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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学术文献为研

究对象，考察 1979 ～ 2012 年中国学界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状况。在指标上，

本文选取论文发表数量的年代分布、论文选题的主题分布、论文发文量居前 6

位的作者分布、论文发文量居前 10 位的单位分布、论文发文量居前 10 位的期

刊分布、有关韩国研究和朝鲜研究的变迁对比这 6 个指标。通过对这些指标的

详细考察，结论部分对 1979 ～ 2012 年中国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趋势和状

况进行了基本描述，并从机制建设、研究方法革新、研究侧重点加强等几个层

面提出了下一步研究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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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法

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东北亚安全、朝鲜半岛问题。

朝鲜半岛问题的牵涉面极为广泛，既关涉 中 国 核 心 的 周 边 安 全 利 益，也 是 影 响 中 国 与

相关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既有现实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利益，也有复 杂 的 感 情 记 忆 等 历

史因素; 朝鲜半岛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再加上解决起 来 难 度 之 大，使 得 该 问 题 长

期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普遍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 朝 鲜 半 岛 问 题

研究不断深入，相关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但有关中国的朝鲜半岛问题研 究 出 现 了 怎 样 的 格

局，到底具有怎样的趋势，还缺乏系统深入的考察。本研究以 “中国知网”收录的有关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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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半岛问题的学术文献为研究对象，考察中国学界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情况。对近 30 年

来中国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状况和趋势做一基本描述，并在此基 础 上，提 出 相 关 结 论

和建议。

一 有关本研究的若干说明

本研究时间范围从 1979 年 1 月 1 日 ～ 2012 年 12 月 31 日。鉴于 1992 年 8 月中韩建交是当代

历史上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重大转折，以及 1993 年爆发了第一次朝核危机，因此 “1979 ～

1992 年”作为第一个时间段。以“1993 ～ 2002 年” “2003 ～ 2012 年”作为另外两个时间段，不

仅因为 10 年作为一个节点利于比较，也因为 2003 年爆发了第二次朝核危机，这是冷战结束后影

响朝鲜半岛局势发展走向的另一最为重要的因素。

由于朝鲜半岛问题研究所涵盖的内涵与外延较为广泛，为了确保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在对

“中国知网”检索时采取层次、递进、然后删除重复项的方法。具体而言，进入“中国知网”的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一栏中: 1. 以篇名中包括“朝鲜”或“韩国”进行文献的精确高级检

索; 2. 同样的方法输入“朝核”或“韩半岛”进行高级检索; ① 3. 同样的方法输入“中朝”或

“美朝”或“俄朝”或“日朝”进行高级检索; 4. 同样的方法输入“中韩”或“美韩”或“俄

韩”或“日韩”进行高级检索; 5. 同样的方法输入“六方会谈”进行高级检索; 6. 再用同样的

方法输入“朝韩”进行高级检索。

除去重复的部分，比如 “韩国对中韩历史的选择性叙述与中韩关系”一文中既包括 “中

韩”又包括“韩国”，应去掉一篇。再比如“六方会谈: ‘朝核问题’还是 ‘朝鲜问题’?”一

文的标题中，包括“六方会谈”“朝核”“朝鲜”，所以要去掉 2 篇。通过这种检索方式检索并

通过统计最终得出: 改革开放以来共检索到文献 9814 篇，其中学术期刊文章 3033 篇，特色期

刊文章 1263 篇，② 博士论文 31 篇，硕士论文 360 篇，③ 会议论文 67 篇，报纸文章 4802 篇，中

国学 术 辑 刊 258 篇，④ 分 别 占 到 的 比 例 为: 30. 9%、12. 9%、0. 3%、3. 7%、0. 7%、48. 9%、

2. 6% (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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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选择输入篇名中的关键词时，如果输入“朝半岛”检索不到任何文献，因此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单独指

