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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打造面向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平台
———数字“１７＋１”经贸促进中心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龙力见　殷军杰　高　聪

（浙江万里学院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浙江 宁波３１５１００）

　　摘要：数字经济作为宁波“１７＋１”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的亮点，以打造面向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平台为主要载

体，积极探索智慧城市、电子政务建设新模式，打造宁波中东欧事业的新引擎。根据宁波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宁波

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的总体方案》，数字“１７＋１”经贸促进中心是“一会一园四中心”建设目标中的“一

中心”，是宁波主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积极抢抓“１７＋１合作”、“一带一路”建设、数字经济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

的关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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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贸易及双向投资得到了

快速增长，人文交流日益活跃。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节点和“活化石”城市，把与中东欧国家合作作为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突破口。为了全面 深 化 拓 展 与 中 东

欧国家的贸易往来、产业合作及人文 交 流，加 快 打 造 中 国 与

中东欧１７国合作与交流的“三个首选之 地”，宁 波 市 商 务 局

于２０１８年组织建设了数字“１７＋１”经 贸 促 进 中 心 平 台。作

为“１７＋１”经贸合作示范区公共服务示范工程的一项重要内

容，数字“１７＋１”经贸促进中心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２日上线（当
时名称为数字“１６＋１”经贸促进中心，简称“数 字 中 东 欧”）。
《关于建设宁波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的总体方

案》提出了“一会一园四中心”建设目标，其中“一中心”就 是

数字“１７＋１”经贸促进中心。平台主要包括“１７＋１”综 合 门

户网站、“１７＋１”贸易数据中心，以及“１７＋１”项目信息发布

中心三部分，立足于促进我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信息资源

互联互通、增进相互友谊、加强合作交流为目的，探索建立面

向社会公众、企业及政府部门需求的“１７＋１”经 贸 合 作 信 息

服务长效机制。

二、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平台建设现状

１．经贸合作建设基本情况

数字“１７＋１”经贸促进中心 信 息 平 台 建 设 以 来，以 全 面

落实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各方面合作为目标，以支撑领导决策

和服务企业及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广泛深度归集中东欧相关

信息并建设综合数据库为基础，以“１７＋１”经贸 合 作 综 合 门

户网站、手机ＡＰＰ、微信、微博等为载体，为社会公众、企业打

造一个以贸易、旅游及文化交流等各方信息为一体的综合服

务平台，为社会公众、企业及相关政府 人 员 提 供 贸 易 等 数 据

的查询服务，以可视化的方式为企业和政府提供数据支持和

决策支撑。总体架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数字“１７＋１”经贸促进中心信息平台总体架构

平台上线两年来，不断优化框架体系，完善内容和信息。

平台建设运营团队几次组团或随 省、市 商 务 系 统 外 出 考 察，

学习东盟信息港等地的经验，还与中东欧国家的政府、企业、

社会组织进 行 沟 通，同 时 寻 求 与 国 内 知 名 服 务 供 应 商 的 合

作。提供“１７＋１”框架内权威、及时的各类信息，更好地服务

政府和企业需求。

考虑到手机端易于传播的特性，“数字中东欧”平台的微

信公众号、新浪微博和手机ＡＰＰ相继上线，目前正在尝试抖

音号，希望通过更加灵活多样的短 视 频 来 吸 引 年 轻 人 关 注。

在新冠疫情期间，平台也发挥了其 优 势，开 辟 了 中 东 欧 商 品

云上展专栏通道，进一步拓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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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线上渠道，为宁波市数字经济发展走出了重要一步。

