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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外交 
 

¢胡錦濤前往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強調美「中」應發展「求同存異、

平等互信的政治關係」；美「中」兩國國防部長舉行會談，同意

在高層互訪、機制性專案、院校教育等方面推展交流。 

¢俄「中」第 5輪戰略安全磋商在莫斯科召開，強化俄「中」戰略協

作平臺。胡錦濤會見法國總統薩科齊，雙方表示願意針對國際貨

幣體系改革問題保持溝通。楊潔篪前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辛巴

威、加彭、查德、幾內亞、多哥等國進行正式訪問，加強對非經

貿合作。第 5次「日韓『中』外長會議」在日本京都舉行，探討 3

國在政治、經濟、社會、人文、災害管理及國際事務的合作。 

¢藉由出席「國際貨幣體系研討會」開幕式，強調今後 5年大陸將以

科學發展為主題，致力調整經濟結構。 

¢持續向美國表達反對美國對臺軍售的立場。 

 
一、領導人出訪 
u胡錦濤前往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於 1月 18日前往美國進行國事訪問，陪同胡錦濤出訪的

人員包括：大陸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暨中央辦公廳主任令

計劃、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暨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國務委員戴秉國、外

交部部長楊潔篪、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張平、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商務部

部長陳德銘、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等人。 

1月 19日，胡錦濤在白宮與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舉行會談，指出「中美

關係發展需要新思路、新行動、新氣象」，並提出未來兩國關係發展的 5點建議： 

（一）發展求同存異、平等互信的政治關係。美「中」雙方應把握對話和合

作的主流，以對話增進瞭解和信任，以溝通減少誤會和疑慮，以合作促進發展和

繁榮，鞏固共同利益基礎。 

  （二）深化全面合作、互利雙贏的經濟關係。大陸方面將為美國在大陸投資

企業提供完全公平的國民待遇，希望美方在放寬對大陸高技術? 品出口限制、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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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大陸赴美投資企業公平競爭環境、承認大陸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方面，盡快採取

積極措施。同時，雙方將繼續在美「中」能源環境合作 10年框架內重點深化新能

源合作，積極開展高速鐵路、智慧電網改造等基礎設施建設合作。 

  （三）開展共同應對挑戰的全球夥伴合作。兩國應共同推進金融和經貿領域

的國際機制改革，在處理朝鮮半島局勢、伊朗核問題等地區熱點問題和應對氣候

變化、恐怖主義、跨國犯罪、傳染性疾病、嚴重自然災害等全球性挑戰中加強合

作。「中」方支援美方主辦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夏威夷非正式會議，歡迎美國正式

成為東亞峰會成員，願和美方就亞太地區重大問題加強政策對話與立場協調。 

（四）推進人民廣泛參與的美「中」友好事業。雙方應鼓勵政府部門和民間

組織加深兩國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對美「中」關係重要性的認識，充實美「中」

關係的社會和民意基礎。 

  （五）建立深入溝通、坦誠對話的高層交往模式。兩國元首繼續通過會晤、

通話、通信等方式保持密切聯繫。雙方應繼續發揮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人

文交流高層磋商以及商貿聯委會、科技聯委會等機制作用，加強對話、交流、協

商(大陸外交部網站，2011.1.20)。 

    歐巴馬則指出美國願和大陸加強高層接觸，增進戰略互信，在推動解決全球

經濟可持續增長、促進亞太和世界繁榮、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應對全球

環境和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加強合作(新華社，2011.1.20)。此外，胡錦濤強調「臺灣問題

事關大陸主權和領土完整，事關中國核心利益，是『中』美關係中最敏感問題。

這個問題處理得好，『中』美關係就能穩步發展，兩國合作就會比較順暢」(大陸外交

部網站，2011.1.20)。 

根據大陸外交部部長楊潔篪的說法，胡錦濤此次訪美的目的在於「從戰略全

域的高度，就發展新時期『中』美關係同美國領導人坦誠深入交換意見」（中評網，

2011.1.23）。美國學者則分析指出，這次的歐胡會在於重塑美「中」整體關係，美方

希望和北京維持合作，並期待在國際事務上得到北京更多的支持；但大陸方面的

反應謹慎，不願向美方做出太多承諾。雙方在測試合作意願的同時，也讓雙邊合

作無法全面推展與深化(Jonathan Pollack, “U.S.-China Relations: Is a Sustained Cooperation Imaginable?” The 

