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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ꎬ 俄罗斯、 韩国和朝鲜在不同的战略考量的驱动

下ꎬ 拉开了开发远东地区的宏图伟业ꎮ 俄韩朝三国不仅各自都对经济进行了初步

的设想ꎬ 而且在跨国铁路修复、 电力合作、 油气管道的建设以及物流转运项目等

四大领域进行了部分合作ꎮ 然而ꎬ 受限于朝核问题的影响、 三国之间互信的不

足、 合作排他性的特征以及朝俄与西方国家的敏感关系ꎬ 俄韩朝经济合作成果寥

寥ꎮ 尽管当前三国经济合作处于停滞状态ꎬ 但相关各方可以借近期半岛局势出现

转圜之机ꎬ 通过推动南北交流重启ꎬ 引导美、 日参与共同开发ꎬ 与中国共建 “中

朝韩俄经济走廊”ꎬ 助推合作重现生机ꎬ 为东北亚的和平、 繁荣、 稳定做出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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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联邦在独立之初一度采取向西方 “一边倒” 的政策ꎬ
但最终以失败告终ꎮ 俄总统叶利钦随即调整外交政策ꎬ 将目光移向东方ꎬ 积极发

展同东亚各国的关系ꎮ 与此同时ꎬ 韩国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 “北方政策”ꎬ 主动

寻求与俄罗斯关系的改善和全方位合作ꎮ 而朝鲜与韩、 俄两国南北领土相接ꎬ 三

国在地缘、 政治、 文化上的微妙关系又使俄韩经济合作绕不开朝鲜ꎮ 因此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俄韩朝经济合作成了三方关系发展中的主要组成部分ꎮ 本文拟从

阐释俄韩朝经济合作的背景与动因出发ꎬ 通过介绍三国各自的合作构想和实施情

况ꎬ 剖析合作面临的困境ꎬ 并展望新形势下合作的发展前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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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俄韩朝经济合作的背景与动因

俄韩朝经济合作的构想虽然肇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叶利钦 “东方政策”
的推出ꎬ 但真正得到三国的共同响应则是在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的事情ꎮ 苏联解体

之初ꎬ 俄罗斯由于国内经济困难ꎬ 民族矛盾尖锐ꎬ 西方国家的援助又 “口惠而实

不至”ꎬ 叶利钦被迫转向东方ꎬ 寻求日韩等远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ꎮ 最初ꎬ
叶利钦将经营的重点对象定位为日本ꎮ 然而ꎬ 直到 １９９２ 年夏ꎬ 他发现日俄关系

改善障碍重重ꎬ 尤其是领土争端难以在短期内解决①ꎬ 于是将韩国作为了 “东方

政策” 的突破口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ꎬ 叶利钦正式访问首尔ꎬ 将韩国作为他访问的第

一个亚洲国家ꎬ 两国关系迅速升温ꎮ 与此相反ꎬ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出于重塑东

北亚秩序和改善俄韩关系的考量ꎬ 开始调整对朝政策ꎬ 不再以意识形态而是以国

家利益为基础来看待俄朝关系②ꎮ 俄朝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不断削弱ꎮ 而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朝鲜第一次核危机的爆发ꎬ 进一步加剧了俄朝、 韩朝关系的恶化ꎮ 在

此背景下ꎬ 俄韩朝经济合作构想一度被束之高阁ꎮ
１９９８ 年金大中当选韩国总统ꎬ 对朝推行 “阳光政策”ꎬ 在 ２０００ 年成功访问

平壤ꎬ 极大地缓和了南北关系ꎬ 为重启经济合作创造了关键契机ꎮ 同时ꎬ 俄罗斯

也开始反思对朝政策ꎬ 逐渐将一边倒式的对韩倾斜外交政策转变为南北等距离外

交政策ꎬ 于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和朝鲜签署了 «俄朝睦邻友好合作条约»ꎮ 尽管新条约废

除了自动军事介入等苏朝旧约的内容ꎬ 但明确了两国在经济、 国防、 文化、 保健

等领域的合作③ꎮ 普京继任俄罗斯总统后ꎬ 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访问平壤ꎮ 此次访问是

俄最高领导人首次访朝ꎬ 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ꎮ 这样ꎬ 到 ２１ 世纪初ꎬ 韩朝、
俄朝关系的改善为俄韩朝经济合作创造了共同的政治基础和外交环境ꎮ 不过ꎬ 在

经济合作的背后ꎬ 俄韩朝三国却有着不同的战略盘算ꎮ
俄罗斯推动俄朝韩经济合作的主要动机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ꎮ 固然ꎬ 三国

经济合作对开发远东地区、 提振俄经济具有积极的意义ꎬ 但更是俄罗斯重拾在东

北亚的影响力ꎬ 牵制中、 美、 日等大国势力的重要契机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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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后ꎬ 俄罗斯在东北亚的影响力不断削弱ꎮ 而普京担任总统后ꎬ 明确表示只有

欧亚两翼同时强劲ꎬ 俄罗斯才能展翅高飞①ꎮ 普京试图利用远东的地缘和资源优

势ꎬ 吸引中、 日、 韩等东亚经济强国的投资ꎬ 重建俄罗斯在亚太新秩序的重要地

位ꎮ 远东开发的背后有深刻的战略布局烙印ꎬ 蕴含化解美国 “重返亚太” 压力、
加大对日本的威慑和应对中国地区影响力膨胀的三重意义ꎮ 因此ꎬ 相较于中、 日

之类的地区大国ꎬ 俄罗斯更青睐韩、 朝等体量较小的合作伙伴ꎮ 所以ꎬ 对于俄朝

韩经济合作ꎬ 俄罗斯自是持积极的欢迎态度ꎮ
韩国推动俄韩朝经济合作的目的可以从经济和统一问题两方面来解释ꎮ 首

先ꎬ 俄罗斯远东地区所蕴藏的巨大潜力是韩国力推三国合作的经济动因ꎮ 远东

地区地广人稀ꎬ 资源丰富ꎬ 亟待开拓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ꎬ 世界进入高油价时

代ꎬ 这对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韩国来说ꎬ 推动远东开发ꎬ 既能实现能源供给多

