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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美学者谈半岛政策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  王俊生 
 
    2017年 10月 20日到 2018年 4月 20日，笔者受社科院派遣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做访问学者，
期间与美国学界研究半岛问题的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笔者刚到美国时，美朝关系处于

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谷，当笔者离开时，美朝正积极筹备第一次“金特会”。这段时间可谓半岛

局势的巨大转折期，而美国智库界所表达的观点和主张，对眼下甚至未来看他们的“朝鲜观”及

美国的半岛政策依然很有意义。 
    拒绝默认朝鲜为拥核国 
    笔者到美国后没几天，就跟美国外交学会美韩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斯科特·斯奈德进行座谈，
他的观点很明确：美国坚决不能默认朝鲜为核武国家，因为朝鲜不同于中国、俄罗斯等国。 
    这其实是美国各界难以接受朝鲜为拥核国的最大担心。也就是说，美国对朝鲜政权性质的质
疑是根深蒂固的。对此，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也有过类似表述——“传统的威

慑理论不适合朝鲜”。 
    大概一个月后，笔者与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主任邓马克座谈，后者也认为，一旦默认朝鲜为
拥核国，朝鲜极可能对外更有恃无恐或具有挑衅性。 
    还有美国学者担忧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会“逼迫”美国终止与韩国和日本的盟友关系。2018年
2月 16日，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车维德撰文称，“如果朝鲜以威胁攻打洛杉矶的
方式逼迫美国放弃首尔，美国极有可能放弃首尔”。反过来，这自然也是日本与韩国最为担心的。

同年 3月，在笔者参加的一次研讨会上，时任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董云裳非常肯定地强调朝鲜无
核化是美国唯一可接受的结果。 
    2017年 11月底，朝鲜成功试射“火星-15”导弹，射程可覆盖美国东部。但美国智库界普遍
认为朝鲜的洲际导弹距离实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

宁对笔者所说，很多指标看起来不错，但还有不少技术问题没解决，技术成熟还需两到三年时间。 
    尽管如此，这使得美国各界在解决朝核问题的紧迫性上达成一致。斯奈德表示，奥巴马时期
觉得朝核问题的解决时间在美国一边，但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明确得出结论：时间不在美国一边。 
    对朝外交转向有预期 
    尽管特朗普曾多次暗示必要时可能采取武力方式解决半岛核问题，但美国智库界的主流意见
比较一致——不希望以武力解决。笔者多次和 CSIS 的葛来仪座谈，她就持类似观点。葛来仪认
为，美国不掌握朝鲜核武器藏在何处，武力打击必然招致朝鲜报复。她同时称，特朗普政府并没

有就对朝动武划红线。葛来仪实际上暗示特朗普政府的思路是力争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实际上，对于朝鲜转向外交对话，美国智库学者早有预期。2017年 12月 1日，CSIS太平洋
论坛主席科萨认为，朝鲜通过宣布成功试射能覆盖美国全境的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5”），是在
告诉美国“现在是谈判的时候了”。第二天，笔者和布鲁金斯学会的凯瑟琳座谈，她也重点提到

这点，并认为美国在 2017 年 11 月 20 日把朝鲜列入“支恐国家”名单也是一个策略。因为一旦
展开对话，朝鲜对美要求必然非常高，美国也须准备相应筹码。 
    那段时间，笔者多次同“北纬 38 度”网站执行主编詹妮·唐座谈，她参与同朝鲜的二轨对
话已有多年。她认为只要美国答应朝鲜安全诉求，朝鲜可讨论长期无核化问题，甚至连宪法中所

谓“核国家”措辞都可修改。今天来看，这些判断可谓有先见之明。 
    因此，当去年 3月“金特会”要举行的消息传出后，美国智库界普遍支持。几天后，笔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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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中美 1.5轨道有关朝鲜半岛的对话”，与会美官员和学者普遍认为举行美朝首脑会晤是积极的。 
    普遍认同“极限施压” 
    不同于特朗普上台后内政外交上很多政策引发争议，其对朝“极限施压”政策在美智库界获
得较高认同。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克罗宁从 5个方面论证特朗普的对朝政策，认为“极限施压是非
常可靠的政策”。传统基金会的布鲁斯·克林纳也表示，“特朗普政府应持续推进‘极限施压’政

策。” 
    这背后是美国政府的基本逻辑。多次与笔者座谈的大西洋理事会学者马修·克罗宁说：“特
朗普政府看到了朝鲜不放弃核武器的原因，即它视核武器为政权安全的基础，因此想通过严厉施

压告诉朝鲜拥有核武器会更不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在半岛问题上，中美合作非常重要，美国学者对此有一定共识。在一次座谈
中，布鲁金斯学会的凯瑟琳对笔者说，美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解决朝核问题上中国已尽力。

笔者在拜访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时，他明确表示，中美应就半岛问题深入讨论，以便

达成一个一揽子方案。大西洋理事会的曼宁也给出类似建议。 
    在美国的半岛政策上，美国智库学者是重要的影响力量。这既是美国的决策体系特点造成的，
也因为这些智库学者是引领美国国内有关朝鲜问题的舆论的主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