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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者以中國國有企業對匈牙利的投資分析中國「銳實力」對匈牙利的

運作。「銳實力」一詞源於美國民主基金會對於中國與俄羅斯外交政策分

析報告。該報告對於中國與俄羅斯等威權政體透過網路、媒體等媒介影響

公共輿論，進而影響民主程序與政府決策行為，破壞民主與法治。然而，

該報告並沒有明確指出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對東歐政治的影響。作者

透過分析中國國有企業發展過程與黨與企業的關係的歷史脈絡中發現，中

國國有企業對匈牙利的投資與歐盟對中國經貿政策以及中國對外發展戰略

有所關係，然而中國國有企業對匈牙利的投資並沒有評估歐盟與匈牙利關

係的惡化。中國對匈牙利的投資強化了匈牙利抵抗歐盟政治壓力的能力，

強化匈牙利政府走向威權主義。最後，作者在實證研究中發現，中國政府

透過中資企業商會建立國有企業、當地華商與匈牙利官員的私人關係。作

者認為，中國未必有意破壞民主政治，但是中國重視私人關係的政治與商

業文化以及國家利益為重的經濟行為，削尖了中國的軟實力。

關鍵詞：銳實力、一帶一路、中國國有企業、匈牙利

*　　*　　*

壹、前言

「銳實力」（sharp power）一詞源自於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對於中國、俄羅斯等威權國家透過西方國家媒體、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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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交流、文化交流以及智庫與政策交流等層面提升其政治影響力。報告內容提及中

國透過「一帶一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在塞爾維亞等巴爾幹半島國家
的基礎建設計畫讓中國獲得區域內國家的支持，形成對歐盟（European Union）平
衡的力量。更指出中國政府動用國家宣傳機器與駐外使館單位，廣泛地與中東歐國

家媒體、智庫、學術與文化機構交流，宣傳「一帶一路」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以及

傳遞中國對於人權、新疆、西藏與臺灣議題的官方立場，並透過提供留學獎學金、

智庫交流與在大學院校內授課機會，發揮其外交影響力（Mesežnikov and Pleschová 
2017, 145-150）。然而這份報告對於中國「銳實力」並沒有嚴謹的定義，在學術上
也尚未對「銳實力」進行完整論述。因此，作者將以中國「軟實力」的角度探討中

國「銳實力」的影響。

在中國的語境下，中國在海外的投資是作為中國提升「軟實力」的一部分。中

國自 2013年起所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雖帶動開發中國家基礎建設投資，西方
國關學者與官員皆質疑中國有意識地透過「一帶一路」倡議以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

所組成的國家力量有意識地將「中國模式」等政治意識形態輸出至國際社會，對於

民主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造成貪腐與民主發展倒退等威脅。然而西方對「中國模式」

的批判與中國政府官方宣傳語言以及中國學者對於「一帶一路」的詮釋存在著極大

的差異。作者認為中國未必有透過「一帶一路」倡議破壞西方民主體制或是影響發

展中國家民主體制發展的意圖。

在中國的體制下，由於中國共產黨具有指導國有企業發展戰略與監督營運績效

的權力且國有企業是中國國家發展戰略下的主要力量，因此國有企業進入國際市場

後，傳統國有企業和共產黨關係與自由市場存在著對立與衝突。以自由主義的觀點

來看，中國經濟並非依循市場經濟制度，國家力量透過獨資、合股與參股的方式進

入市場經濟，且技術與資本密集產業由大型國有企業壟斷。在這樣特殊的環境下，

中國共產黨對於國有企業具有絕對的影響力。因此，作者認為國有企業與中國共產

黨的關係發展歷史脈絡作為分析中國國有企業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行為以及對

於以自由主義為基礎所建構國際社會的影響極為重要。

作者將從中國國有企業在匈牙利投資的歷史脈絡中尋找中國國有企業投資模

式的演進，以及對匈牙利政治的影響。作者認為匈牙利兼具民主轉型國家以及歐盟

成員國的二元身分，會是中國與西方在政治、制度與文化交流與衝突的熱點。在個

案研究中，作者將探討中國國有企業在經貿關係上所扮演的角色。作者發現，中國

國有企業的投資行為與政府政策目標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更與統戰部、僑外團體合

作在匈牙利建立政商人際網絡。作者認為，中國國有企業在匈牙利所建立的政商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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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與中國本身政治與商業文化注重人際關係，以及匈牙利本身民主制度尚未完善有

關，是解釋為何中國軟實力「銳化」的關鍵。

貳、文獻回顧

中國國有企業研究是政治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學科中很重要的課題，中國

國有企業不僅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更是今日全球市場上很重要的行為者之

一。改革開放後中國共產黨導入市場經濟制度，國有企業也從集體生產工廠進入現

代化企業體制。90年代至 2000年代初，政治經濟學者認為市場化是國有企業改革
的重要工作。主流政治經濟學者認為擁抱市場經濟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目標，學

者林毅夫強調認為消除政治負擔，市場經濟化是強化國有企業市場競爭力的重要改

革目標（Lin et al. 1998, 426）。實證研究中也證實政府鬆綁對國有企業定價的限
制，提升國有企業定價的自主性不僅提升企業生產力，勞工薪資、企業投資也有所

增加（Groves 1994, 205）。
國有企業市場經濟化以及去政策化是 90年代政治經濟學者的主流觀點，然而

進入 21世紀後，政治經濟學者發現中國國有企業不僅於市場經濟競爭，更有服務
國家戰略的目標。實證研究中顯示國有企業在選擇國際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的標的上與私有企業有所不同。相較於私有企業偏好投資成熟市
場，國有企業傾向投資戰略性投資，也較樂於投資地緣政治風險較高，政治較不穩

