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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2007年以来东北亚局势的重大变化 ,使签定取代 1953年朝鲜半岛5停战协定 6的 5和平协定6时机

日渐成熟。签定新协定的主体应是朝、韩、美、中四方。达成新协定的主要障碍在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 尤

其是美国的立场与政策。只有从 /停战机制0转向签订5和平协定6,建立和平机制, 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才能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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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半岛地处东北亚的中心, 维持朝鲜半岛的

长期和平与稳定,不仅是半岛人民以及周边国家人

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东北亚地区安全环境改善和安

全合作的需要。由于特定的原因, 冷战的结束并没

有给半岛带来和平与稳定, 朝鲜半岛反而成为 /冷

战最后的活化石 0。 20世纪 90年代第一次朝核危

机出现后,韩国、朝鲜、中国、美国举行 /四方会谈0,

开始在多边框架内讨论在朝鲜半岛构建新的和平机

制取代半个多世纪前签定的 5停战协定 6. 而 2002

年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爆发, 再度使国际社会关注签

订半岛和平协定和构建半岛和平机制的重要性。意

在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就多次将朝鲜半岛和平

协定作为主题进行沟通讨论.在 2007年 9月于澳大

利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 APEC )首脑会议上, 韩

国总统卢武铉还借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联合记者招

待会之机,当着众多世界传媒机构连续 3次向布什

询问和追问关于美国与朝鲜签定和平协定的条件和

时间表。

东北亚安全环境

呼唤朝鲜半岛和平协定

  1990年开始的世界性后冷战气氛为东北亚地

区带来了很大影响。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及军事对

立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而发生了

很大变化,大国间的实力消长也大有不同。冷战后,

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 中国的国际影响伴

随着巨大的经济发展而持续增加, 日本努力谋求与

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俄罗斯凭借

能源实力而致力于恢复昔日雄风。后冷战时期东北

亚地区的实力对比显示出缓和的多极化状况。[ 1]后

冷战初期东北亚地区最大的安全问题与朝鲜有关。

朝鲜的核计划导致了两次 /朝核危机 0,而美国将朝

鲜归入无赖国家和邪恶轴心国之列也致使美朝矛盾

激化。为应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美国酝酿推

出 /国家导弹防御体系 ( NMD: N ational M issile D e2
fense) 0和 /战区导弹防御体系 ( TMD: TheaterM iss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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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se) 0, 加强美日同盟关系。可以说, 谋求国家

利益最大化的美国安全战略极大地影响着美国对东

北亚的战略。[ 2 ]

与此同时, 出现了希望重新定义地区安全秩序

的各种努力。亚洲地区论坛 ( ASEAN R eg iona l Fo2
rum ) ,作为借助增进信赖谋求亚太地区安定的国家

间安全协议机制于 1994年成立, 并使成员国之间在

信赖安全及维护和平、预防外交及军事情报交换等

很多领域中保持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作为非政府间

安全对话机制于 1993年成立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

会 (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2
cific), 在包括安全合作、信赖安全等问题上也作出

了很大的努力。

随着冷战的结束,朝鲜半岛 /北三角 0 (朝、苏、

中 )与 /南三角0 (韩、美、日 )对峙的均势结构不复存

在,半岛局势呈现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可是,朝鲜半

岛赖以维持稳定状态的法律依据是 1953年签定的

5停战协定6,而各当事国迟至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
还没有达成和平协定。缺乏取代 5停战协定6的和

平协定,使得东北亚安全环境得不到彻底改善,应对

突发事件的东北亚安全机制得不到建立。和平协定

可以充当限制成员冲突、恢复和平的渠道,可以树立

严格的行为模式作为尺度帮助参与者确定合作方

式、同时辨别其他参与者的欺诈行为;可以通过增强

相关行为体行为的相互渗透来降低对欺诈的恐惧;

