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外交 
 

溫家寶出訪馬來西亞與印尼，簽署總額約130億美元的商業協議

；溫家寶在第4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中，呼籲加強3國合作。

胡錦濤出訪哈薩克、俄羅斯、烏克蘭，並且出席「上海合作組織

」阿斯塔納峰會、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 

在大國關係部分，第3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華府舉行，

首次邀請雙方高級軍事代表參加。溫家寶會晤澳洲總理吉拉德，

表示大陸始終將澳洲視為「互利合作的重要夥伴」。 

胡錦濤會見緬甸總統吳登盛，雙方同意建立「全面戰略合作伙伴

關係」。胡錦濤會見巴西總統羅塞芙，指出兩國戰略伙伴關係應

進入「全面快速深入發展」的新階段。 

胡錦濤在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年會中指出，未來5年大陸將著力

實施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並且實施「走出去」戰略。 

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在美國指出，「臺灣關係法」是干涉「中

國」內政的法律。 

 

一、領導人出訪 
溫家寶出訪馬來西亞與印尼 
大陸總理溫家寶於 4月 27-30日出訪馬來西亞與印尼。溫家寶在與馬來西亞

總理納吉布(Najib Razak)會談時指出，兩國應制訂「中馬經貿合作 5 年規劃」，提升

雙邊經貿關係，雙方並同意落實海洋合作協議，共同維護馬六甲海峽安全，合作

打擊跨國犯罪。溫家寶訪問馬國期間，兩國政府還簽署 7項投資協議，包括銀行、

能源、棕櫚油貿易、教育和基礎建設等合作領域(中評網，2011.4.29)。  

4月 29日，溫家寶與印尼總統蘇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舉行會談，雙方同

意透過以下方式，加強兩國戰略夥伴關係： 

(一)在相互尊重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基礎上，落實兩國「戰略夥伴

關係行動計劃」，建立領導人定期會晤機制，並且加強兩國外長聯委會等機制下

的對話與合作。 

(二)深化兩國各領域務實合作，實現 2015 年雙邊貿易額達 800 億美元的目

標，並且強化在農業、海上、非傳統安全、防災減災等領域的合作。 

 50



(三)深化人文交流，結合「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 20 周年，在印尼舉

辦「感知中國」系列活動；加強旅遊、藝術、電影、媒體、展覽等領域的合作，

以及青年、學術交流。 

(四)加強在多邊框架下的協調與合作，推動東亞合作健康、穩定、持久發展

(新華網，2011.4.29)。 

大陸外交部長楊潔箎指出，在溫家寶訪問馬來西亞與印尼的 4天行程中，共

出席 20多場活動，簽署近 30項雙邊合作文件，達成總額約 130億美元的商業協

議(新華網 2011.5.1)。 

 

溫家寶出席第4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 
5月 21-22日，溫家寶出席在日本東京舉行的第 4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

和日本首相菅直人、韓國總統李明博舉行會談。溫家寶在會中針對加強 3國合作

提出 7項建議：(一)支援日本災後重建工作；(二)重視核電安全；(三)推進防災減

災合作；(四)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五)發展可再生能源；(六)加快「中」

日韓循環經濟示範基地建設，促進合理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

展(新華網，2011.5.23)。 

「中」日韓 3國領導人在會中同意，將加強在核能安全、可再生能源、循環

經濟、節能環保、防災減災、經貿、教育、文化、青年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會

議宣佈將設置「中」日韓合作秘書處，並同意舉行 3國年度亞洲政策磋商(中評網，

2011.5.22)。 

 

胡錦濤出訪哈薩克、俄羅斯、烏克蘭，並出席「上海合作組織」阿

斯塔納峰會、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 
胡錦濤在 6月 12日起前往哈薩克、俄羅斯、烏克蘭等 3國進行訪問，陪同

出訪者包括胡錦濤夫人劉永清，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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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部長陳德銘，胡錦濤主席辦

公室主任陳世炬，外交部部長助理程國平等人(大陸外交部網站，2011.6.12)。    

6月 13日，胡錦濤和哈薩克總統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舉行會晤，共同

發表「中哈關於發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雙方同意儘快啟動「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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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定期會晤機制」，並且提出 2015年雙邊貿易額提高到 400億美元的目標(新華

網，2011.6.14)。 

6 月 15 日，胡錦濤出席在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舉行的「上合」成員國元首

理事會第 11次會議，呼籲弘揚「上海精神」，深化互利合作，推進區域內交通、

能源、通信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加快建設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糧食安全的合作

