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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经济研究院 i

 < 摘 要 >
□ 韩国当面经济问题
1. 主要研究机构对全球经济与贸易的增长展望值不断向下调整。韩国经济也

极有可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长期停滞持续局面。现代经济研究院曾经在2015

年10月，对2016年韩国经济进行预测，认为内需部门虽然不强，但复苏势
头尚存，经济外围条件不差，将会出现微弱的景气复苏走势。但是，最近，

出口出现超出预想范围的极度停滞，这导致消费与投资仅存的一点积极信号
也被消灭。因此，现代经济研究院将2016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从原来展望值
(2015.10月展望)2.8%下调0.3%p，预测为2.5%。2016年韩国经济将处于

任何实体部门均无法形成突出的景气复苏契机的典型萧条局面。不过，进入

下半年，出口部门和一部分内需指标有望出现小范围积极转变，即使如此，

也并非正式复苏，而仅仅是夯实景气低点的过程。

2. 最近，韩国正在面临的萧条局面是过去所不曾经历的新形态。但对当前景

气局面的判断无法一致，对应对萧条的经济政策方向与强度也存在不同意

见。因此，本报告考查了不同于过去的当前萧条期主要特征。第一，随着全

球经济复苏迟延导致的疲劳感累积，积极景气信号逐渐丧失的“沼泽型”萧
条。第二，在景气下落趋势当中残存多个小波动的“多次探底型”萧条。第

三，以负(-)需求冲击为原因的“需求冲击型”萧条。第四，萧条从制造业(出

口)波及服务业(内需)，大部分部门均经历停滞的“全方位型”萧条。第五，民

间部门的防御力随着停滞长期化而大幅弱化的“再生力不足型”萧条。

3. 一段时期曾陷入瓶颈期的人工智能(AI)，最近性能出现飞速提高，正在成

为带动新产业革命的未来增长引擎。世界人工智能市场规模2015年约1,270

亿美元，而国内人工智能市场规模2013年为3.6万亿韩元。韩国人工智能的

政策及经济基础远远不足于发达国家。并且，韩国的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水平

低，专利持有数量少。为了减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要提早进入人工智

能(AI)市场，扩充全面产业基础迫在眉睫。

□ 北韩问题 
  北韩时隔36年，于5月6日召开了党代会。对此专家认为; (金正恩体制稳
定性) 持金正恩体制下北韩不稳定意见者比上年度增加。(改革‧开放展望) 专
家对金正恩时代改革‧开放的期待感下降。(第七届党代会) 10位专家中有8位

预计将强调军事‧经济部门。(南北关系展望) 多位专家预计，北韩在第七届党

代会上不会采取特别的对南柔和措施。(对外关系展望) 专家预计，在第七届
党代会之后，北美关系及北中关系还会有大的变化。(北核问题) 专家回答认
为，北核通过第4次核实验达到了“小型化、轻量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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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韩国当面经济问题
 

1. 2016韩国经济修订展望 

2016年修订展望的背景 

(出口停滞长期化) 主要研究机构对全球经济与贸易的增长展

望值不断向下调整，世界经济并未能够随着时间流逝而迎来景气
反转的丝毫契机，萧条日趋胶着。因此，韩国出口景气已超出预
测范围，极有可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长期停滞持续局面。

(内需复苏势头弱化) 现代经济研究院曾经在2015年10月(原

来展望时间点)，对2016年韩国经济进行预测，认为内需部门虽
然不强，但复苏势头尚存，经济外围条件不差，将会出现微弱的

景气复苏走势。但是，最近，出口出现超出预想范围的极度停

滞，这种萧条传染到内需景气，导致消费与投资仅存的一点积极
信号也被消灭。今后如果经济外围条件没有积极反转，那么这种
内需停滞局面得到改善的可能性不大。

(政府景气激活政策的局限) 政府与民间就经济局面不好虽有

共识，但估计对其严重性存在认识差异。政府也推进了扩张性通

货政策(2015年3月和6月两次下调)、减税政策(下调个别消费
税)、财政尽早执行(提高2016年第一季度执行率)等有限的景气
激活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局部效果，但随后的追加性

提振政策未能跟上，国内景气复苏苗头被扼杀。

 

2016年修订经济展望的内容

(经济增长率)由于长于预期的出口与内需同步萧条，现代经济
研究院将2016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从原来展望值(2015.10月展

望)2.8%下调0.3%p，预测为2.5%。从整体景气走势来看，下半

年将比上半年有所改善，预计将呈现“前低后高”的形态，但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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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研究院2016年韩国经济展望表(2016.4)>
类别 2014年

2015年 2016年(E)

