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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和捷克经贸关系历史悠久，近十年来进出口贸易呈不断增长之态势。为此，通过对中捷经贸合作

及其成果的回顾，分析 21 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叠加形势下的中捷贸易逆势增长及趋势，研究捷克 WTO/TBT －
SPS 通报产品的市场准入和技术要求。以期探讨在中国中东欧合作背景下防范技术性贸易措施风险，不断优化贸易

结构，持续提高出口竞争力，实现中捷双边贸易“互利共赢”，推动中国 － 中东欧合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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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与捷克进出口商品总值

根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分析表明，近三年，中国与
捷克进出口贸易呈逐年递增态势; 出口量大于进口量，

但进口增速逐渐快于出口增速; 顺差同比呈扩大之势。
1． 1 2018 年中国与捷克双边贸易情况

2018 年，中国与捷克双边贸易总值为 163. 09 亿美
元，同比增长 30. 6%。其中，中国对捷克出口 119. 10 亿
美元，增长 35. 5% ; 中国自捷克进口 43. 99 亿美元，增长
19. 0%。贸易顺差 75. 11 亿美元，同比扩大 47. 33%。
1． 2 2019 年中国与捷克双边贸易情况

2019 年，中国与捷克双边贸易总值为 176. 01 亿美
元，同比增长 7. 9%。其中，对捷克出口 129. 73 亿美元，

增长 8. 9% ; 自捷克进口 46. 28 亿美元，增长 5. 2%。贸
易顺差 83. 45 亿美元，同比扩大 11. 10%。
1． 3 2020 年中国与捷克双边贸易情况

2020 年，中国与捷克双边贸易总值为 188. 71 亿美
元，同比增长 7. 2%。其中，对捷克出口 137. 39 亿美元，

增长 5. 9% ; 自捷克进口 51. 33 亿美元，增长 10. 9%。贸
易顺差 86. 06 亿美元，同比扩大 3. 13%。
1． 4 2021 年 1 月至 6 月中国与捷克双边贸易情况

2021 年 1 月至 6 月，中国与捷克双边贸易总值为
102. 89 亿美 元，同 比 增 长 26. 1%。其 中，对 捷 克 出 口
72. 88 亿美元，增长 21. 7% ; 自捷克进口 30. 01 亿美元，

增 长 38. 3%。贸 易 顺 差 42. 87 亿 美 元，同 比 扩
大 11. 50%。

2 中国与捷克进出口商品类别

2． 1 2021 年 1 月至 6 月中国对捷克出口产品分类情况
根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分析表明，2021 年 1 月至 6

月中国对捷克出口 72. 88 亿美元。
按照中国海关《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 HS) 22

类 98 章进行比较分析。先按产品的不同基本原料分
析，2021 年 1 月至 6 月中国对捷克出口总值按美元计算
的前八类产品从高到低依次为: ( 1 ) 第 16 类机电、音像
设备及其零件、附件 56. 52 亿美元; ( 2) 第 17 类车辆、航
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 2. 87 亿美元; ( 3) 第 20 类杂项制

品 2. 21 亿美元; ( 4) 第 15 类贱金属及其制品 2. 14 亿美
元; ( 5) 第 18 类光学、医疗等仪器; 钟表; 乐器 2. 13 亿美
元; ( 6) 第 6 类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 1. 95 亿美
元; ( 7) 第 11 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1. 76 亿美元; ( 8 )

第 7 类塑料及其制品; 橡胶及其制品 1. 12 亿美元。
再按产品的不同加工程度进一步分析，2021 年 1 月

至 6 月中国对捷克出口产品:

第一，第 16 类产品 56. 52 亿美元出口值占同期中
国对捷克出口总值的 77. 55%。其产品主要为 84 章和
85 章项下产品: 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 23. 44
亿美元; 电 机、电 气、音 像 设 备 及 其 零 附 件 33. 08 亿
美元。

第二，第 17 类产品出口值占同期中国对捷克出口
总值的 3. 67%。其产品主要为 86、87、88 和 89 章项下
产品: 铁道车辆，轨道装置，信号设备; 车辆及其零附件，

