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 2019. 09. 24（周二） 10-12點

場所 ： 忠南研究院 4樓 會議室

忠南研究院-遼寧社會科學院

學術交流會





충남연구원 – 랴오닝사회과학원 학술교류회

ⅠⅠⅠⅠⅠⅠⅠⅠⅠⅠⅠⅠⅠⅠⅠⅠⅠⅠⅠⅠⅠⅠⅠ  배경·목적

○ 지난 8월 21일 MOU체결 이후, 충남연구원과 랴오닝사회과학원간의 교류

관계 강화

○ 충남연구원과 랴오닝사회과학원간의 학술교류를 통한 지방정부에 정책 제

안 마련

 

ⅡⅡⅡⅡⅡⅡⅡⅡⅡⅡⅡⅡⅡⅡⅡⅡⅡⅡⅡⅡⅡⅡⅡ  행사 개요

 ❍ 행 사 명 : 충남연구원 랴오닝사회과학원 정기 학술교류회

 ❍ 일    시 : 2019. 9. 24(월). 10~12시

 ❍ 장    소 : 충남연구원 4층 회의실

 ❍ 주최․주관 : 충남연구원, 랴오닝사회과학원

 ❍ 참 석 자 : 

충남연구원 랴오닝사회과학원

윤  황(尹  煌) 충남연구원 원장

오혜정(吴惠静) 기획조정과 과장

홍원표(洪元杓) 경제산업연구실 책임연구원

박경철(朴炅鐵) 지역도시문화연구실 책임연구원

송영현(宋映鉉) 경제산업연구실 책임연구원

전춘복(全春福) 경제산업연구실 연구원

머우다이(牟 岱) 랴오닝사회과학원 부원장

장탠웨이(张天维) 경제연구소 소장

리 쉐 청(李学成) 사회과학잡지사 주임

위 잉 즈(禹颖子) 외사판공실 주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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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ⅢⅢⅢⅢⅢⅢⅢⅢⅢⅢⅢⅢⅢⅢⅢⅢⅢⅢⅢⅢⅢⅢ  교류회 세부일정

시간 내용 비고
10:00~10:10 20분 개회 및 참석자 소개

▪ 충남연구원 윤황 원장 환영사 
▪ 랴오닝사회과학원 부원장 답사  

사회: 송영현
(경제산업연구실 

책임연구원)

10:10~12:00 110분 주제발표 및 토론

▪ 홍원표(洪元杓) _ 경제산업연구실 책임연구원
 - 발전전환기에 처한 충남의 과제 [发展转型期中忠南的课题]

▪ 장탠웨이(张天维) _ 경제연구소 소장  
 - 중국동북지구 및 랴오닝성 경제와 산업의 발전현황 소개
   [中国东北地区及辽宁省经济和产业发展情况介绍]

▪ 박경철(朴炅鐵) _ 지역도시문화연구실 책임연구원 
  - 농민기본소득제도의 도입 현황 및 향후 과제
   [韩国地方政府的农民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推进现况及今后课题]

▪ 리쉐청(李学成) _ 사회과학잡지사 주임
   랴오닝사회과학원과 충남연구원의 교류혁력 방안
   [辽宁社科院与忠南研究院交流合作方案]

12:00 폐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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충남의새로운발전
동력필요성인식1 2 3글로벌환경신국면에

대한적극적전략필요
충남특성에맞는국제교
류협력전략긴요

“환황해 이니셔티브 구현을 위한 비전체계와 부문별 시행계획 제시 ”

1

认识到忠南需要新
的发展动力1 2 3急需应付新的全球环境

变动
紧要忠南特色的国际
交流合作战略

“提出实现环黄海主导权的远景体系和部门执行计划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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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그림] OECD에서 충남의 지위

충남

도쿄도

울산

아이치현 오사카부

2

[그림] 한중일 지방 도시화율-일인당GRDP상 위치

[图] 忠南在OECD的地位

忠南

东京都

蔚山

爱知县 大阪府

2

[图] 韩中日地方的城市化率-人均GR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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수요 증가
(제조업 중심)

생산 확장
(국내 대기업)

생산충남입지
(국내 대기업)

인프라 수요 증
가

협력업체 입지
(외국계, 중소기업)

부지 수요 증가

노동력수요증가

지역고용증가지역소득증대지역소비 증대

지역경제성장

북미,유럽성장

▪ 기존 성장 메커니즘의 각 단계에서 문제점 노출

①

②

④③

⑤

⑥

3

⑦

需求上升
(以制造业为主)

扩大生产
(国内大企业)

在忠中南办厂
(国内大企业)

基础设施需求增大

供应商集聚
(外企, 中小企业)

