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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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经济的发展引擎正在急速降温。据韩国银行统计，2015年韩国经
济增长率为2.6%。2%多的经济增长率不只是今年一年的问题，自2012年

以来，除2014年（3.3%）外，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3%以下。经济增长
率徘徊在2%的原因就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分析的结果是2011年至2015

年间，韩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3.2%。在基本情景下，预计国内经济潜在

增长率在2016年至2020年间将从2.7%进入2%。

2. 随着全球出口市场增长放缓，国家间出口战打的越来越激烈。2015年全

球出口市场产生了负增长，不只是韩国，中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都

饱受出口萎靡的困扰。首先，2015年，全球出口增长放缓，出口竞争越来越

激烈。第二，2015年，在全球市场与韩国竞争最激烈的是日本，同时韩、中

之间竞争的强度也在快速的成长。第二，2015年，在全球市场与韩国竞争最

激烈的是日本，同时韩、中之间竞争的强度也在快速的成长。第四，在美国
市场，韩国与日本产开激烈的竞争并扩大各自的市场占有率。第五，在中国
市场，比起最大的竞争对手日本，虽然韩国的市场占有率增加了，但是通过
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美国，正在威胁着韩国的头把交椅。第六，在日本市场，

韩国与中国的竞争陷于苦战，渐显劣势。在2015年的日本市场，韩国与中国
的竞争度达到了43.0p，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

3. 以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与数码化为基础并进行拓展，使用网络将所有的人

与物相连接的“超连接社会”(Hyper-connected Society)正在向我们走近。

为了实现智能产业化，德国一直关注着应用ICT技术及数据的智能服务
(Smart Service)，具体内容如下。智能服务具有智能、订制、融合和迅速四

个特性。创出智能服务，需建立可以应用和组合数据分析能力和智能数据的

平台。智能服务将在数字商业成熟度较低的制造业，物流，能源，医疗，农
业等产业获得快速扩散。智能服务的扩散可以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和工作机

会，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扩大服务业输出。

□ 北韩问题 
  2015年第四季度和平指数和2016年第一季度预期指数均大幅下降。因北

韩第四次核试验的影响第四季度和平指数与第三季度相比降低11个点，为
36%。南北关系从“合作及对立的共存状态”回到了8.25协议之前的“高度紧
张状态”。2016年第一季度的预期指数与前期比较下降29.3个点为23.8%。

比2012年第二季度金正日国防委员长去世后的数值还要低，创历史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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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韩国当面经济问题
 

1. 韩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发展趋势与展望

概要

韩国经济的发展引擎正在急速降温。据韩国银行统计，2015

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为2.6%。2%多的经济增长率不只是今年一年

的问题，自2012年以来，除2014年（3.3%）外，每年的经济
增长率都在3%以下。经济增长率徘徊在2%的原因就是潜在增长
率的下降。“潜在增长率”是指在应用全部劳动力、资本等生产
要素时，在物价不上升的前提下可以达成的增长率，一般来说意

味着一个国家经济稳定增长的趋势。仔细研究国内经济增长率的

变化趋势，就会发现，或早或晚都会进入2%左右的水准。本报
告根据统计厅的人口估算、计量方法、发达国家的经验等信息，

对2030年之前韩国的潜在增长率进行了预测，从基本的、乐观
的、悲观的，三个场景下，对未来进行了展望。

 

潜在增长率的趋势与展望

  (潜在增长率的趋势) 使用生产函数法来分解计算劳动
力、资本、总要素生产力等因素对国内总产值的贡献，并计
算出潜在增长率。分析的结果是2011年至2015年间，韩国
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3.2%。对过往潜在增长率按不同时期

进行分别分析的话，就会发现90年代初期的潜在增长率为
7.3%，而经历金融危机时期1996年至2000年的增长率下降

至5.6%，此外，在全球金融危机这段时间，即2006年至

2010年的潜在增长率跌落到3.9%。

  (潜在增长率展望的假设) 潜在增长率的展望对2030年

之前按照基本、乐观以及悲观三种假设进行了分别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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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假定

