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3 

陸、外交 
 

█溫家寶在 1月 27日至 2月 2日訪問瑞士、德國、西班牙、英國和

歐盟總部時，呼籲各國加強宏觀經濟政策溝通與協調，共同反對

貿易保護主義。 

█胡錦濤 2 月中旬訪問沙烏地阿拉伯、馬利、塞內加爾、坦桑尼亞

與模里西斯等國，重申將落實「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確定的

各項援非舉措。 

█中共與俄國 2月 17日簽署新的能源合作協定，未來俄國每年將供

應中國大陸 1,500萬噸石油，為期 20年。 

█胡錦濤 2月 21日在會見希拉蕊時表示，21世紀中美關係是世界上

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表達中共和美方合作的意願。 

█中共與美國國防部門在 2月 27-28日舉行國防部年度工作會晤，恢

復中斷 5個月的軍事交流，但中方對美國對臺軍售仍有質疑。 

█日本防衛大臣濱田靖一 3月 20日訪問中國大陸，和中共國防部長

梁光烈舉行會談後，就未來兩國防務部門交流達成共識。 

█中共外交部 2月 18 日抗議菲律賓通過「領海基線法」，將黃岩島

和南沙群島部分島礁劃為菲律賓領土。 

█中共與越南政府代表 2月 23日出席兩國陸地邊界勘界立碑儀式，

象徵中越陸上邊界問題獲得最終解決。 

█中共財長謝旭人 2月 22日在「東協加三」特別財長會議中，呼籲

各國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維護區域經濟金融穩定。 

 

ㄧ、領導人出訪 
◆溫家寶訪問瑞士、德國、西班牙、英國和歐盟總部，並出席「世界

經濟論壇」2009年年會。 

中共總理溫家寶於 1月 27日至 2月 2日出訪瑞士、德國、西班牙、英國和歐

盟總部，並且出席「世界經濟論壇」2009 年年會。根據中共外交部的說法，溫家

寶此次出訪的目標有 3：(一)推動國際社會進一步提振信心，凝聚合作共識，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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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金融危機；(二)促進中共和前述歐洲 4國的戰略共識，擴大雙邊務實合作；(三)

推動中歐關係深入發展 (中評社，2009.1.20)。 

溫家寶在 1月 27-28日訪問瑞士期間，會晤瑞士聯邦主席梅爾茨(Hans-Rudolf Merz)，

雙方同意推動兩國高層交往，提升雙邊投資，並在科技、能源、環保、醫藥與文

化等領域加強合作。溫家寶並參加在達佛斯(Davos)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年會，在演講中介紹中共在因應國際金融危機方面採取的措施(中共外交部網

站，2009.1.28)。 

1月 28-29日，溫家寶轉往德國訪問，和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舉行會談，

並且拜會德國總統科勒 (Horst Koehler)、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施泰因邁爾 (Frank-Walter 

Steinmeier)。兩國總理同意，未來將保持高層密切交往，並加強以下領域的合作；(一) 

推動雙邊貿易投資穩定增長，加強在金融、電信、物流等領域合作；(二) 支持中

小企業加強合作，儘快建立「中德標準資訊平臺」，加快「中德合資合同示範條款」

的談判，使中小企業在兩國經濟活動和互利合作中發揮更大作用；(三) 加強科技

領域合作，重點在資訊、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領域拓展合作；(四) 深化節能

環保合作，加強在節能技術、低碳技術、可再生能源等領域合作；(五) 加強宏觀

經濟政策溝通與協調，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六) 密切在國際事務中的協調與

配合，積極就共同關心的全球性問題開展對話和交流。兩國總理在會談後還發表

「中德關於共同努力穩定世界經濟形勢的聯合聲明」，並出席雙方在電力、汽車、

機械製造、鐵路交通、生態環保、文化等方面合作協定的簽署儀式(中共外交部網站，

2009.1.29)。 

     隨後溫家寶於 1月 29日抵達布魯塞爾訪問歐盟總部，會見歐盟委員會主席巴

羅佐(Jose Manuel Barroso)、歐盟理事會秘書長兼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索拉納(Javier 

