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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生态创新的社会经济
效益特点及原因分析

孙　 艳

　 　 【内容提要】 　 与其他欧盟成员国相同ꎬ匈牙利经济中对资源和能源的

需求远大于供给ꎬ因此ꎬ匈牙利面临向循环经济转型的迫切性ꎮ 匈牙利非常

重视生态创新对绿色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作用ꎬ自 ２０１０ 年欧盟发布首个生态

创新计分板以来ꎬ尽管生态创新绩效总体水平较低ꎬ但得益于生态产业创造

的收益ꎬ匈牙利在生态创新社会经济效益方面极其突出ꎮ 究其原因ꎬ匈牙利

从国家层面设立专责部门并制定绿色发展战略ꎬ保障绿色产业部门获得资

金资助ꎬ营造绿色发展氛围ꎬ采取鼓励绿色交通等举措ꎮ 此外ꎬ匈牙利的开

放经济环境也是生态创新社会经济效益在欧盟保持领先的重要原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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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２００４ 年成为欧盟成员国ꎬ２００７ 年加入申根协定ꎮ 与欧洲的整体

情况相同ꎬ匈牙利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远远超过国内的供给ꎬ 因此ꎬ与欧

盟其他国家一样ꎬ需要通过减少废物数量、降低原材料进口获得高质量产品ꎬ
通过使用共享的经营模式减少产权负担等方式向循环经济转型ꎮ 对匈牙利

来说ꎬ保证经济运行中的资源投入不仅意味着获取资源的机制更具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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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ꎬ更需提高循环能力ꎬ建立资源再利用、再制造等系统ꎬ这也是其在与原材

料勘探、原材料提取等生态创新相关行业创造相当就业数量的原因之一ꎮ
产业发展及伴随而来的空气污染等是匈牙利生态创新领域的主要挑战ꎮ

产业发展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较高ꎬ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ꎬ其中最大比

例来自能源生产部门ꎬ其次是运输和交通部门以及工业和家庭ꎮ

一　 匈牙利生态创新绩效及特点

２０１０ 年欧盟发布«欧洲 ２０２０ 战略»ꎬ强化欧盟实现智能型、可持续性和

全面增长的能力ꎬ使欧盟经济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①ꎮ «欧洲 ２０２０ 战略»
中提议的转型变化涵盖就业、气候变化和能源、研发、教育及贫困等 ５ 个领域

和实现包括以发展知识经济为主的智能增长、以发展绿色经济为主的可持续

增长以及以提高就业和消除贫困为主的包容性增长等 ３ 个优先发展目标ꎮ
为实现上述目标ꎬ«欧洲 ２０２０ 战略»提出 ７ 个配套性的旗舰计划ꎬ其中创新联

盟旗舰计划排在 ７ 个旗舰计划首位ꎮ 创新联盟旗舰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将创

新性想法转化为产品和服务ꎬ最终帮助欧盟实现增长并应对欧盟面临的关键

社会挑战和环境目标ꎮ 为努力实现该目标ꎬ２０１１ 年欧盟委员会公布«生态创

新行动计划»ꎬ强调生态创新的战略重要性ꎮ 同年ꎬ欧盟发布«２０１０ 年生态创

新计分板»ꎬ对成员国生态创新绩效进行评估ꎮ
生态创新计分板(Ｅｃｏ － ＩＳ)涵盖 ５ 个领域共 １６ 个指标ꎬ对欧盟成员国生

态创新绩效进行尽可能全方位的测度ꎬ以此考察每个成员国与欧盟平均水平

相比在不同维度的表现、各自优势和不足ꎮ ５ 个领域分别是:生态创新投入、
生态创新活动、生态创新产出、资源节约成效和社会经济效益②ꎮ

(一)匈牙利生态创新绩效总体水平

从 ２０１８ 年欧盟各成员国生态创新绩效综合水平可以看出ꎬ２０１８ 年ꎬ匈牙

利的生态创新绩效值为 ７３ꎬ在欧盟生态创新计分板中的排名为第 ２２ 位ꎬ仅次

于分值为 ８１ 的爱沙尼亚ꎬ比斯洛伐克(６８)、罗马尼亚(６６)、马耳他(５９)、波
兰(５９)、保加利亚(５０)和塞浦路斯(４５)等国领先ꎮ 而 ２０１７ 年匈牙利在包括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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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艳:«欧盟生态创新绩效评析»ꎬ«欧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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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内的 ２８ 个欧盟成员国中排名第 ２４ 位ꎬ相比提高了两位(见图 １)ꎮ

图 １ ２０１８ 年欧盟各成员国生态创新绩效综合水平

资料 来源: Ｅｃｏ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ｅｃｏａｐ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 ｉｎｄｅｘ＿ｅｎ

