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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1 年底，金正恩執政即將滿 10 週年，在這樣的特殊日子之下，

韓半島歷經了核武危機、韓朝美三方的高峰會，以及朝核問題 等，

韓半島的安保問題始終牽動著東亞地區的結構與板塊變化，尤其是北

韓的部分，該國的國內狀況和政情需要更多的觀察與研究，因此本文

試著是核戰略作為切入的觀點，簡析金正恩近期的核戰略所象徵的意

義，並且針對周邊地區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相關的簡述。北韓在這段

期間之內，不僅恢復了黨總書記的制度，火箭戰略軍的新軍種更是前

所未見的出現在北韓的軍事序列當中，本文希冀可以透過北韓的核戰

略發展分析，對於台灣的北韓學研究和區域和平研究提供不同的觀點，

讓將來的東亞區域研究更具多樣的解析路徑。 

 

關鍵詞： 金正恩、朝鮮勞動黨、北韓、韓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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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and Prospects of the 10th cycle of 

Kim Jong Un's reign: Focus on recent nuclear 

strategy  

 

Lin Chih Hao* 

 

abstract 

In the end of 2021 is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Kim Jong-un's reign, the 

Korean Peninsula has experienced the nuclear crisis, the summit between 

South Korea, Nor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focus on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Security issues of Korean Peninsula and East Asia.  

 

During this period, North Korea not only restored pollical system to 

make sure military force is under control by Workers' Party of Korea but 

establish the Rocket Strategic Army which can launch nuclear missile in 

North Korea. And this political system has never been seen before in Kim 

Jung il and Kim Il Sung era. This article hopes that through North Korea’s 

nuclear strategic development analysis, Taiwan's North Korean studies and 

regional peace studies provid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llowing future East 

Asian regional studies to have more diverse analytical paths. 

 

Keywords: Kim Jun Un, Workers' Party of Korea, North Korea, 

DPRK, Korean peninsula  

 

 
* Center for Korean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18



金正恩政權 10週年的政策評析與影響：    

                           以近期核戰略變化為中心 

壹.緒論 

2011 年 12 月 19 日，北韓前領導人金正日突然死亡之後，金正恩

隨即在 12 月 30 日正式接任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並在最短的時間

之內，依序接掌黨第一書記、國防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等主要職位，

並且歷經了第七次和第八次黨大會，第 13~14 期最高人民會議，先後

進行了數次憲法改正和黨綱修訂，在這期間，共發動了 5 次核試驗，

成功發展出陸基和潛射彈道飛彈，甚至近期更開始加強和完善傳統武

器裝備。最後，北韓在 2021 年的朝鮮勞動黨第八次黨大會，正式推

舉金正恩為朝鮮勞動黨總書記，此時正逢金正恩執政的第十個年度，

猶如對外宣示北韓轉型為一般社會主義國家體系，也可看作是金正恩

時期的權力結構改編完成的象徵，看似成功渡過了金正日遺訓準備時

期，完成軍事大國的建設。 

金正恩藉由「核戰略」展現北韓總體戰略的意圖，可從 2020 年

9 月 9 日的建政紀念活動當中可以略為窺知，當時北韓大改過去既有

的閱兵步操和閱兵方式，全體官兵皆以全新的俄式步操、新式迷彩服、

軍禮服出現在官方媒體的畫面，北極星 2 型潛射彈道飛彈和火星 16

型洲際彈道飛彈更是全部公開對外亮相，顯然是被作為金正恩在國防

政策成功的宣示。從 2021 年開始，北韓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目前

已無大規模閱兵以及火力示範演習，從 2021 年 1 月 6 日的第八次黨

大會的決議可以看到，金正恩首度被推舉為「總秘書」，也就是一般

社會主義體系的「黨書記（以下全文將以此作為其主要職稱）」對外

宣展之前進行「政治大國、軍事大國」的發展完成之外，也可被看作

北韓已經成功的一改過去「先軍朝鮮」的政治體系，並在「國家正常

化作業」的過程當中，成功的弱化「先軍」的特色，回歸到傳統的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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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軍體系。 

