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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下

波兰社会环境维度投资便利化水平研究
□刘顺玉 邹思晓 李俊尧

【内容摘要】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下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投资便利化水平间接地反映着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活跃程度。其

中波兰作为“一带一路”要地，是国内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城市。本文选取了反映波兰社会环境维度下的 5 个指

标来分析投资便利化水平。其研究结果表明: 波兰的社会环境维度下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虽然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

差距，但总体来说是较高的，并且还在持续提升。此外经济情况稳定，劳动力市场情况良好，消费者信心指数高也

成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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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5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联合发布《推

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明确“一带一路”建设将积极推动实现亚欧非各国合作，

并强调了“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对于投资

便利化的理解，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认为，投资便利

化能够帮助投资者及企业在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简化程序

和提高良好的投资环境，而波兰作为欧洲“十字路口”，“琥珀

之路”和“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并有多条中欧班列途经或为

目的地的“一 带 一 路”要 地，是 国 内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的 重 点

城市。
国内外学者及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

等诸多国际组织主要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结合在一起，多采

用定量分析方法，通过构建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测评体系进行

研究。而本文基于现有理论研究则是将国际对外直接投资

与投资便利化结合分析，将投资便利化定义为，一国或一地

区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为实现国际资本流动快速化、便
捷化、标准化以创造的一个协调的、透明的、可预见的环境并

主要从波兰社会环境维度下的居民消费支出、总人口数、贫

困人口比例、文化教育水平以及犯罪率等五个指标建立分析

波兰投资便利化水平。
二、社会环境下的投资合作便利化指标的构建及测度

( 一) 指标体系的构建。基于以上定义，同时结合世界经

济论坛( WEF) 、世界银行( WB) 、美国遗产基金会( HF) 、透明

国际( TI ) 等 机 构 指 标 体 系 构 建 原 理 以 及 刘 镇、陈 继 勇 等

( 2018) 学者的相关研究，本文在大方向上构建了包含两个层

级的波兰投资便利化水平指标评价体系，主要从第二层级中

社会环境维度下进行分析。社会环境是一定时期整个社会

发展的一般状况。主要包括社会道德风尚、文化传统、人口

变动趋势、文化教育、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等。但投资是以人

为主的活动，人的基本素质及社会活动的便捷性都会影响到

投资便利化水平的高低，所以本文从各个方向的社会环境衍

生构建以下 5 项指标，其中包括: 居民消费支出、总人口数、
贫困人口比例、文化教育水平和犯罪率。详细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 1 所示。
表 1 波兰投资便利化水平指标评价体系

第一层级 第三层级

投资便利化水平 － 社会环境维度( CE)

居民消费支出

总人口数

贫困人口比例

文化教育水平

犯罪率

本文所需数据均来源世界经济论坛《The Global Competi-
tiveness Ｒeport，GCＲ》、世界银行数据库( WB) 、美国遗产基金

会( HF) 、透明国际( TI) 以及各国对应统计年鉴等相关的指

标数据。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在数据收集时部分国家少量数

据缺失，本团队有针对性地采取插值法或平滑法等数理统计

方式来进行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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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各指标测度结果与分析。
1． 居民消费支出。居民消费支出使用了世界银行数据

库中的相同指标。这里，居民消费支出包括为居民服务的非

盈利组织的支出，无论国家是否另行声明，数据均基于现价

美元计算。

图 1 2008 ～ 2017 年波兰居民消费支出走势

根据图 1 分析，居民消费受经济波动明显，总体呈现平

稳波动的态势。居民消费与居民收入息息相关，且不难发现

居民消费的走势同居民收入类似。波兰在整个欧盟当中属

于受经济危机冲击较少的国家，也是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

家。GDP 的提高使居民消费提高，波兰民众的消费意愿在近

年来有了明显的提升，从实体商店到电商平台的消费金额都

有所增加。波兰民众消费支出的平稳上涨主要归功于政府

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保证了国内金融市场和国内劳动力市场

的稳定。
2． 总人口数。总人口数指标采用的是世界银行数据库

中的同一指标。总人口数是根据人口的实际定义计算的，即

计算所有居民。所示值为年中估计值。

图 2 2008 ～ 2017 年波兰总人口数走势

根据图 2 分析，波兰人口在十年间呈现波动式下降，主

要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低造成。对于此，波兰政府为

增加劳动力供给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家庭 500 +”
计划、降低退休年龄、提高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小时最低工资

等福利措施，而这些措施也使得不断走低的波兰的人口在

2017 年有所回升，波兰政府这一措施也是为了鼓励民众提高

生育意愿。
3． 贫困人口比例。贫困人口比例采用的是世界银行数

据库中国家贫困率指标，该指标是指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

的人口的百分比。国家的估计值是根据住户调查中得出的

人口加权的子群体的估计值得出的。指标数值越高，代表该

国处于贫困线下的人口越多，反之则越少。

图 3 2008 ～ 2017 年波兰贫困人口比例走势

根据图 3 分析，波兰十年间贫困人口比例一直处于较高

的水平，一直到 2016 年出现了明显的下跌。是通过波兰政府

2016 年上半年实施“家庭 500 + 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贫困人口比例，该覆盖了全国未成年人的 55%，领取社会救

