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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investigating South Korea’s 
strategy toward FTA. Firstly, it starts with analyzing South 
Korea’s main motivations and purposes of promoting FTA 
and its choice of the target countries, then evaluating South 
Korea’s concluded FTAs and on-going major FTA 
negotiations, confronting difficulties, and prospects for 
breakthrough and implications. 
 

South Korea’s foreign trade adds up to 70 percent of 
its GDP.  With rapidly changing global economy 
characterized by the rising trend of forming RTAs and FTAs 
unfavorable to South Korea’s exports, South Korea 
decided to promote FTA in 1998 and picked up Chile as the 
first country to conclude FTA. The Kim Dae-jung 
Government started negotiations on the trade pact with 
Chile in 1999 and concluded the FTA in October 2002.  
However, the agreement was not ratified by the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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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mbly until January 2004, almost one year after 
President Roh Moo-hyun was sworn into the office.  It took 
almost five years to negotiate and implement the 
agreement largely due to the domestic opposition to 
opening the agricultural market to Chile.  Main reasons 
include fears of liberalization and the difficulty in 
coordinating conflicting interests between exporters and 
domestic farmers.  

 
Subsequent to the Chile FTA, South Korea reached a 

FTA with Singapore in November 2004. Given that it has 
concluded only two FTAs, lagging far behind the trend of 
spreading FTAs in East Asia and facing an urgent need to 
diversify the country’s export markets, South Korean 
President Roh Moo-hyun indicated in December 2004 that 
his country has to choose FTA in order to ensure overseas 
markets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South 
Korean major economic think tanks such as KIEP and KIET 
suggest that for expand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acquiring favorable position in overseas markets, South 
Korea must actively promote FTA negotiation with those 
countries with huge markets. As a result, South 
Korea-EFTA FTA concluded in July 2005. Currently, South 
Korea is simultaneously pursuing FTA negotiations with 
more than twenty countries, including ASEAN, the U.S., 
China and the EU as primary targets to conclude FTA.  
The South Korea-US FTA is regarded by Seoul as the first 
priority.  There are lots of hurdles to be removed.  Even 
the two countries reach the FTA, the impacts on the South 
Korean economy, politics and society will be enor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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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自由貿易協定策略之研究 
 

劉德海 

 

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兼政大國際事務學院 WTO 研究中心主任 

 

  儘管1995年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簡

稱ＷＴＯ）成立以來全球化正方興未艾，然而在此同時，各

國為強化本國政經談判籌碼仍並未中止經濟區域化與雙邊暨

多邊自由貿易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簡稱FTA）之努

力。2003 年 9 月在墨西哥坎昆舉行的ＷＴＯ部長會議，因為

無法在敏感的農業貿易自由化問題及「新加坡議題」1上達致

共 識 而 宣 告 破 裂 ， 進 一 步 加 速 雙 邊 或 區 域 貿 易 協 定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簡稱RTA）的作用。同年 10 月

初在印尼巴里島舉行的東協十加三高峰會上南韓與中國大陸

與日本協議進行三國FTA研究。同時，南韓與日本也加速FTA
的談判。雖然我國已於 2003 年 8 月下旬與 2005 年 9 月先後

與巴拿馬、瓜地馬拉簽署FTA，但是仍無法參與目前居於東

亞經濟整合主流的東協十加三高峰會以及東亞經濟高峰會

議，因此為避免被邊緣化，吾人必須密切關注鄰邦各國的經

貿策略，俾利及早擬定因應之對策。 

                                                 
1  所謂新加坡議題係指「貿易與投資」、「貿易與競爭政策」、「政府

採購透明化」及「貿易便捷化」等四項議題，該等議題首次在 1996 年

12 月在新加坡召開之 WTO 第一屆部長會議提出討論，因此該四項議

題被統稱為「新加坡議題」。龍步雲，「WTO 討論新加坡議題之演進

暨我國參與情形，」http://www.tema.org.tw/news/0211.doc 

128／Taiwanese Journal of WTO Studies IV, 2006 

  

 

本文主旨即在研究南韓自由貿易協定的策略。首先將剖

析南韓積極推展 FTA 的主要動機與目的、擇定的主要目標

國，並評估現階段南韓與這些國家 FTA 洽簽(含南韓與智利

FTA)發展近況、困難所在、突破的可能性以及未來展望。 

 

南韓積極推動 FTA 的主要動機與目的 
 

二次大戰結束後，世界貿易即同時存在著兩種潮流，一

為以關稅暨貿易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 

簡稱 GATT）為主軸的多邊貿易體系，一為雙邊貿易關係與

區域經濟整合。此二者的關係是既互補又競爭。隨著 1979

年中共與 1985 年蘇聯共產主義計畫經濟的相繼宣布失敗，轉

而接受市場經濟，世界經貿出現新一輪蓬勃的盛況（即所謂

全球化）。而這兩者之間的競爭反愈亦明顯，最鮮明的比照

是 1985 年歐洲決議在 1991 年成為單一貨幣市場後所帶動

RTA 的興起，另一方面代表多邊貿易體系的 GATT 在 1994

年終於達成協議在 1995 年成立ＷＴＯ。在亞洲，由於大多數

國家皆屬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體，因此一直偏好強力支持構建

以規範為基礎的多邊貿易體系，希望藉著各國市場開放、法

規化、透明化來營造安定、公正而充滿商機的貿易環境。不

過，到 1990 年代末，隨著 WTO 多邊貿易協商一再觸礁，而

RTA 與 FTA 卻在全球風起雲湧，東亞國家被迫不得不退而求

其次紛紛調整貿易政策以求自保，不再只專注多邊貿易體系

的構築，而開始將貿易政策的重心移至推動 FTA 與 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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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 2005 年底世界上生效的FTA已達 160 多個，全球超過

