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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提出會展政治學的概念，分析中共如何透過「中國—東盟博覽會」（本

文簡稱東博會）作為社會環境與東協建立合作習慣、進而推動國際社會化。 

隨著東博會自 2004 年起每年定期的舉辦，其功能不僅沒有隨著自貿區的建

設完成而弱化，反而發展出足以涵蓋雙邊的政府、企業、民眾，相當全面性、且

突破以往以東協為主導的中國—東協互動新模式。這三大行為者於東博會框架下

的互動為中國與東協帶來政治、經濟與社會人文領域的成效，形成一個強大的供

需結構，這也是東博會每年得以維持高規格並且形成多方參與榮景的原因。中國

與東協雙方雖藉此滿足特定領域之需求，然隨著東博會的發展及其運作越來越成

熟，卻日益突顯出東博會所隱含的中國於地方、區域以及全球的戰略意涵，分別

為邊陲省分的經濟發展、與重點國家的陸海空連結以及經濟與技術上的輸出將使

得東協可能調整其未來對外政策走向並逐漸與歐美脫鉤。 

本文認為中國向東協推動的國際社會化的目的為塑造出「中國為主導」、「中

國為機會」的新規範，但此過程並不如當初西方國家的社會化那樣順利，原因在

於當時的社會化背景下，並無另一個可以與西方價值體系相抗衡的力量出現，而

現今中美兩強的競爭各自代表不同的價值體系，這意味著被社會化者擁有更多的

政策選擇空間，加上雖然中國得以滿足東協之特定利益與需求，但部分東協國家

仍對中國的態度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這使得中國對東協社會化力量雖強大但

仍不足。以上兩個因素削弱了中國單向的社會化力量，對於被社會化者來說，反

而在多極的國際政治背景下，為自己增添了談判與協商優勢。 

 

關鍵字：國際社會化、社會環境、中國—東盟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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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Exposition Politics to expla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driven by China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habits of cooperation with ASEAN. 

China-ASAEN Exposition (CAEXPO) is considered as the social environment 

designed and led by China.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CAEXPO was to fulfill China-AEAN Free Trade Area, 

and with the mission was completed in 2010, there were no signs of weaken operation 

or poor function of CAEXPO, on the contrary, it has developed a comprehensive 

interaction model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This China-led interaction model, 

instead of ASEAN-led, is a breakthrough, which encompasses three key actor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such as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se three actors within the frame of CAEXPO brings fruitful results i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al aspects, more importantly, it constitutes a supply-demand 

structure, which is strong and attractive enough for CAEXPO to be held for sixteen 

years consecutively and with attendance of high-level government officials every year.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of CAEXPO can China and ASEAN meet 

certain needs and interests, but China’s hidden strategic implications at the local, 

regional and global level are increasingly obvious, such as economic developments of 

its border province, connections through land, sea and air ways with key countries in 

the area and the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outputs will lead ASEAN adjust its future 

foreign policy and decouple with the west countries.  

The purpos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is aimed to shape the new norms 

of “China leads” and “China is an opportunity” , but we found that China-led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is not as successful as past that led by the west world for two 

reasons. Firs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t that time,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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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no other value system that could compete with the western value system, but today 

with the competitions between China and U.S., socializees have more room when it 

comes to foreign policy choice. Besides, even though China fulfills certain interests and 

needs of ASEAN, some of them remain a certain degree of independence in their 

attitudes toward China,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force is not 

strong enough to waver ASEAN.  

These two reasons weaken the influence of China-led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nd allow socializees gain more edges of negotiation and discussion in the multipolar 

international system.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social environment, China-ASEAN 

Exposition.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20

IV 
 

目錄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 .......................................................................................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 12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 15 

第貳章 國際社會化的理論與經驗 .................................................................. 17 

第一節 國際社會化的概念 ...................................................................... 17 

第二節 國際社會化的亞洲經驗 .............................................................. 23 

第三節 國際社會化中的政策工具：國際型博覽會................................ 26 

第四節 小結 ............................................................................................. 29 

第參章 中國與東協：多元立場下的互利共榮 ..................................................... 31 

第一節 中國國家利益與戰略目標分析 ................................................... 31 

第二節 東協的組織利益與戰略目標分析 ..................................................... 38 

第三節 多元立場下的互利共榮 .................................................................... 45 

第四節 小結 ............................................................................................. 60 

第肆章 國際社會化的實踐：「中國—東盟博覽會」 ........................................... 65 

第一節 中國—東盟博覽會 ...................................................................... 65 

第二節 國際社會化的實踐：東博會的成效分析 ................................... 77 

第三節 會展政治學的意涵 ............................................................................ 94 

第四節 小結 ..................................................................................................101 

第伍章 結論..........................................................................................................103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03 

第二節 後續觀察與未來研究建議 ............................................................... 111 

附錄 中國針對各個地區舉辦之國際型博覽會 .................................................... 11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20

V 
 

參考文獻 ............................................................................................................... 11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20

VI 
 

表目錄 

表 1-1 中國於各省分設立之國家級新區與國際型博覽會重疊情況………………7 

表 1-2 廣西近 15 年來之經貿與旅遊人數數據比較……………………………… 8 

表 3-1 中國歷來外交政策、追求利益與目標綜合分析表……………………… 37 

表 3-2 美國於 2001 年以後對東協國家的經濟援助情形…………………………48 

表 3-3 中國商務部對外援助司針對東協國家之援助項目統計………………… 49 

表 3-4 2014 年柬埔寨十大援助項目……………………………………………… 51 

表 3-5 中國—東協投資合作基金項目…………………………………………… 54 

表 3-6 2000 年後東協與中國的軍事合作………………………………………… 55 

表 3-7 東協國家華人的政、經影響力…………………………………………… 58 

表 4-1  中國—東盟博覽會歷屆主題、主題國與特邀合作夥伴…………………67 

表 4-2 2004 至 2019 年東協國家元首與會次數……………………………………71 

表 4-3 廣西與越南結交的友好城市……………………………………………… 81 

表 4-4 東博會舉辦以來曾於廣西任職官員向中央晉升的情況………………….82 

表 4-5 2019 年東博會所舉辦的投資媒合活動…………………………………… 86 

表 4-6 中國與東協國家建立之國家級跨境經濟合作區………………………… 88 

表 4-7 2002-2015 年廣西對外貿易總額(億美元) …………………………………89 

表 4-8 2002 年起中國—東協貿易總額…………………………………………… 9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20

VII 
 

圖目錄 

 

圖 1-1 中國於各省分設立之國家級新區與國際型博覽會示意圖…………………6 

圖 1-2 國際社會化途徑的分析要素與過程……………………………………… 15 

圖 2-1 規範循環三階段…………………………………………………………… 19 

圖 3-1 東協與中國於經濟、非傳統安全、情感與價值的三大連結示意圖…… 61 

圖 4-1 東博會組織運作圖………………………………………………………… 70 

圖 4-2 東協國家文化表演 …………………………………………………………93  

圖 4-3 2003-2017 流入 CLMV 的 FDI 來源……………………………………… 97 

圖 5-1 會展政治學的概念………………………………………………… …… 1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20

1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中共自 1978 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認由以鄧小平為首的第二代革命元老

掌握黨的領導權後，便了解到若要從長年以的階級鬥爭中復原，全黨、全國的工

作重心必須要聚焦於經濟發展並且應積極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因此，當時對內全

力發展經濟建設、對外建立一個有利於經濟發展、和平且穩定的國際環境被當時

及爾後的領導人視為扭轉中國命運的關鍵。然而，融入由歐美國家主導的國際社

會後，不論是國內的天安門事件，抑或是國外的中國威脅論聲音，面對西方國家

的批評與質疑，中國逐漸理解到自己仍是相當脆弱的(Ba 2003, 630-634)。換言之，

中國外交戰略雖服從國家總體戰略，但由於意識到國內、外層次事件的影響不僅

為雙向的、互動的，且國際層次的事件還可能左右中國國內的政治與經濟情勢，

其於東亞戰略路線調整，成為必然（宋鎮照、林若雩等 2010, 1-5; 楚樹龍、金威 

2008, 101），「周邊」也因此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經營方向（張蘊嶺 2008, 4-11）。 

為了消除中國威脅論並且繼續塑造有利其經濟發展的外在環境，中國便將合

作的目光鎖定在亞洲最大的多邊區域組織—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以下簡稱東協)上。1 1991 年時任中國外交部長

錢其琛參加東協外長會議後雙方便開始有較為正式的外交互動，1997 亞洲金融

危機後雙邊關係快速推進，並於 2003 年成為戰略合作夥伴。 

2003 年底，中國「和平崛起」的論述出現，崛起隱含的變動、挑戰現有秩序

的意涵引起各界熱烈關注，中國學界針對「和平崛起」的概念亦進行了深入地探

討，釐清「崛起」的政策意義為：「周邊為外交重點、承擔更多國際責任以及維

持國家在經濟與安全利益上的平衡（閻學通、孫學峰等 2005, 4-6）」，此外，進一

                                                        
1 本文所提及之「東協」由於為我國稱呼東南亞國家協會的固定簡稱，然「中國—東盟博覽

會」及博覽會相關的論壇、活動等皆由中國所主導建立，故後文提及時將不改變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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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指出和平崛起的途徑為周邊環境的穩定與安全、中國的主導性與話語權。相關

論述除了探討如何「和平崛起」，更不忘勾勒出崛起後的藍圖，強調當中國成為

世界大國時，必須傳達中國特有的文化價值觀以影響世界（閻學通、孫學峰等 

2005, 154-158）。從中國學界對和平崛起的討論可以發現，中國除了經濟發展的

目標之外，不僅沒有忘記成為大國的可能性，還清楚地表達出欲影響他國、建立

新秩序的渴望。這樣頗具野心的論述似乎沒有影響到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中

國與東協更從所謂的黃金十年邁向鑽石十年。 

綜觀中國於 2000 年以後經略周邊國家關係的方式，可以發現，由於中國對

西方國關學界的理論有其特殊的詮釋方式，加上作為潛在大國所帶來的威脅感，

中國便發展出具自身特色的外交政策工具，並避免使用傳統以軍事或是經濟制裁

的權力資源來處理與周邊國家關係。易言之，中國透過較為軟性的方式達成其戰

略目標與國家利益，而這樣的外交政策工具分別向世界呈現出三種中國不同時期

的樣貌。 

首先，於 2004 年，中國國家漢辦為了推廣漢語學習以及讓世界更加了解中

國的文化與歷史，於韓國首爾設立了第一間孔子學院，定位為文化交流機構。至

2018 年年底，全球的孔子學院高達五百多間，設立最多的地區分別為：歐洲 182

所、美洲 160 所以及亞洲 126 所。2 孔子學院目前被學界認為是中國重塑形象、

極具戰略性的文化工具（楊昊、蕭新煌 2009, 24-66；楊昊、蕭新煌、趙皓嵎 2012, 

59-88），意圖讓世界更加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以及語言，從過去的脈絡著手，

讓世界更親近中國。 

其次，於 2008 年，由於奧運的舉辦，各國的政府高層以及聯合國五大常任

理事國的政要齊聚北京，透過這樣的盛況並同時得益於全球化媒體與科技技術的

發展，世界重新認識中國，其大國地位得到承認（李永輝 2008, 25-27），北京奧

運會成功地讓中國向世界展示其成長與蛻變，告訴世界：「中國已經不一樣了。」 

                                                        
2 孔子學院官網，http://www.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檢閱日期：2019
年 6 月 13 日）  

http://www.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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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 2004 年之後，中國積極地於國內、外舉辦各種區域性強，且以加

強經貿、投資合作為號召的博覽會，第一個被提出的便是以東南亞地區為標的的

「中國—東盟博覽會」，東北亞、南亞、北亞、中亞、中東歐、歐洲等地區亦設

有相應的博覽會(詳見附錄一)。由於博覽會本身具有龐大的動員、宣傳與經濟能

量，在目前全球經濟相對成長緩慢、需要新刺激的環境下，中國所舉辦的國際型

博覽會成為各國政府達到政績以及為企業尋找海外市場的新機會。因此，中國舉

辦博覽會的主要目的在於告訴世界，中國的崛起能帶來新的機會與選擇。 

對於東協來說，面對崛起的中國，東協並沒有可與之較量、平衡的權力資源，

故採取避險(hedging)以及提高中國參與(engagement)的方式，其中，避險策略著

重於與中國的經濟合作(Roy 2005, 310-313)，一方面讓中國因區域互賴程度加深，

降低訴諸武力的可能性，同時更能藉此讓中國習慣東協模式，另一方面更能防止

美國使用圍堵政策危及東協利益(Acharya 2004, 152-153, 156-161)。由此可知，每

年舉辦的「中國—東盟博覽會」成為中國接觸周邊國家與降低自身威脅感的因應

之道，同時也符合東協避免與大國起衝突且著重於與中國經濟合作的政策方針。 

中國藉由以上三種方式向世界展現過去、現在以及未來中國的樣貌與功能，

目的為扭轉自身的威脅形象，並且欲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觀與體系，可以說

是實踐和平崛起的第一步。 

然而，由於目前孔子學院引發國際高度質疑，奧運並非由中國主導，當中國

無法繼續靈活地使用這些工具時，由中國一手打造、主辦的國際型博覽會便成目

前探究中國如何經略周邊國家關係以及達成國家戰略目標的重要分析對象，其中，

舉辦最久，且受到中國與東協諸國政府高層高度重視的「中國—東盟博覽會」便

成為本文的研究主體。本文希望透過「中國—東盟博覽會」的相關運作、機制以

及成果，釐清中國如何操作這樣相當具彈性的外交政策工具來達成特定的目標與

利益，同時，亦探究東協是否同時借力使力地利用此博覽會來達到特定目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20

4 
 

第二節 研究問題 

 

冷戰後，國家於國際間行使權力的方式出現改變，強調行為者於社會環境

內互動並以此方式傳遞價值與規範的國際社會化過程與現象的研究越來越多。

1990 年代中期以後，相關研究聚焦於象徵西方價值與規範的國際組織以及新興

中東歐國家間的互動，這些研究認為當時中東歐國家是以接受西方的規範以及

價值來換取援助以及國際組織的會員資格，故此時國際社會化的最終目標為被

社會化者的政、經體制轉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開始有學者認為應該將相關

研究擴展至其他區域(Johnston 2005,1013-1044)，因此便有以了中國作為被社會

化者，融入西方體系的社會化現象的研究(Johnston 2008)。 

規範、價值與制度從一國傳遞、擴散至他國的過程被稱為國際社會化，除了

能夠改變目標國家的偏好與利益，更被認為是霸權國繼續維持世界秩序與主導權

的方式(Ikenberry, Kupchan 1990,283-315)。 

Martha Finnemore 在其著作《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中針

對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國際紅十字會以及世界銀行三個國際組織對

於新規範的傳遞過程以及結果進行分析，認為國際體系是構成的(constitutive)、

生成的(generative) (Finnemore, 1996, 5-6)，能為行為者建構新的利益與價值，因

此，改變國家行為的方式可以是改變偏好而非約束。這說明國家的利益與偏好

並非僅由國家內部決定，加上由於甚少有國家能不受全球化的影響，因此，行

為者與其所處環境的互動將建構出利益與偏好，進而調整行為。中國學者時殷

弘在探討中國外交戰略的締造機制時，亦認為中國領導人的意識形態在全球化

與中國越來越融入世界體系的情況下，國際觀出現改變，開始相信多邊合作、

國際組織和國際體制以及跨國的非政治交往能促進中國國家利益，認為國家利

益受到了「國際社會化」。3  

                                                        
3 此處的國際社會化作者認為是國家利益頗大一部分與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融合或同化。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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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越來越積極地融入國際社會，並且希望做好負責任大國的角色以

降低自身的威脅感與提升影響力的同時，另一波國際社會化的相關研究開始東

進。在新一波的國際社會化研究中，中國與各個國際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世界銀行(World Bank)、東協區域論壇(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的互動與中國作為被社會化者(socializee)成為關注

的重點。更有學者從中國與世界銀行的關係切入，發現由於中國作為被社會化

者因為霸權影響力的變動以及自身策略的調整，使得國際組織內既有的規範與

制度受到影響(Chin 2012, 211-230)，這意味著被社會化者具有成為社會化者的

主動地位的能力，而在此案例中，中國已具有社會化他者的能力。 

中國在 2004 年以後，積極地於國內、外舉辦各種區域性強的博覽會，這些

國際型博覽會同時與國家級經濟區的分布高度重疊（詳見圖 1-1、表 1-1），此

舉具有兩層意涵。首先，國際型博覽會為經濟成長的動力之一，其次則是中國

得以藉由博覽會的舉辦，進而與目標地區的國家基於經貿往來建立起定期且頻

繁的互動，有利於維持外交關係。從這些區域性強的國際型博覽會便可以發

現，中國作為結構中的行為者，正在建構以中國為中心、向世界發散的結構。 

檢視中國舉辦的國際型博覽會，可以發現其目標性相當強，且大多針對非洲、

東南亞、中亞等發展中國家，面對已發展國家則是以參與或建立國際大型會展或

論壇來聯絡彼此關係。東協作為多邊的區域組織運作已日益成熟，經濟一體化程

度提高，對於中國周邊穩定、經濟發展與全方位外交以及整個亞太地區都有著舉

足輕重的作用（刀書林、尚前宏、翟坤 2002, 1-10），東南亞自然成為中國外交政

策的重中之重。從附錄一可以發現，中國—東盟博覽會舉辦歷史最為悠久，共 16

屆，不僅每年皆在中國境內舉辦，且從其開幕式的出席人員以及第一屆籌備小組

便可以發現此博覽會受到中國政府高度的重視。4 

                                                        
閱：（時殷弘 2006, 36-37）。 
4 中國派出至少是副國級層級以上的官員出席博覽會，東協諸國則是由領導人或是經貿部門主

管率團出席，此外，第一屆博覽會的組委會由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儀擔任名譽主任，中國商務

部部長薄熙來與東協十國的經貿部長、東協秘書長共同擔任組委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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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中國於各省分設立之國家級新區與國際型博覽會示意圖 

 
說明：圖 1-1 圓點代表該省分設有國家級經濟區，星星符號則表示目前中國所主辦的國際型博覽會，三
角形則為國際區域經濟合作區。經由圖 1 還可以發現，對於廣西來說，其雖然位處中國邊陲，但由於與
東協國家接壤、位於泛珠江三角以及泛北部灣經濟區，地緣位置重要，故被視為中國與東協間「引進來、
走出去」的對接平台；另外，由於中國拉美企業家高峰會僅企業家代表出席，故不列於表一博覽會之範
圍，詳情請參閱參會指南。但由於仍具強烈區域性，故僅顯示於圖 1-1，以突顯中國經略周邊的新方式。
參會指南： 
http://file.31huiyi.com/Uploads/Files/2016/10/13/636119519423524250.pdf (檢閱日期：2019 年 2 月 1 日)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圖。 

 
 
 
 
 

 

http://file.31huiyi.com/Uploads/Files/2016/10/13/63611951942352425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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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中國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出建立「中國—東盟博覽會」(China-

ASEAN Exposition, CAEXPO, 以下簡稱為東博會)，每年於廣西南寧舉辦。最初

東博會的主題圍繞著中國—東協自貿區的建設，此後東博會便為廣西帶來相當可

觀的經濟效益，廣西亦成為中國政府面對東南亞市場的經濟布局重心。 

2003 年廣西與東協進出口貿易總額為 8.3 億美元，52009 年為自貿區建設完

成前一年為 142 億美元，2010 年為 177 億美元， 2017 年達 1893.85 億人民幣，

6約為 270 億美元。廣西全區生產總值從 2003 年的 2800 億人民幣，至 2017 年成

                                                        
5 廣西新聞網，2012，「廣西與東盟雙邊貿易十年間保持 20%以上增速」，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20918/newgx505858cf-6086780.shtml （檢閱日期：2018
年 9 月 29 日） 
6 廣西新聞網，2018，「2017 年廣西外貿進出口 3866.3 億元 再創歷史新高」，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80120/newgx5a628637-16859647.shtml （檢閱日期：

2018 年 9 月 29 日） 

表 1-1 中國於各省分設立之國家級新區與國際型博覽會重疊情況 
上海浦東新區(世界/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大連金普新區 

天津濱海新區 四川天府新區 

重慶兩江新區 長沙湘江新區 

珠海橫琴新區 南京江北新區 

浙江舟山群島新區 

(中東歐/中國-中東歐國家投資貿易博覽

會) 

福建福州新區 

甘肅蘭州新區 

(中亞/中國-阿拉伯國家博覽會) 

昆明滇中新區(南亞/中國-南亞博覽會) 

廣州南沙新區 黑龍江哈爾濱新區(北亞/中國-俄羅斯博覽

會) 

陝西西咸新區 吉林長春新區(東北亞/中國—東北亞博覽

會) 

貴州貴安新區 江西贛江新區 

青島西海岸新區 河北雄安新區 

廣西北部灣經濟區(東南亞/中國-東盟博覽

會) 

 

說明：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在官方文件中並未被定位為國家級經濟區，但在 2008 年的《廣
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中指出要讓將廣西北部灣建立為重要國際區域經濟合作區，
為中國第一個區域經濟合作區，故即使未被列為「國家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另外，
2019 年 8 月，廣西自貿區成立，為中國新設的六個自貿區其中一個，其他設立自貿區的
地點為：山東、江蘇、廣西、河北、雲南、黑龍江。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20918/newgx505858cf-6086780.shtml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80120/newgx5a628637-1685964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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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為 20,396 億人民幣，漲幅達十倍；在國際旅遊入境人數上，2002 年國際旅遊

入境旅客為 64.53 萬人次，2004 年第一屆東博會舉辦年為 112.5 萬人次，2009 年

人數突破 200 萬次，2017 年突破 500 萬人次，足見廣西的經濟以及旅遊成長相

當可觀（詳見表 1-2）。不僅如此，2004 年以前，廣西南寧吳圩機場的國際航線

僅有 3 條，7隨著東博會的舉辦以及經貿合作機制的建立，國際航線逐年增加，

至 2018 年，廣西與東協的民航航線達到全覆蓋，亦即廣西與所有的東協國家皆

建立了航線。8 

 

除了從數據說明東博會為廣西經濟發展的助力，廣西得到中央政府的資源挹

注。例如廣西的十一五規劃綱要中便指出要「推進北部灣（廣西）經濟區全面開

發」，9中央則於 2008 年 1 月中旬批准實施《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並且

                                                        
7 中國統計信息網，2010，「南寧市 2003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http://www.tjcn.org/tjgb/20gx/2586_2.html （檢閱日期：2019 年 1 月 21 日） 
8 中新網，2017，「廣西成中國往返東盟旅客重要中轉集散地」，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7/07-21/8283983.shtml；中國商務部，2018，「南寧—馬尼拉航

線首航 廣西實現東盟 10 國全連通」，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resume/n/201806/20180602758850.shtml （檢閱日期：2019 年

03 月 13 日） 
9 中國政府網，2006，「廣西壯族自治區十一五規劃綱要報告」，http://www.gov.cn/test/2006-
02/07/content_181323.htm （檢閱日期：2018 年 09 月 29 日） 

表 1- 2  廣西近 15 年來之經貿與旅遊人數數據比較 
   廣西 2003 2004 2009 2010 2017 

對外進出口總額（美

元） 
31.92 億 42.88 億 142 億 177 億 550 億 

與東協的進出口總額

（美元） 
8.3 億 10.01 億 49.48 億 65.26 億 270 億 

全區生產總值(GFP) 

（人民幣） 
2821 億 3433.50 億 7700.3 億 9502.39 億 20396.25 億 

國際旅遊入境旅客 64.53 萬 112.5 萬 209.85 萬 250.24 萬 512.44 萬 

資料來源：廣西新聞網、廣西自治區統計局、各年《廣西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作者整理製表。 

 
 
 
 
 
 
 
 
 
 
 
 
 

http://www.tjcn.org/tjgb/20gx/2586_2.html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7/07-21/8283983.s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resume/n/201806/20180602758850.shtml
http://www.gov.cn/test/2006-02/07/content_181323.htm
http://www.gov.cn/test/2006-02/07/content_1813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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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把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建設成為重要國際區域經濟合作區，成為中國第一個國際

區域經濟合作區。不僅僅是廣西，自從舉辦東博會之後，中國—東協雙邊貿易額

成長亦相當驚人。2003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782 億美元，102005 年雙邊貿易總

額為 1300 億美元，112017 年時已達 5,148 億美元。12 

隨著 2010 年中國—東協自貿區宣布建設完成，以及 2012 年十八大後中國領

導人變動與外交政策重心的調整，東博會的主題自 2013 年開始出現以中國為中

心的傾向，亦即圍繞著一帶一路戰略倡議打轉，這樣的轉變反映出博覽會除了前

述之經濟功能之外，更意味著國際型博覽會為中國達成國家戰略目標另闢的新途

徑、一個新興的外交政策工具，更關鍵的是，這說明中國在與國際社會互動的過

程中，可能已經擁有社會化他者的能力，並藉由國際社會化的途徑來經略周邊國

家關係並且達成特定目標，「中國—東盟博覽會」便是其進行社會化、容納行為

者互動的社會環境。 

總結上述觀點，發現當國際社會間霸權角色出現變動，便會影響國家的行為，

進而塑造出新的利益與偏好，因此，當中國國際影響力增加，使得原本以西方規

範與制度為行為準則的世界秩序開始出現轉變，中國從早期的被社會化者，轉變

為社會化者(socializer)，加上前述提及由於中國礙於大國崛起的威脅形象，故避

免高調使用傳統外交政策工具，還必須維持國家經濟成長、提升於區域甚至世界

的話語權，而東協基於各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避險路線的選擇，中國若以促進

經貿合作、達到東協國家經濟發展為目標舉辦博覽會，以非武力、非強制的方式

增加雙邊互動與合作，長此以往便能累積信任、化敵為友，讓中國成為東協發展

的關鍵推手，不僅能向世界證明中國的崛起並非威脅，更是能藉此讓雙邊關係持

                                                        
10 中國政府網，2013，「據統計 十年間中國—東盟雙邊貿易額增長 7.3 倍」，

http://www.gov.cn/wszb/zhibo575/content_2453244.htm （檢閱日期：2018 年 09 月 29 日） 
11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官方網站，2016，「中國-東盟經濟數據」，http://www.cn-
asean.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09&id=363（檢閱日期：2018 年 09 月

29 日） 
12 中國商務部，2018 年，「2017 年中國—東盟貿易總額超過 5000 億美元」，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shz/new/201801/20180102706664.shtml （檢閱日期：2018 年

09 月 29 日） 

http://www.gov.cn/wszb/zhibo575/content_2453244.htm
http://www.cn-asean.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09&id=363
http://www.cn-asean.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09&id=363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shz/new/201801/2018010270666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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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升溫。  

有關於權力的行使方式，過去硬實力以經濟與軍事實力差距的威慑方式達到

其目的以及軟實力所強調的以文化、政治價值觀、外交政策來提高自身的吸引力，

進而獲得他人無形的好感與認同(Nye 2006, 46)，2017 年年底美國智庫國家民主

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提出銳實力(Sharp power)的概念，認

為採取威權政體的國家，如中國與俄國，以文化擴張、虛假消息等方式不知不覺

地「滲透」、「分裂」目標國家的社會，13這樣的分析基礎乃是將世界分成威權與

民主兩大陣營，不僅彼此敵對，且民主國家由於言論自由因素，將在銳實力的影

響下居於下風、防不勝防。這樣的思維邏輯突顯出西方中心論對不同價值體系的

偏見，除了降低了學術研究的客觀性，相關討論亦引起不少爭議，例如銳實力的

實踐是否僅能由特定型態的政體執行（王宏仁 2019, 12-16），也有學者認為由於

軟實力與銳實力的關係劃分不清楚，在學術討論上仍有補充空間，故若從權力面

向的發展脈絡與相關學者的指證來看，銳權力是特定政體國家實施的一種硬權力

（張登及 2018, 121-127）。 綜合上述，雖然銳實力被視為中國崛起後發揮影響

力、對抗西方國家的工具，但其客觀討論尚有不足，故本文將從較中性的國際社

會化理論來理解中國向東協推動的國際社會化過程，從更中性的觀點去解釋會展

如何被操作為政策工具。 

以往學界少有針對將中國視為社會化者、社會環境的設計者的相關研究，故

本文的假設為中國因懷有社會化他國的渴望，因此藉由東博會向目標國家展開國

際社會化，這意味著中國已具有推動國際社會化的能力。而東協作為中國推動國

際社會化過程的目標，其方式便是藉由以中國為主導的社會環境、打著加強經貿

合作為口號的「中國—東盟博覽會」，社會化的最終目的則是傳遞中國的崛起對

於區域經濟發展與穩定並非阻力而是助力的認同，與此同時更可以滿足中國於地

                                                        
13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P13-18  
https://www.ned.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Full-
Report.pdf (Accessed on Feb 10 2020) 

https://www.ned.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Full-Report.pdf
https://www.ned.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Full-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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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區域以及全球層次的戰略目標。以上問題意識延伸出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 中國向東協推動國際社會化的動機、方式與目的為何？達成了什麼樣的成

