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提 要要：：克罗地亚是马可·波罗的故乡，作为中东

欧地区的重要国家、古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对推动

“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

2013—2020年中国与克罗地亚贸易投资合作数据，对

“一带一路”背景下两国的贸易投资合作进展及其贸易

投资中的互补性和竞争性进行分析。结论发现：中国

在中国与克罗地亚的贸易投资合作中处于相对核心位

置；中国与克罗地亚的贸易投资合作更具互补性，竞

争性较弱，存在较大合作潜力。目前，中国与克罗地

亚的贸易投资稳步发展，今后可进一步扩大中国与克

罗地亚的贸易投资合作领域和范围，加强两国在优势

产业、基础设施、旅游和服务外包项目等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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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bstract:stract: Croatia is the hometown of Marco Polo. As an important countr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an important stop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 Croati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ased on the data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be-

tween China and Croatia from 2013 through 2020,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plementarity and competitive-

nes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roatia. The results show that: Since the estab-

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Croatia in 1992, the cooperation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developed steadily 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the

coronavirus has caused an all-around impact on global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glob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has shrunk substantially,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Croatia have continued to in-

crease. Moreover, China is at a relatively core position in China-Croatia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while Croatia is at a relatively marginal position. Besides, the cooperation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Croatia is complementary and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future cooperation. At present,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Croatia is developing steadily,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roatia, this paper puts for-

ward policy suggestions on further expanding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trad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

na and Croatia, and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both sides in competitive industries,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ourism and service outsour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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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克罗地亚位于欧洲东南部，海港直接切入欧洲腹地，

市场范围辐射西欧和东南欧国家，是中国货物进入欧洲的

门户。近年来，中国与克罗地亚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稳步

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保持了

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与克罗地亚的关系被称为“不同政

治制度、不同发展模式友好相处的典范”。

早在 1295年，马可·波罗把中国商品带到克罗地亚和

欧洲，开创了中欧贸易的先河。长期以来，中国与克罗地

亚、中东欧以及欧洲的贸易合作持续稳定发展。据欧盟统

计局2021年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欧盟27国与中

国的货物贸易逆势双向增长，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欧盟

的最大贸易伙伴。2020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商品3835亿欧

元，比上年增长5.6%；向中国出口商品2025亿欧元，增长

2.2%①，这充分说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欧经贸合作的强

劲韧性和重要性。中东欧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行

者和实践者，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7+1”合作是“一带一

路”倡议融入欧洲经济圈的重要“接口”，对“一带一路”

倡议精准对接中东欧地区发展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

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6+1”合作正式启动，2019年希

腊加入，成为“17+1”合作，这一过程中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的贸易投资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贸易投资合作机制日趋

完善。2020年，中国与中东欧 17国的贸易额达 1034.5亿美

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增长 8.4%，高于同期中国的对外

贸易增幅和中欧贸易的增幅。截至 2020年，中国累计对中

东欧 17 国全行业的直接投资额为 31.4 亿美元，涉及能源、

基础设施、物流、汽车零配件等领域。同期，中东欧 17国

累计对华投资17.2亿美元②。2020年，中国在中东欧17国新

签工程承包合同额 54.1亿美元，同比增长 34.6%③。克罗地

亚是欧盟成员国，也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7+1”合作的

重要成员国。2020年是中国与克罗地亚建立全面合作伙伴

关系 15周年，两国的双边货物进出口额达 170557万美元，

较2019年增长10.6%④。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7+1”合作更

进一步密切了中国与克罗地亚的关系，更加深入地推动了

中国与克罗地亚的贸易投资合作力度。新时期大力发展中

国与克罗地亚贸易投资合作，对发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乃

至欧洲的贸易投资合作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

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有关“一带一路”倡

议的贸易研究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一带一路”贸易网络

呈现以枢纽辐射式为主、全连通式并存的“混合型”结

构[1]，“一带一路”倡议对与中国临近的沿线国家和陆上丝

绸之路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大，对与中国非临近的

沿线国家和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小[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联系不断增强，存在“富

