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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亞地區位在歐亞大陸中心，是連接歐洲與亞洲的橋樑。而且該地區擁有

豐富的能源，成為中亞國家經濟發展的利器。然而這五國在獨立後失去蘇聯中

央的經濟指導，再加上交通與能源基礎建設妥善率欠佳，為了發揮中亞地區交

通與能源的優勢，得倚靠外國勢力提供外資與技術上的援助。國際金融機構與

歐美中俄等大國亦看準中亞地區交通與能源發展的潛能，陸續發起不少計畫，

協助該地區的交通與能源基礎建設復甦。 

 本研究將分析國際金融機構與大國設立的機制如何在中亞地區進行交通以

及能源的整合戰略，並以五個機制為討論主軸：亞洲開發銀行的中亞區域經濟

合作組織（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CAREC）、歐盟的睦鄰與

夥伴策略（European Neighbourhood and Partnership Instrument，ENPI）、美國的

新絲綢之路戰略（New Silk Road Strategy，NSRS）、中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Silk 

Road Economic Belt，SREB）與俄國的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EU）。探究五個整合機制的交通與能源計畫後，再比較這五個機制所推行的計

畫間，彼此的共通性與差異性。並深研這些計畫是以修繕既存的基礎設施為

主，或是有規劃出新的交通、能源路線。 

 

 

 

 

關鍵詞：中亞、交通、能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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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ntral Asia, located at the heart of Eurasian land, is a bridge 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 This region has such abundant resources has become a sharp weapon of 

na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after these five nations were 

independent, central guiding mechanism of Kremlin was malfunction, availability of 

the transportation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is poor.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transport and energy in Central Asia, nations have to rely on foreign interferences to 

offer investment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other great powers such as Europe Union,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Russia spot the 

potential of transport and energy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 Therefore, they 

initiated a lot of programs to assist transport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This study will analyze how the mechanism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great powers establish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the transport and 

energy in Central Asia. There are five mechanisms for the discussion: Asian 

Development Bank's 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AREC), EU's 

European Neighbourhood and Partnership Instrument (ENPI), U.S. New Silk Road 

Strategy (NSRS), China's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SREB) and Russia's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EU). After exploring five mechanisms’ transport and energy plans, 

this study then compares commonality and difference of these implementation 

plans. Finally, deeply studying of these plans mainly renovates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or designs new transport routes, energy pipelines and power grids. 

 

 

Keywords: Central Asia, Transportation, Energy,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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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蘇聯解體後，位在中亞地區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

曼、塔吉克、吉爾吉斯也陸續獨立，這些中亞五國獨立前長期仰賴蘇聯中央的

資助與協調，中亞五國的國家發展方向皆由蘇聯中央所掌握。1在解體後失去了

來自蘇聯中央的經濟協調，導致國家的產業體質不佳，因此中亞各國得運用內

陸國的特性，憑藉著地理位置在歐亞大陸上有不容小覷的重要性，獲取更多發

展的可能。 

中亞五國的位置正是古代絲綢之路所穿越的土地，該處是東西方文明傳播

的必經之路，更是重要的戰略據點。北邊與俄國接壤；南邊靠近伊朗、阿富汗

更可通到中東與南亞地區；西邊則是蘊藏豐富石油與天然氣資源的裏海相

臨 2；東邊則與蒙古、中國相接。中亞地區的周邊無論是歐洲、南亞或中國皆

是能源需求的大戶，都渴求中亞的資源。在地緣戰略地位重要性，英國的地緣

政治學者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曾做出貼切的比喻：「中亞是『歷史

上的地理樞紐』，過去是而且永遠是全球最重要的地方。」更進一步表示：「誰

統治了東歐，誰就能控制心臟地帶（Heartland）；誰統治了心臟地帶，誰就能控

制世界島（歐、亞、非三大板塊）；誰統治了世界島，誰就控制了世界。」。3 

隨著國際間對中亞地區的關注，歐美與中國等外國勢力都提出了針對中亞

地區的整合戰略。歐盟為了實行「歐洲睦鄰與夥伴策略」（European 

Neighbourhood and Partnership Instrument，ENPI）的實際作為，透過建設通往

                                                       
1 蘇聯在「協調國民經濟計劃」下制定計劃經濟對成員國進行經濟層面的干預，令這些社會主

義國家的經濟屬於從屬地位，該計劃經濟計劃忽略市場機制。 
2 估計有兩千億桶石油儲量，幾乎等於沙烏地阿拉伯，佔世界已探勘的 4%（BP，2006）。 
3 H.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ress (1942),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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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索與中亞地區的運輸走廊，使得高加索與中亞地區獲得通往歐洲的契機，

也可保障裏海與中亞地區的能源運輸安全；美國基於「重返亞太」（Re-

engagement in Asia-Pacific）、「亞太再平衡」（Asia-Pacific rebalance）的目的，提

出了中亞與南亞地區戰略整合計劃，以達到美國全球戰略布局的意圖；中國為

了國內西北部地區的穩定以及開發，推出了許多與中亞國家的交通、能源合作

計劃，實現中國與中亞地區的雙贏。因此，在大國的戰略考量下，中亞地區的

整合狀況能更向前邁進一步。 

區域整合已成為當今國際關係中最引人矚目的趨勢之一，隨著 2001 年年底

WTO 的杜哈回合（Doha Round）貿易談判的延遲，區域整合現象在全球如雨後

春筍般湧現，形成一股風潮 4，這股風潮消除區域體內原有的經貿往來障礙。

所謂「區域整合」是指在一個地理範圍有夥伴關係的國家間針對某個關注的議

題，進行多邊的協調、交流與合作，以達到互利，而這區域的範圍往往大於一

個主權國家的地理範圍。中亞地區第一個較有規模的整合組織是中亞合作組織

（Central Asia Coorperation Organization，CACO），該整合組織是由 1994 年哈薩

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三國總統簽署的《經濟空間整合條約》（Integrated 

Economic Space，IES）所演變而成的。然而該組織於 2005 年併入由俄國所主導

的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 Economic Union，EEU）。5至今中亞地區較具代表性的

整合組織是 1997 年在亞洲開發銀行（Asia Development Bank，ADB）倡議下，

中國、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五國於 2002 年所成立的中亞區域

經濟合作組織（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rporation，CAREC）。該組織從

1997 年倡議至今共有十個會員國以及六個國際性組織 6與其密切合作。在 ADB

                                                       
4 吳福成，「全球及亞太經濟整合趨勢」，台灣經濟研究院（2013），<https://agtech.coa.gov.tw/ 
userfiles/images_K1/2013100156111865.pdf>。檢索日期：2015/08/27。 
5 Marlene Laruelle and Sebastien Peyrouse, “Regional Organisations in Central Asia: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Dilemmas of Efficiency”,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Working Paper, No.10 (2012), pp.7-8. 
6 十個會員國：中國、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亞塞拜然、蒙古、阿富汗、土

庫曼、巴基斯坦；六個國際性組織：亞洲開發銀行（Asia Development Bank）、世界銀行

（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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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下，CAREC 致力於中亞地區的交通、能源、貿易便利化、貿易政策的項

目。其中在 2007 年於杜尚別所提出的六條連通歐亞大陸走廊計畫，是 CAREC

於中亞地區交通基礎建設的一大項目。 

此外，像是歐盟、美國、中國與俄國，都有提出了數個中亞地區發展的計

畫。歐盟於 1993 年所提出的「歐洲--高加索--亞洲運輸走廊」（Transport 

Corridor Europe-Caucasus-Asia，TRACECA）與「跨國石油與天然氣運輸走廊」

（INterstate Oil and GAs Transportation to Europe，INOGATE），將透過出資整修公

路、鐵路以及改善老舊的能源基礎設施 7，使得歐洲與高加索、中亞地區間的

來往更加密切。8美國的「新絲綢之路戰略」（New Silk Road Strategy，NSRS）則

是 2011 年 7 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R. Clinton）在訪問印度時提出的中亞

與南亞戰略整合，戰略目標是以阿富汗為中心，將中亞五國與印度、巴基斯

坦，透過交通與能源基礎建設縱向的連接起來。9中國於 2013 年 10 月所提出的

「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OBOR）計畫裡的「絲綢之路經濟帶」（Silk 

Road Economic Belt，SREB）正是針對中亞地區的基礎建設開發，藉由現代化中

亞地區的交通與能源基礎建設，來達到將中國的西部省份透過中亞地區這座歐

亞陸橋與歐洲進行對接。俄國、白俄羅斯與哈薩克三國於 2014 年 5 月所成立的

「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 Economic Union，EEU）可視為俄國在蘇聯解體後積

極涉入中亞地區事務的整合機制，該整合機制於 2015 年正式運作。同年，亞美

尼亞與吉爾吉斯正式加入。10在 EEU 框架下的成員國所簽署的條約或協定，都

以減少成員國間的貿易障礙為目標，來進行區域內部的經濟整合。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伊斯蘭開發銀行（Islamic Development Bank）。 
7 “Central Asia – Energy,”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https://ec.europa.eu/europeaid/ 
regions/central-asia/eu-central-asia-energy-cooperation_en >. Retrieved date: 2015/08/31. 
8 “ EU support to the Europe-Caucasus-Asia Transport Corridor,” European Commission (2012),  
<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2-141_en.htm >. Retrieved date: 2015/09/03. 
9 趙華勝，「美國新絲綢之路戰略分析」，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012 年第 33 卷第 6 期，頁 20-
21。 
10 EEU 協定於 2015 年 1 月 2 日以及 8 月 6 日分別在亞美尼亞以及吉爾吉斯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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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發展可大致整理出一個脈絡：自從蘇聯解體後，無論是國際性的組

織，如亞洲開發銀行，或是歐盟、美國、中國與俄國都出現了區域整合的期

盼。對俄國而言，加強對獨立國協國家的聯繫，尤其是具有戰略地位與充沛油

氣資源的中亞諸國，是重新成為世界強權的崛起關鍵。然而中亞地區的地理位

置優勢，卻因為該地區相對落後的交通與能源基礎建設，減緩了區域內部間的

合作，更阻礙了國際間對中亞地區的投資。因此上述的區域整合機制皆藉著修

建或再建中亞地區的交通與能源基礎建設，無論是公路或鐵路，以及增設油氣

管線，改善中亞國家在發展上所遭遇的瓶頸，使該地區能與世界接軌，擺脫內

陸國的限制，更有利於將油氣資源輸往國際市場。 

無論是亞洲開發銀行所提出的 CAREC、歐盟提出的 ENPI、美國提出的

NSRS、中國提出的 SREB 或俄國提出的 EEU，皆有提出針對中亞地區的交通或能

源基礎建設的項目。本研究欲解釋此五個整合機制如何發揮中亞地區的地理位

置優勢，以及如何將其充沛的資源銷至國際市場，因此將以交通與能源作為討

論主軸，來了解 CAREC、ENPI、NSRS、SREB 與 EEU 提出的交通與能源項目為

何？再比較五個機制於中亞交通與能源整合上的差異，以及大國對中亞地區的

競逐影響。 

 

二、研究目的 

根據前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關注的重點分為三個部分。首先，聚焦在中

亞地區的各個區域整合組織於交通基礎建設項目的實際作為與未來的可行性計

畫，再針對能源基礎建設項目的實際作為與未來的可行性計畫進行研究。最

後，透過整合組織於交通與能源領域的作為來了解各個整合機制的異同，以及

大國博弈對中亞地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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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目的：CAREC、ENPI、NSRS、SREB 與 EEU 這五個中亞的區域整合機

制對中亞地區的交通基礎建設的實質貢獻與計劃中的項目分別是哪些？而這些

基礎建設背後隱含著何種目的？針對該部分，將詳列各個區域整合機制所提出

的交通項目，用以了解這些建設項目是如何達到各個區域整合機制所期盼的目

標以及可能的影響。 

第二個目的：CAREC、ENPI、NSRS、SREB 與 EEU 對中亞地區能源基礎建設

的實質貢獻與計劃中的項目分別為何？而這些基礎建設背後隱含著何種目的？

本研究將探究各個區域整合機制所提出的能源項目，來分析這些建設項目是如

何達到各個區域整合機制所期盼的目標以及可能的影響。 

第三個目的：由前兩個目的之研究成果為出發，來了解 CAREC、ENPI、

NSRS、SREB 與 EEU 這五個整合機制在組織架構、目標以及交通與能源項目的進

程與發展方向是否擁有相同的特點？或擁有各自不同的發展方向？進一步釐清

各個整合機制對中亞地區在交通與能源層面發展之成效，以及大國間的利害關

係是如何影響著中亞地區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 

 

第二節、文獻回顧 

 

 本篇的文獻資料以「中亞區域機制的發展、實質作為與目的」做為蒐集資

料的著眼點，會用官方所發表的聲明、所簽署的備忘錄、所推行的圖表數據等

來整理出各個中亞整合機制的發展脈絡及目標，並藉以瞭解其所推行的交通與

能源層面的計劃在中亞地區發展的狀況。再佐以研究機構所推出的報告與學者

所發布的期刊、論文來分析這些計劃的動機以及成效來增益本研究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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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亞區域機制的發展、實質作為與目的 

（一）、亞銀中亞區域經濟合作組織 

1997 年 ADB 倡議發起後，直至 2002 年舉辦第一次的部長級會議，中國、

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五國正式成立 CAREC。該組織成立後對

中亞地區的交通、能源發展不遺餘力。11其中在 2007 年於塔吉克的首都杜尚別

會議上通過的《促進交通與貿易策略》（Transport and Trade Facilitation 

Strategy），內容中提出的六條連通歐亞大陸走廊計畫，是 CAREC 對中亞地區交

通發展上的一大願景。12六條走廊分別為：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走廊一號（CAREC 

corridor1）始於新疆，途中經過哈薩克和吉爾吉斯，最終到達俄國邊境；中亞

區域經濟合作走廊二號（CAREC corridor2）始於新疆，由東至西橫跨哈薩克、

吉爾吉斯、塔吉克、阿富汗、烏茲別克、土庫曼，在透過土庫曼與哈薩克在裏

海的港口，最終到達亞塞拜然；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走廊三號（CAREC 

corridor3）始於俄國，南下跨越哈薩克多個城市，再分為兩條支線，一條經過

吉爾吉斯、塔吉克、阿富汗，另一條則經過烏茲別克、土庫曼；中亞區域經濟

合作走廊四號（CAREC corridor4）共有兩條支線皆始於俄國，第一條橫跨蒙古

西部再到達中國新疆，第二條橫跨蒙古東部再到達中國內蒙古；中亞區域經濟

合作走廊五號（CAREC corridor5）始於中國新疆，途中經過吉爾吉斯、塔吉

克、阿富汗，最終到達巴基斯坦的瓜達爾（Gwadar）港與卡拉奇（Karachi）

港 13；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走廊六號（CAREC corridor6）幾乎全程都與其它走廊

有重合部分（走廊一號、二號、五號），始於俄國，途中經過哈薩克、烏茲別

克、土庫曼、阿富汗，最終到達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與卡拉奇港。 

 

                                                       
11 該組織在 ADB 倡議的前提下，儘管中、美、俄等大國僅透過合作的方式間接的參與 CAREC
計畫中的項目，但 CAREC 成員國在地域分布上大致屬於中亞廣義所定義的範圍，因此筆者在此

將 CAREC 視為中亞內部自身的整合組織。 
12 “Transport and Trade Facilitation Strategy,” CAREC Institute (2007). 
13 巴基斯坦的瓜達爾（Gwadar）港與卡拉奇（Karachi）港皆是深水港，位於波斯灣與阿拉伯海

之間，具有重要戰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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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11 年在巴庫的會議上通過了《中亞區域經濟合作 2020 年策略性框

架》（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rporation 2020 Strategic Framework，簡稱

CAREC2020），接續著 CAREC corridors 的計畫基礎上，再進一步地針對超過七十

項總值約 200 億美元的交通項目進行投資評估與研究。14 

 

 

圖 1-1：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走廊 

資料來源：”Connecting CAREC: A Corridor Network”, CAREC (2013), 

< http://www.carecprogram.org/index.php?page=carec-corridors >. Retrieved date: 2015/10/21. 

 

在能源層面，CAREC 於 2009 年於蒙古首都烏蘭巴托所舉辦的第八次部長級

會議中，通過《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能源行動計畫框架》（CAREC Energy Action 

Plan Framework），來加強能源間的聯繫。在會議上 ADB 負責中亞地區事務的部

長 Juan Miranda 對 CAREC 至今的貢獻有著高度評價：「我們看到能源安全、效

率與貿易都取得了很大進展。內陸國家更加緊密地合作，提高互通性並創造就

業。透過能源輸送管線將烏茲別克的電力輸送至阿富汗首都喀布爾，表明了中

亞區域經濟合作能帶來人道影響與改革效果。喀布爾現在可以 24 小時供電，而

                                                       
14 “CAREC 2020 Strategic Framework,” CAREC Institut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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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前每天只能供電兩小時。」15。烏茲別克學者賽霍喬娃（Kh.R. 

Saidkhodjaeva）於國際能源經濟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nergy 

Economics，IAEE）針對中亞地區的石油、天然氣管線分布提出了一篇文章《能

源系統與經濟成長：在蘇聯解體後的二十年》（Power System and Economic 

Growth: Twenty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Soviet Era），裡頭提及的土庫曼—阿富

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氣管線（Turkmenistan–Afghanistan–Pakistan–India 

Pipeline，TAPI）與土庫曼—烏茲別克—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電力輸送網

（Turkmenistan-Uzbekistan-Tajikistan-Afghanistan-Pakistan energy grid，TUTAP）是

解決中亞與南亞地區缺能源與缺電的一劑良藥。16 

為了深化亞太地區的合作，ADB 於 2006 年起推出《區域合作與整合戰略》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Strategy，RCI）的報告。而 2012 年所推出

的《區域合作與整合：在亞太地區的經驗》（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Experienc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提到能源與水資源的處理將影響

該地區的能源合作。此外，CAREC 的能源計畫目的在於加強能源產量以及擴大

能源的區域合作，畢竟（一）現有的能源相關基礎設施不足；（二）電力共享的

機制不完善；（三）能源使用法規不完備。17因此能源基礎設施的建設將被

CAREC 視為勢在必行的計畫。 

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員李琪發表的《中亞國家的民族關係

與地區安全》內文中提及中亞國家在歷史上常因資源問題、民族問題、宗教問

題甚至是邊界劃定的問題而產生衝突，因此族群的和睦性、文化多樣性，乃至

共同繁榮的社會發展機制是維護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地區穩定、社會進步的

                                                       
15 “Central Asian Nations Gather in Ulaanbaatar for 8th CAREC Ministerial Meeting,”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9), < http://www.adb.org/news/central-asian-nations-gather-ulaanbaatar-8th-
carec-ministerial-meeting >. Retrieved date: 2015/10/25. 
16 Kh.R. Saidkhodjaeva, “Power System and Economic Growth: Twenty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Soviet Er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nergy Economics (2014), pp.14-16. 
17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Experienc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2),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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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經之路。18曾為世界銀行副總裁的林（Johannes F. Linn）認為 CAREC 這個合作

框架機制，確實有朝著其自身的目標「好鄰居、好夥伴、好前景」（Good 

Neighbors, Good Partners, and Good Prospects）的方向前進，藉由 CAREC，成員

國間能有良好且透明的協商管道，這將有助於區域穩定。19 

林於 2012 年歐亞開發銀行的整合年鑑（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s 

Eurasian Integration Yearbook）中表示，CAREC 的目標雖然是致力於中亞地區的

交通、能源、貿易便利化、貿易政策的項目。然而根據 CAREC 在各個計畫歷年

使用的經費，可充分了解高達 79%的經費用於交通項目，而能源項目的佔比也

有 19%的份額，其餘的 2%才是用來貿易便利化、貿易政策。20這顯示 CAREC 確

切了解要改善中亞地區的體質，得從交通與能源基礎設施建設開始向下扎根。 

 

（二）、歐洲睦鄰與夥伴策略 

 1993 年五月 TRACECA 於比利時的布魯塞爾會議上，由亞美尼亞、亞塞拜

然、喬治亞、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與烏茲別克八國首次提出。

1995 年二月 TACIS 正式將 TRACECA 納入旗下的子計畫。2007 年一月，ENPI 將

TACIS 計畫納入其中。21換言之 TRACECA 為整個 ENPI 計劃的一部份。同樣，

1996 年歐洲提出與中亞地區能源合作計畫—INOGATE 也屬於 ENPI 的範圍內。22 

關於 TRACECA 的重要性，喬治亞鐵路有限公司（Georgian Railway Ltd.）市

場部門的協理戈什科夫（Teimuraz Gorshkov）於 2001 年東日本鐵道文化財團

（East Japan Railway Culture Foundation）所發表的《歐洲—高加索—亞洲運輸走

廊：復興絲綢之路》（TRACECA: Restoration of Silk Route）提及當 TRACECA 計畫

                                                       
18 李琪，「中亞國家的民族關係與地區安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7 年第 2 期，頁 143。 
19 Johannes F. Linn, “Talking Points for Special Presentation,” CAREC SOM (2007), p.3. 
20 Johannes F. Linn, “Central Asia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Reality or Mirage? ,” 
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s Eurasian Integration Yearbook (2012), pp.108-110. 
21 “European Neighbourhood and Partnership Instrument (ENPI),”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  
< https://ec.europa.eu/europeaid/funding/european-neighbourhood-and-partnership-instrument-
enpi_en >. Retrieved date: 2016/05/30. 
22 “About INOGATE,”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 < http://www.inogate.org/pages/1?lang=en >. 
Retrieved date: 2016/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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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後，將形成一個由中國連雲港，進入中亞地區，在跨越裏海、高加索地

區，接著進入黑海再至歐洲的巨大交通網（見圖 1-2）。23戈什科夫在該篇研究

報告中更進一步表示 TRACECA 將能藉由整建歐亞大陸舊有的交通基礎建設以增

加貨運運載效率，並簡化海關作業流程，使得 TRACECA 成為歐亞大陸上有競爭

力的一條運輸路線。24 

 

 

圖 1-2：歐洲—高加索—亞洲運輸走廊 

說明：由右至左的紅圈依序代表連雲港、中亞地區、裏海、高加索地區、黑海、歐洲。 

資料來源：整理自“TRACECA—Restoration of Silk Route,” Japan Railway & Transport Review No.28 

(2001), pp.50-51, < http://jrtr.net/jrtr28/pdf/f50_gor.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1/14. 

 

 歐盟睦鄰資訊中心（EU Neighbourhood Info Centre）在 2012 年訪問了東部

區域睦鄰計畫的單位負責人（Head of Unit of Regional Programmes 

Neighbourhood East）米可斯（Philip Mikos）關於 TRACECA 的看法，米可斯表示

「TRACECA 不僅是歐盟的計畫，同時是十二國的多邊合作計畫，宗旨在於延伸

歐洲至亞洲的區域運輸網，亦即新絲路。」米可斯更進一步指出「TRACECA 將

提供成員國的交通運輸部門協助以及吸引外資，使其得以現代化。」25位在美

                                                       
23 Teimuraz Gorshkov, “TRACECA—Restoration of Silk Route,” Japan Railway & Transport Review 
No.28 (2001), p.50. 
24 Ibid., p.52. 
25 “Interview with Philip Mikos - TRACECA Investment Forum seeks to turn transport blueprints into 
real transport links,” EU Neighbourhood Info Centre - An ENPI project (2012), < http://www.en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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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華府的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是美國研究中亞地區事務的智庫之一，該智庫的能源與國安計畫的高級

顧問艾伯（Robert E. Ebel）與曼南（Rajan Menon）合編的《中亞與高加索地區

的能源與衝突》（Energy and Conflict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一書中提

到 TRACECA 是裏海國家間合作的推動者也是使裏海地區與世界接軌的利器，更

有助於打破傳統的中亞地區對俄國的依賴關係。26而土耳其學者也於 2015 年在

《裏海事務期刊》（Journal of Caspian Affairs）上發表了《歐洲—高加索—亞洲運

輸走廊：絲綢之路的復興》，此條運輸走廊對高加索、中亞地區的經濟發展相當

重要，TRACECA 藉由修建新的公路、鐵路基礎設施，以及整修舊有的交通基礎

設施，使得這條便捷的運輸走廊來達到區域間甚至是與區域外貿易量增加，也

可加強彼此的社會、文化交流。27 

 而歐盟於中亞地區能源整合的作為，美國華府智庫之一的反思研究所

（Rethink Institute）於 2013 年所發表的《中亞地區的新絲路機制》（The New 

Silk Road Initiatives in Central Asia）報告中，作者費德仁科（Vladimir 

Fedorenko）闡述了歐盟於中亞地區的能源計畫--INOGATE 的四大核心目標：「由

歐盟內部的能源市場為基礎來與 INOGATE 成員國進行整合、加強能源進出口運

輸的安全、透過增加能源使用效率以及發展再生能源來達到永續的能源發展、

藉由 INOGATE 來吸引外資進入能源產業。」此外，費德仁科更提到目前尚在紙

上談兵的跨裏海天然氣管線（Trans-Caspian Gas Pipeline）是在 INOGATE 的框架

下運行。28同樣提及 INOGATE 欲將中亞地區的能源整合進歐洲市場的文獻亦有

2015 年出版的《歐盟邊境的鄰國：在歐洲睦鄰政策下的挑戰與機會》（The 

European Union's Broader Neighbourhoo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nfo.eu/main.php?id=518&id_type=6 >. Retrieved date: 2015/10/30. 
26 Robert E. Ebel, Rajan Menon (Eds.), “Energy and Conflict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pp.129-130. 
27 Seçil Özyanık, “TRACECA: Restoration of Silk Road,” Journal of Caspian Affairs, Vol. I, No. 2, (2015), 
pp. 2-9. 
28 Vladimir Fedorenko, “The New Silk Road Initiatives in Central Asia,” Rethink Institute (2013),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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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beyond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在內文中也提到

INOGATE 這項高達 5,100 萬至 6,100 萬歐元的計畫是 ENPI 用以強化歐盟與高加

索、裏海地區的一項重要計劃。29 

印度學者帕奈克（Ajay Patnaik）在他的著作《中亞：地緣政治、安全與穩

定》（Central Asia: Geopolitics, security and stability）指出 INOGATE 這個西方國家

所主導的計畫是致力於替中亞地區的能源輸送尋找替代的方案，增加與歐盟合

作的機會，以減少俄國的影響力。帕奈克並表示歐盟將透過這個能源計畫與黑

海以及裏海地區的國家進行石油、天然氣、電力與再生能源的合作，並共同關

注於能源使用效率以及能源安全。30 

  

（三）、新絲綢之路戰略 

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亞高加索研究所（Central Asia -Caucasus 

Institute）的斯塔爾（S. Frederick Starr）於 2007 年所出版的《新絲綢之路：在

大中亞的交通與貿易》（The New Silk Roads: Transport and Trade in Greater Central 

Asia）中提到中亞、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交通對接的理念。312009 年美國建立

了從歐洲、高加索、中亞最後到阿富汗的北方運輸網（Northern Distribution 

Network，NDN）。斯塔爾對 NDN 抱持著正面態度，於美國智庫「中亞—高加索

研究所與絲路計畫研究」（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CACI-SRSP）所出版的《阿富汗這迷霧般的國家建設：用經濟手段來

創造機會》（Afghanistan Beyond the Fog of Nation Building: Giving Economic 

Strategy a Chance）以及與庫金斯（Andrew C. Kuchins）聯合發表的《阿富汗成

功之鑰：一個現代化的絲路戰略》（The Key to Success in Afghanistan: A Modern 

                                                       
29 Sieglinde Gstöhl, Erwan Lannon (Eds.), “The European Union's Broader Neighbourhoo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beyond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Routledge (2015), 
pp.285-286. 
30 Ajay Patnaik, “Central Asia: Geopolitics, security and stability,” Routledge India (2016), pp.179-185. 
31 S. Frederick Starr, "The New Silk Roads: Transport and Trade in Greater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 -
Caucasus Institute (2007), pp.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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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k Road Strategy）都明確的表達了斯塔爾認為交通基礎建設有助於促進阿富汗

與鄰近地區的經濟交流。32 33雖然斯塔爾的著作僅是學術理論，但這成為美國

對中亞地區戰略的根基。2011 年 7 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訪問印度時提出新絲

綢之路的戰略，將以阿富汗為中心，由北至南連接中亞與南亞地區，將斯塔爾

的理論轉變成實質戰略。直到同年 11 月美國國務院正式將中亞以及南亞的相關

戰略併入新絲綢之路的框架中，成立了 NSRS。 

庫金斯所發表的《阿富汗實際的區域經濟策略》（A Truly Regional Economic 

Strategy for Afghanistan）文章中表明了，美國的新絲綢之路戰略是藉由促進中

亞國家交通路線與能源資源的多樣化以及與南亞國家的經濟整合，將這些具有

交易性質的關係變成真正的戰略關係。34庫金斯與美國的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

（CSIS）智庫的俄國與歐亞研究計畫副處長麥可夫（Jeffrey Mankoff）在 CSIS 智

庫共同發表的《在歐亞大陸重新連結之處的中亞：美國政策的利益與建言》

（Central Asia in a Reconnecting Eurasia: U.S. Policy Interests and 

Recommendations），通篇強調擴大貿易與交通的連結，有助於更穩固地幫助中

亞地區進一步向國際市場整合。35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36的運輸與過境部門高級顧問陶德茲拉德

（Vadim Turdzeladze）發表《區域經濟合作：阿拉木圖至喀布爾商業可行性的交

通連結》（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ercially Viable Transport Links 

between Almaty-Kabul）也強調中亞因為地理因素，與其鄰國間的貿易常遭受阻

礙，得透過改善交通基礎建設，並評估可行性的位置來進行道路、鐵路的建

                                                       
32 S. Frederick Starr, “Afghanistan Beyond the Fog of Nation Building: Giving Economic Strategy a 
Chance,"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2011) , pp.7-12.   
33 S. Frederick Starr & Andrew C. Kuchins: "The Key to Success in Afghanistan: A Modern Silk Road 
Strategy,"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2010), pp.16-25. 
34 Andrew C. Kuchins, “A Truly Regional Economic Strategy for Afghanista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1), p.83. 
35 Andrew C. Kuchins & Jeffrey Mankoff , “Central Asia in a Reconnecting Eurasia: U.S. Policy Interests 
and Recommendatio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5). 
36 1961 年由甘迺迪總統成立聯邦政府機構，依照美國國務院的外交政策，對外進行非軍事形式

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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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增加貿易的機會。37 

除了交通層面，麥可夫於半島電視台的研究機構（Al Jazeera Centre for 

Studies）發表的《探索絲路》（Searching for a Silk Road）報告中，提及了歐巴馬

政府的 NSRS 協助世界銀行（World Bank，WB）對中亞地區進行的能源基礎設

施計畫—吉爾吉斯與塔吉克最關切的中亞與南亞電力輸送計畫（Central Aisa and 

South Asia transmission 1000 megawatt，CASA-1000）。此外 NSRS 參與了 CAREC

所主導的土庫曼—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氣管線（Turkmenistan–

Afghanistan–Pakistan–India Pipeline，TAPI）與土庫曼—烏茲別克—塔吉克—阿富

汗—巴基斯坦電力輸送網（Turkmenistan-Uzbekistan-Tajikistan-Afghanistan-

Pakistan energy grid，TUTAP）計劃，這些能源基礎建設項目都將實現美國以阿

富汗為中心，形成一個垂直橫跨中亞—阿富汗—南亞的能源連通。38阿富汗的經

濟部長貝地亞（Sham L. Bathija）於約翰霍普金斯中亞高加索研究所所主辦的

NSRS 論壇中，也強調 TAPI 對中亞地區影響的重要性。39印度學者喬希

（Madhura Joshi）在印度的國際關係研究機構（Gateway House: Indian Council 

on Global Relations）所發表的《土庫曼-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管線的問題與夢

想？》（Turkmenistan-Afghanistan-Pakistan-India Pipeline Possibility or Pipe 

Dream?）中除了將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這些國家各自對與天然氣管線興建

所能獲取的過境利益做概述，也討論到擁有豐富天然氣的土庫曼與俄國的關係

不穩定，將有可能使土庫曼另闢其他出口途徑，更有機會能夠深化與印度間的

合作。40華府的南亞與中亞事務局（Bureau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n Affairs，

SCA）副局長布萊克（Robert O. Blake）也對 NSRS 的能源計畫提出了些看法，布

                                                       
37 Vadim Turdzeladz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ercially Viable Transport Links between 
Almaty-Kabul,” Chemonics Intermational (2013), pp.9-11. 
38 Jeffrey Mankoff, “Searching for a Silk Road,” Al Jazeera Centre for Studies (2015), pp.5-6. 
39 Sham L. Bathija, “The New Silk Initiative: Towards a New Strategy for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SAIS Central Asia-Caucasus Initiative and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Forum on a New Silk Road Strategy (2011), pp.8-9.  
40 Madhura Joshi, “Turkmenistan-Afghanistan-Pakistan-India Pipeline Possibility or Pipe Dream?,” 
Gateway House: Indian Council on Global Relations (2011), p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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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克表示 CASA-1000 這個由美國所主導的多邊合作建設項目，其目標是每年能

向南亞提供一千兆瓦的電力，對 NSRS 而言有重要的戰略意義。41 

由上述發展脈絡，可知歐巴馬政府所主導的 NSRS，捨棄了小布希時期的單

邊主義，而是利用外交手腕，在美軍撤離阿富汗之際，與中亞國家進行雙邊以

及多邊合作。藉由交通、能源基礎設施，增強美國對大中亞地區的控制力，使

其更有能力去抑制中國、俄國，甚至是伊朗在此區的發展。 

 

（四）、絲綢之路經濟帶 

2013 年 9 月 7 日習近平在哈薩克阿斯塔納首度闡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想

法，更表示為了使歐亞各國經濟聯繫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

更加廣闊，可以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

域大合作，並提出了「五通」（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

心相通）。42其中的道路聯通，廣義而言是打通從太平洋到波羅的海的運輸大通

道，逐步形成連接東亞、西亞、南亞的交通運輸網；狹義的則是加強中國與中

亞國家的道路聯通。中共中央黨校世界經濟研究室主任陳江生對習近平所提出

的 SREB 做了評述：「隨著市場發展和國家一定程度地合理支持，絲綢之路經濟

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必將大有可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可以為中國經濟轉型

打開一扇新的窗口，與中亞、歐洲等國家加深經貿合作，開闢新的貿易渠道，

讓中國在國際貿易戰略中處於更加有利的地位」。43吉林大學的朱顯平與其研究

生鄒向陽於東北亞論壇所發表的《中國—中亞新絲綢之路經濟發展帶構想》，提

及了中國西部至中亞地區間是一個經濟凹陷帶。儘管這條凹陷帶有豐富的資

                                                       
41 Robert O. Blak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Priorities in South and Central Asia,” Assistant 
Secretary, Bureau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n Affairs (2011), 
<http://www.state.gov/p/sca/rls/rmks/2011/155002.htm>. Retrieved date: 2016/01/03. 
42 「習近平發表重要演講，籲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新華社（2013）， 
<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07/c_117272280.htm >。檢索日期：2016/01/05。 
43 陳江生，「如何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對外經濟戰略思想的點線面」，人民網—人民論壇

（2013），<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3/1218/c112851-23878774.html >。檢索日

期：2016/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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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但經濟發展水平卻與兩端的經濟圈有著極大落差，不僅人均 GDP 相差懸

殊，而且貧困人口比例遠高於歐亞大陸的平均值。再加上中亞地區的交通基礎

設施薄弱，阻礙了中亞各國利用豐富經濟資源謀求發展。鑒於此中亞各國與多

個國際組織致力於改善中亞地區的交通基礎建設。44而 2014 年《歐亞經濟》所

發表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下的「無差異空間」與區域合作—論中國與中

亞的交通運輸合作》一文中更將經濟凹陷帶的概念圖像化。透過圖 1-3 可了解

越靠近中國沿海地區或歐洲地區的經濟程度越高；相對的越靠近中國西部地區

與中亞地區的經濟水平則較低。這樣的經濟程度差異構成了「U 型特徵」。45 

 
 

 

 

 

 

 

 

圖 1-3：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經濟發展程度示意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章慶慧、蔡暢，「『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下的『無差異空間』與區域合作—

論中國與中亞的交通運輸合作」，歐亞經濟，2014 年第 6 期，頁 67。 

 

中國社會科學院蔣菁於中國國務院所主辦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共建共享

共贏共榮的新機遇」國際研討會中表示，SREB 的特點是開放、包容、非排他性

的 46，在中國致力於開發大西部的前提下，藉由 SREB 來協助中亞地區的交通基

礎設施的維修與建設，再對接至俄國甚至歐洲，達到歐亞大陸間人員、物資、

                                                       
44 朱顯平、鄒向陽，「中國—中亞新絲綢之路經濟發展帶構想」，東北亞論壇，2006 年第 5 期，

頁 3。 
45 章慶慧、蔡暢，「『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下的『無差異空間』與區域合作—論中國與中亞的

交通運輸合作」，歐亞經濟，2014 年第 6 期，頁 67。 
46 蔣菁，「『絲綢之路經濟帶--共建共享共贏共榮的新機遇』國際研討會綜述」，俄羅斯東歐中亞

研究，2014 年第 5 期。 

經濟程度高 

經濟程度低 

西（歐洲） 東（中國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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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流通。目前中國的 SREB 計畫仍在籌備階段，因此未有官方詳細的公路網

建設的實行路線，鑒於此筆者將參閱學術界所預期的 SREB 路線，作為本研究的

補述。俄國的智庫 The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簡稱 RIAC）旗下的

組織 Valdai Discussion Club 在 2015 年 6 月所發表的一篇報告中 47，提出了中國

SREB 的可行性路線的概況分析，分別是北方路線（Northern Route）、南方路線

（Southern Route）、海上路線（Sea Route）48： 

 

 
圖 1-4：絲綢之路經濟帶可行性路線 

資料來源: “Toward the Great Ocean-3 Creating Central Eurasia,” Valdai Discussion Club (2015), p.15. 

