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因素影响韩国民众在

中美之间的立场?*

———基于韩国民意调查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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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者以韩国民意调查结果为基础，通过回归分析，对可能影响韩国

民众在中美之间立场选择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检验，发现以下几种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韩国民众是选择强化韩美同盟，还是在中美之间中立: 第一，冷战思维影响着被访者

对韩美同盟的认识，影响其在中美之间的立场选择。具体表现为年龄层越低，对韩美

同盟的热情越低，而越是警戒中朝友好，对韩美同盟的热情越高。第二，反美感情影响

着被访者在中美之间的立场选择，对美国的好感度越低，对韩美同盟的热情越低，更倾

向于在中美之间中立。第三，中国崛起使韩国民众更多选择在中美之间中立。具体表

现为被访者越是认为中国是 20 年后的世界最强国，越倾向于选择在中美之间中立。

第四，被访者越认为中韩经贸交流有益于韩国，越倾向于选择在中美之间中立。中韩

之间的政治体制差异、文化亲缘性、历史争端以及人员交流等也是影响中韩关系的重

要因素，但统计分析显示，这些因素不影响韩国民众在中美之间的立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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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在今天的中国周边，很多国家以中、美两国作为其外交中的两极坐标。其中，韩国是

典型的安保靠美国、经济离不开中国的国家。而且韩国还面临着安保危机与统一问题，

更需要与中、美等周边大国进行密切合作，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社会更关注如何在

中美之间定位这一问题。即便如此，韩国与中美的合作并不稳定，韩美同盟时而紧密、时

而疏远，韩中合作也时而顺利、时而不畅。中韩建交后迅速发展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

2010 年的“天安”号事件却撼动了中韩互信的基础。有学者认为从此走向成熟的美日韩

同盟协调机制有可能把东亚拖入“新冷战”，①有学者认为中韩之间的合作将止步于经济

领域。② 那么中韩之间规模巨大的经贸和人文交流对中韩关系又有多少影响力? 影响

韩国在中美之间选择的重要因素有哪些? 各种因素的重要程度如何排列?

在过去的 15 年里，我们看到进步阵营执政时的韩国政府与保守阵营执政时的韩

国政府在对朝、对美政策上有明显差异。进步阵营的金大中与卢武铉政府对朝实行

“阳光政策”，在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上与中国的合作成果更多，提出了在大国间保持

“均衡”的外交理念。而保守阵营的李明博政府对朝鲜持“相互主义”原则，与主张通

过六方会谈解决问题的中国出现了意见分歧，并积极恢复和扩展韩美同盟。对朝、对

美认识的差异是韩国进步阵营与保守阵营的重要政治立场差异之一，韩国政府换届很

可能伴随着外交政策的转变。但无论哪个阵营执政，都会受到基本民意的制约，韩国

社会在中美之间的基本立场如何? 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这是本文旨在研究的问题。

从上述问题出发，本研究首先回顾既有研究，然后参照既有研究成果，对可能影响

韩国民众在中美之间立场的因素进行推论，最后依据 2010 年面向 1 000 名韩国普通

民众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验证其中哪些因素实际对韩国人的立场产生

了影响。

二 既有研究回顾

本研究参照的既有研究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研究通过观察韩国政府的外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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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韩国在中美之间的立场，主要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寻找影响韩国立场的因

素。第二类研究通过民意调研结果总结韩国民众对美与对华的情感变化，观察社会舆

论对韩美、韩中关系的影响，从韩美、中韩交流过程中寻找引发民众情感变化的因素。

第三类研究以民意调查结果为依据，通过对调查结果的深层统计分析，验证被访民众

对美与对华态度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影响因素。

( 一) 韩国对国际环境的认识及其立场选择

1． 冷战思维对韩美军事同盟的影响

韩美军事同盟是冷战的产物，世界范围内的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但朝鲜半岛却成

了“冷战的活化石”。朝鲜半岛的战争虽未结束，但韩国在半个多世纪的和平环境中

发展为中等强国，对国防自主的要求不断增强。从卢泰愚的“北方外交”到金泳三的

“四强外交”、金大中的“四强协调外交”，再到卢武铉的“东北亚的平衡者”，韩国不断

寻求更广阔的国际舞台，造成韩美同盟的松动。不仅如此，冷战结束后，统一成为韩国

外交的重要课题。1989 年，卢泰愚政府提出了“韩民族共同体统一方案”，即首先追求

“和解合作”，然后过渡到“南北联合”，最终实现统一。这一统一路线时至今日一直得

到韩国上下的广泛认可。但这一路线的前提是没有外来势力干预的自主统一，也与韩

美军事同盟存在矛盾。一方面是现实的安保危机，另一方面是提升国际地位、实现民

族统一的愿望，王义桅指出，韩国外交自冷战结束以来就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进行痛苦

