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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２ 年克罗地亚外商直接投资对其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ꎬ结果显

示ꎬ通信、化学品制造和零售贸易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起到较强的推动作

用ꎮ 对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克罗地亚吸引外资存量的行业分析表明ꎬ在此期间金

融服务业的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增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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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外商投资企业会加剧东道国国内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ꎮ 由于存在

前向(对东道国原材料的需求)及后向关联效应(最终产品质量的提高及消

费者福利的改善)ꎬ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可以促进其产业发展和结

构升级ꎬ但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对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受东道国产

业政策、投资环境及国内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ꎮ 此外ꎬ对于流入新兴欧洲市

场的外商投资来说ꎬ因转型国家初始条件及吸引投资政策的差异ꎬ不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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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效应并不相同①ꎬ流入中东欧国家的大规模外商投资使其更好地融

入欧盟 １５ 国的生产网络ꎬ进而使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出口由劳动密集型产品

(服装、家具)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汽车、信息技术产品)ꎬ促进了产业结构

的优化升级②ꎮ
自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实施旨在制止恶性通货膨胀的稳定计划之后ꎬ克罗地亚

经济就进入伴随着低通货膨胀的稳定增长阶段ꎮ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６ 年 ＧＤＰ 平均增

长率达 ４ ４％ ꎻ２００７ 年 ＧＤＰ 增长高达 ５ １％ ③ꎻ以当年价格计ꎬ２００８ 年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１ ０７２ ２ 万欧元ꎻ随后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ꎬ经济陷入衰退ꎬ２００９ 年

经济负增长高达 ６ ９％ ꎬ新增登记失业人数由危机前的 ２０ 万人激增至 ２７ １
万人ꎬ涨幅达 ３５％ ꎮ

尽管克罗地亚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提振经济ꎬ但各项关键指标显示

宏观经济至今仍未恢复到衰退前水平ꎮ ２０１２ 年ꎬ实体经济增长乏力ꎬ难以走

出负增长阴影ꎻ失业人数增速放缓ꎬ但绝对量持续增至 ３３ ９ 万人ꎬ其中男性

就业受冲击较大ꎬ失业率由危机前 ２００８ 年的 ３７ ６％ 增至 ４７％ ꎮ ２０１４ 年ꎬ失
业率略有下降ꎻ但 ２０１５ 年ꎬ就业情况持续恶化ꎬ２ 月失业率达近 １０ 年来最高

水平 ２０ ３％ ꎬ４ 月回落至 １９ ７％ ④ꎮ 因此ꎬ克罗地亚政府以提高就业为前提

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力度ꎮ
中国与克罗地亚于 １９９２ 年签署了政府间经贸协定ꎬ之后又签署了相互

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ꎮ 此后ꎬ两国贸易持续快速发展ꎬ２０１２ 年中国已成为克

罗地亚第四大贸易伙伴国ꎬ而克罗地亚则连续 ５ 年成为中国在前南地区最大

的贸易伙伴国ꎮ 但双边投资规模仍较小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年底ꎬ中国对克罗地

亚直接投资存量仅为 ８６３ 万美元ꎬ而 ２０１２ 年中国对克罗地亚投资流量仅为 ５
万美元⑤ꎮ 由于克罗地亚特殊的地理位置ꎬ其市场可以辐射西欧和东南欧国

家ꎬ具有连接中欧和东欧的地缘优势ꎮ 另外ꎬ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ꎬ克罗地亚成为

欧盟第 ２８ 个成员国ꎬ执行欧盟统一的贸易规则ꎬ因此ꎬ投资克罗地亚并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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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欧盟市场是中国企业实现“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ꎮ

二　 克罗地亚外商投资现状

为了加入欧盟ꎬ克罗地亚让渡了部分主权ꎬ在环保、劳动保护、能源政策、
投资以及投资争端解决方面同西欧国家进行了深度一体化ꎮ 加入欧盟使克

罗地亚获得进入欧洲单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出口和吸引外商投资的机会ꎮ 克

罗地亚法律平等对待国内外投资者ꎬ没有排斥外商投资的筛选机制ꎬ也没有

对外商投资施以限制ꎮ 克罗地亚允许外国投资者以普通合伙、有限合伙、有
限责任公司或参股公司的方式进行投资①ꎮ

(一)吸引外资趋势分析

１９９１ 年克罗地亚宣布独立后ꎬ境内发生了克塞两族的武装冲突和战争ꎬ
至 １９９５ 年内战结束后ꎬ外商投资才开始迅速增长ꎮ 伴随经济稳定计划的实

施ꎬ１９９６ 年克罗地亚全年吸引外资总额为 ３ ８２ 亿欧元ꎻ到 １９９９ 年增至 １３ ３８
亿欧元ꎬ年均增幅达 ５２ ８％ ꎮ 此外ꎬ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的大规模私有化

