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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外交 
 

 習近平至義大利、摩納哥、法國進行國事訪問，與義大利簽署「一

帶一路」諒解備忘錄；並強調與歐盟合作的意願。 

 王毅在中美建交40周年專訪，強調臺灣問題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

雙方應持續增進戰略互信。另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之外

交政策記者會，表達中方維持與周邊國家合作的既定政策。 

 中共出席中非實施和平安全行動對話會，藉參與非洲和平安全事務

，深化對非洲和安形勢溝通對話；李克強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強調

堅持改革開放；楊潔篪稱共建「一帶一路」是幫助許多國家走出「

不發展的陷阱」，而非推動「債務陷阱外交」。 

 中共強化與歐盟關係，王毅在「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強調中歐合

作是主流目標，李克強出席「歐中峰會」承諾續開放經濟，深化與

歐盟關係。 

 

一、領導人出訪 

習近平出訪歐洲，與義大利、摩納哥、法國進行國事訪問。 

習近平 3 月 21 至 23 日對義大利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22 日在羅馬與義大

利總統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會談，雙方將持續推動中義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之發

展。雙方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已 15 週年，而 2019 年將是兩國建交 50 週年。

習近平強調，中、義雙方要打造合作亮點，共建「一帶一路」，加強發展戰略對

接和務實合作規劃。同時，中方將進口更多義大利優質產品，鼓勵更多有實力的

中資企業赴義大利投資。馬塔雷拉回應時表示，義大利和中國曾位於古代的絲綢

之路兩端，是兩國密切聯繫的交集。義大利同意致力於推進歐中關係深入發展，

願加強同中國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等多邊機構中的溝通和協調，共同維護多邊

主義和貿易自由化，攜手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安全等方面的挑戰。 

3 月 23 日，習近平與義大利總理孔特（Giuseppe Conte）會談。習近平強調，中方

秉持共商、共建、共用，遵循開放、透明原則，實現合作共贏。未來雙方要以簽

署政府間「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為契機，加強「一帶一路」倡議與義大利

「北方港口建設」、「投資義大利計劃」對接，希望在空間科技、基礎設施建設、

交通、環境、能源等優先領域取得更多早期收穫，並共同推進能源、金融、基礎

設施建設等領域協力廠商市場合作。孔特表示，義方高度重視義中關係，願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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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深化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拓展經貿、投資、能源、農業、文化、旅遊、航空等

合作。會談後，兩國領導人共同見證簽署和交換中義關於共同推進「一帶一路」

建設的諒解備忘錄、關於中國流失文物返還等雙邊合作文件（新華社，2019.3.23）。 

習近平 3 月 24 日與摩納哥親王阿爾貝二世（Albert II, Prince of Monaco）會談。習近

平指出，這是中摩建交 20 多年來，首次訪問摩納哥，並強調雙方在環保、電信、

移動支付等新領域合作的進展（新華網，2019.3.24）。同日在巴黎愛麗舍宮與法國總統

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會談，雙方同意未來將打造更加堅實、穩固、及富有活力

的中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習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法建交 55 週年和中國留法勤

工儉學運動 100 週年，要持續藉由政治互信、務實合作、及培養國民感情，發展

好中法關係。強調雙方要加強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等多邊機制的合作，密切在

氣候變化等重大國際問題上的溝通和協調，推動落實「巴黎協定」和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以實際行動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

