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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韩两国作为亚洲的主要经济体，随着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增多，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据相关数据显示，从建交之初到2022年10月份，中韩两国累计贸易额高达2938.9亿美元，贸易额增长

了约46倍。同时，中国在韩国贸易比重中也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自2020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的达成，也为两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更多的动力。该协定的签订，不仅仅有利于中韩两国经

济的发展，促进两国间贸易领域各方面的合作，也使得我国与东盟政治经济等多方面达成共识，有利于

亚太地区经济全方面多层次高水平发展。RCEP的签订不仅推动了我国的发展，也深化与周边国家贸易往

来。随着中韩两国贸易往来越来越紧密，合作贸易不断扩深化。在这过程中两国间贸易交往上产生出来

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对此本文将对在该协定下中韩两国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进行探讨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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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leading economies in Asia, China and South Korea have seen an increase in trade exchanges, 
with China becoming South Kore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ccording to relevant data,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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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ties to October 2022, the cumulative trade volum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reached 293.89 billion US dollars, an increase of about 46 times. 
At the same time, China also has a significant share of South Korea’s trade. Since the conclusion of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in 2020, it has also injected more impe-
tus in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signing of this agreement not only 
benefit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South Korea, promoting cooperation in various 
trade sector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ut also facilitates a consensus on multiple fronts in-
cluding politics and economics between our country and ASEAN, conducive to the comprehensive, 
multi-level, and high-level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signing of 
the RCEP has not only promoted China’s development, but also deepened trade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A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gets closer, cooperation and trade are ex-
panding and deepening. In this process, the problems arising in the trade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e also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and analyze the prob-
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existing in the trade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un-
der this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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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韩国作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两国之间的贸易来往十分的紧密。两国的自贸协定于 2015 年生效，

这也标志着中国与亚太地区第四大经济体签署的自贸协定，自贸协定的签订为中韩贸易合作提供了更加

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机遇，也对两国的对外贸易、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协定生效以来，中韩贸易

规模稳步增长，两国贸易伙伴关系日益紧密。根据协定，中国和韩国分阶段降低或取消了大部分商品的

进口关税，扩大了双边贸易额，并促进了双边投资合作。目前，中韩自贸协定对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1.2. 研究意义 

本文主要针对“RCEP 生效后中韩贸易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进行分析，其主要目的是更

好地了解 RCEP 在中韩两国间起到的作用和实现的意义，RCEP 为我国带来的好处有哪些？RCEP 对我国

与韩国之间贸易往来的影响。对中韩两国在 RCEP 生效前后的数据分析和对比更能体现出中韩两国在贸

易上的差距，分析出两国间优缺点以及在 RCEP 生效下两国间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并对未来两国发

展、合作前景进行展望。 

2. RCEP 的背景及对中韩贸易关系的影响 

2.1. RCEP 的背景 

RCEP 全称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20 年 11 月 15 日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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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正式签署，这也标志着全球涵盖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规模最大和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

区正式成立[1]。从 RCEP 的主要内容来看，该协定的目标是共同建立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以及互

惠共赢的经济伙伴关系，以促进区域贸易和投资增长，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协同发展，进一步加强

区域贸易自由和全球经贸合作[2]。15 个 RCEP 成员国将坚持互惠互利原则，纳入经济与技术合作等方

面条款，给予一些最不发达成员国过渡期安排，包括为这些成员国提供更有利条件，助力其更好融入

区域经济一体化。 

2.2. RCEP 对中韩贸易关系的影响 

中韩两国在贸易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韩国以高附加值制造业、信息技术和文化创意产业等表现突

出，而中国具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和成本优势。双方贸易合作更多地体现在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产

品等领域。同时，随着两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升级，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也逐渐被释放，如新能源

汽车、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等领域。 
随着 RCEP 的签订和生效，中韩贸易关系也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RCEP 的实施将进一步降低中

韩之间的贸易壁垒，为双方提供更加便利的贸易环境，从而推动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通。其次，RCEP
的签订也将为中韩两国提供更多的贸易机会和合作空间，更有助于深化双边贸易间的合作。另外，RCEP
也将为中韩企业提供更大的市场规模和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促进了双方技术、投资、人才等领域间的

交流与合作[3]。因此，RCEP 对中韩贸易关系的影响将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对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

