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的优化策略研究
作者   穆重怀（辽宁大学波罗的海国家研究中心）

2022 年，中国—中东欧合作

机制已经走过了第十个年头。这十

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在经济和文化等领

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后疫情时

代，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中

国—中东欧合作机制也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

何深化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推

动“一带一路”倡议的中东欧国家

落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解决好这一课题对于进一步深化

中国—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促进中

欧关系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的
成就

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的建

立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的里程

碑事件，对于中国—中东欧国家关

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

第一，全方位提升了中国—中

东欧国家的合作水平。中国—中东

欧合作机制作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关系构建的创新平台，为发展双

边与多边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特别是在经贸和人文领域，合作机

制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在相关领域合作的多层次、多样

式、多维度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果。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

易额不断提升，屡创新高。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的贸易额逆势上扬，大幅增长，

并且在经贸产品的种类上得到了

拓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人文交

流进一步深化，文化合作项目和文

化产业的对接成果显著。这些合作

与成果充分显示了机制的活力。

第二，全面助力中欧关系的发

展。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是中欧

关系的重要补充，它为中欧合作提

供了新的结合点，为中欧合作提供

了新要素，拓展了中欧合作的深度

和广度。合作机制成为中欧彼此了

解与适应的新维度，为中欧经贸与

人文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搭建了平

台。合作机制建立以来，有效地推

动了中欧合作，克罗地亚佩列沙茨

大桥的建成通车就是合作机制在中

欧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典范。

第三，推动“一带一路”倡

议的欧洲落地。“一带一路”倡议

是中国为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提

供的全球性公共产品，它秉持共建

共享的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倡议提出以来，合作机制中

的中东欧国家全部成为“一带一

路”倡议的沿线国家，积极践行“一

带一路”倡议的理念，深度参与到

“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践中。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园区、旅游、中医药等方

面的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

是中欧班列的常态化运行不仅有

效推动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互

联互通，而且全面提升了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的品质，为“一

带一路”倡议的全球发展提供了有

益的尝试，凸显了合作机制在中

国—中东欧国家区域合作中的重

要作用。

如上所述，中国—中东欧合

作机制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与中东

欧国家关系的深入发展，对于推动

中欧关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密切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人民的

友谊，加深了了解，促进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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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了发展。

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的
挑战

十年来，中国—中东欧合作

机制抓住了时代机遇，战胜了各种

挑战，始终保持着向快向好的发

展。后疫情时代，国际局势波谲云

诡，随着中国与美国、欧盟关系的

变化，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极有

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第一，合作内容进一步深化

的挑战。目前，尽管中国—中东欧

合作机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

某些方面还处于较低水平，这在投

资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据统计，

近 20 年来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投

资不足 100 亿美元，只有对欧盟

投资的 1/12。这远不能满足中东

欧国家对中国的经贸合作预期。

在这种情况下，合作机制要进一

步协调和拓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的贸易规模和贸易种类，切实提

升中国与中东欧区域的经贸水平，

实现与每一个中东欧国家贸易的

均衡发展。

第二，外部因素变化带来的

挑战。一些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

的成员国也是欧盟成员国，这就导

致合作机制会受到欧盟的某些法

律法规的影响。因此欧盟对华关系

的变化将会影响到合作机制的运

行。后疫情时代，中国—中东欧合

作机制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考虑到

欧盟对华态度的变化，同时也要考

虑到美国因素，加强合作机制的内

涵建设，更好地排除外部因素带来

的消极影响。

第三，合作机制创新的挑战。

后疫情时代，合作机制的成员国面

临更为多元化的选择，内外因素的

变化要求合作机制实现更为全面

的创新，不断提升合作机制的协调

功能，满足不同成员国的诉求。这

种创新不仅需要在理念方面引入

创新思维，而且要求在具体合作中

建构起完善的、公认的规则。

综上所述，在新的形势下，

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需要与时

俱进，不断创新，应对挑战，深化

合作机制的内涵，推动合作机制的

进一步发展。

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的
优化

作为跨区域的多边合作机制，

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具有自身

的独特性，它不仅是中国创新外交

理念的积极实践，也是中国建构新

型区域合作的具体尝试。新形势

下，合作机制要不断引入新的内

容，采取新的发展策略。

第一，推动务实合作。在合

作中，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中的现

实问题。充分考虑中东欧国家的具

体诉求与现实处境。本着务实的原

则展开合作，解决当地的具体问

题。要把气候、能源、民生等问题

纳入合作的范畴。

第二，深化人文交流。以合

作机制为依托，切实推动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的人文合作。进一步开展

民间的文化交流，打造文化产业，

提升教育、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水平。

第三，加强多边合作。中国—

中东欧合作机制要进一步拓展与

中东欧区域组织的合作，加强机制

内的多边合作，特别是与欧盟的合

作，从而助力中国—中东欧合作机

制的多元化发展，拓展合作机制的

功能。

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为拓

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起到了

积极作用，也为中国发展对欧关系

提供了有益探索。未来，通过深化

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把握后疫

情时代的发展机遇，充分发挥合作

机制的内在驱动力，推动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合作的高水平、全域化发

展。（本文为 2021 年高校国别和

区域研究年度课题成果，项目编号

为 2021-N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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