基本準則和多邊貿易體制。馬克宏表示，願與中國大陸一起推動建設一個平衡、

穩定、安全、繁榮的世界，並加強航空、航太、核能、農業、金融、科研、汽車

製造、養老服務等領域的合作。同時高度評價中方在應對氣候變化以及維和等多

邊議程中的重要引領作用，強調法方不接受保護主義。 

習近平 3 月 26 日在巴黎會見前來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的德國總理

梅克爾（Angela Merkel）指出，當前國際形勢中不穩定及不確定性上升，但中德務實

合作仍保持穩定發展勢頭，2018 年中國大陸連續第三年作為德國全球最大貿易

夥伴，德國企業對中的實際投資增長近 140%，並強調將堅持開放，持續推動和

擴大對德以及對歐的合作。習近平就中德關係發展提出三點意見：一是通過深化

中德合作為世界樹立合作共贏的典範。二是通過引領中歐合作為世界注入更多穩

定因素。中歐關係穩步前行符合雙方共同利益，也有利於為當前複雜多變的世界

注入更多穩定性。三是通過共同推進全球治理維護多邊主義。中方強調願與德方

共同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並加強在二十國集團框架下的緊密協調。

梅克爾回應表示，德中兩國擁有廣泛共同利益，期待中國持續擴大開放市場，也

認同歐中應攜手努力維護多邊主義。 

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並與歐盟領袖會晤 

習近平 3月26日在巴黎與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的法國總統馬克宏、

德國總理梅克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舉行會晤指出，中歐要

共同維護多邊主義，促進亞歐大陸繁榮發展及增進雙方戰略互信等三方面攜手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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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馬克宏表示，中法全球治理論壇向國際社會傳遞歐盟與中國大陸堅定捍衛多

邊主義的積極信號，而法中兩國也簽訂關於共同維護多邊主義和完善全球治理的

聯合聲明，充分彰顯雙方合作的戰略性。 

本次習近平訪問歐洲各國的重點之一，就是與義大利簽署諒解備忘錄。「紐

約時報」報導，中國大陸更傾向於與個別國家進行雙邊談判，而非與區域集團多

邊方式來交涉，以突顯並利用其重要性。更重要的是，還可以透過雙邊協議來裂

解該集團的成員國。中方此次與義大利簽署諒解備忘錄，也符合此一模式，但義

大利也因此成為第一個為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背書的主要西方經濟體。 

 

二、 大國及周邊外交 

王毅就中美建交 40 周年接受專訪，強調中美關係歷經波折，未來

要持續增進戰略互信 

王毅表示 40 年中美關係的發展歷程有許多寶貴經驗和啟示，包括：一是要

牢牢把握正確方向。二是要始終堅持基本原則。遵循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兩國領

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拓展合作，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管控

分歧，確保兩國關係大局不受到大的干擾。三是要聚焦擴大合作。四是要夯實友

好紐帶。鼓勵和支持兩國各界人士開展交流與合作是重點。尊重彼此主權和領土

完整，尊重彼此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彼此歷史文化和國情差異，同時以建

設性方式處理分歧和敏感問題，進一步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努力聚同化異，確保

中美關係不偏離正確軌道。 

有關臺灣問題，王毅強調始終是中美關係中最核心最敏感的問題。「一個中

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妥善處理這個問題對確保中美關係順利發展至

關重要。美方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切實反對臺獨勢力

及其分裂活動，慎重處理涉臺問題。在涉藏、涉疆等問題上，美方同樣應尊重中

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停止干涉別國內政的作法。 

中美之間的經貿合作，王毅認為其本質是互利共贏，也依然是中美關係的壓

艙石和推進器。其他雙邊議題上，雙方要拓展在能源、農產品、基礎設施建設等

領域合作，彼此向對方提供更為開放、透明和規範的環境，把經貿合作潛力進一

步發掘和調動出來；要加強兩軍、禁毒、執法、網路安全等領域合作，推動地方、

人文、科技、體育、青年等領域交流。 

在地區層面，要保持在朝鮮半島核、阿富汗等熱點問題上的溝通協調，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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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 1加 1大於 2的作用，為推動有關問題妥善解決貢獻更大力量。在全球層面，

