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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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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要 >
□ 当前世界与国内经济形势

 美国保持景气复苏走势，但欧洲和日本、中国景气复苏走势徘徊不前。韩国内
需景气呈现微弱复苏走势。出口反弹进入增长走势。就业保持好转走势，物价保

持低水平。

□ 韩国当面经济问题
1. 在进入超高龄社会的德国、日本等国，最近“银色经济”高速增长。但就韩国

而言，与这种经济增长相比，依然更倾向于将老龄化视为妨害经济增长的否定性

因素。在消费者规模方面，韩国老龄人口在2050年左右将与德国、日本一样，急

剧增长至占据总消费者1/3以上的程度。在收入方面，韩国老龄家庭不足总家庭

平均的50%，低于德国、日本。在消费方面，韩国老龄家庭消费支出仅为总家庭

平均的53%，比德国、日本低30%p以上。在产业方面，韩国银色产业规模占

GDP的5.4%，低于德国、日本。

2. 2014年，韩国对华出口减少，因而对华出口对韩国总出口的贡献度转换为
负数(-0.4%p)。近期对华出口出现低迷局面的理由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放

缓，进口需求下降。第二，随着韩中间技术差距缩小，两国间分工合作结构发生

变化，因而判断中国对韩进口需求正在缩小。第三，在韩国对华出口支柱品种的

石油及相关产品，中国大规模投资导致自给率上升，正在发生进口替代效果。第

四，因为中国贸易结构变化导致加工贸易缩小及中国配件材料进口比重下降。

 

□ 北韩问题
在北·日两国平壤宣言发表12周年之际，以协商解决被绑架日本人问题为契

机，重启邦交正常化协商，改善北·日两国关系的预期不断高涨。北·日邦交正常

化自1990年开始被大量提及，2002年北·日平壤宣言和2004年第2次北·日首脑
会谈达到顶峰，但因被绑架日本人问题迟迟未解决而搁浅至今。被绑架者问题一

旦解决，预计对北韩和日本有如下波及影响。第一，重启北、日贸易将会对北韩
经济回暖与提高居民生活带来帮助。第二，日本对北ODA支援扩大时，北韩产
业基础设施的改善与经济特区开发将有巨大进展。第三，北、日人员交流扩大也

将对北韩扩大改革开放作出贡献。最后，如果韩国政府不作战略性政策应对，

北、日关系的改善也会成为东北亚形势动荡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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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当前世界与国内经济形势
 

海外主要国家经济
美国保持景气复苏走势，但欧洲和日本、中国景气复苏走势徘徊不前。

 

美国保持景气复苏走势。8月份工业生产环比减少0.1%，相

反，零售环比增加0.6%。9月制造业PMI实现56.6p，环比下跌

2.4p，但依然高于作为标准点的50p。进入2014年，世界大型企

业联合会的景气领先指数也连续保持升势。CaseShiller房价指数
最近连续3个月下跌。8月消费者物价同比上涨率为1.7%，从之

前4个月间的2%左右小幅下降。

欧洲景气复苏走势徘徊不前。8月份工业生产环比增加0.7%，

相反，零售环比减少了0.4%。失业率温和下降，但8月仍为
10.1%，徘徊于10%的水平。进入今年以来，消费者物价同比上

涨率下降1%左右，截至8月，下降至0.5%。8月份出口同比减少

2.8%，延续上月减少走势。

日本景气复苏走势也徘徊不前。8月份工业生产环比仅增加

0.4%，零售环比减少了0.5%。8月出口与进口分别同比减少1.

3%、1.4%。9月制造业PMI为51.7p，环比下降0.5p。截至8月，

消费者物价同比上涨率为3.3%，延续了最近3个月的下降走势。

中国景气复苏走势也徘徊不前。8月份工业生产同比增加6.

