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中国与巴尔干国家贸易关系的
现状、问题及对策

鞠维伟

　 　 【内容提要】 　 近年来ꎬ中国与巴尔干国家贸易关系不断发展ꎬ双边贸

易额稳步提升ꎬ同时贸易不平衡状态仍旧突出ꎮ 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

是双边贸易产品结构性问题ꎬ贸易逆差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与巴尔干国家

贸易关系ꎬ这是因为中国对巴尔干国家出口增加值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较低ꎮ
此外ꎬ中国与巴尔干国家之间贸易关系发展面临着一些障碍ꎮ 促进中国与

巴尔干国家经贸关系发展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ꎬ提高国内市场对巴尔干

国家产品的认知程度ꎬ以产业投资带动贸易发展ꎻ第二ꎬ增加巴尔干国家对

华产品出口渠道ꎬ改善贸易失衡状态ꎻ第三ꎬ做好互联互通下的贸易畅通工

作ꎻ第四ꎬ发展双边的服务贸易ꎻ第五ꎬ各方要正确看待双边贸易逆差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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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模式研究»(项目编号:１７ＢＧＪ０３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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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ꎮ

巴尔干地区地理位置优越ꎬ历来就是欧亚大陆上重要的交通要冲和贸易

中转站ꎮ 近年来ꎬ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①之下ꎬ中国与巴尔干国家②

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日趋紧密ꎮ 在经贸领域ꎬ中国与巴尔干国家双边贸易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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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希腊正式加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ꎬ“１６ ＋ １ 合作”扩大为

“１７ ＋ １ 合作”ꎮ
巴尔干国家在本文中是指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

亚、塞尔维亚、黑山、波黑和北马其顿 ９ 个国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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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增长ꎬ中国在巴尔干国家外贸经济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ꎬ但同时ꎬ双边贸易

关系面临一些挑战和障碍ꎮ 本文对中国与巴尔干国家近年来的贸易发展进

行了梳理ꎬ总结双边贸易的主要特点ꎬ分析中国与巴尔干国家贸易中存在的

问题和障碍ꎬ在现有的合作背景下ꎬ思考未来双边贸易合作模式的发展与

创新ꎮ

一　 中国与巴尔干国家贸易总体情况与特点

(一)总体情况

近年来ꎬ巴尔干国家同中国贸易额稳步增长ꎬ根据相关统计ꎬ２０１８ 年中国

同巴尔干 ９ 个国家贸易总额约为 １８０ 亿美元ꎬ比 ２０１４ 年增加了约 ５８ 亿美元

(见图 １)ꎮ 从数额上看ꎬ中国与巴尔干国家贸易关系在中欧贸易中乃至中

国—中东欧国家贸易中的地位并不突出ꎮ 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ꎬ２０１８
年中国与 ９ 个巴尔干国家贸易总额略高于中国同捷克的贸易额(约 １６３ 亿美

元)ꎬ远低于中国同波兰的贸易额(约 ２４５ 亿美元)ꎮ

图 １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中国与巴尔干国家贸易总额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ｏｚ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ｏｊｍｇｘ / ｄａｔｅ /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中国与巴尔干国家贸易额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一直处于稳

步增长的状态ꎬ特别是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８ 年ꎬ三年双边贸易额涨幅分别为 ６ ３％ 、
１９ ３％和 ２５ ２％ ꎬ增长幅度呈明显的加速状态ꎮ

从各国贸易统计数据来看ꎬ由于巴尔干各国经济体量差距很大ꎬ各国

与中国贸易额的差距也很大ꎮ 以 ２０１８ 年贸易数据为例ꎬ巴尔干国家中罗

马尼亚与中国贸易额最大ꎬ约为 ６７ 亿美元ꎬ贸易额最小的国家是北马其

顿ꎬ仅为 １ ５６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８ 年ꎬ巴尔干国家中与中国贸易额超过 １０ 亿美

元的国家有罗马尼亚(６７ 亿美元)、斯洛文尼亚(５０ 亿美元)、保加利亚(２６
亿美元)和克罗地亚(１５ 亿美元)(见图 ２)ꎮ 同时ꎬ也可以看到ꎬ这些对华贸

易额超过 １０ 亿美元的巴尔干国家都是欧盟成员国ꎬ其中罗马尼亚是巴尔干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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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幅员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ꎬ斯洛文尼亚是巴尔干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

高的国家ꎮ

图 ２ ２０１８ 年中国与巴尔干国家贸易额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此外ꎬ不同国家关于对华贸易的双边统计数据也有很大差异ꎮ 例如在

