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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问题

论韩国在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的变迁

刘 相 平

(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 ] 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地缘政治战略考虑, 把韩国纳入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成为该体系的

/边缘区0; 经过漫长的经济积累,在 80年代末、90年代初, 韩国终于进入 /半边缘区 0, 直至今日。目前, 韩国

在追赶美国、日本的同时, 也在被 /北方国家0追赶。在这种 /多层追赶0的态势中,韩国必须寻找最佳的对策,

确保并提升自己在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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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各

经济体纷纷抢占有利的 /节点位置 0, 以保障和增强

自身利益, 而认清自己及周边经济体的 /节点位
置 0,不但有利于自己制订科学合理的经贸策略,而

且对制订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韩国是中国极为重要的经贸国, 同时也是东北

亚区域经济合作重要的一方, 因此, 对中国而言,认

清韩国在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其意义不言

自明。

美国学者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等人建立的 /现
代世界体系理论 0认为,现代世界体系于 15世纪末

16世纪初首先出现在欧洲,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

体系, 体系内各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尽管

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联系而加强的,并

且终于由政治安排甚至联盟结构而加强的。[ 1]这个

体系在地理空间上划分为三个地带, 即核心地区、半

边缘地区和边缘区。所谓 /核心区 0, 是指技术含量

高、资本密集以及高工资产品所在地区。 /边缘

区0,则是指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以及低工资产品

所在地区。[ 2 ]在 /核心区 0与 /边缘区 0之间存在一
个范围较大的 /半边缘区0。半边缘区主要是指那

些处于核心与边缘之间的地区: 对邻近的核心区而

言, 它呈现出一种边缘化的过程, 但相对于邻近的边

缘区而言,它又呈现出一个核心过程。
[ 3 ]
可见,这个

体系是以货物贸易、技术贸易与合作、直接投资等关

系为主要联系纽带的。依据现代世界体系理论, 笔

者认为,二战结束后, 美国出于地缘政治战略考虑,

把韩国纳入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成为该体系

的 /边缘区 0; 经过漫长的经济积累, 在 80年代末、

90年代初,韩国终于进入 /半边缘区0, 虽然韩国曾

在 1997) 1998年金融危机中遭受严重冲击, 但依然

保持了其 /半边缘区 0的地位,直至今日。

  一、地缘政治和 /美援 0使韩国成
为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区

  二战后,韩国在冷战形势中被纳入到西方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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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现代世界体系,毋庸置疑, 这是因为其重要的战

略地位,可以说, 地缘政治是韩国进入资本主义现代

世界体系的主导因素。美国为了维持这个体系,对

韩国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援助。

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战略思想是建立对苏战略同

盟,为实现这个战略, 美国确立了一个 /三极 0的 /工

业 ) 资本同盟0结构, 美国为西半球经济中心; 西欧

为欧洲、非洲、中东的经济中心;日本为亚洲的经济

中心, 其他国家则作为这个 /三极 0结构关系的边缘

地区进行运作。

在美国设计的大西洋同盟中, 由于英国已经与

美国有特殊关系,因此美国将西德确定为依靠支柱;

在太平洋同盟中, 则以日本为支柱。[ 4]美国通过将

日本和联邦德国重建为亚欧地区工业中心, 并推进

两国与它们各自的边缘区重新一体化, 作为构建多

边经济一体化和在美国领导下的资本主义体系内合

作的先决条件。从本质上看,日本与联邦德国是维

持有利于美国力量均势的主要支撑, 同时,两国恢复

作为工业生产中心的地位, 也是构建资本主义世界

经济体系重新扩张的物质基础的关键因素。[ 5]在这

个体系中, 美国是当然的 /核心区 0,英国、德国、日

本是 /半边缘区0,而在亚洲,美国建立起美国 (核心

区 ) ) 日本 (半边缘区 ) ) 其他国家 /地区 (边缘区 )

