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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缘政治和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朝鲜半岛一直是中国东北亚战略的主要考虑之一。特别是中国与朝

鲜的传统关系，以及两国相同的意识形态因素，使得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成为中国和世界关注和研究的重

点。然而国内外学界鲜有中国在联合国投票的变化的分析视角，本文拟从这一角度探索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

演变，并在周期性视角的基础上试图运用层次分析方法考察导致这种演变的原因，并预测中国朝鲜半岛政策

的未来走向。

一、中国的联合国投票与朝鲜半岛政策的演变

“联合国是阐明政策的重要场所，是世界最大的交流中心，也是世界形势的观察所。”①作为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之一，中国是联合国的核心成员，其在联合国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投票，是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体现，

反映了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态度及政策演化的方向，而在投票过程中表达的立场又会对中国下一阶段的

半岛政策产生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时，其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席位被国民党占据，中国与世界无法通过联合国进行交流。受

意识形态和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中国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朝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只承认朝鲜人民民主

主义共和国，而不承认大韩民国。特别是朝鲜战争后，中国入朝参战，与朝鲜形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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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朝之间虽然有过不愉快的时刻，但总体上还是维持了外交上的友好关系，而

这一时期的中韩关系则一直处于严重对峙状态。

自联合国于1971年10月25日通过2785号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席位至今，中国参与

联合国机制已经有四十多年。在联合国有关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共投票11次②，中国投票态度的变化折射出

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演变（见表1）。

第一次投票。恢复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席位之后，中国就强而有力地表达了支持朝鲜的原则和立场，

积极与朝鲜协调配合，为促进朝鲜半岛和平统一而努力，使朝鲜问题在联合国的讨论中出现了有利于朝鲜的

局面。1973年9月，“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等35国在第28届联大上提出了《为促进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创造有利

条件》的提案”，美国也“联合英国、日本等27国提出了一项题为《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报告》的提案”。两个

提案同时被列入大会议程。③为避免对抗，双方的提案都没有交付表决，而是由联大于11月28日通过了一个双

方协商的“一致意见”：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于1972年7月4日发表的联合声明，决定立即解散“联合国韩国

统一复兴委员会”。第二次投票。在28届联大胜利的基础上，中国继续同朝鲜协调配合，希望从南朝鲜撤出打

着联合国旗帜的一切外国军队。1975年8月第30届联大，中国联合阿尔及利亚等43个国家提出了《在朝鲜把

停战转变为持久和平、为促进朝鲜自主和平统一创造有利条件》的提案，要求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和撤走

在联合国旗帜下驻南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经过激烈辩论，联合国大会于1975年11月18日，以包括中国在内

的54票赞成、43票反对、42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这一提案。”④这一时期中国在联合国等多个场合支持朝

鲜，一方面是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出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修复由于中苏分歧和中国文化大革命而出现困难的

中朝关系。中国对朝鲜的支持使得两国逐渐消除隔阂，中朝友好合作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次投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反对朝鲜半岛出现两个国家，只支持朝鲜加入联合国，不承认韩

国。从70年代开始，中韩关系松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中美关系缓和使得中韩两国冷战的敌对观念变淡，两

国经济、贸易与民间交流都有了长足进展，而韩国又“一直在更接近中国，而不是疏远”⑤。中国也因此对中韩

关系有了新的认识，逐渐改变传统外交思维方式，力图在不引起朝鲜过激反应的情况下采取灵活策略，尽可

能改善与韩国的关系。加之在参加联合国问题上，韩国愿意单独参加或者是同时参加，使中国开始考虑支持

朝韩两国同时加入联合国的可能性。⑥1991年9月17日，第46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韩国和朝鲜同时加入联合

国，中国投出了赞成票。冷战的结束以及中国对韩国加入联合国的支持，为1992年8月中韩建交提供了契机，

中国调整了以朝鲜为中心的单线半岛政策，迎来了对朝鲜、韩国开展双线外交的新时代。然而，由于中韩两国

的接近，中朝两国关系却陷入“不冷不热”的状态之中，双方之间的政治交往明显减少。

 第四次投票。中韩建交以及中国对自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专注，使得朝鲜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相

