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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产业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马骏驰

【内容提要】 　 奥匈帝国解体、东欧转轨以及加入欧盟都给匈牙利的产

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ꎮ 在当今匈牙利的产业结构中ꎬ工业已经超过农业成

为第一大产业且产值持续增长ꎮ 工业中的制造业是匈经济的核心部门ꎬ其
中汽车制造业扮演着关键角色ꎮ 农业方面ꎬ虽然其产值在 ２１ 世纪整体下

降ꎬ但种植业和畜牧业依旧是匈农业的主力生产部门ꎮ 未来欧尔班政府尝

试通过再工业化和多样化措施改变匈牙利的产业格局ꎬ但匈产业的若干基

本特点使得这些措施的效果存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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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的产业在 ２０ 世纪和 ２１ 世纪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变革ꎬ第一次是奥

匈帝国的解体ꎬ第二次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转轨ꎬ第三次是 ２００４ 年匈牙利正

式加入欧盟ꎮ 这三次变革不仅深刻改变了匈牙利的经济和产业结构ꎬ而且也

改变了此后匈牙利的发展路径ꎮ 自 ２０１０ 年欧尔班上台以来ꎬ匈牙利的 ＧＤＰ
除了 ２０１２ 年增幅为负之外ꎬ基本保持一定的增长ꎬ２０１４ 年更是达到 ４ ２％ ①ꎮ
出口部门也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ꎮ 不过ꎬ一国的经济和产业的发展从来

都不是单个政府能够决定的ꎮ 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发展、社会习俗等都能通过

渐进的方式影响一国的经济和产业ꎮ 欧尔班所谓“非自由民主”的体制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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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带来了切实的发展ꎬ但是这种发展均建立在此前匈牙利的经济和产

业发展的基础之上ꎮ 本文简要梳理匈牙利产业的发展历程ꎬ分析当今产业的

现状以及未来其发展可能遇到的问题ꎮ 鉴于匈牙利服务业历史的资料十分

有限ꎬ故本文的研究对象集中在农业和工业ꎮ

一　 匈牙利产业的历史发展

在 １８６７ 年奥地利和匈牙利达成折中协议后ꎬ二元制的奥匈帝国自此成

立ꎮ 在 ２０ 世纪ꎬ奥匈帝国继美国、德国和英国之后一跃成为世界第四大机械

制造国和出口国ꎬ这一水平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法国ꎬ其实力可见一斑①ꎮ 奥

匈帝国建立以后ꎬ匈牙利从一个较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兼具工业和

农业的开放型经济体ꎬ但依旧以农业为主ꎬ其工业产值直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才超过农业产值ꎮ
(一)农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ꎬ农业一直是匈牙利经济的支柱产业ꎬ也是其对外出

口的重要产业ꎮ 出口的主要对象国是奥地利和德国ꎮ 奥匈帝国解体后匈牙

利损失了近 ６０％的人口和 ３０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ꎮ 新边境内的耕地面积仅

占原耕地面积的 ３８ ６％ ②ꎮ 同时由于帝国的解体ꎬ此前无关税的农产品市场

也不复存在ꎮ 当时匈牙利的农产品无法在市场上与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自由

竞争ꎬ出口面临较大困难ꎬ这对匈牙利农业和整个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ꎮ
农业在此后的五六年内一直没能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ꎮ 虽然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政府尝试通过土地改革来缓解这一问题ꎬ但也没能收

到很好的效果ꎮ 大萧条使匈牙利经济雪上加霜ꎬ农产品价格下降近 ５０％ ꎮ 直

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末ꎬ德国和意大利为了备战同匈牙利签署了特定的农业进

口协议ꎬ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价格收购匈牙利的农产品ꎮ 此时匈农产品价

格和其整体经济才得以回升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主义时期ꎬ纳吉和拉科西等人的一系列改革

使匈牙利农业一度再次成为经济的支柱产业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由于大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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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以及数万名私有部门小生产者的存在ꎬ匈牙利的农业生产完全能够满

足国内需求且其产量的 １ / ３ 用于出口ꎮ 这段时期也被称为是匈农业最辉煌

的时期ꎮ 不过到了转轨时期ꎬ农业再次经历了下滑ꎮ
１９９１ 年的«土地补偿法»尝试改变和调整当时的产权结构ꎬ这是匈牙

利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土地改革ꎮ 当时新政府的目标是以私有制和

市场经济为基础ꎬ建立有效的、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农业经济ꎮ 这种农

业经济即使在大量减少补贴的情况下ꎬ也能保持持续的出口能力①ꎮ 但是ꎬ
由于缺乏资本ꎬ私有部门的农业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展ꎬ大部分依旧保留

