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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言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卽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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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文面

敬啓者：

兹遵照一九五0 年十月七日大會決議案三七六(五)第二段(C)分段之規定， 

謹橡送聯合國韓國統一善後委員會敍述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以來情形之報告 

書，請轉送大會第二十一經常届會。

敬向閣下表示最高敬意。

此致

紐約

聯合國秘書長宇譚閣下

主席

(茶名）R. H. VAN GULIK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



導 言

聯合國韓國統一善後委員會本報告書所涉時期自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卽 

提出本委員會上次報告書之日起1至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卽本報告書簽字 

之曰止。本報告書應與本委員會以前提送大會第六至第二十届會的各次報吿書 

一併閲讀。

第臺章 

聯合國及韓國問題

A . 聯合國在韓國的目標

一 . 聯合國在韓國的主要目標是以和平方法促成 

一個實行代譲政制的統一、獨立和民主的韓國，並且 

在那個E 域完全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大會在許多決 

議案中—— 最後一個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通 

過的決議案二一三二  (二十)—— 曾經置次重申這些目 

標。

B. 委員會的任務規定與工作

二 . 大會以一九五0 年十月七日決議案三七六 

(五)設置聯合國韓國統一善後委員會(韓善委會），由 

澳大利亜、智利、荷蘭、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及士耳 

其組成。委員會承擔前由聯合國韓國間題委員會行使 

的任務 ;2 代表聯合國促成全韓統一、獨立及民主政府 

的建立，並且對於韓國的救濟及善後事宜履行大會決 

定的責任，這項工作後經交付聯合國韓國復興事務處 

(復與事務處）。8 各代表團及秘書處目前的成員載列 

附件査。

三 . 一九五六年一月，委員會設置一分設委員會， 

有權在委員會不開會時代表行事，由住在漢城的澳大 

利亞、菲律賓、泰國及士耳其代表組織而成。

四 . 在檢討期中，委員會在漢城舉行了四次届會。 

韓善委會分設委員會開會三十三次。

1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届會，補編第十二號 (A/6012)。
3 —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决議案一九五（三）及一九四九 

年十月二  i ^一日決議案二九三 (四)。

* 一九五0 年千二月一日決議案四一  OC五)。

五 . 委員會遵照所奉命令，努力促成聯合國在韓 

國的目標並且設法使韓國問題獲得解決，但因北韓當 

局繼續拒不接受大會建議並且拒不承認聯合國有權解 

決韓國問題受到限制。

六 . 委員會繼續從事觀察，備供請詢，並且密切 

注意大韓民國代議制度的實施情形以及一般政治與經 

濟的發展情形。委員會可以進行磨商並在大韓民國境 

內到處自由旅行。

七.韓善委會分設委員會對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九日爲填補國會議席五個空缺所舉行的補缺選舉，進 

行觀察。分設委員會組織了兩個觀察小組，對於補缺選 

舉，在選舉之前、選舉之日以及點票期間進行觀察。

A . 在舉行選舉之日，觀察小組在漢城特別市四 

個選區內進視了四十三個投票站，在 Kwangju市內巡 

視了一個投票站。分設委員會認爲選舉的進行，秩序 

良好，自由的表達了民意。對於選舉的過程，並沒有 

人指出違法情事 ,表示不滿,但是許多據稱違犯競選條 

例的情事已經交付檢察當局處理。十一月十日，當局 

宣佈涉及二十一人的所稱違法案件十五起業經處理。 

兩人判罪，其他人等宣告無罪。

九.政府及各政黨領袖與韓善委會保持密切良好 

合作。委員會代表常有機會與政府及政黨領袖會晤商 

談。

C. 政府及政黨對於統一間題的態度

一0 . 在檢討期間，統一問題及達成統一的方法 

盜受政府及各政黨的注意。政府一再申明格遵聯合國



所定方式以達到全國統一的基本政策毫無改變。反對 

黨 (民衆黨)雖不另提政策以替代政府政策，但是主银 

對此問題進行研究。

一一 . 一九六六年七月，國會一致通過決議案一 

件，設置特別委員會，貝貴研究在行政立法機關內 

設立一個統一問題研究團體的問題。這個委員會由六 

個大黨議員和四個小黨議員組成，當在一九六六年年 

底前完成工作。

D . 北韓當局的態度

-*二.北韓當局繼續拒不承認聯合國的職權及有 

關統一的各項目標。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四日發表 

的一項聲明4中，他們表示：

"• •，聯合國無權討論韓國問題 • •，朝鮮民主

主義人民共和國不承認而且決不接受聯合國的任

何 '決議案 '•••"
一三 . 北韓當局發表的正式聲明無法得到，但是 

以近來的無線電廣播作判斷，他們對於如何統一的看 

法與本委員會提交第二十届大會報告書第十一段至第 

十二段內所載並無不同。

E . 大會第二十屆會時的韓國問題

一四.大會於第二十届會時將韓國問題的項目交 

付第一委員會審議具報。該委員會於一九六五年十二

月二十日舉行第一四二四次會議時 ,舉行唱名表決，以 

五十票對二十票，棄權者二十，通過了一個四國決議 

草案決定邀請大韓民國代表一人參加辯論。同次會 

議，該委員會以唱名方式舉行表決，以三十九票對二 

十八票，棄權者二十二，否決主藤邀請大韓民國及朝 

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雙方代表參加辯論的五國決議 

草案。《

一五 . 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四二六次會議時，第 

一委員會舉行唱名表決，以六十二票對十二票,棄權者 

二十九通過十三國決議草案。7 這個決譲草案後輕大 

會舉行唱名表決，以六十一票對十三票，棄權者三十 

四通過，成爲決議案二一三二(二十)。《大會以此決議 

案重申聯合國在韓國的目的是用和平方法，促成一個 

實施代議制度的統一、獨立與民主的韓國並且使那個 

地E 的國際和平與安全完全恢復；促請北韓當局接受 

業經大會屬次確申的那些聯合國旣定目標；力促各方 

繼續努力以達到那些目標；並請韓善委會依照大會有 

關決議案繼續工作。

; A / C .1 / L .3 5 6 ,由日本、菲律賓、泰國及美利堅合衆國提

出。

W C . 1 / 8 9 7 。

« A/C.l/L.360o
■"A/C.1/L.355 and A d d . l ,由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 

大、哥倫比亞、盧森堡、荷蘭、紐西蘭、菲律賓、泰國、土耳其、聯合 

王國、美利堅合衆國以及馬達加斯加聯合提出。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三十 

二 ，文件 A/6221。

第武章

大韓民國的政治發展與外交關係

A. —般檢討

一六.大韓民國的對日關係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二 

月正式化的；這個問題在檢討時期的早期，還是動韓 

國政治發生影響的主要因素。顯著的是政府採取措施 

以制止學生與敎授爲抗議對日關係正常化所舉行的示 

威遊行 ,民衆黨議員抗議議會批准對日協定集體辭職， 

抵制議會，以及其後民衆黨議員回到議會。他們一回 

去，議會就開始進行正常的工作，經多數黨與少數黨 

雙方折衷妥協之後，對於許多重要問題採取行動，包 

括增派作戦部險前往越南在內。在這個時期內，民衆 

黨內的"强碼派"與"温和派"對於反對對日關係正常化

應採何種策略問題發生衝突，終於決裂。同時一個新 

政黨新韓黨(Sinhan Dang)宣吿成立。

一七 . 司法機關繼續以完全獨立地g 進行工作。 

被控違法者均有在法院申訳的機會。

一八 . 雖然反封黨指稱有威脅情事，但是報紙及 

無線電與電視廣播節目經常使民衆充分獲悉國內及國 

際發展情形。

一九 . 外交方面，大韓民國採取了許多步驟去提 

高它的國際地位。它擔任了一次亞洲及太平洋國家部 

長會議的東道國。在這方面採取的其他重要步驟包括： 

璧於國際情勢瞬息萬變，採取了一個可伸可縮的外交



政策；在各地，尤其非洲、亞洲與拉丁美洲擴展外交與 

領事關係以及大韓民國與東南亞及太平洋國家的領導 

人物交換意見與訪間。

B . 政洽發展

一 . 行政

二0 . 對日關係趨於正常後 , 9 內閣閣員，包括總 

理在內，向總統提出總辭，以便總統在必要時可以自 

由行動另組政府。但是總統拒不接受辭職，並且力促 

內閣繼續努力以解決國家面臨的問題。

二一 . 一九六六年一月，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來 

虚懸的財政部長一缺補實，同年二月農林部長辭職並 

輕補實。內政部長、衞生及社會部長以及政務委員一人 

(責責政務)爲在一九六七年選舉中參加競選於四月辭 

職，也都已經由他人接充。

二二 . 一九六五年歲暮，因爲實施警備令 ,1» 控 

制了因對日復交問題而起的遊行示威，雖然學生繼續 

在校園聚衆集會。

'* — «, 本着已經宣佈的捜尋並懲罰學生示威運動 

領袖及煽動者的意向，政府在Yonsei大學及韓國大學 

未能對於學生領袖與"政治"敎授自動採取懲戎行動之 

後，下令無限期關閉上述兩校。遊行示威後，學生一 

百七十名受起訳，其中大部分被控違犯集會示威法，少 

數被控違犯反共法。但是除少數學生外，全部獲釋待 

赛。一九六六年六月底，正受審理者有四人被判有罪， 

在緩刑期內受到監視。上述兩個大學在同意對學生領 

袖與敎授探取懲戒行動後於九月二十日復枚開課。五 

日後，警備令撤銷。

二四 . 國會通過決議案，促請政府停止對反對對 

日復交的學生與敎授採取懲罰措施。總理表示願意尊 

董該項決議案，但是要求准予酌奪情形決定何時實施。 

同時各大學遂漸開始恢復已受懲戒學生的學籍，但是 

輕敎育部認爲今後可能領導遊行示威的學生五十二名 

不在其列。

二五 . 政府於一九六五年塵誕日實行大赦，釋放 

在一九六一年軍事革命後，因"饭國"活動，依一九六 

一年懲處特定罪行非常法規定經過審理，被判入獄的 

三十七名政治人物。受上述非常法影響的其他十九人

*•同上，第二十届會，捕編第十二號(A/6012) ,第三十一 

段、第八十一段及第A十二段。

1̂>同上> 第八十六段。

的剰餘徒刑，業經減半。但是依一九六二年澄淸政治 

活動法嚴禁軍事革命前活動政治人物從事政治活動的 

命令，政府未予撤銷，上述人物中約有七十名仍受此 

項禁令的拘束。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五日，國會一致建 

議朴總統將此禁令完全撤銷。

二六 . 三 月 二 十 日 ，總理在國會宣怖政府無意 

廢除上述法律，但是願在一九六六年內對於仍受影響 

者逐漸解除禁令。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動於一九 

六一年五月發生軍事革命時擔任總理的病況厳重的張 

勉先生 ,11解除禁令。

二 . i 法

二七 .在檢討時期內，國會舉行一九六三年第六 

次國會成立以來的第二届經常年會(第五十三届會)以 

及四次特別屆會，會期自九天至爲這種届會規定的最 

多三十天不等。

二A . 國會第五十三届會開慕時，有反對黨議員 

五十五名出席，議員七人已於一九六五年八月因對日 

關係正常化問題辭職。 後來，另有反對黨議員兩人 

爲其他原因放棄議席。其餘五十三名反對黨議員提出 

辭職，對所議對日協定表示抗議，並且抵制第五十三 

届會議。國會其後拒不接受這些辭職。因此，國會議 

席有九個空缺，其中四席依比例代表制遞補，五席則 

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九日舉行補缺選舉。

二九 . 在補缺選舉中，民主共 fP黨未提候選人， 

其他政黨總共提出三十二名候選人。民衆黨獲得三席， 

但喪失兩席，一席爲Handok (朝鮮獨立黨)所得，一 

席爲 Chongmin Hoe (正民會)所得。

三0 . 因此，國會各黨實力如下：

讓員辭職前  補缺避舉搞

民主共和黨 ................  110 110
民衆黨，，'.................... 62 59
朝鮮獨立黨   一 1
正民會   一 1
無黨無派 .................... 3 4

共 计  175 175

張勉先生於一九六六年六月四0逝世。各方對其愛國熱 
沈與政治家風度備加頌揚。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届會，補編第二十號(A/6012),第 
A十二段。