Solana)、歐盟輪值國主席、捷克總理托波拉內克(Mirek Topolanek)等人(中評社，2009.1.31)。中歐

雙方並在 1 月 30 日發表「中歐聯合聲明」，表示將致力於發展中歐「全面戰略夥

伴」關係，並在「平等、互信、互相尊重」的原則基礎上，擴大和深化各領域的

合作。同時，中共和歐盟也簽署有關環保、智慧財產權和經貿等領域的 9 項合作

協議和文件(中共外交部網站，2009.1.31)。 

    1月 30-31日，溫家寶訪問西班牙，和薩派特羅(Jose Luis Rodriguez Zapatero)首相舉行

會談，並會見卡洛斯(Juan Carlos)國王。溫家寶表示中共將和西班牙在應對國際金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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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中加強合作，並推進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未來兩國將在以下幾方面加

強合作：(一) 保持密切高層接觸，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對話與協調，擴大財政金融

合作；(二) 促進貿易平衡增長，爭取在 2011年實現雙邊貿易額達到 400億美元的

目標；(三) 擴大雙向投資，重點加強電信、基礎設施建設、汽車工業、物流等領

域的戰略合作；(四) 加強科技合作，探討可再生能源、生態環境、迴圈經濟等領

域的聯合研發；(五) 推動文明對話，發揮孔子學院和賽凡提斯學院的作用，開展

形式多樣的文化交流，互辦「語言年」；(六) 加強在多邊領域的協調配合，反對貿

易保護主義，為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體制共同努力。兩國領

導人還出席雙方在金融、航空、能源、電信、地方企業合作等領域的合作協定簽

署儀式，並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西班牙王國政府關於進一步深化兩國全

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中共外交部網站，2009.1.31)。 

    1月 31日，溫家寶抵達倫敦進行訪問，除與英國首相布朗(Gordon Brown)舉行會談

外，還會見英國財政大臣兼英國對華關係小組組長達林(Alistair Darling)。雙方同意拓展

兩國經濟與金融對話，並且希望兩國貿易能在 2010年達到 600億美金的目標(中共外

交部網站，2009.2.3)。 

    溫家寶訪問歐洲期間，中共與歐盟及歐洲 4國簽署 38項合作協定，金額達 150

多億人民幣。同時，中共也宣布將派遣大型採購團赴歐洲採購先進設備和技術，

並和瑞士同意啟動雙邊自貿區聯合可行性研究。相關合作項目顯示中共方面有意

藉由中歐雙邊經貿合作的提升，展現協助歐洲國家渡過金融危機的能力。 

 

◆胡錦濤訪問沙烏地阿拉伯與非洲 4國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月 10-17日期間，訪問沙烏地阿拉伯、馬利、塞內加

爾、坦桑尼亞與模里西斯等國家。胡錦濤此次出訪的目的包括：(一)鞏固中共和前

述國家的關係；(二)促進中共和「海灣合作委員會」之間的合作；(三)推動並且落

實「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的成果(新華社，2009.2.3)。 

胡錦濤於 2 月 10-12 日訪問沙烏地阿拉伯，會晤沙國國王阿卜杜拉(Abdullah bin 

Abdul-Aziz)，雙方同意深化中沙「戰略性友好關係」，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並且加

強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溝通和協調。針對中沙「戰略性友好關係」發展，胡錦

濤提出 6 點建議：(一) 保持高層互訪，建立高層協商機制，並且儘早? 動「中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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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混合委員會」機制；(二) 發揮各自資源和市場優勢，發展全方位能源合作夥

伴關係，繼續擴大雙向投資；(三) 擴大經貿合作規模，中方將鼓勵更多有實力的

企業參與沙國基礎設施建設，提高中沙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水準；(四) 加快推進

教育、體育、旅遊等領域交流，擴大兩國人員往來；(五) 加強在重大國際和地區

問題上的溝通和協調，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六) 加強「中國— 海灣合作委員會」

集體合作框架內的合作。會談結束後，胡錦濤並和阿卜杜拉共同出席兩國在能源、

衛生、檢疫、交通、文化等領域的合作協定簽字儀式(新華社，2009.2.10)。 

    2月 11日，胡錦濤在利雅德會見「海灣合作委員會」秘書長阿提亞(Abdul Rahman 

Al-Attiya)，針對擴大雙方合作，提出 4點建議(新華社，2009.2.11)：(一) 儘快? 動「中國—

海灣合作委員會」戰略對話機制，提升雙方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協調和配合；(二) 

進一步完善合作機制，爭取儘快簽署有關協定，並且持續開展能源對話，共同維

護國際能源市場穩定；(三) 加強投資和金融合作，鼓勵雙方企業赴對方國家投資，

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四) 擴大文化和教育交流，積極參與對方舉辦的各類文化交

流活動。  

    胡錦濤在 2 月 12 日轉往馬利共和國訪問，和馬利總統杜爾(Amadou Toumany Toure)

