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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南韓總統文在寅於 2017 年 12 月 13 日至 16 日抵達北京，進行 4 天
的國事訪問。文在寅總統在訪「中」行程中，除了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舉行第三次元首會談以外，且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

江分別舉行會談，此外，與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在訪「中」期間，文在寅

總統進行拉近雙方之間心理距離的活動，指示駐「中」大使盧英敏參加習

近平主祭的南京大屠殺 80 周年國家公祭活動，至早餐店享用大陸傳統早
餐油條、豆漿等，且對南京大屠殺表達「感同身受」，藉此降低中國大陸

（以下簡稱大陸）境內的「反韓情緒」並引發大陸人民對韓「中」關係的

共鳴，文在寅總統的破冰之旅獲得外交成果，韓「中」關係從僵局逐步走

向緩和，然而，儘管雙方在會談上就 4 項原則達成協議，但由於兩國在薩
德問題上仍存分歧，元首會談後不舉行聯合記者會，也不發表聯合聲明。

換言之，透過文在寅總統的破冰之旅與雙方採取的務實態度，韓「中」關

係獲得緩和，但由於雙方在薩德問題上仍存在分歧，韓「中」只有暫時封

存雙方衝突因素，韓「中」關係仍面對隨時陷入僵局的不穩定狀態。因

此，筆者從南韓總統文在寅政府角度切入，探討韓「中」關係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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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韓「中」關係對南韓的涵義

在經濟上看，大陸是南韓最大經濟合作夥伴，南韓藉由與大陸經貿合

作，取得巨大經濟利益，且大陸的「一帶一路」倡議對南韓能提供未來經

濟成長的機會，使南韓能開創永續發展。另外，儘管北韓金正恩政權堅持

推動發展以來，與大陸關係陷入僵局，但大陸是北韓最大政治與經濟合作

夥伴，仍保持溝通管道，北韓在經濟與外交孤立下，大陸對北韓仍有其影

響力。由於地緣關係，北韓擁有核武直接對大陸與南韓安全產生威脅，雙

方在北韓無核化上保持共同立場，因此南韓除了經濟合作以外，推動在安

全 (尤其北韓無核化 )上的合作，以營造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對韓「中」
彼此之間外交目的而言，南韓加強韓「中」合作關係，參與大陸的「一帶

一路」戰略，開創新經濟發展的新局面，同時在北韓政策上，贏得大陸的

支持，實現北韓無核化，但大陸追求的是，藉由強化雙方關係，除了北韓

無核化以外，抑制美國的再平衡戰略，阻擋在東北亞形成韓美日安全同盟。

另外，由於韓「中」合作關係的發展，大陸在南韓對外關係上的地

位越來越提升，成為南韓主要外交合作夥伴，隨之，南韓外交戰略主要

以美、「中」為對象，皆推動兼顧韓與美「中」兩個關係的外交政策，

例如，盧武鉉政府在韓美同盟基礎上，加強對大陸的外交，謀求發展韓

「中」合作，同時力求韓美平等，推動其關係均衡發展；朴槿惠政府採取

美「中」均衡外交政策，追求均衡發展與美「中」的關係。即使南韓加強

與大陸的合作關係，韓「中」關係成為外交戰略主要考量，但由於兩韓軍

事對峙，南韓重視安全需求，而其安全主要依靠韓美軍事同盟，因此南韓

外交戰略考量出現「經濟靠大陸」、「安全靠美國」的結構。

由於美「中」角力與北韓核武戰略，南韓遭受外交困境，此不僅限制

南韓的外交選擇，也損害南韓的國家利益。換言之，目前亞洲存在著兩

個國際秩序結構：由美國主導的地緣政治結構與由大陸主導的地緣經濟結

構。對南韓而言，美國與大陸都是重要的合作夥伴，必須要加入美「中」

主導的國際秩序，但朝鮮半島是美「中」在東亞角力的前線，美「中」角

力下，南韓若加入任何一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就受到另一方的壓力，而限制

了南韓的外交選擇，此外，南、北韓關係也限制南韓的外交選擇，即儘管

受制於美國的壓力，南韓若加入大陸主導的地緣經濟國際秩序，以期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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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發展利益，但若在缺乏北韓合作的狀況下，韓「中」地緣經濟合作的經

