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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 

    冷戰後中共所面臨的內外環境發生變遷，在此背景下中共提出「新安全觀」

作為因應，宣揚有別於冷戰安全觀的思維，並以雙邊、多邊外交政策進行實踐。

本論文研究中共「新安全觀」在「六方會談」中的實踐與挑戰，並試圖勾勒出中

共朝鮮半島外交政策的圖像。經過研究後，筆者認為中共「新安全觀」在朝鮮半

島已得到初步的體現，但仍有許多挑戰待其克服，在此區域的徹底落實將取決於

其國家利益能否持續與「新安全觀」所訴諸的理念相結合。 

第一節  研究回顧與成果 

    回顧研究過程，本論文完成幾項基礎的工作：（一）詮釋中共「新安全觀」

的背景、動機及意涵；（二）整理朝核危機與「六方會談」的發展歷程；（三）考

察各國在朝核危機與「六方會談」中的立場與政策（四）分析「六方會談」的癥

結與成效。這些工作有利於筆者深入認識中共「新安全觀」在「六方會談」中的

實踐與挑戰，也有利於探索中共朝鮮半島外交政策的取向。 

    本論文根據對中共內外安全環境的分析，認為「新安全觀」提出的外部背景

在於冷戰後國際秩序亟待重建，國際社會正朝向多極發展，雖然仍偶有區域衝

突，但基本上安全環境逐漸好轉，新型安全理論的思潮正方興未艾；「新安全觀」

的內部背景則在於改革開放後，綜合國力快速成長，其對外政策思維也有所變

化，軍事以外的議題獲得重視，隨著自信心的提昇，中共也開始積極參與國際事

務。 

    「新安全觀」作為中共主要的國際關係「理論」，其「互信、互利、平等、

協作」的理念與作為亞太安全概念的「綜合安全」、「合作安全」概念有相合之處，

直接影響到中共的雙邊與多邊外交實踐。「新安全觀」在安全的基礎、實踐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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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安全的範圍都宣稱有異於傳統冷戰安全觀。因此，筆者認為，與冷戰思維的

差異就是「新安全觀」最重要的意涵。 

    中共今年來在雙邊外交成果斐然，與世界主要國家都締結了夥伴關係，實現

了大國外交及睦鄰外交；在多邊外交方面，中共除對參與聯合國等全球性多邊機

制持更開放、更積極的態度外，也開始與東協合作，在「東協區域論壇」中有一

席之地，在「上海合作組織」扮演領導角色，對該組織的成立及制度化起了決定

性作用。「新安全觀」的核心概念在雙邊及多邊外交方面都得到程度不一的實現。 

    2002年朝核危機在《框架協議》無法被當事國完全履行的背景下被引發。

北韓感受到經濟、軍事安全受到剝奪，政權存續危在旦夕，故採取戰爭邊緣政策

企圖從直接談判中攫取利益；美國則堅持北韓必須先棄核再談援助，同時以多邊

談判的方式永久解決朝核問題。兩國互不妥協，即使由中共居中協調召開「三方

會談」，最後也不歡而散。隨後美國爭取讓日本、南韓加入多邊會談，北韓也要

求讓俄國加入多邊會談，遂形成由美國、北韓、中國、日本、南韓、俄國所組成

的「六方會談」。「六方會談」雖建立對朝鮮半島非核化、和平對話方式解決問題

的共識，但在實踐細節及啟動方式各方仍有分歧，加上綁架事件、毒品、偽鈔問

題、南韓核武疑雲、各國國內政治爭議，使得「六方會談」過程崎嶇，至今成果

有限，雖已有《第四輪六方會談共同聲明》的重大成就，但 2005年 11月復於第

五輪會談第一階段陷入僵局，故仍有待互信的建立、爭議的釐清及實踐方式的確

立，「六方會談」才能進展至下一階段。 

    在 2002 年朝核危機及其後多邊會談的發展過程中，相關國家各自發揮重要

作用，冀望從中獲得利益。基本上，各國在地緣上皆處東北亞區域，無論半島情

勢發生任何變化，勢將對其利益有所影響，故希望半島非核化，並以和平方式解

決安全問題，但作為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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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韓在朝核危機主要考慮到與北韓的特殊關係及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南韓希