元化ꎬ 又能为企业开辟新的市场ꎮ 其次ꎬ 三国合作开发远东能够为韩国实现以

它为主体的统一大业创造有利条件ꎮ 长期以来ꎬ 韩国认为朝鲜的封闭性始终是

阻碍南北交流和统一事业的重要因素ꎮ 所以ꎬ 韩国不仅力促南北间的交通畅

通ꎬ 更要在远东的开发事业中吸纳朝鲜人的参与ꎬ 对朝鲜的锁国体制产生倒逼

作用ꎬ 从而依靠自身的经济和制度优势ꎬ 吸收朝鲜ꎬ 最终完成以韩国为主体的

统一大业ꎮ
朝鲜之所以愿意谨慎地与俄、 韩共同开发远东主要是基于政权生存的考量ꎮ

一方面ꎬ １９９４ 年金日成去世后ꎬ 朝鲜国内经历了所谓 “苦难行军” 的年代ꎮ 在

生产生活资料奇缺的情况下ꎬ 与俄韩进行经济合作不仅能使朝鲜从韩国方面获取

粮食、 资金等方面的援助ꎬ 而且能得到俄罗斯的帮助ꎬ 重启或更新苏联时期老化

或运行中断的生产设备ꎬ 引进先进技术ꎬ 实现经济建设的现代化②ꎮ 另一方面ꎬ
依靠三国经济合作ꎬ 朝鲜既可以在美韩同盟之间打下一根楔子ꎬ 又可以通过引入

俄罗斯的势力ꎬ 牵制中国对朝鲜的影响③ꎮ 因此ꎬ 即使朝鲜对经济合作背后韩国

的统一计划心知肚明ꎬ 仍谨慎地响应三国合作ꎬ 以求度过国内的经济危机并实现

政权的传承与存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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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俄韩朝经济合作的方案构想与实际进展

进入 ２１ 世纪后的十多年来ꎬ 俄韩朝三国围绕经济合作进行了相当数量的研

究与磋商ꎮ 三国经济合作的构想往往是俄韩率先策划ꎬ 将朝鲜的参与置于合作方

案内ꎬ 然后向朝方抛出橄榄枝ꎮ 俄韩双方虽然围绕合作方式和具体项目提出了不

少设想ꎬ 但朝鲜的反应始终是三方合作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ꎮ 受制于朝核问题

反复纠结和南北关系变化无常ꎬ 俄韩朝经济合作整体上呈现设想大于实践ꎬ 失败

多于成功的局面ꎮ

(一) 俄罗斯的方案构想

俄罗斯与韩朝两国的经济合作计划从体系上说属于其东方政策的组成部分之

一ꎮ 自叶利钦完全西向的政策受挫之后ꎬ 俄罗斯开始重新审视远东地区在政治、
经济和战略上重要地位ꎮ 普京继任总统后ꎬ 俄罗斯的 “东向” 步伐进一步加快ꎮ
普京政府在 ２０００ 年制定了一套庞大的介入朝鲜半岛的计划ꎬ 主旨就是加强与韩

朝的经济合作ꎬ 主要内容包括: 恢复对朝鲜的经济援助ꎬ 更新其钢铁厂等工业设

施ꎻ 联合韩日帮助改造朝鲜的电力系统ꎻ 修筑俄朝韩跨国天然气管道ꎬ 将库页岛

的天然气经朝鲜输往韩国甚至日本ꎻ 将西伯利亚铁路 (ＴＳＲ) 和朝鲜半岛铁路

(ＴＫＲ) 连接起来ꎬ 打通韩、 日通往俄罗斯和欧洲的大动脉等①ꎮ 可见ꎬ 俄罗斯

关于三国合作构想的主体工程包括铁路连接和能源输出两大部分ꎮ 三国铁路连接

会为俄罗斯带来经济和战略上的双重利益: 俄国不仅能使 ＴＳＲ － ＴＫＲ 铁路成为世

界上最短的欧亚跨境运输通道ꎬ 增加物流的流通量以带动沿线俄国城镇的经济发

展ꎬ 而且可以加大俄罗斯在远东的影响力ꎬ 进一步密切与韩、 朝的联系ꎬ 打造所

谓的俄韩朝 “战略三角”ꎮ 而能源输出则主要基于获取经济利益和开拓多元市

场ꎮ 俄罗斯不只希望对朝鲜出口煤炭和电力ꎬ 更试图借道朝鲜ꎬ 将西伯利亚过剩

的油气和电力资源销至韩国甚至是日本ꎬ 增加外汇收入ꎬ 并降低对中国能源市场

的依赖ꎮ
俄罗斯的三国经济合作构想整体上具有两大特点: 一是重政治口号而轻行动

实践ꎮ 虽然自新世纪以来ꎬ 俄罗斯政府在开发远东问题上表现出积极与韩、 朝等

东北亚国家合作的姿态ꎬ 但政策导向性不明确ꎬ 缺乏具体的实施方案ꎮ 例如ꎬ 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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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 ２００２ 年推出的 «２０１０ 年前远东发展纲要» 就充斥着大量的形式化内容ꎬ 主

要目的在于向联邦政府要钱①ꎮ 而 ２００７ 年出台的 «２０１３ 年前远东发展纲要» 的

执行更是不如人意ꎬ 俄政府被迫在 ２０１２ 年宣布将纲要延期至 ２０１８ 年ꎮ 在远东开

发上ꎬ 俄罗斯人 “迷恋于搞空洞计划” 的精神气质表露无遗②ꎮ 二是俄罗斯与韩

朝的经济合作更多地考虑战略利益而不是经济效益ꎮ 典型案例如俄朝铁路的连接

方案上ꎬ 俄罗斯拒绝了经济和技术上最为核算的 “京义线 ＋中国东北铁路 ＋ 俄西

伯利亚铁路” 方案而推销成本较高、 客货流较少 “东海线 ＋ 西伯利亚铁路” 方

案ꎬ 其试图绕开中国的目的十分明显ꎮ 因此ꎬ 在俄韩朝经济合作上ꎬ 俄罗斯的角

色是一个倡导者而非执行者ꎬ 像一个政治家而非企业家ꎮ

(二) 韩国的方案构想

韩国关于俄韩朝经济合作的构想肇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ꎬ 当时的卢泰愚政

府推行所谓的 “北方政策”ꎬ 试图改变与苏联、 中国等东北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关

