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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ＦＡＯ数据库数据，通过将供应量和占有量作为总消费量的指标：即

通过观察韩国食物生产和进出口情况，根据当年的食物产量和进出口量数据，匡算出

食物的基本消费数量。观察韩国生产和消费量的变化，总结出韩国从粮食、肉类到蔬

菜、水果和牛奶消费结构变化规律，并与中国食物消费结构变化规律进行对比，得出

了对中国的政策启示：即贸易自由化会大幅度提升国家福利，而农业的贸易保护主义

政策会扭曲市场，影响整体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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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述

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 以 来，韩 国 通 过 快 速 工 业 化 大

力发展电子、汽车、机器、船舶、纺织等主导产业，

使国 民 经 济 迅 速 发 展。人 均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ＧＮＰ）

１９７０年为２５２美元，之后逐年增加，１９９６年最高达

１１　３８０美元，２６年间人均ＧＮＰ增长４４倍，被誉为

“汉江奇迹”，成为东亚 “四小龙”之一。１９９６年１０
月韩国正式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成

为第２９个成员，标志着韩国跨入了经济发达国家的

行 列 （蒋 建 平 等，１９９９）。根 据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ＩＭＦ）数 据，２０１４年 韩 国 人 均 ＧＤＰ为２８　１０１美

元，位居世界第３１位。

随着经济的 增 长 和 国 民 生 活 水 平 的 提 高，韩 国

的食物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从韩国历史来看：

１９６１年韩国作为刚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国家，经济

发展水平都 比 较 低，农 业 生 产 力 比 较 落 后，农 业 生

产以种植业 为 主，农 产 品 供 给 很 不 足，居 民 食 物 消

费结构主 要 以 粮 食、蔬 菜 等 植 物 性 产 品 为 主。１９７０
年韩国居民食物消费 水 平 明 显 提 高，人 均 食 物 消 费

总量增加 了１／３，主 要 体 现 在 粮 食、蔬 菜 消 费 量 大

幅提高。１９８０年，韩国居民食物人均年消费量快速

增加，达 到５３３．４ｋｇ，蔬 菜、水 产、肉 类、水 果 等

食物的消费量都明显提高。１９９０年，韩国居民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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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由数量型增长向 质 量 型 提 高 转 变，消 费 结 构 更

