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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对中东欧投资的比较研究

刘作奎　 李清如

【内容提要】 　 ２１ 世纪以来ꎬ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ꎬ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ꎮ 该文以中国和日本对中东欧的投资为例进行分析和

研究ꎬ详解中国为何遇到的海外障碍较多ꎬ而日本如何妥善规避了诸多障碍ꎮ
文章认为ꎬ中国多采取政策驱动、企业跟进、市场导向和区域公共物品供给的

模式ꎬ而日本则强调企业主体、市场导向、政府扶助和本土化、融入当地产业

链为主的发展模式ꎮ 两种发展模式的取向与本国治理模式紧密相连ꎬ受到的

外部阻碍也呈现显著差异ꎮ 通过分析中日两国对中东欧的投资模式以及中

国所面临的诸多障碍和挑战ꎬ提炼日本的做法和经验并分析其中的原因ꎬ最

后对优化和完善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提出若干启示性建议ꎮ
【关 键 词】 　 中国　 日本　 中东欧投资　 政府推动　 市场主导

【基金项目】 　 ２０２０ 年中国—中东欧研究基金项目“中国—中东欧国家

合作对双边关系拉动效应评估及优化路径分析”(项目编号:２０２００５０５)ꎮ
【作者简介】 　 刘作奎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ꎻ李清如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ꎮ

一　 问题的提出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ꎬ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风

险和障碍总体有所增加ꎮ 这些风险和障碍具有普遍性还是特殊性? 是中外

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 还是中国企业大多时候需要独自面对的问题? 本文

经过深入调研ꎬ以中国和日本投资中东欧①为案例作出说明ꎮ 自 ２０１２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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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无特别说明ꎬ文中所指中东欧国家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中所涵盖的

１７ 个中东欧国家ꎬ下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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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启动以来一直在稳步推进ꎮ 尽管合作取得显著成

就ꎬ但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也在增多ꎮ 诚然ꎬ这种情况与地缘政治变动ꎬ尤其是

中美全面竞争有关ꎬ但也与中东欧地区的具体情况有关ꎮ 由于在中国—中东

欧国家合作中ꎬ投资具有核心驱动作用ꎬ因此ꎬ厘清投资中存在的问题ꎬ有助

于解决合作中的核心问题ꎬ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行稳致远ꎮ
当前ꎬ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主要面临四个方面问题:第一ꎬ部分国家

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逆差问题比较严重ꎬ如波兰认为与中国贸易逆差

过大ꎬ缺乏可持续性ꎬ大部分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均存在贸易逆差问题ꎮ 第

二ꎬ欧盟出台投资安全审查机制对中国投资产生明显影响ꎮ 该机制 ２０１７
年酝酿出台ꎬ２０２０ 年正式生效ꎮ 投资安全审查中对很多资产做了“泛安全

化”的规定ꎬ使得中国在中东欧面临的投资机会被收窄ꎮ 欧盟对中国贸易

和投资政策日益寻求对等、互惠ꎬ指责中国市场不够开放ꎬ市场准入程度不

高ꎬ双向投资并没有体现互惠性ꎮ 在对等原则驱动下ꎬ中国的投资面临越

来越多来自欧盟的貌似规则性实则更多的政治性障碍ꎮ 第三ꎬ在建大项

目ꎬ尤其是基建项目日益遭到国际或本地指责ꎬ包括不透明、“债务陷阱”
等ꎮ 基建项目落地虽多ꎬ但面临的可持续性问题较为突出ꎮ 第四ꎬ高科技

项目遭到美国围堵ꎬ在美国的拉拢和打压下ꎬ中国信息通信高科技企业如

“华为”等在中东欧的经营遭遇困境ꎬ不得不陆续撤出上述投资市场ꎬ高科

技投资面临明显的地缘政治博弈影响ꎮ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ꎬ中国的亚洲邻国日本ꎬ在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不

少ꎬ投资行为比较活跃ꎬ来自欧洲包括中东欧的障碍却没有那么多ꎬ中日投资

中东欧出现这种反差的原因值得深入考察和分析ꎮ 目前ꎬ关于中国和日本与

中东欧国家开展投资合作的研究不多ꎬ主要集中在中日与中东欧发展合作关

系的一般性比较①ꎮ

二　 中国和日本在中东欧投资情况比较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中日两国在中东欧均投入大量外交和经济资源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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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作奎:«日本的中东欧政策及对中国“１６ ＋ １ 合作”影响分析»ꎬ«俄罗斯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ꎻ李清如:«日本强化与中东欧经贸关系的动因、布局及影响»ꎬ«日本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ꎻ刘作奎:«新形势下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投资问题分析»ꎬ«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ꎻ刘作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巴尔干地区的投资现状及影响———基

于实地调研案例分析»ꎬ«欧亚经济»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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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广泛关注ꎬ但相关研究却比较缺乏①ꎮ 选择中东欧作为参考案例ꎬ主要是

两国在该地区投资明显增长ꎬ部分体现了两国发展对外经贸合作的偏好ꎮ
从对欧投资整体情况看ꎬ中东欧地区不是投资主要目的地ꎬ据«２０２０ 年

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在中东欧国家投资

存量为 ３７ ４ 亿美元ꎬ占整个对欧投资的 ３ １％ ②ꎮ 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存量

为 ８３０ １６ 亿美元ꎬ对中东欧国家投资占比为 ４ ５％ ③ꎮ
尽管中东欧国家在中国对欧投资的占比不高ꎬ但中国对中东欧投资经历

了快速增长阶段ꎬ占比不高的原因是中国在整个欧洲的投资总体也处于快速

增长阶段ꎮ 从国别投资数据看ꎬ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１ 年ꎬ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直接投资

主要集中在维谢格拉德集团的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罗马尼亚

和保加利亚六个国家④ꎮ 而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 年ꎬ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等

积极因素推动下ꎬ中国对中东欧投资呈现较好发展势头ꎬ增长较快⑤ꎮ 除了

上述六国仍是中国稳定的投资目的地外ꎬ中国在西巴尔干地区的投资也快速

增长ꎬ对塞尔维亚、黑山和克罗地亚投资增长明显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中国在塞尔

维亚投资超过了传统四强中的斯洛伐克ꎬ２０１９ 年黑山和克罗地亚的投资存量

也迎头赶上ꎬ超过了斯洛伐克ꎮ 目前ꎬ中国在整个中东欧投资呈现多点开花

局面ꎬ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成为投资重要目的

地ꎮ 同时ꎬ也应看到ꎬ波罗的海三国一直是中国投资的洼地ꎬ投资缺乏一定的

活跃度ꎮ ２０２０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ꎬ中国在中东欧热点投资目的地ꎬ如匈

牙利、斯洛伐克也经历了撤资情况ꎬ但总体投资平稳ꎮ
日本对中东欧的投资数据官方统计不够健全ꎬ一些投资项目的金额也未对外公

开ꎬ本文以日本企业数量为主要观测对象ꎮ 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调查数据ꎬ２００５ ~２０１９
年ꎬ中东欧的日本企业及分支机构数量由 ４５９ 家增至 １ ２３９ 家ꎬ增长约 １ ７ 倍⑥ꎮ 对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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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作奎:«日本的中东欧政策及对中国“１６ ＋ １ 合作”影响分析»ꎬ«俄罗斯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２０２０ 年度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统计公报»ꎬ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第 ２２ 页ꎮ
同②ꎬ第 ３７ 页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２０１４ 年度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统计公报»ꎬ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ꎮ
同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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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日本投资较多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和罗马尼亚ꎬ按照日本银行的对外直

