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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互利的中欧经贸关系 

 

一、中欧经贸关系现状 

1、商品贸易 

虽然全球金融危机及欧洲债务危机对中欧贸易产生较为严重地负面影响，但是中欧商品贸易依然占据

着双方最重要的位置。危机前几年，中欧贸易额年增长率均在 19.5%以上，2009 年危机期间则下滑 14.5%。

虽然 2010 年和 2011 年实现了较高的正增长，但是 2012 年又负增长 3.7%，2013 年也仅增长 2.1%。在此背

景下，2013 年欧盟依然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 5590 亿美元，超过中美贸易额 380 亿美元。

当然，中欧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有所下降。在贸易平衡方面，中国对欧商品贸易呈顺差状态，

2013 年顺差额是 1189 亿美元。对于欧盟来讲，中国则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从国别来看，中国对欧贸易规模存在较大差异。以 2013 年数据为例，中德贸易占据绝对重要的位置，

占中欧贸易总额的 28.9%。中国对荷兰和英国贸易均在 700 亿美元左右，属于第二档位的贸易伙伴。中国

对法国和意大利贸易均大于 400 亿美元，属于第三档位贸易伙伴。中国对比利时、西班牙、波兰、瑞典贸

易位列第四档位，双边贸易额均大于 100 亿美元。中国对其余欧盟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均尚未达到 100 亿美

元，其中，中国和塞浦路斯双边贸易额最低，仅略大于 10 亿美元。 

从产品结构来看，中欧贸易既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又存在大量产业内贸易。根据 HS 分类标准可以将

商品分为 22 大类。从该分类产品层次的贸易数据来看，中国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主要是资本密集型和劳

动密集型产品，如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等。而欧盟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则主要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农业制品，如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

食品、饮料、酒、醋、烟草及制品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就进行了较为专业化的分工。全球价值链

时代，国际产业分工越发模糊。在中国对欧的前十大出口和进口产品中，有 7 类产品是重合的。如机电、

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既是中国对欧的第一大出口产品也是第一大进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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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近年来中欧双方各自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 

产品种类 中国对欧净出口额 产品种类 中国从欧净进口额 

机电、音像设备及其

零件、附件 

709.45 车辆、航空器、船舶

及运输设备 

361.08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460.49 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

业的产品 

76.36 

杂项制品 268.18 光学、医疗等仪器；

钟表；乐器 

39.07 

鞋帽伞等；已加工的

羽毛及其制品；人造

花；人发制品 

124.64 矿产品 29.90 

矿物材料制品；陶瓷

品；玻璃及制品 

49.86 木浆等；废纸；纸、

纸板及其制品 

17.60 

贱金属及其制品 42.58 食品；饮料、酒及醋；

烟草及制品 

15.28 

革、毛皮及制品；箱

包；肠线制品 

37.92 珠宝、贵金属及制品；

仿首饰；硬币 

9.66 

    说明：标斜体的产品同时是中国对欧的前十大出口品和进口品。净出口额和净进口额均是 2013 年数

据，单位是亿美元，数据来自于 Wind 资讯数据库。 

 

2、服务贸易 

欧盟在服务贸易上有巨大优势，中国对欧服务贸易常年是逆差状态，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据 Eurostat

最新的初步统计，2004~2013 年，欧盟对其他所有国家的服务贸易顺差增长了近 3 倍，达到 1730 亿欧元，

表明欧盟在服务贸易方面的巨大优势。其中，对中国的顺差是 120 亿欧元（2009 年以前还不到 50 亿欧元），

在欧盟的服务贸易顺差国中位列第三位（和美国并列）。中国同时是欧盟的服务贸易第三大出口国和第三

大进口国。德国、法国、英国、丹麦、爱尔兰、荷兰、意大利是欧盟服务贸易对中国出口最多的国家，法

国、荷兰、英国、意大利、丹麦是从中国进口最多的国家，德国、法国、爱尔兰、英国、丹麦是对中国最

大的顺差国。虽然中国对 17 个欧盟国家维持了服务贸易顺差的地位，但主要集中于东欧，而且顺差均较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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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3 年欧盟服务贸易的国别分布 

 

3、双向直接投资 

和对外贸易相比，中欧双边直接投资在双方所占地位并不高。中国的外资来源国（地区）最主要的是

“亚洲四小龙”和日本，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并不高。2013 年，欧盟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德

国也仅列中国吸引外资的第 7 位，因为欧盟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了美国和瑞士。2012 年，美国和瑞士

合计占欧盟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 45%，其余国家所占比重均低于 5%，中国仅占 2%，尚不及巴西、俄罗

斯。近年来，欧盟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对欧投资提供

了难得的机遇，中国对欧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09 年以来，中国对欧直接投资流量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

流量的比重均超过 5%，2011 年甚至超过 10%。相应地，中国对欧直接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

