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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荷兰

是一个不容忽略的“站点”。

在“一带一路”的路线图上，中国

在这端，而荷兰在另一端，成为“一带

一路”的首尾相接之处，把“一带一路”

上的国家、城市“串”了起来，形成了一

个闭合的圆环。

正因如此，这个拥有风车与鲜花

的美丽国度，也在中国推进的“一带一

路”战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带一路”的
“巨大机遇”

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素

以海上贸易闻名。

虽然荷兰从面积和人口上来说都

只是一个小国，只相当于两个半北京

大小，但它却是世界第17大经济体和

传统贸易国家。

特别是位于欧洲莱茵河与马斯河

汇合处的港口城市鹿特丹，在世界贸

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鹿特丹拥有欧洲最大的港口，一直

都是连接欧、美、亚、非、澳五大洲的重

要港口，素有“欧洲门户”之称。对荷兰

而言，鹿特丹港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来自东方的

商队载着丝绸、瓷器曾无数次来到鹿

特丹。今天，鹿特丹继续见证着海上、

陆上的丝路延续。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

施，得益于地理位置和港口优势的荷

兰迎来新机遇，也对中欧贸易往来具

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鹿特丹港务局之前发布的港口信

息显示，从2008年到2012年，荷兰对

亚洲出口量实现翻番。其中，荷兰对

中国的出口增长强劲，中国成为荷兰

出口最重要和最大的增长市场。

在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看来，

“一带一路”将对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两

端的中国和荷兰带来重大影响。“一带

一路”是一个“巨大机遇”。

威廉·亚历山大表示，荷中两国在

农业、水利、人口老龄化、公共治理等

领域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鹿特丹的重要地位

鹿特丹不仅是“一带一路”的终

点、“陆丝”和“海丝”的汇合之处，还

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欧洲终

端。

去年10月随荷兰国王来中国访问

的鹿特丹市市长艾哈迈德·阿布塔莱伯

表示，鹿特丹渴望通过水路在中国的

“一带一路”计划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鹿特丹港，每天有大量来自中

国的货物从这里转往英国不列颠群

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伊比利亚半岛

和波罗的海地区。鹿特丹港已经与上

海、香港、天津、大连等国内主要港口

建立了稳定的班轮航线，鹿特丹在中

欧经济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显然，鹿特丹港除了充当进入欧

洲大陆的“门户”，还是中国在欧洲的

枢纽港。

2015 年荷兰成为中国在欧盟内

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之前连续11年保

持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鹿特丹港

对此居功至伟。在鹿特丹港的集装箱

货物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中国。

数据显示，2014 年，鹿特丹港集

装箱吞吐量约为1200万标箱，其中中

国货物约为 300 万标箱，占其总量的

四分之一。

另一组来自荷兰中央统计局的数

据显示，2014 年，荷兰鹿特丹港进港

货物达5400万吨，其中1220万吨是从

中国港口发货，占比近四分之一，同比

增长10%。

（下转第十二版）

与鹿特丹港这样的世界级港口、

阿姆斯特丹这样的世界级城市相比，

聚集在不同工业园区里的庞大产业更

是荷兰一道独特的风景，它们成为荷

兰经济的支撑，也向世界彰显着荷兰

的经济实力。

世界最重要的
石油化工中心之一

欧洲最大港口鹿特丹港，地处北

海航运要冲，扼西欧内陆海咽喉，经莱

茵河、高速公路、铁路、石油管线连接

西欧大陆运输网，成为通往包括西欧、

东欧等欧洲腹地的“欧洲门户”。

鹿特丹港利用其转运港的位置和

交通等天然优势，在港口附近不仅建

立先进的现代物流产业园，同时也形

成了一个巨大的临港工业园区。

埃姆物流园区，博特莱克物流园

区，马斯莱可迪物流园区是鹿特丹港

先后建成的3个港口物流园区。3个

物流园区采用最先进的信息和通讯技

术，为港口物流特别是配送活动提供

“一站式”服务，成为港口处理货物最

主要的集散地之一。

而在发达的临港工业中，鹿特丹

化工园是世界最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

之一，拥有欧洲最大的炼油基地和世

界三大炼油中心之一。

园区沿江几十公里，占地60多平

方公里，几乎集聚了世界上所有著名

化工公司的石油化工生产装置。如壳

牌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德士古公

司、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科氏工业集

团、埃索等巨头都在此建有炼油基地。

园区拥有 4 个世界级的精炼厂、

逾40家化学品和石化企业、4家工业

煤气制造企业和 13 家罐装贮存和配

送企业。

石油精炼和石油化工是鹿特丹临

港工业中的主导产业。也正是石化工

业园区的拉动，鹿特丹逐渐发展成为

世界第一大港，连续29年名列世界前

茅。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谈虎色

变”的PX产业，在荷兰却是另一番情

景。

荷兰是欧洲最大的 PX 生产国，

鹿特丹化工园是最主要的PX生产基

地。在化工园里，聚集着壳牌、埃克

森-美孚、BP、海湾石油、ESSO等多家

跨国油企的炼化一体 PX 工厂，其中

兴建于1998年的埃克森-美孚年产35

万吨 PX 装置，该厂已经发展为荷兰

最大的化工企业之一。

“欧洲大脑”

如果说，鹿特丹化工园代表的是

荷兰传统产业今天的实力，而位于荷

兰第五大城市埃因霍温市区边缘的高

科技园区的崛起则代表着荷兰经济未

来发展方向。

距埃因霍温市中心 10 分钟车程

的科技园区被冠于“欧洲大脑”、“世界

上最智慧的园区”等称号。

世界专利统计数据库（EPO）研究

称，全荷兰40%的专利都来自于埃因

霍温高新技术园区，其每百万居民所

产生的专利数为 854 项，位列全欧洲

第二。

2013年，《福布斯》杂志将埃因霍

温高科技园区评为世界上最智慧的园

区，因该地区每平方公里的人均知识

专利数居世界第一，远超位于第二的

硅谷。

在科技园100多公顷的土地上聚

集了包括IBM、英特尔、ABB、飞利浦

在内的全球135家高科技企业或研究

机构，整个园区形成一个由跨国公司

与中小企业、初创企业、研究机构和

服务型企业组成的完整创新生态系

统。

1891 年时的埃因霍温还是一个

小镇。飞利浦兄弟在此设立工厂生产

灯泡。随着飞利浦的壮大，埃因霍温

逐渐由小镇发展为一座现代工业城

市。2001 年飞利浦将公司总部迁往

阿姆斯特丹后，埃因霍温加快转型，由

一座工业化城市发展为荷兰的创新中

心、高科技中心，以及初创企业的孵化

园。

埃因霍温科技园无疑成为荷兰能

量最为集中的深度科技创新引擎，而

根据当局的规划目标，“埃因霍温市即

将成为下一个硅谷”。

当然，支撑荷兰经济的不仅仅是

上述几个园区，如切梅洛特化工园区、

莱顿生物科学园、马斯特里赫特生命

科学产业园等园区都是构成荷兰产业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荷兰园区的“全球能量”
鹿特丹化工园是世界最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之一；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被称为“世界上最智慧的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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