标。
所谓“特色期刊”如《百科知识》《环球人物》《报刊荟萃》《党政论坛》《中学政治教学参考》等知识

性读物。
并不是所有的硕士论文都已经收集到“中国知网”，该统计数据来自于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

库，应该不包括所有的硕士论文。
所谓“中国学术辑刊”指类似于《韩国研究论丛》《复旦政治学评论》《韩国学论文集》等论文集或以书

代刊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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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79 ～ 2012 年“中国知网”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文献类型和数量统计表

单位: 年 /篇

年代( 年) 学术期刊 特色期刊 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 会议 报纸 学术辑刊 合计

1979 ～ 1992 92 11 103

1993 ～ 2002 940 170 15 2 489 88 1704

2003 ～ 2012 2001 1082 31 345 65 4313 170 8007

本文的分析包括以下几个指标: 论文发表数量的年代分布; 论文选题的主题分布; 论文发文

量居前 6 位的作者分布; ① 论文发文量居前 10 位的单位分布; 论文发文量居前 10 位的期刊分布;

有关朝鲜研究和韩国研究的变迁对比。需要说明如下:

( 1) 鉴于本研究主要进行相对精确的学术期刊论文统计，剔除了其中 6530 篇非学术类文章

( 如报纸文章、会议论文、年鉴和不足 3000 字的期刊短文) ，以及 391 篇硕博论文，实有期刊学

术论文 2893 篇。

( 2) 为减少文献统计分析的巨大工作量，在研究对象上，本研究以标题所指涉的有关朝鲜半

岛问题研究为对象，不涉及其他标题没包含上述检索词，但内容可能涉及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文

章。比如有关东北亚问题的研究很多不可避免地涉及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但是由于这类研究不

是专门进行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所以不在本研究范围。

( 3) 有些统计数据，本文采用了“中国知网”提供的在线统计功能进行统计，但也对其在

线统计出现的明显差错进行了修正。比如，有关作者发表期刊学术论文的篇数，出现了按在线功

能统计与按作者姓名统计，两者检索结果不一致的情况。这些误差的出现主要因为作者所发表的

文章中有一部分并不属于学术论文，学术论文中也并不都是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论文，但是

在线功能统计时均统计在内。对此，本文都尽量进行了核实纠正。

( 4) 值得说明的是，“中国知网”的期刊文献收录是一项浩繁复杂的工作，所收录的文献并

非百分之百齐全，尤其是早期的文献，由于种种原因，很可能存在录入方面的疏漏。鉴于本研究

是以“中国知网”的文献信息为依托的，统计数据和研究结论都基于“中国知网”提供的信息。

因此不排除因“中国知网”信息本身的疏漏而可能导致的数据或结论不实的现象。

二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1. 论文发表数量的年代分布

本指标只涉及期刊学术论文，不包括上述的报纸文章、会议论文、年鉴、期刊短文等 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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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文发文量居前 6 位的作者共有 11 位。因为排在第 7 位以及随后的作者发文量相同的比较多，而且前 6
位的作者已经超过 10 位，这里仅仅统计发文量居前 6 位的作者，详细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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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也不包括硕博论文。剔除上述未包括的各类文献后，统计显示，发表于期刊的学术论文

总共 2893 篇。其中 1979 ～ 1992 年发表了 90 篇，1993 ～ 2002 年发表了 913 篇，2003 ～ 2012 年发

表了 1890 篇，从比例上看，各占到 3. 1%、31. 6%、65. 3% ( 见表 2) 。

表 2 1979 ～ 2012 年有关朝鲜半岛问题期刊论文的年度篇数

年代( 年) 1979 ～ 1992 1993 ～ 2002 2003 ～ 2012 合计

发文数( 篇) 90 913 1890 2893

由此可见，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1993 ～ 2002 年 10 年间所发表的期

刊学术论文是此前 14 年学术论文发表量的 10 倍还多。2003 ～ 2012 年 10 年间发表的期刊学术论

文是此前 10 年的 2 倍还多。如果结合上述报纸发表的有关朝鲜半岛的文章，更能反映出国内对

该问题关注程度的迅速上升。除了因技术层面，改革开放后 14 年间报纸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可能