土地需求增大

人力需求增大

地区就业增加地区收入增加地区消费增大

地区经济增长

欧美增长

▪ 在各环节露出问题

①

②

④③

⑤

⑥

3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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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90년대초반 2010년대초반

발
전
수
준

시간

구분 전 단계(1953~1991) 시작 단계(1992-2012) 심화 단계(2013-2040)

단계 목표 • 없음 • 역내 무역망 활성화 • 경제공동체 기반 형성

중점 분야 • 식량 증산 • 무역 , 투자 • 제도, 초국경인프라

주요 특징
• 인구 지속 유출, 대도시 배후지
• 중국과의 단절
• 진영 대립 첨예

• 한중일 분업 구조
• 한중일 무역과 투자 증가
• 민족국가 간 긴장

• 남북중일러 분업과 협업
• 한중일 경제 통합, 공간 통합
• 민족국가 간 긴장과 협력 공존

주요 사건
• 산업화, 도시화
• 경제개발 5개년 계획

• 한중 수교
• 중국WTO가입

• 한중일FTA, 초국경 교통망
• 북한 개혁개방

쇠퇴한공업지역(?)

새로운도약(?)

현상유지(?)

4

1990年代前半期 2010年代前半期

发
展
水
平

年度

衰退的老工业区(?)

新的上升(?)

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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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냉전 해체에 따른 지역의 국제무대 등장

· 냉전 시기 진영 논리 지배 → 지방정부 설 자리 없어
· 1990년 소련 해체 후 지방의 국제무대 등장 본격화

· 정부의 보조역이 아닌 지방의 독자적 이해 추구 경향 강화

• 지방외교의 다원화, 다양화

· 지방외교 주체가 공공부문 일변도에서 민간 부문 등으로

다원화하고 있음

· 지방외교 내용도 경제, ODA, 인적교류 등 방식에서 환경, 

인권, 예술 등으로 다양화

• 하드파워에서 소프트파워 중시로 전환

· 1990년대까지 투자유치, 장소마케팅 열풍이 전세계 풍미

· 2000년대 들어 문화, 예술, 정책 등 소프트파워 부상

· 정부도 문화, 지식, 정책을 공공외교 핵심으로 추진 (공공외교기본계획, 2017-2021)

[그림] 공공외교기본계획 비전 체계

5

• 冷战体制解体促成地方在国际舞台亮相

• 地方外交的多元化，多样化

• 重点从硬实力转到软实力

[图] 韩国公共外交基本计划远景 体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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구분 시작 단계(1992-2012) 심화 단계(2013-2040) 완성 단계(2040 이후)

단계 목표 • 역내 무역망 활성화 • 경제공동체 기반 형성 • 정치경제공동체 형성

중점 분야 • 무역 , 투자 • 제도, 초국경인프라 • 정치, 문화

주요 특징
• 한중일 분업 구조
• 한중일 무역과 투자 증가
• 민족국가 간 긴장

• 남북중일러 분업과 협업
• 한중일 경제 통합, 공간 통합
• 민족국가 간 긴장과 협력 공존

• 동아시아 전면적 산업협력
• 동북아안보협의체 출범
• 국가보다 지역의 전면 부상

주요 사건
• 한중 수교
• 중국WTO가입

• 한중일FTA, 초국경 교통망
• 북한 개혁개방

• 동아시아지역안보협정
• 지방자치의 전면화

• 현재는 환황해 시대의 시작단계를 지나 심화 단계에 진입

· 지리적으로 중국 중심에서 남(동남아)과 북(북한, 연해주)으로 확장

· 한중일 FTA의 실시 및 정착, 초국경 인프라의 구현이 가장 큰 특징

· 민족국가 간 긴장과 협력 공존

6

区分 起步阶段(1992-2012) 深化阶段(2013-2040) 完成阶段(2040以后)

阶段目标 • 圈内贸易网络的形成 • 经济共同体基础的形成 • 政治经济共同体的形成

重点部门 • 贸易 ,投资 • 制度, 越境基础设施 • 政治, 文化

主要特点
• 韩中日分工
• 韩中日贸易和投资
• 民族国家之间对持

• 南北中日俄分工和协助
• 韩中日经济和空间一体化
• 民族国家之间对持和协力共存

• 东亚全方位产业协力
• 东北亚政治协议体的建立
• 地方全面浮现

主要事件
• 韩中建交
• 中国加入WTO

• 韩中日FTA, 越境交通网
• 北韩改革开放

• 东北亚区域军事安保协定
• 地方自治的全面化

• 忠南刚进入新的阶段

· 环黄海时代在地理范围上从中国大陆扩至南方（东南亚）和北方（北韩、沿海州）

· 韩中日 FTA的签订和实行、越境交通网络的实线为其核心特征

· 民族国家之间对持和协力共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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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환황해 시대 심화 단계를 맞은 한국의 대응 전략임

