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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中關係穩定發展，高層互訪頻繁，惟貿易逆差及匯率問

題成為雙方爭議焦點。 

■中共促成六方會談化解北韓核武問題，惟會談並未取得實質成

果。第二次六方會談能否順利召開仍待觀察。 

■近期日中關係逐漸升溫，高層互訪頻繁，兩國同意軍艦互訪。

惟日人珠海買春事件使雙方關係再度緊張。 

■中共賡續鞏固與周邊國家關係，強化與上海合作組織之經貿合

作，並深化與東協國家的戰略關係。 

 

 

近期美中關係穩定發展，高層互訪頻繁，美國官員並多次表示，目前雙方關

係是多年來最佳的，惟貿易逆差及匯率問題成為雙方爭議焦點。為化解北韓核武

問題，今年 4月中共促成三方會談，8月更擴大加入俄羅斯、日本與南韓，在北

京舉行六方會談，惟會談並未取得實質成果。未來第二次六方會談能否順利召開

仍待觀察。近來日中關係逐漸升溫，高層互訪頻繁，兩國並同意軍艦互訪。惟日

本遊客於 918前夕在珠海市國際會議中心酒店集體買春的行為引起大陸民眾忿

怒，使日中關係再度緊張。中共賡續鞏固與周邊國家關係，9月於北京舉行上海

合作組織總理會議，會中簽署多邊經貿合作綱要，逐步建立上海合作組織自由貿

易區。此外，中共總理溫家寶 10月 6日赴印尼，出席東協相關會議，與東協簽

署「東協─中國戰略夥伴關係宣言」，並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強化與東

協戰略合作。 

 

一、美中關係穩定發展 

    近期美中關係穩定發展，美國國務卿鮑爾7月22日接受華盛頓時報訪問時

指出，美國與中共之間，目前是數十年來最佳的關係(中國時報，2003.7.28，p.13)。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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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卿阿米塔吉8月13日表示，美國與中共目前的關係令美方「至感愉悅」(中國時

報，2003.8.15，p.13)。亞太事務助卿凱利9月11日重申美國與北京的關係是多年來最

佳的(聯合報，2003.9.12，p.13)。此外，美中高層互訪頻繁，中共外交部美大司司長何

亞非、國臺辦主任陳雲林、副主任周明偉、外長李肇星相繼訪美，國防部長曹剛

川、總理溫家寶將分別於10月及12月訪問美國。美國副國務卿波頓7月出席在

北京舉行的美中第二輪安全磋商，財政部長史諾則於9月訪問中國大陸，貿易逆

差( 2003 年 1 至 7 月，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逆差達到 653 億美元，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國)及匯率問題成

為雙方爭議焦點。 

 

(一)美中互動頻繁 

    美中高層互訪頻繁，中共外交部美大司司長何亞非、國臺辦主任陳雲林、

副主任周明偉、外長李肇星相繼訪美，美國國務次卿波頓出席在北京舉行的美中

第二輪安全磋商，財政部長史諾訪問大陸。 

▓中共國臺辦主任陳雲林、副主任周明偉訪美 

    中共國臺辦主任陳雲林、副主任周明偉7月 21日抵華府訪問，是陳雲林第

一次訪問華府，也是中共國臺辦正、副首長首度同時出訪美國(聯合報，2003.7.26，p.A1)，

此行與副國務卿阿米塔吉、亞太事務助卿凱利會談，強調中方對臺灣公投的關

切。中共表示陳總統推動公投，目的是要向中國挑釁，中國將不為所動。美方重

申三公報和臺灣關係法，希望兩岸問題在兩岸人民都能接受的條件下和平解決(中

央通訊社，2003.7.26)。中共國臺辦副主任周明偉 9月 8日在北京會見「臺北市新聞記

者公會」訪問團時，主動談及7月底他陪同陳雲林密訪美國華府的相關訊息。他

強調說，美方高層官員在表達反對臺獨時出現”do not support, against, oppose”等

相關字眼，顯見美方反對臺獨的立場相當清楚(中國時報，2003.9.9，p.13)。 

▓中共外長李肇星訪美 

    中共外長李肇星於9月 21日前往美國訪問並出席第五十八屆聯合國大會。

李肇星此次來華府雖然是因參加聯合國大會的順道之行，但美方接待規格超過一

般，除與國家安全顧問萊斯會面外，還臨時加入與副總統錢尼會見的行程(中國時報，

2003.9.23)。布希22日接見李肇星時表示，對美中關係發展感到滿意，並重申美國

政府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臺獨(中時電子報，2003.9.24)。由於美國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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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來臨，對華政策將成為候選人相互攻擊的議題，李肇星對此表示擔憂，敦促

