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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领导班子的对韩接触策略

与应对方向

朴炳光, 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东北亚战略研究室长

对于中国的对韩接触与发展方向设定“基本原则”

从中国的对韩接触应当为两国关系发展与地区稳定做出贡献，不能以动摇韩美同盟的根基或牵制
和压迫第三国为目的的观点出发，在内部设定对于中国的对韩接触与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基本原
则。

利用中国的对韩接触牵引“朝鲜变化”

应当利用中国的对韩接触来牵引朝鲜无核化与实质性变化，我们的对朝政策并不以朝鲜崩溃及
吸收统一为目标，对此进行说服工作，通过南北韩与中国的“三国经协”谋求发挥促进朝鲜改
革开放的“催化剂”作用。 

应对区域内“势力转移”树立韩国的独立战略

提高对东亚力学构图变化的敏感度，为树立韩国的独立应对战略，对美中关系中可能发生
的“合作热点”、“中立热点”和“矛盾热点”进行正确分类与把握，树立在各种情境下能够
最大限度地发挥韩国的政策手段的外交战略。

在青瓦台设置“韩中关系”或“美中关系”TF

考虑到在韩国的政策决定过程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最终还是青瓦台这一现实，对我们而言韩中
关系和美中关系如果真的十分重要的话，有必要在青瓦台设置“中国担当”或“美中关系”特
别工作组（TF）并进行正式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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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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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更倾向于由韩国而非
朝鲜主导的统一可能性，
为构建与统一韩国的友好
合作关系先行铺路

不能排除有朝一日会开出
与友好接触价值相当的账
单的可能性，对于这一点
在韩中关系管理中要求保
持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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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的对韩接触所带来的影响

维持六方会谈主导权及强化对韩影响力

中国有意通过强化对韩接触来维持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主导权，与此同时谋求强化在韩半岛的
影响力。 

中国的这种意图从“面向未来联合声明”中的“双方将强化六方会谈框架内各种形态的双边及
多边对话，为重启六方会谈准备正面积极的条件”的条款中得到体现。

为由韩国主导的韩半岛统一铺路

习近平时期中国的对韩接触战略，以今后可能面临的韩半岛统一为考量基础，含有重新设定与
韩国的关系的意图。

有朝一日当韩半岛统一逐渐明朗化，中国更倾向于由韩国而非朝鲜主导的统一可能性，为构建
与统一韩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先行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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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中双边关系管理的难度增加

习近平领导班子对韩的积极接触在对韩中关系发展产生正面影响的同时，也会增加韩国在双边
关系管理上的难度。

中国的接触作为“条件分明的示好”，不能排除有朝一日会开出与友好接触价值相当的账单的
可能性，对于这一点在韩中关系管理中要求保持紧张。

面临不愿看到的“选择的两难”可能性

中国对韩保持积极接触，倘若出现美中竞争构图及中日对立构图激化的情况，这将加重韩国所
不愿看到的关于“选择的两难”的可能性。

韩国已经在在中日关系中经历过面临“选择的两难”的先例，最近在加入AIIB和部署THAAD
的问题上正在经历美中之间“对冲（hedging）的困境”。

以朝核六方会谈为首的区域内多边合作的困境

中国的对韩接触越是强化，意欲对此作出应对的周边国家的动向就越是活跃，其结果将导致朝
核六方会谈等区域内多边合作构图受到动摇。 

以日本为例，通过与朝鲜的双边谈判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并承诺缓和对朝制裁，这一行为动摇
了为解决朝核问题进行的区域内多边合作。

东亚力学构图变化的加速化

中国积极的对韩接触战略刺激了日本的警戒心，促进了美日同盟的强化，有可能加快东亚的力
学构图及相关国家竞争构图。

在东亚地区，力量的方向性正从原有的“现状维持”朝着垮塌的方向发展，中国积极的对韩接
触将有可能增大与美国的东亚战略之间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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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中国的东亚主导权的前进基地

中国认为韩国是自己在谋求达成东亚主导国地位的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帮手”和“前进基
地”，具有战略性价值。 

