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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成四個不同部份，提綱挈領地對「一帶一路倡議」

（下稱「倡議」）作一預簡短審視。第一，我們將整體概觀

「倡議」，開列已提出的和正進行的、不同類別的項目。第

二，我們會分析中歐和東歐（下稱「中東歐」）的主要政

治、經濟特點。第三，我們將評估中東歐合作的前景。最

後，我們將討論近年出現的、對更緊密中國—中東歐關係

造成障礙的一些因素。

自 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概念在哈薩克斯坦被提出，該

宏圖已經歷過若干重大改動和發展。「倡議」參照古代（公

元前 206年）商旅路徑的網絡——絲綢之路——的構想。

今天的「倡議」，具體包括兩大概念：「一帶」指「絲綢之路

經濟帶」，「一路」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它包括「帶

與路」沿線超過 60個國家，跨越大部份亞洲、非洲和歐

洲，覆蓋的人口佔全球總人口超過 60% 1。在 2015年一份

由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

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

願景與行動》2中，明確指出「倡議」秉持「開放、包容」，

歡迎所有國家、國際及地區組織參與。因此，基於「倡議」

的「一帶」和「一路」，去審視「倡議」的落實，最適合不

過 3。

1. 「一帶一路倡議」

「倡議」的一個主要願景，是提升參與國之間的連通性和合

作，具體可分為五個主要目標：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

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在這些目標中，「資金融

通」被認為是首務——自 2013年提出「倡議」以來，國際

上出現了兩個主要機構：「絲路基金」和「亞洲基礎設施投

資銀行」（「亞投行」），前者是一個由中國政府出資、規

模達 400億美元、旨在為「倡議」提供財政支撐的中長期

投資基金；後者是一家有 87個國家參與，旨在幫助解決

亞洲國家基礎設施嚴重落後的多邊開發銀行 4。

「倡議」的另一個重要領域，是有助加強政府間夥伴關係的

「政策溝通」。「倡議」參與各方簽訂相關的諒解備忘錄，

正是這種政策溝通的象徵——備忘錄是重要的政策溝通工

具，顯示簽署方對「倡議」的承擔，並同意遵守與合作有

關的共同標準。目前，大部份的「倡議」項目都集中在開

發基建硬件。單是「中（國）—巴（基斯坦）經濟走廊」，

已經可以找到性質多樣的項目，包括修建鐵路和公路、開

發海港、鋪設輸氣管道等。巴基斯坦以外，還有更多項目

在規劃、在進行，例如取道中亞——哈薩克「霍爾果斯

東門」（Khorgos Gateway）——貫通東亞和歐洲的貨運班

列；非洲肯尼亞的「蒙—內鐵路」（蒙巴薩至內羅畢標準

軌距鐵路）；能源運輸系統如「西伯利亞力量」（Power of 

Siberia）天然氣管道項目以及緬甸的原油管道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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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Estonia, Lat via, Lithuania, 
Slovakia, and Slov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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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脈絡下，我們把目光轉向中東歐。粗略說，那是一

片西面與德國和奧地利、東面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為鄰的

土地。在本書中，我們把這片土地界定為由 16個中歐國

家、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和東南歐國家。乍看之下，這片

土地容易被人忽略，因為當人們想起基建投資和國際經濟

合作機會時，首先想到的不會是它。本部份將向讀者們展

示，從歷史、經濟、社會—政治狀況的角度看，中東歐國

家是多麼的富饒、多彩。

中東歐地區一個獨特的歷史特徵，是 16個國家所共有的

共產主義遺痕。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要不是曾為蘇維埃

國家，就是東歐集團的衛星國之一，而在蘇聯解體之後，

都宣佈獨立——儘管往後走的路不盡相同：其中八個國家

透過全民公投或民主選舉，恢復獨立地位，另外八個則因

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先後解體而誕生。

一些導致東歐集團和捷克斯洛伐克不復存在的政治轉變，

並不和平 5，但沒有比南斯拉夫解體引發的暴力衝突更血

腥。南斯拉夫之分崩離析，是一個政治動盪的過程，表

現為南斯拉夫人之間的「內戰」，以及歷時頗長、此起彼

落的邊界改劃再改劃、國家組成又改組。一個實例是：

黑山剛於 2006年宣佈脫離「塞爾維亞和黑山聯邦」。這

歷史遺產，在上述地區的現代社會以至政治態度方面，

仍起著顯著的作用。此外，克羅地亞的獨立戰爭充滿民族

間的衝突，對象「倡議」這樣的多邊項目，將是嚴重的挑

2. 「中東歐」 戰——在這方面，「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Bosnia & 

Herzegovina，下稱「波黑」）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討論「倡議」可為中東歐地區帶來什麼機遇之前，我們