美國不要將經貿問題政治化，並慎重處理臺灣問題(中時電子報，2003.9.28)。 

 

 (二)貿易逆差及匯率問題成為美中爭議焦點 

    自去年以來，由於中共累積大量的國際收支順差，同時匯率又嚴重低估，

因此國際上出現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浪。美國財政部長史諾(John Snow)於 9月訪問

日本時與日本財相鹽川正十郎發表聲明指出，「要求中國擴大人民幣匯率變動幅

度，以促使人民幣實際升值(工商時報，2003.9.2，p.2)。」史諾 9月 2日訪問大陸時，

向中共提出3點看法：一是要求中共開放市場，二是放寬資本自由流動，三是建

立彈性匯率機制。史諾指出，中共官員在會談中重申將朝彈性匯率發展的終極目

標前進，且已採取一些措施，並獲得進展。中共還將再採取相關方案(聯合報，2003.9.4，

p.3)。白宮9月3日則表示，將繼續向中國施壓解決人民幣升值問題(The New York Times，

2003.9.3)。9月11日助理國務卿凱利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上要求中共降低農

業補貼、保障智慧財產權，同時改由市場決定匯率。9月12日美國商務助理部長

拉許(William Lash)在北京公開要求中共讓匯兌自由化。9月15日美國商務部長艾萬

斯(Donald L. Evans)嚴辭批判中共的貿易政策，並宣布具體作法以對抗中共的不公平

貿易競爭(中國時報，2003.9.16)。  

    此外，紐約州民主黨籍參議員Charles Schumer提出法案，要求以半年為期

促使中共當局放棄人為干預匯率，否則大陸輸美產品應全面被課徵額外的 27.5

﹪關稅(中國時報，2003.9.16)。9月23日參議院的國際貿易及銀行委員會，及10月財

政部長向國會進行的年度國際匯率報告等，皆針對人民幣匯率問題集中討論。從

美國行政部門、國會的態度觀之，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可能不會停歇(臺灣

日報，2003.9.15，p.3)。據紐約時報報導，為了紓解來自美國的壓力，中共正計畫採取

削減出口商補貼、增加購買美國國庫券，並放寬外匯管制的限制等多種措施(工商

時報，2003.9.3，p.2)。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接受大陸央行機關報金融時報專訪透

露，中共將逐步放寬人民幣浮動匯率，除放寬經常項及資本項匯兌的 10項措施

外，也首度鬆口表明將檢討盯住美元的中心匯率制(工商時報，2003.9.4，p.2)。據報導，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12月訪美可能提出一套貿易法案及更多的市場開放措施，以

表達北京的妥協及讓步(中國時報，2003.10.3，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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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方會談於北京舉行 

自 2002年底以來，北韓發展核武問題持續引發緊張，中共也從不介入的態

度轉為積極居間斡旋。中共先是在今年4月間促成華府與平壤在北京舉行三方會

談，8月更擴大加入俄羅斯、日本與南韓，在北京舉行六方會談，惟會談並未取

得實質成果，第二次六方會談能否順利召開仍待觀察。 

 

(一)中共促成六方會談 

    六方會談於 8月 26日至 27日在北京舉行。此次會談由於美國、北韓各自

堅持立場，難以取得實質成果，惟仍獲致6項共識：1.以和平方法與對話解決核

武問題。2.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但亦須考量北韓的安全顧慮。3.尋求全面計畫，