上半年 下半年 年度 上半年 下半年 年度

国
民经济

经济增长率(%) 3.3 2.3 2.9 2.6 2.6 2.4 2.5

民间消费(%) 1.7 1.6 2.7 2.2 2.1 1.7 1.9

建设投资(%) 1.1 0.9 6.6 3.9 3.5 2.7 3.1

设备投资(%) 6.0 5.4 5.2 5.3 2.5 3.3 2.9

对
外贸
易

经常收支(亿美元) 844 504 555 1,059 560 530 1,090

贸易收支(亿美元) 472 462 440 903 545 445 990

出口增长率(%) 2.3 △5.2 △10.8 △8.0 △8.8 2.5 △3.3

进口增长率(%) 1.9 △15.6 △18.3 △16.9 △14.5 2.8 △6.0

消费者物价上涨率(%) 0.6 0.9 0.7 1.1 1.4 1.3

失业率(%) 4.0 3.3 3.6 4.1 3.4 3.7

资料：现代经济研究院。

苏走势有限。(民间消费)尽管政府努力激活消费，但由于不动产
市场旺销效果消失、家庭消费心理萎缩、低增长导致的家庭收入

增长有限等，预计2016年民间消费增长率将达到1.9%。不过，

因去年中东呼吸综合症事态当时的增长率放缓导致的基数效应影

响作用于上半年，民间消费增长率预计将呈现前高后低的形态。

(建设投资)住宅旺销导致建筑订单扩大，以民间部门为中心，预
计2016年建设投资增长率将达到3.1%。不过，供应过剩隐忧、

政府SOC预算缩小等建设投资制约因素尚存，预计将出现越到下

半年越不稳定的状态。(设备投资)尽管有低利率、搞活投资对
策，因受对内对外需求不振、景气不确定性等导致的投资心理改

善制约影响，预计2016年设备投资增长率将徘徊于2.9%。(对外

贸易)预计2016年出口为△3.3%，进口为△6.0%，继去年之

后，连续2年减少，但与去年相比，减幅将减小。因此，预计贸
易收支990亿美元，经常收支1,090亿美元左右，大幅顺差基调
将持续。(就业)受外需停滞与内需不振影响，预计失业率将从
2015年的3.6%提高到3.7%。(物价)2016年消费者物价上涨率将
达1.3%，比2015年的0.7%有所升高，但由于国际油价的有限反

弹、国内需求持续不足等，预计难以超出1%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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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及增长断崖克服方案

2016年韩国经济将处于任何实体部门均无法形成突出的景气
复苏契机的典型萧条局面。不过，进入下半年，出口部门和一部

分内需指标有望出现小范围积极转变，即使如此，也并非正式复
苏，而仅仅是夯实景气低点的过程。为了应对这种连续2年突破

经济增长率3%失败的“增长断崖”，第一，政府对经济局面的观
点应保持一贯性，民、官对此应保持相同视角。第二，宏观经济
政策并不能解决最近所有经济问题，但考虑到与微观政策的协同

效应、对民间经济主体的心理稳定效果等，要求前瞻性的追加预
算及利率下调政策。第三,为强化内需基础，应致力于恢复家庭

消费心理和家庭负债问题软着陆。第四,目前建设投资复苏极大

依赖于民间住宅部门复苏，存在由于住宅供应过剩而进入停滞局

面的可能性，因此要求政策性管理。第五,应把搞活投资战略的

重点从“发展中国家型投资”转移到“创造经济型投资”。第六，包

含开拓新兴成长市场、提高FTA利用度在内，应挖掘机会因素，

克服出口停滞。第七，应制定对因经济局面恶化而困难加重的弱

势群体的多元稳定措施。第八，虽然与如上所述的短期性景气激

活方案同时考虑并非易事，但必须从中长期角度，进行包括改革

结构、扩充劳动供给、革新生产率、强化财政健全性等在内的

“扩充成长潜力及改善经济体质”的努力。



Ⅰ. 韩国当面经济问题 

现代经济研究院 4

2. 当前萧条期的五大特征与启示

   - 摆脱史无前例的“沼泽型”萧条迫在眉睫 

摘要

最近，韩国正在面临的萧条局面是过去所不曾经历的新形态。

尽管经济外在的大规模冲击，但景气复苏长期迟延，经济主体的

疲劳感逐渐增加，随着活力的枯竭，正在逐渐丧失对未来的希

望。另外，对当前景气局面的判断无法一致，对应对萧条的经济
政策方向与强度也存在不同意见。因此，本报告考查了不同于过
去的当前萧条期主要特征，探索为克服这种局面而应作何努力。