在日趨白熱化的美中競爭關係體系當中，以國家總體實力，相較

之下明顯處於弱勢的小國(weak state)，在面對大國的威脅與合作，為

了顧及自身的安全和自主性，通常會進行相當程度的對抗(defense)或

是扈從(bandwagon)，特別是在處於兩強對抗結構當中的韓半島，過去

在美蘇對抗的背景之下，歷經將近八十年的南北分斷，一黨獨裁體制

之下的北韓，如何在解決長期且慢性的糧食和經濟危機的同時，於

2011-2017 年之間，斷然進行 5 次核試，進行 300 多次的各型飛彈試

射，這是「北韓學」的研究人員一直想要探究的目標。事實證明，當

前的北韓政權依舊沒有因為 2017 年底的高強度國際制裁，受到任何

的撼動，北韓反而在這段時間，大舉肅清內部，朝鮮人民軍將領的政

治影響力大幅衰退，後五年的時間，完成核武技術的研發，成功地把

黨內體制轉換回總書記制度。 

綜觀金正恩過去執政的十年之間，金正恩在前期繼成了先軍政治

的路線，冒著國際制裁的風險，完成了核武技術和載具的研發，讓金

正日的先軍體系正式告一段落，以核武為基礎發展出北韓特色的「核

戰略(nuclear strategy, 핵전략)」，成了近期金正恩政權對外政策的核心

價值，不同於過去金正日時代把「核武技術研發過程」當作對外協商

談判條件，金正恩則是把核武提升為國家的基本武裝力量，利用製造

危機來轉換周邊局勢，直至 2020 年為止，此種方式可謂無往不利，

但是自從新冠疫情發生之後，此種策略可能會發生新的變化，因此本

文希望可以藉由此機會整理出金正恩的核戰略特徵，並對此進行分析，

以及對於周邊局勢的影響進行相關的簡述和評析。 

最後，本文試以當前北韓的「核戰略」的作為主要切入點，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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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國家在試圖成為國際所認證的準核武國家的過程當中，可能出現的

特點。並藉由美國學者納蘭(Vipin Narang) 針對核武國家出現了各種

姿態的分類，來看近期北韓核戰略的特色，本文主要針對兩個部分進

行簡述，第一部分會針對納蘭的核武國家類型和戰略進行簡述，北韓

如何以小國（weak state）的狀態，用非對稱的戰略手段（也就是核戰

略）獲得最大的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作為建構本文分析架構

的分析重點。第二部分會針對北韓為了確保可看掌控核武體系，而進

行的國家正常化過程，第三部分則是對於北韓以國家優先的強勢外交

進行簡述，最後在結論的部分，以金正恩時代的核戰略對於周邊地區

的和平局勢影響進行簡要概述。 

 

貳.核武國家的戰略姿態 

美國學者納蘭(Vipin Narang)曾經針對地區大國(regional power)的

核戰略的各式類型進行分析，他對於核武國家的對外戰略以及核武國

家在軍事運用管理方面可能的風險進行過相關的評析3，納蘭認為核

武國家在使用核戰略的時候，會產生三種姿態(posture)，第一種是觸

媒姿態(catalytic posture)，目的是在迫使與我方友好的大國加入我方陣

營。第二種是擴大報復姿態(assured retaliation posture)，讓對方知道使

用核武攻擊我方之後，也會同受到核武反擊。第三種是非對稱確戰姿

態(asymmetric escalation posture)，如果遭受到傳統武器攻擊，將會使用

核武作為回應手段。各類型的核武國家以及相關對外的反應，如<表

 
3 Vipin Narang and Ankit Panda, 2014, 「command and control in North Korea: what a nuclear 

launch might look like」, Warontherocks , 2017.09.15. 取自：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7/09/command-and-control-in-north-korea-what-a-nuclear-launch-might-

look-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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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示(이근욱, 2018: 266)。 