因难以整理而出现零篇外，仅对比后两个 10 年的数据可以发现，2003 ～ 2012 年报纸上发表的文

章是 1993 ～ 2002 年间报纸上发表文章的近 9 倍。

2. 论文选题的主题分布

论文的选题反映了研究者的旨趣，通过对论文选题主题分布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某一年度

或某一阶段中国学者研究朝鲜半岛问题的视野所及和焦点所在。本研究只涉及上述 2893 篇期刊

学术论文中的 1756 篇文章，去除了与国际问题研究明显无关的期刊所发表的文章。比如发表于

《特区经济》的《海湾战争与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原因及影响分析》一文，虽然文章属于国际问题

研究，但是由于杂志的特点也排除在本文考察之外。

由于相当一部分论文的标题都涉及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主题，为真实反映研究主题出现的频

次，本文在进行论文主题的数目统计时，主要根据论文标题实际显示的主题频次来统计。一篇论

文的标题可能隐含着若干个主题，如“谈美国朝鲜战争政策中的苏联因素”这一标题涉及“美

苏关系”“朝鲜战争”两个主题。为此这篇论文将分别划归为“大国关系”“历史问题”两个类

别中。这样的统计在主题维度上虽然不反映论文的实际篇数，但却能真实反映论文主题实际出现

的频次，从主题出现的频次可以判断出该领域被研究者关注的程度 ( 见表 3) 。

表 3 1979 ～ 2012 年有关朝鲜半岛问题期刊论文主题频次一览表

主题的类

别和性质

主题出现的次数

1979 ～
1992( 年)

1993 ～
2002( 年)

2003 ～
2012( 年)

合计

主题的类

别和性质

主题出现的次数

1983 ～
1992( 年)

1993 ～
2002( 年)

2003 ～
2012( 年)

合计

大国关系* 3 24 62 89 联合国 1 2 4 7

中韩关系 2 81 97 180 国际共运 1 1

韩日关系 1 15 67 83 在外韩、朝人 7 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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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题的类别

和性质

主题出现的次数

1979 ～
1992( 年)

1993 ～
2002( 年)

2003 ～
2012( 年)

合计

主题的类别

和性质

主题出现的次数

1983 ～
1992( 年)

1993 ～
2002( 年)

2003 ～
2012( 年)

合计

韩美关系 15 55 70 朝鲜族 1 1 2

韩俄关系 13 13 26 核问题 12 324 336

中朝关系 1 10 41 52 卫星导弹 2 20 22

日朝关系 2 9 24 35 脱北者 3 3

美朝关系 2 23 55 80 历史问题 4 45 64 113

俄( 苏) 朝关系 4 14 17 35 独立运动 3 2 5

韩朝关系 6 63 67 136 反美主义 7 7

韩他关系 2 16 18 地方政府 5 7 12

朝他关系 1 1 6 8 地缘政治 1 11 19 31

韩国内政＊＊ 190 385 575 对朝鲜认知 2 12 14

朝鲜内政 4 16 47 67 中韩认知 7 20 27

南北统一 9 23 20 52 韩对外 ODA 4 4

半岛和平机制 5 12 17 韩国世界化 4 6 10

东北亚机制 2 13 15 韩海洋政策 4 4 8

四方会谈 6 1 7 韩能源战略 1 1

六方会谈 82 82 韩国与 FTA 1 1

地区格局 1 20 29 50 韩海外军事 3 3

危机管理 4 4 民族主义 11 11

韩国华侨 3 3 学科综述＊＊＊ 2 4 18 24

中国角色 2 28 30 其他 7 66 133 206

* “大国关系”指大国围绕朝鲜半岛展开的关系，比如《非传统安全与中美反扩散博弈———在朝鲜及伊朗核

问题上》《大国竞逐与朝鲜半岛的政治走势———结合历史视角和地缘政治视角分析》等。
＊＊“韩国内政”包括韩国体制，“朝鲜内政”也包括朝鲜体制。
＊＊＊“学科综述”包括中国的韩国学，韩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包括韩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韩国的东南亚