 

圖 1-4 印證了 SREB 路線是由中國西部出發，橫跨中亞地區，再由陸路或穿

越裏海與高加索地區進入歐洲。而憑藉著這條交通網，將促進資源的互通，能

充分發揮交通基礎建設所帶來的擴散效應（Diffusion effect）。49在資源的互通層

面，能源對中國而言，是當務之急。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於 2013 年首次在中國發布《世界能源展望 2013》（World Energy Outlook 

2013）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家。到 2035 年中國能

源消耗總量將比當前水平增長 50%；人均能源需求增長 40%，達到與歐洲相同

                                                       
47 “Toward the Great Ocean-3 Creating Central Eurasia,” Valdai Discussion Club (2015), pp.15-17. 
48 依圖 1-4 可知「海上路線」所通過的是裏海與黑海。 
49 擴散效應是指位於經濟擴張中心的周圍地區，都隨著與擴張中心地區的基礎設施改善，從中

心地區獲得資本、人才等，而促進本地區發展，逐步趕上中心地區（Gurmar Myrdal，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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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50中國的國家能源發展方針是以多元化為主，由於經濟快速成長中的中

國，需要穩定的能源來供給其國內工商業甚至是軍事的發展，更攸關國家安全

問題，若只有單一能源供給來源不只不足以應付中國的需要，因此 2006 年正式

開通的中哈石油管線（Kazakhstan-China pipeline，KCP）以及同年中國與中亞國

家簽署的中亞-中國天然氣管線（Central Asia-China gas pipeline，CACGP）協議皆

顯示能源需求大國—中國，想藉由與能源出口導向的國家進行合作，來達成能

源進口多元化的目標，以符合自身國家的發展策略。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外交政策研究機構的研究

員唐斯（Erica Downs）發表了一篇針對中國能源安全的執行簡報，內文強調中

國過度依賴中東與非洲地區的作為能源供給來源，而這些油氣資源都得透過海

路運輸，橫越波斯灣或印度洋，再經過麻六甲海峽（Malacca Strait）。然而這條

海上能源通道若受阻，中國將陷入麻六甲困局（Malacca Dilemma）。51 52唐斯

亦強調，鑒於中東局勢不穩以及美國過度涉入中東地區的事務，另闢新能源供

應來源的首選，非中亞莫屬。中亞與中國的地理位置相鄰，能源運送可透過陸

路興建管線來進行運輸，增加供應油氣的效率。53專精於亞太地區研究的瑞典

溫斯朗（Niklas Swanström）於 2005 年在《當代中國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所發表的《中國與中亞：大博奕或傳統的附庸關係？》

（China and Central Asia: a new Great Game or traditional vassal relations?）指出中

國為了鞏固石油與天然氣的供給，將與中亞國家進行密切的合作，包含石油管

線與天然氣管線的興建等手段，來達到能源供給的多樣化。54 

 

                                                       
50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3,”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3), 
<http://www.worldenergyoutlook.org/publications/weo-2013/>. Retrieved date: 2015/10/13. 
51 麻六甲困局指的是在和平狀態下，日趨飽和的海峽運載能力是影響中國能源運輸安全長期且

最重要的因素，海盜與恐怖主義活動則是目前影響海峽安全的主要威脅；在非和平狀態下，美

國和海峽沿岸國有能力且有可能利用海峽對中國形成制約（Jamestown Foundation，2006）。 
52 Erica Downs, “Energy Security Series: China,” The Brooking Foreign Policy Studies (2006), pp.14-15. 
53 Ibid., pp.30-33. 
54 Niklas Swanström, "China and Central Asia: A New Great Game or Traditional Vassal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5), pp.576-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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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歐亞經濟聯盟 

蘇聯解體後，俄國對歐亞地區的政策由「擺脫包袱」到建立「歐亞經濟聯

盟」，俄國態度轉變的原因就是地緣政治的考慮。對於俄國而言，歐亞地區是恢

復其大國地位的戰略依托；而中亞國家鑑於歷史形成的經濟分工關係、基礎設

施佈局、本國與國際市場隔離等因素，在經濟領域對俄國有著較強的依賴性。

簡而言之，俄國與中亞國家間的相互需求是歐亞經濟聯盟建立的主要動力。55  

歐亞開發銀行（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EDB）56主任維諾庫羅夫

（Evgeny Vinokurov）於 2012 年的歐亞開發銀行所推出的整合年鑑（EDB 

Eurasian Integration Yearbook）發表《關稅同盟與統一經濟空間：邁向歐亞經濟

聯盟》（The Customs Union and the Single Economic Space: Towards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裡頭提及歐亞大陸的整合將能驅動區域內的交通與能源等部

門，更表示整合關鍵不在於歐亞大陸自身的力量，而是源自於全球整合的浪

潮。藉由協調成員國的交通，使得自然資源與人力資源得以有效率的流通，而

俄國與中亞地區的國家將可獲得更好的發展。57希臘學者威辛納斯（Georgios L. 

Vousinas）於 2014 年撰寫的《歐亞經濟委員會：整合所面對的是經濟挑戰與地

緣戰略》（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Towards Integration: Economic Challenges 

and Geostrategic Aspects）中表示 EEU 的成員國必須協調各個部門、執行一致的

社會經濟發展計畫、確保彼此的財政與貨幣政策能相互配合、建立起交通服務

的共同機制、整合交通系統以及創建共同的能源市場等達到俄國區域整合的目

標。582015 年在第四屆的「吉俄跨區域會議--『歐亞經濟聯盟：跨區合作的新前

景』」（Kirgiz-Russian Inter-regional Conferenc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New 

                                                       
55 王维然、王京梁，「試析歐亞經濟聯盟的發展前景」，現代國際關係，2015 第 8 期 
，頁 52-53。 
56 2006 年由俄國與哈薩克創立，成員國共有六國，包含亞美尼亞、白俄羅斯、吉爾吉斯、塔吉

克。（EDB，2006） 
57 Evgeny Vinokurov, “The Customs Union and the Single Economic Space: Towards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DB Eurasian Integration Yearbook (2012), p.16. 
58 Georgios L. Vousinas, 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Towards Integration: Economic Challenges 
and Geostrategic Aspects, Scientific Research (2014), p.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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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s of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主講人耶修夫（Denis Yershov）在他主

講的「在歐亞整合的進程下吉俄的共同交通計畫」（Mutual Kirgiz-Russian 

projects in the sphere of transport in conditions of Eurasian integration processes）

中提到中亞地區的道路平整程度不量，再加上欠缺完善與連貫性的交通基礎設

施，因此 EEU 的成員國間得建立起共同的交通政策，這將能減少運送時程、降

低運送成本與更有效率的在成員國間進行人員移動以利交流。59 

關於 EEU 於交通與能源的發展，歐亞經濟委員會（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EEC）的掌管能源與基礎建設部門的馬蘇洛夫（Tair Mansurov）於

2015 年在 EEC 發表的報告《歐亞經濟整合：事實與估算》（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Facts and Figures）表示 EEU 主要的目標在於協調成員國的交通政策

以確保經濟上的整合，並且在競爭、透明化、安全、可靠性與對環境友善的前

提下來逐步地建立起共同的交通空間（Common Transport Space）。這意味著首

要的任務是確保交通與其基礎建設保持在極佳狀態，才有辦法將 EEU 的交通運

輸系統與全球的交通運輸系統接軌，並且有效利用 EEU 成員國的運輸潛力，來

提高運輸服務的品質，並在技術面上提供運輸的安全性。在全球化時代國家之

間的交通往來程度大幅增長，這態勢為 EEU 提供了新的機會。藉由 EEU 的總體

運輸能力的展現，將可成為歐洲和亞洲之間的陸橋，這一點也是 EEU 吸引成員

國的誘因之一。在能源領域上主要是追求成員國協調彼此的能源政策，並建立

能源資源的共同市場，這將能確保成員國經濟的穩定增長，以及確保成員國的

能源安全。此外，EEU 也保護消費者和生產者的能源利益，提升了燃料性能源

使用上的經濟效率，並增加非石化類能源出口潛力。因此，執行有效率的能源

政策以及建立電力、天然氣、石油與石油製品的共同市場，這也是 EEU 重要的

執行目標之一。60 

                                                       
59 “EEU Сountries Сoordinate Efforts on Development of Their Economies,” Analytical Center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15), <http://ac.gov.ru/en/events/06334.html>. Retrieved 
date: 2016/02/17. 
60 Tair Mansurov,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Facts and Figures,” 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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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俄國而言，能源是其崛起的必然要件之一，因此整合高加索與中亞地區

的能源對俄國而言是勢在必行的。由安徒（Richard Auty）與索薩（Indra de 

Soysa）所合編的《高加索與中亞地區的能源、財富與政府治理：未學到的那堂

課》（Energy, Wealth and Governance i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Lessons not 

learned）內文中表示以地理的角度而言，雖然俄國境內至東部地區有豐富的資

源儲量，但對於南方地區的石油、天然氣流向相當難掌控。俄國東部邊境與其

相鄰的是能源需求導向的大國—中國、日本、南韓；而南部則是能源供給者—

哈薩克、亞塞拜然、土庫曼。這些供給者有與俄國競爭能源市場的疑慮，因此

中國、日本、南韓的能源需求，成為俄國欲整合能源市場的動機。61 

 

二、文獻評述 

在筆者所研讀的文獻中，除了對 CAREC、ENPI、NSRS、SREB 與 EEU 進行個

別研究的文獻會提及各自整合機制下所推行的計畫外，其他對中亞地區整合的

相關文獻，像是《中亞區域一體化合作探析》62、《中亞國家區域一體化進程評

估》63、《中亞國家區域經濟合作模式，機制及其啟示》64、《中亞地區整合探

析》65、《The Experience with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Lessons for Central Asia》66、《Regional Organisations in Central Asia: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Dilemmas of Efficiency》67雖有提及中亞地區的整合機制，但並無其

交通、能源相關計畫的充分介紹。而《中亞交通設施建設中的大國博弈分

                                                       
(2015), pp.41-42. 
61 Richard Auty, Indra de Soysa (Eds.), “Energy, Wealth and Governance i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Lessons not learned,” Routledge (2006), p.236. 
62 王志遠，「中亞區域一體化合作探析」，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015 年第 1 期。 
63 王志遠，「中亞國家區域一體化進程評估」，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10 年第 5 期。 
64 高志剛、韓延斌，「中亞國家區域經濟合作模式，機制及其啟示」，新疆社會科學 
，2014 年第 4 期。 
65 陳柯旭，「中亞地區整合探析」，東南亞縱橫，2010 年 3 月號。 
66 Johannes F. Linn & Oksana Pidufala, "The Experience with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Lessons for Central Asia," 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9). 
67 Marlene Laruelle & Sebastien Peyrouse, "Regional Organisations in Central Asia: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Dilemmas of Efficiency,"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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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68、《The Transport Sector in Central Asia》69、《Central Asia's Oil & Gas Sector 

Since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The Rising Role of China》70這類的文獻又僅探討中

亞五國內部的基礎建設發展個案，並沒有詳列與歸類各個中亞地區整合組織的

基礎建設計畫作為。 

除了中亞地區整合機制的資料，亦會參閱大國於中亞地區發展態勢的資

料，像是提及美國對中亞地區的政策施行成果以及所遭遇困難的研究--《美國

參與中亞事務的主要途徑及其效果研究》71；針對中亞地區發展概況與大國於

中亞地區競逐的研究--《Central Asia in a Reconnecting Eurasia: Kazakhstan's 

Evolving Foreign Economic and Security Interests》72；中國對絲路沿線國家的營運

風險進行評估的研究--《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on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a 

risk assessment report》73；討論中國於中亞地區發展潛在障礙的研究--《China’s 

Strategic Involvement in Central Asia-Strategies, Results and Obstacles》74等文獻，

來進一步釐清大國間在中亞地區競逐的態勢。 

 

 

 

 

 

 

                                                       
68 李金葉，舒鑫，「中亞交通設施建設中的大國博弈分析」，亞太經濟，2014 年第 4 期。 
69 “The Transport Sector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 Regional Data Review, No. 4 (2012). 
70 Hirokazu Saito, "Central Asia's Oil & Gas Sector Since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The Rising Role of 
China," Asia-Pacific Policy Papers Series (2011). 
71 曾向紅，「美國參與中亞事務的主要途徑及其效果研究」，當代亞太，2013 年第 4 期。 
72 Andrew C. Kuchins, Jeffrey Mankoff, Oliver Backes & Aitolkyn Kourmanova, “Central Asia in a 
Reconnecting Eurasia: Kazakhstan's Evolving Foreign Economic and Security Interest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5). 
73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on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a risk assessment report,”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5). 
74 Axel Berkofsky, “China’s Strategic Involvement in Central Asia-Strategies, Results and Obstacles,” 
Istituto per gli Studi di Politica Internazionale, No.12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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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方法與途徑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性質屬於國際關係領域的研究範疇，將藉由使用歷史研究法

（historical research）與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來進行資料的蒐集與

處理，以達到了解 CAREC、ENPI、NSRS、SREB 與 EEU 針對中亞地區的交通與能

源基礎設施的具體實踐與各個機制間的差異，再探究大國的中亞整合機制彼此

間的競爭與合作對中亞地區的影響。 

歷史研究法是將過去某一時間點所發生的歷史事件進行系統性的研究，尋

找出該歷史事件的前因與後果，並透過該個別歷史事件進行「重建過去」

（Reconstruction of the Past）的一種行為。75本研究鑒於對中亞地區交通與能源

整合狀況的觀察，將整理該地區交通與能源的相關歷史事件、區域整合機制於

該地區發展的歷史脈絡與作為，用以增益本研究的內容。 

文獻分析法是將那些與筆者欲研究主題有所相關的文獻內容，透過系統而

客觀的界定、評鑑並綜括證明的方法，其目的是在於了解過去，洞察現在，預

測將來。76本研究將蒐集與整理 CAREC、ENPI、NSRS、SREB 與 EEU 的官方資料

與新聞報導，以及學術機構與學者所發表的期刊、論文、專書等研究結果。 

 

二、研究途徑 

當面臨蘇聯解體的挑戰，中亞五國由於地理位置相鄰，而且又擁有共同的

歷史背景與文化價值，「區域整合」（Regional Integration）或許是中亞五國能更

有效率的運用自身優勢的契機。藉由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結構現實主義」

（Structural Realism）77能解釋國家間合作以及區域間整合的關係。 

                                                       
75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三民書局（1990），頁 165。 
76 葉至誠、葉立誠合著，「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商鼎文化（2002），頁 136-138。 
77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Graw-Hill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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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現實主義強調，國家是一個理性的行為體，不同於傳統現實主義 78，

不再一味追求權力，而是將權力視為是追求安全的發展環境下必要的手段，因

此國家傾向於以合作代替競爭，來獲得彼此間的相對利益。由於單一國家無法

獨自解決跨國的問題，國家間傾向以合作的方式，來達到互利或解決國家間所

遭遇的共同挑戰。中亞五國位於歐亞大陸的中心，亦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理

當能迅速地發展國內經濟，然而優良的地理位置與充沛的資源，卻因為該地區

的交通與能源基礎建設不足，影響外界的投資意願。根據結構現實主義，中亞

五國為了追求穩定的發展空間，並解決所面臨的共同困難，應當建立跨國的合

作機制，發揮中亞地區的優勢。 

再者，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關係是由國際政治之權力分配結果所構築

的，因此為了追求權力平衡，小國會利用雙邊或多邊的機制，將大國納入合作

機制當中。蘇聯解體後，俄國仍對中亞地區有一定的影響力，而歐盟，或是美

國、中國等這些有能力且願意協調各國並與之合作的大國也都十分關注中亞地

區的利益。相對的中亞地區的小國也期盼能藉由大國的投資與開發，來增強國

內經濟體質。中亞五國大多積極參與多個區域性的整合機制 79，這些整合機制

幕後的推手各不相同。像是成員國以中亞五國為主，當中較有實力的國家，像

經濟實力較強的哈薩克或擁有中亞五國人口最多的烏茲別克 80，在亞洲開發銀

行的倡議下進行中亞地區的整合；另外則是歐盟、美國、中國、俄國等國際強

權，無論是戰略、政治或是經濟層面的考量，以自身的影響力，帶有目的地主

導中亞的整合。 

 
 

                                                       
78 傳統現實主義假設國家的本質是侵略性的，而領土擴張只會因敵對力量而停止。此種侵略性

的累積會導致所謂「安全困境」：一國安全的增進導致另一國的不安全。因此國家安全是只有相

對利益的「零和遊戲」。 
79 中亞五國裡，身為聯合國永久中立國的土庫曼對於中亞地區的整合事務較不積極。 
80 Richard Pomfret ,”Central Asia Since 1991:The Experience of the New Independent State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 No. 212 (2003),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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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一）、對象：對中亞地區的整合而言，最需要的是進行交通與能源基礎建

設的修繕與新建，因此在內文的分析上分為兩個面向。首先，中亞的國家屬於

陸封型國家，發展陸路交通基礎建設將以利強化中亞五國內部的交通往來，增

加與國際交流的機會。而且中亞地區現今最普遍的交通模式為公路與鐵路 81，

所以內文中將針對各個區域組織對這兩類陸路交通模式的促進進行討論。能源

層面上，石油與天然氣是中亞國家的經濟命脈之一，尤其是哈薩克、烏茲別

克、土庫曼；而水資源發電對上游國家吉爾吉斯、塔吉克而言，是具有潛力的

發展項目。而在內文中將會探討各個區域機制是否在這些能源發展上有所作

為，以及這些發展項目所產生的影響為何。 

（二）、時間：以中亞地區的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

克、土庫曼、哈薩克陸續獨立 82的隔年—1992 年為開端，至 2015 年作為時間

範圍，探究區域整合機制的做為將如何改善這些中亞國家的交通與能源基礎設

施，來增強中亞國家其國內疲弱的經濟體質。相對的，也會分析這些區域整合

機制在這些作為背後的目的為何？以及大國如何透過區域整合機制在中亞地區

進行博弈？ 

（三）、空間：範圍最狹窄的界定來自蘇聯官方的定義，即僅指其下屬的四

個加盟共和國烏茲別克、土庫曼、吉爾吉斯、塔吉克。蘇聯時期，此一界定在

國際上也廣泛使用。然而在俄國文化中，關於中亞有兩個概念：（一）Средняя 

Азия（Middle Asia），是較為狹窄的概念，指歷史上曾為俄國所統治的亞洲中部

非斯拉夫人居住地；（二）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Central Asia），範圍較為廣泛，即

                                                       
81 “Transportation by Land (Rail and Truck),” CRUZ Logistics Redefined (2016), <http://www.cruzshipp 
ing.com/transportation-by-land-rail-and-truck.html>. Retrieved date: 2016/01/30. 
82 中亞五國中，烏茲別克與吉爾吉斯於 1991 年 8 月 31 日獨立，同年的 9 月 9 日、10 月 27
日、12 月 1 日，塔吉克、土庫曼、哈薩克陸續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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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整個亞洲中部地區，而不論這些地區是否曾受俄國統治。83蘇聯解體後，已

經獨立的烏茲別克、土庫曼、吉爾吉斯、塔吉克領導人於 1993 年一月在塔什干

舉行會議，宣布中亞地區將包括哈薩克在內。84此後，中亞五國成了「中亞地

區」最普遍接受的界定，因此本研究指的中亞地區，即是中亞五國：哈薩克、

烏茲別克、土庫曼、吉爾吉斯、塔吉克。 

 

二、研究限制 

中亞地區的區域整合機制類型眾多，每個整合機制又跨足不同領域。為了

能更著重於中亞地區交通與能源項目的討論，只針對在整體目標上有涵蓋交通

或能源項目的區域整合機制進行討論，分別是 CAREC、ENPI、NSRS、SREB 與

EEU。其中 NSRS、SREB 與 EEU 是美國、中國與俄國所提出的「大方向戰略」，

因此會將在該戰略框架下，由美國、中國與俄國所主導的中亞地區交通與能源

項目計劃，一併納入 NSRS、SREB 與 EEU 中進行分析。 

在資料蒐集上，1997 年由 ADB 倡議的 CAREC 至今將近二十年，1991 年由

歐盟的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所倡議的「對獨立國協技術援助計畫」（Technical 

Assistance to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TACIS）而後併入 ENPI 至

今也將近二十六年，官方資料皆充足。相較於 2011 年 7 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

訪問印度時提出新絲綢之路的戰略，2011 年底美國國務院將中亞以及南亞的相

關戰略併入 NSRS 框架中；2014 年年底習近平在「加強互聯互通伙伴關係對話

會」宣布中國將出資 400 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 85，同年底中國外交部長王毅針

對 SREB 提出總體面的藍圖 86；甚至是 2014 年 5 月由俄國、白俄羅斯與哈薩克

                                                       
83 ‘The Term “Inner Asia”,’ Sino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of Indiana University (2014), 
<http://www.iu.edu/~srifias/about/the-term-inner-asia/>. Retrieved date: 2015/12/14. 
84 Martha Brill Olcott, 'The Myth of "Tsentral'naia Aziia",’ Orbis, Vol. 38, No. 4 (1994), pp.549. 
85 「習近平主持加強互聯互通夥伴關係對話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社（2014）， 
<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08/c_1113170919.htm >。檢索日期：2016/02/26。 
86 「王毅：『一帶一路』是新形勢下中國推進對外合作的總體構想」，新華社（2014）， 
<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2/24/c_1113762915.htm >。檢索日期：2016/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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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所簽署的歐亞經濟聯盟協定，皆不超過十年，官方所發布的資料量可能不

及 CAREC 與 ENPI。 

因此筆者會蒐集與中亞區域整合、交通、能源項目相關的期刊、論文、報

導，來擴充官方資料不足之缺憾。而中亞五國有各自的語言，儘管多數會譯成

俄文，但筆者語文能力設限，故只能閱讀中英文資料，因此將來要從事中亞地

區相關研究時，語言是得克服的一大障礙。  

 

第五節、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架構 

以結構現實主義為思想中心，細研 CAREC、ENPI、NSRS、SREB 與 EEU 這五

個整合機制對中亞地區的交通與能源層面的實質作為，探究這些整合機制提出

的交通與能源計畫之動機與目的。最後，再分析各個整合機制所推出計畫之同

質性與差異性，與中亞地區既有的基礎設施進行比較，評估整合機制所執行的

計畫於中亞地區之成效，並做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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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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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節安排 

第壹章緒論，先闡述所欲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再將學界的研究成果進

行歸納與分析。透過檢視這些文獻，釐清本研究的歷史脈絡與內容架構，更能

梳理出一套研究的路徑。此外亦列出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以及筆者於研究時所

遇到的困境，悉知未來在相關研究上需克服之處。本章的最後一節，將綜觀本

研究的章節分配。 

第貳章探究中亞地區重要的交通整合計劃，將五個整合機制的交通計畫具

體呈現，並分析各個整合機制推行交通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第參章則是關注於中亞地區重要的能源整合計劃，深究五個整合機制所執

行的能源計畫，了解整合機制展開的能源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第肆章比較五個整合機制實行的交通與能源計畫之異同，並細研這些計畫

是將中亞既有的基礎設施進行現代化地升級，或開發新的交通與能源基礎設施

之路線。 

第伍章會綜合第貳章與第參章對中亞地區交通與能源整合之研究以及第肆

章比較分析的內容，再回應第壹章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對本研究做出個總結。

最後，將提供一些建議給未來有意願研究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參考，盼能充實後

續研究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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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交通領域之整合機制 

第一節、 亞銀中亞區域經濟合作組織 

 

一、交通計畫的發展背景 

 1997 年由亞洲開發銀行（ADB）倡議以來，至 2002 年正式成立後，推出許

多針對中亞地區的交通計畫。2006 年在中國的烏魯木齊會議通過《中亞區域經

濟合作：綜合行動計畫》（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prehensive Action Plan），該計畫列出三十項的交通基礎建設項目，以整建

現有公鐵路、新建公鐵路與改善跨境效率，這些項目都是為了「中亞區域經濟

合作走廊」（CAREC Corridors）所做的努力。87 

2007 年在塔吉克的杜尚別舉辦的第六屆部長級會議通過《交通與貿易便利

化策略》（Transport and Trade Facilitation Strategy，TTFS），會議上強調連接歐亞

大陸的六條走廊為該次會議的重點，更進一步表示基礎建設、管理與技術的三

大層面是 CAREC 於執行 TTFS 計畫時所面臨的挑戰，相對也是支撐 TTFS 的支

柱。在 TTFS 這個區域交通的戰略框架下，CAREC 成員國的政府將為區域交通提

供安全的、可靠的、有效用的、有效率的與完善整合的運輸系統，這將透過最

小化成本、改善就有基礎設施、改善運輸調和的機制與交通建設的技術來達

成，當 TTFS 確實執行後，以作為 CAREC 區域內社會、經濟發展的墊腳石，更可

藉由交通基礎建設的連接將中亞地區的地理位置與充沛的資源的優勢展現出

來。而交通部門的三大總體目標是：（一）建立有競爭力的 CAREC 區域交通走

廊；（二）促進人力資源、天然資源與商品的有效流動；（三）制定的安全且便

民的交通運輸系統。88 

 

                                                       
87 “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prehensive Action Plan” CAREC Institute (2006), 
pp.97-100. 
88 “CAREC Transport and Trade Facilitation Strategy,” CAREC Institute (2007), p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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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C 的成員國都了解貿易便利化和運輸連通性是該地區經濟增長的關

鍵，因此 TTFS 戰略計畫將於 2008-2017 年得以實施。TTFS 圍繞著六條重點走廊

的發展，綜合了交通基礎設施投資與貿易便利化手段，藉由區域間的合作，來

改善貨物於這些區域內走廊的流通效率，再運往國際市場，以實現 CAREC 的發

展目標。TTFS 規定對這六條重點運輸走廊的績效進行監測和定期測量，處理的

重點如下：（一）明確了解各 CAREC 走廊沿線的連接處和節點的延誤原因與額

外增加的不必要成本，以求改善；（二）由專責的主管機構決定如何處理發現的

問題；（三）評估區域合作的影響與成效。89 

2011 年在亞塞拜然的巴庫會議（Baku Initiative）通過《中亞區域經濟合作

2020 年策略性框架》（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rporation 2020 Strategic 

Framework，簡稱 CAREC 2020），主要是針對超過七十項總值約 200 億美元的交

通項目進行投資評估與研究。90為了確保 CAREC 2020 中各項目標能有效按時完

成，2012 年在中國武漢所舉行的第十一次中亞區域經濟合作部長級會議上通過

了《武漢行動計劃》（Wuhan Action Plan）。該計畫詳細說明了三大領域，以指

導 CAREC 2020 項目下一階段的工作。分別是（一）部門業務重點；（二）CAREC

學院工作計劃 2013-2017；（三）運輸便利化行動計劃。其中「部門業務重點」

中提到 2012 年 5 月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第十一次運輸部門協調委員會

（Transport Sector Coordinating Committee，TSCC）會議上，TSCC 批准了總共 68

個重點投資項目，總投資額為 230 億美元，這些項目大部分都是針對六條

CAREC 走廊中路況較差的路段進行改善。91 

而在第十二屆海關合作會議（Customs and Cooperation Committee，CCC）

上，對《交通與貿易便利化策略》（TTFS）進行中期評估，盼能改善 2014-2020

                                                       
89 “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orridor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Monitoring: 
A Forward-Looking Retrospectiv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4), p.6. 
90 “CAREC 2020 Strategic Framework”, CAREC Institute (2013).  
91 「落實 CAREC 2020 戰略框架：武漢行動計畫」，中亞區域經濟合作第十一次部長會議

（2012），頁 1，< http://www.carecprogram.org/uploads/events/2012/11th-
MC/001_107_201_The-Wuhan-Action-Plan-cn.pdf >。檢索日期：2016/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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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項目實施，並對 TTFS 戰略進行調整，而推出了《交通與貿易便利化策略

2020》（TTFS 2020），並根據交通和貿易流量的最新預測，對走廊線路進行了調

整。TTFS 2020 戰略還強調要加強貿易便利化、整合基礎設施以及擴大私營部門

的參與。92 

 2014 年 CAREC 的《區域技術援助計畫》（Regional Technical Assistance，

RETA）協助 CAREC 區域內交通發展相對薄弱的吉爾吉斯與塔吉克境內所進行的

《區域邊境服務改善計畫》（Regional Improvement of Border Services，RIBS），

改善兩國邊境過境點（Border Crossing Points）的基礎建設，並將國家單一窗口

（National Single Windows）管理的海關整合進 CAREC 框架下的海關協調機制。

這顯示出交通基礎建設的改善，也需要配合海關通關流程以及相關交通法規等

來協調，來增加運輸效率。932015 年 9 月所舉辦的第十四屆部長級會議上，為

CAREC 首次發起的高層級公路安全會議，成員國將致力於發展與協調彼此公路

安全的措施，包含數據的蒐集、工程的改善、教育與執行力。 

 2015 年 11 月舉辦的《政策對話：CAREC 成員國間的鐵路運輸部門的發展

策略》認為增加 CAREC 走廊中的鐵路運載量，將有助於成員國間的運輸暢通，

並藉由日本鐵路技術的支援，擴大交通網。同時為了透過交通而達到貿易便利

化，TTFS 2020 強調將 CAREC 區域內的交通由公路模式改為鐵路模式，將有助於

增加貿易量、改善區域競爭力與交通效率，因此得改善區域內鐵路基礎建設的

體質。換言之，得強化 CAREC 走廊的交通品質。有鑑於此，成員國致力於

CAREC 走廊的鐵路興建、現代化號誌系統、電氣化、改善火車運輸集裝箱的載

運量、系統化火車運輸系統與過境通關的效率。94鐵路工作小組（Railways 

                                                       
92 “Midterm Review of the TTFS,” 12th Customs Cooperation Committee Meeting (2012),  
< http://www.carecprogram.org/uploads/events/2013/CCC-Meeting-KAZ/004_112_209_Midterm-
Review-TTFS.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3/18. 
93 “Central Asia’s Economic Opportunities: Economic Corridor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ADB (2015), 
< http://www.adb.org/news/events/central-asia-s-economic-opportunities-economic-corridors-and-
global-value-chains >. Retrieved date: 2016/03/18. 
94 “Policy Dialogue: Development of Railway Transport Sector Strategies for CAREC Countries,” ADB 
(2015), < http://www.adb.org/news/events/policy-dialogue-development-railway-transport-sector-
strategies-carec-countries >. Retrieved date: 2016/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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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Group，RWG）是由 CAREC 各個成員國推派代表所組成的，該小組將在

TTFS 2020 的框架下提供鐵路發展的緊急行動與中程行動指示。透過 RWG，

CAREC 將能分析中亞地區的潛在鐵路運輸市場，而 RWG 執行上的三個分析要點

是：（一）國家現存的鐵路策略；（二）未來鐵路的投資計劃；（三）所遭遇的挑

戰。根據前述分析已於 2015 年年底達成，而 RWG 討論的跨境運輸服務也將被

CAREC 的鐵路計畫所採納。95 

 

二、交通計畫：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走廊 

CAREC 的六條走廊，約由 24,000 公里的公路（含高速公路）組成。2007 年

CAREC 證實了境內的走廊有 36%的公路屬於不良的狀況。這將近 8,640 公里的

公路預計於 2017 年底修繕完畢。2010 年至 2012 年這三年間每年平均改善了

880 公里的公路；2013 年至 2017 這五年間預計每年平均將改善 1,200 公里的公

路。截至 2015 年底以改善了 21,600 公里的公路，代表 CAREC 全境 90%的公路

都將處於良好的狀態。而根據 TTFS 2020，在 2020 年這六條走廊將由原先計畫

2017 年的 24,000 公里延伸至 29,350 公里。 

而在鐵路的部分，2014 年哈薩克已修建了 1,036 公里的新鐵路，而亞塞拜

然也執行了 317 公里的鐵路翻修計畫。預計將在 2020 年前更新 1,800 公里的鐵

道以及 2,000 公里的鐵路電氣化計畫。96無論是公路會鐵路的翻修或新建速度都

已超越 2014 年所訂的目標，而在表 2-1 顯示了每年各個項目預定達成的目標，

可以藉此了解 2011 年至 2014 年各個公路與鐵路改善計畫的執行狀況，並得證

CAREC 於中亞地區在交通基礎建設的貢獻程度比預期的更高。 

 

 

 

                                                       
95 “Transport Sector Progress Report and Work Plan (2015–2017),” CAREC Institute (2015), pp.6-7. 
96 Ibid., p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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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011 年至 2014 年中亞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於交通面執行狀況 

 2011 2012 2013 2014 2014 T 

公路(公里) 953 1,116 1,312 1,450 475 

鐵路(公里) 1,307 135 0 1,353 88 

CAREC 走廊完善率(百分比) 75 79 85 74 70 

說明：「2014 T」為 CAREC 於 2014 年預定的計畫目標；沒加註「T」的年度代表實際執行狀況。 

資料來源：整理自”2014 Central Asia Regional Cooperation Program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Review (Draft),” ADB (2014). 

