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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對外投資數額自「走出去」戰略以來，不斷增加，且隨著「一帶一路」

的提出，投資範圍更加廣泛，金額也隨之成長，近年更加強對東帝汶的投資與發

展雙邊關係。但是東帝汶經濟發展落後，過度依賴油氣資源，且缺乏基礎建設與

工業技術等投資誘因，加上國內政治不穩定等缺失，都對中國的投資造成一定程

度的風險。唯一的誘因當屬東帝汶身處大洋洲與亞洲的交會之處，極具地緣戰略

地位的優勢，近可牽制印尼與澳洲等中等強國，遠則可遏阻美國的進犯。然而東

帝汶自本世紀獨立以來，一直都在澳洲的勢力範圍之內，對東帝汶影響甚深，緊

密相連的印尼則是東帝汶最依賴的貿易夥伴，這些都顯示出中國投資東帝汶不僅

將面臨內政風險，還有地緣政治風險必須解決。東帝汶近期加入「一帶一路」成

員國與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也表明中國正逐一克服種種風險，拉近與東帝汶

的夥伴關係。此一發展卻也不免令人擔憂，東帝汶是否會像馬爾地夫與斯里蘭卡

一樣，陷入債務陷阱，讓本就脆弱的經濟更難以翻身。因此探究中國對東帝汶的

投資影響將至關重要，究竟是幫助東帝汶的南南合作，或是壓榨東帝汶的新殖民

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以及中國還將面臨哪些投資風險，都有待持續探討。 

 

 

關鍵字：東帝汶、一帶一路、投資風險、地緣政治、新殖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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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 of the “Go Out Policy”, the amou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of 

China has been increasing. With the proposal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scope 

of investment has become wilder and the amount has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China 

even strengths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of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with Timor-Leste. 

Howeve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imor-Leste still falls behind. It relys on gas 

and oil resources excessively and it also lacks investment incentives of infrastructrue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and the instability of domestic politics, which had casued the 

investment of China become risker. It is the only reducement that Timor-Leste is loc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Oceania and Asia. It has the advantage being a geostrategic 

position, which can rein in middle powers such as Indonesia and Australia, and it can 

also deter the US offense. However, since it independence in 21st, Timor-Leste has been  

influence by Australia. Indonesia,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imor-Leste, is the most close 

trade partner of Timor-Leste. All above shows that Timor-Leste is not only facing 

domestic political risk but also geopolitical risk. Recently Timor-Leste jo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showing that China 

is overcoming multiple risks and closer to its partnership with Timor-Leste. This 

development is worrying. Whether Timor-Leste will follow in Sri Lanka or Maldives    

and fall into a debt crisis, which will make the already fragile economy even worse.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hina’s investment in Timor-Leste. 

Is China's investment helping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East Timor, or squeezing East 

Timor's neocoloni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hat other investment risks does China 

face? All of these have yet to be explored. 

Keywords: Timor-Lest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vestment Risk,  

Geopolitics, Neocolon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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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中國自 2000 年實施「走出去」戰略以來，對外投資金額快速發展，如 2013

年突破千億美元，一路從 2002 年的全球第 26 位躍升至 2016 年的第 2 位，同期

占全球比重也由 0.5%提升至 13.5%。1 2017 年首次出現負成長，不過 1582.9 億

美元的成績，仍然高居歷史第二位，且連續兩年占全球比重超過一成，其流量規

模僅次於美國及日本，處在世界第三位。（參見表 1-1-1）。截至 2017 年，中國對

外直接投資地區已涵蓋全球 189 個國家（地區），設立近 3.92 萬家企業。雙向投

資方面，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已連續三年高於吸引外資。引人注目的中國企業

併購外國企業依舊成績斐然，2017 年共完成併購 431 起，其中「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 76 起，一共涵蓋 56 個國家（地區），占 2017 年直接投資總額之 21.1%，2如

中國化工收購世界第一大農藥生產商、第三大種子科技公司的瑞士先正達

（Syngenta），以及三包集團跨界收購美國生物技術公司 Dendreon 等，皆為著名

的併購案件。 

 

 

 

 

 

 

 

 

                                                      
1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國對外投資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 11 月），頁 3-6。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2017 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8 年 9 月），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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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制度》金額（2002-2017 年） 

（單位：億美元） 

年份 

流量 存量 

金額 全球位次 同比(%) 金額 全球位次 

2002 27.0 26 -- 299.0 25 

2003 28.5 21 5.6 332.0 25 

2004 55.0 20 93.0 448.0 27 

2005 122.6 17 122.9 572.0 24 

2006 211.6 13 43.8 906.3 23 

2007 265.1 17 25.3 1179.1 22 

2008 559.1 12 110.9 1839.7 18 

2009 565.3 5 1.1 2457.5 16 

2010 688.1 5 21.7 3172.1 17 

2011 746.5 6 8.5 4247.8 13 

2012 878.0 3 17.6 5319.4 13 

2013 1078.4 3 22.8 6604.8 11 

2014 1231.2 3 14.2 8826.4 8 

2015 1456.7 2 18.3 10978.6 8 

2016 1961.5 2 34.7 13573.9 6 

2017 1582.9 3 -19.3 18090.4 2 

註：1. 2002 至 2005 年數據為中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數據，2006 年至 2017 年為全行業對外 

    直接投資數據。 

    2. 2006 年同比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比值。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2017 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 

          資統計公報（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8 年 9 月），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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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中國投資區位分佈廣泛，2013 年「一帶一路」提出之後，更加深中國對沿線

國家的投資力道，位處東南亞與澳洲之陲的東帝汶，便是其中成員國。東帝汶國

土面積約 1.5 萬平方公里，世界排名約 159 名。境內群山環繞，三面環海，獨立

至今一直被列為最貧窮國家之一，屬於最低度開發國家。國內生產條件上，狹小

的領土富含許多天然資源，帝汶海上蘊含的原油與天然氣，便是主要的國家財政

收入來源。中國自 1993 年成為石油淨進口國以來，需求逐年擴增，1994 年的石

油對外依存度是 19%，預估到 2020 年將達到 62%。3是故，可見中國與東帝汶雙

方在能源合作上潛能巨大。中國更為此於 2002 年 8 月，由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

司與東帝汶政府簽訂關於在東帝汶合作勘探石油的諒解備忘錄，邁出雙方合作的

第一步。 

東帝汶出口第二大項目為農產品，如橡膠與檀香等，其中又以咖啡聞名於世。

不同於巴西或越南等咖啡生產大國的機械化生產，東帝汶咖啡特點在於純有機種

植，曾被公認為全世界最大有機咖啡產地。東帝汶礦產資源亦相當豐富，中國地

質調查局曾派員實際調研，檢測結果認為當前的礦業活動雖然幾近於空白，不等

於東帝汶沒有礦產開發前景。根據部分礦業公司評估，帝汶島的造山運動在金屬

礦產的礦化乃至於成礦作用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估計東帝汶礦產資源潛力

價值高達 81.6 億美元。4東帝汶境內的銀、鉻、銅及錳等礦產資源，洽與中國目

前大量進口的礦產，有一致利益。因此，近年雙方政府往來密切，東帝汶高層官

員更是頻頻拜訪中國，尋求中國的投資機會。中國也著實增強與東帝汶的合作，

如軍事、醫療與政府交流等，增加對該國的基礎建設投資。 

身為能源消耗大國，中國最初的投資目的便是「走出去」戰略的尋求能源。

隨著資本與科技發展逐漸雄厚之後，中國投資方向開始轉為基礎建設與製造業等

                                                      
3 崔穎，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濟合作：共同發展新實踐（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 年 5 月），

頁 180-181。 
4 楊獻忠、曾勇、劉君安、陳國光、劉闖，「東帝汶國金屬礦產資源潛力與礦業投資環境」，地質

通報（北京），第 33 卷第 2 期（2014 年 3 月），頁 33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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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產業，以及高科技等相關產業，並提供大量金額的金融借貸與投資。這些投

資顯示出中國在世界各地的經濟影響力日益增強，從而產生中國藉由經濟影響地

主國政治的可能性與論調。該批評不僅與新自由主義批評者論調相仿，更引起外

界對中國投資的質疑，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存在與否，即為當前的

主流爭論。最典型的新殖民主義指控，來自奈及利亞前央行行長薩努西（Lamido 

Sanusi）的觀點，其認為中國購買奈及利亞的主要商品（天然資源），將其製造成

商品再出售回非洲，這就是一種殖民主義的本質，而非中國所謂的互利互惠。同

時指出，中國已不再是不結盟運動那時的未開發經濟體，做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的中國，能像西方一樣對非洲進行剝削。5 

中國學者則持相反觀點。朱鋒認為非洲對中國如此重要，就應該加強中國在

非洲的戰略存在。況且中國沒有任何一個軍事基地、顧問，乃至於一個士兵在非

洲，與英美等國明目張膽的殖民非洲，有著根本上的差異。若如批評者所言的殖

民，那麼中非關係絕不會有當前的進展。6無庸置疑地，中國從改革開放到當前的

「一帶一路」，已達到「引進來，走出去」的目標，相互依賴之下，獲益與受損

的分配問題仍值得探討。除此之外，鼓勵企業赴外國投資的同時，層出不窮的投

資風險事件隨之而來。除了地主國因素，中國如何維繫在地主國形象的重要性也

日益升高，正如環球時報指出「一些中國商人並不太關心他們的國家形象。」7無

疑加深外界對中國的疑慮。 

東帝汶是一個新興國家又是一個小國，中國仍將其納為投資的目標，近年更

是積極發展與東帝汶這類小國的外交關係與投資合作，促使東帝汶這個曾經的西

方陣營國家，逐漸趨附於中國。為此，本論文欲探討中國對東帝汶之投資背後目

的為何，以及其所面臨的風險與影響。 

                                                      
5 Lamido Sanusi, “Africa must get real about Chinese ties”, Financial Times, March 12, 2013, <https:    

//www.ft.com/content/562692b0-898c-11e2-ad3f-00144feabdc0>, (accessed: December 19, 2018). 
6「中國在非洲是新殖民主義的指稱成立嗎？」，BBC，2013 年 3 月 25 日，<https://www.bbc.com 

/zhongwen/trad/china/2013/03/130325_china_africa_jw.s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12 月 20 日）。 
7  “China Media: Africa Ties”, BBC, May 5, 2014,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

27281265>, (accessed: December 2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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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投資一定有風險，兩者相伴相隨。投資國與被投資國之間具有法規、文化、

政治等差異性，都是投資的潛在風險。國際投資風險中最常發生的即為政治風險，

其意旨跨國企業經營因地主國或母國之政治力量及事件，或國際環境變化而中斷

的可能性。8政治風險又可分為兩類，政治不穩定與政策不穩定。前者意旨被投資

國內政問題，如戰爭、暴動或革命等。後者泛指被投資國因種種因素改變其原來

之經濟政策，如實施外匯管制。以上影響程度又可分為四種，分別為剝奪財產、

歧視性/懲罰性干預、區別性干預及非區別性干預，9如 2018 年馬來西亞政黨輪

替，中國與前政府簽訂的「東海岸鐵路計畫」（ECRL）被迫中斷，此一案例便是

政策不穩定下之結果。即便如此，奉行周邊為首要外交政策的中國，仍然將東南

亞視為熱點地區，長年致力於區域外交與經濟的發展。東南亞憑藉著地緣與境內

擁有華人文化等相似背景，逐漸加大與中國的經濟互補性。然而東南亞諸國的投

資環境富含多元的種族、語言與文化，許多層面與中國有眾多差異，加上政治體

制仍在萌芽，投資風險問題不可忽視，2014 年越南反中暴動即為近年最具代表

性之例子。10 

東帝汶位於東南亞地區的小巽他群島（Lesser Sunda Islands）上，西部與印

尼相連，南部與澳洲隔著帝汶海相望。領土包括帝汶島東部和西部遭印尼包圍而

孤立的歐庫西地區（Oecussi-Ambeno）以及臨海的阿陶羅島（Atauro）等。殖民

                                                      
8 張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政治風險及管理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 年 5 月），

頁 3。 
9 剝奪財產：按照聯合國憲章，徵用是地主國的正當權利。不過應當給予被徵用企業相對應的補

助，實際上則難以做到。歧視性/懲罰性干預：藉由強烈的干預措施，導致外資企業處於無法營

利狀態，最終經營無法運行而破產或退出。如政黨輪替後否認前執政者之政策。區別性干預：

地主國為維持或保護國內企業競爭力，對外資企業施行的差別對待。如僅允許外資合資經營，

且比重不得超過規定限度。非區別性干預：通常不特別針對某一特定的外資企業，干預的程度

也最低，像是必須使用當地人種擔任管理階層即為如此。 
10 起因為中國在與越南具有主權爭議的南海設置「海洋石油 981」深水油氣田鑽井平臺以探勘石

油，招致越南方面出動各式船舶與中國對峙，甚至衝撞。進而點燃越南國內民族主義之火，從

平陽省開始蔓延排華暴動，長達 6 日之久。看似政治因素引起排華，實則華商於當地之作為亦

有影響。如企業管理模式過於高壓。詳見：楊崇正，「越南反台商事件之成因與影響」，展望與

探索（台北），第 12 卷第 6 期（2014 年 6 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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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悠久，直至 2002 年才在聯合國協助之下正式獨立。身為東南亞區域的成員，

與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以下簡稱東協）之候選國，無疑希望能與中國合

作。東帝汶自獨立以來，外交上一直保持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多次來訪表達加強

兩國經貿合作的意願。中國早期出於政治目的，爭取與東帝汶建立外交關係，用

以遏阻國際增加兩個中國的聲浪。儘管東帝汶是一個小國，卻是得到世界承認的

獨立主權國家，若與台灣建立所謂的「外交關係」，必將給中國帶來不必要的麻

煩，如梵蒂岡問題。11東帝汶為表誠意，於雙方建交公報上表示「承認世界上只

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領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諾不與臺灣建立任何形式的官方關係或發生任何官方往

來。」12西藏問題亦是如此，期望藉此獲取中國援助。 

近年，中國經濟開始呈現新常態，代表著過去 30 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將走

入歷史，即將面對產業轉型、經濟創新及產能過剩等問題，使得中國對外投資之

目的逐漸由政治目的轉為經濟目的。東帝汶獨立至今，基礎建設百廢待舉，正符

合中國產能外銷的商業行動。其國內豐富的天然資源，對中國這能源需求大國而

言，更是多多益善。不過東帝汶這一新生國家看似充滿希望，實則相對不穩定，

中國將「海上絲綢之路」延伸至此，投資風險的避免將至關重要。 

東帝汶與中國在地理上的距離，與其他東協成員國相比，較為遙遠。在爭議

眾多的南海領土爭端上，得以置身事外，與中國維持友好關係。東帝汶左鄰印尼，

南與澳洲隔海相望，身屬海洋戰略地位（參見圖 1-1-1）。不論是東帝汶獨立前或

是獨立之後，澳洲與印尼都以各自的國家利益與地緣戰略目標為出發點，在該區

域進行角逐，最著名的案例為巨日升（Greater Sunrise）海上油氣田。印尼對澳洲

不明確的邊界海域索賠長期不滿，加上近期與鄰國東帝汶爭端的解決，令兩國之

                                                      
11 孫亞菲，「建交東帝汶：中國何以第一？」，中國新聞週刊（北京），第 12 期（2002 年 3 月），

頁 16-17。 
12「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東帝汶民主共和國政府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中華人民共

和國外交部，2002 年 5 月 20 日，<https://www.mfa.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1179_611310 

/t5336.s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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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捲入外交舞臺。印尼政府聲稱，東帝汶協議影響巨日升海上油氣田價值數十

億美元的能源儲備管轄權，並將廢除 1997 年簽訂條約劃分出來的印尼和澳洲專

屬經濟區。13可見東帝汶對該地區之重要性，對中國而言亦是如此。 

 

圖 1-1-1  東帝汶地理位置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作者編輯。 

 

東帝汶擁有石油資源、富饒且未開發的礦產、人口紅利等，駐守地緣戰略優

勢且沒有南海領土糾紛，都與中國當前對外投資需求相符，是東帝汶的誘因。中

國龐大的經濟實力固然吸引它國效仿，不過回首東帝汶建交 17 年來，貧窮依然

是這個國家的主要問題。曾經飽受戰火摧殘的東帝汶，獨立之後將重心置於經濟

                                                      
13  Alan Boyd, “Australia–Indonesia border tensions resurface”, ASIA TIMES, March 13, 2018, 

<https://www.asia-pacific- solidarity.net/southeastasia/easttimor/netnews/2018/end03v17.htm#Austr 

alia- Indonesia%20border%20tensions%20resurface>, (accessed: December 1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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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上，如 2008 年提出新的稅收政策，旨在使東帝汶成為世界上稅收最低的

國家之一，以此吸引外資進駐。14不過政策效果有限，國際貿易年年入超，仍然

需要借助外國援助來維持國內需求。根據 2016 年統計，東帝汶出口近 0.6 億美

元，進口約 5.4 億美元，產生高達 4.8 億的貿易逆差，該年度的國內生產總值僅

有 17.8 億美元。15曾經參與東帝汶聯合國維和部隊的中國，身為主要的貿易夥伴，

對該國的出口卻遠大於進口，不過在東帝汶的基礎建設項目上，仍貢獻良多。東

帝汶國力與影響力狹小，為了減少過度依賴特定國家，積極爭取加入「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同時成為「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的成員國。

現已是「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成員的東帝汶，近年不斷出訪中國，尋求

合作與投資機會，目的就是為了藉此平衡澳洲對當地資源的把持，以及過度依賴

印尼產品輸入的結果。 

中國早年與東帝汶建交，將國際政治置於首要目的。隨著中國對外投資能力

的增強，以及聯合國託管東帝汶的任務結束，當地出現權力真空之際。中國對東

帝汶的投資，是否將遇到東帝汶國內的內憂，如政治不穩定、民生凋蔽等問題，

或是外交上的外患，如地區大國的政治角力等問題的投資風險。再者，中國的投

資是否具有新自由主義的色彩，乃至於是新殖民主義，欲藉由經濟手段剝削當地

能源及勞動力，或是影響東帝汶政治，進而取得地緣戰略優勢？將是本論文亟欲

探討的方向。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研究途徑 

本論文欲藉由新自由主義理論與新殖民主義理論做為研究途徑。新自由主義

在上個世紀 70 年代開始被廣泛應用，並成為當前的主流運作機制。新自由主義

繼承自由主義強調個人自由、自由市場與私有制度等機制，對外政策上主張透過

                                                      
14 聶檳，「試論東南亞各國投資環境及中國企業對東南亞的投資」，東南亞縱橫（廣西），第 9 期

（2009 年 9 月），頁 3-9。 
15 “Timor-Leste”, The 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 December 10, 2018, <https://atlas.media. 

mit.edu/en/profile/country/tls/>, (accessed: December 2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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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外交壓力甚至是軍事等手段，以開拓國際市場，達到自由貿易與國際分工

的目的。乃至於利用國際組織對其他國家施加政治壓力，以及設定條約規範，如

「華盛頓共識」便是新自由主義的實際體現，藉此確保市場化的發展。變相而言，

新自由主義是已開發國家對其他國家的剝削優勢。偉德（Robert Wade）即認為

「華盛頓共識」的市場原旨地位是不容挑戰的，其根本是與現實利益勾結，而非

致力帶動第三世界國家發展。實際上的體制更如同「華爾街–美國財政部–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主宰全球政治經濟秩序。16如今，中國「走出去」戰略的成功，

以及佔全球經濟份額持續增加的情況之下，「北京共識」的發展是否會與「華盛

頓共識」相仿，演變成「金融大街–中國財政部–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或「一

帶一路」）」，進而主宰亞洲的政治經濟秩序，甚至延伸至全球性的影響。藉此分

析中國對東帝汶的投資是否將形成新自由主義的掠奪性積累，以此掌握該區域之

地緣優勢。 

新殖民主義論述興起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獨立浪潮，其認為舊殖民母國

很大程度上與取得獨立的原殖民國，仍存在不平等關係。差別在於，舊殖民母國

對新興國家獨立給予承認，但是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對新興國家進行間

接統治。該理論的提倡者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認為，新殖民主義的手段

多樣。經濟層面，國際資本控制世界市場的交易商品價格，利於西方壟斷集團，

卻不利於開發中國家。即使開發中國家的出口增加，但是從貿易中所賺到的外匯

實質是減少的。多邊援助則是另一種典型的新殖民主義圈套，恩克魯瑪指出如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多邊援助，習慣強迫有意借款的國家接受各種羞辱

性條件，如減少貿易壁壘、決定貸款用途等。17東帝汶在獨立不到 20 年期間，經

歷聯合國託管，國際情勢相對不穩定。因此中國投資及援助東帝汶，將帶來南南

合作亦或是新殖民主義，仍需要從更多層面進一步探討。 

                                                      
16 Robert Wade, “Choking the South”, New Left Revview, No.38 (March/April, 2006), pp. 115-127. 
17 Kwame Nkrumah, 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London: Thomas Nelson and 

Sons, 1965), pp. 24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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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自由主義藉由國際組織與國際貿易的影響，運用企業自身的資本能力做為

手段，影響當地政府的政治與政策等國家計畫與規範，其權力有時甚至超越當地

政府，以幫助大型跨國企業對其他國家進行剝削。使得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化，逐

漸傾向於新殖民主義對當地國的壓榨與掠奪。為此，本論文欲由新自由主義與新

殖民主義的觀點，分析中國對東帝汶的投資、援助乃至於貸款的互動模式，以此

探究中國對東帝汶之影響。 

二、研究方法 

社會科學的兩大支柱不外乎「邏輯」與「觀察」。研究方法只是一種策略選

擇，運用邏輯使研究問題獲得有效解決。其中包含質化研究與量化研究兩種途徑。

質化研究一般情況下，主要的目的是描述。其結果通常會以文字、圖片等敍述形

式出現，透過資料蒐集搭配理論的探討，兩者之間持續不斷的互動。文獻分析、

個案解釋及田野研究等都屬於此。量化研究有時也稱為統計分析。運用社會變異

將其轉化成數質，並使用統計來概括和處理蒐集到的大量數據資訊。18藉以檢證

研究假設所提出之問題是否成立。統計分析主要又分為描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與推論統計（inferential statistics）。前者會以容易處理的形式，協助研

究者描述資料。後者則是藉由觀察使研究者產生結論。近年隨著大數據的風行，

統計分析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有鑑於此，本論文亦將採取質量並重的研究方法，

取得更客觀的結論。 

文獻分析法主要是透過文獻的蒐集、鑑別及整理，來索取資料的方法。如國

內外相關網路資訊、報章雜誌、期刊論文、專書、研討會資料等。透過對文獻的

研究，形成對事實科學認識的方法。範圍上，分析文獻內容，整個文獻的學術傳

播過程；價值上，針對文獻內容作敘述性的解說，並推論文獻內容。 

 東帝汶長年鮮為人知，本論文欲藉由文獻首先介紹東帝汶，讓人瞭解該國國

內情況和地理位置之地緣戰略，進而分析東帝汶潛藏的投資風險，劃分為國內與

                                                      
18 Janet M. Ruane, Essentials of Research Methods: A Guide to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Hoboken: 

Blackwell, 2004), pp.16-1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317

11 
 

國際層面，分而論之。其次，中國提供大量借貸給予諸多第三世界國家，幫助其

發展，導致多數借貸國無力償還，只得提供經營權或港口租賃等相抵。究竟中國

的援助與投資將會帶給東帝汶多大的影響，將是本論文另一項重點。本論文主要

文獻集中於專書、官方新聞、統計數據及期刊等二手資料的分析。為求達到客觀

的主要目的，文獻將中西文獻並重，以求立場不偏頗。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東帝汶國土狹小、人口戔戔，長年遭到國際視野的忽視。在其不具影響力的

外表之下，仍有許多投資風險值得探討。撇除既定因素之外，本論文將從國內與

國際兩層面的投資風險著手。首先，國內層面本論文試圖從東帝汶的政治分析，

探討其內政的穩定性。其次，國際層面本論文將著重於地緣政治分析。任何外資

要進入東帝汶，都不可避免的要顧慮到與近鄰澳洲和印尼的關係。職是之故，探

究東帝汶與澳洲、印尼和中國的四邊關係，必然不可或缺。 

 中國當前對外投資始終維持全球第二、三名，佔全球比重超過一成，對世界

經濟有舉足輕重影響。大量投資除了帶來豐碩的經濟成長，對被投資國的影響更

需要被檢視。藉此反向思考中國的投資是否真百利無一弊，或是存在負面效果及

戰略目的。因此，本論文將觀察中國對東帝汶的投資項目帶來哪方面的影響，以

及這些影響是否有助於東帝汶的發展。 

二、研究限制 

本論文旨在探討在中國對外投資盛行之下，中國對東帝汶的投資將會面臨哪

些投資風險的可能性，以及將會對東帝汶帶來哪些影響。前者主要分析東帝汶內

政與地緣政治的威脅，後者觀察中國的投資、援助、貸款建設等行動，對東帝汶

造成的影響。因此對於東帝汶獨立的發展歷程、與澳洲和印尼之外交爭端、社會

文化方面等，皆未能詳盡分析，實乃本論文的遺珠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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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東帝汶在國內尚未被多數國人知悉，沒有專書，僅有屈指可數的論文

及期刊曾論及相關議題。相較於此，中國則有數十篇期刊專門探討東帝汶。不過，

絕大多數文獻仍皆出自西方，如澳洲、美國等地。即便如此，這些文獻數量仍然

有限，且研究方向各異。在沒有充足的第一手相關資料情況之下，如何使用大量

的二手資料進行研究，成為本研既最大的限制。 

所幸中國的官方資料對東帝汶和中國雙邊關係記載還算詳盡，包含協定內容、

援助項目、工作座談及高層往來等資料。各類統計資料則可由世界銀行與其他國

際貿易組織等網站取得，不過數據更新並未能與時俱進，恐導致本論文之觀察與

現況有所差異。 

第四節  章節安排與研究架構 

一、章節安排 

本論文主題為「中國投資東帝汶之風險評估及其影響」，首要描述中國與東

帝汶之雙邊關係，對東帝汶之優勢加以說明，如天然資源與勞動力。從而討論中

國對東帝汶的投資之目的與背後因素，檢視中國的動機為何。再探討中國實際投

資東帝汶之風險與困難，尤其是針對其國內與國際因素進行分析，以及中國投資

所帶來的影響。最後針對結論提出研究發現和後續研究之建議。全文共分為六個

章節，依序如下： 

第一章，緒論，先行闡述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藉由中國「走出去」戰

略的背景，敘述中國對全球投資的崛起，進而引述東帝汶的投資誘因，以及中國

對外投資之正反論述。其後說明本論文的研究途徑與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研

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文獻回顧，率先說明中國對外投資之目的。分為能源需求與國際政

治兩個因素加以分析，進而闡述中國與東帝汶雙邊政治經濟往來進程，分為政治、

貿易及投資三個面向加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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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國投資東帝汶之因素與爭論分析。本章節主要探討中國對東帝汶

之投資，其背後是否具有新自由主義的掠奪性，亦或是新殖民主義色彩。相反之，

這些協助是不是如中國所言的，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南南合作。以及這些論述與西

方指控的中國威脅論是否成立。 

第四章，中國投資東帝汶之風險分析，本章節開始進入本論文之重點。一個

國家的政體穩定與否，將影響國家發展，對經濟和投資更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因

此必須評估東帝汶獨立後的國家政局問題，分析該地區政治發展現況與前景是否

穩定。隨後，著重於探究國際因素下的投資風險，即東帝汶之地緣政治風險。藉

由地緣政治引入印尼與澳洲兩個鄰國，分析兩國對東帝汶之影響與重要性，以及

阻礙中國進入該地區之可能性。 

第五章，中國投資東帝汶之影響分析。本章節主要闡述中國對東帝汶進行的

投資與援助項目，進而探討這些合作對東帝汶帶來哪些影響及其成效。觀察加入

「一帶一路」之後，是否為東帝汶帶來更多投資與發展，以及這些影響是否有助

於東帝汶在亞洲的重要性。 

第六章，結論。綜觀研究發現中，中國對東帝汶投資的風險與影響，分析中

國與東帝汶之合作前景與應對策略，以及中國的投資可以為東帝汶帶來哪些改變，

以此再對本論文不足之處提出後續研究建議。 

二、研究架構 

 東帝汶在經濟層面上的整體投資誘因低落，中國仍不斷對當地進行投資與援

助。為此，本論文將先行探討中國對東帝汶投資之動機，將其歸納為能源與國際

政治之因素分析。進而探究中國的投資是否有新殖民主義色彩，又或是幫助東帝

汶脫困的南南合作，分析其投資目的。再對東帝汶之投資風險進行評估，並檢視

中國的投資成效是否為東帝汶帶來實質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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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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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回顧 