研究等，如《90 年代以来中国朝鲜半岛研究状况》《俄罗斯的韩国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朝鲜半岛研究》
《韩国的中国研究: 现状与课题》《韩国 20 世纪 80 年代左派运动研究》《韩国的日本学研究》等文章。

由表 3 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最为关注的研究主题是“韩国内政”，其次是“核问

题”“中韩关系”“韩朝关系”。就三个阶段的具体分布而言，1979 ～ 1992 年，关于朝鲜半岛问题

研究中国学者最为关注的主题是“南北统一”，其次是“韩朝关系”“朝鲜内政” “苏 ( 俄) 朝

关系”。到了 1993 ～ 2002 年，中国学者最为关注的主题发生了变化，最为关注的前三个主题依次

是“韩国内政”“中韩关系”“朝韩关系”。到了 2003 ～ 2012 年，“韩国内政”仍然是中国学者最

为关注的主题，其次是“核问题”“中韩关系”“六方会谈”“朝韩关系”。

对比这三个阶段可以发现，1993 年后“韩国内政”始终是中国学者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研究

上最为关注的主题。这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学习发达国家，因而对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呈蓬勃发展

的大环境是一致的。韩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到 80 年代已经发展为成功的

现代化发达国家，再加上地理上处于中国周边，文化上相近，成为中国现代化学习的一个重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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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因而成为中国学者最为关注的研究主题也就不足为奇了。“中韩关系”的名列前茅一方面由

于中韩关系牵涉到朝鲜半岛局势、中美关系等中国外交最为重要的相关问题，另一方面也与 20

年间中韩关系迅速发展，中国对此高度重视密切相关。同时，对比三个阶段可以发现，尽管时代

发生了变迁和相关主题在中国学者最为关注的位次中发生了变化，但是“韩朝关系”始终是中国

学者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上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这表明“韩朝关系”作为朝鲜半岛问题的最

核心层面已经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得到自觉认同。

三个阶段的对比还可以看出，每个阶段相比于前一个阶段都有大量的新增主题出现。比如

1993 ～ 2002 年相比于前 14 年新增的主题有“美韩关系”“韩国内政”“半岛和平机制”“东北亚

机制”等。2003 ～ 2012 年新增的主题有“六方会谈”“脱北者”“反美主义”等。这反映出中国

学者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在不断扩大，研究也不断深入。同时，一些此前

被视为敏感问题的研究开始成为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的主题，也显示出中国学术研究氛围的日趋

活跃。

3. 论文发文量居前 6 位次的作者分布 ( 见表 4)

表 4 朝鲜半岛问题研究发文量居前 6 位的作者及作者单位一览

序号 文献作者 篇数 作者单位 序号 文献作者 篇数 作者单位

1 张琏瑰 20 中央党校 4 徐文吉 13 吉林大学

1 姜龙范 20 延边大学 5 石源华 11 复旦大学

2 郭 锐 19 吉林大学 5 王 生 11 吉林大学

3 朱 锋 15 北京大学 6 魏志江 10 中山大学

4 朴键一 13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6 崔志鹰 10 同济大学

4 董向荣 13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统计的仅仅是这些作者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学术期刊论文，不涉

及特色期刊 ( 知识性读物) 、报纸、学术辑刊、会议论文、会议综述、硕士和博士论文等，也不

涉及这些作者发表的其他学术期刊论文。尽管研究数量不能说明文章质量，数量多也不能简单代

表影响力大，但这从一个侧面可以认为是包括这些最活跃的作者在内的中国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群