定的國家與地區（Amighini et al. 2013）。
Gonzalez-Vicente（2012）研究中國國有企業拉丁美洲投資中發現，中國國有

礦業公司的投資兼具市場經濟家戰略的特色，中國國有礦業公司較不依賴從股票市

場募集資金，這允許國有礦業公司追求中長期公司利益而非短期股東利益。另外，

中國國有企業相較於西方跨國企業，在法律與財務上，面對較少的國內風險。最

後，Gonzalez-Vicente指出中國國有礦業公司於秘魯的投資一來是基於開放的投資
市場，有較低的進入成本；二來是基於中國國內推動的「走出去政策」，國有企業

較容易從國有銀行募得資金；最後，由於具備通路優勢，中國國營礦業公司較願意

服務國內市場，同時可與冶金產業進行垂直整合。

Bruton（2015,  103-104）等人指出國有企業具備「混合組織」（hybrid 
organization）特性。在分類國有企業的方法上採用「國家所有」（state owned）
以及「國家控制」（state control）兩個維度分析國有企業「混合」的特性。Bru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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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指出，「國家所有」並不是影響國有企業「混合性」的重要因素，美國、香港

與新加坡在具有大型國有企業的情況下，仍在經濟自由度上名列前茅。相反，「國

家控制」對於國有企業發展的影響較為顯著。Bruton等人以人事任命制度作為分
析「國家控制」的強度。若國有企業的高階主管來自於私有企業，那麼在管理上將

會引入私有企業的企業家精神，重視獲利最大化與效率。反之，若國有企業的高階

主管來自於政府官僚體系，那麼作業程序將是其考量重點。

國內學者郭建中與王國臣在實證研究中指出中國國企的海外投資在已開發國

家與開發中國家的投資手段有明顯不同，但其投資目標具備高度的戰略性，且中國

政府在國有企業投資過程中發揮實質政策的影響力。在中國國有企業對已開發國家

投資中主要採取併購方式獲取市場通路、採礦權與核心技術。在開發中國家中，

同樣是獲得該地區天然資源，中國政府採用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模式，透過國有企業於當地成立子公司，併購當地企業的綠地投資
（green field investment）方式獲取當地天然資源。然而不論是直接併購所需的龐
大資金，或是綠地投資所面對的過長成本回收時間，中國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皆需大

型國有銀行做資金周轉支持，顯示出國家政策支持對國有企業「做大、做強」與

「走出去」政策的影響（郭建中、王國臣 2013）。

參、國有企業改革歷史脈絡與「一帶一路」倡議下國
有企業的角色定位

一、軟實力或銳實力？不同發展途徑下的話語權競爭

相對於西方國家透過交流進行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軟實力」（soft 
power），威權國家傾向於透過交流以及辦隨而來的思想審查與資訊控制污衊外國
的敵對派系（Walker and Luding 2017, 11-12）。中國的官方宣傳中，「一帶一路」
倡議中的投資建設是建構中國「軟實力」非常重要的戰略要素，透過海外基礎建設

投資，中國成功協助發展中國家走向脫貧道路，建立中國特色的扶貧道路（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2019）。從Walker與 Luding的報告與中國官方的聲明中，
作者發現雙方對於「軟實力」的認知差異甚大，儘管中國並無欲透過「一帶一路」

倡議來達成超過「扶貧」的政治目標，干涉他國內部政治運作的意圖，但是其合作

計畫本身在執行層面上，中國政府所公布的官方聲明並不能獲得西方國家所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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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6）特別強調「一帶一路」倡議將依循「開
放」、「包容」、「普惠」、「共贏」等原則推動區域經濟合作，建立全球聯通貿

易體系。以及表示出合作計畫所產生的經濟成果。但是中國所宣示的原則性概念

並無法說服西方世界所擔憂的透明度、法治、貪腐等問題。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副主席 Jyrki Katainen（2017）就表示中國的「一帶一路」計畫應確
保所有參與者皆能從中獲益，以及在採購、競爭上具有公平性、透明性。另外，

美國著名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研究員 Johnathan E. Hillman（2019）表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中的政商關
係不透明已造成計畫參與國貪腐問題。

從歐美國家與中國對於「一帶一路」倡議的發言中可發現，儘管中國強調「一

帶一路」倡議是建立連結歐亞非市場的大型經濟共同體，而非控制參與國政治與經

濟，但中國政府的說詞並不能取得歐美國家官員與學者的信任。作者認為，觀察中

國政府如何推動「一帶一路」倡議是理解中國與歐美國家對於「軟實力」與「銳實

力」之爭的重要因素（王義栀 2017）。從軟實力的觀點來看，中國欲在開發中國
家間建構其「脫貧者」的角色，透過龐大的經濟實力以及基礎建設能力協助開發中

國家經濟快速成長。然而由於多數開發中國家政府透明度不足，缺乏完善法律制

度，以及「一帶一路」倡議本身合作機制缺乏公平性與透明性的問題下導致中國在

建構「軟實力」的過程產生貪腐與尋租問題。這使得儘管中國並無意破壞「一帶一

路」參與國民主與法治，但中國的合作計畫卻造成開發中國家的實質性傷害。

有鑑於此，作者認為必須理解「一帶一路」倡議的執行者，中國國有企業的歷

史發展脈絡以及與中國黨國體制的關係。有別於私有企業，中國國有企業在企業人

事任命、經營策略與投資計畫都與黨國體制具有密切聯繫，然而在傳統國際關係理

論或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對於中國國有企業在全球市場的活動著墨甚少，因

此作者將在接下來章節中對於國有企業發展脈絡與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角色進

行深入討論。

二、中國國有企業發展的歷史脈絡

由於國有企業改革由中國共產黨主導，國有企業改革的階段性目標依循著黨國

體制在歷史當下的戰略目標、政治意識形態與經濟利益。作者將以改革開放後至中

國十六大（1978∼2002年）、十六大至十七大（2003∼2012年）以及十八大（2013
年∼）以後作為分析中國國有企業發展的分界，其目的在於透過歷史脈絡理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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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以及經濟發展對於中國國有企業發展的影響。

