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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撰述 

川普時期美朝關係評估及未來展望 

US‐North Korea Relations in Trump Period and the 

Possible Future 

 

姜龍範 

天津外國語大學大學國別與區域研究院 

 

 

        川普總統上台後，立即宣告終結歐巴馬時期對朝鮮的「戰略忍

耐」，轉而實施「極限施壓」政策，朝鮮則使出「懸崖戰術」，以「超

強硬」姿態應對。然而 2018 新年伊始，朝鮮轉而展開全方位「和平

攻勢」，半島局勢突然轉暖，迎來和平新契機。縱觀川普總統執政時

期的美朝關係可謂一波三折，如過山車般跌宕起伏。回望過去，美

朝關係雖驟然緊張並未使局勢失去控制，相對緩和也未能導致全面

對話。當前，隨著美國總統大選塵埃落定，美朝新一輪博弈即將拉

開序幕，拜登時期的兩國關係走向備受關注。從拜登此前釋放的一

系列信號來看，未來的美朝關係可能會佈滿荊棘，兩國關係何去何

從著實令世人擔憂。對此，本文旨在通過探討川普執政時期「極限

施壓」政策和朝鮮國家戰略調整的動因，然後對拜登時期的美朝關

係提出展望。 

 

壹、川普執政初期的極限施壓政策 

        川普上台後一改歐巴馬執政時期的「戰略忍耐」，將解決朝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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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提升到國家安全與戰略優先地位，選擇將「朝鮮政權更迭、先發

制人打擊朝鮮核導彈設施」等「極限施壓」策略作為美國對朝政策

的核心選項。 

 

一、政治遏制 

        川普總統上台伊始，新任國防部長馬蒂斯訪問韓國，向朝鮮發

出「以壓倒性態勢有效反制一切核攻擊」的強烈警告，隨後川普也

表示，應對朝鮮導彈與核武威脅是非常高的優先事項。其後，美國

國務卿蒂勒森明確指出，朝鮮不僅威脅東亞地區安全，同時威脅美

國及全世界，美國將採取外交、安全、經濟等綜合措施促使其放棄

核武器。經過三個多月論證後，川普政府發表對朝政策聲明，正式

提出「朝鮮的核開發是對美國安全迫在眉睫的威脅，是外交上的最

優先事項」，至此，其對朝政策框架正式成形。 

 

二、軍事威懾 

        2017 年 3 月，美韓舉行「禿鷲」與「關鍵決斷」聯合演習，美

軍卡爾文森號核動力航空母艦、哥倫布號核子潛艇、B‐1B 戰略轟炸

機等一系列戰略武器，以及 F‐35B、F‐22 等第五代隱形戰鬥機悉數參

與其中，參演兵力總數達 30 萬人，刷新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對朝武

力威壓的歷史記錄。 

        2017 年 5 月 1 日，美軍兩架 B‐1B 戰略轟炸機飛抵韓國，與韓國

戰鬥機及此時仍舊駐留韓國的卡爾文森號航母艦載機進行聯合投彈

演練。10 月，美國海軍雷根號核動力航母戰鬥群在朝鮮半島周邊海

域與韓國海軍舉行了聯合演習；隨後在 11 月，3 個美國航母戰鬥群

同時進入半島東部海域，韓國海軍首次實現同時與 3 艘美軍航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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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聯合演習。12 月初的「警戒王牌」聯合空中演習，雙方參加軍機

總數達 230 餘架，甚至出動了包括 F22、F35A 等第五代戰鬥機在內

多達 24 架隱形戰鬥機以及 B1‐B 戰略轟炸機編隊，對朝鮮形成巨大

的軍事威懾，可謂史無前例。值得關注的是，這一系列軍事演習針

對所謂「定點清除」、「斬首行動」等概念性表述得到實際預演，目

標指向越來越明確。 

 

三、經濟制裁 

        經濟制裁是美國遏制朝鮮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在川普總統上

台後變得更加肆無忌憚。2017 年 5 月 4 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以朝鮮

海運及海外勞工為對象的新一輪裁法案，要求川普政府在 90 天內就

是否將朝鮮再次列入「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向國會報告。7 月

28 日，朝鮮進行火星‐14 型彈道導彈試射，9 月 3 日又進行第 6 次核

武試驗。在美國積極推動下，聯合國安理會先後通過第 2371 號和第

2375 號決議，決定對朝鮮的煤炭、鐵、鉛及海產品等出口實施更嚴

厲制裁，並實施包括減少對其石油供應、禁止其紡織品出口以及禁

止其海外勞工向國內匯款等措施在內的新一輪制裁。11 月 20 日，川

普正式宣佈將朝鮮重新列入「支援恐怖主義國家」名單。然而，川

普持續加強對朝武力威壓的各種措施，不但沒有制止後者的核試及

彈道導彈試射，反而進一步刺激朝鮮為其繼續進行核子試驗及彈道

導彈試射提供藉口。 

 

