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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分析

陈 龙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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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朝鲜实施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对外贸易在其经济发展中只处于拾遗补缺的地位, 外贸依存度很低。

但就其对外贸易本身来讲,对于中国、韩国的依存度却非常高。尤其在战略物资和外援方面严重依赖于中国。

由于朝鲜对于改革开放存在很深的疑虑, 估计短期内在经济改革方面不会有突破性的进展。因此在今后较长

的一个时期内,无论在对外贸易方面,还是在外来援助方面, 都将严重依赖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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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朝关系定位和调整对朝政策来说, 朝鲜

对中贸易依存度和对于中国援助的依存度是两项十

分重要的参数。因此, 有必要对与此有关的数据和

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要想搞清楚朝鲜的对中贸易

依存度,首先必须搞清楚朝鲜的外贸依存度,然后再

分析其对中贸易在其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

  一、朝鲜的外贸依存度

  朝鲜是个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其经

济发展的基本路线是 /建立自立的民族经济 0。关

于 /自立经济 0的内涵,金日成曾经指出: /建设自立

的经济,意味着我们要建设一个完全能够自食其力

的国家,也就是建设一个自强自足的国家。0即 /主

要依靠自己的技术,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干部和人民

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基本上以本国的生产来满足国

内对重工业及轻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需要。0 [ 1]由

此可知,对外贸易在朝鲜的经济发展中只是处于一

种拾遗补缺的地位和作用。换句话说, 朝鲜的进口

只是为了解决或补充国内不能生产或国内生产不足

以满足国内生产和生活需要的部分, 而出口的目的

也停留在仅仅为解决进口所需的外汇方面。 1992

年, 朝鲜虽然颁布了 /对外经济事业革命性转换的

具体方案 0, 提出了 /农业第一主义、轻工业第一主

义、贸易第一主义 0的经济建设战略方针,改革了贸

易体制 [ 2] ,但是,由于其经济建设的基本路线没有

改变,所以这一战略方针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

这一点从朝鲜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在 20世纪 90年代

以后不升反降的情况就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

据有关统计, 朝鲜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在上个世

纪 90年代以前基本上保持在 20%以上,而从 90年

代起,在朝鲜经济总体规模明显缩小的情况下,对外

贸易依存度反而降至 10%左右。这表明, 在 90年

代以后,朝鲜的对外贸易不仅从比重上减少了一半,

而且在绝对值上其萎缩程度也更加严重。据韩国贸

易协会统计, 朝鲜的对外贸易总额 (不包括对韩贸

易额, 下同 )在 1990年曾经达到 47. 2亿美元, 而

1991年则骤减为 27. 2亿美元。1992年虽然提出了

/贸易第一主义 0, 但其对外贸易总额却一路下滑,

到 1998年已经降至 14. 4亿美元。从 1999年起, 朝

鲜经济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 其对外贸易也随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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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恢复性增长。同年,对外贸易总额略增至 14. 8亿