人俱乐部”现象，货物贸易竞争进一步加剧，但总体上贸

易的竞争性要小于互补性[3,4]。其中，绿色贸易总体呈增长

趋势，主要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5]。高端装备制

造业贸易额显著上升，贸易活动形成了多国之间相互交错

的复杂贸易网络，但网络密度仍然有上升空间[6]。制造业联

系密切，中国及其周边主要国家占据着网络的核心地位并

在网络中发挥“桥梁”作用，推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之间的合作与发展[7]。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

贸易依赖程度加深，呈现出不对称性[8]，逐渐形成以中国为

核心的贸易格局并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中国在该网络中的

核心地位不断攀升[9]，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规模具有正

向作用，但其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10]。中东欧是“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中贸易便利化水平增长较明显的重要区域之

一，中国与中东欧地区的双边贸易效率稳步提升，双边贸

易潜力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11-13]。可以看出，“一带一路”

贸易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的区域经贸网络关系方面，

有关中国与克罗地亚在贸易投资合作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 2013—2020年中国与克罗

地亚的贸易投资合作数据，分析总结中国与克罗地亚在贸

易投资合作方面的特征以及推动双边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政

策建议。

2 中国与克罗地亚贸易投资合作进展

自 1992年正式建交以来，中国与克罗地亚的全面合作

伙伴关系发展较快，克罗地亚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在西巴尔

干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

2013年，中国与克罗地亚的贸易额为149500万美元，其中

出口额 139005万美元，进口额 10495万美元。2020年，中

国与克罗地亚的贸易额上升至 170557万美元，其中出口额

156670 万美元，进口额 13887 万美元。总体上讲，2013—

2020年，中国与克罗地亚的双边贸易总额呈现出小幅波动

的增长特征 （表 1）。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对克罗地亚出口

的商品主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服装及鞋类、化学工业

产品等；中国从克罗地亚进口的商品主要为锯木板材、橡

胶或塑料成型机器、建筑用石材、牛皮及皮革制品、聚乙

烯等。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2019年，中

国向克罗地亚出口的机电产品、纺织品、化学工业产品分

别占中国出口量的比重为：8%、4%、4%，11%、3%、

4%，7%、2%、4%；而中国从克罗地亚进口的锯木板材、

橡胶或塑料成型机器、建筑石材分别占中国进口量的比重

分别为 2%、2%、1%，2%、4%、1%，1%、1%、1%。除

此之外，近年来，中国从克罗地亚进口的机电产品、中国

向克罗地亚出口的金属制品也在逐步增加。中国与克罗地

亚的贸易门类也越来越多，但纺织品、机电产品、化学工

业产品、锯木板材、橡胶或塑料成型机器、建筑石材等仍

然是中国与克罗地亚双边贸易的主要产品⑤。在投资合作方

面，自2005年中国与克罗地亚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以来，

特别是随着“17+1”合作的深入展开，中国与克罗地亚在

投资领域的合作项目越来越多。以中国企业承建佩列沙茨

大桥为标志，中国与克罗地亚实现了投资项目合作的历史

性突破。佩列沙茨大桥项目是中国企业在克罗地亚承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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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经济合作项目，也创造了中国企业承建由欧盟基金资

