塞尔维亚、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同波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ꎮ ２０１２ 年以后ꎬ中国

同多个中东欧国家关系得到提升ꎮ 其中ꎬ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在中国国家元首首次

访问捷克期间ꎬ中捷双方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ꎻ同年 ６ 月ꎬ中国与塞尔维亚

和波兰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ꎻ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中匈关系跃升为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ꎻ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中保关系升格为战略伙伴关系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希

腊加入使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首次实现扩员ꎻ同年 １１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

希腊ꎬ双方决定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ꎮ 此外ꎬ据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历

次领导人会晤发布的成果清单统计ꎬ１０ 年间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签署的政府

间合作文件多达 １２０ 个左右①ꎮ
第二ꎬ中国同个别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屡生事端ꎮ 最严重的当属立陶宛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单方面退出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②ꎮ 问题最为集中或相同的地方在于ꎬ个别中东欧国家和政要公然

干涉中国内政ꎮ 例如ꎬ部分中东欧国家不时炒作涉台问题ꎬ挑衅“一个中国”
原则ꎮ 来自捷克海盗党的赫日布 ２０１８ 年上任布拉格市市长后炒作友好城市

关系协议中的“涉台条款”ꎬ导致北京和上海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２０２０ 年 １ 月终

止与布拉格的友好城市关系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捷克议会参议院主席维斯特奇尔

“访台”ꎻ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ꎬ台湾“国发会主委”龚明鑫与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

相继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和立陶宛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底至 １２ 月初ꎬ波罗的海三

国议员团“访台”ꎻ同年 １１ 月ꎬ立陶宛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

—２３—

①
②

作者根据历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成果清单计算ꎮ
该文涉及的是过去 １０ 年的合作情况ꎬ因此ꎬ波罗的海三国的情况仍在讨论之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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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处”ꎬ导致中立关系降为代办级ꎮ １２ 月ꎬ斯洛伐克经济部政务次长佳雷

克“访台”ꎮ 进入 ２０２２ 年ꎬ部分中东欧国家同台湾的联系仍有加强的趋势ꎬ１
月ꎬ台湾当局宣布设立 ２ 亿美元的“中东欧投资基金”ꎬ并在乌克兰危机升级

后向维谢格拉德四国和波罗的海三国提供 ２ ０００ 万美元捐款ꎬ用于帮助其援

助乌克兰难民ꎬ通过经济手段和“价值观影响力”拉拢部分中东欧国家①ꎻ３
月ꎬ台湾派出跨部门“考察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和立陶宛ꎻ６ 月ꎬ斯洛伐克

国民议会副议长劳伦契克率团“访台”ꎬ同时ꎬ以捷克外长利帕夫斯基为代表

的一些政客呼吁捷克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ꎮ 此外ꎬ个别中东欧国家政

要不时接触反华分裂势力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达赖窜访拉脱维亚等国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斯洛伐克总统、捷克文化部长等政要先后会见达赖ꎮ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ꎬ捷
克外长会见“藏独”分子、“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边巴次仁ꎮ

(二)就务实合作看ꎬ以得为主ꎬ初步建成全方位、宽领域的合作架构

贸易额实现高速增长ꎬ贸易畅通迈上新台阶ꎮ 其中ꎬ波兰、捷克、斯洛伐

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波黑和阿尔巴尼亚 ９ 国对华

贸易增幅超过欧盟约 ３０％的平均增长率ꎻ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波黑、捷克

和希腊的对华贸易增幅则超过 １００％ ꎮ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１ 年ꎬ中国与中东欧 １７ 国

贸易年均增速 ８％ ꎬ是中国与欧盟贸易增速的 ２ 倍以上ꎮ 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中

东欧双边贸易总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ꎬ达 １ ０３４ ５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８ ４％ ꎮ
２０２１ 年ꎬ中国—中东欧双边贸易总额达 １ ２４０ ２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２９ ７％ ꎮ
从贸易结构来看ꎬ中东欧国家自中国的进口额增幅明显ꎬ立陶宛、塞尔维亚和

波黑 ３ 国更是超过 ２００％ ꎮ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黑山 ３ 国的贸易总额虽出

现小幅负增长ꎬ但 ３ 国对华贸易出口显著增加ꎬ增幅均超过 １００％ (见表 １)ꎮ
这就表明ꎬ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在维持总体高速增长的同时ꎬ双边贸易结

构不断优化ꎬ贸易渐趋平衡的态势增强ꎮ

表 １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统计 (单位:亿美元)

国家
贸易总额 进口额 出口额 ２０１９ 年与 ２０１２ 年同比增长(％ )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９ 贸易额 进口 出口

波兰 １４３ ８４１ ４ ２７８ ０９５ ０ １９ ９７３ ５ ３９ ４１３ ６ １２３ ８６７ ９ ２３８ ６８１ ４ ９３ ３３ ９７ ３３ ９２ ６９

匈牙利 ８０ ６０９ ９ １０２ １３０ １ ２３ ２３１ ３ ３７ ４５１ １ ５７ ３７８ ６ ６４ ６７９ ０ ２６ ７０ ６１ ２１ １２ ７２

—３３—

① «赈济乌克兰专案截止募得 ９ ４ 亿 “外交部” 统筹运用»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ａ
ｃｏｍ ｔｗ / ｎｅｗｓ / ａｉｐｌ / ２０２２０４０２００３５ 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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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国家
贸易总额 进口额 出口额 ２０１９ 年与 ２０１２ 年同比增长(％ )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９ 贸易额 进口 出口