（一）1978∼2002年國有企業現代化時期
國有企業作為中國經濟發展重要的行為者之一，其角色轉變的歷史脈絡與中

國國家發展階段有著密切關係。在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國有企業「姓資」或是

「姓黨」是中國黨國體制裡重要的辯論。1978年改革開放至 1990年代是中國國有
企業從黨委—廠長（專業經理人）—職工大會所組成的平行分權，集體生產模式轉

向現代化公司治理的過程（黃群慧 2018, 62-67）。改革開放後，中國試圖將「黨
委領導，廠長負責」的管理制度走向廠長（專業經理人）全權負責制度，然而制度

改革面臨了黨對於國有企業控制力下降的問題。1986年為維持黨對於國有企業的
控制，建立廠長（專業經理人）為「行政中心」，黨委為「政治核心」的領導結構，

然而這種雙頭馬車的權力結構對國有企業的經營產生了「兩個太陽」的問題，因此

在實務上仍由廠長（專業經理人）兼任黨委書記。然而由廠長（專業經理人）兼任

「行政中心」與「政治核心」的制度雖達成統一領導口徑，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黨

對於國有企業的控制能力。

1994年中國引入現代化公司治理制度，在國有企業內建立股東大會、董事會
與監事會（新三會）取代舊有「老三會」（黨委會、職工代表大會、工會）分權

結構，黨委書記由董事長兼任，重新確立黨對於國有企業的控制（章迪誠、張星伍

2007, 147）。在黨與國有企業關係上，延續改革開放的思想，中國共產黨適度放
寬對國有企業在人事考核與預算上的控制，並建立自負盈虧的機制。根據中國國務

院於 2001年提出《關於國有企業內部人事、勞動、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見》，在人
事制度上，國有企業取消企業級別，不再使用政府機關行政級別，並強化內部競爭

機制等現代化工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2001）。
1978年至 2002年的期間，中國在經濟上持續朝向市場經濟的方向改革，也持

續參與國際組織，納入世界貿易體系。在這段時間內，中國國有企業也隨著當時的

主流思想，走向去管制化、市場化以及現代化的管理機制，脫離改革開放前的集體

生產角色。

（二）2003∼2012年國有企業發展時期
中國國有企業發展與經濟成長有著密切關係，隨著中國政府對國內基礎建設投

資以及國內消費需求增長，2003年十六大的國有企業改革不僅延續改革開放以來
的現代化、法人化的發展過程，更強調中國國有企業的發展走向「做大、做強」以

及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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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共產黨於十六大三中全會中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決議國有企業「走出去」戰略，透過引進外資以及外國技

術，提升製造業生產水平，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有企業。（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03）且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黃菊於全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中國欲培育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大型國有企業，各級國資委擔任國有企業作為國有資

產出資人代表（黃菊 2004）。在「做大、做強」的發展戰略下，2019年中國國有
企業在《財富》雜誌中全球五百大企業的榜單中上榜 119家，相較於 2003年的 6
家有大幅度的成長（Fortune 2019）。

國有企業規模大幅度成長受惠於中國國內基礎建設的需求以及千禧年後高速經

濟成長，中國進入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國際地位快速提升的時期，而 2008年的金
融危機，中國更承擔起維持全球經濟成長動能的角色。而國有企業改革延續市場經

濟化的浪潮，中國政府要求國有企業在 2003年起承擔更大的盈虧責任，然而過度
的成長也造成產能過剩的問題。儘管國務院下令減少國有銀行對國有企業貸款，但

地方政府基於政府績效（年 GDP成長率）以及潛在失業人口問題，地方政府並無
落實中央政府對國有企業市場化的改革方針，這導致產能過剩問題自 2008年金融
危機起延續至 2013年習近平上臺之後仍未有效解決。

（三）2013年∼強化黨領導時期
習近平 2013 年上臺後面對國內總體經濟成長率減緩、國有企業產能過剩問

題，試圖強化胡錦濤時期國有企業「做大做強」，「走出去」政策，更推動國有企

業整併，透過強強連結、優勢互補、吸收合併、共建共享、推動國有企業整併。

在黨與國有企業關係上，習近平強化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國有企業服務國家

戰略目標（黃群慧 2018, 73-77）。根據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的決議以及中國國務
院所頒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指出強化中國

共產黨組織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將黨建工作納入公司治理章程，明確黨組織在公司

治理內的領導地位（新華網 2015）。
在政治意識形態上，中國共產黨自十八大起持續強化國有企業基層黨組織建立

工作，並強化基層黨員對公有制經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政治意識形態教育，尤

其是對於公有制經濟、工人階級意識與黨對於國有企業領導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及

對於國家發展戰略認同。國務院國資委黨委書記郝鵬曾表示：

在有關國有企業黨建責任的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黨對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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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領導不動搖，發揮企業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他

還強調，堅持服務生產經營不偏離，把提高企業效益，增強企業競爭

實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作為國有企業黨組織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

