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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欧洲区域经济研究报告 2022—2023 (欧盟卷)》 是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

究院、 中东欧经济研究所和中国—中东欧基金的投资管理机构世福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携手合作完成的第六版研究报告。 在连续 5 年专注于中东欧地区经济发展以

及中国—中东欧合作跟踪研究之后, 本年度欧洲区域经济研究报告的研究重心将

转移至欧盟。
作为欧洲区域经济研究的系列丛书之一, 《欧洲区域经济研究报告 2022—

2023 (欧盟卷)》 在此前建立特色的基础上一以贯之。 一方面, 本报告梳理了欧

盟及其成员国 2021—2022 年各项宏观经济指标以及中国与欧盟在贸易、 投资、 金

融等领域合作的统计数据和最新动态, 可作为欧盟经济研究和中欧经贸合作年度

资料数据收录。 另一方面, 本报告仍然保持了其专业领域的研究属性。 首先, 本

年度报告对欧盟的经济管制政策做了介绍, 推出多个与欧盟经济政策相关的研究

专题。 其次, 本年度报告在特别设立的专题研究章节中深度分析了欧盟绿色转型

模式、 欧盟绿色转型进展情况和面临的挑战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协议框架下的中欧

合作与新阶段挑战。
《欧洲区域经济研究报告 2022—2023 (欧盟卷)》 大致延续了第五版 《欧洲

区域经济研究报告 2021—2022 (中东欧卷)》 的架构, 分为三篇, 依序为第一篇

“欧盟经济概览”、 第二篇 “欧盟绿色经济专题研究” 和第三篇 “中国与欧盟合

作近况”。 第一篇包括两章内容, 其中, 第一章 “欧盟经济宏观回顾与展望” 首

先对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 2021—2022 年的重要宏观经济指标、 贸易和投资领域进

行了回顾, 并结合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的持续影响, 重点分析了欧盟

各项经济指标发生变化的底层逻辑; 基于欧盟采购经理人指数、 经济景气指数、
就业预期指数、 经济不确定指数以及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在过去一年中对欧洲国家

进行的评级和展望行动, 本章还展望了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在俄乌冲突持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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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短期前景。 第二章 “欧盟经济管制政策” 首先详细梳理了经济管制政策的概

念和一般性分析框架, 为分析欧盟管制政策提供必要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基于

此, 本章第二节介绍了欧盟经济管制政策的制度基础、 政策制定的一般性原则和

程序, 以及欧盟管制治理指数, 第三节重点介绍了欧盟数字经济监管政策。
2022 年, 受新冠疫情、 俄乌冲突、 通胀飙升、 能源危机及气候紧急状况等多

重危机交汇的影响, 全球经济遭受重创, 下行压力日益显著, 进一步凸显出欧盟

始终以 “绿色复苏” 为主要目标来制订行动方案的必要性和前瞻性。 在此背景

下, 在 2022 年 “中东欧地区绿色经济专题研究” 的基础上, 新版报告将研究范

围进一步扩展到欧盟地区。 第二篇 “欧盟绿色经济专题研究” 包括第三章和第四

章。 其中, 第三章 “欧盟绿色转型模式的形成” 深入分析了在过去 40 多年间欧

盟如何逐渐搭建起一套由三大支柱构成的绿色转型模式———绿色转型政策顶层框

架、 研究创新与碳排放交易体系以及公共财政和可持续金融体系。 在此基础上,
第四章和研究专题 4 分别介绍了欧盟向绿色经济转型现状、 俄乌冲突下欧盟能源

转型面临的挑战和全球气候变化协议框架下中欧合作的概况、 重点合作领域的竞

争与合作以及未来展望。
第三篇 “中国与欧盟合作近况” 包括第五章、 第六章和第七章, 分别聚焦于

中欧贸易合作、 中欧投资合作和中欧金融合作三大领域。 其中, 第五章重点梳理

了 2022 年中欧双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近况, 前者主要涵盖了中欧双边货物贸易