有必要對所涉國家目前的社會經濟狀況有一整體的了解。

雖然所有 16個國家有共同的共產主義過去，它們獨立後

的經濟發展卻情況迥異。首先，有歐洲融合的歷史大變

動。直至 2018年 1月，16個中東歐國家中，有 11個已

經加入歐盟；其餘巴爾幹半島西部一眾國家（阿爾巴尼

亞、波黑、北馬其頓、黑山、塞爾維亞）均積極爭取入

盟 6, 7。16國中，只有五國加入了歐元區 8，好幾個其他國

家把它們的貨幣與歐元掛鈎 9。顯然地，16個國家與歐洲

其餘地區維持著緊密的關係。一般而言，從希望加入歐盟

的國家的角度看，入盟主要的好處，包括獲准進入歐洲共

同市場、可以推行包括法治在內的重要改革，從而有望達

致巴爾幹國家戰後的和平及穩定。成功入盟的主要障礙，

可分成內外兩類：眾多內部掣肘中，主要是為爭取獲歐盟

接納所需達致的標準，與巴爾幹國家內部的社會條件之間

的差距。惹人注意的主要問題，是嚴重的貪污和有組織犯

罪 10，以及缺乏有關在法治、司法獨立、保障私人投資、

憲政改革等方面進行必要改革的可信承諾 11, 12。其次，

外部障礙主要源自西巴爾幹國家與其他歐盟國家之間的矛

盾 13。

此外，諸如法國、丹麥等較發達的歐洲國家 14恐怕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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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盟談判，有可能加強國內極右政黨的反移民論述。儘管

存在多方面的障礙，但由於有歐盟有份量的成員，例如德

國的支持，我們認為，未來歐盟成員國規模的擴充，將成

「大概率事件」。因此，對「倡議」的長期項目來說，把入

盟的程序納入規劃的考慮之內，至關重要。

根據 2018年《人類發展指數》（HDI）國家排名 15，上述

16個國家中，有 12個被認為「人類發展程度極高」，其餘

的為「人類發展程度較高」。16國之中，斯洛文尼亞排位

最高，在所有分項評分中表現均較好——除了「平均受教

育年限」（mean years of schooling）。整體來說，單憑《人

類發展指數》，我們或可作出「中東歐構成全球一個發展相

對成熟的地區」的結論。當論及其他經濟指標時，人們看

得更清楚該地區的景象。例如，根據 2017年「世界銀行」

發佈的全球失業率數字 16，16國中的六個國家失業率超過

10% 17、有兩國甚至超過 20% 18。作為對比，亞洲發展中

經濟體的平均失業率約為 5至 6%。一個類似的困境在年

輕人當中持續存在，這可見諸當局同年發佈的青年失業率

數字。此現象又與本書多位作者所提及的、年輕人缺乏在

各自國家覓得良好就業機會的境況相吻合。若再將這點與

人口中有文化、高學歷的比重甚高的事實結合起來，當可

推斷這些國家還有大量未被善用的優質人力資源。

中東歐地區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發達程度高於世界上不

少其他國家，然而，從這個地區內部看，那是個發展程度

參差、發展成果不均的板塊。蘇聯解體後，中東歐國家的

經濟發展走向迥異——有些從此興旺發達、有些至今仍

落於人後。直到今天，東南歐國家（斯洛文尼亞也許是個

例外）與其他中東歐國家之間仍存在明顯的發展不均。例

如，2017年該地區基於購買力平價（PPP）的人均GDP，

由 11,714美元（波斯尼亞）到 32,606美元（捷克共和

國）19，最高與最低相差近三倍。此外，這些國家在基礎設

施方面的差距也同樣明顯。在「世界經濟論壇」每年公佈

的《全球競爭力指數》中，公路質量是其中一個指標。若

以此為量尺，我們將看到東南歐國家的表現，始終遠超與

其比鄰的國家 20。

上述地區在政治、社會、經濟方面的發展差異，對該地區

落實「倡議」有深刻的含義 21。過去十年，不同的政治發

展產生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從而對各該政體的法律法規造

成不同的影響，包括貿易、外來投資、外國資金等方面的

規例。因此，應對歐盟倍加注意，因為後者是一個涉及多

個國家的實體，且具備有效執行其規則所必須的機制及議

價能力。「倡議」能否成功，特別是在歐盟成員國，將取決

於是否遵守歐盟的法律和規例。不同的經濟發展狀況導引

出不同的合作模式。例如，巴爾幹國家或會要求在短期內

完成其國內的基礎設施的新建或改善，而其他較發達國家

則會追求拓寬出口商品的品類。

2322 導言  



22 | Buckley, N. (2017, May 7). 
Oppor tunities  and R isks for 
Investors in Central and East 
Europe. Financial Times.  Retrieved 
September 1, 2018, from https://
www.ft.com/content/4248a712-
07da-11e7-ac5a-903b21361b43. 