美元。进入新世纪以后, 朝鲜对外贸易出现较快恢

复, 2000年,进出口总额跃升至 19. 69亿美元, 比上

年增长了 33. 0%, 但紧接着又出现停滞现象, 具体

情况如表 1所示。众所周知,所谓对外贸易依存度

是指对外贸易总额在 GNP或 GDP中所占的比率。

由于朝鲜并不对外公布其 GNP或 GDP的具体数

字,这里只能用笔者能够查到的韩国方面统计的

/朝鲜国民所得 ( GN I: G ross Nat iona l Income) 0来替

代。2000年,朝鲜的 GN I为 168亿美元, 对外贸易

总额为 19. 69亿美元, 以此推算, 同年, 朝鲜的对外

贸易依存度大约为 11. 72%。因为 GN I小于 GDP,

所以朝鲜的实际对外贸易依存度应低于 11. 72%。

据相关资料推算, 2006年朝鲜的 GDP约为 416. 03

亿美元¹。同年,其对外贸易总额 (含对韩贸易 )为

43. 455亿美元 [ 3 ]。依此推算, 同年其对外贸易依

存度应是 10. 44%。即, 在上个世纪 90年代以前,

朝鲜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在不包括对韩贸易的情况下

曾经达到 20%上下, 而今在包括对韩贸易的情况下

才达到 10%左右。这组数字告诉人们, 近两年, 朝

鲜对外贸易总额的绝对值虽然已经接近上个世纪

90年代初的水平, 但其贸易依存度与 90年代初相

比却显著下降。这清楚地说明,近年来,朝鲜经济的

对外依存度不是提高了,而是明显下降了。

表 1  新世纪朝鲜对外贸易状况  (单位:百万美元, % )

年度
出口 进口 合计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2000 556 8. 0 1413 46. 4 1 969 33. 0

2001 6 501 4. 9 1 620 15. 2 2 270 2. 6

2002 735 13. 1 1 525 - 5. 9 2 260 - 0. 4

2003 777 5. 5 1 614 5. 9 2 391 5. 8

2004 1 020 31. 3 1 837 13. 8 2 857 19. 5

2005 999 - 2. 0 2 003 9. 0 3 001 5. 0

2006 947 - 5. 2 2 049 2. 2 2 996 - 0. 16

  资料来源: 据韩国贸易协会、韩国银行、韩联社公布数字综合

编制。

这里, 我们再把朝鲜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与其他

国家横向比较一下。东盟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一

般都在 50%上下, 韩国则更高。2005年,韩国国内

生产总值达到 7 875亿美元,对外贸易总额达 5 456

亿美元,对外贸易依存度为 69. 28%。2006年, 韩国

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5. 0% , 约为 8 269亿美

元,对外贸易总额是 6 348. 5亿美元, 对外贸易依存

度是 76. 8%。两相比较,可以更清楚地判断出对外

贸易在朝鲜经济中所占的地位。

  二、朝鲜对中贸易依存度

  中国一直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朝鲜对

外贸易依存度虽然很低, 但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却

一直处于高位。如同表 2所见,在 20世纪 90年代,

一直保持在 25% ~ 30%的水平上, 1993年曾达到

34%。进入新世纪以后, 朝鲜对中贸易迅速增加, 对

中贸易依存度也随之上升。自 2003年起一直保持

在 40%上下, 2004年度曾经高达 48. 2%。如果把

朝鲜的外贸依存度进行一下国别比较,就会更加清

楚地发现对中贸易在朝鲜对外贸易中的突出地位。

最近几年,朝韩贸易发展很快,呈现出直逼中朝

贸易的趋势。朝鲜对韩贸易额 2005年为 10. 558亿

美元,占其外贸总额 ( 40. 57亿美元 )º的 26. 0%;

2006年为 13. 497亿美元, 占其外贸总额 ( 43. 45亿

美元 )的 31. 1%。今后, 随着朝韩关系的进一步改

善, 双方的贸易额还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前苏联 (俄罗斯 )曾经是朝鲜的最大贸易伙伴,