 

CAREC 確立六條走廊，並通過更深入的貿易整合，支持其發展成經濟合作

走廊。經濟合作走廊的目的是加強中亞地區國家之間的聯繫，與中亞地區國家

與周邊地區的聯繫，而這些周邊經濟體的蓬勃發展又為中亞地區的經濟提供了

增長機會以及與全球市場的聯繫。CAREC 所主導的經濟合作走廊是根據六大標

準，所挑選出的路線：（一）目前的交通量；（二）預計的交通量增長和經濟潛

力；（三）未來與經濟中心和人口中心連接的潛力；（四）未來交通延誤降低的

潛力；（五）所投資的交通基礎設施、技術與管理，是否有交通可持續發展的能

力；（六）兼顧公路和鐵路的多式聯運（若無鐵路，則僅依賴公路）。97 

每條走廊至少跨越兩個國家，走廊的發展是促進運輸連通性的關鍵，能提

高區域競爭力和跨國貿易量。任何單一國家的經濟發展皆非走廊發展的目的，

而是走廊發展對交通狀況改善後的好處。TTFS 2020 闡述四大目標：（一）與

CAREC 區域內外的海港建立連接；（二）推出替代路線，縮短走廊行駛時間；

（三）增加地域覆蓋以及走廊間的連通；（四）發展指定的鐵路走廊，以充分發

揮鐵路在長途和大宗貨物運輸方面的比較優勢。98 

CAREC 的六條走廊中，走廊一號連接歐洲與中亞；走廊二號連接地中海與

東亞（途經高加索與中亞）；走廊三號連接俄羅斯、中東與南亞（途經中亞）；

                                                       
97 “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orridor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Monitoring: 
A Forward-Looking Retrospectiv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4), p.7. 
98 Ibid.,p.8. 

新建與修繕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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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四號連接俄羅斯與東亞（途經蒙古）；走廊五號連接東亞、中東與南亞（途

經中亞）；走廊六號連接歐洲、中東與南亞（途經中亞）。 

圖五至圖十與表二至表七分別是 CAREC 六條走廊的路線分布與各條走廊

（與其支線走廊）的途經城市。這六條走廊中絕大多數是公路與鐵路平行分布

在整個區域內，亦有部分路段是僅有公路或僅有鐵路。由下列的圖與表可得

證，CAREC 走廊一號與走廊二號主要是東西向的橫跨中亞地區；CAREC 走廊三

號與走廊五號則是南北向橫跨中亞地區；CAREC 走廊五號則是南北橫跨蒙古；

CAREC 走廊六號分布最廣，幾乎與走廊一號、走廊二號、走廊三號與走廊五號

部分路線重疊。因此除了 CAREC 走廊五號外，其餘的五條 CAREC 走廊皆是橫跨

中亞地區的主要途徑，而憑藉著 CAREC 對這些路線沿途的交通基礎建設的新建

與修繕，改善交通效率與安全，已充分展現中亞地區的地理位置優勢。 

 
表 2-2：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走廊一號 

路線 途經城市 

1a Troitsk - Kairak - Kostanai - Astana - Temirtau - Karaganda - Zharyk - Mointy - 

Balkhash - Aktogay - Dostyk - Alashankou - Jinghe - Kuytyn - Urumqi - 

Turpan - Hami 

1b Novomarkovka - Zhaisan - Aktobe - Kandagash - Shalkar - Aral - Baikonyr - 

Kyzyl Orda - Shymkent - Taraz - Merke - Lugovaya - Almaty - Sary Ozek - 

Horgos - Jinghe - Kuytyn - Urumqi - Turpan - Hami 

1c Troitsk - Kairak - Kostanai - Astana - Temirtau - Karaganda - Zharyk - Mointy - 

Shu - Lugovaya - Chaldovar - Kara Balta - Bishkek - Tokmok - Balykchy (- 

Kochkor -Kazaman - Jalal Abad)- Naryn - Torugart - Topa - Kashi - Turpan - 

Hami 

資料來源：整理自“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orridor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Monitoring: A Forward-Looking Retrospectiv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4),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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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走廊一號 

資料來源：Ibid., p.61. 

 

表 2-3：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走廊二號 

路線 途經城市 

2a Gabdabani - Beyuk Kesik – Yevlakh (- Alyat) – Baku – Aktau – Beyneu – 

Tazhen – Karakalpakstan – Nukus – Urgench (- Bukhara) – Uchkuduk – Navoi 

– Samarkand - Djizzak (- Tashkent – Angren) – Bekabad - Kanibadam – Nau – 

Kokland – Andijan – Kara Suu – Osh – Irkeshtam – Kashi – Turpan - Hami 

2b Gabdabani - Beyuk Kesik – Yevlakh (- Alyat) – Baku – Turkmenbashi – 

Bereket – Ashgabat – Mary – Farap – Alat – Bukhara – Navoi – Samarkand - 

Djizzak (- Tashkent – Angren) – Bekabad - Kanibadam – Nau – Kokland – 

Andijan – Kara Suu – Osh – Irkeshtam – Kashi – Turpan - Hami 

2c Gabdabani - Beyuk Kesik – Yevlakh (- Alyat) – Baku – Aktau – Beyneu – 

Shalkar – Saksaulskaya – Aral – Zhezkazghan – Zharyk – Mointy – Aktog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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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haral – Dostyk – Alashankou – Kuytun – Urumqi – Turpan - Hami 

2d Herat – Dogharoun – Mary – Farap – Aqina – Andkhoy – Mazar e Sharif – 

Kunduz – Shirkhan Bandar – Kolkhozabad – Panji Poyon – Kurgonteppa – 

Dushanbe – Karamyk – Sary Tash – Irkeshtam – Kashi – Turpan - Hami 

資料來源：整理自 Ibid., p.63. 

 

 

圖 2-2：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走廊二號 
資料來源：Ibid., p.63. 

 
表 2-4：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走廊三號 

路線 途經城市 

3a Veseloyarsk - Krasny Aul - Semey - Charskaya - Aktogay - Taldykorgan - 

Saryozek - Kapchagay - Almaty - Kordai - Merke - Taraz - Shymkent - Yallama 

- Saryagash - Keles - Tashkent - Syrdaryinskaya - Djizzak - Samarkand - Navoi 

- Bukhara - Alat - Farap - Mary - Sarahs - Sarak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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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Veseloyarsk - Krasny Aul - Semey - Charskaya - Aktogay - Taldykorgan - 

Saryozek - Kapchagay - Almaty - Kordai - Merke - Lugovaya - Chaldovar - 

Bishkek - Kara Balta - Karakol - Bazar Korgon - Jalal Abad - Uzgen - Osh - Sary 

Tash - Karamyk - Jirgatol - Nurobod - Dushanbe - Pakhtaabad - Saryasia - 

Termez - Hairatan - Mazar e Sharif - Andkhoy - Qaisar - Bala Murghab - 

Laman - Armalick - Herat - Islam Qala - Dogharoun 

資料來源：整理自 Ibid., p.65.   

 

 
圖 2-3：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走廊三號 

資料來源：Ibid., 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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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走廊四號 

路線 途經城市 

4a Tashanta – Ulaanbaishint – Ulgii – Khovd – Yarant – Takeshiken - Urumqi 

4b Naushki – Sukhbaatar – Ulaanbaatar – Zamiin Und - Erenhot 

4c Naushki – Sukhbaatar – Ulaanbaatar – Undurkhaan – Baruun Urt - Bichigt 

資料來源：整理自 Ibid., p.67. 

 

 
圖 2-4：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走廊四號 

資料來源：Ibid.,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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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走廊五號 

路線 途經城市 

5a Karachi – Sehwan – Ratodero – DG Khan – Muzaffargarh – Multan – 

Khanewal – Shorkot – Gojra – Faisalabad – Pindi Bhattian (- Lahore )- 

Islamabad – Hasanabdal – Peshawar – Landi Kotal – Torkham – Jalalabad – 

Kabul – Dushi – Salang – Pul e Khumri – Kunduz – Shirkhan Bandar – 

Kolkhozabad – Panji Poyon – Kurgonteppa – Dushanbe – Karamyk – Sary 

Tash – Irkeshtam – Kashi – Turpan - Hami 

5b Karachi – Sehwan – Ratodero – DG Khan – Muzaffargarh – Multan – 

Khanewal – Shorkot – Gojra – Faisalabad – Pindi Bhattian (- Lahore )- 

Islamabad – Hasanabdal – Havelian - Mansehra – Kashi – Turpan - Hami 

5c Gwadar – Hoshab – Basima – Surab – Kalat – Quetta – Chaman – Kandahar 

– Qalat - Ghazni – Kabul – Dushi – Salang – Pul e Khumri – Kunduz – 

Shirkhan Bandar – Kolkhozabad – Panji Poyon – Kurgonteppa – Dushanbe – 

Karamyk – Sary Tash – Irkeshtam – Kashi – Turpan - Hami 

資料來源：整理自 Ibid.,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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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走廊五號 

資料來源：Ibid., p.69. 

 

表 2-7：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走廊六號 

路線 途經城市 

6a Krasnyi Yar - Kurmangazy - Makat - Beyneu - Tazhen - Karakalpakstan - 

Nukus - Urgench(- Turtkul - Gazli)- Uchkuduk - Navoi - Bukhara - Karshi - 

Baisun - Termez - Hairatan - Mazar e Sharif - Andkhoy - Herat - Islam Qala - 

Dogharoun 

6b Kos Aral - Zhaisan - Aktobe - Shalkar - Aral - Kyzyl Orda - Shymkent - 

Saryagash - Keles - Tashkent - Djizzak - Samarkand - Karshi - Baisun - Termez 

- Hairatan - Mazar e Sharif - Andkhoy - Herat - Kandahar - Chaman - Quetta 

- Kalat - Surab - Basima - Hoshab - Gwadar 

6c Kos Aral - Zhaisan - Aktobe - Shalkar - Aral - Kyzyl Orda - Shymkent - 

Saryagash - Keles - Tashkent - Khavast - Istararshan - Dushanb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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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gonteppa - Panji Poyon - Kolkhozabad - Shirkhan Bandar - Kunduz - Pul e 

Khumri - Salang - Kabul - Jalalabad - Torkham - Landi Kotal - Peshawar - 

Islamabad - Pindi Bhattian(- Lahore)- Faisalabad - Gojra - Shorkot - 

Khanewai - Multan - Muzaffargarh - DG Khan - Ratodero - Sehwan - Karachi 

6d Krasnyi Yar - Kurmangazy - Makat - Beyneu - Aktau - Bereket(- Etrek)- 

Ashgabat - Mary - Herat - Kandahar - Chaman - Quetta - Kalat - Surab - 

Basima - Hoshab - Gwadar 

資料來源：整理自 Ibid., p.71.   

 

 

圖 2-6：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走廊六號 

資料來源：Ibid.,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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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歐洲睦鄰與夥伴策略 

 
一、交通計畫的發展背景 

蘇聯解體後，東歐、高加索與中亞地區的原蘇聯加盟國陸續獨立，歐洲國

家為了協助這些獨立後的國家進行改革，發起了世界最大的援助計畫—「對獨

立國協技術援助計畫」（TACIS），而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所制定的相關規範提供了 TACIS 計畫下成員國依循的基礎。TACIS

計畫的改革項目 99涵蓋交通項目，這是歐洲與中亞地區交通合作的第一步。

TACIS 投入 4,580 萬歐元進行交通部門「去中央化」（Decentralisation），排除制

度與技術層面的阻礙，使這些 CIS 國家建立市場導向的交通部門。TACIS 計畫將

增加多面向的交通發展、建立市場導向的交通企業來扶植這些 CIS 國家的交通

產業以及建立起符合歐洲地區甚至是國際標準的安全交通法規。100 

2003 年歐洲議會提出一項新的對外金融援助機制—「歐洲睦鄰與夥伴策

略」（ENPI），取代舊有的 TACIS 計畫。2007 年被 ENPI 正式取代前，TACIS 計畫

仍是歐盟援助高加索與中亞地區的重要機制。歐盟與東部夥伴的合作將增加歐

盟於高加索、中亞地區的影響力，更藉著基礎設施與法規制度的建立與合作使

得這些區域得以穩定的發展。2004 年歐盟與黑海、裏海周邊的國家，以及中亞

五國於亞塞拜然的首都巴庫召開交通政策對話。這場會議提供一個多邊機制的

平台協調彼此的交通政策，並擬出一致的行動方針發展交通計畫。在區域與國

家層級的援助上需要額外將區域性的合作納入考量，考量點在於國際金融機構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IFIs）的資金槓桿。IFIs 偏好雙邊合作，而

非多邊合作，認為雙邊合作更能清楚界定彼此間的權責劃分。但對 IFIs 而言，

像巴庫會議這種有穩固政治作為後盾的平台，推行的交通計畫—TRACECA，有

                                                       
99 TACIS 計畫於 1991 年 7 月 15 日生效後，成員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歐盟前身）相互配合，

進行五大項的改革：教育、能源、交通、金融服務與食物分配。（TACIS，1991） 
100 “TACIS,” European Commission (1991), <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92-
54_en.htm >. Retrieved date: 2016/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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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的信譽吸引 IFIs 的資金。巴庫會議提供歐盟的東部夥伴與中亞國家一個協

調交通策略的平台。101 

2004 年起至 2013 年間歐盟總計挹注 3,500 萬歐元於這些東部夥伴國內的交

通項目，其中 700 萬歐元用於《中亞的指導計畫》（Central Asia Indicative 

Programme），該指導計畫從 1993 年至 2013 年約提供 1.6 億歐元至交通部門。

資金運用皆在 TRACECA 框架下進行，歐盟在交通上提供的資金是針對橫越 ENPI

的東部夥伴以及中亞地區的可行性公路、海路與鐵路基礎設施提撥資金。部分

基礎設施計畫由 IFIs 與夥伴國家共同出資的方式興建，IFIs 協調彼此的交通策

略，並提供這些國家交通領域的專業知識培訓。102再者，歐盟也建立起中亞區

域資訊協調中心（Central Asian Regional Information Coordination Centre，

CARICC），與中亞地區的交通部門相互配合，打擊跨境的非法犯罪，例如毒品、

人口走私與盜獵販運等。103 

2007 年底於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舉辦的第六屆 TRACECA 跨政府會議

（Intergovernmental Commission，IGC）首次決議執行兩年期的走廊策略行動計

畫。暨 1998 年多國簽署 TRACECA 協議後的第一個十周年，2008 年底於巴庫舉

辦的 TRACECA 高峰會上通過這項兩年期的走廊策略行動計畫。104歐盟推行交通

的區域合作內容包含：（一）成員國與跨歐陸網（TransEuropean Network，

TENs）的連結；（二）中亞地區與 ENPI 東部夥伴在交通市場的整合；（三）在歐

盟法規的框架下執行交通策略的標準與有效執行國際公約對交通部門的規範；

（四）改善鐵路的跨系統合作（interoperability）與公路安全；（五）改善海

路、空路的安全以及維護標準到達國際水準；（六）推廣歐盟的多面向交通手

段，像是跨海高速公路。透過巴庫會議與在歐盟執委會資金援助下的 TRACECA

                                                       
101 “European Neighbourhood and Partnership Instrument - enpi regional east programme - Strategy 
Paper and Indicative Programme 2010-2013,” European Communities (2011), p.18. 
102 Ibid., pp.15-16. 
103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entral Asia: The New Partnership in action,”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9), p.59, < http://ec.europa.eu/research/iscp/pdf/policy/2010_strategy_eu_centralasia_en.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3/29. 
104 Ibid., pp.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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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將促成歐盟與其東部夥伴，以及中亞地區的交通合作。105 

在 ENPI 戰略下的成員國都必須遵守 ENPI 所訂定的規範，以達成 ENPI 所設

定的目標。而中亞國家在參與 ENPI 的計畫時得遵守下列四大原則：（一）在現

有的架構以及連繫平台下增加區域間與跨區域的合作；（二）凡是在 ENPI 框架

下所進行的策略，皆可透過 ENPI 的機制來獲得資金上的援助；（三）中亞地區

的夥伴更能藉由「發展合作機制」（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strument，DCI）

來取得建設所需的經費；（四）必須在符合 DCI 與指導計畫（Indicative 

Programme）的情況下進行系統性的交通戰略。106東部區域計畫（Regional East 

Programme，REP）將增加上述計畫的執行力與效率，協調跨境的程序以及強化

與會成員國的溝通。REP 是以多邊對話的方式進行，而非傳統的雙邊合作。REP

也將與 ENPI 的「跨區域計劃」（Inter-Regional Programme，IRP）107互補，它還

將提供用於開發能源和交通基礎設施項目、環境、氣候變化，以及中小企業發

展等領域提供必要的資金。108 

 

二、交通計畫：歐洲—高加索—亞洲運輸走廊 

1993 年五月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與東歐、高加索與中亞地

區各國的貿易與交通部門的首長召開會議，提出 TRACECA 的概念。1091998 年在

巴庫展開高峰會，參與會議的 12 個 TRACECA 成員國簽署《發展歐洲—高加索—

亞洲的國際運輸走廊的基本多邊協議》（Basic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105 European Communities (2011), p.11. 
106 Ibid., p.23. 
107 「跨區域計畫」（IRP）是以建立起合作機制為目的的計畫總稱。包含「技術援助與資訊交換

機制」（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instrument，TAIEX）、「改善政府治理計畫」

（Support for Improvement in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SIGMA）、「跨歐大學教育移動計

畫」（Trans-European Mobility Programme for University Studies，TEMPUS）、「高等教育合作計

畫」（Erasmus-Mundus）與「跨區域文化合作計畫」（inter-regional programme supporting cultural 
cooperation）等。 
108 European Communities (2011), pp.7-9. 
109 1993 年的首次會議中共有 9 國參與（烏克蘭、摩爾多瓦、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土耳其、

亞塞拜然、喬治亞、烏茲別克、吉爾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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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Transport for Development Corridor Europe-Caucasus-Asia，MLA）110

以發揮這條走廊沿線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與經濟潛在實力。伊朗於 2009 年加

入，至 2015 年底 TRACECA 共有 13 個成員國。 

MLA 是 TRACECA 在發展交通項目時的法源基礎，包含伊朗在內的 13 個成

員國全都簽署了 MLA。為了使 TRACECA 達到持續性、有效率的整合多面向交通

系統，MLA 有五大項原則：（一）改善歐洲、黑海、高加索地區、裏海與中亞地

區的經貿關係與交通狀況；（二）開啟 TRACECA 成員國的公路、鐵路與水路運

輸，使其能與國際接軌；（三）在 MLA 框架下 TRACECA 將提供成員國交通安全

與維安、貨運運送時的保障與兼顧環境保護的交通發展；（四）協調 TRACECA

成員國間的交通政策與交通法規；（五）創造公平環境使得 TRACECA 成員國間

的交通策略得以良性競爭。2000 年創立 TRACECA 的跨政府會議

（Intergovernmental Commission，IGC），IGC 的主要目標是協調 MLA 在交通項

目上規範的執行與應用。IGC 由簽署 MLA 的政府機構委派交通部門的長官所組

成，這些長官掌管各個成員國的「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此委

員會是在 IGC TRACECA 的框架下創立的，負責協調交通項目的實施。111 

2001 年具有行政性質的常任秘書處（Permanent Secretariat，PS）設立於巴

庫，在執行上遵從「議事規則」（Rules of Procedure），IGC 的決策與建議將由 PS

去執行。PS 是由各個成員國所推派的常駐代表所組成的，這些常駐代表是由各

個成員國的國家委員會所指派。ICG 每年都會舉辦數次特別會議，來指導與決

策年度行動計畫、工作小組任務內容，或修訂 MLA 與備忘錄。歐盟將花費 1.8

億歐元來援助上述目標，這些目標將藉由 80 項以上的交通項目來達成。包含基

礎設施的改善、法律的協調、交通安全與維安等手段。112 

                                                       
110 TRACECA 計畫至 1998 年共有 12 個成員國（烏克蘭、摩爾多瓦、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土耳

其、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喬治亞、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其中土庫曼雖有

加入 TRACECA 計畫，但並未簽署 TRACECA 的 MLA。 
111 Seçil Özyanık, pp.3-4. 
112 Ibid.,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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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十一月於巴庫舉辦「歐盟—裏海地區交通部長會議」，創立交通安

全與維安的工作小組。2007 年以前，TACIS 尚未被 ENPI 取代，TRACECA 走廊計

畫的資金仍由 TACIS 負責，這期間 TACIS 共提供超過 60 項以上的技術援助，合

計價值超過 1 億歐元；亦提供超過 14 項的投資交通項目計畫，合計價值超過

5,200 萬歐元。2006 年 5 月在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舉辦第二屆交通部長會議，

歐盟與黑海、裏海沿岸國家討論到海上交通的問題。113 

2011 年十一月歐盟在交通安全與維安的面向上施行《海路的安全、維護與

環境保護的區域行動策略》（TRACECA Regional Action Strategy on Maritime Safety 

and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與《區域公路安全行動計畫》

（Regional Road Safety Action Plan）計畫打造橫跨黑海以及裏海間的高速公路。

2011 年至 2014 年間也針對跨海高速公路進行物流的標準作業流程的評估項

目，該項目涵蓋範圍包含黑海與裏海周邊國家，透過跨海高速公路計畫的發

展，針對各個面向的交通與物流鏈進行整合。首先得建立起跨海的交通基礎建

設，以及相關的軟性基礎設施（像是貿易便利化）手段。到了中期，將改善海

上與腹地間的貨運連結，最後將與全歐交通網絡（Trans-European Transport 

Networks，TEN-T）相互連接。2013 年簽署的《公路安全計畫》是一項 300 萬歐

元的項目，將在 TRACECA 的區域公路安全行動計畫（Regional Road Safety Action 

Plan）框架下執行，將改善 TRACECA 成員國行車安全，減少公路失事。114 

歐盟主導所推出的交通援助計畫 TRACECA 將援助歐洲的東部夥伴，計畫發

展一條由歐洲橫跨黑海、高加索地區、裏海與中亞地區的東西向走廊，而在國

際金融機構（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IFIs）與私部門的資金協助下建

立的 TRACECA，協調途經國家的海關與外貿規範，發展計畫下成員國的交通基

                                                       
113 “Regional cooperation--The Baku Initiative--Transport,”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 http://ec.europa.eu/dgs/energy_transport/international/regional/caspian/transport_en.htm >. 
Retrieved date: 2016/04/02. 
114 “Central Asia – Transport,”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  
 < http://ec.europa.eu/europeaid/regions/central-asia/eu-support-transport-development-central-
asia_en >. Retrieved date: 2016/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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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設施，達到加速貨品流通與貿易進行，並將這些擁有豐富資源的國家整合進

全球市場。此外 TRACECA 走廊也將與全歐交通網絡（TEN-T）相互連接，亦可

以增加區域內的合作，也能吸引外資進入。115由圖 2-7 與圖 2-8 可知 TRACECA

走廊的公路與鐵路皆是由東歐走陸路經土耳其進入高加索，或橫跨黑海進入喬

治亞的港口 Poti 而進入高加索，再從亞塞拜然的港口巴庫橫跨裏海，到土庫曼

的港口 Turkmenbashi 或哈薩克的港口 Aktau。在連接中亞的公路與鐵路進入烏

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再往東到達中國或往南進入阿富汗。 

 

 

圖 2-7：歐洲—高加索—亞洲運輸走廊：公路 

資料來源：” TRACECA Road Routes,” TRACECA (2011). 

 

 

圖 2-8：歐洲—高加索—亞洲運輸走廊：鐵路 

資料來源：” TRACECA Rail Routes,” TRACECA (2011). 

 
 

                                                       
115 Murat Erdal, “Küresel Lojistik,” Uluslararası Taşımacılık ve Lojistik Hizmet Üretenler 
Derneği (UTIKAD) (2005), pp.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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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CA 的成員國為了強化 TRACECA 走廊的鐵路運輸能力，提出了兩項橫

跨歐亞大陸的走廊子計畫：（一）由高加索地區至土耳其鐵路計畫「巴庫—提比

里斯—卡爾斯鐵路（Baku-Tbilisi-Kars Railway，BTK）」；（二）由東向西的哈薩克

鐵路計畫「絲綢之風（Silk Wind Project）」。 

 

（一）、巴庫—提比里斯—卡爾斯鐵路 

2007 年在提比里斯的交通會議上由土耳其、亞塞拜然、喬治亞簽署三方協

議，建立由土耳其經亞塞拜然再進入中亞的交通走廊。全長 124 公里，其中土

耳其段 92 公里，喬治亞段 32 公里，再經由現存的亞塞拜然段 101 公里至巴

庫。此路線比原先由土耳其—伊朗—亞塞拜然的路線縮短 375 公里，提供歐洲

與中東的連接。哈薩克認為 BTK 建成後每年將能增加裏海港口（哈薩克 Aktau

與亞塞拜然 Baku）之間 1,000 萬噸的運載量。116  

BTK 計畫是將鐵路從歐洲出發，經由連貫的交通系統與過境土耳其，抵達

高加索與中亞地區。現今的東西向走廊是過境伊朗或透過俄國的西伯利亞大鐵

路（Trans-Siberian railway）進入亞洲。BTK 計畫若完成，伊朗與俄國的中轉國

地位將被土耳其取代。117 

 

 
圖 2-9：巴庫—提比里斯—卡爾斯鐵路 

資料來源：同註 117。 
 

                                                       
116 Seçil Özyanık, pp.7-8. 
117 Brett Forrest, ‘Baku-Tbilisi-Kars (BTK) Railway--The New "Silk Road",’ Natoinal Geographic (2010),  
< http://molokane.org/places/Turkey/2010_National_Geographic/index.html >.  
Retrieved date: 2016/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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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絲綢之風 

TRACECA 於 2012 年分別在亞塞拜然、土耳其、哈薩克三地舉辦的會議上，

皆提出《物流中心計畫與跨海高速公路 II 計畫》（Logistic Processes and 

Motorways of the Sea II，LOGMOS）118，建立跨高加索與中亞地區的物流中心，

以及協調黑海與裏海跨海高速公路的建設，而絲綢之風是在 LOGMOS 框架下，

藉由 TRACECA 走廊的物流程序使其達到國際標準，增加陸路與海陸連通。119 

這項計畫以改善哈薩克境內的鐵路設施，來達到與 BTK 相同（完成由中國

至歐洲的鐵路）的目標。由圖 2-10 可知路線將由中國與哈薩克邊境，向西到達

哈薩克中部城市 Zhezkazgan，再到裏海港口 Aktau 與 Alat 為止，與現有路線相

比縮短 965 公里，可降低運輸成本與時間。120 

 

 
圖 2-10：絲綢之風計畫 

資料來源："Silk Wind: The Route of Multimodal Block Train (Project Progress Presentation)," 
National Secretariat of IGC TRACECA in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2012), p.2, 

< http://www.traceca-org.org/uploads/media/14_Presentation_Silk_Wind_07-11-12_eng.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5/16. 

