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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一季度宁波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情况分析

2020 年一季度，宁波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总额 56.0 亿元人民币（下

同），同比减少 12.1%，其中，出口 50.3 亿元，同比减少 11.7%，进口 5.7 亿元，

同比减少 16.0%；宁波舟山港与中东欧五港的集装箱运输量为 14.9 万标箱，

同比增长 5.0%。

（一）3 月进出口实现正增长，好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3 月当月，宁

波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额为 18.6 亿元，同比增长 5.6%，较全国、全省分别高

5.6 和 11.9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16.3 亿元，同比减少 -0.6%，进口 2.3 亿元，

同比增长 86.8%，主要增长点为未锻轧铜及铜材、汽车零配件和玩具等。

（二）多数国家 3 月进出口表现好于 1-2 月，匈牙利进口保持倍速增长。

除爱沙尼亚和波黑，其他国家 3 月进出口表现均好于 1-2 月，波兰、斯洛文

尼亚、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希腊、立陶宛进出口额分列前 7 位，7 国合计

贸易额占总额的 84.8%；匈牙利进口继续保持倍速增长，主要增长点为燃气

轮机零件。

（三）出口方面，机电产品出口降幅略小于劳动密集型产品，高新技术

产品出口占比超 10%。一季度，机电产品出口 33.1 亿元，同比减少 13.4%，

占出口总额的 65.8%；灯具、服装、纺织品、家具、玩具、箱包、鞋类等 7 大

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合计出口 10.3 亿元，同比减少 14.8%，占出口总额的

20.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5.3 亿元，同比减少 0.8%，占出口总额的 10.5%，

其中生命科学技术、光电技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分列出口额前三位。

（四）进口方面，除废金属外主要进口商品增长显著，消费品进口增长

超七成。一季度，前 10 大主要进口商品中，除废金属同比减少 78.2%，其他

均实现正增长，若剔除废金属影响，总体进口增幅为 10.8%，其中，纸及纸板

增长超 5 倍，初级形状的塑料、汽车零配件、玩具、乳品等增长均超 2 倍；消

费品进口 1.1 亿元，同比增长 76.3%，其中车辆及其零附件、玩具为主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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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进口额分别占消费品进口总额的 43% 和 20%。

（五）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保持高速增长。一季度，从中东欧国家跨境电

商零售进口验放单量 30.9 万单，实现交易额 0.71 亿元，同比增长 77.8%，主

要进口商品为玩具、乳制品等。

（六）重点企业进出口表现好于全市平均。一季度，出口前 30 位企业

合计出口额 12.3 亿元，同比增长 1.7%，出口排名前三位的企业分别为宁

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奥克斯进出口有限公司和万华化学（宁

波）能源贸易有限公司；进口前 30 位企业合计进口额 3.9 亿元，同比增长

22.3%，进口排名前三位的企业为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均胜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和宁波立得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七）多数区县（市）出口现负增长，进口表现差距较大。一季度，鄞州、

余姚与慈溪位列进出口规模前三位，进出口额分别为 10.9 亿元、7.1 亿元

和 6.7 亿元；出口方面，梅山增长超一倍，象山、高新区、镇海、杭州湾实现增

长；进口方面，杭州湾、海曙、高新区、象山增长超一倍，奉化、宁海、北仑降

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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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舟山港与中东欧五港集装箱数据

（2020 年 3 月）

单位：万 TEU

港口名称 当月吞吐量 同比 % 累计吞吐量 同比 %

比雷埃夫斯港

（希腊）
2.17 28.4 6.73 10.1 

格但斯克港

（波兰）
1.49 18.3 4.84 -5.5 

科佩尔港

（斯洛文尼亚）
0.66 37.5 1.73 8.8 

康斯坦萨港

（罗马尼亚）
0.23 9.5 1.05 26.5 

里耶卡港

（克罗地亚）
0.24 33.3 0.50 1.2 

中东欧五港合计 4.79 25.4 14.85 5.0 

宁波舟山港总计 208.8 -2.9 614.78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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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口商品情况

