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外交 
鄭偉靜 

 

■美伊戰前中共為免損及與美關係，採取兩面討好態度，民間出現

反戰、主戰言論。 

■中共主張聯合國主導伊拉克戰後重建，並密切關注其在中東利益

能否確保。 

■美中因伊拉克、北韓核武問題互動密切，媒體報導中共趁機提出

交換條件，美國重申遵守一中、三公報及臺灣關係法的立場。 

■美國敦促中共積極處理北韓核武問題，中共施壓北韓克制挑釁行

為，並同意召開多邊會談解決北韓核武問題。 

    

     近期中共外交活動集中在伊拉克及北韓核武問題的處理。美國於3月20日

展開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戰前中共雖然反對美國攻打伊拉克，惟為避免損及與

美關係，支持但未參與法、德、俄發表反美攻伊的聯合聲明，也未如法、俄揚言

使用安理會常任理國否決權。在美英聯軍攻入巴格達後，戰爭逐漸接近尾聲，中

共主張應由聯合國主導伊拉克戰後重建，惟從聯合國戰前的弱勢態勢觀之，美國

可能主導伊拉克戰後重建，中共將密切關注石油換食品計劃能否繼續及其在中東

石油能否獲得穩定供應等問題(中央社，2003.4.8)。近期美中互動密切，除美國國務次

卿波頓、貿易代表佐立克訪問大陸外，美中舉行第三次反恐磋商，雙方並就伊拉

克、北韓問題密切磋商。媒體報導中共趁機提出交換條件，美國則重申遵守一中、

三公報及臺灣關係法的立場。此外，新華社報導布希向胡錦濤重申不支持臺獨。

在北韓核武危機方面，北韓戰機飛入南韓領空並三度試射地對艦飛彈，使危機再

度升高，美國為緩和情勢，一方面恢復對北韓的援助，一方面透過外交途徑向北

韓施壓。中共雖是北韓最主要的糧食和燃料供應國，但並未積極處理北韓核武危

機，引發美方不滿。據報載，近期中共已對北韓展開若干行動，3月中共曾以維

修輸油系統為由停止對北韓供油3天，促使北韓克制其挑釁行為。此外，中共一

直以來支持北韓主張的雙邊(美國與北韓)會談，近來則對多邊會談表示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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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對美伊衝突的反應 

(一)中共採取兩面討好作為 

美國總統布希 1月 29日發表國情咨文，咨文中除重申伊拉克並未銷燬製造

生化武器的原料外，並表示必要時美國可以單獨行動，解除伊拉克的大規模毀滅

性武器。美國務卿鮑爾2月5日亦在聯合國提出伊拉克「實質違反」聯合國要求

該國銷燬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及與恐怖組織掛鉤等美方掌握的間接證據，惟法、

德、俄於 2月 10日發表聯合聲明，強調解除伊拉克的武裝是國際社會的共同目

標，目前還存在和平化解衝突的途徑。 

2月11日江澤民在與法國總統席哈克電話會談中表示，中國支持法、德、俄

聯合聲明，並堅持主張在聯合國框架內政治解決伊拉克問題(新華社，2003.2.11)。3月

5日法、德、俄再度發表聯合聲明指出，絕不允許聯合國通過一項授權對伊拉克

動武的決議案，中共外長唐家璇亦表示，提出新的決議案是沒必要的(中國時報，

2003.3.7)。過去數月中共對美攻伊的態度始終維持低調，此次表態可能考量美國對

伊動武後介入中東所帶來的不利影響，惟中共擔心損及與美關係，並未參與法、

德、俄聯合聲明，也未如法、俄揚言動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3月 20

日美國採取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中共發表聲明呼籲有關國家立即停止軍事行動

(聯合報，2003.3.21)。北京駐聯合國代表王英凡在3月27日的聯合國安理會緊急會議

中抨擊美國不顧大多數國家反對，發動對伊戰爭，違反聯合國憲章與國際法基本

準則(聯合報，2003.3.29，p.11)。 

 

