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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外交 
 

美總統川普國情咨文、國防戰略報告直指中國大陸為競爭對手，美

中貿易衝突升高；陸方稱已擬定具體反制措施，將不惜代價、奉

陪到底。 

法國總統馬克宏、英相梅伊訪北京。中法聯合聲明表示將進一步提

升雙方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合作應對全球性挑戰。另英相表示願

與陸方加強貿易、投資等領域務實合作，惟未簽署「一帶一路」

備忘錄。 

習近平與韓國總統文在寅、美總統川普通話，強調願與韓、美共同

加強有關朝鮮半島議題之溝通合作。另3月下旬，北韓領導人金正

恩受邀訪陸、楊潔篪以習特別代表身分赴南韓溝通，顯示中國大

陸積極彰顯其在朝鮮半島議題之交涉能力與角色。 

中共外長王毅稱將與東協國家探索建構南海沿岸國合作機制，企續

主導南海問題。 

陸方表示有誠意改善中梵關係，希望雙方對話取得積極成果；惟教

廷聲明稱，教廷與中方並非很快就會簽署協議。 

 

一、大國關係 

美陸續公布報告直指中國大陸為競爭對手，美中貿易衝突升高 

    美國防部 1月 19日公布 2018年國防戰略報告，稱中國大陸為「戰略競爭者」

及「修正主義強權」，指其以經濟侵略威脅鄰國，並在南海進行軍事化行動；隨著

中國大陸在經濟與軍事上的優勢，短期內將繼續推動軍事現代化，追求印太地區

霸權，企取得全球領先地位（美國國防部、中央社，2018.1.19）。同日，美貿易代表處（USTR）

發布年度報告，列舉中國大陸等國的「不公平貿易」清單，指責中國大陸離市場

經濟國家愈來愈遠，強調希再平衡美中經貿關係（中央社，2018.1.20）。1月 30日，美總

統川普（Donald Trump）發表國情咨文，指中國大陸等國家威脅美國利益與價值觀，並

稱「經濟投降」時代已結束，將追求公平與互惠的貿易關係（美國白宮、中央社，2018.1.30）。

中國大陸相關回應稱無意稱霸、爭霸，希美方摒棄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觀念，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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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看待中國大陸與雙方關係，重申相互尊重，期降低美方疑慮（中國大陸外交部，2018.1.31；

中國大陸國防部，2018.1.22）。 

    3月 22日，川普簽署 301調查報告備忘錄，擬對中國大陸輸美價值達 600億

美元產品課徵高關稅；4月 3日公布 301調查結果的建議徵稅清單，決定對中國大

陸進口價值 500億美元的 1,300多種商品加徵 25%關稅。隨後，中國大陸商務部立

即公布對美國等值的 106項商品加徵 25%關稅。4月 5日，川普表示中國大陸並未

糾正自身不當行為，且採取不公平報復行動，考慮再對 1,000億美元中國大陸商品

加徵關稅（中央社，2018.3.22、2018.4.6）。中國大陸外交部、商務部等相關部會譴責美方行

為無理、誤判形勢，稱陸方的反制作為是主權國家的正當自衛，並係為維護全球

貿易規則與體制；北京已擬定具體反制措施，將說到做到、奉陪到底，不惜付出

任何代價，也不可能與美國方面進行任何談判（環球時報，2018.4.6）。 

 

習近平會見法國總統馬克宏，雙方推動提升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於 1月 8至 10日訪中國大陸，其為 2018年第

一位訪陸的外國元首，也是中共「十九大」後第一位訪陸的歐洲國家元首。習近

平於 1 月 9 日會晤馬克宏，雙方簽署航空、核能、農業、商業等多項合作協議，

並發表聯合聲明。該聲明表示，雙方將進一步提升中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推動

「中國製造 2025」與法國「未來工業計畫」全方位對接，合作應對氣候變遷、恐

怖主義、網路犯罪等全球性挑戰，在聯合國內共同推動解決包括中東、非洲、朝

鮮半島等地區和國際熱點問題；續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支持加強 G20 作為國際經濟合作主論壇的作用（新華社，2018.1.9）。另馬克宏表示，法

方重視在「一帶一路」架構下增進雙方合作，同行之法國經濟部長勒麥爾（BrunoLe Maire）

指出，涉及法國國家戰略利益的項目不會讓外資進入（中央社，2018.1.10）。 

 

英相梅伊訪北京，惟未與陸方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 

    習近平 1 月 11 日在北京會見英國前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時表示，當前中

英雙方高層往來密切，互利合作不斷深化，人文交流愈益活躍，願續與英方加強

溝通合作，包括在「一帶一路」框架內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準、更深層次的互

利合作（新華社，2018.1.11）。另英相梅伊（Theresa May）1月 31日至 2月 2日訪陸及會晤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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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李克強。習表示，希望雙方開展「一帶一路」合作，促進全球和區域經濟

增長；梅伊則主張自由貿易，願與陸方加強貿易、投資、科技、環境、人文、網

路等領域務實合作。本次雙方會晤的重點之一，即在於對英國脫歐後的經貿關係

有所規範，雙方就此應已達成維持互動往來的共識。惟儘管習強調「一帶一路」

的透明性、開放性與包容性，然英方並未與陸方簽署「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

顯示英方雖積極期盼陸資振興景氣，亦對陸方存有戒心。 

 

