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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筆者於 2021年 9月 1日至 2022年 8月 31日期間，派赴韓國智庫「韓國國家戰略研究

院」（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y, KRINS，首爾特別市龍山區），擔

任為期一年客座研究，研究主題以東北亞國際情勢為主軸探討韓美同盟與交流之內容與意

涵，透過研究了解東北亞情勢與戰略動向以及韓國國防科技軍事發展，進而作為我國之參考。 

韓國國家戰略研究院由前韓國國防部長李相熹於 2016年成立，致力於國家安全政策和戰

略進行持續、系統性的研究活動，並為制定國家安全政策與戰略制定方向與實施做出貢獻。

智庫通過國內外學術交流，研究共同關心的問題與舉辦辯論研討會，透過出版各式刊物與學

界、媒體、經濟和社會各界有關期刊和學術研究資料，提高國家安全意識並在必要時提供教

育和建議。 

本次派赴各國智庫計有自美、英、日、韓等 4 國，筆者於研究期間除積極研習國際關係

外，並致力與智庫及友邦研究學者培養良好之互動關係，從而增近東北亞、美中韓日等全球

情勢、韓國戰爭史及現今國際關係態勢之了解，並把握平時各項專題研討、智庫期刊論文編

撰及日常社交活動等時機，說明我中華民國國情現況，增進各國研究學者對我國之瞭解；本

文以目的、過程、心得與建議依序綜整報告，期相關人員有利後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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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次奉派赴韓國國家戰略研究院(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y, 

KRINS)參訓，主要目的即為汲取、學習韓國智庫有關國際情勢、國際戰略、國防軍事與科技

及國防工業等各領域學者專家之見解與經驗，並利用智庫研習期間，強化本職學能，積極培

養獨立思考能力；此外，藉由在專題研討與交流活動中增進國際學者之間互動，從而瞭解韓

國角度下針對國際局勢以及國際關係之面向，同時延伸拓展兩國情誼。另透過智庫院方專業

資源安排各項活動、參訪以了解文化、歷史，而筆者亦透過研討交流適當時機實施我國與兩

岸情勢之概述，以進而加深國際學者對我國國情及兩岸現況之瞭解、提高我國國際能見度之

成效，希冀成為我國和韓國相互瞭解與互動之重要管道，亦是本次參與智庫研究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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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韓國國家戰略研究院（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y, KRINS）於

2015年由韓國第 41任國防部長李相熹先生（2008年 2月至 2009年 9 月）擔任院長（現為

榮譽理事長），李前院長曾兩次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兼職高級研究員，亦

曾任韓國戰略問題研究所所長。而現任院長韓民求於 2019年接任，韓院長為韓國第 44任國

防部長（2014年 6月至 2017年 7月)，是以韓國國家戰略研究院是由長期參與國防安全與國

家戰略的機關首長及各領域學術專家匯集，並針對政府在外交、統一和國防領域的決策過程

以中立角度提出政策建議而成立；研究院屬非營利性質之國家戰略安全議題研究單位，主要

針對韓美同盟關係進展與演變探討與研析，側重美國與印太地區各國的安全議題，其雖然成

立時間較韓國其他主要智庫稍晚，卻已在 2020年榮獲韓國百大智庫國家安全前 15名。 

研究院在組織架構上，除企劃、編輯、會計部門外，另針對研究領域各有專業部門；區

分國家戰略中心、國防戰略中心、統一戰略中心、情報與網路中心、戰力開發中心、航空宇

宙政策中心、各（美、中、俄、日）國研究中心、動員戰略中心、國防教育中心、國防人工

智慧研究中心、統合防衛中心及全球安全戰略中心。研究院內其董事會以及研究中心成員皆

是國家安全與相關研究具資深經驗的人物，因此對於韓國政府的國家安全與外交決策具有一

定影響力。除研究院內自主性研究之外，另外定期與國外智庫、政府與軍方、民間媒體、學

術機構、科技產業等合作專案研究。 

二、韓國國家戰略研究院出版品簡介： 

《韓國國家戰略》期刊於 2016年創刊，是韓國國家研究基金會選定的期刊，每年出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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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3月、7月和 11月），在定期、不定期舉辦的國際研討會、國內研討會選錄議題論文編輯