是这一期间外资流入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ꎮ 在私有化过程中ꎬ克罗地亚

政府将银行、电信、能源领域的大量国有企业出售给外国投资者ꎬ初始投资者

的利润再投资及企业间贷款导致 ２００４ 年后流入克罗地亚的外商直接投资进

一步增长ꎬ至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ꎬ外商投资流入额达 ３６ ４ 亿欧元

(见图 １)ꎮ

图 １ 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３ 年克罗地亚吸引外资金额 (单位:亿欧元)

资料来源:Ｃｒｏａｔｉ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ｎｂ ｈｒ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ａ / 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ａ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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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２０１３ 年年底ꎬ克罗地亚累计吸引外资总额达 ２６４ ７ 亿欧元ꎬ其中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８ 年流入的资金占总额的 ７０％ ꎮ 此后ꎬ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ꎬ克罗

地亚吸引外资额大幅下降ꎬ２０１０ 年全年吸引外资总额仅 １０ ４９ 亿欧元ꎻ经过

两年的恢复期ꎬ２０１２ 年外商投资额略有恢复ꎬ为 １１ ０９ 亿欧元ꎬ但仅为 ２００８
年的 １ / ３ꎮ

可见ꎬ克罗地亚要走出危机的阴影还需要一定时间ꎮ
(二)外商投资的行业分布

克罗地亚吸引的外资主要流向服务业ꎬ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４ 年ꎬ服务业吸引了超

过 ２００ 亿欧元的外商投资ꎬ为同期流入克罗地亚外资总额的 ７２ ３％ ꎬ且投资

目的多为国内服务市场ꎮ
内战结束后ꎬ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８ 年ꎬ制造业ꎬ尤其是化学制品相关行业吸引了大

量外资ꎮ 此后ꎬ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的银行业和电信业的大规模私有化使

外商以并购(Ｍ＆Ａ)的方式大量进入服务业ꎬ如 １９９９ 年克罗地亚将国有电信

公司(Ｈｒｖａｔｓｋｉ Ｔｅｌｅｋｏｍ)３１％的股份以 ８ ５ 亿美元的价格卖给德国电信公司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Ｔｅｌｅｋｏｍ)①ꎮ ２０００ 年ꎬ外资银行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 ９０％多ꎬ国
有银行数量从 １９９３ 年的 ２６ 家锐减至 ３ 家②ꎻ截至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ꎬ银行业

累计获得外商投资为 ８８ ２ 亿欧元ꎬ占比高达 ３２ ５％ ꎬ成为外资流入最多的行

业(见图 ２)ꎮ

图 ２ 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４ 年克罗地亚外资流入行业分布(％ )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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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区的设立使批发和佣金贸易共吸引超过 ２５ 亿欧元的外资ꎬ如
果将之与零售贸易汇总ꎬ则流入贸易行业的外资总额为 ４２ ３ 亿欧元ꎬ占同期

流入外资总额的 １４ ４％ ꎮ 这不仅促进了国内就业ꎬ同时也反映大型零售贸易

领域投资者的进入状况ꎮ
紧随其后的是房地产业ꎬ其中大部分投资分布在餐厅、宾馆及与旅游密

切相关的服务业ꎬ占外商直接投资的 ７ ８％ ꎮ
通信和化学品制造分别吸引 １８ ５ 亿欧元和 １６ ２ 亿欧元ꎬ分别占流入外

资总额的 ６ ３％和 ５ ５％ ꎮ
此外ꎬ尽管化学与医药行业的吸引力在下降ꎬ但 ２００８ 年仍吸引投资约 １６

亿欧元ꎬ最近一次大型投资则是 ２００６ 年美国拜尔公司(Ｂａｒｒ)斥资 ２０ 亿美元

收购中东欧最大的克罗地亚普里瓦医药公司(Ｐｌｉｖａ)ꎮ
(三)外商投资方式选择

随着大部分企业私有化的完成ꎬ绿地投资(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在外商对克罗地

亚总投资中的占比不断提高ꎮ ２００２ 年ꎬ绿地投资占当年克罗地亚外商直接投

资的 １４％ ꎻ２００７ 年高达 ７３％ ꎻ２０１３ 年ꎬ在外资流入锐减的情况下ꎬ绿地投资

流入 １０ ４ 亿美元ꎬ而同年外资参与克罗地亚企业并购额仅为 １ 亿美元(见图

３)ꎮ 可见ꎬ绿地投资正逐渐超过曾在私有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并购投

资ꎬ成为外资流入的主要方式ꎮ

图 ３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３ 年克罗地亚外商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额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ＵＮＣＴＡＤꎬ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ＤＧｓ: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四)外商投资来源国分布