▪ 중국 성장에 대응하여 중화경제권에 대한 의존성을 줄이는 전략

[그림] 한반도 신경제 구상 도해

7

▪ 应对环黄海时代新阶段的战略

▪ 面临中国经济增长减少对中华经济圈的依存度

[图] 韩半岛新经济构想图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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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40년 기간 도시화율 20% 상승, 2.8억 명 도시인구화

[그림]중국의 도시화율 예측(2012-2040)
출처: Berkelmans and Wang(2012)

구분 2020 2030 2040 2050

세계 7,795,482 8,551,199 9,210,337 9,771,823

중국 1,424,548 1,441,182 1,421,473 1,382,457

일본 126,596 121,781 115,612 109,300

한국 51,507 52,702 52,409 50,457

[그림]한중일 인구증가 예측
출처: 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7 revision

[그림] 동아시아 중산층 수와 자산 규모(2015)
출처: 
http://www.economyinsight.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3160

8

▪ 2015-2040年间城市化率上升上挑20%, 2.8亿人转成城市人口

[图]中国城市化率预测(2012-2040)
来源: Berkelmans and Wang(2012)

구분 2020 2030 2040 2050

全球 7,795,482 8,551,199 9,210,337 9,771,823

中国 1,424,548 1,441,182 1,421,473 1,382,457

日本 126,596 121,781 115,612 109,300

韩国 51,507 52,702 52,409 50,457

[图]韩中日人口增加预测
来源: 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7 revision

[图] 东亚国家中产阶层规模和资产(2015)
来源: 
http://www.economyinsight.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316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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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그림] 주요국가의 일인당 국민총생산-에너지소비
출처: EIA China Infographic(2018)

[그림] 2012-2040 전세계 CO2 배출량 예측
출처: EIA

9

[图] 一些国家的人均国民总生产-能源消费
来源: EIA China Infographic(2018)

[图] 2012-2040 全球CO2排放量预测
来源: EIA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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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그림] 한중일 FTA,와 타 FTA경제통합규모 비교
출처: 산업통상자원부

[그림] 한중일 관련 FTA 구상 관계도
출처: http://m.monthlymaritimekorea.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4053

▪ 한중일 FTA 등 다양한 자유무역협정 논의 중

- 자유무역협정을 통해 역내 시장 형성 가속화 기대

- 한중일 FTA는 환황해경제권역의 이정표 역할

지

10

[图] 韩中日FTA和其他FTA经济整合规模比较
来源: 产业通商资源部

[图] 韩中日相关FTA构想关联图
来源: http://m.monthlymaritimekorea.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4053

▪ 韩中日FTA等多样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探索

- 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圈内市场的形成会加速

- 韩中日FTA将成为环黄海经济圈的里程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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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일대일로 구상, 日 고품질 인프라 파트너십, 韓

한반도 신경제 구상(신북방, 신남방정책)

- 각국의주도권경쟁점화

- 상호결합가능성높아져(일대일로-신북방정책)

[그림] 중몽러경제회랑과 한반도 서부축 연계
출처: 교통연구원

[그림] 동북아 초국경 연결망 구상
출처: 충남도청

11

▪ 中国一带一路, 日本高品质基础设施合作, 韓过

韩半岛新经济构想（新南方、新北方政策）

- 各国的主导权竞争点火

- 相互连接的可能性增高 (一带一路-新北方政策）

[图] 中蒙俄经济回廊和韩半岛西部轴连接
来源: 交通研究院

[图] 东北亚越境交通网构想
来源: 忠南道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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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연료전지

⚫

⚫

12

친환경 산업은거대한 신성장 동력임: 청정에너지, 친환경교통, 정화기술등

⚫

⚫

⚫

⚫

⚫

⚫

⚫

⚫

⚫ 燃料电池

⚫

⚫

12

亲环境产业已成为巨大的新增长产业: 清静能源, 亲环境交通, 净化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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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서비스업의 획기적 발전 필요

⚫

13

⚫

⚫

⚫

⚫

⚫

⚫

⚫

⚫

⚫ 服务业的跳跃性发展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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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순번
베트남 중국 인도

