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政治经济评论

俄乌冲突下中东欧经济政策差异
化动因:威胁感知与相互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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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东欧国家处于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ꎬ其经济政策取向不仅取决于自身

的利益关切ꎬ还受到域外行为体权力竞争与力量演变的影响ꎬ反映出地缘关系变动背景

下各国对国际战略形势与趋势的判断与权衡ꎮ ２０２２ 年ꎬ俄乌冲突的爆发使中东欧地缘关

系格局发生重要变化ꎬ由此造成的经济冲击也在地缘变动背景下加速传导ꎮ 为了理清中

东欧国家经济应对政策差异性的内在逻辑ꎬ本文聚焦能源和产业政策ꎬ客观评估俄乌冲

突对中东欧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ꎬ并对该地区国家的应对政策及立场进行梳理与划分ꎻ

以此为基础ꎬ将威胁感知与相互依赖作为研究经济政策分化的动因变量ꎬ认为波兰对俄

安全威胁感知明显ꎬ虽在经济领域对俄敏感性依赖较强ꎬ但脆弱性依赖相对可控ꎬ因此ꎬ

“去俄化”态度坚决ꎬ倾向于采用激进的经济政策对冲“反噬”的压力ꎮ 多数巴尔干国家

以及捷克、斯洛伐克需要北约的安全支持ꎬ对俄立场基本与欧盟一致ꎬ但较低的“脱钩”敏

感度以及对过度消耗发展利益而坚持制裁的做法存疑ꎬ因此ꎬ其经济政策多聚焦于短期

纾困ꎮ 匈牙利、塞尔维亚与波黑对俄威胁感知度偏低ꎬ且同俄形成了相对稳固的互利网

络ꎬ因此ꎬ经济政策更趋于务实自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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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国家①地处亚欧大陆枢纽地带ꎬ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ꎬ是大国长期博

弈的场所ꎮ 虽然自东欧剧变以来ꎬ中东欧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已发生重大变化ꎬ但利

益的驱使并没有让域外大国停止对该地区的“争夺”ꎬ这些国家通过一系列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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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自身在中东欧的影响力ꎬ以求稳固并扩大对于该地区的控制ꎮ 正如«欧洲一体化

进程———过去与现在»一书所提到的:“环境和决定是构成我们生存的两个基本要

素ꎮ”①中东欧国家的生存环境取决于大国力量的消长与战略关系的演变ꎬ而其内部差

异与矛盾也使其无力抵挡大国的威胁ꎬ并在外部环境与内部抉择的共同作用下ꎬ不断

调整政策部署与战略方向ꎬ以寻求自我保全和有限的利益最大化ꎮ②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国际形势动荡不安ꎬ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ꎬ地缘政治冲突空前激烈ꎬ

尤其是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的爆发ꎬ导致大国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ꎬ而身处大国对抗前

沿的中东欧国家ꎬ更是在这一动荡失序的环境中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ꎮ 战火不仅对中

东欧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ꎬ而且在战事和经济制裁等连锁反应下ꎬ中东欧国家的经济

形势再度恶化ꎬ迫使其不得不根据自身状况及时出台经济政策和措施以挽回经济颓

势ꎮ 地缘变动对各国经济的冲击程度不一ꎬ而随着国家利益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经济

和政治相融合的当下ꎬ基于差异化的威胁感知与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也使中东欧国家

的经济政策行为出现分化ꎮ 鉴于此ꎬ文章将在系统梳理中东欧国家经济所遭受的负面

冲击的基础上ꎬ以安全层面的威胁感知与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为分析视角ꎬ解读中东

欧国家经济应对政策存在的差异性动因ꎬ为理解和把握中东欧国家在国际关系变动与

国际力量重构中的利益取向与角色定位提供理论依据ꎮ

一　 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俄乌冲突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大陆爆发的最严重的国际事件ꎬ对欧洲特

别是中东欧国家的地缘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ꎮ 作为俄罗斯的近邻ꎬ中东欧国家与俄罗

斯有着复杂且密切的历史联系ꎬ不仅在经济上对俄形成了高度依赖ꎬ在安全上也存在

持久的矛盾ꎮ③ 俄乌冲突的爆发一方面使中东欧原有的安全框架濒于瓦解ꎬ另一方面

让中东欧国家经济复苏深陷“泥沼”ꎬ因而不得不加快经济政策的调整步伐ꎬ以期在多

方利益的交织中ꎬ寻求符合自身利益的最优选择ꎮ 出于国内反俄情绪加剧、对外安全

依赖上升以及争夺国际话语权等目的ꎬ中东欧向西方回归的趋势进一步加速ꎬ甚至被

视为当前反俄联美的牵头力量ꎬ但这是否推动了中东欧国家经济应对政策的趋同?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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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ꎬ在分殊的利益诉求与日益加剧的地缘压力刺激下ꎬ中东欧国家呈现出差异化的

经济政策取向ꎬ这在其能源和产业政策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ꎮ 一方面ꎬ能源是中东欧

国家与俄罗斯之间最重要的利益载体之一ꎮ 俄乌冲突形成的能源供给冲击将直接且

显著作用于中东欧国家生产和消费两端ꎬ使其经济在“双重挤压”下面临较大的下行

压力ꎮ 另一方面ꎬ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ꎮ 中东欧国家产业对外依赖性强ꎬ俄乌

冲突不仅严重扰乱了全球产业链稳定ꎬ还造成中东欧营商环境的恶化ꎬ产业流失风险

加剧ꎬ经济安全受到重大挑战ꎮ 为应对能源与产业发展困境ꎬ中东欧国家不得不加大

政策介入力度ꎬ但境遇与立场的差异使得这些国家的政策选择不尽相同ꎮ 厘清其内在

的逻辑动因ꎬ对于我们把握并合理预期中东欧国家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意义重大ꎬ

而本文旨在通过安全威胁感知与经济相互依赖视角ꎬ聚焦能源和产业政策ꎬ对中东欧

国家经济政策选择进行取向划分与理论阐释ꎬ从而为俄乌冲突对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影

响分析提供有益参考ꎮ

威胁感知是影响国家战略取向及政策选择的关键变量ꎬ在国际危机研究领域已得

到较为充分的讨论ꎮ 对于威胁的界定ꎬ博弈论认为ꎬ威胁是博弈参与者为了改变其决

策环境而采取的战略行为ꎮ① 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主动性干预ꎬ通过施加针对性手

段ꎬ影响对手的预期与选择ꎮ 在政治心理学领域ꎬ威胁被描述为一种被动感受ꎬ是对对

手行为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预判ꎮ② 由此可推知ꎬ“威胁感知”作为博弈论与政治心理

学的交叉概念ꎬ既包括一国对其外部环境的主观感知与评估ꎬ又涉及国家适时调整其

政策行为ꎬ从而影响他国未来的行为选择ꎬ进而改变本国外部环境的过程ꎮ 对于威胁

感知的形成与强度判断ꎬ科恩(Ｒａｙｍｏｎｄ Ｃｏｈｅｎ)视其为认知建构的过程ꎬ并认为其本

质是决策者基于过往经历、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而对本国接收的威胁信号做出的主观

预期ꎮ③ 辛格(Ｊ. Ｄａｖｉｄ Ｓｉｎｇｅｒ)将威胁感知定义为本国对他国入侵能力及入侵意图感

知的乘积ꎬ突出了对于他国入侵行为的预判ꎮ④ 沃尔特(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 Ｗａｌｔ)和施韦勒

(Ｒａｎｄｅｌｌ Ｓｃｈｗｅｌｌｅｒ)则将威胁感知的影响因素概括为综合实力、地缘毗邻性、历史记

忆、情绪焦虑等ꎬ这些因素影响了行为体的感知程度ꎬ并塑造了行为体的决策倾向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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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ꎬ威胁感知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ꎬ国家行为体所面临的威胁或许客观存在ꎬ但影响

因素的差异会造成国家对威胁强弱程度判断的主观偏差ꎬ从而加大政策制定的分化程

度ꎮ 具体到中东欧国家ꎬ王弘毅认为ꎬ大国博弈一直是影响中东欧安全局势的决定性

因素ꎬ而俄罗斯作为博弈互动的重要一极ꎬ中东欧国家对其威胁感知与战略定位也在

俄罗斯与大国的“争夺”中发生着动态分化ꎮ① 韦贝尔(Ｖｉｌｊａｒ Ｖｅｅｂｅｌ)认为ꎬ文化是俄

罗斯影响并介入中东欧对俄定位的一大抓手ꎮ 他指出ꎬ俄罗斯试图在黑山、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斯洛伐克等斯拉夫国家推广其制作的俄语特别节目ꎬ以激发此类国家的反

美、疑欧情绪ꎬ并化解其恐俄心态ꎮ② 鞠豪则更认可历史和地理的禀赋条件对于中东

欧国家威胁感知的重要影响ꎮ 通过分析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后该地区国家安全局势的

演变ꎬ他认为ꎬ地理、历史等因素的差异造就了不同国家对俄罗斯安全威胁的差异化认

知ꎬ从而形成了中东欧多元的安全战略ꎮ③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相互依赖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广泛使用的理论工具

之一ꎬ通过强调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弱化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ꎬ国际关系学者将研

究重点聚焦经济因素ꎬ为解读国际关系形势和处理对外关系定位提供更客观的视

角ꎮ④ 库珀(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 Ｃｏｏｐｅｒ)是最早从理论层面提炼相互依赖概念的学者ꎬ他将相

互依赖定义为一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发展之间的敏感反应关系ꎮ⑤ 一国与他国的

关系越密切ꎬ其对于他国变化的感受就越迅速且显著ꎮ 之后ꎬ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

ｈａｎｅ)和奈(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在其著作«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提出了“脆弱性相互依赖”

的概念ꎬ并将其解释为行为体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政策发生变化之后)强加的代价

而遭受损失的程度ꎮ⑥ 鲍德温(Ｄａｖｉｄ Ａ. Ｂａｌｄｗｉｎ)则将“脆弱性相互依赖”解释为如果

一国打破与另一国的关系所付出的昂贵代价ꎮ⑦ 对于相互依赖关系ꎬ余万里综合了上

述观点ꎬ将其敏感性描述为一国感受外来变化的速度和深度ꎬ而脆弱性则被认为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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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行政策调整的能力和难度的反映ꎮ① 对于经济相互依赖的现实效果ꎬ学界也存在

观点分歧ꎮ 波洛契克(Ｓｏｌｏｍｏｎ Ｗ. Ｐｏｌａｃｈｅｋ)、温特(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ｅｎｄｔ)等人肯定了经济

相互依赖对于改善国际关系的作用ꎬ认为经贸投资规模提高了冲突成本ꎬ促进了国际

合作ꎮ② 而巴比尔蕾(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Ｂａｒｂｉｅｒｉ)和鲁文尼(Ｒａｆａｅｌ Ｒｅｕｖｅｎｙ)则认为ꎬ经济的高

度相互依赖并不会降低冲突ꎬ反而会增加冲突的机会ꎮ③ 基欧汉和奈并没有对相互依

赖的现实效果给出确定性结论ꎬ而是从成本的角度ꎬ认为国家政策的偏好取决于“敏

感性”与“脆弱性”的权衡ꎮ④ 对于中东欧国家而言ꎬ姬文刚认为ꎬ中东欧国家对俄能源

依赖度较高ꎬ难以在短期内与俄罗斯彻底疏离ꎬ但为了构筑有利于自身的相互依存关

系ꎬ中东欧国家不得不在“有限自主”的条件下ꎬ通过拉近和欧美的合作关系来维护其

自身地缘势力范围ꎬ而能否迅速找到可替代能源将成为其破局的关键ꎮ⑤ 王弘毅和张

子琰则聚焦波俄双边关系ꎬ以敏感性与脆弱性为核心变量构建了两国能源不对称相互

依赖关系的分析框架ꎮ 他们认为ꎬ波兰长期高度依赖俄能源供应ꎬ因而对俄能源政策

敏感性依赖水平较高ꎬ并且由于俄能源在波兰市场具有垄断性地位ꎬ短期内难以找到

替代方案ꎬ所以脆弱性依赖水平同样较高ꎮ⑥ 此外ꎬ马腾等基于引力模型ꎬ分析了中、

美、俄三国与中东欧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ꎬ指出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经