的经济体系,至于韩国,只是 /边缘区 0而已。

不过,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韩国处于冷战的最

前线, 这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与韩国的关系,美国对韩

国的扩展与同化比其他边缘国家 (地区 )更加广泛

和深入。美国先是在韩国设立军政厅, 直接主导韩

国事务,后来转而在韩国扶植一个亲美反共的政权,

而且对韩国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 扫除一切不利于

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包括韩国传统的因素、封建的

因素、亲社会主义的因素等。其主要措施包括: 第

一,敦促、设计和监督韩国的土地改革, 并处理日本

的归属财产。第二,以巨额的无偿经济援助为杠杆,

美国对韩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

国在韩国最核心的政策目标是,要把韩国纳入到资

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具体到经济领域,就是在韩国建

立起自由企业制度,只有自由企业制度建立起来,韩

国的经济才有可能实现起飞,韩国的资本主义制度

才能有牢固的基础。第三,改造韩国的政治传统,建

立西方式的民主体制。[ 6 ] ( 218- 221)

经济援助是美国当时最惯用而且最有效的措

施。在 1945) 1970年间, 韩国接受的外援达 44. 2

亿美元,是仅次于越南、以色列的世界第三大受援

国。其中的 86% (约 38. 4亿美元 )由美国援助,其

余则由联合国提供。而在 1953) 1964年的 11年

间, 韩国接受的援助金额即达 28. 8亿美元,其中的

25. 4亿美元来自美国, 3. 38亿美元来自联合国。这

些外援总额约相当于这期间韩国进口总额的 68%

或投资总额的 60%。在外援项目中, 有 42% 系原

料、工业产品中间财以及基本公共设施, 25% 为谷

类, 9%为资本设备, 5%为技术援助。[ 7]

大量的计划项目援助,特别是在电力、交通等基

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为恢复基本的工业生产力提供

了可能, 同时也为韩国经济在 60年代和 70年代的

迅速增长创造了很好的发展环境,一大批私营企业,

特别是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以及美国援助物资为原

料的加工企业,借助美国的援助迅速发展起来,以三

星、乐喜为代表的财阀队伍已经初步形成,在后来的

韩国经济起飞和快速发展的时期, 这些财阀企业继

续进行扩张和发展成长为财阀, 成为韩国实现经济

增长的主要载体。

此时, 韩国已经完全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

系。不过, 1945) 1961年初, 美国在韩国的经历并

不愉快,尽管成功地将韩国纳入到资本主义阵营中

来, 但是在韩国推行民主政治的失败以及韩国经济

的停滞不前,令一向骄傲自负的美国高层十分失望。

这其中,固然有美国的原因。对美国而言,面对

冷战的形势,其当时的主要目标是要把更多的国家

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内, 是后者的社会制度

和价值观念的变革,而不是它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体

系内的提升。美国着力在韩国建立以私营企业为主

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奠定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

基础,但并不看重韩国是否繁荣。[ 6] ( 222 )

但更多的原因或者说更主要的原因是在韩国方

面。在经济援助的问题上, 美国与李承晚存在很大

的分歧。美国希望通过援助, 使韩国建立起自由经

济, 摆脱对美国援助的依赖, 而李承晚则更多地考虑

培养 /北进统一 0的实力,并利用援助来巩固自己的

权力。美国希望施加压力迫使韩国遏制通货膨胀,

而李承晚则通过滥发货币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美

国的经济援助计划尽管有明确的军事目标倾向, 但

在操作中一直强调基础设施和经济自给,大多是解

决与民众的生活直接相关的轻工业项目,但李承晚

却希望依靠美国援助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

因而对美国的援助项目和计划态度冷漠,甚至暗中

破坏它们的实施。另外, 尽管美国方面多次以减少

或停止援助相威胁,迫使韩国改革财政和金融体制,

抑制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 但是李承晚政权对经济

发展的漠不关心、官僚体系的腐败以及军费负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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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等因素,美国的巨额援助在经济上所能发挥的作

用受到很大的限制。[ 6] ( 7 - 8)

这使得美国不得不反思自己的对韩国政策,也

使得美国放任朴正熙发动 /五一六军事政变 0, 并很

快承认朴正熙政权。

  二、/核心区 ) 半边缘区 ) 边缘
区 0结构的完整化

  诚然,由于冷战的原因,美国与韩国建立了非常

密切的关系。不过,就经济层面而言,美国更希望日

本而不是自己来直接主导战后东亚的经济秩序,以

形成完整的核心区 ) 半边缘区 ) 边缘区结构,也就

是说, 美国希望日本能积极扩大与韩国的经贸关系,

甚至参与韩国的经济发展进程。

但是,由于两国历史上的恩怨,韩国对日本具有

非常复杂的民族感情,因此,韩日两国迟迟未能实现

外交关系正常化,使得从 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结束到 1965年,整整 20年间两国没有正式的经济