选择; ①韩献栋也指出，韩国社会在对美外交与对朝外交、和平外交与统一外交、同盟

外交与均衡外交等一系列问题上没有形成广泛而稳定的共识。② 韩国进步阵营执政

时积极寻求民族和解合作，与把朝鲜定为“邪恶轴心国”的美国发生意见冲突，与中国

在朝鲜问题上合作较为顺利，这时很多学者认为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时代已经结

束，取而代之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促使韩国亲中疏美。③ 而保守阵营的李明博政府

上台后，韩朝关系不断恶化，韩美日同盟不断强化，很多学者又提出亚洲可能重现冷战

格局。④ 这些研究揭示了韩国在冷战时代结束后，其外交思想也在经历一个“脱冷战”

的过程，导致韩美军事同盟的松动。但韩国社会对此存在两种相反的态度，一旦朝鲜

的威胁问题变得突出，韩国就会强化韩美军事同盟。

2． 中国崛起对韩国在中美之间立场的影响

如何认识中国崛起，如何判断中国崛起对世界以及朝鲜半岛的影响，韩国应该如

·22·

什么因素影响韩国民众在中美之间的立场?


①

②

③

④

王义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理解韩国外交》，载《国际论坛》，2005 年第 6 期，第 17 页。
韩献栋:《韩国的外交困境: 一个概括性框架的解读》，载《东北亚论坛》，2012 年第 3 期，第 62 页。
王生:《韩国疏美亲中现象剖析》，载《东北亚论坛》，2006 年第 2 期，第 87 － 89 页。
朱峰:《“后天安舰时代”半岛无核化进程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 年第 10 期，第 7 － 14 页。



2012 年第 8 期

何调整外交策略，这是当今韩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点话题，围绕这些话题也存在多种

对立认识。韩国学者李熙玉将这些观点简要划分为“现实主义悲观论”和“自由主义

乐观论”两大派。“现实主义悲观论”认为，中国崛起必然与美国争夺霸权，朝鲜半岛

将是中美争夺霸权的第一站，这将引发朝鲜半岛动荡; 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导致韩国经

济空洞化。“现实主义悲观论”者主张强化韩美同盟，认为这同时会迫使中国更加重

视进而主动靠近韩国。“自由主义乐观论”认为，中国短期内不会对美国主导的世界

秩序不满，中美之间会实现力量和平转移，这一过程不会危及朝鲜半岛的安定; 韩国的

经济发展受益于中国，将来韩国的利益更多来自于中国; 中韩大规模的人文经济交流

是两国政治合作的基石，两国关系的发展不可逆转。“自由主义乐观论”者认为应该

加强对中国的了解和重视。① 詹德斌接受了李熙玉的上述分类方法，对“天安”号事件

后韩国国际关系界的反应进一步进行了总结分析，发现现实主义悲观论者在“天安”

号事件后强烈批评中国偏袒朝鲜，认为中国会进一步要求驻韩美军撤离，会更积极地

取代美国的影响力，对此，韩国应该继续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促使中国靠近韩国。

自由主义论者则认为“天安”号事件中表现出的中韩矛盾是韩国对中国认识不足所

致，韩国应该强化与中国的关系，通过改善韩朝关系增强与中国的合作。② 如果现实

主义悲观论者的观点成为韩国社会的主流，那么韩国民众会因为中国崛起而倾向于强

化韩美同盟; 如果自由主义悲观论者的观点成为韩国社会的主流，那么韩国民众会因

为中国崛起而倾向于靠近中国，其第一步会表现为在中美之间中立。

韩国的政界与国际关系学界对“脱冷战”、中国崛起等重大国际局势的判断存在

着意见分歧，普通公众是否也受到了这些观点的影响? 这些因素对其在中美之间的立

场选择究竟起到什么作用? 这是本研究希望通过数据分析检验的问题。

( 二) 民间感情对中韩、韩美关系的影响

1． 反美感情对韩美军事同盟的影响

韩国的反美感情由来已久，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民主化运动中。2002

年的反美浪潮帮助发表疏美言论的卢武铉夺得总统宝座，而卢武铉政府上台之初与美

国的摩擦较多，中国学者随即注意到韩国的反美感情。各国学者对韩国反美感情的演

变与成因进行了很多研究，③一般认为韩国的发展、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以及美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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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犯罪是造成韩国人反美的重要原因，反美感情危害韩美军事同盟。为了验证反