也可以通过组织制裁来削弱参与者背信弃义的动

机;还可以通过建立信任降低成本。[ 3]和平协定一

旦签署,就能自我加强,从而促进国际协调, 冲突将

以和平方式解决或被控制在最低程度。

朝鲜半岛和平协定有助于促进半岛南北和解。

/和解、和平、统一 0已成为南北双方人民的共同愿

望,两国领导人也顺应形势发展,推动南北和解。由

于政治上长期对立造成的互不信任以及社会制度、

意识形态、经济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

异,南北政治关系很难在短期内取得突破。已经认

识到了这一点的朝韩领导人于 2007年 10月 2日再

次举行南北首脑会晤,并达成协议。和平协定的确

立有助于结束半岛半个多世纪来 /不战不和不谈 0

的紧张对峙局面,双方可以在和平机制框架内增进

了解, 为和平商谈统一问题创造前提。

朝鲜半岛和平协定还会有助于缓和朝美矛盾。

布什政府 2002年初将朝鲜与伊朗、伊拉克并称 /邪

恶轴心 0, 还将朝列为核打击对象国之一。朝选择
以 /超强硬对强硬 0, 不仅维持庞大的常规军事力

量,而且发展导弹,研发核武器。2002年 10月美助

理国务卿凯利访朝后,宣称朝承认其拥有浓缩铀计

划, 美方因而以朝破坏 1994年 5框架协议 6为由停

止重油供应。第二次 /朝核危机 0就此爆发。 2003

年 1月 10日, 朝宣布退出 5核不扩散条约 6。 2006

年 7月发射远程导弹, 2006年 10月进行核试验。

这一系列举动使得朝鲜半岛和平变得脆弱不堪。如

果朝美双方能够在和平协定框架下, 加强相互理解

和沟通,将有助于逐步削弱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积怨

与敌意。

总之,签订新的和平协定的目的,是构筑朝鲜半

岛乃至东亚持久的和平与稳定,是一种战略安排,而

不是任何一方将之用作追求短期外交利益的战术运

作。

与朝鲜半岛有关的大国, 虽然各自的战略利益

不尽相同,但在推动半岛达成和平协定并建立和平

机制以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有着共同点。中

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 中国支持朝鲜半岛的和平

与统一。中国与韩朝双方都保持着相互信任的友好

关系,在韩朝争取民族和解、和平与统一的进程中发

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艰难

的政治外交环境下能够举办数年并取得重大进展,

与中国的作用分不开。特别是 /中国提出的关于缓

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五项原则主张和关于建立半

岛和平机制的四点基本内容 0 [ 4 ] , 获得各方的赞

同。俄罗斯和日本从维护本国和地区安全以及促进

本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考虑, 也希望半岛能尽快达

成新的和平协定并建立和平机制以保障半岛的和平

与稳定。 2007年 9月,主张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的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辞职,福田康夫就任首相,应是朝

日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契机。

应该说,用和平协定取代 5停战协定 6, 保证半

岛永久和平,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也符合

美国在该地区的长远利益。布什政府 2006年下半

年以来对朝鲜半岛政策的调整,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第六轮会谈的成功举行以及取得

重大进展。朝美关系的改善也推动了半岛局势的缓

和,例如, 2007年 6月,美国在克服了巨大困难的情

况下 /摆平 0朝鲜的 /非法 0资金问题, 表明美国认识

到了冷静对待朝鲜要求的重要性。在滞留资金即将

撤出汇业银行之时朝鲜迅速做出反应,邀请国际原

子能机构人员到平壤协商关闭核反应堆问题, 这表

明了朝对履行 / 2# 13共同文件0态度是认真的。[ 5 ]

这些都表明,只要与朝鲜半岛局势有关的大国,采取

积极的政策取向, 就能够为朝鲜半岛达成和平协定

并建立和平机制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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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和平协定的主体

  签订朝鲜半岛和平协定的主体应该是哪几方?