（2020 年 3 月）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商品名称 当月出口 同比 % 累计出口 同比 %

1 灯具、照明装置及类似品 7405 -2.4 28392 -18.8 

2 服装及衣着附件 4031 -30.3 23422 -26.2 

3 汽车零配件 7221 17.6 19273 -3.2 

4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6872 32.1 19272 -2.3 

5
未列名仅含有氮杂原子的

杂环化合物
8072 25.3 16321 26.7 

6 塑料制品 5570 3.2 16284 -12.3 

7 家具及其零件 5786 8.8 16224 -6.9 

8 空气调节器 7029 4.3 12813 1.0 

9
割刀水平旋转草坪、公园

或运动场机动割草机
3741 25.0 10639 0.8 

10 电线和电缆 3090 -12.2 9306 -26.4 

11
计量检测分析自控仪器及

器具
2093 -28.0 8565 -16.7 

12 手用或机用工具 2382 -25.4 7957 -20.2 

13 未列名已装配的光学元件 2925 51.8 7657 21.2 

14 通断保护电路装置及零件 2168 -15.2 7068 -25.1 

15
发光二极管（LED）灯泡

（管）
1724 -26.8 6840 -24.1 

16 变压、整流、电感器及零件 1628 401.4 6354 151.3 

17
其他铝制餐桌、厨房或其

他家用器具及其零件
1329 -34.5 5973 -36.4 

18 玩具 1840 10.1 5764 9.4 

19 电动机及发电机 2380 76.5 5673 2.1 

20 其他手提式电动工具 1464 -45.4 5248 -18.9 

小计 78750 3.5 239045 -9.9

注：按照累计出口金额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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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进口商品情况

（2020 年 3 月）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商品名称 当月进口 同比 % 累计进口 同比 %

1 未锻轧铜及铜材 4630 236.5 13144 13.4

2 锯材 5066 33.9 10891 12.1

3 汽车零配件 2085 285.8 4739 283.5

4 废金属 2162 555.8 4487 -78.2

5 玩具 1487 2618.4 1986 241.8

6 钢材 476 -55.1 1844 30.3

7 未列名燃气轮机的零件 0 1783

8 乳品 1065 312.2 1609 205.9

9 初级形状的塑料 424 646.3 1343 305

10 纸及纸板（未切成形的） 596 385.7 1256 563.6

11 通断保护电路装置及零件 531 20.6 1246 32.7

12 原木 46 -90.9 1130 27.1

13
间 -、 对 - 苯 二 胺、 二 氨

基甲苯及其衍生物等
273 48.5 797 21.7

14 服装及衣着附件 205 156.3 728 278.7

15
计量检测分析自控仪器及

器具
181 -5.3 666 -10.8

16 未锻轧铝及铝材 200 540

17 可控气氛热处理炉 490 490

18 酒类 173 418.4 477 115.2

19 碳刷 233 145.3 438 -38.6

20 其他铸造机 0 421

小计 20323 122.9 50015 -1.1 

注：按照累计进口金额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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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商品进出口情况

（2020 年 3 月）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商品类别
累计

出口
同比 %

比重

%

累计

进口
同比 %

比重

%

SITC 503441 -11.7 57468 -16.0 

一、初级产品 3599 61.4 0.7 19831 -44.8 34.5 

０类　食品和活动物 1000 -10.1 0.2 2143 -51.4 3.7 

１类　饮料及烟草 22 75.9 0.0 491 78.5 0.9 

２类　非食用原料

（不包括燃料）
2564 137.6 0.5 17131 -45.2 29.8 

３类　矿物燃料、

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12 -52.4 0.0 63 0.1 

４类　动植物油、

脂和蜡
0 0.0 3 0.0 

二、工业制成品 499842 -12.0 99.3 37637 15.8 65.5 

５类　未另列明的

化学品和有关产品
44346 8.8 8.8 3246 -21.8 5.6 

６类　主要按原料

分类的制成品
78157 -11.6 15.5 17383 27.3 30.2 

７类　机械及运输

设备
227108 -11.8 45.1 11826 10.8 20.6 

８类　杂项制品 149163 -17.1 29.6 5167 28.6 9.0 

９类　未另分类的

其他商品和交易
1068 14.0 0.2 15 168.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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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进口情况

