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外交 
鄭偉靜 

 

 

■「中」美關係在起伏不定中轉向緩和。 

■江澤民訪問歐亞非洲，強化「大國外交」制衡美國。 

■中共賡續推動「周邊外交」，邊界紛爭獲解決。 

■中共對美推動「議會外交」。 

■1999 年為中共「外長外交年」，40 餘國外長訪問大陸。 

■中共積極發展與巴拿馬、梵蒂岡關係。 

 

 
    近期「中」美關係因中共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協議的達成、軍事交流的恢

復及我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等事件而起伏不定。此外，中共賡續推動「大國外

交」、「周邊外交」與「外長外交」。「國家主席」江澤民出訪歐亞非洲6國，積極

扭攏歐盟、非洲及中東國家，以制衡美國。並持續加強「一個中國」、「一國兩制」

的宣傳以遏止我「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主張的影響。「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訪問

東南亞4國，提升與東協各國睦鄰友好合作關係。俄羅斯總統葉爾辛抱病訪問大

陸，「中」俄加深「戰略協作伙伴關係」。「外交部長」唐家璇則訪問北韓與南韓，

加強中共在朝鮮半島的影響力。對於中共積極推動對美「議會外交」及中共與巴

拿馬、梵蒂岡關係的進展，宜密切注意即早因應。 

 

一、「中」美關係起伏不定 
    自9月柯江高峰會後，一度惡化的「中」美關係轉向緩和。陷入僵局的中共

進入WTO談判於11月l5日達成入會協議。此外，美副助理國防部長坎培爾率團

赴北京訪問，恢復因「誤炸事件」中斷的軍事交流。雙方關係的惡化可說就此迴

轉。「中」美關係在擺動中前進的走法，再度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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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與美國達成WTO協議 

    經過6天的艱苦談判，在「中」美兩國領導人的「親自關懷」下，中共與美

國在11月15日達成WTO協議(聯合報，l999.11.16，p.13)。從這次談判成果來看，雙方

均做出讓步，石廣生形容這是「雙方滿意的協議」;白茜芙別說「這確是歷史性

的一刻」(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99.1l.16，p.1)。 

    然而這場關鍵性的談判並不代表中共已達成進入WTO手續，中共還須通過美

國國會、其它談判對手及世貿入會議定書等「3關挑戰」。在美國國會方面，美國

勞工、人權組織及其在國會的支持者，以北京迫害人權、利用奴工從事不公平出

口競爭為由，反對給予大陸永久正常貿易關係(NTR)。他們認為美國必須持續利用

NTR作為對北京施壓的工具，才能讓北京注意到美國對人權、武器擴散、西藏乃

至臺海安全問題的關切。美國國會目前處於休會期，一般預料 2000年春末夏初

可能表決是否給中共予永久NTR(工商時報，1999.12.15，p.l5)。 

    在談判對手的問題上，「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承認中共與歐盟的談判將

是「艱難的」，最新的大陸進入WTO時間聲明已從2000年初延後至5、6月(中國時

報，1999.12.8，p.14)。此外，12月 21日中共與歐盟在北京舉行第二次高峰會，會議

中雙方各持己見，致使中共加入WTO及歐盟要求中共改善人權等問題，未獲顯著

進展(經濟日報，1999.12.22，p.11)。 

 

◆軍事交流的恢復 
●坎培爾訪問大陸 

    自 5月「誤炸事件」發生後，「中」美兩國軍方的交流與合作即告中斷。直

到 9月紐西蘭「柯江高峰會」後才逐步鬆動。繼美國務次卿皮克林 10月底訪問

大陸後，11月 l9日美副助理國防部長坎培爾率團赴北京訪問，為「誤炸事件」

發生後訪問大陸最高層級的美國軍事官員，象徵中共與美國雙方恢復高層軍事交

流。 

    坎培爾此行和中共軍方高層研商 2000年度兩國軍事交流的內容，包括重開

軍事高層互訪，以及雙方的軍事人員到對方的軍事院校進行交流等 (中國時報

1999.11.18，p.14)。此外，希望藉由此行能為美國國防部長柯恩、美國太平洋區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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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布萊爾的訪問大陸及「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訪問美國預作安排(中央日報，

