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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东欧合作与一带一路：共享与对接 

高端圆桌 03    第一场	 	  

5 月 27 日 13:30-15:35 

	
主席：张骥	 	 复旦大学法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持人：Andris Sprūds  拉脱维亚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	
 
刘作奎	
中国社会科学研

究院欧洲研究所

中东欧研究部主

任，高级研究员	

中国-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1、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是为多方发展而建设的具有包容性的平台。	
2、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已经在六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包括经贸投

资、基础设施与工业建设、新型金融融资工具、特殊合作平台与

机制、地方合作以及与第三政党的合作。	
3、 由于中东欧国家的过高期待以及中国过强的地缘政治动机，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在实践过程中遭遇挑战。	

Zivadin	Jovanovic	
贝尔格莱德世界

公平论坛主席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中东欧合作与塞尔维亚的角色	
1、 过去五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已经证明是

一个推动经济发展、扩大就业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因

素，这对于未来的合作振奋人心；塞尔维亚在过去几年中，实现

了最快的经济增长，各行业就业以及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提升。	
2、 中国非常注重塞尔维亚这样的小国，帮助兴建大量基础设施，包

括贝尔布莱格的桥梁、塞匈铁路、发电站、七号走廊项目等，中

国还帮助塞尔维亚建设水利设施，开发与保护巴尔干国家的水资

源。	

Lauri	Mälksoo	
爱沙尼亚外交政

策研究所主任 

中国-中东欧合作的潜力与远景：爱沙尼亚的视角	
1、 中国选择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存在地缘政治因素考量，中国与塞尔

维亚修好并为其修建铁路与后者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	
2、 中东欧地区存在多样性，中东欧国家在语言、宗教、政治等方面

不尽相同，这些多样性可能引发局部热点问题，从而产生对推进

一带一路不利的政治风险。	
3、 中东欧国家在历史上被强权帝国所统治，中国帮助在中东欧实现

互联互通，将有助于地区发展与保持各国的多样性。	



上海论坛 2017 观点集萃 

Andris	Sprūds	
拉脱维亚国际事

务研究所主任	

中国-中东欧合作中的愿景与利益对接：拉脱维亚的视角	
1、 中国-中东欧合作是契机，在硬件方面主要表现为商贸合作、基础

设施建设；软件方面不可忽视，人民之间相互理解同样重要。	
2、 中国-中东欧合作是竞争，是中东欧国家间的竞争，也是欧盟与中

国的竞争；拉脱维亚要考虑如何在中东欧国家中在对中合作商拔

得头筹，也要思考如何使对中合作与欧盟合作协同增效。	
3、 中国-中东欧合作是挑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拉脱维

亚希望进入亚投行但遇到很多阻力，中拉之间存在贸易顺差等。	

Adriana	
Skorupska	
波兰国际事务研

究所高级评论员	

波兰-中国次区域合作	
1、 波兰通过平行外交推动投资、经济、市场和当地的城市发展。地

方政府在中波合作中受益颇多，因而地方外交发展迅猛，也受到

来自华沙与北京的关注与支持。 

2、 中波战略合作伙伴对于当代合作非常有效，在“一带一路”倡议

下，中波合作热情高涨，中东欧国家都认为这将带来重要契机，

尤其在投资以及基建方面，波兰也已成功加入亚投行。	

戴轶尘 

上海社科院国际

问题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 

“一带一路”框架下波匈捷三国对华关系的新发展	
1、 波兰、匈牙利与捷克三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对华关系迅速升温，

三国希望摆脱对欧盟经济的过度依赖，也正在经历对俄关系的紧

张。这种升温表现在两国高层互访频率增加，多边关系机制建立，

经济联系增强，以及交通互通实现。	
2、 为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需要探索中东欧国家的真实需

求，为公众带来更多实质性福利而不是政府间备忘录。	

讨论总结	 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中东欧合作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却又不可避免，但

是中国能够采用相应地解决措施，比如与俄罗斯开展协商。长远来看，

中国与中东欧之间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大学生之间的交流可能比眼前

的经济发展更为重要，这会在下一代中带来精神互通与相互理解。	

（编辑：苏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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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东欧合作与一带一路：共享与对接	
高端圆桌 03    第二场	 	 	
5 月 27 日 15:35-17:05	

	
主席：张骥	 	 复旦大学法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持人：Lauri Mälksoo  爱沙尼亚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	
 
Viktor	Eszterhai	
地缘政治基金会

中国地缘政治研

究所高级评论员	

设置新的国际规则与“一带一路”倡议：中欧视角	
1、 中国已经建立起新的对外政策，在冷战之后建立起一个全新的规

则，中东欧国家因此需要迎接一些新的挑战，要应对更多极化的社

会。 

2、 正在改变的全球化要求国际合作产生新的解决方案，“16+1”的中

国-中东欧合作正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模板，有更加实用和灵活的组

织架构。	
3、 “16+1”机制与中国的其他制度相融合，这是以共有的世界观与

历史观为基础。	

金玲	
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院欧洲研究所

副研究员	

欧盟在中国-中东欧合作中的作用	
1、 欧盟对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影响是巨大的，从贸易、投资、经济机

构等方面均可以清楚地体现。	
2、 欧盟的制度化影响不可忽视，中国与波兰之间的某些合作遭遇失

败，正是由于欧盟法规造成的阻碍。	
3、 中东欧国家的民众仍存在强大的欧盟认同感，这对中国-中东欧合

作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难以克服。	

Alessia	Amighini	
意大利国际绩效

促进协会中国项

目研究主任	

中国-欧盟在中欧互联互通机制下的“一带一路”合作：政策影响	
1、“一带一路”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缺乏足够的高

级别的论坛，已有的讨论多局限于技术层面，需要更多制度性、政策

性的探讨。	
2、中国-中东欧合作遇到许多挑战，应当注意到缺乏许多相应的法律

法规，尤其在基建、采购问题方面缺乏标准。双方应该有更好的平台

进行协调和标准的设置，这些问题非常实际，并且涉及到相当数量的

公司。	



上海论坛 2017 观点集萃 

项佐涛	
北京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比较政治

学系教授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双重动力：优势与矛盾	
1、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遭遇到一些经济和政治上的矛盾，中东欧国

家存在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存在文化和利益的多样性，这需

要中国注意并进行调和，方能真正促成多边合作。 

2、 中东欧各个国家在党派之间存在冲突，对于中国来说，必须要和

中东欧国家各个阶级、各个层面进行对话，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和这

些中东欧国家长久的合作伙伴关系。 

讨论总结	 欧盟到底是不是中国-中东欧合作间的外界因素是值得商榷的，

“16+1”制度中的大部分中东欧国家都是欧盟的成员国，他们能够

对欧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欧盟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确

实遇到了问题，一些欧盟核心成员国，包括法国、德国，对于“一

带一路”存在政治、安全方面的负面联想。 

（编辑：	 苏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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