機制(大陸外交部，2011.6.15)。 

6月 16日胡錦濤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發表關於「中俄睦鄰

友好合作條約」簽署 10 週年聯合聲明，強調未來將深化兩國務實合作。在貿易

領域，將雙邊貿易額在 2015年前提升至 1,000億美元，在 2020年前提升至 2,000

億美元。兩國元首並且簽署「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

雙方同意就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問題展開公開平等的討論，大陸並且表達支持俄國

在今年年底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立場(大陸外交部網站，2011.6.17)。 

胡錦濤在訪問俄國期間，於 6月 17日出席「第 15屆聖彼德堡國際經濟論壇」

開幕式，並在會中呼籲繼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推動 20國集團(G20)在全球經

濟治理中發生更大作用(新華網，2011.6.18)。 

6 月 20 日，胡錦濤轉往烏克蘭訪問，會晤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雙方簽署「兩國關於建立核發展戰略伙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強調將

加強經貿、投資、科技、航天、航空、農業、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合作，並且促進

在文化、教育、衛生、旅遊與體育等領域的交流(大陸外交部網站，2011.6.20)。 

 

二、大國關係 
「中」美舉行戰略與經濟對話 
大陸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國務委員戴秉國於 5月 8日抵達華盛頓，和美國

國務卿柯林頓(Hillary Clinton)與財政部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共同主持第 3輪「中美戰

略與經濟對話」。本次對話主要議題包括：人民幣匯率、兩國企業雙向投資、以

及首度納入戰略對話的軍事安全議題。 

王岐山和蓋特納還共同簽署「中美關於促進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和

經濟合作的全面框架」，兩國將開展更緊密的經濟合作，包括加強宏觀經濟政策

溝通協調。美方承諾將在出口管制體系改革中，公平對待大陸，放寬對大陸高技

術產品出口管制，並且承認大陸市場經濟地位。雙方也同意繼續推進雙邊投資保

護協定談判，加強在知識產權保護、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等領域的合作。雙方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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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了「第 3 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戰略對話成果清單」，涉及能源、環

境、科技、交通、林業、氣候變化等多領域合作成果(大陸外交部網站，2011.5.11)。 

在這次對話中，雙方首次邀請高級軍事代表參加，大陸代表為解放軍副總參

謀馬曉天，美方代表則為太平洋美軍司令威勒德(Robert Willard)。美方希望對話能超

越目前的海上防務項目，擴及核武、導彈防禦、網絡戰爭、太空軍事等範疇，但

大陸仍較重視海上事務，尤其是美軍偵察機在大陸經濟海域的活動 (中評網

2011.5.10)。另外，雙方重申將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繼續就人權問題進行建設

性對話，預計明年在華盛頓舉行新一輪的人權對話(人民網，2011.5.11)。 

 

溫家寶與澳洲總理吉拉德舉行雙邊會談 
溫家寶 4月 26日在北京會晤來訪的澳洲總理吉拉德(Julia Eileen Gillard)時表示，

大陸始終將澳洲視為「互利合作的重要夥伴」。吉拉德在會談中提及人權問題，

向大陸表達「對大陸少數民族所受到的待遇、宗教自由、維權人士被捕等情況的

憂心」(BBC 中文網，2011.4.26)。吉拉德並且呼籲「中」澳兩國加強軍事交流，包括推

動船艦與軍官互訪(Matthew Franklin,Julia Gillard Calls for Closer Defence Ties with Beijing」,The Australian,April 

28, 2011)。 

「中」澳兩國政府在會後簽署 5 項協議，包括：「中國科技部和澳大利亞創

新、工業與科研部部長級聯合聲明」、「中國商務部與澳大利亞外交貿易部關於建

立中澳服務貿易促進論壇的諒解備忘錄」、「中國海關總署和澳大利亞聯邦海關及

邊境保衛署關於海關合作與行政互助的諒解備忘錄」、「中國國家旅遊局與澳大利

亞資源、能源和旅遊部關於加強旅遊合作的諒解備忘錄」與「國家開發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和卡拉拉礦業有限公司關於卡拉拉鐵礦石項目融資框架協議」(大陸外交部

網站，2011.4.16)。 

 

三、第三世界關係 
胡錦濤會見緬甸總統吳登盛 
胡錦濤 5月 27日會見來訪的緬甸總統吳登盛，雙方同意將兩國關係提升為

「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胡錦濤表示願意加強兩國在「東協與中日韓」、「東

協與中國」及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等機制中的合作。吳登盛則認為與大陸的

關係是緬甸「最親密、最重要」的外交關係，雙方應保持兩國高層交往，並加強

在經貿、交通、能源、農業、禁毒等領域的合作(環球網，201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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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會晤巴西總統羅塞芙 
胡錦濤於 4 月 12 日在北京會見巴西總統羅塞芙(Dilma Rousseff)，雙方認為兩國

戰略伙伴關係應進入「全面快速深入發展」的新階段。雙方同意加強在聯合國、

20 國集團等多邊組織及貿易、金融、環保等重大國際問題上的協調與合作。兩

國政府並且簽署涵蓋政治、防務、科技、水利、質檢、體育、教育、農業、能源、

電力、通信、航空等領域的合作文件(人民網，2011.4.13)。 

 

