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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陽究報告書는 南北韓間의 本格的인 統一方案

協議에 對備하여， 我떼의 「民族和合 民主統~方案 」

파 北韓이 主張하고 ol~二
λ^ L 「高麗民主聯都共和흩lJ 案

을 比較檢討함으로써 北韓測 提議도 包容할 ~ 
기一 

있는 方案을 模索하는 한현， ’88 서울올림픽을 앞 

두고 底l際社會의 쏟感을 훌흉導할 수 있도록 我

{Jtij 統-方案을 補;늠하기 위한 基鍵資料이며 , 實훌훌 

方案은 繼續 빠究發展시 킬 計劃 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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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間題의 提起

O 第 5 共和國 出m以後 我測은 積極的 · 包容的인 對話態度를 堅持，

南北韓 雙方이 主張하는 모든 問題를 論議할 수 있다는 立場

을 表明하였으나 對話戰略에 있어서 北韓測보다 比較的 守勢l的

이라는 一部의 指橋을 받고 01 ~ 
M U. 

O 또한 多方面으로 進行되고 있는 南北對話와 固邊情勢의 變化

推移를 볼때 韓半島 統一問題에 대한 國際的 關心度가 增大

되는 願向을 보임에 따라 雙方 統~方案의 再檢討가 要뿔됨. 

O 특히 ’ 88 서울올림파을 훌機로 共塵團國家들과의 關係改善을 

積極 模索함과 同 u용에 南北韓 相互關係를 現實的으로 改善 · 

定立할 수 있는 理論化 作業이 必要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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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아울러 南北韓의 統一方案은 그 內容에서 類似한 뻐面을 찾을 

수 있기 때문에 南北韓의 主張을 共히 受容할 수 있는 方

案의 開發 必要性이 提起되 고 있음. 

我測운 「南北韓 基本關係 暫定擬定」에서 “互惠平等， 相互

體制의 認定， 內政不주涉” 등을 提議， 北韓을 事實上의 政權

으로 認定함으로써 平和共存體制의 推進을 表明하였는 바， 韓

半島問題의 特性에 맞는 國家聯合 ( Confederat iα1 ) 制度의 檢

討가 바람직함. 

北{則도 聯했制 ( 國際、法上 Federat ion ) 를 主張하고 있으나， 

그 實際內容은 國家聯合的 性格을 內包하고 있으며 對外呼稱

도 國家聯合을 標諸하고 있음. 

( The Democrat i c Conf ederal ReJlibl ic of Koryo ) 

南北韓은 17.4 共同聲明 」 파 「南北調節委員會」 構成에 合意

한 前例가 있어， 園l家聯合 創設에 必要한 經驗을 가졌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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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我떼은 「統一民主共和國」 에 이르기까지의 過灌的 段階

로서 國家聯合 構成을 北韓뼈에 提議， 主導的안 對北

政策을 追求함파 同時에 南北韓關係를 政治的으로 正常化

시켜 韓半島에서의 平和를 定;홉시킴. 

期待效果 o I民族和合 民主統一方案」 의 補完策 講究

- 過灌期間中의 兩政權의 地位를 國際法的으로 

明示， 守勢的 立場 脫皮

O 北떼의 聯체制에 대한 虛橫性 論證

O 韓半島 統~問題으l 特性에 알맞는 zp.和的

統 -'方·案 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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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南北韓의 鏡-方훌훌 훌푸{흩 

1 . 南北韓의 統-政策 基調

區 分 | 韓 國

統 一 擺 念 l 民族의 再統合
統 一 目 標 ! 單i主權國家

北 韓

全韓半島의 共훌化 

中立的 聯훗B國家 

( 民族 · 民主 · 自 由 · 福社 ) I ( 容共政權 樹立企圖 ) 

統 一 主 體 | 民族成員 全體 | 勞動階級 標構

(共塵黨 및 同調勢力)

統 i 原 則 | 民族담決 · 民主 · 平和 핍主·平和·民族大團結 

(美軍澈收， 統i戰線圖讓)

統 一方法 | 民族和合 ·民主節次에 의한 | 暴力 ·非暴力的 黃命方途

平和統一 |拉行

( 對話·協力 ·平和指向)

統一時限性 l 漸進的 解決努力
※ 「南北韓 基本關係

暫定協定」

(先南朝蘇黃命，後 iffi化吸收 ) 

政治錫商으로 ‘時的 쫓結 

主張

※ 前提條件 先決主張

自由民主主義와 共塵主義라는 相뺑的 

理念과 體制對立의 中和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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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統-方案의 比較

가。 南北韓의 統一方案

區 分 I I 民族和合 民主統一方案 J I r高麗民主聯했共和國」 案

前提事項 10 I 基本關係暫定錫定」 縮結 ! 。 南韓에 聯共政權樹立

- 民族的 信賴回復 10 離韓美軍澈收

- 交流協力·相互門戶開放

國號 ( 政體 )1統一民主共和國

對內外政策 10 自由 ·福社增進

의基本方向 o 民主主義 實行

政府形態 l單i主權國家
機 構 l統一國會 · 統一政府

高麗民主聯행共和國 

O 自主·非同盟 中立路線

聯훗g國家 

最高民族聯해會議 
(輪홈制) 

聯됐常設委員會 

統一接近 |民族統一協議會議 構成 l 前提條件의 實現‘

過程 |• 統一憲法制定→ 總選學 | • 聯郭國家 創設

• 統i國家完成

備 考 |南北韓當局 最高責任者 會談 l 南北韓 當局 및 政黨 社會

볕휠體 代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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나. 南北韓 統‘方案에 대 한 評價-

區分

長點

短點

韓 國 얘U 案 北 韓 얘U 案

O “統一의 未來像” 具體 O 前提條件을 言及하지 u-
的 提示 는한 “聯했" “中立”，

O 「南北韓 基本關係 暫定 等의 用語가 對外的으로 

協定」 等 韓半島 問題의 呼訴力이 A oA1 」n2- • 

現J實的 解決策 講究

O 「民族和合民主統一方案」 O 聯郭制實施보다는 前提條

內容을 別途 說明 件의 貴澈에 主目標를 둔 

해야 하는 難點 다는 非難 自招

O 統-‘까지 過滾期의 南北

韓關係에 대한 言及이 

~‘ n 。.

O 對外的 呼訴力 未治

,---------- --

北韓의 聯췄制案도 部分的으로 受容， 罷極的으로 이를 

克服할 수 있도록 我測 統一方案의 補完 &í、要性 增大

- 特히 統一까지 의 過、據期間에 對한 解決方案 提示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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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 國家聯合과 聯좋B國家의 .tt較

1 0 分斷國家의 統슴 

가. 一般理論의 例示的 檢討

(1) 分斷國家 ( D i v i de d N a t i on ) 의 觀念

O 질 베 르 · 까떠 (Gilbert Caty , 佛， 國際政治學者 ) 에 따르면 

分斷國家는， 

“ 하나의 源、果國家에 서 分離된 두개 의 部分國家로서， 源果國家의 

存續을 否認하지도 않고 單獨으로 源果國家룰 代表할 수는 

없으나 對內外的으로 각기 有效한 法律行薦를 逢行함을 歐l際

法上 認定받고 있는 國家形態”라 規定

O 따라서 分斷國家는， 

- 相互間에 顧對 ( 意、識 ) 狀態 存在

- 單一性의 異質化碩向 增大

- 相異한 意識構造 降R읍 

- 相互交流의 選斷

- 體制와 理念으l 基本的 差異

相互間으l 政治的 獨 自性이 彈化되 는 등 

國家의 統合機能이 마비펀 狀態에 처하게 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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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統合의 意味

O 統合은 “ 同等한 2 個의 政治單位間에 속하는 住民들이 相互

間에 一體感을 갖는 共同體를 構成하는 過程” 이라 할 수 

있으며， 

O 統一은 “統合된 機構가 制度的으로 機能할 수 있는 狀態”

로서 機關統合파 國民鏡合， 生活空間의 統一 등의 與件을 

갖추어야 함。 

南北韓問題 解決을 위 해 서 는 統一에 對한 觀念定立01

先行되어야 함. 

