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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经济研究院 i

 < 摘 要 >
□ 韩国当面经济问题
1. 2016年，世界景气将呈现缓慢复苏走势，但也不能排除下滑危险浮上

的可能性。韩国经济中最大的下滑危险是中国景气放缓可能性及结构改

革，同时，还应注意美国上调基准利率及原材料出口新兴国家的外汇危机

可能性。现代经济研究院考虑到对外经济条件及世界经济下滑危险，预计
2016年国内经济增长率为2.8%，将以外需为中心呈现内需、外需同步复
苏走势，但缘于2015年景气放缓的基数效应较强，景气复苏动力较弱。民

间消费将实现2%前段的增加率。建设投资可保持缓慢增加走势。出口方

面，尽管对华出口放缓，但由于基数效应及世界景气的缓慢复苏走势等，

有望反转进入增长走势。

2. 预计2016年世界及国内经济均呈现微弱水平的增长势头，因而除IT和

汽车之外的在部分产业景气预计难以摆脱萧条局面。建设业受SOC预算萎

缩、不动产市场供应过大等影响，预计景气下降速度加快。钢铁、石化、

造船、机械等韩国主要产业的停滞局面将会持续。2016年产业景气特征用

一句话概括，就是景气复苏延期(DELAY)。具体而言，第一，由于绝对需

求(Demand)不足，预计大部分产业景气持续疲软。第二，受到建筑市场
过度供应(Excessive supply)的波及，预计建设业上下游产业将受到打

击。第三，产业界生存全面岌岌可危，经济内主导产业(Leading sector)

失踪。第四，亚洲风险(Asia risk)成为产业基础崩溃导火索的隐忧加剧。

第五，虽然有限，但期待公共产业发挥景气调节(countercYclical)作用。

□ 北韩问题 
  2015年第三季度和平指数与第四季度预期指数均大幅上升。第三季度和

平指数比上季度上升9.7p，达到47.0，南北关系从“高度紧张状态”恢复为
因北韩实力三人帮访问而暂时反弹的2014年第四季度时的“合作、对立共

存状态”。第四季度预期指数也比前期上升17.8p，达到53.1，在三个季度

之后出现积极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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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韩国当面经济问题
 

1. 2016年韩国经济展望

2015年国内经济特征

2015年上半年，国内经济因中东呼吸综合症冲击、油价

暴跌等而陷入内需、外需同步疲软。下半年，中东呼吸综合

症冲击缓解，显现出追加及修订预算效果，内需复苏，但出

口疲软持续，全年经济增长率预计将止步于2.5%(上半年

2.3%，下半年2.6%)。特别是包括中国与新兴国家在内的世

界景气复苏走势微弱，预计出口疲软将持续，时隔5年无法

达到“贸易1万亿美元”。

    2016年对外经济条件及下滑危险、展望的前提

(对外经济条件) 2016年，世界景气将呈现缓慢复苏走

势，但也不能排除下滑危险浮上的可能性。发达国家2015

年复苏走势微弱，但预计2016年将呈现缓慢的复苏走势。

新兴发展中国家2015年景气放缓，而2016年受原材料出口

国的景气疲软、外商投资资本流出等风险因素影响，也存在

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国际油价方面，受OPEC维持油产
量、伊朗重启原油供应等预期影响，预计原油供应过剩将持

续，低油价基调等延续。

(世界经济下滑危险) 韩国经济中最大的下滑危险是中国
景气放缓可能性及结构改革，同时，还应注意美国上调基准

利率及原材料出口新兴国家的外汇危机可能性。第一，随着

进入新常态(New Normal)时代，不能排除增长势头放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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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硬着陆之忧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中国经济增长率连续
13个季度保持7%左右，预计未来5年期间(2015~2020

年)，将放缓至年平均6%前中段并进入新常态时代。在投资
与消费等内需景气复苏迟延的背景下，预计产业生产效率性

低下，不动产景气和外需景气复苏也迟延。第二，因美国上

调基准利率，存在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性扩大之忧，以外汇
健全性薄弱的新兴国家为中心，存在发生外汇危机的可能

性。在东南亚国家中，不能排除外债水平高、外汇储备未达
到适度水平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发生外汇危机

