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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朝鲜的地理位置决定着中朝经贸关系在朝对外经贸中一向占有重要地位。 2 0 0 2年是朝鲜经济的重大
举措之年 ,所推出的“秩序调整”和“设置新义州特别行政区”举措 ,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朝鲜在以自
己的方式向国际社会回归。这有利于提高中国对朝鲜经济的影响作用 ,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向纵深
发展。朝鲜致力于经济建设 ,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应从区域共同体意
识出发 ,运用“双赢”或“多赢”战略 ,帮助朝鲜一把。 

[成果全文]

一、 中朝经贸往来———居朝鲜对外经济关系之重要地位 

(一) 朝鲜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 

众所周知,朝鲜执行自立民族经济建设方针,一向把对外贸易定位在“互通有无”上,而并非是参与国际
分工,因此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对外贸易额一直不高,贸易对象国亦不多。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
初情况曾大有改观,创朝鲜对外贸易总额最高记录。但由于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经济滑坡,进一步限制
了朝鲜对外贸易的发展,贸易额连续多年呈下降趋势,贸易对象国也局限于几个国家。表1给出的是朝鲜
对外贸易额的变化情况。 

进入新千年以后,伴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朝鲜的对外贸易开始出现渐进增长迹象。首先,经济总量在
2000年和2001年都保持了正增长。2001年财政预算收支总额为215.708亿朝元(约合97.6亿美元),较2000
年的209.343亿朝元增加了3.2%。其中,财政预算支出执行情况为,经济建设费支出占40.1%,人民福利、
文化、教育费占38.2%,国防费占14.3%。其次,对外贸易也有较大恢复,2001年贸易额达到29.7亿美元,比
2000年增长50.8%。 

(二) 中朝经贸往来的发展及其特点 

中朝贸易自50年代签订“易货协定”,拉开双方贸易帷幕以来,中国一直是朝鲜对外贸易的稳定对象国。
表2给出朝鲜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外贸易10大对象国,数字显示,中国所占比重为28.4%,位居朝鲜对外
贸易对象国之首,如果把回归的中国香港地区的数字包括进来,所占比重将更为突出。表3给出中朝贸易
商品结构,中国对朝鲜出口商品种类以矿物性燃料和粮食为大宗,两项合计占到40%以上。进入新千年以
来,中朝贸易依然稳定增长,2001年中朝贸易额为6.3亿美元,较2000年增长28.6%,贸易商品结构仍主要表
现为中国以能源、粮食交换朝鲜的钢铁。 

中朝贸易往来有着自己的特色,其最大特点是双方贸易往来的重要性不是体现在朝鲜的经济上升期,而是
恰恰相反,体现在其经济的萎缩时期。在朝鲜经济的萎缩期,尤其是当粮食出现严重不足时,朝鲜以到中
国寻求粮食为主要目的的“背包贸易”的重要性就被突出了出来,成为朝鲜贸易萎缩时期最活跃的部
分。而当朝鲜经济一旦得到恢复时,中朝贸易商品结构的局限性就决定了双方贸易重要性将相对降低,而
为资本相对更高的其他国家所替代,当前主要是日本。以日朝贸易为例,2001年日朝贸易额达到12.8亿美
元,约为中朝贸易的1倍。 



二、 朝鲜经济新举措———秩序调整与新义州特区设置之意义 

(一) 启动秩序调整有助于刺激经济活力 

2002年堪称朝鲜经济政策出台重大举措之年。7月1日首先启动了秩序调整,2个月之后又宣布设置新义州
特别行政区。其中秩序调整举措的主要内容概括地讲是以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为先导,打破利益再分配
领域的平均主义倾向;以价格的全面调整为契机,重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体系,以确保中央财政收入
的扩大。具体来讲主要是在保持2个不变(义务教育、公费医疗)的前提下:1 平均提高工资约15～20倍,
即由90～250朝元上升到1500～5000朝元。其中突出增加科学工作者、大学教授以及从事重体力劳动、
有害劳动、危险劳动者的工资,使之达到4000～5000朝元左右。2 全面调整生活必需品价格,包括公共设
施、水、电、煤气、住房等的使用费、服务费以及外汇兑换比率,实行国家对商品的最高限价制。3 由
国家在服务领域增设部分就业岗位,以满足劳动者的就业要求。4 作为补助性措施,暂定继续使用现行货
币,在必要时增发1000元大额货币。 

朝鲜的这次秩序调整举措虽未用“改革”定性, 但其刺激经济活力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其积极意义起
码有以下几点: 