<表一> 核武國家可能出現的各種姿態 

 

區分 觸媒姿態 擴大報復姿態 非對稱確戰姿態 

對象 
第三方提供援助的國

家，或潛在盟國 
敵對國家 敵對國家 

準備姿態/數

量 

有限度保有核武，且已

核實 

無須立即對應，但仍

有最後一擊的報復能

力 

比起核彈數量，著重

在可立即使用的核武

力量 

第 2 擊能力 未保有 保有 保有 或 未保有 

戰略目標 

引起第三國介入，維持

地區穩定，防止核武使

用 

讓對方付出重大代價 
引起軍事壓力或是付

出重大代價的壓力 

方式 提高核武技術或數量 報復性的嚇阻 
拒絕對話與報復性嚇

阻 

核武指揮狀

態 
中央管制 中央管制 

中央管制，但野戰機

動 

先制攻擊 無，但會是最後手段 不會在第一時間使用 先使用傳統武器 

透明性 模糊 
模糊，但核武戰力透

明 

非常明確的公開核武

使用時機與條件 

 

依照<表一>和上述內容，一個穩定的核武國家，除了需要具備完

整的核武技術之外，也相當重視內部體系管理，中央政府必須要有效

的控管軍方的傳統武器部隊，同時也必須要掌握核武部隊的動向以及

妥善狀況。北韓金正日時代的「觸媒姿態」，這個觸媒姿態持續到了

金正恩執政初期，歷經了 2012~2017 年之間的核試驗和研發，於 2018

年以後，擴大為「非對稱確戰姿態」，這是近期金正恩時代核戰略最

大的轉變，並且可能會持續不斷地維持下去，讓北韓在中美競爭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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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永久且有效的樞紐地位(pivot)。 

這也可以合理解釋北韓至今為了發展核武對於國內外所進行的

相關施政措施，以及近期金正恩所制定的相關核戰略與對外手段之相

關聲明，金正恩時代的「核戰略」應可被視為「不對稱升級的姿態

(asymmetric escalation posture)」，北韓中央政府必須要有效的控制核武

相關部隊的指揮運作，此外，核武器並不是做為先發制人的手段，反

而作為最後的報復手段，當所有的傳統武器無法進行反擊或運作的情

況下，核武將會被當作第二擊(second strike capability)的做後反擊手段。

納蘭的分析剛好呼應了北韓以核武作為民族主義的根本，以及攻勢現

實主義所強調的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的思維(Alexander L. George et 

al., 1971: 101)。 

在此同時，金正恩政權自 2012 年執政以來，前十年不段進行政

治和軍事體系改編，不僅不斷的對外創造朝美對決危機，並打破了過

去金正日時代的模糊核武策略更近一步的使其核武技術進入到實戰

運用的階段，在 2012-2018 年之間的朝美對決關係更「再次」成為北

韓反美教育的「民族生存危機」的政治宣傳教育核心，以非對稱的外

部危機強化內部體系的穩固，但與金正日時代不同的地方在於，金正

恩大幅弱化了軍部人士的影響力，強化了黨對軍隊的控制，確保核武

管理體系可以完全地受到黨中央的掌控。 

對於北韓來說，核武和相關設施是被當作一種「信賴的保障」，

確保國家擁有最後一擊的能力，提高國家的生存率，避免遭受周邊國

家或是大國在各種形式上的進犯，因此，北韓必須要強化黨政軍的指

揮體系，改變過去金正日把黨政軍的權利過度集中在國防委員會的先

軍指揮體系，重新確立黨的地位，確保平壤在非常時期可以有效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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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各軍區部隊，節制所有軍政和軍令指揮機構，另外，擁有核武載具