（2020 年 3 月）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商品名称 当月进口 同比 % 累计进口 同比 %

1
车辆及其零附件，但铁道车辆

除外
2083 230.2 4737 181.1

2
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

附件
1595 2816.8 2238 270.5

3 家具；寝具等；灯具；活动房 140 -82.1 521 -58.5

4 饮料、酒及醋 177 138.4 491 78.5

5
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

附件
62 126.7 434 914.5

6 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 132 301.2 390 65.2

7
精油及香膏；芳香料制品，化

妆盥洗品
209 9.8 367 15.5

8
皮革制品；旅行箱包；动物肠

线制品
47 -55.1 329 45.2

9
谷物粉、淀粉等或乳的制品；

糕饼
261 705.5 264 -16.2

10 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 248 34 250 31.2

11 杂项食品 87 -61 228 -41.8

12 乐器及其零件、附件 185 18.3 224 -56.6

13
洗涤剂、润滑剂、人造蜡、塑

型膏等
117 922.1 202 1476.8

14 帽类及其零件 122 240 166 27.1

15 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21 169.1 127 1200.1

16
蔬菜、水果等或植物其他部分

的制品
6 16.8 12 -11.6

17 陶瓷产品 9 198.1 9 159.5

18 可可及可可制品 0 -100 8 -25

19
肉、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

的制品
0 -100 4 -16.1

20
印刷品；手稿、打字稿及设计

图纸
1 2 214.3

小计 5501 114.3 11003 76.3

注：按照累计进口金额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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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县（市）进出口总值表

（2020 年 3 月）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区、县（市）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本年累计 同比 % 本年累计 同比 % 本年累计 同比 %

全市合计 560909 -12.1 503441 -11.7 57468 -16.0 

鄞州 111286 -20.5 106174 -17.6 5112 -54.0 

　鄞州（本级） 109422 -20.6 104327 -17.7 5096 -54.1 

　东钱湖 1863 -13.2 1847 -14.0 17 10662.2 

慈溪 77129 -13.8 70091 -19.0 7037 134.3 

　慈溪（本级） 66636 -18.6 63148 -20.8 3489 62.4 

　杭州湾 10492 38.3 6944 3.1 3549 314.9 

余姚 71408 -10.0 68392 -11.2 3016 31.6 

北仑 53221 -10.1 49295 -4.7 3926 -47.8 

　北仑（本级） 48846 -13.7 46318 -8.3 2528 -58.4 

　梅山 4375 67.2 2977 152.7 1398 -2.8 

海曙 50338 -13.0 43527 -20.9 6810 143.6 

高新区 47764 26.0 41320 17.8 6444 128.7 

江北 46443 -25.2 34830 -13.4 11613 -46.8 

保税区 28648 -7.6 19615 -19.1 9034 33.7 

镇海 22761 -2.9 20379 8.7 2382 -49.3 

宁海 18802 -18.5 18042 -15.8 760 -53.7 

奉化 12816 -21.6 12382 -5.4 435 -86.6 

大榭 10963 -1.9 10161 -3.3 802 19.3 

象山 8793 33.9 8698 33.4 95 113.7 

注：按照累计进出口金额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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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前 30 家企业进出口情况

（2020 年 3 月）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企业名称
当月

进出口
同比 %

累计

进出口
同比 %

1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 8835 79.3 18874 71.3

2 宁波奥克斯进出口有限公司（鄞州） 6471 -1.1 11178 -4.2

3 万华化学（宁波）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大榭） 2719 -32.5 8449 -13.4

