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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妆领域，随着韩国对华文化
输出能力的减弱，中国年轻人已经
不再跟随“韩流”审美；护肤品领
域，韩国产品在成分和功效方面缺
乏不可替代的“独家秘籍”……

而面对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
机器人和扩展现实等领域展示出的

“世界级能力”，“韩国经济”网站
不禁发出“所谓中国追赶韩国的时
代已经终结”的感叹。

韩国地域狭小，其人口、产
业、市场无法涵养完整的产业链
条，这种“先天缺陷”使韩国企业
不得不采取“两头在外”的经济发
展战略向国际市场寻求更大发展，
但这种模式导致韩国的产供链极度
缺乏确定性和稳定性。

自 2014 年产业结构调整以
来，2023年韩国制造业60岁以上
从业人口数量首次超过青年从业人
口数量。

韩国化妆品从中国年轻消费者
的化妆包里逐渐消失，韩国服饰在
商场里被更多其他中外快消服饰品
牌悄然替代，现代、起亚等韩系车
在华销量遭遇断崖式下降……不知
不觉间，过去的“香饽饽”现已不
再受追捧。

“韩国制造”被中国消费者
“抛弃”，既是“中国制造”向“中
国智造”跃升的必然结果，也显示
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背景下
韩国面临的严酷经济现实。

在内部高度依赖特定产业、外
部被国际竞争对手快速赶超的困境
下，韩国能否维持制造业大国的地
位正面临严峻考验。

韩妆褪色

“同样价钱，我现在觉得国产
化妆品比韩国的更好用。”挤了两
泵最近天天使用的国产品牌护霜涂
在脸上，生活在北京的小窦如数家
珍般向记者介绍起自己和身边伙伴
这几年常用的国产护肤品。

曾几何时，韩国化妆品是众多
中国年轻女性日常护肤和化妆的首
选，但最近五六年，国产化妆品以
过硬的质量、有竞争力的价格及更
好的用户体验，让众多年轻消费者
放弃了韩国货。

韩国化妆品逐渐失势最直观的
表现是，现在国内各大商场几乎已
经看不到韩妆品牌，线上购物平台
也只剩下少数韩国高端护肤品品
牌，这些品牌大多只有少数几款热
销商品，销售业绩总体呈下滑趋
势。

韩国贸易协会的统计数据证实
了上述直观感受的真实性。中国近
20年来一直是韩国化妆品最大出口
目的地。2010年韩国对华化妆品出
口增幅为166.6%，2014年和2015
年 也 分 别 高 达 95.2% 和 99.2% 。
2016年，韩国化妆品对华出口增幅
锐减到33%，2022年和2023年分
别降至26%和23.1%。

分析韩妆在中国“褪色”的原
因可以发现：彩妆领域，随着韩国
对华文化输出能力的减弱，中国年
轻人已经不再跟随“韩流”审美；
护肤品领域，韩国产品在成分和功
效方面缺乏不可替代的“独家秘
籍”。小窦说，“感觉韩国护肤品有
点鸡肋，价格没优势，功效也没见
特点。”

与韩妆在华颓势尽显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这几年“中国化妆品在
韩国火了”的新闻频频冲上热搜。

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2023年
前8个月，中国化妆品对韩国的出
口额同比上涨约190%。在韩国民
众最常用的手机应用程序中，
AliExpress（速卖通）常年位列下
载排行榜前五名，在这一平台上，
韩国消费者可以很容易地购买到花
西子、完美日记等中国化妆品。同
时，打开韩国人最常使用的Coup-
ang、Gmarket、 11 街等购物网
站，可以看到INTOYOU、Flow-
er Knows （花知晓）、TIMAGE
（彩棠）等中国彩妆品牌也受到韩
国消费者的欢迎。

让中国化妆品“逆袭”韩国
的，除了不断提升的制造工艺和勇
于开拓的创新精神，还有不容忽视
的文化因素——乘着国潮东风，国
货化妆品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
素，不仅更符合中国年轻人的流行
审美，也让同在东亚儒家文化圈的
韩国消费者耳目一新。

