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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争端及其影响（之二） 

一、日本的看法 

韩国在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诉讼过程后，韩国最高法院对日本劳工

赔偿诉讼案进行了裁定，并扣押了日本企业在韩资产。日本政府认为

韩国在颠覆国际规则，其中有两点让日本政府不能忍受：第一，韩国

最高法院相继裁定：因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不法行为而产生的损失索

赔权，不因两国1965年签订的《日韩请求权协定》而消失。第二，文

在寅政府废除朴槿惠执政时期签订的《韩日慰安妇协议》，并且曝光

协议的非公开内容。从日本的立场来看，1965年6月22日，日韩签署

《日韩请求权协定》，规定日本向韩国提供5亿美元援助，根据协议，

日本强征劳工问题已经得到“完全”以及“最终”解决，日韩之间不

再存在韩国个人向日本政府或企业索取赔偿的请求权。而《韩日慰安

妇协议》是在美国见证之下签订的协议，符合国际通行规则。韩国意

图退出或撕毁协议的行为“不可想象”。因此，日本政府不能接受韩

国对前任政府政治遗产的否定，也不能接受韩国法院的判决。历史问



2 

 

题被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裹挟，不断发酵，这导致日本对韩国失去了

基本的政治信任。这就是日韩冲突的开端。 

 

二、日本的反制措施及目的 

1. 日本贸易反制措施 

    2019 年 7 月 1 日，日本政府宣布对出口韩国的三种半导体产业

原材料加强管制，韩日冲突升级。韩国外长康京和 7 月 10 日和美国

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请求美国调停，美国对调停并不认真对待。日

本坚持责任方在韩国，拒绝美国调停。2019 年 8 月 1 日，在泰国曼

谷东亚合作外长会期间，韩国外长康京和与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进行了

双边会谈，围绕贸易摩擦问题展开磋商，无果而终。 

8 月 2 日，日本将韩国踢出了“白名单”（安全保障贸易对象国

清单），进一步升级了对韩贸易反制措施。这意味着日本对韩国后续

贸易管控货物品类从目前的 3 种增加到 850 种。日韩贸易冲突已经不

可避免地升级。随后韩国政府 8日诉诸 WTO，要求日本撤销出口管制。

日本以非单纯贸易问题，属国家安全问题为由拒绝撤销管制请求。韩

国虽提出举行韩日高层对话，但均未得到日本回应。 

2. 日本反制目的 

    日本实施反制有两个目的：第一，对韩国针对历史赔偿问题进行

经济反制，力图减少在韩日资企业的经济损失。韩国地方法院支持公

民对强征为慰安妇、劳工等问题寻求日本官方、企业做出赔偿。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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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没有回应韩国法院裁决，日本在韩企业新日铁住金公司的部分资

产，遭韩国法院扣押。 

第二，精准打击韩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链，让韩国感到压力，提振

日本企业信心。由于日韩两国产业结构具有高度重叠性，由此产生的

竞争日趋激烈。近几年，韩国高新产业的崛起让日本倍感压力，日本

很多耳熟能详的著名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几乎销声匿迹。日本在避免自

身重大损失的前提下，精准打击韩国高新技术产业链，这对于提振日

本的产业信心有巨大作用。在韩国摆出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姿

态时，日本对韩国的精准打击既显示了日本的产业实力，又显示了外

交把控能力。外界评价认为，日本是谋定而动、雷霆一击、正中要害，

而韩国则是认知错位、判断失误。 

3. 日本对韩反制考量 

    日本政府不断提高与韩国争端、升级冲突，起码有四个深层次考

量： 

第一，日本决定对韩国做出禁运三种半导体生产原材料时，正值

参议院选举前夕，此次选举将针对其中半数席次进行改选，安培需要

维持所需的2/3以上议席。7月21日，参议院选举中，面临考验的除了

安倍晋三的执政成绩，还包括上调消费税、养老金制度问题、修宪问

题三大议题的解决。而针对韩国的贸易制裁，有缓解整合日朝野矛盾，

达成改革共识的作用。执政联盟在参议院选举成功维持多数席位后，

安倍承诺将继续把经济列为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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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本与韩国有结构性矛盾。安倍政权与文在寅政权在诸如

政治、外交、安全议题上有严重的分歧，但与韩国前两任右翼政府在

诸如朝核问题、与美国同盟等问题上能达成共识。而韩国政府在解决

日韩历史问题、对北展开对话与合作等问题上，与日本的外交政策存

在严重分歧。 

    第三，文在寅政府对财阀的打击，触及了日本在韩利益。韩国诸

多财阀有很复杂的国外资金背景，同时对政治有很强的影响力。文在

寅执政后，与财阀之间进行了殊死斗争，其中的著名案例就是轰动一

时的崔顺实“萨德入韩”受贿案，“文艺界黑名单”事件、李在镕行

贿案、张紫妍案等。随着前总统李明博和朴槿惠锒铛入狱，三星集团

接班人李在镕因巨额行贿罪被判入狱，日本在韩的一些利益集团被清

理，“亲日派”在政治上受到了严重打压。可以说文在寅一系列举动，

在某些方面触动了日本在韩利益。 

第四，日本有配合韩国右翼力量对执政党进行反制的意味。首先，

安倍政权代表了日本右翼力量，韩国右翼力量正遭受到文在寅政府一

系列的打压，急需外在力量支持。日本对韩国政府的反制措施，恰恰

迎合了韩国右翼力量的需求。在韩国左右政治力量的斗争进入胶着状

态时，韩国右翼力量借机对文在寅政府发难。 

 

三、日本反制措施的影响 

1. 对日韩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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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反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韩国扣押在韩日资企业资产

时投鼠忌器，不敢做出进一步行动。但这也激起了韩国更强烈的反

日情绪，业已从政治外交领域蔓延到了社会领域，韩国民间先后发

起了抵制日货行动，这让日本产品短时间内出现销量大减的状况。

预测短时间内日韩关系很难缓和，日韩贸易会受到重大冲击。 

2. 对东亚产业链的影响 

日本精准打击了同处一个产业链上的韩国企业，切断原材料供

给，将使得韩国短时间内难以找到替代方案。中日韩在高新技术产

业上面，经过几十年磨合，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分工体系。如

果韩国进一步反制，将会使东亚产业链出现断裂。届时，不仅日韩，

中国、美国的手机、电脑、电视等行业也将受到原材料涨价、供货

效率下降等问题的冲击。 

3. 对中日韩合作的影响 

当下，中日韩正在加紧自贸区谈判。日韩关系恶化对中日韩合

作产生了较为负面的影响。但也应该看到，日本对韩国的反制措施，

具有可控性。中日、中韩间保持着通畅的对话渠道，前不久，中日

韩外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日韩在区域合作上还是表现出共同的积极

性。这表明，中日韩合作框架具有一定的缓解日韩冲突的作用。中

国应利用主持召开中日韩合作峰会的机会，劝说日韩通过谈判解决

分歧，合力推进三国合作。 

（撰写：杨延龙，博士，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国际问题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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