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鲜核问题与中国的对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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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朝鲜核问题逐步演变成牵动东北亚安全格局变化的战略性问题，是朝鲜内部政治

因素以及外部安全因素共同促成的。冷战时期，苏联与朝鲜的全面核能合作为朝鲜跨过核武器门

槛奠定了基础，而美国对朝敌视政策，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初半岛安全结构剧烈倾斜，迫使朝鲜加

快核武装步伐。朝开发核武的目的不是要“先发制人”打“核大战”，而是要拥核自保、拥核自重，既

遏制韩美同盟侵朝，又调动美国重视朝鲜，同朝鲜“建立一种着眼长远的战略关系”。中国坚定坚

持无核化，坚持通过“双轨谈判”实现“两个彻底”: 必须彻底清除半岛核武器，同时必须彻底解决朝

鲜在政治安全经济等各方面的合理关切，以实现半岛无核化，建立半岛永久和平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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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朝鲜先后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同 2006 ～
2013 年的前三次核试验相比，最新的两次核试验有

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第一，1 月进行的第四次核试

验，尽管爆炸当量与前三次无太大差别，但这是朝鲜

第一次宣布为“氢弹试验”; 第二，9 月的第五次核试

验，爆炸当量明显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核试验，各种迹

象和指标表明朝鲜已经掌握万吨级当量的小型核弹

头技术，甚至是能够搭载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技术。①

这些特点不仅标志着朝鲜的核武器技术开发取得实

质性突破，而且更表明，朝鲜的核决心与国际社会要

求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意志陷入更加尖锐的对立，朝

鲜核问题陷入了更加难以通过谈判解决的死胡同。
美国等国政府乃至其媒体和学术界由此把目光

转向中国，甚至认为中国应该对朝鲜核问题的恶化

负责任，②对于中国对朝鲜的政策，也作出一些带有

误导性的分析猜测，这对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有百

害而无一利。事实上，中国对于朝鲜半岛无核化以

及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坚定意志和严正立场从未改

变，因为这不仅涉及到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大国

担当和大国责任，更重要的是，能否以和平方式实现

半岛无核化，事关中国在东北亚这个至关重要地区

的战略安全利益。但是，衍生多年而错综复杂的朝

鲜核问题，远不是依靠制裁、施压甚至军事威胁等手

段就能和平解决的，必须通过对话与谈判来全面、公
平地落实六方会谈《9·19 共同声明》所列各项目标

与原则，才能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半岛持久而

可靠的和平稳定。本文试图从朝鲜核问题的发展演

变过程来分析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内在与外在动因，

结合中国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基本思路，分析阐述中

国的基本立场以及中国总体的对朝政策。

一、朝鲜核战略的发展演变

朝鲜核问题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出现，逐步

演变成牵动东北亚安全格局变化的战略性问题，这

是朝鲜内部的政治和战略因素，以及朝鲜所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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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部安全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成的。在核问

题的博弈互动中，朝鲜核战略不断发展变化，大体经

历了三个阶段。
( 一) 战略启动阶段(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末) : 以核能开发带动核武计划。把朝鲜建设