捷克 ８７ ３０２ ９ １７５ ９５５ ０ ２４ ０６８ ９ ４６ ２８０ ９ ６３ ２３４ ０ １２９ ６７４ １ １０１ ５５ ９２ ２９ １０５ ０７

斯洛
伐克

６０ ７８２ ５ ８８ ８９３ ０ ３６ ５５２ １ ５９ ６８１ ２ ２４ ２３０ ４ ２９ ２１１ ８ ４６ ２５ ６３ ２８ ２０ ５６

斯洛文
尼亚

１８ ２２６ ７ ３９ ２７０ ５ ２ ５６０ ４ ５ １６４ ５ １５ ６６６ ３ ３４ １０６ ０ １１５ ４６ １０１ ７１ １１７ ７０

罗马
尼亚

３７ ７６９ ５ ６８ ９８３ ３ ９ ７９６ ０ ２３ ２５６ ０ ２７ ９７３ ５ ４５ ７２７ ３ ８２ ６４ １３７ ４０ ６３ ４７

保加
利亚

１８ ９４９ ６ ２７ １７５ ０ ８ ４０３ ８ １１ ６３６ ４ １０ ５４５ ８ １５ ５３８ ６ ４３ ４１ ３８ ４７ ４７ ３４

爱沙
尼亚

１３ ６９４ ３ １２ １９９ ９ １ ３５６ ４ ２ ９８７ ５ １２ ３３７ ９ ９ ２１２ ４ － １０ ９１ １２０ ２５ － ２５ ３３

拉脱
维亚

１３ ８１５ ４ １２ ８７４ ６ ０ ６８８ ３ １ ９５６ ８ １３ １２７ １ １０ ９１７ ８ － ６ ８１ １８４ ２９ － １６ ８３

立陶宛 １７ ２０９ １ ２１ ３３０ ８ ０ ８９３ ５ ４ ３６７ ６ １６ ３１５ ６ １６ ９６３ ２ ２３ ９５ ３８８ ８２ ３ ９７

塞尔
维亚

５ １４５ ０ １３ ９２１ ６ １ ０１６ ２ ３ ６０１ ８ ４ １２８ ８ １０ ３１９ ８ １７０ ５９ ２５４ ４３ １４９ ９５

黑山 １ ６６９ ４ １ ５７１ １ ０ ２１１ ８ ０ ４３３ １ １ ４５７ ６ １ １３８ ０ － ５ ８９ １０４ ４９ － ２１ ９３

波黑 ０ ７００ １ １ ９１９ １ ０ ２３３ ０ ０ ７７０ ４ ０ ４６７ １ １ １４８ ６ １７４ １２ ２３０ ６１ １４５ ９０

克罗
地亚

１３ ７４４ ９ １５ ４０２ １ ０ ７４５ １ １ ４５０ ９ １２ ９９９ ８ １３ ９５１ ２ １２ ０６ ９４ ７３ ７ ３２

北马
其顿

２ ２７６ ２ ２ ８１７ ５ １ ３８８ ７ １ ４８３ ４ ０ ８８７ ５ １ ３３４ １ ２３ ７８ ６ ８２ ５０ ３２

阿尔
巴尼亚

４ ８６８ １ ７ ０３７ ６ １ ４２９ ０ １ ０２９ ２ ３ ４３９ １ ６ ００８ ４ ４４ ５７ － ２７ ９９ ７４ ７１

希腊 ４０ ２１１ ４ ８４ ６１６ １ ４ ２７５ ３ ７ ２４９ ３ ３５ ９３６ １ ７７ ３６６ ８ １１０ ４３ ６９ ５６ １１５ ２９

欧盟
平均

５ ４６０ ４３３ ０ ７ ０５１ ０９７ ８ ２ １２０ ５４８ ５ ２ ７６５ ９５５ １ ３ ３３９ ８８４ ５ ４ ２８５ １４２ ７ ２９ １３ ３０ ４４ ２８ ３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商务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欧洲国家贸易统计表»汇

总整理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该统计表目前只更新至 ２０１９ 年ꎮ

直接投资稳步提升ꎬ投资领域不断拓展ꎮ 据中方统计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

底ꎬ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存量为 ３１ ４ 亿美元ꎬ涉及能源、矿产、基础设

施、物流、汽车零配件等领域ꎻ中东欧国家累计对华投资达 １７ ２ 亿美元ꎬ主要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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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医药、机械制造、化工等领域①ꎮ 其中ꎬ中国的主要投资对象国为捷

克、波兰、匈牙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的投资

存量分别为 １１ ９８４ ３ 亿美元、６ ８２３ １ 亿美元、３ ４１８ ７ 亿美元、３ １０５ ７ 亿美

元、３ １３１ ６ 亿美元和 ２ ５２６ ４ 亿美元(见表 ２)ꎮ 此外ꎬ除基建、能源、矿产等

传统产业的投资呈显著增长趋势ꎬ清洁能源、通信技术、航空、新兴服务业等

领域在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投资项目中的占比也逐年提升ꎮ

表 ２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存量 (单位: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波兰 ２ ０８１ １ ２ ５７０ ４ ３ ２９３ ５ ３ ５２１ １ ３ ２１３ ２ ４ ０５５ ２ ５ ２３７ ３ ５ ５５５ ９ ６ ８２３ １