总体而言ꎬ克罗地亚外商投资主要来自欧盟成员国ꎮ 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４ 年ꎬ欧
盟 １３ 国(ＥＵ －１３)累计向克罗地亚投资 ２１４ ６５ 亿欧元ꎬ占克外资流入总额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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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７３ １％ ꎻ２００４ 年加入欧盟的 ８ 个中东欧成员国(ＥＵ － ＣＥＥ)共投入 ４３ ０３
亿欧元ꎬ占 １４ ７％ ①ꎻ其他国家投资额合计占 ６ ３％ ꎻ瑞士占总投资额的

３ ７％ ꎻ国际金融机构投资占 １ ２％ ꎮ 就单个国家而言ꎬ奥地利是克罗地亚外

商直接投资的最大来源国ꎬ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４ 年共计投资 ６３ ７ 亿欧元ꎮ 其他排前

七位的国家分别为荷兰(５９ 亿欧元)、德国(２４ ９ 亿欧元)、匈牙利(２１ ７ 亿欧

元)、卢森堡(１７ ６ 亿欧元)、意大利(１４ ６ 亿欧元)和法国(１３ ７ 亿欧元)ꎬ七
国投资额占同期克罗地亚引资总量的 ７３％ ②ꎮ 由此可知ꎬ尽管奥地利、匈牙利

等国在全球范围内对外投资规模较小ꎬ但却成为克罗地亚的主要外资来源国ꎮ

表 １ 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４ 年克罗地亚累计吸引外资额国别分布

ＥＵ－１３ ＥＵ－ＣＥＥ 瑞士 国际金融机构 俄罗斯 其他国家

金额(亿欧元) ２１４ ６５ ４３ ０３ １０ ７７ ３ ５３ ２ ９９ １８ ５３
占比(％ ) ７３ １ １４ ７ ３ ７ １ ２ １ ０ ６ ３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综上所述ꎬ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克罗地亚吸引外商投资规模大幅缩减ꎬ迄
今仍未恢复至危机前水平ꎮ 究其原因ꎬ一方面ꎬ国际金融危机导致金融市场

流动性紧缩ꎬ跨国公司经营风险加大、利润下滑、资产缩水ꎬ为防止出现流动

性危机ꎬ部分公司减少海外直接投资ꎻ另一方面ꎬ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克罗地亚

国内失业率上升ꎬ消费者对未来信心不足ꎬ消费支出下降抑制了外资的流入ꎮ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ꎬ克罗地亚消费者信心指数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一年多时间里已从 － ２０ ５ 降至 － ５２ ３③ꎮ 消费需求的下降无疑会降低企

业投资欲望ꎬ特别是市场寻求型投资ꎮ

三　 实证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一种因素分析方法ꎬ适用于“小样本、少数据、贫信息”的
数据分析和预测ꎬ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定量测算序列曲线的几何接近程度ꎬ
以此体现系统变量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或影响大小ꎮ 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

—５４—

①

②

③

欧盟 １３ 国包括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意大利、德国、爱尔兰、英国、丹麦、希
腊、西班牙、奥地利及瑞典ꎻ欧盟的中东欧成员国包括捷克、塞浦路斯、匈牙利、马耳他、波
黑、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ꎮ

作者根据克罗地亚国家银行网站相关数据计算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ｎｂ ｈｒ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ａ /
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ａ ｈｔｍ

ｈｔｔｐ: / / ａｐｐｓｓｏ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ｎｕｉ / ｓｕｂｍｉｔＶｉｅｗＴａｂｌｅＡｃｔｉｏｎ ｄ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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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形状越接近ꎬ即两序列曲线的相似与一致程度越高ꎬ则两者关联度就越

大ꎻ反之ꎬ两者关联度就越小①ꎮ
(一)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的构建

构建灰色关联模型包括以下五个步骤②:
第一ꎬ建立原始序列ꎮ
选择参考序列:记作 Ｘ０(ｋ)ꎬＸ０(ｋ) ＝ [ｘ０(１)ꎬｘ０(２)ꎬꎬｘ０(ｋ)]
选择比较序列:记作 Ｘ ｉ(ｋ)ꎬＸ ｉ(ｋ) ＝ [ｘｉ(１)ꎬｘｉ(２)ꎬꎬｘｉ(ｋ)] ꎬ其中

ｉ ＝ １ꎬ２ꎬꎬｍ
第二ꎬ通过初值或均值化法对原始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ꎮ

ｘ′
ｉ(ｋ) ＝ ｘｉ(ｋ) / ｘｉ(１) 或 ｘ′

ｉ(ｋ) ＝
ｘｉ(ｋ)
Ｘ ｉ

ꎬ Ｘ ｉ ＝
１
ｎ∑

ｎ

ｋ ＝ １
ｘｉ(ｋ) ꎬ ｋ ＝ １ꎬ２ꎬꎬ

ｎ ꎬ其中 ｉ ＝ １ꎬ２ꎬꎬｍ
第三ꎬ求差序列、最大差和最小差ꎮ
差序列: Δ ｉ ＝ [Δ ｉ(１)ꎬΔ ｉ(２)ꎬꎬΔ ｉ(ｎ)] ꎬ其中 Δ ｉ(ｋ) ＝ ︳ｘ'