的可能性。第三，国际原材料价格疲软及中国景气持续放

缓，导致原材料进口需求疲软，由此，原材料出口新兴国家

存在景气放缓加剧之忧。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原

材料出口比重及对华出口依存度较高，巴西、俄罗斯、南非

等国原材料出口比重较高。由于国际原材料价格下跌，这些

国家的经常收支正在恶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一旦硬

着陆，暗藏金融市场动荡扩大、景气放缓加剧之忧。

(国内经济展望的前提) 现代经济研究院考虑到对外经济
条件及世界经济下滑危险等，为了展望2016年国内经济，

设定的前提是，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中段，世界交易增加

率为4%前段，国际油价每桶40美元后段。

< 2016年国内经济展望的前提 >
(%, 美元/桶)

类别 2014 2015(E) 2016(E)

世界 经 济增长率 3.4 3.0 ~ 3.2 3.4 ~ 3.6

美国 2.4 2.4 ~ 2.8 2.5 ~ 2.6

日本 -0.1 0.4 ~ 0.8 0.7 ~ 0.9

欧元区 0.8 1.3 ~ 1.7 1.4 ~ 1.6

中国 7.4 6.8 ~ 7.0 6.7 ~ 6.9

世界交易增加率 3.2 3.0 ~ 3.4 3.8 ~ 4.4

国际油价 104.1 50美元前段 40美元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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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国内经济展望

预计2016年国内经济将以外需为中心呈现内需、外需

同 步 复 苏 走 势 ，但 缘 于 2015年 景 气 放 缓的 基 数 效 应 较
强，景气复苏动力较弱。民间消费虽然存在工资上涨率放

缓及家庭负债屡增等制约因素，但由于低油价持续导致的

购买力上升与连续4年(2012~2015年) 1%左右低增加率

的 基 数 效 应 等 ， 将 实 现 2%前 段 的 增 加 率 。 建 设 投 资 方

面，由于建设订单复苏而在2015年扩大的复苏走势将在

2016年延续，保持缓慢增加走势。设备投资与知识产品

投资方面，尽管出口复苏，但由于世界及国内景气风险因

素导致的投资心理萎缩等，预计复苏走势微弱。预计消费
者 物 价 将 比 2015年 呈 稍 上 升 走 势 。 其 理由 是 因 为 预 计
2015年 出 现的 国 际 油 价 下 跌 导 致 的 物 价下 跌 压 力 将 解

除。不过，伊朗产原油供应国际市场、美元强势导致商品

价格下跌等，国际油价进一步下跌导致的物价下滑因素尚
存。就业市场方面，预计由于中壮年层进入劳动市场的趋
势持续而呈现缓慢改善走势。劳动市场结构变化持续，新

就业者与就业率上升，在这种背景下，失业率预计将保持

上年水平。

出口方面，尽管对华出口放缓，但由于基数效应及世

界 景 气 的 缓 慢 复 苏 走 势 等 ， 有 望 反 转 进 入 增 长 走 势 。

2015年 进 口减 幅 远 大 于 出 口 ， 经 常 收 支实 现 顺 差 。 但

2016年，随着出口的增加，预计将再现顺差。2016年经
常收支顺差规模将与上年持平，达到1,100亿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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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国内经济展望 >

类别 2014
年度

2015年 2016年(E)

上半年 下半年(E) 年度(E) 上半年 下半年 年度

经济增长率 (%) 3.3 2.3 2.6 2.5 2.7 2.8 2.8

民间消费 (%) 1.8 1.6 2.1 1.8 2.2 2.0 2.1

建设投资 (%) 1.0 1.2 4.0 2.7 3.7 3.2 3.4

设备投资 (%) 5.8 5.4 5.3 5.3 3.3 3.7 3.5

知产投资 (%) 4.6 1.3 5.0 3.2 4.5 3.8 4.1

出口增加率 (%) 2.3 -5.2 -7.2 -6.2 3.2 4.6 3.9

消费者物价 (%) 1.3 0.5 0.8 0.6 1.1 1.3 1.2

注：2015年下半年之后为现代经济研究院展望值。

 