濟效益不大；加入地緣政治結構就可以維護安全利益，但無法完全消除朝

鮮半島的地緣政治風險，反使得南、北韓關係更加惡化。另外，北韓藉由

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對峙確保其安全利益，反而凸顯朝鮮半島地緣政治風

險對大陸國家利益產生的負面影響。

在此情況下，由於北韓金正恩政權推動戰爭邊緣政策，進行第 3、4、
5、6 次核試爆，且增加射程距離，藉此大幅增加其非常規戰力。北韓戰爭
邊緣政策對南韓安全產生巨大威脅，使南韓大幅增加軍事安全的需求，因

此南韓在外交戰略上，安全考量優先於經濟，致南韓部署薩德，提高其防

禦力，抑制北韓核武發展。然而，南韓部署薩德導致朝鮮半島局勢轉變為

核武與薩德局面，且由於南韓部署薩德損害大陸戰略利益與破壞區域戰略

平衡，對此大陸對南韓強烈反彈，採取經濟制裁，因此韓「中」關係陷入

僵局，且南韓經濟利益遭受重創。

參、南韓北韓政策態度對韓「中」關係的影響

對大陸而言，韓「中」關係的僵局原因在於南韓部署薩德，但從南韓

立場上來看，部署薩德主要針對北韓核武，因此韓「中」關係的僵局起因

於北韓問題。南韓處理北韓問題途徑分為二，意即安全與統一，保守派強

調安全考量，將北韓作為警惕對象，而自由派則重視統一考量，將北韓看

作合作對象，因此南韓在北韓政策考量上，保守派從安全考量切入，採取

警惕北韓的態度，提出以北韓放棄核武為前提的北韓政策，而自由派著重

於合作考量，推動北韓無核化與改善兩韓關係同時並進。保守派朴槿惠政

府提出「信任進程」構想、「德累斯頓宣言」，藉此呈現出推動兩韓交流

的意志，進行與北韓當局對話與雙方交流，但仍堅持「北韓先放棄核武、

南韓才推動雙方經貿發展」，警惕北韓共產政權。保守派政府的北韓政策

毫無改善南北韓關係，反而，面對北韓的軍事挑釁，重視強化韓美安全同

盟，採取以牙還牙方式對待北韓，提高軍事防禦力，決定部署薩德，不僅

導致南、北韓關係將舉更加惡化，且使得韓「中」關係也陷入僵局。對南

韓而言，即使同時追求安全與經濟，但由於安全牽累到生存利益，經濟關

係到發展利益，面對安全需求增加以及安全利益與經濟利益相衝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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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安全考量優先於經濟，因此，文在寅政府雖然屬於自由派，提出雙方

