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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第 10屆韓中日外長會議在 2023年 11月 26日於釜山落幕。雖

然會後並無共同記者會，也沒有共同會議成果，根據三方事後各自

發表的公開資料顯示，未來三方將持續促進舉辦三國峰會。韓國目

前擔任「韓中日三國協力事務局」（TCS）輪值議長國，尹錫悅政府

基於內外部考量，將於 2024年持續積極爭取在首爾召開韓、中、日

三國峰會。實際上，自尹錫悅上任之後，韓國除持續促進韓中峰會

之外，也積極推展韓、日、中三方高層交流，但從目前為止的跡象

來看，即便韓方有意舉辦，基於東北亞地區安保議題、韓美日內部

因素與美中關係等因素，短期之內三國峰會應難以實現。本文試以

韓國觀點為中心，檢視重啟韓中日峰會的可能型。 

    若從韓國的視角來看韓中日關係，首先必須要維持韓中協力關

係，在諸多議題維持廣泛交流，避免捲入不必要的區域紛爭，敦促

中國在北韓問題做出具體回應。即便目前「韓美」和「韓美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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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領域已建構強而有力的互助基礎，但從韓國於 2023年與中國之

間的公開外交互訪內容來看，韓國不斷試圖努力減緩中國對韓美和

韓美日安保體系所造成的憂慮和不滿，並輔以韓中日三國對話機

制，預期在產業供應鏈、北韓問題等部分，維持或擴大現有的對話

管道。然而，2024年是中朝與中俄建交 75周年，中國極有可能再次

以朝中和中俄關係作為牽制手段，擴大中俄對韓日的軍事威嚇，成

為韓中和韓中日關係的不確定因素。 

    至今為止，韓、中、日已舉辦過 8 屆三國峰會，歷屆會談內容

也可反映出韓國與美、日、中之間的關係變化，以及南北韓局勢發

展。如果從韓中建交以後，通常韓國總統會訪問中國 1-2次，或在其

他國際場合進行雙邊會談或進行三邊峰會。而韓、中、日峰會自 2018

年開始至今已在李明博任內舉行 5 次，朴槿惠任內舉行 1 次，文在

寅任內舉行過 2 次，尹錫悅任內目前則仍未舉行過三國峰會，僅在

2022 年 11 月 G20 峰會中與習近平進行過短暫會面。目前韓中雖然

仍舊維持高層官員互訪和各項二軌對話，但雙邊關係發展逐漸趨於

遲緩，確實已難再重回過去 2010年代的盛況，但韓中雙方在區域安

全的穩定發展，確實有及其相關的共同利益，也有其必要進行更高

層級的對話。 

    根據韓國銀行統計資料，中國估計明年經濟成長率為 4.5-5.5%

左右，雖然還未定案，對於相當程度依賴中國市場的韓國而言，這

可能會產生不確定的影響。韓國對中國的出口額逐漸減少，只占整

體的 19.8%，這應會讓中國透過外交和各式手段改善韓中關係，維持

維繫韓中經濟關係。而這部分韓中兩國未來該如何達成雙贏的共

識，可能還未有具體答案。由於尹錫悅政府的《印太戰略》優先提

升韓美關係，改善韓日關係，最後才是緩和韓中關係，這可能會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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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中關係漸行漸遠，但也意謂韓中之間矛盾已無法再用提升經濟合

作的方式覆蓋。  

    2024年是朝中建交 75周年，中國外交部公開表示「願意與北韓

一起，加強溝通協調，深化各領域交流合作」，可預期未來朝中之間

的交流將會恢復甚至是超過疫情之前的規模，這可能是基於韓美日

為主的共同壓力，使得朝中雙方暫時摒除成見，加強朝中俄之間的

協力合作關係。另一方面，中國對於朝俄軍事交流置若罔聞，也對

於北韓軍事挑釁未有太多反應。這將會是尹錫悅政府後半段任期所

面臨的挑戰，為了能夠貫徹《國家安全戰略》所設定的目標，比起

韓中日峰會，韓國應會在合適的時機之下，透過各種形式，先行促

成韓中峰會或韓中日峰會之前的「會前會」。 

 

貳、韓國與「美日中」之間的再平衡  

    自拜登政府上台之後，美中對峙加劇，韓國過往的模糊避險模

式在文在寅政府末期已出現瓶頸，韓國進而逐漸採取戰略明顯路

線，在周邊議題表態。實際上韓國國內保守派和進步派，對於韓中

關係的政策目標並無明顯區別，皆是以北韓問題為核心的政策取

向，關鍵在於韓美安保同盟和韓日關係的認知差異。不過韓中關係

目前正面臨許多難題，主要在於韓中經貿赤字、韓國經濟對中國過

度依賴、北韓問題的不同調等問題。 

    不管如何，雙方正試圖尋找新的發展發向，儘可能維持「求同

存異」的互動關係。根據 2023 年 9 月 26日杭州亞運開幕式時，韓

國總理韓德洙與習近平的對話內容來看，目前雙方最大共識應是維

持「相互尊重和友好協力的關係」，但無更進一步的具體細節。意即

韓國的對中政策或將無法對北韓產生任何的牽制效果，甚至是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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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而北韓將依照其自身的戰略緩衝地位，持續擴大發展非對