55%的貿易量是在FTA簽署國間進行。2FTA與RTA之所以後

來居上超越WTO成為各國政經決策者的最愛，其主要的原

因，根據澳洲前駐GATT大使、現為APEC研究中心主任的艾

倫-歐克斯里（Alan Oxley），至少有以下幾個，其一，前者

比後者比較容易達成協議（因為參與協商的國家較少），且

收到的政經利益可在短期內顯現，因而較易獲執政當局的喜

好;其二，WTO僅具經貿意義，但FTA則可帶來政治與安全的

利益，如澳洲與美國簽FTA，其主要考量是維持與美國的親

密戰略關係，
3而美國與澳洲簽FTA的目的亦為政治企圖，即

犒賞澳洲在反恐與伊拉克戰爭對美國堅定支持。1985 年美國

與以色列簽訂其第一個FTA，當時的主要考量就是戰略安

全，而小布希政府在九一一事件後與巴林（Bahrain）與約旦

（Jordan）簽訂FTA亦著眼於戰略安全的利益。4 
 

此外，與WTO相較，FTA的第三項優勢是更符合各國的

利益，各國可將不願開放的市場避開不談，而以其他資源回

報（如日本與馬來西亞FTA談判，日方說服馬國不必完全開

                                                 
2 「FTA 協商要從東盟擴散到中美，」朝鮮日報，2005 年 12 月 12 日，

http://chinese.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5/12/12/2005121200
0031.html 

3  Richard Leaver, “The Australia – 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greement: 
The Boomerang of Competitive Liberalisation?,” Taiwanese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Vol. 6, 2005, p. 126-127. 

4  Editorial: Pact Could Mature Alliance,  http://joongangdaily.joins.com/ 
200602/02/200602022213229339900090109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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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其農產品市場，而以增加提供馬國職業訓練名額回饋）。5

而FTA之所以受到各國重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FTA多半與

區域經濟相關，如果一國被排除在區域內各國FTA洽簽熱之

外，其經貿將有被邊緣化的危機，另一方面，一國若與越多

國家簽有FTA，則不僅該國的海外市場得以鞏固，而且亦可

增加未來與他國簽FTA的籌碼。除此之外，FTAs還有促進國

際投資，優化世界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的效果。由於FTA會

使自由市場規模大為擴充，因而有促進某一FTA非成員國跨

國公司對FTA成員國投資的作用。再者，FTA形成後，取消

關稅保護促使企業在產品市場、要素資源方面重新佈局，因

此而提升企業素質，改善產業組織形態。6 

 

就南韓言，其經貿發展策略自六○年代以來即以出口為

導向，因此對國外市場倚賴甚深的南韓，求生存，不被孤立

與防止被邊緣化是南韓積極簽署FTA的主要動機。在南韓看

來，在區域經濟區塊化與全球化並存的今日，沒有雙邊FTA

的國家等同遭到孤立與邊緣化。所以簽署FTA對南韓言，沒

有選擇之餘地，是必要的抉擇。擔心在全球簽定FTA熱潮中

                                                 
5  井口泰，市場開放 日本に期待 身近な大国 繁盛の夢「輸出」に託

す 〈 日 本 市 場 の 現 状 〉 http://www.asahi.com/international/aan/ 
hatsu/hatsu041027b.html 

6 1990 年以前，世界上所有進入實施階段的區域貿易協定（RTAs）與

FTAs）數目不過 27 項，但 1990~1994、1995~1999、2000~2002 這三

段時期，世界進入實施的 RTAs 數目分別為 29、60、30。截止 2002 年

12 月，總共有 259 項 RTAs 在 GATT/WTO 登記備案，其中 176 項已

處於實施階段。徐強，商務部研究院跨國經營研究部，「世界 FTAs
發 展 態 勢 與 中 國 策 略 分 析 ， 」 http://caitec.mofcom.gov.cn/article/ 
200408/20040800269901_1.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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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後而蒙受經貿損失，在南韓與智利未簽訂FTA之時，在

WTO的 145 個會員國中僅南韓與蒙古沒有簽訂任何FTA。

2003 年 9 月南韓貿易日報即指出亞洲主要國家中，相互簽訂

FTA協定的國家間的出口比重正呈現上升趨勢。而南韓國會

遲遲未能批准已簽訂的南韓-智利FTA以及墨西哥政府對正

在協商的韓-墨FTA持消極立場的同時，亞洲其他國家卻通過

商簽FTA協定擴大出口管道，將大為影響南韓在區域內的出

口競爭力。該報引用韓國貿易協會一項以亞洲主要國家FTA
推進動向為題的報告稱新加坡對墨西哥、加拿大等與其簽訂

FTA協定的國家的出口占其整體出口的比重已達 55.2%，

ASEAN為 22.8%，泰國和印度也藉積極與周邊國家商簽FTA
協定使出口分別成長 20.9%和 7.4%，日本即將與墨西哥簽訂

FTA協定，其對墨出口占整體出口的比重也將上升至 3.4%。
7再者，目前世界各國競相簽署FTA，迄 2004 年 11 月全世界

已生效的FTA達 150 個，且 50%以上的世界貿易活動都經由

FTA進行。而南韓是個幾乎完全依賴外貿的國家。但是時南

韓僅與智利有FTA。南韓深怕成爲國際貿易舞臺上的孤兒。8 
 
其實，就南韓簽訂 FTA 的情況而言，其起步在東亞國家

裡並不算晚，1998 年 11 月南韓即選定智利作為其與他國洽

簽 FTA 的首要對象，其主要考量是該國的農產品的生產季節

與南韓互補，有利南韓農產品對智利的出口。再者，南韓與

                                                 
7  韓貿協稱韓商簽 FTA 協定遲緩將影響韓在亞洲的出口競爭力，貿易日

報，2003 年 9 月 22 日。  
8 「要進一步加快擴大 FTA 事業，」朝鮮日報， 2004 年 11 月 30 日，

http://chinese.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4/11/30/20041130000030.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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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利簽訂自由貿易協定不僅對南韓經濟影響相對較小，南韓