当前萧条期的五大特征

第一，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迟延导致的疲劳感累积，积极景气
信号逐渐丧失的“沼泽型”萧条。景气周期根据在低点附近的形

态，可以分为“溪谷型(V字型)”、“U字型(L字型)”、“沼泽型”。

此时，所谓沼泽型，是指虽然没有严重困难，但经济如同陷入沼

泽一样渐渐下沉，停滞强度随着时间而累增。金融危机(2008年)

和财政危机(2010年)之后直至最近的景气走势正呈现出这种形

态。即，全面的生产活跃性一点点地弱化，而萧条幅度却逐渐扩
大。经济增长率在2011年创下3.7%之后，呈现2%一带增长率，

2014年暂时反弹到3.3%，但2015年增长率重新回落到2%一

带。另外，在堪称韩国经济景气先导产业的制造业景气中，也出

现了这种“沼泽型”萧条的形态，在生产增长率比以前大幅降低的

背景下，该趋势自身持续保持右侧下滑。

第二，在景气下落趋势当中残存多个小波动的“多次探底型”

萧条。以景气低点的个数为基准，可以分为“一般型”、“二次探

底(double-dip)”、“多次探底(multi-dip)”。一般的景气低点附

近的形态是形成一个景气低点(从景气下降转换为上升的时间
点)。但是，如果景气复苏走势微弱或在景气反弹时间点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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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负面(-)的经济冲击，则存在发生多个景气低点的情形。现
在看来，处于景气低点为三个以上的“多次探底(multi-dip)”过程

中的概率较高。从实际GDP缺口率变迁来看，金融危机之后具有

负值的局面发生了三次。另外，在重合指数(循环变动值)上，发
现幅度未大幅低于基准值100的停滞局面。

第三，以负(-)需求冲击为原因的“需求冲击型”萧条。萧条根

据其发生原因，可以分为“需求冲击型”和“供应冲击型”。其中，

现在的萧条判断为是发生因长期景气复苏迟延与成长牵引部门缺

失导致的“收入回流断绝”与“消费及投资心理恶化”的负(-)需求

冲击(demand shock)型。如果仅限于制造业进行考查，发现出

货(需求)不足、库存增加的典型性市场需求不振形态。因此，制

造业的平均开工率从2011年第一季度的81.3%起，在5年期间持

续下滑趋势，2016年第一季度跌至73.6%。

第四，萧条从制造业(出口)波及服务业(内需)，大部分部门均

经历停滞的“全方位型”萧条。即使经济进入萧条期，一般而言也

存在繁荣的部门，呈现经济整体停滞幅度有限的倾向。外汇危机

之后，内需(服务业)部门困难而出口(制造业)部门由于汇率上升

等呈现良好势头便是代表性示例。但最近，出现了制造业生产增

长率长期徘徊于较低水平而服务业生产增长率也持续下落的形

态。另外，制造业内的出口及内需出货增长率具有类似的方向

性，出口市场不振转移到了内需市场。

第五，民间部门的防御力随着停滞长期化而大幅弱化的“再生

力不足型”萧条。最近，作为特征性形态，民间部门薄弱，而公

共部门正在带动经济增长。民间部门的经济增长贡献度从
2001~2008年季度平均3.9%p下降到2011~2015年平均2.5%

p。特别是2015年之后，大幅降低为1.7%p。这意味着，假如没
有公共部门(国民帐户上的政府消费与政府投资的直接性支出)的

景气稳定化努力，2015年实际经济增长率仅为1%左右。从微观
指标来看，最近民间消费呈现较低水平，而政府消费支出大幅增

加，呈现大幅弥补消费萎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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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及服务业生产增长率>

资料：韩国银行。

启示

为了成功摆脱史无前例的“沼泽型”萧条，第一，应通过制定

旨在培育景气先导支柱产业的产业政策，恢复经济的活力。第

二，应通过构建实效性社会安全网与推进产业合理化政策，稳定

民间主体的心理。第三，要求诸如下调利率及追加编列预算等政

策组合(policy mix)的更积极的扩大总需求政策。第四，应通过
基于民-官协作的扩大出口努力与加速培育服务业，致力于确保

对内对外市场需求。第五，应在扩大公共部门支出的同时，并行

推进能够诱导民间消费与投资振奋的微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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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内人工智能(AI)产业基础盘点 