的火箭戰略軍也能夠在平壤的指揮之下，確保核武的發射權，並在最

高司令官的命令之下，完成所下達的軍事作戰計畫。也就是說，不僅

是在核武技術的研發完成，北韓整體的政治體系和軍政指揮體系也必

須要隨之改動，建立完整且成熟的「核武裝力量指揮體系」，讓北韓

可以再對外協商的時候，成為一個強大且穩定的後盾。必要時，讓平

壤可以隨時在山區進行野戰機動發射，向敵對國家施加壓力。 

 

參.對內促進國家正常化 

金正恩從 2016 年的朝鮮勞動黨第七次黨大會開始，便逐漸的減

少金正日時代的黨國元老人數，當時金正恩發表了「國家經濟發展 5

個年戰略」，初期階段是以「經濟－核武並進路線」為主軸，普遍被

認為是繼承金正日的先軍思想路線，2018 年南北關係逐漸和緩，經濟

制裁有望獲得解除的時候，北韓宣布「經濟建設總力集中路線」，這

也是北韓首度把國防和經濟政策脫鉤，並且交由內閣完全的負責北韓

的經濟政策，2021 年 1 月 5~8 日，朝鮮勞動黨召開第八次黨大會，除

了罕見地承認「5 個年戰略」宣告失敗，也宣布以「國家經濟發展 5

個年計畫」取而代之，初期是以「自力更生、自立自強」為主要口號，

到了近期則是改以「以民為天、為民獻心的崇高理想」作為主要論述

4，此時可以明顯看出，北韓內閣在主要經濟政策的施政上，扮演了相

當重要的角色，負起相關政策的成敗責任。而國務委員會則為上級指

導機構，同時也緊握北韓的國防、警察等權利。有關金正恩時代的國

 
4 로동신문, 2021 년 12 월 19 일, “론설: 조선로동당의 령도력은 주체조선의 힘이고 

위상이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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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正常化措施可參考<表二>。 

 

<表二> 北韓近期國家正常化的主要策略 

 
領域 作法 意義 

黨 

增設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和規律調查

部，打破單位特殊化的本位主義，

加強黨高層幹部管理和思想教育。 

黨機器的運作獲得強化，避

免出現單位獨大的問題，提

高黨行政效率，從中央貫徹

到地方。 

政 

1. 內閣閣員的現地了解次數增

加，金正恩公開對外的現地指

導次數大幅減少。 

2. 國務委員長不再具有代議員的

身份，也不再全程參加最高人

民會議的議程，但仍掌握國防

省、社會安全省、國家安全保

衛省，外交權回歸內閣，國務

委員會成為政令公布和法令決

定的最終單位。 

3. 金正恩親自以施政演說和會議

演說來闡述國家政策和方向。 

1. 內閣負起主要的施政成

敗的責任，避免危及金

正恩在政治上的威信，

同時也可穩定軍權。 

2. 金正日的先軍政治特色

大幅減弱，但保有金日

成時代的「北韓特色社

會主義體系」。 

軍 

增設黨軍政指導部，以組織指導

部、黨中央軍委共同指導朝鮮人民

軍總政治局。現役高階將領在黨中

央的人數減少。 

總政治局長的地位大幅弱

化，先軍政治的體系逐漸瓦

解，軍部回歸到黨的指揮。 

 

實際上，金正恩從 2019 年開始，便開始用「施政演說」的方式

對外發表重要講話，內如涵蓋了內政、國防和外交。不同於金正日時

代的神秘主義統治方式，金正恩在核武建設完成之後，便數度對外公

開發表講話，2020 年開始，北韓取消了將近二十多年的「新年共同社

說」，改以金正恩個人的對外公開施政演說作為主要宣傳方式。從金

正恩從他在接掌政權開始，他先後發表了四篇相當重要的施政演說。

第一篇是 2019 年 4 月 13 日，第 14 期第 1 次最高人民會議結束之後

的閉幕演講《關於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共和國政府的對內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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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二篇是金正恩在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第 14 期第 5 次最高人民會