２０１８ 年ꎬ克罗地亚方面统计的与中国贸易额约为 １１ ０９ 亿美元①ꎬ而中方

统计数字约为 １５ ４ 亿美元ꎻ塞尔维亚方面统计的对华贸易额约为 ２２ ０９ 亿

美元②ꎬ中方统计数字为 ９ ６ 亿美元ꎻ罗马尼亚方面统计的对华贸易额为

５９ ４ 亿美元③ꎬ中方的统计数字为 ６６ ７８ 亿美元ꎻ北马其顿方面统计的 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对华贸易额为 ２ ６８ 亿美元④ꎬ而中方统计 ２０１８ 年全年的贸易额数

字仅为 １ ５６ 亿美元ꎮ 上述双边贸易统计数据的差异主要受到统计方法、
汇率、统计渠道等因素的影响ꎬ但无论是中方还是巴尔干国家的统计数据

都显现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的趋势ꎮ
从贸易平衡度来看ꎬ无论是从中国的统计数据还是从巴尔干国家的统计

数据ꎬ巴尔干国家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几乎都处于逆差地位ꎬ且逆差额总体呈

现上升趋势ꎮ

—４１１—

①

②

③

④

中国驻克罗地亚大使馆经商参处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ｈｒ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９０５ / ２０１９０５０２８６３２０６ ｓｈｔｍｌ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经商参处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ｙｕ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２０１９ ０３ / ２０１９０３０２８４２１３２ ｓｈｔｍｌ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经商参处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ｒｏ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２０１９ ０３ / ２０１９０３０２８４７５９９ ｓｈｔｍｌ

中国驻北马其顿大使馆经商参处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ｍｋ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８ ０９ / ２０１８０９０２７８６３３６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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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巴尔干国家对华贸易逆差额 (单位:亿美元)

国家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罗马尼亚 １７ ０１１ ４ １８ ６５４ ８ １９ ９５５ ９ １９ ５３９ ３ ２３ ３８４ ５

斯洛文尼亚 １６ ６０１ ３ １８ ０２０ ０ １８ ３２４ ６ ２３ ９２５ ０ ３８ ３３７ ７

保加利亚 １ ９１６ ８ ２ ９５０ ３ ４ ６７２ １ ２ ００４ ０ ２ ９２２ ８

克罗地亚 ９ ２６６ ３ ８ ７３８ １ ８ ５５２ ５ ９ ７６５ ０ １１ １５０ ０

塞尔维亚 １ ８９６ ６ ３ ０１４ ６ ３ ７７４ ７ ３ ３４１ ６ ５ ０３６ ７

阿尔巴尼亚 ３ １２０ ４ ２ ８１１ ９ ２ ６８６ １ ２ ５７０ ９ ４ ３２２ ４

黑山 ２ ４６７ ４ － ０ ４６６ ４ ０ ７６０ ９ ０ ６６１ ６ １ ３６３ ８

波黑 １ ０２８ ６ １ ０９７ ４ ０ ４３３ ６ － ０ ０８４ ８ ０ ３２３ ３

北马其顿 － ０ １４５ ９ ０ ０７８ １ ０ ２０４ ８ ０ ２１５ ５ ０ ５９３ ８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近五年来巴尔干国家同中国的贸易逆差额均呈增加态

势ꎬ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三国对华贸易逆差额居巴尔干国家前

三位ꎬ２０１８ 年这三个国家对华贸易逆差分别约为 ３８ ３ 亿美元、２３ ４ 亿美元

和 １１ ２ 亿美元(见表 １)ꎮ
(二)中国与巴尔干国家贸易的特点

近年来ꎬ中国与巴尔干国家贸易呈现以下几个特点ꎮ
第一ꎬ近年来ꎬ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ꎬ大多数巴尔干国家对华贸易呈显著

增长态势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中国与巴尔干国家贸易额稳步增长ꎬ除 ２０１５ 年出现小幅

下滑外ꎬ至 ２０１８ 年ꎬ双边贸易额比 ２０１４ 年增长了近 ４８％ ꎮ 从国别来看ꎬ斯
洛文尼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国对华贸易增幅明显ꎬ特别是

斯洛文尼亚ꎬ该国 ２０１８ 年对华贸易额比 ２０１４ 年增长了近 １１６％ ꎮ 此外ꎬ保
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对华贸易也明显增长ꎬ而黑山、波黑和北马其顿的对