效？藉此釐清中國有別於西方國家之「中國式國際社會化」的圖像； 

二、 東協過去所主導的國際多邊組織如東協區域論壇，故被視為具有社會化他

者的能力。如今面對中國的國際社會化，存在中國與東協間的社會化力量

為單向抑或是雙向的？ 

三、 由於本研究分析主體為「中國—東盟博覽會」，希望透過對東博會的深入分

析，除了試圖釐清中國操作國際型會展背後所隱藏的會展政治學的概念與

意涵，亦希望了解「中國—東盟博覽會」於中國與東協間所扮演的角色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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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一、 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  

由於本研究的個案分析主體為代表中國新興外交政策工具以及國際互動平

台的東博會，由於此機制為高政治性以及國際性，因此文獻分析除了將包含對

官方文件、官方與非官方媒體宣傳與動員等的梳理，也將涵蓋自 2004 年博覽會

舉辦至今東博會各類數據的追蹤與比較，以及會期內所舉辦之各種論壇、展

覽、展區等活動，藉此勾勒出作為東博會的背景、運作機制、發展進程與目

的，以及該機制所蘊含的各種可能意涵。 

(二) 參與觀察法  

由於本文所選之個案為博覽會，此為長年固定於廣西舉辦，且參與者大多

來自中國與東協的一個事件與現象，多元多樣的行為者參與其中，因此必須深

入實地觀察才能夠發現、進而了解這個情境下的互動意義。作為一個來自他國

的陌生觀察者，筆者更能夠在觀察中發現一些細微的差異、習慣與目的，從觀

察中所獲得的生動訊息將可以彌補文獻中的文字描述與數據資料的僵硬，加上

筆者的學識背景，對於所見所聞能有更精準、更符合主題的詮釋，能使本研究

在資料與實地觀察下更加貼近事實與推測出隱藏意涵。 

(三) 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主要是由訪談者設計問題，透過與受訪者的訪談進行資料蒐集與

釐清，為一個有目的性的談話過程。通常會選擇對某一領域有相當程度了解的

受訪者進行訪談，原因在於可從較為專業的觀點切入，從受訪者的專業視角以

了解所欲研究的個案。 

 綜合上述，本研究採用以上三種研究方法，以自 2004 年舉辦至今已達

16 屆的「中國—東盟博覽會」為分析對象，並置於國際社會化途徑中，希望從

理論面以及實證面雙管齊下，更加清晰地呈現出中國新興的外交政策工具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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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可能蘊含的意涵，而實證面的部份除了文獻資料，筆者於 2019 年 9 月 20

至 25 日至廣西進行實地觀察並與匿名學者 A 進行深度訪談，藉由學者對於東

南亞國家以及中國與東協關係的了解與發展近況，結合文獻與實地觀察，更全

面性地解決研究問題。 

二、 研究限制   

(一) 進入場域困難與實地觀察時間不足  

本研究的分析主體為「中國—東盟博覽會」，研究限制因為入場限制與現場

管制過多，導致筆者於現場觀察時無法獲得更為詳盡的資料。 

首先，參展入場證的申請途徑可分為：代表團、自行報名、現場辦證以及針

對市民與遊客的公眾開放日四種，而代表團下又可以再細分為不同種類的參展別。

14以前三種途徑來說，每個參展商所能獲得的參展證僅為 3 張，最多不超過 10

張，於會展的舉辦期間內皆可以使用；然筆者並無相關領域的工作經驗與人脈，

因此無法以獲得證件入場，只能於公眾開放日當日自行排隊購票進場。根據筆者

實際參與經驗，公眾開放日僅為一天，扣除排隊入場時間，實際的觀察時間僅有

七小時不到，加上同時面對中國國內、外湧進南寧國際會展中心的人潮，因此在

觀察的部分可能稍有疏漏。  

其次，由於會展前三天主要為廠商的投資與經銷媒合活動，因此在公眾開放

日當日，許多廠商並未出現於展區抑或於展區呈現疲態、不耐煩的態度，反而主

要是由中國籍的學生志工來面對參觀民眾，使得筆者無法進一步與之交談。然而，

即使廠商於展區服務，但身旁皆會跟著一名中國籍志工，加上保安、民警、特警、

武警不斷地穿梭於人群、展位之間，增加了許多與廠商交談的阻礙；此外，筆者

觀察到一個特別現象，在詢問當地民眾與東協廠商有關東博會的深入問題時，例

如「參加東博會覺得怎麼樣？」「來參展國內有補助嗎？」等較為簡易的問題時，

受訪者通常直接回答：「不關心」、「不知道」，除非購買商品，否則難有進一步的

                                                        
14 中國—東盟博覽會官網， 
http://www.caexpo.org/html/exhibitors/pass-application/djxz/ （檢閱日期：2018 年 12 月 12 日）  

http://www.caexpo.org/html/exhibitors/pass-application/dj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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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談與詢問。  

(二) 文獻收集有限  

有鑑於東博會為中國與東協間定期舉辦的國際型盛會，可以期待東協十國

在政府文件、媒體報導以及學術期刊等文獻上是相當豐富的；然而，受限於筆

者本身的語文能力，因此，面對多元語言、種族以及文化的東協十國，將無法

盡數梳理相關文獻，只能以中、英文文獻為分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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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一、 分析要素與研究架構 

本文研究架構請見圖 1-2。圖 1-2 說明了國際社會化過程中關鍵變數間的互

動關係與規範生成到內化的過程。國際體系變動為社會化者建立新規範的時

機，但新、舊規範間的衝突會出現於國際與國內層次，以本文來說便是會出現

於象徵新規範的社會環境之中，又因為社會環境中還有行為者及其所代表的價

值，因此，本文將藉此觀察社會環境以及在此環境下行為者、規範、價值會間

的互動與產生的影響，釐清中國如何藉由東博會對東協進行國際社會化及其成

果，試圖填補國際社會化過程中各種互動的實證微觀分析。 

 

 

 
圖 1 -2 國際社會化途徑的分析要素與過程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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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章節安排  

第一章緒論的部分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研究問題、研究方法與限制以及

研究架構等基本脈絡與框架，主要說明為何中國為何可被視為國際社會化過程

中的社會化者，以及東博會可被視為或將成為新興的外交政策工具。 

第二章則是國際社會化的理論與經驗，主要目的在於建立出本文的研究架

構與找出分析要素。首先說明國際社會化的概念，其次則為國際社會化的亞洲

經驗及其與國際型博覽會之連結，探討國際社會化的應用方式、功能及其於國

際社會的重要性，以突顯出現代國家行使權力與運用資源的新方式。 

第三章為中國與東協：多元立場下的互利共榮。本章先後從中國與東協的

視角出發，分析雙方所追求的利益與目的，旨在說明為何皆追求區域中心地位

的雙方能夠合作，乃是從較宏觀的視角對經濟、非傳統安全以及情感認同與價

值距離進行分析，並藉此了解東協對中國的多元立場與態度，以作為後文分析

東博會的基礎。 

第四章為國際社會化的新面貌：「中國—東盟博覽會」。說明中國運作東博

會的方式，也就是從國際社會化途徑了解中國如何將其國家利益與戰略目標包

裹至會展中，更微觀地分析作為社會環境中主要的行為者以及所發展出的互動

機制；其次，論述東博會所帶來的成果以及對中國與東協的影響，全面性地釐

清中國式國際社會化的方式、目的與對社會化者以及被社會者的影響。  

第五章為結論。在對東博會進行深入分析後，以過去 16 年以來的實踐為基

礎，進而釐清中國國際社會化的圖像以及會展政治學的概念與意涵，也將提供

後續的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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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國際社會化的理論與經驗  

 
本節將相關文獻劃分為四個部分，第一節為國際社會化的概念；第二節則將

目光拉至亞洲，為國際社會化的亞洲經驗；第三節為國際社會化的政策工具—博

覽會，將說明國際型博覽會的多元功能與樣貌；最後一個部分則是小結。 

 

第一節 國際社會化的概念 

 

一、 不同視角下的國際社會化：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 

國關學界針對國際社會化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從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角

度切入。首先，理性主義強調國家進行或接受社會化之行為乃出自於理性自利計

算、國家偏好固定不變，且追求利益大化，故認為在國際社會化過程中，由霸權

國作為社會化者(socializer)，而次級國家為被社會化者(socializee)，霸權國啟動國

際社會化是出自於維持對自身有利的國際秩序，而次級國家被社會化的動機則是

為取得霸權國提供的物質與非物質誘因（附帶利益），且次級國家有適應成本的

考量(Ikenberry and Kupchan 1990, 289-290; Schimmelfennig 2000, 111-112)，簡言

之，社會化者與被社會化者雙方出於自利的考量驅動了國際社會化現象。 

從理性主義角度分析國際社會化現象，隱含社會化者與被社會化者並非處於

平等的地位，行為者間存在著教導關係(Alderson 2001, 426-427)，這樣的社會化

力量為單向而非雙向的；此外，由於國家以權力為手段，目的在於追求最大利益，

因此，在這樣的前提下，雙方的利益一旦牴觸，互動與關係便會終止。這樣的角

度直接否定了行為者在互動後，國家利益將因身分、價值以及規範的改變而有往

共同利益的方向調整的可能性。 

若從建構主義的角度切入，由於建構主義者認為國際間的無政府狀態是國家

在互動後所形成的(Wendt 1992, 391-425)，強調的是行為者與結構間的雙向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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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認為行為者彼此間的互動將形塑出觀念、身分與利益，這個互動網絡因此

建構出一個社會結構/國際社會，而這個結構又會對行為者造成影響。這意味著

國家/國際社會的行為者與國際社會的互動與影響為雙向的，國家利益不再僅僅

由國內決定，當國際社會的規範與價值產生變化，國家利益將會被再定義

(Finnemore 1996, 2-3)。簡言之，建構主義視角下的國際社會化現象強調的是結構

與行為者間雙向的互動與影響關係，而非物質誘因，著重於雙方的互動與實踐所

建構出以及改變前述提及之觀念、身分、認同、利益等，也因此這樣的互動能夠

賦予、甚至調整物質與非物質因素的意義。 

中國在 2000 年後經濟與軍事實力快速成長，也越來越活躍於國際社會，東

協諸國也不遑多讓，其在 1994 年所創立的東協區域論壇以「東協模式(ASEAN 

Way)」為行為基準，成為亞洲第一個容納區域各國的政治安全交流平台；此外，

每年定期舉辦的東協峰會以及與中、日、韓建立起的各種對話機制，作為多邊區

域組織的東協，運作日益成熟，重要性越來越高(Ba 2009, 66-100, 223)。15因此，

若僅從理性主義的角度研究中國與東協間的國際社會化現象，不僅意味著雙方為

權力不對稱的關係、將社會化假設為單向的力量，亦無法解釋中國與東協關係逐

漸深化現象。 

建構主義者的核心雖為社會化(Johnston 2008, 15)，但其對於行為者與結構間

的互動觀察過於宏觀，缺乏可驗證的假設以及相關的實證分析(Checkel 2005, 815-

816; Johnston 2005, 1039-1042)，因此，學界開始致力於中層理論(middle-range 

theory)的建構，希望搭起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間的強梁，16將能夠更清楚地呈現

行為者與結構互動、價值與規範傳遞、內化或轉變等過程與方式。作為中層理論，

國際社會化的微觀分析特色也被認為應擴展到其他區域(Johnston 2005, 1039-

1042)，以豐富其實證基礎。  

                                                        
15 儘管東協成立之初遭遇許多困難，但隨著東協的團結與合作，不僅穩定了東協內部的關係，

其所發展出的韌性(resilient)讓其於區域內、外的影響力逐漸上升。 
16 Jeferry Checkel 從更微觀的制度面切入，將理性的策略計算與建構主義的概念結合，希望發

展出中層理論框架。(Checkel 2005, 801-82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20

19 
 

易言之，若僅從強調國家為分析單元與強調利益與成本計算的理性主義視角

切入，或者僅以建構主義作為研究途徑，並無法獲得國際社會化過程中行為者、

社會環境的互動與影響全貌，因此，本文將結合以上兩個派別，並從更微觀的角

度關注於中國與東協間的國際社會化過程，以解決研究問題。 

一、   國際社會化 

目前國關學界從不同視角來研究國際社會化現象，亦有不同的關注重點，因

此在定義上仍未取得共識，但針對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國際組織與新興中東歐國

家間以及發生於中國、以及東協間的國際社會化現象的實證研究越來越豐富，在

前人紮實的研究基礎上(王啟明 2009, 12-23; 鐘龍彪 2009, 125-137; Alderson 

2001, 416-417; Ikenberry and Kupchan 1990, 289-290; Johnston 2003, 114-117; 

Schimmelfennig 2000, 111-112; Yang 2018, 1840003-3-1840003-6 )，仍可以得到一

個輪廓較為清晰的國際社會化定義，亦即：「抽象的價值、意識形態、信念、身

分以及實質的規範、實踐等，於國際社會中，以不同形式、透過不同的社會環境，

從一國傳遞至另一國的過程，也因此產生不同的社會化結果。」 

國際社會化的相關研究著重於特定的規範、價值等如何於國際與國內層次

順利地傳遞與擴散，根本上是一個探討如何重新定義合適行為(appropriate 

behavior)的研究，當行為的適當與否受到重新定義，這便會帶來價值、規範與

制度的改變。有學者將規範從無到有、從有到理所當然劃分為三個階段，分別

為規範生成(norm emergecne)、規範串聯(norm cascade)與內化(internalization)，

其中還存在著轉折點(tipping point)，這一整個過程被稱為規範循環(norm life 

 
 

圖 2-1 規範循環三階段 
資料來源：Finnemore and Sikkink 1998,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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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e)（如圖 2-1）。 

Finnemore 與 Sikkink (Finnemore and Sikkink 1998, 894-905)認為規範生成

的階段是由所謂的規範企業家(norm entrepreneurs)所提出，這些人會在特定的場

合內(organizational platform)與目標進行互動，並會試圖說服目標行為者接受、

採用新的規範，然而新、舊規範的相遇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反感與抵抗，若新舊

衝突持續，且目標群體中多數人採用這個新規範時，什麼是適當行為會被再定

義，此時轉折點出現，規範進入至第二階段。在規範串聯階段時，規範的擴散

會更快速且幾乎不會引起前一階段般的抵抗活動，而此時社會化的力量相當顯

著，規範遵從者會持續在特定的國際環境中說服其他行為者遵從新規範。最後

一個階段則為規範內化，此階段新規範已經被視為是理所當然地且不會受到質

疑。 

由於現代國家大多置身於國際多邊組織與其他國家互動，因此國際組織本

身所代表、象徵的價值以及欲維持的規範與制度高度影響國家的行為。經由上

述，可以知道社會環境中行為者間的互動以及模仿等，會影響行為者後續的利

益與偏好，儘管回應不一致也各有階段，這依然說明體系中的主流價值與規範

等將有可能在互動後出現改變。國際組織之所以能夠對國家產生如此作用乃是

因為作為互動環境的國際組織有助於促進「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Ba 2006, 

157-179)、「說服」以及「合作習慣的養成」的功能(Johnston 2003)。17然而，並

非所有的國際多邊組織皆能夠成功進行社會化並達到預期目的，原因在於國家

往往因為壓力而遵從國際組織，而這樣的壓力會因為組織與其行為者是否立場

或利益相似，抑或是在意識形態的光譜上較為趨同而有所不同，易言之，利益

越是重疊、立場越是相似，國家受到國際組織的影響程度便越高。 

不僅如此，一個成功國際社會化，國際組織還必須於被社會化者群體的內部

                                                        
17 Johnston 認為「說服」是社會化過程中，行為者對規範性的了解為非強制性的，且由於新行

為被視為是合理與恰當的，行為者便將之內化(Johnston 2003, 113-114)。當說服的效果越好，對

國家/被社會化者的侵入性會越高，其舒適度也會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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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例如在國際社會化途徑分析民主化現象與過程的研究中，

發現國際組織若是掌握了該國家的商界以及軍隊的國內菁英(Pevehouse 2002, 

524-529)，便能由外而內地(outside-in)將特定價值傳遞至國內，也有研究指出國

內層次的傳遞媒介可分為菁英(state-level/elite)與大眾(nation-level/people)兩個族

群，而後者為社會化過程成功，且規範獲得穩定性、得以擴散的關鍵(Flockhart 

2006, 97-100, 108)。 

然而，學界對於發生於國際制度中的國際社會化現象與過程及其所造成的結

果的看法不一，不少有將重點放在國內層次因素的研究，例如若從國內政黨政治

傾向與適應成本的角度來研究國際社會化與其發生的場合，亦即國際多邊組織，

那麼只有當政黨政治傾向較接近國際多邊組織時，這意味著國家適應成本較低，

此時國際組織的國際社會化力量與影響會較大，反之則不然(Schimmelfennig 

2005, 827-860)。此外還有研究將重點放在行為者的年紀、早期工作經驗與成長背

景上，認為物質誘因的作用不大，這樣的研究認為行為者依舊無法擺脫路徑依循

的習慣，因此行為者的年紀若較輕，那麼就容易受到國際社會化的影響，行為者

的年紀較大，則影響較小(Hooghe 2005, 861-898)，更有研究顯示行為者若提早於

國內層次接觸到國際社會化的力量，則社會化的影響會較大，因為早期的接觸將

有助於形塑出何為被社會化者心中適當的行為，在未來更容易接受國際規範、認

同國際組織所追求的共善與產生我感(we-ness) ( Beyers 2005, 899-936)。 

現代國家雖仍舊置身於國際多邊組織與其他國家互動，但已不再是唯一的國

際社會行為者，經由上述可以知道，國際社會化的過程中，行為者於象徵特定規

範與價值的環境下互動，其學習能力可能具有「說服」的功能，這將有助於「合

作習慣的養成」。18而中國進入國際社會至今 30 年，從早期推崇雙邊合作到支持

                                                        
18Johnston 認為「說服」是社會化過程中，行為者對規範性的了解為非強制性的，且由於新行為 
 被視為是合理與恰當的，行為者便將之內化。當說服的效果越好，對國家/被社會化者的侵入性   
 會越高，其舒適度也會越來越高。Johnston, A. I., “Soci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ASEAN Wa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Mastanduno M, Ikenberry JG., e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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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合作，說明國際社會化過程中能夠讓行為者養成特定的合作習慣以符合主流

的規範與價值，因此，中國已發展出具有社會化他者的能力便是立於此基礎上；

此外，由於社會化者必須掌握被社會化者群體的內部以提高國際社會化的成功率，

因此，本文立論基礎為了解、突顯國際社會化過程中如何養成合作習慣與意願，

亦即社會化者於國際與國內層次將被社會化者包裹至其社會環境中，進而「養成

合作習慣」的方式 19。本文將從「合作習慣的養成」之微觀角度切入，試圖釐清

中國向東協推動國際社會化的全貌。 

 

 

 

 

 

 

 

 

 

 

 

 

 

 

 

                                                        
19Johnston 認為「說服」是社會化過程中，行為者對規範性的了解為非強制性的，且由於新行為 
 被視為是合理與恰當的，行為者便將之內化。當說服的效果越好，對國家/被社會化者的侵入性   
 會越高，其舒適度也會越來越高。Johnston, A. I., “Soci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ASEAN Wa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Mastanduno M, Ikenberry JG., e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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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際社會化的亞洲經驗 

 

前文曾提及過去國際社會化的研究多聚焦於中東歐國家民主化的現象，但隨

著中國崛起及其於亞洲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許多以亞洲國家為觀察對象的國際社

會化研究日益豐富。相關研究發現除了國際社會化本身傳遞特定價值與規範等的

基本功能之外，更有助於國家角色的調整與轉型，而這一切的關鍵在於互動環境

的設計。 

在中國與東協的關係上，最初驅動國際社會化力量的一方為東協，例如東協

區域論壇，而中國願意持續地參與(engagement)且這股社會化力量具有正面效果

的原因有二。首先，雙方的互動乃是發生於「先因不確定性的環境而決定合作，

而後於穩定的環境中強化互動模式以及想法的社會學習過程( Ba 2006, 174)」，以

及社會環境的設計(social environments)並不損及中國利益，例如東協區域論壇。

這使得社會化過程中的「說服」功能發揮成果並且調整了中國的國際行為與外交

政策(Johnston 2003, 121-123)，這意味互動環境對於國家行為的調整、社會化的

過程以及結果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並且蘊含很重要的功能。 

在國家角色的轉變上，楊昊以台灣的南向政策為例，檢視台灣與東南亞雙邊

的社會化，認為國際社會化亦是讓非國家行為者得以參與並且「學習」的雙向互

動的動態過程。20聚焦於社會化過程中，知識社群以及跨國行為者藉由互動、進

而學習的社會化過程，這兩大行為者對於台灣擺脫被邊緣化、重塑其於亞洲以及

於東南亞的角色具有關鍵作用，同時也於文中指出台灣推動南向政策有其目的

(2018, 1840003-3-1840003-11)。2016 年總統大選以後推出的新南向政策，開始強

調以人為本、關注在地需求以及如何成為東協於亞洲的夥伴角色，讓台灣暫時擺

脫「海峽兩岸」成功地進入「亞洲」的框架中(2018, 1840003-11-1840003-15)，以

上不僅說明了社會化的推動背後包含了國家的戰略目標，更反映出社會化對於國

                                                        
20YANG, A. H., “Unpacking Taiwan’s Presence in Southeast Asia: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of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Issues & Studies, Vol.54, No.01, March 2008, pp.1840003-3-1840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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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角色的轉型具有正面影響。 

不僅如此，學者藉由中國與世界銀行關係的轉變，說明了由於中國於國際制

度中學習與適應，已有推動社會化的能力。成功轉變的原因在於國際霸權影響力

在中國國力上升的同時被削弱，再加上中國於部分亞、非等國所建立起的雙邊與

區域援助關係，成功地轉變中國於國際間所扮演的角色，藉由成為是債權人

(creditor) (Chin 2012, 212-230)，從過去被社會化者，轉變為社會化者，其中，中

國進出口銀行便是中國調整與世銀關係的關鍵。 

前兩節文獻說明了四點，首先，行為者間的互動與外在環境，也就是社會環

境，會相互作用，因此，當特定社會環境下的價值或規範產生變化，行為者自然

會受到影響；其次，國際多邊組織，亦可被理解為社會環境，使得居於少數的行

為者可能因為某些原因而選擇遵從多數行為者所支持的目標、價值與規範，加上

國際組織中的互動會讓行為者產生社會學習以及合作的習慣，因此，社會環境的

設計、行為者以及所設定的目標與價值等抽象因素為國際社會化能否成功的關鍵，

這意味著中國很可能藉由博覽會的舉辦，建構出一個中國—東協間的社會環境，

欲將過去東協國家對於中國的敵意以及對抗的習慣調整為合作與互利共榮，也就

是調整東協眼中中國的角色與功能；其三，國內層次的菁英與大眾族群，尤其是

後者，為欲傳遞之規範得以擴散的關鍵，因此，東博會其涵蓋上至國家、下至社

會的行為者的特色，於中國與東協間的社會化過程是相當有利的；最後，由於內、

外因素皆會對國際社會化過程與結果產生影響，內在的主要變數有三，分別為：

國際社會化發生的場域—社會環境(social environment)、場域中互動的國內、外

行為者(actors)，最後則是規範與價值(norms and values)於光譜中的距離，以上將

決定社會化過程的難易以及完成度。 

在外在因素上，國際社會局勢的變化牽動著國際社會化的方向，國關學界針

對國際社會化的研究若從時空背景上做區分大致可以分為兩波。第一波國際社會

化的研究背景主要集中於 1980 年代末期至 1990 年代初期，面臨蘇聯解體、國際

共產主義活動相繼陷入低潮以及許多中東歐國家政體紛紛轉型，當時的研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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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於以歐、美為首所帶動的國際社會化現象，此現象建立出一個以歐洲共同體、

歐安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象徵西方價值與規範的國際組織作為中東歐新興民

主國家是否轉型成功、政治體系與政治過程是否成熟、國家是否步上穩定發展軌

道、以及國家是否能夠邁向同西方國家富庶榮景的指標；易言之，第一波國際社

會化過程所預期的結果是以落實西方規範與價值為目的，主要追求被社會化者在

民主、自由與人權上的進展。 

時至今日，隨著中國於國際社會中扮演越來越積極的角色，中國為了擺脫過

去總是以西方國家為首的關係框架，若是於亞洲建立起另一個由中國主導的社會

環境並不意外。在前述文獻中也發現，社會化有助於國家角色的轉型以及國家利

益的調整、塑造，更重要的是，國家作為行為者往往在加入多邊組織後，其外交

政策走向以及國家利益才逐漸清晰。因此，國家在互動後行為的調整以及國家學

習的能力，使得中國於國際社會化過程中的角色出現轉變，從早期的被社會化者，

轉變為社會化者(socializer)。 

儘管部分學者持不同意見，認為國際社會化對中國的影響有其侷限性，除了

認為中國面對國際社會化，實際上並非是「被社會化」，中國越來越具合作性的

原因是因為互賴加深，與其國家目標有關(Wang 2000)，更主張由於其歷史背景、

文化以及國內政治的不穩定，國際規範要於國內層次制度化並且進而內化是較難

的(Kent 2002,343-364)，但可以確定的是學界對國際社會化的效果仍有許多討論

的空間。 

目前針對中國於 2000 年以後積極於國際上以「會展」作為面向各區域的新

興政策工具的分析尚有補充的空間，故本文希望以東博會為分析主體，藉由中國

的國際社會化實踐更進一步地了解國際社會化的現象與成果，以回答本文的研究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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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際社會化中的政策工具：國際型博覽會 

 

“ Expos, a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 in favour of progress and 

cooperation, Expos, an immersive and engaging journey into a key theme, Expos, a 

unique platform for public diplomacy and nation branding, Expos, a catalyst for change, 

Expos, a window of and to the world.” 21根據國際展覽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Expositions, BIE)對博覽會的定義，博覽會被視為國家對外的平台與窗口，意味著

博覽會不僅僅是一個展示的場域，同時更被賦予了多元的樣貌與功能。 

1851 年，史上第一個國際型博覽會由當時殖民地遍佈世界的英國主辦，作為

工業革命後的第一場國際型博覽會，英國成功地以非武力、非殖民的方式穩固、

深化其「日不落帝國」的大國形象，而這樣的規模在當時也充分地反映出英國的

工業實力與國力稱霸世界的事實。221876 年，美國以建國百年為名於費城舉辦博

覽會，展示了大型蒸汽機、電話、留聲機等，該會的參展商約有一萬多家，參展

人數則逾一千萬（周秀琴、李近明 2007, 102），且會展內展示的多為美國的工業

製品，等於預告世界美國將是下一個工業、經濟實力兼具的強國（周秀琴、李近

明 2007, 106）。1889 年，法國以革命百年為名舉辦博覽會，此次博覽會的標誌性

建築為艾菲爾鐵塔(Eiffel Tower)以及機械館(Galerie des Machines)，而由於白熾燈

的發明，更成為史上首次在夜晚也能向觀眾開放的博覽會，參展人數達 3000 多

萬，獲利 165 萬美元（周秀琴、李近明 2007, 129-131），巴黎成為進步的象徵

(Jackson 2008, 46-48)。1893 年，芝加哥的哥倫布世界博覽會，則被譽為歷史上最

成功的博覽會，參展人數達 2700 多萬，獲利 140 萬美元（周秀琴、李近明 2007, 

131）。由此可知，博覽會在刺激經濟以及宣傳上的強大效益。西方學界早有以博

                                                        
21 國際展覽局官網， https://www.bie-paris.org/site/en/what-is-an-expo （檢閱日期：2018 年 9 月

19 日） 
22 英國在當時以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便建造出七萬多平方公尺的水晶宮作為博覽會的會場 (台北

