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한중 정상회담 추진

한중 전략적 경제협력 강화 추진

한중 관계 현재의 "전략적 협력동반자관계" 에서 "전면적 전략협력 동반자관
계" 로 격상 고려

유명무실화된 청와대 국가안보실과 외사영도소조 주임간 대화 채널을 실질
적으로 활성화

중국과 대북 정책에 대한 과감한 협력 추진 필요

朝核试验以后韩中关系明显受到内伤。双方都不能忽视而应当彼此认识到这一点。不能以消极防御的态

度来应对，当务之急是以这次矛盾为契机，推进领导人会谈，一举解决韩中关系的悬案。

在美中战略竞争不断强化的这一节点上，管理好韩中矛盾十分紧要。

3月31日至4月1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核安全峰会上，韩中两国领导人将见面并进行实务性会谈，一则是
要消解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不适感，同时也要针对两国的悬案进行转向性的试探。如若不然，则应当以对

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韩进行回访的形式，促成朴槿惠总统在适当的时间访问中国。这样一来就可以恢复
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并推进韩中之间悬案的全面解决。

韩中友好关系的最重要基础就是经济合作。在国家战略层面，韩中有必要就经济合作模式和事业支援达

成共识。重新设定当前急速分化的韩中经济结构，就朝野对经济的担忧进行解答。这与中国提出的“一带
一路”战略构想的精神是一致的。

这里所说的“全面”是指一揽子的，同时加强在所有领域、尤其是安保领域的合作与沟通。有必要研究如
何强化韩国军队领导班子及实务工作组与中方的沟通与交流。

“一揽子”的内容意味着将朝鲜的未来及朝核问题纳入到韩中战略合作的议题中去。

 推进建立韩中战略经济对话。

在其之下新设1.5轨战略对话体制，建立较为灵活的、自由的，同时也可探讨彼此关心的战略问题的制
度，使其各自能够向上提交报告书。

 十分明确的是，习近平时期的对朝政策的立场是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新常态对朝外交）。这创造出对
韩国更为有利的条件。

当前朝中关系的趋势并不一定违背韩国的国家利益，韩国要如何将其运用到韩朝关系中去还值得探讨。

建议在对朝政策和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越过欲擒故纵、暗中摸索、谋求的阶段，与中方一道进入共同

谋划的阶段。

국가대전략: 일대일로 전략의 수립과 집행

對한반도 외교: 남북한 등거리 외교에서 한국과의 관계 강화 추진

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并于2013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提出“海上丝
绸之路”的构想。之后将其称为“一带一路”战略。

过去，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无法构想这种长期的、世界范围的国家大战略或者将其付诸实践。但是现

在，中国作为大国正在将贯彻的意志进行具体化。

这是中国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做出的应对。有可能被解释为不是通过美国居于优势的军事方式，而

是通过中国居于优势的经济和人文及人力交流方式来加强本国的影响力。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就一带一路构想强调以下几点事项。

① 亚洲国家为中心，努力优先建设亚洲互联网络 ② 以经济走廊为基础建设亚洲互联网络的基础框架
③ 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努力尽早实现亚洲互联网络 ④ 通过建设融资建设亚洲互联网络 ⑤ 通过人文交流
巩固亚洲互联网络的社会基础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的对朝鲜半岛政策基于通过南北韩等距离外交战略确保对朝鲜半岛整体影响力的构
想基础。能够觉察到2013年朝鲜第三次核试验以后这种战略基调发生了重要变化。

明确表示基于国家利益与朝鲜树立正常国家关系的意志。

更为积极的认识到以韩国为中心的统一。

 着手分析和准备朝鲜有事时的具体脚本。

 重视韩国作为东北亚据点国家的战略价值 。 

2016年1月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与2月朝鲜发射卫星（远程弹道导弹）试验以后，（中国）在与韩美处于紧