三一 . 缺席兩月後，民衆黨"温和"派議員於一九 

六五年十月十一日回到國會，數日後"强硬"派議員隨 

之回去。民衆黨議員旋卽提出一項動議，主張重新研 

究對日協定並稱國會對批准協定所表斤的同意無效作 

廢。該項動議經國會否決。

三二.國會於十一月十一日開始通艇研究一九六 

六年度預算案，以期在法定限期十二月一日前通過。但 

是預算案延至十二月四日方始通過，因而民主共和黨 

與民衆黨能够擬具折衷辦法；依此辦法，政府同意在 

預算中減削三 , 0 0 九，0 0 0 , 0 0 0 圃 ,10撥劃五 

0 , 0 0 0 , 0 0 0 圖從事與恢復地方自治制度"有關 

的壽備工作，並且同意遵行國會所提對於因對日關係 

正常化問題受到懲戎的學生與敎授應採寬大態度的建 

議。

三三 . 國會通過了對全國官員法的修正案一項， 

准許若千官員，如內閣閣員、各部次長及漢城市長等 

從事政治活動。國會也通過了對敎育官員法的一項修 

正案，規定設置一個懲戒委員會，有權懲戎大學學院 

校長及督學。

三四 . 届會閉幕前，國會選出正副議長以及常務 

委員會主席，其任期到一九六五年年底届滿。

三五 . 國會第五十四届會(特別届會)膀聽總統的 

國情報告以及各政黨的主要演說。

三六.總統在其報告中論列他稱爲國家至高目標 

的統一問題。爲達此目的，他促請各方同心協力，加 

速國家的現代化並且建立自給的國民經濟。

三七.反對黨民衆黨領袖朴順天夫人承諾不作過 

分的黨派鬪爭，並且提出替代政策去應付今後的工作。 

她也承諾盡心竭力穩定憲政並且主張恢復地方自治、 

修正憲法以及修改政黨及選舉法。

三A . 民主共和黨主席金鐘泌先生宣稱該黨一九 

六六年度的主要目標爲獲致政治、經濟及社會安定。 

他對於反與黨政綱所載許多具有建設性的提案表示歡 

迎。但是他拒不接受民衆黨所提修正憲法及修改其他 

法律的主張。

三九 . 一月，民衆黨向國會提出動議，要求組設一 

個專設委員會，負責調查依據債權人三個銀行所得漢 

城地方法院命令已經出售的日報京鄉新聞一案。反對

>大韓民國賞幣爲園。依目前應率，約二七0 園折合美金

黨控稱迫使該報出賣是爲了塵制據說有反對値向的一 

家報紙的言論自由。總理向國會發言時否認反對黨的 

指控，設置委員會的動議未獲通過。

四0 . 關於依處理財産賠償間題及經濟合作協定 

日本應付敦項的管理經營，國會通過了一項法律。這 

個法案反映反對黨的要求，如毎年利用敦項的方案必 

須先經立法機關核准、禁止利用敦項從事政治活動以 

及議員不得擔任款頃經理委員會委員等。

四一.國會對於韓國鐵路局若干官員盜用公敦案 

一類間題也向內閣閣員提出質詢。爲此，反對黨提出 

動譲，指稱交通部長應責全責 ,並且要求將其撤職。上 

述動議未獲通過。

四二 . 國會第五十五(特別)届會處理政府請對增 

派作戦部險前往越南共和國表示同意案將其交付 

國防及外交委員會聯席會議進行初步討論。上述委員 

會委員認爲所議增派部除前往越南的承諾對於國家安 

全與經濟發展可能發生不利影響並且可能損害到不結 

盟國家對韓國的看法，因此表示憂慮。政府領導人物 

向國會保證必要措施業經採取，務使國防的完整得以 

保持，固而且國家的經濟得以繼續進展。

四三.民衆黨議員反對派遣部除並且指稱政府對 

於這個問題完全不顧舆論；他們要求修改大韓民國與 

美國互防條約的若干條敦以確保韓國的國防。

四四 . 其後，五十六名多數黨及少數黨議員提出 

動議，要求政府進行談判，修訂條約，以便保證美國 

不等國會核可立卽對付對韓國發動的武裝攻擊而且事 

先未與韓國政府廣商決不將其駐在韓國的部除撤回或 

減少。國會與此動議未採行動；要求政府檢討與美國 

就軍事事項所訂條約協定的一個略爲不同的動議於第 

五十七届會議時一致通過。

四五 . 三月二十日，國會以九十五票對二十七票， 

棄權者三通過政府所提派軍厥一師一團前往越南共和 

國的請求。議員五十人缺席。

四六 . 在輕過冗長熱烈辯論，民衆黨議員終於全 

鄧退席之後，國會核定政府爲使用日本依建立正常關 

係協定所供財産賠償敦項提出的第一年(一九六六年） 

方案。

0

" 一九六四年以来，國會反對黨迭次要求政府恢復地方自 

治制度。政府認目前實行爲時過早。

參閱下文第七十三段及第七十四段。

五月政府宣怖擬將韓國部險增多二三 , 0 0 0 人並且雇 

用平民一一 , 0 0 0 人擔任軍事行政職務。



四七 . 在爲期九日的等' r 六 （特別）届會期內， 

國會通過了兩大引起爭線的項目，一九六六年度第一 

補充預算法案以及政府所提動許多外國借敦增加償遺 

保證的請求。在多數黨與少數黨達成妥協辦法，從所 

提補充預算中削減韓幣一，一五0 , 0 0 0 , 0 0 0 圖 

之後，上述兩個項目方獲通過。

四八 . 國倉第五十七(特別)届會雖然通過了二十 

三個主要與經濟事項有關的法案，但是卻以大鄧分時 

間對下列問題向內閣閣員提出質詢：政府對於統一問 

題的政策、反共法、因參加反對對日協定示威運動而受 

懲戒學生的恢復學籍問題以及涉及民衆黨議員一人及 

社論對政府不利的東亞日報記者一人的所謂"恐怖"事 

件。國會設置特別委貴會對這些事件進行調查。

三 .政震

四九 . 在國會中民主共和黨繼續爲多數黨。

五0 .  —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三届年會 

時，該黨再度選舉朴正熙總統續任總裁兩年並且對於 

提名金鍾泌先生爲主席，表示贊同。

五一 . 雖然民主共和黨內部有立派成系的跡象， 

但在國會中該黨議員整決支持政府對重要問題的政
A-Ar
束。

五二 . 民衆黨在國會繼續爲主要反對黨。在批准 

對日條約及協定後的時期內 ,民衆黨"强硬派"與"温和 

派"黨員在國會內外衝突漸多。民衆黨議員回到國會之 

後，"强硬派"黨員在該黨談判組內自成小組，而非議 

員黨員則組織了"淸黨衞民協會"。另一批脫離該黨的 

份子成立了"民主俱樂部"，作爲組織一個新反對黨的 

第一步。上述兩派爲了保持黨的完整，迭次設法達成 

妥協；但是一切企圖均告失敗。

五三 . 七月十九日舉行第二次全國大會時，民衆 

黨設立常務委員會爲主要執行機關，以替代最高委員 

會及指導委員會。會前，民衆黨全體領導人物，包括 

最高委員會委員長在內，爲設法誘使一批著名的無黨 

無派政客加入該黨，辭去職務。可是，全國大會將大 

多數以前的領導人物選爲常務委員會委員，因此，無 

黨無派的政客拒絕參加該黨。

3 ；四 . 新韓黨於一九六六年三月成立，選舉 Mr. 
Yoon Bo Sun爲主席並爲一九六七年總統選舉候選

人。17該黨大都由前民衆黨黨員組成，但是也包括若 

干前自由份子、右翼進步份子以及曾經里決反對對曰 

修好的其他人士。

五五.新韓黨承諾成爲一個鮮明的反對黨並且盡 

力在自由民主的原則上獲致領土統一。該 黨 宣 在 原  

則上並不反毅與日本建立正常關係，但是當繼續設法 

從建立正常關係協定中删除若干規定。

五六.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三日七個零星進步圃體 

的代表成立了一個壽備委員會，以便組織一個暂時定 

名爲民主社會黨的政黨。該黨領袖Mr. Soh Min Ho 
爲前民衆黨議員，依他的意晃，該黨將在民族主義與 

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提倡民主社會主義。該黨的成立宣 

言主張"在自決基礎上顧到國際情勢,逐漸獲致領士統 

一"。該黨發言人表示宣言中遂漸統一的意思是由韓國 

與北韓交換信件、記者及運動員。Mr. Soh Min Ho 
重申診黨與此間題的立場，他說如果當選總統，願意 

與北韓的金日成先生見面並且討論統一問題。

五七 . Mr. Soh發表這些聲明後不久，就遭受逮 

捕，後來被控違犯反共法第四條第一項，因爲據稱 

除其他各點外，他的聲明有承認北韓政府的趨勢，事 

實上與該政權以前的提議完全相闻。

四 .其他事項 

敵方間截活動

五八 . 受北韓指揮的間課繼績對韓國進行活動， 

其程度與以前歷年似乎相做。可是 ,依照官方陳述，事 

實證明這些閩課正在改變方法，從簡單的渗透及捜集 

情報到採取恐怖及破壞活動。舉例來說，大韓民國軍 

民有被北韓特務殺死的情事，也有偷渡非武装 fe域的 

間課被韓國保安部險殺死或逮浦的情事。此外還有向 

大韓民國軍事設施投擲手播彈以及漁船漁民遭受扣押 

的事情。總理宣稱北韓正在實施一個策略，其目的在 

趕走聯合國軍厥，擾亂治安並使部險士氣低落。在A  
月初逮捕約二十名所稱特務之後，據說軍方認爲該批 

間課的一個目的是在破壞一九六七年選舉壽傭工 

作。

17雖然下次總統以及普通選舉要到一九六七年上半年方 

始舉行,各個政治團體在一九六六年初期就在組織，壽備這些 

選舉。各反對黨領袖已在探討，是否可能獲致協議，由各反對 

黨提出一個總統候選人。

« 反共法全文，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屆會，補編第 

十三號 (A / 4 9 0 0 ) ,附 件 5 C 。



若干據稱達犯反共法义有關法律的案井

五九 . 在檢討時期内，反對黨及新聞界偶或指控 

政府利用反共法及有關法律以限制反對黨的活動。但 

是就正式起蕭的據稱違犯這些法律的那些案件而言， 

被告都依法經過正常審理，無罪開釋或被判有罪。

六0 . 舉例來說，一九六五年九月因據稱違犯反 

共法及刑法而被交付檢察當局的八名學生，有六名終 

於受到起訳。這六名學生中，兩名對於所有指控被宣 

告無罪，其他四名雖然被宣告未犯叛亂罪，但是對於 

其他指控被剑有罪並經剑處刑罰。可是這四名學生與 

於所有指控最後經上新法院宣吿無罪。

六一.另一案件是大都爲朝鮮獨立黨黨員的一批 

人員因據稱違犯刑法有關叛亂的規定而遭受逮捕。其 

中九人以及議員Kim Du Han被控犯法。漢城地方 

法院宣告十人無罪並稱所控各節缺乏確實證據。議員 

Kim Du Han及其他被告一人因違犯有關處罰强暴 

行爲的法律被剑罰錢。

六二.最高軍事上訴法院批准一九六五年七月軍 

事 法 庭 對 Won Chung Y on與 Park In D o上校因 

違泥國家安全法及軍法而被判處的死刑。法院宣告 

另一被告無罪，並 將 Lee In S u上校的判決從終身監 

禁減爲十五年有期徒刑。法院批准對其他三個被告所 

判處的五年至十五年的徒刑。最高法院核准最高軍事 

上謝法院所作的剑決。被告所提重審的請求均遭驳  

回。

六三.在普通法院因涉嫌參預陰謀而受審理的七 

個平民中，兩人無罪開釋，三人被剑緩刑。 Mr. Kim 
Son K i被判有期徒刑五年，擁奪公權三年。Mr. Chun 
Du Y o l被判擁奪公權三年。上訴法院覆審此案時對 

於七名被告中的五人宣告無罪,並將下級法院封Mr. 
Kim Son K i的剑決減爲徒刑三年，對 Mr. Chun Du 

Y o l的判決減爲徒刑兩年。最高法院命令漢城上訴法 

院重審此案，同時宣稱被吿七人中有五名未將Colonel 
Won Chung Y o n的隱謀報告調查當局，因而違犯國 

家安全法。但是上新法院斜於五名被告中兩名所作無 

罪宣告經獲最高法院批准。

所稱恐怖行動案井

六四 . 一九六五年九月，炸弾一校在某新聞記者 

住宅爆發，另有某無線電廣播電臺雇員一人遭受綁架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届會，捕編第卡二號(A/ 
60 12 ) ,第九十三段及第九十四段。

同上，第九十五段。

殿打。另有炸弾一枚在某一反對黨政客住宅附近爆炸， 

但無死傷。總統下令徹底調查這些事件，政府指服檢 

察官及主管軍警當局組設一調查小組。此外，國會設 

立專設委員會，負責調查這些事件。該專設委員會在 

其業經國會核可的報告書內指稱對於道些事件無法有 

所說明並且建議總統下令繼續進行調查。

C. 外交關係

一 . 外☆政策養明

六五 .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A 日總統向國會提出國 

情報告，在敍述外交政策綱領時宣稱：

"我們推行一個合縱連橫的政策去使我們的

國家終於統一並且確保〔它的〕安全 • •，我們認爲

東南亜是對於我們的安全最爲董要的地直，因此

我們願意積極參與使這個地區得到和平安全的種

種努力 。"

六六 .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外交部長宣稱北 

韓加緊對不結盟國家的外交與商業活動，爲了對抗這 

一點，政府於必要時願與已與北韓維持外交關係的國 

家建立商業及文化關係。可是他着重指出這決不是改 

變政府的基本政策，就是拒絕與已與北韓保持正式關 

係的那驻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以及與已與北韓建立這種 

關係的那些國家斷絕外交關係。

六七.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國務會議改變政 

策，決定：當學術或技衛性的國際會議在大韓民國所 

參加的國際組織贊助之下在共産國家舉行會議的時 

候，政府在原則上准許其代表參加這種會議。國務會 

議也在原則上決定 :當這種會議在大韓民國舉行時，當 

向與大韓民國沒有建立外交關係的會員國代表發出邀 

請。可是本委員會發現一九六六年，捷克及蘇聯拒不 

准許大韓民國代表入境以便參加衞生祖織、文敎組織 

及糧農組織所主持的會議。

六八 . 一九六六年七月，政府進一步改變政策，決 

定對於外商 , 卽使他們與共産國家在商業上有所接觸， 

發絵入境簽證。

二.外交舆翁事關係

六九 . 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大韓民國與 

七十五個國家已經建有或同意建立外交關係，其中七 

十一國爲聯合國會員國，與大韓民國保持外交及領事 

關係的各國政府名單載入附件参。



七O . 基本條約及有餅經大韓民國於十二月  

十六日以及日本於十二  f!十七日批准之後，兩國間的 

正常外交關係已經建立。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八日雙 

方在漢城交換批准書，大韓民國大使與日本大使分別 

於一九六六年一月及三月到任履新。

七一.大韓民國繼續保持在紐約的常駐聯合國觀 

察員辦事處，在日內冗的駐國際組織及聯合國歐洲辦 

事處使團以及派在歐洲經濟聯盟的非常駐使團。

三.國際條热及播定

七二，在檢討時期內，大韓民國簽訂了若干條約 

與協定。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一日，韓國自立國以 

來所簽盯的這種文書總計二百六十三，包括已經簽訂 

但未生效的A 個條約在內。在已經加入但是尙未生效 

的多邊文書之中計有設立亞洲發展銀行協定以及一九 

四九年在日內冗簽訂的0 個公約。在雙邊條約及協定 

之中，有一九六六年七月簽訂的涉及大韓民國境內美 

國部廣地位的協定。 在檢討時期內簽訂的條約及協 

定一覽表載列附件参。

四.封越南共和國的車事接助

七三.在一九六五年派遣作戦部嫁前往越南共和 

國之後 ,22政府於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A 日決定如經 

國會同意，增加其軍事承諾，以應越南共和國政府的 

請求。外交部長Lee Tong Won宣稱增加越南境內韓 

國部厥的目的在保障韓à 及東南亞國家的安全。

七四.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國會對於派遣部厥 

一師一團赴越一事表示同意。據國防部長稱，越南共 

和國境內韓國作戰部厥總數到一九六六年十月將達四 

五 , 0 0 0 人左右。國會討論這個問題的情形,參閱上 

文第四十二段、第四十三段及第四十五段。

五.參加國摩會議

七五 . 大韓民國，在聯合國第二十届大會時參加 

討論韓國問題。它也參加了聯合國各專門機關及其他 

有關機關所組織的許多會議。韓國所參加的國際會議 

一覽表載列附件卷。

七六 . 因爲大韓民國政府的倡議，亜洲及太平洋 

合作問題部長級會譲自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至十六

本協定除其他各K 外，替代了一九五0 年七月在大田簽 

訂的韓國境內美軍觸犯刑法管轄權協定。

參閲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 屆 會 ，補編第十二號（A/ 
6 0 1 2 ) ,第三十二段、第七十三段及第七十四段。