小巨蛋為九萬多平方公尺)，展出十萬餘件來自世界各國的產品；此外，據統計，在長達六個月

的展期中，總共吸引了六百多萬國內、外遊客參觀，創造了十八萬多英鎊的利潤。請參閱：(吉
田俊哉著 2010, 31-44；周秀琴、李近明 2007, 66)。 

https://www.bie-paris.org/site/en/what-is-an-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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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會為研究對象的文獻。由於不同的時空背景，過去博覽會除了被視為主辦國向

國內、外宣傳與鞏固帝國主義與現代化的媒介，更是轉移當時國家困境的方式

(Rydell, Findling and Pelle 2000, 9-12)。在當時，博覽會乃帝國用來融合殖民地不

同社會結構、詮釋不同文化與意識形態的方式，其中有所謂的詮釋過程(translation 

process)( Yengoyan 1994, 66-67)，這等同於意味著博覽會具有建構社會現實(social 

reality)的功能(Rydell and Gwinn 1994, 3-9)。 

首先，若從宏觀的角度檢視全球的博覽會，除了認同博覽會之於主辦國所能

帶來的多元功能，像是向世界展示國力、領導人取得政權正當性、凝固民心、促

進各領域的技術交流、主辦城市的轉型等功能之外，博覽會更是在大眾傳播技術

尚未成熟前的第一個全球性的溝通網絡(network)(Jackson 2008, 10-39)。 

若從區域性（英國、法國與美國）的角度檢視博覽會，則確定了博覽會作為

媒介(medium)的功能，在國內則能夠實現不同族群的利益，例如：政治與經濟菁

英、商人等；再者，推動博覽會的組織者(organizers)，由於往往是當時的掌權者

與最有影響力的族群，因此推動博覽會的動機值得細探(Rydell, Findling and Pelle 

2000, 2)，同時，另一個需關注的焦點為組織者所欲傳遞的訊息是否能受到參展

者(fairgoers)預期的詮釋(Rydell and Gwinn 1994, 4)。 

當科技進步以及大眾傳播技術日漸成熟，博覽會的功能也隨之轉變。除了與

博覽會有關的媒體宣傳與廣告對於大眾產生了強大的渲染力，認為對大眾日常意

識帶來持續性潛在效果，轉移了外界對博覽會具高度政治性的疑慮（吉田俊哉 

2010, 223-229）；此外，現代國家間因經濟、貿易、以及時間與空間壓縮等原因而

互賴加深，這意味著當雙方為權力不對稱關係時，博覽會本身對於主辦國來說可

能還具有上述以外的功能，例如：處理雜音、呈現出親疏遠近或是展現強國戰略

的權力政治意圖（楊昊 2014, 145-162）。 

上述文獻以博覽會為分析主體，可以發現博覽會在國際與國家層次的功能、

角色、媒介以及意涵之於主辦國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博覽會藉由建築、工業、

技術、科學、藝術等方式來達成主辦國目標，例如建立國家認同以及文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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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隱約意味著博覽會或許塑造了我們所看的世界。 

即使如此，目前以中國為組織者、主導者為研究對象的文獻尚嫌不足，究竟

中國藉由舉辦博覽會要讓參與者或者是全世界看到什麼？此外，對於中國與東

協雙方來說，在博覽會舉辦期間，這個由中國主導的社會環境容納了目標區域

的行為者，在有別於以往的時空背景，各式各樣的互動以及行為將會再次以多

元的形式被呈現出來，例如論壇、展覽、展區、專題等，因此值得吾人探究。 

由於過去博覽會為帝國主義擴張殖民地的工具，同時也反映出當時種族歧視

等問題的場域，例如人種展(ethnological display)，這些展覽在當時被認為是人

類從野蠻進化是文明的過程(Rydell 1984, 154-183)；加上博覽會的舉辦模式也出

現變化，除了展覽，更舉辦許多論壇、研討會等「會+展」活動，因此本文提出

更廣義且較中性的「會展」一詞取代博覽會，希望在更具包容性、且較符合現

今社會的意義框架下，深入地梳理出中國—東博會框架下的各種行為者的互

動，以解決本文之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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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節分成四個部分，第一、二部分對國際社會化的概念以及實證經驗進行梳

理，可以發現國關學界從不同的分析層次、關注於不同行為者以及社會環境來探

究發生於國際間、國家間的社會化現象，並主張以上變數的於國際社會化過程中

的各種功能與對社會化結果所造成的影響。 

由於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國際社會化研究視角較為宏觀，無法填補國際社

會化研究中缺乏的行為者微觀互動的實證分析，因此本文以國際社會化為研究途

徑，乃是結合理性的策略計算與建構主義中的雙向互動並且互相影響的概念來釐

清研究問題，更微觀地觀察行為者如何在社會環境下互動以及為何會產生不同的

社會化結果，以填補國際社會化研究的實證空缺(empirical space)，希望了解中國

與東協間國際社會化過程各種互動與影響的全貌。 

國際社會化在根本上是一個探討如何重新定義合適行為的研究，當行為的適

當與否受到重新定義，這便會帶來價值、規範與制度的改變。本文認為國際社會

化的定義為：「抽象的價值、意識形態、信念以及實質的規範、實踐在國際社會

中，以不同形式、承載於不同的社會環境，從一國傳遞至另一國的過程，也因此

產生不同的社會化結果。」影響國際社會化結果的原因內、外因素交織，在內在

因素上，主要變數有三：首先，國際社會化發生的場域，也就是行為者的互動環

境—社會環境(social environment)；其次為在場域中互動的國內、外行為者(actors)，

最後則是規範與行為者以及行為者本身所認同的價值(norms and values)於光譜上

的距離。外在因素則是國際環境霸權的變動，這將導致國際上新舊規範開始出現

衝突，而新規範是否能夠站穩腳跟，關鍵原因則為是否掌握國家內部特定菁英族

群，如政商界菁英。 

第三部分從學術文獻以及國際型博覽會歷史切入，發現此類型博覽會的功能

相當多元且動員能力極強，還能夠淡化主辦國的政治意圖。面對自身威脅與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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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已具社會化能力的中國，在全球化浪潮的助力之下，更容易將博覽會操

作為政策工具。 

在前文動機脈絡與文獻的梳理下，可以發現東博會不但是新興的外交政策工

具，更是為中國一手打造的進行社會化的互動場域。儘管在相關文獻中已經明確

指出國際多邊組織對於社會化的影響相當關鍵。然而，目前學界將國際型會展作

為全球化浪潮下的另一種形式的社會環境尚未受到太多的矚目。 

因此，雖然中國已具有社會化他國的能力，但認為若能夠將東博會作為中國

社會化他國的環境且置於國際社會化途徑下檢視，將更能全面地了解中國與東協

行為者間的互動模式、其所欲行銷的規範、價值，以及對東協推動的社會化的目

的與影響。本文除了進一步描繪出中國進行國際社會化的場域的運作機制，也更

能深入地探究發生於中國—東協間，經由會展傳遞的跨國家、區域內的抽象的價

值、意識形態、信念以及實質的規範、實踐的過程、現象與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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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中國與東協：多元立場下的互利共榮 

本章首先從歷史脈絡切入，說明中國與東協雙方自 1990 年代初期至今所追

求之利益與目標，釐清雙邊的合作動機與關注重點；接著點出雖然東協及其夥伴

國間舉辦許多高層級對話機制與會議，但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推進以及非傳統安

全問題上仍面臨的不少的阻礙與挑戰，鄰近的中國因此自 1990 年代後期，開始

成為東協於區域的合作夥伴。除了藉此突顯中國於東協區域整合中的角色，亦說

明東協國家與中國的利益關係與連結，以作為後文分析東博會的基礎。 

 

第一節 中國國家利益與戰略目標分析   

 

以 1979 年改革開放為起點至今，服務中國國家利益與戰略目標的外交政策

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分別為接觸期、穩定期與擴張期，前兩期中國主要將重心

放在地方與區域上，於全球層次上的表現為「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直到其經

濟發展與軍事力量達一定程度時，才逐漸轉變為勇於表現與主動爭取，並於擴張

期追求地方、區域以及全球三層次的全面性發展與布局。本節溯其脈絡，希望以

此方式更全面地了解目前「中國—東盟博覽會」所背負的任務。 

一、 接觸期 

接觸期為 1978 年改革開放後至冷戰結束後，當時中國的主要施政目標是經

濟發展與現代化建設。自 1980 年代開始，中共便於各省分設立經濟特區，並引

進外資與技術，全力發展經濟。對於初入國際社會，張大眼睛與耳朵在國際多邊

組織中接受各種價值、制度與規範的刺激的中國，於區域與國際事務上的表現較

為被動，並提出「獨立自主不結盟」、「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為外交政策的基本原

則，希望積極與周邊國家建立友好關係，避免樹敵，進而塑造出對中國友善的國

際環境。具體外交作為像是 1979 年 6 月，中國通過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本提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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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開發釣魚島附近資源的設想，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模式同周邊鄰國解決

敏感的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23 1985 年 6 月的軍委擴大會議中宣布裁軍一百萬，

旨在表示中國願意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對維護世界和平作出貢獻。24然而，除了已

發展國家，中國亦相當重視與發展中國家建立新型態的關係，更強調中國屬於第

三世界，並且以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合作原則取代金錢援助來吸引發展中國家

的合作意願並降低對中國的疑慮。蘇聯解體後不久，東歐共產政權紛紛瓦解，加

上當時天安門事件引起外界針對中國的批評與質疑，時任中共領導人鄧小平仍以

國內經濟成長為主要考量，以「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

所作為」的 20 字戰略方針來應對國內、外的不利情勢。 

1991 年 12 月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國際局勢混亂，不僅中國威脅論的聲音

越炒越熱不利於中國，國內對於改革開放究竟要「姓社」或「姓資」的爭論也相

當熱烈，但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後，改革開放的進程加快，亦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的路線。1993 年江澤民在當選國家主席後的講話中提到中國的社會主

義現代化建設處於艱鉅的創業時期，25  雖然基本上仍延續鄧小平特色的外交政

策路線與施政重點，但從其外交行為上則可以發現原本對多邊主義的態度出現轉

變。 

二、 穩定期 

江澤民一再強調基本國策之一為堅持對外開放，並繼續維持和平發展與韜光

養晦的外交路線，除了積極宣傳新型的安全觀念，更同時加強推動區域合作，例

如 1990 年代中國領導人針對鄰近的東南亞國家展開了一系列的訪問，並於 1991

年受邀參加東協外長會議、1994 年加入東協區域論壇、1996 年成為東協的全面

                                                        
23 中國外交部，http://www.mfa.gov.cn/chn//gxh/xsb/wjzs/t8958.htm 。(檢閱日期：2018 年 6 月 2
日) 
24鄧小平在會議中宣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減少員額 100 萬，是中國政府和人民有力量、有信心

的表現。它表明，擁有 10 億人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願意並且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對維護世界和

平作出貢獻。」，人民網，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3/0604/c364284-21725279.html 。(檢
閱日期：2018 年 6 月 2 日) 
25 人民網，2006 年 8 月 10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4689669.html (2018/06/22) 

http://www.mfa.gov.cn/chn/gxh/xsb/wjzs/t8958.htm
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3/0604/c364284-21725279.htm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46896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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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夥伴國；不僅如此，1996 年後中國不斷重申新安全觀希望消除外界對於中

國提升軍備的疑慮，26同年 7 月宣布暫時停核試驗並且簽署《全面禁止核試驗條

約》。 

1996 年 4 月美國與日本發表聯合宣言（美日安全保障聯合宣言），強調美日

聯盟後，中國同月也與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組成上海五國會議，

也就是上海合作組織的前身，27並且簽署「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協

定」，提出應該共同培育一種新型的安全觀念，強調以通過對話增進信任，通過

合作促進安全（邱坤玄 2004, 18-21）。1997 年 4 月，江澤民訪俄，簽署並且發表

「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強調必須摒棄冷戰思維，

反對集團政治與使用武力解決紛爭，以對話和協商的方式增加信任，透過雙邊、

多邊合作尋求和平與安全，同年 12 月，江澤民出席中國—東協領導人非正式會

議簽署了《面向 21 世紀睦鄰互信夥伴關係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 

經由上述可以發現，中國在邁入 2000 年以前，由於對多邊主義的態度出現

轉變，並在改革開放與睦鄰友好政策之下，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如：北亞，中

亞、東南亞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這樣的基礎下，2000 年以後，中國更將觸角

延伸至非洲，設立了中非合作論壇，28提供中非雙方定期對話的機會，中國自此

步入與國際社會互動的穩定期，更明確地了解該如何發揮自身優勢，經營與周邊

國家的關係。 

三、 擴張期  

                                                        
26 江澤民：「歷史告訴我們，以軍事聯盟為基礎，以加強軍備為手段的舊安全觀，無助於保障國

際安全，更不能營造世界的持久和平。這就要求必須建立適應時代需要的新安全觀。新安全觀

的核心，應該是互信、互利、平等、協作。各國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

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其他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是維持和平的政治基

礎。」江澤民，2006，《江澤民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312-313。 
27 上海合作組織：目的在於加強各成員國之間的相互信任與睦鄰友好，鼓勵成員國在政治、經

貿、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旅遊、環保及其它領域的有效合作；共同致力於維護和

保障地區的和平、安全與穩定；推動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對內遵循"
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對外奉行不結盟、不

針對其它國家和地區及開放原則。上海合作組織官方網站，http://chn.sectsco.org/about_sco/ 。
(檢閱日期：2018 年 6 月 22 日) 
28 第一屆舉行時間為 2000 年 10 月，此後輪流於中國與非洲舉行，迄今舉辦 7 屆。 

http://chn.sectsco.org/about_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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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大後胡錦濤接任中共總書記，於首次的講話中提到：「高舉鄧小平理論

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

會主義現代化，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努力奮鬥。」29從講話中可

以知道中國此時對內的施政重心為仍是以持續促進中國的國家發展為主，在十五

計畫的重點則是平衡國家各地區的發展，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等政策也相繼提

出。 

在外交政策上，於 2005 年提出和諧世界的構想，將鄧小平提出的和平與發

展理念納入，強調要和平、促發展、謀合作的新外交方針（許志嘉、趙建民 2009, 

8）。有了前兩任領導人打下的基礎，為了均衡國內區域發展，中國勢必向外尋找

經濟動能，故中國開始更積極地涉入國際與區域事務並參與國際多邊組織，例如

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且與東協雙方同意於十年內建成中國—東協

自由貿易區，成為第一個與東協建立自貿區的國家，同年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

言》、《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以及《中俄睦鄰友好條約》等。2003 年，胡錦濤

參加了當初江澤民拒絕參與的八國集團會議，30同年簽約加入《東南亞友好條約》，

2004 年與東協簽署了第一個五年行動計畫(2005-2010)，合作重點為政治安全、

經濟安全、功能合作、國際和地區事務合作、資金、機制安排。312008 年胡錦濤

參加博鰲論壇時指出，至 2008 年 4 月初，中國累計參與聯合國 22 項維和行動，

派出官兵上萬人次，32並且也於 2003 年至 2007 年間接連參與解決北韓核武危機

的六方會談，扮演更積極且負責任的大國角色，更於 2010 年首次提出針對最大

發展中國家—中國與最大已發展國家—美國，應共建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

                                                        
29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發表講話（全文）」，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2/Nov/233368.htm (檢閱日期：2017 年 1 月 22 日) 
30「破例與會 胡錦濤航向 G8」，蘋果日報，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030602/79134/  (檢閱日期：2017 年

1 月 19 日) 
31  中國外交部，https://www.mfa.gov.cn/nanhai/chn/zcfg/t175786.htm (檢閱日期：2018 年 11 月

19 日) 
32 「胡錦濤在博鰲亞洲論壇二零零八年年會開幕式上的演講（全文）」，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92/64197/64433/7112669.html (檢閱日期：2017 年 1 月 19 日)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2/Nov/233368.htm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030602/79134/
https://www.mfa.gov.cn/nanhai/chn/zcfg/t175786.htm
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92/64197/64433/71126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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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比起江澤民時期，1999 年的印巴核武危機，並無介入調停的態度，34此時期的

中共於國際場合的自信明顯上升。不僅如此，中國更於此時期著手打造具有中國

特色的外交工具繼續服務其國家利益與戰略目標，如孔子學院、奧運以及於 2004

年以後積極開辦的針對各區域的國際型博覽會。 

由此可知，此時的中國，已從被動參與轉為主動創造與爭取，並且持續於國

際場合宣揚自身的和平、發展與合作理念以降低各界對中國的疑慮，其中，國際

型博覽會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在長年的舉辦下，更明確地告訴世界，中國的崛起與

發展能為中國的友邦帶來多少益處。 

2012 年 11 月習近平於十八大接班，接班後於首次講話中提到：「我們的責

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續為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為人

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同月他提出中國夢的概念，並將此定義為「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與胡錦濤當選國家主席時於十六大的首次談話中所強調的以鄧小平

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為指導、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內涵，有明顯

的差異，再者，若根據十二五與十三五計畫內容，發現中國除了聚焦於國內發展

的全面深化改革與小康社會建成的目標，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與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這樣超出國家層次、有別於以往建立對中國友善的國際環境的目標，中國影響力

於國際上的擴張成為新的努力方向。 

從外交政策與具體外交行為亦可以看出中國企圖建構一個以亞洲為首、由中

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野心。2013 年習近平出訪時哈薩克與印尼時分別提出，要

以中國為起點建設延伸至世界各國的陸上與海上合作，分別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

海上絲綢之路，簡稱為一帶一路戰略倡議(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而海上

絲綢之路更希望加強與東協國家的合作、發展海洋合作夥伴關係，更倡議籌建亞

                                                        
33 「中美大國關係的由來」，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3-
06/06/c_116064614.htm （檢閱日期：2018 年 7 月 22 日） 
34 「專家態度:六方會談標誌中國外交轉向主動出擊」，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BIG5/guoji/1030/2592508.html （檢閱日期：2018 年 1 月 19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3-06/06/c_116064614.htm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3-06/06/c_116064614.htm
http://www.people.com.cn/BIG5/guoji/1030/25925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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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表明願意向區

域內，包括東協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建設資金。352014 年，第四次亞信會於上海

舉辦，習近平出席時強調思維不能停留在冷戰的零和博弈時代，除了提到以互信、

互利、平等、協作為特徵的亞洲新安全觀，也提及辦好亞洲的事情、亞洲人要靠

自己、亞洲國家加強合作等相關論述。36  

2015 年，與東協續簽第三個行動計劃(2016-2020)，合作重點為除了政治、經

濟、與社會人文領域之外，開始著重雙邊互聯互通、東協一體化倡議和縮小發展

差距、湄公河流域和次區域發展合作與東協機制建設上。37 2017 年舉辦第一屆

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會論壇，與多國的領導人與國際組織進行相關議題的討

論。 此外，非洲也成為中國重點合作夥伴之一，2018 年習近平便於中非合作論

壇中提到要於中國建立中國—非洲經貿博覽會。2019 年，習近平再次提及多邊

主義，認為多邊主義仍是國際社會的主要潮流，而一帶一路倡議便為多邊主義與

國際合作的重要貢獻。38 

中國於 2012 年以後不斷強調多邊主義與合作共贏，同時，由於美國對於中

國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態度相當謹慎，中國於 2013 年提出新型國際關係取代。

新型國際關係除了強調合作共贏，更重要的是呼籲擺脫舊有國際關係中，強權國

家而非主權國家居於主宰一切國際事務地位的概念（劉建飛 2018, 17-29），這樣

的概念除了提醒國際上所有主權國家應有平起平坐的權利，更能夠一舉消除中國

本身是強權、具威脅性的國際形象。 

                                                        
35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1/16/c_128634681.htm （檢閱日期：2017 年

6 月 25 日） 
36 「亞信峰會回眸：新舞台 新視野 新觀念」，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4/0523/c64387-25057587-3.html （檢閱日期：2017 年 6 月 25
日） 
37 中國外交部，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t1344899.shtml（檢閱日

期：2019 年 3 月 23 日） 
38 「習近平：國際社會支持多邊主義的聲音仍然是主導力量」，人民網，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9/0402/c1002-31008489.html （檢閱日期：2019 年 7 月 3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1/16/c_128634681.htm
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4/0523/c64387-25057587-3.html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t1344899.shtml%EF%BC%88%E6%AA%A2%E9%96%B1%E6%97%A5%E6%9C%9F%EF%BC%9A2019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t1344899.shtml%EF%BC%88%E6%AA%A2%E9%96%B1%E6%97%A5%E6%9C%9F%EF%BC%9A2019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9/0402/c1002-310084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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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的努力方向為「民族復興」與「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說明透

過對中國歷任領導人的講話與外交行為的比較分析，可以發現中國欲從區域大國

轉為世界大國的野心。以消除中國威脅形象為行為準則，中國的施政重心除了國

家的經濟發展，更透過支持多邊主義以及加強與東協、非洲等國的合作建立親中

的盟友，以擴大於國際的影響力。 

 

 

 

 

表 3-1  中國歷來外交政策、追求利益之綜合分析 
 接觸期 穩定期 擴張期 

行為準則 中國威脅→中國機會 

時間 1978-1993 1993-2000 2002-2019 
領導人 鄧小平 江澤民 胡錦濤、習近平 

國際權力結構 雙極轉為一超多強 一超多強 多極 

對外政策與行為 

低調、被動 低調 高調、主動 

和平發展 

韜光養晦 

和平發展 

韜光養晦 

新安全觀 

和諧世界 

新型國際關係 

亞洲人靠自己 

雙邊 多邊 多邊 

國家利益 
◆經濟發展與 
◆現代化建設 

◆加速經濟發展 

 ◆吸引外資 

◆建設小康社會 

◆中國夢 

◆民族復興 

主要國際與 

區域合作與互動 

◆與日本共同開

發釣魚島資源 

◆與東協建立友

好關係 

◆加入世貿組織 

◆上海合作組織 

  

 ◆孔子學院 

 ◆主辦奧運 

◆國際型博覽會 

 ◆一帶一路 

 ◆亞投行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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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東協的組織利益與戰略目標分析 

 

1967 年，為了解決東南亞區域國家所面臨的安全問題以及經濟發展的需求，

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與泰國簽署了《東協宣言》(ASEAN Declaration)，

成立了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簡稱

東協。對內追求組織的安全與經濟發展，對外除了防止共產主義勢力擴張，更希

望加強區域的團結；然而，成立初期由於成員國間彼此互不信任，故宣言中強調

的經濟、社會與文化三方面的活動於第一個十年的成效並不佳，導致東協內部在

一開始便是一連串尋找共識的過程(Ba 2009, 72-73)，當時中國也因為支持部分東

南亞國家共產勢力，而與東協的關係呈現敵對狀態。 

冷戰結束後，國際局勢變動，加上全球化與現代化的影響，非傳統安全問題

視國家邊界為無物般地肆虐全球，使得區域主義與多邊主義概念下所形成的國家

互賴狀態成為國家、區域組織解決問題與服務自身經濟發展需求的行為方針。被

認為「體質較弱」的東協，內部團結乃是維護自身利益不在大國競爭下被稀釋的

關鍵，故東協自成立之初便戮力於此。 

本節首先從有關制度的發展與協議的簽署進程分析，說明驅動東協凝聚與前

進的力量為東協中心性的建構與強化，但接著發現東協作為整體，由於經濟發展

程度高度不均以及各國政治環境多樣複雜，導致東協共同體的建立面臨諸多挑戰，

以至於東協仍需要與中國的合作，這也使得中國得以藉由東博會讓東協在經濟與

技術上越來越向中國傾斜。 

一、 大國環伺下的生存之道：東協中心性 

東協成立的設想乃是為了對區域內事務更多的自決權，故必須要擁有團結一

致、具有彈性(resilience)與包容性等特質，其中，國家自主性為區域安全與區域

彈性的基礎，也被視為是東南亞區域主義得以發展的關鍵(Ba 2009, 66-70)。東

協成立之後便馬上進入了磨合期，不僅成員間關係緊張，就連東協內部的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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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也不甚活躍，部分國家還須處理持續接受中國支持的共產勢力活動。 

即使面臨如此內憂外患的局面，在 1976 年通過了峇里第一宣言、成員國簽

署友好與合作條約並且成立東協秘書處之後，大致可以看出東協往後的行為準

則以及執行機構的基本雛形。 

1991 年 12 月，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當美國成為世界唯一強國的同時，其

亞洲政策也因為蘇聯於東南亞的撤軍以及將重心放至中東與歐洲而有所調整。

39這樣的轉變除了使東南亞地區呈現出權力真空的情形，「中國威脅論」也隨後

成為國際社會討論的焦點；與此同時，越南於 1989 年宣布自柬埔寨撤軍，柬埔

寨問題獲得解決，1990 年代初期越南與東協各國高層互訪(Acharya 2001, 106-

107)，雙邊關係升溫。在無明顯外部因素干預以及區域內國家關係有逐漸修復

的趨勢，東協趁勢開始加強其內部的團結、建立新秩序與擴大東協成員，更將

「東協模式」擴大，以維護東協的利益，一連串以東協為區域機制核心的建構

過程就此展開。 

東協自 1990 年代以後便致力於在東協架構下發展以東協以及東協模式為核

心的區域多邊組織，並成功地塑造了「東協中心性」(ASEAN Centrality)，也讓

各國得以在東協模式的限制下和平地互動(Acharya 2017, 276)，在 2008 年的東

協憲章中更明確地指出要維持東協的中心性，且該年東協高峰會的會議主軸為

「強化在演進中的區域構築之東協中心性」(reinforcing ASEAN Centrality in the 

evolving regional architecture) 。 

1992 年 1 月於新加坡舉辦的第四屆東協峰會中簽署了《新加坡宣言》，提到

歡迎所有東南亞國家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並以此條約為區域合作的共同

框架，說明東協意在建立一個屬於東協的區域安全新秩序；不僅如此，宣言中

提到欲加強與中印半島國家的關係、在 15 年內成立東協自貿區，並且強化了東

                                                        
39 Ronald D. Palmer, 2001, “U.S.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Diplomacy,  
http://americandiplomacy.web.unc.edu/2001/12/u-s-policy-towards-southeast-asia/ （Accessed on 
July 19, 2019） 

http://americandiplomacy.web.unc.edu/2001/12/u-s-policy-towards-southeast-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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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秘書處的功能，40也確定了外長會議對於東協的發展與政策執行的重要性。 

面對一個可預見的區域權力不對稱的未來，為了避免成為各國競爭下的犧牲

者，東協也鼓勵其他國家對於東南亞事務的涉入，許多以東協為主導的國際多

邊組織以及會議也相應而生。 

1994 年，針對區域安全議題的東協區域論壇在東協的主導下成立，第一屆

東協六個成員國以及亞太區域的大國如中國、俄羅斯、美國、日本等國皆出席，

由於此論壇以東協模式為行為準則，故各國平起平坐，不會出現強權國家施壓、

控制議程的情況(Johnston 2003, 123-126)。同年，新加坡時任總理吳作棟提議舉

辦亞歐會議，1996 年首屆會議於曼谷召開，東協成員國、歐盟成員國以及中日

韓皆出席，此為東協首次將歐盟與亞洲國家連結起來，以經濟合作為主軸的會

議。 

然而，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東協與其東協模式受到挑戰與質疑，再加

上當時東協並不滿意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過度介入以及美國所展現的態度，

故希望發展出自己的解決方式，在政策走向上不再以美國為中心，開始加速推

動區域一體化的進程。 

以 1997 年亞金危機為鑑，東協於 1998 年制定了《河內行動計畫》、2003 年

制定《永珍行動計畫》，目的皆為強化區域的經濟整合；此外，1999 年東協與中

日韓發表《東亞合作聯合宣言》後，正式發展出東協加三機制，將區域經濟合

作機制擴大至東北亞。 

2005 年，第一屆東亞峰會召開，此涵蓋政治、經濟與安全議題之會議可溯及

1997 年亞金危機時，東亞國家在排美情況下所發展出的東亞合作之設想(Beeson 

2004, 448-449)。而此峰會的建立也更確定了東協處於區域機制的核心地位，原

因在於有別於 1994 年成立的東協區域論壇，東亞峰會明確地指出入會標準（李

                                                        
40 “Singapore Declaration Of 1992 Singapore”, ASEAN, https://asean.org/?static_post=singapore-
declaration-of-1992-singapore-28-january-1992 （Accessed on July 23, 2019） 

https://asean.org/?static_post=singapore-declaration-of-1992-singapore-28-january-1992
https://asean.org/?static_post=singapore-declaration-of-1992-singapore-28-january-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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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莉 2012, 95；陳鴻瑜 2005, 6-7），41更具有議程設定的功能；此外，域外大國