23 | HKTDC Research. (2016, 
O c t o b e r  5 ) .  B e l t  a n d  R o a d 
Opportunit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Research.  
Retrieved September 1, 2018, 
from http://economists-pick-
research.hktdc.com/business-
news/article/Research-Articles/
Belt-and-Road-Opportunities-in-
Central-and-Eastern-Europe/rp/
en/1/1X000000/1X0A7MSE.
htm. 

24 |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 o p l e’s  R e p u b l i c  o f  Ch i n a . 
(2016). The Riga Guideline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 Retrieved 1 September 
2 0 1 8 ,  f r o m  h t t p : / / e n g l i s h .
g o v.c n / n e w s / i n ter n at i o n a l _
e x c h a n g e s / 2 0 1 6 / 1 1 / 0 6 /
content_281475484363051.htm. 

25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 The Budapest Guideline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26 |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 o p l e’s  R e p u b l i c  o f  Ch i n a . 
(2018). The Sofia Guideline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Retrieved 1 September 
2 0 1 8 ,  f r o m  h t t p : / / e n g l i s h .
g o v.c n / n e w s / i n ter n at i o n a l _
e x c h a n g e s / 2 0 1 8 / 0 7 / 1 6 /
content_281476224693086.htm. 

國別 人類發展 
指數
（HDI）

出生時預
期壽命
（歲）

預期受教育
年限
（年）

平均受教育
年限
（年）

（人均）
國民總收入
（GNI） 
（2011年購
買力平價 )

HDI國
家排位
（2018）

HDI國
家排位
（2017）

人類發展指數較高

斯洛文尼亞

捷克

共和國

愛沙尼亞

波蘭

立陶宛

斯洛伐克

拉脫維亞

匈牙利

克羅地亞

保加利亞

北馬其頓

羅馬尼亞

塞爾維亞

阿爾巴尼亞

波斯尼亞與

黑塞哥維那

黑山

0.902

0.891

0.882

0.872

0.869

0.857

0.854

0.845

0.837

0.816

0.816

0.816

0.799

0.791

0.769

0.759

81.2

79.2

78.6

78.5

75.7

77.4

75.2

76.7

78.3

74.9

76.8

75.9

75.8

78.5

77.3

75.7

17.4

16.8

16.1

16.4

16.5

14.5

16.0

15.1

15.0

14.8

15.0

14.3

14.8

15.2

13.8

13.5

12.3

12.7

13.0

12.3

13.0

12.6

12.8

11.9

11.4

11.8

11.4

11.0

11.2

10.1

9.7

9.7

32,143

31,597

30,379

27,626

29,775

30,672

26,301

27,144

23,061

19,646

17,511

23,906

15,218

12,300

12,690

12,874

24

26

30

32

34

36

39

43

46

52

52

52

63

69

75

82

24

27

30

33

34

37

39

44

46

51

51

51

65

69

75

81

人類發展指數甚高

圖表 1　16個中、東歐國家的 HDI國家排位

資料來源：《人類發展報告（2018）：人類發展指數及其組成》，聯合國開發

計劃署

網址： http://hdr.undp.org/en/content/table-1-human-development-index-

and-its-components-1

接下來，我們將評價中東歐國家的各種合作前景。首先，

這個地區涵蓋全球增長最快的市場。地區的「核心國家」

已經冒起，（包括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

亞，平均經濟增長率僅次於亞洲—太平洋國家 22。16國

的地理位置也預示著它們將成為歐洲、中亞和東亞之間的

重要連結區。由於「倡議」的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建立

一條跨大洲的經濟走廊，中東歐國家也將是連接西歐和斯

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的重要交通運輸節點。這對擴展與歐

盟市場合作來說，尤其重要。正如上面所說的，大部份中

東歐地區的現代史都備受衝突連連和經濟下滑的雙重打擊。

特別是從本書中有關巴爾幹的部份，讀者會感受到這個地

區的民眾真誠地嚮往自己國家的美好未來。他們願意擁抱

國際接觸，為這些國家與中國的成功合作鋪平道路。中國

在該地區的投資呈現指數式增長，可作佐證 23。為便利中

國和中東歐國家政府之間的協調，所涉各國已建立起高階

層溝通平台。「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便是一

例，「領導人會晤」自 2011年起每年舉行，各國元首、政

府高層以及其他代表——包括歐盟代表和毗鄰國家的代

表——聚首一堂，回顧正在進行的項目，並就未來的合作

達成一致。其中主要的成果，是敲定規範「16+1」合作的

核心原則和適用範圍之文件——《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

里加綱要》（2016年）24、《布達佩斯綱要》（2017年）25以

及《索非亞綱要》（2018年）26。

3. 中東歐國家 

合作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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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東歐地區，主要的經濟機會在基礎設施和投

