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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面向 21 世纪的中韩经贸关系

陈德华　秦春华

一、中韩经贸关系的现状
中韩两国地理毗邻, 文化相近, 历史上曾经有过紧密的经

贸、文化往来。20 世纪后半叶, 这种关系被中断 30 年之久。中

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 两国间开始发展经贸合作关系。大体经

历了四个阶段: (1) 1979-1984 年是中韩经贸关系发展的萌

芽阶段。这一阶段相互间贸易依存度很低, 到 1984 年中韩双

边贸易额占各自进出口贸易总额之比不到 1%。 (2) 1985-

1991 年是中韩经贸关系初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 直接贸易

有了初步发展, 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投资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1989 年双方贸易额为 30155 亿美元。韩国在中国的投资总额

达 2536 17 万美元。1991 年, 双方贸易额猛增到 57165 亿美

元, 同时韩国对华投资金额增至 1141 亿美元。 (3) 1992 年至

1997 年, 中韩经贸关系进入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阶段。

1992 年 8 月 24 日, 中韩两国正式建交, 两国政府间还签订了

贸易协定, 投资保护协定, 关于成立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联

委会及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等, 使双方经贸关系飞速发展。但

这种发展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短暂冲击; (4) 1997 年至今,

经过金融危机的撞击之后, 两国经贸关系逐步进入成熟成长

阶段, 合作开始向纵深发展 (参见表 1、表 2)。

表 1 　　　我国出口在主要市场上的份额

对其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 ) 其对华进口在其全
球进口中的比重(% )

1996 年 1998 年
1999 年

1-10 月
1996 1998

美国 17.7 21.6 22.0 17.0 15.2
日本 20.4 16.2 16.4 5.0 6.5

香港地区 21.8 21.1 19.0 3.4 3.7
德国 3.9 4.0 4.0 8.4 8.5
英国 2.1 2.5 2.5 5.7 5.2
韩国 5.0 3.4 3.9 2.8

　　说明: 本表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技术处理。
资料来源: 王雪坤:《2000 年我国外经贸面临的形势及展望》, 外

经贸部政策研究室研究报告。

11 双边贸易发展迅速。一个表现是贸易额增长迅速,

1979 年双边贸易额仅 1900 万美元,1993 年达 108 亿美元,

1997 年达 24014 亿美元。1998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贸易额有

所回落。1999 年, 双边贸易再度呈良好增长态势, 全年双边贸

易额达 25013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717%。2000 年 1 月至 3 月

份中韩双边贸易额为 6919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5019%。其中

韩国对华出口 40132 亿美元, 自华进口 29166 亿美元, 分别

比上年同期增长 4011% 和 6518%。第二个特征是两国贸易

结构高度互补, 中国对韩国出口大多是初级产品和技术含量

较低的商品, 主要有钢铁、煤炭、原油、纺织原料及其制品等

原料性产品和玉米、植物产品及药材等农副产品。其他大宗

商品有化工原料、皮革制品、鞋类、饲料和机电设备等。韩国

对中国出口主要是高附加值工业制成品, 主要有钢材、纺织原

料、塑料及其制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皮革、纸张

等。目前, 韩国已成为中国第六大贸易对象国, 中国成为韩国

第三大贸易对象国。第三是贸易方式由间接贸易为主转变为

直接贸易为主。1989 年, 在两国贸易中, 直接贸易的比重就占

到 60%, 近年来, 贸易方式基本上已经全部转化为直接贸易。

表 2　　　对东亚地区主要市场的季度出口增长率 (% )

1998 年
1 季度

1998 年
2 季度

1998 年
3 季度

1998 年
4 季度

1999 年
1 季度

1999 年
2 季度

1999 年
3 季度

香港 15.3 -4 .2 -14 .6 -33 .0 -36 .2 -18 .9 15.9
日本 -1 .7 -6 .6 -10 .0 -7 .4 0.03 5.5 12.3
韩国 -22 .4 -35 .4 -36 .3 -25 .8 14.1 15.0 29.1
东盟 -1 .7 -13 .8 -17 .2 -1 .0 2.5 5.6 26.0