加多样化，动物性食品 在 总 消 费 中 所 占 比 重 提 高 到

１９％ （程广 燕，２００７）。进 入２１世 纪 以 后，韩 国 居

民食物消费情况有了 新 的 变 化，动 物 性 食 物 的 供 给

与消费保持相对稳定，整 个 食 品 消 费 呈 现 出 “增 长

—稳定”情形。

２　粮食

２．１　大米

大米是韩国 最 主 要 的 食 品，也 是 韩 国 生 产 的 最

主要的粮食作物；实现 大 米 自 给 是 韩 国 农 业 政 策 最

主要的目标，因 此 韩 国 稻 米 在 ＷＴＯ协 议 中 获 得 了

特别对待，这一点与日本稻米行业情行一致。

①　本文除粮食外其他未考虑韩国库存变化因素。

　　从韩国稻米的市 场 与 贸 易 政 策 来 看，韩 国 政 府

通过采购计划对粮食 价 格 和 农 民 收 入 实 施 调 控，政

府大米收购量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年平均约占每年大米生产

总量的２６％，后来根据 ＷＴＯ协议的承诺下降 至 目

前的约１７％。根据乌拉圭农业贸易协议，韩国同意

逐步增加大米进口，但 是 政 府 始 终 对 大 米 进 口 实 施

严格的控制。根 据 乌 拉 圭 农 业 贸 易 协 议 的 要 求，韩

国年均大米进口量必须达到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平均消费

量的１％，２００４年 必 须 达 到４％。同 样，根 据 与

ＷＴＯ协议，韩国每年必须按照配额进口少量大米。

２０１５年出现了重要的政策转折，韩国稻米进口从配

额 管 理 转 向 关 税 配 额 管 理，对 配 额 外 关 税 征 收

５１３％的关税，也引发一系列舆论关注。

　　由于精确的食品 消 费 数 据 难 以 获 得，因 此 通 过

供应量和占 有 量 作 为 总 消 费 量 的 指 标，具 体 为：通

过观察韩国 大 米 库 存、生 产 和 进 出 口 情 况，根 据 当

年的大米库 存、产 量 和 进 出 口 量 数 据，可 以 匡 算 出

大米的基本消费数量。如１９９４年韩国大米初始库存

为１１６．５万ｔ，期末库存为６６．９万ｔ，当年的产量为

５０６万ｔ，进口量１　０００ｔ，少量的大米出口可以忽略

不计，因此当年 的 大 米 消 费 量 匡 算 为５４０．６万ｔ左

右。事实上也是 如 此，韩 国 大 米 消 费 的 绝 大 部 分 是

本国生产的大米，进口量仅占很少一部分。

从韩国大米 产 量 的 变 化 情 况，韩 国 大 米 产 量 整

体趋 势 在 下 降，其 原 因 在 于 大 米 消 费 量 的 减 少。

２０００年前 后，韩 国 大 米 产 量 和 需 求 量 基 本 维 持 在

５００万ｔ水 平①，到２０１０年 之 后，产 需 平 衡 量 下 降

到４５０万ｔ上下；如果考虑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

变化，韩国人均稻米占有量大约下降了３０％，这种

下降主要体现了韩国稻米消费的下降 （表１）。对比

中国口粮的消费变化 情 况，中 韩 两 国 的 稻 米 消 费 量

都呈现出较 大 的 下 降 幅 度。所 不 同 的 是，中 国 在 快

速城镇化的过程中，是人均ＧＤＰ水平７　５００美元左

右的下降，而韩国目前人均ＧＤＰ水平２．８万美元，

其稻米消费 仍 然 在 下 降。当 然，扣 除 韩 国 小 麦 消 费

增长的因素之外，这一结果对中国的启示仍然深刻，

即未来一段 时 间，中 国 的 稻 米 消 费 仍 将 下 降，在 当

前产出、库 存、进 口 高 企 的 背 景 下，如 何 更 有 效 地

保障粮食安全是中国面临的新问题。

表１　韩国大米生产和消费情况

单位：ｋｔ

年份 初始库存 期末库存 产量 出口量 进口量 国内消费 人均大米占有量（ｋｇ）

１９９４　 １　１６５　 ６６９　 ５　０６０　 １５１　 １　 ５　４０６　 １２１．９１

１９９５　 ６６９　 ２４８　 ４　６９４　 １１５　 ０　 ５　２３０　 １１７．１２

１９９６　 ２４８　 ５０１　 ５　０７０　 ０　 ０　 ５　３２３　 １１８．３７

１９９７　 ５０１　 ８１２　 ５　４５０　 ７７　 ０　 ５　２１６　 １１５．１８

１９９８　 ８１２　 ７３１　 ５　１００　 ９９　 ０　 ５　２８０　 １１５．７９

１９９９　 ７３１　 ９８１　 ５　２６３　 １０１　 ０　 ５　１１４　 １１１．３９

２０００　 ９８１　 １　２１５　 ５　２９１　 ９５　 ０　 ５　１５２　 １１１．５０

２００１　 １　２１５　 １　５６６　 ５　５１５　 １１７　 １２６　 ５　１５５　 １１０．８７

２００２　 １　５６６　 ９２４　 ４　９２７　 ５６８　 １３３　 ５　１３４　 １０９．７７

