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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中国—中东欧合作背景下
中匈投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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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作为匈牙利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之一，近年来在项目、投资、合作等领域多元化发展，
体现了双边经贸关系的极强稳定性和充足潜力。通过梳理中国及中国企业在匈投资现状、特征

与驱动因素，展开内外部的投资风险分析，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的挑战下，得出中匈两国未来行

之有效的投资路径。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在中国强调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今天，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带一路”的倡议

下，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创建１０年来，双方贸易

额增长近８５％，年均增速８％。２０２０年，受全球疫

情的影响，中国—中东欧贸易逆势增长，贸易额逾

１０００亿美元。中国—中东欧合作密切，除了传统行

业的紧密合作外，数字经济及绿色经济领域也得到

了拓展，正在逐步实现合作的高水平、高质量。随着

新冠肺炎疫情的缓解，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中国与中

东欧的合作也将进一步发挥作用。通过厘清中国—
中东欧合作的现状后，深入探究在后疫情时代的背

景下，中国与匈牙利的投资问题，探索出一条两国合

作的高效投资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中国匈牙利合作背景

２０１１年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

论坛拉开了“１６＋１”合作序幕，２０１２年召开的首届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正式提出“１６＋１”合

作框架。２０１３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

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合作倡议。匈牙利成为第一个与中国政府正式签

订“一带一路”协议的欧洲国家。２０１７年５月，匈牙

利总理应邀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中匈双方均认为，进一步深化中匈关系符合两

国利益，一致同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１］。并且

在访问期间签订两国战略合作的声明，在各领域进

行深度合作，此声明标志着中国和匈牙利全面合作

的开始。２０２１年，两国合作更上一层楼：签订《关于

推动双边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的谅解备忘录》《关于

加强绿色发展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

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合作领

域驶向纵深。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正在对经济和金融体系产

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伴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
新冠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打击了国别投资

中各个主体的信心。从政府主体来看，欧盟和其他



中东欧国家发布外商投资新政，增加了政府在安全

和反垄断领域监管的权限，收紧外商投资，这实质上

对营商环境造成不利影响［２］。从企业主体来 看，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受到威胁，成本被

迫提升，投资活动成为需要谨慎考虑的扩张行为，当
务之急仍然是保持现金流和生存问题。在这种时代

背景下，中国对匈牙利进行投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探究后疫情时代两国的合

作路径，显得至关重要。

二、投资现状与驱动因素

（一）中国对匈牙利的直接投资现状

自从２０１７年匈牙利和中国达成建立全 面 战 略

伙伴关系的共识，两国的合作不断加深。［３］中国对匈

牙利的投资不仅在规模上，同时在领域上都有所突

破和发展。但由于新冠疫情对对外贸易的打击，中

匈之间的经济合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由表１
可知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间中国对匈牙利 的 投 资 增 量 时

有回落，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间中国对匈牙利的投资呈现

出稳步增长的状态，并且在其他中东欧国家中增速

和存量位居前列，这也和中东欧合作的背景紧密相

关。［４］可以看出当中国“一带一路”政策提出后，前期

中国对在匈牙利进行投资是试探性的。但随着匈牙

利的对外 政 策 完 全 由“全 球 开 放”转 变 为“向 东 开

放”，中国对匈牙利在政策方向上持积极态度［５］。于

是中国对匈牙利全面加大投资力度，尤其是２０１７年

确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在２０１９年到达投资的最佳状

态。２０２０年中国对匈牙利直接投资流量呈负数，这

也就意味着在２０２０年受两国疫情的影响，中国对匈

牙利的投资受到了一定负面的影响。这种负面影响

可能由于新增股权和债务工具为负值等因素造成。
通过对投资流量和投资存量的对比分析可得出：尽

管２０２０年的流量出现负值波动，但投资存量仍然保

持在高位，这说明对基本面的判断和分析没有改变，
中匈投资的长期价值性得以凸显。

表１　２０１２年－２０２０年中国对中东欧主要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单位：万美元）

国家（地区）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匈牙利 ４１４０　 ２５６７　 ３４０２　 ２３２０　 ５７４６　 ６５５９　 ９４９５　 １２３１５ －４１５
波兰 ７５０　 １８３４　 ４１７　 ２５１０ －２４１１ －４３３　 １１７８３　 １１１６０　 １４２５６

