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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不断强化同盟外交影响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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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韩国政府因公布二战强征劳工
赔偿问题方案遭批，然而被骂“屈辱外交”
后，总统尹锡悦依然计划先后访问日美。

韩国的“大踏步”究竟会给日韩关系带
来怎样变化？尹锡悦坚持访问日美的背后
有何心思？美日韩同盟关系的升温对地区
局势又意味着什么？我们请专家为您详细
分析。

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副教授 李家成

问：韩国政府在强征劳工
赔偿问题上的转变，会使得日
韩关系发生怎样的变化？
答：二战强征劳工索赔问

题是妨碍韩日两国关系的重要
问题，一直阻滞着韩日全方位
合作的展开。四年来，韩日关
系因强征劳工问题和日本对韩
出口制裁每况愈下、处于僵局。

因此，此番韩国的让步，将
使得韩日官方之间一系列交往
障碍相继消除。冰封四年之久
的韩日关系将全面回暖：两国
间的贸易往来和人员交流将正
常化，安全合作在恢复常态后
会更进一步。

如果日本在尹锡悦访日期
间宣布撤销    年发动的半
导体材料对韩出口管制，并重
新把韩国列为安全保障出口管
理上享受优惠措施的“白名单
国家”，那韩国半导体生产的安
全与韧性将得到增强。

在防务层面，韩国声称随
时都可废弃的日韩《军事情报
保护协定》将回到以往的正常状态，不
会再作为谈判筹码而处于不稳定状
态。    年韩国一度决定废弃日韩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根据这一协
定，韩国可以从日本获取朝鲜核导相
关情报和朝总联（在日朝鲜人总联合
会、拥有朝鲜国籍的在日同胞）等人工
情报。

韩日之间的军事摩擦和政治不
信任感或暂时消弭。尹锡悦执政时
期内预计不会再发生日本指责韩国
舰艇火控雷达照射日本巡逻机、韩国
指责日本巡逻机近距离威慑飞行的
类似事件。该事件曾直接导致韩日
高层级国防政策会议被叫停，两国国

防交流停摆。
但从韩国国内视角来看，韩国两

届政府在二战强征劳工索赔问题上
态度前后矛盾，使韩国更难以保持对
日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韩国对
日政策受到韩国国内政权更迭的巨
大影响，带有鲜明的政权特色：进步
派政权主政时，韩国会在历史问题上
向日本发难；保守派政权主政时，韩
国会在历史问题上向日本妥协。

在对日态度上，韩国官民之间的
错位更加突出。尹锡悦对此番“破
局”志得意满，将其彪炳为“为了国家
利益力排众议、不忘初心兑现大选承
诺”。相对而言，韩国民间对日态度
更为鲜明。韩国新做法的最大问题
是违反了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原则。
有调查显示，约六成韩国人反对政府
在这个问题上的解决措施，约  %的
受访者认为现在的日本政府没有反
省殖民统治和历史问题，而总统尹锡
悦的施政好评率和国民力量的政党
支持率双双下滑。这些都将掣肘尹
锡悦政府的对日外交妥协空间，未来
韩日关系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

另一方面，日本将韩国的让步视
为“对韩强硬外交的胜利”，一定程度
上改变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部的厌韩
气氛，日本对韩好感度将会好转。但
这也会塑造韩日之间的互动模式：每
当韩国在历史问题上向日本发难，日
本就会在贸易问题上惩罚韩国。    
年日本因韩国在日本驻釜山领事馆前
设立少女像展开报复，单方面叫停韩
日货币互换磋商。    年日本因韩
国法案判处二战强征劳工索赔案胜
诉，对韩国实施单边出口管制。日本
手握屡试不爽的贸易制裁利器，将在
与韩国的历史纠纷、领土争端、核废水
排海等问题上更加强硬。

问：被骂“屈辱外交”后，尹锡
悦为何坚持访问日美？
答：面对急剧变化的半岛局

势，尹锡悦将恢复韩日合作、深化
韩美合作放在外交工作的首位。
尹锡悦将三月访日、四月访美视
为自己的外交业绩，力争将其打
造成改善韩日关系和发展韩美关
系的重要里程碑。通过密集访问
安排，凸显亲西方外交的成功。

