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与新时代中韩关系的发展

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与新时代

中韩关系的发展

李成日

内容提要 中国与朝鲜半岛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而且半岛在地缘政治上

具有重要的意义。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不仅跟朝鲜保持友好交流传统，而且跟

韩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在各领域发展迅速，逐步形

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由于萨德问题，中韩关系不仅遭到了建交以来最严重

的冲击，也影响了两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如果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与韩

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实现对接，那么中韩关系有望发展成为新型国家关系的

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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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员，研究方向为东北亚国际关系、朝鲜半岛问题。

一 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和平与发展

中国与朝鲜半岛以 1300 多公里的江山相隔，过去人们经常用“唇亡齿寒” “唇齿相依”等

词语来形容两者之间的特殊地理关系。朝鲜半岛与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东等地区密切相关，关

系东北地区的安全与得失、华北地区的稳定，并进一步影响北京的安全及防御①。另外，朝鲜半

岛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参与境外作战的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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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编《中国军事地理》，解放军出版社，1989，第 1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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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朝鲜半岛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国利益的交汇区和争夺的战略据点，而且当前和将来

仍将是世界关注的主要热点地区之一，与中国的国家安全及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对于中国来讲，朝鲜半岛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 首先是以朝鲜半岛为舞台的国际关系层面上

的意义; 其次是与作为邻接地区的朝鲜半岛之间的双边关系层面上的意义。因此，中国对朝鲜半

岛政策，不仅反映围绕朝鲜半岛的大国关系，而且也反映出跟朝鲜和韩国的双边关系。换言之，

这里首先蕴含着围绕半岛问题的大国关系，目前主要是中美关系，也包含着中韩关系和中朝关系

的周边外交的属性。因此，中国不仅要从双边层面，也要从地区层面，综合考虑朝鲜半岛问题。

( 一) 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确保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稳定周边环境进行国内经济建设，中国

始终强调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首先，朝鲜半岛的和平，是指基本防止在半岛爆发战争或发生武力冲突，维持半岛和平状

态。中国支持有利于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的政策或建议，同时反对危害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的任何行为。中国把朝鲜半岛当作周边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地带①，始终优先强调半岛的和平与

稳定。

其次，朝鲜半岛的稳定，主要指朝鲜国内形势的稳定，即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②。中国非常

关注朝鲜局势，并为使其保持稳定而开展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

另外，为了保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在处理半岛有关问题时，强调和平的手段和方法，

即主张依靠对话与协商和平解决问题。现阶段，朝核问题是最重要的外交课题，中国强调支持朝

鲜半岛无核化，主张通过对话与协商和平解决问题③。在这种外交目标下，中国从 2003 年 8 月开

始主持六方会谈，并摸索与朝韩及美国、日本、俄罗斯等有关国家的沟通和合作。尽管如此，中

国优先主张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并在此前提下，追求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而且始终

强调以不能容忍任何破坏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的行为作为原则。

( 二) 维持朝韩之间均衡的友好关系，加强经济合作

从 1979 年到 2009 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 9. 6% 的高速增长。2010 年底，在经济规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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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听昌主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2，第 30 ～ 36 页; 张小明: 《中国周边安

全环境分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第 88 ～ 110 页。
冷战结束以后，为了防止在朝鲜半岛发生武力冲突，中国一方面通过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和合作等外交手

段，支持其局势的稳定和经济恢复; 另一方面加强与美、韩两国的沟通，促进改善其与朝鲜之间的关系，

尽力使朝鲜感到安全，从而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楚树龙编《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时事出版社，

2008，第 172 页。
《人民日报》2002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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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并已发展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大国、世界最大贸易出

口国、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世界第二大外资引进国。这是中国在过去 40 年间始终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对内实行经济改革，对外积极推行全方位开放与经济合作而获得的巨大成果。

1992 年 8 月 24 日中韩建交以后，中朝关系曾一度处于冷却状态①，中国依然致力于保持朝

韩之间均衡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地理位置上邻接的朝鲜半岛，对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经济合作对

象，尤其是成长为新兴工业国家的韩国更是极其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

近年来，中国在“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方针下，以“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

