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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联社报道，截至 2023
年 7 月，韩国出口额已连续 10
个 月 下 滑 。 从 2022 年 3 月 至
2023年5月，韩国对外贸易逆差
持续15个月。

分析人士指出，2023 年，
韩国经济陷入出口持续下降、
制 造 业 萎 靡 、 增 长 乏 力 的 困
境。受全球高通胀、高利率与
贸易碎片化趋势影响，韩国出
口颓势短期内难以实现逆转，
经济复苏步履维艰。

跌出全球前十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近日
公布数据显示，7月份韩国出口
额为 503.3 亿美元，同比下降
16.5%，为连续第 10 个月下滑，
创下自2020年5月以来最大跌幅
纪录。韩国核心产业——信息
通信产业的出口额为 146.1 亿美
元，同比减少24.3%，连续13个
月下滑；主力出口产品——芯
片的 7 月出口额为 75.4 亿美元，
同比下滑 34%，连续 12 个月下
滑 。 从 地 区 来 看 ， 韩 国 对 中
国、美国、东盟、欧盟和日本
等五大出口国家或地区的出口
额均有所下降，分别为 25.1%、
8.1%、22.8%、8.4%和5.9%。

受出口下滑影响，韩国整体
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标普全球发
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显
示，7 月份韩国的制造业指数为
49.4，低于50分荣枯线，连续13个
月处于萎缩状态。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央行 7
月披露的数据显示，韩国2022年
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67万亿
美元，同比下降 8%，出现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降幅。
韩国经济规模排名位居全球第13位，跌出全球前十。

全球需求疲软

“韩国经济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半导体、化工、机电与
运输设备等制造业处于国家经济支柱地位。同时，韩国是
高度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体，对全球市场需求高度敏
感。韩国出口不振与当前全球贸易复苏缓慢紧密相关。”韩
国中央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国际学科教授、山东大学国
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合作中心特聘研究员姜昊求接受本
报采访时分析，全球需求疲软是韩国出口表现不佳的重要
原因。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全球半导体产业均
处于下行周期，其他国家对电子产品以及智能化生产的市
场需求减少，尤其是半导体、芯片等电子通信产业产品的市
场需求低迷。此外，当前，能源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美
联储强力加息导致韩元大幅贬值，这些外部因素推高韩国制
造业成本，制约韩国出口贸易规模增长。

英国 《金融时报》 报道称，美国的产业保护政策迫使
韩国调整出口结构，对其半导体、造车业等支柱产业带来
巨大压力，可能导致韩国经济陷于困境。

姜昊求表示，近年来，美国为维护自身利益，陆续颁
布《通胀削减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等，采取贸易限制
措施，对韩国半导体、汽车等优势产品出口施加政治压
力，进一步拖累韩国出口增长。

或将长期承压

面对出口持续下滑、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韩国政府
接连出招。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近日表示，将从9月起，通
过公共和私人银行向出口商提供总计 23万亿韩元的金融支
持，同时将采取其他措施缓解贸易融资困难。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6月召开的“经济长官紧急会
议暨出口投资对策会议”表示，到 2027年，韩国政府将向
民间提供5.6万亿韩元规模的资金支持，着手扶持高科研成
果转化并设立合作型创业支援项目。

“韩国想要扭转出口颓势、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并非易
事。”姜昊求分析称，短期来看，韩国优势产业出口不振，
影响相关产业链运转和经济整体走势，加剧经济下行与贸
易赤字的“双螺旋”危机，可能影响韩国经济增长内生动
力。长期来看，韩国资源禀赋相对有限，经济增长受制于
人口总量减少与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低生育率带来的劳
动人口快速减少可能削弱韩国经济增长潜力。此外，在国
际政治经济稳定性下降、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全球
贸易体系遭遇挑战的大环境下，韩国欲寻求经济突破，可
能遇到诸多外部因素掣肘，韩国经济或将长期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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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经贸合作，推动互利共赢

在南亚馆，斯里兰卡的宝石、尼泊尔的编织围巾等
各式各样的展品极具特色，引得不少客商驻足；在东南
亚馆，汇集着来自泰国的榴莲酥、缅甸的奶茶、印度尼
西亚的咖啡，让游客大饱口福满载而归；在境外馆，法
国展区红酒秀、韩国展区香水陈列，为观众奉上一场场
丰富的视觉、听觉、味觉盛宴。