接投资流量统计ꎬ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ꎬ日本对这五个国家的投资净流量由 ２０７ ９
亿日元增至 ５１１ ２６ 亿日元ꎬ２０１７ 年略降为 ４５３ ９８ 亿日元ꎬ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

又增至 ５５５ ６８ 亿日元和 ５０７ ５２ 亿日元ꎮ ２０２０ 年ꎬ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

经济造成冲击ꎬ日本对外投资也受到影响ꎬ无论对世界还是对欧洲的投资净

流量都明显下降ꎬ但是对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和罗马尼亚的投资净流量仍然

显著增长ꎬ达到 ６７６ ０８ 亿日元ꎬ超过以往各年份①ꎮ
(一)中国和日本对中东欧国家投资产业分布情况

从中日在中东欧投资的产业看ꎬ都较为多元ꎬ也有突出的重点ꎮ
１ 中国企业在中东欧的投资产业分布情况

中国企业到中东欧投资以装备制造业为主ꎬ多种业态和方式并存ꎬ涉及

机械制造、化工、金融、环保、物流和新能源等领域ꎮ 据中国国际商会对中国

在中东欧的投资企业调查表明ꎬ装备制造业投资占中国对整个中东欧投资产

业的 ３７ ６％ ꎬ排名第一位ꎮ 工程机械、能源(如水电、火电装备)、桥梁、公路、
铁路、钢铁和煤炭投资都占据一定比例ꎮ 除此之外ꎬ房地产业和文化信息产

业占据中游ꎬ高科技产业投资、涉及产业链合作和高技术合作的投资不多②ꎮ
另外ꎬ装备制造业投资基本投放到西巴尔干地区ꎬ而在中欧和波罗的海地区

鲜有装备制造业投资ꎮ 中国汽车企业在中欧地区有一些投资并购活动ꎮ
２ 日本企业在中东欧的投资产业分布情况

以汽车及零部件为代表的制造业是日本对中东欧投资的主要产业ꎮ 汽

车和家电是日本最早对中东欧投资的行业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日本“旭硝

子”、铃木汽车公司等企业陆续在当地设立分公司或生产点ꎮ 从 ９０ 年代中后

期开始ꎬ一些日本家电企业为了扩大欧洲市场ꎬ纷纷在当地投资设厂ꎮ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５ 年ꎬ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成立波兰丰田汽车制造公司ꎬ并与丰田自动织机

公司在波兰创办合资企业ꎬ与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在捷克创办合资企业ꎬ形
成了丰田在中东欧的三大基地ꎮ 随着汽车厂商的进驻ꎬ大批汽车零部件等相

关产业的企业也在当地投资设厂ꎬ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汽车生产网络ꎮ 近年

来ꎬ运输设备、电气设备和一般机械等制造业仍是日本对中东欧投资的重点

—１５—

①

②

日本銀行「国際収支統計( ＩＭＦ 国際収支マニュアル第 ６ 版ベース‹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取引分 ~ ›)」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ｏｊ ｏｒ ｊｐ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ｂｒ / ｂｏｐ＿０６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
刘作奎:«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国家开展经贸投资合作研究报告»ꎬ中国国际商会

中国—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中国进出口银行一

带一路金融研究院(上海)联合研究报告ꎬ２０２０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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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ꎬ在日本对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和罗马尼亚的投资中ꎬ
运输设备行业每年都有显著的投资净流量增长ꎬ特别是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

投资净流量达到 ２００ 亿日元以上ꎬ２０１８ 年则接近 ２００ 亿日元ꎬ２０２０ 年更是达

到 ３００ 亿日元以上ꎻ电气设备行业在投资净流量较高的年份能达到 １５０ 亿日

元以上ꎻ化学和医药行业ꎬ铁、有色金属和金属行业等在部分年份也有较大的

投资ꎮ 除制造业外ꎬ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ꎬ日本对上述五国每年都有非制造业的投

资ꎬ虽然投资流量与制造业相比还有差距ꎬ但说明日本对当地非制造业的投

资也在逐渐推进ꎮ 日本餐饮、物流、旅游和金融保险等行业的企业积极开拓

当地市场ꎬ尤其是仓储物流企业ꎬ在当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ꎬ可以辐射整个

欧洲市场(见表 １)ꎮ

表 １ 日本对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和罗马尼亚的投资净流量 (单位:亿日元)

行业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化学和医药 － １０ ７９ ５２ ７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２６ ７１ ３４ ２１ １８０ ２１

铁、有色金属和金属 １２ ６５ １３ ６２ ４２ ４２ ８０ ３２ ４４ ６９ ６２ ８０ ２７ ３７

一般机械 － １２ ０５ ９ ０９ ２９ ９４ － ４ ３４ １１０ ８１ ５７ ５３ １０８ ６９

电气设备 － ５ １１ ４１ ６９ １５６ ５４ ６２ ４１ １１０ ４０ １１８ ４３ ７ １６

运输设备 １００ ２２ ９２ ５０ ２１２ ４４ ２５１ ６２ １９５ ３０ １１５ ７９ ３０４ ３７

其他制造业 ５８ ９９ ２１ ７４ ４７ ９２ ４２ ３７ ８ ８３ ３８ ４１ － ６ １７

非制造业 ６３ ９９ １１０ ３０ ２２ ００ ２１ ６１ ５８ ９４ ８０ ３５ ５４ ４６

注:净流量为投资流入减去投资收回ꎻ其他制造业一般是指除列出的行业ꎬ即铁、有色

金属和金属ꎬ化学和医药ꎬ电气设备和运输设备以外的制造业ꎬ但是某些年份上述行业中

如果投资件数不足 ３ 件则不进行披露ꎬ也被归入其他制造业中ꎮ
资料来源:日本銀行「国際収支統計( ＩＭＦ 国際収支マニュアル第 ６ 版ベース‹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取引分 ~ ›)」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ｏｊ ｏｒ ｊｐ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ｂｒ / ｂｏｐ＿０６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

(二)中国和日本对中东欧国家投资地区分布情况

从投资区位选择看ꎬ中日企业存在明显偏好ꎮ 中国企业投资具有明显的

国别倾向性ꎮ 塞尔维亚、匈牙利、希腊和波兰是目前中国企业的主要投资目

的国ꎬ中欧和西巴尔干六国是中国企业开展合作较多的区域ꎮ 其中ꎬ中国与

塞尔维亚、匈牙利和希腊关系友好ꎬ推动中国企业到这三个国家投资兴业ꎬ而
波兰则是中东欧最大市场ꎬ为中国企业所关注ꎮ 中国在塞尔维亚投资迅猛增

加且形式较为多元ꎬ典型投资项目包括河北钢铁集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在塞的绿地投资、紫金矿业收购博尔铜矿等ꎮ 中

国企业在塞工程承包项目较多ꎬ如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和山东高速集团ꎮ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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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牙利的投资形式也比较多元ꎬ如山东万华集团收购匈牙利宝思德化学公

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匈牙利电动大巴和卡车公司等ꎮ 中国投资希腊

比雷埃夫斯港和 ＴＣＬ 集团有限公司在波兰的绿地投资都是代表性的项目ꎮ
中东欧国家陆续加入欧盟后ꎬ当地日本企业及分支机构数量呈逐渐增长

态势ꎮ 其中ꎬ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和罗马尼亚是日本在中东欧主要的投资对象

国ꎮ 在 ２００４ 年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成为欧盟成员国后ꎬ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年ꎬ当地日

