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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对韩公共外交有助于朝鲜半岛的安全与稳定、中韩两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以

及两国文化的和合共生。中国的对韩公共外交有着以下主要特征: 两国高层领导在此议题上高度

良性互动，人文交流是主要纽带，与互联网相关的企业、精英与主流媒体则是突出舞台。面对问题

和挑战，中国对韩公共外交的社会基础与文化交流方式有待改进，美国、日本的竞争与韩国的民族

主义情绪等问题不容低估，中国在朝鲜半岛安全与统一这个议题上的舆论也构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对此，中国应进一步夯实对韩公共外交的社会基础，升级对韩公共外交的文化交流方式; 管控美日

的负面影响，不刺激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优化在朝鲜半岛安全与统一问题上的议程设置，化被动

为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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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韩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长足

的发展。在官方外交领域，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习近

平主席和朴槿惠总统的互动更是超过中韩历届首

脑。①与之相伴随的是，在公共外交领域，双方决定

深化合作，各种形式的相关活动更是层出不穷。然

而，与实践层面的如火如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关

两国公共外交在学术层面的研究仍相对滞后，跟不

上形势需要。其中，中国更有必要系统总结对韩公

共外交，以更好地促进中韩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一、对韩公共外交的价值

中韩所处的东北亚是当今世界形势最为复杂的

地区之一: 安全上的脆弱、经济上的繁荣与文化上的

隔阂紧密交织在一起，而这一切又都围绕着亚欧大

陆的“边缘地带”朝鲜半岛。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对

韩外交必须超越两国关系本身和传统官方外交的范

畴，从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整体格局的高度出发，综

合运用多种外交手段推动中韩关系稳步前进。其

中，中国对韩公共外交具有重大价值。
首先，对韩公共外交有助于保证朝鲜半岛的安

全与稳定。美国主导的美韩、美日联盟体系无法带

来朝鲜半岛的安宁。对于美国而言，该同盟体系首

先要实现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应对中国崛起

对东亚未来安全秩序影响的不确定性，而朝核问题

是否可控以及朝韩之间是否会发生战争并不是它最

为关心的内容。甚至，为了强化自己在东亚的军事

存在，适度挑起朝核争端以迫使韩日等国在安全上

更加依赖自己，在美国看来同样不失为一个好的政

策选项。这一切都注定了该联盟体系只能保障美

日、美韩和日韩相互之间的海上安全，而不能避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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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海燕:“中韩加强两国关系顶层设计”，http: / /news．inews-
week．cn /detail－617．html．( 上网时间: 2014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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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与该地区其他大陆国家的潜在冲突。① 在这种情

况下，安全上没有得到保证的朝鲜，自然会谋求拥核

以实现“绝对”安全，朝核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六

方会谈”屡屡失败的根源也在于此。
可以说，正是美国对其自身安全利益最大化的

设计，造就了有关国家在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上缺

乏“信任”，也令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的安全形

势走向死局。对此，中韩两国反复强调，应通过加强

互信实现半岛和平。朴槿惠政府更是积极推行“信

任外交”，旨在通过朝鲜半岛利益相关国家的多边

安全合作从根本上解决半岛安全问题。但是，仅仅

指望通过官方之间的“信任”远远不足以达成这个

目标，因为更深层次的不信任来自各国社会之中。
仅就中韩而言，这在处理“东北工程”、“天安舰”与

“脱北者”等事件时，韩国社会对中国所爆发的负面

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凡此种种都决定了中国在开

展对韩外交时，必须通过公共外交手段培育韩国社

会对中国信任的土壤，然后以此为基础在整个东北

亚地区塑造互信的氛围，让各国民间的互信成为维

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坚实力量。惟有如此，才

能够避免韩国上下乃至外界对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

负面解读，并得到他们的理解与配合，从而有助于从

根本上解决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
其次，对韩公共外交有助于推动两国经济的繁

荣与发展。伴随着中韩经贸关系的日益密切，两国

之间的人员往来也呈现出井喷的态势。中韩双向旅

游人次已从 1992 年建交之初的不足 20 万突破至

2014 年的 1031 万。其中，“2015 年前 11 个月，韩国

旅华人数 410 万，同比增长 7．3%”，2015 年中国赴

韩旅游 总 人 数 也 预 计 有 611 万，“为 韩 国 贡 献 了

1．6%的 GDP”。② 如此大规模的人员交流如果能够

得到有效引导与管理，必定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之

间的感情纽带，增进彼此社会的友好联系，从而为两

国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而这仅仅依

靠官方外交渠道是无法做到的，只有通过以官方主

导，吸引企业、媒体和民间组织多方参与对韩交往的

公共外交形式，才有可能使之变成现实。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

议后，韩国方面认为该倡议与朴槿惠政府的“欧亚

倡议”存在契合之处，希望它能够从海上向北延伸，

与韩国对接。③ 然而，韩国仍有人士对“一带一路”

