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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中國，向來以中原霸主自居，過去的朝鮮王朝，僅僅只是附屬於中國的一個藩屬國而已
，然而隨著工業發展，歐美文明融入亞洲，以及日本明治維新所帶動的巨大變革，使得東亞的秩
序重新排列，中國被列強割據，而韓國則成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朝鮮半島自日本帝國手中獨立，受美蘇兩國影響，同一民族被迫分裂
成南北兩區，南方為奉行資本主義的大韓民國，北邊則是信仰社會主義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
國。同一時期，毛澤東於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此後的40餘年，北韓成為朝鮮半島上，中
國唯一承認的政權，韓國在中國的眼中，僅是非法竊佔朝鮮半島領土的偽政權。 

      隨著1970年代冷戰關係逐漸緩和，1992年8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大韓民國終於正式
建立邦交關係，這個外交關係的締結，對韓國來說意義至為重大，這象徵著韓國終於擺脫過去歷
史中藩屬國的刻板印象，與中國終於建立起「國與國」之間的對等關係。 

      然而，兩國之間卻存在著些許「不對稱」的微妙關係，這當然與人口、國土面積、甚至是
在國際社會上的政治、軍事影響力等有關。中國人口眾多，國土廣大，擁有核子武器，而且還是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5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在國際社會上有一定程度的優勢地位，但除此之外，
還有就是中國一直存在的「大中華宗主國」心態，以及將韓國吃得死死的「北韓牌」。 

      這樣的「不對稱」從1992年中韓兩國建交所簽署聯合公報內容中，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在這份公報當中，韓國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尊重中方只有
一個中國...」，然而，中國卻並未表態說明，過去她所認定的偽政權今日之合法性，僅僅提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尊重朝鮮民族早日實現朝鮮半島和平統一的願望，並支持由朝鮮民族自己來
實現朝鮮半島的和平統一。」這份公報中沒有提及，韓戰之際中國派軍支援北韓，入侵韓國領土
攻擊韓國等責任歸屬，在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協商中，韓國過去不曾提起此議題，未來也很難加以
追究。 

      中韓之間所面對的問題，並非腦殘媒體所杜撰出來的孔子、端午節或王建民。實際上，在
歷史問題上，雙方有高句麗歷史的紛爭，在國際情勢上，兩國同樣面臨北韓所造成的不安環境，
而朝鮮族的身份認同與北韓難民的處置，亦是中韓兩國持續要面對克服的議題。

   

東北工程－高句麗史的爭議 

      東北工程全名為「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系列研究工程」，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
究中心自2002年2月到2007年1月所進行為期5年的研究專案。這項計畫主要集中研究中國東北三
省的歷史、地理和民族等，而這項計畫在2004年成為考驗中韓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課題。 

      高句麗為韓國歷史上的王朝之一，領土曾涵蓋現今的中國東北地區，對於這個國家的歷史
，中韓兩國有不同的歷史觀點。一直以來，韓國即認為高句麗是由他們的祖先所建立的王朝，她
不僅是韓國歷史上一個國勢強大、領土廣闊的國家，還曾打敗過隋朝軍隊，在韓民族心目中佔有
極高的地位。然而，中國以東北三省所展開的歷史研究，包括高句麗史、古朝鮮史等，卻主張高
句麗歷史屬於中國歷史的一部份，韓民族最引以自豪的高句麗史突然變為中國史的一部份，不難
想像此等主張帶給韓國人民衝擊之大。為了反擊中國的主張，韓國政府也在2004年3月成立「高
句麗研究基金會」，並嚴厲抨擊中國對於韓國歷史的扭曲，反擊他們將韓國歷史「中國化」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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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中國為多民族國家，自1993年起即開始主張所有在國內的少數民族的歷史，都屬於中國史
的一部份，在此推論下，中國境內少數民族之一的「朝鮮族」，它所擁有的高句麗歷史，自然就
成為中國歷史。再者，中國強調當時的高句麗並非主權國家，而是隸屬於中國的管轄之下，因此
高句麗王朝屬於中國的一部份。韓國則駁斥，在當時的宗主國制度下，高句麗只是遵行當時體制
，定期進貢予中國，但不能因此就稱高句麗隸屬於中國。 

     其實，從中國先發制人的研究計畫不難看出中國的對於韓民族的顧忌。中國擔心高句麗這
個韓民族心目中的神聖王朝，恐會喚起國內朝鮮族對於過去先祖創建全盛時期的輝煌記憶，加深
民族血緣意識，未來在南北韓統一後，中國朝鮮族說不定會要求脫離中國的掌控，回歸祖國，與
南北韓共組一個國家，為了防堵既有國土分裂，事先的歷史愛國教育，至為必要。 

      東北工程在韓國引起軒然大波，引發朝野人士與民眾的極度不滿，最後不得不由韓國政府
出面，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為了維護兩國友好關係，中國也不得不重視此項問題的嚴重性
，2004年8月中韓兩國外交部代表會面，就東北工程問題達成了5項「口頭諒解」，強調該問題僅
限於學術領域，應避免其衍生成為政治問題。

