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戰略安全研析

91中華民國一○八年一月　第一五三期│

＊  作者為國立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副教授、韓國研究中心主任兼人
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doi: 10.30382/SSA.201812_(153).0009

朝鮮半島無核化以及 
終戰宣言對話與觀察

河凡植＊

2018年 6月 12日，美朝在新加坡舉行高峰會議，簽署聯
合聲明，該聯合聲明包括，美朝建立新型關係、美朝共同努

力在朝鮮半島建立持久與穩定的和平體制、北韓承諾為實現

朝鮮半島完全無核化作出努力，以及美朝承諾進行戰俘與失

蹤人員遺骸挖掘工作並送回已確認身分的遺骸。此次聯合聲

明表示，美國改變處理北韓問題的優先順序，例如：從「實

現無核化、改善雙方關係」轉換為「改善雙方關係、建立和

平體制、實現無核化」。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高峰會議談出雙

贏的結果，美朝同步獲得完全無核化與安全保障的承諾，其

主要原因在於，金正恩追求儘早獲得安全保障後，集中經濟

發展，而川普總統對北韓政策上不重視美國的理念與對外政

策上的優先順位，以及處理北韓核武問題符合其政治利益。

因此雙方舉行高層會談，協議北韓無核化的進程，讓外界期

待雙方能夠達成無核化與改善關係。然而，由於雙方互不信 
任，在無核化問題上出現分歧，造成後續美朝無核化談判停

滯不前，尚未達成協議。但美朝藉由南韓的仲裁，金正恩於

2018年 9月 4日與南韓特使團會晤時表明願意在川普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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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個任期內完成無核化，且於 9月 18日至 20日舉行的
第三次「文金會」時發表平壤聲明，雙方重申朝鮮半島無核

化目標，同意北韓棄核進入實施階段。美國政府肯定平壤聲 
明，且表明預定於 2019年初舉行第二次「川金會」。南北韓
透過平壤宣言，同意北韓棄核流程以及停止軍事對峙關係，

藉此解除雙方敵對關係，進而追求在第二次「川金會」上美朝

達成無核化協議與終戰宣言。本文將分析美韓朝對無核化談

判的立場與作為，並討論未來朝鮮半島無核化以及終戰宣言

到來的可能性。

美朝達成無核化共識

以 2018年 2月平昌冬奧為契機，南北韓之間重啟對話
與交流為出發點，南韓仲裁美朝對話促使美朝雙方對北韓無

核化態度的改變。金正恩政權改變以往對核武堅決態度，表

明北韓無核化的意願。美國川普總統則表達欲與北韓進行無

核化對話。美朝因而重啟彼此之間的對話，朝鮮半島局勢從

劍拔弩張轉向對話局面。美朝願意無核化對話的主要原因在

於，北韓推動核武發展戰略，其核武能力與飛彈射程發展到

達威脅美國安全利益的水準，但核武發展卻引發美國的強力

反制措施，因此北韓為了確保政權安全而推動生存戰略，卻

讓自身遭遇生存威脅。對美國而言，因為北韓核武發展威脅

美國，無論外交手段或軍事行動，都必須要處理北韓核武問

題。相較於前任政府，川普政府集中關注解決北韓核武問題，

提升北韓核武問題在美國對外政策上的優先順位，為了施壓

北韓放棄核武，改變其對北韓核武問題的政策，採取極限壓

力取代歐巴馬政府的戰略忍耐，提升經濟制裁與外交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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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表明不排除採取軍事行動。然而，對北韓採取軍事行動，

引發朝鮮半島戰爭可能性大，若朝鮮半島發生戰爭，美國將

會戰勝。但勝利代價相當大。因此，不排除與北韓對話的可

能性追求以外交實現北韓無核化。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影響

到兩韓關係的發展，且牽累到南韓地緣經濟合作政策，例如：

新北方政策，因此朝鮮半島局勢的緩和與兩韓關係的改善成

為新北方政策的出發點，但就兩韓關係連結到美韓同盟關

係，在美朝關係僵局下，南韓無法改善兩韓關係，也無法緩

和朝鮮半島緊張局勢。正因如此，南韓積極推動美朝對話，

美朝都以南韓中介做為尋找開啟雙方對話，商討朝鮮半島無

核化進程。

美韓朝之間的朝鮮半島無核化談判方式以兩韓、美朝、

美韓之間等雙方對話為主，始於 2018年 3月 5日金正恩與南
韓特使團會見時，表明無核化的意志且表達欲與川普見面。

川普也正面回應，同意在該年 5月前與金正恩會晤，進而派
遣當時國務卿內定人選蓬佩奧（Mike Pompeo）赴平壤，推動
與北韓的高層接觸與對話，以營造有利於舉行美朝高峰會議

