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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韩同盟关系的演变和前景

. 宋莹莹/文

近
年来 , 随着美 !韩两国对外战

略和政策的调整, 在六方会谈

进程搁浅 !韩朝关系趋冷 !美国高调

重返亚太地区的背景下, 一度被认为

/不符合时代潮流 0 的美韩同盟关系

逐渐升温 "特别是2010年 ,在应对 /天

安 0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的过程

中, 美韩两国频频举行高水平的联合

军事演习, 展开一系列紧密互动 , 同

盟关系显著提升 , 其战略意图和走向

引起周边国家的密切关注 "

由紧而疏 :从 /美主韩从 0

到 /对等伙伴 0的演变
美韩同盟的建立缘于朝鲜战争 ,

其标志是1953年10月双方签署的

5共同防御条约 6"为遏制苏联在远东

的扩张 , 同时鉴于韩国在东北亚地区

的重要战略地位 , 美国把韩国纳人其

东北亚战略体系中, 使韩国成为其在

远东地区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基

地"同时, 韩国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

利益考量, 而选择同世界上最强大的

国家结盟 "共同的利益需要驱使美韩

走到了一起 "

自形成至今的50余年里 , 美韩

同盟受国际政治格局变化 !美国全球

战略调整和韩国综合国力发展 !朝核

因素等影响,在结构上经历数次调整 ,

发生了很大变化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美韩同盟

的主要特征是 /美主韩从 0"由于 5共

同防御条约 6的签订完全取决于美国

的意愿 , 美国在同盟关系中占据主导

地位 , 完全掌握战时作战指挥权 , 全

面影响和控制韩国军政 "而韩国对美

国也表现出了高度依赖性 , 在国家安

全 !对外交往 !经济重建等领域完全

依赖于美国的政治支持和无偿援助"

截至60年代末 , 美国共向韩国提供

了40多亿美元的直接援助 , 占韩国

财政收人的三分之一"期间, 驻韩美

军兵力也一度达到22万人之多 "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 美韩同盟

关系进入 /双边互助 0期 "1%9年7

月 /尼克松主义 0 出台, 美国根据国

际局势和自身力量变化对其外交战略

进行重大调整 , 着手收缩在韩军事力

量 , 单方面宣布减少在韩驻军"卡特

政府上台后 , 美国又借人权问题对韩

国军政府施压 , 阻止韩国秘密发展核

武 , 并于1978年终止了对韩直接军

事援助 ,美韩关系降温 "另一方面,

韩国的主体意识大大增强 "随着 80

年代中期韩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国际地

位的提高, 同时期美国经济也出现衰

退 ,韩国开始突破 /唯美 0外交束缚 ,

大力推进多元外交和 /自主国防 0,

推动美韩同盟逐步向联合防卫的伙伴

关系发展 "19%年韩国开始分担驻

韩美军费用 "1994年韩军从美军手

中收回平时作战指挥权 "

1998一2008 年金大中! 卢武铱

两位中左翼总统执政期间, 美韩同盟

逐步向 /对等伙伴 0 方向发展 "金大

中推行对朝和解合作的 /阳光政策 0,

主张在南北互信的基础上摆脱外来力

量的支配, 加强朝韩的自主性 , 这意

味着削弱美韩同盟的作用 , 美韩间矛

盾开始凸显"而美国小布什政府上台

后, 对克林顿政府的与朝对话政策改

弦更张 " -,9 #n0 恐怖袭击事件后 ,

美国把朝鲜列人 /邪恶轴心国0, 进

一步加强了对朝强硬政策"美韩对朝

政策的不同步使双方出现信任危机 ,

动摇了美韩同盟的基础 "

卢武铱政府比金大中政权更加强

调 /民族共助 0 和 /自主国防 0"上

台之初便誓言调整对美关系 , 主张减

少对美依赖 , 谋求将美韩同盟 /建立

在更平等 !更合作的基础上 0, 主张

韩国作为主权国应享受应有的权利 ,

不允许出现无视韩国意愿的单方面决

定和行动 ;强调为美韩同盟发展 , 有

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促进 /同盟关系

现代化 0, 即超越冷战时期的美韩军

事 !政治关系, 以实现东北亚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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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稳定为目标 , 重新调整美韩两国

在该地区所扮演的角色作用 , 建立全

面发展的同盟关系 "2006年 , 韩国

与美国正式启动收回作战时指挥权的

谈判 , 并达成减裁驻韩美军协议"美

国开始大幅裁减驻韩美军, 一度计划

把兵力由3.7万人减至2.45万人 "

峰回路转 :军事同盟向

/全面战略同盟0扩展
在朝核问题导致半岛安全局势

屡现紧张 ! 自身经济增长乏力等背景

下 ,韩国国内政治钟摆开始向右倾斜"