规模、 贸易平衡、 主要货物贸易伙伴国以及货物贸易结构, 后者介绍了中欧双边

服务贸易规模、 服务贸易结构和中欧服务贸易合作前景展望; 第六章重点介绍了

2021 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规模、 投资行业分布、 中国企业在欧盟投资发展趋势

以及欧盟对中国投资近况, 包括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规模、 投资规模额前五大行

业; 第七章梳理了近些年中国与欧盟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情况, 具体包括中国与欧

洲中央银行、 非欧元区国家中央银行合作概况, 中欧双方银行在对方国家设立银

行分支机构情况, 双边监管合作以及中欧针对金融所搭建的合作平台进展近况。
在全球尚未走出疫情阴霾之际, 俄乌冲突的爆发给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全球增

长前景带来极大的冲击。 尽管如此, 中国和欧盟始终以自己的模式积极推动经济

复苏,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欧经贸合作克服各种困难, 展现出较强的韧性, 有

力推动了双方经济发展。 2022 年, 中欧双边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 中国和欧盟互

为第二大贸易伙伴, 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 锂电池、 新能源车、 光伏组件等绿色

产品贸易快速增长。 与此同时, 中欧双边合作领域持续拓宽, 自 2020 年签署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以来, 双方累计实现 244 个产品的互认互保, 第二批 350
个互认产品的清单公示工作也已顺利完成; 中欧还牵头制定并更新 《可持续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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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共同分类目录》, 中国建设银行和德意志银行等陆续发行绿色债券。
2023 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 周年。 尽管近些年中欧关系受到诸

多因素的影响, 正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挑战, 然而, 作为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经

济体, 中国与欧盟有着广泛共同利益, 双方合作具有有强大韧性和潜力, 其合作

共赢将惠及双边、 增益世界。 在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之

际, 中国与欧盟更应以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 周年为新起点, 把握双边合

作正确方向, 保持市场开放, 深化经贸、 绿色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合作,
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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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The “ Regional Economic Research Report for Europe 2022 - 2023 ( European
Union)” marks the sixth installment of a collaborative effort between CEIBS Lujiazui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Finance (CLIIF),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RICEE), and SINO - CEEF Capital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SINO - CEEF), the investment management institution of the SINO - CEE Fund.
While the previous reports have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 CEE) region and tracking research on China - CEE
cooperation, this years report shifts its research focus to the European Union.

As part of the ongoing Regional Economic Research for Europe series, the
“Regional Economic Research Report for Europe 2022 - 2023 ( European Union)”
continues the tradition of research excellence. The report serves two key purposes.
Firstly, i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European Unions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and the latest statistical data on trade, investment, finance, and other areas of
China - EU cooperation during 2021 - 2022. It serves as an annual collection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for research on the EU economy and China - EU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Secondly, the report maintains its research focus on various economic
fields. It delves into the EUs economic regulatory policies and explores research topics
such as “How enterprises influence the formulation of EU economic governance policies
through lobbying”, “ The essence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EUs multiple objectives in
digital platform antitrust”, and “The EU state aid control: a brief introduction and its
future” . Additionally, the report provide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in dedicated research
sections on the EUs green transition model, progress in the EUs green transition,
challenges, China - EU cooperation, and new challeng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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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agreement.
The “ Regional Economic Research Report for Europe 2022 - 2023 ( European

Union)”, which roughly follows the structure of the fifth edition, “Regional Economic
Research Report for Europe 2021 - 2022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namely “ Overview of the EU Economy”, “ Special Research on the EU
Green Economy”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hina - EU Cooperation” .