資。我們已經指出上述地區鐵路和公路設施不足，

基建投資是一個在本書差不多每一章都會強調的主

題。儘管圍繞上述地區老舊基建的翻新、升級，歐

盟已有相應政策並安排專門機構應對 27，但仍是有

理由支持推動「16+1 合作」框架。首先，也是首

要的，並非所有中東歐國家均為歐盟成員。非歐盟

國家——往往也是最需要改善基建的國家——能

從諸如「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等歐洲機構

獲得的支持很有限。對於這些國家——特別是「工

業落後、現金緊缺」28的國家——外來投資對基建

發展尤其關鍵。其次，即使有些中東歐國家本身是

歐盟成員，分配給它們的資金也極不均衡 29。資

金的分配，往往著眼於能否把某這地區的國家更向

西歐靠攏一些，如此一來，中東歐國家內部之間的

連通性，就被嚴重忽略。在歐盟「全歐交通網絡」

（TEN-T）框架下的三十個「優先項目」30中，七個涉

及中東歐國家 31，其中有四個項目連通至少兩個中

東歐國家 32；又其中，只有兩個連通南北 33。撇開

這些因素，歐盟的官僚系統和操作拖延，也被視為

該地區發展的障礙 34。

「倡議」在中東歐地區的其中一個關鍵項目，是連接

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和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的

高鐵項目「匈塞鐵路」。項目可將往、返該兩個城市

的時間從八個小時縮短至三個小時。「匈塞鐵路」是一個更

宏大規劃——「布達佩斯—貝爾格萊德—斯科普里—雅

典鐵路」（除匈、塞兩國外，還連通北馬其頓和希臘）——

的一部份。一旦項目完成，未來的鐵路將服務於歐洲其中

一條主要運輸通道——把從海外運抵希臘港口比雷埃夫斯

（Piraeus）的貨物，轉運至中東歐市場。

該計劃首先由匈牙利、塞爾維亞和中國於 2013年推行，

它和歐洲其他較早期的交通運輸規劃產生協同效果，例

如，它是「泛歐 10號走廊」（Corridor X）規劃的一部份，

而後者是分別於 1994年在希臘克里特島和 1997年在芬

蘭赫爾辛基舉行之「泛歐交通會議」界定的十條泛歐交通

運輸走廊之一 35。根據歐盟《全歐交通網絡 2013年報》，

「優先項目 22」（Priority Project 22）的協調者提出了「泛

歐 10號走廊」巴爾幹延伸部份（將「匈塞鐵路」納入）的

構想 36。「優先項目 22」是前述 30個「優先項目」之一，

年報將它與「巴爾幹延伸段」作一比較，指出「巴爾幹延伸

段」表現出若干實際的和技術上的優勢，包括可能較短的

旅程、較高比例的電氣化路段、較高的車速等，但與此同

時，項目升級所涉的龐大支出，將成政府作出投資決定時

的重大考慮 37。

因此，不一定要把作為「16+1合作」一部份的項目都視為

中國的「新」項目，反而可以看成是中國找對了相關地區

的政府並原先已有的規劃，卻因從未獲得足夠支持而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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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到底的項目。