了小农生产的模式ꎮ 那些得到土地补偿的所有者并不想继续经营农业ꎬ而
是很快将土地套利出售ꎮ 在出口方面ꎬ由于华约组织解体ꎬ匈农产品出口

对象国的需求下降ꎮ 而在丧失了这一保护性市场之后ꎬ匈农产品缺乏竞争

力的问题进一步暴露ꎮ 此外ꎬ当时匈对西欧的出口水平尚不足以弥补整个

农业的缺口ꎮ
这一情况仅在匈牙利与欧盟建立联系后才有所改变ꎮ １９９２ 年匈牙利签

署了联系国协定ꎮ １９９４ 年正式递交了“入盟”申请并在 １９９８ 年开启了“入
盟”谈判ꎮ 欧盟在 １９９９ 年正式启动了专门针对农业和地区发展的 ＳＡＰＡＲＤ
计划(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主要

用以解决这些国家农业部门和地区的结构性调整问题②ꎮ 由于该计划可以

延期至“入盟”后ꎬ匈牙利在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７ 年一直享有该项目的补贴ꎮ 加入欧

盟后的匈牙利从共同农业政策中又获得了大量的补贴ꎮ 据统计ꎬ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ꎬ匈牙利从中获得 １３４ 亿欧元的补贴③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ꎬ匈牙利将从中获

得 １２０ 亿欧元的补贴④ꎮ 在这些项目的支持下ꎬ匈农业产出和出口水平均有

所增长ꎮ 而且奥匈帝国时的出口优势产品ꎬ即谷物和谷物制品也恢复了在农

业出口中的优势地位ꎮ 不过ꎬ自加入欧盟后ꎬ匈牙利农业部门对外贸易的净

出口水平却在下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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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ꎬ由于匈牙利的面粉出口以及喀尔巴阡山铁路网的

建设ꎬ金融信贷市场、采矿业以及机械制造业随之发展ꎬ这些都为匈牙利的工

业奠定了基础ꎮ 到 ２０ 世纪初ꎬ匈工业从矿石开采和冶金、煤炭开采到电气机

械、造船业、汽车业以及铁路设备制造等均处于上升趋势ꎮ 在 １９１０ 年左右ꎬ
匈工业部门的就业人数达到 １５０ 多万ꎮ 但奥匈帝国解体后ꎬ领土的丧失深刻

改变了匈牙利的工业格局ꎮ ４７ ５％的发电厂、５０％的工业从业者被分割到其

他国家ꎮ 工业产值进而下降 ３ / ４ꎮ 而且随着领土的割让ꎬ匈牙利也丧失了基

础资源ꎮ 例如ꎬ在采矿业ꎬ除了煤矿外ꎬ匈丧失了几乎全部的金银矿、铁矿石

的开采工厂①ꎮ 匈牙利自此也成为一个基础资源短缺的国家ꎮ 这带来了另

一个问题ꎬ即留在匈牙利新边境内的生产设备与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需求的

能力ꎮ 上述奥匈帝国解体的负面影响ꎬ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英国、美国

等外资的到来而得到缓解ꎮ 当时工业主要集中在轻工业中的纺织业ꎬ后来ꎬ
金属冶炼、机械制造、电子设备以及化学工业也有所发展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引入苏联的工业模式ꎮ 但到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ꎬ匈政府提出产业政策的概念ꎬ并改变了此前对经济的干预策略ꎬ改为对特

定的发展前景较好的产业在政策和技术上予以扶持ꎬ而不是直接干预企业行

为ꎮ 在这一背景下各类工业部门开始有所发展或复苏ꎮ 在新经济机制时期ꎬ
机械制造业在匈牙利经济中的占比已经与西欧国家的水平相近ꎮ 通信技术

和精密仪器制造得到了一定发展ꎮ 不过ꎬ匈牙利的工业产品此时主要还是在

经互会的范围内流动ꎬ大部分是易货贸易②ꎮ 到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随着匈经

济和金融领域的开放ꎬ工业结构多样化的局面已经形成ꎬ其中制造业的比重

依旧最大ꎮ 食品、饮料和烟草行业、机械制造业以及化工这三大行业的比重

相近ꎬ占比处于第四位的则是电力、燃气、供热和供水行业③ꎮ
转轨时期ꎬ匈牙利工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ꎮ 但当时安道尔政府过于

强调私有化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ꎬ而忽略了过于急躁的私有化所带来的

负面影响ꎮ 再加上当时缺乏有效的资产评估机制ꎬ国外企业通常能够以较低

的价格收购匈牙利各类企业ꎮ 虽然有些外资是为了获得市场ꎬ但更多的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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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消灭竞争对手ꎬ在收购后这些匈企业被直接关闭ꎮ 另外ꎬ当时政府针对私

有化并没有一个完善的政策ꎬ更多的是希望利用私有化来增加国家收入以偿

还债务ꎮ 这种心理和政策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ꎬ不仅国家收入减少ꎬ而
且本土产业被外资控制ꎬ自身发展空间缩小ꎮ

