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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开展数字贸易的思考
孙玉琴　 　 卫慧妮

内容摘要： 数字革命影响全球产业格局， 数字贸易已成为我国 “数字丝绸之路” 的建设重点。 中东欧

国家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区域， 其目前同我国的数字贸易规模较小， 但整体呈稳步增长态势。 数字

贸易符合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数字化发展理念， 未来将成为 “１７＋１” 合作机制的重要内容。 中国数字技术

竞争优势的凸显、 中东欧基础良好的数字市场和中国政府的持续推进将进一步激发双边数字贸易潜力。 然

而， 中东欧内部存在的数字鸿沟、 中国数字平台成本的增加、 双边数字贸易治理难题以及欧美的政治阻碍等

因素挤占双边贸易的发展空间。 中国政府应在化解政治阻碍的同时制定差异化数字贸易战略， 加强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数字贸易治理政策对接， 加大对跨国数字企业的支持力度， 促进双边数字贸易发展。
关 键 词： 数字贸易　 数字技术　 电子商务

　 　 近年来， 大数据、 ５Ｇ、 人工智能、 物联网和工

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渗透传统产业， 各国产业结构

面临深度变革， 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新驱动力，
其繁荣发展加速了数字技术与国际贸易的融合， 推

动数字贸易迅猛发展。 凭借边际成本接近零、 非竞

争性和抗冲击能力强的优势， 数字贸易在全球经济

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仍逆势发展， 未来将成为全球贸

易的主流模式。
对中国而言，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

数字贸易是建设 “数字丝绸之路” 的重要内容。 在

６５ 个沿线国家中， 中东欧国家占据 １ ／ ４； 在 ２７ 个欧

盟成员国中， 中东欧国家占比超 ２ ／ ５， 故该区域被

视作畅通欧洲市场的重要通道。 由于战争和国家分

裂等问题， 中东欧国家转型后经济虽有增长， 但仍

落后于西欧国家， 商业数字化和电子商务属于突出

落后领域。 为抓住发展机遇，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均

把数字化建设作为工作重点， 这为双边数字贸易创

造发展空间， 同时也与利用国际大循环提升国内大

循环效率和水平的倡议相符。 故在 “一带一路” 建

设背景下， 研究我国与中东欧国家间开展数字贸易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数字

贸易发展现状

目前， 国际上对数字贸易尚未达成统一的界定标

准， 但其内涵在不断演变中日趋完善。 基于已有研究

（蓝庆新、 窦凯， ２０１９； 沙拉法诺夫、 白树强， ２０１８），
本文认为数字贸易涵盖内容广泛， 即利用数字技术

促进贸易便利化和将数据、 数字内容作为贸易标的

的贸易形式均属于数字贸易， 其中数据为核心生产

要素， 数字服务贸易为重要组成内容。 故本文认为

数字贸易包括以下两类： 第一， 数字技术在交易的

某一环节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跨境贸易， 例如数字

结算、 数字交付和数字订购等； 第二， 将数据和数

字内容作为交易标的的跨境贸易， 其中数据为数

字平台收集整合的信息资源， 而数字化产品和数

字技术支持则分别是以数字内容为核心的货物或

服务。 由于数字贸易含义界定标准的不一致， 当

前第一类数字贸易和数据贸易并无数据可供参考，
故本文将从中国与中东欧双边数字产品贸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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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和数字平台提供的跨国数字技术服务两方面来分

析双边数字贸易现状。
（一）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数字产品贸易规模

２０１９ 年， 联合国贸发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在ＨＳ－６
分位编码基础上识别了 ４９ 种数字产品 （盛斌、 高

疆， ２０２０）， 即本质为数字内容的有形货物。 基于此

定义， 本文整理计算了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间中国与中东

欧国家的数字产品贸易额 （见表 １）， 并据此计算了

２０２０ 年中国与中东欧各国数字产品贸易额在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数字产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 （见图 ２）。
从数字产品贸易额的绝对值 （见表 １） 来看，

除 ２０２０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之外，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９ 年

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数字产品贸易规模基本呈增

长态势， ２０１５ 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数字产品贸

易额为 １. ６７ 亿美元， ２０１９ 年时该数值则增长为

５. ７６ 亿美元， 约为 ２０１５ 年贸易规模的 ３. ４ 倍。 从

国别构成来看， ２０２０ 年除波黑外， 中国与其他国家

的双边数字产品贸易额相较于 ２０１９ 年明显下降。 在

２０１９ 年之前， 除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之外， 中国与

其他中东欧国家的双边数字贸易基本呈现良好增长

态势， 但增长程度存在差异。 其中， 双边贸易额增

长最快的国家为斯洛伐克， ２０１９ 年其与我国的数字

产品贸易总额为 ２０１５ 年贸易额的 ２０ 倍之多； 其次

则为波兰和北马其顿， 该比例分别为 ７ 倍和 ４ 倍；
此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间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塞尔