                                                       
118 2012 年 4 月 17 日於巴庫舉辦第一次；同年 6 月 13 日於伊斯坦堡舉辦第二次；同年 7 月 24
日至 25 日於阿克套舉辦第三次。（TRACECA，2012） 
119 “The “Silk Wind” project: creation of favourable conditions on the realization and further steps in 
development,” Permanent Secretaritat of the IGC TRACECA (2012), < http://www.traceca-
org.org/en/news/single-news/n/-e4b57d24bc/ >. Retrieved date: 2016/04/07. 
120 “Silk Wind train next stop, the future,” EU Neighbourhood Info Centre (2013), p.2, 
< http://www.enpi-info.eu/files/features/SilkWind_EN.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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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美國新絲綢之路戰略 

 

一、交通計畫的發展背景 

美國與中亞地區的互動是自蘇聯解體後由美國開發計畫署（USAID）開始，

USAID 致力於填補蘇聯解體後這些中亞國家面臨的真空（vacuum）121，並使這

些後共地區的國家轉型成為擁有西方世界的經濟、政治與社會體制。2001 年

911 事件後，阿富汗的恐怖勢力高漲，連帶地影響阿富汗作為過境國的能力，

而美國意識到與阿富汗鄰近的中亞地區能提供替代的交通路線，作為連接歐亞

大陸的重要幹道。122 

2007 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亞高加索研究所（Central Asia -Caucasus 

Institute）的斯塔爾（S. Frederick Starr）於他所出版的著作中首次提到中亞、阿

富汗、巴基斯坦的交通對接的理念。123除了前述的「縱向」交通對接外，斯塔

爾亦提出了「橫向」交通對接的概念--「現代絲綢之路」（Modern Silk Road，

MSR）。MSR 的理念基礎建立於美蘇冷戰結束，歐陸開始向東方擴張；同時中國

的西部開發策略，也順勢將勢力伸入中亞地區，在此前提下的中亞地區成為一

座橫跨歐亞大陸的橋樑。124 

2009 年隨著阿富汗的反恐戰爭白熱化，塔利班（Taliban）的攻擊危及北約

在阿富汗部隊的主要補給路線。北約的聯軍約有 75%的補給是由巴基斯坦西部

的喀拉蚩港出發，經西北部的軍事前線白夏瓦，再過巴基斯坦與阿富汗邊境的

開伯爾（Khyber）山口，抵達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將物資分送至阿富汗全境。

衝突導致載運物資的車輛無法行駛該路線，因此美軍與中亞各國以及俄國等數

                                                       
121 USAID 在蘇聯解體後援助中亞地區的轉型，其中包含三個層面：（一）建立市場導向的經

濟；（二）建立民主的政府，並將政治透明化、效率化；（三）促進社會福利部門的發展，向是

醫療與衛生層面。（USAID，2015） 
122 “Reg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trategy,” USAID (2015), < https://www.usaid.gov/central-
asia-regional/rdcs >. Retrieved date: 2016/05/01. 
123 S. Frederick Starr (2007), pp.92-95. 
124 Ibid., p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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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達成運輸路線和運輸物品和人力協議，將從阿富汗的北方直接運輸補給到阿

富汗，減少依賴巴國西部運輸路線。125該條運輸補給路線正是北方運輸網

（Northern Distribution Network，NDN）。 

歐巴馬政府認為將阿富汗與鄰近國家整合，將有助於阿富汗國內的經濟發

展。2011 年 7 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於印度的訪問貫徹歐巴馬政府的理念，提出

新絲綢之路的戰略雛形，以阿富汗為中心，由北至南縱向連接中亞與南亞地

區，將斯塔爾的理論應用至現實。同年 11 月美國國務院將中亞以及南亞地區的

相關事務併入新絲綢之路戰略的框架中，新絲綢之路戰略（NSRS）正式施行，

該戰略的執行單位是華府的南亞與中亞事務局（Bureau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n Affairs，SCA）126，該事務局設有中亞辦公室（Office of Central Asia），負

責協調與分析美國對中亞地區執行的策略。 

2011 年 8 月在美國的支持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接受阿富汗加入《跨境運

輸協議》（Cross-Border Transport Agreement），使得阿富汗與吉爾吉斯、塔吉克

間的跨境運輸更加便利。127除了與北方的中亞鄰國進行跨境運輸的合作，阿富

汗亦與巴基斯坦簽署《阿富汗—巴基斯坦過境貿易協議》（Afghanistan-Pakistan 

Transit-Trade Agreement），縱向的合作態勢已然成形。 

阿富汗靠近亞洲中央的位置，然而境內鐵路設施相當不完善，再者與鄰國

間的軌距不一成為修築鐵路上的困難。位於阿富汗西部的伊朗、東部的中國都

使用標準軌；阿富汗南部的巴基斯坦使用 1676 公釐的寬軌；而阿富汗北部的土

庫曼、烏茲別克和塔吉克則是用蘇聯時期的 1520 公釐規格。128為了解決軌距不

                                                       
125 Richard A. Oppel Jr., “U.S. Secures New Supply Routes to Afghanistan,” The New York Times (2009), 
< http://www.nytimes.com/2009/01/21/world/asia/21pstan.html?_r=0>. Retrieved date: 2016/05/04. 
126 美國在中亞地區的事務一開始是由華府的歐洲與歐亞地區事務局（Bureau of European and 
Eurasian Affairs，EUR）負責。歐洲、土耳其、塞浦路斯、高加索、中亞地區與俄國皆是在該事

務局的管轄範圍內，而 2006 年 2 月後併入南亞事務局（Bureau of South Asian Affairs），成為南

亞與中亞事務局（Bureau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n Affairs，SCA）。 
127 "U.S. supports Cross-Border Transport Agreement between Tajikistan, Kyrgyzstan and 
Afghanistan", ASIA-Plus News Agency (2012) , <http://news.tj/en/news/us-supports-cross-border-
transport-agreement-between-tajikistan-kyrgyzstan-and-afghanistan>. Retrieved date: 2016/05/19. 
128 "Answering the Afghan rail question," Railway Gazette International (2010),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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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降低運輸效率的問題，USAID 於阿富汗境內資助產業物流的發展（Industrial 

Logistics Development，ILD）計畫，ILD 能以效率的方式提供駛進阿富汗境內的

火車軌距轉換，加快物資與人力交流。129 

2013 年 12 月 USAID 所提出的《區域經濟合作計畫》（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REC）清楚描繪中亞至阿富汗間陸路交通路線藍圖，憑藉 REC 計

畫，將縮短兩地來往的距離，增加過境貿易的可能。2014 年 10 月 USAID 發表

《2015 年至 2019 年的區域發展合作策略》（Reg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trategy 2015 – 2019，RDCS），針對區域內各國的狀況而採取不同的雙邊策略。

RDCS 亦配合著 NSRS 進行交通發展項目，來擴大市場規模與多樣化市場類型，

並協助中亞地區與阿富汗以及南亞地區進行貿易。130 

 

二、交通計畫：區域經濟合作計畫 

USAID 的區域性計畫協助 NSRS 加強中亞與南亞地區的物資與人員的流通，

2011 年 9 月 USAID 於中亞地區執行區域經濟合作計畫（REC），目的是促進中亞

各國與阿富汗的貿易便利化，並改善貿易的環境。131REC 將建立起參與成員國

區域內的貿易網，來擴大這些國家的出口市場。REC 也協助改善成員國的貿易

政策以及貿易程序、增加貿易走廊的運載量、協助塔吉克加入等手段。 

為了促使中亞地區與阿富汗間的貿易得以便利化，USAID 的 REC 計畫中提

及了下列四大層面，改善中亞地區與阿富汗地區之間的聯繫：（一）加強出口夥

伴協會（Export Partnership Groups，EPG）的效率。USAID 的區域貿易計畫所發

展出的 EPG 的組成國是以中亞地區為主，而 REC 的成員國透過 EPG 的框架來加

強彼此在貿易上的往來；（二）透過市場評估來分析中亞五國中經濟規模較大的

                                                       
129 Neamat Nojumi, “American State-Building in Afghanistan and Its Regional Consequences: 
Achieving Democratic Stability and Balancing China's Influenc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6), p.211. 
130 “Reg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trategy 2015 – 2019,” USAID (2014), pp.3-4. 
131 David Brown, “Role of International Donor Organizations in Trade and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 USAID (2015), p.3, <http://eng.catradeforum.org/static/pdf/2015/DAY1 
/David%20Brown.%20USAID%20Presentation.pdf>. Retrieved date: 2016/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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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薩克與烏茲別克的產業與工業的出口潛在能力，以及分析出口貿易所遭遇的

障礙並加以解決。此外 REC 將提供技術上的援助，使它們更加便利的進入國際

供應鏈來增加出口量；（三）解決阿富汗地區的民生、戰略物資由中亞地區運送

所遭遇的障礙，REC 於烏茲別克與哈薩克建立物流部門，協助中亞地區的國家

能更便利的將物資運送至阿富汗；（四）協助中亞國家與阿富汗執行支持貿易的

政策與法律規範，REC 亦會諮詢中亞國家的部會長官、商界與民間人士、非政

府組織的意見，來改善中亞國家與阿富汗間的交通基礎建設。132 

 2013 年 12 月由 USAID 發表的《區域經濟合作計畫：阿拉木圖與喀布爾間

的商業可行性交通連接》（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ercially Viable 

Transport Links Between Almaty-Kabul），分析由哈薩克的南部大城阿拉木圖至阿

富汗的首都喀布爾交通的可行性路徑。REC 將選擇一條最短通行時間與最少邊

境檢查點的路線，作為一條除了運送軍用物資的 NDN 路線外，另一條由中亞地

區進入阿富汗的商用運輸線。133 

 REC 將現存的公路、鐵路路線進行評估後，最終選定哈薩克—烏茲別克—

阿富汗線。該條路線由哈薩克出發，南下通過烏茲別克至阿富汗，不途經他

國，距離僅 1,890 公里，比起由哈薩克橫跨吉爾吉斯、塔吉克或土庫曼到達阿

富汗的距離縮短 120 至 1,000 公里。134而且邊境檢查點也僅有哈薩克出關—烏

茲別克入關—烏茲別克出關—阿富汗入關共四個，比起途經吉爾吉斯與塔吉

克、烏茲別克與土庫曼的過境次數更少。儘管吉爾吉斯、塔吉克與阿富汗已簽

署了 CBTA，加快彼此的通關流程，但 REC 的計畫宗旨為建立一條最短路徑，成

為南北往來的骨幹，再藉由基礎設施連通來加強周邊運輸的能力。 

                                                       
132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ject,” USAID (2014), < https://www.usaid.gov/kyrgyz-
republic/fact-sheets/regional-economic-cooperation-project >. Retrieved date: 2016/04/26. 
133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ercially Viable Transport Links Between Almaty-Kabul,” 
USAID (2013), p.9. 
134 由哈薩克出發，到達阿富汗，若走吉爾吉斯經塔吉克的路線大約 2,010 公里；若走烏茲別克

往東南方向下經塔吉克的路線則約 2,160 公里；若走烏茲別克往西南方向下經土庫曼的路線則

約 2,961 公里。（USAID (2013),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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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跨烏茲別克的走廊可細分為兩種模式，第一類是以鐵路至阿富汗北部的經

濟重鎮馬扎里沙里夫（Mazar-i-Sharif），再換公路至首都喀布爾；第二類是全程

由哈薩克經烏茲別克至阿富汗皆以公路的形式。兩種模式在路程上分別是 1,890

公里與 2,000 公里，距離差距不大。而在運輸時間上，由於火車運載量大，但

速度較公路行駛的貨車慢，因此第一類所需時間是 20 天；第二類所需時間則是

12 天。REC 認為此二類都足以堪稱是哈薩克至阿富汗的最短運輸路徑。135 

 
 
 
 
 
 
 
 
 
 
 
 
 
 
 
 
 
 
 
 
 
 
 
 
 
 
 
 

                                                       
135 Ibid., pp.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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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8：區域經濟合作計畫走廊：鐵路—公路 

路線 途經城市 

鐵路 Almaty(KAZ) – BCP: Saryagash (KAZ)/Keles(UZB) – Djizaik(UZB) – 

Samarkand(UZB) – Karshi(UZB) – Guzar(UZB) –Kumkurgan(UZB) –  

BCP: Termez(UZB)/ Hairatan (AFG) – Mazar-i-Sharif(AFG) 

公路 Mazar-i-Sharif(AFG) – Pul-I-Khomri(AFG) – Kabul(AFG) 

說明：鐵路路線南下至阿富汗 Mazar-i-Sharif，再以公路路線繼續南下至阿富汗 Kabul。 
縮寫解釋：KAZ(Kazahkstan)為哈薩克；UZB(Uzbekistan)為烏茲別克；AFG(Afghanistan)為阿富汗；

BCP(Border Cross Point)為過境點。 
資料來源：整理自“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ercially Viable Transport Links Between 
Almaty-Kabul,” USAID (2013), p.12. 

 

 
圖 2-11：區域經濟合作計畫走廊：鐵路—公路 

資料來源：“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ercially Viable Transport Links Between Almaty-
Kabul,” USAID (2013),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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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區域經濟合作計畫走廊：公路 

路線 途經城市 

公路 Almaty(KAZ) - Shymkent(KAZ) – BCP: Saryagash(KAZ)/Keles(UZB) – Tashkent 

(UZB) – Djisaik(UZB) - Samarkand(UZB) – BCP: Termez(UZB)/ Hairatan (AFG) 

- Mazari-i-Sharif(AFG) – Pul-I-Khomri(AFG) – Kabul(AFG) 

縮寫解釋：KAZ(Kazahkstan)為哈薩克；UZB(Uzbekistan)為烏茲別克；AFG(Afghanistan)為阿富汗；

BCP(Border Cross Point)為過境點。 
資料來源：整理自“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ercially Viable Transport Links Between 
Almaty-Kabul,” USAID (2013), p.12. 
 

 
圖 2-12：區域經濟合作計畫走廊：公路 

資料來源：“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ercially Viable Transport Links Between Almaty-
Kabul,” USAID (2013),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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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 

 

一、交通計畫的發展背景 

後冷戰時期，中國快速崛起，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不僅鞏固中國經濟的發

展，更是中國對外推動經濟互動、融入國際體系的重要基礎。136因此中國開始

推動睦鄰外交，以雙邊或多邊合作改善與鄰國的關係，確保中國經濟成長。137

鑒於中國的西部地區與中亞地區緊鄰，與哈薩克邊界長 1,533 公里；與吉爾吉

斯邊界長 858 公里；與塔吉克邊界長 414 公里 138，再加上中國欲開發西部地

區，因此交通運輸的連通在此區域是必要的。 

2004 年 9 月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在吉

爾吉斯首都比什凱克舉辦的總理理事會提及交通為中亞整合不可缺少的要素。

2005 年 11 月 10 日在 SCO 框架下所舉辦的首屆歐亞經濟論壇（Euro-Asia 

Economic Forum）在西安召開，兩年一度的國際論壇為中國復興絲綢之路的多

邊平台，SCO 成員國間的交通政策能在該平台進行協調。2007 年 11 月 2 日 SCO

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召開例會，各國總理決議投入 192 億美金來建設「現代

絲綢之路」，修建「伏爾加格勒－阿斯特拉罕－阿德勞－別伊涅烏－昆格勒公

路」、「阿克套－別伊涅烏－昆格勒公路」與「跨基嘎奇河大橋」，以及興建「奧

什－薩雷塔什－伊爾克什坦－喀什公路」、「布拉茨特沃－杜尚別－卡拉梅克－

伊爾克什坦－喀什公路」與「喀什貨物轉運站」。並發展區域鐵路網，促進成員

國經貿合作暢通。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海關合作和互助協定》來簡

化通關的行政手續。1392008 年，中國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及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聯

                                                       
136 許志嘉，「中國新睦鄰外交政策：戰略意涵與作為」，遠見基金會季刊，2007 年第 8 卷第 3
期，頁 51。 
137 洪銘德，盧信吉，「中國對中亞外交政策之分析」，全球政治評論，2011 年第 33 期，頁

127。 
138 “The World Factbook, China,” CIA (2015). 
139 「上合組織成員國政府首腦（總理）理事會會議聯合公報」，上海合作組織（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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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發起絲綢之路區域項目，共有 19 個國家響應，各國於日內瓦通過 430 億美元

的復興絲綢之路計畫資金。140 

2009 年 11 月 10 日 SCO 於北京舉辦第四次交通部長會議，強調成員國得協

調與促進公路運輸通道基礎建設，並盡快完成《上海合作組織國際道路運輸便

利化協定》相關附件的制定與簽署工作，為便利運輸提供良好的法律基礎，促

進 SCO 成員國之間的經貿發展和人員往來。同時加強鐵路領域合作，像中吉烏

鐵路建設評估。並借鑒亞洲開發銀行、國際道路運輸聯盟等國際性組織，研究

解決交通發展所遭遇的瓶頸，協調成員國間的交通法規、過境運輸於跨越邊境

口岸等問題。計畫在 SCO 的框架下舉辦交通領域研討會和培訓班，增進各國交

通運輸專家相互學習，提高成員國交通管理的程度。141 

2013 年 9 月 7 日習近平於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的納札巴耶夫大學首度闡述

絲綢之路經濟帶（Silk Road Economic Belt，SREB）概念。同年 10 月 2 日習近平

於印尼雅加達訪問，倡導籌建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作為 SREB 建設的資金來源。2013 年 11 月，SCO 成員

國的政府總理理事會第十二次會議在烏茲別克舉行，發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

國政府首腦（總理）關於進一步開展交通領域合作的聯合聲明》。李克強總理出

席並提出深化 SCO 務實合作六點倡議，提到 SCO 將加快道路互聯互通，盼成員

國積極參與新亞歐大陸橋和渝新歐國際鐵路聯運走廊建設，暢通由東至西的交

通走廊。中國將在技術、裝備與融資上支持這些交通項目。1422014 年 9 月 12

日，SCO 第十四次總理理事會於塔吉克首都杜尚別舉行，強調發展 SCO 成員國

                                                       
140 “Rebuilding the silk roads," World Highways (2011),  
< http://www.worldhighways.com/sections/general/features/develop-the-silk-roads-boost-economic-
growth >. Retrieved date: 2015/12/07. 
141 「上合組織交通部長會議在北京舉行，達成八項共識」，中國交通運輸部（2009）， 
<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gzdt/2009-11/10/content_1461342.htm >。 
檢索日期：2015/12/13。 
142 「三次參加『上合總理會』，李克強最關切什麼？」，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5）， 
<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5/1219/c64094-27949876.html >。 
檢索日期：2016/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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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長期友好關係，並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間國際道路運輸便利化

協定》，促進成員國間公路運輸的效率。143同年 10 月 24 日 SREB 的創始會員國

代表共同決定成立 AIIB。11 月習近平在「加強互聯互通伙伴關係對話會」表示

中國將出資 400 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144 

2015 年 5 月，習近平在莫斯科與普京簽署《關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與歐

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確立一個制度化的對接目標，SCO 成為

對接的溝通平臺。145SCO 秘書長梅津採夫（Dmitry Mezentsev）認為 SREB 符合

SCO 成員的發展需求。146SCO 全體成員國皆是中國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OBOR）的成員，代表中亞五國中除了永久中立國土庫曼外，皆有參與

SCO 與 OBOR（亦即參與 SREB），意味 SREB 的戰略方針可由 SCO 去執行。俄國

Strategic Culture Foundation 發表《中國的絲路將走入國際：從夢想到現實》

（China’s Silk Road goes global: from dream to reality）與新華網發布《把上合組

織打造成「一帶一路」支撐平臺》都表示 SCO 與 OBOR 成員國相互重疊，而且

SCO 能作為 OBOR（包含 SREB）在執行上的工具。147  

 

 

 

 

                                                       
143 「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中國外交部（2014），< http://www.fmprc.gov.cn/web/ 
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jbqk_683096/ >。檢索日期：2016/04/25。 
144 「習近平主持加強互聯互通夥伴關係對話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社（2014）， 
<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08/c_1113170919.htm >。檢索日期：2016/04/29。 
145 “China Sees SCO as Platform for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EEU Integration,” Sputnik (2015), 
< http://sputniknews.com/business/20150708/1024379330.html >. Retrieved date: 2016/04/30. 
146 「專家：絲綢之路經濟帶為上合組織成員國帶來發展新機遇」，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國際在

線（2015），<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42071/2015/12/15/8011s5198554.htm >。檢索

日期：2016/05/02。 
147 “China’s Silk Road goes global: from dream to reality,” Strategic Culture Foundation (2015), 
< http://www.strategic-culture.org/pview/2015/07/22/china-silk-road-goes-global-from-dream-
reality.html >. Retrieved date: 2016/05/05. 
以及「把上合組織打造成『一帶一路』支撐平台」，新華網（2015），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globe/2015-12/18/c_134930775.htm>。 
檢索日期：2016/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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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計畫：絲綢之路經濟帶 

 2014 年 6 月 28 日，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承辦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與未來：12 國智庫論壇」於北京召開，會後中

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王文發布《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願景

與路徑》的智庫研究報告。 

該份中國智庫首次針對 SREB 所發布的報告表示，建設 SREB 可視為一個 35

年的三階段計畫：（一）2013 年習近平倡議以來至 2016 年為戰略動員階段，主

要分為國內動員和國際動員；（二）2016 年至 2021 年為戰略規劃階段，計畫在

2021 年前完成 SREB 內部治理的基礎框架。在戰略動員的基礎上，在主要大國

領導下成立協調小組，在已有的合作機制框架下，推動各個領域統一行動標

準；（三）2021 年至 2049 年為戰略施行階段。對內設立官方理事會和秘書處等

常設機構，對外加強與世界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歐

亞開發銀行與各國開發性金融機構的合作，全面實施 SREB 在基礎設施建設、貿

易一體化、人力資源與行政能力建設、貨幣金融安全網建設等方面的規劃，作

為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與民心相通五大支柱的基礎。148 

論壇上亦討論 SREB 的詳細路線。伊朗駐中國大使薩法里（Mahdi Safari）

認為 SREB 應該從中國西部延伸到中亞各國並達到伊朗。並由伊朗再分為三條路

線：（一）向南覆蓋波斯灣各國，並向西延伸到南歐與非洲；（二）向西到伊拉

克、敘利亞直到地中海，最終到歐洲；（三）向東到阿富汗以及南亞，再與中國

經中亞地區的路線互補。薩法里表示促進 SREB 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的建設與安

全，能維持中亞、南亞地區的區域穩定。149哈薩克總統戰略研究所的研究員霍

（Yevgeniy Khon）表示哈薩克以建設歐亞大陸橋為目標，發展物流運輸基礎設

施，與 SREB 計畫不謀而合。中哈雙方共同建立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國際物流

                                                       
148 「中國首份智庫絲路報告：絲路經濟帶 35 年內初步建成」，大公網（2014）， 
< http://finance.takungpao.com.hk/hgjj/q/2014/0629/2570239.html >。檢索日期：2016/05/11。 
149 「金融研究簡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2014 年第 31 期，頁 3， 
< http://rdcy-sf.ruc.edu.cn/upfile/file/20140807135057_81065.pdf >。檢索日期：2015/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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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鐵路營運商，發揮歐亞國家的陸路運輸中轉潛力，亦促進中國西部的發展。 

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所長楊恕提到 SREB 的計畫性路線將由烏魯木齊出發，

經過中亞五國的經濟中心（見圖 2-13）。150在 SREB 戰略下納入中國自 1999 年

以來的「走出去戰略」151所擘畫的跨境高鐵戰略。包括 2009 年確立近程目標的

「歐亞高鐵」、「中亞高鐵」、「泛亞高鐵」以及遠程目標的「中俄加美高鐵」。152

其中「歐亞高鐵」與「中亞高鐵」仍在協商與建設階段（見圖 2-14）。 

 

 
圖 2-13：陸上絲綢之路 

資料來源：「圖解一帶一路」，新華網（2014）<http://xinhuanet.com/fortune/cjzthgjj/104.htm>。
檢索日期：2015/11/14。 

 

 
圖 2-14：跨國高鐵 

資料來源：「中國正和數十國談高鐵合作四條跨國高鐵路線圖曝光」，鳳凰財經（2014）， 
<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619/12569030_0.shtml >。檢索日期：2016/05/13。 

 
 
 
 
 

 

                                                       
150 同上註，頁 10-11。 
151 「走出去戰略」為中國積極支持中資企業自世界各地投資的戰略。（中國國務院，2006） 
152 「泛亞高鐵」由昆明出發，經東南亞各國再抵達新加坡；「中俄加美高鐵」由中國東北出

發，向北經西伯利亞抵達白令海峽，修建隧道穿過太平洋抵達阿拉斯加。（新京報，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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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亞高鐵 

2010 年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表示，籌建中亞高鐵的目的為：（一）促進

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二）方便中亞國家資源向中國運輸。並認為建成後將把烏

魯木齊與哈薩克、烏茲別克與土庫曼等國連接起來。1532014 年王夢恕接受中國

新京報採訪表示，高鐵建設是由中國出資與提供技術，作為交換中亞地區資源

的籌碼。1542015 年 6 月 17 日於「中國高鐵走出去戰略高峰論壇」，西南交通大

學校長徐飛提出中國高鐵「走出去戰略」要落實，得整合戰略、構築培訓體系

與創新投融資來將高鐵推廣至歐亞大陸。155 

 

（二）、渝新歐鐵路 

2009 年 8 月，惠普集團（Hewlett-Packard Company，HP）與重慶市政府簽

訂年產 2000 萬台外銷筆記本電腦的落戶協議，因此國際筆記型電腦大廠與相關

零組件企業陸續進駐重慶。 隔年 8 月重慶市市長與惠普集團代表向中國鐵路部

門與海關總署提出重慶至歐洲的鐵路計畫。同時，於柏林召開歐亞鐵路會議，

重慶市政府與俄國、哈薩克等國鐵路公司協調該鐵路相關事宜。1562010 年 10

月 18 日「渝新歐鐵路」157中國段試運行，此段長 3812 公里，途中不靠站以提

高運輸效率。2010 年 11 月 23 日溫家寶訪俄，與俄哈簽署海關便捷通關協議。

確立各國海關對由重慶出發，通過新疆阿拉山口，經哈薩克、俄國的貨物，僅

進行一次海關檢查，即可運往歐洲。2011 年 1 月 28 日中俄段試運行。2011 年

3 月 19 日，首列火車由重慶駛往德國杜伊斯堡。158 

                                                       
153 「我國籌建中亞-歐洲高鐵網：倫敦到北京只需 48 小時」，成都日報（2010）， 
< http://news.big5.anhuinews.com/system/2010/03/10/002707234.shtml >。 
檢索日期：2016/05/17。 
154 「中國正和數十國家談高鐵合作」，新京報（2014），< http://epaper.bjnews.com 
.cn/html/2014-06/19/content_518583.htm?div=-1 >。檢索日期：2016/05/17。 
155 「中國『高鐵戰略』佈局全球改變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國新聞網（2015）， 
< http://jjzg.china.com.cn/2015-09/08/content_8217569.htm >。檢索日期：2016/05/17。 
156 「渝新歐的由來」，重慶華龍網（2013）， 
< http://cq.cqnews.net/cqztlm/2013-10/25/content_28390621.htm >。檢索日期：2016/05/21。 
157 「渝」指重慶，「新」指新疆阿拉山口，「歐」指歐洲，因此稱作「渝新歐鐵路」。 
158 「渝新歐國際鐵路大通道」，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慶海關（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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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9 月 27 日重慶舉辦「五國六方聯席會議」159，簽署《共同促進

「渝新歐」國際鐵路常態開行合作備忘錄》，確保沿線運輸安全、調降沿線運

費、提升每日列車班次。1602012 年向西延伸 202 公里至比利時安德衛普，全長

達 11,381 公里。1612013 年 12 月 7 日，重慶與烏魯木齊兩地海關簽署《關於建

立渝新歐國際鐵路大通道出口轉關監管機制的協議》實現「一次申報、一次查

驗、一次放行」。162在 OBOR 框架下，渝新歐鐵路改寫中國西部出口至歐洲的方

式，使貨物由火車跨越中亞運往歐洲，無需由中國東南沿岸的海運送往歐洲。 

 
表 2-10：渝新歐鐵路 

途經城市 
Duisburg - Berlin - Warschau - Minsk - Moscow - Perm - Yekaterinburg - Kostanai - 
Astana - Karaghandy - Almaty - Dostyk - Urumqi - Lanzhou – Xi An - Chongqing 
資料來源：整理自 Erich Staake, ”Intercontinental rail transport solutions: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the New Silk Road connection Duisburg-Chongqing,” Duisport (2015), p.10, 
<http://www.intermodal-asia.com/__media/Files/2015%20Conference%20Presentations/ 

Innovation%20Day%201/Eric-Staake-DUISPORT.pdf>. Retrieved date: 2016/05/20. 

 

 
圖 2-15：渝新歐鐵路 
資料來源：Ibid., p.10. 

                                                       
< http://www2.customs.gov.cn/tabid/48051/Default.aspx >。檢索日期：2016/05/21。 
159 渝新歐國際鐵路是由中國、哈薩克、俄國、白俄羅斯、波蘭、德國鐵路部門與重慶市政府

「六國七方」（重慶慣稱「五國六方」，白俄羅斯、波蘭的路線運輸分別由俄國、德國代理）。 
160 「五國六方在渝談新絲綢之路」，新浪財經（2011）， 
<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10929/010110559795.shtml >。檢索日期：2016/05/22。 
161 「渝新歐鐵路線終點年內將延長至比利時安德衛普」，新華網（2012），< http://www.cq. 
xinhuanet.com/business/2012-02/03/content_24635605.htm >。檢索日期：2016/05/19。 
16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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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俄國歐亞經濟聯盟 

 

一、交通計畫的發展背景 

俄國的發展是從歐陸開始，而交通也是以位於歐陸的莫斯科為中心，向外

輻射延伸。隨著疆域開拓至西伯利亞、遠東，甚至中亞地區皆為蘇聯的勢力範

圍。蘇聯解體後，俄國對中亞地區的控制不如以往。獨立後的中亞國家繼承了

蘇聯時期的公路與鐵路運輸基礎建設 163，卻面臨國內交通基礎設施不完善的窘

境。164俄國與中亞五國的地理位置相鄰，與中亞地區領土面積最大的哈薩克間

擁有長達 6,846 公里的邊界，因此發展完善的公路與鐵路基礎建設有利於俄國

與哈薩克，以及其他中亞國家的經貿往來。 

 1991 年底創立的獨立國家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是蘇聯解體後最早的大範圍後共國家合作機制，中亞五國全數參與。在

2000 年發展的歐亞經濟共同體（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EurAsEC）。乃

至 2007 年俄白哈簽署的關稅同盟協定，以及 2015 年 1 月 1 日正式運作的歐亞

經濟聯盟（Eurasia Economic Union，EEU）之前，俄國早已與後共國家在 CIS 的

框架下進行各樣合作。同年 1 月 28 日，白俄羅斯總理科比亞科夫（Andrei 

Kobyakov）與 CIS 的執行委員會主席會談時表示：「EEU 與 CIS 這兩個的整合機

制若合作，將創造新局面。而 EEU 整合上所遭遇的困難，可透過 CIS 解

決。」165CIS 根據各個成員國的法律與政策，再加上 CIS 所訂定的共同策略來執

行交通戰略，像《CIS 成員國的跨境協議》（Agreement on Transit through 

Territories of CIS members）與《CIS 的共同交通政策協議》（Agreement on 

Common Transport Policies in the CIS）協調成員國交通部門間的運輸跨境法規以

                                                       
163 Prakash, Manohan, "Connecting Central Asia A Road Map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3), p.21. 
164 "Central Asia: Decay and Declin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11), < http://www.crisisgroup.org/ 
en/regions/asia/central-asia/201-central-asia-decay-and-decline.aspx >. Retrieved date: 2016/05/22. 
165 “Integration formats of EEU, CIS can be combined-Andrei Kobyakov,” Kazinform (2015), 
< http://www.inform.kz/eng/article/2741222 >. Retrieved date: 2016/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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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降低交通障礙，盼能將該區域的交通網與國際接軌。而 EurAsEc 的成員國也

簽署了《EurAsEc 公路聯盟協議》（Agreement on Road Transport Union of 

EurAsEc）與《EurAsEc 成員國的共同鐵路稅率》（Agreement on Common Railway 

Tariffs in EurAsEc）。166俄國皆能藉由上述協議來改善與中亞地區的交通運輸效

率。 

2010 年俄白哈關稅同盟協議正式生效，創造更有競爭力的投資環境，增加

俄哈間的貿易往來。2011 年在關稅同盟的基礎上，簽署《關稅同盟外的運輸管

理協議》（Agreement on transport (automobile) control in external borders of the 

Customs Union），建立系統性流程管理進出關稅同盟的車輛與物資，使成員國

能有效率地與關稅同盟外的國家進行交流。1672012 年 1 月 1 日「統一經濟空

間」（Single Economic Space，SES）正式運作 168，SES 強調將進行關稅同盟成員

國間的運輸流程整合與協調共同的運費與稅率。169 

2015 年 EEU 成立，此框架下的成員國所簽署的條約或協定，都以減少成員

國間的貿易障礙為目標，進行區域內部的經濟整合。歐亞經濟委員會（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EEC）170的基礎設施部門主管曼斯索夫（Tair Mansurov）

表示，關稅同盟的成立，印證了 EEU 成員國亟欲增加區域內貿易量或是強化本

國貿易競爭力的想法。因此成員國建立起共同對外關稅的機制，以現代化交通

網的發展、降低或消除邊境貿易障礙等策略，使得商品、服務、資本、勞動力

自由流通。調節成員國間的交通與能源等政策，達到經濟整合的目的。171 

                                                       
166 Lev M. Freinkman, Evgeny Polyakov, Carolina Revenco, “Trade Performance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the CIS Countries,”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2004), No.38, p.50. 
167 “Transport cooperation in CIS, Customs Union and EEC,” Ministry of Transpor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14), < http://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2.2.Russia.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1/22. 
168 2009 年 12 月 19 日，關稅同盟批准了「統一經濟空間」（Single Economic Space，SES）計

畫，俄白哈簽署了十七項 SES 的基本協議。（EEU，2013） 
169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Facts and Figures,” EEC (2013), p.19. 
170 歐亞經濟委員會（EEC）為歐亞經濟聯盟（EEU）的永久管理機構，其作用是確保 EEU 能發

展計畫中的整合目標。EEC 於 2012 年 2 月 2 日開始運作。（EEC，2012） 
171 Victor Khristenko,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Facts and Figures”, 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2015),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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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3 月 23 日國際公路運輸聯盟（International Road Transport Union，

IRU）172、EEC 與 CIS 的運輸調節委員會（Coordination Transport Council）於莫斯

科舉辦「歐亞大陸國際公路運輸的新發展趨勢」（New trends in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arriage by road in Eurasia）國際會議，表示欲整合 EEU 的交通領

域，需先進行共同交通領域合作。該國際會議作為協調性平台，調節不同機制

間的交通基礎設施執行的策略，運用成員國潛在的中轉能力與改善公路狀況，

確保交通行進中的安全，朝著整合進國際交通網的目標前進。173 

2015 年 10 月 28 日，EEU 的基礎設施與物流小組委員會提出發行電子護照

（electronic passportization）的計畫，將增加成員國間通關效率。透過精確分析

來往車流與物資運輸，能系統化地了解各個路段的車流情況，規劃出一條國際

運輸走廊。小組委員會也審議發放鐵路安全證書的草案，制定成員國貨物、人

員等鐵路運輸活動的許可。1742015 年 11 月 13 日 EEC 的基礎設施部門主管曼斯

索夫與 IRU 的代表進行會談，針對聯合國於 2014 年發起的「提供國際性的合作

以達到交通與運輸走廊的可持續性發展原則計畫」（Role of Transport and Transit 

Corridors in Provid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進行

討論，認為得加強 EEU 區域內的交通基礎設施，使區域內的貿易得以增長。並

加強 EEC 與 IRU 於交通領域的合作。175 

 

 

                                                       
172 IRU 為聯合國於 1948 年為了實施「國際公路系統」（Transport International Routier，TIR）而

創立的組織。（IRU，2016） 
173 “The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and Infrastructure, Yerzhan Nurakhmetov, covered 
the questions of development of the motor transport in the EAEU,” EEC (2015), < http://www.eurasian 
commission.org/en/nae/news/Pages/23-03-2015-1.aspx >. Retrieved date: 2016/05/26. 
174 “Decision on Launch of Electronic Passportization of EAEU Transport Corridors to Adopt in 
Moscow,” EEC (2015),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en/nae/news/Pages/02-11-2015-
2.aspx>. Retrieved date: 2016/05/26. 
175 “EEC Minister Tair Mansurov and Deputy Head of International Road Transport Union (IRU) Igor 
Runov to Discuss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 and Transit Corridors,” EEC (2015), < http://www.eurasian 
commission.org/en/nae/news/Pages/18-11-2015.aspx >. Retrieved date: 2016/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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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通計畫：共同交通空間 

2014 年 5 月 29 日 EEU 正式運作前，俄白哈三國在公平競爭、透明化、安

全、可靠與持續性發展的原則下簽署《交通政策協調協議》（Coordinated 

Transport Policy Treaty），發展「共同交通空間」（Common Transport Space）。176

至今已完成下列目標：（一）建立 EEU 成員國邊境的公路交通的管理系統；

（二）統一規範成員國的鐵路運費；（三）確立了鐵路基礎設施在成員國間連通

的路線；（四）許可成員國間以國際公路貨物運費標準來執行收費。177 

成員國與 EEC 透過建立起共同交通空間來減少運輸貨物的時間、加強交通

運輸的機動性以及增加貨物、人力資源於 EEU 境內流動的誘因。因此由圖 2-16

可知，「西歐—中國西部國際公路走廊」（Western Europe – Western China 

international road corridor，以下稱國際公路走廊）在 EEU 境內統一的交通與物

流的基礎上，將成為具有競爭力的歐亞運輸走廊。哈薩克總統納札巴耶夫於

2014 年提出《光明之路》（Nurly Zhol）計畫，欲與中國的 SREB 合作。在此背景

下，身為 EEU 成員國的哈薩克能間接的促成 EEU 與 SREB 的交通計畫合作。由

EEC 所發布的 SREB 可行性路線（見下頁圖 2-17）得知雙方走廊重疊性高，能進

行對接，打造高速、高品質、低成本、安全的「跨歐亞大陸走廊」（Eurasian 

Transcontinental Corridor）。178 

此條走廊計畫全長為 8,445 公里，從聖彼得堡或白俄羅斯西部城市 Brest 出

發到達莫斯科，再至下諾夫哥羅德，一路向東南橫跨哈薩克，最後由中哈邊境

的 Dostyk 進入中國，抵達連雲港，只需花費 10 日。比起跨西伯利亞大鐵路的

11,500 公里與海路的 36,300 公里分別所花費的 14 天與 45 天，更有競爭力。179 

                                                       
176 Alexander Sergunin, “Explaining Russian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Theory and Practice,” Ibidem-
Verlag Haunschild/Schoen gbr (2016), pp.104-105. 
177 “Common Transport Area in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EC (2015), p.4,< http://www.eurasian 
commission.org/ru/Documents/transport_eng.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5/28. 
178 Ibid., p.5. 
179 “Western Europe – Western China international road corridor,” Kazinform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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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國際公路走廊 

途經城市 

Brest- Minsk - Moscow- Nizhny Novgorod- Aktobe- Shymkent- Bishkek- Almaty- 

Horgos - Urumqi- Zhengzhou- Lianyungang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圖 2-17。 

 

 
圖 2-16：國際公路走廊 

資料來源：“Common Transport Area in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EC (2015), p.10, 
<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Documents/transport_eng.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5/30. 
 

