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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信任进程”：
背景、特征与展望

董向荣 韩献栋

［摘 要］朴槿惠政府创造性地将其对朝政策命名为“半岛信任进程”，坚持以“信任”为基本概念，以牢固的

安全体系为基础，强调原则，又体现灵活，融合保守与进步，避免了以往韩国政府换届对南北关系的冲击，也

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和国内支持。未来南北关系要取得实质性进展，需要对一些核心问题给予逻辑自洽的回

答，如，对朝政策是建立在朝鲜政治稳定的判断之上，还是建立在朝鲜越来越“不可预测”的判断基础之上？

如何在强调强化韩美同盟的同时增进与朝鲜的信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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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对朝政策关涉其内政与外交，不仅是韩国国内政治中最为敏感的话题，而且对东

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2013 年 2 月上台执政的朴槿惠政府，将其对朝政

策冠名为“朝鲜半岛信任进程”。该政策是在何种背景下提出的？具有怎样的内容？在过去

一年中的运行效果如何？未来是否能够将朝韩关系带出目前的僵持局面？本文尝试对这些

问题做出分析和解读。

一、韩国对朝政策的演变

朝鲜半岛信任进程政策是朴槿惠总统及其参谋和决策团队根据自身的政治立场和倾向，

在考虑韩国国内政治生态、韩国对朝政策的发展演变以及朝韩关系、朝鲜半岛地区局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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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的基础上而提出的，是上述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韩国对

朝政策的演进逻辑与规律（历届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特征与相关重要事件见表 1）。

表 1 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演变（不含执政时间较短的过渡政府）

历届政府

李承晚

（1948~
1960）

朴正熙

（1963~
1979）

全斗焕

（1980~
1988）

卢泰愚

（1988~
1993）

金泳三

（1993~
1998）

金大中

（1998~
2003）

卢武铉

（2003~
2008）

李明博

（2008~
2013）

朴槿惠

（2013~）

政策简称

北进统一

“和平竞争”

北方政策

北方外交

和解合作

政策

阳光政策

和平繁荣

政策

相生共荣

政策

（无核、开放、

3000）

半岛信任

进程

主要主张或特征

·经济、军事上都处于劣势，主张“武

力统一”

·先统一、后建设

·“经济竞争”取代“武力对抗”

·不依靠外来势力实现统一；统一应

以和平方法实现；不采取反对对方

的武力行动

·开展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苏联

等）外交

·提议“朝韩首脑会谈”和“朝韩社会

完全开放”

·摆脱冷战影响，与主要社会主义国

家的外交关系获得突破；

·对朝关系获得进展

·促进以核问题为中心的对北政策

·推进包容政策

·第一次南北峰会（2000.6）
·扩大交流合作

·大量支援粮食、肥料

·无核化与变化诱导失败

·继承阳光政策

·朝鲜半岛和平体制诉求搁浅

·中断粮食（2005）、肥料（2006）援助

·第 2 次南北峰会（2007.10）
·无核化与变化诱导失败

·无核化最优先

·坚持原则性的对朝政策

·南北关系僵局

·构筑信任与南北关系正常化

·均衡接触：安保、制裁、对话、人道

支援等

相关重要事件

·朝鲜战争（1950~1953）
·《韩美共同防御协定》（1953）
·学生革命、李承晚下台（1960.4）

·“青瓦台事件”（1968）
·《和平统一基本构想 8·15 宣言》（1970）
·《和平统一外交政策特别宣言》（1973）
·《74 共同声明》（1972）

《民族和解民主统一方案》（1982）
第一次朝韩离散家属见面（1985）

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1989.1）
东德解体（1990.3）、韩苏建交（1990）
苏联解体（1991.12）、韩中建交（1992）
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1991）

