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俄國侵烏之後，國際社會批判俄國蠻橫並支援烏國抵抗之同時，實亦

憂慮其他威權國家是否起而效之，侵略周邊鄰國。在東北亞地區，中國對

內高壓治理以及對外擴張行徑早引發國際關注。在東海，中國海警船頻繁

且長期地出現在釣魚台群島（日本稱「尖閣諸島」），而日本政府束手無

策。在台灣海峽，中國長期炮製灰色地帶威脅，近年更頻以軍演對我國際

活動施壓。

另一極權國家北韓蟄居朝鮮半島，堅持窮兵黷武路線，近年飛彈試射

行動益趨頻繁，施壓其統一對象韓國，同時也威脅到日本的安全。尤其令

外界憂慮的是，從上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和北韓關係密切至今未有改變。

再加上俄國侵略烏克蘭之後，中朝兩國毫不遮掩地袒護俄國，在在反映出

威權體制的集結與相互支援。

長期以來，日韓兩國因為歷史與主權等問題常有摩擦。然近年面對中

朝兩國持續脅迫與擴張，日韓終於決定擱置爭議，在美國協調下推動安全

合作，過去一年來日韓兩國之間的互動氛圍大有改善。

本文旨在考察「東北亞威權國家組」—中國與北韓，以及「東北

亞民主國家組」—日本與韓國，這兩組國家之間在過去一年裡的集結

與拮抗，以及在這些動向背後的俄美兩國因素，接著探討此等區域安全情

勢發展，對於台海和平穩定之戰略意涵。

第 章　東北亞的威權集結與民主團結— 

中朝 VS. 日韓

王尊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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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東北亞民主面對威權進逼

一、日本面對分別來自中國和北韓的挑戰

在地緣政治上，日本在東北亞主要面對中國和北韓的威脅，而過去一

年，日本與中、朝兩國之間的關係持續出現緊張。

在日中關係方面，二戰結束後至今的日中不睦，主要集中在歷史、

能源和主權等三大領域。習近平執政之後，兩國爭端則多集中在主權議題

上，尤其是釣魚台主權爭議。中國執拗地派遣海警船隻進入釣島周邊海

域，去（2022）年中國海警船滯留該海域天數，更創下 336 天之新紀錄。

近來中國海警船不僅現蹤該海域，更有試圖追捕在該海域作業的日本漁

船，迫使日本海上保安廳艦艇趨前護衛，進而升高中日海上執法力量的對

峙。另在空域方面，航空自衛隊緊急升空攔截中國軍機的次數，也持續遠

高於攔截其他國家軍機的次數（見表 5-1）。1

有關日本與北韓關係，日本歷屆政府都試圖透過對話解決人質（北韓

特工綁架日本人）問題，然至今未果。如今北韓頻射飛彈且屢朝日本方向

發射之事態，已取代人質問題而成為日朝間的重大爭端。

北韓堅持一統韓國，頻繁射彈炫耀軍力，對韓國自是威脅，去

（2022）年試射彈道飛彈之數量多達 73 枚並創新高，2 其中亦有朝日本方

1 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網站每月與每季公布資料，https://www.mod.go.jp/js/press/。
2 〈北韓又射 3 短程彈道飛彈 2022 年試射數量創新高〉，《中央社》，2022 年 12 月 31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12310029.aspx。

表 5-1　日本航空自衛隊緊急升空攔截次數統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中國 44 34 35 65 48 44 40
俄國 44 1 13 25 14 34 6
北韓 0 0 0 0 0 0 1
台灣 0 0 0 1 0 0 0

資料來源：王尊彥整理自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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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發射甚至飛越日本上空者，3 故亦令日本深感危機，無怪乎日本政府去

（2022）年底公布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稱北韓是「較過去更為重大

且迫近的威脅」。4

二、韓國亦面對分別來自中國和北韓的挑戰

儘管韓中關係不若日中關係緊張，惟近年中國軍機數次接近韓國

空域，甚至進入韓國防空識別區（Korea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KADIZ），同樣挑動首爾當局的安全神經。5 今年 1 月 26 日，2 架中國軍