(二)民間出現反戰、主戰言論 

    大陸官方媒體環球時報 2月 27日發表整版文章指責美國是帝國，正在以各

種手段齊頭並進加緊第四次擴張，而伊拉克成為第一個目標(中國時報，2003.2.28，

p.11)。在鮑爾訪問北京期間，人民日報刊登中國社科院王逸舟的署名短評，文中

指責美國以防止大規模毀滅武器做為發動戰爭的藉口，是不可信的。此外，北京

航空航天大學韓德強等4位大陸著名學者向美國駐中共大使館遞交500多人聯署

的「中國各界反對美國政府對伊拉克戰爭計畫的聲明」(聯合報，2003.2.19，p.13)。惟

亦有北京自由派學者余傑、徐晉如上網發表聲援美國攻打伊拉克的聲明(中央社，

2003.3.3 )。在美伊戰爭爆發後，大陸媒體前所未有、迅速報導戰事，但在報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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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和民眾不同反應時，卻顯得十分謹慎，因中共顧慮到戰後美中關係的發展，同

時不希望民眾介入主戰或主和的辯論中(法國廣播電臺，2003.3.26)。此外，大陸官方批

准 3月 30日的反戰遊行，一般認為，北京當局批准這次示威活動，是在巧妙利

用民意，一方面表達自己溫和的反戰立場，另一方面也安撫回教國家(中國時報，

2003.3.30)。 

 

(三)中共主張聯合國主導伊拉克戰後重建 

在伊拉克戰後重建問題上，英美兩國領袖在4月8日的共同聲明中同意聯合

國應扮演樞紐性角色，伊拉克應由伊拉克人民自己掌治。但在聯合國如何落實「樞

紐性角色」上，英美雙方顯然尚有差距。布萊爾表示，伊拉克人民希望自己治理

自己的國家，聯軍和聯合國，以及國際社會各造應一起合作協助伊拉克建立一個

屬於伊拉克人，而非任何其他人的政府。布希雖然也表示，相信伊拉克人民有能

力也可以治理自己的國家，但重申美國將介入重建伊拉克的工作。對於有關聯合

國角色，布希則指出，是糧食、醫療和人道支援，與英國期望聯合國可以在早期

參與伊拉克過渡政府權力分配和協助，有明顯間隔(中國時報，2003.4.9)。中共外交部

發言人劉建超則在4月8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國一貫主張以政治手段解決

伊拉克問題，至於戰後伊拉克的重建問題，應該由聯合國來主導(中國時報，2003.4.9，

p.4)。惟從聯合國戰前的弱勢態勢觀之，美國可能主導伊拉克戰後重建，中共將密

切關注戰前石油換食品計劃能否繼續及其在中東石油能否獲得穩定供應等問題

(中央社，2003.4.8) 。 

     

二、美中互動密切，是否損及臺灣利益值予關注 

    近期美中互動密切，除美國國務次卿波頓、貿易代表佐立克訪問大陸外，美

中舉行第三次反恐磋商，雙方並就伊拉克、北韓問題密切磋商。媒體報導中共趁

機提出交換條件，美國則重申遵守一中、三公報及臺灣關係法的立場。此外，新

華社報導布希向胡錦濤重申不支持臺獨。 

 

(一)美中互動密切 

▓美國國務次卿波頓訪問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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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美中元首達成建立戰略安全、多邊軍控和防擴散等問題的副外長級磋

商機制，美國務次卿波頓 1月 21日前往北京與中共副外長王光亞就當前戰略安

全形勢、國際軍控、防擴散、伊拉克和北韓核武問題等交換意見。 

▓美國貿易代表佐立克訪問大陸 

    美國貿易代表佐立克2月 17日與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外經貿部部長石廣

生等討論雙邊貿易議題，並前往重慶、深圳訪問。佐立克在記者會上讚賞中共加

入 WTO 首年的努力，但強調雙方在農產品、智慧財產權問題上仍存紛歧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2003.2.20 )。 

