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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与国内经济形势

　　美国经济保持复苏势头，欧洲景气复苏势头暂时放缓。日本与中国继续保持景气

复苏势头。 内需景气方面，生产、消费、投资全面增加。受益于出口领域升温，贸易

收支不断改善，物价涨幅持续放缓。

世界当面经济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首都圈住宅市场持续低迷，非首都圈热火朝天。从面积大小

来看，中小户型受到追捧，而大户型走低，不同面积呈现冰火两重天。 住宅市场相关

宏观环境的上涨与下落因素共存，在这种情况下展望住宅市场前景，最重要是的分析

两极分化的住宅市场供求。 以供求方向为基础预测2014年住宅市场，前期将会小幅波

动，涨跌互现，而附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地区、不同面积出现的差别化现象将会加剧。

　　财政赤字的累积直接关系到国家债务，将增加下一代的税收负担。另外，一旦形

成“财政赤字累积↔国家债务增加”的恶性循环结构，作为抵御外部冲击能力薄弱的韩

国经济而言，财政危机隐忧也将必然加大。 韩国财政收支有以下特点 ； ① 经济增长放

缓，财政收入增长乏力。 ② 由于不征税、减免税，财政收入持续减少。 ③ 低生育、老

龄化、收入两极分化等社会性风险加大，国民福利需求增加，造成政府福利支出剧增。 
④ 为扩大增长潜力、应对景气低迷，与保增长相关的财政支出急剧增加，但随着未

来将优先顺序让位于福利领域，预计将出现减少趋势。 ⑤ 2007～2012年期间，法令规

定的义务支出为年增加8.3%，弹性的财政运营越发困难。⑥ 每年从乐观角度编列中长

期财政运营计划，阻碍了均衡财政。

北韩问题

　　尽管最近随着南北关系持续僵持，对统一的议论有所退潮，但统一是韩民族共同

体在世界崛起所必需实施的课题。 另一方面，政府也通过“构建幸福的统一时代”强调

统一的重要性，作为实现方案，强调从“从小统一向大统一扩张”。本次针对南北关系

统一外交安全领域专家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814名普通国民中的78.0%、105名专家

中的98.1%回答需要统一，对统一的必要性已经形成全体共识。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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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主要国家经济

美国经济保持复苏势头，欧洲景气复苏势头暂时放缓。日本与中国继续

保持景气复苏势头。

美国工业生产小幅减少，但零售业增加，保持景气复苏势头。2013年10月份工

业生产在工矿业和公共设施领域减少，整体环比减少0.1%。但是，占整体工业生产

75%的制造业生产增加0.3%。10月份零售业环比增加0.4%，在上月的减少趋势中出

现反弹。10月份失业率为7.3%，比上月上升0.1%p。住宅景气喜忧掺半。未完成交易

的住房销售指数 连续5个月下跌，截至10月，创下102.1p，相反，凯斯-希勒(Case-Shiller)

住宅价格指数连续20个月保持升势，截至9月，实现了162.2p。

欧元区呈现景气复苏势头暂时放缓格局。9月份零售业与工业生产分别环比减

少0.6%和0.5%。10月份消费者物价上涨率同比上涨0.7%，创下4年以来的最低值。10

月份失业率为12.1%，环比下跌0.1%p。10月份消费者物价上涨率为0.9%，比上月的

0.7%小幅上升。日本呈现景气复苏扩大势头。9月份工业生产环比增长1.3%，走出上

月的负增长。9月份零售业环比增长1.7%，民间消费复苏预期加大。9月份经常收支

实现5,870亿日元，同比增长14.3%。

中国景气复苏势头持续，但随着物价上涨压力高升，市场对政府可能推行紧缩

政策的忧虑加大。10月份工业生产与零售业分别同比增加10.3%和13.3%，继续保持

好转走势。10月份消费者物价受食品价格上升等的影响，出现同比上涨3.2%的较高

上涨率。11月份HSBC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0.4p，比10月的50.9p小幅下跌。

2013年11月，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因素包括，下届美联储主席任命获得参议院

