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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的安全结构》

内容概要

《朝鲜半岛的安全结构》主要内容简介：由于20世纪50年代爆发的具有国际战争性质的朝鲜战争，关
于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早已成为国际政治学者们所热衷的研究对象，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中国参
与朝鲜战争的决策过程、停战协定签署之后数十年间半岛南北两侧的军事实力对比态势等均成为冷战
时期众多学者所关注的研究主题。进入后冷战时期之后，持续爆发的危机事态更使朝鲜半岛的安全问
题不但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视线，诱发出浓厚的研究兴趣，而且还成为许多普通民众在街头巷尾所热心
讨论的话题。从中外学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来看，与朝鲜半岛安全有关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半岛
的同盟机制，中、美、俄、日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以及半岛的北南（朝韩）关系等问题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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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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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冷战结束，中朝两国之间虽有过不愉快的时刻，但大体维持了友好的关
系。而另一方面，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中韩之间的间接贸易额持续增长，80年代初开始直接
贸易①，但从政治、安全方面来看，中韩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中国的对朝鲜半岛政策，在90年代初由
于苏联的崩溃而引发的冷战体制的解体以及韩国实施的北方政策等因素影响之下而进行了重大的调整
。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随着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中韩关系，特别是在贸易和投资等经济领域，
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由于朝韩之间的特殊关系，中韩关系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对中朝关系产生了消极
影响。②然而中朝关系的转冷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为了相互关系的改善两国开始了共同的努力，
至2000年两国关系基本恢复，2000年5月29日至6月3日，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接受中国国家主
席江泽民的邀请，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在此次访问过程中朝鲜领导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首次
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并表示出朝鲜党和政府对中国开放政策的支持。③2001年9月3日至5日，江泽民
率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党、政、军代表团访问朝鲜，通过此次访问，中国共产党
和朝鲜劳动党间的关系完全恢复，其他领域的合作渠道也逐渐得到了恢复。④另一方面，1992年中韩
建交以后，两国以经济合作为主要着眼点，投资、贸易等领域的双边经济关系优先并集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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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年1月笔者在韩国庆南大学顺利地完成了持续近半年的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呈现在读者面
前的这本拙作即是笔者博士论文的中文译本，其中除个别地方做了些许的文字改动外，基本维持了论
文的原貌。笔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课题的时间下限截至朝核问题第四轮六方会谈发表《9.19共同
声明》的2005年9月，这一时间截点距今已过去了四年的时光，在此期间，朝鲜半岛地区的安全局势可
谓跌宕起伏，又发生了许多变故。尽管如此，笔者仍然坚信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是正确的，四年来半岛
安全形势的演变轨迹也恰恰印证了笔者的研究结论。正因如此，同时也是为了保持原研究成果在体系
上的完整性，笔者保持了原貌，没有在正论中论及《9.19共同声明》之后的半岛安全局势。为了弥补
这一缺憾，笔者将《9.19共同声明》通过之后至今发生的与朝核问题相关的重要事件附录其后，以便
系统地为读者提供朝鲜半岛地区安全态势发展脉络上的一些基本资料。研究国际关系现实问题的学者
在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国家属性问题，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的国家归属，因而都会
不可避免地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之上。所以客观地审视问题对每位学者来说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笔
者也不例外。但是当全球化和地区化的发展将国家利益与地区利益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使两者越
来越难以区分的时候，也对学者提出了进行客观研究的要求。本书以地区安全为主要着眼点，以维护
关乎地区内每个国家利益的地区利益为研究目的，故此笔者在研究中曾试图尽力忘掉自己的国家归属
，力求最大程度地做到中性与客观，尽管完全做到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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