　　资料来源: 姚坚:《1999 年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特点及对 2000
年工作的思考》, 载《经贸 望》,2000 (1)。

21 韩国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其一是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从表 3 可以看出,1992 年韩国企业实际在华投资 112 亿美

元,1993 年激增了两倍,1994 年又比 1993 年增长近一倍, 达

到 7123 亿美元,1995 至 1997 年每年平均递增 50%, 保持了

快速发展的趋势。1998 年, 由于对海外企业和投资项目注资

的增加, 韩国对外直接投资达 48 亿美元, 增长 7%, 中国在其

中居于重要地位。90 年代初韩国对中国投资主要是轻工业、

纺织业、饮食业等中小企业, 而最近对中国投资项目主要是

石油化工、机械、电子、汽车、建材等大企业, 并迅速地向技术

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每一项投资的规模从 1991 年的 76

万美元, 激增到 1996 年的 178 万美元。其二是投资方式由间

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为主。1988 年以前, 都是通过第三国的

当地法人进行的间接投资, 当时还没有直接投资的情况。

1988 年以前, 许可项目只有 4 件, 而金额仅仅是 790 万美元,

而到了 1997 年, 直接投资就增长到 4317 亿美元, 增长了 500

多倍。其三是投资领域不断拓宽。建交后, 纤维、服装、鞋、皮

革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比重不断减少, 相反, 一些

金属、机械装备、石油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出现增加的趋

势。

表 3 　　韩国在华投资情况 (1992-1997 年)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批准项目 (个) 650 1748 1849 1975 1895 1895
协议金额 (亿美元) 4.17 15.57 18.06 29.98 42.37 21.81
实际到位 (亿美元) 1.20 3.73 7.23 10.43 13.58 21.42

　　资料来源: 杨文杰、李锴:《韩国企业在华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载
《国际经济合作》,199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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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情况 单位: 百万美元
项目许可基准 实际使用金额

投资额 投资件数 投资额 投资件数
1992 　　221.9 　　269 　　141.2 　　171
1993 622.3 629 262.2 376
1994 819.7 1066 630.7 81.5
1995 955.9 631 813 719
1996 1616.6 905 819.6 712
1997 488.0 323 437.0 297
合计 4724.4 3823 3104.1 2780

　　资料来源: 韩国贸易协会:《中国贸易及投资指南》,1995 。韩国银
行:《海外投资统计》,1996 年、1997 年上半年 (1-6
月份)。

31 产业和科技领域的合作。两国现已成立了中韩产业

合作委员会, 共同商讨产业合作问题。这同时推动了双方在

科技领域的合作, 两国政府签定的“中韩科学技术协定”也为

双方科技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 现阶

段韩国在纺织、钢铁和轻工技术方面已趋成熟, 部分产业已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但在基本设计、系统和软件开发等领域

还有一定差距。而机械、石化和其他重工业还处在向外国学

习的阶段。在高新技术, 如精细化工、生物技术和自动化方面

则仍属幼稚产业。而中国在航空航天、微电子技术及生物工

程等方面的研究和开发上具有一定优势, 在某些领域居于世

界前列, 但还不能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这方面两国恰好可

以形成优势互补。目前, 双方正在就汽车、高清晰度彩电、核

能、程控交换机等领域的深入合作进行具体协商。如大宇与

一汽合作, 投资 15 亿美元建立年产 15 万辆汽车和 30 万个

汽车部件的合资企业; 三星集团投资 5000 万美元在天津韩

国工业园地建立录像机彩电生产厂; 东洋水泥在东北投资

235 万美元建立年生产能力 24 万立方米的混凝土有限公司

等。

41 在劳务合作方面, 韩国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出现劳动力价格高昂、劳工短缺现象, 而中国劳动力丰富且

