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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往来在世界经济活动受

疫情严重冲击的情况下逆势上扬，经贸合作领域目

前处于不断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随着中国机电产

业转型升级，中国依托“一带一路”及“16+1合作”机

制不断深化与中东欧国家的机电产品贸易，“16+1

合作”机制成立10年以来，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与区域互联互通释放出巨大动能，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的经贸往来蓬勃发展，体现了强大的经济韧性。

相较于中国与欧美、日韩以及RCEP成员国的机电产

品贸易领域而言，中东欧国家的机电产品贸易规模

较小，但作为亚欧大陆桥的枢纽，以较高的贸易增

速展现出巨大的贸易潜力，为应对全球尤其是欧美

地区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影

响，需要继续加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机制建设，

促进双方经贸领域联动式发展。

一、中国与中东欧机电产品贸易概况

（一）贸易流量

图1显示，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机电产品贸易流

量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从2011年的384.73亿美元

增加到2020年的688.14亿美元，增幅高达78.86%。

近10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流量发展状态经

历了三个时期：第一，2011-2014年，增长提速时期，

双方机电产品贸易额在2012年中国—中东欧国家

合作机制成立后开始提速，贸易净值及增长率在

2014年迎来第一个顶峰；第二，2014-2018年，波动

增长时期，2015年受全球价值链重组影响，国际市

场低迷，中国机电产品产能削减，贸易额增长率为

负，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加之“一带一路”倡议以及

“16+1合作”等因素为贸易双方合作注入新动能，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机电产品贸易坐上了“高速发展的

列车”，贸易额在2018年达到第二个峰值；第三，缓

慢增长时期，2019-2020受新冠疫情影响，贸易增速

放缓，但整体贸易净值仍然逐年攀升。

图 1 2011-2020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机电产品的贸易额和增长率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整理得到

如图2，进出口角度而言，2011-2020年双方机

电产品的进出口展现出同方向、幅度近似的变化趋

势，2011年的进口额为102.87亿美元，2020年的进

口额为211.08亿美元，是2011年的1.05倍；出口额

则由 2011 年的 281.86 亿美元上升至 2020 年的

477.06亿美元，增幅为69.26%，近十年来，在与中东

欧国家的机电产品贸易中进口增幅大于出口增

幅。贸易差额不断上升的态势表明中国正处于并

可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状态，初步呈现了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机电产品贸易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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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1-2020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机电产品的进出口统计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同图 1