點⋯⋯要緊緊抓住黨建責任制這個「牛鼻子」，用好中央企業黨建工作責

任制考核評價這個「指揮棒」，進一步壓實各級黨組織管黨治黨責任，不

斷激發抓黨建強黨建內生動力。要緊緊抓住領導幹部這個「關鍵少數」，

按照「企業家 +政治家」標準，著力培養講政治的企業家和管企業的政
治家，打造忠誠乾淨擔當的國有企業領導人員隊伍。要緊緊抓住「三基建

設」這個大工程，樹立大抓基層工作導向，全面推進中央企業基層黨建基

本組織基本隊伍基本制度建設，提升組織力，增強政治功能，打造堅強

戰鬥堡壘。要緊緊抓住黨風廉政建設「兩個責任」，持之以恆正風肅紀，

堅定不移反腐懲貪，持續強化不敢腐的震懾，紮牢不能腐的籠子，增強

不想腐的自覺，堅決奪取中央企業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壓倒性勝

利（郝鵬 2018）。

郝鵬的論點顯示出在習近平時代下，中國共產黨欲更強化黨對於國有地控

制，國有企業不再是以市場經濟為主要服務對象，承擔更多黨國體制發展戰略責

任。

三、「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有企業

由於具備壟斷技術與龐大資本，國有企業是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

力量。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架構下，由中國國有銀行與國有企業所建構出的對外

援助模式被外界認為援助計畫內容不透明、缺乏公平競爭促進貪腐與強化威權體制

等問題。作者認為，在中國的政治宣傳中，政治清廉與民主化並不是中國對外援助

中所關心的議題，相反地，中國政府對於顏色革命抱持批評態度（劉暘 2018）。
對於中國而言，「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目標在於平衡美國在歐巴馬（Obama）政
府時代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在西太平洋對中國戰略封鎖以及實踐其國有企業

「走出去」戰略（蘇格 2016）。
作為中國黨國體制下的經濟生產單位，國有企業必須實踐黨國體制的戰略目

標。從「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模式來看，中國政府與沿線國家的合作模式建構在

中國龐大的國有銀行與國有企業基礎之上。五家大型國有銀行作為「一帶一路」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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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的資金主力，為 986項計畫提供超過 4000億美元貸款。（表 1）根據中國官方
資料，約有 85家國有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倡議，且集中於交通運輸、能源礦業、
電力等具需龐大資本，且高壟斷性產業。（圖 1）國有企業在「一帶一路」倡議中
被賦予實踐國有企業「做大、做強」策略以及國有企業「走出去」兩項任務。這意

味著國有企業在「一帶一路」倡議中除了推動國有企業產業升級、擴大規模，更有

搶占國際市場的戰略性目的。

表 1　中國國有銀行於「一帶一路」倡議貸款內容（2017年）

貸款銀行 貸款項目數量 貸款金額（億美元）

中國工商銀行 212 674

中國進出口銀行 100 350

國家開發銀行 25 1600

中國銀行 469 680

中國建設銀行 180 900

總計 986 4204

資料來源：海巖（2017）；振法（2017）；陳愛平、王淑娟（2017），作者自行整理。

圖 1　「一帶一路」倡議國有企業分布（2017年）

資料來源：中國一帶一路網（2017），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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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作模式上，「一帶一路」倡議延續中國自 2002年起在非洲所建立「資源—
信貸—項目」的一籃子的「安哥拉」模式，但在流程上有所簡化。在「一帶一路」

倡議中，首先由中國與沿線簽訂雙邊合作備忘錄，確定雙邊合作項目，再由中國國

有銀行提供貸款，國有企業承包相關工程。（圖 2）在此架構下，國有企業成為中
國對外戰略的一部分，因此，國有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都必須為國家戰略服務，

而非公司最大利益。

圖 2　「一帶一路」倡議流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然而對於國有企業主管而言，既要滿足國家對於公司獲利要求以及滿足黨

國體制的戰略目標，作者認為對於國有企業主管而言，由於國有企業與黨國體制

間複雜的關係，以及國有企業本身具有高度壟斷的特質，尋租行為（rent seeking 
behavior）的發生是普遍且理性的。根據《2016年度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所公
布的資料，2016 年所公布 602 起企業家犯罪問題中，國有企業家犯罪占總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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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受賄與貪污兩項罪名超過 200起（孫瑩 2017），報告顯示出具高度壟斷性
特性的國有企業貪腐問題非常嚴重。

中國國有企業貪腐導致黨對於國有企業的控制更加強化。根據中國共產黨中

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以下簡稱中紀委）所公布對於中國國有企業貪腐報告中發現，

自 2015年起，黨國體制因國有企業貪腐問題，改變過去去管制化、去官僚化、市
場化的路線，走向強化黨對於國有企業高階主管的控制，試圖以共產黨體系的中紀

委系統解決國有企業貪腐問題（劉金程 2014；張曉松、華春雨等 2015）。中紀委
以「黨的觀念淡漠」批評國有企業一把手領導，導致國有企業高階主管作風奢華，

忘記自己黨員身分，忽略組織內的黨建工作，因此中紀委要求上級黨機關強化對國

有企業黨委監督工作（人民網 2015）。自 2017年起，根據國資委所公布資料，大
型國有企業如國家電網、三峽集團、第一汽車等國有企業建立境外單位黨委與黨支

部。中國電信歐洲分部，海外員工定期參與英國大使館組織的黨員活動與廉政教育

（人民網 2018）。
不論是戰略的需求或是黨國體制對於國有企業的控制，都顯示出國有企業的行

為模式皆會與私有跨國企業有所不同。國有企業的盈利與黨國戰略的二元性格使得

在國際市場上產生衝突。由於中國黨國體制下的特權缺陷，國有企業由於在國內重

視黨政關係勝過法制，這導致中國進入國際市場後仍依循在國內的運作模式，導致

在「一帶一路」倡議上與沿線國政府產生衝突。

肆、中國國有企業在匈牙利的投資

一、中國國有企業在匈牙利發展歷史

（一）中國國有企業在匈牙利投資簡介

自 1990年代起，中國企業開始投資匈牙利市場，根據中國商務部資料，2017
年中國對匈牙利直接投資流量為 6669萬美元，存量為 3.27億美元，主要集中於
電子業、化工、製藥與金融業（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2018, 48, 53; Matura 2018, 
7）。另外，根據匈牙利學者 Tamas Matura的研究，中國在匈牙利的投資中國有企
業為占中國對匈牙利投資企業總數的一半以上，相較於私有企業多已在當地設立子

