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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韩·蒙自由贸易协定缔结的因素和经济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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요 약 韩国与蒙古国同为国际贸易组织成员，但都曾是无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国家。如今韩国广结自贸协议（FTA），
贸易区域向大洋和大陆延伸开来。蒙古国经济规模很小，但领土面积广阔、地下资源丰富，是欧亚大陆的战略要地。苏联解
体后，蒙古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积极对外开放。随着蒙·韩两国通商与经济合作的扩大，蒙古国从“内陆国”向沿海国家扩
展海路；韩国则进入内陆获取资源，两国各取所需，各获其利。

주제어 : 自由贸易协议, 国际贸易, FTA, 蒙古国, 韩国

Abstract  South Korea and Mongolia are both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but 
neither was the country with FTA. Nowadays, South Korea widely concludes the FTA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trade area has extended toward the neighboring continents and seas. Mongolia is a country with 
smallest economic entity but large in area and with abundant underground resources. And it’s a main strategic 
zone of Eurasia.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Mongolia began to turn to market economy, and 
eagerly made effort to open and reform. With the expanse of trade and economy cooperation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Mongolia, Mongolia started its sea road expanding. And the south Korea went to inland to get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Both of them feed its needs and obtain its pro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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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概论
韩国与蒙古国虽同为国际贸易组织成员，但在与智利

实施自由贸易协定（FTA）之前，两国都曾是无自由贸

易协定（FTA）的国家。如今韩国却是唯一同时与EFT

A、美国、欧盟三方实施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国家，

并采取“同时多发性积极促进战略”，与多国协商缔结自由

贸易协定（FTA）， 贸易区域积极的向大洋和大陆扩

展 来。蒙古国作为东北亚的一员，比韩国经济规模 ，

领土面积却是韩国的七倍；不仅地域广阔，还是世界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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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下资源富有国，在欧亚大陆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理和

战略位置。苏联解体后，蒙古国经济体制逐渐转变为 场

经济，采取对外 放的政策，迫切希望本国的发展。 

韩、蒙两国建交后，贸易规模和经济合作逐步扩大，

两国互惠互利，受益匪浅。而在自由贸易方面，韩国一直

对蒙古国的畜牧产品关注较高。由于蒙古的畜牧产品出口

规模 ，即使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即不会对韩

国 场产生重大影响更不违背相关政策。然而，从经济规

模的差距方面而 ，韩·蒙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缔结

必要性却显得极低。可是两国周边大国、强国环绕，国家

安全相对脆弱，迫切 要战略性合作；这样的合作可以使

韩国在东北亚发展经济、保障资源以及 展战略性合作。

并且蒙古国能够吸引更多投资、向太平洋沿岸国家设立贸

易据点，拓展本国贸易的可能。所以，从国家战略发展的

层面而 ，双方因国家战略的互补性的 求，应积极促进

韩·蒙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缔结。

II. 研究概要

2.1 研究的必要性

韩·蒙两国于1990年3月建交以来，通过持续的经济合作

交流活动，巩固和发展了两国关系，积极 展贸易领域和

经济合作；现两国已经升格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不仅对自由贸易方面的合作始终保持高度的关注，还