 
圖 2-17：絲綢之路經濟帶 

資料來源：Ibid., p.45. 
 

2015 年由 EEC 所發布的《歐亞經濟聯盟的共同交通領域計畫》（Common 

Transport Area in Eurasian Economic Union）提及 EEU 所簽署的公路符合下列幾項

特徵：（一）在國際公路運輸的標準下消除區域內的交通障礙；（二）實現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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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的自由化；（三）建立共同 EEU 的邊境公路運輸管理機制；（四）EEU 成員

國間得彼此交換交通運輸的情報。180而鐵路協議主要內容為：（一）逐步建立鐵

路運輸的共同市場；（二）成員國的運輸單位必須遵守另一成員國的交通基礎設

施相關法規；（三）確保消費者能在成員國的鐵路運輸系統自由移動；（四）制

定共同的鐵路運輸服務程序與規定；（五）EEC 有權向違反 EEU 所制定的關稅法

規的鐵路運輸企業進行裁罰；（六）建立共同鐵路安全機制；（七）確保貨物於

鐵路運輸的途中為統一出口，進口與國內關稅；（八）協調成員國間運輸往來過

境他國以及他國間的運輸往來過境成員國的關稅費率。181 

 
 
 
 
 
 
 
 
 
 
 
 
 
 
 
 
 
 
 
 
 
 
 
 

                                                       
180 Ibid., p.27. 
181 Ibid., p.3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1 
 

 

第參章、 能源領域之整合機制 

第一節、 亞銀中亞區域經濟合作組織 

 

一、能源計畫的發展背景 

1997 年由 ADB 倡議，2002 年正式成立前，2001 年 7 月 16 日至 18 日於吉

爾吉斯首都比什凱克舉辦「能源的挑戰與機會會議」（Conference 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Energy），這是首次 CAREC 的成員國針對能源議題進行探

討。2005 年 7 月 4 日至 6 日首次的「CAREC 成員國電力管理論壇」（CAREC 

Members Electricity Regulators Forum，CMERF）於北京召開。CAREC 成員國欲建

立電力管理網來加強彼此在電力上的管理能力，並交換各成員國於電力管理的

經驗，將有助於進行成員國的電力部門改革。182同年 10 月 12 日於吉爾吉斯舉

辦的 CAREC「能源部門協調委員會」（Energy Sector Coordinating Committee，

ESCC），全體成員國簽署 CMERF 的相互理解備忘錄草案（draft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MOU），擬出 CMERF 執行上的框架，計畫共組水力發電財團，

發揮 CAREC 區域內水力發電的潛能。183 

2006 年 10 月，CAREC 發布能源部門（energy sector）成立的背景：（一）

中亞各國基於政治因素而電費極低，然而實際電力成本遠超過目前的電費；

（二）整個區域的電力收費制度效率極差，存在大量債務；（三）由於地處偏

遠、基礎設施不足、運輸成本高、開採成本高，CAREC 成員國的能源費用超過

中東、俄國等能源生產國；（四）國有企業的運作透明度低；（五）能源業缺乏

國際化經營的必備技術、資金和管理技能。CAREC 指出成立能源部門有助於：

（一）整合成員國的能源項目，改善能源基礎設施的體質；（二）協助裏海地區

                                                       
182 “First Meeting of CAREC Members Electricity Regulators Forum (CMERF),” CAREC (2005), 
< http://www.carecprogram.org/index.php?page=first-cmerf-meeting >. Retrieved date: 2016/03/20. 
183 “CAREC Energy Sector Coordinating Committee (ESCC) Meeting,” CAREC (2005), 
< http://www.carecprogram.org/index.php?page=carec-energy-sector-coordinating-committee-escc-
meeting >. Retrieved date: 2016/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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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氣以及阿富汗煤礦與石油的開採；（三）各國能源產業的改革，吸引私部門投

入能源產業，並鼓勵外資開發本區域的能源，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四）減少成

員國間能源交易的成本與增加能源交易的效率。184 

2007 年 9 月 14 日於蒙古首都烏蘭巴托舉辦的 ESCC 會議，討論 CAREC「區

域能源合作戰略」（CAREC Strategy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nergy），目標為建

立起永續發展的 CAREC 能源部門。1852010 年 3 月 25 日至 26 日於哈薩克阿拉木

圖舉辦的 ESCC 會議針對下列三大項的能源議題進行探究：（一）加強各成員國

政府間能源部門的資訊交換，並協助成員國發展區域能源策略；（二）在 CAREC

的「能源行動計畫」（Energy Action Plan）框架下，分析水力發電的可行性；

（三）探討區域內能源交易的現況，來發展能源配送的管理機制，以協助區域

進行能源整合。1862011 年 7 月 25 日至 26 日於曼谷舉辦的 ESCC 會議訂定

CAREC 的 10 年策略計畫—CAREC 2020，提及 2020 年前能源項目的目標，該戰

略於同年 11 月在巴庫舉辦的第十屆部長級會議中決議通過。1872012 年 7 月 3

日至 5 日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與 CAREC 成員國召

開「裏海能源政策對話」，討論能源技術的革新、能源運送的規範、能源使用的

效率與可再生能源應用。188 

2014 年 9 月 8 日至 9 日於馬尼拉舉辦「區域能源貿易工作坊」（Regional 

Energy Trade Workshop），探討區域內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的議題，包含興建「亞

洲能源高速公路」（Asian Energy Highway），藉由串聯亞洲各個地區的電力網，

                                                       
184 “Energy Sector Background Brief,” CAREC (2006), p.2, < http://www.carecprogram.org/ru/ 
uploads/events/2006/CAREC-BDF/Energy-Background-Brief.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3/19. 
185 “CAREC Energy Sector Coordinating Committee (ESCC) Meeting,” CAREC (2007),< http://www.car 
ecprogram.org/index.php?page=carec-energy-sector-coordinating-committee-escc-meeting-2 >. 
Retrieved date: 2016/03/20. 
186 “Energy Sector Coordinating Committee (ESCC) Meeting,” CAREC (2010), < http://www.carec 
program.org/index.php?page=escc-meeting-march-2010 >. Retrieved date: 2016/03/20. 
187 “CAREC ESCC 2nd Subcommittee Meeting for Pillar 1: Energy Supply/Demand Balance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aints,” CAREC (2011), < http://www.carecprogram.org/index.php?page=carec-
escc-2nd-subcommittee-meeting-pillar1 >. Retrieved date: 2016/04/02. 
188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Caspian Energy Policy Dialogue and Training,” CAREC (2012), 
< http://www.carecprogram.org/index.php?page=iea-caspian-energy-policy-dialogue-and-training >. 
Retrieved date: 2016/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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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亞洲各國能源利用的效率與能源安全。當中土庫曼—阿富汗—巴基斯坦—

印度天然氣管線（TAPI）與土庫曼—烏茲別克—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電

力輸送網（TUTAP）被視為有助於中亞與南亞地區的能源連接。1892015 年 3 月

底於烏蘭巴托舉辦的第十九屆 ESCC 會議在能源工作計畫（Energy Work Plan，

EWP），將發展中亞與南亞間的能源管線、解決區域間能源配送的問題、加強水

力發電的應用與建立起能源基金等手段來達成能源整合的目標。190截至 2015 年

9 月 23 日在烏蘭巴托舉辦的高階部長會議（Senior Officials’ Meeting，SOM），

將第二十屆 ESCC 會議中 191所規劃的 2013 年至 2015 年能源工作計畫（Energy 

Work Plan，EWP）再次歸納討論：（一）加強建立中亞—南亞能源走廊的機制；

（二）提供 CAREC 成員國能源技術協助以解決能源交易的瓶頸；（三）檢驗氣

候變遷對能源部門造成的影響；（四）準備電力部門所需資金的項目以利資金援

助的規劃；（五）增加 CAREC 區域的能源使用效率。192  

 

二、能源計畫 

（一）、土庫曼—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氣管線 

蘇聯時期，首次有興建一條由中亞地區至南亞的天然氣管線，但隨著 1979

年蘇聯—阿富汗戰爭的爆發而計畫中止。蘇聯解體後，1993 年阿根廷的能源巨

擘 Bridas 向時任土庫曼總統尼雅佐夫（Saparmurat Niyazov）提出興建跨阿富汗

天然氣管線的建議。1995 年 3 月 15 日在 ADB 的倡議下，土庫曼與巴基斯坦政

府簽署天然氣管線技術可行性的備忘錄。同時，美國為了加強在中亞地區的地

緣政治影響力，推派由美國國務院所支持的 Unocal 能源公司來取代阿根廷的

                                                       
189 “Regional Energy Trade Workshop,” CAREC (2014),< http://www.carecprogram.org/Index 
.php?page=regional-energy-trade-workshop >. Retrieved date: 2016/04/03. 
190 “19th CAREC Energy Sector Coordinating Committee (ESCC) Meeting,” CAREC (2015), 
< http://www.carecprogram.org/index.php?page=19th-carec-escc-meeting >. Retrieved date: 
2016/04/03. 
191 第二十屆 ESCC 於 2015 年 9 月 7 日至 10 日於馬來西亞舉辦。（CAREC，2015） 
192 “Energy Sector Progress Report and Work Plan,” CAREC (2015), p.1, < http://www.carec 
program.org/uploads/events/2015/027-SOM-September/Reports/2015-SOM-September-Reports-
ENERGY.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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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as。1931997 年 10 月 27 日土庫曼、巴基斯坦、Unocal 與數家能源公司組成

中亞天然氣管線公司（Central Asia Gas Pipeline, Ltd.，CentGas）。由於此條管線

必經阿富汗，因此美國與當時控制大半阿富汗領土的塔利班（Taliban）達成協

議。然而 1998 年 8 月美國位於肯亞的大使館遭到自殺炸彈攻擊，美國認定塔利

班是幕後主使，中止了天然氣管線計畫。194 

在 911 事件後，2002 年 12 月 27 日土庫曼、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簽署新的天

然氣管線合約（Turkmenistan- Afghanistan- Pakistan pipeline，TAP）。2005 年英國

能源公司 Penspen 遞交關於興建 TAP 管線的可行性研究，而後 ADB 有意願參與

TAP 的興建。2008 年 4 月 24 日土庫曼、阿富汗、巴基斯坦與印度於巴基斯坦首

都伊斯蘭馬巴德簽署建設跨阿富汗天然氣管線（Trans-Afghan Gas Pipeline）與向

土庫曼進口天然氣協議。195 

2010 年 12 月 11 日於土庫曼首都阿什哈巴德的領袖高峰會，參與管線建設

的四國與 ADB 共同簽署《TAPI 管線跨政府計畫施行協議》（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 on Implementing the Gas Pipeline TAPI Project）。然而 2012 年 4 月阿

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無法達成管線過境費的共識 196，直到 5 月 16 日阿富汗

與土庫曼簽署天然氣合作協議，同時也與巴基斯坦、印度達成管線過境費的共

識。5 月 23 日巴基斯坦與印度向土庫曼簽署了《天然氣買賣協定》（Gas Sales 

and Purchases Agreement，GSPA），計畫由土庫曼的 Dauletabad field 輸送天然氣

至巴基斯坦與印度。1972015 年 10 月 13 日 TAPI 土庫曼端開始動工，這條長

                                                       
193 Bhadrakumar M.,“Uncle sam, energy and Peace in Asia," Asia Times (2010),  
< http://www.atimes.com/atimes/Central_Asia/LJ30Ag01.html >. Retrieved date: 2016/04/05. 
194 Michael P. Croissant, Bülent Aras, “Oil and Geopolitics in the Caspian Sea Region,”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9), p.87. 
195 S. Afonin, “The TAPI Gas Pipeline: Pro et Contra,” International Affairs: A Monthly Journal of 
Political Analysis (2011), Vol.57, No.6, pp.114-115. 
196 "TAPI: India, Afghanistan Fail to Agree on Transit Fee," The Gazette of Central Asia (2012), 
 < http://gca.satrapia.com/tapi-india-afghanistan-fail-to-agree-on-transit-fee >.  
Retrieved date: 2016/04/05. 
197 “India Authorizes to Sign TAPI Gas Sales and Purchase Pact,” The Gazette of Central Asia (2012),  
< http://gca.satrapia.com/+india-authorizes-to-sign-tapi-gas-sales-and-purchase-pact+ >. 
Retrieved date: 2016/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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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 公里，預期 2019 年完工。198透過圖 3-1 可知 TAPI 將途經不穩定區域，基

於維安等考量，TAPI 的興建費用預估將超過 100 億美金。199 

TAPI 是在 ADB 的 CAREC 2020 計畫下由 CAREC 的能源部門所負責，該管線

的目標為：（一）在均衡發展基礎設施與能源機制下，確保 CAREC 區域內的能

源安全；（二）加速 CAREC 的區域內的能源整合；（三）藉由能源基礎建設的興

建，能刺激 CAREC 區域內的能源交流，間接刺激各個成員國的經濟成長。200 

 

 

圖 3-1：土庫曼—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氣管線 
資料來源：John Foster, “A Pipeline Through A Troubled Land: Afghanistan, Canada, and the New 

Great Energy Game,” 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2008), Vol.3, No.1, p.5, 
<https://www.policyalternatives.ca/sites/default/files/uploads/publications/National_Office_Pubs/20

08/A_Pipeline_Through_a_Troubled_Land.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6/03. 

                                                       
198 “Turkmenistan starts work on gas link to Afghanistan, Pakistan, India,” Reuters (2015), 
< http://uk.reuters.com/article/turkmenistan-gas-pipeline-idUKKBN0TW05Q20151213 >. 
Retrieved date: 2016/04/10. 
199 “7,000-strong Afghan security force to guard Tapi gas pipeline: minister,” Dawn (2015), 
< http://www.dawn.com/news/1229154/7000-strong-afghan-security-force-to-guard-tapi-gas-
pipeline-minister?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dawn-
news+%28Dawn+News%29&utm_content=Google+International >. Retrieved date: 2016/06/03. 
200 “Turkmenistan–Afghanistan–Pakistan–India Natural Gas Pipeline Project Phase 3,” ADB (2012), 
p.1, < http://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roject-document/73061/44463-013-reg-tar.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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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庫曼—烏茲別克—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電網 

2005 年吉爾吉斯、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為了要更有效率地進行電力

交易，而共組「中亞與南亞地區電力市場計畫」（Central Asia South Asia Regional 

Electricity Market，CASAREM）。參與該計畫的國際性金融機構有 WB、ADB、

EBRD、IsDB。2007 年在 CASAREM 框架下，提出首個跨區域大型電力計畫，由

電力充足的中亞地區輸電至電力缺乏的南亞地區—中亞與南亞電力輸送計畫

（Central Aisa and South Asia transmission 1000 megawatt，CASA-1000）。201 

2013 年 5 月德國工程顧問公司菲德內爾（Fichtner Engineering Company）

在 ADB 的委託下，提交歷經 20 年研究的「興建 TUTAP 可行性報告」，納入

CASAREM 計畫中的一環，將興建一個可供應 500kV 高壓直流電（High-Voltage 

Direct Current，HVDC）202的電力輸送站，輸送電力至南亞地區。菲德內爾公司

於《阿富汗：能源部門的總體規劃》（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Power 

Sector Master Plan）為 TUTAP 的原型，將提供土庫曼、烏茲別克與塔吉克的電

力至阿富汗。ADB 於 2013 年 11 月批准菲德內爾的 TUTAP 可行性計畫。203 

三條路線中，協助路線探勘的加拿大建設公司蘭萬靈（SNC-Lavalin）指

出，由塔吉克邊境進入阿富汗境內南下經海拔 4,100 公尺高的薩朗隘口（Salang 

Pass），再往首都喀布爾的 TUTAP 可行性路線之一的塔吉克段，將協助提升

CASA-1000 路線的電力輸送效率。2042015 年 11 月 ADB 能源部門發表的評估報

告中指出：「阿富汗需要單一的國家電力輸送網。」此份評估報告進一步表示：

                                                       
201 John C. K. Daly, “Central Asia to Power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with Electricity,” Silk Road 
Reporters (2014), < http://www.silkroadreporters.com/2014/10/30/central-asia-power-afghanistan-
pakistan-electricity/ >. Retrieved date: 2016/05/01. 
202 HVDC 是一種使用高電壓的直流輸電系統。在長距離輸電與海底電纜輸電的情形下，HVDC
相較於現行的交流輸電系統（Alternating Current，AC），傳輸電量大、損失較小，因此成本較

低。（經濟部能源局，2014） 
203 “Energy Sector Progress Report and Work Plan,” CAREC (2014), p.2,< http://www.carecprogram. 
org/uploads/events/2014/SOM-Oct/Key-Documents/002_104_206_Energy-Sector-Progress-Report-
and-Work-Plan.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5/03. 
204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Power Sector Master Plan,” ADB (2013), pp.134-139, 
< http://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roject-document/76570/43497-012-afg-tacr.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5/0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7 
 

「阿富汗的電力是由伊朗、塔吉克、土庫曼與烏茲別克輸送來的，然而這些電

力輸出國家無法同步供應電力至阿富汗，使得阿富汗地區的用電配置相當沒有

彈性。」為了使這些電力能更有效率的分配至阿富汗全國用電，ADB 計畫要安

裝數個電力輸送站，統一將這些電力輸出國的電力同步輸往阿富汗。205 

 

 
圖 3-2：土庫曼—烏茲別克—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電網 

資料來源：”Central Asia --South Asia Regional Energy Trade,” ADB (2014), p.12, 
< http://www.carecprogram.org/uploads/events/2014/Regional-Energy-Trade-

Workshop/Presentation-Materials/009_104_209_Session2-1.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5/25. 

 
 
 
 
 
 
 
 
 
 

                                                       
205 “TUTAP Energy Project Sparks Political Infighting in Afghanistan,” The Diplomat (2016), 
< http://thediplomat.com/2016/05/tutap-energy-project-sparks-political-infighting-in-afghanistan/ >. 
Retrieved date: 2016/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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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歐洲睦鄰與夥伴策略 

 

一、能源計畫的發展背景 

蘇聯解體後，中亞各國逐漸對外開放，該地區的石油與天然氣成為歐洲對

中亞外交策略的重心。2061991 年歐洲國家發起 TACIS 援助計畫，協助這些獨立

後的國家進行改革，TACIS 計畫的數個改革項目 207提及能源。針對中亞地區的

援助計畫以能源使用效率為主，因為中亞地區的資源身處內陸，地勢複雜開採

不易，也缺乏外資進駐，無法有效運用這些充沛的資源。再者，中亞國家的工

業部門缺乏開採等相關技術。鑑於此 TACIS 將提供中亞國家技術援助，將這些

國家的資源做最有效的運用。208 

1995 年，歐洲執委會發表《歐洲能源政策白皮書》（White Paper on the 

European Energy Policy），提及歐盟能源政策三大目標：（一）促進歐盟經濟競爭

力；（二）歐盟的能源供給安全；（三）保護環境。2091996 年，TACIS 年度報告

指出，中亞地區的能源計畫為興建「跨國石油與天然氣運輸走廊」（INterstate 

Oil and GAs Transportation to Europe，INOGATE）與改善能源部門體質，210歐洲

亦協助中亞國家修繕能源基礎設施與指導操作流程，使其符合國際標準。同年

歐洲執委會與中亞國家簽署《夥伴合作協議》（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s，PCAs），進行能源管線的可行性研究，包含「跨裏海天然氣管線」

（Trans-Caspian Gas Pipeline，TCP），這些管線項目皆納入 INOGATE。211 

                                                       
206 A. Cooley, “Principles in the pipeline: managing transatlantic values and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8), Vol.84, No.6, p.1173. 
207 TACIS 計畫於 1991 年 7 月 15 日生效後，成員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歐盟前身）相互配合，

進行五大項的改革：教育、能源、交通、金融服務與食物分配。（TACIS，1991） 
208 Sijbren de Jong, Jan Wouters, “Central Asia and EU’s Drive Towards Energy Diversefication,” Leuven 
Centre for Global Governance Studies (2011), p.8, < https://ghum.kuleuven.be/ggs/ 
publications/working_papers/new_series/wp61-70/wp64.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5/03. 
209 “An Energy Policy for the European Union,”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5), 
pp.2-3, < http://europa.eu/documentation/official-docs/white-
papers/pdf/energy_white_paper_com_95_682.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5/10. 
210 “The TACIS Programme Annual Report 1995,” TACIS (1996), pp.16-43,  
< http://aei.pitt.edu/33592/1/A391.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5/10. 
211 Leuven Centre for Global Governance Studies (2011), p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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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的 911 事件後，歐盟體悟中亞地區能源對歐洲發展的重要性，因此

同年的 11 月 29 日由歐洲執委會發布的綠皮書 212《歐洲的策略得轉向至能源供

給安全》（Towards a European strategy for the security of energy supply），強調開

發裏海地區資源對歐洲的能源供給是一大安全保障。TACIS 的 2002 年至 2004 年

的計畫將提供中亞地區 1.5 億美元的資金，協助跨境基礎建設的建立，以改善

中亞地區的內部連結，確保能源供給的順暢。2132003 年歐洲議會提出「歐洲睦

鄰與夥伴策略」（ENPI），這項新的對外金融援助機制將取代舊有的 TACIS 計

畫。這項策略象徵著歐盟將增加與東部夥伴的合作，這強化了歐盟於高加索、

中亞地區的影響力，也藉著這兩個地區充沛的油氣資源，緩和了歐洲在能源需

求上的迫切。 

2004 年 11 月 13 日歐盟執委會能源代表與高加索、中亞各國的能源部長於

巴庫召開會議，提議建立裏海與其鄰近地區的區域能源市場：（一）加強區域內

油氣資源與電力交易的便利性；（二）保障能源生產、運輸與供給的安全；

（三）藉由增加能源生產、運輸與使用的效率，來達到能源產業的永續發展；

（四）促進區域內的能源項目投資。INOGATE 將負責協調區域內國家於執行巴

庫會議的目標，並提供區域內國家相關的能源技術援助。214 

2005 年由於烏克蘭與俄國在天然氣價格意見上的分歧，再加上烏克蘭無法

支付天然氣的買價，因此俄國於隔年 1 月 1 日切斷通往烏克蘭的天然氣供給，

間接影響歐洲國家接收來自俄國天然氣的使用量。215儘管於 1 月 3 日俄烏重啟

談判，俄國也恢復供應天然氣，但該事件讓歐盟重新思索依賴俄國作為能源供

給源是否為安全的選擇？因此歐盟再次將聚焦至中亞地區，以求多樣化的能源

供給源。216 

                                                       
212 綠皮書為「計畫仍在協商，尚未定案」；白皮書則為「計畫已定案，所訂定的執行方針」。 
213 Ibid., p.11. 
214 “Baku Initiative- Energy,”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http://ec.europa.eu/dgs/energ 
y_transport/international/regional/caspian/energy_en.htm >. Retrieved date: 2016/05/14. 
215 “Russia cuts Ukraine gas supplies,” ,BBC (2006), <http://news.bbc.co.uk/2/hi/4572712.stm>. 
Retrieved date: 2016/05/14. 
216 Ferrero-Waldner, B., ”Guest Editorial-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The EU’s Ne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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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5 月「巴庫—提比里斯—傑伊罕石油管線」（Baku-Tblisi-Ceyhan 

Pipeline，BTC）以及 12 月「巴庫—提比里斯—艾斯倫天然氣管線」（Baku-Tblisi-

Erzurum，BTE）正式啟用，將有利於哈薩克的石油、天然氣與土庫曼的天然氣

藉由跨裏海天然氣管線（仍在興建階段）或是船運，將能源送至巴庫，最終到

達歐洲。歐盟認為若跨裏海天然氣管線完工，中亞地區的石油與天然氣無須再

北上透過俄國的管線系統運至歐洲，有助於中亞地區擺脫俄國的掌控，更使歐

盟擁有安全的替代能源路線。2006 年 11 月 30 日歐盟與黑海、裏海以及中亞地

區國家召開部長會議，提及興建區域的能源基礎設施與加強能源整合。2172007

年 6 月，布魯塞爾舉辦的歐盟議會執行《中亞策略》（The Central Asia 

Strategy），該策略由「發展合作機制」（DCI）提供 7.5 億歐元，協助中亞地區能

源多樣化的出口路徑，修繕舊有管線以及興建連接往歐洲方向的管線。218 

2010 年歐盟發布《ENPI 東部區域夥伴計畫：2010 年至 2013 年的策略方針

與指導計畫》（ENPI Regional EAST Programme: Strategy Paper and Indicative 

Programme 2010-2013），對於能源策略提供四個大方向：（一）促進夥伴國家的

能源使用效率與推廣可再生資源的利用；（二）將夥伴國家的能源政策與能源相

關規範提升至歐盟的標準；（三）增加能源管線的連結；（四）增加夥伴國家能

源部門的貿易、投資與技術交流。2192015 年 6 月 19 日在 ENPI 框架下的

INOGATE 技術秘書處（INOGATE Technical Secretariat，ITS）發布十一個夥伴國的

能源關稅總覽，目的在於將關稅透明化，夥伴國在進行能源交易時，有更公平

的議價空間，進而增進彼此的能源合作，達到區域能源整合的功效。220 

                                                       
Foreign Policy Instrument,”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2006), Vol.11, No.2, p.141.   
217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n Enhanced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U, the Littoral States of 
the Black and Caspian Seas and their neighbouring countries,” EU (2006), p.2,  
<http://ec.europa.eu/dgs/energy_transport/international/regional/caspian/doc/2006_11_30_astana_
conclusions.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5/17. 
218 Leuven Centre for Global Governance Studies (2011), pp.17-18. 
219 “ENPI Regional EAST Programme: Strategy Paper and Indicative Programme 2010-2013,” EU 
(2010), p.38, <http://eeas.europa.eu/enp/pdf/pdf/country/2011_enpi_nip_regional_east_en.pdf>. 
Retrieved date: 2016/05/26. 
220 “A Review of Energy Tariffs- In INOGATE Partner Countries,” INOGATE (2015), <http://www. 
inogate.org/documents/A_Review_of_Energy_Tariffs_in_INOGATE_Partner_Countries.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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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計畫：跨國石油與天然氣運輸走廊 

1996 年歐盟提出「跨國石油與天然氣運輸走廊」（INterstate Oil and GAs 

Transportation to Europe，INOGATE），計畫將中亞地區的石油、天然氣，透過管

線途經高加索與東歐，再運至西歐。1999 年 7 月 22 日歐盟與東歐、高加索以

及中亞地區共十三個國家於基輔簽署《INOGATE 擔保協定》（INOGATE Umbrella 

Agreement），以解決 INOGATE 項目實施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與相關的法源依

據，可做為 INOGATE 的最高指導原則，協定於 2001 年 1 月正式生效。2000 年

11 月歐盟與 INOGATE 成員國於基輔成立了「INOGATE 技術秘書處」（INOGATE 

Technical Secretariat，ITS），來協調各成員國的能源政策與提供技術協助，更透

過公關手段來吸引外資參與 INOGATE 項目。221 

 2004 年 11 月 13 日於巴庫召開的第一屆黑海—裏海—中亞國家交通與能源

部長合作會議，提及歐盟與這些地區的能源合作：（一）促進能源市場的透明

化；（二）加強石油與天然氣生產以及管線途經國的基礎建設投資；（三）逐步

增加使用低碳排放的能源；（四）增加可靠的能源供給源（歐盟將加強與這些區

域進行能源交易）。參與 INOGATE 項目的成員國表示將：（一）在歐盟與國際法

規的框架下，協調能源法規；（二）加強能源供給的安全與保障、現代化現存的

能源基礎設施，並致力於發展對環境友善的能源基礎設施；（三）藉由整合能源

系統改善能源供需的效率；（四）進行能源項目的商業性可行性研究，來創造彼

此的共同利益。2222006 年 11 月於阿斯塔納召開第二屆能源部長合作會議，決

議設立四個能源工作小組來有效執行 INOGATE：（一）市場自由化法律、規範與

制度框架協調；（二）能源運輸網安全；（三）永續發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與

                                                       
Retrieved date: 2016/05/21. 
221 曾向紅、楊恕，「歐盟的中亞援助實踐研究—以向歐洲輸送石油和天然氣國家間

（INOGATE）項目為例」，東北亞論壇，2008 年第 17 卷第 3 期，頁 37-38。 
222 “Baku Initiative: Strategy Vision for an Enhanced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U and 
Countries of the Black Sea, Caspian Basin and Their Neighbours,” INOGATE (2004), pp.3-4,  
< http://w1.inogate.org/attachments/article/92/Final_Strategic_Vision_Engl.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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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四）吸引外資與促進項目實施。223 

 2010 年 11 月 1 日發布《2009 年 INOGATE 計畫的年度報告》（INOGATE 

Programme Annual Report 2009），表示在 2006 年設立的四個工作小組架構下，

再次強調 INOGATE 的優先執行項目：（一）整合能源市場；（二）加強能源安

全；（三）發展永續能源；（四）吸引外資。而中亞國家的「國家協調者」

（Country Coordinators，CCs）224亦表示 INOGATE 將改善能源效率、建立現代化

的能源市場與基礎設施，有助於中亞地區與世界能源體系接軌。225同年，ENPI

的資訊中心與歐洲援助總局（EuropeAid）共同發布《我們的鄰居：歐洲東部國

家的區域計畫與專案總覽》（Our Neighbours: Panorama of Regional Programmes 

and Projects in th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提及 INOGATE 將針對中亞地區進

行「跨裏海—黑海天然氣走廊」（Trans-Caspian - Black Sea Gas Corridor）技術與

投資的可行性研究，以及協助「能源市場整合與發展永續能源」（Support to 

Energy Market Integration and Sustainable Energy，SEMISE）。226 

 2013 年 INOGATE 發布《INOGATE 計畫：建立能源安全的夥伴》（The 

INOGATE Program: Building Partnerships for Energy Security），表示 1996 年發起至

2012 年間，已執行超過六十項以上的能源項目，提供超過 1.25 億歐元的技術援

助。而東歐、高加索、中亞地區以及土耳其，都受惠於 INOGATE 計畫。227歐盟

在 ENPI 框架下執行的 INOGATE 與上述這些國家進行能源合作，並整合這些國家

的能源，達到中亞地區與歐洲對能源多樣化供給與需求的目的。 

 
                                                       
223 東北亞論壇，2008 年第 17 卷第 3 期，頁 39。 
224 在 INOGATE 計畫中，每個成員國將設一位國家協調者（CC），通常是由該國能源部門的部長

擔任，負責與 INOGATE 的技術秘書處（ITS）進行能源政策與能源項目執行上的溝通。

（INOGATE，2010） 
225“INOGATE Programme Annual Report 2009,” INOGATE (2010), pp.25-26,< http://w1.inogate.org/ 
media/documents/Inogate_AR_2009_en_PRINT.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5/25. 
226 “Our Neighbours: Panorama of Regional Programmes and Projects in th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EuropeAid (2010), pp.20-22, < http://www.enpi-info.eu/EUAID07A-0817-Our-Neighbours-
LR.EN.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4/23. 
227 Lemlem Said Issa, “The INOGATE Program: Building Partnerships for Energy Security,” INOGATE 
(2013), p.2, < http://gie.eu/conference/presented/2013/S4_04a_INOGATE_LLSaidISsa.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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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前述，INOGATE 是一個有著四大目標的跨國能源運輸走廊項目。這條

能源走廊分為「跨黑海段」、「高加索段」、「跨裏海段」。圖 3-3 可知，2007 年完

工的「土耳其—希臘—義大利天然氣管線」（Interconnector Turkey–Greece–

Italy，ITGI）、2010 年開始透過船隻運送液態天然氣的「亞塞拜然—喬治亞—羅

馬尼亞跨海路線」（Azerbaijan–Georgia–Romania Interconnector，AGRI）、2015 年

開始興建的「跨亞得里亞海管線」（Trans Adriatic Pipeline，TAP）與「跨安納托

利亞天然氣管線」（Trans-Anatolian natural gas pipeline，TANAP）228、仍在計畫

中的「喬治亞—烏克蘭—歐洲天然氣管線」（Georgia-Ukraine-EU gas pipeline，

White Stream）為跨黑海段。229 

 

 

圖 3-3：跨黑海管線 
資料來源：Jörn Richert, “The Future of Shale Gas III – The Case of Turkey as Transit Country,” 

Offiziere.ch (2014), < http://www.offiziere.ch/?p=17038 >. Retrieved date: 2016/04/23. 
 
 
 
 
 
 
 

                                                       
228「跨安納托利亞天然氣管線」（Trans-Anatolian natural gas pipeline，TANAP）取代了「納布科

天然氣管線」（Nabucco pipeline）。（資料來源：http://www.publics.bg/en/news/10185/ 
NABUCCO_Shah_Deniz_II_Decision_a_Setback_for_Planned_European_Gas_Highway.html 檢索日

期：2016/04/21） 
229 「南溪天然氣管線」(South Stream)為俄國所倡議，計畫由俄國的北高加索興建一條跨黑海

天然氣管線至保加利亞，然而 2014 年的克里米亞危機（Crimean crisis），以及歐盟施加壓力於

保加利亞與對俄國的制裁，使得俄國於 2014 年底停止該計畫。（資料來源：

http://sputniknews.com/business/20141201/1015368062.html 檢索日期：2016/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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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加索段為 2006 年完工的「巴庫—提比里斯—傑伊罕石油管線」（Baku-

Tblisi-Ceyhan Pipeline，BTC）與「巴庫—提比里斯—艾斯倫天然氣管線」（Baku-

Tblisi-Erzurum，BTE），皆由土耳其出發，經喬治亞，至亞塞拜然巴庫，可與目

前仍在計畫階段的跨裏海段相接（見圖 3-4）。  

 

 
圖 3-4：高加索與裏海的管線 

資料來源：Lemlem Said Issa, “Existing and planned pipelines in the Caucasus,” GRID-Arendal - Maps 
& Graphics library (2006), < http://enrin.grida.no/mapsngraphics/geor_4.htm >.  