维亚、 波黑和斯洛文尼亚与我国的双边数字产品贸

易额的涨幅均超过了 １００％， 捷克、 拉脱维亚和希

腊的涨幅均超过了 ５０％； 克罗地亚、 爱沙尼亚、 立

陶宛和黑山虽然增幅较小， 但在疫情前的五年内数

字产品双边贸易额整体呈现增长趋势。

表 １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数字产品贸易额
单位： 美元

国家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阿尔巴尼亚 １３４９７５７ １６９６９３３ １０４３６７６ ３７７２３２ ４１７０１７ １６３５６２

保加利亚 ４０４８１６６ ３７５１９５９ ３２７６１４９ ４４７３７００ ８６０２５９９ ５５８８６３５

克罗地亚 ２９７１６１４ ２０４５３５９ ２５０４５７１ ３３４４５２２ ４４２８７５２ １７４２６３９

捷克 １６８３１５２３ １７６７０４０１ １９７４５３０３ ２３８８９０６４ ３１７１８７５４ １１６２７２４８

爱沙尼亚 １６８７５６８ １７４２１６１ ２３１７４２０ １５８８４９６ ２１７０９３０ １８４７９３６５

匈牙利 ５５９３４９６３ ９２２２７８７ １０７８０００７ １２８９３０５５ １４２５０５０５ ８８８８７９９

拉脱维亚 ２２８０６５２ １９０７０８８ ２６７９０９９ ３２０６４８５ ３５８５８９９ １３２３９２６

立陶宛 ３４９６２６３ ３０７０９０８ ３６２７９７３ ３９８７６４６ ３４９９３８２ ２０１７９２４

黑山 １１６８６５ ７９７５８ ８７９５０ ８３１４９ １６６９７２ ４６６５７

波兰 ４８０９８２５０ ８５５３０４８９ ３７６４５５９２８ ３１３４３６２５８ ３８４１２５５６４ ３６２１４３５６

罗马尼亚 ７５８２６０７ ６６５３１１７ ７４７４５９６ ９３３０４０７ １８３９６１５４ １４７９６４４７

塞尔维亚 １３５０６０７ ７５７３２８ １４６３９９２ ２１７５２４９ ２９１７８７５ ２２９３９４２

波黑 ２３２４７３ ３０１９３４ ３３４９５８ ３７１４５４ ５９６４８１ ８０７２７２

斯洛伐克 ３１９１３０２ １２８７９８４８ ７０８０７６９ ２０８０７５４０ ６５２４９８２５ ２５４４４４８

斯洛文尼亚 ３１７３９７４ ４００８８４１ ３７６０４３９ ４８６６２７４ ７６８４３４１ ３５０５６２８

北马其顿 ２４８６５０ １９６８１５ １９９０５６ １０２０４７１ １０５９７９３ １９２５３６

希腊 １４４０８４９８ １４４９１７７０ １３６７５８２７ １７１９９３１７ ２６６６３０２２ １５４２２０９２

中东欧合计 １６７００３７３２ １６６００７４９６ ４５６５０７７１３ ４２３０５０３１９ ５７５５３３８６５ １２５６５５４７６

　 　 数据来源： 中国海关总署 （部分货物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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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尽管整体贸易规模在不断扩大， 但中国与中东

欧国家数字产品双边贸易额占我国数字产品贸易总

额的比例相对较低。 如图 １ 所示， ２０１５ 年中国与中

东欧 １７ 国的数字产品贸易总额仅为中国数字产品贸

易总额的 ０. ５８％， 而 ２０１９ 年双边数字产品贸易占比

已上升至 ２. １１％。 除去 ２０２０ 年数据外， 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相对数字贸易的整体规模在五年内稳步

增长 （除 ２０１８ 年略微下降外）。 但尽管增长显著，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数字贸易占比的绝对数值仍

处于较低水平， 中东欧地区并未成为我国重要的

数字贸易伙伴。
从双边的数字产品贸易总额的市场构成来看，

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的贸易紧密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在中东欧地区， 我国数字产品贸易伙伴主要集中于