本企业及分支机构数量由 ３７９ 家迅速增至 ６３１ 家ꎻ此后增长趋势有所放缓ꎬ至
２０１５ 年为 ６５４ 家ꎻ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 年ꎬ当地日本企业及分支机构数量再次显著增长ꎬ
由 ６５４ 家增至 ８４６ 家ꎮ 罗马尼亚的日本企业及分支机构也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２２ 家增

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１７ 家ꎮ ２０１９ 年ꎬ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和罗马尼亚的日本企业及

分支机构合计 ９６３ 家ꎬ占中东欧总量(１ ２３９ 家)的 ７７ ７％(见图 １)ꎮ

图 １ 中东欧的日本企业及分支机构数量 (单位:家)
注:“其他”包括中东欧 １７ 国中除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和罗马尼亚以外的 １２ 个国家ꎮ
资料来源:日本外務省「海外在留邦人数調査統計」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ｔｏｋｏ / ｔｏｋｅｉ / ｈｏｊｉ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三　 中国和日本在中东欧投资模式特点比较

(一)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投资模式特点

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投资模式的特点具体体现为:虽然总体投资采取市场

导向ꎬ但有很强的政策驱动色彩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根据政策扩大投资ꎬ并
采取发展导向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模式ꎮ

之所以说是政策驱动ꎬ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由政府总体规划ꎬ积极

推进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政策ꎮ 中国政府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ꎬ决定加

快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ꎬ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ꎬ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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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ꎻ统筹双边、多边、区域及次区域开放合作ꎬ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

略ꎬ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①ꎮ 正是在这种政策背景下ꎬ中国企业ꎬ尤其是

国有企业把发现和走进中东欧作为试水发达市场的一个重要地区ꎮ 据«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进展与评估报告(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中关于企业投资项目的

国别统计数据ꎬ国有企业占据相对较高比例ꎬ据不完全统计ꎬ数量约占一

半②ꎮ 二是因应各方合作需求中国和相关国家启动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机制ꎬ该机制于 ２０１２ 年成立ꎬ初衷就是为合作搭建务实平台ꎬ通过高层对

话、企业对接和人员往来等措施加快投资项目落地ꎮ 从这一点上看ꎬ政策驱

动的色彩依然明显ꎮ 三是在成立的合作平台中ꎬ一系列推动合作的举措具有

很强官方色彩ꎬ如在首届峰会上发布的合作纲要中明确提出建立推动合作的

官方机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ꎬ提供 １００ 亿美元专项贷款ꎬ设
立 ５ 亿美元投资基金等③ꎮ 四是政策驱动具有导向作用ꎬ并不排斥企业的盈

利驱动意愿ꎬ盈利永远第一位ꎬ尤其是对于民营企业来说ꎬ会更多考虑市场因

素ꎬ但如果能够结合政府的支持和推动ꎬ企业同样也视为一种机遇ꎮ
企业跟进和市场导向色彩同样明显ꎬ政策驱动的目的是促进中国企业加

大对中东欧投资ꎬ改善中东欧地区营商环境ꎬ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务实合

作ꎮ 中国在中东欧的投资有很大一部分聚焦在互联互通项目上ꎬ与政策驱动

即“一带一路”项目的支持有关ꎬ这些项目投资额大、周期长、融资数额不低且

综合性技术要求较高ꎬ因此ꎬ国有企业自然成为最具竞争力的参与者ꎮ 参与

对中东欧投资和经营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下列一些省份或城市:北京独占鳌

头ꎬ占据近一半的比重ꎬ这与很多国有企业公司总部设在北京有关ꎮ 浙江、广
东和山东的企业投资活跃度在中东欧地区相对较高ꎮ 浙江和广东中小企业

较为发达ꎬ“走出去”企业较多ꎬ尤其是浙江省政府对与中东欧国家开展合作

较为重视ꎮ 山东的投资企业主要在基建和产能领域ꎬ如山东高速集团和山东

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在中东欧地区较为活跃ꎮ 除国有企业之外ꎬ民
营企业也在中东欧地区积极投资ꎬ出现诸如“华为”、“中兴通讯”和“长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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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２ / １１１８ / ｃ６４０９４ － １９６１２１５１ ｈｔｍｌ

刘作奎:«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国家开展经贸投资合作研究报告»ꎬ中国国际商会

中国—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中国进出口银行一

带一路金融研究院(上海)联合研究报告ꎬ２０２０ 年ꎮ
«中国关于促进与中东欧国家友好合作的十二项举措»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ｌｄｈｄ / ２０１２ － ０４ / ２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１２４３５２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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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投资企业①ꎮ
提供区域公共产品也是中国模式的特色之一ꎮ 在中东欧的区域公共产

品中ꎬ有中国专属提供的ꎬ也有欧盟、美国提供的ꎬ欧盟提供经济和规范性产

品ꎬ美国提供安全产品ꎬ中国提供发展和互联互通产品ꎮ 提供区域公共产品、
促进经济发展是中国经验之一ꎮ 中国基于“要致富、先修路”的发展经验和积

累ꎬ推动在中东欧地区的互联互通ꎮ 在中国融资支持的众多项目中ꎬ互联互

通项目占据一定比例ꎬ推动了区域发展ꎬ也将互联互通这一区域公共产品带

到了中东欧地区ꎮ 一些大型基建和能源投资项目作为公共产品纷纷落地中

东欧国家ꎬ如匈塞铁路、黑山南北高速公路、佩列沙茨大桥、图兹拉火电站、博
尔铜矿和斯梅代雷沃钢厂的投资等均取得成果ꎮ

(二)日本对中东欧国家投资模式特点

日本强调以企业为主体、市场导向、政府扶助、本土化和融入当地产业链

为主的发展模式ꎬ同时强调新兴技术和高科技投资ꎮ 企业为主体主要体现在

企业进入中东欧国家时坚持市场导向ꎬ推动市场化运作ꎮ 较早的铃木汽车匈

牙利公司、波兰丰田汽车制造公司都是以绿地投资的方式进驻中东欧国家ꎮ
日本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大型跨国公司ꎬ日本“丰田汽车”“铃木汽车”“日产汽

车”“旭硝子”“三菱电机”“住友重工”等众多制造业企业均在中东欧国家设

有生产基地ꎮ
日本企业将中东欧国家作为生产加工基地、出口据点和销售市场的同

时ꎬ逐渐重视在当地的科技研发ꎻ中东欧国家也通过利用欧盟补助金等方式

提供优惠政策ꎬ积极吸引外资企业加大在当地的研发投入ꎮ 例如ꎬ最早进入

中东欧的日本企业铃木汽车匈牙利公司追加投资ꎬ专门用于技术研发ꎻ日本

泽田控股公司通过向波兰当地企业出资的方式进行投资ꎬ用于太阳能电池板

的新技术研发等②ꎮ 日本政府还积极通过投资促进“数字化转型”战略ꎮ 日

本政府金融机构国际协力银行创设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投资基金ꎬ为日本企

—５５—

①

②

刘作奎:«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国家开展经贸投资合作研究报告»ꎬ中国国际商会

中国—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中国进出口银行一

带一路金融研究院(上海)联合研究报告ꎬ２０２０ 年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此次调研主要依托中

国国际商会和海外分支机构展开ꎬ并未严格采取概率抽样的方式ꎬ因此ꎬ调研结果会有误

差ꎮ 同时ꎬ一些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因各种原因没有参与调查ꎬ导致样本中国有企业数量

偏高ꎮ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ジェトロ世界貿易投資報告 各年版」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ｅｔｒｏ ｇｏ ｊｐ / ｗｏｒｌｄ / ｇｔｉｒ / ２０１９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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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当地信息技术企业开展合作或进行投资提供帮扶ꎻ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和