助的最大项目的纪录。佩列沙茨大桥项目不仅为中国与克

罗地亚的项目合作树立了典范，同时也展现了中国企业的

良好形象。

克罗地亚作为开放的经济体，与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

都有贸易往来。克罗地亚与世界四大经济体 （欧盟、美国、

中国和俄罗斯） 之间的双边贸易中，除与美国有明显的贸

易顺差外，与其他三大经济体的贸易状况均为贸易逆差。

目前欧盟是克罗地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19年，克罗地

亚大约 67%的出口总额 （总值达 106亿欧元）、80%的进口

总额 （总值达 200亿欧元） 均来自欧盟⑥。在欧盟内部，克

罗地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国是意大利和德国[14]。根据《对外投

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2021年版）》数据显示，2020

年，克罗地亚的对外贸易总额为 377.03亿欧元，其中出口

额为 148.78亿欧元，同比下降 2.3%；进口额为 228.26亿欧

元，同比下降 8.6%。2020年，克罗地亚的主要贸易伙伴国

是德国、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奥地利等。克罗

地亚出口额排名前十的产品依次为食品、电子设备、金属

制品、机械和设备、木材及木制品、化学品、交通车辆及

拖车、服装、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其他非金属矿产品。

2020年以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全球国际贸

易投资合作受到较大冲击，克罗地亚的主要贸易伙伴国也

均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进一步限制了

克罗地亚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合作往来，对克罗地亚恢复经

济发展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在中国与克罗地亚的贸易合

作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及时采取了一

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在全球范围内较早地控制了疫情的蔓

延，这为中国与克罗地亚的双边贸易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

稳定的环境。从近年来中国与克罗地亚的实际贸易数据来

看 （表 1），即使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与

克罗地亚的贸易呈逆势增长的趋势。

表1 2013—2020年中国与克罗地亚

进出口贸易额（单位:万美元）

Tab.1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Value Between China and

Croatia from 2013 to 2020 (Unit: 10000 U.S. Dollars)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进出口总额

（万美元）

149500

112793

109738

117807

134266

153899

154153

170557

出口额

（万美元）

139005

102728

98559

101666

115958

132700

139644

156670

进口额

（万美元）

10495

10065

11179

16141

18308

21199

14509

13887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网站（http://www.customs.gov.cn）。

2020 年，中国与克罗地亚的贸易额较 2019 年增长了

10.6%。总体来看，虽然中国与克罗地亚的贸易发展速度较

快，但是贸易规模仍然较小。虽然中国在中克贸易合作中

处于相对核心位置，但克罗地亚具有较为优越的地理位置。

虽然克罗地亚本国的市场容量有限，但克罗地亚的市场环

境良好，市场辐射范围较大，金融体系较为稳固[15]。在投资

合作方面，中国与克罗地亚已经有比较好的合作基础。据

克罗地亚民调显示，89%的克罗地亚人认为中国是友好国

家，85%的克罗地亚人认为中国是克罗地亚可靠的合作伙

伴，86% 的克罗地亚人支持中国到克罗地亚投资⑦。近年

来，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克罗地亚政府不断优化本

国营商环境，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投资进入克罗地亚

投资兴业，特别是鼓励基础设施类项目投资。据中国商务

部统计，2020年，中国对克罗地亚直接投资流量 1.54亿美

元，截至2020年末，中国对克罗地亚直接投资存量2.5亿美

元。目前中国对克罗地亚的主要投资项目包括克里马茨电

动汽车、格瑞普电动自行车、塞尼风电和清洁能源等。克

罗地亚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包括新能源电机、电控产品等。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实施，中国与克罗地亚将会

开展更多的投资合作项目。

3 中国与克罗地亚贸易投资合作的比较优势分析

3.1中国与克罗地亚贸易投资合作的互补性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两国之间，劳动生产率并非在

任何产品上都相同。每个国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样两国均可获得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16]。根据巴拉萨 （Balassa） 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Relat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 [18]，本文对中国与

克罗地亚的比较优势进行分析，其计算公式如下：

RCAik =Xik /Xi /Xwk /Xw （1）

式 （1） RCAik代表 i国 k类商品的比较优势，Xik，Xwk分

别代表该商品 i国和世界 k类产品的出口额，Xi，Xw分别代

表该 i国和世界的出口总额。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RCA） 是

国际上常用的测度某种商品比较优势的指标。若 RCA>1，

则说明该商品具有比较优势，并且数值越大，比较优势越

明显。若RCA<1，则说明该商品缺乏比较优势，并且数值

越小，劣势越大。参照胡飞、葛秋颖设定的评价标准[19]，如

果RCA>2.5，代表该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非常有比较优势；如

果 1.25<RCA≤2.5，代表该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有比较强的比

较优势；如果 0.8≤RCA≤1.25，代表该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有

中等比较优势；如果RCA<0.8，代表该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

有较弱的比较优势。近年来，中国的纺织品出口逆势持续

增长，目前已经接近全球纺织品出口总额的1/4⑧。本文以海

关HS编码的第11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为例，运用公

式 （1），计算出 2013—2020年中国与克罗地亚贸易的RCA

指数（图1）。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的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克罗地亚的纺织原料及