機飛入韓國防空識別區，同日下午其中 1 架軍機再度飛入該防空識別區並

停留約 30 分鐘，韓軍為此兩度出動戰機監控。6 6 月 6 日，4 架中國軍機

和 4 架俄國軍機依次進入韓國南部海域和東部海域的防空防識區；韓國政

府翌（7）日對中俄兩國駐韓武官表達抗議。7

在內政層次上，中國也與韓國爆發摩擦。今年 6 月 8 日，中國駐韓國

大使邢海明與韓國最大在野黨黨魁李在明會晤時表示，「當前中韓關係遇

到不小的困難……責任不在中方」，「希望韓國在處理對中關係時，能擺

脫外部因素的干擾」，「賭中國輸的人今後一定會後悔」。對於邢某說法，

韓國政府公開表達不滿並予以譴責。8

3 〈北朝鮮が弾道ミサイル 1 発を発射 東北上空通過し太平洋に落下か〉，《NHK》，2022
年 10 月 4 日，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21004/k10013847271000.html。

4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日本防衛省》，2022 年 12 月 16 日，https://www.mod.
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pdf/security_strategy.pdf。

5 據韓聯社去年 10 月報導，中國軍機進入韓國防空識別區，2017 年有 80 餘次，2018 年更多
達 140 餘次，2019 年為 50 餘次，2020 和 2021 年均是 70 餘次。〈南韓防部：中國軍機去年

入韓防識區 70 多次〉，《韓聯社》，2022 年 10 月 3 日，https://cb.yna.co.kr/gate/big5/cn.yna.
co.kr/view/ACK20221003002000881。

6 尹洪京，〈韓聯參：2 架中國軍機昨飛入韓國防識區〉，《韓聯社》，2023 年 1 月 27 日，
https://cn.yna.co.kr/view/ACK20230127004800881。

7 尹洪京，〈韓政府抗議中俄軍機飛入南韓防識區〉，《韓聯社》，2023 年 6 月 7 日，https://
cb.yna.co.kr/gate/big5/cn.yna.co.kr/view/ACK20230607003400881。

8 〈邢海明大使向韓國共同民主黨黨首李在明談中韓關係等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大韓民
國大使館》，6 月 9 日，http://kr.china-embassy.gov.cn/sghd/202306/t20230609_11093524.htm； 
廖禹揚，〈中國大使邢海明發言爭議 韓官員：損害兩國利益〉，《中央社》，2023 年 6 月

12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30612021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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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兩韓關係，北韓頻繁試射飛彈威脅韓國安全已如前述。近來北韓

更以無人機侵入韓國領空，升高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為求因應，韓國政府

於 9 月 1 日成立直屬韓國國防部之無人機作戰司令部，並由韓國聯合參謀

本部議長指揮督導。9

三、俄國因素

在觀察過去一年「日韓」與「中朝」這兩組國家之間的關係時，俄國

因素不可忽視。在這方面，自俄國發動侵烏戰爭以來，中朝兩國作為俄國

在東北亞的有力盟邦，皆展現出挺俄姿態。

習近平與普欽（Vladimir Putin）在烏戰前夕的 2022 年 2 月 4 日發表

的共同聲明強調無可限量的友誼和合作震驚全球，而今年的中俄關係發

展，仍然體現其精神，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的解密報告指出，北京在

經濟與金融領域支持莫斯科，以減輕西方對其制裁的影響，同時也向俄國

出售居民兩用裝備，支援俄國持續戰爭。10

至於北韓，對俄國的支持似乎更加具體。媒體已披露，北韓領導人金

正恩今年 9 月前往俄國會晤普欽，密商提供俄國在烏戰所需的火砲彈藥物

資。11 在此同時，俄國則趁此機會向金提議舉行俄朝中三國聯合軍演。12

未來，中朝兩國有可能在俄國推促下關係進一步升級，更可能形成中朝俄

9 劉羽安，〈南韓無人機作戰司令部正式成立〉，《韓聯社》，2023 年 9 月 1 日，https://
cb.yna.co.kr/gate/big5/cn.yna.co.kr/view/ACK20230901005400881。