對話與交流的構想，以消除南、北韓關係僵局，力求修復韓「中」關係的

正常化，面對北韓第 6次核試爆，臨時部署薩德，抑制北韓軍事挑釁。
儘管如此，文在寅政府的北韓政策不是以北韓放棄核武為前提，而是

繼承前任金大中、盧武鉉政府的包容態度，採取兼顧北韓無核化與雙方交

流，因此對北韓提出對話與交流，同時對話前提從北韓放棄核發轉向為凍

結核武研發，且採取以和平方式解決北韓問題。文在寅政府對解決北韓核

武的構想，即將北韓凍結核武研發作為出發點，且將北韓無核化作為最終

目標，和大陸對朝鮮半島問題解決方案「雙暫停」、「雙軌並行」倡議具有

相似立場。

文在寅政府認為，改善南北韓關係能推動朝鮮半島局勢走向和平與穩

定，緩和朝鮮半島地緣政治結構，將使南韓能推動地緣經濟合作，因此

力求修復韓「中」關係。為此，文在寅政府向大陸提及「三不承諾」( 韓
國承諾不參與導彈防禦體系、禁止追加部署薩德、不加入韓美日軍事聯

盟 )，以推動雙方關係回到正常軌道。文在寅總統在此考量下應邀訪問大
陸，文總統訪「中」的目的在於化解南韓署薩德引發的韓「中」緊張關係

僵局，藉此修復雙方互信關係與將使雙方關係的正常化，進而在互信基礎

上，加強在北韓問題上的合作，雙方不容許在韓半島發生戰爭，說服北韓

坐上談判桌，另外，強化雙方地緣經濟合作，將「新北方政策」與「一帶

一路」聯繫起來，參與大陸主導的「一帶一路」倡議，藉此爭取另外一個

面向歐亞大陸經濟開發的機會。

文總統在訪「中」期間，與習近平舉行元首會談，針對 4 項原則包括
絕不允許韓半島發生戰爭、堅持韓半島無核化、透過對話和談判和平解

決北韓核問題、透過積極改善南北關係為最終解決韓半島問題，努力在會

談上達成協議。但由於兩國在薩德問題上仍存分歧，對南韓立場而言，薩

德問題涉及到韓美安全同盟，且在韓部署的薩德是美國的戰略運作，南韓

無法撤回薩德體系，因而在封存薩德問題下，修復韓「中」關係；而南韓

部署薩德威脅大陸的戰略利益，因此大陸對南韓政策目的在於南韓撤除薩

德，在此情況下，雙方透過協調決定，元首會談不發表聯合聲明，不舉行

聯合記者會。儘管如此，韓「中」兩國在解決北韓問題上具有共同立場，

川普要求大陸採取更嚴厲的制裁措施以及扮演施壓北韓的角色，但大陸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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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透過對話與協商和平解決北韓問題；文在寅政府不同於朴瑾惠政府以往