日本经团联派出代表团赴波罗的海三国考察ꎬ对区块链研发机构、数据处理

中心、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尖端技术开发企业进行了重点调研ꎮ
日本以企业为主体ꎬ并不排除政府的作用ꎮ 事实上ꎬ任何持续和成规模

的项目落地都离不开政府背后的支持ꎮ 日本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就尝试

构筑国际战略力量版图ꎬ曾任外务省次官的栗山尚一在分析全球三个主要经

济体的力量分配时ꎬ提出美、欧、日的“５ － ５ － ３”三支柱结构ꎮ 以此为指导ꎬ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竹下登首相任内ꎬ积极倡导在三支柱基础上的“和
平合作ꎬ向发展中国家扩展官方援助ꎬ促进国际文化交流”ꎮ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时

任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问欧洲时ꎬ宣布日本向波兰和匈牙利提供总额 ２０ 亿

美元的贷款援助ꎬ并表示如果其他东欧国家在民主改革上有所进展ꎬ日本愿

意扩展这种援助ꎮ 日本还积极参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援助ꎬ是该银行继美

国之后的第二大贡献者ꎮ
日本的开发援助并不是无条件的ꎬ在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大量的采购清

单上包括越来越多的日本产品ꎬ日本的一些产品和工艺借助开发援助进入中

东欧市场ꎬ为以后日本企业进入中东欧打下基础ꎮ 相比较而言ꎬ日本比中国

动手更早、方式更加隐蔽和市场化ꎬ使得日本在后续的投资过程中并未引发

更大的关注ꎮ 直到今天ꎬ日本政府开发援助(ＯＤＡ)仍以推动日本企业在当地

投资为导向之一ꎮ 日本在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和罗马尼亚等国加入欧盟之

前就开始提供经济援助ꎬ以强化日本在当地的影响力ꎬ提高中东欧国家对日

本的认同感和接受度ꎮ 例如ꎬ日本从 １９９１ 年开始对罗马尼亚实施技术和文

化援助项目ꎬ１９９６ 年实施日元贷款项目ꎬ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农业

发展、教育和医疗等方面①ꎮ 由于日本将已加入欧盟的国家列为政府开发援

助“毕业国”而不再提供援助ꎬ目前日本在欧洲的援助对象主要是尚未加入欧

盟的西巴尔干国家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ꎮ 在西巴尔干ꎬ日本以

政府开发援助为先导ꎬ为企业进入当地市场提供机会ꎮ 以烟气脱硫装置世界

市场份额排名第一的日本三菱日立电力系统公司(２０２０ 年更名为三菱电力

公司)就是典型例证ꎮ 作为政府开发援助项目ꎬ日本政府分别与塞尔维亚和

波黑签订总额为 ２８２ ５２ 亿日元和 １２６ ３３ 亿日元的日元贷款协议ꎬ用于塞尔

维亚尼古拉特斯拉火力发电站和波黑乌格列维克火力发电站的烟气脱硫设

—６５—

① 日本外務省「日本の対ルーマニア /ブルガリア援助実績と援助政策」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ｓｈｉｒｙｏ / ｈｙｏｕｋａ / ｋｕｎｉｂｅｔｕ / ｇａｉ / ｒｏｍａ＿ｂｕｌｇ / ｐｄｆｓ / ｋｎ０８＿０４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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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ꎮ 在此背景下ꎬ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日本三菱日立电力系统公司获得乌格列

维克火力发电站的烟气脱硫装置订单ꎻ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和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又分别获

得尼古拉特斯拉 Ａ 火力发电站和 Ｂ 火力发电站的烟气脱硫装置订单①ꎮ
(三)中日模式的差异性和共同性

中国和日本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代表ꎬ在中东欧地区不同时

期有着各具特色的存在ꎮ 在与中东欧国家开展投资合作上ꎬ中国和日本呈现

不同的模式ꎬ显示两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不同的政策取向:中国模式主要体

现为政策驱动、企业跟进、市场导向和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相结合ꎬ具有鲜明的

中国特色ꎮ 日本模式主要体现为企业为主、市场导向、政府帮扶、本土化和产

业链融入为导向ꎬ体现鲜明的日本特色ꎮ 从模式特点的优先次序看ꎬ中国模

式无疑是政府的政策推动占据重要地位ꎬ企业作为主体有很强的意愿跟进和

落实政府政策ꎮ 而日本则突出企业的主导作用ꎬ由企业来寻找市场、提升竞

争力ꎬ并依靠政府的帮扶不断壮大自己ꎮ
两种主导模式也形成了各自的特色ꎬ中国在互联互通领域取得成就ꎬ而

日本则在产业链建设上成就瞩目ꎮ 这与双方主推的产业有很大关系ꎬ中国的

基建行业具有先发优势和市场应用场景优势ꎬ易在国际市场立足ꎬ且中欧之

间巨大的货物贸易量为推动互联互通提供了动力ꎮ 但基建行业是投入较大、
产出较慢、规则短时间难以对接的领域ꎮ 日本则在汽车、装备制造等领域具

备明显国际竞争优势ꎬ通过“技术优势 ＋产业链”切入的办法成功打入中东欧

国家市场ꎬ形成与国际市场高度相互依赖的格局ꎮ
两种投资模式都强调了市场导向ꎬ表明中日企业认识到市场化运作的重

要性ꎮ 中国的政策驱动核心是使企业成为市场主体ꎬ不断在国际竞争中壮大

自己ꎬ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ꎮ 日本的市场导向则严格遵循资本主义自由

市场经济理论ꎬ强调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市场敏锐度ꎮ 可以说在市场导向上ꎬ
中日企业具有明显共性ꎮ

四　 中日在中东欧地区投资面临不同情况的原因分析

随着中日两国在中东欧地区投资的深入ꎬ面临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别ꎮ 中

—７５—

① 三菱パワー「セルビアで世界最大級の排煙脱硫装置(ＦＧＤ)２ 基を新たに受注

最大出力 １３４ 万 ｋＷのニコラテスラＢ 石炭火力発電所向け」ꎬ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ｗｅｒ ｍｈｉ ｃｏｍ /
ｊｐ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０１０２２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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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投资受到越来越多的安全审查ꎬ欧盟对中国投资的防范力度越来越大ꎮ
以并购为主的投资方式在中东欧地区也受到阻碍ꎮ 在贸易方面ꎬ中国和中东

欧国家因为贸易逆差问题而引发中东欧国家不满ꎮ 大型基建项目受到的规

则限制也比较多ꎬ伴随着上述情况ꎬ对“中国经济威胁”的关注开始明显提升ꎮ
而日本在中东欧的投资未出现上述情况ꎮ

(一)从治理模式角度看ꎬ中国和日本经济治理模式的差异体现在政策层

面就是是否同欧盟规则对接

欧盟作为全球规范性行为体ꎬ一直把“规范性力量”①作为发挥影响力的

重要方式ꎬ强调规则的力量以及在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ꎮ 欧盟仍然在扮演全

球规范引领者的角色ꎬ不但影响其成员国ꎬ也在影响着外部世界ꎮ 进入 ２１ 世

纪以来ꎬ欧盟不断加强规则制定的话语权ꎬ制定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数
字服务法»«欧洲气候法»«欧盟外资审查框架法案»等ꎮ 欧盟也将市场和贸

易作为施加影响的条件ꎬ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发挥了重要影响力②ꎮ
中国在发展对欧贸易和投资等务实合作关系上一直专注合作的增量ꎬ强