体共同引领了过去 30 多年中国的朝鲜半岛问题研究。

4. 论文发文量居前 10 位次的单位分布

论文发文量的单位分布主要根据论文作者所在的工作单位来统计有关朝鲜半岛问题发文量情

况，在方法上主要依据作者所在单位进行论文篇数的累加计算。这种统计涉及撰写有关朝鲜半岛

问题学术论文的所有作者，而不是论文产量居于前几位的作者。同样，本研究统计的仅仅是这些

作者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学术期刊论文，不涉及特色期刊 ( 知识性读物) 、报纸、学术辑刊、

会议论文、会议综述、硕士和博士论文，也不涉及这些作者发表的其他论文 ( 见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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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研究论文发文量居前 10 位的作者单位一览

序号 作者单位 篇数 序号 作者单位 篇数

1 吉林大学 80 6 中国人民大学 28

2 北京大学 65 7 中央党校 24

3 复旦大学 62 8 山东大学 20

4 延边大学 53 9 南开大学 14

5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38 10 吉林社科院 13

由表 5 可见，居于前 10 位的单位有 7 个属于大学。这其中一方面反映出中国高校已经成为

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重要主力军，这从发文量居于前 6 位的 11 名作者中，除了张琏瑰、朴键一、

董向荣外，其他 8 位作者都来自于著名大学也能看出来; 另一方面也与上述高校招有大量的博士

与硕士研究生有关。他们在校期间所发表的有关成果也被归纳到相关的数据统计中。同时，也与

大学学科齐全有一定关系，比如在北京大学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统计中，有十几篇

涉及韩国社会福利、韩国国内政治治理、国内财阀政治、韩国国会研究、现代化研究等，作者分

布于国际关系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经济学院等。

上述大学中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镇，是国内最早设立国

际关系研究和教学的单位。吉林大学、延边大学、山东大学具有濒临朝鲜半岛的优势。

在智库层面，吉林社科院也占有濒临朝鲜半岛的地缘优势，长期重视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

机制上设置有“朝鲜·韩国研究所”，该所也是吉林社科院下辖的三个国际问题研究所之一。中

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是国内朝鲜半岛问题研究力量比较集中的单位之一。目前直接从

事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有数十位，均在国外学习生活过一年以上，有一半在国外取得学位。研究

领域涉及朝鲜半岛的政治、外交、安全、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除了上述核心期刊发表的

学术论文外，该院也已经出版多部在朝鲜半岛问题研究领域较有影响的专著。

5. 论文发文量居前 10 位次的期刊分布

论文发表的刊物类别和档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论文的性质和质量。统计发现，改革开放以

来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分布于数百种期刊，其中居于前十位的期刊如下 ( 见表 6) 。

表 6 刊载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研究学术论文篇数居前十位的期刊一览

序号 期刊名称 1979 ～ 1992 年 1993 ～ 2002 年 2003 ～ 2012 年 合计

1 《东北亚论坛》 3 25 53 81

2 《当代亚太》 0 32 37 69

3 《现代国际关系》 1 18 47 66

4 《延边大学学报》 1 + 1 18 16 36

5 《国际观察》 0 16 17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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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期刊名称 1979 ～ 1992 年 1993 ～ 2002 年 2003 ～ 2012 年 合计

6 《国际政治研究》 2 15 14 31
7 《世界经济与政治》 2 7 17 26
8 《国际问题研究》 5 6 13 24
9 《东疆学刊》 0 13 7 20
10 《国际论坛》 0 5 12 17

表 6 也表明，刊发有关朝鲜半岛的学术论文居于前 10 位的期刊，除了《延边大学学报》和

《东疆学刊》外，其他 8 份杂志均属于国际关系类的主流与核心期刊。这反映出有关朝鲜半岛问

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议题。

6. 有关韩国研究和朝鲜研究的变迁

对比朝鲜研究和韩国研究的变迁不仅可以使本考察进一步细化，而且对于韩国和朝鲜研究侧重

点的不同也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中韩和中朝关系的变迁。在检索上: ①分别以“朝鲜”和“韩国”

