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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iven the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regionalization of world economy, South Korea has shifted 
its trade policy focus from traditional emphasis on 
multilateralism revolving arou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to bilateral and 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 since the late 1990s with a view to increas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its export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intends to center on South 

Korea-EU FTA so as to find out which side benefits more 
from the bilateral FTA, in what way, more importantly to 
examine if the results of the FTA meet South Korea’s 
expectations or EU’s predictions of the impact of the FTA 
prior to negot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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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受到 1997 年亞洲金融危機以及區域經濟整合趨勢之影

響，一向重視外貿的韓國在 1990 年代後期開始尋求透過自

由貿易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拓展海外市

場 ， 而 隨 著 世 界 貿 易 組 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回合談判的停滯，韓國更強調利用 FTA 增加韓國出

口的競爭力。本文將以韓國－歐盟 FTA 作為個案探討，透

過韓國與歐盟在雙邊 FTA 生效前後的進出口貿易狀況，分

析韓歐 FTA 對於兩方所帶來的利弊得失，檢視其成效是否

符合韓國在該 FTA 簽訂前之評估，並討論韓歐 FTA 所實際

創造的經濟效益。 
 

前言 
 
在 90 年代初期，韓國的對外貿易政策主要是依賴國際

多邊機制下的貿易自由化，透過 WTO 的回合談判拓展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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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外市場與對外出口，並且認為區域貿易協定(RTA)與自

由貿易協定 (FTA)有礙於多邊貿易自由化的進展。但在

1997 年亞洲金融危機爆發之後，金大中政府改變傳統的觀

感，認為必須推動更大幅度的自由化方能取得來自國際貨

幣基金的紓困金，一方面這種來自國際社會的壓力有效的

減少了反對貿易自由化的聲浪，另一方面韓國對國際貨幣

基金提出的嚴格紓困條件感到不滿，促使韓國開始尋求其

他形式的區域合作機制。此外，WTO 所推動的多邊貿易自

由化自 90 年代開始嚴重停滯，加上區域主義的興起，面對

著整合中的東南亞國家、美洲國家以及歐洲國家，所以，

自金大中政府即開始考慮 RTA 與 FTA 所可以為韓國帶來的

正面效益，1希望能夠確保韓國的海外市場。2 
 
歐盟在韓國盧武鉉政府於 2003 年所提出的 FTA 路線

圖中被視為 FTA 談判的長期目標，3雙方自 2006 年 3 月發

動前置性的準備會議，在 2007 年 5 月就雙邊 FTA 的內容

開始正式進行談判。自 2007 年 5 月開始，兩邊總共進行 8
回合的談判，最後在 2009 年 7 月就 FTA 的內容達成協

議，並於同年的 10 月在布魯塞爾由歐盟貿易執委艾希頓

(Catherine Ashton)與韓國通商部長金宗壎(Kim Jong-hoon)
完成草簽的程序。接著，歐盟議會在 2011 年 2 月批准通過

韓國－歐盟 FTA，韓國國會則在同年的 5 月批准此 FTA，

韓國－歐盟 FTA 自 2011 年 7 月 1 日開始生效。 
                                                 
1  劉德海，「李明博時代的南韓與澳洲經貿關係」，WTO 研究，第

22 期，2012 年，頁 114。 
2  劉德海，「廿一世紀韓國與印度的經貿互動」，韓國學報，第 27

期，2015 年，頁 86。 
3  劉德海，「朴槿惠總統的 FTA 政策」，韓國學報，第 25 期，2014

年，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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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是韓國第二大的貿易夥伴，佔韓國對外貿易中的

9.8%，僅次於中國大陸(21.3%)，並超越了韓國第三大貿易

夥伴－美國的 9.7%。歐盟所包含的 28 個會員國人口約為 5
億，將近是韓國的 10 倍，也超過美國 3.1 億人口的市場，

是韓國所不可忽視的重要市場。韓國對歐盟的貿易長期享

有貿易順差，簽訂雙邊 FTA 將有助於韓國出口在歐盟各國

的市場取得優勢，擴大韓國企業在歐盟的市佔率。4此外，

韓國一向依賴外國的投資，而歐盟是韓國最重要的外商直

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來源，來自歐盟的

資金佔了韓國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 43%，5與歐盟簽訂 FTA
可以進一步的吸引歐洲企業對韓國的投資，促進韓國整體

經濟的發展。 
 

        歐盟之所以選擇韓國作為 FTA 談判的對象，首先是考

量 到 韓 國 在 經 濟 上 的 快 速 成 長 ， 韓 國 是 當 時 少 數 加 入

OECD 的亞洲國家，也成為世界上第 13 大的經濟體，已經

是亞洲較發達的經濟體。歐盟認為與經濟發展程度高的國

家洽談 FTA 時比較有可能超越傳統貿易議題，因此，歐盟

希望能和韓國達成高品質的 FTA，彼此對貿易自由化做出

更多的承諾，並且透過 FTA 擴大歐盟法規與標準的適用範

圍。對於歐盟來說，與韓國簽定 FTA 可以視為歐盟拓展亞

洲市場的第一步，而與中國、東協等大型經濟體比起來，

和韓國洽談 FTA 的風險較小，歐盟不但可以藉由這次機會

                                                 
4  Yoo-Duk Kang , “Korea’s FTA Policy and Negotiating Korea-EU FTA”, 

Taiwanese Journal of WTO Studies, Vol. XV, 2010, p.85 
5  同前註，頁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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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談判新一代 FTA 的經驗，作為未來談判的基礎，也可