對大陸外交政策的著重點，意即透過施壓北韓核武為主的方式，而是採取

透過與大陸的溝通與合作，促使北韓坐上談判桌。另外，在美國已部署好

薩德情況下，大陸繼續施壓與制裁南韓，只讓南韓陷入外交困境，且導致

南韓的反「中」情緒，逼迫南韓在軍事與政治上傾斜美國。在此情況下，

大陸改善與強化南韓的合作關係，有助於降低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風險，

同時，能維護區域戰略均衡，因此即使雙方在薩德問題上仍存歧見，但仍

邀請文在寅總統國事訪問，推動雙方關係的正常化。

肆、文在寅政府時期影響韓「中」關係的因素

為了推動韓「中」關係的正常化，採取擱置爭議，韓「中」決定文在

寅總統抵達北京，進行國事訪問，舉行雙方元首會談，同時決定元首會

談後不發表共同聲明，不舉行聯合記者會，在文在寅總統訪「中」期間，

雙方採取務實外交，文在寅政府表示，連結大陸「一帶一路」與南韓「新

北方政策」，以擴大雙方之間戰略合作，大陸也解除赴韓旅遊，因此兩國

關係獲得緩和。然而，韓「中」關係發展的關鍵仍在於北韓核武試爆與彈

道飛彈試射，其原因主要在於，北韓軍事挑釁成為美國施壓南韓加入美國

MD體系與形成美日韓安全同盟的藉口。
文在寅政府對北韓採取包容態度，力求重啟南北韓對話，因此邀請北

韓參加平昌冬奧會，且提出若北韓在平昌冬奧開幕前不再挑釁，將考慮

推遲韓美聯合軍演。對此，金正恩在新年賀詞上對南韓釋出善意的表示，

可能會參加平昌冬奧，且重啟中斷將近 2 年的南北韓之間熱線，藉此舒緩
南北韓緊張對立的局勢，也為雙方和平對話揭開序幕。北韓的態度是呼應

南韓的提議與大陸的「雙暫停」倡議，其目的在於，尋求與美國的溝通管

道。然而美國對北韓的態度是除非北韓同意放棄核武，否則美國不會認真

看待及承認，在此情況下，保持美國與北韓對話前提是北韓停止核武試爆

與飛彈試射以及無核化。

然而，北韓透過 6 次核試爆與試射飛彈，提升了其核武與飛彈能力，
面對美國的敵對政策，北韓堅持核武戰略，因此金正恩在新年賀詞上對美

國表現強硬態度，北韓能因應美國任何一種核子威脅，且表示北韓大量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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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核彈頭和彈道飛彈並加速部署。針對北韓核武戰略，美國與北韓之間衝

突與齟齬不斷，促成朝鮮半島局勢緊張升溫。在此情況下，若北韓展開軍

事挑釁，進行第 7 次核試爆，或是試射彈道飛彈，南韓夾在美國對北韓的
強硬政策與大陸「雙暫停」倡議，將陷入安全困境。其原因主要在於，美

國以北韓軍事挑釁為由，加強對北韓國際制裁，且施壓南韓加入美國主導

的 MD 體系，然而，韓美同盟關係越強化，北韓對大陸地緣政治戰略價值
就越提高，因此大陸即使對北韓採取經濟制裁，但不推動將引發北韓政權

垮臺的強烈經濟制裁，反而要求南韓落實「三不承諾」與「雙暫停」。南

韓的「三不承諾」將會涉及到美國的再平衡戰略，引起美國的反彈，影響

到韓美安全同盟，致實際難以落實「三不承諾」，因此，圍繞著南韓落實

「三不承諾」，南韓與大陸將使雙方關係再次陷入僵局。

北韓核武與南韓薩德問題起因於北韓與美國，但由於美國與北韓關係

影響到韓「中」關係，美「中」區域角力與北韓持續展開軍事挑釁對韓

「中」關係產生負面影響，使得韓「中」關係陷入僵局。因此為了促成韓

「中」關係的發展，必須重新接近韓美關係與南北韓關係，文在寅政府在

此考量下，提出在北韓問題上扮演主導角色，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北韓核

武問題，對美國方面，要求美國對北韓問題採取的任何步驟，都須先與南

韓協商，對北韓方面，強調不希望北韓政權垮台，也不謀求合併統一，藉

此穩定朝鮮半島局勢走向，對大陸方面，著重於韓「中」在解決北韓問題

上共同立場，文在寅政府加強韓「中」合作關係，並贏得大陸的支持，進

而在解決北韓核武問題上，建立韓「中」美對話 3 邊、或是韓朝美「中」
4邊對話等多邊會談機制，透過此會談機制，管理北韓核武問題。

伍、結論

基於戰略合作的需求，建交 25年以來，韓「中」關係取得迅速發展，
南韓為了解決北韓問題與朝鮮半島統一，強化與大陸的溝通與合作，大陸

也透過韓「中」合作在東北亞增加政治經濟影響力，兩國在雙方關係與解

決北韓核武問題上，合作利益大於衝突。然而，儘管韓「中」合作利益大

於衝突，兩國採取務實外交，修復雙方合作關係，但由於韓「中」衝突領

域是南韓的薩德，此涉及到大陸的核心利益，且習近平強調在大陸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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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與主權問題上絕不妥協，因此若南韓對大陸戰略安全利益產生影響，

韓「中」關係即將陷入僵局。對南韓而言，由於薩德涉及到韓美同盟，因

此，文在寅政府基於「三不承諾」，建立韓「中」信任關係。同時，文在

寅政府加強韓「中」地緣經濟合作，參與大陸的「一帶一路」、推動韓朝

「中」經濟合作，藉此創造韓「中」發展利益的新開端，同時將使北韓擴

大與韓「中」的經濟合作，創造韓「中」與北韓之間地緣經濟合作利益，

引導北韓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加強與北韓的信任關係，並力求斡旋北韓

與美國對話，進而管理北韓核武問題，營造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