对降低。但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和民族思维习惯，中国的对朝政策一直是帮助朝鲜摆脱困境，尽量减少中韩

建交对朝鲜产生的冲击。1993年，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对朝鲜更多的核设施进行检查。朝鲜则指责国际原子

能机构受美韩唆使，其真正意图是要朝鲜公开与核事务无关的军事设施。3月，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

约》，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随即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决议，将朝鲜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处理。5月11日，

安理会以13票赞成通过第825号决议，要求朝鲜重考虑其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的决定，其中中国和巴基斯坦

投了弃权票。在此次危机中，中国坚决反对对朝鲜实施制裁和高压政策，始终坚持通过对话解决朝核问题的立

场。同时，中国投弃权票也表明，中国担心朝鲜利用核能开发发展核武器，不支持朝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

 第五次投票。为了敦促朝鲜回归《核不扩散条约》，安理会考虑采取追加性措施。1994年3月25日，联合

国安理会在协商中，对美、英、法、俄等4国协商的对朝决议草案，中国明确表示了反对立场。这一方面是因为

中国担心制裁措施会引起朝鲜的过激反应，从而更不利于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另一方面中国也有帮助

朝鲜，修复中朝关系的意味。中国的这一立场使得中朝关系逐步升温。到1996年，中朝关系进一步改善，中国

与朝鲜签订了援助协定，中国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粮食援助（其中半数是无偿援助）⑦，中朝两国也恢复了

因中韩建交而中断的高层往来。特别是2000年5月29日，金正日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金正日接管权力

以来第一次出国访问，也是自金日成1991年访华以来两国之间的第一次最高级会晤。⑧

 第六次投票。2006年7月6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证实朝鲜发射了导弹，称此举是朝鲜“加强自卫国防力

量的军事训练的一部分”⑨。日、美、英、法7月7日正式就朝鲜试射导弹问题向安理会提交决议草案，指责朝

鲜对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对制裁朝鲜和动武也埋下伏笔。但该草案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坚决反

对。⑩7月12日，中国和俄罗斯就朝鲜试射导弹问题向联合国安理会成员散发一份新决议草案。7月15日，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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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理会通过第1695号决议（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一致通过），对朝鲜导弹试射表示严重关切和谴责，

要求朝方重新做出暂停导弹试验的承诺。虽然中国在决议中投了赞成票，但中国已经努力删除了原英美决议草

案中制裁朝鲜甚至动武的部分，中国的意图是希望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不希望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

第七次投票。2006年10月9日，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中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朝核问题的严重性。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以强硬的措辞表示“朝鲜无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悍然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

反对” 11，要求朝鲜立即无条件重返2003年8月开启的“六方会谈”。2006年10月14日，包括中国在内的15国

一致通过安理会第1718号决议。决议对朝鲜核试验进行谴责，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和核计划，立即无条件重

返“六方会谈”，并决定针对朝鲜涉及核武器、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领域采取制裁措施。在中国的

斡旋下，决议排除了授权使用武力的可能，也未对朝鲜实施全面制裁，并表示将视朝鲜遵守决议的情况调整、

暂停或取消对朝制裁措施。中国之所以投下赞成票，一方面是因为朝鲜的确是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

议；另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拥有核武器”会对东亚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与各国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

目标相悖。坚持将对朝鲜的制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是中国的战略需要，中国难以认可对朝鲜的无限制

裁，为朝鲜重返“六方会谈”留有余地。此后，中朝关系一度恶化。但中国在权衡利弊后，继续采取对朝鲜的

接触、劝说政策。这显示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负责任态度和大国风范。

第八次投票。20 09年5月25日，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表声

明，对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表示坚决反对，同时希望“有关各方冷静妥善应对，坚持通过协商和对话和平解

决问题”。 12 2009年6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包括中国在内的成员国一致通过关于朝鲜核试验问题的1874号决