外交政策的轉變，也讓東協於亞太區域的功能越來越重要，例如 2009 年美國一

改態度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出席東亞峰會，除了參加東協擴大國防

部長會議，美國也首次至新加坡與東協十國舉行領袖會議(Leader’s meeting)，此

舉說明美國將東協視為重要的國家安全與貿易夥伴，42亦反映出東協於中、美

兩強間微妙的地位。 

2009 年 11 月歐巴馬訪日時宣布美國將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接著於 2011 年宣布 TPP 將於 2013 年達成，並且火速

地開啟相關談判。由於 TPP 的國際貿易標準對於經濟發展與技術程度較為落後

的東協國家來說較為不利，東協因此也提出相關的回應，顯示出東協面對有可

能危及組織利益的國際局勢作出對策。因此，2011 年，第十九屆東協峰會中，

東協提出要建立一個涵蓋東協十國以及中國、印度、澳洲、紐西蘭、南韓與日

本的自由貿易區，通過了《東協區域面全面經濟夥伴架構書》(ASEAN Framework 

of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2012 年 8 月於柬埔寨

召開的東協經濟部長會議中通過了<RCEP 談判指導原則與目標 (RCEP’s 

Guiding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for Negotiating)>，同年 11 月第二十一屆東協

峰會發表了《啟動 RCEP 談聯合宣言》(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Launch of 

Negotiating for RCEP)，2013 年 5 月舉行第一次的談判，2019 年 11 月第三十五

屆東協峰會則宣布將會在 2020 年完成進行 RCEP 簽約。 

在架構書中提到 RCEP 是由東協憲章中「維持東協於區域的中心性」為行為

準則來建構，外界也普遍認為由於 RCEP 為 EAFTA 與 CEPEA 設想後，由東協

主導的區域經濟整合進程，故是東協中心性的重要象徵(Petri and Plummer 2013, 

                                                        
41 為東協對話夥伴、與東協具有實質關係以及簽署東南亞友好條約的國家。可另行參閱日本外

務省網站，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eas/outline.html （檢閱日期：2019 年 8 月 2
日） 
42 Ernest Z. Bower , 2009, “U.S.-ASEAN Summit: President Obama Engages Southeast Asi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asean-summit-president-
obama-engages-southeast-asia (Accessed on Sep 10, 2019) 

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eas/outline.html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asean-summit-president-obama-engages-southeast-asia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asean-summit-president-obama-engages-southeast-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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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更深入地探析，也可以發現其所代表的是東協對外強化東協中心性、以

及加強內部凝聚力的戰略回應（李瓊莉 2015, 83-92）。 

學界不乏針對「東協中心性」的討論與分析。東協中心性意旨東協在國際政

治的互動過程中，居於結構中驅動、主導、中介(high-betweenness)、匯集、並具

有建構區域制度與規範的主動與關鍵的地位，同時，其他國家亦接受於這樣的

框架下的互動。 (Acharya 2017, 273-274 and Chalermpalanupap 2014, 68 and 

Caballero-Anthonyy2014, 564-570)。 

從東協區域論壇到東亞峰會，可以發現東協位居數個多邊組織的主導地位，

除了意味著東協具有使他國服從自身規範的能力、突顯其所發展出的高度中心

性特質，亦擺脫了過去東協政策以美國為中心的模式。  

二、  共同體的建構之路 

為了避免東協諸國因區域外國家對東南亞地區事務的涉入而有被分化的危

機，除了藉由開展以東協為主導的多國、多邊對話機制塑造東協中心地位，東協

亦進行共同體的建構，希望在亞金危機之後，恢復海外投資對東協的青睞，同時

縮減東協內部新、舊成員國間的發展差距。然而，若就東協內部經貿活動的情況

來看其實前景並不樂觀。RCEP 雖被視為東協居於區域經濟整合的中心，亦是東

協中心性越來越有野心的象徵，但其是否能完美地扮演區域領導者的角色則有賴

東協經濟共同體的建設。 此外，馬來西亞國民大學高級研究員陳秀燕(Tham 

Siew-Yean)指出：「東協佔世界外國直接投資的比例從 1990 年代初期的每年平均

7.5%，下降到 2001 年的 1.8%，且東協的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佔全世界發展中經濟體 FDI 的比重從 22.8%下降至 6.5%」，加上越來越多

成員國加入歐盟(Severino 2012, 214-215)，東協顯然有必要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提

高自身的競爭力與影響力。 

從東協共同體建構的相關進程，可以發現自 2003 年之後，東協便加速共同

體的建設，與此同時，東亞峰會的舉辦、美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參

與東亞峰會，再再突顯出東協於區域機制中不可或缺的中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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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東協致力於中心性以及東協共同體的建構，但綜觀東協的發展進程可以

發現，東協中心性的有效性是對外而非對內的，這指的是東協各國在區域合作上，

並非將東協作為一個整體來行動，仍是以單一國家利益為出發點。 

曾任東協秘書長魯道夫．賽維林若(Rodolfo C. Severino)便認為，43東協自貿

區建設緩慢且不為人知的原因在於東協派出的投資促進代表團在國外大搞「選美

比賽」，以及東協各國並不清楚東協區域經濟一體化所帶來的國家利益(Severino 

2012, 212-214)。因此，即使由東協主導，各國並不會將「東協」作為一個整體來

吸引外國投資；再者，雖然東協早於 1977 年簽署《東協優惠貿易安排》，經濟整

合進程看似開始推動，但早期成員國依然抱持保護主義，導致東協內部的貿易活

動非常不活躍，且在 1990 年代後期，由於柬埔寨、寮國、緬甸與越南（以下簡

稱 CLMV）的加入，經濟發展差距擴大，導致東協國家更傾向於與非東協國家簽

署雙邊經濟協議，而 CLMV 國相較於其他東協國家，在經濟上處於相對弱勢，

勢必需要投入更多援助以縮減發展差距。 

在共同體建構的進程中，即使東協憲章問世，外界對於憲章是否能夠在東協

規範下走向制度化仍存有疑慮（李佩珊、楊昊 2007, 123-173），若東協憲章仍流

於形式，各國仍舊無法將東協視為一個整體來追求區域利益、抑或是成員國間政

經程度的差異無法縮小，那麼，非東協國家在東協區域整合的涉入程度勢必越來

越多。 

1990 年代後，隨著成員國擴張，彼此間的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又被拉大，再

加上政體制度差異，導致東協內部在經濟合作等領域上更難取得實質的進展，若

有也是以東協各國與非東協國家的雙邊合作為主；這導致部分學者認為東協的官

方說辭與現實作為存在矛盾，而東協共同體僅是實力不對稱的國家間彼此依然能

相安無事地促進國家利益的一個幻覺(illusion) (Jones and Smith 2007, 148-184)。

在該篇文章中，作者透過反恐合作、經濟合作以及跨境環境威脅三方面指出東協

                                                        
43 為菲律賓外交官，於 1998 年 1 月 1 日至 2002 年 12 月 31 日擔任東協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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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整合與官方宣言的不一致之處；不僅如此，擔任過東協秘書長的魯道夫也曾

指出東協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停滯在框架協議、工作方案和總體計畫上(Severino 

2012, 210)，原因在於東協國家無法團結一致以「東協」作為整體來宣傳東協自貿

區，加上更傾向於認為其他大國合作以帶來較大的利益，故導致共同體的建構以

及區域合作的推進較為困難。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20

45 
 

第三節 多元立場下的互利共榮 
 

本節主要說明東協作為整體、追求區域整合以及東協作為各別國家、追求國

家發展的過程中，中國於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從較為宏觀的視角了解中國與東協

在技術與資源高度不對稱的關係下，與中國建立出的多元利害關係，進而在後文

針對東博會主體進行微觀分析時能更有所依據。 

首先說明東協內部因經濟發展高度不均，著重於基礎建設完善的問題，突顯

中國於東協縮減經濟差距的角色；第二部份則說明東協海洋國家所面臨的非傳統

安全問題，第三部分則說明由於中國向東協推動國際社會化的過程中，由於價值

光譜上與東協較接近，亦不會同美國一樣以明顯的方式干預國家內政等問題，加

上東南亞華人因素，東協部分國家在情感上更傾向中國，因此連同前述兩個在區

域經濟與安全問題上的考量，發現雖然中國變成為 2000 年以後，東協的主要合

作夥伴，但東協亦非全然處於被影響的弱勢地位。 

 

一、 區域經濟整合的困境：基礎建設不足 

 

1999 年柬埔寨成為東協第十個成員國，此時的東協完整地覆蓋整個東南亞

地區，各國皆希望藉由區域經濟整合，打造出東協自由貿易區，以提高對外資的

吸引力帶動各國經濟發展。然而，區域經濟整合卻出現挑戰，原因在於新成員國：

柬埔寨、寮國、緬甸與越南（以下簡稱 CLMV）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程度與原本的

成員國呈現高度落差。 

根據統計，2000 年 CLMV 四國中，越南與緬甸的人均 GDP 差了將近一倍，

分別為 390 美元與 191 美元；東協六國中，新加坡與印尼的人均 GDP 更是差了

三倍多，分別為 23,582 美元與 780 美元，其中，新加坡與緬甸的差距高達一百

倍。這說明東協在擴大後，如何縮減經濟發展差距成為區域經濟整合的關鍵，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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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東協當時的燙手山芋。 

CLMV 四國的天然資源與低廉人力為外資的主要吸引力，但基建設施覆蓋

不足，使得物流成本提高，加上雖然人力低廉有利於發展勞力密集產業，如：紡

織成衣亦或農產品、食品加工等，但人員素養與專業度不足，不僅提高外資培訓

難度，亦難接軌國際。 

亞洲開發銀行於 2009 年針對東協的基礎設施問題撰寫了報告，於報告中提

到，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邊界的基礎建設發展(Cross Border Infrastructure, CBI)

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Bhattacharyay 2009, 2-4) ，此外，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

2000 年東協國家基礎建設發展程度最低分別為柬埔寨、緬甸、寮國、菲律賓、印

尼、越南，十國中就有 6 個國家跌出 50 名之外。 

由此可知，東協若要追求經濟發展、吸引外資，成員國的基礎建設完善程度

必須提高，而邊界基礎設施的聯通為首要任務。目前東協是藉由次區域合作來推

動邊界基礎建設，如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GMS)、湄公河委員會(Mekong River Commission, MRC)、印馬菲成長三角等，其

中，基礎建設最不足之處便是位於源於中國境內的湄公河中下游流域的中南半島，

加上基礎設施除了初期建設完工之後，在後期更有修繕、維護等問題，資金的需

求相當龐大。因此，東協國家選擇開始與中國合作不僅可以縮減東協內部基建設

施不足、進而提升經濟成長與吸引外資，更可以制衡美國，讓東亞事務東亞化（戴

萬平 2011, 274）。對於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中國來說，對東協來說代表著一個

更大的競爭者，加上中國威脅論，皆不利於中國國內的經濟發展，因此，中國亦

希望藉由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合作來降低東協的疑慮，而東博會便是在這樣

的脈絡下產生的(Tong and Wang 2010, 47-50)。 

中國的對外援助一直被視為難以量化的，原因在於除了其對外援助與目前經

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的發展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針對政府開發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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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 ODA)的定義不符之外，44中國直至 2018 年才在 

國務院機構改革中成立商務部對外援助司，並無其他官方的援助機構亦無公布援 

助預算，加上很大部分的援助，不管是中國或是受援國的記錄並不完全，經由表

3-3 可以發現中國是選擇性地公布其援助項目與金額，於對外援助司官網中也不

見 2004 年由中國宣布的亞洲減債計畫，該計畫受惠之東協國家為柬埔寨、越南、

寮國、緬等國，總金額為約 30 億人民幣。在中國的對外援助中，投資也被視其

援助的一部份，但私人與官方的投資與援助會被混在一起，加上官媒所報導的統

計數據亦不一致，以上種種導致統計上更加困難(Cooper 2016, 27-34)。 然而，根

據 2011 年的《中國對外援助白皮書》，中國對外援助的第一名為非洲 45.7%、 

接著為亞洲 32.8%，援助項目主要為農業、工業、基礎設施、公共設施、教育、

醫療、衛生等領域；45此外，根據報導，中國除了在未來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

大的援助國，從過去的受援者轉為援助者，更為受援國帶來 GDP 的實質成長，

46以及中國被認為承擔起較困難的援助項目(Lum, Morrison and Vaughn 2008, 5)。 

 

 

 

 

 

 

 

                                                        
44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發展援助

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對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 
ODA)的定義為：「促進並且特別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這些援助為優惠貸款或

無償援助，而軍事援助、出於援助者的安全利益與商業利益則不計算在內。」詳請參考 OECD 官

網：https://www.oecd.org/dac/stats/What-is-ODA.pdf。 
45 中國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2018 年，http://www.cidca.gov.cn/2018-08/06/c_129925064.htm
（檢閱日期：2019 年 10 月 2 日。） 
46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7,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
defence/article/2114881/china-course-overtake-us-worlds-biggest-foreign-aid (Accessed on Oct. 2, 
2019) 

https://www.oecd.org/dac/stats/What-is-ODA.pdf
http://www.cidca.gov.cn/2018-08/06/c_129925064.htm
http://www.cidca.gov.cn/2018-08/06/c_129925064.htm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2114881/china-course-overtake-us-worlds-biggest-foreign-aid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2114881/china-course-overtake-us-worlds-biggest-foreign-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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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根據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於 2001 年至 2018 年的統計數據中可以發現，2010 年以後美國加強了對東協的

經濟援助，東協 10 國中就有 8 個國家的美國援助達到 2001 年以來的新高，這些

國家依援助金額高低分別為：印尼、菲律賓、緬甸、柬浦寨、越南、泰國、寮國、

汶萊（見表 3-2）。 

 

 

表 3-2 美國於 2001 年以後對東協國家的經濟援助情形（單位：百萬美元）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緬 2.9 6.2 5.1 12 14 15 19 99 32 35 

寮 7.2 13 8.8 6.9 6.3 3.4 3.8 7.9 8.4 17 

柬 60 71 69 95 64 79 92 80 95 78 

越 34 23 56 59 48 58 77 99 116 119 

泰 26 27 24 16 50 52 55 56 70 88 

印 227 227 234 179 277 378 362 289 160 317 

菲 134 179 194 166 150 131 138 133 139 185 

馬 494K 1.3 1.3 339K 4.3 2.1 5.9 58 43 38 

汶 0 0 0 0 50K 2.5K 0 0 0 10K 

新 0 0 0 28K 556k 291k 8.2 729K 8.7 1.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緬 32 61 109 141 123 177 148 180 

寮 14 8.3 8.7 33 17 58 53 42 

柬 60 114 93 121 83 104 95 150 

越 109 133 128 103 100 126 127 117 

泰 75 79 87 78 61 65 65 53 

印 244 289 801 188 205 188 260 72 

菲 626 191 192 316 158 140 91 217 

馬 19 10 8 16 5.7 6.5 7.4 6.8 

汶 26K 4.3K 159K 97K 97K 27K 0 0 

新 1.2 1 626K 593K 230K 354K 446K 232K 

說明：紅底代表為該國於 2001-2018 年金額最多的年份，藍底表示為最少。 
資料來源：整理自美國國際開發署官網 https://explorer.usaid.gov/aid-trends.html。 
 
 
 
 
 
 
 

https://explorer.usaid.gov/aid-tren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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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雖然缺乏較為透明且正確的中國對外援助數據，但根據美國對東協援

助的加強以及受援對象的分布，亦可從中推測由於中國於東協的對外援助逐年攀

升的可能性很高，這促使美國加重援助力量以維持其於該區域的影響力。其中，

表 3-3 中國商務部對外援助司針對東協國家之援助項目統計 
年分 國家 項目 

2004 印尼 海嘯物資與金援總計約 6300 萬美元 
2005 越南 禽流感疫苗，包括運費 

2005 
柬埔寨 一般物資 
柬埔寨 一億人民幣（一半為無償援助、一半為無息貸款） 

2006 
寮國 

援外志願者，提供中英教學、體育、電腦與醫療等知

識 
菲律賓 颱風救災物資約 500 人民幣、20 萬美元現匯援助 

2007 

柬埔寨 30 輛消防車 
柬埔寨 200 台水泵 
柬埔寨 緝私緝毒設備(優惠貸款) 
寮國 醫院興建工程 

2008 

印尼 抗瘧藥品 

緬甸 
熱帶氣旋襲擊人道主義援助 50 萬美元現匯援助與 50
萬美元緊急物資援助。 

緬甸 熱帶氣旋襲擊的再次援助 3000 萬人民幣 
越南 簽署優惠貸款框架協議  

2009 
越南 援建中越友誼宮 
越南 援建胡志明國家政治學院宿舍（2008 開工） 

2010 
寮國 援建農業技術示範中心 
柬埔寨 擴建 57B 公路（優惠貸款） 

2011 寮國 援建國際會議中心 
2012 柬埔寨 援建參議院辦公樓 
2013 寮國 援建國家元首招待樓 

2014 
寮國 北 13 號公路修復（優惠貸款） 
寮國 援建銀行卡支付系統 

2015 
馬來西亞 1000 萬人民幣救災援助物資 

緬甸 3000 萬人民幣救災物資 
說明：本表顯示中國的對外援助並不包含優惠貸款與鉅額的基礎建設與能源開發

投資。 
 

 

http://yws.mofcom.gov.cn/articl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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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關鍵的是，中國的對外援助並不要求受援國進行任何政、經體制的改革，不 

同於美國要求於民主、法治與人權上的改善，為不負帶任何明文政治條件的援助，

這使得中國的援助頗獲他國青睞。以下將說明中國於柬埔寨、寮國、緬甸與越南

的援助情況，以突顯中國於東協解決其經濟高度不均問題中的角色。 

中國對 CLMV 四國的援助除了政府的無償援助、優惠貸款、無息貸款之外，

還有於中國國企、央氣、銀行等於當地的直接投資，項目主要集中於：公路、鐵

路、能源開發以及物資與建築物的援助援建。 

柬埔寨的最大外資投資國為中國，2004 年中國宣布要實行亞洲減債計畫時，

柬埔寨為受惠國家之一，中國亦成為其主要援助國之一，不僅如此，中國所援建、

援助的項目被認為是困難度較高且影響程度相當廣(Zhou 2018, 98-99)。例如於

2008 年開工的柬埔寨 57 號公路以及 2013 年開始建設的 Viaco 灌溉系統，前者

耗資約 6 億人民幣，後者則耗約 2 億美元，被認為可以灌溉 30 萬公頃的土地。

57 號公路建設完成之後，又在中國承建與提供優惠貸款的情況之下，2018 年 1577

號公路建設完成，此路段起點為 57 號公路並延伸至柬泰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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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柬雙方簽署了 19 項協議，這些協議主要為設備提供、援助援建、

技術合作等，中國更提供 2.7 億美元的資金援助。2019 年 1 月，柬埔寨首相洪森

出席同樣是由中國援助與承建的金邊第三環線公路的開工儀式中便表示由於中

國的幫助，柬埔寨已建成數千公里的道路和橋梁。47相比之下，美國直至 2012 年

對柬埔寨的經濟援助才達到約 1.1 億美元、於 2018 年達到自 2001 年以來的高峰

為 1.5 億美元，此外，從表 3-4 也可以發現 2014 年柬埔寨的前十大發展項目中，

中國就佔了 4 個項目，足見中國於柬埔寨的援助力量以及提高基建設施覆蓋率的

角色。 

根據寮國投資部的數據，482013年至 2014年間中國對寮國的援助金額達 1.87

億美元，成為寮國最大的援助國。中國對寮國的援助與投資項目集中在基礎建設、

水力發電等項目。起點為雲南昆明、終點為泰國曼谷，途經磨憨、寮國磨丁的昆

                                                        
47 新華網，2019，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1/14/c_1123989496.htm （檢閱日期：2019 年 12 月 11
日。） 
48 中國駐寮國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官網，

http://l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1/20150100855926.shtml (Accessed on December 11, 
2019) 

表 3-4  2014 年柬埔寨十大援助項目 
排名 國家 項目 金額（美元） 

1 中國 國家 6 號公路維修 48,453,800 

2 日本 西哈努克港多功能碼頭開發項目 26,877,395 

3 法國 水資源與農業項目 26,666,667 

4 Global Fund HIV/AIDS 與性病預防與治療 25,521,709 

5 日本 洞里薩湖灌溉與排水系統的修復與升級 25,144,598 

6 日本 援建乃良大橋 22,400,609 

7 中國 災難管理與反恐項目 20,293,306 

8 中國 Vaico 灌溉項目 19,860,600 

9 中國 馬德望多功能水壩項目 19856,720 

10 世界銀行 交通、供水與衛生設施 19,541,714 

資料來源：Zhou Taidong. 2018. “A Blend of “Hard” and “Soft” Assistance: 
China’s Aid to Cambodia.” In Huang, M., Xu, X., & Mao, X., ed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Aid.” P100.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1/14/c_1123989496.htm
http://l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1/201501008559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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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公路於 1992 年的第一屆瀾湄合作會議中由中國提出興建，2001 年由中寮泰三

國共同出資，並由亞洲開發銀行提供寮國貸款，其中更由中國承建部分寮國路段，

於 2004 年動工，2008 年 3 月全線貫通。而後，2010 年中國更援建跨湄公河大

橋，此橋於 2013 年開通，昆曼公路自此全線得以通車，此項目投資金額達 5900

萬美元。雖為跨湄公河大橋由中泰共同出資承建（各 50%），但中國的資金為無

償援助，此外，中寮鐵路亦是另一個中國對寮國援助建設的例子。中寮鐵路於

2015 年開工，起自雲南玉溪市，途經磨憨、寮國瑯勃拉邦，終點為永珍，總投資

額達 505 億人民幣，雙方政府將共同出資 40%，中國在這 40%中則負責 7 成、

寮國則是負責 3 成，剩下的 60%由中寮兩國的國有企業共同投資，這意味著中國

的投資額超過一半。 

在水力發電援助項目上，2006 年中國投資 Nam Khan（南康）2 號與 3 號水

電站，金額約為 3 億美元、2011 Nam Ou（南烏）水電站建設 2 期 10 億美元、

2015 年承建 Nam Ngum（南俄）水電站，金額為 12.9 億美元等。2015 年開工的

南俄水電站不僅是中國於寮國投資、承建的最大水電站項目，亦是寮國國家發展

5 年計畫的重點項目。得利於天然資源的優勢以及中國國企與政策性銀行的投資，

寮國可以向泰國、越南、緬甸等國出口電力，成為低度發展國家中罕見賣電維生

的國家。 

緬甸自 1988 年以後便面臨由美國發起的經濟制裁，中國自當時便一直是緬

甸於經貿、技術等的持續援助者，相關援助集中於基礎設施的援建援助、水力發

電、能源開發等。例如 2001 年提供 2330 萬美元為緬甸建造了雲南至伊洛瓦底江

的鐵路，2004 年則是升級另一條從雲南至緬甸境內(Bhamo)的公路，此公路於

2007 年完成，金額為 338 萬美元，中國甚至負責未來十年的建設與維護費用。

在能源開發上，2007 年，中國於在緬甸西部三個深水區進行天然氣探勘； 2006

年 10 月，緬甸政府於第 3 屆東博會上便邀請中國央企中國電力投資集團投資開

發緬甸的水電，而此次的邀請促成了日後密松水電站的建設，此項目的總投資為

約 36 億美元並於 2009 年年底正式開工建設。2009 年另一個項目為瑞麗江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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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站，該項目總投資金額為 32 億人民幣，中國投資額為 29.6 億元。2010 年，

中緬油氣管道開工，此管道起點為皎漂，後進入至雲南瑞麗、貴州、終點為廣西

貴港。由中國、緬甸、韓國、印度 4 國的公司共同投資，而中國承建的公司為中

石油，其對此項目的總投資高達 50 億美元。 

除了對緬甸的基礎建設與能源開發上的慷慨投資，中國更是緬甸在面對西方

國家制裁時的援助者。2003 年 7 月，美國對緬甸進行貿易制裁，實施禁止進口

緬甸產品等政策，中國便於該年提供緬甸 2 億美元的貸款用於耶涯水電站(Yeywa 

hydropower plant)的建設，以及 600 萬美元於農業項目與小型水電廠，2006 年再

次提供 2 億美元的貸款於鑽油設備與肥料工廠的建設上(Reilly 2012, 87)。 

 儘管中國依然提供於基礎建設、能源開發以及貸款等援助，但越南更傾向於

選擇日本所提供的投資與援助計畫。據報導，迄今日本於越南基礎設施上的投資

達 2090 億美元，佔日本於東南亞總投資額的一半以上。49比起柬埔寨、寮國與緬

甸，越南對投資資金的來源選擇更為謹慎，像是 2019 年越南就取消了針對其國

內公路的國際招標案，原因為參與招標的廠商有一半來自中國，引起越南政府的

顧慮。50 

中國對東協於援助與投資上的大力傾注，除了有助於國家吸引外資、達到經

濟成長，更能縮減東協內部的經濟不均差距。但更為關鍵的是，中國對於該區域

的關係經營亦為東協獲得區域外其他國家的關注，進而帶動中、美、日於東協的

援助競逐。除了上述日本於越南的援助，2009 年中國在歐巴馬政府提出要重返

亞洲之後，隨著美國政策重心的轉變，美國於 2010 年至 2018 年為其援助東協國

家的高峰，中國則於同年提出要建立中國—東協投資合作基金，預計基金規模為

100 億美元，主要在於協助東協國家的基礎建設、能源開發等項目援助。迄今投

                                                        
49 Minh Tam “Vietnam tops priority of Japanes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Hanoi Times, 2019,  
http://hanoitimes.vn/vietnam-tops-priority-of-japanese-infrastructure-investment-45337.html (Accessed 
on December 12)  
50 Le Hong Hiep “Vietnam’s dilemma with Chines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should it choose growth 
or securit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9, https://www.scmp.com/week-
asia/opinion/article/3032394/vietnams-dilemma-chinese-infrastructure-investment-should-it (Accessed 
on December 12) 

http://hanoitimes.vn/vietnam-tops-priority-of-japanese-infrastructure-investment-45337.html
https://www.scmp.com/week-asia/opinion/article/3032394/vietnams-dilemma-chinese-infrastructure-investment-should-it
https://www.scmp.com/week-asia/opinion/article/3032394/vietnams-dilemma-chinese-infrastructure-investment-shoul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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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項目已達十個，詳見表 3-5。 

二、 非傳統安全問題  

除了經濟上的差距，2001 年 911 事件後，國際社會開始關注非傳統安全威

脅中的反恐議題，並致力於雙邊與多邊合作以遏制恐怖主義的擴散，而區域的恐

怖主義活動，亦被視為共同體的挑戰。 

經由前小節可知，1990 年代美國的外交重心並不在亞洲，直至 911 事件之

後，美國與東協的國防軍事合作才又升溫。亞洲的穆斯林人口佔全球穆斯林人

口超過一半，在東南亞地區，主要分布在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

加上金融風暴此區域國家經濟嚴重受到影響，故有利於恐怖組織的生存，同

時，部分國家內部的分離主義情緒亦被美國視為全球反恐第二戰場，有利恐怖

主義的再興（張潔 2017, 27-33）。其中，馬、泰、菲、印則被認為是提供中東

和阿富汗的恐怖份子過境與資金轉移的管道，菲律賓南部的民答那峨島更於

2006 年被美國國務院列為恐怖主義天堂。 

對於這些國家來說，要提升反恐作戰能力並非易事，原因在於其國內各有

宗教、分離主義、國土高度零散、維持經濟發展等問題，加上在海軍訓練與裝

表 3-5 中國—東協投資合作基金項目 
年份 國別 項目 

2010 菲律賓 船運及物流公司 

2011 

柬埔寨 光纖通訊網絡 
泰國 深水港口林查班港 
寮國 鉀肥生產企業（於東博會上簽約，此項目對東協地區以

農業為基礎的國家以及中國的農業發展具重大意義) 