Brookings Institut ion, January 18,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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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國關係 
u美國國防部長蓋茲訪問大陸 

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1 月 9日訪問大陸，並於隔天和大陸國防部長梁光

烈舉行會談。雙方認為保持美「中」兩軍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符合兩國共同利益，

並且確認兩國將在高層互訪、機制性專案、院校教育等領域有計劃地開展交流。主

要計畫包括：2011年上半年，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將訪問美國；兩軍將在反恐、

維和、護航、人道主義救援減災等非傳統安全領域開展合作；2011年上半年，雙方

將舉行國防部工作會晤和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工作小組會議。此外，雙方同意繼

續就兩軍關係指導原則與框架進行磋商，並於適當時機簽署合作協議(新華網，2011.1.10)。 

胡錦濤於 1月 11日會見蓋茲時指出，美「中」兩軍關係是兩國關係的重要組

成部分，兩國防務部門應本著「尊重、互信、對等、互惠」的原則，擴大和加強

對話交流，培育和增進戰略互信，尊重和照顧彼此重大關切。蓋茲則強調當前美

「中」兩國兩軍關係面臨新的發展機遇，美方願與大陸共同努力，加強對話與溝

通(人民網，2011.1.11)。 

 

u俄「中」舉行第 5輪戰略安全磋商 

大陸國務委員戴秉國 1 月 24 日和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派特魯舍夫(Nikolai 

Patrushev)在莫斯科舉行俄「中」第 5輪戰略安全磋商。戴秉國本人在接受俄國媒體訪

問時表示，此次會議主要討論 3 方面的問題：（一）俄「中」關係；（二）當前

國際形勢的發展與變化；（三）重大的國際和地區問題(大陸外交部網站，2011.1.28)。 

雙方認為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立 15年來，已徹底解決邊界問題、簽

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並在 20國集團峰會、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四

國等重要組織進行合作。雙方同意由兩國元首倡議成立的俄「中」戰略安全磋商

機制，是雙方就重大戰略性、全域性問題及時溝通、協調立場的重要管道，也是

深化戰略和政治互信、加強戰略協作的重要平臺。未來俄「中」將充分發揮該機

制的作用，促進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發展(國際線上，2011.1.25)。 

 

u胡錦濤會見法國總統薩科齊 

胡錦濤在 3月 30日會見前往大陸出席「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研討會」的法國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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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胡錦濤指出法「中」領導人已就建構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達成共識，未來雙方應保持兩國高層和各級別交往，加強對話溝通，增進戰略互

信。同時，雙方也應深化經貿、航空、航太等傳統領域的合作，拓展新能源、新

材料、循環經濟等新興產業的合作，特別是核能安全合作(人民網，2011.3.30)。 

胡錦濤並且表示大陸支持法國舉辦 20 國集團(G20)領導人戛納峰會，願意和法

方及其他成員國加強溝通和協調。薩科齊則指出法方願就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

和大陸保持溝通(大陸外交部網站，2011.3.30)。 

 

三、第三世界關係 
u哈薩克總統納紮爾巴耶夫訪問大陸 

胡錦濤在 2 月 22 日會見來訪的哈薩克總統納紮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時指

出，大陸方面願和哈薩克從以下 4個方面提升兩國戰略夥伴關係： 

（一）深入發展政治關係。兩國領導人、政府、立法機構、政黨需保持密切

交往，加強雙邊合作和對話機制建設，深化戰略溝通，增進戰略互信，並在涉及

各自核心利益的重大問題上繼續相互堅定支持。 

（二）全面推進務實合作。雙方必須確保兩國油氣管道安全穩定高效運營，

加速原油管道 2 期第 2 階段、天然氣管道 2 期專案、交通合作專案和互聯互通工

程建設，並且擴大非資源、清潔能源、高新技術、金融等領域合作。 

（三）繼續加強安全合作。雙方應擴大對「三股勢力」（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極

端勢力）的打擊力度，切實保障兩國公民、企業和機構的生命財產安全，為兩國經濟

社會發展營造良好安全環境。 

（四）深化國際和地區合作。大陸支援哈薩克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發揮更大

作用，願和哈國加強在多邊框架內的協調與配合(新華網，2011.2.22)。 

納紮爾巴耶夫則表示，哈國願和大陸保持高層交往，拓展經貿、能源、非資

源、人文、安全等各領域的合作，並且加強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溝通，推進兩

國戰略夥伴關係發展(人民網，2011.2.22)。 

納紮爾巴耶夫在訪問大陸期間，還會晤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

國與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等人，並且和大陸國務院副總裡王岐山共同出席哈「中」

企業家代表午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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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楊潔篪出訪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以及辛巴威、加彭、查德、幾內亞、

