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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新南方政策 vs. 我國新南向政策 

國際事務處  邱達生研究員 

韓國「新南方政策」 

2017 年年底，韓國總統文在寅訪問印尼時首次提出新南方政策的構想。在

雙邊方面，韓國與印尼決定將雙方關係提升至「特別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具體

化兩國在軍事與經濟的合作項目；此外，韓印兩國也簽署總金額達 19 億美元的

基礎建設合作。在多邊方面，文在寅計畫將韓國與東南亞國協關係，提升至與美、

日、中、俄等四大國相同位階。隨後文在寅出席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東協企

業與投資高峰會」，揭露新南方政策的目標為建立「韓國-東協共同體」。他表示，

這個未來的共同體是所謂的「以人為本」、以人民為核心的 3P共同體，亦即人民

（People）、和平（Peace）與繁榮（Prosperity）。 

有關新南方政策具體時程目標方面，文在寅指出：「經濟合作只能透過資金

的支持來達成。」因此韓國計畫在 2019年以前擴大東協合作基金規模至兩倍，

並擴大韓國-湄公河開發基金規模至三倍。此外，韓國也將致力於提升與東協的

雙邊貿易，計畫在 2020 年之前達到 2,000 億美元，相當於韓國與中國的貿易規

模。文在寅更提出以協助東協提升基礎建設為誘因，鎖定交通建設、能源建設、

水資源管理、資訊科技產業升級為四大關鍵領域，強化韓國與東協合作，並計畫

在 2022年之前額外提撥 1億美元至已經啟動的「全球基礎建設基金」，以落實合

作計畫。 

新南方政策動機 

韓國推出新南方政策的經濟動機是看上東南亞的發展潛力，東協總人口已達

6.34億，人均所得超過 4,000美元，整體經濟規模為 2兆 5,500億美元，為世界

第六大經濟體。除了是極具潛力的消費市場外，東協的經濟成長相當的穩健，不

但持續超越世界經濟成長的平均值，且預期未來的五年能夠繼續保有 4.4%-4.9%

的成長潛力。再者，東協的勞動力相對年輕，超過 40%為經濟活躍參與人口，為

一個可以取代中國的潛在世界工廠。此外，東協地區的天然資源相當豐富，蘊藏

石油、天然氣與各種礦藏。 

除了韓國之外，東亞的日本、中國，以及我國當然也都注意到東協經濟發展

的潛力。以最近五年的數值來看，日本對東協的直接投資金額依然持續領先中、

韓、台。然而中國近年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對外政策，已經將東協地區

納入該倡議的規劃藍圖中，計畫將投入 1兆美元的政府資金，在東南亞建設基礎

設施。在東協的投入競爭方面，日本依然處於領先地位且具備亞洲開發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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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B〉的主要話語權，中國則是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的主導國，

日中兩國目前在東協地區激烈爭奪基礎建設的市場訂單。文在寅瞭解韓國沒有足

夠的資源來與日中兩強競逐東協，因此推出差異化的經營策略。 

韓國的新南方政策強調「以人為本」的經濟政策，目標是與東協展開交流、

實現共同繁榮，也特別指出韓國的目標與過去一些利用小國廉價勞工與豐富天然

資源的大國有所不同，以此來引起東協國家的共鳴與認同。新南方政策的初期階

段，韓國可能不得不採用與日本以及中國相同的路線，亦即提供東協國家最想望

的基礎建設資金，吸引東協國家釋出與韓國聯合開發的公共工程項目，並一起分

享開發的利潤與成果。文在寅表示韓國投資東南亞，可以將關鍵技術轉移給東協

國家。透過技術移轉來建立與東協國家的互信，便是韓國新南方政策在策略上與

日、中區隔的最主要關鍵。 

新南方政策 vs. 新南向政策 

韓國新南方政策與我國新南向政策在經濟安全的考量，都是因為過度倚賴中

國市場，且近年出口中間財到中國受到北京「進口替代政策」的衝擊，成為韓、

台共同面對的結構性難題。韓國的新南方政策主軸是透過技術移轉，建立與東協

國家互信互利的基礎。東協國家大多是東亞價值供應鏈的下游，近年來也積極希

望提升在跨國供應鏈的位階，因此新南方政策對東協國家有一定的吸引力。東南

亞學者也呼籲韓國藉由東協經濟共同體已經上路的機會，在半導體、人工智慧等

產業協助東協國家能力建構。韓國的新南方政策也提到印度，但目前看來應以東

協為合作的主要目標。至於印尼雖是東協最大經濟體，但並不是韓國在東協的最

主要貿易夥伴，新南方政策應該是看上印尼的潛力，並想改變這種現況，提升韓、

印尼經貿關係。 

我國的新南向政策鎖定東南亞與南亞、紐澳等 18國，但目前似以印度媒體

對我國政策似乎較有回應，以此推估我國政策初步應鎖定印度為主要目標。以高

科技產業而言，我國的優勢在硬體，而印度的優勢在軟體，因此台、印兩國在相

關產業有互補、互利的空間與機會。 

韓國的新南方政策是善用既有的韓國-東協自由貿易協定、結合東協經濟共

同體以及未來即將上路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平台機制，來進一

步提升經濟與安全的成效；我國的新南向政策是在缺乏正式機制與管道的情況

下，希望藉由提升台灣與東協文化、經貿、人員合作與交流，尋找洽簽正式經貿

合作協定的可能。新南方政策與新南向政策都是「以人為本」，但是韓國的新南

方政策可以透過官方正式管道來落實，相對而言，我國希望與沒有正式邦交的新

南向國家合作，挑戰較大。 

韓國新南方政策相關的目標與分析，都將日本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例如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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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與日中兩國在東協市場資源投入目的之區隔。然而，新南方政策初期切入的基

礎建設投資方面，也非我國經營東協市場的首要目標，因此新南方政策並未將台

灣視為假想對手。但新南方政策的韓國-東協共同體目標一旦落實，韓國與東協

之間的投資與貿易障礙有望進一步解除，也可能讓韓國擴大與我國在東協市場的

經營成績落差，亦即程度上的抑制了新南向政策的預期效果。不過，我國的新南

向政策並沒有事先設定對手，而是希望以協助新南向國家提升人力建構；促進與

我國進行人才交流的長遠目標著手。因此，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強調的專技人員自

由移動，有助於達成我國新南向政策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