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主權與統合模式的比較  

 

南北韓統合過程之觀察 
 

■李在方／總統府國策顧問 

 

韓戰原僅係「兩韓戰爭」，卻演變成為「國際戰爭」，將「兩韓問

題」變為「國際問題」，形成兩韓對其國家命運無法完全當家作主之

局面。由於兩韓人民如兩德人民一樣，渴望統一，致使兩韓領導人在

面對世界經貿激烈競爭之挑戰和區域統合之大勢下，跳脫出傳統思維

和慣性做法，尋求建立兩韓共同體之雙贏大道。 
 

一、兩韓之分裂與兩韓問題之

國際化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8月8日蘇聯

軍隊進入北韓，並於8月24日佔領平壤成

立司令部，8月25日美軍登陸仁川，同時

宣佈美蘇部隊以北緯38度線為界分別佔領

南北韓。1948年8月15日大韓民國政府宣

佈成立，9月9日朝鮮人民共和國政府繼之

成立；12月12日聯合國大會決議承認大韓

民國政府為唯一合法政府；1949年1月1日

美國正式承認韓國政府。3月17日北韓蘇

聯簽訂經貿文化協定，而於蘇軍先撤離北

韓之後，美國國務院在1949年5月20日宣

佈除了軍事顧問團之外，美軍將於6月29

日前撤離南韓； 11月 6日中共與北韓建

交。  

 1950年6月25日北韓南侵，6月27日聯合

國安全理事會決議援韓，7月1日聯軍地面

部隊登陸釜山；7月12日韓美簽定「大田

協定」韓軍交由美軍指揮（自該日迄今為

止，韓國之所有作戰部隊仍全由聯軍司令

兼駐韓美國第八軍司令指揮）；於10月19

日聯軍北進佔領平壤後，10月25日中共部

隊參戰；12月23日美第八軍司令華克中將

戰死，聯軍向漢江以南轉進，其後二年間

北方之北韓和中共軍與南方之聯軍以三十

八度線為界形成拉鋸戰。1953年7月27日

北方之北韓和中共軍代表與南方之聯軍代

表簽訂「休戰」協定；「休戰」係指不戰

不和隨時有再戰可能之狀態，因而參戰各

方在未能確保兩韓和平之前－亦即在沒有

新的和平架構取代休戰協定前，則聯軍

（即美軍）將不能撤離，故而美軍迄今仍

駐於南韓；而中共軍於 1958年完全撤離

北韓，正如蘇軍當年之撤離一樣，因其

僅撤至鄰接之邊界，故而撤離與否意義

不大。  

 美軍之無「法」撤離南韓，而中共是協

定簽署者，乃使兩國對兩韓關係之發展皆

有相當之發言權，因之韓戰促使原本僅係

「兩韓問題」，變成為「國際問題」，因

而南北韓在有關朝鮮半島之和平與安全大

事上，乃需四邊會議（兩韓、美、中共）

協商才能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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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韓關係之演變和外力之