- 單一主權國家후의 統合만을 統~로 規定짓는 前-(91J에서 

脫皮， 平和的 共存關係도 統一로 規定하는 包容的

受容態度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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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統合理論

O 機能主義 : 非政治的 分野에서으| 協力關係를 維持함으-로써 장차 

政治的 分野에서의 錫力도 達成할 수 있다는 立場

O 聯合理論 : 上部構造 ( 外交 · 國防 · 財政 )를 除外한 

(敎育·經濟·文化·通信·運輸)에서의 

t足進해 나가자는 立場

下部構造

統合을 

O 收數理論 : 社會主義體띔j와 資本主義體制間의 交流·協力이 增大

되 면 理念과 體制 差異를 解뼈、할 수 있다는 立場

(工業化와 都市化가 普遍化된다는 것을 前提)

(4) 統合類型

O 供合 : 1 國òl 주로 武力的 手段에 의해 他댈l을 自 國의 

一部로 吸收 CA+B=A 또는 B ) 

O 合供 2 個以上워 國家 가 주로 非政、治的 方法에 의해 結合

하되 새로운 國家를 創設 CA+B==C)

O 超國家的 機構 쉽Ij設 : 國際聯合 安保共同體 構成과 같은 國 家

間의 協力增大를 위한 結合

(5) 統合原則파 方式

O 統合原則

@ 相互衝平의 原則 : 統合어1 짜륜 f륨益의 均等化

@ 相互同等의 原則 : 統合機構創設에 同數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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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有利性 原則 : 體制의 安全維持에 有益

@ 相互補完性 原則 : 機能的 相互依存體휩j 實現

@ !~數化 排除으l 原則 : 一方이 他方을 吸收하는 統合方式

止揚

@ 體휩j不주涉의 原則 : 統合過程의 政治的 觀立 排除

O 統合方式

CD 現實的 接近:統合實現 可能한 것 選擇

@ 1법縮的 接近:統合事業의 對象， 時期에 {申縮性 훌훌與 

@ 多7E的 接近 : 複數分野의 統合接近

(特定分野의 統合失敗後에도 統合推進 繼續

與件確保)

나 . 分斷國理論에 비 춰 본 南北韓關係

(1) 南北韓關係의 特性

O 國際、法理論上 日本에 의해 解體펀 大韓帝國이 統~의 源果國家로 

持續되고 있는지의 料明 必要.

- 獨適의 경우 포츠담協定에 따라 1938 年 以前의 獨速

추츰國의 法的 正統性이 認定되고 있음에 반해 

- 韓半島의 境遇 實效性 있는 源、果國家외 持續性에 關한 

決定이 未治된 狀態이 며 ， 

” “ 



- 유엔決議에 의해 大韓民國政府가 韓半島의 唯一合法政府로 

公認되 었으나 東西對立파 分斷의 長흉H化에 따라 完全한 

屬l際的 承認이 未確定 狀態

O 園l際的으로 韓半島에 事實上의 2 個國家가 存在하는 것 으로 

認定되고 있음. 

- 南北韓은 159 個 유엔會員國中 68 個훌l과 同時修交를 하고 

있으며 

-- 유엔짧下機構 27 個中 9 個에 同時加入해 있고， 

- 各種 政府間 機構 및 民間團體에 同時 加入해 ú 1 .2-
끼λ n. 

O 南北韓도 他方을 事實上의 政府로 認定하고 이으M n. 

- 南北調節委員會는 雙方의 ;存在를 認定하는 바탕위에서 成立

- 韓國은 南北對話의 推進에 짜라 北韓을 事實上 政府로 

認定하였오며， 平和統一에 대한 共同의 責任을 肯定하였음. 

※ 大統領關下의 워성턴 포스트紙 會見( 1986. 1. 2 7 ) 

- 北韓의 聯郭制도 爭實上 韓座l으l 存在 認定 ( 10 大施政方針 ) 

q J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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렌 

O 南北韓의 가까운 장래의 完全한 再統合은 現‘實的으로 

其R待 困難

O 敵對意識이 解消펀 條件下에서 可能한 分野의 交流 • 

協力을 통해 肯定的 相互作用의 推進이 바람직함. 

O 體制와 理念의 差異에서 오는 苦痛과 不便이 最少化된 

協力狀態의 成就는 可能하 며 , 이 와 같은 關係를 南北韓

間에 設定할 수 있다면 統合의 與件이 造成되는 것으로 

評價할 수 있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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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北韓間의 統合條件 改善方案

O 南北韓間에는 統合t足進용素가 形式的으로 尙存하고 있는 바， 

CD 地理的 憐接性

@ 人種， 言語， 文化 宗敎 敎育 등의 單一性

@ 歷史的 統合經驗

@ 機能감성 補完可能性 - 資源、配分 經濟協力面에 서 相互協力 등， 

統合可能性01 높다고 볼 수 있음e 

O 反面에 分斷의 長期化에 따른 統合制約要因도 적지 

@ 相互交流의 斷紹

@ 生活樣式 意識構造의 異質化 深化

@ 政治體系 統治形態、의 相異

@ 政、治的 獨딩性의 構葉

@ 北{Jt~의 政權安保를 위 한 住民統制機能 彈化

않은 바， 

0 
-D 이

 
“ ，

수
|
 

들
 

0 
-E 등

 

F 3 --, 
‘ 



O 따라서 南北韓間의 統合을 t足進하기 위 해 서 는 , 

@ 同質性의 維持와 據大

@ 工業化와 都市化에 따른 意識構造의 ---般↑C

@ 相互間의 知識훌積 및 理解增進 努力

- 對北接觸과 認識에 대한 國內意見 一致 圖讓

@ 無理한 要求 및 相互 詳讓宣傳 止揚

@ 超國家的 協力機構의 創設方案 模索

@ 技術 · 經濟協力， 文化交流 등 非政、治的 分 野에 서 부터 

統合與件 造成이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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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家聯슴 

가. 一般理論의 例示的 檢討

(1 ) 國家聯合의 構念

。 흩l家聯合 ( Conf ederat ion ) 이 란 數個의 主權座l家들이 條約에 

의해 特定의 共通텀的을 위해 結合된 形態로서 

- 새로운 中央政府를 創設하지 않은채， 하나의 協議體나 

聯盟을 만드는 方式이며， 

- 各 構成單位않j온 對內外的 獨立性을 維持하고 그 自體의 

組織을 保有하며 相互平等한 立場에서 內政千涉을 할 수 없기 

때문에 

- t앓l家聯合 그 自體는 條約에 規뚫된 ~定한 範圍內에서만 

會員國家를 代表하여 對外關係블 維持하나， 其fæ의 範圍內

에서 는 聯合한 主權國家들이 獨自的인 外交關係을 維持하는 

것을 特徵으로 함. 

(2) 國家聯合의 成立條件파 r: ~ j 題밝l 

O 成立條件

CD 國家間의 {傑 낀j 

@ 構成會월國들의 1~검Jj뜬 뷰!1}짜되 단 

@ 聯合國家間의 獨Jr~ tt I핍파 

헥 l값셈t? 

「l 
• , 
l ‘ 



O 問題點

CD 展l 內法-上 條휴]보다 憲法이 優先하기 때 문에 f~約의 破棄

可能性 桓存.

@ 聯合한 國家間의 利害가 對立되 는 境遇 聯合機構의 機能이 

麻L揮되어 調整困難

(3) 底l家聯合으l 爭例

(79 國家聯l合으l 實行뽑例 

O 美國 獨立戰爭 當時의 東部 1 3 個까l、l 

- 美洲聯合 ( American Confederacy) 形成。

- 中央會議體로서 大陸會議 ( C on t i nen t a 1 C ong ress ) 創設.

- 獨立戰爭을 莫機로 聯했國家로 發展

O 南北戰爭 當時 南部의 11 個 j\I'1

- 美國 당l家聯合 ( Confederate State of America) 形成。

O 獨進聯合 ( 18 15 r---; 1866 ) 

O 네렐란드( 1580 r---; 1795 ) 

O 라인聯合 ( 1806 ~. 1813 ) 

O 네렐란드 · 인도네시아聯合 ( 194 9 r---; 19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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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成않l들이 共同의 敵에 對抗하기 위 한 結社體를 構成

하는데에서 出發， 國家聯合 혹은 聯盟等 統合過程을 거쳐 

統一國家로 發展

(냐} 最近으| 國家聯合 推進事例

O 세네감비아聯郭 ( 1982.2) 

- 감비아는 3 面이 세네칼에 둘러싸안 아프리카으l 最小磁l

으로서 同一系部族 回敎文化園 類似한 政治制度 등이 統合

f足進要素로 作用

1974 年以後 4 차례의 兩底l 頂上會談 開{崔

- I 세네감비아 聯췄創設에 판한 協定 J (1981011) 및 

「 세 네 감비 아聯햄條約 J( 1981.12) 練結

- 聯했內關 (1982. 11 創設)이 經-濟·軍事面에서의 兩盧l間

共I司事項處理 政治 · 外交分野는 兩國이 獨自 逢行

G 統一예멘共和國 

- 單一民族이었으나 北예멘은 오스만터키로부터，南예멘은 英

展j의 保護領으로부터 獨立 · 分離된 以後 南예 멘은 親蘇

左f밟國家-로 ， 北예 멘은 右 1煩 回 敎國으후 發展하여 왔읍. 