系ꎮ 在 “北方政策” 的促动下ꎬ 涉及俄韩朝三方经济合作的方案不断涌现ꎮ 尽

管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第一次朝核危机和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一度延滞了韩国推动三

国经济合作的步伐ꎬ 但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韩国 “北进” 的势头再次加强ꎮ 李明博

主政后ꎬ 提出 “新亚洲构想”ꎬ 主张将韩国的外交关注点从东北亚向东南亚、 南

亚、 中亚等亚洲其他区域拓展ꎮ 朴槿惠当选总统后ꎬ 进一步提出了 “欧亚倡

议”ꎬ 旨在使韩国扮演陆海桥梁国家的角色ꎬ 把韩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从关注海洋

转向关注大陆③ꎮ 从地理上看ꎬ 韩国走向欧亚大陆的途径主要有两条ꎬ 一条是经

过中国 “西向”ꎬ 另一条通过俄罗斯的 “北进”ꎮ 但从 “欧亚倡议” 的内容上看ꎬ
“北进” 显然成了朴政府的优选ꎬ 俄韩朝三边合作成为首要工作ꎮ 后来ꎬ 虽然朴

槿惠被弹劾下野ꎬ 但继任的文在寅又推出所谓 “新北方政策”ꎬ 基本上沿袭了

“欧亚倡议” 的思路ꎬ 寻求与普京 “新东方政策” 的对接ꎬ 并称韩国是俄罗斯远

东开发的最佳合作伙伴④ꎮ
回顾韩国关于俄韩朝经济合作构想发展的历史ꎬ 尽管设计了众多项目ꎬ 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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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１６１
王海纳: «文在寅在东方经济论坛发表演讲阐述韩国 “新北方政策”»ꎬ 载 〔韩〕 «亚洲经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７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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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可以归于交通和能源两类ꎮ 交通上主要是力推陆上朝鲜半岛铁路和西伯利亚

铁路的连接以及海上途经朝鲜东海岸、 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地区的 “北方航道”
的开辟ꎮ 能源上则试图敷设跨越俄朝韩三国的油气管道和输电线ꎬ 并试行经朝鲜

中转的俄韩煤炭海上运输线ꎮ 不过ꎬ 韩国的构想存在较大问题: 一方面ꎬ 韩国的

三国合作方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ꎬ 朝鲜的参与成为大部分方案中的预设性

条件ꎮ 从地理上看ꎬ 朝鲜在俄韩朝经济合作中发挥着枢纽的作用ꎬ 无论是铁路连

接还是管线敷设ꎬ 没有朝鲜的配合几乎都是纸上谈兵ꎮ 而半岛局势的紧张和南北

关系的反复使韩国的构想屡屡受挫ꎬ 执行率低下ꎮ 另一方面ꎬ 韩国对自身的实力

估计过高ꎮ 虽然在三方中ꎬ 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ꎬ 但毕竟国土狭小、 人口有

限ꎬ 难以承担主要推手的角色ꎮ 然而ꎬ 不论是 “新亚洲构想” 还是 “欧亚倡

议”ꎬ 韩国都将自己置于与中、 日、 俄等地区大国相似的位置上ꎬ 强调本国的主

导地位ꎮ 韩国国内的学者坦言ꎬ 韩国应该走所谓 “中间国” 道路ꎬ 发挥一种协

调者的角色①ꎬ 但韩国政府对合作主导权抱有深深的执着ꎬ 导致三边合作呈现出

一种 “小马拉大车” 的窘态ꎮ 总的来看ꎬ 在三国经济合作上ꎬ 韩国的角色更像

一个理想主义设计师ꎬ 难以将产出的大量作品付诸实践ꎮ

(三) 朝鲜的方案构想

相较于俄罗斯与韩国ꎬ 朝鲜在实施三国经济合作的态度上显得相对谨慎与被

动ꎮ 这一方面是由于朝鲜对俄韩关系拉近的戒心ꎬ 另一方面也是担忧伴随经济合

作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理念会对朝鲜的体制产生冲击ꎮ 不过ꎬ 金日成

去世后ꎬ 朝鲜国内出现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迫使金正日不得不借助与俄韩的经济合

作来获得更多的外部援助ꎮ ２１ 世纪初ꎬ 伴随着南北关系的缓和ꎬ 朝鲜对三边经

济合作的态度逐渐转向积极ꎮ ２０００ 年时ꎬ 俄韩两国均向朝鲜伸出橄榄枝ꎬ 试图

拉拢朝鲜参与朝鲜半岛铁路和西伯利亚铁路的对接工程ꎮ 对此ꎬ 朝鲜也释出了积

极的信号ꎮ 金正日在当年会见到访的俄总统普京时ꎬ 表示支持两大铁路的连接ꎬ
并在 ２００８ 年正式与俄方签署了修缮朝鲜罗津—俄罗斯哈桑之间 ５４ 公里铁路的合

同ꎮ 在南北铁路的连接问题上ꎬ ２０００ 年金正日与金大中进行了首次南北首脑会

晤后ꎬ 朝韩两国就跨半岛铁路的连接进行了广泛的交流ꎬ 达成了多项协议ꎮ 除了

铁路连接工程外ꎬ ２００２ 年金正日访问俄罗斯远东地区时ꎬ 曾向普京建议铺设一

４９

① 〔韩〕 朴成男等: «韩国的欧亚合作战略研究: 以中间国战略与欧亚经济联盟对韩国的启示为中
心»ꎬ 首尔: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２１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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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从俄罗斯远东过境朝鲜直达韩国的天然气管道ꎮ 但整体上讲ꎬ 朝鲜提出的三国