的良好環境。在美朝對話與接觸之際，2018年 4月 27日兩
韓在板門店舉行第一次「文金會」，簽署「板門店宣言」，同意

朝鮮半島無核化，以及爭取在該年內宣布結束戰爭狀態等，

為原預定的「川金會」鋪路。兩韓簽署「板門店宣言」的目的

在於，將使北韓以放棄核武換取獲得美國的安全保障，為此

追求朝鮮半島終戰宣言以及和平協定。

然而，儘管川普政府追求美朝對話，但川普政府內部對

北韓強硬派者向北韓闡明強硬態度，除棄核外，永久廢棄生

化武器與反對北韓利用彈道導彈技術發射人工衛星。金正恩

對此拉攏中國，強化中朝合作關係，強調無核化談判採取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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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同步的措施，藉此試圖提高對美國的談判協商力。另

外，中國也透過中朝合作企圖遏止北韓靠攏美國，避免在朝

鮮半島對話被邊緣化。川普政府藉由主導朝鮮半島無核化談

判，營造未來由美國主導的朝鮮半島和平體制環境，因此不

願意無核化談判被北韓拉著走，也不希望中國介入美朝談

判。正因如此，針對北韓對美國強硬態度的強硬聲明，川普

總統取消原預定的「川金會」。

川普取消「川金會」將引起美朝對話破局的風險。美朝對

話破局將會影響以無核化為前提的文在寅政府對兩韓經濟合

作的構想，例如：建立統一經濟特區與東亞鐵路共同體等地

緣經濟合作。另外，金正恩於 2018年 4月 20 日在勞動黨中
央委第 7屆第 3次全體會議宣布「核武、經濟並進路線」成
功結束，關閉豐溪里核試驗場，且採取「新社會主義經濟建

設總力路線」，藉此對內外公布北韓集中於經濟建設。在此

情況下，金正恩難以重新推動核武戰略。因此面對「川金會」

的取消，金正恩向文在寅總統提出會晤提議，2018年 5月 26
日舉行第二次「文金會」，金正恩在會中不僅再次重申無核化

以及舉行「川金會」的堅定意願，且邀請南韓仲裁美朝無核

化談判，文在寅總統傳達川普的無核化意志。川普回應第二

次「文金會」，指出原預定的「川金會」照常舉行。因此 2018
年 6月 12日美朝在新加坡舉行「川金會」。在此次會議上，
金正恩再次重申北韓徹底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承諾，川普

向北韓承諾提供安全保障。透過「川金會」，美朝似乎建立新

型關係，讓外界期待朝鮮半島實現無核化與建立和平體制將

會到來。

值得注意的是，川普與金正恩簽署以雙方改善關係、建

構和平體制、無核化為羅列的「聯合聲明」，美國實際上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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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對北韓無核化的要求。川普與金正恩對此次會議的著重

點不同，金正恩以重申無核化的意志換取美國緩和對北韓的

經濟制裁。然而，儘管川普向北韓發出柔和的言詞，但堅持

北韓先實現無核化後美國才緩和對北韓的制裁之立場。北韓

不接受美國的立場，因此川普與金正恩簽署包括改善關係、

體制保障以及無核化在內的聯合聲明，且同意進行後續的無

核化談判。因此美朝在新加坡僅達成朝鮮半島的無核化目標

的共識，而無核化的具體方法則轉交給後續談判決定。

美朝對北韓棄核進程的分歧與兩韓關係

2018年 7月 6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率領
美國代表團訪問平壤，與北韓金永哲（Kim Yong-chol）舉行
高層會談，徹底討論朝鮮半島無核化目標的進行，且同意設

立核武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以履行與驗證無核化。
然而，由於蓬佩奧與金永哲各自堅持對無核化談判的立場，

此次會議沒有達成雙方預期的結果就告一段落，加上，北韓

指責美國單方面地提出了強盜般的要求，而蓬佩奧則反駁北

韓的指責，還表示美國將繼續執行對朝鮮的極限施壓，因此

美朝無核化對話再度陷入僵局。因此，文在寅總統在 2018年
9月 4日派遣特使團赴平壤商討第三次「文金會」議題的前一
天，與川普通電話，商討北韓棄核程序，且於 9月 5日派遣
特使團赴平壤會晤金正恩時，傳達川普總統對北韓棄核程序

的立場。而金正恩則表明北韓無核化將在川普總統的第一個

任期內完成。在此情況下，9月 19日兩韓在平壤舉行第三次
「文金會」，簽署「平壤宣言」，同意消除朝鮮半島戰爭風險以

及北韓棄核進入落實階段，包括永久廢棄東倉里飛彈發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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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場和射架、繼續採取永久廢棄寧邊核設施等額外措施。

進而文在寅總統於 9月 23日至 28日在訪美時出席第 73屆聯
合國大會之際，24日會晤川普總統，傳達北韓對棄核具體履
行方案，川普對此發表美朝商討第二次高峰會議的場所與時

