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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历史悠久，有效地推动了“一带一路”倡议更好地融入欧洲经

济圈。江苏省地处“一带一路”的交汇点，拥有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对外科技创新合作基础，中欧班

列的运行进一步促进了江苏省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然而，与不断增加的经贸合作相比，双方

在科技合作和交流方面的活跃度亟须提高。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

合作入手，梳理了江苏省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的现状和挑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推

动双方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务实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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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合作的基础条件与对策研究

王　亮 1，田贵超 2，龚　晨 2，项欢欢 3

（1.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南京　211899；
2. 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上海　201800；

3. 上海长三角技术创新研究院，上海　201210）

“一带一路”倡议经过多年的推动和发展，已

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不仅获得

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也成为中国参与全球

治理体系的重大举措。中东欧国家地缘政治特征明

显，与中国的合作具有良好的历史传统，有效地推

动了“一带一路”倡议融入欧洲经济圈。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在国家层面的合作机制及“一带一路”国

家合作协议已在该地区实现了全覆盖，这对于促进

双方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效用显著 [1-2]。江苏省地处

“一带一路”交汇点，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其采

用“跟随战略”实现了产业快速集聚和经济高速发

展，拥有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科技创新合作基础，

江苏中欧班列的开行更是促进了江苏省与中东欧国

家的互联互通，而与日益频繁的经贸合作相比，双

方在科技合作和交流的活跃度亟待提高。站在新的

起点上，推动双方合作向科技创新引领的高质量发

展转变是未来的努力方向 [3]。

1　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研究

集中在政治、经济和贸易等方面 [4-7]，相关理论探讨

尚处于起步阶段，且仍较多停留在对整体情况的宏

观分析上 [8]。张建华 [9] 分析了双方合作的历史演变，

并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深化科技

创新合作的若干建议。徐惠等 [10] 从科技协同创新的

角度分析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基础，提出了

产业合作、组织机构和新型科技合作伙伴 3 个层次

的合作路径。贾瑞霞 [11] 则从中国与波兰的科技创新

合作案例角度，对科技创新合作的基础与路径进行

了整理分析。吕瑶 [12] 比较分析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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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形成的创新国际化模式，认为中东欧国家当务之

急是加大研发投入，而中国则需要进一步提高应用研

究水平。忻红等 [13] 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19 欧

洲创新记分牌》中提到的相关指数，分析了各国突

出的科技创新能力与优势产业，并从科技创新能力、

园区建设、地方政府积极性和风险防范角度提出了

建议。张海燕等 [14] 认为双方在科技创新的合作具有

政府主导性、多方合作性和布局不均衡等特点，合作

需集聚各方优势领域，从人才、渠道和机制等方面进

一步深化。龙静 [15] 则全面分析了中东欧国家在科技

创新领域的特点以及与中国开展创新合作的现状，

提出以现有机制、政策为基础，在以城市为主的地

方层面注入合作动力，加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汇

聚更多创新合作资源，提供更多机遇。高扬等 [16] 以

InCites 数据库平台为支撑，基于 2011—2020 年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论文，从合作规模、国别、学

科和机构等方面，揭示了近 10 年双方科研合作的总

体态势，并对后续深化合作提出了对策建议。

在科技创新合作领域方面，农业合作是中国

与欧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 - 中东欧国

家合作框架下最早确立的合作领域之一，双方建立

了包括科技合作在内的多层次农业合作机制。秦波

等 [17] 和于敏等 [18] 从机制、科技、贸易和投资等方

面梳理了双方在农业领域的合作现状，提出应充分

发挥科技合作的引擎作用，支撑带动贸易和投资。

申云等 [19] 分析了中国与中东欧各国在农业科技合作

的问题与互补领域，对合作国别、合作领域和合作

模式提出了建议。罗青 [20] 则以保加利亚为例，对中

国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农业科技合作进行了分析。

除了国家层面的研究，中国学者也对本国地方

层面与中东欧国家在贸易、产能等方面的合作开展

了一定的研究 [21-24]，但在科技创新领域合作的研究

较少。徐刚 [25] 以案例分析的形式，研究了中国在

推进与中东欧国家地方合作上表现较为活跃的浙江

省、河北省与捷克（布拉格）、波兰（华沙）的合

作。李振奇等 [26] 和钟世彬等 [27] 分别分析了河北省、

云南省两省在科技领域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情

况，并结合各自省份的特点，在机制建设、合作交

流、平台搭建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开展科技合

作的对策与建议。依据 202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

布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合作研究报告 2020》，

宁波、天津、厦门、北京、上海是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合作水平排名前 5 位的城市，但其中涉及科技创

