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察朝鮮20餘年的呂超首先回顧了過去多次聯合
國制裁，他認為，與幾乎每年一次應對「雷聲

大雨點小」式的朝鮮核威脅反應不同，本次中國加入
聯合國制裁真正撼動了朝鮮民眾的內心。「制裁以
來，朝鮮百姓間的共識是，美國是敵人，日本也不可
能扭轉關係，對朴槿惠政府又很失望，真正擔心的就
是對中國關係，因為這直接影響着他們的生存。」目
前，朝鮮超過八成的外貿為對華貿易，就連朝鮮民間
長期以來「中國離不開朝鮮」的論調都已開始轉向
「擔心中國制裁致重回苦難時期」。
朝鮮將於本月15日迎來太陽節（朝鮮前領導人金
日成誕辰紀念日），在此期間「將盡量謀求國內外局
勢穩定」。呂超分析，「緊接着的5月初，時隔36年
朝鮮將再次召開勞動黨全國代表大會，這也是金正恩
執政以來首次召開黨代會，求穩仍然是朝鮮的願
望。」他認為，儘管中朝關係短期內改善仍不樂觀，
多方對峙局面仍會持續，但相信借助《中朝友好合作
互助條約》55周年契機，朝鮮會努力修好對華關
係，兩國將逐漸緩和。

能源進口受限
對於本次制裁中首次納入了朝鮮主要出口商品及
運輸方式、資金運作渠道等，呂超認為，中國制裁的
加入將加劇朝鮮一直以來的能源和外匯短缺狀況。向
朝鮮出口原油過去一直存在於聯合國禁止名錄中，中
國海關2014年至今的出口數據也持續為零。「但事
實證明，朝仍有多種渠道實現原油進口，其中不排除
中國地方政府友好的少量援助、合資公司帶入以及海
上漁船的走私油等。」呂超坦陳，即使存在少量原油
輸入，但囿於提煉技術，朝方沒有航空燃油的生產能
力，需要完全依靠中國進口。「影響最大的是航空燃

油禁運，未來3個月將對朝鮮軍事和民生產生最大影
響。」

外匯支付力弱
朝鮮一貫奉行「進口第一，出口第二」的對外貿
易原則，外匯支付能力對其國內經濟運轉至關重要。
呂超觀察認為，近年來，受到中國市場需求不足、產
能過剩影響，朝鮮傳統的最大宗出口項目鐵礦砂、無
煙煤出口創匯大幅下降，去年鐵礦石對華出口更減少
超六成。而近期，朝鮮遭受開城工業園關閉、旅遊業
不景氣、假貨毒品軍火走私遭禁等一系列打擊，加上
「僅有的在華、在俄及歐洲勞工賺取的外匯也很有
限」，讓本就脆弱的外匯支付能力雪上加霜。
中朝雙邊貿易規模自2013年達到65.4億美元峰值

後，連續兩年處於下降趨勢。2015年，雙邊貿易總
值已降至54.34億美元，其中中國對朝貿易順差為4.6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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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安理會3月2日通過史上最嚴厲的對朝鮮制裁的第2270

號決議。制裁實施一個多月來，朝鮮軍事及經濟受到不小打擊。韓

朝問題專家、遼東學院遼寧省朝鮮半島研究基地研究員呂超在接受

本報專訪時指出，從經濟現狀上看，朝鮮不可能倒向美國、日本等

國家，唯一的生存出路就是主動與中

國改善關係。他分析認為，《中朝友

好合作互助條約》今年7月11日將迎

來55周年紀念，料將成為朝鮮主動修好對華關係的一大契

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聯合國對朝制裁追蹤
二之二

由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朝鮮
內閣首相金日成於1961年7月11日
在北京簽訂，同年9月10日生效。條
約包括序言和7條正文。

主要內容包括：雙方保證共同採
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國家對締約任何一方的侵略；

一旦締約一方遭受到一國或幾國聯合武裝進攻時，締
約另一方應立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朝鮮
的統一必須在和平民主的基礎上實現。

條約初簽有效期20年，1981年、2001年條約兩次
自動續期，目前有效期至2021年。

■資料來源：互聯網

核試驗、處決要員、金正恩某地視察……每次朝
鮮局勢稍有變化，呂超的觀點總是第一個被媒體關
注到。他笑談，由於朝鮮問題研究的特殊性和敏感
性，不少外媒給他冠上「官方學者」的身份，也招
致朝鮮大使館甚至朝國內的「譴責」。

特別是對近年頻繁發生的朝鮮軍人越境射殺我國邊民的惡性事
件，呂超曾多次公開表態，「朝鮮做法實在過分，應該給中國一個
說法」。「這種消息的傳播總是韓國媒體放出消息，我們才繼續跟
進，這都是兩國邊境安全有待改善的地方。」在觀察朝鮮經濟社會
發展的20多年時間裡，呂超對中國邊民安全的擔憂始終存在，也正
是在國際輿論風口浪尖的多次「仗義執言」，惹得朝方常常動用外
交力量與他交涉。

未來局勢難料
儘管如此，他仍堅持每年一次赴朝考察訪問，受到了朝鮮當地翻

譯和隨行人員的友好對待。在他看來，以目前朝鮮政局的狀況分
析，未來朝鮮社會經濟發展仍難看到清晰路線。對此，他惋惜道：
「朝鮮曾經有最好的經濟專家，最好的統戰專家如去年底車禍離世
的金養建，最好的外交家如已被處決的張成澤。」他擔心，這些重
要角色更迭之後，會令本就難以把控的半島局勢更難預料。