华贸易额则略有下降(见表 ２)ꎮ 如果考虑到黑山、波黑和北马其顿等国经

济体量较小ꎬ对华贸易额较少ꎬ均在两亿美元以下ꎬ且上述国家与周边其他

巴尔干国家存在较为紧密的贸易关系ꎬ进出口主要通过周边国家实现ꎬ则
他们对华贸易额的降低对于中国与整个巴尔干地区国家的贸易额影响

不大ꎮ
第二ꎬ双边贸易产品结构的不平衡性直接导致巴尔干国家在对华贸易中

大多处于逆差地位ꎮ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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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１８ 年中国与巴尔干国家贸易额增长情况(与 ２０１４ 年相比ꎬ％)

国家 贸易增长率

罗马尼亚 ４０

斯洛文尼亚 １１６

保加利亚 ２０

克罗地亚 ３６

塞尔维亚 ６７

阿尔巴尼亚 ２１

黑山 － ３２

波黑 － １１

北马其顿 － ７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近年来ꎬ多数巴尔干国家对华贸易逆差一直处于增长趋势ꎬ有的国家

对华贸易逆差额接近甚至超过对华贸易总额的一半ꎮ 这种长期的贸易不

平衡现象ꎬ主要因为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强ꎬ而巴尔干国家对华出口

尚未有优势产品ꎮ
巴尔干国家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相对于西欧国家仍较为落后ꎬ相对

于中国来说其工业产品也不具有竞争优势ꎮ 反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ꎬ如玩

具、服装、电子产品和机电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明显ꎬ正是巴尔干国家国内所

需要的产品ꎮ
根据中国商务部相关数据ꎬ２０１８ 年罗马尼亚对华出口的主要产品分别为

机电产品、木材及制品、光学仪器、钟表和医疗设备ꎻ保加利亚对华出口的重

要产品为贱金属及其制品ꎻ斯洛文尼亚对华出口主要为机电产品ꎮ 同时ꎬ中
国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斯洛文尼亚出口的主要产品是机电产品、家具玩

具和纺织品及原料ꎮ
巴尔干国家相对中国的优势产业是农业ꎬ但这些国家的农产品、酒类、食

品等品质高且具有特色的产品对华出口量却十分有限ꎮ 以农业为例ꎬ巴尔干

地区气候、土地资源条件优越ꎬ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拥有广阔

肥沃的黑土地和充足的阳光ꎬ是欧洲最具生态农业发展潜力的国家ꎮ 巴尔干

国家农产品比较优势明显ꎬ其农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ＲＣＡ)多处于中

等和较强竞争力水平ꎬ而中国农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则处于比较劣势水

—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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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①ꎮ 但是目前ꎬ中国与巴尔干国家的农产品贸易量所占比重较少ꎮ ２０１８ 年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对华出口产品中农产品及食品类的贸易额均不足 １ ０００
万美元②ꎮ 总之ꎬ巴尔干国家尚未有中国市场十分欢迎或急需的产品ꎬ使得

对华产品的出口额无法有效增加ꎬ同时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ꎬ而
巴尔干国家的进口额不断增长ꎬ这些均是双边贸易不平衡现象无法消除且巴

尔干国家贸易逆差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ꎮ
第三ꎬ中国对巴尔干国家出口贸易中的增加值并不高ꎬ这意味着双边的

贸易逆差也并不能反映中国与巴尔干国家贸易关系的真实情况ꎮ
在国际贸易中ꎬ增加值(ａｄｄ ｖａｌｕｅ)指的是生产国对中间产品进行加工制

造后的总价值减去中间消耗的价值ꎮ 增加值代表了国家或者产业生产经营

的成果和实际利润ꎮ 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数据库的统计来看ꎬ
中国对部分巴尔干国家出口增加值相对于双边的贸易来说并不高ꎮ

表 ３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部分巴尔干国家出口增加值 (单位:亿美元)

国家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罗马尼亚 ３ １２７ ３ ９４１ ４ ７１３ ４ ２１４

斯洛文尼亚 ０ ８９８ １ ０２９ １ ２３０ １ ０５４

保加利亚 ２ ７１６ ２ ５９８ ３ ０５２ ２ ２５６

克罗地亚 ０ ４８５ ０ ５３６ ０ ６３５ ０ ５３８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ｓ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ｄａｔａｓｅｔｃｏｄｅ ＝ ＴＩＶＡ＿２０１８＿Ｃ１

从表 ３ 可以看出ꎬ中国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 ４
个巴尔干国家出口产品的增加值差距较大ꎬ最高的是 ２０１４ 年出口罗马尼亚的

增加值为 ４ ７１ 亿美元ꎬ最少的是 ２０１２ 年出口克罗地亚的 ４ ８５０ 万美元增加值ꎮ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年ꎬ中国出口到上述 ４ 个巴尔干国家的增加值均有所增长ꎬ但是增