心有疑虑，不但不理解“一带一路”的发展模式、理

念与创新思维，还担心它对韩国的部分产业形成冲

击。此外，许多韩国企业虽然对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兴趣浓厚，却不知道从何处着手。④ 对此，中国必

须大力开展对韩公共外交，通过智库交流、教育往来

与文化互动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对韩国上下讲清楚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

精神，让韩国社会认识到“一带一路”对自己机遇大

于挑战，并切实帮助韩国企业找到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的具体路径。只有这样，才能够调动整个韩国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两国经济

合作在更大空间迈上新台阶。

最后，对韩公共外交有助于实现中韩两国文化

的和合共生。经济上靠拢中国，安全上却依赖美国，

韩国这种外交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2003 年以

来韩国社会对华认知的强烈波动也与此相关。虽然

同在儒家文化圈内，但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价值观

层面，韩国与中国大陆的文化都相距甚远。就原因

而言，两个因素不得不提。其一，“边缘地带”和半

岛地理结构决定了韩国倾向于根据周边地区实力结

构的变化选择依附大陆或者海洋大国，或是在二者

之间走平衡路线，且极易滋生过分自信与极度自卑

的心理和带有强烈危机意识的急躁情绪; 其二，韩国

的现代化进程早于中国，西方价值观在这一过程中

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韩国较早地将东西文化相融

合、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对中国有着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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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优越感。① 这两大因素混合在一起，造成韩

国社会对中国出现极为复杂的情感形态: 既看好中

国发展的前景，希望搭上中国和平崛起的便车，又对

中国的发展是否会威胁到自己心存疑虑，指望外来

者平衡中国的影响; 既以自身文化先进的眼光俯视

中国，对双方社会意识形态差异持有偏见，又对中国

的超常发展难以适应，心存失落。而一旦中国在某

件事上的行为与自己的心理预期或者要求不相符

合，韩国社会就极易产生暴躁心理，对中国横加指

责，并且这种负面情绪持久难消。这决定了中国在

开展对韩外交时，必须将化解两国文化隔阂放在重

要位置，既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与理解，更要

在他们之间培育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为两国关系

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官方外交在应对这种

问题时，无疑力不从心。只有加强相应的公共外交，

以长远眼光对韩国社会输入和合共生的理念，帮助

韩国民众用理性态度看待中国，进而从根本上破解

中韩社会“近却难亲”的问题，才能够保证两国人民

心意相通，共同应对东北亚的风险与挑战，共同推动

朝鲜半岛走向稳定与繁荣。

二、对韩公共外交发展特征

中韩两国友好交往历史悠久，文化交流也源远

流长，但是双方正式开展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外交还

是在 1992 年两国正式建交以后。② 20 多年来，伴随

着中韩“两国双边关系在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并朝着“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目标切实向前迈

进”，中国对韩国的公共外交工作也有声有色，组织

体系较为完善，传播体系迅速发展，品牌项目也非常

之多，并呈现出三大特征。
第一，两国高层领导的高度良性互动是中国对

韩公共外交发展的强大动力。虽然诸多国家在交往

中都有着要重视公共外交方面的内容，但是很少有

国家能像中韩两国高层一样达成高度良性互动，这

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对韩公共外交的发展有着强大

动力。以下仅以韩国朴槿惠总统两次访华和习近平

主席一次访韩的经历为例说明。
2013 年 6 月 27 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开启就任

后首次的访华之旅，她受到了中国“史上最高规格

礼遇”接待。③ 6 月 29 日，她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首

次提出“韩国梦”这一概念，并强调“中国梦与韩国

梦是结为一体的”，“韩国与中国和谐相处，一定会

有光明的未来”。④ 也正是在她访华期间，发展“公

共外交”正式成为两国共识，《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

明》和《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均将

之纳为两国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手段，并

制定了诸多配套措施以保障其落实。
习近平主席同样重视躬身亲为对韩国的公共外

交活动。2014 年 7 月 3 日，习主席于访韩前夕，在

韩国主要报纸发表署名文章，称赞“中韩关系发展

速度之快、领域之广、影响之深，为国际社会树立了

国家关系发展的典范”，表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

就是与“韩国各界朋友广泛接触”，“给两国关系发

展注入新动力”。⑤ 访韩期间，他在国立首尔大学发

表演讲，强调两国人民的友谊“血浓于水”，鼓励两

国人民“更多分享喜悦，更多分担困难，更好书写友

谊地久天长的新诗篇”。⑥ 活动产生了强烈反响，署

名文章轰动韩国，演讲也赢得了 30 多次掌声。最

终，在韩国政府的配合下，习主席的访问活动在韩国

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从当地舆论将“中国梦”、
“韩国梦”变成热词和视习主席的这次访问为“两国