与其他欧盟成员国相比ꎬ２０１８ 年匈牙利的生态创新产出指标值①在其生

态创新绩效所有指标中最弱ꎬ表现为与生态创新相关的专利数量、学术出版物

(著作、论文等)数量和媒体报道频率都非常低ꎮ ２０１８ 年匈牙利生态创新绩效

的以下指标均低于欧盟平均水平(见表 １)ꎮ

表 １ ２０１８ 年匈牙利生态创新绩效低于欧盟平均水平的指标(％)
生态创新绩效指标 匈牙利 欧盟平均水平

政府环境和能源研发拨款及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２８ ５８

从事研发活动人员和研究人员总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 ２６ ５２

初期绿色投资总值占总投资比重 ２ ３１

由企业内部自发开展创新带来环境收益的企业数量占全部企
业数量的比重

１４ ５３

由终端用户推动开展创新带来环境收益的企业数量占全部企
业数量比重

１６ ５０

生态创新相关专利拥有量占全部专利数量比重 ０ ４３

生态创新相关学术出版物在全部学术出版物中的比重 ６ ３２

生态创新相关内容的媒体报道频率在全部媒体报道中的比重 ９ ３５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２８—

① 生态创新产出指标主要通过考察专利、学术出版和媒体的贡献等衡量生态创新活

动的产出质量ꎬ共有 ３ 个评估指标:１ 生态创新专利拥有量(每百万人口)ꎻ２ 生态创新学

术出版物(著作、论文等)数量(每百万人口)ꎻ３ 生态创新相关内容的媒体报道频率(仅计

算电子媒介ꎬ如广播、电视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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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ꎬ虽然 ２０１８ 年匈牙利生态创新绩效的以上指标低于欧盟平均水

平ꎬ但仍有一些指标高于欧盟平均水平(见表 ２ )ꎮ

表 ２ ２０１８ 年匈牙利生态创新绩效高于欧盟平均水平的指标(％)

生态创新绩效指标 匈牙利 欧盟

获得 ＩＳＯ １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注册认证的组织机构数量占比 ３２ ３０

生态产业和循环经济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５６ ３７

生态产业和循环经济营业额(收益)占所有产业部门总收益的
比重

７３ ４４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自欧盟首次发布«２０１０ 年生态创新计分板»以来ꎬ匈牙利的整体生态创新

绩效在所有成员国中基本维持在“赶超国家”行列ꎬ虽然绩效水平相对不高ꎬ但
比较稳定ꎮ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年ꎬ匈牙利的生态创新绩效水平最好ꎬ
大致排在第 １６ ~１８ 位(见表 ３)ꎮ

表 ３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８ 年匈牙利生态创新绩效在欧盟 ２８ 国中的排名情况

年份 生态创新绩效值 排名

２０１０ ７０ １７

２０１１ ８３ １６

２０１２ ７０ ２１

２０１３ ６０ ２３

２０１４ ７４ １８

２０１５ ７３ １７

２０１６ ６１ ２５

２０１７ ６３ ２４

２０１８ ７３ ２２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Ｅｃｏ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 年数据编制而成ꎮ

(二)匈牙利生态创新绩效特点:社会经济效益突出

生态创新的社会经济效益指标是为说明生态创新绩效对社会(如就业)和
经济(如收益、出口等)正面影响的程度ꎬ它包括 ３ 个指标ꎬ即生态产业出口占出

口总额百分比ꎻ生态产业和循环经济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百分比ꎻ生态产业

和循环经济收益占所有产业部门总收益百分比①ꎮ

—３８—
① 孙艳:«欧盟生态创新绩效评析»ꎬ«欧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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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２０１９ 年欧盟发布的生态创新绩效报告ꎬ２０１８ 年匈牙利生态创新社会经

济效益水平ꎬ在包括英国在内的２８ 个成员国中排名第２ 位ꎬ仅次于捷克(见图２)ꎮ

图 ２ ２０１８ 年欧盟各成员国生态创新社会经济效益水平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益是匈牙利生态创新绩效的显著特点ꎬ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匈牙利的生态创新社会经济效益排名从第 １７ 位升至第 ８ 位(２０１４
年)、第 ４ 位(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乃至第 ３ 位(２０１７ 年)和第 ２ 位(２０１８ 年)ꎬ由此

可见ꎬ匈牙利已连续多年稳居欧盟前几名行列(见表 ４)ꎮ

表 ４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８ 年匈牙利生态创新社会经济效益在欧盟 ２８ 国中的排名情况

