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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外交 
 

█胡錦濤 4月 1-3日前往倫敦參加 G20第 2次金融高峰會，強調反

對保護主義立場，主張重視開發中國家利益。6月中旬前往俄羅斯

葉卡捷琳堡，出席「上合」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 9 次會議，並且

參加首次召開的「金磚四國」領導人會晤。 

█溫家寶 4月 10日前往泰國參加東協領導人系列會議，和日韓領導

人舉行會晤，針對國際金融危機、朝鮮半島問題與東北亞情勢交

換意見。4月 18日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09年年會開幕式，宣

布設立規模達 100億美金的「『中國』－東協投資合作基金」。5月

20日前往捷克出席第 11次「中」歐領導人會晤，恢復去年底中斷

的「中」歐高層對話機制。 

█大陸外長楊潔篪 4月 21-26日訪問埃及、巴勒斯坦、以色列、敘利

亞等中東國家，提出有關中東和平進程的 5點主張。 

█日本首相麻生太郎 4月 29-30日訪問大陸，大陸領導人要求日方根

據「中」日 4 項政治文件的精神，推動兩國戰略互惠關係，並且

妥善處理歷史問題。 

█大陸與法國外交部 4 月 1 日共同發布「『中』法新聞公報」，重申

將加強「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大陸與俄國 4 月 21 日舉行能源談判代表第 4 次會晤，雙方簽署

「『中』俄石油領域合作政府間協定」。 

█大陸與日本 6月 7日在東京舉行第 2次「經濟高層對話」，雙方針

對經濟金融情勢、貿易投資合作、環境能源合作、地區及國際經

濟問題等 4項議題，進行對話。 

 

一、領導人出訪 
◆胡錦濤出席 G20領導人第 2次金融會議，強調反對保護主義，主張

重視開發中國家利益 

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 4月 1-3日前往倫敦參加 G20第 2次金融高峰會，並且



 60 

會見英國首相布朗（Gordon Brown）、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美國總統歐

巴馬（Barack Obama）、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巴西總統盧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澳洲總理

陸克文（Kevin Rudd）、法國總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等各國領導人（文匯報，2009.4.1；大陸外

交部網站，2009.4.1-3）。 

胡錦濤在 G20金融高峰會上，發表題為「攜手合作同舟共濟」的演講，闡述

大陸對於因應國際金融危機的看法，以及改革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的立場。

同時，胡錦濤也對外說明大陸加強金融監管、反對保護主義、以及重視開發中國

家利益等主張（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4.3）。 

根據大陸外交部的說法，胡錦濤出席此次 G20 金融高峰會已達到預期的目

標，包括：（一）闡述大陸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看法；（二）提出大陸對於國際金

融體系改革的主張；（三）介紹大陸應對危機的舉措和初步成效；（四）表明反對

保護主義、關注開發中國家的立場；（五）推動大陸和有關國家雙邊關係發展（大陸

外交部網站，2009.4.4）。 

 

◆溫家寶前往泰國出席第 12次「東協加一」領導人會議、第 12次「東

協加三」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以及第 4屆東亞高峰會 

2009年 4月 10日，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前往泰國芭達雅，參加第 12次「東

協加一」領導人會議、第 12次「東協加三」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以及第 4

屆東亞高峰會。但因泰國國內政治動亂，導致第 12次大陸與東協領導人會議無法

如期舉行（新華網，2009.4.11）。溫家寶在停留泰國期間仍與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南韓總

統李明博舉行簡短會晤，並且針對國際金融危機、朝鮮半島問題與東北亞情勢，

交換意見。3國領導人表示將繼續推動「中」日韓與東協的合作，並且同意將於今

年內在大陸舉行第 2次「中」日韓領導人會晤（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4.12）。 

   

◆吳邦國訪問俄羅斯 

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於 5月 13日出訪俄羅斯，會見俄國總

統梅德韋傑夫，雙方就進一步深化政治互信、加強務實合作、共同因應國際金融

危機等問題，交換意見。吳邦國指出，「中」俄兩國戰略合作內涵已獲進一步充實，

雙方應持續在涉及對方核心利益的重大問題上相互支援，並就國際金融體系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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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貨幣體系改革等問題，交換意見。梅德韋傑夫則表示，俄方願意加強兩國議會

