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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安理会，韩国“全球枢纽国家”梦想成真？
牛晓萍 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近日，韩国时隔11年再次当选联合国安
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自上任以来，韩国总统尹
锡悦力求将韩国打造为“全球枢纽国家”，当选
非常任理事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一步。
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对韩国而言究竟意
味着什么？韩国在国际舞台上寻求的目标还
有哪些？尹锡悦政府的外交政策前途几何？
我们请专家为您解读。——编者

问：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
国，对韩国而言意义几何？
答：这是韩国第三次进入联合

国安理会。与上次参选不同的是，

韩国是本次亚洲区的唯一候选者，

因此对本次当选期待极高。在最

终的不记名投票中，韩国以   票

当选，在   个全体会员中获得三

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票，将从    年

 月 日起实行其为期两年的权限。

事实上，自    年加入联合

国以来，韩国一直希望凸显“中等

强国”的地位，以在国际舞台上强

化自身的影响力。    年，时任

韩国外长的韩昇洙当选联合国大

会主席，    年，潘基文出任第 

届联合国秘书长并在    年成功

连任。    年 月，联合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第  届贸易和发展理事

会上，   个成员国一致通过，将

韩国的地位从原来的“发展中国家

集团”升至“发达国家集团”。值得

注意的是，这是自    年联合国

贸发会议成立以来，首次有国家从

发展中国家变更为发达国家。

同年  月，第  届联合国大

会确认，韩国在联合国会费预算

及维和活动费用的分摊占比位于

   个会员国中的第九位。在联

合国的会费预算占比方面，韩国

从    年加入联合国时的 .  %

增至 .  %，增加了 . 倍；在维和

活动参与方面，韩国曾向索马里、

黎巴嫩、南苏丹等六个国家及地

区派遣     名维和人员。韩方

由此认为，在对联合国的财政贡

献方面，韩国已经成为仅次于G 

与中国的国家。而对于此次成功

加入安理会，韩国总统尹锡悦更

是认为这是其“全球外交胜利”