济相互依赖性显著高于中、美两国ꎬ且“中心—外围”关系结构稳定ꎬ但阶段性波动明

显ꎬ且国家间呈现显著差异ꎬ从而为说明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存在非一致的经济相互

依赖关系提供了量化参考ꎮ⑦

综上ꎬ既有研究不乏基于威胁感知或相互依赖理论ꎬ对国际关系与国家政策取向

进行分析ꎬ但仍存在有待探索的研究空间ꎮ 一方面ꎬ在理论层面ꎬ威胁感知理论突出了

国家决策者对于外部威胁信息的识别ꎬ包含了对于他国威胁意图和威胁能力的判断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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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受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影响显著ꎮ① 相互依赖理论突出对于客观经济规律的遵循ꎬ

研究大多建立于国家为理性人的假定之上ꎬ将实现经济绝对收益的最大化视为国家制

定政策的根本依据ꎮ 然而ꎬ现实世界中的国家间行为既离不开人的本性ꎬ②也受客观

条件的约束ꎬ仅从单一视角加以分析难免导致结论的片面性ꎬ因此有必要构建威胁感

知和相互依赖互动的分析框架ꎬ解释国家间政策行为的现实状况ꎮ 另一方面ꎬ从研究

对象上看ꎬ涉及中东欧国家战略选择的既有研究相对有限ꎬ且研究主体大多聚焦于中

东欧整体或单一国别ꎮ 现实中ꎬ中东欧国家历史、区位、资源禀赋等条件不同ꎬ思维模

式与价值偏好等主观因素各异ꎬ因此ꎬ即使在相同的外部冲击下ꎬ其政策应对也具有明

显差异ꎮ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ꎬ目前学界对于中东欧国家差异化政策选择及其内在机理

尚缺乏深入阐述ꎬ需要对其行为逻辑做出更加精细化的挖掘与归类ꎮ 此外ꎬ当前国家

利益愈发趋于政治与经济的融合ꎬ而经济手段已成为国家间获取相对收益的重要工

具ꎮ 特别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ꎬ经济政策的调整ꎬ尤其是能源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调整

可能成为中东欧国家最为有效的维护自身地缘利益、实现战略制衡的路径ꎮ 然而ꎬ既

有研究大多围绕变局下中东欧国家政治外交领域的转向展开讨论ꎬ基于能源、产业等

领域的经济政策分析存在不足ꎬ无法完整展示俄乌冲突下中东欧国家的战略调整与动

机ꎬ因此需要深入剖析与解读ꎮ 基于上述考量ꎬ本文将对中东欧当前受到的经济冲击

进行客观分析ꎬ在梳理并归类俄乌冲突下中东欧国家能源和产业政策应对差异的基础

上ꎬ引入威胁感知和相互依赖作为动因变量来构建解释中东欧国家经济政策分化的理

论分析框架ꎬ在进一步加深对中东欧国家经济政策行为逻辑认识的同时ꎬ为中国深化

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带来新的启示ꎮ

二　 俄乌冲突对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冲击

２０２０ 年ꎬ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ꎬ而中东欧一度成为全球疫情大流行的“震中”地

带ꎮ 为应对市场冲击ꎬ中东欧国家纷纷出台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平稳经济ꎮ③ 财政支出

的大幅扩张虽然使中东欧经济获得“喘息”的时间ꎬ但也带来了公共债务的上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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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率走高等问题ꎬ且随着扩张政策效果的减弱ꎬ中东欧经济复苏动能逐渐趋缓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ꎬ俄乌冲突爆发ꎬ巨大的外溢效应叠加中东欧自身经济周期步入收

缩阶段ꎬ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能源供给的不确定性ꎬ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ꎮ

(一)能源供给持续紧张ꎬ中东欧国家生产和消费均受打击

能源利益是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利益关系的主要体现之一ꎮ 由于中东欧自身能

源储量有限ꎬ且冷战时期过度依赖苏联的能源配给ꎬ能源独立意识不足ꎬ长期以来对俄

能源依赖性强ꎮ① 虽然在欧盟气候政策的引导下ꎬ中东欧初步形成以竞争、自由为导

向的能源市场ꎬ供给来源趋于多元ꎬ但缺口依然巨大ꎬ而俄罗斯仍是其初级能源(天然

气、石油)的头等供应国ꎮ 以天然气为例ꎬ２０２１ 年ꎬ中东欧国家管道天然气进口约 ６３６

亿立方米ꎬ而从俄罗斯的进口量就高达 ４０４.６ 亿立方米ꎬ占比 ６８％ꎮ 其中ꎬ捷克、波黑、

塞尔维亚的天然气进口完全依赖俄罗斯ꎬ匈牙利从俄罗斯进口占比也超过了九成(见

表 １)ꎮ 即使在欧盟力推的可再生能源部署方面ꎬ俄罗斯依然在中东欧国家中发挥重

要作用ꎮ 苏联曾在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多个中东欧国家建造了多座反应堆ꎬ目前中东

欧仍有不少正在运行的核电站拥有苏联背景ꎮ②

俄乌冲突的爆发直接冲击了俄罗斯对欧能源供给ꎬ使中东欧国家陷入能源困境ꎮ

为了切断俄外部资金来源渠道ꎬ美欧针对俄能源出口开展多轮制裁ꎬ在推升市场紧张

情绪的同时ꎬ也打破了欧洲能源市场的供需平衡ꎬ造成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攀升ꎮ 根

据国际能源组织公布的数据ꎬ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中的欧洲国

家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 ２０.５４ 亿立方米ꎬ同比下降 ７５.７％ꎬ而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占

比也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的 ２２.４％降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的 １２.８％ꎮ③ 受此影响ꎬ２０２２ 年大部

分时间内ꎬ欧洲 ＴＴＦ 基准天然气期货价格相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的平均价格高出 ７ 倍

多ꎬ④而中东欧各国汽油、柴油等石油产品价格也明显上涨ꎮ 如匈牙利、捷克和保加利

亚等国ꎬ从 ２０２０ 年年底至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ꎬ汽油价格每升涨幅超 ０.３ 美元ꎻ希腊、波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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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亚等国ꎬ同期柴油价格每升上涨更是超过 ０.５ 美元ꎮ①

表 １　 ２０２１ 年中东欧国家管道天然气进口数据

国　 　 家
从俄罗斯进口量

(百万立方米)
进口总量

(百万立方米)
从俄罗斯进口占比

(％)

阿尔巴尼亚 ０ ０ ０

波黑 ２４３.１ ２４３.１ １００％

保加利亚 ２４６２ ３２９０.６ ７４.８％

克罗地亚 ０ ２２９０.６ ０

捷克 ８７１８.９ ８７１８.９ １００％

希腊 ２６０４ ６４２６.４ ４０.５％

匈牙利 ７１０５ ７４７９ ９５％

黑山 ０ ０ ０

北马其顿 ０ ４２１.１ ０

波兰 １０４６８.２ １８５０２.９ ５６.６％

罗马尼亚 ２８７６.６ ３７１５.２ ７７.４％

塞尔维亚 ２３６５ ２３６５ １００％

斯洛伐克 ３５３６ ５１３１ ６８.９％

斯洛文尼亚 ８２.３ ９４７.１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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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ｄｕｃｔ / 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ꎮ

能源危机对中东欧的生产和消费两端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冲击ꎮ 从生产角度来看ꎬ

以往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供应为中东欧的生产制造创造了成本优势ꎬ而随着中东欧国家

与俄罗斯能源的逐步脱钩ꎬ企业上游原料成本压力骤增ꎬ企业利润面临大幅挤压ꎮ 俄

乌冲突爆发后ꎬ中东欧国家生产者价格指数基本升至两位数以上ꎬ虽然自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以来ꎬ该指数增势放缓且环比转跌ꎬ但仍处于历史高位ꎮ② 生产成本的推升给中东

欧国家企业生产带来明显的压力ꎮ ＣＥＩＣ 全球经济数据库的数据显示ꎬ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ꎬ

在已公布的 １０ 个中东欧国家中ꎬ有 ５ 个国家的工业生产指数较上一年明显下降ꎬ其中

斯洛伐克降幅超过 １０％ꎬ达到－１３.２％ꎬ而斯洛文尼亚同比下降高达 ７.２８％ꎮ③ 此外ꎬ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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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ꎬ２０２２ 年第四季度ꎬ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

克等国企业破产数量环比大幅增加ꎮ 其中ꎬ匈牙利的企业破产数量增幅最大ꎬ环比上

升 ４１.６％ꎬ且该国在第三季度环比增幅一度高达 １４３.１％ꎮ 同期ꎬ罗马尼亚和波兰的企

业破产数量环比增幅也均超过 ３０％ꎬ分别达到 ４０.１％和 ３４％ꎮ①

从消费角度来看ꎬ能源价格的上涨直接降低了中东欧居民的购买力水平ꎬ从而导

致消费需求疲软ꎮ② ２０２２ 年第一季度ꎬ除斯洛伐克外ꎬ其余中东欧国家个人消费支出

较上季度环比上升均值为 ３.１％ꎬ第二季度便由正转负ꎬ环比平均下降 ０.５％ꎬ第三季度

环比平均下降 ２.５％(见表 ２)ꎮ 与此同时ꎬ中东欧国家消费者信心也普遍受到影响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ꎬ中东欧国家经季节性调整后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多较去年同期下降ꎬ

其中匈牙利降幅甚至超过 ２００％ꎬ克罗地亚、捷克和波兰降幅也都超过 ６０％ꎬ未来购买

需求不容乐观(见表 ３)ꎮ

表 ２　 中东欧国家 ２０２２ 年前三季度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长(单位:％)

国　 　 家 ２０２２ 年第一季度 ２０２２ 年第二季度 ２０２２ 年第三季度

阿尔巴尼亚 ６.３ －１.６ －０.２

波黑 ３.１ －１.０ －６.４

保加利亚 ２.４ －２.７ ２.６

克罗地亚 １.５ ３.１ －２.１

捷克 ９.４ －０.１ －４.５

希腊 ２.６ －３.０ －４.１

匈牙利 ２.８ －５.５ －４.９

黑山 ７.０ ３.４ －０.６

北马其顿 －０.９ ０.８ －１.０

波兰 １.４ －０.８ －５.０

罗马尼亚 ０.９ ２.７ －２.１

塞尔维亚 １.４ －０.２ －１.４

斯洛文尼亚 ２.７ －１.９ －２.５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ＣＥＩＣ 数据计算得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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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部分中东欧国家经季节性调整后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情况(单位:％)

国　 　 家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消费者价格指数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消费者价格指数

同比增幅

保加利亚 －２５.９ －２０.９ －２３.９

克罗地亚 －２１.９ －１２.１ －８１.０

捷克 －２８.３ －１６.３ －７３.６

希腊 －４７.９ －３８.２ －２５.４

匈牙利 －４５.６ －１３.５ －２３７.８

波兰 －１７.３ －１０.４ －６６.３

斯洛伐克 －３２.３ －２４.１ －３４.０

斯洛文尼亚 －３２.３ －２４.３ －３２.９

　 　 资料来源: ＣＥＩＣ 数据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ｃｏｍ / Ｕｎｔｉｔｌｅｄ－ｉｎｓｉｇｈｔ / ｖｉｅｗｓꎮ

(二)营商环境恶化ꎬ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显现

营商环境是产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ꎬ直接影响着生产者、投资者、流通者、消

费者等各经济主体的行为与意愿ꎬ对于市场中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发挥重要作

用ꎮ① 近年来ꎬ国际经济合作持续不振ꎬ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全球经济的裂痕进一步加