之間的交往與合作，繼續提升「中」俄戰略互信，加強雙方在能源、經貿、投資、

地方等各領域的合作（中評社，2009.5.13）。 

吳邦國在訪俄期間，還會見俄羅斯聯邦會議聯邦委員會主席米羅諾夫（Sergei 

Mironov），兩人共同出席大陸「全國人大」與俄羅斯聯邦委員會合作委員會第 3次會

議。另外，吳邦國也與俄羅斯國家杜馬主席格雷茲洛夫（Boris Gryzlov）舉行會談，並

且出席大陸「全國人大」與俄國家杜馬合作委員會第3次會議（新華社，2009.5.14；大陸外

交部網站，2009.5.14）。 

 

◆溫家寶前往捷克出席第 11次「中」歐領導人會晤，恢復去年底中斷

的「中」歐高層對話機制 

2009年 5月 20日，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和歐盟輪值

主席國捷克總統克勞斯（Václav Klaus）、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Jose Manuel Barroso）舉行第

11 次「中」歐領導人會晤。雙方針對發展「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交換意見，

並就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氣候變化等問題，達成合作共識。 

溫家寶在會中針對「中」歐關係發展，提出幾項主張：（一）「中」歐關係「核

心在戰略性、內涵在全面性、關鍵在與時俱進」；（二）雙方應充分發揮「『中』歐

領導人會晤」對雙方發展的戰略引領作用，並且發揮「『中』歐經貿高層對話」和

各種磋商機制的作用；（三）「中」歐應儘快就簽署「『中』歐夥伴合作協定」達成

共識；（四）「中」歐戰略合作應基於「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五）

大陸希望歐盟儘早承認大陸市場經濟地位，並且解除對大陸的軍售禁令（大陸外交部網

站，2009.5.21）。 

歐盟方面重申將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歡迎並支援臺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同時，歐盟方面願意以公正、客觀的方式對待大陸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也具有解

決對大陸軍售禁令問題的政治意願（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5.21）。 

「中」歐領導人在會後共同出席「『中』歐清潔能源中心聯合聲明」、「『中』

歐中小企業合作共識文件」、「『中』歐科技夥伴關係計畫」等合作文件的簽約儀式，

並且發表「第 11 次『中』歐領導人會晤聯合新聞公報」。雙方領導人同意今年下

半年在北京舉行下一次會晤（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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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前往俄國出席「上合」高峰會，並且參加首次召開的「金磚 4

國」領導人會晤 

大陸領導人胡錦濤 6月 14-16日前往俄羅斯葉卡捷琳堡，出席「上海合作組織」

（以下簡稱「上合」）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 9次會議以及「金磚 4國」領導人會晤。 

胡錦濤在「上合」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 9 次會議中發表題為「攜手應對國際

金融危機共同創造和諧美好未來」的談話，提出幾項主張：（一）增強政治互信：

落實「長期睦鄰友好合作條約」，推動「上合」各種磋商機制，加強戰略對話，協

調政策，凝聚共識；（二）深化經濟合作；加強宏觀經濟金融政策協調，加快實施

能源、交通、通信領域網路型項目，積極推動新興? 業合作；（三）強化安全合作：

以簽署「反恐怖主義公約」為切入點，推動成員國開展聯合緝捕、遣返嫌疑犯合

作；（四）擴大人文交流：加強文化、教育、衛生、旅遊等領域合作，並就建立救

災中心等問題儘快達成共識；（五）堅持對外開放：深化和觀察員國之間的合作，

吸收觀察員國參加反恐、禁毒、交通、能源、救災、文化等領域的合作。 

此外，胡錦濤在會中宣布大陸將提供 100 億美金信貸，協助「上合」成員國

因應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衝擊。各國元首也在會中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

首葉卡捷琳堡宣言」，並且發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會議聯合公報」（人

民網，2009.6.15）。 

在葉卡捷琳堡期間，胡錦濤還出席「金磚 4國」（大陸、巴西、俄羅斯、印度）領導人首

次舉行的正式會晤。胡錦濤在會中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巴西總統盧拉、印

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針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G20集團高峰會進程、國

際金融機構改革、糧食安全、能源安全、氣候變化、「金磚 4國」對話未來發展等

問題，交換看法（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6.15-17）。「金磚 4國」領導人並在會後發表「『金磚

4 國』領導人俄羅斯葉卡捷琳堡會晤聯合聲明」，要求推動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展

現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建立一個穩定的、可預期的、更加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

