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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熙离世 风雨三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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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签署

“这是英国再次成为一个独立的贸易国

以来，达成的第一个新的自由贸易协议。”对

于《英日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英国贸易

大臣利兹·特拉斯给出了如上定义。

当地时间2020年10月23日，在日本东

京，利兹·特拉斯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正式

签署了这份协定。英国国际贸易部指出，两

国签署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会在2021年

初英国正式离开欧盟后生效。英国政府发表

的声明表示，这份贸易协定将覆盖制造业、

创意产业、农产品等关键领域。

具体到各项条款而言，这一协定与日

本、欧盟现有的协定类似，英国企业将享有

对日本99%出口产品的免关税贸易，包括英

国起泡酒、苏格兰牛肉和威尔士羊肉在内的

英国食品向日本的出口规模将扩大。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将对从日本进口

的神户牛肉等商品大幅下调关税，对日本神

户牛肉的关税最多下调60%，乌冬面、蓝鳍

金枪鱼、酱油最大关税降幅则分别为13%、

22%和6%；英国还将逐步取消日本汽车的关

税，预计至2026年日本汽车关税将降为零。

不过，在电子商务和金融服务领域，日

英协议比日欧协议所定规则覆盖面更广，包

括禁止双方政府要求企业公开用于人工智

能技术和加密数据的算法。

“英国和日本虽然贸易额不大，但是在

高端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方面，英国与日本

的合作有更大的空间。”商务部研究院国际

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表示。

铺路石

虽然给了诸多赞誉，但英国的目光绝不

仅限于这份协定，毕竟，英日贸易量只占英

国对外贸易的2%。数据显示，日英去年双边

贸易额为380亿美元。日本是英国第11大出

口市场，英国是日本第12大出口市场。根据

路透社报道，英国有大约1000家日本企业，

包括大型车企。协定生效后，预计将推动英

日贸易额增加152亿英镑。

“对于英国来说，这个协定比较重要，在

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流的情况下，区域经济合

作成为唯一的亮点，两国的协定其实是在区

域经济合作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坦言。

桑百川进一步指出，英国“脱欧”之后，

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朝什么方向走，

是全球各国都很关注的问题，而英国的很多

企业都是全球化的企业，因此英国需要在开

放的世界中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次与日本签

署的贸易协定，是英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继

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标志性产物。

除此之外，白明则提到，在“脱欧”问题

上，英国与欧盟的谈判一直争得比较激烈，

此时英国寻求经贸空间的拓展，一个是美

国，一个是日本，二者都是大的经济体，若能

与其达成协定，那么英国在与欧盟的谈判中

也不会那么被动了。

“这份协定为英国商界进入亚太地区开

辟了道路，并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CPTPP，原版为《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铺平了道路。”在签署仪式

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利兹·特拉斯直言。

茂木敏充则补充表示，日本政府愿为英

国加入CPTPP提供必要协助，日方欢迎英国

加入该伙伴关系协定。明年，英国将担任七国

集团轮值主席国，而日本也将担任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轮值主席国，机遇不言而喻。

白明表示，对于CPTPP，英国的确有点

兴趣，日本也想拉英国加入，英日协定也为

此创造了条件，减少了门槛。

不过，对于英国加入CPTPP，桑百川则

提到，英国自身有相应的诉求，但要想真正

加入还存在一定的障碍，与CPTPP成员国

之间磋商的大门还没有打开，再加上英国国

内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毕竟英国“脱欧”就

是因为考虑到欧盟对自己经济自主权的一

些限制。而现在要想再加入另一个大型的贸

易组织，国内也可能会有反对的声音。

重头戏

除了将这份贸易协定作为进入CPTPP

乃至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铺路石，对于当下挣

扎在“脱欧”泥潭中的英国而言，这份协定也

向外界释放了信号，即英国有能力与主要经

济体自主达成贸易协定，“脱欧”这条路没错。

英国首相约翰逊曾主张，“脱欧”的重要

优点之一，就是能与其他国家签定最符合英

国利益的自贸协定。

目前，“无协议脱欧”的风险正在不断积

累。在10月20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法

国信用保险公司裕利安怡将英国与欧盟未

能签署贸易协定的可能性调高至45%。

虽然英国方面声称，已经做好了应对

“无协议脱欧”的准备，约翰逊也表示英国可

以成功应对“无协议脱欧”造成的所有后果，

但“无协议脱欧”的后果，对于英国企业而

言，打击深重。英国食品和饮料联合会首席

执行官伊恩·赖特也表示：“如果不能达成协

议，消费者将付出沉重代价。从欧盟进口的

食品和饮料将面临平均18%的高关税，由此

带动物价上涨。而疫情更将放大‘无协议脱

欧’的影响。”