亦可以智利做為其進軍中南美市場的橋頭堡，而且尚可藉此

學到 FTA 的談判經驗。但當 2002 年 1 月日本與新加坡在簽

訂 FTA 時，南韓卻仍未與任何國家有 FTA，與智利的 FTA
協商雖已舉行四次但一直卡在水果（蘋果、梨子與葡萄）的

貿易問題，引起南韓國內憂心在東亞 FTA 熱中落後，因而再

度燃起推動 FTA 的動力。 
 
韓 國 對 外 經 濟 政 策 研 究 院 （ 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KIEP) 即呼籲政府 FTA 協商不

應卡在與智利的 FTA，宜儘快採取行動，並就包括智利在內

的美國、日本與中國大陸四個潛在 FTA 伙伴與南韓進行

FTA 協商的現況及對南韓的經貿利益進行評估。該項評估將

日本列為僅次於智利的最可能在近期與南韓簽 FTA 的國

家，因為兩國已在 2001 年 12 月簽訂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並達成協議共同推動 FTA 的協

商，且兩國的工業團體皆呼籲儘早簽訂 FTA。而且，韓日 FTA
為南韓所帶來的經貿利益將遠超過南韓與智利 FTA 的獲利

（預估南韓出口獲利為 6 億 6 千萬美元，進口則為 2 億 2 千

萬美元）。預料在短期內將可增加南韓 GDP 的 0.42%（約 2
億 2 千 4 百萬美元），長期則可增添 GDP 的 3.58%（10 億 3
千萬美元）。不過，兩國國內皆有強大的反對聲音。南韓反

對者認為 FTA 將會進一步惡化南韓對日的貿易逆差，而日本

反對者則批評南韓的投資與勞工環境仍不健全。 
 
然而，也有些樂觀分析家在 2002 年已開始論及韓日中

FTA，據KIEP的預估將有利於此一東北亞三國所形成的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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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升為僅次於EU與北美自由貿易協定（NAFTA）的世界第

三經濟區塊。而就經貿言，將可提升南韓GDP的 3.2%（127
億美元），中國GDP的 1.3%（8 億 2 千萬美元）以及日本GDP
的 0.2%（123 億美元）。但是任何形式的韓中FTA並不被看

好，因為當時中國才剛加入WTO。2005 年初KIEP的另一項

韓日中三國FTA研究結果也同樣地顯示若三國締結FTA，南

韓將是最大受益國，其貿易規模將激增 86∼94%，未來 25 年

南韓平均所得將增加 5.2%，年平均濟濟成長率將提升 0.2%，

而中日的貿易規模增幅將分別為 55%與 26%，年平均經濟成

長率將提升 3.1%與 1.4%。9 

 

值得注意的是，多次的民調與研究結果皆顯示在這些潛

在FTA對象國中，最獲南韓商界青睞的仍是美國。如Korea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KERI)的調查發現在受訪的 154
家南韓公司中 36.8%認為美國是南韓最佳的FTA伙伴，其次

則依次為中國的 29.3%，東南亞的 12.6%，日本的 8%，拉丁

美洲的 6.9%與歐洲聯盟（European Union,簡稱EU）的 5.7%。

但事實上南韓與美國的FTA卻是迄今南韓與這些FTA潛在伙

伴協商中進展最有限的，但若兩國簽訂FTA，南韓將可增GDP
的 0.69%，美國的經濟獲利則約 0.23%。10南韓亦將成為繼新

加坡、澳洲之後第三個與美國簽訂FTA的亞洲國家。而南韓

若成為東北亞第一個與美國簽訂FTA的國家，將有利於該國

產品在美國市場與中、日、台同類產品的競爭。11 

                                                 
9  http://www.fnnews.com/html/fnview/2005/0210/092020320317111100.html 
10 Headline: Korea lagging behind in global FTA trend: KIEP report, The 

Korea Herald, January 27, 2002.  
11 社論：「韓美 FTA 應儘量實利極大化」，每日經濟，2006 年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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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年南韓政府對推進自由貿易協定（FTA）十分重視，

為了迎合當前世界各國積極推進FTA的潮流，是年除在外交

通商部內設立FTA局，全面負責FTA工作，同時南韓也積極

培養FTA專門人才，充實FTA談判隊伍與研究群，提高整體

實力外，並釐定積極推進FTA的戰略計劃，宗旨是同時、多

方、積極推進FTA。南韓與智利FTA已於 2004 年 4 月生效，

打開南韓FTA的新篇章，南韓新加坡FTA亦於 2004 年年底簽

訂，從 2005 年起，南韓更加快推進FTA的進程，其中南韓擬

與東南亞國協（東協）、歐洲自由貿易聯盟（the 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簡稱EFTA）、加拿大步入協商階

段，並與印度共同探討FTA實施的可行性。同時，南韓還將

美國、歐洲聯盟（EU）、中國等國家和地區鎖定爲韓FTA長

期目標。122004 年 10 月南韓外交通商部次官崔英鎮表示由於

南韓農業領域薄弱，為FTA的推進帶來很大的障礙，因此南

韓目前尚未與農業強國--中國商談FTA，而日本農業與南韓水

準相近，現正與日本積極商談FTA，有望與日本簽訂FTA。13 

 

