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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8 日，两会新闻中心邀请外交部

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

答中外记者提问。

事”（法国媒体语）中被“边缘化”了。国内部分舆论也认为

我们“输了一着棋”。更为激进者甚至对中朝两国“用鲜血凝

成的友谊”也产生怀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一些人的

眼中，中国朝核外交给人一种既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又

被平壤的强硬立场逼到了墙角的感觉。“弃朝”“疏朝”等议

论在网上甚嚣尘上，甚至出自一些“专家、学者”之口……直

到 3 月中，一家亚洲大报还在评论朝核危机时振振有词地提出

一个硕大的问号：中国对朝鲜问题还有多少话语权？

　　应该承认的是，在当今世界大多数事件上，主流话语权几

乎都不在我们手上。朝核危机亦不例外。朝核问题在全球媒体

的报道中，一直是围绕着美国的话语在打转。甚至包括我们的

一些媒体，也自觉不自觉地以美国马首是瞻，跟着美国媒体指

责朝鲜、暗诽中国，独独看不到恰恰是美国将朝鲜核危机视为

一张可以制约中国的王牌，因而每一次在危机趋于缓和时，都

是美国率先挑起新的争端。

　　历史告诉我们，朝鲜 1974 年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1985 年

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1 年美国撤出部署在韩国的核

武器后，朝韩签署《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翌年朝鲜接受国

际核查。1994 年朝美在日内瓦签署《朝美核框架协议》。至此，

朝核问题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然而美国并没有履行自己

签署的《朝美核框架协议》。到 2001 年小布什总统上台后明显

改变了美国对朝立场，2002 年甚至公开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

国家，威胁要对朝鲜动武，甚至公然宣称要推翻朝鲜政权，导

致朝核问题开始走向死胡同。2003 年朝鲜宣布再次退出《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朝核危机再度爆发。此后，朝核危机就在美

韩不断进行军演，不断提高军演水平，和朝鲜不断进行核试验、

导弹试验的恶性循环中急剧恶化，直至双方剑拔弩张，几乎走

到战争的边缘。

　　在这样一轮的核危机升级中，我们听到很多批评朝鲜的声

音。其中不乏有理有据的声音。但如果我们从朝鲜这样一个国

家分裂、国土上还驻扎着敌对的外国军队的角度出发，朝鲜做

出一系列的过激反应是有原因的，因此尽管我们不完全赞同，

但却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不是朝鲜在威胁美国，而是美国在威

胁朝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朝鲜发展核武的道路，是一种被

逼的无奈的选择。要知道，面对美国的核武器威胁，朝鲜曾依

略选择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宴会加演出、钓鱼台养源斋

私宴、“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是我们（朝鲜）始终不变的

立场”、互访互派特使互致亲笔信、“常来中国走走”、“要

加强战略沟通、战略战术合作”、“朝中友谊将按照两国人民

的利益不断加强和发展”……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声明、没有类似“一

致认为”之类的话语、在朝中社报道中，并没有“弃核”的明

确字样。但中朝两国通过这次访问，协调立场、确定弃核战略

和步骤、坚持两国的传统友谊，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在处理朝核危机的整个发展过程中，

稳重沉着、坚忍执着，决策迅速、既准且狠……朝核危机正在

趋向于我们既定的方向发展：半岛的无核化是我们的既定目标、

半岛不生战乱是我们的底线、朝核危机的解决不能以损害中方

利益为代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中朝首脑会晤是中国外

交的一个重大成果。

　　

隐而不发、一发中的
　　

　　曾记否，华盛顿刚刚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与朝鲜劳动

党委员长金正恩在 5 月之前会晤的爆炸性新闻之际，全球舆论

迅速作出强烈反应。在普遍

欢迎朝鲜半岛终于出现缓和

态势、特别是朝鲜终于承诺

可以弃核之余，占压倒性的

国际评论认为，中国在这一

“地缘政治最重要的一件大

2018 年 3 月 28 日，北京，金正恩发表演讲。

      中朝两国通过这次访问，协调立场、确定弃核战略和步骤、坚持两国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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