4 宁波舜宇车载光学技术有限公司（余姚） 2925 51.7 7657 21.1

5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北） 4187 619.4 6521 -61.7

6 宁波汉浦工具有限公司（鄞州） 1205 -76.3 4798 -31.8

7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江北） 1802 41.1 4731 12.9

8 宁波均胜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高新区） 2095 172.5 4683 155.4

9 宁波特艾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镇海） 1635 32.9 4613 39.2

10 宁波世贸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鄞州） 1035 -28.4 4326 -32.8

11 宁波大叶园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余姚） 1520 31.4 4301 10.5

12 宁波麦博韦尔移动电话有限公司（奉化） 1075 -12.2 3826 -5.6

13 卓力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慈溪） 1691 550.2 3643 58.0

14 宁波一达通外贸服务有限公司（鄞州） 1004 -7.9 3424 -12.3

15 宁波杜亚机电技术有限公司（镇海） 1522 188.1 3106 -6.8

16 宁波中基惠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鄞州） 801 1.3 3069 -28.2

17 宁波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象山） 912 67909 2907 1377.9

18 宁波狮丹努进出口有限公司（海曙） 450 -27.9 2751 9.3

19 宁波凯波集团有限公司（慈溪） 1846 73.9 2639 -0.2

20 宁波立得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杭州湾） 1608 621.3 2578 281.5

21 宁波保税区汇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保税区） 245 -2.1 2508 29.3

22 宁波市德霖机械有限公司（江北） 885 68.2 2475 -6.5

23 宁波喜尔美厨房用品有限公司（慈溪） 868 -16.3 2451 -35.7

24 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北仑） 1415 45.3 2434 -10.7

25 宁波中基人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鄞州） 820 2.8 2341 -22.6

26 宁波保税区海天贸易有限公司（保税区） 1314 59.6 2303 -9.3

27 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高新区） 1439 35.4 2278 2.1

28 宁波群志光电有限公司（保税区） 230 -85.5 2193 -53.7

29 宁波陆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江北） 881 62.4 2165 41.7

30 宁波华孚进出口有限公司（鄞州） 927 8.3 2153 -27.6

小计 54362 25.8 131375 -2.4

注：按照累计进出口金额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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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前 30 家企业出口情况

（2020 年 3 月）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企业名称
当月

出口
同比 %

累计

出口
同比 %

1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 8835 79.8 18874 71.5

2 宁波奥克斯进出口有限公司（鄞州） 6471 -1.1 11178 -4.2

3 万华化学（宁波）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大榭） 2719 -32.5 8449 -13.4

4 宁波舜宇车载光学技术有限公司（余姚） 2925 51.7 7656 21.1

5 宁波汉浦工具有限公司（鄞州） 1205 -76.3 4798 -31.8

6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江北） 1802 41.1 4731 12.9

7 宁波特艾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镇海） 1631 33.4 4602 39.3

8 宁波世贸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鄞州） 1035 -26.9 4305 -32.0

9 宁波大叶园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余姚） 1520 31.4 4301 10.6

10 宁波麦博韦尔移动电话有限公司（奉化） 1075 -12.2 3826 -5.6

11 卓力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慈溪） 1677 544.8 3629 58.6

12 宁波一达通外贸服务有限公司（鄞州） 1004 -7.9 3424 -12.3

13 宁波杜亚机电技术有限公司（镇海） 1522 188.1 3106 -6.8

14 宁波中基惠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鄞州） 801 1.3 3069 -28.2

15 宁波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象山） 910 2901 1374.8

16 宁波狮丹努进出口有限公司（海曙） 450 -27.9 2751 9.3

17 宁波凯波集团有限公司（慈溪） 1846 73.9 2639 -0.2

18 宁波市德霖机械有限公司（江北） 885 68.2 2475 -6.5

19 宁波喜尔美厨房用品有限公司（慈溪） 868 -16.3 2451 -35.7

20 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北仑） 1415 45.3 2434 -10.7

21 宁波中基人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鄞州） 820 2.8 2341 -22.6

