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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外交 
 

 習近平續與多國領袖通話，表達對世衛組織支持及交流抗疫經驗；與歐理

會、歐盟主席視訊，強調支持多邊主義。 

 中共透過參與全球國際組織或準組織會議，強調防疫合作與反對汙名化，

並重啟「一帶一路」合作項目。 

 中共堅決反對美簽署「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針對美國務卿蓬佩奧聲明

反對中方南海主權聲索，中共批美挑撥離間。 

 王毅與印度外長、國安顧問通話，強調維護主權的意志，努力緩和中印邊

境局勢。 

 

一、 領導人出訪與會面 

(一）習近平與多國領袖通話，表達對世衛支持及交流抗疫經驗 

習近平5月13日與南韓總統通話，雙方表示歡迎商務客快速通道的實施，習並

表示仍有意願出訪韓國，文在寅則回應習的出訪對於雙邊關係至關重要，雙方將

持續討論待疫情穩定和其他條件配合的情況下成行。5月20日、6月11日與緬甸和

菲律賓領導人通話，強調世界衛生組織領導的重要性。6月6日與法國總統通話，

除抗疫合作外，表達支持多邊主義，保護生物多樣性和應對氣候變化等，馬克宏

則表示法國密切關注香港情勢，重申法國支持「一國兩制」。6月11日與白俄羅斯

總統通話，白俄羅斯總統表示反對將病毒政治化。6月16日與厄瓜多總統通話討論

醫藥合作，同日與塔吉克總統通話，除討論醫療合作外，塔吉克總統並表示願意

共建「一帶一路」，尤其是透過塔吉克在《2030年前國家發展戰略對接》中對於經

貿、醫療和科技等領域的發展規劃上合作。 

此外，習近平6月4日和德國總理梅克爾通話，表達共同支持世界衛生組織，

堅持多邊主義等，另11日李克強也與梅克爾舉行視訊會議，強調中方重視與德國

的關係，支持歐洲一體化，而對話中梅克爾表達希望中國大陸進行市場改革，對

外國公司公平，以及香港人權問題。 

(二）習近平與歐洲理事會及歐盟委員會主席視訊會面 

習近平6月22日視訊會見歐洲理事會主席Ursula Von Der Leyen以及歐盟委員

會主席Charles Michel，表示雙方應共同維護全球產業鏈供給、相互保持市場開放

、加速中歐投資談判、加強雙方綠色領域與數字領域合作。歐盟則表示疫情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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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挑戰更彰顯中歐關係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貿易、氣候、科技與堅持多邊主義。

然而，對於未來的發展，雙方應以規則為基礎，且互惠才能深化關係，希望就公

共衛生、氣候變化、永續發展等加強合作。此外，歐盟亦對於接下來即將實踐的

中美第一階段協議保持樂觀，期待歐洲出口者將會因協議獲利，尤其是在農產品

部分（新華社，2020.6.22）。 

二、 多邊外交：參與國際組織或會議 

(一）習近平在WHA視訊致詞，強調發揮世衛領導作用 

世界衛生組織5月18日舉行第73屆世界衛生大會視訊會議，習近平應世衛組織

秘書長譚德塞邀請在開幕式致詞表示「始終本著公開、透明、負責任的態度」，及

時通報疫情（中央社，2020.5.18)，並提出6點建議：1.全力做好疫情防控，2.發揮世衛組

織領導作用，3.加大對非洲國家支持，4.加強全球公共衛生治理，5.恢復經濟社會

發展，6.加強國際合作；中國大陸將在2年內提供20億美元國際援助，並將與聯合

國合作，在中成立全球人道主義應急倉庫和樞紐，建立30個中非對口醫院合作機

制等，以及與G20共同落實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倡議；疫苗研發完成並投入使

用後，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讓其他國家都可負擔和可取得。 

(二）習近平主持中非抗疫峰會，強調打造「衛生健康共同體」及「命

運共同體」 

中國大陸6月17日舉行「中非團結抗議特別峰會」視訊會議，習近平致詞表示

將在「中非合作論壇」架構下，免除非洲國家2020年的無息貸款債務，並提出四

點倡議，首先是對抗疫情方面：繼續向非洲國家提供相關醫療抗疫物資和人力、

提前開工建設非洲疾控中心總部、新冠疫苗完成後將首先惠及非洲國家，第二是

加強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對於健康和民生領域優先復工復產，第三是實踐多

邊主義，維護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支持世衛組織，反對將疫情政治化

、病毒標籤化，第四是堅定推動中非友好，推進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發展(聯合

報，2020.6.18)。會後聯合聲明呼籲國際社會加大對世衛組織的政治支持和資金投入，

以及共同防止歧視、汙名化作法，打擊錯誤和虛假訊息，同時重申不干涉原則，

中方反對外部勢力干涉非洲內部事務，非方則支持中方在臺灣、香港議題上的立

場，支持中方在香港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的努力(聯合報，2020.6.18)。 

(三）李克強出席東協與中日韓抗疫領導人會議，表明加強10+3機制合

作對抗疫情 

4月14日東協與中日韓「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領導人特別會議」上，李克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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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10+3首先要全力加強合作，中國大陸願意無償援助和商業渠道並行提供東協