匈牙利 ５ ０７４ １ ５ ３２３ ５ ５ ５６３ ５ ５ ７１１ １ ３ １３７ ０ ３ ２７８ ６ ３ ２０６ ９ ４ ２７３ ６ ３ ４１８ ７

捷克 ２ ０２４ ５ ２ ０４６ ８ ２ １２６ ９ ２ ２４３ １ ２ ２７７ ７ １ ６４９ ０ ２ ７９２ ３ ２ ８７４ ９ １１ ９８４ ３

斯洛伐克 ０ ８６０ １ ０ ８２７ ７ １ ２７７ ９ １ ２７７ ９ ０ ８２７ ７ ０ ８３４ ５ ０ ９９２ ９ ０ ８２７ ４ ０ ８２８ ７

斯洛
文尼亚

０ ０５０ ０ ０ ０５０ ０ ０ ０５０ ０ ０ ０５０ ０ ０ ２６８ ６ ０ ２７２ ５ ０ ４００ ９ １ ８９６ ０ ０ ４６８ ０

罗马尼亚 １ ６１０ ９ １ ４５１ ３ １ ９１３ ７ ３ ６４８ ０ ３ ９１５ ０ ３ １００ ７ ３ ０４６ ２ ４ ２８２ ７ ３ １３１ ６

保加利亚 １ ２６７ ４ １ ４９８ ５ １ ７０２ ７ ２ ３５９ ７ １ ６６０ ７ ２ ５０４ ６ １ ７１０ ９ １ ５６８ １ １ ５５８ ４

爱沙尼亚 ０ ０３５ 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 ０３６ ２ ０ ５６８ ４ ０ ６３３ ３ ０ ０５３ ２

拉脱维亚 ０ ００５ ４ ０ ００５ ４ ０ ００５ ４ ０ ００９ ４ ０ ００９ ４ ０ ０１０ ２ ０ １１７ ０ ０ １１６ ３ ０ １６８ １

立陶宛 ０ ０６９ ７ ０ １２４ ８ ０ １２４ ８ ０ １２４ ８ ０ １５２ ９ ０ １７１ ３ ０ １２８ ９ ０ ０９８ １ ０ １２２ ３

塞尔维亚 ０ ０６４ ７ ０ １８５ ４ ０ ２９７ １ ０ ４９７ ９ ０ ８２６ ８ １ ７００ ２ ２ ７１４ １ １ ６４７ ３ ３ １０５ ７

黑山 ０ ００３ ２ ０ ００３ ２ ０ ００３ ２ ０ ００３ ２ ０ ０４４ ３ ０ ３９４ ５ ０ ６２８ ６ ０ ８５０ ９ １ ５３０ ８

波黑 ０ ０６０ ７ ０ ０６１ ３ ０ ０６１ ３ ０ ０７７ ５ ０ ０８６ ０ ０ ０４３ ４ ０ ０４３ ４ ０ １６７ ０ ０ ２２８ ６

克罗地亚 ０ ０８６ ３ ０ ０８３ １ ０ １１８ ７ ０ １１８ ２ ０ １１９ ９ ０ ３９０ ８ ０ ６９０ ８ ０ ９８４ ０ ２ ５２６ ４

北马其顿 ０ ００２ ３ ０ ０２０ ９ ０ ０２１ １ ０ ０２１ 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 ０２０ ３ ０ ３６３ ０ ０ ２１０ ９ ０ １７１ ０

阿尔
巴尼亚

０ ０４４ ３ ０ ０７０ ３ ０ ０７０ ３ ０ ０６９ ５ ０ ０７２ ７ ０ ０４７ ８ ０ ０６４ ２ ０ ０７１ １ ０ ０６０ ０

希腊 ０ ０５９ ８ １ １９７ ９ １ ２０８ ５ １ １９４ ８ ０ ４８０ ８ １ ８２２ ２ ２ ４２４ ７ ２ ３１０ ２ １ ２６２ ９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２０２０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统计公报»ꎬ中国商务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ꎮ

金融合作取得长足进步ꎬ机制渠道不断拓宽ꎮ 一是中国金融机构在中东

—５３—

① «我国与中东欧 １７ 国贸易额首超千亿美元»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０４ / ｃ＿１１２７０６５２９７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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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国家的网点大大增多ꎮ 中国银行已在波兰(２０１２ 年)、匈牙利(２０１４ 年)、捷克

(２０１５ 年)、塞尔维亚(２０１７ 年)、罗马尼亚(２０１９ 年)和希腊(２０１９ 年)设立分支

机构ꎻ中国工商银行在波兰(２０１２ 年)、捷克(２０１７ 年)设立分支机构ꎬ并筹备拓

展希腊业务ꎻ中国建设银行在波兰(２０１７ 年)设立分行ꎬ并准备在匈牙利新设分

支机构ꎻ交通银行在捷克(２０１９ 年)开设分行ꎮ 此外ꎬ匈牙利国家银行、波兰国

家银行和斯洛伐克央行先后进入中国银行的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ꎻ波兰、匈牙

利、克罗地亚、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先后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

的正式成员①ꎮ 二是融资渠道更为广阔、合作机制更为健全ꎮ 继 ２０１２ 年中国

向中东欧国家提供 １００ 亿美元专项贷款后ꎬ中国在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分设两

期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ꎬ其中一期封闭金额为 ４ ３５ 亿美元ꎬ二期计划

规模达 １０ 亿美元②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中国决定建立中国—中东欧协同投融资合