舉行會談。胡錦濤承諾中共將落實「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確定的各項援非舉

措，並在能力範圍內增加對非援助、減免非洲國家債務、擴大對非貿易和投資、

加強中非務實合作(文匯報，2009.2.14)。 

    2月 13日，胡錦濤抵達塞內加爾，在和塞國總統瓦德(Abdoulaye Wade)會晤時指

出，中共將落實「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各項後續行動，不會因為應對金融危

機而減少對非援助(文匯報，2009.2.15)。 

    胡錦濤在 2月 15日轉往坦尚尼亞訪問，和坦尚尼亞總統基奎特(Jakaya Mrisho Kikwete)

舉行會談，重申中方不會減少對非援助。胡錦濤並表示，中共主張按照「全面性、

均衡性、漸進性、實效性」的原則，對國際金融體系進行改革，增加開發中國家

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問題上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基奎特則表示，坦尚尼亞願意和

中共加強在貿易、投資、金融、能源、教育、衛生、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合作，

並且重申「一個中國」政策，支持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文匯報，2009.2.16)。 

胡錦濤於 2月 16日抵達模里西斯訪問，和總理拉姆古蘭(Navinchandra Ramgoolam）與

總統賈格納特(Anerood Jugnauth)舉行會談，就兩國關係及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等共同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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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 (新華社，2009.2.18)。 

 胡錦濤此次出訪期間，中共和相關國家簽訂多項經貿合作協議，包括向塞內

加爾進口 10,000噸花生油，貸款 2億 6千多萬美金給模里西斯(包括價值 2億 6千萬美金協

助模里西斯擴建機場以及 650 萬美金的無息貸款 )，和坦桑尼亞簽署一系列經濟合作協議(包括貸款協

議)、以及和塞內加爾簽署總額 9,000萬美金的援助和貸款協議 (中國時報，2009.2.18；文匯

報，2009.2.20)。 

 

◆習近平訪問拉美 5國與馬爾他 

    中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於 2月 8-22日期間，出訪墨西哥、牙買加、哥倫比亞、

委內瑞拉、巴西等拉美國家與馬爾他。 

    習近平在 2 月 9-11 日訪問墨西哥，會晤墨西哥總統卡爾德龍(Felipe Calderón)。針

對中墨兩國未來合作，提出幾項建議：(一)充分利用兩國常設委員會機制，規劃兩

國在各領域的合作；(二)加強兩國政治對話與人文交流，提升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

題上的溝通和在多邊機制中的合作；(三)深化兩國務實合作，本著相互尊重和互諒

互惠原則，妥善解決兩國經貿關係中的問題(新華社，2009.2.9)。 

    2月 13日，習近平轉往牙買加訪問，在會晤總理戈爾丁(Bruce Golding)時，建議兩

國未來合作重點：(一)在政治上加強交往，開展政府部門、立法機構和政黨間的交

流與合作；(二)在經貿上深化合作，進一步拓展合作領域和渠道；(三)在人文上密

切交流，積極開展文化、體育、旅遊等領域合作。雙方在會談後出席兩國在經濟、

技術、金融、文化、供水等領域的雙邊合作文件簽字儀式(新華社，2009.2.3；太陽報，2009.2.14)。 

    習近平於 2月 15日轉抵哥倫比亞訪問，在會晤哥國總統烏里韋(Alvaro Uribe)時，

建議兩國合作方向：(一)擴大政治互信；(二)發揮互補優勢，擴大雙邊貿易，促進

貿易平衡；(三)拓寬合作領域，積極探索互利合作的新領域新方式；(四)鼓勵開展

多種形式投資合作，提升兩國務實合作水平。習近平並指出中共已將哥倫比亞列

為中國大陸公民出境旅遊目的地國，哥國總統烏里韋則肯定中共加入「美洲開發

銀行」的舉動 (太陽報，2009.2.17)。 

    習近平在 2 月 17 日抵達委內瑞拉訪問後，會晤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Hugo 

Chavez)，針對雙方合作提出建議：(一)建立長期穩定的能源合作夥伴關係；(二)擴大

中委聯合融資基金規模；(三)推動兩國農業合作；(四)加強兩國在基礎設施建設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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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合作；(五)擴大雙方在高科技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兩人隨後共同出席兩國政府