1990年, 双方的贸易额曾经高达 24. 7亿美元, 占朝

鲜对外贸易总额的 52. 3%。但是,到 2000年, 朝俄

贸易额已经下降至 0. 46亿美元,仅占朝鲜对外贸易

的 2. 3%。近两年虽有所增长,也不过 7%上下。

日本曾经是朝鲜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1995年

朝日贸易额达到 5. 9亿美元, 占朝鲜对外贸易额的

29% ,成为当年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 1996年起,

朝日贸易额有所减少,至 1999年朝日贸易额已经降

至 3. 097亿美元。近两年, 由于朝鲜发射导弹和进

行核试验,朝日关系严重恶化,日本加大了对朝鲜的

经济制裁, 朝日贸易额进一步锐减。 2005年, 朝日

贸易额仅达 1. 94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23%。

如果进一步从进出口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发

现, 朝鲜出口贸易的对中依存度起伏相当大,最低年

度 ( 2000年 )仅达 6. 6% ,而最高年度 ( 1998年 )竟高

达 62. 5%。 2003年以后则基本保持在 50% 上下,

个别年份 ( 2004年 )则高达 57%。

与此相比, 朝鲜对中进口贸易的依存度则一直

处于高位平稳状态。近两年增长较快, 2006年已经

高达 60. 1%。这说明, 朝鲜在进口方面一直严重依

赖于中国 (详见表 3)。随着朝鲜对外贸易环境的恶

化, 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还会继续加重。
  
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 ( C IA )估算, 2006年,朝鲜人口达 2 311. 3万,而同年朝鲜人均 GDP达 1 800美元,由此推算,同年朝鲜的 GDP应达

416. 03亿美元。

º此项朝鲜对外贸易总额包含对韩贸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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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朝鲜对中俄贸易贸易依存度比较  (单位: 亿美元, % )

区分
朝鲜对外贸易 对 中 国 对 俄 罗 斯

总额 出口 进口 总额 出口 进口 % 总额 出口 进口 %

1990 47. 2 19. 6 27. 6 - - - - 24. 7 10. 5 15. 2 52. 3

1991 27. 2 10. 1 17. 1 - - - - 4. 6 1. 8 2. 8 16. 9

1992 26. 7 10. 3 16. 4 6. 9 1. 5 5. 4 25. 8 3. 2 0. 7 2. 5 12. 0

1993 26. 4 10. 2 16. 2 9. 0 2. 9 6. 0 34. 0 3. 5 0. 5 2. 9 13. 2

1994 21. 1 8. 4 12. 7 6. 2 1. 9 4. 2 29. 4 1. 5 0. 4 1. 1 7. 1

1995 20. 5 7. 4 13. 1 5. 4 0. 6 4. 8 26. 3 0. 8 0. 1 0. 6 3. 9

1996 19. 8 7. 3 12. 5 5. 6 0. 6 4. 9 28. 2 0. 6 0. 2 0. 4 3. 0

1997 21. 8 9. 1 12. 7 6. 5 1. 2 5. 3 29. 8 0. 84 0. 17 0. 67 3. 8

1998 14. 4 5. 6 8. 8 4. 1 3. 5 0. 57 28. 4 0. 65 0. 57 0. 08 4. 5

1999 14. 8 5. 2 96̀ 3. 7 0. 4 3. 3 25. 0 0. 50 0. 01 0. 49 3. 4

2000 19. 7 5. 6 14. 1 4. 88 0. 37 4. 51 24. 8 0. 46 0. 04 0. 42 2. 3

2002 22. 60 7. 35 15. 25 7. 38 2. 71 4. 67 32. 6 - - - -

2003 23. 91 7. 77 16. 14 10. 23 3. 95 6. 28 42. 8 1. 18 0. 03 1. 16 4. 9

2004 28. 57 10. 20 18. 37 13. 77 5. 82 7. 95 48. 2 2. 13 0. 07 2. 06 7. 4

2005 30. 01 9. 99 20. 03 15. 81 4. 97 10. 84 38. 9 - - - -

2006 29. 96 9. 47 20. 49 17. 0 4. 68 12. 32 39. 1 - - - -

  注: 1.本表系根据相关资料自行综合编制,其中依存度 (% )并非原统计数字,而是笔者自行计算所得。

2. 朝鲜各年度的对外贸易总额均不含对韩贸易额。

表 3  朝鲜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  (单位:亿美元, % )

区分
朝鲜对外贸易 朝鲜对中国贸易

总额 出口 进口 总额 (% ) 出口 (% ) 进口 ( % )

1990 47. 2 19. 6 27. 6 - - -

1991 27. 2 10. 1 17. 1 - - -

1992 26. 7 10. 3 16. 4 6. 9( 25. 8) 1. 5( 14. 5) 5. 4( 32. 9)

1993 26. 4 10. 2 16. 2 9. 0( 34. 0) 2. 9( 28. 4) 6. 0( 37. 0)