调贸易合作的压舱石作用和双方市场力量的驱动作用ꎬ而在规则对接上则较

为忽视ꎮ 随着中国力量日益增长ꎬ竞争力不断增强ꎬ欧盟认识到必须用规则

规制中国在欧盟的影响力ꎬ保护好自身市场ꎮ 中欧规则不对接日益成为双方

关系中一个重要挑战ꎮ 中国企业要想进入欧盟市场ꎬ就不得不接受欧盟日益

苛刻的规则限制ꎬ主要体现在市场对等准入(涉及市场经济地位、对发展中国

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竞争中立(涉及不公平竞争ꎬ包括产业补贴、国有企业

力量强大造成的市场扭曲)、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技术转移以及更广泛层面的

透明度和可持续发展(人权、环境和劳工标准)等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ꎬ中欧宣布完成全面投资协定谈判ꎮ 协定显示中国推

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ꎬ广纳外部资源ꎬ进一步完善市场资源配置

和营商环境ꎬ同时也为中国投资者获得更多的海外市场提供机遇ꎮ 中欧之间

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技术转移、国有企业补贴和竞争中立、环保

—８５—

①

②

Ｉａｎ Ｍａｎｎｅｒｓꎬ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Ｖｏｌｕｍｅ １３ꎬＮｏ ２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６ꎻＪａｎ ＺｉｅｌｏｎｋａꎬＥｕｒｏｐｅ'ｓ Ｎｅｗ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ＥＵ'ｓ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１８ꎬＮｏ １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

Ｄａｎｉｅｌａ Ｓｉｃｕｒｅｌｌｉꎬ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Ｕ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ｄｅꎬ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ＥＰＡ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ꎬＡｓｉ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ｕｍｅ １８ꎬ Ｉｓｓｕｅ １ꎬ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５７ －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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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劳动标准等方面达成共识ꎬ完成了在涉及规则领域的谈判ꎮ 遗憾的是ꎬ由
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中欧之间的制裁和反制裁ꎬ欧洲议会宣布冻结对该协定的审

议工作ꎮ
日本则是通过贸易和投资等领域谈判与欧洲包括美国等世界市场形成

了良性互动与融合ꎮ 日本与中东欧乃至欧洲市场的矛盾主要是产业竞争方

面ꎬ而不是规则上ꎮ 日本与欧盟自 ２０１３ 年开始就经贸协定展开谈判ꎬ２０１８ 年

７ 月签署«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ꎬ２０１９ 年 ２ 月正式生效ꎮ 按照该协定ꎬ日
本对欧盟出口的商品逐步达到 ９９％免关税ꎬ欧盟对日本出口的商品逐步达到

９４％免关税ꎮ 在中东欧国家中ꎬ除西巴尔干五国以外ꎬ其他国家已经是欧盟

成员国ꎮ «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日本企业在这些中东欧国家投资经营

起到一定积极作用ꎮ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ꎬ在捷克的日本企业中ꎬ有 ５８ ６％ 的企业

认为«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其产生了积极影响ꎬ仅有 ３ ４％的企业认为

产生了消极影响ꎮ 在波兰的日本企业中ꎬ有 ５４ ２％ 的企业认为«日欧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对其产生了积极影响ꎬ几乎没有企业认为产生了消极影响ꎮ 在

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日本企业中ꎬ认为有积极影响的企业占比分

别为 ４４ ４％ 、４３ ８％和 ３３ ３％ (见图 ２)ꎮ

图 ２ «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中东欧日本企业的影响(％)
资料来源: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２０１９ 年度欧州進出日系企業実態調査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ｅｔｒｏ ｇｏ ｊｐ / ｗｏｒｌｄ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２０１９ / ０１ / ｆｅ６３３４ｆ４ｅ４２６９３７ｅ ｈｔｍｌ

日本企业认为«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产生积极影响的原因ꎬ一方面ꎬ
一些在中东欧投资经营的日本企业从日本进口原料、零部件或生产设备在当

地进行加工生产ꎬ或者进口商品进行销售ꎬ或者将当地生产或者采购的商品

出口至日本ꎬ对于这些有日欧间贸易往来业务的企业ꎬ关税削减和撤销以及

关税手续简化将降低其生产成本ꎬ提升其经营便利性ꎻ另一方面ꎬ«日欧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强化了日欧间经济联系ꎬ为日本企业创造了更好的投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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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环境ꎬ有助于其扩大商业机会ꎮ 而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则主要在于需要准

备证明手续、调整公司运行机制以及可能产生的应对成本等①ꎮ
«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规则对接保障了双方的受益机会ꎮ 不仅

如此ꎬ日本还广泛参与了全球更大范围的规则对接ꎮ 在以 ＷＴＯ 为核心的多

边贸易体制改革中ꎬ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纷纷主导推动具有影响力的大型

区域或双边自贸协定ꎬ包括«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欧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ꎬ这些协定涉及区域广、规
则标准高ꎬ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劳工、环保、竞争和电子商务等重要议

题上设置新标杆ꎬ引领国际贸易体制改革ꎬ彼此间也形成了利益捆绑ꎮ
中国也一直致力于参与并推动高水平、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制

定ꎬ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

判ꎬ并大力升级已有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规则ꎬ同时在国内开启新一轮改革

开放进程ꎬ以适应国际贸易投资领域的新规则和新标准ꎮ 尽管如此ꎬ中国一

直面临西方世界树立的“规则墙”的困扰ꎬ突破并不容易ꎬ妥协更不符合中国

利益ꎬ改革也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ꎮ 所以ꎬ中国自然无法获取像日本企业进

入欧洲市场的规则优势以及获得顺风顺水的发展优势ꎮ
日本智库在比较日本和中国在中东欧投资时指出了中国的问题:一是

应该符合欧洲市场规则和国际规范ꎬ保证公平竞争ꎮ 中国的(国有)企业有

政府支持ꎬ如政府补贴和其他优惠政策ꎬ无视市场规则ꎬ无惧成本ꎬ使得遵

循市场经济规则的美、欧、日民营企业在价格上无法与中国竞争ꎮ 二是应

该做到竞标的透明性和公平性ꎮ 中国在中东欧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时ꎬ基于

中国的规则行事ꎬ中国金融机构的贷款竞标不公开ꎬ一般由中国企业垄断ꎬ
造成其他国家企业在中东欧市场的劣势ꎮ 因此ꎬ应进行公开、透明、无差

别、非歧视性的采购或竞标程序ꎬ使其他国家的企业也可以公平参与竞标

和承包项目②ꎮ
(二)从技术层面讲ꎬ日本通过本土化和产业链融入政策解决了贸易和投

资领域的一系列问题ꎬ中国的企业则面临本土化不足的挑战

日本通过在中东欧地区实现本土化和产业链融入ꎬ某种程度上规避了贸

易领域的一些问题ꎬ尤其是对中东欧国家的贸易顺差问题ꎮ 根据日本贸易振

—０６—

①

②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２０１９ 年度欧州進出日系企業実態調査(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ｅｔｒｏ ｇｏ ｊｐ / ｗｏｒｌｄ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２０１９ / ０１ / ｆｅ６３３４ｆ４ｅ４２６９３７ｅ ｈｔｍｌ
该观点为作者对日本学者采访整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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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机构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进行的调查ꎬ在受访的中东欧日本企业中ꎬ原材料和零