系（俄新網，2009.6.17；“Developing Leaders Show New Power at Summits,” Reuters, June 16, 2009）。 

胡錦濤在訪問俄國期間，還拜會俄國總統梅德韋傑夫、總理普丁（Vladimir Putin）、

國家杜馬主席格雷茲洛夫等人。「中」俄兩國政府並且簽署多項合作文件，包括：

「關於 1997 年 6月 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建立中俄總理

定期會晤及其組織原則協定』的議定書」、「關於天然氣領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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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煤炭領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和俄羅斯聯邦經濟

發展部關於促進雙邊機電? 品貿易與合作的諒解備忘錄」、「中國進出口銀行與俄

羅斯對外經濟銀行 7 億美元貸款框架協議」、「中國黃金集團公司與俄羅斯列諾瓦

集團關於聯合開發貴金屬的合作備忘錄」等文件（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6.18）。 

 

◆胡錦濤出訪斯洛伐克、克羅埃西亞 
大陸領導人胡錦濤在俄國結束「上合」峰會與「金磚 4 國」領導人會晤後，

於 6月 18日轉往斯洛伐克訪問，和該國總統加什帕羅維奇（Ivan Gasparovic）、總理菲喬

（Robert Fico）與國會議長帕什卡（Pavol Paska）等人進行會晤。  

6 月 18 日，胡錦濤在和斯洛伐克總統加什帕羅維奇舉行會談時，就發展兩國

關係提出幾項建議，包括：（一）鞏固傳統友誼，加深政治互信，推動兩國政府、

立法機構、政黨交流合作，充實兩國關係政治基礎；（二）深化經貿合作，共同應

對危機，發展雙方在基礎設施建設、新能源、農業、環保等領域的合作；（三）擴

大人文交流，豐富合作內涵，推動兩國在教育、文化、科技、衛生、體育等領域

的交往和合作；（四）加強國際協調，密切多邊合作，加強雙方在聯合國等國際和

地區組織中的磋商和協調。加什帕羅維奇表示，斯洛伐克歡迎大陸企業擴大對斯

洛伐克投資，並且希望促進雙方在農業、科技、能源、新能源、基礎設施、機械

製造、旅遊等領域的合作（新華社，2009.6.18）。 

6月 19日，胡錦濤轉往克羅埃西亞首都薩格勒布訪問，並於 6月 20日會晤克

羅埃西亞總統梅西奇（Stjepan Mesic）。胡錦濤在會晤中針對發展「中」克關係，提出幾

項主張：（一）加強友好往來，增強政治互信，保持雙方高層交往，廣泛開展兩國

政府、立法機構、政黨對話和交流；（二）深化經貿合作，促進互利雙贏，「中」

方將鼓勵「中」資企業前往克羅埃西亞，參與機場、港口、電信、製藥、造船等

領域的合作計畫；（三）密切人文交流，增進人民感情，支援雙方加強教育、衛生、

體育、旅遊等領域交流合作；（四）加強多邊合作，加強兩國在聯合國和其他多邊

組織內的溝通和配合。胡錦濤與梅西奇在會談後，還共同出席兩國簽署經貿、衛

生、航空等領域合作文件簽字儀式（中國新聞網，2009.6.20）。 

 

◆李克強訪問土庫曼、芬蘭、烏茲別克 
大陸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於 6月 23-29訪問土庫曼、芬蘭、烏茲別克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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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出訪亞、歐 3國的第 1站為土庫曼。6月 24日，李克強在與土庫曼總

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Kurbanguly Berdymukhamedov）舉行會談時指出，「中」土兩國未來應

