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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经贸合作三十而立中韩经贸合作三十而立
本报驻首尔记者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杨 明明

8 月 24 日，中国和韩国迎来建交 30 周年纪念日。

建交以来，中韩两国经贸关系取得快速发展，在贸

易、双边投资、产业合作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骄人成

绩，在人员往来、旅游和环境等领域的合作也发展迅

速，中韩经贸合作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全球经

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中韩两国加强经贸合作的愿望

和动力更加强烈，更加注重合作质量的提升，不断开发

新动能、挖掘新亮点，中韩经贸合作即将迎来发展的新

时代。

建交以来，中韩两国领导人保持经常沟通，双方

政治互信不断提升，伙伴关系日益深化。1998 年，

以韩国原总统金大中访华为契机，双方宣布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2003 年，中韩关系进

一步升级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 年 5 月份，双方

宣布建立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4

年 7 月份，习近平主席访韩使两国关系翻

开新的篇章，双方宣布中韩将努力成为实

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

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

的伙伴。30 年间，两国关系不断提质升

级，树立了国际关系史上双边关系发展的

典范。

建交 30 年来，中韩互为重要贸易伙

伴。两国年贸易额从建交初期不到 50 亿

美元迅速增长到超过 3000 亿美元，中韩贸

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肆虐全球的新冠肺

炎疫情也没能阻止中韩经贸合作发展的步

伐，双边贸易额在疫情中逆势上扬，并在

2021 年突破 3600 亿美元，是建交当年的 72

倍。今年初，《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的生效实施，为两国进一步深

化经贸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今年

上半年，中韩双边贸易额达 1842.5 亿美元，

同比增长 9.4%。在全球经济脆弱复苏的

背景下，中韩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充分表明

两国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充分展示了

双方经贸合作的韧性和潜力。中国连续多

年保持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

和最大进口来源国，韩国也连续多年位居

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

在两国经贸关系蓬勃发展的过程中，

中韩自贸协定的签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在开放水平方面，双方货物贸易自由

化比例超过“税目 90%、贸易额 85%”。

协定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

和规则共 17 个领域，包含了电子商务、

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等“21 世纪

经贸议题”。

自 2015 年 中 韩 自 贸 协 定 签 署 以 来 ，

双方已先后 8 次进行关税削减，中国对

原产于韩国进口货物实施零关税的税目

比例已超过 40%。协定项下享惠进出口

均大幅提升，拉动双边贸易投资显著增

长，为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发挥了重

要 作 用 。 根 据 中 韩 自 贸 协 定 有 关 规 定 ，

两 国 已 启 动 中 韩 自 贸 协 定 第 二 阶 段 谈

判，以负面清单模式开展高水平服务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磋商，未来必将进一步

提升两国服务贸易和投资的开放与合作

水平，推动中韩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

两 国 相 互 投 资 也 不 断 扩 大 。 三 星 、

SK、现代汽车、LG 等韩国企业在华多地建

设工厂，小米、大疆等品牌也进军韩国，位

于中国江苏盐城、山东烟台、广东惠州和韩

国全北新万金的四大中韩产业园区建设更

是如火如荼，双方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密切交融格局。韩方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中韩相互投资额已经突破 2500 亿

