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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水道”成威韩经贸纽带
威海被定为“中韩经济桥头堡”，韩国成威海最大贸易市场和外资来源国

扎架起威韩交往的“金桥”

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前，威海港
就开通了到仁川港的海上客货运
输航线，这是中韩两国之间的第一
条国际海上航线。1990年9月16
日，“金桥”号客货轮在威海—仁川
航线正式通航，结束了中韩两国民
间不通航的历史。今年40多岁的
胡先生回忆：“当年，买到一张‘金
桥’轮的船票是多么激动啊。”

1990年9月16日，五六百吨级
的“金桥”号客货轮在威海—仁川
航线正式通航。当时的“金桥”轮设
有旅客床位425个，分为贵宾室、

特等、二等及经济舱，并设有中式
和日式餐厅、影视厅、酒吧、咖啡
厅、舞厅、免税店等交际场所，货舱
可装载137个国际标准集装箱。当
时的“金桥”轮一周只跑一班，载客
425人，仅容137标箱货物，但当时
的“金桥”轮真如同人们眼中的传
说，仿佛真似一条连接中韩两国的

“水上金桥”，使得威海成为“中韩
经济带的桥头堡”，

如今在威海一家事业单位工
作的胡先生今年40多岁，上世纪
90年代时，他曾经乘坐“金桥”轮

去韩国。“当时不少外地人都来买
‘金桥’轮的船票”，他笑言买到当
时的船票时，心情甭提多激动。“可
是，如今再去韩国，选择太多了，坐
飞机也行，坐船也有许多选择，再
不是只能抢购金桥轮船票的年代
了。”

而在当时，“金桥”轮对人们的
意义不仅限于“一票难求”，“金桥”
轮仿佛天边驶来的神奇马车，载来
了人气，载来了合作，也载来了商
机。威海和韩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依
靠这条航线兴起。

┬策划统筹 李彦慧
┬本报记者 李孟霏 冯琳 王帅

扎对韩班轮，威海占全国1/3

目前，全国共有15条对韩班
轮航线，威海占了其中5条，分别
为：威海—仁川、威海—平泽、石
岛—仁川、石岛—群山及龙眼—平
泽，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

而今，威海至韩国的其他4条
水上航线“百花齐放”，和“金桥”轮
并驾齐驱，奔忙往返于威海和韩国
之间。

威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一
衣带水，是中国与韩国海上距离最
近的城市。威海市现有商港17个，
其中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作业
区)13个，开通了至韩国、日本等国
家的28条海上客货运航线。

近几年来，威海各对韩班轮航
线旅客吞吐量逐年增多，其中
2012年再创新高，达到78 . 1万人
次，分别占全省、全国海港口岸总
量的70%和56%，当之无愧成为山

东省乃至全国港口、码头开放数量
最多、密度最大的区域。2010年12
月，威海港口岸在全国率先开通中
韩陆海联运汽车运输项目，两年共
入出挂车518车次，占全省口岸挂
车总量的60%。

连年来，“金桥”轮自身不断完
善、提高，目前的“新金桥II”号和

“新金桥V”号在船体规模、服务质
量及核载人数方面都有了长足提
高。以“新金桥II”号为例，当年的

“金桥”号客轮核载人数仅为425
人，如今的“新金桥II”号核载人数
近千人。但如今，“金桥”轮在水上
客运独占鳌头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自2000年以来，威海至韩国
相继开通龙眼—平泽、石岛—仁川
等另外4条航线后，如今的“金桥”
轮和其他4条航线“平分秋色”。据
威海市口岸办一位张姓负责人介

绍，如今“金桥”轮在全国15条中
韩水上运客线路中，客运吞吐量仅
能占第3、4位。

而不少“老乘客”说，虽然怀念
“金桥”轮的黄金时代，但如今威海
水上航运“百花齐放”的局面显然
更利民。“船票价格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市场的影响，金桥轮的价格曾
一度达到单程上千元，而今，往返
700元左右都差不多了。”

针对近年来威海至韩国班轮
航线旅客吞吐量逐年增多的原因，
市口岸办一位张姓负责人分析，一
是近年来人们旅游观念的转变和
出行习惯的进化使得威海和韩国
之间的游客增多；二是经济方面的
人流和物流交往扩大，使得客流随
之激增。而对于2013年，威海口岸
办分析，威韩班轮航线旅客吞吐量
或再创新高，突破80万人次。

扎韩国为威海最大贸易市场

在一家韩国日化用品进口公
司担任经理的刘本昌，自1989年
开始从事中韩贸易，是威海首批
贸易人员。刘本昌说，威海是中国
距离韩国最近的城市，正是利用
这一地理优势，1990年“金桥”轮
开航，威海与韩国的经贸往来似
乎“顺理成章”。

经过十年的摸爬滚打后，赴
韩国百余次的刘本昌在1999年成
立了现在的新大东进口有限公
司，进口韩国高档日化用品。经过
稳扎稳打的奋斗，目前新大东已
是该出口日化用品企业最大的客

户，商品销往覆盖全国一二线城
市的高端商超。

从威海市商务局获悉，韩国
是威海第一大贸易市场，也是威
海第一大出口市场。

2012年威海有1720家企业
与韩国有贸易往来，占全市有进
出口实绩企业总数的61 . 1%。进
出口额52 . 8亿美元，占全市进出
口总额的30 . 9%。其中，出口28 . 1
亿 美 元 ，占 全 市 出 口 总 额 的
26 . 4%；进口24 . 7亿美元，占全市
进口总额的38 . 3%。