年份 生态创新社会经济效益值 排名

２０１０ ７４ １７

２０１１ １２５ ９

２０１２ １２９ ６

２０１３ ５７ １５

２０１４ １１４ ８

２０１５ １２２ ４

２０１６ １３１ ４

２０１７ １２５ ３

２０１８ １４５ ２
资料来源:同表 ３ꎮ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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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生态创新社会经济效益突出主要是匈生态产业创造了较高收益

和营业额ꎬ单就 ２０１８ 年来看ꎬ匈牙利生态产业和循环经济的收益占所有产业

部门总收益的 ７３％ ꎬ而欧盟的平均水平只有 ４４％ ꎮ 此外ꎬ生态产业和循环经

济创造的就业数占总就业人数的 ５６％ ꎬ高于欧盟 ３７％的平均水平①ꎮ

二　 匈牙利生态创新社会经济效益突出的原因

匈牙利生态创新绩效总体水平在成员国中较低ꎬ却取得非常好的社会经

济效益ꎮ 究其原因ꎬ除了国家重视以外ꎬ匈牙利的开放经济特点使跨国公司

在创造生态产业就业和收益方面功不可没ꎮ 另外ꎬ各种渠道的资金支持也是

匈牙利生态创新社会经济效益突出的原因ꎮ
(一)国家层面重视生态创新及其社会经济效益

匈牙利政府比较重视生态创新和循环经济ꎬ指定专门的部委负责生态创新

相关事务ꎮ 最初在政府层面是由环境和水资源部负责ꎬ２０１０ 年春季大选后该部

取消ꎬ相关工作由农村地区发展部接手ꎮ ２０１４ 年大选后ꎬ农村地区发展部改为

农业部ꎬ职责仍然包括环境相关事务ꎮ 目前ꎬ匈牙利官方唯一直接负责生态创

新的部委就是农业部ꎬ由农业部负责协调另两个相关政府部门即国家发展部和

国家经济部ꎮ ２０１７ 年年底国家经济部开始筹划«绿色产业战略»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ꎮ 与循环经济紧密联系的废物管理部门每两年都会有一些变

化ꎬ目前负责城市可回收废物管理的机构是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成立的国家废物管理

和资产管理协调有限公司(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ｓ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ＮＨＫＶ Ｚｒｔ)ꎮ

为支持研发和创新活动ꎬ匈牙利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成立国家研发和创

新办公室(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ꎬＮＲＤＩ Ｏｆｆｉｃｅ)ꎮ
该办公室是国家层面的科学研究、发展和创新的战略性资助机构ꎬ为匈牙利

政府制定研发和创新政策提供建议ꎬ是匈牙利国内主要的研发创新资助机

构ꎮ 国家研发和创新办公室的职责之一是管理于 ２０１５ 年成立的国家研发和

创新基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ꎬＮＲＤＩ Ｆｕｎｄ)ꎮ
该基金专门从国家层面资助匈牙利的研发和创新活动ꎬ其在原有的匈牙利科

学研究基金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ｕｎｄ) 和研究与技术创新基金

—５８—

① Ｅｃｏ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ｅｃｏａｐ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 ｉｎｄｅｘ＿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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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基础上成立ꎬ具有独立性ꎮ
匈牙利还设有国家研究、创新和科学政策理事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ＮＫＩＴＴ)ꎬ是匈牙利在科学、技术和创新

政策领域最高级别的协调和决策机构ꎬ长期为政府提供战略建议ꎬ如对使用

国家研发和创新基金做战略决策、定义优先领域和启动评估程序等ꎮ
(二)匈牙利的开放经济环境和跨国公司的作用

根据经合组织的科技和产业报告①ꎬ匈牙利经济的开放度较高ꎬ且具有良

好的制造业基础ꎮ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为准备发布«２０１５ 年全球最适宜经

商国家和地区»所做的调查ꎬ在被调查的 ４６ 个国家中ꎬ匈牙利是最适合投资的

国家ꎬ在 ４６ 个国家中居第 ９ 位②ꎮ 加上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匈牙利就实行积极引

入外国投资的政策ꎬ因此ꎬ相当多数量的外资企业(特别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跨国公司)选择在匈牙利投资设厂ꎬ世界 ５００ 强公司中ꎬ排名前 ５０ 位的跨国