進一步深化能源領域合作，落實雙方商定的貸款項目，推動金融、建材、化肥等

經貿領域的合作。此外，李克強強調，興建天然氣管道是大陸與土庫曼互利雙贏

的戰略合作項目，雙方在天然氣領域的合作，對保障未來大陸－中亞天然氣管道

及西氣東輸二線穩定供氣具有重要意義。會談結束後，兩國領導人共同出席雙方

在能源、經貿、金融等領域合作項目的簽字儀式（新華社，2009.6.24）。 

6 月 25 日下午，李克強抵達芬蘭首都赫爾辛基，並和芬蘭總理萬哈寧（Matti 

Vanhanen）舉行會談。針對大陸與芬蘭雙邊關係發展，李克強提出幾項主張：（一）從

全局和戰略高度把握「中」芬關係；（二）進一步擴大經貿互利合作，在資訊通訊、

資源開發、節能減排、新技術應用等領域加強技術交流；（三）積極開創人文領域

合作，提升兩國青少年交流機會。萬哈寧則表示，芬蘭願在推動大陸與歐盟關係

以及儘早解除歐盟對大陸軍售禁令等方面，發揮建設性作用。雙方在會談後，還

共同出席兩國在發展高技術貿易、深化電信合作、開展生態園區等方面的合作備

忘錄簽字儀式，金額超過 10億美元（人民網，2009.6.25）。 

6 月 27 日下午，李克強抵達塔什干，對烏茲別克進行正式訪問。李克強在和

烏茲別克第一副總理阿齊莫夫（Rustam Azimov）舉行會談時表示，「中」烏兩國在經貿、

能源、交通、安全等領域合作正日益擴大，未來雙方應加強在能源等基礎設施建

設的重大合作項目，加快落實有關援助和貸款項目，促進兩國經濟互利發展。雙

方在會談結束後，共同出席兩國在能源、經貿、旅遊、醫療等領域 11份合作文件

的簽字儀式（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6.28）。 

 

二、大國關係 
◆大陸與法國發表新聞公報，重申加強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大陸與法國外交部在 4月 1日共同發布「『中』法新聞公報」，重申將加強「全

面戰略夥伴關係」，推動雙方在各領域的合作。「中」法同意未來將就涉及雙方根

本利益的事務加強協商，法國拒絕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獨立，雙方決定適時舉行

高層接觸與戰略對話。依照該份新聞公報，法國表示充分體認西藏問題的重要性

和敏感性，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堅持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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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社，2009.4.1；聯合報，2009.4.2）。 

    

◆胡錦濤在出席 G20第 2次金融峰會期間會見各國領導人 

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利用 4月初前往倫敦參加G20第 2次金融峰會的機會，

在當地會見各國的領導人。 

4月 1日，胡錦濤會見美國總統歐巴馬，雙方同意共同努力建設 21世紀積極

合作全面的「中」美關係（新華社，2009.4.1）。胡錦濤強調新時期「中」美關係具有以

下特點：（一）兩國關係應是積極的關係，雖然雙方社會制度、歷史背景、文化傳

統、發展階段不同，但應以積極的眼光看待對方、用積極的行動推進各領域對話

和合作；（二）兩國關係應該是合作的關係，雙方應合作因應 21 世紀面臨的各種

挑戰和問題；（三）兩國關係應該是全面的關係，雙方不僅應深化經濟、反恐、防

擴散、執法、能源、氣候變化、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等領域交流合作，還應

加強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以及全球性問題上的溝通和協調，充實兩國關係的戰略內

涵（新華社，2009.4.2；文匯報，2009.4.2）。 

白宮在「中」美領導人舉行會晤後發表聲明，表示在經濟議題上，「中」美兩

國元首同意在全球經濟及金融議題上加強合作。同時，雙方同意建立「『中』美戰

略及經濟對話小組」，今年夏天將在華盛頓召開首次對話，經濟會談將由美國財長

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和大陸副總理王岐山共同主持，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

也將參與會談。此外，兩國領導人在會談中觸及的議題還包括朝鮮與伊朗核問題

以及蘇丹的人權問題（“Background Readout to the Travel Pool by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on President 

Obama’s Meeting with Chinese President Hu,”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April 1, 2009）。 

4月 1日下午，胡錦濤會見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雙方就推進「中」俄戰略

協作夥伴關係、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合作，達成共識。 胡

錦濤建議「中」俄關係可在以下幾方面加強合作：（一）推動今年兩國間的高層交

往；（二）儘早簽署「中」俄石油領域合作政府間協定，並且深化雙方在科技、軍

技等領域的合作；（三）辦好「中」俄建交 60周年慶祝活動和大陸「俄語年」，推

動兩國人文合作；（四）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相互支援和戰略合作。梅德韋傑夫則

表示俄方國願意進一步加強兩國在經貿、能源等領域的合作，並且合作因應當前

的國際金融危機（新華社，20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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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 4 月 1 日會見英國首相布朗，雙方針對因應國際金融危機、推動國際

金融體系改革、發展「中」英關係等問題，進行對話。胡錦濤表示，「中」英雙方

應推動各領域合作，包括進一步擴大雙邊貿易和投資，爭取實現雙邊貿易額在 2010

年達到 600 億美元的目標。布朗則指出，英方願意繼續與大陸就氣候變化等重大

問題進行對話（新華社，2009.4.1）。 

4月 2日，胡錦濤會見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時，強調「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已進