2012 

柬埔寨 全國智能數字電視網絡項目。網路、訊息通訊等服務投

資 
馬來 
西亞 

鐵礦石開發 

2013 泰國 再生能源產業 

2013 印尼 鎳鐵開發 

2014 印尼 通訊塔投資 
資料來源：作者自中國—東協投資合作基金官網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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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上並不足夠，故在區域的反恐合作上大多傾向於與區域外的國家合作，如：

美國、澳洲等(Jones and Smith 2007, 171-174)。 

中國過去一直將國內的疆獨視為最大的恐怖主義威脅，反恐對象一直是針

對疆獨背後的東突勢力以及前往參加 ISIS 的中國公民。於 1990 年代末期所推

動的上海合作組織為多邊的安全合作機制，但當時被視為乃是具有政治目的的

外交工具，希望藉此達到其在區域層次上的睦鄰友好、全球層次上與美國建立

穩定的互動關係，亦欲平衡各國在反恐活動上對美國的傾斜（張雅君 2005, 53-

83）。因此，可以發現中國亦成為東協於 2000 年後的軍事合作對象。表 3-6 為

2000 年後，東協與中國的軍事合作。 

表 3-6 2000 年後東協與中國的軍事合作 
年分 相關合作事件 

2002 發表《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 

2003 第一屆年度反恐與跨國犯罪會議 

2004  東協跨國犯罪部長會議首次邀請中、日、韓參會  
 簽署《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 
 《中國與東協成員國總檢察長會議聯合聲明》展開司法互助 
 東協區域論壇安全政策會議正式創辦  

2006  首次舉辦東協國防部長會議 
 中越海軍在北部灣海域進行聯合巡邏 為中國海軍與外國海軍首次舉行

聯合巡邏 同年七月中國東協安全問題研討會於北京舉行 

2008 中國與東協舉辦第一屆高級防務學者對話 

2009 舉辦第一屆東協與中日韓武裝部隊非傳統安全論壇 

2010 首次舉辦東協國防部長擴大會議 
高級國防學者對話升級為第一屆中國東協國防與安全對話，邀請了相關部

門官員與會 原本二軌變成一軌半    

2016 《中國與東協應對海上緊急事態外交高官熱線平台指導方針》和《中國與

東協國家關於在南海是用海上意外相遇規則的聯合聲明》 

2017 中國與東協舉行海上聯合搜救演練  

2018 中國與東協於湛江舉行聯合海軍演習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圖。  

 然而，有鑑於東協部分國家的反恐能力存有差異，加上東協組織本質在資

源上不宜依賴單一國家，其亦試圖在東協內部以及與其他國家展開相關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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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2017 年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啟動三邊海上巡邏，2018 年汶萊、馬來西

亞、印尼、新加坡、泰國、菲律賓等六國建立我們的眼(Our Eyes)情報共享機

制，以對抗伊斯蘭武裝份子等恐怖活動。越南與印尼在東協國家中在軍事上與

美國的合作本並不密切，但 2019 年美國與越南更承諾要於國防上有進一步的合

作，印尼亦預計於 2020 年與美國舉行聯合軍演。此外，2015 年中國第一次提

議與東協國家舉行海上軍演並未得到東協的回應，但中國仍與東協部分國家舉

行雙邊海上聯合軍演，例如 2015 年 5 月中國與新加坡、9 月中國與馬來西亞，

2016 年則是參加由印尼主導的多國聯合海軍演習。2017 年的東協國防部長擴大

會議後，新加坡針對中國欲與東協舉行海上聯合軍演的提議表示將全力支持，

還會推動；美國在當時亦提議與東協舉行雙邊軍演，2018 年 10 月、2019 年 9

月，東協分別與中、美兩國舉辦軍演。 

根據以上資料顯示，近年來東協無論是作為整體亦或是單一國家，大多有

意識地在一定程度上選擇與中國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距離，突顯出東協其實仍

有選擇的空間而非處於被動的弱勢地位。 

 三、價值差距與情感認同 

國際社會化過程中，學者認為左右國際社會化成功與否的關鍵之一為國內政

黨的政治傾向，通常國家基於理性的計算，即使國際組織提供相當誘人的有形或

無形的獎賞，一旦適應成本過高，國家不會選擇遵從(Schimmelfennig 2005, 828-

832)，這意味國際組織的規範和價值較接近的國家或是於光譜中間的國家成功接

受新的規範與價值的可能性較高。中國與東協間不僅規範與價值差距較小，更因

華人的情感認同對雙邊關係具有正面的影響力。 

根據自由之家 2019 年公布的調查顯示，51東協十國中，柬埔寨、寮國、緬

甸、泰國、越南、汶萊被歸類為不自由國家，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

                                                        
51 自由之家官網，https://freedomhouse.org/regions/asia-pacific （檢閱日期：2019 年 11 月 2
日）  

https://freedomhouse.org/regions/asia-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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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部分自由國家，不僅意味著西方的民主價值與規範尚未於東南亞地區普及，

例如即使部分國家有民選領導人之制度，但在選制設計不公，不利於新興小黨，

反而形成一黨專政的政治局面。這說明同樣作為不自由國家的中國，及其不干預

東協國家內政的合作原則，東協不必顧慮國家內部的人權、種族等問題而遭到制

裁，其中同屬於社會主義的國家且與中國存有敏感的主權爭議問題的越南，還是

會因為相同政體，故與中國合作之意願及對其的配合度也會較高。 

 在情感認同部分，歷史上由於中國開始遠洋貿易活動以及國內動盪等原因，

造成許多華人移居海外。根據統計，17 世紀初至 19 世紀中期以前，海外華人移

居地主要為東南亞地區，直至 1960 年代中期美國移民政策改變以後，才出現轉

變（莊國土 2011, 4-14），但緊鄰中國的東南亞仍是世界上華人最多的地區，其中

印尼的華人人口數最多、新加坡的華人比例最高。不僅如此，華人於東南亞國家

擁有高度的經濟影響力與全球性的人脈網絡(Lee 2007, 41-46)，例如：郭鶴年（馬

來西亞）、唐裕（印尼）等。東南亞華人的經濟實力於自 20 世紀中葉以後成為中

國經濟成長一大助力，除了透過展覽的方式幫助中國擴展南洋市場、提高對外貿

易額（劉宏 2000, 179），亦是其於改革開放後的主要外資來源（莊國土 2005, 39-

61），足見華人的經濟實力。 

有學者將華人於東南亞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做分類（詳見表 3-7），發現

東協十國中，華人皆有較高的經濟影響力，政治參與度高的國家則占了一半。作

為東協整體，在對外與對內事務的領導上較有影響力的新加坡九成人口為華人，

且自東協成立之初，新加坡便一直主張區域內應存在不同的權力，在其外交政策

上亦不過度傾向美國，遊刃有餘地周旋於中、美兩國間，加上中國過去將其治理

模式視為學習的榜樣，故新加坡對中國的態度也是較為友善的。若從單一國家角

度來看，馬來西亞的華人雖然在政治參與程度上不高，但對馬國的經濟影響卻很

大，而馬國在 2016 年以前一直是中國於東協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國因此認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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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的關係相當穩固，52加上中馬兩國領導人的交情，喊出中馬兩代情，抑或是

對泰國的中泰一家親的溫情口號，再再顯示出中國與部分東協國家間於價值光譜

上的距離、華人對於東協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不難預見未來中國成為東協於區域

合作的重要發展夥伴。 

 

習近平上任後提出中國夢，以民族復興與立於世界之林為口號，將中國影響

力的擴張與民族情緒結合。由於東南亞國家的建構過程中積極整合華人，加上華

人移民往往配合度高、願意融入當地社會，故對居住國產生越來越深的認同(Lee 

2007, 11-27)，53看似不利於中國與東協間起到正面影響，但前述之政治口號可一

舉勾起對中國的情感認同，因此提出希望華人成為中國促進海外利益關鍵的一環，

亦寄予華人於政治外交上具有解釋者、於經濟上扮演推廣者、於文化上扮演傳播

者的期待（曹雲華 2012, 22-25 ），更被視為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倡議的橋樑與親

善大使（陳琮淵 2016, 3-63）。 

華人對中國的情感認同之所以被視為中國與東協關係的正面因素，原因在於

                                                        
52 2019 年 09 月 22 日，筆者於廣西與匿名學者 A 之訪談紀錄。 
53 Lee Suryadinata 則對華人的角色與力量的看法為中國不太可能藉由東南亞華人來擴張影響

力。早前由於二戰與殖民時期雙雙終止，處於國家建立時期的東南亞國家，相當強調國家主義

與國家認同，故持續對華人進行同化，雖然因為宗教、政治性目的、所佔人口比例以及歷史經

驗等因素仍存在著種族與國家建立問題，但隨著時間推進，由於再移民現象以及現代移民融入

當地的程度高，華語以及華人文化將逐漸不受重視，故認為東南亞華人只要繼續待在東南亞的

環境下，華人於移居地的適應過程將會持續深化。（詳見：Leo Suryadinata. 2007. Understanding 
the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Chapter1-3） 

表 3-7 東協國家華人的政、經影響力 

 高政治參與 低政治參與 

高經濟影響力 
菲律賓、柬埔寨、泰

國、新加坡、越南 
印尼、寮國、馬來西

亞、緬甸 

低經濟影響力  
汶萊 

 
資料來源：整理自陳琮淵，2016，《搭橋引路：華僑華人與一帶一路研

究》頁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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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透過商會的制度化活動，活絡、擴大了與居住國及跨國的政商關係，所涉及

的族群包括政府、華人與非華人族群（劉宏 2000, 211-233），不僅藉此參與居住

國之經濟決策過程，更可以傳達、代表華人的廣泛利益，甚至基於共同利益，能

夠動員他國的華人社群（劉宏 2000, 162-183, 189-206）；此外，華人更因為經商

以及與居住國政府之關係，在社會資本帶來經濟與政治資本的情況下，有助於修

補國家間的關係（劉宏 2000, 228）。這意味著華人於東南亞國家因出色的政商關

係具有一定程度的遊說能力，儘管被認為因擁有雙重身分而不利於參政或擺明立

場(Lee 2007, 47-48)，但由於其經濟影響力與人脈網絡不容小覷，故認為出於對

中國情感的認同，將有助於中國推動對外政策、促進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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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東協為一個政治、經濟與文化相當多元的區域組織，在東協擴大後，其內部

的發展程度呈現高度不均的狀況，對外還必須在大國環伺之下維持其中心地位並

且持續推進共同體的建設，加上外交為內政的延伸，東協各國內部除了領導人追

求政績與政治鬥爭等問題，部分海洋國家對外還須面對猖獗的海上安全挑戰，因

此，區域的經濟整合與發展、非傳統安全問題以及避免依賴單一國為東協對外政

策的主要顧慮。 

本章從中國與東協的視角切入說明雙方自 1990 年代至今的外交政策轉變以

及所欲追求的目標。發現中國與東協的合作基礎乃是源自於雙方的互補性需求，

但由於國情差異與資源差距，導致雖然同樣處於國際體系變動的環境，中國與東

協在利益追求及外交政策制定上呈現出相當不同的樣貌，例如中國成為社會化者，

而東協成為被社會化者。而東協即使作為被社會化者，卻依然能夠平衡中國的國

際社會化力量，使其不全然處於被動的地位。 

中國出於穩定周邊環境以發展經濟、欲建立親中盟友與擴大影響力，於 1990

年代開始與東協建立互動，且自 2000 年開始用行動例如基礎建設的投資、非傳

統安全領域的協助等，突顯其於東協區域整合發展進程中的功能與支持。對中國

來說，大國崛起的威脅形象及其所隱含的變動意涵一直是相當棘手的問題，因此

中國在國際上除了一直強調自己亦是發展中國家，願意與發展中國家進行平等互

利、共同發展，在 2000 年以後更致力於發展與周邊國家的經貿以及非傳統安全

領域等的合作，目的在於讓世界從經貿以及其他領域的合作上共享大國的崛起紅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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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協來說，其一心希望透過組織的團結、韌性及東協模式等特質所建構出

的東協中心性來追求平等且無須受到干涉、利益不會被稀釋的與其他國家的互動

模式。54然而，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與組織對東協部分國家在人權、種族、

政經體制等領域的干預與制裁，加上東協國家中的華人因素、於價值光譜上的距

離等原因，使得東協國家更願意選擇與中國合作。經由本節分析，東協國家可被

分成經濟、非傳統安全、情感認同與價值距離三大類，不同類型的國家與中國各

有著不同領域與程度的連結（如圖 3-1）。 

 

                                                        
54 東協模式：不同於西方多邊組織的多數決及可能因此在組織中彼此形成對抗姿態，東協是以

非正式性、非約束性、互不干涉、共識決的前提來解決問題，當問題無法解決時則選擇避而不

談或以二軌外交的方式來展開對話，以協商與建立共識的方式將區域衝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圖 3-1 東協與中國於經濟、非傳統安全、情感與價值的三大連結示意圖 

 
說明：紅色字體顯示為該國對促進中國與東協關係與合作較具有正面因素，黃色

則表示中國雖滿足該國特定利益與需求，然其對中國之態度則保有一定程度自主

性，故呈現出混合的狀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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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經由本章可以發現，中國與東協其實皆於區域事務中追求所謂的中心

地位，但東協的中心地位與共同體的建構在實踐過程中卻多少呈現出表裡不一或

發展進程滯後的情況，原因在於東協內部經濟發展高度不均，且部分經濟水平較

高國家面臨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挑戰，導致政策與資源難以集中。反觀中國，其政

體特性使中共毋須處理不同的意見，雖然各省分間存有發展不均的問題，但由於

單一的統治與領導來源，在制定內外政策時能夠較為果斷並且具有高度強制力。

這使得中國得以作為社會化者順利地向東協推動國際社會化的力量，並持續至今。

不僅如此，由於中國在 2000 年後開始對柬埔寨、緬甸、寮國於基礎建設上的投

資與援助，除了中資企業大量湧入，中國亦逐漸成為柬緬寮三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對於剛進入世界經貿體系的國家來說，55中國得以在柬緬寮三國初入國際經濟體

系時調整其國家偏好，有利於建立出親中的習慣與規範。 

然而，本章發現，當中國高度涉入東南亞區域事務的同時，東協亦再次成為

美、日等國的重點合作對象，以及各國利益競逐的中心與戰略布局的熱點地區，

例如 2009 年美國一改態度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出席東亞峰會，除了

參加東協擴大國防部長會議，美國也首次至新加坡與東協十國舉行領袖會議

(Leader’s meeting)，以及中、美、日等國於東南亞地區的援助成長等。 

東協的地位在與中國展開密切合作後得到提升與鞏固，這顯示中國與東協間

的國際社會化力量具有外溢的效果，這樣的效果並非意旨中國的社會化力量單方

面地向其他目標擴散，而是作為被社會化者的東協，在面對中國強大且幾乎是單

向的社會化力量時，反而吸引其他國家的關注與相關資源的挹注，使其不全然地

處於被動且弱勢的地位。這意味著在中國與東協國際社會化過程中雙方皆獲益，

中國作為社會化者以經濟、技術、軍事上的援助與合作讓初入國際經濟體系的國

家以及面臨外在挑戰的國家習慣與中國合作，長此以往調整這些國家的偏好與利

                                                        
55 加入 WTO 的時間：緬甸 1995、柬埔寨 2004、寮國 2013。緬甸雖於 1995 年便加入 WTO，

但其在 1997 年便面臨以美國為首所帶動的經濟制裁，這樣的制裁直至 2016 年歐巴馬政府時才

宣布解除。當前緬甸仍因國內事務而面臨西方國家的批評，但中國對於緬甸的態度與關注持續

不變，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是緬甸於經貿、技術等的援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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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以期在未來能夠更順利地銜接外交政策。當利益綑綁在一起，中國崛起便是

一個機會而非威脅。作為被社會化者的東協，其對外政策不宜過度傾向單一國家，

雖然其在經濟、技術與軍事領域無法避免來自中國的援助與協助，但東協本身的

多元特質以及其他國家如美、日等國對東協的關注提高，東協成為各國利益競逐

與資源匯集的熱點地區，導致中國對東協的社會化力量受到稀釋。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9 月，東協分別與中、美兩國舉辦軍演中亦可以看出東協成功地在

中美兩國之間保持平衡的合作距離，其利益與中心地位並沒有因為中國的社會化

力量而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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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國際社會化的實踐：「中國—東盟博覽會」 

 本章將說明「中國—東盟博覽會」(以下簡稱東博會)作為中國設計與主導

的社會環境，如何向東協推動國際社會化過程，深入分析中國操作此類型社會

環境的方式。第一個部分說明東博會的成立背景、組織編制及其框架下發展出

足以涵蓋雙邊國家—社會行為者的中國—東協互動新模式，以回應中國如何操

作會展；第二部分將說明東博會作為社會環境，所發展出的功能，此部分則為

中國得以持續推動國際社會化力量與過程的原因，以及回應中如何將國家利益

與對外政策包裹入會展議程中，順利與東協銜接；第三部分則是說明中國操作

東博會的國際社會化成果，亦集中國於地方、區域與全球層次的戰略意涵；最

後為小結。 

 

第一節 中國—東盟博覽會 

 

一、 成立背景與現況 

中國與東協的互動在中國於 1994 年加入東協區域論壇之後，便是以在東協

為主導的框架下所延伸出的各種領導人、高級官員會議等高層級對話機制為主。

56在中國採取改革開放後，多數的東協國家雖然對中國融入世界體系抱持正面、

樂觀的看法，然這樣的主張乃是基於相信中國的自制力以及能在國家利益的考量

下能選擇做出適當的國際行為(Roy 1996, 766)，這並不代表東協諸國對中國的「威

脅」、「崛起」的形象毫無疑慮。直到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與東協的

關係明顯轉為和緩，亦帶動了雙邊的合作。 

2000 年為了順應東協區域經濟一體化目標，中國提出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

區，並在 2001 年第五次中國—東協領導人會議中正式宣布。中國選擇與東協國

                                                        
56 中國—東協領導人會議（每年一次）、各領域的部長級會議、六個平行對話機構（高官會

議、經貿委員會、科技聯合委員會、合作委員會、東盟北京委員會、互聯互通合作委員會）、東

亞峰會、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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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於地緣上最為接近的廣西作為展開自貿區建設的核心，並由廣西社會科學院東

南亞研究所對自貿區的建設進行研究，緊接著於 2002 年出版了《中國—東盟自

由貿易區與廣西》，認為可以藉由每年舉辦的商品展銷、經濟技術合作、論壇、

博覽會等活動，提供中國與東南亞商人於廣西交流與交易的機會，有利於促進中

國、廣西與東南亞的經貿關係，更可以將海內外客商吸引至廣西。57易言之，中

國學界認為博覽會本身具有動員、宣傳以及促進經濟的功能，這些功能有助於自

由貿易區的建設。 

2002 年，中國與東協簽署了《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於 2010 年完

成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在有了具體協議的支持之下，2003 年 10 月第

七次中國與東協領導人會議中，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便具體地提出要每年

於廣西南寧定期舉辦「中國—東盟博覽會」以及「中國—東盟商務投資峰會」（又

簡稱為兩會），主要配合推動中國—東協自貿區的建設，目的在於加強、深化與

東協的區域經貿合作。同年 12 月，中國國務院新聞辦於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

正式宣布「中國—東盟博覽會」將於 2004 年 11 月舉行。 

從東博會歷年主題可以發現，在 2004 至 2010 年雙邊致力於自貿區建設的時

期，博覽會的主題集中於完善自貿區的各領域基礎建設，例如投資合作、交通運

輸、海關檢驗以及信息通訊流通等；然而，自貿區建設完成後，東博會的角色不

僅沒有隨之弱化，反而隨著中國外交政策走向有所調整。綜觀來看，不僅突顯中

國於地方、區域以及全球的戰略野心，更發現東博會為中國新興的外交政策工具

的事實。(詳見表 4-1)  

 

                                                        
57 中國—東盟博覽會官網，第六屆發展報告，頁 86-87 
http://www.caexpo.org/Ejournal/cn_2015_baogao/6jie_baogao/6jie_baogao.html （檢閱日期：2019
年 5 月 27 日) 

http://www.caexpo.org/Ejournal/cn_2015_baogao/6jie_baogao/6jie_baoga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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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中國—東盟博覽會歷屆主題、主題國與特邀合作夥伴 

2012 年 11 月底東協宣布啟動區域面全面經濟夥伴（RCEP）的談判，中國的

反應相當靈敏與積極。2013 年第 10 屆東博會中便將合作區域拓展至澳洲、印度、

日本、韓國、紐西蘭，從過去服務 10+1 到 10+6 的合作，旨在打造出升級版的中

國—東協交流平台。58 2013 年一帶一路戰略倡議提出後，東博會便於 2014 年設

立了「特邀貴賓國機制」，正式將合作夥伴與範圍擴大至中亞、中東歐等國，此

機制在 2017 年被更名為「特邀合作夥伴機制」，該年受邀國家為一帶一路沿線的

中亞國家—哈薩克斯坦，同時也首次推出「一帶一路展區」。 

可見東博會在達成最初建設自貿區的任務後，其功能在以促進經貿合作為口

                                                        
58 東博會官網，2013，「中國—東盟博覽會將打造升級版中國—東盟交流平台」，

http://www.caexpo.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19&id=200497 （檢閱日

期：2018 年 8 月 25 日） 

年份 主題國 特邀合作夥

伴 

中國—東盟博覽會主題 

2004 X X 友誼、合作、發展、繁榮 

2005 X X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進程 

2006 X X 魅力城市 

2007 柬埔寨 X 港口合作 

2008 柬埔寨 X 信息通信合作 

2009 寮國 X 海關與商界合作 

2010 印尼 X 自貿區與新機遇 

2011 馬來西亞 X 環保合作 

2012 緬甸 X 科技合作 

2013 菲律賓 X 區域合作發展、新機遇、新動力、新階段 

2014 新加坡 澳洲 共建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2015 泰國 南韓 共建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共創海洋合作美好藍圖 

2016 越南 斯里蘭卡 共建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共築更緊密的中國 -東盟命

運共同體 

2017 汶萊 哈薩克斯坦 共建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旅遊助推區域經濟一體化 

2018 柬埔寨 坦桑尼亞 共建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建中國-東盟創新共同體 

2019 印尼 波蘭 共建一帶一路、共繪合作願景 

資料來源：東博會官網，作者整理製表。 
 
 
 
 

http://www.caexpo.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19&id=200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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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以及中國的大力主導下，成為服務中國國家利益、涵蓋一帶一路戰略倡議、一

個極具包容性與彈性的互動平台。 

二、 中國主導、多國共辦   

東博會從籌辦到閉幕，廣西自治區人民政府為主要承辦者，向國務院商務部

匯報與負責，以廣西為起點向外展開籌備工作。東博會的決策與領導機構為「中

國—東盟博覽會組委會」，成員為中國國務院相關部委派出代表組成，由中國商

務部部長以及東協諸國的經貿部門主管、東協祕書長共同擔任組委會主任。 

在 2003 年 10 月第七次中國—東協領導人峰會中宣布要舉辦「中國—東盟博

覽會」以及「中國—東盟商務投資峰會」後，同年 12 月，廣西自治區人民政府

便成立廣西國際博覽事務局，為自治區政府直屬的正廳級單位，為東博會的常設

工作機構，對外則稱「中國—東盟博覽會秘書處」，為一套人馬兩塊招牌，下設

十個單位，負責東博會的各項工作。 

由於東博會舉辦至今在經濟、外交以及區域發展上的成果表現豐碩，加上運

作機制也越來越成熟、合作夥伴越來越廣，2018 年 6 月，廣西國際博覽集團成

立，為自治區的直屬企業，亦為東博會的經營主體，主要負責東博會品牌打造、

場館及配套設施經營以及展覽、會議、服務、贊助開發等市場業務，59目的在於

持續強化博覽會作為中國與東協之政、商界與社會的品牌吸引力與影響力。  

東協諸國與東協秘書處除了派出代表參與組委會，也會參與每年召開的「中

國—東盟博覽會高官會議」，中國與東協商務部門、東協秘書處以及中國貿促會

皆會派代表出席，會中雙方會總結東博會的整體情況、為下屆東博會籌備做準備，

並確認主題國與魅力之城。除了政府高層，雙邊的商協會在東博會的框架下為雙

方政界與商界直接接觸相當重要的媒介，中國的商協會會配合政府招商、參與並

                                                        
59 「會展業如何服務新一輪擴大開放？延伸展會價值鏈概念首次提出」，東博會官網

http://www.caexpo.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420&id=230400 (檢閱日期：

2019 年 6 月 2 日)；廣西國際博覽集團有限公司官網，

http://www.gxexpogp.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51 (檢閱日期：2019 年 6 月

2 日)  

http://www.caexpo.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420&id=230400
http://www.gxexpogp.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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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會展，而東協諸國的在地商協會則受邀成為東博會的支持單位，各商協會會

長則成為東博會的高級顧問，雙邊的商協會在會前進行撮合對接，並在會展中洽

談甚至簽約合作，形成了所謂的「政府主導、商協會組織、企業參與」的特色（張

婷婷 2014, 16-19）。  

廣西作為東博會的主辦地點，自治區政府自然承擔起向國際、中央與地方分

層行動的角色，多管齊下地炒熱與東博會相關的議題與參與熱度並爭取中央政府

的各類支援。在國際上，自治區政府高層率團出訪，旨在宣傳、推薦東博會，並

藉由中國駐當地大使館的協助，與當地商界、政府互動交流，以獲得籌辦東博會

的建議。在國內籌備上，通常由自治區主席召開「中國—東盟博覽會廣西領導小

組會議」，並於東博會以及商務與投資峰會下各設指揮中心，領導小組也會至北

京向國務院相關部委報告籌備情況以及向中央請求協調、支援等問題，例如航班、

相關貨品檢驗檢疫流程簡化、簽證、保安、新聞宣傳、禮賓與翻譯人力等，此外

意會獲得相關補貼，如 2008 年東博會辨獲得中央財政 500 萬元人民幣的資金補

貼。60其中，在宣傳部分，國務院新聞辦召開博覽會新聞發布會，讓國內外媒體、

民眾關注東博會議題，達到全面性的宣傳效果，同時，商務部也會要求中國各省

的商務主管部門針對東博會，進行招展和投資促進的工作，以擴大東博會在國內

的熱度。最後，在地方，則由自治區政府負責完善南寧市城市建設的升級，包括

汙水與垃圾處理、城市綠化、大眾交通網絡、觀光旅館業的扶植等，希望打造出

國際城市的形象。 

 

                                                        
60 廣西新聞網，2008，「中國－東盟博覽會獲得中央財政 500 萬元支持補貼」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080130/newgx47a04a2d-1370267.shtml（檢閱日期：2018
年 08 月 11 日）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080130/newgx47a04a2d-137026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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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東博會框架下的中國—東協互動新模式 

「中國—東盟博覽會」至今已經連續舉辦 16 年，隨著東博會的運作越來越

成熟，東博會從短期成為一個全年性的國際活動。由於籌備與舉辦期間的各種活

動全面性地涵蓋了中國與東協雙邊的國家—社會行為者，東博會的舉辦之於中國、

之於東協，具有一定的象徵性意義。為了釐清中國是如何推動與東協間的國際社

會過程並且擺脫過去以東協為主導的互動模式，本節將說明作為社會環境的東博

會，如何將中國與東協間上至國家、下至社會行為者包裹至其框架下。 

(一) 領導人會面 

東博會開幕前，廣西自治區人民政府的官員便會率團出訪部分東協國家，除

了希望親自邀請國家元首與會，同時也與在地的商協、駐外使館等人士舉辦推薦

會，宣傳東博會。例如 2013 年 4 月，廣西自治區副主席張曉欽便於北京、海南

與東協國家官員見面並邀請出席，同年 6、7 月，分別由時任黨委書記彭清華與

 
圖 4-1  東博會組織運作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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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區主席陳武率團出訪。有趣的是，當時彭清華出訪越南、柬埔寨、印尼，會

見了各國的總書記、總理、首相與總統；陳武訪泰國、馬來西亞也與兩國總理見

面，但在訪菲時，陳武僅與菲國副總統比奈見面，說明中菲兩國當時在南海問題

上的較勁延伸到東博會上。 

東博會開幕式時，中方至少會派出政治局常委或是國務院副總理等副國級以

上的官員代表出席，而東協則是由經貿相關部門部長級以上代表出席，部分國家

則是由國家元首率團與會，而柬埔寨、寮國、緬甸、越南四國的領袖（國家元首

與政府首腦）則幾乎連年出席（詳見表 4-2)，從表中亦可發現菲律賓的參與度是

東協國家中最低的。 

 