日在漢城舉行，對於在經濟、貿易、技衛、文化、社會及 

新聞方面能否加强區域合作問題，交換意見。澳大利 

亞、中華民國、日本、大韓民國、馬來西亞、紐西蘭、菲律 

賓共和國、泰國及越南共和國派遣了大都由外交部長 

率領的代表團出席會議。察國派觀察員一人與會。各 

部長同意必須繼續加强區城合作而且允宜對於設置經 

濟、技術、社會、文化及新聞協調中心一事進行研究。爲 

不斷進行磨商起見，各部長又同意於一九六七年內在 

泰國舉行另一次部長級會議。以後的會議稱爲亞洲及 

太平洋理事會部長會議。各部長也醒決贊助各大會決 

議案所載聯合國在韓國的目標，並且重申所有當事方 

面應該尊重道些目標並使其實現。

六.大肆戾國每袖舆外國缴要互相翁間

七七.在檢討時期內訪問大韓民國的許多外國顯 

要包括：Mr. Matsukira Mori率領的日本議會代表 

團；聯合王國外交大臣Mr. Michael Stewart; 肯亞 

議會議長Mr. N. C. Chokwe及副議長 Mr. Ronald 
Ngala; 越南共和國總理阮高基；法國外交部主管遠 

東事换參事Mr. Yves Delahaye;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議 會 外 交 委 員 會 主 席 Mr. Herman Kopf; 日本外 

務大臣 Etsusaburo Shiina; 美國副總統  Mr. Hubert 
Humphrey ; 馬來西亞衆議院議長 Dato Dendahara 
Chik Mohamed Yusuf; 多哥駐美大使兼駐聯合國常 

任 代 表 Dr. Robert A javon ;阿 根 廷 外 交 部 長 Mr. 
Angel Zavala Ortiz;前菲律賓共和國總統Mr. Dios- 
dado Macapagal ; 馬 來 西 亞 內 政 部 長 Ismaü Bin 
Abdul Rahman ; 泰國皇車副總司令General Bori- 
boon Chulacharitta;中華民國外交部次長楊西豈；美 

國陸軍參謀總長 General Harold K. Johnson ; Senator 
Ahmet Yildiz率領的土耳其議會誌問團；中 華 國  

國防部長蔣經國將軍；德意志聯弗共和國常駐聯合國 

觀察員 Dr. Sigismund von Braun ; 美國駐越南共和

-國大使 Mr. Henry Cabot Lodge; 澳大利亞外交部 

長 Mr. Paul Hasluck; 泰國綴濟部長  Mr. Sunthorn 
Hongladarom; 美國國務部長Mr. Dean Rusk’馬拉 

加西共和國外交部長Mr. Albert Sylla。

七八.大韓民國政府官員及其他政要正式出國訪 

間者包括：總理丁一權，訪問馬來西亞、菲律賓及中華 

民國；衞生及社會事務部長臭元善訪問馬來西亞；議 

會代表團，詰問中華民國、越南共和國及美利堅:合衆 

國；副總理兼經濟設計部長張基榮前往聯合王國出席 

韓國輕濟諮商組織壽備會議並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討



論經湾關係間題；交通部長金炳三，遊歷歐洲觀察交 

通設備；以及國會議長季孝祥訪問馬來西亞。

七九 . 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至十A 日，朴正熙總 

統正式訪問馬來西亞、泰國及中華民國。韓國總統與 

關係國家元首及關係政府首長會談時在原則上達成協 

議 ，對於安全、經濟、文化等利害相共的事項進行合作。 

各方也獲致協議，採取措施繼續促進賈易及技術合作 

並於必要時舉行更多會議。東道國領袖重申繼續贊助 

大韓民國人民建立自由民主及統一的韓國的願望。

七.参加國際政府與井政府组纖

A O . 大韓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23但爲聯合國 

十二個專門機關的會員國，卽糧農組織；文敎組織；衞

關於這個問題的憤變情形，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 

屆會，捕編第十二號 ( A / 6 0 1 2 ) ,第十A 段至第十九段。

生組織；國際復與建設銀行及其附屬機樓國際銀公司 

與國際發展協會；國際貨幣基金會；民航組織；電訊 

同盟；萬國郵盟；氣象組織；海事組織；原總。

八一 . 大韓民國亦爲下列機構會員國：兒童基金 

會、聯合國發展方案、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亞經會 

以及麻醉品委員會。

八二 . 此外，大韓民國也參加下列各政府間組織： 

國際稻米委員會、國際小麥理事會、國際棉業諮詢委員 

會、國際水程局、國際錫業理事會、國際敎育局、哥倫坡 

計劃及亞非建設組織。

八三.目前大韓民國境內有一百八十六個組纖參 

加國際非政府組織 ,包括世界聯合國協會聯合會、國際 

人權同盟、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亞洲匿域組織、國際商 

會亞洲遠東委員會、國際婦女理事會、國際大學婦女聯 

合會、議會間聯合會以及亞非經濟合作組織。

第卷章 

大韓民國的經濟發展

A . 引言

A 四 . 在檢討時期內，大韓民國達到了很高的成 

長率，在經濟上漸能自給。可是，像其他許多發展中 

國家一樣，韓國的每人收入違是很低，而且在儒生、敎 

育及就業各方面必須續有改進。政府爲今後成長所定 

的計劃具載於周詳完備的第二個經濟發展五年計劃。

八五 . 韓國作了更大的努力去提高國內儲蓄，而 

且因爲貨幣穩定，國內儲蓄全盤增加。通賃膨服率已 

經遏制。在不到一年的短短時期之內已經圓滿完成兩 

大改革。第一，已將利率提高不少，以獎勵儲蓄，同 

時全鄧銀行存敦時間在比例上有所增加，由此可尾通 

貨膨服的心理狀態已見緩和。信用結構已經合理化,信 

用管制政策精極推行，因此貨幣供應率有所提高而物 

慣則較以前幾年爲低。第二，對於輸入已加寬放，但 

是浮動應率顯著穩定，可見韓國在漸漸獲得對外生存 

能力上頗爲成功。

八六 . 韓國工業擴展迅速，因而益趨現代化及多 

種化。農業的趨勢是盡量減少進口穀類以及用初級産 

晶的輸出去資助仍屬必要的穀類與農業原料的輸入。 

可是大家承認運輸交通部門的情形比不上農業和工業 

部門可喜的發展。

八七.以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年相當低的水平作 

準，出口品在以後三年的增加約略超過三倍，成就頗 

大。進口需要繼續增長，但是已由出口所得以遂漸加 

快的速率予以資助。國內儲蓄不斷增加。美援數額已 

經減少，但是國外財源在日本與大韓民國關係正常化 

之後可望由日本增充。政府積極赛導外國資本進入該 

國。外資吸收率當不如所期，但是可望隨經濟的發展而 

改善。像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大韓民國必須從國 

外獲得繼續不斷的幫助，包括資本與技術協助在內。

B. 經濟成長率

八八 . 一連三年，實質國民生産在一九六五年超 

出第一個五年計劃內所計劃的成長率百分之六點A 。

八九 . 依照初步估計,一九六五年國民生産毛額依 

目前市場慣格計算 ,計爲韓幣七六八 ,六0 0 ,0 0 0 , 
0 0 0 圓，較一九六四年的韓幣六六六，七0 0 , 0 0  
0 ,0 0 0 圖計增加百分之十五點三。依一九六0 年的 

不變市場價格，全國總生産總額在一九六五年內增加 

百分之八點一，自一九六®年的韓幣三一六，一五0 ,  
0 0 0 , 0 0 0 鬪增至三四一，七三0 , 0 0 0 , 0 0 0  
圖。依» 濟設計委員會的估計，人口增加率計爲百分