深ꎬ而中东欧作为大国对抗的前沿地带ꎬ营商环境普遍恶化ꎬ国际贸易投资活动受到严

重冲击ꎬ扰乱了其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ꎬ为其经济复苏带来了严重的阻滞风险ꎮ

首先ꎬ中东欧原材料供应受阻ꎬ贸易形势不容乐观ꎮ 俄乌冲突爆发前ꎬ中东欧国家

与俄罗斯贸易往来十分密切ꎬ俄罗斯不仅是中东欧的主要能源供给国ꎬ还向其大量出

口钢铁、谷物以及钯、铑等关键工业原材料ꎬ而中东欧则主要向俄罗斯出口化工产品、

工业设备以及技术产品等ꎮ 一方面ꎬ俄乌冲突爆发以来ꎬ中东欧国家对俄出口大幅下

滑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中东欧 １１ 国②对俄出口额达 １５.４ 亿美元ꎬ当年 １０ 月ꎬ这一数值已降

至 １０.３ 亿美元ꎬ降幅达到 ３３ １％ꎮ 其中ꎬ中东欧对俄主要贸易大国出口均明显减少ꎬ捷

克、匈牙利、波兰等国出口降幅均超过 ３０％ꎮ③ 另一方面ꎬ自冷战结束后ꎬ中东欧国家广

泛承接了西欧的产业链转移ꎬ在经济上深度嵌入西欧价值链之中ꎬ是欧洲产业体系中的

重要一环ꎮ 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得中东欧能源及关键工业原材料供应大幅受限ꎬ不仅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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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本的提升ꎬ还导致中东欧供应链局部断裂ꎬ产业链正常运转面临显著干扰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上述中东欧 １１ 国贸易逆差达到 １１１.９ 亿美元ꎬ当年 １０ 月ꎬ这一数值扩大至 １２５.１

亿美元ꎮ 其中多数国家逆差增幅明显ꎬ如匈牙利贸易逆差从 １.２ 亿美元增长至 ９.２ 亿美

元ꎬ逆差扩大 ８ 亿美元ꎻ罗马尼亚贸易逆差从 ２８.２ 亿美元上升至 ３３.６ 亿美元ꎬ逆差扩大

５.４ 亿美元ꎻ希腊、波兰、克罗地亚等国贸易逆差扩大也均超过 １ 亿美元ꎮ① 上游供给冲

击叠加下游需求趋弱造成中东欧国家贸易逆差的进一步恶化ꎬ而这也恰恰反映了其高度

依赖的外部供应链稳定性正在降低ꎬ产业链安全风险有所上升ꎮ

其次ꎬ企业外迁压力升高ꎮ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作为北约东翼的中东欧国家ꎬ其安全

环境趋于恶化ꎮ② 俄乌战场目前仍处于胶着状态ꎬ美欧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不断

加码ꎮ 在此情况下ꎬ不排除俄罗斯采取极端的反制裁措施ꎬ这直接影响了企业对于中

东欧地区的安全预期ꎬ恐慌情绪的上升以及俄欧供应链脱钩导致的成本暴涨ꎬ使得中

东欧地区企业被迫调整产业链布局ꎬ企业外迁规模有所增加ꎮ ２０２２ 年第一季度至

２０２２ 年第三季度ꎬ多数中东欧国家净国际投资头寸③逆差有所收缩ꎬ其中ꎬ希腊和波兰

逆差下降超过 ５００ 亿美元ꎬ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逆差规模也分别减少了 １９０.７ 亿美元

和 １８０.４ 亿美元(见表 ４)ꎮ 地缘冲突与能源危机使中东欧国家的企业难堪重负ꎬ而美

国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出台的«通胀削减法案»更是加剧了中东欧乃至整个欧洲的产业流

失风险ꎬ使原有的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可能进一步遭到破坏ꎮ

最后ꎬ劳动力供给普遍紧张ꎬ产业链循环动力不足ꎮ 受生育率下降、老龄化趋势加

剧以及年轻劳动力移居西欧等问题的困扰ꎬ中东欧国家一直面临来自劳动力市场紧缩

的考验ꎮ 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中东欧国家劳动力的流失ꎬＣＥＩＣ 数据库数据显示ꎬ自

２０２２ 年第一季度以来ꎬ中东欧国家失业率总体保持稳定ꎬ部分国家甚至小幅下降ꎬ但

多数中东欧国家职位空缺数量显著上升ꎬ其中匈牙利和希腊 ２０２２ 年第三季度职位空

缺分别达到 ８９４００ 个和 ２４３２４ 个ꎬ较 ２０２１ 年第四季度增加的职位空缺超 ９０００ 个ꎬ增

长最为明显ꎮ④ 历史记忆塑造了中东欧国家人民较强的不安全感ꎬ而地处对峙前线以

及经济形势的不振使得中东欧国家的人才ꎬ特别是高技能人才具有较强的前往低风

险、更有发展前景地区的意向与动力ꎮ 如果俄乌冲突进一步恶化ꎬ中东欧国家劳动力

的外流现象将更加突出ꎮ 此外ꎬ俄乌冲突之前ꎬ乌克兰工人是中东欧国家劳动力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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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源ꎬ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ꎮ 例如ꎬ波兰各类制造业企业中ꎬ乌克兰工人占 １０％以

上ꎮ 随着冲突的爆发ꎬ乌克兰政府禁止 １８—６０ 岁的男性离境ꎬ加之许多男性返乌参

战ꎬ大量工人的流失给波兰制造业带来用工荒ꎮ① 劳动力的短缺不仅恶化了中东欧国

家供应链低效的弊端ꎬ工资成本的上升也使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ꎬ影响了中东欧在全

球产业链中的地位ꎮ②

表 ４　 ２０２２ 年 １－３ 季度部分中东欧国家净国际投资头寸(单位:亿美元)

国　 　 家 ２０２２ 年第一季度 ２０２２ 年第二季度 ２０２２ 年第三季度

阿尔巴尼亚 －８９.８ －８９.５ －８６.５

波黑 －６８.１ －６６.６ －６１.２

保加利亚 －１３７.７ －１１５.２ －１０１.３

克罗地亚 －２４８.６ －２２１.５ ———

捷克 －４８７.１ －４８７.０ －５７２.８

希腊 －３４９０.２ －３１６３.０ －２９０４.８

匈牙利 －８６５.８ －７３８.３ －６８５.３

黑山 －９２.５ －８５.０ －７４.４

北马其顿 －８５.９ －８１.７ －７６.２

波兰 －２５１４.７ －２２４８.９ －１９８３.１

罗马尼亚 －１２３９.８ －１１２８.８ －１０４９.１

塞尔维亚 －５０５.９ －４８７.７ ———

斯洛伐克 －６９５.４ －７００.２ －６７９.５

斯洛文尼亚 －２８.９ －９.５ １.２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ｉｍｆ.ｏｒｇ / ｒｅｇｕｌａｒ.ａｓｐｘ? ｋｅｙ＝ ６２８０５７４４ꎮ

(三)宏观经济承压加大

俄乌冲突引发的供应链、粮食、能源等危机使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面临严峻挑

战ꎮ 欧洲信用评级机构 Ｓｃｏｐｅ Ｒａｔｉｎｇｓ 在其发布的«中东欧国家主权展望 ２０２２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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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ꎬ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供应链中断、对俄制裁以及粮食、金属、天然气、化肥、石油等

大宗商品价格暴涨ꎬ严重挤压了中东欧的欧盟成员国的出口空间ꎬ这些国家的 ＧＤＰ 增

长率将降至 ２％到 ３％之间ꎬ比 ２０２２ 年年初预测的 ４.６％减少了一半ꎬ平均通胀率或将

上升到 １０％ꎮ① 同时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发布的数据显示ꎬ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ꎬ中东

欧国家 ＧＤＰ 总额按现价美元计算ꎬ从 ２.０９ 万亿美元增长到 ２.１７ 万亿美元ꎬ年增长率

为 ３.８％ꎬ比 ２０２１ 年增长率减少了 １０.４４ 个百分点ꎻ如按不变价格的本币计算ꎬ波黑、阿

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年增长率均比 ２０２１ 年的减少一半ꎬ分别少了 ５.１ 个百分点、４.

５２ 个百分点和 ３.８８ 个百分点ꎻ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的人均 ＧＤＰ 出现负

增长ꎬ年增长率分别为－２.３２％、－０.１５％和－０.０７％ꎬ且捷克、希腊、黑山、克罗地亚、北马

其顿、波黑、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的人均 ＧＤＰ 年增长率均低于 ２０２１ 年数值的三分之

一ꎮ② 由此来看ꎬ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压力巨大ꎬ宏观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上升ꎮ

三　 中东欧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差异化分析

虽然剧烈的安全震荡引起了中东欧国家的“应激反应”ꎬ使“去俄化”成为多数中

东欧国家的政治选项ꎬ但战略认知与现实利益的分殊让中东欧内部对俄态度产生了

“温差”ꎬ各国应对经济冲击的政策选择也存在一定的差异ꎮ 这在能源政策和产业政

策上表现得尤其明显ꎮ

(一)能源政策

欧俄之间的地缘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关系ꎬ而能源贸易也通常被看做维持

并推动欧俄关系的关键工具ꎮ③ 随着欧盟东扩的顺利进行ꎬ以欧盟为核心的欧洲一体

化取得重大进展ꎮ 中东欧国家中已有 ９ 个欧盟成员国ꎬ这些国家需要遵循欧盟的政策

规范ꎬ在欧盟制定的法律文件的约束下ꎬ追随欧盟战略调整自身的政策取向ꎻ而阿尔巴

尼亚、北马其顿、波黑、黑山和塞尔维虽未获得正式成员的身份ꎬ但均为欧盟候选国或

潜在候选国ꎬ因此在“欧盟身份”的驱动下ꎬ中东欧国家在能源议题上与欧盟政策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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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趋同ꎮ 出于对能源安全与地缘政治的考量ꎬ欧盟一直视对俄能源合作为核心议题

之一ꎮ 虽然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引发欧盟对俄的强烈抗议ꎬ但是在德、法、荷等西欧国

家的引导下ꎬ欧盟并未彻底改变在能源议题上的对俄政策ꎮ① 与 ２０１４ 年试图维系合

作的态度不同ꎬ自俄乌冲突以来ꎬ欧盟在拒绝对俄绥靖政策上达成普遍共识ꎬ而摆脱对

俄能源依赖成为其政策着力点ꎮ②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８ 日ꎬ欧盟委员会提出“重新赋能欧

盟”(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计划ꎬ旨在通过推进进口气源的多元化、加速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减

少供暖和发电环节的天然气使用等手段ꎬ增加欧盟整体能源体系的弹性ꎻ计划在 ２０２２

年年底前ꎬ减少三分之二的俄气进口ꎬ而成员国地下储气库在 １０ 月 １ 日前至少达到其

容量的 ９０％ꎬ以应对供应中断的风险ꎮ 同时ꎬ欧盟还提出将在 ２０３０ 年之前完全消除对

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ꎮ③ 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至 １１ 日举行的凡尔赛峰会上ꎬ减少对俄

罗斯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等能源的依赖成为核心议题ꎬ开启“能源独立”之路得到成员

国元首的认同ꎮ 为了加快能源目标的实现ꎬ欧盟在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发布了“重新赋

能欧盟”计划的实施细则ꎬ以“适应 ５５”提案(Ｆｉｔ ｆｏｒ ５５)④为基础ꎬ明确了节能、能源进

口多元化、清洁能源转型加速、投资和改革四大路径方向ꎬ并加大了目标推进力度ꎬ将

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的日程从 ２０３０ 年提前至 ２０２７ 年ꎮ⑤

不可否认ꎬ欧盟政策对于成员国甚至中东欧的非欧盟成员国的政策执行具有显著

的影响ꎬ但欧盟在能源领域的共享权能使成员国依旧保留了该领域的政策掌控和主

导ꎮ 中东欧国家无论是能源结构、发展水平ꎬ还是地缘政治环境、外交关系均存在差

异ꎬ因此ꎬ对能源政策的偏好也具有异质性ꎮ

(１)推进对俄能源全面“脱钩”

