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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之 
效應與歐盟因應之道

張孟仁

（輔仁大學義大利文系主任兼外交暨國際事務學程召集人）

摘要

「一帶一路」倡議亦或是「新絲綢之路」構建了全球發展的新階段。中國

大陸透過大量投資建設有形基礎設施（即道路，機場，海事和能源）強化了中

國大陸與亞、非、歐洲的經濟關係。

「歐盟 - 中國連通平台」、「歐盟外資審查框架」與「歐亞互聯」計畫是

歐盟針對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所陸續出現的回應，顯示出歐盟從一開始

嘗試配合（「歐盟─中國連通平台」），轉而出現疑慮，試圖推出「歐盟外資

審查機制」防止中國大陸利用「一帶一路」投資或收購歐盟會員國港口、戰略

或高科技領域的部門。隨著這幾年來「一帶一路」引發了種種疑慮，最後，歐

盟在擔憂中國大陸憑藉經濟優勢，假「一帶一路」擴張地緣影響力的考慮下，

終於加速推出了醞釀已久的「歐亞互聯」計畫與中國一別苗頭。

關鍵詞：「一帶一路」倡議、「新絲綢之路」、「歐盟─中國連通平台」、「歐

盟外資審查框架」、「歐亞互聯」



國際關係學報　第四十六期（2018 年 12 月）64

壹、前言

「一帶一路」倡議亦或是「新絲綢之路」構建了全球發展的新階段。透過

大量投資建設有形基礎設施（即道路，機場，海事和能源）強化了中國大陸與

亞、非、歐洲的經濟關係。1「一帶一路」倡議的成果有望加速中國大陸經濟，

特別是藉由平衡東部沿海地區的優勢地位以及出口中國公司的過剩產能，影響

中國大陸西部的經濟發展。重啟現代的絲綢之路有助於增加中國大陸在整個國

際政治和經濟舞台上的影響力。中國大陸透過「一帶一路」倡議試圖改變地緣

戰略，同時實施短期和長期的戰略目標，重新平衡世界的經濟版圖。不過，這

個發展計畫長遠來看，可能會導致大國之間引發更大的衝突，甚至催生第二次

冷戰。2

「一帶一路」倡議結合了從亞洲擴展到歐洲相互間關聯的經濟和政治的願

景。從歐盟會員國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倡議即中國承諾的投資。3 中國

大陸現今無疑是全球經濟和貿易大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貨幣儲備，是世界上

最重要的出口大國。「一帶一路」倡議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被視為中國大

陸領導人習近平的外交政策。誠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曾借英國「經濟

學人」報導宣傳：「一帶一路」可讓中國在 2020 年成為「小康社會」，而到

2050 年變成一個「繁榮、昌盛的」國家。4 習近平也把「一帶一路」看作是擴張

中國商業觸角和軟實力的途徑，在習近平的大外交政策中扮演核心角色，同時，

符合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的理念。「一帶一路」的重要性還包括它對美國

以及世界貿易的傳統概念提出了挑戰。英國《經濟學人》雜誌 2016 年的文章，

曾評論中國大陸如何用「一帶一路」的外交政策影響、甚至重塑世界眾多國家

的經濟。5

1 本文的中國指的是中國大陸。

2 Judit Sagi and István Engelber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Way Forward to China’s 
Expansi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trategic Re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4, No. 1 (2018), p. 22. 

3 Jasna Plevnik,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Europe,” cirsd, 
<https://www.cirsd.org/en/publications/occasionalpapers/the-belt-and-road-initiative> (October 18, 
2016).

4 中金在線，「英媒：一帶一路戰略重塑世界經濟版圖」，環球， <https://kknews.cc/zh-tw/
world/b2n8bm.html>（2016 年 7 月 3 日）。

5 “Our Bulldozers, Our Rules: China’s Foreign Policy Could Reshape A Good Part of the World 



專論　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之效應與歐盟因應之道 65

近年來，中國的崛起在經濟、地緣政治層面都帶給了歐盟很大的挑戰，不

管是多起的反傾銷、高科技與其他重點部門的併購案，以及在東非國家吉布地

（Djibouti） 設立的第一個海外永久軍事基地，甚至是在非洲的競逐，造成歐

盟的疑慮與壓力。6 根據 2018 年上半年的資料顯示，中國大陸在歐洲的投資比

在北美的投資多 9 倍，在北美的直接投資呈懸崖式下滑，銳減了 92%，從 2017
年的 240 億美元減少到 20 億美元。7

一、「一帶一路」倡議的緣起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3 年 9 月 7 日訪問哈薩克納扎爾巴耶夫大

學（Nazarbayev University）之際，提出一套新的經濟合作倡議，取名為「絲綢

之路經濟帶」。「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為「一帶一

路」（One Belt, One Road, OBOR）。「一帶一路」的概念其來有自，肇因中國

史上的「絲路」扮演相當重要的溝通要道，分成陸上與海上兩條途徑，習近平

借用歷史名詞「絲路」來取名，而「一帶一路」經濟合作內容所包括的貿易對

象與古代絲路接近，幅員範圍廣闊，幾乎廣含所有歐亞國家，可以利用絲路成

為中國與中亞、歐洲國家互動的管道。8

中國享有歷史傳統與地理上的優勢，是重新發展絲路經濟國家的不二人選。

準此，中國開始與絲路沿線各國提出許多區域型合作計畫，逐步成為「一帶一

路」的細部架構。另外輔以貨輪、港口貿易為主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

帶一路」試圖將古代中國陸上、海上絲路都納入經貿合作範圍。

「一帶一路」的內容架構設定六大經濟走廊來平衡區域發展：涵蓋歐洲的

「新歐亞大陸橋經濟走廊」、阿拉伯世界的「中伊土經濟走廊」、通往東南亞

Economy,” The Economist, <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16/07/02/our-bulldozers-our-
rules> (July 2, 2016).

6 Yun Sun, “Djibouti: What Europe Should Understand of China’s Approach to Military Expansion,” 
Euractiv,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defence-and-security/opinion/djibouti-what-europe-
should-understand-of-chinas-approach-to-military-expansion/> (October 2, 2018); Xinghui Zhang, 
“China’s Aid to Africa: A Challenge to the EU?” in Jing Men and Benjamin Barton, eds.,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Africa (London, UK: Routledge, 2011), pp. 209-226.

