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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韩国产业创新战略的特点 

    在知识经济发展时代，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创新”。韩国在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主要实施以创

新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将两创：“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和两高：“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贯穿到迈进知识经济社

会的全过程。 

    1．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提高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能力。从全球技术市场发展趋势看，今后竞争的焦点集

中在高新技术领域。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未来10年仍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和潜力，它

将与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环境保护技术形成集群发展趋势，而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保证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动

力。因此，韩国将技术创新、品牌创新和高技术含量与高附加值贯穿在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如根据信息通信、汽车等

核心产业的需要，韩国制定了21世纪前沿研发计划、尖端技术发展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生物韩国计划等，旨在通过

开发共性技术，提高韩国的产业竞争力。同时，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领域，也体现在管理等各个方面。例如，政府在进行

改革时，经常会面临失业率提高的问题，政府必须注意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产业创新的形式主要体现在集群创新上。韩国将大力培养新的成长产业群作为产业创新的重点。创新集群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将各类科研单位和科技精英人才集中于科技园区，在未来十几年内建设2-3个世界级高科技园；二是以三

星、LG等大型跨国公司为核心的产业技术研究院为主导，不仅为信息技术研发提供资金支持，还为技术创新培养众多人

才。根据政府计划，今后韩国人均国民收入新增的1万美元中有33％将来自信息技术产业。为了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韩

国政府已于2003年8月确定了“十大增长动力产业”：包括智能型机器人、未来型汽车、新一代半导体、数码电视广播、

互动电视网、新一代移动通信、等离子显示器和绿色新药等，希望这十大产业能够带领韩国经济重新回到高速增长之路。

韩国政府确定的“十大增长动力产业”一部分是韩国目前拥有一定技术优势的产业，另一部分是具有发展潜力并对韩国经

济至关重要的产业。为推动“十大增长动力产业”的发展，韩国政府计划对相关的研究开发和设备投资实行优惠的税收政

策。同时，将“十大增长动力产业”进行分解，选择各产业的重点培育技术和企业，并通过现金补助制度等优惠金融政策

引进外国高科技投资。确定“十大增长动力产业”预示着韩国将面临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经济体制的转型。此前，韩国

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是以增加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今后，韩国将主要通过建立适应高新技术发

展的经营管理体制、增加研究开发投资和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使产业创造出更高的附加值。 

    2．集中发展优势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制造业仍是未来韩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为保持制造业年均6.1％的增长

率，必须改变制造业的结构，尽快提高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具体做法：一是在整个制造业范围内形成技术创新或革新型

的产业体系；二是通过与信息技术的嫁接以及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环境技术的融合，加强制造业的竞争力；

三是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保持一定的差距，形成垂直型产业结构。例如，韩国应该把发展原材料市场中的中等技术



继续与中国保持垂直型布局，并将中等技术满足于中国市场的需求，利用优于中国的技术优势，向高附加值领域转移，与

发展中国家继续保持在价格方面的竞争(中低技术)，保持技术上领先2-3年的优势。 

    韩国产业的优势在造船、汽车、半导体及数码产品等制造业上。因此，必须在造船、半导体产业的技术开发、设计、

营销、技术标准等方面保持世界第一。在数码电子领域成为新技术的拥有国，核心配件供应基地，国际标准主导国家。生

物技术产业为核心战略产业，进行重点培植。生物技术企业大部分集中在生物医药领域(60％)，再依次为农业、食品、化

学和环境领域。在钢铁、机械、零部件、材料等领域确保世界竞争力，并将IT、BT、NT、ET等未来具有战略性的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础达到世界级水平。 

    3．以革新型产业政策为核心实施均衡发展战略。2006年是韩国《国家均衡发展5年计划(2004至2008年)》实施

的第2年。为配合这项计划的落实，2006年3月21日韩国国家均衡发展战略委员会又确定了《2006年国家均衡发展实施计

划(案)》。实际上，韩国国家均衡发展计划也可以看做是“产业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以革新产业政策为核

心，促进和协调产业向集聚化、高科技化和高附加值化的方向发展，而国家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为产业集群创新和提高产

业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条件和保障。更重要的是，国家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又一次转换，即加速由技术

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换。 

    《国家均衡发展5年计划》实施的重点是：采用通过构建地方革新体系以推进革新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加强地

方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国家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把韩国建成东亚国际商务和知识产业中心；物流和金融中心；休闲娱乐

中心；信息和数字多媒体中心。2006年，韩国政府将对该计划内的各项事业投入总额为15.6038万亿韩元资金，与2005年

相比，所投入的资金增加了18.1％。  

    各地方产业均衡发展重点实施方向为： 

    首尔：培育东北亚商务金融中心与IT—BT产业基地； 

    釜山：物流中心城市化与加强R＆D力量； 

    大邱：打造科技城市，建设东南圈R&D基地； 

    仁川：打造科学技术基础与培育东北亚门户城市； 

    光州：建设光产业集群与光州文化中心城市； 

    大田：以大德R&D特区为中心建设世界级革新集群； 

    蔚山：推进主力产业结构高端化； 

    京畿：高新技术产业集约化，建设知识信息中心； 

    江原：生物制药医疗设备集群化，建设观光中心； 

    全北：建设汽车机械产业革新集群与培育乡土产业； 

    全南：培育造船、海洋生物等战略产业与绿茶等地方产业； 

    忠北：培育IT - 生物产业基地； 

    忠南：奠定以产业集群为中心的产业发展基础； 

    庆北：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化与地方产业合作网络化； 

    庆南：培育知识基础性机械产业与地方产、学、研、官网络化； 

    济州：培育健康、美容等产业与夯实国际观光城市基础。 

    4．迅速提升服务业水平并向柔性化方向发展。在全球知识、信息和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下，韩国进入了产业结构

升级的又一关键阶段。韩国认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增强将成为韩国制造业发展的竞争对手，韩国在制造业方面将逐渐

失去竞争力，需要很快并大量转向服务业。但是，韩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很不平衡，其中，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发展

不平衡。经合组织指出，韩国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生产率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与发达国家相比，韩国服务业还处在发展阶

段。目前，服务业的增长速度缓慢，不足以迅速替代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2003年后，韩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不再

增长，甚至有小幅衰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仅达制造业的56％，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93％的水平相距很大。 目前韩国政

府发展服务业的措施仅限于电影、广告、医疗和社会福利等少数领域的减税。韩国在教育、法律和医疗保健等行业对FDI

的控制仍然非常严格。封闭的服务业市场不利于韩国实现成为东北亚商业中心的目标。虽然政府有意扩大服务业的开放

度，但是由于许多国内供应商反对，服务业的开放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为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政府正在税制、金

融、企业负担费用等层面入手，改善与制造业政策之间的差别，取消对服务业发展不利的政策，同时，降低外国人对这些



领域投资的限制等。 

    韩国认为，发展服务业关键是要在服务产品的增殖上下工夫。此外，服务业应该向柔性化方向发展，并加快培育新型

服务业，如由于社会迅速老龄化带来的家庭管理、家庭健身、保健与医疗诊断、家庭机器人的利用等被称为“银发产业”

的服务业。三星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老年人口的增多将对其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报告建议，政府应该从现

在开始建立老年人劳动力市场，推广老年劳动力的再培训工作。与此同时，韩国将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看作是未来服务业发

展的最好投资市场，强调要在发展中国家建立服务业市场，而且，特别关注中国服务业市场的发展和扩大，尤其是中国面

临严重的环境问题，这对韩国海外投资是个极好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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