1999.11.26)。11月22日美國防部長發言人在記者會中表示美「中」可望於2000年

1月恢復軍事諮商會議(聯合報，1999.11.24，p﹒13)。 

    惟「中」美官員恢復互訪並不意味「中」美軍事關係已進入友善熱誠的新階

段。「中」美兩國還存在許多分歧的問題，包括臺灣、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美

日防衛關係改善及「中」俄密切的軍事關係等在內(聯合報，1999.11.13，p.13)。 

●「中」美聯合軍事演習、美藍嶺號訪港 

    共軍於 11月 30日至 12月 3日在香港舉行海空難搜救演習，此次演習有美

軍參加，惟中共在發布新聞時對此一字未提，僅稱共軍駐港部隊參加了這次為期

4天的演習。此外，由於「中」美關係好轉，美艦訪港的次數開始回升。美國太

平洋艦隊藍嶺號於 12月 7日訪問香港，是「誤炸事件後」北京當局批准到香港

的第六艘美國軍艦(聯合報，1999.12.7，p.13)。率領藍嶺號訪港的多蘭中將表示，「中」

美關係何時可恢復正常，沒有確切時間表，藍嶺號訪港絕非象徵「中」美軍事關

係已正常化(聯合報，1999.l2.8，p.1)。 

 

◆履約問題、華棣案引起美方關切 
    雖然「中」美雙方已達成 WTO協議，但中共至今仍拒絕履行 1999年 4月與

美國簽訂的農業議定書。中共官員表示要等到中國大陸進入WTO之後才會履行。

美國希望中共能儘快履行議定書，否則將難以說服國會通過給予中共永久

NTR(Washington Post，1999.12.7)。 

    此外，中共旅美導彈專家、史丹佛大學研究員華棣，以涉及國家機密被中共

法院判處 15年徒刑，美國政府對此表示嚴重關切。美國國務院表示華棣作為一

名學術研究人員在美國活動，不了解有任何理由可以把他拘留和判刑。美國對華

棣的近期狀況深感關切，並擔心這事件可能會影響兩國間的學術交流。 

 

◆美支持法輪功及我參與WHO遭中共抗議 

    自「誤炸事件」發生後，「中」美人權對話中斷。近來「外交部」甚至停止

接受美國有關中共違反人權的外交抗議(Washington Post，1999.12.7)。而柯林頓於12月

 77



6日在白宮舉行的聯合國「世界人權和平宣言」簽署第五十一週年的紀念大會中，

第一次就北京鎮壓法輪功發表評論，認為中共逮捕法輪功成員是壓制人權。中共

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批評美國政府在對待邪教問題實行

雙重標準，干涉「中國」內政並要求美國立即糾正錯誤，以實際行動消除其行徑

對兩國關係的嚴重不利影響(聯合報，1999.l2.8，p.13)。 

    此外，因柯林頓簽署包括支持我國參與WHO條款的「2000年綜合撥款法案」，

「外交部副部長」楊潔篪於12月10日會見美國駐北京大使館臨時代辦馬繼賢，

表達「中」方抗議。中共批評美方做法完全違反「中」美3個聯合公報原則和 

美方有關承諾，是對「中國統一大業」的嚴重阻撓(聯合報，l999.12.11，p.13)。 

 

二、江澤民訪問歐亞非洲 
    江澤民自10月18日起訪問英、法、葡萄牙、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沙烏地

阿拉伯等6國，是中共在世紀之交進行的一次重大外交活動。此行目的除在強化

大國外交，反制美國外，亦加強中共在非洲、中東的影響力，繼續充當第三世界

代言人，並確保澳門的平穩過渡。此外，藉此訪問持續加強「一個中國」、「一國

兩制」的宣傳以遏止我「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主張的影響。江澤民此行受到各國

官方禮遇並達成多項經貿協議，惟示威抗議民眾一路隨行，凸顯中共人權負面形

象。 

 

