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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4 月 18 日，由北京大学东北亚战略研究中心举办的“东北亚局势现

状和趋势”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

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政法部、国防大学战

略研究所、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专家学者出席了

会议。现将与会者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一、对东北亚国际局势的总体评价	

与会者一致认为，当前我们把很多注意力都放在了台湾、奥运和“藏独”等

问题上，但近来东北亚地区的形势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其涵义和影响也值得高

度关注。与东北亚有关的一些主要国家已经或即将发生政权交替，比如韩国、俄

罗斯和美国。在日本，福田政府在国内的支持率很低，其执政前景不明。与此同时，

一系列高层外交活动频繁展开，比如胡锦涛主席访日和韩国总统李明博出访美日。

外界还盛传金正日最近将访问越南 ( 也可能访问中国）。

韩国的政权交替对东北亚的局势产生了最明显的影响。李明博政府上台后，

朝鲜半岛南北关系趋于紧张，美韩关系则明显改善。在朝核问题上，六方会谈陷

入僵局，目前美朝正在进行紧张的双边谈判。中国因素对东北亚局势的影响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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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主导权上升了，韩国的地位则下降了。这样，六方会谈的特性也在发生变化。

三、朝核问题的现状和前景

有专家认为，今年 4 月初的美朝新加坡会谈初步达成了一个妥协，就一些长

期争执不下的问题找到了比较灵活的解决办法，朝核问题又过了一道坎。下一步

能否进入第三阶段取决于核查问题和美国是否兑现承诺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非

常复杂。从布什的日程来看，他是力争在今年 7、8 月之前结束第二阶段，从而

提升其外交政绩。至于第三阶段，布什政府在任期内既无能力也无心思去完成。

所以，朝核问题近期不会有太大的事情，形势相对稳定。有的专家则对朝核问题

的前景表示忧虑，认为美朝新加坡会谈未必是好事。中国需要有一个大的判断，

就是在朝核问题的解决和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这两大目标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应

如何选择？是选择稳定还是无核化？若既要稳定又要无核化，这根本不可能，因

为朝鲜根本不想放弃核武器。若相信六方会谈可以解决朝核问题，这可能是一个

很大的错误判断。如果中国把无核化作为目标，就应该把六方会谈仅仅作为可以

选择的若干手段中的一个，不能无限期拖下去。否则就等于放弃了无核化目标，

这样整个东北亚的关系都会被打乱，对中国危害很大。

谈到朝核问题，不能不谈到朝鲜的内政和外交。有学者认为，朝鲜未来改革

开放的可能性很小。冷战结束后，朝鲜曾经尝试过，但没有尝到甜头。金正日目

前执行的是三大战略，即经济改革、核研发和先军政治。但是，这三大战略相互

矛盾。经济改革需要开放，但先军政治和核研发都在阻碍对外开放。朝鲜将罗津

港对俄罗斯开放只是局部开放，主要是为了获取外汇，不代表整个国家的改革开

放。当前，朝鲜的经济形势严峻，粮食危机前所未有，软着陆的可能性小。一国

的内政与外交是紧密相联的。因此，朝鲜弃核的可能性极小。在外交方面，朝鲜

在核战略之外还有一个更致命的武器，就是为达目的不计代价。这比核武器还厉

害，应引起中方的高度重视。

“东北亚局势现状和趋势”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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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增加。面对中国的发展，美日韩都有防冲击的紧迫感。关于美日和美韩同盟