关系。这与美国的亚洲政策严重脱节。

事实上,美国自 50年代初期就开始积极推动韩

日邦交正常化。在李承晚时期,双边谈判从 1951年

10月即已开始,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什么实质性进

展。进入 60年代,美国开始把韩日邦交正常化作为

东北亚地区首要问题来看。美国如此坚决地敦促韩

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除了将韩国纳入以美国为中心

的西方世界体系外,还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第一, 让实现了经济复苏的日本分担对韩国的

经济援助。随着逐步陷入越南战争, 美国希望日本

能够在分担对韩国的经济援助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要把韩国的包袱甩给日本。[ 8 ]

第二,实现邦交正常化,对韩国的经济发展将产

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时任美国驻日大使的赖肖尔指

出: /我确信,没有韩日邦交正常化所能给韩国带来

的经济振兴,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在韩国建立稳定的

经济基础,也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有活力的

政权。0 [ 9 ]

与此同时, 韩国经济正处于极端困难之中。大

多数韩国人生活贫困, 1961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不到 100美元。韩国的人均收入、工业生产能力都

落后于朝鲜。南方的军事力量和国防工业的技术水

平及生产能力也落后于北方。那时, 许多知识分子

声称, 韩国错误地采用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他们认

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如北方的社会主义经济制

度,这种情况更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迫切赶上和

超过北方并摆脱贫穷的愿望,使最大可能的增长或

/不惜任何代价的增长0成为必需, [ 10 ] ( 100 )这促使

朴正熙加快了韩日建交谈判的进程。

因此,在得到美国种种保证后, 1965年 6月 22

日, 在长达 13年 8个月的艰苦卓绝的谈判后, 韩国

终于与日本签署了 5韩日条约 6,两国实现邦交正常

化。政治外交上的密切联系使韩日两国的经贸往来

得到了迅速发展: 韩国开始把日本作为重要的发展

资金来源和技术引进的渠道, 日本则把韩国当作初

级产品出口的重要地区。

1.机械设备的重要来源地

由于韩国严重缺乏资源,所以,在摆脱不了加工

贸易框框的情况下,韩国要想增加出口就得从国外

进口原料和原材料;同时,由于韩国产业技术基础薄

弱, 生产上所需要的机械及设备等也必须从发达国

家进口。 1962年, 韩国的进口额为 4. 218亿美元,

到 1968年便超过了 10亿美元, 1977年达到了 100

亿, 1988年突破了 500亿, 1990年,达到近 700亿美

元。

从韩国进口来源地看,主要是日本与美国。韩

日建交后,韩国即大量从日本进口, 1970年以后, 日

本成为了韩国最大的进口国,其次是美国。

1970年后,除了 1982年和 1983年美国暂居第

一位外,日本一直是韩国最大的进口市场, 1970年,

日本产品在韩国市场占有率为 33. 5% , 1975年则高

达 41. 0% , 此后虽有所下降, 但一直占 25% 左

右。[ 11]可以说, 在国际市场变化多端的情况下, 韩

国的进口市场一直与美日市场保持了紧密的联系。

美日市场始终处于其进口总量上一、二位,表现出了

明显的倾斜现象。这也使得韩国长期处于对日贸易

逆差状态。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韩国必须向日本、美国购买

先进的机械装备、核心的零部件所致,表现出边缘区

依赖核心区、半边缘区的典型特征。

2.技术引进

韩国的技术引进是从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

实施时 ( 1962年 )开始的。最初引进的是比较低级

的装配技术和加工制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技术; 接

着经过一个阶段的技术积累, 开始引进制造零部件

和半成品的技术;此后, 在技术自立能力有了明显提

高以后,才引进较高的制造成套设备的技术。

1962) 1990年, 韩国的技术引进项目达 6 944

个,金额达 49. 255亿美元。如果从国别角度加以分

析, 可以发现, 在这些项目中, 日本有 3 536项, 占

50. 9% ,美国为 1 826项, 占 26. 3%。韩国从美日两

国引进的技术项目占其引进总量的近 80%。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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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转让费数额看,美日两国也共占 77. 7%, 其中,支