外交政策为基础，不仅同韩国而且与朝鲜开始推进经济合作，并致力于对朝鲜资源和能源开发的

投资。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经济合作是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不结盟，但结伙

伴。中国已经跟朝韩两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朝韩都是中国的主要邻国，也是很重要的合作

伙伴。

( 三) 支持半岛的和平自主统一，反对外来势力干预

中国与朝鲜半岛一样面临着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所以对朝鲜半岛的统一持有深厚的关心。

1992 年 8 月中韩建交时，在两国政府所发表的《联合公报》里，中国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尊重朝鲜民族早日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愿望，并支持由朝鲜民族自己来实现朝鲜半岛

的和平统一”②。此后，中国政府针对朝鲜半岛统一问题屡次强调支持南北双方之间的对话，为

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积极努力，最终实现自主而和平的统一③。

从目前情况来看，朝鲜半岛的统一短期内难以实现。中国所主张的“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

是指通过南北对话和协商，增进相互之间的信赖，逐渐改善南北关系，最终实现自主而和平的统

一。与此同时，中国希望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对中国友好，双方能继续保持友好合作关系。

由于地理、历史等原因，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与中国的和平统一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在统

一方式及过程方面，始终警惕和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

( 四) 积极介入朝鲜半岛问题，确保中国的地区利益

当今，朝鲜半岛的核心问题是朝鲜半岛无核化，该问题已影响本地区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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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991 年 1 月，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总共访问中国 39 次。但是 1992 年 8 月中韩建交以后，到 1994 年

7 月去世之前，他一次也没有访问中国。1992 年中韩建交之后，一直到 1999 年 6 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

任委员长金永南访华之前，中朝两国首脑互访一度中断。
《人民日报》1992 年 8 月 25 日。
《对朝鲜半岛问题的中国的立场》，中国驻韩大使馆网站，http: / /www. chinaemb. or. 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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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稳定。

2002 年以来的第二次朝核危机至今尚未解决，局势仍然紧张。之前，1993 年第一次朝核危

机发生时，中国发表原则声明采取了不介入的局外立场，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及和平解决，强调

中国的影响力有限。2003 年 4 月在北京举行的中朝美三方会谈无果而终后，中国开始积极介入，

并主导六方会谈，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第一，提供和平解决外交谈判的场所和平台，说服美

国和朝鲜以及相关国家聚在北京进行谈判，并取得了《9·19 联合声明》《2·13 文件》《10·4

文件》等重大外交成果。第二，积极进行外交斡旋，使六方会谈持续下去。中国在美国和朝鲜、

韩国等有关国家之间，说服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出现武力冲突等事态恶化事件。第三，提出公正

合理的主张与建议，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坚持和平对话解决的大方向，维护朝鲜半岛的和

平与稳定。

2008 年 12 月六方会谈中断以后，至今尚未重开。为了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中国一贯强调朝

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一直积极采取措施推动重新召开六方会谈。

2016 年 3 月，中国外长王毅提出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谈判思路。2017

年 3 月，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为应对半岛危机，中方的建议是，作为第一步，朝鲜暂停核

导活动，美韩也暂停大规模军演。通过“双暂停”，摆脱目前的“安全困境”，使各方重新回到

谈判桌前。目前，中国为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提出了“并行推进”思路和“双暂停”倡议，而

且得到了俄罗斯等诸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而明确，坚持实

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①。

总而言之，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可以概括为，优先确保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支持实现朝

鲜半岛的无核化、促进南北关系的改善与和平自主统一、保持与朝韩的均衡的友好合作关系等。

尤其是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可以说是最优先的政策目标，而且目前来看今后也将坚持下去。

二 中韩建交后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

( 一) 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时期 ( 1992 ～ 1998 年)

1992 年 9 月，韩国总统卢泰愚正式访问中国，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中国国家主席杨尚

昆等举行了会谈，主要围绕经济问题讨论两国合作。1994 年 3 月，韩国总统金永三访华，与中国

国家主席江泽民就经济合作方案、朝鲜半岛无核化等交换了意见。同年 10 月中国总理李鹏正式

访问韩国，次年 4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也访问了韩国。1995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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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2017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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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作为中国国家首脑首次访问韩国，和金永三总统进行了会谈，并宣称两国有地理上相邻、文化