刚把自家公司生产的围巾展开，尼泊尔参展商葛雷
就迎来了不少人询价。色泽艳丽的羊绒围巾质地精良，
很受欢迎。这是葛雷第三次参加南博会，感受到中国市
场对尼泊尔手工制品的热情后，葛雷几乎每一届都会来。

“过来看看，这些挂毯、手工艺品，都是我们伊朗的特
色。”在伊朗展区，一个男孩正在介绍展品，一口流利的中
文已经让他成为这里的“金字招牌”，引得不少人前来。

南博会上，充满异域风情的各国展品备受青睐，而
中国好物也收获无数点赞。

在普洱农特产品展区，客商云集。走近一看，大家
正在品鉴当地特产牛油果、精品咖啡。孟连傣族拉祜族
佤族自治县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龙阿青介绍，
展会首日，初步达成渠道合作意向的企业就有18家，预
计将促成今年牛油果产季订单量500余吨。“借助南博会
将我们的农特产品推销出去，把我们的品牌亮出来，开
拓更多市场。”龙阿青说。

89家世界 500强企业、42家中国 500强企业及 68家
境内外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参会，世界和中国两类“500
强”企业参展参会数量创南博会新高。据介绍，本届南博
会共达成签约项目 483个，其中，签约投资项目 342个、
投资额4126.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签约商贸合
同141个、金额105.11亿美元，同比增长3.9%。

南博会用丰硕的成果，彰显出中国和南亚国家经贸
合作活力。“我们将不断拓展南亚和国外参展覆盖面，聚
焦经贸合作，策划更多务实撮合活动，推动更深层次的
国内协作，打造国际合作、区域协调发展的典范。”第七
届南博会执委会副主任、秘书长，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
晨阳说。

亮点纷呈，展现交流合作新态势

摇摆着机械臂的机器人、风味独特的农特产品……
作为第七届南博会新设展馆，科技感满满的资源经济
馆，吸引着客商们的目光。

本届南博会首设资源经济馆、口岸经济馆、园区经
济馆、区域合作馆 4个展馆，向世界展示着中国与南亚
东南亚国家的交流成果，也呈现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
家合作新亮点新态势。

今年入驻了资源经济馆的云南云天化集团在展区陈

列了从磷矿资源到化肥，再到精细化工全产业链运营过
程。“近年来，我们将‘肥粮联动’模式推广到东南亚
地区。在出口化肥的同时，进口老挝、缅甸等国家玉米
近万吨，打通东南亚粮食进口新通道，开创全国以保税
加工方式进口老挝玉米先例。”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何涛说。

位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沿边产业园区展示区的中国
（云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宏片区展厅，将创新成果、
功能定位、发展优势、资源优势一一陈列。近年来，中
国 （云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立足云南沿边与跨境特色，
全力打造云南对外开放的制度创新高地，辐射引领作用
更加凸显。

8月17日，云南临沧孟定清水河口岸，两辆装着干
茶的货车入境后一路疾驰，开往3公里外的临沧宏福进
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厂房。当天，宏福公司总经理茶永兵
和同事正在南博会口岸经济馆推荐自家企业的商品。以

“发展壮大口岸经济，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主题，
口岸经济馆组织云南 9个口岸州市和 7个腹地州市，以
及毗邻国家有关口岸联合参展，汇集“口岸+通道+城
镇+产业+物流”协同联动成果。

在斯里兰卡展台，留学生何山用流利的中文为家乡
的锡兰红茶等特产直播“带货”。“我自己也逛展馆，看
到了好多来自家乡的宝石、衣服。”何山说。不仅留学
生参与到现场直播中，展会期间，巴基斯坦、尼泊尔、
斯里兰卡等国的使领馆官员也化身“主播”，通过“国家
馆直播”大力推介本国特色产品和优势产业。依托“南博
会数字化平台”，引入“南博会+直播”，不能到现场的各国
展商、观众也可以实现“云”参展、“云”洽谈、“云”签约、

“云”采购。

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共谋合作发展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也是南
博会举办的10周年。10年耕耘，10年积淀，南博会影响
力越来越广，“朋友圈”越扩越大。

10年来，南博会合作成果持续丰富，合作领域日趋
多元，正推动着中国与南亚乃至世界各国更广泛的沟
通、交流与合作。

中国—南亚合作论坛、中国—南亚东南亚智库论
坛、新时代沿边开放论坛等一系列论坛在南博会期间举
办。来自南亚东南亚的专家与中国学者建言献策，共谋
合作大计，为区域经济加速发展注入新动能。

