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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bstract 

        基於傳統國家安全的焦點仍是軍事與外交，男性是名正言順保家衛國

的戰士，女性則是侷限私領域的家庭內，經常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不

僅沒有參政權利，也不具備參政的能力，但是，隨著女性領導者逐漸增加

且在國際舞台舉足輕重，更讓人對陽剛性主權與安全的改變寄予厚望，因

為國家安全人人有責，可以肯定的是對全球安全不分性別，大家都應該多

付出關心與責任，是以北朝鮮繼 2010 年天安艦事件後，又以核武試射作為

挑釁，面對自認強權的北朝鮮，身為首當其衝的南韓領導人朴槿惠，如何

以女性之姿，鞏固東北亞地區安全，值得探討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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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 the premise that the focus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remains 

on the field of military and diplomacy, men admittedly serve as warriors 

defending their countries while women are confined within the household chores.  

Excluded from politics, women are deprived of suffrage and meanwhile 

incapable of participating in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affairs. However, with 

more and more female leaders exerting increasing influences over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the masculine power and security are expected to be 

changed. National security is every citizen’s duty. To be sure, responsibility and 

attention should be devoted to global security without regard to gender. In the 

wake of the ROKS Cheonan sinking, North Korea conducted its unclear test as 

an act of aggression. As the first to bear the brunt of North Korea, which defines 

itself as a powerful nation, how can South Korea’s female president Park 

Geun-hye do to solidify Northeast Asian safety ? This is an issue worth further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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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在各國強調神聖不可挑戰的國家安全前提下，不斷的以龐大的資源

與人力投入軍事武器的研發與購買、軍隊的整編訓練、國際間軍事機密

偵測與維和部隊的派遣等，此種陽剛性的主權、安全與軍事議題，不僅

幾乎排除女性的參與，更與深層的父權體制和男性世界觀緊密環扣，

12013 年 2 月，韓國出現政治史上第一位女總統，從傳統安全看女性領導

者的決策風格，領袖性別的改變會不會對朝鮮半島的對峙狀態產生微妙

的變化，抑或帶來雙方更緊張的局勢？或許會有其它不同的發現和答

案。 

貳、朝鮮半島情勢分析 

    西元 1895 年，清朝放棄對李氏朝鮮的宗主權，1897 年李朝改稱大

韓帝國。當 1904 年 2 月日俄戰爭爆發時，日本為了確保朝鮮半島這個軍

備補給站，便佔領漢城，要韓國簽定日韓協定書。議定書的內容為日本

為了「保障朝鮮的獨立和領土的完整」，可以無限制接收韓國的土地以

做為軍事用地等，取得了日本軍隊在韓國國內自由行動的權利。8 月，

從日本派來的日本顧問與韓國締結全盤掌握外交、財政、軍事、警察權

的第一次日韓協約，加強對朝鮮的控制。 

    因西元 1905 年所簽定的樸茲茅斯條約，日本取得俄國承認韓國是日

本保護國，同時也取得英國、美國的同意，在同年的 11 月，派遣以伊藤

博文為代表的使節團，與韓國簽定第二次日韓協定，然後在漢城設置統

監府，將韓國的外交權納入統治之下，韓國從此便成日本的保護國。 

                                                 
1 張亞東、左正東，《國際關係總論》(新北市：揚智文化，2011 年)，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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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 1907 年 6 月，日本與俄國簽定日俄協約，其中的秘密條約約定，

彼此尊重日本在朝鮮、俄國在外蒙古的特殊關係、利益。同年 7 月，締

結第三次日韓協約，韓國的行政權移交給了日本。在大韓帝國，反對日

本將韓國變成殖民地的民眾，雖然發起愛國啟蒙運動和義兵運動反抗但

都逐一被消滅。1910 年，日韓兩國締結了有關日韓合併的條約，韓國正

式被日本吞併。自此，日俄戰爭勝利的日本，將韓國納為保護國，開始

長達 35 年的統治，2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朝鮮半島被美國和蘇聯共

同佔領。1945 年夏，日本投降後，準備進攻中國大陸東北地區的蘇聯紅

軍，也同時進軍朝鮮北部，同時，一批原本準備參加攻打日本的美國軍

隊也開進朝鮮南部，因此，對朝鮮的佔領並不是預期規劃的，而是由突

發事件(日本投降)引起的3，這也就是為什麼莫斯科和華盛頓很容易就同

意用北緯三十八度線將朝鮮暫時一分為二，這個分界將在朝鮮成立一個

全國政府以及佔領軍撤退後取消。4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朝鮮半島擺脫了日本的殖民統治，迎來