7 Natasha Turak, “China Is Investing 9 Times More into Europe than into North America, Report 
Reveals,” CNBC, <https://www.cnbc.com/2018/07/17/china-is-investing-9-times-more-into-europe-
than-into-north-america.html> (July 17, 2018).

8 王義桅，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香港：中華書局，2016 年），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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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協的「中新經濟走廊」、印度洋沿岸的「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巴基斯坦的「中

巴經濟走廊」，以及連通西伯利亞的「中蒙俄經濟走廊」，總計橫跨 65 國、納

入近 50 億人口。2014 年 11 月 8 日，習近平進一步宣布投入 400 億美元，成立

「絲路基金」，提供融資給「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做基礎建設，其中又以鐵路、

公路系統為優先。

此外，鑒於中國境內區域發展嚴重不均，「一帶一路」背負著提升西北地

區的經濟與生活水平的重責大任。儘管「一帶一路」並非西部大開發的一環，

但對西北地區的基礎建設有重要貢獻，藉由「一帶」必經西北的地理因素，趁

勢帶動西北各地的交通建設，最終目標是平衡中國內部的區域發展。「一帶」

沿線國家眾多，若中國都能藉機進行基礎建設投資，不但有助於「一帶一路」

貿易額的增長，更能順勢將中國所生產的鋼筋、建材等工業產品外銷至中亞、

西亞、南亞與東歐，對近年趨緩的經濟成長與過剩的產能，可達到刺激效果。

整體觀之，「一帶一路」是中國採取「翻轉向西」的戰略，且希望透過相關建

設與投資，將各個國家與區域串聯，塑造未來新興市場，並促進區域整合。9 換

句話說，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為拉抬經濟增速下滑頹勢，並將國內過剩產能輸

往海外，提出「一帶一路」倡議。5 年來，該政策已然成為大陸對外發展最重

要的策略之一。此外，從觀察國際大環境來看，雖然國際金融危機已經過了十

年，但全球經濟未見起色，中國的經濟成長速度減緩，投資、消費與外需不振，

如何進一步打開國際市場成了中國領導人思考的重點。面對西方國家的環伺，

如何突破西方所主導的局面以中國的方案來提出新理念與重塑全球經濟治理體

系正是「一帶一路」倡議出現的由來。10 中國打算與歐洲、中亞共同推動貿易

投資一體化，共同尋找經濟復甦與振興的方法。11 不過，「一帶一路」並非實體

也不是機制，而是透過合作發展的理念與倡議，依賴中國與相關國家既有的雙

邊機制與合作平台，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經濟合作夥伴關係。「一帶一路」

作為中長期發展戰略，絲綢之路的暢通對於解決中國產能過剩的市場、資源的

獲取、戰略縱深的開拓以及強化國家安全等問題具有重大意義。12

9 楊永明，亞洲大崛起：新世紀地緣政治與經濟整合（台北：捷徑文化，2018 年），頁 78-
88。

10 國家開發銀行、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北京大學，「一帶一路」經濟發展報告（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2017 年），頁 21-30。
11 馮並，一帶一路：全球發展的中國邏輯（台北：高寶，2015 年），頁 22-25。
12 王義桅，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香港：中華書局，2016 年），頁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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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經濟學人》曾經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風險評估，也認為「一

帶一路」是中國現階段非常重要的對外政策，原因有三：（一）數字龐大。目

前正在進行中的大小工程多達 900 項、8,900 億美元，未來還會投入約四兆美元

的資本額用於「一帶一路」各國的基礎建設。（二）外交布局。中國外交部長

王毅，曾在 2014 年將「一帶一路」視為習近平最重要的外交戰略，藉由商業、

經濟影響力來增強中國在國際的實力。（三）顛覆傳統。以往國際貿易舞台是

以美國為核心，分別發展對歐洲、亞洲的夥伴關係，但「一帶一路」卻是將歐

亞視為一個整體，並以中國為重心所在。13

習近平在 2017年 10月 18日中共第 19次全國代表大會談到，以「一帶一路」

建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等國際經貿成果讓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感召力、塑造力進一步提高。14 解讀話中含義莫過於「一帶一路」倡議凸顯了

中國的話語權。先前中國的發展中國家的理念和價值觀很少在國際場合受到重

視，也難在解決全球問題上受到矚目，顯然受限於西方所主導的西式價值觀，

然而「一帶一路」倡議突破了西方的壁壘，讓中國核心價值得以對外延伸。15

可見爭取中國的國際話語權與提出中國式的國際規範，是「一帶一路」重要的

目的。中國打算把作為第二大進口國的角色潛力挖掘出來，用市場開放做籌碼，

或以市場的逐步開放程度換取更大的話語權。

13 “What is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Many Motivations behind Xi Jinping’s Key Foreign 
Policy,” The Economist, <https://www.economist.com/the-economist-explains/2017/05/14/what-is-
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 (May 15, 2018).

14 中央社，「中共 19 大後　學者：經濟爭取外交話語權」，TVBSNews，<https://news.tvbs.
com.tw/local/793798>（2017 年 10 月 20 日）。

15 國際話語權具有三大屬性。一是不平等性。國際話語權與國家實力相關。各國在政治、經濟、

軍事、文化、科技等方面發展的不均，導致其國際話語權受到影響。歐美強國在國際話語權

中佔主導地位，甚可說是霸權地位，而非洲、拉美等國家則相對處於不利地位。二是國際性。

一國之話語之所以能成為國際的，並不是在於它提出的話語內容涉及國際因素，而端視該話

語能為多少國家所接受。一國所提出能為世界接受的話語越多，那麼這個國家的國際話語權

也就越強。三是非強制性。國際話語權的大小雖與國家實力有關，但並不完全取決於國家實

力大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話語內容的品質、普遍適用性、邏輯性和說服力，國家也很難動

用強制力量迫使對方接受自己的觀念，它體現出來的主要是一種吸引力。從這個角度來說，

它即是一國「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具體體現。王秋彬、崔庭赫，「關於加強『一帶一