- 19 -



1972 年 兩國頂上會談 以後 統合努力파 級쐐를 繼續해 

오마가 現在. 統合憲法 草案이 批推中에 있읍. 

特 徵

O 頂上會談을 통한 問題解決

O 協商을 통해 相互共通的 要因 ( 統合t足進要素 ) 을 찾아 

接近하는 漸進的 方式 利用

O 勢力均衝보다는 一方의 他方에 매 한 總對的 힘 의 

優位가 統合推進의 要因으로 作用

(t:-Ð 國家聯合 失敗事例

O 統‘아탑共和國 ( U n i t ed A rab R epub 1 i c ) 

1958 年 이집트， 시리아 예멘에 의해 創設

- 시 리 아가 쿠데타후 脫退하자 騙壞 ( 1961 ) 

O 레 바논 · 시 리 아 및 리 비 아 · 시 리 아間 國家聯合을 推進했 으냐 

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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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徵

國家間의 利害對立파 異質的 要素의 未解決로 國際聯合

持續 失敗

(~Ð 特妹한 境遇의 多國間 國家聯合

O 英聯웠 ( Commonweal th of Nations , 1926 ~ ) 

- 英國 國王을 首長으로 하여 이룩된 主權國家들의 自由로 

운 結合體(캐나다 등 49 個國)

- r英聯郭 首相會議」 運營

- 相互代表로서 外交使節이 아닌 高等辦務官 ( Commission-

er ) 派遺

O 歐洲共同體 ( European Comm lli1 i t ies , 1967 rv ) 

- 經濟 및 防衛協力體 ( 프랑스 등 12 個國)

- 歐洲石뭘鐵鋼共 r，건體 ( EC SC ) 歐洲經濟共同體 ( EEC ) , 

歐洲原子力共同體 ( EURATOM ) 를 統合， 發展

- 歐洲理事會 (頂t험談 ) , 關應理事:會 歐洲議會 執行委負會， 司

法載判所 運營 .

- 關親， 通램， 뽑業 ， illJ貨 等 共同政策 施行

q 
/ ~ 



O 東南亞 國家聯合 ( Assoc iat 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 ions , 

1967 r'-J ) 

- 東南亞 諸國間의 經濟 · 文化的 協力體(팔리핀 등 5個國)

- 頂上會談， 關價會議， 常任委員會， 常設委員會， 常設事務局

運營

O 노르닥協力機構 ( Nordic COlU1ci 1 , 1962 I'"'V ) 

- 北歐諸國間 文化 · 法律 · 交通 · 適信 ·社會 등 諸分野의 協力

體(스웨렌 등 5個國)

「노르닥會議 J ( 選出된 議員파 政府代表로 構成 ) 와 「노르닥 

關傑會議」 運營

O 特定 덤 的의 共同實現을 위 한 結合體로서 經濟 • 

文化 · 交通 等 非政治的 分野에 서 協力增進 圖諸

O 頂上會談 關燈會議， 常設委員會의 運營을 통해 國

家間 利害調整

” “ 



나. 國家聯合의 韓半島 適用 可能性

(1) 評 價

O 國家聯合운 國際的으후 尊重되 는 條約에 依하여 形成

되 므로 南北韓파 같은 相異한 體옮u間에도 適用할 수 01 ...Q.. 
λA '0. 

O 我測은 이미 “ 6 .23 宣言” “ 7.4 共同聲明”등을 통해 

北韓을 事實上의 政權으로 認定했을 뿐만 아니라 「南北韓

基本關係 暫定協定」에서의 提議內容도 國家聯合으로의 接近

可能性을 內包하고 있기 때문에 國家聯合을 提議하더라도 

我뼈의 統一政策파 符合함. 

O 특히 1982 年 1 月 提示한 「南北韓 基本關係 暫定協定」에서는 南

北韓間 政治的 連擊方案이 具體的으로 提示되어 있지 않았 

기 때문에 統一指向的 色彩가 未治한 바， 國家聯合의 提議

를 통해 이러한 缺R점을 補完할 수 있음. 

O 北韓의 聯했制도 寶際 國家聯合에 接近하고 01 조二 
Aλ1二→ 만큼， 我

測 提議는 北韓의 제의까지도 包容하는 대뱀함을 보일 수 

있 고， 我떼 統-政策의 現實性을 對內外에 弘報 할 수 있을것 임. 

(2) 問題點

O 國家聯合은 條約에 의해 이루어지기 때문에 어느 一方의 

無效宣言에 의해 破棄될 可能性이 있 g. 

O 國家聯合운 他方에 매한 內政不千涉 등 獨立主權國家間의 

協力關係인 바， 國家聯合 提議自 體는 分斷 固定化， ’ 統~의 

11m棄 ’ 라는 批判을 f겸來할 素t번가 있 a. 
- 23 -



3. 聯훗ß 國家 

가. 聯핸盧l家의 一般的 職念

O 여 러 支分座l 이 統i的인 成文憲法에 따라 하나의 主權園家를 

形成하는 形態로서 

- 支分國은 그 固有의 國家機能을 保有하면서 

- 利害를 같이 하는 國家的 任務를 統-‘的으로 達成하기 德하 

여 同等한 立場에서 結合하기 때문에 

- 聯했政府와 地方政府는 從屬關係보다는 協調的 關係에 있으나 

- 聯행政府는 對內外的으로 主權을 獨古하며 ( 地方政府는 主權

推棄)

- 外交·國防·財政과 같은 重要한 問題는 聯했政府의 所管안 

境遇가 大部分임. 

나. 聯해國家의 成立要件

客觀的 與件 l 
O 多數民族의 共存

O 多樣한 文化· 言語 · 宗敎 ·塵史의 存在

o 광활한 國士
O 地方政府의 담治制 尊重

O 統一的 憲法의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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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좋ß{足進의 可能條件

O 聯행形成의 求心點으로서 의 共通理;念파 政治機構의 類似性

이 存在할 때 

O 支分底l家間의 緊張解消 및 共存의 必要性ôl 있을 때 

O 共同의 敵이 나타나거나 共同의 덤的追求가 緊要할 때 

O 支分座i 相互間에 힘 의 均衝이 維持될 때 

O 支分國 相互間의 分權이 法的으로 保障될 때 

O 支分國 住民들이 聯됐政府 및 地方政府에 대해 “ 2 重忠誠”

을 할 수 있을 때 

다. 聯행國家 構成上의 特徵

構成原則

O 立法機能의 分配

- 成文憲法制定은 聯핸政府 所管

- 其他 具體的 立法事項은 地域政府에 分配

- 대개의 境遇 兩院制 立、法府 構成

(地域代表 및 聯郭代表 )

O 非中央集權化

- 聯郭政府는 具體的인 權限을 大部分 地域政府에 委任

- 高度의 地)J C3 治制 實施

% 

ω
 



f--

O 機能의 分擔

- 聯됐政府는 대개 外交·國防·關脫 · 貨網·通貨·郵便과 

같은 特定分野 擔當

- 地域政府는 敎育·文化·警察·地域統治 擔當

O 聯됐政府와 地域政府間으l 給爭解決을 위 한 司法機構

(憲法載判所 等) 存在

라. 聯쐐制의 類型

(1) 擺 觀

O 全世界의 170 餘個國中 約 50 {固國이 聯짧制를 採擇하고 있음. 

O 그러 나 “聯행” 이 란 用語의 使用과 國家形魔 等은 多樣한 

便임. 

- 制度的으로 複雜하며 運營에 있어서도 相當한 技術을 要함. 