▓美中舉行第三次反恐磋商 

    美國國務院反恐怖主義事務協調員布萊克大使2月19日與中共就2008年北

京舉辦奧運的安全問題、如何切斷恐怖主義分子資金來源等問題進行磋商(聯合報，

2003.2.20，p.13)。美方並邀請中方分別於今年下半年和明年赴美舉行中美反恐第四

次磋商和中美金融反恐工作組第三次磋商。 

▓美中就伊拉克、北韓問題密切磋商 

近期美中就伊拉克、北韓問題密切磋商，除透過電話會談外，美國國務卿鮑

爾 2月 23日訪問中國大陸，希望中共採取進一步行動協助解決朝鮮半島核武危

機，及支持美國針對伊拉克向聯合國提出更強硬之新決議案(中央通訊社，2003.2.25)。

鮑爾在會晤中共官員後告訴記者：「與中國的關係已真正進展到新的層次」。鮑爾

表示：「除了18個月以來的三次會議外，布希總統和江澤民國家主席經常電話聯

繫，而我自己現在幾乎每隔一個星期就會和唐家璇外長會面，在這之間，我們也

利用電話溝通」。他們曾討論全世界所關切的問題，而不只是雙邊利益問題。美

國很滿意與中國在反恐主義上合作的層次。中國正在追蹤恐怖分子的資金來源、

加強執法協調和分享情報(中央通訊社，2003.2.24)。唐家璇在3月6日記者會上亦指出，

美國國務卿鮑爾現在每周都要與他接觸一次，或者是面談，或者是打電話。他強

調：「我們經常在交換看法和意見，包括伊拉克、北韓核武問題在內(中國時報，

2003.3.7) 」。  

 

(二)媒體報導中共趁機提出交換條件 

 2月唐家璇與鮑爾三度會面均提出臺灣問題。鮑爾2月23日訪問大陸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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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民、胡錦濤會面時，臺灣問題亦是中共關注焦點。據華盛頓郵報 2 月24日報

導，一位中共政府顧問對該報表示，在對北韓問題上，就像對伊拉克問題一樣，

關鍵在於美國政府是否考慮「交換」，也就是在臺灣議題上更具彈性(Washington Post，

2003.2.24)。另據南韓東亞日報報導，鮑爾此行與中共就對伊拉克戰爭和北韓核武

問題達成秘密協定，中共默認美國攻打伊拉克，但美國不可對北韓採取先制攻

擊，惟如果北韓先發動攻擊，中共不會過問美國所採取的報復攻擊(韓國國際廣播電臺

網站，2003.3.4)。針對近來外界普遍質疑中共可能會要求美國在臺灣問題上作出讓

步，以換取中共支持美國對伊拉克動武的決定，唐家璇在3月6日的記者會上不

願正面表示意見，僅強調中美關係能夠穩定發展，關鍵在於美方如何妥善地處理

好臺灣問題(中國時報，2003.3.7)。 

 

(三)美國重申遵守一中、三公報及臺灣關係法的立場 

美國國務卿鮑爾在訪問亞洲前夕(2 月 20 日)接受香港鳳凰衛視訪問時表示，美

國與中共合作處理國際重大議題時，不會以美國對臺軍售做為交換條件，並重申

美國的承諾，即「一個中國」政策、三項公報及臺灣關係法(中國時報，2003.2.23，p.11)。

此外，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萊斯 3月 14日前往卡達半島電視臺華府辦事處錄製節

目時，在門口回答媒體提問。有記者問道，為了尋求中共的支持與合作，「美國

是否可能因此軟化對臺軍售」？萊斯指出，美國的臺海政策沒有改變，美國也繼

續依照「臺灣關係法」協助臺灣自衛。美國的臺海政策「非常、非常清楚」，一

方面美國繼續遵行「一個中國」政策，不願臺海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另一方

面，美國信守「臺灣關係法」，履行對臺灣的安全承諾，協助臺灣自衛。萊斯的

總結是「美國此一立場沒有改變」（nothing changes in that） (中國時報，2003.3.16，p.11)。3

月 19日布希致電胡錦濤當選國家主席，並表示美方願與中方緊密合作，使兩國

關係持續向前發展。據新華社報導，布希向胡錦濤重申美國政府將堅持「一個中

國」的政策，遵守美中三個聯合公報，不支持臺灣尋求獨立(中國時報，2003.3.20)。對

於中共是否可能因為伊拉克和北韓議題而對美國施壓，從而在臺海議題上獲益的

問題，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薛蘭迪3月24日表示，即使中共提出這種要求，

美國也不會讓步，美國繼續信守「臺灣關係法」，維繫對臺灣的安全承諾(中國時報，

2003.3.26，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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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促中共積極處理北韓核武危機 