了其民族復興的大好時機。然而，東西兩大陣營在此交會，其結果是南

北朝鮮的分治以及持續三年的朝鮮戰爭(韓戰)。朝鮮半島遂再次成為地

球上的熱點之一，其地緣政治命運遂也超越東亞地區，而與世界上的各

大強國發生了關係。5國際冷戰體系雖已解體多年，但朝鮮半島依然沒有

從冷戰對立關係中徹底擺脫出來，其冷戰構造主要是在美蘇冷戰對立的

國際背景下，敵視對立而形成的，作為冷戰時代的遺產，又在地區安全

                                                 
2 宮崎正勝著，葉婉奇譯，《圖解東亞史》(臺北：易博士文化出版社，2004 年)，頁 252。 
3 日本佔領軍即便撤出，但是該由誰來領導朝鮮，意見不一。因此，截至目前為止，朝鮮半

島仍然處於分裂狀態，繼續由美國支持南部韓國政府，蘇聯與中國大陸則支持北方朝鮮。

至此，南、北雙方為求成為唯一代表朝鮮的政府，文攻武嚇，以各種方式威脅挑釁對方。 
4 約翰‧劉易斯.加迪斯著，瞿強、張靜譯，《冷戰》(北京：社會科學文化出版社，2013 年)，

頁 46。 
5 邵毅平著，《韓國的智慧-地緣文化的命運與挑戰》(臺北：林鬱文化出版社，2000 年)，頁

131。 

40



不確定的作用下發展變化，具有極其複雜的特性，近來，北朝鮮領導人

金正恩不斷以氫彈試射，引起世界各國關注，其發展核武外在因素為朝

鮮半島的權力態勢和各列強的朝鮮半島政策變化，內在因素則是國內政

治與經濟的不安，因此，藉由核武的發展，強化武裝與恐嚇民主國家，

對其驚懼與退讓。 

參、南韓女性參政歷程演變與首任女總統 

長久以來，韓國女性被排斥在生活之外，她們不僅沒有參政的權

利，也不具備參政的能力。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的女性，只能扮演相夫教

子，逆來順受的社會角色。茲將南韓婦女參政歷程，製表如下： 

歷程 內容重點 結果 

1894 甲午戰

後  

 

廢除 500 多年的「兩班」制度  

不以出身和職業論貴賤，家奴獲得

人身自由，寡婦再婚被許可 

 

男性主導的社會體制沒

有發生變化  

男尊女卑思想和制度大

多被保留  

1910 日韓合

併條約簽訂  

 

1960 年制定

民法  

韓國淪為日本殖民地，日本家庭戶

籍制度在韓國強制推行，直到 1945

年，韓國重新獨立  

男女平等問題上深受傳統思想影

響，男性戶主制度被保留。 

男性有絕對家庭統治

權，權威獲得法律保障  

女性家庭和社會弱勢地

位沒有得到明顯改善  

1961 年 5.16

軍事政變  

 

韓國進入朴政熙時代，提出「國家

盡快走上現代化」，勞力密集巨大需

求，大量女性走出家庭，產生許多

女性為主要勞動力的工廠，需要的

是女性廉價勞動力，並非主導女性

解放運動  

1970 年女性勞動者 36 萬  

1978 年上升為 109 萬  

1975 年女性為主的製造

業佔出口總額 70% 

(沒有隨著增加女性勞動

者而實現男女平等)  

1980 年以後 女性勞動者出現新的特徵。  女性工作進入專業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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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階級提升(不再只是基本作業員)  

2.婚後繼續工作  

3.廣泛接受教育 

1983-1989 年 

 

開始展開各項爭取平等權益的鬥

爭，目標是實現女性勞動權益的平

等保護  

1987《男女雇用平等法》 

1989《母子福祉法》的頒布實施是本

時期取得 大的成果。 

 