在经历了转轨的衰退期后ꎬ匈牙利逐步享受到欧盟单一市场的好处ꎬ其
工业出口水平激增①ꎮ 一方面ꎬ更多的外来投资设厂使得匈牙利出口中机械

及运输设备的比重上升ꎬ进口中能源和中间产品的比重增加ꎮ 这意味着匈牙

利作为德国等西欧国家制造组装基地的角色分工进一步加强ꎮ 另一方面ꎬ匈
本土企业逐渐成为西欧跨国大型企业的供应商ꎮ 可见ꎬ整个匈牙利的经济已

经深刻融入欧洲ꎬ乃至世界的产业链之中ꎮ 继奥匈帝国和经互会后ꎬ匈牙利

的产品再次获得了保护性的市场ꎮ

二　 当今匈牙利的产业情况

(一)匈牙利产业的总体格局

匈进出口贸易的数据能够揭示当今其产业的发展和结构ꎮ 根据 ２０１７ 年

的数据ꎬ匈牙利货物出口总额为 ３１ １ 万亿福林ꎬ进口总额为 ２８ ６ 万亿福

林②ꎮ 其中最重要的出口货物是机械及运输设备ꎬ其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

５５ ８％ ꎬ而其中占比最大的是陆用车辆类ꎮ 出口贸易的第二大类是制成品和

化学品ꎬ占总出口的 ３２ １％ ꎬ在这一类别中ꎬ占比最大的是医药品ꎬ其次是科

学及控制用仪器和装置、未另列明的金属制品ꎮ 第三大类是食品、饮料及烟

草ꎬ占总出口的 ７ ２％ ꎮ 在这一类别中ꎬ最重要的出口产品是谷物和谷物制

品ꎬ其中 ４５％的谷物出口是玉米和小麦ꎮ 进口方面的结构与出口结构相近ꎬ
机械及运输设备与制成品和化学品占据前两位ꎬ食品、饮料及烟草排名第

三位ꎮ
在服务贸易方面ꎬ２０１７ 年服务出口总额为 ７ ４ 万亿福林ꎬ进口总额为

４ ９ 万亿福林③ꎮ ２０１７ 年比重最大的是商业服务ꎬ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

４２％ ꎬ进口的 ５８ ８％ ꎮ 商业服务中比重最大的是其他类ꎬ其中主要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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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商业咨询和公关服务ꎮ 商业服务比重第二大的是涉及资金流动方面

的服务项目ꎬ特别是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服务以及知识产权使用方面ꎮ 仅

次于商业服务贸易的是物流运输服务ꎬ占服务出口总额的 ２５ ２％ ꎬ进口总

额的 ２１ １％ ꎮ 其中在进口和出口两个领域最重要的都是公路运输服务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在进口领域ꎬ公路运输服务产值第一次超过空运服务ꎮ 服

务贸易排第三位的是旅游业ꎬ占服务出口总额的 ２３％ ꎬ占服务进口总额

的 １３ ８％ ①ꎮ
(二)农业②

当今匈牙利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已经下降很多ꎮ ２０１７ 年农业产

值为 １ ２１ 万亿福林ꎬ占当年 ＧＤＰ 的 ３ ３％ ꎬ为当年 ＧＤＰ 的增长贡献了

０ ４％ ꎮ 相对前几年ꎬ农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有所下降(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ꎬ农业产

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一直保持在 ３ ７％ ~ ４％之间)ꎬ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７
年各类作物的产值相对 ２０１６ 年有所下降ꎮ 根据匈牙利统计局农业核算体

系( Ｍｅｚöｇａｚｄａｓáｇｉ Ｓｚáｍｌáｋ Ｒｅｎｄｓｚｅｒｅ) 的数据ꎬ２０１７ 年农业总产值减少

１３％ ꎮ 传统优势的谷物产品中玉米和大麦均减产ꎬ仅畜牧业中的牛羊等养

殖规模有所上升ꎮ 从就业人数来看ꎬ农业的从业者在 ２０１７ 年约有 ２２ 万ꎬ
比 ２０１６ 年增长 １ ４％ ꎬ其中 ２０ 万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活动ꎮ 从地区

来看ꎬ由于面积和生产条件的区别ꎬ匈牙利各个地区的农业产值有较大差

异ꎮ 南部大平原(Ｄéｌ － Ａｌｆöｌｄ)地区和西部地区(Ｎｙｕｇａｔ － Ｄｕｎáｎｔúｌ)农业产

值较高ꎮ
农业中各个主要部门的比重没有太大变化ꎬ依旧集中在种植业和畜牧

业ꎮ 匈牙利的种植业主要是谷物和油料作物ꎮ 其中谷物主要包括小麦和玉

米ꎬ油料作物主要包括向日葵和欧洲油菜ꎮ 在畜牧业方面ꎬ主要出产的是肉

用猪、家禽、羊毛和牛奶ꎮ 总体来看ꎬ种植业和畜牧业的产值之和已经占农业

总产值的 ９２ ５％ ꎮ 在农业出口方面ꎬ２０１７ 年谷物和谷物制品的出口占农业

总出口的 ２１％ ꎬ肉及肉制品占 １４％ ꎬ蔬菜和水果占 １１％ ꎮ 在进口方面ꎬ肉和

肉制品占农业总进口的 １３％ ꎬ蔬菜和水果占 １３％ ꎬ饮料和烟草占 ９ １％ ꎮ 总

体来看ꎬ食品、饮料、烟草制品等是农业进出口的主力ꎮ 在出口目的地方面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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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匈牙利最大的出口目的地ꎬ以出口额计算ꎬ占比 １４ ９％ ꎻ其次是罗马尼