但铁道车辆除外; 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 船舶及浮动
结构体。

第三，第 20 类产品出口值占同期中国对捷克出口
总值的 2. 83%。其产品主要为 94、95 和 96 章项下产
品: 家具、寝具等，灯具、活动房; 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
及其零附件; 杂项制品。

第四，第 15 类产品出口值占同期中国对捷克出口
总值的 2. 74%。其产品主要为 72、73、74、75、76、78、79、
80、81、82 和 83 章项下产品: 钢铁; 钢铁制品; 铜及其制
品; 镍及其制品; 铝及其制品; 铅及其制品; 锌及其制品;

锡及其制品; 其他贱金属、金属陶瓷及其制品; 贱金属器
具、利口器、餐具及零件; 贱金属杂项制品。

第五，第 18 类产品出口值占同期中国对捷克出口
总值的 2. 72%。其产品主要为 90、91 和 92 章项下产
品: 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 钟表及其零件; 乐
器及其零件、附件。
2． 2 2021 年 1 月至 6 月中国自捷克进口产品分类情况

根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分析表明，2021 年 1 月至 6
月中国自捷克进口 30. 01 亿美元。

按照中国海关《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 HS) 22
类 98 章进行比较分析。先按产品的不同基本原料分
析，2021 年 1 月至 6 月中国自捷克进口总值按美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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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八类产品从高到低依次为: ( 1 ) 第 16 类机电、音像
设备及其零件、附件 17. 42 亿美元; ( 2) 第 17 类车辆、航
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 4. 17 亿美元; ( 3 ) 第 18 类光学、
医疗等仪器; 钟表; 乐器 2. 22 亿美元; ( 4) 第 7 类塑料及
其制品; 橡胶及其制品 1. 30 亿美元; ( 5) 第 15 类贱金属
及其制品 1. 12 亿美元; ( 6 ) 第 9 类木及制品; 木炭; 软
木; 编织品 1. 06 亿美元; ( 7 ) 第 10 类纤维素浆; 废纸;

纸、纸板及其制品 0. 68 亿美元; ( 8 ) 第 20 类杂项制品
0. 65 亿美元。

再按产品的不同加工程度进一步分析，2021 年 1 月
至 6 月中国自捷克进口的产品:

第一，第 16 类产品 17. 42 亿美元的进口值占中国
自捷克进口总值的 58. 05%。其主要产品也为 84 章和
85 章项下产品: 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 7. 36
亿美元; 电 机、电 气、音 像 设 备 及 其 零 附 件 10. 06 亿
美元。

第二，第 17 类 占 同 期 中 国 自 捷 克 进 口 总 值 的
13. 90%。其产品主要为 86、87、88 和 89 章项下产品: 铁
道车辆，轨道装置，信号设备; 车辆及其零附件，但铁道
车辆除 外; 航 空 器、航 天 器 及 其 零 件; 船 舶 及 浮 动 结
构体。

第三，第 18 类 占 同 期 中 国 自 捷 克 进 口 总 值 的
7. 40%。其产品主要为 90、91 和 92 章项下产品: 光学、
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 钟表及其零件; 乐器及其零
件、附件。
2． 3 捷克 WTO/TBT － SPS 通报及产品
2． 3． 1 2018 年 WTO/TBT － SPS 通报

2018 年 WTO 成员共通报了 4890 项技术性贸易措
施( 其中，TBT 通报 3063 项、SPS 通报 1827 项) 。WTO
成员捷克通报了 32 项技术性贸易措施，包括 32 项 TBT、
0 项 SPS，占总通报数量的 0． 65% ( 其中 TBT 占总通报
数量的 1． 04% ) 。
2． 3． 2 2019 年 WTO/TBT － SPS 通报

2019 年 WTO 成员共通报了 5292 项技术性贸易措
施( 其中，TBT 通报 3336 项、SPS 通报 1956 项) 。WTO
成员捷克通报了 46 项技术性贸易措施，包括 46 项 TBT，
0 项 SPS，占总通报数量的 0． 87% ( 其中 TBT 占总通报
数量的 1． 38% ) 。
2． 3． 3 2020 年 WTO/TBT － SPS 通报