的閉幕演說《關於爭取社會主義建設新發展的當前鬥爭方向》6，第

三篇是 2021 年 10 月 10 日，朝鮮勞動黨創黨 76 週年慶祝大會的紀

念演說《根據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發展期進一步改善和加強黨務工作》

7，第四篇是金正恩在 2021 年 10 月 11 日，也就是在創黨紀念日的

隔天，於平壤舉辦的國防發展展覽會「自衛-2021」的開幕典禮當中，

發表重大講話8。 

近期金正恩雖然也曾到地方幹部講習會議或是其他地區視察的

時後發表相關中大講話，但是在這眾多的公開活動當中，是以在四次

的公開演講最具代表性，其原因除了正逢朝鮮勞動黨、最高人民會議、

重大國防軍事對外展示 等重大政治紀念活動之外，金正恩在這四次

的演講內容涵蓋了北韓將來對外政策與黨內體系變革的走向，除此之

外，金正恩在這四次的演講當中，不斷的緬懷金日成和金正日時代的

遺訓教誨之外，除了第四次演講著重在國防建設和對外關係之外，其

餘的演講內容皆著重在國內經濟能否自力更生、人民生活能否向上發

展、黨內各組織功能能否正常運作、以及最重要的黨內思想建設工作。 

從金正恩的第一次施政演講內容可以發現，北韓發展核武的過程

實際上是明知未會遇到強大的經濟制裁，但還是以「必死的」的態度

強行推展，並且明確表示北韓的根本利益是建立在體系的穩定發展，

5 조선중앙통신, 2019 년 4 월 13 일, “김정은동지께서 최고인민회의 제 14 기 

제 1 차회의에서 시정연설을 하시였다.”  
6 조선중앙통신, 2021 년 9 월 30 일, “경애하는 김정은동지께서 력사적인 시정연설 

‘사회주의건설의 새로운발전을 위한 당면투쟁방향에 대하여’를 하시였다.” 
7 조선중앙통신, 2021 년 10 월 11 일,“경애하는 김정은동지께서 경력적인 연설 

‘사회주의건설의 새로운 발전기에 맞게 당 사업을 더욱 개선강화하자’를 하시였다.” 
8 조건중앙통신, 2021 년 10 월 12 일, “국방발전전람회에서 하신 김정은동지의 기념 

연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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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此為基礎與美國產生對峙關係，然而對於美國所以提出的武裝解

除換取經濟制裁鬆綁的條件，北韓並非以此感到滿意，也不信任美國

所提出的片面承諾。甚至揚言以不惜以核武作為終結「核威脅」，徹

底根除「敵對勢力制裁行為的歪風，第二次演講和第三次的施政演講。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自從 2020 年開始，北韓官方媒體對於核戰

略的相關文章通常會強調韓美聯軍北上侵略所導致的「核戰爭」，另

一個是「核遏止力」，上述兩個字詞是金正恩上台之後從 2013 年不斷

出現的關鍵字，不僅出現在國防省、外務省 等 主要官方聲明之外，

朝鮮勞黨所屬黨媒《勞動新聞》更是以此發表至少 5 篇以上的社論，

在 2017 年北韓集中試射飛彈以及核試的時期，相至少出現了 35 篇提

到了「核遏止力」，34 篇提到了「核戰爭」為題的文章和聲明。但是

從 2018 年以後，北韓甚少提到，從過去的先軍與國防，逐漸轉換到

國家與人民集中發展人民經濟，提到核武或是核武相關的遏制力量 

等相關語句也大幅減少，過去曾經提到的「核戰爭」大致上只到 2018

年為止，也就是朝鮮勞動黨在 2018 年 4 月正式宣佈「核-經濟並進路

線」正式結束，在 2017 年以後，北韓官方媒體逐漸開始改用「核遏

止力」作為主要的訴求，同時也不斷的透過閱兵和各地部隊演習，對

外誇示或展現傳統武器改良發展的能力。 

北韓的對外政策在核武力研發完成之後，進入到了新的階段，但

本質上還是以「生存」作為主要的戰略思考，但是在黨第八次大會以

後，過去曾經多次出現的邊緣外交策略，次數可能會大幅減少，其主

要原因在於過去是為了要達成核武研發的最終目標，為了要排除外界

可能的阻力，以及周邊大國可能的制裁，甚至是各種手段的介入，因

此勢必要採用相當強勢的邊緣外交政策來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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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北韓核戰略的綜合目標9 