Retrieved date: 2016/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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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新絲綢之路戰略 

 

一、能源計畫的發展背景 

1991 年蘇聯解體，為了使中亞地區與全球經濟體系整合，並孤立伊朗以及

防止俄國崛起，美國將外交戰略的觸角伸入中亞地區。230在能源層面，美國為

了降低對中東地區能源的依賴，以及減少對本土阿拉斯加與北海的能源開產，

選擇中亞地區作為能源的新供給源。231中亞地區的能源有以下三大特徵，得以

吸引美國關注：（一）中亞地區的石油相較於中東地區是高品質且價格低廉的；

（二）中亞地區由於解體初期工業化程度較不完善，因此較大比例的能源是用

來出口；（三）中亞地區缺乏資本與技術來開發能源部門，美國能源企業得以進

入該地投資。232 

1992 年 USAID 與美國能源協會（United States Energy Association）達成協

議，協助美國的能源投資者進入中亞地區參與能源項目投資，並致力於促進中

亞地區的能源產業私有化。USAID 亦提供資金、教育與技術的援助來協助中亞

地區石油與天然氣的探勘、開採以及運輸。1996 年美國開始進行以高加索與中

亞地區為主的能源多邊發展機制：（一）改善石油與天然氣探勘、開採以及運輸

的法規框架，來增加外國投資者進入的機會；（二）對於能源管線提出定價、承

包、融資、稅收與關稅的建議；（三）為這些地區的能源部門的人員提供技術上

的培訓；（四）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五）重建與改革電力部門，以及加強高

加索與中亞地區的電力區域合作；（六）針對中亞地區的水資源，建議在不影響

農用水的前提下，合理的使用水資源並發展水力發電；（七）協助此區在發展能

                                                       
230 Robert Ebel, Rajan Menon (eds.), “Energy and Conflict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p.184. 
231 Mushtaq A. Kaw (ed), “Central Asia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Readworthy Publications (2010), 
p.138. 
232 Constantine Arvanitopoulos, “The Geopolitics of Oil in Central Asi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2), p.5, < http://groups.uni-paderborn.de/kowag/geoeconomics/pdf/tgooica.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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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產業之餘，做好生態保護（避免油溢等）。233 

 2000 年 7 月，USAID 發布的《2001 年至 2005 年援助策略》（USAID’s 2001 - 

2005 Assistance Strategy）提及數個援助方向 234，其中能源援助將透過四個方式

進行：（一）增加能源部門的管理與決策能力；（二）改善能源的管理政策與法

規；（三）以永續發展的模式來整合能源部門；（四）加強中亞地區民眾對政府

能源政策與相關能源議題的關注。235USAID 亦對石油、天然氣與水資源的開發

提供資金與技術的援助，協助中亞地區有效率的應用能源。236 

 2001 年 911 事件後，以美國為首的聯軍對阿富汗的恐怖組織進行的反恐戰

爭，影響到阿富汗作為歐亞大陸過境國之一的地位，這危及美國欲實現中亞地

區能源輸出的理想。相對的，中亞地區與阿富汗接壤，地理位置上能作為替代

的能源運輸路線，作為連接歐亞大陸的重要幹道。2372004 年 USAID 對中亞地區

的水資源與能源進行跨境運輸的評估，關於水資源的部分以注入鹹海（Aral 

Sea）的阿姆河（Amu Darya）、錫爾河（Syr Darya）與中亞地區水力發電設施興

建的可行性作為評估重點，並表示能源整合有助於區域合作的發展。2382006 年

BTC 與 BTC 管線陸續啟用，這兩條由美國遊說與出資協力建造的石油以及天然

氣管線，有助於增加中亞地區出口能源的路線。在西方與俄國在國際舞台角逐

下，中亞地區的能源供給與歐盟的能源安全，確實符合美國的利益考量。239 

                                                       
233 “USAID Official Don Pressley on Central Asia and Caucasus,” reliefweb (1998), 
< http://reliefweb.int/report/armenia/usaid-official-don-pressley-central-asia-and-caucasus >. 
Retrieved date: 2016/03/18. 
234 《USAID 2001 年至 2005 年援助策略》除了能源援助外，其餘的項目分別為改善中小企業的

投資環境、灌輸民主意識、增加醫療照護的程度。（USAID，2000） 
235 “”USAID’s Assistance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2001-2005,” USAID (2000), p.67, 
< http://pdf.usaid.gov/pdf_docs/Pdabs400.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4/04. 
236 Ibid., p.24. 
237 “Reg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trategy,” USAID (2015),< https://www.usaid.gov/central-
asia-regional/rdcs >. Retrieved date: 2016/04/06. 
238 “Central Asia Republics (CAR): An Assessment for USAID/CAR on the Transboundary Water and 
Energy Nexus in Central Asia,” Advanced Engineerin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2004), 
< http://www.aeaiinc.com/projects_car.html >. Retrieved date:2016/04/06. 
239 Jaroslaw A. Wisniewski, “European pipeline politics need US support,” EurActiv (2015), 
 < http://www.euractiv.com/section/energy/opinion/european-pipeline-politics-need-us-support/ >. 
Retrieved date: 2016/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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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斯塔爾（S. Frederick Starr）於其著作首次

提到中亞、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對接的理念。240地理位置而言，不僅是交通得

以對接；能源亦可對接。藉由改善能源基礎設施，此條「縱向」對接，將中亞

地區的水資源與能源輸往南亞地區，供給其經濟發展所需。241斯塔爾的理論被

具體實現是於 2011 年 7 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於印度訪問時，所提出的新絲綢之

路戰略。該戰略以阿富汗為中心，南北向連接南亞與中亞地區。同年 11 月美國

國務院將中亞與南亞地區的對外戰略併入新絲綢之路戰略（NSRS），而戰略的執

行單位由華府的南亞與中亞事務局（SCA）負責。 

USAID 在 NSRS 的框架下，執行不少針對中亞地區的計畫。2006 年至 2008

年與 2010 年至 2013 年分兩階段執行《區域能源市場援助計畫》（Regional 

Energy Markets Assistance Program，REMAP），該計畫包含七大目標：（一）將現

代化的遙測系統引入能源部門，便於能源的探勘；（二）改善能源部門的系統模

組；（三）簡化跨境電力交易繁瑣的海關與稅務流程；（四）提供能源部門更有

效率的管理模式；（五）使中亞地區能學習國際上能源市場交易的操作經驗；

（六）改善能源環境以利吸引外資；（七）最適化運用水資源與能源。2422011

年至 2012 年間執行的《中亞能源使用效率援助計畫》（Central Asian Energy 

Efficiency Support Program，CAEESP），透過五大步驟完成：（一）透過先前

USAID 的援助成果來決定未來計畫的優先項目；（二）培訓能源部門與能源產業

關於能源使用效率的技術；（三）能源效率項目的執行；（四）協助私人企業發

展增進能源效率的技術；（五）進行中亞區域全境的能源效率使用分析。243在眾

多能源項目中，被 NSRS 視為最重要的能源項目為 CASA-1000，將中亞地區的電

                                                       
240 S. Frederick Starr (2007), pp.92-95. 
241 Firat Purtas, “The Greater Central Asia Partnership Initiative and Its Impact on Eurasian,” Journal of 
Central Asian and Caucasian Studies (2008), Vol.3, No.5, p.128. 
242 “Regional Energy Markets Assistance Program (REMAP),” USAID (2010), p.5, 
< http://www.carecprogram.org/uploads/events/2010/ESCC-Jul/ESCC2-Regional-Energy-Markets-
Assistance-Program.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3/20. 
243 “Central Asian Energy Efficiency Support Program (CAEESP),” USAID (2011), p.1,  
< http://pdf.usaid.gov/pdf_docs/PA00JHKQ.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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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輸送往人口眾多且電力不足的南亞地區。該項目是在世界銀行（WB）主導

下，美國所強力支持的。244 

 2014 年 3 月 24 日 USAID 提出《中亞地區的能源連接計畫》（Energy Links 

Project in Central Asia），促使中亞地區、阿富汗與南亞地區的能源交易能順暢，

其中 USAID 最關注的是吉爾吉斯與塔吉克的水資源以及土庫曼的天然氣。245該

計畫的執行項目為：（一）增加區域內外能源貿易的透明化；（二）改善能源相

關法規與能源產業的投資環境；（三）加強私部門的能源公司的治理與決策；

（四）促進能源使用的效率。2462014 年 10 月 USAID 發表《2015 年至 2019 年

的區域發展合作策略》（Reg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trategy 2015 – 

2019，RDCS）針對中亞各國的狀況而使用對應的雙邊合作策略。RDCS 亦在

NSRS 的框架下進行能源項目的發展，包含水資源、石油與天然氣。247 

 

二、能源計畫：中亞—南亞電力輸送計畫 

2005 年吉爾吉斯、塔吉克為了要發揮國內水資源發電的潛能，同時阿富汗

與巴基斯坦急需電力來發展自身經濟。在數個國際性金融機構資助下，共組

「中亞與南亞地區電力市場計畫」（Central Asia South Asia Regional Electricity 

Market，CASAREM）來促進區域間的電力交易。2482007 年在 CASAREM 框架下

提出首個跨區域電力計畫—中亞與南亞電力輸送計畫（CASA-1000）。249 

                                                       
244 “U.S. Support for the New Silk Road,”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1), 
< http://www.state.gov/p/sca/ci/af/newsilkroad/index.htm >. Retrieved date: 2016/03/30. 
245 以土庫曼天然氣為供應來源的 TAPI 天然氣管線，是在 ADB 主導的 CAREC 框架下進行建設，

而美國扮演說客與出資者的角色。（資料來源：http://tribune.com.pk/story/765826/tapi-project-
top-us-firms-drop-out-of-race-to-finance-gas-pipeline/ 檢索日期：2016/04/01） 
246 “Energy Links Project in Central Asia,” USAID (2014), < http://afd.dgmarket.com/tenders/np-
notice.do?noticeId=10665559 >. Retrieved date: 2016/04/05. 
247 “Reg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trategy 2015 – 2019,” USAID (2014), pp.5-6. 
248 亞洲開發銀行（ADB）、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伊斯蘭開發銀行（IsDB）與世界銀行

（WB）皆參與 CASAREM 計畫，提供資金上的援助。（WB，2008） 
249 “Central Asia South Asia Electricity Transmission and Trade Project: Project Information Document 
(Concept Stage),” World Bank (2008), pp.1-2, < 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 
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08/03/06/000076092_20080307103729/Rendered/PDF/CAS
AREM0CASA011oncept0Stage0Mar6108.pdf>. Retrieved date: 2016/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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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A-1000 為加拿大建設公司蘭萬靈（SNC-Lavalin）於 2007 年 12 月與

2009 年 1 月發布的二階段可行性研究後，2010 年在世界銀行的委託下，蘭萬靈

再次進行 CASA–1000 的可行性研究，規劃 CASA-1000 的實際路線，以及評估興

建與修繕中亞地區出口與南亞地區進口所需的能源建設。CASA-1000 將鋪設自

吉爾吉斯至塔吉克的 447 公里高壓交流電（High-Voltage Alternating Current，

HVAC）纜線，再經塔吉克的交流/直流電轉換中心（AC/VC Converter Station）輸

出高壓直流電（High-Voltage Direct Current，HVDC）到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將提

供阿富汗 300 兆瓦與巴基斯坦 1000 兆瓦的電力。250 

 2011 年 11 月南亞與中亞地區事務（包含 CASA-1000）正式納入 NSRS，而

USAID 與世界銀行（WB）一同進行 CASA-1000 建設。2512012 年 7 月 20 日

USAID 提出《區域能源安全、效率與貿易計畫》（Regional Energy Security, 

Efficiency & Trade Program，RESET），RESET 將達成下列目標：（一）加強水壩與

水利設施的投資，並增加水壩的發電能力；（二）減少冬季供電量變少的窘境，

以確保國內與出口市場的供給；（三）強化國家對於水資源的管理能力，並協調

區域間水資源交易的法規與技術，以擴大區域內的水資源交易；（四）減少水力

發電時所產生的耗損。252RESET 亦提供 CASA-1000 建設的資金與技術援助。253 

2014 年 USAID 與塔吉克的帕米爾電力公司（Pamir Energy Company）合

作，進行塔吉克與阿富汗電力跨境運輸的討論。254仍在興建階段的吉爾吉斯卡

巴爾達壩（Kambar-Ata Dam）與塔吉克羅貢壩（Rogun Dam）未來將作為 CASA-

                                                       
250 “Central Asia-South Asia Electricity Transmission and Trade Project (CASA-1000) project feasibility 
study update,” SNC-Lavalin International Inc. (2011), pp.7-8, < http://www.casa-
1000.org/1%29Techno-EconomicFeasbilityStudy_MainRep_English.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4/13. 
251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Priorities in South and Central Asi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1),< http://www.state.gov/p/sca/rls/rmks/2011/155002.htm >. Retrieved date: 2016/04/16. 
252 “USAID RESET Project,” USAID (2014), < https://www.usaid.gov/kyrgyz-republic/fact-sheets/usaid-
reset-project >. Retrieved date: 2016/04/16. 
253 “RESET and Regional Trade,” USAID (2012), pp.2-4, 
< http://www.energycharter.org/fileadmin/DocumentsMedia/Events/20120720-
8RECA_S2_JMurphy_en.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6/03. 
254 Nate Bills, “Powering a New Silk Road: Helping Connect Supply with Demand in South and Central 
Asia,” USAID (2014), < https://www.usaid.gov/news-information/frontlines/afghanistan/powering-
new-silk-road-helping-connect-supply-demand-south>. Retrieved date: 2016/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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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的電力供給源。2552015 年 3 月，已完成取得 75%的 CASA-1000 建設資金，

其中 USAID 援助了 1,500 萬美元。256同年 11 月 24 日於伊斯坦堡的工作小組會

議，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執行《能源購買協議》（Power Purchase Agreement），吉

爾吉斯與塔吉克亦簽署電力輸送協調協議。257 

 

 
圖 3-5：中亞與南亞電力輸送計畫 

資料來源：“Central Asia-South Asia Power Transmission Project (CASA-1000),” CASA-1000 (2011), 
< http://www.casa-1000.org/MAP.jpg >. Retrieved date: 2016/04/29. 

                                                       
255 Vladimir Fedorenko, “Prospects for Water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Rethink (2014), p.10,  
< http://www.rethink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14/02/Fedorenko-Prospect-of-Water-
Coop.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4/29. 
256 “Strategy and Workplan (2016-2020)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Energy Sector of CAREC 
Countries,” CAREC (2015), p.12, < http://www.carecprogram.org/uploads/events/2015/027-SOM-
September/Key-Documents/2015-SOM-September-Energy-Strategy-Draft.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3/27. 
257 “News,” CASA-1000 (2015), < http://www.casa-1000.org/ >. Retrieved date: 2016/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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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 

 

一、能源計畫的發展背景 

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地發展，1993 年中國成為石油製品淨進口國，1996 年更

成為原油淨進口國。2581994 年 4 月時任總理李鵬訪問中亞，提及四項政策與六

點主張，皆強調中國將在不干涉中亞國家主權與維護區域安全的前提，達成與

中亞的合作關係。259李鵬促成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CNPC）與土庫曼能源部門簽署合作意向書。1997 年，中國與哈薩

克簽署石油合作協議，由中國承包哈薩克的阿克糾賓斯克（Aktyubinsk）260油田

和烏津（Uzen）油田。2000 年 7 月 5 日至 7 日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土庫

曼，促成 CNPC 與土庫曼簽署石油天然氣的合作諒解備忘錄。 

 2001 年上海合作組織（SCO）成立後，中國在 SCO 框架下與中亞國家進行

能源合作，建立能源技術援助的溝通平台，更透過政治影響力左右中亞地區的

能源政策。2612005 年 10 月 26 日於莫斯科舉辦的成員國總理理事會，強調油氣

能源開發與建設油氣管線的重要性。同年 11 月，SCO 首次與聯合國亞太經社理

事會、中國國家開發銀行和博鰲亞洲論壇等國際機構，聯合舉辦第一屆歐亞經

濟論壇，論壇內討論歐亞能源安全的維護、區域各國能源政策的協調、能源使

用效率的提升等。262同年，CNPC 完全收購哈薩克石油公司（Petro Kazahkstan，

PK），透過 2006 年 7 月開通的中哈石油管線（Kazakhstan–China oil pipeline，

                                                       
258 張雷，「中國能源供應戰略的調整」，中國能源，1990 年第 3 期，頁 13。 
259 四項政策：（一）堅持睦鄰友好，和平相處；（二）開展互利合作，促進共同繁榮；（三）尊

重各國人民的選擇，不干涉別國內政；（四）尊重獨立主權，促進地區穩定。六點主張：（一）

堅持平等互利原則，按經濟規律辦事；（二）合作形式要多樣化；（三）從實際出發，充分利用

當地資源；（四）改善交通運輸條件，建設新的“絲綢之路”；（五）中國向中亞國家提供少量

經濟援助是一種友誼的表示；（六）發展多邊合作，促進共同發展。（資料來源：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2/19/content_735901.htm 
檢索日期：2016/05/02） 
260 1999 年哈薩克將「阿克糾賓斯克」恢復為哈薩克語歷史地名「阿克托別」（Aktobe）。 
261 Kevin Sheives, “China turns West: Beijing’s Contemporary Strategy Towards Central Asia,” Pacific 
Affaires (2006), Vol. 79, No. 2, pp.215-216. 
262 葉宣瑩，「冷戰後中國能源外交及其影響之初探」，南華大學國際暨大陸事務學系亞太研究碩

士學位論文（2009），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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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P），中國垂直整合了石油產業鏈。263 

 2006 年 6 月 15 日上海的第六次 SCO 年度高峰會，普京提出「能源俱樂

部」的構想，旨在促成 SCO 成員國的能源合作。同年 9 月，SCO 經貿部長合作

會議決議成立能源合作的工作小組，研擬管線修建與油氣田探勘事宜。2007 年

11 月於塔什干舉辦的第六次總理理事會，制定共同能源方針與協調各自的能源

戰略。2008 年 10 月於阿斯塔納舉辦的第七次總理理事會，批准《「上海合作組

織成員國多邊經貿合作綱要」落實措施計畫》，增加能源使用效率、發展環保能

源與技術以及保障能源安全，作為能源合作的重點項目。2642011 年 9 月 23 日

中國、俄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的能源部長在西安召開會議通過《西安倡議》，

協商啟動 SCO 能源俱樂部相關事項。能源俱樂部為政府主導的開放性多邊能源

平台，與科研機構、商業團體代表進行能源發展的協商，目的在於維護能源安

全，建立穩定的能源合作機制。265 

2013 年 1 月 1 日中國國務院發布能源戰略《十二五規劃》：（一）加強國內

資源勘探開發；（二）推進能源高效清潔轉化；（三）推動能源供應方式變革；

（四）加快能源儲運設施建設；（五）實施能源民生工程；（六）控制能源消費

總量；（七）深化能源體制機制改革；（八）提升能源科技和裝備水平；（九）深

化能源國際合作。266意味中國在能源需求日益增加的同時，積極展開全球能源

戰略布局，確保能源供給的穩定與安全。267 

 

                                                       
263 「中石油全數收購 PK 石油公司，重構中亞能源佈局」，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濟合作網

（2005），< http://www.sco-ec.gov.cn/crweb/scoc/info/Article.jsp?a_no=15257&col_no=53 >。 
檢索日期：2016/05/15。 
264 孫永祥，「上合組織能源合作的進展及問題」，亞非縱橫，2009 年第 5 期，頁 22。 
265「上合組織能源俱樂部加快啟動步伐」，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2011）， 
< http://big5.xjass.com/zy/content/2011-10/10/content_209601.htm >。檢索日期：2016/05/16。 
266 「國務院關於印發能源發展『十二五』規劃的通知」，中國國務院（2013），< http://big5.go 
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13-01/23/content_2318554.htm >。檢索日期：2016/06/01。 
267 許峻賓，「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與能源政策」，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2015 年第

187 期，頁 5，< http://www.ctasc.org.tw/02publication/APCE-187-P5-7.pdf >。 
檢索日期：2016/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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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 7 日習近平於哈薩克訪問時首度發表絲綢之路經濟帶（SREB）

的概念。同年 10 月 2 日習近平於印尼訪問，倡議籌建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

（AIIB），募集 SREB 建設所需的資金。2014 年 11 月習近平在「加強互聯互通伙

伴關係對話會」表示將出資 400 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268代表中國在開發國內

西北部之餘，也積極與中亞進行能源合作，盼重塑新絲綢之路，進一步與中東

地區能源供給線連結。中國亦運用 SCO 推動 SREB 的發展。269隨著橫跨歐亞大

陸的油氣管線發展，這些能源走廊將推動 SREB 沿線形成能源上游（開採）、中

游（煉化）與下游（市場與服務）的產業中心。270 

 

二、能源計畫 

（一）、中哈石油管線 

中國的石油來源須經紅海、印度洋、麻六甲海峽與南海，長程海運產生高

額運費與風險。1990 年代中期後，中國開始尋找陸上管線替代海運。2711997

年 6 月，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CNPC）

與哈薩克簽署石油合作協議，承包哈薩克的阿克糾賓斯克（Aktyubinsk）油田和

烏津（Uzen）油田，開啟中哈石油合作的序幕。 

2003 年 6 月 3 日胡錦濤與哈薩克簽署《中哈聯合聲明》第十條指出：「雙

方認為，中哈能源領域合作具有戰略意義，雙方加強石油天然氣領域的合作，

確保現有合作項目的順利實施，並繼續就中哈石油管線項目與相應的油田開發

項目，以及建設由哈薩克至中國的天然氣管線的可行性研究。哈薩克支持中國

參與哈薩克裏海大陸棚油田的探勘與開發。」同期，CNPC 與哈薩克國家油氣公

                                                       
268 「習近平主持加強互聯互通夥伴關係對話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社（2014）， 
<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08/c_1113170919.htm >。檢索日期：2016/05/22。 
269許峻賓，頁 6。 
270 石澤，「透視『一帶一路』背後的能源格局」，石油觀察（2015）， 
< http://oilobserver.com/brilliant-opinion/article/1432 >。檢索日期：2016/05/24。 
271 「中哈油管」，焦點事件（2016），< http://www.eventsinfocus.org/issues/176 >。 
檢索日期：2016/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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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簽署《關於共同開展哈薩克—中國原油管線分段建設投資論證研究的協議》

以及《關於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在哈薩克油氣領域進一步擴大投資的協議》。

2004 年 5 月簽署《關於在油氣領域開展全面合作的框架協議》。 

圖 3-6 顯示，以現有管線（黑色線）為基礎，再興建管線（紅色線）來連

接哈薩克裏海端的油氣資源。2006 年 5 月 25 日，中哈石油管線一期工程全長

962.2 公里的阿塔蘇（Atyrau）—阿拉山口（Alashankou）段正式啟用，這是中

國首次以管線形式從境外運送石油。272二期工程全長 792 公里的肯基亞克

（Kenkiyak）—庫姆克爾（Kumkol）段於 2009 年 7 月正式投入產出，2011 年達

到最大運載量，實現由哈薩克西部到中國新疆的石油走廊。273 

 

 
圖 3-6：中哈石油管線 

資料來源：Klara Rakhmetova, “Kazakhstan-China Oil Pipeline Project,” Energy Charter (2006), 
< http://www.energycharter.org/fileadmin/DocumentsMedia/Presentations/CBP-KZ-CN.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5/29. 
 

 

                                                       
272 趙禕誠，「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中國與中亞國家油氣能源合作機制研究—暨中哈石油管線相

關法律問題探析」，新疆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頁 3-4。 
273 “CNPC announces Kenkiyak-Kumkol section of Kazakhstan-China Oil Pipeline becomes 
operational,” Oil & Gas News (2009), <http://youroilandgasnews.com/cnpc+announces+kenkiyak-
kumkol+section+of+kazakhstan-china+oil+pipeline+becomes+operational_35798.html>. 
Retrieved date: 2016/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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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亞—中國天然氣管線 

中亞－中國天然氣管線（Central Asia – China Gas Pipeline，CACGP）以中哈

石油管線作為基礎的延伸。1992 年 11 月 20 日至 23 日，土庫曼總統尼亞佐夫

首次訪問中國。與李鵬闡述土庫曼與中國油氣合作的意願。1994 年 4 月 20 日

至 23 日，李鵬對土庫曼進行訪問，中土雙方簽署能源領域合作意向協定，將修

復廢舊油氣田與供應土庫曼能源開採機械零配件。2742003 年 6 月，胡錦濤訪問

哈薩克時簽署 CACGP 意向協議，CNPC 與哈薩克石油天然氣公司進行可行性研

究。2752004 年 6 月胡錦濤訪問烏茲別克，簽署《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與烏

茲別克國家石油天然氣公司在石油天然氣領域開展互惠合作的協議》。276 

2006 年 4 月，中國與土庫曼簽署長期天然氣供應與管線建設協議。2007 年

4 月，中國與烏茲別克簽署建造烏茲別克段的管線協議。同年 11 月 8 日，CNPC

與哈薩克 KazMunayGas 簽署《關於未來管線建設的原則性協議》，計畫建立哈

薩克段。2007 年 8 月全長 188 公里的土庫曼段開工；2008 年 6 月全長 530 公

里的烏茲別克段開工；2008 年 7 月全長 1,115 公里哈薩克段開工，計畫鋪設

A、B、C 三條平行的供應線，由土庫曼的巴哥德雷氣田（Bagtyiarlyk field），經

烏茲別克與哈薩克，進入新疆北部霍爾果斯。2772009 年、2010 年與 2014 年，

三線相繼啟用。278 

2013 年 9 月，中國與烏茲別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簽署建設 D 線的跨政府

協議。2792014 年 9 月開始建設天然氣管線，自土庫曼最大、世界第二大、儲量

                                                       
274 「中土天然氣管道工程項目規劃之初」，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11），< http://cpc.people 
.com.cn/BIG5/218984/222139/14775391.html >。檢索日期：2016/05/30。 
275 “China, Kazakhstan Discuss Cross-border Gas Pipeline,” China Daily (2004),  
< http://www.china.org.cn/english/BAT/105031.htm >. Retrieved date: 2016/06/02. 
276 「2004：中國三大石油公司海外油氣戰略快速發展」，中國石油報（2005）， 
< http://161.207.1.24/gate/big5/center.cnpc.com.cn/zgsyb/system/2005/02/07/000276587.shtml >。 
檢索日期：2016/05/27。 
277 “Central Asia–China gas pipeline explained,” EverythingExplainedToday (2015),< http://everything 
.explained.today/Central_Asia%E2%80%93China_gas_pipeline/ >. Retrieved date: 2016/05/28. 
278 「中國—中亞天然氣管線」，中國石油新聞中心（2015），< http://news.cnpc. 
com.cn/system/2014/11/18/001516264.shtml >。檢索日期：2016/05/28。 
279 Anthony H. Cordesman, Steven Colley, “Chinese Strategy an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in 2015: A 
Comparative Analysi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 Inc (2015), pp.53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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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26 萬億立方米的復興氣田（Galkynysh field）出發，經烏茲別克、塔吉克，

再由吉爾吉斯進入新疆南部烏恰，全長 971 公里。280 

 

 
圖 3-7：中亞—中國天然氣管線 

資料來源：「中亞-中國天然氣管道 D 線動工」，文匯報（2014），
<http://paper.wenweipo.com/2014/09/14/CH1409140001.htm>。檢索日期：2016/06/07。 

 

 

 

 

 

 

 

 

 

 

 

 

 

 

 

 

 

 

 

 

                                                       
280 “Central Asia-China Gas Pipeline Operational,” CNPC (2015), <http://www.cnpc.com.cn/en/Flo 
wofnaturalgasfromCentralAsia/FlowofnaturalgasfromCentralAsia2.shtml >.  
Retrieved date: 2016/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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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俄國歐亞經濟聯盟 

 

一、能源計畫的發展背景 

在蘇聯時期勞動分工、地域合作、中央指令性計劃等政策指導下，俄國與

中亞國家形成統一的國民經濟體系。體系裡的中亞地區是俄國的能源基地、產

品銷售市場，中亞地區的能源出口都必須經過俄國中轉。蘇聯解體後，經過十

多年的建設，中亞國家進行市場化的經濟改革，調整了經濟結構，但長期形成

的共同聯繫仍發揮作用。281 

1991 年底創立的獨立國家國協（CIS），是蘇聯解體後俄國與後共國家維持

跨政府關係的機制。CIS 建立一個全面性的能源管理機構，作為成員國能源政策

的協調平台。1992 年 2 月 14 日，CIS 成員國簽署《CIS 成員國間電力產業的協

調協議》（Agreement on coordination of interstate relations in the field of electricity 

industry of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成立 CIS 電力議會（Electric 

Power Council）與 CIS 電力執行委員會 （Executive Committee）。2821992 年蘇聯

時期的「蘇聯國有天然氣公司 Gazprom」（Soviet State Gas Concern Gazprom）拆

解成數個國有天然氣公司，包含 Gazprom、Turkmengas 與 Uzbekneftegaz 等，這

些公司繼承蘇聯時期的探勘、生產、運輸與工程等能源基礎設施以及技術。283 

在 CIS 框架下，俄國透過四大能源企業來整合高加索與中亞的能源：（一）

電力項目為俄國統一電力公司（Unified Energy Systems of Russia，UES）；（二）

天然氣項目與天然氣管線為 Gazprom；（三）石油項目為 LUKoil、YUKOS；（四）

石油管線為 Transneft。這些俄資企業掌控該地區的眾多能源項目，藉由在該地

區的能源獨佔地位，無論是高加索或中亞地區供給至歐洲的能源，都由俄方的

                                                       
281張輝，「普京政府的中亞政策述評」，新疆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頁 23。 
282 V. Dzhangirov, “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CIS Countries’ Power Sectors,” CIS Electric 
Power Council (2002), p.1, < http://www.energycharter.org/fileadmin/DocumentsMedia/ 
Events/20021003-EPS_Seminar_Dzhangirov_en.pdf>. Retrieved date: 2016/06/12. 
283 Christian von Hirschhausen, Hella Engerer, “Post-Soviet Gas Sector Restructuring in the CIS : 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Germ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8), Vol.26. No.15, p.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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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運送。284 

2000 年俄白哈組成歐亞經濟共同體（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EurAsEC），制定各領域的跨政府規範，亦包含能源部門。2003 年 EurAsEC 的能

源政策會議（Energy Policy Council）發布兩個重點執行項目：（一）成員國得明

智的使用能源；（二）籌組共同的能源市場以增加能源的使用效率、發展成員國

的過境潛能與創造有利的能源供給環境。透過石油、天然氣與電力政策部門，

以及相關的諮詢委員會來協調成員國間的能源政策與能源部門的執行規範。285 

2001 年，莫斯科舉辦的 CIS 峰會通過《獨立國協十年活動總結及今後的任

務》，提出 2005 年前 CIS 的發展綱領：進一步鞏固 CIS，建立成員國之間的長期

經濟聯繫。2003 年 1 月，CIS 基輔會議討論 CIS 各國加強經濟合作等問題，提及

運用市場機制來最適化能源與水資源的使用。2862003 年，俄國提議與哈薩克、

土庫曼、烏茲別克組建「歐亞能源聯盟」。2872006 年，普京宣布俄國至 2020 年

前，將增加出口至亞洲地區的油氣比重，由 3%至 30%。2009 年 8 月，俄國政

府發布《2030 年能源策略》（energy strategy 2030），將投資 2,000 億盧布至亞太

市場，包含能源項目。288 

 除了 CIS 與 EurAsEC 外，SCO 亦是俄國與中亞地區合作的重要機制之一。

2006 年 6 月 15 日於 SCO 第六次年度高峰會上，普京提出「能源俱樂部」的構

想，盼能增進成員國間於能源層面的合作。2008 年 10 月於第七次總理理事會

上，成員國代表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多邊經貿合作綱要」落實措施計

畫》，增加能源使用效率與保障能源安全。2892011 年 9 月 23 日成員國針對能源

                                                       
284 Jeronim Perovic, “From Disengagement to Active Economic Competition: Russia’s Return to the 
South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Demokratizatsiya (2005), No.1, pp.66-67. 
285 Farkhod Aminjonov, “Security of the Central Asian Energy System (CAES): State versus Institutional 
Interests,”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 Central Asia Policy Brief 
(2016), No.32, p.10. 
286 張輝，「普京政府的中亞政策述評」，新疆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頁 23-24。 
287 于琳，「俄羅斯能源戰略與俄中能源合作(1991 - 2008)」，國立政治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7），頁 25。 
288 Alexandros Petersen, Katinka Barysch “Russia, China and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in Central Asia,”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2011), p.6. 
289 孫永祥，「上合組織能源合作的進展及問題」，亞非縱橫，2009 年第 5 期，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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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樂部的相關事宜進行討論，簽署了《西安倡議》。能源俱樂部為多邊的能源政

策協商平台，旨在建立能源合作機制並確保能源安全。290 

2012 年 1 月 1 日，「統一經濟空間」（Single Economic Space，SES）正式運

作 291，SES 的執行目標中，有四項與能源相關的項目：（一）制定統一的法律規

章來管理自然資源的企業；（二）協調 SES 成員國間電力運輸的價格與關稅政

策；（三）協調 SES 成員國間天然氣運輸的價格與關稅政策；（四）協調 SES 成

員國間石油與石油製品運輸的價格與關稅政策。2922015 年 1 月 1 日，歐亞經濟

聯盟（EEU）正式運作，再次強調將協調電力、天然氣、石油與石油製品的政

策，以及建立起共同能源市場。預計於 2019 年可以達到共同電力市場的目標；

2025 年能夠達到共同油氣市場的目標。293 

 

 

 

 

 

 