本論文欲探討中國投資東帝汶所帶來的風險，以及投資對東帝汶造成的影響

及其目的，勢必無法單純觀察當前中國對東帝汶之投資，必須優先瞭解中國對第

三世界國家之投資發展歷程，探究其投資背後的目的，方得以觀察中國當前與未

來，對東帝汶將產生何種影響。 

 中國當前主要對外經濟手段為貿易、投資、援助及金融借貸。隨著經濟增強，

對外經濟數額和比例持續升高，為中國帶來足夠的資金，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亦

帶來重大改變，從原先的國外援助受援國，轉變成一個重要的對外援助捐贈國和

放貸方。「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成立之後，雄厚的資金更是源源不絕流入其成員

國。受援金額中，第三世界國家佔據相當程度的比例。實際上，中國的對外援助

起源於上世紀 50、60 年代。Ai Ping 認為主要可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初期階段

（1950–1963 年）；發展階段（1964–1970 年）；快速擴張階段（1971–1978 年）；

1978 年改革開放以後迎來的新發展階段。1綜合而言，以上階段可概括為兩個階

段，即以 1978 年為界的前後兩個階段。前者具有相當濃厚的國際主義色彩，主

要基於意識形態與國家安全的考慮。後者則是著重於務實方向的發展，成為維護

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第一節  中國對外投資之目的 

一、能源需求考量 

中國積極推動「走出去」戰略，其背後的主要目的錯綜複雜。首先，天然資

源的缺乏，不僅原油的對外依存度節節攀升，鉻、鐵、鎳、鋁、銅等超過 10 種

礦產，對外依存度超過 60%。2這些戰略性資源若不足以供應需求，將危及中國

國家安全。為此，江澤民曾表示要採取「走出去」戰略，以多途徑、多元化的思

                                                      
1  Ai Ping, “From 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 to Mutual Development: China's Cooperation with 

Tanzania, 1965-95”, In Goran Hyden, and Rwekaza Mukandala, eds, Agencies in Foreign Ai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9), pp. 156-201. 
2 于宏源，「周邊戰略礦產資源治理合作探析」，國際展望（北京），第 1 期（2015 年 1 月），頁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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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來解決中國石油供給和需求的矛盾，試圖打破西方大國對石油控制權的壟斷。

3藉由國家力量，令諸多國營企業與石油輸出大國進行石油開發合作之外，更積

極併購既有國際生產天然資源的企業，或是收購油田與天然氣田，如 2010 年中

國海洋石油公司成功併購加拿大尼克森公司（Nexen）、2013 年斥資百億美元買

下莫三比克油田和哈薩克天然氣田。根據統計，當前全球約 20%的油田與天然氣

交易，都和中國企業有相關關係。4此舉為地主國帶來可觀的金援，卻也引起新殖

民主義的爭論。 

納米比亞財政部長史列文（Calle Schlettwein）直言「我不認為這些是真正的

投資，中國企業抓住機遇，卻沒有真正為納米比亞經濟增加價值。」5拉莫爾（Brook 

Larmer）藉由前述點出，中國對非洲的貸款，能輕易取得且誘人，援助項目更是

不斷湧入。但是中國的這些投資卻都具有附帶條件，即大多數貸款規定必須由中

國國有企業帶頭執行。6此舉是為了確保工作、技能和利潤主要保留在中國手中。

這些貸款確實能讓納米比亞經濟成長，不過國家仍然欠債，得利的還是中國，這

樣的結果與新殖民主義並無二致。 

劉致賢發現所有關於中國國有企業「走出去」的文獻討論中，幾乎都沒有提

到這些交易的最終成果有超過一半以上是不賺錢的項目。然而虧損並不代表中國

與新殖民主義的批評相互衝突。劉致賢表示犧牲經濟利益之目的，意在達成中央

的政治政策，即便國有企業的後公司化時期，中國仍將其視為政策工具並賦予政

治任務，例如安穩國內能源價格以及尋找穩定的海外能源供應。7不過隨著中國

經濟存量增大，非能源為目的的投資將會增加。能源為目的的投資則不會持續虧

                                                      
3 李輝，「石油工業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思考」，肖勤福主編，中國「走出去」戰略研究報告（北

京：中共中央黨校，2004 年 10 月），頁 197-213。 
4 劉季清，「石油內需大增！中國企業瘋狂搶購海外能源公司」，鉅亨網，2013 年 11 月 4 日，<http 

s://news.cnyes.com/news/id/1898385>，（檢索日期：2019 年 1 月 23 日）。 
5 Brook Larmer, “Is China the World’s New Colonial Power?”,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 2017, <https: 

//www.nytimes.com/2017/05/02/magazine/is-china-the-worlds-new-colonial-power.html>, (accessed: 

January 25, 2019). 
6 Ibid. 
7 劉致賢，「中國走出去戰略的政治邏輯」，當代中國研究（新竹），第 18 期（2012 年 8 月），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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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藉由併購與租賃協議，地主國資源將拱手讓予中國。最終由中國出售天然資

源給其他國家，以此獲利。 

陳揚勇認為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發展的現代經濟社會之基礎，無太大差異，

其內涵皆以國家支持當作後盾，跨國公司為主體，開拓地緣區位優勢、優化資源

配置，獲取質優價廉的礦產資源，保證本國資源需求。8因此，若是中國的對外投

資具有新殖民主義色彩，那麼西方各個發達國家在國外的能源開採亦是如此。劉

致賢在其研究的結論中，同樣指出中國的中央企業將不再是國家的政策工具，原

因在於海外擴張不符合公司營利目的，9實際上就很難藉由國家政策目標驅動中

央企業前往海外。 

金燦榮與董春嶺則不諱言，表示中國「走出去」戰略首先追求的是中國人自

己的利益，如資源、市場等。隨著近十年快速發展，導致外部世界有某種程度的

緊張，這是可以理解的。長遠來看，中國「走出去」戰略會給外部世界帶來資源、

資金，取得雙贏結果，10如中國在能源領域投入更多的資源，石油產業將會有更

大產能，有利於能源出口國，從而推動其達到一個新的雙贏均衡點。對此，邵祥

林持與金燦榮等人持相同觀點，認為中國人均資源有限，只有透過「走出去」戰

略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後勁，補足國內資源和市場的不足，才能更好地促進第

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增強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國際力量。11此一

觀點認為，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影響與西方大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作為不同。中國

的投資為貧窮國家脫貧，西方霸權主義介入這些國家，則是製造戰亂與貧窮。然

而在中國必須先滿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方得以帶動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如同

鄧小平所言：「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

                                                      
8 陳揚勇，「『江澤民走出去』戰略的形成及其重要意義」，黨的文獻（北京），第 1 期（2009 年 2

月），頁 63-69。 
9 劉致賢，「中國走出去戰略的政治邏輯」，當代中國研究（新竹），第 18 期（2012 年 8 月），頁

8-10。 
10 金燦榮、董春嶺，「『走出去』戰略十年回顧：成就與挑戰」，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 8 期

（2011 年 8 月），頁 2-4。 
11 邵祥林，「走出去」跨國經營：中國經貿強國之路（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 年），頁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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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12將鄧小平經濟理論提升至國際層面的應用，帶

動世界經濟。 

本論文認為第三世界國家在中國「走出去」戰略的投資之後，經濟確實得到

提升。對中國企業的獲利也如劉致賢所言，會以獲利為目的，且同時能為中國的

政策提供服務。不過中國的投資是否真能幫助這些開發中國家脫離貧窮與落後，

還是如西方世界批評的新殖民主義，皆有待觀察。就如同金燦榮所言，「走出去」

戰略的成效是需要長遠觀察，當前的「一帶一路」也是如此。此外，邵祥林批評

西方霸權主義將第三世界國家帶入戰爭，但是中國的不干涉內政則是默許獨裁政

權的暴行，同樣將第三世界國家陷入貧窮的循環。 

二、國際政治考量 

 中國領土面積為世界第三大國，擁有世界最長的邊界線。其鄰國數量多達 20

個，包含 14 個陸上鄰國與 6 個海上鄰國。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和施道安

（Andrew Scobell）則分別將台灣與美國視為中國的第 21 個和第 22 個鄰國。13身

為東亞地區的大國，中國自然希望國際市場穩定，才有助於開拓國外市場、能源

及其他商品的供應。援助和投資本身就是影響力的直接來源，「走出去」戰略便

是影響力發揮的最好體現。再者，中國經濟成長本身就是依靠深度參與全球貿易

體系，這也使得中國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容易受到外部世界的壓力與影響。因

此，中國需要兼用其日益強盛的軍事力量、經濟實力和外交參與來影響鄰國，亦

不得使用過當，將鄰國推向敵對勢力。中國最常使用經濟手段來影響外交爭議與

投資國政府，不斷與台灣斷交的邦交國即為實際例子，影響中國與美國之間，國

際影響力的消長。這些影響符合新自由主義的體現，由政府在國際層面施壓，進

而幫助中國企業在世界各地投資，取得最佳的優惠政策。 

 

                                                      
12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 166。 

13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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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冀生和石湧江研究認為跨國公司的經濟實力與母國的政治權力形成互補，

最終成為母國國際地位和權力影響的經濟基礎。14隨著中國對外投資與援助的增

加，諸多被投資國與受援國對中國的依賴度與日俱增，且中國積極參與和籌辦國

際性經貿組織，使其國際地位有所提升，如上海合作組織、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

係協定及亞投行等，增強中國的影響力。不僅在國際社會可與美國等西方陣營並

駕齊驅，亦可打壓台灣和西藏的生存空間。此外，還能替中國企業在海外營造有

利的生存與投資環境。 

蔡東杰從中國的外交層面分析，認為中國面對它國指責自身內政問題時，會

藉由經濟外交中的經貿威脅做為政治反制手段。著名的案例為 1997 年的丹麥指

責中國人權問題，當年丹麥於聯合國人權大會上抨擊中國對待少數民族和異議份

子的政策違反人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駁斥：「丹麥政府這項反華議案無疑是搬

石頭砸自己的腳。」15隨後，北京政府馬上取消與丹麥所有的商貿合約，使得丹

麥等歐洲國家至此之後便不再就人權問題質疑中國。實際上，中國在經濟外交的

威脅已日趨頻繁，尤其是當中國開始掌握如稀土這類重要的戰略性資源，其制裁

力道將更為嚴重。  

鄭又平與林彥志以國際政治與國家安全考量指出，中國的對外經貿政策是可

以巧妙的轉換為對中國有利的外交政策工具，16如 2010 年中國漁船與日本巡邏船

在釣魚台相撞事件，中國便以通關障礙限制稀土對日本出口，導致日本高科技產

品成本飆升，報復日本宣稱擁有釣魚台主權及逮捕中國籍漁船船長一事。2014 年

韓國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事件，中國不僅祭出貿易障礙制裁韓國，更進一步禁止

其娛樂產業輸入中國市場。由此見得，對於危及中國國家安全及主權議題，經貿

制裁比起軍事手段來的更有效率，不僅代價較小，影響也更為迅速。此一情形，

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全球前三大對外投資國之後，將更為顯著。 

                                                      
14 劉冀生、石湧江，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 年 8 月），頁 267-268。 
15 蔡東杰，當代中國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修訂三版，2014 年 9 月），頁 139。 
16 鄭又平、林彥志，「中國『走出去戰略』之分析：跨世紀中國經濟的轉變」，展望與探索（新北），

第 6 卷第 8 期（2008 年 8 月），頁 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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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爾斯拉格（Jonathan Holslag）的觀點偏向地緣政治視角，認為中國的經濟

聯繫為其戰略交往開闢道路。近年中國基礎建設對外輸出成功，使得眾多國家的

政府爭相歡迎中國前去修路、鋪設管道、修建港口、機場和鐵路等。此舉將延伸

中國的交通網絡深入到東南亞（如越南、泰國、寮國）、中亞（如哈薩克、烏茲

別克、吉爾吉斯）、南亞（如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尼泊爾）等周邊國家。如此

一來，不僅方便自這些國家進口能源，同時開通在中國腹地從事跨境貿易的通路，

更進一步把鄰國的經濟緊密地聯繫上中國，在某些情況下所創造的物流便利還有

潛在的軍事用途。17綜上而言，目前尚未有明顯的證據能夠證明中國將這些基礎

建設做為軍事用途，不過這一行為卻被眾多輿論抨擊，認為軍事用途必不可免，

如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由於該國政府無法償還鉅額貸款，不得以將港口租賃

給中國。即便租賃協議明確提及，禁止中國在沒有斯里蘭卡邀請之下，在此進行

軍事活動，不過曾任印度外交部長的梅農（Shivshankar Menon）卻直言：「投資

漢班托塔只能是出於國家安全考慮，這是唯一合理解釋，就是中國會在那裡駐紮

解放軍。」18可見中國的種種投資，都造成被投資國之鄰國的緊張感上升，尤其

是具有潛在軍事用途的建設方面。 

綜而論之，中國取得這些港口租賃權的意義，戰略上著實必要。中國能源需

求長年仰賴中東地區，即便近年藉由陸上運輸與石油管道自中亞與俄羅斯進口原

油，尋求分散風險，不過絕大多數仍需要自海運進口，中東地區就占超過五成的

進口比例，因此扼守中東至東亞的海洋運輸路線極為重要。斯里蘭卡位於印度洋

的中心地帶，恰好是該條航線的中轉站，更是中國經濟發展必經航站，尤其是能

源運送的保障而言，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節點。中國與緬甸恢復合作的皎漂港也是

如此，該項目更具有擺脫馬六甲困境的深層意義。 

 

                                                      
17 Jonathan Holslag, “China’s Road to Influence”, Asian Survey, Vol.50, No.4 (July/August, 2010), pp. 

641-662. 
18 Maria Abi-Habib, “How China Got Sri Lanka to Cough Up a Port”,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5,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6/25/world/asia/china-sri-lanka-port.html>, (accessed: July 

2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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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與東帝汶之雙邊關係發展 

 中國與東帝汶雙邊關係文獻著重於東帝汶獨立歷程、聯合國治理、政治發展

或是與印尼和澳洲雙邊關係等方向。東帝汶的經貿及投資幾乎未被提及，或是很

小的篇幅描述，對東帝汶援助的文獻，則多於前者。為此，本論文期望藉此彌補

中國與東帝汶政治經濟發展之缺漏，進而探究投資風險及其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建國以前，當今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曾是葡萄牙的海外殖

民地之一，與東帝汶淵源深厚。葡萄牙殖民時期，由於東帝汶發展較晚，行政、

教育等方面都需要依賴澳門支持與援助，派遣華工前往帝汶島便成為其中重要內

容。19葡萄牙政府為了方便管理殖民地，還曾一度讓澳門成為東帝汶的教育、文

化和貿易中心，甚至是東帝汶的總督也由澳門的總督兼任。該時期中國與東帝汶

並無直接的互動關係，但是歷史背景卻成為日後兩國加深雙邊關係的遠因。 

 中國身為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對於 1975 年東帝汶宣佈獨立和印尼出兵入侵

均相當重視。首先，對於東帝汶的獨立，中國給予高度的支持，在聯合國委員會

上表明支持東帝汶獨立立場，要求葡萄牙政府應當給予承認，並向印尼表示希望

可以停止對東帝汶的干涉。20但是言語的警告仍無法阻止印尼政府的決意入侵，

使得中國對印尼的態度進而提升至全面性的批判。為了表示對東帝汶的支持，中

國在該年 12 月 29 日由時任外交部長喬冠華親自接待東帝汶民主共和國國防部

長兼民族解放軍總司令洛巴托（Nicolau dos Reis Lobato），再次表達中國人民堅

決支持東帝汶人民的正義鬥爭。21以外交部親自接待的規格，足以看出中國對東

帝汶獨立的支持與尊重。 

然而當時適逢冷戰期間，中國與蘇聯交惡，且與美國關係方才破冰，使得中

國外交策略開始轉向，不願意再採取一面倒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強調和第三世

                                                      
19 彭蕙，「葡屬帝汶華人社會的形成」，暨南學報（廣東），第 219 期（2017 年 4 月），頁 104-110。 
20「我代表在聯大四委會闡述對東帝汶獨立的立場」，人民日報，1975 年 12 月 07 日，<http:// 

m.zlck.com/rmrb/news/6BZ152TV.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2 月 23 日）。 
21「東帝汶民主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到京 喬冠華外長設宴歡迎東帝汶貴賓」，人民日報，1975 年 12

月 30 日，<http://m.zlck.com/rmrb/news/LH2DO039.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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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國家建立合作與聯合關係。印尼屬於第三世界國家，卻是親美陣營的成員，因

此中國冀望東帝汶取得獨立，擴展其勢力範圍。聯合國決議同樣要求印尼撤軍，

呼籲各國尊重東帝汶的領土完整和人民自決的權利。然而 1978 年中美確定建交

與改革開放到來，加上西方諸國對印尼入侵東帝汶的默許，中國的外交重心便從

對革命的支持轉向國內經濟發展，對東帝汶問題的關注隨之下降。22此外，戰略

位置的策略上，中國與澳洲相同，為求更善於經營東南亞區塊，逐漸對擁有大批

華人公民的印尼釋出善意。中國的和平共處五原則當中，更明確表明「互不干涉

內政」、「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兩項行為準則。因此，在東帝汶問題上，中

國從由原先的譴責立場轉向尊重印尼國家主權。 

 東帝汶進行第二次獨立之際，由於遭受到印尼報復性攻擊，中國才再次對這

個命運多舛的國家遞出橄欖枝。此時的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取得重大成效，已晉升

為全球大國之一。為了維護在國際間的形象，中國在東帝汶問題上堅定支持聯合

國維和部隊的進駐。此外，中國還不斷強調在東帝汶取得獨立的過渡期間，須尊

重印尼的國家主權。江澤民在接受法國《費加羅報》（Le Figaro）採訪時，便表示

「東帝汶的情況與科索沃不同，應印尼政府的邀請，聯合國安理會作出決定，向

東帝汶派遣了多國部隊，中國希望東帝汶問題能在聯合國框架內儘快得到妥善解

決。」23因此在澳洲領導的聯合國維和行動中，中國主動向聯合國表明願意派遣維

和民事員警的決定。維和民事員警的派遣地選擇方面，中國選擇使用東帝汶過渡

行政當局，避開印尼政府所反對的維和部隊，使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消印尼的

顧慮，另一方面又支持東帝汶的獨立。除了本論文強調的地緣政治，與中國奉行

周邊為首要的外交政策因素之外，此時的中國還面臨著各國的反傾銷指控，導致

其必須尋求海外生產基地，規避貿易與非貿易壁壘。鄰近的東南亞自然成為中國

                                                      
22 牛仲君，「中國參與東帝汶維和的原因及立場分析」，外交評論（北京），第 95 期（2007 年 4

月），頁 48-53。 
23「江澤民接受法國《費加羅報》採訪就國內外重大問題發表重要看法並闡述我原則立場」，人民

日報，1999 年 10 月 26 日，<http://www.peopledaily.com.cn/item/ldhd/Jiangzm/1999/chufang/19 

99ofy/ofy020.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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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選，進而積極維護其與東協諸國之外交與貿易關係，這也是促成日後「走出

去」戰略提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對東帝汶的經濟與人道救援上同時投入相當的心血，1999 年透過國際

紅十字會向東帝汶捐助 10 萬美元的援助，10 月再透過駐印尼大使捐贈 3 萬美

元。東帝汶當時的主要經濟命脈為農業，中國便於 1999 年底澳門回歸時，贈與

100 多台手扶拖拉機，更在兩國互訪下，中國分別對東帝汶提供了 5,000 萬人民

幣及 3,000 萬人民幣的無償援助，用於建造東帝汶的基礎建設。24當前東帝汶的

總統府、外交部辦公樓、國防部辦公樓等，便是援助下的成果。實際上，在這些

援助的成效之下，亦有外交上拉攏的作用。當時台灣曾積極與東帝汶接觸，尋求

建交的可能性，並願意提供技術與資金援助。最終東帝汶仍然與多數背離台灣的

邦交國一樣，堅持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

唯一合法代表中國的政府。此舉使得東帝汶在日後與中國的合作與援助道路上，

更加順遂，如 2010 年中國逐步對東帝汶輸入中國產品實施零關稅、2017 年派遣

中國海軍和平方舟醫院船首訪東帝汶提供人道主義醫療服務等。 

第三節  中國與東帝汶之經貿發展 

東帝汶經濟上屬於低度開發國家，其主要收入來自於石油產業與農副產品，

非天然資源收入只占東帝汶總體經濟少數，所以中國與東帝汶的雙邊貿易產品也

較不對等。張黨瓊分析東帝汶在基礎設施過於薄弱，不論在農業或是工業皆為如

此。農業是東帝汶的次要經濟，只是基本上為刀耕火種的自然狀態，屬於人口依

賴溫飽型農業。隨著成為亞洲出生率最高的國家，增長過快的人口逐漸使糧食供

應越發依賴國外進口。為此，中國協助東帝汶展開水稻種植技術合作及推廣，在

解決東帝汶自身糧食供應穩定問題上取得一定成效。然而，東帝汶工業發展始終

處於停滯狀態，除了先天條件的不足，獨立之後不穩定的狀態也沒能吸引外國資

                                                      
24 李開盛、周琦，「中國與東帝汶關係的歷史、現狀及前景」，東南亞縱橫（廣西），第 2 期（2004

年 2 月），頁 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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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與技術的挹注。25首都帝力（Dili）亦僅存在些許小規模工廠，主要從事印刷、

工藝品、紡織業及香皂製造等輕工業，吸納就業人數相當有限，自然沒能形成自

己的民族工業。這些發展困境，促使東帝汶在貿易上相當不利，必須大量從中國

與印尼等國進口工業產品、民生用品及糧食作物等。從東帝汶歷年貿易平衡數據

可以發現，自獨立以來幾乎都被逆差佔據（參見圖 2-3-1）。東帝汶雖然擁有石油

主權基金，仍卻不足以應付對工業產品需求漸增的事實。是之，中國與東帝汶雙

邊關係發展良好之下，其雙邊貿易是否有助於東帝汶的發展，將值得本論文探究。 

 

圖 2-3-1  東帝汶歷年貿易平衡 

資料來源：“East Timor Balance of Trade”, TRADING ECONOMICS,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 

east-timor/balance-of-trade> 

 

 馬提絲（Joao Evangelista Tilman Martins）認為東帝汶的對外經貿關係，要拋

棄既往成見，加強與鄰近的印尼與澳洲合作之外，更應該與亞洲發展最快的中國

建立經濟關係。26若要與中國建立雙邊經濟關係，首要指南是必須遵守中國的《和

平共處五原則》，以換取中國對東帝汶的合作與投資。在中國對東帝汶投資期間，

即便東帝汶發生動亂，中國依然保持信心。因此在政局平定之後，中國對東帝汶

                                                      
25 張黨瓊，「東帝汶：一個你不熟悉的國度」，今日民族（雲南），第 10 期（2012 年 10 月），頁

31-35。 
26  Loro Horta, “Timor-Leste and China: The Dragon’s Newest Friend”, RSIS, September 17, 2007, 

<https://www.rsis.edu.sg/rsis-publication/rsis/980-timor-leste-and-china-the-dra/#.Xc-g1lczY2w>, 

(accessed: August 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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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貿易關係，一躍成為東帝汶第四大夥伴國，現已成為第二大貿易夥伴，還帶動

1,000 至 3,000 人的中國國民前往東帝汶投資，成為當地最大的外國社群之一。27

有鑑於此，馬提絲認為中國與東帝汶雙邊關係發展正朝著堅定與共榮前進。不過

其對於雙邊的經濟關係並未過多著墨，與多數著作雷同，皆強調中國對東帝汶的

援助影響。可見中國與東帝汶的貿易關係並不如預期的重要，援助與投資才是較

有合作前景的。  

張寧容在其著作中提及中國與東帝汶的經貿合作，強調雙方的貿易額不斷擴

大，對東帝汶投資同樣日益活躍。其統計自 2002 年到 2014 年以來，雙邊貿易額

從最初的 100 萬美元，增長至 6,044 萬美元，成長了近 60 倍。28除此之外，2013

年「一帶一路」政策提出之後，中國將東帝汶視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員，以

及中國對東帝汶產品逐漸給予零關稅的優惠，必然能有效帶動雙邊貿易，特別是

工業製成品的貿易額。 

正如張寧容所指出的，中國外交部著重於中國與東帝汶在雙邊貿易總額的發

展，強調這有賴於雙邊政府簽署貿易和多項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和籌組相關組織

來推進合作，如設立中國和東帝汶經貿聯委會，並於 2016 年 3 月舉行首次會議。

29看似前景良好的雙方合作，事實卻是東帝汶對中國長年且大量的入超（參見表

2-3-1）。雖然不可否認雙邊貿易發展著實取得斐然的成績，不過不斷增加的貿易

赤字必然無法替東帝汶帶來穩定的經濟成長，尤其在加入「一帶一路」之後，赤

字更是不減反升。是之，本論文必須檢視雙邊貿易產品以及中國對東帝汶的援助

項目，方能推斷中國所造成的赤字，是否意如張寧容所言的，意在發展東帝汶工

業製成品，藉此帶動工業與基礎設施的進展。 

 

                                                      
27  Joao Evangelista Tilman Martins, Chinese Foreign Aid and Its Effects towards Southeast Asia 

Development: A case of Sino-East Timor Relations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Jilin, 2010), p. 30. 
28 張寧容，建交以來的中國與東帝汶關係（廣東：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6

年），頁 22-24。 
29「中國同東帝汶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9 年 7 月，<https://www.fmprc.gov.cn/web/ 

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428/sbgx_676432/>，（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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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中國–東帝汶雙邊貿易額（2003-2017 年） 

（單位：萬美元） 

年份 東帝汶出口 東帝汶進口 進出口總額 貿易赤字 

2003 0 107 107 -107 

2004 0 171 171 -171 

2005 0.1 127 127.1 -126.9 

2006 1,096.4 579.4 1,675.8 -517 

2007 4.9 945.8 950.7 -940.9 

2008 0 200 200 -200 

2009 2 2,326 2,328 -2,324 

2010 250 4,283 4,308 -4,033 

2011 174 7,044 7,218 -6,870 

2012 68 6,247 6,316 -6,179 

2013 39.7 4,738.6 4,778.3 -4,698.9 

2014 10 6,034.8 6,044.8 -6,024.8 

2015 70 10,600 10,670 -10,530 

2016 29 16,419 16,448 -16,390 

2017 135.9 13,259.7 13,395.6 -13,123.8 

資料來源： 

1.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中國駐東帝汶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中國商務部對外

投資和經濟合作司，對外投資國別（地區）指南–東帝汶（2011 年版）（北京：中國商務部出

版社，2011 年 12 月），頁 20-21。 

2.劉振華、張早平主編，對外投資國別（地區）指南–東帝汶（2015 年版）（北京：中國商務部 

出版社，2015 年 12 月），頁 22-24。 

3.劉振華、王成禮主編，對外投資國別（地區）指南–東帝汶（2018 年版）（北京：中國商務部

出版社，2019 年 8 月），頁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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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海關較為細項的統計，2013 年中國與東帝汶雙邊貿易產品，中國

對東帝汶出口商品主要類別包括機電零部件、水泥、鋼鐵製品、陶瓷產品、紡織

品、傢俱等。中國從東帝汶進口商品主要類別包括機電零部件、農產品、木製品

等。30由此可進一步分析中國與東帝汶雙邊往來的性質，以及中國對東帝汶的大

量順差是否意在協助東帝汶發展。 

東帝汶對中國出口商品主要類別為農業產品與天然資源，超過總額的七成。

與東南亞部分低度開發國家相同，東帝汶開始大量種植與開採樹脂等低利潤自然

資源。與之相反的是東帝汶對中國出口工業相關產品僅占不到兩成，可見其工業

發展仍相當低落，不過相較於聯合國託管期間，工業實際上已取得相當程度的進

步。總而言之，東帝汶整體對中國出口商品，未能取得大量的利潤，其發展正如

部分非洲國家，讓中國開採礦產卻沒能帶來相對的報酬。 

 進階分析東帝汶自中國進口的商品，主要類別為工業類產品，其中又以機械

與電力設備為主，次要則是車輛與軍事武器，當中也不乏像是鋼鐵及其製品、木

材和水泥等建材。上述商品皆符合中國在東帝汶援助建設的項目，如東帝汶國防

部與國防軍司令部辦公大樓、軍人住宅、防洪工程等。這些項目同時帶動中國進

駐東帝汶的大型企業持續增加，當前已累積至 14 家，如華為技術公司。這些大

型企業主要營運仍以工程相關居多，如中國港灣工程、中國海外工程、中工國際

工程、河北建設集團以及新疆石油工程建設等，31為東帝汶的營建技術帶來一定

程度的幫助。 

 綜而論之，中國與東帝汶雙邊經貿關係進展良好，貿易額持續增長，不過這

些貿易產品主要包含在援助東帝汶的項目之中，在經濟上未能帶來實質建樹。由

於東帝汶客觀條件上的缺失，在貿易上本身便容易落入劣勢。因此本論文將分析

                                                      
30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中國駐東帝汶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中國商務部對

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對外投資國別（地區）指南–東帝汶（2018 年版）（北京：中國商務部