품목 수출액 비중 품목 수출액 비중 품목 수출액 비중

총계 16,553 100.0% 총계 26,616 100.0% 총계 1,443 100.0%

1 전기기기 및 부분품 13,336 80.6% 전기기기 및 부분품 13,041 49.0% 전기기기 및 부분품 815 56.5%

2 광학, 정밀기기및부분품 2,197 13.3% 유기화학품 3,968 14.9% 광물성 연료 등 124 8.6%

3 광물성연료 등 421 2.5% 기계류 및 부분품 3,734 14.0% 기계류 및 부분품 80 5.5%

4 플라스틱 및 그 제품 161 1.0% 광학, 정밀기기및부분품 1,547 5.8% 유기화학품 80 5.5%

5 기계류 및 부분품 110 0.7% 플라스틱 및 그 제품 1,104 4.1% 플라스틱및그제품 79 5.5%

자료: 한국무역협회 홈페이지

[그림] 충남의 對 베트남, 중국, 인도 상위 5대 수출품 비교

15

排序
越南 中国 印度

品目 出口额 比重 品目 出口额 比重 品目 出口额 比重

合计 16,553 100.0% 合计 26,616 100.0% 合计 1,443 100.0%

1 电器机器及其零部件 13,336 80.6% 电器机器及其零部件 13,041 49.0%
电器机器及其零部

件
815 56.5%

2 光学, 精密机器及其零部件 2,197 13.3% 有机化学品 3,968 14.9% 矿物性燃料等 124 8.6%

3 矿物性燃料等 421 2.5% 机械类及其零部件 3,734 14.0% 机械类及其零部件 80 5.5%

4 塑料及其制品 161 1.0%
光学, 精密机器及其零部

件
1,547 5.8% 有机化学品 80 5.5%

5 机械类及其零部件 110 0.7% 塑料及其制品 1,104 4.1% 塑料及其制品 79 5.5%

来源 韩国贸易协会网站

[图] 忠南對越南, 中国, 印度出口品中前5位品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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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생산기지화

⚫ 충남의 전기전자 조립가공업 겨냥

⚫

⚫

⚫

⚫

⚫

15

⚫

⚫ 生产基地化

⚫ 忠南电器电子组装加工业等

产业

⚫

⚫

⚫

⚫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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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기계,장치 조립 및 조작＂업종
⚫

⚫ 한반도경제권 형성

⚫ 농축어업, 서비스업은 내수 기반

⚫

⚫

⚫

⚫ 충남본사기능 강화

⚫

16

⚫

⚫ “机械和装置组装或操作”业种等低工资岗

位

⚫

⚫ 韩半岛经济圈的形成

⚫ 服务业因其内需指向性缺少

⚫

⚫

⚫

⚫ 忠南所在母

公司功能的强化

⚫

16

- 21 - 



⚫

⚫

“충남 패싱” 

⚫

⚫

⚫

⚫

⚫ 인천 – 대산항 간 접근성 개선

⚫

⚫

⚫

17

⚫

⚫

“忠南跳过”

⚫

⚫

⚫

⚫

⚫ 仁川和忠南之间交通可达性改善为前提

⚫

⚫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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지역 국가 글로벌

제품

기술

서비스

시장의 지리적 범위

공
급
하
는

재
화

농업
(현재)

공업
(현재)

상업
(현재)

로컬푸드

소비재
경공업

공업
(미래)

생산자
서비스

MICE

풀뿌리산업
(미래)

농업
(미래)

18

출처: 충남의 미래 2040: 우리는 어디로 갈 것인가 (2018, 충남연구원, 그물코출판사)

地域 国家 全球

制品

技术

服务

市场的地理范围

供
应
财
货

农业
(现在)

工业
(现在)

商业
(现在)

地产地销

消费材轻工业

工业
(未来)

生产者
服务

MICE

草根产业
(未来)

农业
(未来)

18

来源: 忠南的未来 2040: 我们该往哪儿去？ (2018, 忠南研究院, GMK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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공정 순서

부
가
가
치

조립가공

판매/AS

마케팅

물류소재∙부품

디자인

기획 R&D

19

출처: 충남의 미래 2040: 우리는 어디로 갈 것인가 (2018, 충남연구원, 그물코출판사)

工程顺序

附
加
值

组装加工

销售/AS

营销

物流素材∙部品

设计

企划R&D

19

来源: 忠南的未来 2040: 我们该往哪儿去？ (2018, 忠南研究院, GMK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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경청해 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谢谢倾听！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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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社会科学院 韩国忠南研究院

交流合作方案

2019.09

1

目录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沿革

Historical evolution

辽宁社会科学院机构设置

Institutional setup

辽宁社会科学院国际交流

international exchange

辽宁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

Exchange with Korea

与忠南研究院的交流与合作

Cooperation with 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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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身
1962年，辽宁省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所

上级主管单位
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
民政府

职能
主要开展哲学社会科学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
相关知识的普及工作，为
辽宁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
智力支持。职员