将产生重要影响。 

3. RCEP 协定下中韩贸易发展现状 

3.1. RCEP 协定下中韩贸易整体概况 

3.1.1. RCEP 协定促进中韩贸易越来越频繁 
2022 年 1 月 1 日，《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正式生效。首先，RCEP 生效后显著拉

动了区域经济的增长。RCEP 的有效实施无疑给中韩两国贸易协作加入了更多的驱动力。中韩贸易规模

逐年扩大，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双边贸易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产品、纺织品等领

域。其次，中韩贸易结构不断优化，贸易方式从简单贸易向技术含量较高的加工贸易、科技合作等方

向拓展。同时，在服务贸易、投资合作、跨境电商等方面也不断深化合作。据相关数据显示，2022 年

1~10 月，中国对韩国的出口额较去年增长了 16.3%，韩国对华投资也增长到 106.2%。这样的成果的取

得，离不开 RCEP 的实施。当前严峻的外部经济形势下，RCEP 协定的生效对中韩两国贸易的促进作用

是显而易见的[4]。例如，韩国著名的大型跨国企业——三星集团一边利用其自身优势，一边利用 RCEP
中的规则条例，扩大对 RCEP 成员国的出口，迅速占据了大量的国际市场份额。最后，在 RCEP 生效

后，各成员国重点关注了中小企业，因为只有将他们带向世界迈出国门，才是拉动各国经济增长的关

键点。 

3.1.2. RCEP 协定推动了中韩供应链、产业链恢复 
RCEP 的生效，使各成员国的优势能发挥出来，完善区域内双链的恢复，也为中韩两国解决了迫在

眉睫的问题。RCEP 可以利用 15 个成员国的巨大优势带动整个东亚地区形成稳固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区域内各经济体间本身就具备资源互补，有了 RCEP 协定，便会在区域内形成一个庞大且完整的双链结

构，同时也维护了中韩两国双链的稳定与安全。在产业链、供应链良性运转的基础上，中韩双方必然会

加大贸易投资，密切深入的促进两国合作，并为拉动两国经济达成广泛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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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RCEP 协定下中韩贸易规模情况 

3.2.1. 进出口分析 
2022 年 1~12 月，中国与韩国进出口金额 3641.3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0.6%，近 12 个月趋势向

下(见图 1)。 
 

 
Figure 1. Trend analysis of import and export amou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in December 2019~2022 (US $100 
million). Source: Global Trade Watch (GTF) system 
图 1. 2019~2022 年 12 月中国与韩国进出口金额趋势分析(亿美元)。本图来源：瀚闻资讯《全球贸易观察》(GTF)
系统 
 

2012~2021 年，中国与韩国进出口金额从 2564.2 亿美元增长到 3619.5 亿美元，年均增长 3.9%，相对

来看，2022 年 1~12 月增速低于历史平均增速。对标整体情况，2012~2021 年，中国与全球进出口金额从

38685.9 亿美元增长到 60449.1 亿美元，年均增长 5.1%。2022 年 1~12 月，中国与全球进出口金额 63214.6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6%。相对来看，2022 年 1~12 月中国与韩国进出口增速(0.6%)低于中国整体

历史平均增速，低于中国整体本年度增速。从占比看，2012~2021 年，中国与韩国进出口占中国整体进

出口总值的比重从 6.6%下降至 6.0%，2022 年 1~12 月，该比重为 5.8% (见图 2)。 
 

 
Figure 2. Trend of growth rate of import and expor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from December 2021 to 2022 (US 
$100 million). Source: Global Trade Watch (GTF) system 
图 2. 2021~2022 年 12 月中国与韩国进出口金额增速变化走势(亿美元)。本图来源：瀚闻资讯《全球贸易观察》(GTF)
系统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7630


曲静然，王爱伟 
 

 

DOI: 10.12677/ass.2024.137630 555 社会科学前沿 
 

3.2.2. 出口分析 
2022 年 1~12 月，中国对韩国出口金额 1640.0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4%，近 12 个月趋势向上

(见图 3)。 
 

 
Figure 3. Trend analysis of China’s exports to South Korea in December 2019~2022 (US $100 million). Source: Global 
Trade Watch (GTF) system 
图 3. 2019~2022 年 12 月中国对韩国出口金额趋势分析(亿美元)。本图来源：瀚闻资讯《全球贸易观察》(GTF)系统 
 