公司的「綠地投資」（green field investment），國有企業著要以併購、合資以及
基礎建設方式參與對匈牙利投資（表 2）。儘管中國對匈牙利的投資總量僅占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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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直接投資的 2%，但由於國有企業於匈牙利的投資主要以收購當地企業廠房與設
備，中國國有企業的投資於匈牙利市場創造就業機會，並在金融危機時協助度過

難關。不僅如此，中國國有企業對匈牙利的投資更具有針對歐洲市場的戰略布局

（Szunomár et.al 2018, 10）。

表 2　匈牙利境內主要中國企業

企業名稱 產業部門 年分 投資方式 所有權歸屬 黨建工程 後續結果

常熟市標準件廠 金屬扣件 1997 併購 中國國家機械局 有 成功

延鋒汽車內飾 汽車部門 2004 綠地投資

30%安道括車飾

（Andient愛爾蘭商）
70%延鋒車飾系統

有 成功

海信集團 家電產品 2004 合資企業 國有企業 有 2010結束

華為通訊 資訊科技 2005 綠地投資 私有企業 有 成功

中興通訊 資訊科技 2005 綠地投資 國有企業 有 成功

聯想電腦 資訊科技 2009 綠地投資 私有企業 有 成功

北方華創 太陽能板 2009 併購 國有企業 有 成功

萬華集團 石化化工 2010 併購 國有企業 有 成功

金洋電子 資訊科技 2012 綠地投資 私有企業 無 成功

比亞迪 電動公車 2016 綠地投資 私有企業 有 成功

中國—中東歐

投資基金
投資基金 2017 併購 多國合營 無 成功

豐原集團 檸檬酸工廠 2012 綠地投資 國有參股企業 有 進行中

中國中鐵 鐵路控股 2015 基建投資 國有企業 有 進行中

天山集團 基建開發 2016 併購 私有企業 有 進行中

金禾集團 檸檬酸工廠 2014 綠地投資 私有企業 有 失敗

海航集團 航空公司 2004 併購 私有企業 有 失敗

上海建工集團 基建開發 2009 綠地投資 國有企業 有 失敗

日出東方 太陽能 2011 綠地投資 私有企業 有 失敗

中國鐵建 基建開發 2012 基建投資 國有企業 有 失敗

資料來自：Matura（2018），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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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國有企業於匈牙利的併購投資

中國國企對於匈牙利的投資與中國對歐盟的經貿政策有其關係，尤其是針對

歐盟反傾銷法的回應，例如歐盟自 1994年新修訂反傾銷法以來，即對中國生產的
緊固件（fasteners）與彩色電視等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European Commission 
1994; European Community 1998）1997年中國常熟標準件廠收購匈牙利最大螺
絲生產公司奧根標準件公司（英語 Ongai Fastener Company，匈牙利語 Ongai 
Csavargyártó），是中國國有企業對匈牙利市場的首次投資項目。中國國有企業
投資不僅是滿足於進入歐盟市場，更欲在歐洲建立上下整合產業鏈。奧根標準

件廠欲與由中國另一間大型國企河鋼集團所併購的塞爾維亞斯梅代雷沃鋼鐵廠

（Smederevo Steel Mill）合作，由斯梅戴雷沃鋼鐵廠向奧根標準件廠提供所需鋼材
（中國五金工業網 2016）。

2000 年代起，中國大型國有企業開始進入歐盟市場，海信、中興、北方華
創、萬華等大型中央國有企業開始以併購或是綠地投資的模式進入匈牙利市場與歐

盟市場。海信作為中央大型國有企業，2004年與美國偉創力公司（Flextronics）於
匈牙利子公司合作投資彩色電視生產，海信首期投資 300萬歐元，目標生產 30萬
臺彩色電視銷售至歐盟市場。海信的投資算是中國大型國有企業對匈牙利投資的首

例，時任中國駐匈牙利大使朱祖壽與時任匈牙利財政部長 Tibor Draskovics皆出席
開生產線工典禮，顯示出該投資案的對於中國與匈牙利經貿關係的重要性（中華人

民共和國外交部 2004a）。
除了海信，中國太陽能製造商北方華創旗下的子公司北京七星以及食品化工製

造商豐原集團與金禾集團皆在匈牙利投資設廠，以回應歐盟對於中國太陽能板與檸

檬酸產業的反傾銷調查（European Commission 2008; 2012）。從海信、北京七星
到豐原集團與金禾集團的案例中可以發現，中國國有企業在匈牙利的直接併購或是

綠地投資主要是平衡歐盟對中國反傾銷、反補貼政策，以維持中國國有企業在歐洲

市場的競爭力。然而併購所需要的短期大量資金以及綠地投資所需長時間的成本回

收期，中國國有企業在匈牙利的投資受到中國政府與銀行的支持，使得中國國有企

業能有效降低投資風險。

（三）布達佩斯—貝爾格勒高鐵計畫

自 2015年起，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國有企業對匈牙利的投資也
出現了新的合作模式。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與中國鐵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中國鐵建）於匈牙利進行鐵路建設投資。2014年第三次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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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中中國與匈牙利、塞爾維亞簽署連結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與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