《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1991.12）

·朝鲜宣布推出 NPT（1993.3）
·美朝框架协议（1994.10）
·金日成去世（1994.7）金正日遗训统治（1994~

1997）
·朝鲜苦难行军（1995-1998）

·延坪海战（1999.6、2002.6）
·朝 鲜 核 浓 缩 疑 惑（2002.10），《日 内 瓦 协

议》废止

·朝鲜改革试验：开设市场、经济管理改善

措施

·六方会谈重启（2003）9.19共同声明（2005）
·朝鲜强硬（2005）：拒绝粮食支援、关闭市场

·发射大浦洞 2 号（2007.7）
·第一次核试验（2006.10）

·金刚山游客被杀（2008.7）、第二次核试验

（2009.5）、大青海战（2009.11）、天安舰被击

沉（2010.3）、延坪岛炮击（2010.11）、发射火

箭（2012.4、2012.9）、第三次核试验（2013.2）
·金正日去世（2011.12）
·朝鲜把拥核写进宪法（2012.5）

·半岛局势紧张（2013 年初）

·开城工业园区的中断与协商重启运营（2013）

资料来源：从李承晚到全斗焕时期为作者整理。从卢泰愚到朴槿惠时期，参考 Jun Bong-geun的报告，有修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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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民族统一是历届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最终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仅取决于朝韩

间的实力对比，更是受到了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的制约。因此，自身所处的国内国际环

境的不同，历届韩国政府在追求民族统一的大目标之下制定和实施的具体对朝政策也是不同

的。如果把历届韩国政府的统一政策进行简单分类的话，大体可分两大类：其一是“武力统

一”，以李承晚政府为代表；其二是“和平统一”，涵盖多数政府。在李承晚政府之后，朴正熙政

府在意识到统一目标暂时难以实现的情况下，着眼于长远，开始与朝鲜展开体制竞争。这一

政策一直延续至卢泰愚政府时期。其间，受东北亚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朴正熙政府和全斗

焕政府分别于 70 年代初和 80 年代提出了追求民族和解、合作、南北对话的政策。［2］冷战时期的

韩国政府并未放弃对民族统一目标的追求，朴正熙政府和全斗焕政府曾分别提出过“和平统

一三大原则”和“民族和解民主统一”的方案，但冷战结构的制约使得李承晚之后的韩国政治

精英意识到，统一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现实。

冷战结构的解体以及卢泰愚政府“北方外交”的成功，使得过去难以企及的奢望成为似乎

可以进行现实追求的目标，追求民族统一

的实现开始回归至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

核心位置。［3］然而冷战后国际国内环境的

变化又产生了新的影响韩国对朝政策的

因素。朝核问题、基于一些主客观因素而

不时泛起的“朝鲜崩溃”论、“朝鲜的不确

定性”以及韩国政治和社会的左右龟裂等

都成为影响韩国对朝政策的重要因素。

与冷战时期相对简单的决策环境相比，冷

战后影响韩国对朝政策的因素却更为复

杂。大体而言，冷战后韩国对朝政策的总

体性“和平统一”范式进一步分化为“进

步”（“温和”）与“保守”两种类型，各政府

的对朝政策在进步与保守的谱系中区别

定位（参见图 1）。

1993 年金泳三上任不久即遭遇朝核问题，将朝韩间的经济合作与朝核问题挂钩，坚持核

问题不解决，韩国就不会推进朝韩间的经济合作。在其执政期间，虽然提出了“民族共同体”

的统一方案，但执政 5 年期间，不仅在推进南北关系上无甚建树，而且在第一次核危机的解决

过程中也被边缘化，从而受到了韩国社会的广泛批评。［4］随后上台的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

府基于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对国际国内环境的研判，分别推行了“阳光政策”和“和平繁荣政

策”，主张实施温和的对朝政策、将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和经济合作与核问题脱钩，以诱导

方式寻求朝鲜发生变化。这种温和的对朝政策虽然大大推进了南北关系的发展，但在朝核问

题的解决上也没有发挥出多大作用。针对这种情况，2008 年李明博政府上台后，对朝政策再

次摇摆至保守一侧，提出“无核、开放、3000”，回归至金泳三政府时期将核问题与人道主义援

图1 韩国对朝政策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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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经济合作挂钩的政策。［5］李明博政府抛出“橄榄枝”，希望以此诱导朝鲜发生韩国所希望的

变化，并试图在朝核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但事与愿违，在其执政不久，朝鲜即进

行了第二次核试验，朝韩关系也极度恶化，而且还因“天安舰事件”、“延坪岛事件”发生之后韩

美间的高强度军演，导致地区局势紧张而与周边国家发生抵牾。李明博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