  中韓對於高句麗史的5項口頭諒解 

一、高句麗史問題成為兩國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中方對此予以重視。  

二、為了防止因歷史問題影響中韓兩國的友好合作關係，雙方將做出努力，並根據1992年8月
的「中韓建交聯合聲明」及1993年7月兩國層峰共同簽署的「聯合聲明」，為發展全面的合作
、夥伴關係而努力。  

三、雙方達成共識，未來將在中韓合作關係的框架下，尋求公正解決高句麗史問題的方案，採
取必要的舉措，為防止高句麗史演變成政治問題做出努力。  

四、中方就韓方從中央和地方政府角度關注高句麗史相關記述表示理解，並採取必要的舉措，
防止問題複雜化。  

五、中韓雙方將為儘快舉行學術交流而努力，並使之有助於增進兩國間的學術交流和兩國國民
的理解。  

      然東北工程的爭議並未至此結束，雖然東北工程的計畫沒能按照最初的計畫進行，但是有
關於東北工程的研究論文仍相繼發表，韓國政府曾就此向中國提出抗議，但僅收到中方答覆說這
屬於地方學者個人行為，政府無權制止的回應。韓國擔心一般中國百姓透過境內高句麗的遺址、
博物館以及解說導覽員的介紹，片面瞭解高句麗歷史，將在潛移默化中強化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
，這樣的情形未來將使得中韓兩國之間的歷史糾紛更為複雜。 

又愛又恨的鄰國－北韓 

      對於中國來說，北韓與中國東北領土接壤，一旦有外來勢力掌握北韓這個長久以來的盟邦
，將使得東北門戶洞開，對中國安全造成致命的威脅。中國同北韓之間存在著「唇亡齒寒」、「
唇齒相依」的密切關係，在朝鮮半島地區安全上，北韓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但隨著中韓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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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拓展，中國在韓國面前有時必須刻意淡化自身與北韓的關係，反之，身為美國長期盟友的
韓國，有時候也必須考量自身與中國的經濟利益，而在政治上選擇暫時擺脫美方的干涉。 

      北韓一直是東北亞區域潛在的不安因素，北韓的核武問題，向來威脅著朝鮮半島與周邊國
家的安全，尤其在1993年，北韓片面退出「禁止核子擴散條約」，引發北韓核武危機之後，核武
威脅似乎就成為北韓用來向美國等西方國家進行政治、經濟勒索的主要籌碼。韓國政府不止一次
宣稱要建立一個「非核化」的朝鮮半島，因此強烈反對北韓的核武發展，而中國在北韓核武議題
上，態度也由原先的強力支持到後來變成消極面對。 

      1993年的第一次核武危機時，中國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投下否決票，反對美國將北韓核武
議題送交安理會，此舉也讓北韓免於國際制裁。同時在1990年代北韓爆發糧食危機，造成數十萬
人死於飢餓之際，也是多虧了中國的協助，才使得北韓政權得以維繫。 

      2002年北韓與伊朗、伊拉克三國被美國總統小布希稱為「邪惡軸心」，同年10月北韓承
認持續研發核武，東北亞緊張情勢瞬間升高，是為第二次核武危機。但在此次核武危機中，中國
態度丕變，一改過去無條件聲援北韓的態勢。「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在2003年2月12日通過
北韓核武問題決議，不同於俄羅斯與古巴投下棄權票，中國對該決議表示贊成，並聲稱：該決議
有助於和平解決北韓核武問題。  

      中國在面對北韓核武問題上，「非核化朝鮮半島」現已成為中國的大原則，中國希望能以
和平方式解決朝鮮半島上的爭端，以減少戰爭爆發時對自身所造成的衝擊。 

      韓國在李明博上任之後，一改前兩任總統金大中、盧武鉉溫和路線的「陽光政策」，改採
強硬手段，李明博率先提出「非核、開放、3000」的構想，即以北韓徹底放棄核武為前提，韓國
願意協助北韓推動改革開放，促使北韓國民於10年內達到人均國民所得3000美元。這樣的構想讓
北韓極度不滿，北韓領導階層並不想乖乖地聽從南韓的指示，南北關係陷入僵局。 

      2010年3月26日，韓國海軍「天安艦」在北韓西部海域巡邏時因發生爆炸而沉沒，艦上10
4名官兵只有58人生還，韓國認為「天安艦」是遭到北韓小型潛水艇發射的魚雷攻擊而沉沒，北
韓對此則堅決否認。2010年11月23 日，南北韓在北韓西部具爭議的延坪島附近海域爆發相互炮
擊事件，雙方都指責是對方率先開炮。自李明博對北韓改走強硬路線後，緊接著爆發天安艦擊沈
事件與延坪島砲擊事件等，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未曾平息，在緩和東北亞的緊張情勢上，除了期
盼南北韓雙方消除各自的歧見，平心靜氣好好地談一談之外，身為南北韓鄰國的中國，她所扮演
的角色亦相當重要，如何彌補南北韓之間的裂痕，有賴中國仔細拿捏分寸。 

朝鮮族的身份認同 

      在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之下，中國朝鮮族發展出雙重身份認同。中國政府一方面極力避免
朝鮮族民族意識高漲，造成國內政治上的紛擾，另一方面卻鼓勵他們發展並保存固有的文化與傳
統。 