勒的布達佩斯—貝爾格勒高鐵計畫項目文件，在隔年 2015年第四次峰會中國、匈
牙利與塞爾維亞三方確立項目執行，兩天後中國鐵路總公司宣布完成可行性評估，

工程項目啟動（樊曦 2015）。
根據協議內容，匈牙利政府宣布與中國中鐵建立合資企業負責布達佩斯—貝爾

格勒高鐵計畫的營運，由匈牙利國有鐵路出資 15%合資企業股份，而中國鐵路總
公司出資 85%。在鐵路新建工程上，中國政府同意由中國進出口銀行出資 18億歐
元提供低利貸款，興建長 350公里的電氣化雙軌鐵路，列車最高時速可達 160公
里。匈牙利外長 Péter Szijjártó（2016）表示由於布達佩斯—貝爾格勒高鐵計畫計畫
因配合布達佩斯將爭取奧運而重新規劃，興建成本將會高於預期。

布達佩斯—貝爾格勒高鐵計畫的建設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在歐洲地區的

經濟戰略規劃有關。中國欲透過匈牙利的地理優勢利用鐵路連結希臘港口與東西歐

的交通路線。儘管中國與匈牙利在經濟上緊密合作，雙方的合作模式引起歐盟的不

滿。歐盟駐華代表團（Delegation of European Union to China）表示歐盟不反對中
國在歐洲的基建計畫，但是任何計畫都應符合歐盟公共採購法律。歐盟在聲明中

表示中國應如歐盟在商業合作中秉持透明、非歧視與平等對待原則（Delegation of 
European Union to China 2017）。對此，歐盟針對布達佩斯—貝爾格勒高鐵計畫進
行調查。歐盟官員表示將會評估該項目的財務可行性以及該計畫是否違反歐盟招標

規定（Kynge et al. 2017）。來自歐盟的壓力迫使匈牙利重啟布達佩斯—貝爾格勒
高鐵計畫招標程序，共有超過 30家廠商表示有興趣參與投標，最終中國廠商從 30
家競爭廠商中得標。匈牙利再次選擇與中國廠商合作，除了成本考量外，更有其戰

略考量，維持與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

作為黨國體制的一部分，中國國有企業對匈牙利的投資是履行中國政府對歐盟

經貿政策的回應以及實踐中國國家發展戰略。中國與匈牙利雙方政府對於國有企業

投資扮演著主導作用，例如 2011年中國國有參股企業豐原集團與匈牙利本土企業
在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與匈牙利總理奧班（Orbán Viktor）共同見證下完成發酵製
品合作項目簽約儀式，且豐原集團在匈牙利的綠地投資項目更是獲得中國政府與國

有銀行的支持。同樣地，負責承建布達佩斯—貝爾格勒高鐵計畫的中國鐵建股份有

限公司亦承擔起「一帶一路」倡議的宣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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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國有企業於匈牙利的商業網絡

中國國有企業不僅在投資匈牙利市場，更建立起聯絡網絡，形成一定程度的政

治影響力。中國國有企業於匈牙利的商業網絡主要由匈牙利中資企業商會（匈牙利

文：Kínai Vállalatok Magyarországi Egyesülete, ACEH）負責。匈牙利中資企業商
會由中國商務部與中國駐匈牙利大使館商務處直接領導下負責推動中國企業與匈牙

利本土企業的交流工作，協助會員了解貿易政策與法規，代表中資企業與相關企業

溝通與交流以及鼓勵、幫助和支持其他有投資意向的中國企業與對口機構對接並開

展互利合作。中資企業商會由 22家企業組成（表 3）。由會員涵蓋大型國有企業
與國有銀行、大型民營企業在匈牙利設立之子公司以及匈牙利華僑設立獨資公司。

表 3　匈牙利中資企業商會會員名單

企業名稱 產業類別 所有權 備註

山東萬華集團／匈牙利

寶思德化學公司
化工 中央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綠地投資

中國銀行 金融服務 中央國有企業

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 鐵路營運 中央國有企業

華為匈牙利公司 資訊科技 私有上市企業 設黨支部

中興匈牙利公司 資訊科技 中央國有企業

中歐商貿物流合作園區 物流 山東省國有企業

匈牙利東方國藥集團

（Dr. Chen Patika）
中醫藥生物科技 私有獨資企業

董事長陳震博士為中歐

中醫藥協會會長、匈中

文化交流協會名譽會

長、全國政協第十屆海

外代表。

威克集團 釀酒、紡織、娛樂 私有企業 匈牙利華僑創業

金色家園 服飾零售 私有企業 匈牙利華僑創業

摩根斯達集團 體育用品、航太科技 私有企業 匈牙利華僑創業

中國國際航空公司 航空運輸 國有企業

匈牙利奧利特 製鞋業 私有企業 匈牙利華僑創業

百靈集團
移民簽證代辦、會計

服務、法律服務
私有企業 匈牙利華僑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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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名稱 產業類別 所有權 備註

比亞迪 電動車 私有上市企業 設黨支部

華測導航 地理測量設備 私有上市企業 上海華策投資子公司

中遠海運 海運貨櫃 中央國有企業

國家開發銀行 金融服務 中央國有銀行

中國國際投資促進中心 商務服務 商務部機關

浙江大華技術股份有限

公司
監視器設備 私有企業 政府監控設備供應商

豪邁歐洲責任有限公司 金屬加工 私有企業 山東豪邁科技子公司

美瑞斯公司 紡織 私有企業 匈牙利華僑創業

雷士照明 LED照明 私有企業 惠州雷士投資子公司

上海外連出國集團 投資移民顧問 私有企業
董事長何梅女士為上海

青聯會委員

豐原索爾諾克生化股份

有限公司
食品化工 國有參股企業 安徽豐原集團子公司

四川省波鴻集團／威斯

卡特匈牙利工廠
汽車零件 私有企業 設有黨支部

中國檢驗認證集團東歐

有限公司
品質認證服務 國有企業

Novelle東方公司 服飾零售 私有企業 華僑投資

中國電信（歐洲）有限

公司
電信服務 中央國有企業 中國電信投資子公司

格林斯樂設備製造有限

公司
自動化設備製造 北京市屬國有企業 北京七星投資子公司

中國—中東歐研究院 研究機構 中國社會科學院

匈牙利開拓貿易有限公

司
燈具零售 私有企業

深圳申電照明投資

子公司

上海建工集團 房地產開發 上海市屬國有企業

山西（匈牙利）新夢公

司
污染防治 私有企業

總經理郝玉萍為山西省

政府海外聯誼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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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名稱 產業類別 所有權 備註

