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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从经贸投资合作法规、双边贸易情况、直接投资合作、中白工业园等方面分析中国—

白俄罗斯投资合作现状,指出中白投资合作机遇与挑战。最后为中白进一步合作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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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Belarus investment cooper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economic,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regulations, bilateral trade, direct investment cooperation and 

China-Belarus industrial park, and points out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China-Belarus investment 

cooperation.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e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the further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Bel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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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

要的节点国家,白俄罗斯近年来致力于

改善营商环境,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

施,经济持续增长,投资环境不断改善,

吸引外资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加。这为

中国企业“走出去”在白俄罗斯开展投

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本研究

分析了中白投资合作现状,提出优化白

俄罗斯营商环境的相关建议,为中白双

方贸易、投资、金融、地方等方面合作

指明方向。 

1 中国—白俄罗斯投资合作现

状分析 

1.1中国—白俄罗斯投资合作总体

概况 

白俄罗斯与中国关系良好,双方互

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自2013年宣布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经贸合作

规模不断扩大,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在能

源、电力、通信、房地产开发、金融等

一系列领域的合作颇有成效。① 

1.1.1中白经贸投资合作法律法规。

表1 中白经贸投资合作法律法规

序号 法律法规 签署时间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合作协定 1992 年 1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1993 年 1月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

的协定

1995 年 1月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进出口商品质量保证协定 1996年 12月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协定、中国人民银行

与白俄罗斯国家银行合作协议、中白司法部合作协议

2001 年 4月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旅游合作协定 2005年 12月

7

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银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双边本币结算协议、白俄罗

斯共和国财政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开发银行关于金融合作的框架协议

2010 年 3月

8 中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规划(2014-2018) 2014 年 1月

9 中国商务部和白俄罗斯经济部关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协定书 2014年 12月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

和国关于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015 年 5月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关于建立相互信任、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的联合声明

2016 年 9月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经济部关于《中国与白俄罗斯服务贸易与投资

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的谅解备忘录

2020 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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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白俄罗斯之间签订了一系列重要

的合作协定,为双边建立长期、稳定发展

的经贸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主

要如下表1。 

1.1.2中白双边贸易情况。1992年中

白两国建交之初,双边的往来贸易额仅

为3390万美元,1997年双边贸易额首次

突破了1亿美元,2002年以来双边贸易额

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2005年首次突破

了5亿美元,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31.82亿美元,中国成为白俄罗斯第三大

贸易伙伴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仅次于

俄罗斯。据白俄罗斯官方统计,2020年,

中国和白俄罗斯进出口总额为45亿美元,

同比增长3.1%,中国向白俄罗斯出口

37.51亿美元,同比增长2.9%,自白俄罗

斯进口7.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① 

近年来,双方的商品贸易结构不断

优化,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

例不断提高。中国向白俄罗斯主要出口

数据处理计算机、通信设备及其配件、

轿车及拖拉机用车厢及配件、织袜机、

合成丝线等商品,中国自白俄罗斯主要

进口己内酰胺、钾肥、纸浆、牛奶及奶

制品、亚麻原料及制成品等商品。 

1.1.3直接投资合作。中国与白俄罗

斯双边直接投资规模尚小,以中国企业

在白俄罗斯投资为主,但近年来白俄罗

斯的投资呈现快速增长态势。①据中国

商务部统计,2019年中国对白俄罗斯直

接投资流量达到1.8亿美元。截至2019

年底,中国对白俄罗斯直接投资存量6.5

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工业园区、重型车

辆、五星级酒店、汽车组装、家电组装、

住宅小区投资建设、农业等领域。2019

年白俄罗斯对华投资1820万美元,截至

2019年底,白俄罗斯累积在华投资4000

万美元,主要集中在联合收割机、大马力

拖拉机生产等农业机械生产,特种车辆

生产、矿用自卸车组装等领域。白俄罗

斯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虽然规模较小,近

几年也有增长的趋势。白俄罗斯在中国

的主要投资项目有：白俄罗斯明斯克轮

式牵引车厂和中国三江航天工业集团公

司2010年3月设立合资企业。2018年8月

中化化肥澳门离岸商业服务有限公司与

白俄罗斯钾肥公司签署了代理合作备忘

录。2020年4月,白俄罗斯钾业公司与中

国中化集团、中国农资集团、中海油集

团签署了年度钾肥供应协议。 

表3 2015-2019年中国对白俄罗斯投资

流量   单位：万美元 

年份 投资额

2015 5421

2016 16094

2017 14272

2018 6773

2019 18175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2019年度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1.1.4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中白

工业园是目前中国-白俄罗斯国家级合

作项目,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

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标志性和示范性该

项目包括企业直接投资和金融机构信贷

投资合作,建设期30年,总投资超过60亿

美元。② 

中白工业园是白俄罗斯第一个全球

化工业园区,也是目前中国在海外规模

最大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和综合性产业园

区,计划分三期开发建设。中白工业园以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撑,重点

发展电子信息、高端制造、生物医药、

精细化工等产业。中白工业园内企业生

产的产品可以免关税销往俄罗斯、亚美

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园

区未来将打通立陶宛克莱佩达港出海口,

为企业打造跨境报税通道,产品能够迅

速销往欧盟各种,市场潜力非常大。在中

白工业园政策优惠,土地和不动产税是

免税,同时免收增值税、免收进口税等。

截至2020年4月,园区一区8.5平方公里

“七通一平”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

入园居民企业达60家,来自17个不同国

家,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不断提升。 

1.2中白投资合作机遇与挑战 

1.2.1投资优势和机遇。(1)投资区

位优势明显,为中国企业拓展欧亚市场

提供极大便利。白俄罗斯地处欧盟与欧

亚经济联盟交汇地带,是连接欧亚大陆、

贯通太平洋及大西洋的重要铁路、公路

的交通运输走廊。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为

联盟国家,俄白哈3国签署的欧亚经济联

盟条约,2015年正式启动,为在白俄罗斯

投资的中国企业无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

入欧亚经济联盟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国家,

白俄罗斯是最早表示支持“一带一路”