2012~2021 年，中国对韩国出口金额从 876.8 亿美元增长到 1485.1 亿美元，年均增长 6.0%，相对来

看，2022 年 1~12 月增速高于历史平均增速(见图 4)。 
 

 
Figure 4. Amount and growth rate of China’s exports to South Korea from December 2012 to December 2012 (US $100 
million). Source: Global Trade Watch (GTF) system 
图 4. 2012~2022 年 12 月中国对韩国出口金额和增速(亿美元)。本图来源：瀚闻资讯《全球贸易观察》(GTF)系统 
 

对标整体情况，2012~2021 年，中国对全球出口金额从 20487.4 亿美元增长到 33581.6 亿美元，年均

增长 5.6%。2022 年 1~12 月，中国对全球出口金额 36044.5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3%。相对来看，

2022 年 1~12 月中国对韩国出口增速(10.4%)高于中国整体历史平均增速，高于中国整体本年度增速。从

占比看，2012~2021 年，中国对韩国出口占中国整体出口总值的比重从 4.3%增长到 4.4%，2022 年 1~12
月，该比重为 4.6%。 

3.2.3. 进口分析 
2022 年 1~12 月，中国自韩国进口金额 2001.2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2%，近 12 个月趋势向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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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Figure 5. Trend analysis of China imports from Korea in December 2019 to 2022 ($100 million). Source: Global Trade 
Watch (GTF) system 
图 5. 2019~2022 年 12 月中国自韩国进口金额趋势分析(亿美元)。本图来源：瀚闻资讯《全球贸易观察》(GTF)系统 

3.3. RCEP 协定下中韩贸易商品结构情况 

3.3.1. 进出口分析 
按商品(大类)统计，2022 年 1~12 月，中国与韩国进出口前 10 大商品分别是“机电产品(84~85 章)”

“化工产品(28~38 章)”“贱金属及制品(72~83 章)”等，其中，“机电产品(84~85 章)”规模第一，金额

2006.2 亿美元，占比 55.1%；其次是“化工产品(28~38 章)”，金额 477.5 亿美元，占比 13.1%；第三是

“贱金属及制品(72~83 章)”，金额 277.1 亿美元，占比 7.6% (见图 6)。 
 

 
Figure 6. Commodity structure of the import and export amou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22. Source: Global Trade Watch (GTF) system 
图 6. 2022 年 1~12 月中国与韩国进出口金额的商品结构。本图来源：瀚闻资讯《全球贸易观察》(GTF)系统 

3.3.2. 出口分析 
按商品(大类)统计，2022 年 1~12 月，中国对韩国出口前 10 大商品分别是“机电产品(84~85 章)”“化

工产品(28~38 章)”“贱金属及制品(72~83 章)”等，其中，“机电产品(84~85 章)”规模第一，金额 691.5
亿美元，占比 42.2%；其次是“化工产品(28~38 章)”，金额 229.8 亿美元，占比 14.0%；第三是“贱金

属及制品(72~83 章)”，金额 170.9 亿美元，占比 10.4% (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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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Commodity structure of China’s exports to South Korea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22. Source: Global Trade 
Watch (GTF) system 
图 7. 2022 年 1~12 月中国对韩国出口金额的商品结构。本图来源：瀚闻资讯《全球贸易观察》(GTF)系统 

3.3.3. 进口分析 
按商品(大类)统计，2022 年 1~12 月，中国自韩国进口前 10 大商品分别是“机电产品(84~85 章)”“化

工产品(28~38 章)”“塑料、橡胶(39~40 章)”等，其中，“机电产品(84~85 章)”规模第一，金额 1314.7
亿美元，占比 65.7%；其次是“化工产品(28~38 章)”，金额 247.8 亿美元，占比 12.4%；第三是“塑料、

橡胶(39~40 章)”，金额 138.5 亿美元，占比 6.9% (见图 8)。 
 

 
Figure 8. Commodity structure of China’s import amount from South Korea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22. Source: Glob-
al Trade Watch (GTF) system 
图 8. 2022 年 1~12 月中国自韩国进口金额的商品结构。本图来源：瀚闻资讯《全球贸易观察》(GTF)系统 
 

