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日前，中国贸促会驻韩国代表处组织金融、矿产、科技以及医药

等行业的 15 家中资企业代表召开座谈会，就各行业面临的问题进行交流。从

这些公司反映的情况看，在韩中资企业目前正面临韩国贸易保护问题。

有企业代表指出，近年来，韩国掀起了吸引外资的热潮，外国投资企业已

经成为韩国经济重要的支撑力量。但令人遗憾的是，韩国政府并未为外资企

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韩国舆论也一边倒地倾向“韩国产”，这让外资企业

在韩国举步维艰。中资企业又该如何在这种形式下打响韩国市场的攻坚战？

反观中国市场，韩国企业是否也面临了中国企业同样的问题？扩大至其他

外资，是否也像在韩中企一样发展困难？中国的投资环境为它们带来了什么？

老祖宗教给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但更要看到，落后缘于保护。藏愚、守

拙只会让人抱残守缺，不知进取。而只有在公平、公开的竞争之下，落后才能

被淘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即如此，何况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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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韩国掀起了吸引外资的热潮，在这股潮流

中，中国企业开始崭露头角。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

企业对韩投资的整体规模不大，个体规模也较小，服务

类企业仍占多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徐伟

认为，中国企业对韩投资虽已起步，但是发展并不顺利。

近日，在中国贸促会组织的座谈会上，在韩中资机

构聚首，讨论企业目前面临的困境。金融业、海运业、医

药业代表都以在韩切身经历发表了意见。以这些公司

的状况来看，在韩中资企业正面临韩国贸易保护问题。

投资韩国政策限制多

对于韩国的贸易保护问题，徐伟表示可从韩国经济

的成长史来分析，由于其自身经济发展比较快，导致政

府和相关机构对招商的重视程度不够，所以韩国的招商

政策并不具备特别的优势。而在企业进入韩国市场后，

政策无法跟上企业需求，导致外资在韩国运营效率降

低，这也是很多欧美企业从韩国市场撤资的原因之一。

而对于想要进入韩国市场的外资，韩国政府设置

的门槛又较高，尤其是服务行业，如金融、航空、海运、

医药等，其目的就是减少对本土企业的冲击。同时，韩

国市场“密闭”程度很高，外资企业很难打进。这不光

是中资遇到的问题，很多发达地区的企业都面临过这

样的问题。

例如，韩国规定工程承包商必须在当地有业绩方

可进入韩国市场，这实际上堵住了没有在韩工作经历

的外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的道路。中国企业在海外承

包工程具有一定的实力，但正因为韩国的这一规定，目

前在韩国工程承包市场上尚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再比

如，中国的中医师要进入韩国，中国颁发的医师资格证

是不被韩国承认的。若想考取韩国医师资格证，医师

被要求必须精通韩语。许多中医师就是受这一规定所

限，而难以进入韩国工作。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虽然其他国家的外资企业

在韩国也受到政策影响，但是韩国对美国企业设置的

标准却相对较低。在韩国市场，部分中国企业想要与

美国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是有些困难的。在座谈

会上，与会的金融业代表也谈到这一现象。目前，韩国

金融监管当局对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外资银

行实行区别对待，这些政策都对中资银行在韩国开展

业务产生很大影响。

韩国民众保护意识强

除了进入门槛高，韩国独有的地域文化，导致其对

本土企业和产品的保护意识极强。徐伟在向记者解释

时，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饮料业的巨头可口可乐和百

事可乐虽然在其他国家都大受欢迎，但是在韩国的销

售却遭遇滑铁卢，而这正是由韩国民众保护本土饮料

产业造成的。这样看来，想要打入或是深扎韩国市场，

的确存在一定的困难。可以说，外资企业即使能够过

得了政府这关，但也未必能过韩国民众关。因为，即便

是政府放开的行业，民众对外资企业也并不买账。

同时，业内人士认为，韩国媒体的舆论导向也有问

题。据刚刚卸任的北京同仁堂保宁株式会社中方经理

刘冬梅介绍，同仁堂在这方面吃了很大的苦头。2004

年至 2006 年间，同仁堂产的牛黄清心丸在韩国的口碑

很好。同仁堂的药品不仅通过了中国的检验，也通过

了韩国的药品检验，其结果均合格。但是经过韩国媒

体的恶意报道后，其结果变成，所有中国产的牛黄清心

丸都存在重金属超标的问题，同仁堂的产品销量也因

此“一泻千里”。刘冬梅感叹道：“目前，韩国民众对中

国的产品还抱有不信任的态度，这对于在韩中企，也是

一个要突破的障碍。”

