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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期歐中關係觀察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楊三億主稿 

 

 歐盟對中關係的三層行為者中，法德等大國採務實態度但受制於俄

烏戰爭，進展有限，中小型國家態度不一，歐盟對中政策則落在各

成員國友中與反中的最大均衡點。 

 美歐均盼中國能積極協助化解俄烏戰爭，惟短期內北京不會調整其

平衡策略；中方在臺海議題成為美歐中關係的孤雛，中共「二十大」

後將積極推動對歐外交。 

 

（一）前言：歐中關係的三層行為者分析 

  受俄烏戰爭與各自內部政治發展影響，近期歐盟與中國關係呈現

穩定中帶有潛在性變動因素，這主要是俄烏戰爭對地緣政治產生衝

擊，且內部歐盟主要大型國家、中小型國家與超國家組織近期重新審

視其對中政策所致。就歐洲國家來說，中國因素對歐洲國家扮演漸趨

重要的變因，各國內部對中政策經常居於政治辯論核心，這就造成這

些國家小心翼翼處理對中政策。 

 

（二）歐盟法、德大國與中國關係 

  做為歐盟最重要的政治意見領袖，法國對中政策顯得較為謹慎保

守，首先是馬克宏今（2022）年 10月於歐盟布魯塞爾高峰會時表達對

中國收購歐盟區基礎建設感到擔憂，因為這可能讓未來的歐盟基礎建

設經營權落入中國之手。馬克宏對中憂慮並非始於今日，於第一任任

期時即表達相似看法；另一個憂慮是歐中雙方投資待遇並不相同，相

對於歐盟開放的投資環境，中國對外國投資限制相當多，這就讓雙方

不在同一個起跑點，因此法國多次呼籲中國應開放國內投資環境。 

  法國總統馬克宏選擇在今（2022）年 11月 15日於印尼巴里島 G20

期間（而非正式訪問）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談論主軸著重戰略

層次對話，對雙邊合作關係有較多著墨，中國希望法國能在歐盟內部

推動獨立自主的對中政策，意欲法國能擺脫美國影響；法國希望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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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俄烏議題上扮演更多促進者的角色、促使雙方盡早進行和談，以

解決不斷綿延的戰爭，總的來說，法、中關係仍在既有軌道上運轉。

結束 G-20行程後，馬克宏 11月底繼續開展外交行程，對美國進行國

是訪問並與總統拜登進行雙邊會談，雙方會談主軸集中在俄烏戰爭，

馬克宏雖然支持俄烏戰爭，但現階段仍未放棄以和談手段解決戰爭，

與美國立場似有所差異；另外美法領導人也提及臺海議題，重申臺海

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相較於政治大國法國，德國是歐盟最大經濟體，德國對中政策偏

向務實主義，2022年 11月 4日蕭茲總理訪中最為人所關注，因為蕭

茲此舉乃是二十大後的第一位訪問中國的西方領袖，蕭茲出訪前（10

月 26 日）還同意中國遠洋運輸公司入股德國漢堡港貨櫃碼頭，可以

低於 25%股權收購經營托勒奧特貨櫃碼頭（Container Terminal Tollerort, 

CTT）。對德國來說，經濟政策始終是德國對外政策的核心目標之一，

對中政策則是達成上述目標的重要憑藉。 

  德國雖然對中政策持續採取務實主義路線，但德國也未偏廢對臺

政策，2022年 9月 14日德國正式通過「2022年印太指導原則之進展

報告」，在這份報告中首度提到臺灣並納入關切臺海安全文字，明確

反對以非和平方式改變臺海現狀；另外，2022年 10月 2日德國國會

跨黨派友臺小組來臺訪問、10 月 23 日德國國會人權委員會來臺訪

問、以及 11月 15日德國聯邦經濟暨氣候保護部次長布蘭特娜訪臺等

行動，顯示德國對中對臺政策的務實取向。 

  總的來說，歐盟法、德兩大國仍在近期國際政治權力格局中擺

盪，法國總統馬克宏嘗試保持相對自主的外交路線，然受限於俄烏戰

爭影響，法國雖有心強化戰略自主，但法中關係近期仍難有突破；德

國總理蕭茲則因俄烏戰爭爆發後失去其與俄國關係平衡點，因此對中

採取較為友善政策，不過德國內部與歐盟其他國家負面反應讓德國友

中路線能進展到何種程度，仍有待觀察。 

 

