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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7 月 3—4 日，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出访韩国。这是中国确

定了外交的周边布局之后，以“习式

风格”推行周边外交的一次重要实践，

不但为即将到来的中韩建交二十二周

年庆祝活动拉开了序幕，更为推动中

韩关系迈向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发展

注入了新动力。此次访韩将对中国的

朝鲜半岛政策和东北亚地区局势产生

巨大影响。

中韩关系示范

中国周边外交新范式

首先，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亲、诚、

惠、容”的“好邻居外交”。[1] 好朋

友也要常走动。短时间内中韩元首多

次会面，高层政治热度居高不下。习

主席访韩确立的“好邻居外交”整体

模式与框架不仅是中韩关系新的里程

碑，也在周边国家中产生了示范效应。

中国平等、合作的态度为周边外交开

了个好头。中韩关系是中国发展与周

边国家关系的一个典型例证，虽然两

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不

同，但实实在在的发展证明如此不同

的国家依然可以保持友好关系。

其次，中韩关系得到全方位定位

与转型。《中韩联合声明》明确中韩

要成为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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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

和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与 2013 年

朴槿惠总统访华时中韩“互信、发

展、友好、和平”四个点的定位相比，

2014 年的“四个伙伴”则全面贯通

了双边、地区、亚洲和世界四个层

次。这两种定位从立体维度上解决了

中韩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定位的方向

问题。

再次，中国意在推动朝鲜半岛均

衡发展。朝鲜半岛的政治、经济、安

全始终处于陆权与海权的不均衡状

态。政治与安全上朝鲜半岛受美国等

海权国家影响，经济上则过度依赖亚

洲大陆。作为亚洲大陆国家，中国的

发展要惠及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的发

展也要有助于中国。这就要求中韩两

国成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中

韩启动人民币与韩元的直接清算机

制，并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自

贸协定等问题上达成共识，无疑将助

力韩国的经济发展。在经贸高速发展

的基础上，加强和深化与韩国的政治

安全联系成为中国的当务之需。

最后，中国展示了对朝鲜半岛

的最大诚意，并努力建构新的东北亚

安全观。东北亚形势复杂多变，中国

不能任由朝鲜半岛局势急转直下而不

顾。选边站队、组建敌友对立式盟友

关系的国际政治旧思维是东北亚历史

的悲剧，只能带来争斗与冲突。朝鲜

半岛有特殊的历史源流，中国理解韩

国的两难处境，无意“抄底”韩美同

盟，但中韩两国的友好关系必须成为

东北亚的稳定器和压舱石，日本与朝

鲜半岛的核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东北亚

的两大乱源，不能任由朝鲜半岛周边

军演不断上演、核问题越陷越深，构

筑军事同盟的武力捆绑与解禁自卫权

只能导致安全问题更加恶化。无论是

前期的穿梭外交，还是此次习主席访

韩，中国都意在为东北亚的和平与稳

定贡献力量。

经济与政治错位

成为中韩关系新挑战

中韩经济上高度契合、政治上相

互扶持，但因地缘位置和历史缘故，

韩国国内及域外因素对中韩关系构成

的挑战依然存在，主要体现在政治安

全、经济合作、历史与现实等诸方面。

由于社会价值体系不同，政治安

全领域依然是影响中韩关系的最大不

确定因素，突出体现在朝鲜半岛安全

与美国问题上。只要朝鲜半岛出现动

荡、美国因素介入，韩国总会清晰地

倒向美国，中韩的立场鸿沟就会显露。

中韩两国民众基础依然脆弱，化解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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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积怨仍需要时间 ；而美国及韩国国

内保守派人士也有意或无意地提醒、

操控、甚至放大中韩“分歧”。两国

联合声明中刻意对大国因素的回避也

体现了中国对韩国处境的理解。

经济联系的紧密度取决于政治的

温度。建交仅 22 年，中国就给韩国

带来了最大的贸易市场和最实在的经

济发展。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在

欧亚大陆。中国提出“一路一带”的

发展构想以应对全球性的经济与政治

风险，需要中韩之间经济方面更少的

限制与更畅通的往来。然而，出于保

护少数产业的需要以及对美国压力的

忌惮，同时也担心汇入中国经济大河

后而丧失本国经济自主性，[2] 在中韩

贸易和金融机制的参与上，韩国表现

得犹豫不决。自贸协定、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等也只是划定了大致的时

间表。[3]