針對 12項合作協議的簽字儀式，雙方同意將在 60億美金的共同發展基金基礎上，

增加 1 倍至 120億美金，由中共出資 80 億美金，委國出資 40億美金，用於能源

基建及製造業等領域的合作(新華社，2009.2.18；東方日報，2009.2.19；太陽報，2009.2.20)。 

    2月 19日，習近平在巴西會見該國總統盧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針對深化兩國

戰略夥伴關係提出 4點建議：(一)從戰略高度加強對兩國關係的政治引導，規劃兩

國關係及相關領域的合作；(二)加強經貿、科技領域務實合作，提升雙方互利合作

水準；(三)加強人文領域交流，支持雙方在文化、教育、新聞、體育、旅遊等領域

開展合作；(四)加強在多邊領域的協調和合作，提高南南合作水準。在習近平訪問

巴西期間，雙方還簽署原油銷售協議和諒解備忘錄，由中方向巴西提供 100 億美

金貸款，未來巴西國有能源公司(Petrobras)每天將向中石化供應 6-10 萬桶原油，並向

中石油每天出口 4-6萬桶原油(新華社，2009.2.19；東方日報，2009.2.21)。 

    習近平在 2月 21日抵達馬爾他訪問，和馬爾他代總統希茲勒(President George Hyzler)

舉行會談，針對推動兩國合作關係，提出以下建議：(一)加強兩國政府、議會、政

黨交往，增進理解和互信；(二)挖掘經貿合作潛力，探索兩國經貿合作的新領域；

(三)擴大文化、教育、醫療、旅遊等領域交往；(四)推動中歐關係穩定發展(太陽報，

2009.2.22；新華社，2009.2.22)。 

         

二、大國關係 
◆中日舉行第 9次戰略對話 

   中共外交部副部長王光亞和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藪中三十二 1月 9日在東京舉

行第 9 次中日戰略對話，針對中日關係以及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雙

方同意，在當前國際形勢下，中日做為在亞洲和世界上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應

在雙邊、地區和全球性問題上加強溝通、協調與合作，推動「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取得新的發展。王光亞在訪日期間還會見日本外相中曾根弘文以及自民黨、民主

黨和公明黨領導人(新華社，2009.1.9)。 

 

◆美國副國務卿尼格龐提訪問中國大陸，出席中美建交 30週年紀念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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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副國務卿尼格龐提(John Negroponte)1 月 7 日訪問中國大陸，參加美中建交 30

週年紀念活動。尼格龐提在訪問期間，分別會見中共外長楊潔篪、國務委員戴秉

國、中共副外長王光亞與中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等人。 

楊潔篪在會見尼格龐提時強調，在新的歷史時期，中方願與美方加強對話與

合作。雙方並就國際金融危機交換意見，認為這是當前兩國優先合作的領域(中共外

交部網站，2009.1.7)。中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會見尼格龐提時表示，中方願與美方堅持

建設性合作關係的大方向，尊重彼此的利益和關切，加強對話、協調與合作，妥

善處理分歧和敏感問題。尼格龐提則指出，美方認為「沒有比美中關係更為重要

的雙邊關係」，相信美國新政府會延續積極和中共接觸的政策，推動兩國關係發展

(新華社，2009.1.8)。 

 

◆中俄簽署能源合作協定 

中共與俄國在 2月 17日簽署新的能源合作協定，雙方同意由「中國國家開發

銀行」提供俄國國營石油公司 (Rosneft Oil)150 億美金貸款與俄國國營輸油管公司

(Transneft)100 億美金貸款，雙方將合作興建「東西伯利亞— 太平洋油管」(The East 

Siberia-Pacific Ocean 【ESPO】Oil Pipeline)支線，未來由俄國每年供應中國大陸 1,500萬噸石油，

為期 20年(“China to Lend $25bln . to Russia’s Rosneft,” RIA Novosti, March 18, 2009)。根據報導，中石油與

俄羅斯國家石油管道運輸公司將在今年 10月動工興建上述管道，該管道每天輸送

原油量將達 30萬桶(經濟日報，2009.2.18；文匯報，2009.2.18)。 

 

 ◆中共「新星號」貨輪遭俄國攻擊後沈沒 

中共貨輪「新星號」2月 14日在濱臨日本海的俄國納霍德卡港(Nakhodka)附近，

遭俄國邊防軍船艦開火後沈沒，導致船上 16名船員中有 8人失蹤(包含 7名中共船員、1

名印尼船員 )。事件發生後，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涅斯捷連科(Andrei Nesterenko)指出，「新