美元。另外，据韩方数据，2008 年以来，中

韩经济发展关联度为 0.56，而同期韩美只

有 0.054，相 差 10 倍 。 今 年 1 月 份 至 7 月

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增长 44.5%，增长率

位居各国之首，这充分说明韩国企业对中

国市场和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这些事实和数字充分证明，中韩是搬

不走的永久近邻，也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

两国共同受惠于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

系，也共同分享双边合作带来的巨大福祉，

并共同为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作出重要

贡献。

尹锡悦当选韩国第 20 任总统以来，中

韩高层互动有增无减。为迎接两国建交

30 周年，本月初中韩外长举行会晤。双方

同意就维护产供链稳定事宜开展对话，致

力于产供链的完整、安全、畅通、开放和包

容；坚持贸易投资自由化，遵守世贸规则，

坚持非歧视、非排他、公开、透明原则。

三十而立，相信中韩双方会以建交 30

周年为契机，借助双边关系发展的宝贵历

史经验，以最大的智慧共同规划中韩互利

合作的光明前景，携手开创中韩经贸合作

的新时代。

流媒体市场群雄并起

禹

洋

过去几年，全球流媒体行

业迎来爆发式增长。最新数据

显示，美国流媒体视频服务份

额首次超过有线电视，占据当

月美国收视最大份额。

这一数据并不令人意外。

近年来，流媒体使用量不断攀

升，收视份额超过有线电视只

是时间问题。流媒体的快速发

展也带动了业界竞争，国际流

媒 体 市 场 群 雄 崛 起 ， 竞 争

激烈。

从流媒体发展历程来看，

奈 飞 抢 占 了 先 机 。 早 在 2007

年，做 DVD 租售起家的奈飞就

颠覆性地开辟了在线视频业

务。凭借《纸牌屋》《王冠》等多

部原创“王炸”剧集，奈飞积累

了众多付费订阅用户，在流媒

体 市 场 形 成 了 一 家 独 大 的

格局。

有市场就会有竞争。随着

迪士尼、亚马逊、华纳等实力雄

厚的公司进军流媒体赛道，市

场格局发生了变化。从最近发

布的各大流媒体平台财报看，

奈飞二季度订阅用户流失了

97 万，被迪士尼反超，从订阅

用户第一的宝座上跌落，行业

龙头的地位岌岌可危。这也被

视为国际流媒体市场竞争格局

的重要变化节点。

从流媒体平台发展的底层逻辑来看，订阅用户量是

业务拓展的基础，而吸引用户的核心竞争力则是视频内

容。在这方面，迪士尼家底深厚，多年来积累了不少

IP；奈飞也在持续发力，新作不断上线；亚马逊这个

“门外汉”也通过收购米高梅等方式拓展影视版图，并

斥巨资打造新剧 《指环王》。在内容竞争方面，颇有

“内卷”之势。

除此之外，为聚合优质内容，流媒体平台也在寻求整

合。最近，谷歌计划为旗下的 YouTube 推出一项新功能，

将各个流媒体平台内容的预告片集中起来，以便用户在

看完预告片后，直接订阅相应的流媒体服务。也有流媒

体平台通过“塞广告”的方式，加入有广告但价位相对便

宜的订阅套餐，覆盖更多用户群体，同时争夺流媒体广告

市场。

行业预测显示，在流媒体化趋势下，美国流媒体订阅

用户规模将继续增长，到 2027 年订阅量将达到 4.56 亿。

越来越多的“剪线族”将转向流媒体平台服务。此外，除

了欧美等发展较早的地区，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流媒

体迁移率比较低，未来还有巨大增长空间。

在流媒体赛道，群雄争霸的局面已经开启。在目前竞

争力较强的“玩家”中，奈飞先发占优，迪士尼根基深厚，亚

马逊有平台用户优势，华

纳财大气粗⋯⋯众平台各

有千秋，谁能在激烈的竞

争中出位，尚未可知。但

可以确定的是，流媒体市

场还很年轻，未来有无限

可能。随着竞争的加剧，

能否持续以优质的内容吸

引用户，实现盈利，才是决

定成败的关键因素。

欧盟结束 12 年财政监管——

希 腊 告 别“ 强 化 审 查 ”
本报驻雅典记者 曲俊澎

欧盟委员会近日宣布，8 月 20 日起正式解

除自 2018 年 8 月份对希腊开始的“强化审查”，

标志着 2010 年爆发的希腊债务危机正式结束，

这对于希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当地媒

体评论称，这是为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创伤的“黑

暗时代”结束，是千万希腊民众节衣缩食共同牺

牲艰难道路的终结，是希腊经济回归正轨、主权

信用升级的关键节点，更是未来面临诸多挑战

的崭新起点。

8 月 10 日，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

员真蒂洛尼在给希腊财政部部长斯泰库拉斯的

信中称，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

的影响，希腊已经“履行了对欧元区 19 个成

员国组成的欧元集团的大部分政策承诺”，并

“实现了有效的改革”。他还称赞希腊“强化审

查”框架的结束要归功于希腊人民的牺牲，以

及希腊政府一贯实施的审慎经济和改革导向

政策。

自欧盟启动救助计划和加强审查以来，希

腊在财政政策、社会福利、金融稳定、劳动力市

场、私有化和公共行政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关键

性改革，也是最终满足国际债权人要求、退出欧

盟“强化审查”的先决条件。希腊政府的经济政

策和广泛改革得到认可，成果不易，值得珍惜。

退出欧盟“强化审查”后，希腊的财政优先

事项将由本国政府决定，能够更加自由地实施

经济政策，在政策组合方面将有更大的灵活性，

为经济政策的执行提供了更多自由度。同时，

这也将提高希腊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地位，为发

挥增长潜力和吸引投资提供额外推动力。2023

年上半年，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将有望重新回归