２．中东欧经贸合作平台解决的问题

一 是 中 东 欧 各 国 信 息 独 立，缺 乏 统 一 信 息 平 台。中 国

目 前 已 在 中 东 欧 各 国 驻 有 参 赞 处，汇 报 所 驻 国 家 国 内 经

济、贸 易 发 展 情 况，通 过 中 国 驻 中 东 欧 各 国 参 赞 处 官 网 发

布 相 关 信 息，但 中 东 欧１７国 参 赞 处 网 站 纷 繁 独 立，相 互 之

间关 联 关 系 不 够 紧 密，企 业 群 众 在 查 找 中 东 欧 其 他 各 国 相

关 信 息 时 需 各 处 搜 索，效 率 较 低，缺 乏 统 一 的 信 息 展 示

平 台。

二是中东欧信息 展 示 不 够 全 面，信 息 全 面 性 亟 需 提 升。

参赞处网站信息以所在中东欧国家的经贸信息为主，不包含

介绍国家风土人情、签证流程、旅游教育等方面，信息展示不

能满足社会公众的基本需求，国内外 的 人 们 在 出 国 投 资、旅

游教育方面信息不对称，信息全面性亟需提升。

三是中东欧贸易数据零散，缺乏数据的统计分析。对于

进出口贸易数据主要源于国家海关官方网站发布的信息，中

东欧各国贸易信息较为零散，缺乏针对中东欧各国的专题分

析，在数据信息统计方面缺乏针对性 的 分 析，中 东 欧 各 国 进

出口趋势数据无法明确，企业在外出投资决策方面缺乏有力

支撑。经贸促进中心平台数据资源的建设遵循的理念是：理

清经贸促进中心的数据内容，规范数据的采集、交换和处理，

确保数据真 实 可 用 与 更 新；并 基 于 经 贸 促 进 中 心 数 据 池 建

设，结合主题场景应用，以“驾驶舱”式进行 多 维 分 析 与 展 现

（如图２所示）。

图２　数字“１７＋１”经贸促进中心信息平台数据库架构

四是信息展 示 手 段 单 一，缺 乏 多 载 体 信 息 展 示。中 东

欧各国展示信息 方 面 主 要 以 网 站 的 形 式 展 示 信 息，信 息 扩

展速度较慢，被动 性 的 展 示 信 息，缺 乏 信 息 推 送 的 主 动 性，

随着智能终端以 及 微 博 微 信 等 社 会 化 媒 体 的 兴 起，社 会 化

媒体在信息传播 方 面 存 在 着 巨 大 的 优 势，如 何 利 用 新 兴 的

技术多方面多维度的展示中东欧各国信息也是目前 亟 需 解

决的问题。

三、中东欧国家 的 经 贸 合 作 平 台 建 设 的 必 要 性 和

可行性

１．建设的必要性

一是遵从国家战略指导，响应国家政策号召。为进一步

推进中国与 中 东 欧 各 国 的 友 好 邦 交，中 国 外 交 部 连 续 出 台

《中欧合作２０２０战略规划》《中国－中 东 欧 国 家 合 作 中 期 规

划》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宁波作为对外贸 易 领 域 的 先 行 示

范功能区，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践行 工 作 任 务 要 求 是 宁 波 市

的职责所在。

二是推动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之间“引进 来”和“走 出 去”

的需求。在中国“走出去”和“引进来”政策支持下，越来越多

的国内企业想走出国门进一步寻找国外合作机会、国外企业

想来中国寻求发展，同时社会公众也希望走出国门去国外进

行旅游开阔眼界，国外友人同样也有此需求，中东欧１７国在

物产旅游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国内群众对中东欧各国

概况缺 乏 宏 观 认 识，亟 需 经 贸 促 进 中 心 信 息 平 台 给 予 其

信息。

三是促进合作交流，加深中国与东欧之间邦交关系。中

国与中东欧各国一直建有良好的邦交关系，特 别 是 在“一 带

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国与中东欧各国在经济、贸易、基建、

教育等方面的合作更是开辟了中国－中东欧 合 作 关 系 的 新

篇章，通过经贸促进中心信息平台 的 建 设，中 国 与 中 东 欧 各

国之间教育文化等的交流，可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中东欧各国

的邦交关系。
四是便于社会公众、企业及有关政府人员进行数据的查

询统计分析。数字“１７＋１”经贸促进中心信息平台建设为社

会公众、企业及有关政府人员提供 了 有 关 中 东 欧 经 济 贸 易、

产业政策、人文旅游等数据信息查 询 服 务，同 时 通 过 运 行 数

据的统计分析，可进一步为企业及有关政府人员提供决策分

析、趋势判断、预警分析等功能。

２．建设的可行性

一是政策可行性。数字“１７＋１”经贸促进中心信息平台

建设将直接服务于社会公众、企业 及 相 关 政 府 人 员，产 生 了

直接的社会效益 和 间 接 的 经 济 效 益。《中 欧 合 作２０２０战 略

规划》《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宁波市人民 政 府

关于加强与中东欧国家全面合作的若干意见》《第 二 次 中 国

－中东欧国家经贸促进部长级会议宁波宣言》《宁 波 加 强 与

中东欧国家全面合作鼓励政策》等一系列 文 件 的 出 台，为 经

贸促进中心平台的实施推进起强有力的指导。
《中国（宁波）—中东国家城市合作纲要》中，各方一致表

示将根据各自国家的相关法律并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在促进

经贸交流与合作、推进互联互通合作、努力搭建投融资平台、

深化人文交流合作等方面推进 互 利 互 惠、共 同 发 展。《关 于

建设宁波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的总体方案》提

出重点任务就是建设国际信息枢纽，深化数字“１７＋１”经 贸

促进中心建设，打造集门户网站、数据中心、项目发布撮合于

一体的线上综合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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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技术可行。近 年 来 随 着 互 联 网 技 术 和 信 息 化 普 及