1994 21. 1 8. 4 12. 7 6. 2( 29. 4) 1. 9( 22. 6) 4. 2( 33. 0)

1995 20. 5 7. 4 13. 1 5. 4( 26. 3) 0. 6( 8. 1) 4. 8( 36. 6)

1996 19. 8 7. 3 12. 5 5. 6( 28. 2) 0. 6( 8. 2) 4. 9( 39. 2)

1997 21. 8 9. 1 12. 7 6. 5( 29. 8) 1. 2( 13. 2) 5. 3( 41. 7)

1998 14. 4 5. 6 8. 8 4. 1( 28. 4) 3. 5( 62. 5) 0. 57( 6. 4)

1999 14. 8 5. 2 9. 6 3. 7( 25. 0) 0. 4( 7. 6) 3. 3( 34. 4)

2000 19. 7 5. 6 14. 1 4. 88( 24. 8) 0. 37( 6. 6) 4. 51( 32. 0)

2002 22. 60 7. 35 15. 25 7. 38( 32. 6) 2. 71( 36. 9) 4. 67( 30. 6)

2003 23. 91 7. 77 16. 14 10. 23( 42. 8) 3. 95( 50. 8) 6. 28( 38. 9)

2004 28. 57 10. 20 18. 37 13. 77( 48. 2) 5. 82( 57. 0) 7. 95( 43. 3)

2005 30. 01 9. 99 20. 03 15. 81( 38. 9) 4. 99( 49. 9) 10. 81( 54. 0)

2006 29. 96 9. 47 20. 49 17. 0( 39. 1) 4. 68( 49. 4) 12. 32( 60. 1)

  注: 1.本表根据表 2编制,其中对中国贸易依存度和对中国进出口依存度由笔者计算得出。

2.朝鲜各年度对外贸易总额均不含对韩贸易额。

  三、朝鲜战略物资对中依存度

  市场经济国家的对外贸易, 通常是基于比较优

势理论和利润最大化理论,而朝鲜是计划经济国家,

它的对外贸易是基于建设自立的民族经济的理论,

以调剂余缺为目的。换句话说, 市场经济国家的外

贸部门 (企业 )是啥赚钱就经营啥, 而朝鲜的外贸部

门则是国内缺什么就进口什么, 为了解决进口所需

的外汇再出口一些国内相对较多的产品。因此, 考

察和分析朝鲜的进出口商品结构, 就可以看出朝鲜

经济在哪些方面依赖于国外, 进而也可以看出在影

响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上依赖中国的程度及变化。

从以往的情况看, 朝鲜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

为原油、粮食、化工制品、种子、药品及汽车等, 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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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钢材、木材、各种矿产品和海产

品等。近两年, 中朝贸易的商品结构有所变化。从

吉林省海关的统计看, 2006年吉林省对朝出口服装

类快速增长,出口额 618万美元, 增长 57. 7%; 煤炭

出口 1 163万美元,增长 49. 9% ;钢材出口 587万美

元,增长 74. 7%;医药品出口 341万美元,增长 36. 9%;