路』國際話語權構建的思考」，公共外交季刊，第 4 期（2015 年），頁 60-66；關雪淩，「全

球治理體系變革與『一帶一路』話語權構建」，人大國發院，<http://aoc.ouc.edu.cn/2f/b4/
c9821a208820/page.htm> （2018 年 8 月 28 日）；孫敬鑫，「『一帶一路』建設為提高國際話

語權作出有益探索」，中國社會科學網， <http://theory.gmw.cn/2017-02/14/content_23715783.
htm> （2017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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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者王義桅認為軟實力是中國崛起的關鍵力量，為了讓古老的絲綢之

路能更好更快地在新時代煥發出強勁的生命力，需要連接中外與溝通世界，讓

沿線國家與人民能理解。16 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將從過去多邊規則的實

踐者和跟隨者，轉變為全球多邊規則改革的積極推動者。在與發展中國家和發

達國家的經濟外交中發現彼此共同的利益，並在全球治理改革中體現各國的共

同利益訴求。17

倒是在經過五年間的運作後，2018 年「一帶一路」的投資規模開始縮減，

主要是合作對象多是經濟、社會條件不足的成員國，沒有能力償還中國的貸

款。18 基此，中國未來會轉而對「一帶一路」的跨國放款精打細算，確保對方

有能力償還。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政府掌控的貸款機構，慣以貸款或財務擔保

方式放款給「一帶一路」的合作夥伴，助其建設大型基礎設施，如高速公路、

高速鐵路、鐵路和發電廠等。不過，獲得這些貸款的前提通常是需允許中國企

業參與大部分的建設，讓中國企業獲利。19 但中國必須承受一旦有些合作夥伴

付不出錢，片面宣布破產的風險。整體而言，中國會是「一帶一路」獲利的一

方，一方面可藉由輸出過剩產能賺取外匯，另一方面，可以鉅額貸款讓許多「一

帶一路」的「合作夥伴」成為債務國。根據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
研究員希爾曼（Jonathan Hillman）的觀察，一帶一路不利於借錢的小國。印度

總理莫迪也曾在「上海合作組織」會議上指出，「一帶一路」是以貸款方式，

讓目標國陷入債務陷阱，變相為中國所控制。20

持平觀之，歸結上述的重點，「一帶一路」倡議整體的目標大抵有三點：

（一）開發西部、輸出產能與打開市場；（二）提高自身的國際話語權，突破

西方的壟斷；（三）利用經濟實力（貸款）增加對沿線國家的影響力，間接達

到使其依賴的效果。另外，中國學者王義桅認為「一帶一路」作為中長期最重

要的發展戰略，旨在解決中國過剩產能的市場、資源的獲取、戰略縱深的開拓

16 王 義 桅，「 一 帶 一 路 的 國 際 話 語 權 探 析 」， 探 索，<http://world.huanqiu.com/article/ 
2016-05/8930524.html>（2016 年 5 月 14 日）。

17 趙萍，「爭取全球治理更大話語權」，旺報，2017 年 2 月 16 日。

18 李蒨蒨，「外媒：大陸經濟不樂觀 一帶一路踩剎車」，新唐人電視， <http://ca.ntdtv.com/xtr/
b5/2018/07/03/a1382032.html>（2018 年 7 月 3 日）。

19 陳一新，「一帶一路調向穩健踏實」，中國時報，<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 
20180718003898-262104?chdtv>（2018 年 7 月 18 日）。

2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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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家安全的強化。21 無論各方如何解讀，都承認「一帶一路」是以中國為主的

發展戰略，通過基礎設施升級和貿易便利化，來加強地區間和國際間的連接性，

儘管主打互惠與共榮，但實際意圖是凸顯中國崛起後所該擁有的角色與舞台。

二、歐中關係近年來的發展脈絡

2001 年歐盟與中國大陸建立全面夥伴關係，2003 年雙方更進一步成為全面

戰略夥伴關係，同年 10 月中國大陸首次發表對歐盟的政策文件。2006 年，歐

盟發布第六份對華政策文件，有別於前五份文件著重在提升雙方關係，該文件

則是要求中國大陸在多個領域承擔更多責任。隔年雙方同意重新簽署一份全方

位的夥伴關係與合作協定，打算針對 1985 年的歐中貿易暨經濟合作協定進行修

改與更新，不過迄今仍未有大幅度的進展，箇中原因當然是跟市場准入、智財

權、勞工標準、公共採購，甚至是中國大陸想要的「市場經濟地位」等因素雙

方觀念落差有關，只好另圖聚焦在中歐雙邊投資協定（BIA）。22

在 2013 年 11 月所舉行的第十六次歐中領導人會面，雙方宣佈啟動雙邊

投資協定談判，協定涵蓋投資保護和市場准入兩個方面。2014 年 11 月，歐

盟執委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提出了「容克投資計畫」（Juncker 
Investment Plan），打算設立總額 210 億歐元的歐洲戰略投資基金，並預估在

2015 年至 2017 年間獲得來自民間部門的約 3,150 億歐元投資，將其投入到能

源、電信、數位、交通以及教育創新等領域，來重振歐洲經濟。23 2015 年 6 月，

21 王義桅，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前引書，頁 11。
22 張孟仁，「歐洲聯盟的全球經貿戰略佈局：與中國大陸經貿關係為例」，國際關係學報，第

33 期（2012 年），頁 103-162。2013 年中歐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才開始啟動，希望精簡與整合

現有中國與歐盟會員國之間的投資保護協定，以求完成涵蓋更高水準的投資保護和市場准入

之投資協定。不過，由於歐盟內部較高發展的會員國要求優先保護在中國市場的投資利益，

而開發中的中東歐會員國則更關注吸引中國前來投資，故無法達成內部共識協商出歐盟內部

一致的立場。不過，今年 6 月 28 日中國發改委和商務部共同發布《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

措施（負面清單）2018 年版》，或將去除中歐雙邊投資協定談判的主要障礙。吳福成，「中

歐投資協定談判提速 台灣要加把勁」，工商時報，<https://view.ctee.com.tw/economic/6867.
html>（2018 年 7 月 5 日）。