部分国家。 如图 ２ 所示， 波兰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

的最大数字贸易伙伴， 其在 ２０２０ 年中国与中东欧数

字产品总贸易额中占比为 ２８. ８２％； 而后依次则为爱

沙尼亚、 希腊、 罗马尼亚、 捷克、 匈牙利和保加利

亚， 这 ６ 个国家在中国与中东欧数字产品贸易额中

总占比 ５９. ５３％； 剩余中东欧 １０ 国的数字产品贸易

额占比总和则为 １１. ６５％。 与大多数国家相比， 阿尔

巴尼亚、 北马其顿、 波黑和黑山与中国的双边贸易

额占比较低。 其中， 黑山与我国的数字贸易关系最

为疏远， 其双边数字产品贸易额仅为我国与中东欧

数字产品贸易总额的 ０. ０４％， 远远低于波兰、 捷克

等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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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数字产品贸易总额在中国数字产品贸易总额中占比

　 　 数据来源： 中国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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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２０ 年各国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数字贸易额中占比

数据来源： 中国海关总署 （部分货物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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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数字平台已在中东欧国家提供数字化

服务

尽管双边数字产品贸易规模较小， 但部分中国

数字平台已涉足中东欧市场， 目前主要有两种合作

方式。 一种是通过与中东欧本土企业合作来间接提

供数字技术服务。 例如， 阿里巴巴与中东欧地区最

大的互联网硬件和消费电子分销商 ＡＢＣ Ｄａｔａ 成为战

略合作伙伴， 为波兰、 捷克、 爱沙尼亚、 匈牙利、
拉脱维亚、 立陶宛、 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提供云计

算产品和技术； 中兴通讯为匈牙利第二大移动运营

商 Ｔｅｌｅｎｏｒ 和斯洛伐克移动运营商 Ｓｗａｎ 提供网络服

务。 另一种是中国数字平台直接为各国提供数字化

服务。 例如， 华为分别与各国签订合作协议， 在捷

克、 塞尔维亚、 波黑、 克罗地亚部分城市开展智慧

城市项目建设和 ５Ｇ 项目， 与拉脱维亚签订 ５Ｇ 网络

协议以及协助保加利亚打造云中心等； 中国电信也

采取该种合作形式， 目前已与捷克和匈牙利签订服

务协议。 尽管当前双边数字服务的合作项目类型和

覆盖区域不够广泛， 但合作的成功开展表明中国数

字领头企业认可中东欧市场的发展潜力， 未来该区

域将成为我国数字服务出口的重要市场。
目前，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７ 国的数字贸易总体规模

较小， 与各国的数字贸易合作深度存在显著差异；
双边数字贸易仍处于起步阶段， 中东欧国家尚未成

为我国主要的数字贸易市场。 但不论是对中东欧整

体还是单个国家而言， 双边数字贸易规模均呈现稳

步增长态势。

二、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开展数字

贸易的机遇

近年来，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数字贸易规模

较小， 但贸易关系日益紧密， 这为双边贸易的开展

奠定基础。 同时， 双边数字化发展理念的契合、 中

国数字技术竞争优势的凸显以及中东欧数字市场的

良好基础也为双边数字贸易的开展提供了条件， 有

助于进一步释放贸易潜力。
（一）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数字化发展理念契合

需求偏好相似说指出， 需求偏好与需求结构的一

致有助于增加双边产业内贸易，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数

字化发展理念的契合将推动双边贸易关系愈加密切。 从

政策层面而言， 中国与中东欧各国政府均把数字化建

设作为国家战略。 例如， 保加利亚发布了工业数字转

型计划， 克罗地亚即将发布 《２０３０ 年国家发展战略》，
捷克于 ２０１３ 年发布了走向数字经济战略， 罗马尼亚于

２０１６ 年发布了数字罗马尼亚宣言等。 同时， 中国也早

在 ２０１６ 年就发布了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和

《“十三五” 国家信息化规划》。 由此可见， 数字化建设

是双边经济增长的共同诉求， 这为双边数字贸易开辟

了新空间。 从数字贸易发展角度而言， 双边需求均在

不断增长。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可

知，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在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间的数字服务

进口额与出口额均呈现稳定增长趋势 （见图 ３、 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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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中国数字服务进口额与出口额

　 　 数据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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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中东欧国家数字服务进口总额与出口总额

数据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

尽管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严重损害各国经济， 但两大

经济体的数字服务进口额与出口额相较于 ２０１９ 年

仍有较大提升， 这表明数字贸易是两大经济体追求

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二） 中国数字技术竞争优势凸显

我国贸易数字化位居世界领先之列， 是全球跨

境电商发展的引领者。 从数字贸易竞争力来看， 中

国的数字服务出口具有较强竞争优势。 在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２０ 年间， 中国数字服务出口全球占比均显著高于