“远亲不如近邻。”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工商会主席贾
西姆·乌丁引用中国古语，道出了中国与南亚的紧密联
系。他表示：“希望双方进一步在旅游、商业、货物贸易
和服务贸易领域加强往来，实现经济互补，在互利合作
的基础上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共同释放中国—南亚区
域的真正潜力。”

在中国—南亚东南亚智库论坛上，与会专家就如何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建
设”展开研讨交流。论坛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携手同行”、“文明互鉴”等成为高频词汇。以“新时
代 新征程 新任务——中国式现代化与沿边开放”为
主题的第四届新时代沿边开放论坛，为提升互联互通、
促进沿边地区高质量发展、陆海大通道建设献计献策。

展会期间，《南博十年》《RCEP 重点规则运用指引
（2023）》《沿边开放发展报告 （2022—2023）》《凝聚共
识 汇聚合力 共同营造区域优质营商环境昆明倡议》
等一批促进共同发展的研究报告、合作倡议等重要成果
发布，相关国家智库达成了成立中国—印度洋蓝色经济
智库联盟的共识。

一系列成果文件发布，一项项合作意向达成，南博
会创造出更多商机，也汇聚起更多力量。借助南博会这
个大舞台，云南不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我们将秉持开放、合作、共赢理念，把南博会办出
高水平、办出高质量，为促进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增
进理解、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发挥更大作用。”云南省委
主要负责同志说，“欢迎南亚东南亚各国从云南入口搭乘
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携手谱写‘团结协作，共
谋发展’新篇章。”

第七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线上线下超3万家展商参会、参展，达成签约项目483个——

凝心聚力促合作 共谋发展谱新篇
本报记者 朱思雄 徐元锋 杨文明 李茂颖

嘉宾云集，共襄盛会。
8月 16日—20日，以“团结协作，共谋发

展”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以下简
称“南博会”） 在云南昆明举办。来自85个国
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嘉宾，以及线上线下
超3万家参展商共赴“南博之约”。

围绕与会国家共同关注的贸易投资、技术转
移与产能合作、文化交流等领域，本届南博会精
彩纷呈，打造集双多边外交、货物贸易、投资促
进、旅游合作和文化交流为一体的综合性展会，
推动南博会进一步成为促进中国与南亚乃至世界
各国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环 球 热 点环 球 热 点

图为第七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尼泊尔展区的参展商（右）在推介特色商品。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图为参观者在第七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巴基斯坦展
区参观。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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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国道324线与金辉路交汇段西北侧工业招拍挂地块储备用

地（二期）”项目建设，需征收拆除位于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

东辉村新禾社的部分房屋及附属物，现有①东辉村新禾社 81号产

权房屋，登记权属证号：厦集土证集灌口字第 001280号《厦门市集

体土地使用权证》，厦农房证集灌口字第 001280号《厦门市农村房

屋所有权证》所有人：郭国贤、赖金用、陈金辉、郑加庆、刘彩莲、吴

保槌；②东辉村新禾社 76 号产权房屋，登记权属证号：厦集土证

集灌口字第 001277号《厦门市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厦农房证集灌

口字第 001277 号《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所有人：赖秀茸、肖

文顶、连和祥；③东辉村新禾社 79 号产权房屋，登记权属证号：厦

集土证集灌口字第 001282号《厦门市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厦农房

证集灌口字第 001282号《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所有人：连清

雨、林贵、颜海岩、叶顺占；④东辉村新禾社 80 号产权房屋，登记

权属证号：厦集土证集灌口字第 001281 号《厦门市集体土地使用

权证》，厦农房证集灌口字第 001281 号《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

证》所有权人：卢美团、刘土水、吴宝尼、颜和春、吴宝民；⑤东辉村

新禾社 77 号产权房屋，登记权属证号：厦集土证集灌口字第

001278 号《厦门市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厦农房证集灌口字第

001278 号《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人：卢文寿、卢德明、

卢秀凤；⑥东辉村新禾社 78 号产权房屋，登记权属证号：厦集土

证集灌口字第 003340号《厦门市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厦农房证集

灌口字第 003340 号《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所有人：颜文倭、

颜清明、陈雨仓、卢清发。上述产权房屋的相关权益人不清晰，请

有关权益人于即日起九十日内持有效证据材料向厦门市集晟房

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地址：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涌泉工业区灌

口镇人民政府一楼，联系人：颜先生，联系电话：0592-6151050）提

出，逾期将按相关程序办理征收事宜。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人民政府

2023年8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