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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歷史、領土、主權以及另一鄰國俄羅斯對蒙古之影響等因素，蒙古社會

中長期存在著對中國普遍的不信任甚至是厭惡。而在如此的背景下，蒙古 2017

年總統大選以及塔溫陶勒蓋煤礦自焚事件和中國在蒙礦業投資，皆因出現「反中」

的言論而被外界視為「反中」事件。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以及訪談，近一步深究

此二事件的背景與內涵。此外，亦以權力不對稱結構理論來試著分析蒙古處於蒙

中大小國間不對稱關係中是如何處理對中政策以及外交大戰略。 

    本研究發現，此二事件並非全然的「反中」事件，以蒙古的國內政治問題稱

之會更加適當。然而，由於外界對於蒙古「反中」的印象以及蒙古自己對中長年

以來不佳的觀感，導致這些事件被冠上「反中」事件的標題。再者，儘管蒙古確

實存在對中國的負面印象，蒙古總地還是維持其以中俄為首要的外交戰略。而在

權力不對稱結構中，中國的確長期忽視身為小國的蒙古；蒙古縱然對於中國的作

為較為敏感，擔憂領土與主權問題，但受限於地理位置及經濟發展等因素，貿然

破壞與中關係，並不利蒙古發展。在可預見的未來，蒙古依然會繼續維持與中國

的友好關係。 

關鍵詞:「反中」事件、權力不對稱結構理論、蒙古、中國、蒙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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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the influence imposed by Russia, Mongolian have 

for long hold strong suspicion or even hatred toward China. Under such context, the 

2017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Mongolia and the suicidal event regarding China’s 

investment in Tavan Tolgoi mining ground were labelled as “anti-China” phenomena. 

This research project investigates the causes to these events by applying the method 

of analyzing related documents and literature and interviewing with Mongolian 

intellectuals.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 adopted in this research is provided by the 

theory of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Several concepts extracted from the theory of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were applied for further explaining how Mongolia deals with 

its foreign relations, especially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e outcome of this research revealed that none of the above mentioned 

phenomena are truly anti-China events; the causes are actually domestic political 

disputes inside of Mongolia. The cover of “anti-China” of these events, which was 

mostly imposed by international media, was in fact the result of the negative image of 

China in Mongolia. Despite the stereotypes about China in the domestic society, the 

Mongolian government remains positiv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Beijing. The 

reality of being the weaker side of the asymmetric bilateral relationship has made 

Mongolia vulnerable that not a lot of options left for its foreign policy making, but 

continuing maintaining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Keyword: Anti-China Events,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Mongolia, China, 

Mongol-Sino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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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台灣學界早先的蒙中關係研究多已年代久遠，近年的研究較少，且甚少以蒙

古國（以下簡稱：蒙古）的角度作為研究出發點。此外，國際情勢變化快速，目

前中國國力日強且其倡議之｢一帶一路｣逐漸向外擴張，身為中國鄰國的蒙古將會

如何因應，值得關注。需要注意的是，基於許多因素，蒙古長期懷抱對中的負面

觀感，這是否將會影響蒙中關係﹖蒙古的反中情結在許多學術研究皆有被提及，

但卻未見更為深入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將由此著手，以利能更了解蒙中關係以

及大小國相處之道。再者，蒙古和台灣的處境相似，皆受到強鄰影響，並面臨經

濟上的困境。理解蒙古與中國的關係，將能作為我國的借鏡與決策制定的參考。 

    中國與蒙古關係源遠流長，雖蒙古早已成為一非附屬於中國的獨立國家，但

如今仍會被以｢外蒙古｣而非｢蒙古國｣稱呼之。提到蒙古時，依然有時會和中國的

內蒙古互相混淆。而蒙古和內蒙的關係以及蒙古（外蒙）是否該回歸中國至今也

偶爾會在新聞或網路評論上被提及。蒙古從 1921 年獨立迄今已逾九十年，1 但

由於地理及歷史因素，其始終難擺脫中國的陰影，而俄羅斯（蘇聯）也牽涉其中。

在中國與俄羅斯間搖擺的國家不只蒙古一個，越南也是如此。2 但就地理位置而

言，夾在中俄之間的蒙古更難以擺脫此種困境。蒙古近年奉行的｢第三鄰國戰略｣

（third neighbor strategy），3 就是基於現實的政治情勢提出，不過就發展情況來

1 外蒙於 1911 年宣布獨立，脫離中國，建立大蒙古國。但在 1915 年『中俄蒙協約』簽訂後，外

蒙被視為自治狀態而非獨立國家。直至 1921 年再次宣布獨立，1924 改國號為｢蒙古人民共和國

｣。1948 以前，多數國家仍不把蒙古視為獨立國家。1961 年，蒙古才正式成為聯合國成員。參

見藍美華（2017：39-40）。 
2 越戰時期，中國對越南提供了許多協助，兩國的情誼一直維持至六十年代末期，直至七十年

代｢柬越戰爭｣後｢懲越戰爭｣的發生。而後越南倒向蘇聯，於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間，兩國關係

不佳，越南試圖擺脫中國陰影，建立獨立自主的意識。參見阮懷秋（2009：1-6）與 Ho, Khai 

Leong（2009：234-236）。 
3 意即和中俄兩鄰國維持友好關係，同時藉由多支點外交政策和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培養良好

的關係。參見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f Mongolia 

http://www.nsc.gov.mn/sites/default/files/images/National%20Security%20Concept%20of%20Mongol

ia%2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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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即使蒙古積極和其他國家互動，其在經濟上依然十分依賴中國，政治上也脫

離不了。在蒙中兩國領導人熱烈互動的背後，兩國關係事實上存在著不小的隱憂。 

    2014 年 8 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蒙古，兩國將蒙中關係提升為｢全面

戰略夥伴關係｣，且稱欲進一步加強政治及經濟的合作與人文交流。時任蒙古總

統的查希亞額勒貝格道爾吉（Tsakhia Elbegdorj）表示蒙中關係為蒙古外交政策

的核心議題，兩國關係將進入最好的時期，蒙古人民也歡迎中國與其合作 （新

華網 2014） 。兩國關係看起來發展良好。但是，蒙古於 2017 年舉行的總統大

選，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反中言論尤其受到民眾的歡迎。最終勝選的民主黨

（Democratic Party）總統候選人哈勒特馬巴圖勒嘎（Khaltmaagiin Battulga），

被認為是反中情緒的受益者（自由時報 2017；公視新聞網 2017）。而後於 2018

年 3 月蒙古總統巴圖勒嘎在個人網站發表公開信，請求美國總統川普擴大蒙美雙

邊貿易（中央社 2018）。此舉措背後的因素除了蒙古近年經濟發展不佳外，長

期以來，蒙古大多數的出口貨物皆銷往中國，形成對中國過度的經濟依賴，4 也

是使得蒙古感到不安的原因之一。 

    而蒙古的反中情緒並不只起因於經濟因素。回溯蒙古對中國負面觀感的由

來，常會被提及的主要因素為：｢領土｣與｢主權｣。以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蒙古

處於中國周邊，兩國邊界長達 4670 公里，且多為少數民族之居住地，中國內部

情況的不穩定，極有可能影響蒙古的穩定與安全，一直為蒙古所擔心（廖淑馨 

2000, 31）。再者，蒙古曾為中國的一部分，有著被中國佔領且統治的歷史紀錄，

部分中國人把失去蒙古視為屈辱，希望有朝一日蒙古可以重回中國的懷抱（劉學

銚 2015, 71）。而至今蒙古在經濟上仍必須持續依賴中國，且程度甚深。因此，

蒙古對中國一直懷著複雜的情緒。儘管兩國在經濟上互動密切，雙邊關係也提升

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還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蒙古國關於建設和發展全面

                                                 
4 根據蒙古國家統計局 2017 年的統計資料，蒙古無論是進口或出口的第一大國家皆為中國，且

出口至中國的比例占總額的 87.8%，第二多的英國只佔了 10.9%；從中國的進口則占了總額的

41.8%，第二多為俄羅斯，占了 35.7%。 參見 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of Mongolia  

http://www.1212.mn/Stat.aspx?LIST_ID=976_L14& type=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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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及多項涉及經濟、文化交流與金融合作等官方文件（中

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4）。2018 年亦簽署了《中國商務部與蒙古國對外關係

部關於加快推進中蒙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雙邊政府間協議談判進程的諒解備忘

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2018）。但蒙古對中國的不信任、厭惡甚至是恐

懼，短期之內仍舊難以消除。這除了表現在總統大選的反中情緒外，蒙古的傳說

中多將中國人描繪成負面的形象，且蒙古社會向來排斥蒙中混血兒。更有甚者，

有兩個仇視中國的民族主義組織，「全蒙古」（Dayar Mongol）與「藍色蒙古」

（Blue Mongolia），在蒙古提倡激烈的反中活動，例如要求商店招牌禁用中文，

以及威嚇將把曾和中國男子有過性行為的蒙古女人剃光頭（Billé 2008, 26-31）。

因為蒙中關係而在蒙古社會發生的這些情況，在背景相似的蒙俄關係中卻不復

見。5 

    俄羅斯同樣身為蒙古鄰國，在蘇聯時期扶植蒙古國成立，也曾經控制蒙古很

長一段時間，除了打擊蒙古的宗教信仰外，也改變蒙古文字的書寫（廖淑馨

1998）。根據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 2018 年的報告，蒙古被列為大國爭奪影響

力的要地之一。此外，對蒙古而言，俄羅斯的影響力為 43.4%；而中國的影響力

為 20.6%。6 俄羅斯對蒙古的影響及曾經的控制不容忽視，但卻不見蒙古對俄羅

斯抱持著如中國一般負面的情緒。由此可見，雖然中俄兩大國和蒙古的個別互動

有類似的背景，但蒙古從中國感受到的威脅感卻遠大於俄羅斯（吳雪鳳 2017, 

68）。而蒙古對中國的負面觀感，甚至是反中情結，是否會影響當前看似熱絡的

蒙中關係？這亦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課題。 

 

                                                 
5 蒙古人在傳說中把俄羅斯人描述為復仇者，是曾經為了蒙古建設付出的外國人，和被描述為

想融入蒙古社會且貪心愛錢的中國鬼形成強烈對比（Delaplace 2012: 137-140）。 
6 這份報告提出雙邊影響力指數（Formal Bilateral Influence Capacity Index，FBIC）做為新的測量

標準以探討兩國的關係。雙邊影響力指數的數據分為寬度（bandwidth）和依賴（dependence）兩

方面，寬度為能夠測量兩國間關係密切與否的指標，而依賴則為 A 國倚靠 B 國程度的大小。兩

者又再細分為經濟、軍事、及政治三大面向。參見 Jonathan D. Moyer, Tim Sweijs, Mathew J. 

Burrows, and Hugo Van Mane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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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問題 

    中國和俄羅斯同為蒙古鄰邊大國，也都曾控制蒙古一段時間，但蒙古對中俄

的觀感卻有明顯的差異。除了 2017 年總統大選中受到媒體廣泛注意的反中言論

外，從 90 年代初民主轉型且提出｢第三鄰國戰略｣迄今，蒙古亦出現過其他被外

界認為是蒙古人民展現反中心態的事件，如 2015 年中國遊客在蒙古被當地極端

民族主義團體「藍色蒙古」欺辱一事（新華網 2015）。這使得筆者想要進一步

深究蒙中關係的特殊性以及這些所謂的反中事件對蒙中關係的影響。再者，蒙古

雖然只是一個人口約 300 萬的小國，7 但其地緣戰略的重要性不可忽略之。尤其

近年中國快速崛起，拋出｢一帶一路｣倡議，展現積極向外擴展的意圖。位於中國

鄰邊的蒙古如何面對如此強大的陸上鄰國，是身在台灣，同樣感受到來自中國的

經濟甚至是政治壓力的我們應多關注的議題。尤其，2014 年發生在台灣，由服

貿引起的太陽花學運即為部分台灣人民展現反中情結，進而影響政府政策與兩岸

關係的實例（瞿宛文 2015, 350）。 

  過去無論是國外或是國內學界對蒙古的研究都略顯不足，許多相關著作也僅

關心蒙古的地緣政治、民族歷史或是經貿問題，甚少有以蒙古角度思考，並分析

其與中國關係的文獻。此外，不少報導或是文章裡描寫蒙中關係時，都會提及蒙

古對中國的負面情感，可見這是兩國關係中受到矚目的重要背景。情感是比較抽

象的概念，發生於蒙古且被認為是反中的事件可視為蒙古人民對中展現不滿的實

際案例。一如，台灣的太陽花運動與越南對 981 號鑽油平台的一連串抗議活動

（宋鎮照 2014, 46）。但是，真正將這些事件作為研究主題或是研究問題之一的

文獻卻是少之又少。再者，國際關係領域，常見以大國作為研究主體，小國易被

忽略。筆者認為小國的國力雖然不如大國，但並不代表小國的想法和聲音就不重

                                                 
7 根據蒙古國家統計局至 2018 年 6 月的統計資料，蒙古的人口共有 3208668 人。參見 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of Mongolia http://www.en.nso.mn/index.php。 



DOI:10.6814/NCCU20190007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 

要。故本研究希望能從蒙古的角度出發，認識這些外界定義的反中事件，並進一

步探討其對於蒙中關係與蒙古外交政策發展的影響。 

    若以現實狀況而言，蒙古無法擺脫中國，但又無法放下對中國的負面觀感。

在外交戰略上蒙古依然以中俄為首要對象（藍美華 2017, 45），在經濟上蒙中貿

易依舊熱絡。這是否代表這些所謂的「反中」事件並不會影響到蒙中外交互動？

若是，又是基於何種原因？此外，儘管許多中國學者所書寫的文獻皆有提到蒙古

對中國的負面情緒，並強調加強兩個國家間良好互動的重要性。但是，中國政府

是否有實際的作為？雖說習近平上任後於 2014 年出訪蒙古，並將兩國關係提升

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然而，2017 年蒙古總統大選中，反中言論一樣成為熱

門的政治語言。這是否表示中國尚未正確地意識到蒙古對其的不滿，或是中國根

本無力或無意處理之。 

基於對上述現況的疑惑，因此，本論文提出以下研究問題：這些被外界定義

為「反中」的事件是否真為反中？而這些事件是否影響了蒙古的外交政策？中國

對於此種情況的回應又是什麼？本論文將透過案例研究，深入研究被視為「反中」

的事件，除了解答上述的疑問外，希望能進一步刻畫出真實的蒙中關係面貌，並

提出對蒙中關係未來的展望。學者 Katzenstein 和 Keohane（2007, 12）在其研究

中將 anti-American 定義為｢心理上對美國及整個美國社會抱持著負面觀感的傾

向。（a psychological tendency to hold negative vie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f 

American society in general.）｣呼應其定義且為了回應研究問題，本論文將「反中」

（anti-China）事件定義為「心理上對中國及整個中國社會抱持著負面觀感的傾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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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回顧 

一、不同面向的蒙中關係     

    要探析蒙古對中國的情感，首先必須先了解蒙中關係的變化，以作為對兩國

間互動的知識基礎。綜觀描述蒙中關係的著作，各篇文獻因為作者的國籍、學識

專業抑或關注焦點的不同，書寫時所切入的角度也不盡相同。因此，筆者將描述

蒙中關係相關之文獻先行分類，再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以利能夠更條理式地認

識不同角度的蒙中關係以及不同的學者觀點。 

    蒙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已近 70 年，蒙古和中國的互動更早於蒙古 1921

年自中國獨立之前，兩國關係遠源流長。因此，部分文獻將蒙中關係放在較大的

時間格局內分析，如廖淑馨（2000）的〈近十年來外蒙古與中共關係的發展〉即

為以全面角度描寫蒙中關係的文章。其爬梳蒙古自 1921 年獨立後至 2000 年間與

中國的互動，並以 1990 年至 2000 年為觀察核心。其認為 1990 年後，基於國防

與利益考量，蒙中關係有了全方位的進展，兩國在軍事、文化、教育以及政經方

面皆有交流。Jeffrey Reeves（2015）的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With Weak 

Peripheral States: Asymmetrical Economic Power and Insecurity 一書即以一章節由

經濟、社會、和環境等不同面向講述蒙中關係。Alicia J. Campi（2005）的

“Sino-Mongolian Relations from Beijing’s Viewpoint”一文則以中國的觀點描述

1921 年至 2005 年間，蒙中關係大略的變化。 

    除了關切近代的蒙中關係外，有些文章亦從歷史的角度探索蒙中關係的變化

與發展。如劉學銚（2015）的《蒙獨魅影》從歷史視角分析元清迄今蒙古與內蒙

古及中國甚至是台灣的關係，蒙獨議題是本書的核心。劉曉原（2016）的《邊疆

中國：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亦有對內蒙古分離主義的描述，並以史料

描寫冷戰時期中俄美與蒙古獨立間的關係。另外，楊榮（2012）〈恰克圖會議與

《中俄蒙協約》〉以歷史上影響中俄蒙關係甚大，確認中國對蒙古的宗主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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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承認蒙古自治以及確保俄羅斯在蒙古利益的《中俄蒙協約(恰克圖條約)》作

為書寫核心。其木格（2016）於《蒙古獨立與蒙中俄關係(1911-1945 年)》一書

也以一章節描述此事件，並以更為全面的時間序觀察蒙古的獨立進展與其和中俄

的關係。 

相較於時間的分析，有些文獻則將蒙中關係放置於更寬廣的空間格局進行思

考。例如，吳楚克（2015）的〈蒙古時局與周邊關係〉以東亞作為探討蒙古外交

政策之地理基礎。而大多數的文獻是以地緣政治作為思考核心，把蒙古放置在中

俄之間，以分析其戰略位置及與兩大強國的關係。Ram Rahul（1978）的“Mongolia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一文認為蒙古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命運也影響其外交政

策。蒙古作為中俄間的緩衝，戰略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而中俄關係的變化也影

響了蒙中關係的發展，大致上是呈現正比的趨勢。中俄關係惡化時，蒙古選擇站

在俄國那邊，因此蒙中關係亦隨之惡化。由此可見，俄羅斯是蒙中關係發展中重

要的影響因素。William Heaton（1973）的“Mongolia: Troubled Satellite”一文即認

為蒙古和俄羅斯過於緊密的關係就是導致蒙中關係發展困難的主因。至於蒙古是

否是無條件地跟隨俄羅斯，藍美華（2017）的〈從與鄰關係看現代蒙古的生存之

道〉提及蒙古位於中俄間的｢主動性｣。蒙古並不是被動地在中俄兩國中求生存，

反而是主動爭取有利於自身的局面，並提出｢第三鄰國｣與｢永久中立國｣以獲取真

正的獨立，不再受制於中俄關係。｢永久中立國｣於 2015 年由時任總統的額勒貝

格道爾吉提出，圖門其其格（2016）的〈試析蒙古國｢永久中立｣政策及對中蒙關

係的影響〉以分析此外交政策對蒙中關係的影響為核心。其認為蒙古提出｢永久

中立國｣就是為了避免成為中俄兩國競逐中的一顆棋子，亦是為了自身安全考量。 

    吳雪鳳（2017）的〈蒙古的地緣政治戰略〉進一步以地緣政治學與威脅平衡

理論的框架分析蒙古處於中俄兩國間的地緣政治戰略及外交政策。而 Vaishali 

Krishna（2014）的“Mongolian 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Russia and China”一

文以蒙古外交政策出發，觀察蒙古在中俄間求取平衡的方式，尤以｢第三鄰國戰

略｣的轉變為重。到了 2017 年，由於蒙古選出較親俄的新總統，蒙古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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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因此改變，蒙中俄三方角力將如何變化，成為新的研究焦點。Alicia J. Campi

（2017）的 “Russo-Sino-Mongolian Transit and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 and 

Mongolia’s New President”一文即以此為討論核心。此外，在 Campi 與 R. Baasan

（2009）合作的著作 The Impact of China and Russia on United States-Mongolian 

Political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中則擴大格局，以中俄對於蒙美關係的

影響作為分析主題。由於處於特殊的地理位置，蒙古與中俄兩大強國的關係與其

應對成為學者的關注重點，其中身為討論焦點的中國對於蒙古的關心和上述學者

相似。 

    中國學者對蒙中關係的關注也多著重於蒙古的外交政策及其地緣政治戰

略。例如，馬立國與楊健（2011）於〈冷戰後地緣政治視野中的蒙古及其對中國

的影響〉一文中，即以蒙古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及冷戰後與中國、俄羅斯、美國、

日本和韓國等各大國的關係作為分析主體。有著相同論述模式的尚有陸俊元

（2000）的〈蒙古國地緣特性及其國際關係〉、高科（2014）的〈大國關係夾縫

中的蒙古國與北約〉、馬立國（2013）的〈從地緣政治角度看冷戰後中蒙關系〉

及馮志強（2005）的〈從地緣看大國戰略夾縫中的蒙古國〉。另外，中國學者亦

從蒙古的外交戰略來分析蒙中關係發展之可能性，例如娜琳（2004）的〈蒙古國

「多支點」外交戰略與大國關係〉、李大軍、張建平、王辛（2005）的〈蒙古國

「多支點」外交政策及其對我周邊安全環境的影響〉、張秀杰（2005）的〈蒙古

的國家安全戰略及中蒙安全戰略關係〉和王發臣、李慧君（2003）的〈蒙古國對

外戰略格局分析〉。由這些文獻可看出中國學者對於蒙古戰略地位與外交政策的

關心，尤其著重會將其他大國牽涉進來的「第三鄰國」及蒙中合作發展空間。 

    除了外交上的互動外，由於蒙中經貿關係密切，兩國間的經濟互動亦不容忽

視。有些文章即以經濟面來分析蒙中的互動，如余鑫（2013）的〈中蒙關係的現

狀與前景〉全面地分析蒙中經濟關係，其指出中國為蒙古第一大貿易夥伴亦為第

一大投資國。兩國經貿關係密切，在邊境貿易積極合作，中國對蒙古的援助貸款

也快速增加。但兩國關係發展中仍存在著蒙古對中國的防範心理、中國對蒙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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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與蒙古基礎設施不佳等不利因素。作者認為兩國經濟互補性高，前景可期，

並可在旅遊、金融、與基礎建設等方面加強合作。于瀟、王浩（2015）的〈蒙古

的戰略抉擇：新鐵路政策的可能暗示〉提到近來蒙古提出最新政策，即｢草原之

路｣的規劃，以期跟中國的｢一帶一路｣及俄羅斯的遠東戰略相互接軌。兩國亦簽

署了數項協議，經貿互動熱絡。但是，蒙古不願在經濟上過度依賴中國，以及可

能引發的經濟民族主義，皆有可能影響蒙中經濟更進一步的發展。和本篇一樣著

眼於蒙古的「草原之路｣與｢一帶一路｣對接的還有華倩（2015）的〈「一帶一路｣

與蒙古國「草原之路｣的戰略對接研究〉與 Alicia J. Campi（2015） ” Mongolia’s 

Place in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一文。 

    在國際關係中，描述兩國關係時常見以政治、經濟、與歷史等面向作為分析

途徑。但除此之外，筆者認為兩國間的文化交流也是認識兩國關係時不可或缺的

觀察焦點。以漢學研究為例，其即為一種中國文化在蒙古拓展與反饋的展現方

式。相關著作有其木格、石之瑜（2015）的〈蒙古國的漢學研究〉。其爬梳從十

三世紀開始在蒙古發展的漢學研究歷史，以及介紹兩國建交至今歷經四個不同時

期的當代漢學研究。而朱小艾、石之瑜（2014）合著之《蒙古的漢學與中國研究—

簡史、分期與人物》亦以蒙古的漢學研究為中心概念，本書除了介紹蒙古主要從

事漢學研究的機構和學者外，對於漢學研究中的中國認識也多有描述。和上述著

作論述相似的尚有陳友冰（2011）的〈蒙古國的漢學研究〉，本文也著重於介紹

漢語教學在蒙古的發展歷程。 

    由上述文獻可爬梳不同面向的蒙中關係與其發展。蒙中關係除了展現兩國的

互動外，雙邊關係的變化及蒙古在蒙中關係中的位置一定程度也反映了其對自身

的定位，而此亦會影響蒙古對於中國的觀感及對中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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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蒙古的民族情感與對中觀感 

    蒙古人民對自身的定位除了受到外在國際環境影響之外，其本身對於國家及

民族的情感與認同，亦為一大影響因素。因此，進一步了解蒙古的民族歷史是重

要的。鷹揚（2011）的《在大漠那邊：近世的蒙古與戰爭》透過書寫蒙古的近代

歷史，有助於了解從元朝後至蒙古國建立期間，蒙古民族的演變。而蒙古民族歷

史的書寫主要是以蒙古族作為核心，因此，除了提及當今蒙古國外，內蒙也是論

述重點。例如，藍美華（2005）的〈內蒙古與一九一一年蒙古獨立運動〉敘述蒙

古 1911 年的獨立運動以建立包含內蒙古的｢大蒙古國｣為目標，而內蒙古人對於

此運動的回應各異，有支持者亦有反對者。而沙拉德索尼（Sharad K. Soni）2006

年書寫的〈回顧歷史：清朝統治下的內蒙古〉則以內蒙古的發展歷史與內外蒙關

係為論述主軸。除了民族歷史外，亦可從蒙古的民族情感理解蒙古人對自身的認

同。例如，廖淑馨（1998）的〈外蒙古民主改革後的民族意識表現〉，文中提及

直至 1980 年代末期，由於國際情勢的轉變，蒙古開始進行民主改革，其民族主

義意識終被喚醒。而其中主要有三個活動促進這場喚醒民族意識運動的成功，包

括恢復傳統宗教信仰、復興傳統文字與為成吉思汗平反。 

    除了民族意識被喚醒，1989 年，於政治轉型後，民族主義在蒙古迅速興盛，

並 鼓 吹 蒙 古 統 一 。 Wei-fangWang （ 2005 ） 的 “Pan-Mongolism"and 

U.S.-China-Mongolia relations”一文認為蒙古的民族主義，尤其是「泛蒙古主義」，

相當程度地影響到了蒙中關係。圖門其其格（2006）的〈轉軌時期蒙古國的民族

主義思潮〉更深一步地探究蒙古的民族主義，認為蒙古的民族主義表現在兩個層

次，國內與國家。國內表現在民族、宗教和極端民族主義問題上，而國家表現在

對國家安全的敏感和重視。有些文獻則著重於蒙古民族主義的內涵探索，出身內

蒙的人類學者烏額寶力格（Uradyn E. Bulag）以自身的成長背景及田野調查經驗

書寫關於此議題的著作。例如，1998 年出版的 Nationalism and Hybridity in 

Mongolia 一書即以蒙古的民族主義與其變化作為主題，書中提及蒙古和內蒙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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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同和種族問題使得蒙古民族主義更趨複雜。寶力格 2010 年的另一本著作