美感情对韩美军事同盟的影响，韩国学者郑在浩整理了不同时期韩国人对驻韩美军态

度的调查结果，发现要求美军撤离呼声较高的 1988 年和 2003 年也都是反美感情高涨

的两个年份。① 同时，反美感情在朝鲜半岛安保危机强化时也会理性回落。如表 1 所

示，1993 年发生朝核危机后，要求美军撤离的比例大幅下降。②

表 1 韩国人对驻韩美军的态度变化( 单位: % )

年份 马上撤离 逐步撤离 维持现状 战略性增强 没有意见

1988 10． 0 64． 5 25． 1 － 0． 4
1995 5． 9 45． 6 36． 8 4． 7 6． 9
1996 4． 8 41． 6 38． 7 7． 3 7． 6
1997 2． 9 34． 5 49． 1 8． 9 4． 6
2003 13． 8 42． 8 41． 5 2． 0 1． 4

资料来源: 郑在浩:《中国的崛起与朝鲜半岛的未来》，首尔: 首尔大学出版文化院 2011 年版，第

367 页。

2． 中韩历史争端对韩国人反华感情的影响

中国人认为朝鲜在历史上是中国的朝贡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但在朝鲜半岛被

日本殖民以及后来韩国走上经济富强之路的过程中，韩国人的历史认识已经逐渐脱离

中华秩序。日本殖民地时期兴起的“民族史观”以高句丽和渤海等为中心重新构建了

韩国历史体系，即“北方史观”; 在野史学界③更是提出“大陆史观”，将其祖先活动的舞

台进一步扩大，今天韩国人普遍认为“长白山是朝鲜领土”的看法就是受到了这种历

史观的影响。④ 韩国主流史学届承认历史上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强调韩国文化的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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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死女中学生事件，韩国社会又掀起反美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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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等伪书的史料价值，肆意曲解文献和考古资料的非主流讲坛学者。详见王元周: 《韩国人的历史观与中韩关

系》，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149 页。
王生指出，受北方史观的影响，韩国人认为中国东北三省历史上是韩民族的舞台。在“造史”运动下，韩

国出现了对延边提出领土要求的潜流。2004 年，韩国 59 名议员提出过“《间岛协约》无效决议案”，2009 年又有

50 名议员联名提交类似法案。详见王生:《试析当代韩国民族主义》，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第 2 期，第 36 －
41 页。李花子则分析了作为中朝边界的长白山如何因为朝鲜王的政治需要被叙述为其太祖的诞生地，又被视为

朝鲜风水地理中的诸山之宗，最后在日本殖民地时期被作为象征朝鲜民族独立精神的灵山。详见李花子: 《朝鲜

王朝的长白山认识》，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126 － 135 页。这两个案例都说明韩国民族史学

观与中国的亚洲历史观之间存在冲突，韩国人的民族史学观使其认为中韩之间存在领土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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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野史学界甚至主张古代文化是由朝鲜半岛流入中国的。① 中韩之间的历史观差

异在 2003 年通过一场“高句丽历史争端”表现出来。韩国指责中国“偷”了韩国的历

史，将“高句丽历史争端”解释为实现领土问题，②最终通过中韩领导人的协商才将这

一争端搁置下来。很多韩国学者都强调“高句丽历史争端”对中韩关系的影响重大，

通过比较不同年份针对韩国公众进行的中国好感调查，指出“高句丽历史争端”明显

降低了韩国人的对华好感。③ 有韩国学者对 1997 － 2010 年间韩国国内研究所与媒体

机构进行的 32 项同时包含对美认识与对华认识的民意调查结果进行了整理比较，发

现 1997 － 2004 年的 10 个调查结果中有 9 次结果都显示韩国民众对中国更友好，或者

认为比起美国来应该更重视中国。但在 2004 － 2010 年的 24 项调查中，只有 4 次调查

的结果显示韩国民众对中国更友好。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中韩“高句丽历史争端”使