策也遭到了韩国国内的广泛批评，其后果和影响甚至还连累了其所属党派——大国家党的政

治前途。在这种局面下，朴槿惠临危受命，重整了几近支离破碎的大国家党，改党名为新世界

党，以树立韩国保守政党的正面形象。然而就在朴槿惠参与竞选期间和上任之前，朝鲜再次

发射卫星、并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在宣告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失败的同时，也向朴槿惠政府

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二、“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的提出与主要内容

2011 年 9 月，朴槿惠曾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面向新的朝鲜半岛》一文，全面阐述其

对朝鲜半岛的统一、外交、安保政策的构想。朴槿惠认为，长期以来，缺乏信任削弱了南北之

间的和解尝试，韩国要推行“信任政治”，基于国际规范，履行韩朝互相承诺，将半岛由冲突区

域变为信任地带。［6］据称，向《外交事务》的投稿是朴槿惠与外交、安保专家进行讨论后亲自撰

写的文章。曾在卢武铉政府后期担任过统一、外交、安保政策首席秘书的西江大学教授尹炳

世（现任朴槿惠政府的外交部长官）、延世大学教授李正民（出任国家安保大使）、朝鲜大学院

柳吉在教授（现任统一部长官）等参与了文章的准备过程［7］，保持了政策拟定与实施的一贯性。

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的概念是朴槿惠于 2012 年 2 月 28 日出席首尔核安全峰会国际学术会

议的基调演说中首次提出的。当时朴槿惠并非韩国总统，而是担任新世界党非常对策委员会

委员长。此后，2012 年 7 月 10 日，朴槿惠在宣布将参加总统选举的声明中再次提及了朝鲜半

岛信任进程概念。在朴槿惠最初提出这一概念时，她只是表示“我们的对北政策以国民的共

识为基础，维持一贯性，并应该推进面向未来的演进。”“韩半岛信任进程应该从相互信守承诺

开始。”应该说朴槿惠在当时的表述只是原则性的，并无清晰而具体的内容。在 2013 年 2 月 25

日的就职演说中，朴槿惠再次提到了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的概念，她表示：“我要通过推进韩半

岛信任进程，为繁荣自由、满怀梦想的统一时代的到来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将在确保遏制

力的同时，一步步增进南北之间的信任。南北双方只有进行对话，履行承诺，才能加强信任，

我希望北韩遵守国际规则，做出正确的选择，确保韩半岛信任进程顺利推进。”［8］但在此之后，

对于韩国将采取怎样的措施推进信任进程，朴槿惠政府并无明确的政策表态。

经过近 6 个月的酝酿和研究，2013 年 8 月韩国统一部公开发布了名为《朝鲜半岛信任进

程》的小册子，对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的概念、推进背景、推进目标、推进原则以及推进课题等问

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与说明，标志着以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冠名的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

逐渐清晰。

依据韩国统一部发布的资料，所谓“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即是以牢固的安保为基础，通过

南北间信任的形成，发展南北关系，巩固半岛的和平，进而构筑统一基础的政策。这一政策的

目标有三个：即发展南北关系、巩固半岛和平、构筑统一基础。其推进基调包括以牢固的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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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推动对朝政策，通过履行相关协议积累信任，营造条件和氛围以使朝鲜进行“正确”选

择，于国民信任和国际社会信任的基础之上推进相关政策。从推进课题来看，主要包括通过

建立信任实现南北关系正常化、追求半岛长久的和平，强化统一的基础，探索半岛和平统一与

东北亚和平合作的良性循环。［9］

三、“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的特征

从朝鲜半岛信任进程政策的实际内容来看，它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作为韩国保守势力的代表，朴槿惠继续了李明博政府时期的原则立场，主张增强包

括韩美联合防御能力在内的整体防御力量，通过确保强有力的遏制力，形成牢不可破的安全

体系，遏制来自朝鲜的“挑衅”。这也是以往多届保守政府对朝政策的核心内容。而且朴槿惠

政府在原则性问题上看上去比以往政府更加强硬。

其次，朴槿惠政府在政策趋向上也吸收了金大中、卢武铉等进步政府对朝政策中的有益

成分，体现出一定的融合性。［10］如朴槿惠政府表示将继续向朝鲜提供针对婴幼儿、孕妇的人道

主义援助，不将人道主义援助与政治问题挂钩，表示继续为解决离散家属、战俘等人道主义问

题而努力，在游客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等有关条件齐备后，也可以考虑重启金刚山旅游项目