经济合作动议屈指可数ꎬ 也缺少系统的规划或纲要ꎬ 基本上仍是根据战略和经济

的需要ꎬ 决定是否回应或如何回应俄、 韩两国的合作提案ꎮ
纵览朝鲜关于三国经济合作的设想ꎬ 其特点一是更重视朝俄、 朝韩双边合作

而非俄韩朝三边合作ꎮ 以铁路连接为例ꎬ 朝鲜采取的是与俄罗斯、 韩国分别协商

的方式ꎬ 而缺乏对跨俄朝韩铁路整体布局的规划ꎮ 朝鲜之所以偏好双边合作的方

式ꎬ 背后的原因主要是认识到以朝鲜有限的经济规模参与三边经济合作ꎬ 势必将

较俄、 韩居于弱势地位ꎬ 增加被统一的风险ꎮ 而双边合作的方式可以使朝鲜利用

在俄韩之间的枢纽优势ꎬ 在合作中为本国争取更多的利益ꎮ 二是朝鲜的合作构想

带有较明显的短期投机性而非长期的战略规划性ꎮ 从动机上说ꎬ 朝鲜参与三边合

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以维持政权的生存ꎮ 如 １９９４ 年金日成就曾表

示ꎬ 朝鲜之所以愿意修复朝韩间的京义、 东海两条铁路线ꎬ 主要原因就是两条铁

路的修复可为朝鲜带来 １５ 亿美元的经济收入①ꎮ 因此ꎬ 朝鲜在三国经济合作中扮

演着一种投机者的角色ꎬ 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ꎬ 以小博大ꎬ 在俄韩之间谋取

更多的实质利益ꎮ

(四) 俄韩朝经济合作的实际进展

自俄韩朝提出各自的三边经济合作构想以来ꎬ 它们不同程度地以单边、 双边

或三边的形式来推动部分规划构想付诸实践ꎮ 至今为止ꎬ 已经实施的项目主要包

括铁路连接、 电力合作、 油气管敷设和物流转运四大领域ꎮ
首先ꎬ 铁路连接工程主要包括 ＴＫＲ 的修复与 ＴＫＲ － ＴＳＲ 的连接ꎮ ＴＫＲ 的修

复路线包括四条: 即京釜—京义线 (釜山—首尔—新义州)、 京釜—京元线 (釜
山—首尔—元山)、 东海线 (釜山—元山—罗津)、 西海线 (木浦—开城—新义

州)ꎮ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ꎬ 韩朝分别举行了京义线和东海线北段连接工程的开工仪式ꎬ
但 ２００６ 年朝鲜进行核试验ꎬ 铁路建设事业一度中断ꎮ ２００７ 年第五轮六方会谈签

署 “２ １３” 共同文件后ꎬ 韩朝又重启修复工程ꎬ 并于同年 ５ 月 １７ 日实现了朝鲜

战争爆发以来南北间铁路的首次通车ꎮ 然而ꎬ 随着不久后李明博上台实行对朝强

硬的政策ꎬ ＴＫＲ 修复再次陷入瘫痪ꎬ 至今难以重启ꎮ 鉴于南北关系的僵持和朝鲜

铁路的老化问题使修复 ＴＫＲ 面临资金上的巨大压力 (据测算ꎬ 改良和现代化这

５９

① ＡｈｎＢｙｕｎｇ － ｍｉｎꎬ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ｏｕｌ － Ｓｈｉｎｕｉｊｕ Ｌｉｎ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ｏｏｋ”ꎬ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６ꎬ ｐｐ １０７ －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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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铁道需要至少 ４ 兆 ３ ０００ 亿韩元)①ꎬ 韩国转而将本国境内现有铁道的连接与完

善作为现阶段的主要任务ꎮ 在韩朝进行 ＴＫＲ 修复的同时ꎬ 俄罗斯也分别与韩、
朝举行会谈ꎬ 商讨 ＴＫＲ 与 ＴＳＲ 的连接事宜ꎮ ２００８ 年ꎬ 俄朝双方签署了修缮罗

津—哈桑之间 ５４ 公里铁路的合同ꎮ ２０１３ 年ꎬ 该工程顺利竣工ꎬ 韩国随即表示有

意参加罗津—哈桑建设项目ꎬ 并称该项目与是否违背 “５ ２４ 措施” (对朝制裁措

施) 无关ꎬ 应从国家利益出发而大力推进②ꎮ ２０１４ 年年底ꎬ 罗津—哈桑项目进行

了首次试点运营ꎮ 不过ꎬ 在经历了三次试运之后ꎬ ２０１６ 年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使

韩方中止了该项目ꎬ 俄韩朝共同参与 ＴＳＲ 与 ＴＫＲ 连接建设工程也告一段落ꎮ
其次ꎬ 电力合作项目主要涉及跨国输电网络的建设ꎮ ２００１ 年ꎬ 俄罗斯专家

曾对俄朝电网的连接设计过一个方案ꎬ 即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朝鲜清津之

间铺设 ３８０ 公里长的 ５００ 千伏高压输电线路ꎬ 将电力供给罗先经济特区和清津商

业区ꎮ 据评估ꎬ 修筑这条线路需要 ３ ~ ４ 年时间ꎬ 总成本约 １ ６ ~ １ ８ 亿美元③ꎮ
该项目还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向南延伸至韩国境内ꎬ 使韩国也受益ꎮ 但该项

目面临的难题是朝鲜如何支付供电费用ꎬ 在 ５００ 千伏线路方案搁浅后ꎬ 俄方又在

２０１５ 年提出建设 １１０ 千瓦输电线的计划ꎬ 但该计划后来也没能落实ꎮ 而俄韩双方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共同研究电力系统连接的可行性问题ꎬ 韩国电力公司、 浦项重工

业和晓星重工业都表示愿意参加俄罗斯电网的现代化工程ꎮ 韩国主张ꎬ 即使在现

阶段实现俄韩朝三国电网相连仍困难重重ꎬ 但韩国企业应积极参与俄罗斯远东电

力设备的维修与更新ꎬ 并向远东城市输出韩国的智能电网 (Ｓｍａｒｔ － Ｇｒｉｄ) 技术ꎮ
不过ꎬ 俄韩电力合作多带有 “纸上谈兵” 的意味ꎬ 真正愿意投资建设这一工程

的企业寥寥无几ꎮ
再次ꎬ 油气管建设工程旨在将俄罗斯远东丰富的油气资源输往朝韩两国ꎮ 早

在 ２００３ 年ꎬ 韩国天然气公司就与俄方签订了购买天然气的协议ꎬ 并讨论了共建

输气管道的前景ꎮ 在线路设置上ꎬ 目前有三种方案: 一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

公司提出的ꎬ 建议经蒙古、 过北京ꎬ 然后进入朝鲜半岛ꎬ 但据说此方案已被废

６９

①

②

③

〔韩〕 韩宪龙: «京义线、 京元线、 东海线现代化需要 ４ 兆 ３ ０００ 亿元»ꎬ 载 «建设经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ꎮ