中东欧 （见图 ５）， 且在 ２０１７ 年后双边差距不断拉

大， 这表明我国提供的数字服务更受国际市场青睐。
从数字技术在服务贸易的应用深度 （数字服务出口

在服务出口中的占比） 来看， 中国服务贸易数字化

程度较高。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２０ 年中国数字技术在服务贸

易中的平均应用深度达到 ４８％， 在 ２０２０ 年该占比高

达 ５５％。 而数字技术在中东欧不同国家服务贸易中的

应用深度则存在明显差异， 尽管捷克、 匈牙利、 罗马

尼亚和塞尔维亚占比均值也超过 ４０％， 但大部分中东

欧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占比均落后于中国 （见图 ６）。
从技术层面而言， 中国具备开展双边数字贸易

的基础。 ５Ｇ 是人工智能、 大数据、 物联网和云计算

等的技术基础， 我国 ５Ｇ 技术早已跻身全球前列， 并

引领全球数字变革。 在 ２０１６ 年， 我国正式启动 ５Ｇ 技

术研发实验， ２０１８ 年完成全部第一版 ５Ｇ 标准。 根据

专利数据公司 ＩＰｌｙｔｉｃｓ ２０２１ 年公开报告，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中国企业拥有的 ５Ｇ 关键技术专利总量为

全球第一。 其中， 华为拥有的 ５Ｇ 专利占比世界第一，
为 １３. ５２％。 此外， 中兴、 中国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Ｏｐｐｏ 和 Ｖｉｖｏ 的 ５Ｇ 专利数量均位于全球前十， 其专

利总量占比总和为 ２３. １１％。 然而， 中东欧国家的数

字技术发展则落后于亚太地区和北美地区。 联合国贸

发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发布的 《２０１９ 年数字经济报告》
显示， 北美地区、 亚太地区和西欧地区云流量之和占

据全球总云流量的九成以上， 而中东欧地区的云流量

占比则低于 ５％； 而且全球数据流量主要集中在亚太

和北美地区， 中东欧地区在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 年间的数据

流量预估将仅占亚太和北美地区的 １ ／ ７。
从数字平台而言， 我国的全球性数字企业掌握

大量用户数据， 在金融、 市场和技术方面优势显著，
是加速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推手。 ２０１９ 年福布斯发

布的全球数字经济 １００ 强数据显示， 中国上榜企业

总数为 １４ 家， 位列全球第二。 其中， 腾讯和阿里巴

巴两家互联网企业被认为是全球 “超级平台”， 这

两家企业与其他五家美国数字平台共同占据了 ２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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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

的全球数字市场。 权威研究机构 Ｇａｒｔｎｅｒ 数据显示，
阿里巴巴现如今是全球最大的 Ｂ２Ｂ 跨境电商平台，
其国际站物流覆盖范围包括全球 ２００ 多个国家和地

区， 其全球市场份额排名第三， 仅次于亚马逊和微

软， 且阿里旗下跨境零售电商平台速卖通已踏入拉

脱维亚、 立陶宛、 波兰和捷克等国， 带动当地社交

电商生态发展。
（三） 中东欧数字市场基础良好

１. 中东欧有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

电信基础设施是传送、 处理和分析数据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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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载体， 是实现数字贸易便利化的硬件。 中东欧

各国政府通过积极加强通信基础建设基本实现了

通信基础设施的全域覆盖， 如匈牙利实施的 “超

速互联网项目 （ ＳＺＩＰ） ” 和波兰的 “操作程序”
计划等。 联合国发布的电信基础设施指数显示，
大部分中东欧国家的通信设施建设均处于较高水

平 （见图 ７）， １０ 个中东欧国家电信基础设施指数

高于中国。 其中， 爱沙尼亚得分位列全球第 ９ 位，
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处于世界最高水平。 根据世界

银行统计， ２０２０ 年中东欧国家移动蜂窝订阅率和

互联网普及率均值分别为 １２１. ７１％和 ８１. ３０％。 中

东欧国家完善和广泛覆盖的电信基础设施能够显著

提升网络传输效率， 并降低宽带使用成本。 据国际

电信联盟发布的 《 ＩＣＴ 价格变化趋势 ２０２０》 可知，
除波黑、 塞尔维亚和北马其顿外， 其他中东欧国家

的固定和移动宽带费用与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值均

低于 ３％。 同时， 近半数国家的固定宽带基础套餐

达到了 ３０Ｍｂｉｔｓ ／ ｓ 的连接速度， 这为双边数据的稳定

传输提供了基础保障。
２. 中东欧国家具有较低的数字贸易限制

在贸易双方具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 开放的数

字市场能够促进产品和服务的自由交换， 提升消费

者福利和降低进口国生产者成本。 中东欧国家均为

小型经济体， 国内市场规模较小， 其经济增长严重

依赖国际贸易， 故各国政府对数字贸易干预较少。
从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 （ＥＣＩＰＥ） 发布的数字贸易