新的合作案例并不多见。

综上所述，中国学者对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

合作的研究大多为整体宏观分析，对于双方在省、

市、区等地方层面的合作研究仍显不足，因而难以

精准地聚焦科技创新领域，提出的合作建议实操性

不强。作为全球新兴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东欧

国家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产业特色鲜

明，在科技创新方面与中国江苏省有着很强的互补

性 [28]。因此，加强其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科技创新

合作，既是中国国家战略的需要，也是地方自身发

展的需要。本文以地区视角，在“一带一路”背景

下，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入手，基于对相关

机构的调研访谈数据，梳理了江苏省与中东欧国家

科技创新合作的现状与挑战，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

建议，以期推动双方地方层面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务

实合作。

2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现状

2.1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的基本情况

与中东欧国家政府间的科技创新合作可以追溯

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当前已与绝大部分中东欧国家

都签署了政府间的科技创新合作协定、协议或备忘

录。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发展与

合作的融合深入，科技创新合作不断拓展，既包括

传统行业也有新兴的技术领域；合作形式也愈发丰

富，从交流互访到共同研发，从并购引进到共建实

验室、科技园区和技术转移中心等。自 2012 年以来，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年度会晤已开展了 10 余

次，涉及科技创新合作内容，特别是 2018 年《中国 -

中东欧国家合作索菲亚纲要》中提出启动“中国 -

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伙伴计划”，内容涉及开展科

技创新政策、创新合作大会、技术转移中心、“一

带一路”联合实验室、联合研发合作、科技人文交

流、科普合作与交流活动等 [14]。但是，与欧美等发

达国家的合作相比，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科技创新

领域的合作有待深化。

目前，双方在科技创新领域方面的合作集中在

3 个方面：一是政府间在科技合作协定框架下的合

作，主要有经双方主管科技的政府部门认定的项目

研发，这也是当前最为活跃的合作形式；二是企业

跨国研发的合作，这类基于市场行为的、双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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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跨国研发活动开始显现，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各

国设立的研发中心也逐渐增多，如华为、长虹、中

车分别在波兰、捷克等设有研究中心；三是在多边

框架下开展的合作，双方基于中欧科技合作协议、

中国 - 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伙伴计划、“一带一路”

科技创新合作行动计划等框架开展合作。其中，中

国与欧盟之间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启动较早，当

前机制较为成熟，也涌现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例如，

在“欧盟第七框架计划”（FP7）和“地平线 2020”

（H2020）项目的支持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开

展了千余次合作研究 [14]。

2.2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所取得的成效

中国已与中东欧国家建立起了立体合作架构，

以领导人会晤机制为引领、涵盖 20 多个领域近 40 个

合作平台；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3 万余列，覆盖中东

欧多个国家，为双方的贸易往来带来便利；2012—

2020 年，双方的贸易额增长了近 85%，年均增长

8％，是中国对欧盟贸易增速的两倍以上、中国整

体贸易增速的 3 倍以上 [29]；双方在多个领域取得

重要成果，部分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稳步推进，例如，

交通方面有匈塞铁路、中欧陆海快线、黑山南北高

速公路、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桥、克罗

地亚佩列沙茨跨海大桥和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等竣工

运行；产能方面有波黑斯塔纳里火电站、塞尔维亚

斯梅代雷沃钢厂等重大项目陆续落地 [1]。近年来，

双方在传统领域合作不断深化的同时，也在生命科

学、生态环境、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等新兴领域拓

展合作，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正逐步显现优势资源

叠加的协同效应 [30]。2022 年 5 月 11 日，中国 - 中

东欧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网站暨“云对接平台”正式

上线，首批 12 个中东欧国家和 60 家国内机构签署

了约 20 项合作备忘录以及 10 项项目合作协议。通

过该网站，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科技实体可以获取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开展的科技创新活动信息，发