成核武器拥有国，这是朝鲜三代领导人长期追求和

坚持 的 战 略 目 标。朝 鲜 开 发 核 武 器 的 努 力 始 于

1956 年正式启动的朝鲜与苏联的核合作。早在朝

鲜战争结束不久，金日成主席就明确表示: “朝鲜国

家虽 小，但 别 国 拥 有 的 东 西 都 应 该 有，包 括 原 子

弹。”①严峻的安全环境也更加坚定了朝鲜走上核开

发道路的战略决心。1958 年，美国把载有核弹头的

“诚实约翰”导弹以及 280 毫米原子弹大炮等战术

核武器部署到韩国，此后不断增加部署，到 1967 年

美在韩部署的战术核弹头高达 950 枚。②

1959 年，朝鲜和苏联签署了核合作协定。然

而，囿于自身条件限制和外部因素的制约，朝鲜核计

划启动之初并不是直接从事核武器开发，而是从和

平利用核能发电起步，既通过利用本国相对丰富的

天然铀矿产资源来弥补石油天然气资源的空白，也

利用核发电设施建设，为生产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易

裂变材料打好基础。而苏联在中苏关系矛盾加剧的

战略背景下，为了恢复其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同金日

成政权的特殊关系及其独特的影响力，也热衷于同

朝鲜开展核技术合作。朝苏在核合作方面互有需求

但各有打算，使得朝鲜的核工业乃至核武器开发进

展并不快，基本停留在民用核能以及核医疗研究领

域。80 年代末，从硬件设施上，朝鲜已经累积起一

定规模的核“家底”，都属于民用范畴。另外，苏联

为朝鲜培养了数以百计的核工程技术人员，朝鲜核

武器计划的功臣人物徐相国、韩仁锡、李升基、崔学

根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③

客观地看，从 5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初期将近

30 年的时间里，朝鲜并没有把它拥有的天然铀矿资

源以及有限的核设施，直接用于开发核武器，因此连

美国情报部门在 1983 年 5 月提交的一份绝密文件

中也认为，尽管已经拥有一些核设施，但是这并不表

明朝鲜生产制造了可用于开发或者进行试验核武器

所需要的核设施及易裂变材料。④ 朝鲜不是不想开

发核武器，而是受到其唯一技术与相关物资来源国

苏联的严格制约。在苏朝核合作中，苏联一方面提

供大量技术和设备，持续为朝鲜培训核工程技术人

员，另方面严格禁止提供任何军用领域核技术核材

料。到 80 年代中期，当朝鲜的核设施初具规模时，

苏联强烈要求朝鲜正式加入并签署《核不扩散条

约》( NPT) ，并以此作为继续帮助朝鲜建设重水反

应堆的前提条件。苏、朝在 NPT 问题上的公开态

度，很微妙地揭示了双方在朝核问题上的截然不同

立场。1985 年 12 月，在苏联保证向朝鲜继续提供

建设核反应堆的相关援助后，朝鲜正式签署加入

NPT。⑤ 对于这一重大举措，朝鲜官方媒体集体保持

缄默，没有给予任何报道，倒是苏联官方媒体进行了

大肆宣传报道。NPT 规定 18 个月内签署有关安全

保障条款的附加议定书( 以下简称“议定书”) ，在

“最后期限”到来之时，即便面临巨大国际压力，朝

鲜也明确拒绝签署。⑥ 在苏联压力以及中苏积极劝

说下，朝鲜立场开始转变，1991 年 12 月，朝鲜宣布

同意签署，中国外交部迅即给予积极回应。⑦ 1992
年 5 月朝鲜正式签署“议定书”并接受国际原子能

机构( IAEA) 按约核查，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朝核武

问题似乎得以化解。然而后来围绕核查的事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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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说明，朝鲜核计划虽然是从民用项目起步，但朝

鲜决策层从一开始就为开发核武器预留了战略与技

术空间，这成为后来朝鲜核危机反复爆发的原因之

一。
( 二) 战略模糊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11

年) : 一手高举无核化旗帜，一手大力研发核武器。
从拒不签署“议定书”到有保留地签署并履行，再到

1993 年强硬拒绝 IAEA 赴现场核查，朝鲜同国际社

会的矛盾急剧升温，人们日益怀疑并最终确信，朝鲜

已经跨过了 NPT 红线，沿着核武器开发的道路奋力

前行。由于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朝鲜出于兼顾外

交与安全的需要，执行了一种核武器开发模糊战略，

在无核化与核武开发之间、在对美外交需要与加强

自身安全之间搞平衡，从而形成了一手高举无核化

旗帜、一手大力开发核武器的并行路线。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朝鲜已经具备了从宁边 5

兆瓦重水反应堆所产生的乏燃料棒中提取武器级钚

的能力，美国从此开始日益深入地介入朝鲜核问题，

而这个时期恰恰也是朝鲜半岛安全格局发生颠覆性

变化的时期。90 年代初，冷战随着苏联解体而突然

终结，朝鲜对韩国曾经占有优势的政治外交平衡发

生根本性逆转。冷战时期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结构

中，中、苏两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联合国安

理会全力支持朝鲜，拒不承认韩国; 美国则是韩国的

后盾，连同日本一道，长期拒不承认朝鲜。1975 年

美国在联大正式提出“交叉承认”建议，即美国和日

本承认朝鲜并与之建交; 作为交换，中国、苏联须承

认韩国并与之建交; 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① 历史

地看，这一建议颇具建设性。但是在当时的战略态

势下，该建议明显是韩国获利大于朝鲜，自然遭到朝

鲜的严辞抨击和拒绝。② 但是到了 1990 年，苏联不

顾朝鲜强烈反对和威胁，同韩国实现了邦交关系正

常化; 而中国也开始审时度势地调整“一边是盟国

一边是敌国”的半岛政策，加快了对韩国接触步伐。
1992 年中韩建交。至此，当年美国建议的“交叉承

认”虽然没能实现，但韩国“无条件”地获得了苏联

( 后来是俄罗斯) 以及中国的承认，而朝鲜只是与韩

国同时加入了联合国，却丧失了与美国、日本建立正

常外交关系的机遇。冷战时期朝—中—苏“三角同

盟”不复存在，而美韩同盟及韩—美—日“战略三

角”则得以持续并加强，持续了近 40 年的半岛安全

与外交均衡，急剧向着不利于朝鲜的方向发展。
朝鲜面对上述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也迅速调

整了对美对韩战略，力图改善朝美关系，实质性改善

南北关系。1992 年 1 月，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容

淳率团访美，在纽约同美国副国务卿坎特举行会谈，

实现了朝鲜战争以来朝美双边首次高层政治接触。
据直接参与会谈的前美官员记述，金容淳向坎特副

国务卿释放了朝鲜要与美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同
中国拉开距离的重要信号，宣称朝鲜过去的百年悲

惨历史，使朝下决心要“远交近攻”。③ 同时，朝韩之

间也展开了更具实质性的南北和平和解与合作会谈

以及朝鲜半岛无核化会谈。为敦促南北双方达成无

核化协议，美国总统布什于 1991 年 9 月正式宣布，

撤出美军部署在韩国的全部战术核武器。④ 朝韩双

方于同年 12 月签署了《南北基本协议》和《朝鲜半

岛无核化联合宣言》。两大宣言签署后，朝鲜首次

同意 IAEA 专家到宁边进行现场核查，但核查反而

成了第一次朝鲜核危机的导火索。IAEA 专家组通

过核查发现朝鲜此前申报的提炼钚的数量，与实际

提炼生产的数量不符，因此要求进一步核查两处被

怀疑用于制造核武器材料的设施，遭到朝鲜强硬拒

绝并宣布将退出 NPT。美国克林顿政府建议朝鲜暂

停退约行动，并随即与朝鲜展开谈判，双方于 1994
年 10 月在日内瓦正式签署了《框架协议》，不仅化

解了一触即发的核危机，而且打开了朝美全面接触

的大门。据统计，1993 ～ 2000 年期间，朝美展开了

核、导、反恐怖主义、互设联络处、朝鲜半岛能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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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双边经贸关系等 22 个问题的密集的对话与谈