國家對抗疫情和人道主義援助，並支持東協成立對抗疫情特別基金，經費則由中

國大陸與東協合作基金和10+3合作基金提供，並倡議成立10+3緊急醫療物資儲備

中心。第二是努力恢復經濟，積極考慮為重要和急需的商務等開設「快速通道」，

爭取如期簽署RCEP，加快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第三則是著重密切政策協調，讓10+3

機制穩定疫情對金融市場的影響，發揮清邁協議多邊化、10+3宏觀經濟研究辦公

室(AMRO)等機制的作用，完善貨幣互換網絡。中方願意在亞行中國減貧與區域合作

基金中指定1000萬美元用在區域對抗疫情項目，並歡迎亞投行提議設立50億美元

的恢復基金。另要發揮10+3大米緊急儲備等機制，確保糧食安全。會後聯合聲明

強調支持世界衛生組織的重要作用，以及讚賞10+3和中日韓衛生合作平臺在疫情

初期發揮功能，並將持續加強10+3機制的作用（中國政府網，2020.4.15）。 

(四）李克強在全球疫苗峰會視訊致詞，強調支持WHO統籌疫苗研發

發揮作用 

6月4日英國召開全球疫苗峰會視訊會議，協助全球疫苗免疫聯盟，向50多個

參與國家和地區政府代表募集基金為開發中國家購買疫苗，目標在2025年前為3億

名兒童接種疫苗，避免他們感染致命疾病。參與國家包括德國總理梅克爾、法國

總統馬克宏、世衛組織秘書長譚德塞、比爾蓋茲等，峰會最終募得88億美元的資

金，全球疫苗免疫聯盟宣布將撥出其中20億協助開發中國家購買新冠疫苗。李克

強致詞表示習近平在世界衛生大會倡議共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中國大陸將會

朝這目標持續努力，也繼續支持世界衛生組織在統籌疫苗研發等方面發揮核心作

用，並強調中國大陸在疫苗研發和國際合作上的努力，包括參與歐盟等發起的應

對疫情國際認捐大會等，將推進疫苗多中心臨床試驗和研發成果，成功後將讓疫

苗成為公共財，讓開發中國家都可取得和負擔(人民網，2020.6.5)。 

(五）王毅出席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外長會議，提倡國際合作抗疫 

王毅4月28日參與「金磚國家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外長會議」，提出4點聲明：堅

持多邊主義，完善全球治理；堅持同舟共濟，攜手戰勝疫情；堅持團結合作，凝

聚強大群體力量；堅持開拓進取，深化金磚合作，強調中國大陸展開抗疫合作沒

有其他考量，不會尋求地緣政治私利，並強調世衛組織的重要性，以及國際社會

不應該互相推諉和指責，或政治化和汙名化(法國國際廣播電臺，2020.4.28)。5月13日出席上

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外長視訊會議，王毅強調要高度關注「生物安全」引發的問題

，反對將抗疫政治化，反對把病毒標籤化，反對將特定國家污名化，並將研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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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上海合作組織生物安全合作和磋商機制(中央社，2020.5.13)。 

(六）舉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級別視訊會議」，推動項目有序復工

與反對汙名化 

中國大陸在疫情趨緩下，重新推動「一帶一路」倡議，6月19日召開「一帶一

路國際合作高級別視訊會議」，25個國家的部長出席，俄羅斯外長發書面致詞，世

衛組織秘書長和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署長也有參與，會後聯合聲明提出4大重點：1.

建設健康絲綢之路，包括信息共享、加強公共衛生系統和醫療系統能力、建立疫

情聯防聯控機制、歡迎各種醫療物資儲備中心的設立、並暗示疫苗應作為全球公

共產品使用等，2.加強互聯互通，強調要構建全方位、複合型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格局和可持續交通體系，鼓勵各國發展跨國、跨區的交通和物流通道、盡快恢復

商務人士和技術人士的快捷通道等，3.推動恢復經濟，支持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

邊貿易體制、維護區域和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加強在電子商務、智慧城市、人

工智能和大數據應用等新領域合作、落實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和氣候變化

巴黎協定、歡迎G20的緩債協議等，4.推進務實合作，繼續推動「一帶一路」的合

作項目、鼓勵雙邊、三邊和多邊合作、尊重聯合國憲章等(新華網，2020.6.19)。值得注

意的是，在聯合聲明中首先強調對聯合國系統的支持，和世界衛生組織在對抗疫

情中的關鍵領導作用，以及提出「在應對疫情大流行的過程中，不應有任何形式

的歧視、汙名化、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也就是藉由此次國際會議，中國大陸針

對國際社會求償或要求道歉等聲浪再度作出反擊。 

三、 中美外交 

(一）美國總統簽署《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制裁壓迫維吾爾族穆斯

林的官員，引起中國堅決反對 

美國總統川普6月17日正式簽署《2020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允許美國行

政部門制裁壓迫維吾爾族穆斯林的中共官員，使中美之間除了疫情、香港國安法

、臺灣、南海、智慧財產權與科技、中美貿易戰外又多一個爭議點。美國總統將

在法律生效後180天向國會提交報告，提供侵犯維吾爾族人權的中共官員名單，並

實施制裁，手段包括凍結相關中共官員在美財產、拒絕入境和拒發簽證(BBC，2020.6.18)