作框架ꎬ并设立 ３０ 亿美元规模投资基金ꎮ 此外ꎬ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ꎬ中国—中东欧银

行联合体在布达佩斯正式成立ꎻ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ꎬ中国—中东欧国家数字金融科技

协调中心在维尔纽斯建成ꎮ
大项目合作不断走深走实ꎬ由以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领域大项目合

作为主逐步转向具有较高附加值的科技合作与绿色合作ꎮ 目前ꎬ中国—中东

欧国家合作已经涌现比雷埃夫斯港、匈塞铁路、佩列沙茨大桥、黑山南北高速

公路、斯梅代雷沃钢厂、塞尔维亚紫金铜业以及波黑斯坦纳里火电站等示范

项目ꎮ 黑山莫祖拉风电站、波黑乌洛格水电站、塞尔维亚潘切沃联合循环电

站以及匈牙利中国恩捷集团锂电池隔膜生产基地等相继启动建设或投入运

营ꎬ成为绿色合作的旗舰项目③ꎮ ２０２１ 年ꎬ由中国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投资

兴建的匈牙利考波什堡光伏电站与中国—中东欧基金投资收购的波兰光伏

电站项目相继竣工投运ꎬ每年将分别减少 １２ 万吨、５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④ꎮ

—６３—

①

②

③

④

徐菁忆:«中国—中东欧“１７ ＋ １ 合作”机制研究»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

版ꎬ第 １０７ 页ꎮ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ａ － ｃｅｅｆｕｎｄ ｃｏｍ /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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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１０ 年:评估与思考

在此基础上ꎬ各方积极拓展科技创新领域合作ꎬ通过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

合作大会等平台ꎬ促进各国创新资源对接和数字科技领域合作ꎮ 多数中东欧

国家工业基础较好、劳动力素质较高、成本较低、融入欧盟大市场、数字转型

需求旺盛ꎬ具有与中国拓展科技领域合作的巨大空间①ꎮ
人文交流日趋紧密ꎬ内涵不断丰富ꎮ ２０１３ 年ꎬ“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

教育政策对话会”“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合作论坛”相继举行ꎬ并成立机制

化的合作模式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成立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ꎬ并开展年度

对话会ꎮ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９ 年ꎬ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
中国—中东欧研究院、中国—中东欧国家全球伙伴中心相继成立ꎬ为整合中

欧双方研究机构、人员与资源ꎬ推动智库交流搭建了新型平台ꎮ 在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１ 年的“中国—中东欧国家旅游合作促进年”
“中国—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年” “中国—中东欧国家媒体年” “中国—中东

欧国家教育、青年交流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年”
期间ꎬ大量主题活动和配套活动相继举行ꎮ 塞尔维亚、波黑、阿尔巴尼亚、黑
山等国相继对华实施免签或签证便利化措施ꎬ双边旅游人数大幅提升ꎮ 此

外ꎬ双方的文化中心建设不断增多ꎬ以对方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和中心相

继建立②ꎮ
地方合作蓬勃发展ꎬ涌现出许多鲜活范例ꎮ 目前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地

方领导人会议已相继在中国重庆(２０１３ 年)、唐山(２０１６ 年)、沈阳(２０２１ 年)、
捷克布拉格(２０１４ 年)和保加利亚索非亚(２０１８ 年)举行ꎮ ２０１４ 年“布拉格会

议”期间ꎬ中国—中东欧地方省州长联合会成立ꎮ 同时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结

对的友好省州、城市已超过 ２００ 对ꎬ其中在 ２０１２ 年之后新结对数超过 １００
对ꎮ 浙江宁波、河北沧州、四川成都、重庆等省市利用自身临港优势、制造业

基础、人才创新机遇和历史传承拓展与中东欧国家在制造业、科技创新、中小

企业方面进行合作ꎮ 落户宁波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更是成为中东欧

企业了解、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ꎮ 捷克布拉格、波兰华沙以及匈牙利布

达佩斯等在中东欧地方城市对华合作中的表现较为活跃③ꎮ 此外ꎬ多条中欧

班列新线在中东欧的开通也不断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合作助力ꎮ

—７３—

①
②

③

龙静:«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上的创新合作»ꎬ«欧亚经济»２０２０ 年第４ 期ꎮ
徐刚:«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的中国(中)东欧研究:基于学科建设的初步思考»ꎬ«俄

罗斯东欧中亚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ꎮ
徐刚:«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地方合作:历程、现状与政策建议»ꎬ«欧亚经济»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ꎮ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应当讲ꎬ穷尽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成就并不现实ꎬ不但有农业、科技、
卫生、中小企业、电子商务等领域未能囊括ꎬ就是前述总结也肯定会有遗漏ꎮ 然

而不容回避的是ꎬ在中国—中东欧国家 １０ 年合作期间ꎬ失败或者遇到挫折的合

作案例亦有不少ꎮ 例如ꎬ中国海航机场集团中标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机场特许

经营权“悄然告吹”ꎻ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蛰伏十余载的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

核电厂建设项目“无果而终”ꎻ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中标和建设波黑图兹拉火电

站 ７ 号机组项目历经数年“磕磕绊绊”ꎻ黑山南北高速公路一期项目成为该国政

治斗争的“首选”ꎬ二期项目可能“作古”ꎻ立陶宛克莱佩达港项目以“可能恶化

立陶宛与西方关系”的理由被叫停ꎻ中国光大控股在收购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国

际机场 １００％股权 ５ 年后退出①ꎮ 此外ꎬ中国在塞尔维亚、波黑等国家的一些矿

产、能源投资项目遭受西方和非政府组织的环保压力也不小②ꎮ

二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运行的有益经验和不利因素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平台之所以能够在 １０ 年间取得一系列显著成