韩联社: «柳吉在: 韩参与罗津 － 哈桑建设项目主要考虑国家利益»ꎬ ２０１３ － １１ － ２０ꎬ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ｙｏｎｈａｐｎｅｗｓ ｃｏ ｋｒ / ｎｅｗｐｇｍ / ９９０８００００００ ｈｔｍｌ? ｃｉｄ ＝ ＡＣＫ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００２２００８８１

Ｐａｖｅｌ Ａ Ｋｏｒｏｖｋｏꎬ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５００ － ｋＶ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Ｌｉｎ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Ｃｈｏｎｇｊｉｎꎬ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ꎬ ４ｔｈ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Ｋｏ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Ｊｕｌｙ １８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５５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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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ꎮ 二是英国石油公司提出的ꎬ 从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州经中国东北ꎬ 然后敷设

海底管道直到韩国ꎮ 三是韩国天然气公司提出的ꎬ 从中国东北进入朝鲜新义州ꎬ
最后到达韩国平泽①ꎮ 从经济上讲ꎬ 中韩海底油气管道的建设是可行的ꎬ 但韩国

更倾向于通过朝鲜的油气管道ꎮ 不过ꎬ 由于近年来南北关系长期比较紧张ꎬ 短期

内韩国想要建设通过朝鲜的跨国油气管道难以实现ꎮ 朝俄之间跨境输油管道的建

设也一直在磋商和进行中ꎮ ２００２ 年金正日曾向俄方建议铺设一条跨越俄朝韩三

国的天然气管道ꎬ 但第二次核危机爆发和李明博上台后ꎬ 朝鲜对管道建设工程的

态度转向消极ꎮ 普京 ２０１２ 年三任总统后ꎬ 将朝鲜对俄 １１０ 亿美元债务中的 ９０％
予以减免ꎬ 并将剩余的 １０％ 用作能源、 医疗事业之用ꎬ 试图劝导朝鲜回归油气

管道建设中来②ꎮ 然而ꎬ 至今为止俄罗斯的 “善意” 尚未能换取朝鲜在这一问题

上态度上的转变ꎮ
最后ꎬ 俄韩朝之间的物流转运项目即所谓的 “罗津—哈桑物流项目”ꎬ 是利

用俄罗斯哈桑到朝鲜罗津之间 ５４ 公里的跨朝俄国际铁路ꎬ 将俄罗斯的货物运到

罗津港ꎬ 再借道海路运到韩国的物流线路ꎮ ２０１３ 年俄韩两国总统会谈时ꎬ 决定

由现代商船、 浦项制铁、 韩国铁路公社组成的韩国企业联合体以购买朝俄为推进

罗津至哈桑项目而成立的合资公司 “Ｒａｓｏｎｋｏｎｔｒａｎｓ” 的形式③ꎬ 参与朝俄物流项

目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底ꎬ 三国物流项目进行了首次试运行ꎬ 将 ４ ０５ 万吨俄罗斯煤炭

经朝鲜输往韩国浦项ꎮ 首航之后ꎬ 该项目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和 １１ 月又进行了两次试

运行ꎬ 将运量分别提升至首航的两倍和三倍ꎮ 但 ２０１６ 年年初朝鲜进行第四次核

试验ꎬ 韩国决定停止罗津—哈桑项目ꎬ 标志着俄韩朝之间仅存的经济合作项目断

绝ꎮ 朴槿惠虽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表示朝鲜停止挑衅则可重启三国合作ꎬ 但韩国国内

实际上已经在探讨绕过朝鲜来探索韩俄合作的新路径④ꎮ 罗津—哈桑物流项目在

短期重启的前景仍不乐观ꎮ
通观十余年来俄韩朝经济合作的各种实践ꎬ 固然大部分项目都蕴含无限潜

能ꎬ 而俄韩朝三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朝鲜在合作中居于枢纽的位置ꎬ 没有它的参

７９

①
②

③

④

王世才: «俄朝韩能源合作与我国的能源安全»ꎬ 载 «西伯利亚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ꎮ
〔韩〕 崔泰江: «第三任普京政府的东北亚政策: 为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发的战略选择»ꎬ 载 «新

亚细亚»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９ 卷第 ３ 号ꎮ
韩联社: «韩政府决定停止罗津至哈桑物流项目»ꎬ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ｙｏｎｈａｐｎｅｗｓ ｃｏ ｋｒ / ｎｅｗｐｇｍ /

９９０８００００００ ｈｔｍｌ? ｃｉｄ ＝ ＡＣＫ２０１６０３０８００２２００８８１
〔韩〕 玄升洙: «韩俄首脑会谈与俄罗斯远东开发合作的意义»ꎬ ｈｔｔｐ: / / ｌｉｂ ｋｉｎｕ ｏｒ ｋｒ / / ｗｏｎｍｕｎ /

００７ / ０００１４７６７７６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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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ꎬ 俄韩难以形成联动ꎮ 在半岛局势高度不稳定的情况下ꎬ 俄韩朝合作势必面临