23 截至 2018 年 7 月，該籌募金額已經超過原本預估的 3150 億歐元，目標在 2020 年達到 3,350
億歐元。估計能在 2020 年提升歐盟整體 1.3% 的 GDP，並創造 140 萬個工作機會。“Juncker’s 
Plan exceeds original €315 billion investment target,”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
commission/news/juncker-plan-exceeds-original-eu315-billion-investment-target-2018-jul-18-0_
en> (July 1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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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決定將「一帶一路」倡議與「容克投資計畫」進行對接，並以此建立中

歐共同投資基金（CIF）以及「歐盟─中國連通平台」（EU-China connectivity 
platform），使對接方案能具體實施。24 為表中國大陸對歐方的心意，中國大陸

成為第一個宣布參與「容克投資計畫」的非歐盟國家。

2016 年 7 月 18 日歐盟會員國通過了「歐盟對中新戰略要素」（the 
Elements for a New EU Strategy on China），該文件對歐中關係做了一個全面的

解讀，強調「互惠」和「公平競爭」是對中關係的基本原則，並列舉了雙方需

要面對的主要挑戰。25這份文件寄望歐盟會員國政府與歐洲議會能在未來幾年就

歐盟的中國政策達成共識。文件還特別著墨「歐盟─中國連通平台」（the EU-
China Connectivity Platform）在未來雙邊關係藍圖中扮演的關鍵角色。該連通平

台於 2015 年 7 月設立，是中國大陸和歐盟通過實體和數位網路連接亞歐大陸的

媒介，加強基礎設施領域合作，推動運輸無縫連接和運輸便利化等。2017 年 5
月，歐盟執委會副主席卡泰寧（Jyrki Katainen）帶隊出席在北京所召開的「一

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並表達歐洲投資銀行（EIB）願與中國主導的亞

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進行合作的意願。同時，歐盟也尋求與中國的發

展戰略對接，雙方在同年 6 月的歐中峰會上簽署了《絲路基金和歐洲投資基金

促進共同投資框架諒解備忘錄》，並召開了中國大陸—歐盟互聯互通第二輪會

議。儘管會中在通關便利化、加強規範與標準對接、融資、投資合作等方面取

得了實質性進展，然而，由於歐中雙方在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分歧過大，未能

在高峰會上按原定計劃發表聯合聲明。

2017 年 12 月，歐盟新的反傾銷規定生效，以「嚴重的市場扭曲」這一新的

方式作為判斷某種商品是否在歐洲市場構成傾銷的基本依據。在投資領域，歐

盟則尋求建立外資審查框架，對中國資金豎起政策壁壘。歐盟執委會主席容克

24 中歐共同投資基金是由絲路基金和歐洲投資基金 (EIF) 共同設立，目的在尋求「一帶一路」

建設與「容克投資計畫」對接，以應付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後歐洲投資不振的問題。在

第二十次中國大陸歐盟領導人會晤期間，絲路基金與歐洲投資基金簽署《關于中歐共同投資

基金首單項目落地與繼續深化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宣布啟動中歐共同投資基金首單項目。

歐盟執委會 2018 年 8 月 6 日宣稱，第一支中歐共同投資基金首期融資募集到 6 億歐元。“First 
EU-China Investment Platform Backed by the Juncker Plan,” European Investment Fund, <http://
www.eif.org/what_we_do/equity/news/2018/silk_road_fund_initiative.htm> (August 6, 2018).

25 “The Elements for a New EU Strategy on China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eeas.europa.eu/archives/docs/china/docs/
joint_communication_to_the_european_parliament_and the_council_-_elements_for_a_new_eu_
strategy_on_china.pdf> (June 2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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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 2017 年 9 月的施政演講中就如何應對戰略性行業的併購行為發表意見，該

表態被外界視為是不具名地針對中國。歐盟還指責中國國內的營商環境並沒有

走向進一步的開放，也擔心中國所推展的經濟外交在歐洲地區可能阻礙歐盟規

範的實施，破壞歐盟既有的各類經濟與社會標準，甚至干擾歐盟內部的團結和

一致對外的立場。

2018 年 6 月 26 日，中國大陸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與歐盟執委會副主席卡泰

寧（Jyrki Katainen）進行第七次中歐經貿高層對話，同意繼續推進「一帶一路」

合作倡議與歐洲發展戰略進行對接。之後，7 月 16 日，第二十次中國大陸、歐

盟領導人在北京舉行會晤，雙方同意進一步深化歐中合作，包括推動「一帶一

路」跟歐盟發展規劃的對接。

三、歐盟對「一帶一路」的認知

歐盟本身對中國對內的經濟改革和對外的經濟外交的顧慮正在攀升，歐盟

及會員國對中國政策不斷進行調整，以適應現狀的變化。2018 年 9 月 19 日，

歐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莫格里尼（Federica Mogherini）推出了「連接

歐亞─一項歐盟戰略的基本組成內容」（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Building 
blocks for an EU Strategy）的提案，側重以「歐洲方式」（the European way）
來推動與亞洲國家之間的交通、數位化、能源領域互聯，並促進人員交流。歐

盟認為，在推動「歐亞互聯」的過程中，必須有共同的標準和原則，歐盟會格

外重視規則、可持續性，並保障各方機會均等與當地社區受益，但否認這是對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回應。26

26 “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Building Blocks for An EU Strategy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and the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cdn3-eeas.
fpfis.tech.ec.europa.eu/cdn/farfuture/_014y_ZmZOKD0lvjc4Zx1hfTSz91fJMhUGyXRUHp2
5I/mtime:1537348892/sites/eeas/files/joint_communication_-_connecting_europe_and_asia_-_
building_blocks_for_an_eu_strategy_2018-09-19.pdf> (September 19, 2018)；苗子，「抗衡一

帶一路，美國調整對外援助方式」，德國之聲中文網， <https://www.dw.com/zh/%E6%8A%9
7%E8%A1%A1%E4%B8%80%E5%B8%A6%E4%B8%80%E8%B7%AF-%E7%BE%8E%E5%9
B%BD%E8%B0%83%E6%95%B4%E5%AF%B9%E5%A4%96%E6%8F%B4%E5%8A%A9%E
6%96%B9%E5%BC%8F/a-45751465> （2018 年 10 月 4 日）；苗子，「歐亞互聯—歐盟新提

