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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赵晋平编著的《后危机时代的中韩经济关系》内容介绍：中国和韩国同属新兴市场国家，在过去几年
间同样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
中韩两国经贸往来不论是在近20年的快速增长阶段，还是在危机肆虐的特殊时期，对于促进和稳定两
国经济发展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各自对外经济关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在各种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和全球经济格局面临新调整的大背景下，中
韩经济关系的未来前景仍然是双方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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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日本对华投资中服务业所占比重远低于全部外资的平均水平，但是就具体行业而言
存在很大差别。
首先日资批发零售、金融保险业企业所占比重不但高于平均水平，而且超过了其他主要投资来源国（
地区）；来自日本的投资在这些行业全部外资中的份额分别达到12.2%和29.0%，前者仅次于香港地区
，后者居主要国家（地区）第一位。
说明了日本企业在这些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和海外扩张能力。
日资企业在其他服务业的投资相对比重都低于平均水平，尤其是房地产投资仅占全部外资企业投资
的2.1%。
韩国企业在所有服务业的投资都低于外资平均水平，表明韩国服务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日本等国（
地区）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国内服务业海外转移的能力尚未完全形成。
此外，与日本企业相比，韩国企业在农业领域的投资比重略高一些，这一特点与台湾地区、新加坡、
泰国等的结构相近，但是与发达国家明显不同。
这是韩国国内农产品市场竞争加剧、企业不得不通过海外加工进口的方式继续保持竞争力的客观需要
。
 2.日资和韩资制造业企业的产业集中趋势基本相同 根据截止到2000年年底DRC数据库数据计算，目前
日资制造业企业中投资规模最大的5个行业几乎都是机械设备类生产企业，它们依次是电子通信设备
、电气机械、交通运输设备、普通机械、服装制造业。
如果将专用设备、仪器仪表制造业等计算在内，机械设备类企业出资额占全部出资总额的50.0%，比
全部外资制造业企业中同类行业33.5%的比重高出许多。
显然这些领域都是日本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另一个特点是日本企业在中国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服装纺织品领域的投资也比较集中，合计达
到11.8%，但是这一比重低于全部外资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
此外，与全部外资结构相比其他一些相对投资比较少的领域包括食品、造纸、木材家具、文教体育用
品等。
 韩国在华企业的5个最大投资行业分别是电子及通信设备、金属制品、服装、纺织品、电气机械。
其中电子通信设备、金属制品、服装、纺织品在韩国本国企业投资中的比重都高于日资企业及全部外
资企业的同类比重。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后危机时代的中韩经济关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