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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套“中山大学韩国学丛书”是中山大学韩国研究所成立后出版的第一套丛书。
中山大学韩国研究所于2006年6月成立，其宗旨是通过开展韩国研究和中韩关系研究，促进中国和韩国
的合作与交流，增进中韩两国人民的友谊。
中山大学是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亲手创立的。
上个世纪20年代，中山大学和中山大学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曾与韩国有过一段值得记忆的联系。
1921年10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总理兼外务部长申圭植访问广州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政府，这次访问实
现了孙中山护法政府与韩国I临时政府的外交承认，而且，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中山大学接受韩国
流亡青年入学，为韩国培养了200余名从事独立运动的骨干。
随着中韩两国建交，广东省与韩国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广东省与韩国京畿道结为姊妹省道，每年互派公务员研修，广东省在中韩两国的经贸领域所占的比重
不断提高，两地的文化与民间往来日益密切。
中山大学秉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一直致力于发展与韩国的友谊，中山大学韩国研究所的成立，翻开
了中山大学推动与韩国合作交流新的一页。
中山大学韩国研究所主要研究华南地区韩人和韩人社会、广东与韩国的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中韩两
国外交和经贸合作、中韩两国在共同应对环境问题与能源问题等领域的合作，同时，以中韩研究为基
础，进一步拓展中韩日三国关系与东亚区域的研究。
我希望，以这套丛书的出版为契机，中山大学与韩国高等院校、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的学术交流与合
作能够进一步增强，共同促进中韩两国的经济发展、学术进步和文化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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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韩建交以来，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均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学术界对“冷战”后中韩关系的研
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
本书即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由长期从事中韩关系研究的有关学者分工合作撰写而成。
书中内容大部分是作者在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增订的成果。
应该说，本书的出版为国内学术界对“冷战”后中韩关系的研究又增添了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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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志江男，1962年8月生，江苏省淮安市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毕业，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
士后出站。
现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中山大学韩国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中韩关系与朝鲜
半岛问题以及中日韩三国关系的研究等。
曾先后在台湾大学及韩国高丽大学、延世大学、建国大学等担任访问学人，2009年9月迄今担任日本东
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外国人客座研究员，出版专著和参著5部，在国内外发表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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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韩国卢泰愚政府“北方外交”及其对中韩关系的影响  第一节  卢泰愚政府“北方外交”实施的
背景    一、地缘政治    二、韩国历届政府的北方政策    三、韩国政经形势的发展和统一战略的变化    四
、世界及朝鲜半岛周边环境的变化  第二节  卢泰愚政府“北方外交”的内涵及其实施    一、北方政策
的内涵    二、北方政策的外交战略目标  第三节  卢泰愚政府“北方外交”政策对中韩关系和东北亚国
际关系的影响    一、“北方外交”政策的实施    二、北方政策和中韩建交    三、北方政策和韩苏建交    
四、“北方外交”与韩美关系    五、“北方外交”与朝美关系    六、“北方外交”与韩日关系    七、
“北方外交”与朝鲜半岛南北关系  第四节  对卢泰愚政府实施的“北方外交”政策的评价    一、“北
方外交”提高了韩国的国际地位    二、“北方外交”政策的局限性    三、“北方外交”政策对韩国经
济的影响  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第二章  金泳三政府“世界化
战略”及其对中韩关系的影响  第一节  “世界化战略”提出的背景    一、“冷战”后韩国面临的国内
外形势分析    二、金泳三政府“世界化战略”的提出与定义  第二节  “世界化战略”和金泳三政府对
华政策的调整    一、中韩关系在韩国“世界化战略”中的地位    二、金泳三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上的
转变与特点    三、“世界化战略”对金泳三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影响  第三节  “世界化战略”实施下
中韩关系的发展    一、“世界化战略”促进了中韩政治外交关系的发展    二、“世界化战略”推动了
中韩双边经贸关系    三、“世界化战略”对中韩社会文化关系影响深远  第四节  “世界化战略”实施
及其对发展中韩关系的制约因素第三章  金大中政府时期的中韩关系  第一节  金大中政府时期中韩关系
的发展    一、中韩政治关系的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与展开    二、中韩经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    
三、金大中政府文化战略与中韩文化关系的发展  第二节  金大中政府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的原因    一、
历史地缘因素    二、经济原因    三、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战略需要  第三节  金大中政府时期中韩关系
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中韩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二、中韩关系中的日本因素    三、中韩关系中的朝鲜
因素    四、中韩关系中的经济制约因素第四章  卢武铉政府“和平繁荣”政策及其对中韩关系与东北亚
国际格局的影响  第一节  卢武铉政府“和平繁荣”政策提出的背景与内涵及其特点    一、“和平繁荣
”政策提出的背景    二、“和平繁荣”政策的内涵及其特点  第二节  卢武铉政府“和平繁荣”政策对
中韩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    一、“和平繁荣”政策对中韩政治关系的影响    二、“和平繁荣”政策
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影响  第三节  朝鲜核试验背景下的卢武铉“和平繁荣”政策的趋向与韩美关系的调
整    一、朝鲜进行核试验的动机与目的    二、朝鲜核试验后韩国继续推进“和平繁荣”政策    三、韩
美关于朝鲜核试验的政策分歧    四、“和平繁荣”政策对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影响第五章  李明博政府的
实用主义外交与中韩战略伙伴关系  第一节  李明博政府实用主义外交提出的背景    一、韩国国内政局
的变动    二、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变化    三、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变化  第二节  李明博政府实用主义外