劳动投入

- 生产可能人口的展望使用统计厅的未来人口估算值
- 使用往年的经济活动参与率、劳动者的年劳动时间等估算值来进行展望
- 假定自然失业率延续过去10年的平均值

资本投入 - 假定折旧率固定在当前水准
- 总固定资本形成按过往的趋势值来预测

总要素生产率 - 假定按OECD国家的平均水准(1.3%p)持续收敛

在基本假设下，可以参阅下表。在乐观假设下，假定经济活

动参与率按OECD发达国家水准（70%）持续收敛，并假定

固定资产形成增长率比基本假设时高0.3%p，还假定总要素

生产率比OECD发达国家的水准要高。在悲观假设下，假定

经济活动参与率停滞在当前的水准上，并假定固定资产形成

增长率比基本假设时低0.3%p，同时还假定总要素生产率比

OECD发达国家的水准要低。

< 在基本情景下的展望假定 >

  
  (潜在增长率展望) 在基本情景下，预计国内经济潜在

增长率在2016年至2020年间将从2.7%进入2%。此后，潜

在增长率在2021年至2025年间降至2.3%，并在2026年至

2030年跌至2.0%。韩国经济形势如果像现在这样的话，迟
早会进入2%的增长，这样的话，当然不能排除2020年代中

期后进入1%增长的可能性。

在乐观情景下，国内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2016年至2020

年间3.2%，2021年至2025年2.9%，2026年至2030年

2.7%。最大化提升总要素生产率，并提升劳动投入和资本

投入时，潜在增长率会在2020年代中期进入2%时代。

在悲观情景下，国内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2016年至2020

年间2.4%，2021年至2025年2.1%，2026年至2030年

1.8%。当出现总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较低水

准、劳动力供给停滞、投资萎靡等现象时，预计在2020年

代后期，潜在增长率将跌落至1%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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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增长率，潜在增长率走势> <各情景下的潜在增长率展望>

资料：现代经济研究院推测。 资料：现代经济研究院推测。

政策课题
目前，国内经济亟待通过经济活动参与率的增加、资本

投入的增加、生产性创新来提升潜在增长率。为防止潜在增

长率的进一步下滑，首先，须应对劳动力的不足，这就需要

采取诸如提高出生率、推进女性参与经济活动、延迟退休、

树立积极的移民政策等措施。第二，为了维持适当的投资水

准，就需要改善投资环境并搞活外资。第三，为了提高生产
要素实际水准，扩大人力资源投资并努力提升保健健康水

准。第四，为了使经济系统中心实现内向增长（Intensive 

Growth），需要提高R&D投资的效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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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各大主要市场，韩国与竞争对手间出口竞争度以及占有率分析 

   - 韩国，出口战争更加激烈 

摘要

随着全球出口市场增长放缓，国家间出口战打的越来越

激烈。2015年全球出口市场产生了负增长，不只是韩国，

中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都饱受出口萎靡的困扰。

2016年的外部条件依然严峻，恢复出口不是件容易的事

儿。为了在将来能够克服目前出口部门的萎靡，回到经济恢

复的基调上，需要对2015年出口竞争度指数与市场占有率

进行分析并考虑应对方案。韩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国家为中

国、日本、美国、德国这四个国家，而主要的出口市场是中

国、日本、美国市场。出口竞争度指数是对出口商品种类构
造的相似性进行判断的指标，其值为0至100p，越接近

100p，其出口竞争就越激烈。

 