要深化在反恐、防擴散、氣候變化、國際維和、公共衛生等問題上的協調合作，

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受歡迎的公共產品。同時提出「四要」推進中美關係（要把穩

兩國關係的方向盤；要做對戰略互信的選擇題；要做好合作與分歧的加減法；要唱響中美友好的主旋律）。 

王毅在「兩會」談區域議題及孟晚舟案 

王毅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外交政策記者會表示，對於第二次「川

金會」，中方肯定雙方藉由會晤表達願意政治解決的意圖。國際社會應當鼓勵朝

美雙方保持耐心，沿著推進半島無核化、建立半島和平機制的正確方向繼續前

行。只要對話不停，方向不變，半島無核化的目標最終一定會得以實現。不應從

一開始就設置過高的門檻，也不應單方面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解決問題的關鍵

是，各方都要跳出歷史的局限，打破互不信任的魔咒。解決問題的途徑是，共同

制定出實現半島無核化和建立和平機制的總體路線圖，在此基礎上，按照「分階

段、同步走」思路，明確每個階段相互聯繫、相互促進的具體措施，在各方同意

的監督機制下，由易到難，循序推進。 

王毅強調孟晚舟案是政治打壓，將堅決維護中方企業和公民的正當合法權益，

這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同時，也支持相關企業和個人拿起法律武器來維護自

身權益。對於與歐洲關係，強調要做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堅定支持者，習近平

今年首次出訪選擇歐洲，完全體現中方對歐洲的支持。對於與俄羅斯及印度的關

係，則表示中方與該兩國互利合作的部分，同時要推進雙邊關係上另一臺階。有

關「南海行為準則（COC）」，強調雙軌思路的重要性，近年來南海局勢經過一個由

亂向好的過程，原因就是直接當事國通過談判解決具體爭議、中國大陸和東盟國

家共同維護地區穩定的雙軌思路。有關中日關係，強調勢頭良好，但要注意「知

行合一」，去年以來中日關係重回正軌，接下來應該做的是知行合一，真正做到

誠實對待歷史，客觀認識現實，積極開創未來，以腳踏實地的行動沿著正確的方

向堅定不移地向前走。 

 

三、 國際會議外交 

中非舉行和平安全行動對話會，試圖深化對非洲和安形勢的溝通對

話 

中非實施和平安全行動對話會 2 月 6 日在衣索比亞舉行，中共外交部部長助

理陳曉東出席。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長期以來，中方履行聯合國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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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常任理事國責任，落實習近平提出的真實親誠理念和正確義利觀，積極參與非

洲和平安全事務。不管國際形勢如何發展演變，中方落實習近平主席在 2018 年

論壇北京峰會上宣佈的中非合作新舉措以及中非領導人共識的決心不會改變，中

方願與非方一道，積極落實論壇北京峰會各領域成果，加強共建「一帶一路」與

非盟「2063 年議程」對接，攜手維護多邊主義，鞏固多邊體系，共同維護中非

雙方和發展中國家利益，為維護非洲和世界和平穩定作出積極貢獻。然而，非洲

戰略研究中心（Af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認為，本次對話是中共試圖增強與非洲的

軍事接觸，也是中國大陸硬實力的展現，並以一帶一路為包裝，目的是要鞏固其

經濟與戰略利益（中新社，2019.2.11）。 

王毅出席「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強調中歐合作共贏是主流目標 

王毅 3 月 18 日赴比利時布魯塞爾主持第九輪「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表示

各方關注中歐間的合作與競爭，在本次對話中雙方均認為中歐之間的合作遠大於

競爭，共識也遠多於分歧。歸納起來，中歐有 10 個重要共識：都支持多邊主義，

反對單邊行徑；都支持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

旨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都支持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反對保護主義；都

