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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外交 
 

�李克強訪衣索比亞、奈及利亞、安哥拉、肯亞，簽署近60 份投資

合作文件，並出訪英國和希臘，推展「中」歐貿易及航運合作。 

�「中」俄簽署東線天然氣合作協定，預定自2018年起由俄方向大陸

供氣，最終達每年380億立方米，累計30年。 

�李克強向馬來西亞總理表示南海問題應由當事國直接談判解決，各

方應避免採取導致事態複雜化、擴大化的舉動。 

�李克強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開幕式，重申奉行「睦鄰

友好」外交，但堅持維護領土主權的堅定立場。 

�習近平出席「亞信」第4次峰會，提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

續」的「亞洲安全觀」。 

�習近平出席「中」阿合作論壇第6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提議妥善

規劃「一帶一路」發展目標，積極建構「1+2+3」合作格局。 

 

一、領導人出訪 
�李克強出訪衣索比亞、奈及利亞、安哥拉、肯亞等非洲國家，提出

「461」「中」非合作框架 

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2014年5月4日啟程出訪衣索比亞、奈及利亞、安哥

拉、肯亞等非洲國家。 

李克強於5月4日抵達衣索比亞，和衣國總理海爾馬里亞姆（Hailemariam Desalegn）舉

行會談時指出，大陸願和衣索比亞鞏固政治互信，以基礎設施建設、能源資源開

發為合作重點，並且擴大雙方在輕軌、高速公路等方面的合作，及推展文化、教

育、衛生、科技、旅遊等領域的交流。海爾馬里亞姆則希望能有更多大陸企業前

往衣索比亞投資。雙方在會後共同出席兩國在經濟技術、工業、基礎設施、金融

等領域合作文件的簽署儀式（中國政府網，2014.5.5）。 

李克強訪問衣索比亞期間，還會見非盟委員會主席祖馬（Nkosazana Clarice Dlamini-Zuma

），並在非洲聯盟總部發表演講提出「461」非「中」合作框架：堅持「平等相待

、團結互信、包容發展、創新合作」等4項原則；推進「產業合作、金融合作、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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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合作、生態環保合作、人文交流合作、和平安全合作」等6大工程；完善「中」

非合作論壇此一重要平臺（大公網，2014.5.6）。 

5月6日，李克強轉往奈及利亞訪問，在會晤奈國總統喬納森（Goodluck Jonathan）時

指出，「中」、奈兩國分別是亞洲和非洲最大經濟體，大陸願和奈及利亞擴大貿易

投資合作，深化在基礎設施建設、農業、能源、航空航太等領域的合作。喬納森

肯定李克強提出「461」非「中」合作框架的提議，希望雙方未來能擴大在鐵路、

航空、輕軌、貿易、投資、農業、水電、能源等領域的合作。會談後，雙方共同

出席兩國政府在經濟技術、醫療衛生、基礎設施、航空、農業等領域合作文件簽

署儀式，並發表「中」尼聯合聲明（新華網，2014.5.7）。 

李克強在5月8日抵達安哥拉進行訪問，在和安哥拉總統多斯桑托斯（Jose Eduardo 

Dos Santos）會談後，雙方同意成立工作組，規劃「中」安兩國重點領域合作，結合安

哥拉基礎設施建設需求與大陸生產技術能力，推動雙邊合作規模，並在農業、人

文交流等領域加強合作（中國在線，2014.5.10）。 

5月9日，李克強飛往肯亞會見總統肯雅塔（Jomo Kenyatta），主張大陸與肯亞應發

揮「中肯經貿聯委會機制」作用，加強在貿易、投資、金融、能源等領域的合作

。大陸願意鼓勵企業前往肯亞投資，參與鐵路、港口、機場、發電站等建設，並

加強雙方農業合作、促進糧食安全。兩人在會後出席雙邊經濟技術、野生動物保

護、衛生、農牧漁、金融等領域合作文件的簽署儀式，並發表「中」肯聯合聲明

，同意設立雙邊諮詢委員會，提升兩國關係（新華網，2014.5.10）。 

李克強此行是其就任總理職務以來第一次訪問非洲，大陸正積極擴大在非洲

地區進行能源與基礎建設投資，此次訪問總計和非洲國家簽署近60份投資文件，

包括石油、經貿、文化、農業、基礎建設、衛生與人員培訓等。然非洲國家也開

始出現不同意見，有人認為引進大陸勢力可平衡西方國家在非洲的影響力，另有

人擔心大陸可能成為非洲地區另一股新殖民主義勢力（美國之音，2014.5.5）。 

 

�李克強訪問英國和希臘，推展「中」歐貿易及航運合作 

李克強6月16日前往英國訪問，和英方舉行「中」英總理年度會晤。李克強會

見英國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主張「中」英兩國應深化雙邊合作內涵，打造核

電、高鐵等基礎設施的合作亮點，爭取實現2015年雙邊貿易額達1,000億美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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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麥隆表示雙方應持續加強在經貿、金融、教育、科學、核電、高鐵等領域的

