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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媒體報導，停辦多年中、日、韓高峰會，在今（2023）年 9

月三國外交高層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農融、日本外務省外務審議官

船越健裕，以及韓國外交部部長助理鄭炳元所舉行外交部工作層級

會談下，有望在年底舉恢復舉行。這對於停擺將近 4 年的三國領導

人高峰會來說，可是一項積極的訊號，顯示三國有意恢復這項重要

峰會。中、日、韓領導人峰會最早起源於東協 10+3架構下。2008 年 

12 月，首次於 10+3 框架外舉辦的中日韓峰會在日本福岡舉行，由

中國總理溫家寶、日本首相麻生太郎（Taro Aso）和韓國總統李明博

共同出席。此次峰會是第一次脫離 10+3框架會議單獨舉行，三國決

定將領導人單獨舉行會議機制化，每年舉行。 

    然而，中、日、韓三國領導人峰會並非每年都能順利舉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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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領導人因為東北亞地區局勢複雜多變，常常爆發領土爭議、歷史

遺留問題等矛盾與分歧，致使三國領導人會議幾度陷入停擺或延

期。例如 2012 年 9 月日本政府宣布釣魚台（日本稱尖閣諸島）「國

有化」、2015年韓國不顧中國反對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THAAD）與

教科書問題等，都讓三國領導人峰會暫停舉行過。 

    由於新冠疫情爆發，自 2019年前度會議之後，再次暫停舉行實

體峰會，一直到目前為止都仍未恢復。雖然，此次三國外長在今年 9

月舉行工作會議，一度讓外界對於三國領導人峰會舉行有著樂觀的

預判，但是，近期三國之間仍就發生矛盾，如中日之間因為日本單

方面決定將福島核污水排海而關係緊繃，中韓之間因中方指韓方炒

作中國駐韓大使言論而引發的外交風波，這些事情都令峰會籌劃蒙

上陰影。 

    本文主要目的是探討中日韓領導人峰會如果恢復舉辦，其所呈

現出來的三邊關係的意義為何？特別是在美中關係持續激烈競爭

下，這是否意味著中、日、韓三邊關係將會雨過天晴、一帆風順？

首先、本文將會探討三邊關係近期的發展，特別是這三個國家之間

的兩兩關係；其次、本文將透過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分析中日韓

三邊關係的結構性問題與矛盾；最後為本文結論。 

 

貳、三邊關係近期發展 

 

一、日韓關係 

    日本與韓國過去因歷史教科書問題、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殖民

時期受害者賠償問題，使兩國關係就常產生矛盾，其後更因竹島（獨

島）領土問題和戰前日本強徵慰安婦事件，讓雙方矛盾與衝突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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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劇。雙方還曾經因為徵用工問題彼此相互實施制裁，日方強化

關鍵電子零件對韓出口的管制並將韓國排除在適用貿易優惠的「白

名單」外。此舉引起韓國不滿，韓國也隨即宣布將日本從貿易優惠

名單中剔除，並試圖終止《韓日軍事情報機密保護協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GSOMIA）。 

    然而，隨著總統尹錫悅上台後，韓國開始積極尋求改善對日關

係，尹錫悅上任後，立即表示願意改善與日本之關係，並指出「日

本是我們應攜手應對威脅全球公民自由等各種挑戰的近鄰，唯有韓

日兩國基於普世價值面向未來，一起朝着肩負時代賦予的使命方向

邁進，兩國之間的歷史問題才能得以妥善解決」；這樣的談話也讓兩

國關係迅速改善，2023年 3月 16日，韓國總統尹錫悅訪問日本，這

是韓國總統時隔約 4 年再度訪日。與此同時，日本也決定解除早前

對韓國出口半導體材料的限制措施，接著，韓國跟著撤回向世界貿

易組織提出對日本的相關投訴。除此之外，韓國進一步完全恢復《韓

日軍事情報機密保護協定》，據此，中斷 5年的韓日 2+2外交安全對

話在首爾重啟。 

    這樣的發展趨勢都意味著兩國有意在目前環境下，改善雙邊關

係以共同應對所面臨的外部挑戰，包括：中國所帶來的挑戰、台海

問題、朝鮮核武與試射飛彈所帶來安全上的威脅、俄羅斯入侵烏克

蘭所產生的影響等。當然，這樣基於岸田文雄與尹錫悅兩人關係建

立起的兩國關係改善能否維持穩定，在未來不受到兩國領袖更迭影

響而能持續下去，則仍有待觀察。 

 