通过，伊朗核计划达成协议，欧洲央行下调利率等。

Ⅰ. 当前世界与国内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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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济

内需景气方面，生产、消费、投资全面增加。受益于出口领域升温，贸易

收支不断改善，物价涨幅持续放缓。

内需景气方面，生产、消费、投资全面增长。10月份工业总生产方面，工矿业

和服务业等全面增长，实现环比增长率0.1%。零售业方面，准耐用消费品有所减少，

但耐用消费者和非耐用消费品增加，实现环比增长率1.3%。设备投资方面，运输设

备与机械类均大幅增长，实现环比19.3%的高增长率。

2013年11月份出口实现479.2亿美元，同比增长0.2%，进口实现431.1亿美元，同

比减少0.6%。从进出口动向来看，受油价等各种原材料价格稳定影响，进口有所减少，

受益于材料、配件等中间产品出口扩大，贸易收支实现48亿美元顺差，连续22个月

保持顺差基调。

2013年10月份总就业人数2,554.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47.6万人。正式就业保持

实体经济部门
2011 2012 2013

年度 年度 8月 9月 10月

美
国

工业生产 3.4 3.6 0.4 0.7 -0.1
零售 7.5 5.3 0.2 0.0 0.4

EU
工业生产 3.1 -2.4 1.0 -0.5 -

零售 -0.3 -1.8 0.5 -0.6 -

日
本

工业生产 -2.8 0.6 -0.9 1.3 -
零售 -1.0 1.8 0.9 1.7 -

中
国

工业生产 13.9 10.0 10.4 10.2 10.3
零售 17.1 14.3 13.4 13.3 13.3

〈主要国家经济指标〉

（单位 ：%） （单位 ：p，日元，欧元，人民币）

国际金融部门
2011 2012 2013

年度 年度 10月 11月 12月

股
价

道 · 琼斯指数 12,218 13,104 15,546 16,086 15,915

DAX指数 5,898 7,612 9,034 9,405 9,223

日经指数 8,455 10,395 14,328 15,662 15,750

上证指数 2,199 2,269 2,142 2,221 2,223

汇
率

美元/欧元 1.2955 1.3222 1.3723 1.3603 1.3541

日元/美元 77.66 85.86 98.51 102.31 102.95
人民币/美元 6.3190 6.2317 6.0938 6.0924 6.0929

资料：美国商务部、Eurostat、中国人民银行。

　注：美国、EU、日本为环比，中国为同比。

资料：Bloomberg。

　注 ：以每月月末为基准(12月以12月3日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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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趋势，临时就业和自营业者的减幅缩小，就业总人数连续3个月保持40万名以上

增幅。8月份失业率为2.8%，与去年同期持平。失业人数72.4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

6000人。

2013年1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率环比下降0.1%，同比上升0.9%，连续3个月

保持0%左右。核心物价指数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8%。受气象条件好转影响，

新鲜食品物价指数环比下滑3.8%，同比下滑8.5%。

11月份影响韩国金融市场的主要因素包括，全球证券市场大好，欧元区经济指

标好转，日元贬值等。

〈韩国主要经济相关指标〉

经济部门
2011 2012 2013

年度 3/4 4/4 年度 1/4 2/4 3/4 4/4 1/4 2/4 3/4 10月 11月

内需

零售业 4.5 0.5 0.0 2.3 1.0 0.3 1.2 0.4 -1.2 0.4 1.2 1.3 -

设备投资指数 4.0 0.1 -2.8 -2.0 6.4 -5.0 -6.8 0.8 -4.5 -1.0 0.5 19.3 -

建设实际投资 -6.4 -5.4 3.0 -5.8 -5.6 -0.9 1.0 1.4 4.4 7.7 -1.3 2.8 -

对外 出口 19.0 21.4 9.0 -1.3 2.9 -1.7 -5.8 -0.4 0.4 0.7 2.8 7.2 0.2

就业/
物价

失业率 3.4 3.1 2.9 3.2 3.8 3.3 3.0 2.8 3.6 3.1 3.0 2.8 -

消费者物价 4.0 4.3 4.0 2.2 3.0 2.4 1.6 1.7 1.4 1.1 1.2 0.7 0.9

金融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 1,770 1,826 - 2,014 1,854 1,996 1,997 2,005 1,863 1,997 2,030 2,045