基于历史情结和现实地缘政治因素ꎬ波兰是中东欧国家中对俄制裁的激进派ꎬ在

欧盟能源政策制定上也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ꎮ 波兰一直以来主张欧盟应尽快摆脱

对俄能源依赖ꎬ并多次对欧盟过去的绥靖政策以及俄乌冲突爆发后部分西欧大国摇摆

不定的立场表示强烈不满ꎮ 在能源政策的实施上ꎬ虽然波兰的能源结构中煤炭、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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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传统化石能源占比较高ꎬ且对俄高度依赖ꎬ但其能源“去俄化”态度十分坚决ꎬ甚至

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提出了“去俄罗斯化”(Ｄｅｒｕ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计划ꎬ即在 ２０２２ 年年底前停止进

口俄石油和天然气ꎮ① 为了尽快填补能源缺口ꎬ波兰在短期内实施“退煤、退核”政策

的同时ꎬ也着力推进能源供应的多元化和加大在能源转型上的投入ꎮ 首先ꎬ为应对能

源危机ꎬ波兰弃煤步伐放缓ꎮ 波兰虽是产煤大国ꎬ但随着开采成本的不断走高ꎬ其煤炭

对俄进口依赖近年来有所上升ꎮ 在之前全球减排的压力下ꎬ波兰曾多次提出要弃用煤

炭以应对气候变化ꎬ但俄乌冲突使这一进程放缓ꎬ煤炭需求及价格被迅速推高ꎮ 为了

增加供给以降低民众取暖成本ꎬ波兰甚至放宽了家庭取暖用煤的质量标准ꎬ再次允许

使用污染水平更高的褐煤ꎮ② 其次ꎬ在推进能源供应多元化方面ꎬ波兰也在积极寻找

俄罗斯能源的替代者ꎬ如煤炭供应方正逐步转向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南非、澳大利

亚等国ꎬ国内开采量也在增加ꎮ 该国还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启动了已建设多年的波罗的海

天然气管道(Ｂａｌｔｉｃ Ｐｉｐｅ)项目ꎮ 该项目总长度约 ９００ 公里ꎬ实现了将挪威的天然气田

与波兰连接ꎮ 项目年最高输气量达 １００ 亿立方米ꎬ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对波

兰的年出口量相当ꎮ③ 波兰—立陶宛天然气管道(Ｇａｓ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ａｎｄ－Ｌｉｔｈｕａｎｉａ)

也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正式开通ꎬ确保了波兰和立陶宛的天然气双向流动ꎬ进一步强化了该

地区的供应替代能力ꎮ④ 值得注意的是ꎬ俄乌冲突后ꎬ美国已与波兰签订了多份协议ꎬ

进一步加大了美对波液化天然气供应ꎬ这也为其能源“去俄化”增添了信心ꎮ 再次ꎬ俄

乌冲突背景下ꎬ化石能源市场的跌宕起伏造成成本激增ꎬ各国更加意识到可再生能源

的重要性ꎮ 紧张的能源局势使波兰不遗余力地加大在能源转型上的投入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波兰部长理事会通过了«面向 ２０４０ 年的波兰能源政策更新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ｐｄａｔｅ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Ｐｏｌａｎｄ ｕｎｔｉｌ ２０４０)ꎬ旨在通过进一步加快能源多样化ꎬ促进能

源安全和独立性的提升ꎮ⑤ 波兰政府还修改了 ２０１６ 年通过的风能设施建设限制ꎬ将

可建设涡轮风机的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由此前的 ０.３％提高到 ７％ꎬ并对家庭申

９７　 俄乌冲突下中东欧经济政策差异化动因:威胁感知与相互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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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太阳能电池板向主电网供电和电力回购提供了一定的补贴和折扣ꎮ① 在政府政策

的支持下ꎬ波兰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已呈上升态势ꎮ 波兰经济研究机构

Ｉｎｓｔｒａｔ 公布的数据显示ꎬ２０２２ 年波兰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达到 ２８.０１ 亿千瓦时ꎬ打破

了历史纪录ꎬ占国家发电量的比重也升至 １６.３％ꎮ② 最后ꎬ为了减少能源成本上升给

生产消费带来的冲击ꎬ波兰还给予民众一系列补贴、优惠等资金支持ꎮ 如波兰议会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通过了对脆弱实体采取最高电价不超过约 １６５ 欧元 /兆瓦时的方案ꎬ并

对家庭超过限额(每年 ２ 兆瓦时)的用电量的最高价格设定为 １４５ 欧元 /兆瓦ꎬ由一个

特别基金和国家预算提供资金ꎮ③

(２)提升能源韧性ꎬ主张政策跟从

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黑山等国由于对俄能源依赖度较低ꎬ因此ꎬ对

俄立场表现出跟从美欧的特征ꎬ在能源政策方面主要专注于通过推进国内能源转型ꎬ

提升自身能源韧性ꎮ 如“自给自足”是罗马尼亚国内能源供应的主要方式ꎬ大约 ５００

万户家庭在冬季通过烧柴取暖ꎬ而 ６５％的罗马尼亚人口并不依赖天然气ꎮ④ ２０２２ 年ꎬ

罗马尼亚通过了一系列促进民用可再生能源和核能领域发展的法案ꎬ进一步巩固其能

源独立性ꎮ 水电是黑山电力供应的主要来源ꎬ但限于技术与投资力度ꎬ其丰富的太阳

能和风电资源并未得到有效开发ꎮ 为了提升能源多样性ꎬ在保障地区电力稳定供应的

同时实现节能减排目标ꎬ黑山将建设新的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设施定为其重点发展

方向ꎮ 与此同时ꎬ为了保护民众和国家经济免受能源、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影响ꎬ这些对

俄立场跟从型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财政支持政策ꎮ 如罗马尼亚采取了电力和天然气

“限价与补偿”一揽子措施ꎬ比利时布鲁盖尔智库(Ｂｒｕｅｇｅｌ ｔｈｉｎｋ－ｔｈａｎｋ)研究报告的数

据显示ꎬ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到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ꎬ罗马尼亚在缓解能源危机给家庭和商业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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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击上已拨款 ９０ 亿欧元ꎬ占本国 ２０２１ 年 ＧＤＰ 总量的 ３.８％ꎮ① 斯洛文尼亚政府为

有需求的公民提供价值 ２００ 欧元的一次性能源津贴ꎬ并对大中小型企业实施了电力和

天然气价格补贴措施ꎬ设定了电力和天然气的最高转售价格ꎬ并限制汽车燃油等石油

产品的价格ꎮ② 斯洛文尼亚政府表示ꎬ２０２３ 年ꎬ该国将投入 ５０ 多亿欧元用于应对能源

危机ꎮ③ 此外ꎬ北马其顿虽然对外能源依存度较高ꎬ但为了顺利入盟ꎬ该国政府及国内

精英一直在地缘政治立场上采取对欧盟的跟随政策ꎮ 在俄乌冲突中ꎬ北马其顿建制派

在外交政策上的“屈从”引起了部分政党的不满ꎬ其外交立场对于经济和安全利益的

损害也加剧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裂痕ꎮ 为了应对能源危机ꎬ北马其顿在努力扩大国内

产能的基础上ꎬ积极与欧盟国家协调能源供应ꎬ甚至通过中间商继续购买俄罗斯天然

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天然气ꎬ基本弥补了其能源缺口ꎮ 同样ꎬ为了避免出现“能源贫

困”ꎬ北马其顿采用税收优惠和补贴等方式ꎬ力求缓解企业与家庭的经济负担ꎮ④

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和希腊等国一直以来都在寻求在欧盟与俄罗

斯之间的战略平衡ꎬ因此在俄乌冲突中ꎬ这些国家虽然总体保持同欧盟立场的一致性ꎬ

以获取美欧更大的支持ꎬ但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权衡以及对俄罗斯地区影响力的忌惮ꎬ

在能源政策上左右摇摆ꎬ希望通过保持一定的政策弹性ꎬ减少冲突给能源供应带来的

大幅波动ꎮ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ꎬ上述国家均对俄进行了严厉谴责ꎬ并跟随欧美对俄

实施制裁ꎮ 如捷克总统泽曼(Ｍｉｌｏｓ Ｚｅｍａｎ)曾以对俄罗斯的支持而闻名ꎬ但俄乌冲突

爆发后便立刻表态ꎬ认为俄罗斯犯下危害和平罪ꎬ并呼吁对俄实施更严厉的制裁ꎮ⑤

保加利亚、斯洛伐克以及希腊等国的重要政治人物也迅速发表声明ꎬ谴责俄罗斯对乌

克兰的“侵略”ꎬ并纷纷加入对俄制裁的行列ꎮ 制裁带来的“反噬”使上述国家承受了

较大的能源压力ꎬ随之而来的国内动荡使其不得不转变政策方向ꎬ以此放松能源约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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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保加利亚虽然是首批被俄罗斯断供天然气的国家ꎬ但由于难以忍受飙升的能源价

格ꎬ政府选择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进行谈判ꎬ并决定暂停执行欧盟对俄罗斯

燃料的制裁ꎬ计划在 ２０２４ 年年底前ꎬ取消对提供汽车燃料的俄罗斯企业的禁运限

制ꎮ① 斯洛伐克经济部长苏利克(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ｕｌíｋ)也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３ 日表示ꎬ该国约

８５％的天然气需求依赖俄罗斯ꎬ因此不能切断俄能源的供应ꎬ必要时将以卢布支付ꎮ②

政策的转向使俄罗斯能源依然在上述国家的能源结构中占据重要份额ꎮ 根据希腊天

然气输送系统运营商(ＤＥＳＦＡ)预测ꎬ２０２２ 年ꎬ希腊仍有约 ３８％的天然气需求依赖俄罗

斯供应ꎬ到 ２０３０ 年将下降至 ３２％ꎮ③ 根据彭博社汇编的数据ꎬ２０２２ 年ꎬ俄罗斯通过管

道向斯洛伐克输送的天然气为 １４６ 亿立方米ꎬ虽然相较于 ２０２１ 年的 ２９８ 亿立方米明

显下降ꎬ但依旧保持畅通ꎮ④ 除努力平衡外部能源供应外ꎬ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

希腊等国也在积极寻求替代能源方案ꎮ 捷克除通过其能源集团 Ｃ̌ＥＺ 每年订购来自美

国的 ３０ 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外ꎬ还重启了与波兰的 Ｓｔｏｒｋ ＩＩ 天然气管道计划ꎬ进一步

拓展了天然气供给渠道ꎮ⑤ 保加利亚与希腊签署了一项天然气合作协议ꎮ 根据协议ꎬ

希腊将获得保加利亚的天然气储存设施ꎬ保加利亚则将扩大使用希腊的液化天然气终

端ꎮ⑥ 保加利亚还将通过«复苏与韧性计划»ꎬ对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 １ 亿欧元ꎬ以此

推动其中小企业自主生产能源ꎮ⑦

(３)坚持务实路线ꎬ保持对俄能源合作

匈牙利、塞尔维亚和波黑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了务实路线ꎬ并倾向于采取更加自主

的能源政策ꎬ不仅反对多数美欧国家倡导的对俄“脱钩”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与

俄罗斯的能源合作ꎬ在巨大的外部政治压力下ꎬ形成了符合自身利益与特性的能源政

策模式ꎮ 匈牙利对俄罗斯化石能源依赖度高ꎬ且保克什核电站的技术也由俄方提供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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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欧盟发起对俄制裁招致匈牙利的强烈反对ꎮ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Ｏｒｂｎ Ｖｉｋｔｏｒ)