以利用與韓國之間的 FTA 在亞洲市場發揮更大的影響力。  
 
        另外，韓國在 2006 年與美國所簽定的 FTA 也對歐盟

有很大的影響，由於美國是歐盟在海外市場的一大競爭

者，韓國與美國的 FTA 對歐盟造成相當的壓力，6該 FTA
可能使韓國與歐盟之間的貿易往來產生貿易移轉效果，擴

大歐盟對韓國的貿易逆差。在此種背景之下，歐盟希望能

盡快完成與韓國之間的 FTA，由於美韓 FTA 當時尚未生

效，若是歐盟能在美韓 FTA 生效前與韓國達成協議，可以

提高歐盟企業在海外市場的競爭力。而韓國與美國在洽談

美韓 FTA 時的經驗為歐盟提供了與韓國談判的基礎，一方

面歐盟可以在談判時要求得到至少與美國相同的待遇，另

一方面，美韓 FTA 屬於高規格、困難度較高的 FTA，其談

判經驗將減少歐盟在談判上所需花費的時間成本。  
 
        最後，韓國在對外洽談 FTA 上保持積極的態度，比其

他亞洲國家更重視 FTA 的經濟效益，過去儘管泰國、馬來

西亞都曾與美國尋求洽簽 FTA，但最後都未能達成共識。 
而韓國已經累積了相當程度的 FTA 談判經驗，對於 FTA 談

判掌握度較高，使得歐盟將韓國視為具有潛力的 FTA 談判

對象，並在「全球歐洲」的貿易策略中將其列為優先考量

目標。美韓 FTA 遲遲未能得到國內批准，意味著歐盟將有

機會趕上美國的腳步，與韓國簽訂 FTA 將可以有效降低美

韓 FTA 對於歐盟出口的負面衝擊。 

                                                 
6  劉德海，「超越貿易的韓美自由貿易協定」，韓國學報，第 20 期，

2009 年，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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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歐 FTA 對韓國之經濟效益 
 
一、貨物貿易 

 
從圖-1 可以看出，從 1997 年亞洲危機一直到 2011 年

韓國－歐盟 FTA 生效前的這段期間，韓國對歐盟的貿易收

支長期維持在貿易順差。而隨著 2011 年韓國－歐盟 FTA
的生效，韓國對歐盟的貿易收支不但未能維持以往的貿易

順差，韓國對歐盟的出口反而出現下降的趨勢，同時韓國

從歐盟的進口開始逐漸上升，使得韓國在 2012 年出現了

1997 年以來首次的貿易逆差。 
 
 
 
 
 
 
 
 
 

 
 
 
 
 
在表 1-1 中可以發現，在 2012 年出現的貿易逆差在接

下來的幾年開始逐漸擴大，韓國在 2012 年將近 10 億美元

的貿易逆差在 2013 年增加至 73 億美元，而這樣的貿易逆

差在 2014 年更達到 107 億美元，對於韓國來說並未帶來預

期的經濟成長。先從進口來看，韓國自歐盟的進口在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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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韓國－歐盟 FTA 生效有著明顯的成長，在韓國－歐盟

FTA 生效後的第一年，韓國自歐盟的進口出現 6.2%的成

長，在 2013 年則增加至 11.6%，到 2014 年亦維持在 11%
的成長率，反映了韓國－歐盟 FTA 對韓國市場的開放確實

為韓國帶來了更多來自歐盟的進口，在韓國－歐盟 FTA 生

效後的 3 年之間，韓國自歐盟的進口皆能維持在正成長。 
 
反觀，韓國在對歐盟的出口上，在韓國－歐盟 FTA 生

效後的第一年與第二年，出現了顯著的負成長，在這兩年

的期間內，韓國隊歐盟的出口分別下滑了 11.4%與 1%，未

能如預期般的提高韓國對歐盟的出口。儘管韓國對歐盟的

出口在 2014 年有回升的跡象，但仍不及韓國－歐盟 FTA
生效前的出口額，特別是 2008 年 583 億美元的出口額。從

進出口總額來看，雖然韓國－歐盟 FTA 生效後第一年呈現

負成長，但在 FTA 生效後的第二年和第三年出現明顯的正

成長，進出口總額超過過去數年的進出口貿易總額。韓國

與歐盟整體貿易量在 FTA 生效後所出現的提升，不但和韓

國－歐盟 FTA 消除的各種關稅與非關稅貿易障礙有著密切

的關聯，也印證了 FTA 所能為適用各方所帶來的貿易創造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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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韓國對歐盟的出口在 FTA 生效後出現負成長的現

象，但這並不代表韓國－歐盟 FTA 並未發揮應有的效應，

這個現象可從韓國國內層次以及國際層次分別進行探討。

從國內層次來看，韓國對歐盟的出口結構較為集中，其中

船舶(HS 89)、汽車(HS 87)、電子產品(HS 85)三個部門大

約佔韓國對歐盟出口的 60%，因此任何一個主要出口部門

的變動將會大幅度的影響韓國對歐盟的總出口額。7 然而在

這些主要出口部門中，有些部門在 FTA 生效之前已享有零

關稅待遇，如船舶的出口，其並未直接受益於韓國－歐盟

FTA，但這些部門出口的成長狀況仍會影響韓國對歐盟的總

出口，使得韓國對歐盟總出口額之變化無法有效反映 FTA
的實際經濟效益。舉例來說，韓國對歐盟的船舶出口佔韓

國對歐盟總出口的 25.4%，該部門在 2010 年韓國－歐盟

FTA 生效前達到了將近 136 億美元的出口金額，而韓國對

歐盟的船舶出口在 2012 年卻下滑至 79 億美元，儘管這兩

年間將近 42%的負成長並非受到 FTA 自由化措施的直接影

響，但 57 億美元的出口衰退依然會反映在韓國對歐盟的總

出口額上。因此在檢視韓國－歐盟 FTA 的具體效益時，應

把焦點先放在受益於 FTA 的部門之成長，比起單就韓國與

歐盟間的總體進出口進行分析將更為準確。 
 
從國際層次看來，韓國與歐盟之間的貿易逆差有一部

份乃是受到歐洲國家債務危機的影響。一方面歐洲國家的

債務危機造成歐元大幅的貶值，使得歐盟對外的出口更便

宜，在海外市場更具有競爭力，另一方面歐洲國家經濟的

                                                 
7  Yoo-Duk Kang and Jun Yeup Kim,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Korea and EU After the Korea-EU FTA and Its Prospect”, 
KIEP World Economy Update, Vol.3, No.44, Sept. 2013,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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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也導致歐盟對他國進口商品需求的下降，此種國際經