(二)贸易结构

产品结构方面，中国出口至中东欧国家的机电

产品种类繁多，但大体可以归类为五大类：金属制

品、机电设备（机械及设备与电器及电子产品）、运

输工具、仪器仪表及其他。从表1可以看出，机电设

备是2020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机电产品贸易的第

一大种类，进口与出口占比分别为 43.42% 和

76.92%，第二大类进口与出口产品分别为运输工具

与仪器仪表，分别占比37.95%、9.72%，综上可知，中

国主要从中东欧国家进口机电设备与运输工具，而

向其出口机电设备与仪器仪表。

市场结构方面，中国与波兰、捷克、匈牙利、斯

洛伐克四大贸易伙伴的机电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

合计占比近八成分别占比28.63%、23.23%、13.93%、

12.98，而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

亚、立陶宛、克罗地亚、爱沙尼亚的贸易总额虽然低

于波兰等国家，却是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重要来源

国，拉脱维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波黑、黑山五个

国家与中国的机电产品贸易规模最小，各贸易总额

均占比不到1%。

综合来看，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

尼亚、保加利亚是中国机电产品的主要进口来源

国，合计进口占比93.70%，从捷克、匈牙利、波兰、罗

马尼亚主要进口机电设备，从保加利亚主要进口金

属制品，而68.65%的运输工具都从斯洛伐克进口，

在运输工具方面中国对中东欧国家形成贸易逆差，

但就机电设备方面以及整体而言，中国处于贸易顺

差状态；中国出口至中东欧国家的机电设备中有

89.65%输往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

克、斯洛文尼亚六个国家，对斯洛伐克机电设备出

口值低于对其运输工具的进口值，机电设备是中国

与捷克、匈牙利、波兰的主要进出口产品，在机电设

表 1 2020年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机电产品贸易结构（单位：亿美元）

国家/产品

波兰

捷克

匈牙利

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

斯洛文尼亚

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

立陶宛

克罗地亚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阿尔巴尼亚

马其顿

波黑

黑山

合计

金属制品

进口

7.68

1.66

0.68

0.26

0.57

0.35

7.47

2.94

1.03

0.06

0.07

0.11

0.02

0.02

0.02

0.00

22.93

出口

17.42

3.53

2.24

1.65

3.39

2.26

0.91

1.37

1.59

1.69

0.61

0.59

0.62

0.06

0.07

0.05

38.05

机电设备

进口

14.41

26.87

23.68

7.02

11.70

2.56

1.53

0.80

0.44

0.61

1.31

0.29

0.01

0.31

0.07

0.01

91.61

出口

121.04

109.42

41.61

18.17

23.88

14.35

6.23

8.08

5.88

5.77

4.67

4.24

1.58

0.82

0.41

0.24

366.40

运输工具

进口

5.38

7.00

7.68

54.97

3.71

0.46

0.36

0.12

0.01

0.07

0.08

0.00

0.00

0.11

0.10

0.00

80.07

出口

9.36

3.50

2.60

3.34

2.44

0.88

0.88

0.40

1.00

0.27

0.34

0.23

0.14

0.10

0.03

0.09

25.59

仪器仪表

进口

1.76

4.49

4.50

0.36

3.22

0.30

0.73

0.05

0.50

0.06

0.32

0.08

0.00

0.01

0.00

0.01

16.40

出口

19.76

3.18

12.74

3.42

3.17

0.58

0.62

0.86

0.77

0.41

0.19

0.32

0.10

0.04

0.11

0.03

46.30

合计

进口

29.23

40.03

36.54

62.62

19.19

3.67

10.10

3.92

1.98

0.79

1.79

0.48

0.03

0.44

0.19

0.01

211.00

出口

167.58

119.63

59.18

26.58

32.88

18.07

8.65

10.71

9.24

8.14

5.81

5.38

2.43

1.02

0.63

0.40

476.35

注：其他类产品占比太小，作剔表处理，括号内为HS编码

数据来源：同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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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整体层面中国对这三个国家均形成贸易顺差。

二、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机电产品贸易竞争

性与互补性分析

(一)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RCA指数）是目前最通用的贸易竞争性分析工具，

用于衡量某国特定产业世界市场中竞争力，1965年

由经济学家Balassa提出，具体公式如下：

RCAk
ij = ( )Xk

ij Xij /( )Xk
iw Xiw

其中，RCAik 表示国家i对国家j出口k产品的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Xk
ij Xij 表示i国对j国k产品

出口值与其对 j 国所有产品出口总值的比重，

Xk
iw Xiw 表示i国对世界k产品出口值与其对世界所

有产品出口总值的比重。

表2显示，从中东欧16国出发，2011-2020年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机电产品贸易RCA指数介于1.17-

1.24之间，一般而言，RCAik ≤1，则表示中国对中东

欧国家机电产品出口比重高于对世界市场的出口

水平，从而认为中国在与中东欧国家的机电产品贸

易中具有比较优势，为进一步明确比较优势程度，

参考日本贸易振兴会（JERTO）制定的衡量标准，认

为中国在机电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但比较优势不

显著且不确定；其次，RCA指数在2016年-2018年有

所下降，原因在于这段时期内中东欧国家经济平稳

发展，欧盟结构基金的大量涌入、欧元区国家作为

其关键贸易伙伴经济逐步回暖等因素为中东欧国

家则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同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的经贸合作机制呈现多样化和深化趋势，中东欧各