在中长期合作实质进展、制度基础的构建、两国互惠互补

经济合作、未来关系发展扩大的必要性等方面达成了共

识。 

虽然蒙古国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受中、俄两大国的

影响极大，而且间接受到美国、日本、欧洲等的政治经济

影响，为此，蒙古国正积极梳理与各国的关系， 整对外

政策。在此情形下，韩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与蒙古相近，

在政治上被视为“第三邻居”，在人种、文化、宗教等传统

上与其联系紧密，还被视为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伙

伴和榜样，所以，蒙古国是希望与韩国全面扩大合作的。

更何况韩国作为蒙古国发展的近邻，迫切 要在资源战略

和国家安全方面贴近蒙古国；虽然，两国的互补性的国家

关系是为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协商奠定重要基础，

但是探究两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的重要因素确

实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依据。

2.2 研究方法

在本论文中，以自由贸易协定的理论为背景，结合分

析韩·蒙两国的经济现状、贸易现状以及经济构造；通过

建立韩·蒙两国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可能性与其效果

产生的数学模型，在进行实证分析后，阐述两国自由贸易

协定（FTA）协商的策略。另外，通过对两国相对经济

规模、相对经济关系、相对经济构造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

分析，进而得出新的特征和探讨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

性，为此，通过查阅东北亚地区韩国、蒙古国、中国以及

日本的相关报告、论文、书籍等资料， 其中的概念或成

果进行了分析和整理。

本论文采用Probit模型的分析方法，根据李长奎等

（2007）学 的研究以及李仁口和赵贤俊（2008）1)等提

出的结构变化方式的分析方法，在韩国与蒙古国的自由贸

易协定的缔结的可能性上分析了相对的经济规模、两国的

经济关系以及经济构造。

经济分析 参数的类型

相对国的经济规模 GDP；人均 GDP；出口总额；进口总额

相对国的经济构造
原材料出口额；原材料进口额；工业制品出口

额；工业制品进口额

两国的经济关系
韩-蒙出口额；韩-蒙进口额；蒙-韩出口额；蒙

-韩进口额

其他 汇率；外汇保有额；失业率

<Table 1> 实证分析模型(Probit del)所使用的参数(韩国对蒙古)

首先，在研究模型中所包含的参数范围为经济规模、

经济关系以及经济构造。其中经济规模的参数设定为韩国

与蒙古国的GDP、出口总额以及进口总额；两国间经济关

系包括韩国对蒙古国的出口，韩国对蒙古国的进口，蒙古

国对韩国的出口，蒙古国对韩国的进口；经济构造方面包

括韩国与蒙古国的原材料进出口，工业制品进出口以及汇

率、外汇保有额和失业率等。通过设定这些参数，探索韩

国与蒙古国自由贸易协定促进的可能性。相对其他模型而

Probit模型使用累积正规概率分 ，可以清楚的了解应

变数，进而推测出概率参数的概数价。

具体方程如下：Yt=a+∑i=1n biXt，i +ut (1) Yt=1 : 

表示为韩国与特定缔结国家自由贸易协定后的期间 (2004

年-2011年) Yt=0 : 表示为韩国与特定国家缔结前的期间 

1) 이인구.조현준. “중국의 FTA 추진 결정요인 실증분석”. 동북
아경제연구， 제20권， 제1 호， pp. 185-206.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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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单位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GDP
十亿

美元
533.4 504.6 575.9 643.8 722.0 844.9 951.8 1,049.2 931.4 834.1 1，014.9 1，116.2

人均 GDP 美元 11,292 10,631 12,100 13,460 15,082 17,531 19,691 21,632 19,161 17,041 20,562 22,489

GDP生长率 % 8.8 4.0 7.2 2.8 4.6 4.0 5.2 5.1 2.3 0.3 6.3 3.6

物价上涨率 % 2.3 4.1 2.8 3.5 3.6 2.8 2.2 2.5 4.7 2.8 3.0 4.0

外汇保有额
百万

美元
96,198 102,821 121,413 155,352 199,066 210,391 238,956 262,224 201,223 269,995 291,571 306,402

失业率 % 4.4 4.0 3.3 3.6 3.7 3.7 3.5 3.2 3.2 3.6 3.7 3.4

汇率 $/￦ 1,131.12 1,290.99 1,250.65 1,191.85 1,143.74 1,024.13 955.08 929.20 1,103.36 1,276.35 1,156.00 1,107.99

材料: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会(http://iit.kita.net/)，韩国统计厅国家统计数据(http://kosis.kr/abroad/abroad_01List.jsp)

<Table 2> 韩国各年度主要经济指标

(2000年-2003年) Xt，i : 表示为经济规模，经济关系及经

济构造的基础宏观变数数a为截距，bi为斜率，ut为（t)时

间点的误差项。另外 Xt，i为自变量 i，Yt为促进韩·蒙自

由贸易协定 （FTA）与否的因变量。

韩国与特定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后的期间的因变量

赋值为1，若非此期间则赋值为0. 故此，当Yt=1时，表示

为两国各自与特定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后的

状 ，当Yt=0时，则表示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前

的状 。

III. 韩·蒙自由贸易协定（FTA）促进政策

   和经济现状的比较
3.1 韩国自由贸易协定（FTA）的促进政策

韩国政府自2003年以来，推行扩大自由贸易协定的积

极政策，并倾向于与剧量经济圈、资源富有国以及具有重

要战略位置中心和地区签署战略性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采取“同时多方推进自由贸易协定”的方法，积