判，其中 16 个问题签署了协议。① 《框架协议》的签

署开启了美国对朝提供各种无偿援助的大门，从

1995 年到 2006 年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之前，美

国向朝鲜提供了 135．7 万吨粮食援助，成为朝鲜外

来粮食的主要提供国家之一。② 在密切接触的基础

上，两国实现了高级别政治互访。2000 年 10 月，朝

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赵明录次帅访问华盛

顿，朝美签署联合公报，确立了朝鲜半岛无核化、朝
鲜暂停一切与导弹技术相关的发射活动、双方互不

侵犯、加强合作、迈向全面关系正常化等原则和目

标。
但是 2001 年，美国信奉新保守主义的布什政府

上台，给朝美双边关系改善进程带来了巨大的不确

定性。2002 年 10 月，美根据巴基斯坦政府提供的

有关朝鲜秘密开发浓缩铀项目的相关信息，派代表

团赴平壤举行会谈，双方在浓缩铀问题上陷入严重

分歧，不仅终结了关系改善进程，美国还彻底废除了

《框架协议》，朝鲜遂于 2003 年 1 月宣布退出 NPT。
即便如此，朝鲜并未放弃“朝鲜半岛无核化”原则，

这成了中国发起六方会谈的基础。然而，六方会谈

并没有阻止朝鲜开发核武器的步伐。2005 年 2 月，

朝鲜宣布已经制造了核武器，成为核武器拥有国。
同年 9 月，六方会谈各国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半岛持

久和平、东北亚安全合作等重大原则问题达成共识，

并发表了共同声明，朝鲜郑重承诺放弃一切核计

划。③ 但朝鲜依然在次年 10 月进行了第一次核试

验。随着六方会谈于 2008 年彻底陷入僵局，朝鲜加

快了核武器开发的步伐，2009 年进行了第二次核试

验，并加快准备第三次核试验。同时，曾经导致第二

次核危机的朝鲜浓缩铀项目也加快了开发进度，并

邀请美国专家于 2010 年 11 月现场参观了浓缩铀设

施。
从 1991 年 12 月与韩国签署《朝鲜半岛无核化

联合宣言》，到 2011 年 12 月金正日委员长逝世，朝

鲜在开发核武器问题上一直采取模糊战略，一方面

始终强调坚持半岛无核化，另方面一刻不停地开发

核武器，从无到有，实现了从提炼加工武器级钚材料

和浓缩铀，到制造和成功进行核试验，在打着无核化

旗帜的过程中悍然跨过了核门槛。
( 三) 战略展开阶段( 2012 年迄今) : 全面开发

原子弹、氢弹及弹道导弹，做“堂堂正正核国家”。
2011 年末金正恩执掌朝鲜最高权力后，完全放弃了

无核化原则，通过提出“并进战略”( 发展经济和发

展核武并行推进) ，把开发和拥有核武器提到国家

战略的高度，④不仅明显加快核武器的开发步伐，而

且投入更大资源全面开发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和

远程弹道导弹。在金正恩执政的 5 年时间里，朝鲜

先后进行了三次核试验、三次潜射导弹试验以及数

十次弹道导弹试验，仅“舞水端”中程导弹就进行了

七次发射试验。据美国专家估计，按照目前核武器

开发的进度，到 2020 年，朝鲜有可能制造出 50 到

100 枚核武器。⑤ 从朝鲜已有的核武器开发能力看，

美国专家的估计并非没有道理。经过几十年在人

才、技术、生产制造等各方面的积累，朝鲜拥有了较

为成熟的钚生产能力，并建立起量产规模的浓缩铀

生产系统，这就为朝鲜利用钚和浓缩铀两种资源制

造尽可能多的核弹头，奠定了稳定的物质基础。而

朝鲜经过五次核试验，不仅掌握了较为成熟的核弹

制造技术，而且实现了核弹小型化。理论上，掌握了

技术并拥有易裂变材料生产能力的朝鲜，完全可以

实现相对稳定的量产，在较短时期内成为中等规模

的核武器国家。
相对核武器开发的进展，朝鲜在导弹开发方面

相对滞后。1998 年朝鲜进行的首次与远程导弹技

术密切相关的卫星发射试验失败，直到 2012 年的两

次发射试验，终于成功地把卫星送入太空。2016 年

2 月朝鲜再度成功进行了卫星发射试验，但卫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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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技术毕竟不完全等同于弹道导弹技术，在朝鲜所

进行的陆基和潜射导弹发射试验中，失败多于成功，

这表明朝鲜的弹道导弹技术仍处于不成熟的研发阶

段，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意味着朝鲜在初步掌握

了核弹技术之后，将把开发重点转移到导弹开发方

向，今后将进行更多的卫星火箭、弹道导弹发射试

验，直到获得稳定而成熟的技术。总之，把发展核武

器作为国家战略目标的朝鲜，在核武器开发取得阶

段性成就、弹道导弹开发尚不成熟的形势下，今后还

会择机进行新一轮核试验，并进行更多的弹道导弹

及卫星发射试验。
为建设“堂堂正正的核国家”，朝鲜把核武器及

导弹开发的技术指标定位在哪里? 或者说，朝鲜核

弹以及导弹达到什么程度，才会完全停止这类既严

重挑战国际社会、又给自身带来巨大压力的核试验

和导弹试验? 朝鲜官方对此从未给予明确说明。但

综合朝鲜官方通讯社发布的有关信息可以判断，第

一，朝鲜将持续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加强自己的

核武库，这意味着在掌握和拥有了核裂变弹头之后，

朝鲜还将继续开发爆炸当量更大的核聚变弹头。朝

鲜宣布它所进行的第四次核试验是氢弹试验，但是

根据有关国家的地震监测等指标，几乎没有人相信

这是一次氢弹试验，①然而这种宣布的确可以说明

朝鲜或迟或早将进行真正的氢弹试验。第二，朝鲜

已经拥有较为成熟且数量巨大的短程导弹，将继续

推进中程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使之成熟、可

用，并实现搭载核弹的能力，实现核武器的实战化。
第三，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终极技术指标，是拥有能够