    政策课题

    第一，为扩充成长潜力，旨在改善经济质量的结构
改革应持续，并应制定扩充就业岗位、确保新经济增长点、

恢复中产层等综合对策。第二，为恢复消费能力，应制定各

收入阶层的对口型家庭负债对策，注意不要使美国上调基准

利率等外部冲击延续到家庭经济亏空。第三，为搞活投资而

应改革制度制约，扩大税制支持。第四，应保持扩张型财政

政策基调，并制定财政健全性强化方案。福利支出应渐进扩
大，并集中于必需领域和对象，使财政准则实现法制化。最

后，为使海外冲击影响最小化，应强化监制，构建即刻应对
体系，强化外汇健全性及国际合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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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6年产业景气五大特征与启示

   - 复苏延期(DELAY)与产业基础崩溃之忧扩散

2016年主要产业的景气局面

    

预计2016年世界及国内经济均呈现微弱水平的增长势
头，因而除IT和汽车之外的在部分产业景气预计难以摆脱
萧条局面。

(复苏 - 汽车，ICT) 汽车产业方面，受美国景气持续复
苏、大众事件等间接受益等影响，预计出口将摆脱负增长，

内需受景气复苏影响而将保持零售增长走势。ICT产业方面，

由于全球需求扩大，生产增长走势将会延续，但由于景气不

确定性增加、与海外厂商竞争加剧、新增长品种匮乏等，预
计增长将很有限。

(后退 - 建设) 建设业受SOC预算萎缩、不动产市场供应
过大等影响，预计订单量急剧减少，景气下降速度加快。

(萧条 - 钢铁、石化、造船、机械) 钢铁产业方面，国内
需求将与2015年水平持平，但随着对中国产钢材依存度的提

高，预计整体产业景气将无法摆脱萧条局面。石化产业方

面，在对华出口依存度较高的背景下，将出现中国风险导致

的出口景气疲软，而受国内景气缓慢复苏影响，内需也将仅
会小幅增加。造船业方面，尽管全球货运量增加，但由于新

船舶订单疲软、海洋成套设备招标萎缩等，预计停滞局面将
会持续。机械产业方面，受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影响，预计
设备投资需求停滞将会持续，生产及出口将停滞，进口也将
持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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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业的景气局面>

    2016年产业景气五大特征

2016年产业景气特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景气复苏延期

(DELAY)。具体而言，第一，由于绝对需求(Demand)不足，

预计大部分产业景气持续疲软。最近，制造业与批发零售业
库存率达到金融危机期间的水平，整体产业景气正在经历绝
对需求不足。2016年，国内及世界经济情况没有大幅改善余

地。因此，内需及外需绝对不足，大部分产业的景气复苏预
计将推迟相当长时间。

    第二，受到建筑市场过度供应(Excessive supply)的

波及，预计建设业上下游产业将受到打击。建设业2016年面

临土木(SOC) 需求缩小、建筑部门过度供应的双重困难。因

此，建设业整体供求不一致问题导致长期萧条的可能性很

大，一旦成真，相关产业将陷入停滞，家庭负债问题加剧，

存在实物与金融部门全部面临危机的隐忧。

    第三，产业界生存全面岌岌可危，经济内主导产业
(Leading sector)失踪。现在，石化、钢铁、造船等支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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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直面生存问题，但堪称主导产业的ICT及汽车产业也显露出

局限。进入2016年，预计支柱产业大部分将面临需求不足导
致的产能过剩问题和竞争力枯竭问题，难以发现带动全面经
济增长的主导产业。

    第四，亚洲风险(Asia risk)成为产业基础崩溃导火索

的隐忧加剧。考虑到中日韩、东南亚间密切的国际分工关
系，一旦中国风险成为现实，整个亚洲地区爆发危机的可能

性不容小觑。届时，预计打击将集中于亚洲出口依存度占一

半以上的IT、石化、机械、钢铁等产业。

    第五，虽然有限，但期待公共产业发挥景气调节
(countercYclical)作用。民间部门的景气复苏延迟相当长时
间的可能较大，为了弥补这种情况，预计政府部门的生产活