这个问题目前在学界政界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有

人认为,应该以朝美双方签署一个双边协定的形式

完成朝鲜半岛和平协定, 因为在朝鲜战争的主要当

事方中,朝美是至今仍处于敌对状态的两方;也有人

主张, 维持双边协定形式, 但由朝鲜战争参加者中国

和韩国副署。还有人主张, 5朝鲜停战协定 6是由

朝、中、美 (代表联合国 )签署的, 故取代停战协定的

和平协定也仍由三方签署。更多的人主张由朝鲜战

争实际参战者朝、中、美、韩四方签署,也有人主张由

朝核六方会谈参加方共同签署。[ 6 ]

朝鲜半岛停战体制转换为和平体制的最基本问

题是由 /谁0参与谈判.南北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严重

对立。朝方认为 5朝鲜停战协定6是由 /朝鲜人民军

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与联合国

军总司令另一方 0签订的, 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

部撤出朝鲜,而目前驻扎在韩国的所谓 /联合国军 0

实际上就是美军。[ 7 ]特别是 1953年 7月 27日参加

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 /联合国军 0代表团成员, 从首

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到所有成员都是美国人。因此,

停战协定 /真正的两方 0是朝鲜和美国,只有朝鲜和

美国才是当然的和平条约签署的参与者。朝鲜还坚

持认为,韩国由于并未签署 (而且当时的李承晚政

权坚持反对 )停战协定, 因此在停战机制转换为和

平机制方面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代表权和资格。韩美

则主张 /和平协定 0由两个直接当事者即朝韩签订,

由美中两国或美、中、俄、日四国提供国际保证。韩

国强调,该原则在 1992年朝韩签署的关于和解、互

不侵犯、交流与合作的协议中就得以体现。[ 8 ]

朝鲜和韩美双方在朝鲜半岛和平协定主体问题

上的分歧相当大。的确, 韩国当时不是联合国成员

国,又没有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从法律意义上讲不算

停战协定签字国。但是, 韩国既是朝鲜半岛的两方

之一和朝鲜战争的最直接当事国,又于 1950年 7月

7日将韩国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联合国军司令官,

而且 /联合国军 0停战谈判代表团中也一直包括有

韩国军官,将韩国排除在朝鲜半岛和平协定之外是

不可能的。

从国际法法理上说, 既然是用朝鲜和平协定取

代朝鲜停战协定,那么把中国排除在和平协定的签

署者之外也是不可能的, 甚至可能是不合法的。对

此,朝鲜停战协定第五条附则第 61、62款有明确规

定。[ 9]中国在朝鲜半岛有重大安全利益,特别是中

国同朝鲜签订有军事同盟内容的 5中朝友好互助条

约6。所以,朝美签署, 中国和韩国副署的主张也同

样与国际法不合。

如果能由朝核会谈六方直接签署和平协定或类

似的国际条约,那将会直接形成东北亚集体安全架

构,是较为理想的一种安排。由于俄罗斯和日本对

朝鲜战争的介入程度不如朝、中、美、韩四方,而六方

签署的方案不容易被主要当事方接受,朝核会谈六

方签订朝鲜半岛和平协定的困难会比较大。

由于签订新的和平协定的目的是构筑朝鲜半岛

乃至东亚持久的和平与稳定,朝、中、美、韩四方都是

最直接的利益攸关方,应该是和平机制构建过程的

主要参与者。由朝、中、美、韩四方共同签署,不仅会

使生效后的和平协定更具效力, 同时也是对当年韩

国总统李承晚拒绝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这一错误决定

的弥补。如果严格地按照签订一个朝鲜停战协定的

替代文件的思路,应仍由朝、中、美三方签署,但考虑

到韩国是战争直接当事方,由朝、中、美、韩四方共同

签署,应该是最合理的。随着 2007年以来朝核问题

的重大进展以及朝韩领导人的会晤,由朝、中、美、韩

四方为主体的朝鲜半岛和平协定已经提上各国的议

事日程。韩国总统卢武铉于 2007年 11月 13日首

次呼吁韩国、朝鲜、中国和美国四国首脑尽快举行峰

会, 以加速朝鲜弃核,达成朝鲜半岛和平协议。卢武

铉说: /我们推进四方峰会的原因很简单,目的就是

为了使朝鲜早日履行弃核承诺。0他表示,如果四国

领导人坐在一起,宣布致力于签署和平协议,那将为

朝核六方会谈增加新的动力。[ 10 ]