「中國在聯合國提出，制裁不能引起人道主義危機，民用物資不能停運。但
事實上，制裁實施生效的當天，中朝邊境的遼寧丹東口岸的過貨量已有明顯減
少，這不是說邊貿商人在響應國家號召，而是朝鮮方面的現金支付已經出現問
題，貨款回收風險增加。」呂超認為，目前未到引起朝鮮物價大幅上漲的程
度，只是暫時對朝鮮民生稍有影響，並且現狀會逐漸改善。

近年數量降至最低
呂超一再強調「朝鮮脫北者非難民」的概念，「上世紀90年代的苦難時期是
脫北者出逃的高潮，當時國外的報道顯示有30萬至40萬人，其中近10萬人湧
入中國，每天中國邊境公安最多可以逮住成百上千的脫北者」。他認為，這一
次的聯合國制裁不會再現這種危機。「引起如此大規模的出逃，根本還是當時
朝鮮的糧食問題」，加之1990年後朝鮮國內生產總值連續9年負增長，脫北者
需要通過出逃到中國，或者以此為跳板到韓國尋找餬口的機會。「無需擔心的
是，近幾年的脫北者數量已經達到歷史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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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華重修於好是朝唯一出路
民間憂「回苦難時期」料7月有緩和契機

1951年8月生，遼寧省瀋陽市人。從事
朝鮮半島問題及日本問題研究20餘年，
現任遼東學院遼寧省朝鮮半島研究基地研
究員。

曾先後擔任遼寧社會科學院東亞研究
中心副主任、邊疆研究所所長，遼寧省
高句麗研究中心副主任，遼寧省重點學

科「東北邊疆問題」學術帶頭人，國家
社科基金辦通訊評委。主持完成國家級
重點課題《中朝邊界（遼寧段）經濟社
會狀況調查》、《朝鮮非法越境者問題
研究》等，公開發表百餘篇關於朝鮮問
題的論文、調查報告，被媒體大量轉
載。

呂超簡歷

亞太安全底線：朝鮮棄核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

遼寧省是半島問題研究重鎮
國內對於朝鮮問題研究大體分為兩部分，其一是
以理論研究為主的，集中在北京的社科院所和知名高
校；另一是以中朝邊境省份社會調查、研究現實問題
為主的遼寧社會科學院和相關大學。
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遼寧的科研力量對朝鮮問
題研究由來已久，並在「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系列研
究工程」時期（簡稱「東北工程」）達到頂峰。這一
由中國社科院和東北三省學術機構及大學聯合組織的
大型學術項目主要內容之一就是中朝間經濟、社會及

歷史問題的研究，在遼寧社會科學院設有邊疆史地研
究所，呂超退休前就曾任所長，主攻以朝鮮問題為主
的現代國際關係研究。
從「東北工程」開始，遼寧對朝問題研究走在國內前

列。目前，研究領域已擴展到涉及朝鮮、韓國、日本、
俄羅斯等國家的東北亞問題研究。在與研究密切相關的
丹東、大連等城市設有專門研究機構，如遼寧省政府設
立在丹東遼東學院的遼寧省朝鮮問題研究基地、遼寧社
科院與大連市政府合辦的東北亞研究中心等。

脫北難民潮料不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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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一系列制裁的最終目的是希望朝鮮重
新回到無核化的談判桌前。」呂超提出，朝鮮半島無
核化「一步到位是做不到的」，但中國不會默認朝鮮
擁核合法化，朝核問題是永遠的威脅。「日本右翼近
期叫囂『日本也不是不可能擁核』，那麼台灣呢？」
他提出要警惕亞太地區成為潛在「核災區」的危險，
「朝鮮無核是基本原則，是亞太安全的第一步」。

試驗場距中國不過百公里
2006年以來，朝鮮先後4次被證實地下核試驗，特
別是今年1月的第4次核試驗更直接招致了聯合國安理

會的最嚴制裁決議，朝核問題已引起周邊地區安全和
外交等一系列問題。呂超肯定了朝核將給中國帶來的
安全威脅，「朝鮮的核試驗場最遠距中國東北邊境不
過100公里，一旦發生核事故一定會影響中國，我們
多年走訪邊境，深感邊民已對朝鮮擁核深惡痛絕。」
近年來深入邊境考察，呂超頗有感觸：「朝鮮核試

驗已經傷及中國民眾的感情，從曾經的友好到疏離，
到如今的憤怒和怨恨，甚至有人在擔心核試驗對長白
山地質變化帶來的惡劣影響，如果誘發地震，那半個
東北要遭殃的。」他說：「國際社會希望看到，朝鮮
政府這一次能夠改弦更張，放棄核武器道路。」

■朝雖缺少民用煤氣，但仍將煉油的副產品液化石
油氣賣給中國，以換取急需的外匯。圖為一輛朝鮮
油氣罐車駛過鴨綠江鐵橋。 受訪者供圖

■韓朝問題專家呂超
認為，7月或將成為
朝鮮主動改善對華關
係的重要節點。

記者于珈琳 攝

■聯合國制裁實施生效的當日，中朝邊
境丹東口岸的過貨量已有明顯減少，顯
示出朝鮮方面現金支付已經出現問題，
貨款回收風險增加。 記者于珈琳 攝

■呂超在香港
某衛視連線報
道中分析朝鮮
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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