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歐市場對於中國企業出海而言，機遇
與挑戰並存。中國企業須通過加強政策研

究、推進文化融合、提升核心競爭力及優化物流供應鏈管理等策略，積極應對
挑戰，把握市場機遇，在東歐市場實現可持續發展。

經濟觀察家

中企出海東歐 機遇挑戰共存
中國對

東歐國家近
年來投資規

模持續擴大。投資領域呈現多元化特
點，在製造業領域，中國企業積極投
資汽車零部件製造、電子電器生產等
產業。如中國某汽車零部件企業在波
蘭投資建廠，為當地及周邊國家汽車
製造商提供配套零部件。在基礎設施
建設領域，中國企業參與了多個交
通、能源項目建設，像在塞爾維亞的
高速公路建設項目，提升了當地交通
基礎設施水平。在信息技術、金融服
務等新興領域，中國投資也逐漸增
多，如中國一些互聯網科技企業在匈
牙利設立研發中心，利用當地人才資
源開展技術研發。

產業結構互補性強
中國與東歐國家貿易額增長迅

速，近五年貿易額增長較快。中國向
東歐出口商品主要包括機電產品、紡
織品、傢具等。其中，機電產品佔比
超過40%。從東歐進口的商品則以金
屬礦砂、農產品、機械設備等為主。
貿易方式上，一般貿易佔據主導地
位，同時隨着電子商務的發展，跨境
電商貿易額佔比逐年上升。例如，通
過速賣通等跨境電商平台，中國大量
中小企業將產品銷售到東歐消費者手
中，豐富了東歐市場商品供給，也為
中國企業拓展了銷售渠道。

在消費市場方面，東歐對高品質
的電子產品、時尚服裝、家居用品等
需求旺盛，且消費者對新興消費品類
如智能穿戴設備、綠色環保產品等接
受度較高。在工業領域，東歐國家製
造業升級需求迫切，對先進機械設
備、自動化生產線、工業軟件等存在
大量需求。例如，波蘭汽車製造業為
提升生產效率與產品質量，對智能化
生產設備採購需求顯著增加，這為中
國相關企業出口產品與技術提供了契
機。

中國在製造業領域體系完備、產
能強大，尤其在中低端製造業具有明
顯成本優勢，產品性價比高。而東歐
國家在某些高端製造業細分領域，如
精密機械製造、汽車零部件研發等方
面技術先進。雙方產業結構互補性
強，為合作創造了廣闊空間。以汽車
產業為例，中國新能源汽車技術與整
車製造能力突出，東歐國家在傳統汽
車零部件製造方面經驗豐富，雙方可
通過合作，實現技術與產能優勢互
補，共同開拓全球汽車市場。

與西歐國家相比，東歐地區勞動
力成本相對較低。例如，波蘭、匈牙
利等國製造業工人平均工資約為西歐
國家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能有效
降低企業人力成本支出。在土地資源
方面，東歐部分國家土地價格較為合
理，且政府為吸引外資，在特定經濟
園區或工業區域提供土地租賃優惠政
策。同時，東歐國家能源供應相對穩
定，相較於部分西歐國家，企業能源
成本負擔較輕。

東歐部分國家政治環境存在一定
不確定性，政府換屆、政黨輪替等政
治變動可能導致政策調整，影響企業
經營預期。例如，某些國家在對外資
企業政策上可能出現稅收政策、土地
政策的突然變化。在法律方面，東歐
國家法律體系複雜，與中國法律存在
較大差異，尤其在勞工法、環保法、
知識產權法等領域。中國企業若不熟
悉當地法律，容易在日常經營、人力
資源管理、產品研發等環節引發法律

糾紛。如在勞工法方面，東歐國家對
員工工作時間、福利待遇、解僱程序
等規定嚴格，企業稍有不慎就可能面
臨高額罰款與法律訴訟。

東歐國家文化與中國文化在價值
觀、工作理念、溝通方式等方面存在
顯著差異。在工作價值觀上，東歐員
工更注重工作與生活平衡，對加班接
受度較低，而中國企業傳統管理模式
中加班文化較為常見，這容易引發員
工不滿與管理衝突。在溝通方式上，
東歐人溝通風格較為直接，與中國含
蓄委婉的溝通方式不同，這可能導致
在企業內部跨文化團隊協作、與當地
合作夥伴商務洽談時出現誤解。中國
企業在東歐進行本地化管理時，如何
融合兩種文化，建立有效的跨文化管
理體系，成為一大挑戰。例如，在企
業組織架構設計、績效考核制度制定
等方面，需充分考慮當地文化特點，
才能提高員工工作積極性與企業運營
效率。