韩元/美元 - 1,178 1,152 - 1,133 1,145 1,111 1,071 1,111 1,142 1,075 1,061 1,058

3年期国债利率 - 3.55 3.34 - 3.55 3.30 2.79 2.82 2.52 2.88 2.82 2.82 3.01

公司债券(BBB-) - 10.31 10.12 - 10.05 9.69 8.69 8.81 8.50 8.99 8.97 8.99 9.18

（单位 ：p，%）

资料：韩国银行；统计厅；贸易协会。

　注：金融指标是以每月月末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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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同地区、不同面积的住宅市场前瞻与启示 ：差别化加剧

近期住宅市场呈现两极分化趋势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首都圈住宅市场持续低迷，非首都圈热火朝天。从面积

大小来看，中小户型受到追捧，而大户型走低，不同面积呈现冰火两重天。政府

相继推出4.1、8.28不动产对策，谋求住宅市场正常化，近期住宅市场预期值出现

反弹。

住宅需求因素分析

住宅市场相关宏观环境的上涨与下落因素共存，在这种情况下展望住宅市场前

景，最重要是的分析两极分化的住宅市场供求。根据以使用面积85m2为基准将住宅

划分成中小户型与大户型的政府方针，按不同地区，在公寓比重较高的首都圈，以

四口之家为标准，在非首都圈以三口之家为基准，分别匹配中小户型与大户型住宅

需求。而且，从住宅建造量中逐一扣除灭失住宅、未开工住宅、用途变更等，考虑

了实际住宅净供给。从新需求方面的家庭人口增减来看，预计2013年以后，首都圈

三口以下家庭每年增加约18万个，而非首都圈三口以下家庭每年增加20万个以上，

相反，首都圈四口以上家庭每年减小约5万个，而非首都圈四口以上家庭每年减少8

万个以上。相反，作为新供给，使用了未出售住宅与住宅建造量。不同于非首都圈

的缩小现象，首都圈未出售住宅以中大户型为主出现增加，从住宅建造量来看，

2011~12年以非首都圈为主出现的住宅建设增量将在今后1~2年间转变成供给，而

Ⅱ. 世界当面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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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世界当面经济问题

2013年以后住宅建造量的缩小也将表现为今后供给的减少。

如果以此为基础，判断不同地区、不同面积（2×2）的未来住宅市场供求方向，

首都圈-中小户型市场将出现供过于求，但未来可能转变为供不应求，而首都圈-大

户型市场供过于求不断积累，价格下滑趋势持续。而且分析认为，非首都圈-中小户

型市场2014年供不应求局面会有所缩小，但随后将再次加剧，而非首都圈-大户型市

场供过于求局面将会继续。

住宅市场前瞻与启示

以这种供求方向为基础预测2014年住宅市场，前期将会小幅波动，涨跌互现，

而附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地区、不同面积出现的差别化现象将会加剧。按地区来看，

与整体供过于求相对严重的首都圈相比，非首都圈将会保持。从面积来看，由于整

体上的核心家庭化、老龄化等，家庭人口缩小化现象突出，中小户型抢手、大户型

滞销的现象将会持续。另一方面，受交易市场不稳定影响，租住需求有增无减，极

可能导致租住市场不稳定局面持续。

有必要采取措施，使住宅市场低迷与房租价格不稳定等对国家以及民众经济

生活产生的不良影响实现最小化。为此，第一，急需通过化解大户型住宅供过于

求来实现住宅市场软着陆。并且需要探索用途变更方案，以便能够将大户型住宅

用作实现创造型经济的空间。第二，需要对未来中小户型住宅不足导致住宅市场

动荡再次上演作好防范。还需要考虑对民间建筑企业提供旨在激活中小户型住宅

供给的奖励机制。第三，需要包括延长租赁保护期、强化确定日期的法律效力等

在内，通过改善租赁制度，确保民众稳定的居住权。特别是包括年租金或保证金

转月租时转换率在内，制定能够实现公平交易的租金限价线，提高民众储蓄居住

费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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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韩国财政收支的特点与启示