 

 

 

 

 

                                                       
290「上合組織能源俱樂部加快啟動步伐」，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2011）， 
< http://big5.xjass.com/zy/content/2011-10/10/content_209601.htm >。檢索日期：2016/05/06。 
291 2009 年 12 月 19 日，關稅同盟批准了「統一經濟空間」（Single Economic Space，SES）計

畫，俄白哈簽署了十七項 SES 的基本協議。（EEU，2013） 
292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Facts and Figures,” EEC (2013), pp.20-21. 
293 “The Treaty on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s effective,” EEC (2015), < http://www.eurasiancom 
mission.org/en/nae/news/Pages/01-01-2015-1.aspx >. Retrieved date: 2016/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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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計畫：共同能源市場 

共同能源市場最早的概念源於歐亞經濟執委會（EEC Collegium），共同電力

市場的概念於 2015 年 5 月 8 日批准；共同油氣市場則於 2015 年 12 月被批准。

將透過現有基礎設施的現代化與關稅同盟的基礎上，來完成共同能源市場的構

想。比起石油與天然氣管線，電力市場的整合是較新的概念。除了協調各成員

國的電力過境稅率，EEU 承諾在共同電力市場下，成員國皆納入區域電網體

系。共同電力市場不僅有助於區域內的發展，更可發揮成員國作為中轉電力過

境國的潛能。294 

德國帕斯圖霍夫（Maria Pastukhova）與威斯特法爾（Kirsten Westphal）於

德國智庫發表《EEU 共同能源市場：對歐盟的影響與俄國的能源關係》（A 

Common Energy Market in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European Union and Energy Relations with Russia）表示，共同電力市場已在協商

階段，這將是 EEU 共同能源市場藍圖的先鋒。帕斯圖霍夫與威斯特法爾更進一

步指出，電力市場的整合有三種型態：（一）共同市場；（二）共同電力交易平

台；（三）國家電力市場的交流。295儘管蘇聯解體至 EEU 成立，後共國家間仍

有部分電力網的連接 296。共同電力市場將在統一電力系統（Unified Energy 

System，UES）297的基礎上，擴大電力輸送的潛能與增加輸送效率。 

 
 

                                                       
294 Maria Pastukhova, Kirsten Westphal, “A Common Energy Market in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European Union and Energy Relations with Russia,”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Comments (2016), p.2. 
295 Ibid., p.5. 
296 1993 年 5 月 26 日 CIS 電力議會通過《CIS 能源系統並行操作協議》（Agreement on parallel 
operation of CIS energy systems）與《CIS 能源系統並行操作的統一原則》（Uniform principles of 
parallel operation of CIS energy systems）。為了進一步整合 CIS 成員國間的電力系統，CIS 成員國

於 2000 年 1 月 25 日電力議會首長會議上陸續簽署了《CIS 成員國間電力運輸協議》

（Agreement on electricity and electric power transit of CIS states members）。 
（資料來源：http://www.energycharter.org/fileadmin/DocumentsMedia/Events/20021003-
EPS_Seminar_Dzhangirov_en.pdf  Retrieved date: 2016/06/14） 
297 UES 為 1956 年蘇聯所建立的系統，蘇聯解體後仍是後共地區主要的電力輸送方式。（資料來

源：Henry Lee, Philip Vorobyov, Christiane Breznik, ”Entering Russia’s Power Sector Challenges in 
Creating a Credible Carbon Trading System,” Harvard University (2001),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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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中亞整合機制之比較分析 

第一節、 交通領域整合之比較分析 

 

地處內陸的中亞，陸運相較於航運或海運是較為普遍的運輸方式。目前中

亞地區的主要聯通公路與鐵路為亞洲公路網（Asian Highway Network，AH）以

及泛亞鐵路網（Trans-Asian Railway network，TAR）。兩個交通網分別是聯合國

在「亞洲陸運基礎設施發展計畫」（Asian Land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ALTID）框架下，於 1959 年 298與 1960 年 299倡議後陸續執行，目

的是最大化的利用現存的公路與鐵路，提升亞洲地區的交通效率。300聯合國的

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UNESCAP）負責協調這些計畫。 

本研究於第貳章詳列中亞地區的五個整合機制於交通領域的貢獻，五個整

合機制在已有的公路與鐵路（亞洲公路網與泛亞鐵路網）基礎上，提供資金以

及技術的援助中亞各國的交通部門修繕公路與鐵路，協調中亞各國的交通政策

與簡化區域內各國跨境的程序，並針對整合機制各自的目標，擘劃出中亞地區

交通路線的骨幹，加強沿線的運輸功能以增進中亞地區的交通運輸效率。 

1991 年原蘇聯加盟共和國陸續獨立，國際性金融機構與大國開始協助這些

國家發展現代化的交通基礎建設，突破內陸國的運輸限制。2002 年，亞洲開發

銀行（亞銀）成立中亞地區首個制度化的區域性合作機制—CAREC，成員國涵蓋

中亞五國，2007 年提出 CAREC 的走廊計畫；1998 年通過的 TRACECA 計畫，為

五個整合機制中最先發起的計畫，該計畫在 TACIS 框架下運作，直到 2007 年，

                                                       
298 “Asian Highway Route Map Abstract”,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14), <http://www.unescap.org/resources/asian-highway-route-map>. 
Retrieved date: 2015/04/11. 
299 “Review of Developments in Transpor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5,” UNESCAP (2005), p.85, 
< http://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pub_2392_fulltext.pdf >. Retrieved date: 2015/04/13. 
300 "Description and History", Aaroads (2009), <http://europe.aaroads.com/eroads/index.htm>. 
Retrieved date: 2015/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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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對東部夥伴提供的金融援助機制—ENPI 正式啟用取代了 TACIS，供應

TRACECA 計畫於中亞五國改善交通項目所需的資金；2011 年，美國將中亞與南

亞地區合併為單一主體，在 USAID 資金挹注下施行 NSRS；2013 年，中國提出

一項橫跨歐亞大陸的計畫—SREB，將加強中國與絲路沿線的中亞五國交通對接

能力，並籌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簡稱亞投行）與絲路基金來作為 SREB 計畫的資金來源，亦藉由 SCO 作為

與中亞各國協商交通政策的平台；2015 年，EEU 正式運作，歐亞開發銀行協助

EEU 促進歐亞地區的整合 301，而俄國更利用 CIS 作為 EEU 與中亞五國進行整合

時的協商平台。 

五個整合機制所提出的交通項目中，CAREC 走廊涵蓋範圍最廣，中亞五國

皆有數條走廊途經，這些走廊由中亞地區向四周延伸 302；歐盟的 TRACECA 計

畫，則是將中亞地區視為交通路線的目的地，藉由興建跨黑海與裏海的高速高

路，以及改善高加索與中亞地區的交通基礎設施，使得歐洲國家能更有效率地

透過陸路運輸進入亞洲；美國的 NSRS 框架下執行的軍需品運輸的 NDN 與商用

運輸的 REC 走廊，以阿富汗為中心，連接南亞與中亞地區；中國的 SREB 將由新

疆出發，沿著古絲路的路線，途經中亞各國再至歐洲；俄國的 EEU 整合鄰近的

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除了使境內成員國往來更加順暢，也強化他國過境 EEU 成

員國的運輸效率。 

各個整合機制主導的交通項目，皆以資金、技術的協助，興建與修繕中亞

地區的交通基礎設施，以改善交通運輸品質，進一步達成中亞地區的交通整合

以及與國際市場接軌。整合機制也透過各自的溝通平台，協調中亞各國的交通

政策。在亞銀 CAREC《交通與貿易便利化策略》（TTFS）框架下執行的「CAREC

走廊計畫」，為五個機制中最全面的交通計畫。CAREC 走廊北至俄國、南至巴基

                                                       
301 “About the Bank,” 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6), < http://www.eabr.org/e/about/ >. 
Retrieved date: 2016/06/01. 
302 扣除不途經中亞地區的 4 號走廊，共有五條走廊橫跨中亞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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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西至亞塞拜然、東至中國，走廊範圍涵蓋整個歐亞大陸；歐盟 ENPI《中

亞的指導計畫》（Central Asia Indicative Programme）框架下的「TRACECA 走

廊」、中國 SREB 的「陸上絲綢之路」與俄國 EEU《交通政策協調協議》

（Coordinated Transport Policy Treaty）框架下的「共同交通空間」，皆是西至歐

洲、東至中國的橫向交通計畫，凸顯中亞國家的過境國地位；美國 NSRS 框架下

的 USAID 發表《2015 年至 2019 年的區域發展合作策略》（RDCS），將強化中亞

與阿富汗間的陸路連結，建立北至哈薩克、南至阿富汗與南亞的縱向交通網。 

CAREC、ENPI、NSRS、SREB、EEU 都推行各自的交通計畫，本節將分析這些

交通計畫於橫跨歐亞大陸各國時途經中亞地區的國家，了解到中亞五國的哪些

國家將受益於整合機制的交通項目？進一步分析各個整合機制推行的走廊計畫

與亞洲公路網以及泛亞鐵路網於地理位置上的重疊程度，明白各個整合機制的

走廊計畫是修繕原有的公路與鐵路？或再建新的交通路線？下頁圖 4-1 與圖 4-2

顯示，亞洲公路網（AH）與泛亞鐵路網（TAR）的中亞段地理位置為平行，且

AH 中亞段的分布較 TAR 廣。303因此與五個整合機制的交通走廊比較時，用 AH

中亞段為比較基準。304路線分析以北至南；西至東為準則。 

 

 

 
 
 
 
 

                                                       
303 Manmohan Parkash, “Connecting Central Asia:A Road Map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DB (2006), 
pp.9-10. 
304 AH 中亞段為橫跨歐亞大陸的 5 至 7 號線、61 至 68 號線與 70 號線，總計 1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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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亞洲公路網 
資料來源：”Asian Highway Network,” UNESCAP (2014), 

< http://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AH-map_GIS.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3/27. 
 

 
圖 4-2：泛亞鐵路網 

資料來源：”Trans-Asian Railway network,” UNESCAP (2014), 
< http://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TAR%20map_GIS.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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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亞洲公路網中亞段 

路線 途經城市 

AH5 Turkemenbashi – Serdar – Ashgabat – Tejen – Mary – Turkmenabat –Farap 

– Alat – Bukhara –Navoi – Samarkand – Syrdaria – Tashkent – Chernyavka – 

Zhibek Zholy – Shymkent – Merke – Chaldovar – Kara Balta – Bishkek – 

Georgievka – Kordai – Kaskelen – Almaty – Horgos  

AH6 Petuhovo – Chistoe – Petropavlovsk – Karakuga – Isilkul 

AH7 Troisk – Kaerak – Kostanai – Astana – Karaganda – Burubaital – Merke – 

Chaldovar – Kara Balta – Osh – Andijon –Tashkent –Buka –Aybek – Khujand 

– Dushanbe – Nizhniy Panj – Shirkhan 

AH61 Ozinki – Kamenka – Uralsk – Aktobe – Karabutak – Aralsk – Kyzylorda – 

Shymkent – Merke – Kordai – Georgievka – Bsihkek – Naryn – Torugart 

AH62 Petropavlovsk – Arkalyk – Zhezkazgan – Kyzylorda – Shymkent – Zhibek 

Zholy – Chernyavka – Tashkent – Syrdaria – Samarkand – Guzar – Termez – 

Hairatan 

AH63 Kurlin – Pogodaevo – Uralsk – Atyrau – Beyneu – Daut Ota – Nukus – 

Bukhara – Guzar  

AH64 Chistoe – Kokshetau – Astana – Shiderty – Pavlodar – Semipalatinsk –  

Krasny Aul – Veseloyarsk 

AH65 Hairatan – Termez – Sariosiyo – Tursunzade – Dushanbe – Vakhdat – 

Karamyk – Sary Tash – Irkeshtam – Arkaxtam 

AH66 Dushanbe – Vakhdat – Kulob – Khorugh – Kulma Pass 

AH67 Zhezkazgan – Karaganda – Shiderty – Pavlodar – Semipalatinsk –Georgievka 

– Taskesken – Bakhty – Baketu  

AH68 Uchara – Dostyk – Alashank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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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70 Kotyaevka — Atyrau — Beyneu — Zhetybai (-Aktau) — Bekdash — 

Turkemenbashi — Serdar — Gudurolum — Inche Boroun 

資料來源：整理自”Asian Highway Network,” UNESCAP (2014),  
< http://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AH-map_GIS.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6/07. 
 

一、亞銀的「CAREC 走廊」 

 CAREC 的六條走廊中，扣除僅途經蒙古的 4 號走廊，剩餘的五條走廊皆橫

跨中亞地區，這些走廊的鐵路多數與公路平行，而公路分布範圍又較鐵路廣，

因此下述以公路為比較主軸。五條走廊的走向分別為：1 號走廊為西北—東；2

號走廊為西—東；3 號走廊為東北—西南；5 號走廊亦為東北—西南，然而三條

子走廊當中，僅 5c 走廊有途經中亞南部的塔吉克首都杜尚別；6 號走廊全部路

程與 1 號、2 號、5 號重疊，不再重複計入。305因此取 CAREC 子走廊 1a、1b、

1c、2a、2b、2c、2d、3a、3b、5c 共十條子走廊與十二條 AH 進行比較分析，

了解 CAREC 哪幾條子走廊的路線與原有的 AH 完全不同。 

 
 
 
 
 
 
 
 
 
 
 
 
 
 
 
 
 

                                                       
305 “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orridor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Monitoring: A Forward-Looking Retrospective,” ADB (2014), 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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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中亞區域經濟合作子走廊中亞段 

路線 途經城市 

1a Troitsk – Kairak - Kostanai - Astana - Temirtau - Karaganda - Zharyk - Mointy 

- Balkhash - Aktogay - Dostyk – Alashankou 

1b Novomarkovka - Zhaisan - Aktobe - Kandagash - Shalkar - Aral - Baikonyr - 

Kyzyl Orda - Shymkent - Taraz - Merke - Lugovaya - Almaty - Sary Ozek - 

Horgos 

1c Troitsk - Kairak - Kostanai - Astana - Temirtau - Karaganda - Zharyk - Mointy - 

Shu - Lugovaya - Chaldovar - Kara Balta - Bishkek - Tokmok - Balykchy (- 

Kochkor -Kazaman - Jalal Abad)- Naryn - Torugart - Topa 

2a Gabdabani - Beyuk Kesik – Yevlakh (- Alyat) – Baku – Aktau – Beyneu – 

Tazhen – Karakalpakstan – Nukus – Urgench (- Bukhara) – Uchkuduk – Navoi 

– Samarkand - Djizzak (- Tashkent – Angren) – Bekabad - Kanibadam – Nau – 

Kokland – Andijan – Kara Suu – Osh – Irkeshtam 

2b Gabdabani - Beyuk Kesik – Yevlakh (- Alyat) – Baku – Turkmenbashi – 

Bereket – Ashgabat – Mary – Farap – Alat – Bukhara – Navoi – Samarkand - 

Djizzak (- Tashkent – Angren) – Bekabad - Kanibadam – Nau – Kokland – 

Andijan – Kara Suu – Osh – Irkeshtam 

2c Gabdabani - Beyuk Kesik – Yevlakh (- Alyat) – Baku – Aktau – Beyneu – 

Shalkar – Saksaulskaya – Aral – Zhezkazghan – Zharyk – Mointy – Aktogay – 

Ucharal – Dostyk – Alashankou 

2d Herat – Dogharoun – Mary – Farap – Aqina – Andkhoy – Mazar e Sharif – 

Kunduz – Shirkhan Bandar – Kolkhozabad – Panji Poyon – Kurgonteppa – 

Dushanbe – Karamyk – Sary Tash – Irkeshtam 

3a Veseloyarsk - Krasny Aul - Semey - Charskaya - Aktogay - Taldykorg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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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yozek - Kapchagay - Almaty - Kordai - Merke - Taraz - Shymkent - Yallama 

- Saryagash - Keles - Tashkent - Syrdaryinskaya - Djizzak - Samarkand - Navoi 

- Bukhara - Alat - Farap - Mary - Sarakhs 

3b Veseloyarsk - Krasny Aul - Semey - Charskaya - Aktogay - Taldykorgan - 

Saryozek - Kapchagay - Almaty - Kordai - Merke - Lugovaya - Chaldovar - 

Bishkek - Kara Balta - Karakol - Bazar Korgon - Jalal Abad - Uzgen - Osh - Sary 

Tash - Karamyk - Jirgatol - Nurobod - Dushanbe - Pakhtaabad - Saryasia - 

Termez – Hairatan 

5c Gwadar – Hoshab – Basima – Surab – Kalat – Quetta – Chaman – Kandahar 

– Qalat - Ghazni – Kabul – Dushi – Salang – Pul e Khumri – Kunduz – 

Shirkhan Bandar – Kolkhozabad – Panji Poyon – Kurgonteppa – Dushanbe – 

Karamyk – Sary Tash – Irkeshtam  

資料來源：整理自“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orridor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Monitoring: A Forward-Looking Retrospectiv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4), pp.61-71.  

 

 透過表 4-1 與表 4-2 交叉比對，得知 AH 中亞段 5 號、7 號、61 號、63

號、65 號、70 號的路線與十條 CAREC 子走廊路線幾乎相同，意味著 CAREC 使

用的「走廊績效測量與監測法」（Corridor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Monitoring，CPMM）確實遵循 UNESCAP 的評估走廊績效方法 306，規劃出

CAREC 走廊的路線。307由表 4-2 可知十條子走廊的路線遍及中亞五國的城市，

其中有四條子走廊的部分路線不同於 AH 中亞段的路線：（一）子走廊 1a 的

Moity 至 Dostyk 段；（二）子走廊 2c 的 Beyneu 至 Ucharal 段；（三）子走廊 2d

的 Farap 至 Shirkhan Bander 段；（四）子走廊 3a（3b）308的 Veseloyarsk 至

                                                       
306 UNESCAP 的「時間/成本－距離法」（Time/Cost-Distance，TCD）顯示車輛在交通走廊上從一

處到下一處的成本與時間，並探析走廊沿線過境點與其他檢查點的延誤情況。（Ibid., p.17.） 
307 Ibid., p.16. 
308 3a 與 3b 在 Veseloyarsk 至 Merke 皆是相同路線，至 Merke 後兩條子走廊皆南下，3a 終點為

土庫曼與伊朗邊境的 Sarakhs；3b 終點為阿富汗與伊朗邊境的 Doghar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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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aty 段。 

二、ENPI 的「TRACECA 走廊」 

 TRACECA 走廊與 CAREC 相似，走廊的公路與鐵路皆遍及中亞五國，而且公

路分布較鐵路廣，在地理位置上亦多為相互平行（見圖 4-3）。不同在於，

TRACECA 官方推出的路線是以「各國公路與鐵路的部分路段」以數字代號做註

記（見表 4-3），而非 CAREC 為「不間段的跨國走廊」。 

 

 

圖 4-3：歐洲—高加索—亞洲運輸走廊中亞段 
資料來源：”Map of TRACECA Route,” TRACECA (2011), <http://traceca-org.org/fileadmin/fm-

dam/TAREP/58jh/EXPERT_GROUP_MODEL_GIS/MAP_TRACECA_ROUTES_07_11_2011_300DPI.png>. 
Retrieved date: 2016/06/11. 

 

表 4-3：歐洲—高加索—亞洲運輸走廊路段代號 

 
資料來源：”Map of TRACECA Route,” TRACECA (2011),  
< http://www.traceca-org.org/fileadmin/fm-dam/TAREP/58jh/EXPERT_GROUP_MODEL_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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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_TRACECA_ROUTES_07_11_2011_300DPI.png >. Retrieved date: 2016/06/11. 
 

表 4-4：歐洲—高加索—亞洲運輸走廊中亞段 

路線 途經城市 

24  

(公路與鐵路) 

Turkmenbashi – Nebit Dag – Kum Dag – Kazanjik – Kizil Arvat – 

Bacharden – Ashgabat – Tejen – Mary – Bayrum Ali – Chardzhev – 

Karakul – Bukhara 

25  

(公路與鐵路) 

Turkmenabad – Chardzhev – Karakul – Bukhara – Kagan – 

Karmana – Navoi – Aktash – Kattakurgan – Dzuma – Bulungur – 

Dzhizak (- Akaltyn) – Pakhtakor – Gagarin – Chinaz – Jangjul – 

Tashkent 

26  

(公路) 

Samarkand – Penjikent – Dushanbe – Kurgan Tube – Kanninabad 

– Dangara – Kulab 

27 

 (公路) 

Dushanbe – Lyabijar – Jirgital – Sary Tash (-Irkeshtam) – Osh – 

Kockor Ata – Tas Kumyr – Karakul – Toktogul – Kara Balta – 

Sokuluk – Bishkek 

28 

 (公路) 

Tashkent – Toytepa – Angren – Kokand – Andizhan – Osh (-

Torugart) – Sary Tash – Irkeshtam 

29  

(公路與鐵路) 

Samarkand – Bulungur – Dzhizak – Dashtobed – Shirin – Bekabad 

– Hudzand – Kokand – Fergana – Andizhan – Osh 

30 

 (公路) 

Beyneu – Kungrad – Naymankul – Nukus – Uchkuduk – Navoi – 

Aktash – Kattakurgan – Dzuma – Samarkand 

31 

 (公路) 

Beyneu – Kungrad – Naymankul – Nukus – Urgench – Bukhara – 

Gijduvan – Karmana – Navoi – Aktash – Kattakurgan – Dzuma – 

Samarkand 

32  Beyneu – Kungrad – Naymankul – Kalinin – Mangit – Misk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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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 Uchkuduk – Karmana – Navoi 

33 

 (鐵路) 

Beyneu – Kungrad – Naymankul – Kalinin – Dashkhavuz – 

Urgench – Gazojak – Turkmenabad 

34  

(公路與鐵路) 

Aktau – Beyneu 

35 

 (公路與鐵路) 

Aktau – Beyneu – Shalkar – Saksaluskaya – Aralsk – Novokazalinsk 

– Kyzylorda – Turkestan – Arys – Shymkent – Lugovaya – Chu – 

Almaty (-Taldykorgan – Zhansugurov – Sarkand – Kabanbay – 

Dostyk) – Ushtobe – Lulaly – Lepsy – Aktogay – Usharal – Dostyk 

36 

 (公路與鐵路) 

Lugovaya – Kara Balta – Sokuluk – Bishkek – Kant – Tokmak – 

Bystrovka – Issyk Kul 

37 

 (公路) 

Dushanbe – Vakhdat – Kurgan Tube – Kanninabad – Dangara – 

Kulab – Kalaykhum – Khorog – Murgab – Rangkul – Kulma Pass 

41  

(公路與鐵路) 

Guzar – Baysun – Kumkurgan – Termez 

資料來源：整理自”Map of TRACECA Route,” TRACECA (2011),  
< http://www.traceca-org.org/fileadmin/fm-dam/TAREP/58jh/EXPERT_GROUP_MODEL_GIS/ 
MAP_TRACECA_ROUTES_07_11_2011_300DPI.png >. Retrieved date: 2016/06/11. 

 

 在表 4-3 的三十個子走廊中，24 號至 37 號與 41 號為途經中亞的子走廊，

將此十五條 TRACECA 子走廊與表 4-1 途經中亞段的十二條 AH 進行路線比較，

TRACECA 子走廊路線涵蓋九條 AH（5 號、7 號、61 至 63 號、65 號、66 號、68

號、70 號），重疊性相當高。在比較過程中也發現，TRACECA 子走廊 26 號、28

號至 30 號、32 號、35 號的部分路段為新規劃的路線，並不與 AH 有重疊：

（一）子走廊 26 號的 Samarkand 至 Dushanbe 段；（二）子走廊 28 號的 Osh 至

Torugart 段；（三）子走廊 29 號的 Samarkand 至 Kokand 段；（四）子走廊 30 號

的 Nukus 至 Navoi 段；（五）子走廊 32 號的 Misken 至 Navoi 段；（六）子走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2 
 

35 號的 Beyneu 至 Aralsk 段以及 Almaty 經 Aktogay 至 Usharal 段。 

 另外輔助 TRACECA 的東西向鐵路計畫－絲綢之風（Silk Wind），規劃一條連

接哈薩克 Aktau，橫跨哈薩克中部的 Beyneu 與 Zhezkazgan，並途經巴爾喀什湖

（Balkhash），最後抵達中哈邊境 Dostyk 的鐵路走廊，亦不同於 UNESCAP 於中

亞地區所推行的 TAR 路線。 

 

三、NSRS 的「REC 走廊」 

REC 走廊是五個整合機制所提出的交通項目中，唯一一條針對南向交通的走

廊。考慮運輸效率後，決定兩條路線。兩條路線皆由哈薩克出發，經烏茲別克

再至阿富汗，不同在於，一條路線是在哈薩克與烏茲別克境內以鐵路為主，至

阿富汗後再轉公路運輸；另一條則是全程以公路運輸為主。 

 
表 4-5：區域經濟合作計畫走廊 

路線 途經城市 

A (鐵路) Almaty –Saryagash – Keles – Djizaik – Samarkand – Karshi – Guzar – 

Kumkurgan – Termez – Hairatan – Mazar-i-Sharif 

(公路) Mazar-i-Sharif – Pul-I-Khomri – Kabul 

B (公路) Almaty - Shymkent – Saryagash – Keles – Tashkent – Djisaik – 

Samarkand –Termez – Hairatan – Mazari-i-Sharif – Pul-I-Khomri – 

Kabul 

說明：為了簡便分析，將該走廊兩條路線分為路線 A 與路線 B。路線 A 由哈薩克 Almaty 至阿富

汗 Mazar-i-Sharif 為鐵路，Mazar-i-Sharif 至 Kabul 為公路；路線 B 全程為公路。 
資料來源：整理自“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ercially Viable Transport Links Between 
Almaty-Kabul,” USAID (2013), p.12. 
 

 表 4-5 顯示 REC 的兩條路線皆與 AH 的 5 號線與 62 號線的路線重疊，由哈

薩克南部大城 Almaty 出發，抵達烏茲別克南部的 Termez 再進入阿富汗北部的

Mazar i Sharif，並南下沿著阿富汗境內 AH 的 76 號線與 7 號線，最終抵達阿富

汗首都 Kabul。表示 NSRS 並無建立新的路線，而是在 UNESCAP 的 AH 與 TAR 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3 
 

礎上，選定其中較具競爭力的路線，作為 REC 走廊。 

四、SREB 的「絲路走廊」 

 在 SREB 戰略的框架下，涵蓋了中國各項跨歐亞地區走廊的計畫。包含仍在

準備階段的「陸上絲綢之路」、「歐亞高鐵」與「中亞高鐵」，以及 2011 年 3 月

開通的「渝新歐鐵路」，這些交通項目的共通點皆是橫向路線。由於「陸上絲綢

之路」並未確切定義是以公路、鐵路或兩者並行的交通模式，因此將直接與圖

4-1 與圖 4-2 中亞地區的 AH 與 TAR 分布來進行比較。再者，「歐亞高鐵」與

「中亞高鐵」尚未發表詳細的路線 309，無法明確地得知這兩條高鐵路線是否與

中亞地區現存的公路、鐵路路線相交、平行或重疊，因此不列入比較。 

 

表 4-6：絲路走廊中亞段 

路線 途經城市 

陸上絲綢之路 Tehren – Dushenbe – Samarkand – Bishkek – Almaty – Horgos 

渝新歐鐵路 Yekaterinburg - Kostanai - Karaghandy - Almaty - Dostyk 

資料來源：整理自圖 2-13 與圖 2-15。 
 

 現今的交通路線，要符合「陸上絲綢之路」的公路路線（AH）為：由土庫

曼的東北部進入 Dushenbe 並沿著 65 號線南下至 Termez，再由 60 號線北上經

Guzar，轉 62 號線繼續北上至 Samarkand，最後走 5 號線可經 Bishkek、Almaty

到達 Horgos。鐵路路線（TAR）則是：Dushenbe 往西北向至 Bukhara，從東北向

到達 Navoi 再西向平行於 AH 的路線，即可抵達 Horgos。310  

而「渝新歐鐵路」與 AH 的 7 號、60 號、68 號線平行，此外圖 4-3 的 TAR 路線

在地理位置上與圖 2-16 幾近重疊，代表「渝新歐鐵路」是改善現有沿線鐵路基

礎設施以及完成與沿線各國的通關協議後，所興建的鐵路 311。所以由現有資訊

                                                       
309 依圖 2-14 的地圖顯示，「歐亞高鐵」的路線有行經哈薩克北部；而「中亞高鐵」的路線則是

土庫曼 – 烏茲別克 – 哈薩克南部 – 烏魯木齊。 
310 TAR 路線較 AH 路線多出 Guzar – Bukhara – Navoi – Samarkand 的距離。 
311 「渝新歐鐵路」，電子時報（2011），< http://www.digitimes.com.tw/ 
tw/dt/n/shwnws.asp?CnlID=10&Cat=25&id=251527 >。檢索日期：2016/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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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 SREB 是修繕與現代化升級現存基礎設施，而非提出新的交通路線。 

五、EEU 的「共同交通空間」 

 EEU 的「共同交通空間」所提出的「西歐－中國西部國際公路走廊」是由

俄國西北部的聖彼得堡出發，向東南方橫跨哈薩克，再沿著哈薩克南部與吉爾

吉斯的邊界往東，到達中國。 

 
表 4-7：西歐—中國西部國際公路中亞段 

途經城市 

Aktobe- Shymkent- Bishkek- Almaty- Horgos 

資料來源：整理自圖 2-17。 
 

「西歐—中國西部國際公路走廊」中亞段與 AH 的 61 號線與 5 號線重疊，

由哈薩克 Aktobe 南下經鹹海（Aral sea）東側的 Aralsk 直至 Shymkent，再沿著

哈吉邊界向東至吉爾吉斯首都 Bishkek 與哈薩克南部大城 Almaty，抵達中國的

邊境口岸 Horgos。因此 EEU 的交通走廊與美國 NSRS 以及中國 SREB 的交通走廊

一樣，皆是強化現有交通基礎設施的品質，來增加橫跨中亞地區的運輸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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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能源領域整合之比較分析 

 

1991 年中亞五國陸續獨立，這些新興國家的經濟命脈—能源，在解體後原

先蘇聯時期的能源市場機制已不再有效，能源基礎設施過境他國的問題也浮

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供應五個中亞加盟共和國的「中亞統一電力系

統」（Unified Energy System of Central Asia，UESCA），解體後該系統繼續獨立運

作，然而錫爾河（Syr Darya river）和阿姆河（Amu Darya river）流域上游的吉爾

吉斯、塔吉克，常與下游國家如烏茲別克產生水資源的衝突。中亞國家不再像

蘇聯時期進行能源交換，鑒於能源安全與促進各國自身的經濟繁榮，彼此的能

源系統不再互通。312 

蘇聯時期，中亞地區的能源多數運往莫斯科與鄰近的歐俄地區，因此中亞

地區的石油與天然氣管線多以南北向為主。313而中亞五國唯一與俄國接壤的是

哈薩克，所以有數條管線橫跨哈薩克境內，分別是由裏海北部的港口 Atyrau 出

發以及由土庫曼的 Turkmenabat 出發經烏茲別克的石油管線；縱貫哈薩克東南

至西北方，其支線遍及中亞五國的中亞--中央天然氣管線（Central Asia-Centre 

Gas Pipeline）。314由前述以及下頁圖 4-4 與圖 4-5，能了解蘇聯時期中亞地區能

源基礎設施的概況，而本研究於第參章闡述了五個整合機制於中亞地區能源領

域的實質作為，筆者將分析在蘇聯時期所遺留的能源設施基礎上，五個整合機

制所提出的能源項目如何發揮中亞地區能源運輸的潛能。 

 

 

                                                       
312 “Executive summary and key recommendations,” OECD/IEA (2015), pp.19-20, <https://www.iea. 
org/Textbase/npsum/EasternEurope2015sum.pdf>. Retrieved date: 2016/06/16. 
313 Leonard L. Coburn, “Central Asia: Pipelines Are the New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nergy Economics (2010), pp.19-20. 
314 “Eastern Europ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 Energy Policies Beyond IEA Countries,” OECD/IEA 
(2015), p.187,317, <https://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 
IDR_EasternEuropeCaucasus_2015.pdf>. Retrieved date: 2016/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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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中亞油氣管線 

資料來源：” Energy Investment And Trade Opportunities Emerging In Central Asia, Northwest China,” 
Oil and Gas Journal (1998),<http://www.ogj.com/articles/print/volume-96/issue-24/in-this-issue/ 
general-interest/energy-investment-and-trade-opportunities-emerging-in-central-asia-northwest-

china.html >. Retrieved date: 2016/06/17. 

 

 
圖 4-5：中亞統一電力系統 

資料來源：Sergey Tulinov, ”Asian Energy HighwayEnergy Connectivity for Enhanced Energy Security,” 
ADB (2014), p.8. 