待開幕式結束後，雙方參會代表會一同巡視展館，且在會展期間舉辦多場領

導人會見，不僅是中國與東協諸國代表碰面，廣西地方政府的高層也會與前來參

會的東協諸國領導人以及代表見面、交流。不僅如此，中國還以舉辦娛樂性較高

的藝術與體育活動來加深與東協諸國領導人的互動，一邊強化其娛樂性質的同時，

表 4-2 2004 至 2019 年東協國家元首與會次數 

國家/出席領袖 
國家元首 政府首腦 

合計 
正 副 正 副 

汶萊 2 2 
柬埔寨 - - 11 1 12 
印尼 2 2 
寮國 - 3 6 7 16 

馬來西亞 - - 2 1 3 

緬甸 

 

2011-2019 2004-2010 
12 

2 6 4 - 

菲律賓 1 1 
新加坡 - - 2 1 3 
泰國 - 1 2 7 10 
越南 - 1 5 10 16 

說明：緬甸於此表的國家元首指的是總統、副總統，非軍政府領袖；另

緬甸於 2010 年改制，2011 年原總理登聖成為總統、軍政府領袖退位。 

資料來源：東博會官網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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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淡化東博會本身的政治色彩。 

東博會開幕當晚會舉辦「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東協各國政、商界重要人

士皆會受邀出席，此節也同東博會與投資商務峰會統稱「兩會一節」，會展後期

則舉辦「CAEXPO 中國－東盟國際高爾夫名人邀請賽」和「CAEXPO 中國－東

盟國際高爾夫精英邀請賽」。這兩個賽事為東博會的常設項目，每年僅邀請雙方

政要以及企業領袖參賽，提供中國與東協間政商菁英一個較為休閒的交流場合。

2011 年，更於廣西成立了「中國—東盟國際高爾夫協會」，以作為東博會於休閒

體育領域宣傳的重要推手在運作。61 

2003 年中國與東協建立了《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正式成為戰

略夥伴，雙方的對話機制雖然有東協峰會下的中國—東協領導人會議、部長級會

議以及平行對話機制等，但這類雙方領導人的互動環境較為正式、拘束，出席者

的一言一行備受各國媒體矚目，政治敏感度較高，同時，這些對話與互動乃是在

「以東協為主導」的框架下發生，因此，中國有必要突破這樣的限制，另闢互動

的新模式。而 2004 年舉辦至今的東博會，提供了雙方領導人，不論是政府核心

高層或是地方領導人以及企業領袖一個定期互動的場合，有別於過去僅限政府高

層的互動，東博會則從一個休閒娛樂性相對較高，以「交朋友」的途徑來拉近雙

方重要政商界人物的關係。 

(二) 魅力之城與主題國 

2005 年第二屆東博會第一次設立「魅力之城展區」，共有十一個城市參展，

之後的參展城市則以抽籤的方式選出，目的在於將中國與東協間的合作從國家層

面擴大至城市之間，62雙邊許多城市更藉此機會締結友好城市，不僅如此，更推

動了城市的經濟合作，例如：2010 年第七屆東博會，中國的魅力之城為廣西省欽

                                                        
61 「中國—東盟國際高爾夫協會」官網，http://www.dmgef.com/xhjj.php?ClassId=3  (檢閱日

期：2019 年 5 月 27 日) 
62 東博會第二屆發展報告，

http://www.caexpo.org/Ejournal/cn_2015_baogao/2jie_baogao/2jie_baogao.html 頁 48（檢閱日

期：2019 年 6 月 5 日） 

http://www.dmgef.com/xhjj.php?ClassId=3
http://www.caexpo.org/Ejournal/cn_2015_baogao/2jie_baogao/2jie_baoga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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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當時便推動了中馬的兩國雙園項目，而此項目順利於隔年舉辦簽字揭牌儀

式。 

2015 年，東博會舉辦第一屆的「中國—東協市長論壇」，論壇主題為「一帶

一路—區域互聯互通，城市合作共贏」，聚焦於中國與東協國家城市間的合作，

並於論壇上簽署《南寧共識》，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依歸，希望透過城市間的合作

更好地達到區域互聯互通。63此外，2017 年的市長論壇更呼應 2015 年東博會提

出的信息港互聯互通建設，將該年的論壇以共建智慧城市為主題，旨在促進雙方

城市間於網絡、信息化互通上的合作，以利一帶一路的深化建設。不僅如此，2018

年的市長論壇中，廣西市長協會更與菲律賓城市聯盟簽署合作協議，雙方在共同

推進打造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和建構更緊密的中國—東協命運共同體的精神

下，推進城市間各個領域交流與合作。64 

在主題國的部分，2007 年第一次建立主題國機制，目的在於突顯東博會為

中國與東協「共辦」的會展，希望更多地呈現出東協作為共辦方的國家特色，故

由主題國的領導人率團參展，並按國家英文字首順序依次擔任，65目的為確保每

屆都有東協國家領導人出席。66  出任東博會主題國的國家也會在會展前於該國

舉辦新聞發布會，例如今年（2019）的主題國印尼，便由東博會秘書處與印尼貿

易部舉辦新聞發布會。 

每屆東博會的活動不僅會隨著主題國有所調整，主題國也會獲得較特殊的對

待，例如 2007 年首屆主題國為汶萊，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與汶萊王儲共同出席

汶萊魅力之城展區的開館儀式，還在南寧市的主要幹道以及會展中心附近的街道

                                                        
63 「中國—東盟市長論壇簽署《南寧共識》」，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9-20/7533961.shtml （檢閱日期：2019 年 8 月 27 日） 
64 「2018 中國—東盟市長論壇閉幕」，東博會官網，

http://www.caexpo.org/html/2018/info_0911/227582.html （檢閱日期：2019 年 8 月 27 日） 
65 「東博會主題國 那些不為人知的故事」，東博會官網，

http://www.caexpo.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19&id=218013 （檢閱日

期：2019 年 5 月 20 日） 
66 東博會第四屆發展報告，頁 20 
http://www.caexpo.org/Ejournal/cn_2015_baogao/4jie_baogao/4jie_baogao.html（檢閱日期：2019
年 5 月 28 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9-20/7533961.shtml
http://www.caexpo.org/html/2018/info_0911/227582.html
http://www.caexpo.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19&id=218013
http://www.caexpo.org/Ejournal/cn_2015_baogao/4jie_baogao/4jie_baoga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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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宣傳汶萊的旗幟、廣告牌等；67抑或是舉辦主題國的國家推薦會、主題國領

導人與企業領袖的圓桌對話會議，將中國企業與東協各國的政界對接、強化雙方

政商界人士的連結與認識。 

經由上述，可以發現，中國成功地將雙方的政府高層官員、地方官員以及企

業包裹於東博會的框架下，並且以多元的形式增加彼此的互動與聯繫，且藉由「共

辦」特色避免形成中國主導的印象。 

(三) 擴大合作夥伴與一主多專、巡展並行 

2012 年第 44 屆東協經濟部長會議與相關會議中，東協國家與 6 個夥伴國的

經濟部長同意於 2012 年底展開 16 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並於同年年底的東

協峰會中發表《啟動 RCEP 談判聯合聲明》（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Launch of 

Negotiations for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隨著 2013 年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的談判啟動，以及 2012 年 11 月習近平於十八大

接班後，在外交上將重點聚焦於行銷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的區域合作構想，東博會的機制也開始出現變化，不僅展開東博會海外巡展，更

設立特邀貴賓國，將原本僅集中於中國—東協間的合作關係擴大至其他國家。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東博會也從服務以 10+1 國為主的「中國—東協

自貿區」建設與升級轉為針對 10+6 國，也就是針對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

印度的 RCEP 國家展開更全面性的合作，旨在促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擁有 35

億人口的自由貿易區。2014 年第十一屆東博會便設立了「特邀貴賓國」的機制，

第一屆邀請的國家為澳洲，之後為韓國、斯里蘭卡，於 2017 年改名為「特邀合

作夥伴機制」，邀請的國家為哈薩克斯坦。2018 年為坦桑尼亞，2019 年為波蘭，

顯示出東博會的服務版圖往非洲以及中東歐擴張，不再侷限於亞洲。 

在海外巡展部分，2014 年，在會前的高官會議上，決定往後東博會在舉辦前

                                                        
67 東博會第四屆發展報告，頁 17 
http://www.caexpo.org/Ejournal/cn_2015_baogao/4jie_baogao/4jie_baogao.html（檢閱日期：2019
年 5 月 28 日） 

http://www.caexpo.org/Ejournal/cn_2015_baogao/4jie_baogao/4jie_baoga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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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東協國家舉辦巡展，68此舉除了能慢慢提高對九月舉辦之東博會的熱度與關注，

還能更深入地接觸東協企業以及在地民眾。2015 年展開第一次海外巡展—東博

會泰國展，除了 2015、2019 年於年內舉辦不只一次的境外巡展，其他的巡展地

點皆為當地的主題國。目前東博會已至泰國、印尼、越南、汶萊、柬埔寨舉辦東

博會巡展，2019 年則先後於緬甸、主題國印尼、越南、柬埔寨舉辦巡展。 

在國內展覽上，2015 年，順應主題的改變，東博會第一次舉辦了國際產能合

作論壇、中國領導人與中外企業家座談會、WTO 高級研討會等，同時也繼續或

第一次舉辦多個海內外專業展覽，例如林產品與木製品展、文化展、動漫遊戲展、

機電展(越南)、旅遊展、農業展(會展期間)、輕工展(會展期間)等，由於這些會展

活動橫跨全年，東博會的效應也從會展期間擴大至整個年度，連同海內外的展覽

活動，形成了所謂的「一主多專、巡展並行」的會展架構。69 

(四) 公眾開放日 

除了經由海外巡展更深入地接觸東協國家的民眾與廠商，中國在會展的最後

一天也特別設立公眾開放日讓一般民眾參觀。根據統計，東博會的公眾開放日門

票每屆皆會售罄，湧進會展中心的人數高達萬人，而有數據記錄的前三屆門票銷

售量為 3 萬至 3.5 萬張，70足見東博會對於中外民眾的吸引力以及動員能力。根

據筆者訪談紀錄，71由於東博會的舉辦中國與東協政府高層皆會來到南寧，南寧

市會進行許多交通管制，如封路、地鐵過站不停等，公眾開放日主要是希望提升

民眾參與感以降低民眾的不悅，同時亦開發潛在的客源與市場。除此之外，亦提

供東協企業進軍中國市場的捷徑。 

                                                        
68 「東博會完善辦展模式：博中有專 巡展並行」，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門戶網站，

http://www.gxzf.gov.cn/sytt/20170907-641877.shtml （檢閱日期：2019 年 5 月 28 日） 
69 「一主多專、巡展並行」的會展架構概念最初出現於 2015 年，意指每年一個主展、多個專

題展、多個東協巡展的展覽格局。人民網，2015 年 9 月 12 日，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5/0912/c1004-27575604.html （檢閱日期：2019 年 5 月 28
日） 
70經筆者資料收集後，目前有明確門票銷售數量紀錄的為 2005 年至 2008 年，前兩年為 3 萬

張、後兩年為 3.5 萬張。 
71  2019 年 09 月 22 日，筆者於廣西與匿名學者 A 之訪談紀錄。 

http://www.gxzf.gov.cn/sytt/20170907-641877.shtml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5/0912/c1004-275756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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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開放日增進中國民眾對東協商品、文化的了解、明確地向外傳達了東博

會也注重深化中國與東協間社會層面的認識，更在無形中讓民眾見證了中國的外

交與地方經濟發展的政績，並成為中國與東協維持互利共榮友好關係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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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際社會化的實踐：東博會的成效分析 

 

經由前節可以知道東博會透過特定機制將雙邊的國家—社會行為者包裹至

其框架下，這些機制歷經十六年的運作後所產生的政治、經濟與人文領域上的成

果，在三個關鍵的行為者間形成說服、強化與拉攏的力量，成功維持東博會的參

與熱度，本節將繼續說明這些機制所帶來的政治、經濟與人文領域的成效。 

一、 東博會的政治成效  

首先，在政治上，東博會的舉辦滿足了中國中央、地方政府以及東協諸國三

方面的政治外交需求。由於雙方政府高層皆會出席東博會的開幕典禮，中共中央

以及地方政府皆有機會與東協的領導人抑或高層級的代表見面，具有傳達訊息或

是政策背書的功能。例如 2011 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開幕致辭時便提到於

11 月舉辦的東亞峰會，應「堅持東盟主導，進一步做實、做強 10+1 和 10+3 合

作，推動東亞合作健康發展。」72由於 2011 年的東亞峰會乃是美國在簽署《東南

亞友好合作條約》後，第一次作為會員參與東亞峰會，溫家寶的這番講話一邊呼

籲東協方應避免美國讓過度涉入亞洲事務，如南海問題，一方面也在告訴東協，

中方對於美國參會以及處理海問題的態度。73  

2012 年在第 9 屆的「中國—東盟與商務投資峰會暨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論壇」的開幕致辭上，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便提到：「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

全、領土完整」，以及「和平解決同鄰國的領土、領海、海洋權益爭端」，以及 2013

年第 10 屆東博會，時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開幕致詞時提到：「注意到本地區還

存在一些不利於穩定與發展的干擾因素」、「南海爭議不是中國同東盟之間的問題，

更不應該也不可能影響中國—東盟合作的大局」等；此外，在與緬甸總統吳登盛

見面時提到：「希望緬甸作為東協下任輪值主席國，能為中國—東協關係健康穩

                                                        
72 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11，「溫家寶會見出席第八屆中國-東盟博覽會的外國政要」， 
http://www.gov.cn/ldhd/2011-10/20/content_1974522.htm （檢閱日期：2019 年 10 月 7 日） 
73 Amitav Acharya, 2011, “ASEAN's Dilemma: Courting Washington without Hurting Beijing” 
https://www.eastwest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private/apb133_1.pdf (Accessed on October 7, 2019)  

http://www.gov.cn/ldhd/2011-10/20/content_1974522.htm
https://www.eastwest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private/apb133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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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這兩年正好是中、菲因南海黃岩島問題關係緊張的時期，不僅中方政府高層

於以經貿為主的東博會提及敏感的政治性議題，此次更顯示出東博會非多國共辦

而是中國主辦的博覽會。原因在於 2013 年菲律賓為主題國，而中方設立主題國

機制主要就是希望由該國領導人率團出訪，強化多國共辦的會展印象；然而，此

次菲國卻是由貿易和工業部長率團作為代表。當媒體在 8 月底時仍報導總統會率

團訪中，74而後菲國媒體卻指出中方僅邀請菲國政府高層(high-level delegation)代

表赴會，75可見中國不僅在整個會展運作上擁有絕對的主導權，東博會也確實為

中國處理周邊國家雜音的懲罰、制裁機制（楊昊 2014, 143-167）。2013 年，時任

外長王毅於該年訪問了東協國家，但並沒有訪問菲律賓，且在 8 月出席中國—東

協論壇時在致詞時便提到勿將南海爭端複雜化、擴大化。76 王於 8 月訪問泰國、

馬來西亞、寮國、越南等國，但根據媒體報導刻意不回應菲國外長的邀請。77 

有趣的是，2013 年東博會舉辦前夕正好是越南國慶，當天，時任越南總理

阮晉勇依然至南寧參加東博會並與李克強見面。78然而，2019 年，作為主題國

的印尼，僅派出總統特使參會，這是在 2013 年後再一次發生主題國並未由國家

元首率團出訪，這說明東博會同時也具有反映出中國與東協親疏關係甚至是依

賴程度的功能。 

除了向東協傳達其於主權上的堅定立場，中國亦在東博會上持續回應東協的

目標，如「互聯互通」建設以及區域經濟合作協議(RCEP)等，確認雙邊戰略銜接

                                                        
74 China Daily, 2013, “Philippine president to attend China-ASEAN Expo”, 
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2013-08/28/content_16927152.htm  (Accessed on October 6, 
2019)  
75 The Manila Times, 2013, “PNoy did not attend Caexpo because of conditions set by Beijing”, 
https://www.manilatimes.net/2013/09/02/news/latest-news/pnoy-did-not-attend-caexpo-because-of-
conditions-set-by-beijing/35773/   (Accessed on October 6, 2019)  
76人民網，2013，「王毅出席中國－東盟高層論壇」，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802/c70731-22427874.html （檢閱日期：2019 年 10 月 13
日） 
77 南方網，2013，「王毅訪東南亞繞開菲律賓 菲方或準備服軟」， 
http://news.southcn.com/i/2013-08/05/content_75533422.htm （檢閱日期：2019 年 10 月 13 日） 
78 中國新聞網，2013，「李克強會見出席中國－東盟博覽會的東盟國家領導人」，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9-03/5235969.shtml （檢閱日期：2019 年 9 月 22 日） 

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2013-08/28/content_16927152.htm
https://www.manilatimes.net/2013/09/02/news/latest-news/pnoy-did-not-attend-caexpo-because-of-conditions-set-by-beijing/35773/
https://www.manilatimes.net/2013/09/02/news/latest-news/pnoy-did-not-attend-caexpo-because-of-conditions-set-by-beijing/35773/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802/c70731-22427874.html
http://news.southcn.com/i/2013-08/05/content_75533422.htm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9-03/52359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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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願，充分地展現其積極與東協建立友好關係的決心。 

2010 年年底東協通過了《互聯互通總體規劃》(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 2025, MPAC)，在後來的東博會致詞上，中國皆提及此事。2012 年，

習近平便提及：「中國—東盟互聯互通中方委員會正在積極籌建中」等話回應東

協的「互聯互通」建設的支援需求。2013 年李克強在致詞時再次呼應欲推動與東

協的互聯互通，以及宣布中國將啟動新一批專項貸款予「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

金」，以及海上合作等議題。2017 年中國與東協發表了《中國—東盟關於進一步

深化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合作的聯合聲明》，2019 年東博會上，國務院副總理兼政

治局常委韓正在致詞時則是提到要將一帶一路與《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 2025》

對接，也要繼續落實 2017 聯合聲明中的「互聯互通」合作與銜接。 

2015 年年底，東協預計建成東協經濟共同體，在 11 月的東協峰會中，泰國

外交部副次長維塔瓦(Vitawas)便指出實現東協共同體三大支柱的共同發展，加強

互聯互通尤其重要。79隔年東博會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重申支持東協共

同體建設及其在區域合作中的中心作用，更強調要銜接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

倡議與東協各國的發展戰略以及東協國家「互聯互通」建設的重要性。 

2018 年 11 月，中國與東協雙方發布《中國—東協戰略夥伴關係 2030 願景》

要將一帶一路戰略倡議與東協的互聯互通總體規劃銜接。2019 年韓正於開幕致

詞時則再次提到要深化雙方的「戰略對接」、「互聯互通」等領域的合作，在致詞

中並無提到當時與越南於南海的糾紛，一改過去面對菲國的作法，這意味著菲律

賓過去雖被中國視為南海問題中難以處理的一角，但在杜特地上任後，其外交態

度轉為親中，中菲之間的領土主權問題暫時可擱置；相較之下，越南雖然與美國

亦有軍事演習與軍售等加強國防現代化等合作，但唇寒齒亡，中國並不認為越南

在南海問題上更難以處理。 

對東協國家來說，東博會更是一個突顯東協地位並且向中國再次確認、表達

                                                        
79 環球網，「東盟一體化建設仍面臨重重困難與挑戰」，2015，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RBTA （檢閱日期：2019 年 10 月 5 日）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RB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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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需求的平台。2012 年緬甸時任總統吳登盛致詞時便提到東協於 2010 年通過

《互聯互通總體規劃》，東協將致力於發展國家間的互聯互通，之後便提到 2011

年第十四屆雙方領等人會議時中國對東協作出「願意為總體規劃提供援助」的承

諾。談話的最後一部分，則是說明當前中緬投資情況以及投資對接場合，強調緬

甸為了吸引外資在法律以及行政程序上的調整等。這番談話滿足了作為東協一員

的責任，也順利表達了緬甸對外資所做的調整與努力。 

除此之外，由於廣西作為中國的邊陲省份，政治敏感度較低及其以經貿投資

為主的形象，目前並不吸引西方媒體的關注，加上東博會每年皆有高層級的中國

官員代表出席，因此，當中國與東協諸國的政府高層於南寧見面時，「一些在北

京不能談的事情，可以拿到南寧來談。」80例如由於越南與中國自七月以來在南

海進行具爭議的水域活動時持續對峙，在 2019 年第十六屆的東博會的開幕致詞

上，越南副總理武德儋便提到：「確保各國正當利益和國際法的基礎上解決出現

的問題」，其在與韓正見面時亦提到南海問題，要求中國尊重越南的合法權益，

勿複雜東海問題(南海)。81 對於地方政府來說，東博會的舉辦除了讓廣西經濟發

展加速，與其締結國際友好城市的數量為中國省份中排名第四，82更是與東南亞

國家建立友好城市關係的第一名（李靖 2017, 39-48）。83廣西與越南便結交了 16

個友好城市，其中有 10 個為邊境城市的締結(如表 4-3)，邊境城市友好關係的締

結對於雙方的邊境貿易、互聯互通建設等皆會具有正面影響之外，東協國家基於

人民往來之需求亦紛紛於廣西設立總領事館。84 

                                                        
80 作者訪談，匿名學者 A，廣西，2019 年 09 月 22 日。 
81 越南民智報，2019，https://dantri.com.vn/xa-hoi/pho-thu-tuong-de-nghi-trung-quoc-khong-de-
tiep-dien-tinh-hinh-phuc-tap-tren-bien-20190921194543401.htm（檢閱日期：2019 年 9 月 22 日） 
82 中國締結國際友好城市的省分前三名為：江蘇、山東、廣東。 
83 第二、三名為雲南省、海南。 
84 目前有越南(2004)、柬埔寨(2005)、泰國(2006)、緬甸(2009)、寮國(2009)、馬來西亞(2013)於
廣西設立總領事館。 

https://dantri.com.vn/xa-hoi/pho-thu-tuong-de-nghi-trung-quoc-khong-de-tiep-dien-tinh-hinh-phuc-tap-tren-bien-20190921194543401.htm
https://dantri.com.vn/xa-hoi/pho-thu-tuong-de-nghi-trung-quoc-khong-de-tiep-dien-tinh-hinh-phuc-tap-tren-bien-201909211945434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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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博會除了為廣西與東協國家的外交關係帶來正面影響，更是地方政府的官

員向中央展示的政績，地方官員的政治生涯便藉此獲得一張通往黨中央的門票

(詳見表 4-4)。 從表 4-4 可以發現，自東博會舉辦以來曾於廣西任職之省部級正

職以上官員在卸任後不是往重點核心省分擔任要職，便是直接往中央述職。這說

明判斷中國官員的政治前途與潛力，除了以其是否於重點省分與城市，例如四川、

或上海擔任要職以及之後是否能夠進入國務院擔任部長或書記，從廣西例子中可

以再次證實邊陲省分、重點省分以及往國務院抑或是其他黨中央要職為中國官員

的政治晉升軌道。 

 

 

 

 

表 4-3 廣西與越南結交的友好城市 
年份 廣西城市 越南城市 年份 廣西城市 越南城市 

2004 柳州市 永安市 

2013 

大新縣 下瑯縣 

2006 南寧市 海防市 龍州縣 复河縣 

2008 防城港市 下龍市 寧明縣 祿平縣 

2010 
廣西 義安省 憑祥市 高祿縣 
來賓市 北寧市 

2015 
 

廣西 胡志明市 
2011 那坡縣 苗黃縣 東興市 芒街市 

2012 
田陽縣 金成縣 防城港市防城

區 
海河縣 

2013 崇左市 諒山市 
2016 貴港市 下龍市 

   
說明：灰底為越南邊境城市，另外，根據 2018 年商務部統計，目前廣西與越南的友好

城市依然維持 16 對。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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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東博會舉辦以來曾於廣西任職官員向中央晉升的情況 

廣西職稱 姓名 於地方卸任後主要的中央職位 

黨委書記 
區人大常委主

任 

曹伯純 2008 第十一屆全人大常委 

劉奇葆 

 
 

2007—2008 四川省委書記 
2008—2012 四川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主任 
2012—2017 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

記、中宣部部長、第十七~十九屆中央委員 
2018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郭聲琨 

2012—2013 公安部長、黨委書記  
2013—2017 公安部長、國務委員、國務院黨組成員、中

央政法委副書記、黨委第一書記 
2017—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全面依

法治國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彭清華 

第十九屆中央委員 
第十三屆全人大代表 
2018 四川省委書記、2019 四川省人大常委主任 

自治區主席 

陸兵 
第十一屆全人大民族委員副主任委員 
第十七屆中央委員 

馬飈 
第十八、十九屆中央委員  
第十二、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市委書記、市

長 

李紀恒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 
第十八屆、十九屆中央委員 

車榮福  
余遠輝  
王小東 十九大代表 

說明：以上為自東博會舉辦以來曾於廣西任職省部級正職以上官員如：黨委書記、市委書

記、自治區主席、南寧市長、政協主席、人大常委會主任，在廣西結束任職後的政治晉升

情況，但不列入於廣西任職期間同時擔任的中央職位。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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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東博會的經濟成效 

在經濟上，東博會設立的目的為加強雙邊的經貿與投資合作，因此設施的連

通與海關查驗等合作便成為雙邊必須解決的首要任務，而東博會自舉辦之初便一

直致力於以各種論壇來實踐雙邊於交通、經貿領域的合作，讓各種合作概念、備

忘錄與協議等象徵性文件實質化。 

2004 年，中國與東協於交通部長會議中簽署了《中國—東協交通合作諒解

備忘錄》，隨後展開陸、海、空路等多項相關的人員培訓、交流以及合作。緊接

著 2005 年，自貿區降稅計畫啟動，雙方的商品以及客商往來越來越頻繁，東博

會於此時便反映出同樣的趨勢，其框架下所舉辦的論壇主題開始聚焦於雙邊的互

聯互通，其中，最先受到重視的便是物流、貨物通關以及訊息通信合作，這不僅

提高了雙邊的設施連通，經貿活動在此基礎上也越來越熱絡。 

在物流合作上，2006 年第三屆東博會舉辦了第一屆「中國—東盟物流合作

高層論壇」，雙方就自貿區下不同的管理模式與服務體系建構進行討論，中國—

東盟物流合作論壇在 2011 年被列為東博會的高層論壇之一，至 2018 年已舉辦第

六屆。為了加速雙邊物流網絡的建立，2010 年，雙方於東博會期間舉辦首屆「中

國—東盟經貿與物流合作論壇」並宣布成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物流聯盟」

並發表《聯盟倡議書》。2011 年則改為「中國—東盟物流合作論壇」，目的除了繼

續討論 2010 年的物流聯盟建立，也為了在實施零關稅後，必須要加快自貿區內

建設低成本、高效率、無障礙的物流網絡。2012 年，同樣在東博會的框架下舉辦

了物流合作論壇，主題為「中國—東盟物流陸路通道互聯互通」，希望繼續加強

雙方在陸路物流上的發展、完善物流體系，例如：南新經濟走廊、南新通道等。

最近的一次物流合作論壇舉辦時間為 2018 年，主題為「聚焦南向通道建設，構

建泛北部灣經濟區物流一體化」，目的探討建立泛北部灣經濟區以及中國與東協

間物流合作的議題。 

在貨物通關查驗的合作上，2007 年於東博會期間舉辦了屬於政府高層會議

的「中國—東盟質檢部長會議」，10 月 31 日東博會閉幕，11 月 20 日的第十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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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東協領導人會議上，雙方便簽署了《關於加強衛生與植物衛生合作的諒解