现有在职人员210人，其
中科研人员160人。

辽宁社会科学院

管理
中心

科研成果推广转化中心
Center for Promo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center

智库建设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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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智库中心

朝鲜半岛研究中心
Korean Peninsula Research Center01

02
辽宁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Liaon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earch 
Center

辽宁抗战文化研究中心
Liaoning Anti-Japanese War Cultural Research 
Center

03

04
辽宁振兴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Liaoning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智库成果应用
Application of Think 

Tank Achievements

每年平均有十几份智库报告
进入中央决策。01

每年平均有二十几份智库
报告进入省级决策。

02

为辽宁省及各级城市的十
三五规划提供智库支持。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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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TEXT

TEXT

TEXT 03

应用类研究所

01

城市发展研究所

02
产业经济所

经济研究所

04 农村发展研究所

01

02

03

TEXT

TEXT

TEXT 03

基础类研究所

01

法学研究所

02
历史研究所

哲学研究所

04 社会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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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类研究所

东北亚研究所01

文学、文化研究所02

党政群工作部

Dept. 01

20%
党务行政
秘书资料

学术会议
科研管理

50%

Dept. 02

科研管理部 人力资源部

Dept. 03

财务审计部

Dept. 04

10%
财务报销
财务审计

人力资源
职称评聘

20%

行政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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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与合作

辽宁社会科学院与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

国、瑞典、英国、日本、韩

国和朝鲜等几十个国家和地

区的学术机构、大学、领事

馆等组织进行多层次的交流

与合作。韩国是辽宁社会科

学院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国

家之一。

国际交流

Communication

- 32 - 



国际合作

01 2002年，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大理工大学

02 2003年，韩国产业银行经济研究所

03 2004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

04 2004年，韩国统一研究院

05 2005年，日本环日本海经济研究所

国际合作

06 2006年，韩国对外政策研究院

07 2007年，韩国京畿开发研究院

08
2013年，美国克莱姆森大学

09 2014年，韩国仁川发展研究院

10 2015年，韩国中小企业研究院

11 2019年，韩国忠南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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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韩国的交流合作

Communication

TEXT 01

双方共同研究的问题，
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

Two academic 
seminars a year

交流与合作

TEXT 03

优秀专家互访
Exchange of visits by 

outstanding experts

TEXT 02

共享数据、资料、
Sharing information 

an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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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direction

养老问题研究

Research on the Old-age 
Problem

01

02

推进旅游事业的发展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公共政策研究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03

04

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合作流程

YOUR PLAN cooperation Implementation

TEXT 03

1.研究结果向社会公布
2.研究成果向地方、中
央政府提供。

1.共同享有
2.共同研究
3.共同评析

TEXT 02TEXT 01

各自提出研究热点，
作为双方交流、合作
的题目及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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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See you nex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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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南研究院与辽宁省社科院学术交流会

(2019. 09. 24)

박경철_朴炅铁
忠南研究院

农村城市文化研究室，博士

농민기본소득(농민수당)제도의 도입 현황 및 향후 과제

韩国地方政府的无条件农民基本收入制度推进现况及今后课题

/ 2

一. 无条件基本收入和无条件农民基本收入的概念

二. 无条件农民基本收入制度必要的理由

三. 无条件农民基本收入制度的推进现况

四. 今后的课题

内 容

1. (농민)기본소득의개념

2. 농민기본소득제도의필요이유

3. 농민기본소득제도의추진현황

4. 향후과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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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一. 无条件基本收入和无条件农民基
本收入的概念

/ 4

 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概念与特征_기본소득의 개념과 특징

• Definition of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定义)

: A basic income is a periodic cash payment unconditionally delivered to all on              

an individual basis, without means-test or work requirement.(BIEN)

: 无条件基本收入是指从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中，拿取部份配额作为当地市民的基本收入，该收入不需要

任何条件与资格，只要是属于本国当地居民者，每个人都可以拿到一笔基本收入（百度）

• 无条件基本收入的五个特征

1) 普遍性_Universal

2) 个人性_Individual

3) 无条件性_Unconditional

4) 定期性_Periodic

5) 现金性_Cash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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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主要理论家_주요 이론가

• Thomas Paine： 土地分配的正义(agrarian justice)（ 1797）

- 社会配当_social dividend的起源

• James Meade : 社会配当_social dividend(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 Andre Gorz : 平生社会配当（Ecologica）

/ 6

 案例: 只限于一些阶层或地区_사례: 일부 계층과 지역에 국한

 国外: 