纺织制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弱的比较优势，这说明中

国与克罗地亚在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方面的贸易合作存在

较强的互补性。在投资合作方面，中国与克罗地亚具有良

好基础，如前所述，克罗地亚人民认为中国是可靠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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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

更加深入人心，“17+1”合作越来越密切，这为中国与克罗

地亚的投资合作提供了新机遇。中国与克罗地亚的资源禀

赋和产业结构不同，中国经济体量大，人口多，市场规模

大，拥有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包括 39 个工业大类，

191 个中类，525 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

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且拥有先进的现代化技术以及

资金优势，高铁技术、数字技术等产业领域亦处于全球领

先。克罗地亚人口规模较小，建设资金短缺，基础设施相

对落后，产业发展不均衡，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但其生

态环境较好，旅游业比较发达，农业、医药和造船业近年

来发展较快[17]。中国与克罗地亚各自的比较优势不同，在投

资合作领域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图1 2013—2020年中国与克罗地亚纺织业贸易RCA指数

Fig.1 The RCA Index of Textile Trade in China

and Croatia from 2013 to 2020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https://comtrade.un.

org/db/）。

3.2中国与克罗地亚贸易投资合作的竞争性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17+1”合作进一步密切

了与克罗地亚的贸易投资合作。近年来，在中国与克罗地

亚的双边贸易中，机电产品门类存在相互出口的情况，并

且出口份额也在逐步提高[20]。但克罗地亚出口至中国的主要

机电产品为农业、矿山类机电产品，中国出口至克罗地亚

的机电产品则是技术含量较高的机电产品，例如信息技术

产品，两国在机电产品门类双边贸易的细类产品差异较大，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两国贸易的竞争性。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处于投资推动和创新推动的转换

期，克罗地亚处于要素推动和投资推动的转型期。虽然两

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并拥有不同的竞争优势，但

投资推动均是两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是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增速严重下滑，为尽快

发展经济，弥补疫情给本国造成的经济损失，世界各国都

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鉴于此，中国与克罗

地亚的贸易投资合作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竞争性。但由于中

国与克罗地亚两国的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经济体量

相差较大，两国贸易中的竞争性比较弱，互补性却较强。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实行创新驱