10 加弗，〈美國情報總監報告：中國的支持對俄羅斯持續戰事起關鍵作用〉，《美國之音》，
2023 年 7 月 29 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us-report-chinese-support-is-critical-to-russia- 
s-war-effort-20230728/7203063.html?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
campaign=dlvr.it。

11 〈白宮：俄國與北韓密商軍火交易 恐用於俄烏戰爭〉，《中央社》，2023 年 9 月 5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308310081.aspx；〈紐時：金正恩計劃 9 月會蒲亭 商討

提供武器給俄國〉，《中央社》，2023 年 9 月 5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3090 
50006.aspx。

12 Kim Tong-hyung, “Seoul’s Spy Agency Says Russia Has Likely Proposed North Korea to Join 
Three-way Drills with China,” AP, September 4, 2023, https://apnews.com/article/north-korea-
russia-military-cooperation-ukraine-china-55918dc4b8672a15ae103eb5fea2a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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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惡新軸心」。13 倘若此事成真，勢必對日韓兩國安全造成巨大壓力，

並促使日韓進一步團結。

參、2023 年日韓急速接近

過去一年日韓兩國雙邊關係出現大幅改善，即是以前述俄烏戰爭以

及東北亞緊張為背景展開。東北亞的民主國家更是擔心，俄烏戰爭恐點燃

東亞區域內威權國家的侵略野心。例如，日相岸田文雄即不只一次公開表

示，「今日烏克蘭，明日說不定就是東亞」，渠對東亞安全形勢的憂心溢

於言表。14 韓國尹錫悅總統今年 7 月 15 日訪問烏克蘭時也表示，烏克蘭

處境令其想起過去的南韓。15

日韓正是基於維護普世價值與國際秩序、反對俄國侵略他國的立場，

同時也深刻體認到威權國家的威脅侵逼，在兩國的共同盟友美國拜登政府

的推動之下，終於決定快速合作對抗中國與北韓。

一、日韓關係大步邁進

今年 3 月 1 日，尹錫悅政府舉行任內首次「三一節」獨立運動紀念活

動，距離上次已有 4 年之隔。尹總統在慶典上指日本已非往日軍國主義的

侵略者，而是與韓國「擁有相同普世價值並在安全、經濟和其他全球議程

方面進行合作的夥伴」，並強調韓日兩國在安全與經濟問題上合作，且共

13 Manish Tewari, “Cold War’s Revived Axis: Russia, China and North Korea,” New Indian Express, 
August 4, 2023, https://www.newindianexpress.com/opinions/2023/aug/04/cold-wars-revived-axis-
russia-china-and-north-korea-2601641.html.

14 例如岸田文雄首相在俄國侵烏一周年的首相官邸記者會上，即說「今日的烏克蘭，或許就
是明日的東亞」（今日のウクライナは、明日の東アジアかもしれない）。〈岸田内閣総

理大臣記者会見〉，《日本首相官邸》，2023 年 2 月 24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
kishida/statement/2023/0224kaiken.html。

15 〈尹錫悅訪烏克蘭憶起過去南韓 承諾擴大援助規模〉，《中央社》，2023 年 7 月 15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30715023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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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因應全球挑戰。16