据韩国 5朝鲜日报 6报道, 随着朝鲜承诺 2007

年内对宁边核设施完成去功能化, 美国和朝鲜的关

系得到了改善。在这样的背景下, 一名美国外交官

从本月中旬起常驻平壤高丽饭店。美国驻韩国大使

馆 11月 26日称, 美国已经在朝鲜首都平壤安置了

一名国务院官员。这名官员将一直在平壤工作, 直

到朝鲜的弃核工作完成。[ 11]此前,据美国 5华尔街
日报 6报道,如果朝鲜按计划落实弃核过程,美国政

府将从 2007年年底开始正式与朝鲜讨论签署和平

协定的问题。

中国政府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中国总理温家宝

2007年 11月 20日在新加坡出席第八次中日韩领

导人会议时强调,作为朝鲜停战协定的缔约方,中方

将积极参与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进程,实现半岛

长治久安。他说,中方一贯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双方

通过对话改善关系,希望韩朝双方以不久前举行的

首脑会晤为契机,加快和解合作进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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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政府也积极回应。 5劳动新闻 62007年 11

月 25日发表评论, 敦促美国放弃敌视朝鲜的政策,

以实现朝美关系正常化,保障朝鲜半岛和平。[ 13]

朝鲜半岛和平协定的障碍

  达成朝鲜半岛和平协定的难点主要在于各国对

和平协定的理解存在差异。应该说, 各国原则上都

主张和赞同签订新的和平协定,但由于各自地位、力

量强弱、战略目标不同,出发点和基本立场也完全不

同。其中,美朝之间截然不同的战略取向是最大障

碍 [ 14 ]。美国基于维护 /美国治下的和平 ( Pax A2
mericana) 0的理念,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

力,希望维护该地区安全秩序以保障其地区战略利

益。美日、美韩军事同盟是冷战的产物,冷战后仍在

不断加强和调整。美国在东北亚的双边军事同盟固

然有稳定该地区安全环境的一面, 也同时给该地区

一些国家造成安全压力, 使得新安全机制的诞生面

临更多复杂因素。朝鲜为了应对周边局势, 摆脱外

交孤立和经济困难局面,不断打 /核牌 0应对美国,

采用边缘战略以弱抗强,维持其体制与安全,甚至不

惜退出 5核不扩散条约 6, 宣布拥有核武器。战略利
益的对立导致双方难以积极合作, 使和平机制的构

建充满矛盾和分歧。而且, 美国对于朝鲜和平协议

有一个坚定立场:即只能在朝鲜解决核问题以后,才

同意签署和平协定 [ 15]。 2007年 9月在澳开 APEC

会时, 韩总统连续追问布什何时与朝签订和平协定,

布什的回答都将朝解决核问题作为前提条件。

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发展方向和进程的不确定

性,是达成朝鲜半岛和平协定的另一个难点。虽然

南北双方都有和解和统一的愿望,但因长久的积怨,

仍有诸多问题悬而未决.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导弹发射问题。[ 16]韩国认

为这是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 [ 17 ] , 但朝鲜认为这

是主权国家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朝一再显示捍

卫其主权的强硬立场, 并表示要 /用武力回应侵
犯 0。在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访朝期间, 朝鲜表