价格低廉, 因此两国在劳务合作方面存在广泛的前景。目前,

韩国已经开放研修生方式的劳务市场。韩国许多企业希望雇

佣中国员工, 包括海员、技术人员和劳工等。截至 1998 年, 两

国共签订劳工合同 3000 余项, 实际派出 10 万余人次。

此外, 两国还在旅游、金融等方面存在着广泛的合作空

间, 发展速度很快。

从以上可以看出, 中韩两国的经贸合作从无到有, 从小

到大, 目前已经进入到一个快速成长的阶段。这种合作尽管

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但仍表现出强劲发展的势头, 并

且朝着纵深化、大型化方向前进。从表 3 和表 4 可以看出, 尽

管 1997 年许可项目有大幅下降, 但实际到位金额反而有所

上升, 实际投资率 (实际金额ö协议金额) 较高, 这说明, 在中

韩经贸合作中, 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主要是韩国的中小企

业, 大企业由于看好中韩合作的前景, 受到影响不大。这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中韩经贸合作的发展潜力。

中韩经贸合作之所以发展迅速, 主要是两国的比较利益

驱动所致, 两国的贸易依存度很高。1992 年到 1993 年, 韩国

对外贸易增长总额的 3415% 是依靠对中国贸易增长量实现

的。从经济发展水平上讲, 韩国经过战后 30 多年的发展, 实

现了经济起飞, 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 进入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 (OECD ) 门槛。经济规模 (用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 1996 年已是美国的 1ö15, 日本的 1ö7、中国的 1ö2,

位居世界第 11 位, 成为东北亚区域的重要经济大国和推动

本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

家, 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 人均 GDP 约为 800 美元, 与韩国

的差距很大。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致使两国经济结构不同。韩

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 正在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

化, 劳动力相对短缺; 而中国 (整体) 距离工业化还有相当漫

长的道路要走, 基本上还处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

的阶段。因此, 在两国经贸合作中, 必然会形成产业在两国间

转化的问题, 也即已经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成功的“雁行模

式”。而这也恰恰就是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依靠日本的产

业转移而实现经济奇迹的原因所在。从目前中韩商品贸易和

韩国对华投资的现状来看, 这一点仍然在中韩经贸关系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尽管中韩经贸关系发展迅速, 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构成了中韩进一步发展经贸合作的障碍。具体说

来, 有以下几点:

11 两国贸易中, 中方贸易逆差过大。自中韩建交后, 韩

国对华贸易一直呈顺差状态。1992 年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

差为 768 万美元,1993 年, 中方贸易逆差增加为 12 亿美元,

1998 年已高达近 100 亿美元。估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中方贸易赤字将会有增无减。尽管顺差还是逆差并不能完全