。中共「全國人大」發表聲明批評美國粗暴干涉內政。中共外交部發表聲明表示

強烈憤慨和堅決反對，認為是公然踐踏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譴責美國雙

重標準，強調「中方必將堅決反制，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必須完全由美方承擔」，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則在推特反諷美國應制定的是《非裔美國人人權政策法》(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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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2020.6.19)。 

(二）蓬佩奧與楊潔篪夏威夷舉行對話，盼雙方建立互惠往來；中方

重申涉臺、港、疆既定立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和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Mike Pompeo)6月18日在夏威夷檀香山會面，會議長達7個小時，對中美關係進

行意見交換，這是中美高層在疫情爆發以來首次面對面接觸(BBC，2020.6.18)。會後美

國國務院公告表示蓬佩奧強調美國利益，認為雙方在商業、安全與外交方面要達

成完全互惠協議，對於疫情要保持透明和訊息分享。中共外交部則是用答客問的

方式闡明中方在中美關係的基本態度，與在臺灣、香港和新疆等敏感問題上的立

場，表示雙方一同努力，發展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關係，堅定

捍衛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新華社的報導則指出這是一次「建設性」的對話，

雙方同意認真落實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同意繼續保持接觸和溝通。 

(三）蓬佩奧發表聲明反對中方聲索南海主權，中反批美挑撥離間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7月13日發表聲明表示反對中方聲索南海主權，

表明中國大陸對南海大部分區域近海資源的主張「完全非法」，如同其霸凌鄰國以

控制南海資源的行徑，並表示美國立場與南海仲裁案中仲裁庭的裁決一致，支持

以國際海洋法作為南海地區的行為規則基礎。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回應美國

罔顧南海問題的歷史和客觀事實，挑撥離間南海地區各國，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中共駐美大使館也發表聲明，表示美國無視中國大陸和東協地區國家維護南海和

平穩定的努力，肆意歪曲國際法和客觀事實，美國不是南海有關爭議當事方，也

未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維護航行與飛越自由」的理由，肆意侵犯他國

領空與領海等，強調中方與東協國家積極推進「南海行為準則」磋商，取得重要

進展(中央社，2020.7.14)。 

四、 中印邊境衝突 

(一）王毅與印度外長、國安顧問通話，強調維護主權意志 

中印雙方從5月5日開始在有爭議邊境發生數起對峙和小規模衝突，6月15日在

加勒萬河谷區域則發生武器械鬥，造成雙方都有人員傷亡。6月17日王毅與印度外

長蘇杰生(Dr. S. Jaishankar)通話，表示印度軍方打破雙方軍長級會晤之共識，不要低估

中方維護領土主權的意志，互相尊重與支持才符合雙方長遠利益。雙方應通過中

印邊界特別代表會晤機制、邊防部會晤機制等方式，加強溝通。印度外長表示中

方應為暴力與傷亡負責，而中方行為顯示其欲違反雙方之協議並改變現狀。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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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修正其行為，雙方應遵守雙邊協議(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2020.6.17；中共外交部，2020.6.17)

。7月5日中國特別代表王毅又與印度特別代表、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通話。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雙方有長久的共同戰略利益，希望相向而行。

雙方達成共識將共同努力緩和邊境地區的局勢，持續透過特別代表會晤機制溝通

，並且落實兩國邊防部隊軍長級會談的各項共識，盡快完成雙方一線部隊脫離接

觸進程(觀察者，2020.7.6)。 

五、 涉及「帶路倡議」部分 

王毅積極對外溝通，推動帶路倡議有序復工 

除習近平在多邊和雙邊通話場合中推廣「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健康絲綢

之路」，以及帶路倡議的項目復工和合作外，外交部長王毅亦在多個雙邊與多邊場

合宣傳。例如6月18日主持「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級別視訊會議」時，王毅就表示

中國將優先加強與帶路合作夥伴的溝通協調，重點提供五方面的支持，首先是習

近平所宣布的20億美元國際援助，第二是疫苗研發和使用，第三是人員及貨物跨

境流動的便捷通道，第四是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和物流體系的暢通與安全，第五

是創新領域的合作：絲路電子商務、智慧城市建設和綠色發展，都將優先考慮與

「帶路倡議」合作夥伴溝通與協商（中共外交部，2020.6.18）。在雙邊方面，王毅6月24日

與伊朗外長Mohammad Javad Zarif 視訊會議，伊朗外長表示歡迎中方的健康絲綢

之路，並反對美國干涉香港的中國內政；28日與土庫曼外長通話，雙方也表示會

盡快簽署關於帶路倡議與復興絲綢之路發展戰略對接合作文件，尤其是在天然氣

領域；7月3日則與巴基斯坦外長通話，感謝巴基斯坦的支持，雙方將努力完成中

巴經濟走廊計畫。 

 

（廖小娟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