濟局勢的變化使得韓國自歐盟的進口開始超越韓國對歐盟

的出口，而最後造成了韓國對歐盟的貿易逆差，並未如韓

國所預期的帶動韓國對歐盟出口的成長。8 
 
接著，從表 1-2 可以看出韓國對歐盟主要出口部門在

2011 年韓國－歐盟 FTA 生效後所產生的變化 。其中，在

2011 年對歐盟出口排名第一的船舶產業在 2012 年出口下

滑了 36.7%，使得汽車產業轉而成為韓國對歐盟出口排名

第一的部門，並且在 2012 至 2014 年期間皆維持著穩定的

正成長。同時，電子產品與機械設備的出口額自 2013 年也

開始超過船舶產業，分別成為韓國對歐盟出口排名第二與

排名第三的出口部門。以下將檢視韓國－歐盟 FTA 在生效

後是否有效的為這些部門創造有利的出口環境，特別是針

對韓國在談判過程中所重視的汽車產業。 
 

 
 
 
 
 
 
 
 
在車輛及其零件與附件(HS 87)的出口項目中，韓國在

小客車及其他主要設計供載客之機動車輛(HS 8703)上具備

相當高的競爭力，因此韓國主要希望能利用韓國－歐盟

FTA 提升對歐盟的小客車出口。韓國對歐盟所出口的汽車

                                                 
8  同前註，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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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總價值而言排名第三，僅次於北美自由貿易區與日本對

歐盟的出口，但就數量而言，從表 1-3 以及可看出，韓國自

2012 年成為了對歐盟出口最多車輛的國家，超越過去領先

韓國的日本與土耳其，並維持著將進 20%的市佔率。然而

韓國汽車對歐盟出口的此種正向成長不只是受到關稅障礙

減免的影響，也和韓國對歐盟 FDI 的增加密切相關連，韓

國汽車廠商在韓國－歐盟 FTA 生效前便開始對東歐的歐盟

會員國投資，不但在當地建立了韓國汽車的生產線，同時

在歐洲設立了技術服務中心與設計中心，打造了韓國汽車

在歐洲的完整供應鏈。舉例來說，現代汽車在捷克設有汽

車生產線，而起亞汽車除了在斯洛伐克建立其汽車生產

線,，在德國法蘭克福更成立了汽車設計中心。韓國汽車產

業此種利用 FDI 進行的生產線擴張有效的降低運輸成本、

運輸時間以及服務所需成本，成功的利用市場的鄰近性創

造出更大的經濟效益，而不單只是依賴韓國－歐盟 FTA 所

提供的關稅減免優勢。9 
 

 
 
 
 
 
 
 
 
 

                                                 
9  Fredrik Erixon and Hosuk Lee-Makiyama, “Stepping into Asia’s 

Growth Markets: Dispelling Myths about the EU-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ECIPE Policy Briefs, No.03, 2010, pp.9-12。 



韓國－歐盟 FTA 對韓國與歐盟之經濟效益／119 

 
根據歐盟執委會的監督報告，韓國在談判過程中所重

視的紡織部門以及機械與電器部門在出口上未如預期般的

成長，從圖 1-2 可得知，韓國對歐盟的紡織品出口在 2011
年 FTA 正式生效後呈現負成長，並且一直到 2014 年 6 月

皆持續衰退，並未因 FTA 的生效而擴大出口。針對韓國較

具有競爭力的電子產品出口，歐盟執委會的監督報告則指

出，電子產品的出口在韓國－歐盟 FTA 生效後的第二年降

低了 13%，儘管如此，該部門的出口在 FTA 生效後的第一

年與第三年分別出現 8%與 31%的成長，並成為韓國對歐盟

出口的第二大部門，從圖 1-3 可看出該出口部門此種正向成

長的趨勢。10 
 

 
 
 
 
 
 
 
 
 
 
 
 
 

                                                 
10  European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U-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Mar. 
2015, p.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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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業貿易 

 
從表 1-4 可看出，韓國的服務業貿易出口在韓國－歐盟

FTA 生效後的第一年未能有大幅的提升，2012 年的出口額

僅增加了 2 億歐元。但根據歐盟執委會 2015 年的年度監督

報告顯示，韓國對歐盟的服務業貿易出口在 2013 年增長至

56 億歐元，與 2012 年同一時期比起來成長了 11%。11 韓
國對全球的服務業貿易出口在 2012 年至 2013 年從 859 億

歐元下滑至 842 億歐元，而韓國對歐盟的服務貿易出口依

然能夠維持正成長，顯示了韓國－歐盟 FTA 對於韓國服務

業貿易的出口仍創造了相當有利的貿易環境與條件。 
 
 
 
 
 
 
   
                                                 
11 同前註，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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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商直接投資 (FDI) 
 
在韓國－歐盟 FTA 生效後，確實為韓國引進了更多來

自歐盟的投資，從表 1-5 中可得知，韓國 2011 年來自歐盟

的 FDI 比起前一年成長了 57.4%，增加了將近 18.3 億歐

元。而此種成長未能維持到 FTA 生效後的第二年，在 2013
年，歐盟對韓國的投資數目下降 46.6%，減少近 23.4 億歐

元，FDI 金額也少於 FTA 生效之前。這樣的變化乃受到歐

債危機後續效應的影響，由於歐洲國家一方面忙著去槓桿

化減少債務，另一方面歐盟也面臨著信用評級遭下調的問

題，歐盟企業普遍缺乏對海外市場投資的意願，使得歐盟

對韓國的 FDI 在韓國－歐盟 FTA 生效後成長不甚穩定。儘

管如此，韓國－歐盟 FTA 有效的改善了韓國的整體投資環

境，吸引了歐盟以外國家更多的投資，特別是美國與日本。

從 2012 年的投資金額來看，美國對韓國的 FDI 從 23.7 億

歐元上升至 36.7 億歐元，成長了將近 54.9%，而日本對韓

國的 FDI 從 22.9 億歐元上升至 45.4 億歐元，有著 98.4%
的成長幅度。從韓國所得到的 FDI 總額來看，韓國在 FTA
生效後也出現顯著的成長，儘管 2011 年成長率僅有 4.6%，