在主要市场内，韩国与竞争对手国家出口竞争度指数以及占有率相关分析

首先，2015年，全球出口增长放缓，出口竞争越来越激

烈。2015年全球出口市场按数额来算的话，实际是逆增长
的，如果按货物总量来算，其结果也是增长速度放缓，展现出

种种萎靡的姿态。但是，2015年中国、日本、美国、德国等

重要竞争对手国家与韩国之间的竞争比前一年更加激烈了。分

析这四个国家与韩国的平均出口竞争度指数就会发现，2015

年竞争度指数达到了58.8p，比前一年增长了1.2p，这是金融

危机以后的最高值了。

第二，2015年，在全球市场与韩国竞争最激烈的是日

本，同时韩、中之间竞争的强度也在快速的成长。在2015年

的全球出口市场中，日本与韩国的出口竞争度指数最高，达到

了58.8p，同时，美德、日德、德日之间的竞争度指数是国家

间的最高值。从中国的立场来看，这四个国家中，中国与韩国



Ⅰ. 韩国当面经济问题 

现代经济研究院 5

的出口竞争度指数最高，达到了44.8p，同样的，从韩国的立

场来看，与前一年相比，出口竞争度增长最大的国家就是中

国，结论就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强度正在飞速增加。

第三，2015年韩国与主要出口国家之间竞争最激烈的市

场莫过于经济处于恢复期的美国了。2015年的全球经济增长
率为3.1%，相比去年下降了0.3%p，可以说是全面的放缓，

而美国却实现了2.5%的增长，相比去年增加了0.1%p。在主

要的出口市场中，在美国市场，韩国与其他四个国家之间平

均出口竞争度指数达到了57.8p，是在所有市场中最高的。

  第四，在美国市场，韩国与日本展开激烈的竞争并扩
大各自的市场占有率。在拥有世界第一规模的美国市场，韩
国与日本的出口竞争度指数达到了非常之高的61.2p，比去

年增加了3.9p，两国出口之间的竞争强度变高了。即使是在

与日本保持高水准的出口竞争，韩国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也

增加了0.3%p。中国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21.5%，相

比去年增加了1.6%p，保持着头把交椅。韩、日、德等国在

高端技术产品领域竞争的同时，中国以低端技术产品为中

心，扩大着其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

  第五，在中国市场，比起最大的竞争对手日本，虽然韩
国的市场占有率增加了，但是通过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美国，

正在威胁着韩国的头把交椅。在2015年的中国市场，韩国与
日本的出口竞争度指数达到了非常之高的57.5p，而与美国
的竞争度指数只有32.7p，相对较低。但是，与韩国竞争度

指数较低的美国，其市场占有率却比去年增加了1.1%p，威

胁着韩国的头把交椅。基于电子产品、飞机等高附加值产品

的出口，两国的出口构造更具有差别性，以高附加值产品为
中心，美国正在扩大其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

  第六，在日本市场，韩国与中国的竞争陷于苦战，渐显劣

势。在2015年的日本市场，韩国与中国的竞争度达到了43.0p，

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另一面，韩国与美国、德国的竞争度却只

有32.3p和31.3p。也就是说，在日本市场，相比美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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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市场，韩国与主要竞争对手国家

之间的平均出口竞争度指数(2015年)>

<在各主要市场，韩国与主要竞争对手国
之间的平均出口竞争度指数(2015年)>

资料：现代经济研究院(使用贸易协会的资料)。

注：1) 括号内为与去年同期对比的增减(p)。

    2) 韩国以2015年，中、日、美以2015年1~11月，德国以2015年1~9月为基准。

韩国只是在中、低端技术产品上与中国在竞争。但是，在2015

年的日本市场，中国的市场占有率相比去年增加了2.4%p，达到

了24.7%，排名第一。另一面，韩国的市场占有率只有4.1%，

与去年相同。这就是说，在中、低端技术产品领域，韩国面对中

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处于劣势，开发市场处在困境中。

启示

为了确保韩国产品能够在增长放缓、竞争激烈这双重压力的

市场环境下生存并保持竞争力，首先，比起只图其表的增长，应
更关注附加价值的产出、生产力的提升、新兴产业的培育等能够
提高出口潜力的出口模式。第二，对于独自增长的美国市场加大

开发，扩大出口，一定要搭上美国经济恢复的顺风车。第三，通

过在中国市场的材料、零部件的高附加值来维持中间材料的竞争
力，随着中国市场消费材料的增加，需要提出一个具有应对性、

特别设计的战略。第四，积极利用已签订的FTA，提升韩国产品

的价格竞争力以扩大出口。第五，通过对研发设计的长期投资，

提升品质、设计、品牌等非价格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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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超连接”时代的产业战略

         - 德国智能产业化的内容与启示

 

智能产业化的到来
 

  以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与数码化为基础并进行拓展，使用

网 络 将 所 有 的 人 与 物 相 连 接 的 “ 超 连 接 社

会”(Hyper-connected Society)正在向我们走近。从2015年

至2020年，预计全世界物联网(IoT)的数量将由49亿个增加3

倍，达到208亿个，届时，平均每人将与2.7个网络相连接，这
就意味着物联网的数量将达到全世界人口的3倍。最近，在产
业经济领域，通过利用网络化设备与信息，创新并创造新的价

值的努力正在加速，同时，不只是制造业，服务业也将加快智

能化的脚步。这其中，高举第四次工业革命大旗，倾注于产业
智能化的德国的战略最值得分析。

 

德国智能产业化的主要内容

 

    1) 德国产业战略的变化

  2000年代的中期，德国的产业战略是通过ICT融合技术、

植入型体系确保其在世界的领先位置。之后，德国推出了尖端

技术战略2020(2010年)和“行动计划”(Action Plan，2012年)

等政策来专注于培植尖端技术以及制造工序智能化。特别是最

近，德国又颁布了以完全实现数码生态位目标的“智能服务世界

2025”(2015年3月)，再加之以他们之前颁布的制造业战略“工

业化4.0”，德国正全面的推进着智能化。智能服务战略是“工业
化4.0”的后续项目，是实现智能工厂(Smart Factory)的必要

条件。德国政府向“工业化4.0”投资了两亿欧元(20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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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并将向“智能服务世界2025”投资500亿欧元(2014~2019