捷克 １８０２　 １７８４　 ２４６ －１７４１　 １８５　 ７２９５　 １１３０２　 ６５０３　 ５２７９

罗马尼亚 ２５４１　 ２１７　 ４２２５　 ６３３２　 １５８８　 １５８６　 １５７　 ８４１１　 １３１０

塞尔维亚 ２１０　 １１５０　 １１６９　 ７６３　 ３０７９　 ７９２１　 １５３４１　 ３３６０　 １３９３１

斯洛伐克 ２１９　 ３３　 ４５６６ － － ６８　 １４６２ －５３　 ２０

斯洛文尼亚 － － － － ２１８６　 ３９　 １３２８　 ２６８４ －１３２９４

乌克兰 ２０７　 １０１４　 ４７２ －７６　 １９２　 ４７５　 ２７４５　 ５３３２　 ２１０６

亚美尼亚 １３２　 ７５１　 ７５１　 ７５１　 ７５１　 ３９５　 １９６４　 １２８９　 １５３

数据来源：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表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国对匈牙利直接

投资情况（单位：万美元）

年份
对匈牙利直接

投资流量

对匈牙利直接

投资存量

２０１２年 ４１４０　 ５０７４１
２０１３年 ２５６７　 ５３２３５
２０１４年 ３４０２　 ５５６３５
２０１５年 ２３２０　 ５７１１１
２０１６年 ５７４６　 ３１３７０
２０１７年 ６５５９　 ３２７８６
２０１８年 ９４９５　 ３２０６９
２０１９年 １２３１５　 ４２７３６
２０２０年 －４１５　 ３４１８７

图１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国对匈牙利直接投资情况（单位：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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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企业对匈牙利投资现状

通过投资形式寻求中匈企业之间技术与产业的

契合点，符合 两 国 发 展 的 根 本 利 益。［６－７］目 前，我 国

企业对匈牙利投资的主要形式包括股权投资、收并

购、绿地投资 和 承 包 建 设 产 业 园 区 或 工 厂 等［８］。从

投资的主体来看，早期主体主要为国有企业，为在中

东欧扩展市场或瞄准技术迭代升级，又如在２００８年

经济危机后并购重组当地老牌企业，例如宝思德，如

表３所示。

表３　中国在匈牙利主要投资企业一览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时间地点 投资方式与经营情况 未来规划

烟台万华宝思德公司 化工
２００９年 至 今 考

津茨包尔齐考

股权并购，投 资 经 贸 合 作 区；

２０１４年起扭 亏 为 盈，２０１７年

净利润 超４亿 欧 元，成 为 匈

牙利排名前５的综合企业

技术 改 造 扩 充 ＭＤＩ产

能；发 展 宝 思 德 经 贸 合

作 区，并 与 当 地 大 学 科

研合作

中国银行匈牙利公司 金融
２００３年 至 今 布

达佩斯等

设立子行／分 支 机 构，重 点 发

展中 东 欧 地 区 大 额 信 贷 业

务；２０２０年 底 自 有 资 金 超１．

９亿欧元

持 续 发 行 主 权 点 心 债、

熊 猫 债 和 绿 色 债 券，服

务中东欧市场融资

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 商贸物流

２０１２年 至 今 布

达佩斯、切 佩 尔

港等

承包 工 程 （境 外 经 贸 合 作

区），截至２０２１年，累 计 完 成

投资１．３５亿 美 元，入 驻 企 业

１７５家，中资控股企业５０家

服务于 出 海 企 业 和“中

欧班 列”，扩 充 仓 储 和

物流资源

华为匈牙利代表处及

欧洲供应中心
通讯设备

２００５年 至 今 布

达佩斯

设立子公 司／投 资 工 厂、物 流

中 心，投 资 金 额 超１５亿 美

元，创造了 约２４００个 工 作 岗

位；在当地设备占有率达７％

将帮 助 欧 洲 建 设 首 个

使用５Ｇ专用 网 络 管 理

的 智 慧 铁 路 港；投 资 设

立新研发中心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设备
２００４年 至 今 布

达佩斯

设立 子 公 司，为 当 地 运 营 商

部 署 ＧＳＭ、ＵＭＴＳ和 ＬＴＥ
等网络

参与匈牙利５Ｇ网 络 建

设

比亚迪电动大巴／

卡车匈牙利有限公司
汽车

２０１７年 至 今 科

马罗姆

投资建厂，投 资 额 达２０００万

欧元，单 班 年 产 电 动 客 车 加

速至４００辆

服务 于 匈 牙 利 环 境 目

标和零排放旅行

盈趣科技（匈牙利）有限公司 电子
２０１９年 至 今 考

普堡

投资建 产 业 园，总 投 资３０００
万欧元

园区 定 位 为 高 端 智 能

制造服务

安徽丰源索尔诺克柠檬酸项目 生物化学
２０１４年 至 今 索

尔诺克

合资 入 股 建 厂，计 划 投 资１．

５５亿美元建设年产６万吨的

柠檬酸生产线

－

　　数据来源：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随着两国合作与经贸往 来 提 上 新 高 度，中 国 企