“现在中国风的唇釉、眼影、

眼线笔和眉笔在韩国年轻人当中挺
受欢迎的，我身边的朋友好多都在
用中国化妆品。”生活在韩国京畿
道盆塘区的玉女士说。

她介绍说，近年来一些有影响
力的韩国美妆博主会将中国抖音和
视频号上中国美妆博主的化妆教程
或专业变妆视频搬到韩国。在此过
程中，中国化妆品品牌也随着中国
新文化的传播受到韩国消费者的关
注，并通过韩国电商平台逐渐被接
受。

韩系溃败

化妆品产业的“中进韩退”，
是近几年韩国对外贸易的一个缩
影。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今年1月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韩国出口
额为 6326.9 亿美元，同比减少
7.4%；进口额为6426.7亿美元，同
比减少12.1%。2023年韩国贸易收
支出现超99亿美元逆差，这是韩国
对外贸易连续两年出现逆差。

从国别贸易情况来看，2023年
韩国对华出口额为 1248.35 亿美
元 ， 自 中 国 进 口 商 品 总 额 为
1428.49亿美元。中国正逐渐从韩
国的贸易收支最大顺差国转变为最
大逆差国。

中韩贸易出现结构性变化的原
因是什么？韩国延世大学名誉教授
文正仁说：“过去，中国和韩国的
经济保持着互补性，中国在经济发
展中需要韩国的公司和技术，但现
在中国已经变得非常有竞争力，中
国和韩国在同一个市场上竞争。”

消费电子方面，曾几何时，韩
国三星、LG的手机、电视等电子
产品风靡中国，韩系甚至一度成为
高端的代名词。如今，随着技术的
飞速发展，品类繁多的中国消费电
子类产品在品牌影响力和科技创新
方面已逐步领先世界，出口市场占
有率持续提升，而三星Note7手机
电池爆炸事故频发等事件，则让市
场对韩国消费电子产品的品控普遍
担忧。

面对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机
器人和扩展现实等领域展示出的

“世界级能力”，“韩国经济”网站
不禁发出“所谓中国追赶韩国的时
代已经终结”的感叹。该媒体援引
韩国一家自动驾驶解决方案初创公
司首席执行官金载承的话报道说，

“本以为韩国在软件方面领先中
国，但其实中国早就赶上来了，中
国企业将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在AI
时代大放异彩。”

汽车工业方面，韩系车曾凭借
皮实耐用和保养实惠等特点在中国
市场风光无限。2016年，韩系车在
华销量一度创下超170万辆的惊人
纪录。而自2017年以来，韩国车
企在华销量便一路下滑。中国汽车
流通协会汽车市场研究分会的数据
显示，2023年全年韩系车在华市场
零售销量仅30余万辆，在中国市场
所占份额已不足2%。

分析韩系车在中国市场的溃
败，可以发现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相比于德美日车企根据
中国消费者的特点，主动推出长轴

距、订制版等专为中国消费者量身
打造的车型，韩国车企动作迟缓，
很少推动本土研发，大多采用原版
车型引入的方式生产，削弱了韩系
车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其次，韩系车在中国新能源汽
车市场的战略布局明显滞后。中国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增长最快的新
能源汽车市场，韩系车在比亚迪、
蔚小理和特斯拉等诸多新能源车企
的多面夹击下处境艰难。

当然也应该看到，与韩系车在
中国市场一泻千里的溃败相比，其
全球销量依旧亮眼，自疫情后持续
保持增长态势，并呈现燃油车、混
动车和电动车均衡增长的局面。韩
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数据显示，
2024年一季度韩国汽车出口额175
亿美元，创季度历史新高；2023
年，韩国汽车出口额709亿美元，
创下年度新高。汽车工业是韩国最
大的出口创汇部门，对于进军海外
市场的中国车企来说，韩国车企既
是对手，也应当成为研究对象。

文化产业方面，韩国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到重创，翌年
为了使经济能够快速恢复并获得更
大发展，韩国政府将目光投向文化
产业，先后制定了《文化产业发展
5年计划》《21世纪文化产业设想》
《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电影产
业振兴综合计划》等发展规划，并
设立专项基金，为文化产业发展提
供财政支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自那之后，韩剧和韩国综艺开始逐
渐风靡中国，各种长腿欧巴和温柔
欧尼演绎的缠绵悱恻的情感故事赚
足了国人的眼泪，眼花缭乱的男团
女团的洗脑式唱跳和个性穿搭让无
数少男少女趋之若鹜。时移世易，
现在“韩流”已经很难打动中国年
轻人了。