出版社，2019 年 8 月），頁 27-28。 
31「駐東帝汶大型中資企業名錄」，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東帝汶民主共和國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

2015 年 8 月 1 日，<http://easttimor.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508/20150801097363.shtml>，

（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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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東帝汶的援助與投資，能否為其帶來有效的產業轉型，帶動東帝汶就業與

經濟發展，助其脫離貧窮。 

第四節  中國投資東帝汶之分析 

東帝汶經貿發展在印尼佔領時期，基本上處於封閉狀態，國家運轉必須依賴

印尼每年大約 3,000 萬美元的挹注維持，這些資金沒有為東帝汶帶來實質上的改

變，而是用在管理層面居多。自獨立以來，東帝汶的經濟狀態主要得依賴聯合國

託管及各國援助，GDP 得以保持成長，歷年的成長率則較不固定。2012 年末聯

合國撤離之後，東帝汶的 GDP 從 60 億美元降至近年的 25 億美元左右，GDP 成

長率更從正成長變成負成長，直至近年才較為穩定。（參見圖 2-4-1、圖 2-4-2）

這些結果都顯示出東帝汶國家整體發展仍積弱不振，不僅國家資源匱乏，地理位

置亦處在印尼與澳洲兩個中等強權之間，導致其國內外環境充滿脆弱性。 

 

圖 2-4-1  東帝汶歷年 GDP 

資料來源：“GDP - Timor-Leste”,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 

MKTP.CD?end=2018&locations=TL&start=2000&view=chart&year_high_desc=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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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東帝汶歷年 GDP 成長率 

資料來源：“GDP Growth - Timor-Leste”,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 

GDP.MKTP.KD.ZG?end=2018&locations=TL&start=2000&view=chart&year_high_desc 

=false> 

為了擺脫貧困的現狀，東帝汶採取像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即沒有永遠的敵人，

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國家利益。不僅邀請印尼出席獨立慶典，同時和

澳洲與中國建交，另一方面，積極爭取加入東協、「一帶一路」及亞投行等區域

組織。東帝汶近年更努力加強與中國關係，期望帶來更多的投資，創造就業與發

展基礎建設。然而其經濟成長若要回到 2012 年的成長高峰，則需要積極尋求外

資投入，以帶動當地就業機會與產業發展。 

東帝汶國內人口稀少，總人口數將近 120 萬人，人口結構超過 5 成以上屬於

勞動力人口，32 14 歲以下人口更占總人口 46%。33，加上 2018 年的出生率為 1.98%，

34為亞洲最高，僅低於非洲的 9 個國家。顯示出東帝汶在勞力密集型產業上，具

                                                      
32「東帝汶-人口」，一帶一路工業和資訊化資料庫，2017 年 11 月 30 日，<http://www.ydyliit.com 

/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36&id=1977>，（檢索日期：2018 年 12 月 15

日）。 
33 甯良淩，「世界人口最年輕的國家」，決策與資訊（湖北），第 9 期（2014 年 9 月），頁 77-78。 
34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March 29, 2019, <http://worldpopulatio 

nreview.com/countries/>, (accessed: March 29, 201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317

30 
 

有人口紅利的優勢。相形之下，中國當前國內生產成本提高，勞力密集型產業逐

漸外移，東南亞便成為中國製造業境外投資的首選。雖然東帝汶勞動力數量與東

協其他成員國有所差距，不過在聯合國維和員警部隊中穿梭的中國員警身影，拉

近東帝汶與中國的關係。此外中國澳門與東帝汶在歷史上同為葡萄牙海外殖民地，

且東帝汶曾經隸屬於澳門管轄，使得其在獨立之後，中國攜手東帝汶成立「中國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多重因素使得東帝汶人民對中國的好感提升，不同於

東南亞許多國家不時有反中與排華的情緒。客觀而言，當前東帝汶看似營造對中

國投資的有利環境，實際分析則將有不同結果。 

劉新生認為東帝汶經濟發展現況不佳，但是中國與東帝汶經貿合作仍有潛力，

有待擴大合作，另指出 2010 年中國已成為東帝汶第四大貿易夥伴，在貿易、技

術及軍事等層面合作皆取得重大進展，35諸如兩國政府簽署貿易協定及多項經濟

技術合作協定、中國核工業集團第二二建設公司協助東帝汶國家電網的建設，以

及中國對東帝汶軍售等。雙方合作情景看似良好，劉新生亦認為東帝汶經濟上的

極端貧困，很大程度限制雙邊經貿關係的發展，只有能源合作才是唯一的突破口，

如 2013 年，韓國也開始自東帝汶進口天然氣。此意味著東帝汶能源確實有發展

空間，但是東帝汶油田資源持其遭澳洲把持，中國若要投資開採東帝汶油氣資源，

必然遭遇阻饒。 

 王成安從東帝汶比較有機會吸引中國投資的層面分析，不外乎油氣與其他自

然資源和基礎建設等領域，還歸納出東帝汶對外資的優惠與保障，如外資有權雇

用外國專業人員、免除 7 至 10 年的土地使用租賃費用、保證不實行國有化並給

予外資平等的投資待遇等。36縱然如此，產生的效益仍然不大，中國除了 2002 年

與東帝汶政府簽署油氣探勘協議，其餘合作絕大多數皆為援助，如援建東帝汶的

總統府與外交部，或是贈送糧食及提供農業物資和機具維修服務等。可見中國對

                                                      
35 劉新生，「平等相待真誠友好－中國與東帝汶建立外交關系 10 周年回顧與展望」，東南亞縱橫

（廣西），第 5 期（2012 年 5 月），頁 3-5。 
36 王成安，「漫漫獨立路，十年發展篇–東帝汶政治經濟發展評述」，李保平、陸庭恩、王成安主

編，亞非葡語國家發展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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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帝汶的幫助，侷限在力所能及的範圍，投資的數額及實質作用可能不及近鄰的

印尼與澳洲。 

 謝宗林對於中國投資東帝汶提出兩點實質的障礙。其一，東帝汶勞動力工資

比鄰近的印尼高出許多，其原因係聯合國長年進駐，變相也提高當地物價與工資。

其二，交通不便且運費不貲，37東帝汶不論空運或海運在基礎建設上都不夠現代

化，導致運輸須經由第三地，不僅增加運輸成本，也導致觀光資源富饒的東帝汶

無法吸引旅客前往。雖然東帝汶的國家計畫中，預計投入大筆金額在基礎建設的

現代化，不過短期之內恐怕難以有所成效。 

雷瑞則是運用 Kogut 和 Singh 的文化距離量表，來衡量東南亞國家間規範和

認知維度的制度距離，藉此評估這些國家的投資風險，用來建議中國對其直接投

資。該研究結果表明，東帝汶同新加坡與汶萊等國家的國家制度距離較為遙遠，

不適合直接投資。雷瑞認為中國企業可以考慮利用併購、合資或合資中少數股權

等方式投資，以規避風險。38研究雖然認為中國對新加坡的投資具有風險，但是

中國對新加坡的投資卻是東協國家中前三名，原因在於新加坡的整體營商環境和

政策法規完善，才得以吸引外資。相較之下，東帝汶因為被殖民的關係，單是法

規就遺留諸多爭議與問題，而且極度缺乏高端人才，即便當前祭出全球最低的稅

收政策也於事無補。產業方面，與同屬能源出口國的汶萊更為相近，可望將汶萊

的成功做為效仿對象，但是兩者的資源存量相差甚大，況且東帝汶還需要將收益

所得分配給澳洲，使得東帝汶在發展的路上更步履蹣跚。 

 綜合評述，不論是王成安、劉新生或是雷瑞，皆認為投資東帝汶確實較具有

風險，卻仍然認為東帝汶在某些層面值得投資。雖然投資數額難以超越印尼與澳

洲，但是中國與東帝汶發展前景良好，由其他方式進行投資不僅可以增進雙邊關

係，亦可降低投資風險。儘管如此，即便中國的投資有望增加，東帝汶實際上的

                                                      
37 謝宗林，「亞洲最新成立的國家–東帝汶簡介」，經濟前瞻（台北），第 82 期（2002 年 7 月），

頁 91-96。 
38 雷瑞，「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制度距離對投資的影響研究」，經濟問題探索（雲南），第 5 期（2017

年 5 月），頁 14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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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恐怕是地緣政治因素大於投資效益。對此，可從中國投資與援助集中在東

帝汶建設政府機構、機場和港口窺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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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對外投資之因素與爭論分析 

 當前中國對外投資金額位列全球前三，其中東南亞地區占據相當多的比重，

諸如新加坡、寮國、柬埔寨與馬來西亞等。這些國家不外乎擁有高端人才，或是

廉價勞動力，乃至於與中國緊密相連等要件。相比之下，東帝汶僅是一個人口百

餘萬，面積不足台灣一半，且經濟不發達的小國家。即便擁有油氣資源，也即將

消耗殆盡，新的開發計畫又充滿不確定性。如此充滿投資風險的地方，中國為何

願意不遠千里前來投資。究竟是基於南南合作的立意出發，又或是中國威脅論之

下，資源掠奪的新殖民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有鑑於此，本章節將探討中國投資東

帝汶之因素與各方爭論。由於中國對東帝汶投資之論述較少，本章節將引述其他

關於中國對外投資之文獻，以此分析中國對東帝汶之投資符合何種目的。 

第一節  中國對外投資威脅論述之探究 

中國對外投資不僅增強經濟發展，軍事實力發展更是不容小覷，外交方面同

樣有所建樹。特別是在周邊外交政策的指導之下，中國正在透過投資增加對東南

亞、中亞等地區的影響力，其目的不外乎是在全球範圍內抵抗美國，東海與南海

即為最明顯的例子。中國的投資範圍越發廣泛，對「中國威脅論」之質疑同樣越

加強烈。尤其是中國更多地主持和參與國際事務與區域組織，試圖在國際上發揮

更大影響力的行為增加。是之，中國對東帝汶的投資，同樣可視為中國勢力從東

南亞至大洋洲的延伸。 

一、國際間對中國威脅論之爭論 

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局長，現任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曾直言「長期

來看，美國最大的安全挑戰來自中國，而非俄羅斯。中國與俄羅斯、伊朗未來皆

對美國造成重大問題，但中國是更大的威脅，因為其良好的經濟和不斷加強的軍

事實力。」1現任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同樣指責中國的對外投資正在世界各

                                                      
1「中情局局長：美國最大威脅來自中國而非俄國」，BBC，2017 年 7 月 26 日，<https://www 

\.bbc.com/zhongwen/trad/world-40735176>，（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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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進行掠奪性貿易，以及侵略性的軍事活動，利用債務外交侵略債權國領土。2面

對西方勢力的指控，實際檢證中國對東帝汶的投資，與上述批評則有所出入。首

先，中國未掠奪東帝汶的大量資源，即使東帝汶出產石油與天然氣，但是出口至

中國的比例僅有 20％左右，最大宗的出口項目仍然是農業產品。相較之下，澳洲

長期掌控東帝汶油氣資源恐怕更符合彭斯的指控。不過有鑑於中國對帝汶海油氣

資源的積極投入，是否會加深威脅仍需要持續觀察。 

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從攻勢現實主義角度審視中國，認為其長

久以來的韜光養晦策略已到盡頭，不可能和平崛起。原因在於中國的經濟帶動軍

事力量增強，未來的中國將更強硬捍衛主權，尤其是富具爭議的南海地區，不惜

動用經濟制裁與軍事行為的主張，將持續增加。3此情勢顯示出未來的亞洲局勢，

將比冷戰時的美國、蘇聯與歐洲競爭更容易擦槍走火。即便部份論述認為經濟相

互依賴能夠避免戰爭，但是米爾斯海默認為只要中國崛起，經濟因素就不能維持

和平。從根本面而論，政治、民族與經濟因素相衝突之際，經濟將被遺棄，如台

灣問題即是民族大於經濟，一次世界大戰是政治大於經濟。簡言之，戰爭並不一

定損害經濟，經濟相互依賴的國家也可能發生戰爭，4如伊拉克攻打科威特。因此

若中國持續加強對東帝汶油氣資源的投資，基於主權利益的澳洲與印尼勢必會採

取更激進的作為。 

納瓦羅（Peter Navarro）從環境、保護主義等多面向分析中國對世界及其鄰

國的投資威脅，如在寮國的湄公河建設水力發電廠建設，直接危害下游的沿線國

家。甚至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帝國主義的復甦，將中國打著「南方國家團結」口號

之行為，形容是暗藏伏兵的特洛伊木馬。5此一論述的根源，來自於中國對資源與

                                                      
2 Nicole Gaouette, Elise Labott, James Griffiths, and Ben Westcott, “Pence attacks China on predatory 

trade, coercion and military aggression”, CNN, October 4, 2018, <https://www.wral.com/us-vice-

president-pence-set-to-inflame-china-tensions-we-will-not-be-intimidated-/17892043/>,(accessed: 

October 25, 2019). 
3 王義桅、唐小松譯，John Mearsheimer 著，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台北：麥田出版社，2014 年），頁 447-474。 
4 王義桅、唐小松，前引文。 
5 Peter Navarro, The Coming China Wars: Where They Will Be Fought and How They Can Be Won (NJ: 

FT Press, 2008), pp. 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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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料的超大需求及其對供應國的大比率控制權。然而掌握東帝汶最大資源的目

前仍是澳洲，但是中國的急起直追同樣帶來隱憂。 

葛藝豪（Arthur R. Kroeber）則不認為中國崛起將給世界帶來危害，中國有

朝一日著實會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不見得會是一個超級強國。其龐大的人口基

數，使中國無法脫離貧窮國家的地位，影響力遠不如 19 世紀以英國為首的歐洲

國家。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確實將經濟實力轉變成在亞洲及世界各地更大的影響

力，不過面對既有的區域強權，如俄羅斯、日本，中國欲想成為區域霸權的距離

仍相當遙遠。基於和平共處五原則進行的對外投資，是從純經濟角度涉入其它國

家，不像美國干涉它國內政。況且沒有證據指明中國想要或有能力，指使或鼓吹

被投資國應該如何組織他們的政治或經濟體系。6因此眾多開發中國家甚至認為

中國的資金投入，才能真正為當地帶來發展。 

薩米（Yiagadeesen Samy）從非洲案例觀察中國的影響，該研究認為中國將

是非洲唯一的選擇，特別是在建立雙邊夥伴關係之後，投資與援助變得更為有效。

其論點是基於非洲領導人們的經驗歸納，總結出中國的影響成功填補了西方國家

的遺漏之處，7加速非洲的發展，更符合南南合作的精神。原因在於中國基礎建設

的大量投資，為人民創造更便捷的生活與提升就業。然而這些國家是否有能力營

運並負擔相關成本，則令人懷疑。 

中國無附加條件的投資或援助，受到開發中國家的青睞，但是恣意妄為的投

資有時卻是助紂為虐。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指出中國的投資幾

乎與腐敗為伍。相較於西方國家的投資，中國更傾向於對特定的腐敗國家投放資

金，而且多集中在特定領導人所在的區域，一方面可作為其政治資本，另一方面

則有利於利益輸送。此外，中國的直接投資幾乎與世界銀行的法治指數呈反向關

                                                      
6 吳國卿譯，Arthur R. Kroeber 著，獨特又矛盾的經濟體：21 世紀中國奇蹟背後的真相（China’s 

Econom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台北：聯經出版社，2017 年），頁 319-333。 
7  Yiagadeesen Samy, “China's Aid Policies in Afric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9, No.406 (March, 2010), pp. 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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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8辛巴威就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東帝汶雖然不同於許多腐敗的非洲獨

裁政權，不過根據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統計，其腐敗指數

與排名同樣不低，2018 年落在全球第 105 名。9隨著親中立場的特定政治人物增

加，亦加深中國所帶來的影響之疑慮。確切原因為何，仍需要同澳洲與印尼的因

素納入。 

「走出去」戰略實施以來，中國企業在世界各地迅速擴張，看似成功的背後，

各種聲浪也排山倒海而來。其中國有企業佔據多數的情況，便令人質疑其海外經

營背後是否隱含政治目的。上述文獻中，不論是經濟、援助或貿易等面向的論點，

都在不同程度上與中國崛起或中國威脅論做出連結，諸如經濟相互依賴理論與新

殖民主義等論述，都在強調中國對地主國政治及經濟的影響。中國威脅論難以一

言以蔽之，是否因地區不同有所差異，亦或是儲存實力以利日後影響它國都需要

持續探究。 

二、中國威脅論在東帝汶是否成立 

 每個國家對外投資與援助都有各自的理由，通常是基於外交政策所驅動的。

中國的投資與援助主要目的除了外交因素，還有資源需求的考量。即使東帝汶看

似外交影響力微小，國內條件同樣乏善可陳，其仍然屬於亞洲戰略的一個重要環

節。中國為構建其在亞洲的經濟和戰略利益，勢必會加強對東帝汶的影響。這層

影響是否會對東帝汶造成威脅，又或是帶來實際幫助，將需要對中國投資東帝汶

之目的進行探索。 

蘇亞雷斯（Laurentina Domingas Barreto Soares）在其研究中，比較中國與澳

洲對於東帝汶的援助，及其援助目的。即便雙方都不斷強調，對東帝汶的援助是

屬於國際義務的一環，蘇亞雷斯仍認為這些舉動，皆是基於地緣政治和戰略所驅

                                                      
8「中國式發展援助：看上去很美？」，DW，2018 年 6 月 5 日，<https://www.dw.com/zh/%E4%B8 

%AD%E5%9B%BD%E5%BC%8F%E5%8F%91%E5%B1%95%E6%8F%B4%E5%8A%A9%E7

%9C%8B%E4%B8%8A%E5%8E%BB%E5%BE%88%E7%BE%8E/a-43650997>，（檢索日期：

2019 年 10 月 25 日）。 
9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8”,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January 24, 2019, 

<https://w ww.transparency.org/cpi2018#press-release>, (accessed: October 2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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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10兩者都在渴望增加對東南亞的影響，彼此相互對東帝汶進行影響力的競

逐。特別是中國的援助，更被視為在獲取區域戰略的立足點，以此遏阻澳洲的進

犯，尤其在 2010 年對東帝汶出售巡邏艇之後，更加深澳洲的緊張與不安。對此，

東帝汶則樂觀其成，正如同時任東帝汶總統霍塔（José Manuel Ramos-Horta）所

言，中國是東帝汶在世界上，為數不多可以從中吸引到外資的國家之一，11其對

加強與中國的親密夥伴關係表示信心。實際上，隨著軟實力的興起，援助亦被作

為當代國際關係中的軟實力貨幣。中國與澳洲的目的不外乎是增加在東帝汶的政

治影響力，以及攏絡東帝汶人民的好感度，便於實現長期的地緣政治發展之目的。

更有甚者認為，無論東帝汶是否擁有油氣資源，中國與澳洲都將加強與其關係，

只因為其戰略位置的重要性。 

韋伯斯特（David Webster）同樣以戰略影響，對中國投資與援助東帝汶進行

分析。其認為中國參與東帝汶的國家建設與發展，是基於戰略地位的影響，引起

其他援助國或鄰國的不滿是必然的。12不會阻礙東帝汶政府對中國的高度重視，

且東帝汶發展進程不斷成形，中國的參與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有別於西方國家

的干涉政策，中國秉持的不干涉原則更能務實的對東帝汶進行關切。 

由於中國崛起，使得美國或是澳洲在太平洋地區的力量皆正在減弱，顯示出

中國威脅論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正在進行的過程。這層威脅對東帝汶沒有產生過

多的影響，反而是競逐之下的受益者。真正受到威脅的是該區域的澳洲與印尼等

東協國家，擔心東帝汶對中國融資和貿易產生依賴，無疑在給予北京對東帝汶外

交政策產生不利影響的機會。這個不利影響並未得到證實，同樣沒有跡象表明中

國正在對東帝汶政府進行干預。唯一值得詬病的，或許是中國在東帝汶的資源分

                                                      
10  Laurentina Domingas Barreto Soares, Foreign Aid for State-Build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ustralian and Chinese Aid Programs in Timor-Leste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Ohio, 2011). pp. 105- 
106. 

11 “China is main option for investment in East Timor, says President Ramos-Horta”, Macauhub, April 

15, 2011, <https://macauhub.com.mo/zh/2011/04/15/china-is-main-option-for-investment-in-east -

timor-says-president-ramos-horta/>, (accessed: October 26, 2019). 
12 David Webster, FLOWERS IN THE WALL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Timor-Leste, Indonesia, and 

Melanesia (Alberta: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2017), pp. 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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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不均，以及對社會服務不及澳洲等國家。儘管如此，中國對東帝汶的影響也絕

不會是威脅，該地區最具影響力的仍然是澳洲與東南亞國家，況且與中國在寮國、

越南及緬甸等國的投資相比，中國對東帝汶的投資著實微不足道，更不可能對其

造成威脅。 

第二節  中國對外投資之南南合作論述 

一、南南合作發展 

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導致殖民地制度迅速瓦解，許多殖民地國家開始擁有

主權的概念，進而取得政治獨立。欣喜之餘，這些國家卻發現其在國際經濟體系

的地位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仍然依附在原殖民國家的控制之下。為了得到原宗主

國及更多發達國家的經濟援助，這些開發中國家開始呼籲在跨國貿易和投資條件

上得到革命性的改變，要求減少其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與外部阻力。藉由群體會

議展現政治團結，增加與前殖民地宗主國以及更廣泛的發達國家的談判能力。 

南南合作看似聲勢浩大，卻是雷聲大雨點小，始終未能打破北方國家主導的

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使得 1980 與 1990 年代，南北發展差距擴大，南南合作開始

陷入低谷，不僅國際經濟新秩序乏人問津，聯合國貿發會議也越來越被邊緣化。

13査道炯指出，石油危機是第一個令南北對話與南南合作陷入危機的事件，不僅

南北國家在根本性對立，南方國家彼此間同樣存在經濟利益衝突，令其合作陷入

困境。其次，1981 年墨西哥的坎昆會議之後，美國態度的出現轉向，開始公開地

攻擊、抵制南方國家和它的集體目標，瓦解開發中國家的政治團結。此後，全球

化開始將發達國家的政治理念、政治與經濟體制設計、社會組織邏輯、商業法規

和慣例推廣到開發中國家去，取代「北南橫溝」。14對此，汪仕凱認為第三世界國

家，被導向缺乏有效政治秩序的自由民主體制，錯失充分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機會，

                                                      
13 Gray Kevin, and Barry K. Gill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Third 

World Quarterly Third, Vol.37, No.4 (March, 2016), pp. 557-574.  
14 査道炯，「南南合作運動歷程:對『一帶一路』的啟示」，開發性金融研究（北京），第 3 期（2018

年 6 月 20 日），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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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則是藉此實現經濟快速發展和國家實力的大幅度提升。15直到進入 21 世紀

之後，聯合國通過「千禧年宣言」，與金磚國家為代表的主要南方國家迅速崛起，

才得以開始推動建立多中心、多元化和民主的世界經濟秩序，逐漸具備引領全球

的實力。不過當前南南合作較為成功與為人所知的仍屬中國，即便在合作上經常

面臨眾多批評。 

二、中國南南合作之發展及其影響 

1955 年的萬隆會議，可視為中國與南方國家合作的一個起點，政治態度上，

強調和平共處五原則；經濟上，藉由軟援助外交，加強與南方國家的雙邊關係。

直到 1980 年代以前，中國的南南合作著重於支持亞拉非等第三世界國家轉型，

如支持民族獨立運動、反對帝國主義、援助基礎設施等。另一方面則是為了解決

兩岸問題，爭取聯合國的代表席次。1978 年，改革開放的到來，中國的重心開始

配合內部的改革開放政策，遂而提出對外援助四原則，強調平等互利的概念，希

望與南方國家雙邊互動能從冷戰前期的政治同盟導向，轉以經濟合作為重心，與

南方國家雙邊關係逐漸降緩。直至「走出去」戰略出現，中國與南方國家關係才

展開更全面的合作。 

張春從中國與非洲視角探討，指出非洲基礎設施非常落後，不能滿足經濟社

會發展的需求，只有中國南南合作的發展，能夠幫助非洲在基礎建設方面發揮更

大的作用。16世界銀行於 2008 年的報告亦指出，中國向非洲每年投入數十億美元

的基礎設施，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至少有 35 個國家從中受益，非洲國家的

領導人們也非常歡迎中國這類不干涉內政的投資。17中國對非洲基礎項目有許多

領域，電力方面，中國為非洲國家建成約 30 個電站及輸變電工程，如衣索比亞

                                                      
15 汪仕凱，「第三世界的政治主題轉換及其對世界政治的影響」，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12

期（2016 年 12 月 14 日），頁 4-37。 
16 張春，中非關係國際貢獻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頁 211。 
17  除了中國，印度和多個海灣國家在撒哈拉以南之非洲國家，也投入數量空前的基礎設施投資

項目。詳見：Foster Vivien, William Butterfield, Chuan Chen, and Nataliya Pushak, Building Bridges: 

China’s Growing Role as Infrastructure Financier for Sub-Saharan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8), pp. 2-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317

40 
 

的特克澤水電站；交通方面，中國承攬非洲大量道路工程、鐵路建設、跨海（河）

大橋及機場等專案，如擴建波紮那共和國的馬翁機場；通訊方面，中國的華為與

中興等科技巨頭均已進入非洲市場，協助建設網路及擴展通信信號覆蓋率；農業

方面，輸出現代化的耕作機具與農業技術團隊，設計糧倉提高非洲糧食安全與食

物儲存能力。中國藉由南南合作在非洲的經驗，套用在東帝汶政府，都是著重在

基礎建設的投入、協助與傳授糧食作物的種植技術，以及直接有效的投資。 

隨著 2015 年各界各國通過「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進一步強調基礎設

施在國家綜合發展的作用，具有強大基礎設施生產能力和過剩產能的中國，將能

提供南南合作與其他開發中國家互利合作的重要機遇。再者，中國近年頻繁且大

量對開發中國家進行投資，如 2018 年中非合作論壇承諾向非洲提供 600 億美元

金援，做為投資、援助與貸款資金，以及「一帶一路」加強對沿線國家的投資與

援助等，勢必加深中國與被投資國的關係。周寶根則將中國這類投資、貿易與援

助，整合成一個大援助概念。大援助的思維之下，各項合作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

援助做為「水泵的引水器」，為投資和貿易扮演「鋪路架橋」的角色，配合或帶

動投資與貿易，使投資和貿易成為促進受援國發展的「發動機」，18達到促進開發

中國家發展的援助目標。 

時任南非總統姆貝基（Thabo Mbeki）曾於非洲發展國際會議表示，「我們確

信，非洲良好發展的關鍵在於貿易，而非援助。為了不坐等援助，必須改善非洲

的貿易條件。」19多數西方學者亦認同單純的援助是失敗的概念，會使受援國過

於依賴援助。普遍認為援助占受援國 GDP 比重長期在 10％以上，說明受援國對

援助產生了依賴，若是無法改善，將陷入被殖民的陷阱之中，因為受援國經濟與

政治效能低落，導致其對援助內容與方式上處於被動地位。東帝汶對援助的依賴

                                                      
18 周寶根，「西方對非援助的教訓及借鑒意義」，亞非縱橫（北京），第 4 期（2009 年 7 月），頁

50-53。 
19 Peter Kujath，「非洲發展：日本中國策略不同」，DW，2008 年 5 月 31 日，<https://www.dw.com/ 

zh/%E9%9D%9E%E6%B4%B2%E5%8F%91%E5%B1%95%E6%97%A5%E6%9C%AC%E4%B

8%AD%E5%9B%BD%E7%AD%96%E7%95%A5%E4%B8%8D%E5%90%8C/a-3374872>，（檢

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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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超過 GDP 的 10％，卻藉由分散風險，未對單一國家過度依賴。雖然早期對

澳洲有此現象，在中國加入競逐之後，已開始逐漸降低，不過被動地位的角色仍

然不變。 

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認為「無論什麼形式的對外援助，本質都是政治

性的，主要的目標都是促進和保護國家利益。援助國向低度發展國家提供援助，

總是夾雜著其自身的政治或經濟意圖。」20根據摩根索的論述，檢視中國可以發

現其對這些非洲國家乃至於是東帝汶，確實帶有政治與經濟意圖，不論是能源目

的或是戰略要素，都是中國亟欲爭取的目標。 

孫同全認為殖民主義理論只適用於某些特定情況下，如個別發達國家對一些

開發中國家進行的雙邊援助，並舉出中國的南南合作就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礎上

的發展合作。像是多數援助國不願意投入週期長、回饋慢及資金缺口大的基礎建

設，中國不僅大量投入，還帶動與開發中國家各種形式的經濟技術合作，創造南

南合作的新格局。21然而這類投資對民生的改變緩慢，只能間接改善當地生活。

如同前一節所述，中國需要加強的是在東帝汶民生與社會服務的幫助。 

綜上所述，中國所秉持的南南合作更像是單向的一昧援助。南南合作立意本

是加強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對話機制，從而帶動開發中國家的經貿發展。

中國對東帝汶或非洲的南南合作，卻更像雙邊關係的加強而已。不論是中非合作

論壇、一帶一路或亞投行都是由中國所領導，對第三世界國家和已開發國家展開

發展幫助甚小。持續之下，將有可能如同姆貝基所言的援助陷阱，甚至是債務陷

阱。但是鄧中堅在探討中國對拉丁美洲國家的資源外交，是南南合作或新殖民主

義時，其發現這些受中國投資的國家之中，對中國的正面形象已超越了美國，22

可以說是中國南南合作的成功，也是中國與拉丁美洲的雙贏合作。當前的東帝汶

                                                      
20  Hans Morgenthau, “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6, No.2 (June, 1962), pp. 301-309. 
21 孫全同，「國際發展援助中『援助依賴』的成因」，國際經濟合作（北京），第 6 期（2008 年 6