成刊，為韓國政府在各方提供政治、軍事、安全和統一的建言上有所參考與依循。而《國家

安全戰略》月刊於 2012年 4月創刊（每月發刊），是研究院彙整國家安全、戰力整備與武器

系統、國防科技工業推展、區域安全分析等各面向熱門議題，以提供國防、外交和南北統一

問題等各個領域的學者專家分析與分享，並提出對韓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政策含義和方向的專

刊。《國家安全戰略》除了提供韓國青瓦台（總統府）、外務省、國防部、統一部、內政部、

國會議員、國防常務委員會等政府、民意機關決策分析參考外，亦提供給國家圖書館、國防

工業和企業、退伍軍人協會等組織與大學教育單位教授、研究人員和對國家安全感興趣的讀

者閱覽。 

三、研究議題方向： 

（一）韓美同盟起源發展：韓國與美國於 1949 年 1 月 1 日建立外交關係，繼當年 7 月韓戰

《停戰協定》簽署後不久，韓美在同年 10 月簽署了《韓美共同防禦條約》，正式地確

立軍事同盟關係。韓美同盟在韓國民主化時期和冷戰結束後曾歷經相當大的動盪，其

同盟關係的結構性變化，除了北韓問題之外，近年以中國崛起與中俄加強合作、美中

競爭加劇為主要變化。在歷經近 70 年間隨著兩國之間不同時期局勢變化，各自包含

不同意義與內涵；不僅如此，更對韓國外交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影響深遠，同時每個時

期的差異與改變亦是各方研究重點。 

（二）韓國外交政策演變：2022 年 5 月 21 日，韓美兩國在尹錫悅總統和拜登總統舉行了首

腦會談後，發表了聯合聲明。透過其聲明展現了韓美同盟『堅如磐石的堅強基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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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目標是朝鮮半島完全無核化，並同意進一步加強為此目的的緊密協調。他們強調，

與北韓進行和平和外交解決的對話之路仍然敞開，並呼籲北韓重返談判。尹錫悅總統

概述了他通過一項旨在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和繁榮的大膽計畫，來實現韓朝關係正常

化的願景，拜登總統表示支持朝韓合作。韓國自保守派政黨尹錫悅政府執政，有別於

文在寅政府的低調，尹錫悅總統在強調「緊密的韓美同盟，是韓國外交政策的核心」，

而基於韓國國內的政治變化，在國防與安全政策帶來三點改變：第一，對北韓的立場

不再是包容，而是防禦。第二，加強韓國在印太地區的作用，並探索美中兩國之間的

關係。第三，基於穩固的韓美同盟，轉變為全球全面戰略同盟關係。尹錫悅總統亦強

調他在總統選舉中提出的「國際中樞國家」外交政策，就是基於普世原則與規範推展

的外交政策。雙邊會談亦重申“韓美日”三邊合作對於應對北韓的挑戰、保護共同的

安全和繁榮、維護共同的價值觀和加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重要性。藉由韓美同盟

納入更廣泛的地區安全網路，並最終共享韓美利益。基此，對應東北亞迫切需要合作

的前提，韓日關係將有效獲得改善，雖然其動力源自於對北韓的威脅，在軍事情報強

化並共享的同時，亦考慮保障包含半導體、電池等技術的合作，並透過供應鏈加強。

另外韓國亦在國防防衛產業上，提供了呼應印太策略下加強韓美同盟與同盟國地區安

全的重要力量。韓國向澳洲、菲律賓、印度、馬來西亞、泰國等印太地區的國家推動

軍售（K9 榴彈砲）以及 FA-50 輕型攻擊機等。 

（三）韓國國防政策研究：參考尹錫悅政府的國政目標之中，包含國政經營理念與方向、未

來施政藍圖與願景等，秉持著遵守國家利益、實用主義、公平正義等原則以及推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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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主導經濟、自律與創新、追求成為自由和平繁榮的全球中樞國家等 6 大目標，其中