    2月20日北韓一架米格十九戰鬥機飛入南韓領空，2月24日、3月10日、

4月 1日北韓三度試射地對艦飛彈，使危機再度升高。美國為緩和情勢，一方面

恢復對北韓的援助，一方面透過外交途徑向北韓施壓。中共雖是北韓最主要的糧

食和燃料供應國，但並未積極處理北韓危機，引發美方不滿。據報載，中共近期 

已對北韓展開若干行動，3月時中共曾以維修輸油系統為由停止對北韓供油 3

天，促北韓克制其挑釁行為。此外，中共一直以來支持北韓主張的雙邊(美國與北韓)

會談，近來則對多邊會談表示贊同。 

 

(一)美促中共積極處理北韓核武危機 

北韓核武危機發生後，俄羅斯、南韓及澳洲均派遣特使訪問北韓，但中共

並未有任何動作，中共除承諾提供場所給美國、北韓作為會談之用外，並未真正

對北韓施壓。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2月4日在參院外交委員會的聽證會表示，

北京在處理北韓危機時有「精神分裂症」傾向，既擔憂北韓發展核武，又要維護

其與平壤關係 (聯合報，2003.2.6，p.8)。2月7日國家主席江澤民與美國總統布希進行

電話會談，布希要求江澤民進一步介入目前的朝鮮核武危機，努力促使朝鮮半島

成為無核區(加拿大人民廣播電臺網站，2003.2.8)。美國國務卿鮑爾2月9日在參加 NBC電

視臺「與媒體有約」節目時亦表示,中共既然說過不希望看到朝鮮半島核子化,其

有責任運用影響力,說服北韓放棄發展核子武器(中央通訊社，2003.2.9)。 

 

(二)中共調解北韓核武危機 

針對美國高層官員近期一再抱怨中共對北韓核武問題未發揮應有作用的問

題，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 2月 13日表示，中共的立場有三點：一是實現朝鮮半

島的無核化，二是維護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三是通過對話解決問題。她說，在

此之前，中共一直透過各種方式做工作，在北京進行的外交活動是非常頻繁的(中

國時報，2003.2.14)。 2月18日北韓外長白南淳在前往吉隆坡參加不結盟運動會議途

中，突然拜會中共外交部副部長王毅，討論北韓核武問題，雙方都認為必須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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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解決朝鮮半島核武危機(中國時報，2003.2.19，p.11)。據報載，王毅向白南淳表示，

希望北韓停止挑釁的行為，不然中共可能會改變其一貫反對制裁北韓的立場(The 

Strait Times，2003.3.29)。據南韓中央日報報導，南韓總統盧武鉉 2月 20日曾派遣國

家安全顧問羅鍾一前往北京，向北韓「亞太和平委員會副委員長」全今哲說明南

韓新政府對北韓的政策，並建議儘早召開兩韓峰會(明報，2003.3.6)。日本產經新聞

報導，日本副外相田中均於 2月 21日在北京與北韓官員接觸(蘋果日報，2003.3.6)。2

月 22日唐家璇在北京與北韓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永南會談，就當

前朝鮮半島局勢交換意見(中國時報，2003.2.22，p.10)。此外，報載3 月中共曾以維修輸

油系統為理由，向北韓停止輸油3天，分析家認為北京此舉是向平壤傳達訊息，

要求北韓克制其挑釁行為，北韓曾就斷油事件提出嚴重抗議(太陽報，2003.3.13)。 

 

(三)中共研擬北韓核武危機對策 

    據報導，中共領導人預期華府最快於今年7月對北韓採取軍事行動，於3月

初成立北韓危機領導小組研擬數項對策：1.邀集相關專家提供建言。2.在東北近

北韓邊界地區增派武警預防北韓難民流入。3.增派外交、情報人員加強與北韓聯

繫，並警告北韓不要對美、日或南韓採取先發制人攻擊，然而北京不確定能否影

響金正日。北京擔心如果美國在解決伊拉克問題後，將北韓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

會處理(包括對北韓採取軍事行動)，將陷中共於兩難(因中共反對，4 月 7 日聯合國安理會主要理事國未能

就譴責北韓核子計畫的聲明達成協議。中華日報，2003.4.9，p.10)，而解放軍將領要求中共領導人同

意協助北韓對抗美國可能的攻擊，也對中共高層造成若干壓力(CNN，2003.3.18)。 

 