国机电产品贸易发展提速；最后，2019-2020年受疫

情影响，全世界各国机电产品出口效率降低。

从各国来看，中国机电产品比较优势明显受到

贸易伙伴国经济规模的影响，对波兰等贸易大国呈

现出较强的比较优势，中国对黑山等国则不具备比

较优势，根据林德理论，经济规模不同的国家间市

场需求结构差异化明显；2011-2020年中国与波兰、

斯洛伐克的RCA指数波动上升，与捷克、匈牙利的

RCA指数波动下降，与四大贸易伙伴的机电产品比

较优势不稳定；就中国机电产品比较优势扩大程度

而言，中东欧16国中有8个国家的RCA指数波动上

升，其中克罗地亚 2020 年的 RCA 指数为 0.91，是

2011年的2.22倍，这是由于近十年来中国对克罗地

亚机电产品的出口规模不断扩大，此外黑山、塞尔

维亚、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的RCA指数也增长明

显，塞尔维亚、艾莎尼亚2020年 RCA指数均大于1，

机电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的扩大得益于中国与中东

表 2 2020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机电产品贸易RCA指数

国家

波兰

捷克

匈牙利

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

斯洛文尼亚

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

立陶宛

克罗地亚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阿尔巴尼亚

马其顿

波黑

黑山

中东欧16国

2011

1.07

1.55

1.60

1.48

1.10

0.86

1.03

0.99

0.95

0.41

1.13

0.91

0.74

1.29

1.17

0.46

1.23

2012

1.06

1.50

1.59

1.50

0.98

0.80

0.97

0.94

1.00

0.47

1.10

0.83

0.66

1.30

1.17

1.02

1.19

2013

1.05

1.51

1.60

1.46

0.99

0.77

0.98

1.06

0.98

0.72

1.15

0.87

0.66

1.19

1.47

0.57

1.20

2014

1.11

1.56

1.61

1.53

1.06

0.80

0.94

1.13

0.97

0.66

1.17

0.83

0.71

1.26

1.66

0.92

1.24

2015

1.10

1.58

1.55

1.56

1.08

0.83

0.91

1.19

0.96

0.69

1.04

0.85

0.66

1.29

1.25

0.80

1.24

2016

1.09

1.57

1.58

1.58

1.11

0.83

0.94

1.22

0.93

0.69

1.13

0.82

0.73

1.35

1.22

0.70

1.23

2017

1.06

1.55

1.43

1.59

1.14

0.76

0.96

1.19

0.91

0.73

1.15

0.84

0.71

1.21

0.97

0.92

1.19

2018

1.07

1.56

1.37

1.52

1.15

0.57

0.99

1.18

0.91

0.79

1.20

0.90

0.74

1.12

0.98

0.87

1.17

2019

1.05

1.57

1.48

1.53

1.16

0.77

0.96

1.25

0.91

0.78

1.15

0.88

0.79

1.12

0.93

0.63

1.20

2020

1.09

1.52

1.39

1.53

1.12

0.91

0.97

1.15

0.89

0.91

1.17

0.89

0.74

1.13

0.91

0.62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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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国家“16+1合作”机制的长期发展，在该机制框架