０(ｋ) －
ｘ'
ｉ(ｋ)︳ꎬｉ ＝ １ꎬ２ꎬꎬｍ

最大差: Ｍ ＝ ｍａｘ
ｉ

ｍａｘ
ｋ
Δ ｉ(ｋ) ꎻ最小差: ｍ ＝ ｍｉｎ

ｉ
ｍｉｎ

ｋ
Δ ｉ(ｋ)

第四ꎬ计算灰色关联系数ꎮ

γ０ｉ(ｋ) ＝ ｍ ＋ ξＭ
Δ ｉ(ｋ) ＋ ξＭ ꎬ ξ∈(０ꎬ１) ꎬ ｋ ＝ １ꎬ２ꎬꎬｎ ꎻ ｉ ＝ １ꎬ２ꎬꎬｍ ꎬ其中

γ０ｉ(ｋ) 表示在 ｋ 时刻第 ｉ 个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的关联系数ꎬ ξ 为分辨系数ꎬ
取较小值时ꎬ可以提高关联系数间差异的显著性ꎬ因此ꎬ常取 ξ ＝ ０ ５ ꎮ

第五ꎬ计算灰色关联度ꎮ

γ０ｉ ＝ １
ｎ∑

ｎ

ｋ ＝ １
γ０ｉ(ｋ) ꎬ其中 γ０ｉ 表示第 ｉ 个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的关联度ꎬ

根据关联度进行分析ꎮ
(二)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１ 因变量序列(参考序列):产业结构优化指标( Ｘ０) ꎮ 本文构建了反映

产业结构优化的二层次指标③ꎬ对克罗地亚产业结构优化进程进行测度ꎬ指

—６４—

①
②

③

党耀国、刘思峰等:«灰色预测与决策模型研究»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ꎮ
尹小剑:«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灰关联分析与趋势预测———来自中国

ＦＤＩ 行业数据的证据»ꎬ«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ꎮ
杨晓猛:«转型国家市场化进程测度的地区差异分析»ꎬ«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０６ 年

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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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由二级组成ꎬ括号中数值为每级指标的权重ꎬ具体指标设计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产业结构优化指标及其构成

　 　 指标

层级　 　 　
产业结构优化

一级 产业变动情况(０ ２５) 就业分布结构(０ ３) 产业部门贡献率(０ ４５)

二级

第一产业增值率(０ ２５) 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
总就业人口比重(０ ２)

第一产业产值增量占
ＧＤＰ 比重(０ ２)

第二产业增值率(０ ３５) 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
总就业人口比重(０ ３)

第二产业产值增量占
ＧＤＰ 比重(０ ３)

第三产业增值率(０ ４) 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
总就业人口比重(０ ５)

第三产业产值增量占
ＧＤＰ 比重(０ ５)

２ 自变量序列(比较序列):克罗地亚国家银行公布的历年外商直接投

资数据显示ꎬ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２ 年金融服务(Ｘ１)、批发贸易(Ｘ２)、房地产(Ｘ３)、通
信(Ｘ４)、石油提炼及核燃料制造(Ｘ５)、化学品制造(Ｘ６)、其他商业(Ｘ７)和零

售贸易(Ｘ８)等八大行业的投资存量超过外商投资总量的 ７５％ (见表 ３)ꎮ 因

此ꎬ以上述累计吸引外资最多的八大行业的数据序列分析其对产业结构的影

响比较合理ꎮ

表 ３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２ 年克罗地亚八大行业外商投资存量 (单位:亿欧元)

　 　 年份

行业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金融服务 ２４ ５７ ３４ ８６ ５２ ４７ ６０ ３６ ６４ ０３ ６８ ２３ ７１ ６３ ７２ ２９

批发贸易 ４ ７５ ５ ８８ ９ ５９ １８ ９０ ２６ ０１ ２６ ４２ ２５ ０６ ２５ ９４

房地产 ５ ５０ ７ ７７ １１ ６６ １３ ９２ １６ １９ １９ ９９ ２４ ０５ ２６ ９６

通信 １５ ２１ １５ ７８ １４ ９３ １５ ２５ １８ １４ １７ ３８ １７ ９２ １７ ４６

石油提炼及
核燃料制造

４ ８１ ５ ２０ ５ ４０ １４ ３２ １５ ３９ １５ ３８ １６ ０７ １６ ２０

化学品制造 １２ ３４ １７ ５４ １７ ２２ １６ ７６ １６ ８３ １４ ４０ １４ ９９ １４ ５２

其他商业 １ ７４ ２ ０４ ２ ７０ １ ６０ ４ ７１ ７ ４４ ７ ８２ １３ ６９

零售贸易 ６ ９２ ８ ０８ ９ ５８ １１ ８５ １３ ０４ １４ ２０ １４ ４４ １４ ８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克罗地亚国家银行公布的历年 ＦＤＩ 数据计算整理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ｎｂ ｈｒ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ａ / 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ａ ｈｔｍ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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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数据测算

