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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核子武器與導彈研發及擴散，一直是全球共同關切的議題，也是東北亞

安全之所繫。北韓領導人正可利用此議題，擁有核武及導彈自重，加上北韓在東

北亞地緣政治的重要地位，利用美國與周邊國家厭戰、畏戰的心理及相互間利益

與衝突交錯的矛盾現象，運用靈活詭變的談判技巧與戰爭邊緣（brinkmanship）
的手法，挑戰強權，衝撞國際不擴散建制，作為突破外交與經濟困境的談判籌碼；

而其引爆危機的時間點的選擇，更是具有戰略性的眼光，將核武及導彈的作用發

揮得淋漓盡致，震驚國際社會，讓週邊國家進退兩難，以遂其政經目的。繼 1993
年第一次核武危機後，北韓又於 2002年 10月承認秘密研發核武，採取一連串挑
釁行動，引發第二次核武危機，再度震驚國際，嚴重威脅東北亞安全。第二次核

武危機在中共斡旋下，雖經「三邊會談」與三回合「六邊會談」，危機迄未落幕。 
歷史上，台灣命運的重大轉折，兩次均與朝鮮半島有關。一為 1895年中日

馬關條約，一為 1950年韓戰。目前，朝鮮半島又發展到一個歷史的轉捩點，會
不會再次牽動到台灣的命運，不僅應為台灣所關注，也同樣為美國、中共及日本

所關注。因為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對台灣雖未造成直接衝擊，然因牽動大國在東

亞區域勢力之消長，及中共在這場危機中居間扮演關鍵性角色，影響美、中、台

關係與台灣安全環境，殊值密注。鑑於目前國內中文出版品對中共在北韓核武與

導彈發展及在兩次北韓核武危機扮演之角色及比較，尚缺乏完整之論述，作者乃

不揣淺陋，嘗試加以蒐整分析，盼為學界略盡棉博之力。 
作者 2003年於服務機構所辦進修課程中，即曾在政大外交系李明教授與謝

福進博士指導下，進行本項研究，後適逢政大國際事務學院李登科院長開辦國家

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使作者有機會持續研究，首先要向以上三位老師

表達謝意；其次要特別感謝李明教授與政大外交系劉德海教授及警大公共安全系

張中勇教授對本篇論文的指導，有了他們的指導才使論文內容益加充實與完善；

同時就學期間蒙王定士、朱新民、李英明、邱坤玄、姜家雄、耿曙、郭武平、魏

艾等老師的鼓勵與關愛，併此致謝；再其次，要感謝服務機構的長官的鼓勵與包

容，也要謝謝曹培忠、林莉莉、何好滿等同仁熱心協助譯述與繕打。當然，家人

的支持與諒解，也是個人得以順利完成學業的動力，謹以本項研究成果，敬表謝

意。 

 
 
 
 
 

陳  光  炳  謹識 

 
2005年 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