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 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on China's Mongolian Frontier

一樣以內蒙古為主，進一步思考中國人與蒙古族間的友誼。其對中國的民族政策

提出批判，並提出「協作式民族主義（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的概念，強

調少數民族應主動與主要民族甚至整個社會建立連結，以利生存。總之，自身的

認同加上所處之國際環境，內外部因素進而共同形塑出蒙古對中國的印象與觀

感。 

    那麼，在蒙中兩國錯綜複雜的關係裡，蒙古究竟是如何看待中國的？林健輝

（2016）的碩士論文〈蒙古國際事務期刊的蒙中關係論述分析〉以蒙古科學院出

版的《蒙古國際事務期刊》作為分析目標，試著梳理蒙古對於蒙中關係與中國的

看法。關注主題相似的還有 Migeddorj Batchimeg（2005）的“Future Challenges for 

the PRC and Mongolia: A Mongolian Perspective”一文，以蒙古的觀點論述蒙中關

係的發展及未來可能面臨的挑戰。有的學者則以中國帶來的經濟壓力及蒙古的不

安為研究主題。譬如，Sara L. Jackson（2016）的“Resource extraction and national 

anxieties: China’s economic presence in Mongolia”一文即以作者在蒙古六年的田

調經驗分析蒙古對中國龐大經濟影響力的憂慮。此外，其木格（2015）的博士論

文回到歷史面的論述。〈蒙中俄關係與蒙古國 1911-1945 年中國的認識〉以蒙古

獨立為歷史背景，敘述當時蒙古對於中國的認識，主張蒙中對此段歷史有不同的

解讀是由於兩方閱讀的文獻不同或是不夠周全之故。 

    除了對中印象，若再進一步分析蒙古對中國的情感，會發現常見的形容詞有

｢懷疑｣、｢厭惡｣、｢恐懼｣、｢焦慮｣與｢氣憤｣等等。但少有文獻真正深入探討蒙古

對中國的情緒以及形成之因素。Franck Billé 從人類學的角度關注相關議題。其

多次進入蒙古進行深度的田野調查，2008 年發表文章“Faced with Extinction: 

Myths and Urban Legends in Contemporary Mongolia”，描述在蒙古廣傳之對中國

的敘述。而 2014年以此為基礎，擴展研究範圍後出版 Sinophobia: Anxiety, Violence, 

and the Making of Mongolian Identity 一書。此著作反思「中國恐懼」（Sinophobia）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S.RYs/search?q=auc=%22%E5%85%B6%E6%9C%A8%E6%A0%BC%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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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純粹基於政治、經濟及歷史等因素。Billé 認為蒙古的「中國恐懼」未必和

中國威脅相關；相反地是受到俄羅斯殖民文化、對自身認同的追尋、與想擺脫亞

洲性等影響。此外，缺乏和中國人的實際接觸也是主因之一。另外，Billé 也試

著從地圖、歷史及文化來分析蒙古對中感到憂慮（anxiety）的來源，其 2016 年

的“On China’s Cartographic Embrace: A View from Its Northern Rim”一文即以此

為主題。 

    蒙古人自身的認同以及民族情感影響著其對中國的印象與觀感。由上述文獻

可看出，在蒙中關係裡，尤其牽涉到民族問題時，內蒙古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

影響因素。此外，筆者也發現從蒙古角度出發書寫對中印象和情緒的文獻較少。

而透過這些文獻認識蒙古對中看法後，進一步應該提出的問題是中國對蒙古的觀

感又為何呢？是否存在對稱的觀感與情緒？本研究將在下一段透過梳理相關文

獻尋找答案。 

 

三、中國對蒙古的認識 

    蒙中關係是雙向的，故除了認識蒙古對中國的觀感外，了解中國對蒙古的看

法亦相當重要。身為一陸上鄰國多達十四國的大國，8相對於陸上鄰國僅有兩個

的蒙古，中國需面對的國家比蒙古多，也因此容易導致中國對蒙古的關注無法如

蒙古對中國的多。那麼，中國對蒙古的關切主要為何？前述文獻已提及中國學者

對蒙古的外交政策及其地緣政治與戰略地位的重視。基於蒙古的地緣戰略重要

性，中國自然對蒙古的發展會較為關心，畢竟其國家的穩定與否亦會影響中國的

邊境安全。林曉光、陳紅（1999）的〈蒙古的內政與外交〉就以此關切為出發點，

分析蒙古的國內政治及經濟情勢和對外政策。內政方面，除了對整體情勢的注意

外，中國也關注蒙古的國內政局發展。蒙古於 2017 年舉行總統大選，投票率創

                                                 
8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統計資料，中國共有北韓、俄羅斯、蒙古國、哈薩克斯坦、吉

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緬甸、寮國和越南十四個

鄰國。參見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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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低並且第一輪無人過半，最終由民主黨候選人巴圖勒嘎當選。中國學者分析其

勝選原因及後續效應，如畢波（2017）的〈2017 年蒙古總統大選與政局走向〉

為一相關評論文章。 

    除此之外，兩國的文化差異也受到注意。王浩（2011）的〈文化認同:促進

中蒙合作與發展的關鍵〉認為蒙中關係發展的障礙以及反中情緒的產生皆源於文

化認同的運用失敗。馬知遙（2016）於〈「一帶一路」：認識蒙古國文化的新起

點－中國對蒙古國文化研究綜述〉提到在「一帶一路」發展的框架下，中國對蒙

古文化認識的不足是需要加強的。牟淑媛（1999）以親身經驗寫下於蒙古生活一

年多的體驗和觀察，介紹蒙古的飲食文化、草原文化、節日、飲酒等等，〈蒙古：

文化視角下的觀察〉為其著作。烏雲巴圖、葛根高娃（1997）的〈論蒙古族傳統

文化的基本精神〉則從蒙古文化的基本精神，例如英雄精神講起。烏雲巴圖（1999）

亦關注蒙古的游牧文化，其以人類生態學的角度闡述蒙古人游牧行為，研究名為

〈蒙古族游牧文化的生態特徵〉。格孟和（1996）的研究有著相似的思路，其於

〈論蒙古族草原生態文化觀〉一文提及草原文化為游牧文化的核心，且草原文化

塑造了蒙古人的個性。 

    在蒙古文化中，宗教亦為重要的一環。獨立初期蒙古的政教關係良好，由活

佛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君主，採行君主立憲制。而中國在宗教上和蒙古

的藏傳佛教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中國學者亦會以蒙古的宗教或是政教關係作為

寫作主題。娜日蘇（2006）的〈蒙古族宗教文化〉指出蒙古族的宗教文化是以薩

滿信仰文化和具有蒙古族傳統文化特色的佛教文化融合而成。唐吉思（2002）的

〈藏傳佛教對蒙古族民間宗教的影響〉即為關心藏傳佛教與蒙古傳統信仰融合過

程的研究。而張海雲（2017）的〈蒙古國宗教文化現狀調查研究〉認為中國和蒙

古間共有的佛教和藏傳佛教信仰是兩國形成文化認同的重要資產。此外，近年來

越來越多宗教傳入，使得蒙古的宗教文化變得更加多元。圖門其其格和斯林格

（2002）所著〈試析蒙古政教關系的歷史、現狀及存在的問題〉一文提及蒙古政

教關係的起落、現狀及挑戰，亦提到達賴喇嘛與活佛議題。除了達賴喇嘛與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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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敏感性成了中國必須認識蒙古宗教文化的原因外，蒙中間可能的宗教文化

衝突也是中國所欲避免的。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中國進軍蒙古須注意的

宗教風險成為新的研究焦點，如王皓月（2017）的〈｢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的蒙

古國宗教風險研究〉。 

    再者，兩國對於歷史不同的理解，也是中國學者關心的焦點。吳楚克（2015）

於〈從民族關係到國家關係：中蒙關係的歷史特殊性〉一文中表示蒙中兩國對於

歷史的誤解，導致雙方從民族關係走向國家關係的過程依舊存在著障礙。在研究

蒙中對歷史的各自解讀外，學者也嘗試著從他國對蒙古歷史的書寫來理解此領域

的差異。譬如，留金鎖（1985）的〈蒙古歷史文獻及其國外研究概況〉一文列舉

了蒙古、日本、俄羅斯、以及歐美國家對蒙古歷史的研究情形。若要詳述蒙中的

發展歷史，內蒙古為一不可忽略的部分。如同前述文獻所提，在外蒙獨立時，內

蒙部分人士也曾欲加入，共同成立大蒙古國。內蒙為中國與蒙古間天然的屏障，

和蒙古國的人民為相同的民族，有著相似的文化。對於擁有如此特殊身分的內

蒙，中國又是如何看待的？芙蓉（2012）的〈蒙古學與內蒙古方志〉即以內蒙古

的地方誌與蒙古的關係為論述核心。田宓（2014）的〈｢蒙古青年｣與內蒙古自治

運動〉一文提到在晚清民國時期有一群蒙古青年，由於受到啟發進而加入內蒙古

自治運動，最終因意見相左分裂。照日格圖（2007）的〈內蒙古蒙古語使用現狀

調查〉則對內蒙地區使用蒙古話與漢話的情況進行調查。 

    由於蒙中貿易關係密切，且中國長期為蒙古的主要投資國，9 故蒙古的經濟

狀況及投資環境也受到中國的注意。例如，巴特爾（1993）於其研究〈蒙古國的

投資環境〉中大略說明了蒙古當時的政經環境。張秀杰（2005）的〈蒙古經濟發

展對中蒙經貿合作的影響〉說明了蒙古的經濟環境，並對蒙中經貿合作提出建

議。亦有學者關心人民幣在蒙古的流通情況，如李京陽（2002）的〈人民幣在蒙

                                                 
9 根據蒙古中央銀行的統計資料，2017 年蒙古的外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

採 Coordinated Direct Investment Survey （CDIS）計算，結果投資金額第一大為加拿大的 46.10169

億美元，中國為第二大，投資了 46.0696 億美元。參見 Central Bank of Mongolia 

https://www.mongolbank.mn/eng/liststatistic.aspx?id=4_2。 



DOI:10.6814/NCCU20190007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 

古國流出、流入情況的研究〉。而布仁吉日嘎拉（2008）的〈國內對蒙古國經濟

的相關研究綜述〉對中國國內與蒙古經濟相關的研究進行了總整理。最後，除了

不同領域對蒙古的研究，部分文獻則以較為全面的角度分析中國對蒙古的認識。

娜琳（2012）的〈大陸蒙古國研究綜述〉即為一整理了中國從事蒙古研究的

歷程、重要著作以及研究機構的代表作品。相似的文獻尚有夏安凌和魏力蘇

（2013）的〈中國學術界近 20 年關於蒙古國問題研究綜述〉。此外，《五進蒙

古—駐蒙外交官二十年工作實錄》一書以作者黃家騤（2008）作為中國駐蒙外交

官的親身經驗，紀錄其在蒙古二十年的所見所聞。 

    由上述文獻可看出，中國對蒙古的關切多出自於對邊境安定的擔憂。位於蒙

古和中國間的內蒙古也是讓中國感到不安的因素之一。此外，相關研究資料多為

內蒙古學者及特定學術機構所著，可見蒙古議題在中國也未獲廣大的關注。 

 

小結 

在本節所整理的文獻中可看到，國內外學界產出關於蒙中關係的研究主題多

著重於地緣戰略、外交政策、兩國歷史與經貿關係。對於蒙中兩國的互動與對彼

此的觀感則較少提及。雖在描寫蒙中關係時，不少文獻都會提到蒙古對於中國的

負面印象或看法，但較少文獻專以蒙古對中國的觀感或反中事件及其影響作為論

述主軸，即使有亦未見延伸分析對兩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中國學界對蒙古的關注

也多以自身的利益為主要考量，甚少思考蒙古對中國作為的反應。再者，蒙古雖

然位於重要的戰略位置，但可能因僅是一小國之故，學術界對其注意並不多，以

蒙古角度書寫的文獻更少，且多為蒙古或內蒙學者所著。而台灣對於蒙古的關切

亦不若以往。基於此緣故，加上筆者自身對此議題的興趣，本研究將從蒙古的觀

點出發，以被視為反中的事件為例，分析蒙古對中國負面觀感的展現與其影響。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serialFront/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requery=true&search_index=JT&search_mode=&search_value=09000227&sort_type=1&sort_index=PD


DOI:10.6814/NCCU20190007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 

第四節 研究架構 

    為了回答本研究提出的三個研究問題：這些被外界定義為反中的事件是否真

為反中？而這些事件是否影響了蒙古的外交政策？中國對於此種情況的回應又

是什麼？首先，本研究選擇近期在蒙古發生、而被外界認為是反中行為，且具有

代表性之事件作為實例，以進行案例研究。考量到關於蒙古的文獻資料與新聞報

導較少，若欲研讀蒙文資料又有語言上的限制，也不宜全然依賴單一來源的資

料。故為了能較全面且盡可能客觀地了解一事件，選擇較受外界矚目且相關文獻

資料較多的案例是必要的。其次，若以重要性而言，選擇的案例須得是對蒙古有

重大影響的事件。依此標準，本論文選擇以 2017 年的蒙古總統大選和中國在蒙

古的礦業投資作為研究案例。 

  2017 年的蒙古總統選舉中，反中言論受到外界廣泛地注目，許多報導以反

中作為標題，甚至直稱新總統巴圖勒嘎為反中派（自由時報 2017）。但在選後

亦有報導認為，選舉是一回事，事實上巴圖勒嘎上台後，蒙古依舊與中國保持良

好關係（The Diplomat 2017）。本論文以蒙中關係為研究核心，而會影響兩國互

動的外交政策和國家領導人有一定關連性，10 因此，此事件除了資料較豐富外，

對蒙中關係亦有一定之重要性。尤其，被視為反中派的新總統，是否會影響蒙古

的對中政策和兩國關係，值得注意。另外，蒙中關係中較受關注的案例尚有中國

在蒙古的礦業投資。中國基於自身的需求，積極在蒙古投資礦業的開採與探勘（紅

蘭、圖門其其格 2014），中國亦為蒙古的主要煤礦出口國（Energy World 2014）。

但中國將手伸入蒙古的行為逐漸引起當地民眾的不滿。2015 年，為了抗議掌握

蒙古最大煤礦的國有公司將部份股權售予中國公司（另有一說是，把一群蒙古工

人轉讓予登記在新加坡的中國公司 TTJV Co.），此公司的蒙古團結工會主席額

爾德尼（S.Erdene）於記者會上自焚表達不滿（RT Question More 2015）。如前

                                                 
10 目前學界中的外交政策研究有部分即著重於研究領導人個人對決策的影響，例如 Janice Gross 

Stein（2012）所著之”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rational,psychological, and neurological 

models”一文就以領導人的情緒與心理對外交決策的影響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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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述，蒙古在經濟上依賴中國，而蒙古的出口又以礦業為主。11 中國在礦業

上的作為以及蒙古人民的回應，於蒙中關係而言，自然有著一定的重要性。 

    決定案例後，本論文將探究這些被外界稱為反中的事件是否真為反中，抑或

其實是存在其他因素影響了蒙古人民的決定及行為。為了回應此問題，本論文將

透過廣泛的文獻蒐集，試著從不同的角度深入描寫事件發生的背景、過程與結

果。其次，本論文將分析這兩件所謂的反中事件是否有對蒙中關係造成影響，若

有，為何？若無，又是基於何種原因？由於蒙中關係的範疇較為廣泛，本論文預

計以較容易獲得資料之蒙古政府的外交政策作為觀察標的，觀察事件發生前後，

蒙古對中政策是否有所改變。換句話說，這亦可回答部分蒙古人民的意見是否能

夠影響政府的外交決策。相關的文獻資料可由蒙古官方的公開資料與發言獲得。

最後，為了了解中國是否有正確地接收到蒙古人民對其的負面觀感，本論文將會

整理中國政府對於這些事件的回應，並探討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是否有改變其

作為。 

    總而言之，於此些事件中，本論文預計觀察以下三點現象：一、在此事件中

蒙古人民對中國作為的反應為何﹖二、蒙古官方的反應為何﹖三、中國政府的回

應又為何﹖主要將以官方文件和媒體報導回答上述問題。冀望能透過這些問題找

出蒙古政府與民間對中國做為之反應是否不同，若是又是基於何種緣故。而蒙古

國內對中觀感若比較負面是否會影響蒙古對中國的外交政策與中國的回應。 

 

 

 

 

 

                                                 
11 2017 年蒙古對外出口中，礦業即佔了出口總額的 79.6%。參見 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of 

Mongolia 

http://www.1212.mn/tables.aspx?tbl_id=DT_NSO_1400_005V1&GH1_select_all=1&GH1SingleSelec

t=_1&YearY_select_all=0&YearYSingleSelect=_2017&viewtype=pie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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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本文將透過閱讀相關文獻以蒐集各方從不同角度描述蒙古對中國觀感的資

料，以及不同個案的發展情況，因此屬於文獻分析法。文獻分析法主要分為四個

階段：蒐集、分析、歸納、研究。透過分析所蒐集而來的資料，進一步了解欲研

究問題的過去發展、現況及未來可能走向（葉至誠、葉立誠 2011）。文獻分析

法的資料來源又可分為原始資料和間接資料兩種，亦被稱為第一手與第二手資

料。民調或官方檔案等屬於原始資料，而學者專家根據原始資料研究所得的成果

或新聞報導則屬於間接資料。本論文對此兩種來源皆會採用，以利更廣泛地蒐集

所需資料（Babbie 2016）。 

    而本論文使用文獻分析法的目的為透過足夠且深入的資料以認識蒙中關係

和各所謂的反中事件之完整面貌。本論文分析的文獻主要來源是與蒙中關係相關

的學術研究、新聞報導、民調及官方文件等，學術研究之形式可能會是期刊也可

能會是書籍或公開演講等等，範圍不限。另外，資料來源不會僅限於蒙古或中國

國內的資料，將納入其他國家的文獻。希望能以更廣闊的面向建構出對研究問題

的認識與理解。 

 

二、案例研究法 

    另外，本論文亦採取案例研究法。將透過個案的資訊蒐集以了解與中國相關

且被視為展現反中心態的各個重要事件之詳細發展情況，以及，在事件中蒙古人

民和政府與中國政府的回應為何。案例研究的對象可以是人、組織、社區、國家

或是事件等。本論文針對的案例為事件，這些個案分別為：中國在蒙古的礦業投

資與 2017 年的蒙古總統大選。通常使用案例研究法的主要目的有五個：檢驗理

論、創造理論、辨識前提條件、檢驗前提條件的重要性、和解釋具有內在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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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例（Evera 2006, 64）。本研究將透過案例研究法來解釋具有內在重要性的案

例。 

    本論文使用案例研究法的目的為更加深入認識真實發生於蒙中間的事件，並

冀望透過這些案例找到本論文所需要的答案。因此，詳細蒐集並分析這些個案的

發生背景（人事時地物）、各方回應以及後續效應都是進行本論文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為了避免判斷偏頗，在資料蒐集上不會僅以單一來源敘述事件，將會把多

方文獻綜合整理後，再行解讀，以求盡可能的客觀呈現事件。 

 

三、深度訪談法 

    最後，本論文採用質化研究中的「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進行

個人訪問的資料蒐集。希望透過深入訪問蒙古人以獲得真正的當地觀點，呼應本

論文所提盼望能從蒙古角度出發的研究方向。訪談法為由訪問者建立對話的方

向，提出討論的主題，再針對受訪者提出的回答加以追問的研究方法（Babbie 

1998）。「深度訪談法」又依訪問方式分為：｢結構性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

｢半結構性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與｢非結構性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 ）。本論文將採用 ｢非結構性訪談｣，又稱 ｢非標準化訪問｣ 

(Unstandardized Interview)，訪問者不準備標準化的問卷提問，而是針對研究主題

提出較廣泛的問題並鼓勵受訪者自由表達自己觀點，使用上較彈性（王文科、王

智弘 2017）。 

    訪問對象將選擇在台灣的蒙古留學生，約訪的容易性是首要考量。其次，語

言也是考量之一。來台唸書的蒙古學生至少會說英文或中文一種語言，由於筆者

不諳蒙文及俄文，若訪者能使用英文或中文，溝通上會較無障礙，以利精確理解

訪者所要表達的意涵。另外，採用｢非結構性訪談｣是希望能讓訪者較自在且不被

限制的分享其觀點。筆者預計以｢對各個所謂反中事件的看法｣與｢對中國的觀感｣

作為訪談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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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途徑 

一、權力不對稱結構理論(Asymmetric Relationship) 

  學者吳本立（Brantly Womack）認為中國的崛起與其和鄰國的關係並不適合

以西方既有之國際關係理論解釋，例如權力平衡理論（balance of power）。在亞

洲，中國和其他國家間有著特殊的歷史關係，這些國家間擁有和西方體系不同的

秩序，而中國對於外交關係的經營也有自己的一套邏輯，更準確地說中國建立了

新的外交模式。因此，為了更確實地說明中國與其周邊國家的關係，他提出新的

研究途徑，即為權力不對稱結構理論(Asymmetric Relationship)。此理論關注於兩

個國力（power）相距不小，意即處於權力不對稱的國家，在此種不對稱的關係

內會如何與對方相處，而兩國間的關係也會因地理位置和國力大小而定。吳本立

認為中國在東南亞的成功經營多歸功於對不對稱關係的有效管理（Womack 2010, 

19-24），其以此理論為主的研究也聚焦於中國和越南的外交關係（Womack 

2006）。12 

  根據權力不對稱結構理論，一國的國家利益是會改變的，而大小國間的不對

稱關係使得利益衝突隨時都可能出現。大國與小國因為國力上的差距造就了不同

的外交觀點。對小國而言和大國間的關係可能是其最重要的議題，可是對大國來

說，和其他大國的關係更為重要。這容易導致小國往往會對大國過度關注，並容

易將大國的行為放大，反之大國則對小國的反應較為忽略。小國希望大國尊重其

自主權，而大國希望小國給予尊敬與順從，若是對方無法給予相關保證，兩方也

不會先給出對方想要的東西。在此種不對稱關係中衝突對兩方皆不利，尤其對小

國而言得與失所佔的比例會較大國來的大。因此，大多數時間雙邊關係是維持在

穩定的狀況中，但此種關係並不易管理與維繫（Womack 2010, 19-35）。 

 

                                                 
12 關於吳本立以權力不對稱結構理論對中越關係的研究，可參見其於 2006 年的著作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 



DOI:10.6814/NCCU20190007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1 

二、權力不對稱結構理論與蒙中關係 

  學界過去對蒙中關係的研究多著重於歷史角度或地緣戰略位置，對蒙中權力

差距的關心，主要關注於「第三鄰國戰略」或「永久中立國」等蒙古在中俄兩大

國間求取平衡及生存的政策和作為，而未曾從吳本立所提之研究途徑去思考。而

蒙中關係顯然為權力不對稱的例子。如前文所述，兩者無論在人口、經濟或國際

地位皆有明顯的差距，而根據吳本立的定義，以規模（人口）、經濟實力（GＮ

P）、與軍事實力來比較兩國（Womack 2001, 126），也能看出蒙中國力之差距

（見表 1）。因此，兩國關係適合用此理論分析，筆者也希望能透過此角度去探

究更多面向的蒙中關係。再者，理論提出者吳本立主要是以中越關係作為此理論

的研究主題，筆者認為在對中關係上，越南和蒙古有部分相似處，例如，和中國

在歷史上的關聯導致現今對中國的負面心態、害怕中國的侵略、曾在中國和蘇聯

中搖擺的關係、以及同為小國等。13 即使中國在經濟上對越南多方示好，但由

於歷史、失業問題、貿易赤字及對中投資本國基礎建設的憂慮等因素，越南還是

無法降低其對中國的懷疑（Yang 2014）。14 這些共同點亦為筆者選擇此理論分

析蒙中關係的原因。 

 

  

                                                 
13 關於越南與中俄的歷史關係可參見阮懷秋（2009）與 Ho, Khai Leong（2009：234-236）。 
14 根據蓋洛普國際（Gallup International）於 2016 年底做的民調，對於中國於本國的經濟影響

力，蒙古（76%）和越南（59%）皆抱持著負面的看法。參見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017）

http://big5.sputniknews.cn/economics/20170531102275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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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A為大國，而B為小國，兩國的關係處於權力不對稱結構中，因此對彼此關注的角度以及

對雙邊關係的觀點皆會有所不同。 

資料來源：Womack（2003, 95） 

圖 1  權力不對稱結構理論中的大小國關係 

  

說明：在權力不對稱結構中，大國總是容易忽略小國的反應，而小國則容易過度放大大國的作為，

這導致了兩國認知上的差異。 

資料來源：Womack（2003, 101） 

圖 2  權力不對稱結構理論中的大小國對彼此之關注 

 

表 1  蒙中國力比較 

 人口 國民所得毛額

(GNI) 

國際軍力排名 

 