就ꎬ在于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务实均衡、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精神ꎬ形成了

符合自身特点并为各方所接受的合作原则ꎮ 然而ꎬ随着国际环境急剧变化尤

其是美欧挑动地缘博弈和战略竞争后ꎬ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遭遇的艰巨考

验和不利因素逐渐显现ꎮ
(一)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既为中国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注入了强

劲动力ꎬ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实践提供了有益经验

第一ꎬ扎根务实合作ꎬ回应各国发展需求ꎬ坚持共商共建共享ꎬ不断实现各

国人民的认同感、参与感、获得感ꎮ 从发展历程看ꎬ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虽由

最初以经贸合作为基础的“华沙 １２ 点倡议”拓展为涵盖经贸、互联互通、金融、
人文等各领域交互合作的架构ꎬ但一直聚焦务实合作ꎬ推动合作均衡发展ꎬ坚持

经济和人文结合、贸易和投资并重ꎮ 早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平台建立前ꎬ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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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提出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布达佩斯原则”和“布加勒斯特原则”均强

调搁置各国意识形态分歧ꎬ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推动地区的和平、合作与发

展①ꎮ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运行以来ꎬ中方一再强调合作不附带任何政治条

件ꎬ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没有“战略意图”和地缘政治诉求ꎬ唯一的目的是通过务

实合作促进双方共同发展ꎮ ２０１５ 年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明确

将经济合作、互联互通、产业合作、金融合作作为重点ꎬ突出合作的务实导向②ꎮ
随后历次领导人会晤中所通过的纲要或活动计划均延续这一思路ꎬ并将其他领

域合作作为巩固务实合作基础、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手段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 ２０２１ 年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明确指出ꎬ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聚焦务实合作ꎬ让成果惠及不同国家、不同人群ꎮ 在此基础上ꎬ
中方提出直面疫情挑战、聚焦互联互通、坚持务实导向、着眼绿色发展与科技创

新等四项合作倡议ꎬ甚至提出未来 ５ 年从中东欧进口农产品翻番、农业贸易额

增长 ５０％及进口累计价值 １ ７００ 亿美元以上的商品等具体承诺③ꎮ
第二ꎬ创新驱动发展ꎬ开放包容ꎬ先试先行ꎬ不断开拓中国—中东欧国家

合作的新领域、新阵地ꎮ 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都坚信开

放创造机遇、包容成就多元ꎬ这也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保持旺盛生命力

的根本所在ꎮ”④１０ 年来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各级政府、企业机构、民间团体以

及公民个人之间坦诚相待、敞开怀抱ꎬ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不

断注入正能量和新活力ꎮ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欢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

积极参与ꎬ实现共赢多赢ꎮ 该平台吸收了奥地利、白俄罗斯、瑞士、欧盟、欧洲复

兴开发银行等为观察员ꎮ 同时ꎬ三方或多方合作项目也在不断增多⑤ꎮ 更为重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王缉思:«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２０１９(上)»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ꎬ第 １１ ~１４ 页ꎮ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 ｃｅｅｃ ｏｒｇ / ｚｙｗｊ / ｌｄｒｈｈｃｇｗｊ / ２０２２０３ / ｔ２０２２０３１６＿１０６５２２６３ ｈｔｍ
«习近平在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全文)»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０９ / ｃ＿１１２７０８６６３２ ｈｔｍ
同③ꎮ
中国与欧盟及欧洲大国之间的三方合作已经在中东欧国家展开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ꎬ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波黑泛欧“５Ｃ 走廊”高速公路
查普利纳(Ｃａｐｌｊｉｎａ)段项目正式开工ꎬ工程总造价约 １ 亿欧元ꎬ由欧洲投资银行提供融资ꎬ这
是中国企业首次在波黑同欧盟开展三方合作项目ꎮ 中国在保加利亚从事的代夫尼亚水泥
厂项目ꎬ由意大利水泥集团投资ꎬ“中材建设”总承包ꎬ为当地提供 ４ ０００ 多个就业岗位ꎮ 由
中国路桥集团承包的佩列沙茨大桥工程是中克(克罗地亚)合作最大项目ꎬ总价估计为 ３ ５７
亿欧元ꎬ该项目由欧盟“聚合政策基金”提供资金支持ꎬ也成为三方合作共赢的典范ꎮ 参见
刘作奎:«大变局下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ꎬ«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ꎮ 此外ꎬ２０２１
年 １ 月ꎬ中国、法国和塞尔维亚三方公司共同签署修建贝尔格莱德地铁协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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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ꎬ在许多领域和层面的合作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敢于创新ꎬ从无到有ꎬ从少到多ꎬ从小到大ꎬ构建了一幅全方位、宽领域和多层

次的合作网络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已经建成或计划成立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协调机制、联合会或中心约 ３２ 个ꎬ涉及旅游、高校、投资促进、农业、技术转