议。决议针对朝鲜的核武器及弹道导弹活动，从禁止武器出口、加强货物检查、控制国际资金流动等五个方面

加强了对朝鲜的制裁。中国之所以对第1874号决议投了赞成票，是因为朝鲜此举违反了安理会相关决议，损害

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有效性，也影响了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但中国也认为安理会的反应需要慎重和适

度，以避免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第九次投票。2010年9月，在平壤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上，朝鲜正式确认金正恩将接班成为朝鲜第

三代领导人。鉴于朝鲜总体形势的新变化，中国加强了与朝鲜的沟通和合作。2010年11月23日，韩朝两国在延

坪岛发生军事冲突。中国朝鲜半岛问题特别代表武大伟表示“朝鲜炮击韩国，非常令人遗憾”，中国仍希望各

方保持冷静，共同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 13中国从致力于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出发，投票否决了

联合国安理会谴责朝鲜炮击韩国岛屿的决议，“阻止了对朝鲜制裁的执行，也没有支持对平壤进行谴责”。 14

韩国对此深表遗憾，并认为这损害了中韩关系，使得韩国不得不依靠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来保护自己，威慑朝

鲜。 15而中国对朝鲜的支持则增强了朝鲜的自信，中朝关系有所升温。

第十次投票。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猝然辞世，这预示着朝鲜半岛局势将出现新变化。为了应对这种不

确定状态，中国支持金正恩接班，以稳定朝鲜的安全态势 16。朝鲜在政权更替之后并没有采取经济开放、缓和

局势和准备“弃核”的实际行动。2012年4月和12月，朝鲜两次发射“光明星3号卫星”，这被外界认为是“试

验远程运载火箭”。对此，2013年1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087号决议要求朝鲜遵守安理会有关决议

的规定，不得再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中国对此决议也投了赞成票。通过中国的努力，决议中没有什么

新的制裁内容，只是重申安理会的1718号和1874号决议的制裁事项。 17

第十一次投票。2013年2月朝鲜再度进行核试验，中国对朝鲜的做法越来越难以接受，中朝关系跌入谷

底。2013年3月7日，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2094号决议再次投了赞成票。此次决议严词谴责朝鲜进

行第三次核试验，并加强和扩展了对朝鲜的多项制裁措施，要求各国对怀疑运载违禁品到朝鲜的飞机实施禁

飞，并加强监视朝鲜外交人员的非法活动，限制非法金融交易及切断用作武器发展的资金转移等。 18这是对

朝鲜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制裁，朝鲜反应强烈。4月2日，朝鲜原子能总局又宣布，“重新启用”宁边核设施，朝

鲜半岛局势出现了更大的波澜。

通过考察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的历次投票可知，自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的朝鲜半岛

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1年10月至1991年9月中国投票支持朝韩两国同时加入联合国二十年

间，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基本是支持朝鲜，但同时中国开始也积极与韩国发展友好关系。第二阶段，从1991年

9月到2006年10月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十五年间，中国在朝鲜半岛实行双线平衡政策，从以朝鲜为中心

的单线外交转变为同时发展中朝、中韩关系的双线外交，即“中国实行的是既不偏向朝鲜也不偏向韩国的‘两

个朝鲜’政策”。 19中国既不袒护朝鲜也不支持对朝鲜进行实质性制裁。与此同时，中国借与韩国建交之机积



142

极发展与韩国的友好关系。第三阶段，从2006年10月至今，由于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发展核武器和

多次进行所谓“卫星实验”促使中国对朝鲜的政策渐趋强硬。特别是朝鲜第三次核试验之后，中国表现出来

的不满态度更是史无前例。有学者预测，朝鲜新政权对中国不友好的态度，以及加速发展核武器和导弹，可

能导致中朝关系下降到十年来最低点。 20与此相反，此次危机再次推动了中韩两国的接近。朝鲜第三次核试

验的第二天，中韩两国外交部长就当前的朝鲜半岛形势交换了看法。 21朝鲜再次核试验严重威胁到了半岛的

无核化与和平稳定，这对中韩两国的安全利益产生了严重威胁。中韩对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需求，促使双方

