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元旦，朝鲜并没有金正恩委员长亲自发表的新年贺词，而只是公开了朝鲜劳
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结果。七届五中全会于12月28日开幕，于
2019年最后一天、即朝鲜为朝美对话设下的最后期限——12月31日闭幕。七届五中
全会的会议公报在内容与结构等方面均与往年的新年贺词相似，由此而言，朝鲜今
年似乎是用会议公报替代了新年贺词。

金正恩委员长表示，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全面分析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探讨
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对策。这次会议是在从2019年迈向2020年的这一时
间节点上举行的，通过这次会议，朝鲜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事业勾勒出了一
幅蓝图，并将其与新年贺词联系起来，工笔细描出了2020年所应达成的一系列小目
标。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次全体会议不仅有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
员参加，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家机关里的实务负责人、各道（译注：道是朝鲜的省级
行政单位）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各道农村经营委员会委员长、各市和各郡的党委员
长，以及武力机关干部等重要部门和单位的人员也悉数列席旁听。这次朝鲜并不是
仅通过新年贺词来指出未来的大方向，而是由金正恩委员长亲自做出决定和下达指
示，由此来显示志在必得的决心和意志。这种种情况也从侧面表明，对于朝鲜而
言，2020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

这次五中全会的关键词是“着眼于持久战的正面突破”。这与其说是揭示了一条
“新道路”，不如说是表明朝鲜现在不再仅仅盯着通过美国所可能打开的道路，而
是要走“自己的路”。朝美首脑河内会谈的破裂使朝鲜认为，对2018年以来朝美对
话所抱有的期待和希望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正因如此，从2019年4月举行劳动党七
届四中全会和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之后到2019年年底的八个月里，朝
鲜和金正恩委员长虽然一方面为朝美对话定下“年末大限”，但另一方面却在经济
和军事等各个领域举措不断，与2018年相比，并未有什么耽搁。也就是说，朝鲜的
新道路——“正面突破战”，早就已经露出端倪了。

2019年4月金正恩委员长调整政策路线之后，最先强调的就是国防科技的跃进，以
由此掌握尖端战略武器。这既是为了突出军事国防领域取得的成果，以消除朝鲜人
民的安全忧虑，并强化对军队的控制，同时也是为了向外界传达朝鲜不会对外部威
胁低头这一强硬信号。与此同时，对于不得不进行正面突破的原因，朝鲜则将其归
咎于美国。朝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对于朝鲜人民来说2020年是必须艰苦奋斗的
严酷的一年，同时在经济发展五年战略的结果尚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朝鲜需要
将其归因于美国，以确保选择“正面突破战”这条道路的理由和正当性。

朝鲜一方面批判美国采取双重政策，一味拖延时间，意在扼杀朝鲜；一方面极力
强调自力更生，将当前的形势定性为“与制裁的对决”。朝鲜认为，即使核问题得
到解决，来自美国的威胁也仍然不会消失，因此，明确表示绝对不会拿国家的安全
和尊严以及未来的安全，与任何东西进行交换。这表明，未来朝鲜将不会轻易回到



无核化谈判桌前。（在会议公报）提到与美国长期对立、要在制裁之下艰难求生的
这一部分，朝鲜自身也明确指出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轻易解决的问题，需要在国内
对人力和物力进行总动员，做好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为了打好这场长期性的“正面突破战”，金正恩委员长指示要从各个方面强化内
部力量，强调工作重心在于经济战线。他指出要重新整备和夯实经济建设的基础，
比如要对经济工作体系和秩序进行整顿、确保内阁的统一领导和指挥等。未来朝鲜
经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值得外界关注。接着，他还提到了国家层面的危机管理体
系等。从这些方面来看，过去新年贺词里提到过的各项国家事业，这次由金正恩委
员长亲自向各个领域的实务负责人下达相关的工作指示。