说明中韩贸易的全部, 但中方长时间的逆差必然会引起双边

贸易摩擦的产生。

21 双边贸易中, 中韩之间既有明显的互补性, 同时又存

在同一性。这一点在农产品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另外, 中国

向韩国出口商品大多采用“以廉取胜”、“以量取胜”的战术。

据韩国产业研究院的调查分析, 中国产品的价格平均指数比

其他国家的价格平均指数低得多。此外, 中国的出口增长主

要依靠“以量取胜”, 中国的大量廉价商品进入韩国, 势必对

其国内企业造成很大冲击, 为此韩国政府采取种种措施限制

中国商品的进口, 对中国出口极为不利。而且从发展趋势来

看, 中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将明显减弱, 而其他如质量、包装

等非价格竞争力与其他国家相比, 又处于劣势, 这势必会造

成出口下降。为了叙述的方便, 我们将在第二部分予以详细

的说明。

31 在对外贸易方面, 由于两国都采取了外向型的贸易战

略, 因此存在着相互争夺世界市场的诱因。同时, 由于中韩在

面对欧美市场时在许多产品方面都存在着相似性, 尤其是韩

国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后, 迫切需要通过打开出口市场以摆脱

困境, 致使这种竞争性增强了。

41 中国的投资环境还不尽人意。虽然中国在投资环境

的改善方面, 已取得了较大成绩, 但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

相比, 差距还不小。例如有些地方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港口和

通讯、运输条件较差, 能源、工业用水和原材料缺乏保障, 工

人的劳动生产率不高, 企业管理不善, 涉外法律不健全等等。

另外, 地方政策太多而且复杂, 手续繁琐, 这些都让一些大的

韩国公司望而却步, 不敢大胆来中国投资。外国人居住费用

高, 中国劳动力工资上涨等不利因素, 也是韩国对华投资的

障碍。

尽管中韩经贸关系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 从

长远来看, 进一步发展中韩经贸合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是因为: (1) 从政治方面来说, 两国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

突, 双方均抱有发展友好关系的共同愿望。同时, 发展两国友

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因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2)两国经济结构的互补性格局将长期存在。它是过去 1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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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促进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基本因素, 预计今后仍将

继续发挥作用。(3)经济全球化乃是大势所趋。世界正在紧密

的结为一个经济整体, 这在客观上提供了进一步发展中韩经

贸关系的平台。下面, 我们将结合中国进入 21 世纪后的战略

重点, 集中探讨这一重要的富有挑战性的命题。我们将从三

个方面展开论述。

二、发展面向 21 世纪的中韩经贸关系
进入 21 世纪后, 中韩经贸关系面临着一些全新的挑战。

这些挑战实际上也构成了中国在下一世纪前 50 年的经济发

展战略重点。具体来说, 集中在三个方面。

11 中国加入WTO

经过艰苦的努力, 到 2000 年的上半年, 中国终于完成了

与美国和欧盟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 的双边贸

易谈判, 在此期间, 业已完成了与WTO 其他成员国的谈判。

加入WTO , 不仅是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中的大事, 而且直接关

系到国家整体经济战略的定位与实施, 牵一发而动全身, 可

以说是中国在进入 21 世纪后面临的最重要的经济课题。

加入WTO 后, 中国与韩国将成为同一经济组织的成员

国。这必将给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带来广阔的前景, 但同时

也存在着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为了分析的方便, 我们仍旧

采用两分法, 即先分析有利的一面, 再分析困难所在。

从有利的方面来看, 中国加入WTO 后, 在WTO 新规则

规范下, 随着两国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 两国间开

放市场的程度也随之得到了提高。由于不能够像以往那样通

过过多的政府管制来对贸易进行限制, 这必将促进资源在两

国间的流通, 也使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能够得到充分的发

挥, 从而有效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有力地拓展两国间经

贸合作的空间。这种扩展了的经济合作不仅会使两国产品的

交换范围扩大, 形成更大的市场规模, 而且市场规模又必然

会促使生产规模扩大和生产分工细化, 推动生产力水平提

高; 同时, 这种强烈依赖于比较优势的经济合作又必然会促

进产业结构优化; 目前, 在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开放进程方面,

两国的进展都比较迅速。从更深层次上讲, 加入WTO 对于

中国来讲, 还并不仅仅是一个对外经贸关系的问题。它涉及

到整个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方方面面, 其对

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恐怕要远远大于对外经贸合作

的领域。中国方面, 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同时, 将进

一步加快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 将在 2005 年将工业品平均

进口关税水平降至 10%, 减少贸易限制, 稳定人民币汇率, 加

强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 特别是发展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往

来。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工业企业改革的步伐, 积极促进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 这将扩大吸引民间合作往来, 促进中国全方