亚ꎬ占比 １１ ４％ ꎻ再次是意大利ꎬ占比 １１ ２％ ꎮ 在进口来源国方面ꎬ德国是匈

牙利最大的进口来源国ꎬ以进口额计算ꎬ占比为 ２０ １％ ꎻ其次是波兰ꎬ占比

１２％ ꎻ再次是斯洛伐克ꎬ占比 ９ ６％ ꎮ
从匈牙利农业在欧盟中的地位来看ꎬ２０１７ 年匈牙利的农业产出占欧盟总

产出的 １ ９％ ꎬ与 ２０１６ 年的 ２ １％相比有所下降ꎮ 种植业产出和畜牧业产出

分别占欧盟相应部门的 ２ ２％ 和 １ ６％ ꎮ 其中ꎬ谷物产出占欧盟产出的

４ ３％ ꎬ玉米的产出水平较高ꎬ占欧盟产出的 １０％ ꎮ 经济和油料作物产出占欧

盟产出的 ５ ５％ ꎮ 匈牙利禽类产品产出占比为 ３ ８％ ꎮ 不过ꎬ从每公顷农业

产值来看ꎬ２０１６ 年欧盟 ２８ 国的平均水平为 ２ ２４１ 欧元ꎬ１５ 个老成员国的水平

为 ２ ６４３ 欧元ꎬ而匈牙利仅为 １ ５７３ 欧元ꎮ 从单位从业者年均产值来看ꎬ欧盟

２８ 国的平均水平为 ４ ３ 万欧元ꎬ１５ 个老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为 ６ ９ 万欧元ꎬ而
匈牙利仅为 １ ９ 万欧元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虽然产值低于欧盟平均水平ꎬ但从

耕地面积来看ꎬ匈牙利在欧盟内排名第二位ꎮ 可见ꎬ匈牙利农业的生产效率

和赢利能力均偏低①ꎮ
与农业相关的食品加工业在近几年也有一定发展ꎬ其生产水平和出口水

平都有一定改善ꎬ这主要是由于匈牙利总体出口水平提高以及国内需求增

加ꎮ ２０１６ 年匈食品加工业的产值比 ２０１５ 年提高了 １ ４％ ꎬ其中用于内销的

部分在 ２０１６ 年占总产出的近 ６０％ ꎮ 可见ꎬ匈牙利的食品加工业主要还是依

靠国内市场的需求ꎮ 其增长主要得益于投入品的增多以及种植业、畜牧业和

能源价格的降低ꎮ 从需求侧来看ꎬ出口对象市场的需求以及该行业就业人数

的增加是主要原因ꎮ 匈牙利的食品加工业具有一定的集中特征ꎮ 五个最大

的产业占据了整个食品加工业产值的 ４０％ 左右ꎬ即禽肉加工和贮藏ꎬ占
１０ １％ ꎻ乳制品生产ꎬ占 ８ ７％ ꎻ肉类加工和贮藏ꎬ占 ８ ４％ ꎻ水果蔬菜类的加

工和贮藏ꎬ占 ７ ３％ ꎻ饮料占 ６ ８％ ②ꎮ
(三)工业③

工业是当今匈牙利产业的重中之重ꎮ ２０１７ 年工业产值为 ３０ ６ 万亿福

—８１１—

①
②

③

２０１６ 年的数据为可找到的最新数据ꎮ
Ａ Ｍａｇｙａｒ Ｍｅｚöｇａｚｄａｓáｇ éｓ Éｌｅｌｍｉｓｚｅｒｉｐａｒ ｓｚáｍｏｋｂａｎ ２０１６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ａｋ ｈｕ / ｋｉ￣

ａｄｖａｎｙｏｋ / ｋｉａｄｖａｎｙｏｋ / １６０４ － ｎａｋ － ｍｍｅｓｚ２０１６ｈｕｗｅｂ / ｆｉｌｅꎮ ２０１６ 年的数据为可找到的最新

数据ꎮ
工业的数据ꎬ如未特别注明ꎬ均来自 Ｍａｇｙａｒｏｒｓｚáｇ ２０１７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ｓｈ ｈｕ / ｄｏｃｓ /

ｈｕｎ / ｘｆｔｐ / ｉｄｏｓｚａｋｉ / ｍｏ / ｍｏ２０１７ ｐｄｆ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 中东欧

林ꎬ占匈牙利 ＧＤＰ 的 ８３ ２％ ꎮ 工业从业人员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 ２３％ ꎮ 对

工业的投资占国民总投资的 ３３％ ①ꎮ 从产出方面来看ꎬ匈牙利工业产出主要

受出口对象市场的需求以及外资企业在匈子公司的产出水平影响ꎮ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匈牙利的工业产出持续增加ꎬ２０１７ 年的工业产出同比增长 ５ ７％ ꎬ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的增速甚至达到 ７ ２％ ꎮ 在出口方面ꎬ出口是匈牙利工业的增