望在參與「六方會談」的過程中維持半島和平與穩定，並與主要國家展開對話，

以利半島統一的發展，且藉此減少對美國的依賴，擴大南韓的自主性及在區域內

的發言權。 

    日本面對朝核危機需要考量兩大因素：國內對綁架問題的關注、美日同盟的

維繫。日本參與「六方會談」可累積成為「正常國家」的政治資本，並希望藉機

解決雙邊難以解絕的問題。故日本雖緊隨美國政策，採取壓力與對話並重的策

略，但經濟制裁效果有限，且北韓對日本的威脅比美國更為直接，日本仍希望以

外交手段解決核武問題，並連帶處理綁架問題。 

    俄國雖然國力不足以在此區域擔任舉足輕重的角色，但仍藉由在聯合國的特

殊地位、和北韓日漸密切的關係來參與朝鮮半島事務，堅持半島非核化及保障北

韓安全的立場，以恢復對遠東地區的傳統影響，積極參與「六方會談」有助於維

持在區域的利益及世界政治舞台的大國地位。 

    美國則意圖建立以雙邊同盟為核心，同盟間合作及區域合作為補充的安全架

構，在此區域內美國還需要中共、南韓的協助，但這兩個國家在許多問題上的看

法與美國相左，因此透過「六方會談」處理朝核問題也是美國較好的選擇。 

    對北韓而言，真正需要的是國家和政權的生存、國際社會的援助、國內的穩

定和經濟發展，最終實現與美日的關係正常化及國家統一，雖然強調雙邊解決朝

核問題的重要性，但也了解到現階段其利益必須透過「六方會談」才能實現。 

    中共與北韓接壤，擁有核武的北韓及戰亂的朝鮮半島不符合中共的國家利

益，巧妙施壓北韓，保持中立地位，扮演協調者、東道主等角色，力圖展現影響

力，維持區域的安全與穩定。中共介入 2002 年朝核危機，固然受到政權轉移及

國內問題的影響，反應較前次危機顯得遲緩。但是，在其積極介入之後，力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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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會談」的召開，使當事國得以直接對話，雖無實際的成果，也至少讓核武危機

的解決有了開端，讓朝鮮半島「六方會談」的開展有了基礎。在軍事安全、經濟

安全及拓展政治影響力等利益的驅使下，中共以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維持朝鮮

半島的和平與穩定、通過對話和平解決作為處理朝核問題的三大基本政策。 

  從「六方會談」這個案例中可以了解到，儘管中共「新安全觀」強調「互信、

互利、平等、協作」等觀念，但卻也未曾忽略滿足自身國家利益的前提。目前為

止，中共的國家利益在「新安全觀」所重視的朝鮮半島多邊安全合作-「六方會

談」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發揮，也透過雙邊外交促成數次的會談，並在朝核問題的

解決上有了初步的成果，也協助處理北韓核問題，趁機抓住機會提升與美國之間

的關係，由此觀之，現階段中共「新安全觀」的實踐與其國家利益並無明顯的歧

異。 

    然而，中（共）、美在冷戰時期所遺留下來的軍事同盟、朝核危機當事兩國

的立場分歧、中國威脅論的陰影，都可能令中共在日後持續實行「新安全觀」相

關概念時造成兩難。因此，中共的朝鮮半島外交政策可能會朝向擴大多邊合作、

鞏固大國共同利益、強化與南韓合作、引導北韓走向改革等方向發展，從中扮演

朝鮮半島和平的「維護者」、各國利益的「平衡者」及「促進者」、立場一致國家

的「合作者」、北韓政權的「支持者」、北韓經改的「引導者」、危機當事國間的

最佳「斡旋者」等角色。中共不僅要延續落實「新安全觀」的成果，同時也要確

保國家利益不在其中受到損害。換言之，中共「新安全觀」在此區域的落實將取

決於其國家利益能否持續與「新安全觀」所訴諸的理念相結合。 

第二節 後續研究方向 

    「六方會談」現仍進行中，本文爬梳朝核危機及其後「六方會談」的發展歷

程，就各國立場及外交作為進行整理，並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較即時的分析。過



第陸章  結論 
 

 137 

去僅有少量文獻探討「新安全觀」對中共東北亞外交政策的影響，本文就此出發，

嘗試填補這方面的不足。中共「新安全觀」提出至今已有十年，國內外相關文獻

與分析已臻完備，可進行全面性的回顧整理，並提供現今最完整的中共官方關於

「新安全觀」重要文件與演說統計列表；筆者尚引用相關英日文資料，就國外對

「新安全觀」的看法加以補充，有助於對其意涵的進一步了解。在本論文的最後

部分，筆者就研究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及有待加強之處進行檢討，並提出未來的

策進作法。 

    首先，就研究的個案而言，雖然「六方會談」為朝鮮半島近來最重要的多邊

安全合作平台，但本論文單以「六方會談」檢視中共的朝鮮半島外交政策，極可

能會造成某種程度的偏頗。「六方會談」現今仍以核武問題的解決為重心，對於

經濟、社會等層面的觀察產生了限制，且由於本論文必須處理當事的美國與北韓

兩國，以及週邊各國的關係，對於朝鮮半島上南北韓的互動的分析就必須有所取

捨。對中共的南北韓等距外交及對朝鮮半島統一的立場也是中共朝鮮半島政策中

重要的一環，論文中雖略有提及，但未能深入分析，恐未能完整展現中共朝鮮半

島外交政策之全貌，後續研究宜關照其他個案或議題，方能達到較全面性的成果。 

    其次，從對中共「新安全觀」的檢驗而言，「新安全觀」最重視的實踐是多

邊安全合作，然而本論文所分析的個案並不能算是一個成熟的多邊安全機制，因

此在研究上會形成一些比較與歸類的困難。另外，本論文的研究成果也無法用以

概括說明中共「新安全觀」實踐及挑戰的全貌，有待就不同區域個案進行跨越比

較之工作。 

    最後，在研究過程中也發現到「新安全觀」固然已成為中共國際關係「理論」

的核心，但近來提及之頻率似有減少之趨勢，「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等相似

的提法則漸為學界研究的重心，日後應擴及相關之研究。此外，「新安全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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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許多概念與新自由制度主義中的多邊主義有所重合，亦可從多邊主義著手做為

檢驗中共多邊外交或分析朝鮮半島「六方會談」的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