但 2012 年的 FDI 從 136.7 億歐元增加到 162.6 億歐元，成

長了 18.9%。就 FDI 而言，雖然來自歐盟的投資在歐債危

機的影響下並未出現穩定的成長，但韓國－歐盟 FTA 營造

出有利外國企業投資的環境，吸引了來自其他國家的 FDI，
成功的帶動韓國整體 FDI 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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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歐 FTA 對歐盟之經濟效益 
 
一、貨物貿易 
 
 就歐盟對韓國的進出口貿易額而言，從圖 2-1 可看出，

在韓國－歐盟 FTA 生效後的第二年與第三年，歐盟對韓國

的出口都維持著穩定的增長，歐盟的出口額從 FTA 生效前

的 306 億歐元在 FTA 生效後的第三年增加至 414 億歐元，

出現了將進 35%的成長。在 FTA 生效後，歐盟不論是在完

全或是部分貿易自由化的出口部門都出現了顯著的成長，

對於完全自由化的出口部門，如酒、紡織品、機械與電器

等，出口額較過去增加了 46%，而部分自由化的部門，包

括汽車、農產品等，在出口上亦有 37%的增長。到了 FTA
生效後的第三年，歐盟與韓國之間的貿易額已經從 FTA 生

效前 76 億歐元的貿易逆差轉變為 36 億歐元的貿易順差，

這是自 1997 年以來首次取得的貿易順差。12 
 

                                                 
12 同註 6，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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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歐盟的出口部門來看，機械與電器產品、運輸工

具、化學產品是歐盟較重視的部門，而這些部門的出口在

FTA 生效後皆有所增長。機械與電氣產品佔了歐盟對韓國

總出口的 34%，在 FTA 生效後的第三年，歐盟的出口有了

23%左右的成長；運輸工具佔歐盟對韓國出口的 16%，該

部門的出口在 FTA 生效後的第二年和第三年成長了將近

56%；化學產品則佔了歐盟對韓國出口的 12%，歐盟化學

產品的出口在 FTA 生效後的第三年也增加了 9%。就整體

面來看，韓國－歐盟 FTA 使得歐盟在 FTA 生效的第三年得

以免除將近 16 億歐元的關稅，有效的降低的歐盟的出口成

本。13 
 
  其中，汽車部門是歐盟在洽談韓國－歐盟 FTA 時所重

視的部門，歐盟希望透過消除關稅與非關稅的貿易障礙提

                                                 
13  同註 6，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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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歐盟汽車在韓國市場的市佔率。從表 2-1 可以看出，歐盟

對韓國的小客車出口額在 FTA 生效後的第一年從 19 億歐元

增加至將近 25 億歐元，成長了將近 27.7%，出口數量也從

7 萬 5 千輛增加至 9 萬 5 千輛；在 FTA 生效後的第二年，

歐盟的出口額更成長至 31 億歐元，保持著 25.3%的成長

率。眾多歐盟汽車廠商都受利於 FTA 自由化措施，不僅是

德國的高價位汽車在韓國市場銷售量明顯增加，法國汽車

廠商雪鐵龍(Citroen)重新在韓國汽車市場取得進展，而義大

利汽車廠商飛雅特(Fiat)也自 1997 年以來首次回到韓國汽

車市場進行銷售。14 根據表 2-2 所顯示，歐盟在韓國市場的

市佔率有逐年提升的傾向，不但在 2011 年從 65.4%提升至

74.1%，在 2014 年更達到 80.4%，從此種市佔率的變化中

亦可看出，歐洲汽車在韓國市場有逐漸取代日本汽車的趨

勢。此種發展和韓國－歐盟 FTA 的生效密切相關連，該 
 
 
 
 
 
 
 
 
 
 
 
 

                                                 
14  European Commission, “EU-Korea FTA sees strong rise in EU 

exports”,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July 1, 2013,<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3-626_en.htm> (last 
visited: 2015/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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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A 的生效有效的降低歐盟汽車產業的出口成本，使得企

業在制定價格時有更多的調降空間，進而提高歐盟汽車出

口在韓國市場的競爭力。 
 
 
 
 
 
 
 
 
 
 
 
 
 
 
 
         

從歐盟成員國各自與韓國的進出口貿易來看，歐盟對

韓國的主要出口國為德國、英國、與法國，這三個國家至

少佔了歐盟對韓國出口的 60%。德國是歐盟中對韓國的第

一大出口國，其出口佔了歐盟出口的 38%；第二名則是英

國，英國出口佔了歐盟出口的 14%；歐盟對韓國的第三大

出口國則是法國，法國的出口佔歐盟對韓國出口的 10%；

第四名則是義大利，其佔歐盟對韓國出口的 9%。就進口而

言，歐盟對韓國的第一大進口國是德國，其進口佔歐盟進

口額的 20%，第二名是斯洛伐克，其自韓國的進口佔歐盟

總進口的 11%，第三名與第四名則是英國與法國，這兩國

各自佔歐盟總進口的 9%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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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2-3 可得知，在歐盟所有的會員國中，在對韓國的

貿易中享有最大貿易順差的國家乃是德國與英國，在 2013
年 1 月至 6 月這段期間，德國取得了 34 億歐元的貿易順

差，位居歐盟各國之首，而英國亦能保持 10 億歐元的貿易

順差，在歐盟各國中排名第二。而在歐盟各國中，貿易逆

差最大的國家為斯洛伐克，其貿易逆差在 2013 年 1 月至 6
月這段期間達到了將近 19 億歐元，第二與第三大貿易逆差

國則是波蘭與捷克，其貿易逆差各自為 9 億歐元與 6 億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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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5 從歐盟會員國對韓國進出口的狀況來看，可以發現