等等。

第三，在“信任”的概念体系下发展朝韩关系。这是朴瑾惠政府对朝政策的创新之处，此

前，“‘信任’从未被韩国政府作为战略目标或方法”。［11］在朴槿惠看来，朝鲜并不是绝对不可信

任的。2002 年她曾对朝鲜进行了为期 4 天的访问，并会晤了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就韩朝铁路

连接、建立离散家属会面场所、寻找朝鲜战争期间失踪者、邀请朝鲜文化体育团体访韩等问题

进行了沟通。正是这次直接接触，使朴槿惠认识到，朝鲜并不是完全不合理性、出尔反尔。“和

北方坦诚地谈过话就会知道，他们也在努力遵守自己所承诺过的约定。我通过访问朝鲜，确

认了这样的事实。”“从各方面来看，金正日委员长确实在努力敞开胸怀并且尽力遵守约定。”

“从朝鲜回来后，我找到了解决南北问题的头绪。那就是以真心为基础，相互信赖，才能期待

有更多协商结果与约定。”［12］

同时，信任也是可以累积的。朴槿惠强调，所谓“累积信赖”，不是单方面的对朝宽大政策

或强硬政策，而是根据朝鲜的行动采取相应行动。朴槿惠将此比喻为“砌墙”，认为朝鲜应该

通过一系列可验证的行动，从一个阶段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要像砌墙那样才能取得信赖。

当然，信任朝鲜应是有条件的。朴槿惠强调，“信任”并不意味着无条件的和单方面的信

赖，而是要在两个原则下稳步推进，即“朝鲜必须要遵守与韩国及国际社会的承诺，对破坏和

平的行为付出确实的代价。”［13］朴槿惠政府强调要打破所谓朝鲜“挑衅—危机—妥协—补偿—

挑衅”的恶性循环，若遇朝鲜的挑衅和错误行为，韩国将采取严厉的应对措施，迫使其遵守国

际标准和共识，开启可持续的和平时代。

而且信任朝鲜是有红线的。在朴槿惠政府看来，朝鲜仍然是自身安全的最大挑战，必须

确保绝对的安全。追求安全感、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朴槿惠在对朝政策上的第一要务。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划好了信任朝鲜的红线，即绝对不能触及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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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朝鲜半岛信任进程”政策的实施

依据韩国统一部的解释，“‘韩半岛信任进程’包括南北之间的互信、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互

信、韩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互信”等三个方面。［9］从朴槿惠政府对该政策运行一年来的效果来

看，在构筑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互信、韩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互信这两个方面，朴槿惠政府可谓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朝鲜半岛信任进程政策最重要、最直接的使动对象是朝鲜，在上述

的三个互信中，“南北之间的互信”也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构建南北互信也可以说是朝鲜半

岛信任进程政策的核心内容与政策目标。正因如此，朝鲜对该政策如何认识和评价、如何反

应和应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朝韩之间的互动是否良性、直接关系到该政策的

实施效果。那么过去一年来，南北互动及互信构建方面的进展又如何呢？

朴槿惠政府上台执政后一段时间之内，朝方并未对朴槿惠政府的“半岛信任进程”直接表

态，而是采取了观望的态度。随后，2013 年 4 月，朝鲜采取主动措施，暂时关闭了开城工业园

区。开城工业园区是韩国进步政府时期推进朝韩关系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对维系南北关系具

有重要的象征性和实际性意义，即便是在朝韩关系极为恶化的 2010 年，开城工业园区的运转

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在朴槿惠上台执政仅一个多月之后，朝方即采取措施暂时关闭了开