进一步合作以谋求共同解决危机。

表1：中国在联合国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投票 22

投票 时间  投票场合 背景 相关文件 内  容 中国投票

第一次 1973年11月28日 第28届联大 中国积极支持朝鲜提出提案 提案
为促进朝鲜的自主和平统

一创造有利条件
未经表决

第二次 1975年11月18日 第30届联大
中国希望从南朝鲜
撤出外国军队

提案
为促进朝鲜自主和平统一

创造有利条件
赞成

第三次 1991年9月17日 第46届联大 朝韩南北双方共同加入联合国 提案 韩朝两国同时加入联合国 赞成

第四次 1993年5月11日 安理会 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 825决议
要求朝鲜重新考虑其退
出核不扩散条约的决定

弃权

第五次 1994年3月5日 安理会 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 决议草案 对朝鲜实施制裁 反对

第六次 2006年7月15日 安理会 2006年7月朝鲜试射导弹 1695决议
要求朝方重新做出暂停
导弹试验的承诺

赞成

第七次 2006年10月14日 安理会 2006年10月9日，朝鲜核试验 1718决议
要求朝方放弃核计划，
对朝实施相关制裁

赞成

第八次 2009年6月12日 安理会 2009年5月25日朝鲜核试验 1874决议
扩大和加强对
朝制裁措施

赞成

第九次 2010年12月 安理会
2010年11月23日
延坪岛炮击事件

决议草案
谴责朝鲜炮击
韩国岛屿

反对

第十次 2013年1月23日 安理会
2012年朝鲜试射
“光明星3号卫星”

2087决议
朝鲜不得再使用弹道导
弹技术进行发射

赞成

第十一次 2013年3月7日 安理会 2013年2月朝鲜再度进行核试验 2094决议
进一步加强和扩展了对
朝鲜的多项制裁措施

赞成

二、中国朝鲜半岛政策演变的原因

 通过中国在联合国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投票，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朝鲜半岛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究

其原因，一是国际环境结构周期性变迁影响的结果；二是中国对自身利益需求的周期性变化所致；三是领导

人的更迭及其个人关系的改变和其主观认识的不同也对中国半岛政策的制定和运行实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国际环境结构周期性变迁的影响

国际环境结构是一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大背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朝鲜政策一直受到

海外安全环境的影响。” 23新中国成立后国际环境结构的特点是变化的周期性，大致每20年左右一个周期，

至今已经历了三个20年，现正处在第四个20年周期内。中国半岛政策的演变趋势与国际环境结构的周期性发

展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国际大环境结构周期性的变化推动了中国半岛政策的调整。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至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是国际环境结构变化的第一个20年周期，

这期间国际局势的主要特点是美苏冷战和中苏结盟。中国制定“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

互助条约》，与同为东方阵营的朝鲜保持良好关系，而与西方阵营的韩国处于敌对状态。这期间，中朝关系虽

然偶有不快，但因为双方的意识形态联系、相近的社会制度以及共同作战的历史情节，两国保持了总体上的良

好双边关系。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是与朝鲜的单线外交，支持朝鲜统一整个朝鲜半岛。

1969年3月至1989年秋冬的东欧剧变是国际环境局势变化的第二个20年周期。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变

化给中朝和中韩关系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双线外交隐约出现。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

岛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关系全面恶化。1969年1月，尼克松当选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含蓄地表达了缓和中美

关系的主张。7月25日，尼克松的“关岛讲话”提出了他的新亚洲政策，中美关系出现改善迹象，东北亚因此开

始出现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随着中美苏三边关系的大幅度调整，朝鲜与苏联关系动摇，而中国也默认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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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在中苏之间保持平衡的态度，朝鲜也对中美融冰表示理解，中朝关系稳定发展。 24在恢复了在联合国合法

席位后，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继续坚决支持朝鲜的立场。同时，由于中美接近，中韩关系也有所松动，两国非

政治关系发展迅速，并开始尝试在政治关系中有所改善，但中国对韩国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始终持反对态度。