暗藏财政赤字隐忧

财政赤字的累积直接关系到国家债务，将增加下一代的税收负担。另外，一旦

形成“财政赤字累积↔国家债务增加”的恶性循环结构，作为抵御外部冲击能力薄弱

的韩国经济而言，财政危机隐忧也将必然加大。政府这所以不断重申“均衡财政”，

也正是因为清楚这种事实。可是，最近在财政收入萎缩的局面下，用于国家政策课

题的财政支出却紧锣密鼓，这无疑埋下了财政赤字扩大、国家债务剧增的隐忧。

财政变化推移

（财政收支） 不仅是在萧条时期，即使是繁荣时期，财政赤字也始终持续，财政

赤字正在向慢性化发展。自开始发布管理财政收支的1988年以后，26次中有22次创

下财政赤字，这恰恰从反而证明了上述论断。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

财政赤字持续的局面下，政府依然在2014年编列了高达25.9万亿韩元（GDP的1.8%）

的赤字财政。因此，人均国民负担从1988年的55.0万韩元增加到2012年的683.5万韩

元，预计2013年将达到718万韩元，2014年将达到735万韩元。

（国家债务） 在1997~2012年名义GDP年增加6.3%（506.3万亿→1,272.5万亿韩元）

期间，国家债务几乎年增加14.2%（60.3万亿→443.1万亿韩元）。因此，相对于名义

GDP的国家债务比例从1997年的11.9%急剧增加到2012年的34.8%，预计2014年将达

到36.5%（515.2万亿韩元）。利息负担年增加9.6%，存在陷入“财政赤字累积→国家债

务增加→利息负担增加→财政赤字扩大”的恶性循环的危险。人均国家债务从1997年

的131万韩元增加到2012年的886万韩元，预计2013年将达到956万韩元，2014年将达

到1,022万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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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支的特点