作为检索词进行检索; ②由于“朝核”“韩半岛”“六方会谈”“朝韩”均包含朝鲜与韩国两者的

研究，所以检索结果同时加入有关朝鲜和有关韩国的研究; ③分别输入“中朝”“美朝”“俄朝”“日

朝”，计入有关朝鲜的部分。输入“中韩”“美韩”“俄韩”“日韩”进行检索，计入有关韩国的部分;

④如果考虑到传统上的称谓，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在字面上包括“朝鲜”不包括“韩国”，

但是实际研究的范畴也涵盖韩国，因此在韩国部分应该加上。检索后最终统计结果见表 7。

表 7 1979 ～ 2012 年“中国知网”有关“朝鲜”和“韩国”问题研究对比

学术期刊 特色期刊 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 会议 报纸 学术辑刊 合计

1979 ～ 1992
年

1993 ～ 2002
年

2003 ～ 2012
年

有关朝鲜 94 4 98

有关韩国 29 2 31

有关朝鲜 376 70 12 205 23 686

有关韩国 802 94 14 2 263 66 1241

有关朝鲜 730 245 17 127 27 1402 64 2612

有关韩国 1986 510 25 196 44 2426 121 5308

上述检索结果的总和为 9976 篇，与表 1 中检索方式所检索结果 9814 篇相差 162 篇，误差为

1. 6%，这表明表 7 中数据的可信性。表 7 显示，在 1979 ～ 1992 年，研究朝鲜的文献是研究韩国

文献的近 3 倍。但是在后两个阶段，研究韩国的文献均大大超过研究朝鲜的文献，1993 ～ 2002 年

接近两倍，2003 ～ 2012 年超过两倍。这表明 10 多年前朴键一教授所指出的“在韩国和朝鲜的对

比中，韩国仍然是中国对朝鲜半岛研究的主要对象”① 在新时期不仅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差距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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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进一步增大了。这一方面反映出中韩建交后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学者和公众对韩国

的广泛兴趣，另一方面也能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中国学者以及公众对朝鲜的了解开始越来越

少。

三 结论与建议

综上可见，经过改革开放后 30 多年的发展，国内的朝鲜半岛问题研究已蓬勃发展，所涉及

的议题也大大增加。这既反映了中国学者和国内公众对朝鲜半岛议题的关注越来越大，也反映出

朝鲜半岛问题的复杂性，该问题的长久不决也推动学者和公众不停地去探究。这同时也是中国改

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缩影。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论文在主流学术期刊的

分布情况，更进一步说明了朝鲜半岛问题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话题。

在研究的主题分布上，可以看出中韩建交之前，中国学者主要关注朝韩关系、特别是两国的

统一问题。在中韩建交后，中国学者最为关注的议题是韩国的内政，这包括韩国国内政治改革、

新农村建设、经济发展、反腐败等，反映出韩国作为中国周边一个文化相近的国家，在短时期内

所取得的国家发展上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中国的广泛关注。这一时期，韩朝关系继续是中国学者最

为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反映出“韩朝关系”作为朝鲜半岛问题的最核心层面已得到中国学者的

广泛认同。30 多年间，如果对比不同阶段中国学者和公众对朝鲜和韩国的不同研究侧重，更能进

一步看出中韩关系的迅速发展以及韩国软实力的增长。反过来，也能解释中朝关系以及朝鲜在中

国学者和公众中越来越疏远的部分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反映的是上述三个时间段内的整体趋势，不代表其中某个时间段、某个

杂志所显示的可能与整体趋势不符合的情况。比如，朴键一教授以“1996 ～ 1997 年《东北亚研

究》刊载的朝鲜半岛研究文章结构”为指标指出，“可以肯定地说， ( 该杂志) 针对朝鲜内政和

外交的文章多于研究韩国的文章，这是中国朝鲜半岛研究界第一次遇到朝鲜和韩国以同样重要的

身份成为互相不可偏废的研究对象的情况”。①

结合发文量最多的作者以及发文量最为集中的单位分布，可以看出国内的朝鲜半岛问题研究

已经不再单纯局限于相关智库，高校也已经成为主力军。这其中除了国际关系研究重镇“老三

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濒临朝鲜半岛的吉林大学、延边大学、山东大

学等异军突起。在智库层面，中国社科院的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仍然遥遥领先于其他智库。这一方

