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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Korea’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s quite 

similar to ours, given that both countries are developed 
economies and 77% of our export are overlapping.1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similarities of the two countries lead to 
their relationship featured with more competition than 
cooperation in the global market. Moreover, enterprises of 
both countries share the same strategy viewing Vietnam as 
a manufacturing hub of their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a 
gateway to ASEAN. As a result, Taiwan was Vietnam’s 
biggest investor for quite a long time until 2012 when Japan 
and South Korea outperformed Taiwan in Vietnam’s 
investment. 
 

                                                 
＊本文獲韓國學中央研究院 (한국학 중앙연구원)補助。 
1  “Taiwan Gets Anxious As China-South Korea Trade Deal Gains Stea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1, 2014, 
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4/11/11/taiwan-gets-anxious-as-ch
ina-south-korea-trade-deal-gains-s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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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intends to explore South 
Korea-Vietnam relations in general but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s under President 
Park Geun-hye from three angles, bilateral trade, South 
Korea’s investment in Vietnam and South Korea’s 
economic assistance to Vietnam. Then it will be concluded 
by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as well as implications for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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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槿惠時代韓國與越南經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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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韓與我國經濟發展層次相當，同屬亞洲新興工業化經

濟體，出口產品頗為相似。因此，在國際市場上一直是我國

的主要競爭對手。就東南亞而言，過去依恃我僑胞勢大，與

南韓競爭，我國一直居於優勢。儘管如此，進入 1990 年代

以來一方面由於南韓與東協的政治關係不斷強化，一方面由

於南韓積極增加對東南亞的直接投資與經濟援助，因而使得

南韓與東協各國的經貿互動快速成長已成為一股不可忽視

的勢力。 
 
  進入本世紀以來，更因自由貿易協定的擴散、亞洲經濟

整合與中國大陸工資大幅攀升而使韓國與東協經貿整合加

速，尤其是與越南經貿關係越加緊密，而我國則因遲遲未能

與越南以及東協簽署 FTA，不僅遭到邊緣化，且越來越難與

韓國在越南競爭。而越南同時是我國與南韓對東南亞投資貿

易與經援的主要對象。本文主旨即欲探討韓國與越南雙邊經

                                                 
＊本文獲韓國學中央研究院 (한국학 중앙연구원)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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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互動做為我國新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的參考與借鏡。首先

將概述南韓與越南之外交關係發展之軌跡，繼而從雙邊貿易 
、韓國對越投資與經援三個角度來深入剖析進入 21 世紀以

來韓越經貿關係，尤其聚焦於朴槿惠(Park Geun-hye)總統時

代，終而對我國新南向政策做出建言。 
 

韓越外交關係發展之軌跡 
 
       冷戰時期由於南韓與南越同屬美國所領導的民主陣營，

所以維持友好的盟邦關係，而南韓與北越則因意識型態不同 
，處於敵對的狀態。更有進者，1960 年代越戰期間在美國要

求下南韓總統朴正熙曾派遣南韓軍隊協助南越對抗北越共

黨，參與輪調的南韓軍人人數達 30 萬人次之多，韓方共有

4,500 多人陣亡。2而韓國軍人為減少傷亡，採取堅壁清野戰

術，殺害不少無辜的越南人，為後來的韓越關係帶來陰影。 
 
       自 1975 年北越共黨統一南越後，十多年來，韓越兩國可

以說是沒有任何的接觸。直到 1986 年 12 月越共第六屆黨代

表大會決定師法蘇聯，宣佈門戶開放，進行經濟改革（Doi 
Moi），解除對私人企業的禁令，才為雙方帶來了改善關係

的契機。1988 年越南政府更明白表示接納自由市場經濟，越

南國會還通過「外人投資法」作為引進外資的依據。3而韓越

兩國開始實際的接觸則是在 1988 年南韓總統盧泰愚發表七

七宣言之後。盧氏在該宣言中表示南韓將不再視北韓為敵人 

                                                 
2 The China Post, December 23, 1992.韓越關係，詳見劉德海，南韓對外

關係，台北：永望出版社，1997 年，頁 80-92。 
3 M. Heibert, "Red Capitalists,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bruary 20, 

pp.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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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願意協助北韓走出孤立。自此南北韓開始進行間接貿易，

不久南韓政府也逐漸鬆弛與越南往來的限制。韓越 初是以

文化、學術與體育交流等非官方的形式進行。 
 
       不過，韓越關係的 大障礙並非來自首爾或河內，而是

來自美國。1990 年 4 月越南向南韓表示願意就兩國關係改善

進行前置作業，兩國隨即透過雙方的駐泰國大使（南韓駐大

使鄭炷年與越南駐泰大使賴麻伊[譯音]）進行對話，然旋即

因美國要求南韓節制與越南的接觸而作罷。同年 10 月越南

方面又再度向南韓提議，明白地表示希望與南韓開始舉行建

交談判。雙方本來可以立即達成建交協議，但是後來復因華

府抗議而被迫推遲。美國依據其本身的利益將美越關係改善

設定四個階段。第一階段需先解決越戰失蹤美軍與戰俘問題

。第二階段是履行高棉和平協定。第三階段越南必須完全撤

出其入侵高棉的軍隊。第四階段才是開始與越南進行關係正

常化的談判。 
 
       1991 年 4 月越南副外長藉到漢城參加聯合國經濟社會

會議（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縮寫為 ESC）的機會

與南韓外長李相玉(Lee Sang Ock)舉行會談，提議兩國互設

貿易代表部。當時南韓當局因無意得罪美國而未覆議。不過

，此時由於高棉問題和平解決已露曙光，美國對友邦與越南

接觸的限制略微寬鬆，南韓趁機以情勢調查團的名義派政府

代表團訪問河內，並獲越南副外長接見。越方除了向韓方詳

細介紹越南經改的計畫之外，還表示期望與南韓進行經濟合

作的強烈意願，甚至對於南韓過去參與越戰一事，也可不計

前嫌，共同放眼未來。然而到 1991 年 12 月南韓才正式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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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越南商討建交事宜。4 1992 年 4 月雙方達成協議互設聯合

辦事處，關係正常化的時機已臻成熟。 
 
       然而由於美國要求南韓在美越未解決越戰失蹤美軍及戰

俘問題前，不要與越南建立外交關係而未能立即建交。所以

，直到 1992 年 12 月當美國政府宣佈美商可以與越南企業簽

合同以及在越南開設辦事處，邁向解除對越南經濟制裁的第

一步時，南韓才在一週後與越南重建中斷了 17 年的邦交。

越南外長阮孟琴(Nguyen Manh Cam)和南韓外長李相玉在

河內簽訂建交公報。5越南因而成為南韓的第 170 個建交國。
6南韓打開與越南的關係在政治上的意義是可使首爾的外交

觸角得以伸入傳統上屬於北韓勢力範圍的中南半島，為其後

與寮國和高棉建交鋪路；在經濟上的意義則是可自越南得到

豐富的自然資源，尤其是原油。再者，南韓視越南為廿世紀

碩果僅存的處女地，經濟未曾受過資本主義國家的洗禮，尤

其是未經南韓在國際商場上主要競爭對手日本的染指，對南

韓攻佔越南市場極具優勢。所以，早在建交之前南韓企業即

積極搶佔越南，想趕在日本之前取得在越南經營的環境優勢

。 
 
        也正因為如此，建交以後韓越關係即不斷加強。1993
年 5 月越南總理武文杰（Vo Van Kiet）訪問南韓，1994 年

8 月底南韓總理李榮德予以回訪，雙方同意設立資源合作委

員會來共同探勘與開發越南的資源。7除實現了總理級的互訪

                                                 
4  青瓦台<294>：北方外交檔案<31>，韓國日報，1997 年 1 月 6 日，頁

15。 
5  The China Post, December 23,1992. 
6  經濟日報，1992 年 12 月 23 日。 
7  韓國日報，1994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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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兩國 高領導人也在 1996 年完成互訪。1995 年 4 月中