公司中已有 ４０ 多家落户匈牙利ꎬ如汽车制造企业奥迪、梅赛德斯奔驰以及英

国石油公司等ꎬ截至 ２０１５ 年ꎬ匈牙利有外资企业 ３ 万多家③ꎮ 这些外资企业

有非常活跃的创新活动ꎬ企业研发投资的提高主要来自外商直接投资ꎮ
匈牙利产业界与科研机构之间建立了良好的联系ꎬ产业界资助研究的份

额超过经合组织国家的中等水平ꎮ 匈牙利与全球网络的整合度也很高ꎬ４８％
的科学论文和 ３２％ 的国际专利(ＰＣＴ)申请是国际合作的结果④ꎮ 匈牙利在

环境技术方面有明显的技术优势ꎬ信息通信技术以及生物和纳米技术均接近

经合组织国家中等水平ꎮ 因此ꎬ技术密集型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对生态研发

的投资可以高效转化成生态产品的出口并直接创造生态产业部门的就业ꎮ
(三)匈牙利生态产业和创新部门具有多渠道获得资金和资源支持能力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匈牙利成立国家研发和创新基金ꎬ为独立的国家基金ꎬ国家

研发和创新办公室是该基金的管理部门ꎬ２０１６ 年匈牙利政府为该基金的拨款

总额为 ２ ６ 亿欧元⑤ꎬ重点资助生态、材料科学和农业创新技术等 ３ 个领域ꎮ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ＯＥＣ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ｈｕｎｇａｒｙ / ｓｔｉ －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２ －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ｐｄｆ

«２０１５ 福布斯全球最适宜经商的国家和地区»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ｒｂｅｓ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
ｌｉｓｔｓ / １１２０

«匈牙利ꎬ世界最好的投资地之一»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２５６７８７６０＿１０１２５０
Ｄａｔａ ｏｎ ＨｕｎａｒｙꎬＯＥＣＤ(２０１７)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ｈｔ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Ｈｕｎｇａｒ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３ｍａｇｙａｒｏｒｓｚａｇ ｈｕ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２２４０

９２ / ２５３２５７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ｅｎ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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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ꎬ匈牙利的环境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对稳定ꎬ为２ ７％ ~
２ ８％ꎮ ２０１１ 年环境税占全部税收收益的 ６ ８１％ꎬ大部分环境税收收益来自能

源①ꎬ在欧盟中属中等水平(２０１１ 年欧盟 ２７ 国的平均水平为 ６ １７％ )②ꎮ
此外ꎬ匈牙利还从欧洲经济区与挪威援助基金(ＥＥＡ ＆ Ｎｏｒｗａｙ Ｇｒａｎｔｓ)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援助预算中的«绿色创新计划»(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③

项目获得 ３２ 个项目资助ꎬ共获拨款约 ２００ 万欧元④ꎮ
在欧盟的“地平线 ２０２０”计划框架内ꎬ匈牙利共有 ２３５ 个机构获得资助ꎬ

全部资助总额达到 ７ ９００ 万欧元ꎬ其中 ２ ４４４ 万欧元是通过“研究和创新行

动”(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ｓ)项目获得的⑤ꎮ
根据经合组织“创新政策平台”(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发布的«２０１６

年科技创新展望国别报告»ꎬ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ꎬ匈牙利获得来自本国和欧盟共

计约 ３９ 亿欧元资金用于促进包括以生态为目标的研发和创新⑥ꎮ

三　 制约匈牙利生态创新绩效发展的因素

由以上生态创新绩效总体水平和相关指标数据可以看出ꎬ尽管匈牙利生态创

新实现了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益ꎬ但生态创新绩效总体水平仍较低ꎬ在欧盟中属排

名靠后国家ꎬ近 １０ 年来一直处于“赶超国家”行列ꎮ 匈牙利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框

架战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０１７ 年发布第二份

进展报告ꎬ对过去 ４ 年中匈牙利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成果和趋势进行评估ꎮ 报告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ｓｈ ｈｕ /
欧盟统计局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欧洲经济区与挪威援助基金(ＥＥＡ ＆ Ｎｏｒｗａｙ Ｇｒａｎｔｓ)由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

三国出资ꎬ挪威占出资总额的 ９５％ ꎬ向欧洲经济区内的 １５ 个国家ꎬ特别是向中东欧国家ꎬ
以申请项目的形式提供资助ꎬ目的是减少经济区内国家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ꎬ强化与受惠