倡议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与中国签订

共建“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之一。①

白俄罗斯凭借自身优越便利的地理位置

发挥其联结东西方市场的纽带作用,为

中国企业开拓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市场

提供很大的便利。(2)投资产业政策优惠

与发展规划明晰,为中国企业指明投资

方向。白俄罗斯对外国的投资者实行国

民待遇原则,除了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保

证不对外国投资者的财产实行国有化。

外国投资者有权将其生产经营劳动所得

以外汇的形式汇入或汇出；白俄罗斯对

外国投资领域的限制较小,除了有关军

工和国家安全的领域需要总统批准外,

外资可依法进入白俄罗斯的各生产和经

营领域。 

白俄罗斯提出建立国家创新体系,

完善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经营积极性和

扩大吸引投资等发展目标,为实现这一

目标,白俄罗斯对交通运输、能源电力、

电信通信等多个产业提出了中长期的发

展规划及目标,包括完善交通基础设施、

对道路、人工建筑、集装箱码头以及交

通工具进行现代化改造；对现有能源系

统进行现代化改造,形成多元化能源供

应体系；发展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创造智

表 2 2015-2020年中国对白俄罗斯进出口贸易概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贸易额 中国出口额 中国进口额 中国顺差

2015 31.80 24.00 7.80 16.20

2016 26.02 21.30 4.73 16.57

2017 31.06 27.43 3.63 23.80

2018 36.78 31.52 5.26 26.26

2019 43.65 36.46 7.19 29.27

2020 45.00 37.51 7.49 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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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安全的人居环境等。白俄罗斯提出

的国家创新体系、完善产业结构等系列

目标为中国企业在白俄罗斯投资提供了

重要的机会,与此同时,各个产业发展规

划也为中国企业指明了在白俄罗斯投资

的方向。①(3)双边关系稳定,为企业投

资经营创造了稳定的环境。自1992年中

白建交以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持续稳

定发展,双边合作水平不断提高。高层交

往密切,两国关系步入全面发展的战略

合作阶段,双方的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另

外,中白签署的重要协定,如《中白政府

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白“一带一路”

合作备忘录》,为双边经贸关系的稳定长

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随着

2015年欧亚经济联盟的正式启动,“一带

一路”对接欧亚经济联盟的探索逐步深

化②,中白两国在金融体系构建、铁路、

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等多

个领域开展投资合作,为后续中国与欧

亚经济联盟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优

势产能合作打造良好的基础。 

1.2.2投资劣势和挑战。(1)白俄罗

斯产业结构存在着明显的非均衡性,对

中白投资合作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首

先,白俄罗斯农业、工业及服务业之间的

良性循环还没建立,第一产业的基础相

对薄弱,资源投向侧重于重工业、军事工

业等,引起资源供应、交通、物流等诸多

问题。其次,发展相对滞后农业和服务业

不能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拓展空间。(2)

白俄罗斯尚未完全脱离计划经济模式,

对企业依然有较多监控和行政命令。当

前大部分私有化项目处于政府高层或地

方政府监控下。而且政府给予的优惠政

策在执行过程中经常出现偏差,政府部

分对现有技术法规的执行跟不上时代的

要求,缺少灵活变通的做法,这给中国企

业在白俄罗斯投资带来困难。(3)白俄罗

斯面临较为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白俄

罗斯地处北约的东部边界,全面靠向俄

罗斯,而且俄罗斯是白俄罗斯最大的投

资国和贸易伙伴国,白俄罗斯的经济高

度依赖俄罗斯。美国、欧盟主导的北约

与俄罗斯之间的博弈必将波及白俄罗

斯。白俄罗斯的地位既脆弱又敏感。中

国企业在白俄罗斯开展直接投资和工程

承包需要对这些地缘政治问题予以考虑

和分析。 

2 建议 

结合中白合作的挑战,提出如下对

策建议： 

一是要加快推进税收改革。白俄罗

斯目前税收比例过高,收集编制报备主

要税负所花时间过多,因此需要完善相

关立法,降低税率,同时简化税收申报制

度,引入快速申报程序,减轻企业税务负

担,缩减企业办理各项税务手续的时间。 

二是完善金融市场。保障国家银行

体系的稳定,大力降低通货膨胀率。完善

投资渠道和合作机制,突出融资对投资

的引导和带动作用。推动中国银行和保

险业对白俄罗斯的直接投资,特别是实

现中国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入驻中白工

业园,在银团贷款、货币互换、银行授信、

代理结算、委托贷款等方面于当地机构

合作,提供本土化和个性化金融服务,实

现优势互补,互利互赢。 

三是建设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白

俄罗斯政府要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逐步减少对企业的监控和行政命令,优

化企业从开业到破产过程中政府的职能,

创造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建立透明高

效的政务环境。 

四是拓展中白合作的领域。改善白

俄罗斯出口商品结构,增加高技术和知

识密集型产品的比重,提高高附加值产

品的比重,降低原材料的出口比重。以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挖掘

中白两国在农业、旅游、交通等领域

合作潜力,拓展两国在这些领域的合

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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