限制指数 （ＤＴＲＩ） 可以看出， ２０２０ 年中东欧国家的

数字贸易限制指数普遍较低， 除希腊的数字贸易限制

指数等于全部样本国平均值 （０. ２４） 外， 其他中东欧

国家的数字贸易指数均低于 ０. ２４ （见图 ８）。 这表明

中东欧国家具有开放的数字市场， 可有效降低中国

企业进入中东欧数字市场的贸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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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中国和中东欧各国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指数

　 　 数据来源：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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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中东欧国家市场前景广阔

从经济增速来看，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中

东欧国家为世界上增长最为快速的区域之一， 除

２０２０ 年由于疫情冲击 ＧＤＰ 增速变为负值外， 在

２０１５ 年到 ２０１９ 年间中东欧国家的 ＧＤＰ 增长一直保

持着平均 ３. ４１％的速度； 从经济总量来看， 中东欧

国家在 ２０２０ 年的 ＧＤＰ 总和为 ２ 万亿美元， 总人口

数量约为 １. ２９ 亿， 数字贸易市场总额较大； 从经济

质量来看， １０ 个中东欧国家为高收入国家， 其他国

家则均为中高收入国家， 中东欧大部分国家的人均

ＧＤＰ 远超世界人均 ＧＤＰ （见图 ９）， 甚至有少部分

国家为该数值的两倍之多， 人均数字化需求较高。

这些有利的经济因素使得中东欧国家对高质量数字

化产品与服务需求量较大， 未来或将成为我国数字

贸易出口的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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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政府逐步推进与中东欧国家间的数

字贸易发展

自 “数字丝绸之路” 倡议提出以来， 中国政府

一直致力于加强多边数字贸易。 而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 “１７＋１” 合作机制的建立更是为双边数字贸易搭

建了合作平台， 目前双边数字贸易已在跨境电子商

务领域取得显著成果。 ２０１７ 年， 爱沙尼亚和匈牙利

先后与中国签订双边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建

立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杜布罗夫尼克纲要》 的签订标志着

中国与中东欧双边电子商务和智慧城市建设合作的

开启；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中国 （宁波） —拉脱维亚跨境

电商港湾项目正式启动， 中东欧的商品可通过拉脱

维亚港口进入中国；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第二届中国—中

东欧国家博览会在宁波举办， 该博览会通过贸易对

接会以及直播带货等新形式协助中东欧国家开拓中

国跨境电子商务市场。 此外， 中国—中东欧国家电

子商务合作对话机制①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加强电

子商务领域交流合作搭建平台， 中欧班列的开通也

促进了跨境物流效率的升级， 这些项目为实现双边

数字贸易的广泛合作提供契机。

三、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开展数字

贸易面临的难题

中国与中东欧各方面的内在契合有利于开展数

字贸易， 但开拓中东欧市场的过程中也存在掣肘双

边贸易规模扩大的因素， 诸如中国和中东欧自身数

字发展区域失衡、 宏观政治环境变化以及相关法律

制度不足等等难题， 这些挑战挤占了双方数字贸易

的发展空间。
（一） 中东欧各国存在数字鸿沟

中东欧区域整体数字经济显示良好发展态势， 但

不同区域间存在数字鸿沟， 中东欧国家的数字经济水

平呈现波罗的海三国—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东南欧

国家逐级递减的结构， 这提升了中东欧地区间数据跨

境的传输成本和协调难度。 一方面， 欧盟内中东欧国

家数字化水平差异较大。 根据欧盟发布的 《数字经济

与社会指数 ２０２０》， 可整理得出中东欧各国排名 （见
表 ２）。 其中， 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两国综合排名高于

欧盟平均水平， 属于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
而剩余十国的排名则较为靠后， 其中罗马尼亚、 希腊

