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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同盟战略下的韩国对日外交政策解析

美国采取复合阵营策略强化对华打压力度，一个重要举措是联合

韩日等亚太盟友构建同盟阵营。韩国在文在寅执政时期因历史遗留问

题对日持强硬立场，反对日本介入朝核问题，先后导致了韩日贸易战

和外交冲突，两国关系走向破裂。韩日关系的稳定不仅事关美日韩同

盟的构建，也事关中日韩合作是否能继续开展，对东亚产业链的稳定

也至关重要。尹锡悦执政后明确表态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并愿意与

美日一道构建多边同盟体系。尹锡悦在对日外交上展现出了务实姿

态，不仅在历史遗留问题上松口，降低姿态与日本进行外交接触，还

通过参加各类多边安全机制与日本开展互动。在各种现实阻碍面前，

尹锡悦政府的对日外交改善政策是否能实现，值得关注。

一、尹锡悦政府对日关系转变的政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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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锡悦的对日政策简言之就是“主张建立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

意在通过改善韩日关系，强化美日韩三边合作，使韩国扮演更重要的

国际角色。所谓“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指的是对文在寅政府的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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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日两国应对中美博弈的协同效应。同时，打破韩日关系长期僵冷的

局面，推动对日问题的解决的一揽子计划；确立对日外交的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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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实现韩日关系正常化。

在外交行动方面，韩国政府采取了低姿态的外交策略，对日开展

积极外交。4月 24 日，尹锡悦派团访美后随即派团访日，协调两国

领导人会晤，并讨论韩日关系发展、韩美日合作等事宜。代表团受到

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接见。随后，韩国政府宣布将承认有争议的《韩

日慰安妇协议》定义为两国签署的正式协议；6 月 24日，尹锡悦在

朝鲜战争爆发 72周年纪念日前夕针对韩日关系发言，称韩国应继续

加强与美日等核心友邦的合作。

不仅如此，韩国政府还借助多边机制与日本方面积极接触互动。

6月 29日，借助出席北约峰会之际，韩国总统尹锡悦与日本首相岸

田文雄在美国总统拜登的主持下举行了会谈，各自表达了改善双边关

系的愿望；7月 4日，韩国政府宣布成立民官协商机制，谋求解决二

战时期被日军强征劳工索赔问题；8月 8 日至 8 月 14日，美日韩加

澳举行了“太平洋龙”军事演习，这是美日韩三国自 2017年以来首

次举行联合军演；8月 19日，日韩参加了由 17国共同举行的“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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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联合军演，进一步靠拢美国地缘政治博弈。在美国的支持下，

韩日两国正通过多边框架破除外交障碍，美日韩三边合作进程也得到

了初步推动。

二、韩日关系的结构性困境

在尹锡悦政府一连串的积极外交推动下，韩日关系似乎有破冰迹

象。但韩日关系是全球较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不仅有独岛之

争，还有历史遗留问题、贸易制裁等问题，是一对结构性的双边矛盾。

就当前韩日关系而言，破除历史遗留问题障碍存在两个难点：一个源

自于韩国社会政治间的激烈博弈；另一个则源自于日本政治保守化趋

势。

从韩国方面来看，首先面临的是国内各方势力围绕着历史遗留问

题的博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伴随民主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韩国左翼政治势力和进步社会团体将历史遗留问题推升为政治议题，

被埋没的日本殖民时期遗留问题逐步浮出水面，“慰安妇”“日企强

征劳工”等问题成为韩国历届政府不得不面对的政治外交议题。尤其

在韩国采取的代议民主政治体制下，各政治势力围绕着票选政治的游

戏规则争相获取社会支持，带有“历史正义”的民众意见也犹如社会

团体为政治人戴上的一道紧箍咒，被每届政府所重视。在韩国民族主

义等同于爱国主义政治氛围下，左派团体掀起大规模“亲日分子”清

查运动，不仅导致韩日关系出现裂痕，也使历届韩国政府不敢轻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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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历史问题上示弱。历史遗留问题由此成为主导韩日关系的一个重