城工业园区，其目的是对朴槿惠政府实施“压力测试”，试探“信任进程”政策的底线和实际内

容。最后，双方经过 7 轮艰苦的谈判，开城工业园区的运行得以重新启动。

尽管朴槿惠政府在开城工业园区问题的角力上相对占据了上风，但当她试图继续扩大这

种上风优势，提议于 2013 年中秋节期间举行离散家属团聚时，朝方则将举行离散家属团聚与

重启金刚山旅游相挂钩对朴槿惠政府予以反制。而朴槿惠政府则主张离散家属团聚与金刚

山旅游重启分别推进。双方持续角力，互不相让。在这种情况下，朝方最终于 2013 年 10 月对

朴槿惠政府的“朝鲜半岛信任进程”政策正式从正面直接表态。10 月 24 日朝鲜劳动党机关报

《劳动新闻》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这一政策与上届韩国政府的‘无核、开放、3000’，没有任何

区别，是全面否定北南关系改善、追求体制对决的反统一政策。”［13］朝方对朴槿惠政府“信任进

程”政策的这种批判态度是一种策略，试图以此迫使朴槿惠政府采取更为进步的对朝政策，还

是一种战略，即已经对朴槿惠政府的“信任进程”政策不抱希望，这仍然有待于观察。

但就在双方关系在 2013 年经历了双方观望、试探和角力、缓和、最后进入僵持阶段之后不

久，2013 年 12 月 8 日，朝鲜政坛出现重要变动，朝鲜劳动党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解除朝鲜劳动

党原行政部长张成泽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12 日张成泽被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特别军事法庭

判处死刑并于当天执行。韩国统一研究院学者的最新研究认为，张成泽被清洗需要在两大权

力集团争夺摄政权的斗争的背景下予以解释［14］。对于朝鲜政坛的这一变动，朴槿惠政府如何

认识和解读，无疑将深刻影响其未来的对朝政策。从张成泽事件之后采取的相关措施及相关

人士的表态来看，朴槿惠政府似乎过于强调甚至是夸大了事件的严重性。2013 年 12 月 16 日

朴槿惠总统主持召开外交安全长官会议，表示当前朝鲜半岛和韩国的安全局势极其严峻，韩

国必须做好完全准备［15］。韩国国防部长官金宽镇也于次日表示，“张成泽被处决一事可能会

成为朝鲜政权上台 68 年来的重要转折点。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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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新的挑衅。金宽镇强调，面对朝鲜可能发起局部挑衅或进行全面威胁的情况，全军需要

做好准备。”［16］2014 年 1 月 6 日，朴槿惠在发表新年国策构想和召开记者招待会时，又表示了对

“朝鲜的不可预测性”的担忧。［17］与朴槿惠政府的看法不同，在韩国学界，有许多学者认为不可

过于夸大张成泽事件的严重性，他们认为起源于经济利益之争的事件不能解释为权力之争和

派系之争，而朝鲜通过法律程序公开这一事件的处理本身也说明了朝鲜体制的稳定。

张成泽事件之后，朝鲜屡屡释放出积极的、倡导南北关系改善的信号。2014 年 1 月 1 日，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表示了“要营造改善北南关系改善的氛围”，呼吁“结束有百

害无一利的诽谤中伤”等。［18］1 月 16 日朝鲜又以国防委员会的名义向韩国提出“重大提案”，呼

吁“改善北南关系”、“采取措施结束相互间的诽谤中伤”。［19］1 月 21 日《劳动新闻》发表了《守护

和平：我们共和国坚定的意志》一文，再次呼吁“结束北南对抗关系”。［20］在外界看来，朝鲜方面

出现的政策调整与变化为朴槿惠政府的“朝鲜半岛信任进程”政策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韩

国政府却当即回绝了朝鲜的提议，统一部回应称，军演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当例行防御军事

演习，朝方不应对韩国正当军演挑弄是非，不应将人道主义问题与政治性提案关联在一起，而

应立即无条件地推动离散家属会面。经过多轮博弈，南北离散家属会面终于在 2014 年 2 月 20

日开始举行，距离上次离散家属会面活动已经相隔 3 年零 4 个月之久。

五、结语

在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之后上台的朴槿惠政府，任期第一年，将“朝鲜半岛信任进程”

政策的运作重点放在了国际和国内方面，而对朝鲜则坚持强调原则。其中，朴槿惠政府明显

加强了对中国的外交力度，中国新政府对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的支持与合作被认为是政策环境

的重要改善。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基于弥合上届政府时期中韩之间外交隔阂的需要，另一