四、多邊外交 
第3次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在海南舉行 
金磚國家領導人 4月 14日在海南三亞市舉行第 3次會晤，出席者包括大陸

國家主席胡錦濤、巴西總統羅塞芙(Dilma Rousseff)、俄國總統梅德韋傑夫、印度總理

辛格(Manmohan Singh)、南非總統祖瑪(Jacob Gedleyihlekisa Zuma)，其中南非是首次加入此一對

話機制的國家。 

各國領導人在會中發表「三亞宣言」，表示金磚國家是多邊主義的重要實踐，

可促進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合作。金磚國家 5個成員國在 2011年同時擔任安理

會成員，各國領導人承諾未來將充分利用聯合國、20 國集團、金磚國家等多邊

合作機制，開展務實合作(大陸外交部網站，2011.4.14)。  

 

胡錦濤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年會 
博鰲亞洲論壇 2011年年會 4月 15日在海南博鰲舉行，胡錦濤在開幕演講中

詮釋「亞洲價值」，並對促進亞洲國家共同繁榮發展，提出具體建議，包括：(一)

尊重多樣文明，促進睦鄰友好；(二)轉變發展方式，推動全面發展；(三)分享發

展機遇，共迎各種挑戰；(四)堅持求同存異，促進共同安全；(五)倡導互利共贏，

深化區域合作。胡錦濤指出，未來 5 年大陸將著力實施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

求，並且實施「走出去」戰略，引導各類所有制企業到境外投資，開展有利於改

善當地基礎設施和人民生活的項目合作(人民網，2011.4.15)。 

 

「中國－海灣合作委員會」第2輪戰略對話在阿布達比舉行 
5月 2日，大陸外交部長楊潔篪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首都阿布達比和「海灣

合作委員會」 (海合會 )輪值主席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外長謝赫阿卜杜拉 (Shei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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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ullah)、下任海合會輪值主席國沙烏地阿拉伯外交事務國務大臣邁達尼(Nizar bin 

Obaid Madani)及海合會秘書長紮耶尼(Abdullatif bin Rashid Al-Zayani)共同主持「中國—海灣合

作委員會」第 2輪戰略對話。 

雙方代表在會中表示，將根據 2010年 6月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海灣

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戰略對話諒解備忘錄」與 2004年 6月簽署的「經濟、投

資和技術合作框架協議」，進一步完善雙方在各領域的磋商、協調與合作機制。

雙方認為應盡早召開專家會議，落實上述框架協議和諒解備忘錄在貿易、投資、

能源、文化、教育、科研、環境、衛生等領域的行動計劃，確定具體時間表。雙

方商定於 2012年在大陸舉行「中國－海合會第 3輪戰略對話」(新華網，2011.5.3；人民

網，2011.5.3)。 

 

楊潔篪出席第10屆亞歐外長會議 
大陸外長楊潔篪 6月 6-7日出席在匈牙利舉行的第 10屆亞歐外長會議，本

次會議主題為「合作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討論重點包括全球和地區熱點、氣

候變化及糧食、能源和水安全、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問題。 

楊潔篪在會中指出，可持續發展是實現世界均衡發展和各國共同繁榮的重要

途徑，各方應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挑戰。同時，

非傳統安全問題已日趨凸顯，各國應本著「加強合作、互利共贏」的原則，多管

齊下，共同迎接挑戰。值得注意的是，楊潔箎在會中呼籲各國應妥善處理分歧，

任何企圖使南海局勢複雜化的舉動將不符合各方利益 (中評網，2011.6.7)。 

楊潔篪在出席會議期間還分別會見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兼外交與安全政策高

級代表阿什頓(Catherine Ashton)、澳洲外長陸克文(Kevin Rudd)、韓國外長金星煥、波蘭外

長西科爾斯基(Radoslaw Sikorski)、蒙古對外關係與貿易部長讚達沙塔爾(G. Zandanshatar)和

新加坡外長尚穆根(Shunmugam Jayakumar)等人(新華網，2011.6.7)。 

 

五、涉臺外交 
大陸軍方批評美國「臺灣關係法」 
大陸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 5月 18日在美國五角大廈與美軍參謀長聯席會

議主席馬倫(Mike Mullen)舉行聯合記者會，指出美國的「臺灣關係法」是干涉「中國」

內政的法律，美國若再軍售臺灣將傷害「中」美軍事關係。馬倫則回應指出美方

將持續遵守「臺灣關係法」(新華網，2011.5.20)。我國外交部對此表示，「臺灣關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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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規範臺美雙方關係的法律基石，其對臺灣安全的關切及繼續對臺軍售的規定，

皆為維護臺海地區和平安全不可或缺的要件(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2011.5.19)。 

 

(蔡明彥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