 
領域 當前目標 未來目標 

核武裝 

預估數量：50<X<100 

應用：中程彈道飛彈 MRBM         

      遠程彈道飛彈 IRBM 

      潛射彈道飛彈 SLBM 

預估數量：200 

應用： 1. 多目標重返大氣層載具

MIRV，並可搭載洲際彈道飛彈

ICBM 和戰區彈道飛彈ＴBＭ。 

      2. 裝備小型戰術核武 

政治 

1. 強化全面支配的政治體系(階段性進行) 

2. 加強思想繼承的傳統性和正當性(金日成-金正日主義) 

3. 社會國家體系正常化(增加內閣職權的比重) 

4. 藉由核武強國的形象，主導韓半島局勢 

外交 

1. 模糊核武政策的目標和意圖 

2. 獲得國際注目，爭取外資，解

除經濟和相關制裁 

3. 持續通美封南 

1. 實現北韓版的「漸進式廢核」 

2. 縮編或撤出駐韓美軍 

3. 與美國達成確保體系安全的協議 

4. 在主要大國之間確保「戰略上的自

由」 

軍事 

1. 建構完整的遏制武裝力量 

2. 強化潛射彈道飛彈相關戰力 

3. 提高長距離打擊精密度 

4. 提高資訊戰的戰力 

5. 加速傳統武裝的汰舊換新 

1. 成為真正的「核武裝國家」 

2. 以核武力量抵銷韓美軍事同盟的影

響力 

3. 防止韓美聯軍可能的介入或偵查 

 

肆.對外維持高度穩定的樞紐地位 

以北韓的觀點而言，北韓的核戰略再以確保體系內部穩定的前提

之下，發戰核武的目標相當的明確，在此發展的過程當中，勢必會遇

到周邊國家和主要大國的反對，甚至很有可能會引起周邊地區的安全

危機，但是為了確保核武發展的過程當中，不會受到主要大國的干涉，

因此從小國(weak state)的立場來看北韓的核戰略可以發現，北韓為了

確保能夠在美中競爭的過程當中，讓自身的核武技術能夠持續研發，

並且在研發完成之後，能夠有效的控管和維持，且避免在第一時間使

 
9 本表參考蘭德研究所和現代峨山政經研究所共同編寫的研究報告再次編輯而成。原文參

照：Brue W. Bennett, et al., “Countering the Risks of North Korean Nuclear Weapons”, 

2021.4, RAND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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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核武的情況下，會集中發展傳統武器，維持國內體系穩定運作。除