２００３　 ９２４　 ８４５　 ４　４５１　 ２１１　 １９３　 ４　５１２　 ９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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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年份 初始库存 期末库存 产量 出口量 进口量 国内消费 人均大米占有量（ｋｇ）

２００４　 ８４５　 ８１７　 ５　０００　 ２６９　 １９２　 ４　９５１　 １０４．６２

２００５　 ８１７　 ８１５　 ４　７６８　 ２２１　 ２１７　 ４　７６６　 １００．１１

２００６　 ８１５　 ７０２　 ４　６８０　 １６１　 ２２５　 ４　８８７　 １０２．０２

２００７　 ７０２　 ６９４　 ４　４０８　 ０　 ２５４　 ４　６７０　 ９６．８７

２００８　 ６９４　 １　００１　 ４　８４３　 ３　 ２５６　 ４　７８９　 ９８．７２

２００９　 １　００１　 １　５１３　 ４　９１６　 ９　 ３０６　 ４　７０１　 ９６．３１

２０１０　 １　５１３　 １　０３４　 ４　２９５　 ４　 ４０５　 ５　１７５　 １０５．４１

２０１１　 １　０３４　 ７３０　 ４　２２４　 ３　 ３８０　 ４　９０５　 ９９．３７

２０１２　 ７３０　 ６３２　 ４　００６　 ２　 ５１０　 ４　６１２　 ９２．９６

２０１３　 ６３２　 ７７３　 ４　２３０　 ２　 ４１０　 ４　４９７　 ９０．２１

　　数据来源：ＦＡＯ数据库。

２．２　小麦

韩国几乎不种植小麦，所需小麦基本依靠进口，

其进口主要 来 源 国 为 美 国、澳 大 利 亚 和 加 拿 大。随

着收入不断增长，小麦 食 品 消 费 和 饲 用 小 麦 消 费 不

断增长，这一点与中国截然不同。

从库存的变化情况来看，在２００１年前后，小麦

库存基本 上 在１００万ｔ上 下 波 动 变 化，最 近３年，

即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３年的小麦库存量持续增加，３

年的小麦库存均超过了１４０万ｔ（表２）。

扣除年度波动因素，从进口量的变化情况来看，

韩国进口与消费量在持续上升。根据平均数据可知，

１９９８年 前 后，韩 国 小 麦 人 均 占 有 量 大 约 为７０～
８０ｋｇ，到２０１０年 后，小 麦 人 均 占 有 量 上 升 到９０～
１００ｋｇ，１０多年，大 约 增 长 了２０％以 上，这 种 消 费

主要体现出消费者更多元的消费需求。

表２　韩国小麦生产和消费情况

单位：ｋｔ

年份 初始库存 期末库存 产量 出口量 进口量 国内消费 人均小麦占有量（ｋｇ）

１９９４　 ７４１　 ７４１　 ２　 ５０　 ４　２９３　 ４　２４５　 ９５．７３

１９９５　 ７４１　 ７５０　 １０　 ５９　 ２　５５４　 ２　４９６　 ５５．８９

１９９６　 ７５０　 ８１０　 １１　 ６５　 ３　４６５　 ３　３５１　 ７４．５２

１９９７　 ８１０　 ８００　 ５　 ８２　 ３　９１７　 ３　８５０　 ８５．０１

１９９８　 ８００　 ８５０　 ５　 ９６　 ４　６８９　 ４　５４８　 ９９．７３

１９９９　 ８５０　 １　０５０　 ６　 １２４　 ３　８１１　 ３　４９３　 ７６．０８

２０００　 １　０５０　 １　０５０　 ２　 １２８　 ３　１２７　 ３　００１　 ６４．９４

２００１　 １　０５０　 １　１００　 ３　 １２２　 ３　９７９　 ３　８１０　 ８１．９４

２００２　 １１００　 ９８５　 ６　 １２３　 ４　０５２　 ４　０５０　 ８６．５９

２００３　 ９８５　 ９５８　 １０　 １３１　 ３　４３４　 ３　３４０　 ７０．９９

２００４　 ９５８　 ９３６　 １３　 １２６　 ３　５９１　 ３　５００　 ７３．９６

２００５　 ９３６　 ８３４　 ８　 ９４　 ３　８８４　 ３　９００　 ８１．９２

２００６　 ８３４　 ８９２　 ６　 ８７　 ３　４３９　 ３　３００　 ６８．８９

２００７　 ８９２　 ８９９　 ７　 ９２　 ３　０９２　 ３　０００　 ６２．２３

２００８　 ８９９　 １　１３６　 １０　 ９４　 ３　３７１　 ３　０５０　 ６２．８７

２００９　 １　１３６　 １　１２５　 ２６　 １０５　 ４　４７０　 ４　４０２　 ９０．１９

２０１０　 １　１２５　 １　４７３　 ３９　 １２５　 ４　７６１　 ４　３２７　 ８８．１４

２０１１　 １　４７３　 １　３９３　 ４４　 １３１　 ５　１８８　 ５　１８１　 １０４．９７

２０１２　 １　３９３　 １　５２９　 ３７　 １４４　 ５　４３９　 ５　１９６　 １０４．７４

２０１３　 １　５２９　 １　３６５　 ３０　 １５０　 ４　３００　 ４　３４４　 ８７．１４

　　数据来源：ＦＡ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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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大麦