下，中东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大量投资

流入促进了贸易发展。

（二）出口相似度指数

采用 1979 年 Finger 与 Kreinin 提出的出口相

似度指数（ESI指数）判断世界市场中两国关于某一

产品的竞争程度。公式如下：

ESI = ìí
î

ï

ï

ü
ý
þ

ï

ï∑
k = 0

n é

ë
êê

ù

û
úú

æ

è
çç

ö

ø
÷÷

X k
iw/Xiw +X k

jw/Xjw

2 × æ
è
çç

ö

ø
÷÷1 - |

|
||

|

|
||
X k

iw/Xiw -X k
jw/Xjw

X k
iw/Xiw +X k

jw/Xjw

×100
其中，ESI 表示两国出口相似度指数，公式右侧

符号含义与前文描述一致，ESI数值范围介于0-100

之间，随着两国出口结构相似程度加深而上升。由

表3可知，2011-2020年中国与中东欧16国的机电

产品贸易ESI指数始终保持在50以上，且总体上呈

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出口结构相似度较高，竞争程

度较为激烈。

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四国的ESI指数

较大，机电产品竞争程度激烈，除波兰外，其余三国

ESI指数均大于55，首先，位于亚欧大陆中心地理位

置的中东欧国家是连结中国与欧洲的重要纽带，中

东欧国家以欧盟为依托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欧盟成

员国间关税豁免及区域市场一体化产生贸易转移

效应，培养了中东欧国家在机电产品贸易中的竞争

力，此外，中东欧国家相关企业通过承接跨国公司

技术溢出不断研发技术和升级产业，逐步提升的工

业生产技术为竞争力的提升创造了无限可能；其

次，波兰与匈牙利国土辽阔，产业规模庞大，在前苏

联影响下铸造了规模庞大的工业产业，以夯实的工

业基础发展出高水平的机械制造业，而捷克作为中

东欧的贸易强国，其机械制造业积累了深厚的技术

实力，机电产品贸易发展迅速，工业实力在欧洲乃

至世界市场仍十分强劲，斯洛伐克是中国进口运输

工具的主要来源国，汽车工业是其优势及支柱产

业，发展水平颇高，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强。

除波、捷、匈、斯传统四大贸易伙伴外，罗马尼

亚、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的ESI指数也相对较大，

其中罗马尼亚的ESI指数也大于55，表示中国与其

机电产品竞争激烈；其余国家ESI指数虽然相对较

低，但大多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在与中东欧国家

贸易中，关键是培育机电产品核心竞争力。

（三）贸易互补性指数

贸易互补性指数（TCI指数）是分析两国进出口

结构紧密与匹配程度的指数（杜方鑫，2021），公式

如下：

TCI kij =RCAk
xi ×RCAk

mj

其中，RCAk
xi = ( )X k

iw Xiw /( )X k
w Xw ，RCAk

mj = ( )Mk
jw Mjw /

( )Mk
w Mw

表 3 2011-2020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机电产品贸易ESI指数

国家

波兰

捷克

匈牙利

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

斯洛文尼亚

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

立陶宛

克罗地亚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阿尔巴尼亚

马其顿

波黑

黑山

中东欧16国

2011

49.72

56.87

56.87

56.87

48.69

47.52

34.95

30.59

22.18

38.15

38.22

26.57

11.09

13.32

27.70

49.51

52.83

2012

48.13

56.76

56.76

56.76

48.47

46.73

33.07

35.21

22.56

34.89

37.67

25.70

10.62

15.28

28.35

47.06

51.97

2013

48.04

56.30

56.30

56.30

49.52

46.07

33.61

41.41

23.24

32.46

39.93

26.96

9.23

18.33

27.32

31.93

52.06

2014

48.42

54.92

54.92

54.92

49.93

46.70

34.53

40.08

25.95

30.07

41.69

28.60

9.77

25.16

27.27

32.08

53.00

2015

49.35

56.05

56.05

56.05

52.45

48.22

36.01

39.12

24.76

31.98

41.75

30.87

10.99

28.93

27.47

34.36

54.25

2016

48.71

56.03

56.03

56.03

54.90

49.09

34.48

38.99

25.60

31.50

43.74

30.81

10.99

32.44

26.52

33.25

56.03

2017

47.96

56.79

56.79

56.79

55.71

50.24

38.02

38.44

27.44

32.77

41.04

30.62

12.79

34.37

28.14

35.20

56.79

2018

47.80

57.31

57.31

57.31

57.10

50.14

39.36

37.89

27.31

33.31

39.40

31.86

12.12

36.57

29.40

32.51

57.31

2019

48.19

56.96

56.96

56.96

56.96

47.15

37.64

38.40

28.37

34.43

40.80

29.74

13.19

36.65

30.74

29.77

56.96

2020

46.88

57.49

57.49

57.49

57.49

44.30

39.91

37.45

28.92

32.77

41.75

31.19

15.23

36.94

30.70

29.98

5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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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TCIij 为 i国与 j国贸易互补性指数，