动将会增加。但不同以往，现在经济内民间部门比重占绝对
多数，因而公共部门提振景气的效果将相当有限。

    启示

为应对2016年预料中的产业景气复苏延期，第一，同时推

行财政及通货扩大的宏观政策与以直接提振投资和消费为目

的的微观政策，培植景气复苏火种。第二，应通过提高FTA

利用度及扩大韩流连锁出口，克服外需停滞。第三，应抢先

应对建设市场供求条件恶化的情况，积极采用确保对外需求

的措施，以此防止经济波及力较大的建设业景气急剧下降。

第四，努力实现支柱产业的高附加值化，及早发掘新经济增

长动力并实现产业化。第五，应积极切断对外风险通过贸易

及金融途径传染到国内的可能性。第六，应使财政执行的效

果最大化。应通过确保财政适时性(proper timing)与提高集

中度(focusing)，提高公共部门的景气调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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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北韩问题
 

2015年第三/四季度韩半岛和平指数展望     

综合评价

2015年第三季度和平指数与第四季度预期指数均大幅上升。

第三季度和平指数比上季度上升9.7p，达到47.0，南北关系从
“高度紧张状态”恢复为因北韩实力三人帮访问而暂时反弹的2014

年第四季度时的“合作、对立共存状态”。第四季度预期指数也比

前期上升17.8p，达到53.1，在三个季度之后出现积极反转。

< 2010~2015 HRI韩半岛和平指数变迁 >

资料：现代经济研究院。

主要特征

2015年第三季度和平指数与2015年第四季度预期指数的特

征如下。第一, 和平指数分为作为主观指标的专家评价指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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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客观指标的定量分析指数，呈现专家评价指数急剧上升而

基于实绩值的定量分析指数下降的相反结果。尽管北韩缺席光

州U-大会、刁难南方、木箱地雷事件等频频制造紧张气氛，但

随着8.25南北高级别协议消除了一触即发的危机局面，专家评
价指数迅速上升22.4p。相反，由于开城工业园项目与经济合作

部门的南北合作基金执行实绩、访北人员等交流合作减少，定

量分析指数下降3.0p。

第二，第四季度预期指数比上季度上升17.8p，达到53.1，

不仅达到2013年第四季度以后最高值，而且增加幅度也创下

2010年之后最高值。分析认为，这是因为8.25协议之后，由于

离散家人重逢与民间交流扩大，曾倍感忧虑的北韩的建党纪念

日挑衅活动的自我克制等，导致对未来展望的预期增大。

第三，专家对南北关系的评价，不分倾向，全部转向积极，

保守倾向的专家评价指数尽管绝对幅度不大，但相对有较大上

升。这是保守倾向指数在上季度相对较大下降后的反弹，同

时，北韩在8.25协议文本中首次使用“遗憾”字样，显示出对韩
国政府的对北原则论有效给予高度评价。

< 2010~2015专家评价指数与定量分析指数变迁 >

资料：现代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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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倾向的专家评价指数>

类别
保守倾向 中立倾向 进步倾向 专家

评价

指数
期待

指数现在 预计 现在 预计 现在 预计
2015年
第三季度

52.1
(▴24.8)

55.5
(▴16.1)

48.4
(▴22.8)

54.6
(▴18.4)

46.1
(▴21.1)

48.7
(▴18.5)

47.2
(▴22.4)

53.1
(▴17.8)

2015年
第二季度

27.3
(▽4.5)

39.4
(▽5.6)

25.6
(▽1.7)

36.2
(▽8.9)

25.0
(▴0.4)

30.2
(▽3.1)

24.8
(▽1.9)

35.3
(▽4.6)

2015年
第一季度

31.8
(▽7.2)

45.0
(▽8.9)

27.3
(▽12.2)

43.2
(▽4.1)

24.6
(▽14.8)

33.3
(▽22.1)

26.7
(▽12.3)

40.2
(▽11.6)

2014年
第四季度

39.0
(▴2.4)

53.9
(▴7.7)

39.5
(▴5.2)

47.3
(▴5.2)

39.4
(▴15.0)

55.4
(▴20.0)

39.0
(▴7.7)

51.8
(▴11.1)

2014年
第三季度

36.6
(▴4.0)

46.2
(▴1.1)

34.3
(▽1.4)

42.1
(▽4.3)

24.4
(▽7.1)

33.4
(▽11.0)

31.3
(▽1.8)

40.7
(▽4.8)

2014年
第二季度

32.6
(▴1.5)