加值在中国对上述四国出口额中所占比重相对较低ꎮ 根据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的数据ꎬ中国对这 ４ 个巴尔干国家出口增加值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在 ６％ ~２６％

—７１１—

①

②

ＵＮ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显示ꎬ２０１８ 年巴尔干国家中除斯洛文尼亚之外ꎬ其他国家

的农产品显性比较优势指数(ＲＣＡ)在 １ １１ ~ ２ ０６ 之间ꎬ均位于中等和较强竞争力的水

平ꎻ中国农产品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仅为 ０ ３８ꎬ属于比较劣势的水平ꎮ 郑国富:«中国与中

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贸易合作的互补性与竞争性分析———基于“１６ ＋ １”合作机制»ꎬ«经济论

坛»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ꎮ
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ｐｏｒｔ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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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ꎬ其中中国对保加利亚的增加值所占比重较高ꎬ超过了 ２０％ꎬ其次是罗马尼

亚ꎬ约占 １４％ꎬ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占比仅在 ６％左右(见表 ４)ꎮ

表 ４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部分巴尔干国家出口增加值占出口总额比重(％)

国家
２０１４ 年出口增加值
占出口总额比重

２０１５ 年出口增加值
占出口总额比重

罗马尼亚 １４ ６１ １３ ３２

斯洛文尼亚 ６ １８ ５ ０４

保加利亚 ２５ ８９ ２１ ６１

克罗地亚 ６ １８ ５ ４６

资料来源: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ꎬ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ｓ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ｄａｔａｓｅｃｃｏｄｅ ＝ ＴＩＶＡ＿２０１８＿Ｃ１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ꎬ中国对上述巴尔干四国的出口增加值占出口总

额比重相对较低ꎬ这与中国在全球贸易链所处的地位有关ꎬ中国对外出口产

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ꎬ作为“世界工厂”ꎬ目前中国占据了全球的中低端制造

业重要产能ꎮ 对于巴尔干国家来说ꎬ其进口的中国商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

品ꎮ 虽然中国这类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明显ꎬ且大量被巴尔干国家进口ꎬ但
是该类产品的利润率较低ꎮ 中方较低的贸易增加值说明ꎬ上述巴尔干国家从

中国进口的商品价值绝大多数通过中国回归到全球产业链中ꎮ 虽然巴尔干

国家对华贸易存在大量逆差ꎬ但不能说明这些逆差被中国或中方企业全部

“赚取”ꎬ因此也不能反映双边贸易的真实情况ꎮ 此外ꎬ考虑到巴尔干国家与

欧盟和西欧大国密切的贸易关系ꎬ以及中国与欧盟及其重要成员国密切的贸

易关系ꎬ在贸易和产业链全球化的今天ꎬ很难通过简单的双边贸易额或者是

否存在贸易逆差来评价双边经贸关系ꎮ

二　 巴尔干国家增加对华出口的不利因素

总体来看ꎬ中国与巴尔干国家贸易增长显著ꎬ但是巴尔干国家对华贸易

存在大量逆差ꎬ贸易失衡状况明显ꎮ 除了上述巴尔干国家对华出口产品竞争

力不强ꎬ其具有特色的产品对华出口数量难以增加之外ꎬ巴尔干国家增加对

华出口的不利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ꎮ
(一)国家产业规模有限ꎬ难以满足中国国内市场需求

从市场、经济规模等方面来看ꎬ巴尔干国家都属于小国ꎬ其国内产业ꎬ特
别是对华出口具有特色的产品生产规模有限ꎮ 例如ꎬ保加利亚 ２０１８ 年的酸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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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产量约 １５ 万吨ꎬ其中约 ５ 万吨用于出口ꎬ出口的酸奶约有 ８４ ６％销往欧盟

市场①ꎻ保加利亚的知名产品玫瑰精油近年来的产量维持在 １ ~ ２ 吨左右

(２０１８ 年产量约为 １ ５ 吨②)ꎮ 就单独一个国家来看ꎬ巴尔干各国国内产业规

模有限ꎬ其优质特色产品产量较少ꎬ难以在短期内增加对华出口量ꎬ也难以满

足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ꎮ 此外ꎬ巴尔干国家优质产品的产量有限会带来两个

不利因素:首先ꎬ如果中国大量进口这些国家的优质产品(特别是农产品、食
品和酒类饮料等)ꎬ可能导致其国内产品价格的上涨ꎬ影响各国消费者的利

益ꎻ其次ꎬ从巴尔干国家进口的产品也要办理海关、检验检疫方面的手续ꎬ由
于产量较少ꎬ对中国市场影响力较低ꎬ各国相关部门对此积极性较低ꎬ也会拖

慢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和效率ꎮ
(二)互联互通水平较低和地区基础设施老化ꎬ不利于双边货物贸易