秉公正、合理態度解決。4.各方皆應避免談判過程中出現任何可能加劇局勢的行

動。5.對話持續進行，以建立互信、減少歧異並擴大共識。6.六方會談應繼續舉

行，確切日期和地點經由外交管道決定(中時電子報，2003.8.30)。據俄羅斯代表團團長

洛休科夫會後透露，與會的六方已基本同意，下一次六方會談將於未來兩個月內

在北京再次舉行(中時電子報，2003.8.29)，意謂北京已逐漸形成解決朝鮮半島爭端的主

要平臺，更顯示其已成為北韓與美國間的關鍵緩衝。 

 

(二)第二次六方會談能否順利召開仍待觀察 

   雖然六方會談未能獲致成果，但跡象顯示，美國在北韓核武問題上可能有所

讓步。9月 5日紐約時報透露，布希已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對北韓的談判策略，願

意逐漸解除對北韓的制裁，甚至可能同意與北韓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但條件是北

韓必須同時撤銷核武設施，並允許核查人員在北韓境內自由活動(信報財經新聞，

2003.9.9)，而北韓在9月9日建國55週年當天，也未如事前揚言試射中程飛彈(中央

通訊社，2003.9.27)。美國務卿鮑爾10月3日更表示，美國正在審議六方會談的結果，

並透過與朝鮮半島周邊國家的合作，擬定保障北韓體制安全的方案(韓國國際廣播電

臺，2003.10.3)。惟據香港媒體報導，中共已在與北韓接壤的邊界地區，部署高達15

萬解放軍部隊，一方面嚇阻北韓擴充核武，一方面防止一旦美國揮師北韓，邊境

可能出現的難民潮(中國時報，2003.9.17，p.13)。此外，北韓於 10月 2日發表聲明考慮

退出六方會談，10月8日更宣稱不允許日本參加解決北韓核武危機的任何會談，

 62



北韓並二度推遲中共「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的訪問。未來第二次六方會談能否順

利舉行仍待觀察。 

 

三、日中關係逐漸升溫 

   近期日中高層互訪頻繁，日本官房長官福田康夫、防衛廳長官石破茂相繼訪

問大陸，兩國並同意軍艦互訪。此外，中共外長李肇星、「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吳邦國訪問日本，顯示日中關係逐漸走出低潮。惟日本遊客於九一八前夕在珠海

市國際會議中心酒店集體買春的行為引起大陸民眾忿怒，使日中關係再度緊張(The 

New York Times，2003.9.29)。 

 

(一)日本內閣官房長官、防衛廳長訪問大陸 

   日本官房長官福田康夫8月 9日赴大陸訪問，係日中高層互訪中斷後訪問層

級最高之日本官員，此行出席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締結 25周年的儀式，並與中共

領導人就北韓核武問題進行會談。此次中方對歷史問題由溫家寶而非胡錦濤提

起，口氣亦未如過去強硬，意謂中共新一代領導人有心改善日中僵局(本會資料)。

此外，日本防衛廳長官石破茂於9月訪問大陸，為5年來首次訪問大陸的日本防

衛廳長官。石破茂此行與中共國防部長曹剛川會談，討論兩國實現軍艦互訪及清

除日本侵華時期遺留化學武器(8 月間日本遺留毒氣彈在齊齊哈爾造成 40 多名大陸民眾中毒)等問

題，並在 9月 3日的記者會上宣布兩國同意軍艦互訪(日本防衛廳原計畫於去年 5 月邀請中共

軍艦訪問日本，不過因 4 月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使得原定前往北京訪問的防衛廳長中谷元被迫取消訪問，中共也取消軍

艦訪日以示抗議)(美國之音，2003.9.5)。 

 

(二)李肇星、吳邦國訪問日本 

中共外長李肇星 8月訪問日本，此行除參加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簽訂 25週年

相關紀念活動外，並與小泉首相、川口外相會談。李肇星在與小泉會談時表示，

中國對一般日本人和軍國主義者是有區別的，中國不認為現在的日本人必須為過

去的歷史負責(自由時報，2003.8.12，p.12)。對於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中國反對日本閣員

參拜現在合祀在一起的甲級戰犯，但不認為甲級戰犯應與一般戰犯混為一談，意

謂中共接受日本想採取的「分祀」制度(中國時報，2003.8.12，p.13)。李肇星此行並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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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領袖會談，據日共透露，這次接觸是中共提出的建議，因中共的日本盟友社民

