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对外合作新方略与中韩经贸关系新机遇
文 /丁工

2020年9月22日，在纪念联合国75

周年高层视频会议上，韩国总统文在寅以

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主席国首脑身

份发言，呼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这是中等强国合作体2013年

成立以来，主席国首脑首次代表该集团在

国际舞台发声。此举不仅标志着中等强

国联合自强迈出重要一步，中等强国合作

体机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

增强，更意味着作为该组织的首倡国和主

要发起者，韩国树立中等强国形象名帖的

国家品牌战略迈上更高台阶。那么作为

中国的传统邻邦和重要经贸合作伙伴，韩

国推行中等强国外交、以中等强国身份开

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对中国参与国际和

地区事务将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又应

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

中等强国对外合作方略
20 世 纪 60 年 代 以 来， 韩 国 加 快 国

家振兴的工业化、现代化步伐，经济开

始进入持续平稳增长的阶段，到冷战结

束时韩国经济总量已跃升到全球新兴经

济体前列，并稳居世界对外贸易规模总

额前十名。随着韩国 1986 年、1988 年

先后成功举办第 10 届亚运会和第 24 届

奥运会，不但向世界显示出新兴工业化

国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开放包容形

象，更重要的是改变了长久以来国际社

会对韩国是物理规模的“小国”、资源贫

乏的“穷国”的固有印象和传统认知。

自此，以中等强国身份进行外交战

略布局和开展国际合作的思路开始成型。

尤其在李明博总统任期内，韩国主办了一

系列令世人瞩目的国际会议，包括2010

年第五届G20峰会、2011年第四届援助

效率高层论坛、以及2012年第二届核安

全峰会和丽水世界博览会等。韩国在国

际多边活动场合的出色表现不仅让全球

见证韩国从穷弱小国崛起为全球舞台主

要角色的“汉江奇迹”，也让世界各国见

识了中等强国在全球治理中所积聚、蕴涵

的巨大威力和能量，从而推动韩国开始将

中等强国对外合作方略从国家级规划升

格成世界级品牌。

现今，韩国的GDP为世界第10位、出

口额世界第7位，韩国已建立行之有效的

市场经济体制，银行系统稳健，私营企业

兴旺发达，更重要的是形成一批具有极强

竞争力的高科技产业集团，有些甚至位居

全球领先水平，因而在全球实力排名中与

通常认可的中等强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处于同一梯队。同时，继美国、日本、德

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六个老牌发达国

家之后，韩国还于2018年12月首次正式

跃入全球七大“30—50强国”俱乐部行列，

即按照英语书写方式人均GDP超3万美

元（英文是30 thousand）、总人口超5000

万（英文是50 million）的国家。韩国进入

“30— 50俱乐部”是发出进入先进一流强

国的明确信号，也为其将中等强国作为对

外合作新方略提供了实力基础。

中等强国方略对中韩经贸合作有何
影响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贸

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最大进口来源

国、最大海外投资对象国、最大留学生

来源国、最大海外旅行目的地国”，这 6

个“最大”中有 4 个属于经贸领域、2 个

属于人文领域。同时，韩国也是中国第

三大贸易伙伴国、第五大外资来源国，

还首度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

源国，而两国自贸区也是中国迄今为止

涉及贸易额最大、内容最丰富、综合水

平最高的双边自贸区。可见，虽然中韩

关系早已不止于单纯的贸易往来，但经

贸合作在相当程度上扮演着“压舱石”

和“稳定器”的作用。因此，韩国积极实

施中等强国外交方略，必然对中韩双边

关系、经贸合作带来一定影响。总体看，

对两国经贸合作是积极正向的影响。

第一，中等强国定位有助于中韩依

托 G20 平台，强化两国在全球经济治理

方 面 的 合 作。 作 为 G20 的 坚 定 支 持 者

和重要参与方，中国认为 G20 机制不仅

成 为 推 广 中 国 经 济 治 理 理 念 的 最 佳 平

台，也为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

常态化的制度保障。与中国一样，作为

中等强国的韩国借助 G20，步入国际政

治的舞台中央，非常看重和珍惜以 G20

成员身份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从而对

做大、做实、做强 G20 机制的全球治理

首要平台地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意

愿。当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或多或

少走出金融危机时，他们对 G20 的热情

开 始 显 现 消 减 迹 象， 导 致 作 为 最 重 要

的国际经济事务协调机制的 G20 峰会，

吸引力和公信力显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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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与韩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

