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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韩国智库观点，推进韩中经贸发展

韩国官方与民间智库的主流观点是，尽管新冠疫情对韩国经济的

影响很大，但后疫情时期韩中经贸关系仍将持续密切，中国经济或成

为拉动韩进一步发展的“新引擎”。但也有研究报告担忧，韩经济对

中国依赖性过强，并对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前景悲观；特别是在中美

关系紧张，美对中国科技封堵的前提下，韩应 审时度势，加快国内

外政策调整。总括归纳上述观点，韩国智库主要认为：

第一，对华应采取“非排斥、非依存”战略。在美国对华制裁的

情况下，在发展与中国合作时，韩国要避免进入美国罗列的“黑名单”

领域，采取“非排华、非依存”策略。在 WTO 改革方面，在遇到中美

冲突的议题时，韩国要做出理性选择。因为韩国既是中国政府补贴的

受害者，也是与中国产业密切联动的受惠者。在中国“一带一路”倡

议过程中，韩国以什么方式、何种程度参与“一带一路”值得深入研

究、谨慎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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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构建“韩中政策协调”的制度性框架。一方面，目前中韩

之间中央政府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构建了多个协商机制，

但有很多重复的领域，被用作定期化的沟通协商渠道缺很少。虽然有

很多部长级的协商渠道，但只负责与部门相关的协商，应通过构建更

高层次的副总理级协商机制，统筹推进各领域的定期协商方案。另一

方面，发掘并推进韩国与中国地方政府的战略性合作，运行切实有效

的“产-管-学-研”对话平台。

第三，合作中心转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并举”。通过了解各地在

服务领域的合作需求，加强服务业领域的合作。在服务业领域，韩国

应优先考虑，大力促进与中国在生物、医疗，健身、养老，交通、物

流等领域的合作。同时，以特定示范地区为对象，更加关注制度创新

环境。

第四，积极推进两国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充分发挥韩国产品的品

牌优势与中国地方企业的硬件优势，加强两国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联

动。韩国利用品牌优势，扩大开拓和巩固第三方市场。积极应对第四

次产业革命，促进两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创新研发领域的合作。

第五，在“未来新产业领域”扩大合作。目前，在中韩产业园区

中，都包括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的培育项目，但两国间

几乎没有共同技术开发项目。如，在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配套产业合作

中，扩大两国共同开发，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又如，依托烟台开发

现有汽车产业群，大力引进韩国电动车、插电混合动力车及关键零部

件制造商，建设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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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后疫情时代，韩国经济发展方向：首先，利用信息通信产

业竞争力，挖掘在非接触式医疗服务、线上教育、线上交易、防疫与

生物产业等方面的优势。其次，结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引领

数字经济发展，打造系统半导体、生物健康、未来汽车等三大新兴产

业。最后，以国家项目形式，推动 5G 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韩国经济

走向智能化。

中韩经贸关系面临新形势，我应与时俱进，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恢复经济，畅通渠道，是推进两国经贸关系的应急之策，

扩大商务、物流、生产和技术服务急需人员往来所需的“快捷通道”

适用省市范围，优先为两国企业来往提供更有效的方便措施安排，有

效助力复联、复工、复产，确保中韩产业链、供应链运行。

第二，把新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合作共建作为重点，在政府层面，

推出推进中韩新领域产业园建设规划。如，把数字经济、新能源、生

命科学、文化创意作为合作重点，大力促进两国民营企业之间的合作

共建机制。

（撰写：崔明旭，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讲师,朝鲜半岛研究中心副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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