动战略，用高新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

能，用创新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而克罗地亚正处在

经济的转型期，与现代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基础设施、新兴

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尚未形成，两国的贸易投资领域存在

较多合作的商机。

4 结论与建议

中国与克罗地亚的贸易投资合作存在互补性，竞争性

较弱，中国在两国贸易投资合作中处于相对核心位置。近

年来，中国与克罗地亚的贸易投资合作稳步发展。在新发

展阶段，中国与克罗地亚的贸易投资合作可从以下五方面

开展：

（1） 不断扩大中国与克罗地亚贸易投资合作的领域和

范围。虽然目前中国与克罗地亚的双边贸易额逐步增长，

投资与合作项目也越来越多，但总体上规模不大，份额偏

小，合作的领域和范围不够广泛。建议进一步扩大中国与

克罗地亚贸易投资合作的领域和范围，大力发展中国与克

罗地亚的数字贸易合作。充分利用中国国际进口商品博览

会平台，进一步加大从克罗地亚进口的力度，不断扩大中

国商品在克罗地亚的市场份额，同时利用好克罗地亚在欧

洲的窗口地位优势，通过克罗地亚把中国的优质产品出口

到中东欧乃至欧洲，同时也把克罗地亚、中东欧和欧洲的

优质产品进口到中国，实现优势互补。

（2） 加大中国对克罗地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目前

克罗地亚的建设资金匮乏，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尚未形成

与现代经济体系相适应的新型基础设施以及新兴产业配套

体系，不能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中国拥有资金和技

术优势，并且中国在与克罗地亚的项目合作方面具有比较

好的基础，克罗地亚对中国企业在克罗地亚的基础设施投

资项目亦保持欢迎态度。建议中国在港口和海洋运输业、

旅游及相关产业、能源业和经济特区 （自由贸易区） 等方

面进一步加强与克罗地亚的合作，特别是展开自贸区、煤

炭发电厂、数字基础设施、桥梁、港口、铁路、机场等方

面的项目合作。中国通过对克罗地亚投资，为在中东欧国

家的投资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并通过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17+1”合作平台，逐步把中国的影响力扩大到中东欧的其

他国家，进而覆盖全部欧洲，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欧

洲的有效实施。

（3） 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业务。克罗地亚的劳动力成本

普遍较高，并且克罗地亚对国外劳动力进入该国有诸多限

制条件。目前克罗地亚亟需大量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服

务外包是解决劳动力紧缺问题的最有效的措施。克罗地亚

服务外包需求量较大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会计服务、数字技

术服务、呼叫中心、外卖服务、设备管理等，而中国在这

些行业领域具有一定的经验与优势。建议中国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与方法，推广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模

式、新业态，大量承接克罗地亚的服务外包业务，并通过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7+1”合作平台，把中国的服务外包

业务进一步延伸到中东欧国家乃至全部欧洲。

（4） 加大中国与克罗地亚的旅游合作力度。克罗地亚

旅游资源丰富，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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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中国利用好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7+1”合作平台，开

通克罗地亚直航，简化通关手续，进一步扩大与克罗地亚

的人文交流和旅游合作，为中国游客赴克罗地亚和中东欧

国家提供便利，同时也吸引更多克罗地亚和中东欧国家的

游客到中国旅游，不断增强中国民众与克罗地亚以及中东

欧国家民众的相互认同感，为中国与克罗地亚和中东欧国

家的贸易投资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5） 全力推动中国与克罗地亚的产业合作。克罗地亚

工业整体规模较小、工业门类不全，但造船、医药等产业

比较发达。中国应与克罗地亚加强在造船、医药等产业的

合作，把克罗地亚先进的技术引进到中国，把中国先进的

技术输出到克罗地亚，不断提高中国与克罗地亚两国产业

融合发展的质量与水平。

注释：

①光明网.欧盟统计局：中国2020年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

伙伴.(2021-02-16).https://m.gmw.cn/baijia/2021-02/16/1302113306.html。

②新华网.我国与中东欧17国贸易额首超千亿美元.(2021-02-

04).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1-02/04/c_1127065297.htm。

③光明网.2020年中国中东欧贸易额首破千亿美元.(2021-02-

05).https://m.gmw.cn/baijia/2021-02/05/1302093645.html。

④搜狐网.2021年10月中国与克罗地亚双边贸易额与贸易差额

统计.(2021-12-18).https://www.sohu.com/a/456510592_121024745。

⑤新通关网.中国和克罗地亚贸易趋势分析和贸易数据统计.

(2020-05-08).http://hs.bianmachaxun.com/report_gj_351。

⑥新华财经网.克罗地亚2019年对外贸易稳步增长.(2020-02-

10).http://world.xinhua08.com/a/20200210/1911915.shtml。

⑦中华网新闻.民调显示多数克罗地亚人认为中国是可靠的合

作伙伴.(2018-03-07).https://news.china.com/internationalgd/10000166/

20180307/32164800.html。

⑧观研报告网.2009—2017年中国纺织品出口金额及其全球占比.

(2018-08-03).http://data.chinabaogao.com/fangzhi/2018/0S3552J20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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