覆盖韩国、日本、关岛、夏威夷和阿拉斯加以及美国

本土的核打击能力，与美国形成“不对称的相互威

慑”。所谓“不对称的相互威慑”，指美国核武器拥

有数量与质量的绝对压倒优势，但朝鲜拥有独特的

地缘安全优势，美国要对一个国土面积只有 12 万平

方公里且毗邻中国以及韩国人口密集地区的朝鲜实

行任何精密制导打击，都会引爆大国矛盾并挑起盟

国强烈反弹，来自中国、韩国、俄罗斯的“第三方因

素”，是朝鲜制衡美国核优势的沉甸甸战略砝码; 而

核武数量与质量处于绝对劣势的朝鲜，一旦下决心

对幅员辽阔的美国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时，完全

不必考虑类似美国顾虑的“第三方因素”。这是朝

鲜能够同美国实现“核威慑平衡”且直接牵涉多方

战略安全利益的基本因素。
尽管多次宣称要对美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核

打击，朝鲜并不是真的要同美国打核战争，而是要以

核武器为盾牌和战略杠杆，一方面遏制韩美同盟对

朝动武、颠覆朝鲜政权，另方面调动美国重视朝鲜，

平等对待朝鲜，彻底改变对朝敌视政策，同朝鲜“建

立一种着眼长远的战略关系”。② 从 1992 年 1 月朝

美会谈，到 2000 年 10 月朝鲜高规格接待美国国务

卿奥尔布莱特，到 2012 年 3 月朝鲜副外相李勇浩在

闭门会上通过即将出任国务卿的克里转达的金正恩

口信，以及金正恩本人通过美国篮球明星罗德曼向

奥巴马总统传递的口信，都明确表明了朝鲜要同美

国做朋友，而不是做敌人的坚定而明确的政治意愿。
而对于美国绝不容忍的朝鲜核武器，金正恩也在

2016 年召开的劳动党七大报告中郑重承诺“不扩

散”、“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做“负责任的国家”。③

纵观朝鲜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核战略发展，从长

期坚持无核化口号，到要做“堂堂正正核国家”，构

建“朝美相互核威慑平衡”，其发展变化的路径和策

略在上述三个阶段各有不同，但朝鲜发展核武器的

决心始终是坚定不移的，发展核武器的目标也是始

终未变的，这种决心和目标概括起来就是: 拥核自

保，拥核自重，即以核武器提升国家安全，以核武器

提高朝鲜在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地位，特别是提升

朝鲜同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进行战略博弈、战略

对话及战略合作的分量。

二、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政策立场

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中国始终明确反对朝鲜

发展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
世纪 80 年代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主席提出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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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无核化的倡议①、朝韩签署《朝鲜半岛无核化联

合宣言》后，中国更是坚定支持并积极推动。中国

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中国进一步明确了实现朝鲜半

岛无核化的坚定立场。201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会见来访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特使、人民军

次帅崔龙海时，明确指出:“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持久

和平稳定，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立场十分明

确，不管局势如何变化，有关各方都应坚持半岛无核

化目标，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解决问题。”②这既是向朝方，也是向国际社会乃至

中国国内，表明了中国党和政府在朝鲜半岛无核化

问题上对历史负责的原则立场。习总书记的上述阐

述，反映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就体现为“三个坚

持”，即坚持无核化，坚持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

和谈判来解决问题。
自从 1993 年第一次朝鲜核危机爆发以来，中国

就明确按照“三个坚持”来谋求和推动和平解决核

问题，而这也构成了中国发起和推进六方会谈进程

的指导方针。从 1993 年到 2003 年中国正式发起六

方会谈之前，中国采取不直接介入的立场，只是通过

积极促进美国和朝鲜直接谈判来和平解决核问题。
在这期间，尽管中国积极参与了在日内瓦举行的四

方会谈，但始终坚持让四方会谈聚焦朝鲜半岛的永

久和平问题。③ 2002 年 10 月，第二次朝核危机爆

发，布什总统高调宣称“不排除任何选项”，导致朝

鲜半岛危机骤然升高，甚至有爆发战争的危险。中

国政府遂改变了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不直接介入”
的原则，转而在美国和朝鲜之间展开了密集的斡旋