布技术合作需求，寻找合作交流伙伴，开展线上对

接洽谈，达成项目合作建议 [31]。

3　中国江苏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的
　  基础条件

3.1　中国江苏的科技创新为对外科技创新合作提

　　 供有力支撑

江苏省是中国的经济大省，也是科技大省，经

济增长方式正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变为科技创

新驱动。“十三五”时期，江苏省以占国内生产总

值（GDP）比重 2.85% 的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65.1% 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以及全省每万人 36.1 件

的发明专利拥有量，实现了科技综合实力新跃升，

接近创新型国家和地区中等水平；全国 15.1% 的

领跑技术分布在江苏省，其创新水平居全球前列的

领域有生物医药、纳米科技、物联网和超级计算等；

江苏省的高新技术企业已成为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

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总量超过 3.2 万家，跃居全

国第二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比重达 46.5%；科技服务业总收入突破万亿元再创

新高，技术合同成交额超 2 300 亿元，企业科技税

收减免额连跨 4 个百亿元台阶 [32]。江苏省日益浓

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不断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有

力支撑了“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同时也为江苏

省与中东欧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提供有力保障。

3.2　中国江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中东欧等

　　 沿线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

自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江苏省紧

紧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两个市场”“两种

资源”，全面整合省内各类国际创新资源，成立了江

苏“一带一路”创新合作与技术转移联盟、“一带一路”

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等，并积极探索以国际科技组织为

纽带，重点开拓包括中东欧地区在内的“一带一路”

沿线重要区域的合作。近年来，除了传统的海外并购、

引进技术与人才等主流方式，江苏省在国际科技创新

合作方面也不断探索在海外建立孵化器 / 研发中心、

引进国际创新平台 / 研发机构、利用新兴平台机构直

接推动技术对接等新方式，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中欧

班列江苏号的开行更是有力带动了江苏省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目前已在南京、徐州、苏州、连云港等

城市稳定开行，中欧班列有效地促进了江苏省与中东

欧国家的互联互通。目前，江苏已与中东欧中的 9 个

国家结成 3 对省级、14 对市县级友好城市，涉及江

苏省 8 个地级市，逐步建立起从国际友城到友好机构

的交往渠道，通过深化双方现有友好城市之间的交流

合作，极大地促进了江苏与中东欧国家各城市间的民

心相通。

3.3　中国江苏与中东欧国家开展了初步的科技创新

　　 合作

2015 年，第四次中国 - 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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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江苏苏州举行，与会各方围绕“新起点  新

领域  新愿景”主题，共同制定发表了《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苏州纲要》，后续又举办了一系列科

技人文交流活动。2016 年，在江苏南京举办了首届

“中国 - 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会上中国和

中东欧 16 国共同为“中国 - 中东欧国家虚拟技术

转移中心”揭牌，并发布了《中国 - 中东欧国家创

新合作南京宣言》，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适

用技术推广应用、科技合作载体共建、技术转移培

训、青年创业大赛和建设“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

等方面达成了一致。以此为契机，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在交流机制、创新载体建设、产业研发合作和跨

国技术转移等科技创新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合作，取

得了一些早期成果，但在深度和广度上仍显不足，

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与“一

带一路”建设的协同性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 [34]。

4　中国江苏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面
　  临的挑战

4.1　中东欧国家在与中国江苏科技创新合作中处

　　 于非中心地位

与中东欧国家在中国国际合作网络中的合作

历程类似，江苏省与其合作关系从主要合作者到边

缘化、再到当前的再度重视，但始终处于非中心地

位。除了双方外交关系的变化外，一个重要原因在

于合作范围内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难以

满足江苏省对于快速弥补产业缺陷、提升产业技术

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的需求。中东欧国家虽然具备

相似的特征和身份，但同时也存在很多差异性。

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2 年度欧洲创新记分

牌》[34]，中东欧地区仅爱沙尼亚创新力较为强劲，

以及捷克、希腊、立陶宛、斯洛文尼亚等少数国家

跻身中等创新国家行列，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创新

水平均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4.2　中国江苏与中东欧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未形