RCAk
xi 表示 i国用出口衡量的 k产品的比较优势，

RCAk
mj 表示用进口衡量的 j国 k产品的比较劣势，

Xk
iw Xiw 为i国k产品出口值与所有产品出口值的比

重，同理，Xk
w Xw 为世界范围内的这一比重；Mk

j Mj

为j国k产品进口值与所有产品进口值的比重，同

理，Mk
w Mw 为世界范围内的这一比重。就k产品而

言，RCAk
xi 与 RCAk

mj 取值越大，i国比较优势和j国比

较劣势越大，产品贸易互补性越强，TCI指数若小于

或等于1，则表示弱贸易互补性，反之则为强贸易互

补性。

表4显示，中东欧16国的整体TCI指数近10年

来均小于1，中国与中东欧16国在机电产品上表现

出较弱的贸易互补性，这是由于部分中东欧国家经

济发展水平不高，缺乏对机电产品的需求，而波兰

等国对机电产品需求旺盛，形成了明显的进口需

求，强弱分化；同时中国与中东欧各国机电产品贸

易互补性差异化明显，中国与波兰、捷克、匈牙利、

斯洛伐克四大贸易伙伴呈现出较强的贸易互补性，

此外，与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爱莎尼亚、拉脱维

亚四国的贸易互补性也相对较强，与其余国家则表

现为弱贸易互补性，贸易互补性的强弱与中东欧国

家的机电产品进口比重正相关，比重越大，贸易互

补性越强。

（四）各类机电产品竞争性与互补性实证结论

不同类型机电产品的要素禀赋、生产技术不同，

因此对机电产品按类型进行贸易竞争互补性分析

是十分必要的，根据前文判断标准及表5可知：

第一，金属制品方面，中国对捷克、匈牙利、斯

洛伐克、马其顿不存在比较优势，对阿尔巴尼亚具

有极强比较优势，对克罗地亚、立陶宛等国具有较

强比较优势，中国与中东欧各国不存在竞争性关

系，互补性较强。

第二，机电设备方面，对部分国家具备比较优

势，比较优势不明显，但对斯洛伐克具备极强的比

较优势，且竞争程度低，这主要是由于斯洛伐克在

运输工具方面具备核心竞争力，与中国机电产业贸

易互补性强；中国对除斯洛伐克外的其余各国同时

存在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以竞争性为主，且竞争

较为激烈，其中与匈牙利的产品竞争性最为激烈。

第三，运输工具方面，中国与中东欧各国不存在

竞争与互补关系，对斯洛伐克具备比较优势，中国

与斯洛伐克存在较大规模的产业内贸易。

表 4 2011-2020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机电产品贸易TCI指数

国家

波兰

捷克

匈牙利

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

斯洛文尼亚

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

立陶宛

克罗地亚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阿尔巴尼亚

马其顿

波黑

黑山

中东欧16国

2011

1.42

1.77

1.85

1.73

1.44

1.31

1.02

1.10

0.85

1.05

1.38

1.11

0.93

0.73

0.88

0.80

0.47

2012

1.37

1.72

1.80

1.77

1.41

1.24

1.03

1.07

0.83

1.02

1.38

1.11

0.83

0.68

0.86

0.81

0.43

2013

1.43

1.73

1.82

1.79

1.48

1.31

1.03

1.20

0.92

1.03

1.45

1.09

0.85

0.75

0.88

0.86

0.43

2014

1.32

1.65

1.67

1.70

1.38

1.23

1.03

1.00

0.94

0.93

1.28

1.03

0.80

0.72

0.89

0.77

0.42

2015

1.25

1.52

1.55

1.56

1.27

1.12

0.93

0.96

0.85

0.86

1.17

1.00

0.79

0.68

0.78

0.77

0.40

2016

1.20

1.47

1.52

1.52

1.23

1.14

0.94

0.85

0.88

0.88

1.18

0.98

0.84

0.70

0.76

0.86

0.41

2017

1.20

1.52

1.53

1.54

1.26

1.19

0.93

0.87

0.91

0.94

1.20

1.04

0.77

0.72

0.79

0.84

0.41

2018

1.24

1.60

1.59

1.63

1.34

1.24

1.01

0.96

0.95

1.00

1.18

1.11

0.82

0.77

0.84

0.93

0.43

2019

1.24

1.59

1.57

1.62

1.29

1.12

0.99

0.97

0.95

1.00

1.16

1.08

0.78

0.73

0.85

0.82

0.42

2020

1.22

1.58

1.55

1.59

1.26

1.04

0.99

0.94

0.99

0.98

1.11

1.03

0.78

0.73

0.85

0.84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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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仪器仪表方面，中国对大多数中东欧国家

存在极强的比较优势，产品竞争互补性不强，中国

应当注重提升仪器仪表类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三、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机电产品贸易发展

的路径选择

（一）注重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优化贸易结构

从上述分析可知，近10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的机电产品贸易流量大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这