1.1983 正式成立韓國女

性開發院  

2.1984 批准聯合國《廢除

女性差別條約》 

3.1985 增設女性政策審

議委員會，制定《女性

發展基本計畫》《改善男

女差別指針》 

4.1986 女性問題納入國

家長期發展構想  

5.1987《5 年發展計畫》

專列女性問題  

1993 年文人

執政新時代  

 

金泳三政府啟用女性，開始走上政

治舞台  

《政黨法》：政黨至少應該推薦 50%

的女性候選人，當選比例代表應該

30%  

 

1993 年性暴力犯罪寫入

刑法  

1995《女性發展基本法》 

2000 年《政黨法》女性

參政大幅修正，但規定

並不具強制性 

2002-2010 年 

 

政治舞台大放異彩  

 

國會選舉中，女性議員

即便享有比例 少配額

的政策，也難與男性抗

衡。  

2011~現今 
韓國政治中女性政治人物鋒頭正勁

的現象，引發女性參政問題一系列

社會爭議。 

朝野兩大政黨，黨魁分

別由韓明淑和朴槿惠執

掌。 

資料來源：牛林杰、劉寶全主編，〈韓國發展報告 2012〉，《韓國藍皮書》(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12 年)，頁 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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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槿惠，2013 年 2 月就職，成為韓國第 18 屆總統，未來 5 年的領

導人，同時也是韓國歷史上首位女性領導者，女性在選舉中獲勝或許算

不上非常稀奇，但在全世界範圍內，目前由女性領導人領導的國家和政

府，僅佔 10%，
6
再加上 2015 年緬甸總書記翁山蘇姬、2016 年中華民國

總統蔡英文等，有人將二十一世紀的政壇形容為「女性政治人的舞臺」。

身為前總統朴正熙長女，1998 年當選為第 15 屆國會議員，後出任大國

家黨副總裁，後又連任 16-18 屆國會議員，2004 年曾以大國家黨 高委

員的身分參加總統競選，失敗後組建「親朴聯盟」牽制李明博勢力，逐

漸成長為韓國 具影響力的女性，許多韓國民眾表示：「女總統會更積

極治國」。從青瓦臺第一千金到平民孤兒，2013 年更登上韓國第十八任

總統，她的人生充滿傳奇，也等於是一部韓國近代史，她有著「冰公主」、

「政壇不敗的女人」、「嫁給韓國的女人」等多種稱呼和讚譽，與父母均

經歷生死攸關的攻擊暗殺事件，這場危及生命卻未奪走性命的意外，讓

她更堅信，她要為韓國人民創造希望。 

    父親朴正熙是當時大韓民國政治家暨陸軍退役上將，於 1961 年發動

「5·16 軍事政變」成功奪取政權，擔任韓國第 5 至第 9 任總統，任期長

達 18 年之久(1961-1979)，直至 1979 年遭暗殺身亡。朴正熙是一位極具

爭議性的韓國總統，不少人稱讚他是韓國「漢江奇蹟」的締造者，美國

《時代雜誌》更評價朴氏為 20 世紀 20 位亞洲 有影響力的韓國人之一，

但同時他的鐵腕及獨裁統治也受到不少反對者的批評及譴責。
7朴槿惠的

童年也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接觸了不一樣的童年生活。 

    青瓦臺經常有各種專家或外賓來訪，從小便耳濡目染，如何關心國

                                                 
6〈女性國家領導人：一個小型俱樂部〉，BBC 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01/150115_female_leaders_world(2015 年 1 月    
15 日)  

7 〈朴正熙〉，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C%B4%E6%AD%A3%E7%86%99#.E7.B8.BD.E7.B5.B1
.E7.94.9F.E6.B6.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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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大事，父親也經常藉各種議題詢問她的意見與引導成為專業的人才。