的体现。

韩国在此次非常任理事国的

参选过程中明确提出四大纲领，

表示希望未来在维护和建设和

平、维护女性权益与和平安全、维

护网络安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

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与其在

“印太战略”和“国家安保战略”中

的定位一脉相承。但具体来说，

韩国希望利用非常任理事国身份

获得突破的依然是涉朝问题。特

别是考虑到日本非常任理事国任

期到    年底结束，美日韩三方

能够在未来的一年多时间中同时

参与安理会事务，三方在涉朝问

题上的合作尤为值得关注。

首先，朝鲜人权问题。今年是

《世界人权宣言》  周年，也是联

合国朝鲜人权调查委员会（   ）

成立  周年。在去年  月失去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席位后，韩国统一

部于今年 月  日首次公开发行

《朝鲜人权报告》，进一步加大了对

朝鲜人权问题的关注力度。按照

联合国现行的轮值顺序，预计韩国

将于    年 月担任主席，韩方表

示届时将召集朝鲜人权问题会议，

重启自    年以来中断的朝鲜人

权问题相关会议，日方也给予了积

极回应。其次，是对朝制裁问题。

在    -    年担任非常任理事

国时，韩国曾两度推动通过涉朝决

议。此次当选后，韩外长朴振随即

向中俄施压，表示要“说服”持不同

立场的中俄双方在对朝谴责及追

加制裁方面“担负责任”。

问：此前，尹锡悦政府打出“全
球枢纽国家”的旗号，韩国渴望在国
际舞台上寻求哪些目标？
答：几乎就在加入安理会的同时，尹

锡悦政府于 月 日发布新的《国家安保

战略》。新战略再次明确了“自由、和平、

繁荣的全球枢纽国家”定位，对外部环境

的关注排序也依照全球区域-印太区域-

朝鲜半岛逐步展开，表明新政府意图摆脱

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外交战略思路，“和平

与繁荣的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构建”已经

彻底成为过往。

为了实现“全球枢纽国家”的目标，

尹锡悦政府一方面深化拓展美韩同盟，

推动两国间“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

通过互访，美韩双方再次确认同盟作为

保障亚太地区和平、安全、繁荣的核心轴

角色，美韩同盟的外延大幅扩展至半导

体供应链、新能源电池、生物化学、情报、

宇宙航空等经济科技领域；在《华盛顿宣

言》后甚至大肆宣扬两国已形成了“以核

为基础的同盟”。此外，韩国在地区外交

战略中也紧紧跟随美国的脚步，积极加

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并在“芯片

四方联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组

织中寻求相应的实务合作。与此同时，

尹锡悦将日本视为共享自由民主、市场

经济、人权、法治等普遍价值的重要国

家，不顾国内批判，不断“放低身段”对日

妥协，寻求对日关系改善，希望在朝核问

题、经济安全、印太战略、俄乌冲突等国

际问题上保持步调一致，致力于将美日

韩三边合作全面提升到新高度。

另一方面，积极拓展多边外交，在

加强与各地区和国际组织的接触之外

还谋求在多元领域的合作，以提升韩国

国际地位。    年俄乌冲突以来，韩

国先后向乌克兰及其邻近国家提供高

额人道支援， 月正式加入北约合作网

络防御卓越中心， 月首次以合作伙伴

身份参加北约首脑峰会并设立韩国驻

北约代表处， 月韩外长在与非洲国家

大使座谈时表示计划通过举办    年

韩非特别峰会升级对非外交，  月尹

锡悦总统在参加韩-东盟峰会时提议

在    年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    年 月，韩国以印

太地区民主国家的代表身份联合主持

所谓第二届“民主峰会”； 月再度受邀

参加G 峰会，表示将增加在联合国世

界粮食计划署的援助额度，为流行病防

范创新联盟提供    万美元，寻求加

入G “气候俱乐部”；同月底，尹锡悦政

府举办了上台后的首次主场多边外交，

邀请太平洋岛国论坛  个成员国领导

人出席韩-太平洋岛国峰会，商定在海

洋、气候、能源、网络、卫生等众多领域

建立全面安全合作关系。

尹锡悦政府异常活跃的外交活动

的确惹眼，但其“全球枢纽国家”的定位

背后却存在逻辑悖论。无论是从枢纽国

家还是从中等强国的定位来看，韩国都

应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保持自主、

中立立场，通过与主要国家、组织等在多

元领域的合作，缓解中美对抗，推动双方

在相关议题上的合作。但事实上，韩国

的“全球枢纽国家”建构以美韩同盟为基

础，不仅放弃了前任政府试图在中美之

间寻求平衡的中间路线，反而以“安美经

世”替代“安美经中”，不断强化价值外

交，意图彰显所谓“自由世界”的影响力，

在“一边倒”式的外交路线上越走越远。

不仅如此，韩国在其“印太战略”的区域

设计中，将英法等欧洲国家也包括在内，

将中美博弈进一步扩展为中国对西方的

竞争结构，加剧了阵营化对抗色彩。这

样的“全球枢纽国家”不可能真正实现世

界联动，只会造成更加明显的割裂效果。

问：如何评价韩国当前的外交政
策转向？
答：尽管尹锡悦政府的外交政策出

现转向，但其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和地缘

经济限制并未发生改变。在地缘政治方

面，朝鲜依然是其最主要的外部威胁。

新的《国家安保战略》指出，韩国当前的

最大挑战是朝鲜核导等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能力的升级，以及核武实际使用可能

性所造成的威胁，因此美韩联合防御态

势和美日韩安保合作的强化依然是其安

保工作的核心。而延伸威慑战略的强

化、美韩核协商小组的设立，以及美国战

略资产的部署只是进一步加剧了地缘政

治的困境。在地缘经济方面，中美竞争

加剧了经贸往来、供应链等不稳定性与

不确定性。韩国海关机构数据显示，

    年韩国贸易逆差高达   亿美元，

是自    年以来的史上最高值。而截

至今年 月，韩国对华贸易赤字已经持

续出现了  个月，半导体产业也遭受重

大冲击。伴随对外经济出现的还有国内

经济环境的恶化。近来，韩国楼市崩溃、

物价上涨、贫富分化、地区差距等问题进

一步凸显，国民生活水平受到极大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尹锡悦政府的这种

政策转向是国内政治极化在外交领域的