年)，德国政府正在扩大向智能制造、服务平台相关技术、硬件

研发方面的投资。

   2) 德国智能服务的主要内容

  为了实现智能产业化，德国一直关注着应用ICT技术及数据

的智能服务(Smart Service)，具体内容如下。

  (概念) 所谓智能服务，就是指以精炼大数据获得的智能数
据(Smart Data)为基础，为各价值链上的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

简单说，就是使用物理性服务与数码服务相结合的网络服务，配

以智能数据，为将生产与消费者效应最优化而提供的定制型服

务。全球大数据市场的规模，以服务与软件部分为中心，预计将
从2015年的30亿美元，以年平均26%的速度，在2020年飞速成

长值89亿美元。

  (特点) 智能服务具有智能、订制、融合和迅速四个特性。

所谓智能，即与当前的服务不同，消费者能够实时的通过交流对
积累的数据等信息进行分析、使用。另一边，当前的服务是由服

务提供者的观点来进行的，而智能服务，是从消费者的观点，来
提供商品与服务的，所以它具有订制型特征。此外，智能服务可

以结合制造与服务，从产业的高度来提供服务，所以它具有融合

性，同时，它还可以通过持续的变化，对顾客的要求做出迅速的

反应，服务周期短，应对速度快。

  (创出构造）创出智能服务，需建立可以应用和组合数据分

析能力和智能数据的平台。智能服务平台，首先是通过网络化智

能产品，可以产生大数据的物联平台。其次是将大数据转换为可

以根据需求对其实时分析的软件平台。再次是可以创造链接产
品，供给者，服务提供商和顾客的多样商业模型的服务平台，等

三阶段平台来组成的。为了能够创造和应用智能服务，数据分析

能力和智能人才的确保是最重要的。智能服务扩散，将对消费者

和服务提供者间的关系，商业环境，技术基础等变化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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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智能产业化的构造-智能生产和智能服务>

  资料: 现代经济研究院。

 

（发展预测方面）智能服务将在数字商业成熟度较低的制造

业，物流，能源，医疗，农业等产业获得快速扩散。制造业方

面，通过促进智能服务化，产生新的商业模式如能够准确提供和

了解顾客需求的情报市场等。物流方面，通过对电子数据实时分

析，对货物运送等进行优化处理的智能化正在进行中。另外，在

能源和医疗以及农业方面，通过数据分析，将产生以需求者为主

的商业模式。实际上，财富1000强企业中，意识到“服务是竞争
中最重要的因素”的企业正在增加，服务的重要性将日益增加。

（期待效果）智能服务的扩散可以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和工作

机会，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扩大服务业输出。波士顿咨询通过
促进德国工业4.0，虽然使得制造业工作减少了61万个，但是在

数据分析，R&D等高附加服务为主的方面创造了96万个工作，

因此整体创出了35万个工作。另外，2007~2013年之间德国服

务业的实质附加价值增加率-0.16%比制造业的0.45%稍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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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制造业与服务业相结合的智能服务扩散，预期可以提高服务业
的生产率，和服务业输出。特别是，最近全球服务输出增加率比

商品输出高的趋势不断持续，通过促进产业的智能化，预期可以

扩大服务输出市场。

（实现条件）为了智能服务的扩散，需要建立方便多种主体

参与的规定和标准化，安全强化以及智能人才的培养。特别是，

可以利用智能数据，组合多种服务创造新式服务的智能人才的确

保，比任何条件都重要。

 

政策课题

    为了应对信息化网络时代，并提高国内产业的竞争力，

对智能产业化的对应也是迫在眉睫的。第一，通过产业整体的智

能化推进，建立和强化数码生态系统。国内制造业的革新，不但

需要中小企业为主的智能工厂扩大，也需要建立政策促进产业链
智能化。第二，需要推出强化制造业和服务业联系的政策方案。

改变目前产品销售和售后服务一分为二的方式，通过产业融合等

方式，建立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联系的相关政策并扩大相关投

资。第三，通过支援创业项目，促进IT基础设施与多种产业嫁

接，使其可以创造新的价值。通过产业和学术方面的链接，泛产
业的合作体系建立，建设可以促进多种商业模式发展的创业环
境。第四，培育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数据分析企业和智能人才。为
此，需要建立战略计划，培育使制造和服务业可以使用智能数据

的数据分析企业和智能人才。第五，对于智能产业化为基础的开
放性平台，标准化和安全强化的社会论题也要开始进行。多种主

体可以参与的标准化管理体系导入和安全与隐私等相关的社会性

课题需要获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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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北韩问题
 