2020 年 WTO 成员共通报了 5678 项技术性贸易措
施( 其中，TBT 通报 3352 项、SPS 通报 2326 项) 。WTO
成员捷克通报了 16 项技术性贸易措施，包括 16 项 TBT，
0 项 SPS，占总通报数量的 0． 28% ( 其中 TBT 占总通报
数量的 0． 48% ) 。
2． 3． 4 2021 年 1 月至 6 月 WTO/TBT － SPS 通报

根据 WTO/TBT － SPS 统计数据分析表明，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WTO 的 164 个成员中共有
77 个 WTO 成员提交了 3101 项技术性贸易措施，这些措
施包含 TBT 通 报 2049 项，SPS 通 报 1052 项。2049 项
TBT 通报中包括 1268 项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新
通报、752 项补遗和勘误通报、29 项修订通报。

2021 年 1 月至 6 月，WTO 成员捷克通报了 16 项技

术性贸易措施，包括 16 项 TBT，0 项 SPS，占总通报数量
的 0． 52% ( 其中 TBT 占总通报数量的 0． 78% ) 。分析可
见，捷克上半年通报所涉及的领域基本为工业制成品测
量仪器等; 通报侧重于安全、卫生、环保、质量及反欺诈;

随着疫情进入常态化，通报未出现 COVID － 19 相关内
容。出口相关产品时应予以关注。
2． 4 中捷贸易增长趋势
2． 4． 1 中捷贸易增长状况及其趋势

与 9 年前相比较，中国 － 中东欧国家贸易额增长近
85% ，特别是中国进口增幅高于出口 22%。中国 － 中东
欧经贸合作带来了中捷贸易的长足发展。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则表明，中国同捷克进出口
总 额 从 2012 年 的 87. 30 亿 美 元 增 加 到 2020 年 的
188. 71 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增长 115. 35% ，其中出口增
长 117. 29% ，进口增长 113. 25% ，进出口增长率基本持
平。十年来，中国同捷克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额及进
口额均稳步增长。根据今年上半年的统计分析表明，中
捷双边贸易在未来还有进一步增长之趋势。

研究表明，2011 － 2020 年十年间，中国对捷克贸易
竞争力指数( 即 TC 指数) 均值为 0. 46。中国对捷克贸
易显示出较强的竞争力，如图 1 所示。

图 1 中国对捷克贸易竞争力 TC 指数( 2011 －2020 年)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2． 4． 2 中捷贸易对中东欧贸易影响

中国 － 中东欧国家跨区域合作平台已成为中欧关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捷克作为中东欧实现其利益的地
区组织( 方式) 维谢格拉德集团( 简称 V4 ) 、波罗的海大
会、黑海经济合作、三海合作倡议等次区域( 地区组织)

国家之一，其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中东欧国家中占有
重要地位。在疫情持续蔓延的形势下，中国与捷克贸易
逆势上扬，显示出强劲的增长态势。

数据显示，2014 － 2020 年，中国与捷克贸易年均增
速达 10. 26%。2020 年，中国与捷克贸易额 188. 71 亿美
元占中国 － 中东欧合作国家贸易总额 1034. 5 亿美元的
18. 24% ; 疫情之中，2020 年中捷贸易同比 2019 年逆势
增长 7. 2%。特别是 2021 年 1 月至 6 月，中国与捷克贸
易额同比增长 26. 1% ; 其中，中国自捷克进口强劲增长，

增幅高达 38. 3% ; 中国出口捷克同比增长 21. 7%。
贸易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同捷克在内的中东欧国家

在机械、化工、物流和商务等领域的双向投资，以及公
路、铁路和地铁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疫情期间，中欧
班列成为中欧抗击疫情之生命线。中国 － 中东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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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双边贸易有序开展、逆势上扬。

3 后疫情时代中捷贸易的思考

3． 1 后疫情时代，世界需要重振多边主义
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打乱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疫情