和保加利亚的综合得分在欧盟中垫底， 其在数字技术

应用和通信设施建设方面与他国存在显著差距。 另一

方面， 在中东欧国家中， 欧盟成员国与非欧盟成员国

间存在数字鸿沟。 非欧盟成员国的移动蜂窝订阅率和

互联网普及率为 １１５. ６４％和 ７７. ３２％， 而中东欧国家

中的欧盟成员国的相应数值则为 １２４. ２５％和 ８２. ９６％。
其中， 阿尔巴尼亚、 黑山和波黑仍存在网速缓慢和城

乡数字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二） 中国数字企业进入中东欧市场面临较高

成本

目前， 中国数字平台主要服务于国内市场， 国

际市场开拓不足。 为在中东欧市场中站稳脚跟， 中

国数字平台将面临经营成本的提升。 第一， 市场开

拓成本提升。 亚马逊、 谷歌和微软等大型跨国数字

平台已在中东欧市场占据较大份额， 面对已形成的

较大规模用户群体， 中国数字企业需要投入较高营

销资金来打破已有屏障。 第二， 管理成本增加。 首

先， 稳定高质量的业务通信服务是数字企业提供产

品与服务的关键要素， 但中国电信等电信企业在中

东欧国家活跃程度较低。 迄今为止， 在中东欧区域

内仅有中国电信与捷克和匈牙利签订服务协议， 本

地技术支持的缺乏迫使中国数字平台只能与技术标

准不同的西方跨国公司合作， 这掣肘了中国数字平

表 ２　 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 ＤＥＳＩ ２０２０ 排名

国家
排名

（除英国外）
国家

排名

（除英国外）

爱沙尼亚 ７ 匈牙利 ２０

立陶宛 １３ 斯洛伐克 ２１

斯洛文尼亚 １５ 波兰 ２２

捷克 １６ 罗马尼亚 ２５

拉脱维亚 １７ 希腊 ２６

克罗地亚 １９ 保加利亚 ２７

　 　 数据来源： 《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 ２０２０》 （ＤＥＳＩ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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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台的市场开拓。 其次， 中东欧国家拥有完善而且繁

杂的数字管控法律。 为规避相关法律风险， 试图进

入中东欧市场的中国数字企业必须提前了解当地的

相关规制内容。 由于文化传统和经营环境的差异，
中国数字企业对相关法律规定的实践与应用会耗费

大量时间与精力， 这显著增加经营成本。 第三， 融

资成本高。 市场的拓展和数字技术的革新换代必须

以大量的资本作为支撑， 但我国现有的金融政策并

不利于跨国数字企业发展， 融资渠道窄和跨国融资

成本高等仍是数字企业面临的棘手难题。 这三方面

因素导致了国内数字企业对中东欧市场 “望而却

步”。
（三） 数字贸易治理出现新难题

数字贸易伴随着数字技术的成熟而飞速发展，
但目前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则发展进程缓慢，
中国和中东欧各国在隐私保护、 监管范围和产权归

属等方面存在分歧， 这为双边数字贸易带来了治理

新难题。 第一， 数据是数字贸易的核心标的物， 数

据的跨境流动在贸易过程中不可避免， 但由于数据

涉及一国的消费者隐私、 商业机密和国家安全等信

息， 各国政府对数据的跨境流动较为谨慎。 再加上

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 隶属于欧洲框架下的

中东欧国家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互利共赢属性持

质疑态度， 部分中东欧国家认为华为等数字企业进

入中东欧市场会威胁其国家安全， 目前已有 １１ 个国

家加入了美国清洁网络计划， 将中国的 ５Ｇ 设备和

技术排除其市场之外。 第二， 数字产品和服务存储

简单、 复制成本低廉并且扩散速度快， 这些特征导

致贸易标的物易被窃取， 网络侵权现象时有发生，
亟需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框架来有效维护数字贸易

双方利益。 目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相关的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并不完善， 且在已有数字保护标准上也未

达成一致， 双方的数字隐私和保护标准均以行业内

自我监管为主， 对于数字侵权行为并无实质惩罚措

施。 这种保护制度的缺失以及国家间监管标准的显

著差异会提升双边贸易成本。
（四） 受到欧盟和美国的政策限制

政府支持是开展数字贸易合作的强力后盾， 但

中东欧国家身处地缘政治敏感地带， 历来是大国对

华博弈的战略区域， 各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易受大

国牵制， 而数字贸易由于贸易标的物的敏感性易被

他国干涉。 一方面， 双边数字贸易受到欧盟的阻碍。
为实现战略自主， 欧盟尝试主导全球数字贸易规则

的制定， 并不断加强对欧盟国家的数据安全与应用

等的监管， 以期建立一体化的数字同盟。 中东欧国

家是欧盟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欧盟最大的贸

易伙伴， 中国与中东欧数字贸易规模的扩大必然引

起欧盟的担忧， 这从欧盟对华立场的几经变化中可

见一斑。 近年来欧洲市场 “泛安全化” 的趋势加速

了中欧双边关系变质。 ２０１９ 年年初， 欧盟实施严格

规定来限制中国企业应用 ５Ｇ 技术。 同年 ３ 月， 欧

盟通过了关于减少中国数字技术在欧盟应用的决议。
面对政治格局的变化， 身处欧盟框架下的中东欧国

家必然会谨慎对待中国， 这对双边数字贸易发展产

生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 美国也对中国与中东欧数

字贸易关系的深化予以阻挠。 美国视我国为制度性

竞争对手， 一直致力于遏制我国发展。 而中东欧国

家地理位置优越， 美国政府历来将其视作阻碍中俄

发展的战略区域， 频繁展开与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活

动和贸易合作， 以期加强美国在中东欧国家的政治、
经济和军事影响力。 为维护美国科技霸权的地位，
美国对中东欧国家施压， 要求其在 “中美技术战”
中站队， 最终导致 ８ 个中东欧国家与美国签署 ５Ｇ
安全联合声明。 这对电信供应商提出了更为严格的