合作。兩人在會晤後出席在金融、科技、教育、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雙邊

合作文件的簽署儀式（人民網，2014.6.18）。李克強訪問英國期間還會見英國女王伊莉莎

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與英國工黨領袖埃德·米利班德（Edward Samuel Miliband）等人，並且

出席「中」英金融論壇（中新網，2014.6.17；國際日報，2014.6.19）。 

英國媒體分析指出，李克強此行重點在於提升「中」英經貿合作，藉以緩和兩

國在人權議題上的歧見，包括改善卡麥隆與副首相克萊格（Nick Clegg）在2012年接見西

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後「中」英關係陷入的低潮（"Chinese Put Britain in Its Place Ahead of Li Keqiang's 

Visit, The Guardian, 2014.6.15; "China Trade Deals at Centre of Li Keqiang Visit to UK, The Financial Times, 2014.6.17）。 

6月19日，李克強轉往希臘訪問，和希臘總理薩馬拉斯（Antonis Samaras）舉行會談

，雙方同意加強在港口、鐵路、海運等領域的合作（人民網，2014.6.20）。隔日李克強和

薩馬拉斯共同出席「中希海洋合作論壇」，發表題為「努力建設和平合作和諧之海

」的演講，指出大陸將鼓勵企業參與希臘在機場、鐵路、公路、水電等領域的建

設，並將希臘比雷埃夫斯港（Pireaus）建設成區域貿易中轉中心，使其成為「中」歐

貿易發展通道及大陸到歐洲的重要門戶（新華網，2014.6.21）。 

 

二、大國關係 
�李克強會見美國總統特別代表、財政部長雅各·盧，呼籲加強「中」

美溝通協調 

李克強5月13日會見美國總統特別代表、財政部長雅各·盧（Jacob Lew），強調「

中」美應保持高層交往，加強在重大國際區域和全球性問題的溝通協調，並且尊

重彼此核心利益。大陸願和美方在貿易投資、能源環保、氣候變化等領域加強合

作，推進雙邊投資協定談判進程。同時，李克強呼籲美方放寬民用高技術物項對

大陸的出口，為大陸企業赴美投資提供公平競爭環境。雅各·盧則希望新一輪美「

中」「戰略與經濟對話」順利舉行，推動雙方在因應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上的溝

通與合作（大陸外交部網站，2014.5.13）。 

 

�「中」俄舉行執法安全合作機制首次會議，共同打擊三股勢力 

大陸國務委員楊潔篪與俄國聯邦安全會議秘書派特魯舍夫（Nikolai Patrushev）6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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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北京共同主持執法安全合作機制首次會議及「中」俄第10輪戰略安全磋商，

針對「中」俄關係、國際和區域安全情勢交換意見，雙方同意加強戰略溝通協調

，深化在外交、經貿、防務、反恐等領域的合作（大陸外交部網站，2014.6.6）。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見特魯舍夫時表示，「中」俄舉行執法安全合作機制

首次會議具有重要意義，目的在加強雙方執法安全合作，共同打擊「三股勢力」，

維護兩國和區域情勢穩定（中新網，2014.6.6）。 

 

�「中」俄簽署東線天然氣合作協定，預定自2018年開始供氣30年 

習近平和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5月21日在上海共同見證「中」俄兩國政府

簽署「中俄東線天然氣合作項目備忘錄」及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和俄國天然

氣工業股份公司簽署「中俄東線供氣購銷合同」等文件。 

雙方商定自2018年起由俄國透過「中」俄天然氣管道東線向大陸供氣，輸氣

量將逐年增長，最終達每年380億立方米，累計30年。雙方強調「中」俄東線天然

氣合作是由兩國領導人親自推動，在兩國政府直接指導和參與下，透過雙方企業

推展實現，被兩國視為加強全面能源合作夥伴關係與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重

要成果（大陸外交部網站，2014.5.21）。 

 

三、第三世界關係 
�習近平會見土庫曼總統，簽署兩國友好合作條約 

習近平5月12日在北京和土庫曼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Gurbanguly Berdymukhamedov）

舉行會談，強調「中」土互為最大的天然氣合作夥伴，雙方應儘早啟動大陸－中

亞天然氣管道Ｄ線建設，擴大油氣加工合作，共同維護兩國油氣管道和設施安全

，提升兩國能源戰略夥伴關係。別爾德穆哈梅多夫建議兩國持續擴大雙邊貿易規

模，拓展金融、礦產、通信、電力、紡織、製藥等領域的合作。兩國領導人會後

共同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土庫曼友好合作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土庫曼

關於發展和深化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關於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土庫

曼戰略夥伴關係發展規劃（2014年至2018年）聲明」，並且出席天然氣、農業、交通、金

融、文化、地方等領域合作文件的簽署儀式（大陸外交部網站，201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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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與馬來西亞總理舉行會談，呼籲維持南海穩定 