长源泉ꎮ ２０１７ 年出口占工业产出的 ６５％ ꎬ同比增长 ５ ３％ ꎮ 自 ２０１３ 年起工

业部门的出口恢复持续增长的态势ꎮ 在内销方面ꎬ由于欧债危机导致匈内需

较弱ꎬ工业用于内销的比重到 ２０１４ 年才开始回升ꎬ２０１７ 年的内销同比增长

３ ６％ ꎬ这是匈牙利近 １０ 年内销增长速度最快的纪录ꎬ但远未达到欧债危机

前的水平ꎮ
工业中各个部门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制造业产出持续增加ꎬ采矿业在

增长 ４ 年之后于 ２０１７ 年首次出现下滑ꎬ能源类产业也在缓慢下滑ꎮ 制造业

占 ２０１７ 年匈工业总产出的 ９５％ ꎬ同比增长 ４ ９％ ꎮ 具体来看ꎬ制造业的产出

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型跨国企业决定的ꎮ ２０１７ 年ꎬ雇员人数在 ２５０ 人以上

的企业占据了所有制造业企业产出的 ７５％ꎬ占整个工业部门出口的 ８３％ꎮ 其

中在汽车制造、制药业、焦炭生产和石油加工行业中ꎬ９０％ ~９４％的产出都出自

此类大企业ꎮ 能源类产业方面ꎬ如水、电力和天然气等行业的产出ꎬ占工业总产

出的比重在下降ꎮ ２０１７ 年的占比仅为 ４ ２％ꎬ同比下降 ０ １％ꎮ 能源产业中占

比最大的是发电行业ꎬ占能源类产出的 ７０％左右ꎬ其产值在 ２０１７ 年也下降了

０ ８％ꎮ 采矿业产值在 ２０１７ 年实现 ２４％的增长ꎬ但远未达到最高水平ꎮ ２０１７ 年

的增长主要是由建筑业带动的ꎬ如新建建筑所需的黏土及沙石开采等ꎮ
制造业作为匈牙利工业部门的龙头产业ꎬ其产业结构值得进一步分析ꎮ

从 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来看ꎬ制造业中占比最大的是汽车制造业ꎬ其 ２０１７ 年产出

占制造业总产出的 ２８ ７％ ꎬ同比增长 １ ５％ ꎻ其次是电气机械制造业ꎬ２０１７ 年

产出占制造业总产出的 １１ ９％ ꎬ同比增长 ８ ８％ ꎻ再次是食品加工业ꎬ２０１７ 年

产出占制造业总产出的 １０ ８％ ꎬ同比增长 ２％ ꎮ
可见ꎬ汽车制造业既是匈牙利制造业、更是整个工业的代表性行业之一ꎮ

匈牙利的汽车制造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ꎮ 在奥匈帝国时期匈牙利就有了

自己的品牌———马尔塔(Ｍａｒｔａ)和马戈莫比尔(Ｍａｇｏｍｏｂｉｌ)ꎮ 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ꎬ匈牙利在经互会的市场中是商用车出口大国ꎮ 伊卡鲁斯( Ｉｋａｒｕｓ)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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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厂在当时被称为欧洲重要的汽车生产商之一ꎮ 转型之后ꎬ由于优越的地

理位置和廉价的劳动力ꎬ匈牙利再次成为汽车制造企业投资的青睐地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铃木”、“通用”、“欧宝”、“大众”和“奥迪”等汽车生产企业相

继投资匈牙利ꎮ 据统计ꎬ全球最大的 １０ 个汽车生产商都在匈牙利建有厂区ꎬ
全球最大的 １００ 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中的一半在匈牙利设有厂房或代表处ꎮ
例如ꎬ２００８ 年奔驰公司在凯什凯梅特市投资 ８０ 亿欧元设新厂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奥迪公司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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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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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ꎬ大陆集团、博世集团等汽车零配件企业也在匈牙利扎根①ꎮ
除了在工业结构方面ꎬ匈牙利工业的地理分布格局也发生了变化ꎮ 转轨

前匈主要有两大工业区域ꎬ一个是北中部山区(Éｓｚａｋｉ － ｋöｚéｐ ｈｅｇｙｓéｇ)和东

北部地区ꎬ特别是后者有着较丰富的原材料ꎬ如矿石②ꎮ 匈牙利转轨前的第

一个五年计划就已经确立了东北部地区的工业地位ꎮ 另一大工业区域是布

达佩斯以及周边地区ꎬ主要以制造业为主ꎬ是转轨前大型国有企业的聚集地ꎮ
当时全国的工业产值主要集中在这一地区ꎮ 如今的多瑙新城(Ｄｕｎａúｊｖáｒｏｓ)
便是在 １９４９ 年由政府建设的一座冶金工业城ꎮ 转型之后工业结构出现重大