得益于贸易双方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但贸易增长

极易受到国际市场环境以及新冠疫情等不确定性

因素的影响；中国在双方机电产品贸易中长期处于

贸易顺差状态，机电设备是重点贸易领域，波兰、捷

克、匈牙利、斯洛伐克为主要贸易伙伴国，罗马尼

亚、斯洛文尼亚等国是中国机电产品贸易顺差的重

要来源国，中国应不断扩大在机电设备领域的资金

与技术优势从而强化比较优势；在维持与波兰、捷

克等主要伙伴国良好稳定贸易现状的同时，积极发

掘新的机电产品贸易增长领域，实现贸易量稳中有

增，针对罗马尼亚等国要充分挖掘其贸易潜力，细

分进出口产品种类，扩大进出口规模，坚持产品结

构与市场结构多元化贸易策略，提升贸易抗风险能

力。

（二）培育核心竞争力，扶持弱势产业发展

近十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机电产品竞争日

益激烈，中国虽然在机电设备方面形成贸易顺差，

但出口比较优势不明显，波兰等传统工业国由于具

备要素禀赋在机电设备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斯洛

伐克的运输工具产业发展水平高，中国在金属制品

和运输工具方面存在比较劣势，但在仪器仪表方面

具备极强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应当注重培育机电

设备与仪器仪表的核心竞争力，形成自身产业特

色，鼓励企业加快产品的科技创新速度，在出口贸

易中追求“质”的提升，加强与中东欧各国机电产业

合作，在全球范围拓宽机电产业链上下游，寻求更

大的互补性优势；针对金属制品和运输工具弱势产

业，中国应设置敏感产品及相对较长的进口过渡

期，并给予相关企业生产补贴，扶持产业健康快速

发展。

（三）依托“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合作

中国机电产品对中东欧国家具有比较优势，但

比较优势不明显且不稳定，出口相似度较高，竞争

激烈，这与中东欧国家自身强劲的工业实力和在欧

盟框架下促进经济发展相关，提升产品技术实力、

细分产品类型是微观层面扩大中国机电产品比较

表 5 2020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各类机电产品综合贸易指数

国家

波兰

捷克

匈牙利

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

斯洛文尼亚

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

立陶宛

克罗地亚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阿尔巴尼亚

马其顿

波黑

黑山

中东欧16国

金属制品

RCA

1.08

0.31

0.39

0.65

1.07

1.30

1.10

1.34

1.79

2.15

1.10

1.15

2.63

0.58

1.18

1.19

0.83

ESI

9.59

8.76

5.08

7.26

9.59

9.59

9.59

9.59

9.59

9.59

9.59

9.59

9.59

9.48

9.59

9.59

9.59

TCI

1.43

1.08

1.01

1.04

1.45

1.83

1.95

2.00

1.32

1.91

1.45

1.17

1.93

1.41

2.69

1.93

1.30

机电设备

RCA

0.93

1.18

0.91

5.33

0.94

1.02

0.93

0.98

0.82

0.91

1.04

1.02

0.84

1.04

0.86

0.75

1.24

ESI

53.18

58.77

63.56

41.92

51.42

46.80

48.32

62.44

53.66

52.03

60.39

60.49

45.37

76.75

49.00

22.57

54.72

TCI

1.17

1.36

1.29

1.13

1.18

0.94

1.12

1.14

1.06

1.00

1.09

1.16

1.02

1.27

0.93

1.06

1.21

运输工具

RCA

0.75

0.39

0.59

1.78

1.00

0.65

1.37

0.50

1.46

0.45

0.78

0.58

0.77

1.35

0.64

2.93

0.73

ESI

7.40

7.40

7.40

7.40

7.40

7.40

7.40