交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    一、中韩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二、中韩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的深化    三、中韩两国关于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利益考量    四、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东
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  第三节  李明博政府实用主义外交与对朝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一、李明博政府
对朝政策调整及其动因    二、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调整的特点    三、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调整的影响
第六章  “冷战”后中韩非传统安全合作  第一节  中韩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理论基础    一、全球化、区域
化与非传统安全    二、西方区域一体化理论对中韩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指导意义    三、“二战”后地缘
政治学理论视角下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第二节  中韩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一、必要
性分析  第三节  中韩非传统安全主要合作领域现状及成果    一、金融安全合作    二、能源合作    三、生
态环境合作    四、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第四节  中韩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趋向、制约以及对策    
一、中韩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趋向    二、中韩非传统安全合作过程中的制约因素    三、建议及对策第七
章  “韩流”与韩国对华文化外交  第一节  “韩流”在中国的传播概况    一、何谓“韩流”    二、“韩
流”在中国的传播概况与特征  第二节  “韩流”：韩国对华文化外交的重要形式    一、“韩流”的兴
起与韩国文化外交政策的推行    二、“韩流”：韩国对华文化外交的重要表现形式  第三节  “韩流”
与韩国对华文化外交效果分析    一、“韩流”与韩国对华经济目标的实现    二、“韩流”与韩国国家
形象的提升    三、“韩流”与中韩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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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压与抵抗不能收复北方，则大韩民国将动用武力恢复对朝鲜方的主权，为此加强国防力量。
”李承晚政府坚守不承认北方政权的原则，始终认为自己是代表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
因此，以“解放朝鲜”为目标的“北进统一论”成为当时韩国政府北方政策的核心。
朝鲜半岛局势异常紧张。
张勉政府的北方政策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由李承晚时期的朝鲜单独选举论转变为朝韩同时选举论，并
否定了李承晚政府的“北进统一论”。
1960年8月24日，张勉内阁的外长郑一亨公开表示：“政府将尊重联合国决议，并赞同通过在整个韩国
范围内实施联合国监视下的自由选举以实施韩国统一的原则。
过去自由党所主张的利用武力来统一韩国的武断政策，应加以废除。
”朴正熙政府前期的北方政策和张勉政府并无二致，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北进统一论”，主张通过南
北协商来实施朝韩总选举。
其最大特征是将南北体制竞争集中到经济建设上面，实际上有意回避了统一问题的争论。
朴正熙在1967年的国会新年致词中曾指出，“当今阶段的统一之路，就是经济建设和培养民主力量”
，实际上是主张唯有韩国的经济、自由与民主主义能够流入朝鲜之际，朝鲜半岛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
20世纪70年代初，“冷战”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
由于尼克松政府调整了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对外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而导致了中、美、苏等大
国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韩国和北方各国的关系也相应地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时期。
当时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是主张缓和朝鲜半岛南北军事对峙的紧张局势，这促使韩国政府也不得不改
变自己的北方政策。
1970年8月15日，朴正熙在纪念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25周年讲话中提出“南北双方进行友好
竞赛，看看哪种政治制度在七十年代使朝鲜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方面取得胜利”。
所以，朴正熙政府后期的北方政策可以概括为“培养实力、胜共统一”。
全斗焕政府曾提议朝鲜半岛南北最高领导实现互访，或者举行最高级会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初至1986年初，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举行的多次对话，时间长、渠道多、进展
快、层次也较高，为后来南北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由于南北双方长期的敌视与互不信任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等方面的原因，韩国对朝鲜的
政策没有实质性的转变，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总的来说依然紧张。
全斗焕政府时期韩国北方政策的核心可以概括为“民族和解、民主统一”。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冷战”后中韩关系研究>>

后记

中韩建交以来，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均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学术界对“冷战”后中韩关系的研
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
本书即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由长期从事中韩关系研究的有关学者分工合作撰写而成。
书中内容大部分是作者在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增订的成果。
应该说，本书的出版为国内学术界对“冷战”后中韩关系的研究又增添了新的成果。
本书的最大特色是与国内出版的同类现当代中韩关系通史性质的著作相比，既注重对“冷战”后中韩
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进行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同时，又注重对“冷战”后中韩关系研究领域若
干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专题性探讨，力求做到全面阐述和重点研究的统一。
因而，本书不仅有助于读者对中韩关系发展过程的全面把握和理解，而且，对书中有关中韩关系若干
重要课题的研究，也有助于进一步激发读者深入探究“冷战”后中韩关系有关重大问题的兴趣。
本书由魏志江在体例上进行统稿工作，但是，书中各章的内容及观点仍然尊重各位作者的意见，不作
整齐划一的要求，各章的著作权也属于各位作者所有。
本书各章的作者分工如下：序言魏志江第一章侯海亚第二章龙盾第三章李庆成第四章魏志江第五章魏
志江第六章张曼彦第七章黄兴华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论述难免有不妥之处，敬希读者给予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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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冷战"后中韩关系研究》：中山大学韩国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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