9%，增长率低于之前的8~9%。零售同比增加11.9%。出口继上

月之后，8月依然保持比较良好的增长走势，8月进口同比减少了

2.4%。中国不动产价格呈现下跌走势，1~8月住宅销售同比减少

10.9%，不动产景气呈现放缓走势。

在9月的国际金融市场中，受美国经济复苏走势影响，全球美

元呈现强势。与之相比，欧洲与日本保持宽松的通货政策，因而

欧元与日元呈现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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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国家经济指标>

                  (单位：%)                  (单位：p，日元，欧元，人民币)

实体经济部门 2012 2013 2014

国际金融部门
2012 2013 2014

年度 年度 6月 7月 8月
年度 年度 8月 9月 10月

美

国
工业生产 3.8 2.9 0.3 0.2 -0.1

股

价

道•琼斯指数 13,104 16,577 17,098 17,043 16,805

零售 5.1 4.2 0.4 0.3 0.6

DAX指数 7,612 9,552 9,470 9,474 9,382欧
元

区

工业生产 -2.5 -0.7 -0.1 0.7 -

日经指数 10,395 16,291 15,425 16,174 16,082零售 -1.7 -0.8 0.3 -0.4 -

上证指数 2,269 2,098 2,217 2,364 -

日

本

工业生产 0.6 -0.8 -3.4 0.4 -

零售 1.8 1.0 0.5 -0.5 -

汇
率

美元/欧元 1.3222 1.3799 1.3132 1.2631 1.2623

日元/美元 85.86 105.04 104.09 109.65 108.89

中

国
工业生产 10.0 9.7 9.2 9.0 6.9

人民币/美元 6.2317 6.0617 6.1436 6.1394 6.1396零售 14.3 13.1 12.4 12.2 11.9

资料：美国商务部、Eurostat、中国人民银行, Bloomberg。
  注：美国、EU、日本为环比，中国为同比, 以每月月末为基准(10月以10月1日为基准)。

韩国经济
内需景气呈现微弱复苏走势。出口反弹进入增长走势。就业保持好转走势，物

价保持低水平。

 

内需景气呈现微弱复苏走势。8月份消费增加，但生产与投资减
少。家具等耐用品和服装等准耐用品、化妆品等非耐用品全线增

加，消费环比增加2.7%。生产因工矿业徘徊疲软而环比减少0.6%。

其它运转设备和普通机械类等减少，设备投资环比减少10.6%。

对外交易方面，出口反弹进入增长走势。9月出口同比增加6.

8%，实现477亿美元，进口同比增加8.0%，实现443亿美元。因

此，9月贸易收支创下34亿美元顺差，延续了32个月连续顺差走势。

从行业来看，钢铁、普通机械、计算机、液晶显示装置等的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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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势强劲。从地区来看，对美、对华出口增加，对欧出口减少。

就业保持好转走势。8月就业总人数同比增加59.4万人，连续第

二个月增加50万人。这是因为在农林渔业之外，制造业、批改零

售业、保健/社会福利服务业、临时职业等大部分业种的就业扩大

所致。8月失业率为3.3%，同比上升0.3%p。这是因为在就业人数
增幅扩大的背景下，非经济活动人口求职活动导致失业者增加。

物价依然保持较低水平。9月消费者物价环比下跌0.1%，但同

比上涨1.1%。这是自今年2月的1.0%之后的最低值。低物价现象

持续，是因为国际油价下跌导致石油类产品价格走低，而农产品

价格保持稳定走势。

在9月韩国金融市场中，韩元对美元汇率转换为升势，这是因

为美国经济复苏导致美元强势的影响。受基准利率进一步下调预
期影响，市场利率下跌。

<韩国主要经济相关指标>
              

经济部门 2012 2013 2014

年 度 年 度 1/4 2/4 3/4 4/4 1/4 2/4 7月 8月 9月

内需

零售 2.3 0.7 -1.0 0.9 0.8 0.3 0.3 -0.5 0.3 2.7 -

设备投资指数 -2.0 -5.0 -3.1 1.1 5.0 5.9 -5.2 2.2 3.4 -10.6 -

建设实际投资 -5.8 10.5 3.6 6.3 -0.3 1.1 1.6 -0.1 -1.5 1 -

对外 出口 -1.3 2.2 0.3 0.7 2.8 4.7 1.7 3.2 5.2 -0.2 6.8

就业/物价
失业率 3.2 3.1 3.6 3.1 3.0 2.8 4.0 3.7 3.4 3.3 -

消费者物价 2.2 1.3 1.6 1.2 1.4 1.1 1.1 1.6 1.6 1.4 1.1

金融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 - 2,005 1,863 1,997 2,011 1,986 2,002 2,076 2,069 2,020