◆強調「多極化」格局，制衡美國 
   「多極化」的格局是中共期待與努力的方向，雖然中共承認美國的超強地位，

但不希望由美國單極主導。尤其北約誤炸中共駐南國使館事件後，「中」美關係

陷入緊張，對於美國的「人權高於主權」、「新干涉主義」傾向，中共深感不安，

期藉由強化中共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國家的關係，建立多極化的國際體系以

反制美國霸權的勢力與主張。 

    對於江澤民的鼓吹，英國反應審慎。一向在國際政治上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法

國則給予積極回應，席哈克在與江澤民會談時指出，「中」法雙方對世界多極化

有一致的看法，「中國」將是多極世界中重要的一極。隨後在與摩洛哥及阿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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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亞的斯聞公報中，都表示了對世界多極化觀點的共識。 

 

◆達成多項經貿協議 
    在訪英期間，「中」英雙方簽署3項經濟合作協議，涉及30多億美元的交易。

江澤民所提雙方經貿合作要互利互補的原則，得到布萊爾的同意。在法國，席哈

克對雙方在開展高新技術合作方面開拓新的渠道和領域表示贊同，中共並宣布購

買28架空中巴士客機，金額達25億美元。在沙烏地阿拉伯則簽署「中」沙石油

諒解備忘錄，加強雙方在石油領域的貿易和投資合作關係，使中共下世紀的油源

供應及經濟發展得以確保。 

 

◆人權問題凸顯負面形象 
    此次江澤民訪問英、法、葡，抗議人士仍一路隨行。「外交部發言人」章啟

月發表強硬談話警告英、法等國，如果在江澤民訪問期間，遇到少數敵對分子的

示威活動，將損害與中共的關係。朱邦造則批評英國採取的必要措施還不夠，並

指稱支持西藏獨立的外國人，是英國殖民主義的繼承者。在西方多元化的社會，

示威抗議乃屬正常。江澤民此次出訪，將其國內的專制強加於外交活動，提出禁

止示威抗議的苛刻要求，只使中共的人權問題欲蓋彌彰。 
 

◆「一個中國」、「一國兩制」效應擴散 
    江澤民利用接受倫敦泰晤士報訪問、在劍橋大學演講等機會，重申了中共對

兩岸統一的政策。並在與各國元首會談或發表新聞公報中，指出中共對「一個中

國」原則的堅持。此外，江澤民在與英國首相布萊爾會談中，布萊爾對「一國兩

制」在香港實踐成功表示讚賞。惟各國雖支持「一個中國」政策，但對於兩岸統

一問題，則強調應以和平方式解決。 
 

三、中共賡續推動「周邊外交」 

    近來中共的外交重點依然圍繞在周邊國家。除朱鎔基訪問東南亞4國、俄羅

斯總統葉爾辛訪問大陸外，李瑞環及唐家璇亦分別出訪日本與南、北韓。從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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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中共相繼與俄羅斯、中亞4國及越南達成邊界紛爭的解決觀之(與印度的邊界談判亦於