二、中韓關係 

    近期因為中國駐韓國大使邢海明在與韓國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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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主席李在明會面時，指責韓國政府受到美國的影響，不尊重包括

台灣問題在內的北京的核心關切，並語帶恐嚇表示，「有的人賭美國

贏、中國輸，這顯然是誤判，沒看清歷史大勢，……現在賭中國輸

的人今後一定會後悔」，這樣的言論引發韓國政府的不滿，雙邊互召

見大使表達抗議。 

    雖然兩國政府近期因為中國駐韓大使言論，以及美中之間對抗

陷入「冷靜期」，但雙邊也試圖要保持一個穩定的狀態。尹錫悅在 20

國集團（G20）峰會期間邀請習近平訪問韓國，韓國總理韓德洙 2023

年 9 月出席杭州亞運會時，再度向習近平提出訪問韓國邀約，習近

平也表示將認真考慮訪韓事宜，顯示出雙方都不想因為在美中對抗

中進一步升高對抗局勢。過去因為前總統朴槿惠任內，南韓部署薩

德反飛彈系統而讓兩國關係迅速惡化，雖然在文在寅總統任內兩度

訪問中國，但習近平都未曾依一般外交慣例回訪，此次習近平正面

回應韓方的邀約，或顯示中國也有意利用此次機會，打破在美中對

抗格局下韓國向美靠攏的態勢，一定程度藉此機會讓韓國採取戰略

平衡，而不要一昧靠向美國。 

    對於韓國來說，對中關係必須考量在韓美關係之下。因此，一

旦當美中關係不再全面對抗，韓國也沒有必要將自身置於抗中的第

一線，再加上，全面對抗並不符合韓國國家利益，適度和緩雙邊關

係有其必要。這也就讓雙邊關係呈現「總體穩定、零星矛盾」的發

展格局。 

 

三、中日關係 

    兩國關係長期因為釣魚島問題而陷入僵局。再加上，中國海警

船定期巡弋釣魚台周邊海域，讓日本不勝其擾。根據日本海上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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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統計，2022 年，中國海警船到釣魚島周邊附近海域巡弋天數高達

336天，是史上最高紀錄。除此之外，對於台灣問題日漸重視，隨着

中國大陸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壓力，日本政府提出「台灣有事就是日

本有事」，也進一步激化中國政府。 

    日本在 2022年 12月發布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將中國的

動向評價為「令人深刻憂慮的事項」，並提出日本應通過綜合國力並

與盟國及志同道合國家合作應對的「有史以來最大的戰略挑戰」。除

此之外，此份《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將台灣定位為日本「極其重要

的夥伴」。在美國的要求下，日本政府宣佈限制出口半導體製造設備

新規定，雖然並未直接指明中國，但顯然是針對中國而來。這些發

展都讓中國不滿，稱這是對出口管制措施的濫用，是對自由貿易和

國際經貿規則的嚴重背離，表示堅決反對。再加上近期因日本政府

將福島核廢水排入海中，中國全面禁止日本水產品進口，讓兩國關

係矛盾加劇。雖然 2023年 2月，兩國在東京舉行了 4年來首次安全

對話，緩解兩國緊張關係，但顯然雙方仍然存在許多其他矛盾，讓

兩國關係短期內難以回春。 

 

參、中日韓互動將一帆風順？結構仍然制約著單元 

    根據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關係的發展，在國際體系中的

中小型國家都難以避免受到結構的制約與影響。因此，在東亞地區

的國際環境中，個個能動者也將難以避免受到東亞地區的結構所影

響與制約。稟此，中、日、韓三邊關係的發展也將會受到美中關係

的大結構所影響。 

    （1）如果停頓 4 年的中、日、韓三國高峰會重新召開，舉行的

原因將是什麼？ 



 
 
 
 
 
 
 
 
Eurasian Studies Quarterly  No.26 

34 
 
 
 
 
 
 

 