另一個例子是「貝爾格萊德—巴爾港高速公

路」。那是一個設想連接貝爾格萊德和黑山海港

巴爾（Bar）的高速公路項目。黑山承擔其中的

巴爾港—博爾亞雷（Boljare）路段，那是整個項

目中耗費最大的部份，該路段多崎嶇山地 38。從

2009年初到 2010年，黑山政府積極尋求與來自

克羅地亞、希臘和以色列的企業合夥，但這些企

業「未能提供項目所須的銀行擔保」39, 40。

無論如何，當地政府視該項目為「黑山最關鍵的

基建項目」41，顯然是因為黑山是歐洲唯一未有高

速公路的國家。最終，黑山政府和若干中國企業

於 2014年達成協議 42，爭取於 2019年完成項目

第一期工程 43。2018年 7月，項目其中一條最長

的隧道——「Vjeternik隧道」——鑿通 44。根據

此案例，很明顯中國在基建建設經驗、技術水平

和融資支持等方面，可以貢獻之處不少。另一方

面，中國的參與，對東道國家——特別是規模較

小的國家——落實重要投資，十分關鍵。

另一個在中東歐地區投資的機會，是當地正蓬勃

發展的高科技產業，這點證明該地區上升中的科

技企業數目。愛沙尼亞是一個世界級的初創中

心，又有足以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的、充滿動力

的自由市場，更孕育出世界級電訊企業 Skype

而聞名於世 45。人們的眼光聚焦於愛沙尼亞的

數字技術社會滲透率——99%的政府服務，

從報稅到公共衛生服務均已數字化 46, 47。而

自 2012年起，學童從七歲起，就在學校學電

腦編程 48。在斯洛伐克，有開發先進移動技術

和能源企業集中的所謂「多瑙河谷」（Danube 

valley）地帶 49，斯洛伐克企業 AeroMobil快

速冒起，成為全球飛行汽車產業的龍頭企業之

一 50。波蘭電腦工程師始終被列為全球最佳的

一群，栽培出諸如 The Topcoder Open（TCO）

等國際電腦編程比賽的世界冠軍 51。羅馬尼

亞擁有全球其中一個最高質的信息技術基建

體系、超過 1.5萬家專業軟件公司，聘有技術

強、背景多樣化的技工隊伍 52。捷克則以它的

網絡保安公司著稱，例如 Avast。接下來的計

劃，是在羅馬尼亞設立「16+1智慧城市協調

中心」、在立陶宛設立「16+1金融科技協調中

心」——後兩者已在 2018年的《中國—中東

歐國家合作索非亞綱要》提及 53。

數字科技和創新科技，是中東歐國家未來目標

的核心。如斯洛文尼亞、匈牙利、波蘭、捷克

和愛沙尼亞等國家已預留相當比例的公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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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約佔 GDP的 1至 2%，用於科技研發，冀縮短與西歐

國家的水平差距 54。政府的支持、潛藏的人才儲備，合起

來促進了一個充滿活力的生態系統，有利正在中東歐地區

冒起、擴展的科技創新運動。

基建和數字科技以外，地區還提供品類豐富的貨品和服

務，以滿足外貿的需要。首先，糧食出口是極受中國消費

市場歡迎的領域——這或許是因為過去約十年，中國持

續出現食品安全問題。由於今天很多中國消費者基於安全

保證而轉向進口食品，頓時為傳統上是個農作物生產基地

的中東歐國家打開了商機。最近，克羅地亞企業開始向中

國出口罐頭沙丁魚，且已表達了極有興趣把出口品擴展至

奶類製品 55。談到食品質量，匈牙利是另一個有趣的案

例：該國是全球少有將「反基因改造有機體法例」寫進憲

法的國家之一 56。至於中東歐地區農業產業未來的發展，

報告顯示，若投下必要的資金以改善土地質量、培訓當地

農民採行現代農業經濟運作，地區農作物增產的潛力將會

很大 57。

再一個我們應考慮的領域，是旅遊。中東歐地區以風景秀

麗、文化遺產豐富聞名於世，而也正因如此，它正吸引著

越來越多中國遊客前往 58。近年來，越來越多人聽說過中

東歐國家且有興趣一訪，該地區發生不少國際事件，加上

不時在電視節目中被提及，也有助對地區的興趣升溫。例

如，克羅地亞國家足球隊於 2018年世界杯準決賽擊敗英

格蘭、進入決賽後，中國的一個旅遊訂票網站「去哪兒」

宣稱，往克羅地亞航班的票價翻了一番還不止，而有關酒

店訂房的查詢量則增加了三倍 59。「倡議」的這些貿易和

文化方面也受到各有關國家政府、企業和公眾的注意。自

2014年以來，「中國—中東歐國家投資貿易博覽會」每年

在中國寧波市舉行；2018年第四屆「博覽會」除展出數以

百計來自中東歐國家的製品外，還設有有關旅遊和青年交

換計劃的展攤。因此，基建項目和數字科技合作以外，上

述地區還有其他重要的貿易往還以及文化交流在蓬勃發展。

與此同時，一個國際的、長期的合作宏圖，例如旨在將眾

多背景各異的各方聚攏在一起的「一帶一路倡議」，才較有

可能面對各種挑戰。在本書中，我們將把討論的範圍收窄

至我們認為最重要的若干方面。首先，批評家們擔心，由

於「倡議」相關項目有可能透過債務風險從而造成財政不

穩，又容易為國內貪腐創造條件，

「倡議」或會加劇項目所到之地的固有頑疾。圍繞巴爾幹

半島西部國家，已經有人提出重大關注，特別是它們的

「債負—國內生產總值比率」（debt-to-GDP ratio）都相對

高。例如，前述「巴爾港—貝爾格萊德公路」項目，單是

第一期的工程費用（預期為 8.09億歐元）已經相當於黑

4. 目前的障礙和 

相關應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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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2017年 GDP的 20%以上 60 。總工程款中，

