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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走出去目標中東歐
地理位置助降物流成本 科研實力保障生產技術

近年中國與中東歐多國關係的越加密切，中國企業對中東歐的認識和了解越來越深，無論是可有效輻射西歐北歐

市場的地理環境、還是當地多國的科技研發和工業製造實力，都顯示出中東歐的市場潛力。隨着「一帶一路」的推

進，中歐班列的增加，中國與中東歐貿易往來迅速增長，單是今年一季度，中國與中東歐國家貿易額同比增

50.2%。不少中國企業對於前往當地開拓市場表現出極大熱情，汽車零配件企業敏實集團近日就決定「走出去」，

到捷克設廠。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 浙江報道

記者在博覽會上看
到，一款加載有紅外測

溫功能、戴口罩提示功能，並且不用摘下口罩就
可以進行準確人臉識別的智能考勤機受到不少國
外採購商的青睞。
「我們自行研發的這款無接觸考勤機在助力海
外復工復產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新冠疫情
迅速蔓延的非常時期，俄羅斯伏爾加格勒地區病
毒診斷實驗室就採購了我們的集成口罩人像識別
算法的設備，保證工作人員在戴口罩的情況下依
舊能夠高效通行。」杭州宇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商務副總裁詹天宇告訴記者，目前公司已在波
蘭、捷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等十餘個國家
建立起銷售渠道，中東歐地區的銷售量大約佔海
外市場的30%。
「為了更加適應中東歐市場的需求，我們在最
新出品的設備上又增加了波蘭語、捷克語等語音
提示，同時考慮到亞洲人種與歐洲人種面部上的
區別，在算法上又根據中東歐國家人種進行調
整，使得識別率更好。」在疫情後，智能化發展
一定也是中東歐國家的發展趨勢，而中國的算法

技術全球領先，他說，非常看好後續中國智能化
產品在中東歐市場的銷售。

新能源投資機會大
中國能源建設集團國際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楊
義生認為，在世界能源結構轉型升級的大背景
下，中東歐國家的新能源產業未來可期。「據統
計，目前中東歐煤電和水電佔能源結構的60%左
右，而歐盟確定在2030年新能源的佔比要達到
27%，中東歐國家離這個佔比還有一定的差距。
根據研究，要達到這一指標，在2030年之前中
東歐國家要增加風電裝機2,100萬千瓦，光伏
3,500千瓦左右，這確實是很大的一個成長機
會。」
他表示，中國企業確實很希望將來有機會在風
電、光伏、新能源這些領域增加在中東歐的投
資，此外，也包括智慧電網、特高壓電網等領
域。「這些技術、產業方面中國企業有非常強的
優勢，特別是特高壓高效率電力傳輸技術，目前
來講是中國企業獨有的，我覺得這些方面都是我
們未來的投資機會。」

作為「過來人」，中國能源建
設集團國際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
楊義生建議中國企業在投資中東
歐之前一定要了解不同國家的市
場規則，及時調整風控機制，提
高適應市場的能力。

他以電力投資為例告訴記者，
中國企業在其他國家或地區做電
力投資的時候，往往習慣於一個
固定的協議，「它有一個固定的
PPA（購電協議），定價是固定
的。但目前在中東歐國家往往是
要競價上網的，這就導致我們的
風險評估機制、或者是與金融機
構的融資模式造成一定的差距，
增加項目的難度。」

如何去解決類似的問題？「我
覺得一方面中國公司要積極地去
提高自己適應市場的能力，積極
地適應這種方式，這樣的話可以
參與更多的競爭，有更多的機
會。當然與中東歐各國之間也可
以探討一些更好的創新模式，可
以解決雙方在風控和機制上的問
題，我相信會大大地提升投資的
規模和能力。」楊義生說。

捷克對外資不設門檻
針對中國企業對中東歐國家政

策不了解、或是市場環境不確定
性的擔心，捷克投資局中國及東
南亞事務總監楊．扎普萊托表
示，捷克也是一個開放的經濟
體，非常歡迎世界各地的投資

者，包括來自中國的投資者。捷
克對於外資是沒有限制的，是不
設置門檻的，包括對於中國企業
也是如此。

同時，捷克政府會給予投資企
業一些激勵措施，包括長達10年
的免稅以及就業補貼和優惠政策
等等。

「過去幾年，我們幫助了12家
中國的大型企業在捷克參與投
資，投資額度達幾十億元人民
幣。我認為這也說明了中國企業
是非常強有力的，是有能力參與
跨國投資和工作的。我非常希望
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能夠參與
捷克的投資和工作，能夠深入到
中東歐國家。」

●記者王莉

專家：外闖先了解不同市場規則
【適者生存】

中國和中東歐投資資料
投資規模：
●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雙向投資規模已接
近200億美元，涉及汽車零部件、化
工、家電、物流、礦產、商務合作等
多個領域。