要因素。

当前尹锡悦政府推动韩日关系改善的最大挑战是韩国法院对“慰

安妇问题”和“日企强征劳工问题”赔偿诉讼案的判决。韩国最高法

院 2018年认定三菱重工应向二战期间强征韩国劳工进行赔偿，但三

菱重工一直拒绝执行判决。2018年 10月，韩国最高法院判决新日铁

住金（日本钢铁公司）向二战强征韩国劳工进行赔偿，并驳回了日本

方面对日企强征劳工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2019年 8月，首尔中

央地方法院就韩籍慰安妇受害者索赔诉讼案，否定了日本国家主权豁

免，对日本政府提起索赔诉讼一审宣判，判处日本政府向慰安妇受害

者进行赔偿。日本政府则始终坚称 1965年双方签署的《日韩请求权

协定》已“彻底解决”了“慰安妇”问题和“强征劳工”问题，并批

评韩国法院的裁决“违反国际法”。2021 年 9月，韩国大田地方法

院下令强制出售日本三菱重工在韩资产，以赔偿 4名日企在二战期间

强征劳工受害者。根据最近判决，韩国最高法院已就日企强征劳工索

赔案做出了最终裁决，债权方将依法获得赔偿。尹锡悦在执政百日演

说时称，韩国政府正在研究“避免在执法过程中与日方就主权问题产

生矛盾”的解决方案。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在访日时称“韩方承认韩

日 2015年签署的《韩日慰安妇协议》为两国正式协议”，此举立刻

引发韩国舆论的强烈批评和反对。当前韩国民粹主义盛行，韩国民众

的政治偏好趋于激进，已深刻地影响了韩国的政治生态。不仅如此，

韩国政党间矛盾尖锐，执政当局不得不考虑反对党和社会舆论的反



5

应，韩日历史遗留问题很容易成为朝野两党的斗争焦点。这意味着尹

锡悦政府在制定阻止变现程序上的做法稍有不慎，不仅要面临社会舆

论方面的强烈抗议，还将面临在野党的质疑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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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仍保持一贯冷处理的姿态，态度冷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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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该问题与韩日关系改善相挂钩。日本方

面不肯作出大的举动，将导致尹锡悦政府的任何细微妥协或贸然举

措，都会使其成为各方的“出气筒”，从而面临政治风险。这类似于

2015年韩日两国政府达成了《慰安妇问题协议》后的形势。尽管该

协议暂时搁置了韩日双方争议，但韩国社会强烈质疑、批评和反对协

议中的“最终和不可逆转的解决”等措辞，主张该协议无效。尤其是

社会团体接连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反对韩国政府，并设立“和平

少女像”向日本方面抗议，这不仅推翻了韩日两国政府的努力，也导

致朴槿惠政府面临执政危机。2017年文在寅执政后最终宣布该协议

无效。

另外，多名日本高官在近期的日本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引发韩

国各界的强烈反对。不仅如此，近些年日本政治氛围整体右倾，对历

史的认知趋于保守化。安倍晋三是自民党“反韩派”的代表性人物，

随着安倍遇刺，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将继续推行其执政理念，推动和平

宪法修订和国家正常化。在七月初举行的日本第 26届参院选举中，

自民党获得超半数席位，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参议院胜选为岸田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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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期执政奠定基础，也将推动日本修宪进程进入快车道，此举或导

致韩日关系面临新的困境。

三、尹锡悦政府是否能顺利推进韩日关系改善？

尹锡悦政府将推动韩日关系改善确立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

议题。就目前形势来看，在美国的积极撮合和尹锡悦政府强烈的主观

愿望推动下，韩日关系冰融迹象明显。但尹锡悦政府面临的是社会政

治的博弈，以及韩日两国固有的历史、领土和经贸矛盾，韩日关系改

善还需要破除众多阻碍因素。尹锡悦政府是否能妥善处理即将对日企

执行的司法判决结果，是否能与占据国会多数议席的在野党达成共识

以恢复《韩日慰安妇问题协议》，是否能在独岛问题上有效消解社会

和舆论的压力等，都关系到尹锡悦政府能否能够成功改善韩日关系。

同时，日本岸田政府推动和平宪法修订，必然会激起包括韩国在内的

东亚各国的猛烈抨击，这也将导致尹锡悦政府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

韩日间存在的多重矛盾，很可能导致韩日关系的改善成为尹锡悦政府

的主观愿望。

另外，站在地区和平和发展的角度来看，韩日关系的改善不失为

中日韩合作的新机遇。中日韩合作将有助于对冲美国的同盟战略，全

面提升中日、中韩和韩日三对双边关系的政治互信关系，有效保障东

北亚局势的稳定和东亚产业链的安全。因此，中国应明确支持尹锡悦

政府推动韩日关系改善，早日实现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但同时，中国

坚决反对韩日两国配合美国对华战略打压而进行的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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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杨延龙，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专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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