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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思考

2020 年初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全世界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新

型冠状病毒在考验国际医疗卫生体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对国际政

治和中国与其他各国的关系带来了微妙的变化。东北亚地区作为本次

疫情中首当其冲的“重灾区”，其中各国的反应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中日韩合作深化过程中的“刺猬效应”

2019 年末，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中国成都举行第八次中日韩领

导人会议，共同签署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这标志着中日

韩三国的合作不断深化，也标志着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取得了实质

性进展。但是，随之而来的新冠病毒疫情却给合作热情正浓的三国带

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警示。一方面，疫情的爆发让三国充分认识到彼

此之间的关系之近、情谊之深：在疫情爆发后，日韩两国首脑先后发

声表达对中国的支持与关心，官方政府和民间企业等迅速组织了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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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捐款捐物行动，缓解中国燃眉之急的同时让身处疫情之中的中国

人民倍感温馨，两国国内呼吁同中国共患难的声音不断；另一方面，

疫情的爆发也让日韩两国认识到过分依赖中国的后果：中国作为区域

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在疫情冲击下的突然停摆导致大量的日韩企业生

产陷入停滞；同时三国密集的人员往来交流也因疫情冲击而中断，失

去春节黄金期的旅游业生意惨淡，大量的留学生和海外务工人员的日

常生活学习也受到冲击。

这种矛盾的现实造成了三国在面对疫情寒冬时呈现出一种奇特

的“刺猬效应”
1
：一方面，日韩两国政府不能置中国于不顾全面切

断人员往来以防“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为自身经济和政治稳定需

全力“靠拢”中国、支援中国以报团取暖；另一方面，地缘相邻与人

员相近使得两国成为全球除中国外数一数二的“重灾区”之一，因此

日韩两国国内社会各界摆脱对中国在各方面的依赖和关联以减少在

下次寒冬中因距离中国过近而被“刺伤” 的声音不绝于耳。随着中

日韩三国合作的进一步深化，这种普遍存在于日韩两国的矛盾心理必

将成为影响三国关系走向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日韩官方援华呼吁和民间反华杂音“二重奏”的反差

与中国情感输出的“逆差”

在面临疫情冲击出现“刺猬效应”的矛盾心理之下，东北亚各国

1
刺猬效应（Hedgehog Effect），是指刺猬在天冷时彼此靠拢取暖，但保持一定距离，以免互相刺伤的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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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日韩两国，呈现出一种官方呼吁援华与民间反华情绪逐渐

高涨的异象。

在韩国青瓦台的民众请愿网站上，“请求禁止中国人入境”的请

愿截止终止时（2020 年 2 月 22 日）请愿人数已有 761833 人，日本

国内社交网站上“禁止中国人入境”的关键词搜索也一直居高不下。

虽然在官方的引导下，日韩两国目前并未出现大面积极端的排华反华

声音，但新冠疫情不可避免地为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中国人民在日韩两

国人民心中的形象带来了负面效果。

当前，日韩两国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消极情绪多对准本国政府的处

置不力，如责怪政府没有及时对中国人入境进行果断管制，任由中国

从海外大量代购医护用品导致国内供给不足，没有妥善处理归国侨民

的安置以及在安置点设置方面的邻避情绪等。尽管日韩两国近日新冠

肺炎感染数爆发式的增长主要归咎于其国内治理的弊端，但两国人民

对政府的不满更多源于对中国过于“亲近”，而随着两国感染人数的

进一步攀升，两国人民将国内问题迁怒于甚至嫁祸于中国也并非没有

可能。

疫情对中国在他国人民中的形象造成冲击的同时，也为他国提升

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形象创造机会。日本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韩国的“胆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让中国人民心头一暖，而这种国

民情感和国家形象输出的逆差也同样成为在此次疫情中暴露出的一

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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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疫”中后程中日韩关系发展的关键点

当前，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大陆地区的疫情得到了较好

的控制，中国与新冠病毒抗争的“战疫”进程也逐渐开始走入关键的

“下半场”，该阶段中国在处理与日韩两国的关系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应理性辩证地看待此次东北亚各国各界在疫情期间处理对

华关系的众生相。对于日韩两国政府和官员在疫情期间的支持与援助

应表示感谢，但同时也应高度警惕两国国内以抗疫之名行反华之实的

苗头并加以应对，应加强对三国在疫情合作方面的宣传力度，同时加

大针对两国普通民众的对外信息披露力度——让两国普通民众真正

了解中国和本国病毒流行的真正原因，防止与疫情相关的国内负面新

闻与其他反华事件、民众负面情绪的累积和叠加对中国国家形象造成

进一步的损害。

第二，应辩证看待此次疫情为深化东北亚区域合作带来的机遇与

挑战。任何深入的合作关系的达成都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在中国人

民对日韩两国好感度不断攀升的同时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应清醒认

识到中国在其他国家中负面形象的上升以及两国国内号召“对华脱钩”

论调所带来的阻力。如何在未来合作的议程中妥善处理三国紧密而脆

弱的合作纽带以及突发事件来临时的“刺猬效应”是推进中日韩三国

近一步深化合作、影响三国合作方向的关键议题。

第三，谨防日韩以援华抗疫为情感筹码在关键议题上对华施压。

中国在疫情期间继续对钓鱼岛等争议海域进行巡航，这在一定程度上

引起了日本的隐忧和舆论的反弹。在中国领导人访日前夕，如何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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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时期处理敏感议题是国家对外关系处理的重大考验。中国在感谢援

助、关注反华情绪动态的同时采取合理的、妥善的措施，提防日韩两

国借以援华抗疫为筹码向中国在关键问题上施压。

第四，适时实现从援助接受者到援助供给者的角色转变。当前国

内疫情逐渐出现好转的拐点，而日韩两国却开始进入爆发上升阶段，

因此中国应在做好国内“战疫”攻坚的同时，积极将国内的防控经验、

治疗方法向外传播。“抗疫援韩援日”是保卫我国抗疫成果的唯一途

径。可以将中国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和医学方面的技术突破积极共

享，并在经济恢复运转后采取一定措施对日韩两国企业予以适当帮助。

只有通过实际的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的输出，才能扭转此次疫情风

波下中国对外形象输出的“逆差”。

第五，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旅外中国公民渡过难关，同时谨防疫情

的反向输入。在日韩两国逐渐沦为疫情“重灾区”之时，应特别关注

旅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是否应撤侨、何时撤侨、不撤侨时的

对策等做好充分预案。三国在疫情期间的合作不应只局限于医疗系统，

其他系统（如司法系统、教育系统、涉外部门等）也应提早做好预案。

应特别关注留学生等相对弱势群体，对于旅外留学生的安全、滞留国

内无法出国复课的留学生的学业问题等都应积极与日韩两国沟通。同

时，应积极安抚旅外国人的情绪，在保证安全的同时，涉外、海关等

相关部门应提早准备，谨防旅外华人华侨出现大幅度的回国潮和日韩

两国居民大量涌入中国“避难”等现象的发生为国内防疫工作带来新

一轮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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