月），頁 55-58。 
22 鄧中堅，「中國對拉丁美洲的資源外交：新殖民主義與南南合作之爭辯」，遠景基金會季刊（台

北），第 16 卷第 3 期（2015 年 7 月），頁 13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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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同拉丁美洲的發展，人民對中國的好感正在增加。雖然無法取得東帝汶對中

國與澳洲的好感度之數據，但是有鑑於澳洲對東帝汶負面影響不斷，且在中國持

續加強與東帝汶民間合作的情況之下，東帝汶成為繼拉丁美洲的成功案例，將指

日可待。 

第三節  中國對外投資之新殖民主義爭論 

一、中國對外投資之新殖民主義色彩與否 

援助並非一昧的投入，又不求回報的行為。張熾鑫引述官方文獻，將中國大

援助概念分為三種主要形式。第一種，政府貼息優惠貸款。其優惠利率與銀行基

準利率之間的利息差額由中國援外經費進行補貼。第二種，援外合資與合作。由

中國與受援國政府提供政策與資金支援，推動中國企業與受援國企業進行直接合

作。第三種，無償援助。23其中又以前兩者居多，無償援助則是少數。這些援助

有助於推動中國設備、材料和技術的出口，擴大中國與受援國企業資金來源與規

模，提升援助效益。 

看似雙贏的局面，布羅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不認為中國的大援助能

使受援國完全脫離貧困，藉由世界銀行與中國進出口銀行進行貸款比較便可理解。

前者的貸款大部分是無息的，還款期在 35 至 40 年；後者則是要付息的，且還款

期僅有 10 到 20 年。24本身處於落後地位的受援國，在缺乏有效的還款能力之下，

必然會陷入債務陷阱之中，進而迫使受援國交出公共建設使用權，以及天然資源

開發權，如港口或油田等。即便如此，中國在受援國取得的土地與基礎建設使用

權亦不是最多的，因此將其冠上掠奪受援國領土恐怕言過其實。 

崔小濤將美國與中國在非洲的行為進行比較，指出美國在非洲至少有 60 個

小型基地，遍佈 34 個非洲國家，包括軍營、後勤補給點及港口等。另外有 38 個

非洲國家沒有設置安全合作辦公室或武官處，當中卻有 30 個國家允許美軍使用

                                                      
23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鑑（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6 年），頁 72-

73。 
24 Deborah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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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國的國際機場做為加油中心。25配合經濟援助、聯合軍演直接投資等手段與非

洲合作，都是美國在非洲軍事佈局的重要管道。反觀中國，至今僅有吉布地共和

國一個海外基地，該國面積約台灣的三分之二，卻同時擁有法國（原宗主國）、

日本及美國等軍事強國進駐。加上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將維護非洲民主秩序視

為主要目標，甚至不惜出兵的情況之下，中國自然難以與之抗衡。 

王磊呼籲指責中國新殖民主義或中國威脅論的西方輿論，應理性看待美國和

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對比，減少對中國的戰略猜疑。美國在非洲不論政治、安全

領域之影響力皆遠超中國，即便在未來中國對非洲的影響力亦不可能無限擴大，

美國和歐洲在非洲事務仍具備絕對的重要性和優勢。26中國做為開發中國家與南

方國家之間的合作，不具備過多的威脅性，如同劉方平所主張的，中國對外援助

屬於開發中國家之間相互協助之範疇，不宜將發達國家的援助標準要求中國的援

外工作。27援外過程中，追求一定程度的經濟利益更是正當合理的訴求，只要援

助行為給受援國帶來的收益大於己方所得，這種援助行為就應該得到肯定。此一

觀點與劉致賢在「走出去」戰略的敍述相呼應。表現出中國的大援助，無疑出於

南南合作的互利共贏為目標。 

在中國遭到各種批評之前，同樣遭逢西方圍剿的還有日本。Mukonoweshuro

提及 1970 年代，日本開始擴大對非洲援助，藉由投資和援助佔據非洲國家重要

的能源和經濟領域，與長據於此的歐美國家發生利益衝突，28引起既得利益者批

評日本的行為自私自利，導致日本將重點轉向對外援助做為外交工具，消除國際

社會的輿論壓力，不過國際的批評聲浪卻沒有間斷。 

 

                                                      
25 崔小濤，「美國強化非洲軍事存在欲何為」，中國日報，2016 年 5 月 31 日，<http://top.chinadail 

y.com.cn/2016-05/31/content_25555490.htm>，（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7 日）。 
26 王磊，「中美在非洲的競爭與合作」，國際展望（北京），第 4 期（2018 年 7 月），頁 17-33。 
27 劉方平，「中國援外的歷史進程與現時拓展」，暨南學報（廣州），第 205 期（2016 年 1 月），

頁 120-128。 
28 Eliphas G. Mukonoweshuro, “Japanese Commercial Interests in Contemporary Afric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0, No.3 (May, 1991), pp. 25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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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淵觀察日本從東南亞到非洲的對外援助，列出西方國家批評日本之論述。

起初是批評援助與進口日本商品掛鈎，隨後批評日本把援助和貿易、投資掛鉤的

三位一體做法，再來批評日本只關注基礎設施和項目援助，不重視結構調整、制

度設計和民生改善等。面對國際指責，日本除了將援助與貿易脫鈎，甚至把民主

改善和良好治理寫入官方發展援助憲章。29佐藤（Makoto Sato）認為日本所做出

的改革，一方面是屈服於國際壓力，另一方面則明顯依附於美國的外交需要，30

因為美國安全和經濟利益是日本對外援助的重要決定因素，日本難以與之反抗。 

隨著日本屈服和融入西方的體制，與中國大援助漸增的轉變之下，原先日本

承受的批評自然轉移至中國。兩國不同之處在於，日本援助後期遵從西方的民主

與人道主義，中國則採行不干涉內政原則，漠視部分獨裁國家違反人權事實。何

清漣甚至認為中國模式下的援助與軟實力，漠視人權、崇拜權力，與普世價值相

悖，必然與民主化國家產生衝突。31面對典型的西方指控，實際上並非全然事實，

同樣缺乏實質根據。歐美等民主國家深植非洲的時間遠超中國，非洲仍然極度落

後且戰亂叢生。相形之下，民主國家的新殖民主義色彩或許更不亞於中國。 

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史密斯（Alastair Smith）表示即使是

西方所謂的民主國家，在許多受援國中，同樣傾向讓少數領導人的腐敗，來得到

有利於自身國家利益的政策讓步，儘管最終會導致受援國公共利益嚴重受損。32

西方國家這類基於現實主義的對外援助，招致眾多學者與國際領導人批評，諸如

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其著作中敘述，西方國家這些「原本善意的同情」，

對貧窮地區的人民並沒有帶來實質的利益，更直言這些援助與干涉帶來的只有動

                                                      
29 周玉淵，「從東南亞到非洲：日本對外援助的政治經濟學」，當代亞太（北京），第 3 期（2010

年 6 月），頁 107-124。 
30  Makoto Sato, “Japanese Aid Diplomacy in Africa: An Historical Analysis”, Ritsumeikan Annu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4 (2005), pp. 67-85. 
31 何清漣，「點評中國：中國的『軟實力』為何不受歡迎？」，BBC，2011 年 5 月 9 日，<https: 

//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_analysis/2011/05/110509_cr_chinasoftpower>，（檢索日期：

2019 年 11 月 19 日）。 
32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Alastair Smith, “A Political Economy of Ai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3, No.2 (Spring, 2009), pp. 30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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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經濟衰退等負面效果，真正成功的援助應該是援助個人，而非政府。33持相

同觀點的還有尚比亞裔的學者莫約（Dambisa Moyo），其直指這些援助加深貧困

發展，使非洲國家陷入援助依賴的惡性循環，造成普遍且嚴重的腐敗，斷送非洲

和中國、印度等國家一樣的自主發展機會。34因此其認為西方國家發展援助不僅

無益於解決非洲問題，而且是有害的。相反的，中國當前的快速發展才是非洲脫

離現況的機會。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是一個會公平對待非洲的合作夥伴，更是

值得學習的對象。南南合作的框架之下，非洲將能提供中國龐大市場的一切需求，

進而促進非洲發展。 

羅建波從國際結構評述西方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行為，指出西方國家藉由所

謂的交換正義，要求各國遵守國際規則，卻不問規則本身是否公正合理。羅建波

引述嘉東（Johan Galtung）的「結構暴力」概念，直指西方發達國家運用由它們

主導的國際秩序與規則長期隱形地剝削開發中國家，導致南方國家難以實現經濟

社會發展。35此一結果絕非依靠經濟援助或人道救援即可抵銷，何況西方國家的

援助往往帶有地緣戰略思維，並非一視同仁。羅建波還與莫約持相同觀點，認為

中國的國際援助與發展體系，有助於開發中國家進步。羅建波歸納出理念、制度

與政策三個層面，闡述中國對開發中國家的改革訴求，分別體現在協助推動工業

化與現代化、提高自主發展能力；建立發達國家避免對開發中國家採取貿易保護

主義的行為；兌現聯合國關於發達國家應承擔的援助義務，切實減免部分重債窮

國的債務負擔。36中國近二十年的不斷投入，一定程度上提高開發中國家的發展

活力。不過真正的掌控權仍掌握在開發中國家手中，中國的南南合作也僅能啟到

從旁協助的作用。 

 

                                                      
33 William Easterly, 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7), p. 4. 
34 Dambisa Moyo,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nother Way for Afric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9), pp. 48-50. 
35 羅建波，「西方對非援助效果及中非經濟合作」，國際政治科學（北京），第 1 期（2013 年 2 月），

頁 1-32。 
36 羅建波，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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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評述，不論是莫約從身處非洲的視角、羅建波自身為中國的論述或是伊

斯特利對西方國家干涉受援國的批評，都顯示出中國的新殖民主義不如歐美國家，

特別是美國。但是中國仍無法擺脫新殖民主義的批評，尤其是在近年中國逐漸藉

由債務取得如斯里蘭卡、南太平洋等國的港口或小島之後，加深新殖民主義的色

彩。多數觀點認為中國取得這些地區的控制權是為了將軍力投射至此，對抗美國

的威脅。中國確實加強與這些國家的軍事合作，然而沒有證據表明中國派駐軍隊

涉入，當前仍然只有前述的吉布地有軍隊常駐。因此比起新殖民主義，中國對債

務國的租借取得，更偏向於新自由主義的操作，用以追逐營商與經貿利益。 

二、東帝汶是否陷入中國的債務陷阱 

 東帝汶獨立以後，由於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導，對外舉債相對慎重。

在聯合國託管期間，東帝汶政府始終保持零負債。2012 年聯合國撤離之後，東帝

汶亟欲發展經濟，現有的財政收入卻早已無法滿足國內基礎建設與產業發展的需

求，迫使東帝汶首度上報國會要求獲准對外舉債，藉此解除主權借款的法律障礙。

2012 年取得第一筆小額貸款，2015 年為 7,000 萬美元，2016 年東帝汶議會再批

准簽約上限為 3.91 億美元。截至 2017 年底，東帝汶累計接受亞洲開發銀行、世

界銀行、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3 個國際組織共 6 筆貸款，總額約 3.5 億美

元，主要用於交通基礎設施和民生改善等領域。37自此之後，東帝汶的外債金額

一路上升。 

東帝汶這些外債中，主要債權國是西方主導的國際組織，中國不僅不是東帝

汶的債權國，甚至在 2016 年提供貸款遭到駁回，被視為東帝汶對外債的謹慎，

也被視為擔憂陷入中國的債務泥沼。東帝汶當前的長期外債數據僅到 2017 年，

正巧是東帝汶加入亞投行之年度，因此若要檢視中國將藉由亞投行與「一帶一路」

直接對東帝汶進行貸款的推論，尚有難度。 

                                                      
37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中國駐東帝汶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中國商務部對

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對外投資國別（地區）指南–東帝汶（2018 年版）（北京：中國商務部

出版社，2019 年 8 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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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David Hutt）曾專門對東帝汶是否陷入中國陷阱進行探討，引述部分

東帝汶政治人物之論述，與霍塔持同一觀點，認同其所言的中國對東帝汶的槓桿

作用被誇大了，這並不意味著帝力迫切需要中國優惠貸款。38實際上，外界對於

中國過多猜測，都缺乏有效資料佐證，真實情形反而是東帝汶單方面積極修改法

律，希望便捷程序與阻礙，讓中國的資金更好的投入。 

沈旭輝與哈特論點相仿，認為「一帶一路」時代的中國，與東帝汶一拍即合。

東帝汶獲得經濟發展，讓中國資金大舉進入，替東帝汶建造房屋、學校、商用辦

公大樓等基礎建設，部份資金將由亞投行負責支出。反之，東帝汶成為中國在東

南亞的棋子，因為北京真正感興趣的，還是該地區的地緣政治。39對此可從中國

軍艦到訪東帝汶以及軍售等行動，加深周邊國家疑慮獲得證明。此舉導致澳洲對

東帝汶態度更加積極，對帝汶海的油氣收入做出更多退讓，以取得東帝汶的信賴。

顯而易見的，東帝汶雖然只是彈丸之地，卻是中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支點，隨著

對東帝汶投資的深化，澳洲與印尼的壓力必然加劇。這對於防止長期盤據於東南

亞和大洋洲的美國，具有戰略上的現實意義。 

 索里亞諾（Andrea Soriano）從東帝汶視角論述，認為中國對於東帝汶政府而

言，只是被視為與其他具影響力國家的潛在平衡，經濟上能夠獲得基礎設施建設

投資的夥伴。對於東帝汶陷入「中國債務陷阱」的指控，則認為東帝汶目前還沒

有向中國要求巨額貸款，不像近年許多太平洋國家，遭受中國債務的侵害，40如

中國取得索羅門群島與瓦努阿圖的港口使用權。儘管如此，索里亞諾也不可否認

對澳洲來說，協助東帝汶發展來預防中國潛在的危機是至關重要。 

                                                      
38 David Hutt, “Will Timor-Leste become China’s next debt trap?”, Asia Times, November 2, 2018, 

<http://www.atimes.com/article/will-timor-leste-become-chinas-next-debt-trap/?bclid=IwAR1HH0R 

QbMSsy8K77gNAHc5AubXlHdw >, (accessed: November 20, 2018). 
39  沈旭輝，「被遺忘的角落：東帝汶的大國角力」，信報，2018 年 4 月 11 日，<http://www.ir-

basilica.com/%E3%80%90%E6%B2%88%E6%97%AD%E6%9A%89%E5%B0%88%E6%AC%8

4%E3%80%91%E8%A2%AB%E9%81%BA%E5%BF%98%E7%9A%84%E8%A7%92%E8%90

%BD%EF%BC%9A%E6%9D%B1%E5%B8%9D%E6%B1%B6%E7%9A%84%E5%A4%A7%E5

%9C%8B%E8%A7%92%E5%8A%9B/>，（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28 日）。 
40 Andrea Soriano, “Is Chinese influence in Timor-Leste cause for concern?”,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March 5, 2019, <https://nsc.crawford.anu.edu.au/department-news/14169/chinese-influe 

nce-timor-leste-cause-concern>,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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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而言，中國還未對東帝汶提供貸款，更多的是雙邊的合作建設。但是東

帝汶目前國內的石油開發計畫，成本高昂，絕非東帝汶政府所能負擔的，必然會

像中國尋求協助。杜邦（Alan Dupont）對此深感擔憂，原因在於澳洲等投資夥伴

對這項高風險計畫卻步，導致東帝汶正在考慮將該計畫的部分項目加入「一帶一

路」從中國進出口銀行獲取資金。若如東帝汶領導人古斯芒（Kay Rala Xanana 

Gusmão）所願取得貸款，那將是陷阱的開始，該貸款的數額是東帝汶國內生產總

值的三倍之多，況且多項研究已提及東帝汶石油資源幾乎耗盡，石油基金的組成

中又有約 90％用做年度預算，41對東帝汶的財政負擔無疑是雪上加霜。再考慮到

東帝汶的償還能力低落，若不能償還貸款，杜邦認為中國將以債務換股權的方式，

讓北京將包考（Beaco）的港口和機場用於軍事目的。42不過這些仍屬於推論，而

且東帝汶獨立 20 周年之際，澳洲總理不僅親訪東帝汶，還帶去諸多合作協議與

援助，期望增進與東帝汶關係，勢必增加中國貸款給東帝汶的阻礙。 

 簡而言之，東帝汶當前的主要債權人還是西方國家，即便眾多論述指控中國

正在讓東帝汶陷入債務陷阱，實際上沒有明顯數據顯示。因此本論文認為債務陷

阱的情況，或許正在中國其他對外投資中發生，如斯里蘭卡，但是在東帝汶則沒

有跡象表明中國有債務陷阱之虞。 

第四節  小結 

中國的崛起是既定事實，在國際上的影響必然加強，對某些國家將其視為中

國威脅論並不意外，像是對澳洲與印尼而言，中國與東帝汶雙邊關係的加強，便

容易被視為對該地區的威脅。中國視角確實希望增加在整個亞洲的影響力，因此

中國對東帝汶的投資，更多層面上是為了增加對東南亞與南太平洋的影響力，刺

激澳洲與印尼。經濟上的投資與援助更多是基於南南合作的動機，藉此提升其在

亞洲的大國地位和形象，而非新殖民主義的剝削與資源掠奪。 

                                                      
41 Alan Dupont, “Australia must not lose East Timor to China”, The Australian, July 2, 2019, <https:// 

www.theaustralian.com.au/commentary/australia-must-not-lose-east-timor-to-china/news-story/acb2 

48e8be68046a5e53644ad2920285>,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8). 
4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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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若將本論文發現的中國與東帝汶雙邊貿易關係，與鄧中堅的中國對拉

丁美洲的資源外交相比，可發現兩者高度相符。根據鄧中堅歸納出的四項南南合

作指標，與當前中國在東帝汶的發展軌跡相一致，如中國對東帝汶進口平均分布

為自然資源與原料，出口也以非高附加價值的工業製品為主，且中國一直以來都

以行動對東帝汶基礎建設及農業部門表達支持等，展現出雙方合作的雙贏，增加

具體有效的影響及其影響力。 

 綜合論之，本論文認為中國對東帝汶的投資、援助與經貿合作等關係，符合

南南合作的發展，而非新殖民主義的掠奪，也不同於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剝削。即

便中國確實正在增加對東帝汶的影響力，亦不意味著將對東帝汶造成威脅。其目

的仍是在該地區箝制澳洲與美國向東南亞的進犯，以及擴展其勢力範圍，更好的

朝亞洲霸權邁進。此外，東帝汶自身的外交政策是平衡各方勢力，不允許過度依

賴單一國家，即便目前有越來越多的領導人向中國靠攏，但是該地區最有影響力

的還是澳洲。因此不論是新殖民主義，或是中國威脅論對中國在東帝汶的指控，

實際上都言過其實，唯一不可否認的僅有中國的對外投資確實有加強影響力的政

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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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投資東帝汶之風險分析 

 本章針對投資東帝汶之風險進行分析，主要分為國內層面與國際層面。國內

層面將強調東帝汶內部政局是否穩定，以及國內政治的政黨鬥爭。國際層面則從

地緣政治分析，強調澳洲與印尼對東帝汶的影響，最終分析中國與東帝汶雙邊關

係進展。 

第一節  東帝汶內政風險分析 

一、政黨鬥爭 

東帝汶自 1999 年在聯合國的監督之下舉行全民公決，從印尼獨立出來。2002

年正式獨立之前，由聯合國協助其獨立事項，直到 2012 年聯合國團體撤離，正

式實行全面自治。政治體制上屬於西方的民主體制，採取議會內閣制，總統為國

家元首與武裝力量最高統帥。首屆總統選舉中，由領導東帝汶獨立運動的領袖古

斯芒當選。政黨部分，早在 1975 年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獨立浪潮下，東帝汶就成

立了三個擁有不同政治取向的政黨。其中主張獨立的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

（FRETILIN），在 2001 年的制憲會議選舉中，於 88 個議席中取得 55 個席次，

成為國會最大黨。2004 年東帝汶頒佈《政黨法》之後，1則正式開啟多黨並存的

政治格局。至今已成立將近 30 個政黨，但是只有少數政黨能實際參與執政，如

東帝汶全國重建大會黨、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等。  

 根據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統計，2018 年東帝汶的民主排名為 42 名，

在歸類上與台灣一樣都屬於有缺陷的民主，2顯示出東帝汶看似完善的政治體制，

距離完全民主仍相當遙遠。除此之外，民主排名的成績，同樣沒有給東帝汶帶來

長治久安的未來，反而是開啟了政黨之間與政黨內部的內耗及鬥爭。陳佩修在專

論中指出東帝汶獨立之後歷經十年的政治發展，在民主化進程取得令世人矚目的

                                                      
1 曹家寧，「東帝汶」，中國一帶一路網，2019 年 6 月 21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 /gbjg/ 

gbgk/10014.htm>，（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6 日）。 
2 Ian Burrows，「年度民主指數榜單：澳洲第九、中國排第 130、朝鮮墊底」，ABC，2019 年 1 月

11 日，<https://www.abc.net.au/chinese/2019-01-11/the-countries-where-teachers-are-respected-(and 

-paid)-the-most/10708328>，（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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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政治領袖卻不改鬥爭的本性，在國內政治展現出鬥爭與難以妥協的性格。

長年的鬥爭導致政治議題的重要性和優先性遠高於經濟發展，使得民生凋敝，以

及選舉常常伴隨暴亂的發生。3伯曼（Lydia Beuman）便藉由半總統制觀察東帝汶

政治體系，指出共治（Cohabitation）時期，一黨獨大的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內出

現分歧，各個開國元勳之間路線相悖。4被尊稱為東帝汶國父的古斯芒主張民族

和解，讓各個政黨有權力平等參與國家政治。總理阿爾卡蒂裡（Mari Bim Amude 

Alkatiri）則力圖維持並延續當前一黨獨大的現況，利用優勢地位排擠和打壓其他

政治力量。 

各種內鬥之下，最終導致 2002 年總統大選出現分裂，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

決定不支持古斯芒競選總統，主席盧奧洛（Francisco "Lu Olo" Guterres）更公開

支持對立的候選人。隨後，阿爾卡蒂裡提出「東帝汶的總統與美國總統不同，不

是政府之長，特定人物引人注目的獨裁者時代已經結束了」之論述，對當選總統

的古斯芒進行牽制，5因此東帝汶總統屬於虛位元首。最後，更出現國內派與流亡

派之間的對立，前者主要是自 1975 年到獨立之間，長期對抗印尼入侵的遊擊隊

領袖；後者則是參與反抗後流亡海外的領袖。這些矛盾都導致日後古斯芒另起爐

灶，成立東帝汶重建全國大會黨（CNRT）之原因，也讓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無

法一黨獨大。  

 張潔則是從東帝汶武裝力量分析政黨鬥爭，點出東帝汶多數政治領導人長期

從事武裝鬥爭，從而在獨立之後仍與軍隊建立密切的聯繫。東帝汶建國之後，部

分領導人更開始培養支持特定個人或政黨的安全力量，於是東帝汶的軍警部門之

中，開始各自支持不同候選人，形成具有一定政治化的特徵。除此之外，東帝汶

的軍隊和警察內部，還存在著基於地區因素的相互對立，以及夾雜著個人、團體

                                                      
3  陳佩修，「獨立又如何？東帝汶舉步維艱」，中央社，2012 年 9 月 17 日，<https://www.cn 

a.com.tw/topic/newsworld/22/201209170019.aspx>，（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7 日）。 
4 Lydia M. Beuman, “President-Prime Minister Relations and Democratic Stability One Decade of Semi 

Presidentialism in Post-Conflict Timor-Leste”,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2, No.2(December, 

2016), pp. 85-104. 
5 山田滿，「新生東帝汶所面臨的課題」，南洋資料譯叢（廈門），第 3 期（2004 年 9 月），頁 6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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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方之間的利益衝突。由於東帝汶的軍隊和警察系統都不是獨立的安全保衛力

量，導致武裝力量的分散，6再加上政黨鬥爭與前述多項不利因素，無疑對國家政

局穩定與社會安定形成一大威脅。 

2017 年的總統選舉是東帝汶脫離聯合國託管之後，首次自身舉辦的選舉。

雖然在投票舉行前仍有偶發性的小規模抗議事件，但是相較於以往的暴力事件已

平和許多。同年 7 月的議會選舉，有別於以往的結果，不同的人民訴求開始受到

重視，特別是青年族群的反撲。關鍵在於獨立之後的嬰兒潮，紛紛成為首投族，

7這些年輕人成長於網路世代，不同於父執輩對古斯芒等革命英雄義無反顧的支

持。年輕人們藉由教育與網路了解更多關於東帝汶的資訊，深知這十多年來主政

的兩大政黨是如何的貪腐、無所作為，導致東帝汶的落後不前。 

由於年輕選票的增加，最終導致東帝汶重建全國大會黨得票率下滑，與東

帝汶獨立革命陣線紛紛取得 29％的得票數。小黨趁勢崛起，特別是 2011年開

始成立許多以年輕人為主的政黨，如人民解放黨、東帝汶全國重建革新陣線。

其中又以人民團結繁榮黨（KHUNTO）取得最大進步，反映出這個國家選民開始

關注東帝汶社會底層跟貧窮階級嚴重化的問題，透過選票去支持關心社會底層

的政黨。8不過選舉結果也因為沒有單一政黨或政治聯盟獲得過半席位，陷入政

治僵局。 

自 2015 年起，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一直與東帝汶重建全國大會黨結盟，但

是由於這次大選，雙方未能達成新的協議，導致東帝汶的政治緊張情勢持續升高。

9原因在於政黨利益分配存在歧見，如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曾尋求議會其他政黨

的聯盟，詢問民主黨時，因為被要求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把個別的部長職位讓給

                                                      
6 張潔，「東帝汶的暴力衝突與政治發展」，張蘊嶺、孫士海主編，亞太地區發展報告 No.7(2006)：

發展趨勢預測與熱點問題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頁 172-180。 
7 東帝汶最低投票年齡為 17 歲。 
8 陳建甫，「東帝汶選舉啟示：不回應年輕世代是老牌政黨的危機」，上報，2017 年 7 月 27 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21521>，（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7 日）。 
9 楊明娟，「東帝汶總統解散國會，提前大選」，中央廣播電臺，2018 年 1 月 26 日，<https://www.rti. 

org.tw/news/view/id/392196>，（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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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引起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的反對，10使得組閣談判的破裂，導致東帝汶總

統盧奧洛於 2018 年初宣布解散國會，提前舉行大選以解決此一政治僵局。最終

於 2018 年 5 月 12 日舉行第五屆議會選舉，由東帝汶重建全國大會黨（21 席）、

人民解放黨（8 席）和人民團結繁榮黨（5 席）組建的改革進步聯盟共同組閣，

共獲總席次 65 席中的 34 席。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雖然獲得 34.2%的選票，但是

其抗議投票過程涉嫌違規，因此提交上訴，最終遭法院駁回。11顯示東帝汶選舉

仍有爭議，政黨之間的鬥爭與利益衝突仍然嚴重，尤其老牌政黨。 

政黨鬥爭反映出東帝汶政治的隱憂，是國家停滯不前的關鍵因素。一個政黨

往往代表不同訴求的存在，對外交政策也是如此，甚至在政黨背後更可能有各個

國家的支持與遊說，正如南太平洋的部分國家。因此在東帝汶詭譎多變的政治中，

難保中國對東帝汶的投資不被政策不穩定的投資風險給影響。 

二、政治動亂 

獨立之後的東帝汶雖然主張族群調和，可是成效並不彰顯。當前東帝汶約有

120 萬人口，當中 78%是土著人，20%是印尼人，2%是華人，佔據半數的土著之

中，分佈了 10 多個民族，使用著多達 33 種語言。12種族與部落之間多各自為政，

相較之下，中央政府的控制便顯得力有未逮。長期的殖民歷史，使得當地民族部

落、社會文化等傳統被嚴重打亂，還遺留許多族群對立的禍根，如印尼在入侵東

帝汶時期曾大量將西帝汶民眾移居至東帝汶東部，試圖同化獨立意識較強的東部

居民，佔據了大部分的工作機會，此舉也為日後的國內動亂埋下隱患。 

2006 年 3 月發生在帝力的軍人示威遊行，是東帝汶最著名的東西部地區衝

突事件。主因是東帝汶軍隊內部的長期矛盾，早期反抗印尼統治時期，武裝部隊

成員以來自東部地區的居民為主，西部地區則被認為偏向支援回歸印尼。東帝汶

                                                      
10  Kingsbury Damien, “Timor-Leste Heading Towards Minority,but Stable,Government”, Deakin 

University, August 11, 2017, <https://blogs.deakin.edu.au/deakinspeaking/2017/08/11/timor-leste-

heading-towards-minority-but-stable-government/>, (August 8, 2019). 
11  陳慧璋，「結束議會僵局東帝汶反對聯盟贏得多數席位」，早報，2018 年 5 月 28 日，<http 

s://www.zaobao.com.sg/realtime/world/story20180528-862728>，（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20 日）。 
12 吳琳，「小國大騷亂-東帝汶騷亂透析」，當代世界（北京），第 7 期（2006 年 7 月），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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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之後，東部為主的軍人成為東帝汶武裝部隊的主體，自然佔據軍隊領導層的