首先，从库存的变化 情 况 来 看，１９９４—２００２年

大麦库存 基 本 为０，对 生 产 消 费 没 有 影 响，之 后 的

年份大麦库存 开 始 增 长，但 是 基 本 维 持 在５万ｔ上

下。自始至终，大麦库存对生产消费的影响有限。

再从韩国大 麦 生 产 量 的 变 化 情 况 看，韩 国 的 大

麦 产 量 是 不 断 下 降 的，大 麦 产 量 在１９９６年 达 到 峰

值，当年的产量为４１．２万ｔ，之后大 麦 产 量 不 断 下

降。２００６年大麦产量跌破２０万ｔ，当年的大麦产量

为１４．８万ｔ，之后的年份大麦产量有了些许的增长，

但是２０１０年大麦产量还是下降到８．１万ｔ，大 麦 的

进口量２０年来年际变化颇大，但是因为数量基本上

很少超出１０万ｔ，所以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也是有

限，出口量为０，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从大麦的 消 费 总 量 来 看，整 体 上，韩 国 的 大 麦

消费量在减少，因此反 映 到 人 均 大 麦 占 有 量 的 变 化

上，人均大麦占有量已从１９９４年的人均１０．０３ｋｇ急

剧下降 到２０１３年 的 人 均４．１１ｋｇ。由 此 看 出，韩 国

人对大麦的 消 费 偏 好 正 在 变 弱。整 体 来 看，韩 国 大

麦生产与消费都在快速下降。

２．４　玉米

首先，从库 存 的 角 度 观 察，韩 国 玉 米 的 库 存 量

一直在 不 断 增 长，２０００年 的 玉 米 库 存 量 就 突 破 了

１００万ｔ，以后的年份，玉米库存量继续保持动态增

长的态势，除了 极 个 别 的 年 份，玉 米 的 库 存 量 大 致

维持在１３０万ｔ上下。

同小 麦 情 况 类 似，韩 国 本 土 玉 米 产 量 十 分 有

限，１９９４—２０１３年，韩国 本 土 玉 米 产 量 年 均 不 足

１０万ｔ，基本上在７万ｔ上 下 动 态 波 动，韩 国 生 产

和消费所需的玉米主要依靠进口。事实上，韩 国 的

玉米进口 量 变 化 也 不 大，近２０年 来，韩 国 玉 米 进

口量基本上也是在８００万ｔ上 下 动 态 波 动，玉 米 进

口可能因为某些因素影响，进口量有了较大 幅 度 的

波动，但是随后一两年，玉米进口量又重新 恢 复 到

８００万ｔ左右的 区 间 （表３）。就 目 前 的 数 据 来 看，

韩国玉米供需相对稳定，但是根据韩国肉类 产 出 的

相关数据来看，未来韩国玉米进口仍会有一 定 的 增

长潜力。

表３　韩国玉米生产消费情况
单位：ｋｔ

年份 初始库存 期末库存 产量 出口量 进口量 国内消费 人均玉米消费量（ｋｇ）

１９９４　 ５６３　 ８６５　 ８９　 ８　２２７　 ０　 ８　０１４　 １８０．７２

１９９５　 ８６５　 ７５２　 ７０　 ８　９６３　 ０　 ９　１４６　 ２０４．８２

１９９６　 ７５２　 ８６６　 ７２　 ８　３２６　 ０　 ８　２８４　 １８４．２２

１９９７　 ８６６　 ８０８　 ８７　 ７　５２８　 ０　 ７　６７３　 １６９．４４

１９９８　 ８０８　 ８７７　 ８０　 ７　５１５　 ０　 ７　５２６　 １６５．０４

１９９９　 ８７７　 １　０２４　 ７９　 ８　６９２　 ０　 ８　６２４　 １８７．８５

２０００　 １　０２４　 １　２００　 ６４　 ８　７２８　 ０　 ８　６１６　 １８６．４６

２００１　 １　２００　 １　１３９　 ５７　 ８　６１７　 ０　 ８　７３５　 １８７．８８

２００２　 １　１３９　 １　２１１　 ７３　 ８　７８１　 ０　 ８　７８２　 １８７．７７

２００３　 １　２１１　 １　３３７　 ７０　 ８　７７８　 ０　 ８　７２２　 １８５．４０

２００４　 １　３３７　 １　３８２　 ７８　 ８　６３３　 ０　 ８　６６６　 １８３．１３

２００５　 １　３８２　 １　３５９　 ７３　 ８　４８３　 ０　 ８　５７９　 １８０．２０

２００６　 １　３５９　 １　３２２　 ６５　 ８　７３１　 ０　 ８　８３３　 １８４．３９

２００７　 １　３２２　 ２　０７９　 ８４　 ９　３１１　 ０　 ８　６３８　 １７９．１９

２００８　 ２　０７９　 １　４６６　 ９３　 ７　１８８　 ０　 ７　８９４　 １６２．７２

２００９　 １　４６６　 １　６２２　 ７７　 ８　４６１　 ０　 ８　３８２　 １７１．７３

２０１０　 １　６２２　 １　５８９　 ７４　 ８　１０７　 ０　 ８　２１４　 １６７．３２

２０１１　 １　５８９　 １　４８４　 ７４　 ７　６３６　 ０　 ７　８１５　 １５８．３３

２０１２　 １　４８４　 １　３２４　 ８３　 ８　１７４　 ０　 ８　４１７　 １６９．６６

２０１３　 １　３２４　 １　３０７　 ８３　 ９　５００　 ０　 ９　６００　 １９２．５９

　　数据来源：ＦＡ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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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肉类