之二點七，因此每人收入約增百分之五點四。一九六 

五年的成長率大部分由於製成品産量增加百分之十九 

點九，在一九六四年，農業及其他初級産品領先，增 

加百分之十七點九。一九六五年對經濟成長的貢獻較 

一九六四年爲大的其他部門爲開鎭及採石業、營造業、 

公用事業以及世界其餘部分的要求(表一至四)。

九0 . 跟着經濟成長率的提高，輕濟結構遂漸發 

生改變。

九一 . 製造業、開鎭業及採石業在一九六五年，倍 

實賈國民生産的百分之二十點八，在一九六一年則估 

百分之十五點六；農林業和漁業所估比例由一九六一 

年的百分之三十七點E 降至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三十 

二點三。結構改變雖然是遂漸發生的，但是在私人消費 

支出以及就業水平與型式中也反映出來，雖然在一九 

六四年私人消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點七用於穀類， 

但是一九六五年穀類支出減至支出總額百分之三十

一。依據經濟活動人口調查，勞力供應與生産年齢人 

口的比例已自一九六四年的百分之五十四增至一九六 

五年的百分之五十六。農莊勞力供應與生產年齢人口 

的比例略爲降低，從一九六四年的百分之六十一減至 

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五十九。可是農業還是經濟的主 

幹，維持一半以上的經濟活動人口並且産生國民所得 

的三分之一。

C. 生產趨勢

一 . 賞業

九二.初級部門的産品在一九六五年下降百分之 

零點六；可是這個降落是以一九六四年打破紀錄'的百 

分之十七點九的增長水平作準的。打破紀錄的米産以 

及林産(柴及木材)均已下跌，其他初級産品，尤其夏 

穀，以及漁産(表六)雖然增加不少，可是不能補償損 

失。

九三.穀類總産量在一九六五年雖然低於一九六 

四年的水平，可是卻保持五年計劃前0 年的平均增加 

率百分之四點七。主要食穀、稻米的産量因爲插秩時期 

普遍旱乾，從一九六四年打破紀錄的水平下跌百分之 

十二。夏穀生産在一九六五年增加百分之十九，大麥 

産量的增加足以補償小麥及棵麥生産的減少。一九六 

六年所有夏季作，.產量增加，因此形成更高的增加率 

百分之三十三。在其他重要收成之中，有助於替代進 

口食糖的甜暮産量在一九六五年增加百分之十三。

九四 . 一九六五年內耕地總面精增加百分之西。 

到達二 , 二五四，七0 0 公頃 ,主要原因是開懇士地，次 

要原因是開懇沙田，而過去十年內毎年平均增加率紙 

有百分之一。跟着餅地面積的增加，土地的使用也有 

改進。一年兩熟土地在耕地總面積中所估的比例從一 

九六四年的百分之五十四增至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五 

十八 (表七）。

九五.就韓國境內純爲種植稻米所增加的灌槪設 

備來說，它們的目標是在補充雨量，而非增加耕地面 

辕 ；像一九六四年一樣，一九六五年內所有種米區域 

幾乎全部得到灌槪便利。肥料和殺蟲劑的供應也有增 

力口。這些措施對增加産量所發生的作用因爲旱荒對米 

產發生不利影響而隱約不現。一九六五年，種米區城 

雖然增加約百分之三，米産卻減少了百分之十二；以 

夏季作物來說，耕種面積增加百分之九，産量增多百 

分之十九。農業生産量的趨勢從下列數字中可以約略 

看到：毎公頃食米産量從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年期閩 

的一點九九公順增至一九六二年的二點六公順，在一 

九六五年將近三« 之多，同時夏毅則從一九五五至一 

九五六年的零點八顿增至一九六二年的零點九七顺， 

在一九六五年達到一點一嚼。在董要商業農作物中,生 

棉産量繼續下跌趨勢，比一九六四年減少百分之七點

一。可是恭葉産量保持其上漲趟勢，較一九六四年增 

多百分之十三點七。

九六 . 水産總量保持其四年來的上漲趨勢，一九 

六五年內增加將近百分之六。全部捕魚量增加了百分 

之二十二，更其迅速，可是深海浦魚總量雖然將近加 

倍，在所估比例上卻遺是有限。

九七 . 一九六五年內，植林面積減少約百分之二 

十一，植樹數目減少約百分之十七；可是兩者都大約 

相當於五年計劃前四年的平均數。

二 . 盤造業、簾業及勤力

九八.一九六五年二級部門的成長率達到百分之 

十九點八，與上一年的低成長率形成尖鋭的對照。

九九.全盤工業生産指數在一九六四年底爲一五 

六點八(一九六0 年等於一0 0 ) ,到一九六五年年底， 

升至一九0 點二，由此可具一九六五年內工業生産大 

有增加，其原因爲出口擴展，以及原料進口條件放寬， 

營造工程進行加速(表八至九)。

一0 0 . 鎭業生産指數增加百分之十七點一，達 

到一八九點九之數。像煤斤和鐵砂這種商品，因爲輸



出要求極大，産量增加，而鋳砂與無定?^石墨兩項因 

爲出口要求很低，産量降低。

一0 —. 繼續不斷獎勵出口使製造業大受刺激， 

因此它的生産指數從一九六四年年底的一五三點零升 

至一九六五年年底的一八九點三。夾板、生絲、白鐵皮 

一類金屬品以及棉紗等以出口爲基礎的工業，産量大 

增。這種工業中大部分的特點是仰頼進口原料。因爲 

營造工程加速進行，水泥、碑頭、玻璃及有關材料的産 

量都有增加。這個時期成長率最高的工業爲機器及運 

輸設備，尤其汽車和零件。它們由小而大，成長迅速， 

從中可以看到工業結構多種化的速率。在此部門，以 

肥料、水泥、紙張及人造纖維而言，顯然可以看到以本 

國産品替代輸入品的趨勢。

一0 二 . 動力部門跟着成長中的經濟，尤其 i 業 

部門的需要，有所擴展。電力産量指數在一九六四年 

年底計爲一五三，到一九六五年年底升至一八九點三。 

目前的電力需要計爲六0 二 ，二0 0 ® , 已建電厳的 

産電量計達七六九 , 0 0 0 班，較一九四五年的産電 

量多出三倍半以上，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下，已經建造 

一個懷油廠，估定産量每日三五 , 0 0 0 桶，可以潇足 

國內目前的需要。現擬將現有懷油廠的産量擴大到每 

日五五, 0 0 0 桶。

三.三級部鬥

一0 三.一九六五年內三級工業生産總値達到百 

分之七點五的成長率，其中運輸、交通及庫倉部門增加 

百分之十九點A (表十)。

一0 四 . 在韓國，鐵道爲主要運輸工具，承擔將 

近百分之九十的貨運和一半客運。雖然鐵道主要就道 

的里程，大致如常，無增無減，一九六五年內鐵路所 

載貨運客運與上一年相較均有增加。一九六六年計劃 

加多車輔，築造支線，使貨運客運再有增加。因爲發 

展率提高而且地置分散，對於道路運輸的要求可望增 

加；可是一九六五年內增建的全國公路以及計劃在一 

九六六年築造的那些公路都很有限。沿海航運的規摸 

遺是很小。像在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韓國的對 

外賈易主要的還靠外國船隻。一九六六年內政府擬將 

國內造船業現有能力提高兩倍。

D. 投資與儲蓄

一 . 换資

一0 五 .用於資本形成的資源在比例上漸漸境 

加，因此能够保.持高的經濟成長率。

一0 六 . 資本形成率從一九六0 年的百分之十二 

點一，一九六0 年的百分之十點五增高到一九六五年 

的百分之十三點九。一九六0 年韓國經濟的國巧生産 

幾乎全部用於消費，憑外國協助提供經費所造成的入 

超估用於資本形成的資源的百分之A 十三。過去三年 

來，在大體上，由於公私消費減少以及輸出增加，用於 

投資的資源有街增加。依靠外國敦項造成的入超去謀 

求資本形成的事情已經漸漸減少 ;可是它遺很董要，在 

一九六五年幾估投資額的百分之五十。國內儲蓄毛額 

從一九六0 年的百分之一點七增至一九六五年的百分 

之九點五，由此可見動員國內資源頗有進展，在一九 

六五年達到投資額的百分之六十A , 而在一九六0 年 

IS有百分之十六(表四）。

二 . 財政

一0 七.從財政中可以看到爲動員國內儲蓄所作 

的更大努力(表十一)。

一O A . 由於財政部門的運用，在一九六 ®年預 

算中産生現金盈餘韓幣二，六八0 , 0 0 0 , 0 0 0 圍， 

在一九六五年可望産生盈餘韓幣七 , 0 三0 , 0 0 0 ,  
0 0 0 鬪，在一九六六年追加預算中可望産生盈餘韓 

幣一，二八0 , 0 0 0 , 0 0 0 鬪。如果計及國營事業帳 

目，從總預算帳內可以看到現金盈餘在一九六四年達 

到韓幣八三0 , 0 0 0 , 0 0 0 園，在一九六五年可望 

增至韓幣八，四四0 , 0 0 0 , 0 0 0 圖。可是,一九六 

六年度追加預算預測總赤字韓幣四 ,一八四 , 0 0 0 ,  
0 0 0 鬪。

一0 九.一九六六年度追加預算在要用的資源和 

設想的支出規模上都遠較以前的預算爲大。税收已有 

顯著的增加 ;在預算中總收入將增加百分之七十九，從 

一九六四年度的韓幣七七，一三0 , 0 0 0 , 0 0 0 圖 

境至一九六六年度的韓幣一三八 ,五三六 , 0 0 0 , 0  
0 0 圖，但税牧卻增加百分之九十，從韓幣三七，四二 

0 , 0 0 0 , 0 0 0 圖增至韓幣七二，二四0 , 0 0 0 ,  
0 0 0 鬪。根據官方來源，一九六六年度税收預期较 

上一年爲多的原因爲：百分之五由於自一九六六年一 

月一日起刷新税法，百分之六由於國民生産毛額的增 

長，百分之八由於一般物慣水平提高。税牧增加有一 

大部分由於收税工作的加緊。

一一0 . 同時，因爲增加電訊費及電費以及擬在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提高貨運費，非税收牧入也將增加， 

公用事業牧費率的提高對於使公用事業自足自給將有 

幫助。



 . 出售美援貨物所得在一九六四年約估政

府全部收入百分之三十五，依照預算在一九六五年將 

減至百分之三十，在一九六六年將減至百分之二十三 

點三。財産賠償敦項，其中大部分由出售日本輸入品 

所得韓幣産生之相智基金所組成，在一九六六年可望 

達到政府牧入的百分之六。由此可見，外國借敦及贈 

金對政府收入所形成的直接貢獻預定從一九六四年的 

百分之三十四降至一九六六年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一一二.爲增加財政收入以便在公共部門從事投 

資起見 ,政府已經想在以後的預算中削減民政支出。民 

政支出在總支出中所估比例預定從一九六四年的百分 

之四十七降至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因十四以及一九六 

六年的百分之四十左右。用於經濟發展的支出估一九 

六四年度總支出的百分之二十，在一九六六年度追加 

預算中將升至將近百分之三十一。國防支出將繼續照 

舊，約佔總支出百分之三十；但是實際數額將有增 

加。

三 . 货常儒，

一一三 . 爲獎勵私人儲蓄起見，貨幣菅制委員會 

將最高限的存敦利率以及放敦利率與金融機關貼現率 

再予提高，自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生效。這個措施 

的目的是經由金融機關刺激私人儲蓄，其方法爲大大 

減少有組織市場利率與高利貸放債人所定利率間的廣 

大距離。因此爲投機和非生産目的將敦項從有組織貨 

幣市場移至私人貨幣市場的事情受到遏制，在有組織 

貨幣市場上漸有私人儲蓄可供導入生産投資。雖然銀 

行存款增加大部分可以歸功於敦項的離開無組織市 

場，但是就長期來說，利率的大大提高也可望刺激儲 

蓄。

一一四 . 政府於一九六五年初發動全國性的促進 

德蓄運動，因此經由銀行、信託基金會、保臉公司、郵政 

局以及包括員工、學生、農社與其他在內的儲蓄會等機 

關德蓄的敦項有所增加。爲一九六五年所定目標韓幣 

七 , 0 0 0 , 0 0 0 , 0 0 0 圖已經超過,到一九六五年 

年底 ,貨幣儲蓄(包括定期存敦在內)達到韓幣二四,四 

0 0 , 0 0 0 , 0 0 0 圖。

E. 穩定措施

一 . 信用擴充及货雅供絶

一一五 . 一九六六年早期政府提出措施，以便遂 

漸達成國際貨幣莲金會所建議而且政府爲自己確定的 

穩定貨幣目標。

*六 . 一九六五年內，全部國內信用的擴展比 

較以前歷年爲快。可是在一九六六年前半年內，信用 

擴充率漸見緩慢。

- 一七 .貨幣供給從一九六四年年底的韓幣四 

三，一0 0 , 0 0 0 , 0 0 0 鬪增至一九六五年底的五 

六，六0 0 , 0 0 0 , 0 0 0 圍。一九六五年國民生産毛 

額的眞正成長紙有百分之八，因此卽使想到因爲國民 

生産毛額增加，農業部門交易買賣貨幣化，需要增加貨 

幣供給而且需要利用貨幣去刺激生産，貨幣供給是增 

加百分之三 i ^一 , 可說甚大。

*八.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底貨幣供絵與上一年 

的經驗成一尖鋭的動比，紙從韓幣五六，六0 0 , 0 0  
0 , 0 0 0 鬪增至韓幣六0 , 三 0 0 , 0 0 0 , 0 0 0  
鬪，因此有希望順利達到政府所報告的穩定目標，卽 

到一九六六年年底貨幣供給* 達韓幣六五 ,0 0 0 ,0  
0 0 , 0 0 0 鬪，而且每年的增加率紙有百分之十八。 

在此方面令人欣慰的是民衆漸漸願意將款項長期存入 

銀行，道種存敦在利率改革之後已逐漸從一九六五年 

九月底的韓幣二七，七0 0 , 0 0 0 , 0 0 0 鬪升至一 

九六六年六月底的六一，五0 0 , 0 0 0 , 0 0 0 圖；同 

時長期(定期)存敦在全部定期及活期儲蓄存敦中所估 

的比例也從九月底的百分之二十二升至一九六六年四 

月底的百分之四十四(表十二 )。

二 . 信用緒構的合理化

一一九.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底商業銀行存敦利率 

提高後，銀行及信用結構跟着趨向合理。

一二0 . 韓國銀行和商業銀行對放敦及貼現的利 

率已經提高。韓國銀行對商業及其他票據的不同貼現 

率已經統一並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一的水平，同時商業 

銀行的貼現率已自百分之十四提高至百分之二十四， 

斜於其他各種信用的利率已相對提高。

一二一 . 從數量上直接管制信用的辦法，如同每 

季按銀行及最終用途確定信用限額，在行政上錯綜複 

雜，已經放棄，改用間接管制辦法。在信用來源確定 

限額：那就是說，在由韓國銀行向政府及商業銀行提 

供信用的時候。就如此形成的信用來說，如果讓市場 

力量自由發生作用，引導信用進入最有利的用途，就 

會有適宜的分配。可是對於信用分配卻違保留若干相 

當詳細的全盤管制辦法。



三 .信用管制

一二二 . 一九六六年初採取的信用菅制措施有伸 

縮餘地，一貫而有效。

一二三 . 爲了設法減除在廢除放敦服額後信用突 

然擴展起見，已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將對於活期存敦 

的儲備規定從百分之十六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定期和 

儲蓄存敦重新分爲短期及長期存敦兩類，其儲備規定 

分別定爲百分之十二及百分之十。像在其他發展中國 

家一樣，中央銀行貼現率本身不能有效的管制信用，因 

此在提高貼現率之外，在一九六六年二月所定儲備金 

比率再度大大提高,對活期存敦提高至百分之三十五， 

對短期與長期的定期和儲蓄存敦則分別提高到百分之 

二十及百分之十五。消除商業銀行過分流動性的其他 

重要措施是由韓國銀行向它們發售總計三，五0 0 , 0  
0 0 , 0 0 0 圍的平準證券，因而爲輕常公開市場的活 

動作了準備，並且指令那座銀行將韓幣一 , 0 0 0 , 0  
0 0 , 0 0 0 圍存交全國農業合作聯合會。

F. 價格

一. 批發慣格指數的變勤

一二四 . 因爲政府採行穩定政策，一九六五年內 

物慎上漲遠較以前緩慢(表十三)。

一二五 . 一九六五年底，批發物慣指數上升百分 

之六點六，遠較一九六四年增加率百分之二十七點四 

以及一九六0 至一九六四年間毎年平均增加率約百分 

之二十五爲低。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內此項指數增加百 

分之七點九，反映影響指數最大的糧食慣格的季節性 

增加。批發慎格指數在一九六五年(一九六0 年等於一 

0 0 ) 增加百分之六點六，到達二二三點六，那是非穀 

類商品償格增加百分之八點五及穀償下降百分之三點 

二的線合結果。助使穀價下降的原因爲發放政府所有

穀類、及時輸入美國剰餘農産品以及秋牧良好，遠超 

出過去每年的平均産量。輸出需要及營造工作使非穀 

類偵格上漲。可是因爲對於進C品大爲寬放，採取許 

多措施，如同將受物慎管制影響的商品遂漸從二十一 

項減至兩項(煤球與麵粉 ,在物慣指數上伯百分之四點 

0 四），並且對於水泥、氧氣及碳化物等生産者貨品採 

行反龍斷措施，國內供應情形已有改善。因此雖<然火 

車運費增加，Taehan煤公司所産煤斤暇慣修改é 高， 

可是物慣上漲趟勢在一九六五年內已形緩和。

二.清養物品便格行爲

一二六. 生活費用的變動從漢城消費物品慣格指 

數中可以窺見，上述指數在一九六五年底增加百分之 

十點三，達到二0 六點零（一九六0 年等於一 0 0 ) ,  
與一九六四年內增加的百分之二十點A 成一尖鋭的與 

比。穀償下降百分之一點四，非穀類偵格上升百分之 

十三點六，去年上述兩項分別上漲百分之二十及百分 

之二十一。消費價格的增加超出批發慎格指數百分之 

三點七，其原因爲房租、修理費、學費、醫院牧費以及 

交通費等項上漲極多，由此可見社會事務的供給有欠 

適宜。對於指數發生決定性影響的糧食慣格的季節性 

上升在一九六六年上半年使物偵指數上升百分之十點

六。

三.工資及就業

一二七. 現有關於工資的資料涉及工業工人的每 

月所得。一九六五年內，漢城消費價格指數上升百分 

之十點三，而每一工業工人的收入卻增加百分之二十 

三，由此可見工業工人的實際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十二 

點七。可是因爲統計數字有限，對於實際工資在整個 

經濟中的變動情形還不能作肯定的結論。

一二八 . 依據最近的經濟上活動人口調查，就業 

人口比生産年齢人口約增百分之一，其主要原因爲非 

農業部門的就業人數有增加。就業情形並無重要 

改進。

G. 國際收支情形及資易

一 . 國際妆★情形

一二九 . 韓國的與外支付情形在一九六四年開始 

改善，在一九六五年有限度的繼續這個過程，扭:轉一 

九六一年來急轉直下的趨勢(表十四)。

一三0 . 貨物及服務帳上的支出廣欠n 從一九六 

四年的二二一 , 0 0 0 , 0 0 0 美元減爲一九六五年的 

一九八，五0 0 , 0 0 0 美元。輸出貨物從一一九，一 

0 0 , 0 0 0 美元擴至一七五，六0 0 , 0 0 0 美元，輸 

入貨物卻自三六四，九0 0 , 0 0 0 美元增至四二  0 ,  
三0 0 , 0 0 0 美元，廣欠減少的原因是售與聯合國 

部險的貨物及服務有所增加，而且服務帳淨額有所改 

進。所獲外援淨額下降五分之一， 從一五七 , 0 0 0 ,  
0 0 0 美元降至一二六，四0 0 , 0 0 0 美元；同時， 

外國私人移轉及資本淨額自六一，五0 0 ,0 0 0 美元 

升至七四，八0 0 , 0 0 0 美元。外國貨幣當局短期資



産淨額在一九六四年減：1>. .. £ 0 0 , 0 0 0 美元，在 

一九六五年卻增加2{，二 Ü 0 > 0 0 0 美元。

二 .输出

一三一. 政府在一九六二年發動的獎勵出口運動 

繼續産生一九六三年開始的驚人結果(表十六至十七)。 

輸出不斷上升，從一九六二年的五五 , 0 0 0 , 0 0 0  
美元增至一九六三年的A 七 , 0 0 0 , 0 0 0 美元，一 

九六座年的一 一 九 , 0 0 0 , 0 0 0 美元，一九六五年 

的一七五 , 0 0 0 , 0 0 0 美元;一九六五年內,輸出境 

加释、達到百分之0 十七，而國民生産毛額則增長百分 

之-t £點三。這個非常的成就顯示政府三年出口計劃 

( -V I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所定目標，獲得實現，上 

述計劃將一九六七年輸出定爲三0 0 ,0 0 0 ,0 0 0  
美元，較一九六®年實際數字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