金鳳凰責任有限公司 跨境電商 浙江省屬企業

營運《義烏購》匈牙利

網站。

負責人鄭杰敏為匈牙利

青田同鄉會會長

Hand in Hand RCE. 房地產買賣 私有投資 華僑投資

資料來源：ACEH（2018），作者自行整理

中國黨國體制可透過匈牙利中資企業商會對匈牙利華商進行政治宣傳工作以

及控制。儘管該協會為匈牙利註冊民間團體，中國政府機關仍有機會對協會成員進

行政治宣傳工作。根據中國新聞網報導，中國駐匈牙利大使館商務參贊處參贊任鴻

斌與協會成員舉行座談會，內容主要涉及學習十七大精神。任鴻斌參贊在發言中講

到：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意義深遠，不管你是不是黨員，或是身

居國外，你都是中國人；不管你是在國有大企業工作還是自己經營，都應

該了解國內的情況，因為大家都是依靠國內的企業來發展自己的事業，

所以有必要好好學習黨的十七大精神（王宇燕 2007）。

從實證資料中發現，不僅是國有企業，部分私有企業負責人具備中共黨員身

分，甚至在黨國體制內擔任幹部角色。例如匈牙利東方國藥集團董事長陳震博士雖

是獨資民營企業家，但其身分兼具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海外代表、中歐中醫藥協會

會長與匈中文化交流協會名譽會長。作為唯一在歐盟境內獲得藥品認證的中醫製藥

企業，陳震博士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扮演中國文化重要的宣傳角色。在 2018年
上海舉辦「進出口博覽會」中與匈牙利總理奧班與上海市委統戰部長鄭鋼淼有密切

互動（華人頭條 2018）。

伍、「一帶一路」倡議下的中國—匈牙利雙邊關係

對於中國而言，匈牙利是「中東歐 16+1」合作框架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
重要合作夥伴，作為歐盟成員國，匈牙利不論在地理位置以及區域經濟整合，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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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與歐洲國家的合作非常重要。在地理上，位處中東歐地區的匈牙利能有效連

結歐亞大陸的鐵路運輸；在區域經濟整合上，中國商品與服務進入匈牙利即可打入

歐盟市場。對於匈牙利而言，與中國的合作可獲得龐大的經濟利益，自 2000年代
起，大量中國企業進入匈牙利投資工廠，至 2018年 4月底止，中國在匈牙利投資
額已達 32.7億美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8）。

由於密切的戰略需求，自 2000年起，中國與匈牙利簽訂多份雙邊與多邊合作
協議。根據中國外交部資料顯示，中國與匈牙利共簽訂六份雙邊協議與六份多邊

協議。（表 4）其中雙邊協議涵蓋中國與匈牙利在外交戰略、雙邊關係、經濟與文
化交流等領域。中國與匈牙利所簽訂的多邊合作協議是以建構「中東歐 16+1」合
作框架為主要目標。自 2012年起，中國與匈牙利、捷克、波蘭等中東歐國家簽訂
《中國關於促進與中東歐國家友好合作的十二項舉措》（表 5）。根據中國—中東
歐國家合作規劃，中國與匈牙利等中東歐國家在基礎建設、區域貿易、交通運輸等

議題進行討論。

表 4　中國與匈牙利雙邊協議

協議名稱 簽署年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匈牙利共和國政府聯合聲明》 2003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匈牙利共和國聯合聲明》 2004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匈牙利政府關於在新形勢下深化雙邊合作的聯合聲明》 2014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匈牙利政府關於共同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建設的諒解備忘錄》
2015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匈牙利關於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2017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匈牙利政府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的雙邊合作規劃》 2017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8），作者自行整理。

表 5　中國—匈牙利多邊協議

協議名稱 年分

《中國關於促進與中東歐國家友好合作的十二項舉措》 2012

《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綱要》 2013

《中國—中東歐國家貝爾格勒綱要》 2014

《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中期規劃》 2015

《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蘇州綱要》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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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名稱 年分

《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里加綱要》 2016

《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布達佩斯綱要》 2017

《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索菲亞綱要》 2018

《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杜布羅夫尼克綱要》 2019

資料來源：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2019），作者自行整理。

儘管中國與匈牙利簽訂超過十項多邊與雙邊協議，中國與匈牙利的雙邊關係建

立在各取所需的政治與經濟利益，而非建立在安全需求與共同政治價值基礎之上。

對於匈牙利而言，與中國建立穩固外交關係的目的在於獲取更多促進經濟發展的資

源以及與歐盟談判的政治籌碼，匈牙利總理奧班（Orbán Viktor）就曾公開表示，
歐洲的資源不足以促進東歐地區的經濟發展，匈牙利歡迎中國所領導的新經濟秩

序。在基礎建設投資上，奧班表示中東歐國家面臨嚴重的基礎建設不足問題，若歐

盟無法提供匈牙利有效幫助，那麼匈牙利將轉向中國求援（Orbán 2017; 2018b）。
對於中國而言，與匈牙利的合作在於滿足經濟戰略的需求，雖然中匈雙方在政

治價值與安全上鮮少共同利益，且 2004年匈牙利加入歐盟之後，在臺灣問題上由
明確承認中國對臺灣主權轉向歐盟一個中國政策（One-China Policy）（中華人民
共和國外交部 2000; 2014b；European Commission 2016, 4；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6, 3）。儘管如此，中國對於匈牙利的重視在於良好的雙邊關係有利於建
立中國產品進入歐洲市場的入口。在 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
倡議後，匈牙利是第一個表態支持參與倡議的歐盟成員國，且在 2015年後歐盟表
達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憂慮的情況下仍持續表達對中國投資的支持。