3 月 6 日，韓國政府公布戰時日本強徵勞工的解決方案，由韓國民間

企業代為賠償遭強徵之勞工；同日，日本外相林芳正隨即表示，稱岸田文

雄政府將繼承歷屆政府立場，包含 1998 年 10 月的《日韓共同宣言》，該

宣言指日本在殖民時期對韓國人民造成損害和痛苦，對此痛切反省並由衷

道歉。

3 月 16 日至 17 日，尹總統訪問日本，並與岸田文雄首相舉行峰會。

5 月 7 日至 8 日，岸田首相也回訪韓國，日韓兩國舉行峰會並發表共同聲

明。17 儘管不是「國是訪問」（state visit），但至少是兩國元首「穿梭外交」

（shuttle diplomacy）之重啟，更是兩國打破因諸般爭議而長期停滯，象徵

兩國融冰的重要步伐。

其後，尹總統在 8 月 15 日慶祝韓國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光復節」

慶典上致詞時，重申日本對韓國自由、安全、繁榮的重要性，同時表示認

知到日韓兩國在安保與經濟上的合作夥伴，也是共享普遍價值、追求共同

利益的合作夥伴。18

事實上，在日韓政府領導人持續相互堆疊善意的同時，兩國在實務面

的互動已在進行。今年 4 月 17 日，日韓兩國國防部門時隔 5 年重啟司長

級的安保對話，該對話因為日本自衛隊巡邏機遭韓國護衛艦火控雷達照射

之事件（2018 年 12 月），以及日本強徵韓國勞工之歷史等問題，自 2018
年以來處於凍結狀態。19 在網路安全領域，日美韓三國在 8 月 4 日以視

訊方式，首度舉行有關網安的高級官員會議；韓國由國家安保室第二次

長林鍾得、美國由主管網路與新興科技的副國家安全顧問紐伯格（Anne 

16 Lee Haye-ah, “Full Text of President Yoon Suk Yeol’s Speech on 104th March 1 Independence 
Movement Day,” Yonhap News Agency, March 1, 2023, https://en.yna.co.kr/view/AEN20230301002
300315?section=national/politics.

17 〈日韓首脳会談〉，《日本外務省》，2023 年 5 月 7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_o/
na/kr/page6_000851_00001.html。

18 廖禹揚，〈尹錫悅光復節演說 誓抗共產勢力煽動〉，《中央社》，2023 年 8 月 15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308150102.aspx。

19 〈日韓、安保対話 5 年ぶり再開レーダー照射再発防止探る〉，《日本經濟新聞》，2023 年
4 月 17 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GM172DQ0X10C23A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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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berger）、日本由內閣官房副長官補兼國家安保局次長岡野正敬出

席。20

值得關注的是，韓國尹錫悅政府再度展現其改善日韓關係決心之際，

也同時肩負著國內政治風險。以日本排放核電廠處理水為例，儘管有民調

顯示多數韓國民眾反對，而日本在野黨從 8 月 24 日起，也連續數日發動

集會遊行表達抗議，21 但是 8 月 30 日韓國總理韓悳洙仍在國會上公開背

書，指該水「決不是核汙染水」。22 未來尹政府能否成功化解國內反日聲

浪，將攸關日韓關係發展。

二、美國因素：推動日韓民主集結的力量

在日韓關係破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另一個國家是美國。日韓兩國

因殖民歷史，戰後雙邊關係糾結，兩國齟齬甚至在 2019 年危及到日韓

《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GSOMIA）延長事宜。惟自菅義偉執政時期（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10
月）起，美日兩國政府便陸續公開表示，將與韓國共建三邊合作關係。

若以今年動向而言，美日元首在 1 月發表聯合聲明，便重申美日韓三

方合作重要性。23 而美韓在 4 月 26 日發布《華盛頓宣言》（Washington 
Declaration）後，尹錫悅總統也對日本參與該宣言持開放態度。24 8 月 15
日，美日韓政府舉行三國外長線上會談，相互確認在那之後舉行的三國峰

20 〈韓米日高官が初のサイバー安保会議 北朝鮮の暗号資産窃取対策を協議〉，《韓聯社》，
2023 年 8 月 4 日，https://jp.yna.co.kr/view/AJP20230804001900882?section=politics/index。

21 尹洪京，〈韓最大在野黨舉行集會抗議日本核污水排海〉，《韓聯社》，2023 年 8 月 23 日，
https://cb.yna.co.kr/gate/big5/cn.yna.co.kr/view/ACK20230823005500881。

22 張黎莉，〈調查：七成多南韓人反對日本核廢水排海〉，《韓聯社》，2023 年 9 月 1 日，
https://cb.yna.co.kr/gate/big5/cn.yna.co.kr/view/ACK20230901005500881；劉羽安，〈韓總理：

考慮為日本核污染水更名〉，《韓聯社》，2023 年 8 月 30 日，https://cb.yna.co.kr/gate/big5/
cn.yna.co.kr/view/ACK20230830002400881。

23 The White Hous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January 13, 2023, https://www.
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1/13/joint-statement-of-the-united-states-
and-japan/.