45.1
(▽0.9)

35.7
(▴4.6)

46.4
(▴3.4)

31.5
(▴5.2)

44.4
(▴3.2)

33.1
(▴1.7)

45.5
(▴3.2)

2014年
第一季度

31.1
(▽10.8)

46.0
(▽12.2)

31.1
(▽14.9)

43.0
(▽20.1)

26.3
(▽21.2)

41.2
(▽21.4)

31.4
(▽14.2)

42.3
(▽19.3)

资料：现代经济研究院。
 

启示

8.25协议奠定了南北对话的契机，现在为进入正式对话局

面而需要更加积极的努力。为此，第一，要求努力导出实质性

成果，以便基于南北间实绩的客观指数能够与切身感受的主观
指数同步上升。特别是不同于政治、军事领域，经济及社会文

化领域的交流指出下降，这应格外注意。

    第二，为了履行8.25协议与启动韩半岛信任进程，应
通过更现实课题的提出与履行，从小的信任开始恢复。最重要

的是要把南北关系恢复到僵持局面之前水平，在当局会谈中，

与敏感的政治、军事焦点相比，最好从已经达成共识的经济、

社会文化项目首先开始讨论并逐渐改善。

    第三，需要旨在改善南北关系与诱导北韩变化的模式变
化，为此，应将北韩视为“合作”伙伴而非“支援”对象。现在应认
识到，北韩已经不是过去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中后期的“苦难行

军与负增长”经济困难时期，包括南北交易在内，已经是总规模

100亿美元的贸易国。因此，在南北关系改善与北韩变化诱导方式

方面，也要求与北韩市场化进展和经济开发区开发计划相衔接，

提出更具前瞻性的交流合作方案，同时保障政策执行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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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内与世界经济指标 
□ 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率

类别 2013 201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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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7 1.8 4.5 3.5 2.4 -0.9 4.6 4.3 2.1 2.6

欧元区 -0.4 -0.2 0.3 0.1 0.3 0.9 0.2 0.1 0.2 0.4 1.5

日本 1.6 1.5 0.7 0.4 -0.4 -0.1 1.1 -1.7 -0.5 0.3 0.6

中国 7.7 7.7 7.5 7.8 7.7 7.3 7.4 7.5 7.3 7.3 6.8

注: 1) 2015年展望值以IMF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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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2014 2015(E)

上半年 下半年 年度 上半年 下半年 年度

国民帐户

经济增长率 (%) 2.9 3.7 3.0 3.3 2.3 2.6 2.5

民间消费 (%) 1.9 2.2 1.5 1.8 1.6 2.1 1.8

建设投资 (%) 5.5 1.9 0.4 1.0 1.2 4.0 2.7

设备投资  (%) -0.8 7.5 4.2 5.8 5.4 5.3 5.3

知识产权投资  (%) 4.4 6.4 2.9 4.6 1.3 5.0 3.2

对外交易

经常收支 (亿美元) 811 394 498 892 523 567 1,090

出口 (亿美元) 
[增长率, %]

5,596
[2.1]

2,832
[2.4]

2,895
[2.2]

5,727
[2.8]

2,686
[-5.2]

2,686
[-7.2]

5,327
[-6.2]

进口 (亿美元) 
[增长率, %]

5,156
[-0.8]

2,633
[2.7]

2,622
[1.2]

5,255
[1.9]

2,224
[-15.5]

2,218
[-15.4]

4,443
[-15.5]

消費者物價 (平均, %) 1.3 1.4 1.2 1.3 0.5 0.8 0.6

就业率 (15~64岁平均, %) 64.4 65.0 65.7 65.3 65.4 65.9 65.6

□ 北韩主要经济指标
类别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人均GNI(万韩元) 103 104 114 119 124 133 137 138 139

南北交易
(百万美元)

运出 830.2 1,032.6 888.1 744.8 868.3 800.2 897.2 520.6 1,136.2

运进 519.5 765.3 932.3 934.3 1,043.9 913.7 1,074.0 615.2 1,206.8

合计 1,349.7 1,797.9 1,820.4 1,679.1 1,912.2 1,713.9 1,971.2 1,135.8 2,343.0

 资料: 韩国银行，韩国统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