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h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2022年6月16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丁珏华

论坛 /

1

上任未满一月，韩国总统尹锡悦便完成

了被韩媒称为“半岛周边四强”的中、美、日、

俄四国大使人选提名工作。6月7日，尹锡悦

提名首尔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郑在浩为新任

驻华大使。韩国驻华大使肩负沟通中韩关

系、促进两国友好的重任，以中美关系研究见

长的郑在浩将在中韩关系上扮演怎样的角色

备受关注。

学者型外交官上任
郑在浩和尹锡悦曾为高中及大学同窗好

友，体现了韩国政界“学缘”关系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他是国际政治学家出身，专业性

强，更适合应对经济安全领域的各种外交难

题，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尹锡悦“适才适

所”的人事选拔原则。

62岁的郑在浩可谓学者型外交官。他毕

业于韩国首尔大学国语（韩国语）教育系，在

美国布朗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在美国

密歇根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师从美国

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学成归国后先后在

首尔大学担任中国研究所所长、国际问题研

究所所长，是韩国屈指可数的专门研究中美

关系的学者。他精通中英双语，曾在中美两

国留学访问，对两国文化及中美相关政治问

题极为了解且有独到的看法。他既有中美关

系研究专长，又知华知美，与尹锡悦政府的

“亲美”倾向不谋而合。

主张开展“明敏外交”
郑在浩著述颇丰，有多部极具影响力的

重磅研究成果，出版了19本著作，发表了90

多篇学术论文。细究这位新任大使以往的研

究成果及相关表态，可以管窥他的政治倾向

性和中美观。与此同时，这位新任大使对中

美关系的认知，或许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他在中韩关系中扮演的角色。

郑在浩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代世界政治

结构的核心变量，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具有最

根本的影响力。中国的崛起难以逆转，美国

压倒性的力量优势相对衰退，中美之间出现

“权力转移”，彼此的不信任和忧虑逐渐扩

大。而拜登政府不仅继承了前政府的对华牵

制路线，还在现有的“全政府性”和“全社会

性”应对基础上强调“全同盟性”路径，甚至提

出与中国“极限竞争”。

因为地理条件，韩国的国家命运总是取

决于周边强国的力量关系。郑在浩认为，韩

国位于中美竞争更加突出的地缘政治中心，

长期同盟关系的美国和新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的中国对韩国来说都非常重要，中美关系

恶化必然令韩国陷入困境。

郑在浩主张，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激烈、

选择进退两难的情势下，韩国应根据自身综

合国力的变化，重视独立自主，开展“明敏外

交”，扩大自身行动空间。在他看来，比起在

中美之间不断“看眼色”的“安静外交”，韩国

应形成真正的国家利益概念，在重要外交议

题上有明确且始终一致的利益主张，并在此

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迅速作出最为有利的外

交决断。

清晰传达中国关切
当前局面之下，韩国究竟应该如何开展

“明敏外交”？郑在浩颇为欣赏新加坡“不能

被他国收买，也不能被他们的力量左右”的外

交政策，认为选边站队无益于国家利益，也有

损于国格。因此，他虽然承认中韩经贸往来

极大促进了两国关系发展，但也认为中韩关

系中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韩国不应把贸易、

投资、观光放在国家利益首位。与此同时，美

韩同盟也并非没有利益冲突之处。早在2021

年4月的中韩展望论坛上，他就提出“如果美

国对中国的制裁移加到韩国身上，韩国该怎

么办”的忧虑。

尹锡悦提出构建相互尊重的中韩关系，

不难看出，韩国对华相处之道是互相尊重、共

同发展。然而，6月11日美日韩防长会谈首

次提及台湾问题。需要指出，韩国希望中国

尊重韩国国格和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应充分

尊重中国的利益关切，尤其是不在中国最关

切的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跨越红线。作为驻

华大使，郑在浩有责任及时清晰地传达中国

利益关切。

在中韩建交30周年之际，期待郑在浩大

使更知华甚至友华，在中美之间保持适当均

衡感，提升中韩双方沟通效率，减少两国误解

误判，为中韩关系发展作出贡献。

李家成 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副

教授

张志青 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硕

士研究生

深
海评 期待韩国新任驻华大使为中韩未来作出贡献

问：中国对此如何回应？如何看待未来
中美关系发展？
答：6月12日，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香

