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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眾所矚目的第三次南北韓高峰會於今 (2018) 年 4 月 27 日，在板門店
的「和平之家」舉行，與前兩次會談不同的是，之前都是由南韓總統到北

韓，而這次卻是金正恩親自跨越 38 度線抵達南韓境內，成為韓戰之後首
位進入南韓境內的北韓領導人，讓兩韓和平露出一線曙光；其次，這次南

北韓會談正逢在 6 月美朝對話之前，因此，被視為「川金會」的會前會，
所以本次會談除了終止南北韓戰爭狀態之外，也觸及朝鮮半島無核化議

題，為之後的「川金會談」鋪路。

而在這次南北韓會談上，除了雙方將致力於朝鮮半島無核化之外，兩

韓宣布朝鮮半島今後將不再有戰爭，在年底之前推動把「停戰協定」轉

變成「和平條約」，另外，兩韓也同意在邊界開城設立永久性的雙方代表

處，並將 38 度線非軍事區（DMZ）變成真正的和平特區，同時也將積極
推動美、朝、韓、「中」四方會談，以多邊對話機制凝聚各國共識，早日

促成半島無核化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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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次高峰會與之前兩韓會談的異同

本次南北韓會談與過去相同的是，歷次兩韓會談都會簽署一份政治

宣言，以作為會談的最終成果，例如 2000 年第一次會談雙方簽署「南北
共同宣言」，表達共同努力解決國家統一問題，2007 年第二次會談則簽
署「南北關係發展與和平繁榮宣言」，希望以多邊對話形式讓韓戰早日結

束，而這次會談則更進一步發表具有兩韓終戰意涵的「板門店宣言」，在

今年之內將過去的「休戰協定」轉化為「和平協定」，以結束南北韓長期

以來的戰爭狀態。

與過去不同的是，過去歷次的兩韓會談，都是由南韓領導人主動發

起，北韓加以呼應，不但被外界視為是兩韓之間的家務事，議題也大多侷

限在半島的統一問題，然而，這次的會談，卻被視為 6 月「川金會」的會
前會，美朝兩國都想利用這次會談互相試探對方的政治底線，以對北韓棄

核的立場進行再確認，並對朝鮮半島和平體制進行再保證，因此，本次會

談進一步觸及到半島無核化、美軍核戰略設備等軍事議題。

另外，與過去兩次會談相比，這次是國際關注度最高的一次，因為之

前都是由南韓總統到北韓，這次卻是北韓領導人跨越 38 度線到南韓，而
且還是謎樣般的金正恩，首次出現在國際媒體鏡頭當中，自然吸引全球大

部分人的眼球，因為大家都好奇他究竟是本人，還是分身，並從文金互動

了解金正恩的性格。

其次，這次也是歷次會談中自主性最低的一次，這次會談恰巧在 6 月
美朝對話之前，因此，被定位為「川金會」的會前會，這讓文在寅與金正

恩猶如川普與習近平手中掌握的大玩偶，在互相試探彼此的底線，另外，

這次會談主軸是簽署兩韓「和平協定」，這也並非南北韓自身可以決定

的，還需要韓戰的參與國美「中」兩大國的認證，由此可見，兩韓在這次

會談中的侷限性。

最後，這次也是歷次會談中民意支持度最低的一次，2000 年及 2007
年的兩韓會談，在南韓國內掀起一片和平統一的旋風，國內民意支持度更

超過了九成，然而，這次會談卻只有六成的民眾支持，特別是二十歲左右

的南韓年輕人特別不感興趣，因為他們成長過程都在延坪島砲擊、天安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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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及北韓核武陰影下度過，自然對北韓沒有任何的好感，還怕善良的文

