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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觀察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顧瑩華、助研究員林俊甫合稿 

 

■ 此次論壇促外界關切大陸藉經貿合作，提升其在區域與國際地緣政治

影響力；德國等歐盟國家拒絕簽署貿易聲明、印度因「中巴經濟走

廊」觸主權議題而拒絕出席，顯示計畫風險受到質疑。 

■ 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主導下的區域整合，與沿線國家經貿障礙排

除，將使臺灣與各國的經貿連結趨於弱化，衝擊企業供應鏈布局。臺

灣可善用在地臺商及其他夥伴國的力量，結合第三國力量，發揮一加

一大於二的效果。 

 

「一帶一路」被視為中國大陸近年在對外關係拓展上最重要的大戰

略，其核心概念為透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

相通等五個方面的相關措施，強化與沿線國家的合作。一帶一路推動至今

已三年多，為展現其推動的成效，並得到參與國家的認同，中國大陸在今

（2017）年 5月 14至 15日，於北京召開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

論壇」，共有約 30 個國家元首與 100 多個國家代表出席，此會議被外界

視為是檢視中國大陸推動該戰略成效，與國際對於中國大陸對外戰略態度

的重要指標。 

 

(一)彰顯一帶一路成效與未來合作方向 

中國大陸透過此次論壇，對外呈現一帶一路戰略推動三年多以來的諸

多成果，根據統計，2014 至 2016 年，中國大陸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總貿

易額超過 3兆美元；對沿線國家投資累計超過 500億美元；陸資企業在 20

個國家設了 56 個經貿合作區，創造約 11 億美元稅收和 18 萬個就業機

會。其次，論壇達成後續將以「互聯互通」作為合作重點、開展資訊交換

與制度合作等五項共識。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亦於演講中宣示，將擴大

絲路基金規模 1,000 億元人民幣；鼓勵金融機構開展人民幣海外基金業

務，規模預計約 3,000 億元人民幣；中國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將分

別提供 2,500 億和 1,300 億元人民幣專項貸款，用於支持一帶一路基礎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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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設、産能、金融合作，顯示中國大陸將強化其政策支持的力度。 

 

(二)中國大陸的影響力及相關計畫風險受到質疑 

雖然中國大陸透過此次論壇，對外宣示將持續支持貿易與投資自由

化，但同時亦強化對國內產業與標準輸出的支持力道，使外界關切中國大

陸藉由經貿合作，提升其在區域與國際地緣政治之影響力。其次，部分國

家亦質疑一帶一路相關計畫之開放性與透明度不足，甚至可能衍生金融風

險與影響區域和平等議題。德國等歐盟國家即於論壇中表態拒絕簽署一項

貿易聲明，以表達中國大陸需改善公共採購透明度不佳，造成外商欲取得

相關商機時，面臨不公平競爭環境之訴求；以及關注相關計畫推動過程

中，對當地社會與環境造成的可能衝擊。再者，中國大陸與巴基斯坦合作

推動之「中巴經濟走廊」，由於觸及敏感的喀什米爾地區主權議題，印度

拒絕出席此次論壇。英國媒體「金融時報」亦指出，2016年中國大陸整體

對外投資成長 40%，但同期間對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卻下滑 2%，顯示陸

資企業對於相關計畫之投資風險仍存有疑慮。 

 

(三)「一帶一路」對臺灣的挑戰 

對臺灣而言，必須關注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主導下的區域整合，將

可能使臺灣面臨之經貿邊緣化挑戰更為艱困。例如中國大陸已與沿線國

家，包括俄羅斯、哈薩克、土耳其、蒙古、東協、英國、波蘭等進行海

關、基礎建設等制度協調與合作；其次，中國大陸亦與 40 多個國家和國

際組織簽署合作協議，與 30 多個國家開展制度化産能合作。臺灣雖然具

有緊鄰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域之地理條件優勢，並與中國大陸、東南亞國

家等經貿關係密切，但隨著中國大陸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障礙排除，

如臺灣長期無法參與，將使得臺灣與各國的經貿連結趨於弱化，甚至將衝

擊企業之供應鏈布局。特別是一帶一路亦涵蓋我方目前積極推動之「新南

向政策」國家，兩岸之經貿戰略皆以內需市場、基礎建設、新興產業合作

為重點拓展項目；在當前兩岸關係停滯下，如何避免擴大產業競爭態勢與

惡化資源競逐，進而尋求兩岸與區域經濟之互利共贏，值得深入思考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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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的因應之道 

「一帶一路」對臺灣的挑戰更大於機會，因此臺灣要思考如何突圍，

走出自己的一條路。雖然「一帶一路」具有龐大商機，但中間亦存在極大

的風險，臺灣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單打獨鬥，臺灣可以善用在地臺商及其

他夥伴國的力量，在利基型項目爭取機會，尤其當有一些項目是多國在競

爭時，臺灣可以結合第三國力量，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總結來說，

兩岸關係的改善對臺灣參與「一帶一路」市場商機，還是扮演正面效益，

因此兩岸仍應尋求協商機會以創造雙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