外溢延伸结果。    年的韩国总统选

举，尹锡悦总统仅以 . %的微弱优势当

选，由此不难看出韩国政治极化的程度

之深。在过去一年的执政期间，国民力

量与民主党的政治极化进一步加深。特

别是经过新一轮党内势力重组后，两党

内部的同质化以及两党之间的异质化特

征愈加明显，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

场上的差异也进一步扩大，而尹锡悦的

每次外交活动也都会引发国民广泛争

议，特别是在对日关系问题上，国民对立

尤为明显。在近期《中央日报》和韩国盖

洛普进行的尹锡悦总统执政评价调查

中，  . %的国民认为其外交成果最为

突显，而  . %的受访者则认为其执政

成果乏善可陈，没有值得夸赞的方面。

缺乏政党间共识、国民间共识的外交政

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平稳、持久地推行值

得关注。

此外，忽视对华关系的“全球枢纽国

家”能走多远更加令人生疑。从《国家安保

战略》中不难看出，韩国明显下调了对华关

系的定位，不仅通过“美日中俄”的表述将

中国排在日本之后，而且在外交部分中也

没有单独提及中韩关系，只是以“基于人类

普遍价值和共同利益的东亚外交”为题简

单带过。无论在朝鲜半岛、印太区域还是

在全球问题上，中国都是重要的当事国，也

是重要的参与者，韩国对这一事实的“有意

回避”或是“视而不见”只会令中韩关系进

一步趋冷，压缩其外交活动空间，令其构

建的“国家利益优先的实用外交和价值

外交”目标面临困境。

一段时间以来，“北约入亚”“亚太

北约化”等趋势有增无减。美国妄图延

用冷战式集团对抗寻求对华战略优势，

策动北约全球化，加紧对中国进行战略

围堵。

近期，北约进一步与美亚太联盟体

系对接，计划    年在日本设立亚太地

区的第一个联络处。然而，法国等欧洲

国家对北约的新举动并不热心，法国总

统马克龙甚至公开表示此举是一个“大

错误”。从中可以看出欧美甚至欧洲内

部的些许分歧。

“北约入亚”趋势明显

“北约入亚”是美国构建欧亚一体

对华遏制战略的最新体现。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美国持续渲

染“中国威胁”，炒作所谓“中俄捆绑”，强

化北约的战略影响力。    年 月，韩

国成为首个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

中心的亚洲国家。    年 月北约马德

里峰会首度邀请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意图将这些国

家打造成美在亚太地区构建遏华阵线的

重要依托。    年 月，北约秘书长斯

托尔滕贝格访问韩国和日本，以核威胁

为名实施核威慑之实，进一步强化北约

在亚太地区谋求更紧密合作伙伴的意

图。近日，日本又宣称北约将在日本设

立办事处，引发多方关注。而北约在日

本开设办事处需要获得北约成员国一致

批准，必将引发北约成员国之间的激烈

博弈。

美国主导的“北约入亚”、美日澳印

四方安全对话、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

系等“小圈子”是亚太区域不稳定的症

状，而非补救办法，使得亚太地区日益不

稳定的问题症状多于解决方案。

需要注意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的第

五条和第六条都明确将范围限制在北大

西洋。而亚洲位于北大西洋的地理方位

之外，“北约入亚”是干涉地区事务，挑起

集团对抗的错误之举。北约极力释放亚

洲与欧洲利益具有重要相关性的信号，

其向亚太地区扩张，不仅恶化亚太地区

的安全局势，还冲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

关系。

法国北约若即若离

法国作为北约的创始成员国，其与

北约关系并非一路坦途。法国认为，北约

使其处于难以忍受的从属地位，也剥夺了

其作为一支自主的力量，曾于    年退

出北约。但    年 月，法国重返离开

  年之久的北约。总体上看，法国与北约

的关系正处在缓和与分歧交织的阶段。

跨大西洋关系是欧洲战略自主和共

同防务建设的助推器还是绊脚石，存在诸

多争议。而北约转型与欧洲战略自主之

间的竞逐一直困扰着法美关系。在冷战

期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于    年

称美国肩负全球责任，欧洲承担地区责

任。法国也认为法国与北约之间的合作

是确保欧洲安全的重要因素。但在冷战

结束后，法国与美国在跨大西洋安全关系

的问题上的分歧持续存在，尤其是打造北

约同强化欧洲身份和战略自主之间的矛

盾。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认为法国是北

约联盟中的最薄弱一环。长期以来，美国

希望将欧洲置于美国霸权体系的次级伙

伴国地位。这与法国的设想相冲突。

同时，美国主导的“北约入亚”等排他

性合作与欧盟倡导的包容性合作相冲

突。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

欧盟唯一的核大国，法国的立场和主张尤

为关键。马克龙将增加防务自主建设视

为建立一个更强大、更具地缘政治性的欧

洲的基石。为此，马克龙呼吁在北约内部

建立明确的欧洲防务身份，在联盟内推动

建立强大的欧洲支柱。    年 月 日，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法国驻外使节会议上

称，法国始终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法国

和欧洲必须确保地缘政治独立性，不选边

站队，不做大国的附庸。

需要看到的是，北约各国对华战略

诉求不同，美欧乃至欧洲内部对华政策存

在诸多分歧。而法美更是在中国造成何

种威胁，以及应该采取何种优先事项和手

段等问题上存在差异。比如，法国等欧洲

国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考量以经济利益

为主，不同于美国希望维持亚太地区的霸

权地位，欧洲认为应该与美国在亚太地区

尤其是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保持距离。未

来，欧洲不仅要在欧洲安全秩序中避免被

美国战略裹挟，还要避免被美国拉入亚太

安全格局，以真正实现其战略自主。

韩国期待“大展拳脚”1

外交目标暴露野心

外交转向前途几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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