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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outh Korea Free Trade Zone, and ana-
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port in Shandong Province, which has de-
fect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low added value, and restrictions on non-tariff trade barriers. Estab-
lish the impact on agricultural exports of Shandong Province, a major agricultural province, and 
the challenges it faces. In this context,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promoting the export of agricul-
tural products in Shandong Province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a-South Korea Free 
Trade Area and the prospects for the expo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Shandong Province are 
proposed. Both China and South Korea should actively use the FTA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
tages of both sides to strengthen agricultural trade cooperation,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mpeti-
tiveness, and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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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韩自贸区建立的经济背景下，山东省农产品出口存在产业结构有缺陷、附加值不高、受非关税贸易

壁垒限制等问题现状，本文分析了中韩自贸区建设对山东省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以及受到的挑战。并在此

背景下提出在中韩自贸区建立基础上促进山东省农产品出口的对策以及对山东省农产品出口前景作出展

望。中韩双方应积极利用FTA充分发挥双方优势加强农业贸易合作，提高国际竞争力，达到共赢的局面。 
 
关键词 

FTA，产业结构互补，关税减免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新时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易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我国

与韩国签订了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该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将有效利用多边贸易机制发展经济共同

体。中韩 FTA 签订不仅加强了中韩经贸合作关系，更是促进了两国农业经济贸易双赢。 

2. 中韩自贸区建立概况 

自由贸易区是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相互彻底取消商品贸易中的关税和数量限制，使商品在

各成员国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但是，各成员国仍保持自己对来自非成员国进口商品的限制政策。2013 年，

中韩两国的贸易额超 2700 亿美元。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国、最大出口对象国和最大进口来源国，韩

国是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最重要投资来源国。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涵盖了商品、服务贸易、投资等 17 个领域，中韩两国的贸易合作因此可

以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以及商品流通中各种费用，商品可以自由进出并在国内外市场上竞争，实现贸易

自由化及便利化，共同提高中韩的国际竞争力。 
目前两国货物贸易自由化达到“税目 90%，贸易额 85%”的开放水平，为中韩贸易提供贸易保障，

设立较为完整的规章制度，拓宽两国在电子商务、金融等领域的经贸合作，扩大贸易、创造多样化，加

速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一体化。 

3. 山东省农产品出口现状 

3.1. 与韩国存在近邻的地理优势，双方农产品结构互补 

中韩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交通便利，而山东更是背靠大陆，面临海洋，与韩国隔海相望，在与韩国

的农产品贸易中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山东地势主要以丘陵、山地及平原为主，适合耕种且种植繁多品

种的农产品。目前山东省以种植水果、蔬菜、大田作物等基础作物为主。且山东农业人力资源丰富，如

表 1，根据山东省统计局数据可知，2016 年末山东常住人口 9947 万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数量多，

农业生产普及水平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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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number of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表 1. 山东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单位：万户、万个 

指标 全省 平原 丘陵 山区 

农业经营户 1777.8 1207.9 453.8 116.1 

#规模农业经营户 46.6 36.0 9.3 1.3 

农业经营单位 17.9 11.8 5.0 1.2 

#农民合作社 9.0 6.4 2.1 0.5 

注：农民合作社指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为主的农民合作社。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官网。 
 

而韩国土地面积较小，耕种土地类型少及可生产的农产品较为单一，主要以蔬菜、水果、大米及豆类

等为主，无法满足韩国人民日益增进的需求。在此条件下山东省对韩国的农产品符合韩国人民对基本生活

的需求，而韩对中的农产品输入主要是以附加值较高的产物为主，农产品贸易结构互补，资源合理配置。 

3.2. 出口态势良好，出口量大 

山东是我国农业大省，它平原广阔、土地平坦，适合发展机械化操作生产的农业，而实际上山东省

农产品出口总额也一直遥遥领先我国其他省份。且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2018 年山东省与韩国贸易总值

已经达到 1934.65 亿元，仅次于美国、欧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之后。可见韩国对于山东省农产品进出口

是一个重大不可缺的市场。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从 2014 年起，山东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有了量的飞

跃，逐年上涨，并且从 2016 年开始出现贸易顺差，农产品出口大于进口，总贸易额连续位于较高的位置。 
 

 
数据来源：青岛海关网。 

Figure 1. The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18 
图 1. 2013~2018 年山东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 

3.3. 出口农产品品种单一，获利不高 

山东省农产品结构单一，主要以蔬菜、果品、花生及粮食等农作物为主，以劳动力密集型以及土地

密集型为特点，抗压能力有待提升。因此需要逐步优化自身的农产品结构，如表 2 所知，在 2017 年山东

省主要农作物总量统计中，粮食作物、蔬菜及食用菌占全省农作物总产量的 80%以上，其中菏泽市、德

州市、聊城市农作物产量相对较高，因此可以看出各市的农作物均是以粮食、蔬菜为主。 

3.4. 受 FTA 限制，关税减让过程缓慢 

关税减让会增加两国的贸易额，使中韩的 GDP、进出口都有质的飞越，但若取消超敏感产品(如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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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税，中国的加工食品、韩国的谷物和其他作物也会受到较大冲击[1]。所以目前中韩 FTA 的谈判存在