多集中在經濟安全層，然而針對國防政策部分提出『推動國防創新 4.0，培育強大的

人工智能科技力量』之任務目標，成立國防創新聯合委員會推進『國防創新 4.0』，培

育強大的人工智慧科技力量。改革國防整體研發體系，使基於人工智慧的有人與無人

聯合作戰系統開發、國防人工智慧戰略推廣、民用技術在國防領域的應用。此外，針

對北韓日益嚴峻的威脅，亦提出了『顯著增強應對北韓核威脅和導彈威脅的能力』國

政目標，目的是通過顯著增強韓國軍隊應對日益複雜的北韓核導彈和遠程火砲威脅首

都圈的能力，具備實際的反應和威懾能力。其中包含了殺傷鏈（KILL CHAIN）：在北韓

使用核武器和導彈的跡像明顯時，在自衛和保障能力方面製定強有力的軍事反應概念

和計劃；另外更促進研發能夠消除北韓核、導彈的軍事技術和武器系統以對抗北韓核、

導彈威脅的來源。 

（四）國防科技工業發展：根據韓國新頒布的《國防工業發展和支持法》和《國防科技創新

促進法》，國防技術品質院附屬『國防技術振興研究所（簡稱國技研）』2021 年 5 月

設立，該研究所主要職能是國防科技規劃與國防工業促進，主要任務為規劃、管理及

評估國防技術；培育國防工業並實施技術支持項目以增強出口競爭力，推動國防科技

規劃、管理和評價系統的創新以及研究開發軍隊中所需要的尖端武器系統核心技術。

另外為了提升韓國國防工業的技術實力與全球競爭力，積極支持國防工業軍用關鍵零

部件開發與海外擴張。韓國防衛事業廳國防技術保護局，2022 年 4 月針對《19-33 國

防科學技術振興政策書》中所提出的『國防戰略技術 8 大領域核心技術確保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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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未來尖端武器體系核心技術開發戰略』之中發表了《22-36 國防技術企劃書》。確

保國防戰略技術 8 個領域核心技術的計劃和未來先進武器系統的發展戰略。其中包含

反映技術水平調查和未來武器體系預測調查、分析研究結果，技術水平和發展方向，

並將 8 大領域導出的 140 個技術別核心技術確保戰略樹立爲國防技術路線圖。透由國

防技術企劃書，促進產學研參與武器系統國造的關鍵技術與政策，提高民間企業對國

防科技的參與並帶動創新科技的發展。 

三、研討活動摘要： 

（一）陸軍及未來地面部隊發展研討會：KRINS 長期與韓國陸軍配合辦理研究發展會議，召

集各方專業學者針對韓國未來戰爭中的陸軍該做的準備方向研究與討論，針對構建未

來軍隊軍事力量的陸軍軍事戰略、實現未來軍隊軍事戰略的軍事結構創新方向、未來

部隊訓練環境挑戰、基於第四次工業革命中人工智能或無人復雜作戰系統的開發、甚

至研究美軍多域作戰的發展及其多域作戰理念的應用朝鮮半島和韓國陸軍等等的議

題，來探討韓國陸軍各種未來發展可能的方向。KRINS 透由年度『韓國國防工業展

（2020、2022）』或『首爾國際航太暨國防展（2021）』時機舉辦研討，並進行有意義

的討論，召集的學者根據自己的專業見解和經驗，就相關技術、政策、制度和學說的

發展提出各種觀點，而綜合各項討論結果以為韓國陸軍所應用。 

（二）首爾國際航空航天與國防展覽會：韓國兩年一度的「首爾國際航空航天與國防展覽會」

（以下略稱 ADEX 展覽）是由韓國航空宇宙產業協會（暫譯）、韓國國防產業協會（暫

譯）及韓國國防部共同舉辦的國際展覽。ADEX 展覽自 1996 年開始舉辦，2022年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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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屆，舉辦單位除了邀請各國國防工業與相關企業參展外，另有來自各國國防部長、