面与其人才集中有很大的关系，仅在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专门进行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学者就

有数十位。另一方面在机构设置上中国社科院早就设有亚太所 (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前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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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在该所还成立有专门的东北亚研究室，以及朝鲜半岛研究中心，这些都为该单位今天的朝鲜

半岛问题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尽管有上述成绩，中国的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仍然有以下需要进步之处。第一，在机制设置

上，国内仍然缺乏一个类似于“中国朝鲜半岛研究学会”的统筹机构，这和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

蓬勃发展并不匹配。值得关注的是，在有关朝鲜半岛研究上，一些核心的问题学界仍然观点分歧

巨大，甚至缺乏基本共识。① 这一方面与国内学术研究百家争鸣的氛围有关，国际关系领域任何

研究议题不同程度都存在这些问题。另一方面，核心问题基本共识的缺乏也反映出在朝鲜半岛问

题研究的基本假设、基本方法等方面缺乏共识，亟待加强。全国性的朝鲜半岛问题研究学会不仅

可以就这些问题加强交流，逐渐形成共识，而且还可以避免重复研究与资源浪费。

第二，要加强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研究方法的革新。自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朝鲜半岛问题研

究虽然数量喜人，但是有分量的文章并不多。上述统计分析中在三个阶段无明确主题的研究分别

占到的主题频次为 7 次、66 次、133 次，分别占到这三个时期主题频次统计的第二位、第三位、

第三位。缺乏明确的研究主题，研究只能泛泛而谈，规范化更谈不上，背后反映的仍然是研究方

法的缺失。朝鲜半岛问题研究所涉及的因素十分庞杂，如果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由于研究者自

身价值判断、知识背景等各有不同，结果很可能是有倾向性地去论证自己预设的结论，进一步远

离科学研究“价值中立”的求真要求。

第三，要加大对中朝关系和朝鲜问题的研究。中国在朝韩两国都拥有重要的国家利益，这不

仅表现在中国均是朝韩两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且唇亡齿寒的地缘政治关系在新时期并没有完

全失去价值。这在美国重返亚太、中国周边形势出现新的复杂情况下更是如此。相对于其他大

国，中国也是唯一一个同时和朝韩均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这些都要求中国在发展与朝鲜和韩国

关系上持相对均衡的立场，也要求中国对朝韩两国要有大致相同的了解，在公众舆论已对中国外

交压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更应如此。当然，上述所显示的中国国内朝鲜半岛问题研究过分偏重于

韩国的情况，与朝鲜自身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包括学术交流在内的国内的相对封闭，以及对于

相关研究议题的过度敏感，因而给中国学者在研究时带来一定的压力等。尽管如此，仍然可以采

取一些方式推动国内的朝鲜问题研究和公众对朝鲜的客观认知，比如鼓励学术期刊刊发有关朝鲜

研究的文章，报纸知识性读物多刊发介绍朝鲜国内发展和人文风情的文章，鼓励两国学术界多开

展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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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在参加相关会议时总结得出，比如有些学者认为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主要就是研究朝韩关系问题，其他

因素的影响不大。而有些学者则认为朝鲜半岛问题主要受到大国的影响，核心是美国对朝半岛政策以及中

美关系; 国内学者所谓的“亲朝”“亲韩”等也和基本共识的缺乏有关。社会科学研究难以做到百分之百

的价值中立，尽管如此，如果一个本应“亲中”的中国学者动不动被冠之以“亲朝”或“亲韩”从根本

上反映了在研究假设、研究方法等方面，基本共识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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