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就可以看出。⑦

2015 年 9 月，朴槿惠总统开启中国阅兵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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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大会。3 日，纪念大会开始前，当各国

元首一起走向天安门城楼时，她走在习近平左侧。
在天安门城楼上，她又站在习主席右侧第二个位置

观看纪念活动。这些都足以看出中方对于韩国的高

度礼遇。朴槿惠总统的这次活动再次获得韩国社会

肯定，韩媒体称之为“一个历史性的场面”，她的民

众支持率也一度升至新高。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正是韩国方面在公共外

交合作这一议题上持积极态度，中国对韩公共外交

才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广阔空间。而也正是双方在公

共外交上“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相互正能量反

馈，中国对韩公共外交的各项工作才能够顺利推行、
不断前进。

第二，人文交流是中国对韩公共外交的主要纽

带。早在 2006 年，胡锦涛主席就将中韩人文交流视

为两国关系中的亮点。2007 年，在中韩建交十五周

年之际，他向韩国在中国举办的“动感韩国”这一重

要文化交流活动发出贺信，祝贺其为纪念两国建交

增添了光彩。2008 年，他更是明确要求与韩国扩大

人文交流，巩固两国友好的基础。① 在中韩新一届

领导有关发展两国公共外交的议程中，人文交流受

到进一步重视，甚至多次被单独强调。2013 年 6
月，两国元首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决定成立“中

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这一政府间协调机构来指

导执行相关工作。11 月 19 日，该委员会正式成立，

它在两国公共外交发展历程中可以说是扮演了里程

碑的角色。② 2014 年 7 月，习主席访韩期间，两国元

首“商定共同努力将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机制

打造成为加强两国人文纽带的重要平台”，并对外

发布了该委员会当年的交流合作项目名录。③ 2015
年，两国人文交流合作名录从 2014 年的 19 项迅速

攀升至 50 项。
在两国高层的共同重视与强力推动下，中国对

韩人文交流发展顺利。从内容看，它涵盖了青少年、
政府互换奖学金、学术、人文、历史、音乐和艺术等诸

多领域，非常务实; 从参与的层次看，可以说上至中

央部门、下至地方政府乃至诸多民间组织都积极参

与其中，氛围热烈; 从成效看，近年来双方之间的互

动呈现出良性循环的有利态势，均对打造“人文共

同体”的前景感到乐观。④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中

国对韩人文交流活动中，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受到

了异常重视。中国方面意识到，“中韩关系的明天，

根基在民众，希望在青年”。目前，两国在这方面有

稳定的交流与青年领导者论坛项目。⑤ 2015 年 11
月 2 日，中韩两国总理共同出席了首届中韩青年领

导者论坛。会上，李克强总理特别强调，“青年交流

是中韩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两国关系

的未来”，希望两国青年“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活

力，携手迈向崭新未来”。⑥

第三，中国与互联网相关的企业、精英和主流媒

体成为对韩公共外交的突出舞台。在对韩公共外交

的过程中，尽管高校、智库与民间组织等诸多载体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社会影响而言，中国与互联网

相关的企业及其精英在对韩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显得

最为突出。他们在韩国的诸多活动不乏商业利益的

考量，但其所产生的公共外交效应不容低估。习近

平主席 2014 年 7 月的访韩之行，带去了 250 多人的

经济使团。就质量和规模而言，该使团达到了历史

之最。其中包括华为总裁任正非、百度董事长李彦

宏和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他们的企业都在对

韩公共外交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⑦ 比如，华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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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 /03 / t20150803_6109996．shtml．( 上网时间: 2015 年 11 月 2 日)

赵成:“中韩青年交流合作项目播撒中韩友谊的种子”，ht-
tp: / /www．cssn．cn /gj /gj_gjzl /gj_ggzl /201511 / t20151105_2559238．sht-
ml．( 上网时间: 2015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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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韩国开拓市场已有十余年。作为中国高端制造

业的代表，华为“在进军韩国市场的过程中，时刻注

意履行社会责任，尊重当地文化习惯”，改变了韩国

许多人对于“中国制造”低端印象的负面认识，也翻

开了“中国科技服务世界的新篇章”。① 而这些企业

的领导者本人在韩国工商界乃至社会的巨大影响也

显而易见。这从 2014 年 7 月 4 日李彦宏作为唯一

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代表在中韩经贸合作论坛发表演

讲前后所受到的欢迎，以及次年 5 月马云再次访韩

时，在 媒 体 和 社 会 所 受 到 的 追 捧，都 可 以 得 到 验

证。②

此外，中国的主流互联网媒体在日常生活中对

于在韩国传播中国声音、促进两国人民互相了解方

面的作用无可替代。目前，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
中国经济网和《人民画报》网等中国主流媒体纷纷