在寅會落入北韓的陷阱當中，而南韓的民意將會對本次會談產生牽制作用。

參、本次會談主要特色與成果

在國際壓力的有限空間下，這次會談兩韓仍然簽署「板門店宣言」，

宣布朝鮮半島不再有戰爭，以停止敵對的行為，表達雙方追求半島和平的

目標，同時文在寅也同意今年秋天訪問平壤，顯示南北韓對於高層對話機

制化的決心，最後兩韓雙方也同意致力於朝鮮半島的無核化，並積極推動

美「中」韓朝四方會談架構。其主要的會談成果如下：

首先在政治議題方面，兩韓雙方決定成立政治熱線，並通過定期高層

會議解決雙方的歧見，也停止邊境的心戰喊話，並在今年 8 月 15 日重新
舉行離散家庭團聚大會，恢復兩韓人民的定期交流。

其次在經濟議題方面，兩韓同意在開城邊境設立永久性的代表處，並

開啟兩韓邊境原本關閉的鐵路與橋樑，以恢復中斷 11 年的兩韓交通與邊
境貿易，並透過經濟交流來穩固兩韓和平的成果。

最後在軍事議題方面，兩韓雙方同意把非軍事區（DMZ）變成真正的
和平特區，同時把黃海邊境周圍海域變成「和平之海」，以防止意外的武

裝衝突，這是兩韓終止敵對狀態的最佳表徵。

而從這次會談的議題來看，與過去歷次會談有以下三項特色：

首先是將兩韓經濟議題擴大到政治軍事議題上，南北韓同意在今年內

簽署和平協定，終止長期以來的敵對狀態，南北韓也同意以漸進式裁軍的

方式，達到半島無核化的最終目標。

其次是從兩韓雙邊議題擴大到國際議題，將半島問題國際化，在這次

會談中，南北韓雙方同意嚴格遵守互不侵犯條約，並尋求美、「中」、朝、

韓四方會談的協商架構。

最後是從兩韓和平議題擴散至半島無核化，由於這次會談被定位為

「川金會」的會前會，因此，本次會談除了建構半島和平化之外，還進一

步摸索北韓在無核化問題的底線，為日後的「川金會」鋪路。

然而，這次會談的成果雖然豐碩，但是在制度化、持續化與無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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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有以下三項不足：

首先在終結兩韓敵對狀態，原本外界期待這次會談兩韓雙方能達成撤

離 38 度線駐軍，將軍事管制區轉化為和平特區，但是在會談中，雙方卻
只有承諾漸進式的裁軍，停止邊境的心戰喊話，並透過定期會談與熱線來

加以磋商，而今後兩韓是否能夠成立常態化的軍事聯絡機制，則成為是否

能夠終結敵對狀態的一大隱憂。

其次在簽署兩韓和平協定，之前外界認為文在寅應該會利用這次「文

金會」簽署一紙「和平協定」，以避免重蹈過去雙方口頭承諾，讓北韓有

出爾反爾的機會，但在這次會談，兩韓只有同意在年內簽署和平條約，終

止長期以來的戰爭狀態，嚴格遵守互不侵犯條約，並尋求美、「中」、朝、

韓四方會談的協商架構，而美「中」兩大國對於兩韓「和平協定」是否買

帳，則成為半島和平化的一大變數。

最後在推動半島無核化，原本外界期盼在這次的兩韓會談中，北韓能

對「無核化」做出具體承諾，以為今後的「川金會」鋪路，但是這次會

談，兩韓只有達成致力於朝鮮半島無核化的願景，由此可見，北韓仍然堅

持「維持現狀」的政策，也就是停止試射導彈、關閉核試驗場，但這卻與

美國完全的、可驗證的及不可逆的棄核三原則，仍然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

肆、本次會談結果之分析

從這次南北韓會談中，可以看到其沒有觸及到兩項議題，首先是美軍

撤離問題，從過去以來，北韓堅持半島和平化的重要前提，便是要美軍

撤離朝鮮半島，但是這次兩韓領導人無論在公開宣言，亦或是私底下的會

談，都沒有提及到美軍撤離的議題，這是否表示北韓願意在駐韓美軍仍然

存在的情況下，與南韓進行交流以及與美國進行對話，這將是北韓在半島

政策的重大轉變。

其次是兩韓統一問題，過去歷次的南北韓會談必定將兩韓統一當成是

共同追求的目標，而這次的兩韓會談卻只提及如何終止雙方的敵對狀態，

及如何將「停戰協定」轉化為「和平協定」，由此可見，半島和平化的目

標已經高於兩韓統一的目標，兩韓願意以務實的態度逐步去解決雙方的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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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與衝突。