济的人数减少了 13 万人，受贫困威胁的 17 岁以下年轻人的

比例从 23%降到了 11%。
4． 文化教育水平。文化教育水平指标采用的是世界银

行里的入学率 － 高等院校( 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该指标是指

大学入学率( 不分年龄) ，大学在校生总数占中学毕业 5 年后

学龄人口总数的百分比，该指标也体现了一国高校人才储备

的动向。

图 4 2008 ～ 2017 年波兰文化教育水平走势

根据图 4 分析，近几年波兰高校入学比例有所下跌，这

是受劳动力市场需求以及波兰政府培养人才储备的影响。
政府近年来也十分关注文化教育，尤其是高校改革。政府对

地方高校也进行了补贴，学校民主选举出的校长将拥有更大

的权力，鼓励广大高校成立校际联盟。波兰政府同时利用欧

盟基金和政府财政拨款对文化教育提供支持，包括“教师培

训项目”和“good start”项目，“教师培训项目”涉及师资培训，

包含公立大学和非公立大学的师范专业，受益儿童将达到

460 万。
5． 犯罪率。犯罪率指标采用的是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

故意谋杀犯罪率是指对因家庭纠纷、人际暴力、抢占土地资

源的暴力冲突、黑帮团伙直接争夺领地或控制权的暴力事件

以及武装集团的掠夺性暴力和杀戮而有意造成的非法谋杀

犯罪的估计。该指标数值越低，代表该国治安环境越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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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8 ～ 2017 年波兰犯罪率走势

之则越差。根据图 5 分析，波兰近十年的犯罪率是有明显下

跌的。波兰政府本身对于种族歧视、难民问题的态度就十分

强硬。政府颁布的公共场所禁酒令以及对增设警察局的行

为让近九成的波兰民众认同波兰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政

府对犯罪行为的重视以及出台的政策对降低犯罪率起到了

明显成效。
( 三) 总体分析结果。社会环境维度下的波兰投资便利

化水平虽然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但总体来说是较高

的，并且还在持续提升。结合前面五项指标来看也得到了明

显的体现。对于海外投资者来说，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波

兰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经

济稳定增长，交通设施完善，人力资源素质高且成本偏低，人

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再加上优惠政策的支持，都为波兰吸

引众多外来投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波兰近年来在吸引外资方面建树颇丰，得到了国际社会

的充分肯定，包括欧盟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机构都对波兰经

济前景持乐观的态度，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7 ～ 2018 年全

球竞争力报告》评价，波兰目前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137 个

国家中位列第 39。同时在世界银行编制的《2018 年营商环

境报告》显示出，在 190 个国家和地区的营商便利度排名中，

波兰位列 27。

波兰具有外商投资吸引力并成为外商投资的优先选择

的主要原因: 一是由于在近十年社会环境良好稳定。而这种

发展前景的出现归功于政府在几次经济危机中当机立断，加

大宏观调控力度，保证了国内金融市场和国内劳动力市场的

稳定，包括引入弹性工作时间，保障企业用人需求。并且，基

于波兰人口老龄化情况，政府为增加劳动力供给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包括“家庭 500 +”计划、降低退休年龄、提高所得税

起征点、提高小时最低工资等福利措施。二是由于经济稳定

增长，其主要驱动力就是波兰的国内消费，而国内需求旺盛

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政府部门的进一步减税和社会福利政

策的出台，这些政策增加了家庭的收入来源。此外劳动力市

场情况良好、消费者信心指数高也成为有利因素。
三、结论与建议

“一带一路”计划的实施推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投资

合作，尤其是与东盟国家项目建设共同寻求经济发展方案。
同时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也寄希望为中国企业对沿线国

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双方的国际收

支增长。本文结合波兰社会环境维度下的指标测度体系，针

对双方对外直接投资、深化双边的投资合作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各方需要加大互联网络平台的搭建，加强电子商务企业

的合作发展并共同推进周边国家的信息技术发展。从波兰

居民消费水平的增加数据中了解到网购在波兰越来越受欢

迎，其中 2018 年实施的周日营业禁令也推动了网络购物。二

是推动区域投资一体化，增设与波兰的自贸区建设。通过各

方的优惠政策简化对外直接投资的流程和手续，降低了跨国

公司进入新市场的成本。三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向需要符

合波兰政府要求，也需利用其政策。如实施了的“500 +”政

策和稳定的社会劳动保障，针对于高校教育的“good start”项

目。四是同时双方也应根据“一带一路”项目，着重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为跨国企业提供相应的海外生产运输

系统。同时相关基建企业也需发挥其优势，带动资本、设备、
产品、技术、工程的输出，参与发展“一带一路”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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