极挽回 置的协议，加快协商进展，以实现“FTA网络”的

全球化。通过这些行动和政策，韩国政府不仅支持韩国

业立足全球 场，更希望成为东北亚地区自由贸易协定

（FTA）的中枢。同时，为使“FTA”发挥 大效果，达

到WTO的高水平要求；不仅减免关税，还完善服务、投

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等各方面条款；通过

“FTA”改善国内制度环境，提高本国现代化水平。

目前，韩国自由贸易协定（FTA）缔结的进展如下：

2004年4月，韩国与智利的自由贸易协定 始生效，敲响

了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和实施的钟声，接下来，2006年3月2

日和9月1日，韩国与新加坡、欧洲自由贸易联盟间的自由

贸易协定分别生效；2007年6月1日，韩国与东盟间自由贸

易协定生效；2010年1月1日，韩国与印度间自由贸易协定

生效，2011年7月1日，韩国与欧盟间自由贸易协定生效，

同年8月1日与秘鲁自由贸易协定也生效实行；2012年3月

15日，韩国与美国间自由贸易协定 始生效；2013年5月1

日韩国与土耳其间自由贸易协定签署；2014年12月12日韩

国与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次年1月1日韩国与加拿

大间自由贸易协定生效；2015年12月20日，韩国与中国、

新西兰、越南三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

到目前为止，韩国已经与3大经济圈中的51个国家缔结

并实行了自由贸易协定（FTA）。此外，韩国与哥伦比

亚的自由贸易协定在2013年8月31日 判结束后已经草签

结束，另外还 与墨西哥、GCC（海湾6个成员国）、

MERCOSUR（南美共同 场4个会员国）等国家和国际

组织间准备协商缔结或研究探讨中。

3.2 韩国经济现状
韩国经济曾因大规模设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生

产要素的大量投入而保持了大幅增长。如今，由于 业投

资形 的变化、 业投资贷款的保守化、个人家庭贷款的

扩大化、经营权防御强化、主要产业成熟、中 业融资

困难、投资的边际收益率下降等因素，出现了经济大幅放

缓的趋势，从质的层面而 ，投资效率过低也导致了韩国

经济的萎缩。

1997年突如其来的韩国外汇危机，导致了韩国国家信

用等级的降级，甚至到了国家破产的危机状况。然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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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单位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GDP 亿美元 11 12 13 14 18 23 34.2 42.4 56.14 45.7 62.4 85

人均GDP 美元 396.0 419.1 454.5 511.9 640.1 738.0 950.0 1，418 1，973 1，517 2，180 3，042

GDP生长率 % 3.9 0.2 4.7 7.0 10.6 7.3 18.8 10.2 8.9 -1.3 6.4 17.3

物价上涨率 % 8.1 8.0 1.6 4.7 1.9 9.5 6.0 15.1 26.8 6.3 10.2 10.1

贸易收支
百万

美元
-78.7 -116.2 -166.4 -185.1 -140 -95 57 -228 -1，077 -252.3 -378.7

-1，746.

5

出口(FOB)
百万

美元
535.8 521.5 524.4 615.9 860 1，053 1，543 1，889 2，539 1，885.4 2，899.2 4，780.4

进口(CIF)
百万

美元
614.5 637.7 690.8 801 1，000 1，148 1，486 2，117 3，616 2，137.7 3，277.9 6，526.9

外汇保有额 亿美元 1.88 2.06 2.84 2.37 2.36 4.3 9.26 11.96 11.65 12.94 21.97 22.74

失业率 % 4.6 4.6 3.4 3.5 3.6 3.5 3.2 2.8 2.8 11.61 13.0 9.0

汇率 $/tug 1.077 1.098 1.110 1.147 1.185 1.205 1.165 1.110 1.166 1，438 1，357 1，234

资料：根据蒙古国统计厅，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of Mongolia(2008)；蒙古工商联合会 Global Insight(2010.5)；ADB(2010.4)；

