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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

倡议背景下的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３

“

１ ６＋ １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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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下的 中国和 中东欧国家合作及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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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带
一

路
”

倡 议中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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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 ２０ １ １／２０１ ２ 年度提出 的与 中东欧 １６ 国开展对话的倡议引 发了
一系列反

响 。 布鲁塞尔和西欧国家的最初看法是
，

中 国此举可能会引起欧盟成员国 的分裂 。 但

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及随后爆发的金融风暴的背景下
，
中东欧国家急切地想获得来 自

中国 的投资
， 争相成为 中国进人欧洲的

“

经济门户
”

。 中国强调
“

１ ６＋ １ 合作
”

将是双赢

的
，
于所有参与方都是有利的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

１６＋ １ 合作
”

平台已经成为 中国 和

中东欧国家间建设相对成熟的合作平台 。

２０ １３ 年习 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
“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

和
“

２ 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合称
“
一

带一路
”

） 的倡议。 与古丝绸之路相似 ，

“
一带一路

”

倡议主要致力于实现亚

欧之间在基础设施 、贸易 、金融和文化等领域的互联互通 。

本文的重点是分析
“

１６ ＋ １ 合作
”

和
“
一带一路

”

倡议之间的关系 。

－

中 国和中东欧国家
“

１ ６＋ １ 合作
”

平台

２０ １ １ 年
，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访问布达佩斯并参加首届 中 国 和中东欧国家

经贸论坛期间提出
，
中 国和中东欧国家应加强在贸易 、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合作

及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 。 这
一倡议为

“

１ ６＋ １ 合作
”

框架奠定 了基础 。 在 ２０ １２ 年于

华沙举行的首届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上 ，温家宝总理正式提出 了 

“

１６＋ １ 合

作
”

框架 ，
宣布了促进 中国和中东欧 国家友好合作的

“

十二项举措
”

，并向 中东欧国家

提供价值 １ ００ 亿美元的专项贷款 ，用于支持基础设施 、高科技产业和绿色经济等领域

的项 目 。 促进双方合作的其他措施还包括设立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 ，
支持科

学研究和文化交流
，
推动旅游业与私人投资等领域的合作等 。 布达佩斯和华沙会议的

最后文件体现了 中国邀请 中东欧国家参与相关合作的倡议 ，而 中 国和 中东欧国家于

２０ １３ 年达成的 《布加勒斯特纲要》和于 ２０ １４ 年达成的 《贝 尔格莱德纲要》则体现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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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中东欧国家达成的共识 ，
进一步确定了 中国 和中东欧 国家的具体合作方向和措

施。

值得注意的是 ，
上述两个纲要都明确指 出 ，

“

１ ６＋ １ 合作
”

与中 国一欧盟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相
一致

，
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有利于促进 中欧关系 的全面 、均衡和可持

续发展 。 双方强调
，
在平等 、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推动 中欧之间 四大伙伴关

系——和平 、增长 、改革 、文明
——的发展 ，落实《 中欧合作 ２０２０ 战略规划

：

^

由此可见
，

“

１ ６＋ １ 合作
”

正不断发展成为一个更紧密 、更深化 、更具体 、更机制化

的合作平台 。 这个合作平台 的建设和合作框架的发展在短短的三 、 四年间取得了令人

印象深刻的成就 。
①

然而 ，

“

１６＋ １ 合作
”

项 目迄今取得的经济成果却相对有限 。

“

１６＋ １ 合作
”

平台主

要致力于推动贸易投资方面的务实合作 ，

②中东欧国家也希望通过这
一平台吸引 中国

方面的投资 、增加对中 国的出 口 。 但 自平台建立 以来 ，
双边的贸易投资总额并未像预

期那样显著增长 。 导致这
一现象的原因

，
可能是由于中国在提供 １００ 亿美元专项贷款

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中东欧地区欧盟成员国 国 内 的情况 ，
且一些投资计划发展周期较

长 。 以上两个因素使得来 自 中国方面的投资增长缓慢 。 目前 ，
欧盟 内部出现了

一

些不

同的声音
，
认为预期的 中国大规模投资并没有实现

，
所以应该更加谨慎对待与 中 国的

合作 。
③ 不过 ，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仍然认为加强与中国 的合作有助于填补金融危机引

发的资金空缺 ，
缓解西欧对本地区投资减少的不利影响 。 同时

，
中方邀请欧盟有关代

表参与系列峰会也有助于缓解欧盟机构对中国将欧盟
“

分而治之
”

的担忧 。

二
“
一

带一路
”

倡议

２０ １３ 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
“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

和
“

２ 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的

倡议 。 该倡议主要致力 于实现亚欧之间的互联互通 。

“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

穿越中

国 、中亚 、俄罗斯和 中东欧国家 ，最终到达西欧地区 。

“

２ 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则从南

中 国海 、印度洋延伸至非洲海岸和欧洲 。

① 此观点主要基于作者与中国及中东欧官员和学者的访谈 。

② 自从
“

１６＋ １ 合作
”

平台启动 以来 ，有关中国对此平台的意图和 目标的讨论从未停止 。 尽管主流观点认为

中国主要通过此平台实现其经济 目标
，
然而其政治上的考虑也多次成为讨论的议题。

③ 以捷克为例
，
捷克对华政策是很复杂的 ，

很难一概而论 。 它 曾是欧盟 内部强有力 的对华批判者 ，
然而 自

２０ １２ 年以来 ，
捷克新一届政府出于 良好的政治关系有助于经济合作的考虑 ，

扭转了对华外交的方向 。 但同时 ，捷

克媒体对华的总体印象仍较为负面
，

很多学术机构认为经济合作并没有 如大家期望的那样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利

益 。



“
一带一路

”