李克強5月29日在北京會見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Najib Tun Razak），指出「中」馬

兩國應利用「中國」－東協自貿區的政策優勢，力爭實現2017年雙邊貿易額1,600

億美元的目標。未來雙方可加強在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等領域的合作，推動

「中馬欽州產業園區」和「馬中關丹產業園區」建設，推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籌建工作，並且擴大在航太、防務、司法和執法安全、農業及人文交流等方面

的合作（新華網，2014.5.29）。 

針對南海問題，李克強主張應透過當事國直接談判解決問題，避免採取使事

態複雜化、擴大化的舉動。兩國總理在會後共同出席雙邊經貿、文化、科技、投

資等領域合作文件的簽署，並且宣布雙方將在廣西南寧、馬來西亞檳城和哥打基

納巴盧設立總領事館（國際日報，2014.5.29）。 

 

四、多邊外交 
�李克強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開幕式，重申奉行「睦鄰

友好」外交政策 

「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4月10日在海南博鰲舉行開幕式。李克強在會中

表示，大陸將繼續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睦鄰友好」的周邊外交政策

。針對領土爭端問題，李克強強調大陸「維護本國領土主權的意志是堅定的，願

通過和平手段解決爭端的主張也是明確的」；大陸方面對於「加強海上合作的積極

行動，都會傾力支援；對破壞南海和平穩定的挑事行為，將給予果斷回應」（新華網

，2014.4.10）。 

此次參加「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的外國領導人包括：「博鰲亞洲論壇」

理事會理事長福田康夫、澳洲總理阿博特（Tony Abbott）、南韓總理鄭烘原、寮國總理

通邢（Thongsing Thammavong）、那比亞總理根哥布（Hage Gottfried Geingob）、巴基斯坦總理謝里

夫（Nawaz Sharif）、東帝汶總理夏納納（Xanana Gusmao）、俄國副總理德沃爾科維奇（Arkady 

Dvorkovich）、越南副總理武德擔（Vu Duc Dam）等人（大陸外交部網站，2014.4.10）。 

 

�習近平出席「亞信」第4次峰會，提出「亞洲安全觀」 

「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簡稱「亞信」）第4次峰會5月21日在上海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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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陸正式接任「亞信」2014年至2016年輪值主席。本屆峰會出席人士包括46個

國家和國際組織領導人、負責人或代表，是歷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亞信」峰會（

大陸外交部網站，2014.5.21）。 

習近平在會中發表演講，強調大陸願和各方一起宣導「共同、綜合、合作、

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建立一條「共建、共用、共贏」的亞洲安全之路。與

會各國代表在會中針對區域安全情勢、反恐、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網路安全、

核裁軍和防擴散等問題交換意見，並且對外發表「亞信」第4次峰會「上海宣言」

（新華網，2014.5.21）。 

外國媒體在分析時指出，大陸利用「亞信」峰會提倡「亞洲安全觀」，主要目

的在於：一方面抗衡並牽制美國提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另一方面緩解因大

陸與周邊國家海上領土爭端所引發有關「中國威脅」的疑慮（"China's Xi Warns Asian Countries 

on Military Alliances," Voice of America, 2014.5.21;BBC中文網，2014.5.21）。 

 

�習近平出席「中」阿合作論壇第6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提議建構「

1+2+3」合作格局 

習近平6月5日出席「中」阿合作論壇第6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呼籲大陸與阿

拉伯國家應妥善規劃「一帶一路」的發展目標，並積極建構「1+2+3」合作格局。 

所謂「1」是指以能源合作為主軸，深化油氣領域全產業鏈合作，維護能源運

輸通道安全，建立「中」阿能源戰略合作關係；「2」是指以基礎設施建設、貿易

和投資便利化為兩翼，加強「中」阿在重大發展專案、標誌性民生專案上的合作

，爭取雙邊貿易額從2013年的2,400億美元在未來10年增至6,000億美元；「3」則是

以核能、航太衛星、新能源3大領域為突破口，探討設立「中」阿技術轉移中心，

共建阿拉伯和平利用核能培訓中心，研究大陸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引進阿拉伯的專

案（人民網，2014.6.5）。 

 

五、涉臺外交 
�大陸向聯合國提交照會，指稱有權收復「臺、澎地區」 

大陸駐聯合國副代表王民6月9日針對南海爭端提交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照會

時，在附件中宣稱大陸「有權採取一切適當方法收復『臺灣、澎湖地區』」。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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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外交部國際組織司長周臺竹指出：「臺澎金馬是中華民國固有領土，非任何

一國單方面聲明可改變此另一國的主權事實」，外交部條約法律司長申佩璜則重申

「臺澎金馬是中華民國固有領土立場從未動搖或改變」（中央社，2014.6.17）。 

 

（蔡明彥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