“投资级”，这将进一步降低融资和借贷成本，促

进经济有序发展。

当然，退出“强化审查”并不意味着万事大

吉。未来希腊仍将继续接受欧盟相关机构的财

政监管，与塞浦路斯、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

相同，由“强化审查”时的“一季一审”简化为“半

年一审”，直到 2059 年至少偿还完救助计划贷

款的 75%。希腊最终完全摆脱救助计划、真正

自力更生仍要面临许多风险和挑战。

公共债务规模庞大。2020 年和 2021 年希

腊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值

分别高达 206%和 193.3%，尽管 2022 年公共债

务预计将降至 GDP 的 180.2%，但仍处于并将

长期处于欧盟前列，中期内减债压力较大，需

要低成本融资借贷来推进债务可持续化。欧盟

也指出，2023 年公共债务占 GDP60%以上的国

家应采取财政政策，通过逐步减少赤字、增加

投资和改革等举措，在中期逐步减少债务和实

现财政可持续性。8 月 16 日，希腊 10 年期国

债收益率为 3.26%，而政治动荡的意大利为

3.07%，德国仅为 0.94%，希腊面临的借贷和

融资成本较高，为未来债务规模的可持续性降

低埋下一定隐患。

持续高通胀冲击严重。乌克兰危机导致的

欧洲能源危机引发了许多连带反应，使得希腊

面临几十年以来创纪录的高通胀，7 月份希腊

通胀率高达 11.5%，许多希腊人几乎无法承受

如此巨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飞涨，民众生活成

本激增。为此希腊政府采取了降税、补贴等多

种手段来抑制通胀，大量财政支出引发的后续

隐患仍需注意。

除此之外，希腊经济存在的固有结构性弊

端，比如缺乏多元化产业、过分倚重旅游业、审

批效率低下、逃税漏税严重等，都是未来希腊政

府需要着重改善的问题和挑战。

2021 年希腊 GDP 同比增长 8.3%，失业率在

债务危机时高达 28%，今年 6 月份降至 12.1%。

希腊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成绩获得了欧盟和国际

社会的认可和赞赏。

正如分析人士指出，希腊从债务危机这

个“实验室”中学到了很多，使其能更有效

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如今，借助欧盟复苏基

金的支持和大刀阔斧的改革，希腊正在加速

向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转型，打造创新开放

型经济，以在正确合理的轨道上加速前行。

连续十八个月两位数增长

—
—

马来西亚贸易上升势头强劲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蔡本田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

及工业部近日公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今年 7 月

份，马来西亚贸易额同

比 增 长 39.8% 至 2526.5

亿林吉特，上升势头强

劲，连续 18 个月实现贸

易额两位数增长。

其中，出口额同比

增长 38%至 1340.7 亿林

吉特，连续 12 个月实现

两位数增长；进口额增

长 41.9%至 1185.8 亿 林

吉 特 ，贸 易 顺 差 上 升

14.3% 至 154.9 亿 林 吉

特。马来西亚当月出口

增长主要是由于外部对

电器和电子产品、石油

产品以及液化天然气的

需求增加所致。

出口方面，制成品

7 月份出口额按年率计

算 增 长 35.4% 至 1122.6

亿林吉特，连续 12 个月

实现两位数增长。增长

主要得益于电器和电子

产品、石油产品、机械、

设备和零件、金属制品、

光纤和科学设备，以及

化学产品的出口额分别

增 加 超 过 10 亿 林 吉

特。矿产品出口额在液

化天然气和原油出口增

长的支持下，按年率计

算 增 长 100.4% 至 108.1

亿林吉特，连续 16 个月

实现两位数增长。农产

品在棕油和棕油产品强

劲出口的带动下，同比

增长 24.1%至 105.2 亿林吉特，连续 17 个月实现两

位数增长。

进口方面，随着加工工业用品进口上升，占总

进口 52.1%的中间产品同比增长 32.2%。工业运

输设备进口增加，促使占总进口额 9.3%的资本

货物进口增长 29.6%。主要用于家庭消费的加工

食品和饮料进口增加，使得占总进口额 7.2%的消

费品进口增长 33.2%。

从地域来看，7 月份，马来西亚对东盟国家的

贸易额按年率计算同比增长 63.0%，占总贸易额

的 29.0%。对中国贸易 7 月份按年率计算同比上

升 19.3%至 405.8 亿林吉特，连续 20 年实现两位数

增长，占总贸易额的 16.1%。对美国、欧盟、日本

的贸易额按年率计算分别同比增长 29.7%、14%、

29.6%。

今年前 7 个月，马来西亚总贸易额同比增长

29.9%至 1.61 兆林吉特，出口额同比增长 27.8%至

8730.7 亿林吉特，进口额同比增长 32.5%至 7345.1

亿林吉特，贸易顺差增长 7.4%至 1385.6 亿林吉

特。总贸易额、出口额、进口额和贸易顺差均创

新高。

随着供应链逐步恢复，马来西亚贸易在制造

业带动下，年内有望继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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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在希腊

雅典一处集市购

买果蔬。

（新华社发）

88 月月 55 日日，，在山东省威海市在山东省威海市，，

与会嘉宾参观第二届韩国与会嘉宾参观第二届韩国（（山东山东））

进口商品博览会进口商品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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