（三）歐盟中小型國家與中國關係 

  相較於大型國家，歐盟中小型國家對中政策顯得更為分歧，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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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地區與中國合作（簡稱 17+1）近期遭遇逆風，2021 年 3 月立陶宛決

定退出 17+1、2022 年 8 月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也順勢退出，原先的

17+1現存 14+1。其餘 14國也並非全力與中國開展交流，除波海三國

外，2021 年 2 月高峰會保加利亞、斯洛維尼亞與羅馬尼亞未派出元

首級領袖與會，這些跡象顯示中國經營中東歐合作平臺正遭受挑戰。

不過中國在這個區域並非全無鐵桿盟友，匈牙利與塞爾維亞等國仍然

選擇親中路線，與北京保持密切合作關係。 

  除中東歐國家外，中西歐、北歐與南歐等國對中政策也不一致，

比利時對中政策較留意可能產生的威脅，對中國透過商業與教學網絡

體系滲透政府部門的作為較感憂慮，荷蘭與葡萄牙等國較重視與中國

經濟互賴關係，這些國家認為與中國的合作可以產生雙贏策略，歐盟

中立國瑞典、芬蘭與愛爾蘭對中政策較謹慎，奧地利則較為親善。 

  總的來說，中小型國家對外界環境變動感受尤為深刻，因此那些

因地緣政治或位處政治中心的國家較易感到來自中國的威脅；而海運

國家、較依賴外國資金的國家對中國則持較友善態度，中小型國家對

中政策正浮現日益增強的國內政治辯論氛圍，我們應可多留意這些國

家未來政策走向。 

 

（四）歐盟執委會與中國關係 

  第三個了解歐中關係的行為者因素是歐盟超國家組織，歐盟高峰

會、執委會與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為其代表，由於歐盟與中國均

為國際間兩大重要行為者，雙方戰略互動乃屬必要。負責歐盟外交事

務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Josep Borrell）先於今年 10月發

表對中看法，認為歐盟仍應積極開展與中國接觸，但歐中競爭關係也

益發明顯。歐盟高峰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再於 2022年 12月

訪問北京會晤習近平，雙方就投資、俄烏戰爭、臺海、人權等綜合性

戰略議題進行對談，除重視數位經濟、環保、新能源、人工智慧等的

互補關係外，歐盟也特別針對臺海安全穩定、人權保障等對中政策較

敏感議題提出討論。總的來看，歐盟層次的對中政策剛好位於歐盟各

會員國友中/反中的最大均衡點，這個均衡點來自於不同會員國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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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為夥伴、競爭或對手等不同樣貌，而這些樣貌區隔了不同會員國對

中國的政策關懷所在。 

  另外，美國副國務卿雪蔓（Wendy Sherman）12月 1-2日於美國華

盛頓與歐盟對外事務部秘書長薩尼諾（Stefano Sannino）舉行會談，聚

焦中國與印太地區安全，聲明中指出美歐雙方反對中國對國際經濟的

強制施壓、訴請中國扮演積極角色促進俄烏戰爭盡快結束、中國應避

免從俄烏戰爭獲得好處；另外美歐雙方也提及中國應維持臺海和平穩

定，以及關懷近期中國人權狀況等。此次會面顯示美歐雙方對中國立

場一致，歐盟希望中國避免成為俄烏戰爭獲利者、讓俄國降低來自外

部協助，美國則繼續將歐盟拉進維護臺海穩定的重要支撐力量。 

 

（五）結語 

  觀察歐中近期發展，本文提供以下幾個觀察：第一，俄烏戰爭衝

突核心為歐洲國家，因此歐盟近期主要心力投注於戰爭議題上，期望

美、中等國能協助戰爭結束。第二，中國於俄烏戰爭過程採取平衡策

略、游離在美、俄、歐等國間，避免明確的選邊策略。第三，美歐等

國都希望中國能扮演更積極角色以緩解俄烏戰爭對歐洲國家的影

響，不過短期內不容易看到北京調整其平衡策略。第四，中國在歐洲

的俄烏戰爭扮演美、歐、俄三方平衡者，各方期許中國發揮更積極角

色，但中國在臺海與印太區域卻成為美歐中三方的孤雛角色，受到來

自美歐雙方共同警戒。第五，中國共產黨「二十大」後國內政治局勢

相對穩定，習近平未來將更有餘裕處理對外關係，在全球政治緊密相

繫的互動結構下，歐中關係將是北京未來推動中國外交的重點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