付给美国的占 46. 5%, 日本占 21. 5% [ 12 ] ( 257 ) , 这

主要是因为从美国引进的多是高科技领域的技术,

技术转让价格较高。[ 13]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不断地被引

进韩国,使韩国产业部门的劳动技术装备程度有了

较大的提高,缩短了韩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的

距离, 加快了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但另一方面也

显示, 韩国对日本、美国存在严重的技术依赖。

3. 资金引进

韩国通常把 50年代末以前的时期称之为 /援

助经济时代 0,把 60年代以后的工业化时期称之为

/推行外资引进政策时代0。

1962年 8月,以韩国的东洋维尼纶有限公司为

一方, 以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化学公司及日本的东洋

人造丝公司为一方,在韩国建立了第一家合资公司,

正式开始了吸引外资的历程。

韩日邦交正常化时, 日本经济已经迈过所谓

/数量景气0、/神武景气 0、/岩户景气 0, 进入到经

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伊奘偌景气0阶段, 其对外

直接投资则从 /起步阶段0迈入到 /小步发展 0阶段,

投资形态也从资源开发型提升为市场开拓型。

从地区国别来看,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主要

是发展中国家和亚洲, 这是因为同其他经济发达国

家相比,一是日本确定以资源开发、进口为目标的对

外直接投资战略,在发展中国家实施起来具备极其

丰富的自然资源条件。二是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

力成为日本在东亚、东南亚地区对纺织、杂货、电气

机械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积极投资的重要因

素。三是日本的地理位置处于发展中国家比较集中

的亚洲,日本又是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国;因

此,抓住亚洲的投资市场, 对日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义。[ 14 ]

对韩国而言,此一时期,日本是外国直接投资的

最大来源地。截至 1989年, 韩国吸引外资累计为

52. 45亿美元,其中,日本的直接投资总额为 38. 54

亿美元, [ 14 ]占 73. 5%。

由此可见, 美国 ) 日本 ) 韩国之间的核心区 )

半边缘区 ) 边缘区的架构完全建立了起来!

  三、为进入 /半边缘区 0而积累

  从 1963年开始,韩国开始进入经济持续高速增

长时期, 1970年,韩国又进入了 /新兴工业化国家 0
(N IC )的行列。这突出表现在韩国的出口总额和出

口结构的变化上。从 60年代初开始,韩国的出口就

一直呈上升趋势。 1964年超过了 1亿美元, 到 1971

年就突破了 10亿美元大关, 此后, 以年平均 40%以

上的速度增长, 1977年即已达到了 100亿美元,

1988年再上新台阶,实现了 600亿美元的目标。

从出口产品结构看, 1962年开始, 工业产品的

比例不断上升。1960年代初期,韩国的出口商品以

初级产品,如丝绸、钨以及鱼、鱼产品为主,制成品的

出口所占比重极低。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发展, 制

成品逐渐成为主要的出口商品。初级产品 (农产

品、海产品和矿产品 )在全部出口商品中所占的比

例, 1962年为 73% , 1974年则降为不到 10% 了,

1987年这个数字又进一步降低为 5%。

随着制成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比例的不断上

升, 制成品的主要种类也发生了变化。 60年代, 主

要的制成品是胶合板、假发和针织 (毛 )套衫等劳动

密集型商品 ) ) ) 生产这些商品所依赖的是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的技术。 70年代, 主要的出口商品变为纺