外交，并于 2003 年 4 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美朝中参

加的三方会谈，稍后又发起了由美国、朝鲜、中国、韩
国、俄罗斯、日本共同参加的六方会谈。

中国对六方会谈所设定的核心议题，就是通过

和平方式解决朝鲜核问题，实现整个朝鲜半岛的无

核化。中国认为，解决朝核问题的钥匙，自从 1993
年以来至今，就始终掌握在朝鲜和美国手中，中国通

过外交手段所能做的，就是要让朝鲜和美国交出和

平解决核问题、和平地实现半岛无核化的钥匙。为

此，中国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谈判的组织者和斡旋

者，在整个六方会谈的进程中，中国所承担的最根本

职责，就是作为会谈的主席国，一方面根据各方共同

利益和不同诉求，综合而均衡地策划谈判路线图和

议题，另方面努力在有关各方之间劝和促谈，推进会

谈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争取阶段性成果。相比六

方会谈的其他各方，中国占有一种独特的地位和优

势，例如，中国同其他所有各方，特别是朝鲜和美国

之间，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和畅通的外交沟通

渠道。这种独特地位，给中国发挥作用提供了便利

和优势。但另方面，无论是中朝之间的友好关系，还

是中美之间顺畅的政治互动关系，都存在着许多复

杂的消极因素，这又极大制约了中国对美国或者对

朝鲜的影响力。换言之，中国作为斡旋者，对于美国

或者朝鲜的影响力，又是十分有限的。
这种既有独特优势地位，但影响力又十分有限

的地位，使得中国在推进六方会谈的进程中，在技术

层次的问题上，以及在共同原则和谈判框架的确立

方面，能够发挥关键的引领作用，但对于六方会谈的

两大根本性问题，即如何彻底地、可验证地、不可逆

地消除朝鲜的核武器及其相关计划，如何全面解决

朝鲜安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的合理关切这两个关

键方面，中国始终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和主导权，去推

动有关各方达成一个一揽子交易。尽管如此，中国

依然通过艰苦的外交努力，成功地推动有关各方于

2005 年 9 月 19 日达成了《9·19 共同声明》，它不仅

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确立了各方共同接受和遵守的政

策与原则框架，而且该文件确立了“朝鲜半岛无核

化”、“谈判建立半岛永久和平体制”以及“各方平等

参与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三根支柱，这就为最终

达成一揽子解决方案，奠定了综合解决、标本兼治的

基础。④

从共同声明内容看，中国对于和平解决朝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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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基本思路是综合治理综合解决。这个基本思

路具体体现为三个基本点。第一，朝鲜必须彻底放

弃一切核武器及其相关计划; 朝鲜在安全、政治、经
济、外交等各领域的合理关切，必须同时得到解决;

朝鲜彻底弃核，同彻底解决朝鲜合理关切，必须按照

“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的公平原则，同时而对

等地解决。第二，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实现，离不开半

岛持久和平秩序的建立，为此，“直接有关方”①应该

建立一个与六方会谈并行的谈判平台，专门解决如

何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 Permanent Peace
Ｒegime) 的问题。第三，包括朝鲜在内的东北亚各

国，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并建立半岛永久和平体

制的进程中，扩展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建立旨在促

进共同安全的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建立紧密的经

济合作关系。这三方面是解决错综复杂的朝鲜半岛

问题乃至东北亚各国共同安全问题的基本框架。对

于朝鲜而言，最重要的是，《9·19 共同声明》确立的

基本框架意味着朝鲜是半岛无核化与持久和平的利

益攸关方和主要当事方之一; 在东北亚地区，朝鲜同

六方会谈其他各方一样，是本地区安全与经济合作

的重要成员，在未来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与经济合

作中，朝鲜占有它应有的重要地位。
共同声明虽然确立了实现无核化的原则框架和

共同基础，但是在分阶段分步骤走向最终目标的过

程中，每向前迈进一步，都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

每一方都不清楚自己向前迈出的一步，会换来对方

什么样的对应步骤。这其实是六方会谈共同声明通

过后，“去功能化”( disablement) ②进程失败的根本

性原因。六方会谈陷入僵局后，朝鲜明显加快了核

武器开发的步伐，中朝在核问题上分歧也日益突出，

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朝鲜核问题的决议表决

中，转为积极参与决议制定并投赞成票，从赞成一般

性的谴责，到赞成实施必要的制裁。中国在增加联

合国对朝制裁的问题上，始终追求外交解决的途径，

一方面主张朝鲜半岛无论北方还是南方，任何时候

都不能拥有核武器，应该坚持半岛无核化; 朝鲜必须

为其违反联合国相关决议肆意开发核武器及弹道导

弹的行为付出必要代价，承担相应后果; 一方面坚持

制裁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安理会通过的有关决议

必须为外交努力预留足够的空间，朝鲜核问题必须

通过恢复六方会谈、坚持《9·19 共同声明》各项原

则的基础上加以和平解决。③

三、中朝关系与中国对朝鲜的总体政策

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是中国对朝

总体政策的一部分，也是中朝关系中一个十分重要

的问题。在中国的所有对外关系中，没有哪一个双

边关系像中朝关系那样既十分重要又非常独特和高

度敏感了。从冷战时期到后冷战时代，中朝关系经

历了与时俱进的深刻变化。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

后，中国被迫奋起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用生命和鲜

血与朝鲜结成军事同盟关系。朝鲜战争结束后，随

着半岛冷战格局的固化以及中苏关系的破裂，1961
年，朝鲜同相互对立的中国和苏联分别签署了内容

几乎相同的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中朝友好同盟互助

条约在 20 年到期后，双方同意自动延续。进入 21
世纪，中朝交流互访趋于活跃，并在中朝两党的最高

层，就新时期发展双边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继承传

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作”，④这成为 21 世

纪以来，中国珍视中朝传统友谊，致力于两国关系正

常发展的基本方针。⑤

而朝鲜执意发展核武器的既定方针，同中国坚

持半岛无核化的原则立场尖锐对立，特别是新一代

朝鲜最高领导人抛弃无核化旗帜，明确确立“发展

经济与发展核武器并重”的新战略，不顾国际社会

的强烈反对和对中国边境地区带来的潜在环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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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有关各方对于哪些国家参与谈判“永久和平机制”问题，一
直未能取得明确的一致意见，故在“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中，
采取了模糊处理方式，一致同意“直接有关方”( directly related par-
ties) 在六方会谈之外，“另行谈判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的问
题。