阻碍，中方希望韩方能够大力开放农产品市场，然而韩国为保护本国农产品贸易发展，仍有一部分农产

品列入敏感及超敏感产品清单中，达不到零关税或大幅减让的期望。 
 
Table 2. Crop production of each city (2017) 
表 2. 各市农作物产量(2017 年) 

地区 
粮食作物合计

总产量(吨) 
油料总产量 

(吨) 
棉花总产量 

(吨) 
烟叶总产量 

(吨) 
蔬菜及食用菌

总产量(吨) 
瓜果类总产量 

(吨) 

全省总计 53,743,105 3,183,002 207,000 56,953 81,337,705 11,567,237 

菏泽市 7,642,866 221,511 67,951  8,032,698 3,032,579 

德州市 7,431,759 16,831 15,819  6,039,746 289,050 

聊城市 5,532,745 44,642 5818  7,912,314 944,218 

济宁市 4,627,844 161,861 36,413  6,876,377 1,049,009 

潍坊市 4,387,611 204,949 10,192 23,102 12,386,474 2,257,792 

临沂市 4,153,904 860,169 3431 21,674 7,268,324 891,226 

滨州市 3,784,659 11,875 30,299  1,867,053 911,392 

泰安市 2,533,919 222,396 3723 7 6,173,286 76,831 

枣庄市 1,791,180 88,202 1679  4,995,215 200,822 

烟台市 1,774,927 422,021 82  2,051,414 280,422 

淄博市 1,467,916 15,474 1192 288 1,589,355 85,799 

东营市 1,295,186 3928 26,629  690,788 209,252 

日照市 894,961 253,514 364 8350 1,045,059 109,336 

威海市 644,378 211,954   926,767 142,592 

莱芜市 254,672 24,079 965 2749 1,288,800 9253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2017 年山东统计年鉴。 

3.5. 韩国加强贸易保护，出口存在压力 

中韩两国签订的FTA提出的关税减免在提升了本国农产品出口的成本优势的同时也引发了韩国农民

对我国农产品的抵制情绪，另外，为了减少对本国农产品输出的打击，韩国加强贸易保护，进一步提升

了对山东省农产品的进口门槛，设定严格的检验检疫标准，加大山东省对韩农副产品出口压力[2]，这些

举动为我国带来了机遇的同时也了冲击我国与韩的农产品贸易，带来许多贸易摩擦。 

4. 中韩 FTA 对山东省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4.1. 扩大农产品出口、优化山东省农业的产业结构 

4.1.1. 关税减让、刺激出口 
中韩 FTA 关税减让，从区域贸易来看会刺激中韩扩大对农产品的出口，加快资本、技术、人才要素

的国际间流动，双方实现优势互补且有利于农产品产业合力[3]。这无疑会让山东省对韩的农产品出口更

进一步，加速进入韩国市场。 

4.1.2. 凸显山东农产品结构以初级加工为主的问题 
山东省农产品出口结构以初级加工产品为主，加工技术水平有限，易受外部因素影响[4]。如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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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份因强降水而引起的“蔬菜之乡”山东寿光大灾，在一段时间内引起了价格的急涨，供不应求。 

4.1.3. 优化山东省农业的产业结构 
山东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基数大，作物生产面积宽广，但竞争力却不强。以初级加工为特点的农

业生产，加工水平不高以及科技水平不足等原因使得山东省对韩出口的农产品附加值不高，成为与韩农

产品竞争市场相对薄弱的一环。山东省农产品行业需要促进专业化生产，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吸

引外资并产生投资刺激效应，推动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加强规模化生产，形成技术与生产相

结合的农业产业园。 

4.2. 提升山东省农产品出口的竞争力 

加快技术改革，提高生产技术水平。韩国对我国农产品设立高标准高要求，我们必须对农产品生产

技术进行改革，提高农产品质量，促进农业产业升级[5]。山东省出口以“薄利多销”为特点，市场开放

后不得不提高自己的生产技术、设备要求，大力培养品牌知名度，逐渐生产符合市场要求的具有高附加

值的农产品，提升自己的价格优势。 
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中韩自贸协定的签订，虽然在现阶段不能实现 100%的零关税，但韩国将在未

来的 5~20 年内对大部分农产品会逐步取消关税或按最惠国税率征收关税。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2018
年山东省与韩国贸易总值已经达到 1934.65 亿元，仅次于美国、欧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可见韩国对于