位、多层次开放。中国政府将扩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

度, 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为吸引外资创造条件, 政府积极鼓

励外资以BOT (Buid 2Operate 2Transfer )的方式进入。为促进

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将积极推行科技兴国战略, 积极支持高

科技产业的发展, 特别对支持中国发展高科技合作的项目给

予政策支持与保障, 中国政府正在制定产业优惠政策, 对地

区优惠政策已经作出调整。

在韩国方面, 韩国一贯倡导贸易自由化与贸易立国的政

策。韩国的关税税率已经很低, 特别是其在初级产品方面的

税率远远低于制成品的税率, 这将有利于与中国的贸易往

来。在出口方面, 韩国政府经常通过政策性融资控制银行信

贷, 以弹性利率来引导资金流向, 为重点产业与企业提供银

行优惠贷款; 以差别税率与关税减免等手段, 抑制消费、扩大

积累, 鼓励出口,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当然韩国的这一系列政

策均是有利于出口的政策, 随着韩国与中国、日本的贸易增

长, 其贸易政策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韩国正在推进对中国、

日本各国的直接投资, 特别是韩国企业看好中国市场。韩国

政府对海外企业业务实行低息贷款、提供支付保证及减免营

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 引导民间企业对在海外投资的的技术

人员提供培训, 并提供咨询; 制定海外建设促进法等等。这些

措施都将有力地推动中韩经贸合作的顺利开展。

尽管人们普遍看好中韩经贸合作的潜力和前景, 但无庸

讳言, 在双边经贸合作中, 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

经产生了某种程度的阻碍。其中, 最大的问题来自于中国对

韩出口产品, 尤其是农产品。

由于中韩两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中国向韩国输出的商

品主要是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目前, 农产品出口

居于重要地位。2000 年头三个月, 中国对韩出口, 从大类商品

看, 农林水产品所占的比重最大, 总额达到 5109 亿美元, 占

对韩出口的 1ö6 强, 其中农产品 3128 亿美元, 增长 8918%。

目前, 中国已成为韩国农产品的第二大进口国, 仅次于美国,

产品主要集中在玉米、大米、杂粮和蔬菜方面。由于中韩两国

同处于东亚地区, 农产品生产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因而中国

对韩农产品出口激增造成了对韩国国内市场的较大冲击。

韩国自加入WTO 后, 农业贸易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

由于必须将非关税壁垒转换成关税, 同时大幅度降低关税
(在 1995 年以后 10 年内平均削减 36% 的关税, 最低每项削

减 15% ) 以及设立最低市场准入制度等等, 均对韩国国内农

业生产造成冲击。因而韩国政府设计了一整套制度进行干

预, 对一部分竞争力脆弱产品进行适当的管理, 即建立对国

内农业可能造成冲击破坏的产品提高关税, 当进口产品数量

超过基准量时收取特别紧急关税的制度, 对由于进口激增而

带给国内市场巨大冲击的产品实行配额限制措施等针对受

害产业的救济制度。另外, 主要农产品只有获得农业部许可

证才能进口, 只有当国内农产品不能满足需要时, 农业部才

发放许可证。这反映了韩国对国内农业的保护政策。这些措

施固然加大了韩国对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保护程度, 但同时也

造成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最典型的案例就是 2000 年 6

月 1 日起由于韩国对自中国进口的大蒜征收 315% 的高额关

税而引发的中韩贸易战。

事件发生后, 两国贸易部门均认为对方违反了WTO 原

则, 而本国的行为是合理的。我们认为, 问题的实质其实并不

在于是谁违反了WTO 原则, 因为当一方准备这样做的时

候, 作为WTO 的成员国的韩国或者即将成为它的成员国的

中国, 一定已经设计出一个能够与WTO 相关条款相适应的

方案。这时候去争执哪一方违反WTO 原则是没有意义的。

问题的根本在于, 这样的一种行为, 完全是从本国利益最大

化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 那么, 在谈判的时候, 双方所要考虑

的无非是通过成本—收益分析, 判定继续执行这样一种策略

的后果。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认为, 韩国有可能在谈判中处

于相对弱势地位。原因在于, 这一次, 中国的报复性措施非常

严厉。1999 年韩国从中国进口大蒜只不过 1529 万美元, 相

反, 韩国对中国出口的手机和聚乙烯加在一起已超过 5 亿美

元。为了 1529 万美元, 而失去 5 亿美元, 对韩国来说似乎是

“因小失大”。更为重要的是, 这种报复性措施, 对韩国的手

机、化工两个行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主要是这两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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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都比较深。韩国向中国出口的手