期間，隨著不同國家之間的訪問，增廣了她的視野和大致底定未來從

政，懷抱將國家帶向富強的希望和理想。 

    身為總統的女兒，一般人都認為可以享盡特權，但是形同自傳「我

是朴槿惠」一書中，描述在青瓦臺的日子極其簡樸，沒有同齡孩子等量

的玩具，上學也搭乘公車，全因母親對孩子們的殷殷叮嚀：「不可以向

別人炫耀你所擁有的東西。」，這段期間，母親的身教也深深影響著她，

這位稱職的青瓦臺女主人，身兼數職、勤儉持家，強烈的使命感更極致

的發揮在處理國際事務上，始終如一的堅持也反映在對子女的教育上，

在朴槿惠心中，母親是具有完美且值得效法的女性形象。8 

    「要看一個國家的產業水準，只要看他們的防衛產業就可以知道，

防衛產業就是那個國家的產業衡量尺度，這樣記得就好。一個國家需要

防衛產業，自然是為了自主國防領域，但亦可藉此事業發展汽車出口、

坦克生產等，不用看其他國家的臉色，單靠我國的技術就可以生產出所

有東西。就算現在會覺得防衛產業和重工業發展、綜合製鐵所建設事

項，很辛苦又繁重，但是這些在未來將會開啟我國人民的活路，同時也

會是提升國家實力的重要武器。有些人可能會覺得現在還太早，但現在

才是絕佳時機。領導者必須要懂得開闢艱難的路，同時也得要有自己的

主見，就算被外人辱罵，也不可以害怕那些人，莫忘當初所選擇的那條

路。」9父親一席話，使朴槿惠對科學與防衛產業的重要性和身為國家領

導人所必須全方位兼具的重責大任，謹記在心。這段青春歲月，有沉重

的責任感和不知不覺持續累積的經驗和訓練。 

    1979 年 10 月 26 日其父朴正熙總統，與母親一樣，中彈過世，10無

                                                 
8 母親遭持有日本護照的間諜文世光(背後支持者為朝鮮總聯)刺殺身亡後，強忍悲傷，提起精   
  神，堅強的接續母職，承擔五年的韓國第一夫人的使命。 
9 朴槿惠著，藍青榮等譯，《我是朴槿惠》(台北市：高寶國際出版，2012)，頁 97-98。 
10 朴正熙被韓國中央情報部首長金載圭槍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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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是在她的世界，再度投下震撼彈，最簡單又平凡的天倫，竟是這麼遙

不可及，離開青瓦臺的她，被迫擔任一家之長，事過境遷，開始一段漫

長淬鍊，當然包括人情冷暖，世道炎涼。 

    她在 1990 年 9 月 2 日的日記寫道： 

    「權力是把刀，當權力越大時，這把刀也越利，輕輕一動就會傷及

他人。因此權力使人懼怕，但真正需要懼怕的人反而是手持那把刀的

人，若不是有著深度哲學與修養，任何人都會無法正確的運用那強大的

權利，倘若任意揮舞那把利刀，到頭來累積的恨意、憤怒與報仇，將會

反過來使其窒息。」11 

    深知權力使人腐化，媒體的積非成是，這是人生最寶貴的一課，不

是一般人可以輕易學習到的。 

    「在擔任第一夫人的那段時間，我身在可以讀取國家整體派動的權

力最上層，但是父親離世之後，我也嚐盡了社會最底層的滋味，多年來

我忍受了無數次的出賣，簡直就像是站在山崖的邊緣般岌岌可危。被曾

經信賴的人背叛，讓我看清了人類對於慾望和權力的執著那是一段非常

苦澀的經驗，但也是人生中最昂貴的教訓。」12 

    「其實父親那個年代，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從北韓南侵的威脅中保護

國家，脫離貧窮和飢餓，因此，從民主化的角度來看的話，的確存在著

許多不足之處，在進行民主化運動的過程中，受害的人也的確是存在的。 

我對那些人總是抱著非常大的歉意，能有今天的大韓民國，他們的犧牲

是無價的。我認為唯一能報答那些人的方法，就是將父親生前未完成的

民主化發揚光大，並努力讓國家變成一個生活富裕的國家。」13 

    沉潛中的朴槿惠，雖然浸淫在文學與悠閒的生活，但是青瓦臺的歲

                                                 
11 朴槿惠，同註 9，頁 137。 
12 朴槿惠，前引書，頁 140。 
13 朴槿惠，前引書，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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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無疑讓她毫無選擇成為一位愛國者，不間斷的關心國事，也讓她無