蒙古 3244530 34142.06 87 名 

中國 1395380000 23241463.36 3 名 

說明：所有資料皆為 2019 年 2 月所檢索，為資料來源當下最新的統計數據。 

國民所得毛額單位為百萬美元。軍力排名共 136 個國家。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of Mongolia；Global Firepower（2018）；

World Bank（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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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限制與預期貢獻 

    由於筆者自身的語言限制，無法研讀蒙文資料，也無在當地生活的經驗。因

此，本論文在資料蒐集方面會較缺乏當地的直接觀點，多數可得為二手資料。雖

然訪問蒙古在台學生能部分地補足此缺陷，但畢竟相較於全體蒙古人民，這些留

學生是特定族群，代表性並不足夠。另一方面，由於蒐集全中國民眾的意見較為

困難，因此，關於中國對這些蒙古所謂反中事件的回應僅納入中國官方的回覆。 

    在預期貢獻方面，筆者希望能夠透過本論文完整地介紹被外界視為蒙古反中

事件的發展脈絡，使人們對這些事件的認識不再只有從報章雜誌而來的表面印

象。長期以來，可能是人口不多且國力不強，蒙古身為一小國總不受外界關注。

但實際上，其地理位置重要，和中國的互動發展也能作為其餘中國周邊小國的借

鑑，對台灣尤其重要。此外，筆者希望此論文能增進外界對蒙古及蒙中關係的認

識，尤其能在國際關係領域中，提供大小國互動關係與人民對外交政策影響力方

面的研究案例參考。 

第八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設計以下的章節安排，主要分為五個章節： 

第一章：緒論 

    在這一章，本研究將介紹研究動機、研究背景、問題意識與研究問題、研究

架構與設計邏輯、研究方法、研究途徑及限制等，並討論與此議題相關的前行研

究與著述。回顧前人論述不足的地方以及本論文預期的研究方向和貢獻，作為本

篇論文的楔子，使讀者更容易理解本篇論文所欲描寫的主題。 

第二章：現代蒙中關係的發展與蒙古社會「反中」現象 

    本章將介紹現代蒙中關係的發展以及蒙古社會的「反中」現象，以作為後續

研究的背景介紹。蒙中兩國的關係在冷戰結束後，實現正常化發展。因此，在第

一節將討論冷戰前蒙中關係的大致情況，再接著簡述冷戰後迄今蒙中關係的發

展，幫助讀者對蒙中關係有更深的認識與了解。第二節接著分析冷戰後迄今，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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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蘇聯控制的蒙古政府提出之大戰略，以及蒙古的外交政策走向，尤其將著重於

對中政策的發展。最後，第三節將分析現今蒙古社會「反中」現象的發展脈絡，

以利讀者更深入了解蒙古人民對中國的觀感，以及「反中」現象的背景。 

第三章：｢反中｣事件之分析：2017 年蒙古總統大選 

    第三章與第四章為案例分析。為了回答本論文提出的研究問題，筆者將會在

案例中尋找以下三個問題的答案：一、在此事件中蒙古人民對中國作為的反應為

何﹖二、蒙古官方的反應為何﹖三、中國政府的回應又為何﹖本章的案例為 2017

年蒙古總統大選。故本章第一節將先就蒙古 2017 年的總統大選與選舉中出現的｢

反中｣言論做整理並深入探討現任蒙古總統巴圖勒嘎的勝選與｢反中｣言論之關

聯，以確認其之勝利是否真是｢反中｣情結的展現，抑或存在其他更複雜的國內外

政治因素。第二節將接著分析在總統大選後，蒙古對中政策是否會因新任總統的

意識形態而有所改變。最後，第三節將書寫巴圖勒嘎勝選後，中國政府對新任總

統與新政府的回應。此外，試著以權力不對稱結構理論分析蒙古對中政策與蒙中

關係在其中的變化。 

第四章：｢反中｣事件之分析：中國在蒙古的礦業投資 

    本章將討論中國在蒙古礦業的投資行為，以及蒙古的回應。第一節將先爬梳

中國政府或國企在蒙古礦業的作為，以及蒙古人民反應為何。接著，以 2015 年

發生於塔溫陶勒蓋煤礦（Tavan Tolgoi），抗議國家出賣蒙古礦業的自焚事件為

例，說明蒙古人民對中國伸手進入蒙古礦業的反彈，並檢視此次自焚是否是針對

中國的｢反中｣情結之展現。第二節將討論自焚事件後，蒙古對中政策是否有所改

變，尤其在外國投資礦業方面。最後，第三節將分析自焚事件後中國政府的回應，

並展望中國對未來在蒙古礦業的投資與規劃是否有所改變。此外，亦試著以權力

不對稱結構理論分析蒙古對中政策與蒙中關係在此事件中的發展。 

第五章：結論 

    本章作為前述四章的總結，將整理前文分析的結果，並提出對蒙中關係的看

法與展望，以及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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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現代蒙中關係的發展與 

蒙古社會「反中」現象 

本研究希望透過被視為反中的事件，分析蒙古對中國負面觀感的展現與其影

響，並進一步回答初始提出的研究問題。故，對蒙古社會目前存在的「反中」現

象，必然需先有一定的了解。其次，本研究的核心為蒙中關係，因此，兩國關係

的發展亦為後續研究的重要背景知識。本章將在第一節討論冷戰前後蒙中關係的

大致情況，幫助讀者對蒙中關係有更深的認識與了解。第二節為了呼應研究問題

所提：「這些被外界定義為反中的事件是否影響了蒙古的外交政策？」，將接著

分析冷戰後迄今，脫離蘇聯控制的蒙古政府提出之大戰略，以及蒙古的外交政策

走向，尤其將著重於對中政策的發展。以利更加清楚蒙古官方外交政策的轉變及

方向。最後，第三節將書寫現今蒙古社會「反中」現象的發展脈絡，協助讀者更

深入認識蒙古人民對中國的觀感，以及「反中」現象的背景。 

 

第一節 冷戰後的蒙中關係（1989-迄今） 

  欲深入分析蒙古與中國的互動，以利了解「反中」現象在蒙古發展之脈絡，

首先得先認識兩國關係的演變。蒙中關係源遠流長，1989 年後，蒙中關係才終

於邁向正常化之發展。兩國關係實現正常化迄今（2019 年）已近三十年，彼此

關係如何發展為本小節所欲研究之重點。本章節將先以歷史角度探討並簡述蒙中

關係在正常化前的發展。其次，分析冷戰後，關係正常化下兩國之互動。兩個國

家間的關係，除了外交外，經貿交流也是重點，尤其如前文所述蒙中經貿互動頻

繁，也是許多文獻關注的焦點。故，除了兩國的外交互動，本文亦關心蒙中的經

貿關係，本節最後也將討論兩國經貿面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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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蒙中歷史的糾葛 

    1206 年，成吉思汗建立元朝，蒙古民族統治中原；而後於明清時期，蒙古

人民成為被統治的族群之一。清朝對蒙古的控制縮緊，並放鬆漢人進入蒙古開墾

的規定，導致大量移民產生。外蒙（今蒙古國）於 1911 年（清末）首次宣布獨

立，脫離中國，建立大蒙古國。當時，內蒙許多王公積極響應，而後北京政府為

了維持對內蒙的控制，使用武力，此被視為是壓迫蒙人的舉措。為了內蒙的同胞，

庫倫政府亦出兵協助，希望能共同建立大蒙古國（藍美華 2005）。不過，在 1915

年「中俄蒙協約」簽訂後，在協約下外蒙被視為自治狀態而非獨立國家，故首次

獨立宣告失敗。直至 1921 年，外蒙再次宣布獨立，並於 1924 年改國號為｢蒙古

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為一個國家。然而，在 1948 年以前，由於中國因素，多數

國家仍然不把蒙古視為獨立國家。到了 1961 年，蒙古才正式成為聯合國成員（藍

美華 2017, 39-40）。 

  蒙古人民共和國能夠在中國不承認其為獨立國家下成立，是因得到前蘇聯的

扶植，當時亦為亞洲第一個由共產黨掌權之國家（廖淑馨 1998, 71），1924 年

起由蒙古人民革命黨（現更名為蒙古人民黨）掌握政權。基於同為共產黨及與蘇

聯的友好關係，蒙古是最先承認中共政權的國家之一。1949 年，中共建國後不

久，兩國正式建交。兩國建交後至 1960 年，蒙古在南北兩強鄰中左右逢源，降

低了歷史上對中國侵犯其領土的恐懼。到了 1960 年，由於中蘇關係惡化，其選

擇向蘇靠攏而遠離甚至對抗中共。直至 1980 年代由於中蘇關係改善，蒙中關係

才逐漸恢復（廖淑馨 2000, 27-28）。在蒙中關係惡化時期，蒙古追隨蘇聯公開

反中，並接受蘇聯在領土內駐軍，這使中國北部備感威脅。同時，拒絕中國工人

入境、驅趕壓迫中國僑民或外交官也時有所聞（吳楚克 2015, 20）。 

  1980 年後，國際情勢產生改變，蘇中蒙各自的政策與態度也隨之轉變。直

到 1989 年，兩國關係正式邁向正常化，時任大呼拉爾主席的奧其爾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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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salmaa Ochirbat）15 於 1990 年訪問中國時表示：「蒙古正改變過去一面

倒向蘇聯的政策」。兩國亦重啟交流互動並簽署數項條約，以加強合作（吳楚克 

2015, 20-21）。也是在 1989 年後，蒙古民眾開始走上街頭示威抗議，向政府表

達其政治訴求，這促成了蒙古朝民主化轉型（Fish and Seeberg 2017）。1990 年，

蒙古舉行第一次自由選舉，成為亞洲由共產黨掌權之政權中，首個實施民主轉型

的國家。其後，於 1992 年，蒙古政府通過第四部憲法，並將國名由「蒙古人民

共和國」改為「蒙古國」，至此即成為我們現在所見的蒙古（中華民國外交部）。 

 

二、正常化後的蒙中關係 

  過去，由於與蘇聯密切的關係，蒙古曾被視為蘇聯的衛星國之一，在蘇聯崩

潰後的一個月內，中國的高層領導人即前往蒙古首都烏蘭巴托拜訪。1989 年，

兩國實現關係正常化，恢復官方與民間交流。1994 年，蒙中兩國修改並簽署曾

於 1960 年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蒙古國友好合作關係條約》。此條約強調

兩國對彼此領土和主權的尊重，亦被視為中國意圖排除蒙古外來勢力的方式

（Campi 2005）。在此之後，兩國高層多次互訪。2003 年，前中國國家主席胡

錦濤至蒙古進行訪問，兩國宣佈建立「中蒙睦鄰互信夥伴關係」。16 2011 年，

前蒙古總理巴特包勒德（Sükhbaataryn Batbold）訪問中國，雙方宣佈建立「戰略

夥伴關係」。17 2014 年，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蒙古，雙邊關係正式提升為

                                                 
15 奧其爾巴特在擔任大呼拉爾主席後，於 1990年成為蒙古首任民選總統，任期為 1990年至 1997

年。參見中華民國外交部〈蒙古前總統奧其爾巴特伉儷率團訪台並出席全球新興民主論壇倡議大

會〉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_M_2.aspx?n=FAEEE2F9798A98FD&sms=6DC19D8F0948

4C89&s=C1FF19B2BBC8CE76。 

16 中蒙作為友好鄰邦，根據 1994 年友好合作關係條約、1998 年聯合聲明和 2002 年聯合公報的

精神，以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和發展中蒙睦鄰互信夥伴關係，全面發展兩國友好和互利合

作，永遠做好鄰居、好夥伴、好朋友。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蒙發表聯合聲明〉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740/1207_676752/t236

80.shtml。 
17 為進一步加強中蒙睦鄰友好與互利合作，兩國決定將中蒙睦鄰互信夥伴關係提升為中蒙戰略

夥伴關係，並將加強政治溝通、互相信任、經貿合作、人文交流、國際事務合作與民間互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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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並發表聯合聲明。18 2015 年，於前蒙古總統額勒貝格道爾

吉訪問中國期間，兩國亦共同發表《中蒙關於深化發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共同

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8）。 

  《中蒙關於深化發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共同聲明》為近年蒙中關係的發展

指明了方向。其表示兩國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蒙古國友好合作關係條約》及

2014 年兩國共同提出之《中蒙關於建立和發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

兩個文件作為雙邊關係的基礎精神與原則。中國尊重蒙古的獨立主權、領土和無

核地位；而蒙古支持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兩國將持續在經濟、人文、及環境治

理等領域合作，並將繼續推進蒙中俄三國合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5）。

近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蒙古國總統巴圖勒嘎時，兩方亦重複強調互相尊

重、加強互信、加強蒙古與中國的經濟對接、和持續推進蒙中俄經濟走廊建設（新

華網 2018）。 

  儘管蒙中關係經歷波折，從 1949 年至今，兩國建交已然邁向 70 週年。如果

僅從兩國官方的互動及「關係」名稱的變化來看，蒙中兩國的關係可謂是穩定成

長。不過，2016 年達賴喇嘛訪蒙進行宗教活動，曾引起中國的不滿，並暫停蒙

中的官方交流。事後，於 2017 年 1 月，蒙古外交部長蒙赫奧爾吉勒（Tsend 

Munkh-Orgil）公開表示在本屆政府執政期間恐怕不會再讓達賴到訪（紐約時報

中文網 2017）。同年 9 月，蒙赫奧爾吉勒如期訪中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會面。

其表示，蒙古會持續保持與中國的友好關係，並參與「一帶一路」的合作。蒙古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蒙古國關於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740/1207_676752/t831

612.shtml。 
18 基於兩國關係目前具有高度信任，本著進一步深化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共同利益的戰略夥伴

關係的共同願望，從永做彼此信賴、負責任的好鄰居、好夥伴、好朋友出發，故決定將中蒙戰略

夥伴關係提升為中蒙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兩國將深化政治、經貿、教育、文化、衛生、與人文等

領域以及國際和區域的合作。蒙古將參與「一帶一路」，並以創始國的身份參與亞投行的建設。

此外，中國支持蒙古參與亞太經貿活動以及東亞峰會等，並將協助推動由蒙古提出的蒙中俄三國

合作。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蒙古國關於建立和發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的聯合宣言〉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740/1207_676752/t118

471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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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有些不友善的聲音，但這不代表蒙古的主流意見，政府會積極為兩國關係發

展創造良好的環境（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 

  除了外交互動外，兩國也有人文交流互動，例如，中國政府每年約提供兩百

位蒙古留學生獎學金、在烏蘭巴托設中國文化中心（2011 年啟用）、以及在 2010

年協助蒙古建設體育館；而蒙古亦希望能夠在北京成立蒙古文化中心（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Mongolia 2015）。自 1989 年後，蒙中貿易發展迅速，

中國成為蒙古最大的貿易夥伴，蒙古人因此了解到學習中文的重要性，故開始學

中文。然而，蒙古學者對於中國所書寫的蒙古史非常不滿，認為其為大漢沙文主

義下的產物。在文化大革命時，中國扭曲蒙古史引起蒙古政府與學者的抗議，這

種種也促進了蒙古漢學研究的發展（其木格、石之瑜 2015, 97-102）。 

 

三、蒙中經貿關係 

  除了外交上的互動和人文交流外，由於蒙中經貿關係密切，兩國間的經濟互

動亦不容忽視。中國為蒙古第一大貿易夥伴亦為主要投資國，在邊境貿易方面，

兩國積極合作，中國對蒙古的援助貸款也快速增加（余鑫 2013, 21-22）。此外，

蒙古身為一礦產豐富之內陸國家，煤炭在其出口量中占 79.6%（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of Mongolia），而中國為其主要的出口國（Energy World 2018）。2017 年

12 月的統計數據顯示，蒙古為中國第二大煤礦進口國，佔 28.8%（中國煤碳資源

網 2018）。因此可見，中國的進口需求強弱與蒙古經濟息息相關。近期，中國

亦基於自身對能源的需求，積極參與蒙古礦業的投資及開發，投資額逐年增加，

多用於地質探勘和開採（紅蘭、圖門其其格 2014）。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由於近年國內經濟成長漸緩加上經濟轉型，中國雖然

積極參與在蒙古的礦業投資，但對蒙古能源的進口需求卻逐漸下降，這對蒙古經

濟造成了不小的影響。於此同時，蒙古自身的經濟狀況也逐日惡化。故在中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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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帶一路｣大戰略後，2014 年，蒙古亦提出最新政策－｢草原之路｣（Prairie 

Road），以期能跟中國的｢一帶一路｣及俄羅斯的遠東戰略相互接軌（于瀟、王

浩 2015），建立中蒙俄經濟走廊，替蒙古不佳的經濟狀況找新的出路。在世界

各國當中，蒙古為最早提出與「一帶一路」對接計畫的國家之一（華倩 2015, 52）。

而蒙古規劃｢草原之路」的目的在於透過建設能夠運送資源的鐵公路，將蒙古建

立成中俄兩國間重要的經濟通道，並以此獲益。在這計畫中，蒙中俄三國關係的

穩定即為其是否能順利進行的重要因素之一（Campi 2015）。 

 

資料來源：香港貿發局（2018） 

圖 3  「一帶一路」倡議之蒙中俄經濟走廊規劃圖 

 

  整體來說，蒙古政府對「一帶一路」戰略與中國資金進入投資看起來是抱持

歡迎之態度。官方歡迎中國企業到蒙古投資，也希望能夠提高中國對蒙古投資之

品質，不過在此之中，民間確實存在著一些對中國企業的反彈聲浪（于瀟、王浩 

2015, 11）。除了民間經貿面，在「一帶一路」戰略上，除了提出呼應的「草原

之路」，蒙古官方亦有相關表態。2017 年 5 月，蒙古總理額爾登巴特（Jargaltul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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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denebat）至中國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其與習近平會面時表示：

「高度讚賞開放、包容的『一帶一路』倡議……願發揮連接亞歐大陸的橋梁作用，

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框架下互利合作」（新華網 2017）。而後，蒙古政

府也於同年 11 月提出與「一帶一路」相關的三項措施，分別為：「為相關人員

和隨行商務人員提供多次往返簽證；相關工作人員可直接在蒙古國際機場和口岸

辦理簽證；在國際進出港設立快速通道」（新華網 2018）。 

  蒙古期望藉由與中國的經濟合作，加強自身經濟走廊地位以及振興國內經

濟，但成果似乎不如預期。根據美國華府智庫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簡稱 CGD）2018 年 3 月發布的報告，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已

導致部分合作國家產生財務危機。在這些國家中，有八個國家的債務風險被評為

最高等級，蒙古即是其中之一。其餘包括吉布地、吉爾吉斯、寮國、馬爾地夫、

蒙特內哥羅、巴基斯坦、塔吉克等國家。蒙古現正需要資金投注於大型基礎建設

項目，以刺激經濟發展，而中國亦在水壩與公路等等建設提供金援。但隨著蒙古

經濟情況未見好轉，中國借貸的金額同時也逐漸增加，報告認為蒙古所面臨的危

機漸近（Hurley, Morris, and Portelance 2018）。於蒙古而言，其尚未從「一帶一

路」中獲得預期利益，反倒又陷入了另一個債務泥沼。斯里蘭卡被迫出借港口的

例子近在眼前，蒙古該如何在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中求取平衡，實為政府一大課題。 

 

第二節 蒙古的政府大戰略 

  在認識蒙中關係的發展後，本章節將探究蒙古外交戰略的演變，尤其是對中

政策。筆者希望能透過以此角度觀察，來了解蒙古人民對中國的負面觀感是否會

影響到蒙中的外交互動，故蒙古政府的外交戰略內涵與其演變即為本研究重要背

景知識之一。而一國的外交戰略與其所處之環境和國際情勢相關，為此，本章將

先分析整理蒙古的地緣戰略地位，了解其所面對之局勢後，再行針對蒙古的外交

戰略進行討論。 



DOI:10.6814/NCCU20190007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2 

一、蒙古的地緣政治學 

  蒙古為一地處中俄兩國之間之內陸國，在歷史上與經貿上和兩國亦互有牽

連，故其戰略位置以及與中俄兩國的關係自然會受到較多關注。如前一章所述，

多數以蒙古對外關係或蒙中關係為主軸書寫的文章皆關注蒙古的地緣戰略位置

以及其夾在中俄兩大國間的局勢，蒙古在兩強間如何自處和其與兩者的互動為多

數學者關心的議題。蒙古和中國邊界長達 2500 哩，和俄羅斯邊界為 1700 哩，地

理位置的事實長期影響了蒙古的命運以及其對外政策（Rahul 1978, 659），這是

蒙古無法迴避的現實。在歷史上，蒙古曾有段時間較靠攏蘇聯，而從 1991 年蘇

聯瓦解後，蒙古終於擁有自主權至今，蒙古的外交戰略改為以「不結盟、等距離、

全方位」為原則，並盡力求取在中俄兩國間的平衡。既然地理因素無法改變，為

了強化國家安全並降低地理對蒙古的限制，對兩大鄰國不激怒、不挑釁、以及維

持友好，即成了蒙古的生存法則（吳雪鳳 2017, 67-69）。 

  從現行狀況來看，蒙古除了各自強化與俄中的關係外，蒙中俄亦發展了更進

一步的三邊關係。三方領袖舉行會面並積極推展鐵路、基礎建設與油氣礦產等合

作。三國更計畫要建立官方層級的諮商機制（vice foreign ministerial level）以促

進三邊關係。Densmaa（2016）認為對蒙古而言，良好的三國關係，尤其是中俄

在鐵路、基礎建設、礦產、與油氣等領域的合作，是有益無害的，並能增加蒙古

在亞洲的重要性。目前，蒙古正尋求在三邊關係中將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並在其

中保持中立。2018 年 6 月，蒙中俄三國元首在中國青島舉行第四次會面，三人

皆強調彼此間合作的重要性，而蒙古總統巴特圖勒嘎亦表示：「與中、俄兩個永

遠的鄰國發展友好合作是蒙古首要方針。蒙方願同中、俄共同努力，落實合作共

識，盡快啓動合作」（新華網 2018）。除了穩定與兩大鄰國的關係，蒙古同時

亦極力尋求和其他國家的合作，此即為蒙古近年主要外交走向「第三鄰國戰略」

的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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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第三鄰國戰略」到｢永久中立國｣ 

    2003 年，「第三鄰國戰略」的構想正式被寫入蒙古的官方文件中。但其實

早於 1990 年代，此概念已受到提倡並成為蒙古官方外交戰略。在蘇聯倒台後，

蒙古民主化的過程中受益於西方良多，而其也必須尋找力量彌補蘇聯留下的空

缺。「第三鄰國戰略」首次由美國國務卿 James Baker 於 1990 年拜訪蒙古時提出，

於美國而言，其也希望能成為蒙古友好的第三鄰國（歐尤娜 2016）。部分學者

認為「第三鄰國戰略」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至 1911-1920 年間（恩和烏英嘎 2015, 

25）。「第三鄰國戰略」強調以和中俄保持友好關係為首要任務，其次加強和亞

洲甚至亞洲外的國家或組織間的互動。此構想主要以《蒙古國外交政策構想

（Concept of Foreign Policy）》與《蒙古國國家安全構想（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of Mongolia）》兩份文件為基礎。而在 1994 年及 2011 修訂的《蒙古國外交政策

構想》中皆提及兩大原則：一、蒙古將避免對單一國家過度依賴（”it will seek to 

avoid becoming overly reliant or dependent on any particular country”）。二、蒙古

不會介入鄰國間的紛爭，除非已影響到了蒙古的國家利益（”Mongolia will not 

interfere in the disputes between its neighbouring countries (Russia and China) unless 

the disputes affect Mongolia’s national interests.”）（Krishna 2014, 72-73）。 

  從上述原則可看出蒙古無意介入任何國家的問題，以「不結盟、等距離」的

國家自居。然而，蒙古為此的努力不僅止於「第三鄰國」。1992年，蒙古在聯合

國大會上宣布其為無核區，迄今逾二十年。2012年，中國、美國、俄羅斯、英國

與法國這五個擁核國家共同發表聲明，不只再次確認蒙古身為無核國家的地位，

且承諾會向蒙古提供相應的安全保證（聯合國新聞 2012）。值得一提的是，中

國亦曾口頭上允諾不會對非核武國家使用核子武器（Enkhsaikhan 2012）。再者，

2015年蒙古前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永久中立國｣的構想，寄

望透過中立及不結盟的立場，保護蒙古的國家安全（李超 2018）。從「第三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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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無核區、到｢永久中立國｣可看出蒙古身為一處於兩大強國中間的小國，面

對現實情況的外交戰略即為保持中立，避免成為任何一方的棋子。 

 

三、蒙古對中政策 

  除了中立與平衡外，蒙古大略的外交構想尚包含：成為歐亞間的橋樑、與中

俄之外國家建立經濟上之合作、以民主價值觀建立與他國關係。並且宣示不與任

一國家結盟、不靠攏中俄任一國、不同意外國軍隊經過或駐軍蒙古領土，武器亦

同、以及不允許他國利用蒙古的領地與領空攻擊另一國。總括來說，在外交政策

上，蒙古追求開放、獨立、和平、和多極（歐尤娜 2016）。不過，若以對中政

策來看，蒙古依舊把與中國的交往放在首位，和俄羅斯相同。同時，堅守著和中

俄對等交往的原則（Ginsburg 1997）。 

  如前文所述，蒙古目前對中政策，基本路線為與中國在政治與經濟方面皆維

持著良好的關係。政治上加強夥伴關係的發展；經濟上強化「一帶一路」與「草

原之路」的對接並且持續合作建設。2018 年 9 月，中國援助蒙古建設學校的工

程，已進入第三期，整個項目預計將為蒙古蓋成七所學校和一所幼兒園（中華人

民共和國駐蒙古國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 2018）。同年 11 月，由中國中鐵二

十局所承建的雅爾瑪格交流道（中國稱呼為：立交橋）正式通車。此為蒙中合作

的建設項目之一，中國官方亦表示未來將有更多設施在中方建成後會移交予蒙古

使用（人民網 2018）。早先，在 2018 年 4 月，蒙古總理呼日勒蘇赫（Ukhnaagiin 

Khürelsükh）訪問中國時也表示：「和中國發展睦鄰友好關係是蒙古國對外政策

的首要方針。蒙新政府將繼續奉行這一政策，豐富深化蒙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新華網 2018）。由此可見，在可預見的未來，蒙中關係應會持續穩定發展，

但存在於社會中的「反中」現象又是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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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蒙古社會「反中」現象 

  爬梳了蒙中兩國的外交與經貿關係與蒙古對外戰略後，本章節將整理蒙古社

會對中國的負面觀感以及從此情感出發的行為，希望能更深入認識蒙中關係的真

實樣貌。筆者認為蒙古人認識的中國人有兩種，一種存在印象中、存在傳說中，

而另一種存在真實生活中。那麼，印象裡的中國人和現實遇到的中國人形象是否

一樣？本章節欲透過文獻分析法，整理文獻中的描述，以利了解蒙古人對中國的

印象與蒙古社會「反中」的情況。此外，本文最後將試著分析蒙古存在「反中」

情結的可能因素。 

 

一、住在想像裡的中國人與現實生活中的中國人 

  由於蒙中兩國或可以說是蒙漢兩個民族的互動早於建交前即十分頻繁，因

此，在蒙古社會中有著許多和中國人相關的傳說。其中一個寫著： 

  有一群穿著絲綢衣服、留著白鬍鬚的老人鬼魂出現在他們數十年前曾居住的地

方。他們有著中國口音，聲稱擁有那些在他們死前埋藏的寶藏。他們威脅甚至傷害

那些太靠近財寶的當地人民（Delaplace 2012, 131）。 

而另一個相似的傳說則述說： 

  有個男人半夜出門時聽到柵欄的隔壁傳來一個帶著中國口音的聲音說著。「嘿!