能夠取得貿易順差的國家較多是西歐已開發國家，而承擔

貿易逆差的較多是東歐的歐盟會員國，反映了韓國－歐盟

FTA 對歐盟各會員國之間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仍存在著相當

的差距。 
 
服務業貿易 
 
  就服務業貿易而言，歐盟對韓國的服務業出口在韓國

－歐盟 FTA 生效後保持穩定的成長，從表 2-4 可見，歐盟

對韓國的服務業出口額在 2011 年提升至 90 億歐元，較

2010 年成長了將近 6%，並帶來 45 億的貿易順差，和前一

年相比亦成長了 15.4%。在 2012 年，不但歐盟的服務業出

口額達到了 97 億歐元，有著 7.78%的成長率，收支貿易也

呈現 49 億歐元的貿易順差，比 2011 年提昇了 8.89%。根

據歐盟執委會 2015 年的年度報告，歐盟對韓國的服務業貿

易在 2013 年仍維持著正成長，出口額增長至 106 億歐元，

較前一年成長了 9.28%。16 從這樣的發展趨勢可得知，歐

盟的服務業出口額至 2013 年為止皆呈現正成長，另一方面

歐盟在這段期間的貿易收支的順差也持續增長著，顯示韓

國－歐盟 FTA 有效的提高了歐盟的服務業出口在韓國的競

爭力。 

                                                 
15  Eurostat Press Office, “A surplus of 1.0 bn euro in EU28 trade in 

goods with South Korea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3”, Eurostat News 
Release, Nov. 6, 2013, 
<http://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2995521/5167478/6-
06112013-BP-EN.PDF/da47cc27-c83d-4d2b-b835-
d347486db92e?version=1.0>, p1. (last visited: 2015/05/03)  

16  同註 6，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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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資 (FDI) 
  

從表 2-5 的數據顯示，就 FDI 存量(stock of FDI)而
言，韓國對歐盟的投資雖然在 FTA 生效的 2011 年出現了

負成長，但接下來在 2012 年，韓國的投資額從 124 億歐元

增加至 185 億歐元，成長 49.2%，並 2013 年增加至 189
億歐元，反映了韓國在歐盟所累積的資產正在快速的成長

中。韓國對歐盟的 FDI 來自韓國的大型跨國企業，如三

星、現代、LG 等，這些大型跨國企業在捷克、斯洛伐克、

波蘭、匈牙利等中東歐歐盟會員國進行投資，特別是在汽

車產業與電子產品相關產業。17 相較之下，儘管歐盟對韓

國的投資在 2011 年從 375 億歐元增加至 395 億歐元，歐盟

此種投資在 2012 年並未出現增長，僅維持在同樣的 395 億

歐元，並在 2013 年開始出現負成長，不但投資額降低至

326 億歐元，歐盟的淨存量也減少至 136 億歐元，比起

2012 年衰退將近 35.2%，這顯示歐盟在韓國所擁有的資產

開始快速流失，FDI 存量甚至比不上 2010 年時的程度。 
 

                                                 
17  Choong-yong Ahn, “Enhancing Korea-EU FDI Parternership”, The 

Korea Times, Oct. 7, 2012,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biz/2014/12/373_121698.
html>, (last visited: 2015/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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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是檢視歐盟與韓國之間的 FDI 流量(flow of FDI)，可

以發現同樣的趨勢，從韓國流入歐盟的 FDI 在 2012 年成長

153%，自 17 億歐元增加至 43 億歐元，而從歐盟流入韓國

的 FDI 在 2012 年從 25 億歐元銳減至不足 1 億歐元，呈現

一種不對等的 FDI 流動。就 FDI 整體變動的狀況而言，歐

盟對韓國的投資有日益減少的趨勢，儘管如此，歐盟仍因

過去的投資在韓國擁有相當的資產，而韓國不論是在投資

的資產上或是投資的資金流動上都有著明顯的成長，可以

說韓國－歐盟 FTA 生效後為歐盟帶來更多來自韓國的

FDI，同時也提升了韓國在歐盟所擁有的資產。 
 
韓國與歐盟重要成員國之間的貿易狀況 
 
  從表 2-3 可得知，與韓國進出口貿易較為密切的歐盟會

員國為德國、法國、英國、荷蘭，本小節將檢視這些國家

在韓國－歐盟 FTA 生效後與韓國的貿易狀況，以求了解韓

國－歐盟 FTA 對於歐盟重要成員國所帶來的經濟效益，並

探討這些國家的哪些產業受到 FTA 的影響。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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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3-1 中可看出，英國對韓國的出口在 2011 年韓國

－歐盟 FTA 生效後保持穩定的成長，其中英國在石油出口

方面增長特別顯著，英國在 2012 年對韓國的石油出口佔英

國該年總出口額的 44%，不論是在出口量上或是其佔出口

之比例都超越過去幾年，而在 2013 年的石油出口仍維持在

總出口的 39%，出口量上亦未有明顯的減少。在 2013 年，

英國對韓國的總出口來到 48 億英鎊，比起 2011 年的 25 億

將近成長了一倍，而石油出口是造成此種變化的重要因

素。18 
 
 
 
 
 
 
 
 
 
 
 

圖 3-2 呈現了英國對韓國出口的 7 個主要部門，除了石

油之外，英國另一個重要的出口部門為核子反應器、鍋

爐、機械用具及其零件，此部門的出口額長期以來位居其

他部門之上，雖然在 2011 年被石油出口所超越，但該出口

                                                 
18 British Embassy Seoul, “UK-Korea Goods Trade Analysis For 2013”, 

Apr.16, 2014,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
ent_data/file/303728/UK-
KOREA_GOODS_TRADE_ANALYSIS_FOR_2013_-
_Final_For_External_Use__1_.pdf> (last visited: 2015/06/12), 
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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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在 2011 年之後也開始出現顯著的成長，在 2013 年出

口額接近 10 億英鎊，比起 2012 年成長了 52%，出口額遠

超越石油以外的其他部門。19 
 
 
 
 
 
 
 
 
 
 
 
