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1
2013.5.2 星期四 ｜ 责任编辑∶杨小舟 美编∶唐燕丽

www.dfdaily.com

早报讯 次区域合作正成为未
来中欧关系新亮点。

2012年4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在波兰与中东欧16国领导
人举行会晤， 提出了中国关于促进
与中东欧国家友好合作的十二项举
措。 随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
书处于同年9月在北京成立，中国政
府面向中东欧国家设立的总额100
亿美元专项贷款也正式启动。

就中东欧最大国家波兰而言，
此前在波兰的最重要投资者主要来
自于欧洲，但近年来，波兰成为了亚
洲公司大规模投资的目的地。 来自
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增长尤为迅
速。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中国区
首席代表尤德良 （Andrzej Juch－
niewicz）表示，中国加强与中东欧国
家的合作，总体上看，对波兰来说是
个很好的机会， 波兰立志成为中国
企业进入欧洲的门户。 在目前波兰
的潜力投资者排名中， 中国位列第
三，仅次于美国和德国。 目前正在与
波兰方面进入谈判环节的有12家中
国企业，涉及投资金额2.5亿美元，可
以为波兰创造2000多个工作岗位。

优质劳动力成本低
尤德良认为， 波兰吸引外资的

优势在于： 劳动力优质但同时成本
低。 比如，就制造业而言，德国虽然
有技术优势， 但2012年的劳动力成
本为35欧元/小时，波兰只有不到7欧
元/小时。 其次，在欧债危机背景下，
波兰的经济持续增长， 成为自2009
年金融危机后欧盟内唯一经济实现
正增长的国家，从2008年到2011年，
波兰经济累计增长15.7%，而欧盟作
为一个整体， 其生产总值萎缩了
0.6%。 波兰2012年的经济增速达到
2%。2013年，波兰财政部对GDP增长
预测为2.2%。由此，波兰拥有庞大的
内需市场， 外来投资者生产的产品
不仅可以向其他中东欧国家销售，
更可以由波兰市场自己消费。 同时，
波兰还对外国投资提供了大量优惠
政策，如减免企业所得税等。 波兰还
有14个经济特区，分布在每个省市，
中国企业可以自由选择， 如果需要
物流方面的优势， 可以选择北方滨
海省的港口， 如果希望在汽车领域
合作，可以选择波兰南部地区。

据尤德良介绍， 目前波兰吸引
中国投资的重点领域包括： 包装领
域， 目前已经有3家中国企业投资；
汽车配件领域；新能源领域，目前有
两三家中国企业在谈， 涉及太阳能
方面的合作，有私企也有央企；重工
业和机械制造领域，此前，柳工以并
购的方式进入波兰。 未来几年，波兰
Huta Stalowa Wola (HSW)将成为柳
工机械业务扩展中心， 辐射地区包
括西欧、美国等地。 HSW公司也将成
为柳工在中国以外的唯一研发中
心。 此外还包括航空领域的合作，中
国企业收购了一架波兰小型飞机公
司。 双方的高科技领域合作也很强
劲， 华为科技自2008年在华沙建立
东北欧地区部， 中兴通讯业将在波
兰华沙筹建欧洲集中式呼叫中心。

此外， 波兰正在实行最后一波
国企私有化，共有304家国有企业将
彻底实现私有化。 尤德良认为，这对
中国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收购的好机
会， 中国企业通过收购可能很快速
进入市场。 但是，鉴于波兰经济过去
几年一直持续增长， 所以相比西欧
国家，波兰的企业并不是特别便宜。

波兰争取欧盟补贴多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加强合作，

这些国家客观上也存在竞争关系。
尤德良指出， 波兰是中东欧人

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国家，内需很强
劲。 波兰争取的欧盟补贴也是最多
的。 从2007年到2013年，欧盟给波兰
补贴670亿欧元。 2014年到2020年，
欧盟还将给波兰730亿欧元的补贴。
对于这些补贴， 符合条件的外国投
资者也可以享用。 去年温家宝访问
波兰时宣布的中国关于促进与中东
欧国家友好合作的十二项举措中，
有一条的内容是， 推动中国企业在
未来五年同各国合建一个经济技术
园区。 尤德良透露，现在在波兰正筹
建波兰中国工业园区， 选择在北部
的滨海省或中部的罗兹省。 此外，波
兰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目前从
中国成都到波兰罗兹的国际集装箱
班列已经开通， 未来有望常态化运
营，每周开行一列，运行时间大约14
天，大大缩短了中欧贸易距离。