对日方面，尹锡悦政府就强征
劳工问题提出了遵从日本立场的
“第三方代偿”方案，虽招致韩国国
内“屈辱外交”的骂名，但却换来日
本政府的访日邀请。尹锡悦将于3
月  日至  日对日本进行两天一
夜的访问。这是继    年 月前
韩国总统文在寅为出席二十国集
团峰会访问大阪后，韩国总统时隔
约4年再次访日。通过此访，恢复
中断  年的韩日双边首脑交流，
重启韩日首脑每年一次互访的“穿

梭外交”，扩大安全、经济、社会文
化等多方面合作，进一步推动两国
国民之间的交流。

但韩日之间还有一系列待决
事项。韩日首脑会谈将就强征劳
工赔偿问题、日本对韩出口限制、
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等两国间
的待解议题进行总体讨论。韩国
公布新方案后，只是由日本外相
林芳正表明继承过去的政府谈话
和《日韩共同宣言》，日本首相岸
田文雄尚未表态。预计此次韩日
首脑峰会上岸田将会有所表示。

对美方面，尹锡悦政府的外
交政策核心是将韩美同盟从军事
同盟升级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
涵盖军事同盟、价值同盟以及经
济安全同盟。

在韩美同盟今年迎来  周年
之际，尹锡悦将应拜登邀请于4月
底对美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继
    年前总统李明博之后韩国总

统时隔  年对美进行国事访问，
也是尹锡悦第三次与拜登举行首
脑会谈，就拜登去年 月访韩进行
回访。并且，国事访问在外访中
规格最高，高于正式访问或工作
访问。

拜登执政以来，对美国进行
国事访问的只有法国总统马克
龙。尹拜会议题将涵盖对朝威慑
和经济安全。两国领导人将强调
韩美同盟稳如泰山以及美国对韩
承诺坚定不移，在联防态势、延伸
威慑、尖端技术、经济安全、文化
和人员交流、地区和国际挑战等
各方面探索具体、实质性的合作
方案。

在经济安全议题上，韩美还
将在组建供应链、核能、航天、清
洁能源、网络等尖端领域探索新
的增长动力，并加强民间技术保
护层面的合作。在实施《通胀削
减法》和《芯片与科学法案》的过
程中，韩美将紧密沟通并采取必
要的措施，尽可能减少企业面临
的不利环境。

问：美日韩同盟关系迅速升
温，对地区局势将有什么样的影
响？
答：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把

同盟合作视为外交工作重心，一
直在敦促韩日两国改善关系，希
望将韩日安全合作上升到韩美和
美日合作的水平，并将首先改善
韩日关系作为强化韩美同盟的前
提条件。

之前由于韩日对立根深蒂
固，影响到同盟国的团结，阻碍了
美日韩的安全合作。基于此，美
国积极斡旋韩日两国改善关系，
抓住韩国人的心理，给足面子，邀
请尹锡悦参加北约峰会和G 峰
会以及主持民主峰会主题会议。
在美国的推动下，韩国揣度美国
的意向，转而抑制对日批评论调，
并展现让步姿态，开始营造对话
氛围。

在遏制朝鲜挑战上，拜登政
府乐见因原被征劳工问题和原
“慰安妇”问题而冷却的日韩关系
逐渐回暖，通过对朝政策巩固与
加强美日韩合作，构建三边情报

网、反导网以及联演联训网，继续
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
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以
美日韩三边合作为核心的小多边
合作也陆续展开，亚洲版小北约
呼之欲出。

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紧密
化，将给朝鲜带来巨大的安全压
力，从而激起朝鲜采取更加频繁
的军事动作。美日韩的梦魇将有
可能成为现实。届时朝鲜半岛安
全局势将更加恶化，发生军事冲
突的危险陡增。

在牵制中国崛起上，拜登政
府迫切希望韩美日三国合作灵
活、紧密地发挥作用，打造涵盖芯
片、矿物、能源的经济安全网，竭
力促成美日韩台“芯片四方联盟”
（    4）。韩国先后加入印太经
济框架（    ），受邀出席北约峰
会，加入美国主导的核心矿物安
全伙伴关系（   ），出台韩国版
印太战略，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

展开。
但另一方面，韩国主流观点

也不想树敌于中国，暂不可能为
了加入韩美日军事同盟而将中
国这个比邻而居的大国变成敌
人。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
伴、解决朝核问题上的重要利益
攸关方，韩国不能不与中方保持
合作。

