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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锡悦政府《国家安全战略》评析

张东明

2023年6月7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任期满一年之际，以“自由、和

平、繁荣的全球中枢国家”为题发布了其任期内的《国家安全战略》（以

下简称《报告》），全面阐述了韩国新一届政府安保战略的目标、基调以

及具体实现路径。从内容来看，该报告对前任文在寅政府的安全政策

进行了较大幅度调整，在威胁评估上强调“朝核威胁”，突出经济安全，

同时将升级韩美同盟与扩大美韩日合作视为韩国安全的基轴。特别

是，该报告还强调基于“价值观外交”处理中韩关系，这给两国关系带来

了更大挑战。《国家安全战略》是研判韩国外交安保政策走向的标志性

文件之一，值得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一、对《报告》主要内容的解读

尹锡悦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同时发布了韩文和英文两个版本。除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 1



序言外，全篇《报告》由安全战略总览、安全环境评估等八个章节组成，

勾勒出尹锡悦政府明显的“保守底色型”安保观和外交理念。

（一）重新将朝鲜界定为主敌

韩国政坛可以大致划分为保守阵营（或称右翼）和进步阵营（或称

左翼），两派在韩朝合作、韩美关系、周边外交等多个问题上均持有不同

见解。对朝鲜的界定是区分韩国进步—保守阵营的主要标志。在对朝

政策上，保守派政府往往采取敌视政策，将朝鲜视为威胁韩国安全的首

要“威胁源”。2022年尹锡悦上台后延续了保守阵营一贯的对朝认知，

《报告》指出：“（对于韩国而言）最紧迫的安全挑战是朝鲜继续发展其核

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这可以视为对过去五年文在寅

政府对朝包容基调进行重大调整的标志。在明确朝鲜“主敌”身份的背

景下，尹锡悦政府将强化国防能力、重塑韩美日合作以及韩美同盟升级

作为应对朝鲜核导威胁的主要举措。

尽管如此，尹锡悦政府并没有完全关闭与朝鲜合作对话的渠道。

《报告》提及尹锡悦总统在2022年光复节祝词中提出的“大胆构想”，

指出：“韩国将与国际社会合作，将推进朝鲜完全无核化，将促进基于

相互主义的对话与合作。”这意味着，一旦无核化路线图确定，韩国将

根据无核化进程的进展，逐步实施包含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在内的

全面措施。

（二）韩美同盟再次转型升级

《报告》指出，过去70年来，韩美同盟一直是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

要支柱。当前，韩美不仅面临朝鲜核威胁和全球战略竞争加剧等安全

环境的变化，还需要应对供应链重组、核心技术竞争和气候变化等新的

挑战。在此背景下，韩美同盟的升级转型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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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李明博政府时期，美韩两国就提出了“全面战略同盟”的构想，

所谓“全面战略同盟”指的是韩美两国的合作范围从军事同盟扩大到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同盟的目标为确保朝鲜半岛、亚太地区及

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同盟的活动范围从朝鲜半岛扩展至全世界。

2017年，由于当时上台执政的美国特朗普政府秉持“美国优先”的理念

与盟友展开合作，认为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导致韩美同盟在

防务费用分摊等问题上龃龉不断，使韩美同盟的调整态势陷入停滞。

2022年，韩国迎来总统换届，保守势力尹锡悦政府上台执政，为保

守派再次调整韩美同盟发展方向提供了机会。同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

访问韩国，与新任总统尹锡悦举行会谈。在会谈中，两国首脑一致决定

将韩美同盟从朝鲜半岛的地理领域扩展到全世界，发展成为集军事安

保、经济、尖端技术、供应网和全球治理难题于一体的中心轴，即基于两

国共享价值的“全球全面战略同盟”（GCSA）。《报告》指出，2023年4月的

美韩首脑峰会为深化“全球全面战略同盟”以及扩大印太地区的合作提

供了新的机遇。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军事同盟。这是二战以后美国和韩国历史最悠久也最紧密的

联系，尤其是2023年4月《华盛顿宣言》签署后，美韩军事同盟升级为以

核为基础的新的联盟范式。

二是经济同盟。韩美已经签署FTA，双方彼此的经济关系联系日趋

紧密。为了对冲中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拜登政府提出了“印太

经济框架”（IPEF），显露了美国“重新主导”亚太地区经济架构的企图。

2022年5月，拜登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布启动IPEF，韩国是其中13个初始

成员之一。

三是科技联盟。当前科技已经成为中美大国战略竞争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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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委员会经济和安全对话。对话旨在提高三国对供应链不稳定危机

的应对能力，以及倡导三国在核心技术和新兴技术领域加强合作。

最后，扩大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韩国将在实施自由、和平、繁荣

的印太战略方面与美日紧密配合，推动韩美日在安全、社会、文化、经济

等领域的互动交流。

二、《报告》的潜在影响

尹锡悦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对半岛局势和地区稳定

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可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激化半岛紧张局势

《报告》将应对朝鲜核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威胁定性为韩

国的当务之急，并阐明为主动应对朝鲜的威胁而划时代地加强韩国自

主应对力量的思路。将朝鲜重新定义为“主敌”的做法将加剧半岛紧张

局势，这种明确的对立态度可能引发朝鲜的强烈反应，并导致进一步的

军事对峙和紧张局势。

（二）加剧地区安全对峙

在处理与东北亚其他国家关系时，《报告》体现出的“冷战思维”令

人担忧。在对日关系上，尹锡悦政府试图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以寻求在

应对朝鲜问题上的更多支持。他不仅将日本定义为“亲密无间的重要

邻国”“共享自由民主的伙伴”，而且在推动高层对话、深化与日本在多

领域交流合作上表现得十分积极；而在对华关系上，尹锡悦政府在处理

中韩关系时继续秉持着强硬态度和“一边倒”做法。例如，在萨德问题

上，《报告》明确指出这是一个安全和主权问题。与此同时，在中美战略

竞争中，尹锡悦政府逐步放弃了“战略模糊”态度，在大多数议题上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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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靠拢。例如，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组建针对中国的各类型

的“模块化”联盟，旨在从地缘政治、经济、科技、供应链等多个层面对中

国进行包围。在地缘安全层面，拜登政府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美日印

澳”四边对话与韩国对接，有意打造“QUAD+”韩国的多边同盟体系；在科

技层面，拜登政府向韩国提出了组建“芯片四方同盟”的构想，成员主要

为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其旨在遏制中国获取芯片技术并对中国形成

“高科技封锁”；在经济层面，拜登政府力推“印太经济框架”（IPEF），试

图弥补对华遏制打压在经贸领域的不足。在上述提及的几个“模块化”

联盟中，韩国基本上都表现出积极参与的态度，尤其是韩国尹锡悦政府

上台后，在这些问题上都采取了追随美国的战略。

2023年7月，尹锡悦再次受邀参加北约峰会，并强调朝鲜不仅是地

区安全的威胁，也是对全球安全的威胁，要求北约国家加强制裁。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北约峰会之后，尹锡悦在韩国国内遭受重大

洪水灾害的情况下，长途跋涉前往乌克兰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表示

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这些事实都无疑表明其对外政策发展

方向和内容都在进行大幅度调整，其后续的政策实施动态，更值得高

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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