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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半島核武議題與區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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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許多國家來說，北韓持續發展核子武

器構成區域安全的隱憂。朝鮮半島局勢

深受美國、中國大陸等國家左右。在各方勢力

的調和下，朝鮮半島呈現複雜又恐怖的權力

平衡。北韓政局封閉，好比一顆不定時炸彈，

難以捉摸預測。朝鮮半島局勢發展牽動世界

局勢，逐漸引起國際關注。 

北韓與美國的關係           

  為何北韓致力發展核子武器呢？簡單來說，

北韓將發展核武視為其「生存戰略」；其次，

北韓將發展核武作為與美國協商的籌碼；最

後，面對兩韓軍事實力差距以及美國不斷軍

事援助南韓等原因，都使得北韓沒有放棄核

武的動機。    

  朝鮮半島核武議題困擾美國政府許久。歐

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對於北韓採取「戰略忍耐」

策略。雖然美國依然會在國際上北韓進行制

裁，但此策略使美國對北韓發展核子武器持

較容忍態度。然而此時期的北韓也持續發展

核子武器、拉長飛彈射程，無不希望迫使美國

與北韓一同談判。在歐巴馬總統卸任之際，北

韓飛彈彈道射程已經超越關島，進逼美國西

岸。因此，歐巴馬總統曾叮嚀川普總統：「時

時注意北韓。」在歐巴馬政府採取「戰略忍耐」

時，北韓彈道技術尚未成熟，但當川普競選總

統時，北韓彈道技術突飛猛進。北韓核武威脅

也因此成為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熱門議題。 

  過去歐巴馬政府與北韓協商的條件是建立

在北韓願意非核的前提，而川普總統的作風

大相逕庭，川普政府在 2017 年開始與北韓密

切接觸。美國一方面希望與北韓交往可以緩

和雙方緊張局勢，減少戰爭發生機會；二方面

美國認為兩國交往後，美國可在談判桌上施

壓北韓非核化。另外 2017 年時，文在寅當選

南韓總統，文在寅政府也積極改善與北韓關

係，他也同意延後韓美軍事演習，希望能與北

韓對話。不過，南北韓關係在北韓一連串飛彈

試射、南韓部屬薩德飛彈系統後開始變調。北

韓金正恩委員長也與美國川普總統隔空放話，

互相威脅發射核子武器。令人訝異的是，2018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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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舉辦的平昌冬奧、南北韓高峰會、北韓美國