方面也是基于韩国政学两界对中国将调整对朝政策的谨慎预期。韩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郑在

浩撰文指出，朝鲜是被插在韩中关系中的最粗、最利而又拿不出的一根刺。2013 年以来，中国

政府对朝鲜和其核问题的立场看似稍有变化，但这是“战术灵活性”的结果，还是有真正意义

的“战略调整”，还很难做出定论。如果中国对朝鲜的真意是“可变脸但不翻脸”的话，这意味

着韩中两国间的战略合作也只能受到明显的限制［21］。延世大学韩硕熙教授①曾表示，有迹象

表明近期中国对朝鲜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放弃朝鲜或者中国的对

朝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中国可能要继续维持对朝鲜的支持同时对朝鲜的行为

表示不悦。中国并不希望过多地改变现状。在近期，考虑到两国首脑之间的良好关系，中韩

之间的合作值得期待［22］。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也曾指出，韩中首脑会晤效果显著，而且，中

国领导人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变化是显而易见的［23］。汉阳大学文兴镐教授也认为，强化韩中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能够为半岛信任进程的实施提供推动力，但是他也指出，中韩战略伙伴关

系有其自身的结构性约束，半岛信任进程也有执政初期期待过高、过于理想化等问题［24］。在

国内，朴槿惠的信任进程坚持了保守派的政策主张，又吸收了进步派的一些合理因素，弱化了

① 2013 年 1 月，韩硕熙曾作为候任总统朴槿惠中国特使团四名成员之一访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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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反对派的基础。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支持也成为朴槿惠政府巩固国内支持基础的重要资

源，赢得不少的支持率。国际和国内的政策环境，对朴槿惠政府半岛信任进程的实施是有利

的。在朝韩这一年的博弈中，双方争先“设定议题”，然后指责对方在该议题上的不作为，以占

领舆论制高点。这也是双方不信任的具体体现。与 2008 年李明博政府上台伊始南北关系的

急跌相比，这一年南北之间虽然张力仍存，暗流涌动，但保持了基本稳定。这对朴槿惠政府来

说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开端。

南北间的信任是否能够得以构建、未来四年朝韩关系如何发展，不仅仅需要朝方展现出

“和解诚意”，还需要韩国政府对两大核心问题做出逻辑自洽的回答。

第一，能否对朝鲜体制的稳定性做出客观的判断。这一因素关系到是制定一种更为着眼

于长远的政策还是制定应对即将发生的“突变”的预案应对政策。实际上，金正日离世之后，

“朝鲜体制不稳定论”一直在韩国蔓延。基于这种判断而做出的政策不但会刺激朝鲜，而且还

会产生误导，使得一些相关政策难有实效。至少是从现在来看，由金正日至金正恩，朝鲜领导

权力的交替过渡是比较平稳的。有韩国学者也是同意这种观点的，认为“领袖体制、金正恩没

有对手、受益于继承体制的精英领导层、以人民为中心的朝鲜特色社会主义、先军政治、由美

韩日欧等对朝敌视政策所造成的不友好外部环境等”因素成就了朝鲜体制的稳定性。［25］

第二，如何破解推进南北之间的信任进程与加强韩美同盟之间的矛盾。“朝鲜半岛信任进

程”强调以“建立牢不可破的安全体系”为基础，在“牢不可破的安全基础上推动有关政

策”。［9］所谓“建立牢不可破的安全体系”，除加强自身的安全防御能力之外，另一重要的方面

就是加强韩美同盟。在美朝两国处于敌对状态的局面下，一方面强调加强韩美同盟，另一方

面却在试图构筑南北间的信任。这近乎矛盾的逻辑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韩国既想主导南北

关系的发展却又缺乏自信、且不能左右南北关系发展的现实。这也是韩国拒绝朝鲜“重大提

议”的根本原因。从长远来看，“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应着力降低半岛冲突的烈度和紧张度，在

军演规模、频度、地点的选择上保持克制，降低对朝鲜的刺激和压力，打破安全困境的螺旋式

运动，这才是增进信任的举措。适当考虑朝鲜的安全关切，通过多方合作，促使朝鲜放弃核武

器，才是“朝鲜半岛信任进程”政策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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