以美元計價的貸款佔去 85%，該筆貸款由「中國

進出口銀行」於 2014年貸出，免息期六年，並由

2021年開始還款，再加上美元自 2014年開始升

值，上述對華債負已膨脹到約計 10億歐元 61。

有關黑山的中長期財政可持續性，「國家貨幣基金

組織」（IMF）已經拉起警報，特別是考慮到預計

2019年黑山「債負—GDP比」將達到接近 90%

的水平 62。由於基建項目可帶來的好處不會在短

期內看到，已經有人質疑到底「巴爾港—貝爾格

萊德公路」項目最終會否像黑山政府所設想的，

對國家經濟發展來說是個恩賜，還是引領國家奔

向破產的禍根？除公債外，助長貪腐、容許公職

人員挪用項目資金中飽私囊或者撈取政治好處等

的指控，也不在少數 63。海外其他地方如馬來西

亞有關貪腐案件的新聞，也提升了社會的警惕 64。

其次，凡涉及歐盟國家的項目，都會被「是否符

合歐盟規例」的眼光檢視。以「匈塞鐵路」為例，

有關修建工程的協議由匈牙利、塞爾維亞和中國

三方於 2013年簽署，其後三方於 2014年再簽署

相關的諒解備忘錄 65。按原來的規劃，鐵路應於

2018年啟用 66。然而，直至本書付梓之日，鐵路

的匈牙利路段仍未動工。進度延誤，是因為匈牙

利作為歐盟成員國，必須遵守歐盟的採購

規例，其中列明大型投資項目必須公開招

標 67。中國和匈牙利同意攜手進行上述鐵

路的建設時，僅挑選了少數幾家企業承包

整項工程，繞過了規定的公開招標程序，

因而被指控違反歐盟法律 68。

2017年 2月，「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展開對項目的調查，內容

包括項目的財務可行性及是否符合歐盟法

律 69。九個月之後，匈牙利宣佈分兩期

為項目進行公開招標，明確開列合約的範

圍、有意競標的企業須具備的資格等 70。

截至 2018年 6月，共有兩家同樣是匈牙

利—中國合營的企業提交了有效標書 71。

2019年 5月，由 RM International Zrt、「中

鐵九局工程建設有限公司」、「中國鐵路電

氣化工程集團」三家公司組成的聯營財團

奪得了合約 72, 73。項目完工的新限期定為

2025年 74——延誤達七年。最初之所以違

規，可能是兩個因素的結果：一、希望加

快「16+1合作」項目的進度；二、把著重

點放在「匈塞鐵路」作為「中歐海陸快線」

（Eurasian Land - Sea Express Route）的完

整部份之一 75。但令事情更糟糕的是，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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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操作是給政治對手「送子彈」——惹人懷疑中國推行「倡