除此之外，专家介绍，韩国对技术外流保持高度警

惕，尤其是对待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在座谈会上，华

为代表就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在韩国的高科技企业

招标方面，华为也遇到过贸易保护和技术壁垒的情

况。据了解，韩国的一些研究机构不断发表中韩技术

差距的对照表，他们认为中国与韩国在技术方面的差

距正越来越小。因此，韩国在技术转移方面保持高度

警惕，尤其是在高新技术方面，韩国尽量避免中国企业

涉足，以防止中国企业缩短差距。例如在有中国、美国

和比利时公司参与的一次韩国电信系统工程招标中，

韩国方面提出参与招标的外国公司必须提供本公司的

核心技术，实际上是把外国公司排除在外。这种貌似

公正，实际偏袒本国企业的现象比较普遍。

中国企业打进韩国市场需灵动而为

韩国极具地域特点的市场情况，的确为中国企业

进入韩国市场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更不要说是“占领”

当地市场了。但是，只要了解和掌握了当地投资政策

的走向和市场变动，中国企业在韩国市场“大展拳脚”

也并不是难以实现。

据韩国知识经济部报道，2010 年，韩国吸引外国直

接投资已达 131 亿美元，创下亚洲金融风暴以后的历

史最高纪录。外资投资企业作为韩国经济重要的支撑

部分，不仅是韩国经济增长的伙伴，还起到推动韩国产

业发展的重要作用。而近年来，受金融危机影响，新兴

国家对韩国的直接投资持续增长，而发达国家对韩国

的直接投资却在放缓。中国去年对韩投资达 4.14 亿美

元，增长了 158%。主要是在电子电器、商业服务等领

域。特别是在 2010 年 5 月启动了“China Desk”之后，

中 国 对 韩 投 资 达 到 3.72 亿 美 元 ，占 全 年 总 投 资 的

90%。由此可见，韩国接受大量新兴市场投资，为中国

企业开辟韩国市场打下了很好的外部环境基础。值得

注意的是，乘着这股潮流，中国企业还须把握韩国市场

特点，找准市场定位，才能有所作为。

如上文所述，自我保护意识强是韩国市场的一大

特色，也是对中国企业在韩发展影响比较大的一方面，

这就不光要求中国企业要融合到韩国的本土文化当中

去，还要求中国企业用高质量、低价格去吸引当地民

众。徐伟指出，产品和服务只有具有极高的性价比，才

会对本土民众具有吸引力。

华侨姚大庆在韩国经营一家机电公司。他认为，

中国企业到韩国投资要树立“ 开拓和占领市场的意

识”，要找准项目，找好合作伙伴，做好市场定位，切忌

“盲动”。一定要了解韩国的国情，不能抱着“试一把”

和“行就留，不行就溜”的心理。

姚大庆对记者表示：“市场定位很重要，到韩国投

资必须发挥国际市场、韩国市场和中国市场 3 个市场

的作用，投资企业要有长远发展战略，必须找准能够发

挥中国比较优势的项目。韩国资源相对匮乏，是出口

主导型国家。所以资源密集型企业、单纯的加工企业

到韩国投资的成功机率就比较小。同时，韩国市场狭

小，容量有限，到韩国投资不能只盯住韩国市场，生产

性的企业既要立足韩国国内市场，也要面对国际市场，

这样才有发展前途。此外，中资企业的经营机制应灵

活，并且重视人才的培养，着重培养既懂经营，又懂当

地语言，了解韩国国情的复合型人才。这对中资企业

在韩国的发展至关重要。”