部件直接来自所在国的比重为 ２７ ９％ ꎬ来自欧盟的比重为 ３１ ２％ ꎬ两者合计

为 ５９ １％ ꎬ大大超过来自日本的比重 １８％ ꎮ 此外ꎬ还有 ７ ６％和 ９ １％的原材

料和零部件分别来自中国和东盟ꎮ 在销售方面ꎬ产品和服务直接在所在国市

场销售的比重为 ３６ １％ ꎬ面向欧盟市场销售的比重为 ５１ ７％ ꎬ面向日本销售

的比重仅为 ４ ３％ ꎬ并且这一趋势还在发展中(见图 ３)ꎮ 根据上述调查ꎬ
３７ ５％的企业预计今后将扩大由所在国当地供应的比重ꎬ３２ ６％的企业预计

今后将扩大由欧盟供应的比重ꎻ在销售方面ꎬ分别有 ３７ ５％和 ４８％的企业预

计今后将扩大面向所在国和欧盟的销售比重①ꎮ ２０２０ 年ꎬ新冠肺炎疫情在欧

洲蔓延ꎬ中东欧日本企业开工率大幅降低ꎬ生产经营均受到影响ꎬ但也加快了

日本企业供应链的调整ꎮ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的调查ꎬ在波

兰、捷克和匈牙利的本地采购比重原本并不是很高的日本企业也表示今后有

可能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ꎬ扩大或加速本地采购ꎮ 随着中东欧有实力的本

地企业成长起来ꎬ这些企业也可以成为日本企业采购的对象ꎮ 另外ꎬ除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响ꎬ英国“脱欧”后ꎬ欧洲各国国内不确定的状况仍在持续ꎬ之前

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变化ꎬ欧盟的“重心”渐趋东移ꎬ因此ꎬ无论对

于进入中东欧的日本企业ꎬ还是对于进入西欧的日本企业来说ꎬ以新冠肺炎

疫情为契机ꎬ在销售和采购两方面对中东欧市场更加重视②ꎮ

图 ３ 中东欧日本企业的供货来源地和销售目的地(％)
注:欧盟中包括英国ꎻ中东欧日本企业包括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罗马尼亚和斯洛文

尼亚参与调查的日本企业ꎮ
资料来源: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２０１９ 年度欧州進出日系企業実態調査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ｅｔｒｏ ｇｏ ｊｐ / ｗｏｒｌｄ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２０１９ / ０１ / ｆｅ６３３４ｆ４ｅ４２６９３７ｅ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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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处欧盟的数据中不包括英国ꎬ调查样本也与图 ３ 有一定差异ꎮ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有力ローカル企業も日系企業の協業調達先

に 中東欧のサプライチェーン、新型コロナで変わるか(後編)」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ｅｔｒｏ ｇｏ ｊｐ / ｂｉｚ / ａｒｅａ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２０２０ / ａ３ａ５０ｂｅｂｃ９ｃｄｆ７ｆ７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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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本土化的好处在于可以有效缓解贸易逆差问题ꎬ当地生产、当地销

售ꎬ既解决当地就业问题ꎬ又提升企业海外影响力和盈利能力ꎮ 同时ꎬ通过产

业链与欧洲深度捆绑ꎬ双方水乳交融ꎬ可有效缓解当地的不安全感ꎮ 中国与

中东欧国家贸易处于快速增长状态ꎬ由于产业链主要布局在国内ꎬ海外合作

和销售网络比较成熟ꎬ导致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比较强ꎬ容易进入中东欧国家

市场ꎮ 而对中东欧国家来说ꎬ其产品本身知名度和竞争力不强ꎬ在亚洲的销

售网络尚未搭建起来ꎬ进入中国市场并不容易ꎬ如此就导致贸易逆差的出现ꎮ
贸易逆差的产生使得不少中东欧国家跟随欧盟的步调更多强调市场准入和

绿地投资不足问题ꎬ但并不会完全意识到自身产品竞争力不足的问题ꎮ
中国基建产业无论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都显示强大的竞争力ꎬ为“一带一

路”倡议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但基建产业在中东欧同样面临产业链融入不足和

本土化程度不高的问题ꎮ 中国在中东欧采取的基建模式主要是照搬国内经

验ꎬ中国技术、人工和融资模式都搬到欧洲市场ꎬ虽具有集约性优势ꎬ但与欧

洲规则出现明显碰撞ꎮ 欧洲严格的劳工和环保标准使得中国企业一开始就

要交不少学费适应新的环境ꎮ 融资方式与欧盟财政公约相抵触ꎬ使得基建项

目无法落地到中东欧的欧盟成员国ꎬ只能到候选国市场去经营ꎮ 欧盟的技术

标准比较排外ꎬ受到单一市场法令的严格保护ꎬ中国基建技术和标准走进欧

盟核心市场并不容易ꎬ匈塞铁路建设不断受阻就是典型的案例ꎮ
(三)从地缘政治角度看ꎬ欧盟和美国也有意拉拢日本来围堵中国

日本和欧盟除了在经贸规则上接轨和加强利益捆绑外ꎬ在欧盟和美国拉

拢下ꎬ日本也积极参与制定西方世界新的国际标准ꎮ ２０１７ 年美、欧、日设立三

方关系委员会ꎬ美、欧、日三方贸易部长会议(见表 ２)均聚焦于非市场导向政

策带来的不公平竞争问题ꎬ三方还关注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ＷＴＯ 改革等议

题ꎬ并已就加强 ＷＴＯ 透明度提交改革提案ꎮ 在 ＷＴＯ 改革、产业补贴、国有企

业、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等形成规则较为一致的共同体ꎬ这也体现了美欧拉

拢日本来规制中国的思路和意图ꎮ

表 ２ 历次美、欧、日贸易部长会议主要内容

时间 与会成员 地点 主要内容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
特莱特希泽、欧盟
贸易委员会马穆斯
托姆、日本经济产业
大臣世耕弘成

布宜诺
斯艾利斯

讨论产能过剩、国有企业、强制技
术转让、不公平竞争等问题ꎬ同意
在 ＷＴＯ 和其他论坛 增 强 三 方
协作ꎮ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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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时间 与会成员 地点 主要内容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９ 日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
特莱特希泽、欧盟
贸易委员会马穆斯
托姆、日本经济产业
大臣世耕弘成

布鲁塞尔
确认解决非市场导向政策带来的
产能过剩、不公平竞争、阻碍对创
新技术的发展和使用等问题ꎮ

巴黎
确认解决第三国扭曲贸易的政策ꎬ
同意推动有关未来 ＷＴＯ 的谈判ꎮ

纽约

确认解决第三国非市场主导政策、
产业补贴和国有企业、第三国强制
技术转让政策ꎬ推动 ＷＴＯ 改革ꎬ推
动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发展等ꎮ

华盛顿
讨论非市场化改革、产业补贴、强
制技术转让、ＷＴＯ 改革和数字贸
易等议题ꎮ

巴黎

加强在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市场导
向条 件、 产 业 补 贴、 国 有 企 业、
ＷＴＯ 改革以及数字贸易和电子商
务等议题合作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４ 日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
特莱特希泽、欧盟
贸易委员会霍根、日
本经济产业大臣尾
山弘志

华盛顿
讨论关于产业补贴等相关问题ꎬ就
加强 ＷＴＯ 现行产业补贴规则、强
制技术转让等议题进行交流ꎮ

资料来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ꎬ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ｔｒ ｇｏｖ / ａｂｏｕｔ － ｕｓ / ｐｏｌｉｃｙ － ｏｆｆｉｃｅｓ / ｐｒｅｓｓ －
ｏｆｆｉｃｅ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日本有意在涉及规则制定上防范中国ꎬ积极维护西方世界利益ꎬ这一点

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上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ꎮ 日本智库