国的双边关系ꎮ 资助的主要领域包括环境和气候变化、研发和教育、欧洲的文化遗产保护

等ꎬ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１ 年的援助预 算额 达 ２８ 亿 欧 元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ｇｊｅｒｉｎｇｅｎ ｎｏ / ｅｎ / ｔｏｐｉｃｓ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ｐｏｌｉｃｙ / ｎｏｒｗａｙｇｒａｎｔｓ / ａｂｏｕｔ － ｔｈｅ － ｅｅａ － ａｎｄ － ｎｏｒｗａｙ － ｇｒａｎｔｓ / ｉｄ６８５５６７ / ꎻ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ｎｏ ｖａｓｊｏｎｎｏｒｇｅ ｎｏ / ｅｎ / ｓｔａｒｔ － ｐａｇｅ / ｅｅａ － ｎｏｒｗａｙ － ｇｒａｎｔ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ｅａｇｒａｎｔｓ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ｈｕｎｇａｒ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ｏｒｖｅｇａｌａｐ ｈ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 ２０２０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２０２０ ｇｏｖ ｈｕ / ｈｏｒｉ２０ｎｔ２０２０ －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ＴＩ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６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ꎬ２０１６ꎬ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ｈｕｎｇ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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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ꎬ匈牙利没有能够满足经济发展自我需求的高质量国家资源ꎬ包括人力资源、
经济、环境和社会资源等ꎬ相应数据不仅低于欧盟平均水平ꎬ甚至比另外 ３ 个与匈

牙利经济水平相当、有共同历史背景的维谢格拉德国家还差ꎮ
虽然匈牙利对取自可再生资源的能源产量设定了 １３％的目标(２０１１ 年已

实现)ꎬ但可再生能源在最终能源总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下降ꎬ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６ ２％降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４ ２％①ꎮ 匈牙利是欧盟成员国中此项表现最差国家ꎮ
以下几个因素制约了匈牙利生态创新绩效发展:
(一)政府管理生态创新的部门职能分散ꎬ降低了政策措施的有效性

在匈牙利ꎬ与环境领域有关的治理碎片化ꎬ分别由不同的部委来管理ꎬ如
国家经济部负责循环经济管理ꎬ国家发展部负责环境技术和能源效率ꎬ农业

部负责废物管理ꎬ内政部负责水资源管理等ꎬ多头管理、治理主体碎片化势必

降低政策措施的有效性ꎮ 匈牙利的研究和创新系统仍然处于整固进程中ꎬ主
要的创新政策制定机构以及研发和创新资助机构几乎每年都会重组ꎮ 另外ꎬ
政策的有效性不足ꎬ而且缺乏连贯性和预见性ꎬ如匈牙利的能源计划并未明

确表明支持绿色经济、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增长率这些领域ꎮ
(二)从事生态创新活动的中小企业数量少且缺乏创新能力

匈牙利经济中ꎬ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 ９５％ ꎬ且主要是小微企业ꎬ但从事

创新活动的中小企业只占 １３％ ꎬ其创新能力亟须改善②ꎮ 匈牙利的中小企业

附加值所占份额低于欧盟平均水平ꎬ在提供生态创新解决方案、提高资源和

能源效率的技术等投资能力也大大低于其他欧盟成员国ꎮ 匈牙利政府也意

识到了这个问题ꎬ在«国家研发和创新战略(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中制定了明确的措施鼓

励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③ꎮ ２０１５ 年国家研发和创新办公室面向中小企业发

布创新项目申请ꎬ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资助额度为 ３０ 亿福林(约合 ８５３ 万欧元)④ꎮ
(三)匈牙利的公共研发能力低

无论是从欧盟委员会对成员国公共研发强度的评估报告ꎬ还是从经合

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各国公共研发的数据均可以看出ꎬ匈牙利的公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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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欧盟统计局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ＳＭＥｓ ｉｎ ＨｕｎｇａｒｙꎬＯＥＣＤ (２０１７):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ＳＭ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２０１６ꎬｈｔｔｐ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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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②ꎮ
匈牙利国家研发和创新办公室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ｉｈ ｇｏｖ ｈｕ / ｅｎｇｌｉ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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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研发强度和公共研发能力水平较低ꎮ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匈牙利的研发支

出占 ＧＤＰ 比重增长缓慢ꎬ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１ １４％增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１ ３９％ ꎬ不过

２０１６ 年又降至 １ １９％ ꎮ 另外ꎬ尽管近 １０ 年来匈牙利的研发强度高于中东欧

地区平均水平ꎬ但仍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ꎬ更难以与北美和西欧地区比

肩(见表 ５)ꎮ

表 ５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８ 年匈牙利研发强度(研发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ꎬ ％)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匈牙利 １ １４ １ １９ １ ２６ １ ３９ １ ３５ １ ３５ １ １９ １ ３３ １ ５３

北美和西欧 ２ ３７ ２ ３９ ２ ３８ ２ ３９ ２ ４２ ２ ４１ ２ ４２ ２ ４６ —

中东欧 ０ ９３ ０ ９ ０ ９５ ０ ９４ ０ ９８ １ ０１ ０ ９８ １ ００ —

世界平均水平 １ ６２ １ ６４ １ ６５ １ ６７ １ ６８ １ ６９ １ ６８ １ ７２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经合组织、欧盟统计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数据编制而成ꎮ