韩国人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发生了改变。④

反美感情与中韩民间的历史文化争端都与韩国人的民族主义密切相关，中韩之间

的历史观差异也很难在短期内有所改善，因此这两个因素对韩国人立场的影响都值得

关注。既有研究分析了反美感情对韩美关系的影响以及中韩历史争端对中韩关系的

影响，这两种因素对韩国民众在中美之间的立场选择会产生什么影响? 这是本研究希

望进一步验证的问题。

( 三) 关于世界民众在中美之间立场的民意调查以及统计分析研究

国际上有一些大规模的民意调查的内容涉及被访者在中美之间的立场。例如，芝

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在 2007 年针对 15 个国家民

众收集了 21 890 份问卷，调查其对美国的认识，其中也涉及如何看待中国崛起。调查

显示大多数被访者都相信中国经济会赶超美国，而且大多数被访者认为这不会带来负

面影响。盖洛普调查公司( Gallup Organization) 在 2006 － 2007 年进行的调查结果显

示: 在北非和中东的 12 个国家中，41% 的被访者认可中国领导，17% 的被访者认可美

国的领导。在东南亚和南亚的 13 个国家中，38%的被访者认为中国 50 年内会取代美

国成为世界领导者。在这 13 个国家中，有 8 个国家的被访者更支持中国的领导而不

是美国。针对撒哈拉以南 19 个非洲国家的调查结果则显示，59% 的被访者支持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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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周:《韩国人的历史观与中韩关系》，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154 页。
康埈荣:《中国高句丽史认识对中韩关系的影响———以两国围绕“东北工程”的历史认识为中心》，载

［韩］《中国研究》，2005 年 12 月，第 36 卷，第 201 － 213 页。
禹政烨:《韩国民众对华情感的变迁》，“中韩青年学者论坛”会议论文，2011 年 12 月。
郑在浩:《中国的崛起与朝鲜半岛的未来》，第 355 － 360 页。



领导，51%的被访者支持中国领导。①

很多学者利用此类调查数据进行了深层分析，其中杨子潇与崔大伟的一项研究与

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所使用的方法最为接近。这项研究基于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

search Center) 2005 年春季在全球 16 个主要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②通过回归分析验

证了世界民众对美与对华认识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当中国被视为经济崛起国时，

越亲美的被访者对中国越有好感; 当中国被视为军事崛起国时，越反美的被访者对中

国越有好感。研究发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不同的地理位置影响着其国民的对美

和对华认识: 亚洲发展中国家和部分中东伊斯兰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均持正面认

识; 大部分中东和北非伊斯兰国家对中国经济持负面认识，对中国军事持正面认识; 西

方发达国家中海洋国家对中国经济持积极认识，对中国军事发展持负面认识; 西方发

达国家中大陆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发展都持负面认识。研究还发现，年轻人总体

对华好感度较高，中上收入和高中文化层的对华好感度最低，高收入人群乐见中国经

济发展但不喜欢中国军事力量增强。③ 这项研究以统计分析结果验证了影响世界民

众对华、对美态度的一些因素，但此调查在多个国家进行，虽有利于进行国际间基本趋

势的比较，却无法根据个别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分析。

三 本研究的数据与研究假设

( 一) 数据说明

本研究所使用的调查数据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项目组在 2010 年 2 月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本问卷由中国研究团队设计，从中国学

者的视角研究韩国人的对华认识。④ 本课题组首先对韩国主流媒体以及韩国中学教

科书进行了文献分析，概括其对中国的认识，同时对韩国专家进行深度访谈，了解专家

们对中国的认识及其对韩国人中国观的解读。在此基础上，课题组结合中韩关系的特

点设计出了针对普通韩国人的焦点小组访谈( FGI) 问卷，于 2009 年 10 月针对普通韩

国人中的意见领袖进行了 5 组焦点小组访谈研究，进一步了解普通韩国人看中国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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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类调查更详细的介绍可见杨子潇、崔大伟:《反美和亲中相关吗?》，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 年第 1
期，第 68 － 95 页。

其中没有韩国。
杨子潇、崔大伟:《反美和亲中相关吗?》，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 年第 1 期，第 68 － 95 页。
具体问卷构成参见董向荣、王晓玲、李永春:《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版，第 203 －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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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以及具体看法。在上述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课题组设计出定量调查问卷，委托韩国

