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出现，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正在经历很大
动摇。特朗普背离了开放的市场秩序，而采取了“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政
策；特朗普超乎日常视野的行为方式给美国的软实力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在特朗
普任期内，美国在维持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上难道不会遭遇困难吗？这种忧虑
之声也在与日俱增。尤其是在东亚地区，目前正在出现的新形势让人很难再把本地
区秩序视为等级式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东亚地区秩序也许会像
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所预测的那样，进入一个霸权国家缺位的权力真空
（G-Zero）时代；或者，还有一种日益增加的可能性是，中国的影响力将会不断扩
大。

另一方面，中国则在“大跃进”。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根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推算，以购买力为标准的话，中国早在2014年便已超
越了美国。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在GDP规模上也将赶超美国。但与此相比，
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所催生的对外政策上的变化。中国
正在以拥有14亿人口的单一市场为基础，在快速强化内需力量的同时，试图构建一
个别名为“红色供需网”的独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这意味着在中国国内，经济
将按照中国固有的规则规范来构建自身的秩序。这样来看，虽说美国在国际经济领
域走向了保护主义，而中国同样也是走向了保护主义。

这种变化在中国对外政策上的含义就是，中国在中美关系上的脆弱性和敏感性
将逐渐降低。而且，这会促使两国形成更为对等的双边关系，也就意味着中国意义
上的“新型大国关系”将逐渐变为现实。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今年4月访问中国时
就已经主动承认了这种关系。未来两国关系在经济方面与其说会朝着相互依赖的方
向发展，倒不如说会往彼此更加各行其是的方向前进。与此同时，中国对朝核问题
和朝鲜半岛的政策也在不断进化。2016年底以后，中国一改此前被动应对的朝核政
策，开始探索更加积极的、中国能够发挥主导性作用的朝鲜半岛问题解决方案。无
论是无核化与半岛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方案，还是朝鲜核导研发与韩美联合军
演暂时停止的提议，都是中国半岛政策变化的体现。中国的最终目标是在朝鲜半岛
上建立和平机制，并扩大在朝鲜半岛全境的影响力。

对此，朝鲜表现出了强烈的逆向反应。朝鲜在2016年先后进行了第四次和第五
次核试验，且已通过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把拥核变成了既定事实。这等于宣称朝
鲜将无视中国或美国的立场和考量，而坚持推进自身的核导计划。朝中关系也由此
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恶化态势。朝鲜想成为美中关系里的自变量，而非因变量。今年
4月美中两国举行首脑会谈时就协调一致加强对朝施压一事达成协议，金正恩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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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并明确表达出将尽快强化自身核导力量的坚定意志。

至于萨德问题，由于中国认为它是美中结构性竞争下美国及其盟友为了遏制中
国而构建导弹防御体系（MD）的其中一环，才恶化至今日这种状态。而且，中国认
为，它还释放了一种信号，即意味着美国放弃了过去由美中两国通过协商、妥协来
对朝鲜半岛问题进行共同管理的默契。但是特朗普上台后重新得到强化的美中协调
使萨德问题的战略敏感性有所降低，而中国也在探索解决萨德问题的突破口。这些
因素，再加上韩国新政府的登台，在解决萨德问题和改善韩中关系方面给韩国带来
了一线希望。

在这样的形势变化下，在韩国文在寅政府如何解决当前面临的紧急问题和闯过
诸多难关方面，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坚持“密切观察”、“战略审
视”、“慎重行动”和“国际协调”。即韩国并非大国，作为一个中等强国，韩国
需要密切观察大国的一举一动，借此解读大国的行动方向，了解其优势和局限性，
并据此进行相关准备。特别是，维持对朝问题上的国际协调应该成为韩国新政府对
外政策中的优先事项。这是因为，美中两国在朝核问题上像现在这样的协力合作是
此前所不曾见的；而朝鲜将采取与韩国政策立场无关的独行政策，为了遏制朝鲜的
这种态势，国际协调是不可或缺的。

其次，笔者认为，要尽可能地避免建立在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基础上
的“趋附型”政策。眼下最常见的思维方式都很重视“以等级分明为前提的、以美
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立足于政治现实主义的“军事领域”，但这种思考前提在
东北亚地区已经不再灵光了，而且它也不符合美中关系下的韩国现实。

再次，要巧妙找出突破萨德难题的策略。新政府履职之后出现的韩中关系乐观
论，其危险性不亚于悲观论。笔者建议，在萨德问题上，要找出能够兼顾韩美同
盟、韩国安全利益和中俄战略利益的妥协方案，要慎之又慎。从实际操作层面来
看，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是把萨德部署及其用途限制在朝鲜半岛范围内，并将其制
度化。韩国既须阐明尊重韩美同盟这一原则，同时也须明示不针对中国这一原则。
对于与美国达成的“用于应对朝鲜、（只设）一座炮台、部署固定的终端雷达”的
原则，要明确坚持；而对于未来可能追加产生的用途变更、部署或费用等问题，则
须将其留置为应与韩国政府重新协商的议题。另外，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地位因“烛
光革命”而大为提升的国会的作用。由于改变现状会给韩国的安全环境带来严重挑
战，还会产生巨额的追加预算，因而有必要将其上呈国会进行审议。如此政策将不
仅能体现出关切驻韩美军安全的诚意，还能最大程度地降低中俄两国对萨德用途的
疑虑，并能保障韩国外交的灵活性。

文在寅政府面临的课题亟待解决，却又难以解决。但是，我们必须找出能够破
解难局的方法。在目前阶段，为撬动朝鲜，美中协调至关重要；而中国的作用比往
昔更为重大，在确保中国调整对朝政策方面，美国的角色可谓举足轻重。同时，在
美中两国的对朝政策形成过程中，韩国需要发挥更为积极、更富创造力的作用。在
此过程中，须把朝鲜半岛变为美中合作与妥协的空间，而非战略竞争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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