　　 成完善的市场化机制

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相比，江苏省

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大都围绕政府间单一的协定框

架展开，这也是当前较为普遍的合作形式，如基于

江苏“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的合作，与捷

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开展的双边产业研发合作计划

等。而基于市场行为的、双方企业间的跨国研发活

动较少，与双方近几年活跃的商业贸易、产能合作

等相比，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有待深化。

4.3　中国江苏与中东欧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未能

　　 与其他合作相互支撑

江苏省与中东欧国家的企业间重大项目合作

虽也有传统的科技类并购案例，如常州伟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全资收购匈牙利鸿泰康公司，但大部分

集中在中低端制造业及产能合作，如江苏嘉德纤维

科技有限公司在塞尔维亚开设弹性纤维生产厂、江

苏恒康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丹麦公司合资在塞尔

维亚成立艾瑞斯特制品公司等，但在开展产能合

作时，未能很好地与科技创新合作相结合，没有做

到以贸促技，导致各类合作很大程度上缺乏协同性。

4.4　中国江苏与中东欧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未能

　　 充分利用现有合作机制

当前江苏省与中东欧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更

多是政府框架下的双边合作，并未很好地将其置于

“一带一路”倡议多边合作平台，也未能与欧盟的

合作联系起来，在科技创新领域缺乏与中东欧主要

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典型案例。同时，

由于地缘政治因素，中东欧地区内部联盟（如维谢

格拉德集团、西巴尔干地区、波罗的海三国等）又

面临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多方博弈的压力，影响该

地区的稳定发展。

5　中国江苏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的
　  对策与建议

5.1　在“一带一路”框架和中欧科技创新合作背景  
　　 下开展科技创新合作

中东欧国家是进入欧洲的重要门户，其中 12 个

国家已加入了欧盟，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对欧盟依

赖性很强。与其他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相比，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具有空间上国家集群的特征和

优势，同时其又与科技创新实力较强的欧盟发达国

家紧密联系。因此，江苏省与中东欧国家的科技创

新合作不应局限在一个区域，而应是置于“一带一

路”框架与中欧科技创新合作的背景下的不排斥第

三方的多边合作，这样有助于扩大双方利益共同

点，更准确把握欧盟科技创新政策导向；在面对相

同或相似问题时，以国家集群形式合作，发挥合作

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降低合作风险及不确定因

素的影响，提高合作效果和影响力。例如，在当前

 ◇王　亮，田贵超，龚　晨，项欢欢：“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江苏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的基础条件与对策研究



— 69 —

全球促进经济复苏的关键时期，江苏省应坚持“开

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依托中国 - 中东欧国

家技术转移中心，与更多的中东欧国家科研院所建

立合作渠道，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并携手欧盟开展

中东欧地区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等挑

战，推动“一带一路”整体建设。

5.2　采取差别化的策略与中东欧国家开展合作

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国情差异性较大，既有较为

发达的经济体，又有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既有欧盟

成员国，又有非欧盟国家。与此同时，江苏省的发

展阶段也决定了其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方式更具复

杂性，在与中东欧国家开展科技创新合作时，同时

扮演学习者、协力者和互补者 3 个角色，既需要继

续向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或某些领域有优势的

国家学习和引进技术，又要向科技创新能力较弱的

国家提供科技援助，还要与合作国家各自发挥优势、

取长补短、有的放矢。因此，江苏省在与中东欧地

区合作时，不应机械地采用同一种模式，而应具有

针对性，为某个产业领域有优势的国家配置有效的

合作资源，提升江苏省多元化的国际科技创新合作

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江苏省过度依赖欧美开展

科技创新合作的问题。从国别合作来看，中东欧地

区涉及 17 个国家，地区内的发展并不均衡，加入欧

盟的 12 个国家在各项指标上明显优于另外 5 个国

家；从产业优势互补角度看，农业科技、高端制造

业、电子通信和化工等产业与江苏省的优势产业有

很好的互补性 [35]。

其中，农业科技创新合作可以作为江苏省系统

化开展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的突破点。一方

面，可以借助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现存的多边合

作机制，如中国 - 中东欧国际农业合作论坛；另一

方面，相较于信息技术和高端装备等重点合作领域，

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日益得到各国政府重视。截至

2021 年末，江苏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70.9%[36]，

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签署的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文件