上相近的坚实基础，将立足于和平共处原则，发展友好合作关系①。

这时期，两国签订了《中韩文化协定》 ( 1994. 3) 、《旅游振兴协议书》 ( 1995. 5) 、《关于体

育方面合作协议书》 ( 1995. 6) 等多项协议，大力开展经济、贸易、文化、教育、旅游、体育等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1993 年 12 月韩国在驻华使馆里设立了武官部，1994 年 4 月中国也设立驻韩使馆武官部，从

而拉开了双方军事交流的序幕。这个时期，两国之间的交流主要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而军事及安全领域的交流进展相对缓慢。主要原因可以说是考虑中韩建交后“被冷却”的中

朝关系。1995 年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正式访韩之前，亲访朝鲜驻华大使馆，并出席了朝

鲜劳动党建党 50 周年纪念活动，表现了中朝友好传统及对中朝关系的重视。这时期中国在朝韩

关系上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主要精力放在维持与半岛南北双方的“均衡关系”上②。

( 二) 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时期 ( 1998 ～ 2003 年)

1998 年 11 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进行会谈，双方决定把中韩关

系从“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提升为“面向 21 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③。之后两国为了克服

东亚金融危机，以经济和金融领域为中心，在军控、毒品、恐怖、环境等各领域开展了合作。

1998 年 8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了韩国，同年 11

月韩国海军巡航训练部队访问中国香港，此后两国间的军事交流有了急速发展。1999 年 8 月韩国

国防部长官赵胜太访问了中国，2000 年 10 月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回访韩国。以两国国防部长的

互访为契机，2001 年 10 月韩国军舰在上海寄港，2002 年 5 月中国军舰在仁川寄港，从而两国之

间的合作关系也逐渐扩大到了军事安全领域。

这时期中国高层领导人也数次出访韩国，加强了领导人之间的互信。1995 年 5 月全国政协主

席李瑞环、2000 年 10 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2001 年 5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等中国领导

人相继访问了韩国。特别是 2000 年朱镕基访韩之际，双方一致同意将中韩合作伙伴关系推向全

面合作的新阶段。

中韩两国还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条约》《青少年交流谅解备忘录》《关于简化签证手续和

颁发多次签证的协定》等多项协议，为全面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确立了交流与合作的基

本框架，并积极开展了各领域的交流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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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1995 年 11 月 14 日。
叶自成: 《中国大外交: 折冲樽俎 60 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第 374 页。
《中韩发表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98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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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时期 ( 2003 ～ 2008 年)

2003 年 7 月韩国总统卢武铉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同意把两国关系从“合作伙伴关

系”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公报》①。《联合公报》明确表示，中韩

两国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及实现半岛无核化，共同强调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韩国

支持中国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2005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式访问韩国，与卢武铉总统在首脑会谈中达成协议②，

把两国合作关系扩大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领域，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和促进

“ASEAN + 3”、中韩日三国合作、东亚峰会 ( EAS) 、东 盟 地 区 论 坛 ( AＲF )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 APEC) 、亚欧首脑会议 ( ASEM) 等地区合作上也紧密合作，并签订了《关于促进两国贸易投

资发展的备忘录》《关于扩大贸易救济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韩国还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

济地位。

这期间，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已惯例化，双方宣布 2007 年为“中韩友好之年”。2006 年 4

月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访问了朝鲜和韩国，2007 年 4 月中韩为设立军事热线电话达成协议，并将

进一步加强包括海上搜索、救助训练等在内的军事领域的合作。中韩两国的合作已从经济合作逐

渐扩大到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秩序和安全等诸多领域。

( 四)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时期 ( 2008 ～ 2016 年)

2008 年 5 月，韩国总统李明博访华并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谈，双方决定把两国关系

从“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年 8 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回访韩

国，双方表示将全面推进中韩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10 年 4 月，韩国总统李明博出席上海世博会开幕式，这是李明博第五次访华。这次访华期

