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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搭便车”，积极参与以及发挥正面作用寄予期待

4. 韩国的欧亚倡议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的接轨

韩中列车轮渡连接事业

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与韩中合作
与韩国的欧亚特快构想的接轨方案

推进一带一路构想在东北亚的扩张与欧亚倡议的接轨

积极探讨推进韩中列车轮渡连接事业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戏剧性成功预言着未来中国将享有更大的国

际影响力。中国的一带一路事业作为世界性规模的长期事业，甚至考虑将美国也纳入其连接
网络之中。从中短期来看，预计美中之间在制度与规范的建立方面将面临矛盾和竞争沟壑的
不断尖锐与深入，未来韩国外交安保极有可能直面更为沉重的包袱。

在一带一路及亚投行（AIIB）事业中，韩国切忌显示出消极性•排他性的态度，而应当在为国
家乃至地区之间和解、合作、安定、和平、繁荣做出贡献的原则下，积极地实施“搭便车”战

略。在确保亚投行副总裁职位方面努力竞争。

亚投行在支配结构的运用及具体事业方面依然存在着分歧。在引导亚投行成为符合国际标准
的组织，推进内部的照顾与安排以防美中两国走向对立格局等方面，应当发挥韩国的积极正
面作用。

目前在一带一路的发展计划中核定给东北亚的比重较低。

预计中国对韩国的期望值将有所降低，并将政策方向转为在推进改善中朝关系的同时，降低
朝鲜半岛自主变量的影响。

如果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关注相对有所减少，那么朝鲜进行挑衅的可能性将相对有所增加。

链接中国的东北三省发展战略，韩中两国存在共同合作的必要性。韩中应加倍协同并研究如
何能在减少朝鲜变量的同时让合作成为可能。

目前的状态如果长此以往，韩国政府加入亚投行的主要名分，即将其运用于对朝经济开发、
北方经济合作的期望在短期内将很难实现。预计韩朝关系也将难有所改善。我方的立场是无
须对朝中接触与朝中关系改善持否定态度。韩国应当为缩小朝鲜变量以及强化韩中之间的沟
通而做出努力。

建议积极探讨韩中列车轮渡连接事业，将其作为连接欧亚倡议与一带一路的新方案。

此举将成为战略筹码，乃强化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与韩国的链接，最大限度地减缩朝鲜变
量，同时向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提供扩展至东北亚地区的空间，间接地迫使朝鲜放弃核开发
并加入新的发展趋势。

韩国总统朴槿惠于2013年10月18日韩俄领导人峰会之前提出了欧亚构想

发表了设想实现构筑一条从釜山出发，贯通朝鲜、俄罗斯、中国 、中亚、欧洲的丝绸之路特

快列车的构想。

韩国在链接欧亚倡议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方面维持积极态度

在理论上与韩国朴槿惠政府的信赖进程及东北亚和平构想相链接。包含了期望以经济、物流

沟通、人员交流等方式来缓和梗阻的韩朝关系及东北亚国际关系的政治意志。

在亚投行向朝鲜提供其经济改革和开放所必需的投资通道这一方面存有潜在的期望值。

对韩国的欧亚倡议构想造成最大阻碍的就是朝鲜僵化的态度

朝鲜金正恩政权在短期内不仅是韩朝关系，甚至于甘愿以牺牲朝中关系为代价，执意强行核

武器及其运输手段的开发。

只要朝鲜继续采取核武器武装战略，东北亚的安保形势就会持续紧张，而经济发展所需的安

定和动力也面临着局限性。这不仅给韩国的发展造成障碍，也会成为中国的东北三省和沿海

地区发展的巨大阻碍因素。

过去的冷战时期朝鲜发挥了在东亚为中国而牵制美国的作用，现在则在东北亚强化军事力

量，满足美国企图牵制中国的战略利害关系，预计短期内将推进“以挑衅为中心的战略”。此

乃为美国强化在东北亚的存在感，将美中、韩中、韩俄关系引向矛盾局面提供了契机。

朝鲜的战略导致今后朝鲜半岛的紧张不断激化，将致力于链接韩国的欧亚构想与中国的一带

一路构想的韩国政府置于巨大的考验之前。

亚投行的设立与韩国参与的决定

尽管美国提出了明确而强烈的反对，但是此间中国始终未曾停止过力邀韩国加入的努力。

中国从亚投行筹备委员会于2014年1月成立伊始起就通过外交渠道积极地劝导韩国加入，鉴于

此美国亦强化了阻止（韩国）加入的压力。

由于美国和日本的反对，亚投行的设立筹备一时难觅突破口，这一状况随着2015年3月12日英

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公开发表加入意向而遂成破竹之势。

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以后，德国、意大利、法国等相继发表加入意向，与韩国处境相同的澳

大利亚也确定加入。因此韩国也自然而然地于3月26日公布加入。

2013年11月在与普京总统举行的领导人峰会上对连接朝鲜半岛纵贯铁路（KTR）和西伯利亚

纵贯铁路（TSR）的方案达成了共识。并签署了关于参与罗津-哈桑项目的谅解备忘录。

构想将中国横贯铁路、西伯利亚纵贯铁路、蒙古横贯铁路相互连接起来。

构想将韩朝境内断裂的铁路及高速道路区间连接起来，并与外部的铁路实行接轨

从2015年起开启欧亚亲善特快事业和韩-中亚合作事务局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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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习近平时期新自我认同感与一带一路构想的出现

问题提出

中国主流战略思考的认识发
生了转换，认为现在与其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倒勿宁说是“发展中的
世界大国”，中国正在构想史
无前例的“国家大战略”并将其
付诸实现