IMF:Worldbank database、 KDB韩国产业银行等材料再整理。

<Table 3> 蒙古国各年度主要经济指标趋势

过全体国民的努力，2008年韩国的GDP已经达到了9,314

亿美元，人均GNP达到了19,161美元。此后，韩国经济依

然保持着年近5%的经济增长速度。到了2010年韩国的人

均GNP已经达到历史 高记录值2,2489美元，平均汇率保

持在1美元兑换1，107韩 之间。而在进出口方面，1996

年的出口总额仅为1,297亿美元，进口总额约为1,503亿美

元；到了2006年进出口总额分别为3,254亿美元和3,093亿

美元，翻了两番。而到了2011年韩国的进出口总额已经分

别达到了5,552亿美元和5,244亿美元，充分体现了韩国经

济不断增长的 势

3.3 蒙古国自由贸易协定（FTA）的促进政策

蒙古国与1997年加入WTO 始实施自由贸易以来，贸

易额大幅增张并超过了预期，尝到甜头的蒙古国更加积极

的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但是，蒙古国在目前尚未与任何接

壤国或其他贸易伙伴国或区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

A）；其实，蒙古国作为WTO会员国，对多边贸易 判

所造成的贸易失衡多有不满，蒙古国政府深知多边会 下

的自由贸易是很难使国民整体受益，所以，更希望两国间

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给其带来更多变革，促进本国

贸易的自由化。所以，积极推进自由贸易的协定(FTA)的

判和签署是其必然的选择。

3.4 蒙古国经济现状
苏联解体后，蒙古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

停滞状 ，但相比其他转换体制国家而 ，其国内形势迅

速的趋于稳定。从而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国内政治

环境。但受到经济体制转换所带来的经济政策运营的不成

熟、农产品及主要出口产品的减 、高通胀等内部因素以

及苏联援助中断、苏联解体所造成的经互会(COMECO

N)2)交易的减 的外部因素影响，至1993年其经济一直处

于负增长状 。

1994年以后，蒙古国的经济发展 始步入正轨，经济

发展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增长。1996年至1999年间，蒙古国

的年均GDP的平均增长率保持在3.9%。进入21世纪

后，由于1999至2000年的严寒气候和暴雪等自然灾害

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农牧业的萎缩，2001年蒙古国的GDP

增长放缓，仅为0.2%。但此后不久，经济恢复迅速，2004

年以来，由于持续良好的气候条件，家畜存栏数量增加，

再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矿产品出口势头好转、物价稳定

和工业生产增加的利好因素，2004至2006年经济增长率分

别达到10.6%、7.3%、18.8%，增长势头良好。

2008年下半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后，蒙古国在2009

年经济首次出现了-1.3%的增长率， 基于蒙古国的单一的

2) 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Russian: Сове

т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Взаимопомощи, Sovet Ekonomicheskoy 
Vzaimopomoshchi,СЭВ,SEV; English abbreviation COMECON, 
CMEA, or CAME) was an economic organization from 1949 
to 1991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Soviet Union that 
comprised the countries of the Eastern Bloc along with a 
number of communist states elsewhere in the world. 
(http://www.baidu.com/s?ie=utf-8&f=3&rsv_bp=1&rsv_idx=1
&tn=baidu&wd=comec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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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贸易规模 67.8 78.4 86.2 103.4 79.9 76.4 104.0 190.4 224.5 187 229 440

对韩国出口 12.2 20.1 5.1 3.9 4.6 4.7 21 20.7 29.9 21 38 55

对韩国进口 55.6 58.3 81.1 99.5 75.3 71.7 83 169.7 194.6 166 191 385

贸易收支 43.4 38.2 -76 -95.6 -70.7 -67 -62 -149 -164.7 -145 -153 -330

（单位：百万美元）材料：韩国贸易协会

(http://stat.kita.net/top/state/n_submain_stat_kita.jsp)

<Table 4> 各年度蒙古国对韩国贸易规模趋势

产业结构特征，国际原材料价格和 求的波动直接影响到

其国内经济，2009年蒙古国政府国家预算赤字恶化严重，

随即向国际金融机构和俄罗斯、中国及其他国家提出了援

助申请。2009年4月1日，蒙古国与IMF签订了2亿2千400

万美元的备用信贷协定(Stand-by-Agreement)，获得了

国际金融支持。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随着蒙古国的主要

出口产品铜的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蒙古国政府的积

极的经济 发政策

的引导下，2010年之后蒙古国的经济迅速复苏，经济

重回增长时代，同年经济增长达到了6.4%。除了国际原材

料价格上涨的因素之外，全球经济复苏以及大规模的战略

矿产 发热潮到来，加之建筑产业的恢复和服务产业的大

力增长，2011年蒙古国的经济增长竟高达17.3%。国际贸

易方面，蒙古国的国际收支及商品收支的赤字持续走低，

外汇持有额持续增加，到2011年末外汇储备为22亿7千400

万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虽然失业率 近有所改善，但仍

旧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创造就业岗位仍是蒙古国政府今后

所要面临的难题。

综上所述，蒙古国是一个极度依赖农、畜牧业、矿产

业等第一产业的国家，而除受到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

年国内经济问题之外，蒙古国的经济状况整体良好，发展

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Ⅳ. 韩·蒙两国的经济、贸易交流现状
4.1 韩·蒙经贸交流现状
韩、蒙两国1990年3月正式建交以来，一直保持着