韩元/美元 - - 1,111 1,142 1,075 1,067 1,065 1,012 1,028 1,014 1,055

3年期国债利率 - - 2.52 2.88 2.82 2.86 2.87 2.68 2.52 2.51 2.3

公司债券 (BBB-) - - 8.50 8.99 8.97 9.10 9.11 8.91 8.63 8.62 8.43

景气 同步综合指数 - - 112.3 113.9 115.1 116.8 118.4 118.8 119.5 120.3 -

领先综合指数 - - 110.7 113.1 114.6 117.0 118.2 119.7 120.3 1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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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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韩国当面经济问题
 

1. 韩德银色经济基础比较 

推进银色经济的必要性

在进入超高龄社会的德国、日本等国，最近“银色经济”高

速增长，“银色经济”将老年人视为重要消费者，向他们提供新

型创新产品和服务，被当作增加新就业岗位的增长动力。但就

韩国而言，与这种经济增长相比，依然更倾向于将老龄化视为
妨害经济增长的否定性因素。因此预计，由于急剧的老龄化，

韩国将在2050年左右跻身世界第二的老龄国家，韩国社会是

否具有能够过渡到作为新型增长系统的银色经济的余力，本文

将从消费者规模、收入、消费、产业等四个方面与德国、日本

进行比较并由此导出启示。

韩、德、日银色经济的基础比较 

在消费者规模方面，韩国老龄人口在2050年左右将与德国、日

本一样，急剧增长至占据总消费者1/3以上的程度。以2010年为基

准，韩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11.1%，远低于德国（20.8%）、日

本（23.0%）。但以后，由于迅速的老龄化，到2050年左右将提高

到34.9%，象德国、日本一样，全体消费者3名中有1名为老年人。

在收入方面，韩国老龄家庭不足总家庭平均的50%，低于德

国、日本。以2012年为基准，韩国老龄家庭收入占总家庭的4

7%，低于德国（68%）、日本(74%，以劳动者家庭为基准)。另

外，持有资产的约84%集中于不动产等实物资产，能够实际用于

消费的资产比重也低于德国、日本。特别是韩国老龄家庭，对不

稳定性较高的劳动收入的依赖度高，因而判断消费倾向比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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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低。据OECD数据，韩国老龄家庭对劳动收入的依赖度为
63%，高于德国（13.4%）、日本（43.9%）。因此，就低收入

稳定性韩国老龄家庭的消费倾向而言，2012占年可处置收入的

76%，低于德国（84%）、日本（85%，以劳动者家庭为基准)。

< 各年龄人口展望 > < 老龄家庭收入水平 > 

资料：利用UN人口估算数据计算。 资料：现代经济研究院自行计算。

  注：老龄家庭为户主65岁以上。

在消费方面，韩国老龄家庭消费支出仅为总家庭平均的5

3%，比德国、日本低30%p以上。以2012年为基准，韩国老龄
家庭消费支出为总家庭的53%，与德国（88.4%）、日本

（86.4%）有较大差异。另外，2007年至2012年间消费增长率

年均3.0%，低于总家庭平均（3.6%）。第三，韩国老龄家庭

“保健费”支出比重比德国、日本高2倍，但休闲生活支出不及一

半。韩国的保健费支出比重为12.9%，德国和日本为6%，相比

之下，高出约2倍左右。相反，娱乐及文化支出比重方面，韩国
为4.9%，德国和日本为10%，韩国仅相当于其一半的水平。

在产业方面，韩国银色产业规模占GDP的5.4%，低于德国、

日本。如果通过老龄家庭消费支出比重，估算广义的银色产业比

重，以2012年为基准，韩国为GDP的5.4%，大大低于德国
（12.3%）、日本（19.6%）。另外，与德国、日本相比，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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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龄亲和产业的R&D支持等也势单力薄。韩国对老龄亲和产
品本身的研究开发支持仅为年10亿韩元左右，但德国每年对老

龄相关R&D支持3~4亿欧元(约4~5,000亿韩元)，日本也通过扩
大全能设计、Barrier Free法应用等来支持银色产业。

< 各年龄人口展望 > < 老龄家庭收入水平 > 

资料：现代经济研究院自行计算. 资料：现代经济研究院自行计算.