３．１　猪肉

近２０年来，韩国人均猪肉消费持续增长，人均

猪肉占有量 从１８ｋｇ增 长 到２７ｋｇ，增 长 了５０％，这

一增长得益于韩国国 内 产 与 进 口 量 的 快 速 增 长。韩

国的猪肉产量一直在增长。根据数据，１９９４年猪肉

产量为７８．６万ｔ，之后的年份里猪肉产量一 直 在 不

断增长，２００３年猪肉产量增长到最大值，当年的猪

肉产量为１１５万ｔ，以后的年份受到猪肉进口量增长

的冲击，猪肉产 量 有 所 下 降，此 后 国 内 生 产 与 进 口

互为消长，共同促进了猪肉供给的增长 （表４）。

从韩国人均猪肉占有量来看，１９９４年人均猪肉

消费量 为１８．２ｋｇ，此 后 人 均 猪 肉 消 费 量 在 不 断 增

长，２００７年人均猪肉消费量达到最大值，当年的人

均猪肉占有量为３０ｋｇ，２０１０年以来，猪肉占有量基

本稳定在２５ｋｇ以 上，较２０００年 之 前 有 了 大 幅 度 提

高。相对而 言，由 于 中 国 猪 肉 产 量 规 模 庞 大，占 世

界总量一半，因此中国 人 均 猪 肉 占 有 量 虽 然 整 体 有

所增长，但是增 速 不 及 韩 国，这 是 由 于 两 国 的 产 业

存量基础不同所造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在人均ＧＤＰ进入高收入区

间之后，仍然存在食品消费的扩张。容易理解的是：

长期以来，韩国的人均农业资源并不足以支撑韩国的

高水平食品消费，加之贸易管制，使得韩国食品消费

长期处于抑制状态，因此在韩国经济发展水平进入较

高阶段时，随着农业开放程度的渐进提高，食品消费

抑制状态也逐步放宽，由此猪肉消费也出现增长。

表４　猪肉生产消费情况

单位：ｔ

年份 猪肉产量 进口量 出口量 人均占有量 （ｋｇ）

１９９４　 ７８６　０００　 ３２　５６１　 １３　５１５　 １８．２

１９９５　 ７９９　０００　 ４９　９５０　 １７　６９４　 １８．６

１９９６　 ８８６　９４３　 ５５　６５６　 ４５　２２４　 ２０．０

１９９７　 ８９５　８０６　 ８０　９９１　 ６７　９５１　 ２０．１

１９９８　 ９３９　３５６　 ６７　２２６　 １１３　６４６　 １９．６

１９９９　 ９９６　２８２　 １５３　８１７　 １１０　６０５　 ２２．６

２０００　 ９１５　８９９　 １７２　２９５　 ２９　９７８　 ２２．９

２００１　 ９２７　６９２　 １２５　３３８　 ３９　９６１　 ２１．８

２００２　 １　００５　１９２　 １５５　４２０　 ２０　６６９　 ２４．４

２００３　 １　１４９　０００　 １５４　８８４　 ３２　２５４　 ２７．０

２００４　 ９５９　６９０　 ２１８　２６９　 １６　８６４　 ２４．５

２００５　 ８９９　３９２　 ３２２　２２６　 １４　８９７　 ２５．３

２００６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８２　６３３　 １２　６５１　 ２８．６

２００７　 １　０４３　０００　 ４１７　７６７　 １２　３７５　 ３０．０

２００８　 １　０５６　０００　 ４０３　３０５　 １０　１６９　 ２９．９

２００９　 １　０６２　０００　 ３６５　６３３　 ８　３６１　 ２９．１

２０１０　 １　１１０　０００　 ３５８　５５０　 ３５６　 ２９．９

２０１１　 ８３７　０００　 ６０４　１３２　 ５８７　 ２９．２

２０１２　 ９８２　０００　 ４６９　５２９　 ２　０６９　 ２９．２

２０１３　 １　００７　０００　 ３６５　３９６　 ２　８７５　 ２７．５

　　数据来源：ＦＡＯ数据库。

３．２　牛肉

与猪肉消费 量 相 一 致 的，牛 肉 消 费 量 也 呈 现 稳

步提高的趋势。１９９４—２０１３年韩国牛肉产量变化情

况可以发现，韩国的人均牛肉 占 有 量 从８ｋｇ增 长 到

１２ｋｇ，增长了５０％。其中，１９９４年韩国的牛肉产量

为２１．４万ｔ，之后４年产量不断增长，１９９８年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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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达到最大值，当年的牛肉产量为３７万ｔ；之 后