裕利安怡则在上述报告中指出，若未能

签署协定，2021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萎

缩4.8%，投资暴跌25.8%，出口下降13%，

而且通货膨胀率至少在6个月时间里超过

5%（全年平均为4.5%），这主要是由于相关

进口税费增加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

因此，此时与日本的“牵手”，也像是一

颗给企业的定心丸。事实上，不止是日本，自

“脱欧”以来，英国一直奔波在贸易谈判的路

上。上周，特拉斯还表示，英国与美国正在加

强贸易谈判，宣布开启针对商品关税的第5

轮谈判。英国贸易部称，未来两周将进行40

场谈判会议。

不过，无论英国再怎么急于找新朋友，

但与欧盟之间的贸易仍然是必须迈过去的

坎。根据英国方面的统计数据，2018年英国

对欧盟出口额占英国出口总额的46%，进口

额占英国进口总额的54%。好在最近，英国

政府的态度稍有软化，上周宣布重启与欧盟

之间的新一轮谈判，于当地时间10月22日

下午开始。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牵手日本 英国脱欧急需强心针

舵手已逝

在长卧病榻六年以后，李健熙离开了这

艘他掌控了近三十年的巨轮。而李健熙的与

世长辞仿佛一个隐喻，一个属于三星集团的

辉煌时代也在逐渐拉上大幕。

无论是手机市场，还是存储芯片行业，三

星已经危机四伏。在李健熙逝世五天前，三星

在存储芯片市场的业务遭遇了SK海力士的伏

击，后者拿下了英特尔NAND业务，在这一市

场的份额直逼三星。而这，正是三星的重要利

润来源。

危机从李健熙的“淡出”就已经开始。

2014年，李健熙心脏病发作，再也没能参与到

公司的实际运作中。直到去世前，他都一直在

医院接受治疗，其独子李在■成为三星集团

的实际控制人。也正是从那一年起，三星在全

球手机市场的份额不断下滑，从30%走低至

目前的20%。

在中国市场，三星手机早已从曾经的榜

首跌落，如今市场份额仅在1%左右徘徊。回

望那个在2013年以18.8%的市场占有率成功

登顶中国最大手机品牌商宝座的三星，只能

唏嘘，往事不要再提。

在国际市场，三星的日子也不太好过。除

了竞争对手的蚕食，面对实施出口管制的日

本政府，三星也无计可施，李在■甚至亲身前

往日本寻求解决之道，然而仍然无法阻止韩

国半导体产业元气大伤。毕竟，日本管制的氟

聚酰亚胺、光刻胶和高纯度氟化氢是三星生

产半导体的重要原料。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形成完

整无缺的产业链，日本不供货必然对三星产

生负面影响，但也有可能倒逼三星补齐自己

的产业链。”通信业知名观察家项立刚表示。

创道投资咨询合伙人步日欣告诉北京商

报记者，“在半导体和光电显示领域，韩国属

于‘后起之秀’，三星电子之所以发展壮大，也

是因为李健熙当年抓住了半导体和光电产业

发展的机遇。但坦率来说，这几个高科技产业

都是起源于美国，发展于日本，韩国相对来说

技术根基和储备也面临不足。所以在与日本

的科技、贸易博弈中，同样也没有太多的筹

码，面临一个被动的局面”。

临危受命

“他说话轻声细语，但只要李健熙咳嗽，

韩国就会感冒。”作为占韩国GDP1/5的三星

集团掌门人，李健熙曾收获了这样的评价。

在家中位列老三的李健熙，原本并非三

星第二代掌门的第一人选，而是在政局变幻

莫测、父兄反目的情况下，揽下了三星的摊

子。

上世纪60年代末，彼时的三星还是一家

低质量大规模生产商，其父李秉■因走私糖

精原料一事遭大儿子李孟熙举报，险些锒铛

入狱。二儿子李昌熙主动背锅，替父入狱，不

料竟埋下了再次陷李秉■于不义的隐患。

而在三星电子成立的那一年，出狱不久

的李昌熙向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举报，李秉

■私藏利润。朴正熙借此大做文章，尽管李秉

■破财消灾，但两次举报最终将三星集团送

入国家手中。

1973年，李昌熙再次向朴正熙递交了父

亲多项“违法”材料，此举彻底激怒李秉■，下

令流放李昌熙至美国，而在劫难逃的李孟熙

也经殊死搏斗，最终定居北京。

作为李秉■最小的孩子，李健熙由此开

启了“子承父业”的征程。新官上任三把火，李

健熙的“火”集中烧在了半导体业务上，通过

劝说父亲投资半导体业务，李健熙一手推动

三星从廉价制造工厂成长为亚洲最有价值的

科技公司。1983年3月15日，三星对外宣布，正

式进军半导体产业。

1987年，在李秉■去世当天，董事会成员

全票通过了李健熙出任三星会长的决定，三

星也由此进入李健熙时代。此后，在李健熙

“成为世界级超一流企业”的战略目标之下，

三星相继打败了东芝、日立等日本半导体巨

头，成就了如今三星电子在内存芯片、OLED

屏幕上的神话。

1992年，适逢中韩建交，李健熙“一掷千

金”在华成立了惠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面对

爱立信、摩托罗拉、西门子等老牌手机称霸的

中国市场，李健熙提出要以质量管理和力求

变革为核心，鼓吹“新经营”号角，终于在2002

年成功打开中国手机市场。

三星集团在声明中写道，“李董事长是一

位真正的远见卓识者，他将三星从一家本地

企业转变为世界领先的创新者和工业巨头，

他的遗产将是永恒的”。

调整布局

手机市场有苹果、华为的夹击，存储行业

有SK海力士的穷追不舍，再加上全球紧张的

贸易局势，三星引以为傲的两大产业正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如今，李健熙唯一的儿子李在■正统揽