崗位，西部的軍人不僅報酬比較少，居住條件也比較差。對此，柏爾（Desmond 

Ball）便直言東帝汶防衛軍的成立只是當時政治權宜與財政事實的產物，而非出

自於戰略與防衛的審慎縝密的考量。13除了專業軍事訓練與教育不足之外，破敗

的經濟以及軍事預算捉襟見肘都導致軍隊岌岌可危，最終導致部分軍人們上訪至

軍方領導層級，要求改善差別待遇。 

對於基層軍人提出的問題，東帝汶軍方領導不但沒有著手解決，反而採取極

端措施，將這些軍人遣散並開除軍籍。14迫使被遣散軍人們走上街頭，在首都帝

力進行暴力示威。東帝汶政府隨即派出國家員警維持社會治安，以防止衝突升級。

然而事態已全然失控，演變成槍擊事件，造成數十名東帝汶員警喪生。直到東帝

汶政府呼籲國際社會緊急派遣維和部隊之後，澳洲、紐西蘭、馬來西亞及葡萄牙

等國家派遣部隊進駐，才逐漸平息這場將近三個月的暴動。 

根據聯合國東帝汶獨立問題特別調查委員會的報告，這次暴亂撇除財物損失，

至少造成 38 人喪生，其中 23 名平民、12 名員警以及 3 名軍人，遭受攻擊的人

數多達 69 人，過半為平民。超過 150,000 人流離失所，1,650 座建築物被毀。教

育、醫療、糧食等基本需求的供給同樣被中斷，東帝汶超過 15％的兒童因此營養

不良需要立即救治。15聯合國的調查委員會也意識到，這些估算與確切數字仍有

落差，實際情況必然更加嚴重。 

2006 年的動亂除了上述的族群對立與待遇不公等問題之外，民眾對東帝汶

國內經濟停滯不前的發展，同樣感到不滿。席爾瓦（Avelino Coelho da Silva）認

                                                      
13  Desmond Ball, “The Defence of East Timor: Australia’s Role”, Taiwanese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No.4. (December, 2004), pp. 1-36. 
14 徐海靜，「東帝汶!那裡究竟發生了什麼？」，新華每日電訊，2006 年 5 月 31 日，<http://new.big 

5.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CND&dbname=CCND2006&filenamee=XH

MR200605310051&v=MDQ4MDBQU1hHZkxHNEh0Zk1xb3hFWk9zS0RSTkt1aGRobmo5OFRu

anFxeGRFZU1PVUtyaWZadTl1Rnl2bFVMM0lJRjBX>，（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20 日）。 
15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dependent Speci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for Timor-Leste,” United 

Nations Archives, October 2, 2006,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Countries/COITimorLeste.p 

df>, (accessed: August 21, 2019), pp. 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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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總理阿爾卡蒂裡提出私有化的經濟導向之後，加劇東帝汶的貧富差距，16是

造成人民跟隨軍人反抗的因素之一。然而示威升級為武裝鬥爭的主因還有政治的

派系鬥爭，不僅削弱政府的管理能力，更擴大社會衝突與矛盾，身為總理阿爾卡

蒂裡必須承擔最大的責任。首先，騷亂發生之初，軍人主要不滿阿爾卡蒂裡，要

求他下台，重組政府來提升經濟與軍人待遇，以及示威期間，數百名示威者前往

總統府要求阿爾卡蒂裡辭職，將政府管理權轉交給古斯芒。面對總總抗議聲浪，

阿爾卡蒂裡並未聯合在國民與軍隊中皆具有聲望的政敵古斯芒，尋求合作以緩和

示威的緊張局勢。相反之，阿爾卡蒂裡在主持國家危機處理的緊急會議時，甚至

沒有通知身為總統的古斯芒，在沒有經過總統授權之下，由總理直接命令軍隊幫

助警察以強硬手段強行解散抗議民眾。17該行為不僅違反程序，同時延誤政府對

危機處理的控制。 

政治鬥爭遠不僅於此，聯合國的調查委員會進一步指出東帝汶內政部長洛巴

托（Rogerio Tiago Lobato）曾下令邊境巡邏隊司令克鲁斯（Antonio da Cruz）向

其交付 15 把 HK33 的半自動步槍，再將這些彈藥用於武裝兩個平民團體。前東

帝汶民族解放軍的士兵洛斯（Vicente da Conceicao,aka Rai Los），也向聯合國調

查委員會坦承阿爾卡蒂裡與洛巴托欲藉此除去政治上的敵人。委員會雖然對兵洛

斯之論述此表示懷疑，但是仍對阿爾卡蒂裡與洛巴托流出武器一事究責。18政治

鬥爭無疑加劇衝突的發生，更令人注目的是這些對抗顯得千辛萬苦爭取到的獨立

就像泡沫，令人惋惜。 

 東帝汶獨立十幾年來，大小騷亂不斷，國內一直存在叛軍的武裝力量，表面

上看似解決，實際上仍有多重隱憂存在，如 2008 年 2 月 11 日叛軍同步襲擊總統

                                                      
16 Avelino Coelho da Silva, “EAST TIMOR: The people are paying the price”, Green Left Weekly, July 

19, 2006, <https://www.greenleft.org.au/content/east-timor-people-are-paying-price>, (accessed: 

August 23, 2019). 
17 張潔，「東帝汶的暴力衝突與政治發展」，張蘊嶺、孫士海主編，亞太地區發展報告 No.7(2006)：

發展趨勢預測與熱點問題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頁 172-180。 
18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dependent Speci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for Timor-Leste”, United 

Nations Archives, October 2, 2006,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Countries/COITimorLeste.p 

df>, (accessed: September 13, 2019), pp. 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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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塔官邸，導致總統腹部中彈，以及對總理古斯芒座車進行掃射，所幸無人傷亡。

這起同步襲擊最終造成兩名叛軍與一名衛兵喪生，總理古斯芒隨即宣布國家進入

緊急狀態 48 小時，實施宵禁，同時向澳洲尋求增援。 

東帝汶的騷亂事件每逢選舉期間便更加頻繁，不諱言之，東帝汶短暫的歷史

上，選舉就象徵著暴力。背後原因即為苦悶的政治鬥爭，這種鬥爭又終將延伸回

到反抗鬥爭和高風險的政治競爭，導致各國對於東帝汶舉辦大選期間，皆會作出

防範，如中國駐東帝汶民主共和國大使館會發出公告，提醒東帝汶的中國公民，

加強安全防範，提高防火防盜防搶意識等警語。具體動亂如 2012 年 7 月的議會

選舉結果出來之後，東帝汶總理古斯芒宣佈其所在的黨派與其他黨派共同組建執

政聯盟，導致不在聯盟中的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支持者開始暴力示威，抗議該政

黨被排擠出執政聯盟。該次動亂的示威者聚集在帝力及周邊地區，向政府官員投

擲石頭及燒毀車輛。不僅表現出政治局勢上的不穩定，同時代表著政府在維穩方

面的不足，若是發生如 2014 年越南反中暴動事件，將導致外國廠商損失慘重。

此種現象亦屬於政治風險當中的危機反衝力，中國企業將難以招架。 

 經歷幾次暴力動亂之後，東帝汶近年的暴力事件已取得大幅改善，尤其是在

2006 年的暴亂以後，對於武器管制更為嚴謹，可以根據中國對最近兩次議會選

舉的都沒有發出警告的反應，看出對東帝汶的信心。即便如此，中國對於在東帝

汶工作的中國人，仍發出風險警告，除了提醒東帝汶環境、地理因素之外，還著

重於人身安全風險。由於東帝汶基於內戰使得境內民風尚武，不僅武力團體眾多，

甚至有為數不少動亂分子，在選舉等特殊時段，局勢和治安有惡化趨勢，如 2014

至 2015 年在帝力和包考等地製造了一些安全事件，對社區安全造成不良影響。

19因此中國駐東帝汶使館對於赴東帝汶旅遊的中國公民，特別提醒對自身生命和

財產切實加強安全防範。 

                                                      
19「東帝汶-外國人在當地工作的風險」，一帶一路工業和資訊化資料庫，2017 年 11 月 30 日，

<http://www.ydyliit.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35&id=1969>，（檢索

日期：2019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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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東帝汶的選舉已能夠較為和平的渡過，即便時有爭議存在，仍在政府的

控制範圍。相反的，政黨惡鬥則是未見轉機，縱然小黨的興起有助於對兩大政黨

的遏阻，卻也容易陷入政治僵局，政治酬庸的狀況依然會發生。此外，民族的認

同與經濟破敗造成的民怨，仍然有賴於政府的持續努力。東帝汶政府應當藉由外

交關係與邦交國進行政府人員訓練，將有助於東帝汶政府官員素質的提升，如中

國與葡萄牙皆對東帝汶祭出官員交流的邀請。 

第二節  東帝汶地緣政治風險 

一、東帝汶戰略位置分析 

國力弱小的東帝汶，國土面積狹小，其戰略地位卻不可忽視，地處於兩大洋

（印度洋和太平洋）與兩大洲（大洋洲和亞洲）之交匯處，具有重要戰略地位，

是理想的軍事基地。就戰略角度而言，不亞於新加坡。溫北炎曾分析，印尼認為

日本將不會延長美軍在沖繩群島的租借期，東帝汶將成為美軍的理想軍事基地。

20即便最終將東帝汶做為美軍基地之預測並未發生，此舉依然彰顯出東帝汶的戰

略重要性。若從地區安全探討，澳洲與印尼兩個中等強國緊密相鄰，勢必視彼此

為主要威脅，必然會增強對東帝汶之影響力。對中國而言，庫克（Erin Cook）認

為東帝汶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大洋洲之間的戰略位置對中國很有吸引力，21同時

還可做為制衡印尼與澳洲的槓桿，解釋中國近年加強投資東帝汶之因素。 

中國為增加在東南亞的影響力，曾與東帝汶進行軍事交流，2016 年，中國海

軍 152 艦艇編隊環球訪問的第 13 站便是東帝汶。22早先的 2010 年，中國出售兩

艘海軍巡邏艇給東帝汶，進而引起澳洲方面的緊張與不滿，甚至有媒體認為澳洲

已對東帝汶失去控制力。斯托雷（Ian Storey）表示「帝力政府向中國購買這些船

                                                      
20 溫北炎，「東帝汶問題的來龍去脈」，東南亞研究（廣東），第 6 期（1999 年 12 月），頁 18-21。 
21  Erin Cook, “New Dawn on Greater Sunrise Energy Dispute”, ASIA TIMES, October 13, 2017, 

<https://cms.ati.ms/2017/10/new-dawn-greater-sunrise-energy-dispute/>, (accessed: September 13, 

2019). 
22「中國海軍艦艇首次訪問東帝汶」，中國評論通訊社，2016 年 1 月 17 日，<http://hk.crntt.com/ 

doc/1040/8/9/8/104089844.html?coluid=91&kindid=2710&docid=104089844>，（檢索日期：2019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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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是向堪培拉展示它在防禦夥伴方面有其他選擇。」23此一觀點與時任東帝汶

總統的霍塔不謀而合。 

霍塔在訪問澳洲的演講上曾說「買武器和買精品一樣。他願意買義大利或澳

洲出產的精品，不過要是中國生產的山寨版產品品質好、價格低，那他就不會買

義大利或澳洲的產品。」24該論述亦可從 2014 年，東帝汶向印尼購買武器的行動

得到驗證。25這些擺脫澳洲的行動，使得澳洲開始同美國主張自由航行之權利，

於南海進行航行，如 2018 年 4 月，澳洲海軍向越南進行友好訪問的途中，經過

南海，遭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挑戰，26稱其行為是在保護中國的主權。澳洲這些

挑動中國敏感神經之行為，不僅是告誡中國，同樣有拉攏東帝汶之意涵。 

印尼則在納土納群島（Kepulauan Natuna）的專屬經濟海域，與中國的南海

九段線重疊。即便中國已於 2015 年公開宣佈放棄對納土納群島的主權，兩國仍

不時發生漁船越境捕撈的衝突，如 2016 年，印尼海巡船曾扣押一艘三百噸中國

漁船，引起中國海巡艦前來衝撞，迫使印尼放行。27主因為中國認為該區域有重

疊的海洋權利與利益需要解決，印尼政府則完全否定聲索。是之，中國若能掌握

東帝汶此一要塞地位，將能有效遏阻印尼與澳洲之軍事行動。 

東帝汶看似地緣上身處要處，處境卻是在夾縫中求生存。總進口貿易額超過

30％來自印尼，25％來自中國與香港，（參見表 4-2-1）與澳洲貿易關係表面上影

響不重，但是最重要的國際援助與石油利益則長期仰賴澳洲。因此東帝汶奉行務

                                                      
23 Lindsay Murdoch, “Relations strained as East Timor buys Chinese navy boat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June 7, 2010, <https://www.smh.com.au/world/relations-strained-as-east-timor-buys-chinese 

-navy-boats-20100606-xn5y.html>,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19). 
24「東帝汶誇中國軍艦物美價廉，棄澳洲產品」，環球網，2010 年 6 月 24 日，<http://mil.huanqi 

u.com/world/2010-06/880606.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9 月 14 日）。 
25  除了向印尼購買武器之外，兩國也就雙方的邊境保護問題進行討論。詳見“Timor Leste to 

Purchase Weapons from Indonesia”, The Jakarta Post, February 11, 2014, <https://www.thejakartapo 

st.com/news/2014/02/11/timor-leste-purchase-weapons-indonesia.html.>, (accessed: September 20, 

2019). 
26 Andrew Greene, “Australian Warships Challenged by Chinese Military in South China Sea”, ABC, 

April 20, 2018, <https://www.abc.net.au/news/2018-04-20/south-china-sea-australian-warships-chal 

lenged-by-chinese/9677908.>,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19).  
27 陳正健，「印尼南海駐軍，嗆中不畏戰」，自由時報，2018 年 12 月 21 日，<https://news.ltn.co 

m.tw/news/world/paper/1255624>，（檢索日期：2019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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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平衡、睦鄰友好的外交政策。首先重視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作用，其次重視發

展與印尼、葡萄牙、澳洲、美國以及亞洲國家的關係，廣泛尋求國際援助。 

 

表 4-2-1  2017年東帝汶自外國進口之國家比重 

國別（地區） 比重 排名 

印尼 32％ 1 

中國 15％ 2 

新加坡 13％ 3 

香港 10％ 4 

越南 6.6％ 5 

泰國 3％ 6 

馬來西亞 2.7％ 7 

巴西 2.6％ 8 

澳洲 2.5％ 9 

比利時 2.1％ 10 

日本 1.9％ 11 

葡萄牙 1.4％ 12 

美國 1.3％ 13 

南韓 1％ 14 

印度 0.76％ 15 

其他 6.14％ - 

資料來源：“East Timor Imports By Country”, TRADING ECONOMICS, <https://zh.tradingeconom 

ics.com/east-timor/imports-by-country> 

隨著亞洲政策的發展，澳洲一直將鄰近的東南亞視為外交政策上首要爭取的

目標。宋效峰便認為一海之隔的東帝汶就是澳洲「北向政策」的橋頭堡，在全球

化和地區一體化不斷發展的情況下，試圖將東帝汶做為張揚本國文化及價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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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落腳點。28早期澳洲主要採取親印尼的外交政策，甚至認同印尼出兵東帝

汶。不過冷戰結束與金融危機的爆發，印尼不再被視為西方陣營，澳洲轉而支持

東帝汶，同時與印尼對東帝汶問題進行交涉。兩國由於地理位置相近，地緣政治

與油氣資源上始終存在利益衝突，使得彼此相互猜忌的情況越發嚴重。 

對於澳洲而言，若與東帝汶友好，便可合理化美軍在南海之自由航行權力，

做為澳洲軍事的後盾。再者，澳洲雖然地大物博，卻獨缺石油資源，因此不論在

印尼侵佔時期，或是東帝汶獨立自主，澳洲都與兩者合作共同開採帝汶海域之石

油，可說是其國內最穩定的油源之一。是之，以中國走出去戰略，大多重於能源

的獲取而言，在投資東帝汶石油開發上，遭逢澳洲與印尼阻饒必將無法避免。 

 除了澳洲的威脅之外，與東帝汶有著複雜歷史的印尼更是如此。東帝汶的獨

立對印尼境內的分離主義運動產生強烈影響，亦改變該區域地緣政治格局，讓失

去西方陣營支持的印尼腹背受敵，加上對戰略地位的缺失，導致該區域呈現一種

真空型態，使得印尼猶如芒刺在背。然而獨立後的東帝汶並未就歷史問題與印尼

交惡，反而從現實的外交觀點保持聯繫。對於兩國之間的歷史爭議，印尼則配合

東帝汶人權調查報告達成諒解，為歷史問題達成積極進展。此外，兩國更就國務

合作關係進行協商，共同建立起澳洲、印尼與東帝汶的三邊磋商機制。表現出印

尼力求區域穩定的意圖，更是為了避免東帝汶落入與自身立場相左的大國掌控，

發生東南亞版本的「古巴危機」。 

地緣政治的政治風險看似抽象，實則無所不在。根據澳洲媒體《雪梨先驅晨

報》（Sydney Morning Herald）報導，中國曾於 2007 年 12 月向東帝汶提議興建

北部海岸的雷達相關設施，遭到東帝汶拒絕。時任東帝汶副總理古特瑞斯（Jose 

Luis Guterres）認為東帝汶雖然急於建設雷達，打擊在東帝汶經濟海域非法捕魚

的船隻，卻同樣擔心雷達的興建，將讓中國把情報搜集的勢力擴展至該區域，因

                                                      
28 宋效峰，「印尼–澳洲關係中的東帝汶因素」，南洋問題研究（廈門），第 2 期（2006 年 6 月），

頁 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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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將此想法與美國大使館進行討論，表現出中國將雷達用於軍事用途之擔憂。29

美國駐帝力的外交官報告則表示，東帝汶高層領導人，如霍塔、古特瑞斯，強烈

希望在涉及國防與安全事務上，東帝汶能與民主夥伴國家合作，如澳洲、日本等。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東帝汶的立場似乎也不再堅定，如前述中國對東帝汶出售

巡邏艇，便引起澳洲的關注。況且南海爭議與中國威脅論的甚囂塵上，許多國家

出於地緣政治和維持現有國際秩序的考慮都對中國心存芥蒂，導致中國所秉持之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政策，始終遭到域內外國家的懷疑和警惕。 

二、澳洲與東帝汶關係 

澳洲在東帝汶獨立進程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對獨立立場的轉變

更是關鍵所在。從起初承認印尼對東帝汶有不容置疑的主權，到後期支持聯合國

進入東帝汶，並支付 2,000 至 4,000 萬澳幣的相關費用，甚至為了讓維和部隊順

利進入，不惜停止對印尼的軍事援助，導致印尼宣佈廢除兩國的《共同安全合作

協定》，造成印尼境內大規模的反澳洲抗議遊行，令澳洲的亞洲政策岌岌可危。 

 澳洲對東帝汶政策主要可分為冷戰前與冷戰後兩個時期。冷戰前的政策可分

為兩個面向，第一，基於西方世界的反蘇聯反共產主義策略，第二，以地緣政治

為中心的亞洲政策，摒棄敵視亞洲的「前沿防禦」策略。基於現實主義，印尼是

澳洲亞洲政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牆，必須將與印尼關係置於外交關係的重要位置。

實際上，印尼官方檔案指明在入侵東帝汶前夕，時任印尼總統的蘇哈托（Haji 

Mohammad Suharto）非常擔心澳洲對出兵東帝汶的意向，若澳洲持反對意見，那

蘇哈托極有可能打退堂鼓。30對此，澳洲國防部確實曾要求政府支持東帝汶以民

族自決方式獨立，卻在外交部建議下，出於自身利益選擇默許。因此在該時期，

澳洲對東帝汶關係屬於冷眼旁觀，儘管明知東帝汶獨立運動領袖在其境內，亦避

免讓其出現於正式場合。 

                                                      
29 Philip Dorling, “Chinese bid to set up East Timor spy base”, Sydney Morning Herald, May 10, 2011, 

<https://www.smh.com.au/technology/chinese-bid-to-set-up-east-timor-spy-base-20110509-1efwo.h 

tml>,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19). 
30 Malcolm Fraser, “Liberals and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Vol.51, No.3 (September, 2005), pp. 33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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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 1991 年蘇聯解體，許多前蘇聯國家紛紛取得獨立，國際上的反共產主

義意識也不如以往強烈。基於反共與印尼結盟的澳洲，對東帝汶政策卻是將近 21

世紀才開始出現轉折。對此，劉鵬藉由澳洲政府的領導人政策加以分析轉折原因。

首先是隨著冷戰結束而上任的基廷（Paul John Keating）政府，基廷的外交政策

延續同樣是工黨的霍克（Robert James Lee "Bob" Hawke）政府，並將「融入亞洲」

政策付諸實現。基廷政府還努力加強與周邊亞洲國家的關係，導致澳洲對於東帝

汶問題仍採取支持印尼的做法，即便飽受國際社會與國內輿論壓力，也不對印尼

在東帝汶的大屠殺進行批評與干涉，311995 年更與印尼簽訂《共同安全合作協定》，

無疑對東帝汶造成沉重的打擊。 

張秋生則闡述所謂的融入亞洲並非是地理上將澳洲視為亞洲國家，而是外交

政策的轉變，從原本的美國中心轉變成多中心和以地區為中心的政策。32基廷政

府卸任後，1996 年接任者為自由黨的霍華德（John Winston Howard）政府，強調

所有外交政策要符合最基本的國家利益，意旨政策要能夠提升澳洲國家安全、人

民工作機會以及生活水準。33與前政府不同之處在於，霍華德認為前政府的「融

入亞洲」政策是必須的，但是要在符合前述的國家利益之下才值得推動。因此當

西方國家不再將印尼視為冷戰時期的盟友時，澳洲開始對東帝汶問題才開始動搖。

藉著人權與民族自決等國際主流的意識型態，配合美國在亞太地區霸權地位的加

強，霍華德政府趁機介入東帝汶事務，並在東帝汶獨立之後，取代原先與印尼簽

署的《帝汶海油氣開採協定》，改之與東帝汶簽署《聯合石油開發區安全問題備

忘錄》，以保護聯合石油開發區內石油生產設施，藉此獲取霍華德所謂的國家利

益，來得到地緣政治與戰略安全的保障。不過東帝汶地緣政治複雜，澳洲基於現

實主義，仍將與印尼的雙邊關係視為首要，以減緩來自印尼在區域上的壓力。 

                                                      
31 劉鵬，「冷戰後澳大利亞對東帝汶政策的評析」，東南亞南亞研究（雲南），第 2 期（2009 年 6

月），頁 17-21。 
32 張秋生，澳洲與亞洲關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12 月），頁 202-228。 
33 范盛保，「澳洲外交政策的中國面向」，台灣國際研究季刊（台北），第 9 卷第 2 期（2013 年夏

季號），頁 10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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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連啟認為，澳洲對東帝汶問題立場轉變，撇除蘇聯解體的國際環境因素，

與長久以來的油氣資源，仍有兩項要點。第一，印尼長達 20 餘年的高壓殖民。

東帝汶獨立之後，基於情感因素將會更親近澳洲，同時，澳洲亦將提供援助及維

和等支持，此舉可以有效的加強對東帝汶的政治影響。第二，長年遷入澳洲的難

民問題。東帝汶結束動亂局勢之後，難民問題將得以改，善減少澳洲編列接收東

帝汶難民之預算。34曾流亡澳洲的東帝汶領導人，同樣有助於建立澳洲與東帝汶

的溝通管道。 

 澳洲對東帝汶伸出橄欖枝之後，不僅積極籌組與領導聯合國維和部隊進駐東

帝汶事宜，更在 9,000 人的多國部隊中，獨自派遣 4,500 人的澳洲部隊進入，另

外提供鄰近東帝汶的達爾文港，做為聯合國機構的後勤與訓練基地。同時，澳洲

為了避免印尼對東帝汶的焦土報復，開始收容東帝汶的難民，不論是工作人員或

是物資，在東帝汶皆可以看到澳洲的身影，對東帝汶獨立之影響甚钜。因此東帝

汶在 2002 年 5 月 20 日正式建國當日，立即與澳洲建交，表示東帝汶對澳洲之重

視。澳洲總理霍華德亦於 2006 年對東帝汶進行訪問，成為東帝汶新政府成立後

首位訪問東帝汶的外國政要，顯示出雙邊友好的信息。布朗（Colin Brown）則認

為，東帝汶獨立之後與澳洲關係將從密切趨於惡化，原因在於部分澳洲商人將東

帝汶視為澳洲的私有財，使東帝汶居民產生相對剝奪感與被殖民感。35此外，雙

方在海上邊界與油氣田開採爭議日甚一日，導致工程停滯，危及雙邊關係，東帝

汶不得不就此問題向荷蘭海牙的國際常設仲裁法庭申請仲裁。澳洲外長畢曉普

（Julie Isabel Bishop）就此表示，「我們將致力於強化我們的關係，克服帝汶海問

題所帶來的分歧」。36最終，雙方於 2018 年 3 月 6 日在聯合國總部簽署《澳洲和

                                                      
34 趙連啟，「東帝汶的政治地位前途未卜」，和平與發展（北京），第 3 期（1999 年 8 月），頁 39-

42。 
35 Colin Brown, “Indonesia, East Timor and Australia”, Taiwanese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No.4 

(December, 2004), pp. 37-73. 
36「海牙法庭將仲裁東帝汶與澳洲海洋劃界爭議」，BBC，2016 年 9 月 17 日，<http://www.bbc.co 

m/zhongwen/trad/world/2016/09/160927_australia_east-timor_maritime_dispute>，（檢索日期：

2019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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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帝汶在帝汶海建立海上邊界條約》，成為海洋法公約首例和平化解爭議的案件。

然而東帝汶欲想開發油氣資源，短時間內仍然無法擺脫澳洲。 

 多得（Mark Dodd）認為，澳洲近年對東帝汶在爭議上的退讓，與加大雙邊

合作，是因為澳洲開始意識到中國的軍事影響力已延伸到自家門戶，不安感迅速

增加。37為此，2019 年 8 月 30 日適逢東帝汶獨立公投 20 週年，澳洲總理莫里森

（Scott Morrison）是睽違 12 年後，首位拜訪東帝汶的總理。莫里森此行帶來一

系列的海上支援措施，用以升級鄰近首都帝力的赫拉（Hera）小型海軍港口，赫

拉讓成為堪培拉《太平洋海事安全計劃》一員，贈予兩艘監護級巡邏艇，預計於

2023 年交付。另外澳洲準備支付一條水下電纜的費用，期望改變東帝汶緩慢且

昂貴的網路問題，以及調整巨日升油氣田的收益分配，從原先的各 50％，增加到

至少 70％比 30％，希望有助於東帝汶艱難的經濟，38表現出亟欲改善關係的態

度，希望能有效改變東帝汶對中國的態度。 

東帝汶前總統霍塔對於中國對東帝汶的影響則相當不以為然，反而對澳洲擔

憂中國對該國的影響感到有趣。甚至闡述中國對外投資這十多年來，真正不斷被

中國人買斷一切的是澳洲，如礦產、土地與天然氣等資源，更奉勸澳洲真正該擔

心的是它們與中國的關係。39即便如此，基於外交政策的東帝汶仍然需要與澳洲

軍隊進行聯合訓練，同時強調澳洲與葡萄牙在軍事上對東帝汶的重要性。因此中

國短期內若想增強其影響力，恐非易事。 

 綜而論之，雖然澳洲曾竊聽東帝汶領導高層，以及在邊界談判的以拖待變，

引發東帝汶將澳洲視為緊密夥伴可靠性的擔憂。又或是如霍塔與東帝汶部分官員

                                                      
37 Mark Dodd, “China’s navy is making friends in Dili”, The Strategist - 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October 23, 2019,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chinas-navy-is-making-friends-in-

dili/>,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9). 
38 Hannah Sinclair, “Morrison Promises to Revamp Timor-Leste Military Base, Upgrade Internet Speed”, 