我的錢。嘿!我的錢。（”Hey my money, hey my money!”）」隔天問了隔壁鄰居才

知道原來那是個一直出現在其後院的鬼魂。那個鬼魂是個蒙古名叫 Tsagaan 的中國

商人，在生前開餐廳而致富。死後靈魂還留在這裡，想要拿回屬於自己的錢

（Delaplace 2012, 133）。 

這兩個傳說不約而同的都把中國人描述為有著中國口音、富裕但依舊貪心愛錢的

中國鬼，而這些財富都是從蒙古掠奪而來的。除了傳說故事外，蒙古社會還有著

與中國相關的都市傳說。譬如，在 1980 年代初期曾流傳中國製造的牛仔褲會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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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蒙古男性不孕，以及從中國進口來的蔬果是有毒的等等（Billé 2008, 41）。這

些傳說皆對中國抱持著負面的觀感，且認為其有害於蒙古。 

  在傳說中，蒙古人對中國的印象是如此，那麼在現實生活中遇見的中國人又

是如何呢？前述提及蒙中的經貿關係密切，且中國積極進入蒙古投資。而近年部

分學者開始關切中國在蒙古投資所引發的｢資源民族主義（resource nationalism）

｣。中國的蒙古礦業投資活動從滿清時期就開始了，從那時迄今，中國伸入的手

越來越強大也越來越使蒙古人民感到畏懼，憂慮國家重要資源被奪取也擔心影響

自身的工作權益（Jackson and Dear 2016）。尤其，在蒙古現今經濟狀況不佳且

失業率高的情況下，｢資源民族主義｣逐漸成為受到矚目的焦點。除了經貿互動

外，在人文領域方面，蒙古人民對於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扭曲蒙古史感到十分不

滿。當時不只蒙古政府出面向中國抗議，蒙古學者亦大量發表文章表達對此事的

不滿之情（其木格、石之瑜 2015, 102 ）。 

 

二、蒙古的「反中」行為 

  聖馬拉爾民調公司的調查顯示，對蒙古人來說，他們認為最好的夥伴排序

是：俄羅斯、美國、日本、中國，中國為排序最後（馮志強 2005, 20）。而另一

調查顯示，蒙古人民認為中國是最值得信任的國家之比例僅佔 5%，從中可看出

蒙古人民對於中國的恐懼和懷疑（于瀟、王浩 2015, 10）。除了這些從傳說中和

現實生活而來對中國的負面印象，蒙古人民的「反中」情結有時亦會以實際的作

為展現出來。2015 年，為了抗議所屬的國有煤礦公司 ETT 把一群蒙古工人轉讓

予登記在新加坡的中國公司 TTJV，未給予工人們保障且憂心中國工人會進來蒙

古搶工作，此公司的蒙古團結工會主席額爾德尼（S.Erdene）於記者會上自焚表

達不滿（RT Question More 2015）。 

  同年（2015 年）蒙古國內亦發生另一件被視為「反中」之事件。一名來自

內蒙古自治區的中國遊客在蒙古無理由的被當地極端民族主義團體「藍色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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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辱，逼迫其下跪。此事也引起了中國網民和政府的關注（新華網 2015）。而

近年最受矚目的「反中」事件應非蒙古 2017 年的總統大選莫屬了。民主黨總統

候選人巴圖勒嘎與人民黨候選人恩赫包勒（Miyeegombo Enkhbold）不僅互相質

疑對手擁有中國血統，兩人對中國進入投資的看法也各有不同。但同樣的是，兩

者皆欲與中國劃清界線，恩赫包勒甚至拿出祖譜自清，故外界認為此次選舉可視

為蒙古對中國的信任投票（中時電子報 2017）。但需要注意的是，在選後有報

導提出，選舉是一回事，事實上巴圖勒嘎上台後，蒙古依舊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

（The Diplomat 2017）。 

 

三、「反中」情結的起源 

  蒙古對中國的負面觀感以及蒙古社會的「反中」現象其來有自，但又是哪些

因素導致如今的景像呢？首先，不能忽略也常被提起的原因為：「主權」與「領

土」。學者認為蒙古採取親蘇路線是因為其對中國的恐懼，由於曾被中國統治數

百年，因此始終害怕中國想收回外蒙，對中國懷著戒備之心。尤其看著中國人不

斷移入內蒙，使內蒙的蒙古族人口被稀釋，雖然蒙古自己也雇用了許多中國工

人，但總覺得中國這種手段是令人害怕的（鷹揚 2011）。而中國工人對蒙古社

會而言，除了稀釋蒙古族的人口外，亦如前文所寫的影響到蒙古工人的工作權益。 

內蒙古雖為自治區，但實際上漢人人口已遠多於蒙古民族，19 蒙古人在此區域

反而成了少數民族。在外蒙古獨立後，內蒙古也曾有成立屬於蒙古人的國家之意

圖，但最終失敗收場（楊海英 2018）。這些年來，中國政府在內蒙古的作為，

除了被異議人士抗議不尊重蒙古民族的自治、生存與草原權外（BBC 中文網 

2017），也使得蒙古人感到不安，害怕中國會用一樣的方式對待蒙古。而處於中

                                                 
19 根據內蒙古自治區官方最近一次（2016 年）的人口調查，蒙古族的人口為 4623940，漢族人

口 為 18890601 。 參 見 內 蒙 古 自 治 區 統 計 局 

http://www.nmgtj.gov.cn/acmrdatashownmgpub/tablequery.htm?cn=C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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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控制下的內蒙古在部分蒙古人眼中，已不似真正的蒙古民族。20 只是，縱然

蒙古獨立迄今已近一世紀，但由於地理位置、歷史事件以及內蒙古自治區的存

在，蒙中兩國的關係始終難以釐清。儘管蒙古提出｢第三鄰國戰略｣，試圖走出自

己的路，但和中國在政治與經濟上的互動依舊密切，蒙古政府看起來也未有欲遠

離中國的意圖。這在在使得蒙古人民對於中國的負面觀感難以消除，且這種恐懼

的情緒在中國崛起後，面對更為強大且積極進入本國投資的鄰國，可能是有增無

減。 

  不過，長期至蒙古進行田野調查的學者 Billé 認為蒙古人對中國的負面刻板

印象以及在後社會主義時期興起的恐中（Sinophobia）心理主要源於長期缺乏與

中國人直接互動的經驗，以及受到俄國的影響所致（Billé 2014, 195）。根據筆

者至蒙古拜訪的觀察以及訪談蒙古留學生的結果看來，的確有部分民眾未有太多

與中國互動的經驗，卻由於環境或資訊影響，自然而然地對中國產生負面的觀

感。筆者去蒙古前，被有經驗的背包客提醒，在首都烏蘭巴托盡量不要說中文，

怕被誤會成中國人而惹上麻煩。也曾聽過台灣遊客在街上講中文被莫名丟擲寶特

瓶的事件，不過筆者倒未遇上此種經歷，也無法確定這些情況是否與「反中」情

結相關。筆者曾問過一位來台灣留學的蒙古學生，為何討厭中國，對方回答：「天

生如此，好像對我們蒙古人來說，天生就該討厭中國。」21 這句話至今，仍然

令人印象深刻。 

 

第四節 小結 

  蒙古與中國的關係複雜，非三言兩語可道盡。早在兩國正式建交前，兩個民

族已有許多歷史上的糾葛，互相統治的過去以及內蒙古自治區都成為橫豎在兩國

發展友誼間的隱憂。加上地理位置相鄰的事實，又有俄羅斯參雜其中，蒙中關係

的確不單純只是兩國間的課題。但儘管存在著許多問題，蒙古與中國官方的關

                                                 
20 作者訪談，Ｉ小姐，蒙古烏蘭巴托，2018 年 08 月 13 日。 

21 作者訪談，B 先生，台灣台北市，2018 年 07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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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從建交迄今，大致上是穩定成長。蒙古遵行「第三鄰國戰略」，一直未改變，

這也成為蒙古在日漸強勁的兩大鄰國中求取生存的重要法則。目前，蒙中俄三國

也朝共同合作的方向前進。 

  不過，若從民間的角度來看，蒙中關係似乎更加複雜了。由於歷史、主權、

與領土等等因素，外界普遍認為蒙古人民對中國抱持著不甚友善的態度。近年在

蒙古發生的部分事件也被抹上了「反中」的色彩。只是，此種「反中」情結究竟

多深刻的存在蒙古社會，抑或只是外界過度渲染，還有待觀察。畢竟，被稱為「反

中」的新任總統巴圖勒嘎上任後並未急於與中國劃清界線，反而是持續與中國合

作，並強化彼此間的經貿關係。目前看來，蒙中關係並未如部分輿論所預測的一

樣走向分離的道路。 

  雖說蒙中無論是政治或經貿關係皆朝正向發展，兩者關係中依然存有隱憂。

日漸強大的中國積極地將投資的手伸入急需資金的蒙古，長期下來，是否可能形

成惡性循環？尤其，在蒙古已成為「一帶一路」八個負債國之一後，蒙古政府是

否可能調整其政策方向，或是民眾是否會有所反彈，都是未來值得關注的焦點。

另外，兩國目前在政治上未有衝突，但未來中俄關係的惡化或是其他可能影響蒙

古中立國政策的事件發生，或許會改變目前的現狀。總之，目前看起來良好的兩

國關係，由於本質上的衝突以及內外部的因素，隨時都有可能產生波動。但蒙古

一直以來奉行的外交戰略是否會隨之變化，筆者認為依蒙古官方近年的作為，以

及目前不佳的經濟狀況，可能性並不高。 

  總而言之，在本章節中，筆者回應了後續研究所需之對蒙中關係的背景描

述，蒙古的外交戰略走向，亦簡述了當前蒙古「反中」現象的樣貌。但誠如前文

所述，兩國關係的變化性高，影響因素也多，本研究無法一一詳述之。故，後續

章節將以兩個主要的「反中」事件作為主題，深入分析其緣由以及後續發展，檢

視其是否影響了蒙古的對中政策，並試著以理論解釋此過程。在下一章節，將以

2017 年蒙古總統大選作為第一個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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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反中｣事件之分析：2017 年蒙古總統大選 

  2017 年 7 月，民主黨候選人巴圖勒嘎（Khaltmaagiin Battulga）於第二輪選

舉中，獲得過半的票數，成為蒙古第五位總統。雖然蒙古在政治體制上屬於半總

統制，22 行政機關主要由總理掌握，因此蒙古總統並不若其他總統制國家之元

首般具有較大的實權，但其依然對立法與司法權有影響力。巴圖勒嘎競選時曾公

開表示要加強國家對礦業的控制，也展現了其對中國的憂慮；但同時，其亦表示

支持中國的「一帶一路」相關建設（Reuters 2017）。選舉時的部分言論，使外

界將巴圖勒嘎貼上「反中派」的標籤，也將此次總統大選視為一個｢反中｣的實例

（自由時報 2017）。23 不過在就任後，巴圖勒嘎的言論與作為似乎又不若外

界原先所形容般｢反中｣（The Diplomat 2017）。 

  近年，由於中國崛起帶來的政治與經濟壓力，部分國家開始以「反中」及「批

中」作為競選的話題之一，或是以此批判對手等等，例如，2019 年初，臺灣各

黨派的九二共識爭論（中央社 2019）以及每逢選舉必有的中國議題。馬來西亞

馬哈地（Mahathir Mohamad）在選舉期間多次批評納吉（Najib Razak）的親中政

策（薛健吾 2019）。2018 年 11 月，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總統海妮（Hilda C. Heine）

面臨不信任投票時，亦表示反對派是受到中國施壓（中央社  2018）。在同

個月，馬爾地夫新任總統索里（Ibrahim Mohamed Solih）宣誓就職時，也公

開批評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導致國家財政陷入危機（中央社  2018）。 

                                                 
22 報導原文稱蒙古為內閣制（parliamentary democracy），然實際上許多文獻更偏向將蒙古定義

為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以體制來說，主要握有行政權的是總理，但總統對於人事、

政策及法案皆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學者吳玉山（2011：10-13）把蒙古的半總統制定義為換軌共

治（alternation/cohabitation, ALT），意即總統所握實權的大小取決於其所屬政黨是否為國家大呼

拉爾最大黨，若是，其將任命同黨人士為總理，權力會較大；反之，權力則較小。參見許恒禎（2012）

與沈有忠、烏凌翔（2016）。 

23 關於以言論而將巴圖勒嘎定位為「反中派」的報導，參見公視新聞網（2017）；中時電子報

（2017）；The Diplomat（2017）；East Asia Forum（2017）；Reuters（2017）；Deccan Herald

（2017）、Business Insider（2017）；Newscast Pratyaksha（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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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認為，這些事件一定程度地說明了批判中國在爭取人民選票和注意上是

有其市場的。但是，就蒙古的案例而言，2017 年蒙古總統大選是否足以被以「反

中」事件稱呼之，這還是有待商榷的。主要可從兩方面來分析，首先，以選舉人

的角度觀之，巴圖勒嘎的勝選或可以說是主要對手，蒙古人民黨（Mongolian 

People's Party，MPP）的恩赫包勒（Miyeegombo Enkhbold）之敗選，於選民

而言，和中國因素的關聯究竟有多少？其次，從候選人的角度來看，批判中國傳

達的是其對未來政策的藍圖或只是選舉語言？本章將先試著透過文獻蒐集與訪

談回答這兩個問題，並且在最後以權力不對稱結構理論分析此案例，以期能夠在

理論的架構下，更理解蒙中關係的變化。 

 

第一節 2017 年蒙古總統大選的｢反中｣言論 

  為了對 2017 年蒙古總統大選是否為「反中」事件有更近一步的了解，本節

將先爬梳三位參選總統的候選人在選舉中發表過與中國相關的言論。其次，觀察

這些言論在選舉中的效應以及各候選人最終的得票率。最後，透過訪談與文獻蒐

集結合前面小節的資訊，試著分析蒙古現任總統巴圖勒嘎的勝選是否和上述的

「反中」言論有其關聯，亦或是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存在而促進了巴圖勒嘎的當

選。 

 

一、 選舉口號（campaign rhetoric）與競選結果 

  本次總統大選共有三位候選人，分別是蒙古人民黨恩赫包勒、蒙古人民革命

黨（Mongol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MPRP）鋼巴特爾（Sainkhüügiin 

Ganbaatar）以及民主黨的巴圖勒嘎。恩赫包勒時任國家大呼拉爾主席，所屬政

黨為國家大呼拉爾多數黨，曾任首都市長。鋼巴特爾為工會系統出身，而巴圖勒

嘎為前武術明星（中時電子報 2017）。面對蒙古不佳的經濟環境，三位候選人

提出了各自的政見。恩赫包勒認為蒙古應開放各國進入投資，這也包括中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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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其也認為蒙古應降低對單個國家過度依賴；鋼巴特爾則反對外國插手蒙古能

源開發。巴圖勒嘎則位於兩人意見的中間點，其認為中國的確是蒙古重要的夥

伴，但若涉及鐵路等交通議題，則會與國安相關，且蒙古政府應取回對能源的主

導權（中央社 2017）。 

 

表 2  三位總統候選人的政黨、背景、及對中立場 

候選人 所屬政黨 背景 對中立場 

恩赫包勒 蒙古人民黨 國家大呼拉爾主席 

曾任首都市長 

蒙古應開放各國進入投資。

不過，蒙古應降低對單個國

家過度依賴。 

鋼巴特爾 蒙古人民革命黨 出身工會系統 反對外國插手蒙古能源開

發；宣稱中國出口大量有毒

食品至蒙古。 

巴圖勒嘎 民主黨 前武術明星 

商業大亨 

曾任部會首長 

中國的確是蒙古重要的夥

伴，但若涉及國安議題須謹

慎；蒙古政府應取回對能源

的主導權 

資料來源：中央社（2017）、中時電子報（2017）。 

 

  除了對經濟議題和對中國的基本立場外，候選人之一的巴圖勒嘎曾在 2014

年公開表示，由於過度的經濟依賴以及資源的爭奪，蒙中在可預見的未來無法避

免衝突。在 2017 年的競選期間，其亦強調蒙古正面臨來自東方的威脅（中國）。

除此之外，他試著向人民展示自身與俄羅斯，尤其是領導者普亭（Vladimir Putin）

的密切關係。這也使得外界開始猜測，若由巴圖勒嘎當選，蒙古的對外政策會不

會遠中親俄（The Diplomat 2017）。此外，在選舉中，候選人的血統也成為了議

題之一。巴圖勒嘎將主要對手恩赫包勒貼上蒙中混血兒的標籤（erliiz，意即同時

擁有中國與蒙古的血統）（Gill 2017, 28）。其稱恩赫包勒有著中國血統，而這

樣的人會出賣蒙古的利益。為此，恩赫包勒公開祖譜自清並反擊巴圖勒嘎收受了

中國商人的賄賂。鋼巴特爾則是以中國出口大量有毒食品至蒙古作為論述，但同



DOI:10.6814/NCCU20190007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4 

時，其也有收受韓國宗教賄賂的傳言（多維新聞網 2017）。而回歸到選戰的整

體路線，巴圖勒嘎的競選口號是：「蒙古必勝」（“Mongolia will win”）；恩赫

包勒則是：「團結蒙古必勝」（“United Mongolia will win”），兩者皆以蒙古作

為中心（Reuters 2017）。不過，三位候選人對中國議題的態度迥異使得外界依

然將此場選舉視為蒙古人民對中國的信任投票。 

  在歷經前述之競選言論及活動後，本次總統大選於 2017 年 6 月進行了首次

投票。結果未有任一候選人票數過半，鋼巴特爾與恩赫包勒各得 30%，而巴圖勒

嘎獲得 39%的選票（Voice of America 2017）。根據蒙古憲法之規定，24 票數

最低的蒙古人民革命黨鋼巴特爾在第一輪率先出局，蒙古人民黨恩赫包勒與民主

黨巴圖勒嘎須進入第二輪投票。最終，在 7 月的第二輪投票中，由巴圖勒嘎以

50.6%的得票率勝過恩赫包勒的 41.2%，獲得最終勝利，成為蒙古第七屆總統。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輪選舉投票率僅有 60.9%，且其中有超過 8%的選民選擇投

空白票（blank ballots）（East Asia Forum 2017）。25 低投票率和空白票顯示出

選民對這三位候選人的不滿，如前文所提及，三位候選人皆有貪腐疑雲。一直以

來，蒙古政府與官員嚴重的貪腐問題導致人民很大的不滿（Reuters 2017）。 

 

 

                                                 
24 部分報導提及第一輪選舉因未有候選人獲得超過 50%的票數，因此需進入第二輪。實際上，

根據蒙古 1992 年通過的第四部憲法，其中未提及得票率需過 50%，僅寫道如第一輪未有候選人

獲得多數選民支持，那麼票數最高之兩名將進入第二輪。學者王業立與蘇子喬（2018）亦將蒙古

的選舉制度分類為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若分析蒙古選舉委員會（ Gen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of 

Mongolia）的紀錄，蒙古從首次（1993 年）舉行蒙古國總統大選迄今的得票率，每屆大選無論

是兩位或三位候選人，皆在第一輪即有候選人以超過 50%的絕對多數成為新任總統。因此，本

屆也是蒙古首見總統大選進入第二輪。參見蒙藏委員會（1992），蘇子喬、王業立（2018）與 Gen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of Mongoliahttp://gec.gov.mn/en/。 

25 空白票代表未選擇任何一位候選人，根據蒙古於 2015 年通過的選舉法之規定，若選舉中有

超過 10%的空白票，則此次選舉無效。參見 East Asia Forum “Mongolia’s new president is 

Mongolia first and China last”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7/08/11/mongolias-new-president-is-mongolia-first-and-china-last。 

http://www.osce.org/odihr/elections/mongolia/328381?downloa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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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勝選的因素 

（一）候選人個人形象與政見 

  縱然外界多將這次選舉視為蒙古人民對中國之表態，但實際上，並非每一位

蒙古人民皆以對中議題作為投票參考。首先，以候選人個人形象作為考量，因過

去幾年對政府和官員的不滿，使部分人民開始期待新面孔的出現，就像美國總統

大選最終由川普（Donald Trump）獲勝一樣，在蒙古此次選舉中，人們期待較偏

向政治素人26 的巴圖勒嘎能夠帶來新的色彩。27 但另一方面，部分民眾也因著

同樣的理由，選擇不支持沒經驗的新人，而投票予恩赫包勒。他們認為巴圖勒嘎

只是個武術明星或者可說是成功的商業大亨，但無法承擔起改變蒙古的重任。28

不過，相較於對單一候選人的支持，由於蒙古官僚體制長年貪腐嚴重，不少蒙古

民眾對政治深感失望，在此次選舉中三位候選人也都身陷貪腐醜聞中（中時電子

報 2017）。因此，對部分選民而言，兩大黨都一樣糟糕，總統大選只能勉強選

一個比較沒那麼糟糕的，或者根本無意願去投票。29 

  蒙古人民對兩大黨或者可以說是政治的失望，也可由本次大選的投票率及空

白票看出。根據蒙古選舉委員會的資料顯示，2017 年總統大選首輪的投票率為

68%，這和上一屆 66%的投票率相差不大，但第二輪落至 60%。而首輪有將近兩

萬的空白和無效選票，第二輪則增多至將近十萬，這也是蒙古自首屆總統大選以

來，最多的一次。與過去幾屆相比，蒙古近年總統大選的投票率從九十年代的八

九成逐漸掉至六七成，空白選票30 則大多維持在一至兩萬間（General Election 

                                                 
26 巴圖勒嘎並非完全的政治素人，其過去擔任過農業部長（2012-2014 年）以及國家大呼拉爾委

員。不過與其政治表現相比，巴圖勒嘎更以商業大亨的角色為人所知，其經營的公司 Genco 為

蒙古國內大企業之一，旗下擁有許多產業，著名成吉思汗雕像也為其出資所建。參見 Voice of 

America（2017）“Mongolia's Ruling Party Candidate Loses in Presidential Race” 

https://www.voanews.com/a/mongolias-ruling-party-candidate-loses-in-presidential-race-/3917155.htm

l。 
27 作者訪談，E 小姐，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1 月 08 日；作者訪談，Ｈ小姐，台灣台北市，

2019 年 03 月 28 日。 
28 作者訪談，B 先生，台灣台北市，2018 年 07 月 01 日。 
29 作者訪談，E 小姐，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1 月 08 日。 
30 此處由於蒙古選委會紀錄之緣故，亦包含無效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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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of Mongolia）。導致如此數據的原因有很多，但可以確定的是，部

分選民對巴圖勒嘎及恩赫包勒皆不信任，也不熱衷於此次大選，兩者在競選期間

的言論似乎並未激起選民的熱情。 

（二）候選人所屬政黨 

  除了對候選人個人形象與政見之考量，筆者認為，選民對於其所屬政黨的支

持與否也是影響投票傾向的因素之一。2016 年的國家大呼拉爾選舉，人民黨大

獲全勝，蒙古進入由其一黨獨大的局面（Fish and Seeberg 2017）。選後，國家

大呼拉爾由人民黨掌握，總統候選人之一的恩赫包勒為主席，而內閣總理也由人

民黨的額爾登巴特（Jargaltulgiin Erdenebat）擔任，僅剩總統由民主黨的額勒貝

格道爾吉擔任。在此次國家大呼拉爾選舉中，人民黨在 76 個席次中獲得 65 個席

次；另一方面，民主黨只獲得 9 個席次。外界將民主黨的挫敗歸咎於同黨總統額

勒貝格道爾吉與總理薩汗比勒格（Chimediin Saikhanbileg）在經濟面上的施政

不得民心，導致後續選戰的失敗（中央社 2016）。 

  不過，人民黨執政後也面臨了與民主黨相似的情景。經濟狀況依然不佳，而

政府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 55 億美元的紓困資金使民眾感到不

滿（Reuters 2017）。此外，恩赫包勒和其同僚亦被指控想藉由調整政府職位強

化人民黨對國家的控制（Foreign Brief 2017）。最終，2017 年，在總統大選後，

總理額爾登巴特被國家大呼拉爾以投票解除職位。在解職聲明中提及總理屢屢越

權是被解職的主因，且總統大選由民主黨獲勝也是民眾表達對政府工作表現不滿

的方式（新華網 2017）。從這些變化可看出，近年來蒙古選民投票時會將政黨

表現納入考慮，而非單就候選人個人政見或特質決定。學者 Julian Dierkes 在接

受訪問時，亦曾表示是否選擇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來平衡在國家大呼拉爾獨大的

人民黨也是人民的考量之一（經濟部國際合作處 2017）。 

（三）對蒙古未來的期待 

  回歸到本文初始提及媒體將這次總統大選視為蒙古民眾對中國之表態，事實

上，除此之外，本次選舉同時也被各界視為是一次對蒙古未來經濟政策走向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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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經濟部國際合作處 2017）。三位候選人各自有不同的經濟政策，所屬政黨