虽然朝鲜强调为了打好“正面突破战”，要从政治、外交和军事方面采取进攻性
的措施来保障国家主权和安全，但这并不是“新道路”的目的，而是其手段。虽然
它表示制定了诸多策略来应对当前的形势和进一步强化外交战线，但并未提及具体
的内容。但我们可以猜想，朝鲜意欲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中心，通过国际合作或多边
谈判框架来强化外交战线。与既往的新年贺词相比，这次全会公报里除了提到朝美
关系外，对所有——包括南北关系（韩朝关系）在内——对外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和任务均未提及，这也表明，朝鲜在2020年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把注意力主要放
在解决内部问题上。

另外，金正恩委员长表示，强化军事力量以保证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对朝鲜使用武
力，是朝鲜国防建设的目标，因此要继续开发战略武器。在这一部分内容的前面，
公报指出“要采取具有冲击性的实际行动，以使人民遭受的苦痛和被压制的发展机
会都干净利落地得到偿付”，并表示“世界将在近期目睹朝鲜拥有的新型战略武
器”。朝鲜提到的“新型战略武器”，很有可能是与2019年12月在东仓里发动机试
验场进行的发动机试验有关的武器，比如使用固体火箭发动机的洲际弹道导弹、多
弹头洲际弹道导弹、载有战略导弹的新型潜水艇等。朝鲜提及“新型战略武器”，
这意味着——虽然并未明确表示——它有可能违背2018年4月20日在七届三中全会
上所作的中止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的“暂停”宣言。

朝鲜表示“将根据美方今后对朝立场的变化来调整强化核威慑力的幅度和深
度”，这可以理解为朝鲜为未来的朝美对话留下了余地，且仍对美国抱有期待。但
我们很难只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待朝鲜的这一表述。在这一表述之前，朝鲜还明确表
示，“如果继续奉行对朝敌视政策，朝鲜半岛无核化将永远不会实现；在美国改变
对朝敌视政策、朝鲜半岛建立永久性的和稳固的和平体制之前，朝鲜将继续开发战
略武器，不会中断”。朝鲜的这一言论表明，如果美国继续实施甚至进一步强化对
朝制裁或对朝敌视政策的话，朝鲜提升核武器质量的速度将有可能加快。朝鲜采取
的是成为拥核国家这一战略，由此可知，在未来朝美对话将没有那么容易。

不过，虽然朝鲜表示要走“正面突破战”这条道路，但并不是说要永远断绝与美
国的关系。对朝鲜而言，最有吸引力的突破口仍然是、而且只能是，通过美国来找
出路。朝鲜在2020年解决这次五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发展等内部问题，并大举庆祝劳
动党建党75周年，且于2021年春天召开劳动党第八次党代会的话，彼时美国大选已
经结束，前半期政府的新团队也将到位，届时朝美双方仍有可能开始第二轮对话和
谈判。但问题是，在宁边核设施和东仓里试验场一直处于运转的情况下，到2021年
春天时，朝鲜的身价也将与今日不同。

重要的是，无论2020年朝美关系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南北关系和半岛形势都不容
乐观。我们应该放弃认为朝美关系和南北关系将彼此联动、朝着同一方向发展的这
种毫无根据的幻想。曾在2018年的新年贺词提及参加平昌奥运会和进行南北对话、
在2019年的新年贺词里提及无条件重启金刚山旅游项目和开城工业园区的朝鲜，在
这次五中全会的会议公报里对南北关系只字未提，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会议
公报里提到“将继续对美国及追随美国的敌对势力施加重大打击”，这句话听起来



像是在针对韩国，不免让人感到不是滋味儿。笔者又难免好奇，在2020年，为了让
朝美重启对话，韩国还能做出怎样的努力？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地）等待朝美对
话，而是需要拿出主动推进南北关系和维护半岛和平的勇气与行动能力。迄今为止
南北关系一直受制于朝美关系，未能获得自主发展的空间，而现在，是需要重新规
划南北关系的时候了。

如果我们不能开拓“新道路”的话，未来将会遭遇比过去任何一年都更加困难的
状况。我们需要尝试对外交战线进行多种调整，以解决南北关系问题。仅仅依靠美
国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我们需要与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开展紧密合作，
为解决相关问题倾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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