睦邻友好的关系，双边关系也随着经贸合作的扩大而

不断加深，两国不仅设立了“21世纪的互补合作关系”的目

标，通过诸多协定加强双边关系，并确立了双方“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政府还就能源、矿产与农业等多

方面加强合作，逐步扩大贸易规模和经济投入，随着合作

的深入，两国关系 更加紧密。

1994年韩国对蒙古国 始投资以来，投资金额不断增

加，2005年首次超过1千万美元，随后直接投资增长迅

速，每年超过5千万美元。到2011年韩国对蒙古国的直接

投资累计金额为4,300亿美元，是第四大对蒙投资国，投

资比重占外资比重的5.3%，投资行业也以矿产业为主，占

到韩国整体投资的65.3%；1999年11月签署的《资源合作

协定》，确立了双方合作 发资源、共同勘探、生产、加

工矿产资源的合作关系，还通过‘资源合作委员会’逐步扩

展资源合作领域。目前韩国正在进行的资源 发项目中，

已备报项目共计35个，其中19个正在进行 发，3个项目

已 始 采，其余还在勘探中。这些项目的参与 大部分

为中 型 业，主要勘探黄金、铜、萤石、烟煤、钼、稀

土、锡、锰等矿物；到2011年末，已启动154个项目工

程，总共投资6,305万美元。今后，在蒙古国经济持续增

长的前提下，韩国的大型 业还 加大对蒙古国的投资力

度。3)

到2011年底，韩·蒙贸易规模达到4.4亿美元。蒙古国对

韩国的出口额为0.55亿美元，进口为3.85亿美元。截至

2011年底，韩国为蒙古国的第5大贸易伙伴。韩国向蒙古

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为汽车、汽车配件、电子产品、化妆

品、食品、生活用品、包装设备等；主要进口产品是金、

银、铂等矿产品。蒙古国向韩国的进口一直保持着增长的

趋势，这是由于自1999年以来韩国向蒙古国的直接投资比

重增加，刺激了进口，进而导致蒙古国对韩贸易赤字的增

加，达到了2011年的约3.3亿美元。

3) 금희연.서동주.바트투르. 초원에서 무지개를 보다. 도서출판 
그린. pp. 159-19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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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研究结果及期待效果

5.1 研究结果的意义
利用Probit模型，本论文对韩·蒙两国签订自由贸易协

定（FTA）可能性和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结果整理如

下。

第一，从经济规模层面而 ，可以推定韩国的GDP、

总出口，是影响韩国对蒙古国的出口、商品出口、商品进

口的决定因素。相反，蒙古国的总出口和总进口是影响自

由贸易协定（FTA）的决定因素。而韩国的总出口却表

现为 性决定因素，所以今后两国是有一定的发展可能性

的。4)