案應對『一帶一路』？」，德國之聲中文網， <https://www.dw.com/zh/%E6%AC%A7%E4%B
A%9A%E4%BA%92%E8%81%94%E6%AC%A7%E7%9B%9F%E6%96%B0%E6%8F%90%E6
%A1%88-%E5%BA%94%E5%AF%B9%E4%B8%80%E5%B8%A6%E4%B8%80%E8%B7%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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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歐盟及其會員國來說，如何與中國打交道已經成為一項緊迫且需認真

對待的任務。歐盟面對中國所提出的「一帶一路」究竟面對多少機會與挑戰？

歐盟採取何種態度與策略來回應？本文前言先介紹「一帶一路」倡議的源起與

歐中關係近幾年來的發展。次部分概括介紹中國所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之

內容、運作方式及解讀其目的，並檢視它與歐盟的關係。第三部分來檢驗「一

帶一路」對歐洲整合的影響，兼討論歐盟對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應對措施的

可行性。結論歸結出「歐盟─中國連通平台」、「歐盟外資審查框架」與「歐

亞互聯」計畫是歐盟針對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所陸續出現的回應，顯示

出歐盟從一開始嘗試配合（「歐盟─中國連通平台」），轉而出現疑慮，試圖

推出「歐盟外資審查機制」防止中國大陸利用「一帶一路」投資或收購歐盟會

員國港口、戰略或高科技領域的部門。最後，歐盟在擔憂中國大陸憑藉經濟優

勢，假「一帶一路」擴張「話語權」、地緣政治、經濟獲利的通盤考慮下，終

於加速推出了醞釀已久的「歐亞互聯」計畫與中國一別苗頭。不過，往另一方

面思考，面對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的挑戰，歐盟在主要的會員國與歐洲議會

的推動與支持下，執委會逐漸發展出一套「歐洲模式」既要抗中（「歐亞互聯」

計畫）、防中（「歐盟外資審查機制」），卻也要配合中國搭上中國發展的順

風車（「歐盟─中國連通平台」）。

貳、「一帶一路」倡議與歐盟的關係

打從 2014 年成立「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中國大陸迄今已與全球 123 個國

家簽署合作文件，透過融資與技術合作，大規模涉足各國的基礎建設工程。以

歐洲區域為例，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的夥伴就包含了歐盟 27 國（不含英國）

內的 14 國。27「一帶一路」倡議得到國際間高度關注，這項宏偉工程的核心是

強化兩大重要路線的連接性，即陸路和海路。在陸路方面，著重在能源和交通

a-45572374> （2018 年 9 月 20 日）；苗子，「專訪：歐盟感到『並不坐在駕駛座上』」，德

國之聲中文網， <https://www.dw.com/zh/%E4%B8%93%E8%AE%BF%E6%AC%A7%E7%9B
%9F%E6%84%9F%E5%88%B0%E5%B9%B6%E4%B8%8D%E5%9D%90%E5%9C%A8%E9%
A9%BE%E9%A9%B6%E5%BA%A7%E4%B8%8A/a-45580451>（2018 年 9 月 20 日）。

27 計有奧地利、希臘、波蘭、捷克、保加利亞、斯洛伐克、立陶宛、匈牙利、愛沙尼亞、

斯洛維尼亞、羅馬尼亞、拉脫維亞、葡萄牙與馬爾他等 14 國。「包圍網破洞：G7 國首

位，義大利即將加入『一帶一路』」，聯合報，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
story/8662/3682594>（2018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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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建設；關於海路方面則側重港口和新貿易航線的投資。就實際而言，

陸運線路的終點就在歐洲，海運則是目前歐洲和中國的貿易往來中最普遍的方

式，因此「一帶一路」通過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暢通了跨境運輸的瓶頸路段，

交會處在「一帶一路」另一端的歐洲。28

雖然歐洲是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下兩大經濟走廊的最終目的地，但是

中國大陸還是過了一段時間才發覺到跟歐盟進行互動的必要性。中國大陸最初

只在歐盟機構層級尋求可以合作的具體專案，並不急於回應歐盟在制定中國大

陸與歐盟會員國互動規則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歐盟方對中國「一帶一路」的

看法有著三方面的考量：第一，「一帶一路」倡議牽涉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相關

的廣泛概念；第二，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並存；第三，歐方認

為「一帶一路」唯有在公開、透明規則的合作前提下，機會才會得到體現。

除了中國大陸沒有意識到與歐盟層次互動的重要性外，當時「一帶一路」倡

議在歐洲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的最大原因是歐洲也正在進行的容克投資計畫，它有

一個部分同是基礎設施投資。於是中國大陸主張「一帶一路」戰略與容克投資計

畫對接，共享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的投資和經驗合作，增強亞歐大陸的基礎設施、

電力能源以及數字經濟的建設投資與連接。29「歐盟─中國連通平台」可以說是

歐盟較早對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比較整體的回應。歐盟駐中國大陸大使史偉

（Hans Dietmar Schweisgut）強調該平台已找出 40 個合作項目。換句話說，歐盟

對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的回應便是建設互聯互通平台，藉此交流各自政策

資訊、提升互聯合作的新工具。30 為了確認歐盟是否真的了解「一帶一路」，中

國國際研究院分別在 2015 年與 2017 年間針對歐盟官員、參加「中國─中東歐 16

28 此外，跟歐洲最有關的兩條線分別是歐亞大陸橋為主的北線：北京→俄羅斯→德國→北歐與

跨國公路為主的南線：北京→南疆→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義大利→西班牙。

王義桅，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前引書，頁 8。
29 徐建煒，「『一帶一路』戰略如何促進中歐貿易？」，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報告， <http://china-

trade-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E4%B8%80%E5%B8%B6%E4%B8%80%E8%B7%A
F/%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6%88%B0%E7%95%A5%E5%A6%82
%E4%BD%95%E4%BF%83%E9%80%B2%E4%B8%AD%E6%AD%90%E8%B2%BF%E6%98%93/
obor/tc/1/1X000000/1X0A9JMT.htm>（2017 年 3 月 28 日）。