多哥等非洲國家 

大陸外長楊潔篪於 2月 9-17日前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辛巴威、加彭、查德、

幾內亞、多哥等國進行正式訪問。 

楊潔箎於 2 月 9 日抵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該國外長謝赫阿卜杜拉(Sheikh 

Abdullah)舉行會談，雙方針對中東區域問題交換意見，並且同意未來將擴大雙邊貿易

規模，加強雙向投資，開展在基礎設施建設、可再生能源開發等領域合作(中新網，

2011.2.10)。 

2月 11日，楊潔箎轉往辛巴威訪問，會見總統穆加貝(Robert Mugabe)與總理茨萬吉

拉伊(Morgan Tsvangirai)，穆加貝和茨萬吉拉伊期待大陸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影響，並

且認為目前國際社會對辛巴威實施的制裁並不公平，希望能早日獲得解除。楊潔

箎表示加強和非洲國家的合作是大陸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長期堅定的

戰略選擇。大陸願意擴大和辛巴威在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人文、教育、旅遊等

領域的合作(新華網，2011.2.12)。 

    2月 12日楊潔箎抵達加彭，和加彭總統阿裡·邦戈(Ali Bongo)舉行會晤，雙方同意

推動在經貿、基礎設施建設、文教、衛生等各領域的合作(新華網，2011.2.13)。 

楊潔箎於 2月 14日前往幾內亞訪問，會見該國總統孔戴(Lansana Conte)與總理福法

納(Mohamed Said Fofana)等人。孔戴強調幾內亞正走上國家振興的道路，願引進大陸改革

開放經驗，希望加強雙方在水力、電力、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合作。楊潔篪則

表示目前兩國企業在電信、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已開展多樣的合作(新華網，2011.02.15)。 

2月 16日，楊潔箎在查德會見查國總統代比(Idriss Deby)，代比在會中表示希望加

強與大陸在基礎設施建設、農業、衛生等領域的合作；楊潔箎則指出未來應積極

拓展兩國在經貿、基礎設施建設、電信、文教等領域的合作，推動雙邊關係取得

更大發展(中新網，2011.2.17)。 

 

四、多邊外交 
u第 5次「日韓『中』外長會議」在日本京都舉行 

大陸外交部長楊潔篪、日本外務大臣松本剛明(Takeaki Matsumoto)、韓國外交部長官

金星煥(Jin Xing Huan) 3月 19-20日在日本京都出席第 5次「日韓『中』外長會議」，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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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3 國合作未來方向、籌備第 4 次日韓「中」領導人會議以及共同關心的重大地

區和國際問題等交換意見。 

楊潔篪在會中指出，日韓「中」合作是東亞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呼籲 3 國

進一步加強災害管理合作，開展更深層次的互利合作，並且擴大社會人文交流，

建設高效運作的合作機制。此外，3國外長還在會中探討有關政治、經濟、社會、

人文、災害管理及國際事務等各領域的合作事宜(新華網，2011.3.20)。 

 

u王岐山出席在南京舉行的「國際貨幣體系研討會」開幕式 

大陸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3月31日出席在南京舉行的「國際貨幣體系研討會」

開幕式。王岐山在致詞時指出，大陸改革開放 30多年來，經濟快速發展，今後 5

年將以科學發展為主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軸，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致力調整經濟結構、擴大內需、改善民生。會議期間，王岐山分別會見前來出席

研討會的美國財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土耳其副總理巴巴詹(Ali Babacan)和英國財政

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等人(人民網，2011.3.31)。 

在「國際貨幣體系研討會」召開前，大陸外交部發言人姜瑜於 3月 15日的例

行記者會上強調，此次研討會的目的在討論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問題，人民幣匯

率並非議題之一(中國網，2011.3.15)。 

  

五、涉臺外交 
u大陸軍方反對美國對臺軍售 

大陸國防部長梁光烈 1月 10日在北京會見美國國防部長蓋茲時表示，大陸反

對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梁光烈強調大陸對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的立場是一貫且

明確的，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損害大陸的核心利益。大陸方面不願意再次看到

此一問題發生，也不希望因為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進一步損害美「中」兩國兩軍

關係(新華網，2011.1.10)。 

 

 (蔡明彥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