变化ꎬ传统重工业的规模缩水ꎬ工业企业数量下降ꎬ而服务业开始逐渐增多ꎮ
不过ꎬ转型之后工业部门的外来投资仍主要集中在匈牙利中部(Ｋöｚéｐ －
Ｍａｇｙａｒｏｒｓｚáｇ)ꎬ即布达佩斯及其周边地区ꎮ 这主要是因为该地区有着较完善

的交通基础设施ꎮ 而此后随着与西欧国家的产业进一步融合ꎬ工业生产活动

的重心也开始进一步向西延伸ꎮ 外来资本逐渐聚集到西北部地区(Éｓｚａｋ －
Ｄｕｎáｎｔúｌ)ꎮ 如今匈牙利很多大型企业都集中在杰尔—莫雄—肖普朗州(Ｇｙöｒ －
Ｍｏｓｏｎ － Ｓｏｐｒｏｎ ｍｅｇｙｅ)、科马罗姆—埃斯泰尔戈姆州(Ｋｏｍáｒｏｍ － Ｅｓｚｔｅｒｇｏｍ
ｍｅｇｙｅ)和费耶尔州(Ｆｅｊéｒ ｍｅｇｙｅ)ꎬ如“通用”、“奥迪”、“李尔”、“大陆”以及

匈牙利本土的“Ａｌｃｏａ － Ｋöｆéｍ”等企业ꎮ 而转轨前的主要工业中心ꎬ如以重工

业为主 的 米 什 科 尔 茨 ( Ｍｉｓｋｏｌｃ )、 以 煤 炭 开 采 为 主 的 绍 尔 戈 陶 尔 扬

(Ｓａｌｇóｔａｒｊáｎ)、以冶金为主的欧兹德(Óｚｄ)等城市则逐渐衰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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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匈牙利各地的工业产值也可以看出这一点ꎮ ２０１７ 年工业产值占比较

大的有:匈牙利中西部(Ｋöｚéｐ － Ｄｕｎáｎｔúｌ)和西部地区ꎬ占比分别为 ２０％ 和

１９％ ꎻ匈牙利北部(Éｓｚａｋ － Ｍａｇｙａｒｏｒｓｚáｇ)占比为 １５％ ꎮ 从产值增速的角度来

看ꎬ北部大平原(Éｓｚａｋ － Ａｌｆöｌｄ)的增速最快ꎬ达到 ７ ７％ ꎬ这主要是由于当地

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发展ꎮ 佩斯州的增速排在第二位ꎬ为 ６ ４％ ꎬ主要得益于汽

车制造和食品加工业ꎮ 中西部和西部地区则以汽车制造业为主ꎬ增速为

４ ４％ ꎮ 北部地区以化工业和电子业为主ꎬ增速为 ５ ４％ ꎮ 从人均工业产值来

看ꎬ中西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产值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 １ ９ 倍ꎮ
(四)其他产业①

建筑业在 ２０１７ 年总产值为 ２ ５ 万亿福林ꎬ也是匈牙利继工业之后增长最

快的行业之一ꎬ总产出的增速达到 ２９ ６％ꎬ这在欧盟 ２０１７ 年建筑业增速中排名

第一位ꎮ 占匈牙利建筑业 ５７％份额的房屋建筑业增长 ２７％ꎬ这主要由于住宅、
医疗、教育和文化类建筑增多ꎮ 占其余 ４３％的其他类建筑业中ꎬ铁路、道路和桥

梁建筑业为增长的主力ꎬ同比增长 ３５％ꎬ这主要是由于铁路的翻修以及快速路

的建设ꎮ 不过建筑业最大的问题是工人短缺ꎮ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建筑业的就业人数

接近 ３０ 万ꎬ比 ２０１６ 年增长 ９％ꎬ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 ６ ８％ꎬ仅次于制造业、贸
易和国防、教育领域ꎮ 但是ꎬ２０１６ 年工人总缺口为３ ２００人ꎬ同比增长 ４６％ꎮ

仓储和运输业在 ２０１７ 年总产值为 ５ １ 万亿福林ꎬ比 ２０１６ 年增长

４ ５％ ②ꎮ 仓储和运输业是继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之后ꎬ２０１７ 年匈牙利的第三

大投资目的产业ꎬ投资额为 ８ ７００ 亿福林ꎬ占国民经济总投资的 １４％ ꎮ ２０１７
年匈牙利 ６５％的货物通过公路运输、１９％通过铁路、１２％ 通过管道、３ ３％ 通

过水路运输ꎮ 不过ꎬ公路运输比 ２０１６ 年下降 １ ２％ ꎬ主要是由于国际公路运

输量下降了 ２ ５％ ꎬ国内公路运输量则增长 １ ９％ ꎮ

三　 匈牙利产业的特点及未来发展

从匈牙利各个产业发展的历史和当今匈牙利产业状况来看ꎬ在 ２０ 世纪

经历了几次结构性的转变之后ꎬ匈产业出现了一些可循的特点ꎮ 这些特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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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匈牙利产业有着深远的影响ꎮ
第一ꎬ匈牙利的产业极易受到其他国家经济局势或其所处的保护性市场