同时，许多韩国国民担心日
本的军事扩张会最终危及韩国。
日本正在走军事大国化道路，不
断主张对独岛的主权。韩国国内
有舆论担心，韩国极可能因韩美
日安全合作的名义而被卷入国际
纷争。

因此，韩国历届政府均慎重
考虑与日本的军事合作，表示未
经韩国同意，日本自卫队不得进
入包括朝鲜在内的韩国领域活
动。对尹锡悦政府来说，这将成
为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中无法突
破的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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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访问欲显外交成功

3 亚洲版“小北约”呼之欲出

李家成

中国、沙特和伊朗三方  日在
北京发布联合声明，沙伊同意恢复
双边关系，并在不超过两个月内重
开使馆、互派大使。这是中东和平
的胜利，也是谈判对话的胜利。

教派矛盾致安全困境
中东是全球安全赤字最严重

的地区之一。阿拉伯、以色列、伊
朗和土耳其四大力量之间，以及阿
拉伯国家内部长期陷入安全困境。

沙特和伊朗是中东地区两大
竞争对手。    年伊朗伊斯兰革
命爆发后，两国陷入教派纷争的
旋涡。    年底中东变局发生后，
沙特指责伊朗干涉阿拉伯国家内
政，伊朗则批评沙特充当西方遏制
伊朗的“领头羊”。    年，沙特和
伊朗继    年后再次断交，双方在
叙利亚、黎巴嫩、也门、伊拉克等地
明争暗斗、内耗严重。

而域外大国的介入使教派纷
争火上浇油。美国从大国战略竞
争出发，以伊朗为敌人，联合以色
列、沙特和其他盟伴，组建反伊朗
统一战线。美国对中东分而治之，
以武力求安全、以联盟谋霸权，不
仅未能消除中东盟友的安全焦虑，
反而加剧了阵营对抗。

经过十几年的代理人战争，中
东国家战略自主性增强，不愿成为

大国战略竞争的牺牲品，沙特和伊
朗都有意缓和矛盾。

中国方案促中东和平
中国是沙特和伊朗最大的贸

易伙伴国，两国是中国能源进口主
要来源地。国际社会，特别是中东
国家，普遍期待中国利用经贸联
系，开展外交斡旋。

中国迄今已召开过四次巴以
和平人士研讨会、两次中东安全论
坛，参加过三届阿富汗邻国外长
会，提出也门问题“三点主张”，就
叙利亚、利比亚和伊朗核问题分别
提出“四点主张”，提出实现中东安
全稳定的“五点倡议”。中国设立
中东问题、叙利亚问题、阿富汗事
务、非洲之角事务特使，在联合国
框架下参与中东维和任务，为中东
和平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今年发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
念文件》为中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
中国方案。中国认为，沙特和伊朗
是搬不走的邻居，必须和平共处；
域外大国应劝和促谈，而不应火上
浇油。    年，习近平主席成功访
问沙特，出席首届中阿、中国与海
合会、中沙“三环峰会”。今年 月，
伊朗总统莱希成功访华。中国与
沙特和伊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升级，增强了两国对华信任；中国
耐心开展斡旋工作，最终水到渠
成，双方化剑为犁、重归于好。

复交将带来和平红利
中东变局发生后，中东国家错

失十多年发展良机。此次沙特与
伊朗关系正常化更具有里程碑意
义，将带动伊朗与阿拉伯国家整体
关系的改善；也门、叙利亚等热点

问题的解决也将迎来和平曙光。
沙伊重拾互信也有助于阿拉伯

国家团结。叙利亚地震以来，阿拉
伯国家施以援手，表达了与叙复交
的愿望。中东国家有望从教派冲突
的阴影中走出来，以对话促安全，以
发展促和平，在收获和平红利的基
础上，积极做大合作的蛋糕，以利益
共同体促进安全共同体。

中国是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
伙伴国。在积极促进沙特和伊朗
复交的同时，中国还围绕巴以问
题、伊朗核问题等探索新思路，与
国际社会一道，为中东热点问题的
解决献计献策。冰冻三尺非一日
之寒，中东和平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唯有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新安全观，才能告别战争与
冲突的“旧中东”，迎接和平与发展
的“新中东”，不让一个国家掉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