的年份里，牛肉产量不断下降，２００４年达到最低值，

当年的产量为１８．６万ｔ；２００６年牛肉产量恢复到了２０
万ｔ，２０１３年牛肉产量恢复到３３．６万ｔ。同时韩国牛

肉进口量也在增长的，１９９４年牛肉进口量从１４．２万

ｔ，增长到２０００年的２３．８万ｔ，２０１３年的牛肉进口量

为２６．７万ｔ，进口量与产量大致相当 （表５）。

韩国人对牛 肉 的 消 费 偏 好 不 断 增 加，对 其 消 费

需求也在 不 断 增 长，与 猪 肉 消 费 增 长 相 一 致 的 是，

随着贸易开放与消费 抑 制 的 放 宽，牛 肉 的 消 费 潜 力

也得以释放。

从数量上看，韩 国 的 人 均 牛 肉 占 有 量 高 于 中 国

的人均牛肉占有量，这 反 映 了 中 国 整 体 居 民 消 费 水

平与韩国整体居民消 费 水 平 的 差 距，但 是 未 来 随 着

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 步 发 展，中 产 阶 级 的 进 一 步 扩

大，中国牛肉生 产 和 消 费 量 将 会 继 续 增 加，而 韩 国

牛肉消 费 进 入 “增 长—稳 定”机 制 后，中 国 的 牛 肉

消费与韩国的牛肉消费差距将会进一步缩小。

表５　韩国牛肉生产消费情况

单位：ｔ

年份 牛肉产量 进口量 出口量 人均占有量 （ｋｇ）

１９９４　 ２１４　０００　 １４２　４９５　 ９　 ８．０

１９９５　 ２２１　０００　 １６８　３６７　 １６９　 ８．７

１９９６　 ２４８　０００　 １６３　１９２　 １２８　 ９．１

１９９７　 ３３８　０００　 １６６　０９１　 １５６　 １１．１

１９９８　 ３７５　７１４　 ９２　０２６　 １６２　 １０．３

１９９９　 ３４２　４２９　 １７７　４７８　 １４７　 １１．３

２０００　 ３０５　８６８　 ２３７　９４２　 ２０　 １１．８

２００１　 ２３２　５７９　 １８０　６３１　 ５　 ８．９

２００２　 ２１０　８０４　 ３１５　６６２ — １１．３

２００３　 １８８　０００　 ３２５　８６５　 １１　 １０．９

２００４　 １８６　０００　 １６０　１２６ — ７．３

２００５　 １９５　０００　 １７８　３１８　 ５９　 ７．８

２００６　 ２００　０００　 ２１２　７８２　 ６２　 ８．６

２００７　 ２１９　０００　 ２１９　６０７　 １３　 ９．１

２００８　 ２４６　０００　 ２１０　６４４　 ５２　 ９．４

２００９　 ２８３　０００　 ２２４　７２７　 ２　５０４　 １０．４

２０１０　 ２４７　０００　 ２６１　１５９　 １　５５９　 １０．３

２０１１　 ２８０　０００　 ３０７　６１３　 ２　０５４　 １１．９

２０１２　 ３１２　０００　 ２６４　３７５　 ７１６　 １１．６

２０１３　 ３３６　０００　 ２６７　５７９　 ２　７３３　 １２．１

　　数据来源：ＦＡＯ数据库。

３．３　禽肉

与猪肉消费增长相类似的，韩 国 禽 肉 生 产、贸

易与 消 费 都 呈 现 出 快 速 增 长。从 产 量 上 看，１９９４
年韩国的 家 禽 肉 类 产 量 为３９万ｔ，１９９７年 产 量 为

４１万ｔ，２０００年 后 韩 国 家 禽 肉 类 产 量 一 直 保 持 在

４１万～４３万ｔ左右，２００５年家禽 肉 类 产 量 突 破５０
万ｔ，２００９年 产 量 突 破６０万ｔ，２０１３年 家 禽 肉 类

产量为６８．６万ｔ，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同时与产量

增长 相 似，家 禽 肉 类 进 口 量 也 在 持 续 增 长，１９９４
年家 禽 肉 类 进 口 量 仅 为２．４万ｔ，１９９７年 家 禽 肉

类进口量为５４万ｔ，２００２年 增 长 为７２万ｔ。２０１２
年进口量 为１２９万ｔ，约 为 韩 国 国 内 产 量 的 一 倍

（表６）。

从禽肉人 均 占 有 数 据 来 看，１９９４年 以 来 的２０
多年，韩 国 禽 肉 占 有 量 从９ｋｇ增 长 到３８ｋｇ，增 长

了３倍。其增长动力机制与猪肉是一致的，但 是 由

—０２１—



于白肉的经济性要高于红肉，使得肉类增 长 中，禽

肉获得更多的增长空间，这一现象与中国的 肉 类 消

费结构相一致，即廉价蛋白质消费的增长是 必 然 趋

势。进一步考虑到产业体量的问题，韩国的 增 速 很

快。这也 是 韩 国 农 产 品 市 场 逐 步 开 放 的 另 一 个 例

证。

表６　韩国禽肉生产消费情况

单位：ｔ

年份 禽肉产量 进口量 出口量 人均占有量 （ｋｇ）

１９９４　 ３８９　０１４　 ２４　４６３　 ５　６０３　 ９．２

１９９５　 ４０１　８８０　 ５０５　１０８　 １４　７６７　 ２０．０

１９９６　 ４３３　７００　 ５３５　５６３　 １７　７５４　 ２１．２

１９９７　 ４０５　２９９　 ５４３　２５４　 ３５　０９９　 ２０．２

１９９８　 ３７６　７７２　 ４５０　６５８　 ３０　１３７　 １７．５

１９９９　 ４２９　３３０　 ６１７　５９７　 １８　４７５　 ２２．４

２０００　 ４１８　３０１　 ６０５　１８６　 １７　４６６　 ２１．８

２００１　 ４２２　１７３　 ６８７　５５１　 ２０　８３１　 ２３．４

２００２　 ４３７　４０５　 ７２８　５１３　 ２６　９６５　 ２４．４

２００３　 ４２９　０２４　 ６６１　９７８　 ２３　５６９　 ２２．７

２００４　 ４３２　０２４　 ７６９　０２４　 １８　６１９　 ２５．０

２００５　 ５３６　０４０　 ８５８　２９９　 １６　０９０　 ２９．０

２００６　 ５６３　０４０　 ８９０　４４４　 ２２　４３５　 ２９．９

２００７　 ５７０　０３６　 ９５４　２４２　 ２０　７４６　 ３１．２

２００８　 ５６５　０１８　 ９４１　２８８　 ２７　１７７　 ３０．５

２００９　 ６１３　０４０　 １　０７４　８４３　 ２１　０７８　 ３４．２

２０１０　 ６５３　０１２　 １　１９３　７３８　 ３７　０７６　 ３６．９

２０１１　 ６８６　０１２　 １　２３７　３８２　 ４７　５１６　 ３８．０

２０１２　 ６６８　０１２　 １　２９４　６６１　 ５６　０６０　 ３８．４

２０１３　 ６８６　０１２　 １　２２９　６３０　 ４３　５７１　 ３７．６

　　数据来源：ＦＡＯ数据库。

４　蔬菜、水果与牛奶

４．１　蔬菜

１９９４—２０１３年，韩国蔬菜的生产量一直 保 持 一

种较为平 衡 的 状 态，蔬 菜 的 生 产 量 基 本 维 持 在９００
万～１　１００万ｔ左右，各年际产量的变化不太大，进

口量却在 持 续 扩 大，１９９４年，蔬 菜 进 口 仅 为６９万

ｔ，２０１３年蔬菜进口量为２７４万ｔ，进口量增长了近

４倍 左 右。同 时 出 口 量 也 在 扩 大，但 是 出 口 有 限，

基本上对整体影响不大。

观 察 人 均 蔬 菜 的 占 有 量，１９９４—２０１３年，韩

国 人 均 蔬 菜 占 有 量 保 持 了 比 较 平 衡 和 稳 定 的 水 平。

人均蔬菜占有量在２５０ｋｇ上下波动。个别年份 达 到

较高的消费量，如２００１年的蔬菜消费量为最大值，

当年的人均蔬菜消费量为２９０ｋｇ，２００４年也达到较

高水平，当 年 的 消 费 量 为２８５．４１ｋｇ。２００８年 消 费

量也达 到 了２８２．０５ｋｇ。其 余 年 份 的 蔬 菜 人 均 消 费

量基本都在２８０ｋｇ以下，但是也超过了２５０ｋｇ以上

（表７）。

整体来看，韩国最近２０年来蔬菜的消费总量保

持相对稳定，这 一 点 与 中 国 的 情 形 有 所 不 同。据 中

国的经验数据，中国的蔬菜人均占有量超过５００ｋｇ，

是韩国的一倍；尽管家 庭 消 费 调 研 数 据 显 示 出 有 所

下降，但是根据自上而 下 的 数 据 分 析 以 及 最 近 的 进

展，中国蔬菜消 费 的 确 仍 在 增 长，体 现 出 城 镇 化 发

展以后，随着收 入 水 平 提 高，健 康 消 费 理 念 广 为 传

播，蔬菜消费量 呈 现 出 放 大 的 趋 势，这 一 点 可 以 见

上海的经验数据 （胡冰川，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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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韩国蔬菜生产消费情况

单位：ｔ

年份 蔬菜产量 进口量 出口量 人均占有量 （ｋｇ）

１９９４　 ９　９８１　２７２　 ６９５　６１２　 ５９　４３１　 ２３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１　３２５　７０１　 ６５８　６６２　 ９２　１５７　 ２６６．３