（财政收入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增长乏力。经济增长是财政收

入的源泉，名义GDP每下滑1%p，国税收入减少约1.072%p（约-2.3万亿韩元），财政收

入减少约1.255%p（约-4.4万亿韩元）。现代经济研究院利用H-P过滤法进行推算，结果

显示，潜在增长率从上世纪70年代的9.2%，下降至全球外汇危机之后的3.8%。今年经

济增长率继去年之后，继续徘徊在2%的水平，财政收入增长乏力。第二，由于不征税、

减免税，财政收入持续减少。用于减免税的租税支出在2000~2013期间年增加7.1%

（13.3万亿→30.1万亿韩元），与此同时，财政收入也相应减少。政府虽然整顿不征税、

减免税制度，计划在2014年扩充4.8万亿韩元的税收，但由于利害关系人的反对，以

及由于履行国家政策课题需要而扩大不征税、减免税等，预计仅能确保4,578亿韩元。

（财政支出方面） 第三，低生育、老龄化、收入两极分化等社会性风险加大，国

民福利需求增加，造成政府福利支出剧增。保健、福利、就业领域支出在2007~2012

年期间年增加8.6%（61.4万亿→92.6万亿韩元），预计在2013~2017年期间，将每年增

加6.4%（99.3万亿→127.5万亿韩元）。特别是老人、青少年相关领域，估计将年增加

23.5%，反衬出低生育、老龄化的严重性。第四，为扩大增长潜力、应对景气低迷，

与保增长相关的财政支出急剧增加，但随着未来将优先顺序让位于福利领域，预计

将出现减少趋势。2007~2012年，研发支出年增加10.3%（12.6万亿→15.2万亿韩元），

SOC支出年增加4.7%（18.4万亿→23.1万亿韩元），工业、中小企业、能源支出年增加

3.7%（12.6万亿→15.1万亿韩元）。但是，预计在2013~2017年期间，研发支出年增加

仅为3.9（17.1万亿→19.9万亿韩元），SOC支出和工业、中小企业、能源支出分别为

-6 .4%（25.0万亿→19.2万亿韩元）、-5 .7%（16.7万亿→13.2万亿韩元）。第五，

2007~2012年期间，法令规定的义务支出为年增加8.3%，弹性的财政运营越发困难。

特别是福利领域义务支出增加率达到年11.1%，地方转移财源与利息支出每年分别增

加7.1%。预计未来将会保持这种增加趋势。

（制度、惯例方面） 第六，每年从乐观角度编列中长期财政运营计划，阻碍了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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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财政。以《2008~2012国家财政运营计划》为例，政府预计2012年实际GDP增长率达

到6.8%，实现均衡财政（+0.0万亿韩元），但实际上，实际GDP增长率仅为2.0%，创

下高达17.4万亿韩元的财政赤字。依然保持了将实现均衡财政的时间点推迟到下界

政府的惯例。根据9月发布的《2013~2017年国家财政运营计划》，赤字财政编列至现

政府任期结束的2017年。

启示

人口老龄化及增长乏力导致“财政赤字累积→国家债务增加→利息负担增加→

财政赤字扩大”的恶性循环隐忧加大。为缓解财政赤字扩大因素，实现均衡财政，第

一，应提出关于税收与福利的国家层面的愿景，形成国民共识。第二，应在财政政

策中，保持扩充增长潜力与扩大福利的均衡。第三，大刀阔斧整顿不征税、减免税，

对于政策目标上必不可少的情形，最好转换为财政支出。第四，应使动态平衡（Paygo）

原则实现法制化，在新引进义务支出时，强制性制定与之相应的税收对策或其它义

务支出缩小方案，减小义务支出增幅。第五，应使规定财政赤字及国家债务允许值

的财政准则实现法制化，从而促进政府在任期内实现财政均衡。

〈财政收支变化〉

资料 ：企划财政部，韩国银行。

　注 ：2013年以后为政府预测值。

〈国家债务及利息费用变化〉

资料 ：企划财政部。

　注 ：2013年以后为政府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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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北韩问题 

针对普通国民、专家的统一意识民意调查

尽管最近随着南北关系持续僵持，对统一的议论有所退潮，但统一是韩民族

共同体在世界崛起所必需实施的课题。另一方面，政府也通过“构建幸福的统一

时代”强调统一的重要性，作为实现方案，强调从“从小统一向大统一扩张”。因此，

为了了解普通国民和专家对韩半岛统一的建议，在10月23日～11月4日期间，面

向全国814名19岁以上成年男女和105名南北关系统一外交安全领域专家进行了民

意调查。

统一必不可少，好处很大

（统一的必要性） 814名普通国民中的78.0%、105名专家中的98.1%回答需要统

一，对统一的必要性已经形成全体共识。与2012年普通国民民意调查相比，回答

“必要”的肯定性回答率上升约5%p，但年龄越低，对统一必要性的关注度越低。（顺

序依次是20岁左右为66.8%，30岁左右为74.9%，40岁左右为84.6%，50岁以上为

84.2%）

〈统一的必要性〉

普通国民 专家

2012 2013 2013

必要 73.7% 78.0% 98.1%

没必要 21.1% 20.8% 0.0%

不知道 5.2% 1.2% 1.9%

资料 ：现代经济研究院,《当面问题与课题 ：金正日体制下的南北关系与统一意识》 2012. 2。

Ⅲ. 北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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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认识） 对于“您认为统一有助于国家利益吗？”的问题，相当数量的国民

（67.0%）和绝大多数专家（98.1%）回家有帮助。普通国民（比2011年增加13.8%p）和

专家（比2011年增加1.8%p）持占肯定回答的比例均比过去调查增加。

〈统一认识〉

普通国民 专家

2011 2013 2011 2013

有帮助 53.2% 67.0% 96.3% 98.1%

有损害 46.8% 29.9% 3.8% 1.0%

不知道 0.0% 3.2% 0.0% 1.0%

资料 ：现代经济研究院,《第三季度韩半岛和平指数，南北关系紧张状态持续》2011. 11。

看好南北韩政治、经济领域的完全统一，预计时间需要11年以上的回答最多。

（统一形态） 对于统一的形态，普通国民（38.8%）和专家（41.0%）看好政治、经

济层面的“南北韩完全统一国家”的比重最高。特别是普通国民，“自由往来水平”