旬越共總書記杜梅訪問南韓，建議南韓以長期低利貸款方式

協助越南興建核電廠。 
 

另一方面，南韓政府也早已將越南列為「 優先合作國

家」之一，考慮積極經援河內。8自兩國建交以後，每屆韓國

總統都必訪問越南。91996 年 11 月金泳三(Kim Young-sam)
藉參加亞太經合會(APEC)的機會順道訪問了越南，成為

1975 年以來首度訪問越南的韓國元首。在與金泳三會談時，

越共總書記杜梅重申吸收南韓經濟發展的經驗以及獲得南

韓經援對越南的重要性，他還強調韓越協力象徵著東北亞與

東南亞的合作，且越南政府都一直將韓越經濟合作視為第一

優先，並就雙方可能合作的方面做出建議，其中甚至尚包括

國防工業的合作。10金泳三則呼籲兩國建立緊密合作伙伴關

係。他還指出此次訪越邀請 55 位南韓傑出的企業家隨行，

將來必有助於兩國經濟合作。同時，他盼望越南能對在越投

資興建汽車、水泥、發電廠、鐵工廠、煉油工廠的南韓業者

給予照顧，並要求越南改善投資環境，尤其是有關課稅、取

得土地暨允許獨資韓商設立專屬工業區等方面。11 
 
        1998 年 2 月金大中(Kim Dae-jung)就任南韓總統。同年

12 月他利用參加東協九國與中共、日本、南韓所組成的九加

三會議的機會訪問越南，並與越南總統陳德良（Tran Duc 

                                                 
8  中央日報，1995 年 4 月 12 日。 
9  “Editorial: Do not ignore suffering caused by South Koreans while in 

Vietnam,” The Hankyoreh, September 10, 2013, 
http://www.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editorial/602833.html 

10  中央日報<韓>，1996 年 10 月 21 日，頁 4。 
11  韓國日報，1996 年 11 月 21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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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ng）舉行高峰會談。雖然越南並未要求南韓為參加越戰

殺害越南士兵道歉，但是金大中特地為冷戰時期兩國間所發

生的不幸向越南人民表示深切的歉意。12同時，金大中承諾

將提供越南四千二百五十萬美元的經援，並在該年度追加給

予越南三百萬美元的經援。另一方面，金大中也懇請陳德良

給予南韓參與越南相當於五億美元的基礎建設，尤其是資源

開發與行動電信工業擴建計畫。而越南總統陳德良除表示歡

迎南韓加入越南基礎建設計畫外，並允諾改善投資環境。13 
 

韓-越南雙邊貿易 
 

進入 21 世紀以來，南韓之所以急於與東協簽 FTA，一

方面因為東協經濟成長快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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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本世紀以來中國亦積極搶佔東協市場，在東北亞三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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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南韓而言，中

國的積極 FTA 策略，尤其是中國與東協 FTA，對南韓構成

雙重威脅。為因應此一不利的局面，盧武鉉政府被迫採取更

積極而大膽的因應策略，以確保東協此一重要市場（ASEAN
是南韓的第五大貿易夥伴），14即儘快與東協簽訂以商品為

                                                 
12  The Korea Times, January 19, 1999. 
13  The Korea Times, December 16, 1998. 
14  “First Round of Korea-ASEAN FTA Negotiations,” February 23, 2005, 

http://www.scoop.co.nz/stories/WO0502/S006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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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 FTA。2006 年盧武鉉(Roh Moo-hyun)政府任內簽署南

韓-東協 FTA。 
 
至於韓越關係，2004 年 10 月韓國總統盧武鉉與越南總

理潘文凱（Phan Văn Khải）、總書記農德孟（Nong Duc 
Manh）先後舉行關於促進經濟合作、加強兩國關係的會談。

盧武鉉總統與潘文凱總理簽署了能源、信息通信等方面的合

作協議。2007 年 11 月越南總書記農德孟回訪韓國，與盧武

鉉簽署共同聲明，進一步擴大雙邊關係與共同努力構建互利

互補的互動，尤其是強化在資訊產業(IT)的交流與戮力解決

貿易不平衡的問題。農德孟盼望韓國企業能對越南進行大規

模的投資。盧武鉉則指出雙邊貿易在過去 15 年已成長約 10
倍，從 1992 年的 4.9 億美元至 2006 年的 48.5 億美元，韓

國已成為越南 大的外來投資國，韓資企業在越南投資總額

迄 2007 年 10 月已累積至 110 億美元，超過一千家在越南的

韓商已為該國創造了超過 20 萬個工作。而且，已有超過 50
萬韓國人居留在越南。2007 年越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成為第 150 個成員國, 使兩國貿易商機

增加。15 
 

而其後的李明博(Lee Myung-bak)總統於 2009 年 10 月

訪 問 河 內 ， 將 兩 國 關 係 提 升 至 戰 略 伙 伴 關 係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這是韓國對外關係中繼中國與俄羅斯

之後的第三個有戰略伙伴關係的國家。16當時越南總理阮晉

                                                 
15  “ South Korea, Vietnam Expanding Ties,” The Korea Times, November 14, 

2007,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nation/2007/11/211_13761.html 

16  “Editorial: Do not ignore suffering caused by South Koreans while in 
Vietnam,” The Hankyoreh, September 1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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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Nguyen Tan Dung)預期未來雙邊 FTA 的簽訂將會使兩國

雙邊貿易在 2015 年提升至 200 億美元。阮晉勇同時要求韓

國協助越南的交通基礎建設，為在韓資企業工作的越南工人

設立職業學校以及促進文化交流活動以增進相互瞭解與合

作。李明博則指出韓資企業一向視越南為充滿希望的合作與

投資目的地，期望越南政府支持韓資企業在該國的長期經營

活動。17  
 

朴槿惠在 2013 年 2 月就任韓國總統以來，所推動的 FTA
政策雖大致與李明博總統無大差異，但仍有其不同之處。其

中 大者莫過於是尋求解決李明博時代 FTA 政策所帶來的

獲益嚴重不均的問題，即對大財閥有利，而對農漁業與中小

企業很不利。為在財閥與農漁民間取得較平衡的利益，朴槿

惠政府組織的新變化是將外交通商部所屬通商交涉本部的

通商政策許可權和通商交涉許可權移交給負責產業通商資

源統籌的產業通商資源部（Ministry of Trade, Industry and 
Energy, MOTIE），18其目的在讓瞭解韓國產業的人士與外

國進行通商談判，並觀察簽署的 FTA 協定對韓國產業與社會

所造成的影響。19朴槿惠政府產業通商資源部在 2013 年 6
月發佈新 FTA 政策，強調韓國要在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

中扮演橋樑的角色，更明確些，即在目前以東亞為中心的中

                                                                                                         
http://www.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editorial/602833.html 

17  “Leaders vow to put Vietnam - RoK agreements into reality,” 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Investment, October 22, 2009, 
http://www.mpi.gov.vn/en/pages/tinbai.aspx?idTin=23284&idcm=133 

18  「產業通商資源部」即原先的「知識經濟部」，於 2013 年 3 月更名。 
19  「政府重組:通商業務將剝離 外交部深受衝擊」，朝鮮日報，2013 年

1 月 17 日， 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3/01/17/ 
201301170000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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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FTA 網絡與以美國領導的泛太平洋市場（TPP）網路間扮

演樞紐的角色。在此新政策下，其 優先目標是儘速簽訂韓

中 FTA，同時加速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及該區域內

的新興市場如越南與印尼等，然後是亞太地區 FTA (TPP)。
在與新經濟體簽訂 FTA 時，將會特別著重於在產業、能源與

資源的發展合作。在此政策背景下，產業通商資源部擬推出

新興國家合作發展計畫(Emerging Nations Co-development 
Program，簡稱 ECP)的對外經援新策略。20 

 
2013 年 9 月朴槿惠總統在先後訪美中俄三國後接著訪

問越南，凸顯越南在她外交上的份量之重僅次於周邊列強 
，21與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Truong Tan Sang)舉行高峰會