影響 

 1969年前，南韓對外政策唯美國馬首是

瞻；北韓則完全聽命蘇聯；1969年尼克森

當選美國總統推動東西陣營以和解代替對

抗政策，促成了1970年3月歐洲東西德首

相的高峰會議，兩德簽訂基本條約，雙方

展開全面交流。  

 在歐洲和解氣氛的影響下，亞洲的兩韓

於 1970年展開了紅十字會的人道主義會

議，促成了因韓戰離散的家族中首批少數

幸運者獲得了團聚機會；至1972年7月兩

韓發表共同聲明，確立兩韓將如兩德般的

追求和平共存，和平交流以至和平統一之

共識。  

 不過，因當時亞洲的情勢尚不穩定，尤

其越戰正熾，而美軍在南越漸呈進退維谷

之困境，致使北韓藉口1973年8月8日金大

中在東京遭南韓中情部綁架事件中斷兩韓

關係之解涷發展。  

 1976年南越完全赤化，更使北韓受到鼓

舞，乃使兩韓關係再度陷入外弛內張時

期，至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大統領遭部

下弒害為止，雙方敵意未減反增。1979年

10月27日至1980年8月16日是崔圭夏的過

渡政府期間，北韓知其難有作為故而對兩

韓關係毫不認真；對其後之全斗煥和盧泰

愚政府，北韓視之為延續朴正熙實質上反

共路線的軍事政府，故而雖然針對南韓方

面之提議作出對應之建議，雙方也曾進行

若干各有所圖之宣傳性的兩韓會談和交

流，但卻未有任何突破性之實質發展。  

 1989年6月盧泰愚大統領在美國舊金山

與蘇聯頭目戈巴契夫會晤，1990年1月韓

蘇建交，1990年10月兩德統一，促使中共

與南韓在1990年11月互設代表處，而北韓

也開始與美國和日本分別展開關係正常化

之談判。（南韓中共於1992年8月建交，

但北韓與美日迄今未建交）  

 在前述背景下，兩韓於1991年12月簽署

了和解、互不侵犯、交流合作的基本條

約。  

 接著蘇聯之解體和東歐共產政權之瓦

解，使深感孤立徬徨的北韓擔心兩韓之交

流將使南韓之影響力進入北韓，將危及北

韓政權，加上當時南韓政府和民間領袖又

情不自禁地在媒體上紛紛談論西德「吸

納」統一東德問題，增強了北韓之戒心和

反感，乃使所簽之基本條約形同具文，迄

1998年金大中任大統領為止，兩韓交流合

作之成效不彰。  

三、金大中陽光政策之主要內

容和基本精神 

（一）主要內容：（依據韓國政府國土統

一統院編印之金大中政府對北韓

政策）  

 1.政策目標：透過促進和平、和解與合

作達到改善兩韓關係目的。  

 2.北韓政策的三項原則：  

 (1)不容忍北韓之任何武力挑戰； (2)沒

有掌控或「吸納」北韓之意圖； (3)擴展

和解與合作。  

（二）執行北韓政策之方針：  

 強化國家安全暨擴增與北韓合作同時並

進；促進和平共存和兩韓交流是首要急

務；創造誘使北韓展開改革之環境；追求

共同利益；堅持自主獨立統一之同時，也

爭取國際社會之支持；建立國民對北韓政

策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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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確認南韓所提議之聯邦（南北韓聯邦