積極開展跨文化培訓
在東歐市場，中國企業面臨來自

歐美企業及其他新興經濟體企業的激
烈競爭。歐美企業憑藉品牌優勢、技
術領先地位及長期積累的市場份額，
在高端市場佔據主導。如德國汽車品
牌在東歐汽車市場長期處於領先地
位，其品牌知名度高、技術先進，消
費者忠誠度高。其他新興經濟體企業
如韓國企業，在電子、汽車等產業領
域也積極開拓東歐市場，以高性價比
產品與中國企業競爭。在智能手機市
場，韓國三星與中國華為、小米等品
牌競爭激烈，三星憑藉完善的產業鏈
與品牌營銷優勢，在東歐部分國家市
場份額領先。中國企業需不斷提升品
牌影響力、加強技術創新，才能在激
烈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

東歐地區物流基礎設施發展不平
衡，部分國家交通網絡、物流樞紐建
設有待完善，導致物流效率較低。在
波蘭東部、羅馬尼亞農村等地區，貨
物運輸時間較長，配送時效性難以保
證。物流成本方面，由於物流基礎設
施不完善、運輸規模效應不足等原
因，東歐地區物流成本相對較高，增
加了企業運營成本。在供應鏈方面，
東歐地區供應鏈體系相對西歐不夠成
熟，零部件供應穩定性、供應鏈協同
效率等方面存在問題。例如，中國汽
車企業在東歐設廠，可能面臨當地零
部件供應商供應能力不足、供應周期
不穩定等問題，影響企業生產計劃與
產品交付。

中國企業出海東歐前，應設立專
門團隊或委託專業諮詢機構，深入研
究東歐國家政治動態、政策法規變化
趨勢。密切關注當地政府換屆、政策
調整等信息，提前制定應對預案，降

低政治風險對企業經營影響。加強法
律風險評估，在企業投資、生產、銷
售等各個環節，嚴格按照當地法律法
規操作。聘請熟悉東歐法律的當地律
師作為法律顧問，對重大決策進行法
律審核，確保企業合規經營。定期組
織員工進行當地法律法規培訓，提高
員工法律意識，避免因法律無知引發
糾紛。

積極開展跨文化培訓，針對企業
外派員工與當地員工，開展涵蓋文化
價值觀、溝通技巧、管理理念等方面
培訓課程，促進雙方相互理解與尊
重。在企業管理模式上，借鑒當地優
秀管理經驗，結合中國企業優勢，制
定適合當地文化的管理策略。例如，
在績效考核中，適當增加團隊協作、
工作生活平衡等考核指標；在組織架
構設計上，給予當地員工更多參與企
業決策機會，提升員工歸屬感與忠誠
度。鼓勵企業開展本地化人才招聘，
尤其是中高層管理崗位與技術研發崗
位，吸納當地優秀人才，利用其對當
地市場、文化的熟悉度，提升企業本
地化運營水平。

增加研發投入 加強創新
加大技術研發投入，在中國企業

原有技術優勢基礎上，結合東歐市場
需求與技術發展趨勢，開展針對性技
術創新。例如，在新能源汽車領域，
加強電池技術研發，提升續航里程與
充電速度，滿足東歐消費者對新能源
汽車性能要求。加強品牌建設，制定
適合東歐市場的品牌營銷策略，通過
參加當地行業展會、舉辦品牌推廣活
動、利用社交媒體等渠道，提升品牌
知名度與美譽度。注重產品質量提
升，以高品質產品樹立良好品牌形
象，逐步改變部分東歐消費者對中國
產品質量的固有認知。優化產品與服
務，根據東歐消費者消費習慣、審美
觀念等，對產品外觀設計、功能設置
進行本地化改進，同時提升售後服務
水平，及時響應消費者需求，提高客
戶滿意度。