縫接軌，重返政壇。 

    在擔任第一夫人期間，朴槿惠就接見相當多國家外賓，擁有卓越的

外交訓練，14與各國大使夫人交談中給予親切感覺，透過非正式檯面上

的外交關係，也化解過不容易解開的政治問題。這段特殊的經歷讓她磨

練膽識，也和這些偉大人物保持良好關係，增加和培養外交的敏感度，

使其成為未來政治道路上的許多助益。 

    她在自傳裡寫道：「身為一位政治人物， 重要的價值觀就是遵守

與國民的約定。只要有一刻忘記，就會失去所有人的信賴。要成為值得

信賴的社會與先進國家， 基本的就是能做夠做到幾項負責的約定，以

及為了遵守約定而花了多少努力。 小利益會破壞大利益，小智慧會遮

蔽大智慧。不要只是著眼於某個小角落，而要具備看整體的智慧，才能

達到我們所追求嚮往的境界。我們社會開口、閉口都是『民主』、『改革』、

『革新』，但如果連小約定都不能遵守，那等於沒有基本哲理，就如同

不會騎自行車卻高喊著要騎摩托車一樣。即使我們可以忘，但我們不能

扭曲別人想要遵守的善意約定。」15 

    決定踏入政壇，選擇大國家黨，是她信任清廉有能力的政黨，為了

遵守承諾，給人民一個好的未來，她選擇在國家 困難的時候，16與國

民同甘共苦，柔軟的女性特質，卻有著信守承諾的剛毅不屈，逐步實踐

自信與能力，當角逐競選黨副總裁時，便有婦女保障名額，不需要認真、

辛苦的競選，但對朴槿惠而言，都已經 21 世紀，卻還有所謂女性保障名

額，無法接受這種貶抑的感覺，認為保障與競選出來代表性與影響力一

                                                 
14 本文所指外交訓練，是指朴槿惠執行第一夫人任務時，接見來自德、英、瑞典、英、法等 

超級強國貴賓，還有許多國家外相、大使夫人等，十足訓練其外交能力。 
15 朴槿惠著，藍青榮等譯，《我是朴槿惠》(台北市：高寶國際出版，2012)，頁 241。 
16 此指政權輪替與 IMF 危機(當時頻臨破產危險的韓國，向 IMF 世界貨幣基金組織貸款)、大 

量失業、民生凋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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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一樣，自己不想因為是「女性政治人」而受到禮遇或保護，更不想

因為是女性而坐享保障名額這不符合其初衷與政治理念，強調不具性別

意識，公平競爭才能自信的講話。 

    深覺國家興亡與政治、政黨改革的重要，在經過幾番堅持得不到善

意的回應，毅然退出大國家黨，毫不戀棧，卻也在退黨後，大國家黨又

全盤接受了當初所提出的所有政黨改革案，在孤單又漫長的政治汪洋

中，再度歸航，並成為第一位女性黨首。 

    朴槿惠毫不保留的親民愛民，將她一步步推向世界舞台，雖然現今

社會許多女性比男性傑出，但是仍有許多地方限制了女性自由的發展。

「我打破了女性在指導部只是配角的禁忌，…見過無數位女性，她們都

非常熱情、充滿自信、極為誠實，但她們眼前有著無數條禁忌線。我尤

其清楚，想要越過那些禁忌線需要多大的辛苦與努力。17如果沒有性別

的禁忌線，能為國家共同努力，實在不應該還持有「女性不宜」的偏見。

為了不忽視女性的能力，細膩的她更在國內推動「保育政策」18使更多

優秀女性無後顧之憂，能保障女性從事社會活動與提高工作效率。 

    但是，要真正追求韓國人民 大的幸福，朴槿惠的考驗，仍然來自

長期對立的朝鮮半島問題。周邊國家都認為，朝鮮半島的突發事變將是

威脅東北亞秩序安定的重要變數，且據說多數已著手制定了相應對策。

朝鮮半島一旦爆發突發情勢，將意謂該地區出現「權力真空」，從而讓

周邊國家藉此擴大其在朝鮮半島的影響力或獲得確保本國長期利益的

契機。因此，朝鮮半島倘若真有衝突事變，可預測的是有關各國為確保

在朝鮮半島及此地區行使更大的影響力，將展開明顯的角力活動。19站

上世界舞台的她，相較於之前男性領導者宣示性的語言與維持軍事防

                                                 
17 同註 9，頁 231-232。 
18 朴槿惠認為女性在育兒與保育方面的負擔如果獲得解放，就能提高國家競爭力。 
19 朴炳光，〈應對朝鮮半島突發事變的中國外交及軍事戰略〉，《全球政治評論》，第 46 期(2014 

