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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捷关系迎来蕴含机遇与希望的春天
——访中国驻捷克大使马克卿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研究
员赵俊杰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中捷关系目前处在历史最好时期，
习主席的访问将推动两国达成更多务实
的合作。中捷关系的深化还将起到“小
马拉大车”的作用，带动中国与中东欧
16国关系的发展。

“捷克近年来积极寻求与中国的合
作，是中东欧国家中积极拓展对华关系
的排头兵。在两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
中捷各领域务实合作迅速发展，中捷关
系正处在历史最好时期。”赵俊杰说。

“捷克汽车品牌斯柯达每生产 4 辆
车，就有一辆销往中国。”赵俊杰表示，中
捷双方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和需求。捷克
拥有门类齐全、技术先进的工业体系，在
很多领域掌握尖端核心技术。“美国、西欧
和其他地区各占捷克出口市场的三分之
一。但最近几年受全球贸易下滑和欧债
危机影响，美国和西欧市场需求大幅下
跌。捷克迅速将视线‘向东看’，拓展亚洲
市场。中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赵俊杰认为，在经贸合作领域，中捷
两国的需求是双向、互利的。捷克需要
中国的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先进
技术，并迫切希望拓展中国这个拥有巨
大消费潜力的市场。同时，中国可以引
进捷克在可再生能源、生物化学、节能环

保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发展绿色产业，并
借此推动与中东欧其他国家的合作。

“中捷合作的快速推进，也为中国和
中东欧 16 国间的合作起到了表率和带
头作用。”赵俊杰认为，随着“一带一路”
建设的不断推进，中东欧国家实实在在
地看到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拓展与
中国合作的好处。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
捷克，将起到“小马拉大车”的作用，中捷
关系这匹“小马”将拉动中国—中东欧合
作这辆“大车”快速向前跑。

当前，中东欧国家正经历欧债危机
后的经济结构调整，“一带一路”为其拓
展新的市场、吸引更多投资提供了方
向。赵俊杰表示，对于拓展和中国的合
作，中东欧国家有着强烈的意愿，希望通

过“向东看”，利用中国的资金和技术，推
动老旧基础设施改造、促进投资和消费
增长。“国际产能合作在中东欧国家有很
大市场，举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在罗马
尼亚，从首都布加勒斯特坐火车到 300
公里外的城市，最快也要 6 个多小时。”
赵俊杰认为，中国在高速铁路、公路建设
和核能应用等领域的优势产能，符合中
东欧国家的需求，可作为中国—中东欧
合作的先行领域。

赵俊杰认为，除了基础设施项目合
作，中国还将推动与中东欧国家在金融
和投资、特色农业、可再生能源、环境保
护等领域的合作，带动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再上新台阶，也以此拉动中欧关
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带动中国与中东欧关系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研究员赵俊杰谈中捷合作

本报记者 禹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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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捷克，是两
国建交 67 年来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捷
克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捷克大使马
克卿就中捷关系和经贸投资合作等问
题 接 受 《经 济 日 报》 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此次访问是中捷关系中的重大历
史事件，标志着两国关系将迎来蕴含
机遇与希望的春天。

记者：如何评价当前的中捷关系，

对未来双方关系发展有什么期待？

马克卿：过去几年，在双方的共同
努力下，中捷关系实现了从低位徘徊到
顺利转圜再到蓬勃发展的跨越。这得益
于两国传统友谊的继承和发扬，也得益
于政治互信的建立和各领域务实合作的
渐次展开。

捷 克 现 政 府 自 2014 年 1 月 上 任
后，提出与中国改善关系。2014 年 4
月两国在政治上达成了很多共识，两国
元首在两年内会见了 4 次。去年捷克总
统泽曼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活
动。捷克政府对发展对华关系的热情高
涨，民间热情也非常高。捷克一项民意
调查显示，支持发展对华关系的民众超
过了 70%。

目前，中捷关系呈现出蓬勃发展的
生机和活力，高层互访不断，各领域务
实合作稳步推进。两国贸易额持续增
长，相互投资呈现良好势头。去年 9
月，北京与布拉格开通直航，这极大地
促进了旅行便利，也促进了中捷双边贸
易、投资、旅游、金融等领域合作不断
向深层拓展。

记者：作为重要的中东欧国家，捷

克在“16+1”合作机制中扮演着怎样

的角色？

马克卿：捷克地处欧洲中心，是
“一带一路”的重要沿线国家，铁路、
公路、航空和水路交通便利，基础设施
较好。捷克是传统的工业国家，拥有雄
厚的工业基础，产业链配套齐全。捷克