SBS News, August 30, 2019, <https://www.sbs.com.au/news/morrison-promises-to-revamp-timor-

leste-military-base-upgrade-internet-speed>, (accessed: September 17, 2019). 
39  Jessica Cortis, “Australia should look in own backyard on China concerns: Ramos-Horta”, The 

Australian, August 30, 2019, <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subscribe/news/1/?sourceCode=T 

AWEB_WRE170_a&dest=https%3A%2F%2Fwww.theaustralian.com.au%2Fnation%2Faustralia-sh 

ould-look-in-own-backyard-on-china-concerns-ramoshorta%2Fnews-story%2F0c3d2ad091a2b9cd4 

ce52849f7357a96&memtype=anonymous&mode=premium>, (accessed: September 1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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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認為加強與中國的雙邊合作，如經濟和國防關係，有助於對抗來自澳洲

在內的西方國家，產生的不當影響，都可視為澳洲的影響力正在下降。縱然如此，

澳洲與東帝汶的緊張關係，仍未影響雙邊的國防合作，且勝過與中國的合作。就

此而言，澳洲在該地區地緣政治的影響上，尚可將中國拒於門外。不過面對中國

的強勢來襲，正如霍塔所言，真正岌岌可危的未必是東帝汶，而是澳洲。 

三、印尼與東帝汶關係 

東帝汶人民即便在地理條件、生活方式及部落習性上與印尼相似，在經年累

月的殖民統治之下，兩國之間的文化也被殖民母國給潛移默化，逐漸分道揚鑣。

印尼同樣身為殖民浪潮下獨立的國家，在傳統文化保存雖然較為完善，但在一定

程度上仍受到荷蘭殖民的歷史影響，對東帝汶族群認同產生根本差異。印尼首任

總統蘇卡諾（Soekarno）基於當時分離主義的盛行，全國各地大小紛爭不斷之下，

進而和軍方聯手以解決問題，於 1957 年宣佈戒嚴法結束議會民主制度，實行「領

導式民主」，40為之後政變的蘇哈托打下獨裁基礎。蘇哈托執政對付異議分子採取

血腥屠殺、迫害人權及無情鎮壓手段。因此印尼入侵東帝汶之後，除了進行軍事

統治之外，便著手消滅「東帝汶反抗國家委員會」的武裝力量，追捕提倡東帝汶

獨立的政治家，像是東帝汶國父的古斯芒，被捕後就遭控訴顛覆罪、叛國罪，判

處終身監禁。 

起初的印尼政府對待東帝汶想以懷柔收服，給予東帝汶省的行政位階，和特

別待遇籠絡。在發現治理無效與印尼國內混亂加劇之後，1988 年印尼遂而全面

取消各種對東帝汶之優待，改以和其他省相同的平等遭遇，使東帝汶的經濟發展

受到嚴重打擊。雪上加霜的是，1991 年印尼軍隊向一群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只

因為他們參與爭取東帝汶獨立人士的遊行，導致死亡與失蹤人數各超過 250 人，

還不乏外國記者，該事件也被稱作「帝力大屠殺」。根據統計，自印尼入侵直到

                                                      
40 郭正中，「從東帝汶和亞齊的獨立運動看印尼政治民主化的隱憂」，歷史教育（台北），第 8 期

（2001 年 12 月），頁 2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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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東帝汶公投之後，東帝汶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將近 20 萬人。41由此可見，

印尼在佔領時期對東帝汶的政策，無疑是高壓統治，以鎮壓代替協商與談判。 

 聯合國主導的獨立公投確定東帝汶獨立之後，印尼與東帝汶親印尼的民兵更

在撤離東帝汶之前，對其進行焦土報復，將東帝汶基礎設施幾乎破壞殆盡，加劇

兩國歷史仇恨的緊張，使得東帝汶在獨立之日未與印尼建交。印尼離開之後遺留

諸多問題需要解決，如歐庫西地區的領土爭議與鄰近海域的劃界問題，不過比起

與澳洲的帝汶海爭議，東帝汶與印尼的領土糾紛相對平和，而且基於經濟與外交

觀點，東帝汶與印尼並無法將對方完全視為敵人。實際上，東帝汶在經濟、民生

等議題方面無法與印尼脫離。東帝汶境內的物資與日常用品幾乎都從印尼進口，

邊境地區的商業活動更替東帝汶人創造就業機會。為此，時任印尼總統蘇卡諾普

特麗（Megawati Sukarnoputri）不僅應邀出席東帝汶獨立慶典，更在 2002 年 7 月

與東帝汶建立外交關係。對於兩國之間的歷史問題，印尼與東帝汶人權調查報告

達成諒解，期望在歷史問題取得積極進展，持續改善與東帝汶的外交關係。 

印尼對東帝汶除了是貿易上的最大夥伴之外，對東帝汶的投資也相當積極，

如 2016 年雙方簽署工業合作備忘錄，加強信息交流、技術培育與專家協助等合

作，確保東帝汶有足夠的競爭力吸引投資者並進行必要的改革，有助於加速東帝

汶加入東協的進程，42該項合作也能有效解決東帝汶過於依賴石油經濟的風險。

2018 年雙邊外交部長在雅加達舉行部長級會議，一方面討論雙方有關共同邊界

還懸而未決的問題，基本上已經解決大約 98％的問題。另一方面則一致同意加

大邊境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增進兩國之間的聯繫。印尼外交部長馬蘇迪（Retno 

Marcudi）表示印尼的公共巴士服務，將開通連接印尼東努沙登加拉省到東帝汶

首都帝力的路線，這種聯繫將有助於東帝汶增進印尼與其鄰國之間的商業聯繫，

                                                      
41 吳夢珊、李一平，「1976 年以來東帝汶的非常規死亡人口與難民」，南洋問題研究（廈門），第

139 期（2009 年 9 月），頁 83-90。 
42 “Indonesia-Timor Leste to Strengthen Industry Cooperation”, Cabinet Secretariat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May 4, 2016, <https://setkab.go.id/en/indonesia-timor-leste-to-strengthen-industry-cooper 

ation/>, (accessed: September 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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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也有助於緩解東帝汶交通設施落後的現況，和促進兩國人民的交流。像是聯合

國推廣的南南合作計畫之一，讓印尼農民可赴東帝汶進行有機耕作，不僅有助於

東帝汶農業收成，改善農民生活，還可以透過人民的彼此合作預防衝突。 

 里斯（Edward Rees）指出東帝汶與印尼的關係，在 2008 年之後有了迅速的

發展，得益於東帝汶的石油財富，讓雙方能夠重新開始接觸。相較於澳洲建設的

高成本，鄰近的印尼在語言與地利上，更符合東帝汶需求。印尼的企業與承包商，

憑藉技術與成本優勢，開始為首都帝力建造各項設施與建築，如橋樑、電纜。此

外，東帝汶對印尼除了貿易上的依賴，雙方在教育與軍事等合作同樣不斷擴大。

由於東帝汶境內僅一所大學，且國內教育資源的不足，促使東帝汶學生嚮往去印

尼就讀大學，根據統計至少超過 6,000 名學生在印尼攻讀各項專業。44曾任東帝

汶國防大臣的平托（Julio Pinto）便是在印尼接受教育，與印尼的安全機構有著密

切關係。 

即便人們對於印尼軍人曾經的罪刑尚未得到懲處，感到忿忿不平，不過現任

東帝汶總理魯克（Taur Matan Ruak），在其擔任總統期間，仍不斷呼籲要與印尼

建立正式的軍事同盟，以捍衛東帝汶的區域安全與打擊犯罪。印尼方面同樣釋出

善意，如 2011 年印尼國防部長與貿易部長訪問東帝汶，不僅帶來軍事合作，還

參訪東帝汶革命英雄墓園，試圖緩和雙邊關係，並以信貸方式出售 2 艘巡邏艇給

東帝汶。2016 年印尼國防部長再次訪問帝力，審查印尼對東帝汶的醫療保健任

務，承諾加強對東帝汶軍隊的訓練。2017 年又將對東帝汶出售印尼研發的新型

裝甲車，45凸顯雙方在軍事共享的成效。 

 

                                                      
43 “Timor-Leste and Indonesia to Strengthen Ties”, The Economist, February 2nd, 2018, <http://countr 

y.eiu.com/article.aspx?articleid=776377861&Country=TimorLeste&topic=Politics&subtopic=Forec

ast&subsubtopic=International+relations>, (accessed: September 18, 2019). 
44 Edward Rees, “A Decade After Independence, East Timor's Surprising Best Friend? Indonesia”,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23, 2012, <https://www.csmonitor.com/World/Asia-Pacific/2012/0 

523/A-decade-after-independence-East-Timor-s-surprising-best-friend-Indonesia>, (accessed: 

September 19, 2019). 
45 Dzirhan Mahadzir, “Anoa Prototype by Year End”, Asian Military Review, February 3, 2017, <http 

s://asianmilitaryreview.com/2017/02/anoa-prototype-by-year-end/>, (accessed: September 2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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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澳洲，印尼與東帝汶的雙邊關係發展態勢更佳，不論在貿易、投資、

援助、軍事、工業技術或醫療等領域，歷年合作數據都在上升，雙邊政府也往來

密切。雖然印尼在東帝汶海域非法捕魚的問題已行之有年，粗估已造成東帝汶超

4,000 萬美元的損失，不過雙邊軍事合作頻繁，打擊犯罪合作的增加，相信將能

緩解此行為。歷史遺留的仇恨與問題上，印尼同樣釋出悔意，積極配合東帝汶人

權調查報告調查，加上兩國關係的友好發展，與東帝汶獨立後嬰兒潮的到來，對

於歷史問題也將不再過度糾結。較為嚴重的問題應當是印尼對於中國持續增加在

東帝汶的影響力感到憂心，且納土納群島爭議頻繁爆發衝突，若不能守住當前與

東帝汶的夥伴關係，必然會損及印尼的國家利益。不過截至目前為止，不論是印

尼或是與印尼友好的西方陣營，對於東帝汶的影響力仍高於中國。然而近年東帝

汶領導人頻繁出訪中國，還曾經直言不會排除接受中國的投資，使得印尼依然不

能對中國掉以輕心。總體來說，可以看出中國若想投資東帝汶，將要面對印尼的

挑戰。中國或許能提供更優勢的選項，卻不及印尼擁有地利優勢，以及對東帝汶

物資掌控的生存權。 

四、澳洲與印尼關係 

自 1999 年的東帝汶事件之後，澳洲與印尼關係便降至冰點，接任印尼總統

的哈比比（Bacharuddin Jusuf Habibie），首先廢除兩國《共同安全合作協定》。一

位印尼前部長更聲稱，哈比比總統甚至考慮向議會要求發動對澳洲戰爭，捍衛印

尼的主權完整。46但在國際的壓力之下，印尼仍提供自治方案與「釋放」的備案

給東帝汶，卻都沒有實現，因而與葡萄牙簽訂讓東帝汶民主自決的協定。不過賽

爾（Carlyle A. Thayer）認為東帝汶議題並未對澳洲和印尼關係造成無法挽回的損

害，雙方仍存有共同戰略思想，都希望在國內與東帝汶問題實現政治穩定，47因

此雙邊基於區域發展與安全需求的急迫性，都有意緩解兩國之間的緊張局勢。 

                                                      
46 許善品，「論澳洲地理與文化的衝突－以東帝汶危機為例」，印度洋經濟體研究（雲南），第 5

期（2015 年 10 月），頁 92-105。 
47 Carlyle A. Thayer, “Australia - Indonesia Relations: The Case of East Timor”, Taiwanese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No.2 (January, 2001), pp. 15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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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兩國關係直到 2004 年印尼首位民選總統尤多約諾（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就任以前，都沒有實際的進展。同年發生的南亞大海嘯，是促成兩

國關係走向合作的契機。這場天然災害，澳洲對印尼投入將近一億美元，更承諾

持續對印尼提供大約十億美元的重建計畫，不僅是所有援助國金額最高的國家，

更是澳洲對外援助史上最多的金額。48在此基礎之下，雙方便於隔年簽署《澳印

全面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宣言》。此外，自基廷到當前的莫里森，澳洲歷任總理皆

選擇將印尼做為就任後第一個訪問國，用以凸顯印尼的重要性。 

儘管雙方彼此高度重視，澳洲與印尼關係卻未就此一帆風順，兩國之間的互

信基礎仍然薄弱，時常發生爭議，如 2006 年澳洲接受印尼巴布亞人政治庇護的

要求，導致堅決反對分離主義的印尼大為光火。2013 年爆發竊聽醜聞，根據前美

國情報人員的洩密文件顯示，2009 年澳洲情報人員曾試圖監聽印尼總統尤多約

諾的通話。2015 年印尼因毒品槍決兩名澳洲公民，引起澳洲強烈抗議。上述爭端

雙方皆以召回大使，表示抗議，打斷兩國力圖改善關係的努力。海洋爭議更是兩

國長久的衝突之一，馬提努斯（Pierre Marthinus）甚至認為，澳洲與美國多次藉

著自由航行的名義，擅闖鄰近印尼專屬經濟海域之內，不僅對該地區的穩定沒有

幫助，甚至比中國在南海的作為更加挑釁。49即便如此，澳洲仍積極尋求與印尼

的海上軍事合作，共同舉辦聯合軍演，對抗中國在南海的威脅。 

拉克斯瑪納（Evan A. Laksmana）認為澳洲不應該強調印尼是最重要安全伙

伴的傳統說法，雙邊軍事互動雖然頻繁，但在軍事合作架構上，基本都由澳洲主

導，並非表示印尼始終處於被動，而是因為缺乏制度化的國際防禦體系與政策。

由於兩國的戰略存在文化差異，印尼當前的國防部門更重視國內問題，這種保守

型的戰略思惟將影響與澳洲的戰略合作。50因此澳洲不應該再對印尼的國防體系，

                                                      
48 “Indian Ocean tsunami”,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December 

19, 2014, <https://dfat.gov.au/news/news/Pages/indian-ocean-tsunami.aspx>, (accessed: September 

21, 2019). 
49 Pierre Marthinus, “See no China: Indonesia's South China Sea policy”, The Jakarta Post, June 17, 

2016,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academia/2016/06/17/see-no-china-indonesias-south-china-

sea-policy.html>, (accessed: September 22, 2019). 
50  Evan A. Laksmana, “Reinforcing Indonesia-Australia Defence Relations: The Case for Mari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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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必須調整現有政策，如說明要求印尼國民軍參與國防活動

與培訓等，不應是評斷印尼的民主化等議題，應要制定長期計畫，協助印尼國防

軍的現代化。51此外還要增加海上演習，減少陸軍演習計畫，才較符合印尼需求。

即便該論述認為澳洲應改變對印尼重要性的看法，仍不可否認澳洲離不開與印尼

的合作。拉克斯瑪納實際上應是希望澳洲與印尼塑造一個更穩定的關係，避免雙

邊呈現動盪的鋸齒狀關係持續延伸，唯有透過兩國的戰略資產整合，才得以對抗

額外的戰略對沖。 

黃恩浩認為就中型國家分析，要建立國際上的國家安全，必須重視與超級強

權或區域強權之間的關係，或是藉由結盟與多邊主義做為中型國家主要的安全建

構途徑。52依照澳洲與印尼當前的穩定關係而言，與其說是澳洲或印尼某一方的

睦鄰友好政策，維持雙方穩定且安全之關係，不如說兩國都在以國家利益為前提

的狀態，來維持一種各取所需的地緣政治平衡。53換言之，印尼與澳洲更像是灘

頭堡，做為美國固守東南亞與太平洋地區穩定的先鋒，合力對抗中國勢力的影響。 

布里辛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ński）認為，某種程度上印尼可以成

為遏阻中國南進野心的重要屏障。澳洲同樣認清這個局勢，從原本對印尼有擴張

野心的擔心，轉向贊同澳洲與印尼加強安全合作關係。布里辛斯基另外強調，印

尼能被視為區域大國之前，必先做好政治鞏固和持續的經濟開發成績，54累積國

家實力。基於防範中國議題的共識，印尼與澳洲雙邊的軍事合作正在強化，如

2006 年簽訂《龍目條約》（The Lombok Treaty），除了改善雙邊關係，同樣就恐怖

主義、邊界安全與情報交換進行合作，建立安全合作架構。2012 年簽訂的《國防

合作協定》，更將兩國的防務合作推向高峰，並在 2018 年完成續簽，旨在強調雙

                                                      
Recalibration”, The Lowy Institute, October 2, 2018,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rei 

nforcing-indonesia-australia-defence-relations-case-maritime-recalibration-1>, (accessed: September 

22, 2019). 
51 Ibid. 
52 黃恩浩，「澳洲印尼雙邊關係在二次戰後的發展：澳洲地緣政治之觀點」，東亞研究（台北），

第 43 卷第 1 期（2012 年 1 月），頁 88-128。 
53 黃恩浩，前引文。 
54  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ń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2nd (NY: Basic Books, 2016), pp.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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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防務關係的互信和長期發展。2019 年完成談判多年的《印尼-澳洲經濟夥伴關

係全面協定》，使兩國關係的未來更加明朗。無論如何，持續的國防合作都將有

助於雙邊在各個面向的合作。 

尚子絜則是從中國與美國的博弈，分析澳洲與印尼的關係。其認為中國影響

力迅速崛起，正在試圖打破自尼克森（Richard Nixon）總統訪中國以來所形成的

亞太穩定格局。再者，近年南海問題和美國與中國的爭議不斷，使東南亞地區成

為世界焦點。做為美國堅定盟友的澳洲，對該地區的安全平衡明顯感到憂慮，與

印尼深化合作便成為首要目的。尤其中國與美國戰略競爭之下，澳洲身處大國競

合的夾縫中，與冷戰局勢有著相似之處。當年「前線防衛」戰略即可能有重現，

55如此一來，印尼又將再次扮演關鍵角色。另外，澳洲也不排除將「五國聯防」

（Five Power Defence Arrangements，縮寫：FPDA）的機制，56夥同印尼的軍事合

作結合，強化對印尼群島海域和印度洋與太平洋流域通路的控制。基於地緣政治

和中國與美國在該地區競爭局勢的雙重作用之下，澳洲與印尼的戰略合作關係將

朝正面發展。除了聯合軍演與海上聯合巡邏的參與，情報共享、反潛作戰等合作

都將更為深化，甚至可能延伸至中南半島。 

綜合論之，澳洲與印尼的雙邊關係發展，或許如拉克斯瑪納所言，呈現不穩

定的鋸齒狀。最近一次的爭議，更是因為 2016 年澳洲軍事訓練教材，內容涉及

貶低印尼建國原則，導致印尼即刻停止與澳洲的軍事合作。最終澳洲不僅懲處相

關教材修訂人員，國防陸軍司令更前往雅加達表示歉意，方得以重啟軍事合作。

然而，正如尚子絜所述，基於當前中國與美國在南海的博弈，印尼與澳洲勢必要

選邊站隊。就地緣政治而言，印尼與澳洲在戰略上有一致的利益，加強合作的可

能性大過於相互衝突。再者，雙方加強傳統安全合作已成趨勢，對中國周邊戰略

                                                      
55 尚子絜，「澳大利亞與印度尼西亞的戰略關係及其地區影響」，太平洋學報（北京），第 25 卷第

10 期（2017 年 10 月），頁 25-37。 
56 五國聯防是英國、澳洲、紐西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五個大英國協成員國，在 1971 年簽訂的

多方協議，主要商討當馬來西亞或新加坡遭受襲擊時，協議國採取的反應和所能給予的軍事

援助。如今則是東南亞地區唯一一個將重點放在實際合作上的多邊安全協議，或將再次展現

其戰略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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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造成不利影響已可預期。正如布里辛斯基所言，印尼將成為阻礙中國的一到

屏障，而且這道屏障正在構築中。 

五、中國與東帝汶發展 

薩因（Selver B. Sahin）透過建構主義分析東帝汶的外交政策，指出古斯芒政

府加強與中國雙邊合作的舉動，反映出東帝汶在相互競爭的國家行為者之間，藉

由機動的作為以確保其國家利益，亦能增長東帝汶領導人的信心和政治經驗。57

莫多克（Lindsay Murdoch）則是就 2010 年北京出售巡邏艇事件，說明北京正在

加強與東帝汶的聯繫，東帝汶政府試圖證明在國防夥伴對外發展的選擇上，不是

只有澳洲或印尼兩個選項。58東帝汶軍隊還與東南亞以外的合作夥伴進行演習和

訓練，如巴西、中國、日本、葡萄牙和美國。不論如何，這些合作都為東帝汶帶

來實際效益，如增強東帝汶軍隊基礎設施的技術、增進軍隊的領導能力。東帝汶

對中國的作為，除了在外交上取得成效，亦表現出它需要為自身社會經濟發展爭

取更多的投資與援助。為此，它正試圖從中國提供給開發中國家的資源中，獲取

無償援助或是貸款等，來解決東帝汶境內的諸多問題。  

桑比（Natalie Sambhi）同樣認為中國是個有吸引力，容易獲得資本、物資和

軍事能力的來源，但是東帝汶首要參與的仍然是東協，才能輻射市場到整個東南

亞。近年雖然在經濟和戰略意義上與中國的關係顯著增長，不過為了避免過度依

賴單一國家，東帝汶意識到從東南亞吸引更多貿易和投資才是的正確的外交方法。

59中國截至目前為止，已經幫助東帝汶建造外交事務部、國防部和總統府等建築

物，或是建設道路、電廠等基礎建設。這些援助卻引起外界批評中國正在增加對

東帝汶影響之論述，前總統霍塔不僅否認該說法，更直言這絕對是胡說八道。他

                                                      
57  Selver B. Sahin, “Timor-Leste's Foreign Policy: Securing State Identity in the Post-Independence 

Period”,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Vol.33, No.2 (August 1, 2014), pp. 3-25. 
58  Lindsay Murdoch, “Relations Strained As East Timor Buys Chinese Navy Boat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June 7, 2010, <https://www.smh.com.au/world/relations-strained-as-east-timor-

buys-chinese-navy-boats-20100606-xn5y.html>, (accessed: September 18, 2019). 
59 Natalie Sambhi, “Finding Partners: Timor-Leste’s Evolving Security Ties with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Southeast Asia Network, May 12, 2019, <https://www.pell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19/0 

5/Sambhi-2019.pdf>, (accessed: October 1, 2019), p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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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中國在東帝汶的私營足跡很小，幾乎沒有影響。不過霍塔同樣坦誠中國每年

向東帝汶提供將近 700 萬美元的幫助，沒有半點現金進入東帝汶的口袋，都拿去

支付中國捐贈項目的相關費用。60另外霍塔還認為與中國的關係除了外交宣言上

的友好，應該要跨出輿論，研究如何讓中國更好的支持東帝汶發展。尤其在 2017

年與澳洲發生天然氣糾紛時，霍塔更不諱言「如果東帝汶不能與澳洲這個偉大且

富裕的民主友好國家取得公正的協議，且無法獲得日本或美國等合作夥伴的支持。

那麼顯然還有另一種選擇，現時這個替代方案將永遠是中國。」61且中國已經為

東帝汶外交部、國防部和總統府建立辦事處，將對日後合作提供更便捷的管道。 

現任東帝汶外交部長的蘇亞雷斯（Dionísio da Costa Babo Soares）在分析東

帝汶外交時，對於中國的軍售認為，澳洲與印尼未必是擔心東帝汶的外交政策轉

向，應是擔心中國在該地區長期目的的策略。62在立場上，蘇亞雷斯和古斯芒皆

肯定中國的援助，不認為東帝汶與中國的關係發展，將捨棄與傳統盟友的合作，

如澳洲、紐西蘭等。因此他強調不應該以特定的事件，認定東帝汶外交政策在未

來方向將產生重大影響。 

實際上，不僅是中國單方面對東帝汶具有影響性，東帝汶的存在對中國而言，

同樣至關重要。隨著「一帶一路」的海上絲綢之路，向南太平洋擴展，相繼與太

平洋島國建交，其中包含近期與台灣斷交的吉里巴斯和所羅門群島，都是在增強

中國在太平洋的影響力。（參見圖 4-2-1）若能再取得東帝汶這個關口，將形成一

條戰略島鏈，有效把澳洲的東方和北方門戶給掌握，屆時的澳洲將更難以干預東

亞事務，甚至將影響與日本在亞洲的軍事合作。 

                                                      
60 Raquel Carvalho, “Chinese Influence on Rise in East Timor? ‘Nonsense’, Says Former President José 

Ramos-Horta”, This Week In Asia, September 6, 2018, <https://www.scmp.com/week-asia/geopoliti 

cs/article/2163107/chinese-influence-rise-east-timor-nonsense-says-former>, (accessed: October 1, 

2019). 
61 “Jose Ramos-Horta Warns Gas Dispute with Australia Risks Pushing East Timor Closer to China”, 

ABC, May 5, 2017, <https://www.abc.net.au/news/2017-05-05/ramos-horta-china/8502370>, 

(accessed: October 1, 2019). 
62 Dionísio da Costa Babo Soares, “The future of Timor-Leste’s foreign policy”, In Anthony Bergin and 

Andrew Davies, eds, A reliable partner: Strengthening Australia - Timor-Leste relations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2011), pp.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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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作者自行編輯。 

 

 中國目前已取得索羅門群島與瓦努阿圖的港口使用權，這些港口未必對當地

帶來有效的經濟增長，卻能停泊軍艦。除此之外，中國與這些島國已簽屬一系列

工程、援助建設與貸款投資等協議，逐漸增強影響力與控制權。此一發展不僅圍

堵澳洲，更旨在牽制美國，因此若身為澳洲前線戰略之一的東帝汶，若選擇傾向

中國發展夥伴關係，將牽動該地區的地緣政治秩序。 

六、美國、日本與東協對東帝汶之影響 

 美國對東帝汶的影響與澳洲相似，或者說是澳洲的東帝汶政策是跟著美國走

向。美國在印尼與東帝汶問題上，一直支持印尼，根據美國駐東帝汶記者奈恩

（Allan Nairn）的報導，其目睹印尼對東帝汶在 1991 年的帝力大屠殺與 1998 年

的焦土報復，指責美國政府在這其中扮演幫凶的角色，持續協助印尼軍隊印行軍

事訓練，63造成東帝汶人民的重大傷亡。另外，根據美國官方的解密文件顯示，

1999 年東帝汶獨立前夕，美國政府早就意識到印尼軍方的迫害行動，曾擔心在

東帝汶發生暴力活動會破壞印尼本身的穩定，但是美國軍方官員卻無視國會與人

                                                      
63 Allan Nairn, “US Complicity in Timor”, The Nation, September 9, 1999, <https://www.thenation.co 

m/article/archive/us-complicity-timor/>, (accessed: October 1, 2019). 

