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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与挑战：中韩双边经济回顾与未来展望

杨晶晶

汉阳大学国际学院　韩国首尔　04763

摘　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中韩两国经济合作的深化及其对区域和全球经济的影响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自 1992 年建立

外交关系以来，中韩经济合作迅速发展，覆盖了广泛的领域，包括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绿色能源和数字经济等。这种

合作不仅促进了两国的经济增长，也对维护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稳定与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

变化，包括全球供应链重构、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以及新兴技术快速发展等因素，中韩经济合作所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本

文通过分析全球供应链的变化对中韩经济合作的影响，探讨了经济政策调整、技术创新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气候变化

减缓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以及这些变化对中韩经济战略和合作模式的影响。文章进一步预测了中韩经济合作的未来趋势，

包括贸易多元化、加强联合研发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等战略建议，旨在探索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动态中如何保持

和加强中韩的经济伙伴关系。最后总结出，中韩两国经济合作有望继续加强，在高科技、绿色发展和数字经济等领域拓展

新的合作机会。两国需要通过政策调整和机制创新，应对外部挑战，促进双边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共同推动建立更加

开放、包容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体系。通过深化合作，中韩不仅能够增强双边经济关系，也能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稳定

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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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下，国际经济合作成为推动全

球增长与稳定的关键。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和

人工智能的发展，重塑了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模式，为国际经

济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东亚地区重

要经济体中韩之间的经济合作尤为引人注目。尽管面临全球

经济挑战和区域政治动荡，两国的经济关系仍显示出弹性和

增长潜力。

2023 年，韩国对中国的贸易出现了 180 亿美元的逆差，

这是自 1992 年两国建交以来首次出现的年度逆差，标志着

中韩贸易结构正经历着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反映了中国市

场对韩国产品需求结构的变动，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的影响。尽管出现逆差，中国仍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彰

显出两国经济关系的深度和广度。

中韩两国在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时，应拓宽合作领域，

激发合作潜力，共同推进两国经济共赢局面。其中，韩国金

融委员会副委员长金素英指出，中韩双方有着密切合作发展

经济的基础，这也是成为构建面向未来的合作关系的重要基

础。预计未来中韩经济合作领域会更加多元，包括全球价值

链领域的合作、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的合作以及共享政策经

验的合作等。

此外，在第 17 届韩中经济部长视频会议上，中韩首次

就深化供应链合作达成一致，并商定扩大碳中和政策交流，

推动经济合作。表明双方致力于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并通过

加强合作促进双方乃至地区的经济稳定与发展。

中韩经济合作的继续持续深化，在高科技、绿色能源、

数字经济等领域。两国应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协调，优化合作

机制，共同应对外部挑战，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和领域，实现

互利共赢，共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中韩两国可

以加大在科技创新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力度，同时加强在

教育、文化交流等软实力领域的合作，为经济合作提供更加

坚实的社会和文化支持。

2. 经济合作概况

中韩两国的经济合作自 1992 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经

历了快速发展和深化的过程。特别是在贸易、投资和技术创

新等领域的合作，不仅推动了双方经济的增长，也对区域乃

至全球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

据 2023 年 12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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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对中国的贸易出现了 180 亿美元的逆差，这是自 1992

年两国建交以来首次出现的年度逆差，表明中韩贸易已经出

现了明显的结构性变化。同时，随着两国经济的互补性，投

资合作持续加深。特别是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韩国企业

被鼓励提供更多中国市场目前无法自产的产品。这种投资流

向的调整，不仅促进了技术交流和知识共享，也为两国企业

提供了新的市场机会。

在技术合作方面，中韩两国聚焦于共同的研发项目，

尤其在信息技术、生物科技、环保技术等前沿领域展开合作。

这种合作不仅有助于两国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促进了创

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而在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如太阳能

和风能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成为两国合作的重要方向。符合

中韩两国发展绿色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目标，为双方

经济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中韩两国在电子商务、智慧城

市建设、大数据分析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数字经济的

发展和创新。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为双方间的商品和服

务贸易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促进了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

