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本論文主要探討冷戰結束後，中共面對國際格局變化、國內情勢走向，及非

傳統安全威脅的升高下，國家安全觀相應的變動與演化，以及中共如何在新安全

觀的指導下，運用其當前的國際地位，介入北韓核武危機的處理。 

自冷戰結束後，中共所處的國際安全環境發生巨大的變化，使中共對國家安全

的認識也發生相應的改變。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來，中共綜合國力持續增強，

國際地位不斷提高，「中國威脅論」、「和平崛起」與「北京共識」等價值對立

的論述，不時浮沈，對中共國家未來發展，既充滿希望，又滿佈疑懼；既企圖將

中共融入世界，又害怕國力增強的中共，將挑戰當前國際權力結構，形成國際安

全潛在的威脅，始終無法就中共崛起的定位達成一致共識。 

在北韓核武危機問題上，中共藉召集六國多邊會談之機，進一步擴大其在亞太

安全事務上之影響力及發言權，挑戰美國長久以來主導亞太安全事務的霸權地

位。基本上而言，美中關係在當前國際新形勢下，雖有共同的利益－－共同制約

北韓發展核武及武器擴散，目前確是合作關係，但是兩國根本價值、利益都不相

同，雙方關係改善只是暫時現象。 

就中共而言，在美國與各國一再請託下出面斡旋北韓核武危機，亦有其本身的

戰略考量與安全需求。從地緣政治上來說，北韓是中共東北邊界安全的緩衝地

帶，朝鮮半島的形勢變化關係到東北亞、乃至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北韓核武

問題處理不好，出現新的戰端，首當其衝的就是中共，不但影響經濟發展，也對

中共成為新世紀的大國地位，造成衝擊。如果順利和平解決北韓核武危機，有利

於杜絕美國勢力染指朝鮮半島，鞏固中共在朝鮮半島的利益，對形塑中國的大國

地位，具有重大的意義。 

國家利益的界定決定其所欲採行的手段，在改革開放後，中共的國家安全概念

及其實現手段是以中共國家發展利益為主要訴求。當前中共與世界各國之間的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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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不再是單純的軍事和政治安全鬥爭，而是以綜合國力大小高低為主題。如何建

構一個和平穩定的週邊環境，以利中共從事經濟建設，以達成提昇綜合國力的國

家目標，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朝鮮半島的和平與安定自是成為中

共國家安全的核心，50 年代建政之初，韓戰即使中共東北邊境陷入危險境地，

對甫建政立國的中共，影響至為深遠；而當前的北韓核武危機在經過十餘年的周

折，仍未得到最終的解決，朝鮮半島的問題再度成為中國安全的一大隱憂，新安

全觀是中共應對北韓核武危機的指導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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