开通了韩语网站。其中，人民网于 2011 年在首尔设

立全资子公司，主营人民网韩文版与韩国频道这两

大网站。它在向韩国全方位介绍中国的同时，也广

泛与韩国媒体、企业及地方政府合作，积极促进两国

人民之间的交流。③ 目前，它还开通了韩文版的微

博和微信，希望利用各种新媒体，发挥自己在促进两

国人民友好方面的积极作用。这种在境外以企业化

的方式运行网络媒体开展公共外交的方式值得关注

和借鉴。

三、问题与挑战

经过两国的共同努力，自 2010 年开始，韩国民

众开始逐渐改变由于 2003 年“东北工程”和“高句

丽历史之争”事件所导致的对华负面认知。皮尤的

数据表明，2015 年，61%的韩国人对中国抱有好感

态度，而在 2010 年该数据为 38%。但是，我们也必

须清醒地看到，当前韩国社会对中国的积极认知还

远远没有达到双方关系发展所需要的程度，甚至比

2002 年还低 5 个百分点。④ 这说明中国对韩公共外

交依旧任重而道远。下文将从公共外交的实施战线

和操作形态这两个视角，探讨当前对韩公共外交存

在的问题和挑战。
从实施战线的角度看，公共外交可分为合作性

公共外交、竞争性公共外交以及对抗性和冲突性公

共外交。所谓合作性公共外交，是指有关行为体在

某些重大一致利益的议题上，比如发展民主政治、改
善政府治理、保障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等，进行良性

互动与协调，谋求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公共外交行为。
所谓竞争性公共外交，是指它们在竞争性利益的议

题上，比如意识形态差异、贸易投资相对受益、安全

关注不同和领土领海纠纷等，进行争夺话语权、谋求

自身合理利益最大化的公共外交行为。⑤ 对抗性和

冲突性公共外交则是竞争性公共外交走向极端和异

化的表现，此时，有关公共外交的各方不再关注共同

利益和相对获益，只谋求自己单方利益与绝对利益

的实现。
就中国对韩公共外交而言，合作性公共外交领

域虽然总体走势良好，但是对韩公共外交社会基础

与文化交流方式上的问题需要重视。首先，中国民

众对韩国的好感度较低，皮尤 2015 年的调查数据仅

为 47%。⑥ 这与部分中国人存有自高自大的文化优

越感，用附属国的陈旧眼光看待韩国，对其抱有不切

实际的期待，以及部分中国媒体对韩国的负面炒作

密不可分。比如，在中国国内屡屡引起舆论炒作的

韩国将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据为己有的“申遗”事件，

事后被证明要么是曲解，要么是凭空捏造。⑦ 其次，

韩国民众对中国也存在不少错误认知，意识形态的

分歧、朝贡体制的回忆与中国影响力的迅速扩大仍

旧使诸多韩国人感到不适应。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

2013 年的民调显示，有 18%的韩国人认为中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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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威胁( 高出日本 4 个百分点) ，“是仅次于朝鲜的

令人感到威胁的国家”。① 再次，留学生这一特殊群

体在中国对韩公共外交中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目前

中韩互为最大留学生来源国。其中，2014 年韩国在

华留学人数已经超过 6．4 万人; 2015 年中国在韩国

的留学生也已接近 6 万人。② 虽然在对韩公共外交

过程中，中国重视青少年群体的作用，组织了大量两

国青年互访活动，但对留学生这一天然能在公共外

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群体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其结果就是，“在中韩民间感情出现摩擦时，本应是