星號」船長必須為該船在俄國附近海域遇險一事，承擔全部責任。中共外交部歐

亞司司長張喜雲在 2 月 20 日下午，會見俄國駐中共大使館參贊莫爾古洛夫(Igor 

Morgulov)，針對俄國處理「新星號」事件的態度表示「無法理解、不能接受」(中新網，

2009.2.21)。俄國駐中共大使拉佐夫(Sergey Razov)則對「新星號」事件造成中方人員傷亡，

表示遺憾，強調俄國有關部門正針對這次事件展開調查，並會將相關情況及時通



 70 

報中方。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訪問中國大陸 

美國新任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Rodman Clinton)2月 20-22日訪問中國大陸，此為美國

歐巴馬新政府就職以來中美兩國間首度的高層交往活動。美國副國務卿史坦伯格

(James B. Steinberg)表示，希拉蕊此次出訪亞洲國家目的在傾聽各國意見，中共是一個全

球要角，美國希望和中共建立建設性與合作性關係(自由時報，2009.2.14)。  

希拉蕊和中共外長楊潔篪舉行會談後，雙方同意將擴展中美之間現有的「戰

略經濟對話」機制，讓對話議題的涵蓋面向更廣，未來將把安全議題納入雙方對

話議程。雙方也同意在 2月底恢復兩國軍事對話，並且確認胡錦濤與歐巴馬將在 4

月 2日倫敦 G20 金融高峰會期間舉行首次會晤。楊潔篪表示，他與希拉蕊一致同

意，在全球經濟危機加深之際，中共與美國將「拒斥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針對

人權議題，楊潔篪重申中美兩國歷史制度不同，中方願意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

內政前提下，與美方就人權問題展開對話(中國時報，2009.2.22)。 

胡錦濤在會見希拉蕊時表示，21世紀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

一，中方願和美方進一步加強在經貿、反恐、執法、科教、文衛、能源、環保等

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以及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磋商與協調，共同抵禦國際

金融危機衝擊，因應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新華社，2009.2.21)。 

 

◆中共與美國恢復軍事對話 

中共與美國防部門宣布恢復中斷 5 個月的軍事交流，雙方同意在 2 月 27-28

日舉行國防部年度工作會晤，由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謝偉森(David Sedney)前往北

京，和中共國防部外事辦公室主任錢利華共同主持會議。此次軍事磋商是歐巴馬

政府上任後，中美軍方首次舉行的軍事對話，雙方在會中觸及的議題包括：中美

軍事關係、中美海上安全磋商、國際和區域安全、亞丁灣、索馬利亞護航行動等

問題。但中共對於恢復和美軍之間的交流仍抱持保留態度，錢利華在會中指出，

恢復中美兩國軍事交流需要較長時間，美國對臺軍售問題仍是影響中美軍事交流

的阻礙因素(新華社，20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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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外長訪問中國大陸，討論北韓核武與導彈問題 

    南韓外交通商部長官柳明桓2月 24日前往北京訪問，和中共外長楊潔篪磋商

有關北韓核武及導彈問題。雙方並針對落實「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具體合

作方案及美國國務卿希拉蕊訪問亞洲 4 國的結果，交換意見。柳明桓在訪問中國

大陸期間，還和經常出訪北韓的中共對外聯絡部部長王家瑞及國臺辦主任王毅等

人會晤，針對北韓政局等問題交換意見(中央社，2009.2.24)。 

 

◆中共外交部批評法國批准鼠、兔首銅像拍賣 

針對法國批准佳士得公司拍賣圓明園鼠首與兔首銅像一事，中共外交部發言

人馬朝旭在 2 月 24 日指出：「促進文物返還原屬國是國際社會的共識，拍賣圓明

園文物，有悖於相關國際公約的基本精神，將嚴重損害中國人民的文化權益和民

族感情。」馬朝旭強調，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在戰爭中掠奪的大量中國大陸文物，

包括從圓明園掠奪的眾多珍貴文物，應該歸還中國大陸(明報，2009.2.25)。  

 

◆美國公布年度人權報告，批判中共人權紀錄惡化 

美國國務院 2月 26日公布「2008年各國人權報告」指出，中共的人權紀錄出

現惡化狀況，包括：對於新疆與西藏的少數族裔進行嚴厲的文化與宗教鎮壓；擴

大對異議份子、請願人士的拘禁與騷擾；維持對網路使用以及言論自由的嚴格管

制；對嫌犯施以酷刑或威嚇取供；強迫勞動；勞工無法選擇自主工會，法律不允

許勞工示威(中央社，2009.2.26)。針對美方批評，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在 2月 26日