12 月初恢復)，中共的周邊外交獲取不錯的成果。2000年朱鎔基將訪問南韓與日本，

「解放軍總參謀長」傅全有亦將於年初訪問日本，重啟凍結近2年的「中」日軍

事交流(中國時報，1999.12.8，p.14)。 
 

◆朱鎔基訪問東南亞 4國 
●「中」、日、韓加強經濟合作 

   「總理」朱鎔基於 11月 22日展開對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越南等 4

國訪問，並參加11月28日在菲律賓舉行的東協高峰會議。23日與馬國總理馬哈

地會談，朱鎔基表示支持成立東亞貨幣基金。會議期間並與韓國總統金大中、日

本首相小淵惠三進行非正式會晤。「中」、日、韓3國首次就成立經濟合作體進行

討論，一致同意成立一個研究中心，加快3國的經濟合作。 

●南海諸島主權問題仍待解決 

   在南海諸島主權問題，東協國家提出「南海行動準則」草案，由於中共始終

不願針對南海島嶼主權問題展開任何多邊會談，而堅持各自與其它主權聲稱國進

行雙邊交涉，因此中共並未簽署，但表示願與東協國家探討有關南海行為準則問

題。在南海諸島主權問題上，「中」菲與菲越間已達成協議，「中」越問的爭議則

未有具體進展。由於中共對南海諸島主權問題採取對話與合作的態度，未來能否

達成共識仍待觀察。 

●「中」越邊界問題獲解決 

     大陸與越南擁有長達1300公里的陸地邊界，1979年中共曾對越南發起一場

「懲罰戰爭」，雙方關係因此破裂，直到 1991年才恢復。「中」越邊界問題在此

次朱鎔基訪問越南獲解決，雙方實質談判已結束，在解決一些技術性問題後，1999

年底即簽署協議。「中」越雙方也將爭取在 2000年內解決北部灣的劃界問題(中國

時報，1999.12.4，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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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爾辛訪問大陸 
●「中」俄加深「戰略協作伙伴關係」 

    病體初癒的俄羅斯總統葉爾辛不顧醫生勸告，於12月9日及10日訪問大陸，

期間並與江澤民舉行第二次非正式會晤。葉爾辛此行除與中共簽署 3邊界協定

外，在一些國際重大問題和加強雙邊合作方面，也凝聚共識。雙方願在新世紀進

一步加深「戰略協作伙伴關係」，並決定2000上半年在北京舉行兩國總理第五次

定期會晤。 

●「臺灣」、車臣問題相互支持 

    俄羅斯在車臣的行動，隨著戰事拖長與難民流散，國際的譴責與干涉開始增

強。此時爭取中共對車臣問題的支持，對俄羅斯格外重要。葉爾辛此行獲得中共

在車臣問題上的有力支持，俄方則以不接受臺灣海峽兩岸關係是「國與國之間的

關係」，支持中共的「中國統一大業」及反對把「中國臺灣省」納入亞太地區TMD(聯

合報，1999.12.11，p.1)。 

●聯合聲明針對美國 

   「中」俄雙方於 12月 10日發表聯合聲明與新聞公報，將此次江葉北京會晤

內容具體化。「聯合聲明」中強烈抨擊美國以「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干預他國

內政的行為，並反對美國建立「國家飛彈防禦系統」(NMD)及在亞太地區佈署TMD。

此外，不點名批評美國將單極世界模式及文化、價值觀和思想的單一模式強加於

國際社會的企圖(中國時報，1999.12.11，p.1)。 

 

四、中共對美推動「議會外交」 
    自1995年李總統訪美後，北京開始改變重視與行政當局交往的做法，希望 

透過「中」美議會交流來影響美國對中共的政策。「全國人大」代表團於10月11 

日至 23日訪問美國，係美國國會「六四」以來首次同意中共對等單位赴訪，面

對中共推動對美「議會外交」，我宜即早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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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以來「全國人大」首度訪美 

   由「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曾建徽率領的「 全國人大」代表團於10

月11日至23日訪問美國，係美國國會自「六四」以來首次同意中共對等單位赴

訪。美國國會並由15名議員組成之「美『中』國會交流小組」，專司與中共進行

交流。   

   自1995年李總統訪美後，北京開始改變重視與行政當局交往的做法，成立「中

央美國國會工作小組」，並在中共駐美大使館設立「國會工作組」，專責對國會遊

說。「人大委員長」李鵬非常重視此次代表團，親自選定人選，並希望透過「中」

美議會交流來影響美國對中共的政策(亞洲週刊，1999.10.25-10.31，p．49)。 
 

◆美國會對中共敵意未消 
   北京亦積極邀請美國會議員及助理訪華，僅今年就邀請了 12位參議員及 50

至 60位議員助理。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國會議員在訪問大陸後改變了對中共的看

