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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建议比黄金更有价值，好的朋友从来
都想你所需。在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
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的论坛与展馆内外，我
们看到的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围绕百姓幸福生
活所进行的探索尝试，我们听到的是国与国之
间围绕共同发展所进行的真诚交流。

农业大文章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围绕“农”字的
合作有多紧密？看数据：2020年，中国内
地 从 匈 牙 利 牛 肉 进 口 1779 吨 ， 增 长
287%；目前，我国已与中东欧国家签署海
关检验检疫合作文件 95份，批准 14国的
132种食品、41种活动物和农产品输华。近
9年，我国自中东欧国家进口农产品年均增
长9.7%。

在6月7日举行的第五届中国—中东欧
国家海关检验检疫合作对话会上，中国海关
与中东欧国家对口部门再次强调，积极推动
实现“未来5年中国从中东欧国家的农产品
进口翻番，双方农业贸易额增长50%”的
目标。

“目前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农业互
促、合作的规模仍较小。但双方农产品互补
性强，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差异较大，双
方农产品贸易有很大发展空间。未来，还需
加强与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增进国家间友
谊。”谈及此，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农业大
学副校长刘木华这样表示。

而谈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的未
来时，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原局长赖应辉表示，下一步，要继续深
入推进双方农业部长会议、农业合作经贸论
坛和农产品博览会“三位一体”模式，推动
双边农产品贸易，提升贸易便利水平，加强
粮食安全合作。

“近30年来，中东欧国家的农业发展总
体上比较快，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并进入精
准化发展阶段。同时，中东欧国家的农业也
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生产效率比较高、综
合竞争力提升快，在中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
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由于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较快，特别是中国
工业品及服务对中东欧国家出口增长更快，
因而增加进口中东欧的农产品，对平衡双方

贸易及缓解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风险，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西部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霍学喜这
样说。

投资精细活儿

所谓合作，即取长补短，中国能为中东
欧国家补齐哪些短板？

商务部研究院欧洲所中东欧研究部副研
究员闫实强认为：“一是总体来看，中东欧
国家的基础设施有着加快建设或升级换代的
迫切需求。实际上，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
建立以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中东欧国家基
础设施建设，已建成一批综合效益好、示范
带动强的重大建设项目，而且这些项目为改
善项目所在国家基础设施条件、增强当地经
济发展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贸易伙伴
结构失衡，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受到冲击的
风险较大，而要改变对贸易伙伴结构的失衡

状况，就需要逐步推动贸易伙伴多元化。而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且在抗击疫情
背景下实现了经济正增长，中东欧国家稳步
提升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所占的份额，不仅
有利于促进其贸易伙伴多元化，同时有利于
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红利。”

而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
肖钢看来，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
规模持续扩大，投资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当
前双方经贸伙伴关系正处在新的起点上，有
望实现更高水平发展。

肖钢表示，中东欧地区具有较好的投资
环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东欧
国家占1/4，与共建“一带一路”有较高的
契合度，双方投资合作空间很大。从营商环
境上看，中东欧国家大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
市场经济体制，法治环境相对较好。当前在
一些发达国家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盛行背景
下，双方都有必要进一步携手合作，共同应
对逆全球化带来的冲击。

一是抓住机遇，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总额。未来可在以下领域加大合作力度：一
是适当扩大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投资，促进互
联互通，推动区域生产合作与“一带一路”
沿线大市场建设；二是加强在新基建领域的
投资合作，拓展数字经济，在5G、工业互
联网、智慧城市以及网络消费等领域增加投
资，助力中东欧国家缩小数字鸿沟；三是进
一步加强在能源、矿产资源以及传统产业领
域的投资，实现互利共赢。

二是推进双方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进
一步支持金融机构在双方开设分支机构拓展
业务，积极扶持双方跨境电商、中小企业发
展。增加人民币在双方贸易投资中的使用
量，发挥人民币的支付功能和投融资功能。

三是提升直接投资风险管理水平。中国
投资企业要进一步强化合规建设，健全风险
管理机制，努力防范和妥善化解投资风险，
提升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和市场驾驭能力，
依法维护自身投资的合法权益。

“农”字重千金，产业互补“心连心”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展开合作的两个观察视角

本报记者 崔吕萍 李元丽

6月7日，满载100个标箱出口货物的
X8020次班列从金华南站启程，驶向匈牙
利首都布达佩斯——在宁波召开的第二十
三届中国浙江投资贸易洽谈会之江论坛暨
第六届中国浙江欧洲数字经济和高新技术
产业高峰对接会上，所有参加大会的嘉宾
通过视频连线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在北纬30度和北纬47度之间，直线距
离超过8400公里，但中国浙江省宁波市与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在商贸领域给我们的
直观感受，却没有那么大的认知差距。