近 １０ 年来匈牙利公共研发强度与相关地区平均水平的比较见图 ３ꎮ

图 ３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８ 年匈牙利公共研发强度与相关地区比较(％)
资料来源:同表 ５ꎮ

匈牙利计划到 ２０２０ 年将研发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提至 １ ８％ ꎮ
虽然匈牙利 ２０１６ 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再工业化战略»ꎬ即«伊里尼计划»

(Ｉｒｉｎｙｉ Ｐｌａｎ)①中非常明确地将绿色产业作为国家实现再工业化目标的优先

发展领域之一ꎬ但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比ꎬ匈牙利在环境方面的研发支出

—９８—

① «伊里尼计划»是匈牙利的«国家再工业化战略»ꎬ该产业发展计划发布于 ２０１６
年年初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ｏｒｍａｎｙ ｈｕ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ｄ / ｃ１ / ｂ００００ / Ｉｒｉｎｙｉ － ｔｅｒｖ ｐｄｆ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仍相对较少ꎬ环境产业领域的投资也有所下降①ꎮ
(四)匈牙利科技领域的人力资源供给水平较低ꎬ研究人员和从事研发的

人员数量较少限制了生态产业的研发能力

经合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ꎬ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匈牙利每千

个就业中的研究人员数量和研发人员数量与相关国家相比都较低ꎬ如与其邻

国捷克相比ꎬ匈牙利只有 ２０１８ 年每千个就业的研究人员数量超过了捷克ꎬ大
多数年份均低于捷克ꎬ在此项上更是远低于生态创新绩效总体水平最高的芬

兰以及生态创新同样处于领先的德国(见图 ４)ꎮ

图 ４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８ 年匈牙利每千个就业中研究人员数量与相关国家比较 (单位: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经合组织相关数据编制而成ꎮ

表 ６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８ 年匈牙利每千个就业中研究人员数量 (单位:名)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匈牙利 ５ ４０ ５ ８３ ５ ９８ ６ ２０ ６ ２１ ５ ８７ ５ ７７ ６ ２４ ８ ０６
捷克 ５ ７８ ６ ０８ ６ ５６ ６ ７５ ７ ０６ ７ ３５ ７ ０９ ７ ３３ ７ ６０
德国 ７ ９９ ８ １５ ８ ３９ ８ ３７ ８ ２４ ８ ９９ ９ １５ ９ ４８ ９ ６７
芬兰 １６ ６８ １５ ９０ １５ ９５ １５ ５６ １５ ２７ １４ ９８ １４ ２７ １４ ５７ １４ ５４
资料来源:同图 ４ꎮ

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数量较少也限制了匈牙利的创新能力ꎮ 据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数据ꎬ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ꎬ匈牙利每千个就业中研发人员数量都在 １０
名及以下ꎬ而同期捷克高于匈牙利ꎬ如 ２０１８ 年匈牙利每千个就业中有 １０ 名

研发人员ꎬ而捷克则有 １４ 名ꎬ生态创新绩效总体水平最高的芬兰多年来保持

在 １９ ３ ~ ２１ ５ 名之间ꎬ德国介于 １４ ７ ~ １６ ７ 名之间(见表 ７)ꎮ

—０９—

①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ｍａｒｔ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Ｈｕｎｇａｒ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ｉｈ ｇｏｖ ｈｕ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ｓｍａｒｔ / ｎｔｉｏｎａｌ － ｓｍａｒｔ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ꎻ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３ｍａｇｙａｒｏｒｓｚａｇ ｈｕ / ｄｏｃｕｍ ｅｎｔｓ /
２２４０９２ / ２５３２５７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ｍａｒｔ＿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 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ｅｎ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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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匈牙利每千个就业中研发人员数量 (单位:名)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匈牙利 ９ ７ ９ ０ ８ ６ ８ １ ９ ０ １０ １

捷克 １２ ４ １２ ８ １３ ０ １２ ６ １３ ２ １４. ０

德国 １４ ７ １５ ０ １５ ７ １６ ０ １６ ５ １６ ７

芬兰 ２１ ５ ２１ ２ ２０ ６ １９ ３ １９ ８ １９ ７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数据编制而成ꎮ

图 ５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匈牙利每千个就业中研发人员数量与相关国家比较 (单位:名)

资料来源:同表 ７ꎮ

另外ꎬ匈牙利在科技、工程和数学学科领域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占比也较

低ꎬ说明匈牙利在生态创新相关科技领域人才供给相对较缺乏ꎮ 根据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统计ꎬ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匈牙利在以上学科的高等教育