两国友好关系主导力量的两国留学生”，却“成了负

面情绪最为激烈的人群”。③ 最后，中国对韩公共外

交的文化交流方式跟不上形势需要。一方面，文化

服务于经济合作的色彩还是过于浓厚，其自身特性

和发展规律没有得到重视，如“韩流”在中国已经流

行很久，中国却没有相应的文化产品在韩国广泛传

播。另一方面，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过于重视表达自

己，让对方理解自己，对区域共同文化的建构存在不

足。事实上，中韩两国共享诸多东北亚区域特色的

历史与文化，只是它在近代被按照西方的标准切割

成“碎片”并归属于不同的国家而已。④ 再者，大国

的迅速崛起使得中国崛起的文明担当也受到了越来

越多重视，此时如果仅仅注意自己这个主体，只强调

中华文明的复兴，而不从新的高度建构可与他国共

享的新型文化，中国的发展必将难以得到国际社会

的认同，这对周边国家而言尤其如此，韩国也不例

外。⑤

与此同时，竞争性、对抗性和冲突性公共外交领

域的挑战不可小视。美日是影响中国对韩国公共外

交成效的重要外在变量。韩国政府视美韩同盟为自

己外交战略的基石，韩国社会对美国的好感也比较

强。2010 年以来，韩国人对美国的好感度一直保持

在 80%左右。⑥ 在美国看来，美韩同盟和美日同盟

是自己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制衡中国的两大战略支

点，但相对于日本，韩国却不能让美放心。尽管自

2009 年以来美韩同盟一直呈现强化趋势，然而韩国

政府在安全议题上并不那么认可美国的“中国威胁

论”，而是奉行对华“信任外交”，坚持不挑衅、不冒

犯中国的行为，这并不符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

初衷。韩日关系则自 2012 年以来一直处于紧张状

态，美国希望日本扩大军事实力，以为自己的全球战

略服务，而韩国却对此疑虑重重，这当然也限制着美

国在东北亚军事战略行动的空间。2015 年，朴槿惠

是美国亚洲盟友中唯一参加中国“9·3 阅兵”的总

统，这无疑又让美国感到失望。日本甚至因此怀疑

中韩正结成反日伙伴，韩国已经完全拥抱中国，被纳

入中国的战略轨道。在经济议题上，韩国不顾奥马

巴政府的反对加入亚投行同样损害着美国的亚太

“再平衡”计划。⑦ 在此背景下，美日联手破坏中韩

友好合作的可能性与力度会加大，尤其是美国有可

能会直接在前台对韩进行游说和施压。目前已经有

美国学者在利用“在地区乃至全球公共外交领域中

扮演‘领导者’角色”这一诱饵，煽动韩国以文化自

由、政治自由以及本国公民对 YouTube 等新媒体的

自由参与等议题来攻击中国，限制中国的影响力。⑧

就内在变量而言，中国必须注意韩国国内的民

族主义情绪。2003 年，正是由于“东北工程”和“高

句丽历史问题”，中国在韩国人心目中的国际形象

一落千丈，至今尚未能恢复。⑨ 目前，中韩之间仍存

在包括苏岩礁在内的领海争议，其争议面积比中日

之间的 16 万平方公里还要大出 2 万多平方公里。

54

《现代国际关系》 2016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王星星、［韩］殷棋洙:“当前韩国民众对中国和中韩关系认
识的实证研究”，《东北亚论坛》，2014 年，第 2 期，第 79～87 页。

惠晓霜:“在华韩国学生人数创新高”，http: / /news． xinhua-
net．com /world /2014－12 /08 /c_127284028．htm; 李良勇: “在韩外国学
生近 10 万 人 中 国 留 学 生 数 量 第 一”，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
world /2015－11 /28 /c_128476783． htm． ( 上网时间: 2015 年 11 月 28
日)

［韩］崔智瑛:“在韩中国留学生对韩国的认识以及民族主
义倾向”，［韩］《国际政治论丛》，2011 年，第 51 辑，第 1 号，第 28
页。转引自王晓玲:“‘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人文交流思路的转
换”，《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 5 期，第 51 页。

毕颖达:“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空间、挑战及应
对”，《东北亚论坛》，2015 年，第 2 期，第 123 页。

程亚文、王义桅:《天命: 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群言
出版社，2016 年，第 12 页。

See Pew Ｒesearch Center，http: / /www． pewglobal． org /data-
base /custom－analysis / indicator /1 /countries /116 / ． ( 访问时间: 2015 年
12 月 27 日)

Mark E． Manyin etc．，“U．S．－South Korea Ｒelations”，October
8，2015，pp．1－35，http: / / fas．org / sgp /crs / row /Ｒ41481．pdf． ( 上网时
间: 2016 年 2 月 2 日)

Philip Seib，“Korea’s Public Diplomacy Opportunity”，The
Huffington Post，http: / /www． huffingtonpost． com /philip － seib /koreas －
public－diplomacy－o_b_4326708． html． ( 上网时间: 2013 年 11 月 25
日)

王晓玲:“‘周边命运共同体’构 建 与 人 文 交 流 思路的转
换”，《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 5 期，第 50 页。



虽然两国政府正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在友好协商这

个问题，但是，鉴于仍有 78%的韩国人在领土问题

上对中国感到担忧的现实，①如果在舆论引导上出

现差错，极有可能对中国在韩国的形象再次造成严

重冲击。
从操作形态的角度看，公共外交可分为常态公

共外交和危机公共外交。与常态公共外交不同，危

机公共外交是指国际行为体在已经或者可能即将处

于危机状态的情况下，通过应急性公共外交，树立正

面形象，塑造国际话语权，以化解对其不利影响，实

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二者在具体目标、实施过程和

操作结果等方面有着明显差异。
在常态公共外交与危机公共外交领域，朝鲜半

岛的安全态势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个问题可

以分为四个层面。首先，朝鲜在核问题上的反反复

复，使美日有了足够借口来制造地区紧张局势，并指

责正是中国的放纵才导致了朝核问题失控。对此，

尽管中国进行了大量斡旋调解工作，并主动发起

“六方会谈”，但收效甚微。由此，中国解决这一问

题的政策、能力乃至意愿在某些国际舆论中受到负

面评价，该问题能否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的前景也

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忧。② 舆论上对中美“合作解决”
朝核问题的持续讨论则给朝鲜以强烈的负面心理暗

