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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未來中國大陸將有可能會跟美國成為世界兩大強國，中國不只是外匯存底全

球第一，許多條件來看也的確是有可能性。而這近在眼前的市場，對韓國來說絕對

是一個非常大的機會，跟西方國家比起來，韓國與中國文化相較之下相當密切，這

些條件之下對韓國是相當有利的。雖然使用同樣的中文的台灣更為有利，然而在考

慮到國際政治關係層面時，就未必如此了。 

 

中國市場對韓國來說是個大好機會，不過確實也是個不小的威脅，而且很有

可能一不小心就變成中國經濟的附屬國，喪失了獨自生存的能力。韓國本身的內需

市場很小，所以較容易適應變化，構造的轉換也較快。不過韓國的原料與人數都不

多，還得考慮中國的整體變數。 

 

韓國目前對中國的投資不斷地在增加，一方面韓系銀行也在中國市場開放後

進入了中國市場，此外相關的金融行業也在積極的進入中國市場。然而弱勢的地方

還是存在的。從地域的角度來看，大部分韓系銀行投資都集中在大城市，這與韓國

企業分布在海岸地區不太一樣。同時內陸地區都沒有韓國企業跟銀行的進駐。韓系

銀行的限制主要是針對營業對象以及韓國企業貸款。雖然對外資開放當地消費者人

民幣業務並不太長，不過韓系銀行跟其他外國投資銀行比較起來競爭力仍然有差。 

 

亞洲金融風暴時，韓系銀行所受到的打擊比任何行業都大。特別是從 1998 年

至 2002 年期間，金融圈在中國的投資可說是完全沒有。當時國民銀行因無法留在

中國市場而撤退了，直到 2008 年才又艱難地進駐。雖然在亞洲金融風暴後，製造

業的投資額雖然減少了，然而投資仍有持續進行。這種現象代表韓國本身金融構造

中不良問題的存在。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2 

韓國企業投資地區，以山東省為最高，接下來依序是江蘇省、北京市，金融

業則是集中在北京與上海。會出現這樣的分布，是因為目前主要的顧客是韓國企

業，但希望以後的投資業者為當地法人和零售金融市場。 

 

韓國金融業進入中國的形態大多是以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式，並處於準備設立

當地法人或已經設立營業中的階段。另外輸出入銀行等國家銀行是以海外事務所的

形態出現。 

 

韓國「資本市場統合法」30

 

已於 2009 年 2 月施行。公布之後，將會大大影響

韓國企業投資進入中國。辦法中廢止或放寬對於金控公司的規制，預期未來具有國

際競爭力的金控公司將會變多。 

韓國企業之所以必須優先進入中國市場並擴大之，是因為已有很多國內企業

進入了中國市場。對以韓國企業為對象的企業貸款而言，這將會是一大優勢。此外，

中國對外國銀行的限制越來越放鬆，如此一來，便能使營業活動擴大。同時，信用

卡市場與房地產等零售金融市場成長的可能性也是值得期待的。 

 

在此必須再度強調，雖然這是個進入中國市場的大好機會，仍有部分地方需

要留意的。儘管目前中國已經對外開放了，但本質上還是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正如

同對政策上的經濟體制、政策及法案等部分也是必須要重視的。因此法律政策解釋

專家跟金融專家一樣重要，此外韓國政府也在不斷努力改善並維持中國當地人民對

韓國的印象。 

 

目前韓系銀行進入中國市場看起來算是成功的。以韓國最大銀行國民銀行為

例，雖然略嫌稍晚，但終於 2008 年設立了當地法人。韓系銀行之中以當地法人形

態出現的銀行，以同為韓系銀行為競爭對象，應該先不管營業收入，因為怕只是韓

系銀行而成的紅海市場。所以目標是在與中國零售金融行業和其他外國大型銀行，

並透過這樣的經驗累積，將來得以進出其他國際市場。 

                                                 
30
資本市場統合法：資本統合法是把從前的證券交易法、期貨交易法、間接投資資產運用發、信託

業法、關於綜合金融公司之法律和韓國證券期貨交易所法等，有關資本市場的 6 個法律合併後制

定的法則。該法公佈於 2007 年 8 月 3 日，施行於 2009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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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金融危機對全世界造成了相當程度的衝擊，這對韓國來說，卻也是個

好機會。韓國想要擠身先進國之一，經濟規模已經成功達到了全球第十名，所以金

融功能是很重要的。韓國需要建設一個金融中心，與紐約、倫敦、東京、香港等有

相當程度差別的金融中心。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進入中國市場代表著很大的意義。

此外，台灣與韓國在金融方面的交流看起來是完全沒有的，台灣與韓國在互為競爭

者的同時，又是合作的好夥伴，期望未來彼此間的研究協助將會更為熱絡。 

 
 

第二節 對後續研究者之建議 
 

 
未來台灣金融業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話，韓國金融業進入的例子是個很好的

參考範本。雖然目前因政治關係尚有限制，不過這種情況會慢慢改善，中國也仍被

認為具有相當投資機會的市場，是未來各國銀行發展的重要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