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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代赔”方案，能否能推动韩日和解？

3 月 1日，尹锡悦在三一运动纪念活动上称，“如今日本从过去

军国主义侵略者转变为与我们共享普世价值、在经济安保及全球议题

上携手合作的伙伴”。6日，韩国外长朴振在外交部举行记者会，公

布了韩国政府为解决“日企强征劳工案”对日索赔的第三方“代赔”

方案，尹锡悦总统 3 月 16 日访日。韩日关系否能够迅速回暖，值得

观察分析。

一、韩日冲突的症结所在

韩日关系复杂，两国不仅有独岛之争，还有历史遗留问题（慰安

妇问题、强征劳工问题）、贸易制裁等问题，是一对结构性的双边矛

盾。当前韩日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存在两个障碍：一个源自于韩国内部

社会与政治间的激烈博弈；另一个则源自于日本方面拒绝承认历史问

题和履行韩国大法院的判决。

首先，韩日历史纷争起源于韩国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博弈。外交是



内政的延伸，所以它首先是韩国国内的社会政治问题，继而才是韩日

间的国家关系问题。尽管韩日双方在 1965 年实现了国家关系的正常

化，但存在于社会各层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冷战期间，韩国社

会对解决历史问题的诉求，长期屈从于服务国家现实利益的外交政策。

在美国构筑的同盟体系当中，韩日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需求，一

定程度掩盖了其历史和民族矛盾。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的政治交往中

强权色彩越来越少，这使得过去由美国强权政治进行安排的国际交往

规则发生了改变。韩日关系的维系和发展，最开始出于美国为构建冷

战同盟体系的需求，进而以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等为纽带开展的。韩

日出现历史冲突首先是随着韩国的民主化进程出现的，历史遗留问题

成为韩国社会运动的引爆点，被激进主义、国家政治作为凝聚社会共

识、塑造民族意识、转移社会矛盾的抓手。

其次，日本不谢罪也是由于日本政府受到本国社会对历史问题的

保守化认知。日本对于历史问题已经形成了“建交时已经解决”的共

识，对韩国的强硬态度不时给予强硬回应。在这一问题上，导致韩日

两国在主要历史遗留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差异，韩日两国政府处

于两难境地。日本对历史的错误认识也激发了韩国的“悲情民族主义”

情绪，推动韩国社会政治升级。慰安妇”问题和日企“强征劳工”问

题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遗留问题症结，也是由社会升级成政治并

进而成为两国外交矛盾与冲突的典型案例。

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韩日还不得不面临在经济领域出现的竞

争。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韩日经贸关系中的竞争成分不断增多，

特别是在汽车、造船、半导体和通讯等领域，竞争日趋激烈。以发展

促稳定的环境消失，社会政治矛盾就浮出了水面。

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2018 年终审判定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



新日本制铁公司须为强征原告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行为支付赔偿。两家

日企均拒绝服从判决，在韩国资产面临被清算以强制执行赔偿的风险。

日方指责韩方判决“违反国际法”，对韩方采取了一系列的贸易限制

措施，引发了韩日冲突。基于一系列历史矛盾，韩国法院对日企判决

的落实问题成为了目前韩日关系的一大症结。

二、尹锡悦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实际行动

尹锡悦政府之所以要快速推动韩日关系改善，是源于贯彻外交路

线转向、推动国内经济复苏、协调美国战略三种考量。政治方面体现

为彻底改变了前任文在寅政府以半岛问题为核心、忽略对美对日的外

交路线；经济方面则能够获得日本解除对韩国的半导体出口限制；在

外交战略层面通过改善韩日关系，强化美日韩三边合作，意图使韩国

扮演“全球枢纽国家”这样更重要的国际角色。在当前地缘环境恶化，

韩国经济不振的情况下，尹锡悦政府推动韩日关系改善，解决日本对

韩国的经济限制措施，从实际利益的角度来看，不失为一个务实举措。

从韩国外交政策转向的角度来看，尹锡悦政府一上台就确立了

“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这一政策基调，所谓“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