或“现状”等“消极统一观”减少，而“完全统一”的“积极统一观”比重持续增加。

〈统一形态〉

普通国民 专家

2010 2011 2013 2010 2011 2013

南北韩完全统一 23.7% 25.1% 38.8% 34.8% 27.8% 41.0%

一国两制，和平共处 25.0% 18.8% 18.4% 31.9% 43.0% 34.3%

自由往来水平 40.6% 44.4% 32.8% 20.3% 27.8% 23.8%

保持现状 10.7% 11.6% 10.0% 0.0% 1.3% 1.0%

资料 ：现代经济研究院,《赞成统一但对费用负担持反应消极 ：2010南北关系对国民民意调查》20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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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预计时间） 普通国民与专家均有过半数持需超过11年的意见，但对于统

一可能性，专家的评价更具有希望性。不过，对于统一预计时间，普通国民持积

极预期，而专家相对谨慎。（预计10年以内的比重 ：普通国民从2010年的17.0%增

加到2013的25.2%，专家则从36.2%下降到29.5%）

〈 统一预计时间〉

普通国民 专家

2010 2011 2013 2010 2011 2013

5年以内 2.4% 2.8% 3.1% 8.7% 6.3% 5.7%

6~10年 14.6% 16.4% 22.1% 27.5% 29.1% 23.8%

11年以上 61.6% 61.0% 55.4% 62.3% 63.3% 68.6%

不可能 21.4% 19.8% 19.4% 1.4% 1.3% 1.9%

对于统一费用负担，持积极认识者逐渐增大。

（统一费用） 普通国民对统一费用回答“拒绝承担”与“年承担1万韩元”者的比例

从2010年的72.1%下降到2013年的51.9%，回答“年承担11万韩元以上”者的比例比

2010年上升12.0%p。专家回答“年承担11万韩元以上”者的比例，2010年为74.4%，

2011年为43.1%，减少了31.3%p，2013年重新上升到66.7%。由此分析，抛开南北关

系持续僵持不谈，普通国民和专家迫切感到事先应对韩半岛统一的必要性。

〈统一费用负担〉

普通国民 专家

2010 2011 2013 2010 2011 2013

不想承担 37.4% 46.0% 27.0% 1.4% 10.1% 2.9%

年1万韩元以下 34.7% 33.4% 24.9% 4.3% 13.9% 2.9%

年2~10万韩元以下 24.6% 17.5% 32.9% 20.0% 32.9% 27.6%

年11~50万韩元以下 2.7% 2.6% 12.1% 41.5% 36.7% 42.9%

年51万韩元以上 0.5% 0.5% 3.1% 32.9% 6.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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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肯定见解与对日本的否定立场大幅增加

（对统一产生影响的国家） 继美国之后，中国是将对统一带来帮助的第二位国家，

普通国民肯定回答比例比2012增加8.9%p，专家增加16.4%p。而对于美国，专家持肯

定见解的比例减少16.7%p，而否定见解增加15.4%p。另一方面，普通国民对日本的

否定见解从去年的11.6%增加到28.6%，提高了一倍。判断认为，这是因为最近韩日

间的独岛问题、过去历史歪曲等外交矛盾影响到普通国民对日本的见解。

〈对统一产生影响的国家〉

普通国民 专家

2012 2013 2012 2013

将对统一带来帮助的国家

美国 42.5% 45.2% 68.1% 51.4%

中国 29.2% 38.1% 18.8% 35.2%

日本 4.0% 2.5% 1.4% 0.0%

俄罗斯 3.1% 4.5% 11.6% 4.8%

其它 0.0% 9.7% 0.0% 8.6%

将对统一带来阻碍的国家

美国 16.4% 19.2% 11.3% 26.7%

中国 67.6% 45.2% 69.0% 52.4%

日本 11.6% 28.6% 19.7% 16.2%

俄罗斯 4.4% 5.3% 0.0% 0.0%

其它 0.0% 1.7% 0.0% 4.8%



[附件]
国内与世界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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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内与世界经济指标