稱武力和軍事衛星。 

    金正恩政府就任至今，北韓已在各式彈道飛彈和宇宙航太科技

獲得進展，朝俄關係更是進入前所未有的新階段。而中國從 2022年

開始擴大對台灣周邊的軍事挑釁伴，也讓韓日開始重新審視台海局

勢與北韓問題的聯動性。目前韓、美、日之間的三角共助關係，在

尹錫悅政府任內應不會有太多的改變，惟美國總統大選和日本國會

選舉將可能成為三角互助關係發展的不確定因素。基於上述諸多因

素，韓國在修補韓中關係同時，也會極力持續穩定韓日關係。韓日

之間目前仍有諸多的歷史問題懸案需更進一步的處理，韓日雙方的

內部民意也面臨極大的挑戰。日本執政黨主要派系和政治人物對於

韓日關係、朝日關係和對外政策的立場差異，將可能會影響韓日關

係發展，這或將成為韓日之間的不確定因素。  

 

參、韓國國內政情對「韓中日」關係的影響 

    尹錫悅政府上任至今，大部分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其支持率始終

未超過 40%，另根據近期多份韓國政黨支持度調查結果顯示，除了

首爾和部分地區，基本上朝野兩黨在各地區依舊維持既有的基本

盤，但目前在野黨明顯以些微差距，領先執政黨。尹錫悅政府目前

也面臨朝小野大的政治困境，內閣人事聽證會曾多次引起府會衝

突，大法官任命案被國會全面否決，從尹錫悅上任直到 2024年 1月

5日為止，也對國會發動 4次否決權，共 7個法案被退回國會重新議

決。由於韓國實施三權分立的總統制，實際上尹錫悅在其任內施政

應不會受到太多阻力。若以過去韓國政治慣例來看，國會議員選舉

通常可看作是總統的「期中考」，可部分反映民眾對政府的施政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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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政府也可藉此修正施政細節。尹錫悅政府目前在大的挑戰主要

在內政和經濟方面，以及對外政策實行之後的民意溝通，若此部分

能夠處理妥當，應可避免再次出現任期結束之後政策路線被全面翻

盤的情況。 

    基於韓國國內因素，中國可能持續保持觀望態度，同時也透過

半官方和民間學術交流的方式，改善中國在韓國形象，而這方面目

前看起來確實有所成效，韓中雙方應會持續透過「韓中日三國協力

事務局」在經濟、保健和文化領域持續對話，這也應該是韓國朝野

對於韓中和韓中日關係的經營，明顯較有共識的部分。 

    不過中國對於北韓問題和韓半島局勢依舊保持消極態度，韓中

之間對於區域安全的「核心利益」的認知差距越來越明顯。未來須

持續關注北韓政權的穩定和朝中關係發展，中國未來可能藉此展示

對北韓的實質影響力，或以此平衡朝俄關係。由於北韓預計 2024年

將會有一系列新的衛星火箭和彈道飛彈試射，北韓目前也與韓日無

任何中高層級以上的互動，再加上烏俄戰爭長期化，使得朝中俄三

國的安全利益明顯漸趨一致，未來朝中或朝中俄關係勢必會成為韓

中日關係發展的不確定因素之一。 

    另外，前述北韓問題在內的印太地區安全議題，也是近期韓中

日三國部長會議不斷提及強調的內容，目前三方僅止於各自表述。

此部分可能會成為未來韓中日峰會成功與否最重要的關鍵。簡而言

之，中國為了避免美中勢力在韓半島出現失衡的情況，使得未來入

侵台灣的時候，出現不必要的阻礙。近期中國應會持續維持韓中日

之間的高層對話管道，待韓日未來的國內政情變化，以經圍政反制

美國對中國的制裁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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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總結而論，美中競合關係結構深刻影響韓、日、中關係，韓國

時常以此調整在美、日、中之間的擺盪幅度，以維持韓半島局勢穩

定。然而近期韓日明顯受到中國在印太區域的軍事擴張威脅，使得

雙方暫時擱置歷史和領土問題，在美國主導下建構韓、美、日互助

關係。自拜登政府主導之下，參方首次形成共同互助關係，確實讓

北韓如坐針氈，但目前的韓日關係明顯是以尹錫悅和岸田文雄之間

的個人情誼建立而成，若日本未來舉行大選，新任日本首相是否能

持續關係，避免再次出現歷史和領土爭議等對峙局面，確實解決兩

國之間的賠償訴訟問題，這都考驗未來韓日和韓美日關係持續，也

會對韓日中關係產生新的效應。 

    以韓國的觀點而言，以「韓美日+韓日」關係為基礎，修復韓中

關係並促成更進一步的韓、中、日關係，是目前尹錫悅政府的首要

課題，但實務上可能具有許多不確定性。另外，韓日與日中關係也

仍然有許多課題需要解決，近期美中和美俄之間有多起軍事對峙事

件，也因北韓問題和台海問題，韓、美、日、中四方在東北亞地區

的集團化發展已無可避免，基於安全訴求，韓、日、中峰會更顯得

有其必要性。 

    然而，韓、美、日三方軍事合作對朝、中、俄產生的安全上壓

力，短期內應難以看到緩解跡象。因此，近期韓、日、中應會持續

以現有且已相當成熟的三國對話平台維持部長層級以下的技術官僚

或民間會議。以韓國立場來看，若能在明年上半期舉行韓、日、中

峰會，將有助於韓國國內政情，但如同前述諸多外部因素，三邊峰

會短期之內應難以實現，但不排除會以其他國際會議為契機，間接

促成韓、日、中會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