主要 國의 聯츄ß 뿜IJ 形態 

國 名 英 文 表 듭B 政 體 國 會
國 家 州 數- 首7c 

美 國 Uni ted States of America 合됐國 2 院制 大統領 51 個州

A위 A Swiss Confederation 聯 좋B 2 院制 大統領 22 個州
共和國 (輪훔힘ij) 

西 獨 Federal Republi c of 聯 좋P 2 院制 大統領 11 個州
Germany 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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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名 英 文 表 듭E 政 體 國 會

英 國 Uni ted Kingdom of Great 立 憲 2 院制
Bri tain 君主國

브라질 Federative Repub1ic of 聯 좋B 2 院힘j 
Brazil 共和國

가 Co-operative Republic 聯 훗B 1 院制
나 Guyana 共和國

Socialist Republic of the 社會主 國 家
Union of Burma 義聯훗8 評議會

共和國

蘇 聯 Uni on of Sovie t Social ist 社會主 2 院制
RepJblics 義共和

훌외聯좋B 

0 」-1L-/￡-」
τí J.L t=. 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社會主 聯 좋B 
라비아 of Yugoslavia 義聯좋B 議 會

共和國

카나다 Canada ìL 憲 2 院制
君主國
〔英聯됐) 

(2) 民主國家 聯했制의 特徵

O 입 由와 zp:等思想、에 서 由來

O 中央集權止揚， i也 JJ 암權化， 地方自治制 實施

O 中央政府는 外交 . [맞l 없j 擔當

國 家
-

首JC 

國 王

大統領

( 選擊 ) 
人團

大統領

大統領

最高會
議幹部
會議長

聯 郭
幹픔~會 
議 長
;輪홉f힘D 

英 國
國 王

O 憲、法으로 聯햄制度릎 明文化， 、法治主義 指向

- 27 -

州 數

14 個州
38 地區

州 : 22 
聯됐直輔 
州 : 4 

7 個州

15 個
共和國

6 個
共和國

10 個州



(3) 共塵國家 聯했制의 特徵

O 聯郭을 民族單位로 構成하되 , 構成磁l間의 地位가 不平等

- 蘇聯됐의 大共和않l은 小共和國에 比해 優越한 授票權

行使

O 一黨獨載， 單一이데올로기만을 許容

O 觸力한 中央集權， 社會主義 計劃經濟， 言論統制 等 훌l一的 

!社會 指向

셔、? 
聯됐制를 實施한다고 하더 라도 高度로 中央集權化된 共塵黨01

i얹治權力을 獨 古하며 , 民族的 特性을 갖는 地方政府가 中央

政府에 忠誠을 하는 限 어느程度의 內的 담治를 許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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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主國家와 共塵 i행家의 聯좋6힘j 比較

區 分 美 國 蘇 聯 ※北 韓

形

性

態 | 聯 됐 | 聯 했 ( 同盟 ) 

格 | 聯햄의 휠久的 | 聯챔의 桓久的
高麗民主聯했共和國 

統一2-1 完成段階

維持

多數民族

(民族間 不平等 ) 

統 治 方 法 | 地方分權， 地方되治! 中央集權， 統制

維持

民 族 | 多數民族 單一民族

聯해機關 | 大統領
J:-下院

蘇聯했最高會議 

中央集權

最高民族聯행會議 

蘇聯郭最高載判所 |聯됐常設委員會 

大法院 ! 蘇聯했關燈會議 

構 成 國I I 平等 不平等 l 南北韓의 現存體制
相 互 關係 維持，

內政不千涉 內政不千涉

聯체政府와 | 憲法에 規定된 | 共塵黨 中心의 | 言及없음 
構 成 國
相互關係 | 分野外는 平等 | 中央集權的 指導

自治許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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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蘇聯 · 유고 等 共塵展i家에 서 의 聯훗P制j는 一黨獨載의 全體

主義 社會를 美化하는 形式에 不過함-

- 蘇聯햄의 構成共和國이 갖는 自治權은 實際 對內外

活動에 있어서 많은 制約을 당}. 11 q] 으」 
L- --‘J、 LI • 

O 또한 共塵團에 서 의 聯좋B制는 未化統一까지 의 過灌的 形態

로서 統一戰線 戰略의 一環으로써 提起하는 것 임 . 

O 反面에 民主뱀家에 서 의 聯훗P制는 뺑家 및 地域的 特性에 

짜라 發達해온 制度이기 때문에， 高度의 地方自治制度를 

바탕으로 하며 一定한 틀이 없는 代身에 狀況에 따른 

顧通性을 發揮할 수 있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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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家聯슴과 聯훗ß國家의 比較

區 分 國 ι~ 
口家

7 X V H 

맨
 

國際法上主體 | 構成댈l 

聯 좋B 

聯훗ß!많府 

家國

-- ---- -‘• • - - --- - --- --

成立根據

性 格

條約(國際法)

錫議體나 聯盟

成文憲法(國內法)

새로운 主權國家 創設

- “느슨한 結合" “密看된 關係”

- 安定性을 缺한 暫定 1- 安定性을 가진 永久的

的 結合 ! 結合

對內的統治權 l 構成國만 保有

對外的代表權 | 構成國이 行使

聯됐l않府 및 地方i많府 同時

保有

聯했政府만 保有

( 主 權 ) 1- 國家聯合은 特定事項에 I - 地方政府는 主權行使禁止，

限하여 對外的 代表權

行使

對外活動制限

國庸‘ 및 兵力 ! 構成國만 W1T 聯좋B政府가 保有

長 點 Q 特-妹 f4 I얀I ( 交流協力 · O 永久的 安定可能

共 [r괴防-衛 等 ) 의 達成에 I u )한 I페 目 標 成就.9-1 積極活動

有ÆIJ

O 構JlX:廣l의 쐐j 1‘/:VK -:;- l씬 ;시」 

바 ~ì_ jl~ ,-F IJ 펀 IJlq 젠 //F μI 
q J 

wJ 피든 

、) 1센 j或的 特性에 自、治u 1-上二
Ä '-

하11 1풍 運HJ 容易



~쿄 分 國 家 聯 ζ~ 
u 

X 
F ” 

꺼
 훗B 

O 相互 異質體制間에도 

適}rj 可能

O 聯知政府 및 地域i닮府間에 

利害가 相衝되 드라도 國內

法的 節次 ( 憲法載判所等)

에 의해 解決可能

O 解體가 容易하지 않음. 

- 聯했政府의 武力權 行使

* 揮制力行使時 武力衝

突이나 內戰發生先例

O 相互 異質體制間 適用困難

- 利害調整이 容易하지 

O 完全한 地域담治活動 

可能

短 點 O 長期的 安定性 缺如

- 解體可能性 桓存

O 國家間의 利害가 對立

되 는 境遇 聯合機構의 

o l- <:> 
l건 u. 

機能網L陣 및 S周整困難

~J 

O 國家聯合파 聯행制는 寶際的으로 그 區分이 明確하지 않은 

경우가 있으나 -~般理論에 立빼해 볼 때 南北韓關係의 

現實與件으로 보아 國家聯合을 模索할 수 있음 

% “ 



N. 對 策 試 案

1 . 基本政策 方向

륨終텀標 

O 南北韓間의 國士分斷을 解消， 單一主權國家 樹立

O 온겨레가 함께사는 民族， 民主， 自由 福社의 統一民主共和國

建設

中間덤標 

O 南北韓間의 緊張鍵和와 戰爭再發危險을 除去함으로써 韓半島

에 平和를 定看시킴 

O 南北韓間 相互交流·協力을 增進시켜 나감으로써 相互信賴

零圍氣 造成파 民族同質性 回復 追求

當面덤標 

O 南北對話를 持續하여 렀r1 감슨l 갔t ß풍을 高揚하는 한펀， 北韓의 

聯됐制 提議까지 包容할 수 있 는 對끓i戰略 開發

” u 



- 我測의 경우 統一에 關하여 “南北韓 雙方이 提起하는 모 

든 方案을 함께 討議할 用意가 있음”을 表明

( 1983.2.1 , 統一院長官 對北聲明 ) 

O 統一外交를 積極 展開함으로써 韓半島統一에 대한 周邊國의 

支持據大· 模索

- 特히 交꽂承認 및 韓國의 對中·蘇關係改善 推進

라~ 
相互 信賴回復파 交流協力을 통하여 正常狀態와 

거의 다름없는 ( 分斷의 苦痛파 不便01 解消된 ) 

南北韓關係 定立 模索

2. 段階別 戰略

段 階 戰 略 目 標 細 콤f) 듭f 劃l 推 進 事 項

對話推進 O 對話의 長期的 ( ) 北韓이 對話에 O 記者會見， 主要

持續 繼續 參與토록 行事， 藥機別

O 實質問題 合意 課導 對北聲明 發表

f足進 。 對北弘報 活性 로 對話呼應

化 t足求

A 

ι
 
T 

q J 



段 階 戰 略 目 標 細 部 計 畵u 推 進 事 項

O 國際弘報 彈化 O 美·日·中共을 

O 國際 미 國民 通해 北韓에의 Ã 

萬論 造成에 壓力造成

依한 對北壓力 O 海外 및 橋民

加重 어l 對한 統一

弘報 積極展開

平和定훌 O 戰爭再發 防止 O 軍事的 對立關 O 南北韓關係 定

O 緊張鍵和 係의 解消 立方案 反復

O 平和關係 樹立 O 敵對關係 解혐、 t足求

O 相互詳諸 中止 - 基本關係 暫

O 分斷의 苦痛 定協定縮結

解消 f足求

P 非政治的 分野 - 不可寢協定縮

漸進的 交 結 f足求
’ 

、流 推進 O 非武藍地帶의 

共同開發 f足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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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階 戰 略 目 標 細픔{)計 홉U 推 進 戰 略