2008年 2月 , 以李明博为代表的韩

国保守势力上台后 , 为找回 /失去的

十年 0, 竭力修复美韩关系, 以实用

外交积极迎合美国外交安全政策, 对

朝鲜奉行强硬政策 , 恢复美韩日对朝

政策协调 , 全面参与防扩散安全倡

议 , 在地区导弹防御系统上与美国加

强合作 , 积极参加美国主导的国际反

恐等行动, 有关政策得到美国的欢迎

和支持 "在双方一系列加强军事 !安

全等领域合作举措的推动下, 美韩同

盟关系峰回路转 , 得到迅速恢复和巩

固"2008年4月李明博访美 , 韩美

双方建立 /21世纪战略同盟关系 0,

商定在 /价值同盟 !互信同盟和和平

同盟 0 的原则基础上 , 把传统的军事

同盟关系提升为全方位的 /战略同盟

关系 0"2009年初奥巴马总统上台后 ,

美韩关系更趋紧密 "2月美国国务卿

克林顿访韩 , 提出与韩国建立 /更全

面的战略同盟 0"6月李明博再度访

美 , 双方签署 5美韩同盟未来展望 6

的联合声明, 决定将构筑双边 !地区

乃至全球范畴内的 /全面战略同盟 0,

美国并在元首层面上以书面形式向韩

国提供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 /延伸威

慑 0"11月 , 奥巴马首次访韩 , 双方

强调目前双边关系处于最佳水平 , 一

致表示将把同盟关系发展为 /21世

纪战略同盟 0"

2010年 , 朝鲜半岛先后发生震

惊世界的 /天安 0号事件和延坪岛炮

击事件"两起事件的发生使韩军独立

作战指挥及应对朝鲜 /安全威胁 0能

力饱受民众批评质疑 , 韩国内对朝

鲜 /威胁 0认知上升 , 通过加强美韩

同盟寻求安全保障的呼声日益高涨"

2010年6月 ,美韩两国总统达成协议 ,

把战时作战统治权移交到韩国军队的

时间由原定的2012年4月17 日推迟

至2015年 12月 1日"7月, 两国在

首尔举行首次外长 ! 防长 /2+20会

谈 , 商定将为应对包括来自朝鲜在内

的任何威胁, 保持迅速的联合防御能

力, 并继续在双边 !地区乃至全球范

围内深化同盟合作"

各取所需:未来美韩同盟

还将在存续中调整

尽管美韩同盟受到国际格局变化

和民族意识觉醒的冲击 , 朝核问题 !

南北关系及东北亚大国关系等也都直

接影响着美韩战略选择 , 变数始终存

在"但在韩国保守政权执政时期内,

韩美同盟纽带难以松动 , 并将在可预

见的未来继续深化和发展 "

一是因为美韩有着相同的政治体

制和价值观念 "韩国政治制度由美 /嫁

接 0 而来 , 两国意识形态相同;执政

保守势力的中坚力量大多由美国培

养 , 对美国有着特殊感情 ;美韩在针

对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上的认知总体

趋同, 同盟的维系和发展有着牢固基

础 "

二是因为美韩两国利益有诸多契

合之处 "于美而言, 第一 , 东北亚是

中美日俄等大国战略利益交汇点 "奥

巴马政府提出 /重返亚洲 0战略, 有

意加强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 , 遏

制中 !俄等新兴大国, 夺回地区事务

主导权 , 韩国首当其冲成为其拓展东

亚乃至亚太地区战略利益的基地"第

二 , 包括核扩散问题在内的朝鲜 /潜

在威胁 0依然存在, 在朝鲜不断采取

边缘战术的情况下, 美国更需进一步

加强与韩国的军事合作 , 共同压制朝

鲜"第三, 美国可利用韩国在政治 !

安全上对自己更加倚重之机 , 在对韩

经贸合作中强化主导地位 , 间接助力

国内经济复苏 "

于韩而言, 首先 , 韩国认为朝鲜

未来政治走向不明, 南北激烈对峙对

韩国本土安全造成极大挑战"韩国/自

主国防 0尚需相当时日, 仍需同盟维

护自身安全 "其次, 美国军事存在有

助于实现东北亚地区战略势力均衡,

韩国可借此制衡周边大国"再次, 韩

国需要借助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提升其

国际地位和地区地位 , 谋求更大的话

语权 "最后 , 美韩贸易及美国在韩的

直接投资在韩国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

的地位 , 同盟关系可为韩国经济发展

发挥护航作用"巩固美韩同盟仍是韩

国对外政策的支柱和实现国家利益的

重要工具 "

当前 , 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正处

于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中, 主要国家之

间的关系不断调整 , 朝核问题和半岛

形势紧张加剧 !不确定性因素增加 ,

地区安全局势更加敏感 , 区域合作变

数增大 "美韩拉近同盟关系, 将不可

避免影响朝鲜半岛局势演变 , 为东北

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环境和力量格局带

来深刻复杂影响, 使这一地区的冷战

化色彩更加浓郁 "在此背景下, 东北亚

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面临新的考验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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