談，並發表聯合聲明決定推動兩國在 2014 年之前簽訂 FTA 
。22如此將有可能到 2020 年將雙邊貿易規模提高至 700 億

美元，23並就 100 億美元以上的核電站合作、石油儲備和發

電站建設等大規模項目達成協議，韓國電力公司與越南清化

人民委員會簽訂關於建設儀山（Nghi Son）第二期火電站的

諒解備忘錄，大林、東西電力公司也已提交隆富火電站投資

建議書，24為朴槿惠「將越南作為進軍東南亞的據點」的構 

                                                 
20  “Seoul to become bridge between U.S., China through FTAs,” Yonhap 

News, June 14, 2013, 
http://www.bilaterals.org/spip.php?article23319&lang=en 

21 「사설：베트남서 시작한 박 대통령 세일즈 외교」，매일경제，2013
年 9 月 10 日， 
http://news.mk.co.kr/column/view.php?sc=30500003&cm=사설&year=2
013&no=829091&relatedcode=&wonNo=&sID=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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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23  http://www.vietnamembassy-seoul.org/en/nr070521165843/nr07072401 
1651/ns140520215755 

24  「韓越舉行首腦會談 商定明年簽訂 FTA」，朝鮮日報中文網，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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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奠基。25  

 
朴槿惠政府於 2013 年 11 月底在對外經濟部長會議中公

開表示韓國非常關注加入環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

的問題。該舉動是開展亞太地區多邊自由貿易協定（FTA）

的第一步。如果將參與 TPP 協定的 12 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

值（GDP）進行合併，就已佔世界經濟規模的 38.4%。如果

協商成功，TPP 會成為世界 大的自由貿易市場，為了韓國

的國家利益，加入 TPP 是必然的選擇。韓國已與美國、智利 
、秘魯、新加坡、越南、馬來尼西亞、汶萊等 7 個 TPP 的參

與國分別簽署 FTA 協定或是韓-東協 FTA 協定。如果韓國加

入 TPP 也會隨之帶來與日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墨西

哥等 5 國簽署 FTA 的機遇。雖然加入 TPP 也有著不利的方

面，但是如果日本加入 TPP，而韓國不加入的話，那麼韓國

就會喪失在這段期間通過 FTA 所獲得的比較優勢。韓國政 
府之所以要加入 TPP，除經濟利益的考量外，也受到急劇變

化的東北亞地區安全保障秩序重組的衝擊。美國為加強 TPP
的影響力，不斷推動日本和韓國加入 TPP 協定。韓國加入

TPP 協定也為加強韓美的同盟關係做出貢獻。韓中兩國政府

當時已於 9 月達成韓中 FTA 協商的第一階段，並在 11 月開

始進入 FTA 協商的第二階段。在美國與中國爭奪東北亞地區

                                                                                                         
年 9 月 10 日，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3/09/10/20130910000004.ht
ml 

25  「朴槿惠總統多邊外交首秀成果頗豐」，韓國中央日報中文網，2013
年 9 月 12 日，

http://chinese.joins.com/big5/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109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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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導權的現實中，韓國需要採取更為靈活，更均衡的經濟

外交戰略。26 
 

然而當朴槿惠政府宣佈願意 TPP 協商後，美國的反應冷

淡，僅略表歡迎，但稱南韓需等 TPP 現有的 12 個國家完成

第一階段的談判，制訂規則後再加入第二階段的協商。這與

朴槿惠政府決定參加 TPP 協商初衷相左，南韓之所以急著宣

布就是希望能參與 TPP 的規則制訂，以保障己身的權益，不

想因後加入而只有依別國制訂的規則來運作。為掌握主動權

，朴槿惠政府立即決定改變策略，與南韓目前沒有雙邊 FTA
的 TPP 國家加速簽署 FTA 以盡可能降低第一階段 TPP 協商

可能對南韓造成的負面衝擊。27朴槿惠總統所面臨的外交

大挑戰是美中兩強戰略推擠加劇，對南韓而言，不僅要注意

在美-韓-中三角關係裡，在美中兩強間取得平衡，以確保涉

及其戰略利益的韓美同盟以及維持韓中友好以保障其經貿

利益，同時亦需關注美-日-中與美-日-韓另兩個三角關係，不

希望華府（因聯日抗中）倒向東京而損及其利益（美國支持

日本的集體自衛權），28也不希望中日釣魚台領土紛爭傷及

南韓的國家利益（如歐巴馬成功地在 2013 年 3 月以釣魚台

問題壓迫安倍加入 TPP 談判，導致南韓經貿利益受到威脅;
而大陸劃定防空識別區，包括南韓的離於島和其防空識別區

                                                 
26  「TPP•韓中 FTA 並進，符合韓國的國家利益」，東亞日報，2013 年

12 月 2 日， http://chinese.donga.com/gb/srv/service.php3?bicode= 
080000&biid=2013120287018 

27  劉德海，「朴槿惠總統的 FTA 政策」，韓國學報，第 25 期，2014 年，

頁 142。 
28  「社論：日擴大軍事影響力 韓有何應對戰略」，朝鮮日報中文網，

2013 年 11 月 22 日，

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3/11/22/20131122000012.html 



74／Taiwanese Journal of WTO Studies XXVIIII, 2017 

的部分區域等）。29朴槿惠政府因而決定參與 TPP 談判正是

對中國大陸單方面在東海劃設防空識別區的回應，以因應日

本參與 TPP 談判對南韓的不利，改善與美國關係（美國一直

敦促韓國參與 TPP 談判，但韓國政府一直未予正面答復）防

止華府倒向日本，同時對大陸施壓儘速完成韓中 FTA 談判。
30 
 

在此政策背景下，2015 年 5 月韓國與越南正式簽署自由

貿易協定，成為韓國第 15 個 FTA 成員。對韓國言， 重要

的是取得與日資企業在越南競爭平等地位，日越 FTA 早在

2009。以韓越簽署 FTA 為契機，韓國中小企業對越出口規

模有望擴大。除傳統對越南出口項目如纖維與紡織品會增加

外，韓國的出口生力軍如化妝品、時尚產品、家電、汽車等

在關稅壁壘廢除後有望在越南市場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近 年 來 ， 隨 著 越 南 經 濟 成 長 與 生 活 改 善 、 城 市 化

(urbanization) 以及與國際大眾傳媒的連結，越南民眾對化妝

品的需求與日俱增。外國化妝品因而囊括九成的越南化妝品

市場，尤其是香水居冠，佔進口化妝品的 55%。而拜「韓流」

之賜，韓國化妝品在越南越來越受到歡迎。根據國際貿易中

心貿易(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TC)地圖與世界銀行的

報告，2011 年至 2016 年期間，越南化妝品進口總額從 5 億

美元激增至 11 億美元，並預期在 2020 年成長一倍至 22 億

                                                 
29  「社論：中日劃設防空識別區堪憂」，朝鮮日報中文網，2013 年 11

月 26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3/11/26/ 
20131126000016.html 

30  「社論：韓加入 TPP 和新貿易秩序」，朝鮮日報中文網，2013 年 12
月 2 日， 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3/12/02/ 
201312020000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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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據 ITC 數據顯示，新加坡、歐洲聯盟(EU)、泰國與韓

國依次是越南化妝品進口的四大來源。31 
 
近幾年來，蘋果一直以來都是越南消費者 喜愛的手機

品牌之一，但 iPhone 受歡迎程度呈現下降趨勢，而同時三

星、Oppo 成為市場上極具潛力的黑馬。根據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的調查，在接下來的半年，越南人有意

願購買的手機品牌中，蘋果的受歡迎程度呈現 明顯的下降

趨勢。2015 年 38.8%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有購買 iPhone 的意