因此，這次南北韓會談不但成為今後兩韓統一的首部曲，也規劃出

「制度化」、「和平化」及「無核化」的朝鮮半島統一三部曲。

首先是兩韓對話的制度化，在這次南北韓會談中，南韓總統文在寅

提出在板門店設立「南北韓聯絡辦事處」，以成立一個隨時溝通的常設機

構，緩和長期以來半島的緊張局勢。過去在李明博總統時期，南韓曾經向

北韓提議設置聯絡辦事處，但遭到北韓以「氛圍不對」為理由加以拒絕，

而這次在北韓主動釋出橄欖枝之下，設立聯絡辦事處將會成為南韓檢證北

韓會談誠意的重要指標，而聯絡辦事處的成立，將會是奠定南北韓對話制

度化的重要象徵。

其次是兩韓互動的和平化，過去兩次兩韓高峰會，會談議題大多是以

「共同宣言」及「和平宣言」等書面工作大作表面文章，對於改善南北韓

敵對狀態並沒有任何實質的助益，同時也讓北韓可以輕易出爾反爾、撕毀

承諾，讓兩韓緊張關係又回到原點，而這次文在寅打算訴諸實際行動，進

一步簽署兩韓和平協定，將過去的「休戰協定」轉化為「和平協定」，來

結束南北韓長期以來的戰爭狀態，而和平協定將有助於南北韓長期互動的

和平化。

最後是朝鮮半島的無核化，從過去以來，北韓核武問題對於同屬大韓

民族的南韓來說，一直是一個相當兩難的議題，北韓擁核雖然對於南韓會

造成相當大的安全威脅，然而，擁有核武卻又是大韓民族實現大國夢重要

表徵，因此，在北韓核武問題上，南韓與美國所堅持的棄核三原則（完全

的、可檢證的及不可逆的）出現相當大的鴻溝，因此，朝鮮半島無核化便

成為南韓取代北韓棄核的代名詞，也成為南北韓在核武問題的最大公約數。

然而，在兩韓只有發表薄弱的宣言，而欠缺強有力的約束力下，今後

仍然必須要依賴北韓是否切實落實，因此，日後兩韓之間仍然會存在著以

下三項隱憂：

首先是兩韓對話是否能夠常態化，過去兩次南北韓會談之所以無疾而

終，就是北韓領導人沒有回訪，這次雖然雙方同意定期舉行峰會，金正

恩也表示只要南韓邀約，他一定會到首爾訪問，但今後兩韓對話能否持續

化，將成為本次會談成功與否的關鍵。



6

第16卷　第5期　中華民國107年5月PROSPECT & EXPLORATION

其次如何化解美朝在無核化的歧見，這次會談兩韓雖然在無核化議題

上達成共識，但是半島無核化並非只是南北韓之間的問題，還涉及到美軍

在半島的戰略部署，以及美國對北韓的廢核三原則，美國對於這次會談的

無核化共識是否買帳，也是本次會談的一大變數。

最後是美「中」兩國對南北韓簽署和平條約的態度，兩韓雖然同意在

年內簽署和平條約，終止長期以來的戰爭狀態，但是這還必須要韓戰參戰

國美「中」兩國的認證才算數，在美「中」兩國在朝鮮半島政治角力下，

是否願意在無條件下簽署和平協定，也是未知之數。

伍、本次會談國際效應

由於這次南北韓會談不但是兩韓之間的家務事，也觸及到半島無核化

的議題，更被視為是 6 月美朝對話的會前會，因此，本次會談自然連動造
成美、「中」、日、韓、朝之間權力關係的轉變，從結果論來看，本次會談

有兩個贏家、兩個輸家及一個漁翁得利者。

首先南韓與北韓是這次會談的兩大贏家，從去年以來，在川普對北韓

進行戰爭邊緣的政策下，在南韓境內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讓南韓失去在

美「中」兩大國平衡的槓桿，也讓南韓在半島問題上失去話語權，如今文

在寅利用這次的南北韓對話，建立兩韓領導人的高層對話機制，不但緩和

朝鮮半島的的緊張關係，而倡導美、「中」、韓、朝四邊對話，也讓南韓在

半島無核化議題上重拾主導權。

自從聯合國對北韓進行有史以來最嚴厲的經濟制裁，再加上美國施壓

大陸對北韓進行完全的制裁，讓北韓經濟開始出現嚴重的衝擊，而北韓利

用兩韓對話從南韓找到經濟制裁的突破口，也順勢離間美韓關係，同時利

用「川金會」及「習金會」改善北韓與美國及大陸關係，這不但緩和美朝

之間的緊張對峙情勢，大陸也開始呼籲鬆綁對北韓經濟制裁，而南北韓會

談之後，南韓勢必會逐步強化對北韓的經濟援助，北韓金氏政權將可進一

步鞏固。

其次大陸與日本是這次會談的兩大輸家，北韓問題一直是大陸的核心

利益問題，北韓核武問題更是大陸在半島問題上發揮影響力的最大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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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次的南北韓會談一方面是為美朝對話製造條件，另一方面也要建構半

島無核化，而美國若與北韓取得直接對話的管道，大陸施壓北韓的角色將

會大幅減弱，而美韓朝三方若在半島無核化問題上取得共識，大陸將在北

韓問題上失去制衡的槓桿，這是大陸極度關注這次南北韓會談的主要原因。

從過去以來，在對美一邊倒政策下，日本一直扮演著施壓北韓的急先

鋒，日本不但支持對北韓施加最嚴厲的經濟制裁，同時也多次參與美韓的聯

合軍事演習，但川普卻在沒有知會日本的情況下，決定與北韓進行「川金

會」，這讓日本深感被邊緣化，因此，安倍決定主動出擊，表示願意於 6月
赴平壤與金正恩會面，同時表示日本願意與北韓就建交事宜進行討論，但本

次會談兩韓提議所建構的美、「中」、韓、朝四邊對話，仍將日本排除在外。

最後漁翁得利便是美國，美國一方面利用南北韓對話探尋北韓在無核

化問題的底線，另一方面也持續進行對北韓的軍事施壓，加快在南韓部署

薩德系統的腳步，同時美國也利用「川金會」緩和美朝之間的緊張關係，

讓美國在亞太戰略布局上逐漸從圍堵北韓轉移至抗衡大陸，加大對大陸進

行貿易戰的力度，這是一石三鳥的策略。

陸、結論

從表面上來看，這次南北韓會談，無疑是兩韓和解的一大步，但是在

宣言內容當中，充滿太多願景與空話，而缺乏有拘束力的條文，日後仍

然要端視北韓是否能夠落實；從實質上來看，這次南北韓會談只是 6 月美
朝對話的會前會，兩韓能夠坐下來進行對話，背後都充滿著政治目的與

大國的相互角力，讓本次會談的決議顯得脆弱而軟弱無力，而必須要靠

美「中」兩國才能加以落實。換句話說，本次會談只是前戲，6 月「川金
會」才是兩韓的大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