就服務業出口來看，從圖 3-3 可得知，英國的出口額佔

歐盟總出口的 1/3，是歐盟最大的服務業出口國，領先德國

與法國。而根據圖 3-4 的數據顯示，英國的服務業出口有持

續增長的傾向，雖然 2011 年後的成長並非特別明顯，但出

口仍維持在正成長，總出口額也為超越過去的紀錄。在英

國眾多的服務業部門中，由圖 3-5 可看出，英國對韓國出口

最多的是被歸類在其他商業服務的專業服務，包括了法

律、顧問、廣告、市場調查、研發等技術性的服務，這些

服務達到英國出口的 28%，而運輸服務與金融服務也各自

佔了 26%與 20%，位居英國服務業出口的第二名與第三

名。20 
                                                 
19  同前註，頁 3。 
20  British Embassy Seoul, “UK-Korea Trade: Maximising the 

Relationship”, Oct. 3, 201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 
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46035/UK_Goods_
and_Services_Exports_to_Korea_2012.pdf > (last visited: 
2015/06/12), p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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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從圖 3-6 可得知，在英國的服務業

出口中，英國在專利權使用費與授權金方面有顯著的增

長，這反映了英國與韓國在智慧財產權以及技術移轉上進

行著更密切的合作關係。就 2014 而言，英國是韓國第三大

的專利權使用費與授權金給付對象，僅次於美國和瑞典。21

而韓國在專利權使用費與授權金的支出主要針對電子產

業，將近 3/4 的支出都集中在該部門，而電子產業的企業如

三星在專利權與授權金投入相當多的資金，其中的合作對

象便包括英國的企業，如 ARM 公司22。儘管英國在專利權

                                                 
21  Jack Ellis, “When it comes to cutting Korea’s IP deficit, the 

country’s biggest high-tech players have the most work to do”, 
Intellectual Asset Management, May. 12, 2015, <http://www.iam-
media.com/blog/detail.aspx?g=150aae66-a7a2-4683-9629-
a59cd9da425d> (last visited: 2015/06/12). 

2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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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費與授權金的出口只佔服務業總出口的 6%，但隨著

2011 年韓歐 FTA 的生效，可在圖 3-6 中發現，該部門的成

長率超越了其他服務業的出口部門。 
 
 
 
 
 
 
 
 
 
 
 
就英國對韓國的進出口總額來看，從表 3-1 可得知，英

國在 2011 年韓歐 FTA 生效之後，開始擺脫過去的貿易逆

差，在 FTA 生效後的三年皆取得貿易順差，對韓國的出口

也有增加的傾向。此外，就貿易總量來看，在韓歐 FTA 生

效後，英國與韓國之間的總貿易量也比 FTA 生效前要來的

多，至少成長了 24%，顯示韓國－歐盟 FTA 的生效有效的

刺激了英國與韓國之間的貿易，而英國也受益於此韓歐

FTA 所帶來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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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從圖 3-7 可得知，在歐盟國家中，對韓國出口位居第一

的是德國，其出口大約佔了歐盟對韓國出口的 40%，出口

量遠超出其他歐盟國家。23德國在 2011 年韓歐 FTA 生效之

前對韓國的出口就已經領先其他歐盟國家，而在韓歐 FTA
生效後，德國不但維持此種領先的地位，在出口額上也有

持續正成長的傾向。根據圖 3-8 所顯示，德國對韓國的主要

出口部門為機械用具、車輛、電機設備以及光學設備，機

械用具與電機設備是德國與歐盟其他主要出口國競爭程度

較高的出口部門，而德國在這兩個部門的出口超越了其他

歐盟出口國，儘管德國的主要出口部門與英國高度重疊，

德國在出口額上也勝過英國。24 
 

 
 
 
 
 
 
 
 
 
 
 

                                                 
23  Yoav Cerralbo, “Germany benefits from Korea-EU FTA”, The 

Korea Herald, Jan. 9, 2012, 
<http://www.koreaherald.com/view.php?ud=20120109000994 > 
(last visited: 2015/06/13).  

24  同註 142，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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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德國汽車部門的出口在 2011 年韓歐 FTA 生效

後快速提升，特別是針對高檔汽車的出口，韓國的進口車

市場有將近 70%是屬於高檔汽車，而德國對韓國的汽車出

口也有 86%亦屬於高檔汽車。25如表 3-2 所呈現，德國品牌

的汽車在 2011 年後出口數量快速成長，不但在出口的數量

上有所提升，出口的成長率亦頗為可觀，2012 年與 2013
年的成長率皆達到 24%以上，2014 年的成長率更來到

29%。此外，德國汽車在韓國進口車市場的市佔率在 FTA
生效後的這三年也有增長的趨勢，在 2011 年，德國汽車在

韓國進口車市佔率為 63.7%，而在 2014 年，德國汽車的市

佔率成長至 69.4%，擴大了與日本汽車(12%)和美國汽車

(7%)之間的差距。 
 
 

                                                 
25  Verband der Automobilindustrie, 

“German car brands expand in South Korea much faster than the 
market”, Verband der Automobilindustrie Press Release, Apr. 2, 
2015, <https://www.vda.de/en/press/press-releases/20150402-
German-car-brands-expand-in-South-Korea-much-faster-than-the-
market.html> (last visited: 2015/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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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整體面來看，德國對韓國的進口額在 2011 年韓歐

FTA 生效後並未出現成長，反而有衰退的趨勢，德國的進

口額在 2012 年減少了約 21%，在接下來的兩年也都沒有回

到 2011 年的程度。相反的，德國對韓國的出口在 2011 年

之後成長迅速，不但每年的出口額都維持著 4%到 10%的正

成長，德國的貿易順差也隨著出口的增加逐漸擴大，從

2011 年的 74 億美元到 2014 年的 137 億美元，在 FTA 生

效後的三年的期間成長了 85%。從這樣的發展可得知，就

韓國與德國之間的貿易而言，韓歐 FTA 有效的促進了德國

對韓國的出口，但相對的並沒有為韓國的出口帶來對等的

經濟效益，就進出口貿易而言德國獲利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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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 
 