参考序列ꎬ即产业结构优化指标(Ｘ０)的各二级指标值由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

«克罗地亚共和国统计年鉴»得到ꎮ 再依据表 ２ 的权重逐级加权求和得到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２ 年各年度一级指标值ꎬ其结果见表 ４ꎮ

表 ４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２ 年产业结构优化分指标及总指标值汇总

　 　 年份

指标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产业变动状况 ０ ０５５ ５ ０ ０９４ ３ ０ ０８０ ４ ０ ０８６ ３ －０ ０３４ ７ －０ ０３０ ７ ０ ００７ ３ －０ ０２６ ５

就业分布结构 ０ ４２７ ６ ０ ４２７ ８ ０ ４２７ ６ ０ ４２８ １ ０ ４２９ １ ０ ４３１ ９ ０ ４３３ ８ ０ ４３４ ９

产业部门贡献率 ０ ４６０ １ ０ ４３２ ６ ０ ４５２ ３ ０ ４３２ ９ ０ ４２４ ８ ０ ３４６ ５ ０ ４７８ ６ ０ ３９６ ２

产业结构优化
(合计) ０ ３４９ ２ ０ ３４６ ６ ０ ３５１ ９ ０ ３４４ ８ ０ ３１１ ２ ０ ２７７ ８ ０ ３４７ ３ ０ ３０２ 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克罗地亚共和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４)»数据计算整理ꎮ

比较序列ꎬ包括金融服务(Ｘ１)、批发贸易(Ｘ２)、房地产(Ｘ３)、通信(Ｘ４)、
石油提炼及核燃料制造(Ｘ５)、化学品制造(Ｘ６)、其他商业(Ｘ７)和零售贸易

(Ｘ８)等八大行业的外商投资存量ꎮ 对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２ 年各行业存量进行无量纲

化处理ꎬ其结果见表 ５ꎮ

表 ５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２ 年克罗地亚外商投资八大行业及

产业结构优化序列无量纲化处理结果

　 　 年份

序列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产业结构优化 １ ０ ９９２ ６ １ ００７ ９ ０ ９８７ ５ ０ ８９１ ３ ０ ７９５ ６ ０ ９９４ ６ ０ ８６５ ２

金融服务 １ １ ４１８ ７ ２ １３５ ０ ２ ４５６ ３ ２ ６０５ ８ ２ ７７６ ６ ２ ９１５ １ ２ ９４１ ６

批发贸易 １ １ ２３８ ５ ２ ０１８ ３ ３ ９７８ １ ５ ４７４ ５ ５ ５６１ ４ ５ ２７４ ５ ５ ４６０ ３

房地产 １ １ ４１３ ７ ２ １２０ ７ ２ ５３３ ０ ２ ９４４ ６ ３ ６３５ ４ ４ ３７５ ６ ４ ９０４ ８

通信 １ １ ０３７ ３ ０ ９８１ ６ １ ００２ ４ １ １９２ ４ １ １４２ ９ １ １７８ ４ １ １４８ ０

石油提炼及
核燃料制造

１ １ ０７９ ２ １ １２１ １ ２ ９７５ １ ３ １９６ ９ ３ １９５ ４ ３ ３３８ ０ ３ ３６５ ２

化学品制造 １ １ ４２１ ２ １ ３９４ ９ １ ３５７ ３ １ ３６３ ８ １ １６６ ９ １ ２１４ ０ １ １７６ ６

其他商业 １ １ １６８ ０ １ ５４７ ３ ０ ９１８ ６ ２ ７００ ９ ４ ２６４ ５ ４ ４８２ ７ ７ ８４８ ５

零售贸易 １ １ １６７ ２ １ ３８４ ６ １ ７１１ ６ １ ８８４ ０ ２ ０５１ ４ ２ ０８６ １ ２ １４７ ５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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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按照上述灰色关联分析建模步骤ꎬ 利用灰色系统理论应用软件

(ＧＴＭＳ３ ０)可以求得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２ 年克罗地亚外商投资八大行业与产业结构

优化的灰色关联度(见表 ６)ꎮ

表 ６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２ 年克罗地亚外商投资八大行业与

产业结构优化的灰色关联分析结果

　 　 行业

指标　 　
金融
服务

批发
贸易

房地产 通信
石油提炼及、
核燃料制造

化学品
制造

其他
商业

零售
贸易

灰色关联度 ０ ７４１ ５ ０ ６２３ １ ０ ６８７ １ ０ ９６０ １ ０ ７４４ ７ ０ ９１７ ３ ０ ７２４ １ ０ ８３６ ３

排名 ５ ８ ７ １ ４ ２ ６ ３

　 　
表 ６ 显示ꎬ克罗地亚外商投资的八大行业对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均起到

一定的推动作用ꎮ 参照表 ６ 中的灰色关联度排名ꎬ作用较强的是通信、化学

品制造和零售贸易三大行业ꎬ而批发贸易的关联度最低ꎮ 具体分析如下:
１ 金融服务吸引了大量投资ꎮ 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３ 年ꎬ金融服务共吸引外资

