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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从 2003 年 8 月正式开始启动，到 2005 年 11 月 14 日

结束第五轮第一阶段会谈，在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内，虽然出现了 2005 年 9 月 19
日的《共同声明》，但总得来说，外交与政治解决朝核问题的进程并没有真正实

现实质性的突破。朝核问题的未来发展出现了多种可能性：一是继续“拖”下去，

直到立场最为对立的两个当事方美国或朝鲜的政策出现了实质性变化，僵局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无法突破；各方保持充分的耐心，等到问题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之

后再寻求恢复六方会谈；二是“动”起来，在保持继续对话的同时，尝试在问题

的局部领域出现突破，例如援助和冻核问题，这样的话，可能不涉及大的政策调

整，而是寻找相关的突破点；三是建立新的国际联合，通过施加压力的方法，例

如将朝核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或者各方实行单边或者多边制裁，迫使朝鲜

就范。这就是美国一直在寻求的“孤立和压力”政策。四是依然难以排除的“动

武”的可能性。2005 年的朝核局势用“喜忧参半”来形容恐怕是再恰当不过的

了。在经历了数度起伏之后，虽然到年终朝核问题外交与政治解决的僵局没有任

何实质性的突破，但 9 月 19 日第四论六方会谈所发表的《共同声明》毕竟已经

确立了朝鲜承诺弃核、其他各方将提供相关援助以及逐步实现与朝鲜关系正常化

的基本原则。六方会谈机制在尖锐与复杂的“拉锯战”中，依然显示了其独到的

生命力。 
 
朝鲜政策“软硬兼备”、各方对策“多管齐下” 
 
 2005 年年初朝核危机出现了新的紧张。2 月 10 日，朝鲜公开宣布平壤已经

正式拥有了核能力，并表示将无限期推迟参加六方会谈。朝鲜的这一态度显然让

国际社会大吃一惊。因为平壤的这份声明既意味着朝鲜已拥有核武器的事实，又

意味着通过拒绝参加六方会谈争取将拥有核武器变成国际社会不得不接受的事

实。朝鲜的这一态度显然是国际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六方会谈的其余各方一方面

分别重申六方会谈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则积极通过双边和

多边外交的途径做朝鲜的工作，希望朝鲜能够务实地处理其核问题。中国国务委

员唐家璇 4 月出访朝鲜，明确向平壤表明了中国政府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

坚定主张。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一再明确拒绝美国要求中国停止向朝鲜提供粮食和燃油

供应，拒绝在新一轮六方会谈结束之前考虑将朝核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坚

持应该为朝鲜做出适当的和必要的选择留有“宽松”的空间，韩国也继续推行对

朝“和平与繁荣政策”，在美国和日本纷纷向朝鲜威胁提高制裁的情况下，其对

朝立场出现了向中、俄倾斜的明确态势。6 月 19 日，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泳作

为卢武泫总统的特使赴平壤参加纪念朝鲜北南双方首脑会议的庆祝活动，并和金

正日总书记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韩国表示一旦朝鲜愿意进入实质性弃核进程，

韩国将承诺向朝鲜提供 1000 亿兆瓦的能源援助。在有关国家的积极努力下，朝

鲜在 7 月答应愿意重新参加六方会谈。 



 7 月 28 日，第四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拖延了将近一年之后在北京举行。第

四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从 2005 年 7 月 29 日一直持续到 8 月 10 日，13 天的

会期超越了以往三次六方会谈会期的总和；会谈的形式也多样化了，在第一阶段

会议期间，美朝、日朝、韩朝之间进行了多次双边会晤。会晤的气氛和认真程度

都超越了以往多边架构下的“双边”对话。第四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在 9 月 8
日到 19 日举行。在中国等有关各方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发表了《共同声明》，第

一次以书面的形式确立了朝鲜愿意放弃核设施和核计划、其他各方将予以援助和

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等基本原则。《共同声明》的发表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开始

2 年多以来取得的最大进展。 
 
第五轮六方会谈未能“顺势而下”、朝核问题重回僵局 
 
 在《共同声明》发表之后，各方应该尽快制定和启动朝鲜弃核“路线图”，

以便顺势继续将问题向“实质性”解决问题的方向推进。然而，由于美朝之间依

然存在的尖锐对立和互不信任，《共同声明》带来的希望迅速变成了失望。9 月

20 日，《共同声明》发表第二天，朝鲜就明确表态，除非美国先同意提供清水反

应堆，否则朝鲜不会启动弃核进程。虽然美国尝试通过助理国务卿希尔访问平壤

的动议来“软化”朝鲜，但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妥协。原定 10 月份希尔对朝鲜的

访问取消。 
 在美朝就轻水反应堆问题未能取得任何松动的情况下，11 月 12 日开始的第

五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正如人们预期所料的那样没有任何进展。虽

然各方曾商议在 11 月下旬举行第二阶段第五轮会谈，也因为朝鲜指责美国对其

实行金融制裁、冻结朝鲜 8 个公司的海外帐户而取消。各方曾继续努力，希望

12 月 19 日在韩国的济州岛举行小规模的六方会谈非正式会议。然而，由于朝鲜

表示在美国不取消对朝金融制裁的情况下“很难参与”，12 月 12 日，韩国外交

通商部次官宋文淳表示该设想已被放弃。12 月 13 日，朝鲜政府机关报《民主朝

鲜》刊登文章表示，朝鲜不能一面受美国的制裁一面与其讨论核问题；如果不通

过磋商解决金融制裁问题，朝鲜将不参加六方会谈。面对朝鲜的“顽固”态度，

美国方面开始重新使用一度曾停止了的对朝“恶言”批评。美国驻韩国大使最近

指责朝鲜是“邪恶国家”。 
 
2006 年：朝核问题仍将步履艰难 
 
 尽管《共同声明》的发表让僵持了两年的六方会谈“灵光一现”，但到 2005
年年底，整个朝核问题的外交解决进程和 2005 年年初似乎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朝核问题的上空“阴霾”不散，甚至让人不得不怀疑到 2008 年美国新一轮总统

大选之前，实现朝鲜弃核的前景究竟能有多大的可能性。 
 朝核问题的多边谈判机制走到 2005 年年末依然呈现僵局难破的事实证明，

核问题无非是一张“牌”，如果没有美朝双方敌意的降低或者某一方的立场出现

实质性的松动，那么这张“牌”就可能因为任何细节而被打来打去，而其他的细

节也可以随时成为保护手中这张“核王牌”的挡箭牌。 
 从目前来看，布什政府尽管在离压朝鲜弃核的问题上没有什么新的招数，但

让美国从目前强硬的政策立场上继续后退或对朝鲜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可能性也

不存在。虽然朝鲜拖着不参加六方会谈可能让它得不到任何它想要的实质性援



助，美日也不可能在朝鲜弃核之前启动与平壤的关系正常化进程，朝鲜面临的孤

立和制裁就不可能结束，但如果平壤手中目前只有核问题这张“王牌”，那么，

在能够重新计算利益与需要之前朝鲜当然也不会轻易将这张牌打完。僵局还会在

相当长的时间内延续下去，这恐怕将会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