织品、船舶、钢板等类产品, 生产这些商品所依赖的

是资本和较为复杂的技术以及劳动。 80年代初期,

出口商品又变成资本更加密集的产品。 1986年则

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的制成品出口发生决定性的

转变,变为计算机、半导体、彩色电视机、汽车等技术

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这是韩国产业不断升级的结果。1961年, 农业

生产占国内生产毛额的比重高达 39. 1%, 工业仅占

24. 5% ;服务业所占比重为 36. 4%。其后, 随着出

口导向型工业化策略的推动, 工业快速成长, 至

1969年, 工业生产所占的比重提高为 28. 7%, 农业

则降为 27. 9%,是韩国数千年来以农业立国转变为

以工业为主的转折年。 70年代以后,韩国工业生产

占国内生产毛额的比重逐年上升,至 1991年比重已

上升为 46. 1%, 创历年来最高纪录, 而农业之比重

则遽降为 8%。同年, 服务业生产所占比重亦高达

45. 9%。

就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趋势而言, 50年代至 60

年代初期,饮料、食品及纺织等轻工业占制造业的大

部分,比重达 70%左右。但进入 70年代以后, 随着

韩国政府当局积极采行扶植重化工业发展措施, 化

学纤维、产业用基础化学等中间财产的进口替代积

极地推动,钢铁、造船、汽车等重工业部门的生产基

础大幅扩充,使重化工业的比重持续提高, 1977年,

重化工业所占比重首度超过轻工业, 分别为 50. 4%

及 49. 6%,工业结构得到很大的改善。

1986年, 韩国的国内储蓄超过了投资, 国际收

支差额也由长期逆差转为顺差, 这在韩国经济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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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次。从此,韩国再也不必为外债而担忧,再也

不必依赖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了。 1986年, 韩国似

乎已实现 /经济独立 0的目标。 1986、1987和 1988

年的经济增长率均超过 12% , 创世界最高速度。

198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4 500美元。[ 10] ( 65)

毋庸质疑,至 80年代中期, 韩国经济在产业结

构、外贸结构、产业结构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韩

国通过自身的努力, 提升了自身在资本主义世界体

系内的地位。

所以, 有学者认为, 60年代和 70年代标志着韩

国 /向半发达国家的大跃进 0, 70年代、80年代则是

韩国 /从半发达向成熟阶段过渡 0。[ 10] ( 239)

不过,即便如此,韩国在 80年代中期仍然没有

进入半边缘区,主要根据如下:

11韩国的对外投资层次低, 主要以保障原材

料、能源供应为主

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实际上是 1968年通过韩

国南方开发 (株 )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开发森林的林

业投资开始的, 1970年运输业和贸易业进行了活

动,到 1973年,实现了制造业的投资, 从而正式开始

海外直接投资。但是, 由于国内经济力的不成熟和

外汇情况恶化,韩国主要致力于引进外资及吸引外

国人直接投资,而通过海外直接投资挺进海外的目

标完全没有实现。至 1978年,韩国的境外投资额仅

为 1亿美元,到 1985年末, 不过 4. 8亿美元。截至

1987年末, 韩国的海外直接投资额也只有 9. 660 6

亿美元,与截至 1981年底的美国海外直接投资余额

2 273亿美元及截至 1984年底日本海外直接投资额

750亿美元相比较, 这个实绩是极其微不足道

的。[ 15 ]

从韩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产业和地区看, 70年

代,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林业和矿业上,

占韩国全部海外投资的 40% 以上。其中, 林业在

1968) 1971年间占了整个对外投资的一半以上,主

要为了解决制造胶合板的原料问题; 对中东的投资,

从 1970年中期开始,以建筑业为中心逐渐展开。在

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后,为了确保资源渠道畅通,韩国

对原油、铁矿石、煤炭等的资源开发的投资增加,到

1987年末,上升到了整个投资额的 50. 9%。[12] ( 247- 251)

由此可见,此一期间的韩国对外投资额较小,其

目的主要是为了保障原材料和能源的供应, 并不是

为了扩大海外市场。

21对外技术援助和合作水平低、数量少
韩国从 1965年开始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合

作,但到 1989年, 这种共同开发援助仅有 850万美

元,占 13. 3%。而且,由于这种援助的头绪多、体制

不健全,因而, 从整个情况看, 都停留在初级阶段的

水平上。

对发展中国家这种无偿的技术援助, 从形式上

看, 邀请代培生和无偿提供技术劳务占了大部分,而

且数额很小。从各年度情况看, 1985年和 1986年

只有 650万美元, 1987年和 1988年达到了 820万美

元。 1989年, 除邀请代培生和无偿提供技术劳务两

项有所增加外,其他方面的对外合作出现了不景气

局面,所以, 其数额并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 850万

美元。[ 12 ] ( 258- 260 )