南北韓I鋼 O 平和共存의 制度 O 部門別 交流協 O 南北對話通路의 
係 正常 化 力 I~힘係의 ￡常 常設化 構葉

化 O 相互信賴回復 化 및 據大 O 國家聯合 創設

O 多方面的 相互 O 韓半島 周邊國 提議

交流 推進 과의 協力增進 O 南北韓關係 正

O 南北韓關係定立 常化에 대한 

에 必要한 協 國際的 保障

定 및 條約縮 獲得

結 課導 - 交又承認 및 

- 不可흡協定 유엔 同時

- 基本蘭係 暫 加入

定協定

統一指向 O 統-~어1 대한 。 經濟·社會·文 O 民主的인 自由
主導權 掌握 化등 非政治的 總選學

O 經濟， 社會的 分野의 積極的

統合 達成 交流 推進

O 民族同質性 回復 O 韓半島 統~支

持 零圍氣造成

O 價f直統合으로 

慧起될 不安要

素 除去

강---------
L寶韓 緊張鍵和 및 關係正常化어1 最優先 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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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家聯슴理論의 活用時 考慮事項

가. 對外的 測面

O 國際社會에서의 支持獲得 可能性 與否

- 分斷國 統合에 관한 一般理論에 立購， 簡單明購한 

立場 表明

O 國家聯合에 관한 北韓의 이미지 考慮

- 北韓01 “南北聯햄制”와 “高麗聯知옮ij" 률 통해 國家

統合을 標橫

“高麗 民主聯됐共和國”을 對外的으로는 Conf ede-

ra t i on 으로 表現

” 
ι
 



냐. 對內的 測面

O 憲法 等 國內、法파의 批觸與否

“大韓民國의 領土는 韓半島와 그 附屬島願로 한t::}." 

는 規定파 相騙되지 않도록 考慮

0 北韓共塵政權의 獨팀性을 事實上 認定함에 따라 새로운 

對北韓觀 定立 ( 對、決關係에 서 協力共存關係로 轉換 ) 으로 

因한 國民들의 反共安保態勢 解뼈防止 必要

無分別한 統一論議가 國論分짧을 招來하지 않도록 

對策 樹立

O 國家聯合 提案 自體가 統一빼棄 내지 分斷의 固定化로 

誤解되 지 않도록 多角的 方案 講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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다. 宣傳 · 弘報的 -m~面

O 曉存 統一政策에 符合되는 方案 講究

- 第 5 共和國의 統一方案이 자주 變更되는 듯한 印象

佛p\

O 低學慶層(動勞大됐등)도 쉽게 理解할 수 있는 名稱

模索

O 複雜한 羅列보다는 簡單明購한 擺念提示 必要

國家聯合 提議時 c듬리 諸~IJ面을 考慮 般的

擺念만을 活用하여 獨特한 이미 지 創出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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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細部對策方案 ( 提議方法 ) 

가. 方案 1 “南北韓 共同體” 創設

(1) 名 稱 : “南北韓 共同體”

* ‘ 大韓高麗國家聯合 ’ 등 南北韓間의 錫議에 짜라 決定

* 英文表記는 Korean Commonwealth 또는 Union of 

Korean Republic 등을 考慮

(2) 提議時期 : 大統領關下 國政演說

* 8.15 慶祝離， 平統開會離， 國會施政演說 또는 南北頂上會談 등 

(3) 組 織

O 統-‘方案 및 統一憲法 審議를 目的으로 하는 「 平和統i

協議機構 」 設置

O 南北韓 頂上會談에 서 의 合意事項에 關한 實훌훌方案을 協議

하기 위하여 南北韓의 關燈들이 參加하는 「 南北韓 共同

委員會 」 設置

O 上記 組織을 運營하는 「 共同事務局 」 設置

( 4) 構成 빛 運營

o I 平和統一協議機構 」 에 參加하는 代表는 南北韓이 同數로 

各各 選任 派遺하되 , 能率的안 會議運營을 위 하여 可及的

小規模 A員으로 制限

o I 平和統---協議機構」 는 다음파 같이 運營

- 서 울， 平壞 輪짧制 開4崔

- 共同議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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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에 따라 分科委 設置 ·運營

- 多數決原則에 의해 合意， 重要事項은 滿場一致制 合意

- 合意事項은 南北韓 政府가 義務的으로 屬行

o r 南北韓 共同委員會 」 는 必要에 따라 分科別 對策

委員 會를 構成

o r 共同事務局」의 運營

- 南北韓에서 旅遭한 適正數의 實務λ‘員으로 構成

( 南北韓 同數)

- 共同責任制 運營

- 板門店에 常設 設置 ( DMZ 地域도 考慮)

(5) 提案要답 

@ 祖國統一을 完成하-기까지의 過灌的 形態로서 “南北韓 共同

體”를 創設

@ “南北韓 共同體” 의 性格은 相異한 理念파 體制를 超趣한 

民族聯合이 며 南北韓間 交流協力파 相互信賴의 增進을 目的

으로히 는 雙務的인 組織으로 規定함. 

@ 따라서 南北韓。 1 各各 對內外的 統펌權을 行使하는데 

아무런 變化가 없음. 

@ “ 南北韓 共同體” 의 왜 ift많은 「 平- 和統一協議機構 J , r 南北

韓 共 I늄]委 員햄 킹 1- J t- l rfJ 펀務 }펴 」 으로 構成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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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에 따라 分科委 設置 · 運營

- 多數決原則에 의해 合意， 重要事項은 滿場一致制 合意

- 合意事項은 南北韓 政府가 義務的으로 屬行

o r 南北韓 共同委員會」 는 必要에 따라 分科別 對策

委員會블 構成

o r 共同事務局」의 運營

- 南北韓에서 派遭한 適正數의 實務A員으로 構成

(南北韓 同數)

- 共同責任制 運營

- 板門店에 常設 設置( DMZ 地域도 考慮)

(5) 提案要릅 

@ 祖國統-~을 完成하-기 까지 의 過灌的 形態로서 “ 南北韓 共同

體”를 創設

@ “南北韓 共同體” 의 性格은 相異한 理念과 體制를 超越한 

民族聯合이며 南北韓間 交流協力파 相互信賴의 增進을 目的

으로히 는 雙務的인 組織으로 規定함. 

@ 따라서 南北韓이 各各 對內外的 統합權을 行使·하는데 

아무렌 變化가 없음. 

@ “ 南北韓 共|매體” 의 *Il織은 r /r'-￥n統一協議機構 J , r 南北

후핸 共「매委 ii 쩍 | 맺 I Jt fr íJ 'Jf務 I꾀 」 으로 構成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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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徵 I

O 我測 統一政策의 基本骨格 위에서 發展

O 北韓의 聯、좋B制案에 대 한 現實的 · 合理的 對應策 提示

- 北韓測 主張의 部分的 受容可能性 提示

O 統一까지의 過灌的 形態로서 國家聯合을 實施한 後

南北韓間 信賴造成에 따라 完全統一國家로 移行 可能

나. 方案 n : I南北韓 基本關係 暫定協定」 內容 補完

(1) 補完方向 : 뽑提議한 「 南北韓 基本關係 暫定協定 」 의 內容에 

國家聯合的 性格을 加味하여 修正提議

(2) 提議內容

O 我測은 82 年 1 月 提議한 「 南北韓 基本關係 暫定協定 」

의 內容에 追加하여 

O 關標級 「 南北共同委員會 」 를 構成， 民族共同權益의 保護{빼 

張을 圖課토록 함. 

O 이에 따라 힘北韓 雙方은 韓半島에 對한 單獨代表權主張을 

保留토록 함. 

(3) 評 價

O 現在의 與件으로 보아 가장 現實的이며 無難

O 我測 統 ←→→政策을 크게 바꿀 必要가 없음. 

O 그러나 提議內容을 一部 補完하는 形式 01 므로 陳魔하다는 

指橋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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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向後 훌훌展計훌j 

O 細部對策方案에서 提示한 여러가지 對策에 關하여 中·長期 統一

政策의 主要政策 課題로 受容하여 補完 · 發展시킴. 