願，而 2016 年降至 30.4%。此外，與蘋果同樣呈降溫趨勢

的還有諾基亞和索尼。相反的，三星手機在越南用戶中的受

歡迎度大幅增高。另外，Oppo 的表現也非常樂觀。根據統

計數據顯示，目前在越南手機市佔 高的三個品牌分別是三

星、OPPO 和蘋果。截至 2016 年 6 月，三星在越南手機市

場的份額已達 34.7%，同比增長 5%。OPPO 也呈現增長趨

勢，從 2015 年的 12.6%增至 21.8%。322016 年第 1 季(1 ~ 3
月)的智慧手機新興市場上，三星智慧手機在包括越南在內的

14 個新興市場國家銷量第一。3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智慧手機盛行所帶來電子商務

(E-commerce)的商機。近年越南電子商務年成長率高達

22% 。 據 越 南 電 子 商 務 協 會 ( Vietnam E-commerce 
                                                 
31  “Vietnamese spend billions of VND on imported cosmetics,” VietNamNet 

Bridge, March 29, 2017,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business/175223/vietnamese-spend-billi
ons-of-vnd-on-imported-cosmetics.html 

32  「iPhone、OPPO 到三星，哪一款才是越南人的 愛？」2016 年 10
月 11 日，http://www.goodbene.com/?p=2726 

33  「三星智慧手機在 14 個新興市場國家銷量第一」，東亞日報，May. 16, 
2016, http://chinese.donga.com/BIG/List/3/02/29/534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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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VECOM), e-commerce 是 線 上 商 業 (online 
business)活動的有效工具，因其有助於中小企業獲得市場通

路，且是 SME 推介產品的 快與 有效方式。該協會 的報

告指出由於電子商務，逾 40% 越南企業的銷售收入增加，

目前越南人口中有 52%使用網際網路，其中 65%曾在線上

購物。越南政府計畫在 2016 年-2020 年期間全力推動電子商

務，盼能在 2020 年將電子零售商務(e-retail commerce)收入

提升到 100 億美元，佔全國零售業收支的五成。34 
 
此外，配合越南的城市建設與經濟發展，從事服務、基

建、城市規劃等的韓國企業將更加順利地進軍越南市場。根

據協定，包括稻米在內的韓國部份農副產品市場不會對越南

開放，其他一些農產品市場會在未來 10 年（熱帶水果、大

蒜、生薑與豬肉）至 15 年（紅豆、天然蜂蜜與甜馬鈴薯粉）

內逐步開放。韓國是越南第一大投資國，截至 2014 年底韓

國對越南的投資規模達 189 億美元。2013 年越南是韓國第

九大貿易夥伴,韓國對該國出口金額為 210 億美元。352015
年第一季，越南已從原來的第六大出口市場（年出口總額 223
億美元），跳過日本、香港與新加坡，躍升為僅次於中國與

美國的韓國第三大出口市場。36 
 

                                                 
34   “E-commerce grows 22 percent per annum,” VIETNAMNET Bridge, 

March 8, 2017,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business/174031/e-commerce-grows-22-
percent-per-annum.html 

35  “S. Korea, Vietnam initial free trade deal,” Yonhap, March 29, 2015,  
http://www.bilaterals.org/?s-korea-vietnam-initial-free-trade&lang=en 

36  “South Korea and Vietnam sign free trade agreement,” The Hankyoreh, 
May 6, 2015, 
http://english.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business/6900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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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韓越 FTA 亦有助越南出口。根據「越南

2011-2020 年發展海外市場目標及到 2030 年展望」所提出

的目標，到 2020 年，越南出口總額將達 3000 億美元，年平

均增長率為 11-12%。近五年，越南出口年平均增長率 17.5%
。越南出口結構近年已有明顯改善，工業品出口比重增加，

占 80%以上。其中紡織品、鞋類、木製品、機械設備及零件

為主力出口產品，且繼續保持穩定增長，行動電話、電腦和

其他電子產品等新興出口產品增長較快。農產品出口總額居

第二。雖然近幾年由於世界市場需求下降導致農產品出口困

難，但是越南稻米、胡椒、腰果和咖啡出口仍位於世界前列

。尤其是越南水果正逐步得到世界各大市場認可，包括市場

准入 嚴格的澳洲也於去年開始進口越南荔枝，且正在完成

進口越南芒果的 後手續，美國也已對越南開放龍眼和荔枝

市場，日本與韓國也已向越南頒發芒果進口許可證。37  
 

韓國對越南投資 
 

由於長期在列強壓力下求生存，且稍有不慎，國家利益

就可能遭受重大損失，甚至有亡國之虞。因而把韓國人訓練

得長於察言觀色，並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都能正確地掌握列強

與本身的需求與利益之所在，對國際環境的變遷極為敏感，

分析利害得失鞭辟入裡，反應迅速，且其決策制訂行為特徵

以快、狠、準、敢四個字來形容 貼切不過。首先是動作必

須快，就韓國人言就是要取得戰略先機。當 1980 年代南韓

開始積極與東南亞進行商業接觸時發現日本幾乎已掌控了

所有的商業通路，使韓商很難與日商在東南亞競爭。因而苦

                                                 
37  「越南制定 2020年出口總額達 3000億美元目標」，2016年 6月 1日，

http://vn.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606/201606013303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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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突破之計。越南在 1986 年開始仿效蘇聯，採行經濟改革

與對外開放政策，被南韓視為旋乾轉坤的 佳機會，因為越

南不僅資源豐富、人力充沛而低廉，而且是未經資本主義洗

禮的處女地。南韓若能搶在他國之前衝進越南，尤其是日本，

以此作為韓商經營東南亞，對抗日商的基地。有鑑於此，南

韓乃早在 1990 年代初即積極與越南接觸，於 1992 年 12 月

底與越南建交，當日商尚在評估越南投資環境時趕在日商之

前進入越南，取得商業的戰略先機。這也就是為何迄今日本

雖為越南的 大外來經援國，但是南韓在越南的商業活動始

終居於有利的地位。 
 
進入廿一世紀，由於東協已與中國有 ACFTA，使之成

為外國投資者爭相注入資金的對象，尤其是那些與中國為鄰 
、工資又比中國為低的國家如越南、高棉與寮國等受益

大。38而自 2003 年源自中國的 SARS 爆發後，為規避資金

孤注一擲在中國的風險，又不致失去中國市場，不少的多國

籍公司便開始採行所謂的中國加一（China-plus-one）的投

資策略，將他們的部分生產設備與營運中心遷移到中國鄰近

的亞洲國家以達到降低生產成本，分散風險，利益無損的目

的。39東協各國遂成為韓商海外投資第二多的據點。越南堪

稱是 大贏家，成為外商中國以外的次佳投資選擇。40 

                                                 
38  劉德海 ，「21 世紀南韓與東協經貿關係」，WTO 研究 ，第 16 期 , 2010

年，頁 117。

http://www.wtostudy.nccu.edu.tw/publication/wtojn16/wtojn16[5].html 
39   Chang Hsi-mo, “The allure of China is fading for businesses,” Taipei 

Times, August 1, 2005, p. 8,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 
archives/2005/08/01/2003265976 

40  Dennis J. Meseroll and Kendall K. Turner, “Growing Pains in Vietnam,” 
Global Perspective, November 25, Winter 2008 /Issue 53, 
http://www.strategy-business.com/article/08411?pg=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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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會的統計資料，相同生產條件下，越