入新的發展時期，未來雙方應加強以下幾方面的合作：（一）推動兩國高層交往，

及時就兩國關係和其他有關重大問題交換意見；（二）推動經貿合作，加強雙方在

資訊、環保、高技術等領域的合作；（三）推展兩國政黨、立法機構、軍方交流和

對話，增進兩國安全互信；（四）加強兩國在國際事務中特別是在亞洲問題的合作；

（五）妥善處理敏感問題，維護兩國關係大局。麻生則表示，日「中」雙方應加

強兩國戰略互惠關係，擴大兩國各領域溝通和合作，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同

時，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蔓延的形勢下，雙方應避免出現關稅壁壘，反對貿易保

護主義，推動恢復世界經濟增長（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4.3）。 

 

◆「中」俄舉行能源談判代表第 4 次會晤，雙方簽署「『中』俄石油

領域合作政府間協定」 

2009年 4月 21日，大陸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北京與俄羅斯副總理謝欽（Igor 

Sechin）舉行「中」俄能源談判代表第 4 次會晤，雙方在會中共同簽署「『中』俄石

油領域合作政府間協定」，推動雙方在油管鋪設、原油貿易與貸款等領域的合作。 

王岐山指出，「中」俄兩國簽署「石油領域合作政府間協定」，象徵兩國能源

合作出現重大突破，體現雙方之間高度的政治互信和戰略合作。謝欽則表示俄方

願和「中」方一起落實此次簽署的協定和達成的共識，擴大兩國在油氣、電力、

核能等領域的合作。雙方在此次會晤中還討論在天然氣、核能、電力和煤炭等領

域的合作方案（新華社，2009.4.21；中國經濟網，2009.4.21）。 

   

◆楊潔篪訪問俄羅斯，會晤俄國外長拉夫羅夫，雙方同意持續推進「中」

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大陸外交部部長楊潔篪於 4月 27日訪問俄國，和俄國外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



 67 

舉行會談，雙方就共同推進「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以及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包

括朝鮮半島情勢與「上合」組織運作），交換意見。楊潔篪表示，今年是「中」俄建交 60周年，

雙方應加強在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溝通與協調，推動「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的持續強化。拉夫羅夫則希望兩國加強高層互訪，增進戰略互信，拓展經貿合作，

並在涉及對方核心利益的重大問題上繼續相互支持（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4.27）。楊潔篪

在訪俄期間，還拜會俄國總統梅德韋傑夫與聯邦委員會主席米羅諾夫（大陸外交部網站，

2009.4.28）。 

 

◆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訪問大陸 

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於 4月 29-30日訪問大陸，並和大陸領導人溫家寶、胡錦濤

等人舉行會晤。麻生在與溫家寶會面時，雙方探討共同因應金融危機、增進政治

互信等問題，並就 H1N1 流感問題交換意見。溫家寶在會晤中要求日本方面確實

根據「中」日 4項政治文件（此 4項政治文件包括：1972年雙方建交時發表的「『中』日聯合聲明」、1978 年

「日『中』友好條約」、1998 年「『中』日聯合宣言」與 2008年「聯合聲明」）的精神，來推動兩國之間的戰

略互惠關係，並且妥善處理歷史問題（新華社，2009.4.29）。 

麻生與溫家寶在會談中，還就日本有條件發給大陸民眾觀光簽證與今年 10月

起新設羽田和北京兩機場定期包機，達成共識。此外，「中」日雙方還就設立新一

代商業領袖對話架構與推動環保合作的「環保節源綜合合作計畫」，達成協議（中央

社，2009.4.30）。 

胡錦濤在會見麻生時重申，「中」方希望日本能遵循「中」日 4個政治文件的

原則和精神，妥善處理兩國間存在的問題或分歧，尤其要妥善處理歷史問題，如

此才能確保「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穩定發展（新華社，2009.4.30日；中評社，2009.4.30）。 

 

◆王歧山前往東京出席第 2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 

2009年 6月 7日，第 2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在東京舉行，由大陸國務

院副總理王岐山與日本外務大臣中曾根弘文共同主持。雙方對話重點集中在經濟

金融情勢、貿易投資合作、環境能源合作、地區及國際經濟問題等 4大議題。 

王岐山在會議中針對加強「中」日合作，提出 3點建議：（一）抓緊落實兩國

領導人達成的共識，落實 2008年胡錦濤訪日期間，雙方確定的 70 項交流合作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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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二）「中」日應加強宏觀政策協調，並以負責任的態度，加強地區和國際合