中國企業可與東歐當地優質物流
企業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借助其對當
地物流網絡熟悉度，優化物流配送路
線，提高物流效率。積極參與東歐物
流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如在當地建設
物流園區、倉儲中心等，提升當地物
流基礎設施水平，同時降低自身物流
成本。在供應鏈管理方面，加強與當
地供應商合作，建立穩定供應鏈合作
關係。幫助當地供應商提升生產能力
與管理水平，實現供應鏈協同發展。
此外，利用數字化技術，構建供應鏈
信息管理系統，實時監控供應鏈各環
節信息，提高供應鏈透明度與響應速
度，及時應對供應中斷等風險。
（作者為外資投資基金董事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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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Statista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全球數字營銷市場規模達6797億美
元，佔到整體營銷市場的75.6%。面對蓬勃發展的海外營銷市場，中國出海企
業持續加大海外營銷投入，電商、遊戲、應用工具等行業營銷規模走高。

預計2025年，中國出海企業海外營銷將突破50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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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幣挑戰金融監管
近日 「特

朗普幣」 官方
網站發布信

息，邀請持有者出席在弗吉尼亞州斯特
林特朗普國家高爾夫球俱樂部舉辦的晚
宴，並宣稱前25名報名者將獲得額外
的VIP接待及白宮特別行程。公告還指
出，如特朗普本人無法出席，參與者將
獲得限量版NFT作為替代 「補償」 。考
慮到特朗普近期頻繁出席各類高額募款
活動──如4月24日舉行的每位100萬
美元私人晚宴等，分析認為其出席可能
性較高。

晚宴公告發布之後，特朗普幣價
格在短時間內飆升60%，市值暴增超
過1億美元。筆者認為，在加密市場尚
處灰色地帶、監管框架尚未完善之際，
將政治權威與去中心化資產結合的嘗
試，或為未來 「政治加密泡沫破裂」 埋
下隱患。

今次以晚宴為名為代幣持有者提
供激勵，無疑觸碰了政治倫理與金融監
管的敏感地帶。儘管特朗普幣團隊一再
強調該活動 「並非募款」 ，也未通過官
方競選平台收取對價，但該行為仍被多
位法律專家視為對美國《選舉法》、
《證券法》及《總統倫理法》的潛在挑
戰。

民主黨參議員克里斯．墨菲在社
交平台上公開批評稱： 「這是美國歷史
上最公然的總統腐敗行為。」 一方面，
這種機制可能讓普通投資者誤將特朗普
幣視為 「通往權力中心的門票」 ；另一
方面，該模式若被濫用，無疑將為更多
「影子融資」 和非法游說提供操作空
間。

值得注意的是，有跡象表明特朗
普幣的部分投資者為非美國籍機構或個
人，這可能進一步觸發 「外國干預選
舉」 或 「境外資金非法影響美國政治」
之嫌。若缺乏明確的監管指引與法律邊
界，未來類似事件的風險不容低估。

此外，特朗普幣的大多數流通代
幣實際由特朗普家族旗下公司（如CIC
Digital LLC）或相關信託實體所持
有，合計掌握流通供應量的80%。一
旦出現集中拋售，將可能對市場造成劇
烈衝擊。這種集中度高、信息披露不透
明的市場結構，使得 「市場操縱」 的質
疑難以迴避。若發生在受監管的金融市
場，該行為極有可能觸及操縱價格、利
益輸送等違法邊界。

政治人物影響力與去中心化資產

相結合，確實拓展了加密市場的外延。
從阿根廷總統哈維爾．米萊在競選期間
推廣LIBRA代幣，再到特朗普幣，及至
多位州長、議員試圖推出 「治理代幣」
或 「州級穩定幣」 ，發幣模式正在加速
從舞台邊緣走向中心。隨之而來的，不
僅是價格暴漲，更是信任的透支。

以LIBRA為例，該代幣一度吸引了
超過80萬名投資者，涉及資金超過3億
美元，最終卻因項目方跑路和米萊團隊
「撇清關係」 而導致2.5億美元投資損
失，引發刑事調查。這一案例證明了
「政治＋加密」 的組合缺乏治理機制與
權益保障，極易成為短期投機與泡沫製
造的溫床。

從風險角度看， 「政治＋加密」
存在三重隱患：一是對投資者保護機制
的摧毀；二是對公眾政治信任的損害；
三是對監管體系合法性的挑戰。一旦這
種模式在缺乏透明度與信息披露的基礎
上繼續發展，極有可能引發一場新型的
「加密金融危機」 。