张局势的情况下，表明坚持不会使韩中关系出现危局。

坚持强化对朝制裁的立场，全面达成联合国对朝制裁2270号决议案。

在牵涉到萨德问题的局面下，比起对韩国施压，更加倾向于对美施压并试图通过对话解决实际问题。

在联合国制裁以外，以实施对朝双边金融制裁来施压于朝鲜。

持续与韩方探讨经济合作。

中国的新常态外交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意义具有双刃剑的特性。

韩中关系的改善是习近平外交最重要的功绩之一，中方表明将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维持这一关系的立场。

新常态中国外交表明将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来应对朝韩问题的立场。并且强化了对于损害中国国

家利益的行为必将施以应对的原则。

只要朝鲜加大挑衅，就 将持续扩大对朝施压。

中国的新态度向韩国提供了更大的韩中合作空间。对于诸如导入萨德系统等挑战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将

加以惩罚的意志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比起中韩关系乐观论来，有必要采取更为慎重的态度。

当务之急是以这次矛盾为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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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对美国的亚太再平
衡战略做出的应对。有可能
被解释为不是通过美国居于
优势的军事方式，而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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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朝中关系的趋势并不一
定违背韩国的国家利益，韩
国要如何将其运用到韩朝关
系中去还值得探讨

推进韩中领导人会谈

推进强化韩中战略经济合作

考虑将韩中关系从现在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

激活有名无实的青瓦台国家安保室与（中央）外事领导小组主任之间的对
话频道

有必要果断地推进在对朝政策上的韩中合作

国家大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树立与执行

对朝鲜半岛外交：从南北韩等距离外交到推进加强与韩国的关系

最重要基础就是经济合作。
在国家战略层面，韩中有必
要就经济合作模式和事业支
援达成共识



3. 신창타이 중국 외교의 내용

1)대국외교: 새로운 강대국 관계 제의

주변국외교 : "친·성·혜·용" 구상의 제안

다자외교: 국제 제도의 수임자에서 적극적인 제안자로 전환

习近平时期, 中美关系仍然是最重要的大国关系。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美中领导人峰会会谈中提
议树立美中之间“新型大国关系”。

所谓“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内容是指“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美国对“不对抗，不冲突，合作共赢”的原则有所同感，但尚未接纳“相互尊重”的部分。由于担忧其
含有要求承认中国主张的核心利益的涵义。

美中之间相互承认竞争的不可避免性，虽然矛盾不断增加，但同时作为超级大国不断努力管理相互

关系的稳定性。

美中双方目前正在摸索防止偶发性的冲突以及强化经济和安保合作。

2014年11月美中元首会谈中两国领导人签署了“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及“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
则”谅解备忘录。

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氛围更为明确。代表性事例为2014年11月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
明》。此外，还在非洲埃博拉病毒应对，非洲能源开发，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根治等方面强化了双方

的合作。

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指出，中国的周边外交基本方针为“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

邦、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荣”。

习近平时期的周边国家外交在美中战略竞争不断强化的时期，以周边稳定为信念，认识到其乃作为

强化中国外交的耐久性和影响力的主要领域并加以重视。

对于敌对的周边国家通过包括武力在内的施压来强化牵制，对于友好的周边国家给予优惠，对于在

中间地带的周边国家着积极运用怀柔政策。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上，主张新“亚洲安

全观”，并提出亚洲自己的“共建、共享、共赢”的新安保方向。

 认为亚洲地区的安保当然应当有亚洲国家自己来主导。 

也被解释为旨在牵制域外国家的干预，引起怀疑中国是否在追求亚洲版的门罗主义。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从在国际体制内学习规则的立场转变成提案和决定的立场。通过建立和运营新

的国际组织来提高发言权和决定议题的能力。

2013年习近平主席作为中国领导人在巡防海外的首站俄罗斯提出树立以世界各国合作与共赢为核心

的“新型国际关系”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纽约举行的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讨论演说时谈到，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也
要照顾到他国合理的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也要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

概念。

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主导建立新开发银行（NDB: New Development Bank），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等 。

国务委员杨洁篪表示，预定于今年9月在杭州举行G20峰会，届时将针对世界经济发展与治理改革提

出中国方案，并贡献中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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문제제기