指朝鲜采取措施对宁边的核设施，含 5 兆瓦反应堆、后处理
设施、燃料加工厂等，进行封存和部分拆除。见“落实共同声明第二
阶 段 行 动”，http: / /www． fmprc． gov． cn /web /ziliao _ 674904 /1179 _
674909 / t369082．shtml．( 上网时间: 2016 年 12 月 29 日)

“王毅: 安理会可通过新决议，使朝鲜付出必要代价”，ht-
tp: / /www．chinanews． com /gn /2016 /02－ 13 /7755058． shtml; “外交部: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21 号决议应得到全面、平衡执行”http: / /news．
xinhuanet．com /2016－12 /01 /c_1120034757．htm． ( 上网时间: 2016 年
12 月 27 日)

“为了友谊为了和平———热烈祝贺江泽民总书记访朝圆满
成功”，《人民日报》，2001 年 9 月 6 日。

“王毅: 我们珍视中朝传统友谊 致力于两国关系正常发
展”，http: / /www．fmprc． gov． cn /web /wjbzhd / t1243606． shtml． ( 上网时
间: 2016 年 12 月 28 日)



胁，连续进行核试验，不仅使中朝友好关系陷入十分

困难的局面，也给中国对朝政策带来空前复杂的矛

盾。一方面，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一如既往

地坚持对朝发展“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

加强合作”的方针; 一如既往地坚决维护半岛和平

稳定，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 一如既往地坚持对朝提

供有助于保障民生和发展经济的大量援助。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今天，无论处在极度贫困的欠发达阶

段，还是快速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腾飞阶段，中

国 60 多年如一日地对朝提供了大量而稳定的经济

援助。这在中国的对外援助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另方面，朝鲜执意开发核武器，特别是 2012 年以来，

又把发展核武器写入新宪法，使之成为国家“双并

重战略”的支柱之一，不断在毗邻中国边境的人口

密集地区反复进行核试验。这种背离金日成主席亲

自提出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大目标的行为，危及中国

边境安全和半岛和平稳定的举措，理所当然地招致

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也自然严重

影响到中朝友好关系的平稳发展。
中朝关系当前这种复杂的友好合作与尖锐分歧

并存的矛盾结构，使中国对朝鲜的各项政策，也构成

了非常复杂的框架，其中既包含大力支持，积极鼓

励，也包含不干预和坚决反对。
( 一) 大力支持。朝鲜战争结束迄今，中国始终

不渝地大力支持朝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民生改

善，始终是朝鲜最大和持续稳定的外援提供国。金

正日时代的后期，朝鲜开始重视和加强发展国民经

济，特别是努力解决食品、能源短缺问题; 金正恩执

掌最高权力后，更加强调发展国民经济和改善民生，

特别是在 2012 年 4 月 15 日的首次公开演讲中，明

确提出“绝不让人民再挨饿”。① 对于朝鲜，中国通

过各种形式始终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对于朝鲜改

善民生、缓解人道主义困难，持续地给予特殊的关注

和援助。进入 21 世纪以来，朝鲜对于改善南北关

系、改善朝美、朝日关系，付出了大量努力，中国对此

一直采取积极支持的立场，并在必要时总是乐于提

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和斡旋。
( 二) 积极鼓励。2002 年 7 月 1 日，朝鲜开始了

经济调改进程，逐渐引进市场机制。中国从一开始

就对此给予积极鼓励。金正恩时代，朝鲜明显加快

了变革步伐，大力推行“我们式的新的经济管理体

系”，首先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即农村和农业领域，

对生产组织结构、分配政策、农产品价格体系等进行

了系统性的调整改造，随后又对城市经济体系中的

工厂企业单位，扩大企业负责人的生产决策自主权

力，并对生产、分配、产品自主销售等方面进行深层

次的调整改造，同时放宽自由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

活动 范 围，扩 大 市 场 因 素 在 经 济 运 行 中 的 作 用。
2013 年以来，朝鲜通过立法和行政等形式，进一步

扩大对外开放的程度，在每个道( 相当于中国的省)

均设立经济开发区，其开放程度堪称“史无前例”。②

对于朝鲜从制度入手，改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

系列努力，中国一直采取鼓励的态度，特别是在中朝

各级交流互访密集进行的时期，中国通过各种形式

的双边交流和接待来访各级朝方代表团，向朝鲜无

保留地介绍中国自身改革和开放进程中的成功经验

与失败教训，使得朝鲜在探索经济发展新路经的过

程中，尽量少走弯路，更有效率。
( 三) 不干预。金正日时代，朝鲜倡导“先军政

治”，国家的权力中心逐步从劳动党中央转移到国

防委员会。金正恩时代，朝鲜的最高权力中心开始

从国防委员会转向劳动党中央及其中央军事委员

会，并由此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人事调整，甚至对于个

别高级官员处以极刑。中国视上述所有这些事务，

均为朝鲜党、军队和国家的内部事务，本着长期奉行

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对朝鲜内部所有重大事务严

格恪守了不干预态度和立场。
( 四) 坚决反对。核问题是中朝之间唯一的重

大分歧，也是中朝友好合作关系稳定发展的唯一障

碍。中国对于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政策与行为，始终

坚决反对，并坚持不懈地试图说服朝鲜回到正确的

无核化道路上来，正是基于这一立场和考虑，中国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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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ranscript of Kim Jong Un’s Speech”，http: / /www．
northkoreatech．org /2012 /04 /18 /english－transcript－of－kim－jong－uns－
speech / ．( 上网时间: 2016 年 12 月 27 日)