反駁指出，美方應反省本身的人權問題，停止借發表國別人權報告干涉他國內政(新

華社，2009.2.26)；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亦在同日發布「2008 年美國的人權紀錄」以

為回應。 

 

◆日本外相中曾根弘文訪問中國大陸 

中共外長楊潔篪 2月 28日與來訪的日本外相中曾根弘文舉行會談。雙方原本

預計就教育、刑事和司法領域的合作進行討論，但中曾根弘文在會前記者會中，

指出美國同意釣魚島屬於「日美安保條約」的適用範圍，引發中方不滿。楊潔篪

在會談時特別針對釣魚島問題，闡述中方擁有主權的立場，並要求日方應謹言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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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共外交部網站，2009.2.28)。中曾根弘文訪問中國大陸期間，還會見中共總理溫家寶與

國務委員戴秉國等人(中通社，2009.3.1；東方日報，2009.3.2)。  

      

◆中共外長楊潔篪訪問美國 

    中共外長楊潔篪 3月 9-13日前往美國訪問。楊潔篪在會見美國財政部長蓋特

納(Timothy Geithner)時指出，建立「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對增進兩國互信與合作

具有重要意義，中方願與美方共同努力，促成此一機制早日啟動。蓋特納也表示，

美方期待透過兩國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和中方加強宏觀政策方面的協調及經濟

金融等領域的合作。雙方並就今年 4 月初倫敦金融峰會和國際金融機構改革等問

題，交換意見(中共外交部網站，2009.3.12)。 

     楊潔篪在與美國國務卿希拉蕊舉行會談後，雙方同意保持兩國高層及各級別

密切交往，並且就建立「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的具體安排進行協商。雙方

也同意進一步拓展在經貿、反恐、防擴散、執法、能源、環境、氣候變化、科教

文衛等領域的合作，繼續促進兩軍交往，並在今年內舉行新一輪反恐磋商、中美

司局級軍控與防擴散磋商、副部長級戰略安全、多邊軍控與防擴散磋商。雙方還

就朝鮮半島、阿富汗、南亞情勢、伊朗核武、中東和平進程、蘇丹達爾富爾等問

題，進行討論(中共外交部網站，2009.3.12)。 

    美國總統歐巴馬 3月 12日下午在白宮會見楊潔篪時表示，美方願和中方在穩

定國際金融市場、促進世界經濟復甦、加強金融體系監管、改革國際金融機構等

方面加強溝通協調。楊潔篪則指出，中美兩國應合作因應當前金融危機，並且加

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共同抵制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中共外交部網站，2009.3.13)。 

 

◆日本防衛大臣濱田靖一訪問中國大陸 

   日本防衛大臣濱田靖一 3 月 20 日訪問中國大陸，和中共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

梁光烈舉行會談，雙方在會後發表聯合新聞公報，針對未來兩國防務部門交流達

成以下共識：(一) 繼續開展高層互訪，做為對濱田防衛大臣訪問中國大陸的回訪，

中共國防部長梁光烈預計在 2009年內訪問日本；(二) 2009年在東京舉行防務部門

防務安全磋商；(三) 在中日防務安全磋商的基礎上，加強政策部門之間的溝通，

就國際維和、抵禦自然災害、反海盜等課題交換意見；(四) 做為 2008年以來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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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司令員、海軍司令員、副總參謀長訪日的回訪，日本陸上自衛隊參謀長、海

上自衛隊參謀長、航空自衛隊參謀長將在本年度內或雙方方便的時候分別訪問中

國大陸；(五) 為儘早建立中日防務部門間海上聯絡機制，繼續舉行磋商，雙方將

於 2009年上半年在東京舉行第 2次專家組磋商；(六) 在 2007年和 2008年實現艦

艇首次互訪的基礎上，繼續進行艦艇互訪，中共海軍艦艇將在 2009年內訪日；(七) 

雙方將加強工作層級協商，討論包括日本聯合參謀部（日本稱統合幕僚監部）在內的各軍

種間參謀之間的對話；(八) 雙方將就開展中國人民解放軍大軍區與日本陸上自衛

隊方面隊間的交流進行探討；(九) 繼續實施各種框架下的校官和尉官交流；(十) 推

進中國國防大學、軍事科學院同日本防衛研究所，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理工大學、

大連艦艇學院等院校同日本防衛大學之間的交流，加強研究、教育部門間的交流(中

共外交部網站，2009.3.21)。 

    