注：银色产业/GDP比重=(家庭消费/GDP)×
(老龄家庭消费支出/总家庭消费支出).

启示

从韩国银色经济基础与德国、日本的比较结果来看，韩国老龄
消费者不断增长，这成为扩大老龄消费市场的机会因素，但老年人

购买力低，而且银色产业支持等缺位，成长会受到制约。为了克服

这种问题，通过开创新需求把老龄化用作增长动力，第一，为提高

老年人收入稳定性，需要增加年金等稳定收入，按老龄年龄差别化

地补充收入。第二，为扩大消费能力，还应扩大住宅年金等的办理

金融机构，完善老年人医疗费缩减方案。第三，应扩大面向老年人

的教育、娱乐、旅行商品等，对老龄相关内容开放给予支持，以便

能够促进各种消费活动。第四，为提高银色产业的竞争力，政府应
扩大对老龄亲和产业和老龄技术的R&D支持等，企业也应通过传
播全能设计等而扩大老龄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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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韩中间贸易结构的变化与启示 

对华出口现状   

2000年以后，韩国经济通过对华出口获得了中国经济飞
速增长带来的巨大红利。但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增

长速度放缓，对华出口在韩国总出口中所占的贡献度正在缩
小。特别是2014年，对华出口反而减少，因而对华出口对
韩国总出口的贡献度转换为负数（-0.4%p）。因此，本方

将分析对华出口低迷的结构性原因并考查对此的应对方案。

 

对华出口低迷的结构性原因

近期对华出口出现低迷局面的理由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
增长放缓，进口需求下降。一段时间以来曾一直高速增长的

中国经济，投资和出口部门正在持续呈现低迷局面。中国的

投资及出口低迷导致生产资料及中间产品进口需求下降，成

为韩国对华出口低迷的原因。第二，随着韩中间技术差距缩
小，两国间分工合作结构发生变化，因而判断中国对韩进口

需求正在缩小。从韩中间分工合作结构来看，因诸如劳动或

资本的生产要素差异而发生的产业间贸易比重缩小，而在相

同产业内因产品差别化等而发生的产业内贸易比重反而从
2000年的41.7%增加到2013年的53.8%。相同品种间交易

增大，意味着中国产品技术已经发展到与韩国产品类似的水

平。特别是占韩中间交易70%的中间产品部门，产业内贸易

比重从2000年的42.0%大幅增加到2013年的60.1%。第

三，在韩国对华出口支柱品种的石油产品、石化及FDP相关
部门，中国大规模投资导致自给率上升，正在发生进口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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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合成树脂与合成橡胶等主要石化产品自给率从2002

年的44.5%大幅上升到2013年的68.8%。另外，受益于中

国政府集中的产业培育政策，显示面板自给率从2011的1%

左右迅速上升到2014年的30%左右。第四，因为中国贸易

结构变化导致加工贸易缩小及中国配件材料进口比重下降。

随着加工贸易的缩小，中国配件材料进口/总进口比重从
2000年的55.8%下降到2013年的39.2%。相反，在韩国对
华出口中的配件材料比重仍然达35%，这成为了对华出口低

迷的主因。而且，由于中国配件材料竞争力提高等原因，韩
国企业当地配件材料采购比重也从2007年的46.1%增加到

2012年的57.4%，这成为了对华出口放缓的原因。

 

<中国投资、出口增长率与韩国对华
生产资料、中间产品出口增长率>

                          (%)

< 韩国前五大贸易国变迁 >
 (%)