认为ꎬ中国表示积极考虑加入该协定的意图在于攫取和掌握区域内主导权ꎮ
中国持续给予国有企业补助和规制上的优待ꎬ但对于包括公开源代码等要

求ꎬ一直拒绝改革ꎮ 如果中国申请加入ꎬ就必须要遵守规则ꎬ日本应同现有的

全体加盟国统一意志①ꎮ
日本本身也有意联合美欧针对中国来捍卫自身利益ꎮ 例如ꎬ美、欧、日视

中国的产业补助为严重问题ꎮ 日本指责中国对钢铁产业等的补助引发生产

—３６—

① 読売新 聞 「 中 国 と ＴＰＰ 　 厳 格 な ル ー ル を 守 れ る の か」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ｏｍｉｕｒｉ ｃｏ ｊｐ /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 ２０２０１２０２ － ＯＹＴ１Ｔ５０２７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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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ꎬ造成国际市场供求失衡ꎬ给其他国家的企业带来不利影响ꎬ提出以美、
欧、日为中心ꎬ为抑制这一状况进行国际性规则统合ꎬ对中国进行规制ꎮ 但日

本担心ꎬ如果因美国不满而对半导体、人工智能(ＡＩ)、纯电动汽车(ＥＶ)等中

国高科技产业补助金进行规锁ꎬ在这一领域中日企业的合作将有可能变得更

加困难①ꎮ
日本还仿效美欧在高科技问题上围堵中国的做法ꎮ ２０１８ 年年底中美贸易摩

擦激化ꎬ日本曾以“与国际规则的一致性”为依据ꎬ在政府信息通信设备采购中排

除中国通信设备企业“华为”和“中兴通讯”的产品②ꎮ 从美日“２ ＋２”会谈内容来

看ꎬ日本加紧跟进美国的遏制中国战略ꎮ 日本智库认为ꎬ特朗普政府采取单边主

义导致在国际规则的整备方面落后了ꎮ 拜登就任后马上着手重新与同盟国进行

协调ꎬ以“与同盟国合作制定规则”为目标ꎬ作为逼迫中国纠正的手法③ꎮ
在中国擅长的互联互通领域ꎬ欧日之间也加强规则合作ꎬ欧盟拉拢日本

积极提高在互联互通领域的国际话语权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对

外行动署联合发布政策文件«连接欧洲和亚洲———对欧盟战略的设想»ꎬ全面

阐释欧盟推进欧亚互联互通的新战略ꎬ强调“可持续的、综合的和基于规则的

互联互通”④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日本与欧盟签署«日欧可持续和高质量互联互通

伙伴关系协定»ꎬ强调互联互通在环境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ꎬ致力于推动基于

规则和价值观的互联互通ꎬ促进自由和开放等ꎮ 欧盟积极联合日本并提升在

互联互通领域话语权ꎬ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也较为明显⑤ꎮ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三井物産戦略研究所「企業に影響する中国の産業補助と欧の対応」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ｔｓｕｉ ｃｏｍ / ｍｇｓｓｉ / ｊａ / ｒｅｐｏｒｔ / ｄｅｔａｉｌ / ＿ ＿ ｉｃｓＦｉｌｅｓ / ａｆｉｅｌｄｆｉｌｅ /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１５ / ２１０１ｃ ＿ ｍａｔａｎｏ
ｐｄｆꎻ日本総合研究所「増加する中国の産業補助金」、『アジアマンスリー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号』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ｒｉ ｃｏ ｊｐ / ｐａｇｅ ｊｓｐ? ｉｄ ＝ ３５０９８
朝日新聞「菅官房長官『国際ルールに整合』中国通信 ２ 社の排除で」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ｓａｈ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ＡＳＬＤＢ４０ＸＮＬＤＢＵＬＦＡ００Ｓ ｈｔｍｌ
時事通信「米通商政策、中国包囲に照準　 関税ルール、難題山積―バイデン

次期政権」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ｉｊｉ ｃｏｍ / ｊｃ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ｋ ＝ ２０２０１２１２００４０４＆ｇ ＝ ｉｎ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ｓｉａ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ｓ ｆｏｒ ａｎ ＥＵ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ꎬ２０１８ꎬＪＯＩＮ (２０１８) ３１ ｆｉｎａｌ

ＥＥＡＳꎬＴｈ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９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ｅａｓ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ｓ / ｋｙｒｇｙｚ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 ｅｎ / ６８５４４ / Ｔｈｅ％ ２０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２０ｏｎ％ ２０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２０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２０ａｎｄ％
２０Ｑｕａｌｉｔｙ％２０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２０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ｔｈ



中国和日本对中东欧投资的比较研究

五　 中国和日本在中东欧投资的几点启示

(一)在进入国际市场包括中东欧市场方面ꎬ中国应多学习日本的经验

１ 深入当地生产网络ꎬ拓展产业链和供应链

早期一些日本企业在中东欧投资主要是在当地进行加工组装ꎬ并出口至

以欧洲为主的市场ꎮ 中东欧各国加入欧盟后ꎬ对中东欧投资的日本企业增

加ꎬ特别是汽车及零部件等机械设备制造业成为投资的主体ꎬ常见的路径为ꎬ
从日本进口零部件ꎬ在当地进行加工组装再出口ꎬ这种投资结构也反映在日

本对中东欧的贸易结构上ꎮ 以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为例ꎬ日本对其商品贸易

出口主要集中在机械和运输设备领域ꎮ 从 ２００３ 年左右开始ꎬ日本对维谢格

拉德集团国家的出口额迅速增加ꎬ贸易顺差逐渐扩大ꎬ２００８ 年达到峰值ꎬ日本

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为 ８０ ９４ 亿美元和 １９ ４６ 亿美元ꎬ有 ６１ ４８ 亿美元顺差ꎮ
此后ꎬ日本对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的出口波动较大ꎬ其中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

机、欧洲债务危机和汇率变动等固然都是影响因素ꎬ但日本企业深入当地生

产网络、在欧洲本地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延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ꎮ 日本企业的

一些原材料、零部件和产成品更多在所在国或欧盟市场周转ꎬ这些经济往来

就不再反映在贸易顺差中ꎮ ２００９ 年以后ꎬ日本对中东欧的贸易顺差有所降低ꎬ
虽然近年来又有上升趋势ꎬ但到 ２０１９ 年ꎬ日本对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的贸易顺

差仅为 ２９ ８１ 亿美元ꎬ比 ２００８ 年减少 ５０％以上(见图 ４)ꎮ 中东欧国家对日本

贸易顺差也没有特别的警惕ꎮ ２０２０ 年ꎬ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ꎬ日本对外贸易整

体大幅下降ꎬ但对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的出口略有下降ꎬ进口轻微增长ꎮ

图 ４ 日本对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的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２ 以先进技术和理念作为支撑

作为传统制造业强国ꎬ日本在技术方面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ꎮ 日本汽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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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及零部件相关产业作为日本对中东欧投资的支柱产业ꎬ能在中东欧市场

扎根并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网络ꎬ与其具有核心技术分不开ꎮ 日本企业的

经营哲学和管理文化不仅是支撑其发展的重要因素ꎬ在世界范围内也被广

泛研究学习ꎮ 日本在西巴尔干一些国家开设研修班或派驻指导员ꎬ专门讲

解“日本式经营”的理念和经验ꎮ 日本企业开展海外投资的时间较早ꎬ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日本政府就出台一系列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ꎬ到 ８０ 年