然而，中韩贸易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其中，贸易逆差、产业竞争同贸易壁垒是中韩贸易发展

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当前，中韩贸易额度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制造业与韩国高附加值产业之间的协同

发展，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双边贸易的结构性矛盾。此外，贸易壁垒和非关税措施仍然对中韩贸易产生

了不利的影响，对于双边贸易的便利化与平衡发展提出了挑战。 

4. RCEP 协定下中韩贸易存在的问题 

4.1. 中韩贸易不平衡问题 

随着两国经贸合作不断加深，两国的贸易额也不断发生变化。自 1992 年 9 月到 2022 年 4 月，韩国

对中国贸易一直保持着优势顺差，韩国之前出口的可能更多是高附加值产品，而我国出口的更多为低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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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产品。据有关数据显示，在 1992 年两国刚刚建交的时候，双方贸易额只有 64 亿美元，30 年后累计

贸易额已经高达 2938.9 亿美元，增长了大约 46 倍。我国占韩国贸易份额比重也随之增长了约 20%，中

国成为了韩国第一大贸易国。直至 2022 年 10 月，韩国对华贸易突然开始出现逆差，而且是持续逆差态

势。导致了中韩贸易两国间出现了贸易不平衡的现象，这也为后续两国间贸易往来与发展产生了难题。 

4.2. 中韩贸易产品结构存在缺陷 

在以往的贸易合作中，中国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贸易产品也大多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其本

身的附加值相对较低，而韩国则是工业化较高的国家，导致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处于优势地位。在韩国对

中国的出口贸易中，高附加值产品是主要出口商品。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

贸易受到的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增多，制约了双方贸易合作的健康发展。另外，贸易结构不平衡和贸易逆

差问题也是影响中韩贸易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对韩国商品出口占比较大，而韩国对中国商品出口比

重较小，贸易结构亟待优化。同时，双边贸易逆差问题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需要通过加强产业协调和优

化贸易结构来缓解贸易逆差问题。此外，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壁垒、跨境投资、金融合作等领域也

存在一定摩擦和挑战，需要通过加强合作、加强对话，化解分歧，共同应对。两国贸易产品虽然存在互补

性，但是贸易依赖度不高。这就导致虽然实现了 90%零关税，但仍然很难消除贸易逆差。在此情况下，中

国和韩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吸引其他外国直接投资的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不益于两国经济进一步发展[5]。 

4.3. 中韩两国间的竞争加大 

据联合国商品统计显示，过去的几十年中韩两国贸易出口的产品类型大多都极为相似。这令两国的

贸易往来变得十分缓慢，不益于双方贸易的长期发展，从而加大了两国产品的竞争力度。近几年，我国

政府不断实行贸易优惠政策，许多中微小企业都走出国门，发展迅速，制造业也快速壮大，同时也在整

体结构上和技术上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与此同时，韩国方面的技术发展也毫不逊色，大力发展尖端技术，

努力创新，随着两国经贸合作进一步加深，其中的贸易商品竞争也变得越来越大，这无疑是两国贸易发

展的一大阻碍。 

5. RCEP 协定下，促进中韩贸易发展的对策分析 

基于 RCEP 协定生效后，对中韩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商品交易合作等方面的情形分析，从中发现了

很多的问题，对此我们提出了主要针对中韩在 RCEP 背景下的合作和发展的贸易对策分析。 
随着 RCEP 的实施，中韩两国需要共同制定合作对策，以更好地适应新形势，实现双边贸易的持续

发展。首先，中韩应加强贸易规则的沟通与协调，共同推动 RCEP 框架下的贸易规则的实施和执行。双

方应建立更加紧密的贸易关系，加强沟通与对话，共同推动 RCEP 的实施和贸易发展，化解贸易中可能

出现的各种挑战[6]。 

5.1. 加强与韩国之间的数字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 

在数字贸易高度发展的时代，要想进一步加强对外贸易合作，紧跟时代潮流，顺应时代浪潮，尤为

重要。在 21 世纪的今天已经不是改革开放初期，也不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初期，更加不是中国加入

WTO 的初期。不能总是出口一些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应该多多加强数字贸易，推动两国数字经济