在過去執政時在經濟面的表現也受到選民的評估，這在前述文章內皆已提及，各

為候選人個人政見和所屬政黨表現。但是，在 2017 年的總統大選中，選擇哪位

候選人，與其說是對中表態，蒙古選民更在乎的是誰能經營好蒙古，使蒙古脫離

目前頹敗的經濟狀況。31 桑特馬拉爾基金會（Sant Maral Foundation）負責人蘇

馬提（Luvsanvandan Sumati）在接受訪問時亦曾表示：「『反中』情緒無法給巴

圖勒嘎帶來支持率，選民更感興趣的是經濟繁榮。」（“Anti-China sentiment cannot 

bring support to Battulga. They are interested in economic prosperity,”）（Reuters 

2017）。 

 

第二節 總統大選後的蒙古對中政策 

  在對此事件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之後，筆者發現掀開媒體給予的帽子後，會

發現 2017 年蒙古總統大選對於選舉人來說，並不是十足的「反中」事件。在總

統人選的抉擇上，蒙古人民有著更多的考量。那麼，以候選人的角度來說又是如

何呢？為了了解批判中國對於候選人來說到底僅是選舉語言或是政策構想，本節

將以當選人巴圖勒嘎就任後，蒙古對中的外交政策是否有所轉變作為觀察重點。 

而為了能有更全面的評斷，筆者將整理巴圖勒嘎對中談話、出訪、會晤以及實際

政策等面向，以期能夠透過這些方面更深入了解其外交思維。 

 

一、 公開談話 

  如上一節所述，在總統大選時，巴圖勒嘎被認為當選後在外交政策上可能會

改變過去在兩國間求取平衡的模式，改行遠中親俄。甚至認為巴圖勒嘎的當選和

其親俄的政策相關，這也能解讀為普亭的勝出（The Interpreter 2017）。而在其

當選後，學者 Rob Gill （2017）亦對蒙古未來的外交走向提出懷疑。Gill 認為巴

                                                 
31 作者訪談，E 小姐，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1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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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勒嘎的選票部分來自於對其「反中」路線的支持，若要保持選民對其的支持需

要繼續走遠中的老路，但就現實經濟情況來說，這又會讓蒙古已陷入困境的經濟

情況更加雪上加霜。身為握有外交大權的總統，巴圖勒嘎就任後的言行是否如外

界所預測？ 

  巴圖勒嘎在選舉時喊出「蒙古優先」（Mongolia First），展現出愛國的形象，

並尋求和鄰國的平等互動，亦對中國有所批評（Voice of America 2017）。這也

引發了外界對其可能會改變過去蒙古外交路線的討論，但在就職典禮上，其表

示：「將保持與俄羅斯和中國的友好關係，重視與第三鄰國的關係。」（日經中

文網 2017）。這和蒙古一貫中俄優先且強化與第三鄰國關係的外交政策看似無

二致。在其正式上任後，2017 年 9 月，巴圖勒嘎對中國成立 68 週年表達祝賀，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說道巴圖勒嘎表示在尊重各自核心利益下，蒙古樂意推進

與中國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同時也感謝中國過去對蒙古在資金上的協助。不

過，蒙古總統的官方網站並未提及此事（The Diplomat 2017）。 

  2018 年 3 月，巴圖勒嘎對習近平續任總書記發去道賀信。其表達了對習致

力於強化兩國關係的感謝，亦提及習 2014 年訪問蒙古時在國家大呼拉爾的演說

深化了蒙古人民對中國的期待和信賴，雖然兩國間尚有些誤解，但蒙古將保持外

交政策的連續性和完整性，其將持續致力於加強蒙古與鄰國的友好關係和合作

（“Mongolia maintains the continuity and integrity of its foreign policy and will 

intensify Mongolia’s traditional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neighbors”）（MONTSAME 2018）。同年 8 月中國外長王毅訪蒙時，巴圖勒嘎

表達了對兩國農產品進出口關稅和蒙中俄基礎建設的連接之關切，同時也希望能

以具體的成果慶祝即將到來的兩國建交 70 年（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Mongolia 2018）。 

    自上任後迄今，筆者認為蒙古總統巴圖勒嘎對中言論已不若競選時期激

烈。至於受到外界原先關注的蒙俄關係，2017 年，巴圖勒嘎上任後不久即出席

在俄羅斯海參崴舉辦的東方經濟論壇（Eastern Economic Forum）。在論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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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俄兩國簽署了能源、環保、鐵路運輸等雙邊協議（台灣經貿網  

2017）。2018 年，巴圖勒嘎再次出席此論壇，並且提出希望能在無時間限制

下更新兩國於 1993 年簽訂的蒙俄友好合作關係協議（Agreement on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Mongolia）。除此之

外，巴圖勒嘎也提及俄羅斯將提供 1000 億盧布的貸款協助蒙古改善鐵路與能源

部門。兩國在區域安全、能源、和蒙中俄經濟走廊的合作上亦有討論

（MONTSAME 2018）。 

 

二、 出訪與會晤 

  蒙中兩國除了言語上的互動外，亦有官方互訪或會晤等交流。前文已提及部

分巴圖勒嘎對中相關發言，這可視為其對中國議題的公開表態。不過，欲更深入

認識蒙古的對中政策，筆者認為不僅須觀其言也須觀其行。因此，巴圖勒嘎的實

際作為亦為觀察重點之一。身為領導人，巴圖勒嘎至中國進行訪問或是與中國領

導階層會面自然會受到較大的關注。再者，在學術研究中也會以領導人階層的出

訪做為研究核心，以此分析兩國關係的好壞或一國對他國的重視程度。32 故，

筆者將以巴圖勒嘎在此方面的行動做為觀察其行的方向之一，對此進行整理分

析。 

  2018 年 6 月，於上海合作組織在中國青島舉行峰會期間，巴圖勒嘎至中國

出席會議並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雙方就羊毛和農產品等經濟面的合作進

行了討論，而習近平也邀請巴圖勒嘎明年至中國進行國是訪問。此外，蒙中俄三

國領袖也在當地進行了第四次會晤（MONTSAME 2018）。這是巴圖勒嘎上任後

首次到中國也是首次與習近平會面。同年 9 月，在俄羅斯海參崴舉辦的東方經濟

論壇上，巴圖勒嘎與習近平再次會晤，針對雙邊經濟合作、能源安全、中俄蒙經

                                                 
32 例如學者郭武平（2013）即以習近平至中亞國家的出訪作為研究主題，進而探討背後所隱含

的外交涵義。學者許志嘉（2007）亦在其文章中提到中國透過高層領導出訪提升與他國的雙邊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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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走廊以及即將到來的建交 70 週年，彼此交換了意見（MONTSAME 2018）。

根據蒙古官方消息，巴圖勒嘎於 2019 年 4 月將會出訪中國參加第二屆「一帶一

路」高峰論壇，此外也會至俄羅斯、印度和美國進行訪問（MONTSAME 2019）。 

  除了雙邊領導人外，在巴圖勒嘎上任後，比其早就任且隸屬於人民黨的蒙古

總理呼日勒蘇赫於 2018 年 4 月赴中國海南出席博鰲論壇。此行，總理與習近平

和其他領導階層進行了會面（新華網  2018）。蒙古國防部長恩赫包勒德

（Nyamaagiin Enkhbold）應中國之邀也於 5 月訪中，和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及中

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舉行會談，並簽署了中國國防部向蒙古國防部提供無償援助

之協定（MONTSAME 2018）。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亦於同年訪蒙，與巴圖勒嘎

等官員進行了會晤（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Mongolia 2018）。 

  總之，蒙古政府除了總統巴圖勒嘎自身外，總理及部長級官員在所謂蒙古人

民展現了「反中」情緒的大選後，皆正常出訪中國、至中國參與會議或與中國領

導階層會晤，中國外長也依然來蒙訪問，兩方交流並未中斷。與前任總統額勒貝

格道爾吉在八年任期內訪中五次，首次訪中在其就任第二年33 比較，巴圖勒嘎

目前的外交行為並無特別不同之處。因此，由上述整理可看出，被外界視為「反

中」的巴圖勒嘎在就任後依然與中國維持友好且穩定的關係，而其餘官方間的互

動也無太大變化。若僅就言行而論，筆者認為蒙古依然維持著中俄優先的「第三

鄰國戰略」。 

 

 

                                                 
33 額勒貝格道爾吉在任期內五次訪中分別為：2010 年 4 月，上任後首次至中國進行國是訪問。 

2012 年 6 月，赴中參加上合組織北京峰會。2014 年 11 月，出席在中國舉行之亞太經合組織領導

人會議。2015 年 9 月，出席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週年活動。2015

年 11 月，第二次至中進行國是訪問，兩國聯合發表《中蒙關於深化發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共

同 聲 明 》 。 詳 見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外 交 部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740/sbgx_676744/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Mongolia  

http://www.mfa.gov.mn/?p=29545&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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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官方政策 

  「第三鄰國戰略」是蒙古官方的外交大戰略，從 1990 年代受到提倡後即一

路維持迄今。就新政府的言行來說，無論是與中國或是俄羅斯的互動，或是對蒙

中俄經濟走朗的表態等，可看出蒙古官方的外交總路線並無明顯變化。總統巴圖

勒嘎亦曾公開表示蒙古將保持外交政策的連續性和完整性。但是，在「第三鄰國

戰略」之下的蒙古外交及對中相關政策在新政府上任後，實際上是否有所改變？

是否依然符合此一大戰略之方向？以下將對此進行檢視與討論。 

  前文提及 2018 年 5 月蒙古國防部長曾至中國訪問並簽署中國國防部向

蒙古國防部提供無償援助之協定。同年 10 月俄羅斯國防部長蕭依古（Sergei 

Shoigu）也至蒙古進行訪問，會後兩國宣布將擴大在軍事領域的合作，包括

聯合軍演和俄將協助蒙培訓軍官。此外，蒙古向蕭依古授予蒙古軍隊級別最

高之戰鬥紅旗勳章（美國之音中文網  2018）。而在俄國防部長訪蒙前一個

月，蒙中俄剛結束在西伯利亞東部舉行的「東方-2018」（Vostok-2018）聯

合演習（中央社 2018）。從軍事方面來看，蒙古與中俄皆保持友好關係，

且接受兩國的協助，三國亦能共同合作演習。  

  不過，身為陸鎖國，蒙古在軍事上的主要合作對象並不只有中俄兩國，

美國也是其重要的夥伴之一。蒙美於 2003 年第一次進行可汗探索（Khaan 

Quest）雙邊軍演，而後其轉變為多國共同參與，迄今已是固定在蒙古境內

舉行的年度維和軍演。2018 年的可汗探索共有蒙古、美國、中國、印度、韓

國、日本、尼泊爾、加拿大、澳洲等 26 個國家，約 1400 名軍人參加（人民網 2018）。

除了軍演，蒙古軍隊亦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peacekeeping operations）34

（U.S. Embassy in Mongolia 2016）。由此可見，在軍事領域蒙古依舊保持「第

三鄰國戰略」的思維，接受中俄幫助的同時也不忘擴展和其他國家的合作。 

                                                 
34 聯合國維和行動之合法性源自《聯合國憲章》，行動內容為數個國家與單位合作協助

某國的安全及政治發展，將一地之衝突轉化為和平。詳見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https://peacekeeping.un.org/en/what-is-peacekee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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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蒙古的對中政策，為了慶祝蒙中建交 70 週年，於 2019 年年初，兩國官

方已就相關活動進行準備。中國方面主要由駐蒙古大使邢海明出席相關會議。系

列活動由出版《我們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中蒙友誼》（Things that we know and don’t 

know about friendship between Mongolia and China）一書以及建交攝影展拉開序

幕。而蒙古副總理恩赫圖布辛（U.Enkhtuvshin）在籌備會議上強調將積極促進兩

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發展，增加高層互訪、會議以及雙邊合作。其也再次表示

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和互利合作是蒙古外交政策的優先事項（MONTSAME 

2019）。未來在慶祝兩國建交 70 週年的框架下，雙方將進行約 70 個項目的合作，

包括雙邊貿易、農產品、海關檢疫、基礎建設、和人文交流等（MONTSAME 2019）。 

  若以書面政策觀之，蒙古在外交領域並未見重大政策修改或是有新的政策頒

布。蒙古外交部官網在邦交國之網頁上除了表列已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和時間

外，另有數個子標題，首要兩個分別為鄰國（Neighboring States）與第三鄰國（Third 

Neighbors）。第三鄰國的部分和其他子標題並未有資料，為空白網頁。而鄰國

的部分寫入蒙中俄關系、蒙中關係和蒙俄關係（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Mongolia 2015）。但此網頁自 2015 年後，未再更新。 

  整體而言，本小節整理了巴圖勒嘎和其領導之政府在上任後於外交領域，尤

其是對中政策的相關發言與作為。而由以上文獻可看出蒙古官方的外交思維依然

是走「第三鄰國戰略」的老路，而中俄即為首要交往對象。無論在政治、經濟、

或是軍事方面，蒙古仍然把中國視為友好的夥伴，兩國的合作持續進行中。在兩

國慶祝建交 70 週年的同時，顯然雙邊關係並無明顯變化。巴圖勒嘎的「反中」

色彩已不若競選時期濃厚。 

 

 

 

 

http://www.mfa.gov.mn/?page_id=26397&lang=en
http://www.mfa.gov.mn/?page_id=16937&lang=en
http://www.mfa.gov.mn/?page_id=16937&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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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權力不對稱結構理論： 

以 2017 年蒙古總統大選分析蒙古對中政策 

  兩國的外交關係，不單單僅受單一國家的政策影響，另一國的回應也相當重

要。在對蒙古 2017 年總統大選和其新任總統的外交政策走向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後，本節將書寫中國政府對於蒙古選舉中的「反中」言論以及其後的外交政策有

何回應。最後，將各自以兩國的角度呼應學者吳本立（Brantly Womack）所提之

權力不對稱結構理論（Asymmetric Foreign Relationship），試著更完整地以理論

分析此事件以及兩國的回應。 

 

一、 中國回應 

  在巴圖勒嘎於競選過程中講出了「反中」言論後，中國對蒙中關係依然保持

一貫的態度。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曾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兩國仍是友好鄰居，中國

將持續推動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發展（The Diplomat 2017）。而在巴圖勒嘎

剛當選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面對記者的提問，對巴圖勒嘎過去的涉華言論

表示：「我們注意到，此次總統選舉期間，蒙古國個別政治人士就中蒙關係和雙

邊合作發表了一些不符合事實、不負責任的言論，中方對此表示關切。」但是，

其亦強調兩國關係穩定發展，今後也將持續如此，期待且相信蒙古也會共同努

力，並祝賀巴圖勒嘎的勝選（新華網 2017）。 

  除了中國外交部的回應外，2018 年 6 月，在巴圖勒嘎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首次會晤的場合上，習近平提及蒙中關係時說道：「中蒙是山水相連的近鄰。

中蒙關係發展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願和蒙古一起以互信、合作和共贏的原

則共同推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發展、增進政治互信和人文交流、辦好建交 70

週年系列活動以及推進草原之路與「一帶一路」之對接等。習亦表示讚賞巴圖勒

嘎就任後多次表示對蒙中關係的重視（新華網 2018）。而兩人於同年 9 月再次

會面時，習提到：「中方始終高度重視中蒙關係，將按照親誠惠容理念和與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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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以鄰為伴方針，同蒙方加強交流合作。」、「中方尊重蒙古國獨立、主權、

領土完整，尊重蒙古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與「中方歡迎蒙方搭乘中國

發展快車。」等。此外，習亦重述早於 6 月提過之論，希望雙方能「從戰略高度

和長遠角度把握好兩國關係發展正確方向。要相互理解和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深

化彼此互信。」（新華網 2018）。 

  早於 2014 年，巴圖勒嘎尚未上任前，習近平首次以國家主席角色訪蒙，並

在國家大呼拉爾發表演說，其談話內容與 2018 年的言論相去無幾。例如，習提

及：「中蒙是山水相連的友好鄰邦」、「中國都將始終按照中蒙友好合作關係條

約精神，尊重蒙古國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尊重蒙古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

路。」、以及希望兩國能「在涉及彼此主權、安全、領土完整等重大核心利益和

重大關切問題上相互予以堅定支持。」（人民網 2014）。由此，筆者認為從上

述無論是外交部或是領導人的言論可看出，中國對蒙中關係的政策與觀點並無受

到總統大選影響，亦或可說是中國對大選中的「反中」言論不是太在意，也未影

響與巴圖勒嘎的交往。此外，也能發現中國對蒙中關係特別強調「好鄰居」、尊

重蒙古主權和領土，也盼望蒙古亦能尊重中國主權、以及互信交流等字彙。 

  立基於兩國過去的交往互動，若著眼於蒙中關係未來的發展，筆者認為目前

重點應會是 2019 年為慶祝雙方建交 70 週年的系列活動。不只蒙古為此舉行籌辦

會議，中國方面亦積極參與。2019 年 2 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週年和

中蒙建交 70 週年新春晚會在蒙古烏蘭巴托舉行。在晚會上，中國駐蒙大使邢海

明表示：「中蒙兩國是永遠的好鄰居、好朋友、好夥伴。⋯⋯在這樣具有紀念意義

的一年裡，我們要全面發力，把兩國建交 70 週年系列活動辦的紅紅火火、熱熱

鬧鬧、實實在在、開花結果，推動中蒙關係邁上新台階。」（中華人民共和國駐

蒙古國大使館 2019）。 

 

 



DOI:10.6814/NCCU20190007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5 

二、 理論分析 

  蒙古與中國無論是在人口、經濟或是國際地位上的實力差距皆不小，兩國的

關係長期處於不對稱的情況下。如依權力不對稱結構理論所述，在如此的關係

中，一國國家利益的改變容易導致兩國的衝突。而本章節的「反中」事件起因於

巴圖勒嘎於競選時的言論，筆者認為其背後代表的是蒙古近年衰退的經濟情況、

中國對蒙古經濟的強大影響力、蒙古的民族主義以及一直以來蒙古人民對中國

「不信任」的心態等。此事件並非由中國主動的作為引起，透過訪談和文獻，我

們也能發現於蒙古而言這也不是對中事件，反而更適合以內政稱之，比起強大的

鄰國，蒙古人民更對自己國家的政府感到憂心。故，單就事件本身來說，並非針

對中國的「反中」事件。再者，蒙古 2017 年的總統大選，客觀來說無危及蒙古

或中國的國家利益，依理論來說自然不會有外交上衝突產生。 

  而中國對此選舉的回應，則其維持一貫的風格，並不是太重視蒙古國內的言

論。對於蒙古選出一個被視為「反中」的新總統，中國官方未有太多表態，在巴

圖勒嘎上任後，亦和其維持良好之互動。事實上，從部分中國學界對蒙古相關研

究的文獻以及媒體報導來看，中國清楚知道蒙古存在「反中」或是對中國不信任

的情緒，但未太過關注，只一再強調中國應該解決這問題、增進兩國間的互信以

及維持兩國友好關係的重要。35 這符合權力不對稱結構理論所說大國總是較為

忽視小國的反應。再者，在此種不對稱結構中，大國無須擔心來自小國的安全威

脅，因此，小國只要不是太過頭的作為，都不會引來大國的反擊（Womack2006, 

81）。未來，除非國家利益或外交戰略有所轉變，否則中國方面對於蒙古的外交

觀點以及重視程度應也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至於蒙古，在新任蒙古總統巴圖勒嘎上台後，其政府的外交作為與言論和過

去相去不遠，這代表了即使蒙古存在著對中國負面的觀感，對蒙古而言和中國間

的關係依舊是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再者，在不對稱的關係中，兩國若發生衝突，

                                                 
35 相關言論可參見吳楚克（2015）；華倩（2015）；余鑫（2013）；于瀟、王浩（2015）與李

大軍、張建平、王辛（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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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小國，蒙古得與失所佔的比例會較中國來的大。在經濟情況不佳的情形下，

蒙古更不可能貿然與中國發生衝突。不只有政府，蒙古人民也理解「第三鄰國戰

略」以及蒙中關係之穩定對國家的重要性。36 吳本立認為兩國間的關係會因位

置和國力大小而定，顯然於蒙古而言基於地緣上相鄰之關係以及經濟上的依賴，

保持和中國的友好關係將會是長期內不變的目標。不過如同理論所說，小國希望

大國尊重其自主權和主權，本事件無關乎蒙古的領土主權或自主性，故蒙古官方

和人民無過度反應。但若未來遇到與自身主權衝突的情況，或許情況就會有所改

變。 

 

第四節 小結 

  本章案例 2017 蒙古總統大選，由於對蒙古的政治局勢有一定影響、受到外

界關注且被媒體冠上「反中」的號誌，因此成為本研究重點事件之一。蒙古新任

總統巴圖勒嘎確實在當選前發表過對中國較不友善的言論，中國議題也的確是本

次大選的話題之一。然而，筆者深入探究後發現，巴圖勒嘎的勝選未必如輿論所

言和「反中」有如此密切的關係。比起「反中」，影響蒙古人民選擇的原因更可

能是對人民黨的厭棄、對政治新人的期望、希望能平衡府會政治生態、支持特定

候選人的經濟政策或是其他因素。比起對外交的關心，現今的蒙古人民更關切與

自身相關的內政問題。一直以來，蒙古官僚貪腐嚴重致使人民對政治失去信心，

再加上蒙古目前欠佳的經濟情況和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等等，在如此情況下，蒙

古人民對於蒙中關係的關注更是遠低於自身的溫飽和國內政治改革。37 進一步

以近期馬來西亞的選舉為例，台灣的媒體將馬哈地的勝選稱為「反中」派的勝利，

結果引來馬來西亞民眾的抗議。馬國人民表示這次馬哈地的勝利主因並非中國，

                                                 
36 作者訪談，E 小姐，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1 月 08 日；作者訪談，B 先生，台灣台北市，

2018 年 07 月 01 日；作者訪談，O 先生，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2 月 20 日；作者訪談，

H 小姐，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3 月 28 日。 
37 作者訪談，E 小姐，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1 月 08 日；作者訪談，B 先生，台灣台北市。 



DOI:10.6814/NCCU20190007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7 

而是國內政治的問題，馬哈地也不是「反中」首相（聯合新聞網 2018）。這和

此次蒙古大選有異曲同工之處，蒙古人民也未必是以「反中」總統看待巴圖勒嘎。 

  再者，從候選人的角度來看，巴圖勒嘎在當選後一改過去作風，不再提「反

中」言論，而是強調兩國合作共榮的重要。從其勝選後的外交作為來看，似乎也

不能稱他作真正的「反中」者。近年來在部分國家，「反中」成為一種在選舉時

吸引人民的武器也可能是籌碼，不只蒙古，馬來西亞和巴基斯坦也是。而中國對

此也未曾多做回應，一貫維持其友善和平的處理方式（薛健吾 2019）。由於有

不少外國企業和勞工逐漸進入蒙古和本地人搶工作，導致蒙古民族主義高漲

（Jackson and Dear 2016）。巴圖勒嘎和其他候選人或許認為這會是他們選舉拉

攏民心的利器，抑或想藉由民族主義轉移對政府的情緒。此外，民族主義也並不

完全等於「反中」。在競選過程中，候選人以蒙古作為口號，穿傳統服飾，也是

希望喚起人民身為蒙古人驕傲，這也是民族主義的一種（中時電子報 2017）。 

  無論巴圖勒嘎當初的「反中」言論是選舉語言或真實的個人想法，在上任後，

身為蒙古的總統，其顯然變得更為謹言慎行。巴圖勒嘎言行的改變以及蒙古外交

政策的不變，皆說明了「第三鄰國戰略」中以中俄為首要交往對象的要旨對蒙古

的重要性。從權力不對稱結構理論來看，蒙古身為一小國，若是貿然與中國產生

衝突，所必須承受的損失將會大於中國。因此，基於現實上的考量，再加上中國

目前並無危害蒙古國家安全和主權的作為，保持過去的外交戰略，維持和中國的

良好關係，應都會是蒙古未來對中政策的走向。相對來說，身為大國，中國並不

怎麼關切蒙古總統選舉時的言論，在選後依然和蒙古維持良好互動。於中國而

言，需要的只是小國對其地位的尊重，蒙古亦回應中國的期待，稱其堅持奉行一

個中國原則（新華網 2018），而總統大選也未危及中國的大國地位。故，在未

有國家利益之衝突下，筆者認為蒙中關係暫且不會有變壞的可能。 

  當然，雙邊關係不可能永久不變，尤其是處於不對稱關係中的兩國。如權力

不對稱結構理論所說，大多數時間大小國間的關係會維持在穩定的狀況中，但此

種關係並不利於管理，一但國家利益改變，衝突隨時皆可能出現（Womack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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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蒙古人民對於中國的不信任感依然存在，同時面對在蒙古的經濟發展