示，使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受到干扰。③ 其次，朝韩

之间经常发生擦枪走火事件，直接导致两国的军事

准备升级和朝鲜半岛的安全形势恶化。而每当类似

事件发生时，在美国明确表示支持韩国的情况下，中

方态度又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中国面临着两难

选择，舆论上稍有不慎都会给自己造成困境。比如，

在“天安舰”、延坪岛事件发生后，尽管中国做了大

量工作，但解释公关没有跟上，导致韩国上下诸多舆

论还是认为中国在这两件事上采取了庇护朝鲜的不

负责任态度，“根本没有将韩国视为战略伙伴”。④

第三，在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无论是韩国政府还是

民众都对中国的态度非常关切。朴槿惠政府更是实

质性地准备在朝鲜“崩溃”的情况下实现南北方统

一，同时，韩国内部强调凭借自身优势实现“急速统

一”的暗流也在涌动。⑤ 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态度无

疑十分重要。韩国和美国舆论都担心中国是否会采

用军事介入的办法来干预朝鲜半岛危机，以及中美

在朝鲜半岛再次冲突的可能性。⑥ 此外，即便是朝

鲜半岛完成了统一，也还有 60%的韩国国民认为，

“未来韩国统一后面临的外部威胁中中国排在第一

位”。⑦ 第四，归根结底，中国对朝鲜的“支持”受到

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对手借口炒作金正恩政权独裁、
侵犯人权和朝鲜建设失败等议题来影射攻击中国社

会主义制度的意图也是昭然若揭。在这一问题上，

中国基本保持了沉默，舆论上难以取得主动。
进入 2016 年初，随着朝鲜试爆氢弹并发射火

箭，半岛局势再次走向紧张，中韩关系也又一次走到

微妙的关口。一方面，韩国要求中国能在“制裁”朝

鲜方面发挥作用，防止朝鲜继续进行核试验和半岛

安全局势恶化; 另一方面，韩国试图联合美国部署

“萨德”反导系统，又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利

益。对此，中国虽然公开声明坚决反对朝鲜进行核

试验，但在“制裁”的问题上，却再次面临着对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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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抛弃朝鲜或者敷衍韩国这两个极端信号的风

险。①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在反对部署“萨德”系统

的舆论上，多是强调该系统在抵消中国核反击能力

层面的作用，对韩国的安全关切谈论比较少，这自然

也难以在韩民众中产生认同，有韩国媒体就对此认

为中国“无视韩国安保主权”。②

四、深化对韩公共外交的基本思路

鉴于对韩公共外交的价值，中国必须在总结既

有成就、问题与挑战的基础上，认真设计好对韩公共

外交的基本思路。在发展对韩关系上，习近平主席

明确提出中韩要做“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

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

的伙伴”。③ 中国对韩公共外交也应明确围绕这个

要求，除了完善既有组织体系、传播体系并继续打造

更多品牌项目之外，应在以下对韩公共外交思路方

面谋求新的突破。
第一，夯实对韩公共外交的社会基础，升级对韩

公共外交的文化交流方式。在国家内部，必须要引

导民众养成健康的大国心态，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

目自大。在对待韩国民众时，尤其要注意平等地与

其打交道，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正确看待他们在

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切不可急于求成地对

他们提出超过其历史发展实际的要求。要多向韩国

民众介绍现代中国和亚洲中国的身份，重视宣传

“中国梦”与“韩国梦”相通与相融的部分，注意多在

日常沟通与交往中让他们理解中国和平发展的诉

求，认同中国对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追求，从而在根本

上消除他们对中国发展的焦虑。同时，要管理好国

内媒体，要求其按照新闻职业精神客观报道韩国，多

宣传两国关系的正能量，不盲目炒作甚至捏造“事

实”来影响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在留学生群体的

管理上，中国应对韩国在华留学生和中国在韩留学

生进行必要的两国国情教育，并采取切实措施帮助

他们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使之在与周边民众的日

常交往中学会理解和尊重两国的文化传统与现代身

份，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两国利益的融合与纷争，成为

传播两国友谊的生力军。
在文化交流方式上，应按照文化自身的属性与

传播规律，并结合韩国民众的文化偏好、中韩两国的

共同历史传统与共享价值，有针对性地打造一批能

够引起两国社会情感共鸣的优秀作品。同时，既要

注意表达好自己，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

述好中国特色，也要注意学习借鉴韩国优秀的价值

与文化，并努力从新的高度建构东亚诸多国家都能

共享的新区域文化。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韩国

同样是中国了解自身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重要窗

口，中国应该努力从中发现有助于中华文明与西方

文化有效对接与融合的方式，从而为自己“塑造包

容历史、包容西方的全新文明，为世界探索超越西方

的发展模式与文明形态”，寻找到一条相对便捷的

途径。④

第二，着眼于发展良性的竞争性公共外交，有效

管控美日负面影响，不刺激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美日对于中韩合作感到担忧的问题上，应当做好