  在法國對韓國的出口貿易中，飛行器已成為了法國最

重要的出口部門，佔法國 2014 年出口的 29%，並且出口額

的增長迅速，該部門在的出口額從 2012 年的 4.8 億歐元來

到 2014 年的 14.5 億歐元，26在 3 年期間成長近 200%，不

論是在出口額或是成長率都位居第一。機械設備與化學產

品、香水及化妝品是法國第二大與第三大的出口部門，法

國機械設備的出口額在 FTA 生效後的三年期間從 5.85 億歐

元持續增長 6.75 億歐元，在 2013 年及 2014 年的成長率分

別為 4.5%及 10.2%，雖然成長並不是非常的明顯，但該部

門持續維持在法國對韓國出口的 14%。27化學產品、香水

及化妝品原本是法國第二大的出口部門，但該部門的出口

在 2014 年出現負成長，從 6.77 億歐元衰退至 6.15 億歐

元，28也因此從法國對韓國的第二大出口部門變成第三大出

口部門。從法國主要出口部門的變化可以看出，法國對韓

國出口的增加主要來自飛行器部門，在法國其餘的出口部

門並未出現同等幅度的成長。 
 
  就法國對韓國的進口而言，韓國對法國出口的第一大

部門為電子及通訊產品，該部門佔韓國出口的 3 成以上，

其出口額在 2013 年從 11.98 億歐元成長至 12.58 億歐元，

但在 2014 年下降了 25.7%，下滑至 9.35 億歐元，其衰退

                                                 
26  Ambassade de France en Corée, “Le commerce bilatéral France-

Corée en 2014”, Mar. 4, 2015, 
<http://www.tresor.economie.gouv.fr/File/412144> (last visited: 
2015/06/16), p1-4. 

27  同前註，頁 1-4。 
28  同前註，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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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幅度比過去成長的幅度還要大。29韓國對法國出口的第二

大部門為汽車部門，法國在洽談 FTA 時便擔心韓國汽車的

進口將衝擊到國內汽車產業，因此在 FTA 生效後，法國在

2012 年 8 月 3 號曾向歐盟執委會提出監控韓國汽車進口狀

況的要求，並制訂防護條款，30儘管法國的此種要求並未被

歐盟執委會批准，31從法國的此種行為可以看出法國對於韓

國汽車進口的顧慮。就韓國汽車的實際出口狀況來看，韓

國汽車部門在 2012 年的出口額為 5.95 億歐元，但在 2013
年衰退了 9.8%，來到 5.42 億歐元，而 2014 年的出口額更

下降了 18%，僅有 4.45 億歐元，就法國的國內市場而言，

韓國汽車並未造成預期般的衝擊。32 
 
  就整體的貿易面來看，從表 3-4 可得知，法國對韓國的

貿易總量在 2011 年大幅增加，從 72 億美元成長至 120 億

美元，儘管這樣的成長未能維持，在韓歐 FTA 生效後的三

年期間，兩國的進出口總量都超過韓歐 FTA 生效前的程

度。就兩國之間的貿易收支來看，在韓歐 FTA 生效後第一

年，儘管貿易總量有所提升，但這樣的成長並未反映在貿

易收支上，反而是在 FTA 生效後的三年期間，法國的貿易

順差開始逐漸增加，特別是在 2014 年。而造成法國貿易順

                                                 
29  同前註，頁 2-4。 
30  European Commission, “France requests surveillance for Korean 

car imports”, Aug. 3, 2012,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825 (last 
visited: 2015/06/16).  

31  Philip Blenkinsop, “EU refuses French bid to monitor Korea car 
imports”, Reuters, Oct. 22, 2012,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10/22/eu-korea-france-
idUSL5E8LMK0Z20121022 (last visited: 2015/06/17).   

32  同註 22，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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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增長的原因，主要來自於法國對韓國進口的衰退，比起

韓歐 FTA 生效前的進出口狀況，法國對韓國的進口在 2012
至 2014 年期間不如以往，在 2012 年與 2014 年特別的明

顯，因此即使法國對韓國的出口成長並非特別明顯，韓國

對法國出口的衰退使得法國能夠擴大其貿易順差。從法國

與韓國之間的此種進出口狀況來看，法國在 FTA 生效後的

三年期間，出口狀況比韓國要來的穩定，韓國在主要出口

部門所創造的經濟效益也較為有限，可以得知法國在此種

雙邊貿易關係中較佔有優勢。 
 
 
 
 
 
 
 
 
荷蘭 

 
從圖 3-9 可以得知，荷蘭對韓國的出口集中在機械及運

輸設備，特別是針對工業用的機械設備，該部門的出口佔

荷蘭總出口的一半以上，荷蘭的第二大及第三大出口部門

僅佔總出口的 12%及 13%，遠不如機械部門的出口。就荷

蘭與韓國的整體貿易來看，根據表 3-5 的數據所顯示，荷蘭

對韓國的進口在 FTA 生效後的三年並未出現太多的成長，

其進口額維持在 2010 年韓歐 FTA 生效之前的程度，而荷

蘭對韓國的出口增長幅度也有限，甚至在 2012 年出現出口

負成長的狀況。此外，荷蘭在這三年期間維持在貿易逆

差，而此種貿易逆差也沒有縮小的趨勢，對荷蘭的進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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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來說並未帶來特別大的經濟效益。但荷蘭在 FDI 上與

韓國關係密切，2012 年荷蘭對韓國的 FDI 為 6 億美元，是

歐盟國家中對韓國投資最多的國家，而韓國對荷蘭投資了

28 億美元，使得荷蘭成為了韓國 FDI 投資對多的歐盟國

家。這樣的關係顯示，除了進出口貿易之外，荷蘭與韓國

之間的 FDI 流動狀況可能對兩國的經貿往來更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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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就韓國－歐盟 FTA 所實際帶來的經濟效益來看，韓國