高峰會後，先前緊張局勢一掃而空，北韓與美

國、南韓的關係又看似和緩。北韓藉著發展核

子武器在南韓與美國談判關係中掌握主控權，

也更能呼應北韓不放棄核子武器的原因。 

北韓與南韓的關係   

  北韓將發展核武做為國家的「生存戰略」，

北韓藉此獲得國家安全上的保障。如果北韓

無法維持國家安全，未來北韓勢必不會放棄

核子武器。國際社會對於北韓發展核武採取

制裁作為因應，然而北韓十分需要發展國內

經濟，制裁使得國內經濟發展雪上加霜。中國

大陸、俄羅斯與南韓都與北韓維持一定程度

的經濟交流，不過南韓與北韓的經濟交流始

終受制美國壓力。如果美國想要解決與北韓

的緊張關係，可以優先透過中國大陸與南韓

的協助，改善北韓國內的經濟問題。例如，中

朝經濟交流、兩韓經濟交流都是很好的方式。

如此，北韓較可能與美國重回談判桌。而在南

韓總統李明博、朴槿惠時代，南韓政府十分反

對與北韓交往，此時兩韓關係較為緊張。而在

自由派總統文在寅上任後，雖然兩韓關係亦

有緊張態勢，但比起先前政府時的兩韓關係，

其實較為緩和，正有利兩韓談判。美國也可考

慮北韓舉辦小型交流，修補雙方關係，或許能

讓朝鮮半島的和平出現契機。總而言之，北韓

的核武政策與北韓的國家發展政策、生存政

策密切相關。另外，如果北韓與南韓能夠保持

不錯的關係，那麼兩韓將更能共商朝鮮半島

的未來，而非受到其他國家的介入。 

北韓與中國大陸的關係 

  北韓與中國大陸互動密切，北韓十分樂於

與中國大陸交流。不過北韓仍認為這些互動

需建立在政治自主與自律性的前提。目前北

韓在中國大陸戰略上依然舉足輕重，因此中

國大陸日前聯合俄羅斯向國際社會提出緩和

北韓制裁的建議。儘管北韓遭受國際制裁，但

中國大陸持續與北韓進行走私貿易，不難看

出目前中國大陸與北韓關係十分良好。 

  中國大陸的朝鮮半島策略是希冀有朝一日

能夠實現非核化，因此中國大陸並不樂見北

韓持續發展核武。然而北韓將發展核子武器

看作維持國家生存的根本，在北韓政權尚未

獲得保護之前，迫使北韓放棄核武發展是有

困難的。在非核議題上，中國大陸無法單方面

施壓北韓放棄核武，雙方也產生矛盾。目前中

國大陸對北韓政策取向為雙重面向：對北韓

的挑釁行為，參與國際社會的制裁，採取經濟

制裁，但另一方面，對雙方經濟合作，以日常

的貿易為主，大陸進行雙邊經濟交流，以謀求

北韓體制的穩定。中國大陸對北韓政策，一方

面有助於北韓發展國內經濟，一方面希望北

韓減緩核武發展，讓中國大陸的安全獲得保

障。2018 年以來朝鮮半島局勢從僵局轉換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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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局面，韓美、兩韓、美朝之間進行高峰會，

試圖談談無核化與和平協定。值得注意的是，

面對「川金會」，中朝進行「習金會」，金正恩

爭取中國的支持，確保其友軍，中國大陸透過

支持北韓政權，避免其在朝鮮半島無核化與

和平協議上的邊緣化。然而美國川普卻對此

十分反感，美國認為中國大陸介入朝鮮半島

的和平協議，如此將讓美國喪失在朝顯半島

和平協議的主控地位。 

朝鮮半島的前景 

  對於南北韓來說，現階段最重要的目標就

是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如果兩韓關係穩

定，將有助於雙方以及區域的發展。另外兩韓

和平也有助於完成「兩韓統一」的終極目標。

從目前南韓政黨分析，保守派政黨鼓勵「吸收

統一」（由南韓合併北韓)；進步派政黨（文在

寅總統）則主張兩韓應該「和平統一」。北韓

是社會主義國家，南韓則是自由民主國家，兩

韓統一首先面臨到的問題便是兩韓國家體制

的不同。在此情況下，南韓追求南北韓統一可

以朝向「邦聯制」進行。也就是「一個民族、

二個國家，兩個政府。」（北韓主張聯邦制統

一，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兩個政府)。統

一後的新國家，可以讓南北韓各自保有原先

的政治制度，也可讓雙方政府繼續執政。 

  當然，兩韓統一還有許多問題留待解決。兩

韓不妨先從經濟交流著手，兩韓企業除了可

以互相觀摩學習，兩韓也可建立某種程度上

的互信。兩韓只要有了互信基礎，未來雙方便

能在複雜的政治議題上找到共識。頻繁的經

濟交流能降低兩韓敵對關係，因為兩韓都十

分理解與習慣對方。兩韓統一是朝鮮民族的

遠大目標，現階段兩韓想要立刻統一是不太

可能的。如果貿然統一，可能危及北韓或南韓

政府。除此之外，中國大陸、美國亦可能加入

或主導兩韓統一進程，將朝鮮半島往更複雜

的局面推進。另外，不對稱的經濟狀況也可能

拖垮統一後的韓國經濟。例如南韓每年花費

大量金額補助個人社會福利，如果兩韓統一，

那麼每一個人可以享受到的社會福利可能縮

水。對於資源、福利縮水，部分南韓民眾是不

樂見兩韓統一的。近年南韓工作機會不斷減

少，年輕人逐漸面臨失業問題。南韓地狹人稠，

能開發的地區實在有限，倘若兩韓統一，想當

然南韓企業會大舉投資北韓，這會再次壓縮

南韓年輕人工作機會。在現實考量下，年輕人

也對兩韓統一持保留態度。若兩韓持續保持

穩定交流，緩和彼此緊張情緒，相信過了不久，

在南韓境內見到北韓商品，與北韓境內見到

南韓商品都不成問題。如果兩韓真的統一，新

國號要用什麼呢？「Korea (高麗)」或許是一

個不錯的名字。兩韓曾經以 Korea 為隊名，組

成南北韓聯合隊參加過許多體育賽事、且合

作項目都出現朝鮮半島旗幟，相信這是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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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始。 

  金正恩的留學背景，讓他接受西方文化，因

此他上台後針對北韓經濟大為改革，尤其北

韓許多資源多集中在平壤，城鄉發展出現極

大落差，金正恩正急切地想解決這類問題。或

許經濟發展能促使北韓逐漸開放，就如同中

國大陸與越南的例子，屆時北韓與南韓的關

係也會更加密切。不過這些現象尚待時間觀

察與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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