专业调查公司在韩国全国进行了电话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韩国 19 岁以上成年人，

以 2009 年 12 月韩国登记人口的性别、年龄、居住区域分布为依据进行了多级分层随

机抽样，调查采用了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 ( 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

CATI) 方式。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 1 000 份，置信度 95%，最大误差为 ± 3． 1%。实施

调查时韩美与韩中关系较为平稳，调查所反映的是一般情况下韩国人的一般认识。

( 二) 研究假设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希望验证以下几种因素是否对韩国民众在中美之间

的立场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了何种影响: 一是直接影响韩美军事同盟的因素，例如“脱

冷战”思维、对朝鲜威胁的评价以及反美感情。二是来自中国崛起的影响因素。面对

中国崛起，普通韩国民众的视角如果更接近现实主义悲观论，就会更强调中国“威

胁”，越认为中国将来会成为世界最强国，就越可能选择强化韩美同盟。如果韩国民

众的视角更接近自由主义乐观论，就会更倾向于把中国崛起看做机会，越认为中国将

来会成为世界最强国，就越有可能追求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三是经济因素。如何判

断中国经济发展对韩国的利弊可能影响其在中美之间的立场。对中韩经济合作的评

价既与其如何看待中国崛起有关，也与其对中韩经济合作事实的了解程度有关。四是

政治制度差异因素。既有研究中对这一因素的单独讨论不多，但是否对社会主义制度

持有偏见、是否赞同韩美价值同盟反映了被访者的冷战思维，也可能是影响其在中美

之间的立场的因素。五是文化因素。韩国学者认为中韩之间的历史争端是促使韩国

民众中国观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而笔者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中韩之间的文化亲缘性

是促使韩国人的中国好感度上升的重要因素。① 六是个人因素。在生活中与中国关

系密切的韩国人有可能更认可中国。统一问题是影响韩国外交路线的重要问题之一，

但因为韩国民众在统一问题上对美国和中国的不信任程度相似，因此本研究不将这一

因素纳入分析范围。②

本研究的研究假设概括如下: 假设一: “脱冷战”思维、朝鲜威胁与反美感情三种

影响韩美同盟的因素会影响韩国人在中美之间的立场; 假设二: 如何看待中国崛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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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玲:《中韩民众间的相互认识以及好感度影响因素》，“中韩建交 20 周年纪念研讨会”会议论文，北

京，2012 年 7 月 26 日。
例如，韩国 KBS 电视台 2011 年进行的“2011 年国民统一意识调查”的结果显示，认为中、美、日、俄都无

助于朝鲜半岛统一的被访者比例为 39． 7%，在所有回答中所占比例最高; 认为中国有助于朝鲜半岛统一的被访

者比例为 27． 1%，认为美国有助于朝鲜半岛统一的被访者比例为 26． 7%。具体调查结果参见《2011 年国民统一

意识调查》，第 31 页，http: / / office． kbs． co． kr / tongil /contents_view． html? log_no = 6928。



影响韩国人在中美之间的立场; 假设三: 如何看待中韩经贸关系会影响韩国人在中美

之间的立场; 假设四: 如何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会影响韩国人在中美之间的立场;

假设五: 如何看待中韩之间的历史文化渊源会影响韩国人在中美之间的立场; 假设六:

被访者与中国的关联程度会影响韩国人在中美之间的立场。

四 统计分析: 对影响因素的检验

( 一) 因变量说明

本研究通过两个因变量观察被访者在中美之间的立场选择。第一个因变量是

“中美发生军事冲突时韩国的立场选择”，第二个因变量是“对朝鲜半岛统一后美军去

留的选择”。

1． 中美发生军事冲突时韩国的立场选择

问卷中假设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要求被访者在“中立”、“支持美国”和“支持中

国”中选择，以此测试韩国人对韩美同盟的忠诚度以及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的决心。调