 

鑒於中亞地區蘊含充沛的資源，因此五個整合機制皆提出各自的能源項

目。1996 年歐盟 TACIS 年度報告提出「跨國石油與天然氣運輸走廊」

（INOGATE），同年歐洲執委會與中亞國家簽署《夥伴合作協議》（PCAs），研究

興建能源管線的可行性，而直到歐洲議會決議通過 ENPI 計畫後，承接 INOGATE

計畫，這也是五個整合機制的能源計畫中，最早發起的大型能源項目；2005 年

CAREC 召開首次「能源部門協調委員會」（ESCC），簽署相互理解備忘錄，亦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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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吉爾吉斯、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共組「中亞與南亞地區電力市場計

畫」（CASAREM），而 2011 年的部長會議上簽署 CAREC 2020 計畫，CAREC 能源

部門在此框架下執行能源項目；NSRS 成立後，USAID 陸續於 2006 年至 2008 年

與 2010 年至 2013 年執行兩階段的《區域能源市場援助計畫》（REMAP）；藉著

2013 年中國國務院發布能源戰略《十二五規劃》，展開中亞地區的能源布局，

推動 SREB 走廊沿線的能源產業發展；2015 年初 EEU 正式運作後，計畫協調區

域內油氣以及電力政策，擴大能源輸送效率，朝共同能源市場目標邁進。 

 CAREC 的能源計畫 TAPI 與 TUTAP，共涵蓋土庫曼、烏茲別克與塔吉克，哈

薩克與吉爾吉斯尚未在這兩個能源項目中；歐盟 INOGATE 能源走廊分為「跨黑

海段」、「高加索段」、「跨裏海段」，將輸送哈薩克的石油與土庫曼的天然氣跨裏

海經高加索地區至歐洲；美國 USAID 所資助的 CASA-1000 計畫中，將吉爾吉斯

與塔吉克過剩的電力輸送至阿富汗與巴基斯坦；SREB 的能源走廊，透過中哈石

油管線與中亞—中國天然氣管線（CACGP）來達成，將供應哈薩克、烏茲別克

與土庫曼的油氣，未來 CACGP 的 D 線完工後，將由土庫曼向東過境塔吉克，輸

送天然氣至中國；EEU 預計於 2019 年與 2025 年完成共同電力市場與共同油氣

市場的目標，屆時將有助於提升中亞成員國哈薩克與吉爾吉斯的能源發展。 

 透過上述發展脈絡可了解，中亞地區的石油、天然氣與電力為五個整合機

制關切的。其中 CAREC、ENPI 與 SREB 皆有石油與天然氣的管線計畫，將供應哈

薩克、烏茲別克與土庫曼的油氣資源；電網的相關計畫則以 CAREC 與 NSRS 為

主，將藉由富含充沛水資源的吉爾吉斯與塔吉克進行水力發電，輸送電力至南

亞地區。五個整合機制中，EEU 雖擘畫了未來的共同能源市場計畫，然而截至

2015 年底，並無推出實質的能源項目。 

CAREC、ENPI、NSRS、SREB、EEU 都推行各自的能源計畫，本節將分析這些

能源計畫於橫跨歐亞大陸各國時途經中亞地區的國家，了解到中亞五國的那些

國家將受益於整合機制的計畫？進一步分析各個整合機制所推行的能源計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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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時期已有的能源基礎設施路線的差異。五個整合機制的能源計畫針對的項

目不完全相同，因此將以「電力項目」與「油氣項目」作為分析主體。路線分

析時，以能源供給者至能源需求者的方向進行討論。 

EEU 是五個整合機制中最晚發起的，而該機制提出的共同能源市場與其下

屬的子計畫—共同電力市場以及共同油氣市場分別在 2015 年 5 月以及 12 月由

歐亞經濟執委會批准，至 2015 年底這兩個子計畫並無推出實際的能源整合項

目。僅能推估受益的中亞國家為 EEU 成員國哈薩克、吉爾吉斯，與未來有機會

加入的塔吉克或是其他中亞國家。在此前提下，能源項目分析將不納入 EEU。 

 

一、電力項目之比較 

2005 年吉爾吉斯與塔吉克為了擴大電力出口，與缺電的阿富汗與巴基斯坦

共同發起「中亞與南亞地區電力市場計畫」（CASAREM）。2007 年，在 CASAREM

計畫的框架下成立 CASA-1000；而為了解決出口至阿富汗地區電力的配置問

題，2013 年在 CASA-1000 既有的基礎上，提出 TUTAP 可行性報告。CASA-1000

為出口吉爾吉斯與塔吉克的電力至南亞；TUTAP 則為出口土庫曼、烏茲別克與

塔吉克的電力至南亞。315興建階段的吉爾吉斯境內納倫河（Naryn）中游的卡巴

爾達壩（Kambar-Ata Dam）與塔吉克境內瓦赫什河（Vakhsh）下游的羅貢壩

（Rogun Dam）完工後，將作為 CASA-1000 以及 TUTAP 的電力供給來源。 

 
表 4-8：中亞與南亞地區電力市場計畫 

項目 途經城市 

CASA-1000 輸出 Dalta(KGZ) – Khudjand(TAJ) – Dushanbe(TAJ) – Regar(TAJ) – 

Nurek(TAJ) – Sangtuda(TAJ)  

輸入 Kunduz(AFG) – Pul e Khumari(AFG) – Dowshi(AFG) – 

Charikhar(AFG) – Kabul(AFG) – Jelalabad(AFG) – 

                                                       
315 “Energy situation in Afghanistan; TUTAP and CASA-1000,” CSRS Kabul (2016),<http://csrskabul.com 
/en/blog/energy-situation-in-afghanistan-tutap-and-casa-1000/ >. Retrieved date: 2016/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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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hawar(PAK) 

TUTAP 輸出 路線 1 Atamyrat(TKM)  

路線 2 Surkhan(UZB)  

路線 3 Sangtuda(TAJ) 

輸入 路線 1 Andkhoy(AFG) – Sheberghan(AFG) – Mazar e 

Sharif(AFG) – Pul e Chomri(AFG) – Salang Pass(AFG) 

– Charikar(AFG) – Kabul(AFG) – Jalalabad(AFG) – 

Peshawar(PAK) 

路線 2 Hairatan(AFG) – Pul e Chomri(AFG) – Salang 

Pass(AFG) – Charikar(AFG) – Kabul(AFG) – 

Jalalabad(AFG) – Peshawar(PAK) 

路線 3 Shir Khan(AFG) – Kunduz(AFG) – Mahajer(AFG) – 

Baghlan(AFG) – Pul e Chomri(AFG) – Salang 

Pass(AFG) – Charikar(AFG) – Kabul(AFG) – 

Jalalabad(AFG) – Peshawar(PAK) 

說明：CASA-1000 由吉爾吉斯至塔吉克為輸出端，將電力輸入阿富汗與巴基斯坦；TUTAP 分為

三條路線，由土庫曼、烏茲別克與塔吉克輸出，各自從路線 1、路線 2 與路線 3 輸入阿富汗境

內，三條路線一齊至阿富汗 Pul-e-Chomri 的高壓直流電輸送站，再繼續南下至巴基斯坦。 

縮寫解釋：KGZ(Kyrgyzstan)為吉爾吉斯；TAJ(Tajikistan)為塔吉克；AFG(Afghanistan)為阿富汗；

PAK(Pakistan)為巴基斯坦；TKM(Turkmenistan)為土庫曼；UZB(Uzbekistan)為烏茲別克。 
資料來源：整理自圖 3-6 與”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Power Sector Master Plan,” ADB (2013), 
p.77, 126, 134. 
 

 由表 4-8 可知 CASA-1000 與 TUTAP 路線皆是由中亞地區出發，經阿富汗至

巴基斯坦的電力輸送計畫。CASA-1000 由吉爾吉斯 Dalta 變電站出發，經塔吉克

數個變電站後，南下抵達阿富汗首都 Kabul；TUTAP 的三條支線分別由土庫曼

Atamyrat、烏茲別克 Surkhan、塔吉克 Sangtuda 變電站出發，各自抵達與阿富汗

的邊界（Andkhoy、Hairatan、Shir Khan），三條支線再南下至 Pul e Chomri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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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直流電轉換站（AC/DC Convertor），輸送高壓直流電（HVDC）至阿富汗首都

Kabul。其中 TUTAP 三條路線中的塔吉克段建立在 CASA-1000 路線的基礎上，使

吉爾吉斯與塔吉克的電力能更有效率的輸送至阿富汗與巴基斯坦（見圖 3-2）。 

 中亞地區的 UESCA 僅供應該地區的電力（見圖 4-5），不同於 UESCA，

CASAREM 計畫下執行的 CASA-1000 與 TUTAP，將協助中亞地區將自身過剩的電

力資源，輸送至急需電力來進行發展的阿富汗與南亞地區，創造彼此電力交易

的機會，建立起跨區域的電力合作市場。 

 

二、油氣項目之比較 

1994 年與 1997 年，中國分別和土庫曼與哈薩克簽署天然氣以及石油領域

的合作協議；1995 年，亞銀與歐盟分別提出 TAPI 與 INOGATE 的可行性計畫，

其中 INOGATE 的三段能源走廊「跨黑海段」、「高加索段」、「跨裏海段」中，與

中亞地區相接的是「跨裏海段」。下述分析中，筆者將列出中亞地區於蘇聯時期

的油氣管線途經城市以及整合機制所推出的油氣管線項目之路線，來比較兩者

管線項目路線上的差異。 

 
表 4-9：蘇聯時期中亞地區油氣管線途經城市 

項目 路線 途經城市 

石油管線

（綠線） 

 

D53 Nebit Dag – Krashovodsk  

D63 Atyrau – Samara 

D64 Atyrau – Oktyabinsk – Orsk 

D65 Atyrau – Astrakhan 

D73 Omsk – Pavlodar – Karaganda – Atasu – Karacoin – 

Shymkent – Bukhara – Turkmenabad 

D78 Minubalak – Almalyk – Fergana 

天然氣管線 D8 Beineu – Turkmenb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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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線） D9 Beineu – Aktau 

D47 Dushenbe – Bukhara – Beineu – Makat – Alexandrov Gai 

D50 Okaram – Nebit Dag – Turkmenbashi 

D51 Dauletabad – Ashgabat 

D52 Dauletabad – Khiva 

D56 Andienhan – Chembar 

D57 Bukhara – Tashkent – Bishkek – Almaty 

D58 Kungrad – Bukhara – Khiva – Nukus – Orsk 

資料來源：整理自圖 4-6 與”Russia - Former Soviet Union Pipelines map - Crude Oil (petroleum) 
pipelines - Natural Gas pipelines - Products pipelines,” Theodora (2008), < http://www.theodora.com/ 
pipelines/russia_former_soviet_union_pipelines.html#map >. Retrieved date: 2016/06/22. 

 

 

圖 4-6：蘇聯時期中亞地區油氣管線 

說明：綠線為石油管線；紅線為天然氣管線。 

資料來源：整理自”Asia Pipeline Map,” Theodora (2008),< http://www.theodora. 

com/pipelines/asia_oil_and_gas_pipelines_map.jpg >. Retrieved date: 2016/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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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整合機制的油氣管線途經城市 

類型 項目 途經城市 

石油管線 

 

中哈石油管線 Kenkiyak – Kumkol – Atasu – Alashankou  

跨裏海石油管線 Aktau – Baku  

天然氣管線 

 

中國—中亞天然氣管線

A、B、C 線 

Bagtyyarlyk – Olot – Bukhara – Tashkent 

– Bishkek – Almaty – Horgos  

中國—中亞天然氣管線

D 線 

Bagtyyarlyk – Tursunzoda – Jirgatolu – 

Ucha 

土庫曼—阿富汗—巴基

斯坦—印度天然氣管線 

Dauletabad – Herat – Qandahar – 

Quetta – Multan – Fazilka  

跨裏海天然氣管線 Turkmenbashi – Baku 

資料來源：整理自圖 3-1、3-5、3-7、3-8 與 Aleksandra Jarosiewicz, “A Chinese tour de force in 
Central Asia,” 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 (OSW) (2013), <http://www.osw.waw.pl/en/publikacje/ 
analyses/2013-09-18/a-chinese-tour-de-force-central-asia>. Retrieved date: 2016/06/23. 
以及 Muhamad S. Olimat, “China and Central Asia in the Post-Soviet Era: A Bilater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Research Organisation (USAK) (2015), p.159. Retrieved date: 2016/06/23. 
 

 比較表 4-9 與 4-10 的管線路線後，發現 SREB 的「中哈石油管線」與「中

國—中亞天然氣管線」，有別於蘇聯時期所建的南北向油氣管線，是以西至東的

方向，途經中亞五國，將能源輸送至中國。其中中國—中亞天然氣的四條子管

線中，2009 年至 2014 年相繼啟用且路線相同的 A、B、C 線，與中亞既有的天

然氣管線 D57 位置相同，皆途經 Bukhara – Tashkent – Bishkek – Almaty；ENPI 的

「跨國石油與天然氣運輸走廊」計畫中的跨裏海油氣管線將由哈薩克 Aktau 與

土庫曼 Turkmenbashi 出發，輸送石油與天然氣至 Baku，再接續高加索地區的

BTC 與 BTE，再經土耳其或黑海將能源輸往歐洲；CAREC 的「土庫曼—阿富汗—

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氣管線」由土庫曼 Dauletabad 出發，南下進入阿富汗

Herat，再由西北至東南方橫跨阿富汗進入巴基斯坦與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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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EB、ENPI、CAREC 的能源管線計畫，除了管線興建事宜外，亦協助開發

與使用中亞地區的數個油氣田。「中哈石油管線」與「中國—中亞天然氣管線」

分別使用哈薩克西南部鄰裏海的 Uzen 油田、哈薩克北部的 Aktobe 油田以及土

庫曼南部的 Galkynysh 氣田 316；「跨國石油與天然氣運輸走廊」以哈薩克西北的

Kashagan 油田與 Tengiz 油田，以及 Galkynysh 氣田作為油氣管線的供給源 317；

「土庫曼—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氣管線」則是供應土庫曼南部鄰伊朗

與阿富汗的 Dauletabad 氣田。 

 

第三節、整合機制交通計畫之成效 

 

五個整合機制皆視中亞地區為歐亞大陸重要的交通要衝，實施的公路與鐵

路計畫都涵蓋中亞國家，但是中亞地區在各個機制的交通項目中，扮演的角色

不完全相同。亞銀「CAREC 走廊」、中國「絲綢之路」與俄國「國際公路走

廊」，把中亞地區置於各自交通計畫的主體；歐盟「TRACECA 走廊」為一項涵蓋

高加索與中亞地區的交通走廊計畫，因此中亞地區僅為該計畫中的一部分；美

國「REC 走廊」所關注的中亞地區只有以南部與阿富汗接壤的地帶，且走廊計

畫的主體為阿富汗。 

這些交通計畫可分為修繕既存的交通路線、新增新的交通路線或是兩者兼

具的類型。其中亞銀「CAREC 走廊」與歐盟「TRACECA 走廊」除了修繕既存交

通基礎設施外，更規劃出新的交通路線（見下頁圖 4-7），這些路線能夠加強哈

薩克境內東西向與東部南北向的交流，以及中亞國家間的交通連接；而美國

「REC 走廊」、中國「絲綢之路」以及俄國「國際公路走廊」這三個計畫僅在途

                                                       
316 Aktobe 的舊稱為 Aktyubinsk；Galkynysh 氣田則由 Iolotan、Minara、Osman 與 Yashlar 所組

成，因此又稱作 South Yolotan – Osman 氣田。（資料來源：’Turkmenistan’s super-giant gas field 
renamed as “Galkynysh”,’ Turkmenistan.ru (2011), < http://www.turkmenistan.ru/en/ 
articles/15619.html >. Retrieved date: 2016/06/19） 
317 “The Nabucco Gas Pipeline: A chance for the EU to push for change in Turkmenistan,” The Quaker 
Council for European Affairs (2009), p.10, <http://www.qcea.org/wp-content/uploads/2011/04/rprt-
nabucco-en-dec-2009.pdf>. Retrieved date: 2016/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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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中亞地區的 AH 與 TAR 路段的基礎上，加強交通運輸效率，並沒有顯著地在

中亞地區擴展新的交通路線。 

 

圖 4-7：整合機制之交通計畫新路線 

說明：綠線與藍線分別為 CAREC 走廊以及 TRACECA 走廊於中亞地區推出的新交通路線。 

資料來源：整理自圖 4-1。 

 

屬於陸封型開發中國家（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LLDCs）的中亞五

國，貿易成本裡有較大的比重為運輸成本。318鑒於此，五個整合機制皆推出交

通計畫，以期能降低中亞地區運輸上的成本。而這些交通運輸走廊不僅能降低

運費，更有助於加速區域內國與國以及對區域外的人力與物資流動，更可以刺

激沿線途經城市的經濟。319 

為了衡量整合機制的交通計畫之成效，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將透過：（一）

各個交通計畫修繕與新增設的交通路線數量，推估所推行之交通計畫路線所覆

蓋的中亞地區範圍；（二）中亞地區參與該交通計畫的國家數量，得知中亞國家

參與的程度；（三）各個交通計畫正式運作時間，了解各計畫運作時間的長短。

                                                       
318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Transit System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ndlocked and Transit Developing Countries,” UN (2003), p.4, 
<http://unctad.org/en/Docs/ldc20038_en.pdf>. Retrieved date: 2016/06/21. 
319 “Road – Rail Transport Corridor along Europe and Asia,” UNECE (2015), p.4, 
<https://www.unece.org/fileadmin/DAM/trans/doc/2015/wp5/WP5_workshop_7_Sept2015_Mr_Bah
er_El-Hifnawi_World_Bank.pdf>. Retrieved date: 2016/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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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以上「路線數量」、「國家數量」、「運作時間」三個指標，評估貢獻程度。 

 

表 4-11：整合機制之交通計畫成效評估 

 路線數量 國家數量 運作時間(年) 

亞銀「CAREC 走廊」 10(6+4) 5 2007 

歐盟「TRACECA 走廊」 15(9+6) 5 1998 

美國「REC 走廊」 2(2+0) 2 2013 

中國「絲綢之路」 6(6+0) 5 2013 

俄國「國際公路走廊」 2(2+0) 2 2015 
說明：路線數量表示各個整合機制交通計畫的路線總數，括號內的數字代表「修繕原有的 AH

數量」以及「新增設的路線數量」，若無新增設路線，以零表示。中國的整合機制僅有修繕原有

的 AH 路線，一共六條（包含四條「陸上絲綢之路」與三條「渝新歐鐵路」並扣除一條重複的

路線）。五個整合機制中，除了美國 REC 走廊途經哈薩克與烏茲別克，以及俄國國際公路走廊

途經哈薩克與吉爾吉斯外，其他三個整合機制的交通路線皆涵蓋中亞五國。 

資料來源：整理自本研究第肆章第一節。 

 

把表 4-11 的結果進行歸納，路線數量以小於十個與大於等於十個分類；國

家數量以小於五個與等於五個分類；運作時間則以至 2015 年底，共歷經多少

年，分為小於十年與大於等於十年。為了簡化分析，不計入運作時間月份，得

到表 4-12。320根據表 4-12 了解亞銀、歐盟與中國的計畫確實涵蓋中亞五國。其

中，亞銀與歐盟的交通計畫路線範圍遠超過美國、中國與俄國，故亞銀與歐盟

的交通計畫，是較其他整合機制更能促進整個中亞地區於交通領域的發展。 

 
表 4-12：整合機制於交通層面之貢獻 

 亞銀 歐盟 美國 中國 俄國 

路線數量 O O X X X 

國家數量 O O X O X 

                                                       
320 歸納時路線數量達六個以上、國家數量為五個、運作時間大於等於十年的計畫，將以「O」
註記；其他的則以「X」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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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時間 X O X X X 

資料來源：整理自表 4-11。 

第四節、整合機制能源計畫之成效 

 

 能源計畫討論的主體，可分為供給方與需求方。中亞地區於五個整合機制

所提出的能源計畫中，扮演著供給方的角色，供應著充沛的電力、石油與天然

氣資源至需要的地區。亞銀「TAPI」、「TUTAP」，以及美國「CASA-1000」皆是以

提供阿富汗與南亞地區能源為目標；歐盟「跨裏海石油管線」、「跨裏海天然氣

管線」與中國「中哈石油管線」、「中國—中亞天然氣管線」，則為該整合機制主

導國家提供所需的能源。321不同類型的能源計畫，提供該能源的中亞國家亦不

相同。透過亞銀與美國的電網計畫，能發揮吉爾吉斯與塔吉克充沛水力所產生

的大量電力的出口潛能；歐盟與中國的油氣管線計畫，使得哈薩克、烏茲別克

與土庫曼的石油與天然氣資源多了出口的新選項。 

 電網項目的 CASA-1000 與 TUTAP 雖然路線目標皆是南亞地區，然而彼此不

存在競爭關係，而是在吉爾吉斯、塔吉克、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組成得 CASAREM

框架下，一同致力於將中亞地區的電力南下輸送至南亞地區。五個整合機制的

油氣管線項目中，唯一一條南向的管線是亞銀的 TAPI；而歐盟的跨裏海油氣管

線以西向輸送哈薩克與土庫曼的油氣至 Baku，再連接高加索地區的管線，經土

耳其或黑海再至歐洲；中國的油氣管線路線是東向輸送能源至西部，再藉由國

內管線分送能源至中國全境；亞銀所推出油氣管線項目 TAPI 的路線不同於其他

整合機制為橫向發展，該路線是南向輸送天然氣至南亞。 

陸封型開發中國家（LLDCs）大多擁有豐富資源，然而卻面臨進出口不穩定

的窘境，代表著 LLDCs 的國家能源政策將左右經濟的發展，322所以能源運輸是

                                                       
321 EEU 的「共同能源市場」將不計入討論，原因可參考第肆章第二節。 
322 Carlos Mezaa, Chunshan Lib, Lokesh Koodlurc, Malti Goeld, Mirabbos Khujamberdierve, Tabassum 
Mumtaz, “Energy Policy for Landlocked Countries,” The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s (TWAS) (2013), 
p.2, < http://twas.org/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s/landlocked_white_paper.pdf >.  
Retrieved date: 2016/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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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地區能源政策的優先考量。323五個整合機制協調中亞各國的電力與油氣政

策，並增設能源基礎建設來擴大能源輸送效率，將有助於中亞地區的能源整合

以及增加中亞各國能源輸出的機會。324 

 

 

圖 4-8：整合機制電網計畫之新路線 

說明：藍線與黑線分別代表 CASA-1000 與 TUTAP 於中亞地區的路線與其供應電力之所在。 

資料來源：整理自圖 4-5。 

 

 

                                                       
323 John J. Coyle, Robert A. Novack, Brian Gibson, Edward J. Bardi, “Transportation: A Global Supply 
Chain Perspective,” Cengage-SIN (2015), p.287. 
324 “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ngs to KNOW, Things to DO,” UN (2014), p.1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8 
 

圖 4-9：整合機制油氣管線之新路線 

說明：紫線、粉紅線與紅線分別代表中國的油氣管線、亞銀的 TAPI 與歐盟的油氣管線。 

資料來源：整理自圖 4-6。 

 欲評估各個整合機制於中亞地區能源層面運作的成效，使用的衡量指標，

不完全與交通層面的衡量相同。原先交通計畫的比較以「路線數量」、「國家數

量」與「運作時間」為評比指標，然而各個整合機制能源計畫的電網或油氣管

線的路線較單一，並非像公路或鐵路這類陸路運輸遍及整個地區，再加上整合

機制的能源項目皆為新建設，因此若該項目尚未啟用，則運作時間將不具討論

意義。因此僅使用「國家數量」以及結至 2015 年底該能源項目「運作與否」來

比較各個能源計畫的成效。 

 
表 4-13：整合機制之能源項目成效評估 

 國家數量 運作與否 

 亞銀「TAPI」與「TUTAP」 3 N 

歐盟「跨裏海油氣管線」 2 N 

美國「CASA-1000」 2 N 

 中國「中亞油氣管線」 5 Y 
說明：已運作為 Y；尚在建設與討論階段為 N。「TAPI」與「TUTAP」所涵蓋的中亞國家將一齊計

算，再剔除重複的。為製表方便，中哈石油管線與中國—中亞天然氣管線兩者以「中亞油氣管

線」代稱之。 

資料來源：整理自本研究第肆章第二節。 

 

 表 4-13 清楚顯示，中國 SREB 納入「中哈石油管線」與「中國—中亞天然

氣管線」後，成為最先開始運作其能源項目的整合機制，而且也是五個能源計

畫裡唯一包含中亞五國的計畫，顯示出各個整合機制中，SREB 的能源層面是較

為領先的。這個結果是在中國 SREB 納入絲路沿線的能源基礎建設作為能源走

廊 325，以及本研究討論範圍僅限於中亞五國為前提。若討論範圍放大至「輸送

                                                       
325 歐陽承新，「中國大陸一帶一路下的能源通路建設 - 國際經濟情勢（雙）」，中華經濟研究

院，2015 年 1828 期，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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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中亞地區的油氣」，則在 INOGATE 框架下與中亞地區一海之隔的高加索地

區 BTC 以及 BTE 管線，亦能納入本節的討論。 

第伍章、 結論 

      第一節、研究發現 

 

 中亞五國的共同特點為「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與「資源稟賦充分」，解體

後 Comecon 的經濟互助合作機制不再作用，而各國的基礎建設老舊，影響各國

發揮自身交通樞紐與能源出口的潛能，進一步影響國內經濟發展。國際金融機

構與大國陸續進入這些後共國家，無論基於何種目的，共同目標皆是改善中亞

各國境內交通與能源基礎設施的體質。 

所有交通計畫裡，亞銀 CAREC 的走廊計畫與歐盟 ENPI 所資助的 TRACECA

為目前最有成效的且影響最大的中亞地區交通整合項目，境內規劃的數條走廊

使得亞洲與歐洲的聯繫更加便利，也能增進走廊途經的沿線中亞各國的發展。

在既存的亞洲公路網（AH）路線中，五個整合機制所提出的交通走廊路線皆有

涵蓋 AH 的 5 號線，此路線是由土耳其出發，經喬治亞至亞塞拜然，在由亞塞

拜然 Baku 以渡輪橫跨裏海至土庫曼 Turkmenbashi，在經過烏茲別克、吉爾吉斯

與哈薩克再進入中國境內（見下頁圖 5-1）。代表 UNESCAP 所發起的 AH 計畫

中，5 號走廊仍是亞洲與歐洲聯繫的主要公路之一。而 7 號線與 61 號線則各有

三個整合機制交通走廊與其重疊，亦是重要的幹道（見下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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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亞洲公路 5 號線 

資料來源：整理自圖 4-1。 

 

表 5-1：亞洲公路網與整合機制交通計畫相同之路線對照表 

 AH 與整合機制交通計畫相同之路線 

CAREC 交通計畫 5 號、7 號、61 號、63 號、65 號、70 號 

ENPI 交通計畫 5 號、7 號、61 至 63 號、65 號、66 號、68 號、70 號 

NSRS 交通計畫 5 號、62 號 

SREB 交通計畫 5 號、7 號、60 號、62 號、65 號、68 號 

EEU 交通計畫 5 號、61 號 

資料來源：整理自第肆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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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五國的能源種類分別是：油氣類型的哈薩克、烏茲別克與土庫曼；水

電類型的吉爾吉斯與塔吉克。五個整合機制也確實針對各個國家的能源類型，

發展出適當的能源計畫。亞銀「TAPI 天然氣管線」、歐盟「INOGATE 走廊」、中

國「中亞油氣管線」是針對哈薩克、烏茲別克與土庫曼的石油與天然氣；亞銀

「TUTAP 電網」、美國「CASA-1000 電網」則指向吉爾吉斯與塔吉克的水電。整

合機制皆致力於改善能源效率以及提供能源政策協商的平台，而在機制成立後

所提出的能源計畫，大多仍在可行性評估或興建階段。326整體而言，交通層面

的整合有一部分是建立於既有的公路與鐵路上，透過整合機制進行路線的安

全、行車狀況等評估，來決定最佳的運輸路線，因此以完成度來比較，交通層

面的整合較能源層面的整合更佳。 

在資金供應的層面，整合機制能直接資助自身的計劃為：亞銀資助 CAREC

的計畫；歐盟 ENPI 資助 TRACECA 與 INOGATE 計畫。除了 CAREC 與 ENPI，其他

三個整合機制皆沒有直接提供計劃所需的資金，而是透過其他機構來籌措資

金。根據第貳章與第參章，美國 NSRS 執行計畫的資金多由 USAID 負責；中國

SREB 的相關資金由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與絲路基金提供；俄國 EEU 的交通與能源整合計畫則由歐亞開發

銀行（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EDB）供應，該銀行為 2006 年俄國與哈薩克

共同組建，其成員國包含全體 EEU 成員國。 

2002 年至 2015 年陸續建立的 CAREC、ENPI、NSRS、SREB 與 EEU，都各自

致力於促進中亞地區交通與能源的發展。由於中亞各國無法獨立解決基礎設施

現代化的問題，因此各自與這些機制簽署了備忘錄、協議等，冀望著整合機制

                                                       
326 由表 4-13「整合機制之能源項目成效評估」得知中國的中哈石油管線與中國—中亞天然氣管

線為五個整合機制中，最先開始運作的能源項目。儘管 SREB 納入這兩個能源項目，若以「整

合機制成立後」為時間點來評估能源項目運作與否，則 2011 年達到最大運載量的中哈石油管線

以及 2009 年、2010 年相繼完工的中國—中亞天然氣管線 A、B 線，將不納入 2013 年所提出的

SREB 能源項目中。到了 2014 年天然氣 C 線啟用、D 線開始興建，所以五個整合機制所提出

（或納入）的能源項目，只有中國—中亞天然氣管線 C 線為唯一一項機制成立後，正式開始運

作的能源項目。（資料來源：第參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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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協商平台、管理方式、技術指導以及資金，協助中亞各國能夠便利化

陸路運輸以及多樣化能源出口。依循著上述脈絡得證，這些整合機制的計畫有

助於中亞各國獲得穩定的發展空間，在結構現實主義的原則下，中亞五國與國

際金融機構或歐美中俄等大國的合作，將能徹底發揮中亞各國的潛能。 

除了中亞五國與整合機制的合作，整合機制間亦有合作關係，像 CAREC 舉

辦的交通部門協調會議（TSCC）與中亞各國合作外，亦與 TRACECA 的代表參與

討論交通領域的合作，協調彼此的交通策略。美國 USAID 於 2014 年所發布的

《2015 年至 2019 年區域發展合作策略》（Reg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trategy 2015 – 2019）表示將與 CAREC、EBRD 等國際性金融機構合作，共同促

進中亞地區的發展。而中國 SREB 與俄國 EEU 正計畫彼此的合作事宜，透過上

合組織為平台，進一步完成陸路運輸對接。 

 五個整合機制中，CAREC 是唯一以國際金融機構—亞銀所主導的，其交通

與能源項目以整個中亞地區的發展為首要原則；其餘的四個整合機制都是由國

家或單一區域所主導的。隨著歐盟東擴，其勢力範圍由東歐與黑海地區，進入

了高加索、裏海與中亞地區。為了尋求安全的能源供給來源，避免因為政治因

素而導致的「斷氣危機」影響歐洲國家使用能源的需求，所以 BTC、BTE 與跨越

裏海的管線計畫，皆以避開俄國領土為目標。由中亞出發，跨裏海並經高加索

再跨黑海進入歐陸，來增加能源供給來源。 

歷經 911 事件的美國，為了有效打擊在阿富汗境內的蓋達組織與塔利班，

美國將中亞地區視為軍事據點。隨著美國勢力進入中亞地區，2007 年斯塔爾提

出了中亞、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交通對接的想法。斯塔爾的論述，成為 NSRS 實行

中亞地區戰略的方向，將以阿富汗為中心，縱向連接中亞與南亞。除了能協助

阿富汗經濟復甦與提供南亞地區充沛的能源，更使得中亞地區能自主地發展經

濟以及不再依賴俄國進行能源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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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在成為石油淨進口國後，積極尋找替代的能源供給，中亞地區在地理

位置上的便利性，使得中國不必再經由波斯灣、印度洋，再經過麻六甲海峽運

送能源，而可藉由管線直接從中亞地區取得資源。此外，改善與中國西部與中

亞地區間的交通，有助於西部地區的開發。而俄國欲藉由 EEU 來恢復自身在後

共地區的影響力，然而所提出的統一交通空間、統一能源市場等計畫，在中亞

地區的整合上，相較於其他整合機制晚，且目前 EEU 成員國僅有哈薩克與吉爾

吉斯，顯示俄國與中亞的合作，仍需藉助 SCO 與 CIS 來作為溝通的平台。 

 由前述脈絡能了解到，歐盟與美國的共同目標之一是促使中亞各國遠離俄

國的勢力範圍，這也一定程度地反映在其整合機制—ENPI 與 NSRS 上。以 ENPI

的能源計畫 INOGATE 為例，該計畫下的眾多管線皆不途經俄國；同樣的，在

NSRS 戰略下的交通與能源發展計畫，路線都是由中亞地區南向經阿富汗至南亞

地區，而非北上往俄國境內。這些可視為歐美削弱俄國舊有勢力範圍的手段，

更使得中亞各國能在大國的競逐下，發揮自身交通與能源的潛能。 

 簡言之，只要中亞地區的「交通」與「能源」這兩項優勢尚未被取代，推

斷該地區將能繼續吸引外資，使得經濟持續地發展。陸運交通在中亞地區可能

較不會有被取代的問題，畢竟中亞位於亞洲心臟的事實難以改變；然而能源層

面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頁岩油氣的發展與已開發國家如歐洲國家替代能源、綠

能的發展，也許是未來能源發展趨勢，筆者認為中亞五國未來能夠朝著此方向

發展能源，以因應瞬息萬變的世界脈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4 
 

第二節、研究建議 

 

本研究的整合機制，分為國際金融機構亞銀的 CAREC 以及大國（歐盟、美

國、中國與俄國）主導兩類。除了亞銀，世界銀行（World Bank，WB）、聯合

國（United Nation，UN）、國際公路聯盟（International Road Union，IRU）與國

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等國際金融機構或國際組織皆

提出數個針對中亞地區交通與能源項目的計畫。 

整合機制於交通或能源項目的互相合作，將難以界定單一項目為單一整合

機制所主導，實際往往是單一項目兩個以上的國際金融機構或大國皆有出資於

其中。本研究雖以交通與能源作為整合的探討層面，但筆者欲了解中亞地區的

整合機制，因此將整合機制與中亞地區的交通與能源項目相結合，使用「倡議

時間」來看做該項目的發起者。後續研究能以本研究為基礎，簡述整合機制的

發展過程，直接探討交通與能源項目，可以擴大討論範圍，將上述提及的

WB、UN、IRU、IEA 等國際組織提出的中亞地區交通與能源援助項目一併納入

分析，相信能有驚豔的研究結果。 

再者，五個整合機制中的 CAREC 發展時間最長，擁有的資料相對較完整，

該機制的 CAREC 走廊計畫與歐盟的 TRACECA 走廊甚至分析各個走廊不同路段的

車流量、運載量、運輸時間與交通安全性等。327其他整合機制若發展時間夠

長，未來也能有數量足夠的資料，進行這類型的比較分析。關於能源項目，油

氣管線流量與電網傳輸量，亦是未來可以進行比較研究的對象。 

 

 

 

                                                       
327 “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orridor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Monitoring: A Forward-Looking Retrospective,” ADB (2014), pp.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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