在接受人民政协报记者采访时，中远
海运比雷埃夫斯港口有限公司公关部总经
理张志明表示，从宁波港出发，到达希腊
著名的比雷埃夫斯港口，再经中欧陆海快
线通过铁路向北，远东质优价廉的贸易商
品在四周左右就可以送抵布达佩斯。中欧
陆海快线是中远海运集团依托比港项目打
造的陆海新通道，物流时间较传统的西北
欧航线缩短了7到10天。

新快线不仅成就了一个港口，还拉动
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就业。

“从2019年开始，比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565 万 TEU （即标准箱），在世界集装箱
港口的排名从 2009 年的 93 位提升至 25
位，成为并保持着地中海第一、欧洲第四
大集装箱港的领先地位。与此同时，比港
项目还为当地直接创造 3000 个就业岗
位，间接创造1万个就业岗位，带动希腊
GDP 提高 0.8 个百分点。”这组数据让张
志明感到“骄傲”。

谈到骄傲，希腊小伙子Christos Basa-
giannis这些天很为家乡酸度适中的咖啡和原
味开心果感到骄傲，在消博会上，从他手里
递给逛展者的品尝杯不计其数。在这些商品
的中国区独家代理、上海赛凌商贸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刘圣平看来，来自希腊的葡萄醋、
胶囊咖啡、橄榄油都是非常不错的日用消费
品，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商品也将希腊的
饮食健康文化带到了中国。

在“海上丝绸之路”水下考古现场，
成筐的青花瓷被从水下打捞上来。而在距匈牙利540公里外的
波兰，手绘陶瓷同样美得不像话。

“大部分波兰陶瓷来自 Boleslawiec 小镇，每个陶瓷制品上
都有设计师的名字，它独一无二，甚至具备收藏价值。”在波
兰展台，我们偶遇波兰投资贸易局驻华办事处中国区首席代表
尤德良博士，消博会开幕当天，他曾与多位外交官一道做客中
东欧博览会淘宝直播专场，为自己国家产品“打call”，当他发
现波兰陶瓷让我们看直了眼，还用中文风趣地鼓励我们“买买
买”。

波兰有Boleslawiec小镇，我们同样有景德镇；波兰艺人喜
欢在作品上签名，而中国工匠喜欢印章。种种“巧合”不禁令
人感慨，美之所以不分文化、民族与国界，由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转化而来的商品之所以似曾相识，或许就是因为虽远隔千
里，却总有阻不断的DNA传承。

从
宁
波
到
布
达
佩
斯
，因
何
似
曾
相
识
？

本
报
记
者

崔
吕
萍

经过9年发展，中国-中东欧国家之
间取得亮眼成绩；展望未来，我们在推进
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方面，需要进一
步做好哪些工作？带着问题，记者采访了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
员徐凤江。

“9 年来，本着共商共建、务实均
衡、开放包容、创新进取原则，多领域全
面推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对接，充
分挖掘中东欧国家企业的商品、特色农产
品，扩大相关产品的进口，推动中国－中
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提出的进口目标落
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设日趋
完善，合作理念日益成熟，发展战略对接
更加深入。”徐凤江表示。

作为展现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之一的
中国与中东欧博览会，我们如何下好“先
手棋”，打好“主动仗”？徐凤江认为，首

先是落实倡议共识，特别是立足习近平主席
在2021年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上
的主旨讲话和向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
览会致贺信的精神，将博览会打造成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要典范。其次是创新发
展方式。积极与中国—中东欧经贸合作示范
区建设协同发展，利用“义新欧”等中欧班
列，整合人文交流、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
领域，创新常年展和临时展、线上展和线下
展等多种方式，实现博览会与各项务实合作
的协调、融合式发展；最后是做好宣传推
介。在积极扩大中东欧产品供应商参展的同
时，邀请中东欧国家媒体进行推介。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推
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
展，意义重大、前景广阔。”谈及未来，徐
凤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一是发挥目标导
向，努力实现5年从中东欧国家进口1700

亿美元；深化农业合作，实现5年农产品自
中东欧进口额翻番。二是发挥平台作用。积
极利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中东欧
国家博览会等平台扩大自中东欧国家进口，
加快准入进程。此外，加强地方经贸合作，
继续推进宁波、沧州等地中国－中东欧国家
经贸合作示范区、产业园建设。三是开展精
准合作，实现经贸发展的畅通联动。加快推
进匈塞铁路等大项目建设，继续支持中欧班
列向中东欧国家拓展，积极探索同中东欧国
家海关开展“智慧海关、智能边境、智享联
通”合作试点。最后是要探索合作新形态，
培育经贸发展的增长点。如，立足地方合
作，积极发挥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
会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
的作用，深化和拓展友好城市合作，更多打
造中国的宁波、沧州以及中东欧的布达佩
斯、华沙等示范性合作城市等。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前景广阔
本报记者 李元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