一三二. 跟着輸出的全盤擴展，製成品輸出從一 

九六四年總額的將近一半增至一九六五年的將近三分 

之二 ;初級産品的輸出從將近四分之一降至七分之一， 

工業用原料的輸出從將近百分之三十降至百分之二十

三。一九六五年內，輸出貨物不但在總値上，而且在 

成分上，都與三年計劃所定目標密切相符，上述計劃 

規定製成品在比例上應從一九六四年的百分之五十二 

增至一九六七年的百分之六十四，受影響的是農業、漁 

業以及礦産所估的比例。

一三三. 若干個別商品因爲輸出顯著擴展，有助 

於所定自標的達成 ,其中包括魚及魚産和紫菜乾、生絲 

等初級産品 ,無烟煤、鐵礦石及精砂等礦産以及薄木片 

與夾板、棉織品、鋼板和鋼片等製成品。闻時輸出新産 

品，以便增多出口的初級産品及製成品的種類，也獲 

得顧著的成功。

一三四 . 一九六五年內，輸出的方向漸漸接近美 

國而離開亞洲，尤其日本，同時歐洲所估韓國輸出的 

比例並無改變。就韓國對亞洲的輸出來說， 日本仍估 

最大郁分。對越南共和國的輸出在一九六五年內繼續 

增長，估總額百分之九。

一三五. 韓國得力於進口原料及其巨大的低成本 

勞力供應，在輸出，尤其製成品的輸出方面，能够獲得 

卓越的成就。在許多出口獎勵辦法之中，主要的措施 

爲對於出口業實施優待信用辨法,，對於出口業牧入大 

量免税， 以及對於進口原料供給扣存保税倉庫。採用 

浮動應率辦法也有助於出口的擴張， 因爲貨幣可以在 

較以前所定韓幣二五五圓對美金一元更低的應率水平

上波動；因爲出口慣格的增加率還較一般值格與進口 

價格爲低，貨幣賠値所造成的價格優勢繼續存在。

一三六 . 就長期來看，韓國要在有原科輸入需要 

以及不可避免的工資增加趨勢的情形下擎固其從促進 

輸出運動中得到的益處就要看它能否避免利用過分寬 

大的優待政策去幫助非經濟出口工業。隨着促進輸出 

運動的漸漸展開，這種優待辦法將予大大減少尤其"導 

致濫用或厳董妨礙資源分配及收入分配"的那些辦法。

三 .输入

一三七 . 輸入商品在一九六三年造成紀錄，達到 

五六0 , 0 0 0 , 0 0 0 美元，在一九六四年降至四0  
四 , 0 0 0 , 0 0 0 美元，在一九六五年內增加百分之 

十一，升至四五0 , 0 0 0 , 0 0 0 美 元 （表十六至十 

七)。在絕對與相對兩方面，這些增加都是商業輸入， 

因此減少了憑政府援助方案及外國貸款輸入的貨物 

(表十五)。

一三八 . 機器、水泥與肥料的進口下降，而原料、 

石油與石油産品、化學品、様皮、木材、助織纖維、砂線 

以及基本金屬等的進口有所增加，由此可見工業化的 

進度已經加速。穀類進口下降，同時因爲牧入增多，進 

口的雜類製成品有所增加。

一三九. 一九六四年韓國全部進口貨物有一半來 

自美國，約有四分之一來自日本，在一九六五年，從 

日本輸入的貨物在比例上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七，從美 

國輸入的貨物降至百分之四十左右。 日本以外亞洲國 

家在韓國進口貨物中所估的比例從一九六四年的百分 

之十一增至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十四。韓國向歐洲購 

買的貨物從大約百分之十降至百分之六，從德意志聯 

邦共和國進口的貨物較前爲少。

一四0 . 在檢討時期內，對於商業進口遂漸放寬。

一四一 . 若干商品因爲根據社會及經濟理由對於 

國家經濟並不董要，禁止進口，這種商品在一九六五 

年第一季計有六二四項，到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已經減 

至六二0 項。對於消費以及國內與出口工業均屬f i要 

的若干貨物無須特准可以進口，這些貨物在 -九六五 

年初估商業進口總値百分之七十四點二，在一九六六 

年前半年內可望增至百分之A 十二點一。同時，對於 

受限制及半受限制貨物的進口，亦將放寬。受限制的 

項目計爲奢侈品以及與國貨競爭的貨物，這種項目在 

商業進口貨物中所估的比例可望從百分之十一點六降 

至百分之六點七。半受限制的進口貨物包括衞生及敎



育等不涉國際收支範圍內的項目以及有關公營公司的 

特別國內立法所規定的項目，這些項目在進口貨物所 

估比例上預定從百分之十四點二減至百分之+—點

H. 浮動腾率

一圓二 .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探行單一的浮 

動應率辦法，因此開■ 了一個自由的結應證市場。

一四三 . 在設立自由外應市場前，應率定爲韓幣 

二五五圖對美金一元。韓國銀行的賣出率在一九六五 

年五月三日計爲韓幣二五五點六三鬪，到同年六月底 

跌至韓幣二七二點二鬪，後來已經遂漸穩定在韓幣二 

七二圖對美金一元的基礎上面。就韓國銀行宣佈的B  
率來說 ,每天的改變不超出許可的百分之二的範圍。迄 

今韓國銀行並未出面干涉去阻遏市場的基本趨勢：韓 

國銀行持有的黃金與外H (包括所有政府及銀行所有 

的黃金與外暖）在一九六五年三月計値一一七 , 0 0  
0 , 0 0 0 美元，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底增至一六0 ,八 

0 0 , 0 0 0 美元，國際貨幣基金會供絵的待提信用 

未經動用。

一四四 . 浮動腫率的採用使韓幣找到自己的水 

平，並且確定了它對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平價。同時也 

採取補充措施，如同廢止多種貨幣辦法（卽出口補助， 

進出口連鎖) ，以及大大放寬對進口所加的各種限制。 

憑藉援助經費進口的貨物在比例上也已減少。大約韓 

幣二七二圖對美金一元的應率極爲穩定，由此可見韓 

國設法對外能够生存，頗爲成功。

I. 外來資源

一 . 聯 合 國 楼 關

一圓五 . 聯合國各組織繼續在技術協助與經濟援 

助方面增加活動，並以聯合國發展方案〔發展方案)爲 

主要的經費来源。

四六 . 就 Mokpo-Yongsan沙田開懇計劃提出 

報告書後，特設基金 (後與技術協助擴大方案合併，成 

爲發展方案)的一個計劃遂告完成。前經報告的其他八 

個計劃繼續實施，卽農業調查與選定流域示範；韓國 

生産中心管理訓練；電訊訓練中心；士壤調查；地力 

及土壤研究；森林調查；深海捕魚訓練中心及精良儀 

器中心。

一四七 . 發展方案兩個新的評劃已經找准，就是 

對 Naktong河流域在投資前進行調查以及設立中塑 

工業銀行的推廣服務。發展方案與於這些計劃的捐敦 

共計九，六0 0 , 0 0 0 美元，韓國的捐獻是折合美金 

八，一0 0 , 0 0 0 元的韓幣。

一四八 . 韓國政府已經請求聯發方案對於三個流 

域的通盤發展給予協助，以便將廣泛的森林開發及士 

壤浸触方案包括在內。政府已經請求世界糧食方案提 

供共計美金三 ,五0 0 , 0 0 0 元的協助去支助這個計 

劃進入原稱爲農業調查及選定流域示範計劃的投資階 

段。

一四九 . 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發展方案項下的 

技術協助將達美金五五0 ,0 0 0 元,供聘請專家十五 

名以及設置獎學金三十九名之用。

一五0 . 世界糧食方案已經完成了四個計劃，包 

括築路及防洪工程在內，並且涉及計値美金一，二0  
0 , 0 0 0 元的食物八，三0 0 順。它正在考慮韓國政 

府所提約需價値在美金七 , 0 0 0 , 0 0 0 元以上的食 

物七五 , 0 0 0 喊的請求。那些請求關涉到防洪、重新 

植林、山地開發以及沙田開塾計劃。

一五一 . 除了自己的獎學金及瘦疾防除方案外， 

衞生組織與兒童基金會及發展方案合作，繼續實施麻 

瘾及結核病防治計劃並與兒童基金會共同努力，繼續 

實施保健工作訓練方案。原總與文敎組織繼續壽措經 

費，以供獎學金及訓練方案之用。

一五二 . 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繼續它的活動，一 

面渡遺医域專家前往韓國，一面從事部署 ， 使韓國參 

加座談會、會議及訓練方案。在已經核准的沿岸續髮 

及探勘區域方案範圍內，發展方案應亞經會及韓國政 

府的請求，撥敦二五，五0 0 美元，以便在韓國東岸沿 

岸從事試探性的調查。

一五三 . 韓國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四日在設置亞 

洲發展銀行協定上簽字的一個國家。這個銀行開始時 

的核定資金計爲美金一 , 0 0 0 , 0 0 0 , 0 0 0 元，亞 

經會匿域有權認捐其中百分之六十五，韓國對此項資 

金認捐總數計爲美金三0 , 0 0 0 , 0 0 0 元。

二 . 美 國

一五四 . 由於韓國加緊努力，憑自己的資源去保 

持經濟成長，美國援助的數額與型式有所改變，其重 

點由贈敦轉向貸敦。



一五五 . 美國以技術合 f fa l展購金方式提供的方 

案協助在一九六四年計爲美金二，五0 0 , 0 0 0 元， 

在一九六五年減至美金二 , 0 0 0 , 0 0 0 元。技衛合 

作漸以下列方式進行，就是支助基礎廣大的組織去訓 

練技術人員而非供給人員去從事技術工作。關於此 

點，一九六六年初設置理工及實用科學院的協定頗爲 

重要，美國在五年期內提供補助金六，七0 五 , 0 0 0  
美元，大韓民國的支出計爲折合美金五，三0 0 , 0 0  
0 元的韓幣。上述學院憑最初一筆補助金美金七五0 ,  
0 0 0 元正式成立，所需韓幣支出計合美金一，三0  
0 , 0 0 0 美元。

一五六 . 支助性 (非方案)的，以出售進口貨物所

金七五 , 0 0 0 , 0 0 0 元，在一九六五年減至美金七 

0 , 0 0 0 , 0 0 0 元。因爲國內肥料、水泥、機器及雜 

項製成品的生産有所增加，在此方案下進口貸物的成 

分有所改變。

一五七 . 一九六五年方案根據公法四八0 號第査 

節提供的協助，由於小麥進口大減以及大麥與獸脂停 

止進口，已從一九六四年內的美金六二，六0 0 , 0 0  
0 元減至美金三六 , 0 0 0 , 0 0 0 元。生棉進口漸漸 

增加的齒勢對銷了糧食進口的減少；所議在一九六六 

年內將依此方案所提供的協助增至美金四0 , 九0 0 ,  
0 0 0 元一點反映出道個趨勢。可是，一九六六年上 

半年內的使用率少於總數的十分之一。根據公法四八 

0 號第二節及第三節以進口穀類方式提供的補助金在

九六五年計達美金二四 , 0 0 0 , 0 0 0 元，在一九 

六四年則爲二二，八0 0 , 0 0 0 美元；進口穀類大部 

分將用來抵充工資，以便用不引起通貨膨服的方法去 

實施土地開綴計劃。

一五八 . 一九六五年五月，大韓民國總統與美國 

總統達成協議，將數達美金一五0 , 0 0 0 , 0 0 0 元 

的發展貸敦給予韓國。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傳未淸 

償的貸款總計美金二一六，六0 0 , 0 0 0 元，其中四 

二 ，三五0 , 0 0 0 美元於一九六四年提供，六0 ,八 

0 0 , 0 0 0 美元於一九六五年提供，五三，七 0 0 ,  
0 0 0 美元於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提供。貸敦之中將近 