三、第三世界關係 
◆中共外長楊潔篪訪問非洲 4國、巴西與葡萄牙 

    中共外長楊潔篪 1月 13-17日出訪烏干達、盧安達、馬拉威、南非等 4個非洲

國家，並在 1月 17-19日訪問巴西、1月 20-21日訪問葡萄牙。 

訪非期間，楊潔篪分別和非洲 4 國總統與外長舉行會談，針對雙邊關係、中

非合作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並簽署合作文件。中共外交部

發言人姜瑜指出，楊潔篪出訪非洲 4國的目的為：(一)推進中共與上述國家間的友

好合作關係；(二)推動「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成果進一步落實；(三)促進「中

非新型戰略夥伴關係」。 

  楊潔篪在訪問巴西時指出，今年是中巴建交 35周年，雙方應持續推動中巴戰

略夥伴關係的全面深入發展。中巴都是開發中國家，在當前形勢下，雙方同意進

一步加強合作，擴大開發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在訪問葡萄牙

時，楊潔篪強調目前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發展順利，雙方應持續加強高層

往來，並推動在各領域的互利合作(中評社，2009.1.13)。 

    

◆中共外交部抗議菲律賓通過「領海基線法」 

    菲律賓國會 2 月 17 日通過「領海基線法」，將黃岩島和南沙群島部分島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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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菲律賓領土。中共外交部在 2月 18日發表聲明指出，黃岩島和南沙群島是中共

領土，任何其他國家提出主權要求，均為非法、無效。中共外交部副部長王光亞

並在 2月 18日緊急召見菲律賓駐中共大使館臨時代辦巴伯(Maria Barber)，就菲律賓國

會通過上述法案提出抗議，要求菲國政府採取有效措施，停止一切侵犯中國大陸

主權的行為(中央社，2009.2.18；新華社，2009.2.18)。 

     

◆中越完成陸上邊界勘界立碑工作 

    中共國務委員戴秉國和越南副總理兼外長范家謙 2月 23日代表雙方政府，出

席在廣西憑祥市舉行的中越兩國陸地邊界勘界立碑儀式，共同為 1116 號和 1117

號界碑揭幕，象徵中越陸上邊界問題獲得解決。中越兩國政府 2001年 11 月成立

陸地邊界聯合勘界委員會，負責勘界立碑工作。在過去 8年間，雙方舉行 14次政

府代表團團長會晤、34次聯合勘界委員會會晤以及 15次專家組會晤，豎立近 2,000

個界碑，讓兩國邊界線獲得全線勘定 (中共外交部網站，2009.2.23；文匯報，2009.2.24)。 

 

◆戴秉國前往越南參加「中越雙邊合作指導委員會」第 3次會議 

    中共國務委員戴秉國 3月 18日下午率團前往河內，對越南進行正式訪問，並

與越南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范家謙共同主持「中越雙邊合作指導委員會」第 3 次會

議。雙方在會中就兩國關係發展和合作達成以下共識(中共外交部，2009.3.19)：(一) 保持

高層交往，增進政治互信，以明年兩國建交 60周年為契機，通過舉辦「中越友好

年」活動推進雙邊關係深入發展；(二) 攜手應對金融危機，實現互利共贏，落實

「中越經貿合作五年發展規劃」，積極推進「兩廊一圈」合作；(三) 妥善處理邊界

領土問題，維護邊境地區穩定和安寧；(四) 擴大農業、文教、科技、旅遊、體育

等領域合作，加強邊境省份合作；(五) 密切多邊領域合作，維護共同利益。越南

外交部並表示，越南和中共已同意建立兩國領導人之間的熱線對話機制，雙方並

重申和平解決海上爭端的承諾(中通社，2009.3.20)。 

 

◆北韓總理金英日訪問中國大陸 

    北韓總理金英日 3月 17- 21日前往中國大陸進行訪問。金正英在訪問期間和

中共總理溫家寶共同出席在北京國家大劇院舉行的「中朝友好年」開幕式(中共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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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2009.3.10)。溫家寶在致詞時表示，中共的黨和政府始終從戰略高度看待和北韓的