毕业生分别占当年毕业生总数的 ２２ ０７％ 、２２ ８１％ 和 ２３ ２６％ ꎬ而同期德国

的数据则达 ３６ ７４％ 、３６ ０４％和 ３５ ５５％ (见表 ８)ꎮ

表 ８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匈牙利科技、工程和数学学科高等教育毕业生占比(％)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匈牙利 １８ ８８ ２０ ７８ ２２ ０７ ２２ ８１ ２３ ２６

捷克 ２３ ９６ ２２ ４６ ２３ １７ ２３ ４５ ２３ ８６

德国 — — ３６ ７４ ３６ ０４ ３５ ５５

芬兰 ２７ ９１ ２７ ７６ ２８ ４９ ２９ ５３ ２７ ２５

资料来源:同表 ７ꎮ

除此之外ꎬ匈牙利没有充分利用经济工具和手段推动和激励可再生资源

利用并提高资源效率ꎬ使可循环再利用产业成为更具经济效益的产业ꎬ缺乏

加速扩大循环经济模式的激励机制ꎮ 虽然匈在政府层面鼓励生态创新和循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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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经济ꎬ也制定了不少政策和战略ꎬ但缺乏将信息传递给公众的机制ꎬ因此ꎬ
公众对生态环保、气候变化等意识薄弱ꎬ影响了匈牙利生态创新绩效总体水

平的提高ꎮ

四　 匈牙利促进生态创新及其社会经济效益的相关措施及启示

为促进生态创新ꎬ推动循环经济发展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ꎬ匈牙利采取了

制定并实施相关战略、主办推广生态创新的活动和论坛、倡导绿色交通等措

施ꎮ 具体包括以下 ３ 个方面ꎮ
(一)制定并实施相关战略促进生态创新

匈牙利有关环境政策的目标和政策措施框架是从 １９９７ 年开始由国家环

境计划制定的ꎬ目前处于«国家环境计划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阶段中ꎮ

在匈牙利为落实欧盟智能、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欧洲 ２０２０ 战略»而
推出的国家改革计划系列举措中ꎬ匈牙利政府明确将生态创新列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发布的 «国家环境技术创新战略»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ＮＥＴＩＳ)①的主要目标ꎬ指出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匈牙利将聚焦

环境创新、培育国家的环境产业和技术及推动相关研发活动ꎮ
匈牙利于 ２０１１ 年发布 «国家研究和创新战略»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ＮＫＩＳ)ꎬ指出为有效解决某些经济活动造成环境污染

的问题而推动实现国家税收系统绿色化以及绿色政府采购等ꎮ 该战略明确

了绿色税收的应用可以为国家和地方政府预算带来收益ꎬ用来激励环境创

新ꎮ 该战略还重点强调了匈牙利在绿色能源、能源效率、绿色教育和就业以

及绿色研发和创新等方面的计划和潜力ꎮ
２０１６ 年年初公布的«国家再工业化战略»是为匈牙利经济发展制定目标

和优先发展领域ꎬ其中绿色产业被确定为实现再工业化目标的优先大力发展

领域之一ꎮ 该战略的目标之一是提高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ꎬ从 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３ ５％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０％ ꎬ另外ꎬ寻求提高能源和资源效率的途径ꎮ
该战略还指出ꎬ根据预测ꎬ能源和资源(原材料)价格的提高将超过工资上涨ꎻ
在向低碳经济转型中ꎬ经济发展应与环境相协调ꎮ 因此ꎬ应鼓励节约能源ꎬ提

—２９—

①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ＮＥＴＩＳꎬ ｈｔｔｐ: / / ｋｏｒｎｙｅｚｅ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ａ ｋｏｒｍａｎｙ ｈｕ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ｂ / ４ｆ / ５００００ / ＮＥＴＩ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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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源效率和使用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比重ꎮ
«新塞切尼计划»(Ｎｅｗ Ｓｚｅｃｈｅｎｙｉ Ｐｌａｎ)①确定绿色经济为优先领域ꎬ明确

了环境产业(绿色经济发展)、就业与中小企业发展之间的联系ꎮ 该计划强调

“绿色经济更有效率、更经济节约”ꎬ匈牙利在绿色经济中拥有独特机遇ꎬ如匈

牙利有可以利用的地热能源ꎬ可以为此开发欧洲标准ꎮ
此外ꎬ匈牙利于 ２０１５ 年通过«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ꎬ匈牙利的循环经济基金会 (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于 ２０１７ 年发布«匈牙利循环经济计划»(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ꎮ

(二)举办生态创新主题论坛和活动

匈牙利农业部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主办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生态创新大会ꎬ宗
旨是支持匈牙利的生态创新实践ꎬ将生态创新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