会上以“中国对地区秩序的愿景”为题发表演

讲，明确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如果有外部势力意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

去，那是痴心妄想，注定不会成功。面临威

胁，中国将不惜战争，不计代价，战斗到底，战

而胜之。魏凤和部长的坚定表示，振聋发

聩。中美防长在同一个会场的隔日对话，不

仅震撼全场，其影响也波及全球，必将持续发

生影响。

这并非中国国防部长首次在香会如此严

正宣示，但在中美关系已跌至建交后谷底，且

美国一再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形势下，中国

在如此重要的国际场合就反“台独”、反干涉

问题做出没有任何误解空间的坚定宣示，应

该说已使香会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不仅美

国，而且所有与会各方，都清晰无误收到了来

自中国的威慑信号：中国有意志也有能力维

护国家统一的合法利益，对此各方不必存在

任何其他臆测。

美国必须认识到，它利用渐进性的“切香

肠”战术，日趋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的内涵，日

趋蚕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基石，持续挑

战中国在这一原则问题上的红线，非但没有

可能有效威慑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的坚强意志，反而愈加可能将自己拖入它或

许本来还想避免的一场战略决战。

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由于美国本来就不

是乌克兰的盟国，美国并不承担保护乌克兰

的法律责任。但在台湾问题上，尽管美国不

承认台湾是国家，却通过国内法让自己承担

了协防责任。表面上美国以此发出威慑，但

终究还得盘算兑现威慑需要付出的代价。更

重要的是，即使美国愿意付出沉重代价，它是

否能实现威慑目的即成功协防台湾，尤其在

当代，更是问题。

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认为台湾

不是独立的国家，而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

已经尽了最大诚意，力图以和平方式实现与

台湾一起的国家统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

政，国际法对一国内部统一的内政问题有相

应厘定——外部不可干涉。因此，台湾问题

与乌克兰问题不具可比性。中国以最大努力

促进和平统一，但决不放弃实现国家统一的

所有方案，这也是中国的《国家反分裂法》所

确定的。

在回答听众提问时，魏凤和部长表示，

2019年中国在庆祝国庆70周年时展示的国防

装备现已全部列装。人们注意到，其中有世

界先进的新型战略运载工具及相应的非常规

负载。中国的国防政策包括不首先使用核

武，但在一场反外部干预的战略冲突中，如果

中国首先受到核攻击，中国有能力实施战略

报复。那么，美国是否有必要决意支持“台

独”，引发并升级冲突，从而引火烧身呢？

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但美国的所作所为

与设置中美两国关系的围栏背道而驰。中国

通过香会提出了一系列未来愿景：坚持协作，

反对对抗；坚持公平，反对霸道；坚持法治，反

对单边；坚持交流，反对排他。但愿美国能够

警醒，各国都能清醒。

香会看中美：对话促理解 合作保和平
复旦大学教授 沈丁立

因疫情暂停两
年的亚洲安全会议
（香格里拉对话，简
称“香会”），日前在
新加坡恢复以线下
方式举行，各界都
高度关注中美军方
高层通过此次多边
对话以及双边对谈
能否缓和紧张关系。本期“论坛”特请
专家解读。

