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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朴槿惠总统访华出席9月3日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中国的对朝
鲜半岛政策正站在十字路口，希望积极介入中国的政策投入过程

3. 中朝关系展望

积极地与中国共商对朝政策（联美协中）并推进摸索朝鲜变化方案

中国的战略思考正在不断进化，政策参与者也在新老交替过程中。应当在中国的政策决定过
程中积极地强化扩大发挥影响力空间的努力。

中国在原先对朝鲜半岛积极介入的（唇寒齿亡）论与以管理为中心的（东管西进）新战略之
间陷入愈发深层的苦恼之中。

今后中国的外交政策极有可能降低对韩国的期望值，对朝鲜则推进强化管理，展开降低受朝
鲜半岛变量影响的政策方向。

朴槿惠总统出席中国的二战纪念日庆典活动，会极大地提高对处于十字路口时期的中国的发
言权，符合现政府一贯奉行的联美和中战略。

韩中各自都处于囚徒困境之中。

认为用“安美经中”这种静态的二分法思考可以处理与中国的新型关系，这种信念是不具备现
实性的。李明博时期的主流思考，即必须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才能妥善处置好对华关系的这种
想法也已经过时。

韩中的对朝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战略性理解的一致性。韩国应当从认为朝中关系乃
同盟及特殊关系的前提中果断地摆脱出来，中国则应当从静态地认识韩美同盟的前提中果断
地摆脱出来，彼此谋求新的道路。

从传统的安保角度来消除对朝问题具有难度。此时需要一定的战略柔软性，通过非安保的方
法来解决安保问题。

在新丝绸之路战略中东北亚线路尚未出现。

应当积极展开努力将中国的新丝绸之路构想与韩国的欧亚倡议创造性地结合起来。

有必要努力将韩中两国在经济上的利害关系相互紧密地结合起来，在面向朝鲜的经济事业中
也应加强与中国东北三省的合作。在开城工业园国际化、新义州-丹东经济开发事业中与中国
建立合作，并与中国共同参与罗先开发，从而强化与朝鲜的经济合作。

为增进韩国对朝鲜的接触以及改善双方关系，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劝说工作。

不过在短期内更应重视国际协作。如果我方首先站出来撤销或削弱5•24措施等针对朝鲜的国
际协作，极有可能在今后给我外交造成负面影响。

短期内举行中朝领导人峰会的可能性仍微小 

由于金正恩的战略性误判、不成熟、大胆等因素有可能导致以后朝鲜半岛安保局势更大的不

确定性和不安定性。清晰地表明要教训不尊重中国的金正恩。

针对朝鲜无核化问题中国强烈要求朝鲜采取转变思路的措施，然而在中俄领导人峰会上提出

维持“朝鲜半岛稳定”，存在着降低要求条件的征兆，这一点必须关注。

朝鲜担忧中国对其影响力过度，因此正在尝试对中国经济依赖的多元化，透露出会根据实际

情况不仅是牺牲朝美关系、甚至不惜以牺牲朝中关系为代价来完成核开发的意向，中方感到

相当不解。

中国直面“囚徒困境”的状况

维持良好的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推进中朝传统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两码事，正在为增强对

朝鲜半岛整体的影响力而不懈努力。

尽管中朝领导集体目前处于相斗的状态中，但是防止朝鲜过分地脱离中国的影响力的动因巨

大，因此进入2015年以来正在加强对朝人员交流并积极推进改善两国关系。

不过选择权则在朝鲜手中。近期由习近平主席东北视察等一系列行为而产生的压力渐增，

金正恩委员长将如何应对值得关注。 

努力将中国丝绸之路构想与对朝开发相连接

站在战略性选择十字路口的对朝政策

防止诸如朝鲜挑衅或朝鲜内部突发状况此类事件的发生，对朝采取施压与管理并行的政策，

并且透露出一旦此事态发生时中国将如何采取对应措施的信息，以此来遏制朝方的行动。在

这种情况下朝鲜将对进行第四次核试验怀有相当大的负担。

中国国内对朝鲜内部体制的不安定性的关切与日俱增，就这一问题欲与韩国进行探讨及交流

的认识也日渐增强。

中国的东管•西进战略从整体上而言将会降低朝鲜半岛的战略重要性，如何再度引起中国对朝

鲜的关注与合作成为韩朝两国都将面临的新外交挑战。

朝鲜的战略价值再度上升以后极有可能推动与中美对话 

如果美中关系因习近平外交的“脱美国化现象”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相互冲突而恶化的

话，反而会产生朝鲜战略价值上升的效果。

朝鲜的挑衅虽然使中国感到困惑，但朝鲜的战略价值反倒上升了。因此在战略性挑衅及萨德

（THAAD）等问题上朝鲜具有试图诱导美中矛盾进一步强化的动机。

朝鲜在完成核开发并提升自身的战略价值以后，企图谋求与美中进行正式对话的可能性正在

不断增加。

应当在中国的政策决定过程
中积极地强化扩大发挥影响
力空间的努力

韩国应当从认为朝中关系乃
同盟及特殊关系的前提中果
断地摆脱出来，中国则应当
从静态地认识韩美同盟的前
提中果断地摆脱出来，彼此
谋求新的道路

习近平外交的“脱美国化现象”

在战略性挑衅及萨德
（THAAD）等问题上朝鲜具
有试图诱导美中矛盾进一步
强化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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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锦涛时期的对朝政策

问题提出

维持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和
平，防止朝鲜政权崩溃(遏制
由韩国主导的统一)，无核化