7.40

7.40

7.40

7.40

7.40

7.40

7.40

7.40

7.40

7.40

TCI

0.40

0.32

0.35

0.57

0.39

0.54

0.36

0.33

0.49

0.46

0.46

0.45

0.47

0.33

0.39

0.40

0.40

仪器仪表

RCA

2.18

0.49

3.99

76.39

13.47

14.68

13.37

13.99

11.77

13.12

14.92

14.59

12.01

14.88

12.27

10.75

8.61

ESI

4.14

3.05

4.88

1.33

5.39

5.39

4.94

3.01

5.39

3.98

5.39

5.18

1.70

0.88

0.95

1.86

4.03

TCI

0.48

0.38

0.62

0.27

0.53

0.57

0.47

0.48

0.67

0.58

0.59

0.54

0.44

0.42

0.55

0.50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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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的根本途径，在宏观层面，依托“一带一路”框

架形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优势能够带动多项资源

的广泛流动，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

合作与建设，发挥“中欧班列”高效互联互通的物流

效率优势，逐渐深化与处在关键通道和目的地的中

东欧国家的贸易层次，不断提升中国贸易便利化水

平，建设低成本、高效率、优服务的贸易通道，进而

提高供应链效率，扩大贸易规模。

（四）推进“16+1合作”机制建设，促进自由贸易

发展

针对中东欧部分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而

缺乏对机电产品的需求导致的贸易互补性弱的情

况，中国应当加快健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

合作机制，优化固有框架，以避免潜在的非关税贸

易壁垒，通过实现更广泛更深层次的贸易自由化助

推中东欧区域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

“16+1”合作机制能够有效助力黑山、塞尔维亚、斯

洛文尼亚等机电产品进口规模较小但增速较快的

国家发展经济，加快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吸纳海外

投资流入，努力推进贸易促进平台与媒介的搭建，

定期开展双边贸易博览会，有效促进国家与企业层

面的经贸合作对接，拓展和挖掘中东欧国家的机电

产品市场。▲

注释：

①即中东欧 16 国，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

山、马其顿、波黑、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

维亚。

②根据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令 2008 年第 7 号《机电

产品进口管理办法》和商务部机电和科技产业司的《机

电产品进出口统计工作手册》（2013 年版），考虑数据的

连续性和一致性，将机电产品界定为 HS 编码 73-92（77

章除外）章中 5 类产品：金属制品（73-83）、机电设备（包

括 84 章机械及设备与 85 章电器及电子产品）、运输工具

（86-89）、仪器仪表（90）和其他（91-92）。

③若 RCA≤0.8,该产品居于比较劣势，若 0.8<RCA≤1.25，则

该产品拥有比较优势，但并不显著，1.25<RCA≤2.5 则该

产品拥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若 RCA>2.5，则该产品的比

较优势极强。

④林德理论：瑞典经济学家林德（Linder）1961 年提出。一

国平均收入水平决定该国的需求偏好，两国人均收入水

平越接近，则需求结构越相似，两国之间的潜在贸易量

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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