增长，加深了两国的经济联系。在高科技产业领域，中韩通

过设立合资企业等方式加强合作，共同探索国际市场。这些

合资企业不仅促进了技术交流和创新，也帮助两国企业提升

了国际竞争力，开拓了新的业务领域和市场。

综上所述，中韩经济合作正处在持续深化与调整之中，

面对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两国经济合作展现出强大的

韧性与潜力。未来，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新技术的发

展，中韩经济合作有望继续扩展新的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

赢，共同促进区域和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3. 当前经济趋势与挑战

在当前全球经济新格局下，中韩两国的经济合作面临

着多重变化与挑战。全球供应链的重构、经济政策的调整以

及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等因素共同影响着两国之间的经济

合作关系。

受全球化进程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全球

供应链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重构。中韩两国作为全球重要的

制造基地和贸易伙伴，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近年

来，随着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两国企业更加重视供应

链的多元化和弹性，以降低外部冲击的风险。这一趋势促使

中韩加强现有合作，共同应对供应链危机，探索更加可靠和

高效的供应链管理策略。

随着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中韩两国不断调整经济政

策以适应新的全球经济形势。中韩两国都在寻求通过政策支

持，强化国内外经济合作的基础，尤其是在高科技、绿色能

源和数字经济等领域。此外，两国还在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

体化进程，旨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加强中韩及区域内其

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

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为中韩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

遇。两国正共同探索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

合作潜力，以推动经济合作向更高质量和更深层次发展。这

些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产业效率，还能促进新业态和新

模式的创新，为两国经济合作开辟新的增长点。

在全球经济新格局下，中韩经济合作正面临着重大的

机遇与挑战。通过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经

济政策调整以及新兴技术发展等变化，中韩两国能够促进双

边经济关系的深化，为区域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做出

贡献。未来，中韩两国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同探

索符合双方利益的合作领域和模式，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

国际经济环境。

4. 合作前景与平衡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成为未来

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中韩两国均具有在这些领域内深化合

作的巨大潜力。例如，双方可以在智能制造、健康医疗和生

物制药等领域开展联合研发项目，共享研究成果，促进技术

交流和产业升级。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中韩两国在绿色能源和气

候变化减缓技术领域的合作尤为关键。两国可以共同开发清

洁能源技术，如太阳能、风能和电动汽车技术，共同推进碳

排放减少和环境保护项目，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为应对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中韩两国需进一步

多元化贸易伙伴，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通过拓展新的贸

易市场和加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合作，两国可以更好地应对

外部经济风险。

加强在高新技术领域的联合研发是深化中韩经济合作

的重要策略。通过建立联合研究中心、共享研究设施和实验

室，以及促进人才交流，双方可以加速科技创新，共同开发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和技术。

中韩两国应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经济合作的核心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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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共同推动绿色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通过合作开发绿

色技术和产品，实施环保项目，以及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

两国可以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综上所述，中韩经济合作的前景广阔，特别是在人工

智能、生物技术和气候变化减缓技术等领域。面对全球经济

的不断变化，通过贸易多元化、加强联合研发以及促进可持

续发展目标，中韩两国能够建立更加平衡和富有成效的经济

伙伴关系。

5. 结论与建议

中韩两国经济合作经历了多年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双边

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也在高技术、绿色能源和数字经济等领

域展现出巨大的合作潜力。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政

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两国经济合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特别是在全球供应链重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数字经济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韩经济合作的未来发展将更加注重合

作的质量和深度。

中韩两国应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以应对外部

经济环境的变化。两国政府可以定期举行经济对话，就贸易

政策、市场准入、投资保护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共同制定

应对策略。

为适应全球贸易新趋势，中韩两国可以共同探索贸易

机制的创新，例如通过数字化手段简化贸易程序、降低贸易

成本，促进跨境电商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时，双方应积极

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共同维护自由贸易秩序。

鉴于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气候变化减缓技术等领域的

合作潜力，中韩两国可以设立联合研究基金，支持双方企业

和研究机构在这些前沿领域开展合作。通过共享研究成果、

共同培养科研人才，加快技术创新和应用。

中韩两国在推进经济合作的同时，应重视合作的可持

续性，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全球性挑战。两国可

以在绿色发展、清洁能源、低碳技术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

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贡献力量。中韩两

国经济合作的未来发展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不断适应全球经

济的新变化，深化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机制，共同应对挑战，

以实现双边关系的长期、稳定和互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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