８８ ５ 亿欧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金融服务占外商投资总额的 ４４ ７％ ꎻ２００８ 年受国际

金融危机影响ꎬ流入的外资额大幅下降ꎻ２０１２ 年全年流入外资额不足 １ ０００
万欧元ꎬ但该行业仍占据吸引外资第一名的地位ꎮ 但因其对就业的贡献较

小ꎬ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并不明显ꎬ但随着产业结构的提升ꎬ其潜力将进一

步释放ꎮ
２ 通信成为外资流入第二大行业ꎮ 尽管近年来通信行业的外商投资规

模缩小ꎬ但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期的行业大规模私有化为经济结构向服务

业转型奠定了基础ꎮ 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４ 年ꎬ通信行业共吸引投资 ３１ １ 亿欧元ꎬ占吸

引外资总额的 ３１ ７％ ꎬ仅次于金融服务ꎮ 伴随外资而来的先进生产技术、企
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使通信服务规模迅速扩张ꎬ宽带普及率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２ ６１％升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８ ４％ ꎬ移动电话普及率达 １１６ ０２％ ꎮ 其中ꎬ由“德国

电信”(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Ｔｅｌｅｋｏｍ ＡＧ)控股的克罗地亚“ＨＴ”公司(Ｈｒｖａｔｓｋｉ Ｔｅｌｅｋｏｍ)
为国内第一大通信服务运营商ꎬ占移动通信服务 ４６ ７８％的市场份额①ꎮ

３ 批发贸易吸引外资规模较小ꎮ 批发贸易尽管开放较早ꎬ但一直发展

缓慢ꎮ 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７ 年ꎬ批发贸易吸引外商投资在外商投资中所占比重仅为

４ ９％ ꎻ２００８ 年外资大量涌入ꎬ达 １０ ２ 亿欧元ꎬ占当年外商投资总额的 ２４％ ꎮ

—９４—
①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ａｋｏｍ ｈ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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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石油提炼及核燃料制造业吸引外资额小ꎮ 直至 ２００３ 年克罗地亚才放

开石油提炼及核燃料制造业的外商投资限制ꎬ因此ꎬ该行业对产业结构提升

作用并不明显ꎮ

四　 趋势预测及结论

为了反映克罗地亚外商投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动态变化ꎬ此处通过 ＧＭ
(１ꎬ１)模型对克罗地亚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外商投资的八大行业与产业结构优化

的关联度进行预测(见表 ７、表 ８)ꎮ 对预测的八大行业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灰

色关联分析结果见表 ９①ꎮ

表 ７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产业结构优化分指标及总指标值汇总

指标
发展系数
( － ａ)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产业变动状况 ０ ５９３ ００ ０ ０００ ５０ ０ ０００ ３０ ０ ０００ １０ ０ ０００ １０ ０ ０００ ０４ ０ ０００ ０２

就业分布结构 － ０ ００３ １ ０ ４３８ ６ ０ ４３９ ９ ０ ４４１ ３ ０ ４４２ ７ ０ ４４４ １ ０ ４４５ ５

产业部门
贡献率

０ ０１２ ２ ０ ３９３ ５ ０ ３８８ ７ ０ ３８４ ０ ０ ３７９ ４ ０ ３７４ ８ ０ ３７０ ３

产业结构优化
(合计) ０ ０２３ ３ ０ ２８３ １ ０ ２７６ ６ ０ ２７０ ２ ０ ２６４ ０ ０ ２５７ ９ ０ ２５２ ０

　 　 资料来源:根据表 ４ 数据利用灰色系统理论应用软件(ＧＴＭＳ３ ０)处理得到ꎮ

表 ８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克罗地亚八大行业外商投资存量预测 (单位:亿欧元)

行业
发展系数

( － ａ)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金融服务 － ０ ０９ １００ ９９ １１０ ２２ １２０ ２９ １３１ ２８ １４３ ２７ １５６ ３５

批发贸易 － ０ １５ ４８ ０３ ５５ ８８ ６５ ０２ ７５ ６５ ８８ ０１ １０２ ４０

房地产 － ０ １８ ４８ １６ ５７ ７５ ６９ ２５ ８３ ０４ ９９ ５７ １１９ ４０

通信 － ０ ０３ １９ ７０ ２０ ２６ ２０ ８３ ２１ ４２ ２２ ０２ ２２ ６４

—０５—

① 随着发展系数的增大ꎬ预测误差迅速增加ꎮ 当发展系数≤０ ３ 时ꎬ预测精度可达

到 ９８％以上ꎬ可用于中长期预测ꎮ 此处ꎬ产业变动状况指标因原始指标存在负值导致预

测误差较大ꎬ但其权重较小ꎬ因此ꎬ预测结果仍可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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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提炼及