查结果显示，1 000 名被访者中有 657 人选择“中立”，301 人选择“支持美国”，25 人选择

“支持中国”，17 人选择“不知道”。选择“支持中国”的是极少数，选择“支持中国”与选

择“支持美国”之间有根本的立场差异，因此笔者为了分析方便将选择“支持中国”的人

群与选择“中立”的人群合并为“中立”人群，将选择“不知道”的人群作为缺失数据

( missing) 处理，将这一变量转化为二元虚拟变量，以“支持美国”为参照。

2． 朝鲜半岛统一后的美军去留

韩朝军事对峙是驻韩美军存在的原因，如果韩国人希望统一后美军仍留下，那么

其防御的对象就是周边的其他国家，其中中国将是主要目标。韩国有可能希望通过留

住美军以遏制中国。① 通过这一变量可以观察韩国人对中国的警戒心如何影响韩美

同盟。调查结果显示，1 000 名被访者中有 192 人对美军留在韩国表示“非常同意”，

264 人表示“同意”，254 人表示“不同意”，242 人表示“完全不同意”，48 人回答“不知

道”。同意为 45． 6%，不同意为 49． 6%，两种意见旗鼓相当。分析中将表示“非常同

意”和“同意”的人群合并为“美军应留”人群，将表示“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的人

群合并为“美军应撤”人群，将回答“不知道”的人群作为缺失数据处理，将这一变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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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猜测在调研的专家访谈部分被证实。面对“朝鲜半岛统一后美军是否应该撤离”的问题，韩国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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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二元虚拟变量，以“美军应留”为参照。

( 二) 自变量说明

笔者从统计资料中找到以下 9 个具体变量，作为上述 6 个假设中的自变量。假设

一中“韩美同盟影响因素”可以通过 3 个具体变量来观察，即“年龄层”变量、“是否警

戒中朝友好”和“反美感情”变量。中韩历史文化传统对中韩关系既有积极影响又有

消极影响，因此也需要通过“中国文化亲切感”与“是否强调中韩历史争端”这两个变

量来观察。

1． 年龄层

本调查被访者的年龄层以 10 岁为单位进行统计，分别为 19 － 29 岁、30 － 39 岁、

40 － 49 岁、50 － 59 岁和 60 岁以上，其比例结构与韩国登记人口的年龄层比例相同。

2． 警戒中朝友好

调查中有问项询问中韩关系的阻碍因素，回答“中朝友好”的占 30． 1%。分析中

将做出其他回答的人群合并为“其他”，将这一变量转化为二元虚拟变量，以“其他”为

参照。

3． 反美感情

问卷中设定日本好感度为 50 分，要求被访者以日本好感度为参照，对美国好感度

在 0 － 100 分之间进行打分。本研究将美国好感度变量作为观察反美感情的替代

变量。

4． 对中国崛起的认识

调查中有问项问“20 年后的世界最强国是哪个国家”，调查结果显示，回答“美

国”的占 28． 1%，回答“中国”的占 54． 5%，回答“欧盟”的占 15%，回答“日本”的占

2. 3%。分析中将回答“美国”、“欧盟”和“日本”的人群合并为“其他”，将这一变量转

化为二元虚拟变量，以“其他”为参照。

5．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利弊判断

调查中有问项问“中国经济发展对韩国是利还是弊”，调查结果显示，回答“利大

于弊”的占 20． 4%，回答“弊大于利”的占 45． 2%，回答“利弊各半”的占 34． 3%。交叉

分析结果显示被访者在韩美之间立场的差异主要存在于回答“弊大于利”的人群与其

他人群之间，因此本文将回答“利大于弊”和“利弊各半”的人群合并为“中国经济发展

有利于韩国”人群，将这一变量转化为二元虚拟变量，并以“弊大于利”作为参照。

6． 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偏见

调查中有问项问何种因素阻碍中韩关系，被访者中回答“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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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 18． 8%。分析中将做出其他回答的人群合并为“其他”，将这一变量转化为二元

虚拟变量，以“其他”为参照。

7． 对中国文化的亲切感

调查中有问项询问被访者是否对中国文化感到亲切。本研究将给出肯定回答的

人群命名为“中国文化亲切感”人群( 占 53． 1% ) ，将给出否定回答的人群命名为“其

他”人群( 占 46． 9% ) ，将这一变量转化为二元虚拟变量，以“其他”为参照。

8． 中韩历史文化争端

针对何种因素阻碍中韩关系的问项，被访者中回答“中韩在历史问题上的意见差

异”的占 28%。分析中将做出其他回答的人群合并为“其他”，将这一变量转化为二元

虚拟变量，以“其他”为参照。

9． 与中国的关联度

调查中有问项询问被访者是否去过中国，因何去过中国。调查结果显示，没去过

中国的占 67%，有中国观光经历的占 25． 1%，有中国出差经历的占 6． 3%，有中国留

学或工作等长期中国经历的占 1． 6%。统计分析发现，中国观光经历对被访者认识中

国产生的影响非常小，因此本文分析中将没有中国经历和有中国观光经历的人群合并

为“与中国低关联”人群，将有中国出差、派遣工作和留学经历的人群合并为“与中国

高关联”人群，将这一变量转化为二元虚拟变量，以“与中国低关联”作为参照。

( 三) 统计分析模型

本研究采用二分逻辑斯蒂( Binary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通过六个模型逐一验证