法，包括一些長期友我的議員。北京已邀請參眾兩院各派一個代表團在 2000年

訪大陸，包括訪問西藏(亞洲週刊，1999.10.25-10.31，p．49) 。 

   由於美國國會通常不會邀請外賓訪美，「人大」代表團此行是特例，也可能是

最後一次。此次「中」美雙方達成共識，「美『中』國會交流小組」將與「全國

人大常委會」作定期溝通與互訪。從美國會仍拒絕李鵬於 2000 年訪美的舉動觀

之，美國會對中共之敵意並未完全消除。惟面對中共推動對美「議會外交」，我

宜即早因應。 
 

五、1999年為中共「外長外交年」 
   1999 年是中共「外長外交年」，除「外交部長」唐家璇密極出訪各國外，邀

訪世界各國外長訪問大陸或藉聯合國大會期間會晤各國外長的總國數，計有 42

國以上(詳如表一)。唐家璇是「外長外交」的主要推手，其中封殺我外交生存空間、

圍堵「兩國論」及強調「一個中國」原則為其主要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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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1999 年中共外長外交 

日期 主    要    內   容   摘   要 
1.3~14 「外長」唐家璇訪問埃及、肯尼亞、鳥干達、坦桑尼亞和贊比亞。 
1.15~16 唐家璇訪問法國。 
2.4~6 唐家璇訪問泰國。 
2.27~3.1 古巴外長羅瓦伊納訪問大陸。 
3.1~2 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訪問大陸。 
3.8 胡錦濤會見剛果外交、合作與法語事務部長一行。 
3.15 唐家璇會見南聯盟外長及土耳其外交部次長。 
3.29 唐家璇出席在柏林舉行的第2屆歐亞外長會議。 
4.9 胡錦濤和錢其琛分別會見盧森堡副首相兼外交、外貿和合作大臣一行。 
4.26~5.1 蘇丹外長訪問大陸。 
4.27~5.2 肯尼亞外長訪問大陸。 
5.2~6 突尼斯外長訪問大陸。 
5.19~20 葡萄牙外長訪問大陸。 
5.19~26 吉爾吉斯外長訪問大陸。 
5.20~23 捷克外長訪問大陸。 
5.23~24 希臘外長訪問大陸。 
5.30~6.3 馬來西亞外長訪問大陸。 
6.1~3 俄羅斯外長訪問大陸，雙方在北京發表新聞公報。 
6,9~13 尼日外長訪問大陸。 
6.11 巴基斯坦外長訪問大陸。 
6.14~16 印度外長辛格訪問大陸。 
6.16~20 保加利亞外長訪問大陸。 
6.21~26 毛里塔尼亞外長訪問大陸。 
6.30 柬埔寨國務兼外交國際合作大臣訪問大陸。 
7.5~10 第52屆聯大主席，烏拉圭外長訪問大陸。 
7.7~15 哈薩克副總理兼外長訪問大陸。 
7.11~15 澳洲外長唐納訪問大陸。 
7.24~28 唐家璇出席在新加坡舉行之東盟地區會議。25日唐家璇會見美國務卿歐布萊特，談「兩

國論」。 
8.23~27 毛里斯副總理兼外長和國際貿易部長訪問大陸。 
8.24~29 亞美尼亞外長訪問大陸。 
8.26 朱鎔基和遲浩田分別會見湯加外交和國防大臣一行。 
9.10 唐家璇會見菲律賓外長。 
9.18 唐家璇率中共代表團出席54屆聯大。 
9.20 唐家璇在聯合國總部會見了烏克蘭、義大利、阿爾巴尼亞、希臘、克羅地亞和埃及等國