在貨物貿易方面所取得的整體經濟利益並不如預期，這樣

的發展乃是因為受到歐洲債務危機及經濟衰退的影響，加

上 FTA 範疇外的出口部門之變動對整體貿易收支亦產生影

響之故。儘管韓國成為了對歐盟出口最多小客車的國家，

韓國其他部門的出口成長仍不穩定，而且韓國在韓歐 FTA
生效後，韓國對歐盟的貿易收支也出現自 1997 年以來的第

一次貿易逆差。在 2011 年韓歐 FTA 生效前，韓國仍保有

83 億美元的貿易順差，但韓歐 FTA 生效後的第一年，韓國

面臨 10 億美元的貿易逆差，此種貿易逆差在 2013 年成長

至 73 億美元，在 2014 年更達到 107 億美元，可見韓國的

貿易逆差在韓歐 FTA 生效後有逐年擴大的趨勢，有待觀察

的是這是短期的現象抑或是長期的趨勢。除此之外，韓歐

FTA 雖亦未如韓方預期的帶來更多來自歐盟國家的投資，

然而來自美國、日本等國家的 FDI 卻有增加的趨勢，顯示

韓國-歐盟 FTA 的自由化措施仍有改善韓國投資環境的作

用，吸引了來自其他國家的投資。 
 
  對歐盟來說，歐盟在韓歐 FTA 生效後的第一年與第二

年開始出現貿易順差，符合歐盟在簽訂韓歐 FTA 之前所做

的評估，在機械與電器產品、汽車、化學業等出口部門都

有顯著的成長，而這樣的貿易順差主要集中在德國、法國

與英國這些與韓國之間貿易量較大的歐盟成員國，其他的

歐盟會員國在出口成長上則較為有限。至於歐盟在談判時

所重視的服務業貿易，在 FTA 生效後的第一年與第二年維

持著穩定的成長，比起韓國對歐盟的服務業出口來說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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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更為迅速。在檢視 FDI 時，歐盟國家受到經濟衰退的影

響，對韓國的整體 FDI 有下降的趨勢，而韓國對歐盟的 FDI
反而逐漸增加，韓國跨國企業希望透過這樣的投資減少在

運輸上所需付出的時間與金錢成本。 
 
  韓國在主要的出口部門，特別是受益於 FTA 的產業，

如車輛及汽車零件、電子產品、與機械設備，其出口成長

超越了未受 FTA 規範的部門，如船舶業，但這些主要出口

部門在 FTA 生效後的出口額仍不及於 2011 年時的出口

額。而韓國在洽談 FTA 時所關注的汽車部門，成功的在歐

盟的小客車市場成為出口量最大的國家，並且達到 20%的

市場佔有率，超越了過去位居第一的日本。除此之外，韓

國汽車企業開始在歐洲打造完整的供應鏈，這些企業在中

東歐國家設廠生產韓國汽車，同時在西歐國家建立設計中

心，可以降低韓國汽車部門在運輸、服務上所需花費的金

錢與時間成本，並且更有效的在歐盟推廣韓國的品牌。這

樣的策略也反映在韓國對歐盟的 FDI 上，韓國對歐盟的 FDI
在 FTA 生效後有上升的傾向，這些 FDI 主要來自韓國汽車

產業與電子產業的大型跨國企業，目標主要是針對中-東歐

國家。儘管 FTA 的生效並未如預期的為韓國吸引更多來自

歐盟的投資，韓國－歐盟 FTA 為韓國創造了更有利的投資

環境，吸引了更多來自其他國家的投資，像是日本與美

國，而外國對韓國的 FDI 總額在 FTA 生效後也有顯著的成

長。 
 
  對歐盟來說，FTA 生效之後，歐盟在完全自由化以及

部分自由化的出口部門在出口額上都有所提升，使得歐盟

可以在與韓國的貿易中取得 1997 年以來首次的貿易順差。

在歐盟所重視的機械與電器產品、運輸工具、化學產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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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這些部門的出口在 FTA 生效後的三年期間都維持穩定

的正成長，而歐盟對韓國的汽車出口也隨著 FTA 的生效快

速增長，在韓國進口車市場取得將近 8 成的市佔率，這樣

的變化乃受利於 FTA 所消除的關稅與非關稅貿易障礙。對

於歐盟的服務業貿易而言，其出口在 FTA 生效後的前三年

都持續著顯著的增長，而韓國在對歐盟的服務業出口成長

相對的較為有限，使得歐盟在服務業貿易中的貿易順差可

以逐漸擴大，這也符合了歐盟在洽談 FTA 時所抱持著的期

望。 
 
  但就 FDI 而言，歐盟對韓國的投資在 FTA 生效後大幅

減弱，一方面歐盟在韓國投資的資產有減少的傾向，另一

方面歐盟在對外輸出的 FDI 流量上也在 2012 年下滑至 1 億

歐元以下，隨著韓國對歐盟的投資不斷的提升，此種投資

上的變化將改變韓國與歐盟過去的投資關係。 
 
  在檢視韓國與歐盟成員國各自的貿易關係時，可以發

現韓國的主要貿易夥伴，如德國、英國、法國，在對韓國

的出口上出現明顯的增長，而相對的韓國對這些國家的出

口並未如預般的成長，使得這些歐盟貿易大國對韓國的貿

易順差在 FTA 生效後的三年期間持續擴大，其中歐洲債務

危機所帶來的經濟衰退使歐盟對外國進口商品的需求下降

是主因，對於韓國出口造成相當大的衝擊。 
 
  就韓歐 FTA 生效後的三年期間來看，該 FTA 為韓國所

創造的經濟效益較為有限，韓國未能逆轉過去與歐盟主要

貿易夥伴之間的貿易逆差，反而有拉大此種貿易逆差的傾

向，因此就宏觀的層次來說，韓歐 FTA 實施迄今對歐盟較

為有利。相對的，就微觀的層次來看，韓歐 FTA 確實為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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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所重視的特定出口部門創造了良好的出口條件，韓國的

重點出口部門，如汽車部門，受益於韓歐 FTA 所帶來的經

濟效益，有效的提高了該部門出口在歐盟的市場佔有率，

而在韓國出口部門中位居第三的機械部門也在這段期間維

持著穩定的成長。而韓國－歐盟 FTA 所創造的經濟效益仍

有待後續的觀察，本文主要檢視的是 2011 年韓歐 FTA 生

效後到 2014 年之間韓國與歐盟的貿易狀況，韓歐 FTA 未

來將持續影響雙方的貿易往來，有必要對其雙邊貿易狀況

進行更長期的觀察，方能對韓國－歐盟 FTA 做出更為全面

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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