 韩国: 城南市（青年配当）、首尔市（青年手当）、中央政府(儿童手当)、

中央政府（老人手当）

* 配当/手当 = 无条件基本收入、津贴

美国的阿拉斯卡州、纳米比亚、巴西(法律通过，但未实行)、

瑞士(国民投票，但否决)、芬兰（对于失业者实验中）、法国、

德国、荷兰、加拿大、印度等国家正实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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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无条件农民基本收入（农民所当）的概念

• 无条件农民基本收入的定义_농민기본소득의 정의

: 不关农业规模多大、农业经营形态那种，一律地（均等地）支给农民的津贴

영농규모, 영농형태에 상관없이 모든 농민에게 균등하게 지급하는 보조금

• 无条件农民基本收入的三个目的_농민기본소득의 3가지 목적

1) 补偿农业•农村的公益价值_농업•농촌의 공익적 가치에 대한 보상

：农业•农村的公益价值被评为252万亿韩元（韩国农村振兴厅，2012）

2) 保障农民的稳定的生活水平_농민의 안정적 생활 보장

3) 搞活地方经济_지역경제 활성화

/ 8

 《农业·农村及食品产业基本
法》第3条第9项：农业农村
的公益价值如下规定

（1）稳定的粮食供应

（2）保护环境和自然景观

（3）水资源的形成和保持

（4）防止土壤流失和水淹

（5）保护生态系统

（6）保护农村社会固有的传统和文化 图：农业·农村的公益价值体系
资料: farminsight(20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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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二. 无条件农民基本收入制度
必要性

/ 10

1. 由于扩大市场开放，农民的生命崩溃_시장개방 확대로 농민의 삶 붕괴

 农民人口急剧下降: 1,083万(‘80)250万(‘15)

 农业市场开放的加速化 : 与众多农业先进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 到目前为止，共15件，与54个国家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_15건, 54개국과 FTA 체결

- 1993年년 UR, 2004韩-智利FTA, 2008年韩-美FTA, 2015年韩-中FTA签署

资料: 产业通商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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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农民的抗议，事实上没有很大成就

2005年，在墨西哥坎昆反对WTO会议示威

1993年，反对UR农产
品市场开放示威

2005年，反对韩美
FTA协定

2016年，抗议大米价格的崩溃

/ 12

历代政府的主要农业政策和投资规模

时期 政策方向 主要内容 投资计划

卢泰愚政府

(1988~1992)
改善农业结构

农业结构的改善

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
1992~2002 42万亿韩元

金泳三政府

(1993~1997)
农业现代化

从增产为主的农政转化为结构改善，

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
1994~2004 57万亿韩元

金大中政府

(1998~2002)
保护中小农

债务减免，购买价格上涨，农业灾害保险，

直接补贴等保护措施
1998~2002 45万亿韩元

卢武铉政府

(2003~2007)
城乡均衡发展

扩大农业补贴，

提高农产品质量来稳定农户收入，

并加强农村福利

2003~2013 119万亿韩元

李明博政府

(2008~2012)
农业先进化

结合农渔业与2次3次产业，

创出农业附加价值
没有投资计划

朴槿惠政府

(2013~2017)
创造农业

农食品产业创造经济, 农业第6次产业,

流通结构的改善，供求关系的稳定
没有投资计划

2. 与农民的生活质量不同的财政投入_농민의삶의 질 향상과는다른 재정 투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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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_도농 간 소득 격차 확대
(单位: 千韩元, %)

资料: 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 农业预测2018

农户收入

城市劳动者收入
农户收入/城市劳动者收入

/ 14

农业人口与高龄农业人口的变化趋势
농업인구와 고령농업인구의 변화 추세

资料: 韩国统计厅

单位：人、%

农业人口 65岁以上人口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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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农村人口减小和‘地方消灭’
농촌인구 감소와 ‘지역소멸’

资料: 中央日报（2017.8.4）

三十年之内，
韩国85个地方政府
将面对‘地方消灭’

228个地方政府消灭危险度？

/ 16

3. 低效率和两极分化农业直接补贴系统_저효율과 양극화된 농업직불금

目的 农业直接补贴名 介绍时期 问题点

公益型

大米收入保障补贴

（固定补贴)
2005년

方式太多又复杂

 存在三个以上难点

 管理成本高

 非法受益人居多

 因按耕地面积分配，

只对大农和企业农有利

亲环境农业补贴

(亲环境农业)
1999년

亲环境农业补贴

(亲环境安全畜产)
2009년

条件不利地区补贴 2004년

景观保存补贴 2005년

收入稳定

型

大米收入保障补贴

(可变补贴)
2005년

FTA损害保护补贴 2004년

田间耕作补贴 2012년

促进结构

改进型

管理转移补贴 1997년

FTA关闭农业补贴

(包括水产)
2004년

复杂的系统和较高的管理费用 : 按土地面积支付补贴，加深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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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农户收取的补贴差额导致两极分化的加深_농업직불금의 양극화