示在其国家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的条件下, 对这一问

题将采取更加灵活的做法。而如何保障朝鲜的国家

安全又将成为一个新的问题。二是南北半岛关系问

题。在朝鲜半岛签署和平协议问题上, 朝韩两国是

关键。平壤与首尔之间必须降低敌意、恢复对话,使

双方关系至少能恢复到 90年代初的水平。 2007年

10月朝韩首脑举行了第二次会晤, 为南北关系的进

一步改善奠定了基础。目前双方关系的状况可以概

括为政治上分歧较大、经济上进展缓慢、军事上严重

对峙。南北关系发展滞缓原因很多, 但深层次的原

因是双方战略目标相悖。韩国认为国际形势对自己

有利、实力较强,提出对朝不吞并、不封锁、不刺激的

/阳光 0政策 [ 18 ] , 卢武铉上台后继续坚持这个政策。

极力通过扩大南北交往,向北方施加影响,力图以渐

进的和平方式实现以南方为主体的统一。朝鲜鉴于

经济陷于困境,在南北实力竞争中处于劣势,当前最

大的利益是稳定内部,巩固政权意图发展,因此对韩

仍坚持 /只进行民间交流不进行官方接触 0, /只接

受经济援助不进行政治对话 0的立场, 严控南北交

往, 以把握住南北关系发展方向和进程,严防来自南

方的渗透与影响。因此, 由于南北关系在相当一段

时间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善, 六方会谈也只能在艰难

曲折中谋求缓慢发展。以上问题若不能得到有效解

决, 将难以签署朝鲜半岛和平协定。

达成朝鲜半岛和平协定的另外难点是关于和平

机制实现的途径。朝鲜强调缔结 /和平条约 0是朝

鲜半岛恢复和平的必要方式, 主张以和约形式通过

法律途径确保和平的实现。同时还坚持与美缔结和

约,要求解散联合国军并从半岛撤出美军 。在韩国

看来,用某种和平条约来替换停战协定,其本身并不

能带来和平。朝鲜半岛和平的实现是一个渐进过

程,并不是通过缔结条约或协定就能立即实现。因

此, 半岛构建和平的第一步是双方消除紧张状态、建

立信任关系,使过去半个多世纪来严重的军事对峙

结构能够得到调整。

从国际法角度看, /最常见的结束战争的方法

是缔结和约0 [ 19 ] , 但和约并不是结束战争的唯一

方式。随着概念和实践的变化, 战争通常不以宣战

而开始,也不以缔结和约而结束。除了缔结和约以

外, 战争可以由伴随以暗示双边和平交往意愿的行

动, 比如建立外交关系或缔结其他形式的条约等敌

对行动的中止而结束。当事国可以选择最合适的方

式来结束战争状态, 恢复有关国家间的正常关系。

特别是对于当年朝鲜战争的双方而言,缔约国 ) ) )
朝鲜和联合国军之间签订某种和约已经不太可能,

有关各方可以通过其他更合适的方式加以解决。

驻韩美军问题也是达成朝鲜半岛和平协定的一

个障碍。美国在韩驻有 3. 7万军队,与韩国在军事

上联系密切,一直保持对朝鲜强大的军事压力。朝

鲜坚持驻韩美军撤出韩国是朝鲜民族实现自主和平

统一的前提条件。金日成曾明确表示, /自主地统

一国家,就意味着迫使美帝国主义者撤出南朝鲜,不

让其他国家势力干涉我国的统一问题0。[ 20 ]朝鲜把

驻韩美军看成是对其安全的直接威胁和半岛不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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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根源,认为撤军是构建和平机制、签订和平条约