核燃料制造
－ ０ １４ ２８ ０３ ３２ １４ ３６ ８５ ４２ ２６ ４８ ４６ ５５ ５６

化学品制造 ０ ０４ １２ ９４ １２ ５０ １２ ０６ １１ ６４ １１ ２４ １０ ８５

其他商业 － ０ ３６ ３４ ９２ ５０ １２ ７１ ９３ １０３ ２２ １４８ １４ ２１２ ６０

零售贸易 － ０ ０９ ２０ ７２ ２２ ６６ ２４ ７８ ２７ １０ ２９ ６４ ３２ ４１

　 　 资料来源:根据表 ３ 数据利用灰色系统理论应用软件(ＧＴＭＳ３ ０)处理得到ꎮ

表 ９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克罗地亚外商投资八大行业与

产业结构优化的灰色关联分析预测结果

　 　 行业

指标　 　
金融
服务

批发
贸易

房地产 通信
石油提炼及
核燃料制造

化学品
制造

其他
商业

零售
贸易

灰色关联度 ０ ９２９ １ ０ ８７７ ５ ０ ８５０ ９ ０ ９７０ ２ ０ ８８９ ８ ０ ９９３ ８ ０ ６７９ ６ ０ ９２７ ６

排名 ３ ６ ７ ２ ５ １ ８ ４

　 　
表 ９ 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外商投资的八大行业与产业结构优化关联

度排序变化较大ꎮ 其中ꎬ金融服务由原来的第五位升至第三位ꎬ这预示着金

融服务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越来越明显ꎻ而其他商业则由第三位降至第八

位ꎬ预示着未来该行业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能力下降ꎮ 克罗地亚提供金融

服务的主体是外资控股的几家大银行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年底ꎬ银行业总资产占

所有金融机构总资产的 ７４％ ꎬ两家大银行①拥有银行业总资产的 ４３％ ꎬ前十

大银行几乎控制了整个银行业资产(９３％ )ꎮ 其中ꎬ外资银行拥有 ９０％ 的资

产ꎬ政府股权仅占 ４ ８％ ②ꎮ 伴随外资而来的先进管理理念、风险控制和创新

意识提高了银行业运营效率ꎬ使其平均资产收益率保持在 １ ３％ ꎮ ２００７ 年ꎬ
该行业资本充足率达 １５ ４％ ꎬ提高了应对区域或行业冲击的能力ꎬ经受住了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 ＧＤＰ 负增长和失业率上升的冲击ꎬ为恢复经济增

长提供了必要的支撑ꎮ 与此同时ꎬ２０１３ 年克罗地亚“入盟”后ꎬ消费者信心的

恢复和政府支出力度的加大进一步带动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ꎬ加速经济恢

复ꎮ 克罗地亚国家统计局(ＣＢＳ)２０１３ 年预测ꎬ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

内需ꎬ贸易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直到 ２０１５ 年后才会恢复为正值ꎮ 这与

—１５—

①

②

奥地利银行控股的萨格勒布银行(Ｚａｇｒｅｂａｃｋａ Ｂａｎｋａ)与意大利联合商业银行控

股的萨格勒布经济银行(Ｐｒｉｖｒｅｄｎａ Ｂａｎｋａ Ｚａｇｒｅｄ)是克罗地亚第一和第二大银行ꎮ
２０１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ｏｆ Ｃｒｏａｔｉａ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ｆｉｎ ｈｒ / ｅｎ / ２０１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 ｏｆ － ｃｒｏａｔ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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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中批发贸易和零售贸易行业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力下降相一致ꎮ

五　 中国企业对克罗地亚投资建议

２００８ 年ꎬ中国经济连续 ３０ 余年的高增长基本结束:伴随劳动力和资源向

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资本回报率低和

技术进步缓慢ꎬ经济增长开始结构性减速ꎮ 另外ꎬ随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ＴＰＰ)、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 ＴＴＩＰ)、多边服务业协议

(ＰＳＡ)、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欧加自由贸易协定等相继推出ꎬ未来中

国经贸发展将面临严峻的“内忧外患”ꎮ 因此ꎬ中国企业可借助克罗地亚地理

位置的优势ꎬ谋求进入中东欧市场ꎮ
对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２ 年克罗地亚外商投资的八大行业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灰色关

联分析显示ꎬ通信、化学品制造和零售贸易与其产业结构优化的关联度较大ꎬ这
反映前期私有化是影响其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ꎻ而从未来 ６ 年的趋势