投資熱點：
●人工智能、大數據、新能源、綠色低
碳、醫藥健康等。

投資建議：
●以投資熱點行業與優勢行業為主；
●了解不同國家的市場規則；
●了解當地融資模式；
●根據市場規則調整風控機制。

整理：記者 王莉

● 東歐國家的水
晶產品為中國消費
者喜愛。

記者王莉 攝

●長三角地區開往匈牙利的首趟中歐班列「金華-布達佩
斯」班列開通運行，為中國與中東歐商貿開展新一頁。

中國AI抗疫產品 中東歐受捧
【取長補短】

●醫趣科技CEO方坤（左）向客戶介紹源自烏克蘭核心技術的監
測攝像頭。 記者王莉 攝

敏實集團在不久前舉行的第二屆中國
─中東歐國家博覽會期間，簽訂了

在捷克總投資5,190萬美元的合作協議，
將在捷克設立全資子公司，建設年產45
萬套的新能源汽車鋁電池盒生產線。
「我們在過往的近20年裏已經有了一些
全球布局，但這一次在中東歐的布局跟
以往有些不一樣。以前更多是從物流和
成本上考慮，但這一次主要從技術以及
供應鏈的全球配備考慮。」敏實汽車技
術研發有限公司CFO杜凌峰表示。

敏實5200萬美元捷克開廠
他說，由於承接了大眾汽車的電池盒
項目，為就近服務客戶，考慮在歐洲建
廠。在歐洲特別是中東歐多個國家做了
廣泛考察後，最終決定在捷克建廠，原
因一是該項目的主要客戶大眾斯柯達品
牌就在捷克，可降低物流成本；二是捷
克是老牌工業強國，工業實力相對較
強，生產技術在當地可得到保障。「還
有一個重要因素是當地產業供應鏈配套
相對完善。汽車零部件非常講究供應鏈
的配套，如果沒有相對完整的供應鏈配
套體系，生產成本和品質就很難保
證。」

基礎科學優勢明顯
中東歐不少國家曾經都是叱咤國際的
老牌工業強國，雖然近年實力削減了，
但憑借其扎實的基礎科學依然在很多先
進技術發展上具優勢。「我們這款新上
市的脈搏波心率監護攝像頭，其中最核
心的技術就源於烏克蘭。」杭州醫趣科
技有限公司CEO方坤告訴記者，該款看
似普通的攝像頭，由於加入了超目最初
算法模型，通過監測臉部脈搏波就可以
測定心率。而超目最初算法模型就是由
該公司海外首席科學家、烏克蘭國家科
學院航天技術研究所物理數學博士尤克
．克拉克提供。
「前蘇聯的基礎科學實力很強，雖然

解體了，但有很多技術都被延續了下
來。」方坤介紹，該攝像頭的技術就起
源於前蘇聯對航天員生命體徵監測的需
要，2000年該技術在烏克蘭就已經有了
突破。2019年經過中烏兩國科研團隊一
年多時間的研發，產品最終落地。「人
工智能、大數據等現代技術的發展，最
終還是要依靠基礎科學的支撐，這方面
中東歐很多國家都有很強的實力。」不
過他也坦言，在產品落地和應用場景方
面，中東歐國家還是缺乏一定的能力。
因此加強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技術合作
更有利於新科技、新產品的研發落地。

有效輻射歐洲市場
「目前生產線設備已基本製作完成，
預計6月底完成國內調試，7月底裝船，
9月底運抵波蘭工廠進行安裝調試，力爭
明年3月投產。」寧波拓普集團波蘭汽
車零部件製造中心項目負責人告訴記
者，公司在波蘭布局可有效輻射德國等
周邊國家，為客戶提供更好的配套服
務，也為公司未來的訂單提供充足資源
保障。
杜凌峰也認為，由於地理位置的優
勢，捷克的布局將會成為公司在歐洲的
戰略要點。「面對當前複雜的國際環
境，我們對合作空間也做了多方考量。
比如在一些發達國家或地區、或者說是
敏感地區的布局步伐會減緩，而在歐洲
特別是中東歐國家和地區會加大『走出
去』的步伐。」
波蘭投資貿易局局長克里斯托夫．德
林達在博覽會期間表示，中國─中東歐
國家合作機制有利於進一步加強中國與
波蘭貿易投資合作，推動東歐國家經濟
融合，深化中國與歐盟合作。中國─中
東歐國家合作機制為中東歐企業在農產
品、信息技術、汽車、機械、建築材
料、傢具、奢侈品等領域提供進入中國
市場的良機，包括波蘭在內的中東歐國
家歡迎中國企業去投資。

● 博覽會期間，
敏實集團與捷克簽
訂總投資5190萬
美元的合作協議。

記者王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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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20年中國與中東歐國家貨物貿易額
（單位：億美元） 中國對中東歐國家出口額 中國自中東歐國家進口額

2021年一季度，中國與中東歐國家貿易額達301.3億美元，同比增50.2%，超出同期中
國外貿增速的11個百分點。其中進口增幅高達44.7%。預計2025年兩地貿易額將達到
1,500億美元，今後5年中國有望自中東歐國家進口累計價值1,700億美元以上的商品。

數據來源：《中國與中東歐國家貿易投資發展報告（2012-2020）》 整理：記者 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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