移、智库、基础设施、物流、林业、卫生、能源、海事、中小企业、文化、银行、环
保、电子商务和创新合作等领域(见表 ３)ꎮ

表 ３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各协调机制、联合会或中心

中东欧

城市 名称 时间

布达佩斯

中国—中东欧国家旅游促进机构和旅游
企业联合会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中东欧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中国—中东欧研究院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中国—中东欧中医药中心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中国—中东欧银联体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华沙
中国—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中国—中东欧国家海事秘书处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布拉格 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索非亚
中国—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促进联合会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中国—中东欧国家全球伙伴中心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卢布尔雅那 中国—中东欧国家林业合作协调机制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里加 中国—中东欧物流合作联合会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布加勒斯特
中国—中东欧国家能源项目对话与合作
中心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布拉迪斯拉发 中国—中东欧国家虚拟技术转移中心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斯科普里 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合作协调中心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萨格勒布 中国—中东欧国家中小企业协调机制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波德戈里察 中国—中东欧国家环保合作机制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萨拉热窝 中国—中东欧国家兽医研究中心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中国

天津 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北京 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苏州 中国—中东欧国家卫生合作促进联合会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北京 中国—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中方理事会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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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中国

城市 名称 时间

杭州 中国—中东欧国家音乐院校联盟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深圳
中国—中东欧国家农产品(电商)物流
中心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北京 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联盟秘书处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杭州 中国—中东欧国家图书馆联盟秘书处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北京
中国—中东欧国家全球伙伴中心
(中方秘书处)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宁波

中国—中东欧国家海关信息中心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中国—中东欧国家公众健康产业联盟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中国—中东欧国家电子商务合作对话
机制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中国—中东欧国家卫生和植物卫生工作
组机制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研究中心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政府、外交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等官网以及相关网站

整理ꎮ

第三ꎬ坚持与中欧关系相向而行的原则ꎬ在拓展中欧关系实践的同时

丰富中国新时代外交的内涵ꎮ 自中国—中东欧合作平台建立开始ꎬ中国领

导人一再强调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同中欧关系并行不悖ꎬ前者是后者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ꎮ 也就是说ꎬ这一平台对中国、中东欧、欧盟三方

的积极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ꎮ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为中东欧国家的发

展注入了新的动能ꎬ为中东欧地区和国际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公共产品ꎮ 有

学者甚至强调ꎬ中东欧国家借助该平台获得了经济上的收益ꎬ在政治上获

得欧洲乃至国际社会更多关注ꎬ开展对外关系行动的能力及其发挥影响力

的机会也有所提升①ꎮ 对于中国来讲ꎬ这一合作平台的意义也极为显著ꎮ
中国与中东欧各国一道且试且行、共商共建ꎬ并依托该平台在全球治理

和发展、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议题上阐明了中国立

场ꎬ提出了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ꎮ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开创了全球化

—１４—

① 简军波等:«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机制:成就、挑战与前景»ꎬ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

究中心专题报告系列第 ３ 期ꎬ２０２２ 年 ７ 月ꎬ第 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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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
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①ꎮ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协调员机制和中方特

别事务代表的设立②均为中国同中东欧国家乃至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提供了

有益经验ꎮ
(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国际环境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带来诸多

不利因素

第一ꎬ美国加速重返中东欧ꎬ将中东欧作为对华围堵的重要区域ꎮ 中东

欧尤其是“北约东翼”国家在安全上对美国高度依赖ꎬ被美国视为将安全与经

济相捆绑、对华进行遏制与威慑的“样板地区”ꎮ 特朗普执政以来ꎬ美国加大

对中东欧地区的投入ꎬ试图以安全保证捆绑经济利益ꎬ要求中东欧国家与美

国一道对华施压ꎮ 在“威逼利诱”下ꎬ部分中东欧国家积极向美靠拢ꎮ 美国在

捷克相继举行两场“５Ｇ 安全峰会”ꎬ推出所谓“布拉格倡议”ꎬ并在中东欧推

行“清洁网络”计划ꎬ要求中东欧国家在限制华为问题上选边站队③ꎮ 美国还

积极支持波兰倡导的“三海倡议”ꎬ通过美国国际发展融资公司(ＤＦＣ)向

“三海倡议投资框架”注资ꎬ试图在“拉住”波兰的同时抗衡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④ꎮ 拜登政府执政后ꎬ美国在中东欧的政策得以延续ꎮ 此外ꎬ美国

怂恿立陶宛、捷克等国政客挑动涉台问题ꎬ炒作“退出对华合作平台”等负面

舆论ꎮ
第二ꎬ欧盟逐渐加大对中东欧特别是西巴尔干地区的投入ꎮ 早在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开始初期ꎬ欧盟及主要成员国内部就弥漫着“中国分裂、挖墙

脚”的言论ꎮ 随着近年来接连遭受难民危机、英国“脱欧”、乌克兰危机的冲

击ꎬ欧盟的焦虑症日益明显ꎬ疑惧域外势力挤占欧洲空间ꎬ“泛安全化”思维占

—２４—

①

②
③

④

吴白乙、霍玉珍、刘作奎主编:«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进展与评估报告(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第 ３７ 页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中国设立外交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特别事务代表ꎮ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Ｔｈｅ Ｃｌｅ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ｈｔｔｐｓ: / /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１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ｔｈ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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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风①ꎮ 在中东欧内部ꎬ匈牙利、波兰又因“法治”等争端与欧盟不睦ꎬ西巴

