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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韓與日中關係對東北亞區域安全之影響◆文／林賢參（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受到北韓開發核武議題影響，21世紀的朝鮮半島始終是國際社會矚目的焦點，成為影響東北亞區域安全情勢的不確定因素。特別是金正恩於

2011年接掌北韓政權以來，無視於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案，一意孤行地加速開發核武，讓朝鮮半島處於戰爭邊緣狀態，嚴重影響東北亞區域安

全。另一方面，由於北京當局企圖操弄歷史議題，以壓抑日本的政治崛起，導致日中關係在新世紀之初即陷入「政冷經熱」現象。

2006 年以降，日中雙方嘗試摸索建構「戰略性互惠關係」，又因釣魚台列嶼（日本稱尖閣諸島）主權爭議而破局，導致日中關係陷入建交以

來的 低潮，甚至連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都公開警告稱，日中關係猶如19世紀歐洲列強爭霸戰，「戰爭的幽靈正在亞洲徘徊」。

不過，時序進入2018年之後，兩韓與日中關係卻出現戲劇性轉折，不但兩韓首腦峰會「文金會」接二連三地舉行，睽違7年的日中兩國首腦

互訪也重新啟動，讓2018年的東北亞區域安全情勢趨緩。不過，在東北亞區域情勢持續走向穩定的過程中，美國總統川普的決策善變、難以

捉摸，成為 大的不確定因素。

金正恩廢核的虛與實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執政後，以急行軍方式進行核武開發，2018年初翻轉為和平的會談攻勢，讓陷於戰爭邊緣的朝鮮情勢獲得舒緩。3月6日，

金正恩接見南韓特使團時，拋出願意與川普會晤以協議朝鮮半島無核化的訊息。其後，圍繞著北韓廢核議題的首腦會晤陸續登場，使得朝鮮

半島情勢演變令人目不暇給。4月27日，南韓總統文在寅與金正恩的「第一次文金會」，雙方發表致力於追求朝鮮半島無核化的「板門店宣

言」。9月19日，在平壤舉行的「第三次文金會」，兩韓簽署「平壤共同宣言」與「軍事領域共識協議」，就朝鮮半島無核化方案達成共

識，揭示兩韓將建立一系列的互信機制措施、經濟合作以及人員往來的路線圖。不過，要落實此等兩韓交往措施，面臨著南韓國內保守派質

疑北韓廢核的真實性，以及美中兩國關切自身利益受損的難題。

金正恩歷經6年核武開發努力，咸信已取得相當大的成果。金正恩以此為籌碼對南韓展開和平攻勢，並且主動出訪北京示好，企圖與南韓、

中共建構統一戰線，作為防止川普暴衝的保險措施。對此，文在寅如獲至寶地迅速回應，不但為「川金會」的召開穿針引線，甚至替金正恩

的廢核決心背書。不過，隨著北韓廢核毫無進展，以及南韓經濟發展未見起色，文在寅藉此獲得的政治光環逐漸褪去，影響其持續推動北韓

政策的力道。至於中共方面，藉此緩和東北亞區域情勢，並掌握北韓議題的話語權，樂於充當北韓的幕後操控者。

事實上，對於廢核議題，北韓的主張是「朝鮮半島非核化」，不是北韓單方面的廢核，而是包括禁止美國或其他國家將核武運入或部署在朝

鮮半島及其周邊，此舉可能牽涉到美國協防南韓的武器裝備部署，迥異於美國要求北韓單方面地「徹底、可查證、不可逆轉的廢核」

（CVID）主張。根據美國CNN報導，北韓在「川金會」後依然持續擴建位於北韓兩江道的嶺底洞導彈基地，該基地迄今仍處於運作狀態。在

美朝雙方為籌備「第二次川金會」而僵持之際，北韓《朝鮮中央通信社》於12月20日發表聲明指出，美國必須認清朝鮮半島無核化真正的定

義，在於包括朝鮮半島的兩韓境內及其周邊，都必須消除核武威脅，並且強調，北韓將持續發展核武，直到美國撤除駐守日本和南韓的軍隊

及核武為止。此聲明將北韓操弄廢核議題的意圖暴露無遺，可能導致「川金會」重蹈六方會談的覆轍。

日中關係的峰迴路轉

美國總統川普於2017年1月上台後，不但完全無視於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事前的再三遊說，立即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甚至在