巨大的风险ꎬ 这使得三国合作的实践往往不是纸上谈兵ꎬ 便是昙花一现ꎮ

三　 俄韩朝经济合作面临的主要障碍

俄韩朝经济合作的构想从产生至今已有 ２０ 多年的历史ꎬ 相关的实践也走过

了曲折坎坷的 １０ 余年ꎮ 不过ꎬ 回顾三国合作的历程ꎬ 却是成果寥寥ꎮ 俄韩朝互

为邻国ꎬ 彼此经济结构也高度互补ꎬ 为何难以在合作上取得成功? 笔者认为ꎬ 以

下四方面问题是长期以来制约三国经济合作的瓶颈ꎮ

(一) 朝核问题的影响

在制约俄韩朝经济合作的各种因素中ꎬ 首推朝核问题对合作的破坏性影响ꎮ
从长的周期来看ꎬ 三国经济合作的发展轨迹与朝核问题的跌宕起伏呈现出紧密的

相关性: 在 ２００６ 年朝鲜第一次核试验之前ꎬ 俄韩朝经济合作呈现较好的发展趋

势ꎬ 无论是跨南北铁路修复工程的开工ꎬ 还是俄朝韩跨国输油管道建设方案的出

台ꎬ 都是发生在半岛局势相对缓和的背景下ꎮ 不过ꎬ 随着朝鲜进行核试验、 退出

六方会谈和对朝强硬的李明博执政ꎬ 三国经济合作陷入停滞ꎮ 此后ꎬ 虽然在朴槿

惠执政初期ꎬ 她提出建立南北信任的政策一度使核问题的解决重现曙光ꎻ 但第四

次核试验使半岛重回危局ꎬ 三国合作再次全方位停摆ꎮ 在朝核问题上ꎬ 朝鲜将核

武器开发视为政权生存的根本ꎬ 韩国则将朝鲜核武器视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ꎮ
而俄罗斯一方面认为朝鲜拥核在战略安全和地缘经济层面对俄是威胁ꎬ 另一方面

却相信朝核问题的存在是俄罗斯介入远东地缘政治的大好机会①ꎮ 在这种认知

下ꎬ 对朝韩来讲ꎬ 朝核问题的重要性远胜经济合作ꎮ 对俄罗斯而言ꎬ 经济合作固

然是重大利好ꎬ 但在核问题上也不能将朝鲜逼得太紧ꎬ 要确保俄对朝的影响

力②ꎮ 所以ꎬ 每当朝核危机发生时ꎬ 朝韩两国就将国家安全与经济合作置于对立

面ꎬ 俄罗斯则在经济利益和战略考量中左右为难ꎬ 使三国经济合作始终受制于朝

核问题的起伏ꎬ 难以形成稳定的机制ꎮ

８９

①
②

〔韩〕 张惪俊: «俄罗斯对朝核问题的立场与对俄合作方案»ꎬ 载 «中苏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４０ 卷第２ 号ꎮ
〔韩〕 郑韩九: «朝鲜核开发与俄罗斯: 俄罗斯的认知与应对»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ｅｊｏｎｇ ｏｒｇ / ｂｏａｄ / ｂｄ＿

ｎｅｗｓ / １ / ｅｇｏｒｅａｄ ｐｈｐ? ｂｄ ＝ ３＆ｓｅｑ ＝ ５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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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俄韩朝之间的不信任感

尽管俄韩朝三国在合作开发远东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ꎬ 但是朝韩之

间的微妙竞争关系使两国都对对方与俄罗斯的合作怀有相当的疑虑ꎮ 对于韩国来

说ꎬ 朝俄之间的历史联系始终是韩国难以释怀的心结ꎮ 而俄罗斯的半岛政策目标

包括维持和平稳定的局势ꎬ 加强与朝韩关系和区域合作ꎬ 强化在东北亚的影响力

和将半岛打造成俄远东的 “桥头堡”①ꎮ 这些与韩国期待的吸收朝鲜、 实现统一

的大业多少存有出入ꎮ 因此ꎬ 韩国对俄朝合作存有疑虑ꎮ 尤其朝鲜第四次核试验

以后ꎬ 韩国认为俄罗斯的对朝制裁只是象征性的ꎬ 始终在玩两手战略ꎬ 希望借机

通过与朝鲜的合作扩大本国的利益②ꎮ 对于朝鲜来说ꎬ 俄罗斯在冷战结束初期

“重南轻北” 的政策固然给朝鲜留下了严重的阴影ꎬ 但最令它感到担忧的是俄罗

斯在南北统一问题上的态度ꎮ 俄罗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仍旧认为南北统一短期内

难以实现ꎬ 维持朝韩和平共存是俄罗斯半岛政策的基础ꎻ 然而ꎬ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俄罗斯逐渐表现出乐见半岛统一的态度③ꎬ 这使朝鲜对俄罗斯是否会采取 “弃
朝” 政策产生焦虑ꎬ 对俄韩日益紧密的合作感到恐慌ꎮ 在此背景下ꎬ 俄朝合作和

俄韩合作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零和博弈ꎬ 削弱了三国合作的凝聚力ꎬ 使三国经济

合作常因政治考量而受阻ꎮ

(三) 俄韩朝经济合作的排他性

俄韩朝合作的主要区域是东北亚的处女地ꎬ 其蕴藏的丰富资源和巨大潜能ꎬ
不仅俄韩朝三国寄予高度期待ꎬ 也吸引着中日美等周边大国的目光ꎮ 诚然ꎬ 俄韩

朝在经济结构上高度互补ꎬ 但三国都不是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ꎬ 国内市场有限ꎬ
难以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ꎮ 三国经济合作若要达到最优的效果ꎬ 需要拉

拢周边经济大国共同参与ꎮ 然而ꎬ 俄韩朝经济合作表面提倡开放ꎬ 内里却带有严

重的排他性ꎮ 首先ꎬ 朝美之间的对立和俄罗斯对美国霸权的警戒导致两国对美国

在远东经济力量的扩张都抱持排斥的态度ꎮ 其次ꎬ 俄日在领土上的争议和日韩、
日朝历史纠纷使日本参与俄韩朝经济合作面临一定的不确定因素ꎮ 最后ꎬ 俄韩朝

９９

①

②

③

〔韩〕 申范植: «俄罗斯新东方政策与东北亚地缘政治: 区域权力结构变化与俄罗斯的机遇与挑
战»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ａｉ ｏｒ ｋｒ / ｄａｔａ / ｂｂｓ / ｋｏｒ＿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１４０８２６１７３７４５５０ ｐｄｆ

〔韩〕 朴政珉: «俄罗斯对朝核问题的战略应对: 以朝鲜第 １ － ４ 次核试验为中心»ꎬ 载 «韩国与国
际政治» ２０１６ 年第 ３２ 卷第 ２ 号ꎮ

〔韩〕 余任坤、 赵韩范、 金贤泰、 徐东洙: «俄罗斯对韩统一公共外交实情»ꎬ 首尔: 统一研究院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６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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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最大的牵制对象是中国ꎮ 自第二次核试验后ꎬ 朝鲜对华依赖日深ꎬ 急需