黨日趨衰弱，中共必須尋找新的盟友(法國廣播電臺，2003.8.10)。中共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吳邦國則於9月訪問日本，在談到深化和擴大兩國關係時強調三點：一是要保

持高層對話。二是加強經貿合作和人員往來。三是妥善處理歷史問題(新華社，

2003.9.5)。此外，中共總理溫家寶 10月 8日與小泉在印尼巴厘島會面，溫家寶未

提及參拜靖國神社等歷史問題，並邀請小泉在適當時間訪問大陸(自由亞洲之聲廣播電

臺，2003.10.8)。 

 

四、中共鞏固與周邊國家關係 

    上海合作組織總理會議 9月於北京舉行，會中簽署多邊經貿合作綱要，逐

步建立上海合作組織自由貿易區。中共總理溫家寶 10月 6日赴印尼，出席東協

相關會議，與東協簽署「東協─中國戰略夥伴關係宣言」，並加入「東南亞友好

合作條約」，強化與東協戰略合作。 

 

(一)加強上海合作組織經貿合作 

    上海合作組織成立於2001年6 月，成立宗旨以打擊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

分裂主義三股勢力，加強成員國間的反恐合作為重點。惟從上海合作組織6國總

理 9月 23日在北京簽署多邊經貿合作綱要觀之，以反恐訴求為主軸的上海合作

組織未來將擴大經貿領域的合作(中央通訊社，2003.9.23)。中共總理溫家寶對上海合作

組織的區域經濟合作提出3 點倡議：1、推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減少通關口岸、

檢驗檢疫、交通運輸等非關稅壁壘。2、確定經濟技術合作項目，把交通、能源、

電信、農業及家電、輕工、紡織等列為優先方向。3、確立長遠的區域經濟合作

目標，逐步建立上海合作組織自由貿易區(新華社，2003.9.23)。上海合作組織逐漸朝

向經濟合作發展將有利於中共，中國大陸得以享受中亞地區豐沛的油源，未來在

經濟發展上就少了後顧之憂(中央通訊社，2003.9.23)，惟因該組織各成員國在經濟上的

競爭關係有時遠大於夥伴關係，成立自由貿易區的計畫能否達成仍待觀察(美國之

音，2003.9.29)。  

 

(二)強化與東協國家戰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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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總理溫家寶10月6日赴印尼，出席第七次東盟與中日韓（十加三）領導人

會議、東盟與中國（十加一）領導人會議及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晤，並出席東協

商業與投資峰會。溫家寶於峰會發表演說中強調，積極促進亞洲的發展振興與和

平穩定，是中國的既定方針，「睦鄰」、「安鄰」和「富鄰」是中國實現自身發展

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華社，2003.10.7)。 

溫家寶此行與東協簽署「東協─中國戰略夥伴關係宣言」，是中共第一次與

地區組織簽署建立夥伴關係的文件。顯示中共與東協關係進入新的階段，是雙方

關係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國時報，2003.10.9，p.A13)。中共並正式加入「東南亞友好合

作條約」，為該條約首個非東協簽約國(聯合報，2003.10.7，p.13)，條約承諾主權互不侵

犯，及在軍事戰略上加強合作(文匯報，2003.10.7)。東協與中共簽署農工產品關稅減

讓的協定，為明年元旦起實施自由貿易計畫鋪路。東協秘書長王景榮稱該協定是

一項「提早收穫計畫」，使東協國家在完成自由貿易區協議前可以提早享受到該

協議的好處。此外，溫家寶與日、韓領導人進行三方會談，會後簽署「中日韓推

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確定 3國合作的基本框架和方向。這是 3 國領導人第五

次會晤，但卻是首度發表共同宣言，在東北亞合作上具有重要意義(中國時報，

2003.10.8，p.A13)。 

 
附表 
重要外交活動 
時間 2003 派出與邀進情形 
7.5-6 中共財政部長金人慶訪問印尼：出席第五屆亞歐財政部長會議。 
7.5-17 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賀國強訪問歐洲：此行訪問奧地利、烏克蘭、匈牙利。 
7.12-18 中共副外長戴秉國訪問北韓、美國：此行向金正日轉交胡錦濤的親筆信函並說服北韓