30 Michal Makocki, “The EU Level: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lowly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EU Rules based Approach,” in Frans-Paul van der Putten, John Seaman, Mikko Huotari, Alice 
Ekman, Miguel Otero Iglesias, eds., Europe and China’s New Silk Roads, Report of the 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 (ETNC), <http://www.iai.it/sites/default/files/2016_etnc_report.pdf> 
(December 2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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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貿合作論壇」的中東歐歐盟官員、智庫等所做的問卷調查，了解他們對「一

帶一路」的認知，並以 2015 年與 2017 年兩次的調查作對照，觀察這些歐盟菁英

們的認知是否改變。其主流認知大抵如下：一、「一帶一路」是跟沿線國家一起

推動經貿與投資合作；二、是中國大陸所領導的戰略計畫（2017 年的認知變成是

中國大陸的倡議，需透過諮詢滿足所有利益後一起建造）；三、「一帶一路」需

要在歐中合作架構下建立一個合作機制（2017 年還增加了需要中國與歐盟國家間

的區域合作機制，像中國大陸─中東歐 16 國經貿合作論壇）；四、「容克投資

計畫」與「一帶一路」對接的合作可能性不明；五、中國大陸的基礎建設是否能

達到歐盟的標準是中國大陸與沿線國家最需面對的議題。31

事實上，中國大陸政府還考慮過與「一帶一路」國家，如希臘、義大利、匈

牙利與波蘭等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簽訂協定牽涉到歐盟對外的貿易政策，儘管由

執委會得到會員國授權後出面與中國大陸談判，但是由於大多數歐盟會員國並不

直接包含在此倡議中，在可能無法擁有共識的情況下，聯合起來反對中國大陸與

全部歐盟國家的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性頗大。32 此外，根據歐盟的關稅同盟原則，

所有會員國使用統一的對外關稅稅率，這就使得建立自由貿易區必須經過歐盟全

體成員的同意，無法單獨與中國進行自由貿易談判，徒生極大的困難。

中國大陸為了順利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衍生出的諸多相關聯計畫，其

中較重要的有亞投行、「一帶一路」備忘錄、中國大陸─中東歐 16 國經貿合作

論壇、港口與鐵路建設等，分別都有歐盟不同的會員國響應。迄至 2019 年歐盟

28 個成員國中有 20 國加入中國大陸主導的亞投行。一帶一路合作分為兩種層

級：較低的層級是簽署「合作文件」（cooperation agreement），較高的層級是

簽署「諒解備忘錄」（MOU）。諒解備忘錄也是合作文件的一種，但普通的合

作文件多只涉及個別項目或意向性項目，諒解備忘錄則包括一攬子的協議，在

某種程度上可視為正式的條約。33 表 1 告訴我們，並非所有歐盟會員國都在「一

帶一路」倡議相關的計畫內，特別是北歐（並非「一帶一路」的直接參與者），

不過，多數國家都已經簽署備忘錄與合作文件。

31 Zuokui Liu, Europe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sponses and Risks (Beijing, CN: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5), pp. 29-41; Zuokui Liu, Europe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
sponses and Risks (2017) (Beijing, CN: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7), pp. 29-41.

32 Stephen Woolcock, European Union Economic Diplomacy: The role of the EU in External Eco-
nomic Relations, (Farnham, UK: Ashgate, 2012) pp. 1-5.

33 黎蝸藤，「G7 國家第一個挺「一帶一路」，義大利成歐美圍堵中國漏洞」，新新聞，<https://
www.new7.com.tw/NewsView.aspx?t=05&i=TXT20190328104234Y8F>（2019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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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歐盟會員國參加與「一帶一路」倡議相關聯的計畫
亞投行

成員

簽署「一帶

一路」備忘

錄 MOU( 含
「合作文件」

)

中國 - 中東

歐 16 國經

貿合作論壇

「一帶一

路」港口

建設

「一帶一

路」鐵路

建設

中國國家

主席或總

理到訪演

說談到「一

帶一路」

捷克 ▲ (MOU) ▲ ▲

丹麥 ▲

法國 ▲ ▲

德國 ▲ ▲ ▲

希臘 ▲ ▲ (MOU) ▲ ▲ ▲ ▲

匈牙利 ▲ ▲ (MOU) ▲ ▲

義大利 ▲ ▲僅 (「合作

文件」)
▲

荷蘭 ▲ ▲ ▲

波蘭 ▲ ▲ (MOU) ▲ ▲ ▲ ▲

葡萄牙 ▲ ▲ (MOU) ▲

斯洛伐克 ▲ (MOU) ▲

西班牙 ▲ ▲

瑞典 ▲

英國 ▲ ▲

保加利亞 ▲ (MOU) ▲

馬爾他 ▲ ▲僅 (「合作

文件」)
愛沙尼亞 ▲僅 (「合作

文件」)
▲

拉脫維亞 ▲ (MOU) ▲

立陶宛 ▲僅 (「合作

文件」)
▲

愛爾蘭 ▲

羅馬尼亞 ▲ ▲ (MOU) ▲

奧地利 ▲ ▲僅 (「合作

文件」)
盧森堡 ▲ ▲ (MOU)
比利時 ▲

斯洛文尼亞 ▲僅 (「合作

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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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歐盟較大的國家如德國、法國、義大利與西班牙都因鐵路或港口建

設跟「一帶一路」倡議扯上關係。中東歐國家是歐盟內部對「一帶一路」倡議

的積極響應者，許多中東歐國家與中國建立了政府間溝通機制、簽署了合作備

忘錄、制定了具體的合作規劃。中國大陸於 2012 年創立「中國大陸─中東歐

16 國經貿合作論壇」，深化與中東歐國家關係，就中國而言，該合作論壇就是

在東歐國家推動其「一帶一路」的平台，並通過此一平台啟動了多項基礎設施

建設項目，將亞、非、歐洲等陸海區域連接起來，中東歐地區代表整個歐洲市

場的門戶，必須打通。參加 16 國經貿合作論壇的成員中有 11 國是歐盟的成員。

其中匈牙利、波蘭、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四國近幾年在移民問題與法治上與德國、

法國等歐盟創始成員國立場相左。34

34 張孟仁，「義大利新政府的作為與歐盟難民政策的困境」，發表於 2018 年第 4 次台灣歐盟論

壇，頁 22-23；張孟仁，「波蘭讓最高法院法官集體『被退休』，歐盟如何阻止民主開倒車？」，

關鍵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9977> （2018 年 7 月 18 日）；張孟仁，「波