尔干成员更因“入盟”进程迟滞对欧盟心生怨气、若即若离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上

任的冯德莱恩将新时期的欧盟委员会定义为“地缘政治委员会”ꎬ显示欧盟在

西巴尔干地区抗衡域外势力“地缘影响”的目的②ꎮ 概言之ꎬ欧盟对域外大国

与其成员国、“入盟”进程成员建立合作关系的动向保持高度警惕ꎬ特别是对

于无法掌控的合作项目ꎬ欧盟通过出台法律文件、对冲计划等举措加以应

对③ꎮ 近年来ꎬ欧盟加大了对中东欧成员国对华投资的审查与合规性调查ꎬ
并相继提出“西巴尔干经济与投资计划”④和支持建立“共同区域市场”⑤ꎬ以
规范、限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开展合作ꎮ 甚至可以说ꎬ欧盟已经将中国塑造

成其在西巴尔干地区的“对手”⑥ꎮ
第三ꎬ新冠肺炎疫情暴发ꎬ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使中国—中东欧国家

合作的环境变得尤为复杂ꎮ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使欧盟认识

到经济全球化的脆弱性ꎬ从而开始增强自身产业韧性ꎮ 中东欧国家距西欧主

要市场较近、生产成本较低且劳动力素质较高ꎬ因此被欧盟视为构建产业链

韧性的关键一环ꎮ 疫情暴发后全球的“芯片荒”和乌克兰危机升级加剧了供

应链危机ꎬ使欧盟认识到提升半导体上下游产业生产能力和供应韧性对欧盟

长期竞争力的关键作用ꎮ 在此背景下ꎬ欧盟希望发挥波罗的海三国、波兰、捷
克等国技术和产业的相对优势ꎬ结合巴尔干国家相对低廉的生产成本和劳动

力优势ꎬ构筑半导体上下游产业体系ꎮ 而中东欧国家也希望借此提升自身在

欧盟中的地位与核心竞争力ꎮ 近年来ꎬ立陶宛、斯洛伐克和捷克一再挑动涉

台问题ꎬ原因之一就是希望成为台湾半导体产业在中东欧投资设厂的“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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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ꎬ争取本国的长久竞争力①ꎬ而立陶宛更是希望结合本国激光产业传统

优势与德法等下游产业合作在本国设厂ꎬ致力于构筑半导体上下游产业集

群②ꎮ 欧盟“战略自主”与半导体韧性、部分中东欧国家争取竞争优势的意图

以及美国企图以涉台问题对华施压三重因素交织叠加ꎬ使中国在中东欧开展

合作面临更多困难ꎮ 同时ꎬ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立场的差异也会在一定程度

上“外溢”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ꎮ “北约东翼”国家长期与俄不睦ꎬ尤其

是波兰、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因同俄罗斯的历史纠葛及同乌克兰的关

系ꎬ与俄罗斯的关系更为紧张ꎮ 在“援乌抗俄”成为“政治正确”的背景下ꎬ
“中俄联合论”“中俄共同威胁论”在部分国家仍有市场ꎬ为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增添一定的负面压力ꎮ
第四ꎬ中东欧各国国内政局多变ꎬ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带来不稳定

性ꎮ 有学者研究指出ꎬ中东欧国家众多ꎬ政情复杂多变ꎬ对很多大项目合作造

成干扰ꎬ导致项目落地不均:政局稳定并致力于推动对华合作的国家ꎬ项目落

地就多一些ꎬ反之则项目落地少一些③ꎮ 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１０ 年期

间ꎬ匈牙利、塞尔维亚和波兰等国政局总体稳定ꎬ这些国家提升对华关系的意

愿较强ꎬ开展对华合作的项目也较多ꎮ 相反ꎬ在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等政府

稳定性较差的国家ꎬ不仅对华合作屡受影响ꎬ对华合作还往往成为反对派借

题发挥的“对象”ꎮ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ꎬ中东欧国家政府稳定性弱的趋势明

显ꎮ 仅 ２０２１ 年ꎬ在中东欧地区只有阿尔巴尼亚、捷克和保加利亚 ３ 个国家举

行大选的情况下ꎬ却有保加利亚、北马其顿、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罗马

尼亚和斯洛伐克 ７ 个国家出现了 ８ 次政府更替④ꎬ保加利亚更是经过 ３ 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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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才成立了政府ꎮ 在后疫情时代和乌克兰危机升级交织的影响下ꎬ中东欧

多国政局的不确定性和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均在显著增大ꎬ这些因素无疑

给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乃至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双边关系带来实

际困难ꎮ
第五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战略需求具有不对称性ꎮ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之间没有历史遗留问题是双方开展合作的一大优势ꎬ但几乎没有一个中东

欧国家在内部重大问题上需要中国站台ꎮ 相反ꎬ中国在涉台、涉藏、涉疆、
涉港、南海主权和人权等问题上需要中东欧国家的支持ꎬ这种支持随着中

美博弈和中欧竞争的加剧变得日益重要①ꎮ 退一步说ꎬ在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的务实合作领域中ꎬ恐怕也只有中国的投资仍然受中东欧国家的青睐ꎮ
我们不时看到中东欧多国政客对该国同中国贸易存在巨大逆差“说三道

四”ꎬ而实际上贸易政策制定者、企业主体出于欧洲市场的饱和度以及欧洲

内部贸易协定的要求对中国市场的兴趣度并不高ꎮ 更为不利的是ꎬ“冷战”
结束后的一段时期ꎬ尽管中东欧国家因涉台、涉藏等问题不时与中国发生

摩擦甚至冲突ꎬ但双方并无根本利益分歧ꎬ友好合作是主基调ꎮ 换句话说ꎬ
中东欧国家传统上未对中国有扩展“战略空间”或“势力范围”的担忧ꎮ 然

而ꎬ乌克兰危机的升级从系统上改变了中东欧地区的安全结构ꎮ 美国很可

能会利用中东欧国家对安全的迫切需求以及双边的不对称依赖关系来胁

迫有关国家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步调一致②ꎮ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ꎬ
特别是美欧对华遏制加剧ꎬ中东欧国家被迫将自身绑上所谓的美欧“对华战