關係，他建議未來雙方合作重點應包括：(一)保持雙邊高層交往，鞏固兩國關係的

政治基礎；(二)深化務實合作，推動在貿易投資、能礦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取

得更多成果；(三)密切人文交流，重點辦好「中朝友好年」活動，增進兩國人民的

友誼；(四)加強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溝通與配合，積極推進「六方會談」(中

共外交部網站，2009.3.18)。金正英在訪問中國大陸期間，還拜會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全

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等人 (中共外交部網站，2009.3.19)。 

 

◆胡錦濤會見烏拉圭總統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 3月 23日與來訪的烏拉圭總統巴斯克斯(Tabare Vazquez)舉

行會談。針對加強中烏兩國交流合作，胡錦濤提出 4點建議：(一) 深化政治關係，

增進互相信任。中方願與烏方保持高層交往，加強各級別對話交流。中方支持兩

國立法機構開展多種形式的友好往來，中國共產黨也願和烏拉圭各政黨發展良好

的黨際關係；(二) 拓展經貿合作，謀求共同發展。中方願與烏方加強在農牧漁業、

質檢、軟體、工程技術諮詢等服務貿易領域發展合作；(三) 豐富人文交流，增進

人民友誼。中方願與烏方進一步拓展文教、體育、新聞、廣電、旅遊等領域的合

作，並歡迎烏拉圭參加 2010年「上海世博會」；(四) 密切協調配合，加強多邊合

作。中方願與包括烏方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加強團結合作，共同應對國際金融

危機等各種全球性挑戰。雙方在會談後，還共同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烏

拉圭東岸共和國政府關於貿易和投資合作諒解備忘錄」等合作文件的簽字儀式(新華

社，2009.3.23)。 

 

四、多邊外交 
◆中共副外長何亞非出席新興大國 20國集團倫敦峰會籌備工作協調會 

    中共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非於 1月 31 日在倫敦出席新興大國 20國集團(G20)倫敦

峰會籌備工作協調會。各國代表在會中討論倫敦峰會的議題、籌備機制和工作進展，

並且同意將加強新興大國之間的協調，提振市場信心，促進世界經濟儘早恢復。何

亞非在會議期間還分別會見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國代表，以及美國代理副財長索

貝爾(Mark Sobel)、英國首相顧問兼 20國集團協調人坎利夫(Jon Cunliffe)(中共外交部網站，20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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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俄、英、法、德 6國外交部政治總司長會議在德國舉行 

2 月 4 日，中、美、俄、英、法、德等 6 國外交部政治總司長會議在德國威

斯巴登(Wiesbaden)舉行，討論伊朗核武問題，中共方面由外交部部長助理劉結一出席

與會。劉結一在會中表示，6國應堅持透過外交談判解決伊核問題，尋求全面、長

期、妥善解決伊核問題的辦法 (中共外交部網站，2009.2.5)。 

 

◆「東協加三」特別財長會議討論因應金融危機措施 

「東協加三」特別財長會議 2 月 22 日在泰國普吉島召開，會中討論區域宏觀

經濟形勢、各國應對危機的政策措施以及東亞財金合作等議題。中共方面由財政

部長謝旭人率團參加此次會議。 

「東協加三」的財長們在會中發布「亞洲經濟金融穩定行動計畫」，包括；將

籌建中的區域外匯儲備庫規模從原定的 800億美元擴大為 1,200億美元，爭取在今

年 5 月前就儲備庫主要要素達成共識；建立獨立區域經濟監測機構，加強區域經

濟監測能力；強調「亞洲開發銀行」在支援本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貿易融資領域

發揮的積極作用，並且呼籲在今年 5月亞銀年會前就其第5次普遍增資達成共識。

中共財長謝旭人在會中呼籲各國應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維

護區域經濟金融穩定(新華社，2009.2.22) 。 

 

◆中共副外長參加「上海合作組織」阿富汗問題特別國際會議 

3月 27日，「上海合作組織」阿富汗問題特別國際會議在莫斯科舉行，「上海

合作組織」成員國、觀察員國、阿富汗、土庫曼、英國、法國、美國以及聯合國、

歐盟、北約、獨立國協等 3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代表出席此次會議。各國代表在

會中發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和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關於打擊恐怖主義、毒品

走私和有組織犯罪的聲明」和「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和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打擊

恐怖主義、毒品走私和有組織犯罪行動計畫」。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宋濤在會中指

出，中共承諾向阿富汗提供 7,500萬美元優惠貸款將全部轉為無償援助，從 2009

年起分 5年實施(中共外交部網站，2009.3.27)。  

（蔡明彥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