The first part comprises two chapters. Chapter 1, titled “Review and Outlook of the
EU Economy,” offers an overview of key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he EU and select Member States during the 2021 - 2022 period. It
examines the underlying factors driving changes in EU economic indicators, considering
the lasting impact of the COVID - 19 pandemic and the Russia - Ukraine conflict on the
global economy. Furthermore, utilizing the EU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Economic
Sentiment Indicator, Employment Expectations Indicators, Economic Uncertainty
Indicators, and actions taken by major international rating agencies over the past year,
this chapter also provides a short - term outlook for the EU and some of its Member Stat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ongoing Russia - Ukraine conflict.

Chapter 2, “ EU Economic Regulatory Policies ” delves into a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of the concept and overarching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economic regulatory
policies, laying the groundwork with essential concept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EU regulatory policies. Building on this, the second section of this chapter
presents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of EU economic regulatory policies,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for policy formulation, and the EU Regulatory Governance Index. The
third section focuses on EU regulatory policies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In 2022, the global economy faced significant challenges due to a convergence of
crises, including the COVID - 19 pandemic, the Russia - Ukraine conflict, inflationary
pressures, energy crises, and the urgency of climate change. These challenges
heightened downward pressures, underscoring the EUs imperative to prioritize “ green
recovery” as a fundamental objective in its action plans. Building upon the previous
years focus 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latest edition of the report expands its
analysis to encompass the entire EU region. The second part, “Special Research on the
EU Green Economy”, contains Chapters 3 and 4. Chapter 3, “ Formation of the EU
Green Transition Model”,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how the EU h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green transition model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which consists of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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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lars, namely the top - level framework of green transition policies,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ystems, and public finance and sustainable financial
systems. This is followed by Chapter 4 and Research Topic 4, which discuss the EUs
progress in transitioning to a green economy,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EUs energy
transi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ssia - Ukraine conflict,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key areas of cooperation under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agreement, and the outlook for
the future.

The third part,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hina - EU Cooperation”, consisting of
Chapters 5, 6 and 7, focuses on China - EU cooperation in trade, investment and
finance. Chapter 5 describes recent advancements in China - EU bilater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in 2022, including the size and balance of bilateral trade in good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the structure of trade in goods, the size and structure of China - EU
bilateral trade in services, and the prospects for China - EU cooperation in services
trade.

Chapter 6 focuses on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EU in 2021. It examines the
scale and industry distribution of these investments, tracks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ing in Europe, and analyzes the investment landscape of the EU
in China. This includes the scale of direct investment from the EU to China and the top
five industries in terms of investment size.

Chapter 7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China - EU financial cooperation in recent years,
including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and central banks of
non - euro area countr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bank branches by Chinese and European
banks in each others countries, bilater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cooperation platforms established for China - EU financial cooperation.

With the shadow of the pandemic still lingering,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 -
Ukraine conflict dealt a severe blow to the already fragile outlook for global economic
growth. Nevertheless, China and the EU have been actively promoting economic recovery
in their own ways. Through their joint efforts, China - EU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has shown resilience and effectively boos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oth sides. In 2022, the bilateral trade volu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reached a
historic high, and they became each others second largest trading partners. The trade
structure has been further optimized, and trade in green products such as lithium
batteries, electric vehicles and photovoltaic components has grown rapi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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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while, China - EU bilateral cooperation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Since the
signing of the “China - EU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greement” in 2020, the two sides
have achieved the mutual recognition and protection of 244 products, and the work o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second batch of 350 recognized products has been successfully
completed. In addition, China and the EU have taken the lead in formulating and
updating the “Common Ground Taxonomy”, and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nd Deutsche
Bank have issued green bonds.

2023 marks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a - EU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Despite the complex challenges that have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China
and the EU, as the worlds second and third - largest economies, share broad common
interest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exhibits significant resilience and
potential, creating a win - win situation that benefits both parties and the global
community. In the face of an ever - changing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and numerous
challenges, China and the EU should seize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i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s a new starting point. They should maintain the right direction of
bilateral cooperation, further open up markets, deepen collaboration in areas such as
trade, green develop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work together
to address global challenges, 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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