    除了疫情緩和之外，與美中之間關係和緩脫不了關係。美國總

統拜登（Joe Biden）在日前與習近平舉行了雙邊會談，雙方達成多

項合作共識與成果。美國對外表示這是之前美國政府宣示與中國之

間關係是該合作的時候合作、該激烈競爭的時候激烈競爭，美國並

不尋求與中國的全面脫鉤與衝突，但會積極尋求有利美國的國家利

益的方式與中國互動。此一宣示的具體展現就是習近平與拜登的會

談。這也展現出東亞國際體系結構主要行為者：美中之間關係不再

全面的對抗與衝突。這對日本與韓國來說，延續與中國間全面對抗

的關係將不符合兩國的國家利益。雖然美中之間衝突最激烈的時

候，日本與韓國在美國要求下，也採取配合美國作為，在科技等面

向上對中國採取限制出口作為，這連帶也影響其與中國關係，但在

結構影響下，這是不得不做的選擇（兩國在外交、軍事、安全、科

技乃至經濟上都高度依賴美國）。 

    隨著美國改變對中國的作為，對於日本與韓國來說，在採取對

中國全面對抗的作為，顯然已不符合兩國利益。只有回到與美國相

同的軌道，一方面配合美國政策，與中國做激烈的競爭，另方面也

與中國該合作的時候合作。如此，方能為兩國爭取各自最大的國家

利益。也因此，與中國恢復停止已久的三國領導人高峰會，一方面

可以和緩對中關係，展開與中國在軍事、科技、安全議題以外的合

作，促進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也不至逾越美國的紅線，維持與美

國密切的關係。對中國來說，和緩與日本、韓國關係也有助於減輕

中國面對的戰略壓力，舉行三國領導人峰會具有其象徵意義。 

    （2）美中之間雖然不若川普時期高度對抗，但拜登也並非全然

改變美中之間結構上的矛盾。 

    正因如此，美中之間結構性矛盾未解，兩國關係發展將仍會（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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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競爭大於合作。再加，歷史上首次大衛營美、日、韓三國領袖

峰。會更顯示三國緊密合作關係。這樣的外部結構也將會持續制約

著日本與韓國的行動，這讓中、日、韓三國關係也面臨著挑戰。因

為，一但美中之間競爭白熱化，日本與韓國也將勢必歸隊，與美國

站在同一陣線去對抗中國。 

    （3）三國之間的歷史、領土主權以及安全上的糾葛，讓日本與

韓國選擇與美國站在一起。 

    在中日與中韓之間，由於各自與中國產生衝突與紛爭，面對中

國壓力，讓日本與韓國兩國必須尋找外部援助力量抵禦來自中國的

壓力。日本與中國因為釣魚台主權爭議，雙方在海上你來我往進行

對峙，再加上雙方因為歷史問題、靖國神社參拜問題等，讓中國時

常藉由這些問題對日施壓，因此日本必須藉由美國協助應對來自中

國的挑戰。對於韓國來說，北韓問題的發展與中國脫不了關係，中

國長期資助經援北韓，讓北韓肆無忌憚恐嚇南韓，使南韓必須尋求

美國的支持與安全保護；再加上，雙方因為韓國部署薩德反飛彈系

統，中國對韓國實施限韓令，都讓雙邊關係受到衝擊。也因此，只

要中日兩國領土主權未解，中國沒有辦法（或是不願意）抑制北韓

持續挑釁的作為，就會讓日本與韓國兩國必須尋求美國的支持與保

護，這也讓中日韓三國關係長期來說難以一帆風順。 

 

肆、結論 

    中、日、韓三國關係的發展，一直以來就受到許多外部因素的

影響，其中包括歷史爭議、領土主權問題、雙邊政經事務問題。除

此之外，三邊關係更受到外部結構因素影響，也就是美中關係的影

響。雖然 2023年 9月三國外交高層舉行工作會議，並提出要在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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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之前舉行三國領導人峰會，似乎向外界釋放三國關係產生和緩的

訊號，但最終並未能成功舉辦。這也顯示三國之間關係要和緩仍存

在著許多挑戰要克服，並暗示三國之間關係無法一帆風順。 

    主要原因有兩項：（1）首先是結構因素。在美中之間關係沒有

改變之前，日本、韓國與中國之關係仍機會很大程度受制於此外部

結構；（2）其次則中、日、韓三國之間各自存在著歷史、主權、安

全、經貿等問題糾葛，在中國越加強勢下，使得日本與韓國必須尋

求美國的支持與合作共同應對中國帶來的挑戰與威脅，而這讓結構

制約單元的作用更加顯著，也讓三邊關係難以讓人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