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國以及對中國充滿不信任的蒙古人民，巴圖勒嘎該如何在兩

者間取得平衡，將會是其無法迴避的議題（Gill 2017, 31）。此外，處於中俄兩

國間，若兩國關係惡化，蒙古是否又得歷史重演的選邊站？到時被視為親俄遠中

的巴圖勒嘎將會如何抉擇？這也是蒙中關係中需關注的焦點。 

  最後，2018 年蒙古政壇爆出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Fund

（簡稱 SME）醜聞，原先用來資助中小企業發展的資金，被以相對低的利率借

貸予和官員有良好關係的商人，這引發不小的民怨以及新一波對政治改革的要求

（East Asia Forum 2019）。而曾競選總統的人民黨恩赫包勒由於輿論認為其和

其政黨在競選中舞弊，於 2019 年 1 月被國家大呼拉爾以 66.2%的贊成票解

職（新華網 2019）。未來蒙古政壇會如何發展？這是否會影響蒙中關係？亦

為筆者關切的重點。為了更深入理解蒙中關係的發展，下一章筆者將以中國在蒙

古的礦業投資作為研究案例，以利進一步對蒙中關係中的經濟面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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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反中｣事件之分析：中國在蒙古的礦業投資 

  上一章節以政治面的「反中」事件來分析蒙中關係，如前文所提及蒙中間的

互動並不止於政治面，兩國在經濟面的貿易往來亦受到矚目。從過去研究蒙中關

係之文獻中也能發現，兩國的貿易以及中國於蒙古的投資也是學界關心的議題。

蒙古的經濟十分依賴強大的鄰國，尤其是中國。根據蒙古國家統計局（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of Mongolia）2018 年最新的統計資料，蒙古出口至中國比例佔總

額的 96%，第二多的英國僅佔 2.6%。對比 2017 年的資料，中國佔 87.8%，英國

佔 10.9%，蒙古貿易的天秤更往中國傾斜了不少。此外，從中國的進口占了總額

的 41.8%，第二多為俄羅斯，占了 36.3%，和 2017 年並無太大差異。由此可見，

對蒙古來說，無論是進口或出口的第一大國家依舊是中國，且出口至中國的比例

一年勝過一年。儘管，蒙古人民和政府都很清楚對中國過於依賴是不適當的，38

現任總統巴圖勒嘎也曾在過去發言中提及此問題（The Diplomat 2017），但顯然

目前並沒辦法改善如此令蒙古不安的情況。 

 

 

資料來源：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of Mongolia 

http://www.1212.mn/Stat.aspx?LIST_ID=976_L14&%20type=description 

圖 4  2018 年蒙古出口總額各國家所佔比例 

                                                 
38 作者訪談，E 小姐，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1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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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of Mongolia 

http://www.1212.mn/Stat.aspx?LIST_ID=976_L14&%20type=description 

圖 5  2018 年蒙古進口總額各國家所佔比例 

 

  在蒙中貿易中，除了蒙古在出口面過於依賴中國外，依 2018 年蒙古的外來

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對蒙的投資金額為

46.5251 億美元，為僅次於加拿大的第二名國家，加拿大的投資金額為 56.9686

億美元。與去年 2017 年相較，兩國該年度的投資金額皆為 46 億美元，相距不大，

但加拿大的投資金額於 2019 年較前一年多了 10 億美元（Central Bank of 

Mongolia）。無論是在貿易方面或投資面，中國對蒙古的經濟影響力是不言而喻

的。而外商在蒙古的投資高度集中在礦業和石油部門，約佔四分之三（中華民國

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2019）。近年，中國基於自身對能源的需求，亦積極參與蒙

古礦業的投資及開發，投資額逐年增加，多用於地質探勘和開採。其中，消耗量

大的煤礦尤其重要（紅蘭、圖門其其格 2014）。 

  而礦業是蒙古重要的經濟來源，2018 年，蒙古所有對外出口產品類別中，

礦產相關即佔了 86.6%（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of Mongolia 2019）。也因此，

蒙中經貿關係中，礦業一直是受到關注的焦點。2015 年，於蒙古塔溫陶勒蓋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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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Tavan Tolgoi）發生了引起全國注意的自焚事件。外界報導指出此名工會領

袖，是為了抗議國家將蒙古礦業出賣給中國而自焚（The Daily Mail 2015）。故

這亦被視為蒙古近年著名的「反中」事件之一。本文希望能透過文獻分析和訪談，

對此事件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檢視此次自焚是否如部分媒體所稱是針對中國的｢

反中｣情結之展現。此外，前文亦提過，於蒙古人民而言，經濟好壞比總統是誰

更重要，而礦業是蒙古重要的經濟支柱，亦在雙邊貿易中佔有一定之地位。因此，

從經濟面出發，本章節將以礦業作為核心，描述中國在蒙古礦業領域的作為以及

蒙古政府與人民對此的回應。並以自焚事件作為「反中」案例，透過案例和理論

分析更近一步理解蒙中關係。 

 

第一節 中國在蒙古礦業的作為與蒙古人民的回應 

  首先，本小節將先講述中國政府與國企在蒙古礦業上的作為，為後續解析蒙

古人民對此之回應架構起背景知識。其次，回到本章節重點問題，整理蒙古人民

對此的反應為何，其中將以 2015 年的自焚事件作為主要案例。再者，為了對塔

溫陶勒蓋煤礦自焚抗議一事是否為「反中」案例有更近一步的了解，除了整理相

關報導外，亦會以後續發展以及訪談做為分析基石。最後，結合前面小節的資訊，

試著分析蒙古工會領袖選擇自焚抗議是否和「反中」情緒有所關聯，亦或是有其

他更重要的因素存在而導致此事的發生。 

 

一、礦業與蒙中貿易 

  礦業是蒙古主要的產業之一，而近來蒙古礦業的發展與中國的需求有很大的

關係（香港貿易發展局 2017）。其中又以煤礦受到重視，由於中國在發電與煉

鋼上皆需要煤碳，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以及氣溫上升導致發電需求增加等因素，

中國對煤碳的需求與日俱增（日經中文網 2017）。而蒙古是個煤炭資源豐富的

國家，煤炭生產量在世界排名第十五（中國煤碳資源網 2017），又是和中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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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相鄰的鄰國，具有地利之便。2014 年，習近平訪蒙時即表示：｢兩國要堅持礦

產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金融合作『三位一體，統籌推進』原則，……，加

強礦產品深加工、新能源、……等領域合作｣（新華網 2014）。雖然中國亦出產

煤礦，且根據中國煤碳資源網（2019）統計，2018 年中國產出 37 億噸煤碳，為

世界第一大生產國。但是，中國同時也為世界第一大煤炭進口國，同年進口量達

2.8 億噸。數據顯示，2018 年蒙古為中國第三大煤礦進口國，佔總進口量之

12.9%；39 而中國亦為蒙古的主要煤礦出口國，佔總出口量達 99.9%。由此可見

中國對蒙古礦產出口，尤其是煤礦產業的重要性（中國煤碳資源網 2019）。 

 

二、世界最大未完全開發煤田－塔溫陶勒蓋 

（Tavan Tolgoi，Таван толгой） 

  除了大量進口蒙古之煤礦，中國亦對進入蒙古投資相關產業感到興趣。近年

以塔溫陶勒蓋（Tavan Tolgoi，Таван толгой）煤礦最受矚目。此礦田位於蒙古南

戈壁省，為世界最大未完全開發的煤田，預計儲藏量達 64 億噸，品質優良（張

德媛 2009,43）。目前歸屬於蒙古政府管理的額爾德斯－塔溫陶勒蓋公司（Erdene 

Tavan Tolgoi，以下簡稱：ETT）。塔溫陶勒蓋煤礦除了蘊含量大且品質優良外，

部分為鋼鐵冶煉所需的焦煤（中國網 2014），因此受到其他國家及中國的注意。

2010 年，塔溫陶勒蓋煤礦首次宣布開放外國投資後，即有來自澳洲、美國、中

國、巴西、日本、南韓、俄羅斯與印度等國，共 11 間公司對此標案表達興趣

（Mongolia Mining Journal 2012）。而為了獲得此煤田的開採權，中國國企中國

神華集團（以下簡稱：神華集團）於 2003 年早已與蒙古相關單位接觸，並對蒙

古的金融和鐵路等部門進行聯合投資（BBC 中文網 2011）。神華集團是全球第

                                                 
39 根據統計，2018 年蒙古出口至中國的煤炭共 3624 萬噸，其中動力煤為 793 萬噸，煉焦煤為

2769 萬 噸 。 同 年 蒙 古 煤 炭 出 口 總 量 為 3626.48 萬 噸 。 參 見 中 國 煤 炭 資 源 網

http://www.sxcoal.com/news/4586339/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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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煤炭上市公司，隸屬於股份百分之百由中國國務院國資委所持有的國家能源

集團（聯合新聞網 2018）。其同時亦為中國規模最大且現代化程度最高的煤炭

企業，於 2017 年和中國國電集團合併重組為國家能源投資集團（中時電子報 

2017）。 

      塔溫陶勒蓋煤礦 2011 年的首次招標與 2014 年重啟招標，神華集團皆和其他

公司組成聯合財團參與投標。2011 年是和日本三井物產公司（Mitsui）及美國博

地能源（Peabody Energy Corporation）共組聯合體（Reuters 2010）。根據當時的

協議，得標者將向蒙古支付約 5 億美元，並再付 5 億美元作為預付款。此外，得

標者有義務向蒙古政府支付與項目相關的所有稅金，且將支付給 ETT 銷售收入

的 5％（The Australian 2011）。2014 年，神華集團則是與蒙古礦業股份（Mongolian 

Mining Corp，MMC）旗下之蒙古國能源資源公司（Energy Resources LLC）以及

日本住友商事 (Japan's Sumitomo Corp)共同合作（World Coal 2014）。除了參與

投標外，神華集團亦參與了連接蒙中邊境的鐵路建設，據蒙古官員表示中國公司

將負責全部計畫的 49%。而鐵路的建成將有利煤礦的運送，此舉被視為蒙古對中

國一貫保持距離之態度的轉變（Reuters 2014）。 

  不只是神華集團積極參與蒙古煤礦開採相關投資，中國政府與其他公司也對

塔溫陶勒蓋煤礦充滿興趣。2017 年，繼 2014 年舉行第一次會議後，中蒙礦產能

源和互聯互通合作委員會在北京舉行第二次會議。在會議中，兩國不僅討論到在

礦產能源、交通運輸和基礎設施等項目之『三位一體』框架下的合作，同時也提

及進一步推進塔溫陶勒蓋煤礦及南向鐵路配套之合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

和改革委員會 2017）。此外，中國公司 TTJV 也為開採塔溫陶勒蓋煤礦的投資

外商之一；中國國企中國鋁業亦和 ETT 簽訂合約，由 ETT 提供其生產所需之煤

炭（Campi 2016）。由以上實例可知，中國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留下的痕跡，在

廣大的塔溫陶勒蓋煤礦區隨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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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焚的背後﹕國家對蒙古礦業的出賣 

  中國將手伸入蒙古的行為亦逐漸引起當地民眾的憂慮。2015 年，為了抗議

國家對蒙古礦業的出賣，例如，掌握蒙古最大煤礦的國有公司 ETT 計畫將部份

股權售予中國公司，以及政府罔顧蒙古工人的權益。隸屬於 ETT 的蒙古團結工

會主席額爾德尼（S.Erdene）召開記者會發出抗議之聲並於記者會上自焚表達強

烈不滿（RT Question More 2015）。此事起源於，先前與 ETT 合作的澳洲公司

將離開，為了降低成本，約兩百名蒙古工人將轉入新合作的中國公司 TTJV Co.，

但 ETT 只保障這些工人一年的工作權。再者，工人們也擔心中國公司將會僱用

中國工人，這些情況皆使他們對自身的工作權感到不安。對此這些工人和額爾德

尼多次向政府表達不滿，但政府並無理會他們。在自焚前，額爾德尼亦曾公開表

示：「如果他們想要我們燃燒，那麼我將燃燒自己。」（If they want us to burn, I’ll 

burn.）（open Democracy 2015；Daily Mail 2015）。 

  額爾德尼認為國家將煤礦業開放甚至售予中國是動搖國本的行為，中國公司

可能會引進中國工人，使得蒙古人失去工作機會（The Daily Mail 2015）。在自

焚前一刻額爾德尼說了一段話﹕「政府不再支持我們的公司，工人家庭被迫挨

餓。這就是為什麽，我要為了蒙古人民和我們的孩子自焚」（The government no 

longer supports our company, families of the workers are forced to starve, this is why 

I will burn myself for the people of Mongolia and our children.），語畢隨即往自己

身上點火（Mirror 2015）。在其召開記者會同時，ETT 管轄下的工人亦有 21 位

發動罷工（New York Daily News 2015）。自焚後，額爾德尼雖有大面積的嚴重

燒傷，但幸運撿回一命，被送至韓國的醫院接受治療。ETT 表示將全額負擔其醫

療費用並且會回應工人們的訴求，將提供他們 33 個月的工作合約、給予部分工

人薪水上的補償以及把原始以英文寫成的合約翻譯成蒙文（open Democrac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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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爾德尼以如此激烈的抗爭手段，終使工人們的訴求被看見，亦讓蒙古煤礦

工人的困境躍上國際版面。此抗議行為的背後不只是出於對 ETT 公司和政府的

不滿，同時也夾雜著蒙古人民對中國的憂慮。對蒙古來說，煤礦業是其重要的產

業也是重要經濟來源之一，強大鄰國介入此產業，蒙古人民的擔憂可想而知

（Jackson and Dear 2016）。不過，比起聚焦在中國，部分人民認為政府才是最

該改進的。蒙古人民長期不滿政府的施政，對於礦業出售予外國企業或政府也多

所不滿。在如今不佳的經濟情況下，掌握礦業，保障人民工作的權利是政府應盡

之責。再者，在蒙古挖礦的也不只中國，澳洲的投資更令人注意。40 額爾德尼

在記者會上的言論主要亦是指責政府，這是蒙古政壇常見的醜聞，在蒙古不會有

人只因為「反中」情緒而犧牲自己，這比較可能在新疆或西藏發生，蒙古相關的

報導也未提及「反中」。41 額爾德尼和工人們的抗議確實和中國企業有關，但

如同 2017 年總統大選，對他們來說更重要的是自己政府的作為，這也是讓人民

最為失望的部分。 

 

第二節 礦業投資下的蒙古對中政策 

  如同第三章的案例，塔溫陶勒蓋煤礦的自焚事件也不若部分媒體所指是單純

的「反中」事件。其背後尚夾雜著不少人民對於政府的不滿，以及對於生存和工

作權的不安。中國近年加強在蒙古的礦業投資，目前也未見其它和此一樣大型的

抗議事件。不過，筆者認為這些也不能說明自焚和中國完全無關或是蒙古人民不

在意中國的投資。對中國工人搶工作以及礦產流向中國的憂慮依然是強化蒙古人

民對政府不滿的導火線。為此，蒙古政府如何處理民眾的反彈，即為其重要的工

作。因此，本節將分析蒙古政府對於中國於國內礦業之涉入看法與作法為何，在

人民反彈後，是否有改變其態度。筆者將整理影響外商進入投資之投資法的變

動、民意機關國家大呼拉爾對神華集團進入投資的回應、以及蒙古政府對蒙中兩

                                                 
40 作者訪談，E 小姐，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1 月 08 日。 
41 作者訪談，O 先生，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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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未來在礦業上合作的預期，以期能夠透過這些方面更深入了解在礦業領域蒙古

政府的對中政策。 

 

一、 投資法的改變 

  由政府態度來看，對於外國人在蒙古投資，蒙古主要以《蒙古國投資法》

（Foreign Investment Law of Mongolia）（以下簡稱：《投資法》）進行管束以及

權利的保障。而原先的《投資法》較為嚴格，甚至在 2012 年 5 月蒙古通過了《戰

略領域外國投資協調法》(Strategic Foreign Investment Law)42，限制國內採礦、媒

體、通訊和銀行業等等的戰略行業，外資若要投資超過 7600 萬美元或是持股超

過 49%，皆必須得到國家大呼拉爾批准（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2）。這個法條被

視為特意地打擊外來投資者，此外，亦有說法稱這是為了限制中國國企中國鋁業

集團在蒙古南戈壁資源有限公司中佔有多數股權（美國之音中文網 2014）。而

為了防範中資掌握蒙古經濟，除此之外，也制定了不少限制外資之法令，這導致

外資自 2012 年起逐漸退出蒙古市場，進而對其經濟造成負面的影響（中華民國

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2019, 58）。 

  或許受到 2012 年後外資撤出蒙古市場的衝擊，為了蒙古的經濟發展，而後

官方於 2013 年提出新的《投資法》43，訂明國內或外國投資者可以投資任何行

業或領域，沒有任何限制也不須經過政府批准；只是若在礦業、通訊或金融業機

構等戰略領域的投資比例超過 33%，即須得到蒙古投資局的批准（香港貿易發展

局 2017）。同年，蒙古政府亦廢止了一年前通過之《戰略行業外商投資法》（中

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2019, 58）。從法條的修改可看出政府對於外商進入投

資態度之改變，以及外資對於蒙古經濟之影響。為了避免單一國家掌握蒙古的經

                                                 
42 關於 2012 年通過之《戰略領域外國投資協調法》的全文，詳見 Mongolian Mining Journal 

http://en.mongolianminingjournal.com/content/33226.shtml。 

43 關於 2013 年《投資法》的全文，詳見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https://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InvestmentLaws/laws/124。 

https://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InvestmentLaws/laws/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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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命脈，蒙古政府和國家大呼拉爾曾經試圖掌握情勢，不過現實面說明，外國資

金對蒙古的經濟發展十分重要，致使政府最終改變其對外資的態度，其中也包含

佔蒙古外來直接投資總額第二大國的中國。 

 

二、 國家大呼拉爾的反彈 

  而國家大呼拉爾除了新增或廢止投資相關法案外，外資進入投資有時也必須

經過其同意。譬如，為了開發此世界最大的未完全開發煤田，塔溫陶勒蓋煤礦分

別於 2011 年與 2014 年展開首次招標和二次招標。2011 年的投標，神華集團成

功拿下整個計畫的 40%股權（Mongolia Mining Journal 2012）。但標案送進國家

大呼拉爾後，落選的韓國及日本企業感到不滿並對此提出抗議，其稱此投標過程

不透明（Reuters 2016）。蒙古國內亦改變了心意，蒙古國家安全委員會（Mongolian 

Security Council）擔心此投資將對蒙古礦業造成太大的影響，故阻擋了標案的過

關（Newsbase 2017）。因此，塔溫陶勒蓋煤礦的首次招標案胎死腹中。2014 年，

神華集團、蒙古 MMC 和日本住友商事共同組成的聯合集團成功在此煤礦的第二

次招標中得標。這是神華集團第二次成功得標也是第二次的失敗。標案送進國家

大呼拉爾後，由於民族主義議員的阻擋，再次胎死腹中（觀察者 2016）。 

  從神華集團兩次碰壁可看出，儘管蒙古需要外商投資共同開採煤礦，但若錢

是從中國的手上來的，那麼在接受前需要思考再三。標案在政府機構中闖關失敗

可視為蒙古民意機關與菁英對中國投資煤礦依舊懷有猶豫，這也被外界視為是蒙

古民族主義的展現。但值得注意的是，神華集團投標的失敗要歸咎於國家大呼拉

爾的民族主義，這論述主要流行於中國的國內媒體報導，蒙古方面對此並未多

提。蒙古人民對此事件也未注意，「我也不認為國家大呼拉爾議員會單純因為反

中就阻止合作，更可能是因為合約或其他合作細項。」一位來台灣留學的蒙古學

生這麼說道。44 到底神華的碰壁和民族主義有無關聯，有待商榷，但可以確定

                                                 
44 作者訪談，E 小姐，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1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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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蒙古對中的憂慮情緒是顯而易見的，或可說是既定印象，外界甚至是中國

國內才會輕易將國企到蒙古投資的失利和民族主義連接上。 

 

三、 蒙中礦業合作 

（一）塔溫陶勒蓋煤礦 

  由於塔溫陶勒蓋煤礦是世界最大未完全開發煤田，其所能帶來的經濟利益以

及對蒙古經貿的助益必然成為外界的焦點。除此之外，其背後複雜的投資案與開

採計畫和牽涉進來的蒙中關係議題以及蒙古政府的作為，亦受到矚目。此煤礦區

於 2010 年後，由於蒙古政府計畫開始開發，而逐漸出現在媒體報導和人們的眼

簾中。 2011 年，蒙古政府開始對此進行招標並希望能透過在倫敦及香港上市的

方式協助塔溫陶勒蓋煤礦的開發（CNN 2011）。不單是蒙古政府，外界亦開始

期待這個世界最大煤田的開採與產出是否能替經濟萎靡不振的蒙古帶來一點生

氣。不過，蒙古煤礦價格過為低廉、主掌開發的 ETT 公司自身的財務狀況不佳、

蒙古私營公司在其中無生存空間、再加上中國神華集團的介入，使得部分人逐漸

認為此煤田未來的前景並不如想像般樂觀（CNBC 2016）。 

  在此之後，外界開始對此煤田是否能對蒙古有益產生懷疑，甚至認為除非

2016 年的大呼拉爾選舉或其他事件改變情況，否則塔溫陶勒蓋煤礦將成為蒙古

礦產治理失敗的實例（Mongolia Focus 2016）。經歷連續兩次的招標失敗後，2016

年，經濟狀況日漸惡化的蒙古又重新將希望放在塔溫陶勒蓋煤礦身上，寄望這個

蘊含量豐富且品質優良的煤田可以助蒙古經濟發展一臂之力。根據蒙古政府的估

計，此煤礦區的開發將需要 40 億美元的投資，約為蒙古一年 GDP 的三分之一，

但將可以替蒙古帶來 120 億美元的經濟利益（Reuters 2016）。而對於 ETT 公司

的營運狀況以及煤礦的出售價，國際市場也持續關注，2016 年，ETT 公司的煤

礦出口量與 2015 年相較，為前一年的 1.8 倍。（Bloomberg TV Mongolia 2017）。

除了對營運的關注外，國際社會亦關心蒙古政府對《礦產法》（the Mineral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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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的修改。在 2006 年修改之法條的規範下，塔溫陶勒蓋煤礦的產權從私人公司

手中收回國有，而後《礦產法》也對外國企業進入投資產生了影響（Mongolia Focus 

2016）。 

  據外媒報導，2018 年 6 月底，蒙古大呼拉爾通過決議，同意塔溫陶勒蓋煤

礦所屬之 ETT 公司的上市計畫。這是繼中國神華和日本與蒙古公司共同合作參

與 40 億美元煤礦和鐵路建設投標失敗後，塔溫陶勒蓋煤礦至少第三次公開招

標。ETT 公司會進行 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s），最高將出售塔溫陶勒蓋煤

礦百分三十之股權。此外，決議也要求總理呼日勒蘇赫須對該項目相關鐵路等建

設採取「緊急措施」，包括電廠的建設（Bloomberg 2018）。在此政府提出新大

戰略的經濟發展方向下，塔溫陶勒蓋煤礦未來到底會如何發展？其開採是否能有

助於蒙古的經濟？而備受矚目的中國神華集團在其中又會扮演何種角色？目前

依舊是未知數。至於自焚事件，其引起了蒙古政壇的動盪，礦業部長吉格吉德

（Jigjid）召開記者會撤換 ETT 公司的總經理，亦有議員提議罷免總理。但最後，

總理沒有下台，也沒其他人因負政治責任而下台（星島日報 2015）。 

（二）礦業合作的未來 

  現任總理呼日勒蘇赫在2018年參與博鰲論壇時曾表示：「蒙古將致力於促進

與鄰國的經貿互利關係，並且將積極與鄰國互動」（his country is committed to 

pursuing mutually beneficial economic relationships and will actively engage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CGTN 2018）。而現任總統巴圖勒嘎在競選時曾提過，

蒙古政府應取回對能源的主導權（中央社 2017）。不過，在其就任後，並未見

相關作為，人民依然希望政府能夠在保護國有資源上更為積極果敢，而非只顧著

在其中賺取自身利益。46 2014年，蒙古國家大呼拉爾通過《關於保障國家鐵路

                                                 
45 關於 2006 年修改後《礦產法》的全文，詳見 The Law Reviews 

https://thelawreviews.co.uk/edition/the-mining-law-review-edition-6/1149544/mining-mongolia。 

46 作者訪談，B 先生，台灣台北市，2018 年 07 月 01 日。 

https://thelawreviews.co.uk/edition/the-mining-law-review-edition-6/1149544/mining-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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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政策實施的若干意見》47 決議案，計畫將塔溫陶勒蓋至中國邊境的鐵路（塔

溫陶勒蓋-嘎順蘇海圖）修築成標準軌，強化煤礦的輸出（于瀟、王浩 2015, 8）。

而2018年11月時，蒙古政府表示此段鐵路將於2021年前完成，一年預計將可運送

3千萬噸的煤礦至中國（Reuters 2018）。 

  無論蒙古政府未來在礦業管理上是否會有積極作為，對蒙古人民而言，在工

作機會受到壓迫下，蒙古政府依然無法協助人民。這導致部分人民認為可能是因

為蒙古官僚能夠從和中國的經貿關係中獲利，才會對此現象不聞不問。48 另一

方面，相較於蒙古人民的態度，中國官方反倒認為蒙古政府的政策對外資較為嚴

厲。例如，蒙古政府2009年頒布了《禁止河源、水資源保護區和森林保護區

礦產勘查與採礦業務法》，希望能在開發和環保中取得平衡，但這導致了

部分已在開發中的工程被強迫中止。再者，蒙古法令中的《勞務輸出、勞

務和技術人員輸入法》和《礦產法》等對於外籍勞工的規定繁複且嚴格，使外

籍勞工不易進入蒙古工作且名額也受到限制（河北省自然資源廳 2018）。 

 