的影响ꎮ 奥匈帝国解体以及转轨之后ꎬ匈牙利都面临工业产出水平下降和出

口部门受挫等问题ꎮ 而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也是相近的ꎬ其一是丧失了之前

受保护的出口对象市场ꎬ其二是国内产品的竞争力有限ꎬ进口产品的进入更加

阻碍了本国产业的发展ꎮ 例如ꎬ奥匈帝国的解体使匈牙利丧失了关税同盟内部

稳定的农产品出口市场ꎬ当时重要的出口商品大麦和面粉很快滞销ꎬ价格暴跌ꎮ
而在本国关税制度尚未完善建立的时候ꎬ外来商品对本土产业构成了一定的挑

战ꎮ 匈牙利也不得不采取进口替代的政策来扶持本国产业ꎮ 转轨后的匈牙利

则丧失了经互会的市场ꎬ这也给当时的匈牙利带来了同样的问题ꎮ
第二ꎬ匈牙利政府采取的相关措施进一步加深了对外部市场的依存度ꎮ

在近代历史中ꎬ匈政府为了应对上述问题ꎬ采取的措施几乎相同ꎮ 这些措施

主要包括:与重要出口对象国签署特定协议、寻求新的出口市场或国际组织

救助等ꎮ 而从长远来看ꎬ这些措施都进一步加深了对外部市场的依赖ꎮ 奥匈

帝国解体后ꎬ国际联盟联合英格兰银行等金融机构ꎬ为匈牙利提供了大量贷

款用于发展相关产业ꎮ 而在“大萧条”过后ꎬ匈牙利开始寻求与德国、意大利

等国签署特定的农产品出口协议ꎬ以期尽快恢复本国经济ꎮ 然而ꎬ这些措施

导致匈牙利进一步依赖其他国家的市场ꎬ而且在背负着战争赔款的前提下ꎬ
公共债务和外币贷款进一步增加ꎬ匈牙利的金融风险也随之加重ꎮ

第三ꎬ外来资本对匈牙利一直有较大兴趣ꎮ 在奥匈帝国时期ꎬ外国资本

便开始进入匈牙利ꎬ此时主要是德国、奥地利、英国和意大利的资本涌入匈牙

利的工业以及银行业等ꎮ 奥匈帝国解体之后ꎬ由于战争赔款以及出口市场条

件的变化ꎬ匈牙利一度出现了银行挤兑ꎬ但外来资本带来了新的市场信心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ꎬ荷兰、法国、美国资本也开始进入匈牙利ꎮ 转轨后ꎬ东方

国家ꎬ如韩国、日本、新加坡成了新的外来投资者ꎮ 此时ꎬ匈牙利本土的各大

工业企业出口更加困难ꎬ这对原本就依赖政府补贴的企业来说是雪上加霜ꎮ
另外ꎬ大部分外资企业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匈原有的国有企业ꎬ然后将其关

闭ꎬ或者将其作为国外母公司的子公司继续运行ꎮ 而匈牙利市场以及廉价的

劳动力使这些外资公司的优势进一步扩大ꎮ
第四ꎬ匈牙利产业恢复能力较快ꎬ这主要是由于大量的外来资本ꎮ 转轨后ꎬ匈

牙利经济在 １９９３ 年开始缓慢增长ꎮ 自 １９９６ 年一直到欧债危机前ꎬ其工业生产的

增长速度都是较快的ꎮ 这除了得益于欧洲整体经济的增长、政府积极的产业政

策、素质较高并廉价的劳动力之外ꎬ外国资本的注入也促进了工业企业的内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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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转型、工业的结构性转型、产业现代化以及工业产出效率等ꎮ 绿地投资给匈牙

利出口部门带来了较高的附加值ꎬ如在汽车制造业、电子设备产业等方面ꎮ 但问

题是ꎬ大部分工业企业以及生产资料都转移到了外国投资者手中ꎮ 虽然这些在匈

牙利的外资公司大部分实施了技术的本土化ꎬ但并未与匈牙利本土企业的发展真

正结合ꎬ本土企业依旧作为供应商ꎬ其生存严重依赖于这些大型跨国企业ꎮ
当前ꎬ匈牙利政府开始将重点从恢复经济增长动力转为提高本国产业竞争力ꎮ

这一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投资领域主要关注的是本土中小企业寻求商

业关系、融资以及进一步整合中小企业ꎻ在经济结构方面减少对传统汽车制造业的

依赖ꎬ增加高附加值产业的比重ꎻ金融政策方面进一步降低金融风险ꎬ严格控制公共

债务增长ꎮ 具体来看ꎬ在产业领域ꎬ匈牙利政府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再工业化ꎮ 欧尔班自 ２０１０ 年上台后便提出了再工业化的概念ꎮ