持 (包括车载) 无线电话机 1997 年为 900 万美元,1998 年为

1400 万美元,1999 年为 4100 万美元。在韩国 1999 年出口

的 190 万吨聚乙烯中, 其中有 90 万吨是出口中国的。由于中

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高达 100 亿美元, 这么大的逆差, 贸易

战若打响了, 中国绝对占主动地位。从博弈论的角度看, 中国

提出了一种“可置信的威胁”。

但是, 对于中韩两国来说, 贸易战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

的结果, 这样做只能两败俱伤。事实上,“大蒜事件”在两国政

府的努力下, 最终也获得了圆满的解决。我们在这里提出这

样一个案例, 是试图说明, 中国加入WTO 后, 对外开放程度

将会越来越深, 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也会越来越强。在这

样一个广阔的市场面前, 韩国面临着与其他国家的激烈竞

争, 因而需要作出与以往不同的决策。由于中韩目前的经济

合作已具有相当的基础, 可以预见其前景是十分美好的。

21“新经济”时代的来临

“新经济”正在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受到各国政府的密切

关注。尽管对新经济是否存在还有这样那样的置疑, 但是在

“新经济”最典型的美国, 已经实现了连续 110 个月的低通胀

环境下的持续高速增长, 这样的经济成就令任何一个国家为

之侧目。看来, 有充足的证据说明,21 世纪人类将进入新经

济时代。

“新经济”是从美国开始发展起来的, 但它一经产生, 人

们就开始认识到它对未来的重要意义。据统计, 全球网络经

济的年增长率为 68%。1999 年全球的产值为 5070 亿美元,

创造了 230 万个就业机会。到 2001 年全球网络经济的产值

将突破 1 万亿美元, 到 2002 年电子商务贸易可占到世界贸

易总额的 10%～ 15%。无疑, 这将对世界贸易格局产生深远

影响。从中韩两国的实际情况看, 韩国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

中国的前面。韩国目前的电脑利用率为 26%, 互联网的利用

率为 1012%, 居于亚洲领先水平。为了推进韩国信息产业的

快速发展, 韩国政府成立了由各界人士组成的“韩半岛信息

化促进本部”, 另外, 韩国的“媒体之谷”也正在筹建之中, 根

据计划, 现在已经开始基础建设。同时, 韩国政府大力扶植发

展风险产业。国家建立了风险产业发展基金, 成立了风险产

业的投资机构, 并将用于支持中小风险产业发展的银行贷款

额度进行了大幅提升。这些措施, 有力的推动了韩国风险企

业的发展。据最新资料显示, 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韩国企业

2000 年一季度销售和收益形势一派大好。据韩国经济新闻

社 2000 年 5 月 1 日调查, 截至 5 月 1 日在市价总额前 100 位

企业中有 42 家企业已编制出一季度销售额与收益实绩的概

略财务报表, 其中有 33 家是风险企业。它们一季度销售额与

1999 年同期相比平均增长 175%。其中, 销售额增长率为最

高的风险企业是“泰尔申”电子, 从 1999 年的 136 亿韩元猛

增到 2000 年的 1200 亿韩元, 飙升了 782%;“波苏尔泰科”

销售额增长率为 733%, 均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目前, 中韩之间的经贸往来主要还是通过传统方式来进

行, 还没有明显的数据显示出电子商务在两国贸易间的影

响。但作为 21 世纪最重要的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 无疑两国

都要对“新经济”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另一方面,“新经济”在

两国来说都还是新生事物, 两国风险投资企业之间的合作空

间是十分广阔的。由于在新技术的使用上具有后发优势, 因

而在两国目前开展的在汽车、电子等行业的合作上应当开始

考虑 IT 技术的广泛应用。

31 中国的西部开发

西部开发是中国进入 21 世纪最重大的战略性举措。经

过 20 多年的发展, 中国东部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工业结构

和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现雏形, 从而为中国的现

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但是, 另一方面, 区域经济发展

不平衡日益突出, 结构性的矛盾日益凸显。西部整体性的落

后已经开始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换句话说, 中国的

现代化不可能脱离西部的发展而单独得以实现。因此, 当西

部开发的号角开始吹响之际, 也就意味着中国迈向全面现代

化时代的开始。

事实上, 西部开发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整体格局下进行

的。西部开发的过程就是中国开放的过程。韩国作为中国最

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应当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无论对韩国还是对中国来说, 这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1)西部开发意味着中国的全方位开放。经过 20 多年的