巴尔干国家的基建设施ꎬ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老化严重ꎬ巴尔干国家之

间的互联互通条件不佳影响了地区物流效率ꎬ从而影响了双边贸易活动效率

的提高ꎮ 从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９ 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来看ꎬ斯洛文尼

亚和克罗地亚两国的基础设施情况稍好ꎬ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基

础设施情况略差一些ꎬ其他巴尔干国家基础设施情况则比较落后ꎬ在全球范

围内排名在 ７０ 位之后(见表 ５)ꎮ 此外ꎬ巴尔干国家的信息化水平也不容乐

观ꎬ无论是得分还是排名都比较靠后ꎮ 现代交通物流业对信息化水平的要求

越来越高ꎬ较低的信息化水平也会导致交通运输效率的低下ꎬ从而影响货物

贸易的通畅ꎮ 交通基础设施的落后使得大部分巴尔干国家难以提升货物运

输效率ꎬ特别是在运输易变质的水果、蔬菜、肉类、奶制品等生鲜产品情况下ꎬ
运输时间增加、运输储存环境恶劣增加了运输成本和销售风险ꎮ

目前ꎬ中欧班列大多经过中欧国家ꎬ９０％的中欧班列都在波兰中转ꎬ尚没

有直达巴尔干地区的中欧班列开通ꎻ南起希腊比雷埃夫斯港ꎬ北至匈牙利布

达佩斯的中欧陆海快线尚处于建设中ꎬ中国与巴尔干国家之间还没有形成直

接、高效的贸易运输通道ꎮ 巴尔干国家各国情况不同ꎬ既有欧盟成员国也有

非成员国ꎬ海关、质检、物流信息等法律规则也各不相同ꎬ同时ꎬ由于贸易量有

限ꎬ双方在有关贸易方面“软联通”也未形成高效的合作机制ꎮ

—９１１—

①

②

保加利亚农业部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ｚ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ｇ / ｍｅｄｉａ / ｆｉｌｅｒ＿ｐｕｂｌｉｃ /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２５ / ｓｐａ＿ｍｌｉａｋｏ＿ｏｋｔｏｍｖｒｉ＿２０１９ ｐｄｆ

保加利亚农业资讯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ａｇｒｉ ｂｇ / ｎｏｖｉｎｉ / ３５０ － ｋｇ － ｄｋａ － ｅ － ｓｒｅｄｎｉｙａｔ －
ｄｏｂｉｖ － ｏｔ － ｍａｓｌｏｄａｙｎｉｔｅ － ｒｏｚ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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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０１８ 年巴尔干国家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全球排名(排名总数为 １４１ 位)

国家 基础设施分数 基础设施排名 信息化水平分数 信息化水平排名

斯洛文尼亚 ７８ １ ３３ ６９ ２ ４０

克罗地亚 ７８ ２ ３２ ６０ ７ ６０

罗马尼亚 ７１ ７ ５５ ７２ ０ ３２

保加利亚 ７１ ３ ５６ ７３ ４ ３０

塞尔维亚 ７３ ８ ５１ ５２ ６ ７７

阿尔巴尼亚 ５７ ７ ９８ ５２ ９ ７５

波黑 ６３ ０ ８４ ５１ ６ ８０

黑山 ６３ ６ ８３ ６２ ９ ５７

北马其顿 ６６ ９ ７５ ５７ ６ ７０

资料来源:Ｋｌａｕｓ Ｓｃｈｗａｂ ｅｄ ꎬ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ｈｏｗ － ｔｏ － ｅｎｄ － ａ － ｄｅｃａｄｅ － ｏｆ － ｌｏｓｔ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ｇｒｏｗｔｈ

(三)巴尔干国家产品知名度和对华市场依存度不高

由于巴尔干国家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不高ꎬ其特色农产品、食品和

酒类等也面临世界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ꎬ使得巴尔干国家的产品在中国国内

市场的知名度较低ꎬ中国消费者对巴尔干国家产品的认知和了解程度也不

高ꎮ 目前ꎬ中国少数商场和高端超市出售一些巴尔干国家的产品ꎬ较低的产

品知名度显然难以让中国消费者进一步关注和接纳巴尔干国家的相关产品ꎮ
巴尔干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在欧洲以及俄罗斯和土耳其ꎬ特别是与欧盟