了對內不斷的進行體系改革和人事更動，也會強化傳統武器的研發和

妥善率，藉由軍事挑釁、公開閱兵、軍事展覽會 等 方式，來達成自

身的訴求，除此之外，通常小國與大國之間的對話過過程當中，經常

會透過「可信賴的第三者」(第三國)的介入，與主要對象形成均勢關

係，以此達成主要目的和訴求。 

近期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軍事挑釁對峙，以及周邊國家之間的外交

競爭，使得目前的國際架構逐漸朝向兩極關係的態勢，以北韓的立場

而言，與中國之間的朝中傳統友誼關係，雖然在之前的核試驗曾經導

致短暫的冷卻期，與美國之間更因為核試驗和飛彈試射的關係，形成

高度的對決關係，朝中美關係呈現出「單位否定型關係」。但是在北

韓宣告完成四次和核試驗，且彈道飛彈技術獲得一定成果之後，北韓

首先以改善南北關係，參加平昌奧運，開始轉為親善外交路線，朝中

關係更因為原有的地緣關係以及深厚的歷史背景，雙邊關係得以迅速

獲得恢復。 

2018 年開始，北韓雖試圖以高峰會談和親善外交路線來突破國

際制裁的封鎖，但是在親善外交路線功敗垂成之下，在歷經短期的「羅

曼蒂克型三角關係」之後，北韓為了能夠突破高強度的國際制裁和經

濟封鎖，北韓的對外關係重新回關到朝中關係為核心的「結婚型三角

關係」，而且是高度穩定的結婚型三角關係，此時的北韓對中國產生

高度的扈從關係，特別是在近期疫情發生的當下，北韓除了原有的國

防安保問題之外，在醫療衛生保健、邊境地區物流貿易 等方面，重

啟中國和俄國之間的三國邊境貿易是當前北韓所必須要處理的課題。 

然而，從過去北韓歷年的對外關係發展路線來看，儘管北韓在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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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外交策略上，首先一定是與中國維持穩定的傳統友誼關係，但是從

朝中兩國在歷經了宗派事件(1956)、文化大革命(1965)、韓中建交(1992)、

中國宣布對北韓禁運措施(2016)等 多個重大事件伴隨而來「冷卻期」，

北韓對於大國向來保有高度的警戒心態，中國也因為這樣的關係，在

對朝經援的過程當中，偶爾出現消極的對應10。對於美國的應對更是

反映出高度的不信任感，因此金正恩在今年 10 月 12 日的平壤國防展

覽會演講當中直接斷然否定美國之間所表示的願意協商談判的善意

態度，除了因為韓美日軍事同盟持續的擴大運作之外，美中關係的不

確定性，當北韓無法確切的從美國獲得完整的安全保障，解除經濟制

裁，朝美關係也難以有所進展。過去北韓在施行「全方位外交」的時

候。北韓是以「核武技術的研發進度」作為換取外交上的承諾和經濟

支援，但是自從北韓完成核武研發之後，過去的「核武交換安保」的

方式已經變得不可行，從 2018 年開始北韓與美國之間的互動過程可

以發現，金正恩時代的核戰略，當初有可能希望藉此發展成美中兩國

之間的樞紐，從原有的「緩衝地帶」發展成「戰略樞紐地帶」，以核

武國家的非對稱準戰姿態，改善並突破朝美關係的僵局，並以過去全

方位外交的方式與美國建立實利關係。以近期北韓的核戰略外交在中

美之間所出現的地位變化，如<圖一>所示。 

 

 

 

 
10 譬如過去曾簽約議定的威化島-黃金坪經濟特區、羅先經濟特區、新義州-平壤-開城高速

鐵路方案 等相關建設事業，目前仍法看出有任何的具體事蹟，但是在貨物運輸物流的部

分，經由俄國的三國物流聯運仍有一定程度的運作，在目前疫情持續的當下，此部分有機

會成為北韓在對外貿易發展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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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近期北韓在美中戰略三角關係的地位變化 

 

 

 

 

 

 

 
   

伍.結論：北韓核戰略對於周邊地區的影響 

根據金正恩最近 3 年的對外聲明和演講內容，金正恩時代的核戰

略，整體來看可以分為 3 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2012-2017 之間的「軍

事大國準備時期」，第二個階段是 2017-2018 年的「親善外交時期」，

第三階段是「正面突破戰」時期，當北韓成功的從「國防委員會為中

心的先軍政治」轉型為「以黨中央為中心的黨國家體制」之後，也就

是 2017 年核武建設完成之後，朝鮮勞動黨在第八次黨大會恢復黨書

記制度，並透過修改憲法和黨章的方式，明確把國內民生、經濟等權

責的劃分給內閣，國防和社會治安則是由國務委員會掌管，人民軍的

地位明確的回歸到「黨指揮槍」的體系裡面。 

金正恩政權與過去不同的地方在於，金正恩完成了過去金日成和

金正日一直想要完成的目標，成功的把核武常規化，建立單一兵種「戰

略火箭軍」，讓北韓得以實質的擁有核武和相關的長距離打擊能力。

而相對的，金正恩政權必須要建構完整的國家指揮體系，管制和指揮

這批極具威脅的武裝力量，因此，如何讓北韓回歸到正常的「黨-國家

體系，降低軍部將領在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和影響，同時改善外部環境，

類似冷戰時期的金日成時代，是金正恩在他的「核戰略」推展的過程

當中，所必須要處理的課題。 

美

 