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引下, 中国已经基本上成为一个

外向型的国家。经过经济特区、沿海、沿江、沿边的顺序, 目

前, 没有获得开放的地区也许就剩下西部几个省市而已。也

就是说, 西部开发将为中国的全方位开放划上一个完美的句

号。在这个过程中, 各主要经济国家必然会介入其中。由于历

史和自然条件等原因, 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 总体经济

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

规模和水平上, 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 中西部地区也存在着

相当大的差距。1999 年 1 至 11 月, 中西部地区 19 个省区市

的进出口商品总值 21018 亿美元, 仅占全国的 615%; 新批准

合同外资金额 5112 亿美元, 仅占 1414%;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4016 亿美元, 仅占 11%。事实上, 这是一片还没有得到有效

开发的处女地, 其市场潜力是巨大的。在这个过程中, 谁忽视

了这个市场的存在, 谁就有可能犯了一个大错误。同样, 谁占

据了制高点, 谁就赢得了未来竞争的主动。换句话说, 在西部

开发的过程中, 韩国也将会面临着其他国家的强有力竞争。

(2)西部开发是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战略举

措。中国是一个大国, 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比如, 上海

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但西部许多贫困

地区还在为解决温饱而努力。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现在到了

进行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了。也就是说, 要发挥各地

区的比较优势, 发展更适于本地区的产业。比如说, 东部许多

经济发达地区, 已经开始面临劳动力价格提升的压力和自然

资源匮乏的制约。它们的比较优势也相应开始转化为资本和

技术。这时候, 就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大规模发展劳动密集

型产业, 而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而西部, 恰恰拥

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

源密集型产业就成为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从这个角度出

发, 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 就有可能重现当年基于产业结构

转移而出现的“东亚奇迹”。因此, 韩国就有可能利用这个机

会, 将本国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跨国投资的方式转

移到中国西部。

(3)西部开发是中国实施扩大内需政策的重要部分。中

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实施外向型

的经济发展战略。如今, 对外贸易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

30%, 已成为世界第九大贸易国, 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位。然

而, 进入 1997 年,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国外向型经

济发展趋缓。曾一度保持的 10% 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从 1998

年以后开始下降, 只达到 718%。出口竞争力下降, 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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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缩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 在防止世界性的大萧条

的同时, 也承担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大损失。在对东南亚出

口急剧萎缩和其他国家货币贬值的压力下, 为了继续保持人

民币汇率的稳定, 中国只能采取政策转向, 实现凯恩斯主义

的扩大内需政策。从 1999 年的情况看, 扩大内需的政策已经

取得了初步成效。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率比 1998 年有了较

大的提升。2000 年一季度又比上年同期增长 10%。西部开发

将把这一政策引向纵深。

目前, 在西部开发中, 率先开始的是能源、交通、通信、水

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国家计划用 20 年左右的时间, 在完成

国道主干线建设任务的基础上, 再建设 8 条连接东中西部的

大通道, 总计 115 万公里, 技术标准是二级以上的高等级公

路, 其中高速公路 3350 公里, 从而使西部地区的公路交通

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基本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公路运