現階段南韓 FTA 洽簽發展近況 
 

2003 年 2 月南韓和智利兩國政府正式簽署自由貿易協

定。南韓政府在提出給予本國農民的補償方案後，於 2003
年 7 月向國會提交南韓和智利自由貿易協定動議案。但韓國

全國農民會等農民團體對這項動議案仍表示強烈反對，一些

代表農民利益的國會議員則對國會通過此項動議案進行阻

                                                 
12 http://search.mofcom.gov.cn/site/siteSearch.jsp?ac=d&no=9&p_keyword=FTA 
13 http://kr.mofcom.gov.cn/article/200410/20041000286661_1.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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撓。直到 2003 年年底，動議案才在國會統一外交通商委員會

獲得通過，但國會此後３次就動議案進行表決的努力均告失

敗。在政府多方奔走遊說後，該動議案始於 2004 年 2 月在國

會通過。根據南韓和智利FTA議案，兩國原則上撤消對對方

原産地的商品徵收關稅，南韓將稻米、蘋果和梨排除在撤消

關稅的商品之外，而智利則排除了洗衣機和冰箱等產品。南

韓和智利各自對高敏感度産品分別設置長達 16 年和 13 年的

履行期限。南韓幾乎將在一年之內對所有的智利製造品以及

224 項農產品免除關稅，而智利則對包括汽車、手機、電腦

與機械等在內的 2,300 項南韓產品（是智利自南韓進口的

66%）免除關稅。爲了使南韓智利FTA案在國會通過，消除

農民對自由貿易協定的恐懼心理，南韓政府在第三次爭取國

會表決的努力失敗後，又進一步採取了一系列措施以提高農

業競爭力，並給予農民支援和相應的補償。南韓政府制訂爲

期 10 年的農村綜合對策，承諾在 2013 年以前投資近 1,002
億美元，對農業部門給予支援，並將在稅收上給予農民更多

的優惠。爲緩解智利葡萄、桃等水果的進口可能帶來的衝擊，

南韓政府承諾在今後７年內投資 1.5 兆韓元來提高國產水果

的競爭力。對南韓政府言，南韓和智利FTA議案在國會通過

不僅挽回南韓因FTA談判進程遲緩而受損的國際形象，也將

打開南韓汽車和手機等主力産品進入智利市場的大門。南韓

産業資源部指出由於南韓對智利主要出口為工業産品，而從

智利進口則以銅等原料為主，雙方貿易結構互補，因此與智

利簽訂FTA對南韓國內産業造成的負面影響有限。根據韓國

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的分析，這一協定在生效 10 年後可望給

南韓帶來 7 億多美元的經濟效益。南韓外交通商部多邊通商

局長安浩英表示南韓與智利FTA將對該國與日本、新加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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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易協定談判産生積極作用，南韓今後將致力於推動與

美國、歐盟和東協的FTA協商。南韓經濟界對此項動議案的

通過也普遍表示歡迎，認爲這不僅防止南韓國國際信譽的下

降，也給南韓經濟再次飛騰創造機會。儘管南韓國內農民團

體的反對顯示南韓政府今後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但畢竟已

在FTA談判的道路上邁出艱難的第一步。14 

 

2004 年 11 月南韓和新加坡協議簽署FTA。這是繼與智

利協議FTA之後南韓所簽署的第二個FTA。韓星兩國間的年

平均交易額大約爲 80 億美元。儘管簽署韓星FTA，但兩國之

間的貿易量因此而立即激增的可能性不大。不過，韓星FTA
的簽署意味著南韓將星國視為其通往有 5.4 億人口的東南亞

市場的橋頭堡，且對南韓-ASEAN的FTA協商料將產生積極的

作用。15對南韓言另一項重大意義是協定規定對開城工業園

區等北韓經濟特區生產的產品都將視同南韓產品，並享有同

樣的優惠關稅。因此，協議的實施將有利於南韓在海外擴大

銷售開城工業園區生產的產品，並可進一步促進南北韓的經

濟合作。韓星FTA即將於今年（2006 年）3 月 2 日生效。屆

時，南韓將在十年內取消商品的 91.6%關稅，而新加坡則將

在生效時取消 59.7%的關稅。16 
 

                                                 
14 「韓國邁出自由貿易談判艱難的第一步」，新華社，2004 年 2 月 16

日，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guoji/14549/2342019.html 
15 http://chinese.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4/11/30/20041130000030.html 
16 「韓国とシンガポール、３月２日にＦＴＡ発効」，產經新聞，2006

年 1 月 31 日，http://www.sankei.co.jp/news/060131/kei0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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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所簽訂的第三個FTA是與由瑞士、挪威、冰島、列

支敦士登等 4 個國家組成的歐洲自由貿易聯盟(EFTA)。這是

南韓首次與歐洲地區達成自由貿易協定，也是南韓首次與個

人平均收入超過 4 萬美元的先進經濟體簽署的FTA。雙方於

2005 年 7 月達成FTA協議，2006 年正式生效，預估南韓汽車

和船舶等產品對該地區的出口一年將可增加 6 億美元以上。

南韓在北韓開城工業園區、甚至羅津先鋒地區所生產的產品

也將被認為是南韓產品（若製造該項產品超過 60%以上的原

料來自南韓），同樣可享免稅的待遇。17在政治上言可凸顯南

韓對朝鮮半島的合法性，在經濟上將使南韓產品更具競爭

力，對兩韓的經濟利益預估高達一年 200 億美元。182004 年南

韓對EFTA的出口為 8.6 億美元，進口為 17.9 億美元。歐洲自

由貿易聯盟是南韓排名第 20 的貿易夥伴。 
 

未來南韓將繼續積極推動FTA的協商。尤其企盼與美

國、日本、中國、印度等國簽署自由貿易協定。南韓政府已

擬定在 2007 年以前與 15 個國家簽署自由貿易協定。19到 2006
年年底爲止，南韓 將與日本、加拿大、東協(ASEAN)等 20
多個國家開展馬拉松式的FTA談判。20原因是如不加快與相關

