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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与中韩经贸关系展望 

鲁桐  [韩]郑俊圭 

【内容提要】 中韩两国建交12年来,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给双方都带来了利益。近年来,韩国企业对华投资快速增长,已成

为我国主要的外资来源之一。由于韩国在我国利用外资的地位不断上升,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发展趋势值得关注。本文

利用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2004年最新的调查结果,分析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基本特征、经营状况,进而对于今后如何改

善和促进中韩经贸关系提出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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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韩国对华投资快速增长,韩资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外资来源之一。据商务部统计, 截至2003年底,

韩商来华投资共6396项,对华实际投资累计额为196.88亿美元,位居对华投资前10位国家/地区的第7位。最近两年,随着中

韩两国经贸关系的不断加深,韩国企业对华投资掀起了新的热潮,投资地位迅速上升。2003年,在对华投资前10位的国家/地

区中,韩国列第4位; 2004年前8个月,韩国对华实际投资高达46.61亿美元,超过日本和美国的对华投资流量。韩国企业对

华直接投资在同期外商对华投资中的比重已由1992年的1.1%上升至2004年第一季度的9.8%。 

    一 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基本特征 

    2004年,为迎接中韩建交12周年,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对在中国投资的529家韩资企业进行了调查, 其中包

括在华投资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的韩国中小企业402家和大型企业127家。从其公布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到韩国企业在

中国投资的基本特征。 

    (一)韩国企业在华投资的行业分布和地域分布 

    从行业结构来看,韩国在华投资中制造业比重占多数。一般制造业如纺织、服装、玩具、皮革加工、电子电器、机械

制造是韩国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在华投资较为集中的行业。近年来,韩国的信息技术、机电、化工等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

型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优势较为明显。总的来看,韩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有三方面的优势: 第一,中韩两国在地理位置上

比较接近, 文化上也有一定的认同感。韩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心理距离”相对欧美企业具有明显优势。中韩两国同属儒

家文化圈,首先在心理上二者就有接近感,大大提高了韩资企业在中国的成功率。第二,中韩两国在产业结构上有很大的互

补性,双方互相合作的空间非常巨大。从中韩两国的贸易结构上,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包括电子产品

及其零部件、石化产品、钢铁、机械等。中国对韩国的出口产品主要包括电子产品及其零部件、钢铁、纤维、燃料等。第

三,韩国在一些行业如电子、机械、石化等行业的技术水平明显高于中国的同行业。韩国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与欧美技术

相比,对于中国而言更具有实用性。 



    从韩国企业在华投资的地域分布看,山东、辽宁、上海、北京、广东是韩资企业较为集中的前五大地区。以前,韩国对

华投资主要集中在环渤海湾地区的东北和山东等地。随着韩国企业在华投资重心从原来的“成本导向型”投资转向面对中

国市场的“产业链投资”,华东地区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市场潜力巨大,对韩国投资者的吸引力自然增加。近年来,中韩

贸易和投资重点已向华东地区转移。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已成为韩国在中国最大的投资区域,经贸与人员往来

更加密切。根据KOTRA提供的数据, 2003年下半年韩国在华投资中有35%在华东地区, 2004年上半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

40% ,韩国企业在华东地区已经达到570家左右,总投资额为15.5亿美元。韩国信息技术、服务、物流企业表现出越来越强

的投资中国的意向。苏州、无锡、宁波、昆山等地受到中型韩资企业欢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那里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源成

本以及比较成熟的制造业产业环境和非常便捷的交通环境。 

    (二)韩资企业投资中国的目的和方式 

    KOTRA的调查数据显示,韩国企业投资中国的目的依企业规模有所不同。对于投资额低于100万美元的中小企业而言,

投资中国主要目的是: ( 1)打开中国内需市场( 26.8% ) ; ( 2)取得廉价劳动力( 25.8% ) ;(3)原材料采购

( 13.1% ) 。此外,韩国国内经营环境的恶化(10.0% )和其他国家出口环境(9.5% )的变化也是促使中小企业向中国发展

的推动因素。而对于投资额超过100万美元的大企业而言,投资中国主要目的是: ( 1)内需市场(34.9% ) ; ( 2)原材料

(18.5% ) ;(3)廉价劳动力(16.3% ) 。 

    韩国企业在华投资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大多数韩国企业在华投资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相对较

低的生产成本。三星、LG等集团基本采用这样一个模式:在韩国搞研发,把研发成果拿到中国生产,然后将大部分产品出口

到其他国家。1998年之后,韩国企业看中国的角度发生了改变,它们重新审视中国作为市场的巨大潜力,但这并不意味着韩

国企业将放弃制造业,相反,它们在不断延长制造业链条。韩国大企业目前正把中国作为“第二个产业前沿基地”。为了达

到这个目标,三星、LG集团正在加大在中国的投资规模,加强制造业链条中的营销、物流、研发、售后服务等环节,使得整

个投资项目系统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服务业加速了对外开放的步伐,韩国企业在中国服务业的投资出现

了突破性进展。韩国企业已经开始进入保险、传媒、证券、旅游、公共服务等领域。三星集团在华投资的金融业务已经占

到其投资的3%左右。 

    另外, KOTRA调查结果显示,韩国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在华投资方式也表现出不同的偏好(见图3和图4，略)。KOTRA调查

数据显示,选择独资方式的企业占被调查总数的61.2% (295家) ,选择合资(合作)方式的企业占被调查总数的32.0% (154

家)。中小企业的独资数量(64.4%)明显高于中韩合资、合作的数量(29.1%) ,但对大企业来说,二者并无太大差异,合资

(合作)的企业占41.4%,独资企业占50.5%。另外,有一部分韩资企业由原来的合资、合作转为独资企业。造成投资方式由

合资转变为独资的理由主要有三个:一是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市场产生信心;二是与中方合作者发生矛盾和摩擦;三是中国

合作方在合资企业中的作用降低。 

    二 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经营状况 

    ......

    三 改善和促进中韩经贸关系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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