曾多次表示欧盟应取消对俄制裁ꎬ并直言:“布鲁塞尔的制裁将欧洲推向了能源危

机”ꎮ① 在欧尔班政府的坚持下ꎬ匈牙利不仅获得对俄石油进口的豁免ꎬ而且与俄方达

成天然气增供协议ꎬ并为俄罗斯牵头的核电站扩建项目发放了关键许可证ꎬ进一步强

化了与俄罗斯的能源联系ꎮ 塞尔维亚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承受了来自西方国家的

巨大压力ꎬ但出于国内利益的考量ꎬ坚持不对俄采取制裁措施ꎮ 这一立场也使塞尔维

亚获益良多ꎬ在欧洲能源价格攀升的背景下ꎬ与俄罗斯达成了长达三年的新气采购协

议ꎬ俄承诺将以全欧最低价向塞尔维亚出售天然气ꎮ② 波黑虽然名义上支持西方国家

的制裁立场ꎬ但因国内塞族政治势力的反对ꎬ未对俄实施制裁措施ꎮ 目前ꎬ俄罗斯依然

保持对波黑的天然气供应ꎬ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也表示ꎬ天然气供应价格以

当前合作的价格为准ꎬ无须根据市场形势进行调整ꎮ③ 俄能源相对低廉的价格和稳定

的供应使匈牙利、塞尔维亚和波黑三国的能源压力相较欧洲整体水平明显偏低ꎬ但军

事冲突的持续以及欧盟制裁的升级导致的能源危机不可避免地对其产生影响ꎬ能源价

格的上涨使这些国家不得不采取措施以保持国内经济的平稳运行ꎮ 匈牙利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宣布进入能源紧急状态ꎬ并于 ８ 月批准了包括增加天然气供应、禁止燃油和木柴

出口以及延长保克什核电站运行期限等措施在内的能源安全计划ꎮ④ 塞尔维亚新政

府将能源问题视为绝对优先事项ꎬ推动能源供应来源和运输路线的多样化将成为其提

升能源可持续性、安全性和独立性的重点发力方向ꎮ⑤

(二)产业政策

产业链与供应链已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主战场ꎮ 俄乌冲突的爆发使本就处于恢

复期的中东欧产业链再受重创ꎬ大宗商品市场的动荡、劳动力的流失、上下游环节的脱

节等困境不断挤压着中东欧国家产业发展的空间ꎮ 在欧盟层面ꎬ自新冠疫情导致欧盟

供应链出现危机以来ꎬ其产业政策便重点聚焦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上ꎬ并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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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ｅａｓ.ｐｈｐ.



强化其数字和绿色领域的先发竞争优势ꎮ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欧盟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

成本压力ꎮ 与此同时ꎬ美国出台了旨在振兴国内工业和促进脱碳的«通胀削减法案»ꎬ

韩国、日本等国也在多个领域推出类似计划ꎬ使欧盟产业面临更大的外部竞争ꎮ 为确

保自身在数字与低碳转型中的领先地位ꎬ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ꎬ欧盟

相继发布了«绿色协议产业计划»«欧洲芯片法案»等ꎬ通过强化相关领域全产业链的

产能和技术水平ꎬ以及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ꎬ从而分散供应依赖ꎮ 此外ꎬ为确保危机

时期的商品、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以及关键商品、服务的可获得性ꎬ欧盟委员会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发布“单一市场应急工具”(ＳＭＥＩ)一揽子立法提案ꎬ为单一市场创建包括

应急、预警和紧急三种模式的危机治理架构ꎬ并赋予欧盟委员会权力ꎬ以在不同风险模

式下实施相应力度的调控措施ꎮ 而在紧急模式下ꎬ欧委会甚至可以强制要求成员国优

先生产供应短缺的商品ꎬ并有权阻止成员国采取内部市场限制和歧视性措施加剧供应

链危机ꎮ① 在危机时期加强内部市场弹性的举措无可厚非ꎬ但颇具“纵向扶持”色彩的

产业政策很可能引起利益分配的不均ꎬ而且对于外部依赖的过度恐惧也容易造成原有

产业分工效率的快速下滑ꎮ 基于自身产业状况ꎬ中东欧国家在协调欧盟产业政策和应

对危机的举措上也存在差异性取向ꎮ

(１)积极寻求与欧盟对标趋同

波兰在产业政策上与欧盟具有较高的趋同性ꎬ且表现出较强的“反俄挺乌”特点ꎮ

为了给欧盟的«绿色协议产业计划»和数字化转型铺平道路ꎬ波兰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更新

了«面向 ２０４０ 年的波兰能源政策» (ＰＥＰ２０４０)ꎬ旨在通过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包括

水力发电厂、光伏发电和海上风车)来加强其能源主权ꎬ并计划在 ２０２１—２０４０ 年间花

费约 ４２００ 亿美元用于能源部门的转型ꎮ② 虽然在数字技术方面ꎬ波兰在欧盟国家中

并不具备优势ꎬ但政府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技术扶持力度ꎬ并积极支持技能培训ꎬ从而

加速其国内数字化转型ꎬ提高生产率ꎮ③ 同时ꎬ为了提升产业链韧性ꎬ并为关键领域的

供应链提供保障ꎬ波兰在优化引资政策的同时ꎬ也积极寻求贸易伙伴的多元化ꎬ以降低

对俄依赖ꎮ 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ꎬ波兰除了依据«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年波兰经济重大投资支

持计划»(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Ｅｃｏ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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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２０１１－２０３０)为投资者提供补助金支持外ꎬ还在 ２０２２ 年出台了使投资

者能够确定其投资税收效应的新投资协议ꎮ 该协议由投资者和财政部长签订ꎬ任何计

划在波兰投资超过 １ 亿兹罗提的投资者均可提交协议申请ꎬ为此波兰财政部还专门设

立了投资者税务服务中心以支持相关业务的开展ꎮ① 为了寻求美国对供应链的支持ꎬ

波兰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同美国签署了«关于双方战略对话的联合声明»ꎬ强调了双方将扩

大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ꎬ以保护新兴技术免受威胁ꎬ并加强双边和跨大西洋贸易ꎬ凭借

美国更具弹性的经贸网络ꎬ提升双方供应链的稳定性ꎮ② 此外ꎬ作为欧洲“反俄”情绪

最为高涨的国家ꎬ波兰在产业政策上也体现出鲜明的政治立场ꎮ 波兰在经济层面坚决

执行“去俄罗斯化”ꎬ并提出了名为“反普京盾牌”的一揽子计划ꎬ通过减税、简化企业

规章、支持农民以及为家庭和弱势消费者稳定能源价格等措施来抵消通胀率上升的影

响ꎮ③ 波兰对乌克兰的重建也给予充分的关注与支持ꎮ 根据波兰投资贸易局公布的

数据ꎬ超过 ４００ 家企业宣布有兴趣助力乌克兰的战后重建ꎮ 波兰 Ｐｅｋａｏ 银行也在其发

布的报告中指出ꎬ波兰的公共机构和企业可以与乌克兰分享在基础设施现代化、法律

协调以及欧盟供应链融入等方面的经验ꎬ并给予乌克兰必要的支持ꎬ因制裁被冻结的

俄罗斯资产也可以为乌克兰的重建提供资金ꎮ④

(２)注重短期纾困ꎬ产业转型动力不足

部分巴尔干国家以及捷克、斯洛伐克都是欧盟财政资助的净受益者ꎬ因此ꎬ在设计

产业政策时ꎬ在一定程度上遵循欧盟的产业战略方向ꎮ 但出于对自身经济与政治利益

的权衡ꎬ上述国家在执行层面更加注重按国内事项的优先程度落实政策ꎬ因此ꎬ对于欧

盟产业政策的推进力度相较于欧盟预期偏弱ꎮ ２０２２ 年ꎬ上述国家中的欧盟成员国通

过凝聚力基金、区域和发展基金、复苏和复原力计划与公平过渡基金等获得了欧盟的

大量资助ꎬ为促进其国内的绿色和数字化转型、实现净零碳和有弹性的经济发展创造

了更好的条件ꎮ 黑山、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虽不是欧盟成员国ꎬ但作为候选国家ꎬ在

俄乌冲突背景下ꎬ仍得到了欧盟的经济援助ꎬ用于推进其绿色能源建设ꎮ 为了在资金

落实中取得进展ꎬ并为受冲击影响的民众和企业纾困解难ꎬ上述国家纷纷出台了一系

列产业支持政策ꎬ在缓解社会经济动荡的同时ꎬ试图引导产业结构向欧盟方向“靠

５８　 俄乌冲突下中东欧经济政策差异化动因:威胁感知与相互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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拢”ꎮ 如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等国沿着复苏和复原力计划方

向ꎬ在可持续交通、电力市场、脱碳、数字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了改革ꎬ根据欧委会评

估ꎬ均已顺利通过首次付款申请ꎮ① 捷克、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等国也在欧盟的国家

援助临时危机框架下获批援助计划ꎬ以保障市场的平稳运行ꎮ 罗马尼亚还在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实施了名为“支持罗马尼亚”(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Ｒｏｍａｎｉａ)的一揽子社会经济措施ꎬ计划

投入 １７３ 亿列伊(３４ 亿欧元)以缓解低收入家庭和企业受能源和物价上涨的影响ꎬ其

中一半以上(５２％)资金将由欧盟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多年期财政框架指定但尚未使用的凝聚

基金提供ꎮ② 在欧盟—西巴尔干国家峰会上ꎬ欧盟宣布了对黑山、阿尔巴尼亚、北马其

顿在内的西巴尔干国家 １０ 亿欧元的经济援助ꎬ以改善该地区能源设施、提升能效以及

发展可再生能源ꎮ 峰会期间ꎬ欧盟与该地区签署了能源安全合作宣言ꎬ参会领导人承

诺努力实施与欧盟绿色协议相一致的西巴尔干绿色议程ꎮ③ 尽管如此ꎬ上述国家在推

进产业转型上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ꎬ反而在执行上更关注短期风险的对冲ꎮ 如

“支持罗马尼亚”计划主要以能源补贴、食物代金券、学生贷款等形式发放ꎬ对于关键

产业的支持指向性并不明确ꎮ 斯洛文尼亚在近期推出的能源危机管理措施中ꎬ将能源

和食品价格限制、各类保障津贴以及优惠的流动性贷款等作为主要手段ꎬ推动产业长

期转型的政策动力不足ꎮ④ 捷克总统米泽曼甚至对欧盟绿色转型路线提出质疑ꎬ认为

导致欧洲当下能源危机最重要的原因是“绿色狂热主义”ꎮ⑤ 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等

西巴尔干国家虽然提出将在绿色和数字转型中有所作为ꎬ但其行政效率低下与透明度

不足ꎬ使欧盟的绿色雄心在这些国家难以充分施展ꎮ 其中ꎬ阿尔巴尼亚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宣布将在其总理府内建造一个新花园ꎬ随着中标方的公示ꎬ约 ４００ 万欧元的预算才被

披露出来ꎬ危机之下如此规模的支出不免令人咋舌ꎮ⑥ 可见ꎬ模糊的“脱碳”路线、有限

的转型投入、差异化的发展理念以及令人担忧的治理能力成为制约上述国家转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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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障碍ꎬ若想达到欧盟产业战略的发展目标ꎬ这些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ꎮ

为了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ꎬ上述国家也着力在拓展贸易渠道和吸引外

商投资上下功夫ꎬ且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ꎮ 如捷克贸易局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便开始

为与俄乌有出口业务的捷克公司提供危机咨询服务ꎬ以便为其产品尽快找到出口替代

渠道ꎮ① 为了增强自身的创新引领地位ꎬ捷克投资局不仅大力支持技术孵化项目ꎬ而

且通过多种渠道开展投资推介ꎬ为外商在捷投资提供协助ꎮ 保加利亚也主动寻求双边

贸易与投资合作的机会ꎬ其经济和工业部组织了丰富的商务互访与双边座谈活动ꎬ并

在 ２０２２ 年年底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ꎬ为最大程度降低引

资壁垒创造了良好条件ꎮ 为了更好地执行引资战略ꎬ罗马尼亚近期更是在总理的直接

协调下成立了外国直接投资促进机构ꎬ为进一步提升引资效率提供更加及时完备的制

度性支持ꎮ 虽然巴尔干国家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通过积极开拓国际合作以强化其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ꎬ但并未坚决切断对俄的经贸往来ꎮ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基于