軍事將領及軍事領域專家受邀蒞臨參訪展覽及各項主題研討發表會。藉此展覽，促進

韓國航天及國防工業的發展。 

（三）KRINS-BROOKINS國際研討會、朝鮮日報亞洲領袖會議：2022年 1月韓國國家戰略研究

院與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舉辦第 10屆共同國際會議，就如何打造『全面戰略同盟』為題

邀請各界參與討論。亞洲領袖會議 (ALC)是由韓國主要媒體《朝鮮日報》在韓國首爾

主辦的年度國際會議。首屆會議於 2005 年 3 月舉行。會議討論了亞洲和世界的重要

問題，韓國國家戰略研究與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亦於每年在此時機舉辦國際研討會，2022

年舉辦第 13屆 ALC, KRINS-Brookings國際會議。 

參、心得 

筆者有幸參與本次韓國戰略研究院智庫研究，除了增進專業本職學能、相當程度提升外

（韓）語能力外，亦有豐富心得與收穫如下，在國家認同與友邦交流方面，筆者藉由此次駐

點研究的機會，針對韓國的歷史、地理、文化、宗教信仰及人文社會加以深刻研究與瞭解，

一年之間的異國生活雖然不長，卻能深刻感受當地人民對於國家認同的情感，韓國雖然是未

完全停止戰爭的國家狀態，人民卻能夠懷抱著堅定的目標持續發展至現今世界所見的樣貌，

實屬不易。筆者在研究過程中，除了必須克服語言上溝通的限制，代表國家角度向來自國外

的研究學者討論研究議題外，在日常生活之中各項機會，更接受到國外友我人士對於本國各

項國情、民情的關心與支持，友我之士能廣為連結，成為日後台韓提升交流默默耕耘的一步。 

除此之外，在個人思維邏輯與決策評估方面亦獲益良多，韓國與美國自從韓戰以來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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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韓美同盟關係，在歷代兩國政治更迭的狀況下時有進退，也影響了整個東亞以致於印太

地區的安全形勢，兩國的國家利益與國防安全考量之下所產生的各國互動，不是單純兩造國

與國一般容易，反而極其複雜與多變，駐點研究一年過程中，更逢韓國五年一次的總統大選

與美國議長裴洛西出訪亞洲（臺灣）；在此環境下研究國際關係過程中，能參考韓國國內、外

政治、經濟、軍事各方因素，學習當前學者所提出其國家安全決策之利弊分析，顯著提升筆

者思維邏輯與決策評估的能力。 

肆、建議 

筆者駐點研究期間針對韓國國防科技與軍事工業發展之研究顯示，『第四次工業革命 4IR』

概念已經明顯改變了原有安全環境以及作戰方式；韓國亦沿著此方向推行國防科技與工業發

展政策。工業革命所帶動的軍事和技術的融合，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利用資訊及通訊科

技(ICT)融合而實現，而其核心就是大數據、人工智慧、機器人工程、物聯網以及奈米技術。

韓國防衛事業廳是國防科技與工業發展專責單位，下轄國防技術品質院與技術振興研究所，

為確保國防戰略技術各領域核心技術的和未來先進武器系統的發展戰略，訂定『國防科學技

術政策』與『國防技術企劃』，選定與國防領域接軌的未來潛力領域，提出未來國防技術及新

概念武器體系，裨利國防科技研究與前瞻，強化國防工業合作推動。鑑此提出建議如下： 

一、國防科技規劃政策建議方面，加強第四次工業革命應用於軍事科技之深化研究： 

（一）政策發展訂定：由上對下之國防科技發展政策，得考量國家政策環境變化和技術發展

趨勢制定中長期『國防科學技術振興政策書』並公開，針對國防科技開發現況與成果、

安全環境與技術動向、武器體系發展方向，設定國防科技發展規劃與目標，並提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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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繫推進戰略與課題。 