倡议背景下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５

这一倡议提出后 ，
尽管中国学者首先关注的似乎是中亚地区与中国西部地区的合

作 ，

①但中东欧 国家的学者依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 由于最初对
“
一

带
一

路
”

究竟能

走多远以及会带来何种影响不甚了解 ，
欧盟等待了

一段时间后才做出反应 。 目前
，
欧

盟表示欢迎中 国对欧盟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贡献 ，欢迎 中国企业参与

欧盟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但前提是中 国要遵守欧盟的相关法规 。

三
“
一带一路

”

倡议和
“

１６＋ １ 合作
”

平台 ：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效应

“
一带一路

”

倡议和
“

１６＋ １ 合作
”

平台的发展和落实需要最大限度的发挥协同效

应 。

首先
，
两者都是中国发起的有巨大影响力的外交倡议 。

“
一带一路

”

的发展可以

从
“

１６＋ １ 合作
”

平台建设中吸取经验 ，
比如欧盟和西欧国家最初对这

一

机制表示出 的

关切 ，
以及中东欧国家 （特别是欧盟成员 国 ） 由于没有取得预期 的经济效果而对其感

到的遗憾。

其次
，
尽管这两者都是影响力巨大的外交倡议 ，

但其内涵不尽相 同 。

“
一

带
一路

”

倡议主要致力于亚欧非的互联互通 ，而
“

１ ６＋ １ 合作
”

平台则主要是为中 国和 中东欧国

家提供一个更加稳定的合作框架
，使中东欧国家成为中 国通向欧洲 的桥梁 。

再次 ，
两者的对接 固然为

“

１６＋ １ 合作
”

注人了新的活力 ，
但是 ，对于

“
一带一路

”

倡

议的期望 ，
可能会对

“

１６＋ １ 合作
”

造成消极影响 。 比如 ，这一倡议提出后 ，
中东欧国家

积极响应 ，
并对这

一倡议与本地区的对接进行了研究 ，
然而中方更为关注的可能是中

亚 、东南亚及中国西部地区 。 另外 ， 中东欧 １６ 国在发挥中国通向欧洲 的桥梁的作用上

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
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连接贝 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 ，

以及延伸到

希腊比雷埃夫斯港 口 的铁路建设等 。

最后 ，需要强调的是 ，
中国对中东欧国家可能存在

一

个误解 ，
即这些国家基本都是

发展中 国家 ，那些适用于非洲 、拉美 、中亚等地区 的合作方式也同样适用于这些国家 。

事实上
，
中东欧国家的发展阶段 、发展模式 、发展水平完全不 同于非洲 、拉美和中亚国

家 。 无论是在
“
一带

一

路
”

倡议的落实 问题上 ，
还是在

“

１６＋ １ 合作
”

平 台的建设问题

上 ， 中 国都应消除这种误解 ，
并重视对中东欧国家不同的具体国情的研究 。

① 此论点主要基于笔者 ２０１４ 年在中国乌鲁木齐参加 的经济带战略研讨会上的讨论 ，
当时大部分的议题都

集 中于 中亚地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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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和欧洲外交倡议的对接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和
“

１ ６＋ １ 合作
”

平台在促进亚欧互联互通 ，
以及贸易 、金融和文

化合作等领域有着很多的契合点 。 从地理角度来看
，

“
一

带一路
”

建设无论在陆上还

是海上 ，都将穿越中东欧国家 ，这凸显 了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 ，
连接贝尔格莱德

和布达佩斯 、延伸到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的铁路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 。

可以从中欧文化和外交实践的角度来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 。 中欧对于两大倡议

的理解主要受到不同文化及外交理念的影响 。 中国 习惯于首先从最髙领导层面提出

观念或倡议 ，
例如

“
一带一路

”

倡议是 由 习 近平主席提出 的 ，而
“

 １６＋ １ 合作
”

平台是由

温家宝总理倡议的 。 其后 ， 由各级政府机构 、媒体 、大学和智库等来逐渐丰富其内涵 。

在 国际层面也同样如此 ，这些概念的内涵通过不断讨论得以 丰富 。 相对而言
，
欧洲方

面倾向在一开始就提出清晰规范的概念 ，其后在实践中再不断加以落实 。 双方对于彼

此理念的互相理解及更好的沟通将有助于增强在相关倡议框架下的合作 。

总的来说 ， 中 国近期提出 的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和
“

１６＋ １ 合作
”

平台都是欧洲可以积

极参与的外交倡议 ，是中 国在外交领域不断创新实践的成果 。 尽管存在误解及文化背

景差异等因素 ，
但两者均符合欧洲的利益 ，因此欧洲 国家应 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参与其

中 。

（ 编译 ：
邴雪

；
责任编辑 ：张 海洋 ）

通往欧洲的新丝绸之路

【
法

】戴维 ？ 富凯

（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

千年之前
，

一条条贯穿亚欧大陆 、如丝带般飘逸的文明 、商贸之路 ，将 中国同世界

的另一端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 而今天 ，这条丝绸之路再
一

次焕发了 生机 。 它始于东

方
，联结着沿线的各个经济体 ，

通向遥远的欧洲 。 在陆地 ，横跨亚欧大陆的货车满载货

物 ，从重庆开往杜伊斯堡和马德里
；
在海上

，
航行着 自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出发 ，

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