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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话题

调，包括与美、俄、印的战略协调，

至关重要。

由于中国周边政治经济安全形势

与各种关系十分复杂，威胁和挑战增

多。“一带一路”经过的一些周边国

家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彼此间还存在

各种争端，边界划分及跨界民族问题

影响着各国关系，也对“一带一路”

的推进构成障碍。因此，在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对周边国家的

安全问题应予以足够重视。虽然我

们认为南海仲裁案这一页已经翻过去

了，但它毕竟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

系中留下一个隐患，一些国家仍然抓

住不放，有些国家现在出于对中国的

需要，暂时降低调门，但随时可能拿

它做文章。尽管中国宣称欢迎周边发

展中国家搭便车，但中国毕竟也是一

个发展中国家，国内也面临巨大的经

济社会发展压力，需要处理好对外经

济援助与国内承受力之间的平衡。

另外，由于中国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不仅仅是在经济方面，而且

更多地是要实现利益、责任、命运共

同体的建设，并且还要解决我国在周

边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所以“一带一

路”建设的目标应该更加明确、重点

应该更加突出。总之，“一带一路”

的推进和中国周边外交的开展，要在

经济先导的同时，注意积累政治互

信、加强人文沟通、提升合作水平，

同时不急于求成，不追求排他利益，

对不同国家采取的政策不搞一刀切，

应考虑相关国家合作的舒适度和精准

度问题。

（作者为外交学院前副院长、教授)

部署“萨德”对东北亚的长远影响
文 / 董向荣

对于在韩国部署“萨德”，最感

到纠结的是中国和韩国。中韩之间对

于对方可能都有过高的期待，都受制

于愿望思维。中国可能过于期待韩国顾

及当时较好的中韩关系而不部署“萨

德”，而韩国则可能期待中国顾及

较好的韩中关系而不对韩国部署“萨

德”采取强硬反制措施。双方之间可

能都出现了偏离客观现实的判断。

我们需要了解韩国方面到底是怎

么看“萨德”问题的。关于“萨德”

问题讨论的起点，一是朝鲜的核开

发，二是美国的全球导弹防御系统。

韩国自身安全受到来自北方的严重

威胁，呼应或者邀请美国来部署导弹

防御系统。在韩国人看来，这是不得

已的选择，安全问题涉及生死存亡，

为了安全利益只能牺牲一些经济和外

交利益。特别是在朝鲜不顾联合国决

议、屡次进行核试验和导弹发射试验

的情况下，面临如此严重的安全威

胁，只有美国才能保护韩国，韩国在

安全上也只能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

此外，朝鲜核导试验的频率如此之

快、能力提升如此明显，美国大选候

选人的大胆言论使韩国方面出现了韩

美同盟可能弱化的担忧，诸多因素都

使韩国感觉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因

此仓促做出部署的决定。韩国国内不

少人对于政府决定部署“萨德”并不奇

怪，只是觉得这么快就公布部署“萨

德”的决定有些意外。从韩国国内来

看，2016年4月13日的国会选举是一

个重要的事件，原本胜券在握的执政

党遭受挫败，出乎意料地输得很惨，

不仅没能获得过半数席位，还丧失了

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本来关系很僵

的青瓦台和执政党之间就需要抱团取

暖，争取保守和中间选民的支持。

韩国方面对于“萨德”可能影响

韩中关系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有一

些侥幸心理和愿望思维作祟。韩国决

策层希望韩中关系不会受到“萨德”

的影响，韩中之间还能维持原有的政

治和经济合作，韩国还可以继续从

中韩贸易中获得巨额顺差。根据韩国

《中央日报》7月5日发表的对新一任

国会议员的调查，绝大多数人认为中

韩关系肯定会受一些影响，但不会很

严重，可以在部署之后再寻找恢复中

韩关系的方案。朴槿惠总统在做出部

署决定时可能也持这样的想法。7月8

日“萨德”部署决定公布当日中午，

朴槿惠总统在青瓦台宴请执政党国会

议员，颇有完成一件大事“庆功宴”

的意味。另外此时正值南海仲裁结果

将在7月12日公布，韩国认为对于中

国来说南海问题是比朝鲜半岛、“萨

德”问题更重要的问题，一旦仲裁结

果公布以后，中国必将全力来应付南

海问题，就会顾不上“萨德”问题

了，因此就选在这个时间之前来宣布

部署决定。这种做法让中国非常难以

理解、难以接受，但不少韩国人真的

这么想。在决定部署的过程中，军方

可能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公布部

署决定当日，韩国外长被披露出现在

百货商场中，可能他根本不知道那天

要公布，也表明外交部、或者说外交

方面的担忧可能被排除在决策之外。

中国方面认为，“萨德”超出

韩国自身防御的要求，严重破坏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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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1日，韩

国星州郡和金泉市居

民在首尔集会，要求

取消部署“萨德”。

区战略平衡，美国以防御朝鲜导弹威

胁之名，行遏制中国之实，美韩针对

中国是“司马昭之心”，是“项庄

舞剑”。韩国方面并不认可，而是一

直强调“萨德”是“纯防御”，是在

“舞盾”不是“舞剑”，中国不让韩

国部署就是在干涉韩国内政。因此，

中国媒体上反对“萨德”的声音高涨

之时，也正是不少韩国人对于中国心

生愤怒和反感之际。在韩国国内其实

也有很多从国家利益出发反对部署的

声音，但是，这些反对人士一不小心

就会被扣上“中国政府代言人”、

“韩奸”等帽子。朴槿惠总统甚至用

“不纯势力”来表征反对部署的人。

这是韩国民主化20多年来很罕见的词

汇，令人回想起曾经的专制时代。可

见，在“萨德”问题上，韩国的舆论

环境并不那么民主。

可以说，韩国严重低估了“萨

德”对中韩关系的损害程度。韩国

没有想到、也不能理解中国为什么对

“萨德”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韩国

决策者认为或者期待，中韩在经济上

相互依赖，双方自贸协定已经生效，

中国是世贸组织成员，所以中国没有

手段对韩国进行制裁。与此同时，韩

中双边关系这么好，中国会顾全大

局，不会对韩国采取严厉措施。韩国

方面忽略了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一是

中国对“萨德”问题的性质判断与韩

国截然不同，中国认为它是破坏了地

区战略平衡，性质恶劣，后果严重；

二是中韩之间的经济依赖是不对称

的，中国一旦认为对自身安全利益构

成损害，是有空间可以做出反应的。

一旦美韩在半岛部署“萨德”，

地区局势将会产生连锁反应。中韩关

系的恶化首当其冲。受益最大的肯定

是美国，这是韩国自身防御的一小

步，却是美国全球导弹防御系统向前

推进的一大步。俄罗斯很可能会加大

在远东地区的导弹部署。万一出现战

争状态，中俄会在对美冲突的情况下

把“萨德”等系统锁定为首轮军事打

击目标。对于韩国来说，尤为重要的

是朝鲜的反应。从韩国决定部署以

后，朝鲜的导弹发射和核试验行为

明显加速，韩国虽借机强调部署的必

要性、正当性，但也不能排除部署的

决定又刺激了朝鲜，南北之间安全困

境进一步加深。日本会加快军事化

的步伐，韩美日同盟体系加固，原

本中韩之间对于日本军事化的警惕

共识被打破。一言以蔽之，一旦韩

国部署“萨德”，东北亚地区不得不

在一个更具威胁的高度建立一种新的

战略平衡，这对地区各方都是一种非

常严重的事态。对于短期看来可能自

认为受益的美韩，长期来看，也不见

得是一种福音。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

战略研究院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