O 國家聯合提議에 따른 國內外 鍵想、反應 등에 대해서 模擬實驗

實施

O 國家聯合 提案과 關聯펀 各種 機構創設 및 運營計劃과 이 에 必、

要한 錫定文案은 繼續 昭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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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훌훌 

1 · 東 ·西獨間의 國家聯合論議

n . 北 韓의 聯했制 批띔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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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東西獨間의 國家聯台 論훌훌 

1 . 東獨의 國家聯슴提議 內容

o r울브라히트」 東獨社會統一黨 (SED) 第 1 書記가 黨機關紙

새獨速紙( N eues Deu t schl and )에 發表한 論文에서 最初로 統獨

을 위한 過據的 機構로 ‘獨適國家聯合’ 을 提議( 1956.12) 

한 以後 이를 發展시 켜왔음。 

東獨의 國家聯合 提議內容

(1) 性 格

統一을 위한 總選學가 可能할때까지 過灌的 惜置로서 

國家聯合 形成

O 社會體制 가 相異한 두개의 獨速國家가 存在함을 

認定하고 

O 國家成立後에 兩獨間의 接近을 試圖하며 

O 그후에 現實的으로 國民議會構成을 위한 民主的

選塵가 可能할때까지 國家聯合의 形熊로 中間解決을 

模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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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構 成

國際條約에 基鍵하여 兩獨議會에 서 同數의 代表로 構成

되는 “全獨委員會” 設立

O 全獨委員會는 東·西獨의 結合機關으로서 두 獨邊

國家로 構成되 는 國家聯合이 며 , 

O 全獨委員會는 獨速에 있어서의 統~的인 行政樹立問題，

특히 關親同盟， 民族事業， 統一的인 中央銀行 樹立，

貨輪， 輸送， 報道關係 등의 ‘獨適國家聯合政府’의 

機能을 行使

O 全獨委員會는 兩獨間 同等한 地位에서 協홉을 통해 

全獨 自由選學 實施를 위한 惜置 마련. 

(3) 先決問題 ( 前提條件 ) 

國家聯合의 始發點으로서 마음 問題에 판한 東西獨間

協定을 優先的으로 縮結

O 獨速領土위에서의 核武器의 生塵 및 設置鋼棄，核戰

途行의 禁止， 中部유럽의 非核地帶↑ι

O 兩獨은 나토와 바르샤바에서 脫退하고 兵彼義務를 

止揚하며 ， 軍事費支出 및 兵力規模 縮小를 協議

O 全獨速로부터 4 大國 兵力의 搬收要請

O 現 國境線 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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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 民族 2 國家論의 立場을 堅持 優先 關係正常化 및 

西獨에 의한 東獨의 承認을 課導

O 야훌훌훌平和攻勢로 西獨內部 分짧을 企l圖하는 한펀， 나토 

軍의 解體와 美軍澈收 團論造成

- 先、決條件의 實澈을 主펀 덤 標로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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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獨의 反應、

O 國家聯合案을 蘇聯이 自決權에 의한 獨適統i을 妹害하려고 

構想、한 ‘ 2 個의 獨速國家’ 政策이라고 非難

( 1957.2 , 아데냐워首相) 

“한 國家의 어느部分(東獨)을 完全히 分離·獨立시컨 

後에 相互協商에 의 해 統一한다는 것 은 論理의 法則 및 

慶史的 經驗파 予眉된다’ 고 主張.

O 東獨이 提案하고 있는 ’ 國家聯合案 ’ 에 는 많은 前提

條件이 提示되어 있는데 그 內容中 相當部分은 獨速統一前

일지라도 兩 獨이 獨自웹으로 處理할 수 있는 問題인 바， 

國家聯合案은 共塵主義支配의 據張을 노라는 未化戰略이라고 

*巨否. ( 1957.5 西獨政府가 蘇聯에 보 l싼 2 次 覺書 ) 

O 獨速의 統一達成은 兩獨間 2 個政府의 所管事項이 아니 라 

獨速民族의 排他的 權利에 속하기 때 문에 國家聯合을 反對.

( 1958 .1 , 아데 나워首相이 불가닌 蘇聯外相에게 보낸 

書輪)

O 東西獨間의 民主主義와 共塵主義라는 理念上의 ~眉

때문에 國家聯合의 成立담體가 不可能하고， 설사 聯合이 

形成되드라도 現實的인 機能을 發揮하지 못할 것임. 

(1958.1 , 브렌타노 西獨外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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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西獨응 東獨이 獨進運命 、決定權을 갖지 않는 政權，

즉 蘇聯政策의 執行機關에 不過하기 때 문에 , 獨速國家

聯合에 의 한 東獨의 承認은 分離主義的인 暴力政權을 

認定케 함으로써 統_.의 障碩要素만 助長한마는 立場

堅持.

O 東西獨接近은 두개 의 獨速國家의 承認、을 릎、味하는 

것이 아니 라는 原則下에 ， 優越한 힘을 바탕으로 한 

‘先 緊張鍵和 後 統獨政策 ’ 路線 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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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東 · 西獨關係 正常化에 대한 雙方主張 및 打開策

o 2 차례의 東 · 西獨 首相會談 開4崔以後 兩獨은 「東 • 西獨

基本條約 」 縮結을 위한 對內外 與件을 造成하였는 바， 

獨速問題의 zp:和的 解決은 東西유렵의 和解가 前提

되어야 한다는 認識下에 

φ 「獨 · 蘇不可寢條約 J (1970.8) 

@ r 獨 · 波正常化條約 J (1970.12) 

@ r 베를린에 판한 4 大國協定 J (1971.9) 

을 縮結하였음. 

- 또한 東·西獨間에도 「東·西獨 適信協定 J (1971.9) , 

「東·西獨 通行協定 J (1971. 12) , r 東·西獨 交易協定」

(1972 .4) 등의 縮結을 통해 兩獨間의 實質的 協力

關係를 構集하였음. 

O 東·西獨 間 協商에 대한 兩獨의 基本立場을 보면 

- 西獨의 브란트首相은 r 1 民族 2 國家論」에 立觸하여 

兩獨關係를 外 l평이 아닌 民族의 單-~性을 維持， 尊重해야 

하는 “ 特했한 內的關係 ”로 規定함으로써 “善購的·

實質的 協力關係 ” 發展을 模索하였음-

- 東獨의 슈토프首相은 I 2 民族 2 國家論 」 에 基廳하여 兩

獨關係를 相互 相異한 對立的 社會蘇序를 갖는“主權的 

獨立關係 ” 로 規定함으로써 “ 東獨에 대한 園際찮t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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을 要求하면서 東·西獨間 同等資格에 基鍵한「關係樹立을 

위한 條約」 을 縮結하자고 提議하였음. 

雙方主張의 主훌內容 및 打開方案

區 分 | 西獨 ( 70 . 5 t 갖셀 
20 個項)

武力不行使 | 。 武力빼棄， ￥g爭
(國境不可
慢 ) , 의 平和的 解

戰爭防止
決， 國境線 尊

重

O 獨適에서의 戰爭

防止

軍 縮 I 0 軍備 · 軍縮의 

統制

內政不千涉 o 相互 主權파 

關聯되 는 問題

에 있어 서 獨

立， 自主性의 

尊重

東獨 ( 69 .12 , l 
條約草案) 打開方案

O 現存 國境線 安 | 共 通 事 項

定 및 不 i규慢 

O 武力示威， 暴力

使用의 鋼棄，

￥g爭의 平和的

解決

O 核武器保有 使用 | 共 通 事 項

禁止 다 òl 르 
Ã -. E. 

위한 軍縮協商

O 內政不千涉 主權 l 共 通 事 項

平等， 互惠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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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 a휠獨 ( 70.5 갓셀 | 東獨 (69.12 , 
20 個項 ) 1 條約草案 ) 

* 國際法上
承認排除

* 國際法上
承認要求

*I 開 方 案

共通事項

(事實上 承짧 

擔置)

l調係正常化 1 0 關係正常化 樹立 1 0 關係正常化

交流 및 1 0 經濟， 社會， 文化 1 0 別逢 協定에 의 l 共通事項

協力 Á道的 諸般交流| 해 規定

民族의 單 1 0 各各 憲法에서 1* 社會主義 國家인 基本條約前文에 

-‘性 民族의 單一性을| 東獨A民과 資本 “民族問題를 包

目標로 하고 있 主義國家인 西獨 含한 基本問題

는 東·西獨 E 住民間에는 根本 (統獨 可能性

民族의 平和統一 l 的인 社會的 차 등)에 있어서 

을 위한 條約 이가 있 g. 東·西獨間의 意

을 練結 見不i致 ” 를 

規定，民族問題

論議 留保

相互關係 1 0 相互 外國이 아 1 0 國際法上 同等 1 0 “常顧代表部”

規定 l 념 l 資格에 의한 關 l 設置로 特랐關係 

_.----L... Ir 를깃]l흙 

*’特珠한內的關係’| 係樹立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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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 | 西獨 ( 70.5 , 갓셀 
20 個項)

東獨( 69.12 , l 
條約草案)

打開方案

O 條約은 ’ I 民族 O 相互外交關係 O 東獨{則은 基本

2 國家 ’ 라는 特 樹立 條約에서 “他

珠狀況을 考慮 *’大使館’設置 方에 대한 國

O 長官級 ’全權 際的인 不代表，

代表’任命 不代理行薦原則”

*’常設事務所’ 을 實澈， 對外

設置 的 地位를 事

實上 認定받았음. 