的贸易关系十分紧密ꎬ其对外出口市场也主要集中在上述地区和国家ꎮ 当

前ꎬ虽然中国在巴尔干国家贸易伙伴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ꎬ但是作为出口市

场来说ꎬ中国仍然不是巴尔干国家对外出口的主要市场ꎮ 相对较低的对华出

口市场依存度导致巴尔干国家推动对华出口的动力不足ꎬ因为依靠周边地区

国家的市场就可以满足出口需求ꎮ

三　 促进中国与巴尔干国家贸易关系发展的措施与途径

随着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不断深入发展ꎬ中国与巴尔干国家贸易

额近年来稳步增长ꎮ 同时ꎬ由于巴尔干各国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情况差异性

较大ꎬ与有关国家开展贸易合作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ꎮ 总体来看ꎬ双边

贸易逆差不断加大ꎬ贸易产品内容单一ꎬ巴尔干国家高质量的优势产品对华

出口不足等ꎬ是中国与巴尔干国家贸易关系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ꎮ 针对这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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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措施进行解决和改善ꎮ
第一ꎬ提高国内市场对巴尔干国家产品的认知程度ꎬ以产业投资带动贸

易发展ꎮ 随着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不断深入ꎬ国内举办了很多双边合作

的活动ꎬ其中专门的经贸合作交流活动也不在少数ꎮ 目前ꎬ在宁波举办的“中
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已经成为国家级机制化且专门针对中东欧国家的展

会ꎮ 该展会的前身是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举办的“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

览会”ꎮ 通过该展会ꎬ中东欧国家ꎬ包括巴尔干国家大量的优势产品被中国企

业和消费者了解ꎮ 此外ꎬ已经举办两届的“中国国家进口博览会”也可以成为

展示、推销巴尔干国家产品的重要平台ꎮ 巴尔干地区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

亚两国作为参展国参加了“中国国家进口博览会”ꎬ今后可以邀请更多的巴尔

干国家参加进来ꎮ 这种机制化的产品展销平台对巴尔干国家优势产品在中

国市场的推销将会产生积极作用ꎮ
优质产品产能有限是困扰巴尔干国家增加对华产品出口的根本性问

题ꎮ 中国已经与巴尔干国家在多个领域开展了投资合作ꎬ特别是农业领

域ꎬ中国在农业规模化生产、农产品深加工方面具有资金和技术的比较优

势ꎮ 中国与巴尔干国家应在农业领域谋划合作重点项目ꎬ构建种养—加

工—仓储—贸易流动的全产业链ꎬ形成一批产业开发项目ꎬ带动优质农产

品产量提升ꎬ使之对华出口形成规模效应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中国农业部与保

加利亚农业部签署联合声明ꎬ启动首个“１６ ＋ １”农业合作示范区的筹建工

作ꎬ位于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的示范区已经吸引了多个巴尔干国家的农业

合作项目和相关资金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中国—罗马尼亚农业科技园在布加勒

斯特落成ꎬ该科技园通过技术开发及示范推动中国成熟农业技术在巴尔干

国家的转化ꎬ提升巴尔干国家在设施农业的创新能力与产业化水平ꎮ 建立

合作园区促进巴尔干国家相关产业提升对提高优质产品产量、开拓中国市

场有着积极作用ꎮ
第二ꎬ增加巴尔干国家对华产品出口渠道ꎬ改善贸易失衡状态ꎮ 增加巴

尔干国家对华出口和改善贸易失衡的状况是保证双边贸易健康稳定发展的

重要内容ꎮ 巴尔干国家的优质产品ꎬ如农产品的产量有限ꎬ一国的产量难以

满足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ꎮ 做好巴尔干国家农产品生产和对华出口的整合

工作ꎬ才能使这些国家的优质产品具有出口中国市场的规模效应ꎬ从而推进

双边贸易的发展ꎮ 可以通过企业以组织农业合作社的形式ꎬ统一收购、运输、
销售ꎬ实现巴尔干地区农产品大规模的对华出口ꎮ 这类农业合作社面向的不

仅仅是一个国家ꎬ而是要整合巴尔干地区几个国家优势产品的对华出口市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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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ꎬ形成对华出口的规模效应ꎬ从而克服单独一个国家产业规模有限的障碍ꎬ
以便于改善贸易失衡的状态ꎮ 目前ꎬ塞尔维亚政府正与中方协商建立一个集

