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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小城的“         ”
匈牙利德布勒森：

文／特约记者   刘佳   宋炳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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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欧洲兵家必争的德布勒森，如今正发展为欧洲电动汽车产业的中

心，助推匈牙利迈入电动汽车强国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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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的阿尔卑斯山和东部的喀尔巴阡山如同两只弯曲

的手掌，捧护着肥沃的匈牙利大平原。多瑙河蜿蜒南下，

与其支流蒂萨河一起哺育着这片土地。气候温和，雨水充

沛，五谷丰登，交通顺畅，这里曾经是欧洲大陆著名的粮

仓。地处欧陆中部、沃野千里但缺少天堑的匈牙利在历史

上屡遭侵略，其东北部边城德布勒森就曾发生多次著名战

役。

近年来，这座仅有21万人口的边境小城再次因能源革

命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短短的几年内，德布勒森频繁

“来电”，吸引了百亿欧元规模的电动汽车产业投资。德

国宝马公司、中国宁德时代、亿纬动力等电池巨头纷纷来

此建厂，德布勒森正发展为欧洲最大的电动汽车之都，并

带领匈牙利跨入电动汽车强国行列。

边境小城德布勒森，何以能够吸引这一未来产业到此

汇集？

       战火淬炼   迸发民族自觉
匈牙利民族的形成，始于一支说芬兰-乌戈尔语的游牧

部落，这个部落在公元前8世纪自乌拉尔山出发，用了一千

年的时间，向西南方向辗转迁徙数千千米。其间，血统、

语言与文化大量浸染了“外族基因”，与出发地的部族有

了明显的分化，一度被罗马帝国的人们视为突厥人的分

支。德布勒森最初是由不同部族的细小村落聚集而成的，

在1235年首次被称为“Debrezun”。这个意为“沃土”的

名字，可能源自斯拉夫语或土耳其语。

直到占据了丰饶的多瑙河平原，匈牙利人才有了自

己的土地，于公元9世纪立国。这个在长久的游牧过程中

镌刻了鲜明东方特征的民族为了长居欧洲腹地，主动融入

基督教文明，试图与中欧邻居和谐相处。位于德布勒森市

中心的地标建筑归正大教堂，就是匈牙利新教教堂的代表

建筑。但和平却很少眷顾这片土地。周围的高地上列强环

伺，地势低平的匈牙利几乎无险可守。在过去的一千多年

里，匈牙利先后经历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奥地利哈布斯

堡王朝、纳粹德国及苏联军队的占领或控制，真正享有民

族独立的时期并不多，对于民族的认同也因此相对模糊。

历史上发生在德布勒森的数次战火对匈牙利人形成清

晰的民族意识起到了淬火作用。作为匈牙利东北的最大边

城，德布勒森在历史上一直处于血与火的前沿，在难得的

和平时期，这里是匈牙利外交的主战场和贸易的集散地，

而在战争中，则是数次著名战役的发生地，几度扭转了匈

牙利的命运。1848年年底，在匈牙利享有“国父”声誉的

民族英雄科苏特被奥地利军队驱逐，带领他的革命政府流

亡至德布勒森并在此短暂定都，通过与波兰军队的合作，

科苏特成功逆袭，带兵打败被派来镇压革命的奥地利军队

主力，让匈牙利摆脱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获得民族独

立并建立匈牙利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德布勒森

战役则最终宣告了纳粹德国的失败，在战争双方均付出惨

重代价、城市几乎被完全摧毁的情况下，匈牙利再次绝地

重生，以重建中的德布勒森为临时首都，成立了匈牙利人

民共和国，摆脱了德国法西斯的管控。

       投资聚集   形成虹吸效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可以交易的能源与可以自由流动

的智力资源先后取代无法移动的土地，成为影响经济发展

的更重要的因素。欧洲终于迎来了和平发展的黄金时期，

并通过成立欧盟，促进和平及新经济要素的流通。多灾多

难的匈牙利也得以止战，在一个落后农业国的废墟上开始

发展，地处欧洲腹心的地理优势与杂糅东西多元文化的优

势得以叠加凸显。

在冷战对抗最为严峻的20世纪60年代，以计划经济为

主的匈牙利引入了市场经济，开始归还企业自主权、放开价

格管制，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在进入欧盟后，

其完善的汽车工业基础、成熟的市场意识、良好的人才储备

和汽车消费习惯可无缝对接欧盟相关产业，因此优先获得了

大量投资并成为中欧与东欧最大的受益国。奥迪、铃木、福

特等大型车企纷纷到此设厂，汽车零部件生产及组装等产业

蓬勃发展，汽车产业很快成为匈牙利的支柱产业，五分之一

的出口额、百分之八的经济产出来自汽车业。在汽车产业电

动化的过程中，这一集群效应进一步强化，奔驰和宝马在匈

牙利建设电动汽车工厂，奥迪则在此建设了电机工厂。观念

开放、交通便利的德布勒森，也再次成为电动汽车产业的中

心和产品、部件重要的集散地，宝马公司投资20亿欧元的

电动汽车工厂就建设在这里。

匈牙利拥有发达的畜牧业，放牧季开始和结束时当地的农牧民会举行一
系列庆祝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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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y ／ 能源地理

