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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朝鲜政府正式宣布接受“6方会谈”的安排，人们才从去年10月以来朝鲜

半岛的持续紧张局势中稍稍缓过气来。虽然，由朝、美、中、韩、日、俄共同参

与的“6方会谈”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还无人可知，大概也很少会有人对近期内朝

鲜半岛局势的发展表现出过分的乐观，然而，毕竟从平壤只接受与美国的双边会

谈，进入到愿意参与“6方会谈”，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和积极的姿态。如果把目光

跳出朝鲜半岛，而从整个东北亚的局势来观察这一进展的话，那么，当前变化的

关键之点无疑是为该地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多边安全机制作出了一层铺垫。 

多边安全最主要的基础在于多边确认的共同利益，而当前能够为各方所认同

的、最为主要的共同利益便是以朝鲜半岛问题为核心的东北亚地区能够确保免除

核灾难，同时也免除一场可能在当地发生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就朝鲜来说，如何确保其周边环境的安全特别是在内部已经酝酿着推动经济

改革的微妙变化的背景之下，如何确保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显然是其对外战略中的

头等重要问题。要实现这样的对外战略目标可以有多种选择。显然，以发展核武

器作为取得国家安全保障的做法，并不是当今时代符合包括朝鲜人民利益在内的

东北亚各方意愿的选择。在一个已经出现了跃跃欲试的增加各自军事实力和战略

影响的东北亚地区，如果一旦朝鲜宣布拥有核武器，可以想见将会出现怎样的战

略竞争态势，包括可能导致一场把周边国家裹挟在内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也在所难

免。俄罗斯战略评估研究所所长阿·格诺瓦洛夫日前曾经预言：在朝鲜宣布拥有

核武器的前提之下，美国与朝鲜之间发生一场战争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这样的一种局面出现，很难预料美国一定能够象在伊拉克那样轻而易举

地掌握主动权。首先是作为美国盟国的韩国将坚决反对这样一场武装冲突。不光

是因为韩国绝不希望看到这样一场可怕的武装冲突将危机自身，而且韩国人民所

期盼的南北统一大业将为此而受到重大挫折。其余周边国家显然也不愿意看到因

为这样一场危机破坏了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尤其是正当几乎所有周边国家都

把恢复与发展经济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首选目标之时。 



显然，因朝鲜半岛的形势失控而酿成大规模武装冲突也并非是美国当下愿意看到的局

面。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以及战后重建耗费美国政府大量精力与财力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对朝

鲜问题的反应除了博尔顿等少数人显然有失分寸的表态之外，大体上始终处于低调状态，与

对当时的伊拉克政权的评价形成鲜明反差，这不是没有其全盘考虑的。美国舆论也再三告诫

不能再“在错误的时间、选择错误的地点，打一场错误的战争。”布什政府甚至愿意改变克

林顿时期美国对朝鲜问题的“一对一”策略，而改为奉行“多边策略”，这一政策被称为

“美国也走多边路线”的一个“证明”，这多少是说明了布什政府意识到了包括朝鲜问题在

内的东北亚安全问题的极端复杂性，由不得象在其它地区那样任意推行单边路线。 

当然，共同利益的确实存在，并不意味着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能够一蹴而就

地得以实现。看来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能否形成一种“和而不同”的战略文化，

能否形成个别国家的战略利益与地区整体要求的战略利益之间的一种平衡。在发

展水平、国力强弱、文明背景以及当前各自战略目标有所差异的背景之下，如何

学会尊重客观的历史与现实，把握既存格局的发展逻辑，特别是对于无论战略竞

争对手还是战略伙伴而言，如何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增加相互理解与

相互信任，看来都是形成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漫长道路上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来看，在多边安全机制形成过程中也许是一个相当自然

的现象，也即当对立各方出现利益差异与立场分歧之时，便有第三者出来调停、

斡旋乃至干预。在国际社会解决矛盾与分歧时所不可避免地出现的这种“中介”

现象，同样体现着共同利益与各自特殊利益的一种交叉与融合。从某种意义上

说，这恰恰就是多边机制的精髓。从整个朝鲜半岛问题的历史发展来看，如果没

有这样的“中介”，恐怕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尚有一线转机的出现。比如，今春

朝、美、中三方会谈得以顺利在北京进行，正是体现出这样一种积极进取、灵活

调解以求同存异形成共识的客观需要。 

当然，在多边合作的进程中，在多边利益与多种理念的复杂博弈过程中，也

难免会出现偏重于寻求“私利”的“寻租者”。尤其是在现实世界中，当人们信

誓旦旦地表白“国家利益为先”的时候，一有机会，便有这样的“寻租者”出现

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对参与多边合作机制的一种学习，既要“有容乃大”，不因对手间一时的

纵横之术有损于己而耿耿于怀。同时，更要实实在在地把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作

为根本性的应对之道，在一个国家间合作机制远不充分的国际社会，这当然是一

个无可置疑的选择。 

载于《东方早报》2003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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