(四)中共贊成透過多邊會談解決北韓核武問題 

     中共2月12日雖然在原子能委員會的投票中贊成將北韓核武發展現況向聯

合國安理會報告，但並不支持聯合國安理會在現階段介入北韓問題。中共認為對

北韓施壓或制裁將使情勢繼續惡化，解決北韓問題的最有效途徑，仍然是北韓與

美國直接對話(中國時報，2003.2.14)。美國國務卿鮑爾2 月22日在日本訪問時建議由

聯合國安理會、兩韓、日本、歐洲聯盟以及澳大利亞組成一個多邊論壇，解決北

韓核武危機 (ＢＢＣ，2003.2.23)。胡錦濤2月23日在與美國務卿鮑爾會談時強調，歷

史經驗表明，只有透過對話與協商才能妥善解決朝鮮半島的核武問題，希望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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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北韓儘快直接對話 (中央日報，2003.2.25)。中共一直以來支持北韓主張的雙邊(美國與

北韓)會談，惟近來對多邊會談表示贊同。據華盛頓時報報導，北京 3月初已替華

盛頓向北韓轉達多邊對話的要求。美國並請中共向聯合國安理會提議，發表一份

書面聲明，要求北韓放棄核武計畫(中國時報，2003.3.29)。此外，中共外長李肇星4月

6日與日本外相川口順子會談，雙方就舉行南北韓和美中俄日的 6邊會談解決北

韓核武問題達成共識(日本廣播電臺，2003.4.6)。 

 

附表 
重要外交活動 
時間 2003 派出與邀進情形 
1.5-23 吳儀訪問加勒比 8國：此行訪問蘇里南、圭亞那、千里達、巴貝多斯、聖盧西亞、安

提瓜和巴布達、巴哈馬和牙買加等國，與 8國政府簽署 10 餘項雙邊經貿合作協議。
1.6-11 緬甸軍政府領導人丹瑞訪問大陸：此行與江澤民、胡錦濤、朱鎔基、李鵬等會談，簽

署 6項雙邊合作協定(法國廣播電臺，2003.1.9)，中共並向緬甸提供 2億元貸款(加拿大廣播

電臺網站，2003.1.8）。 
1.9-10 法國外長德維爾潘訪問大陸：此行與江澤民、溫家寶、唐家璇等會談，就兩國關係、

伊拉克和朝鮮半島情勢交換意見。 
1.11- 李嵐清訪問亞非 4國:此行訪問馬來西亞、緬甸、泰國、南非。 
1.14- 美助理國務卿凱利訪問大陸：此行會見中共副外長李肇星等，就美中關係和北韓核武

問題交換意見。 
1.14- 土耳其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主席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訪問大陸：此行與胡錦濤、

朱鎔基等會談。  
1.19-21 美國務次卿波頓訪問大陸：2002年美中元首達成建立戰略安全、多邊軍控和防擴散等

問題的副外長級磋商機制，此行與中共副外長王光亞舉行首輪磋商，並與李肇星會談。

1.15- 中共代表團訪問大陸：此行訪問阿爾巴尼亞、馬其頓、克羅地亞，由中共中央對外聯

絡部副部長蔡武率領。 
1.16 俄羅斯副外長洛修科夫訪問大陸：與中共副外長楊文昌舉行會晤，就北韓

核武問題交換意見，雙方一致認為，希望北韓核武問題有關各方保持冷靜和克制，繼

續謀求對話。  
1.20- 唐家璇出席聯合國安理會反恐問題外長會議：會中對 911以來的國際反恐合作情況進

行全面總結和回顧，並確定下一步的工作重點。唐家璇在訪問非洲期間專程赴紐約出

席此次會議，並將發言闡述中共對反恐問題的立場和主張。會議期間，唐家璇與聯合

國秘書長安南及有關國家的外長進行會晤，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看法。唐家璇與鮑

爾會談時重申，希望布希政府信守一個中國及中美三公報，強調華府應履行反對臺獨

承諾。鮑爾指出，美國理解臺灣問題的敏感性，強調布希總統遵守 2002年 10月與中
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德州克勞福峰會所作承諾(聯合報，2003.1.21)。 

2.4- 唐家璇出席聯合國安理會伊拉克問題會議：唐家璇 3日抵達紐約後接受記者採訪，闡
述了中共在伊拉克問題上的立場。唐家璇表示，中國在伊拉克問題上的立場可歸納為

