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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产业政策分析 

世界产业结构研究室  魏蔚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其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

跃成为新兴工业国，创造了世人瞩目的汉江奇迹。虽然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但经过调整与改革又迅速走上了

经济复兴之路。可以说，韩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其成功表明，政府为扶植主

导产业发展而采取倾斜性的政策保障，有助于推动整个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工业化进程，从而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目前，韩国的造船业订单数量列世界第一，半导体产业也位居世界前列，它们的成长过程，分别处在韩国经济发展的

不同时期，即经济快速腾飞的重化工业阶段和以高技术产业为主的赶超阶段，它们作为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代表，都

得到了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本文将就两个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产业政策的作用进行分析。 

    一、传统产业的扶持政策分析——以造船业为例  

    韩国造船业的发展始于60年代，政府把造船业作为支柱产业和出口产业发展，1972年的重化工业发展计划，更是将造

船业列为重点发展的战略产业。韩国造船业真正的快速发展期也正是从1972年起步，凭借政府的政策和雄厚的资金支持，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国际造船业三个中心之一(另两个为欧洲、日本)。据英国造船和海运权威分析机构

克拉克森((21arkson)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韩国造船产业在新增造船订单，累计订单和造船吨位方面均排名世界

第一位，其造船企业获得的订单占全球全部订单的38％，在世界10大造船企业中韩国拥有7家。韩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

“世界造船第一强国”。 

    虽然有些观点认为，造船业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是属于“夕阳产业”，造船工业重心已经转移到亚洲国家。但与其他

“夕阳产业”不同的是，欧美发达国家不是为了产业升级而主动放弃造船业的，而是迫于亚洲国家的强大的竞争力。造船

业行业关联面达80％以上，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国的综合经济和技术实力，并且对国家海权有特殊意义。韩国政府的扶

植政策为造船产业的腾飞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主要措施包括： 

    (一)加快立法步伐，依法规范和促进造船工业的健康发展 

    早在1962年韩国就制定了《造船工业奖励法》，1967年颁布了《造船工业振兴法》。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的经

济政策转向发展重化工业。1973年韩国发表《重化学工业化宣言》，确定包括造船在内的十大“战略产业”，同年5月发

表了发展重化工业的十项原则：其中与造船产业有关的包括建设成国际规模、采用最新工序、签订长期进口合同或者具体

的原材料确保措施、产品大部分出口、合资比例为50％、厂址选择由政府确定等。同时，还制定了《造船工业长期发展计

划》，为造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1976年又制定了《海运造船综合发展法》。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

施，为韩国造船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作为特定产业培育，强化政府管制 

    在韩国重化工业发展阶段，政府把包括造船、钢铁、有色金属等在内的产业作为特定产业进行培育，重点扶持。一是

提供金融、税收优惠。其中包括金融倾斜政策、税收优惠政策、进口保护政策、工业园区政策等。1971年，包括造船工业

在内的重化工业从专业化国有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政策基金”获得的贷款份额占40％，1978年上升到68．7％。造船工业

凭借巨额政府投资和资金补贴，得以在很短时间内建成大型现代化造船企业，并低价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 

    二是对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开业、生产、扩大等活动进行规制，使国家有限的资源相对集中在这些产业上，推动这些产

业的发展。对于造船业，特定工业培育法中有关限制性因素主要包括：对从业者进行注册和指定的限制；政府根据自己的

判断，对造船业设施的新设、增设、合并、兼并以及产品的生产、供求、设施排列等发出指示；对船舶的建造、性能、工

序进行审批等措施。这些措施具有明显的限制竞争性质，使造船业作为重化工业的重要产业，按照政府的意愿快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开始进入产业“自主”、“竞争”与“开放”阶段，将以特定产业为中心的支援体制改为以

技术开发、人力资源开发与节能为中心的支援体制，大幅度减少了限制性竞争的因素。尽管这期间韩国政府已不再把造船

业列为战略产业，但是韩国造船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较高的创汇能力，继续受到政府的扶持，给予造船业的补贴和

金融优惠政策对比其他主要造船国依然有很大优势。 

    (三)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引进与创新 

    随着韩国政府产业政策逐渐向重视竞争的转变，在政府的支持下，各种规制逐步取消，使韩国的造船业越来越重视技

术创新的作用，企业逐渐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竞争力不断提高。这些创新主要包括船型的创新、生产工艺和管理技术的

创新等。韩国造船业在掌握了传统船型的建造技术后，便大力开发集装箱船、大型原油轮、汽车滚装船、液化石油气船、

液化天然气船、化学品船等船型设计复杂、建造难度大、利润率也相对较高的新型船舶。 

    他们首先从国外引进设计图纸，在外国船级社和船东技术代表的监督下进行生产，本国企业在生产中探索学习，逐渐

形成自主研发能力。生产工艺和管理技术的创新方面，韩国紧跟现代造船技术高度机械化、自动化、集成化、模块化、计

算机化的发展方向，还不断研究、开发和应用新的生产技术，如高效焊接技术、焊接机器人、造船精度控制技术、模块化

技术、计算机辅助造船集成系统技术、企业信息管理系统技术等。学习日本等国的分段造船法等先进经验，不断改进其生

产工艺和管理，缩短时间，提高造船效率。对造船企业在包括产品研发、设计、采购、生产、售后服务在内的全生命周期

中进行数据管理。这些技术创新大大提高了造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强大的科研、教育支持 

    在造船的科技研究方面，韩国政府实施了发展科研的诸多重大举措： 

    其一，在忠清南道大德郡建立科学城，集中了船舶、海洋开发、机械技术、电子机械等许多重要的科技研究所，成为

韩国最大的科研中心。建立玉浦造船工业园，在生产实践中发展造船技术。 

    其二，设立技术开发准备金、技术开发资金、共同研究资金等。进口研究用品减免关税，对技术引进费用减免税收。 

    其三，采取多种方法引进技术，注意引进技术和自主开发相结合，如招聘国外技术人员，收集科技文献资料，购买技

术专利，与国外合资开发等。将日本、西欧作为重点，积极引进、学习先进的造船技术和管理方法。 

    其四，为了加强科技人力资源储备，韩国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理工科教育。对大学院系进行调整，扩大理工科招生人

数，建立科技高中一科技大学一科技院(研究所)的连贯教育体系，并向国外大量派遣留学生。 



    通过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韩国的造船业获得了持续的快速发展。韩国造船业尽管在订单数量上多次位居世界第一，

但要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还必须在技术创新方面继续探索，不断学习，逐渐形成自主研发能力。产业政策特别是科学

技术政策的支持，仍然是韩国未来造船业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 

    二、高技术产业的扶持政策分析——以半导体产业为例 

    ......

    三、结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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