代中后期ꎬ日本进入泡沫经济时期ꎬ日元大幅升值ꎬ日本企业展开大规模海

外并购ꎮ 日本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南亚、北美等地经营多年ꎬ积累了丰富的

海外经验ꎬ一些经验可以应用到其在中东欧的投资经营中ꎮ 日本的一些产

品在国际上口碑较好、具有特色ꎬ随着中东欧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ꎬ一些日

本企业认为ꎬ面向当地中高收入群体的高质量日本产品将有更广阔的市

场ꎬ同时当地居民健康意识提高ꎬ对日本食材更感兴趣ꎬ这也成为日本食品

和饮食业向外拓展的机会①ꎮ 这些因素均构成日本在中东欧投资经营的内

部积极因素ꎮ
３ 国家的力量仍然不可忽视

在中日投资中东欧的两种不同模式中ꎬ不能忽视的因素是政府或者国家

的作用ꎮ 两国政府所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相同ꎬ只是方式和时机选择有所

差异ꎮ 在中东欧私有化和转型初期ꎬ日本政府就开始推动投资进入中东欧国

家ꎬ因此获得了最优质的资产ꎬ把握住了转型和私有化的黄金期ꎬ而中国政府

只是利用欧债危机后欧洲出现的窗口期才得以进入ꎮ 日本政府采用的金融

杠杆要比中国多得多ꎬ通过大量政府开发性援助ꎬ将本国产品和产业链一并

带到中东欧市场ꎮ 此外ꎬ日本充分利用东欧剧变时的市场环境ꎬ促使中东欧

国家对日本资本和附带条件予以接纳ꎮ 中日企业不同时期进入中东欧市场

所获得机会成本不一样ꎮ ２０１２ 年中国企业大规模进入中东欧后ꎬ这种好的时

机已不复存在ꎬ只能另辟蹊径ꎮ 没有很强的政府驱动ꎬ很难奠定大型投资合

作的物质基础ꎬ这是由现实政治所决定的ꎮ 在全球治理中ꎬ国家的角色作用

仍然不是主观想象的那样ꎬ被新自由主义所淹没ꎬ还是会越来越多地发挥作

用ꎬ无论是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体系中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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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景況は良く、経済成長は堅調 世界主要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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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白乙、张一飞:«全球治理困境与国家“再现”的最终逻辑»ꎬ«学术月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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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抓住机会利用好中日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三方市场合作

在中东欧市场环境方面的规则对接和新能源汽车等新能源领域的中日

合作仍有很大潜力ꎮ 日本菅义伟政府将数字经济和绿色社会作为新冠肺炎

疫情下经济恢复和疫情后经济增长的突破口ꎬ采取一系列支持措施ꎮ 为实现

日本政府提出的“２０５０ 年碳中和”目标ꎬ日本在 ２０２０ 年年底推出“绿色增长

战略”ꎬ力争在 ２１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前ꎬ所有新车销售均为电动汽车ꎬ并大力

发展风力等可再生能源发电①ꎮ 汽车及相关行业是日本对中东欧投资的重

点领域ꎬ新能源汽车是近年来中东欧国家重点发展的方向ꎬ日本在这方面的

投资项目正在陆续推进ꎮ 能源基础设施则是中日在中东欧市场都关注的领

域ꎮ 在中日和欧美纷纷推出碳中和目标和绿色发展战略的背景下ꎬ环境方面

的规则对接凸显重要性ꎮ 同时ꎬ新能源汽车等新能源领域也具有合作潜力ꎬ
将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ꎬ中日之间如能在中东欧地区形成合

作则具有重要示范意义ꎮ
日本与中国在中东欧地区基础设施方面有合作意愿ꎮ 通过中日合作ꎬ在

经济效率和质量两方面可共同提升ꎮ 同时ꎬ第三方市场(包括中东欧地区)合
作又不局限于基础设施建设ꎬ除了中日企业共同建设并运营第三国基础设施

项目外ꎬ还有中日合资企业开发面向第三国市场销售的产品、日本企业向在

第三国的中国企业提供零部件或产品等方式ꎮ
(三)保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ꎬ既要用好日本的经验ꎬ也要规避相应的

风险

中国应注意日本在衔接欧亚规则对接上的桥梁作用并充分加以利用ꎮ
诚如日本智库认为ꎬ在美中对立日益尖锐的国际形势下ꎬ日本能够发挥重要

作用ꎬ可以扮演重建国际秩序的桥梁角色ꎬ尤其是在推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

中经济体规则对接方面ꎮ 中国应带动第三方市场国家ꎬ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新兴经济体共同参与市场规则的制定和国际标准化建设ꎬ并积极拉拢日本ꎬ
为其提供发声的机会和共同参与国际治理的机会②ꎮ

与此同时ꎬ中国也应该具有底线思维ꎬ充分认识日本既然能发挥桥梁作

用ꎬ也能扮演围堵中国的组织者角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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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本経済産業省「２０５０ 年カーボンニュートラルに伴うグリーン成長戦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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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对接的地缘政治考虑永远不能忽视ꎮ 日本高度关注中国规则话语

权的提升ꎬ认为中国正在举国家之力确立和强化“中国标准”ꎬ在制定国际规

则方面ꎬ中国的存在感正在增强ꎮ 以“中国标准 ２０３５”为中期战略ꎬ在一些国

际机构中ꎬ２０１９ 年中国的提案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等国家而位居榜首ꎮ 中国

正通过掌握世界标准的主导权ꎬ加强技术方面的支配力ꎬ以实现竞争优势ꎮ
美国以在高科技领域封杀中国为目标ꎬ但也临近极限①ꎮ 日本对“中国标准”
也保持警惕ꎮ 日本官员指出ꎬ“中国首先将本国标准设定为国际标准ꎬ然后

出口一套与之相匹配的中国系统”ꎮ 这将会对日本企业产生较大影响ꎮ 随

着“中国标准”的传播ꎬ如果在安全保障方面造成威胁ꎬ各国对中国的态度

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厉②ꎮ 因此ꎬ同中国在规则问题上的竞争与合

作ꎬ日本努力找到一个平衡点ꎬ从具体项目入手ꎬ通过务实合作发挥积极

作用ꎮ
(四)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在融入西方世界体系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ꎬ中国

要避免重蹈覆辙

谈到日本融入西方规则体系的过程ꎬ不能一味认为日本是获益方ꎬ取得

了重要收获ꎬ中国是受损方ꎬ在同西方交易中遭受挫折ꎮ 应该看到ꎬ中国在处

理同西方关系中ꎬ相比日本更能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利益的取舍和未来发展的

可持续性问题ꎮ 同为崛起的国家ꎬ中国要做的是避免重蹈日本覆辙ꎬ避免为

融入国际体系而付出沉重代价(当然也与日本内政外交缺乏自主性有关)ꎮ
日本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ꎬ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打压ꎬ“广场协

议”使得日本收获了“失去的十年”ꎬ直到今天都难以完全恢复元气ꎮ 日本虽

然科技发达ꎬ但在与西方的争夺中却以不得不放弃部分高科技优势为代价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日本的航空航天、先进的第五代计算机均被美国锁定发展空

间而放弃ꎮ 就这一点来说ꎬ中国不可能自我锁定ꎬ主动放弃自身的发展空间

和发展机遇ꎮ
在漫长的时间赛跑中ꎬ谁输谁赢不能简单作出定论ꎬ日本的短期经验我

们应该学习ꎬ日本企业发展采取的技术路线值得借鉴ꎬ但在涉及根本利益和

国家战略问题上ꎬ中国则要以日本为前车之鉴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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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経済新聞「『中国標準』 国家が総力 　 技術支配、国際機関で主導権」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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