南的平均生產成本比大陸低三成以上。以紡織業為例，大陸

勞動力單位成本為每小時 0.69 美元，越南成本則為 0.3 美元，

一半不到，顯示過去大陸標榜的低成本優勢，正逐漸被越南

取代。412008 年韓商在該地區總額達 58.6 億美元，越南是

大的受益國，成為僅次於中國大陸的韓商海外投資的 愛 
。2008 年中國大陸政府連續推出《勞動合同法》、《企業所

得稅法》、調整《加工貿易政策》、《出口退稅政策》、《土

地從嚴政策》等多項政策，使得外商在中國大陸的營運成本

急遽攀升，基於投資分散風險之原則，外商轉向東南亞及印

度等地投資，越南尤獲青睞。東協加一（中國）自由貿易區

（ACFTA）正式於 2010 年 1 月 1 日生效，越南更是各國爭

相投資的 愛。2012 年越南的外國人投資額達到 163. 5 億

美元。至 2013 年 9 月為止，韓國對越南共投資 255 億美元，

共 3,352 件投資案。 
 
根據 2016 年 11 月越南企劃投資部外資署的統計數據，

該年 1 月至 11 月底止，越南所吸收到的外國人直接投資

（FDI）超過 180 億美元，是前一年同期的 89.5%。其中，

韓國居首，對越南投資額為 52.9 億美元，占所有 FDI 的 29. 
2%，其次為新加坡的 20.5 億美元，占所有 FDI 的 11.3%與

日本的 19.5 億美元，占所有 FDI 的 10.8%。越南北部海防

市（Hai Phong）是外國人直接投資 愛的城市，同期吸金

達 27.4 億美元，占所有 FDI 的 15.2%，其次為東南部的平

陽省（Binh Duong）獲得 19.3 億美元，占所有 FDI 的 10.7% 

                                                 
41  「越南勞動力低廉 人治色彩濃」，經濟日報，2007 年 7 月 23 日， 

http://udn.com/NEWS/FINANCE/FIN5/39392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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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東南部的同奈省（Dong Nai）排名第三，吸金達 18.7
億美元，第四為河內的 18.4 億美元，第五為胡志明市（HCM 
City）的 13.2 億美元。42越南駐韓大使范友志強調韓國是越

南 大外國投資商，投資總額達 450 億美元。43韓國連續兩

年成為越南的 大投資來源國。韓國也是越南證券市場三大

投資來源國之一。44三星電子 2015 年 5 月在胡志明開建消費

家電工業園區，並計畫至 2020 年止將投資規模從 14 億美元

增至 20 億美元。由於中國大陸工資飛漲，全球 大的手機

製造商三星電子計畫將 80%的中國產能轉移到越南。進入

2015 年，隨著三星在越南投資百億美元的生產基地相繼投產 
，除原有的北寧市工廠外，三星電子在河內北邊太原市顏平

工業區的手機第二工廠在 2015 年底投入生產，能為三星電

子帶來 2.4 億部手機產量。包含韓國本土、中國以及越南在

內，目前三星電子在全球擁有 8 間工廠，年產量約 4 億台左

右，這也意味著 2015 年之後有半數的三星手機將會在越南

生產。顯然越南已成為三星電子手機生產的基地。三星的出

口額佔越南出口總額的兩成。LG 電子計畫在越南北部的海

防市經濟特區建設工業園區生產電視、智慧手機、洗衣機，

為此，從 2013 年至 2028 年期間將投資 15 億美元，將其打

                                                 
42  “RoK tops the biggest foreign investors in Vietnam after 11 months,” 

November 27, 2016, The Hanoitimes, 
http://hanoitimes.com.vn/investment/news/2016/11/81E0ABF8/rok-tops-t
he-biggest-foreign-investors-in-vietnam-after-11-months/ 

43  「越南与韩国企业论坛：融入世界经济带来合作机遇」，越通社，

2016 年 4 月 15 日，http://zh.vietnamplus.vn/越南与韩国企业论坛融入

世界经济带来合作机遇/49823.vnp 
44  「韩国是越南证券市场前三大投资来源国之一」，越通社， 2016 年

3 月 11 日，http://zh.vietnamplus.vn/韩国是越南证券市场前三大投资

来源国之一/48531.v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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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為 LG 電子的全球性生產基地。2015 年 3 月 LG 電子海

防市的工廠正式已投入生產。 
 
在此背景下，韓國對越南出口規模將持續擴大。韓國出

口越南的商品中，用於韓國企業在當地工廠使用的原料、零

件、加工設備等半成品占到 92%以上。據大韓貿易振興公社

(KOTRA)推測，截至 2015 年底，在越南投資的韓國企業達

到 4,200 家左右，韓國出口越南前十位產品中，除貨車外，

其餘 9 項均為半成品，尤其是手機零部件和顯示器，2015
年的出口增幅分別達到 88%和 179%，越南因而取代日本，

成為韓國的第三大出口市場。此外，其他紡織、服裝企業也

在越南新建和增建工廠。45近些年來，外商企業在越南出口

所占比重越來越大。2010 年為 47%，2016 年已升至 72%。

5 年來外商企業出口年均增長 21.3%。截至 2016 年，外商

企業出口額比國內企業出口額高出一倍。目前越南商品出口

到世界 200 多個國家，2011-2015 年期間，越南商品主要出

口市場分別為美國、中國、日本、韓國、德國、香港、馬來

西亞、阿聯酋、英國和澳大利亞等。亞洲是越南商品出口的

主要市場，占出口總額的 49.4%。46 根據越南工貿部所公布

2016 年越南進出口報告，2016 年越南出口持續保持成長趨

勢，出口規模和速度皆比前一年有增長,2016 年出口額達

1,766 億美元，比前一年增加 9%。出口的增長已使得貿易轉

                                                 
45  「韓國連續兩年成越南 大外商投資來源國」，韓聯社，2016 年 1

月 5 日，
http://kr.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601/20160101227000.shtml 

46  「出口成為越南經濟增長的重要助推器」，越通社（VNA），2017
年 5 月 15 日，http://zh.vietnamplus.vn/出口成为越南经济增长的重要
助推器/65263.v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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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平衡，2016 年出現 2.52 億美元貿易順差。47儘管如此，

韓國卻取代中國大陸，躍升為越南 大貿易赤字來源。2008
年越南對韓國貿易赤字為 62.7 億美元，2011 年增至 84.6 億

美元，2016 年更高達 206 億美元。48 
 
從 1988 年至 2017 年 4 月，韓國對越南直接投資累計規

模達 540 億美元，穩居越南的 大投資國的寶座。據越南企

劃投資部（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Investment），2016 年

第 1 季(1 ~ 3 月)越南核准 473 外資新投資案，共 27.4 億美

元，203 外資增資案，共 12.9 億美元，韓國對越南投資額為

5.13 億美元，占外國投資總額的 12.7%，蟬聯龍頭寶座，其

為新加坡的 4.49 億美元，占外國投資總額的 11.1%與台灣

的 4 億美元，占外國投資總額的 9.6%。49目前超過三千家的

韓資企業在越南，共雇用了 60 萬名以上的當地勞工。50這些

韓資企業在越南的投資案共有 34 件，總額達 17 億美元，其

中已實際支付的金額為 9 億美元。512016 年韓國的海外直接

投資總額高達 352 億美元，美國與越南躍升為韓資企業的

                                                 
47  「越南 2016 年出口增速维持在 9%的水平」，2017 年 4 月 1 日，

http://vn.chineseembassy.org/chn/jmxx/t1451333.htm 
48  “Vietnam's biggest trade deficit is with South Korea,” VIETNAMNET, 

June 2, 2017,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business/179286/vietnam-s-biggest-trad
e-deficit-is-with-south-korea.html 

49  “Taiwan 3rd largest foreign investor year-to-date in Vietnam,” The China 
Post, March 29, 
2016,http://www.chinapost.com.tw/business/asia-taiwan/2016/03/29/462
006/Taiwan-3rd.htm 

50  http://www.vietnamembassy-seoul.org/en/nr070521165843/nr07072401 
1651/ns140520215755 

51  “Hanoi: dialogue discussing on Vietnam-RoK ODA,” The Hanoitimes, 
June 9, 2016, 
http://hanoitimes.com.vn/economy/2016/06/81E0A476/hanoi-dialogue-di
scussing-on-vietnam-rok-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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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越南投資總額從 2013 的 11.5 億美元激增至 22.7 億