外長。批「兩國論」及「人權高於主權論」。 
9.23 中美外長在紐約舉行會晤。唐家璇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唐又會見非統組織秘書長。
10.9 羅馬尼亞外長訪問大陸。 
10.11 唐家璇與塞舌爾外長舉行會談。 
10.11 巴布亞新幾內亞外長訪問大陸。 
10.20 唐家璇與英國外交大臣在倫敦會談。 
11.5 朱鎔基會見匈牙利外長。 
11.7~11 丹麥外交大臣訪問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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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4 斯洛文尼亞外長訪大陸，12日與唐家璇會談，13日會見胡錦濤。 
11.11 唐家璇會見贊比亞副外長。 
11.18 唐家璇會見烏克蘭副外長。 
12.9~12 唐家璇訪問韓國。 

 

六、中共積極與巴拿馬、梵蒂岡發展關係 
    巴拿馬運河於12月14日底正式歸還巴拿馬，由於香港和記黃埔集團取得巴

拿馬運河經營權，中共可能藉此影響巴國，進一步建立外交關係。此外，中共接

受梵蒂岡派遣代表團參加澳門移交典禮，雙方關係可能加速進展。 
 

◆中共介入巴拿馬運河營運 
   「外交部副部長」楊潔篪於 10月 14日訪問巴拿馬，就「中」巴兩國發展經

貿關係及國際問題交換意見(中國時報，1999.10.17，p.14)。中共為巴拿馬運河的第三大

使用國，且香港和記黃埔集團取得巴拿馬運河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兩端港口為期25

至50年的經營權(中國時報，1999.10.9)。巴拿馬運河於12月14日底正式歸還巴拿馬，

中共藉由運河港口之經營不但影響美國國家安全，亦影響巴國之政經發展，在我

與巴國往來不如「中」巴密切的情形下(如表二)，「中」巴可能進而建立正式外交關

係，恐將對我外交重鎮的中美洲產生骨牌效應。 

 
 
表二：中共、香港、臺灣與巴拿馬往來關係表 
 中共         香港 臺灣 

在巴國船籍註冊(隻) 1,200    355     270 

巴拿馬運河使用國 第三大  第九大 

與巴國1998貿易額 中共與香港合計22億美元  21億美元 

資料來源: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l999.10.2l，p.28                              
 

◆梵蒂岡派團出席澳門移交典禮 
    澳門是天主教在遠東傳教的重要據點，梵蒂岡利用澳門「回歸」大陸的機會，

派遣代表團前往，改善與中共的關係。這次中共接受梵蒂岡派遣代表團參加澳門

移交典禮，雙方關係可能加速進展(聯合報，1999.12.9，p.13)。據南華早報報導，「中」

梵可能於 2000年初宣布建交，惟教廷新聞司以正式聲明稿對外澄清雙方有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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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協商沒有新的進展(中國時報，1999.12.16，p.14)。此外，中共官方天主教會長久以

來拒絕梵蒂岡任免大陸教會神職人員，「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席」傅鐵山於訪美

時曾表示，今後大陸神職人員不排除由梵蒂岡任命的可能性，暗示雙方正常化之

日不遠。梵蒂岡為我在歐洲僅有的2個邦交國之一，若中「梵」建交將對我在歐

洲外交空間的拓展造成衝擊。 

 
附表 

重要外交活動 

時間1999    派出與邀進情形(含資料來源) 

10.5-9     

  

 

「外交部長」唐家璇赴北韓訪問:慶祝兩國建交 50週年，並欲恢復與北韓友好關

係。訪問期間會見「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永南和「中央國際部長」

金養健，惟未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日會面。雙方就朝鮮半島形勢等問題達成廣泛共識。