國家進行FTA協商，南韓將在世界出口市場上被孤立。21 

                                                 
17 Editorial: Made in which Korea? http://joongangdaily.joins.com/200511 

/04/200511042208034109900090109011.html 
18  http://joongangdaily.joins.com/200511/04/200511042208034109900090109011. 

html 
19 http://kr.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507/20050700170811.html 
20 http://chinese.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5/01/18/20050118000023. 

html 
21 http://kr.mofcom.gov.cn/article/200412/20041200319904_1.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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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與東協（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的

FTA，雙方已開始協商，南韓力圖爭取在 2009 年達成協

議，即搶在中國- ASEAN FTA、日本- ASEAN FTA 實現的

前 1 至 2 年先與東協簽署FTA。22部分東協國家拒絕承認開城

工業區的產品是南韓的產品，他們指稱根據WTO的規定，原

產國（origin of the country）必須是工業過程完成的地方，因

此無法將在北韓生產的產品視為南韓產品。南韓總統盧武鉉

在 2005 年 12 月參加在馬來西亞吉隆坡舉行的東亞高峰會時

會見東協 10 國的領袖，並簽署韓-東協FTA基本協定。如果

要使FTA生效，尚須另外簽訂商品協定、服務及投資協定。

換言之，雙方已開始正式FTA協商。 
 

在未來協商中，農產品市場開放問題將是最大的難關。

南韓政府宣稱有意在 2006 年年底與東協完成協商。韓方之所

以急於如此一方面因為近年東協經濟成長快速，特別是馬來

西亞、印尼、泰國等東協主要 3 國自 2000 年後一直維持著年

9~10%的經濟成長率；另一方面，則是希望早日卡位，以免

將東協的商機讓中日取得先機。日本從上世紀 80 年代開始即

大幅擴大東南亞投資，享有主控東協經濟的優勢。而中國近

年亦積極搶佔東協市場，在東北亞三國中最先（2000 年）向

東協提議簽署FTA（即ACFTA），而事實上中國-東協FTA已

從 2005 年 7 月 1 日開始生效，南韓認為已使其機械和電子器

材出口競爭力下降。根據大韓貿易投資振興公社 2005 年 8

                                                 
22 南韓外長潘基文在 24 日記者會上如是發言。韓國經濟新聞，2004 年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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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發表的《ACFTA簽署後，中日韓三國對東盟主要出口商品

競爭關係分析報告》，以 7 月 20 日中國與東協貿易商品關稅

階段性降低為起點，ACFTA協定已正式開始實施，這對南韓

商品的出口極為不利。根據ACFTA協定，中國與南韓、日本

存在競爭關係的出口商品將可在東協市場獲得免稅的優惠待

遇。機械和電子器材是目前中、日、韓三國在東協市場競爭

最激烈的商品。若南韓和日本所享受的最惠國待遇稅率高，

而相對中國可享受無關稅待遇，韓日產品無疑將處於不利地

位。該報告預估在馬亞西亞的汽車零件、印尼的挖土機等建

築機械、泰國的音響器材、家用傳熱器材、空氣淨化器、電

風扇等領域，南韓和日本產品的競爭力將明顯降低，尤其南

韓產品比日本產品所受到的衝擊將更大，因為中國和南韓產

品的競爭比中日間的產品競爭更激烈。因此，大韓貿易投資

振興公社建議南韓政府應加緊制定相關措施，敦促南韓企業

進入中國大陸和東協市場，並早日與東協簽署自由貿易協

定。23另一方面，南韓也非常憂心中國與東協FTA（ACFTA）對

以中國和東協出口為導向的南韓企業構成不可輕忽的威脅。

2005 年 8 月南韓產業資源部的報告指出，佔南韓對中國大陸

出口 81%的 200 項產品中，有 180 多項與東協在中國市場存

在競爭。而對印尼、泰國、馬來西亞、菲律賓等東協國家出

口的 100 項產品中，有 60 項以上的產品與中國產品存在競

爭。因此，該部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韓中關係正從互補

                                                 
23 韓國《Money Today》，2005 年 8 月 16 日，「韓國認為“中國—東盟

自由貿易協定”（ACFTA）的簽署使韓國機械和電子器材出口競爭力下

降」，http://kr.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508/200508002692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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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轉向競爭關係。24事實上，南韓產品已在中國大陸市場面臨

東協國家產品的挑戰，尤其是東協四大國。而中國-東協FTA已自

去年 7 月生效以來，已進一步增進東協產品在大陸市場的競

爭力，傷及南韓同類產品。 
 

而南韓迄今為止只與智利、新加坡、歐洲自由貿易協會

（EFTA，冰島、挪威、瑞士、列支敦士登 4 國）簽訂FTA協

定。過去，南韓簽訂FTA的國家由於市場規模小，經濟意義

不大。因此，與東協簽訂FTA將給南韓經濟帶來真正的幫助。

南韓政府亦圖藉此機會積極討論與美國、歐盟、中國、印度

等經濟大國展開FTA協商的問題。 FTA的擴大意味著進一步

敞開國內市場大門。農業和中小企業等競爭力低下的產業部

門將遭遇困難。東協國家對自己關心的領域——農產品，已

向南韓要求大幅開放市場。24F

25據 2005 年 9 月KIEP一項有關資

訊產品與FTA的分析報告，南韓若與東協簽FTA將可使GDP
獲利 182 億美元、出口增加 202 億 5,300 萬美元、進口成長

184 億 5,800 萬美元；南韓對東協資訊（IT）產品的出口料將

大增。而若與日本簽FTA，將可使GDP獲利 161 億美元、出

口增加 146 億 2600 萬美元、進口成長 311 億 100 萬美元。而

以IT產業言，韓日簽署FTA，短期內南韓對日貿易赤字將會

激增，尤其在IT產業的貿易赤字將達 1.46 億美元， 25F

26而長期

                                                 
24 「韓將積極應對中國與東盟ＦＴＡ」，聯合通訊，2005 年 8 月 29 日， 

http://kr.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508/20050800325620.html 
 