参见林今淑、金美花:“金正恩执政后朝鲜经济好转原因及
其走势”，《延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2 期，第 12～ 18
页;“朝鲜各道将建经济开发区”，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2013－
11 /22 /c_125742953．htm．( 上网时间: 2016 年 12 月 27 日)



极发起并主导了六方会谈进程，并策划和推动有关

各方通过了《9·19 共同声明》。2006 年以来，中国

明确支持并积极参与了安理会通过的七项决议，谴

责朝鲜的核试验、导弹试验，以及同导弹技术密切相

关的卫星发射试验，并同国际社会一道，对朝鲜实施

必要的 制 裁。① 为 此，中 国 政 府 有 关 部 门 分 别 于

2013 年 9 月、2016 年 4 月、2016 年 6 月先后发布了

为落实 安 理 会 相 关 决 议 的 三 个 政 府 跨 部 门 行 政

令。② 中国同朝鲜长达几十年的军事装备供应关

系，也因朝鲜悍然进行核试验而中断。中国在坚决

反对朝鲜开发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同时，一直谋求

推动各方重返六方会谈，通过对话谈判解决核问题。
总之，中国对于朝鲜努力发展自身经济，解决经

济困难和人道主义问题，投入了大量的经济与政治

资源，给予了大力支持。对于朝鲜推行旨在提高经

济运行效率、加快经济发展的朝鲜式的改革与开放，

给予积极鼓励和帮助。对于朝鲜内部的任何重大政

治事务和人事安排从不干预。对于朝鲜发展核武器

的政策以及破坏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挑衅性行动坚

决反对，同时努力说服其改变现行政策，回到无核化

的正确立场上来。

结 论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明确地把维护半岛和平稳

定以及推进半岛无核化作为自己在半岛的两大战略

目标。而朝鲜核问题在过去 20 多年来，也越来越成

为中朝分歧的关键点。但是中国在反对朝鲜发展核

武器的同时，也明确主张必须以综合、均衡的方式，

一揽子解决朝鲜核问题，既要彻底解决朝鲜半岛的

无核化问题，同时也要彻底解决朝鲜在安全、政治、
经济等领域的合理关切。《9·19 共同声明》集中反

映了中国全面公正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的立

场。
近几年来朝鲜半岛局势变化错综复杂，危机反

复发生，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加，这种前所未有

的形势变化深刻表明: 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半岛安

全格局正进入历史性结构性变化的前夜; 推动这种

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如何解决朝鲜核问题，要不

要实现以及怎样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而决定这种

变化结果的，是建立什么样的半岛永久和平体制，结

束半岛南北双方之间的战争状态和冷战状态。
朝鲜下决心成为所谓“核武器拥有国”，使和平

解决核问题的六方会谈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通过

和平谈判的方式说服朝鲜彻底弃核走不通; 另方面，

采取非和平的军事方式消灭朝鲜的核武库更是不能

做。这种两难困境，使朝鲜半岛无核化变得更加遥

遥无期，甚至夭折。但是，朝鲜顽固坚持核武装道

路，也使自己陷入更为严峻的两难困境: 一方面，坚

持发展核武器，成为朝鲜日益加重的“机会成本”，

越是发展核武器，就越是阻碍和牺牲经济发展的机

会; 另方面，朝鲜要真正解决自身经济发展日益尖锐

的不可持续性挑战，实现经济现代化，以便保证政权

稳定，就必须根本改善同国际社会、首先是同韩国的

关系，为自身的经济现代化创造必要条件，而这必须

彻底放弃核武器，实现半岛无核化。朝鲜的“并进

战略”企图同时获得经济发展和核武器发展，这在

事实上根本无法兼得。发展核武器必然以牺牲发展

经济为代价，反之亦然。朝鲜坚持发展核武器给发

展经济带来日益增加的“机会成本”，必然给其国民

经济带来不可持续的挑战，经济运行的不可持续性

或迟或早将迫使朝鲜在经济繁荣与现代化和发展核

武器之间，做出“二选一”的战略抉择。而国际社会

的责任、特别是与朝鲜直接军事对立的韩国和美国

的责任，是如何创造一种令朝鲜放心地彻底放弃核

武器的环境和条件，帮助朝鲜早日做出正确抉择。
为此，朝鲜 2016 年 7 月 5 日提出的关于实现朝鲜半

( 转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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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七个对朝制裁决议是: S /ＲES /1695
( 2006 ) ，S /ＲES /1718 ( 2006 ) ，S /ＲES /1874 ( 2009 ) ，S /ＲES /2087
( 2012 ) ，S /ＲES /2094 ( 2013 ) ，S /ＲES /2270 ( 2016 ) ，S /ＲES /2321
( 2016) ．