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的根本保证, 强调 /美国从南朝

鲜撤军是衡量美国要战争还是要和平的标志, 美国

必须从南朝鲜撤军0。[ 21]韩国则认为驻韩美军不会

影响朝鲜民族的自主统一, 主张朝鲜民族自决的同

时要求国际担保,南北双方应该在美中等保证和联

合国协助下通过协商解决统一问题。尽管韩国有不

少激进人士要求美军撤出, 但韩国领导人仍强调美

韩联防体系是 /国防基础 0, 认为 /对列强环绕的韩

半岛来说, 驻韩美军是维护国家防御的必要选择。

即使在统一以后韩国仍需要美军继续驻守0。[ 22]因

此,在各种会谈中,朝鲜都坚持首先讨论驻韩美军撤

出问题,但从半岛现实和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来看,

美军在半岛的军事部署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 即使

南北实现统一后,美国还会在该地区保持适当的兵

力。在朝核危机陷入僵局的情况下, 2003年 10月

起美方通过驻韩美军调整方案, [ 23 ]在军事和政治

上取得更大灵活性和主动权。其军事覆盖范围将包

括东北亚地区,具体地说就是要使驻韩美军基地成

为对外的军事基地。驻韩美军司令拉伯特上将明确

表示: /驻韩美军的作用不应局限于朝鲜半岛, 而应

涉及整个东北亚。驻韩美军将根据未来的需要提高

能力。0驻韩美军的活动半径将有可能扩大到台海

一带, 以防止中国在朝鲜统一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同时以美韩同盟作为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种牵制