2000~
2008年

2009~
2013年

2014年

中国投资
增长率

13.8 8.6 7.0 

韩国对华
生产资料出口

31.7 12.6 -8.9 

中国出口
增长率

24.4 16.5 2.9 

韩国对华
中间产品出口

20.9 14.2 0.7 

资料：现代经济研究院利用IMF、UN Comtrade、

韩国贸易协会资料自行计算。

  注 1. 中国2014年投资增长率是利用IMF

展望值计算。

     2. 2014年中国出口增长率、韩国对华
生产资料/ 中间产品出口增长率为
2014年1~7月累计值同比增减率。

     3.  意味着各期间年均增减率。

资料：现代经济研究院利用IMF、UN Comtrade、

韩国贸易协会资料自行计算。

  注 1. 相应品种进出口比率为10%以上时， 

( )判断为两
国间发生 双边贸易，判断为产业
内贸易(不过， 代表各个
产 业的进出口)。

      2. 把HS6单位资料与BEC代码衔接，

对加工阶段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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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对华石化出口增长率及

中国的石化自给率变迁 > 
< 中国加工贸易/总贸易比重变迁 > 

资料：现代经济研究院利用CEIC计算。

  注 1. 石化产品为合成树脂和合成橡胶。

     2. 石化自给率=生产量/(生产量+进口量
-出口量)

资料：现代经济研究院利用CEIC计算。

  注：2014年以1~8月累计为基准。

 

启示

在中国中间产品进口比重持续缩小的同时，预计中国经济增长
将放缓，因此预计对华出口难以恢复到与过去相同的水平。判断认
为，最近对华出口之所以低迷，中国景气放缓与中国经济结构性变
化是主因。进一步而言，中间产品出口结构导致的低迷难以在短期

内克服，特别是对华出口比重高、中国自给率正在提升的石化和I

T、机械部门的出口，预计将受到相对较大打击。因此，需要树立

通过打入东盟、中东等新市场，努力实现出口地区多边化，打入未

来增长可能性较高的中国内需市场等一系列方案，从中长期着眼，

应对中国贸易结构模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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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北韩问题
北、日关系改善的影响与启示  

 

突飞猛进中的北、日关系  

在北、日两国平壤宣言(2002. 9. 17)发表12周年之际，以协商

解决被绑架日本人问题为契机，重启邦交正常化协商，改善北、日

两国关系的预期不断高涨。被绑架日本人问题一旦顺利解决，不仅
北、日首脑会谈可能成行，还可能重启两国间邦交正常化谈判。

北、日关系的改善，不仅对东北亚形势，而且对南北关系也将产生

重大影响，因而应持续关注两国间的关系变化。

 

北、日对话重启背景与展望

北、日邦交正常化自1990年开始被大量提及，2002年北、日平壤

宣言和2004年第2次北、日首脑会谈达到顶峰，但因被绑架日本人问题
迟迟未解决而搁浅至今。北韩希望摆脱经济困境与外交孤立，而日本表

示要在任期内解决被绑架者问题，最近两国间交涉的扩大正是两国各取

所需的结果。不过，在解决被绑架日本人问题上虽然稍有进展，但由于

北核问题尚未解决及周边国家形势等原因，预计短期内难以实现两国邦

交正常化。如果北韩积极履行“斯德哥尔摩协议”，被绑架者问题取得进
展的可能性较高，因此，日本对北经济制裁也将会缓解。特别是日本强

调被绑架日本人问题与北核/导弹问题是两码事，表明了对解决被绑架

者问题的强烈意志。相反，就北、日邦交正常化而言，北核问题以及周

边国家的协商需要率先解决，因而预计短期内难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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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日关系改善的影响
被绑架者问题一旦解决，预计对北韩和日本有如下波及影响。

首先对北韩而言，第一，重启北、日贸易将会对北韩经济回暖与
提高居民生活带来帮助。贸易重启后，北、日两国间总贸易额将
会扩大到约20亿美元规模(以2013年北韩贸易总额73亿美元为基

准，假定保持1995年29.0%的比重)以上。这相当于2013年北韩
GDP（300亿美元）的约7%左右，比2013年南北交易额（11亿
美元）还多，预计将会对北韩经济回暖产生积极影响。另外，轻
工业产品进口扩大也将对改善北韩居民生活所有益助。第二，日