韩半岛和平指数，2015年第4季度调查结果和启示

综合评价

2015年第四季度和平指数和2016年第一季度预期指数均大幅

下降。因北韩第四次核试验的影响第四季度和平指数与第三季度

相比降低11个点，为36%。南北关系从“合作及对立的共存状态”

回到了8.25协议之前的“高度紧张状态”。2016年第一季度的预
期指数与前期比较下降29.3个点为23.8%。比2012年第二季度

金正日国防委员长去世后的数值还要低，创历史最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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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季度和平指数和2016年第一季度预期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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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如下所示。

首先，和平指数分为主观指标专家的评价指数和客观指标定量分

析指数两种。与第四季度专家评价指数暴跌相反，以业绩指数为基

准的定量分析指数呈上升趋势。专家评价指数因南北会谈破裂和北

韩潜水艇弹道导弹发射等事件导致与上季度相比下降32.2个点，创
调查以来下降最多记录。达到了2010年第二季度（10.9）和第四

季度（15.5）天安舰炸沉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当时的水平。反面，定

量分析指数开城工团业务的持续和社会文化方面的民间交流增加等

原因导致与上季度相比上升10.2个百分点达到了57%。

第二，2016年第一季度预期指数与上季度相比下降29.3个百分

点，为23.8%。反应了对未来南北关系展望的强烈的不安情绪。北韩
突击性的第四次核试验试试和导弹发射计划的通报，韩美日对此准备
对北韩进行强硬制裁，以及北韩对此的反击预测，2016年上半年南

北韩的主要政治和军事日程，以及强硬派著称的侦察总局长金英哲的

统战部长任命等很难找到有助于改善南北韩关系的势头。

第三，对于南北关系的专家评价全部为消极的反面评价。这是对
8.25协议后，百日来双边会谈的南北立场重新确认，以及对北韩
SLBM试验发射等事件对南北关系持续的紧张局面感到失望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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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度

18.8
(▽33.3)

25.7
(▽29.8)

16.3
(▽32.1)

23.8
(▽30.8)

15.2
(▽30.9)

21.4
(▽27.3)

15.0
(▽32.2)

23.8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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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缓和韩半岛南北关系的紧张局势需要更多的努力。首

先，需要努力缓解韩半岛南北关系的紧张意识。专家预测3月份
的韩美军事训练，4月份南韩大选，5月份北韩劳动党代表大会等

2016年上半年的南北韩主要政治，军事日程和现政府权利更替

将会对南北关系产生恶化影响。

  其次，希望通过“南北对话框架”来讨论北韩核问题和南北

关系问题，维持双边会谈机制。正如“即使战争也需要对话”，为
了解决北核问题国际，除了国际合作，希望通过改善南北关系高

规格会谈的恢复和民间交流加强南北双方的对话的势头。

  第三, 对北政策需要加强灵活，南北之间的强硬政策，不仅
会导致北韩态度的改变，我国的经济和信用等级也会受到不良的

影响，因此为了缓解高度紧张的局势需要不断的摸索灵活和周全

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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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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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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注: 1) 2015年展望值以IMF 2016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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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2.6

民间消费 (%) 1.9 2.2 1.5 1.8 1.6 2.7 2.1

建设投资 (%) 5.5 1.9 0.4 1.0 1.2 6.5 4.0

设备投资  (%) -0.8 7.5 4.2 5.8 5.4 5.0 5.2

知识产权投资  (%) 4.4 6.4 2.9 4.6 1.3 1.5 1.4

对外交易

经常收支 (亿美元) 811 394 498 892 504 555 1,059

出口 (亿美元) 
[增长率, %]

5,596
[2.1]

2,832
[2.4]

2,895
[2.2]

5,727
[2.8]

2,685
[-5.2]

2,583
[-10.8]

5,268
[-8.0]

进口 (亿美元) 
[增长率, %]

5,156
[-0.8]

2,633
[2.7]

2,622
[1.2]

5,255
[1.9]

2,223
[-15.6]

2,142
[-18.3]

4,365
[-16.9]

消費者物價 (平均, %) 1.3 1.4 1.2 1.3 0.6 0.9 0.7

就业率 (15~64岁平均, %) 64.4 65.0 65.7 65.3 65.4 66.1 65.7

□ 北韩主要经济指标
类别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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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交易
(百万美元)

运出 1,033 888 745 868 800 897 521 1,136 1,262

运进 765 932 934 1,044 914 1,074 615 1,206 1,452

合计 1,798 1,820 1,679 1,912 1,714 1,971 1,136 2,343 2,714

 资料: 韩国银行，韩国统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