程度的不断提高，云计算、移动互联网 等 新 兴 信 息 技 术 在 政

府信息化建设中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也 为 数 字“１７＋
１”经贸促进中心信息平台建设提供了较 好 的 技 术 支 持。重

点考虑安全防护与宁波电子政务的相关规范标准，平台可以

部署在宁波政务云平台，节约平台建设费用的同时具有安全

保障，基础支持总体架构图如图３所示。因此平台建设具备

技术可行性。

图３　基础支持总体架构

三是经济可行性。随着国 家“一 带 一 路”倡 议 提 出 以 及

政府的大力支持，随着经济水平的提 高，中 东 欧 各 国 的 资 源

以及文化交流也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 需 求，数 字“１７＋
１”经贸促进中心平台对于国家、人民群众 有 着 重 要 意 义，受

到宁波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并给予大 力 支 持，同 时 平 台 的 建

设将推进中国与中东欧之间信息的互联互通，为双方的贸易

往来、人文交流等奠定了 基 础，具 有 一 定 的 经 济 效 益。因 此

经贸平台建设具备经济可行性。

四、高质量打造 面 向 中 东 欧 国 家 的 经 贸 合 作 平 台

的建议

１．建立平台协调和协作机制

为加快推进各项筹建工作，落实平台建设运营协调和协

作机制，提升平台建设质量，设立数字“１７＋１”经贸促进中心

信息平台建设工作指导委员会，由相 关 部 门 主 要 领 导、相 关

企业和平台运营方组成，对平台建设及后期运营进行指导和

监督，统筹协调平台建设中的有关问 题，协 助 平 台 的 统 一 规

划和实施。同时，建立平台 外 围 各 职 能 部 门 定 期 沟 通 机 制，

协调解决平台建设过程各职能部门的衔接工作。

２．加强专业人才引进与培训

为加强平台的实施与运行，需配备精干的专业管理人员

和技术人员，组建平台的运营管理团 队，严 格 执 行 平 台 的 日

常管理与维护有关规章制度，及时更新和改进平台的数据和

功能缺陷，保证信息的时 效 性、全 面 性、准 确 性 和 权 威 性，确

保网络安全、系统安全和数据安全。同时加强系统使用人员

的培训工作，使其能够熟练掌握新系统的日常使用、归档、信

息共享等业务处理流程，达到熟练使用软硬件设备的操作要

求，通过加强计算机基本操作技能和系统软硬件操作技能的

培训，提高广大人员的综合素质以及职业技能。

３．保障运行资金可靠稳定

需要协调市财政统筹保障数字“１７＋１”经贸促进中心信

息平台建设 及 运 营 的 相 关 资 金，确 保 平 台 的 全 面 建 设 和 应

用。同时为保障平台系统的完善和功能扩展，结合平台的实

际，每年还需安排一定的平台运营经费、数据购买经费等，从

而保证数字“１７＋１”经贸促进中心信息平台稳定可靠运行。

４．提升技术运用能力

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５Ｇ等新兴技术 进 一 步

拓展信息平台资源渠道，打造“平台＋科 技”模 式，创 新 信 息

平台信息来源方式，丰富中国与中 东 欧 信 息 传 播 内 容，扩 大

中东欧经贸与文化传播范围。坚持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综

合利用现代传播技术、改造传统科 技 传 播 手 段 的 方 针，通 过

技术、手段和工具的全面升级，提升数字“１７＋１”经贸合作平

台的信息传播的效率、质量和社会效益。

五、结语

宁波要高质量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
就必须要对标东盟信息港建设，高质量打造面向中东欧国家

的经贸合作平台。数字“１７＋１”经贸促进中心将在中国中东

欧国家博览会中发挥着重要的平台、引擎作用，推动中国—中

东欧国家博览会数字化发展。数字“１７＋１”经贸促进中心是

先行者与开拓者，必将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推动着中国与中东欧数字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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