美元，52如全球 大煉鋅廠韓國 Korea Zinc 與英國 ZincOx
資源公司合資 300 萬美元建轉底爐(rotary hearth furnace)。
53 

韓國企業普遍認為越南工人操作水準熟練，且工資水準

低。據統計，越南全國總共有 149 所大學及學院、136 所

專科、1,691 個職業培訓中心，人民的識字率達九成以上，

在東南亞地區名列前茅。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Korea 
Trade-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y, 簡稱 KOTRA )稱越南

目前總人口為 9,300 多萬人，其中一半以上為 30 歲以下的

人口，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韓國 Alusash 集團位於越南的

工廠現有員工 4000 人，主要生產三星、LG 電視機金屬框架、

三星智慧手機零部件等，其中大部分員工年齡在 20 歲至 39
歲間。集團負責人稱韓國青年不願從事 3D(髒、累、險，Dirty, 
Difficult, Danger)行業，而越南年輕人則不同，工作熱情非常

高。另外，越南政府近年來為大力吸引外資，推出一系列優

惠政策。而且，三星、LG、浦項等韓國大企業在越南經營中

遇到的難題，經常由國務總理直接負責。為培養熟練掌握韓

語的人才，目前越南有 14 所大學開設韓語專業，越南政府

還將在 2016 年年內提出將韓語作為中等教育課程中第二外

                                                 
52  “Korea's FDI Hits Record High of $35.2 Bil. ,”  The Korea Economic 

Daily, April 24, 2017, 
http://english.hankyung.com/economy/2017/04/24/1148541/koreas-fdi-hi
ts-record-high-of-352-bil 

53  “ Korea Zinc, ZincOx to Set up Joint Venture in Vietnam,”  The Korea 
Economic Daily, November 30, 2016, 
http://english.hankyung.com/news/apps/news.view?popup=0&nid=0&c1
=04&newscate=1&nkey=20161130125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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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的方案。54這些都是吸引韓資趨之若鶩的背景因素。更

何況，至 2013 年 9 月止，已有 39,000 越南女子嫁到韓國，

她們是韓國境內僅次於中國大陸的第二多外籍新娘來源。55 
 
韓資企業成功例子不少，如服裝企業 Hansae 在 2002

年向越南投資 1 億美元後，2013 年 9 月為止創下 28 億美元

的出口佳績。該公司製作的服裝占越南出口美國服裝的 7%。

斗山、浦項鋼鐵(POSCO)、現代尾浦造船、錦湖輪胎等企業

的發展也堪稱理想。南韓 大的能源私人企業浦項能源於

2017 年 5 月成功地奪得越南價值 25 億美元的義安省(Nghe 
An Province)工業區煤炭火力發電廠建廠計畫。之前，該公

司曾為廣寧省 (Quang Ninh Province)建過一座火力發電

廠，已於 2015 年完工並開始運作。56 
 
隨著進駐當地企業增加，對越南的零件和原料出口也一

起增加，2012 年越南即已成為韓國的第六個出口對象國(159. 
5 億美元)。可見，投資是帶動韓越貿易的主要動力。更有進

者，KOTRA 指出近年越南積極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是

個非常具有魅力的出口型生產基地。越南加入的跨太平洋戰

略經濟夥伴協定（TPP）與歐盟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FTA）

                                                 
54  「勞動力豐富成本低，越南躍升韓國第三大出口市場」，中國新聞網，

2016 年 2 月 3 日，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6/02-03/7745961.shtml 
55  “Editorial: Do not ignore suffering caused by South Koreans while in 

Vietnam,” The Hankyoreh, September 10, 2013, 
http://www.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editorial/602833.html 

56  “ POSCO Energy Wins 2.8 Tril. Won Power Plant Project in Vietnam,” 
The Korea Economic Daily, May 13, 2017, 
http://english.hankyung.com/business/2017/05/13/0842481/posco-energy
-wins-28-tril-won-power-plant-project-in-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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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該國成為外資 愛的關鍵因素。57由於 TPP 簽字國約佔越

南總出口的 40%， 因此，加入 TPP 使越南不僅可增加對這

些 TPP 國家的出口，且可將越南的整體出口在 2025 年追加 
680 億美元。58在此背景下，去年越南更取代日本，成為韓

國的第三大出口市場。韓國出口越南商品中 92%為韓國產半

成品，換言之，越南實已成為韓國企業的生產基地。59韓國

是越南第三大貿易夥伴，越南是韓國第四大出口目的地，

2015 年兩國雙邊貿易額達 365 億美元，60提升到去年的 428
億美元。黄教安在接受越南駐韓國大使阮武秀時表示希望兩

國建交 25 周年的 2017 年繼續強化經貿互動，力爭在 2020
年將雙邊貿易總額提升至 1000 億美元。 
 

2015 年 12 月韓國大型超市排名第一的易買得在胡志明

市 大商業區舊邑（Gò Vấp）地區開設越南一號店，越南是

易買得進入中國之後的第 2 個海外市場。易買得的競爭對手

樂天超市已於 2008 年進入越南，迄今已開設 11 家分店。易

買得作為後來者進入越南市場是因為越南市場的巨大增長

潛力。阮晉勇總理任內使越南 GDP 個人年平均所得成長三

                                                 
57  “K.C. Fung TPP will make Vietnam more efficient,” Nikkei, May 3, 2016 

http://asia.nikkei.com/Viewpoints/Viewpoints/K.C.-Fung-TPP-will-make
-Vietnam-more-efficient 

58  “Michael Sieburg, How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benefits Vietnam’s 
economy Solidiance Vietnam,” Thanhnien News, March 28, 2016, 
http://www.thanhniennews.com/commentaries/how-the-transpacific-partn
ership-benefits-vietnams-economy-60650.html 

59  「勞動力豐富成本低，越南躍升韓國第三大出口市場」，中國新聞網，

2016 年 2 月 3 日，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6/02-03/7745961.shtml 
60  「越南政府副总理王廷惠出席越韩经营合作圆桌会议」，越通社，

2016 年 6 月 15 日，http://zh.vietnamplus.vn/越南政府副总理王廷惠出

席越韩经营合作圆桌会议/52046.v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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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達 2, 200 美元，預計到 5 年之後能夠達到 3500 美元。2015
年越南經濟成長率達 6.7%。易買得將以 迎合越南當地消

費者需求的「徹底的當地語系化」戰略宣導新的生活方式。

這是因為易買得從中國市場吸取教訓。易買得 1997 年進入

中國市場，由於經營不善遭遇慘痛失敗。易買得一度將中國

的店開設到 27 家，但由於固守韓國式流通方式， 終導致

虧損。目前易買得在中國僅保留 8 家店。易買得為實現徹底

的當地語系化，包括店長在內的 300 名工作人員的 95%都選

用當地人。有鑑於當地人大都騎摩托車，易買得還特意建了

一個能容納 1500 輛摩托車的停車場。易買得工作人員表示

為做出迎合當地人口味的麵包，我們把曾在新世界朝鮮酒店

工作過的資深麵包師派到越南學習一年。易買得還為喜歡唱

歌的當地居民在一樓家電區開設卡拉 OK 專區。店裡還有專

門銷售韓國商品和易買得旗下品牌的韓國商品館。延世大學

經營學教授吳世祚指出細緻地調查當地人消費的習慣、需求

以及模式，用與其他企業形成差異的核心競爭力（killer 
contents）才能在競爭中生存。61 

  
儘管如此，並非所有產業皆可獲利，也有虧損慘重者。

通信產業等基礎產業尤難在越南存活。信息通訊政策研究院

專門研究員餘革鍾認為許可權只會發給越南國營企業，因政

府不透明的控制，依然很難成功。結果，越南國營企業在通

訊市場上的占有率高達 95%。如 SK 電訊公司在 2000 年與

LG 電子、Donga Eleccomm 合作成立 SLD 電訊進駐越南。

與當地企業 SPT 合作推出 S-Fone 品牌。但隨著鋪設全國網

絡而來的設備投資負擔、與當地企業在經營方面產生矛盾以

                                                 
61  「易買得在胡志明市開設第一家分店」，朝鮮日報，2015 年 12 月 29 日， 

http://cnnews.chosun.com/client/news/viw.asp?cate=C01&mcate=M1004
&nNewsNumb=20151243055&nidx=4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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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越南政府對本國企業保護政策都成為巨大的障礙。 終