兩點：第一，伊拉克必須全面、認真地執行安理會有關決議，不能擁有大規模殺傷性

武器，第二，要爭取在聯合國框架內政治解決伊拉克問題。會議期間，唐家璇並與美

國務卿鮑爾及有關國家外長就伊拉克局勢交換看法。 
2.9-19 李瑞環訪問非洲 3國：此行訪問坦尚尼亞、納米比亞和贊比亞。 
2.11- 政協副主席萬國權率團出訪非洲兩國：此行訪問茅里求斯和津巴布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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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中共友好代表團訪問非洲 3國：此行訪問厄立特里亞、烏干達和莫三鼻克。 
2.17- 美國貿易代表佐立克訪問大陸：與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等討論

雙邊貿易議題，並前往重慶、深圳訪問。佐立克在記者會上讚賞中共加入 WTO首年
的努力，但強調雙方在農產品、智慧財產權問題上仍存紛歧(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2003.2.20 )。 
2.14- 唐家璇出席聯合國安理會伊拉克問題會議：與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美國國務卿鮑爾、

俄羅斯外長伊凡諾夫和歐盟輪值主席國希臘外長帕潘德里歐等就伊拉克問題交換意

見，並在會議上發表講話重申，中方贊成關於進一步增加核查人力資源和技術能力的

設想，並願繼續向兩機構提供人員和必要的技術幫助。     
2.18-20 泰國總理他信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等。 
2.19 中共副外長王毅與北韓外相白南淳舉行會談：這是自北韓宣佈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

約》以來，中共高層官員與北韓第一次舉行會談，雙方確認將努力透過對話和平解決

北韓的核武問題。由於在北韓問題上，國際上有不滿意見認為中共沒有對北朝鮮施加

足夠的外交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可能是透過這次會談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共為

解決該問題已發揮自身的影響力。 
2.19 中美舉行第三輪反恐磋商：美國國務院反恐怖主義事務協調員布萊克大使與中共就

2008 年北京舉辦奧運的安全問題、如何切斷恐怖主義分子資金來源等問題進行磋商
(聯合報，2003.2.20，p.13)。美方並邀請中方分別於今年下半年和明年赴美舉行中美反恐

第四次磋商和中美金融反恐工作組第三次磋商。 
2.21 巴基斯坦外交秘書霍哈爾訪問大陸：此行會見唐家璇、王毅等。 
2.22- 唐家璇會見北韓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永南：唐家璇在釣魚臺國賓館會見

途經北京出席不結盟運動首腦會議的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永南，雙

方進行了友好交談。唐家璇說，中國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中朝傳統友好合作關係。我們

將按照兩國領導人達成的「繼承傳統、面向未來、睦鄰友好、加強合作」的共識，推

動雙方傳統友好合作關係不斷取得新的發展。  
2.23- 王光亞出席不結盟運動南南合作商業論壇部長級會議：在會議上表示，中國將加強與

發展中國家的協調與相互支持，努力爭取公平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維護共同

利益。 
2.23-24 鮑爾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江澤民、胡錦濤、唐家璇等，就伊拉克、北韓問題進行協商。

2.24- 錢其琛訪問南韓：應邀出席韓國當選總統盧武鉉的就職儀式，並邀請盧氏訪問大陸。

2.24- 中共宗教代表團訪問美國：向當地新聞界介紹了中國宗教的狀況和中國政府的宗教政

策，並表示願意與美國宗教界加強瞭解與合作。 

2.25-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高層論壇在桂林舉行：雙方將於 2005年 1月正式啟動關稅減讓

計畫。 

2.26-28 俄羅斯外長伊凡諾夫訪問大陸：此行與江澤民、胡錦濤、唐家璇會談，並針對北韓與

伊拉克問題發表聯合公報。公報稱，應繼續依據聯合國安理 1441決議案，在聯合國

架構內，以政治外交手段解決伊拉克問題，也間接表示，不支持美國提出第二份決議

草案。此外，雙方並重申願盡一切努力推動朝美對話，並願在雙邊和多邊領域積極推

動朝核問題的政治解決，維護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聯合報，2002.2.28，p.13)。 

2.26-29 古巴領導人卡斯楚訪問大陸：此行與江澤民、李鵬、溫家寶等會談。 
2.28-3.3 上海合作組織國家協調員理事會會議在北京舉行：討論組織財政預算和比什凱克地區