量的比重不断提升，2012 年达到 5.93%。但是，中国对欧直接投资存量占欧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存量的

比重尚不到 2%。 

二、热点难点 

1、热点问题 

6 月 16 日至 21 日，李克强总理访问英国和希腊。而距此不到三个月之前的 3 月 22 日至 4 月 1 日，习

近平主席访问了欧洲的荷兰、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来讲，德国、荷兰、英国、法国

是中国对欧的前四大贸易伙伴，比利时是第六大贸易伙伴。如果说两位国家领导人对这五国的访问可以理

解的话，那么希腊作为仅列中国对欧第 19 位的贸易伙伴，有何独特性呢？ 

希腊的独特性在于中国海运通过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简称“比港”）的航线是中国到欧洲最短的航线，

能在提升中欧经贸合作水平中发挥重要的撬动作用。对于中欧贸易，大约 80%以上的中国货物要经海运抵

达欧洲。希腊是世界船舶运力第一大国，比港是希腊第一大港口，被称为“欧洲的南大门”。中国通过比

港的航线要比传统航线缩短 7~11 天运输时间。而且该港口接入希腊全国铁路体系和欧洲铁路体系，进入

该港口的货物可以方便运入欧洲其他国家。因此，中希在港口、铁路、海运等领域的合作有助于带动整个

中欧经贸合作。目前，中远集团已获得比港 2、3 号码头 35 年的特许经营权。比港码头是李克强总理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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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时的视察地。 

李克强总理此次访问英国，双方共签署数十项政府和商业间协议，内容涉及金融、科技、教育、能源、

高铁、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总额超过 300 亿美元。具体而言，中英宣布在伦敦设立人民币清算行，

人民币与英镑可直接挂牌交易。这一金融合作有利于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而中英在科技、能源、高铁、

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将会逐步带动中国同欧洲其他国家在这些领域的合作。总之，这些访问成果将全方位

提升中英和中欧经贸合作水平。 

2、难点问题 

中欧经贸合作中的难点问题主要是贸易摩擦、经贸协定的谈判、相互诉求的差异。具体而言，如下所

述： 

贸易摩擦是双方近年来的焦点问题，严重阻碍双方经贸发展。鉴于危机以来欧洲经济形势不好，贸易

保护加剧，近年来欧盟发起多项“双反”措施，其中近一半是针对中国企业的。比如，2010 年欧盟发起的

18 项“双反”措施中有 10 项是针对中国企业的。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针对中国光伏企业发起的“双反”

调查。这起中欧光伏贸易争端是全球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争端。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面临不确定性，中欧自贸协定启动时间也不确定。目前，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

判已经进行了三轮，但尚未进入实质性阶段。虽然双方均“期待尽早达成这一具有雄心的协定”，但是谈

判过程不会一帆风顺。而欧盟方面的意思是，只有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成，双方才有谈判自贸协定的可能。

这不利于中国的外贸发展环境。毕竟，欧盟已经与亚太地区的韩国、新加坡签署自贸协定，而且正在与美

国、日本、东盟、印度等展开自贸协定的谈判。 

中欧双方相互诉求有所差异。欧盟较为看重中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希望中国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

《政府采购协议》，助其提升对华相关产品的出口。此外，欧盟还希望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产业竞争政

策等方面做出改善。而中国希望欧盟能承认自身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放宽高科技产品出口、解除对华军

售禁令等。这些相互诉求的差异难免会影响到双方的经贸合作。 

三、发展前景 

中欧有许多利益交融点，双方经贸合作互惠互利，未来中欧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未来中欧的贸易和投资额将会稳步增长，金融、能源、科技等方面的合作也会加强。“欧盟 2020 战略”

提到，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通过提高就业增强社会凝聚力等一系列发展重点和具体目标。这需要通过提

升欧盟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以及能源合作等来实现。中国致力于未来扩大进口和对外投资，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等，也需要和欧盟进行互补式合作。双方在实现各自目标的过程中，将会极大促进在贸易、投资、金融、

能源、科技等各方面的合作。 

只要双方加强沟通、增强诚意，中欧经贸合作中的难点问题将会逐步解决或变得可控。双方已经“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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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负责任地解决贸易争端至关重要”，光伏贸易争端的解决为未来有效解决可能的贸易摩擦提供了借鉴。

在欧盟推进自身的自贸协定谈判中，如果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话，将无法更好分享中国发展带来

的“红利”。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和自贸协定的签订对双方而言都是巨大机遇，未来可加快投资协定谈判进

程，尽快适时启动自贸协定谈判。双方的有些诉求也会逐步得到解决。欧盟的诉求符合中国全面深化改革

的方向。而对于中国的诉求而言，根据加入 WTO 时的协议，2016 年中国将会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当

然，在欧盟放宽高科技产品出口、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等方面，虽然这有利于欧盟的经济发展，但是这些问

题只能在长期的视野中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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