的反复使各国筋疲力尽。欧洲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中
成了“重灾区”。世界性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困扰人类的
生存和发展，危害也日益凸显; 特别是全球公共卫生健
康产品问题，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立解决; 同时，人类社
会正面临对“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秩序，未来发展道路和
前景”的重大选择。这就需要世界各国坚持新的国际合
作理念，建立国际互信，加强全球合作; 捍卫多边主义和
多边贸易体制。

回顾中国在国内防疫形势异常严峻之时曾得到了
很多欧洲国家的支持和援助，而在国内疫情得到初步控
制、国内物资依旧紧张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向包括捷克
在内的欧洲国家提供各种帮助。以实际行动践行“加强
与伙伴国家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国际社会合作应对重大公共卫
生健康挑战”的全球治理理念。

疫情对各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都是考验，对于国
际化程度较高的包括捷克在内的中东欧国家亦然。多
边主义因其所强调的“协调与合作”基本特征而广受国
际社会的认可和欢迎，它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合作工具或
精神象征，它在国际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占据极其重
要的地位。特别是在抗击新冠疫情背景下，多边主义彰
显时代意义。

抗击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再次提醒人们，世界
不分南北与西东，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疫情深刻改
变着世界，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合作共
赢的趋势不会逆转。同疫情对决，推动后疫情时代经济
复苏，各国唯有“携手合作，捍卫多边主义，相互成就，而
不是诿过他人、关起门唱‘独角戏’”，方能汇聚捍卫多
边主义的力量。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只有重振多边主
义，才能为世界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3． 2 深化多双边及区域经贸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上的
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连接了中国、中亚、欧洲等地区，受到国

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中国 － 中东欧跨区域务实合作平
台推进了中东欧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

得到了欧洲各国的理解和支持，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实
现了互利共赢。2021 年 2 月习近平主席倡议并主持的
“中国 － 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已成为中东欧国家 －
中国合作新的重要里程碑。习近平强调: “中国将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继续扩大开放，更加积极参与双边、多
边和区域合作，同各国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2021 年 7 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捷克总统泽曼
通电话中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复杂深刻演变，人类社会
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等共同挑战，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
系符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符合两国人民共
同心愿。希望捷方更多人士正确看待中国和中国发展，

致力于加强两国沟通和合作，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使中

捷关系保持健康和活力。双方要用好共建“一带一路”
等平台，深化抗疫合作，推进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鼓励
双向投资和贸易，努力打造更多合作亮点。

捷克总统泽曼则表示，捷方将致力于同中国加强友
好合作，愿同中方密切沟通，排除干扰，确保两国关系健
康顺利发展。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促进双方经济合作。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之年，中捷经贸合作中必须贯彻落
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21 年 2 月“中国 － 中东欧
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发表的主旨讲话精神，积极维护多
边主义，应对全球性挑战。通过中欧关系的积极发展为
中国 － 中东欧国家合作带来新机遇; 通过中国 － 中东欧
国家的合作促进中国与捷克贸易的长足发展。
3． 3 推动中国 － 中东欧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加剧了
其演变; 国际环境日趋复杂; 全球产业供应链向区域化
集聚、往多元化布局。在此背景下，中国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开
放将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注入强大的动能，并为中
国 － 中东欧国家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推动中 国 － 中 东 欧 国 家 贸 易 合 作 迈 上 新 台 阶。
2020 年，中欧建交 45 周年; 2021 年 2 月，中国 － 中东欧
国家领导人峰会是中欧系列重大合作的后续和成果的
落实。中国 － 中东欧国家合作是中欧关系的新增长点
及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球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跨区域合作
平台，也是多边主义的生动实践，发挥着亚欧桥梁的作
用。在中捷贸易中必须通过落实峰会达成的共识，丰富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推动中国 － 中东欧国家贸易合
作迈上新台阶。

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和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面对
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守望相助、同舟共
济。中捷在中国 － 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下积极开展抗
疫合作，分享疫情防治、复工复产等经验，彼此支持抗疫
物资，中欧班列运力逆势增长，成为抗疫物资运输“生命
线”。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各国面临疫情防控和疫
后经济复苏的严峻挑战。在中捷贸易中应认真落实峰
会就团结抗疫达成的共识，拓展生物制药、医疗器械和
健康服务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和卫生
健康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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