具有较强的利益趋同性和理念相似性，

在 多 边 框 架 内 具 备 加 强 协 调 合 作 的 运

筹空间和潜力。

第二，中等强国定位有助于中韩共

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系。中韩

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和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的重要参与者，两国都主张维护以规

则为基础和以世贸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

易体系，都致力于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

界经济，也都认为拥抱开放合作的暖流，

抵制封闭对抗的逆流，才是符合中韩双

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正确选择。韩

国更加积极推进以中等强国为施政基准

的国际合作，必然希望实现自由、公平、

非歧视、透明、可预期和稳定的贸易投资

环境，保持市场开放和强化现有国际规

则，并多次重申了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

进行必要改革以改进其功能。近年，国

际贸易投资萎缩，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

剧，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更使世界经济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也给全球多边

秩序和国际贸易体制带来严重的冲击和

破坏。因此，中国与韩国在以实际行动

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支持达成一

个开放的、包容的、基于规则的贸易投资

安排方面存在利益契合点和共鸣点。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第三方市
场”合作

全球疫情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出现抬

头趋势，全球产业链和国际分工体系受

到严重冲击，中韩是受疫情冲击较小的

国家，也是率先稳控疫情、复苏经济的

国家，两国在培育后疫情时代经贸合作

新增长点，促进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方面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特别是

韩国更加强调以中等强国身份开展对外

合作，希望在促进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

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

情况下，中国与韩国协调立场和对接合

作的渠道更为顺畅。因此，中国可以考

虑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联合韩国开展

“第三方市场”合作，形成大、中、小国

家 相 互 衔 接 的 梯 次 性 合 作 布 局。2019

年 12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来华出席

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韩国总统文

在寅举行会见时，文在寅总统明确表示，

韩方愿同中方共建“一带一路”，切实

促成“一带一路”倡议同韩国“新南方政

策”和“新北方政策”的对接，加快推进

联合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中国虽然仍是发展中国家，但经过

改革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其产业结构

正经历从工业化初期阶段发展到工业化

中后期阶段，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

比已经较为发达，在高端制造业和高科

技产业上具有了一定的竞争力。韩国作

为发达的中等强国，虽然拥有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但国内市场相对狭小，

需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开拓市场。由于

发展中国家与韩国的发展梯度和产业代

际落差较大，这样影响他们与韩国的产

业对接和经贸合作。而中国发展水平恰

好处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能

够起到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无论是对

韩国、还是对其他“第三方”国家，中国

都具有经济互补性强、产业融合度高的

比较优势。

比如，东盟国家是韩国重要贸易合

作伙伴和海外市场。同样，东南亚国家

与中国海陆相接，是中国最大的近邻，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建

立了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两国同

时将东南亚地区锁定为主要贸易对象，

形成合作市场重叠和贸易关系对冲竞争

之势。而中韩联合对东盟地区开展“第

三方市场”合作能够减少同质竞争，形

成大、中、小相互衔接的梯次性合作布

局。中国企业在成本控制、项目设计、

设备制造、建设效率等方面具备优势，

韩国企业则在资金运用、技术研发、高

端设备、运营管理等方面见长 ；中国作

为大国产业体系齐全，韩国作为中等强

国虽然没有能力进行全方位产业布局，

但在局部领域实力特别突出，中韩共同

在东南亚地区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

可以形成互补优势、催生发展活力，也

能够促进合作成果与对象国的现实需求

产生深度融合、高效联动效应。因此，

中韩联合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既能

够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合作水平的转型升

级，还可以充分发挥韩国中等强国的相

对优势和专长领域，更有利于“第三国”

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优化和整体发展

质量的提升，从而使中韩合作成为地区

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正向推动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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