破壞投資者保護機制
回到傳統經濟領域，本周多項數

據表現不佳，進一步加劇了全球資本市
場的不確定性。一方面，中國國家統計
局公布4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下滑至49.0，低於榮枯線，主
要受美國政府針對中國產品實施145%
高關稅政策影響。關稅壓力迫使部分製
造商延遲訂單，出口訂單連續兩月下
滑，對製造業造成實質性打擊。

另一方面，美國4月消費者信心指
數降至86.0，創下2020年5月以來最低
水平。連續五個月的下滑反映出消費者
對未來經濟的擔憂情緒持續加劇。配合
通用汽車、聯合包裹等美股權重企業下
調或取消2025年財報指引，表明企業
對未來盈利能力與經濟增長預期轉為謹
慎。

綜合來看，在地緣政治衝突、貿
易摩擦與貨幣政策不確定性交織的背景
下，全球經濟或將進入 「政策失效、市
場自救」 的新階段。在此背景下， 「政
治加密貨幣」 所帶來的金融創新，若無
法在法律和倫理框架下得到有效治理，
反而可能成為加速系統性風險積聚的催
化劑。

特朗普幣及其衍生事件正成為加
密貨幣與政治博弈的新起點。從表面
看，這似乎是數字資產生態的一次顛覆
式創新，但筆者認為，其背後所隱含的
合規風險、道德爭議與市場操縱潛力，
已遠遠超出普通投資者可承受範圍。

在加密資產逐步進入主流金融體
系的今天，如何設立清晰的邊界、制定
可行的法規，是擺在監管機構和整個行
業面前的緊迫課題。正如所有新生事物
一樣，只有在規則中成長，才能走得更
遠。特朗普幣是一場風暴，更是一面鏡
子，映照出加密世界向主流邁進時不可
忽視的結構性隱患。

（作者為香港國際新經濟研究院
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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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需持續 樓市交投料穩定
近年香港

樓價持續調
整，交投氣氛

起伏不定，令人不無憂慮。然而，市場
真的如斯暗淡嗎？筆者嘗試從多角度剖
析現況，為讀者提供全面的市場觀察。

無可否認，中美關稅戰的博弈持
續，全球經濟不穩定性加劇，影響金融
市場走向，房地產市場亦難獨善其身。
過去樓市高位時，發展商競相高價投
地，積極擴充土地儲備，累積巨額債
務。近年疫情衝擊、俄烏衝突等地緣政
治事件，疊加美國聯儲局加息周期，令
市場承壓。

發展商面臨雙重困境：利息支出
激增，樓價卻持續回落與銷售受阻。為
加速資金回籠，發展商紛紛調低售價，
導致新盤樓價進一步向下，市場信心受
挫，買家觀望情緒濃厚。

與此同時，部分近年購置物業的
業主，亦感受到高息環境的財務壓力。
樓價下滑導致資產貶值，供樓成本因加
息急升，部分業主陷入資金周轉困難，
甚至被迫低價出售物業以換取流動資
金。這些業主與發展商的困境，構成樓
價向下調整的關鍵因素，反映市場近年
來的艱難處境。

然而，樓市並非一面倒只有陰霾
滿布。今年初《財政預算案》將100元
印花稅適用樓價上限調高至400萬元，
此舉有效刺激市場交投，吸引上車客積
極入市，部分潛藏已久的投資者亦重返
市場，尋找具潛力的低價盤源。此外，
隨着辣招全面撤銷，市場氣氛明顯回
暖。內地買家尤為活躍，目前其成交比
例已佔整體約兩成，顯示市場正逐步企
穩。

公屋富戶轉向私樓
此外，房委會近期收緊公屋政

策，涉及約8萬名具置業能力的 「公屋
富戶」 。這群潛在買家在政策推動下，
有望轉向私樓市場，為市場注入新需求
動力。此舉不僅為樓市帶來額外購買
力，亦有助提升交投活躍度。

筆者認為，當前樓市並非單向下
行，而是利好與挑戰並存。只要市場資
金充裕，剛性需求持續，交投活動有望
保持穩定。當前樓市正處於回穩階段，
對精明投資者而言，現時正是發掘低價
優質物業的良機。在樓市乍暖還寒之
際，其實已露曙光，投資者若能把握時
機，待回暖的時候就有望迎來意想不到
的收穫。 （作者為利嘉閣地產總裁）

樓市強心針
廖偉強

鏈能講堂
付饒

◀ 「政治權威＋加密幣」 模式在缺乏透
明度與信息披露的基礎上，極可能引發
一場新型的 「加密金融危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