他在一次讲话中对此进行了解读:“我们认为ꎬ在匈牙利市场的产品中ꎬ本土的

工业产品占比应该提高ꎮ 我们称此为再工业化ꎮ”①政府也相应地提出了“伊利

尼计划”(Ｉｒｉｎｙｉ Ｔｅｒｖ)和工业 ４ ０ 项目(Ｉｐａｒ ４ ０ ｐｒｏｇｒａｍ)ꎮ 前者的重点政策目

标集中在削减汽车制造业的依赖性、以创新引领工业、提高中小企业的效率和

进一步融入出口导向的价值链ꎮ 后者旨在提高中小企业的技术含量ꎮ
不过ꎬ其中的问题在于ꎬ以匈牙利的体量和能力来看ꎬ如果本土企业要提

高效率和技术水平ꎬ首先应减弱自身作为跨国企业供应商这一角色的作用ꎬ
适当减少对跨国企业在匈牙利生产活动的依赖ꎮ 其次ꎬ本土企业必须在自主

创新能力、高效生产和提高出口能力等方面得到一定的激励ꎮ 这两种措施对

现有的本土企业都影响甚大ꎬ企业在这方面的转型成本会很高ꎮ
不容乐观的是ꎬ近几年匈牙利再工业化的措施似乎都是通过跨国大型企业的投

资来实现的ꎬ而这种方式只能进一步加深外资对于匈牙利经济和产业的影响力ꎮ
第二个是多样化措施ꎮ 匈牙利产业结构的这种“一边倒”特征ꎬ从长期来

看会减弱匈经济增长的动力并积累风险ꎮ 当前匈政府已经开始对此作出一

定的反应ꎮ 例如ꎬ匈政府大力宣传“向东开放”和“向南开放”政策ꎬ以寻求更

多的对欧盟以外国家的出口ꎮ 同时也在各类产业ꎬ如银行业和工业等实施了

再国有化ꎬ以寻求对产业和经济发展更大的控制权②ꎮ 不过ꎬ这些措施都没

—３２１—

①

②

Úｊｒａｉｐａｒｏｓíｔáｓ? Ｍｉｎｅ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ｈｕ / ｇａｚｄａｓａｇ / ｕｊｒａｉｐａｒｏｓｉｔａｓ － ｍｉｎｅｋ １９
７８３１ ｈｔｍｌ

马骏驰:«匈牙利经济中的国家干预主义崛起———以匈牙利银行业为例»ꎬ«欧亚

经济»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欧亚经济 /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能真正从深层次触动匈牙利的产业结构ꎮ
对匈牙利来讲ꎬ产业的多样性意味着ꎬ企业能够更多地布局到相关性更少

的价值链中ꎬ甚至是相关性相反的价值链或者出口市场中ꎮ 只有这样的多样性

才能有效抵抗经济周期性的震荡ꎮ 一个良好的多样化措施并不意味着每个产

业部门都有相近的体量ꎬ而且这种结构性转变的成本并不是在任何时期都能够

承受的ꎮ 所以ꎬ一个多样化的产业结构不能建立在牺牲已有的优势产业发展的

基础之上ꎬ而是要寻找一个与其他产业关联不紧密、有增长潜力的创新部门ꎮ

四　 结 论

本文通过简要梳理匈牙利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以及当今两大产业的特点ꎬ
总结出了匈牙利产业以下四个特点:匈牙利的产业极易受到受保护市场和出

口对象的影响ꎻ 匈牙利产业对外部市场的依存度不断加深ꎻ 外来资本对匈产

业一直保有较大兴趣ꎻ 外来资本对匈产业复苏有重要的推动作用ꎮ 总体来

看ꎬ匈牙利从奥匈帝国时期半农业半工业的国家ꎬ发展成为当今的工业国家ꎮ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ꎬ从奥匈帝国时期的关税同盟到转轨前经互会内部

贸易ꎬ再到欧盟的单一市场ꎬ匈牙利也逐步固化了外向型经济体这一角色ꎮ
奥匈帝国的解体为这些转变奠定了基础ꎬ塑造了当今匈牙利的边境以及初始

资源禀赋ꎮ 转轨前后以及“入盟”后对外资的大量引入以及欧盟的转移支付

等都给了匈牙利融入欧洲ꎬ乃至全球产业的机会ꎮ
但值得注意的是ꎬ除了上述的延续性之外ꎬ匈牙利的产业结构也存在若

干断裂层ꎮ 奥匈帝国时期的农业在其解体后再也没有重现昔日的辉煌ꎬ而当

时由于基础资源的丧失ꎬ工业发展受阻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积累的工业基

础又被战争以及战后不平衡的产业和投资计划所消耗ꎮ 转轨时期的私有化

使得匈牙利传统的优势产业丧失了自主权ꎮ “入盟”后虽然商品能够自由流

动ꎬ但进一步加大的外来投资再次改变了此前的产业结构ꎬ将汽车制造业在

匈经济中的地位大幅拉高ꎮ
当前欧尔班政府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述延续性和断裂层所带来的

问题ꎬ如过度依赖外资、特定产业和特定市场以及本土企业实力欠缺等ꎬ但是

前景并不乐观ꎬ因为这些问题并不是在近些年形成的ꎬ而是有着一定的历史

发展路径和背景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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