长期应对的心理准备。在对美日的公共外交中，应

适度增加有关中韩合作有利于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

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内容，并着力对其精英群体进行

有针对性的公共外交，多发出积极、善意的信息，缓

解其内心的焦虑。基于短期内美日媒体对华负面舆

论很难有根本性改变的事实，中国还是应该多学习

其在传播手法与技术上的特长，做到为我所用。尤

其是美日擅长利用新媒体平台，与之相比，中国对韩

公共外交的媒体在这方面尚存在巨大差距，应当尽

快赶上。比如，中国主流媒体唯一的韩文微博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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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韩文版自 2011 年 9 月 27 日上线至今，关注数只

有将近 3．2 万人。① 另外，应该坚持开放的立场，不

能因为对手的竞争乃至敌意情绪就实行自我封闭，

应相信只要坚持合作共赢的方针，并辅之以持之以

恒的努力，中国对韩公共外交事业就不仅能够上一

个新台阶，而且能够产生溢出效应，使驻在韩国的第

三方人士受到积极感染，从而最终帮助达到中西文

明互通互融这一目的。最后，针对美国“战略东移”
所造成的对中国不利情势，可以多借助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中等强国试图在东北亚发挥更

大作用的诉求，在多边层面开展相应的公共外交活

动，用集体声音改善对中国不利的舆论环境。
在应对韩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上，要特

别注意两点。首先，中国应注意在涉及朝鲜半岛历

史的议题上多与韩方学术界沟通，在与韩国学者达

成一致的基础上，借助他们影响其社会舆论。其次，

在领海纠纷上，中国应多对韩国社会宣传自己以合

作共赢的态度解决问题的诚意，低调处理两国民间

在这一议题上的纷争，不让对方民众产生中国可能

会恃强凌弱的错觉。
第三，在朝鲜半岛的安全与统一议题上，优化议

程设置，化被动为主动。首先，中国应重视在舆论上

强调，朝鲜半岛的局势只有在稳定的前提下才有可

能谈安全与统一，否则一切都无法保证。这其中，又

以朝鲜政局的稳定为核心。目前，叙利亚的难民问

题已经震动整个欧洲，而核扩散所带来的恐怖主义

阴影也令世界心有余悸。很难想象，一个迅速崩溃

的朝鲜会给中国、韩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带来多大

灾难。如果那一刻真的到来，韩国的“急速统一”不

仅将会被证明是泡影，而且连自身的安全与发展都

将无法保障。
其次，中国应向各相关方大力宣传对于朝鲜半

岛问题的解决要有足够耐心。如果想要真正实现朝

鲜“无核化”，那就必须在安全上给予其相应保证。
然而，这却是朝鲜最大的假想敌美国所不愿意做的。
当前的舆论只关注朝鲜出尔反尔，一意孤行，却没有

顾及到美国在此问题上负有责任的现实。事实上，

正是美朝两国间的恶性互动才造就了今天朝核局势

每况愈下的局面。比如，朝鲜曾经向美国提出过以

停止美韩军演与谈判和平条约为条件暂停核试验，

但美国拒绝回应。② 目前，该问题只有通过采取逐

步降级的方式，即朝鲜逐步弃核，美国同时逐步解除

对朝的敌对措施，才有可能解决。为此，中国应当在

各种场合鼓励相关方回到谈判桌前，平心静气地讨

论问题，而非隔空骂战，相互渲染紧张气氛。在此过

程中，中方应注意强调多方合作、共同参与的原则，

而非仅仅是中美、中韩、中俄或者中朝“合作”，以免

引起其他利益相关方的猜疑。对于韩朝之间的擦枪

走火事件，中方可以建议通过中朝、中韩特别军事热

线，加强中国在二者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作用，并寻找

合适的时机进行信息公开工作，防止双方直接短兵

相接，造成半岛局势的骤然紧张，也给其他方以浑水

摸鱼的机会。在朝鲜半岛的统一上，中国应该公开

表态，鼓励朝韩双方在提升相互信任、实现南北和解

的情况下，走向自主和平统一。与此同时，应点明奥

巴马在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无望的情况下，试

图采用网络渗透的软进攻手段使朝鲜“崩溃”来帮

助韩国的想法，只会火上浇油。③

再次，对有关指责朝鲜内政黑暗以及影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中国应大力开展解释、说
明和澄清工作，一方面鼓励朝鲜逐渐走向对外开放