有轨电车穿过德布勒森市中心区域（上图）。每年8月20日，人们相聚
德布勒森花卉嘉年华，举行花车巡游，庆祝匈牙利国庆节（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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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起，匈牙利以有力的税收和投资政策广泛吸引

亚洲投资；2015年，匈牙利成为欧洲第一个加入中国“一

带一路”倡议的国家。“绿色转型不可避免，我们想成为其

中一员。”布达佩斯气候政策研究所所长利特凯伊·马特认

为中方投资为匈牙利汽车产业向非化石燃料转型作出了重要

贡献。6月9日，在四川宜宾举办的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匈

牙利外交和对外经济部部长西雅尔多·彼得在会上表示，今

年中国将再次成为匈牙利最大外资来源国，同时，匈牙利也

是中国动力电池制造商对欧投资的主选目的地。

Geography ／ 能源地理

利推动汽车产业电动化的又一要因。为响应欧盟“2035年

起欧盟市场所有在售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二氧化碳排放量

为零”的计划，匈牙利的主流车企已制定了明确的燃油车

退出时间表。政府则为电动汽车行业提供大幅税收减免，

提供最高可达购买全车价格21%的纯电动汽车补贴，以提

升电动汽车的价格竞争力。同时出台政策鼓励居民购买和

使用电动汽车，包括免除多项机动车税费、可在各大城市

免费停车、免费使用公共充电站等。匈牙利政府还专门通

过法规推动充电基础设施扩建，要求新建住宅楼和购物中

心必须提供带充电接口的预留停车位，在有条件的大型停

车场安装充电桩。

作为一种工业产品，电动汽车和电池产业在生产和

使用过程中对环境生态并非没有负面影响。从采矿开始的

固废排放和重金属污染，到全生命周期中的能源消耗，再

到对水资源的占用，都需要精准考量。因此，欧盟出台法

规，对电动汽车生产供应链上的资源消耗及碳足迹限值

设置了严格要求，不达标的产品禁止进入欧盟。根据欧盟

《电池与废电池法规》《关键原材料法案》等法规要求，

到2030年，欧盟生产的动力电池关键原材料本土开采占比

要达十分之一，对单一第三国的依赖程度不超过65%，原

材料本土加工率超四成，本地回收比不小于15%，而且要

求每项产品必须有电子护照以实现碳足迹的可追溯性……

今年2月，在确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框架后，德布勒森市政府

同意对宁德时代在德布勒森南部经济区规划建设的电池生

产厂颁发环境使用许可证。除了欧盟的法规要求，该许可

证还要求投资者对区域环境提供更严格的保证、技术解决

方案以及定期、独立的环境控制和监测。这一决定确保德

布勒森的土壤、水基和空气得到保护，并将噪声水平控制

在严格的限值以下。

匈牙利要推进汽车产业电动化，就必须完善相关政策

及产业链，并迎合欧盟环保要求，这也是各大电池业巨头

纷纷进驻德布勒森的重要原因，双方的需求就像电池正负

极一样，对接即来电，德布勒森也将成为连接东西方绿色

转型需求与环保理念的枢纽。

产业链成熟、区位优势明显、紧邻整车企业、对中资

企业友好等因素吸引众多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巨头赴匈投资

建厂。2021年，恩捷股份就在德布勒森投资3.4亿欧元建设

锂电池隔膜生产基地。2022年，蔚来在此建设首个海外工

厂。宁德时代更是带来了匈牙利历史上的最大投资73.4亿

欧元，其在德布勒森分期建设的电池厂，规划了100吉瓦时

的总产能。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认为自己将成为“宁德时

代新电池工厂初始产能的第一个和最大的客户”。2023年

6月，亿纬锂能宣布在德布勒森投资13.1亿欧元，建设大圆

柱电池工厂，就近供应宝马汽车。再加上已经落地的韩国

SK电池等企业的投资，德布勒森已经形成了电动汽车及电

池产业集群。据统计，2022年，匈牙利的动力电池产量已

达38吉瓦时，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生产国，在德布勒

森的投资全部落地后，匈牙利将跃居第二，成为仅次于中

国的动力电池生产国。

       产业发展   注重环保
身处全球环保规定最为严格的欧盟，保护生态是匈牙

北部山地以南，西起多瑙河，东抵匈牙利边境，匈牙利大平原约占全国
面积的一半。地势平坦，农产富饶（上图）。匈牙利街头的电动汽车充
电桩及专用充电车位（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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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德布勒森市长帕普·拉斯洛携代表团赴德国参观宁德时代阿
恩施塔特工厂。访问后，他表示，看到了欧洲绿色转型的样本项目。
（图片来源：德布勒森市政厅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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