 1ha以下农户(75.8%)的平均补贴收取额: 28万韩元

 2ha以上农户(9.6%)的平均补贴收取额: 350万韩元

 前10%的大农户补贴收取额占总额的46.4%(2016年)

区分 2005 2010 2015

1分位 7,348 6,310 6,864

2分位 16,565 16,040 18,059

3分位 25,401 24,775 27,811

4分位 37,596 37,582 43,047

5分位 73,366 78,086 99,413

5分位的倍率 10.1 12.4 14.5

农户平均收入 30,503 32,121 37,215

农户收入5分位的变化(单位: 千韩元, 倍)

资料: 统计厅 农户经济调查

/ 18

 与先进国家的农业直接补贴差距巨大_선진국 농업직불금과는 큰 격차

农业财政中补贴的比率_농정재정 대비 직불금 비율: 
- EU 71.7%(2016)，瑞士_스위스 85.5%(2016), 日本 33%(2015),

韩国 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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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30-50ha 
该面积本身是农户的基本收入

欧洲国家
50-70%

 与先进国家的农业直接补贴差距巨大_선진국 농업직불금과 큰 차이

农业收入当中
农业补贴的比例

韩国
10-20%

农户收入当中
农业补贴的比例

韩国
约3%

欧洲国家
约30%

韩国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1.5ha 
该面积本身少，不能保证农户收入

/ 20

 增加农业收入，减轻不稳定性_농업소득 불안정성 해소

 保护农业和农村的多元价值_농업.농촌의 다원적 가치 보호

 农业、农村和森林的公益性价值：每年大约250万亿韩元

 农业和农村的社会、文化和景观价值没法用金钱评估

 缓解城乡不均衡发展和农村人口的减少_도농 불균형과 농촌인구감소

문제 완화

 减轻城乡之间，首都圈和非首都圈之间的不均衡发展

 探讨农村老龄化造成的“地方消灭”：韩国农村老龄化率为41%

4. 其他农民基本收入的必要理由_기타 농민기본소득의 필요 이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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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无条件农民基本收入制度的

推进现况

/ 22

1. 全国现况

农政新闻 2019. 02. 15

在全国
60个地方政府已经
落实或者准备落实
전국 60개 지자체에서
도입했거나 도입 논의 중

无条件农民基本收
入的金额是每农户
一年60万韩元左右
농민수당 액수는 농가당
연간 약 60만원 정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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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域地方政府的推进现况（确定2020年落实）
광역지자체 실시 현황(2020년부터 실시 확정)

全罗北道/2019.07.01

忠清南道
/2019.07.24

全罗南道/2019.07.25

/ 24

2. 广域地方政府的推进现况（有需求的主要地区）
광역지자체 실시 현황(농민단체 요구 지역)

庆尚南道/2019.07.01 忠清北道/2019.07.30

京畿道/2018.11.28 庆尚北道/2019.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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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础地方政府的现况：全罗南道海南郡_전라남도 행남군 사례

海南郡在全国第一次制定农民基
本收入支援条例 (2018. 12. 21)

海南郡在全国首次支付农民基本收入
(2019. 6. 26)

*下半年将支付区域货币30万韩元/农民

/ 26

3. 基础地方政府的现况：全罗北道高敞郡和庆尚北道奉化郡
기초지자체 실시 현황: 전라북도 고창군, 경남북도 봉화군

高敞郡的农民基本收入
(2019. 9)

奉化郡的农民基本收入
(201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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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今后的课题

/ 28

1. 澄清政策对象农民

2. 确保农民基本收入的财政

3. 构建官民合作促进体制

4. 形成农民们对农民基本收入制度的共识

5. 确保城市公民对农民基本收入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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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地区

In Northeast area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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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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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面积约14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7%；人口

近1.3亿，占全国10%；经济总量6万亿人民币,约1万

亿美元，占全国8%。

•日本土地面积37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经济总量

约5万亿美元。

•韩国土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人口4000万，经济总

量约1.5万亿美元。

•台湾土地面积3.6万平方公里，人口2350万，经济总

量约0.5万美元。

•深圳经济总量约0.4万亿美元，财政3332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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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5-6千年前）

•--红山文化；

•游牧文化；

•闯关东文化；

•乡土文化；

•计划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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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1858年瑷珲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割