中

 

北

 

核武建設期間 

(2012-2017) 

美

 

中

 

北

 

核武建設完成之

後 

美

 

中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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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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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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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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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金正恩在就任黨總書記之前曾經不斷強調的「金日

成-金正日主義」，可能會隨之衍生發展為新的統治思想體系，目前 

可能有兩個主要理論結構，第一個是2019年1月1日在新年社論所提

到的「我們國家第一主義」，意圖推展以黨為中心的「黨國正常化

家體系」(정영철,2020:10)，確保金正恩和朝鮮勞動黨中央可以有效

的管制戰略火箭軍的核武，以及朝鮮人民軍龐大的遠距離打擊武器

，避免陷入再次陷入金正日時期已軍部為指導中心的先軍政治體系

。 

第二個是從 2013 年開始便不斷宣傳的「人民大眾第一主義」，這

其實是金日成時代曾經提過的「人民大眾論」近一步轉型而成的統治

理念體系之一，以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這也是構成主

體思想的主要概念，簡而言之，如果金正恩的核戰略得以讓北韓度過

近期因疫情所造成的經濟和糧食危機，同時也可以維持住以黨為中心

的核武飛彈發射管制體系，避免軍部再次介入政治核心，北韓很有可

能會以此發展出繼金日成的主體思想和金正恩的先軍思想之後的新

一代政治思想體系，這將有助於金正恩政權更加穩定，但是由於疫情

和過去長期的慢性經濟困難和糧食不足的問題，可能會成為金正恩政

權的不穩定因素， 

他的核戰略除了成功維持住「黨-國家體系」的生存利益(survival 

interest)之外，並得以開始集中專心在「人民經濟政策」，挽救岌岌可

危的國內經濟，除此之外，也對藉此對外以「準核武國家」的姿態，

「正面突破」目前的種種外部困境，以及因疫情導致的經濟困難，在

如此急需解決緊要利益(vital interest)的關頭，核武便可以作為間接影

響力，對周邊國家安保所造成周邊利益(peripheral interest)，建構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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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協商環境的談判底牌，此部分應是金正恩近期和將來的核戰略發展

走向。 

對於周邊國家而言，朝核問題確實是一個嚴重影響周邊地區安全

的核心課題，隨著北韓長期持有核武，可能會造成周邊國家被迫發展

尖端打擊武器進行自我防衛，使得韓國和日本加速發展新型戰略武器，

譬如輕型航母或是潛射長距離導彈，加深地區的軍事對峙情勢，但是

如果從韓半島的和平局勢來看，已經擁有大批核武的北韓，如果北韓

政局勢陷入不穩定，或中央政府無力節制朝鮮人民軍的情況發生，火

箭戰略軍和其他掌握傳統武力的軍事武裝部隊可能會陷入群龍無首

或是內部鬥爭衝突的情況，將都相當不利於周邊國加在地區的生存利

益，也會危及東亞地區的勢力板塊和結構，因此，北韓的國家正常化

發展策略，不僅是爲了自身的體系的安全，也應比較符合周邊國家當

前的利益，儘管北韓政權在許多領域仍有相當多的課題需要去探討，

不過就現階段而言，北韓政權的穩定發展，以及維持周邊國家的對話

管道，即便北韓可能無法維持長期有效的樞紐角色，但卻可以就安全

問題和終戰宣言的部分，循求建構出穩定戰略三角關係的可行性，不

僅有助於南北韓關係的穩定發展，也有助於緩和緊繃的東亞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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