圖 4-2-1  東帝汶對中國之戰略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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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專對減少印尼軍事援助呼籲，認為印尼的行為是朝民主過渡的重要力量。64直

到國際社會開始對印尼軍事行為展開批評，美國才跟著指責印尼。顯示出，美國

對東帝汶獨立的作用並不如預期中的重要。 

 東帝汶獨立之後，美國同樣將其做為防堵中國勢力的一環。基於歐巴馬

（Barack Obama）總統「亞太再平衡」的政策之下，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於 2012 年造訪東帝汶，表示「她的訪問標誌著美國對東

帝汶的支持與對該地區的承諾」65還對東帝汶的選舉表示稱讚。東帝汶期望藉由

此次的機會，提升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增加東協的壓力，加快成為東協成員國的

進程。 

 日本與美國在東帝汶的歷史上，都曾扮演過加害者的角色。日本曾於 1942

年的二戰期間，佔領被葡萄牙殖民的東帝汶，造成約 5 萬名的東帝汶人犧牲。不

過這並未影響日後兩國關係的發展，東帝汶在獨立之日便立即與日本建立外交關

係，古斯芒更是多次訪問日本。日本對東帝汶同樣給予高度重視，在聯合國的救

援行動中，派遣超過 2,000 名自衛隊成員協助。時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純一郎，更

是在東帝汶獨立前的一個月到訪，表達對東帝汶獨立的肯定與支持。 

基於美國對東帝汶的支持，日本遂而更重視東帝汶在亞洲的重要性，展開更

全面的合作。2016 年邀請時任東帝汶總統魯克訪問日本，旨在加強雙邊合作關

係。經濟層面，2015 年宣布的「優質基礎設施合作夥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Quality 

Infrastructure）」基礎上，預計再向東帝汶提供 50 億日圓的官方發展援助，期望

在基礎設施、教育、農業和增強婦女權能等領域促進自力更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並提供人力資源開發方面的援助，提高東帝汶工業技術的發展。66區域與國際合

作上，日本身為東協加三的成員國，首相安倍晉三同美國一道，聲明對東帝汶加

                                                      
64 “US 'knew about Jakarta-backed militias' in E. Timor”, Bangkok Post, August 30, 2019, <https://ww 

w.bangkokpost.com/world/1739711/us-knew-about-jakarta-backed-militias-in-e-timor>, (accessed: 

October 2, 2019). 
65 “Hillary Clinton in landmark East Timor visit”, BBC, September 6, 2012, <https://www.bbc.com/ne 

ws/world-asia-19498433>, (accessed: October 2, 2019). 
66 “Advanced Partnership towards Growth and Prosperit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March 

15, 2016, <https://www.mofa.go.jp/s_sa/sea2/tp/page4e_000390.html>, (accessed: October 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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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東協的支持。對於海洋糾紛，日本支持遵從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原則，

給予東帝汶在帝汶海爭議上的信心。除此之外，日本還加強雙邊青年世代的交流，

2015 年的「日東青少年交流計畫（JENESYS2015）」已有 80 名兩國青年參與，

計畫至 2020 年能達到 1,000 次的訪問，67增進兩國情誼，深化雙方的互信。 

 東帝汶獨立至今已過 20 年，陸續取得參與東協和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

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等外交成就。不過東帝汶

在成為東協正式成員的道路上，始終舉步維艱。儘管美國、日本、澳洲與印尼，

乃至於中國等東協有關國家都公開支持東帝汶加入，卻總是功敗垂成，主因在於

以新加坡為首的部分國家以經濟因素否決其申請。奧圖斯特（Maria Ortuoste）則

不認為東帝汶的加入將拖累東協，東帝汶確實需要援助來建設國家，但是這些援

助中，東協一直都不是其十大捐助國之一，並說明東帝汶正努力執行在法律、經

濟與財政等體系上，符合東協規範。68事實上，東帝汶的民主指數與人權維護甚

至更優於部分東協國家，如柬埔寨、緬甸，東協卻始終視而不見，忽視東帝汶的

訴求。況且東協內部成員一直有貧富差距問題，隨著時間推移越發極端，因而難

以制訂一套顧及全面的經濟合作計畫。因此一再的以經濟因素否決東帝汶，而不

給予實際幫助的東協，恐有矯枉過正之嫌。 

 東協旨在讓東南亞地區朝歐盟一體化的方向前進，期望藉由內部團結的力量

使東協在外交上得以不受中國與美國的影響，然而在現實中卻遲遲無法達到這個

目的。問題在於東協內部本身便難以團結一致，彼此之間的政治立場更是大相逕

庭，不僅有像柬埔寨與寮國等過度親中的國家，亦有像越南這類反中國家。除此

之外，東協忽略東帝汶在該地區的地緣戰略問題更是一大缺失，尤其是在中國持

續加大對亞洲地區影響力的背景之下，東協更應當積極加強與東帝汶關係，避免

屆時東帝汶像柬埔寨在南海問題上對中國讓步的行為一樣，在東南亞事務上支持

                                                      
67 Ibid. 
68 Maria Ortuoste, “Timor-Leste’s ASEAN membership limbo”, East Asia Forum, September 28, 

2019,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9/09/28/timor-lestes-asean-membership-limbo/>, 

(accessed: October 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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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論如何，當前東協對東帝汶的影響遠不及個別國家對東帝汶的影響與幫

助，無疑讓共同體的宗旨蒙上一層陰影。 

第三節  小結 

 縱然東帝汶周邊地緣政治風險危機四伏，東帝汶仍維持著多邊發展的外交關

係，尤其是在印尼與澳洲之外，格外注重與中國的雙邊關係發展。隨著中國陸續

推出諸多倡議，對亞洲地區進行廣泛的投資，特別是東南亞，東帝汶亦都表現出

極高的興趣，透過不斷出訪中國爭取來東帝汶投資的機會。 

 綜觀評述，可以瞭解東帝汶當前外交政策採取避險外交，同時與中國、印尼

與澳洲等區域大國發展雙邊關係，不過度依賴單一國家。其中印尼與澳洲對東帝

汶的影響力仍然較深，相對於中國有更多的雙邊互動。此外，東帝汶對於中國不

斷提出的優渥合作條件，未必全盤接收，如東帝汶曾拒絕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的

貸款。或者像是 2007 年的雷達事件，東帝汶基於國家安全考量，仍希望取得印

尼、澳洲、日本與美國等國家的支持或援助。事過境遷之後，東帝汶的外交政策

難保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倒向中國，就如同霍塔所言，中國一直在東帝汶的選項

之內，只是當前中國仍難以突破東帝汶地緣政治的局勢，因此在投資風險上，將

倍受阻饒。對東帝汶而言，最好的策略自然是周旋於各個大國之間，為自身經濟

謀求最優渥的條件，親近澳洲的同時也不忘親近中國，才能從各國競爭中爭取最

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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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國投資東帝汶之影響分析 

 東帝汶自獨立後，開始接受國際援助，累計至 2017 年已超過 100 億美元。

這些援助中，高達 9 成的比例都流向東帝汶境內聯合國支援團，實際上無法幫助

東帝汶之經濟發展，導致基礎建設依然相當貧乏，至今仍屬於貧窮國家。以機場

建設為例，帝力機場是東帝汶唯一的國際機場，可是飛行航點稀少，外國人基本

上要經由新加坡或巴里島轉機，才得以前往首都帝力。機場部分如此，遑論鐵路

交通的興建。當前東帝汶的基礎建設不僅沒有鐵路，政府在未來同樣沒有無修建

的計畫。最基礎的公路交通網絡，東帝汶僅有 8％的路況相對良好，且道路品質

一般，部分路段甚至只能在旱季通車。1各項因素之下，使得東帝汶整體發展緩

慢，自然需要依靠國際援助與投資。然而這些基礎建設的缺失，與中國當前對外

援助的諸多項目相符，況且中國與東帝汶外交關係長年友好，不曾發生外交衝突，

基於這層關係，中國已成功援助東帝汶籌建總統府、外交部及高速公路等建設。

「一帶一路」等中國領導的組織持續加強投資，中國與東帝汶的關係，恐怕逐漸

追趕上印尼與澳洲在當地之影響。 

 有鑑於此，本章主要探究中國在東帝汶投資與援助的影響與成效，藉此分析

這些舉措是否有助於東帝汶發展，如經濟、工業、基礎設施及民生等層面。此外，

2013 年「一帶一路」的提出，與東帝汶在 2017 年與中國簽屬備忘錄並加入亞投

行。本論文也將分析東帝汶是否因加入這兩項國際組織，使中國加強投資與援助，

或是帶來其他層面影響。 

第一節  中國對東帝汶之投資分析 

 東帝汶是亞洲最低度開發的國家之一，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評估，東帝汶

是世界上最貧窮的 20 國家之一。正因如此，東協至今仍將東帝汶視為候選國，

不通過其加入申請，很大程度上是擔憂東協努力至今的成效，被東帝汶的經濟所

                                                      
1「『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本情況及風險分析–東帝汶民主共和國」，中國國際商會湖洲商會，

2017 年 9 月 5 日，<http://www.hzccpit.com/art/2017/9/5/art_12706_679722.html>，（檢索時間：

2019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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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累。即便東帝汶獨立 20 周年的今日，經濟發展除了擁有豐厚的油氣資源，主

要還是依靠國際組織與個別國家的援助維持。再者，基礎設施落後和嚴重缺乏資

金的情況之下，對外資吸引力自然低落。中國如何進一步對東帝汶投資，將跟隨

東帝汶的營商環境及中國政策的推動。 

一、中國在東帝汶投資情形 

 中國與東帝汶雙邊關係友好，東帝汶總統與總理積極訪問中國，中國同樣多

次派出副部級以上官員回訪東帝汶。2014 年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更是親自接待時

任東帝汶總理古斯芒，同意擴大雙邊貿易與投資規模，尤其在基礎建設、能源、

農業等領域加強合作。中國對東帝汶直接投資主要以小規模的民營企業與個人為

主，投資領域為餐飲、旅店、零售百貨、建材、服務業等。國有企業與大中型的

民營企業有部分參與其中，不過這類企業性質主要是對東帝汶援助或貸款，鮮少

有直接投資。 

中國對東帝汶第一筆直接投資始於 2004 年，金額僅有 10 萬美元（參見表 5-

1-1）。此後許多年都沒有任何的直接投資，直到 2013 年中國才再次有資金以投

資流入，金額從 10 萬美元提升到 160 萬美元，同年也是「一帶一路」的提出年。

雖然中國對東帝汶的投資中間有八年的空窗期，不過直接投資存量仍然在增加

（參見表 5-1-1），基本上屬於援助的資本積累，顯示出早期的中國重視東帝汶的

援助大於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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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中國對東帝汶直接投資金額（2002-2017 年） 

（單位：萬美元） 

 直接投資流量 直接投資存量 

2002 0 0 

2003 0 0 

2004 10 10 

2005 0 10 

2006 0 45 

2007 0 45 

2008 0 45 

2009 0 745 

2010 0 745 

2011 0 745 

2012 0 745 

2013 160 905 

2014 973 1,578 

2015 3,381 10,028 

2016 5,533 14,794 

2017 1,952 17,417 

資歷來源： 

1.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2010 年度中國對外直

接投資統計公報（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 年 9 月），頁 36-42。 

2.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2012 年度中國對外直

接投資統計公報（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3 年 9 月），頁 34-39。 

3.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2017 年度中國對外直

接投資統計公報（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8 年 9 月），頁 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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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之後，中國的直接投資數額不斷攀升，甚至達到千萬美元。然而根據

中國在亞洲國家的直接投資數據，東帝汶的直接投資存量並不高，甚至是東南亞

所有國家當中最低的。東帝汶真正的主要投資夥伴還是來自於新加坡、泰國、印

尼、韓國、澳洲、紐西蘭、葡萄牙、英國與美國。這些國家主要投資項目集中於

旅遊產業、基礎建設、咖啡種植等，與中國著重在基礎建設等項目相異。 

中國目前在東帝汶投資主要分為大中型企業與個體戶的小型商家，前者主要

以工程承攬為主，在東帝汶從事這類工程的大中型中國企業約有 20 多家，其中

有將近一半都是中央企業。由於東帝汶勞動力技術含量不足，中國企業累計派出

各類勞務人員 336 人，至 2017 年末在東帝汶的中國勞務人員已達 856 人。2相較

於 2016 年以前，每年派遣約 150 人的數量，近幾年開始竄升，顯示出中國對東

帝汶投資數量的增加正在持續當中。 

個體戶的小型商家是中國人在東帝汶的多數群體，根據東帝汶民間企業登記

的政府機關統計，東帝汶境內約有 18,000 名企業經營者，其中中國人至少有 800

至 1,000 人，實際上可能更多。東帝汶國會議員更指出，部分中國人甚至以旅遊

簽證入境做生意，且遇期滯留，搶走當地人的工作機會。3這些移民主要來自福

建，少數來自四川、湖南等地，從事商品零售的批發產業或是中國建築企業的工

人。穆蘭托（Randy Mulyanto）實際走訪東帝汶，探究中國移民的情況以及東帝

汶居民對中國的反應。其發現中國人到來確實帶動當地居民的就業，雖然工資只

有印尼佔領時期的一半，不過就業率確實有所提升。但是東帝汶經濟越發依賴中

國也引起許多猜疑，諸如中國企業與當地政客的勾結，或是社會的相對剝奪感，

都導致東帝汶居民與中國移民關係緊張，在東帝汶境內的 12 個地區當中，就曾

經發生兩國人民的流血衝突。4然而這些小衝突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排華事件相

                                                      
2 劉振華、王成禮，對外投資國別（地區）指南–東帝汶（2018 年版）（北京：中國商務部出版

社，2019 年 8 月），頁 27-28。 
3「中國加強對東帝汶經濟攻勢」，聯合早報，2017 年 11 月 18 日，<http://beltandroad.zaobao.com 

/beltandroad/news/story20171118-811908>，（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12 日）。 
4 Randy Mulyanto, “Chinese migrants in East Timor long for home but say Dili is better for earning a 

living”, This Week In Asia, August 30, 2019, <https://www.scmp.com/week-asia/economics/article/3 

024940/chinese-migrants-east-timor-long-home-say-dili-better-earning>, (accessed: Octobe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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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仍顯示出東帝汶較能與華人和平共處。但是這同樣表示，中國投資東帝汶恐

怕缺乏足夠的保險措施。 

東帝汶目前尚未與中國簽署任何雙邊投資保護協定，或避免雙重徵稅協定。

相對的，只有中國單方面對東帝汶釋出優惠待遇的協議，如對中國出口產品零關

稅、旅遊合作交流意向書等，顯示出中國對東帝汶的投資仍然在起步階段，尚未

達到雙邊互惠。再者，東帝汶內部投資風險眾多，根據國際信用評價公司惠譽

（Fitch Group）的報導，東帝汶就短期政治風險而言，是亞洲墊底的國家；長期

經濟風險方面，也僅次於北韓、寮國和蒙古。更進一步說明，該國立法不完善、

腐敗和監管不力等情況，將其視為亞洲在政治和經濟上最冒險的賭注之一。5總

總因素導致中國企業進駐緩慢，不過基於政策的推動，中國企業在東帝汶數量仍

在增加，更建立如東帝汶中華商會及東帝汶中資企業協會等組織相互協助。 

 綜上觀之，中國在東帝汶的投資確實正在成長，即便投資金額不及日本、澳

洲、新加坡等國家。但是澳洲早些年因為竊聽與油氣資源分配等衝突，導致與東

帝汶關係產生嫌隙，進而給予中國透過亞投行等機制，向東帝汶送去投資秋波的

機會。相較於鄰國印尼對中國的緊張氛圍，古斯芒對中國則大方表示支持與歡迎。

中國對東帝汶的投資項目主要為基礎建設，有時還會承包其他投資國家對東帝汶

的建設工程，如日本提供低息貸款為東帝汶修繕道路，營建工程的卻是中國廠商，

促使中國勞務人員不斷湧進東帝汶。此舉一方面顯得中國對東帝汶建設眾多，另

一方面則促進部分東帝汶居民的就業，有助於中國在東帝汶的整體形象。 

二、中國在東帝汶之投資現況與展望 

 中國對東帝汶的投資項目中，只有能源產業最值得關注，交通運輸與其他基

礎建設僅次於能源產業，有一定的發展空間。根據東帝汶發布的《2011-2030 年

國家發展戰略規劃》內容顯示，預計在未來 20 年內投資 100 億美元，加強基礎

                                                      
2019). 

5 Meaghan Tobin, “Chinese cash: enough to keep East Timor out of Asean?”, This Week In Asia, August 

3, 2019, <https://www.scmp.com/week-asia/geopolitics/article/3021219/chinese-cash-enough-keep-

east-timor-out-asean>, (accessed: October 1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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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的改革。相較之下，其他產業的投資則寥寥無幾，除了零售業、服務業與旅

遊產業等小型經濟仍有中國個體戶願意投資，否則以農業經濟為主的東帝汶，沒

有工業與製造業的基礎，基本上很難促使中國對其進行投資。根據諶悠文報導指

出，東帝汶營業商家表示，該國公共事業服務相當缺乏，使得生意經營困難。尤

其是電力供應問題更為嚴重，有時候只有 12 小時，有時只有 6 小時，有時甚至

好幾個月無電可用。6之所以如此，主因為東帝汶主要的公共服務或基礎建設都

集中於首都帝力，資源分配極度分配不均，導致多數地區仍然極度落後。 

油氣資源做為東帝汶的主要收入來源，為了能永續發展，東帝汶開始制定諸

多法規用以杜絕貪污腐敗的現象，如石油法、石油基金法。管理方面，東帝汶參

照挪威的發展模式，2005 年設立石油基金，截至 2019 年累積已達到 174.5 億美

元。近年東帝汶石油基金收入逐漸減少，從 2012 年與 2013 年分別達到 28.4 億

和 26.93 億美元的收益高峰，迅速遞減。2014 年下半年因為受到國價油價影響，

當年僅有 18.17 億美元。隨後的 2015 年收益為 13.06 億美元，2016 年甚至只有

7.5 億美元，直到 2017 年才回升到 10 億美元。7顯示出東帝汶現有的油田資源正

在逐漸枯竭，根據預測大約在 2023 年之前將會完全耗盡。 

對此，東帝汶的國父古斯芒正在積極推動一項超過 150 億美元的帝汶海油氣

開發計劃（Tasi Mane Project），預計興建一條長達 150 公里的油氣管道，與巨日

升油田相連。根據官方統計，巨日升油田開採的經濟價值極高，估計有 500 億美

元的收益。因此該計畫打算在南部海岸地區興建一座煉油廠、一座液化天然氣處

理廠，還有做為油氣資源連接用途的港口、高速公路與機場，將南部海岸發展成

一個石油樞紐。霍塔同樣對此深具信心，認為此計畫將在未來 20 年內幫助東帝

汶成功擺脫貧困，8同時期望中國的加入與合作。 

                                                      
6 諶悠文，「東帝汶把血淚變珍珠」，工商時報，2016 年 8 月 7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 

/newspapers/20160807000237-260209?chdtv>，（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12 日）。 
7 劉振華、王成禮，對外投資國別（地區）指南–東帝汶（2018 年版）（北京：中國商務部出版

社，2019 年 8 月），頁 19。 
8 Jason Scott, “A $12 Billion Gas Project Could Make or Break This Young Nation”, Bloomberg, August 

29, 2019,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9-08-28/timor-leste-gas-development-in-

middle-of-u-s-china-competition>, (accessed: October 1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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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帝汶海計畫的提出便遭到眾多專家與分析師的反對，國內不同意聲浪同

樣與日俱增，前總理阿爾卡蒂裡就認為該計畫的經濟風險太大。首先是管道要穿

越 3,000 公尺深且極不穩定的帝汶海溝，其次是東帝汶石油公司中其他國際能源

公司的股東，更願意將油氣資源運往已有天然氣處理場的澳洲，既能壓低成本還

更有效率。最後則是資金問題，依照東帝汶的國力必然無法負擔該計畫，若沒有

外資願意挹注，勢必要動用大筆的石油基金，乃至於舉債，相當於把全身家當給

抵押在一個未知的博弈中。史塔丁（Bec Strating）教授便直言：「政府似乎沒有

其他備案，把一切資源都押注在這個案子。若油氣管線計畫失敗的話，那東帝汶

未來經濟該如何是好呢？」9顯示出帝汶海計畫的危險性。 

莫斯科夫斯基（Marc Moszkowski）認為帝汶海計畫，唯一可能提供基金的

只有中國，但是中國若得不到有價值的回報，基本上不太可能在這個虧損計畫中

投入大量金援。10因此提供金援的代價，極有可能是讓中國海軍得以駛入蘇艾港

口，或是讓空軍可以降落在新援建的機場。實際上，東帝汶曾就該計畫向澳洲尋

求投資，未獲得正面回應，使得東帝汶政府越發向中國靠攏，因此澳洲必須審慎

考慮如何解決古斯芒執意推動的石油大計。若參照中國在斯里蘭卡的案例，東帝

汶同樣有機會獲得中國資金投資，即便計畫最終以虧損坐收，中國仍可以利用債

權人身分從該計畫中取得好處，例如石油開採權、提煉場經營權等，讓東帝汶陷

入債務陷阱，藉此立足於澳洲完成中國的長期願景。 

托賓（Meaghan Tobin）認為全球貿易戰略上，中國很可能成為帝汶海計畫唯

一的夥伴。這有賴於中國已經在東帝汶投資數百萬美元，用於建造新的基礎建設

項目，使兩國關係更加緊密。中國全球化智庫特邀研究員陶短房更直言除了中國

之外，誰能資助這項項目，指出自東帝汶獨立以來，中國一直是東帝汶最活耀的

                                                      
9 鄭勝得，「東帝汶的石油大夢」，工商時報，2018 年 10 月 28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 

ewspapers/20181028000371-260209?chdtv>，（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12 日）。 
10 Hamish McDonald, “Ruinous project in East Timor could open door to China”,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December 18, 2018, <https://www.smh.com.au/world/asia/ruinous-project-in-east-timor-

could-open-door-to-china-20181217-p50mpk.html>, (accessed: October 1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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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尤其在石油與天然氣產業上。112019 年 8 月的東協峰會，中國外交部長

王毅與東帝汶外交部長蘇亞雷斯會面時，同樣對中國與東帝汶在石化產業方面的

巨大潛能，展現出合作的興趣，強化中國投資帝汶海計畫的勢頭。 

帝汶海計畫，主要連接南部海岸的三座城市，分別為蘇艾（Suai）、貝塔諾

（Betano）和比科（Beaco）共計 1,113 公頃的產業聚落（參見圖 5-1-1）。東帝汶

政府計畫將帝汶海的油氣資源運輸至此，進行原油提煉再出口至其他國家。中國

已經對這些城市，投資與承攬大量的基礎建設配套，如 2015 年中鐵國際中海外

—中鐵一局東帝汶聯營體公司，承標東帝汶蘇艾高速公路第一期計畫，該項目路

線總長為 30.4 公里，契約金額為 2.98 億美元。項目經理楊瀟晗表示，2016 年 1

月項目開工以來，最多時曾聘用當地員工高達 1,300 多人，對於人口只有一萬左

右的蘇艾市而言，是史無前例的規模，12幾乎當地每個家庭都能受益。該項目經

歷三年建設之後，於 2018 年 11 月正式通車。2019 年 4 月中國國有企業中國鐵

道建築公司的子公司中國土木工程公司，與東帝汶的帝汶海峽石油公司簽署了

9.43 億美元的建設協議，在東帝汶南部的比科市投資建設液化天然氣工廠。13由

中方出資，屬於「一帶一路」範圍之內的長期協商，預計在 2025 年將可投入生

產。2019 年 7 月動工的帝壩深水港（Tibar Bay）工程，總共有 20 家企業參與，

中國國有企業中國港灣工程也在其中。第一階段預計投入 2.783 億美元，第二階

段再投入 2.117 億美元。14該港口也是東帝汶第一個現代化的集裝箱碼頭，對發

展低落的東帝汶而言意義重大，還能帶動當地就業。 

                                                      
11 Meaghan Tobin, “East Timor wants to tap oil and gas near Australia, so why is it courting China?”, 

This Week In Asia, August 3, 2019, <https://www.scmp.com/week-asia/geopolitics/article/3021223/e 

ast-timor-wants-tap-oil-and-gas-near-australia-so-why-it>, (accessed: October 13, 2019). 
12 宗萍萍、梁輝、杜宇，「受歡迎的小黃帽–中企承建東帝汶第一條高速公路」，新華網，2019 年

4 月 17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4/17/c_1124380607.htm>，（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13 日）。 
13 Meaghan Tobin, “As US and China compete in the Indo-Pacific, Australia pledges to boost East Timor 

naval base”, This Week In Asia, August 30, 2019, <https://www.scmp.com/week-asia/geopolit 

ics/article/3024957/us-and-china-compete-indo-pacific-australia-seeks-better>, (accessed: October 

13, 2019). 
14「中國港灣工程公司開展東帝汶帝巴港工程」，Macauhub，2019 年 7 月 17 日，<https://macauh 

ub.com.mo/zh/2019/07/17/pt-china-harbour-engineering-co-ltd-inicia-construcao-do-porto-de-tibar-

em-timor-leste/>，（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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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東帝汶南海岸石油基礎設施項目 

資料來源：La’o Hamutuk,《South Coast Petroleum Infrastructure Project》,<https://www.laohamutu 

k.org/Oil/TasiMane/11TasiMane.htm> 

  

 除此之外，2008 年中國核工業第二二建設集團與東帝汶簽訂電網電站工程

設備供貨合同。該項目是帝汶海計畫以前，中國對東帝汶最大的投資計畫，也是

中國企業在東帝汶承接的最大民用工程，總造價約 3.6 億美元，15用以改善東帝

汶長年供電不足的問題。不過計畫所帶來的環境汙染問題相當嚴重，恐怕引起當

地民眾反彈。2019 年 11 月，中國與東帝汶和澳洲合資成立的奧斯丁（Austim）

飲用水場正式啟用。一方面顯示三國關係友好，對中國加深東帝汶的影響做出釋

疑，另一方面則產生正面社會效益，改善東帝汶居民的飲水品質。其顯示中國的

投資除了能創造交通便利與就業，同樣也關心東帝汶的民生問題。 

 總結中國對東帝汶的投資，可發現其投資金額近年有明顯的增加，不過主要

的投資領域仍然偏重在基礎建設，尚未對東帝汶的工業、技術產業與農業等發展

                                                      
15「東帝汶：中國核工業第二二建設有限公司正在東帝汶建設發電廠」，Macauhub，2009 年 3 月

17 日，<https://macauhub.com.mo/zh/2009/03/17/%E4%B8%AD%E6%96%87-%E4%B8%9C%E 5 

%B8%9D%E6%B1%B6%EF%BC%9A%E4%B8%AD%E5%9B%BD%E6%A0%B8%E5%B7%A

5%E4%B8%9A%E7%AC%AC%E4%BA%8C%E4%BA%8C%E5%BB%BA%E8%AE%BE%E6

%9C%89%E9%99%90%E5%85%AC%E5%8F%B8%E6%AD%A3/>，（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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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明顯影響。然而中國一貫的承攬工程，即便能幫東帝汶創造就業機會，卻都

只是短期的紅利影響，長期而言，中國的投資基本上無助於東帝汶的高失業率。

高失業率的問題，更多成因在於東帝汶貧乏的人力資源，伊沃（Ivo Mateus 

Goncalves）便指出東帝汶約有 46％的 5 歲以下兒童患有慢性營養不良，被認為

是世界上營養不良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加上教育的缺失，使國內約有 70％的兒

童是文盲。16再者，東帝汶可說是傾全國資源投入油氣部門，其他專才的勞動力

無法學以致用，甚至成為閒置勞動力。這些問題顯示東帝汶政府的失能，同樣點

出中國投資缺乏多樣性與有效性。 

第二節  中國對東帝汶之援助分析 

東帝汶獨立以來，主要的基礎設施都是澳洲、日本與眾多西方國家的援助所

建立的，中國的援助金額，遠低於澳洲、日本、葡萄牙等國。根據澳洲洛伊國際

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統計，各國針對東帝汶的海

外援助當中，澳洲居冠，金額達到 8 億多美元，其次的日本和葡萄牙則是中國

5,200 萬美元的 15 與 17 倍。17雖然中國援助金額與項目確實較少，不過主要援助

計劃集中於基礎建設的做法，反而打響更多的知名度。基礎建設做為國家發展的

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作為不僅能協助東帝汶脫貧，穿梭於東帝汶人群中的中國

工人，無形中製造當地民眾對中國的好感。 

自東帝汶獨立以來，中國就曾進行多樣性的援助，如醫療、糧食與教育等深

入民生的援助，而非外界所言，只著力於基礎建設。因此本節主要將中國對東帝

汶的援助，區分為基礎建設、物資、技術、教育等援助項目，逐一開始分析，探

討中國的援助是否能有效幫助東帝汶在各方面的提升。 

 

                                                      
16  Ivo Mateus Goncalves, “Timor Leste: Colonial past and neocolonial present”, The Jakarta Post, 

August 28, 2019,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academia/2019/08/28/timor-leste-colonial-past-

and-neocolonial-present.html>, (accessed: October 15, 2019). 
17 張晗爍，「日媒：中國在東帝汶的影響力日漸增強家庭主婦只識中國不知日本」，觀察者，2017

年 8 月 3 日，<https://www.guancha.cn/Neighbors/2017_08_03_421290.s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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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礎建設援助 

 東帝汶獨立之初，由於遭受印尼民兵的焦土報復，導致基礎建設被破壞殆盡，

因此各國援助很大比例集中在基礎建設的承建。其中，中國所提供的無償援助，

同樣以成套建設為主。當前在東帝汶主要有 7 大建築項目，分別為 2006 年 8 月

首先建設的東帝汶外交部辦公大樓，於 2008 年 3 月交付東帝汶政府使用。2007

年底建設的東帝汶總統府，於 2009 年 8 月交付東帝汶政府。2010 年 4 月建設

100 套東帝汶軍人住宅，於 2011 年 8 月交付使用。2010 年 12 月開始建設東帝汶

國防部與國防司令部的辦公大樓，於 2012 年 3 月完工交付。2010 年 10 月針對

教育貧乏的東帝汶，在首都帝力援助建設了「中國–東帝汶友誼小學」，於 2011

年 5 月完工啟用。2011 年 9 月在東帝汶軍人住宅項目上，增加防禦洪水工程，

於 2012 年 2 月完成該條防洪堤道。除了基礎教育，中國在 2012 年 8 月援助建設

東帝汶外交學習中心，於 2013 年 7 月竣工投入使用，期望培育東帝汶外事人才。

18這些建築提供政府正常運作，更成為當地指標性的建築物。 

近期，2019 年 6 月中國針對傳播產業進行援助，建設東帝汶國家廣播電視

台，為東帝汶民眾帶來高解析度的電視節目，其中不乏中國出品的電視節目在東

帝汶上映。2019 年 7 月中國對東帝汶援助建設的糧食加工和倉儲設施項目正式

開工，目的在於保障長年遭糧食所苦的東帝汶糧食生產與儲存。 

 中國對東帝汶的援助建設，不僅著重在政府部門，同時涉及教育、住宅與糧

食安全等方面，顯示出中國的援助不僅僅是拉近與東帝汶政府間的距離，也兼顧

東帝汶眾多的基本問題，從根本進行協助。此外，中國從上至下的建築承包，一

方面代表著中國建設的實力，一方面則有效促進中國過剩產能的外銷，還帶動部

分東帝汶居民的就業。然而東帝汶的法定工資相當低，中國企業依照法規僅需支

付日薪不到 5 美元的薪資給當地工人，中國工人的薪資卻是當地工人的數倍。雖

然表面上看似不公平，可是從經驗與技術上探討，便合理許多，畢竟東帝汶的勞

                                                      
18「經貿合作」，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東帝汶民主共和國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2012 年 7 月 6