走土地125万平方公里。

•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俄共同占领，中东铁路、

中长铁路。

•一朝发源地，两代帝王都

•清(1636-1912)，276年12位皇帝，面积最多

1400万平方公里。

•乾隆，1776年工业革命后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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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18事变，日本控制东北

•1932年扶持满洲国，设19省，新京是世界第五大
城市，发达程度超过东京。

•产业体系建立起来、、、

•1945年苏联进入，鞍钢拆走，1953年运回

•158个项目支持中，三分之一在东北，54个，辽
宁27个。

•1980年辽宁工业10%，财政9%，经济8.8%，辉
煌的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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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苏联（1949-1978），计划经济、重工业优

先（援助中国近156个项目）。

• ---执行了四个五年计划：

•一五（1953-1957）；二五（1958-1962）；

•三五（1966-1970）；四五（1971-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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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了但效率较差，做比较，1950年是中国、日本、韩

国、新加坡差距不大，但到1978年，同期增长:

•韩国增长5倍、台湾6倍、日本8倍，中国增长1倍问题出

现了、、、、新加坡12倍人均收入

•国民经济倒退的边缘。

• 1979年中国仍是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是撒哈拉南部

非洲国家平均三分之一，人均收入只有21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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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东北地区的辽宁省

In Liaoning Province 

of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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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地图

辽宁自然状况

•辽宁面积14.59万平方公里，

•土地约占全国的1.5%，

•人口4300万，约占全国3.5%

•GDP约占全国的4.5%。

•地理状况是“六山一水三分田”

•三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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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25.7%

营口5.1%
丹东 3.7%

盘锦4.5%
 锦州4.5%

葫芦岛   
  2.6%

沈阳
24%   3.4%朝阳

铁岭 3.5%

2.1%阜新 抚顺 4.5%
本溪 4%

 辽阳 3.6%
鞍山8.8%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工业产业结构：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农产品加工

装备制造

原材料

冶金16.4%    石化 17.1% 

通用专用交通电气其他

33.5%

31.5% （40%）

20.2%

四大产业：装备、冶金、石化、农产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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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辽宁省发展情况

The Industry of 

Liaoni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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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12年东北地区GDP变化情况

2002-2012年东北地区进出口总值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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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东北地区经济总量达到5.62万亿元，

比2002年的1.22万亿元翻了两番多，占全国的

10.8%，其中，辽宁、吉林、黑龙江、蒙东地区

分别达到2.48、1.19同比增长12.1%，同期全国

平均增长7.8%。

2016年7号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

地的若干意见》2016年2月6日

•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区域协同发展、新经济支撑带、

优化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外开放、粮食安全、、、、

•十三五全面实现小康

•GDP翻一番

•人均收入翻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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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振兴:建设“一带五基地”

到2020年-2030年,东北地区实现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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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兴起
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

阶段 标志 阶段 标志 阶段 标志

克里斯·安德
森
《创客-新
工业革命》

1850
年左
右

蒸汽动力
船舶和铁
路的发展

1900年
前后

电气的发
展

20世纪
90年代
至今

“创客运动”的工业化，即数字制造和
个人制造的合体，数字世界颠覆实体世
界的时代正在到来

保罗·麦基利
《经济学人
》2013年4
月

18世
纪下
半叶

工厂取代
作坊，实
现机械化
生产

20世纪
初

流水线普
遍应用
大规模生
产

21世纪
初

数字化制造，实现定制分散生产

杰里米·里夫
金
《第三次工
业革命》

19世
纪

蒸汽动力
，化石能
源为主，
机械化大
量生产时
代

20世纪

电信技术
与燃油内
燃机的结
合，化石
能源为主
，批量工
业制成品
时代

21世纪
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
可再生能源出现，分布式定制生产时代

彼得·马什
《新工业革
命：消费者
、全球化以
及大规模生
产的终结》

1780
~185
0

瓦特的蒸
汽机开启
工业革命

1840~
1890

新的运输
工具开启
运输革命

1860~1
930

廉价
的钢
开启
科学
革命

1950
~200
0

电子计
算机
及半导
体开启
计算机
革命

2005
~205
0

混合制
造开启
新工业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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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模型发生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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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以参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今后一个时期

工作重点，以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为支撑，

------辽宁以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和沈阳东北亚创新

中心建设为龙头，以建设高水平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探

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为引擎，

------辽宁以建设沈抚创新发展示范区为突破口，统筹推

进“一带五基地”建设，深入实施“五大区域发展战

略”，以海洋经济带动内陆经济发展，

-----辽宁以内陆经济推动海洋经济发展，构建内外联动、

陆海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将辽宁打造成为面向东

北亚开放的大门户。

04
中韩合作建议

Our  cooperation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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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Zhangtw1962@126.com

13940208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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