22 宁波保税区海天贸易有限公司（保税区） 1314 59.6 2303 -9.3

23 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高新区） 1439 35.4 2278 2.1

24 宁波群志光电有限公司（保税区） 230 -85.5 2193 -53.7

25 宁波陆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江北） 881 62.4 2165 41.7

26 宁波华孚进出口有限公司（鄞州） 927 8.3 2153 -27.6

27 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北仑） 623 -15.1 2138 -24.8

28 宁波奥克斯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鄞州） 550 140.5 2127 66.4

29 宁波颐栎庭园用品有限公司（余姚） 484 28.3 2050 -15.1

30 宁波三星智能电气有限公司（江北） 557 -33.9 2020 9.4

小计 48421 11.2 123367 1.7

注：按照累计出口金额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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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前 30 家企业进口情况

（2020 年 3 月）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企业名称
当月

进口
同比 %

累计

进口
同比 %

1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北）4187 619.4 6521 -61.7

2 宁波均胜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高新区）2049 209.8 4479 241.4

3 宁波立得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杭州湾） 1608 621.3 2578 281.5

4 宁波保税区汇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保税区） 245 -2.1 2508 29.3

5 宁波蜗牛锻造有限公司（余姚） 472 -51.3 1799 36.0

6 宁波邦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海曙） 16 1799

7 葛洲坝展慈（宁波）金属工业有限公司（慈溪） 361 1667 1086.2

8 宁波保税区宁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保税区） 767 51.2 1508 6.3

9 宁波吉诚吉木木业有限公司（保税区） 170 -51.8 1440 11.0

10 宁波茂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梅山） 494 666.4 1398 261.6

11 浙江国林林业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高新区） 635 2.9 1133 18.2

12 宁波宁化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海曙） 723 1114

13 宁波界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鄞州） 303 957

14 宁波北杉贸易有限公司（江北） 220 126.2 884 -6.0

15 宁波金田进出口有限公司（江北） 0 828

16 万华化学（宁波）容威聚氨酯有限公司（大榭） 273 48.5 797 21.7

17 宁波中洋进出口有限公司（鄞州） 362 741

18 宁波拓普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杭州湾） 0 736

19 宁波市力涛进出口有限公司（海曙） 0 -100.0 710 977.0

20 宁波邦奇进出口有限公司（江北） 103 569 203.4

21 宁波普瑞均胜汽车电子有限公司（高新区） 135 6.4 554 87.5

22 宁波捷丰现代家俱有限公司（余姚） 277 100.4 535 92.2

23 宁波鼎丰创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鄞州） 431 72.4 534 27.5

24 宁波市鑫檀进出口有限公司（海曙） 433 46.2 533 -6.0

25 宁波中海贸进出口有限公司（保税区） 474 522 2610.5

26 浙江金益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海曙） 141 -40.4 503 19.8

27 宁波中睿木业有限公司（镇海） 0 -100.0 497 14.8

28 宁波瑞生世纪进出口有限公司（江北） 0 -100.0 497 36.6

29 宁波甬微集团有限公司（江北） 490 490

30 宁波市金龙铜业有限公司（镇海） 71 480 -53.4

小计 11430 100.3 24920 -2.6 

注：按照累计进口金额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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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国家在宁波投资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金额单位：万美元

国别
2019 年新增 历年累计

项目数 合同外资 实到外资 项目数 合同外资 实到外资

中东欧 17 国 1 2 0 100 23339 7077

斯洛文尼亚 9 12761 4439

匈牙利 23 5632 418

罗马尼亚 12 2097 346

斯洛伐克 6 1005 952

捷克 12 962 161

波兰 1 2 0 20 592 706

保加利亚 6 121 0

克罗地亚 4 58 55

立陶宛 2 45 0

希腊 2 31 0

爱沙尼亚 2 20 0

塞尔维亚 1 8 0

拉脱维亚 1 7 0

2020 年新增项目：

1. 可郭土思商业服务（宁波）有限公司（保税区），主营业务为社会经济

咨询服务，投资者为 GTX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波兰），合同外资 2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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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在中东欧国家投资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金额单位：万美元