第二，从经济关系层面而 ，韩国对蒙古国的进出口

大体上是促进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决定因素，但出

口为正向决定因素，出口为 向决定因素。相反，蒙古国

对韩国的进出口实证推测为韩·蒙自由贸易协定（FTA）

优先重视的变数。可是蒙古国的经济规模 ，自由贸易协

定（FTA）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因此蒙古国内对此

还持有消极否定 度。但是，从地理位置以及蒙古国视韩

国为经济发展的榜样的角度而 ，蒙古国希望与韩国签订

自由贸易协定。

后，从经济结构层面而 ，虽然商品出口作为韩国

促进自由贸易协定（FTA）的重要正向决定因素，但是

农产品和工业品能否成为决定要因却不得而知，故有必要

分析其他附加因素。在韩·蒙两国的情况下，韩国对蒙古

国的总出口，蒙古国对韩国的总进口是促进韩·蒙两国自

由贸易协定（FTA）的缔结时所要注重的首要变数。

5.2 研究结果的期待效果

本论文的分析结果显示，在两国的经济变数中，经济

规模、经济关系(贸易、投资)规模、经济结构等实证分析

推测为首要重视的变数，因此这些变量在促进韩·蒙自由

贸易协定（FTA）时，应作为优先 虑的变数而加以重

视，除此之外的一些附加因素也 要积极的进行探讨。

首先，在分析模型中，查明了在韩·蒙古国签署自由贸

易协定（FTA）时主要 虑的决定因素为经济关系、经

济规模、经济结构等方面。而这些着眼点 来势必会成为

4) 김석민. “몽골의 경제무역 현황과 한·몽 경제   무역 협력증
대 방안에 관한 연구”. 한국 동북아 논총， 제13권， 제4
호， 통권 49집， pp.  159-181. 2008. 12. 15. 

韩·蒙古国两国发展的促进重点。

其次，根据李仁口、赵贤俊(2008)5)，李长奎(2006)的

研究结果，在选取促进自由贸易协定（FTA）对象国

时，比起其他因素，因在地理位置的邻近、资源 发的可

能性、吸引海外投资、政治历史背景等因素方面进行优先

分析。所以，韩国作为贸易依存度高达70%的国家，应尽

早与蒙古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这样才可以扩

大对方 场、保证资源合作的长效性，而蒙古国同样也极

度依赖国际贸易，不仅 要进口韩国产品，更能发挥本国

资源优势获得海外投资，相互获益。因此双方进出口的增

加是促进两国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决定因素的这一

结论也印证前期学 的观点，特别要提出的是，促进双方

协议签订的更重要的因素是韩国的商品出口，随着商品出

口增加，两国自由贸易协定（FTA） 会快速缔结。

ⅤI. 结论及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在WTO体系下， 始加

快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UR协商以后的DDA协商陷入僵

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站在比本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还

要有利的位置，首先就是要签订两国双方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

韩国与蒙古国在历史、种族、文化上同质性强，产业

的 质性大，有着极高的共同特征和互补性。除了工业和

农业领域外，韩国对蒙古国的援助的领域也很多，蒙古国

广大的国土和丰富的地下资源不仅对韩国经济有利，而且

对蒙古国经济的发展也都有着极高的利用价值。

蒙古国若通过WTO/DDA协商或FTA协商积极 放

场的话， 会吸引资本投资、引进 端技术，特别是蒙古

国地下资源的 发和出口， 造就他国不及的经济增长。

比起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成功，更重要的是蒙古国

内部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蒙古国内基础设施的建设，如道

路、电力、通信、住房等 能吸引大量投资，而制度的完

善也能够妥善保护好投资 ，从而为蒙古国的长期发展提

供动力。

韩国为了其经济发展，资源须有保障，而蒙古国可以

提供资源，还为韩国进入欧亚内陆重要地区创造了可能。

5) 이인구.조현준. “중국의 FTA 추진 결정요인   실증분석”. 동
북아경제연구， 제20권， 제1호， pp. 185-206.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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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两国关系的深化也有助于蒙古国吸引更多外资并确保与

太平洋沿岸国家的交流，所以，两国应尽快协商自由贸易

协定（FTA），提出惠泽双方的方案并尽快缔结。6)

韩国和蒙古国在国民感情、历史、种族、文化上有着

很多同质性，但在产业规模和农业生产方面是无法比拟

的，双方的规模差 很大，性质也大不相同，而在经济层

面却能互利互补。还有，蒙古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但在

未来却是生长潜力很高的国家， 重要的其地缘政治地

位，是连接欧洲、中亚和西伯利亚 场的重要国家。

在韩国看来，蒙古国在政治上与朝鲜结盟，对韩半岛

政治格局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畜牧业发达，自然矿产资

源丰富，是地下资源匮乏的韩国难寻的伙伴。而蒙古国经

济发展落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低，完全可以学习韩国的

经济发展经验，引进IT等多个领域的资本和技术，提高本

国的现代化水平7)。所以，韩、蒙两国可以充分利用自身

的优势，通过通商来寻找利益共同点，积极拓展韩、蒙间

的合作的领域。

相比韩·蒙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眼前利益，双方更

应着眼于未来的长远的利益。韩·蒙两国在国民情感上同

质感高，产业构造 质性强，更容易达成低风险、高互惠

的自由贸易协定，因此，两国应积极成立自由贸易协定

（FTA）促进委员会，制定双方互惠共存的协定方案，

尽快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使两国早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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