中东欧地区自上世纪90年代以
来，经历了曲折的转型过程。 尤德良
认为， 波兰转型相对成功的秘诀是
稳定，尤其是2004年加入欧盟后，社
会经济稳定，GDP也稳定增长，这为
波兰经济奠定坚实基础。“此外，波
兰人民也很随和， 这是波兰转型的
一个密钥。 ”他说。

建议中企改变投资风格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子公

司———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数年前中标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
不料最后却成为一个失败案例。

尤德良表示， 这一事件并未影
响中国对波兰的投资，相比之下，波
兰更希望来自中国的生产型投资，
这样可以创造就业。 他建议，中国企
业进军波兰和欧洲时， 团队要对投
资国的法律很了解， 不要舍不得使
用外国的专业人士比如律师、 会计
师等， 因为这些人非常熟悉当地的
情况。 他同时指出，中国企业不能把
非洲的经验和风格搬到欧洲，比如，
你不可能带10000个中国工人去。

据尤德良透露， 为了解决双方
的沟通问题，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
局已经推出一个GO CHINA品牌，为
波兰企业进军中国提供平台。 下半
年将推出GO POLAND全中文网站，
为中国企业服务， 中国企业可以登
录发布信息，与波兰方面对接。

此外， 第一届中波地方合作论
坛4月22日在波兰北部海滨城市格
但斯克举行， 来自中国30个省区市
的代表以及来自波兰所有省份的代
表与会， 地方合作也成为中波合作
的新亮点。

中欧次区域合作：波兰样本

苏展

中国同时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
尼亚胡和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访
华，引发中东关注。

正在中东地区为这次访问做准
备的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29日
在以色列说， 以巴领导人访华引起
各方关注， 这是中国新一届政府成
立后接待的两起重要访问， 表明中
国新一届领导人对中东问题的重
视， 以及对同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发
展关系的重视。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
长刘中民昨天指出：“中国邀请巴以
领导人同时访华，显示中国和巴以双
方的关系向着更为平衡的方向发展。
近两年来由于阿拉伯国家发生变局，
巴以问题逐渐被边缘化，尤其是比如
埃及、突尼斯的转型还有叙利亚问题
成为西方国家的焦点。巴以领导人前
后脚同时访华， 在很大程度上讲，中
国更着重于劝和促谈的工作。 ”

与此同时，正在进行大罢工的以
色列外交部工会4月30日松口， 表示
出于以色列长期战略利益的考量，将
会“放行”内塔尼亚胡及相关人员，其
中国行不会因此搁浅。

以方质疑“土地换和平”
吴思科4月25日开始巴以之行。

他首先访问了巴勒斯坦，会见了巴勒
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府秘书长塔
伊布及法塔赫负责国际事务的官员。
吴思科说，阿巴斯是中国新一届领导
人即将会见的首位中东地区的领导
人，这显示了中国新领导层对于解决
巴以问题的重视，也反映了中国政府
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立场。

吴思科说，在访问期间，中国将
听取巴方对于重启和谈、推动和平进
程的看法，并根据新的形势提出解决
巴以问题的设想和建议。塔伊布感谢
中国支持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并对
中国在巴政府机构的建设等方面提
供的援助表示感谢。他重申巴勒斯坦
重返和谈的要求和立场，即以色列承
认在１９６７年边界基础上的“两国方
案”、停建定居点、释放在以色列被
关押的巴勒斯坦人等。

4月29日， 吴思科在以色列耶路
撒冷分别与以色列副外长埃尔金和
负责以巴谈判事务的司法部长利夫
尼举行会晤，双方就中东和平进程等

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吴思科在会谈后对媒体说， 今年

是奥斯陆协议签订20周年， 中国对于
和平进程长期处于僵持状态非常关
注， 因此愿为以巴和谈尽早恢复做推
动工作， 在与双方的接触中推动双方
采取一些实际行动， 为恢复和谈创造
良好气氛。吴思科说，中国一直认为巴
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
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对整个地区有
积极影响。中国主张在两国方案的基
础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与
以色列和平共处， 这是从长远解决以
巴问题的出路。 中国支持以谈判的方
式，在土地换和平、联合国决议以及阿
拉伯的和平倡议等各方认可的基础
上，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
天在以色列外交部的一个会议上质
疑了“土地换和平”方案，他认为巴
以之间的冲突不是土地问题，而是关
乎以色列的存在问题。 他声称，2005
年，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离，但换来
的却是火箭袭击。 内塔尼亚胡说，巴
勒斯坦当局不愿意承认以色列是犹
太人的祖国。 不过他也强调，以色列
依然愿意恢复有关谈判。