“中国商务部、工信部、海关总署、国家原子能机构 2013 年
第 59 号公告 关于禁止向朝鲜出口的两用物项和技术清单的公告”，
http: / /www．mofcom． gov． cn /article /b /c /201309 /20130900317772． sht-
ml;“中国商务部公告 2016 年第 11 号 关于对朝鲜禁运部分矿产品
清 单 公 告”，http: / /www． mofcom． gov． cn /article /h / zongzhi /201604 /
20160401290257．shtml;“中国商务部、工信部、国家原子能机构、海关
总署 2016 年第 22 号公告 关于增列禁止向朝鲜出口的两用物项和
技术清单的公告”，http: / /www． mofcom． gov． cn /article /b /c /201606 /
20160601338628．shtml．( 上网时间: 2016 年 12 月 27 日)



不断挑战传统竞选的大忌，如提出当选总统后可先

访问朝鲜，打破财阀和既得利益阶层的垄断，“清除

韩国半个世纪的积弊”②，不顾美国反对而要求延迟

“萨德”部署等。而且，随着动荡的延续，在反朴集

会中一度联合的左右阵营的民众呈现分裂之势。得

益于半岛长期的冷战结构，保守势力在韩国社会根

深蒂固。保守派民众越来越担心进步派民众可能危

及当前的基本制度，因而在弹劾案通过后，保守阵营

反而出现了反弹的态势，“改革保守新党”与新国家

党的合计支持率已 28．1%，与共同民主党的 29．5%
非常接近。③支持朴槿惠的“爱朴会”也每周举行集

会以对抗反朴集会，韩国左右阵营民众的撕裂难以

避免。
第五，韩国政局变化将对朝鲜半岛和地区形势

产生很大影响。朴槿惠曾依靠对朝强硬等外交安保

政策为其加分不少，韩国军方和保守派也刻意渲染

朝鲜威胁，希望延续这种优势，但最终还是败于迷信

外交安保而忽视了内政危机。这也正是外交安保与

内政相互依存但又矛盾之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外交安保还是服务于内政。此次政局动荡表明，韩

国民众的关心事项也在发生着“向内转”，朝核问题

等外交安保问题已不是民众的主要关心事项，民众

关注国内事务远胜过国际事务。套用 1992 年美国

大选时克林顿的宣传口号“笨蛋，问题是经济!”，当

下韩国最迫切的问题也是内政和经济。对于下届韩

国政府来说，能否集中精力进行国内政治、经济改

革，在朝核和“萨德”等问题上作出更灵活的姿态，

避免地区形势的尖锐对峙和半岛沦为中美大国对冲

的舞台，是至关重要的课题。○ ( 责任编辑: 孙茹)

① “潘基文炮轰朴槿惠政府背叛民众信任”，http: / /www．yon-
hapnews．co．kr / international /2016 /12 /19 /0601090000AKＲ2016121900
0400072．HTML? template = 2087． ( 上网时间: 2016 年 12 月 29 日)

② “文在寅宣称特权阶层是世越号主犯”，http: / /www．yonhap-
news．co．kr /politics /2017 /01 /09 /0505000000AKＲ20170109030300
001．HTML．( 上网时间: 2017 年 1 月 10 日)

③ “热门总统人选调查和政党支持率”，http: / /www． sedaily．
com /NewsView /1OANWKW99I．( 上网时间: 2017 年 1 月 2 日)

( 接第 23 页) 岛无核化的五项前提条件，①值得六方

会谈有关各方予以重视和面对面共同探讨。
从根本上看，南北之间的安全关系早已陷入

“零和博弈”，即一方加强自身安全的努力，必然意

味着另一方安全利益的受损。半岛当前安全形势的

根本特征，是南北双方都在做“加法”，即增加自己

的军备以增加自身安全。例如朝鲜在迅速增加核武

器和攻击型导弹，而韩国在增加反导系统的同时，也

在增加攻击型导弹，并引进美国的“延伸核威慑”。
但是到头来，双方各自所增加的军备，都是在降低对

方的安全感，从而形成“一方追求自身安全成为另

一方不安全的根源”②。这种负面的安全竞赛，导致

南北双方都越来越不安全，而不是越来越安全。
朝鲜半岛的未来，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 第一，

南北之间能否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机制和军事安

排，首先停止互相做“加法”，并在这种机制和安排

之下，制定路线图，循序渐进地相互做“减法”。在

互做“减法”的进程中，美国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

采取相应的“减法”措施。第二，如何在南北启动互

做“减法”进程的基础上，恢复六方会谈，继续推进

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坚定不移地实现无核化。第

三，如何建立“双轨”谈判架构，一方面推动六方会

谈进入实质性谈判，通过达成“一揽子”交易，实现

两个“彻底”，即朝鲜必须彻底放弃一切核武器及其

相关计划，而朝鲜在安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领域

的合理关切，必须同时得到彻底解决。另方面，按照

《9·19 共同声明》的有关规定，由半岛南北双方以

及半岛问题的主要外部力量中美两国，展开关于建

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问题的谈判，取代 1953
年的临时停战协定，为半岛的长治久安和南北实现

民族和解和平统一奠定基础。○
( 责任编辑: 孙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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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五个条件是: 公开所有在韩美军核武器，撤销在韩所有核武
器和核武器基地并予以验证，确保不再将核打击手段迁入朝鲜半岛
和周边地区，承诺任何时候都不对朝鲜使用核武器，宣布撤离在韩拥
有核使用权的美军。参见“DPＲK Government Denounces U．S．，S． Ko-
rea＇s Sophism about‘Denuclearization of North’”，http: / /www．kcna．co．
jp / item /2016 /201607 /news06 /20160706－41ee．html． ( 上网时间: 2016
年 1 月 9 日)

John Baylis，Steven Smith，and Patricia Owens，The Globaliza-
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5th edi-
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