第一,将直接触动人们的思维观念,可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此番政策调整打破的是无偿供给体制的
“铁饭碗”,铲除了滋生惰性的土壤,从而为人们通过“多干、干好”,实现“吃饱、吃好”开辟了能动
空间。 

第二,有助于国家对国民的组织动员和对经济的管理方式,由以意识形态(精神鼓励)为主向与经济利益挂
钩为主,把对物资的供给方式,由以实物形态为主向以货币形态为主转变,进而推动国家经济运营机制层
面发生变革。此次秩序调整的基本精神是强调保障“实利”。这里的“利”是指利益、盈利等。国家对
创利单位要给予利益返还,单位对个人所创利益在分配时要给予利益鼓励,形成一种创利者与所创价值挂
钩的再分配机制。这必然带来利益核算方式的变革。 
第三,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其的认同感,加速其参与国际分工步伐。此番调整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一些
国家希望其政策出现松动的要求,这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其的认同感,为其参与国际分工带来积极的影
响。如,秩序调整后的价格上扬,已使许多商品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大大靠近了一步。又如朝币兑换美元
汇率由2.12比1回落到150比1。尤其是最高限价制的实施,客观上为市场依据某种商品供求关系自行调节
价格提供了可能。 

(二) 辟建“特区”意味着朝鲜在以自己的方式回归国际社会 

朝鲜政府继启动秩序调整之后,又于2002年9月12日宣布建立新义州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特区”),并
以《新义州特别行政区法》的颁布为标志,使这一举措由酝酿转为实施。拟建中的新义州“特区”,面积
为132平方公里,地域单位划分由两大块组成,一块由北新义州35个洞中的31个洞及其郊区8个里中的4个
里,外加义州郡3个里中的一部分构成,面积为82平方公里;另一块由延州郡中的2个里的一部分、铁山郡
中2个里的一部分构成,面积为50平方公里。拟议中的产业结构设计,系以金融业、旅游业、娱乐业、高
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农业(蔬菜和畜牧)为中心。其产业配置,前几项重点配置于82平方公里地块,后一项重
点配置于50平方公里地块。特区建设起步初期拟从娱乐业开始。 

朝鲜继20世纪90年代初辟建罗津—先锋自由贸易区10年之后的今天,再度设置新义州“特区”,其政策较
以前已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在设区性质上,依法规定为“特别行政区”。这实际是把面积
仅为132平方公里的地块升格到“道”一级行政单位,并赋予其高度自治权,包括立法权和部分的外事自
决权,允许区内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其次,对区内的人员构成,包括最高行政长官的任用到
基本民众的入驻,实行“大换血”式调整,如“特首”一职曾一度拟任用一名非朝鲜人出任,其基本民众
构成,拟将迁出当地32万人口中的1/3,而允许资本所有者前来投资、定居。再次,拟创世界所得税政策的
优惠之最,规定税率为14%,比中国香港的15%低1个百分点。此种政策趋向上的大变化,客观地讲应是其周
边开放格局的完善和开放形式的深化。这可以表明朝鲜意欲向国际社会回归。 

三、 中国对朝鲜经济之作用———活化东北亚区域合作薄弱环节的关键性因素 

(一) 朝鲜是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薄弱环节 

中朝两国均位于东北亚区域。两国的经济合作对象也多发生在东北亚国家。这里所说的东北亚经济合
作,既有双边之涵义,又有多边之所指。从双边合作层次而言,无论是中国对朝、韩、日、俄,还是韩、
日、俄对朝的贸易,应该说均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中国对朝、韩、日、俄的双边关系发展中,以中韩
关系发展最为突出,截止2002年6月,双边贸易额已达到400亿美元,成为后进变先进的成功一例,被称为双
边关系发展的典范。中日贸易额2001年达878亿美元,累计直接投资额达297亿美元,日元贷款额约224亿
美元。中俄贸易额2000年达8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第4大贸易伙伴,2001年1～5月,俄国从中国进口
额达8.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2.2%,俄对中出口达29亿美元,同比增长51.2%。在韩、日、俄对朝经贸关系
的发展中,则以韩朝关系发展尤为引人瞩目,特别是在高峰会晤举行的当年,双方贸易额,包括投资和援助
达到了4亿美元。然而,如果把这种各方对朝经贸的发展与对其他国家的发展作以比较,就不难发现,朝鲜
属于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 