力量。这不利于半岛乃至东北亚的军事平衡。

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

  一方面,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制约和影响着朝

鲜半岛南北和解、和平发展的进程; 另一方而, 朝鲜

半岛同一民族的内部矛盾也深深影响着南北双方关

系的改善。尤其是 1950年的 / 6# 250战争,给朝鲜

民族带来了深深的伤痛,加剧了朝鲜半岛的政治、军

事分裂。因此, 朝鲜半岛的分裂呈现出既有 /国际

性 0又有 /内争性0的复杂形态 [ 24 ]。未来半岛和平

协定构想的建立,也必须从这两个方面来考虑。

从朝鲜半岛内部看, 韩朝双方应该是推动朝鲜

半岛走向和解、和平、统一的主体。诚如南北首脑

5共同宣言6所指出: /南北统一问题, 要由其国家的

主人 ) ) ) 我们民族相互联合的力量自主地加以解

决 0。[ 25]的确,韩朝双方都没有放弃在半岛建立和

平机制的努力,双方在各个层面的会谈事实上已经

朝着建立和平机制的方向做出了积极的尝试。

其一,朝韩首脑会晤机制。国家首脑由于掌握

最高国家权力,具有重大决策权,因此首脑之间建立

起良好的个人友谊以及制度化的会晤机制, 对重大

问题的解决将带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2000年 6

月南北首脑在平壤举行的历史性会晤,是朝鲜半岛

分裂半个多世纪以来,南北关系中最具有积极意义

的历史性事件, 双方签署的 5南北共同宣言 6, 被国

际舆论赞誊为 /和解合作新起点、和平统一里程

碑0。两国领导人宣称, 不仅要消弥冲突、消除战

争, 而且要 /团结起来, 自主解决统一问题 0时, /意

味着南北双方关系开始从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互

不信任与对抗转变为走向和解与合作的新道

路0 [ 26]。2007年 10月南北首脑第二次会晤又重

新开启,签署了南北领导人会宣言,朝着签署朝鲜半

岛和平协定的道路前进。这说明首脑会晤要成为一

种制度化的安排, 需要半岛双方共同努力以及与半

岛有关的各方大力支持。

其二,总理级会谈。朝鲜半岛南北总理会谈在

1990年举行了 3次, 1991年 10月第四次总理会谈

时, 双方终于 /首次在和谐的气氛中 0, 就签署 5南北
和解、互不侵犯和交流合作协议 6草案达成一致,

1991年 12月第五次总理会谈上, 南北双方共同签

署了这一协议。这是朝鲜半岛分裂 46年来达成的

第一个具有广泛实质内容的协定, 包括相互承认和

尊重对方的制度, 在政治、军事上结束敌视与对抗,

用对话和协商方法解决分歧与争端, 把停战状态转

变为巩固的和平状态等等。正是总理级会谈推动南

北双方同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朝着共存共荣的方

向迈进。总理级会谈也极大地推动了首脑会晤的进

程, 为首脑会晤奠定了基础。

其三,部长级会谈。朝鲜半岛南北首脑会晤后,

南北国防部长会谈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达成协议,

以利于从军事上保障5南北共同宣言 6的履行; 双方

经济合作促进委员会会谈也取得进展,签订了投资

保护协定,一些经济合作项目已进入实际运转阶段,

双边贸易额已由 1989年的 1 800万美元增加到

2005年的 10亿美元 [ 16 ]。

其四,各个层次的民间合作与交流:双方民间合

作与交流不断扩大, 成就显著。如双方红十字会会

谈达成合作协议。作为双方改善关系的具体成果,

南北离散家属代表分别在平壤、汉城、金刚山等地举

行了 5次会面, 分别半个多世纪的亲人跨越 /三八

线0而拥抱在一起。在第七次部长级会谈的推动

下, 双方已经先后在朝鲜的金刚山及板门店举行了

第四次总裁级的红十字会会谈, 关于搞活金刚山旅

游合作项目的会谈,进行了第五次离散家属团聚活

动。 /目前有近 600家韩国企业与朝鲜开展贸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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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交易商品达到 500多种。韩国现代集团与朝鲜

有关部门合作开展的金刚山旅游项目自 1998年启

动后, 至今已有 20多万人前往金刚山观光, 成为韩

朝民间经济合作的一个成功范例0。[ 16]

南北双方已经建立起了多层次的对话和交流的

渠道, 从首脑会晤到部长级会谈,从官方接触到民间

交流,都取得了具体而富有成效的进展。但在如何

确立新的和平机制以避免军事冲突等方面, 双方尚

未达成共识。因此, /双方应以南北首脑会晤为起

点,采取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方式,化解分歧,逐步将

现有多个层面的对话机制进一步完善并制度化,以

推动双边关系稳步朝着和解、和平的方向发展。0 [ 16]

从外部环境看,与朝鲜半岛事务有关的各国,相

互关系的良性互动以及制度化的会谈机制, 能有效

地促进半岛和平机制的建立。朝核问题 /六方会

谈 0取得重大进展并逐渐成为东北亚安全对话的一

个重要机制。东北亚地区国家在过去的历史中相互

提防、缺乏信任, 没有安全合作与对话机制。朝核问

题的出现,给东北亚国家一个面对面磋商和解决问

题的机会。 1997年 12月 9 ~ 10日, 当年停战协定

签字国在日内瓦举行首次 /四方正式会谈 0, 开始了
有益的尝试。 1999年的第四次会谈已经正式启动

/缓和半岛紧张局势 0工作组和 /建立半岛和平机

制 0工作组。四方会谈机制是在停战机制的消极性

日益显露的情况下召开的, 为各方如何防止半岛冲

突、建立新的合作机制、促进朝鲜半岛和解与和平提

供了新的场所和思路。[ 27 ]从最初的朝美会谈到三

方会谈、进而又扩大到六方会谈。六方会谈作为解

决朝核问题的一种机制, /从 2003年 8月第一次六

方会谈到 2007年 10月第六次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

议的成功举行,已经走过了五年的历程,这期间朝鲜

半岛的局势随着朝核问题而不断起伏不定, 而六国

各自关于朝鲜半岛和平问题的认识也逐渐深刻,其

政策也做出相应的调整, 对整个朝鲜半岛的和平机

制的建立有着重大的影响 0。[ 28 ]

2007年 10月 3日, 第六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

会议在北京闭幕, 会议制定并通过了 5落实共同声

明第二阶段行动 6共同文件。[ 29 ] 2007年第五轮六

方会谈第三阶段会议所通过的 / 2# 130共同文件问
世后, 有关各方仍然坚持以和平方式早日实现朝鲜

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和意志,逐项落实六方在起

步阶段所应同步采取的行动: 朝鲜于 2007年 7月

15日关闭了宁边核设施的核心反应堆;国际原子能

机构核查人员已对此进行监督和验证; 朝鲜半岛无

核化、朝美关系正常化、朝日关系正常化、经济与能

源合作和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 5个工作组已在各

自领域开展工作;相应的对朝援助措施也已到位,加

之各方不断释放的良好政治意愿, 特别是朝韩第二

次首脑会晤的举行, 均为推动制定 5落实共同声明

第二阶段行动 6共同文件创造了条件。

六方会谈进程愈向前进, 所触及的问题越发敏

感, 其中朝方在宁边的核设施 /去功能化 0问题便是
其一。根据 5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 6共同文