强调科技创新，人口受教育水平和素质
普遍较高。当前，捷克经济发展势头良
好，市场机会较多。

同时，捷克是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地
区主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近年来，中
国银行、华为、陕鼓动力、中国华信等
公司纷纷在捷克落地，对捷投资总额占
中国对中东欧 16 国投资总额的 14%。
我相信，“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将为
中捷合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捷克可
以为促进中国与欧盟及中东欧地区的交
流与合作发挥独特作用。

记者：中捷经贸合作有哪些亮点和

发展潜力？

马克卿：在认真落实两国签署的
“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基础上，
可以大力推动双方在重大发展战略、规
划及政策上的对接和融合，加强汽车、
航空、机械等制造业领域的合作；加强
纳米、激光、医药和生物技术等高科技
领域合作；继续扩大双向贸易，开展金

融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合作，促进文化
交流，深化卫生、教育、地方等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希望双方抓住机遇，推动
两国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

此外，捷克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
需求很大，为中国基础设施产业“走出
去”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能源合作也是
中捷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目前捷克正
在加大对核能的开发和利用，中捷两国
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

记者：捷克对习主席此访有怎样的

期待？

马克卿：捷克方面希望通过此次访
问巩固两国传统友谊、加强务实合作，
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的水平。此次双方
就加强通用航空、工业园区、旅游基础
设施投资、能源、矿业、金融和融资合
作签署诸多协议和商业合同。此外，两
国首都将正式建立友城关系，双方卫
生、新闻出版、社科院等部门也将达成
一系列合作计划。

习近平主席对捷克的国事访问既是两国建交67年来中国

国家主席首次对捷克的国事访问，又是习主席对中东欧国家

首次访问和今年对欧洲国家的首次访问。多个“首次”也表

明，此访是我国针对欧洲方向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这不仅

有利于全方位推进中捷各领域互利合作，更对促进中欧各自

发展战略对接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4 年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16+1 合作”） 机制

应运而生。4 年中，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仍在继续，国际金

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不过，不利的外部环境并未

干扰到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愈加密切的合作。4 年来，双

方建机制、搭平台、促合作，“16+1 合作”在双方推动下，

逐渐步入成熟期和早期收获期。

中国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在资金、技术、装备方

面已经形成较大优势，在铁路与核电建设领域的优势尤其明

显。不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中东欧国家来说，以开展“一带

一路”合作为契机，不断加强中欧战略对接，能够最大限度

地发挥出彼此的优势，满足彼此的客观需求。

就拿此次出访的捷克来说，中国与捷克加强各自发展战

略和愿景的对接，能让两国民众分享更多互利合作的成果。

位于欧洲心脏地带的捷克，地理位置优越，工业基础雄厚，

尤其是在机械加工、汽车制造、航空等领域具有独特优势。

中捷双方在以制造业为基础推进产能合作方面具有巨大潜

力，进而对金融、通信、智能工业、纳米、环保等各领域务

实合作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

对中东欧国家而言，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不仅是传统友

好交往的升华，同时也是双方利益契合点不断增多的必然结

果。从现实情况看，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对欧元区存在较大

依赖，但近年来欧元区经济复苏缓慢，对中东欧国家经济发

展而言这是可能面临的风险。因此，中东欧国家不断加强与

中国的合作，客观上也有利于保证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对中方而言，中东欧国家地理位置重要，是进入欧洲市场的

门户之地，中东欧 16国均为“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这些

因素有利于中方深化与中东欧国家开展“一带一路”合作。

当前，“16＋1 合作”同中欧合作大局同步并举，致力

于实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和欧盟三方共赢，走出了一条跨越

不同地域、不同制度的国家间务实合作新模式。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16＋1 合作”面临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习主席

此次访问必将为“16+1 合作”汇聚更为蓬勃的动力，开辟

更为广阔的空间。

为合作汇聚蓬勃动力
高 阳

在捷克布拉格市中心，有一座雄伟壮观的建筑，这里原
本是捷克最古老的银行——捷克工商银行大楼所在地，如今
却高高飘扬着一家中国企业的旗帜 CEFC （中国华信）。中
国华信收购了这座大楼，并将其欧洲总部设在这里。

走进中国华信欧洲集团，记者见到了集团执行副总裁马
采拉·赫尔达，她最近为了准备签约忙得不可开交。据了
解，华信将在捷克签署高达 180 亿克朗 （约 48 亿元人民
币） 的投资。其中包括与 J&T 金融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涉及进一步深化双方在金融、能源等多方面的合作。