第三節 權力不對稱結構理論： 

以中國在蒙古的礦業投資分析蒙古對中政策 

  在對中國於蒙古的礦業投資，神華集團在塔溫陶勒蓋煤礦投資的挫折以及

2015 年的自焚事件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後，本節將書寫中國政府對於這些事件以

及蒙古的經貿政策有何回應。最後，將各自以兩國的角度呼應學者吳本立（Brantly 

Womack）所提之權力不對稱結構理論（Asymmetric Foreign Relationship），試

著更完整地以理論分析此案例以及兩國的回應。 

 

                                                 
47 關於《關於保障國家鐵路運輸政策實施的若干意見》全文，詳見The State Great Hural (Parliament) 

of Mongoliahttp://www.parliament.mn/sc/com/categories/190/pages/16480。 

48 作者訪談，E 小姐，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1 月 08 日；作者訪談，B 先生，台灣台北

市，2018 年 07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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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回應 

  2014 年 8 月，時隔多年的元首訪蒙，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期間於蒙

古報章雜誌投書，以《策馬奔向中蒙關係更好的明天》一文闡述其對兩國關係的

想像。其中，其提及希望推動雙方在鐵路和公路等交通建設以及礦產開發等項目

上的合作，盡快把合作優勢轉化為經濟效益，讓兩國人民皆可受惠（人民網 

2014）。當時兩國簽署數份合作文件，而其中也包括曾於投標塔溫陶勒蓋煤礦受

挫的神華集團（中國能源網 2014）。2015 年，神華集團亦向蒙古能源資源公司

簽訂了採購 120 萬噸之洗精主焦煤的合約，這也是雙方第一份煤炭貿易合約（中

華人民共和國駐蒙古國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 2015）。2016 年，蒙中俄三國元

首會面時，簽訂《建設中蒙俄經濟走廊規劃》（河北省自然資源廳 2018），其

中包括在礦產資源上的合作。爾後，中國持續強調「一帶一路」與蒙古「草原之

路」的對接之重要性，希望兩國保持合作，無論是雙邊或是與俄羅斯的三邊經貿

關係皆維持熱絡的局面（新華網 2018）。而對於 2015 年 11 月發生的自焚事件，

中國政府並無回應，媒體報導亦不多，大略皆提及此自焚人士是為了抗議中國工

人進入蒙古，搶奪蒙古人民的工作機會（中央社 2015）。 

  由此可見，中國政府對蒙的投資態度基本上未改變，也未受自焚事件影響。

而在企業方面，除了神華集團外，中國另一個國企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中鋁）亦曾在投資蒙古礦業上失利。2012 年，中鋁希望收購南戈壁資源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戈壁）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份，最終受到蒙古投資法的

限制而失敗（每日經濟新聞網 2012）。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南戈壁雖為蒙古

當地集團，但與中國關係密切，其最大股東是兩大中國國企，中國信達資產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與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南戈壁資源有限公司）。此外，負責營

運塔溫陶勒蓋煤礦的蒙古國企 ETT，於 2011 年向中鋁借貸 3.5 億美元，當時其

承諾會以煤礦抵債（China Daily 2017）。總之無論是神華或是中鋁，在歷經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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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上的失敗後，也並未改變對蒙的投資態度。兩個集團持續著開發蒙古礦業之業

務，2018 年在上海舉行的中蒙礦業論壇即由中鋁所主辦（中國煤炭資源網 2018）。 

  至於蒙古投資相關法規的變動，中國對此的確有所關切。2015 年，中國駐

蒙大使館舉辦了「在蒙中資企業依法經營及安全形勢宣講會」，會中講述由於受

到蒙古經濟不景氣之影響，中資企業在當地面臨了更多的問題。因此，需注意依

法經營，嚴格遵守當地法規，並對各種風險的處理提出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駐

蒙古國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 2015）。雖說中國政府要求中資企業遵守蒙古當

地法律，不過在投資評估報告中，官方認為蒙古法律的變動以及政策的不穩定

性，對投資者是不小的風險。此外，亦認為蒙古的政策對外來的勞務人員過於嚴

苛，且當地的資源民族主義和仇外情緒也導致中資入蒙投資的不確定性提高。縱

然如此，由於兩國關係維持穩定，雙邊合作的地理和文化優勢，以及蒙古對中心

態已逐漸改善，若蒙古的法律政策能更加穩定，兩國礦業合作是值得期待的（河

北省自然資源廳 2018）。 

  2019 年 3 月 14 日，中國駐蒙大使邢海明會見蒙古礦業和重工業部長蘇米亞

巴扎爾（Dolgorsuren Sumiyabazar），雙方就兩國礦業領域合作等進行討論與交

流。邢說道，礦業是蒙古重要的經濟支柱，一直以來也扮演著兩國間貿易的重要

角色，雙方將會在此領域繼續努力，並期待能夠在建交 70 週年之際，呈現更好

的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9）。對於過去神華集團在塔溫陶勒蓋煤礦

的失敗，前中國神華海外開發投資公司政策研究主管，現任中國電力傳媒集團研

究中心副主任魏修柏（2017）曾著文表示，神華集團缺乏公共外交的經營，由於

蒙古對中國存在著戒心，再加上貿易依存度高，因此，對神華的投資有疑慮。神

華集團甚至是中國其他企業在進入蒙古投資時，應學習其他國家，例如日本，做

好「民心相通」的工作，加強文化與人才的交流，以加強蒙古對中國企業的好感。

顯見，未來中國方面依然會繼續前進蒙古投資，但或許會就人文交流或法律政策

多些關注，過去的挫折並未影響中國對蒙古礦業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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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論分析 

  以中國在蒙古礦業領域的作為以及雙邊的反應來分析，就中國方面而言，如

同權力不對稱結構理論所言，大國總是較為忽視小國的反應。蒙古的礦產對中國

來說就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國內有需求那就往鄰近且資源充沛的國家尋找，是很

自然的事情。除了供需法則外，由於礦產是蒙古主要資源，因此在兩國經貿合作

時，其也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常被提及的領域之一。中國對蒙古礦業的關心多著重

於投資環境的利弊，例如基礎設施或是政策法令等等（河北省自然資源廳 

2018）。49 前述章節雖有提及對蒙古國內民族主義的憂心，以及對兩方交流尚

且不足的理解，但實際上，一如既往中國似乎無所作為以改善此情況。對於塔溫

陶勒蓋的自焚事件，中國未有官方回應，也僅將其作為蒙古國內事件看待。 

  若和上一章的總統大選之案例相比，本章之案例針對的主要只是在蒙古投資

的中企而非中國政府或全中國，兩者有些微差距。不過，這也能看出中國政府對

中國工人進入他國工作以及中資企業進入外國投資的態度為何。過去在肯亞、斯

里蘭卡和部分非洲小國等，皆曾發生針對中資企業或中國工人的抗議事件，多是

由於不滿中國企業搶了當地人的工作以及素質不佳等等（蘋果日報 2016；美國

之音 2018；傅好文 2015）。對於這部分，長期來看，中國確實較為忽略小國的

想法，尤其是人民的聲音。此外，無論是蒙古法令的變動、國家大呼拉爾的反彈

或是人民的自焚抗議，都不對中國構成安全或是主權的威脅，故，如理論所言，

不是太過頭的作為，都不會引來大國的反擊（Womack 2006, 81）。就此，與前

章相同，筆者認為除非國家利益或外交戰略有所轉變，否則在短期內中國對於蒙

古的外交戰略以及重視程度應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相對來說，在面對來自中國的企業時，由於蒙古普遍對中國的負面情緒依舊

存在，這就成了投資合作中的隱憂。最好的例子之一即為上述提到的神華集團，

                                                 
49 中國學界與蒙古礦業投資相關的文獻參見楊大威（2005）；王海華（2012）；王世鵬（2015）；

楊關善、房向陽（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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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兩次參與塔溫陶勒蓋煤礦開採計畫投標成功，但最後卻因外界或蒙古國內因素

而胎死腹中（MINING.com 2015）。近年，部分學者開始關切中國在蒙古投資所

引發的｢資源民族主義（resource nationalism）｣。｢資源民族主義」指因資源所有

權導致的民族主義。學者 MisheeltGanbold 及 Saleem H.Ali（2017）認為｢資源民

族主義｣經常被認為是外國投資發展中國家礦業可能面臨之最大風險，而蒙古身

為一發展中國家又為礦業大國自然成為了重要的案例之一。 

  中國在蒙古的礦業投資活動從滿清時期就開始了，從那時迄今，中國伸入的

手越來越強大，也越來越使蒙古人民感到畏懼。蒙古人憂慮國家重要資源被奪取

也擔心影響自身的工作權益，甚至害怕如同內蒙古般，成為中國的殖民地。清朝

漢人在蒙古的作為，為導致蒙古人民心中埋藏了長期對中國的不信任與懷疑的

原因之一（Jackson and Dear 2016）50。尤其，在蒙古現今經濟狀況不佳且失業率

高的情況下，｢資源民族主義｣更是成為受到矚目的焦點。早於 2008 年，中國官

方就曾表示蒙古會修改《礦產法》是受到｢資源民族主義｣興起之影響，而原本的

法條被人民認為較偏袒外來投資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蒙古國大使館經濟商務參

贊處 2008）。 

  但另一方面，學者 Jeffrey D. Wilson（2015）則將｢資源民族主義｣定義為一

種政策，政府利用其來改善資源產業中本國的獲益。它涉及政府的政策以及對資

源產業的控制，以利實現政治或經濟利益。呼應此定義，學者 Julian Dierkes

（2016）認為用｢資源民族主義｣形容蒙古對外國投資者的反應並不適當，即使如

今很多報導或學者會引用這觀念。蒙古的作為只是一個開發中國家保護自身資

源和經濟發展的自然反應，用這種方式將其貼上民族主義的標籤並不理想。總

括來說，筆者認為，無論是何種定義都說明了在心靈和經濟上礦業對蒙古人民

和政府的重要性。 

                                                 
50 學者 Sara L. Jackson 和 Devon Dear 2016 年的文章” Resource extraction and national anxieties: 

China’s economic presence in Mongolia”主要是透過田野調查及數據，探究奧尤陶勒蓋的蒙古工

人及居民對中國參與礦業開發的感受。作者在當地針對居民、工人與其家人進行了當面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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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經濟上的考量，礦業開發所帶來的汙染也是當地居民關切的重點。採礦

除了導致空氣汙染外，亦會影響野生動物的棲息且大量耗損當地的水資源

（Woods 2016）。綜觀而論，與總統大選相比，中國在蒙古的礦業投資與蒙古人

民的生活更加息息相關，於蒙古的經濟亦然。前蒙古國防部外交合作司官員門代

扎爾嘎勒塞汗（Mendee Jargalsaikhan）接受媒體訪問時說道： 

  蒙古人對中國的感情比較複雜。雖然現在有些改變，但是，以前的反中

國情緒仍然殘存。另外，蒙古民眾對中國在這裡的建設、對中國工人、對一

些小的工礦企業比較謹慎，這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是很多小企業在處理環境

問題和與當地社區打交道時確實不負責任。不過，這多出現在地方層面（美

國之音中文網 2014）。 

顯見反中情緒以及中資企業的作為的確引發了民怨，但目前尚未擴及成全國性事

件。 

  權力不對稱結構理論強調，小國希望大國尊重其自主權和主權。筆者在第三

章曾提及：「大選無關乎蒙古的領土主權或自主性，故蒙古官方和人民無過度反

應。但若未來遇到與自身主權衝突的情況，或許情況就會有所改變」。本章案例

雖未涉及主權，但和蒙古的經濟命脈相關。就現實情況而言，蒙古也有其他投入

礦產領域之外資企業，但與中國的關係較為特殊。筆者認為這和兩國的高經濟依

賴程度、地理位置相近、中國為崛起中大國以及兩國過去的歷史情結有關。蒙古

害怕被強大的鄰國掌握經濟命脈。所以，蒙古才會對外國投資者設下許多限制，

甚至被認為是針對中國。但從政令變動來看，目前對蒙古來說，經濟發展才是最

重要的。也是為此，法令又放鬆了對外來投資者的限制，儘管現任總統也曾聲稱

國家應拿回對礦產的主導權。蒙古對於被掌握經濟命脈確實憂心，但經濟以及國

際環境的現況，客觀來講都不利於蒙古為此而與中國有所衝突，無論是在經濟政

策上或是外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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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在不對稱的關係中，兩國若發生衝突，身為小國，蒙古得與失所佔的

比例會較中國來的大。例如，在 2016 年，由於蒙古接待來訪的達賴喇嘛，中國

即對蒙古出口的商品課徵懲罰性關稅，外交部長王毅事後亦表示：「希望蒙古對

這次教訓謹記在心，不要再邀請達賴喇嘛」。之後，蒙古表達了達賴可能不會再

來訪的意向（僑務電子報 2017）。這個例子說明了，中國以經濟施壓蒙古是有

效的。實施經濟制裁，身為大國的中國幾乎不會有損失，但對大量商品出口至中

國的蒙古來說則是嚴重的問題。前任蒙古總統礦業顧問的彭查格查干（Puntsag 

Tsagaan）曾說過：「我們是個夾在兩頭大象中間的小國，我們不可能打仗，所

以只能通過外交手段來確保經濟增長」（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2）。這也說明了，

為什麼在宗教領袖與中國的選擇中，蒙古毫無意外的選擇站到中國的那邊。 

  由上述例子以及蒙古外交大戰略來看，蒙古未來的對中外交以及經濟政策暫

且會維持不變是可預見的。不過，由於對小國而言和大國間的關係可能是外交領

域中最重要的議題，一如蒙古以中俄為首的第三鄰國戰略；可是對中國來說，和

其他大國的關係（例如美國）更重要。這容易導致小國對大國過度關注，且容易

放大大國的言行（Womack 2010, 43）。吳本立認為這種權力不對稱關係並不利

於管理（Womack 2010, 19-35），尤其礦業又是較為敏感的議題，遑論中國到蒙

古投資的多為代表國家的國企。這可能導致蒙古在相關議題上，過於放大中國的

角色而導致判斷失準，進而影響其經濟或外交政策。即使蒙古瞭解對中關係的重

要性，但在特定情境下可能會受到民間社會反中情緒影響，再加上過去對中國不

佳的印象和民眾對中負面觀感，而產生不利於己的外交策略。故筆者認為，在礦

業投資的領域，未來蒙中兩國有所衝突的可能性會較政治議題高。當然，囿於現

實情況，考量經濟發展以及地緣政治，現階段的蒙古貿然破壞與中關係的可能性

依舊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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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以中國在蒙古的礦業投資作為「反中」案例之一，分析蒙中關係。對本

案例是否能夠稱為「反中」事件，筆者認為須從幾個不同的面向去看。首先，若

是與第三章總統大選的「反中」言論相比，本章的案例針對性並不是那麼地全面。

比起心理上對中國及整個中國社會抱持著負面觀感的傾向，在礦業領域，蒙古政

府和人民更聚焦於在當地投資的中國企業和工人。其次，2015 年，發生於溫陶

勒蓋煤礦的自焚抗議事件，與其說是「反中」事件，抗議者更感到不滿的其實是

蒙古政府的作為，這和第三章的結論類似。最後，若以國家大呼拉爾和政府拒絕

神華集團的投標以及修改法令來看，確實是對包含中國在內的外國投資者抱持著

憂慮的心態，而蒙古人民也認為國家出賣過多的資源給他國。51 因此，筆者對

於中國在蒙古的礦業投資是否足以稱為「反中」事件，是持保留態度的。但可以

知道的是，在礦業領域蒙古人民的確表現出對中國的不信任。 

  事實上，對中國的負面情緒以及擔憂中國有天將會再次佔領蒙古的恐懼一直

存在於蒙古人民心中，並未消失（Jackson and Dear 2016）。但偏偏蒙古對中國

又有極深的經濟依賴，在重要的礦業上亦與中國企業有所往來。蒙古當然希望能

夠掌握自己國家的資源，但又受到經濟成長惡化的限制，若以較嚴格的法令規範

外國投資者，又怕外資離開。這導致蒙古在奪回礦業主導權上處於不利的地位，

以及替蒙中關係留下了隱憂。蒙中兩國對於礦業投資的理解不同，中國視其為單

純的經濟行為，但由於大國的行爲容易被小國放大，致使蒙古對於中國的行為無

法純粹地看待。比起經濟活動，對此蒙古人民更容易感到資源受到掠奪，這也是

為什麼會有資源民族主義產生。 

  然而，除了中國，其他國家之企業在蒙古的投資亦曾引起不滿。2009 年，

一個協議將奧尤陶勒蓋百分之六十六的股份給了加拿大的艾芬豪礦業集團

                                                 
51 作者訪談，E 小姐，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1 月 08 日；作者訪談，B 先生，台灣台北

市，2018 年 07 月 01 日；作者訪談，O 先生，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2 月 20 日。作者訪

談，H 小姐，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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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nhoe Mines)，很多蒙古人迄今對此心懷不滿（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2）。實

際上，在蒙古進行礦業投資的一直以來都不單單只有中國企業，神華集團投標時

亦與他國集團合作。不過，外界的關注似乎多在中國身上，尤其是自焚事件後。

近年來，自焚並非第一次與「反中」綁在一起。2014 年，早於蒙古的額爾德尼，

越南婦人黎雪梅在統一宮前自焚，抗議中國在與越南有爭議的南海海域鑽探石油

（The Guardian 2014）。筆者認為這除了緣於在中國崛起後「反中」議題的吸引

力、蒙古對中國的負面觀感、兩國高經濟依存度以及中國工人的存在也是強化中

國投資蒙古礦業印象的因素之一。以中國工人為例，除了被當地人認為奪去工作

機會外，蒙古人民也認為現在有越來越多中國人拿旅遊簽證進來工作。52 

  總而言之，目前於蒙古而言，無論對中國抱持如何的情感，經濟發展依然是

當務之急。例如，前文提及之塔溫陶勒蓋煤礦，其開採計畫於蒙古的經濟發展是

十分重要的，它或許能幫助蒙古的經濟增長，擺脫目前發展低迷的情況。且其重

要性在某些方面而言，甚至超越其他礦床（Mongolia Mining Journal 2012）。即

使礦產是重要的國家資源，對目前經濟狀況不佳，且失業率達 6.6 %53 的蒙古而

言，確實需要外國公司進入投資當地的礦業開採，以吸引外資和增加工作機會。

ETT 的經濟發展部門主管 Samdandobji Ashidmunkh 亦曾表示：｢只要是對 ETT

公司和蒙古經濟有所助益，我們樂於和任何人合作。｣（If it's profitable for Erdenes 

Tavan Tolgoi and beneficial for the Mongolian economy, we're open to cooperate 

with anyone.）（MINING.com 2016）。 

  對蒙古政府來說，國家的發展當然作為優先考量，但又無法因此棄人民的訴

求於不顧，其必須面對經濟發展與民意間兩難的情況。許多人民長期對政府的政

策不滿，且將原因歸咎於官員收賄。而這些官員不願幫助蒙古人民解決現今的經

                                                 
52 作者訪談，Ｉ小姐，蒙古烏蘭巴托，2018 年 08 月 13 日。 

53 根據 Trading Economics 從 2018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9 年 2 月 15 日的統計，這三個月間蒙古

的 平 均 失 業 率 為 6.6 % ， 而 上 一 季 為 6.9 % 。 參 見 Trading Economics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mongolia/unemploymen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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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問題，甚至出賣國家的資源。54 總之，要如何在外交和內政中取得平衡是蒙

古政府的功課。但也需要注意，可能因為對中國較為敏感的情緒，將中國的作為

放大，而致將問題全歸於中國身上，未正確地理解到自身內部的問題；亦或為了

轉移民眾的不滿，而將焦點移轉至中國上，誤導了政策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面，

對中國而言，就大國的角度來講，蒙古人民和政府的反彈或許於其無關痛癢。中

國並非沒蒙古的煤礦不可；相反地，蒙古相當大程度需依靠煤礦維生。一直以來，

中國對蒙古不是太關心，對蒙古的反應也容易忽略，這容易導致衝突的發生。如

何改善中國企業以及工人在蒙古的形象，以利穩定兩國的經貿關係，是中國作為

大國的課題。如前文所述，筆者認為在經濟面，尤其是礦業，由於攸關生存，兩

國未來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會較政治議題高。當然，受限於現實情況，兩國貿然破

壞與彼此關係的可能性都不高。再者，在兩國迎來建交 70 週年的當前，必然希

望兩國關係能夠呈現更良好的局面。 

 

 

 

 

 

 

 

 

 

 

 

 

 

                                                 
54 作者訪談，H 小姐，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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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塔溫陶勒蓋煤礦簡介 

名稱 塔溫陶勒蓋煤礦（Tavan Tolgoi，Таван толгой） 

 地點 蒙古國南戈壁省 

儲量 約 64 億噸 

重要性 世界最大未完全開發的煤田，品質優良 

所屬公司 額爾德斯－塔溫陶勒蓋公司(ETT) 

投資商 中國神華集團/ Tavan Tolgoi Joint venture(TTJV) 

類型 礦產 

中國作為 中國近年積極投入蒙古的礦產開發。尤其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習近

平在上海會見時任蒙古總統的額勒貝格道爾吉就曾表示，中方將本著

「礦產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金融合作」三位一體、統

籌推進的原則，以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為契機，拓展兩國合作。此外， 

國企神華集團亦爭取塔溫陶勒蓋煤礦的礦田開採權。 

在地國回應 2011 年與 2014 年神華兩次投標，在蒙古國家大呼拉爾被擋下。 

2015 年 11 月 13 日蒙古團結工會主席額爾德尼於記者會自焚，抗議

ETT 公司和中國企業，蒙古政壇批評總理須下台負責。 

2018 年 6 月，國家大呼拉爾通過決議，同意塔溫陶勒蓋煤礦所屬之

ETT 公司的上市計畫。 

2021 年前預計塔溫陶勒蓋至中國邊境的鐵路（塔溫陶勒蓋-嘎順蘇海

圖）修建計畫可完成。 

資料來源：Bloomberg（2018）、Reuters（2016）、Reuters （2018）、星島日報（2015）、張

德媛（2009, 43）、新華網（201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6  本章案例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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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 

  蒙古和中國除了是有邦交的陸上鄰國外，由於歷史因素，兩國關係相較於中

國其餘鄰國更顯複雜。然而，或許是因為蒙古僅為一小國，長期以來，無論是國

內外的研究都未多提及蒙中關係。儘管近年來隨著中國崛起，且積極向外發展，

使得中國周邊的小國，如越南、泰國或寮國等等，逐漸以小國對中外交在學界受

到矚目，蒙古還是不常成為研究主題。然實際上，蒙古位於中俄兩大國間的地理

位置以及其「第三鄰國戰略」下與美日等國的互動，皆使蒙古在歐亞大陸佔有一

重要的戰略位置。 

  此外，長久以來，外界對於蒙古的印象不外乎是外蒙古、草原民族、成吉思

汗或是厭惡中國。蒙古不喜中國的印象亦導致蒙古部分事件被媒體以「反中」大

肆渲染之。不過，從本研究第三與第四章可看出，「反中」並未若外界想像般嚴

重地影響蒙古的對中政策。為了分析此情況以及總結本論文三個研究問題之答

案，本章節將先就第三章及第四章的兩個「反中」案例做比較以及總結，透過案

例研究的整理，協助讀者能夠更加清楚此二事件的背景、內涵以及對蒙古外交政

策之影響。 

    再者，在權力不對稱結構中（Asymmetric Relationship）大國僅將小國看成

縮小版的自己，因此容易將小國尋求與他國聯盟以避免面對大國的風險之作為視

做一般的戰略，若因而制裁小國的話，反而更使小國備感威脅，更往其他國家靠

攏。這樣的行為，在大國眼中即為盲目的自信或是純粹的邪惡。而小國僅將大國

看成放大版的自己，其認為大國在雙邊關係上的關注和自己相同，因此，當大國

有負面作為時，會容易將之視為戰爭的起端而非僅僅針對某事有限度的制裁。導

致如此結果的並非是不平等的關係或是錯誤資訊，而是對彼此具有不同觀點的疏

忽（Womack2006, 206）。同樣處於不對稱結構中的蒙古與中國，在此二事件中

對彼此的觀點為何，是否導致錯誤的外交判斷亦為本章節關注的焦點。最後，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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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將以案例分析和訪談的結論提出本研究的發現。最後，自省本研究不足之處與

限制，進而針對未來相關的研究提出建議。 

 

第一節「反中」案例比較分析 

  本節將就第三章之 2017 年蒙古總統大選和第四章中國在蒙古的礦業投資兩

個案例進行比較分析，以利能夠更加全面地以政治和經濟的角度來認識蒙古對中

的情感、印象以及外交政策。呼應本研究的研究問題：這些被外界定義為「反中」

的事件是否真為反中？這些事件是否影響了蒙古的外交政策？中國對於此種情

況的回應又是什麼？本節將分別以這些方向以及理論分析來比較兩個案例以及

兩國對此的觀點，試著找出兩者的同與異，並在下一節進一步討論之。 

 

一、「反中」事件的面紗 

（一）2017 年蒙古總統大選 

  第三章的案例－2017 年蒙古總統大選，從文獻分析以及對蒙古人的訪談

中，筆者發現，雖然外界加諸了許多「反中」的頭銜在此事件上，並且把現任總

統巴圖勒嘎（Khaltmaagiin Battulga）描述為十足「反中」派（公視新聞網 2017；

中時電子報 2017；The Diplomat 2017；East Asia Forum 2017；Reuters 2017）。

但實際上，從巴圖勒嘎選後的表現以及其與中國的互動看來，其並非外界所預想

的站在「反中」那邊（The Diplomat 2017；MONTSAME 2018）；而中國方面也

不怎麼在意這位現任總統過去在選舉時的言論（新華網 2018）。 

  對部分人民而言，選擇巴圖勒嘎或其對手的原因，與其說是對中國投下不信

任票，更確切地說，是對國家未來的經濟發展做出選擇。蒙古人民對於國家近年

經濟發展不佳感到憂慮，且長期不滿官僚貪腐的風氣。從此次大選的空白票數量

即能知曉蒙古人對政治的失望（East Asia Forum 2017；Reuters 2017）。因此，

比起外交議題，蒙古民眾更在乎國內問題，關注誰能解決貪腐、空汙與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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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過誰能對抗中國。巴圖勒嘎的出線，除了本身特質和政策吸引較多數民眾支持