一方面，中国年轻一代文化自
信的增强、国潮的崛起、中国影视
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短视频
和直播平台的一骑绝尘，消弭了

“韩流”的影响，使韩国的服装、
影视、音乐、游戏等在中国市场全
线溃退。另一方面，个别韩国艺人
表里不一，“每次制作经费不够的
时候，我们就选择去中国赚钱”的
自毁招牌式操作，让中国粉丝与

“韩流”渐行渐远。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韩国出

口额还能达到6326.9亿美元，对华
半导体出口功不可没。但这种态势
能否长期维持存在疑问。

其一，中国正在芯片供应链上
打造持久优势，在基础技术方面取
得进步。

其二，自2022年10月美国针
对中国加强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
制以来，美国一直要求韩国实施类
似的出口管制。韩联社援引知情人
士的话称，美国起初的施压对象只
有半导体技术水平较高的荷兰和日
本，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美方对
韩方施压力度越来越大，甚至点名
韩国的特定企业，指责其对华半导
体设备出口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韩国被迫向美
国屈服，韩国的出口肯定会受到影
响，对华贸易逆差必然进一步扩
大。

内外交困

作为制造业大国，韩国过去的
成功主要得益于对高质量产品战略
转型、技术研发改进、效率提升以
及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等方面的投
入。

然而，近几年，汽车制造、造
船、化工、电子和建筑材料等“韩
国制造”的主要专业领域正在高度
承压。贸易逆差不断拖拽经济下
行，使韩国名义GDP在2022年跌
出了全球前十，目前已退至第十三
位。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内外交
困，韩国制造业的发展面临多重挑
战。

首先，韩国地域狭小，其人
口、产业、市场无法涵养完整的产
业链条，这种“先天缺陷”迫使韩
国企业必须采取“两头在外”的经
济发展战略面向国际市场寻求更大
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导致韩国的产
供链极度缺乏确定性和稳定性。

从技术引进来看，韩国在美国
的棋盘里，不可能被允许拥有核心
技术，只是被限定为加工一些高价
值零部件，美国不可能让韩国真正
成为制造强国。

从获取原材料和组件供应来
看，韩国电子、汽车和重工业等制
造业严重依赖外部资源，供应链十
分脆弱，外部市场的任何波动——
进行政策调整、出现贸易争端、发
生自然灾害或公共危机等——都会
给韩国制造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从产品销售来看，竞争对手自
身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不仅将
使“韩国制造”失去竞争优势，更
会使其逐渐失去市场份额，韩系产
品在中国市场的全线溃败就是典型
例证。此外，韩系产品销售过度依
赖国际市场，也使其极易受到贸易
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等因
素的影响。

其次，韩国制造业的发展受到
了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严重困
扰。

韩国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最快的
国家之一。韩国《每日经济》今年
初援引该国统计厅的数据报道称，
自 2014 年产业结构调整以来，
2023年韩国制造业60岁以上从业
人口数量首次超过青年从业人口数
量。

青壮年劳动力缺失、越来越多
老年人坚守在工作岗位，由此引发
的企业运营成本增加、创新能力下
降和企业结构被动调整等，均成为
制约韩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韩国政府曾于2019年发布制
造业复兴愿景，宣布到2030年通
过产业结构智能化、环保化、融合
化创新，让韩国跻身世界四大制造
业强国之列。现在来看，如何在摆
脱高度依赖特定产业局面、解决劳
动力成本上升和人口老龄化难题、
巩固产供链安全稳定的同时，制定
出顺应市场发展和时代潮流的产业
政策，已成为摆在韩国面前的重要
时代课题。

（据新华社5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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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系溃退与“韩国制造”的真相 新华社杭州5月13日电 马拉
松运动热度不断升高，其健康话题
也备受关注。跑者如何在享受乐趣
的同时减少病痛困扰？专家为“跑
马”爱好者支招。