类别
2011 2012 2013

年度 1/4 2/4 3/4 4/4 年度 1/4 2/4 3/4 4/4 年度
（E）

美国 1.8 0.1 2.5 1.3 4.1 2.8 3.7 1.2 2.8 0.1 1.6

欧元区 1.4 0.8 0.2 0.1 -0.4 -0.6 -0.1 -0.2 -0.1 -0.6 -0.4

日本 -0.6 -7.3 -2.8 10.4 0.6 1.9 4.8 -0.9 -3.6 1.0 2.0

中国 9.3 9.7 9.5 9.1 8.9 7.8 8.1 7.6 7.4 7.9 7.6
注： 1）2013年展望值以IMF 2013年10月为准。 

2）美国、日本为环比年化率，EU为环比增长率，中国为同比增长率。

主要国家增长率趋势 

类别 2011
2013

2014(E)
上半年 下半年(E) 年度(E)

国民帐户

经济增长率 (%) 2.0 1.9 3.3 2.6 3.8

民间消费 (%) 1.7 1.6 2.3 2.0 2.7

建设投资 (%) -2.2 5.2 2.5 3.7 2.5

设备投资 (%) -1.9 -8.2 5.8 -1.5 6.7

对外交易

经常收支
(亿美元) 481 298 322 620 490

出口 (亿美元) 
[增长率, %]

5,479
[-1.3]

2,765
[0.6]

2,883
[5.6]

5,648
[3.1]

6,123
[8.4]

进口 (亿美元) 
[增长率, %]

5,196
[-0.9]

2,566
[-2.9]

2,614
[2.3]

5,180
[-0.3]

5,724
[10.5]

消费者物价 （平均，%） 2.2 1.4 1.5 1.4 2.4

失业率 （平均，%） 3.2 3.4 3.2 3.3 3.1

韩国主要经济指标变化趋势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人均GNI(萬韓元) 105 103 104 114 119 124 133 137

南北交易

(百萬美元) 

运出 715.5 830.2 1,032.6 888.1 744.8 868.3 800.2 897.2

运进 340.3 519.5 765.3 932.3 934.3 1,043.9 913.7 1,074.0

合计 1,055.8 1,349.7 1,797.9 1,820.4 1,679.1 1,912.2 1,713.9 1,971.2

资料：韩国银行，韩国统一部。

北韩主要经济指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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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况

　　现代经济研究院（HRI）由现代集团首任CEO、创始人及名誉主席郑周永先生于1986年创办。

HRI作为一家韩国领先的研究智库，致力于经济和产业环境、以及统一经济的分析和研究。此外，

HRI还开展如商务咨询、教育及培训服务、及知识内容业务方面的业务。

主要研究课题

HRI主要由三个部门组成。每个部门的主要工作范围如下 ：

　　研究部门 

　　 处理与国内和国际经济以及产业发展趋势和问题有关的宏观经济问题。统一经济中心作为

其下属部门，致力于研究北韩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商务咨询部门作为其另一个主要下属部

门，致力于通过提供战略解决方案，帮助国内和跨国公司提高竞争力。

　　知识业务部门 

　　制作了大量珍贵的在线和离线内容，如教育视频和阅读材料等。

　　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部门 

　　 为公司提供人力资源开发咨询服务以提高其人才管理水平，同时提供如培训和讲座在内的

教育服务。

致未来的合作伙伴

　　HRI期待与您的机构进行合作和共事，特别是在调查研究、经济趋势分析及商务咨询领域。

有关合作的具体事宜，请联系我们以获取更多信息。

现代经济研究院（HRI）联系方式

　　总　　部 韩国 首尔 钟路区 莲池洞 1-7

　　联系电话 82-2-2072-6225

　　网　　站 http://www.hri.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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