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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川金會」及中日韓關係觀察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廖小娟主稿 

 

 南韓持續採取親美又親中的「雙邊避險」策略，兼顧其軍事安全

及經濟利益，確保朝鮮半島不會成為戰場。 

 日本在北韓議題的訴求完全消聲，試圖重啟多方會談機制；對中

採取「抗衡及交往」策略，改善日中關係又加強與美國和其他國

家合作，以免單獨面對強大且有敵意的中國大陸。 

 南韓總統文在寅將要求日本處理歷史問題、慰安婦等議題，日本

亟需在北韓議題找到位置、保障其利益，日韓可望朝向合作。 

 

世界霸主美國與東亞獨裁封閉的「小國」北韓元首於 2018 年 6

月 12日會面，正如金正恩所言，「世上許多人將把此視為出自科幻電

影的虛構場景。」這場會面如戲劇一般，去年激烈隔空對罵、甚至威

脅開戰的兩國元首，2018 年 1 月開始神奇地展開和解妥協劇碼。這

是歷史性的一天，標誌著在停戰與經濟制裁的狀態下，不同政體之間

進行直接溝通，並且有可能帶來「朝鮮半島非核化」解開東北亞核彈

軍備競賽的僵局。同樣位處東北亞的日本、南韓與中國大陸雖未現身

「川金會」，但「川金會」的促成、進行到結束都與這三個國家在背

後的運籌帷幄相關，也影響這三國未來的發展，而此次「川金會」雖

然僅達成模糊的四點聲明，但會後記者會川普表態停止「再玩戰爭遊

戲」，中止美韓聯合軍事演習，甚至考慮從南韓撤軍等議題，牽動三

國各自的考量和催化三國的關係。 

 

(一) 中韓關係 

從 2016年 2月 7日美韓宣布開始磋商佈署薩德反導彈系統，2017

年 3月 6日正式展開佈署，中國大陸從未停止一系列從政治與商業上

的抗議和打壓，南韓總統文在寅考量中國大陸對南韓的經濟價值，在

安全上對北韓的影響力等，甫上任就欲調整朴槿惠後期過度親美的立

場，改採雙邊避險策略，2017 年 12 月 13 日訪中展開國是訪問，即

便遭到冷淡以對，也未改文在寅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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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北韓發展核武對南韓來說真正的危險並不在於核武本身，

而是一但若北韓與美國開戰，南韓將毫無疑慮成為戰場，而美軍駐韓

基地也將會成為最直接的箭靶；並且北韓一旦成為擁核國家，對之後

雙方若和解談統一時，將成為最佳籌碼，迫使南韓可能會在武統的陰

影下對話。著眼於此，南韓必須親美，以確保北韓力量不過度發展，

但同時也得親中，確保美國與北韓之間的衝突能得到抑制，因此雙邊

下注同時引進美中力量於朝鮮半島，是南韓的最佳戰略。 

誠然，這次「川金會」成局的幕後直接推手就是南韓，但是中國

大陸應美國要求下不得不逐步增加的經濟制裁和減少對於北韓的糧

食和燃油的援助，加上嚴酷冬天的到來，可以是說讓北韓從「執行自

殺任務的火箭人」轉而成為「願意無核化」的關鍵。北京不僅迫使北

韓務實面對「朝鮮半島非核化」的議題，也在「川金會」上處處顯露

他的影響力，包括金正恩五月突然變卦、三度訪問中國大陸、租借專

機與讓專機從陸領空抵達新加坡等，在在顯示北京的影響力，這也讓

南韓不得不持續採取同時親中與親美的立場，以維持朝鮮半島的穩定

發展，確保自己的最大利益。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雖然對南韓佈署薩德系統感到不滿，然而在

南韓極力保證薩德系統的雷達將不用於中國大陸，以及了解若持續冷

凍與南韓關係，在北韓已有直接與美國接觸的管道下，將不利中國大

陸對於朝鮮半島南北雙方影響力的存在，因此，隨著美國暫停軍事演

習，甚至提出未來有可能撤軍的議題下，中國大陸更願意加強與南北

韓雙方的關係，確保朝鮮半島未來發展不出其意料之外。 

 

(二) 中日關係 

在這場「川金會」中，最大的輸家並不是無法得到北韓具體承諾

「完全、可驗證、不可逆」（CVID）無核化的美國，也不是未主辦或直

接參與會談的中國大陸，恐怕是事關自己重大國安卻無法參與討論的

日本。 

自從日本國有化釣魚臺後，中日關係陷入谷底，2017 年中日建

交 45周年，在首相安倍晉三不斷釋出善意下，包括願意考慮加入「一

帶一路」等，雙方關係看似出現曙光；然而安倍同時對內欲推動修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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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則推動「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與「美日印澳四國對話」，