25 「FTA 協商要從東盟擴散到中美，」朝鮮日報，2005 年 12 月 12 日，

http://chinese.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5/12/12/2005121200
0031.html 

26 每日經濟，2005 年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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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對南韓有利。27另一方面，雖然兩國協議在 2005 年內簽署，

但是因為複雜的政經因素韓日FTA協商有可能走向長期化。

在經濟方面，由於日本輿論反對接受南韓要求，開放農漁產

品市場，日本政府因而提出「農產品例外」的主張。 27F

28而南

韓則內部反對對日進一步開放製造業市場的呼聲很高。此

外，南韓希望將南韓企業在北韓投資生產的產品也享有FTA
零關稅的優待，但日方則不以為然。 28F

29 
 

2005 年 7 月底南韓與加拿大已啟動第一輪ＦＴＡ談判，

預估約需要一年時間。南韓將致力推進簽署包括商品、服務、

政府採購及知識產權等所有貿易領域的高水準ＦＴＡ。除在

亞洲（新加坡、東協、日本）、歐洲（ＥＦＴＡ）和中南美

洲（智利）之外，南韓還試圖在北美地區獲得建立貿易自由

化據點的機遇。如與加國簽署ＦＴＡ，兩國的貿易總額將可

從目前的５５億美元提高到１００億美元，有助於南韓汽

車、造船和鋼鐵等產業的大規模出口，而南韓亦將可從加拿

大進口更多的豬肉、牛肉、造紙原料、煤炭和鎳等。由於加

拿大是八大工業國家高峰會（Ｇ８）成員，南韓如與其簽署

ＦＴＡ，對提高南韓國際信譽與有正面的意義，且有助其吸

                                                 
27 首爾經濟，2005 年 9 月 25 日，http://economy.hankooki.com/lpage/ 

industry/200509/e2005092514180170260.htm 
28 「日韓条約：国交正常化あす４０年 くすぶる戦後補償／存在感薄

れる日本」，毎日新聞, 2005 年 6 月 21 日, http://www.mainichi- 
msn.co.jp/search/html/news/2005/06/21/20050621ddm010030096000c. 
html 

29 “FTA with Seoul Hindered by Goods Made in North,”  The Asahi 
Shimbun , February 1, 2005, http://www.asahi.com/english/world/ 
TKY2005020101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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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更多外資，同時加國亦可成為南韓進入未來美洲自由貿易

區（ＦＴＡＡ）的橋頭堡。29F

30 

 

由於日本及東協等國家正積極與美國進行FTA談判，南

韓自不願落後。2004 年 10 月南韓即試圖向美國正式提出開

始韓美自由貿易協定（FTA）談判。而當時美國貿易代表佐

立克（Robert B. Zoellick）指出美國與南韓在電信和知識產權

領域存在分歧，這將成為美國公司進入南韓市場的障礙。佐

立克表示美國願意與韓國開展FTA談判，但是美韓簽署的

FTA協定必須與WTO規則相一致，他認為南韓迄今尚未做好

這方面的準備。此外，南韓農產品市場的開放與南韓電影配

額制也是美韓啟動FTA的絆腳石，南韓農業市場一直受到南

韓強大的業界利益集團的保護，南韓政府因此至今不願調降

農業進口關稅。30F

31根據美國際貿易委員會(USITC) 於 2001 年

10 月發表的韓-美FTA報告書，韓美簽訂FTA後，美國對南韓

出口將因此增加 54%，從南韓進口則增加 21%。屆時兩國貿

易最為活躍的領域將為農產品和紡織服裝。由於美國是世界

第一大農產品出口國，預計美國對南韓農產品出口將因兩國

的雙邊FTA增長 200%，南韓對美紡織和服裝出口將因此增長

125%。美韓簽訂FTA還有利於兩國非關稅貿易壁壘的改善，

尤其是南韓對農產品的雙重關稅制度及進口程式、檢查、檢

疫、檢驗等通關程式的改善對促進美國農產品擴大對韓出口

十分有利。報告書同時指出南韓現存的電影放映配額(Screen 
Quota)制度一直阻礙著美國音像製品對該國的出口，若廢止

該項電影放映配額制預料將擴大美國電影的對南韓出口的機

                                                 
30 http://kr.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507/20050700174456.html 
31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200410/20041000293816_1.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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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美國宣稱南韓必須先改善電影放映配額制才願與南韓展

開FTA協商。2005 年 1 月駐韓美國商工會呼籲韓美早日簽訂

雙邊投資協定（BIT)，然後兩國即可進入FTA協商。該會還

指出韓美BIT簽訂的最大絆腳石是南韓國產影片配額制問

題，盼此一問題儘早解決。32此外，美國也以南韓恢復進口

美國牛肉作為是否與南韓舉行FTA協商的另一項先決條件。

由於美國國會給予小布希政府與他國簽訂FTA的貿易促進法

案(TPA)將於 2007 年 6 月到期，使得南韓政府倍感壓力，32F

33不

得不對美方的前兩項要求做出讓步換取啟動兩國的FTA談

判。2006 年 1 月南韓文化觀光部長鄭東采宣佈自是年 7 月 1
日起將保障南韓國產影片上映日數予以減半，現行南韓戲院

每一銀幕每年最少得義務上映國產影片 146 天的規定，減為

73 天。另一方面，南韓政府計劃在今後五年內，提供南韓電

影界約四億美元的電影發展基金，以積極激勵發展電影產

業。 33F

34而韓美兩國為縮短協商的時間，將按照不同領域組成

20 多個協商小組，多方面同時進行協商。34F

35 

 