快速发展。中国自身也应该提升技术，在大数据的时代，以技术创新，技术领先作为核心支柱。因此双

方可以在技术、投资、人才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双边合作不断升级。同时，中韩还可以加强在区

域间多边合作机制中的协调与合作，积极参与区域内的经贸合作、产业链协同发展等方面的合作机制，

共同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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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优化贸易结构，深化区域合作 

为了应对中韩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双方可以通过优化贸易结构，加强合作来应对贸易逆

差和产业结构矛盾[7]。中韩双方可以加强在高附加值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合作，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

从而有效化解贸易逆差问题。 
中韩可以共同深化与 RCEP 成员国的合作，充分利用 RCEP 平台和机制，通过协商协定推动贸易自

由化，降低贸易壁垒，促进双边贸易的便利化和多样化。同时，双方还可以加强在贸易规则、产业链协

同发展和全球价值链的合作，共同应对贸易规则的不确定性和政治风险，增强双边贸易关系的稳定性和

可预期性。 

5.3. 建立更加规范透明的法律法规，加强政策沟通 

世界经济日新月异，贸易形势复杂多变。全球每天有多少交易在进行，能够令其有条不稳的实行，

这其中一定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指引和规范，那就是法律法规。中韩应共同应对 RCEP 框架下可能出现的

贸易摩擦与纠纷。双方应建立健全的争端解决机制，确保贸易合作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RCEP 实行初期，法律制度还不是很完善，因此各成员国间应该进一步制定更加透明化，更加统一

化的法律条文。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摩擦，提高效率，还可以使利益达到最大化，为了适应新的贸易合作

规则，各成员国应该明确自身的权利与义务。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中韩需要加强政策沟通，共商合作

方案。双方可以建立更加高效的贸易合作机制，加强政府间和企业间的交流，共同推动双边贸易关系的

稳定和健康发展，从而推动 RCEP 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政策的落实，共同开拓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为

双边贸易合作提供更多机会在健全的法治体系下，中韩贸易必然会更上一个台阶。 

5.4. 中国需要加大对韩国的直接投资 

中国在对 RCEP 中的成员国进行投资时，投资的分布还没有做到均衡，更偏向于投资新加坡、印度

尼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对韩国的投资相对较少。因此，想要快速解决中国与韩国存在的问题，加

大对韩国的直接投资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尤其是在第三产业上，加大技术、服务方面的投资，优

化整体对韩贸易结构。而且，正是因为两国地理位置的优势，更应该拉紧这根纽带，加固加粗，中国对

韩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两国的经贸合作，加强两国间的合作关系，使两国在未来发展合作中更加紧密，

配合的更加默契，对外发展更加的全面也更有助于我国自身的发展。 

5.5. 加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强有力体现，在高科技时代，各国企业积极投身于研发产品，自己

掌握核心技术。为了进一步促进中韩两国贸易往来，两国都应该拿出各自的诚意。提高技术创新，是我

国在贸易双方中占据主动的关键一步，也是我国扭转两国贸易局面的有效途径。文化交流和人文合作等

领域的合作也可以促进贸易多元化发展，提升贸易结构的均衡性和稳定性。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在通信

技术、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完全可以大展拳脚，大力培养高科技人才，有了强大的创新技术，我国

对外贸易定会焕然一新。 
综上所述，中韩在 RCEP 背景下的合作对策和未来展望应加强贸易规则的沟通与协调、应对贸易摩

擦与纠纷、加强在新兴领域合作等方面。双方应共同努力，推动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

局面，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8]。中韩贸易的发展对策和建议需要全面综合考虑双方的实际情况，

促进双方贸易合作的健康发展。双方需要共同努力，推动中韩贸易合作迈上新的台阶，为双方经济的繁

荣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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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中韩两国占据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作为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在经济、贸易和人文领域拥有着

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巨大的合作潜力。随着 RCEP 的签署与实施，中韩贸易关系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挑

战。就目前来看，中韩双方贸易发展整体趋势越来越好。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中韩双方需要共同加强

合作，应对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及时沟通，及时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积极优化贸易结构，

深化区域合作，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推动中韩贸易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为双边贸易关系的未来发展

注入更大的信心和动力[9]。同时，随着两国双边合作逐渐深化，中韩贸易关系的未来发展前景将更加广

阔和可期，必将为两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更加繁荣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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