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改革和加強世界貿易組織；都支持以和平手

段，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各類熱點問題和地區糾紛；都支持加強國際合作，應對氣

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都支持堅守國際防擴散體制，維護全球戰略穩定；都支持

落實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致力于減少貧富差別和南北差距；都支持打擊一

切形式的恐怖主義，標本兼治，遏制極端思潮的蔓延；都支持維護二戰以來建立

的國際體系和秩序，不另起爐灶（中新社，2019.3.18）。 

李克強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強調堅持改革開放 

李克強 3 月 28 日出席博鼇亞洲論壇 2019 年年會開幕式，發表「攜手應對挑

戰，實現共同發展」的主旨演講，強調當前國際形勢正發生複雜深刻變化。面對

世界經濟下行壓力等共同挑戰，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各方應共同抓住機

遇、迎接挑戰，尋求互利合作的雙贏、多贏之道；要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

體系、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攜手實現共同發展；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

系改革，推動其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並表示堅持改革開放是中國人民的

自主選擇，改革開放 40 年來，中國人民享受到實實在在的成果，中國開放的大

門只會越開越大。 

楊潔篪談共建「一帶一路」和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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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籌備工作，並駁斥外界對中方推動債務陷阱外交之說 

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於 4 月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外事

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 3 月 29 日表示，目前已有 124 個國家和 29 個國際

組織與中方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並強調國際上充斥著認為「一帶一路」

是中國大陸的地緣政治工具、可能給有關國家製造債務陷阱等偏見。對於所謂「債

務陷阱論」，很多參與並受益於「一帶一路」倡議的沿線國家政府、企業和民眾

都已經站出來說話，用事實和數據公開闢謠，而無論是項目選擇，還是投融資合

作，都是各方共同商量並進行風險評估和投資可行性分析後，慎重作出的決策。

包括中國大陸等 28 個國家共同制定「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強調提供專案

融資時需要確保債務的可持續性。對出現債務困難的合作夥伴，中方本著友好協

商的原則妥善解決，從不催債逼債。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國家因為參與共建「一

帶一路」而陷入債務危機，相反，很多國家透過合作走出「不發展的陷阱」。 

李克強出席「歐中峰會」，承諾將繼續開放經濟，深化與歐盟關係 

李克強 4 月 8 至 12 日赴歐出席「中歐盟峰會」及「中國大陸-中東歐峰會」，

9 日參加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歐中峰會」，與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

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及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主席圖斯克（Donald 

Tusk）進行會談；歐中在最後一刻就聯合聲明達成協議，中方承諾進一步開放經

濟，並且深化與歐盟關係。李克強向歐盟保證，北京將不再強迫在陸外企分享敏

感技術，並準備處理企業補貼問題，歐洲企業將享有平等的對待，並且提議設立

爭議處理機制，以處理在陸外企提出的申訴，峰會主席圖斯克（Donald Tusk）稱這是

一大突破。 

中日舉行「經濟高層對話」雙方均盼改善關係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 4 月 13-15 日率團赴北京參加「日中經濟高層對話」，14

日會晤陸外長王毅，河野表示日中關係在 2018 年已「完全恢復」，並認為在世界

情勢不確定之際，日中兩國有機會「主導經濟大局」。王毅在會議結尾稱日中達

成許多共識，雙方高級官員就如何加強彼此合作，共同應對挑戰全面深入溝通，

其意義和價值既體現在雙邊層面，也體現在地區和國際層面，有利於推動中日經

貿合作，有利於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 

 

四、對臺外交作為 

北京阻擾臺灣參與WHA，引起美國官員嚴正關切 



 

48 

 

美國國務院臺灣事務協調處處長何樂進 3 月 14 日表示，中國大陸阻擾臺灣

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讓人「深感不安」，傷害兩岸關係，也與北京自稱要贏

得臺灣民心的目標背道而馳（中央社，2019.3.14）。美國眾議院在美東時間 1 月 22 日提

出支持臺灣重返世衛組織法案（中央社，2019.1.22）。 

美國務卿指將進一步執行臺灣旅行法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3 月 28 日赴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參與聽證會時

表示，臺灣旅行法是重要立法，美國後續會有更多行動來執行這部法律，美國嚴

肅看待美臺關係的重要性，同時對於中國大陸對民主發展造成的風險表達關切（中

央社，2019.3.27）。 

（盧業中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