10.11-23 「全國人大代表團」赴美訪問:此行應美國會轄下之「美『中』國會交流小組」之

邀赴美訪問，係美國會自「六﹒四」以來首次同意中共對等單位赴訪。 
10.18-11.3

  
「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歐亞非 6國:此行訪問英、法、葡、摩洛哥、阿爾及利亞

及沙烏地阿拉伯6國，為中共推動大國外交的一環。 
10.24-   美財政部長薩默斯訪問大陸:此行參加「中」美第十二次聯合經濟委員會會議，並

會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 
10.28- 美國務次卿皮克林訪問大陸:與「外交部次長」楊潔篪會談，談及誤炸案賠償、「中」

美關係及兩岸問題等。 
11.2-5   德國總理施洛德訪問大陸:5月12日因「誤炸事件」影響，曾對大陸進行過一天短

暫訪問。此行訪問上海及北京並與江澤民、朱鎔基會談。施洛德10月31日在東京

表示中國大陸應加入G8。 
11.14-17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訪問大陸:此行與江澤民、唐家璇等會面，安南表示對法輪功事

件有了更好的瞭解。 
11.15-12.4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訪問亞非 6國:此行訪問模里西斯、南非、肯亞、

以色列、巴基斯坦、安曼6國。 
11.22-12.4

  
朱鎔基訪問東南亞 4國:此行訪問馬來西、菲律賓、新加坡和越南，並出席 11月

28日在馬尼拉舉行的第三次東協高峰會。此行目的在深化中共與東協國家睦鄰互

信伙伴關係，加強東亞國家之間的互利合作。 
12.8-16 「政協主席」李瑞環訪問日本:此行拜會日本天皇與首相小淵惠三、外務大臣河野

洋平等。李瑞環目前在中共領導人中排名第四，日本政府宣佈其為 1999年度訪日

的中共要人中層級最高的，這也是「政協主席」首次正式訪日(聯合報，1999.12.7，p.13)。

12.9-10    俄羅斯總統葉爾辛訪問大陸:與江澤民進行非正式會談，並發表聯合公報。 
12.10-12   「外交部長」唐家璇訪問南韓:此行同南韓總統金大中、外長洪淳瑛等會談。「中」

韓雙方討論朱鎔基訪韓、解決逗留在大陸的北韓難民及正式簽署「中」韓雙邊漁業

協定等問題。 
12.13-   美國務院法律顧間訪大陸:美國務院法律顧間安德魯抵北京，與大陸當局就北約誤

炸中共駐南使館、美駐大陸使領館遭抗議人士毀壞等賠償事宜進行協商，雙方達成

賠償協議。美國賠償中共駐南國使館遭炸毀的損失 2800萬美元。中共賠償美國多

所使領館遭砸毀的損失287萬美元。惟「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表示，北京依然不

能信服美國所作炸館事件是「過時地圖」造成意外的解釋(中央日報，1999.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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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外交    
10.2-6 俄羅斯「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訪問上海:俄「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扎哈達科抵上

海此行拜會上海市長徐匡迪並會見「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這是俄羅斯海軍艦艇

編隊第二次訪問上海。 
10.7   「中」日軍事對話恢復:在東京舉行，恢復自 1997 年 12 月中斷的軍事對話。對話主

題是針對各自的安全防衛與國防政策及有關地區安全防衛的情勢分析等進行意見交

換(聯合報，1999.10.5，p.13)。 
10.12-31 「國防部長」遲浩田赴中東4國訪問:此行訪問敘利亞、約旦、以色列及土耳其4國，

就地區安全與雙邊關係間題與各國交換意見。 
11.14-19 「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訪俄羅斯、法國:同兩國有關方面負責人就國際戰略安

全形勢和雙邊防務關係進行協商。 
11.18-   美國助理國防部長坎培爾訪問大陸:坎培爾是自「誤炸事件」後訪問大陸最高層級的

美國國防官員，象徵「中」美雙方恢復兩軍高層交流。 
11.23- 日本防衛廳事務次官江間清二訪問大陸:此行拜會「國防部長」遲浩田、「解放軍副參

謀長」傅全有等並與「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進行會談，就亞太形勢和兩軍關係

等問題交換意見。「中」日雙方在擴大防衛高層人員交流上取得一致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