24 Ji Da-gyum, “Yoon Says 3-way Cooperation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Korea Herald, May 7, 
2023, https://www.koreaherald.com/view.php?ud=2023050700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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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乃是歷史性機遇；25 翌（16）日，美國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

（Kurt Campbell）表示，將設置三國元首專屬熱線，以加強緊急事態發生

時得以直接聯繫之態勢。26

8 月 18 日，美日韓三國峰會在美國大衛營舉行。此前三國元首

會晤，皆係利用其他國際場合順便舉辦，但此次是首度特為三國峰會

而召開。峰會結束後，三方共同發表〈大衛營原則〉（Camp David 
Principles）、〈大衛營精神〉（Spirit of Camp David）以及〈三方諮商承諾〉

（Commitment to Consult）等三份文件。27 經此峰會，美日韓三國雖未正

式三方結盟，但已充分展現戰略合作的決心。

除以上三方政治宣示外，在安全方面也確實推動相關合作項目。例如

今年 7 月 16 日，美日韓三國在朝鮮半島東部海域，舉行飛彈防禦演訓。28 
8 月 29 日，三國海軍在日本海舉行飛彈聯合防禦演習。29

美國因素的存在，除強化日韓團結力量之外，也有防止日韓關係再

度滑向惡化的「止滑」作用。事實上，作者迄今與日本學者談及日韓關係

時，日方皆不約而同地表示，擔心未來韓國政權輪替是否再度導致關係倒

退。在這方面，今年 8 月 23 日美國駐韓大使高德柏格（Philip Goldberg）
在與韓國記者座談時表示，唯有韓日關係改善，韓美日的合作才能進展。

判斷美國也抱持著與日本相同的憂慮，因此委婉提醒韓國，務必與日本維

25 〈日美韓外長確認三國合作重要性〉，《共同社》，2023 年 8 月 16 日，https://tchina.
kyodonews.net/news/2023/08/29215eb30873.html。

26 〈美高官稱將設日美韓首腦熱線加強溝通〉，《共同社》，2023 年 8 月 17 日，https://tchina.
kyodonews.net/news/2023/08/c07cadb0e9e1.html。

27 The White House, Camp David Principles, August 18,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
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camp-david-principles/; The White House, The Spirit of Camp 
David: Joint Statement of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ugust 18,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the-spirit-of-camp-
david-joint-statement-of-japan-the-republic-of-korea-and-the-united-states/; The White House, 
Commitment to Consult, August 18,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
releases/2023/08/18/commitment-to-consult/.

28 金泰均，〈韓米日 朝鮮半島東の海上でミサイル防衛訓練＝北 ICBM に対応〉，《聯合ニュ
ース》，2023 年 7 月 16 日，https://jp.yna.co.kr/view/AJP20230716000100882。

29 劉羽安，〈韓美日在濟州南部公海實施反導聯演〉，《韓聯社》，2023 年 8 月 29 日，
https://cb.yna.co.kr/gate/big5/cn.yna.co.kr/view/ACK20230829001900881?section=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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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友好關係。30

肆、日韓破冰對台灣之安全意涵

日韓的民主團結，對抗中朝的威權集結，自是有利印太區域的和平與

穩定，而且對台灣也有戰略意涵。過去一年，除中國對台文攻武嚇之外，

近期北韓與俄國也都出現支持中國對台立場的聲音，俄軍更是與解放軍在

台灣附近實施聯演。在另一方面，日韓兩國原本即各自憂慮台海安全情

勢，兩國關係破冰後，台灣可能成為兩國間的共同戰略議題。

一、朝俄公開支持中國對台立場

在北韓對台方面，金正恩政府肆無忌憚地對兩岸情勢置喙。例如，

針對美國政府 7 月 28 日宣布動用「總統提用權」（Presidential Drawdown 
Authority），提供台灣包含裝備、服務與教育訓練等軍事援助，平壤當局