成品油出口 188万美元,增长 54. 1% ;谷物及谷物粉

出口 1 649万美元,下降 57. 7%。目前, 吉林省自朝

鲜进口的商品仍然以初级产品为主, 包括铁矿砂、海

产品、原木、生铁、废钢铁、煤等。 2006年, 吉林省自

朝鲜进口铁矿砂 5 174万美元,下降 10. 6% ;进口生

铁、废钢铁 1 703万美元,下降 53. 5%;进口煤炭 880

万美元,下降 13. 1%; 进口钢材 1 131万美元, 下降

62. 1%; 进口原木 1 298万美元, 增长 1. 4倍,进口锯

材 742万美元,增长 20. 6%。从 2007年 1~ 5月份

吉林省对朝出口商品结构看, 传统商品仍在继续下

降。与上年同期相比,食品下降 34. 2% ,化工产品下

降 50%, 塑料制品下降 28. 4% , 煤炭下降 39. 8%。

而纺织品增长 40% ,机电产品增长 7. 2%, 车辆及配

件增长 105%, 大米增长 105% ,面粉增长 29. 4%。

诚然,吉林省的对朝贸易不能代表整个中朝贸

易,但是,从中仍然可以发现一些情况, 看出某种动

向。朝鲜对吉林省出口商品结构中, 铁矿砂、生铁、

废钢铁、煤炭、钢材等物品大幅度下降, 说明朝鲜国

内需求增加,货源减少。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

国内生产恢复,需求增加; 二是资源枯竭,货源减少。

朝鲜自吉林省进口的商品结构中,服装、煤炭、钢材、

医药、成品油等战略物资大幅度增加,既说明朝鲜在

这些战略物资方面对中国的依赖仍然较重, 同时也

说明朝鲜国内的生产正在恢复, 经济状况正在向好

的方向发展。[ 4 ]虽然缺乏相关的证明资料, 但是, 朝

鲜在石油方面长期依赖于中国却是不争的事实。朝

鲜本国不产石油, 所需石油百分之百需要进口。在

朝鲜核危机发生以前,朝鲜所需石油几乎全部来自

中国。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后, 朝美签订核框架协

议,美国承诺每年由 KEDO援助朝鲜 50万吨重油。

然而, 这一协议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美国的重油援

助半途而废。其后, 韩国曾经援助朝鲜一些石油。

朝鲜所需石油的绝大部分仍然来自中国。中国在上

个世纪 70年代就铺设了自大庆油田直接通到朝鲜

的输油管道, 并一直以远低于国际价格的优惠价格

向朝鲜输油。据有关报导, 中国向朝鲜提供的石油

每年不一样, 多则近百万吨, 少则 30余万吨。这些

占朝鲜进口原油总量的 70% ~ 100%。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在 1999年以来的某些年份, 中国几乎成了

朝鲜石油的惟一供给国。尤其自 2002年 KEDO的

重油援助停止以后,中国的原油成了朝鲜生死攸关

的因素,因为朝鲜军队的燃料用油全部来自中国。

  四、朝鲜在外援上严重依赖中国

  自 20世纪 90年代初起, 朝鲜在经济生活上开

始严重依赖外援,而最大的外援来自中、韩、美三国,

其中尤以中国援助最多, 也最实惠、最有效。除上述

石油、焦炭、机器设备等战略物资外, 朝鲜最需要的

是粮食援助。朝鲜每年的粮食需求量至少是 550万

吨,而朝鲜的生产能力最多只能生产 430万吨,如果

遇到灾年,年产量仅达 300多万吨。因此, 朝鲜每年

的粮食缺口都在 100~ 150万吨之间。有分析认为,

朝鲜粮食产量若为 330万吨, 将会出现 50万人饿死

的情况;若为 380万吨, 饿死的人数会降低至 10万

人以下;若生产或接受援助粮食合计达到 430万吨,

就可以避免饿死人的悲剧, 但仍要面临 400万人营

养不良的粮荒。因此, 吃饭问题依然是朝鲜最大的

难题。它直接关系到朝鲜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自 1995年以来, 美国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向朝鲜提供了 200万吨粮食援助。另有报导

说,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从 1995年至 2005年底坚持

每年向朝鲜提供紧急粮食援助, 已有 650万人受益,

这相当于朝鲜人口的 1 /3。近几年朝鲜接受的国际

粮食援助, 2004年达 87. 8万吨, 2005年达到 108万

吨。2005年,中国在自己接受 4. 9万吨国际粮食援

助的情况下,大幅度增加了对朝鲜的粮食援助,援助

总量达到 53. 1万吨, 占中国对外粮食援助总量的

92%。同年, 韩国向朝鲜提供的粮食援助 39. 4万

吨。日本和美国向朝鲜提供的粮食援助排在韩国之

后,分别为 4. 8万吨和 2. 8万吨。 2006年, 朝鲜遭遇

重大水灾,粮食减产。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平壤

事务所所长玛格列预测说: / 2006年朝鲜粮食缺口

可能达 80万吨。如果考虑朝鲜每年的粮食需求量

为 530万吨, 80万吨的缺口并非小数目。0
朝鲜发生水灾以后,中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