预测看ꎬ金融服务将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行业之一ꎮ 此外ꎬ克罗地亚是地

中海旅游胜地ꎬ旅游业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ꎮ ２０１３ 年ꎬ克罗地亚旅游

业收入约 ７２ 亿欧元ꎬ比 ２０１２ 年增长 ５％ꎬ约占当年 ＧＤＰ 总量的 １６ ５％①ꎮ
与此同时ꎬ投资企业应该在了解当地文化、法律的基础上充分防范投资

风险ꎮ 投资前ꎬ投资企业应调查客户或合作伙伴的资质ꎬ实行项目风险评估ꎬ
并利用保险机构提供的保险服务、商业担保服务等来保障自身利益ꎮ 另外ꎬ
克罗地亚总体失业率较高ꎬ当地劳动法制度严苛ꎬ劳动保障要求较高ꎮ 为尽

量避免文化差异产生的摩擦ꎬ投资企业应与当地相关部门和雇员保持沟通ꎮ
为便利中国企业对克罗地亚投资ꎬ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根据地区投资政策确定投资区域

克罗地亚优先鼓励基础设施建设、旅游设施建设及新能源等行业的发

展ꎬ并结合各省区的重点行业吸引外商投资ꎮ 例如ꎬ奥西耶克省以食品、饮
料、木材加工、造纸、纺织服装和化学品制造为主ꎻ萨格勒布省耕地面积占全

省总面积 ５６％ ꎬ是全国苹果、葡萄、蔬菜、牛奶等农产品的生产基地②ꎬ处于全

—２５—

①

②

中国驻克罗地亚大使馆经商参处:«２０１３ 年克罗地亚旅游业简况»ꎬｈｔｔｐ: / / ｈｒ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ｎｖｅｓｔ － ｃｒｏａｔｉａ － ｚｇ － ｃｏｕｎｔｙ ｃｏｍ / ｉｎｖｅｓｔ － ｅｎ / ｚａｇｒｅｂ － ｃｏｕｎｔｙ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ｅ￣
ｃｏｎｏｍ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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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心的地理位置ꎬ便利的交通可以辐射周边各省区市场ꎻ处于最南端的杜

布罗夫尼克省计划通过 Ｋｕｐａｒｉ Ｉ、Ｋｕｐａｒｉ ＩＶ 和 Ｓｒｅｂｒｅｎｏ ＩＩ 项目引入现代目的

地管理系统ꎬ发展高端旅游服务①ꎮ 为持续发挥旅游业对整体经济和就业的

带动作用ꎬ克罗地亚政府计划到 ２０２０ 年新增投资 ７０ 亿欧元ꎬ将克罗地亚打

造为世界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之一ꎮ 因此ꎬ中国企业首先应结合克罗地

亚投资政策的倾斜与各省市产业结构优势确定投资区域ꎮ
(二)利用自由区产业集聚效应确定投资行业

克罗地亚国内各类自由区基础设施完善ꎬ侧重发展的行业存在差异ꎮ 例

如ꎬ设立于 １９９８ 年的奥西耶克自由区重点发展纺织服装业ꎮ 包括意大利著

名品牌 Ｂｅｎｅｔｔｏｎ 在内的意大利服装企业入驻后ꎬ联合克罗地亚国内纺织服装

企业在园区内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ꎬ借助企业间知识和商业实践的溢出效

应ꎬ创造了更高的附加值ꎬ改善了国内企业的经营绩效ꎮ 其他自由区的优先

发展领域包括加工贸易、商业服务(物流中心、软件发展中心)、旅游服务(四
星及以上酒店度假村、生态旅游、文化旅游项目)等ꎮ

因此ꎬ中国企业可以凭借低层次的旅游、餐饮服务进入克罗地亚市场ꎬ并
利用当地的资源和技术逐步向附加值较高的管理、咨询和教育服务业方向发

展ꎬ通过技术的反向溢出效应提升企业竞争力ꎬ以此促进国内相关产业升级ꎮ
(三)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确定最佳投资方式

为尽快走出危机并恢复国内就业ꎬ２０１２ 年 ９ 月ꎬ克罗地亚政府颁布«促
进投资与改善投资环境法»ꎬ将鼓励投资与促进就业挂钩ꎬ如对投资 ３００ 万欧

元以上并创造 １５ 个就业岗位的企业 １０ 年内全部减免所得税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克罗地亚“入盟”后ꎬ为加速完成私有化进程ꎬ政府立即宣布对包括克罗地亚

邮政、航空、航运等领域的 ２８ 家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②ꎮ 这对克罗地亚国内

企业经营效率和管理策略提出了挑战ꎬ同时为国际资本流入提供了机会ꎮ
因此ꎬ中国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进行长期战略规划ꎬ以获取资源、

获取技术或市场开拓为投资目的ꎬ利用东道国给予的优惠政策ꎬ通过绿地投

资或股权购买等方式进入中东欧市场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３５—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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