本对北ODA支援扩大时，北韩产业基础设施的改善与经济特区开
发将有巨大进展。北、日关系取得进展时，将会提供估计约17亿
美元(假定对北援助相当于2012年日本对东亚国家ODA资金支援

中规模最大的越南(16.5亿美元)的水平时)的人道主义对北公共开
发援助资金。这相当于2014年北韩预算(71亿美元，统一部估算)

的23.9%，将会给北韩经济重建与地方级经济特区开发带来巨大

帮助。第三，北、日人员交流扩大也将对北韩扩大改革开放作出

贡献。如果万景峰号重新开航，每年1.5万以上北韩居民访问日

本，那么将会对北韩改革开放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日本不

仅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将会恢复，而且存在日本内部加速右倾化的

忧虑。日本政府宿愿已久的被绑架日本人问题一旦解决，安倍政

府的支持率预计将大幅上升。另外，被绑架者问题的解决将巩固

安倍政权的支持基础，进而将会奠定包括修改和平宪法在内的强

化右倾化基调的后盾。最后，如果韩国政府不作战略性政策应
对，北、日关系的改善也会成为东北亚形势动荡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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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日关系改善产生的影响>

启示

北、日关系改善不仅会对北韩扩大改革开放、稳定韩半岛形

势等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包括南北交流合作萎缩等在内，南北

关系将被相对弱化，韩国政府战略性政策应对必不可少。首先，

外交努力不可或缺，北、日关系改善不至于对六方会谈等旨在维
持韩半岛和平的多边协作体制产生消极影响。其次，包括扩大南

北高层接触等在内，应通过旨在改善南北关系的政府层面的对话
努力，使南北关系不再僵持。再者，在民间层面，还应搞活旨在

恢复南北间信任等的人道主义支援工作。最后，应保障目前推进
中的南北经合工作顺利推进，业已中断的经合工作重新推进，从
而不仅节减统一费用，而且谋求东北亚形势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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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内与世界经济指标
□ 主要国家增长率

类别 2012 201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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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2.8 3.7 1.2 2.8 0.1 1.9 2.7 1.8 4.5 3.5 1.8

欧元区 -0.6 -0.1 -0.3 -0.1 -0.5 -0.4 -0.2 0.3 0.1 0.3 0.8

日本 2.0 3.7 -1.7 -3.1 -0.2 1.7 5.2 3.4 1.4 -0.2 0.9

中国 7.7 8.1 7.6 7.4 7.9 7.7 7.7 7.5 7.8 7.7 7.4

注: 1) 2014年展望值以IMF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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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国主要经济指标
类别 2012

2013
2014(E)上半年 下半年 年度

国民帐户
经济增长率 (%) 3.0 3.7 3.6 3.6 3.6

民间消费 (%) 2.0 2.0 2.6 2.3 2.8

建设投资 (%) 6.7 1.9 1.8 1.9 3.0

设备投资  (%) -1.5 7.6 3.9 5.7 5.1

对外交易
经常收支 (亿美元) 7.3 6.1 5.9 6.0 7.1

出口 (亿美元) [增长率, %] 799 392 408 800 680

进口 (亿美元) [增长率, %] 5,596
[2.1]

2,833
[2.5]

2,936
[3.7]

5,770
[3.1]

6,023
[4.4]

消費者物價 (平均, %) 5,156
[-0.8]

2,631
[2.6]

2,705
[4.4]

5,336
[3.5]

5,597
[4.9]

失業率 (平均, %) 1.3 1.4 1.9 1.7 1.9

□ 北韩主要经济指标
类别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人均GNI(萬韓元) 105 103 104 114 119 124 133 137 138

南北交易
(百萬美元)

运出 715.5 830.2 1,032.6 888.1 744.8 868.3 800.2 897.2 520.6

运进 340.3 519.5 765.3 932.3 934.3 1,043.9 913.7 1,074.0 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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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8

 资料: 韩国银行，韩国统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