并注意开展相应的公共外交，多让自己的内政外交

透明化; 另一方面，以现实案例举证所谓的“民主”
并非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之道。远的不提，就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所扶持的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权，

哪一个不是美式“民主”的样板，然而它们既没有在

治理上解决自身的无能与腐败，不为本国人民所信

( 转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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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①因此，在这种内外环境下，欧盟短期内仍很难

克服这种“不适应症”。
当然，对欧洲一体化的认识还应理性客观。因

为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进程看，一体化前进始终都

不是一帆风顺的，相反，总体上都伴随着困难与挑

战。欧盟往往显示出很强的两面性，一方面，纷争和

内斗不断，尤其在面对危机时，无论德、法这样的大

国，还是葡萄牙、希腊这样的小国，都不同程度地在

维护本国利益，缺乏“集体观念”，颇有一番“大难临

头各自飞”的景象; 另一方面，欧盟也具有很强的抗

压性和韧性，总是能在最后一刻达成妥协，不但没有

分崩离析，反而一次次向前推动制度建设，尽管有些

反应迟钝、步伐缓慢。因此，对欧盟来说，挑战同样

可以理解为机遇。例如，在欧债危机倒逼下，欧盟经

济治理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签订了《财政契

约》，成立了“欧洲稳定机制”，还初步建起了银行联

盟。在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的倒逼下，欧盟迅

速整合反恐资源，成立相关合作机构，在枪支管控、
旅客信息共享方面取得突破，在军事行动上加强协

调，共同推进“国际反恐联盟”。难民危机虽引发欧

盟内部纷争，但同时也促使欧盟国家考虑优化《申

根协定》，加大力度管控好外部边界，做好移民融入

和难民救助工作。甚至极端地说，如果没有危机倒

逼，欧盟一体化可能很难取得当前的成就。事实上，

伴随着危机发生，欧盟的吸引力仍在扩大。2015
年，克罗地亚加入欧盟，并正式申请加入申根区，立

陶宛成为欧元区成员国。欧盟这种“抱团壮大”的

模式不仅帮助德、法等大国扩大国际影响力，还是中

东欧小国获得更好发展的“捷径”和“有力保证”。
因此，欧盟一体化前行脚步不会停止，不会因危机困

扰而发生根本性逆转。
综上所述，欧盟一体化未来的走向必将是磕磕

绊绊、曲折前行，不会一蹴而就，但也不太可能出现

大的倒退，欧盟更不会解体，而是将处于不断塑造和

完善的过程中，虽然因遇到的困难错综复杂而进展

缓慢，但终将“积跬步成千里”，这正是欧洲一体化

的规律。正如德国前总理科尔在其新作《忧心欧

洲: 我的呼吁》中所言，“我们处在一个朝着统一的

欧洲方向发展的、结果开放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既

有机遇，又有挑战”，“绝不应低估当前面临的艰巨

挑战和任务”，但对于曾经克服过更多困难和挑战

的欧盟来 说，如 今“有 何 理 由 不 去 重 现 昔 日 的 辉

煌”?②○
( 责任编辑: 沈碧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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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第 48 页) 任，也不能在反恐中有所作为，只能坐

看恐怖分子势力日益壮大、胡作非为，这样的教训还

不够深刻吗? 至于拿朝鲜的问题来隐射中国，中国

在舆论上同样可以考虑宣传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例

子来对照美国，以证明该观点的荒谬性。最后，结合

当前形势，中方应对以下两个问题予以特别注意。

其一，应对韩国上下说清楚，中国会按照国际规则，

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协议对朝鲜实施必要惩罚，让

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相应措施不

可能没有底线，以致于让半岛局势恶化到无法收拾

的地步。毕竟，“制裁”只是手段，安全与和平才是

目的。其二，中方也应该向韩国社会解释清楚，部署

“萨德”对韩国自身同样无益。朝鲜无须核武器就

可以实际威胁韩国的安全，它部署在朝韩边境线的

火炮对韩国的潜在伤害不见得就比核武器小。因

此，就效果而言，“萨德”系统对于朝鲜构成的威胁

只具有象征意义。但就此产生的影响来看，朝鲜半

岛周边国家极有可能在其刺激下展开新一轮军备竞

赛，美国也会借此进一步加强对韩国的控制，这对致

力于追求安全和独立自主的韩国而言，无异于引狼

入室，绝非是韩国所想面对的。① ○
( 责任编辑: 黄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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