指的是对前任文在寅政府的对日政策进行“拨乱反正”，纠正过去偏

重于半岛问题的外交路线，重视韩日两国应对中美竞争的协同效应。

在实际举措方面，尹锡悦政府确立对日外交的优先地位，试图打破韩

日关系长期僵冷的局面，推出对日问题解决的一揽子计划，并希望通

过韩日首脑及其他高层互访重建信赖关系；谋求将历史问题、经济合

作、安全合作等打包解决，最终实现韩日关系的正常化。

在具体行动方面，尹锡悦政府采取了低姿态、务实性的外交策略，

对日开展积极外交。包括派团访日，通过各类多边场合协调两国领导



人会晤，逐步为正式的国事访问做好铺垫。在这个过程中，尹锡悦政

府将有争议的《韩日慰安妇协议》（2018 年被前任政府搁置，解散

了相关基金）定义为两国签署的正式协议。在朝鲜战争爆发 72周年

纪念日、三一纪念日等重要纪念场合针对韩日关系发言，表明继续加

强与美日等核心友邦合作的决心。此次推出的韩财团“代赔”方案，

其实也可以看作为对日一揽子计划中的一部分。

三、韩日能迈向“和解”进程吗？

从社会角度来看韩日和解，韩国政府面临的首要困境是源于国内

各方势力围绕着历史问题的博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韩国的民族主

义等同于爱国主义，在这种政治氛围下，韩国进步团体掀起了大规模

“亲日分子”清查运动，不仅使历届韩国政府不敢轻易在对日历史问

题上示弱，也导致韩日关系出现裂痕。韩国政府在解决社会层面对历

史遗留问题的诉求和国家现实利益之间谨慎维持着一个平衡。一旦平

衡被打破，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方施加压力，就要承担产生外交冲突的

后果，就无法避免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另一方面对日本妥协，稍有

不慎就要背负“亲日派”骂名，承担舆论和政治压力。

从日本方面来看，岸田政府虽然对改善韩日关系表示认同，但在

历史遗留问题上，还是保持一贯的冷处理的姿态。也就是说，日本政

府不仅坚持韩国应该先拿出解决方案和实质举措解决劳工案判决问

题的既有立场，也将该问题与韩日关系改善相挂钩。所以就出现了韩

国政府单方面推动韩日关系改善的现象，因此尹锡悦政府必然要承担

“屈辱外交”的政治风险。

就当前韩国面对的国内外局势而言，尹锡悦的务实性外交也得到

了一定的社会和民众支持。从外交策略上来看，韩国政府的“代赔”



方案，实际上是为尹锡悦访日做了一个必要且重要的铺垫。至于方案

是否能够顺利推进，韩日是否因此能真正走向和解，则是另一个问题。

该方案的实施面临两方面的困难，一个是由政府的行政系统推动，存

在行政干涉司法的嫌疑；另一个在于社会舆论和受害者本身或许很难

接受这一方案，进步社会团体和在野党也会极力反对。历史上也曾有

李明博因为亲日受到质疑，支持率暴跌的案例。在这一问题上，尹锡

悦政府显然也在碰触同样的问题。

从韩日和解本身来看，大多数的“历史和解”是集中于道德和伦

理层面的，它是关于宽恕是否与真相和正义相容的问题，是何种正义

最为可取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韩日和解是一个面临历史正义可

取，还是维护国家实际利益更为可取的两难选择。一个是社会、民族

和认知层面的问题，一个则是国家实际利益层面的问题。

从历史和解层面来看，需要对比特定国家间的成功案例。比如法

国-德国、波兰-德国实现了历史和解，分析其成功经验，有三个必备

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受害国自身对德国的宽恕；第二个需要德国承认

过去的罪行，并对历史遗留进行彻底清算；第三个条件体现在宏观层

面，则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为德国与周边国家的和解提供了和平稳定的

整体氛围。对比而言，日韩走向真正的“和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即使尹锡悦政府通过外交努力，也只是扫除了两国政府之间交往的障

碍，推动由历史问题引发的双边经贸冲突议题的解决，还远未达到“和

解”的基本要求。日本并未就历史罪责进行深度忏悔，更没有就历史

遗留问题进行清算，同时，韩国社会也不具备对日本历史罪责的宽恕

条件。未来，韩日在有限的“浅和解”状态下，会随着两国各自内部

的博弈与不同政党执政的偏好而出现新的波折。

（撰写：杨延龙，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专任研究员，博士；赵



梓煦，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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