備忘錄》，於食品安全以及動植物檢驗領域將有進一步的合作，此後，中國與東

協間的質檢部長會議便輪流於南寧及東協國家舉行，並且連年簽署通過「中國—

東盟食品衛生檢驗與動植物檢疫措施(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SPS)合

作」的行動計畫。2011 年，雙方的貨物通關合作之交流升級為「中國—東盟 TBT

合作部長會議」，將 SPS 與 TBT 兩個領域的部長級會議合併，象徵著雙方於檢驗

檢疫於行為上的合作將進入制度層面上的合作。85會中通過了《中國—東盟關於

加強產品質量安全合作的聯合聲明》，以及《TBT 備忘錄執行計畫 2012-2013》。 

最後為訊息通訊合作。2004 年 11 月，溫家寶於第八次中國—東協領導人會

議提出舉辦中國—東協電信周，希望促進雙方於信息通訊領域的合作。雙邊陸續

簽署了《中國－東盟信息通信合作諒解備忘錄》、《中國－東盟建立面向共同發展

的信息通信領域夥伴關係北京宣言》、《中國－東盟電信監管理事會關於網絡安全

問題的合作框架》。2011 年，東博會期間舉辦了「中國—東盟電信高峰論壇」，主

題為「提升中國—東盟區域內信息領域合作，更好服務中國—東盟自貿區」，2014

年舉辦「中國—東盟網路空間論壇」，主題為「發展與合作」，聚焦於雙方網路技

術與訊息技術交流的議題。由於信息港一詞隨著網絡技術於訊息、資料、數據等

傳輸與交換的應用上越來越發達與便利，在 2014 年的網路空間論壇中提出雙邊

建立「信息港」的想法，86中國亦開始與東協國家有相關的合作。 

2015 年，因應信息港建設與一帶一路戰略倡議，東博會會期間舉辦了第一

屆「中國—東盟信息港論壇」，主題為「互聯網+海上絲綢之路—合作‧互利‧共

贏」，2016 年月，中國便成立了中國—東盟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最新一屆

為 2018 年的第三屆，主題為「共建數字絲路 共享數字經濟」，而中國與東協的

信息港建設中，由中國研發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技術將提供信息港建設更全面的

                                                        
85 TBT 為標準、技術法規和合格評定的簡稱。中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 
http://www.aqsiq.gov.cn/zjxw/zjxw/zjftpxw/201110/t20111024_201070.htm （檢閱日期：2019 年 7
月 15 日） 
86 信息港可以想成一個覆蓋於某個地區的信息交換的匯集中心。 

http://www.aqsiq.gov.cn/zjxw/zjxw/zjftpxw/201110/t20111024_2010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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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與支持，在此屆的論壇中，更推動的中國與柬埔寨、泰國的北斗導航城市衛

星合作項目的簽約。 

除了上述領域的合作，東博會設立商品貿易以及投資合作展區，同時還舉辦

「中國—東協商務與投資峰會」，並在期間舉行多場投資促進的媒合活動（如表

4-5）。從表中可以發現，東博會的商務投資活動不僅是提供雙邊廠商投資媒合的

機會，如第 16 屆「中國—東盟博覽會企業家暨支持商協會交流大會」、「中國—

東盟民營企業家領袖沙龍」、「中國—東盟民營企業家峰會」等，亦將政、商界菁

英與民間企業集合在一起，一同商談投資事宜，如「中國駐東盟國家經商參贊與

民營企業家交流會」、「印尼國家領導人與中國企業 CEO 圓桌對話會」、「東盟國

家駐中國使領館經商參贊與銀行家」、「企業家交流會」等；同時，也舉辦東協各

國、合作夥伴與中國省份的推薦會，以促進經貿與投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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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2019 年東博會所舉辦的投資媒合活動 
0919 中國駐亞洲國家使館（團）經商處負責人座談交流會（內部會議） 

0920 

第 4 屆中國—東盟商會領袖高峰論壇 

第 16 屆中國—東盟博覽會國外支持商協會聯席大會（內部會議） 

中國駐東盟國家經商參贊與民營企業家交流會 

第 16 屆中國—東盟博覽會企業家暨支持商協會交流大會 

中國—東盟民營企業家領袖沙龍 

0921 

印尼國家領導人與中國企業 CEO 圓桌對話會 

中國—馬來西亞產能與投資合作論壇 

投資合作圓桌會 

東盟國家駐中國使領館經商參贊與銀行家、企業家交流會 

中國陝西—東盟國家經貿合作推薦會 

首屆中國—東盟民營企業家峰會 

中國—馬來西亞經貿對接會 

世界銀行及國際多邊金融組織東盟基礎設施投融資合作論壇 

中國—東盟商界領袖論壇 

第 16 屆中國—東盟博覽會重大項目專場簽約儀式 

中國—東盟工商會會長聯席會議 

0922 第 11 屆中國—東盟金融合作與發展領袖論壇暨建設面向東盟的金融開

放門戶峰會 

西部陸海新通道沿線 13 省區市貿易投資洽談會 

豫桂東盟西部陸海新通道多式聯運物流合作洽談會 

印尼國家推薦會 

新加坡專題論壇 

中國（廣西）自由貿易試驗區推薦會 

金色緬甸——國家推薦會 

波蘭國家推薦會 

東盟產業園區招商大會 A 場 

寮國國家推薦會、菲律賓國家推薦會、 

東盟產業園區招商大會 B 場  

陸海新通道成都投資貿易專題推薦會 

東南亞人民幣論壇 

防城港冷鏈經濟推薦會暨第 4 屆中越跨境經濟合作論壇 

中國—波蘭企業家圓桌會 

投融資項目對接會  

0924 第 15 屆桂台經貿文化合作論壇 

資料來源：整理自東博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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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博會帶來的經濟成效若從宏觀來看是讓中國成為東協各國最大的貿易夥

伴以及外國投資來源，本節將從較微觀的層面切入分析東博會的經濟成效，分別

為兩國雙園以及跨境經濟合作區。 

中國—馬來西亞兩國雙園被視為是東博會展現其投資對接功能的最佳代表，

87東博會更被認為是兩國雙園得以建成的關鍵。88以中馬兩國雙園為例，2010 年

第七屆東博會，中國的魅力之城為欽洲，以此為機會，順勢推動了中馬的兩國雙

園項目，隔年的東博會上，馬來西亞為主題國，舉辦了中馬欽洲產業園區簽約儀

式以及「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與中國企業 CEO 圓桌對話會」。2012 年 4 月，中

馬欽洲產業園區開園，同年 6 月，中馬簽署《關於馬中關丹產業園合作的協定》，

而在該年的東博會上，主題國為緬甸，除了按例舉辦主題國與中國企業 CEO 圓

桌對話會，還舉辦了馬來西亞副總理與中國企業家商務圓桌會議、兩國雙園情況

介紹會，並且首次舉辦「東盟產業園區招商大會」，89除了加速中馬兩國雙園項目

的投資招商進度，也希望推動中國與東協其他國家於園區項目的合作。 

2014 年 11 月，習近平與時任馬國總理納吉布見面時提出要將中國欽洲、關

丹產業園區打造為中馬合作旗艦項目和「中國—東盟合作示範區」。針對此項目，

中馬雙方也成立兩國雙園聯合合作理事會處理招商以及相關建設事宜。2015 年

東博會上中馬也聯合設立兩國雙園展區，兩國雙園模式帶動了中馬兩國投資合作

的快速發展。902016 年更新設立了東協產業園區專題以利招商引資，2018 與 2019

年的東博會上也接連設立兩國雙園展區，除了簡介園區也展示最新產品。 

2019 年，作為特邀合作夥伴的波蘭於東博會時更在自治區政協副主席等官

員的帶領下參觀了兩國雙園展區，此舉有利於招商對象的擴展。除了中馬兩國雙

                                                        
87 兩國雙園為兩個國家在對方境內互設產業園區，此例為中國—馬來西亞欽州產業園區與馬來

西亞—中國關丹產業園區。 
88 作者訪談，匿名學者 A，廣西，2019 年 09 月 22 日。 
89 此為將東協十國重點產業園區與中國和其他國家之企業進行對接 。 
90 東博會官網，2016「為何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將中馬"兩國雙園"視為"寶貝"？」， 
http://www.caexpo.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19&id=212812 （檢閱日

期：2019 年 10 月 12 日） 

http://www.caexpo.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19&id=21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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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中國與泰國也於 2012 年簽約預計於廣西崇左建立產業園區，2016 年東博會

期間更舉辦了中泰兩國四園的聯合推薦會。  

在跨境經濟合作園區上，2006 年商務部開始推行建立境外經濟合作區的政

策，以降低國內生產與勞動成本，同時促進在地國的經濟發展，透過國際分工達

到共贏的局面，而每年定期舉辦且匯集多元產業的東博會在其中便起到了為經濟

合作區招商引資及宣傳的關鍵功能。 

由於廣西與越南接壤，因此在東博會舉辦後，除了廣西與越南的邊境貿易越

來越熱絡，據統計，2006 年中越邊境貿易額為 28 億美元，2010 年激增為 71 億

美元。不僅如此，最初小額的邊境貿易受到國家重視，開始往大型的跨境經濟合

作區的方向發展。在廣西與越南的部分，2007 年雙方簽署協議陸續設立憑祥—

同登跨境經濟合作區、龍邦—茶嶺跨境經濟合作區，2010 年則是東興—芒街跨

境經濟合作區。不僅僅是越南，中國亦與東協國家建立多個跨境經濟合作區，並

藉由東博會舉辦的投資媒合以及招商活動，來增加園區的曝光度，例如東盟產業

園區招商大會、國家推薦會、投資合作圓桌會等，更利用國家級會展的影響力將

雙邊的經濟合作提升至國家合作層次，為許多投資人增添不少信心。表 4-6 為東

博會舉辦後，中國與東協國家所建立的國家級跨境經濟合作區。 

表 4-6 中國與東協國家建立之國家級跨境經濟合作區 

簽約年分 名稱 地點 

2005 泰國泰中羅永工業園 泰國 

2007 越南龍江工業園 越南 

2008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 柬埔寨 

中國印尼經貿合作區 印尼 

中國越南（深圳—海防）經貿合作區 越南 

2010 寮國萬象賽色塔綜合開發區 寮國 

2011 中國印尼聚龍農業產業合作區 天津 

2012 中泰崇左產業園 崇左 

2013 中國印尼綜合產業園區青山園區 印尼 

2017 華夏幸福印尼卡拉旺產業園 印尼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官網。http://www.cocz.org/index.aspx 

 
 
 
 

http://www.cocz.org/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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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與東協間的貿易活動越來越熱絡，雙邊的貿易量亦逐年成長。中國

於 2002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廣西於該年的對外貿易額約為 24 億美元，2003、

2004 的對外貿易總額分別為約 32 億美元、43 億美元，2004 年雙邊貿易額成長

率約為 34%，此後貿易額穩健地上升，2007 年以後，貿易額成長率達到 38%、

2008 年為 42%（詳見表 4-7）。其中，廣西對東協的貿易總額，2003 年約為 8.3

億美元，2006 年攀升一倍至 16.8 億美元，自貿區建設完成後，2014 年已達 199

億美元，占廣西對外貿易總額的一半，2018 年，廣西對東協的貿易總額約 300 億

美元，同樣占廣西對外貿易額的一半，91東協顯然成為廣西最大的貿易夥伴。 

中國—東協雙邊貿易額也有高速的成長。2003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782 億

美元，92東博會舉辦第二年，2005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1,300 億美元，93成長接近

一倍。2010 年，雙邊貿易總額達 2,900 億美元，94 2017 年時已達 5,148 億美元。 

                                                        
91 http://www.caexpo.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420&id=232401  
92 「據統計 十年間中國—東盟雙邊貿易額增長 7.3 倍」，中國政府網， 
http://www.gov.cn/wszb/zhibo575/content_2453244.htm（檢閱日期：2018 年 9 月 29 日） 
93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官方網站，http://www.cn-
asean.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09&id=363（檢閱日期：2018 年 9 月

29 日） 
94 中國商務部，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resume/n/201101/20110107373828.html 
（檢閱日期：2018 年 9 月 29 日） 

表 4-7  2002-2015 年廣西對外貿易總額(億美元) 
年分 對外貿易總額 年分 對外貿易總額 
2002 24 2009 142.0 
2003 31.9 2010 177.0 
2004 42.8 2011 233.3 
2005 51.8 2012 294.7 
2006 66.7 2013 328.3 
2007 92.7 2014 405.5 
2008 132.4 2015 512.6 

資料來源：http://www.gxdqw.com/flbg/szgx/201705/t20170508_41465.html 
 

http://www.caexpo.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420&id=232401
http://www.gov.cn/wszb/zhibo575/content_2453244.htm
http://www.cn-asean.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09&id=363
http://www.cn-asean.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09&id=363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resume/n/201101/20110107373828.html
http://www.gxdqw.com/flbg/szgx/201705/t20170508_414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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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可以發現，2010 年以後，中國—東協間的貿易總額快速攀升，在

自貿區建立之初，2010 年至 2012 年短短 3 年間的貿易總額便成長逾 1,000

億美元，2017 年則突破 5,000 億美元。在東協進、出口夥伴的數據統計上，

2010 年，中國超越美、日成為東協最大的貿易出口國。2004 年舉辦第一屆

東博會，該年東協仍然以日本、美國為主要進口國，2005 年，東協自中國貨

物進口率成長逾 30%，自貿區建成後，2010 年中國取代日本、美國成為東

協的最大貨物進口國，不僅如此，中國更成為除了汶萊以外，東協的第一大

貿易夥伴。95 

 

三、 東博會的社會人文成效  

在社會人文領域上，中國於 1990 年代開始進行公共外交，目的在於消除中

國的威脅形像，試圖扭轉其於國際體系中的劣勢。作為傳統外交的輔助與補充，

公共外交的對象乃是民眾，中國希望藉此方式來博得民眾的好感與認同甚至是重

塑形象，希望長期性地將國家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 

為了穩定周邊環境以利國家的經濟發展，面對存在語言隔閡、政體差異、經

                                                        
95 2017 中國—東協數據手冊，頁 45-46。 

表 4-8  2002 年起中國—東協貿易總額 
年分/億美元 貿易總額 年分 貿易總額 

2002 547.67 2011 3628.5 
2003 782 2012 4001.0 
2004 1058.8 2013 4436.1 
2005 1303.7 2014 4803.9 
2006 1608.4 2015 4720 
2007 2025.0 2016 4522 
2008 2311.1 2017 5,148 
2009 2130.0 2018 5,878 
2010 2927.8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網站、中國—東盟博覽會官網、中國

—東盟中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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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程度高度不均且位處關鍵地緣位置的東協，以經貿發展與投資合作為名的

東博會成為中國加強與東協之公共外交的重要途徑。東博會貫徹「國之交在於民

相親、民相親在於心相通」理念的方式即為加強與東協於人文領域上的交流與合

作，除了前節所述之公眾開放日，亦有學術與教育交流以及藝術文化表演的方式。 

在學術與教育交流上，智庫在學界被視為國家間展開二軌外交的重要媒介，

二軌外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08 年第 5 屆東博會上舉辦了第一次的「中國—

東盟智庫戰略對話論壇」，由中國社科院、國務院參事室與廣西自治區人民政府

主辦。96每次皆會邀請東協國家的智庫代表機構以及與論壇討論主題相關的專家

學者與會，在會後也會有與會議相關的學術出版。 

隨著東博會的發展，智庫戰略對話論壇也會開始以主題國為核心舉辦相關論

壇，例如：2014 年第 11 屆東博會的主題國為新加坡，該屆的智庫戰略對話論壇

便與「中國—新加坡智庫走廊峰會」一同舉辦，主題為：「共建 21 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並於會中通過了《關於攜手共建中國—新加坡經濟走廊的南寧共識》。2019

年第 16 屆的智庫戰略論壇，以「凝聚智慧共識、共繪合作發展願景」為主題，

展開四個子議題的討論，分別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中美貿易對中國—

東協產業合作的影響、次區域合作以及旅遊與人文交流。 

由此可知，作為主辦方，由於中國握有論壇議題設定之能力，因此，這樣的

學術性場合除了提供各國專家學者與機構代表對於當前中國與東協間重點合作

方向的進一步認識與深入交流的機會，更不斷深植中國與東協為命運共同體的概

念，將雙邊所追求的價值與利益綑綁在一起，同時也對外傳達了中國與東協間在

《共識》的累積下，越來越深厚的戰略對話夥伴與互信的印象。 

 不僅止於學界的交流，學生的交流亦相當熱絡。中國於 2004 年開始致力於

推動以「文化交流」為任務的孔子學院與課堂，希望將世界拉入中國的歷史脈絡

中，期重新認識中國並推廣漢語教育。然而，此機構的主要動機在近年來受到外

                                                        
96 中國國務院參事室為中共施政提供建議與諮詢，同時也負責國家政策的調查研究以及統戰聯

誼等工作，為政府決策的智力支持單位，多由民主黨派、無黨籍以及專家學者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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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強烈的質疑，並在西方國家引發一連串的關閉潮，但東南亞地區似乎並不受到

這些質疑的影響，孔子學院與課堂的設置依然在進行中。97此外，由於廣西鄰近

東協同時也是東博會的舉辦地，廣西更因此成為中國研究東協、培養東南亞語言

人才的重鎮，相關研究機構為：廣西社科院、廣西民族大學與廣西大學等；廣西

與中國亦成為東協國家學生熱門的留學地點。根據統計，2010 到 2015 年期間，

廣西有約四萬的東協國家留學生，為東協國家留學生最多的省分，982015 年，至

中國的東協留學生人數前三名為：泰國 27,844 人、印尼 14,573 人與寮國 14,222

人。99   

另外，根據筆者於 2019 年的參會訪談，會場中多數的志工為來自廣西的大

學生，而東協國家的展區以及活動攤販則是由廣西在地的學生以及來自東協的留

學生擔任銷售的工作人員。東博會作為國家級與國際大型會展，學生為了加強自

身經歷以及能更快地掌握外語，東博會也自然會在學生的身上建立起供需關係。

在較具娛樂性的藝術與文化交流上，則有南寧民歌國際藝術節，此節與東博會以

及投資商務峰會和稱為「兩會一節」，可見其背後作為文化與藝術交流代表的重

要性。東博會於開幕當晚舉辦「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中國與東協各國政要與

商界重要人士皆會受邀出席。由中國與東協諸國的知名藝術相關表演者演出，例

如曾邀請了於亞洲地區相當受歡迎的歌手演出，如蔡依林、周杰倫等以及代表廣

西地方風情與文化的劉三姐歌劇演出。2019 年，由於恰逢中國 70 週年建國國慶，

該晚尾聲便安排了《我和我的祖國》的演唱。 

                                                        
97 2014 年後陸續於柬埔寨(2)、印尼(1)、寮國(1)、馬來西亞(3/1)、菲律賓(1)、泰國(4)共設立了

12 間孔子學院與 1 間孔子課堂。 
98 廣西民族報網，2016，「廣西與東盟留學生交流人數雙向過萬」， 
http://www.gxmzb.net/content/2016-09/29/content_17724.htm（檢閱日期：2019 年 11 月 17 日） 
99 2017 中國—東協數據手冊，頁 25。 

http://www.gxmzb.net/content/2016-09/29/content_17724.htm%EF%BC%88%E6%AA%A2%E9%96%B1%E6%97%A5%E6%9C%9F%EF%BC%9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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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此晚會，不僅向東協國家宣傳廣西的傳統歌舞文化，獲得至東協國家表

演的機會，更透過轉播，將未能與會的中國與東協國家觀眾一同拉入東博會的盛

會氛圍之中；此外，根據筆者於 2019 年的參會觀察，公眾開放日當天於各國主

題館也會舉辦相關的文化表演活動，表演者穿上具文化特色的服飾、彈奏歌曲又

或者是提供具文化特色的服務，例如泰國館便提供免費的按摩服務（如圖 4-2）。 

 不僅止於多元風情的藝術文化表演，東博會亦發揮其會與展的功能，將中國

與東協的文化交流常態化。2005 年中國與東協簽署《文化合作諒解備忘錄》，隔

年東博會便設立了中國—東盟文化產業論壇，後於 2012 年改為中國—東盟文化

論壇，更將 2014 年訂為雙方的文化交流年，可見雙邊政府對於文化領域交流上

的重視。  

 

  

 

 

泰國館按摩體驗 馬來西亞館歌舞表演 

  

圖 4-2 東協國家文化表演 
資料來源：作者於東博會現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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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會展政治學的意涵 

 

上節所述之機制為中國與東協帶來政治、經濟與社會人文領域的成效使得東

博會於中國與東協間逐漸形成一個強大的供需結構，這也是東博會每年得以維持

高規格並且形成多方參與榮景的原因。雙方雖藉此在政治、經濟與社會人文領域

滿足特定需求，但更為關鍵的是東博會實則隱含著中國於地方、區域以及全球層

次的戰略意涵。 

首先，在地方層次上，東博會的舉辦扭轉了過去廣西因為位處邊界常因邊界

紛擾而導致中央無法投入過多資源的劣勢。東博會舉辦後，在加強與東協經貿與

投資合作的推力之下，廣西開始受到重視，全區生產總值從 2003 年的 2,821 億

人民幣，於 2004 年成長為 3,434 億人民幣，到了自貿區建成前一年已高達 7,700

億人民幣；不僅如此，廣西於 2014 年承辦了第四輪的 RCEP 談判，亦成為中國

與東協間各種新、舊經濟合作概念的中心，像是：「泛北部灣經濟合作區」以及

「兩廊一圈」、「一軸兩翼」等。100 

2006 年，廣西的十一五規劃綱要中明文指出要「推進北部灣（廣西）經濟區

全面開發」，同年在東博會前一天所舉辦的「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 15 周年紀

念峰會」上，中國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出「積極探考開展泛北部灣經濟合作

的可能性」，當時東協領導人也認為泛北部灣經濟合作是發展一軸兩翼格局的關

鍵。在中國與東協政府高層的支持以及來自中共中央資源的投入之下，2008 年

國務院批准了《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預計將此區建設成為中國第一個

國際且主要面向東協的區域經濟合作區，並於 2010 年進一步批准《廣西北部灣

經濟區城鎮群規畫綱要》，使得城市得到一致規劃。廣西得到中共中央的資源挹

注，其外資來源亦擴大中，從原先的港澳台逐年擴大至瑞典、英屬維京群島等國

                                                        
100 泛北部灣經濟區範圍包含六個廣西城市，分別為：南寧、玉林、欽洲、北海、崇左、防城

港。一軸兩翼的一軸為南寧新加坡走廊、一翼為大湄公河次區域，另一翼為泛北部灣經濟合作

區；兩廊一圈，昆明至河內、南寧至河內的兩條經濟走廊，一圈為環北部灣經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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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與地區（辛慧禕 2011, 58）。1012019 年 8 月，中國廣西自貿試驗區正式運行，

102象徵著廣西亦已步上以往中國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軌道。 

隨著廣西與東協的貿易往來愈趨熱絡，為了方便雙邊物流、客商往來，廣西

與越南早在 2005 年便開始進行一連串的公路、鐵路、航空以及物流等「互聯互

通」建設，中國於區域層次上的戰略擴張意圖也日益浮現。 

2005年9月底，第一班來往廣西與越南間的直達車開通(南寧—友誼—河內)；

同年 12 月，第一條中國向東協的高速公路—南友高速公路(南寧—友誼關)通車，

並與越南 1 號公路銜接，這讓南寧至友誼關的路程從 5 小時縮減至一半，來自越

南的商人若當天出發，可於當天抵達南寧。2009 年 1 月，南寧至河內的國際旅

客列車正式運行，南寧成為北京以外另一個於中國具有國際列車起點的城市。

2007 年，廣西與越南簽署了《跨境經濟合作區合作備忘錄》，於廣西憑祥市以及

越南諒山省也就是中越邊界接壤處各自劃地建立綜合保稅區，該區於 2008 年批

准成立，2011 年 9 月，憑祥綜合保稅區正式運行，成為中越間最大的陸路貿易口

岸。2013 年 10 月，中國商務部與越南簽署了《關於建設跨境經濟合作區的備忘

錄》，跨境合作正式提升到國家層次，雙方預計加速發展「互聯互通」建設以利

人員、貨物往來；2015 年 11 月，廣西與越南簽訂了兩條跨境貨物專用通道協議

(友誼關—友誼口岸、浦寨—新清)，以加速貨物流通與通關便利化。 

這一連串以促進經貿合作為目的而簽署的備忘錄與協議也促使中國開始於

中越邊境廣西段進行除雷，順勢帶動雙邊的「互聯互通」建設。2017 年，中越友

誼關—友誼口岸國際貨運專用通道於 9 月 11 東博會開幕前一天開通，由越南常

務副總理張和平等出席通車儀式；同時，中越雙方亦持續推動憑祥保稅區兩國一

檢措施。 

不僅地理隔閡在經貿合作下逐漸被消除，廣西與東協間的民航網絡以也因為

                                                        
101 廣西自治區統計局：http://www.gxzf.gov.cn/gxsj/sjyw/20180309-682969.shtml （檢閱日期：

2020 年 2 月 21 日） 
102 廣西自貿試驗區範圍涵蓋南寧、欽洲、崇左。  

http://www.gxzf.gov.cn/gxsj/sjyw/20180309-6829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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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愈趨熱絡而日益擴大。2001 年南寧吳圩國際機場的旅客吞吐量僅有 92 萬，

起降架次 1.6 萬，在東博會舉辦前一年，該機場的國際航線僅有 3 條，隨著東博

會的舉辦以及自貿區的建立，國際航線逐年增加。至 2018 年，廣西與東協的民

航航線達到全覆蓋，亦即廣西與所有的東協國家皆建立了航點， 2018 年的旅客

吞吐量突破 1500 萬人次。2019 年，廣西壯族自治區統計局的第一季統計資料顯

示，其前十大境外旅客來源國超過一半為東協國家，103這說明頻繁的經貿往來與

更便利、快捷的交通網絡，有助於雙邊人民互動與文化的認識，為會展政治學中

所隱含的另一層文化意涵。 

經由以上的檢視，可以發現過去紛擾不斷的中越邊境，在東博會舉辦之後，

中越雙方的重點快速轉向經貿發展，不僅中國與越南得以進行公路、鐵路銜接，

廣西更藉此成為中國面向越南與東協諸國的陸、海、空樞紐，邊陲省分成功地轉

型為國際經濟與物流中心。但目前越南仍與中國存有領土主權爭議，加上中國於

國際場合越來越活躍，當經貿依賴與政治威脅共存而地理上的障礙又被逐一清除

時，未來越南面對中國必須更加小心翼翼。 

最後，在全球層次上，東博會不僅僅是提供中國與東協雙方經貿合作與投資

媒合的平台，更隱含了中國展現國力、逐步擴大政經版圖、排擠歐美勢力的戰略

意涵。在經濟上，東協自成立之初，內部的貿易活動本就不頻繁，當初東博會的

舉辦，就是為了協助建立東協自由貿易區、提高東協的外資吸引力而設立，中國

則透過共建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方式強化東協的參與意願。然而，歷經十六

年，部分東協國家在經濟發展上卻越來越仰賴來自中國的投資，而非原先的歐盟、

日本、美國，中國對東協的經濟影響力有獨大的趨勢。 

                                                        
103 廣西壯族自治區統計局 2019 年第一季前十大入境客源國分別為：越南、韓國、馬來西亞、

印尼、新加坡、美國、泰國、日本與法國，2012 年 1-11 月所公布的資料前六大入境客源國為

越南、馬來西亞、韓國、美國、印尼與新加坡，故經由所公布資料比對可以發現廣西主要的境

外客源為東協國家。廣西壯族自治區統計局：

http://tjj.gxzf.gov.cn/tjsj/jdfx/qq/201301/t20130107_25691.html & 
http://tjj.gxzf.gov.cn/tjsj/jdfx/qq/201904/t20190426_151935.html （檢閱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http://tjj.gxzf.gov.cn/tjsj/jdfx/qq/201301/t20130107_25691.html
http://tjj.gxzf.gov.cn/tjsj/jdfx/qq/201904/t20190426_1519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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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東協內部的直接投資額(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僅占全額的

四分之一不到為 11.1%，根據最新統計，經過 14 年，2017 年來自東協內部投資

額雖然有所成長，但依舊不到四分之一為 19.9%；然而，中國對東協的 FDI 從

2002 年的 0.2%佔比到了 2004 年成長為 2.1%，到了 2009 年也就是自貿區建成前

為 3.8%，2017 年達 8.4%。104過去東協的前三大 FDI 來源從為歐盟、日本、美

國，但自 2010 年開始，中國正式取代美國的位置，成為東協第三大 FDI 來源國。

不僅如此，東協新成員國柬埔寨、寮國、緬甸、越南四國（以下將簡稱 CLMV）

的 FDI 來源也出現改變。2003 年 CLMV 四國前三大 FDI 來源分別為：歐盟、日

本與韓國，東博會建立之後，2004 年中國首次超越韓國成為第三大投資來源，

2011 年成為其最大 FDI 來源國，並取代了歐盟並成為 CLMV 四國在經貿發展上

最重要的夥伴（如圖 4-3），且中國在 2017 年之後有取代日、韓的趨勢。 

根據以上數據，雖然東協透過中國「崛起紅利」一步步縮減各國經濟發展不

均的情況並且朝自貿區與經濟共同體的方向努力，卻也讓中國取代了歐盟、日本、

韓國三國，成功地擴展了其於 CLMV 四國的經濟影響力。 

此外，筆者於 2019 年參會時，發現中方大量展出先進技術、高科技儀器等，

                                                        
104 數據來自東協秘書處官網。 

 