（二）科技前瞻推動：由下對上之國防科技新知探索，基於軍備局『國防先進科技研究計畫』，

持續推動國防關鍵科技研究，另掌握原科技部（現新國科會）『國防科技探索計畫』後

續成果與中科院『智慧國防』計畫、國防院『國防科技趨勢』內容整合，透過軍、民

間科技研究單位共同研討第四次工業革命技術水平與未來武器系統發展預測調查，訂

定『國防技術企劃書』與『未來武器預測』並公開。 

（三）資訊公開分享：公開建立國防科學技術交流網站，基於「國防先進科技研究公告及交

流平台」強化國防科技相關資訊收集、共享、管理與發佈。利用『國防科學技術振興

政策書』與『國防技術企劃書』公開資料，促進產學研參與武器國造的關鍵技術與政

策，提高民間企業對國防科技的參與，帶動創新科技的發展。 

二、國防工業促進政策建議方面，加強國防與產業合作曝光度，公開技術概念方向： 

（一）科技會報聯繫：國發會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之中，在國防及戰略產業方面，航

空及船艦將推動國防自主，開發航空、船艦等核心技術及建立國防產業供應鏈與太空

產業發展。然為利國防科技與國防產業發展，國防部與中科院應得依行政院「科技會

報設置要點」參與科技會報，提出基於國防戰略方向所需之國防前瞻科技與發展政策，

落實國防自主。 

（二）政策說明宣導：配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國防科技產業發展審議會（議）』指導，

強化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之國防與戰略產業項目，另藉由『國防科技發展推行會』加強

培育國防工業並實施技術支持項目，除了國艦國造、國機國造（含無人機）外，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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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人工智慧、大數據等 4IR 技術，透過航空、國防展覽（如台北國際航太暨國防工

業展）時機辦理國防工業政策說明會或學術研討會，揭示國防戰略與國防科技需求。 

伍、結語 

筆者此行收穫甚多，尤其在韓國國防力量的展現上尤其深刻，獨立自主的國防軍事力量，

是維護國家安全必須基本條件，而為了確保這樣的基礎，擁有充實的國防預算與國家領袖與

人民的支持，才能健全國防工業並完善對外軍購。本次韓國駐點研究期間參觀了首爾 ADEX 展

覽，由前任韓國元首文在寅總統乘坐 FA-50 輕型戰鬥機從水原空軍基地起飛，降落在首爾空

軍基地抵達會場，途中經過首爾國家公墓及戰爭紀念館。而在 2021年 10 月 21 日及 2022年

6月 21日，韓國首枚自主研製的運載火箭世界號在全羅南道的羅老宇宙中心發射成功時，新

聞媒體採訪民眾對於身為韓國人民看到國家科技的進步感到與有榮焉，在在都顯示韓國國家

領袖與人民對國防的支持與重視。 

我國自古戰略地位非同一般，近數十年來面對中共威脅日益擴張，美國採取印太戰略後

的種種影響，國際情勢越顯嚴峻，如何能在友邦之間學習長處，達成我國戰略目標，實在值

得我國詳予考量與學習。國防科技與國防自主一直是我國努力重中之重，舉例來說我國在航

太與軍事發展上，有科技部於 2018 年至 2028 年投資 251 億元研發之多項功能衛星「太空

科技發展計畫」以及國防部委中科院於 2018 至 2022 年投資 124 億元研發之多衛星發射技

術低軌道運載火箭「麒麟專案」，若往後我國能順利將運載火箭技術提升並結合衛星系統，即

給予了國軍太空與衛星⽀援網路作戰的想像，實為汝等引頸期盼之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