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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对俄乌冲突的反映及影响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打击后，韩国舆论一片哗然。在韩国

保守媒体和网络舆论的渲染下，韩国对俄乌局势的主要关注点迅速扩

散到国际制裁、对韩影响、韩国应对等多个方面。这不仅引发了韩国

大众的社会心理变化，恐也将影响到大选中民众的选择，进而波及中

韩关系及东北亚局势的稳定。 

 

一、韩国政府的立场、反应和应对措施 

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有

关各方应谋求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世界各国应共同努力，争取和平解

决乌克兰问题。强烈谴责俄罗斯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以及违反国

际法的侵略行为。韩国将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分子，共同参与国际社会

的努力，不单独采取制裁行动，但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道，准备采

取相应的制裁措施。 

美国等西方国家宣布对俄采取制裁措施后，韩国外交部宣布中断



对俄战略物资出口，并加强战略物质出口审查，禁止对俄出口被列入

“四大国际多边出口管制机制”（包括核供应国集团、瓦森纳协定、

澳大利亚集团、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清单中的战略物资；同时，

对适用于美国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的芯片、信息通信、

传感器、激光、海洋、航空航天等 57 个领域/种类的非战略物资，韩

国正在研究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在韩国与美国的密切沟通和协商下，

韩国被列为 FDPR 的豁免对象。但条件是自行加强对俄出口管制，有

关产品出口要获得韩国政府的许可。 

俄乌冲突将使以下韩国经济领域遭受负面影响：主要涉及对俄油

气矿产、半导体原材料、农产品等的进口，以及对俄半导体、汽车和

电子等产品的出口。由于韩国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若俄乌形势长

期严峻，将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金融市场波动加剧，韩国中小企业

的整体经营环境将持续恶化，通讯、电子、半导体等产业的产出会受

到影响。同时，美欧等国宣布禁止俄罗斯主要银行使用 SWIFT 结算系

统，韩国表示将共同参与制裁行动。因此，韩企正常的进出口业务可

能受到波及。 

为避免俄乌局势给韩国造成的损失，文在寅政府指示研究释放石

油战略储备，对欧重启天然气销售，以保持能源市场稳定；制定对乌

人道主义援助方案，对乌克兰难民提供 1000 万美元的援助资金；要

求各部门保障旅乌侨民人身安全，做好撤侨工作；与美国保持协作的

同时加强韩美沟通，避免美采用 FDPR 对俄制裁波及韩国企业。 

 



二、对韩国舆论、社会认知和总统大选的影响 

第一，引发舆论焦虑。俄乌爆发军事冲突后，引发地缘政治震荡。

韩国保守媒体普遍认为俄乌冲突是“新冷战序幕”，将其定性为美俄

两大国间的势力范围争夺，是互不相容的价值观之争。主流媒体如《朝

鲜日报》《中央日报》和《东亚日报》等密集报道了俄乌冲突，普遍

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动摇了国际秩序；保守媒体借

机渲染韩国安保危机，兜售焦虑，批判文在寅政府推动的终战宣言和

韩朝和平协议等对北政策，强调韩国须正视朝鲜的核、导等现实威胁，

需警惕朝鲜在新冷战趋势下进行冒险挑衅；韩国面临着类似乌克兰的

严峻地缘政治风险，必须稳固韩美同盟，增强自身实力；要求韩国政

府积极参与国际制裁，避免引起国际社会和联盟的不信任。 

第二，引起社会认知变化。保守媒体借助俄乌冲突形成的危机氛

围，引导韩国舆论和民众走向保守化。这种刻意兜售焦虑的舆论基调，

增大了韩国民众的不安心理，深层次地影响了韩国民众的安保认知和

政治心理，进而把担忧和不满引向现政府和执政党候选人的外交安保

政策，影响民众选择，影响即将到来的韩国大选结果。包括保守派候

选人的政策主张也在重塑韩国人的地缘认知心理。 

在保守媒体和保守派候选人的双重鼓动下，有四个趋势值得警惕：

一是对俄罗斯的不满中掺杂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取向；二是批判和对立

言论日益增多，矛头开始指向中国和朝鲜，推高“中国风险”，丑化

中国在韩国社会的认知形象；三是批判文在寅政府和李在明的外交安

保政策；四是强调要加强国防实力和强化韩美军事同盟。在此背景下，



俄乌冲突成了影响韩国社会的政治心理和投票倾向的一个重要变量。

民调显示，七成多的韩国人主张自研核武器，三成多的韩国人把中国

视为仅次于朝鲜的敌视对象。韩国社会整体性的保守化趋势越发明显。 

将影响大选结果。保守派候选人尹锡悦主张“实力和平论”，不

赞同推进签署南北终战宣言，强调强化韩美同盟，支持美国印太战略，

谋求加入四方安全机制，呼吁追加部署萨德系统，主张改善韩日关系，

构建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框架等。同时，尹锡悦批判文在寅政府的统

一、外交、安保政策全面“失败”。 

韩国大选进入最后角逐阶段，保守党候选人尹锡悦正借俄乌局势，

推销其外交政策构想，包括配合美国制裁，挺乌反俄，渲染中国威胁，

以“新冷战”思维兜售焦虑等。受此影响，舆论鼓动的敌对情绪和对

当前政府的不满情绪压倒了民众对政策合理性的认知，意识形态代替

了理性思考，严重影响到中间和摇摆群体的选择。在多轮电视辩论之

后，保守派候选人的支持率继续保持领先。 

 

三、中韩关系和东北亚局势面临新变化 

在俄乌局势持续紧张和韩国大选来临的紧要关口，中韩关系乃至

东北亚局势将面临新变化。 

第一，在保守媒体和保守派政治力量的操纵宣传下，韩国社会整

体的保守化趋向愈发严重，对国际局势的认知也愈发缺乏理性，这势

必影响韩国社会对中韩关系的理性认知。候选人争论的焦点主要涉及：

美国印太战略和韩美同盟关系的设定议题；包括改善韩日关系在内的



韩美日三方安全合作和韩中关系发展议题；包括朝核、导威胁和对朝

制裁在内的对朝政策议题；萨德追加部署和朝鲜半岛无核化议题。保

守派主张的外交政策将改变韩国秉持的模糊和平衡战略，韩国在中美

之间维持的战略平衡可能会由此被打破，对东北亚局势的稳定产生不

利影响。 

第二，随着美国推出“印太经济框架”构想，美国对韩国的拉拢

力度将增强，此举将破坏中韩两国在经贸合作领域的依赖性，限制中

韩在多边框架下合作潜力的继续发挥。为此，中韩应在电子商务、半

导体产业链、数字贸易规则等领域加强沟通合作，通过以升级第二轮

中韩 FTA 为基础，在多边合作机制中携手合作。 

（撰写：杨延龙，博士，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专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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