从多边合作层次而言,客观地讲,东北亚区域探讨中的多边合作项目已不在少数,诸如环渤、黄海经济圈
合作、图们江三角洲开发、东盟“10+3”合作机制化努力等。以图们江三角洲开发项目为例,启动已达
10余年,参与各方的普遍感觉是朝鲜的积极性相对较低。由此朝鲜被人们视为东北亚多边合作中的一个
薄弱环节。然而,朝鲜位于东北亚区域中心, 是发展多边合作的重要环节,没有朝鲜的参与,东北亚区域
经济合作怎么说也是不完整的。此种薄弱环节局面若不改变,不仅会影响东北亚双边关系的发展,同时也
将制约整个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展。 

(二) 中国在启动薄弱环节中的积极作用 



无论是推动中朝经贸往来再上新台阶,还是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重要的是加强薄弱环节
的工作。在活化薄弱环节方面中国无疑有着特殊的优势,其作用是积极的,其影响是长期的。 

首先,中国对朝政策的客观性,将成为活化薄弱环节的稳定因素。朝鲜致力于经济建设首先希望有一个和
平环境。中国长期奉行对朝睦邻友好政策,支持朝韩高峰会晤达成的自主和平统一方针,反对霸权主义对
朝实施不公正做法,例如:美国布什政府为对朝施压而将之列入“邪恶轴心国”名单,从而引起了朝鲜的
强烈反感。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俄、欧等国对美提出异议,使布什在2000年2月访问中、韩时,表示要把
朝鲜与伊拉克区分开来,转而实行对话为主的政策。中国的这一做法,为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发挥
了其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应起的积极作用。 

其次,中朝地缘关系的毗邻性决定了中国是连接薄弱环节的重要之环。中朝之间一衣带水,延绵的边境线
上座落着10余座大小不等的城镇,几乎每个城镇都开设了口岸,有公路或铁路连接,为双方的交流敞开着
方便之门。以丹东市为例,现已成为承担中朝贸易过货量80%的口岸城市。由于中朝贸易量的进一步增
长,原有鸭绿江桥已远不适应日益增长的过货量需求,再建新桥迫在眉睫。据说这已被有关方面纳入议事
日程,并以立项。说明为期不远即可动工。 

再次,中朝民间感情的相近性正在成为薄弱环节活化经济的生长点。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参与国际分工,
是两种经营方式的换位。其经营活动不仅涉及资本、技术等因素,还涉及语言沟通、政策法规运用等非
经济因素。这方面,中朝之间社会主义制度的相似性和两国人民之间无生疏感,驱使中朝有志从事经贸活
动的人员首先选择对方进行实践操练。以朝鲜罗津—先锋自由贸易区从事贸易或投资者为例,他们大多
为中国延边地区人员。再以朝鲜对外餐饮业对外投资为例,也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主要城市。 

最后,中国与朝鲜、韩国3国关系的特殊性决定着现阶段中国可以发挥韩朝交流中的桥梁作用。 

(三) 努力方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周边国家都来帮朝鲜一把 

综上所述,朝鲜的经济秩序调整和新义州特区的建立无疑为东北亚国家扩大对朝经济合作展现了美好前
景,进而也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展现了乐观的未来。但再美好的前景,其实现也需要脚踏实地地一步步
往前走。仅从朝鲜角度而言,其进程是否顺利当然主要取决于朝鲜自身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与周边国
家能否为之提供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不无关系。因此,笔者在此提议,周边国家都来帮朝鲜一把。 

首先,朝鲜自身对其前景充满信心。目前,朝鲜关于其前景目标的设计,称为“主体社会主义强盛大国”,
并进一步把“大国”的定性落实到思想、军事、经济3个方面。尽管至今尚未对经济大国做出量化指标,
但战略目标提出的本身已经说明其走出了经济泥潭,换句话说“固守了社会主义体制”。对于其未来路
程的判断,朝鲜没有盲目乐观,而认为开拓拥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然面临许多荆棘,用其流行的
话语讲是:“面带微笑走险路”。 

其次,此时此刻,朝鲜尤其需要周边国家的支持。周边国家从“双蠃”或“多蠃”战略出发,也应适当提
高区域共同体意识,对朝鲜承担些帮助义务。客观地讲,对于朝鲜内部形势的发展和对外政策的调整动
向,周边国家不仅给予了高度关注,而且以实际行动作了积极回应。例如,2000年朝韩之间高峰会晤的举
行;中朝之间金正日国防委员长的访华和江泽民主席的回访;俄朝之间金正日委员长1年内2次访俄、3次
与普京会晤;日朝之间在未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条件下,实现了二战后以来以首相身份的首次访朝等。以
上首脑之间的接触和互访,尽管目的有异,作用有别,但在推动双边合作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有了双边关
系的改善和发展,东北亚区域多边关系的发展就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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