略”的战车上ꎮ

三　 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新征程的思考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ꎬ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将踏上

新的征程ꎬ开启下一个新时代ꎮ 为助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行稳致远ꎬ中
国应坚定不移地推进务实合作和精准合作ꎬ使合作成果惠及不同国家、不同

人群ꎬ构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利益共同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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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ꎬ做好新征程的顶层规划

１０ 年的合作实践表明ꎬ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的成就喜人ꎬ获得的

经验丰富ꎮ 同时ꎬ国际环境的变化也给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带来了巨大挑

战ꎮ 在新的征程上ꎬ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应扬长避短ꎬ继续利用并推广好

的经验ꎬ克服甚至消除不利的因素ꎮ 对于中方来说ꎬ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

划尤为重要ꎮ 未来我们要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置于百年变局的复杂国

际环境中、中欧关系的大框架内以及中美博弈的背景下进行规划ꎬ既不因小

失大ꎬ也要以小博大ꎮ 此外ꎬ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

于国家层面双边关系的发展ꎬ而是要塑造成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中

小型国家、中国与现有国际和地区机制内成员国合作的范例①ꎮ 而最根本的

问题是ꎬ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应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契合ꎮ 在国际环境的变化日益侵蚀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的基础时ꎬ应慎重研究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平台以各方均

可接受的方式“转型”ꎮ
(二)扎根务实合作和精准合作ꎬ最大程度增加参与各方的获得感

首先ꎬ实事求是做好总结ꎬ认认真真开展研究ꎮ 中国与中东欧各国一道

总结 １０ 年来各国政府、企业以及民众通过参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获得

的实在好处和存在的显著问题ꎬ科学分析后疫情时代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背景

下对华合作的重点需求和拓展领域ꎮ 其次ꎬ注重各参与方的“供需关联”ꎬ提
升各方的获得感和舒适感ꎮ 注重提供人性化、民生类公共产品ꎬ兼顾互联互

通的“硬软平衡”ꎮ 突出卫生应急、传染病防治、医疗科技研发、重大自然灾害

应对、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半导体技术和电子商务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ꎮ 有

效回应中东欧国家关切的“多瑙河倡议” “黑海发展战略”等区域合作规划ꎬ
照顾中东欧国家的差异化诉求②ꎮ 大力推进地方合作和第三方市场合作ꎮ
最后ꎬ要突出强调各类合作平台的精细化、集中化ꎮ 平台机制应把握“活动务

实、专家主导、慎重新设、逐步强大”的原则ꎮ 吸纳更多专家参与各层次、各协

调机制的对话ꎬ积极发挥“二轨外交”的作用ꎮ 广开言路ꎬ充分发扬专家意见、
专业精神ꎬ从“多而全”逐步转向“少而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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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重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ꎬ夯实合作的民意基础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ꎬ民相亲在于心相通ꎮ 换言之ꎬ国家之间的交往和友

好虽不完全由普通百姓推动ꎬ但主要由百姓感知ꎮ 众所周知ꎬ中东欧国家政

局多变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产生不利影响ꎮ 这就要求推动中国—中东

欧国家合作或者发展同任一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时重视民意基础、筑牢社会根

基ꎮ 中国应积极学习欧美国家的经验ꎬ构建“政府引导ꎬ社会(含企业)为主”
的对欧人文交流新格局ꎬ加强民间友好往来ꎬ在厚植民意基础上多下功夫①ꎮ
下一步ꎬ可以探索成立副总理级别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人文交流机

制ꎬ涵盖和统领已有的(并不再新建)文化、艺术、教育、出版、体育、媒体、智
库等各中心或联合会ꎬ设置人文交流年度主题ꎬ推动政府、社会组织、民间

力量、华侨华人等广泛参与ꎬ使其成为新时期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

要抓手ꎮ
(四)坚持创新保持旺盛生命力ꎬ不断探索合作的新领域和新业态

创新是事物发展进步的动力和源泉ꎮ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要经

验之一就是通过创新不断成长ꎮ 然而ꎬ在新的征程上、在已经取得显著成绩

的基础上ꎬ创新的难度的确有所增加ꎮ 这就要求:第一ꎬ创新的方式需要调

整ꎮ 例如ꎬ如何切实解决因疫情影响面对面交往减少的缺憾ꎬ如何将政策文

件、合作协议真正有效落地ꎬ等等ꎮ 第二ꎬ创新不能回避问题ꎮ 在过去 １０ 年

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遇到的困难和障碍需要通过创新方式来面对并解

决ꎮ 例如ꎬ贸易领域的逆差问题ꎬ投资领域的“债务陷阱论”的指责ꎬ基础设施

建设中的环保压力ꎬ等等ꎮ 第三ꎬ重点关注创新合作的方式、内容和主体ꎮ 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既要利用现有机制、平台和政策加强并推动科技创新领域的

合作②ꎬ又应抓住新发展理念下的新业态、新领域合作ꎬ还需要激发以城市为

核心的地方层面的创新合作以及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创新合作中的主体

地位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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