蘭、匈牙利挑戰歐盟民主共同體根基，威脅比英國脫歐更大」，關鍵評論， <https://www.
thenewslens.com/article/94267> （2018 年 4 月 30 日）。

亞投行

成員

簽署「一帶

一路」備忘

錄 MOU( 含
「合作文件」

)

中國 - 中東

歐 16 國經

貿合作論壇

「一帶一

路」港口

建設

「一帶一

路」鐵路

建設

中國國家

主席或總

理到訪演

說談到「一

帶一路」

克羅埃西亞 ▲ (MOU) ▲

芬蘭 ▲

塞浦路斯 ▲ ▲僅 (「合作

文件」)
資料來源： Frans-Paul van der Putten, John Seaman, Mikko Huotari, Alice Ekman and Miguel 

Otero-Iglesias, “Europe and China’s New Silk Roads,” ETNC Report, 12/2016, p. 9，
與作者參考「已同中國簽訂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國家一覽」，中國

一帶一路網，<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2019 年 4 月

1 日），自製補充更新至 2019 年 6 月，其中包括：奧地利 2018 年 4 月簽署合

作文件；塞浦路斯 2018 年 4 月簽署合作文件；希臘 2018 年 8 月簽署協議備

忘錄；馬爾他 2018 年 11 月簽署合作文件；葡萄牙 2018 年 12 月備忘錄 ; 義大

利 2019 年 3 月合作文件；盧森堡 2019 年 3 月備忘錄；希臘另於 2019 年 4 月

加入中國─中東歐 16 國經貿合作論壇。

表 1　歐盟會員國參加與「一帶一路」倡議相關聯的計畫（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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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一帶一路」倡議與歐洲重要港口的關係
年份 港口國家別 投資、收購 ( 股份 ) 大事記

2019 義大利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 3 月底訪問義大利期間

簽署合作協議，允許中方投資並持有義大利港口股

權，涉及義大利四個港口：熱那亞 (Genoa)、巴勒摩

(Palermo)、狄里雅斯特 (Trieste) 和拉溫納 (Ravenna)。
2013-2018 法國、馬爾他、

比利時

1. 法國敦克爾克港 Flandres 碼頭：招商局持股 45%。

2. 法國 Le Havre 港 Nord 以及 France 碼頭：招商局持

股 25%。

3. 法國馬賽港 Eurofos 碼頭：招商局持股 25%。

4. 法國南特港 Grand Quest 碼頭：招商局持股 25%。

5. 馬爾他 Marsaxlokk 港 Freeport 碼頭：招商局持股

25%。

6. 比利時安特衛普港 Antwerp Gateway 碼頭：中遠海

控」持股 20%，招商局持股 5%。

2015-2108 希臘 比雷埃夫斯港 (Piraeus) 是歐洲 10 大貨櫃港口之一。

希臘一度破產，2011 年 GDP 負增長 9.1%。其最大

港 Piraeus 在 2015 年開始接受中國經營，2016 年被世

界第二大綜合航運公司「中遠海控」（COSCO）買

下。2017 年，Piraeus 吞吐量增加 10%。它從 2009 至

2017 年貨輪量增加 5 倍。2016 年，希臘ＧＤＰ增長負

0.2%，2017年增長1.4%。其國家經濟危機已度過。《紐

約時報》2017 年 8 月 26 日稱 Piraeus 已成為歐洲最繁

忙的港口，也是「一帶一路在歐洲的龍頭」，2015 年

當選的新總理 Tsipras 曾表示希臘願意成為「中國進入

歐洲的門戶」。擁有 100% 股份。

2017 比利時 2017 年 9 月，「中遠海控」買下比利時第二大港

Zeebrugge。約有 85% 股份

2017 西班牙 2017 年 6 月，「中遠海控」以美元 2.28 億買下西班

牙最大的 Noatum 貨櫃碼頭，佔 51% 股份以及西班牙

Bilbao 港 Noatum 貨櫃碼頭：中遠持股 40%。

2016 荷蘭

義大利

「中遠海控」於 2016 年以美元 14.3 億購得歐洲最大

港荷蘭鹿特丹 Euromax 船埠 35% 的股權，同年以美元

5.8 億購得義大利 Vado 港 40% 的股權。義大利 Vado 
Ligure 港 Reefer 碼頭：中遠持股 40%，青島港持股

10%
2004 比利時 「中遠海控」前身於 2004 年以美元 53 億購得安特衛

普 (Le port d’Anvers 比利時法蘭德斯的港口 )25% 的股

權。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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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2 所顯示，中國大陸已經買下一些多達 13 個歐洲港口或是收購許多

的股份，「一帶一路」在歐洲的海路上已有相當的斬獲，從希臘的比雷埃夫斯

到荷蘭的鹿特丹，對歐洲呈包圍之勢。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一項研究表示，

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遠洋運輸公司（COSCO）和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業已收購了比利時、法國、希臘、意大利、荷蘭和西班牙等 13 個港口的股份。

中共參與了歐洲大陸 10％集裝箱的運輸能力。35

2017 年 5 月 14 至 15 日兩天，習近平在北京的「一帶一路」合作論壇上

決定為「絲路基金」增資 1,000 億人民幣，提供各國基礎建設的貸款也擴大到

3,800 億人民幣規模。36 不過，當中國要與各參與國簽署合作備忘錄時，許多

歐洲國家卻因中國在「一帶一路」龐大經費預算的不公開透明，且由中國大陸

銀行主導各項基礎建設的貸款，加上部分歐洲媒體形容這是「中國式的殖民計

畫」，導致歐洲多國在最後不願為中國大陸「背書」。37

歐洲的重要性還可以從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十九大政治報告中看到端倪。

習近平一改之前的韜光養晦策略，重新訂定國際戰略目標，要讓中國大陸成為

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大國。習近平在報告中強調歐洲是「中國崛起」的重要舞台，

將成為北京發展影響力的目標。此外，歐洲非常需要中國投資，2008 年金融危

機給歐洲留下約 3,300 億歐元投資缺口仍然需要填補。38 既然歐洲缺投資，「一

帶一路」可以順理成章成為中國大陸對歐關係的突破口。

參、「一帶一路」倡議對歐洲的挑戰

「一帶一路」對歐洲的安全和經濟影響可以分為三大層面：對歐盟整合的

影響，對歐洲安全的影響，以及歐洲和亞洲的貿易，投資和市場准入的競爭。39

35 李昂，「收購多個歐洲港口股份 歐盟關注中共『海上絲綢之路』」，希望之聲，<http://www.
soundofhope.org/b5/2018/10/29/n2322426.html>（2018 年 10 月 29 日）。