參加多邊協商。在美國期間，戴秉國與美國副總統錢尼、國家安全顧問萊斯和國務卿

鮑爾會談。 
7.14- 「中、英財金對話機制」第三次會議在倫敦舉行：由中共財政部副部長金立群和英國

財政部副大臣保羅．波籐共同主持本次會議。會議期間，雙方就當前經濟形勢、金融

部門的穩定和監管、財政體制改革等問題交換意見，並達成多項共識。 
7.15-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衛建林訪問非洲：此行訪問加彭、吉布地。 
7.17-29 外交部美大司司長何亞非訪美：應亞洲基金會邀請訪問美國各大城市，廣泛與各界人

士接觸(文匯報，2003.7.31)。 
7.20-22 英國首相布萊爾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江澤民、胡錦濤等。 
7.21-25 法國對外貿易部長魯斯訪問大陸：此行訪問北京、上海和香港，51家企業領導人隨行。
7.22-24 第五屆亞歐經濟部長會議於大連舉行：會議審議「貿易便利行動計畫」和「投資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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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計畫」的執行情況，並通過「亞歐經濟合作審議報告」。 
7.23-8.1 中共全國人大代表團出訪 2國：此行訪問波蘭和立陶宛。 
7.24- 外長李肇星訪問印尼、新加坡：出席在印尼舉行的第五屆亞歐外交部長會議。 
7.24- 公安部副部長長羅鋒訪問泰國：出席中、寮、緬、泰合作禁毒部長級會議。 
7.21-26 中共國臺辦負責人訪問美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陳雲林和副主任周明偉訪問

美國，是陳雲林第一次訪問華府，也是中共國臺辦正副首長首度同時出訪美國。此行

會見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和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凱利，雙方就臺灣公投問題

進行深入討論。     
7.28- 美國國務次卿波頓訪問大陸：出席中美第二輪安全磋商，分別與中共副外長王毅、張

業遂舉行會談，就防擴散、軍控、朝鮮核武問題交換意見。 
8.2- 中共友好代表團訪問巴基斯坦：由中聯部副部長蔡武率領。 
8.3-5 日本國土交通大臣扇千景訪問大陸：為迎接 2008 年北京奧運會，中共計劃建設連接

北京至上海、長達約 1300 公里的高速鐵路。扇千景此行向中共建議採用日本的新幹
線技術建設北京至上海的高速鐵路。 

8.4-5 俄羅斯聯邦委員會代表團將訪問大陸：由米羅諾夫主席率領，此行會見胡錦濤、溫家

寶等。 
8.7-9 副外長王毅訪問北韓：就啟動六方會談的有關安排進行商談並就雙邊關係交換意見。

8.8.-12 上海合作組織舉行首次聯合軍演：為上海合作組織 2003 年反恐框架內的軍事演習，
有助深化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交流與合作。 

8.9-11 日本內閣官防長官福田康夫訪問大陸：係福田就任官房長官後首次前往外國訪問，此

行出席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締結 25 周年的儀式，並與中共領導人就北韓核武問題進行
會談。胡錦濤在接見福田康夫時強調，在解決北韓核危機問題上，美國布希政府必須

顧及北韓安保問題，並強烈要求美國政府必須對北韓提出「體制保障」的保證(中央日

報，2003.8.11，p.8)。 
8.9-13 斯里蘭卡總理維克勒馬辛哈訪問大陸：是 14年來斯里蘭卡總理首次訪華。 
8.10-13 中共外長李肇星訪問日、韓：此行與日本首相小泉、外相川口順子等會談，並訪問日