在人員交流上，中國國有企業透過匈牙利中資企業商會活動與匈牙利經貿相關

官員進行廣泛交流。2017年由匈牙利中資企業商會舉辦的夏季酒會中，匈牙利總
理首席顧問、外長以及投資促進局局長等經貿相關部門高階官員皆出席商會舉辦活

動（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匈牙利大使館 2017）。除此之外，中資商會與匈牙利國會
議員以及高階官員皆有出席中國大使館舉辦的春節活動，顯示出中國政府致力於推

動促進中資企業與匈牙利官方間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匈牙利大使館 2018）。
透過經濟與人員交流合作，中國與匈牙利建立起緊密的政治與經濟聯盟。匈

牙利總理奧班在出席中國—中東歐國家央行行長會議演講中強調中國對世界經濟的

重要性。奧班認為中國的經濟動能可推動歐洲地區 5至 10年的經濟成長（Orb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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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a）。然而，匈牙利總理奧班走向威權體制的治理風格，以及在移民政策與對
中政策的分歧，導致匈牙利與歐盟關係持續惡化。作者發現，儘管中國的投資並不

是促使匈牙利在民主進程倒退與歐盟關係惡化的直接因素，匈牙利執政黨青年民主

聯盟（Fidesz）本身就具備民粹主義性格，對於民主鞏固有所不利，但來自中國的
投資使得匈牙利對於歐盟經濟援助的依賴性降低，這使得歐盟對於匈牙利政治的影

響力有所下降。另外，中國官方持續推動匈牙利官員與中資企業、華商所建立的私

人關係更有可能塑造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將更使得匈牙利政府更加
走向威權體制。

陸、結論

從中國國有企業對匈牙利投資的歷史發展脈絡中可看到，隨著中國黨國體制對

國有企業的控制能力加強，國有企業被賦予的政治任務也有所強化。儘管中國國有

企業對匈牙利的投資本身就是對歐盟對中國政策的回應，但自習近平上臺後所推動

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延續「中東歐 16+1」合作框架中，國有企業所承擔的戰
略任務更加重大。由於國有企業主管績效考核與薪俸皆與是否達成黨國體制對國有

企業的任務與否有關，中國國有企業對匈牙利的投資本身就是回應歐盟對中國的貿

易政策以及實踐其「中東歐 16+1」合作框架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任務。因
此，中國國有企業在匈牙利的投資行為，並不能視為純粹的商業行為，其背後更有

國家外交戰略的支持。從「銳實力」觀點來看，中國政府透過國有企業與政府的接

觸所形成的私人關係網絡，是造成法治與民主發展受阻的因素。

作者認為匈牙利本身作為民主轉型國家，民主制度尚未發展成熟以及對於資本

的大量需求是中國國有企業能夠在境內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若在成熟的民主國家

中，中國政府透過建立官商私人關係的模式是否為造成同樣效果需更近一步研究。

關於中國國有企業對於當地國政治的影響，是否與私有企業有相同的效果，作者認

為，中國黨國體制對於大型國有企業均建立黨建工作，設立基層黨支部與黨委，部

分企業家更是黨員或是擔任地方與中央政協委員，黨國體制對於其戰略要求與國有

企業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作者認為本研究對於中國「銳實力」的貢獻在於透過經貿的角度探討「銳實

力」，然而作者發現到所謂建立企業主與政府官員建立私人關係在民主國家內是一

種常態性行為。若將中國企業與當地國政府建立關係就認為是中國「銳實力」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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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那麼在學術理論上就有失公允。作者認為在界定中國「銳實力」與「軟實力」

之間的差異必須有一套相對客觀的評估模式。對於以人際關係為主體的中國政治與

商業文化中對於「法治」（rule of law）的概念與西方國家的詮釋有所差異，如何
分辨正常的外交行為與「銳實力」會是學術工作者的重要工作。

*　　*　　*

 （收件：107年 12月 31日，接受：108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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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s China’s “Sharp Power” against Hungary by studying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 investment in Hungary. The term, 
“Sharp Power,” originated from a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report published by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which pointed out how authoritarian 
regimes, such as China and Russia, utilize internet and media to affect public 
opinion on democracy procedure and public decisions. However, the report 
did not indicate how Chinese government utilize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to affect Eastern European states. The author discovered that Chinese SOE’s 
investment in Hungary is highly related to EU’s anti-dumping policy and 
China’s foreign strategy. However, Chinese  SOE’s investment ignored the 
deterioration of Hungary-EU relations. Moreover, investment from Chinese 
SOEs enhanced Hungary’s abilities to resist political pressures from EU, 
which encouraged the Hungarian government to step into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Finally, the author discovered from empirical studie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ilt private relationships among Chinese SOEs, local Chinese 
businesses, and high ranking Hungarian officers. The author believed that the 



 誰削尖中國軟實力？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發展與在匈牙利投資研究　85

Chinese government may or may not have intention to deteriorate its democracy 
system, but valuing their private relations in business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economic activities all helped sharpen its soft power.

Keywords: Sharp Power, Belt and Road, Chinese SOE, Hun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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