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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韩国国的的““孤孤雁雁””突突围围

也曾是山寨大国

熟悉世界各国名车品牌
的人一定都注意过这样一个
现象，韩国现代汽车的牌子与
日本丰田汽车很是相像，同样
都是一个圈里套一个H，区别
仅在于一个风格上洒脱随意、
另一个则有棱有角。当然，鉴
于现代公司如今早已做成了
气候，没人会因这一品牌设计
而 质 疑该公司是“啃得起”、

“阿迪王”式的山寨。不过这个
“巧合”的确暗示了韩国制造
业曾走过的一段路：和今天的
中国很类似，韩国当年也是靠
代工和山寨起家的。

在东亚各国中，韩国经济
的起步几乎可以说是最晚的。
日据时代朝鲜半岛的主要工
业集中在北部，基本没给韩国
留下什么东西，就是留下点也
被随后而至的朝鲜战争打成
了废墟。韩国正式开始“偃武
修文”搞经济是在1960—1970

年代，现任总统朴槿惠的父亲
朴正熙总统用他的铁腕将韩
国一把拽上了经济发展的快
车道。

1960年代前的韩国是个十
分贫穷落后的国家，人均GNP

仅八十余美元，属世界上最贫
穷国家之列。但在1962—1976

年间，朴正熙政府连续推出三
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使韩国
经济得到了持续高速增长，年
平均增长率达9 . 5%，韩国经济
由此实现了第一次腾飞。韩国
的人均GDP也由1962年的87美
元增加到1979年的1640美元，
年平均增长率为 1 8 . 9 %，这一
发展速度被誉为“汉江奇迹”。

在今天看来，所谓“汉江
奇迹”发生的原理其实并不神
秘。朴正熙上台后，首先做的
是批准了《日韩基本协定》，通
过与日本关系的正常化，韩国
获得了大量的代工订单。大到
汽 车 零 件 装 配 、小 到 制 作 假
发，通过对这些劳动密集型产
业的代工，韩国挖到了经济腾
飞的第一桶金。而三星、现代
等后来享誉全球的韩国大品
牌，也正是依靠这支代工的拐
杖，形成了自身的生产体系。

几乎在同一时期内，后来
与韩国同样被列为亚洲四小
龙、四小虎的其他几个国家和
地区，也在享受着相似的“盛
宴”，依靠给日美等国做代工
创造着自身经济的奇迹。而韩
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区别
在于，它预感到了天下没有不

散的宴席，“代工盛宴”早晚有
结束的那一天。

“三明治”困境

欧美学者把 2 0世纪亚洲
经 济 的 腾 飞 总 结 为 一 个“ 雁
阵”，在这个“人字”排开的雁
阵中，日本为领头雁，韩国、中
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
区居于中间，而中国、印度等
其他国家则在雁尾。从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起，日本不断提升
自身的产业层级，并将自己淘
汰下来的产能，以代工的方式
向其他各国转移，以此带动各
国的发展。这个模式曾一度十
分有效，但它有一个显而易见
的缺陷，那就是它假定日本这
只领头雁会不停地往前飞，为
其跟随者的发展留下空间。这
种模式当然不会永远地存在
下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日
本经济陷入停滞，领头雁无法继
续前进，曾经辉煌一时的雁阵模
式顿时土崩瓦解。而在这场解体
之中，最被坑苦了的大约要算处
于雁阵中心位置的韩国等“中层
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跑在
他们前面的日本已在高新领域
堵住了其上升通路，后方则是中
印等后发国家在各产业领域步
步紧逼。以韩国为例，到1987年，
包括企业员工工资等成本都已
明显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
曾经的优势已经不再。而到了
1990年，中国同类产品开始大量
出口，进一步挤压了韩国的生存
空间，韩国经济再次遭受了重大
打击，1990年到1995年间韩国很
多企业倒闭，劳动密集型小企业
与纺织类产业基本上退出了市
场，韩国成了处在日本与中国之
间的“三明治”。

实 际 上 ，就 在 韩 国 遭 遇
“三明治”困境的同时，类似的
困境也在困扰与其产业结构
相似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但区
别在于，这些上世纪90年代同
病相怜的难兄难弟，随后却走
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之路。以
经济体量曾与韩国相近的中
国台湾来说，同样是当年干纺
织业起家，时至今日台湾仍没
有出现像三星、现代这样的世
界级品牌。产业的落后造成的
是经济的低迷。自2005年中国
台湾人均GDP被韩国赶超后，
至今已连续九年没有翻身，差
距还有越拉越大的趋势。这一
对比的存在说明，产业升级注
定是一条并非所有经济体都
能走通的“窄门”。