散中心ꎬ集中塞尔维亚和周边国家的农产品一同出口至中国ꎮ 此外ꎬ可以采

取跨境电子商务方式ꎬ加强与巴尔干国家在相关领域的政策沟通ꎬ利用“１７ ＋
１ 合作”下的经贸、金融、物流、电子科技、海关边检等合作平台ꎬ推动与巴尔

干国家跨境电子商务与传统贸易进一步融合ꎬ加速商品、资源和资本等要素

自由流动ꎬ发挥跨境电子商务简化各国贸易往来流程、降低成本费用的优势ꎬ
为中国与巴尔干国家双边贸易寻找新的增长点ꎮ

第三ꎬ做好互联互通下的贸易畅通工作ꎬ为促进中国与巴尔干国家的

贸易发展创造有利条件ꎮ 实现双边良好的贸易关系ꎬ互联互通是重要基础

保障ꎮ 互联互通实际上包括“硬联通”和“软联通”:“硬联通”指的是交通、
通信等基础设施和相关设备方面的联通ꎻ“软联通”则是合作机制、规则、标
准和信息情报方面的联通ꎮ 中国与巴尔干国家在促进贸易方面的互联互

通工作仍面临缺乏直接贸易通道、地区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水平落后、保
障机制不足等问题ꎮ 在“硬联通”方面ꎬ中国参与了巴尔干地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ꎬ中国企业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黑山等国承建的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切实改善了当地交通条件ꎬ也促进了商贸物流的发展ꎮ 今后ꎬ
随着中国参与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增加ꎬ特别是未来中欧陆海快线

的建成ꎬ巴尔干地区的铁路、公路系统与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以及在建的

匈塞铁路相联通ꎬ必将形成与中国直接、高效的贸易运输通道ꎬ便利双方的

贸易往来ꎮ 在“软联通”方面ꎬ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下建立了“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联合会”、“物流合作联合会”、“海关合作联合会”等国

家间合作交流机制ꎮ 另外ꎬ近两年ꎬ宁波市组织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海关

合作论坛ꎬ对促进双边海关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方面合作具

有重要意义ꎮ 今后ꎬ依托这些“软联通”的平台ꎬ巴尔干国家可以与中国加

强相关领域的合作ꎬ以促进和提升双边贸易便利化ꎮ
此外ꎬ发展巴尔干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需要重视与欧盟的合作ꎮ 欧盟是

巴尔干地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ꎬ对该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也比较重视ꎮ 巴尔

干地区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国已经是欧盟成员

国ꎬ每年可以获得用于本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欧盟政策资金ꎻ西巴尔干地

区的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波黑、黑山和北马其顿等国尚未加入欧盟ꎬ但都

把“入盟”作为国家战略目标ꎮ 欧盟对西巴尔干地区关注度较高ꎬ２００９ 年欧

盟发起了“西巴尔干投资框架”(ＷＢＩＦ)ꎬ为西巴尔干地区未“入盟”国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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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能源等方面的资金和项目支持ꎮ ２０１４ 年在德国倡议下开启了“柏林进

程”①ꎬ旨在推动西巴尔干国家地区合作、经济发展以及参与欧洲一体化ꎮ 中

国与巴尔干国家在互联互通方面的合作ꎬ无论是“硬联通”还是“软联通”都
绕不开欧盟ꎮ 中国与欧盟之间需要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互联互通技术

标准及规则等方面加强交流ꎮ
第四ꎬ增加中国与巴尔干国家的服务贸易额ꎮ 服务贸易又称劳务贸易ꎬ指

国与国之间互相提供服务的经济交换活动ꎮ 服务贸易的种类多样ꎬ涉及商业、
教育、旅游、运输、医疗健康和体育娱乐等诸多领域ꎮ 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下ꎬ
货物贸易增长有所停滞ꎬ世贸组织(ＷＴＯ)预计 ２０１９ 年货物贸易增长率仅为

１％ꎬ而服务贸易增长明显②ꎮ 近年来ꎬ中国与巴尔干国家的服务贸易额也在不

断增长ꎬ２０１３ ~２０１８ 年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

等国对华服务贸易都有两倍以上的增长幅度(见表 ６)ꎮ 但总体上与货物贸易

相比贸易额仍然较小ꎬ已有的统计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８ 年巴尔干国家对华服务贸易

额最大的国家为罗马尼亚ꎬ为 ６ ３２０ 万欧元ꎬ其次为克罗地亚ꎬ为５ ０２０万欧元ꎬ
斯洛文尼亚为 ４ ４５０ 万欧元ꎬ塞尔维亚为 ３ ８００ 万欧元ꎬ保加利亚为 ２ ５４０ 万

欧元ꎮ

表 ６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部分巴尔干国家与中国服务贸易额 (单位:万欧元)

国家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克罗地亚 １ ９５０ １ ６１０ ３ １１０ ３ ２９０ ３ ８２０ ５ ０２０