1. 신창타이 외교의 출현

2014년 5월 시진핑 주석은 하남성 시찰 과정에서 중국의 현 경제상태와 발
전방향을 설명하기 위해서 "신창타이(新常態)" 개념을 처음으로 언급함. 그 
이후 현재 경제 영역을 넘어 정치, 군사, 외교 등의 다양한 영역까지 널리 적

2013년 집권 이후 시진핑은 2013년 10월 하순 주변외교 공작좌담회를 개최
하여 중국외교의 전면적인 개혁신호를 보여줌

2. 신창타이 중국외교의 특징

중국의 정체성이 "세계에서 가장 큰 발전도상국" 에서 "발전중인 강대국"

중국 외교 기조가 "도광양회" 에서 "분발유위" 로 변화함 (有所作为 → 奋发

중국 외교의 새로운 목표는 중국 건국 100주년이 되는 2049년까지 중화민족
의 위대한 부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을 실현하는 것임

经济新常态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① 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② 经济结构的不断改
革；③ 向创新经济转换。

从2014年下半年起，主要舆论媒体和学术论文开始谈及“中国外交的新常态”。

原有的中国外交多少具有对应和被动的涵义，坚持“韬光养晦”及“有所作为”的原则。

目前中国外交正在进入主张应当采取积极主动姿态的“奋发有为”外交时代，这可以称得上中国外交的新

常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徐进认为，过去中国的大国外交是以“你强我弱”为前提的“针对大国”的外交。

现在则在自认为是大国的前提下转变为“我是大国”的外交。

在2013年6月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正在摸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大国外交之
路。

“韬光养晦”是以“你强我弱”的认识为根据，对外维持慎重的态度，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政策基调。

所谓“奋发有为”是指，应当以发生变化的自身力量和国际地位为基础，更积极地追求中国的国家目标和
利益。

中国正在将这一基调运用到树立新型大国关系、推进一带一路构想、稳定周边局势、参与全球问题等多

种多样的方面。

中国过去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以消极态度对应，现在明确设定了国家利益的“底线”，同时通过运用“后发
制人”的战略，表明坚决贯彻的意志。

习近平在2013年10月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新的目标和原则。

这是要求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国外交集中精力从经济建设向更高一层次的民族复兴的目标升华。

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阐明了中国的伟大复兴要通过和平发展的方式实现 。

目前中国外交正在进入主张
应当采取积极主动姿态的“奋
发有为”外交时代，这可以称
得上中国外交的新常态

这是要求中国成为世界大
国，中国外交集中精力从经
济建设向更高一层次的民族
复兴的目标升华

对于敌对的周边国家通过包
括武力在内的施压来强化牵
制，对于友好的周边国家给
予优惠，对于在中间地带的
周边国家着积极运用怀柔政
策

1) 2015年3月，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接受《中国日报》记者采访时就中美关系的新常态做出如下表述。“今后几个月,如果美方又
有人冒出来批评中国,我不会感到奇怪。我觉得这是中美关系的一种常态。我们现在总在说新常态,中美关系的新常态就是始终有矛
盾有合作。但合作永远大于矛盾”。美国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教授在2015年6月撰文表示，美中之间的竞争是包含战略、
商业、理念、政治、外交、技术甚至学术领域的复合型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与其对双边关系持乐观论，倒不如说是需要相互
适应的“新常态”。

问题提出

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视察河南省的过程中，为了说明中国目前的经济状
态和发展方向，首次提及“新常态”的概念。至此，这一概念已超出经济领
域的范围，广泛适用于政治、军事、外交等多样的领域

2013年执政以后，习近平与2013年10月下旬主持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
发出中国外交全面改革的信号

中国的身份认同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的大国”转换

中国外交的新目标是在中国建国100周年的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

3. 新常态中国外交的内容

1. 新常态外交的出现

2. 新常态中国外交的特征

大国外交：提出新型大国关系1)

周边外交：“亲、诚、惠、容”构想的提案

多边外交：从国际制度的接受者向积极的提案者转换 中国外交基调从“韬光养晦”转变为“奋发有为”（韬光养晦→奋发有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