三分之一用於增加電力生産，五分之一强用於生産肥 

料，其綠則依次用在運輸交通、水道、水泥及化學品方 

面。所有貸敦大都爲長期低息貸敦。

三 .曰本

一五九. 韓國與日本在一九六六年財産賠償敦項 

下議定的補助金及貸敦共計美金九三，六0 0 ,0 0 0  
元，據官方估計，其中五0 , 六三九 , 0 0 0 美元在一 

九六六年內將被導入韓國經濟。一九六六年度追加預 

算規定使用美金三0 , 0 七0 , 0 0 0 元，包括貧敦入 

息四0 0 , 0 0 0 美元在內。預算所列敦項有一半將用 

於由民間輸入非方案貨物如化學品、纖維和建築材料 

等中間貨物，三分之一用於大部由政府輸入装備，約 

六分之一則用來清算韓國日本間的未結帳戶。

四.外國换資舆借款

一六0 . 根據經濟計劃委員會的消息，從一九六 

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導入韓國的外國借敦與 

投資總數計爲美金五三七，六0 0 , 0 0 0 元。外資有 

一半爲大都經政府擔保的商業借敦；給公共部門的借 

款估百分之四十一點九，而直接外國投資僅佔百分之 

七點一。合約尙待正式簽訂的核定計劃如果實施，外 

資將會增加美金一  0 九 , 0 0 0 , 0 0 0 元 (表十八)。

一六一. 計劃在一九六五年內引入韓國的外資共 

計美金一八二，七0 0 , 0 0 0 元(一九六四年計爲美 

金一 0 0 , 五0 0 , 0 0 0 元），其中七六，五0 0 , 0 0  
0 美元爲對公共部門的貸敦，八三，六0 0 , 0 0 0 美 

元爲商業貸敦，二二，六0 0 , 0 0 0 美元爲直接外國 

投資。爲一九六六年已經計劃引入更多外資，那一年 

上半年內，公債計爲美金四九，二0 0 , 0 0 0 元，商 

業放敦共計美金七一，三0 0 , 0 0 0 元，直接投資計 

達美金六，二0 0 , 0 0 0 元。

一六二 . 外資來源漸漸增多。從日本得來的商業 

放款以一九六四年的三A O ,0 0 0 美元開始,在一九 

六五年內增加到七五 ,一六九 , 0 0 0 美元，在一九六 

六年上半年增至四二 ,五四九 , 0 0 0 美元。到一九六 

六年六月底，連同來自日本的直接外國投資美金四 ,A  
0 0 , 0 0 0 元在內，從日本引入韓國的外資共計一 

二三 ,八九八，0 0 0 美元。一九六五年內及一九六六 

年上半年從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得來的外資計;美金二 

一 , 0 四0 , 0 0 0 元，使這方面外資的總數達到美金 

七九，八九0 , 0 0 0 元。來自法蘭西的外資在一九六 

五年將增加美金一二，五0 0 , 0 0 0 元，達到美金三 

三 , 0 0 0 , 0 0 0 元之數，來自義大利的外資將在一 

九六五年內增加美金一0 0 , 0 0 0 元，達到美金一 

九，八0 0 , 0 0 0 元之數，來自瑞士的外資在一九六



五年將增加美金四，一0 0 , 0 0 0 元，達到美金四，四 

0 0 , 0 0 0 元之數,來自聯合王國的外資今爲止將 

近美金二 , 0 0 0 , 0 0 0 元。一九六四年從巴拿馬引 

入外資二0 0 , 0 0 0 美元，一九六三年從荷蘭引入外 

資二 ,一一五 , 0 0 0 美元。一九六六年，大韓民國與 

荷蘭王國開始實施一個聯合方案，進行空中調查，输 

製多種自的的地圖並且設立空中調查組織，由荷蘭提 

供技術協助與儀器設備。

一六三 . 利用外資輸入貨物的規摸大致顯示使用 

所得外資的程度。從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這種 

進口貨物的數額僅達議定外資流入的三分之一。外資 

使用率相當低的原因也許是提供當地相對基金的速率 

有欠適當。

一六四 . 根據官方的還本付息時間表，每年債務 

費用將從一九六五年的七，三0 0 , 0 0 0 美元增至一 

九七一年的三0 , 0 0 0 , 0 0 0 美元。這個數目不到 

届時所預期出口數額的十分之一。

J. 第二個五年經濟發展計劃 

(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一年）

目標：救入、换資及儲蓄

一六五 . 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壽傭工作在檢討時期 

結束時已告完成。經總統在七月二十九日核准的五年 

計劃以每年平均達到增長率百分之七爲目標。

六六 . 五年計劃爲達到目標，要求增加總投資 

率，從目前的全國總生産十分之一强到一九七一年時 

增至五分之一。經濟呆滞已經完全好轉而且整個經濟 

已經趟向現代化，因此 ip使預定的增長率低於過去百 

分之七點六的平均增長率(表十九)，投寶需要預料仍 

會較高。

一六七 . 投資率將逐漸提高，從一半增至四分之 

三左右，其經費來源是在五年之內使國內儲蓄率增高 

一倍。就國內儲蓄率來說，幾乎全部增加的來源都是 

政府在財政與貨幣穩定情形下所增加的儲蓄。

一六八 . 因此從國外壽措投資所需資本漸不重 

要。尉於私人外資的依賴將遂漸增加，到五年計劃結 

束時將達外國儲蓄的三分之二，而現在僅有三分之一， 

同時顯明的趨勢是不靠補助金(表二十)。

一六九 . 因爲加緊實施家庭計割方案，人口增加 

率可望大大阵低，同時因爲依照目標，牧入將有增加， 

卽使已經規定較高的國內的儲蓄率，每人消費仍將有 

所增加。

二 .圭達趣勢

一七0 . 在初級産品方面的主要目標是像過去一 

樣每年擴展生産約百分之四，因而到一九七0 年能在 

糧食方面達到自足自給並且竭力促進漁業生産以增加 

輸出 (表二十一)。

七一 . 礦業與製造業是最要竭力擴展的部門。 

在大體上，爲出口用途的工業生産較供家庭消費者增 

加迅速，同時生産品的生産亦較消費品的生産爲迅速。 

新的基本工業，如闻汽油化學工業網與綜合鋼厳，將 

予建立。動力的供給將予增加，並且着重電與油兩項 

(表二十一)。

一七二 . 運輸預料要大加擴展，爲了達此目的，已 

經決定以鐵路的發展爲主要任務；對於公路的築造亦 

將多予注意，但是預料這種轉變會是逐漸的（表二十 

一 ) 。

一七三 . 計劃中的農業與非農業部門的增長率與 

它們過去的趨勢並不太不相同；可是，就礦業與製造 

業部門來說，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如果保持目前较高 

的增長率，那末它們在全國總生産所估的比例可望境 

加百分之四，因而反映輕濟結構的改變。

三.對外慑戶

一七四 . 韓國對外交易將達更高的水平。往來帳 

戶上的廣欠預料將會增加。一九七一年，商品出口可 

望增加三倍，到達美金五五0 , 0 0 0 , 0 0 0 元，製 

成品所估比例將從將近三分之二增至四分之三。在全 

盤無形賈易的來往上預料也會有些盈餘。可是因爲實 

行進口替代政策需要原料及生産設備，商品進口預計 

增加一倍，從目前的水平增至美金A 九四 , 0 0 0 , 0  
0 0 元。應付腐欠將少用外國政府與私人援助而多用 

可望四倍於一九六五年的取人長期資金的流入。

四 .就業

一七五 . 人口增加率預料將會降低，因此到一九 

七一年工作年齢人口對全部人口的比例可望增加，同 

時勞工供應的比例也會增加。根據五年計劃，人口堆 

長的速率與里式可望促成就秉增加，將明顯的失業率



從百分之七點四減至百分之五，同時綴過由製造業吸 

收農業工人的方法使隱藏的失業率減低。

本報告書係遵照一九五0 年十月七日大會決議案 

三七六(五)第二段（C)分段的規定送請秘書長轉送大 

會第二十一屆常會。

委員會對於聯合國司令部提供勤務以及大韓民國 

國防部所派聯絡官的合作與協助表示感謝並將此意載 

入紀錄。

委員會對於秘書處本年度所提供的勞務，也要在 

此誌謝。

公曆一九六六年A 月十九日於韓國漢城本委員會 

會所。

(茶名）R. A. PEACHEY, 澳大利亞

智利24
R. H. van GULIK, 持蘭 

S. M. MURSHED, 巴基斯坦 

Pedro G. RAMIREZ, 非律黎 

Yuad LOESRIT, 泰國 

土耳其 25
主任秘書

A li NEKUNAM

24自從一九六五年一月以來 , 委員會就沒有智利代表。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致秘書長函 (A/6375)中，智利表示退出委 

員會的意圖。

秘書處註：其後，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函內，智利將 

其重新考慮是否退出委員會的決定通知秘書長。

25本報告書策字時，土耳其代表不在韓國。其後，該代表 

通知秘書長對於本報告書表示同意並且補簽名字。



附 件

附件查

出席委員會的代表團及聯合國秘書處人員

A . 出席委員會的代表圏

澳★利亜 

代表

澳大利亞駐大韓民國大使H.E. Mr. R. A. Pea
chey

副代表 

Mr. N. C. K. Evers

觀問

Mr. D. W. Witheford (至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 

八日止）

Mr. P. G. Timmins (自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A  
日起）

智利

m

代表

荷蘭駐大韓民國大使H.E. Mr. R. H. van Gulik 

副代表

Mr. W. Ch. E. A. de Vries

B基斯坦 

代表

巴基斯坦，駐日本大使 H.E. Lt. General K. M.
Sheikh (至一九六六年四月三日止）

H.E. Mr. S. M. Murshed,巴基斯坦駐日本大 

使（自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起）

菲律賓

代表

菲律賓駐大韓民國大使H.E. Mr. Pedro G. Ra
mirez

副代表

Mr. Lupo I. Loyva (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 

起）

秦國

代表

泰國駐大韓民國大使H.E. Mr. Yuad Loesrit
副代表 

Mr. Srisward Punkrasin

土耳其

代表

國民大會代表a H.E. Dr. Muammer Baykan 

副代表

土耳其駐大韓民國臨時代辦 Mr. Okan Gezer 
( 自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起）

B. 聯合國秘書處

秘書處處長爲主任秘書Mr. Ali Nekunam,由 

下列載員予以協助：政治事務專員一人，經濟事務專 

員一人，行政及財務專員一人，以及外勤、研究與管理 

人員。

a Dr. B aykan於一九六五年十月當選土耳其國民大會代 

表後，卽行辭職，但在委派新代表前，再度奉派代表土耳其參 

加本委員會。



附件戚 

大韓民國政府

A . 行政

★ 肆 國 總 统

朴正熙

各部部長

fe理（內閣首長）

丁一權 

副總理策經濟設計部部長  

張基榮 

外交 

李東元 

内政

楊媒宇（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一日至一九六六年四月 

十五日）

厳敏永（自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五日起）

財政

洪升憲（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至一九六五年十一 

月十六日）

徐奉均（代理X —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一九六 

六年一月二十五曰）

金正谦(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起）

司法

閩復基

國防

金聖恩

教育

權五柄

裏林

車均嬉（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一日至一九六六年二月 

二十三日）

朴東昂(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起）

■商

朴忠動 

街生及社會事務

吳元善〔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一日至一九六六年0 月 

十五曰）

鄭熙變(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五日起）

速输

安京模

通氣

金炳三

新聞 

洪鍾哲 

建投 

金禮然 

内閣行Æi:
李錫濟 

不管部 

元容爽 (主管經濟事務）

尹胃榮（主管政治事務）（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至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五日）

Kim Yoon K i〔主管政治事務X —九六六年五月三 

日起）

B . 行政部 n 其他機闕

國家安全會議

主席

朴正熙 

主律秘書

宋錫夏

經濟及科學會讓

主摩 

朴正熙 

主任秘書

金A 武

祝察委员會  

主席

李周一*

中央情权局 

局長

金炳1旭



c . 第六屈國民大會

識 真 &
議長

李孝祥

副識長

張栖淳

李相誰

各常務委員會主席

司法及立法 ....................................
外交關係 .......................................
f t政 ...............................................
財政及經濟 ....................................
WP3 —   ....................................................

敎育及新聞 ....................................
f t林 ...............................................
工 1̂ .......................................................
公共衞生及社會事務 .....................
運輸及通訊 ....................................
mm ..............................................

m m .....................................
a —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選舉結果。

ySiT

第五十三(經常)届會：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至一九 

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第五十四 (非常)届會：

月十五日

第五十五(非常)届會：

三月二十四日 

第五十六(非常 )届會：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至九日 

第五十七(非常 )届會：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至七 

月十四日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七日至二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至

?完長

趙鎭滿

D . 司法

最高法院

E .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

主摩

史光郁

附件春

大韓民國的國際關係

A. 已典或將與大轉民國建立 

外交關係的到家

激廷f 
宏都拉斯d 
冰島d

阿根廷& 哥斯大黎加 伊朗b
澳大利亞a 達荷美 以色列《

奥地利b 丹麥b 義大利a
比利時° 多明尼加共和國 象牙海岸°
玻利維亞 厄瓜多b 牙賈加■*
巴西a 薩爾冗多d 日本a
略麥蔭 衣索比亞° 約旦d
加拿大®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肯亞C
中非共和國h 法蘭西a 察國h

加彭 賴比瑞亞d
智利 岡比亞 盧森堡d
中華民國a 希JT 馬拉加西共和國

哥倫比亞b 瓜地馬拉 馬拉威

剛果民主共和國d 海地 馬來西亜a

馬耳他 

墨西哥° 
摩洛哥°
荷蘭b 
紐西蘭b 
尼加拉瓜 

尼日 

挪威b 
巴拿馬b 
巴拉圭S 
秘魯 

菲律賓a 
葡萄牙 

越南共和國a 
盧安達h 
沙烏地阿拉伯 

塞內加爾

焕

棒
衡
植
權
海
仁
淳
誰
正
消
鳳
 

鳳
鍾
始
淳
丙
嗽
周
在
聲
來
相
梧
 

金
卞
趙
楊
閩
李
金
金
金
丁
徐
玄



» 子山d 
西班牙b
naa tHie
桐

瑞士 ° 
泰國a 
多哥 

士耳其a

烏千達°
聯合王國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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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伏塔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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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h

