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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国家的转型与崛起 

  孔田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1月31日第6版 

 

  自 1989 年以来，中东欧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东欧的转型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对外关系

诸方面，其变革的深度、广度和速度在人类社会经济史中实属罕见。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认为，中东欧的转型不仅包括经济的转型，而且

包括生活方式、文化的转型、政治和法律的转型等多个方面。迄今为止，中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和东南欧

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黑山、波黑和马其顿)之间的分化日益明显，一方面是中欧国家的和平、稳

定、繁荣和面向未来；另一方面是东南欧国家的冲突、动荡、落后和回归历史。中欧国家相对成功的转型与崛起是近20年来欧洲最引人注目

的事件之一，值得关注。 

  一、中欧国家转型的成就 

  中欧国家转型的进展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欧国家建立了多党议会民主制，法治国家和宪政民主得以确立。自转轨以来，中欧国家政党之间纷争不断，但政治冲突能够通过合

法手段得到解决，政局更迭通过选举得以实现，权力转移较为平稳。最近几年来，民粹主义在中欧国家有所抬头，一些民粹主义政党甚至进

入政府。但与民粹主义政党为伍的法律与公正党在2007 年波兰议会选举中败北，其民粹主义伙伴未能进入议会。2006 年，匈牙利总理久尔

查尼说谎风波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但是反对党在议会中罢免总理的提议未获通过。宪法法院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如波兰宪法法

院裁定法律与公正党推动的《清查法》违宪，纠正了执政党政策的偏差，维护了宪政秩序的稳定。中欧国家实行司法独立，政府官员必须接

受法律的制约，法治权威得以确立。 

  2.中欧国家通过经济转轨建立了市场经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经济转轨的重大成就是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建立

了良好运作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助于资源的合理 配置，是后进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必由之路。应当说，市场经济的形成是中欧国家实

现赶超最重要的制度条件。中欧国家形成了私有制居主导地位的产权制度，而且产权得到了有效的保护。有效的产权可以产生稳定的预期，

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中欧国家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为加入欧盟实现了与欧盟法律体系的

接轨。法制的确立有助于保护经济当事人的利益，有助于竞争的经济秩序的形成，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有效的因素。 

  3.中欧国家告别了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积极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欧国家在经互会解散后，积极扩大 与西

欧的经济联系。中欧国家在欧洲一体化上取得了重大进展，2004 年5 月中欧国家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与此同时，中欧国家积极参与国际

经济组织的活动，捷克(1995 年12 月)、匈牙利(1996 年5 月)、波兰(1996 年11 月)和斯洛伐克(2000 年12 月)先后加入了作为富国俱乐

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斯洛文尼亚目前正申请加入该组织。 

  4.中欧国家加入了北约，其地缘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欧国家纳入了美国支配的欧洲大西洋联盟的体系之内。随着冷战结束和

苏联解体，东欧摆脱了前苏联长达40 多年的控制，获得了国家的独立与自由，东欧国家面临着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如何定位的问题。面对冷

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变化，中欧国家的政治精英将加入北约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优先重点。1999 年3 月，波兰、捷克和匈牙利成为北约成员

国。2004 年3 月，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正式加入北约。中欧国家从欧洲大西洋联盟获得了安全保障。虽然最近由于美国在中欧部署反导

体系导致了俄罗斯与美国关系的紧张，但是从目前的国际力量对比以及国际格局演化的趋势看，中东欧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会保持基本

稳定。 

  二、中欧崛起的进展与挑战 

  中欧的崛起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中欧国家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加入北约和欧盟提升了中欧国家的国际地位，扩大了中欧国家的国际影响力。2008 年1 月，仅有200 

万入口的斯洛文尼亚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将在解决科索沃问题等欧洲重大问题上发挥作用。2009 年，捷克也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