业所覆盖的行业与 主 体 日 益 丰 富。从 行 业 来 看，商

贸物流、通讯电子、生 物 化 学、新 能 源 及 新 能 源 汽 车

等行业，中国公司也逐步从设 立 办 事 处 或 分 支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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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直接建厂或园区等周期 更 长、服 务 价 值 更 长 远

的投资方式，并找到自身能为 当 地 市 场 带 来 独 特 优

势的资源禀赋：如华为在５Ｇ通信领域的技术、比亚

迪在新能源汽车技 术 的 专 长 等。投 资 地 域 上，大 部

分企业集中在首都布达佩斯 或 附 近 地 区，工 业 生 产

基地亦集中在当地政策扶持 力 度 大 的 专 门 经 济 区。
经营情况来看，多数项目都能按步推进，但也有项目

因外汇打款延迟、当地政策受 阻 等 因 素 目 前 投 产 进

度滞后（如安 徽 丰 源）。事 实 上，在２０２０年，匈 牙 利

继续保持我国在中东欧第一 大 投 资 目 的 国 地 位，全

年总计１０个中资项目落地。总体来看，中国企业对

匈牙利投资现状具有投资方式多元、两国产业互补、
高新技术优先等特征，但从行 业 之 间 的 纵 向 比 较 来

看，中国在匈牙利投资企业的合作关系尚不紧密，甚
至出现一定竞争关系或产业不交叉。

（三）投资关键驱动因素

１．中国在诸多产业具有比较优势

当前，随着５Ｇ、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以及我国对新能源 汽 车 产 业 链 的 战 略 布