議」的用心：會不會是想腐蝕歐洲國家之間既有的秩序和

盟約？

這就把我們引向我們所相信，在該地區推行「倡議」所面

對的核心挑戰：圍繞「中國跑來中東歐，意欲何為」的疑

心。近些年來，一個頗為誇張的說法甚囂塵上：「中國霸

權」。這現象反映著一種情緒，而當地經濟逐步惡化，加

上對歐盟的不服從，又強化了這種情緒。

分析起來，人們心中存疑，可以分兩方面看：從經濟方面

看，「倡議」的項目基本上以中國為中心，令人生疑。整體

而言，人們感到「倡議」是一個由中國主導、旨在（至少

部份地）紓解中國國內如產能過剩、地區發展不平衡等問

題的全球經濟戰略 76。這一點以外，再加上中國國內基建

政策正轉向減少項目、收縮規模這事實 77，「倡議」越來越

被看成是透過在其他國家實施基建建設，維持本國國內增

長動力的良方。

「倡議」的批評者還指出其他事實，進一步令人懷疑中國

動機並不單純，例如，所有「倡議」項目的承包商中，約

89%來自中國 78，項目所在國的當地勞工多被排除在工地

之外，令人質疑所宣傳的「雙贏」原則。

從政治方面看，人們憂慮「倡議」或會有意無意地在歐洲

國家之間製造嫌隙。這憂慮源自恐怕「倡議」在經濟倡議

之下，隱藏著政治意圖。2018年初，德國乾脆提出中國在

巴爾幹的投資背後或許別有用心 79。懷疑者將上述投資描

述為一種透過在中東歐國家，以經濟扶持取得政治槓桿的

方式，甚或進而鋪平道路，引領受惠國背離歐洲的利益和

意識形態。尤其顯著的是，希臘和匈牙利已經偏離大部份

歐盟成員國關於中國在南海的行為之立場 80。凡此種種，

都刺激歐盟對中國把手伸向歐盟內部政治的擔憂。此外，

批評者還指出，歐盟和中國是一場零和政治競爭中一雙容

不下對方的對手。例如，正受到嚴肅審視的「巴爾港—貝

爾格萊德公路」項目的其中一個特點，是它令黑山偏離該

國申請加入歐盟的既定路徑——由於黑山當局把大部份預

算投放在公路建設，有可能擠佔了與入盟條件有關的，如

廢物處理、水處理等其他項目的資金投放 81。

與此意見相呼應的是，一些媒體警告讓中國進一步增加影

響的潛在危險，特別是一些如互聯網基建、海洋基建等戰

略產業 82。這些擔憂，正是中國在歐洲頻繁面對挑戰背後

的原因之一。例如德國阻截中國「煙台市台海集團」收購

德國機械工具廠 Leifeld的計劃 83。最能說明警惕意識的，

是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對「倡議」的反應，

二人均表達了「不能把『倡議』設想成一條只讓中國利益通

行的『單程路』」的觀點 84。

圍繞「中國擴大介入」的懷疑論，很可能對準備落地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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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Retrieved 1 September 
2 0 1 8 ,  f r o m  h t t p : / / e n g l i s h .
g o v.c n / n e w s / i n ter n at i o n a l _
exchanges/2016/11/06/content_ 
281475484363051.htm. 

歐地區的「倡議」項目造成負面影響。其一，歐盟和中國

之間圍繞投資的政治化角力，或將令所涉國家的政府和

企業在考慮是否與中國合作時，猶豫再三。因為傳統上它

們是傾向歐洲市場的。長遠而言，這將削弱才剛起步的中

國—中東歐關係。

考慮到這些挑戰，作為「倡議」和「16+1合作」主要推手

的中國，必須作出清晰而確定的回應。中國必須持續地、

始終一致地持守她無意妨礙歐盟的團結這立場，同時必

須向歐盟發出強力但友善的信息。在這方面，經過一段

時日，情況已有改變。對比前述（分別於 2016、2017和

2018發佈的）三個《綱要》，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轉變：

在對歐盟與中國簽訂有關合作框架的協議時，用詞變得更

清晰，例如，《布達佩斯綱要》（2017）和《索非亞綱要》

（2018）均具體提及「屬於歐盟成員國的中東歐國家將在

《中歐海關事務合作與行政互助》和《中歐海關合作戰略框

架》的框架內進行合作」85。這與《里加綱要》（2016）較

模糊的表述，僅提及必須符合「相關歐盟法例和規則」86，

形成鮮明對比。

明確地把握這些關係，在兩個方面對我們理解整個局面會

有幫助。第一，這清楚顯示中國和相關的中東歐國家願意

在歐盟規則之下運作。第二，它們承認歐盟和中國之間多

年來已發展出的既有合作機制，從而把「16+1合作」框架

納入更寬闊的歐—中關係大局。

再者，在突出歐洲與中國之間的共同利益這點，還可以

做得更多——歐洲的優先可以是中國的優先，反之亦

然。歐洲主要強國和中國有一共同利益：「保障自由貿

易、促進多邊主義」87——特別是在特朗普當政期間美

國政府偏離原來的國策、強調保護主義的背景下，尤應

如此。強調共同利益，也延伸到外交政策——歐洲和中

國共同支持維持關於伊朗核問題的協定，便是一例 88。

特別是在應對氣候轉變上——這可說是我們這個世紀中

其中一個最嚴峻問題的，歐洲和中國均深度承諾踐行減

緩氣候轉變的努力、均表達了對《巴黎協定》的強力支

持 89。目前，中國在多個可再生能源領域均領先全球，

包括發電本身以及如風電機、太陽能面板等相關設備的

製造 90。中國製造的太陽能面板佔全球產量近 60%，正

是一例 91。在歐洲落地的「倡議」項目，應與上述共同

利益保持諧協，例如，要推動鐵路項目，可以多強調這

種交通模式對環境的遺害較少，是介乎空運和海運之間

的「中間選項」92，在宣傳、推廣鐵路項目時，應突出這

種惠及全球的公共利益。基於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獲普

遍認同，若「倡議」更嚴格遵守其原則，有利加強現有

的、主要聚焦經濟的敘事，鋪展出一個更細緻、更全面

的遠景，最終令「倡議」更有可能獲世人普遍支持。

不應僅僅把「16+1合作」框架以外的歐洲國家以相對

被動的角色拉進框架大局 93，還應邀請它們以更主動的

角色參與推動框架。2018年，中國外長王毅表示，存

87 |  S cimia ,  E .  (2018,  June 01). 
Chinas Belt and Road A Dilemma 
for Germany. Asia Times . Retrieved 
September 1, 2018, from http://www.
atimes.com/chinas-belt-and-road-a-
dilemma-for-germany/. 