反恐怖機構的文件草案，並商定下次國家協調員理事會會議於 2003 年 3 月底在比什
凱克舉行 

3.2- 中聯部副部長王家瑞訪問亞洲 3國：此行訪問緬甸、柬埔寨和印度。 
3.6-10 西班牙王后索菲婭訪問大陸：應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邀請來訪，此行訪問北京、

上海等地。 
3.7- 唐家璇出席聯合國安理會伊拉克問題會議：唐家璇在會上發言，闡述中國政府對伊拉

克問題的有關看法和主張。會議期間，唐家璇還與有關國家外長進行會晤，就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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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勢交換看法。 
3.24-26 巴基斯坦總理賈邁利訪問大陸：此行與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等會談，並發表聯合新聞公

報，同意正式成立「中巴友好論壇」，第一次全體會議將於今年下半年在伊斯蘭堡舉

行。  
3.25- 全國政協副主席李貴鮮出訪越南、澳大利亞、斐濟：應邀進行友好訪問。 
3.26-4.2 圭亞那總統賈格德奧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溫家寶、吳邦國等。 
3.28 日中外交部門司局級協商：在東京舉行，日方的大洋洲局長藪中及中方亞洲司司長傅

瑩參加，雙方就和平解決北韓核武問題達成協定。 
3.31 中共代表團出訪歐洲 3國：此行訪問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 
3.31 南韓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羅鍾一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李肇星、對外聯絡部部長王家瑞

等，就朝鮮半島問題、東北亞局勢問題交換意見，除北韓美國直接對話之外，對多邊

對話的可能性也進行了具體討論(韓國國際廣播電臺，2003.4.3）。 
4.3-4 俄羅斯副外長費多托夫訪問大陸：與中共副外長王光亞就伊拉克問題舉行磋商，雙方

呼籲有關國家停止軍事行動，重新回到政治解決伊拉克問題的正確道路上來。聯合國

應繼續在停止衝突和全面解決伊拉克問題方面發揮中心作用，聯合國的參與應根據安

理會早先通過的有關裁軍、制裁和人道主義計劃的決議，以及考慮到局勢進一步發展

可能通過的新決議。雙方表示，兩國對伊拉克目前局勢的看法一致，願繼續共同努力，

爭取恢復聯合國框架內政治解決伊拉克問題的進程。 
4.3- 副外長楊文昌訪問喀麥隆、中非：進行工作訪問並簽署向喀麥隆提供無償援助的協議

換文。 
4.6-8 日本外相川口訪問大陸：此行與溫家寶、唐家璇、李肇星等會談，就伊拉克問題、朝

鮮半島局勢及雙邊關係交換意見。川口曾提到小泉訪問大陸的問題，不過沒有得到積

極回應。中共官員表示，只要小泉繼續參拜靖國神社，訪華之行就很難實現(BBC，

2003.4.8)。 
4.7-11 越共總書記隆德孟訪問大陸：此行會見胡錦濤等。 
4.10-12 南韓外交通商部長官尹永寬訪問大陸：雙方將就中韓關係、朝鮮半島問題以及地區、

國際形勢等交換意見。 
4.23-26 法國總理拉法蘭訪問大陸：法國企業代表團將隨同拉法蘭訪問中國。 
軍事外交 
2.6- 熊光楷赴德國參加國際安全政策會議：會議期間就就全球反恐現狀和前景做大會發

言，並就國際形勢、地區熱點問題與有關各國軍政領導人交換意見。 
2.18- 共軍友好代表團前往南美 3國訪問：由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隗福臨少將率領，此行訪問

巴西、智利和阿根廷。 
2.21- 空軍代表團訪問埃及、蘇丹：由空軍司令員喬清晨上將率領。 

2.23-25 美國國防大學將官班代表團訪問大陸：此行會見熊光楷等。 

3.8-12 西班牙海軍訓練艦訪問上海：訪問期間拜會海軍上海基地副司令員蔣偉烈大校和上海

市副市長馮國勤。 

4.2- 白俄羅斯軍隊總長總參謀長謝爾蓋彼得洛維奇﹒古魯廖夫訪問大陸：此行會見總裝備

部部長李繼耐等。 

4.3- 尼泊爾國防秘書馬丹．普拉薩德．阿亞爾訪問大陸：此行會見副總參謀長錢樹根、國

防部長曹剛川等。 

4.5- 熊光楷訪問南非：出席中南防務委員會首次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