罗马尼亚 ２ ４４０ ４ ５９０ ４ ４１０ ４ １００ ４ ５１０ ６ ３２０

保加利亚 １ １３０ １ ４７０ １ ６４０ １ ９３０ ２ ３００ ２ ５４０

斯洛文尼亚 １ ３２０ １ ５３０ ２ ３００ ３ ４００ ３ ５９０ ４ ４５０

塞尔维亚 ５００ １ １００ １ ３００ １ ４００ １ ７００ ３ ８００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ｗｅｂ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ｔｒａｄｅ － ｉｎ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ｄａｔａ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未来ꎬ中国与巴尔干国家在服务贸易方面ꎬ特别是旅游和教育等方面仍

有巨大潜力可挖ꎮ 旅游方面ꎬ巴尔干地区历史上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冲
突、融合之地ꎬ这里汇集了多种文化的历史古迹和人文遗产ꎻ巴尔干半岛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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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４ 年ꎬ德国倡议在柏林召开首届西巴尔干峰会ꎬ并发布了“柏林进程”文件ꎬ旨
在通过改善地区内的合作和经济稳定性来重申该地区的欧盟愿景ꎬ同时建立了 ６ 个西巴

尔干国家和欧盟成员国高级别交流的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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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爱琴海、亚得里亚海和黑海包围ꎬ气候温润ꎬ海洋、山地、森林和湖泊等各种

自然景观美不胜收ꎮ 近年来ꎬ随着塞尔维亚、波黑和阿尔巴尼亚等国陆续开

放对中国公民免签政策①ꎬ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巴尔干国家旅游ꎬ在推进

双边人员往来的同时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ꎮ 根据中方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ꎬ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中国赴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

亚游客数量同比增长 ３ ~ ５ 倍②ꎮ 中国游客的增加对提振当地旅游业以及与

之相关的服务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ꎬ而且如果单纯计算旅游服务业贸易

额ꎬ巴尔干国家对华存在大量顺差ꎮ 在教育领域ꎬ巴尔干国家拥有很多历史

悠久、师资力量雄厚的高等院校ꎬ而且所有巴尔干国家都加入了欧洲高等教

育体系ꎬ即“博洛尼亚进程”ꎮ “博洛尼亚进程”签约国中任何一个国家大学

毕业生的毕业证书和成绩都将获得其他签约国家的承认ꎬ大学毕业生可以毫

无障碍地在其他欧洲国家申请学习硕士阶段的课程或者寻找就业机会ꎬ目前

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加入其中ꎮ 此外ꎬ在巴尔干国家留学费用要比在西欧国

家留学费用低很多ꎮ 如果巴尔干国家充分发掘各自的教育资源ꎬ将会吸引更

多的中国留学生前往这些国家的大学ꎮ 目前在“１７ ＋ １ 合作”机制下有专门

的旅游、教育和高校合作等平台ꎬ充分利用平台合作机制ꎬ盘活巴尔干国家的

旅游和教育资源ꎬ对于未来中国与巴尔干国家服务贸易的增长十分有利ꎮ
第五ꎬ贸易逆差问题短时期内较难解决ꎬ各方应正确看待ꎮ 首先ꎬ中国与巴

尔干国家的贸易逆差并不是个案ꎬ中国对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乃至整个欧盟都存

在贸易顺差ꎬ这是双方产业结构所决定的ꎮ 其次ꎬ以目前巴尔干国家的产业结

构来看ꎬ短期内难以有中国需要大量进口的产品ꎮ 虽然巴尔干国家存在优势的

产业、产品ꎬ如农产品等ꎬ但农产品对华出口无论是产量规模、对华出口渠道以

及国际竞争力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和障碍ꎬ短期内难以有重大改观ꎮ 最后ꎬ如
前文所述ꎬ仅仅以贸易额和贸易逆差的情况来判断双方贸易关系显然是不充分

的ꎬ当前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情况十分复杂ꎬ中国对巴尔干国家出口产品增加

值实际上并不高ꎮ 过分强调贸易逆差ꎬ或者强行削减贸易逆差只会使双方已有

的贸易关系遭到破坏甚至恶化ꎬ并不能使各方受益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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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从 ２０１７ 年１ 月１ 日起ꎬ塞尔维亚与中国互免签证ꎻ从２０１８ 年５ 月２９ 日起ꎬ波黑与中国

互免签证ꎻ ２０１８ 年起ꎬ阿尔巴尼亚在旅游旺季(３ ~１０ 月)给予中国公民免签证待遇ꎮ 此外ꎬ从 ２０１７
年４ 月１５ 日起ꎬ黑山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通过指定的旅行社赴黑山旅游ꎬ给予免签待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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