                                                 
32 引自南韓《貿易日報》，2005 年 1 月 19 日，http://kr.mofcom.gov.cn/ 

aarticle/jmxw/200501/20050100336428.html 
33 首爾經濟，2006 年 1 月 6 日， http://economy.hankooki.com/lpage/ 

economy/200601/e2006010617214270080.htm 
34 「五年四千億 韓政府資援發展國產電影」，工商時報，2006 年 1 月

28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 
0,3546,120504+122006012800286,00.html 

35 「政府研究將 FTA 協商推遲到地方選舉以後」，朝鮮日報，2006 年 2
月 21 日，http://chinese.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6/02/21/ 
200602210000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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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目前南韓是美國的第七大貿易伙伴，而美國是南

韓的第二大貿易伙伴，根據美國數據，2005 年兩國雙邊貿易

總額高達 720 億美元。 35F

36因此對南韓而言，與美國簽訂FTA
所能取得的經濟效果將遠遠高於USITC報告書中的推定值。

也就是說，對韓國而言，韓美FTA所帶來的規模經濟、外資

流入、資本累積、競爭加強、對外信譽度的提高等動態經濟

效果非常巨大，南韓有必要積極考慮與美簽訂FTA。目前，

美國正在促進與美洲地區國家簽訂FTAA，與東亞國家簽訂

FTA。從通商戰略的角度來看，南韓如不積極參與，將成為

區域經濟的邊緣國，從而使國家的對外交易遭受損失。因此

應該從防禦性通商政策的角度考慮推進簽訂韓美FTA。KIEP
建議南韓政府應參考美對東亞國家的FTA簽署戰略，積極確

立推進簽訂南韓與美國FTA的中長期戰略。另一方面，與美

簽訂FTA意味著南韓部分薄弱產業不可避免的要進行結構調

整。對美國USITC報告書中提及的音像製品配額事宜，KIEP
認為應該在韓美投資協定(BIT)的協商中儘快就該事項達成

一致意見，以便為韓美FTA的簽訂奠定基礎。 36F

37 
 

最後是韓、中、日三國FTA，2004 年三國的國內生產總

值之和超過 7 萬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總量的 5 分之 1。2004
年中、日、韓外貿總額超過兩萬億美元，其中 58％來自三國

之間的區域內貿易，高於北美自由貿易區的 55％，低於歐洲

                                                 
36 “Korea, U.S. launch free trade talks,” The Korean Herald, February 3, 

2006, http://www.koreaherald.co.kr/SITE/data/html_dir/2006/02/03/ 
200602030065.asp 

37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200207/20020700025460_1.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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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盟的 65.5％。38惟目前因為政治因素，尤其是日本與中韓

兩國的關係因日本首相執意參拜靖國神社，三國達成FTA的

可能性較小。不過，南韓與中國已開始討論雙邊FTA，尤其

北京方面表現得特別積極，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外經部

副部長趙晉平宣稱中國對南韓的貿易逆差日益增大雖然是個

問題，但卻不致影響雙方的FTA協商。他甚至主張由於日本

政府對日中自由貿易區方面態度消極，中日自由貿易區的建

立舉步維艱。因此，率先推動與南韓簽自由貿易區已成爲中

國長遠佈局中至關重要的一步。 38F

39 

 

結論 
 

目前南韓已與與智利、新加坡與歐洲自由貿易聯盟簽署

自由貿易協定，但是這些國家對南韓言，其實象徵意義大於

實質意義，對增加南韓外貿利益極為有限。無論是從南韓民

調抑或理論上而言，南韓應挑選有利於南韓經濟發展的主要

貿易夥伴如美國、日本、歐盟各國、中國等經濟大國認真討

論有關簽署 FTA 的事宜。然而與這些大國簽 FTA 可能使南

韓競爭力低的産業受到較大的打擊，進而可能引發輿論對

FTA 的反感，使南韓政府倍感壓力。這也就是為何盧武鉉政

府決定先從衝擊較小的對象國智利開始簽 FTA，但仍因涉及

農產品市場的開放南韓農民激烈抗爭而延宕多時，甚至拖延

整個 FTA 策略的進程。   

                                                 
38 博鼇觀點：中日韓三國區域貿易中尋求共贏，《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5 年 04 月 25 日 ， 第 二 版 ， http://www.wtoinfo.net.cn/cgi-bin/ 
wto_newhot_read.php?id=14346&flag=12 

39  北京晨報，2005 年 03 月 22 日 ,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 
1037/32612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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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南韓FTA政策的發展軌跡可以發現，其FTA雖然始自