國 C

■已交换常駐使節。

>已交换非常駐使節。

‘ 大韓民國使節駐在該國；該國使節待派。

大韓民國對該國家派有非常駐使節；該國使節待派。 

'大韓民國使節駐在該國；該國使節非常駐。

'大韓民國對該國派有非常駐使節；該國使節駐在大韓民

7大韓民國駐該國家使節待派；該國使節駐在大韓民國。

' 已 同 意 建 外 交 關 係 。

B. 大轉民國特派圏

大韓民國常駐聯合國常任觀察員辦事處(紐約）

大韓民國胜日內冗各國際組織常設代表團及駐聯合國 

歐洲辦事處常任觀察員辦事處（日內冗）

大韓民國出席歐洲輕濟聯盟特派團(非常駐）

C . 大轉民國的總領事馆及領事馆*

開羅(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福岡（日本）

漢堡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香港 (不列類國協皇家殖民地）

火奴魯魯 (美利整合衆國）

神 戶 （日本）

羅安琪〔美利藍合衆國）

名古屋（日本）

新德里（印度）

紐約(美利星合衆國）

大阪（日本）

金邊(束補寨）

仰光 (麵甸）

金山市(美利藍合衆國）

礼幌（日本）

仙台〔日本）

下關（日本）

橫濱（日本）

D . 各国駐大轉民國領事馆3

■本表未列設在大韓民國國外大使館內的領事館。

奥地利 

比利時 

丹麥 

印度k
日本(签山）

約旦

E. 織组

圭

際

 

灌威柩班典士

 

S

威
 

荷挪
巴西瑞瑞

 

組 

白
 

府

加
政
 

非

新

亞洲議會同與 

國際航空聯合會

F . 释緒或參加的國際條約义協定（一九 

六 五 年 八 — 日至一九六六年七月三 

十一 曰）

主要雙達條豹

大韓民國與美利星合衆國就原子能 

和平使用所 IT合作協定的修正

茶字曰期

‘九六五年七月 

三十日

大韓民國與澳大利亞共和國間的賈

易協定 ..................................... .......九六五年九月

二十一日

大韓民國與馬来西亞政府間的文化

協定 ......................................... .......九六五年九月

三十日

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政府所訂臨時

空運協定的修正 ....................... .......九六五年十月

十六日

大韓民國與美利醒合衆國政府就壽 

措經費以實施若干敎育交換方案

所訂協定的修正 ....................... .......九六五年十一

月二曰

大韓民國與法蘭西共和國政府所訂

文化及技術合作協定1 ..............  一九六五年十二

月二十八日

大韓民國與巴西所訂文化搞定I'，，， 一九六六年二月

七日

J 設在漢城的榮譽領事館包括在內，但設在各大使館內的 

領事館不在其列。 

k 將予設置。

1尙未生效。



大韓民國與日本所訂賈易德定 •，• •

大韓民國联府與荷蘭王國政府間互 

相准許與保護專利權與商標協定

大韓民國與墨西哥合衆國所訂文化 

m恕 ........................................

一 九六六年三月 

二十四日

一'九六六年四月 

二十九日

一九六六年四月 

二十九日

主要多邊條约

批准書或加入書  

存放曰期

一九六0 年國際防止海上碰撞條例一九六五年十二

月八日

一九六四年寓國郵政闻盟章程、最

後譲定書及有關協定 ................ .......九六六年五月

二十日

一九六二年延長國際小麥協定議定

書 ...................................................九六六年七月

二十五日

G. —九六五年九月三日至一九六六年八 

月十九日大轉民國代表出席的主要國

際會議

聯合國

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届會—— 派觀察員參加(紐約）

亞經會、兒童基金會及亞洲經濟發展與計劃研究所聯 

合贊助的亞洲國家發展計劃中兒童與靑年問題會議 

(曼谷）

亞經會區域經濟合作問題第二次部長會議(馬尼拉） 

亞經會賈易委員會第九届會(曼谷）

亜洲發展銀行壽備委員會(曼谷）

亞經會內河運輸及交通問題委員會第四扁會(曼谷） 

亞經會工業與天然資源委員會常年届會(曼吞）

鬪際原子能總署 

大會第九届經常會議(東京）

理事會會議(維也納）

国際夢工組威

國際勞工會議第五十扁會譲—— 派觀察員參加（日內 

冗）

聯合國樓食及裏業組威 

糧農組織理事會第四十五及第四十六届會議(羅馬） 

糧農組織第十三屆隔年舉行的會議(羅馬）

第二 ★免除飢餓運動會議(羅馬）

聯合闺教育科學文化組織

敎育部長及經濟計割部長會議(曼谷）

世界衛生組威

第十九届世界衞生大會（日內冗）

第十六届西太平洋匿域委員會會議(漢城）

韓際货赞基金會及國祭復與建故银行，

国際發展協會及國祭旅公司

董事會常年會議(華盛頓）

國際民航組威 

特別會議 (蒙特利奥爾）

国際電説同盟 

全權代表會議 (蒙特勒）

世界氣象組威

第四届區域協會威(亞洲X 德黑蘭）

政府間海事話商組威 

第四届海事組織大會(巴黎）

闕就藥實易總協定 

第二十三次大會—— 服觀察員參加（日內冗）

第三次棉織品賈易長期辦法問題會議—— 派觀察員參 

加（日內冗）

其他會讓

第一次亞洲大洋洲郵政同盟大會(査松市，菲律賓） 

第二十届紅十字會國際會議(維也納）

東方行政匿域組纖執行委員會第九届會(臺 ;J匕）
亞洲生産力組織董事會第六次及第七次會議（先後在 

新德里及東京舉行）

國際敎育局理事會第四十三次會議（日巧冗）

哥倫坡計劃理事會第十九届會(哥倫坡）

第一次亜洲及太平洋合作問題部長會議(漢城）

非政府組威

世界退伍軍人聯合會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托朗托） 

太平洋區域旅行協會第十五届年會(新德里）

議會間同盟理事會第九十八届會(坎培拉）

亞洲議會同盟第一届大會(東京）

敎學職業組織世界聯合會第十五届常年大會(漢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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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72

7.65
768.64

级工業 ..............
農業、林業及漁業 

漁業 ..............
二級工紫 ..............

採礦及採石業，，，
製造業 ..............
建築營造業，，••• 
電、水及衞生服務 

電孜煤夢……
三級工業 ..............

運輸 :k 管及通訊 
運輸及保管 

批發與零售業 •，• 
銀行、保險與地産 
房屋所有權 •••-• 
公共行政與國防 -
勞務 ..................

敎育 ..............
海外鄧門 ..............
國民生產毛額……

私人消費支出 ............
一般政府消費支出 •••• 
國內固定資金形成總額
存貨增加 ....................
貨物及勞務輸出 .........
貨物及勞務輸入（一），•
統計差異 ....................
國民生産毛額之支出 •• 
海外代理商牧入淨額 •• 
國民生産毛額之支出•，
間接税（一）................
補助 t + ) ....................
固定資本消費準備（一) 
國民所得 ....................

來源：韓國銀行。

來游：韓國銀行。

一; 六二年至一克六五年國民:É產毛孩之丈出 

(以现時市償计算）

数额〔轉幣十億圓）

，九 六 二 年 一 九 六 工 年 一 九 六 四 年

改捷率（百分比)
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九 六 四 年 里

’九 六 五 年  一 九 六 五 年

附件肆

表

一儿六二牟至一克六五年位工業分類之國戾生產毛. 
(以现時市價許算）

數額 (轉带十德圖）

一 • 九 六 二 年  一 • 九 六 三 年  一 • 九 六 四 平

改變率（百分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九 六 四 年 至

一 九 六 五 年  一 ■ 九 六 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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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一克六二牟至一克六五年按工業分類乏國戾生產毛韻  

(以一九六0 年固楚市復許算）

数額(轉带十億圓) 结構（百分比） 增長率（百分比）

項 目

一九六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二年 四年 五年 四年 五年

88.72 94.19 111.09 110.40 33.4 35.1 32,3 17,9 一 0.6
農業、林業及漁業••， 88.72 94.19 111.09 110.40 33,4 35.1 32.3 17.9 - 0 .6
漁業 ....................... 2.62 2.55 2.71 3.17 1.0 0.9 0.9 - 6 .2 17.0

二级■業 .................... 59.86 69.55 73.48 88.06 22.5 23.3 25.8 5,7 19.8
採鎭及採石業 ......... 6.82 7.44 8.57 9.86 2.6 2,7 2.9 15.2 15.1
製造業 .................... 40.55 48.07 50.96 61.11 15.3 16.1 17.9 6.1 19.9
建築營造業 ............ 10.16 11.46 10.91 13.53 3.8 3.5 4.0 一4.8 24.0
電、水及衞生服務 ••• 2.33 2.58 3.04 3.56 0.9 1.0 1.0 17.1 20.4
電及煤氣 ................ 2.00 2.23 2.68 3.14 0.8 0.8 0.9 17,2 20.9

三級Æ■業....... ............ 117.02 126.51 131.58 141.40 44.1 41.6 41.9 4.0 7.5
運輸、保管及通訊，•• 13.08 15.63 17.76 21.39 4.9 5.6 6,3 13.6 20.4
運輸及保管 ............ 10.78 12.71 14.61 17.51 4.1 4.6 5.1 14.9 19.8
批發與零售業 ......... 36.37 40.01 40.68 44.22 13.7 12.9 12.9 1.7 8.7
銀行、保臉及地産••， 4.13 4.26 4.29 4.38 1.5 1,4 1.3 0.7 2.1
房屋所有權 ............ 17.10 17.47 18.03 18.48 6.4 5.7 5.4 3.2 2.5
公共行政與國防•••， 17.96 18.71 19.10 19.75 6.8 6.0 5.8 2,1 3.4
勞務 ....................... 26.79 28.74 30.12 33.18 10.1 9.5 9.7 4.8 10.2
敎育 ....................... 10.53 11.32 11.95 12.81 4.0 3.8 3,7 5.6 7.2
海外部門 ................ 1.59 1.69 1.60 1.87 0.6 0.5 0.5 - 5 .3 16.9

國民生產毛綴 ............ 265.60 290.25 316.15 341.73 100.0 100.0 100.0 8.0 8.1

來源：韓國銀行。

四，一克六二年至一克六五牟國戾圭產毛« 之★出

(以一九六0 年固定市值计其）

数額(轉，十億圓） 結構〔百分比） 增長率（百分比）

—九六
项 目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二年 四年 五年 四年 五年

税人消費支出 •
一般政府消費支出，

國內固定資金揪成總額
存貨增加 ....................
貨物及勞務輸出 .........
貨 物 及 勢 藻 輸 入 （一）

統計差異 ....................
國內生産毛額之支出 

海外代理商收入淨額 

國民生産毛額支出• •，•

220,04
35.50
35.53 

-2 .9 2
12.36
37.54 
一 0,96 
264.01

1.59
265.60

229.27
36.85
45.81
12.26
13.79
46.80 

-2 .6 2  
288.56

1.69
290.25

254.99
34.64
38.22
7.19

17.31
35,81

- 1 .9 9
314.55

1.60
316.15

274.33
36.96
47.66

-0 .1 3
24.63
41.41

- 2 .1 8
339.86

1-87
3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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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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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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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11

 

1

80.6
10.9
12,1
2.3
5.5

11.3
-0.4 一 0.6
99.4

0.6
100.0

99.5
0.5

100.0

80.3
10.8
13.9

7.2
12.1

- 0.6
99,5
0.5

100.0

11 .2  
- 6.0 

- 1 6 . 6
41.4
25.5 

一23.5
8.5
9.0

- 5 .3
8.9

7.6
6.7 

24.7

42.3
15.6

8.0
16,9
8.1

来源：韓國鎭行。



3,014
993
856
118

451

125,077
423,699

(一 , 0 0 0 念順)

(一,ooo 公頃) 
〔一，o o o  株）

84,316 164,069 129,909
110,904 387,274 323,216

来源：大韓民國：農牀部。

五. 一克六二年至一儿六五牟翁工業用達分類之國内固定資金?^成總孩 

(以一九六0 年固定市價针算）

银後 (轉幣十億國） 結構(百分比） 增長率(百分比)
一 九 六

二年

一 九 六

三年 四年 五年 二年 四年 Æ年 曰年 五年

固定資金形成總額 ......... 35.53 45.81 38.22 47.66 100.0 100.0 100.0 -1 6 .6 24.7
農業、林業及激業•‘•，， 3.17 4.82 3.19 4,15 8.9 8.3 8.7 一 33.8 30.1
採礦及採石業 ............ 0.25 0.59 0.52 0.41 0.7 1.4 0.9 一 11.8 一 21.2
製造業 ....................... 7.32 10.26 9.06 11.02 20.6 23.7 23.1 - 1 1 .8 21.6
建築營造業 ................ 1.21 0.93 0.53 0.50 3.4 1.4 1.0 一 43.0 一 5.7
電、水及衞生服務…… 3.23 5.87 3.47 3.19 9.1 9.1 6.7 -4 2 .1 一 8.1
運輸、保管及通訊 •，••• 8.66 10.65 8.01 10.72 24.4 21.0 22.5 -24 .9 33.8
批發與零售業 ............ 2.03 2.21 2.06 3.55 5.7 5.4 9.4 一 6.8 72.3
銀行、保險與地産…… 0,10 0.09 0.14 0.23 0.3 0.4 0.5 55.5 64.3
房屋所有權 ................ 3.93 4.41 4.87 5.46 11 .1 12.7 11.5 10.4 12.1
公共行政 .................... 0.69 0.94 0.59 0.92 1.9 1.5 1.9 一 37.3 55.9
勞務 ........................... 4.94 4.94 5.78 7,51 13.9 15.1 15.8 17.0 29.9

存貨增加 ••••• ............... -2 .92 12.26 7.19 -0 .1 3 -4 1 .4 - 6 .8
國內資金形成總額 ......... 32.61 58.07 45.41 47.53 -2 1 ,9 4.7

來源：韓國銀行。

六，一'丸六二年至 一九六五年戾，、漁業及林，產量

許算單位 ，九 六 二 年 一 九 六 三 年 一 九 六 年 一 九 六 五 年

改變率（百分比） 
一九六四年至 

九六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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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耕地使用 

(以一，0 0 0  Chongbo i f  y

耕地面猜 土地
使用

食物裏作物 特别策作物

總計 山地 總許 未 大麥 雜物 立翔 馬玲署 生梓 煙草 其他

一九六二年---- 2,080 846 3,128 2,828 1,148 1,012 202 340 126 32 23 245
一九六三年，，*， 2,097 859 3,179 2,916 1,165 1,070 205 339 137 25 21 217
一九六四年 ---- 2,189 917 3,367 3,062 1,205 1,119 219 338 181 23 30 252
一九六五年 ---- 2,275 978 3,588 3,248 1,238 1,211 216 368 215 23 34 273