31缺少相对稳定、较大规模的边缘区
到 80年代后半期,虽然韩国的贸易额占到了世

界贸易总额的 2% ,成了一个贸易大国, 但在市场上

却主要偏倾于美国和日本, 在市场结构上存在着一

定的脆弱性,另外, 由于西方市场已经被发达国家瓜

分完毕,处于技术低端的韩国产品要挤进去十分困

难。这使得韩国在 1988年出口额突破 600亿美元

大关以后,其增长率便处于了徘徊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 开辟新的市场, 扩大贸易范围,

也就是说,寻找边缘区, 对韩国来说就是十分必要

的。

  四、进入半边缘区

  韩国经济进入半边缘区,是在 1988年后。这是

因为实施 /北方政策 0, 韩国活用了潜在的北方市

场,才使韩国的海外市场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韩

国所推行的 /北方政策0是为了扩大同中国、独联体
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上的发展和

经济上的合作,消除朝鲜半岛的冷战状态,用和平的

方法实现民族统一。简言之, 所谓的 /北方政策 0,

就是指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

1988年 7月 7日, 卢泰愚发表了 / 7# 7宣言 0,

其第六条特别阐明, /为了为韩半岛的和平和安定

创造条件,将协助北韩国和美国、日本等我们的友邦

国家改善关系;同时, 我们也希望能和苏联、中国等

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0此后, 韩国从各个方面正

式开始实施北方政策。 1989、1990年, 韩国先后与

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蒙古、前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1992年 8月 24日, 韩国与中国建交。

外交关系促进了韩国同北方国家的贸易关系。

1986年, 韩国的贸易对象国 (地区 )有 190个, 到

1990年则增加到 207个。[ 11 ]

从 1988年到 1991年, 韩国与 /北方国家0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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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每年都在扩大。 1988年,韩国与 /北方国家 0的

贸易额只有 22亿美元,到 1991年已经扩大到了 67

亿美元,增加了两倍。韩国与北方国家的贸易在整

个贸易额中的比重也提高了。 1988年占 1. 97% , 4

年后的 1991年就占到了 4. 36%, 北方国家成了韩

国一个大的贸易市场。此时,虽然韩国与中国没有

建交, 但双方贸易往来在 1988年即已开始。 1991

年,双方贸易总额即已达到 32. 5亿美元, 此后逐年

增加, 在建交的 1992年达到 50. 3亿美元, 1993年

增长到 82. 2亿美元。[ 12] ( 272)

韩国与北方国家的贸易,主要是对其出口工业

产品,然后再从进口地下资源及原材料和辅料。从

地区上,韩国在与北方国家的贸易中主要偏倾于中

国和独联体国家。

对北方国家的贸易, 韩国主要出口的商品有家

电、汽车、纤维及钢材等, 而进口的商品主要有矿石

及石油、农牧水产品、原材料、机械、铁制品等。出口

商品中家电和纤维占的比重最大, 进口商品中矿石

及石油、农牧水产品占的比例最大。[ 12] ( 274)

同时,韩国也开始了对 /北方国家 0的直接投

资。到 1990年,对北方国家的投资就占了韩国整个

海外投资额的 1. 0% ,其中,对中国投资占了极其重

要的地位。据韩国方面统计, 截至 1994年底,中国

已成为韩国第一大投资对象国 [ 16] , 投资项目 1 700

个,占其对外投资项目总数的 52. 3%, 投资金额为

6. 74亿美元, 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 27. 8%, [ 17]以

后,投资额逐年增大, 比例逐年增高。而且, 韩国的

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其比例达 80%左右。

韩国的对外投资不再是以保障原材料和能源供给为

目的, 而是向降低成本、开拓市场的目标转变。

在技术研发方面, 自 60年代开始, 韩国一方面

引进技术,另一方面大力支持自主研发,官办及民办

研发机构如雨后春笋, 增长很快, 研究经费逐年增

加,在技术研究水平及技术应用能力方面取得了非

常大的进步。 2005年, 韩国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日

本特许厅及欧洲专利局申请与核准的专利件数,居

所有外国申请人的第 3名, 一举超过长期居于第三

的中国台湾地区。[ 18 ]