间李明博与胡锦涛进行了会谈，围绕“天安舰事件”和中韩 FTA 等交换了意见，并就更加深入

地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③。2011 年 5 月 20 ～ 21 日，第四次中韩日首脑会

议在日本举行，5 月 22 日李明博总统和温家宝总理举行了会谈。

2013 年 6 月，朴槿惠总统访华，两国元首共同发表了《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标志着两

国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建交以后的中韩关系从“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经过“合作伙伴关

系”，逐渐发展到“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目前两国关系被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政治、

外交、安全、经济、贸易、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被提升到“战略高度”，不仅是朝核问题，

076

①

②

③

《中韩联合公报》，《人民日报》2003 年 7 月 9 日。
《中韩联合公报》，《人民日报》2005 年 11 月 18 日。
《韩中首脑会谈简报》，韩国青瓦台弘报首席室，201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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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区及国际舞台上也力求合作。

2014 年 7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韩，双方宣布中韩努力成为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

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同年 11 月，双方宣布完成中韩自

贸协定实质性谈判并签署有关谅解备忘录。2015 年 6 月，双方正式签署协定。同年 12 月，中韩自

贸协定正式生效。

据统计，2016 年中韩贸易额为 2525. 76 亿美元。其中中方出口 937. 08 亿美元，进口 1588. 68

亿美元。目前，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

伙伴国。截至 2016 年底，韩国对华投资累计 687 亿美元，中国对韩国实际投资累计 44. 8 亿美元。

中国是韩国第三大海外投资对象国，韩国是中国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

三 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与韩国 “欧亚倡议”战略对接的挫折

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后，韩国学界高度重视，提出了包括积极加入“一

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等在内的众多建议①，尤其是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 ( KIEP) 的有关中

韩发展战略对接的研究成果颇值得关注②。在同一时期，韩国朴槿惠政府提出了 “欧亚倡议”，

并试图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对接。韩国在推行“欧亚倡议”的同时，也致力于与欧

亚大陆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韩国积极推动“欧亚倡议”是由于该地区在朝鲜半岛的安全及和平

稳定上能够扮演重要角色，而且能为韩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朴槿惠政府所提出的“欧亚倡议”后来由于韩国国内政局混乱而中断。其实，韩国所希望的

欧亚构想是中国、俄罗斯与蒙古国三国的铁路相互连接并且直接延至欧洲。换言之，将朝鲜半岛

的铁路与欧亚大陆国家的铁路网实现连通，并通过与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蒙古国等国家

间的新型经济合作，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从侧面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从亚欧的地理位置上看，朝鲜半岛处于亚欧大陆的最东端，半岛的分裂状态给亚欧内陆国家

与海洋的连接带来一定的困难。欧亚大陆的能源生产国要向东发展时，需要与韩国进行合作。这

将给韩国与欧亚合作带来重要契机，韩国也希望通过经济上的合作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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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李胜周编《一带一路: 中国与亚洲》，首尔: 明仁文化社，2016; 〔韩〕李昌周: 《一带一路的全

部》，西海文集，2017; 〔韩〕李智勇: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上的含义与启示》，韩国国立

外交院外交安保研究所编《主要国际问题分析》2014 年 11 月号; 韩国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编《中国

的一带一路与韩半岛的未来》，《韩半岛 FOCUS》2015 年冬季号。
〔韩〕李承信等: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评价与韩国的应对方案》，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2017;

〔韩〕诸成勳等: 《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发展潜力与韩国的对接方案》，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2016;

〔韩〕李贤珠等: 《一带一路与跨境开发合作研究———以中蒙俄经济走廊为中心》，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

院，2016。
〔韩〕李康国: 《一带一路: 中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首尔: Book Star，2016，第 207 ～ 2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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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欲通过修建横穿中国东北的铁路 ( TCＲ) 与横穿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铁路 ( TSＲ) ，推动

韩国与欧亚大陆乃至欧洲地区连接起来、实现经济一体化。

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包括欧亚，也在东南亚地区展开，是一项国际性的大型工程，

韩国作为“东盟 10 + 3”和“东盟 10 + 6”的重要一员，也是亚投行的成员国，积极参加东亚地

区的经济合作。今后随着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展开，韩国企业承包海外建设订单的可能性