三星业务。南下越南，正是李在■亲历亲为的

计划之一，也是三星面向未来的战略。

据统计，自2008年三星以6.7亿美元在越

南建立了第一个生产基地以来，2008-2018年

十年间，三星共耗资173亿美元，在越南建成了

8家工厂和1个研发中心。2019年，李在■还会

谈了越南总理阮春福，规划三星未来的投资计

划。今年3月，三星宣布，预期在2022年，在越南

建成三星在东南亚最大的研发中心。

北京商报记者向三星集团咨询了越南

在三星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但截至发稿，尚

未收到回复。步日欣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三

星投资越南建厂，沿袭的是当年投资中国的

策略，即寻找劳动力成本低的区域来实现产

业链补足。

毕竟，成本曾是三星退出液晶面板市场的

主因。2009年以来，随着中国京东方和华星光

电两家液晶面板企业的崛起，三星被迫退出，

如今，京东方和华星光电已居于全球前两名。

相较于中国市场的日渐上涨，越南低廉的

劳动力、土地成本更有利可图。此外，越南政府

还提供了优厚的外资待遇，如长期无偿向外企

提供生产场地，免除经营初期四年的法人税。

而在奔向越南的同时，三星在华的布局

也处于持续调整中。继2019年关停在华最后

一家手机工厂，今年8月，三星又宣布关闭其

在华的最后一家电脑工厂。近日，三星还决定

在11月关闭在华唯一一家电视机工厂。坊间

纷纷传言，三星疑似全面退出中国市场。

不过，之于三星，中国市场仍然有着不可

或缺的重要性。据统计，三星在华高尖端产业

投资比重从2012年13%上升到了2019年的

72%。对此，项立刚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产品市场，对

各种各样的芯片的需求非常大，三星和中国

地方政府合作，建立更多的生产基地，将有效

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对三星的发展具有正面

意义。

步日欣向北京商报记者解读称，“随着中

国产业升级，同大多数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布

局一样，三星在中国的投资同样也在进行战

略调整。战略调整并不代表退出中国，三星在

国内的投资‘有进有退’，中低端的加工制造

组装业务正在逐步收缩，如部分电子组装产

线、LCD面板线等，都已经逐步关闭或者规划

关闭。而一些高精尖的电子产业，比如三星的

核心存储芯片业务，还在加大力度积极布局。

三星的这种投资策略的调整，也是顺应国内

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趋势，由中低端的制造

业向高端产业转型的趋势”。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刘迪雅

李健熙生平

1942年李健熙出生，是韩国三星公司创始人李秉喆的三子

1966年李健熙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

1968年李健熙加入三星

1969年三星电子成立

1978年李健熙升任三星物产株式会社副会长

1987年三星创始人李秉喆去世，董事会成员全票通过了李健熙出任三星会长的决定，三星也由此进入李健熙时代

1993年李健熙在法兰克福召开了全公司管理层的第四次会议，这次演讲被整理成了三星历史上著名的“法兰克福宣言”

1999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赤字超过1700亿韩元后，三星电子实现了3.17万亿韩元纯收入的逆转

2000年三星集团居世界IT业百强榜第一名

2008年李健熙因涉嫌非法转让经营权和逃税正式被起诉，被韩国首尔中央支法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

2009年李健熙获得韩国总统的特赦，名义是“助力韩国申办2018年冬季奥运会”

2010年李健熙又一次出任三星会长

2014年李健熙心脏病发作，再没能参与到公司运作中，其独子李在■成为三星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2020年李健熙在首尔三星医院去世，享年78岁

当地时间10月25日，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在韩三星医院去世，终年78岁。作为三星集团的二代掌门，李健

熙见证了三星从默默无闻到异军突起的高光之路，也旁观了三星在全球新局势下的步履维艰和小心试探。尽管

卧榻已久，李健熙仍以173亿美元的身价坐拥韩国首富，但其中掺杂的苦与辣，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英国拿下了“脱欧”后的第一张“通关文牒”，来自日本。相较于与欧盟谈判

时漫长的撕扯，英国与日本之间的谈判要爽快得多，从开始谈判到正式签署协

议，只用了不到5个月。看起来，这是一份双赢的协议，之于日本，牛肉、汽车等

出口的门槛低了不少，之于英国，战略意义则更明显，毕竟在“脱欧”协议仍然

没个定论时，与日本的这次“牵手”，无疑能让市场对外贸领域再次鼓起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