国，不仅在欧洲重大问题上而且在其关注的全球问题上将发挥其影响力。波兰试图在欧盟的东方政策的制定上发挥积极作用，不失时机地向



前苏联国家推销其民主改革的经验，积极介入乌克兰政治危机的解决。波兰成功地将波俄双边关系的问题变为了欧盟与俄罗斯关系中的问

题，提高了自身在对俄关系中讨价还价的力量。作为中欧国家政治对话机制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在欧盟扩大后继续发挥作用，波兰、捷克、匈

牙利和斯洛伐克的领导人经常就共同关心的地区性问题和国际问题举行磋商。 

  2.中欧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得到提升。中欧国家属转轨经济成功的典范，其转轨后的经济发展备受瞩目。中欧国家加入经合组织凸显了

中欧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欧国家在经历了转轨性衰退后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与1989 年相比，到2006 年波兰经济增长了58%，

斯洛文尼亚增长了39%，匈牙利增长了34%，斯洛伐克增长了34%，捷克增长了29%。从1990 年到1999年，只有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与欧盟的差

距没有扩大。自2001 年以来，尤其加入欧盟后，中欧国家的赶超进程加快。除匈牙利入盟前后经济增长率没有显著变化外，其他中欧国家

入盟后的经济增长明显加快。斯洛伐克2001～2003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8%，2004～2006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6%；捷克2001～2003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7%，2004～2006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5.5%；波兰2001～2003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1%，2004～2006 年平均经

济增长率达到了4.9%；斯洛文尼亚2001～2003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9%，2004～2006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4.6%。 

  2004～2006 年，中欧五国平均的经济增长率则比欧盟15 国高近3 个百分点。在东欧剧变后，中欧国家吸引了大量外资，成为外国投资

的热点。1993～2005 年，捷克吸引了540 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松下电器公司、霍尼维尔公司、摩托罗拉公司、梅塞德斯－奔驰汽车公

司等许多跨国公司在捷克有研发或设计中心。1990～2006 年，匈牙利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为817 亿美元，许多世界500 强的跨国公司在匈

牙利投资并获得良好的收益。通用电器、可口可乐公司、花旗银行、安永全球、西门子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大型跨国公司在匈牙利的存在

是推动匈牙利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波兰信息和外资局的资料，1993～2006 年，波兰累计吸引外资1080 亿美元，外资进入

的领域有汽车制造业、金融服务业、房地产业等。外资的进入不仅促进了中欧国家的企业改造，而且提高了中欧国家经济的竞争力。 

  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下，中欧国家的崛起归根结底取决于其经济发展，取决于中欧国家能否实现经济的赶超。中欧国家实现快速的经济增

长具有一些有利条件：良好运作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形成；促进增长的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正在实施：临近西欧的地缘优势；缓慢的人口增

长有利于赶超；全球大型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欧国家；欧洲一体化在支持中欧国家的迅速赶超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来自欧盟的转移支

付的贡献相当于中欧国家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中欧国家从与西欧的制度、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中受益匪浅。中欧国家贸易额的增加、风险的

降低和越来越多地利用国外储蓄将有助于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斯洛文尼亚2007 年1 月加入欧元区，其他中欧国家也将以欧元取代本国货

币。加入欧元区有助于消除货币和汇率风险，有助于中欧国家更好地利用国外储蓄。 

  但是，中欧国家的赶超尚面临许多挑战。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一些中欧国家税契(雇用工人的费用与工人实际税后收入的差额)过

高，不利于就业的增加。教育体系不能完全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人力资源管理和高级营销人才不足。与西欧国家相比，中欧国家金融市

场的不发达是制约增长的一个要素，不利于促进投资、创新和风险承担。中欧国家的储蓄率过低，因此中欧国家不得不利用国外储蓄。但

是，利用国外储蓄也有潜在的风险，如会造成外债占GDP 比率的增加、货币升值和信贷扩张。中欧国家在政府稳定性、民主的问责制、法律

与秩序、行政机构的素质、政府的廉洁程度上与西欧国家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制度层面上的缺失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一些中欧国家在加

入欧盟后改革动力明显不足，政治上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出现了政治的不稳定。如果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经济政策主张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政

策，那将对中欧国家的赶超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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