局及推广落地。同时，对于匈牙利来说，使用前沿科

技和创新 技 术 是 为 本 国 打 造 核 心 竞 争 力 的 重 要 手

段。同样也能为匈牙利快速发展经济并提高国际地

位。所以这对中国企业抓住匈牙利所缺乏的科技能

力，通过项目建设、注 入 资 金、完 善 教 育 等 手 段 帮 助

匈牙利发展前沿行业的建设，以 提 高 匈 牙 利 未 来 发

展的能力。

２．贸易增长带来的互补效应

已有实证分析 结 果 指 出：中 国 与 中 东 欧 各 国 的

双边贸易对中国对外投资存 在 显 著 促 进 作 用，这 说

明贸易增长对投资属于相互依存的关系［９］。匈牙利

作为中国企业通往欧盟及整 个 欧 洲 市 场 的 桥 头 堡，
其市场扩展的吸引力、良好的 工 业 基 础 构 成 了 深 度

投资合作的条件。２０２１年，中国—中东欧双边贸易

总额１２４０．２亿 美 元，同 比 增 长２９．７％，在 逆 全 球 化

势头抬头的当下足以印证合作关系的可持续性。

三、投资风险

（一）被投资国内部风险

匈牙利国内的 风 险 因 素 包 括 政 治 环 境、经 济 监

管、就业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目前，匈牙利国会内共

有７个政党，包 括２个 执 政 党，欧 尔 班 于２０１０年 当

选总理后，继续连任了１２年。对于匈牙利来说一个

政党执政如此长的时间则会形成执政党一家独大的

趋势。实际上这种一家独大的状况很可能催生政治

腐败，民粹 主 义 和 滥 用 职 权。经 济 监 管 方 面，根 据

２０２０年５月颁布的最新法令，外国投资者收购匈牙

利战略性企业须向创新与技术部报批。部长将在收

到申报４０天内做出 决 策。审 查 内 容 主 要 包 括 产 权

收购（包括股权收购、增资、公司合并和分立、可转换

或债券的购买、使用权转让）是否将损害或威胁匈牙

利国家利益、公共安 全、公 共 秩 序，以 及 收 购 行 为 是

否会威胁社会基本需求的供 应；外 国 投 资 者 是 否 被

调查参与违反任一欧盟成员国的安全和公共治安活

动，是否有进行非法 或 犯 罪 活 动 的 风 险 等。由 于 和

欧盟各国投资类型的接近———主要集中在制造和物

流行业，这对于近些年来进入 匈 牙 利 市 场 的 中 国 来

说并不利好。需要面 临 巨 大 的 竞 争 压 力，在 打 开 市

场方面也会面临重重难题。再次，从人口结构来看，
匈牙利 人 力 资 源 相 对 匮 乏，每 年 有 近３％的 人 口 正

在逐步锐减，劳动力紧张导致 同 期 工 资 增 长 超 过 三

分之一，这增加了企 业 的 支 出，并 且，迫 于 移 民 政 策

的紧张，使其很难将邻国的劳 动 力 转 化 为 实 际 的 劳

动资源。

（二）被投资国外部风险

１．欧盟对中国的限制

在经贸和科技 领 域，尽 管 中 欧 经 贸 额 在 全 球 疫

情中逆势增长，但欧盟将中国 视 为 竞 争 对 手 打 压 和

防范的力度却也在不断加大。欧盟通过立法方式抬

高门槛、设 置 障 碍。２０２１年５月，欧 盟 委 员 会 发 布

了针对扭曲内部市场的外国 政 府 补 贴 的 条 例 草；１２
月，欧委会又提出一项所谓反 经 济 胁 迫 的 新 政 策 工

具，意在给中国贴上“经济胁 迫”的 标 签。这 些 政 策

限制和欧盟不友好的态度对中国来说都有可能对匈

牙利投资产生影响。

２．俄乌战局等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

２０２２年２月底以来，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进行

“去军事化”特别军事行动，这将对欧 洲 复 杂 多 变 的

地缘政治形势 再 添 阴 影。根 据 海 关 数 据 显 示，２０２２
年第一季度中国与匈牙利今年出口规模同比下降２．
５４％，其中进口总额下降７．７％。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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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会传导至投资领域：例如，俄乌冲突导致中欧班

列受阻，运输不畅，运输成本被迫提升，导致中国在

匈牙利投资的诸多物流产业园区运营效率受到冲

击，供应链成本被迫抬高；战争带来的农产品、大宗

商品等价格上涨也给匈牙利市场的供给要素造成不

利影响。又如，欧盟委员会提出第六轮对俄制裁方

案，其中包括石油禁运等措施，但匈牙利、斯洛伐克

等成员国认为此举将对本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坚
决反对对俄实施石油禁运，该方案至今未能获得通

过。因此，匈牙利对俄罗斯的石油资源的高依存度，

若通过该方案，将对本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限制制

造业、运输业等行业的健康发展。

四、投资路径探究

（一）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

数字经济在后疫情时代备受关注。结合２０２１
年中匈两国签署的《关于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拥有世界范围内最为完善的

互联网基础设施及最大的用户规模，同时诞生了一

批互联网公司和新的数字经济业态。诸如线上教

育、娱乐、金融、医药、无人零售等行业和新模式，在
缓解疫情带来的涉及数亿人的经济社会秩序的重大

冲击，以及可能导致的次生问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些领域中资企业存在比较优势，将成为新一轮技

术和产业发展关注的重点。可以利用中国互联网公

司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出海成功的经验，并结合匈牙

利移动端市场国产品牌高普及率等特点，作为中资

企业扩大对匈投资的切入口。

（二）探索绿色经济领域的深度合作

新冠疫情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同时正加速改

变着经济运行模式，特别是一条全新的低碳路径。

例如疫情期间迅速普及的各种“新常态”———居家办

公、无接触服务、减少出行等。根据中匈２０２１年签

署的《关于加强绿色发展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涉及新能源开发、光伏发电、电池及电动车，两
国在绿色经济领域发展空间巨大，例如中东欧地区