88 | Ibid . 

89 |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2018, 
July 17). China, EU Reaffirm Strong 
Commitment to Paris Agreement.  
Retrieved September 1, 2018, from 
https://unfccc.int/news/china-eu-
reaffirm-strong-commitment-to-paris-
agreement. 

90 | �e Economist. (2018, March 15). 
China is Rapidly Developing Its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The Economist.  
Retrieved September 1, 2018, from 
h t t p s : / / w w w .e c o n o m i s t .c o m /
special-report/2018/03/15/china-is-
rapidly-developing-its-clean-energy-
technology.

91 | Timperley, J. (2018, January 10). 
China Leading on World’s Clean 
Energ y Investment, Says Report. 
Carbon Brief.  Retrieved September 1, 
2018, from https://www.carbonbrief.
org/china-leading-worlds-clean-
energy-investment-says-report. 

92 | Hillman, J. E. (2018, March 6). 
The Rise of China-Europe Railways.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trieved September 1, 
2018, from https://www.csis.org/
analysis/rise-china-europe-railways. 

93 | Austria, Switzerland, Greece, 
B e l a r u s ,  a n d  o t h e r  E u r o p e a n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European 
B a n k  f o r  R e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a n d 
Development, are often invited as 
‘obser vers’ at high-level meetings 
between China and CEE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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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成德國、中東歐國家、中國三方合作的空間 94。我們

指出，像這樣邁向更積極的「16+1合作」的觀點，十分正

面、令人鼓舞。不應視「16+1合作」為中國與中東歐之間

孤立的關係，而應該是「倡議」架構下多個同時存在、互

相重疊的網絡之組成部份，其成功將不單取決於 17個國

家的互相支持，也取決於與這些區內國家緊密關連的鄰國

的支持。

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有需要打造出一個更充實的合作框架

宣言，能清楚表達中國投資的正當意圖以及合作的規則、

規定。由於「倡議」的首要目標是所有參與各方創造長期

「共贏」關係，中國必須時刻對如何進行洽談以及協議的條

款，保持敏感。若一方擁有較對方大得多的議價能力，該

方就有責任確保最終的利益分配公平、公正。

儘管「16+1合作」框架可望為中東歐地區帶來經濟發展，

但若中國主要依賴其國內生產網絡、排除項目所在國的供

應和勞工，這外來投資對當地的經濟效應將大打折扣 95。

若有意把當地企業包含在內，我們可考慮正式引進「聯營

企業」模式，規定所有「倡議」相關的項目必須參照，採取

中外兩方實體業權共享、管理同擔的合作模式。這模式不

能違背歐盟規則，並須清楚勾勒「倡議」相關投資如何提

出、如何審視、如何敲定等流程，（若有需要）當中也應顯

示公開招標程序。可以成立一個由所有 17個國家共同組

成的聯合監管機構，以檢查項目，確保達到質量標準。此

舉也可形成一個更透明、文件記錄更規範的項目進度管理

系統。

最後，有必要多安排有關「中國合作」的國際推廣運動，

採用更公平的調子，以抵銷有關「中國把低質過剩產能拿

到國外用」的負面描述。這就需要派遣人員專程到海外，

與各地群眾好好溝通。這可充分利用線上媒體、社交媒體

和當地明星的人氣，冀達到此目的。如交換學生、舉辦

跨國聯合展覽、翻譯不同國家的歷史和文學作品等文化活

動，也應大力鼓勵，這些活動將有助培育個體之間的連

結，響應「倡議」的中心理想：相互連通、文化交流、和

平共處、持續發展。

總結一下，從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角度看，中東歐

地區是亞洲和歐洲之間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橋樑。對全球年

輕人來說，該地區提供巨大的機遇和發展潛力。力爭新的

合作關係，無可避免地將面對挑戰，但我們相信，這些挑

戰可以透過緊密溝通和協調，一一超越。與此同時，為擴

大「倡議」可帶來的好處，不同國家的年輕人必須增進他

們互相之間的了解。故此，我們強烈敦促持續進行中東歐

的研究，以了解該地區各國的社會狀況，把握當地年輕人

的需要，以及促進國際青年交流，苟能如此，終將對落實

「倡議」大有助益。

9 4  |  X i n h u a n e t .  ( 2 0 1 8 ,  Ma y 
31). 王 毅 回 應 歐 洲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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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Yi in Response to Euro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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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o p e r a t i o n ’ ) .  X i n h u a n e t . 
R e t r i e v e d  o n  1  S e p t e m b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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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_11229207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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