外，蒙古目前的政黨政治亦為使其勝出的關鍵之一。簡言之，這場選舉並不若媒

體所言充滿「反中」的色彩，巴圖勒嘎勝選的主因也非中國。不過，三位候選人

在選戰中打民族主義牌，且掀起關於中國和祖籍的輿論也的確是事實（Reuters 

2017）。 

（二）中國在蒙古礦業投資 

  而第四章的案例－中國在蒙古礦業投資一樣被外界冠上「反中」的標誌，尤

其是 2015 年發生於蒙古塔溫陶勒蓋煤礦（TavanTolgoi）自焚事件，更是被描寫

為抗議中國企業在蒙作為的行動（open Democracy 2015；Daily Mail 2015）。相

較於第三章的案例，中國在蒙古的礦業投資確實引發了蒙古人的不安和焦慮。礦

業為蒙古重要的產業之一，被外國所掌控自然會使當地人感到不滿，特別是中國

企業喜好雇用中國工人，這又讓蒙古人陷入工作被奪走的焦慮中亦導致「資源民

族主義」論調的盛行（Jackson and Dear 2016）。故在經濟領域，蒙古政府採行

了較外交面更為嚴格的政策，例如舊版的《蒙古國投資法》和 2012 年提出之《戰

略領域外國投資協調法(Strategic Foreign Investment Law)》。此外，中國國企神

華集團在 2011 年與 2014 年投標塔溫陶勒蓋煤礦皆失敗收場（觀察者 2016）。

這些皆被視為是蒙古保護當地資源以及預防中國過度掌握礦業的舉措。 

  縱然政府和人民對中態度異於上一案例，不過相同的是人民的反彈中仍舊包

含了對國內政府的不滿，自焚事件亦然，而這在「反中」的面紗下依然被忽略了。

蒙古人民認為政府未盡保護人民之責，放任外國企業進入投資並掌握當地資源，

導致人民生計更加困難。在 2017 年總統大選時，三位候選人的政見中皆有提及

對外國投資者進入蒙古的看法，鋼巴特爾和巴圖勒嘎偏向於國家應取回主導權甚

至限制外資進入（詳見表 2）。但是，雖然民意如此，囿於當前不佳的經濟環境，

蒙古政府依舊逐漸放寬對外資的限制，並且持續和中國合作礦產開發及建設鐵路

（Reuters 2018）。在此事件中，中國一如既往地未多回應，且持續與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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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反中」案例比較分析 

 
「反中」報導所指

涉對象 
蒙古人民作為 蒙古政府作為 中國政府之回應 

2017 

蒙古總統大選 
中國 

以候選人和中國的關

係作為議題攻擊對手 
維持和中友好關係 

祝賀巴圖勒嘎勝

選；維持和蒙友好

關係 

中國在蒙古 

礦業投資 
中國企業和工人 

抗議中國奪取資源和

工作權；抗議政府未盡

保護之責 

逐步放鬆對外資之

限制；持續與中合作 
持續與蒙合作 

資料來源：Bloomberg（2018）、MONTSAME（2019）、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Mongolia（2018）、

Reuters（2016）、Reuters （2018）、中時電子報（2017）、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2019, 

58）、新華網（2014）、新華網（2017）、新華網（2018）。 

 

二、案例於蒙古對中政策之影響與理論分析 

  此二案例中，無論蒙古政府的對中政策是始終保持一樣或是先緊後鬆，基本

上就目前的方向來看，筆者認為蒙古政府依然走在蒙中友好的道路上，未來應亦

如此。蒙古近年來的外交發展吻合其 1990 年代提出的「第三鄰國戰略」，以維

持和中俄關係為首要。除了分別和兩國維繫良好關係外，蒙中俄三國也朝共同合

作的方向前進。「第三鄰國戰略」說明了蒙古地理位置對其外交政策影響甚深，

也因此蒙古不會也不能輕易破壞與中關係。再者，眼前的經濟環境也使得蒙古必

須往中國靠攏。如權力不對稱結構理論所言，在不對稱的關係中，兩國若發生衝

突，小國得與失所佔的比例會較大國來的多。故，蒙古身為小國，在此種情況下

更不可能貿然與中發生衝突。 

  而中國身為大國在這兩個案例中的反應則大致相同，呼應了權力不對稱結構

理論提到的大國總是容易忽略小國的反應，且小國只要不是太過頭的作為，都不

會引來大國的反擊（Womack 2006, 81）。不過，如同筆者在前面章節所述，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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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小國不會冒然抵抗大國，但身為小國希望大國尊重其自主權和主權。若大國未

能滿足這些條件，在此種情境下，原本就容易被小國放大的大國行為，就更可能

激起小國敏感的神經，進而引發衝突。2017 年蒙古總統大選已然過去，且無關

乎主權，所以無須考量這可能性；但中國在蒙古礦業投資是現在進行式，且涉及

蒙古的國家資源和人民生計，在未來確實有可能成為蒙中關係惡化的導火線。且

在此議題中，確實可見部分蒙古人民將中國的作為視為掠奪資源或欲掌握蒙古資

源（Jackson and Dear 2016），儘管對中國而言這可能僅僅是單純的經濟行為。 

    蒙中兩國的外交領域或國際關係相關專家由於具有不同的立場和認知，以及

所屬長官和政府之不同，容易因對彼此之誤解而導致錯誤的決策。再者，無須負

政治責任的政黨或政治家，亦可以影響外交政策。因此，在中國在蒙古礦業投資

此議題上，因其敏感性易觸及蒙古人民底線，若因而給予部分政黨或政治人物操

作人民情緒的空間或是影響政府機關決定時的分析，皆可能導致蒙古外交政策的

失誤（Womack 2006, 207-210）。畢竟，即便是獨裁者也須關注國內民意的動向

（Womack 2006, 212），何況是身為民主政體且有定期選舉的蒙古。而且，不單

是人民的情緒需要注意，相關領域的政府人員或是專家對對中政策的影響力也一

樣值得關注。 

     同樣的，由於長期忽略蒙古且和其觀點不同，即使蒙古改變外交政策以做

為向中國抗議的方式，或是尋求與他國聯盟以避免面對中國帶來的風險，都會被

中國視做一般的大國間戰略或蓄意挑戰中國的大國地位。甚至可能因而制裁小

國，但如此作為反倒更使小國備感威脅，更往其他國家靠攏（Womack 2006, 

206）。縱然，筆者在前述的文中提及蒙古受限於經濟發展、國際地位和地理位

置等因素，不會貿然挑戰中國以及改變外交戰略。但是，蒙中關係畢竟處於不對

稱的結構中，並且存在著蒙古對中印象不佳之事實，兩國關係依舊有其風險。兩

國不對稱的關係影響了整個政治社群、媒體與政府，而這關係中的重點不是國力

上的差異，而是認知上的差異，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國家利益取向（Womack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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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因此，謹慎處理並避免以單方角度分析蒙中關係，皆是兩國政府及相關

領域專家未來須面對的課題。 

 

第二節 研究發現 

  認識兩個案例的同與異後，筆者發現在這些事件中，外界往往容易將焦點放

在「反中」上。然而，根據本研究結果觀之，這些爭議更多是與蒙古國內問題相

關，尤其是蒙古政府。蒙古人民對國內政治以及政府懷抱不滿，但是，為何這些

問題卻總是容易和中國扯上關係？甚至因被冠上「反中」而轉移了外界對蒙古國

內議題的關注？再者，又為什麼獨是中國？以礦業為例，在蒙古投資的外國企業

不單只有中國。在提及礦業的外國投資者時，更多的蒙古人想到的是澳洲。55 但

在討論蒙古「資源民族主義」相關的文獻或報導卻總是以中國為例。而總統大選

中，除了中國，亦有輿論指出巴圖勒嘎與俄羅斯關係密切（The Diplomat 2017），

但這卻未吸引過多的注意。究竟是何種原因致使外界甚至蒙古本身易將蒙古的問

題推論為「反中」，本節希望能就這點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一、歷史、領土與主權 

  首先，顯而易見的答案之一，也是許多文獻以及訪談皆有提及的就是－歷

史。由於過去歷史上的糾葛導致蒙古人長期對中國抱持著不信任、懷疑甚至是厭

惡的心態。在清朝時，基於政府政策，漢人進入蒙古人生活地開墾，漢人侵略蒙

古人原本的生活空間，且大量開採當地資源，這在蒙古人心中刻畫下對中國人不

佳的印象（Jackson and Dear 2016, 2）。其次，蒙古獨立歷經風風雨雨，1911 年

的首次獨立由於 1915 年大國間簽訂的「中俄蒙協約」導致失敗。直至十年後，

才在蘇聯的協助下再次宣布獨立（藍美華 2017, 39）。但在國民政府時期，當局

並沒承認蒙古獨立之事實。而後中共建國，原本寄望南北蒙古能夠統一的夢想也

                                                 
55 作者訪談，E 小姐，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1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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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之破滅。最終，蒙古分裂為南北兩部分，儘管這其中參雜了日俄的政治意圖，

許多蒙古人依舊將此歸咎在中國上（楊海英 2018）。 

  而被留在中國境內受到統治的內蒙古自治區，在蒙古國人民的眼中已不太像

「蒙古」了。內蒙古人不被認為是中國人，可是蒙古國人也不覺得他們是蒙古人。

內蒙古的蒙古族相較於蒙古做了更多維持蒙古傳統的事，例如書寫傳統蒙文，試

圖讓自己「更像」蒙古人。56 同時，內蒙古內的漢人越來越多，兩個民族對於

畜牧和農業看法的不同和習慣差異亦導致衝突（楊海英 2018, 78）。內蒙古的經

歷，使得蒙古人同情蒙古族人且對於中國更感恐懼，害怕中國會想將「外蒙古」

也收復回去，害怕如內蒙古般的境遇，這也將危及蒙古的領土與主權。57 

 

二、俄羅斯優於中國之心態 

  除了歷史影響下的對中印象外，蒙古的地理位置也導致其容易產生對中的負

面觀感。就地緣關係來看，蒙古的鄰國僅有中俄兩國，兩國皆為大國也和其有深

刻的歷史淵源，再者，近年來在政治與經濟的互動亦多。故，蒙古若在外交或外

貿上發生問題，人民很容易將其與此二國連結。然，俄羅斯雖在歷史上也曾打壓

且實質控制過蒙古一段時間，除了改變蒙古的文字也打擊傳統信仰（廖淑馨

1998）。顯然，蒙古人對於俄羅斯的印象仍然勝過中國。根據美國智庫大西洋理

事會 2018 年的報告，對蒙古而言，俄羅斯的影響力為中國的兩倍；相對來說蒙

古從中國感受到的威脅感卻遠大於俄羅斯（吳雪鳳 2017, 68）。 

  深入了解蒙古人的想法後，筆者發現，於蒙古人而言，比起中國，俄羅斯更

像是他們的朋友或是兄弟。58 確實俄羅斯在蘇聯時期有對蒙古做些不好的事，

例如，屠殺非共產黨人和屠殺僧侶等。當時，由於資訊封鎖，蒙古人不知道那些

壞事。不過，總的來說，俄羅斯幫助蒙古獨立，給予了許多幫助，這是超越中國

                                                 
56 作者訪談，E 小姐，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1 月 08 日。 
57 作者訪談，I 小姐，蒙古烏蘭巴托，2018 年 08 月 13 日。 
58 作者訪談，B 先生，台灣台北市，2018 年 07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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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倒是中國的控制對蒙古很不好，中國只想從蒙古拿走利益。而且在蘇聯統

治的年代，至少蒙古有和平和獨立。在蒙古的傳統故事中，中國人和俄國人的形

象也是截然不同，中國人往往被描寫為愛錢貪心的角色（Delaplace 2012）。然，

亦有蒙古人認為中俄沒什麼不同，兩國沒好壞之分，都是蒙古的保護者，若非位

於兩國之間，蒙古或許沒今日的景象。59 

  再者，由於俄羅斯長期統治蒙古，其對蒙古的影響不可輕視（Billé 2014, 

195）。俄文迄今在蒙古依然是主要的第二外語，學中文的人近年有增多，但還

是少於俄文許多。60 有一說即為「恐中症」或是「反華情結」是在當時中蘇對

立的情境下，由蘇聯所刻意製造的。另有一說為，俄國 19 世紀的穆斯林知識份

子亦為譯文報創始人伊斯梅爾·加斯普林斯基（ИсмәгыйльГаспринский）指出俄

帝國的領土可能被黃種人，尤其是中國移民佔領的風險，這也可能是中亞地區產

生「恐中症」的原因之一（熊倉潤 2017, 28）。故位處中亞且同樣身為蘇聯（俄

羅斯）衛星國的蒙古，和中亞其他國家一樣可能受到這些論述之影響，而對中國

產生負面情感。 

  蒙古人認為俄羅斯優於中國，除了實質的歷史事件和俄對蒙長期的影響外，

學者 Billé（2014）認為蒙古人對中國的負面刻板印象以及恐中（Sinophobia）心

理，缺乏與中國人直接互動的經驗是主因之一。筆者訪談的一位蒙古學生也提到

他認為有些討厭中國的蒙古人很莫名，他們實際上可能根本沒和中國人說過話甚

至見過中國人。61 此外，對蒙古來說，中俄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國家，中國代表

的是亞洲文化；而俄羅斯是歐洲文化。這兩個國家唯一的相似處就是都是鄰國。

62 這也說明了 Billé（2014）在書中提到的，蒙古的「恐中心理」未必和中國威

脅相關，反而是受到對自身認同的追尋與想擺脫亞洲性之影響。就蒙古人而言，

中國代表的是亞洲文化，而這是較為落後的；相反地，俄羅斯代表的是歐洲文化，

                                                 
59 作者訪談，H 小姐，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3 月 28 日。 
60 作者訪談，E 小姐，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1 月 08 日。 
61 作者訪談，H 小姐，蒙古烏蘭巴托，2018 年 08 月 13 日。 
62 作者訪談，O 先生，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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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更為進步先進的。因此，蒙古人在心裡會更希望像俄國一些，中國相較之下

就是要擺脫的「亞洲」陰影。 

 

三、「反中」風潮 

  最後，除了蒙古人主觀的心態外，筆者認爲以客觀條件來說，外界亦加諸了

許多「反中」色彩予蒙古。當然，蒙古人對中國的印象普遍確實不佳，不過在本

研究的案例中可發現外界往往容易忽略蒙古國內問題，而將議題單純的歸咎於

「反中」。如前文所述，蒙古人自身易將負面情境與中國連結，並對中國作為較

為敏感，這確是主因之一。然而，在中國採取「走出去」63 至現今的「一帶一

路」戰略後，隨著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和經濟實力逐漸壯大，其觸角所及的國家，

尤其是小國，似乎開始瀰漫著一股「恐中」或「厭中」的氛圍。現實主義對此的

主張為「中國威脅論」，認為中國國企向外發展是國家的政策工具。即使有學者

反對此說，強調後公司化時期（post-corporatization period），國企不再是中國的

政策工具，沒利益所在之處，難以吸引國企投資，「中國威脅論」在全球依然風

行（劉致賢 2012）。 

  近年，部分國家的元首選舉皆以「反中」牌作為攻擊對手的手段之一。例如，

馬來西亞、巴基斯坦、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和印尼等（中央社 2019）。但以

馬來西亞為例，馬國人民反應如蒙古一樣，否認媒體所言馬哈地是「反中」下的

選擇，而是國內政治的問題（聯合新聞網 2018）。其次，馬哈地在上任後也改

變了原先反對中資的態度。其於 2019 年 4 月至中國參與第二屆「一帶一路」

                                                 
63 1997 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的第十五屆全國代表大會。由於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和國內經

濟發展對戰略性資源需求加大，本次會議提出中國應積極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多邊貿易體

系，鼓勵企業對外投資。2000 年 10 月，中共召開第十五屆五中全會，在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

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建議》中首次提出「走出去」戰略。

2001 年，「走出去」戰略正式被寫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從此成為

中國企業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參見姚望（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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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後公開表示，「一帶一路」倡議是讓小國與大國採取共

商模式共同討論，因此支持此倡議有利馬國發展（中央社 2019）。由此觀之，

「反中」有時僅為選舉語言，也非總是人民投票的重要依據之一；但其確實在吸

引民眾關注及炒熱議題上有一定之功效，候選人採用「反中」牌，媒體也喜愛此

種議題。這也導致了在蒙古的總統大選以及礦業投資等議題上，外界將注意力過

度放在外部的中國因素上，而忽略蒙古內部因素。 

 

第三節 研究建議與展望 

  對本研究兩個案例以及其背後因素進行分析整理後，以前文的結論為基礎，

筆者在此小節將會試著描繪蒙中關係以及蒙古對中政策外來發展的可能性。此

外，筆者亦將檢討本研究的缺失和研究限制，並且對未來相關研究提出建議和方 

向。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立基於蒙古的立場，試著以蒙古政府和人民的角度去理解在「反中」

事件下，蒙古對中政策的形塑過程。為此，筆者除了至蒙古拜訪和當地人民交流

亦訪問了蒙古來台留學生，希望能夠使本研究更加貼近蒙古人的真實想法，而非

僅僅閱讀文獻後紙上談兵。然而，受限於語言能力，筆者無法親自與僅能說蒙文

或俄文的蒙古人交流。目前無論是在蒙古或在台灣交流的蒙古人皆是以中文或是

英文進行訪問，兩方無法皆以母語交流，導致在詞彙上的使用有些限制。更可惜

的是，語言的限制致使筆者無法擴大訪問對象之母體，使其更多元化。基本上，

能夠說英文或中文甚至來台留學的蒙古人大致屬於菁英階級。再者，本研究之受

訪者多為修習國際關係相關領域之學生，年齡區間位於二十至五十歲。筆者訪談

過後亦發現他們的想法有著部分的共同點，如：「蒙古應和中國維持良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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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不討厭中國，但知道有部分蒙古人如此」、「蒙古如果貿然對抗中國是愚

蠢的」等等。64 

  當然，其中也有抱持不同想法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對蒙古是威脅。65 重要

的是，由於語言的限制，筆者無法知道其他領域的民眾，例如牧民或工人，想法

是否和他們一致。尤其在礦業領域，若能了解從事礦業之民眾或當地居民的想

法，應當能更理解蒙古人民的想法。學者 Sara L.Jackson 與 Devon Dear（2016）

至礦田當地與百來位工人和居民進行訪談，得到的結論就和筆者的訪談者不太相

同，其研究的受訪者多對中國感到恐懼或懷疑。此外，受限於語言能力，筆者也

無法閱讀以蒙文書寫的文獻或報導，僅能透過外媒報導和中英文文獻與訪談試著

更了解實際情況。在訪談過程中，筆者亦發現受訪者對事件的看法和報導有不小

的差距。因此，未來若有機會，筆者希望能夠加強修習蒙文，並花更多的時間至

蒙古各省訪問，以利更了解其他職業、年齡層、地區等民眾的看法。 

 

二、未來展望與建議 

（一）蒙古外交大戰略維持不變 

  總體而言，蒙古基於歷史和其他因素而導致對中國的不信任或是厭惡依然存

在，但為了經濟發展和政治平衡，蒙古明白和中國當朋友是勝過敵人的（Porter 

2009, 3）。這亦說明了為何「第三鄰國戰略」始終維持以中俄為首要的原則。畢

竟，在國際情勢和地理位置的限制下，再加上目前亟需改善的經濟狀況，筆者認

為蒙古不至於會貿然打壞與中關係。也因此，蒙古的外交大戰略與對中政策，基

本上不會有太大變化。至於與其他「第三鄰國」之關係，學者 Jeffrey Reeves 提

及，由於蒙古把對中關係放首位，故蒙古與美國的關係存在「先天不足」。再者，

蒙古實際上並沒有太用心在經營「第三鄰國」上，而是更專注以國內政策，化解

                                                 
64 作者訪談，I 小姐，蒙古烏蘭巴托，2018 年 08 月 13 日；作者訪談，H 小姐，台灣台北

市，2019 年 03 月 28 日；作者訪談，E 小姐，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1 月 08 日；作者訪

談，O 先生，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2 月 20 日。 
65 作者訪談，B 先生，台灣台北市，2018 年 07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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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影響力。比如，2012 年推出而後來廢止的《外國投資戰略領域協調法》

（The Diplomat 2012）。 

  美國智庫東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訪問學者，前蒙古國防部外交合作

司官員門代扎爾嘎勒塞汗（Mendee Jargalsaikhan）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也曾表

示，蒙中兩國在經貿上是互補的，而蒙古不會淪為大國博弈的棋子。其說道：「蒙

古永遠不會與任何國家結成像美國和日本那樣的盟友關係。蒙古已經明確表示，

與美國的軍事接觸只限於維和任務」。未來，蒙古更可能借助中國獲得更大的國

際平台（美國之音中文網 2014）。這在在皆顯示了蒙古以中俄為重，以及維持

中立國角色的心思。蒙古重要的「第三鄰國」除了美國尚有日本，對此，學者寶

力格（Uradyn E. Bulag）在 2018 一場在台演講中提到，中日對蒙的愛是單向的，

蒙古無力回應且地位低，日本和中國一樣，擁抱蒙古（成吉思汗）只為強化自身

認同或利益。以實際面來講，日本數年來確實提供予蒙古許多協助，兩國亦在

2015 年簽訂「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然，相較於中俄兩鄰國，日本身為第三鄰

國，在經貿面對蒙的投資遠不如前兩者（張登及、恩和烏音嘎 2016）。 

（二）蒙古世代間對於中國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 

  而回到「反中」視野下觀察蒙中關係，即使目前仍舊有不少蒙古人民對中國

保持戒心，認為中國企業會攫取蒙古資源，並且搶走了當地居民的工作機會。但

相較之下，亦有部分蒙古人對中國持中立或正面的看法（BBC 中文網 2014）。

如果說蒙古的「反中」心態主要是受到歷史和俄國影響，那麼，在脫離俄國掌握

許久之後，蒙古年輕人的心態是否會有所不同。一位蒙古在台留學生即提及他感

覺有些中年人並不真的知道為什麼自身討厭中國，只是跟著風潮。在今日，每個

人包括國家都在成長，所以他認為他們這一代人正在與中國人交往，因為他們知

道並了解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事。「儘管我們兩國有著如此的歷史，我們需要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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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僅僅是未來。」66 他如此說道。隨著時代變遷，蒙古人對中印象是否會有

所不同，這確實值得關注。 

（三）蒙古公民社會的力量 

  此外，儘管筆者在前文中有提到，蒙中關係至少短期不變，且依權力不對稱

關係來看，在如此的大小國關係中，蒙古不太可能冒著風險公然觸怒中國，破壞

兩國關係。但是，除了領土和主權依然容易挑動蒙古的敏感神經外，蒙古國內政

治環境若有所變動，或許也可能影響對中政策。例如，執政者欲改變以中俄為首

的外交戰略、更往俄羅斯靠攏、或是對資源採取保護主義等。再者，蒙古擁有強

大的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NGO）

是維持目前民主體制重要的力量之一。例如，他們曾起身反抗採礦對環境與遊牧

民族的傷害，促使政府訂立了相關法律《the Law to Prohibit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Mining Operations at the Headwaters of Rivers, Protected Zones of Water 

Reservoirs and Forested Areas》並持續監督其運作。縱然在 2015 年，政府修改此

法，放鬆部分對採礦公司的限制，但大致上來看此運動依然是成功地阻擋政府及

大企業破壞環境之行為（Fish and Seeberg 2017）。由此可見，蒙古的ＮＧＯ是

一個不容忽視的力量，其未來在礦業或其他領域上是否可能影響政府的對中政

策，亦值得注意。 

（四）《中蒙建交 70 週年紀念活動計劃》 

  暫且不論可能影響蒙中關係或蒙古對中政策未來發展的因素，單就眼前發展

來說，在蒙中迎來建交 70 週年的今日，兩國如預期的將會有許多相關的慶祝活

動、擴大合作和簽訂協約等。根據兩國在 2019 年 4 月簽署之《中蒙建交 70 週年

紀念活動計劃》，蒙古總統和外交部長今年將訪中，中國亦會有領導人回訪。此

外，中國將會投資蒙古多項基礎建設項目，並派出交流團互訪。整年度兩國預計

                                                 
66 作者訪談，H 小姐，台灣台北市，2019 年 0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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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舉辦共 70 個政治、經濟、人文、醫療等交流活動。67 當前的蒙中關係確實是

友好熱烈的。 

（五）未來研究建議 

  最後，在未來相關的研究上，蒙古作為小國和中國互動的典範之一，可和中

國周邊小國作比較研究之，筆者認為可藉此形塑出小國對中外交更完整的面貌。

尤其是在歷史上對中關係與蒙古較為相近的越南，為何其在人民同樣具有「反中」

情緒下，對中國的表達較為強硬，且有「反華」示威的產生（BBC 中文網 2018）。

兩國採取不完全相同的外交政策下，其中有何差異、有何相似性、又有何內涵，

是值得作為研究之議題。同樣身為小國，蒙古的外交戰略和對中政策，亦值得我

國參考並作為借鑒。 

                                                 
67 《中蒙建交 70 週年紀念活動計劃》全文，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蒙簽署發表建交 70

週年紀念活動計劃〉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6588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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