作；（三）「中」日應把握兩國戰略互惠關係的大方向，拓寬合作領域（星島日報，2009.6.8）。

中曾根弘文肯定此次對話的意義，強調「經濟高層對話」是「中」日在經濟領域

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重要機制，日方將透過此一機制，加強與「中」方的交流合

作（中央社，2009.6.7；中評社，2009.6.7）。  

大陸方面參加第 2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的成員，包括：商務部部長陳

德銘、外交部部長楊潔篪、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張平，以及中國人民銀行、

財政部、科技部、環境保護部、農業部、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國家林業

局等部門的負責人。日方出席對話的代表，則包括外務大臣中曾根弘文、財務大

臣與謝野馨、經濟? 業大臣二階俊博、國土交通大臣金子一義、環境大臣齊藤鐵

夫等政府部門負責人（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6.7）。 

 

三、第3世界關係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訪問大陸，推動兩國能源合作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 4月 7日-10日訪問大陸，查維斯在行前表示此次出訪大

陸期間，將尋求和大陸達成投資協定，取得石油項目的融資合作（中央社，2009.4.8）。

胡錦濤在會見查維斯時表示，「中」委兩國應擴大在能源、農業、基礎設施、高科

技等重點領域的合作，推動「中」委戰略夥伴關係持續發展（BBC 中文網，2009.4.8）。目

前大陸與委內瑞拉除了透過能源合作增強兩國關係外，雙方的合作也開始擴展到

軍事領域。根據報導，委內瑞拉目前正尋求向大陸採購 18架空軍教練機，藉以提

升兩國間的戰略合作關係（“Venezuela Deepens Trade, Military Ties with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12, 

2009）。 

  

◆楊潔篪訪問埃及、巴勒斯坦、以色列、敘利亞等中東國家，提出針

對中東和平進程的 5點主張。 

大陸外交部部長楊潔篪於 4月 21-26訪問埃及、巴勒斯坦、以色列、敘利亞等

中東 4國。 

4月 22日，楊潔箎與埃及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在開羅舉行會晤，雙方同

意加強兩國之間的戰略合作關係，並且合作推動中東和平進程（大陸外交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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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4.22）。同一天，楊潔篪會見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主席阿

巴斯（Mahmoud Abbas），強調面對中東複雜的情勢，應該維持和平進程的大方向，堅持

「兩國方案」（意指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兩國和平共處），全面落實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 1860號決

議案（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4.23）。 

4 月 23 日，楊潔篪與以色列總統佩雷斯（Shimon Peres）、總理納坦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舉行會談，同意加強在各領域的

交往，提升經貿合作關係，並且促進人文交流和民間往來，雙方並就中東問題交

換意見（新華社，2009.4.23）。 

4 月 26 日，楊潔篪與敘利亞總統巴沙爾（Bashar al-Assad）在大馬士革進行會見，

楊潔篪表示「中」方將持續支持敘利亞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並且希望敘利

亞根據聯合國有關決議早日實現領土統一。 同一日，楊潔篪在大馬士革接受新華

社專訪時，針對中東和平進程提出 5點主張：（一）有關各方應堅持和談的大方向，

以聯合國有關決議、「土地換和平」原則、「路線圖」計畫、「阿拉伯和平倡議」為

基礎，推動和談進程；（二）各方應採取積極措施，儘快恢復局勢穩定，為和平進

程向前發展創造條件；（三）應堅持「兩國方案」，早日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

實現巴以「兩個國家」和睦相處；（四）國際社會應持續關注中東問題，為各線和

談以及巴內部團結和經濟發展提供有力支持；（五）巴以、敘以、黎以等各線談判

應協調推進，以實現中東地區的全面和平（新華社，2009.4.27）。 

 

◆巴西總統盧拉訪問大陸 

巴西總統盧拉於 5月 18-20日訪問大陸。溫胡錦濤在會見盧拉時表示，面臨當

前國際金融危機，「中」巴兩國應加強雙方在政治、經濟、科技、航空和人員交往

等方面的合作，透過雙方「高層協調與合作委員會」，制定共同行動計畫，推動兩

國關係發展（新華社，2009.5.19）。胡錦濤與盧拉在會晤後，雙方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巴西聯邦共和國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巴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公報」，並且共同