本共產黨在東京的總部。訪韓期間與韓國外交通商部長尹永寬就雙邊關係及將舉行的

北京六方會談交換意見。 
8.10-13 美助理國務卿杜威訪問大陸：此行會見中共外交部部長助理沈國放、商務部、中國人

口與計畫生育委員會有關部門負責人，並與中國從事人口領域研究和實踐的非政府組

織座談。 
8.11- 俄羅斯副外長洛修科夫訪問大陸：此行會見副外長王毅與戴秉國，就六方會談交換意

見。 
8.11-15 中共商務部長呂福源訪問俄羅斯：訪問期間與俄羅斯政府經濟發展和貿易部長格列夫

舉行會談，就相互加強投資合作、相互擴大機電產品出口、中國對俄禽肉出口以及建

設中俄原油管道等問題交換意見，並重申中國政府堅定支持俄羅斯早日加入世貿組織

的原則立場。 
8.19- 中共代表團訪問 3國：此行出訪北韓、厄瓜多爾、巴西。 
8.19- 中共-東協資深官員會議在福建舉行：中共副外長王毅與會，遞交加入「東南亞友好

合作條約」加入書。 
8.19-22 副外長周文重訪問紐、澳：舉行第十六次外交部官員政治磋商並出席太平洋島國論壇

對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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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30 中共中聯部部長王家瑞訪問 3國：此行訪問泰國、寮國、越南。 
8.24- 日本執政 3黨幹部訪問大陸：與曾慶紅等就北韓問題交換意見。 
8.24-28 伊朗外長哈拉齊訪問大陸：此行與李肇星就國際問題交換意見。 
8.27-29 北韓核武危機六方會談在大陸舉行：各方代表團團長分別是中共外交部副部長王毅、

北韓外務省副相金永日、美國助理國務卿凱利、俄羅斯副外長洛修科夫、韓國外交通

商部次官補（長官助理）李秀赫和日本外務省亞大局局長藪中三十二。 
8.30-9.10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訪問 3國：此行訪問菲律賓、韓國和日本，並出席

在馬尼拉舉行的亞洲議會和平協會第四屆年會。吳邦國在訪問菲國時提議，中共願和

菲國等國家共同開發有主權爭議的南沙油田(中國時報，2003.9.1，p.11)。 
9.1-7 李肇星訪問中亞 3國：此行訪問塔吉克、烏茲別克和吉爾吉斯，並出席在烏茲別克首

都塔什干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外長非例行會議。 
9.2-3  美國財政部長史諾訪問大陸：期間分別拜會財政部部長金人慶、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

小川、總理溫家寶等，史諾此行向中共提出 3 點看法：1.要求中共開放市場。2.放寬
資本自由流動。3.建立彈性匯率機制。中共官員在會談中重申朝彈性匯率的終極目標
前進，且已採取一些措施並獲得進展，中共還將再採取相關方案。溫家寶則重申保持

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準上的基本穩定，符合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聯合報，

2003.9.4，p.13 )。 
9.7- 羅幹出訪歐亞 4國：此行訪問冰島、芬蘭、亞美尼亞、摩爾多瓦等。 
9.7- 中央政治局委員劉雲山出訪大洋洲 3國：此行訪問澳大利亞、巴布亞新幾內亞等。 
9.10-17 德國總統約翰內斯．勞訪問大陸：經濟代表團隨行，除北京外，還訪問上海、南京、

西安、桂林和香港。 
9.13- 外長李肇星訪問日內瓦：出席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外長會晤，就伊拉克問題進行

專門討論。 
9.18-23 外長李肇星出訪美洲：此行訪問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牙買加、美國，並且出席第五十

八屆聯合國大會。 
9.19-22 南韓國家安全助理羅鍾一訪問大陸：此行向中共說明韓國對第二次六方會談的準備情

況，並與中方官員就該會談的準備事項等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協商。 
9.21-25 俄總理卡西亞諾夫訪問大陸：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理第二次會晤、中俄總理第