2010 年 SK 電訊損失大約 2.2 億美元，不得不從越南撤退。

此外，越南勞動者不願意離開家鄉。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專

門研究員鄭載完表示「三星電子每天在工廠周圍半徑 100 公

裏運營 500 輛巴士，2000 人規模的斗山宿舍基本上都是空

的」。換言之，雖然越南人多，但卻很難找到人手。再者，

工資也持續上漲。62 

 
韓國對越南經援 
 

南韓對東協外交與經貿政策的另一項重要工具是經援。

進入本世紀以來，東協國家韓國對越南的政府開發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簡稱 ODA）1997 年-2007
年期間，南韓對東協的 ODA 累計金額達 7.1 億美元，是該

國對外經援 多的地區。2007 年 25.8％的南韓 ODA 總額前

往東南亞。越南是獲得南韓 ODA 第 4 多的國家。在貸款的

部分，東協所獲得的累計達 12 億美元，南韓對海外貸款的

35.9％，其中越南是南韓經濟發展合作基金（Economic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und, 簡稱 EDCF）首要受惠國，

獲得 4.5 億美元，占 EDCF 總額的 9.8％。 
 

2014 年 7 月越南財政部副部長張志中和韓國進出口銀

行行長李德勳代表兩國政府在河內簽署總值 1.62 億美元的

兩項發展援助(ODA)協議。這筆貸款由韓國政府通過 EDCF
提供，其中 1.17 億美元用於興河橋建設專案和 4,500 萬美元

                                                 
62  「進駐越南當地的韓國企業幾家歡喜幾家愁」，韓國中央日報中文

網，2013 年 9 月 10 日， 
http://chinese.joins.com/big5/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109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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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至 2020年將河內醫藥大學發展成地區標準化大學專案」，

其貸款年利率為 0.1%，貸款期限為 40 年，其中寬限期為 10
年。據越南與韓國所簽訂的 2012 至 2015 年階段總額為 12
億美元的發展援助架構協議，這是雙方簽署 7 項協定後的兩

個貸款專案，將韓國政府向越南提供的優惠貸款金額提升至

5.12 億美元。韓國是越南的重要戰略合作夥伴。目前韓國對

越南 ODA 援助金額在外國中位居首位。韓國進出口銀行對

越南的多個專案提供貸款。2008-2011 年期間，韓國向越南

提供總額為 10 億美元的援助款項，支持越南進行交通運輸、

衛生、排水、職業培訓等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632015 年 12
月越南交通運輸部和興安省、河南省人民委員會在興安市聯

合舉行興河大橋動工儀式。越南政府副總理黃忠海出席並高

度評價韓國政府對外經濟合作基金對越南基礎設施提供協

助。興河大橋將河內-海防高速公路和惹橋-甯平高速公路連

接起來，投資總額約為 1.45 億美元。64 
 
朴槿惠政府對越南的經援政策聚焦於運輸基礎建設、都

市開發、醫療看護、教育、環境、潔淨能源與資訊等領域，

該政府正為越南規劃國家伙伴策略 (Country Partnership 
Strategy, CPS) 俾利越南達成 2011-2020 年社經發展策略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與 2016-2020 年社
經發展計畫中有關交通基礎建設、資訊、科技人力資源的目

                                                 
63  「韓國協助越南 1.62 億美元發展交通和醫療」，2014 年 7 月 10 日，

http://cn.shidai.vn/detail-16-1438.html 
64  「越南興河大橋動工儀式在興安市舉行」，越通社（VNA），2015

年 12 月 29 日，
http://zh.vietnamplus.vn/%E8%B6%8A%E5%8D%97%E5%85%B4%E6
%B2%B3%E5%A4%A7%E6%A1%A5%E5%8A%A8%E5%B7%A5%E
4%BB%AA%E5%BC%8F%E5%9C%A8%E5%85%B4%E5%AE%89%
E5%B8%82%E4%B8%BE%E8%A1%8C/46064.v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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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從 1992 年至 2015 年期間，韓國政府共與越南簽署近

60 項協議，給予貸款總值達 28 億美元。兩國政府刻正準備

簽 署 2016-2020 年 的 信 用 架 構 協 議 (Credit Framework 
Agreement)，韓國計畫在此期間貸款 15 億美元給越南，其

中 9 億美元將用於金融合作，其餘則用於優先項目如大規模

基礎建設、鐵路、醫療看護與資訊產業。65韓國繼續是對越

官方發展援助第二大來源國。66 
 

結論 
 

  由於中國大陸工資飛漲，投資環境競爭激烈，中小企業

難以存活，越南因而正取代部份中國大陸世界工廠的角色，

越來越多的尋求低廉工資的外國製造業選擇越南以替代中

國大陸。根據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d) 近的一份研究

報告指出，計畫將製造產能遷往海外的受訪企業中，40%有

意遷往越南，25%有意遷到柬埔寨。 
 

渣打銀行亚洲區首席經濟學家馬德威(David Mann)表示

目前越南是頗具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其次是菲律賓或印

度。越南已實施多項積極有效的開放政策，簡化行政審批手

續，鬆綁有關政策，並逐步消除非關税壁壘等。根據東協的

統計數據，2015 年東南亞地區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總額達

                                                 
65  “Hanoi: dialogue discussing on Vietnam-RoK ODA,” The Hanoitimes, 

June 9, 2016, 
http://hanoitimes.com.vn/economy/2016/06/81E0A476/hanoi-dialogue-di
scussing-on-vietnam-rok-oda/ 

66  「越南政府副总理王廷惠出席越韩经营合作圆桌会议」，越通社，

2016 年 6 月 15 日，http://zh.vietnamplus.vn/越南政府副总理王廷惠出

席越韩经营合作圆桌会议/52046.v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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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億美元，比前一年下降 8%，但流入柬寮緬越四國的外

國直接投資卻增加 38%，達到 174 億美元。67 
 
更有進者，截至目前，越南已簽署 13 項自由貿易協定，

與世界 55 個國家建立自由貿易關係，其中包括 7 國集團各

國、20 國集團中的 15 國，减少外商的投資成本。跨太平洋

夥伴關係協定和越南與歐盟自由貿易協定等新一代的自貿

協定已為越南經貿投資發展敞開大門，68同時也為越南和企

業融入世界經濟與實現發展提供絕佳契機。越南經濟將迎接

巨大機遇，消費者可以購買物美價廉的商品、外國投資商勢

將加大對越南投資力度、企業家有機會進軍伙伴國市場等。

根據 Fitch Ratings，由於越南是 TPP 的 12 個成員國中 不

發達的經濟體，所以，一旦 TPP 生效，越南將會是 大受益

國。69紡織服裝、製鞋、木材、電子零部件生產等是從這一

系列 FTA 中收益 多的行業。70儘管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上台後，廢棄 TPP，但韓資企業仍未因此而減少對

                                                 
67  「渣打银行：越南成为投资商的投资乐土」，越通社，2016 年 9 月

12 日，http://zh.vietnamplus.vn/渣打银行越南成为投资商的投资乐土

/55206.vnp 
68  「越南应主动抓好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机会」，越通社，2016

年 6 月 16 日，http://zh.vietnamplus.vn/越南应主动抓好新一代自由贸
易协定带来的机会/52050.vnp 

69  “Successful leader in Vietnam 'needs to be faceless', The China Post, 
January 31, 2016, 
http://www.chinapost.com.tw/commentary/ap/2016/01/31/457433/Succes
sful-leader.htm 