中国外交的自我认同感变化 

中国外交如今正经历着基于模式改变的变化过程。一带一路构想则居于其中心部位。

作为引起变化的主要因素，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的自我认同感产生了变化。中国主流战略思考

的认识发生了转换，认为现在与其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倒勿宁说是“发展中
的世界大国”，中国正在构想史无前例的“国家大战略”并将其付诸实现。

中国正经历着从“大陆国家”到“大陆•海洋国家”的自我认同感的转换，“一带一路”构想囊括了
大陆和海洋。

中国已然不再是东亚的地区大国，而是企望将世界作为战略空间来推进“一带一路”构想的“欧
亚大陆中心国家”或“中央国家”。

美中进入新一阶段的竞争

2011年以来美国推进“亚洲再平衡政策”，同时希望实现新南方三角（美•日•澳）或形成钻石
安保合作体制（美•日•澳•印）以及连接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新丝绸之路构
想。

日本积极响应美国的此番政策并且推进强化美日同盟。不过日本必定怀有更为复杂的隐情

（以牵制为重点的对冲战略）。

中国提议设立如“新亚洲安保体制建立构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将美国排
除在外的新国际机构，意味着今后在国际规范领域里，美中关系正在以超乎预期的速度加紧

进入美中矛盾的新激浪阶段。

有评论指出，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通过APEC领导人峰会打消了奥巴马总统的忧虑，在建立
积极的中美关系方面首战告捷。

中国的对应展现为设定政策方向，即：与其迎战来自东边的强势挑战，不如对东实施渐进式

的对应和管理（东管），对西实施积极的涉足（西进），对南实施新的领域扩张（南开），

对北实施强化合作（北和）的政策。2015年有望成为重大转折点。

2. 中国西进战略的发展

中国的新西进战略的核心是推进新丝绸之路战略（一带一路）和设立亚投行
（AIIB）

中国是否在筹划具备系统性的西进战略这一议题尚存争议，不仅如此，中国本身也从以往关

于和平崛起（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新型主要国家关系）的
争论中接受教训，因此与其称之为战略，倒不如描述为倡议。

中国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构想和推进从2013年起正式启动，大体上分为
陆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洋丝绸之路

在陆地上利用国际通道，以连接丝绸之路的中心城市为基础，以经济贸易产业地带为平台，

构筑中国-蒙古-俄罗斯、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亚等三条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在海洋上以主要港口为重点，共同建设安全、高效的运输通道。以常被指为“珍珠链战略”的
中国-缅甸-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阿拉伯海-非洲沿岸线以及中国-南中国海-南太平洋这两
条海上线路为主要方向。

在这一构想中值得引起注意的部分就是缺乏针对东北亚地区的构想以及足够关注度。

“一带一路”提出作为重点事业的政策沟通、基础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

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在经济及文化因素上的优势，扩大政治影响力的策略这一方面也值得关

注。

中国的丝绸之路构想可以从中国21世纪国家大战略的角度来解释

此前中国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树立并实行“国家大战略”对国家利益而言毫无裨益，然而进入
习近平时期以来却一改惯有立场，表现出更加积极地构想并运用“国家大战略”的意志。

在这一构想得以实施之前，中国曾经陷入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大范围海洋争端，与周边国家的

矛盾大幅度提升，且面临中国威胁论汹涌澎湃的状况。

在经济方面正在推进新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此种情况之下，期望通过高达4兆美元外汇
储备的出口、过剩设备及生产的海外转移来增加新经济发展的动力。

3.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设立

亚投行的设立是中国在未能成功实现对亚洲开发银行（ADB）、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等原有国际金融秩序进行改正的情况下，为向新丝绸之路
构想提供财政支持而单独筹备的金融机制

起初提议建立以中国为中心、具有排他性的金融机制，然而正在逐渐转变为立足于国际标准

的多边金融机制。

预计到2015年年底 57个创始成员国将共同完成设立工作，目前就持有股份及运营/支配结构
已达成协议。

出资规模总额达1000亿美元，投票权水准为中国26.06%，印度7.51%，俄罗斯5.93%，德国
4.15%，韩国3.5%，澳大利亚3.46%，法国3.19%，印度尼西亚3.17%。

有望由中国前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担任总裁，启动形态将以总会作为最高表决机构，由理事

会掌握投资决定权限，由副总裁及高级官员若干名构成非常驻机构。

主要政策决定要求获得75%的支持率，实际上中国掌握了否决权。 

韩国享有地区内排名第四的投票权，实际上未达到满足成为理事局资格的4.5%。

如果说这一机制的设立宣告了20世纪后半期由美英日联合主导的金融秩序
的终结，此未免言过其实，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这一事件从心理上对
被认为是最坚固的原有金融秩序宣布了其终结时代的到来

预计今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有所增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将有大幅度提升。不

过，亚投行的成功与否不宜言之过早。

不再是东亚的地区大国，而
是企望将世界作为战略空间
来推进“一带一路”构想的“欧
亚大陆中心国家”或“中央国
家”

以超乎预期的速度加紧进入
美中矛盾的新激浪阶段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通过
APEC领导人峰会打消了奥巴
马总统的忧虑，在建立积极
的中美关系方面首战告捷

对西实施积极的涉足

三条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两条海上线路

在这一构想中值得引起注意
的部分就是缺乏针对东北亚
地区的构想以及足够关注度

表现出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极为困难落后的西部地区开发的必要性和意愿。

期望提高国内政治社会的安定性。

在外交方面期望借此机会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构建连接到欧洲、非洲、南美洲的网络并

发挥中心作用。强化对中亚等西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以及反恐合作。

在战略方面摆脱由美国支配的海上路线，开发更为多样化的能源供给路线。与此同时，从美

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及其压迫中寻求出路，提议建立新的替代性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