安全评估标准， 使华为等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地区参

与应用 ５Ｇ 技术面临更大阻碍， 严重制约双边数字

贸易发展。

四、 政策建议

（一） 细化数字贸易政策， 依据中东欧各国的

数字化发展诉求开展差异化合作

中国应基于 “一带一路” 倡议和 “１７＋１” 框架，
充分利用现有的合作机制， 集聚双边数字发展优势，
进而提升贸易便利化程度， 共同探索构建涵盖多领

域的多元化数字贸易合作平台。 具体而言， 中国应

结合各国的数字化发展程度和与我国的数字贸易紧

密程度来制定差异化的国别数字贸易战略。 对于数

字化发展程度较高的经济体， 如爱沙尼亚、 捷克和

波兰等， 中国政府应当依据自身产业结构和双方优

势深挖合作潜力， 相互向对方出口自身具有比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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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数字产品或服务； 而对于数字基础较差的国家

而言， 如黑山、 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等， 电信基

础设施建设则是双方的贸易合作重点， 中国应利用

自身数字技术发展优势助力其完善通信基站和光纤

电缆等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在农村等经济不发达

地区， 逐步改善其信息化水平。 同时， 对于贸易关

系较为紧密的国家， 中国政府应在已有基础上优化

双边出口结构； 对于贸易关系不够紧密的国家， 如

爱沙尼亚、 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 中国政府则应当

把工作重点放在构建良好贸易关系上， 不断深化中

国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往来、 文化交流和信息传

输等， 推动双方签订数字自贸协定和区域合作协定

等， 打造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二） 降低中国数字企业贸易成本和提升企业

国际竞争力是促进双边数字贸易发展的关键

面对中东欧数字市场的多重障碍， 中国政府应

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协助跨国数字企业。 第一， 中国

政府可为在中东欧地区开展数字服务以及技术创新

的新兴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 鼓励企业发展前沿

数字技术， 推动中国平台以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和

服务逐步占据全球市场， 吸引中东欧国家主动展开

双边数字贸易； 第二， 中国政府应鼓励中国电信企

业在中东欧为本国企业提供数据通信服务， 在保障

数据安全的同时降低跨国企业的管理成本， 为数字

平台业务的开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第三， 中国

政府应当推动中国数字企业与中东欧各地的中国大

使馆和领事馆合作， 为即将或已经进入中东欧市场

的数字企业提供法律知识培训， 且当部分数字企业

深陷法律困境时， 当地大使馆可为企业提供相关法

律援助； 第四， 中国政府应加强对银行等金融机构

的政策引导， 推动商业银行在合理控制风险的前提

下为数字贸易企业提供利率优惠和制度支持等， 以

满足数字平台扩展市场规模和增加数字技术创新的

融资需求； 第五， 中国与中东欧各国政府应出面牵

头国内数字平台与中东欧各国实体企业的跨国合作，
将数字技术深化应用于中东欧传统产业， 推动中东

欧国家与中国电子商务平台合作， 在优化中东欧国

家产业结构的同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协助中东欧

国家尽享数字时代红利。

（三） 中国政府应当从完善自身法律体制和加

强与中东欧国家合作两方面化解数字贸易治理矛盾

在国内， 我国政府应当健全和完善数据开放以

及税制的法律法规， 成立专家小组对 ＷＴＯ 现有的相

关制度进行深度研究， 合理界定数据的国际使用边

界， 建立安全透明并且适应中国发展现状的 “中

式” 数据流动制度， 同时加强对贸易企业使用数据

的监督管理， 促进贸易规范化； 明晰定义数字化产

品的产权归属， 相关政策应当包含数字产品消费者

的使用范围、 数字产品侵权者违反规定后的追责措

施和对数字化产品提供者的保护措施， 积极实现双

边数字贸易标准对接。 在国际上， 第一， 中国应加

强与中东欧国家的人文交流， 可以开设孔子学院等

形式传播中国文化， 提升中东欧国家人民对中国文

化的认同度和好感度， 这是畅通双边数字贸易的前

提； 第二， 中国应与中东欧各国逐步建立数字贸易

法制建设交流和合作机制， 共同探讨双边国家的数

据使用边界和司法管辖权范围， 齐力防范各国数据

风险， 实现约束下的数据自由流动最大化； 同时，
推动双边共享数字贸易治理经验， 联合打击数字侵

权行为， 特别是跨境网络侵权行为， 共同维护安全

有序和公平竞争的数字贸易环境。
（四） 在展开数字贸易时， 中国政府应当在提

升中东欧国家获得感的同时注重协调多边关系

作为全球三大经济体， 中欧美三方关系会深刻

影响国际格局。 对于欧美对双边数字贸易实施的阻

碍， 中国政府应从两方面化解。 第一， 中欧美三方

应意识到数字贸易并非零和博弈， 合作共赢才是主

流模式。 中国应加速建设中欧美三大经济体数字对

话机制， 协助各经济体精准定位自身优势， 以谋求

三方共同利益最大化。 此外， 欧美在跨境数据流动

和隐私保护方面存在分歧， 中国政府可利用该分歧

探索三方的共同发展路径， 在与中东欧国家开展数

字贸易的同时实现三边关系的平衡。 第二， 在尊重

国际标准和遵守欧盟数字贸易框架的前提下， 中国

政府应当通过数字贸易为中东欧国家数字化发展提

供切实帮助。 数字贸易的最终目的是贸易双方福利

最大化， 中国政府应通过加大对双边数字贸易的投

入， 共同探寻数字贸易共同增长点， 深化与中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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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互补合作， 用真诚的合作态度和实际的合作

成果来打消中东欧国家的疑虑， 推动双边数字贸易