中国不认为韩国是自己在区域内的结构性竞争对象，反而是中国在掌握东亚主导权过程中可以
成为主要支援势力的“中坚国家”。

中国在对日压迫上的战略性协作对象

习近平领导班子判断在试图对日进行“压迫”及“孤立化”过程中，与韩国形成联合阵线  符
合战略性利益。 

中国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问题上与韩国具有共同的历史认识，韩国在独岛、慰安妇等问题
上与日本存在对立关系，是在压迫日本方面具有价值的协作对象。

弛缓由美国主导的对华封锁网的助手

习近平领导班子期待有朝一日通过自己的力量来突破美国对华封锁网，认为在此进程中韩国具
有战略性协作价值。

中国与韩国建交以后，朝着政治、军事、安保等全面战略性协作阶段不断发展，认为这种趋势
对弛缓美国的对华封锁网具有效果。

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伙伴

习近平领导班子倡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认为韩国在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面具
有战略性伙伴价值。

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韩国是第一大进口对象国，第三大出口对象国，最近随着韩中FTA协约
的签订，韩国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从“政经分离”到“政经合一”的走向

中国传统的对韩战略一直以来都以“政经分离”为代表，习近平时期的中国呈现出转向“政经
合一”的面貌。

跟过去的中国领导班子在安保对话、军事交流、韩国访问、脱北者问题等敏感性事件上过分关
注朝鲜，追求“政经分离”的情况明显不同。

谋求南北韩关系中的“均衡战略”

中国脱离偏向于朝鲜的倾斜政策转而谋求可能的南北关系均衡战略，外交上反而强化与韩国的
接触。

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以后与朴槿惠总统进行过六次领导人会谈，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尚未进
行任何领导人会谈，可见对于我们的对朝政策持肯定立场。

为实现“朝鲜变化”及“无核化”的共同合作

习近平领导班子以“朝核不容”意志为基础正在谋求“朝鲜无核化”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强化
与韩国的共同协作以期实现朝鲜的变化及无核化。

习近平领导班子在与韩国的各种会谈中持续表明为实现朝鲜无核化达成合作的意志，在对朝制
裁措施方面也表现出与以往任何一届政府所不同的积极参与的面貌。

韩中关系的“内实化”及“紧密化”

根据两国领导人会谈达成的共识，习近平时期中国的对韩战略的内容将焦点放在韩中双边关系
的“内实化”与“紧密化”上。

韩中两国领导人对于两国关系发展的内实化与紧密化已在“面向未来联合声明”及“具体行动
计划”中达成共识，通过对此的实践来谋求对共同关心事件的共识与战略协作。

弛缓对华牵制网与“离美从中”的达成

中国有意通过对韩接触来弛缓韩美日三角安保合作体系，长期意图是将韩国纳入自己的影响
圈，即所谓的“离美从中”。

中国希望在美中竞争构图的决定性时期，韩国能够在美中之间保持中立，一部分专家主张
的“韩中同盟”就包含此种战略性意图。

诱导韩国共同参与“对日压迫”战略构图

习近平时期中国强化针对安倍政权的对日谴责，同时谋求对日“孤立化”战略，在此过程中有
意诱导韩国共同参与并合作。

中国将中日关系视作美中关系的“从属变数”，谋求通过对美关系来管理对日关系的“通美封
日”战略基调，在此过程中有意让韩国共同参与。

中国认为韩国是在掌握东
亚主导权过程中可以成为
主要支援势力的“中坚国
家”

习近平领导班子期待有朝
一日通过自己的力量来突
破美国对华封锁网，认为
在此进程中韩国具有战略
性协作价值

1. 习近平领导班子对韩国的战略性价值的评估

2.习近平领导班子的对韩接触战略的内容

3.习近平领导班子的对韩接触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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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政策转而谋求可能的南
北关系均衡战略，外交上
反而强化与韩国的接触

中国希望韩国能够在美中
之间保持中立，一部分专
家主张的“韩中同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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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