出席「關於能源和礦業合作議定書」、「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

司和巴西石油公司關於加強石油及融資合作的諒解備忘錄」、「中國國家開發銀行

與巴西國家開發銀行貸款合作備忘錄」等合作文件的簽字儀式（人民網，2009.5.19；新華社，

2009.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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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訪問大陸，推動「『中』馬戰略性合作共同行

動計畫」 
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Najib Tun Abdul Razak）6月 2-5日訪問大陸，和胡錦濤、溫家

寶、回良玉等大陸領導人進行會晤。溫家寶在會見納吉布時表示，面對國際金融

危機，兩國應落實雙方簽署的「戰略性合作共同行動計畫」，促進雙邊貿易成長，

加強相互投資，並且強化重點項目建設。針對南中國海問題，溫家寶希望各方遵

守「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加強對話與合作。納吉布則表示，馬來西亞將加強和大

陸在經濟、金融、資源、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合作，積極落實兩國「戰

略性合作共同行動計畫」（人民網，2009.6.4）。 

 

◆土耳其總統阿卜杜拉‧居爾訪問大陸，會見胡錦濤、溫家寶、吳邦
國等人 
土耳其總統阿卜杜拉‧居爾（Abdullah Gul）於 6月 24 日至 29 日訪問大陸。胡錦

濤在會見居爾時強調，「中」土兩國應擴大經貿合作，並且加強安全合作，打擊「三

股勢力」（恐怖主義、分離主義與極端主義）。此外，大陸願意和土耳其針對中東問題、亞丁灣

和索馬利亞海域打擊海盜行動，加強雙邊的溝通和協調。居爾則表示，土耳其方

面堅決反對恐怖主義，願意進一步加強與大陸在反恐領域的合作（新華社，2009.6.25）。 

「中」土兩國領導人在會談後還共同出席雙方合作文件的簽字儀式，包括：「中

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與土耳其共和國外交部建立聯合工作小組諒解備忘錄」、「中

國國家能源局與土耳其共和國能源和自然資源部關於在能源領域合作的諒解備忘

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土耳其共和國政府關於防止盜竊、盜掘和非法進出

境文化財? 的協定」、「新華通訊社和阿納多盧通訊社視頻新聞互換協議」、「中國

進出口銀行與土耳其電信貿易融資額度框架協議」、「中國進出口銀行與土耳其實

業銀行貿易融資額度框架協議」、「中國進出口銀行與土耳其 AK 銀行貿易融資額

度框架協議」（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6.25）。 

 

四、多邊外交 
◆楊潔篪針對北韓試射衛星問題，與美、俄、日、韓外長進行電話會
談，呼籲各方冷靜克制 

2009年 4月 5日，大陸外長楊潔篪分別與美國國務卿希拉蕊、俄羅斯外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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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羅夫、日本外相中曾根弘文、南韓外交通商部長官柳明桓通電話，針對北韓宣

布發射訊衛星一事，交換意見。楊潔篪強調，各國應繼續推進「六方會談」進程，

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他並且呼籲有關各方應保持冷靜克制，避免採取可能導致

局勢進一步緊張的行動（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4.5）。 

 

◆「中」、美、俄、英、法、德 6 國舉行伊朗核問題外交部政治總司

長會議 

「中」、美、俄、英、法、德等 6國外交部政治總司長會議 4月 8日在倫敦舉

行，討論伊朗核問題，大陸方面由外交部部長助理劉結一代表出席。劉結一在會

中肯定美國願與伊朗發展建設性關係的立場，並且呼籲各國加強外交努力，儘早

恢復談判，以尋求解決伊朗核問題的辦法。劉結一在會議期間，還分別與美國副

國務卿伯恩斯（William Burns）、俄羅斯副外長里雅布科夫（Sergey Ryabkov）舉行雙邊會見，

就伊朗核問題及其他共同關切問題交換意見（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4.9）。 

 

◆溫家寶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09年年會開幕式，宣布設立 100億

美金的「『中國』－東協投資合作基金」 

2009年 4月 18日，「博鰲亞洲論壇」2009年年會在海南博鰲召開，大陸總理

溫家寶出席開幕式，並發表題為「增強信心深化合作實現共贏」的演說，呼籲各

國應加強經貿合作，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同時，溫家寶宣布大陸將設立規模

約 100 億美金的「『中國』－東協投資合作基金」，支援區域基礎設施建設。各國

參加今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的人士包括：美國前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日