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１］ 蓝庆新， 窦凯． 美欧日数字贸易的内涵演变、 发展趋势

及中国策略 ［Ｊ］． 国际贸易， ２０１９ （０６）： ４８－５４．
［２］ 马述忠， 房超， 梁银锋． 数字贸易及其时代价值与研究

展望 ［Ｊ］．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８ （１０）： １６－３０．
［３］ 沙拉法诺夫， 白树强． ＷＴＯ 视角下数字产品贸易合作

机制研究： 基于数字贸易发展现状及壁垒研究 ［Ｊ］． 国

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８ （０２）： １４９－１６３．
［４］ 盛斌， 高疆． 超越传统贸易： 数字贸易的内涵、 特征与

影响 ［Ｊ］． 国外社会科学， ２０２０ （０４）： １８－３２．
［５］ 熊励， 刘慧， 刘华玲． 数字与商务： ２０１０ 年全球数字贸

易与移动商务研讨会论文集 ［Ｍ］．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６］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
ｒｏｐ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 ／ ＯＬ］．（２０２０－１０－２８）
［２０２１－ ０９－ 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
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０ ／ １０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Ｅａｓｔ⁃
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ｐｄｆ．

［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ＤＥＳＩ） ２０２０：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Ｒ ／ ＯＬ］．（２０２０－０６－１１）
［２０２１－ ０９ － 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ｎｏｇｒｏｗｔｈ．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
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０ ／ ０７ ／ ＤＥＳＩ－２０２０．ｐｄｆ．

［８］ ＯＥＣＤ，ＩＭＦ．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ＯＥＣＤ ／ ＩＭＦ
ｓｔｏｃｋｔａｋ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Ｒ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７－１０）［２０２１－０９－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ｂｏｐ ／ ２０１７ ／ ｐｄｆ ／ １７ －

０７．ｐｄｆ．
［９］ ＯＥＣＤ，ＷＴＯ，ＩＭＦ．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ｖｅｒ⁃

ｓｉｏｎ １ ［Ｒ ／ ＯＬ］．（２０２０－ ０２－ １０） ［２０２１－ ０９－ 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ｓｄｄ ／ ｉｔｓ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 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Ｔｒａｄｅ．ｈｔｍ．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Ｅ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ＳＵＮ Ｙｕｑｉｎ　 ＷＥＩ Ｈｕｉｎ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ｆｏ⁃
ｃｕ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ＥＥＣ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
ｇ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ｓ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ｔ 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ａ ｓｔｅａｄ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ｒｅｎｄ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ｓ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ＥＥＣ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１７＋１”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ｇ⁃
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ｗｅｌｌ－ｆｏｕｎｄｅ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ＣＥＥ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ｐｕｓｈ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ｉｎ ＣＥＥＣ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ｏ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ＣＥＥＣ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１３， Ｆ１９， Ｆ２０， Ｆ５０

（责任编辑： 王勇娟）

７８国际贸易　 ２０２２ 年　 第 １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