間。美朝之間再度恢復對話。

蓬佩奧赴平壤，10月 7日與金正恩會晤，交換雙方對無
核化解決方案與憂慮事項的意見，同意「先申報與驗證，後

廢棄」以及國際驗證訪問已廢棄的核試驗場。因此於 10月 9
日美國宣布將於 11月 6日美國期中大選過後舉行第二次「川
金會」。此後，美國著手營造有利於舉行第二次「川金會」的

環境，10月 19日美國高層官僚在記者會透露高峰會議可能
在 2019年初後的某個時間舉行；蓬佩奧也指出，希望盡快會
晤北韓官員，就第二次「川金會」時程安排進行討論；取消原

訂於 12月舉行的韓美聯合空中軍演「警戒王牌」，保持朝鮮
半島的友好氣氛。進而蓬佩奧與金永哲同意 11月 8日在紐約
舉行高層會議，商討第二次「川金會」的時程與議題。然而，

圍繞著北韓棄核程序與方法，雙方立場仍存分歧，川普政府

仍堅持「北韓先無核化後美國放寬制裁」的立場，且要求北韓

提交包括核物質、核武以及運輸工具在內的「核申報清單」。

金正恩認為，美朝尚未建立信任關係下，提交「核申報清單」

如同給予美國攻擊目標。北韓抱持雙方建立「確實信任」關係

後北韓落實申報程序，要求美國採取「確實信任」措施。北韓

提出的信任措施是指美國採取相應措施，放寬制裁以及終戰

宣言。圍繞著「核申報清單」與相應措施，美朝因極度分歧而

沒有找到折衷點。因此金永哲取消 11月 7日訪問美國，推遲
預定的高層會議，川普總統對此表示美朝高層會議沒有任何

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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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美朝無核化談判三度陷入僵局，原預定的第二次「川

金會」出現變數。對南韓而言，第二次「川金會」出現變數影

響到朝鮮半島無核化的進程以及兩韓關係的發展。因此文在

寅總統於在參加 2018年 11月 30日至 12月 1日在阿根廷舉
辦 20G高峰會之際，11月 30日與川普總統會晤，商討第二
次「川金會」時程以及議題，而川普則表示第二次「川金會」

照常舉行，藉此擺脫美朝對話遭遇挑戰，以讓朝鮮無核化進

程的談判還會繼續下去。

未來觀察重點

儘管 2018年美朝、美韓、兩韓之間進行多次務實會議、
高層會議與高峰會談，商討朝鮮半島無核化議題。美朝是棄

核與體制保障的當事方（The Countries Directly Concerned），
因此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取決於美朝對話。然而，圍繞著無

核化談判進程，川普政府與金正恩立場分歧，雙方對話常常

遭遇破局的危機。然而，美朝對話的破局，牽涉到文在寅政

府的兩韓關係，面對美朝無核化談判陷入僵局，南韓則扮演

美朝仲裁角色，南韓奔走美朝之間，拉近雙方之間的立場差

距，以促成美朝高峰會議。南韓對朝鮮半島無核化立場在促

成美朝談判上產生主要影響。美朝無核化談判僵局的主要原

因在於，美國對北韓棄核方面懷疑態度占據優勢，強硬派反

對放寬制裁，因此川普對北韓抱持原則論（不讓步與壓迫），

謀求引導北韓更多的讓步，而北韓則認為，在沒有美國的相

應措施下，與美國進行對話就沒有意義，因此對美朝對話採

取消極態度。然而，川普需要準備 2020年的總統選舉，川
普在朝鮮無核化談判獲得可視性成果，就成為解決北韓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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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第一個總統，此對自身的總統選舉產生正面影響，因

此需要改善與北韓關係。對金正恩而言，為了推動經濟發展，

必須要改善與美國的關係，讓川普放寬制裁與終戰宣言。

有鑑於此，文在寅政府將兩韓關係的發展作為推動朝鮮

半島無核化的動力，其主要原因在於，兩韓關係連結到韓美

關係，在美國與聯合國制裁北韓情況下，南韓推動兩韓關係

的發展需要與美國的協議以及支持。因此，對北韓而言，儘

管沒有爭取美國的直接相應措施，但兩韓關係的發展成為美

國改善未來美朝關係的主要信號。因此，南韓促使美國與聯

合國承認兩韓跨境鐵路公路的北韓區段共同調查項目，實現

兩韓鐵路與公路的現代化與重新連接，且在 11月 30日「川
金會」時，同意至北韓達成完全無核化為止，維持制裁，同

時同意金正恩回訪為朝鮮半島固化和平的努力提供追加動

力，藉此讓川普表示不反對兩韓關係的發展。此對第二次「川

金會」商討無核化與終戰宣言將產生正面影響，其主要原因

在於，為了兩韓關係的發展與固化朝鮮半島和平，美朝必須

要同意無核化與終戰宣言，且儘管美朝雙方短期內難以達成

協議，但由於川普與金正恩的需求，必須推動無核化談判的

進展，因此以南韓為媒介，為美朝尋找妥協未來發展重點、

瓶頸、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