同意美國增加駐軍費用分擔與 F35等高科技戰機研發費用、修訂美日

同盟方針時同意日本會成為美國「全球夥伴」等責任，並且在美國退

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後，與澳洲聯手促成「跨太平洋夥伴

全面進步協定（CPTTP）」的簽署。可以說針對中國大陸，日本採取的是

軟硬兩面手法，試圖改善與中國大陸關係的同時，不忘加強與美國和

其他國家的關係以利抗衡中國大陸。 

值得注意的是，在「川金會」確定舉行後，日本安倍首相急飛美

國與川普會面，希冀在北韓核武危機上，能夠確保日本的利益和角色

不被犧牲，從結果看來，關於日本的領空安全或被綁架人質問題等，

皆未被提出，日本在「川金會」上可以說完全隱形。而美國與北韓的

和解，反而使得始終被北韓視為最大威脅的日本立場更形尷尬，北韓

對日本敵意未減，但日本倚賴的盟友卻稱讚金正恩「才華洋溢」、「極

度可敬與聰明的談判者」。倘若美國與北韓的和解會談持續順利進行，

日本不但在外交上會持續被邊緣化，甚至可能動搖美日同盟的堅強信

任關係。為此，日本將會需要區域內另一大國「中國大陸」的支持、

至少能夠維持友善；也就是日本接下來應該會更重視改善與中國大陸

關係，一來可以與中國大陸聯手，如恢復六方會談，確保日本能夠在

一系列北韓核武談判中不被犧牲，二來則可避免美國仍然只有模糊的

印太戰略，甚至因與北韓和解而有意逐步退出東北亞時，不用單獨面

對壯大且有敵意的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亟欲調整與改革國內經濟發展，需要一個穩定的國際環

境，因此對於日本遞出的橄欖枝雖然有意接手，如同意恢復中日韓三

邊首長會談，並且與日本建立延宕了 11年的「海空聯絡機制」，然而

同時意識到日本的兩面手法，因此仍然對日本採取「聽其言、觀其行」

的作法，表示中日關係的改善與穩定全繫於日本的作為上。因此，若

日本積極表態與中國大陸友好，雙方關係可望改善，最好的例子就是

為迎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40 周年，安倍將於今年下半年訪問中

國大陸，習近平則可望在明年 6月訪問日本。 

 

(三) 日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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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與日本雖然同時為美國在東北亞軍事同盟的盟友，也是駐軍

基地所在國，由美國提供核保護傘，不過雙方由於歷史與殖民經驗，

以及獨島（日本稱為竹島）領土爭議，一直以來都保持著合作又競爭的微

妙關係。從美國的立場來看，尤其北韓核武試射不斷的情境下，美國

希望能夠形成「美日韓」三國軍事同盟，透過軍事協作和情報、指揮、

監督系統共享，來分擔守護安全的責任，減輕美國負擔，然而南韓始

終拒絕此一提議。不過朴槿惠政府在轉向親美立場後，對日本態度也

開始轉向。先是在 2015年 12月與日本簽署「韓日慰安婦協議」，雙

方同意「最終且不可逆地」解決慰安婦問題，日本承認日本軍隊的參

與以及政府責任，並提供 10 億日圓作為補償慰安婦的基金，不過拒

絕承擔其他法律責任或國家賠償。而在軍事合作方面，韓美日 2014

年 12 月簽署了三邊情報共享協議，讓韓日可以透過美國交換關於北

韓核武導彈威脅的情報，對於雙邊直接共享情報，南韓始終保留，但

緊靠美國的朴槿惠在 2016年 11月 14日同意與日本簽署「軍事情報

保護協定」，讓韓日可以直接共享安全領域的情報機密，得到美國高

度肯定。 

朴槿惠後期完全親美拉日的立場和韓國一貫的雙邊避險策略不

同。文在寅上任後，則設法重回韓國傳統避險策略，因此在薩德議題

上極力爭取中國大陸的諒解外，對於日本則重回保守立場，如設立小

組調查慰安婦協定簽訂過程是否有瑕疵，爭取條約無效或重簽等，引

起日本政府抗議。當日相安倍出席今年 2月平昌冬奧的時候，就曾經

考慮安排文在寅訪日，但由於慰安婦議題而擱置。直到 5月 9日，原

定每年舉行的中日韓三邊首長會議，終於自 2015 年後重新舉行，由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南韓總統文在寅與中國大陸總理李克強共同會面，

商討北韓去核化和經濟貿易問題，使文在寅成為 6年多來第一位訪問

日本的南韓領袖。在會議中安倍表達日本政府對於北韓去核化承諾來

得太快的擔憂，希望能夠確定北韓「去核」後再解除經濟制裁，這與

南韓基於人道援助和「獎勵」北韓去核的目標不同。 

然而，在這一連串北韓去核化和「川金會」的發展中，日本政府

不但被邊緣化，要求歸還被綁架日本人或遺體等問題始終未被提上檯

面，這才是讓安倍真正焦慮之處。而在「川金會」及會後川普宣布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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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美韓聯合軍事演習，甚至未來考慮撤離南韓駐軍等，則讓同樣依靠

美國駐軍提供安全保護的日本更加緊張。尤其北韓在僅有口頭承諾去

核化藍圖，沒有更具體承諾時，美國就已宣布暫停「乙支自由衛士軍

演」表達對北韓去核決心的肯定，這讓堅持在北韓有具體去核「動作」

之前不應「獎勵」北韓的日本立場不同。因此安倍政府需要更多地與

南韓、中國大陸合作和會談，來確保北韓去核化過程中日本利益和目

標能夠確保。例如「日韓安全保障對話」也於 2018年 3月時隔兩年

再度舉行，由外務及防務部長級別交換國防和安保相關意見，尤其是

獲取南韓方面關於北韓無核化的真正意圖和相關情報等，甚至探索是

否有安倍訪問北韓或舉行日朝領袖會議的可能。可以想見，接下來日

本將會更努力透過南韓來接觸北韓，以便在整個去核化議題中表達自

己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