输服务网络。同时, 在“十五”期间, 西部铁路基建投资将达 1

000 亿元左右, 到 2005 年, 铁路总长达到 118 万公里, 五年增

加 3000 多公里。为了广泛吸引外资投向这些领域, 国家有

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对设在西部地区的国家鼓

励类外商投资企业, 在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满后的 3 年

内, 可以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所得税; 外商投资企业在西部

地区再投资项目, 凡外资比例超过 25% 的, 均可享受外商投

资企业相应的待遇; 允许在东部地区试点的开放领域和试点

项目在西部地区同时进行试点; 允许东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

业到西部地区承包、经营、管理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等

等; 这些措施都将有力的提高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规模和水

平, 吸引和促进外商到中西部进行投资。韩国应该抓住这一

机遇, 发挥官民结合的优势, 从政府和民间两个渠道, 加快与

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合作。同时, 在这一合作过程中, 应当注意

避免以往韩国在华企业投资广泛存在的投资规模偏小、投资

方式简单、投资层次低等弊端, 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水平。

农业, 尤其是特色农业是西部的优势。西部地区土地面

积占全国的一半以上, 耕地面积占全国的 1ö4 以上, 草地面

积占全国的 3ö5, 水资源总量占全国的近一半, 有着丰富的光

照资源。棉花、烤烟、水果、花卉等产品品质好、产量高, 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而韩国由于国土狭小且山地居多, 因而农

产品品种少、数量小、价格高, 难以满足国内需求, 年度进口

额约为 60 亿美元左右, 中国在其中居第二位, 约占 13% (见

表 5)。据韩国农林部和进口商等有关方面反映, 中国农产品

现在的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而且价格低廉, 在韩国很有竞争

力。但是, 由于韩国在农产品的进口上还存在着较高的进入

壁垒, 比如在水果进口的检疫方面的限制, 因而中韩两国有

必要在农产品问题上加强合作, 使西部的农产品能够更有效

的适应韩国市场的需求, 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商品出口优势。

表 5　　　韩国农产品进口国别情况 单位: 千美元

1996 1997 1998

美国 3 018605 2 177404 1 671649
中国 531 558 934 882 623 907

澳大利亚 456 224 455 281 434 941
印度 272 492 167 036 126 995
英国 210 319 215 673 122 839

印度尼西亚 164 668 155 513 112 757

　　资料来源: 外经贸部驻韩国使馆经商处:《韩国农产品调研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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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3 页) 缺少资金, 而在于合理制度安排的缺乏。这

包括: 法律法规的完整性和契约的有效性, 成熟的现代企业

制度, 勇于冒险的制度文化以及政府的一定政策支持等。这

决定了我国的风险投资业的发展首先必须从以上几方面进

行相应的制度建设。(3)一般而言, 在投资项目进入成熟阶段

以后, 风险资本就要考虑退出问题, 否则就无法形成资本的

正常循环, 风险投资的持续发展就得不到保证。风险资本的

良性循环和周转客观上需要一个二板市场, 以解决资本出口

问题。但在我国现有资本市场尚未规范和有效的监管体系还

未建立以前, 二板市场在现阶段还不具备现实可能性。因而

在这种情况下, 应积极发挥香港的创业板市场的作用, 为国

内的风险投资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条件。

21 就完善我国融资制度而言, 除了积极推进风险投资业

的发展外, 还应当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 (1) 直接融资和间接

融资的关系。与我国间接融资相比, 直接融资的规模显得过

小, 二者之间的比例不协调状态已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了不

利影响。就连政策层也承认间接融资比重过大是加剧金融风

险的重要原因。因而降低间接融资比重, 积极发展直接融资

是必然的选择, 但直接融资的迅速发展却又会对既有的间接

融资格局造成过大冲击, 这又决定了目前的状况下, 两种融

资比例的调整只有走一条渐进而稳健的道路; (2) 直接融资

中的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的关系。从发达国家企业的外部融

资来源来看, 直接融资中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比例差别不

大, 甚至美国的直接融资中的债权融资比例远高于股权融资

比例。从理论上说, 债权融资的效率高于股权融资, 这可由西

方优秀企业的从内部集资→发行债券→发行股票的融资顺

序所证明。但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所造成的融资

结构失衡已给资本市场的发展乃至经济运行带来了一定的

负效应, 这理应成为我国融资制度改革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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