１９９６　 １１　０８７　８０４　 １　１８１　２７６　 ６９　３４１　 ２７１．３

１９９７　 １０　７４２　９５０　 １　１７７　５７６　 ６３　８６１　 ２６１．８

１９９８　 １０　９０６　３５２　 ８７８　３６２　 ９１　１５９　 ２５６．４

１９９９　 １１　１８６　０１６　 ８４２　９７６　 ９７　７０４　 ２５９．９

２０００　 １２　２３６　２０６　 １　０５３　４３０　 １０４　０９９　 ２８５．４

２００１　 １２　３９３　７００　 １　２３４　５０５　 １３４　４００　 ２９０．２

２００２　 １０　８５２　９３８　 １　０２３　０６３　 １２６　９９０　 ２５１．２

２００３　 １１　０７７　４６８　 １　４５６　３４４　 １１７　３８０　 ２６３．９

２００４　 １１　８４１　９００　 １　８０１　９９８　 １３８　１２８　 ２８５．４

２００５　 １０　９６８　３９２　 １　６４５　６２８　 １４１　６８２　 ２６２．０

２００６　 １１　３０８　３３５　 １　８６４　５６５　 １１２　４４３　 ２７２．７

２００７　 １０　７１７　６３５　 ２　０４３　８９３　 １２９　２１４　 ２６２．１

２００８　 １１　２６７　８５６　 ２　５８４　１７７　 １６９　７４７　 ２８２．１

２００９　 １１　２６９　０１２　 ２　００２　６０４　 ２０２　９７９　 ２６７．８

２０１０　 ９　８７０　２０８　 ２　１２１　０８４　 １８９　２７７　 ２４０．４

２０１１　 １１　１７５　５２０　 ２　４３９　８１２　 １６２　１００　 ２７２．６

２０１２　 ９　９２７　２３２　 ２　７５０　７９１　 １６６　０８５　 ２５２．２

２０１３　 １０　４３５　３２５　 ２　７４４　１６８　 １６８　１４７　 ２６１．０

　　数据来源：ＦＡＯ数据库。

４．２　水果

韩国生产消费 所 需 的 大 部 分 水 果 基 本 上 都 是 国

内生产，只进口 少 量 国 内 缺 少 的 热 带 水 果。韩 国 的

水果生产和消费保持 了 动 态 稳 定 的 水 平，水 果 产 量

大致在２００万～３００万ｔ，只 有２００９年 水 果 产 量 突

破了３００万ｔ，当年的水果产量为３１０万ｔ。从进口

量来 看，１９９４—２０１３年 韩 国 水 果 进 口 量 在 持 续 增

长，虽然中间年份偶有减少，但是从整体趋势来看，

韩国的水果进口量在不断增长。１９９４年韩国水果进

口量为３．８万ｔ，经 过２０多 年 增 长 变 化，２０１３年，

韩国的水果进口量达到了１５．６万ｔ，比１９９４年增长

了近４倍。因为 出 口 量 有 限，所 以 出 口 对 生 产 消 费

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表８）。

从人均占有量角度来看，１９９４年韩国水果人均

占有量 为４７．９ｋｇ，１９９５年 就 增 长 到５６．８ｋｇ，在 以

后的 十 几 年，韩 国 水 果 进 口 量 大 致 保 持 在５０～
７０ｋｇ，因此可以看出韩国水果的 生 产 消 费 基 本 趋 于

稳定。根 据 中 国 水 果 生 产 消 费 数 据，近 几 十 年 来，

中国水果人均占有量 也 是 逐 年 增 加，同 样 体 现 了 城

镇化发展以 后，随 着 收 入 水 平 提 高，健 康 消 费 理 念

广为传播，带来水果生产消费的快速增长。

４．３　牛奶

韩国牛奶生产与消费有一定的 历 史 传 统，已 经

形成了较高水平的均衡。韩国牛奶产量保持 动 态 稳

定的水平，产量在２００万ｔ上 下 波 动，波 动 幅 度 不

大。具体来看，韩 国 牛 奶 产 量１９９４年 为１９２万ｔ，

之后两 年 产 量 不 断 上 升，产 量 均 超 过 了２００万ｔ，

之 后的１９９７年，牛奶产量为１９９万ｔ，就整体而言

产量有了些许 下 降，当 年 的 产 量 为１９９万ｔ，之 后

的年份韩 国 牛 奶 产 量 开 始 增 加，２００２年 韩 国 牛 奶

产量达 到 峰 值，当 年 的 产 量 为２５４万ｔ，之 后 的

年份产量有所下降，但是也 还 是 维 持 在２００万ｔ以

上的水平，之后的年份里，韩国牛奶产量继 续 在 波

动中 保 持 稳 定。由 此 可 见，韩 国 牛 奶 产 量 较 为 稳

定，显然 这 种 稳 定 来 自 于 韩 国 牛 奶 消 费 量 的 稳 定

（表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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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韩国水果生产消费情况