件, 朝鲜将在 2007年 12月 31日以前完成对宁边 5

兆瓦实验性反应堆、后处理厂 (放射化学实验室 )及

核燃料元件制造厂去功能化。此外, 朝方同意根据

/ 2# 130共同文件于 2007年 12月 31日前对其全部

核计划进行完整、准确的申报。朝方还重申其不转

移核材料、核技术或核相关知识的承诺。美国和朝

鲜同意继续致力于改善双边关系, 向实现全面外交

关系迈进。[ 29 ]值得注意的是, 经过反复磋商后, 此

次5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 6共同文件对这一

问题之目标、时间表和具体措施均做出明确表述,其

中 /朝同意对一切现有核设施进行以废弃为目标的

去功能化 0 [ 30 ]的表述令人一目了然。此外, 这一共

同文件还就朝方 /完整、准确 0地申报其全部核计划
确定了明确的时间表 [ 30]。

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计划中的重要内容

之一便是朝美、朝日国家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已开

始双边谈判的基础上, 朝美将 /继续致力于改善双
边关系, 向实现全面外交关系迈进 0 [ 30]。据朝美

关系正常化工作组会议的共识, 美国方面承诺启动

不再将朝鲜列为 /支持恐怖卞义国家 0的程序, 并推

动终止对朝鲜适用 5敌国贸易法 6的进程。 2007年

10月,布什政府开始与美国国会磋商将朝鲜从 /支

持恐怖主义国家 0名单中除名的事宜, 并准备就此

与朝鲜展开谈判。[ 31]朝日两国则将根据5朝日平壤
宣言 6,在清算不幸历史和妥善处理有关悬案基础

上认真努力, /迅速实现邦交正常化 0, 其沟通渠道

则是 /通过充满活力的双边磋商0 [ 30]。这些表述

既为今后的六方会谈进程明确了目标、规划了具体

实施举措,也为有关各方履行各自承诺提出了要求。

综上所述, 如果能依据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即

/一加一0、南北双方加上中美即 /二加二 0、南北双
方加中美俄日即 /二加四 0的结构层次, 以和平协定

与六方会谈为基础,逐步建立起平等对话、相互协作

的良性运转机制, [ 32]既能保证在半岛和解、和平与

统一的进程中,韩朝双方的自主主导的地位和作用,

又能保证与半岛有关的周边国家能建立起相互信任

的协作关系,从而有助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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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推动朝鲜半岛在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中走向和

解与合作。[ 33]

朝鲜半岛未来局势的走向, 半岛和平协定的达

成与和平机制的建立,取决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内外两方面的因素能否良性互动, 取决于能否将消

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朝鲜半岛只有从 /停战机

制 0转向签订和平协定,建立和平机制, 朝鲜半岛这

个热点才能真正 /降温减压0,朝鲜半岛才能朝着和

解、和平、统一的方向顺利迈进,东北亚地区安全环

境才能得以改善,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才能得

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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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bstantial deve lopment and maneuverings in No rtheast Asia in 2007 led to an env ironment that is more

favorable tow ards a peace treaty replacing the half- a- century- o ld "Arm isticeAg reement" in the Korean Penin2
su la. While there are different opt ions, the sign ing parties o f the peace treaty should be North K orea ( DPRK ),

South Korea ( ROK ), theUn 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ma in obstac les of the peace treaty lie in the specific steps

leading to permanent peace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the po licies o f theU nited States. Only by sw itching from

the "A rm ist iceM echanism " to the peace treaty, could a "PeaceM echan ism" be established and permanent stab ili2
ty in NortheastA sia ensured.

KeyWords: Korean Pen insu la, Peace Treaty, PeaceM echan ism, NortheastAsia, A rm isticeM echanism, Reg ion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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