2012年，威海出口韩国的主

要商品包括电子电器、电线电缆、
机械设备、水海产品、纺织服装
等，其中电器及电子产品占总出
口额的37 . 4%，船舶占30%，机械
设 备 和 水 海 产 品 分 别 占 8 % 和
7%。

威海自韩国进口的主要商品
有电子电器、机械设备、钢材、塑
料原料、金属制品等。

截至目前，威海在韩国投资
且正常经营的项目共28个，投资
领域涉及交通运输、远洋捕捞、水
产养殖加工、纺织服装、电子科技
研发等多个行业领域。

扎数数外资来源，韩国贡献最大

曾担任三星电子总经理的权
纯赞自1999年退休后，便一直在
威海居住。在他看来，由于民俗文
化相近，“威海成了第二个家”。目
前，权纯赞在筹备在威海成立一
家电子出口企业，生产的LED灯
将成为韩国政府采购的节能产
品。因威海在原材料的价格及质
量有优势，权纯赞便在威海寻求
发展。

威海市商务局统计数字显
示，韩国是威海最大的外资来源
国。截至目前，韩资企业由通航前

的3家发展到1159家，累计利用
韩 资 1 6 . 3 亿 美 元 ，占 全 市 的
42 . 9%

2012年，在韩劳务人员791
人，同比增长近10%，今年1-4月，
出口劳务人员236人，同比增长
40 . 5%，在韩主要从事厨师、渔工
等。

威海市商务局对外经济合作
科工作人员介绍，韩国是威海的
第三大劳务出口国，随着中韩交
流的日益加深，威海赴韩劳务正
稳步发展。

扎韩货成了这儿的特色

在威海港旁，随便一条不起
眼的小巷，经营韩国商品的商店
比比皆是。

临近旅游旺季，位于海滨路
附近的韩国商品城、威胜大厦等
主售韩国商品的商场将迎来销售
高峰。不少人来到威海旅游，除了
看大海、逛景点外，购“韩货”成了
必修课。

自1990年“金桥”轮开通后，
往返威海与韩国之间的人们发现
了商机，于是“背包客”成了一道
风景线，“韩货”也成了威海的特
色，“游威海，购韩货”的口号在全
国叫响。威海讲韩语的人和经营

韩国餐饮、物品的店铺随处可见，
市区更有多处大型韩国商品批发
市场。上海、北京、深圳、青岛等城
市是韩国商品主要消费市场，但
威海却是国内韩国商品最大的集
散中心。

韩国人卢明职在威海居住十
余年，如今成了“中国通”，说着一
口流利的普通话。目前，他经营一
家海产品进口公司，从韩国、日
本、俄罗斯等国家进口海产品运
至韩国，通过威韩航线运至威海，
再销往全国各地。卢明职坦言，威
海无与伦比的地理优势让他选择
在威海创业。

扎在威韩企汇成产业集群

位于高区的三星电子是威海
韩企的领头羊之一。自1993年落
户高区至今，威海三星的产能占
据了三星全球打印机产量90%以
上，在威海市先后引进配套企业
近40家，为三星电子国际化大企
业配套协作，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打印机产品产业体系。

目前，三星电子、三星重工、
现代重工、乐天集团、锦湖集团等
世界知名企业陆续投资威海。一
批优势外企在威海集聚，助力威
海涌现一批产业集群。韩国在威
海投资主要集中于造船、电子、机
械、服装、轻工等第二产业，占利
用韩资总额的87 . 7%。三星重工、
三进船业等，都是威海船舶产业
集群式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目
前，威海成为国内激光打印机、传
真机和专用产品的重要生产基

地，涵盖打印机、光纤光缆、通信
电缆、显示器等12类100多个系
列产品，产业集聚效应初现。

另外，诸多韩企在威海逐步
向海运、商业、贸易、餐饮等第三
产业发展。在渔具、船舶等行业，
在威韩企也深化着威海和韩国的
合作。威海正形成以三进船业、中
航威海海船厂等整船制造企业为
龙头，9家游艇企业和60家船舶
配套企业为基础，山东船舶行业
技术中心等机构为支撑的现代船
舶产业体系。

威海市国际投资促进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目前威海已逐步由

“一枝独秀”向产业集群化发展。
“产业集群效应不仅利于招商引
资，对增加当地就业、提升技术管
理水平、刺激地方经济发展，有巨
大的推动作用。”

自古“海上丝绸之
路”、“一寺连三国”等
记载和传说，都向世人

展示着威海与日韩往来之密切。威海是全国
距韩国最近的城市，而在《山东半岛蓝色经
济区发展规划》中，威海又被定位为“中韩经
济带的桥头堡”。长久以来的不解之缘和地
理通优势，让威海成为连接中韩两国经济往
来的一个重要枢纽。

1990年，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之前，威海
就开通了到韩国仁川港的海上客货运输航
线。而今，威海成为国内最大的韩货集散中
心，涌现出特色产业集群。在与韩通航23年
以来，威海的韩资企业由通航前的3家发展
到1159家。

“
在威海市区，有不少韩国商城，很多国内外游客来此购物、游玩。记者 王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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