「美國優先」政策主導下，發動對中共的貿易戰，並將貿易戰的矛頭對準日本，威脅要以占日本輸美商品四成的日本汽車課徵25%關稅，此

舉一旦成真，勢必嚴重傷害日本的核心利益，並波及美日同盟關係。再加上川普決策善變的不確定性，迫使安倍內閣通盤檢討對外戰略，在

經貿領域上，與習近平演出抱團取暖的戲碼。

以安倍與習近平於2014年11月北京亞太經合會（APEC）會晤為始，日中雙方相互摸索改善關係，惟因互信不足以及釣魚台主權爭議卡關，

導致雙方的努力未能開花結果。不過，在川普上台後的2017年5月，安倍派遣其心腹、首相首席秘書官今井尚哉，陪同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

博率領日本財經界大老赴北京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為契機，日中關係開始出現好轉。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40周年的2018年，

日中兩國重新啟動首腦互訪。5月8至11日，中共總理李克強訪日，與安倍確認多項經貿投資與金融合作計畫。李克強為鼓勵日本投資「亞洲

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表明將提供2千億人民幣（約3.4兆日圓）規模的「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RQFII）給日本金融業。不僅如

此，牽涉到國防安全的日中「海空聯絡機制」，雙方也同意迴避釣魚台爭議而予以啟動。

10月25至27日，應邀回訪北京的安倍與李克強在會談中，賡續前次在東京會談的共識，表達加速「中日韓三國自由貿易協定（FTA）」以及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談判的意願與決心，具有牽制不喜多邊經貿體制的川普之意涵。此外，雙方也決定由兩國公私部門在第

三國展開經濟合作、深化兩國金融合作、促進包括產業領域在內的創新及智慧財產權保護等具體合作、建構產業經濟高層對話機制，並且簽

署「中日貨幣互換協定」（互換金額上限達3.4兆日圓）在內的12項協定或備忘錄，將雙方經濟合作向前推進一大步。其中， 重要的是，

安倍以「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之名參與「一帶一路」基礎建設計畫，將由日本野村控股公司與中方國有投資公司共同籌設基金，以金援雙

方企業在第三國市場的合作。

展望2019年的兩韓與日中關係

2018年6月在新加坡召開的「川金會」所達成的北韓廢核共識，事實上並未超越以往六方會談結果。由於中共表態支持金正恩的分階段廢

核，形同反對川普政府主張的CVID方式廢核，特別是現階段美中兩國陷入貿易戰、科技戰的對立，北京當局配合美國施壓北韓片面廢核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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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不高。如果沒有中共配合對北韓實施經濟制裁或封鎖，美國施壓北韓廢核的政策選項，除訴諸武力外，似乎別無他途。但是，在文在寅

政府積極推動南北和解，以及日本不支持、中共反對美國動武的情況下，川普的軍事選項形同虛張聲勢。因此，展望2019年的朝鮮半島情

勢，只要北韓不再出現核試爆或試射導彈的挑釁舉動，或許會出現軍事上虛張聲勢的戲碼，惟外交上的討價還價或合縱連橫，還是東北亞區

域的主要場景。

其次，在日中關係方面，中共崛起衍生過度自信的獨斷姿態，迫使日本在加強與中共經貿合作的同時，也必須強化與美國的安全合作。不可

否認的是，川普的不確定性以及不分敵我的「美國優先」態度，可能動搖日本對美國的信賴。近期日中兩國改善關係，雙方嘗試從經貿投資

領域的合作以創造共同利益，隨著共同利益範圍的擴大，對雙方在諸如北韓廢核的安全合作議題上，不無可能產生「外溢」（spill-over）效

果，屆時東北亞區域情勢恐將呈現另一種局面，後續發展，值得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