刘中民认为， 就巴以问题的复杂
性而言， 通过两位领导人访华取得实
质进展十分困难。 中国能做的工作是
实现双方互动，了解信息，推动双方的
互相了解，这有助于巴以关系。

交换伊叙问题意见
此外，吴思科在与以色列高层官

员的会谈中还就叙利亚局势、伊朗核
问题等交换了意见。 据以色列媒体
报道，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将集中于
说服中方支持对伊朗的新制裁，削减
对伊朗石油的购买量。 同时，媒体描
述称将有“一大群”以色列商人陪同
内塔尼亚胡访华，旨在将寻求机会，
深化以中两国的贸易合作。

刘中民指出，“就以色列方面而
言，伊朗问题、叙利亚问题都是他们
比较关切的，但这些问题都不是中国
能够主导的，而且，以色列在叙利亚
问题上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无
论以色列总理访华还是巴勒斯坦总
统访华，更多的是推动中以、中巴双
边关系的发展。靠三方互动想在伊朗
核问题或者叙利亚问题上施加影响，
这种期待没有太大可能。 ”

为筹备这次访问，4月29日，中国

驻以色列大使高燕平在以色列外交
部总司长拉菲尔·巴拉克和以色列总
理府总司长哈雷尔。

巴以领导人不会同时出现
有意思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

亚胡这次访华之行，险些又因国内因
素受到影响。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外交
官和财政部之间的劳资纠纷恐将在
数日内升级为外交部的全面罢工，以
色列领导人出访的计划都可能因此
受到影响。 当地媒体4月24日报道
称，外交部工作人员此前已经拒绝为
内塔尼亚胡访华做准备的先遣安全
小组成员发放许可。

这一次的罢工潮已经影响到数
位以色列部长的出访。 据媒体报道，
以色列司法部长齐皮·利夫尼和财政
部长亚伊尔·拉皮德向外交部申请外
交护照，但都没有得到批准。 教育部
长沙伊·皮龙4月中旬访问波兰时，使
用的是自己的私人护照。

以色列的外交官要求更高的薪
水，同时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同时
他们还不满在现在的政府里， 一些
原本属于外交部的核心角色被其他
政府部门占有。 以色列外交部工会
领袖亚伊尔·弗罗默对以色列媒体
说，谈判双方的鸿沟依然很宽，如果
未来数天内仍未达成可以接受的协
议， 将会影响以色列政府管理外交
关系的能力。

不过，尽管以色列外交部罢工仍
处于胶着状态， 但考虑到国家利益，
工会终于答应“放行”内塔尼亚胡。以
色列外交部工会已经授权其员工协
调内塔尼亚胡访华事宜。 工会于4月
30日发表声明称，出于对以色列长期
战略利益的考虑，内塔尼亚胡的中国
行会如期进行。“考虑到以色列的外
交立场，此行的历史重要性和如果取
消访问可能造成的（对两国关系）长
期损害，我们一致决定允许（访问）按
原计划进行。 ”声明表示。 内塔尼亚
胡此前曾两次取消访华行程。

此外，目前以色列还有一个问题
是没有一个专门的外长，目前以色列
外长由总理内塔尼亚胡兼任。前外交
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正因为涉嫌欺
诈和背信一案深陷麻烦。

鉴于同巴勒斯坦领导人在行程上
的巧合，以色列媒体称，两位领导人在
访问过程中将不会同时同地出现。

以色列外交部“放行”总理访华
外交官罢工潮继续 暂未影响内塔尼亚胡出访 中国努力推动巴以恢复和谈

国际·时局 World

4月28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内阁会议。 尽管以色列外交部正在罢工，但内塔尼亚胡将如期访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