貳、朝鮮的軍事應對與戰略調整 

        面對美國的軍事威懾和經濟制裁，朝鮮運用「懸崖戰術」以「超

強硬」姿態應對。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部發出警告稱：「將以朝鮮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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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強硬應對，毫不留情地粉碎美國的一切挑釁性選擇」。朝鮮外務省

則強硬表示：「如果美國願同朝鮮幹一場，朝鮮將奉陪到底，…將毫

不遲疑以全面戰爭回答全面戰爭，以朝鮮式核打擊戰回應核戰」。適

值美韓兩國進行史上最大規模的「禿鷲」軍演，朝鮮進行新研製大

功率火箭發動機的地上點火實驗，親臨現場的金正恩強調此次試驗

成功對朝鮮「宇宙開發」具有的重大意義。2017 年 4 月 5 日，朝鮮

再次進行北極星‐2 型中程彈道導彈試射；7 月 4 日，正值美國獨立紀

念日，朝鮮實施火星 14 型洲際彈道導彈試射，金正恩並稱這次試射

是送給美國的禮物。9 月，美朝博弈達到新高潮。3 日，朝鮮進行第

6 次核試，15 日再次進行火星‐12 型中遠端彈道導彈發射試驗。川普

就此指責金正恩是「火箭人」。29 日，朝鮮突然試射火星‐15 型洲際

彈道導彈，金正恩宣佈「完成了國家核力量歷史大業、火箭強國偉

業」。在美朝雙方針尖對麥芒的互不相讓之中，2017 年的朝鮮半島局

勢陷於一輪又一輪威壓恫嚇與示強反擊的惡性循環。 

        然而，半島局勢在 2018 年發生戲劇性變化。金正恩在當年元旦

致辭中，發出有意參加韓國平昌冬奧會的資訊並釋放與美國改善關

係的強烈意願。平昌冬奧結束後不久，金正恩進行就任以來首次訪

華，重申致力半島無核化的立場。4 月 20 日，朝鮮舉行勞動黨七屆

三中全會，正式宣佈停止「經濟建設與核力量建設並進路線」，「國

家的整體事業轉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隨後，朝韓雙方在板門店舉

行首腦會談，簽署了具有重要意義的《板門店宣言》，明確了朝鮮半

島無核化的目標。金正恩這一系列「組合拳」向外界傳遞了朝鮮致

力於實現無核化的積極信號。 

        美國敏感地捕捉到朝鮮釋放的一系列「積極信號」，認為「極限

施壓」業已奏效，並適時拋出了謀求對話的橄欖枝。2018 年 1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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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川普同意推遲與韓國的年度聯合軍事演習，美朝關係開始「回

暖」。6 月 12 日，川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實現史無前例的美朝首腦會

談並簽署聯合聲明，就建立新型美朝關係、建立永久和平機制、實

現朝鮮半島無核化以及尋找朝鮮戰爭戰俘及失蹤人員遺體等內容達

成共識，美朝兩國關係似乎進入了「蜜月期」。然而，2019 年 2 月在

越南河內舉行的第二次美朝首腦會談無果而終、不歡而散。6 月 30

日，美朝兩國首腦在板門店韓方一側自由之家進行閃電式會晤。顯

然，這次會晤象徵大於實際意義。同年 10 月，兩國在瑞典斯德哥爾

摩的工作磋商又告失敗。從此，朝鮮便拒絕同美國再次展開「毫無

意義」的談判。 

        2020 年是美國總統大選之年，川普試圖借助朝核問題的突破作

為外交業績。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朝鮮半島

局勢的走向，朝鮮基本上關閉了對外交流視窗以及與美國對話的大

門。隨著總統大選臨近，選情跌宕起伏，川普的對朝政策一直頗受

競爭對手詬病，於是他一方面宣揚與金正恩良好的個人關係，另方

面則為了不被對手抓住把柄而維持對朝鮮的制裁。6 月 17 日，川普

宣佈將 2008 年以來延續至今的涉朝國家緊急狀態延長一年，實際上

延長了對朝經濟制裁，嚴重傷害朝鮮的自尊，也使其失去了大選前

上演一齣「驚喜劇場」的機會。 

        回望川普執政的四年歷程，由於美朝之間嚴重缺失互信，即便

在兩國首腦史無前例多次會晤下，也未能突破「緊張－緩和－再緊

張－再緩和」的怪圈。無論朝鮮調整國家戰略還是美國改變對朝策

略，背後有著各自迥異的利益考量。首先從朝鮮基本國情來看，由

於常年受到國際社會制裁，其國內經濟持續負增長，朝鮮只能用美

國最為關注的核導彈作為籌碼與其進行討價還價。況且，金正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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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完成國家核力量的歷史大業、火箭強國偉業」，也就失去再度