济的关键要素ꎬ支持拥有创新技术的匈牙利企业提高在国内外市场的成长

能力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匈牙利的循环经济基金会和中东欧生物多样性网络(ＣＥＥｗｅｂ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组织召开匈牙利第一届国际循环经济大会ꎬ匈牙利农业部还

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发布了第一个面向对循环经济感兴趣的企业征集推广活动

计划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ꎬ首都布达佩斯主办了总部设在该市的欧洲创新与技术学

院(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ꎬＥＩＴ)的创新论坛ꎬ约有

６００ 名企业家、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代表、欧盟及成员国各级政府官员和各类

投身创新活动的人员参加ꎮ ２０１５ 年创新论坛发起“创新者奖励计划”ꎬ表彰

那些其产品或服务对社会经济有较高潜在影响的创新团队ꎬ在当年的候选名

单中ꎬ３５％的候选人来自气候变化领域ꎬ１７％来自可持续能源领域ꎮ
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匈牙利设立了“绿色创新”(Ｇｒｅｅ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奖ꎬ用于奖励

创新项目和创新计划ꎬ主要聚焦能源效率和废物管理领域ꎮ 多年来ꎬ“绿色创

新”奖越来越受匈牙利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重视ꎮ
(三)鼓励绿色交通激发生态创新技术

匈牙利政府主要是通过立法和间接激励方式推广电力交通ꎬ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制定«耶德利克安约什计划» (Ａｎｙｏｓ Ｊｅｄｌｉｋ Ｐｌａｎ)ꎬ将其称为一个综合的电

力交通方式蓝图ꎮ 在间接激励方式中ꎬ已经开始针对混动(力)和电动汽车颁

发特别的车牌ꎬ如“绿色车牌”以及一些福利ꎬ如停车不受限ꎬ电动汽车可使用

—３９—
① Ｎｅｗ Ｓｚｅｃｈｅｎｙｉ Ｐｌａｎ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ａｌｙａｚａｔ ｇｏｖ ｈｕ / ｎｅｗ＿ｓｚｅｃｈｅｎｙｉ＿ｐｌ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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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和公交车道ꎬ对电动汽车及相关基础设施不征收附加值税ꎬ电动汽车

在停放和过路费上可享受打折优惠等ꎮ 另外ꎬ给中央和地方政府车队配备混

动(力)和电动汽车ꎬ政府对给电动汽车安装充电装置所涉及的投资方面的公

共管理程序予以优先办理ꎮ
匈牙利古城佩奇市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底投入运营由中国汽车制造企业比亚

迪在当地工厂制造完成的纯电动大巴ꎬ匈牙利科技和创新部副部长亲自出席

车辆交付仪式ꎬ标志着该市未来公共交通全面电动化的良好开端①ꎮ
匈牙利的共享经营模式首先在交通部门推行电动交通共享系统ꎬ包括共

享单车、共享汽车和共享电动滑板车等ꎬ如由私有企业经营的“绿色出行”
(Ｇｒｅｅｎ － Ｇｏ)以及由匈牙利最大企业之一提供的“ＭＯＬ Ｌｉｍｏ”ꎮ 共享单车系

统除了在首都布达佩斯运行外ꎬ还在西北部城市杰尔(Ｇｙｏｒ)运行ꎮ

五　 启　 示

如前所述ꎬ匈牙利生态创新绩效的社会经济效益较高是由于政府层面对

提高资源效率、促进绿色发展的高度重视ꎮ 近 １０ 年来ꎬ匈牙利政府在经济中

贯穿了资源效率、生态创新、循环经济和绿色发展等战略思维ꎬ制定相关发展

战略和系统化支持政策和措施ꎮ 同时ꎬ在欧盟生态创新指数和年度生态创新

绩效计分板约束下ꎬ企业层面(主要是跨国公司)也比较注重研发创新活动对

促进生态产品出口和生态产业就业等社会经济效益的重要作用ꎮ 另外ꎬ匈牙

利的产业界与科研机构之间已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和联系也是原因之一ꎬ保
证了研发和创新技术能够尽快转化为生态产品ꎮ 总而言之ꎬ匈牙利政府层面

自上而下有效推行与企业层面自发创新相结合ꎬ是匈牙利能够在欧盟成员国

中保持生态创新社会经济效益水平领先的重要原因ꎮ
中国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绿色

发展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和绿色发展新理念ꎬ注重绿色发展和

改善环境质量ꎬ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ꎬ致
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ꎬ制定了针对性政策并已取得一定成效ꎮ 匈牙利在促

进生态创新社会经济效益方面的举措对中国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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