SOUTH-NORTH UNION）和北韓所提出

之較鬆散的邦聯（ FEDERATION－高麗

聯邦共和國）中有一項共識，即透過協商

推動統合，而雙方將朝此方向努力。  

（三）執行作法：  

 透過協商實踐1991年兩韓基本條約；政

經分離；促使離散家族團聚；對北韓提供

彈性食物援助；信守對北韓建輕水反應爐

之承諾；創造朝鮮半島之和平環境。  
 3.南北韓協議早速解決人道主義問題：

如離散家族在八月十五日國家獨立日團聚

問題以及堅信共產主義被南韓長期監禁人

士之問題等。  

（四）基本精神：  

 金大中政府之北韓政策，就「文字之說

明」而言，除了說的較以往更明確和細緻

些之外，其基本精神和朴正熙時代1972年

的共同聲明以及盧泰愚政府1991年的基本

條約精神一脈相通，並無不同。  

 4.南北韓協議透過經濟合作平衡全韓經

濟發展，以及鼓勵民間文化、體育、公共

衛生、環保和其他各方面之交流合作，以

求強固雙方之互信。  
 但若瞭解實際上於金大中當選之後，即

透過管道將其政策之基本構想和未來之政

策方針暨做法已知會北韓，且兩韓已祕密

接觸交換過意見，則知當其正式宣佈其北

韓政策時，在宣示之政策中乃隱含部份針

對北韓之「疑慮」之闡明和保証性的文

字，而這是金大中之北韓政策和過去政府

之北韓政策，在性質上之最大不同處，在

於它「別有所指」和「另有用心」。  

 5.南北韓協議不久之後將由雙方有關單

位開會協商實踐前述協議事項。  

金大中邀請金正日國防委員長訪問漢城，

而金正日承諾將於適當時機訪漢城。  

（二）兩韓高峰會議與達成建立經濟共同

體之共識：  

 在共同聲明之五項協議事項中，最重要

的是第四項所提及「透過經濟合作平衡全

韓經濟發展」，這表明了兩韓已達成經濟

共同體之共識。  

 因之，金大中之北韓政策中最突出的，

就是向北韓公開保証南韓沒有掌控或吸納

北韓之企圖；以及將促進兩韓和平共存與

交流合作列為政府要務等二部份。換言

之，乃盼北韓能坦然接受南韓之善意建

議，並盼兩韓經濟共同體之儘速建立。  

 早自1988年南韓政府便宣布了支持民間

前往北韓投資發展的政策。金大中執政後

更明確採取「政經分離」政策，積極開展

兩韓經貿關係。由於南韓基本上係參考兩

德之統合政策和作法，因之對兩德統合後

實力強大的西德竟有不勝負荷之感，至為

關切。經慎重檢討認為不能重蹈兩德覆

轍，並決心在任何情況下皆應未雨綢繆，

乃研究出應無條件先協助北韓展開全面之

公共建設，如橋樑、鐵路、公路、港口、

水壩和能源之建設等，同時並推動互補性

之經貿合作，以求早速形成兩韓之經濟共

同體，則不論未來何時統一，皆係有利無

四、兩金高峰會之共同聲明和

影響 

 2000年6月13日至15日金大中和北韓金

正日在平壤舉行首次高峰會，為兩韓之統

合開啟了新里程。  

（一）共同聲明之內容：  

 1.南北韓協議，兩韓人民將透過共同努

力解決統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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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與兩韓相比，兩岸關係迄今為

止，因無外軍駐台，也無如兩韓之休戰協

定困擾，所以基本上相當單純，故而兩岸

自行解決統合問題的阻力不大。  

害之必要作法，反之對兩韓有害無益，有

礙兩韓共存共榮國家政策目標之達成。  

五、結論 

 但就目前看來，值得注意的是兩岸似乎

皆對外力介入之後果未「真正」重視，特

別是中共對台灣在國際社會上之各種打壓

作法，事實上乃給予外力介入機會，使之

至少可以「撥弄」兩岸關係，從中漁利。  

 （一）兩韓領導人在面對世界經貿激烈

競爭之挑戰和區域統合之大勢下，適時脫

出傳統思維和慣性做法，邁向建立兩韓共

同體之雙贏大道，不但將造福全韓人民，

而且兩韓團結更將躍居為東亞列強之一，

將不再受列強「撥弄」、不再把精力和資

源浪費在兩韓「內耗」方面了。  

 最關重要者，中共持續發表對台不惜動

武之論點，似乎未曾想過：如台海發生戰

爭，誰敢斷言其將不會轉化為「國際戰

爭」以及其後果竟又如何。  
 （二）韓戰原應僅係「兩韓戰爭」，但

卻演變成為「國際戰爭」，乃造成「兩韓

問題」變為「國際問題」，形成了兩韓對

其國家命運無法完全當家作主之局面，這

是「欲速不達」的具體見證。  

 （四）兩岸經貿文化正在自然統合中，

事實上人類正邁入「地球村」時代，台海

經貿、文化統合只是區域統合和世界經貿

文化統合的一環而已，故而陳總統的統合

論確係「順勢作為」的務實統合論。  
 由於兩韓人民如兩德人民一樣，始終皆

渴望統一，所以任何外力將無法阻擋其最

終之必能統一。但不可否認的，在過程當

中，其對「敗事有餘」的「外力」勢需謹

慎，否則必然橫生枝節，徒使統合阻力增

長和時日延長，「外力」甚至更可推波助

瀾加深兩韓內部之分歧，左右政局之安

定。  

 兩岸有識之士從韓戰之後果中皆知一切

不能操之過急，否則必然適得其反。  

 兩韓上下始終急於儘早統一，卻因韓戰

之教訓，已能「堅此百忍」了，並已在外

力高度關注中，已知本著「謀事在祕、圖

難於易、圖大於細」的至理名言，穩健地

展開兩韓統合工作。  
 尤其未來「兩韓、美、中」四方面研商

有關代替目前「休戰協定」之方案時，更

是一大考驗。因四邊會議已夠複雜了，但

是另還涉及了日俄兩國，以及所謂「美日

韓」南方三角和「中俄朝」的北方三角問

題，故而未來以確立朝鮮半島之和平架構

為中心之東北亞外交活動必然熱鬧非凡，

對大國而言為的只是逞其心計「一舉多

得」而已，但對南北韓而言，卻不得不將

原應放在建設性方面的許多精力投入但求

不被「愚弄」的「外交戰場」了。  

 而兩岸關係之外在環境雖然較兩韓好

些，可是也必須明白外力永將虎視耽耽注

視台海情勢變化，但有機會必不放過，何

況兩岸內部之分歧情況皆較兩韓嚴重，因

之兩岸與兩韓主政者承受之壓力雖不同但

卻同樣重大，看看兩韓，想想兩岸，學術

界對兩岸任何一方之明智決策宜有持平之

論，反之也宜坦陳所見，則可有助促使兩

岸關係亦能如兩韓般早日進入穩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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