膝盖痛、脚痛、腰痛
……如何减少“跑马”之痛？

每当马拉松比赛结束，终点附
近的地铁站、公交站总会出现一波
挪不动腿、艰难下楼上车的跑者，
膝盖痛、脚痛、腿痛、腰痛、肩颈
痛……一股脑儿地袭来。

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常务委
员胡懿郃说，这些疼痛主要是由于
长时间保持跑步姿势，肌肉过度使
用、过度拉伸，压力使筋膜、肌
腱、软骨甚至骨质受到损伤。

减少这些疼痛，跑步前要做好
一系列准备，如合适的跑鞋、热身
与拉伸、适度训练、强化核心肌群
等。此外，跑步后可以通过休息与
冰敷、适当按摩与理疗等帮助恢
复。

“如果疼痛实在难以忍受，可
在医生的建议下，适当使用消炎止
痛药物缓解症状，但不宜长期依
赖。”胡懿郃说。

“跑马”适合年龄偏大、
有基础病的人吗？

越来越多不同年龄的爱好者加
入“跑马”队伍，身体肥胖、有基
础疾病以及年龄偏大的人会格外担
心“跑马”是否有“副作用”。

专家介绍，参加马拉松确实要
警惕对身体潜在的负面影响，包括
组织损伤与身体过度使用带来的伤
害，如长时间跑步可能导致关节
（尤其是膝关节、踝关节）、骨骼和
肌肉承受过度压力，引发应力性骨
折、肌腱炎、滑膜炎等问题。

再就是心血管压力，虽然适量跑步有益
心脏健康，但过度训练可能导致心脏肥大，
增加心律失常和心脏疾病的风险。

专家建议可以适度训练，每周增加跑步
距离不超过10%；结合不同类型训练，如间
歇跑、速度训练、力量训练，适度休息，避
免单一重复的运动模式；保证充足的睡眠，
实施主动恢复策略，如轻量运动、拉伸、按
摩和冷热疗法；同时还要重视身体信号，一
旦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异常，及时调整训练计
划或寻求专业医疗建议。

“跑马”意外事件受关注，哪些
是“喊停”的重要信号？

尽管心脏猝死在马拉松比赛中不常见，
但却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由于马拉
松比赛对参与者的心肺功能和整体体能要求
较高，加上比赛时的环境因素（如气温、湿
度等）和个体差异，确实存在发生心脏猝死
的风险。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骨科副主
任谢杰提出，在“跑马”途中应当关注几个
重要信号，以预防可能的心脏问题和其他严
重健康事件：

一是胸闷、胸痛。任何胸部不适，特别
是压迫感、烧灼感或疼痛，都应视为心脏问
题的警告信号，应立即停止跑步并寻求医疗
帮助。

二是极度疲劳或虚弱。若感到前所未有
的疲惫，远超正常范围，且伴随冷汗、晕厥
感，这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的表现。

三是呼吸困难、心跳异常、严重头痛、
恶心、视力模糊、肌肉无力、协调障碍等，
这些症状可能提示心脏、血压异常或其他循
环系统问题，应引起重视。

专家特别提醒，在极端高温、低温或高
湿度条件下跑步，尤其要留意身体反应，感
到不适时及时停止，以防热射病或低温症。
为了预防心脏猝死等意外发生，跑者在赛前
应进行全面体检，了解身体状况，并在比赛
过程中密切监控自身体征，遵循“安全第
一”的原则。

赛后多久能恢复运动？
马拉松比赛后恢复运动的时间、强度和

频率，要根据个人体质、训练水平、比赛时
体能消耗、赛后身体反应等因素综合考虑。
谢杰建议遵循以下原则：

在赛后即时至3天的初始恢复阶段，以
休息与散步、轻微拉伸等轻量活动为主。

在第3至14天恢复性训练阶段，可以进
行游泳、骑自行车或轻松瑜伽等低冲击、低
强度的交叉训练，促进肌肉恢复，避免高强
度跑步。如果感觉良好，大约在第7至10天
后可以开始尝试轻松跑，以感觉舒适不勉强
为宜。

第14天后可以进入正常训练恢复阶段，
根据个人感受和身体反应，逐渐增加跑步距
离和强度，可以每两周增加一次长跑距离或
强度，但增加幅度不宜超过10%。

专家介绍，一般情况下全面恢复到赛前
训练水平可能需要4至6周，精英运动员可
能需要更长时间来达到竞赛状态。每个人的
身体恢复速度不同，具体情况需根据个人实
际情况灵活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