來源：大韓民國：農林部。 

a —個 Chongbo等二點四五英嗽。

八.若千生要瘦物及囊造品產量

產 品 针算單位
改變率

•九 六 四 年 一 九 六 五 年 （百分比）

煤(無烟）.............., 0 0 0 公順

鐵礦石................., 0 0 0 公順

鶴 ................. 短順

金(精谏），•，，，♦公斤

銀〔精懷） 公斤

銅礦石................., 0 0 0 公順

m ........................, o o o  公囑

無定形石墨，，•，一, 0 0 0 公順

高嶺土............ 一 , 0 0 0 公順

滑石 ....................., 0 0 0 公順

氣石 ................一, 0 0 0 公順

激造品

麵粉................一 , o o o 公順

糖(精谏）.............., 0 0 0 公顿

棉布 ....................., 0 0 0 平方公尺

人造棘................., 0 0 0 平方公尺

新聞紙，，，，，•，，一, 0 0 0 公順 

尿素肥料，…… 一 , 0 0 0 公順

水泥 ....................., 0 0 0 公順

鏡鋼 ....................., 0 0 0 公嘲

平被璃 ......... 一 , o o o 箱

脚踏車............- % o o o 對

汽車胎................., 0 0 0

膠合板............百萬平方5/̂

石油 ................一 , o o o 公升

9,621.6
684.8

5,132
2,357

12,580
12 .1

385.6
262.4
60.5
43.9
56.4

270.2
17.1

172,711
40,147

43,0
141.1 

1,242.1
129.2 
512.9 
154.6
251.3 
501.5 
760.1

10,248.3
735.1

4,230
1,954

23,499
22 .2

668.9
254.3
72.2 
35.7
39.2

347.7
45.3 

190,306
51,860

45.4 
163.0

1,614.1
192.3
517.2
149.8
354.4
729.2 

1,6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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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韓國截行，一九六六年經濟統計年鑑。

26



(一九六0 年二 z o o )

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改變率（百分比） 
十二月至千二月

一九六二年

採礦業 ................ 137.7 128.3 136.6 155.2 22.7
製造業 ................ 111.8 119.7 129.9 133.6 7.9
S ....................... 115.2 113.2 113.4 132.5 9.0
全盤指數 ............. 115.9 120.7 130.2 136.8 10.2

—*九六三年

採礦業 ............
製造業 ............
« ....................
全盤指數……

一九六四年

採礦業 ............
製造業 ............
s ...................

全盤指數……

一九六五年

採礦業 ............
製造業 .............
S ...................

全盤指數……

一九六六年

採礦業 ............
製造業 ............
® ...................

全盤指數 .........

160.2 144.6 153.3 173.6 11.9
133.5 138.8 146.2 145.5 8.9
121.3 128.3 135.7 147.0 10.9
137.0 139.2 146.8 149.8 9.5

174.8 171.1 145.6 185.6 6.9
133.6 154.9 159.2 158.4 8.9
146.3 157.9 157.1 189.4 28.8
140.4 157.5 157.0 163,9 9.4

178.4 176.6 169.3 199.3 7.4
168.8 182.5 182.0 197.5 24.7
180.0 190.9 185.9 230.0 21.4
170.7 182.0 180.2 199.2 21.5

199,4 196.1 -1.6"
185.8 203.2 2.9
225.5 224.6 - 2 .3
189.6 203.0 1.9

來游：韓國銀行。 

a十二月至六月改變率。



+ . 迷输部門袁绪：一;t 六四年、一克六五牟及一克六六牟許劃

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六年

A . 鐵路

( a ) 車輔(輔數）

車頭............

客車............

( b ) 軌長(公里）

全長............

主要軌道•，，•

( c ) 實績

百萬客公里，， 

百萬順公里•，

B . 公路

( a ) :公路(公里）

全長............

全 國 公 路 •

( b ) 車輔

商車..............

非商車..........

( c ) 實績 

百萬客公里，，， 

百萬嘯公里

C . 內海運輸

( a ) 船 數 ..............

(b)順位(總順數）•

D .造船

( a ) 船 數 ..............

(b)順位(總喊數）•

E .飛機

( a ) 數目..............

478
10,831

4.779.6
3.411.6

7,353
4,712.5

10,693
316,512

312
11,625

25

480
10,587

4,896.5
3,502

6,916
4,943.7

11,826
370,465

358
13,788

630
10,763

4,924.2
3,502

31,701 31'936 32,484
5,899 5,899 5,899

24,921 26,057 27,284
12,894 15,454 17,155

6,459.5 8,285.4 8,960.0
.510 .503 .578

12,172
418,515

611
25,695

31

來源：大韓民國：運輸部。



十一.政府財政  

(以轉带十億圓計）

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  結 構 一 九 六 六 年  第一追加 結構 
執行預算 《算 （百分比） 原 擬 算  算 （百分比）

查.中央政府一般樣户

A . 狀入

税收 ..........................

國內税...................

關稅.......................

專賣利潤 .......................
其他收入...................

相對基金...................

賠償及政府貸敦.........

總 针

B . 支出

一般費用...................

國防..........................

(相對基金）............

趣濟發展...................

(相對基金）............

賠償及政府貸敦……  

總 针

C . 盈餘■或 海 ................

衣.中央政府企業恢戶

盈腐（一）................................

春 . 合僻盈衡（- ) ...................

來源：

(a)現金餘款（-  )............

(b)韓國銀行借敦（ + )•，••

(C) 公僮 ..........................

(d)外債..........................

37.42 53.55 56.0 66.18 72.24 52.3
26.71 41.20 43.1 50.54 55.60 40.2
10.71 12.35 12.9 15.64 16.64 12.1
4.53 3,70 3.9 7,50 7.50 5.4
8.46 10.10 10.5 16.73 17.87 13.0

26.72 28.32 29.6 30.42 32.20 23.3
一 一 — 一 8.27 6.0

77.13 95.67 100.0 120.83 138.09 100.0

34.65 39.71 44.8 55.19 54.41 39.8
24.50 28.59 32.3 37.93 40.22 29.4

(15.00) (18.50) (24,50) (25.75)
15.30 20.32 22.9 27.02 33.91 24.8
(8.95) (9.24) (5.47) (6.46)

— 一 — 一 8.27 6.0
74.45 88.64 100.0 120.14 136.81 100.0
2.68 7.03 0.69 1.28

一 1.85 1.41 1.43 -5 .4 6

0.83 8.44 2.01 -4 .1 8

5.80 6.54 2.81
5.44 一 0.05 0.91 —

一 1.01 一 1.51 一 1.28 1.28
0.54 一 0.34 1.27 -5 .46

未源 ：韓國鎭行。



(以轉带十億圓計）

年 底

一九六

二年

—九六

三年

•九六
四年

一九六 

五年

一九六六 

年六月

—- 國內信用總額 ....... 46.5 61.3 65.3 89.9 102.6
二 . 定期及儲蓄存敦••， 一 16.8 一 17.3 -20 .3 一 39.7 -6 1 .5

其中資期存敦… 一 7.1 一 5.0 - 4 .3 一 17.5 -22.7"
三 . 國外部門 .............. 7,0 一 6,7 一 1.9 6.4 19.2
四 . 貨幣供應量 ........... 36.7 37.3 43.1 56.6 60.3

其中流通貨幣，•- 18.0 18.3 24.9 31.6 31.8

朱源：根據韓國銀行所供資料編製。 

a —九六六年四月底情形。

十三. 一无六二牟至一;^六五牟及一九六六年六月 

所有商品、鼓類及非较類批發便格指數 

(一九六0 年二 XOO)

改避率 
(百分比） 
千二月里

重 量

一九六二年

穀類(147.1)................
非穀類(825.9)............
所有商品(1，000.0)，• • •

一九六三年

穀類 .............................
非穀類 .........................
所有商品 .....................

一九六四年

穀類 .............................
非穀類 .........................
所有商品 .....................

一九六五年

穀類 .............................
非穀類 .........................
所有商品 .....................

一九六六年

穀類 .............................
非穀類 .........................
所有商品，，..................

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十二月

120.0
120.3
120.2

138.2
122.6
125.1

140.2
124.1
126.5

137.6 
124.8
126.7

26.7
8.4

10.9

152.2
127.8
131.4

220.4 
133.8
146.5

272.3
147.8
166.1

202.1
158.3
164.4

46.9
26.8
29.8

276.0
171.4
186.8

306.0 
194.7
211.1

248.4
204.5 
210.9

235.0
205.4
209.8

16.3
29.8
27.6

233.0 256.6 264.4 227.5 - 3 .2
210.6 219.0 220.1 222.9 8.5
213.9 224.5 226.6 223.6 6.6

242.9
227.8
230.0

260.8
237.9
241.2

14.6"
6.7
7.9

來游：韓國銀行。 

a十二月- 六月改變率。



十四.一Ai六四牟及一克六五牟國麟妆支情? 
〔以美金百萬元针）

一 九 六 四 年

A.

B.

C.

D.

E.

F.

貨物及勞務

收入(總額）.................

出口貨物〔離岸償格）......

聯合國軍險費用..........

...................................
支出(總額）.................

進口貨物(離岸慎格）......

進口貨物運費及保險費•，，••

其他 .....................

醋 .....................

載人穆轉支付及私人資金淨額，

錯誤與遣漏.................

總額淨數〔A - C ) ............

所得官方援助淨數..........

貨幣動熊

貨幣基金會...............

韓國日本未結帳戶........

持有外應（一）............

其他想期債養.............

貨幣金（- ) ...............

211 .0  
119.1 
63.7 
28.2 

一432.0 
-364 .9  
-3 0 .1  
-37 .0  

- 221 .0

61.5 
一  1 . 1  

-160.6  

157.0

總 针

來源：韓國銀行。

十五 .依款項柬源分類之進货物慎值 

(以美金千元针）

一九六五年

289.8
175,6 
74.0 
40.2 

-488 .3  
-420.3  
-3 2 .4  
-3 5 .6  

一198.5 
74.8
2 .2  

一121.5 
126.4

1 0 0.8
0 7 - 9 .4
2 8 4.2
0 9 一 0 .5
3 6 - 4 .9

總 數 商 業 當方援助 外國借款 救濟及其他

一九六二年…… • 421,782 178,989 (42) 218,539 (51) 4,535 (1) 19,718 (6)
一九六三年…… . 560,273 232,707 (42) 232,636 (42) 52,125 (9) 42,805 (7)
一九六四年…… . 404,351 184,503 (46) 142,634 (35) 34,609 (9) 42,605 (10)

九六五年 ....... • 449,952 248,351 (55) 135,535 (30) 17,992 (4) 48,073 (11)

来源：韓國銀行，一九六六年經濟統計年鑑。 

括弧內數字係指總數百分 i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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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16.3

221.8

5,5

105.5
1,001.27

152.41
848.86
233.00
90.22

142.78
168.40
68.07

100.33

892.34
7.0

國民生産毛額................

增長率.......................

出口 b‘ ................ .........

進口 b.....................

外國儲蓄..............

全鄧可用資源................

mm ......................

政府 ....................

私人........................

總投資..........................

政府..........................

私人，， ...................

國內儲蓄.......................

政府..........................

私人..........................

人口（一 , 0 0 0 ) ..........

國民生産毛額毎人平時數
〔韓幣）.......................

私人消費每人平均數（韓 
幣）............................

813.66
120.64
693.02
159.81
71.93
87.88
78.68
24.04
54.64

100.0

9.9

16.5

6.6

106.6

100.0

13.7

22.8 

9.1

109.1

二 公僮……

:•私僮 .....

政府保證者

其他 .........

小計.........

：. 直接投資…

150.1 5,131.60

248.0 779.34
(2,936.5)

199.5 1,156.50
(4,357.6)

126.4 377.16
(1,421.1)

148.6 5,508.76
136.9 4,528.69
177.9 701.39
131.4 3,827.30
235.7 980.07
230.3 401.09
239.2 578.98
352.6 602.91

1,383.5 218.97
234.2 383.94
114.3

131.3

115.0

72.0 268.9

75.6 287.9

75.1 263.9

0.5 24.0

147.6 556.8

6.2 38.6

153.8 595.4

来游：經濟計劃委員會，第二五年計割。 
a 韓國銀行所作初步槪算 (爲便K 計劃，已經調整)。 

b括弧內數字係指美金百萬元。

来游：韓國銀行。

a括弧内數字係指實際進口賞品。

十九.第二五年针劃 

全部可用资源及其處理 

:一九六Æ•年價格以轉带十億圓针）

针劃時#

一九六五年& (乂） —yL六-b年 一 九 W  B/A x  100
國民生產毛額 慣 值 （百分比） 價 值 （百分比） 價 值 （百分比）（百分比） 總許

+ A . — A 六六牟六月三+ 0 挣 11導外資情形S 
(以美金百萬元計）

一九*六 一九六  一■九六 一九六  一九六六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共許一月里六月  總許

47,76
4.92

42.84

85.6 
13.0
72.6
19.9
7.712,2

14.4
5.8
8.6

169.1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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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
120.0

122.9
124.1
117.3

來源：經濟計劃委員會：第二五年計劃。

揺弧巧數字係指美金百萬元。

來源：經濟計劃委員會，第二五年計割。

二十一. 弟二五年计劃 

各部門圭產量 
:一九六五年價格以轉，十億固計）

改變率
■•九六五年 一•九一•年 （百分比)

投資總額..............................

國內德蓄..............................

m m ..................................
私A ...............................................

.國外儲蓄(淨數）...................
長期資金流入(毛額）............
商品方案協助.......................

公債480................................
技術協助..............................

日本賠敦 ..........................

私人移轉支付及其他............

(減）持有外應及本金 fi違等

二十 . 弟二五年許劃 

换資款項来源 

(一九六五年價格以轉带十億圓許）

，九六五年 一九Jb—年 B/A'K 100
(乂） 一九六士年 （5) (百分比）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
七一年（總数）

数額 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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