欧洲各国统计局数据的计算结果显示ꎬ２０２２ 年 １—８ 月ꎬ四分之三的欧盟国家对俄贸

易额有所增加ꎬ其中对俄贸易额增加最多的是保加利亚(１４０％)、希腊(１３０％)、斯洛

文尼亚(１００％)和捷克(８０％)ꎮ 甚至有报道揭露ꎬ自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ꎬ

斯洛伐克疑似出口了数千件可支持俄罗斯军方物资生产的产品ꎬ包括轴承、发动机、电

子产品以及机械设备等ꎮ② 由此可以看出ꎬ基于客观情况与现实利益ꎬ对俄经贸领域

的彻底脱钩也许并不是巴尔干国家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优先选项ꎮ

此外ꎬ虽然上述国家秉持了与欧盟一致的“反俄挺乌”立场ꎬ但在产业政策上ꎬ除

了贯彻欧盟统一的制裁措施外ꎬ鲜有针对性的“加码”行为ꎬ对于乌克兰的支持也仅仅

是围绕军事与物资援助开展ꎬ并无产业层面的合作或帮扶ꎬ更没有形成利益的协同或

捆绑ꎮ 即便从援助规模上看ꎬ上述国家对乌的支持也在欧洲国家中处于偏低水平ꎮ 如

图 １ 所示ꎬ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数据ꎬ从 ２０２２ 年俄乌断绝外交关系至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ꎬ捷克、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希腊、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七国

对乌各领域援助金额为 １３.２ 亿欧元ꎬ仅占欧盟援助总额的 ６.６％ꎬ甚至不足波兰的四

成ꎮ 其中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分别援助 ２５８８.７ 万欧元和 １０６８.７ 万欧元ꎬ位列欧盟倒

７８　 俄乌冲突下中东欧经济政策差异化动因:威胁感知与相互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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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第四和第三ꎬ对乌资助占其 ＧＤＰ 比例分别为 ０.０５％和 ０.００５％ꎬ罗马尼亚的此项数

据更是在欧盟国家中垫底ꎮ①

图 １　 部分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援助金额情况(单位:十亿欧元)

资料来源: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数据库“乌克兰援助追踪”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ｆｗ－ｋｉｅｌ.ｄｅ / ｔｏｐ￣

ｉｃｓ / ｗａｒ－ａｇａｉｎｓｔ－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ｕｋｒａｉｎ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ｒａｃｋｅｒ / ꎮ

(３)“向东开放”以加快产业“脱困”

类似于在能源政策上的战略取向ꎬ匈牙利、塞尔维亚与波黑在产业政策上也基本

遵循以国家自身利益为根本ꎬ在面对外部政治压力的情况下ꎬ依然坚持务实的产业政

策基调ꎮ 在推动产业发展方面ꎬ上述三国对于欧盟的绿色与数字转型方向基本认同ꎬ

通过签署数字与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协议以及获取欧盟的支持资金ꎬ加快自身在相关

领域的能力建设ꎮ 但与多数中东欧国家产业转型路径趋向“欧盟化”的方式不同ꎬ上

述三国在绿色与数字转型实践上更加重视路径自主ꎬ以更大幅度的“向东开放”寻求

转型效率的提升ꎮ 例如ꎬ中匈曾在 ２０２１ 年年底签署了«关于加强绿色发展领域投资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ꎮ 俄乌冲突爆

发后ꎬ中匈产业合作水平不降反升ꎬ先后吸引包括蔚来、宁德时代等一批中国新能源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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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入驻匈牙利ꎬ华为也与沃达丰匈牙利公司合作ꎬ在匈推出了欧洲第一个 ５Ｇ 网络智

慧铁路港ꎬ中国银行作为牵头的主承销商及簿记管理人ꎬ成功协助匈牙利政府发行 ２０

亿元绿色主权熊猫债ꎮ 又如ꎬ塞尔维亚政府提出了 ６０ 亿欧元的引资目标用以改善空

气质量、加强固体废物管理和废水处理ꎬ并通过一项到 ２０２４ 年的循环经济发展计划ꎬ

重点聚焦废物管理、可再生能源使用和能源效率提升ꎮ① 中国企业同样积极助力塞尔

维亚能源转型发展ꎬ通过参与匈塞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ꎬ以及参与改造和新建污

水排放管网、处理体系、垃圾填埋场等ꎬ提升当地能源效率与环境治理水平ꎮ② 塞尔维

亚总理布尔纳比奇(Ａｎａ Ｂｒｎａｂｉｃ)还表示ꎬ希望 ２０２３ 年年底前能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

协定ꎬ从而推动塞国内经济发展ꎮ③

目前ꎬ中国已成为匈牙利和塞尔维亚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和重要的贸易伙伴ꎬ中国

与波黑近年来的经贸合作也成绩斐然ꎬ２０２２ 年双方贸易额已达 ３.１ 亿美元ꎬ同比上升

１２.２％ꎬ较 ２０１９ 年更是增加 ６３.２％ꎮ④ 为了强化自身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性ꎬ欧盟对

中国企业的警惕性有所上升ꎮ 虽然上述三国迫于欧盟压力ꎬ在经济领域的多个方面不

得不接受欧盟主流政策趋向的影响与约束ꎬ但面对欧盟经济的自顾不暇ꎬ为了确保自

身核心利益ꎬ上述三国实行了更大范围的战略关系多元化措施ꎬ以期依靠中国雄厚资

本的扶持加快经济脱困进程ꎬ并对冲产业链、供应链风险ꎮ

可想而知ꎬ匈牙利、塞尔维亚与波黑的“特立独行”自然会引起欧盟的不满ꎬ作为

“惩治”ꎬ欧盟以“未能满足欧盟多项法治改革要求”为由对匈牙利拨款实施冻结ꎬ对于

塞尔维亚和波黑ꎬ则以未来成员国身份相“要挟”ꎮ 不过ꎬ基于平衡、务实、多元的外交

理念以及“向东看”带来的经济政治效益的考量ꎬ即使是欧盟也无法扭转匈牙利的政

策选择ꎬ而塞尔维亚与波黑入盟的遥遥无期更是无法撼动中国对于其推动产业转型发

展的价值与地位ꎮ

９８　 俄乌冲突下中东欧经济政策差异化动因:威胁感知与相互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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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东欧国家经济政策差异化的动因

长期以来ꎬ中东欧国家处于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ꎬ其经济政策取向既取决于自身

的利益关切ꎬ也取决于域外行为体的权力竞争与势力影响ꎬ通常反映了诸多利益相关

者价值追求的均衡结果ꎬ是包含威胁感知与相互依赖在内的复合关系的集中体现ꎮ 随

着俄乌冲突的爆发与持续ꎬ作为冲突前沿的中东欧国家地缘格局更趋复杂ꎬ在此影响

下ꎬ中东欧国家经济政策如上文所述展现出差异化特征ꎮ 鉴于此ꎬ笔者将威胁感知与

相互依赖作为解析经济政策分化的动因变量ꎬ为分析中东欧国家经济政策“温差”与

阵营化新趋势提供学理支撑ꎮ

(一)威胁感知

冷战后ꎬ北约、欧盟借势东扩ꎬ俄罗斯战略空间被不断挤压ꎬ这使得中东欧国家长

期处于欧、美、俄三方激烈博弈的地缘政治格局之中ꎬ而“安全困境”也成为该地区难

以摆脱的铁律ꎮ① 随着 ２００８ 年俄格战争与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事件的相继发生ꎬ中东欧

国家的安全诉求持续提升ꎬ而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的爆发ꎬ更是加剧了大国在该地区的博

弈ꎬ导致中东欧国家安全风险再度上升ꎬ由此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威胁感知成为影响中

东欧国家经济政策转型的重要变量ꎮ 可以说ꎬ在原有地缘政治力量重组的过程中ꎬ域

外大国以及中东欧国家本身都在根据地缘禀赋条件和安全化愿景构建自己的地缘政

治空间ꎬ其中ꎬ安全化愿景源于一国对特定地理空间的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的投射ꎬ②

而这种意愿与客观地缘禀赋条件的差异也造就了中东欧国家不同的安全威胁感知ꎬ进

而影响了其战略发展定位及其作为经济行为体的政策选择ꎮ

具体而言ꎬ如上文所述ꎬ波兰因为在经济“去俄化”方面态度最为坚决ꎬ其承担的

“反噬”压力也最为显著ꎬ因而在能源、产业政策中的表现也相对激进ꎮ 究其原因ꎬ一

方面ꎬ波兰身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外环地带ꎬ且属于苏联阵营核心国家ꎬ历史上苏联对

其的控制和入侵给这个国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ꎬ历史的积怨使其依旧对当今的俄

罗斯心存顾虑ꎬ在俄乌冲突爆发后ꎬ对于安全威胁的感知明显高于中东欧其他国家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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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ꎬ俄罗斯虽经济水平有限ꎬ但作为拥核大国ꎬ其军事实力一直处于全球前列ꎮ① 相

较而言ꎬ欧盟不具备集体的常备军事力量ꎬ安全保障十分依赖美国领导下的北约ꎬ当邻

近的俄罗斯加大威胁力度ꎬ应激反应下的制衡行为将提升美欧合作意向ꎬ这在毗邻冲

突前沿的波兰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ꎮ 对俄互信基础的脆弱及对美军事安全的依赖促

使波兰在经济上更倾向于形成同美国政策的一致性ꎬ以此争取美国更大的信任以及对

俄的更强遏制ꎮ 另一方面ꎬ波兰一直以来都未曾泯灭其恢复大国地位的雄心ꎮ 无论是

当初“海间联邦”的构想ꎬ还是近年来三海倡议的提出ꎬ均折射出对于“波兰—立陶宛

联邦”的历史追忆ꎮ② 乌克兰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在习俗、语言以

及文化方面都与联邦保留一定程度的认同感ꎬ特别是东欧剧变后ꎬ乌克兰成为波兰争

取欧洲地位的重要抓手ꎬ甚至为了争取乌的支持ꎬ连“沃伦惨案”这样的事件也被杜达

政府有意摁下ꎮ 随着近 ３０ 年来经济转型的成功ꎬ波兰获取欧盟领导权的政治野心也

在不断膨胀ꎬ而出于对大国地位的重塑ꎬ波兰不仅需要通过快速且激进的经济政策调

整凸显其存在感ꎬ还需要向美国传达靠拢信号ꎬ通过发挥“离岸平衡”的“杠杆”作用ꎬ

推动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尽快达成ꎮ

多数地处巴尔干半岛的国家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在加入欧盟或成为欧盟候选国以

后ꎬ在身份和角色定位以及内政外交取向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欧盟规范性力量的塑造

和制约ꎬ③但正是由于这些国家属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晚被吸纳的国家群ꎬ在趋同

欧盟标准的过程中时常因价值规范的冲突而受阻ꎬ与欧盟之间的关系也更具复杂性ꎮ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欧盟与北约的合作进一步加深ꎬ北约主导欧洲安全保障的格局也得

到强化ꎮ 为了更好地树立“欧洲国家”形象ꎬ并获得更多来自北约的安全支持ꎬ上述国

家“挺乌反俄”立场趋同ꎬ且在政策应对上总体与欧盟保持了一致的步调ꎬ但这种浮于

表面的应激性团结随着危机的持续也逐步显现出消极跟随ꎬ甚至分化的状态ꎮ 为了追

求遏俄、弱俄的安全目标而过度消耗发展利益的做法已引起该地区国家的质疑ꎬ而有

限的安全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上述国家的情境焦虑与威胁感知ꎬ使其在更加理

性的形势研判下实现更加温和且多元的经济政策选择ꎮ

匈牙利、塞尔维亚与波黑是中东欧国家中的“务实派”ꎬ在多数国家对俄关系降到

历史最低点的情况下ꎬ都曾明确表示反对或不参与对俄制裁ꎬ而在经济政策应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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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更加自主灵活ꎮ 一方面ꎬ作为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的匈牙利ꎬ历史上虽然也曾受制