通过强化同俄罗斯的联系与合作ꎬ 抑制中国的影响力①ꎮ 俄罗斯虽然在朝核问题

上一直与中国有密切合作ꎬ 但也对中国在半岛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感到担忧ꎮ 它试

图通过经济合作ꎬ 将朝鲜半岛美中两极的权力格局改造为美中俄三极格局②ꎮ 韩

国不仅非常忌讳中国与朝鲜的特殊关系ꎬ 而且也对近年来韩国对华日益加深的经

济依赖深感不安ꎮ 朴槿惠在提出 “欧亚倡议” 之后ꎬ 她首先谋求合作的对象是

俄罗斯而非中国ꎬ 可见她想要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来分散中国对韩国的影响力ꎮ
然而ꎬ 缺乏周边经济大国的有力参与ꎬ 俄韩朝经济合作难以摆脱 “小马拉大车”
的困境ꎬ 其成果也就十分有限ꎮ

(四) 朝俄与西方国家的敏感关系

在冷战时期ꎬ 朝鲜、 俄罗斯与韩国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阵营ꎮ 冷战结束后ꎬ 尽

管社会主义阵营解体ꎬ 但西方国家对朝鲜和俄罗斯的排斥并没有明显减轻ꎮ 这使

作为美国盟邦的韩国在与朝、 俄经济合作问题上不得不顾忌朝、 俄与美国等西方

国家的关系ꎮ 朝鲜自第一次核危机以来ꎬ 一直受到西方世界的孤立ꎬ 即使金大

中、 卢武铉政府时期南北关系有所缓和ꎬ 最终也在美朝关系重返对立后ꎬ 再次陷

入紧张ꎮ 而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ꎬ 与美国在欧洲仍维持着较为紧张的对峙关系ꎮ
韩国学者认为ꎬ 俄罗斯在地缘上本就比美、 中处于更边缘位置ꎬ 而且美欧与俄罗

斯关系一旦恶化很可能会给六方会谈带来不利影响ꎬ 韩国不能对俄罗斯抱有过多

的期待③ꎮ 乌克兰事件发生后ꎬ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急转直下ꎬ 不仅使朴槿

惠与俄罗斯共谋 “欧亚倡议” 的宏图伟业受到沉重打击ꎬ 也让韩国在对俄制裁

问题上面临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ꎮ 从较长的历史来看ꎬ 美国的约束一

直是制约韩俄关系发展的关键原因④ꎮ 所以ꎬ 朝鲜、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始

终是俄韩朝合作中的不稳定因素ꎬ 一旦出现问题ꎬ 三国合作即会呈现停滞甚至倒

退的态势ꎮ
总之ꎬ 朝核问题的影响、 俄韩朝互信的不足、 经济合作的排他尤其是排华以

及俄朝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脆弱是导致俄韩朝经济合作 “雷声大、 雨点小” 的主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韩〕 朴政珉: «金正恩时代的对俄政策: 持续与变化»ꎬ 载 «现代朝鲜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卷第 ３ 号ꎮ
〔韩〕 申范植: «普京第三任期俄罗斯的朝鲜半岛政策: 在东北亚变化中探索积极的作用»ꎬ 载

«统一政策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９ 卷第 １ 号ꎮ
〔韩〕 杨贤洙: «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与韩俄关系»ꎬ 载 «斯拉夫学报» １９９８ 年第 １３ 卷第 ２ 号ꎮ
〔韩〕 洪万硕: «参与政府的对俄政策: 探索新范式»ꎬ 载 «中苏研究» 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８ 卷第 １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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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ꎮ 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缘环境和周边国家间的复杂关系ꎬ 决定了俄韩朝合作

要想取得成功ꎬ 既要努力创造和平稳定的地区和国际环境ꎬ 更要以包容的姿态吸

纳更多国家的参与ꎬ 使三国合作成为促成更广泛的东北亚多边合作的重要契机ꎮ

四　 俄韩朝经济合作的未来展望

俄韩朝经济合作从世纪之初至今ꎬ 已经磕磕绊绊走过了 １０ 余年ꎮ 这一合作

的过程是以俄韩合作为主轴ꎬ 吸纳朝鲜的参与为辅助ꎻ 但是由于在地缘上居于枢

纽地位ꎬ 朝鲜实际上成了决定三国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ꎮ 不过ꎬ 近两三年来

半岛的紧张局势日渐升高ꎮ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ꎬ 多次威胁要对朝鲜采取军事

行动ꎻ 而朝鲜则以追加核试验和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作为回应ꎬ 曾一度使半岛局势

临近战争边缘ꎮ 虽然 ２０１８ 年初以来半岛局势出现缓和的迹象ꎬ 但俄韩朝经济合

作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ꎮ
对于俄罗斯来说ꎬ 它的朝鲜半岛政策的基础是既要保持区域的稳定ꎬ 又反对

外部势力介入、 煽动朝鲜政权崩溃①ꎮ 所以ꎬ 莫斯科在 ２０１６ 年朝鲜两次核试验后

奉行 “双重战略”: 既谴责朝鲜核试验是无视安理会决议的行为ꎻ 又反对相关国

家借机采取军事行动ꎬ 以确保俄罗斯的影响力②ꎮ 由于俄罗斯国内面临着严重的

经济困难ꎬ 俄罗斯在短期内既没有足够的实力在南北间发挥 “仲裁者” 的角色ꎬ
又在处理俄美关系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ꎮ 期待俄罗斯引导俄韩朝重启合作ꎬ 很可

能高估了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的能力和意愿ꎮ
对于韩国来说ꎬ 尽管进步阵营出身的文在寅总统自上台以来积极向朝鲜伸出