      朝鮮族一直以為北韓是他們的祖國，然而就在中韓建交之後，他們才瞭解原來在南方還有
另一個祖國存在，而且比原本的還要富庶、自由。隨著韓國政府逐步開放朝鮮族入境後，許多朝
鮮族開始前往韓國探親，或找尋拓展經濟的活路。朝鮮族與韓國人之間的交流，也跟著熱絡起來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開始擔心起韓民族主義會隨之發展。 

      在中韓建交後，許多韓國人至中國高句麗遺跡旅遊時，強烈的民族意識促使部分愛國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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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舞國旗，高喊愛國口號，這使得中國當局開始注意歷史問題所可能引發的後遺症，這也是後來
中國會進行東北工程的原因之一。 

      中韓兩國在朝鮮族的問題上，有不同的認知。韓國人認為朝鮮族是他們的同胞，就如同旅
居在外的韓僑一樣，算是廣義的韓國人。反之，中國則認為朝鮮族是境內55個少數民族之一，他
們雖然具有自己的傳統文化，但在國籍上仍屬中國。 

      因為語言相通，不少朝鮮族選擇到韓國工作，雖為同一民族，但因不具韓國國籍，多數仍
屬於勞動階層，不少人在發展之後，因經濟或家庭考量，選擇歸化，真正成為韓國人，但根深蒂
固的中國背景，仍使得部分朝鮮族在韓國社會上，處處受到排斥。 

北韓難民的處置 

      自1990年代初期，有北韓人開始穿越中國國境，逃離北韓，這些因飢荒或是政治迫害而被
迫遠離家園的人，統稱為「脫北者」。然而，中國與北韓之間有個協議，中國境內的「脫北者」
一旦被舉發，不僅要被遣送回北韓，還得面臨嚴酷的刑罰。中國這樣的作法每每讓韓國與美國的
人權團體，多所批判。 

      中國認為「脫北者」為非法移民，遣送「脫北者」回母國北韓是再正常不過的行為，同時
中國認為韓國政府以及部分市民團體不應該援助這些非法入境的北韓人，更不應該鼓勵他們利用
外國大使館作為避難場域。韓國政府則認為這些「脫北者」是難民而不是非法入境者，要求中國
不應遣返他們回北韓，應按照國際慣例來協助這些北韓難民。 

      過去，「脫北者」的議題並未像今日一樣廣受關注，因為不管是中國或是韓國政府，都希
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願在這個議題上與北韓產生摩擦。但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經
濟發展，以及韓國的民主化，來自國內的反彈聲浪與社會內部的不安因素，都促成中韓政府不得
不審慎面對「脫北者」的問題。 

      中國擔心「脫北者」可能衍生成為國際性的人權議題，而使得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受到責難
，另外，因為這些「脫北者」多隱匿於中國朝鮮族所居住的區域，中國也害怕「脫北者」變成國
內社會的不安因素，若「脫北者」與朝鮮族的民族意識被激起的話，恐怕將變成另一個新疆、西
藏，威脅中國的政權體制。為此，中國採取了兩大方針，一是快速遣返「脫北者」回北韓，以避
免國際人權團體的介入，二是將北韓難民迅速移送至第三國，讓他們有機會藉由其他管道到韓國
或其他國家去。 

      韓國對於「脫北者」問題，卻始終得面對國內輿論和人權團體的壓力，若政府在「脫北者
」的議題上，態度過於冷淡，嚴厲的批判就會接踵而來。對韓國而言，北韓人民同樣具有韓國國
籍，同時受到韓國憲法保障，但卻有個前提存在，假設他們所居住的地區位於北韓的話，那麼他
們受憲法保障的權利就會自動終止。因此，一旦北韓人民逃離北韓，韓國政府自然就要給予他們
外交上的保護與協助。然而，實際上韓國政府對於這些「脫北者」，卻無法提供完全的保障，原
因在於韓國不希望因過於積極的外交手段而激怒中國，使得韓國對中國與日遽增的貿易順差受到
影響。 

      中韓兩國建交至今已逾19年，雙邊貿易額從1992年的64億美元，至去年已達到2072億美
元，足足成長約32倍，2010年兩國人員交流達600萬人次，每天有120多個航班往返中韓兩國之
間，足見雙方交流之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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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國務總理金滉植於今年4月中表示，希望中國能積極提議討論中韓FTA的簽署。臺灣與
韓國的第一大出口市場都是中國，臺韓產業在中國市場競爭相當激烈，假設中韓簽署FTA後，韓
國的電子產品諸如手機、家電等，進軍中國市場將享有免關稅的優惠，屆時臺灣相關電子產品進
入中國市場將受到嚴重威脅。另外，臺灣在面板、半導體產業上，與韓國的競爭相當激烈，中韓
若提早完成簽署FTA，臺灣這兩大產業也將受到嚴重影響。臺灣如何在這方面捷足先登，將是政
府未來所必須積極面對的課題。 

作者韓國觀測站為一群研究韓國的專家所共同執筆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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