二、區域議題及周邊關係 

朝鮮半島情勢趨緩，陸方積極展現對北韓議題之交涉能力 

    在北韓領導人、勞動黨委員長金正恩 2018年元旦演說向南韓釋出善意後，南

北韓順利於 1 月 9 日召開會談、發表聯合聲明。對於朝鮮半島打破僵局，中國大

陸外交部重申，支持兩韓就緩和相互關係採取的積極舉措；批評美國、加拿大主

辦之「北韓問題外長高峰會」不具合法性及代表性，陸方自始持反對立場（中國大陸

外交部，2018.1.9、1.16）。另習近平分別於 1月 11、16日與韓國總統文在寅、美總統川普

通話，強調願與韓、美共同加強有關朝鮮半島議題之溝通與合作（中國大陸外交部，2018.1.11、

1.16）。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於今年「兩會」期間記者會上，針對朝鮮半島情勢緩

和表示，此證明陸方提出的「雙暫停」是解決相關問題的良方（新華社，2018.3.8）。 

    3月 25至 28日，金正恩受邀訪問中國大陸（隨行者包括金正恩夫人李雪主、北韓勞動黨組織

指導部部長崔龍海、宣傳鼓動部部長朴光浩、國際部部長李洙墉、統一戰線部部長金英哲、外相李勇浩），並會晤習

近平。雙方強調傳統友誼關係將穩定持續，陸方表達朝鮮半島無核化、溝通協商

等既定立場，金正恩亦盼美國及南韓能回應北韓的努力。北韓官媒雖未提及無核

化議題，惟稱金正恩對與陸方就各大議題意見一致十分滿意。3月 29至 30日，中

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以習近平特別代表身分

赴南韓溝通，會見南韓總統文在寅、南韓外長康京和，說明金正恩訪陸情形，並

表示北京支持南北韓峰會、北韓與美峰會立場（中國大陸外交部，2018.3.28）。部分評論認

為，陸方藉相關行動積極展現對北韓議題的交涉能力，避免在相關議題上被邊緣

化；未來中國大陸在朝鮮半島事務仍將扮演一定角色，以維繫其在區域重要議題

之主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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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外相訪陸協調領導人互訪等事宜，惟雙方在東海議題之分歧加大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 1月 28日訪北京，與中國大陸總理李克強、國務委員楊潔

篪、外長王毅舉行會談，協調日相安倍與習近平互訪及日中韓會談等事宜（共同社，

2018.1.28）。李克強表示，當前中日關係保持改善勢頭，注意到日方近來在對中國大

陸關係上釋放的正面資訊，但雙方關係在積極面增多的同時，仍面臨不確定因素；

王毅稱希望日方根據「一個中國」原則處理臺灣問題，切實尊重陸方在涉藏、涉

疆等問題上的主權和安全權益（中國大陸外交部，2018.1.28）。河野則表示，日方將繼續堅

持按照 1972年日中聯合聲明規定處理涉臺問題，並強烈要求防止再次發生陸方海

軍潛艇在釣魚臺週邊海域毗連區下潛航行的問題。另雙方在釣魚臺議題上雖稱將

持續推動海空聯繫機制，惟近期陸方於東海動作頻頻，且拒接受日方抗議，恐加

大雙方在東海議題上的分歧。 

 

陸方稱將探索建構南海沿岸國合作機制，企續主導南海問題 

    針對南海情勢，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於 3月 8日記者會中表示，「南海行為

準則」（COC）磋商取得積極進展，另將與東協國家探索建構南海沿岸國合作機制；

並指南海目前最主要的挑戰是「一些外部勢力動輒把全副武裝的艦船飛機派到南

海炫耀武力」，成為影響南海和平穩定的最大干擾因素（中國大陸外交部，2018.3.8）。暗批

美方，並企續展主導南海問題。 

    3月 23日，美海軍驅逐艦穆斯丁號（USS Mustin）在南海執行「航行自由」行動，

並駛進中國大陸填海造陸的美濟礁（Mischief Reef）12 海里範圍內；另菲律賓 3 月 26

日接收 3 架日本移撥的海上偵察機，菲國防部長羅倫沙納（Delfin Lorenzana）表示，儘

管菲國與中國大陸雙邊關係改善，但中國大陸與周邊國家間的南海主權爭端依然

是一個安全挑戰（中央社，2018.3.23、3.26）。此外，越南外交部發言人黎氏秋恆（Le Thi Thu Hang）

於 3月 22日針對中國大陸農業部今年 2月發布之「關於調整海洋伏季休漁制度的

通告」提出抗議，指中國大陸此舉違反越南在各海域上的合法權益，違背 1982年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南海共同行為宣言（DOC）、指導解決越中海上問題基

本原則協議，及雙方對管控海上分歧的共識；並稱這項制度不利於維護南海和平

及各方目前對「南海行為準則」談判的努力（中央社，2018.3.23）。 

    相關評論認為，近年南海情勢雖降溫趨穩，惟南海問題本質仍是領土主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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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在此問題上任何國家都難以讓步，即便中國大陸與相關國家關係再如何改善，

一旦觸及問題核心，難免會有爭執摩擦；此外，美中在南海的博弈將長期存在，

但雙方分歧還是在可管控的範圍內（中評網，2018.3.21）。 

    

三、中梵關係 

    近期中梵關係、以及教廷與中國大陸之間是否簽署有關主教任命問題架構協

議，引發各界關注。教廷國務院長帕洛林（Pietro Parolin）1月 31日受訪表示，中梵對

話的最終目標，是促進中國大陸教會合一；現在的問題不是持續對抗路線，而是

要找出務實解決方案，讓天主教能在中國大陸這個特殊社會脈絡下繼續傳福音（中

央社，2018.1.31）。中國大陸外交部 2月 2日、3月 29日一再表示有誠意改善中梵關係，

希望雙方對話取得積極成果（中國大陸外交部，2018.2.2、3.29）。惟教廷發言人柏克（Greg Burke）

3月 29日發表聲明，稱教廷與中方並非很快就會簽署協議（星島日報，2018.3.31）。 

 

 

 

（盧業中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