很高。如果中国企业和韩国企业合作，不仅能够带动欧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边合作发挥

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 2016 年 7 月美韩两国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 ( THAAD) 反导系统，使中韩关系陷入了建交

以来最严重的困境。政治上信赖关系的崩溃严重影响了经济、贸易、人员交流以及中韩关系

氛围。

中韩关系在此次萨德事件中暴露出了一定的“脆弱性”，原因如下。

第一，中韩之间的交流虽然增加很多，增加速度也很快，但质量、水平有待提升，深度交流很

少。这严重阻碍了两国的进一步交流和合作。为改善这种局面，需要进行能够影响政策与舆论的智

库之间的战略对话。

第二，虽然经济上的交流迅速发展，但安全领域的交流仍然相对滞后，形成经济合作与安全

合作之间的不对称结构。

对朴槿惠政府提出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中国政府积极支持，并希望开展安全合作，

但始终没有实现。两国关系若要进一步深入发展，需要推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均衡发展。

四 展望

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对于中国自身，对于包括韩国在内的亚洲乃至全球都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而韩国将成为中国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

2017 年 5 月，韩国新总统文在寅就任以后，向中国派出总统特使前总理李海瓒，诚恳说明韩

国的立场和意图，并派代表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做出了改善对华关系的一些

举措。“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韩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朴炳锡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韩国新总统文在寅领导的政府愿积极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希望“一带一路”能为包

括韩国在内的亚洲地区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机会。

同年 6 月，以“可持续的基础设施”为主题的亚投行第二届年会在济州岛举行。

目前，韩国已经成立“北方经济合作委员会”，首任委员长由共同民主党议员宋永吉出任。

直属总统的该委员会主要负责加强韩国与东北亚及亚欧地区国家在交通、物流、能源领域的合

作，实现韩朝经济合作，带动朝鲜半岛与东北亚的和平与共同繁荣。韩国政府要实施“新北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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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新南方政策”等，必然需要改善对华关系、从战略高度推动中韩之间的经济合作。

尽快实现中国的“一带一路”与韩国的“新南方政策”等的对接，有助于促进东北亚地区

经济合作进程。

另外，日本已经提出“印太战略”，试图在南海、东海、印度洋等地区牵制中国，尤其最近

日印联手提出“亚非增长回廊”构想，与中国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竞争态势。

韩国的态度值得关注。

2017 年 12 月 14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韩是友好近邻和战略合作伙伴，中方重视同韩方的关系，欢迎韩方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愿推动“一带一路”同韩国发展战略对接，积极探讨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实现共

同发展。文在寅总统表示，中韩两国互为重要邻邦和合作伙伴，韩方愿积极参与共建 “一带一

路”合作，愿同中国及其他国家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现阶段中韩关系已经进入了问题与合作并存、以合作为主的新时代。中韩两国应对问题进行

有效管控，争取妥善处理，防止出现中韩关系的中日关系化，避免“政冷经冷”。同时，双方应

当加速沟通和推动相关合作，争取尽快具体落实。

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根据开放、包容、共建、共享的原则，欢迎韩国加入

“一带一路”建设，而且优先考虑实现中韩之间的战略对接，积极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

程。新时代中韩之间的战略合作不仅能够推动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无

核化等诸多问题的重要催化剂。同时，两国还有机会发展成为“问题和合作共存但优先推进战略

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的典范。

China’s Policies of Korean Peninsula and Development
of Sino-ＲOK Ｒelations in the New Era

Abstract There is a long historical association between China and Korean Peninsula，and
the peninsul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geopolitic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China not
only kept the tradition of friendly communication w ith DPＲK，but also normalized the relations
w ith ＲOK.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o-ＲOK diplomatic relations，the bilateral relations
have been developing quickly in many fields and have developed into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s.
However，the relations encountered a heavy blow and the connection of national developing
strategies was frustrated because of the THAAD issue. In O ctober 2017，China and ＲOK
reached a certain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issue，which was helpful in improv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promoting the relations to come into the new era. With the connect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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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and ＲOK’ s national developing strategy，Sino-ＲOK relations w ill
become a model of the new-typed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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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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