六个假设。表 2 和表 3 中的第一个模型没有控制变量，从第二个模型开始，把在第一

个模型中被证明对因变量有影响的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观察第二类变量对因变量是

否产生影响，以此类推。

( 四) 统计分析结果

韩美同盟的瓦解因素同时也促使韩国人在中美之间选择中立与独立，但对中朝友

好的警戒促使韩美同盟存续。表 2 与表 3 中的第一个模型检验了年龄层因素、对中朝

友好的警戒以及反美感情的影响。结果显示，在这三个变量对两个因变量产生了显著

影响。随着年龄层降低，认为在中美发生战争时应保持中立的比例上升，认为朝鲜半

岛统一后美军应撤离的比例也在上升。换言之，随着年龄层的降低，韩国人对韩美同

盟的忠诚度降低，要求在中美两大国之间保持中立的比例上升，认为朝鲜半岛统一后

应摆脱对美依赖的比例上升。随着对美国好感度下降，认为在中美发生战争时应保持

中立的比例上升，认为朝鲜半岛统一后美军应撤离的比例也上升。换言之，对美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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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降低会使韩国人对韩美同盟的热情下降，从而更多地选择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

在朝鲜半岛统一后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是对中朝友好关系的敌视使韩国人更重视

韩美同盟。与不介意中朝友好的人群相比，警戒中朝友好的人群更倾向于认为中美发

生战争时韩国应该支持美国。换言之，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紧张会加剧冷战思维，会

使韩国人感到需要维护韩美同盟。

看好中国崛起的人群更倾向于选择中立和独立。模型 1 － 2 与模型 2 － 2 检验了

中国崛起因素的影响。这两个模型在前一个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是否看好中国崛

起”变量。结果显示，在将前一模型中的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是否看好中

国崛起”对两个因变量都产生了显著影响。与不认为 20 年后世界最强国是中国的人

群相比，认为中国在 20 年后会成为世界最强国的人群更倾向于在中美发生冲突时选

择中立，也更倾向于认为朝鲜半岛统一后美军应该撤离。换言之，韩国民众对中国崛

起的认识与自由主义乐观论的观点更加接近，没有因为中国崛起选择强化韩美同盟，

而是倾向于认为应该在中美之间中立，朝鲜半岛统一后应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韩国有利的人群更倾向于在中美之间中立和独立。模型 1

－3 与模型 2 － 3 检验了中韩经济交流因素的影响。这两个模型分别在前一个模型的

基础上加入了“中国经济发展对韩国的影响”变量。结果显示，在把前一模型的自变

量作为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这一变量对两个因变量都产生了显著影响。与认为“中国

经济发展对韩国弊大于利”的人群相比，认为利弊各半或者利大于弊的人群更倾向于

在中美发生冲突时选择中立，也更倾向于认为朝鲜半岛统一后美军应该撤离。换言

之，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给韩国带来的经济利益会使韩国人对韩美同盟的热情降低，

这也符合自由主义乐观论以及新功能主义的逻辑。

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偏见不影响韩国人在中美之间的立场。模型 1 － 4 与模型 2 －

4 检验了社会制度差异因素的影响。这两个模型在前一个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是否

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持有偏见”变量。结果显示，在把前一模型的自变量作为控制

变量的情况下，这一变量对两个因变量都不存在显著影响。与没有偏见的人群相比，

即使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偏见，也并不会更热衷于韩美同盟。

中韩之间的历史争端与中韩文化的亲缘性都不影响韩国人在中美之间的立场。

模型 1 － 5 与模型 2 － 5 检验了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两个模型分别在模型 1 － 4 和模型

2 － 4 的基础上加入了“是否强调中韩历史争端”和“是否对中国文化感到亲切”两个

变量。结果显示，分别把模型 1 － 4 和模型 2 －4 的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历史