历史与现实问题也是如此。中国

相继允许安重根义士纪念馆开馆、西

安义勇军纪念碑等纪念设施落地，韩

国也将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归还中

国，中韩两国的舆论环境大为改善。

但在经济热络的背后，也有部分韩国

人士依然纠缠一些历史过节。虽然韩

国在日本“解禁自卫权”等历史修正

主义问题上表现出愤怒与不满，但似

乎更愿意单独表达不满，而不愿与中

国统一步调，甚至担心会冲击美日韩

协调的局面。此外，在专属经济区、

防空识别区、苏岩礁等海洋问题上，

中韩两国虽然表态积极，但因海洋问

题非常复杂，再加上朝韩关系因素，

所以实际操作起来将困难重重。[4]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有些韩国人

士似乎非常失望，认为联合声明中“反

对朝鲜半岛核武器开发”的说法“是

一个反对韩国和朝鲜双方核开发的结

论，是利用语言技巧蒙混根本问题、

回避实质性解决方案的做法”。[5] 韩

国希望中国做出“破格的举动”来对

朝施压，但中国希望“开放、透明、

平等的亚太安全与合作框架”，更在

意地区的稳定，而不是像美国那样纠

集和扩大新盟友，动辄使用武力和制

裁等手段。

韩国的战略选择

中韩关系主流向上、向好，互惠

互利、双向共赢成为两国合作的基础。

韩国的战略取向将决定中韩合作的广

度与深度。

在战略层面，陆权发展将是韩国

必须的选择。美国以海权为中心的东

亚战略为韩国带来了动荡中的稳定，

朝鲜半岛长期“乱而不战”。在这种

状态下，韩国依靠出口贸易实现了“汉

江奇迹”式的第一次经济跨越。当前，

2014年7月3—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韩国，并在首尔会见韩国总统朴槿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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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认识到了适当弱化对海权依赖的

急迫性。朴槿惠团队提出将“欧亚倡

议”与中国的“一路一带”构想相对接，

实现互联互通，融入亚欧体系，两者

战略上的融通将为韩国第二次“汉江

奇迹”式经济起飞装上双引擎。[6]

在政治安全上，韩国的“双支点”

地位可以在消除东北亚格局不稳定性

上发挥作用。在全球层面，中美都将

韩国作为战略支点，这将为韩国发挥

缓冲与调节作用提供双重机遇 ；在地

区层面，韩国应联合其他国家遏制日

本历史修正主义和政治右倾化的发展

势头 ；在朝鲜半岛，韩国与朝鲜作为

当事方应发挥能动作用而非随他国起

舞。韩国尤其应劝说美国以积极姿态

激活并重返六方会谈，降低朝鲜半岛

风险，使核问题向着可控的方向发展，

让朝鲜半岛这一不稳定之源转变为东

北亚局势的稳定器。

韩国应创造更多的议题选项和价

值空间，改变非此即彼、二者择一的

二元逻辑。韩国在战略上面临选择中

美哪一方的最大难题，在战术上时不

时双边摇摆。韩国应利用这一地位不

断中和中美竞合中的“负能量”，如

以中韩自贸协定的落实来联系推动中

日韩自贸区的实现，在中美对峙的“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与“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问题

上发挥协调作用。[7] 同时，聚合发展

共同安全与繁荣的正能量，找到管控

朝鲜半岛安全困境的方法。

顶层设计下的

中国朝鲜半岛战略

中韩关系的现状是中韩关系历史

发展的必然，不是朝鲜半岛一方“外

交成功”、一方“外交失败”之类的

零和博弈，更不能做出所谓“厚此

薄彼”的外交误判。在中美构建新型

大国关系，日本政治右倾化，周边局

势不断变幻的国际背景下，朝鲜半岛

对中国而言只有国家利益轻重缓急之

分，并无先后之别。中国的朝鲜半岛

政策会视东北亚局势整体判断和努力

消除东北亚乱源的国家利益考虑而有

所调整。然而，基于全球与地区形势

的顶层设计，中国积极主动、有所作

为的朝鲜半岛外交战略方向并未发生

根本改变。

当前，东北亚格局发生明显变化，

国家间互动加速。中美构建新型大国

关系、俄罗斯推动朝鲜半岛油气管道

建设、日朝彼此不断示好接近、中韩

关系加强、日本政坛日益右倾、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入新阶段、

美国推动建立“美日韩”三边军事同

盟并努力尝试构建东北亚“小北约”，

东北亚局势可谓“一日三变”，传统

“中俄朝”和“美日韩”的南北格局

正在发生变化。东北亚局势的变幻挑

战与机遇并存。无论是朝鲜还是韩国，

已经不允许再出现另一个 .“失去的”

五年或十年。实现和平、稳定与统一，

抓住这一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需要朝

鲜半岛国家的智慧与勇气。

中国对朝鲜半岛外交的整体考

虑是中国新周边外交战略的体现和实

施，明确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在于

和平、稳定和无核化，推动对朝鲜半

岛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平衡，打造体现

新周边外交战略下处理新老朋友关系

的两个范本国家。一方面，中国与朝

鲜长期保持友好，加强两国的经济务

实合作，以经济因素更新政治联系

感，将中朝友好落到实处；另一方面，

以经济关系抬高中韩政治安全合作水

平，以政治安全合作推升经济交流热

度，将中韩友好引向深入。这需要中

国成为朝鲜半岛事务的积极参与者，

以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身份发挥更大作

用。

当前的中韩关系共同点很多，大

方向相同。只要充分估计并解决中韩

关系中的难点与挑战，中韩关系的发

展无疑将成为东亚国家间关系的优秀

范本。迈向成熟关系的道路，不但需

要中韩双方合力，借风而扬帆，更需

要双方同舟共济，共同造就并驾驭朝

鲜半岛这艘大船迎风破浪，实现朝鲜

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

与繁荣发展。

（作者系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

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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