유엔加入 1 0 東 · 西獨은 條約 10 유엔의 普遍性 | 유엔同時加入 實

에 立購， 유엔加 原則에 의한 유| 現 (1973.9)

入을 申請 | 엔加入 

*條約縮結에 의 I *早速한 時日內

한 關係正常化 | 유엔加入 

후 유엔 加入

4 大國責任 | 。 全 獨速 및 베 1 0 東西獨은 西베를 1 4 大國의 權利，

를런에 대한 4 련을 獨立的 政|責任， 決定이 基

大國의 權利， 責 治團l體로 尊重하 本{뚫約에 影響을 

任 E 本 條約 며 ， 이러한 觀點 받지 U- ~q~ 1::용 -c τ二r

에 批觸되지 않음J 에서 서 베 를 렌파| 書輪을 交換， 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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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
西獨 ( 70.5 , 갓셀 東獨( 69.12 , n 開 方 案

20 個項) 條約草案)
-

關係規定 : 國의 責ff:認定

*東獨응 獨立國

家로서 4 大國

責任에 훌훌屬치 

o1건L n 。 · 

( ’ 70.3 , 에 어 

푸르트 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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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獨速方式의 南北韓關係에의 適用示浚點

@ 西獨의 I 1 民族 2 國家論」 파 “ 特練한 內的關係 ” 에 立關

한 相互 關係規定

O 西獨은 I 1 民族 2 國家論」 에 立關 對內的으로 東獨을 

事實上의 園家로 認定하면서도， 對外的으로는 “特練한 內

的關係”規定에 의해 國際法上 不承認

￡ 
統一을 위한 過程에서는 我測도 北韓을 事實上의 國家로 

認定하되， 特珠한 關係라는 事實을 받아들이거l 함으로써 

’統一推棄’라는 非難을 排除할 수 있는 方案 模索

@ 東 · 西獨間 非政治的 分野에서의 交游協力을 바탕으로 한 

政治問題 쫓結 努力

O 非없、治的 分野에 서 의 實質的인 協力土臺를 構藥한 연후 

에 政治的 問題를 쭉結하는 漸進的 方法 追求

활-------.， 

相異한 體制를 가진 分斷國家間에도 非政治的 分野에서 

의 交流協力은 可能하다는 점을 動案 南北韓間의 相互

信賴블 構藥할 수 있는 實質的 協力關係 模索

야
 ω 



@ ’ 民族의 單i性 ’ 에 대 한 意見對立파 事實上의 統~

實現‘ 可能性 留保

北韓이 戰術的 次元에서 民族을 표망하고 있으냐 ’社會

主義的 民族’搬念에 立關하여 ’民族消滅論’을 추쿠하고 

있는만큼， 韓民族(배달겨레 )의 擺念定立과 民族同質性 維持

方案을 講究

@ 西獨의 莫彈한 國力을 바탕으로 한 周邊國 外交政策에 

따라 東·西獨間 交流協力을 4 大國이 保障한 事實

￡ 
O 韓國도 國力뼈張을 積極 推進함과 同時에 周邊國의 

交又 接觸零圍氣를 利用

- 美 · 日의 對北韓 接近 調整

- 我測의 對中 ·蘇 關係改善方案 講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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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jt韓의 聯좋B制 좌t및j 

1 . 共훌主義的 聯훗B뿜IJ 漸念

가. 聯郭制에 대한 定議

레난의 定義

O 聯웠制란 여러 民族속의 動勞者들을 完全한 統一로 이끄 

는 過灌的 形態

O 共塵主義 인터내셔 l갈의 任務는 이 새로운 聯郭을 한층 

發展시키는 인이 c.. p. 

* 1920.7 第 2 次 코만테른大會에서의 “植民地·民族問題”

에 판한 演說

北韓의 定義

O 냐라의 全地域에 걸쳐 國家主權을 行使하는 最高主權機關

과 그의 最高執行機關이 있으면서 該當한 地域에서 一定

한 範圍의 主權을 獨自的 으로 行使하고 執行하는 成員國

들로 이루어 진 國家

맑
 



- 聯했制는 말과 風習， 文化가 서로 다른 民族들로 이루 

어 진 냐라들에 서 實施되는 國家構成 形式의 하냐， 

- 聯행制國家에서 成員國운 聯웠的인 最高主權機關이 許容

한 範圍內에서 自主權을 行使하며，定한 政治的 獨自 | 

性 保有

O 社會主義 國家에서의 聯좋P옮u 는 民族問題解決의 重要한 手

段의 하냐로서 民族自、決權의 原則에 基鍵하여 個個 民族

의 自主的 發展保障，民主的 中央集權的 原則에 따라 最

高主權機關에 服從，成負國들운 同等한 權利를 保有

* 政治用語離典( 1973 ‘ 12.20 ) 

聯좋B制를 實施한다고 하더라도 ’ 民主的 中央集權制度 ’, ’ I 

黨獨載의 原則 ’ 에 따라 全聯했에 걸쳐 彈力한 共훌主義 支

配體制를 構藥하는 手段으로 定義

-58-



냐. 共塵主義者들이 使用하는 聯했意味의 各種 呼稱

O 蘇聯共훌化薰命 過程:聯했 

O 東歐關 共塵化過程:聯立

O 中國共塵化 統-~過程 : 合作， 聯合

O 東·西獨關係:東獨이 聯合 主張

。 越南共塵化 統-‘過程 : 聯立， 聯合

O 北 韓:合作，聯했 

“ 聯했 ” , “ 聯立 ” , “ Itö. ι~‘ " 
꺼~J/r口 ’ “ ιi‘ ι'r::" 。

口 1"'- τr 모두 亦化戰略을 

前提로한 同意語의 觀;승: 

하μ」 
共塵主훌훌者들이 聯좋ß制를 提案할 경 우 

O 自己의 勢力이 弱하다고 判斷될 때 

O 相對方의 內部分製을 爛動， 策動할 때 

o a한化統一을 위한 最終的 흡略戰爭의 敢行을 隱裝하고자 

할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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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韓의 聯웰制 提議經過

가. 南北聯행없u ( 1960 年代)

(1) 底 意

o 4.19 以後 黃新系 및 學生中心의 感複的 統一論議에 便乘，

內部分製 劃策

(2) 提議內容

金日成演짧 ( 1960.8 ‘ 14 ) 

O 美國軍隊를 내쫓고 外勢의 千涉없이 民主主義的 基廳위 

에서 南北總選學 實施

O 南北總、選擊 不可能時 過擾的 으로 南北朝蘇의 聯훗B制 實施

- 당분간 南北韓의 現政治制度를 그대로 두고 

- í朝蘇民主主義 人民共和國政府」와 「大韓民國政府」의 獨自

的 活動을 保障하며 

- 두 政府代表로 構成되는 最高民族會議를 組織， 南北韓間

의 經濟· 文化問題를 調節

O 聯郭制 不可時 南北韓의 實業界 代表들로 構成되는 經濟

委員會 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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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 價

O 北韓의 聯좋B힘j 提議는 東獨의 國家聯合의 內容을 模做함으 

로써 「國家聯合制」에 가까운 것 으로 分析됨. 

東獨과 北韓의 f릎讓比較 

區 分 北 韓 東 獨

形 態 聯 훗B 國家聯合

性 格 統-~에의 過灌的 惜置 統-~어l 의 過擾的 惜置

理 ;융: 共塵主義와 自由民主主義 共塵主義와 퇴由民主主義 

共同防衛 훌f韓美軍 澈收 4 大彈國의 兵力澈收
對 象

聯훗P機關 最高民族委員會 全獨委員會

* 聯郭政府의 創設에 關
한 言及없 g . 