1989年至2008年9月是国际环境结构变化的第三个20年周期。从1989年东欧剧变开始，国际环境结构发

生转折，开始向后冷战“美国治下”的单极世界过渡。这导致作为东西方冷战关键环节的朝鲜半岛局势出现转

折，东北亚各国都朝着“缓和、非敌对状态和友好邻邦以及相互合作的方向发展”。 25在旧格局已被打破，各

种力量正在重新组合的过程中，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难免受到影响。特别是一直阻碍中韩关系正常化的因素

正在逐步消失，朝鲜半岛内部的局势也有所缓和。最终，中国一改传统思维，支持朝韩两国同时加入联合国，

并以此为契机，与韩国建交，中国的半岛政策终于演变成与朝韩双方保持均衡发展的双线外交。中国与韩国

的关系也因此得以迅速发展。1998年，中韩达成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2003年，两国发展成为全面合作伙

伴关系。2008年，中韩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合作加深，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 26这种政治关系

的‘三步跳’，加之经济合作的突飞猛进，中韩关系堪称为现代外交史的一大奇迹。” 27这也是中国在有关朝

鲜问题的提案上时而弃权、时而反对、时而赞成的外部原因。

国际环境结构变化的第四个20年周期始于2008年9月，预计将在2029年前后结束。2008年9月雷曼公司

倒闭，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场危机不仅是经济金融危机，也是体系危机、制度危机和思想危机，它给

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格局乃至思想文化领域带来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28国际环境局势也因此发生转变：美

国的单极霸权有所衰落，国际多极格局继续深化，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对提升。中国的GDP总额也在2010年超

越日本，仅次于美国，处世界第二位。中国实力的增加使得国际实力结构和中美关系结构开始出现新变化，中

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提升，中美关系也变得举足轻重，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会受到重大的影响。

（二）中国国家利益需求周期性变化的影响

“国家利益指的是在国际交往中，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生存和发展中所反映出的与其实力相适应

的需求。” 29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制定的首要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自建国以来已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和

变化过程。以国家利益变化为核心的中国外交具有周期性，大致每隔30年左右为一个周期，已经历了两个30

年，现正处在第三个30年的开始期。 30中国在不同的时间周期内有不同的国家利益需求。中国的东亚政策是

以帮助其保护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目标和经济繁荣的政策。 31中国国家利益需求的周期性变化对

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中国在联合国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投票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选择：

或赞成，或反对，或弃权。

1949—1979年是新中国外交的第一个30年周期。此周期内，中国国家利益需求主要是主权需求，即保障

国家领土、边界和主权不受侵犯。因此，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分裂业已形成的情况下，同朝鲜建立和保持友好而

密切的关系无疑有助于维护新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的安全与稳定。 32这一时期中国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

判断尺度来确定朝鲜半岛的政策，朝鲜半岛的战略价值也正在于此。此时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是其对朝鲜政

策的延续，其朝鲜半岛政策和对朝鲜政策完全一致。 33因此，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在联合国有关朝

鲜半岛的问题上完全站在朝鲜一边，坚决支持朝鲜关于半岛统一的政策，支持朝鲜加入联合国，而对韩国加入

联合国的申请持反对立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出于自身的主权需求的考虑，体现了“唇亡齿寒”的道理。

1979—2008年是新中国外交的第二个30年周期。此周期内，中国国家利益需求主要是发展需求，即为实

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争取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因此，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也就

成了中国半岛政策的基轴。在第46届联大上，中国支持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就是考虑到中韩之间日

益发展的经济关系和半岛和平稳定的现实需要。在历次朝核危机的解决中，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中始

终坚持对朝鲜实施制裁持谨慎态度的立场，也是考虑到制裁可能会刺激朝鲜，进而危及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

区的安全与稳定，以制裁为目的制裁与中国为满足发展的需求而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目标相悖。而朝鲜进

行核试验也会危及东亚的安全与稳定，这就是中国对第1695号决议和1718号决议投了赞成票的主要原因。

新中国外交的第三个30年周期始于2008年9月。此周期内，中国国家利益需求主要是战略需求，即朝鲜半

岛局势不能损害中国实现强国梦的战略需要，不能破坏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需要。在主权利益和发展利