日，<http://tl.chineseembassy.org/chn/jmhz/t649221.htm>，（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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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條件相當低落。但是這些差別待遇仍暗藏危機，若不加以改善恐怕讓雙方人民

情感產生裂痕。 

二、物資援助 

 東帝汶自獨立以來，農業一直是最多人從事的產業，但是其糧食作物的收穫

卻始終不足以供給全國的需求量。因此中國對東帝汶的物資援助，早期基本上都

是糧食為主，如大米與食用油。此外，東帝汶醫療水平落後，缺乏基本的醫療設

備與藥物供應，加上當地人民衛生知識不足導致疾病瘧疾眾多。中國不僅為此提

供醫療相關器材與藥物援助，還派遣相關專業人員進駐進行治療。直到東帝汶發

展逐漸穩定，中國援助的物資才逐漸轉變成其他機器設備（參見表 5-2-1），協助

東帝汶在產業上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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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中國援助東帝汶之物資項目 

年月份 援助項目 

2003 年 12 月 價值 50 萬人民幣的大米與食用油 

2005 年 9 月 價值 300 萬人民幣的警用服裝與通訊器材 

2006 年 3 月 4,500 噸大米和 50 噸食用油 

2006 年 9 月 500 噸大米 

2008 年 6 月 價值 50 萬人民幣抗瘧疾藥品 

2010 年 4 月 10 台農用汽車及 30 抬手扶拖拉機 

2011 年 4 月 5,000 噸大米 

2012 年 3 月 9 套安檢設備 

2012 年 7 月 醫療機械及藥品一批 

2014 年 3 月 醫療機械及藥品一批 

2015 年 5 月 醫療機械及藥品一批 

2016 年 5 月 醫療機械及藥品一批 

2017 年 8 月 醫療機械及藥品一批 

2018 年 2 月 農業基業設備一批 

2018 年 6 月 醫療機械及藥品一批 

2019 年 8 月 醫療機械及藥品一批 

資料來源：「經貿新聞」，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東帝汶民主共和國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http://east 

timor.mofcom.gov.cn/article/jmxw/>。 

中國官方援助之外，許多中國企業與組織也提供眾多物資援助東帝汶政府與

居民，如袁隆平農業高科技公司曾贈送打稻機、鋤頭及鐮刀等農業用具，以及

2016 年 3 月贈送東帝汶農民 3.5 噸水稻種子，還對其進行培訓。東帝汶使館曾贈

送電視機、毛毯、蚊帳與書籍等。為了拉近與東帝汶的情感，當地的駐華商會乃

至於大使及大使夫人，亦會不時贈送物資，提升中國在居民心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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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表所述，中國的物資援助主要集中在民生方面，尤其是糧食的捐贈，

自東帝汶獨立以來，累積已超過 1 萬噸的大米。醫療方面則從 2004 年開始，中

國的醫療駐員就不曾斷過，目的就是改善東帝汶的糧食與醫療問題，才贈送眾多

農業機具與種子，以及醫療器材和藥品，期望減少東帝汶長久以來，孩童營養不

良和瘧疾氾濫的問題。中國長年耕耘的結果，著實為東帝汶帶來有效的改變，並

持續幫助東帝汶往自給自足的方向而努力。 

三、人員與技術援助 

 在人員派駐方面，中國派駐東帝汶的人員，最早是從 2000 年開始的民事警

察，直至 2012 年聯合國託管結束，中國共派遣約 300 多名民事警察與官員，參

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一定程度上穩定了東帝汶獨立後的混亂局勢。除此之外，

中國相當重視技術人員對東帝汶的幫助和合作。承上所述，中國在醫療方面自

2004 年至今，已連續派遣 8 批近百人的專業醫療隊伍赴東帝汶，持續捐贈 15 批

價值超過 110 萬美元的藥品和醫療器材，有效提升東帝汶的醫療服務水平。15 年

下來，醫療團隊累積救治約 30 萬名東帝汶病患，19贏得各界的肯定。 

 在技術援助方面，中國為求東帝汶達到糧食自給自足，從 2008 年開始派遣

許多水稻種植的農業專家。截至 2015 年，這些農業專家已幫助東帝汶完成三期

的雜交水稻種植專案，有效增加每單位農地的水稻產量，逐步提高東帝汶的糧食

自給率，自然深受當地農民愛戴。中國還為了預防農業機具損毀，派遣相關的機

械專家前往東帝汶對當地技術人員進行培訓。中國還另外與葡萄牙合作，派遣水

產養殖專家為東帝汶相關技術人員提供培訓。除了一級產業，中國還提供工業相

關的技術人員赴東帝汶，如 2016 年中國取得東帝汶國家電網項目的營運與維護

契約，便對東帝汶的相關從業人員進行培訓，促進其技術水準。 

 

                                                      
19「肖建國大使出席中國援東帝汶醫療隊 15 週年紀念暨援東藥械捐贈儀式」，中華人民共和國駐

東帝汶民主共和國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2019 年 8 月 14 日，<http://easttimor.mofcom.gov.cn/a 

rticle/jmxw/201908/20190802890614.s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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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中國與東帝汶雙邊關係的增溫，其投資與援助無疑會持續加強，項目也

將從農業居多，轉變為工業合作的發展，特別是在油氣資源領域。若東帝汶南方

海岸計畫成形，技術人員的培訓上勢必會更加依賴中國，進而在外交與軍事層面

上更向中國靠攏。 

四、教育援助 

 東帝汶教育資源的貧乏已行之有年，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東帝汶 15

歲以上人口的識字率僅 67.5％，遠低於世界平均值的 86.3％。20沒有充足的教育

訓練，基本上限制了人民在就業上的發展。是之，中國開始對東帝汶教育進行援

助和人力資源培訓，如前述為東帝汶建造小學之外，中國還提供獎學金讓東帝汶

學生得以前往中國求學，替其培養專業人才，同時促進文化交流。最早一批留學

生始於 2006 年，由三名東帝汶學生獲得獎學金計畫。此後獲取獎學金的人數不

斷增加，2018 年已成長到 22 名，累積至今已超過 160 名東帝汶留學生取得中國

專科以上學位。 

提供東帝汶青年赴中國求學之外，中國更多的是替東帝汶教育培訓專業人才，

如 2019 年剛動工的食品加工倉儲項目，中國應東帝汶政府要求，開設食品加工

技術培訓班，提供 30 名學員前往中國進行 30 天的培訓進修。212017 年更一次提

供 50 名東帝汶青年學員，前往中國進行「2017 年東帝汶機械電氣維修職業教育

培訓班」和「2017 年東帝汶旅遊行業服務職業教育培訓班」的專業訓練。該計畫

創下中國與東帝汶人力資源合作，時間長度與單次培訓人數的新紀錄。22另外，

中國在澳門的「中國和葡語經貿合作論壇」，同樣為東帝汶提供許多相關培訓，

如澳門旅遊局為東帝汶國家旅遊系統人員提供培訓。2016 年的中國和葡語經貿

                                                      
20  “Literacy Statistics Metadata Information Table”,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November 19, 

2015, <http://uis.unesco.org/>, (accessed: October 17, 2019). 
21「耿協威參贊出席 2019 年東帝汶食品加工技術培訓班赴華學員行前教育活動」，中華人民共和

國駐東帝汶民主共和國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2019 年 10 月 15 日，<http://easttimor.mofcom. 

gov.cn/article/jmxw/201910/20191002904252.s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17 日）。 
22「中國駐東帝汶使館為東赴華培訓班學員舉辦歡送招待會」，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東帝汶民主共

和國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2017 年 12 月 18 日，<http://easttimor.mofcom.gov.cn/article/jmxw 

/201712/20171202686152.s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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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論壇會議上，中國國家總理李克強更宣布加強對亞非地區的葡語國家提供幫

助，允諾論壇中的葡語國家，總共 2,000 個各類培訓名額，以及每年總計 2,500

人的中國獎學金名額，23期望澳門能夠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的中流砥柱。 

 根據統計，已有超過 2,000 名東帝汶政府公務人員和技術人員受到中國的專

業培訓，不僅改善東帝汶產業環境，亦為東帝汶的經濟發展帶來有效成長。加上

赴中國求學完成的留學生歸來，同樣能提升東帝汶的教育水平，有效減少文盲比

例，和普及高等教育訓練。可以說東帝汶在中國的教育援助之下，著實改善原先

貧困交錯的困境，從根本上朝正確的發展道路前進。然而東帝汶仍然在發展，在

越發現代化的進程之中，中國援助必然是不可或缺的，特別是在教育與技術層面。 

第三節  「一帶一路」倡議及亞投行對東帝汶之影響分析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與亞投行以來，對外投資數額不斷增加，其中對東南

亞地區的投資，則集中在新加坡與印尼等國家。東帝汶由於人口與面積都是東南

亞之末，能吸引到的投資相對較少。中國駐東帝汶大使肖建國則認為，東帝汶的

國家發展戰略與「一帶一路」高度兼融，未來經濟合作的前景可期。中國外交部

長王毅進一步表示北京準備與帝力就「一帶一路」制定合作計畫，支持東帝汶在

區域與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多作用，協助推進東帝汶成為東協成員國。24古斯芒在

出席 2019 年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時，同樣表示東帝汶的發

展戰略規劃中，包含大量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與「一帶一路」高度契合，期

望能積極進行新一批的合作項目。當前中國企業所承建的國家電網工程、蘇艾高

速公路與帝壩港三大工程，便是「一帶一路」的成功板模。 

 東帝汶在 2017 年才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和取得亞投

行的成員資格，不過自 2013 年開始中國的直接投資就已開始增加，此後更是以

                                                      
23「中國將為亞非葡語國家提供培訓和獎學金」，BBC，2016 年 10 月 11 日，<https://www.bbc.c 

om/zhongwen/simp/china/2016/10/161011_li_keqiang_macau_announcement>，（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17 日）。 
24 Randy Mulyanto, and Meaghan Tobin, “US$16 billion ‘hoax’: reports of Chinese loan for East Timor 

gas project were politically motivated, says foreign minister”, This Week In Asia, August 23, 2019, 

<https://www.scmp.com/week-asia/geopolitics/article/3023973/us16-billion-hoax-reports-chinese-lo 

an-east-timor-gas-project>, (accessed: October 1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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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平均千萬美元以上的投資金額投入，對基礎建設方面取得重大成效，如前述

的三大工程。基礎建設之外，中國企業也投資許多項目，像是農業、民航、油氣、

衛生、教育、減貧、人員培訓等領域。其中城市規劃正如火如荼的發展，根據鈴

木淳報導，中國企業與當地企業成立的合資公司，正在首都帝力全面推進城市開

發項目，稱為「City8」。該項目由亞投行向企業提供資金，預計投入 6,000 萬美

元在 10 公頃的土地上，建設住宅、商業設施和學校等建築。25然而中國對東帝汶

的投資與援助主要都集中在首都，與其他國家對東帝汶的均衡援助發展不同，著

實造成東帝汶一定程度的發展落差。 

 陳朋親認為東帝汶積極參與「一帶一路」，首要目標是鞏固與中國關係，進

一步感受到中國快速發展所帶來的號召力之後，趁機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便車」。

其次是加入「一帶一路」有助於東帝汶多元外交的發展，不僅是和中國接軌，還

可以透過中國拓展自己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外交空間，從而在地區和國際

事務中更加積極地與中國相互支持。26不過當前尚未感受到東帝汶加入「一帶一

路」之後，在國際事務上有進一步的外交發展。不僅東協仍未將其納入成員國，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同樣沒有因此加強對東帝汶投資與合作等。是之，「一帶

一路」對東帝汶的影響，主要還是著重與中國發展，對其他國家的影響仍然有限。  

 克里斯平（Shawn Crispin）認為「一帶一路」與亞投行，能夠更便捷的繞過

東帝汶內部的審議，讓中國為其提供貸款。之所以如此，係因 2016 年中國與東

帝汶簽署一項由中國進出口銀行出資 5,000 萬美元的貸款協議，旨在修復帝力的

排水系統，最終遭到東帝汶法院拒絕。27此後，東帝汶積極修改相關法規，降低

                                                      
25 鈴木淳，「東帝汶：一個歡迎中國的地方」，日經中文網，2017 年 8 月 28 日，<https://zh.cn.ni 

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6681-2017-08-28-04-53-00.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20 日）。 
26 陳朋親，「『一帶一路』中國與東帝汶雙邊合作走深走實新機遇」，Plataforma，2019 年 8 月 2

日，<https://www.plataformamedia.com/zhtw/%E8%A7%80%E9%BB%9E/%E4%B8%80%E5%B8 

%B6%E4%B8%80%E8%B7%AF%E4%B8%AD%E5%9C%8B%E8%88%87%E6%9D%B1%E5

%B8%9D%E6%B1%B6%E9%9B%99%E9%82%8A%E5%90%88%E4%BD%9C%E8%B5%B0%

E6%B7%B1%E8%B5%B0%E5%AF%A6%E6%96%B0%E6%A9%9F%E9%81%8711174541.htm

l>，（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20 日）。 
27 Shawn Crispin, “Timor-Leste Developing Closer Ties with China”, Asia Times, November 2, 2018, 

<https://cms.ati.ms/2018/11/will-timor-leste-become-chinas-next-debt-trap/>, (accessed: October 2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317

95 
 

法院對這類協議的審查，使資金能更容易進入。如今審查制度的降低，必將使「一

帶一路」與亞投行的資金更方便投入東帝汶，獲取更多中國的貸款，用以發展帝

汶海計畫。 

 林賽（Skylar Lindsay）則認為不論是「一帶一路」或是亞投行，都是在增加

東帝汶的債務負擔，並據稱東帝汶已向中國取得數億美元的貸款，28發展也越發

嚴重的依賴中國，尤其是上述的帝汶海計畫。如此一意孤行的計畫，其背後卻有

重大隱憂。即便世界各國在未來無法達成氣候協定，限制碳排放，當前油氣產業

的收益仍然在明顯的下降，對極度依賴石油收益的東帝汶而言，若稍有不慎將使

其經濟全面潰堤，屆時便可知道中國的貸款和幫助並非純粹出於同情心，東帝汶

極可能陷入被迫給予中國權力優惠的困境。 

 菲克林（David Fickling）更批評「一帶一路」帶來高額的利息，東帝汶政府

卻幾乎無所作為，並描述「一帶一路」表面上看起來是份大禮包，實則是一份白

象禮物，指出為帝汶海計畫修建的高速公路和機場即為如此。29這些建設看似便

捷東帝汶的發展，實際上卻沒有相匹配的使用量，還得支付高額的維修費用，真

正能帶動的就業人數僅有數百名。對於應該積極發展非能源產業的東帝汶來說，

無疑是在抹殺其國家前景。不過這些建設迄今僅僅數年，是否會演變成菲克林預

測的情況，仍需要時間檢驗。 

 霍塔針對外界對「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的債務批評，提出反駁意見，強調各

項研究都表明，中國的貸款利率遠低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洲開發銀行的 4％

及歐洲商業銀行的 7％或 8％。30相較這些西方組織，中國更能幫助像東帝汶這類

                                                      
2019). 

28 Skylar Lindsay, “Tipping the balance: What’s at stake in Timor-Leste’s bid to join ASEAN?”, ASEAN 

Today, August 23, 2019, <https://www.aseantoday.com/2019/08/tipping-the-balance-whats-at-stake-

in-timor-lestes-bid-to-join-asean/>, (accessed: October 21, 2019). 
29 David Fickling, “This Tiny Nation Should Beware China's Belt and Road”, Bloomberg, August 29, 

2019,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19-08-28/timor-leste-s-unaffordable-oil-and-

gas-project-opens-china-trap>, (accessed: October 21, 2019). 
30 孫廣勇、林芮，「全世界都將從一帶一路中獲益」，人民日報，2019 年 07 月 21 日，<http://paper.peo 

ple.com.cn/rmrb/html/2019-07/21/nw.D110000renmrb_20190721_2-03.htm>，（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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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中國家，獲取切實利益，甚至認為全世界都將從「一帶一路」中獲益。然而

霍塔對中國的辯解，除了基於國家利益考量，很大程度與其自身有關。「一帶一

路」之後，中國對東帝汶提供獎學金的名額漸增，霍塔的兒子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在中國取得學士與碩士學位，其自身也期望再將孫子送往中國留學，而非鄰近的

印尼與澳洲。顯示出中國在軟實力上取得的成功，不僅受到民眾歡迎，更取得掌

權者的信賴。 

 綜合上述，東帝汶在加入「一帶一路」與亞投行之後，確實帶來各方面的影

響。外交上雖然並未如陳朋親所預測的更加寬廣，不過與中國的密切聯繫，仍引

起周邊國家的緊張，進而願意提供更多資源，視為東帝汶外交政策的成功，而非

「一帶一路」的影響。至於林賽指責的債務增加來影響東帝汶，目前則沒有明顯

的案例可供說明，即便如此，現況也未必如霍塔所抱持的樂觀。東帝汶的非政府

組織分析師施納納（Charles Scheiner）指出，藉由「一帶一路」流入東帝汶的援

助和投資水平越來越高，反向發展也就越膨脹，若從數據分析，相當於中國在東

帝汶投資的每 1 美元，其公司收益就會超過 6 美元。31待到東帝汶油氣資源逐漸

耗盡之後，中國投入的資金將會越來越少，與菲克林的觀點相符，最終都是將債

務留給東帝汶。 

 簡而言之，東帝汶加入「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的時間尚短，實際簽署的合作

項目稀少，難以預測長遠的影響。不過自「一帶一路」提出以來，中國確實為東

帝汶帶來許多有效的建設。除此之外，不論是技術、教育或是醫療等領域也都在

持續發展，有望加大合作。與投資伴隨而來的債務與干預等批評，當前則沒有確

切的案例可循。因此可以認為「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確實加速東帝汶的現代化與

城市化進程。 

 

                                                      
31  David Hutt, “Is China’s Influence in Timor-Leste Rising?”, The Diplomat, November 19, 2016, 

<https://thediplomat.com/2016/11/is-chinas-influence-in-timor-leste-rising/>, (accessed: October 2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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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中國當前在東帝汶的公司主要以承攬工程為主，不僅替其建設眾多現代化建

築，還帶動中國的就業人口。這些資金實際上都是來自東帝汶當地政府、其他援

助國或投資國，或是中國出資。真正由企業自主投資的項目非常少且金額微小。

對此，本論文認為，中國對東帝汶的投資與援助確實對東帝汶產生助益，但是這

些影響多半是短期影響，主要涉及國內建設、民生與物資等層面，對於提升東帝

汶工業、科學技術或降低對石油依存度等影響，未提供太大幫助。最迫切的就業

問題仍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僅有短暫的就業潮，若想長遠發展，還需要讓中國

協助東帝汶改變其產業結構。此外，早期中國主要的資金流向都注入首都帝力，

造成城市的發展不均，「一帶一路」提出之後，又過度投入資源在南部地區建造

大量基礎建設，加劇發展的失衡。但是就如同施納納的分析，這些發展能否為東

帝汶創造可觀的經濟價值仍難以斷言。 

承上所述，中國對東帝汶各方面的投資、貸款與援助不斷增加情況下，隨之

而來的是中國對東帝汶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使東帝汶背負沉重的經濟負擔。這

些產品中又以機械相關為最大宗，基本上是用於中國承建的工程所需，僅有小比

例是用於東帝汶的工業，如加工廠，或是協助其農業現代化的機械。因此對其現

代化產業發展相當有限，雖然中國亦會替東帝汶培訓技術人員，不過以文職人員

居多，真實的效用較低落。 

外交層面上，中國支持東帝汶加入東協，與同是東協成員的印尼和澳洲態度

一致，亟欲替東帝汶發展與其他國際和區域組織的合作。即便如此，東帝汶仍被

拒於東協門外。「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成效上，東帝汶除了加深與中國發展，

沒有實質的建樹。顯示中國在外交方面未能替東帝汶帶來足夠的國際能見度，影

響力可能還不及澳洲。相反的，中國真正對東帝汶帶來的影響，仍然是對戰略競

爭的追求，爭取該地區的自然資源和地緣戰略上的影響。對於東帝汶無法加入東

協的原因，中國影響力缺乏僅佔很小比例，很大程度還是取決於發展程度，如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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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率、教育、營養不良等問題。即便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上，東帝汶勝過柬埔

寨、寮國與緬甸，但是在人均獲得外部發展援助的數額方面，卻是東南亞最高，

幾乎是寮國的三倍之多。變相亦顯示中國過於著重在硬體的投資與建設，缺乏對

東帝汶真正需要的軟體進行發展。 

 綜觀中國對東帝汶的投資與援助所帶來的影響，可發現中國的投資主要集中

在與油氣資源領域，尤其是在帝汶海計畫及其相關配套建設。援助則是象徵性建

築物佔最大比例，如總統府、外交辦公大樓這類國家行政機關。即便在民生、醫

療、教育與技術等軟體項目都有投入，成效上卻明顯不足。以教育為例，東帝汶

赴印尼求學累積的人數，是中國留學生人數的 40 倍。但是中國的努力，確實為

東帝汶帶來改變，而且相較於其他國家的指令式援助，中國反而更願意與東帝汶

進行協商，為各個項目做安排。不過協商式的援助也容易產生錢無法用在刀口上

的情況，如帝汶海計畫。本論文認為，隨著「一帶一路」的加強，中國對東帝汶

的投資將越發往油氣項目靠攏，在產業升級的影響則會與當前相仿，不會有所突

出。至於東帝汶對中國的依賴度也將深化，向澳洲步步進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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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論文主要探討東帝汶自獨立以來，中國對其投資之風險評估，以及對東帝

汶帶來哪些影響，進而探究中國為何不遠千里，選擇對東帝汶進行投資與援助和

加強經貿等關係。經由本論文之研究，發現中國對東帝汶的投資正在成長當中，

尤其是在「一帶一路」提出之後。此外，中國的投資雖然沒有發生嚴重的投資風

險事件，卻不能表示投資東帝汶是合乎效益的。實際上，中國的對外投資對東帝

汶影響有限，對中國取得戰略地位的作用則大於對東帝汶的幫助。即便如此，中

國對東帝汶加強的雙邊關係也不如外界所批評的新殖民主義、債務陷阱及中國威

脅論。一方面是因為對東帝汶及其所處的區域而言，仍是澳洲的影響力大於中國；

另一方面則是中國沒有對東帝汶提供高額貸款，自然不會發生中國藉由債務取得

東帝汶領土租借的情形。簡言之，中國對東帝汶的影響，更偏向於南南合作，協

助東帝汶發展，即使中國的作為對於改善當地就業率、產業轉型及生活水平的影

響相當微小，依然不可否認其所帶來的改變正在讓東帝汶朝正確的方向前進，如

糧食自給自足。 

一、中國投資東帝汶之風險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之後，對其參與國的投資都在增加，東帝汶在 2017 年

加入後，正在積極取得合作，但是從經濟角度評估，東帝汶並不適合投資。首先，

東帝汶產業落後，沒有工業體系和製造業基礎，雖然東帝汶國內生產總值是由農

業一成、工業六成即服務業的三成所組成，不過就業人數卻不成正比。其境內仍

有超過五成的勞動人口從事農業，工業僅有一成。該情形表示東帝汶的工業發展

還未能普及，對以製造業聞名的中國不具吸引力。其次，過度依賴油氣資源。東

帝汶每年有九成的國家預算，都仰賴油氣收入。油氣資源雖是中國對外投資的重

要項目，但是東帝汶的油氣開發基本上被澳洲所把持，中國難以涉入，而且東帝

汶當前的油田接近枯竭，帝汶海計畫又充滿不確定性，中國自然不會以身試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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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東帝汶缺乏高端技術人才。由於東帝汶青年失業問題嚴重，勞動力的供應

理應較為充足，但是問題在於這些勞動力不具備專業技能，僅能從事簡易的勞力

工作，若想對其投資，中國勢必要先耗費龐大的培訓成本。 

經濟風險之外，政治風險同樣是中國必須評估的。國內部分，東帝汶政治內

鬥不斷，即便部分領導人與中國關係緊密，仍難以保證中國的投資不會隨著政黨

輪替，面臨政策不穩定的投資風險。此外，東帝汶近年選舉過程逐漸穩定，但是

治安問題仍然存在。國際層面，中國則要擔心地緣政治風險。隨著中國加強對東

帝汶投資，勢必會引起澳洲與印尼的擔憂，進而與中國相互競逐在東帝汶的影響

力，以此阻礙中國在東帝汶的投資。 

綜合分析，可以發現不論在政治或經濟上，東帝汶都不是一個適合中國投資

的國家，但是基於地緣戰略和政治視角來評估東帝汶，中國仍有投資的必要。其

利益在於可以擴大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亦能作為防禦美國與澳洲進犯南

海的前線，次要目的則是能限制台灣的國際空間。因此本論文認為，儘管中國與

東帝汶在外交上常年友好，但是綜觀上述，中國在投資方面仍有相當多問題需要

克服，風險甚至可能高於預期收益，不過中國還是會繼續對其投資，以此換取國

際政治的利益。 

二、中國投資東帝汶之影響 

 中國對東帝汶的投資和援助誠如第五章所述，主要集中在基礎建設領域，像

是大型港口、高速公路、機場以及電信設備等。這些投資實際上對東帝汶僅會帶

來小部分的就業率提升，還是短期的。因為中國多數是承建工程，不僅有期限，

而且中國還會自國內帶來多數工人對東帝汶進行建設，導致真正能帶動的就業率

不高。不過本論文仍發現，中國除了基礎建設之外，一直以來都在援助東帝汶民

生，如醫療、農業、教育等項目。雖然與澳洲的規模相比依然有段差距，不過這

些舉動確實能提高東帝汶人民對中國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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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基於東帝汶的外交策略，追求均衡於各國之間的發展，避免過度單一

依賴個別國家之下，中國的投資便是能有效幫助東帝汶分散風險的選樣之一，還

能以此做為談判條件，向澳洲要求更多投資與援助，如 2019 年澳洲總理莫里森

承諾幫助架設網路纜線。或是如霍塔曾表示的，東帝汶優先尋求投資的目標，仍

然是澳洲、日本與美國這些國家，但是中國一直都在東帝汶的名單之中，而且正

在增加對東帝汶投資的可能性。 

 本論文認為，中國對東帝汶的投資影響，對當地經濟效益有限，影響力也不

足以和澳洲相提並論。然而相比於澳洲對東帝汶的干涉與掌控，中國的影響則更

為溫和，且不傷及東帝汶主權利益。即便中國在其他地區有新殖民主義之嫌，但

是在東帝汶卻不及澳洲對東帝汶資源的掠奪。總體而言，中國對東帝汶的投資仍

是值得嘉許的，隨著雙邊關係持續友好之下，未來期望在「一帶一路」當中，帶

來更多的經濟效益。 

第二節  研究建議與展望 

 本論文主要闡述中國對東帝汶投資的風險，以及其所帶來的影響。在風險方

面，本論文主要探討東帝汶內政的不穩定、地緣政治的威脅以及經濟的不可塑等，

但這也僅是東帝汶眾多風險的一部份。東帝汶尚有語言政策、族群與國家路線等

問題，需要深入研究。況且對於東帝汶最具影響力的印尼與澳洲，本論文並未佔

用太多篇幅對其闡述，和進行系統性的比較，乃本論文之缺失。再者，由於東帝

汶在國際影響力甚小，導致在研究過程中，難以取得許多數據，造成本論文之一

大限制。 

 在投資影響層面，本論文雖然極力找尋中國對東帝汶投資、援助與貸款之相

關數據，不過仍有部分資料不可獲得，較為遺憾。再者，「一帶一路」提出至今

未滿 10 年，東帝汶更是在 2017 年才得以加入，其中的多數計畫不是停留在簽署

備忘錄，就是口頭允諾加強發展，在執行上尚無法評估是否對東帝汶產生更多影

響，同為本論文之限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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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末之際，在文獻的缺乏之下，本論文針對上述提供幾點建議，基於本論文

專注在中國與東帝汶雙邊發展之論述，未來研究範圍可著重於中國、印尼與澳洲

三國在東帝汶之影響進行比較，並探討在地緣政治的影響之下，「一帶一路」是

否會加大對東帝汶投資，特別是在帝汶海計畫的項目，以此增加中國影響力。最

後，本論文期望以自身拋磚引玉之下，在可預見之未來，能有更多研究者關注東

帝汶，對其進行更廣泛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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