在 /北方政策 0成功实施的同时, 韩国积极建立

和保持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的联系。韩国积

极参与乌拉圭回合谈判并于 1995年成为WTO创始

国之一, 1995年韩国人均收入首超 1万美元, 1996

年韩国加入 OECD, 标志着韩国正式进入发达国家

行列。同期韩国还先后加入了 APEC、ASEM等国际

组织。

至此,虽然美国、日本仍然是韩国重要的贸易伙

伴, 但是, 韩国具备了相对稳定的原材料的来源地、

广阔的市场和投资目的地, 韩国寻找到了 /边缘
区0,并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和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

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将自己送进现代世界经济体

系的 /半边缘区 0。

  结语:对韩国经济的展望

  按照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理论, 半边缘区的发展

方向也是二元的:它有可能陷落于边缘区,也有可能

发展进入核心区。当然, 对于任何一个半边缘区的

民众及其主事者而言,后者是其必然的主观愿望。

显然, 韩国朝野也都希望甚至认为其经济已经

成为了东亚的中心,有些学者如宋丙洛就认为,在日

渐兴起的东亚 /时代 0,韩国正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

中心地位,这不仅指她在地理上处于东亚的中心,而

且也是指她是东亚的经济中心。[ 10] ( 2)

不过,在韩国普通民众中,则存在不同看法, 这

在美韩贸易问题上突出表现出来。大多数韩国人的

看法是,美国不知道要比韩国强大多少倍,对美国开

放韩国市场将导致韩国很多行业的崩溃并且严重损

害韩国的农业。这些韩国人还保持着一种 /发展中

国家的心理状态 0, 因而还指望美国和其他发达国

家给予韩国特殊待遇。[ 10] ( 224)

事实上,在技术水平方面,韩国依然与美国、日

本有一定的差距, 正因为如此,与美日相比, 韩国在

全球市场的竞争中尚处于弱势地位, 必须继续 /追

赶0。与此同时, /北方国家0经济也在蓬勃发展, 对

韩国的 /追赶 0态势明显, 速度较快, 因此, 在这种

/多层追赶 0的态势中, 韩国必须寻找最佳的对策,

最大限度地优化已有的和潜在的要素禀赋。

1997年 10月,东南亚金融风暴爆发, 韩国经济

受到严重冲击,外汇储备几乎耗之殆尽。韩国政府

迫不得已向 IM F申请了 135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援

助, 不过, 由于韩国政府采取了经济改革措施, 更关

键的是东北亚的经济结构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冲击,

韩国因而很快渡过了这场危机。韩国保持了自己在

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但其脆弱性也可见一

斑。

目前, 韩国除了积极参加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进程 (如 / 10+ 30, / 10+ 10等 ), 还在全球范围内寻

求签订自由贸易协议 ( FTA )。 2006年 4月 2日, 韩

国与美国顺利签订了 FTA协议,这是美国自从 1992

年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后, 所签署最大规模的自由贸

易协议。这个协议可以帮助韩国继续占据其在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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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领先地位。韩国与欧盟、中国、日本的 FTA

协议谈判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如果成功,则韩国

不但可以充分运用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 又可以充

分利用中国等 /北方国家 0的市场优势, /借鸡孵

蛋 0,壮大自己,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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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Status A lteration ofROK

in theM odernW orld- Econom ic- System

LIU X iang- ping

( Schoo l o fE conom ics, Nan jing Un iversity, Nan 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A fter theW orld W arÒ, the U. S. bring the Sou th Korea into the m odern wo rld econom ic system accord2
ing to geostrategy, ROK becam e an edge- area o f the system consequently. Then, It turned in to the sem i- edge-

area at the end o f 1980so' r the beg inn ing of 1990sb'y its hard w ork. In fac,t the Sou th Korea is runn ing after Japan

and the U. S. now, w hile it is run o f by the no rth- country. Therefore, itmust find the bestw ay to insure and e le2
va te its status in the m odern wo rld- econom ic- system s.

KeyW ords:M odern w orld econom ic system s; ROK; edge- area; sem i- edge- area; econom ical globalization; re2
gional econom ica l integ 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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