進行核挑釁的合理藉口。其次，美國政界並未在解決朝核問題具體

路徑上達成共識，也深知朝鮮不會輕易放棄核武。打「朝鮮牌」始

終是美國歷屆政府的慣常手段。為了連任造勢，川普極盡手段，上

演了一幕幕大戲。然而，美國對朝政策並未發生實質性轉變，保持

半島局勢適度緊張更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所謂金正恩和川普之間

的「個人友誼」原本就是一個「偽命題」，具有較大脆弱性，一度呈

現出的「冷和平」局面可能升級為「熱對抗」。因此，倘若朝鮮在核

問題上不做出實質性讓步，任何一屆美國政府都不會與之簽署和平

協定，進而實現半島的永久和平。 

 

參、拜登執政後的美朝關係展望 

        一旦拜登上台執政，或將預示美國的朝鮮半島政策將要發生諸

多變化。首先，拜登既是典型「外交通」，又是務實的領導人，向來

重視同盟關係，堅定主張在美韓同盟緊密合作下，通過制裁和對話

並行方式實現半島無核化，並認為川普喜歡「作秀」以及其「自上

而下」接觸方式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為此，拜登多次聲稱只有在

朝鮮滿足「縮減核能力」的前提條件後才會考慮與金正恩會面。由

此，拜登政府很可能將會發表聲明，要求朝鮮首先做出無核化承諾

和表態，然後再由專家主導進行協商和談判。 

        其次，美朝隔空「互懟」並「鬥狠話」，為未來美朝關係埋下隱

患。競選期間，拜登指稱金正恩為「獨裁者、暴君和流氓」，朝鮮中

央通訊社則發表題為〈瘋狗要儘快用棍棒打死〉的評論文章，譴責

拜登「為掌權野心發了瘋，一睜眼睛就口無遮攔、信口雌黃的一條

瘋狗又發作了」。在 2020 年 8 月 20 日舉行的候選人提名演講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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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宣稱「向獨裁者卑躬屈膝的時代已然終結」，在總統大選第二輪辯

論中，拜登 3 次將金正恩稱作「暴徒」，在最後一次電視辯論會上又

指稱金正恩為「惡棍」，並猛烈攻擊川普過分草率地與金正恩舉行會

談。顯然，拜登與金正恩之間「積怨」頗深，況且拜登已經觸碰朝

鮮的「最高尊嚴」，朝鮮不會主動向拜登政府發出示好信號。目前有

可能出現的一種場景便是朝鮮在勞動黨「八大」前後發射中程或遠

端導彈以吸引拜登關注，並試探美國新政府的對朝政策走向。 

        其次，拜登上台後將面臨諸多棘手的內政和外交問題，朝核問

題在美國對外政策中的優先排序可能被降低。一是美國疫情持續爆

發已引起社會不滿，拜登上任後將優先解決疫情防控問題；二是受

到疫情打擊，美國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創二戰以來新高，重新恢

復經濟景氣將成為與疫情防控同等重要的優先課題；三是川普執政

期間美國傳統同盟外交遭到嚴重破壞，因此，修復同盟外交也將成

為其對外政策的重要課題。 

        通過 2020 年展開的美國總統大選，拜登陣營顯然意識到「朝鮮

議題」不僅未給川普加分，反而使自己佔據道義制高點。因此，拜

登政府將不會沿襲川普失敗的首腦外交，而是持續推行更嚴厲的經

濟制裁和軍事施壓。另一方面，綜合分析朝鮮釋放各種資訊，似乎

已做好與拜登政府進行「博弈」的充分準備。為了不刺激美國，朝

鮮迄今依然保持沉默，還嚴禁駐外機構人員發表個人見解或做出刺

激美國的舉動，要求謹言慎行。鑒於川普和金正日之間的「深厚私

交」，在川普宣佈接受大選結果之前，朝鮮仍將繼續保持沉默。反過

來，朝鮮越是沉默，更易於引起拜登政府的反感，為未來的美朝關

係埋下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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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論 

        從朝鮮以往的外交政策取向來看，一旦確認美國新政府的對朝

敵視政策不發生改變，必然做出激烈反應，從而可能導致兩國關係

出現較長時期的膠著局面。核導彈是朝鮮最為重要的戰略資產，既

是抵禦外部侵略的「國之重器」，同時又是維繫金正恩政權和增強國

內凝聚力的重要法寶。既然如此，若要朝鮮徹底放棄核武器等於虎

口拔牙，這也預示著拜登時代的美朝關係不容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