于苏联ꎬ但它将自己定位为处于东西方政治文化的交汇点ꎬ在国家治理、社会关系、外

交政策等方面不断寻求地缘政治的平衡ꎮ① 同时ꎬ匈牙利对外政策有着浓厚的民族认

同底色ꎬ在欧尔班的领导下ꎬ其传统价值观吸引力也在与日俱增ꎮ 随着疑欧倾向的上

升ꎬ匈牙利更坚持以本国立场作为政策制定的基点ꎬ军事上的“置身事外”成为其躲避

安全威胁以及保障经济利益的重要体现ꎬ而着眼于战后保持“与邻和睦”的地缘政治

目标塑造了其对俄较低的威胁感知度ꎬ这也为其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逻辑遵循ꎮ 另

一方面ꎬ塞尔维亚和波黑既不是欧盟成员国ꎬ也没有加入北约ꎬ且地理位置上距俄罗

斯、乌克兰相对较远ꎬ历史上也少有来自苏联或俄罗斯的入侵ꎬ对于俄罗斯的威胁感知

度偏低ꎬ亲美疏俄的安全诉求有限ꎬ因此ꎬ对俄乌冲突的立场也相对中立ꎮ 同时ꎬ塞尔

维亚认为ꎬ美欧在乌克兰和科索沃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ꎬ②而波黑塞族也受到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受害者的叙事主导ꎬ反对与西方结盟ꎬ这些都成为塞尔维亚和波黑进一步加

大与欧盟裂痕的显性因素ꎮ 上述地缘政治取向使得塞尔维亚与波黑在经济政策上有

着更大的自主裁量空间ꎬ并以更少的政治与安全协同约束ꎬ提升经济政策对外部输入

风险的聚焦ꎮ

(二)相互依赖

二战结束后ꎬ经济全球化便开始发展ꎬ并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

进入“快车道”ꎬ而地缘经济学也在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中得以逐步形成ꎮ 通过强

调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弱化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ꎬ地缘经济学将国际关系的重点转

向经济因素ꎬ为解读和处理国家间关系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视角ꎮ③ 虽然受地缘政治影

响ꎬ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ꎬ但国际分工使各国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ꎬ其价值创造

能力显而易见ꎬ经济全球化进程难以停滞ꎬ更不会消亡ꎮ 可以说ꎬ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地

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相互影响始终存在ꎬ国家间地缘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

缘经济的亲疏ꎬ而地缘经济上的合作或对立ꎬ也成为强化政治与军事合作或冲突的关

键驱动力ꎮ④ 东欧剧变后ꎬ中东欧国家实施经济转轨ꎬ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ꎬ大

力推进贸易自由化ꎬ且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资ꎬ形成了出口导向的外资驱动型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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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模式ꎮ① 这一模式虽然为中东欧实现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提供了有效助力ꎬ但作

为大国博弈与争夺的前沿地带ꎬ美、俄、欧均不断加大对该地区的经济渗透ꎬ以此构筑

有利于其自身的依存关系ꎬ不同国家间非均衡的经济相互依赖格局也由此逐步形

成ꎮ②

从经贸层面来看ꎬ欧盟是中东欧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ꎬ而与俄罗斯的贸易联系在

不同国家存在明显的差别ꎬ这种差异化的贸易依赖度也给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提

供了现实依据ꎮ 其一ꎬ波兰是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ꎬ２０２１ 年波兰从俄

罗斯的进口额为 ２０１.１ 亿美元ꎬ向俄罗斯的出口额为 ８７.９ 亿美元ꎬ稳居中东欧国家首

位ꎬ且远高于其他国家水平ꎮ③ 正如基欧汉和奈所言ꎬ行为体的相互依赖性既取决于

敏感性ꎬ也受脆弱性影响ꎮ④ 其中ꎬ敏感性是指在某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ꎬ即一

国发生的变化使另一国发生变化速度的快慢和付出代价的大小ꎬ而脆弱性是指一国政

策变化后所遭受损失的程度ꎮ 虽然波兰对俄贸易依存度较高ꎬ与俄经济的脱钩会在短

期内造成较大的贸易冲击ꎬ但在美国的支持下ꎬ其进口的可替代性预期较强ꎬ因此ꎬ对

俄罗斯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依赖以及相对可控的脆弱性依赖ꎮ 在经济应对政策上ꎬ正是

由于脆弱性有限ꎬ波兰对俄制裁并没有受到很大束缚ꎬ经济“去俄化”态度坚决ꎻ较高

的敏感性则体现在更为快速且激进的政策反应上ꎬ即通过快速采取行动缩短冲击“窗

口”ꎬ以降低政策响应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失ꎮ

其二ꎬ对于部分巴尔干国家及捷克、斯洛伐克来说ꎬ其整体对外贸易与俄罗斯的依

存度并不高ꎬ在进口规模上ꎬ俄罗斯甚至未在克罗地亚、北马其顿、斯洛文尼亚以及黑

山的前五大伙伴国占据一席之地(见表 ５)ꎮ 一方面ꎬ较低的经贸依存水平使得这一区

域的中东欧国家对于俄罗斯的政策敏感度偏低ꎬ并且俄罗斯出口贸易构成中“东升西

降”趋势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已经出现ꎬ而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和经济制裁发生后ꎬ这一进程

明显加速ꎬ进一步弱化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贸易强势地位ꎮ 由表 ６ 可知ꎬ该地区多数

国家近年来对俄罗斯进口依赖显著降低ꎬ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间ꎬ保加利亚、希腊、克罗地

亚、斯洛文尼亚从俄进口比重下降甚至一半以上ꎮ 由此可见ꎬ相较于波兰ꎬ该地区的中

东欧国家同俄罗斯的敏感性相互依赖已呈现出下降趋势ꎬ因此在面对“脱钩”风险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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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国家政策的应激性反应相对更低ꎬ且观望跟从倾向也会更加明显ꎮ 另一方面ꎬ

从俄罗斯进口的产品结构来看ꎬ该地区国家主要进口商品基本为天然气、石油、煤等化

石能源ꎬ短期内进口来源的可替代性有限ꎮ 虽然如上文所述ꎬ该地区部分国家自身能

源缺口不大ꎬ但仍有部分国家正在依托能源现货市场ꎬ通过高价购买液化天然气来缓

解能源紧张局势ꎬ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该地区国家对俄罗斯的脆弱性依赖ꎮ 即使在

欧盟的资金支持下ꎬ其能源的转型发展已开始推进ꎬ且主动寻求多元化能源供给渠道ꎬ

但“远水难解近渴”ꎬ短期的缺口仍驱使部分国家放松了政策上对俄的进口约束ꎬ对于

产业的扶持也更倾向于短期纾困ꎬ以可控的政策弹性放大风险对冲效果ꎮ

表 ５　 中东欧各国贸易伙伴排名及贸易占比(单位:％)

国　 　 家 最大进口来源地(占比％) 最大出口目的地(占比％)

阿尔巴尼亚
欧盟(５７ ７)ꎬ土耳其(９ ６)ꎬ中国(９)ꎬ

塞尔维亚(５ ２)ꎬ俄罗斯(２ ３)

欧盟(７４ ５)ꎬ塞尔维亚(１２ １)ꎬ北马

其顿(３ ３)ꎬ中国(１ ９)ꎬ黑山(１ ８)

波黑
欧盟 ( ５９)ꎬ塞尔维亚 ( １１ ４)ꎬ中国

(７ ９)ꎬ土耳其(５ ９)ꎬ俄罗斯(２ ９)

欧盟(７２ ９)ꎬ塞尔维亚(１２ ７)ꎬ黑山

(２ ８)ꎬ土耳其(２ ５)ꎬ瑞士(２ ４)

保加利亚
欧盟( ６０ ７)ꎬ土耳其 ( ７ １)ꎬ俄罗斯

(６ １)ꎬ中国(５ １)ꎬ塞尔维亚(２)

欧盟 ( ６５ １)ꎬ 土 耳 其 ( ６ ４ )ꎬ 中 国

(３ ３)ꎬ英国(２ ４)ꎬ塞尔维亚(２ １)

克罗地亚
欧盟(７６ ４)ꎬ中国(３ ６)ꎬ波黑(３ ５)ꎬ

塞尔维亚(２ ８)ꎬ阿塞拜疆(２ ２)

欧盟(６９ １)ꎬ波黑 ( ８ ５)ꎬ塞尔维亚

(５ ３)ꎬ美国(３ １)ꎬ土耳其(１ ４)

捷克
欧盟 ( ５８ ９)ꎬ 中国 ( １６ ７)ꎬ 俄罗斯

(３)ꎬ美国(２ ５)ꎬ韩国(２ １)

欧盟(８０ １)ꎬ英国(３ ８)ꎬ美国(２ ４)ꎬ

俄罗斯(１ ９)ꎬ瑞士(１ ５)

希腊
欧盟 ( ４８ ７ )ꎬ 中 国 ( ７ ８ )ꎬ 俄 罗 斯

(６ ７)ꎬ伊拉克(６ ４)ꎬ土耳其(３ ９)

欧盟 ( ５２ ２)ꎬ 土 耳 其 ( ５ ２ )ꎬ 美 国

(４ １)ꎬ英国(３ ３)ꎬ黎巴嫩(２ ９)

匈牙利
欧盟 ( ７１ ７ )ꎬ 中 国 ( ７ １ )ꎬ 俄 罗 斯

(３ １)ꎬ韩国(３)ꎬ美国(２ １)

欧盟(７６ ５)ꎬ英国(３ １)ꎬ美国(２ ９)ꎬ

乌克兰(２ ３)ꎬ塞尔维亚(１ ９)

黑山
欧盟(４５ ５)ꎬ塞尔维亚(２０ １)ꎬ中国

(９ ８)ꎬ波黑(５ ２)ꎬ土耳其(４ ４)

欧盟(３１ ２)ꎬ塞尔维亚(２４ ６)ꎬ瑞士

(１１ ５)ꎬ波黑(７ ７)ꎬ土耳其(５ ５)

北马其顿
欧盟(４６ ２)ꎬ英国(１５ ６)ꎬ塞尔维亚

(７ ８)ꎬ中国(６ ８)ꎬ土耳其(５ １)

欧盟(７７ ６)ꎬ塞尔维亚 ( ７ ９)ꎬ中国

(２ ５)ꎬ英国(２ ４)ꎬ土耳其(１ ５)

波兰
欧盟 ( ５３ ３)ꎬ 中国 ( １４ ８)ꎬ 俄罗斯

(６)ꎬ美国(３ １)ꎬ韩国(２ ３)

欧盟 ( ７４ ７)ꎬ 英 国 ( ５ １ )ꎬ 俄 罗 斯

(２ ８)ꎬ美国(２ ７)ꎬ乌克兰(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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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
欧盟 ( ７２ ７ )ꎬ 中 国 ( ５ ５ )ꎬ 土 耳 其

(４ ９)ꎬ俄罗斯(４ ８)ꎬ乌克兰(１ ４)

欧盟 ( ７２ ４)ꎬ 土 耳 其 ( ３ ５ )ꎬ 英 国

(２ ９)ꎬ美国(２ １)ꎬ摩尔多瓦(１ ７)

塞尔维亚
欧盟 ( ５７ １)ꎬ 中国 ( １２ ３)ꎬ 俄罗斯

(５ ３)ꎬ土耳其(５)ꎬ波黑(２ ７)

欧盟 ( ６４ ５)ꎬ 波 黑 ( ７ ２ )ꎬ 俄 罗 斯

(３ ９)ꎬ黑山(３ ８)ꎬ北马其顿(３ ８)

斯洛伐克
欧盟 ( ５６ ５ )ꎬ 中 国 ( ７ １ )ꎬ 俄 罗 斯

(６ ３)ꎬ韩国(５ ４)ꎬ越南(４ ６)

欧盟(７９ ６)ꎬ英国(４)ꎬ美国(３ ２)ꎬ中

国(２ ６)ꎬ俄罗斯(１ ５)