70  「自由贸易给越南投资转移与环境带来的影响」，越通社，2016 年 5
月 29 日，http://zh.vietnamplus.vn/自由贸易给越南投资转移与环境带
来的影响/51403.v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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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鍾愛，因為越南物價穩定、社會安全以及一億人口的

大市場，在亞洲難以找到可替代越南的其他投資地。71 
 
根據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KOTRA），1988 年至 2016

年底，韓國企業對越南的投資總額達 505 億美元（5,773
項），占整體外國資本投資（FDI）的 30.8%，排名第一。

從外國資本對越投資名次來看，繼韓國之後依次為日本（424
億美元，3,292 項）、新加坡（382 億美元，1,796 項）、臺

灣（318 億美元，2,516 項）、維爾京群島（204 億美元，

687 項）、香港（170 億美元，1,168 項）、馬來西亞（119
億美元，543 項），中國大陸（105 億美元，1,562 項）。

外資對製造加工業的投資 多，達 1,727 億美元，占整體 FDI
的 69.4%，其後依次為不動產經營（522 億美元）、水電煤

供應（129 億美元）、酒店餐飲業（114 億美元）、建築業

（106 億美元）。從韓國企業投資情況來看，製造業占絕大

部分，達 70.6%，其後依次為不動產經營（14.8%）、建築

業（5.4%）、物流運輸業（1.9%）等。韓國企業投資 多

的區域為越南北寧省，占整體投資的 12.5%，其後依次為同

奈省、海防市、河內市、太原省、胡志明市等。韓國企業對

越投資不斷增加的原因包括政治社會穩定、勞動力質優價

廉、經濟增長和收入增加速度快、市場前景光明等。72從 2012
年至 2016 年，韓越兩國相互旅遊的遊客量也成長一倍，2016

                                                 
71  “Vietnam Is Still an Attractive Market Even without TPP,” The Korea 

Economic Daily, January 9, 2017, 
http://english.hankyung.com/economy/2017/01/09/1537221/vietnam-
is-still-an-attractive-market-even-without-tpp 

72  「韓國成越南 大投資來源國 投資額破 500 億美元」，韓聯社，2017
年 6 月 12 日，

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domestic/2017/06/12/0403000000ACK2
01706120028008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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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達 175 萬人次，創有史以來新高。目前旅居韓國越南人總

數為 15 萬人，而在越南生活的韓國人的數量也有 15 萬。73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越南新成立企業近 9.5 萬家，

注册資金為 601 兆越盾（約 286.2 億美元），企業數量和注

册資金分别較前一年同期增加 26.6%和 39.1%。74外國直接

投資繼續是 2016 年上半年越南經濟亮點。截至 2016 年 5
月底，越南政府批准的新投資案共 907 件，其協議資金近 76
億美元，案件總數和投資總額分别較前一年同期增長 53.2%
和 155.9%。加上 425 件增資案，協議金總額已超過 100 億

美元，較前一年同期增加 136.4%。實際投入的外資約達 58
億美元，較前一年同期增長 17.2%。因此，與國營企業和非

國營企業相比，外資企業仍在發展投資資金增速上領先。在

國營企業和非國營企業投資資金來源仍受限制的背景下，外

資企業的投資資金為實現經濟增長目標與推動經濟結構朝

著工業化方向轉型作出積極貢獻。2016 年前 5 個月，加工製

造业繼續是吸引 多外資的領域，其協議金額超過 66 億美

元，占全國協議總金額的 65.1%。值得注意的是通信傳媒領

域躍居第二位，其協議資金達 13 億美元。同時，房地產跌

至第三位，其協議金達近 5.4 億美元，占全國協議總金額的

5.4%。75據越南計畫投資部外國投資局通報，截至 2017 年 5

                                                 
73  「越韩两国建交 25 周年庆祝典礼在韩国举行」，越通社， 2017 年 2

月 9 日，http://cn.qdnd.vn/preview/pid/15/newid/536416 
74  「越南企业在新一代自贸协定纪元中的互联互通与一体化进程」，越

通社，2016 年 6 月 28 日，http://zh.vietnamplus.vn/越南企业在新一代

自贸协定纪元中的互联互通与一体化进程/52472.vnp 
75  「外国直接投资继续是 2016 年上半年越南经济画卷中的亮点」，越

通社，2016 年 6 月 22 日，http://zh.vietnamplus.vn/外国直接投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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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外國直接投資追加資金為 121.3 億美元，同比增長

10.4 %，其中韓國排名第一，日本第二，新加坡第三。外國

直接投資投向 18 個業別，其中加工、製造業獲 多，其次

是礦產、零售和批發。76 

在此背景下，在越南投資所遭受的挑戰來越來越大，台

灣曾是越南 大外資國，但受到通貨膨脹、工資上漲、匯率

波動、政府獎勵措施減少等因素影響，2012 年投資已被日

本、南韓超越。越南計劃投資部統計顯示，2012 年前 6 個月

日本對越南新註冊投資總額為 41.5 億美元，佔所有外資總額

的 65.1%，是越南 大外資國；英屬維京群島居次，投資總

額為 4.84 億美元，占 7.6%；南韓第 3，投資總額為 4.80 億

美元，占 7.5%。77而韓國卻能維持越南 大外資國龍頭寶座

的地位，值得吾人省思。其中 大原因即在於韓國在推動對

外經貿策略時是政商利益一致，齊心全力推動；其次則是重

視越南語人才的培訓與跨文化溝通的管理模式。 

所幸我新政府上台以來開始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東協

的中產階層約 1.5 億人，占東協總人口四分之一，其中越南

的中產階層約 800 萬人，僅次於印尼的超過 6,100 萬人，且

還在快速擴大中，是推動東協消費市場及零售業發展的生力

                                                                                                         
是 2016 年上半年越南经济画卷中的亮点/52276.vnp 

76  「2017 年头 5 个月外国直接投资达 121.3 亿美元」，越南之聲，2017
年 5 月 27 日，http://vovworld.vn/zh-CN/新闻/2017 年头 5 个月外国直

接投资达 1213 亿美元-545408.vov 
77  「越南 大外資國 台灣讓給日韓」，大紀元，2013 年 1 月 20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13/1/20/n37810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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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78目前台商在東協投資 多的越南。因此，新南向政策

可使我政商利益一致，放手一搏，換言之，我政府因著重於

為台商培養具有全方位能力的越南語人才，必能與韓商一樣

具備跨文化溝通的管理模式。目前國內開設東南亞研究的大

學學士系所多以語言與社會文化為主（國立曁南大學東南亞

學系、台師大東亞研究系與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以及即將

成立的國立政治大學東南亞語學程），所訓練的學生，僅具

備越南語能力，而英語能力未必夠好，又缺乏國際政經風險

分析、跨文化溝通與談判以及國際經營的專業知識能力，更

無整體的戰略觀。堪稱僅處於初階人才之培育，難以達到具

有足以因應亞洲經濟整合與經營管理能力的中階的區域人

才，更別談具備全球視野與國際移動力的全方位的人才。因

為越南只是台商的生產基地，而非主要市場，其產品則是向

全球銷售。所以，台商所需的人才是具備全球行銷能力的英

語人才。 

因而，在此建議培養全方位的具國際移動力與競爭力的

東南亞人才：1.英文加一外語能力（越南語甚至 好也會馬

來語），2.通曉國際與東南亞區域政經與跨文化溝通與談判，

3.國際行銷貿易與經營的專業知識能力。如此方能跨越語言

文化的侷限，產出跨領域的而具全球視野的國際競爭力與國

際移動力的全方位人才，即通曉東南亞語、國際政經與跨文

化國際溝通與談判的專業知識的全方位未來領導菁英。 

                                                 
78  吳福成，「新南向政策的機遇與挑戰」，產業雜誌，第 555 期，

2016 年 6 月 5 日，

http://www.tier.org.tw/achievements/pec3010.aspx?GUID=4efc35d3
-a475-4045-be6c-47c6968582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