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中机考波什堡１００兆瓦太阳

能电站已并网发电、中国新能源车品牌比亚迪投资

建厂并运营顺利等。同时，两国可以根据自身战略

和产业资源，探索新的绿色经济投资合作路径，与我

国正大力推进的“双碳”目标契合，中匈两国可以探

索碳交易市场、低碳贸易合作、绿色债券、绿色技术

和基础设施等新的合作路径。

（三）丰富吸引投资模式

尽管疫情叠加内外部不确定因素使得近两年投

资流量出现波动，匈牙利官方在推进两国投资领域

仍充满热情。其官方投资服务机构包括匈牙利投资

促进局（ＨＩＰＡ）、匈牙利出口促进局（ＨＥＰＡ）和匈牙

利工商会。其中，匈牙利出口促进局在中国南京设

有创新中心，于２０２２年开始展开多种形式的招商引

资活动。例如，线上或线下的项目信息推介、路演、

行业交流等，这些活动旨在推进中匈知识产权和科

技成果转化、创新企业孵化、中匈高校及科研机构合

作、国际人才培养交流、中匈企业投资并购、商业贸

易往来的专业机构。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首届中

国—中东欧国家技术合作交流大会、匈中信息技术

云洽会等。未来，两国可依托这一平台，丰富吸引投

资的活动形式，充分发挥两国企业、高校等主体对接

交流的积极性。

（四）加快政府合作，注重同欧盟信任机制维持

无论是基于匈牙利内部不稳定因素，还是国际

关系与利益博弈，中国和匈牙利政府之间的合作要

本着友好互助，互利共赢的原则进行。和匈牙利政

府开展更全面、更深层次的合作，通过更密切的关系

寻求有利于中国投资的政策。中国要依托“丝绸之

路”的政策积极寻求与中东欧其他多个国家地区或

机构之间的合作。争取和他们开展多层次有深度的

合作，深化 “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多边合作机

制。同时，也应认识到，目前我国在“１７＋１”等合作

框架下进行中匈投资，与欧盟对接的深度和广度并

不紧密，这将带来信任和安全审查方面的问题［１０］。

例如，２０１７年欧盟对中国承建的匈塞铁路进行财务

可行性和合规性审查。下一步中国可推动《中欧投

资协定》重启，借此达成和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东欧国

家的协同发展，破除投资制约的隐性壁垒。

五、结论

通过梳理中国和匈牙利投资合作的背景，即我

国“一带一路”建设、“１７＋１”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

完善等与匈牙利政府“向东开放”战略不谋而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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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中国及中国企业在匈投 资 现 状、特 征 与 驱 动 因

素：总量和规模提升空间仍然较大，行业覆盖正在朝

向多元化发展等。基于现状对内外部展开了投资风

险的分析，试图梳理出一条未 来 中 匈 两 国 切 实 可 行

的投资路径：第一，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第二，
探索绿色经济领域的深度合作路径；第三，丰富吸引

投资模式；第四，加快 政 府 合 作，注 重 同 欧 盟 信 任 机

制维持。

参考文献：

　［１］　陈新．匈牙 利 看“一 带 一 路”和 中 国—中 东 欧 合 作［Ｃ］．北 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　瞿霞．疫情下各国ＦＤＩ新 政 及 其 对 中 国 对 外 投 资 的 影 响［Ｊ］．

中国外资，２０２１（１９）：３４－３７．
　［３］　布朗·加博尔．中匈经济关系—以投资为重点［Ａ］．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４］　塔马斯·马都亚．“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各

方机遇［Ｊ］．大陆桥视野，２０１７，（０２）：５５－５６．
　［５］　刘旭．匈牙利 大 使：匈 方 愿 从 实 际 层 面 推 动“一 带 一 路”建 设

［ＥＢ／ＯＬ］．人民网，２０１７－０５－０２．
　［６］　欧 盟 中 国 商 会：罗 兰 贝 格：中 国 企 业 在 欧 发 展 报 告（２０１９）

［Ｒ］．布鲁塞尔：欧盟中国商会，２０１９．
　［７］　赵 刚．中 东 欧 蓝 皮 书：中 东 欧 国 家 发 展 报 告（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
　［８］　刘洪钟，郭胤含．“丝绸之路经济带”与“１６＋１”合作框架内的

中匈投资合作［Ｊ］．欧亚经济，２０１７，（４）：３１－４３．
　［９］　付韶军．“１６＋１”合 作 机 制 下 中 国 对 中 东 欧 国 家 直 接 投 资 影

响因素研究［Ｊ］．国际商务财会，２０２０，（１０）：５６－６４．
［１０］　宋利芳，方荷琴．日本对匈牙利的直接投资及启示［Ｊ］．现代日

本经济，２０２１，（０４）：７１－８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ｃｏｖｉｄ－１９　Ｅｒａ

ＴＯＮＧ　Ｌｕ１，２，ＨＥ　Ｆａｎｇ－ｊｉｅ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ａｎｇｓｈａｎ　Ｈｅｂｅｉ　０６３２１０，Ｃｈｉｎａ；
２．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ａｎｇｓｈａｎ　Ｈｅｂｅｉ　０６３２１０，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Ｈｕｎｇａｒｙ；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ＯＦＤ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ａ，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Ｈｕｎｇａｒｙ＇ｓ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ｍｐｌｅ　ｐｏ－
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ｕｎｇａｒ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ｉｓｋｓ
ｂｏｔｈ　ｉ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ｃｏｖｉｄ－１９ｅｒａ，ａｎｄ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５４１　第５期 佟璐，等：后疫情时代中国—中东欧合作背景下中匈投资路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