国别

2019 年新增 历年累计

境外企业

（机构）数

备案（核准）

中方投资

实际中

方投资

境外企业

（机构）数

备案（核准）

中方投资

实际中

方投资

中东欧 17 国 28 56 22462 16342

波兰 24 17 14162 14122

罗马尼亚 17 5455 691

斯洛伐克 4 2 1559 988

匈牙利 10 664 432

保加利亚 3 373 5

希腊 3 175 35

捷克 3 74 69

2020 年新增项目：

由宁波格兰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宁海县）于 2018 年在波兰设立的格兰

家居波兰有限公司，新增实际中方投资 24 万美元；

由宁波夏厦齿轮有限公司（镇海区）于 2019 年在斯洛伐克设立的夏厦

东欧研发中心，新增实际中方投资 4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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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 中东欧合作热点

宁波成功举办防疫物资中东欧专场线上对接会

为更好满足中东欧国家防疫物资采购需求，创新展会服务模式，助推企

业开拓国际市场，4 月 9 日，“2020 宁波商品全球网上展—防疫物资中东欧

专场对接会”成功举行。本次活动由宁波市商务局和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

区联合主办，得到了匈中经济商会、罗中经济商会、斯洛伐克工商会、塞尔维

亚拉辛那地区工商会、斯洛文尼亚首都工商会、乌克兰工商会的大力支持，

会上，14 家境外采购商和 18 家宁波供货商在线上进行了 3 轮 42 场次的对

接洽谈，并达成一批意向采购成果。其中，口罩 1980 万个、防护服 225 万件、

手套 702 万副、消毒液 197 万瓶。

中国 — 中东欧地方合作热点

中东欧科技创新中心云签约仪式在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举行

中东欧科技创新中心项目由青岛工商中心（香港）引荐，青岛西海岸新

区国际招商促进中心、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与中东欧中国科技交流协会三

方共同建设，将整合海内外资源，引进一批具有高新技术的欧洲企业，重点

发展大数据、在线教育、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中国—中东欧高校联合会”网站建成上线

由西安交通大学承建的“中国—中东欧高校联合会”网站已初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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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为推动与中东欧国家高校合作，根据西安交大与中国国际教育交流

协会协议，受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委托，西安交大承建该网站。

中国 — 中东欧经贸合作热点

斯洛文尼亚最大的乳制品企业开始向中国出口冰淇淋

4 月 9 日，斯 洛 文 尼 亚 最 大 的 乳 制 品 企 业 卢 布 尔 雅 那 乳 业 公 司

（Ljubljanske Mlekarne）向中国出口了第一批标志性的普兰尼卡（Planica）

冰淇淋。今年，该公司计划向中国出口 43 吨冰淇淋。该公司表示：“在全球

范围内，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业务中断，我们对诸如此类的交易更加热

忱。”该公司认为突破中国市场更为重要，因为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整个

欧洲的牛奶供应过剩。

紫金矿业将于 2020 年至 2021 年向塞尔维亚投资 7.31 亿欧元

4 月 10 日，塞 尔 维 亚 能 源 部 长 阿 列 克 桑 达 尔· 安 蒂 奇（Aleksandar 

Antic）表示，中国紫金矿业集团的塞尔维亚子公司计划在今明两年投资 8

亿美元（7.31 亿欧元）来扩大其产能。中国紫金矿业集团于 2018 年 12 月

向塞尔维亚铜矿开采和冶炼公司 RTB Bor 公司注入了 3.5 亿美元的资本，

获得了多数股权，并将其更名为紫金波尔铜业公司。

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热点

北马其顿成为北约第 30 个成员国

3月27日，北马其顿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为其第30个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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