橄榄枝ꎬ 并与金正恩实现了历史性的第三次南北首脑会谈ꎮ 但需要清楚地认识

到ꎬ 韩国在半岛局势转圜过程中的作用存在很大的局限性ꎮ 韩国进步阵营的许多

人士ꎬ 包括文在寅在内ꎬ 都有意乐观化地掩盖了各方在无核化问题上的一些重大

分歧③ꎮ 加上朝韩之间达成的诸多宣言或协定能否落实ꎬ 既受韩国国会决议的影

响ꎬ 也受总统任期的限制ꎮ 从长远角度来看ꎬ 南北关系的改善只走出了一小步ꎬ

１０１

①

②
③

〔韩〕 朴炳寅: «朝鲜半岛统一中的对俄合作与俄罗斯的角色»ꎬ 载 «聚焦朝鲜半岛» ２０１５ 年
第 ３３ 号ꎮ

〔韩〕 徐东九: «朝核问题的国际政治与韩国的困境»ꎬ 载 «统一政策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３ 卷第 ２ 号ꎮ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Ｄ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Ｔｒｉｌｅｍｍａ ”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Ｉｓｓｕｅ ４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５３ － 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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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仍然变数较大ꎬ 因而韩国所提出的三边经济合作设想能否顺利执行依然

面临很大的变数ꎮ
对于朝鲜来说ꎬ 虽然其在核武和导弹技术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ꎬ 增强了对美

国本土的威胁ꎬ 但平壤为了突破内外困境ꎬ 频繁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射等武力展

示ꎬ 一定程度上滞迟了对经济与民生的发展ꎮ 随着国际制裁效果的发酵ꎬ 朝鲜国

内的经济困难进一步加剧ꎬ 这也成为朝鲜愿意向韩国释出善意、 重启南北对话的

重要原因之一ꎮ 但若要据此认为朝鲜会在制裁的压力下而最终弃核ꎬ 不仅轻视了

朝鲜经济已经具备的最低程度的 “造血能力”ꎬ 而且低估了朝鲜在 “拥核保命”
上的坚定决心①ꎮ 俄韩朝经济合作固然有助于朝鲜恢复经济、 改善民生ꎬ 但一旦

合作与核问题过度挂钩的话ꎬ 平壤参与合作的前景恐不乐观ꎮ
当然ꎬ 如要以此而认定俄韩朝经济合作前景渺茫未免有过于武断之嫌ꎮ 尽管

自 ２０１６ 年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以来ꎬ 南北间交流陷于全面中断ꎬ 俄韩朝三边合作

更无从谈起ꎬ 但随着韩国政权的轮替和主张改善南北关系的文在寅上台ꎬ 南北关

系的转圜在近期似乎见到了一丝曙光ꎮ 毕竟半岛局势的缓和与朝韩、 中朝、 美朝

首脑会谈的次第实现ꎬ 为朝韩俄三边合作的重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ꎮ 因此ꎬ 要继

续推动朝韩俄经济合作的进程ꎬ 一方面要继续促进南北关系的改善ꎬ 为合作创造

必要的外部环境ꎻ 另一方面也要拓宽合作对象ꎬ 给予合作更多的动力支持ꎮ
首先ꎬ 以此轮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为契机ꎬ 加速推进朝韩关系的改善和和平谈

判的重启进程ꎮ ２０１７ 年朝鲜不仅进行了核试验ꎬ 且 ２０ 多次发射导弹ꎬ 而特朗普

政府以军事打击相威胁ꎬ 一度几乎将半岛推至战争的边缘ꎮ 而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半

岛局势出现明显转圜: 不仅金正恩做出了无核化的承诺并拆除了核试验场ꎬ 在平

昌冬奥会期间ꎬ 美韩也暂停了联合军演ꎬ 这些都某种程度上响应了中国 “双暂

停” 提议ꎮ 所以ꎬ 中国也应积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ꎬ 一方面敦促朝鲜信守无核化

承诺ꎬ 帮助它融入国际社会ꎻ 另一方面要求美韩缩减甚至停止针对朝鲜的武力展

示ꎬ 为促进 “双暂停、 双轨并行” 方案的彻底落实创造条件ꎮ 一旦 “双暂停、
双轨并行” 的状态能够长期维持ꎬ 半岛形势将会呈现相对稳定的局面ꎬ 这将为俄

韩朝三边经济合作创造最急需的外部环境ꎬ 从而使合作重现生机ꎮ
其次ꎬ 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引导美国、 日本的参与是促进俄韩朝经济合作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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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对外关系　

要动力ꎮ 从三国合作的历史来看ꎬ 朝鲜和俄罗斯都对美、 日参与远东开发怀有高

度的警惕ꎬ 因而难以充分利用美、 日的优势资源ꎮ 三国中ꎬ 朝韩都不是大国ꎬ 俄

罗斯虽是大国却面临经济、 外交困境ꎮ 同时ꎬ 韩国又常对俄掌握的战略资源估计

不足ꎬ 寄以期望过高①ꎬ 这都导致三国合作面临 “理想丰满但现实骨感” 的问

题ꎮ 日本是东北亚第二大经济体ꎬ 美国又是一个 “特殊” 的东北亚国家ꎬ 在区

域有着重大的利益ꎮ 如果排斥美、 日的参与ꎬ 既会提升三国合作的成本ꎬ 还容易

引起美日对合作的猜忌与分化ꎮ 所以ꎬ 借助美日的资金、 技术优势ꎬ 引导两国参

与合作的进程ꎬ 将会为合作带来可观的助益ꎬ 也会使之更为顺遂ꎮ
最后ꎬ 建设 “中朝韩俄经济走廊” 是有机整合四国优势资源、 引领俄韩朝

合作走向成功的可行途径ꎮ 中国与俄韩朝三国毗邻ꎬ 又是东北亚最大的经济体ꎬ
既具有地理上的重要地位ꎬ 又能发挥经济上的纽带作用ꎮ 建设所谓 “中朝韩俄经

济走廊”ꎬ 能够实现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再次振兴ꎬ 推动朝鲜实现对外开放ꎬ
助推韩国 “新北方政策”ꎬ 符合俄罗斯的 “东向” 目标ꎬ 是一项 “四赢” 的事

业ꎮ 在 ２０１５ 年发改委、 外交部、 商务部联合发布的 “一带一路” 愿景和行动文

件中ꎬ 具体设计的 ５ 条路径构想中没有东北亚ꎬ 可以说是开了 “天窗”②ꎮ 建设

“中朝韩俄经济走廊” 不仅可以弥补中国周边合作圈的缺口ꎬ 而且能以中国的经

济动能带动俄韩朝三方资源整合和互联互通ꎬ 使三国经济合作既成为区域经济增

长的发动机ꎬ 又成为促进半岛和平稳定的助推器ꎮ
(责任编辑　 陆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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