的走向，有学者认为，如果李明博有大动作的话，那就是推动美日韩三边同盟的

建立，这对中国将是极大威胁。也有学者认为，美日韩不会结成一个非常牢固的

联盟。中国和美日在政治上可能有冲突，但在经济上是可以合作的。在新形势下，

要用坦然的心态看待美日韩关系。马英九的上台或许明显减小了台海地区发生危

机的风险，但马英九也可能比陈水扁更难对付。总体上讲，中国周边安全的北固、

西稳、南缓、东急的特点没有改变。

未来的东北亚局势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美国是否会动摇要求朝鲜弃

核的立场？二是，美日韩是否会以朝鲜问题为借口，进行新的地区军事部署，包

括部署导弹防御体系？

二、东北亚地区双边关系的现状和趋势

与会者认为，李明博上台以来，韩国对朝鲜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韩方抛

弃了对朝倾斜的政策，更加注重平衡互利；把核问题作为了首要问题，既强调不

会与阳光政策背道而驰，又要以朝鲜的非核化来交换大的经济发展援助计划。目

前，朝鲜对李明博政府进行了猛烈攻击，朝韩关系紧张。有专家认为，从历史上看，

每次韩国新总统上台时，朝鲜都要抨击一阵，然后又回到正常状态。这次是否是

历史的重演呢？李明博不会不想在统一问题上有所建树，以名垂青史，他绝对不

会为了跟美国改善关系而完全无视南北关系。因此，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不可

能完全逆转。

中日关系处于平稳调整的过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日关系的调整过程先

前被小泉政府打断了，现在回到了正常状态。但是，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没有解

决，官方营造出的乐观氛围在2008年1月以来日本的舆论浪潮面前被无情破坏了。

除了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中日关系的其他问题都没有解决，如美日联手制华问题、

台湾问题、东海问题和日本入常问题等。在胡锦涛主席访日之前，日本国内的气

氛并不理想。在农产品、西藏和奥运问题上，日方舆论也在推波助澜。杨洁篪外

长访日时，日方要求中方无条件和达赖喇嘛对话。中方对日方较为宽容，后者则

利用中方当前外交上的一些困难步步紧逼。其实，福田内阁在日本国内是非常弱

势的，威信很低，没有资本与中国做实质性交易。

关于中韩关系，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李明博政府及其对华政策。与会者认为，

李明博的当选标志着时隔十年后保守派的回归。但是，李明博不是传统保守派的

政客，而是企业界人士。他虽身在大国家党，但理念和做法不同于传统保守派。

这次韩国国民选择李明博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主要出于经济考虑。李是一个比

较务实的人，但在政治上缺乏经验，有些做法不切实际，因此他的政策会有一些

摇摆和变化。李明博上台后，中国对他抱有一定的警惕。不过，韩国和中国拉开

距离不是始于李明博，而是始于卢武铉后期。有学者强调，随着中国经济的壮大

和中韩经济互补性的减弱，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议和中国威胁论在韩国已经开始蔓

延，正从边缘性问题变为两国政治层面的问题，李明博的对华政策实际上是这一

现象的反映。与前任相比，李明博政府的对外政策有以下变化：第一，将韩美关

系置于首位，韩国不再完全自行其事，而是与美国保持一致，加强相互协调，绝

对不能让韩美关系因南北关系而受损害。第二，转变方式，促使朝鲜弃核，更强

调对非核化的重视。第三，强调同盟外交、经济外交和亚洲外交，主要是要把韩

美同盟从半岛同盟发展为涵盖更广阔地区的区域性同盟，包括拓展与日本的合作。

韩国也强调与中国等大国的合作，比如最近李明博提议建立东北亚安全联合共同

体。李明博的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战术上与中国合作，战略上防范中国。未来的

中韩关系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中韩之间有所疏远，但总体上韩国又离不开中

国；二是韩国政策的改变可能导致新的南北对立局面，使中朝更加接近。

与会者认为，日韩两国最近的政权交替是相向而行，日本是从右翼转到了中

间路线，韩国则是从左翼回摆到中间。福田不是左翼，李明博是不是右派则难说。

在李明博的路线中，日本是受到喜爱的。现在李明博基本上和日本统一步调，这

改变了日本过去在东北亚问题上的孤立局面。日本对李明博的评价非常高，但同

时也担心他摇摆不定，最后又回到民族主义上。

关于朝俄关系，有专家指出，最近双方在经济合作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一是

中朝谈判多年但进展甚微的罗津港开发问题出现重大变化，朝方将罗津港的开发

权交给了俄罗斯；二是俄罗斯已与朝鲜和韩国签署协议，要在朝鲜半岛建设一条

铁路，把釜山、图们江和俄罗斯连接起来，使朝韩的货物可以通过俄罗斯运到西方。

俄罗斯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悄然增加，对此中国不可忽视。

由于李明博政府的政策调整，美韩同盟关系有了实质性改善，美日韩形成针

对中朝的强硬联盟的可能性在增加。由于韩国无条件地服从美国，六方会谈中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