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緬甸總理登盛（Sein Win）、阿爾巴尼亞總理貝裏沙（Sali Berisha）、巴

布亞新幾內亞總理索馬雷（Michael T. Somare）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澳

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臺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最高顧問錢復等來自不

同國家和地區的 1,600多名政界、工商界人士和專家學者（新華社，2009.4.18）。 

 

◆王岐山出席「中」歐第 2次經貿高層對話 

第 2 次「中」歐經貿高層對話 5 月 7日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開幕，由大陸副

總理王岐山與歐盟貿易委員阿什頓（Catherine Ashton）共同主持。雙方以「危機時期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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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商業機會，通過貿易和投資開放刺激經濟重振」為主題，針對貿易與投資、中

小企業合作、可持續發展、海關合作、貿易與消費者保護、貿易與創新以及交通

運輸等 7項議題，進行對話（新華社，2009.5.7）。 

在此次對話中，「中」歐雙方達成幾項共識，包括：（一）「中」歐應加強合作，

落實 G20倫敦金融峰會共識，促進世界經濟儘快復甦；（二）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

主義，推動貿易投資的便利化與自由化；（三）加強雙方投資合作，鼓勵雙方企業

在彼此現行法律允許的領域，參與彼此的經濟振興計畫；（四）共同支援中小企業

發展，並於今年 9月在廣州舉行第 2次「中」歐中小企業政策對話；（五）在能源

和環境領域開展合作，共同因應全球氣候變化，並且加強在高新技術貿易、知識

? 權保護、? 品品質和食品安全、海關、交通等領域的合作（中評社，2009.5.8；“2nd Meeting 

of the EU-China High Level Economic and Trade Dialogue, ” EU Press Releases, May 8, 2009）。 

   

◆楊潔篪前往莫斯科出席「上合」外長會議 

2009年 5月 15日，「上合」外長會議在莫斯科舉行，由大陸外長楊潔篪、俄

國外長拉夫羅夫、哈薩克外長塔仁（Marat Tazhin）、吉爾吉斯外長薩爾巴耶夫（Kadyrbek 

Sarbaev）、塔吉克外長扎裏菲（Khamrokhon Zarifi）、烏茲別克外長諾羅夫（Vladimir Norov）與「上

合」秘書長努爾加利耶夫（Bolat Nurgaliyev）共同出席。各國外長對「上合」自杜尚別峰

會以來的發展成果，給予正面評價，並且針對因應國際金融危機、共同打擊「三

股勢力」、深化成員國合作及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上合」成員國外

長並簽署有關今年 6月葉卡捷琳堡高峰會籌備工作及「上合」組織建設相關協議（新

華社，2009.5.15）。 

    

◆楊潔篪出席第 9屆亞歐外長會議 

第 9屆亞歐外長會議於 5月 25-26日在越南首都河內舉行。大陸外長楊潔箎在

會中發表題為「平等協作、共迎挑戰、譜寫亞歐合作新篇章」的演講，強調未來

應進一步建立更緊密的亞歐新型夥伴關係。大陸方面表示願意繼續和國際社會加

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穩定。在本

屆亞歐外長會議中，各國外長同意加強合作因應金融危機、共同處理 H1N1流感、

合作因應氣候變化問題、並且維護世界能源與糧食安全（新華社，200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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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兩岸外交 
◆臺灣獲邀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世界衛生大會」 

我國衛生署署長葉金川表示，已於 4月 28日接獲「世界衛生組織」（WHO）總幹

事陳馮富珍書面邀請臺灣，以「中華臺北」名義的觀察員身份參加 5月 18日起在

日內瓦舉行的第 62屆「世界衛生大會」（WHA）。葉金川表示我國能以觀察員身份獲

邀參加世界衛生大會，是兩岸關係改善等因素所致，此為臺灣退出聯合國後首次

參與聯合國組織活動，意義重大（中央社，2009.4.29）。 

 

◆大陸外交部反對臺灣和任何國家進行官方往來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在5月 21日的例行記者會上，針對記者提問有關馬

英九總統出訪過境美國一事時表示，大陸「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反對臺灣

和任何國家進行官方往來，這一立場沒有變化」（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5.21）。 

（蔡明彥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