益之外，中国还有责任利益的考虑，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要努力维护本地区的经济安全与军事稳

定，减少冲突，增进相互信任与合作，促进整个区域的福祉。 34在其成长的重要时刻，中国需要确保其邻国善

意的意图。 35具体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的战略需求是要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不仅仅是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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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身的主权需求和发展需求，更是要考虑到朝鲜半岛和整个东北亚的安全局势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影

响。表面上的赞成票反映了背后中国更多的努力。因为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不仅要做好与美日俄等国的战

略平衡，也要重视朝韩等国的利益关切，并给予必要的支持。 36中国因此在支持和配合联合国制裁的同时，也

努力使制裁的内容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始终强调朝核问题要在和平的框架内解决，尤其重视通过“六方

会谈”机制解决危机。2009年4月，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机制，随后进行“光明星2号卫星”试验、核试

验和导弹试验，整个东北亚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由于朝鲜的做法与中国的战略需求相悖，中国也因此改变

了对朝核问题的认知，并对朝鲜半岛政策进行了调整。这就是中国对朝鲜核试验的反应越来越强烈，在联合

国安理会对朝鲜制裁的多次决议中都投了赞成票的主要原因所在。

（三）领导人关系变化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五代领导人的更替，分别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

第二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集体。而朝鲜则

只经历了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三代领导人更迭。中朝两国领导人关系的变化也对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制定

和运行实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第一、二代领导集体执政时期大致对应的是朝鲜金日成掌权时期，两国领导人之间深厚的革命友谊

对中朝关系的良性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朝鲜一些抗日人士退守到中国境内，金日成也参加了

东北抗日义勇军，对中国有第二故乡的情结。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入朝参战并最终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和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结下深厚情谊。再加上两国相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同为

东方阵营国家，且都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压力，因此中国一直对朝鲜进行着近乎无偿的援助。在联合

国有关朝鲜问题的讨论中，中国对朝鲜也是毫无保留地支持。然而，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中国领导

人相继去世，经过两年的短暂徘徊之后，新中国进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随之，两国过

去所共同追求的革命与理念的价值逐渐淡化。 37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战略，在国际关系中坚

持“国家利益是处理对外关系的最高准则”。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对朝鲜的援助开始减少，中朝关系受

到一定影响。中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支持朝韩共同加入联合国，并与韩国建交，中朝关系进一步趋冷。但由于

以邓小平等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源自两国革命时代并肩战斗结下的革命

情谊，仍然影响着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中朝关系的理解。他们与朝鲜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等依然有着密切

关系，他们对朝鲜仍有特殊情结。因为“中朝友谊是经历了历史的严峻考验的”，是“两国革命者并肩战斗，患

难与共，鲜血流在一起”的友谊 38。在中国与韩国建交后，中国领导人怀着补偿朝鲜的情感，加大了对朝鲜的援

助，并在第一次朝核危机后，对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持反对立场。

中国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执政时期大致对应的是朝鲜金正日执政时期，中朝关系已经明显不同于之

前的党际关系和领导人亲密的个人关系，而真正迈入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家间关系。虽然两国仍然有高层

互访，但其中的革命友情和意识形态因素早已大大弱化。特别是金正日时期在朝鲜推行“先军政治”，拒绝改

革开放，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误解和隔阂因此而增加。正是此段时期，中朝关系出现大幅下滑。中国对朝鲜的影

响力也大不如前，朝鲜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大大下降 39，中国的半岛政策也开始转向基于南北平衡的双线

外交。但两国领导人之间仍有特殊情感。金正日等朝鲜领导人多次到访中国，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也

多次访问过朝鲜，都非常重视中朝友谊。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交流与互访是两国良好关系的象征。 40

中国第五代领导集体执政时期大致对应的是朝鲜金正恩执政时期，两国领导人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特殊的

感情因素。特别是作为“80后”的金正恩与中国领导人之间有巨大的年龄鸿沟，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已