概要

一段时期曾陷入瓶颈期的人工智能(AI)，最近性能出现飞速

提高，正在成为带动新产业革命的未来增长引擎。预计人工智

能技术不仅在金融、医疗、制造业等经济‧产业方面，而且在社

会‧文化层面也将带来广泛的波及效应。已跻身IT强国的我们，

为了实现崭新飞跃，必须在人工智能(AI)领域不甘落后，确保

先导性地位。因此，本文使用PEST分析工具，从政策性

(Political)、经济性(Economic)、社会性(Social)、技术性

(Technological)层面，盘点国内人工智能产业基础，提出为
强化竞争力所需的启示。

国内外人工智能市场现状
(世界市场) 世界人工智能市场规模2015年约1,270亿美元，

预计2017年将达到约1,650亿美元，保持年均14.0%的高增

长。人工智能相关创业投资规模2010年为4,500万美元，2015

年达到3亿1,00万美元，投资件数从6件急剧增加至54件。

<世界智能机器市场规模展望> <国内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展望>

资料：BCC调查(2014年基准)。 资料：未来创造科学部。



Ⅰ. 韩国当面经济问题 

现代经济研究院 8

(国内市场) 国内人工智能市场规模2013年为3.6万亿韩元，

预计2017年将增长至6.4万亿韩元。以IT企业为先锋，一部分

大企业正在推进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及研究，但迄今为止，实际
上只局限于互联网和游戏等特定行业。 

 

国内人工智能产业基础盘点：PEST分析

(政策性基础) 韩国政府最近树立了人工智能产业培育政策，

但从着手时间点及投资规模方面判断，与主要国家相比已经处于

下峰。韩国政府以未来10年将投资1,070亿韩元的“外脑
(Exobrain)”项目为代表，计划在人工智能相关领域每年投资总
计380亿韩元。与美国、EU、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这种水平

微不足道。

(经济性基础) 民间部门的人工智能产业基础水平在企业数
及投资规模方面均远远不足。以2015年为基础，国内人工智能

相关企业估计约有24～64家，这仅相当于世界人工智能相关创
业企业数的2.5%～6.7%的水平，因此评价认为无法与韩国的

ICT产业地位相符。主要企业的人工智能投资规模也处于不及

美国、中国等的先导企业的局面。

(社会性基础) 为克服因人工智能扩散而导致的副作用并使

就业实现最大化所需的社会性讨论与准备不足。随着人工智能

的发展，对工作岗位减少、运转失灵危害、人权侵害、伦理问
题等副作用的忧虑上升，但消除这些副作用所需的社会性共识
却远远不足。

(技术性基础) 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韩国的人工智能相关
技术水平低，专利持有数量少。调查认为，韩国的人工智能

SW技术相当于最高技术国家75.0%的水平，人工智能应用SW

技术为74.0%的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差距。另外，

美国、日本、韩国、PCT(国际专利)等4个DB中注册的人工智

能相关专利共11,613件，其中韩国人持有的专利为306件，仅
占3%，相当于美国的1/20、日本的1/10的水平。



Ⅰ. 韩国当面经济问题 

现代经济研究院 9

<各国主要AI项目投资比较> <主要国家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比较>
人工智能 SW

人工智能

应用SW

相对
水平(%)

差距

期间
(年)

相对
水平(%)

差距

期间
(年)

美国 100.0 0.0 100.0 0.0

日本 89.3 0.9 67.2 1.4

欧洲 89.8 0.9 83.3 1.4

韩国 75.0 2.0 74.0 2.3

中国 71.9 2.3 85.8 2.9

资料：未来创造科学部，韩日产业技术合作财团。

注：各国投资资金执行10年。

资料：IITP。

启示

为了减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提早进入人工智能(AI)市

场，扩充全面产业基础迫在眉睫。为此，第一，应以开放与共

享的模式为基础，扩大公共部门的先导性投资。一方面需要扩
大对人工智能相关国家研究开发项目及产学研合作研究的投

资，另一方面需要及早构建智能型交通控制系统、扩大公共数
据开放等能够用于人工智能研究的公共部门支持基础。第二，

应致力于积极诱导企业投资，以便能够形成民间部门的人工智

能产业生态系统。第三，应制定前瞻性应对策略，以便能够使

因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导致的社会性副作用实现最小化。第四，

应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技术潜力所需的扩大研究开发(R&D)投

资及人才培育。最后，为了在全球市场确保技术主导权，应制

定培育人工智能专家的系统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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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体制稳定性> <北韩改革 ‧开放展望>

Ⅱ. 北韩问题
 

对北韩第七届党代会与南北关系展望的专家问卷调查

调查概要

北韩时隔36年，于5月6日召开了党代会。因此，为了问诊
金正恩时代揭幕5年以来举行的第七届党代会与今后南北关系

展望，于4月14日至22日，以统一、外交、安保领域100位专
家为对象，实施了为期9天的问卷调查。

主要内容

(金正恩体制稳定性) 持金正恩体制下北韩不稳定意见者比

上年度增加。2015年，持金正恩体制不稳定意见者仅为
14.4%(稍不稳定10.1%+很不稳定4.3%)，但2016达到

32.0%(稍不稳定18.0%+很不稳定14.0%)，增加了17.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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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展望) 专家对金正恩时代改革‧开放的期待感下降。