八次會晤，會後承諾將信守石油管道協議，但表示鋪設管道的具體方案還將繼續研究。

10.3- 中央黨校幹部代表團訪問北韓：以副校長李君如為團長。 
10.4- 韓中日在北京就北韓核問題六方會談進行協商：韓國外交通商部亞太局局長丁相基、

中國外交部亞洲局局長傅瑩和日本外務省亞太局局長藪中三十二出席此次北京會議。

10.5- 中共友好代表團訪問蘇丹、黎巴嫩：由中央組織部部務委員李建華率領，前往蘇、黎

進行友好訪問。 
10.6- 總理溫家寶訪問印尼：出席第七次東盟與中日韓（十加三）領導人會議、東盟與中國（十

加一）領導人會議及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晤。會議期間，還出席首屆東盟商業與投

資峰會並發表演講。 
10.13-14 副外長王毅訪問俄羅斯：此行與俄副外長洛修科夫等就朝鮮半島核武問題及亞洲地區

形勢交換意見。 
10.18- 胡錦濤訪問泰國、澳洲及紐西蘭：出席在泰國舉行的 APEC領袖高峰會議。 
軍事外交 
7.14-15 幾內亞軍隊總參謀長卡馬拉訪問大陸：此行會見國防部長曹剛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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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巴基斯坦陸軍第一副總參謀長尤素夫訪問大陸：此行會見國防部長曹剛川等。  
7.22- 贊比亞國防部常務秘書奇法圖訪問大陸：此行會見國防部長曹剛川、共軍副總參謀長

錢樹根。 
8.1- 摩爾多瓦國防部軍事政策和外事局長維克多訪問大陸：此行會見共軍副總參謀長熊光

楷。 
8.18-20 中共人民解放軍代表團訪問北韓：應北韓人民軍總政治局長趙明祿的邀請，由總政治

部主任徐才厚率領訪問北韓。 
8.19- 緬甸國防軍副總司令貌埃訪問大陸：此行會見國防部長曹剛川。 
8.25- 莫三鼻克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利迪莫訪問大陸：此行與總參謀長梁光烈等會談。 
8.28- 15 國軍事觀察員參觀中共作戰演習：來自美、英、法、俄、德、加拿大、泰國等 15

國的軍事觀察員，在內蒙古朱入和訓練基地參觀「北劍 0308」作戰演習。這是中共首
次邀請外軍參觀實兵演習，也是首次開放最大的合同戰術訓練基地。基地面積 1000
多平方公里，可進行軍師規模的實兵演習。日本、印度和中共一直互存戒心，沒有在

受邀名單上(自由亞洲之聲廣播電臺，2003.8.28)。 
8.31-6 烏干達國防部長姆巴巴齊訪問大陸：此行與曹剛川等會談。 
9.1-4 日本防衛廳長官石破茂訪問大陸：與曹剛川舉行會談，雙方同意今年內實現中日兩國

軍艦互訪，同時也同意解放軍和自衛隊官員之間的互訪(自由亞洲之聲廣播電臺，2003.9.2）。

9.4- 梁光烈訪問亞洲3國：此行訪問巴基斯坦、文萊、馬來西亞。  

9.7- 保加利亞國防部長尼科拉伊．斯維納羅夫訪問大陸：此行與曹剛川等會談。 

9.8- 加拿大國防部長麥卡勒姆訪問大陸：此行與曹剛川、曾慶紅等會談。 

9.10- 中共人民解放軍軍事代表團訪問歐洲：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張黎率領，此行

訪問芬蘭和希臘。 

9.15- 泰國防部次長森潘·汶亞南：此行會見曹剛川、熊光楷等，參加中泰兩國國防部第二

次安全磋商。 

9.19- 義大利國防部副部長奇庫．薩爾瓦托雷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9.20-24 俄羅斯軍艦訪問青島：由俄太平洋艦隊副司令科涅夫．亞歷山大．瓦西里耶維奇中將

率領，此行拜會北海艦隊司令員張展南及青島市領導。 

9.22- 克羅地亞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熱莉卡．安圖諾維奇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9.22-26 美國軍艦訪問廣東湛江港：為中共建政54年來，湛江港第一次對外國軍艦開放。 

9.22-27 坦尚尼亞國防部長菲利蒙．薩倫吉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黃菊等。 

9.24- 澳大利亞國防部長羅伯特．希爾訪問大陸：此行與曹剛川會談。 

9.25- 法國三軍參謀長亨利．邦泰雅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李鐵映等。 

9.30-10.2 中、俄兩軍總參謀部第七輪戰略磋商在莫斯科舉行：由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與俄
羅斯武裝力量第一副總參謀長巴盧耶夫斯基上將共同主持此次磋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