朝鲜第一次核试验（2006）与重视“稳定”的对朝鲜半岛政策的确立

中国的对朝鲜半岛政策以2006年朝鲜第一次核试验为契机，在内部讨论过程中将政策先后级

别定位为维持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和平，防止朝鲜政权崩溃(遏制由韩国主导的统一)，无核

化。

这样的政策先后级别反映了胡锦涛时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同感的思考。当时中国领

导集体将经济发展设定为国家的最首要目标，认为外交安保政策应当为之服务，遏制对外政

策的不安定因素并克制不必要的介入乃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性判断。

而且中国当时低估了朝鲜的拥核意志与技术性能力，反而对由朝鲜政权崩溃所带来的费用感

到恐惧。因此当时对于受朝鲜“牵连”的危险与弊端的思考相对而言比较少。

朝核问题及核安全问题突出，新的统一观崛起

习近平时期以来朝鲜半岛无核化一跃成为朝鲜半岛政策的第一原则。原先第一原则是稳定与

和平，而无核化问题被摆在后面。

朝核问题得不到解决，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和平就很难实现，韩国不得不因安保问题受制于美

国的利害关系，中国则受到朝鲜利害的牵连，美中及韩中关系脆弱的状况将持续。

从2014年2月现役空军中校王翔撰写的提灯计划（朝鲜半岛战略报告）内容，亦或前南京军区

副司令王洪光将军（重视国家利益）与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朝鲜半岛中心主任李敦球（重

视传统关系）之间展开的对朝政策争论中可以看出，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是，中国军方反而表

明对朝的强硬立场。

在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转换为比以往更为积极的思考。

这种思考的转换反映出习近平努力为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2021年之前实现中国统一而

寻找积极的突破口。

当时中国领导集体将经济发
展设定为国家的最首要目
标，认为外交安保政策应当
为之服务，遏制对外政策的
不安定因素并克制不必要的
介入乃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战
略性判断

其内部对朝鲜半岛政策的立
场重新定位为“三不”（不战、
不乱、不统）“一无”（无核）

2009年朝鲜第二次核试验以后，意识到受“牵连”的危险性并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干
预政策。以此次核试验为契机中国在意识上发生了转变，认为朝鲜核开发不单纯
是用于对美协商，而实质上是为了进行核武装

中国奉行的立场为将朝鲜的核问题视作中长期课题，对朝鲜加以接触并且增强影响力，引导

朝鲜进行改革，终极目标是为解决核问题(分别解决朝核问题和朝鲜问题的方针)。

同时有种忧虑也成为现实性的认识,即中国因朝核问题而受到牵连,可能给国家利益带来严重

损失。

2010年天安舰及延坪岛事态的发生使中国的忧虑陡增，朝鲜半岛的不安定
状况有可能侵害本国的发展利益，中国会受朝鲜牵连。作为对此种危机意
识的反映，其内部对朝鲜半岛政策的立场重新定位为“三不”（不战、不乱、
不统）“一无”（无核）

2. 习近平时期中国的对朝鲜半岛政策与中朝关系

中国从正常的国家关系的观点出发，基于国家利益构想对朝鲜半岛战略 

中国是大国，而韩朝作为弱小国家，有必要引导其尊重中国的国家利益。

与朝鲜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这一方向在胡锦涛时期已经制定，但习近平时期以来坚定了贯彻

此政策的意志。

观察近来中国内部对朝鲜半岛战略思考的变化，可见已超越原有的地缘政治性思考并逐渐扩

大了地缘经济性思考，从世界战略的角度重新发现了作为地区中坚国家的韩国所具有的战略

价值（据点国家论）。

为重新架构朝中关系而不断努力

与其说朝鲜是战略合伙人，倒不如说是有可能侵犯大国核心利益的弱小国。这一认识更加得

到强化。表明立场，中国不容许被弱小国朝鲜的外交所利用或受到不必要牵连。

在传统上中国的对朝问题由中央对外联络处主管，而现在此主导权正转移到外交部。

针对朝鲜违背中国利益的行为做出清晰的表态，将增加其相应的成本。

划定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底线和红线。红线是为防止战争，所谓底线则是根据不同的议题设定

多样的剧本以避免最坏情况的发生。

对朝鲜采取以施压为主，绥靖政策为辅的并行战略

要求朝鲜对核问题采取转变思路的措施，表明此乃中朝两国领导人举行峰会的前提条件。

加强对朝能源供给的压力与接壤地区军演。

扩大与朝核相关的对朝制裁措施目录。

克制以国家为单位的大规模经济合作。不过允许小规模及民生方面的交流，近来采取放宽地

方政府层面经济合作的绥靖政策。

在地区经济方面朝中之间经济相互依赖性得到深化。

但在2014年11月前后的中国内部会议上，在对朝鲜一味实行以施压为主的政策不会给中国的

国家利益带来任何好处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决定采取与绥靖政策并行的措施。

2015年强化实务接触并推进对朝劝说工作，邀请金正恩出席9月3日的庆祝二战胜利纪念活

动。

转换为对韩朝两国进行更为均衡地接触，发挥正面的均衡者的作用，使朝韩两国的沟通与交

流得以强化，并以此来增强对朝鲜半岛整体的影响力。

中国渴望通过这种方法在中美战略性竞争不断激化的东亚地区推动韩国的中立化。

预计中国有必要更大地发挥朝鲜半岛均衡者的作用

中国脱离原有的以朝中关系为中心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视角，而从韩中关系的角度出发更

为独立地来看待问题。2014年习近平主席未访朝先访韩，明确地显示出从以朝鲜为中心来理

解朝鲜半岛的思维中摆脱出来的迹象。

正常的国家关系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