나. 高麗聯했制 ( 1970 年代 ) 

(1) 提議背景

O 南北韓 接觸의 持續

- 南北共同聲明發表 ( 1972. 7.4 ) 

- 南北調節委員會 發足 ( 1972 ‘ 1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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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越南戰의 終盤에 즈음하여 , 美國內의 海外廣마조 美軍搬1&與論

없휩까￥ 

(2) 提議內容

金日成演說 ( 1973.6.23 후사크 체코대통령 

환영대회) 

O 大民族會議집集， 南北聯했制 實施

- 國號:高麗聯됐共和國 

- 南北韓의 現存制度를 그대 -로 둠 

다. I高麗民主聯했共和國」 主張 ( 1980 年代 ) 

(1) 提議內容

金 日成演說 ( 1980 . 10 . 10 勞動黨 6 次大會)

O 國 號: 高麗民主聯郭共和國

O 形 態:聯됐形式의 統一國家

O 聯했構成의 原則

- 南北이 相互 思想、과 制度를 認定하고 容納

- 南北이 同等한 權限파 義務를 갖는 地城自治制 賣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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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政、治路線

- 對外 : 政治 • 軍事的 非同盟 및 「블럭不加擔」의 中立國家

- 對內: 全人民의 根本利益과 要求에 맞는 政第實施

O 聯훗P機構의 組織

- 最高民族聯郭會議:南北同數의 代表와 適當한 數의 海外

同8힘로 構成

- 聯햄常設委員會 : 最高民族聯했會議에 서 組織

* 1983 年 9 月 金日成윤 聯郭會議의 共同議長파 常設委

員會 共同委員長의 輪훔制 提議

O 聯郭機構의 機能

- 南北의 地域政府指導

- 聯핸國家의 全般的 事業을 管輔

- 對外的인 唯一代表權 保有

O 前提條件

- 反共法， 國家保安法 據廢

- 現‘政權의 交替

- 顧韓美庫據收 및 美國의 韓半島 內政二F涉 終總

- 停戰協íE을 平和協定 으로 代替

( 對美2fS和協定 우션 網結 ) 

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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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戰略的 企圖

對外的 {則面

O 非同盟 中立國家의 支持 獲得

O 韓國의 國傑6연 孤立化 課導

O 韓半島問題의 民族內部 問題化로 第 3 國의 集團 安保介入

封鎭

O 海外同脫의 支持基盤 造成 및 훌훌透工作 名分 確保

對南的 {則面

O “ 聯뤘國家 ’: “ 高麗 ’: “ 民主 ” 라는 語棄 담體가 含훌하고 

있는 名分上의 呼訴力에 依存하는 對南 宣傳·陽動 模索

O 韓國의 漸進的 統一接近 原則의 不明購性에 대한 我國民

의 政府 支持基盤 弱化 讓導

O 韓·美間의 共同防衛 및 協力關係 弱化와 美·北韓 接近

加速化 模索

北韓의 內部的 測面

O 金日成 一人獨載體制에 대한 北韓住民의 欲求不浦을 解消

시키고 黃命的 緊張感을 繼續 維持하기 위한 政治的 操

作 策略

O 將次 據想、되 는 親西方國家 接近을 위 해 內部 反훌훌훨力에 

대한 事前敎化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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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韓의 聯취3뿐IJ 評 1흩 

7 t. 提議目的

O 北韓의 聯좋P制 提議는 我測의 政治狀況이 不安定할 때에 주 

로 이루어졌다는 것으로 미루어 보아， 對南 末化統一의 手段

에 不過함. 

- 聯행制 自 體보다는 聯됐制 實施를 위 한 前提條件 協商을 통해 

“ 聯共政權” 을 樹立토록 助長하는데 덤的이 있음. 

聯훗ß制 提議時의 我↑則對內外狀況

區 分 南北聯됐制 高麗聯했制 I 「高麗民主聯縣和國」 案
對內훌態 O 4 . 19 直後 O 維新體制 O 10.26 事態 以後

登場

對外狀況 O 유엔에서 O 「닉슨독트런」 O 韓·美關係의 不協 l 

/ι 티 님 A 案 t土7 곤三· 

和-- -1 '- '- 且口

提議時 北韓 뾰越美軍 

유엔代表 搬收지〈양S 

權 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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나. 北韓聯됐制에 있어서의 問題點

理論的 뼈面 

O 思想파 制度의 差異를 認定하는 聯했制를 主張하고 있 

으나， 思想파 制度가 相異한 國家間의 聯했 成立은 實行

困難.

- 하냐의 憲法오로 異質的 政、治理念을 같이 包容할 수는 없음. 

O 聯郭制 構成에 必要한 基本條件 未確立.

- 軍事的 對時解消， 相互 信賴基盤構藥의 條件未治.

- 聯했憲法， 聯했載判所 制度에 關해서는 北韓이 言及하고 

있지 않음. 

現實的 測[힘 

O 北韓은 思想과 制度의 差異를 認定한다고 하면서도 我測01 받아 

t=,.... 1 ./ι r‘、..l L 
등E 료 T 단λτr “前提條件”을 提起， 我떼을 詳讓하는 

戰術로 一貴.

- 反共法， 國家保安法의 廢止

- 소위 民主的 政治團體 및 個別A士들의 政治活動 保障

- 現 政權의 交替(聯共政權 樹立 )

- 美·北韓間 平和協定縮結 및 購韓美軍 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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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美 協力關係 中止

O 民主的 開放體制와 閒鎭的 獨載體制는 相互顧合이 不可能

o I高麗民主聯행共和때」 의 10 大 施 i밟方針은 統--없에 實施

한다고 했는데， 그 大部分의 內容은 現J在의 南北韓間 交流

協力에 도 適用할 수 있음. 

內容上 虛構

O 聯됐制의 明確한 擺念이 없이 無分別하게 提議함으로써 

10大 施政方針의 內容中에 서 도 相互 牙居 招來

國家聯合的 要素

南北이 各各 自主權 行使

( 第 1 項 ) 

獨自的 對外關係 維持

( 第 9 項 ) 

統一을 向한 一時的·暫定的

風l家結合 形態

(政治用語離典)

聯좋6 흩l家的 要素

單一民族聯合軍 組織

(第 7 項)

對外的으로 R佳一代表權行使

( 第 10 項 ) 

統一園l家로서의 永久的 · 確定的

“高麗民主聯했共和훌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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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北韓의 高-麗聯행制는 韓半島 亦化統一을 위한 

碼뿔平和 散購戰術에 不過

O 蘇聯의 共和國聯知案파 東獨의 國家聯合案을 

混合한 形態

다. 北韓 · 中共 · 越盟의 10 太 網領 比較

項 目 l 北韓의 聯都制
10 大 施政方針

( 1980.10 ) 

前提條件| 睡韓美軍搬收， 現
韓國政府의 退陣，

停戰錫定을 平和

協定으로 代替

1 項 | 國家活動의 담主性 

堅持， 外勢二F涉排除

中共의 抗日救國 | 越盟의 民族解放

10 大 網領

( 1937.8 ) 

日本 帝國主義

打倒 ( 1 項 ) 民族

背信者， 親 日派-~補

( 9 環 ) 

戰線 10 大 網領

( 1960.12 ) 

고딘다엠政權打倒 

( 1 項 ) 

植民主義 排투 

( 1 項 ) 

2 項 | 全地域的 民主主義| 政治機構의 民主 l 進步的 民主主義

實施 , 民族大團結 | 改黃 ( 4 項 ) 制度 實現 ( 2 項 ) 

抗日을 위한 民族 | 民族間 男女間의 

團結 ( 10 項 ) 平等 實現 ( 7 項 ) 

3 項 | 個人所有 企業活動 | 全國人民의 參與保 | 自主經濟建設( 3項 ) 

保障 , 民族經濟의 l 障 ( 3 項 ) 

담立的 發展 戰時의 財政， 經濟

l많徵 ( 6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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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項 | 民族文化， 民族敎育 | 抗日의 敎育政꿇 

의 發展 I ( 8 項 ) 

5 項 | 南北뼈의 交通遍信

連結， 퇴由로운 運

營 保障

6 項 | 全人民의 生活安定 | 人民生活의 安定

.. .. 

民族文化建設

( 5 項 ) 

生活條{牛 改善 및 

圖讓 I ( 7項)小作料 引下 (4 項)

7 項 | 軍훌的 對峰解消 | 全國的인 軍事動員 | 民族軍隊의 建設
民族聯合軍 組織 I ( 2 項 ) I (6 項 ) 

8 項 | 海外同뼈의 民主的 | 

權利保護

9 項 | 地域政府의 對外活

動 共 I司發展

- 統i以前에 맺 

은 軍事條約등 

民族的 團合에 

背，騙되 는 條約

파 協定 廢棄.
-------• •--

10 項 | 平和愛好的 對外活 | 抗 日의 對外政策

動 途行 I ( 5 項 ) 

- 聯郭共和國 이 ! 

唯一代表權 1 j l핑 | 
- 69 -

平和와 中立의 

對外政策 ( 8 項 ) 



- 中立路線堅持

및 非同盟政歲

實施

- 外國軍隊의 國

內뚫t r[ 및 軍

뿔基地設置 不

tπ 

1:::t" 

- 核武器의 生塵，

搬入 및 使用

禁止， 韓半島의 

非核地帶化

覆略戰爭反對

( 10 項 ) 

北韓 聯핸制의 10 大 施政方針은 中共 · 越盟의 

未化戰術을 그대 로 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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