竟表示抗議，並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甚至指控美國表面堅持「一中原

則」卻暗地煽動台獨，稱美國是破壞區域情勢穩定的軍事挑釁。31

在俄國對台方面，中俄兩軍在台灣周邊持續聯合行動，例如去年 12
月 21 日至 27 日中俄兩國海軍舉行「海上聯合—2022」軍演，演習地點在

舟山至台州以東海域，距離台灣最近之處僅 300 餘公里。32

今年 6 月 6 日至 7 日，中、俄兩國轟炸機，則是在日本和韓國周邊空

30 〈美駐韓大使：韓日關係改善對韓美日合作至關重要〉，《韓聯社》，2023 年 8 月 23 日，
https://cb.yna.co.kr/gate/big5/cn.yna.co.kr/view/ACK20230823005300881。

31 楊安，〈朝鮮譴責美國對台軍援推升亞太緊張局勢〉，《美國之音》，2023 年 8 月 4 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north-korea-denounces-us-arms-aid-to-taiwan-as-dangerous-
provocation-20230804/7211324.html。

32 〈中俄「海上聯合-2022」聯合軍事演習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22 年 12 月
27 日，http://www.mod.gov.cn/gfbw/sy/rt/4929318.html；〈中、俄海軍明起聯合軍演 最近距

離台灣僅 300 多公里〉，《自由時報》，2022 年 12 月 20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
world/breakingnews/416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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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實施「聯合戰略巡航」。33 此動作或有俄國在烏克蘭戰況不利情況下，

為求中國支援，刻意迎合北京意向而對日韓施壓之意圖。惟若從「日韓皆

屬美國軍事盟邦」的角度看來，中俄的行動背後更有警告日韓兩國政府勿

支援美國介入台灣問題的用意。34

二、日韓若合作將有利台海安全

日本官民各界關注台海情勢已是眾所周知，「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

一語，道盡日本的憂慮。韓國從文在寅政府後期起，也陸續出現具有關切

台海意涵的發言與舉措。

以台日兩國地緣距離之近，台海戰火波及日本實難避免，遑論中國有

可能趁攻台之際，一併收復日本宣稱擁有主權卻難以防衛的釣魚台群島。

而韓國推動其「新南方政策」（New Southern Policy），台海周邊乃是首

爾南向東南亞與南亞時必須經過的「隘口」，若台灣淪入中國之手，北京

恐怕不會無條件「放行」。

因此，如果日韓兩國考慮自身國家利益，願意攜手甚至與台灣合作，

阻止中國渡海犯台，則前述情況將可被嚇阻，「台灣有事」最終僅止於「想

定」階段而不致發生。由此看來，日韓兩國展現的東北亞民主團結，對於

印太區域安全形勢，實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伍、小結

過去一年來日韓關係的改善，是東北亞國際政治的重大發展，對於

印太區域的和平具有正面影響。尤其當中國對台灣、日本不斷展現軍事肌

肉，且試圖拉攏韓國在野黨試圖影響尹錫悅政府政策，以及北韓挑釁日

33 〈中俄轟炸機在日本周邊長距離聯合飛行〉，《共同社》，2023 年 6 月 7 日，https://tchina.
kyodonews.net/news/2023/06/c28675383c5d.html。

34 王尊彥，〈二石三鳥：析論中俄軍機現蹤日韓周邊之戰略意涵〉，《國防安全雙週報》，第
82 期，2023 年 6 月 23 日，https://indsr.org.tw/uploads/indsr/files/202306/42a76382-4764-4ddb-
8a70-170de2de64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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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乃至於置喙兩岸關係時，日韓兩國擱置爭議團結合作，實有利抗衡中

朝兩國的擴張。

中國與北韓對於俄國的支持，證明兩國視民主如無物的威權體質。

未來中朝俄三國若實現三方聯演且在東北亞舉行，恐更增東北亞的威權氛

圍。中國不棄武統台灣，且北韓與俄國皆表態支持中國對台立場，則此等

發展勢必衝擊台海和平與穩定。

由此角度看來，過去一年日韓起身對抗中朝的趨勢，對強化台海和平

具有重大戰略意義。雖然日韓與台灣均無邦交，但在「台灣有事就是日本

有事、印太有事」的國際認知日益強烈的情況下，如何提升與台灣之間的

安全關係，未來料將納入日韓合作的重要議程，而台日韓三邊合作也並非

無法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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