山东农产品进出口是一个重大不可缺的市场。关税的减让会让山东省农产品出口更具优势。 

4.3. 非关税壁垒及歧视性政策的制约 

韩国对我国农产品设立技术屏障，提高市场准入标准。韩国对我国采取一系列的非关税贸易保护政

策，在通关环节，检验标准等市场准入条件上不断设置关卡，提高检验检疫标准、立歧视性政策等。我

国每年农产品对韩出口经检验后被退回数量甚高，且韩国对中国农产品农药残留的检验指标也增加了许

多，使我国农产品对韩出口遭受多方阻碍。 
韩政府为本国企业做支撑，山东农业出口有压力。韩政府积极为企业提供出口担保，为薄弱的农产

品企业提供短期的融资支援，积极利用协定条款开拓市场。山东省农产品需要保持自身的质量和价格优

势，否则不利于对韩国以及国外其他市场输出。 

4.4. 双边贸易不平衡，引起贸易摩擦 

不容置疑中韩自贸区建立促进了两国的经济贸易合作，但会加剧对农产品市场的争夺。加之山东省

农产品生产属于劳动力要素丰富、土地资源充足的产业，相对韩国拥有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优势，从而

造成双边贸易不平衡，加剧对农产品市场的争夺，造成农产品贸易摩擦，让双方的农产品贸易合作受到

阻碍。 

5. 对山东省农产品出口发展的对策 

5.1. 建立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减少贸易摩擦 

当前的中韩自贸协定针对具体实施贸易领域，仍需逐步完善，要进一步明确贸易合作领域，一步一

步完善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协定。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争端解决机制，减少

贸易摩擦的发生。制定公正透明统一的通关检验体系、合理制定市场准入准则、加强平台交流，为两国

农产品贸易合作建立一个和谐的发展平台。 

https://doi.org/10.12677/mm.2020.102022


陈长英 
 

 
DOI: 10.12677/mm.2020.102022 186 现代管理 
 

5.2. 提升品牌意识、提高产品附加值 

5.2.1. 明确市场定位 
山东省要注重发展绿色无污染，安全可靠的农产品，在消费者心中树立起一个正面的形象，培养消

费者的忠诚度，提高消费者对产于山东省农产品的认可。政府部门可以协助建立相关的检验机构，建立

奖励处罚制度，对表现优异的企业表彰，对不合规的企业依法取代及整改，以此达到良性的循环，通过

这样的方式建立一个健康的农产品交易市场。 

5.2.2. 发展特色农业经济 
品牌特色化，形成特色农业文化，如寿光的蔬菜、金乡的大蒜以及烟台苹果等等。利用好生产地区

优势，政府也可以适当给予补贴，培养能够起带头作用的龙头企业，走向国际化。 

5.2.3. 加大对新技术的研发力度 
加强与检验检疫机构的合作，规范检验检疫流程。加大对新技术的研发力度，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

接受完整系统性的指导，以此改善山东省农产品结构粗放，以初级加工农产品为主的局面，提升产品附

加值。克服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困难，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信心。 

5.3. 打造强有力的产品质量，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5.3.1. 规模化生产，改善技术 
推进规模化生产，改善生产技术，在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如近年来在水产品加工，

进口大豆压榨技术上等方面都有突破性的发展。 

5.3.2. 开设课堂，提升农民食品安全意识 
提高农民的食品安全意识，开设农业知识课堂，指导农民接受引进新技术，改善生产模式，量产的

同时注重品质的监控。 

5.3.3. 完善行业间市场监管体系 
加强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体系、了解客户需要，及时对消费者的疑问做出反馈，完善行业间市场监

管体系，以此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农产品竞争力。 

5.3.4. 打造针对山东农产品出口的贸易平台 
打造强有力的线上农产品交易平台(如聚农网，一亩田等)，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交易平台，通过 B2B

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完善物流供应链和信息、产品互通，将个人经营户生产的农产品聚集到同一平台，

在合作中竞争，发掘更多的潜在客户，打开更大的韩国市场。 

6. 结论与展望 

自中韩建交以来，中韩两国的经贸合作日益增强，中韩自贸区的建立更是促进了双方经济发展和双

边的友好关系。而农产品贸易又是两国发展的主要对象，我们更要重视农产品贸易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

机遇与挑战，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而山东省作为重要农产品出口省份，我们急需改

变当前山东省农产品产业结构粗放型、单一且竞争力不足的局面，在韩国政府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设立重

重关卡的情况下，依靠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借助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韩国进行经济合作。当然也需

要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各部门的配合，大力引进新技术、加工工艺，提升山东省农产品出口的品牌知

名度及其产品附加值，进入市场争取更多的份额。山东省在拥有地理位置优势的基础上，加之产业结构

与韩国互补，对韩农产品出口将更进一步，以此不断提升国际经济竞争力，吸引更外的外资投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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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出口市场。关税减免将不断促进两国的贸易合作，形成新的贸易格局。中韩两国比邻，随着中韩自

贸区的建立，若山东省能把握好机会，发挥其良好地理位置的优势，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提高农产品

的国际竞争力，弥补不足并且改善农产品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定能极大地促进山东省农产品的出口，

提高竞争力，以进入更大的市场如日本、欧盟、东盟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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