年 4 月)，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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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代之以積極出國參訪，推動務實外交，不管到哪個國家，仍然遵守

她的外交原則，就是向曾經幫助過韓國的人表示感謝，20即便現在南韓、

北朝鮮仍處於不幸的對峙局勢。 

肆、朴槿惠總統面臨之挑戰-朝核危機 

    北朝鮮核武問題的形成，起因於 1985 年取得前蘇聯的核能電廠裝

置，並遵照要求加入了國際原子能總署及核不擴散條約，但是至 1993

年，國際間懷疑其利用核電廠的反應爐，加工研製鈽原料作為發展核武

器用途，美國與國際原子能總署乃共同要求北韓停止類似行動。但是北

朝鮮態度強硬，悍然宣布退出核不擴散條約，因而引發朝鮮半島第一次

的核武危機。21朴槿惠一上任就要面對持續惡化的朝鮮半島局勢，首當

其衝的「朝核危機」，在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新的對朝制裁決議後，平壤

單方面宣布撕毀與韓國的互不侵犯協議和朝鮮半島無核化宣言，切斷板

門店朝鮮熱線電話，同時宣稱將對任何發動攻擊者的「侵略者根據地」

行使先發制人核攻擊的權利…已搭載了核彈頭的各種導彈正處於待命

狀態，只要按下按鈕，美帝國主義和追隨勢力都將葬身火海。韓國軍方

回應：「如果朝鮮使用核武器公及韓國，金正恩政權將在地球上消失。」

22長久以來，北朝鮮即不斷以軍事武力威脅與挑釁，企圖製造不安與發

                                                 
20 (1)早在 2005 年 3 月，朴槿惠第一次以大國家黨代表的身分展開了外訪的工作，這次的訪 

問對象是美國，整個訪問計畫第一站被安排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廣場，參拜「朝鮮戰爭老兵

紀念碑」。此行目的就是為那些因朝鮮戰爭而犧牲的士兵獻花，以一名韓國人的身分，向當

時在戰爭中支援韓國的美國人表示感謝。(載自《朴槿惠傳》，頁 328) 
   (2)2007 年 2 月，朴槿惠受邀參加哈佛大學主辦的「甘迺迪論壇」，但仍舊出人意料，先至 

哈佛大學紀念教堂，感謝朝鮮戰爭中犧牲的哈佛大學生們。朴槿惠解釋到：「那個時候的韓

國在世界上非常不起眼，但他們卻願意用自己的生命幫助素不相識的人們，出於尊重和禮

節，我都應該向她們表示感謝。」(載自《朴槿惠傳》，頁 330-331) 
21 翁明賢等主編，《國際關係》沈明室著，〈六方會談與東北亞安全〉(臺北市：五南出版社， 

2006 年)，頁 476。 
22 韓海著，《不敗女王朴瑾惠-女總統面臨的挑戰》(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2014 年 6 月)，

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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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攻擊假象，為與前總統李明博之作為相較，茲就 2010 年天安艦事件23與 

2013 年核試射事件24，探究因韓朝面對傳統安全問題，不同領導人是否

有其性別限制與其他異同。 

*作者整理製表 

                                                 
23 〈天安艦事件〉，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4%A9%E5%AE%89%E5%8F%B7%E6%B2%89%E6%B2
%A1%E4%BA%8B%E4%BB%B6 

24 〈北韓核問題〉，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C%9D%E9%B2%9C%E6%A0%B8%E9%97%AE%E9%A
2%98 

事件名稱 天安艦事件 熱核戰-核武試射 

時間 2010 年 2013 年 4 月(朴上任 2 月) 

北朝鮮領導人 金正日 金正恩 

南韓領導人 李明博 朴槿惠 

對象 南韓 美日韓 

事件後領導人

態度的改變 

*天安艦事件後，李態度強硬，

認為重啟接觸，需進行「負責任」

態度與「無核化」問題表現誠

意。 

*韓國民間團體對朝鮮散發傳

單、韓美聯合軍演、「脫北者」

送還等一系列問題，使雙方關係

緊張在南北仍應合作，促進共同

繁榮的各方壓力下，再現和緩。

*任期大致在緊張(官方)與和緩

(民間形式)中度過。 

 