斯洛文尼亚

欧盟 ( ５５ ４ )ꎬ 中 国 ( １３ １ )ꎬ 瑞 士

(１０ ９ )ꎬ 土 耳 其 ( ２ １ )ꎬ 塞 尔 维 亚

(１ ９)ꎬ

欧盟(６６ ５)ꎬ瑞士(１３ ４)ꎬ塞尔维亚

(３ １)ꎬ俄罗斯(２ ２)ꎬ波黑(２ ２)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ＷＴＯ 网站整理所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ｈｅｗｔｏ＿ｅ / ｗｈａｔｉｓ＿ｅ / ｔｉｆ＿ｅ /

ｏｒｇ６＿ｅ.ｈｔｍ＃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Ｌꎮ 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北马其顿为 ２０２０ 年数据ꎬ其余国家为 ２０２１ 年数据ꎮ

表 ６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２１ 年俄罗斯出口部分中东欧国家占比的变动(单位:％)

国　 　 家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２１ 年

保加利亚 １８.５ ７.６

克罗地亚 ４.５ １.６

捷克 ５.４ ３.３

希腊 １４.４ ６.６

北马其顿 ２.５ １.５

斯洛伐克 ９.４ ６.３

斯洛文尼亚 ２.１ １.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计算得出ꎮ

俄罗斯虽然是匈牙利、塞尔维亚和波黑三个国家前五大进口来源地之一ꎬ但从具

体贸易份额及动态变化来看ꎬ双边贸易依存有限ꎬ且同样呈现出进口份额收缩的趋势ꎮ

然而ꎬ这并不意味着上述三国对于俄罗斯具有较低的经济敏感度ꎮ 俄罗斯善于利用具

有重要意义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ꎬ向上述国家“兜售”积极预期ꎬ以此撬动政治杠杆ꎮ①

例如ꎬ２０１４ 年ꎬ匈俄达成保克什核电站的扩建协议ꎬ该项目总成本近 １２５ 亿欧元ꎬ其中

１００ 亿欧元由俄罗斯贷款支付ꎮ ２０２０ 年ꎬ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投资超 ３ 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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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晓中:«浅析近年来俄罗斯影响中东欧国家的两个重要特点»ꎬ载«俄罗斯学刊»ꎬ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ꎬ第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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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ꎬ支持塞尔维亚潘切沃炼油厂进行现代化升级ꎮ 作为回报ꎬ政治上获益的“亲俄”政

府甚至推动立法ꎬ为俄项目“保驾护航”ꎮ 如面对外界对保克什核电站扩建项目公共

采购程序不透明的质疑ꎬ匈牙利议会通过法律ꎬ为该项目有关的一切内容设定 ３０ 年的

保密期ꎮ① 通过经济对于政治的指向性发力ꎬ俄罗斯与上述国家已经形成相对稳固的

互利网络ꎬ而这种经济依赖决定了其对俄的高度敏感ꎬ经济政策束缚也随之收紧ꎮ 同

时ꎬ匈牙利、塞尔维亚和波黑均为内陆国家ꎬ如果放弃从管道进口来自俄罗斯的天然

气ꎬ相较于其他中东欧国家ꎬ这些国家会面临更加高昂的运输成本ꎮ 此外ꎬ依托于大型

战略性项目ꎬ俄罗斯不断扩大在上述国家的经济存在与技术垄断ꎬ并以此培育壮大

“亲俄”势力ꎬ从而在经济和政治的叠加作用下ꎬ进一步放大了上述国家对俄的不对称

依存ꎮ 可以说ꎬ不对称依赖关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上述国家对俄的一贯战略定

位ꎬ但随着反俄在美欧成为“政治正确”ꎬ这一定位反而使其获得了更具弹性的政策裁

量空间ꎬ在多方因持续制裁而被迫内耗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有效维护ꎮ

根据上述分析ꎬ笔者将中东欧国家在俄乌冲突下的经济应对政策划分为激进引领

者、消极跟随者与自主务实者三类ꎬ具体国别与动因内容归纳于表 ７ 中ꎮ

五　 总结与展望

俄乌冲突加剧了中东欧大国博弈格局与地区安全形势的动荡与变迁ꎬ由此造成的

能源、产业等经济冲击也在地缘变动下加速传导ꎬ使中东欧国家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ꎬ

不得不在失序与重组的新地缘环境下加紧调整经济政策部署ꎬ以对冲不利因素的干扰

与寻求自身利益的保障ꎮ 作为大国间长期博弈的焦点与俄乌冲突的前沿地带ꎬ中东欧

国家在战略认知与现实利益上存在明显分殊ꎬ且近年来随着自身战略地位的不断上

升ꎬ其参与国际事务也逐步从“被动接受者”转向“积极影响者”ꎬ从而在差异性的威胁

感知和相互依赖条件的作用下ꎬ形成经济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明显分化ꎮ

本文聚焦于能源和产业政策ꎬ在客观梳理俄乌冲突对中东欧经济负面影响的基础

上ꎬ对该地区国家应对政策的立场进行了对比划分ꎮ 波兰无论在能源还是产业政策

上ꎬ都扮演着欧盟“引领者”的角色ꎬ在坚决“去俄化”的驱动下ꎬ采取了最为积极且多

元的方式企图弱化对俄脱钩后在短期和长期中带来的不利冲击ꎮ多数巴尔干国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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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俄乌冲突下中东欧经济政策差异化动因:威胁感知与相互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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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虽然对俄持抵制立场ꎬ但出于对俄忌惮ꎬ其经济政策更多表现为

“跟从”的特征ꎬ甚至在利益的权衡下ꎬ存在较大的执行弹性ꎮ 匈牙利、塞尔维亚与波

黑则更加倾向于务实路线ꎬ以本国利益为首要考量ꎬ反对欧盟加剧供应危机的制裁行

为ꎬ并在可行范围内继续保持对俄经济联系ꎬ以更加自主的经济政策平衡风险波动ꎮ

为了进一步探明中东欧国家政策差异化的内在逻辑ꎬ本文将威胁感知和相互依赖

作为研究政策分化的动因变量ꎮ 从威胁感知的视角出发ꎬ波兰身处俄乌外环地带ꎬ不

仅历史积怨使其对俄心存顾虑ꎬ而且恢复大国的雄心犹在ꎮ 面对俄罗斯威胁的上升ꎬ

波兰更倾向于采取激进的经济政策凸显其存在感ꎬ并借此争取美国的支持ꎮ 多数处于

巴尔干半岛的国家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为了更好地树立“欧洲国家”形象以争取

北约的安全支持ꎬ经济政策基本同欧盟一致ꎬ但在应激性的“团结”背景下存在对过度

消耗发展利益而坚持制裁的质疑ꎬ政策立场趋于对欧盟的“消极”跟从ꎮ 匈牙利、塞尔

维亚与波黑对于俄罗斯的威胁感知度偏低ꎬ亲美疏俄的安全诉求有限ꎬ其中匈牙利更

是重视地缘政治的平衡ꎬ坚持本国立场作为政策制定基点ꎬ这样的地缘政治取向赋予

了三个国家经济政策更大的自主裁量空间ꎮ

从相互依赖的视角来看ꎬ波兰与俄罗斯贸易往来较为密切ꎬ对俄经济政策敏感性

较高ꎬ但美国给予了其较强的进口可替代预期ꎬ因而脆弱性依赖相对可控ꎬ这也使波兰

在对俄制裁上拥有较低的束缚ꎬ并倾向于采用快速且激进的政策反应缩短其经济冲击

“窗口”ꎮ 多数巴尔干国家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整体对俄经贸依存度有限ꎬ且呈现下降

趋势ꎬ面对“脱钩”风险的敏感度较低ꎬ因而经济政策具有观望跟从倾向ꎮ 与此同时ꎬ

这些国家虽能源缺口不大ꎬ但进口替代性偏低ꎬ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其脆弱性依赖ꎬ所

以对俄政策约束相对宽松ꎬ经济政策也大多聚焦短期纾困ꎮ 匈牙利、塞尔维亚和波黑

同俄罗斯已形成相对稳固的互利网络ꎬ且无论在经济还是技术上对俄存在不对称依存

关系ꎬ而这种高敏感与高脆弱特性决定了其更加稳定的战略定位ꎬ经济政策也更加务

实且具有自主弹性ꎮ

综上ꎬ俄乌冲突背景下ꎬ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政策应对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不同国

家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上的非对称依存关系ꎬ而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ꎬ各国的依存

均衡点也很有可能在各方势力的消长中呈现动态变化之势ꎬ在重塑安全与经济关系结

构的基础上ꎬ反作用于政策实践ꎬ从而形成新的格局特征ꎮ 一方面ꎬ中东欧国家在安全

威胁加剧与经济依赖分化的趋势下ꎬ对于欧洲以及国家间的认同感可能出现下滑ꎬ并

在放大“国家利益本能”的同时ꎬ催生出更加明显的战略倾向分歧ꎬ而这一趋势也将进

一步加大当前各国经济应对政策的“温差”ꎮ 另一方面ꎬ随着欧洲反俄挺乌的政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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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上升与民意表达的趋同ꎬ中东欧国家可能演变为“欧洲堡垒”的一部分ꎬ迫于西方

的集体压力ꎬ树立共同边界ꎬ压制内部“异响”ꎬ而“武器化”相互依存性的加剧也将带

来更大的反噬效果ꎬ使中东欧国家不得不进入经济冲击与政策加码的恶性循环ꎮ 可以

说ꎬ俄乌冲突将中东欧推向了新的历史转折点ꎬ无论是内部分化导致的中东欧失衡加

剧与经济协同不力ꎬ还是因立场捆绑而与俄经济对抗消耗升级ꎬ都无法避免利益的持

续受损ꎮ 在此情况下ꎬ成为大国间的角力场与新冷战的前沿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有害

无利ꎬ而止戈促和才可能是中东欧国家长期利益权衡下的最优选择ꎮ

对中国而言ꎬ俄乌冲突加剧了西方对于“中俄捆绑”的炒作力度ꎬ也使中国—中东

欧国家合作进入更为复杂的国际互动情境ꎮ 本文对于中东欧国家经济应对政策内在

逻辑的剖析不仅为中国把握其对华政策基调提供了参考ꎬ也为优化自身的政策着力方

向提供了启迪ꎬ在动态演化的局势中ꎬ助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走实走深ꎮ 具体而

言ꎬ一是扩容挖潜并重ꎬ以务实成效夯实合作根基ꎮ 俄乌冲突使中东欧国家经济复苏

阻力明显上升ꎬ面对现实压力ꎬ获得外部助力无疑符合各国的共同意愿ꎮ 中国应以提

升获得感为导向ꎬ在持续扩大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规模ꎬ特别是进口规模的同时ꎬ聚

焦中东欧国家关键“痛点”ꎬ扩大在能源、关键原材料等核心领域的供需关联ꎬ弥补中

东欧国家短期缺口ꎬ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拉紧务实之纽带ꎮ 二是理清合作侧重

点ꎬ实现多层级对接的有序平衡ꎮ 俄乌冲突下ꎬ中东欧国家中既有欧盟政策的“引领

者”与“追随者”ꎬ也有寻求自主的“务实者”ꎬ因此在开展合作中ꎬ中国应处理好各“派

系”的平衡关系ꎬ一方面充分利用匈、塞等中立国家的立场认同感ꎬ持续深化双边关系

发展ꎬ并以此为支点ꎬ为中国推进与其他中东欧国家的合作起到良好示范引领作用ꎮ

另一方面ꎬ对于持“反俄”立场的国家ꎬ中国应秉持开放、包容心态ꎬ采取积极主动的接

触政策ꎬ管控分歧、求同存异ꎬ灵活有序地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ꎮ 三是增信释疑ꎬ改

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舆论环境ꎮ 面对乌克兰危机立场上的误解ꎬ中国应通过各

渠道表明观点ꎬ充分阐释我们在俄乌冲突中是“受害者”而非“受益者”的事实ꎬ同时对

于不一致的声音也要保持达观心态ꎬ避免因部分国家实施对华激进政策而陷入全面对

抗ꎬ从而挫伤中国的对外开放形象ꎬ以更大的合作善意ꎬ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创造

更加和谐的发展氛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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