“战略产业”的力量

今天回头再看，韩国能完
成“产业升级”这样一次突围，
不得不感谢其政府的敏锐与
远见。早在1973年世界第一次
石油危机冲击东亚时起，敏锐
的韩国人就开始了反思，从那
以后，韩国开始连续出台各类
法令，以政府调控的方式推动
产业升级。

1973年，韩国颁布了《技术
研究开发促进法》，该法案对
企业设立的所有研发机构，从
投资、地产到研发所得一律实
行免税或减税，这大大刺激了
韩国企业对自主研发的热情。
与此同时，国家还通过调整产
业政策，着力培养自己的自主
品牌。从上世纪 7 0年代开始，
韩国政府几乎在每一个时期
都会基于对未来国际市场的
预判，制定这一时期的“战略
产业”，如 7 0 年代的钢铁、纤
维、汽车等十大战略产业，8 0

年代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
业。进入 2 1世纪，韩国又把信
息技术产业作为了重点发展
产业，并出台了“促进信息化
基本计划”、“网络韩国 2 1 世
纪”等一系列措施推动信息技
术的发展。而对于那些虽然尚
有 赚 头 ，却 没 有 发 展 前 景 的

“夕阳行业”，则预先进行主动
的切割。这些措施使得韩国虽
然看似在上世纪 9 0年代的东
南亚经济危机中遭受重创，其
着力扶持的“战略产业”却并
没有因之受损。恰恰相反，低
端行业因成本上涨而导致的
退出，反而为这些“战略产业”
在韩国的发展腾出了空间。因
此我们看到，从上世纪90年代
起，韩国虽然在每一次经济危
机中都会受到不小的冲击，却
越挫越强，始终没有丧失自身
的核心竞争力。

有人曾经将韩国不断变
更自身“战略产业”的经济发
展模式比喻为“金蝉脱壳”。的
确，正是由于韩国自主规划未
来产业的发展方向，制定相应
的战略，这个国家才总是能在
寒冬来临之前，预先备好自己
的外壳，用未雨绸缪的方式解
决自身困境。时至今日，这个
小国家在科技研发上投入的
资金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
了 3 . 1 %，排名世界第三。不是
对领头雁一味跟随，而是时刻
着眼自身目标，主动奋飞，这
也许是韩国成功完成自身转
型的秘诀所在。

近二十年来，全世界成功完成转型，进而入列发达国家的成功案例为数甚少，我们的近邻韩国是其中之一。不是对领头头雁
一味跟随，而是时刻着眼自身目标，主动奋飞，这也许是韩国成功完成产业升级的秘诀所在。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韩国馆展示了大量高新技术，韩国大企业已经将更多目光转向中国。（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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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昱

2013面孔

斯诺登：

揭发“老大哥”

英拉：

美人江山泪

12月10日，泰国看守总理英拉
问：“我们是同胞，为何必须伤害彼
此？我一直在退让，但现在我已不知
道要退让到什么程度。难道你们(反
政府示威者)甚至不想让我踏足泰国
土地吗？”说完强忍泪水转头离开。

此前一天，她在反对派多次冲
击政府部门和总理府情况下，宣布
解散国会下议院、提前大选，现政府
将作为临时政府继续履行职责直至
明年大选。但反对派不为所动，仍号
召反政府示威者继续集会，以迫使
她交出临时政府总理职位。

今后一段时间里，英拉的日子
依然好过不了。

斯诺登——— 这位名不见经传
的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在2013

年“导演”出一部最卖座的“谍战大
片”：美国成为从全球接收窃听“电
波”之地；经历“债务阴影”的欧洲
多国再次内心受挫，深感不满；拉
美、亚太多国也“隔墙有耳”。国家
安全从来不是侵害隐私的理由，庞
大的“窃听网”令美国蒙羞。

作为棱镜门的揭露者，斯诺登将
美国的监听秘密撕开一道口子，引发
了数字时代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如
何平衡的全球讨论。有人说他是个叛
国者，也有人颂其为英雄。这个不满
30岁的年轻人，未来命运如何，还将
引爆什么秘密，依然值得关注。

安倍：

越走越疯狂

“日中两国需要共同努力，克
服困难。双方进行推心置腹的对话
十分重要。”7月22日，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在记者会上如是说，并做出
一个敞开胸襟的动作。

这话现在听来是十足的“抽自
己嘴巴”。回顾上台一年来的言行，
安倍不顾中国和亚洲邻国人民的
强烈反对，悍然参拜靖国神社，称
学术界和国际上尚无关于“侵略”
的定论，叫嚷着“中国威胁论”游走
于世界各国……这些举动只能让
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安倍表面上摆
姿态，实则缺乏诚意和具体行动。
在这条于人于己皆无益的右倾化
道路上，安倍还要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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