*2013 年 2 月，朝鮮進行了第三次核試驗

(韓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朝核危機)。

*3 月 11 日宣布朝鮮停戰協定完全無

效，進入准戰爭狀態。朴槿惠曾表示將

致力改善韓朝關係，可以概括為恢復信

任和加強對朝交流的「半島信任程序」。

這是一個在構建朝鮮半島相互信任氛圍

的同時，通過國際社會的合作改善韓朝

關係的戰略。構建韓朝間相互信任的過

程需要朝鮮展現無核化的誠意。 

*「加強保安，開展信任外交，打開朝鮮

半島新時代」為朴槿惠競選口號，實際

上在第一、二階段內，無條件提供人道

援助和推進各項互惠項目，以達到緩和

對立情勢和促進雙方對話機制，此次朝

鮮危機，已將對朝政策調整為「先制裁

後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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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朴槿惠面對北朝鮮對傳統安全的挑釁，不只一次表示：北朝鮮為何

進行核試驗、發射導彈和關閉開城工業園區等，真是令人費解，非常遺

憾。但她也說，一旦北朝鮮發起軍事行動，將予以全面應對，必須斬斷

「挑釁→制裁→補償」的惡性循環鏈。南韓《北韓日報》稱，此前北朝

鮮批評朴槿惠時一般用「青瓦臺主人」等代稱，相對於在李明博就任總

統一個多月就點名李明博為「逆賊」進行譴責，似乎給朴槿惠相當的尊

重。但是，北朝鮮高層近來提及南韓總統朴槿惠，已毫不留情地以充滿

性別歧視的語彙「裙裾之風」形容這位南韓首位女總統，批評朴槿惠「惡

意搖動裙擺」，暗指她專橫、好主宰大局。「裙裾之風」（chima baram）一

詞在韓文中屬於貶義詞，意指搖動裙擺，用以批評女性過於專橫、具支

配性。韓國女性政策研究院（Korean Women's Development Institute）研究

員文美瑾（Moon Mee-kyung，音譯）表示，北韓這麼說是對南韓與所有

女性的污辱。「我們不會以『搖動褲子』形容男性，搖動裙擺貶低女性

朋友。」面對北朝鮮種種，25朴槿惠：「無論付出何種犧牲，我將致力保

衛大韓民國與人民的安全。」 曾經，南韓在金大中上臺之後，為朝韓

關係奠定了一個基調-「不是敵我關係，而是共存共榮的依賴關係。」在

這一基礎上，金大中實行了對朝鮮的「陽光政策」。除了制定了經濟政

策，幫助韓國走出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之外，還積極參與改善朝韓關係

的實際行動，不僅設立南北聯合委員會，保證在 1991 年簽訂的南北基本

協定能夠更好的實行，還決定對朝鮮實行高額的經濟援助，並且開放民

間交流，鼓勵運用民間的力量，對朝鮮實行人道主義援助。26這作為與

朴槿惠的理念如出一轍，在成為南韓總統之前，朴槿惠就已對北朝鮮事

                                                 
25

2016 年 2 月北朝鮮《勞動新聞》：以全版篇幅，斗大的字眼，痛批南韓總統朴槿惠是「特等 
災星」、「癡呆的老女人」，甚至應被早日丟入歷史垃圾桶。〈載自中廣新聞網 2016 年 2 月
22 日〉 

26 吳碩著，《朴槿惠傳-只要不絕望，就會有希望》(臺北：廣達文化出版社，2014 年)，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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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能忍痛放下刻骨的回憶，心懷融冰的真誠27。  