对于华信与 J&T 金融集团的合作，捷克共和国总统办
公室特命代表雅罗斯拉夫·德沃吉克连连称赞：“捷克的美好
愿望之一是要成为中欧的金融中心，华信集团成了先行者。
未来，还将有更多中国银行来捷克对接合作。”据悉，华信
集团通过定增和配股认购，有望在近期签约后成为 J&T 金
融集团的最大股东。

华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华信在捷克着力布局金融板
块，不仅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通过自有银行降低海外投资
合作的经济及法律风险，并充当国际投行角色，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为国内企业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
同时与中国的银行展开合作，助力中国多家银行“走出去”。

经过近年来的精耕细作，中国华信在捷克的投资项目结
出累累硕果，不仅涉及金融行业，还包括能源、旅游、食品
加工业、足球运动等方面。华信目前是在捷克投资金额最大
的中国企业，企业逐渐积累的资源优势将形成合力，进一步
引领中国企业在捷克的投资热潮，为推动中捷两国建立更紧
密更有效的经贸合作增添动力。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并借助“一带一路”的
东风走进捷克，已经在金融、医疗卫生、环保、旅游等多领
域的合作中开花结果。

更多中国企业走进捷克
本报记者 杜 芳

经贸合作成为坚实纽带
本报记者 谢 飞

提起捷克这个国家，人们不仅会
想到布拉格古老迷人的景致与风情，
卡夫卡、昆德拉、德沃夏克等名人的
文学与音乐作品在中国更是耳熟能
详。“鼹鼠的故事”曾经陪伴了一代人
的成长。随着中国和捷克两国关系的
不断发展，双边经贸合作更是成为中
捷关系坚实强劲的纽带。

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加深，双方
各领域的合作正呈现“井喷式”发
展，经贸、投资、科技、旅游、人文
交流等各领域合作遍地开花。目前，
捷克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第二大贸易
伙伴，2015 年中捷双边贸易额达到了
110 亿美元。近年来，中国企业对投
资捷克的兴趣愈发浓厚。其中，长
虹、华为、中兴等国内企业已经在捷
克广泛开展业务，成为中国企业投资

捷克的先锋。另一方面，捷克企业在
华投资近年来也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
势。斯柯达汽车在华销量已经占到其
全球销量的四分之一，而捷克第一私
有化基金旗下的捷信集团在华业务迅
速发展，其相关消费信贷业务已覆盖
260 个城市，拥有逾 3 万名员工，贷
款额超过 200 亿元人民币，成为捷克
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一大亮点。

去年，中国银行在布拉格设立分
行，不仅满足了中捷乃至中国—中东
欧关系发展的需要，而且标志着中捷
金融投资领域合作进入崭新阶段。中
国银行布拉格分行的成立，为双边务
实合作提供更大的资金支撑和更便利
的条件，也显示出中资企业对捷克经
贸投资环境充满信心。同在去年，海
南航空公司开通了北京至布拉格直航

航线，为中捷两国的人员往来和经贸
合作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旅游产业一
直是中捷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布拉格等捷克城市丰富的旅游资源每
年吸引了大批中国游客。据统计，去
年到捷克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已近 30
万人次，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

随着“16+1”合作机制的不断发
展与深化，捷克作为该地区的一员也
希望能够借此机会继续深化中捷双边
经贸合作。捷克总理索博特卡表示，

“16+1”合作机制切实可行且富有成
效，该机制对捷克意义重大。捷克正
努力尝试在此框架内创新更多的合作
方式。这显示出捷克对“16+1”合作
机制的高度肯定和参与其中的积极意
愿。去年 12 月，索博特卡总理来华出
席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

晤期间，双方签署了多份双边合作协
议与备忘录，中捷双方签署了共同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这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首份

“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此份备忘录
为中捷两国双边务实合作明确了方
向，为继续全面深化和推动双边经贸
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 少 捷 克 经 济 界 人 士 和 专 家 认
为，随着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不断
升温，中捷双边经贸合作也将跨上一
个新台阶。目前两国关系基础稳固，
发展顺利，双边各项合作交流不断深
化，给双边经贸关系向前发展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作为“一带一路”建设
沿线国家，捷克具有坚实的工业基础
和具有活力的潜在市场，中国企业在
捷克将大有可为。

捷克是一个具有深厚人文传统的国家。图为捷克工匠在老城广场表演炼铁工

艺。 本报记者 谢 飞摄

□ 本报记者 谢 飞

捷克首都布拉格是著名的旅游城市，每年吸引着大量的中国游客。图为布拉

格城市一瞥。 本报记者 谢 飞摄

在捷克布拉格市中心，中国华信集团收购了当地金融业

标志性大楼，并将其欧洲总部设立于此。 杜 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