圖 4-3 2003-2017 流入 CLMV 的 FDI 來源 
資料來源：東協秘書處官網，作者整理數據後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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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東協諸國更多是以食品、農業加工品、成衣製品以及高度重疊的珠寶木雕產品

等參展銷售，雖然東博會提供了東協一個更快速進入中國市場的管道，但根據以

上數據以及實際觀察，說明歷經十六年，中國與東協間的資源以及發展程度差距

越來越大，東博會雖然提供一個便利進入對方市場的捷徑，但所販賣的產品價值

卻是高度不均，在經濟上，中國仍是東博會的最大受益者。 

除了經濟層面，中國在技術上的輸出也相當值得關注。目前全球定位系統仍

由美國、俄羅斯、歐盟為主，而全球定位系統對於國家在軍事上的用途不言而喻。

中國一直致力於打破歐美主導定位系統的地位，除了藉此塑造中國於技術上與歐

美國家齊平，在軍事上更是為了強化國防的自主性。近年來，中國的全球定位系

統—北斗的發展快速，引起美國的高度關注，並由美中經濟暨安全檢討委員會

（United State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撰寫了

一份報告，提到北斗系統將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擴大，服務將包括中東在內的地

區，屆時沿線國家對美的依賴降低，將對美國帶來安全、經濟與外交上的影響。

105 

2012 年 12 月中國與東協啟動「中國—東盟技術轉移中心」，並且開始每年

於東博會舉辦「中國—東盟技術轉移與創新合作大會」，並自 2013 年起，開始藉

由東博會舉辦論壇以及專題展等方式協助北斗系統進入東協。2014 年，泰國預

計於三年內在國境內建立 220 個北斗系統基地台，至 2020 年，中國預計於東協

十國建立 1000 多個基地台以達到北斗系統的全面覆蓋；不僅如此，中國更陸續

與泰國、柬埔寨建立全球衛星導航基地站、與馬來西亞成立「北斗東盟數據及服

務中心」、與寮國建立北斗產業示範園，以及與泰國共建「中國—東盟北斗科技

城」，進一步加深其科技系統的影響力。不僅是衛星導航技術，中國的高鐵技術

亦向東協輸出。印尼雅萬高鐵最後由中國而非日本得標，此項目為中國高鐵技術

                                                        
105“China’s Alternative to GPS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Staff%20Report_China%27s%20Alternative%20to%
20GPS%20and%20Implications%20for%20the%20United%20States.pdf (Accessed on Oct. 8 2019)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Staff%20Report_China%27s%20Alternative%20to%20GPS%20and%20Implications%20for%20the%20United%20States.pdf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Staff%20Report_China%27s%20Alternative%20to%20GPS%20and%20Implications%20for%20the%20United%20Stat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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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產業鏈輸出」從技術標準、勘查設計、工程施工、裝備製造、物資供應，

到運營管理、人才培訓、沿線綜合開發等都是由中國高鐵負責。106  

東協一直以來亟欲處理成員國之間經濟發展程度高度不均的問題，然而，打

著建立互利互惠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東博會，似乎並沒有縮短發展差距，

反而透過經濟與技術的不對稱，成為滿足東協部分國家發展需求的供給者。而這

樣的供需關係，同時加上中國快速成長的軍事力量及其越來越積極的外交作為，

所形成的權力位階將更有利於中國繼續擴大其政經版圖。  

2013 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後，東博會的主題也隨之轉變，並於 2014

年設立了「特邀貴賓國」（後於 2017 更名為「特邀合作夥伴」），正式將服務

對象擴大至中亞、中東歐等國，同年亦推出「一帶一路展區」並持續舉辦至今。

可見東博會在中國的大力主導下，成為服務中國國家利益、足以涵蓋海上絲綢之

路與陸上絲綢之路、一個極具包容性與彈性的互動平台。  

當經貿合作與往來加速「互聯互通」建設，同時面對高科技技術有逐漸被壟

斷的趨勢，貿易和技術與歐美日漸脫鉤的東協，未來政策方向將更易往中國傾斜。

如今東博會的服務對象與合作夥伴不再侷限於亞洲，中國將繼續運用東博會作為

外交政策工具，進而將東協、107甚至是其他國家引入中國的經濟秩序，甚至是政

秩序中。 

過去東協國家被認為無法團結一致，部分國家更傾向於與區域外國家合作，

導致共同體的建構以及相關整合的推進較為困難。面對與中國經濟和技術高度不

對稱的情況下，東協作為共同體，其中心性有逐漸受到破壞的趨勢，例如柬埔寨

與寮國皆非南海聲索國，卻分別在擔任 2012 與 2016 年的東協輪值主席國時，因

在南海議題上有所堅持，使得發表外長聯合聲明時並不順利；2016 年南海仲裁

案前，柬埔寨甚至發表聲明表示不支持仲裁的結果，以及 2019 年柬埔寨與越南

                                                        
106中國一帶一路網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13442.htm ；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10583.htm （檢閱日期：2019 年 10 月 30 日） 
107 作者訪談，匿名學者 A，廣西，2019 年 09 月 22 日。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13442.htm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105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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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將南海議題寫入峰會的公報中。108此外，2015 年的東博會中，越南副總理阮

春福提到因為東博會作為中國與東協間的橋樑以及中國所提出之一帶一路戰略

倡議，使越南得以參與區域合作、進而縮小與地區各國的發展差距，這也反映出

越南在國家發展與提升國際能見度有逐漸依賴中國的情形。 

 

 

 

 

 

 

 

 

 

 

 

 

 

 

 

 

 

 

 

                                                        
108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9, https://www.scmp.com/news/asia/southeast-
asia/article/3036097/beijing-pledges-long-term-peace-south-china-sea-where-its (Accessed on Nov 04, 
2019) 

https://www.scmp.com/news/asia/southeast-asia/article/3036097/beijing-pledges-long-term-peace-south-china-sea-where-its
https://www.scmp.com/news/asia/southeast-asia/article/3036097/beijing-pledges-long-term-peace-south-china-sea-where-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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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從國際社會化途徑針對東博會進行深入的分析，以探究中國如何向東協

推動國際社會化的過程、目的與結果，並釐清了東博會所隱含的戰略意涵。發現

東博會的功能不僅止於中國與東協間展開經貿合作、帶動雙方各種領域的合作與

交流，許多合作的概念因而得到實踐，更有助於擴大中國於其他地區的合作夥伴。 

第一節說明東博會的成立背景與組織運作機制，認為東博會突破了以往中國

與東協受限於「東協為主導」框架下互動的模式，藉由會展將國家—社會的行為

者，如政府高層、企業與民眾包裹至中國主導、主辦的會展的大框架下。 

第二節則說明東博會於政治、經濟與社會人文領域的成效，發現東博會不僅

滿足了中國與東協雙邊政府與企業的需求，會展更具有面向民眾的功能，有利於

中國實施公共外交。中國政府高層連年參與東博會使得東協每年皆派高層級官員

出訪，而國家級會展與高層級官員的出席對於企業來說具有強烈的政策背書意味，

這代表參加東博會，其商業合作可能獲得國家的資源挹注，參展的企業有機會可

以躍升為國家級項目，有助於擴展東協市場，這點強化了企業參與的意願，若無，

企業然可以依託東博會所塑造出的高公信力的品牌形象，順利進入彼此的市場。 

此外，民眾作為貿易、旅遊、學術、藝術文化交流等活動的行為主體，自然

會被東博會所吸引，其主動參與，對於中國與東協的行為者來說不僅得以見證中

國的國力及其與東協的友好與繁榮遠景，隨著雙邊經濟與人文交流越來越熱絡，

更有利於培植未來親中、友中族群。不僅如此，會展中的各類活動與先進技術展

示亦加深東協參展企業對中國的大國印象，在中國成為東協國家在經濟與技術上

的供給者、援助者時，更有助於將「中國威脅」扭轉為「中國機會」論，對於東

協國家來說，這份新的情感認同將成為中國國際社會化力量成功於在地國國內擴

散的關鍵推手。 

第三節則梳理東博會歷年的發展進程，發現其所隱含的中國於地方、區域

與全球層次的戰略意涵。當經貿合作與往來加速與東協國家的「互聯互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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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同時面對高科技技術有逐漸被壟斷的趨勢，加上前述提及之東協向中國出

口銷售的多為低端產品或食品、成衣加工品等，貿易和技術與歐美日漸脫鉤的

東協，在未來政策制定上將更易往中國傾斜。如今東博會的服務對象與合作夥

伴不再侷限於亞洲，基於東博會打著多國共辦的口號，但仍然是由中國主導的

事實，中國可能繼續運用東博會作為外交政策工具，進而將東協甚至是其他國

家引入其經濟秩序，甚至是政治秩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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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 

國際社會化最原始的動力源於國際體系中權力結構的變動、重大危機或國內

政局動盪等，大國因此得以干預次級國家，有了進行社會化的突破口，進而造成

遊戲規則的改變。本文從國際社會化途徑探討中國藉由東博會(2004-2019)向東協

展開的國際社會化過程，並藉由這個發生於中國與東協間的現象一窺「會展政治

學」的概念與意涵。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  中國與東協間的國際社會化現象與過程 

(一) 動機  

中國向東協推動國際社會化的原因為其於 1990 年代以後轉為多邊主義並且

陸續加入象徵西方規範、價值與意識形態的國際多邊組織。當時中國的目標為國

家的經濟發展，穩定的周邊以及友善的國際環境為關鍵，因此，中國在國際上的

行為較為被動；然而，隨著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成長，面對不同於西方的價值

體系，中國的威脅形象成為其他國家與之合作的顧慮。為了維持中國於地方、區

域、全球的利益，有必要強化與周邊國家的友好關係，並且盡可能地建立起親中

的關係網絡讓世界將中國的崛起從視為威脅論轉為機會，最有效率的方式便是向

周邊國家展開國際社會化。 

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威脅感使其必須以不同於過去西方國家推動國際社會化

的方式來形塑他國的利益與偏好，進而建構出新規範與價值，亦即中國的崛起

為助力而非阻力、為機會而非威脅。 

中國首先選擇東協作為第一個推動國際社會化的標的，原因除了東協處於

關鍵戰略地緣位置之外，雙方的合作基礎為互補性需求、情感認同與價值距離

較為接近，以及中國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援助與協助方式，以上因素有助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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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東協推動國際社會化力量。 

 

(二)  方式 

本文認為中國透過東博會養成與東協於政治、經濟與社會人文領域的合作

習慣，更透過社會人文領域的合作以及讓社會大眾參與其中的機制，培養未來

親中、友中的族群，不僅順利地讓雙方的利益與情感全面性地綑綁在一起，亦

有助於鞏固合作關係與強化未來持續合作之意願。 

中國在最初順應東協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目標提出欲建立中國—東協自由貿

易區來吸引與加強東協國家的參與意願，向東協傳達一同打造互利共榮的雙贏

遠景，加上中國一直秉持著互不干涉的原則，因此與過去西方國家以金錢換取

援助、以改革換取會員身分的國際社會化方式不同，如同當初東協接受新成員

國時亦無設定任何的政治門檻一樣，並非朝著改變其政、經體制的方向前進，

因此獲得東協部分國家的青睞。 

在國際社會化過程中，關鍵的變數為社會環境、行為者、價值的距離以及

欲傳遞的規範。由中國主導設計的東博會便是中國與東協的社會環境，而行為

者便是在東博會所發展出的各種互動機制中，所包含的國家—社會行為者，如

領導人、企業、民眾。 

領導人代表國家的政策背書與公信力，強化了企業與民眾與參與意願，而

企業與民眾代表社會，在長期且無形的經貿包裝的政治參與之下，有助於培養

出親中並且將中國與東協的友好關係視為理所當然的族群。中國與東協將成為

利益綑綁在一起的命運共同體，這樣的概念將深植於未來的中國與東協的社會

中，可降低新舊規範於國內層次的衝突，亦有利於中國向東協持續推動國際社

會化。  

 

(三) 目的與影響  

中國欲塑造出的新規範，亦是國際社會化的目的為「中國為主導」、「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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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機會」，且以不受他國干涉、以不同於西方的意識形態與價值體系活躍於國際

社會中，因此將標的國家納入其所設計與主導的社會環境下互動。 

中國透過東博會作為社會環境向東協推動的國際社會化過程就結果來看，雖

然在政治、經濟、社會人文領域有深化互動與合作的成效，但經由本研究相關資

料的檢視與爬梳發現目前仍在規範生成的第一階段，短期內將維持現狀。中國所

推動的國際社會化力量雖然強大，但由於目前國際政治屬於多極的狀態，各國亦

高度關注中國的一舉一動，並對其合作抱持較為謹慎的態度，加上東協不過度傾

向單一國的政策考量，亦會接受其他國家的資源挹注與合作。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國強大且單向的社會化力量反而因為其他國家對東協的關注而削弱。 

此外，經由本研究第三、四章可以發現，目前較為仰賴中國的國家為柬埔寨、

緬甸、寮國，越南則是策略性的選擇援助與資金來源；而具有較急迫的非傳統安

全問題的國家如印尼、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以及東協整體，則是選擇

與中、美保持等距的軍事合作，因此，綜合國家建設援助與資金的選擇、國家元

首參會次數以及於敏感議題的表態來看，目前僅有柬埔寨、緬甸、寮國的外交行

為明顯親中，部分親中行為雖然導致外界認為東協中心性受到破壞，但在外部因

素的干預之下，中國的國際社會化力量與成果就短期而言成效僅止於此，然若其

他國家對東協的關注無法持續，就長遠論，中國所推動的新規範不無持續擴散的

可能。 

即使如此，由於東協國家的民眾多數並不具有身為東協一員的情感與身分

認同，而中國透過東博會加深了留學生與一般民眾對中國國力與外交能力的正

面印象，在雙方存有政治需求以及經貿與技術形成高度依賴與不對稱的情況

下，未來分裂的認同將是東協抵抗中國國際社會化力量的軟肋。 

簡言之，中國與東協間的行為者因為東博會長年舉辦而發展出特殊的誘因

連結，這樣的連結進而創造、累積出東博會於政治、經濟與社會人文領域的成

效，這些成效則持續強化行為者的參與意願，雖然短期內的無法預見社會化的

完成，但在未來中國將持續藉由與東協於經濟、技術、情感認同上的連結，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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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擴張其影響力。 

二、 中國與東協間雙向的國際社會化與結果 

2019 年為中國採取改革開放政策 40 周年，除了國際經貿活動，其於 1994 年

加入東協區域論壇後與東協及其他國家在政治安全領域上有了更深入地互動。中

國從中學習如何發展與主導大型多邊組織，現今藉由東博會對東協展開的國際社

會化其實源自東協，這意味著國際社會化確實為一個雙向且動態的互動過程。然

而，隨著中國越來越融入世界體系，其與東協間則處於權力、資源、技術的高度

不對稱關係中，使得中國的國際社會化力量相當強大，但本研究卻發現作為被社

會化者以及於供需關係中需求方的東協，並非全然地處於被動且弱勢的地位。原

因在於當中國高度涉入東南亞區域事務的同時，東協亦再次成為美、日等國的重

點合作對象及各國利益競逐的中心與戰略布局的熱點地區，例如 2009 年美國一

改態度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出席東亞峰會；除了參加東協擴大國防

部長會議，美國也首次年至新加坡與東協十國舉行領袖會議(Leader’s meeting)，

以及中、美、日等國於東南亞地區的援助成長等。 

東協的地位在與中國展開密切合作後得到提升與鞏固，這顯示中國與東協間

的國際社會化力量具有外溢的效果，這樣的效果並非意指中國的社會化力量單方

面地向其他目標擴散，而是作為被社會化者的東協，在面對中國強大且幾乎是單

向的社會化力量時，反而吸引其他國家的關注與相關資源的挹注。這說明在中國

與東協國際社會化過程中雙方皆獲益，中國作為社會化者以經濟、技術、軍事上

的援助與合作讓初入國際經濟體系的國家以及面臨外在挑戰的國家習慣與中國

合作，長此以往調整這些國家的偏好與利益，以期在未來能夠更順利地銜接外交

政策。當利益綑綁在一起，中國崛起便是一個機會而非威脅，不僅如此，當東協

的經濟與技術援助格局改變，其他域外國家對東協的影響力將被削弱。 

而作為被社會化者的東協，其對外政策不宜過度傾向單一國家，雖然其在經

濟、技術與軍事領域無法避免來自中國的援助與協助，但東協本身的多元特質以

及其他國家如美、日等國對東協的關注提高，東協成為各國利益競逐與資源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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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熱點地區，導致中國對東協的社會化力量受到稀釋。但東協與其他國家保持平

衡的外交政策，亦使其在短期內的利益與中心地位並沒有因為中國的社會化力量

而被削弱，大國甚至受到東協的限制。例如 2019 年第 34 屆東協峰會提出的東協

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作為對美國印太戰略的回應，此舉

說明在中美競爭的背景下，東協依然擁有外交政策的自主性，既不激化兩強對抗

情勢，亦突顯東協於區域的領導角色、強化其戰略地位。 

 中國向東協推動的國際社會化過程並不如當初西方國家的社會化那樣順利，

原因在於當時的社會化背景下，並無另一個可以與西方價值體系相抗衡的力量出

現，現今中美兩強的競爭各自代表不同的價值體系，這意味著被社會化者擁有更

多的政策選擇空間，加上雖然中國得以滿足東協之特定利益與需求，但根據本文

第三章第三節的研究發現，部分東協國家仍對中國的態度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如頁 61 圖 3-1 所示），這意味著即使中國對東協社會化力量雖強大但仍不足，

因此削弱了單向的社會化力量，而這個力量雖然沒有快速地起到預期的效果，但

對於被社會化者來說，反而在多極的國際政治背景下，為自己增添了談判與協商

優勢，出現了反社會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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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展政治學的概念與意涵  

本研究認為東博會對於中國與東協間的關係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這些作用

可細分為合作概念與象徵性文件的實踐、雙邊經貿與投資合作的深化、設施連通

程度的提高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這些合作逐年累積成為中國與東協國家在國際

與區域上互動的信任基礎。109  

東博會於籌備與舉辦期間的各種活動全面性地涵蓋中國與東協雙邊的國家

—社會行為者並發展出特定機制，像是領導人見面、魅力之城與主題國、擴大合

作夥伴與海外巡展、各類型論壇與研討會以及公眾開放日等。這些行為者各自肩

負起發展雙邊於政治、經濟與社會人文三個領域的互動與合作，所累積出的成果

為東博會得以持續舉辦、創造多方參與榮景的原因。 

在政治上，東博會提供了中國中央、地方以及東協各國政府高層另一個對話

的機會，雙方在會中亦會傳達訊息並確認彼此需求，加上舉辦地遠離中共政治重

鎮，並且以深化經貿與投資合作為目的，故目前尚未引起西方國家媒體注意。作

為一個較不引人注目的政治溝通橋梁，中國藉由東博會成功地說服東協政府高層

                                                        
109 作者訪談，匿名學者 A，廣西，2019 年 09 月 22 日。 

 
圖 5-1 會展政治學的概念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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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參與。 

其次，在經濟上，東博會則是成為進入雙方市場的捷徑，透過定期的舉辦與

交流及其鄰近東協的地理優勢，使得企業拓展外國市場的成本大幅降低，「強化」

了雙邊企業持續參與的意願，同時，前述政府高層的參與，讓東博會成為一個具

有高度公信力與影響力的品牌，企業參與其中很有可能將原本的民間與民間的合

作提升到國家層次，獲得更多得資源與助力，例如文中所提之跨境經貿合作區與

兩國雙園之招商。 

最後，在社會人文領域上，民眾在東博會又可被分為學者、學生與一般民眾，

並藉由學者的專業素養以及對學術交流的熱情、留學生基於累積經驗以及一般民

眾對於一年一度地方盛會的好奇心，成功地在無形中讓公共外交的主要行為者主

動參與並被拉攏至此過程中，有助於扶植未來親中、友中的族群。  

中國與東協帶來政治、經濟與社會人文領域的成效使得東博會於中國與東協

間逐漸形成一個強大的供需結構。雙方雖藉此在政治、經濟與社會人文領域滿足

特定需求，但更為關鍵的是東博會實則隱含著中國於地方、區域以及全球層次的

戰略意涵，分別為邊陲省分的經濟發展、與重點國家的陸海空連結以及經濟與技

術上的輸出將使得東協可能調整其未來對外政策走向並逐漸與歐美脫鉤。 

 

四、東博會對現有國際社會化研究之反饋 

經由本文的分析，中國向東協所推動的國際社會化因環境不同以及社會環境

的設計有其獨特之處，故與過去歐洲國家的國際社會化過程呈現出不同的樣貌。

首先在環境的部分，過去的國際社會化研究關注於發生於歐洲的大國對次級國家

的單方面影響，並且多從理性計算的角度切入，導致研究重點為釐清單向社會化

過程的操作方式，加上當時並不無另一可與西方價值體系抗衡的力量，因此被社

會化者除了以「操縱」或「成本過高」等方式來拖延國際社會化的影響，似乎沒

有其他反制、抵抗的方法，處於一個相對弱勢的位置。然而，對東協來說，無論

是作為一個群體抑或是單一國家，在中、美各自代表兩大不同的意識形態體系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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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彼此競爭的大環境下，其政策選擇空間更具彈性，面對中國的國際社會化力量

並非處於弱勢之地位，東協反而獲得更多的協商空間。 

其次，過去針對歐洲國家的國際社會化過程中，其社會環境的設計僅將重點

放在對政、商、軍菁英的掌控，並且高度依賴這些行為者的橋樑性質，認為只要

掌握這些行為者，那麼規範與價值於國內層次便能向大眾傳遞，忽略了公民社會

參與此過程的重要性。根據本文分析，政、商、軍菁英並非作為國際社會化過程

中的主要傳遞媒介，高度去政治化的中國與部分東協國家之「公民社會」亦是未

來獲得支持之關鍵。東博會將雙邊的社會大眾納入其國際社會化的過程中，希望

透過社會層次的參與扶植未來親中、友中的族群，有助於緩解未來新舊規範間的

衝突，並成為鞏固合作關係的支持力量。 

中國透過東博會除了了解、滿足更結合雙邊國內菁英與大眾層次的利益與偏

好，避免於合作習慣養成的過程中，兩大族群可能因為代表不同利益所引起的分

裂的可能，進而造成國家推動對外政策的失敗。過去對歐洲國際社會化的研究中

皆認為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國內層次的傳遞與擴散，但在東博會的操作下，社會

大眾首次直接參與國際社會化過程，這有助於提高雙邊的合作意願，因此，在未

來的國際社會化研究中，研究焦點不應僅聚焦於高層級的互動與對國內層次的間

接影響，亦應關注社會層次於國際社會化過程中的直接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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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後續觀察與未來研究建議 

 

以目前東南亞的局勢而言，美國恢復保護主義、退出 TPP、僅派代表出席

2019 東協峰會，中國積極參與推廣 RCEP，與此同時，東博會除了帶動中越邊境

貿易與跨境經貿合作區建設，更是實踐一帶一路倡議相關建設的關鍵一環。由於

一帶一路倡議銜接東協各國國家戰略定位，如寮國從陸鎖國成為陸聯國、印尼的

全球海洋軸心等，因此必須關注未來人民幣的影響力是否在區域加深。 

此外，面對中國的積極作為，一直致力推動南海行為準則的東協，將不可避

免地受到箝制，110東博會每年於 9 月舉辦，時間剛好落在兩次東協峰會之間，本

身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涵，亦可說是中國突破過去以東協為主導對話框架，另

起的政治橋梁。東博會的舉辦地偏離中共政治重鎮，加上其以經貿投資為主的形

象，目前並不吸引西方媒體的關注，這意味著東博會除了是中國與東協雙方合作

概念實質化的平台，更可避免他國利益過度涉入使協商複雜化，同時亦能在下屆

東協峰會前「承先啟後」。作為 2019 年主題國的印尼僅派出總統特使出席，一改

往年主題國皆由國家元首率團參會的「習慣」，對比中南半島國家領導人幾乎連

年出席的情況，未來不僅可從東博會的主題設定、合作夥伴、舉辦的高層論壇，

推測出中國對外政策走向與發展重心，亦可藉此一窺東協海洋與陸上國家對中之

態度，及其在東博會框架下形成有別於以往、以中國為主導的中國─東協對話機

制之意願。  

最後，本文認為由於中國幅員廣大，地方反而被賦予了執行中央外交政策與

目標的使命，地方官員則可透過政績更接近權力核心，在這樣的情況下，地方將

彼此競爭中央資源、地方官員積極回應中央政策以利自身仕途發展，可做為未來

研究切入角度。此外，由於筆者無法全程參與東博會，故無法更深入地探究東博

會現場，本文僅以一個個案說明中國所推動國際社會化過程，但目前中國已於境

                                                        
110 Voice of America, 2019/10/30, https://www.voanews.com/east-asia-pacific/southeast-asian-leaders-
seen-siding-chinas-despite-maritime-dispute (Accessed on November 1, 2019) 

https://www.voanews.com/east-asia-pacific/southeast-asian-leaders-seen-siding-chinas-despite-maritime-dispute
https://www.voanews.com/east-asia-pacific/southeast-asian-leaders-seen-siding-chinas-despite-maritime-dis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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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舉辦多個具有高度目標性的國際型博覽會，故若作為中央外交政策的執行面，

會展與地方外交間的關係與影響可以做為未來研究會展政治學的動力，能進一步

釐清「會展政治學」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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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中國針對各個地區舉辦之國際型博覽會 

 
 
 

 

第一屆 名稱 
針對 

地區 

舉辦 

屆數 

中方出席 

高層 

主辦單位 
備註 

2004/11 中國-東

盟博覽

會 

東南亞 共 16

屆 

國家副主席 

國務院總理 

國務院副總

理 

政局常委 

 

中國商務部 

東協國家經貿部們 

東協秘書處 

每年於中國廣西自

治區南寧市舉辦。 

 

2005/09 中國-東

北亞博

覽會 

東北亞 共 12

屆 

國務院副總

理 

政協副主席 

人大副委員

長 

中國商務部 

中國國發改委 

中國貿促會 

吉林省人民政府 

每年於中國吉林省

長春市舉辦 

2011/09 中國-亞

歐博覽

會 

中、

西、南

亞&歐洲 

共 6 屆 國務院副總

理 

國家副主席 

國務院總理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人民政府 

商務部 

外交部 

貿促會 

國家開發銀行 

中國進出口銀行 

中國出口信用保險

公司 

於中國境內舉辦、

非每年舉辦，主要

為配合中國西部大

開發戰略。 

2013/06 中國-南

亞博覽

會 

南亞 共 6 屆 國務院副總

理 

國務院副總

理 

國家副主席 

商務部 

雲南省人民政府 

每年於中國雲南省

昆明市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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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 名稱 
針對 

地區 

舉辦 

屆數 

中方出席 

高層 

主辦單位 
備註 

2013/09 中國-阿拉

伯國家博覽

會 

中亞 共 4 屆 政局常委 

政協副主席 

國務委員 

 

商務部 

中國國際貿易

促進委員會 

寧夏回族自治

區人民政府 

每兩年於中國境內

舉辦一次 

2014/06 中國-俄羅

斯博覽會 

北亞 共 6 屆 國務院副總

理 

全人大副委 

員長 

商務部副部

長 

商務部 

黑龍江省人民

政府 

輪流於中俄城市舉

行 

2015/06 中國-中東

歐國家投資

貿易博覽會 

中東

歐 

共 5 屆 國務委員 

商務部部長 

商務部歐洲

司司長 

商務部 

浙江人民政府 

每年於中國境內舉

辦 

2018/10 中國國際進

口博覽會 

全球 共 2 屆 國家主席 

國務院副總

理 

商務部 

上海市人民政

府 

每年於上海舉辦 

2019/6 中國-非洲

經貿博覽會 

非洲 共一屆 國務院副總

理 

商務部 

湖南省人民政

府 

每兩年於湖南舉辦 

 

資料來源：自各博覽會官網整理製表，最後更新時間為 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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