问：本次香会议题是什么？
答：本次香会的核心议题是亚

太地区如何维护和平与稳定。会议

设置了多个议题，但都围绕着以下

几个方面：如何评估威胁？威胁来

自何方？各方如何应对？尽管与会

各方对于谁应该对亚太安全形势恶

化负责持有不同看法，但对本地区

安全态势日渐严峻还是具有共同的

判断。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美西方认为亚太/印太地

区出现某些大国之间的准结盟态

势，个别大国已不再将国际规则当

作对外行动准则，美国及其盟国与

安全伙伴必须做出合作反应。

第二，中国认为，本地区包括南

海区域未出现以武力胁迫影响通航

自由的情况，相反，美国在台湾这一

中国的核心利益关切方面持续并升

级军事威胁，才是违反现有国际规

则并挑战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根本基

础，中国有意志、有能力坚决回应。

第三，本地区还存在许多其他

安全挑战，如朝鲜半岛无核化尚无

进展、导弹危机正在升温。自然，这

类挑战需要平衡多方安全利益，中

美合作不可或缺。

在本地区几乎所有安全问题

中，中美关系都是无法绕开的。在

两军高层缺乏沟通的情况下，中美军事关系

势必循环下降，互信无从谈起。对此，本次香

会提供了难得的正面交锋与交流的机会。

问：如何解读美国在香会上的表态？
答：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6月10日于新

加坡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了双边会

谈，中国对会谈的评价是“坦率与积极”。6月

11日，奥斯汀在本次香会首日发表演讲“印太

战略的下一步”，矛头指向中国，认为是由于

中国近年来在本地区采取的一系列不按国际

规则行事之举，造成了地区安全不稳。因此

美国将继续推进印太战略，与盟国和合作伙

伴共同因应挑战，以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

美国国防部长剑指中国，但也不忘在指

责的同时，试图通过与中国军方发展多层面

的专业接触以促进两军沟通，贯彻落实拜登

总统一贯主张的在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的同

时，要设置竞争的“围栏”，以免竞争失控。换

言之，美国除了指责中国，还将大力准备军事

预案以应对不测，并试图通过交流合作以避

免误会，防范冲突，从而维护二战以及冷战结

束以来长期由美国主导的地区格局。

中国当然欢迎中美两国以及两军之间应

该共建信任，避免冲突，但不主张只用“竞争”

两字来概括中美关系全貌。尽管拜登总统提

出中美关系的内涵是“合作、竞争与冲突”，但

强调的侧重点是“竞争”。在中国看来，美国

只是为了避免竞争失序才期待建设围栏。中

国主张，美国不应消极地把两国的跨太平洋

关系视作消极竞争，不应将中国的发展描黑

为威胁。更重要的是，在中美关系主要可能

引爆的台湾问题上，应该正本清源，正视问题

的本质以及中美严重分歧的来源，并采取切

实措施消解双方之间的消极关系。

人们注意到，尽管中美元首去年两度在

线对话并就稳定双边关系达成共识，但拜登

总统自去年以来就台湾问题的表态已三次发

生“口误”。在涉及如果发生台海冲突的问题

上，美国的传统立场是将基于《台湾关系法》

对台给予“协防”。美国将国内法置于国际法

之上，且不论因此长期公然违反《联合国宪

章》这一当代国际最高国际规则，即使是美国

的《台湾关系法》本身，也没有明确表示美国

在台海危机情况下将如何予以预防，这便是

所谓美国对台政策的“战略模糊性”。

2001年，小布什总统上任第一年，在中美

发生撞机事件的背景下，曾脱口而出“美国将

竭尽所能协防台湾”，但没有明确美军是否介

入。但最近一年，拜登总统已三次表示如果

台海发生战事，美军将“介入”。这是中美建

交以来第一位在任美国总统将美国协防台湾

的方式讲得如此公开并明确。如同小布什总

统在发生上述“失言”之后由其新闻秘书迅速

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不变”，目前的白宫发

言人也在拜登每次“口误”之后马上重申美国

的相关政策并未发生变化。

无论是拜登以“口误”方式刻意威慑中

国，还是他以接近八旬高龄确实言不由衷，都

给世界发出错误信息：美军确实在抓紧准备，

在美国未来作出政治决策后，投入台海冲

突。对中国而言，美国最高层的这种信息才

是导致东亚安全局势动荡的主要原因，中国

要通过香会发出清晰无误的坚定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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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剑指中国并期待设置围栏

中国主张多边合作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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