文化变量对两个因变量都不存在显著影响。与不重视中韩历史争端的人群相比，强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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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历史争端的人群并非更热衷于韩美同盟。与不认为中国文化亲切的人群相比，对中

国文化怀有亲切感的人群对韩美同盟的热情没有降低。

与中国的关联程度不影响韩国人在中美之间的立场。模型 1 － 6 与模型 2 － 6 检

验了中国关联度这一因素的影响。这两个模型分别在模型 1 － 5 和模型 2 － 5 的基础

上加入了“是否有中国工作与留学经历”变量。结果显示，与那些和中国没有特殊关

联的人群相比，那些在中国有工作、商务往来或者留学经历的人群并没有更多地选择

在中美之间中立，对韩美同盟也并非更加冷淡。

五 结论

本研究发现，韩国民众对韩美同盟的态度是影响韩国人在中美之间如何选择的最

重要因素。换言之，韩国人能否在中美之间选择中立，首先取决于其对韩美同盟积极

功能和消极功能的衡量。韩国人对韩美同盟的热情随着年龄层的降低而降低，反美感

情也降低了其对韩美同盟的热情。但即便实施本调查是在“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事

件发生之前，韩国人对韩美军事同盟的依赖仍然很强。在假设朝鲜半岛已经统一的情

况下，仍然有近半数的韩国人认为美军应该留下。与“脱冷战”潮流相对的是，朝鲜半

岛上的冷战格局阻碍着韩国人的中立梦想，韩美同盟仍被认为是韩国安保的基石，被

访者对朝鲜以及中朝友好的警戒使韩国人坚持韩美同盟。类似“天安”号事件、延坪

岛事件等会使韩国人对中朝友好的认识恶化，此类事件一发生，韩国社会马上会接受

以韩美同盟对抗中朝友好的冷战格局。

中国崛起因素对韩国人在中美之间的立场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但与韩国人对韩

美同盟的认识相比，中国崛起因素的影响力的显著性有所降低。韩国民众看待中国崛

起的视角与自由主义乐观论更接近。在强国之间中立，这首先是一种明哲保身的现实

主义态度，与此同时，中国崛起可能被韩国人看做提升国际地位的机会。① 对于中国

崛起，韩国人最感兴趣也是感受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变量在回归模型中的

显著度虽然低于以上变量，但对中韩经济合作持较肯定认识的人群对韩美同盟的热情

较低，更倾向中立。这样的统计分析结果部分验证了新功能主义的主张。对韩美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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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调查发现在 1 000 名被访者中，有 366 人认为中国崛起对韩国是“弊大于利”，443 人认为是“利弊各

半”，186 人认为是“利大于弊”。而认为“利大于弊”的人群中，有 32． 4% 认为韩国所获得的最大利好是“可以通

过在美中之间的均衡者角色提升国际地位”，仅次于回答“在经济上收益”的人群的比例( 35．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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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对中国崛起的认识以及对中韩经贸交流的认识，这三方面因素对韩国人在中

美之间立场的解释力很强。含有这些因素的模型 1 － 3 包含了 5 个自变量，模型 2 － 3

包含了 4 个自变量，但它们对韩国人立场选择的预测准确性分别达到 72． 7%和 62%。

在将上述三方面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中韩之间的社会制度、文化以及与

中国关联度因素对韩国人的立场选择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一些韩国人虽然对中国的

社会主义制度持有偏见，但这一变量没有影响到他们在中美之间的立场选择。我们一

直认为中韩之间的文化亲缘是中韩关系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因素没有影响韩

国人在中美之间的立场选择。韩国的相关学者和专家一直强调“高句丽历史争端”是

导致韩国民众对华感情恶化的关键性事件，但在本调查进行时，这一问题也没有直接

影响韩国人在中美之间的立场选择。文化因素没有影响韩国人在中美之间的立场选

择，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因素不重要。如果能够有效利用中韩文化之间的亲缘性，这一

因素可能会使韩国人更加积极地看待中国崛起。如果中韩之间的历史文化争端不断

出现，“中国威胁论”不断增强，中国崛起也有可能成为强化韩美同盟的变量。在中国

有工作和学习经历的人群应该是从两国经贸交流中受益最多的人群，他们在中美之间

的立场与其他人群并没有显著差异。这样的结果提醒我们应该关注中韩之间的文化

和人员交流，促使其对中韩关系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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