其與智利的FTA，但是隨著中國-東協FTA進展加速，南韓的

FTA策略轉而越來越著重於與亞洲國家簽FTA之走勢，尤其

是與東協之FTA最受重視。至於與大國如美、日、中 的FTA
則非南韓所得以操控。而 2006 年 2 月美國忽然改變對南韓

FTA提議的冷漠與高姿態，轉而願意與南韓進行FTA協商值

得吾人注意。因為自 2003 年盧武鉉就任南韓總統以來，韓美

就因對北韓觀感與政策不同而矛盾叢生，盧武鉉總統在今年

（2006）1 月底新年記者招待會表示「如果美國政府要以對

北韓施壓並圖藉此使北韓解體的方法解決問題，韓美間必將

引發摩擦。」而美國總統布希在一週後的新年國情咨文中不

僅反復強調「終結暴政」和「擴散自由」是美國政府的基本

政策，甚且譴責北韓與敘利亞、緬甸、辛巴威、伊朗等國提

供恐怖組織避難處，並試圖擁有大規模殺傷性武器。因而宣

稱唯有終結暴政，灌輸自由民主主義，才能維護世界和平和

美國的安全。」 39F

40而就在兩國領導人因北韓問題針鋒相對之

際，韓美兩國卻達成協議舉行FTA協商，顯示美國有意對南

韓採取政經分離的策略，而其之所以如此做很可能是憂心北

京利用美國全力反恐無暇兼顧東亞之際積極透過經貿手段擴

大其在東亞的政經與安全的影響力，並已逐漸削弱美國在東

亞的影響力。華府以為可以主控中國與其鄰邦交往的速度與

條件，但事實證明北京比華府更善於利用以經貿與外交為主

的軟性權力，並正以此構建以其主導的新東亞區域政治秩

                                                 
40 社論：「政府要放棄兩面不討好的外交政策」，東亞日報，2006 年 2

月 2 日 ， http://china.donga.com/gb/srv/service.php3?bicode=080000 
&biid=2006020250358 



 South Korea’s Approach to FTAs／147 

 

序。412005 年 12 月在馬來西亞吉隆坡舉行的東亞經濟高峰會

議就是最佳的例證。因此，美國若與南韓簽訂FTA將有機會

扭轉美國在東亞經濟上逐漸被北京邊緣化的不利局勢。據報

導南韓外交通商部要員表示「美方將韓美FTA比喻成籃球比

賽裡改變形勢的決定性灌籃」。美國試圖通過韓美FTA改變

因中國地位上升等原因使美國陷入不利局面的東北亞勢力均

衡。41F

42再者，南韓外交通商部長官潘基文近日稱韓美FTA將把

兩國在政治、軍事領域的同盟關係擴大到經濟領域，進而形

成韓美經濟同盟。42F

43而南韓更期望藉韓美FTA達到強化韓美戰

略同盟的目標。 43F

44由此可證FTA確實可以達到WTO多邊貿易

協商所沒法達到的政治與戰略目標。更有進者，韓美FTA將

可使南韓在未來東北亞三強競逐影響力以及未來簽訂東北亞

FTA取得有利地位，增加與中日談判的籌碼。儘管如此，韓

美FTA的談判仍將充滿變數，不僅是因為時間壓力使南韓居

於不利的談判地位，更何況南韓農民的激烈抗爭如不惜以死

明志亦將使韓美FTA舉步維艱。 
 

                                                 
41 Hugh White, “After Britain and then the US, China is in Line to be Our 

New Best Friend,” Sydney Morning Herald, March 24, 2005, 
http://www.smh.com.au/news/hugh-white/after-britain-and-then-the-us-chi
na-is-in-line-to-be-our-new-best-friend/2005/03/23/1111525218301.html 

42 「韓美 FTA 協商 5 月初進行 韓國經濟秩序面臨巨變」，朝鮮日報，

2006 年 1 月 26 日，http://chinese.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6/ 
01/26/20060126000027.html 

43 「韓國各界表示支持韓美 FTA 談判」，韓國聯合通訊社，2006 年 2
月 14 日，http://kr.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602/20060201499374. 
html 

44 社論：使韓美 FTA 實利極大化，每日經濟，2006 年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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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韓中FTA，目前中國雖然積極爭取南韓的正面的回

應，44F

45但南韓則仍極為擔心中國農業與製造業產品得以因FTA
而大舉入侵南韓市場，南韓產業將毫無招架之餘地。盧武鉉

政府刻正鼓勵南韓中小企業至北韓開城工業區投資勞力密集

工業與輕工業，盼利用北韓廉價的工資，反銷中國大陸與南

韓甚至其他國家。北韓人力成本極低，即使在開城工業區工

人月薪也不足 60 美元。若未來連接兩韓的京義線正式接通，

將使南韓在開城工業區投資的廠商得以大舉對中國大陸出

口，並可使南韓成為通往中國東北的陸運中心以及中國貨品

的出海口。此外，南韓亦將與印度舉行FTA協商。45F

462006 年 2
月南韓總統盧武鉉與來訪的印度總統阿卜杜勒 •卡拉姆

（ Abdul Kalam ） 就 兩 國 啟 動 「 全 面 經 濟 伙 伴 協 定 」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EPA）的

談判達成備忘錄。若簽署此一協定，預料將可使兩國目前 60
億美元的雙邊貿易總額激增至 2008 年的 100 億美元。46F

47韓印

雙方計畫今年 3 月在新德里舉行第一輪正式談判，之後每兩

個月輪流在首爾和新德里舉行，2007 年底前結束談判。兩國

CEPA生效後，南韓對印度出口將增加 28 億美元，即比去年

增加 60%，進口將增加 5 億美元，比去年增加 30%。此外，

南韓預料將可新增 4.76 萬個就業機會。 47F

48  
                                                 
45 劉德海，「北韓核武、六邊會談與中國大陸之角色」，『東亞區域整

合與兩岸關係』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遠景基金會，2005 年 11 月 24 日，

頁 240。 
46 首爾經濟，2006 年 1 月 6 日， http://economy.hankooki.com/lpage/ 

economy/200601/e2006010617214270080.htm 
47 “Indian Leader Stresses Korea’s Role in Development,” The Korea Times, 

February 8, 2006. 
48 「韓印度將進行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的協商」，2006 年 2 月 8 日，

http://kr.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602/200602014673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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