相对于中资在韩的尴尬，韩企在中国发展得顺风

顺水。1992 年两国建交后，中韩双边经贸关系取得了

飞跃式的发展。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贸易对

象国，也是韩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韩国对华出

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比例已超过 20%，中国经济增长

对于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与此同时，两

国经济的联动性也日益增强。

如今，在韩国股市上有关“中国机遇股”的说法已

不鲜见。据韩国知识经济部人士透露，韩国瞄准中国

内需市场的投资已经出现增长势头，韩国企业正在中

国寻求发展的“第二春”。

“吸金王”引起韩国企业关注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受中国投资机会及国内

市场吸引，外资企业过去 10 年对中国的投资，约占流入

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20%，中国已经连

续 17 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之首，成为名副其实

的“吸金王”。

如今，“中国机遇”引起了众多韩国企业的关注。

记者在采访中遇到韩国 ADNOTAM 公司的社长韩承

恩。据韩社长介绍，该公司原是一家完全立足韩国内

需市场的中小企业，与中国的惟一联系是从中国进口

大理石材料。但在近些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的扩

大内需战略使韩承恩对于中国内需市场的前景有了新

的认识，于是他决定投资中国，并在北京成立了公司，

专门经营镜面电视业务。业务开展不到半年，公司已

经找到了中国当地合作伙伴并获得了第一批订单。韩

社长对公司今后的发展抱很大希望。

上述的例子是韩企在中国的一个缩影，除了中小

型企业，三星、现代、LG 等大型韩资公司在中国的发

展也有目共睹。据三星公司行政专员苏静介绍，目

前，得益于天津滨海新区的良好政策，三星在天津发

展势头良好，三星电子、三星化工、三星电机都为三星

集团带来了许多荣誉，并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而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徐伟分析，韩企在中

国，目前已从最初的零售批发业向金融、科技等行业

转变，其中实业类企业并购、参股合资方式投资呈增

势并趋于大型化。

中国市场广受外资青睐

除了韩企，在其他外资眼中，虽然中国的投资环境

算不上完美，但不断完善的事实和中国市场巨大的潜

力，让他们依然看好在中国的发展前景。ABB（中国）

有限公司副总裁刘文汇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无论是

在政策、法律、知识产权保护还是硬件设施方面，都在

逐步改善。而英特尔中国公司某高管也表示：“特别是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在市场

准入、税制改革、国民待遇、知识产权保护等各方面的

努力，也切身感受到中国的投资环境在不断改善和提

高。高效率的服务，想企业之所想，为我们解决了很多

实际问题。”

据专家介绍，外资在中国的良好反映，主要得益

于中国政府和各地区的招商政策很好，对这些企业

的吸引力很大。并且，中国目前开始转变为新兴的

消费市场，民众的消费能力在不断提升，这些有助于

这些企业的业绩增长。中国还实行了稳健的财政和

货币政策，保持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增长。此外，中

国的通胀率一直很低，即便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也是

如此。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在改善投资环境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与不少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表现是

突出的，基础设施的提供也有很大优势。整体来讲，

中国的投资环境是 良 好 的，政 府 的 政 策 和 法 律 法 规

也相对公平公正。

此外，中国的民众在支持国货的同时，也比较能够

接受外资产品。这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有

容乃大的传统美德不无关系。所以，对自有民族品牌

的保护尚在理性范围内。

投资环境尚待完善

虽然外资青睐中国市场，但应该看到，中国的投资

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中国在过去 30 年间努力建设透

明与法制化的商业环境，以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但需

要理解的是，这一在工业化国家历经上百年方可实现

的进程，不可能在中国一蹴而就。

在徐伟看来，中国目前仍有一些领域对外资企业

参与竞标设置了不应有的门槛。此外，在保护知识产

权，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方面，虽然中国已经拥有良好的

法规，但在真正的执行上，力度还不够。对违法者的惩

处力度必须大到让其无法翻身的地步，才能让后来者

望而却步。可以预见，今后，创造良好环境，吸引外资，

中国仍大有可为。

投资韩国 中国公司遭遇跨国“尴尬”

中国市场“坐庄” 外企投资“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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