    有專家指出，朴槿惠政府面臨的當今韓國的處境和德國總理梅克爾

2005 年就任時極其相似，梅克爾使一度被稱為「歐洲病夫」的德國重新

蛻變為歐洲 穩定的國家，她的 大優勢就是對話和說服力。韓國國民

大學教授洪性傑表示：「女性領導人和男性相比，給人的感覺更溫柔，

在原則和溝通方面具有優勢，從柴契爾夫人和梅克爾身上可以看出，在

危機時期女性領導力更奏效。」28 

    朴槿惠上任後，面對北朝鮮第三次核武試射，考驗朴槿惠北朝鮮事

務的領導決策，南韓統一部統一政策室室長、南北韓工作會談的南韓首

席代表千海成強調，預定 2013 年 6 月 12 至 13 日在首爾召開的「南北韓

當局會談」，將是一個全新的會談，有別於現有的部長級會談，顯示南

韓積極的互動，言猶在耳，朝鮮前一天突然以韓國代表團首席人員的官

職位階不及朝鮮為由，稱這是「汙辱」朝鮮，取消了會議。29韓國方面

對此表示遺憾，或許仍須因應國際現勢與南北韓長期互動模式，30朴槿

惠似乎也落入一貫挑釁、制裁、補償等惡性循環的模式，其個人領導風

格，就朝鮮問題，仍需持續不斷努力，除持續積極主張提供北朝鮮「經

濟重建」，溝通談判期能徹底放棄核武，直到朝鮮半島達到穩定和平為

止，相較於男性領導者，確實多了些理性與熟慮。 

                                                 
27 2002 年朴槿惠所在的歐韓財團一直在為朝鮮的貧困兒童提供物質與醫療幫助，同時為改善 

朝鮮當時的經濟改革也提出了很多切實可行的計畫，同年 5 月獲邀參訪，在其個人自傳中

寫道：「說不定，恰是因為我經歷過這種與眾不同的痛苦，我反而能更好的解開兩國之間的

矛盾。」(載自《朴槿惠傳-只要不絕望，就會有希望》)。 
28 韓海著，《不敗女王朴槿惠》(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2014 年)，頁 294-295。 
29 大紀元網站，〈兩韓會議臨陣告吹 朝鮮稱團長位階有異〉，  

http://www.epochtimes.com/b5/13/6/11/n3891865.htm(2013 年 6 月 11 日) 
30 很長時間以來，朝鮮 大的擔心就是國家安全問題，害怕外國入侵和因此造成國內民眾信 

心動搖。在金正日看來，朝鮮的安全問題將會成為改革過程中自始至終伴隨著的巨大危險，

而核武器則是一勞永逸地解決安全擔心的為一藥方，用核子試驗做宣傳 能夠向民眾表

示，朝鮮十分強大，這就是朝鮮不顧一切要發展核武器的 大動力。(載自《不敗女王朴槿

惠》2014 年)，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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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結論 

   19 世紀的歐洲，堪稱「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創造

了這個無可匹敵的偉大時代，若是詳究維多利亞女王做了些甚麼，得以

讓英國偉大至此，答案可能讓我們瞠目結舌，那就是「甚麼都不做」，

也就是「無為」31。相較於此，朴槿惠面對的環境，並非太平盛世，沒

有超強的國際關係和幕僚強有力的組織運作，攸關國家安全的議題，將

持續困擾此區域，也考驗朴槿惠的智慧，除了北韓與緬甸，亞洲幾乎所

有的菁英都體認到，他們必須更尊重法治，他們也很清楚，少了現代法

治，不可能建立長治久安的現代社會和現代經濟。32 

    朴槿惠上任後，雖有其歷史與現勢的包袱，領導風格不脫「國家安

全」為首要目標，如何與北朝鮮交手，這是值得我們持續觀察和研究的

議題，女性領導人是否應具有顯著性別傾向，才能確保或改變國家安全

事項，而領導人選取標準是性別優先，還是理念優先?若選擇性別優先，

以現代的國家安全而言，均繫於多元面向，舉凡政治、經濟、外交、心

理、軍事等，對朴槿惠都是一大考驗，性別色彩並非重要，若選擇理念

優先，只要愈來愈多的領導者認同民主、平等、自由等進步價值，男女

平等的社會目標就能實現。如果我們對女性領導者持以貶抑、負面思

維，假設社會對待女性是不公平的，而從不平等出發來思考的時候，相

信很難達到在全人類中實現兩性平等的目標。 

 

                                                 
31 蔡東杰著，《雲共山高下》(新北市：暖暖書屋文化事業，2013 年)，頁 59。 
32 Kishore Mahbubani 著，羅耀宗譯《亞辦球大國崛起-亞洲強權再起的衝突與挑戰》 

(臺北：天下雜誌出版社，2008 年)，頁 122。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