单位：ｔ

年份 水果产量 进口量 出口量 人均占有量 （ｋｇ）

１９９４　 ２　０９４　５６２　 ３８　１３２　 ５　４４８　 ４７．９

１９９５　 ２　４８４　６３９　 ６１　０１８　 ５　３１２　 ５６．８

１９９６　 ２　３９３　４９１　 ６７　０２３　 ４　２４１　 ５４．６

１９９７　 ２　６１０　７７７　 ６７　９２２　 ３　９８６　 ５９．０

１９９８　 ２　３２５　８３７　 ３２　３３４　 ５　７９１　 ５１．５

１９９９　 ２　４９１　６９９　 ４３　７１５　 ７　９５９　 ５５．０

２０００　 ２　６２５　５７２　 ５２　５６４　 ５　２５３　 ５７．８

２００１　 ２　７０６　９２８　 ６０　０８８　 ５　４１８　 ５９．３

２００２　 ２　７２５　８１１　 ７７　４０１　 ４　９７１　 ５９．８

２００３　 ２　４９４　８４８　 １０７　２３１　 ４　４３１　 ５５．２

２００４　 ２　６２６　０５１　 １１２　７４１　 ４　４０２　 ５７．７

２００５　 ２　８０８　０４０　 １１５　９４４　 １０　３９１　 ６１．２

２００６　 ２　７２１　９４８　 １３１　７３６　 ４　８９８　 ５９．４

２００７　 ２　９６６　７５５　 １５５　４５５　 １７　２２３　 ６４．４

２００８　 ２　９０３　４５８　 １３１　５９９　 ２０　８８８　 ６２．１

２００９　 ３　０９９　０７０　 １１１　０１８　 ２４　２４８　 ６５．２

２０１０　 ２　７３３　５４５　 １３１　５３７　 ２３　８２５　 ５７．８

２０１１　 ２　６４２　１９８　 １４５　４８１　 ２５　４９３　 ５５．９

２０１２　 ２　５４４　９４３　 １５６　８６６　 １９　１５９　 ５４．０

　　数据来源：ＦＡＯ数据库。

　　从牛奶的进口情 况 来 看，韩 国 牛 奶 进 口 量 一 直

在扩大，虽然数量上与韩国本土产量相比微不足道，

但是数量 也 是 在 不 断 增 加。出 口 也 是 同 样 的 情 况。

由于贸易量占比较小，并 未 对 人 均 占 有 水 平 产 生 很

大影响，所以韩 国 牛 奶 生 产 主 要 是 面 向 国 内，立 足

国内，属于封闭体系。从历史来看，韩国１９９４年的

牛奶消费 量 为５０．０８ｋｇ，之 后 的 几 年 里 人 均 消 费 量

基本上波动 不 大，１９９８年 的 人 均 消 费 量 是５０．７ｋｇ，

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 里 牛 奶 消 费 量 有 所 增 加，一 直

持续增长到２００２年的６４．３２ｋｇ，然后在接下来的年

份里，韩国人均 牛 奶 的 消 费 量 有 了 下 降，人 均 消 费

量保持在５６ｋｇ以 上，６１ｋｇ以 下，因 此 可 以 看 出 韩

国人均牛奶消费量情况基本上保持了稳定。

韩国牛奶人 均 占 有 量 较 高 并 且 比 较 稳 定，目 前

中国牛奶占有量约为３０ｋｇ，是韩国的一半，但是目

前仍然在增长过程中。两 国 的 差 异 主 要 是 膳 食 习 惯

构成的，随着中 国 牛 奶 消 费 水 平 的 提 高，未 来 两 国

消费差异将会有所缩小。

５　对比与总结

通过对比中 韩 食 品 消 费 之 间 的 异 同，在 演 进 路

径中既有共 同 的 逻 辑，即 随 着 收 入 增 加，现 代 化 水

平的提高，食物 营 养 水 平 不 断 提 高。但 是 两 国 之 间

的差异性也十分显著，这 种 差 异 不 仅 体 现 在 膳 食 结

构上，更折 射 出 两 国 不 同 农 业 政 策 所 带 来 的 效 应。

显然，改革开放后的中 国 以 满 足 食 品 消 费 需 求 进 行

生产，并在 ＷＴＯ框 架 下 实 施 宽 松 的 农 产 品 贸 易 政

策，保障了中国 的 消 费 增 长 需 求，使 得 中 国 人 均 食

品消费快速增长并因此成为世 界 最 大 的 农 产 品 进 口

国；反观韩国，由 于 韩 国 农 协 等 相 关 利 益 集 团 的 作

用，导致韩 国 农 产 品 市 场 长 期 处 于 高 度 保 护 状 况，

使得韩国国内消费者的食品消费一直处于抑制状态，

消费者福利在很大程 度 上 受 到 损 害，这 也 就 是 之 所

以能够观察到韩国人均ＧＤＰ在２．８万美元时仍然出

现快速的肉类消费增长的原因。

韩国人均占 有 农 业 资 源 低 于 中 国，粮 食 自 给 率

在３０％以下，理论上看，较低的自给率水平意味着

更高的开 放 水 平，从 而 更 好 地 确 保 韩 国 粮 食 安 全。

但是，韩国的农 产 品 贸 易 一 直 高 度 保 护，实 际 上 这

一政策与 客 观 实 际 之 间 存 在 很 大 落 差；所 幸 的 是，

韩国的农产品贸易在世界贸易中总 体 规 模 不 大，而

在国际农产品供给相对宽松，价格持续下跌的背景

—３２１—



表９　韩国牛奶生产消费情况

单位：ｔ

年份 牛奶产量 进口量 出口量 人均占有量 （ｋｇ）

１９９４　 １　９２３　３３８　 ４８　３３０　 １　２０５　 ５０．１

１９９５　 ２　００５　１５５　 ５７　７７８　 １　８７４　 ５２．４

１９９６　 ２　０４０　３９３　 ５４　４７６　 ２　３２９　 ５１．９

１９９７　 １　９９０　０１８　 ５１　６４２　 １　８００　 ５１．２

１９９８　 ２　０３２　３３５　 ３９　４２９　 ２　４９３　 ５０．７

１９９９　 ２　２４７　４０６　 ５５　１３９　 ２　５０５　 ５７．４

２０００　 ２　２５７　３６９　 ６２　９５３　 ３　５６０　 ５９．２

２００１　 ２　３４３　２６０　 ５７　３２０　 ３　７９７　 ６１．４

２００２　 ２　５４１　５６５　 ５６　２６０　 ５　１７１　 ６４．３

２００３　 ２　３７０　９５０　 ５４　５１０　 ６　６２３　 ６１．４

２００４　 ２　２６０　２２５　 ７０　０８７　 ７　０８６　 ５９．６

２００５　 ２　２３３　９９１　 ７４　６５７　 ７　４２８　 ５９．９

２００６　 ２　１８９　１９８　 ８２　９７６　 ８　３３６　 ６０．２

２００７　 ２　１９３　２２５　 ７９　６２７　 ７　５３１　 ５９．３

２００８　 ２　２０４　２３５　 ５９　７５７　 ６　８６０　 ５６．３

２００９　 ２　２２６　１２５　 ７２　６９５　 １２　１３３　 ５８．０

２０１０　 ２　０７７　０１５　 ８２　２６０　 ９　３７７　 ５６．５

２０１１　 １　８９３　０７０　 １１７　４７５　 ９　０５８　 ５９．２

２０１２　 ２　１１４　８７８　 ９６　４１１　 １４　３３６　 ６１．０

２０１３　 ２　０９６　９０５　 ９４　７３４　 １９　２４５　 ５９．５

　　数据来源：ＦＡＯ数据库。

下，韩国的农产 品 进 口 可 以 得 到 有 效 满 足。如 果 出

现国际农产 品 供 给 偏 紧，价 格 持 续 上 升，那 么 韩 国

的国内食品供给与消费者福利势必受到更大损害。

韩国坚持农 产 品 市 场 的 高 度 保 护，主 要 源 自 韩

国农协的政治游说能 力，换 言 之 就 是 利 益 集 团 对 政

策裹挟。根据数 据 显 示，除 了 韩 国 牛 奶 人 均 消 费 量

高于中国 之 外，粮 食、肉 类、果 菜 人 均 占 有 水 平 都

要低于中国。更 为 关 键 的 是，由 于 严 格 限 制 生 鲜 类

农产品进口，所以导致 韩 国 居 民 食 品 消 费 的 可 选 择

性较低，当然，如果消 费 者 长 期 习 惯 了 既 有 的 “菜

篮子”食品，那 么 对 其 主 观 感 受 并 没 有 太 大 影 响。

该现象的理论表述就 是，长 期 的 消 费 抑 制 带 来 一 篮

子食品扣除 必 要 预 算 之 外，消 费 弹 性 仍 然 较 高，使

得在高收入阶段仍然存在消费总量放大的情况。

考察韩国农 产 品 市 场 供 需 平 衡 与 消 费 变 迁，对

中国的启示也是十分 明 确 的：一 是 贸 易 自 由 化 将 在

很大范围内提升国家 福 祉，如 果 当 前 中 国 采 取 相 关

农产品保护政策，那么 今 天 国 内 的 农 产 品 供 给 与 居

民消费可能是另一番 景 象。二 是 农 协 作 为 韩 国 农 民

利益的代言人，是韩国农产品市场保护的始作俑者，

作为发达国家，韩国有 能 力 采 取 补 贴 政 策 予 以 农 户

相关的利益 倾 斜，但 是 通 过 市 场 扭 曲 的 作 用，却 未

考虑韩国消费者的利益，影响了全社会的福利水平。

总体而言，中 韩 两 国 有 明 显 的 国 情 差 异，采 取

的政 策 选 择 自 然 不 同。食 品 消 费 的 “增 长—稳 定”

机制是存在 的，对 比 中 韩 两 国 的 数 据，最 可 能 的 一

种情形 就 是，中 国 的 “增 长—稳 定”机 制 大 约 发 生

在人 均 ＧＤＰ１．５万 美 元，而 韩 国 的 “增 长—稳 定”

却要在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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