大不如前，彼此之间的交流也难以像前几代领导人那样顺畅。因此，对于朝鲜的三次核试，中国的反应一次比

一次激烈。除个别决议草案外，安理会关于制裁朝鲜的第1695号、1718号、1874号、2087号、2094号决议，中

国都投下赞成票，支持和配合国际社会对朝鲜的进行制裁，其执行力度也愈加坚决。这与两国领导人缺乏沟

通和在有些问题上的误解也不无关系。

三、结语

未来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会受到未来国际结构的周期性演变、中国的战略利益需求的周期性变化和两国

领导人个人关系变化的影响。国际结构的周期性变化是影响中国对外政策决策的外部因素，中国战略利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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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周期性压力的影响是主要的和根本性的，而中朝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关系只是次要因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实力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结构正进行周期性重组。受此影响，目

前在朝鲜半岛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安全结构：即由原来的美日韩和中俄朝两极结构演变成现在的中、美、

俄、日、韩、朝多极结构。中国和美国是朝鲜半岛外影响朝鲜半岛安全局势最大的两个关键国家。 41为了维持

东亚局势和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协调中美关系、加强中美两国在处理朝鲜半岛安全问题方面的合作将成

为未来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重要内容。

2008年，中国外交开始走进第三个30年周期，已由普通国家外交逐渐转变为大国外交，由弱势外交转变

为强势外交，由消极被动外交转变为积极主动外交。 42国际利益在国家战略利益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突

出。 43未来30年，中国有实现“中国梦”重新成为世界强国的战略需求，战略利益会将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朝

鲜半岛政策主要因素。

此外，中韩两国领导人交流的增加也会影响到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2013年6月27日，朴瑾慧将中国作为

她当选总统后出访的第一站，这会加深中韩两国领导人的之间的相互了解，会对中国的朝鲜半岛产生的一定

的积极作用。

尤其重要的是，2008-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环境结构是第三个20年周期的结束年和第四个20

年周期的开始年，也是中国外交需求第二个30年周期的结束年和第三个30年周期的开始年。2009-2029年是

两个周期的重叠，这预示着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将会出现重大转折。从中国新任领导人的一些讲话、中国在

联合国的投票和中国对联合国决议的执行力度等可以看出一些重要变化迹象。

未来中国在联合国有关朝鲜问题的投票表决会以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为基础和依据。但“在联合国大会

的投票实践中，存在某些因素影响一国的外交决策，使国家的投票行为偏离既定的政策原则，出现投票立场

和投票行为不一致的情况，从而影响国家间的投票行为” 44。因此，今后在联合国有关朝鲜问题的投票上，中

国的态度和表决将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也不可避免地使中国的半岛政策有时会陷入困境。但无论如何，

中国仍将坚持支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和南北并重的双线外

交的核心原则，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决策将会依据国际结构、中国的战略需求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

三层次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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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 n e r a ,  Ch i na's  r u r a l  socia l  l i n k s  have expe r ienced g rea t  t r a nsfor mat ion ,  t he  pa t t e r n  of  socia l  l i n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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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me breath the democrat ic l in ks created by v i l lagers'  sel f-gover nance unable to t ake the responsibi l it y 
of being the s t able foundat ion of r u ral  gover nance. In th is a r t icle,  the author d iscuss the possibi l i t y that the 
v i l lage indust r ies can g ive play to integ rate the v i l lage and forge the new social  l in ks to improve the v i l lage 
gover nance and v i l lage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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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hallenge of World's Socialist Movement After the Cold War

Li Jing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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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s t  movement ,etc.
Key words: World's  Social is t  Movement;Development;Chal lenge;Revive

On China's Policy Towards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its Vot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The Perspect ive of Per iod icit y

Liu Shengxiang  Li Mingy ue  Dai Weihua

A b s t r a c t :  Si n c e  C h i n a  r e s u m e d  i t s  L e g a l  s e a t  i n  t h e  Un i t e d  Na t i o n s ,  C h i n a ' s  vo t e s  o n  t h e  i s s u e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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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 he  i n t e r nat iona l  env i ron ment  con f ig u r a t ion ,  cycl ica l  cha nges  of  Ch i na's  ow n need s  a nd t he  cha 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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