中也多涉及农业，因此结合中东欧国家自然和农业

资源禀赋，双方可较为快速地在农业生产、育种技术、

农产品加工技术、搭建共享农业信息平台、科技成

果推广和人才交流与联合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

5.3　加强合作载体建设形成常态化的市场合作机制

江苏省虽然已有如“中国－中东欧国家技术转

移中心”在内的科技创新合作平台，但相较于其他地

区与中东欧国家日益深化的合作而言，存在一定差距。

例如，浙江省将中东欧国家作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

点方向，为双方的经贸合作积极推进示范区的建设

工作；河北省为了促进中小企业与中东欧地区的合

作，在沧州市设立了中小企业合作区，推动绿色农

业、通用航空、高端制造、现代科技与服务等领域

合作；辽宁省将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作为“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中之重，全力推动在辽宁沿海经济带

建立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经贸合作示范区 [37]。江

苏省可借鉴各地多元化的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模式，

在科技人文交流的基础上，开展联合实验室、技术

转移中心和科技园区等载体共建合作，并积极推动

重大工程建设。同时，民营经济在江苏省经济发展

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应充分发挥企业市场主体

作用，主动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成为

投入者、执行人和受益方，由此带动其他主体积极

参与，探索适合中东欧地区特点的可持续机制，从

而形成层次多、领域广的立体合作体系。在实施过

程中，可采取大小项目相结合的策略。大项目采用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方式，针对双方发展中

的共性问题，开展“揭榜挂帅”；小项目采用“企

业 + 研究机构”的方式，针对具体技术难题，开展

联合研发合作。

5.4　将科技创新合作与当前既有的产能合作有机

　　 融合

科技创新合作与产能合作都是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江苏省与中东欧国

家在产能合作、贸易往来上已有一定的基础，中欧

班列和友好城市的数量逐年增加，人文交流活动愈

发频繁，为双方科技创新合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江苏省应充分发挥当前与中东欧国家合作较为活跃

的产能输出、产品贸易，以项目为抓手，将科技创

新合作与《关于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建

设的意见》的专项行动方案相结合，将创新链与产

业链有机融合，重点围绕拓展国际综合交通体系、

深化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丝路贸易”、提升重点

合作园区、塑造人文交流品牌等方面，高质量推进

“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准确把握合作机遇，提

高合作效率，节约合作成本。江苏省在实践的过程

中，一方面，应以创新为基础，根据当地消费需求

和特征持续完善产品，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加快调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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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促转型，推动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建立有效

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在稳步推进基础设施“硬”

联通项目建设的同时，发展科技创新等“软”联通

领域的地方务实合作。

6　结语

江苏省作为“一带一路”交汇点，是中国的经

济强省，也是开放型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前

一轮开放型经济为江苏省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强大引

擎，促进江苏省在发展速度和发展体量上取得了巨

大成就。但对标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加强“一

带一路”建设将是一个重要的选择，科技创新合作

是促进江苏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中东欧国家

是中国长期以来开展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伙

伴，该地区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合作区域

之一。为应对地缘政治博弈的挑战，欧盟将中东欧

国家作为其重要的抓手，正积极巩固甚至增强欧盟

自身的权力地位。作为“一带一路”交汇点，江苏

省理应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坚持“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从顶层设计、策略机制和

重点方向等方面与中东欧国家开展科技创新合作，

为江苏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着力点和强力引擎，

为江苏省“一中心一基地一枢纽”①的重大战略部

署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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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ngstanding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CEECs) has effectively facilitate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o the European economic 
framework. Jiangsu Province, loc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boasts a well-developed industrial 
system an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The operation of the China-
Europe Railway Express further enhances connectivity between Jiangsu Province in China and the CEECs. 
However, compared to the increasing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t is urgently needed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activity in technology collabor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erefore,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CEECs, examining the current state 
and challenges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between Jiangsu Province in China and its counterpart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t also presents targeted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practical collaboration in the 
field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with the aim of advancing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Keywords: Jiangsu Province; the CEEC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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