10位专家中有6位评价认为，金正恩体制的改革‧开放推进意志与
金正日体制持平。回答金正恩体制的改革‧开放意志比金正日体制

“高”者为28.0%，与2014年对相同问题的回答(49.6%)下降了

21.6%p。专家对今后金正恩时代的改革‧开放推进展望也持不乐
观态度。持北韩改革‧开放趋势将“逐渐扩大”的积极评价者为
29.0%，比2012年调查下降27.9%p，比2014年调查下降

13.7%p。 

(第七届党代会) 10位专家中有8位预计将强调军事‧经济部

门。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作为金正恩时代政策基调的“核‧经济
并进路线”在第七届党代会中被再次强调。大多数专家回答认
为，以党代会为契机，金正恩第1委员长的权力集中被强化。

(南北关系展望) 多位专家预计，北韩在第七届党代会上不会
采取特别的对南柔和措施。另外，回答认为，今年内迎来南北

关系改善契机的可能性也不高。专家主要回答认为“今年内困

难”(57.0%)，但由于8·15契机、第七届党代会契机、6·15契

机、仲秋契机等，因而对今年内改善可能性的期待占43.0%。

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专家回答认为，与政治局面无关，应重

启离散家属团聚。

(对外关系展望) 专家预计，在第七届党代会之后，北美关
系及北中关系还会有大的变化。不过，与北美关系相比，专家

对北中关系改善的期待感稍高。

(北核问题) 专家回答认为，北核通过第4次核实验达到了

“小型化、轻量化”水平。与2013年第3次核实验之后实施的调
查结果相比，专家评价认为，通过第4次核实验，北韩的核开
发水平获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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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内与世界经济指标 
□ 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率

类别 2013 2014 2015

年度 1/4 2/4 3/4 4/4 年度 1/4 2/4 3/4 4/4 年度

美国 2.2 2.7 1.8 4.5 3.5 2.4 -0.9 4.6 4.3 2.1 2.4

欧元区 -0.4 -0.2 0.3 0.1 0.3 0.9 0.2 0.1 0.3 0.4 1.6

日本 1.6 1.5 0.7 0.4 -0.4 0.0 1.3 -2.0 -0.7 0.5 0.5

中国 7.7 7.7 7.5 7.8 7.7 7.3 7.4 7.5 7.3 7.3 6.9

注 1) 2015年展望值以IMF 2016年4月为准。

2) 美国、日本为环比年化率，EU为环比增长率，中国为同比增长率。

□ 韩国主要经济指标
类别 2013

2014 2015

上半年 下半年 年度 上半年 下半年 年度

国民帐户

经济增长率 (%) 2.9 3.7 3.0 3.3 2.3 2.9 2.6

民间消费 (%) 1.9 2.2 1.5 1.8 1.6 2.7 2.1

建设投资 (%) 5.5 1.9 0.4 1.0 0.9 6.6 3.9

设备投资  (%) -0.8 7.5 4.2 5.8 5.4 5.2 5.3

知识产权投资  (%) 4.4 6.4 2.9 4.6 1.4 1.6 1.5

对外交易

经常收支 (亿美元) 811 394 498 892 504 555 1,059

出口 (亿美元) 
[增长率, %]

5,596
[2.1]

2,832
[2.4]

2,895
[2.2]

5,727
[2.8]

2,685
[-5.2]

2,583
[-10.8]

5,268
[-8.0]

进口 (亿美元) 
[增长率, %]

5,156
[-0.8]

2,633
[2.7]

2,622
[1.2]

5,255
[1.9]

2,223
[-15.6]

2,142
[-18.3]

4,365
[-16.9]

消費者物價 (平均, %) 1.3 1.4 1.2 1.3 0.6 0.9 0.7

就业率 (15~64岁平均, %) 64.4 65.0 65.7 65.3 65.4 66.1 65.7

□ 北韩主要经济指标
类别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人均GNI(万韩元) 104 114 119 124 133 137 138 139 -

南北交易
(百万美元)

运出 1,033 888 745 868 800 897 521 1,136 1,262

运进 765 932 934 1,044 914 1,074 615 1,206 1,452

合计 1,798 1,820 1,679 1,912 1,714 1,971 1,136 2,343 2,714

资料 : 韩国银行，韩国统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