虑,迅速向朝鲜提供了粮食、食品、柴油和药品的援

助。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对朝

鲜的任何援助都是明确记录在案并对外公布的, 而

中国的对朝援助有很大一块是秘密进行或由民间自

发进行的,而民间自发进行的援助是无法统计的。

如上所述, 朝鲜每年的粮食缺口都在 100万吨

以上, 而除中国以外的国际社会对朝鲜的粮食援助

合起来每年也不过是其缺口的一半左右。就是说,

另外的一半左右都是通过来自中国的粮食解决的。

)11)



除粮食之外,朝鲜要求中国援助的物资还有生猪、食

用油、各种食品、布匹、原木、原煤、原油、柴油、焦炭、

卡车、轿车、机械、耕牛、药品等等。

2005年底,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停止对朝粮援。

经过几个月的多轮谈判, 2006年 5月 11日终于达成

恢复粮援的协议, 但受助人数将由 650万人大幅减

至 190万 /最有需要 0的人员。 2007年 5月 18日,世

界粮食计划署表示, 2007) 2008年度的对朝援助目

标额为 1. 022亿美元, 而目前只筹措到 2 320万美

元,由于国际社会对于对朝援助的消极参与,下月起

在 70万名援助对象中, 不得不中断对其中 40万名

的粮食援助。由此说来,今后, 朝鲜在粮食援助方面

仍将严重依赖中国。

  五、结论

  11朝鲜经济是疏离于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之外
的孤立经济,其对外贸易依存度很低,对外贸易只起

到调剂余缺或拾遗补缺的作用, 因而世界经济形势

的变化对其影响很小。

21朝鲜至今未能实现贸易对象多元化,贸易对

象集中于中、韩、日、泰、俄、欧盟等少数国家。其外

贸依存度虽然很低,但就其对外贸易本身来讲,对于

中国、韩国的依存度却非常高。从最近两年看,对中

韩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 65% ( 2005年 )和 70%

( 2006年 )。因此,中韩两国对朝经济政策的变化将

极大影响朝鲜的对外经济活动, 进而会对朝鲜国内

经济产生较大影响。

31从中朝贸易商品结构看,朝鲜在战略物资方

面严重依赖于中国。尤其在钢材、煤炭 (焦炭 )、石

油、运输工具、粮食、机械、布匹、药品、日用品方面对

中国依赖程度颇高。

41上个世纪 90年代中后期,朝鲜经济已经濒临

崩溃边缘,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来援助勉强支撑。

进入新世纪后,朝鲜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 但仍需国

际社会施以大量援助才能维持其国民的最低生存需

求。在外来援助中, 中韩两国的援助最多。自上个

世纪中后期以来, 因为朝鲜试射导弹和进行核武器

开发等原因,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曾经对朝鲜进

行多次经济制裁和封锁。在这种极其严峻的形势

下,朝鲜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而没有崩溃, 最重要的

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不仅没有参加制裁和封锁, 而且

还对朝鲜提供了大量援助, 尤其是中国的粮食援助

和石油供给可以说已经成了朝鲜的生命补给线。

51由于朝鲜对于改革开放存在很深的疑虑, 估

计短期内在经济改革方面不会有突破性的进展, 因

此,朝鲜很难在短期内走出经济困境。尤其在粮食

生产方面,虽然朝鲜已经启动了 /生产 800万吨粮食

项目0, 但是,由于这一项目注重的只是技术层面的

因素, 对于真正制约其粮食生产的制度方面的因素

基本没有触动,因而对其效果不宜过于乐观。因此,

在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 朝鲜无论在对外贸易方

面,还是在外来援助方面, 都将严重依赖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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