36 藍孝威，「一帶一路建設，陸投資 9,000 億美元」，中國時報，<https://www.chinatimes.com/
newspapers/20170515000280-260102?chdtv>（2017 年 5 月 15 日）。

37 黃亦筠，「疑慮一帶一路，能否平等互惠？」，天下雜誌，<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
action?id=5082574>（2017 年 5 月 17 日）。

38 「以『合作共贏』從中東歐撬開西歐」，旺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 
20171208000897-260310?chdtv>（2017 年 12 月 8 日）。

39 Garima Mohan, “Europe’s Response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olicy Brief of German Mar-
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GMF), <http://www.gmfus.org/publications/europes-response-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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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會員國對「一帶一路」的挑戰有著不同的反應，中國大陸投資使歐洲內部

團結出現緊張局面。對於中國大陸的投資，歐洲有反應，但統一的回應逐漸成

形，這包括了歐盟同時與中國談判雙邊投資協定，並試圖在歐盟層面制定新的

外國直接投資審查機制與「歐亞互聯」計畫。

一、歐盟會員國政府與其工商界對於「一帶一路」倡議的立場不一

2008 年中國最初在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口投資受到懷疑，恐懼和反對，然

而，目前希臘政府正繼續向中國大陸尋求更多投資。由於「一帶一路」為歐洲

較貧窮的中歐和東歐地區帶來大規模基礎建設投資，因此在當地普遍較受歡迎，

甚至匈牙利為了中資願意反對歐盟及其他一些歐盟大的會員國。義大利副總理

迪馬約（Luigi Di Maio）宣稱，義大利有望 2018 年底前與中國簽署參與「一帶

一路」倡議的諒解備忘錄，有機會成為七大工業國中首個參與中國「一帶一路」

倡議的國家。迪馬約希望義大利產品能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義大利需要清除貿

易障礙，改善基礎設施，而這恰好是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所包含的內容。40

義大利 2018 年 10 月 1 日在羅馬正式成立義大利中國任務小組，以協調和強化

與中國大陸的經貿合作，並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合作。41 義大利副總理迪馬

約偕同經濟部長甚至於 2019 年初訪中參加中國大陸首屆國際進口博覽會表態對

「一帶一路」的支持。42 此外，當義大利為表達對中國大陸習近平主席 2019 年

3 月 22 日來訪的賀禮，打算成為 G7 的首個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的國家。

此舉受到美國的不滿與施壓。43

and-road-initiative> (March 30, 2018).
40 Flavio Fabbri, “Luigi Di Maio in Cina, scambi per 42 miliardi nel 2017,” Key4biz news, <https://

www.key4biz.it/luigi-di-maio-in-cina-scambi-per-42-miliardi-nel-2017-al-via-cooperazione-su-
innovazione-ambiente-e-smart-city/232402/> (September 21, 2018); Zhen Liu, “Italy amis to be 
China’s first G7 partner on belt and roa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22, 2018.

41 李書良，「推動一帶一路 義大利設任務小組加強與中國經貿合作」，工商時報，<https://
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002003852-260409?chdtv>（2018 年 10 月 2 日）。

42 Andrea Carli, “Italia-Cina, il ministro degli Esteri cinese a Roma: sul piatto i progetti della Nuova 
Via della Seta,” Il sole 24 ore, <https://www.ilsole24ore.com/art/notizie/2019-01-25/italia-cina-
ministro-esteri-cinese-roma-piatto-progetti-nuova-via-seta--161747.shtml?uuid=AELVt1LH> 
(January 25, 2019).

43 Gerardo Pelosi, “Nuova via della seta: il Mise accelera, Farnesina prudente,” Il sole 24 ore, <https://
www.ilsole24ore.com/art/commenti-e-idee/2019-03-06/nuova-via-seta-23-marzo-firma-mou-solo-
avvio-percorso-mise-accelera-farnesina-prudente-134448.shtml?uuid=ABZFRGbB> (Marc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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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至今對於「一帶一路」計畫仍抱持謹慎態度，法國總統馬克宏

（Emmanuel Macron）暫時不急於同中國大陸簽署諒解備忘錄，不過，法國的

里昂大區對「一帶一路」倡議有著積極回應，準備先參與中方的個別投資項目。

倘若觀察會員國內部的反應，大多數的歐洲企業都歡迎「一帶一路」，從中看

到商機。德國許多貿易中心包括德國招商引資開展市場行銷的德國貿易與投資

協會（GTAI）希望通過擴大與「一帶一路」戰略的海上和陸上聯繫來獲得新的

商機，2018 年 3 月 3 日，德國工商總會宣佈，各下屬商會正在發起一場推介活

動，以便讓德國企業瞭解「一帶一路」項目中蘊藏的商機。44 德國工業巨頭西

門子公司於 2018 年 3 月在北京設立全球「一帶一路」辦公室。德國漢堡最大的

港口以及在杜伊斯堡（Duisburg）經營德國最大內陸港口的 DuisPort 公司有興

趣成為「一帶一路」的樞紐，以便吸引更多的東亞和全球海運貿易。德國杜伊

斯堡近年來因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計畫，從一個後工業時代廢墟，轉變成

帶路計畫的歐洲物流中心。45 義大利的企業界也瞄準「一帶一路」的商機。46 西

班牙駐華大使卡內羅（Alberto Carneiro）盛讚「一帶一路」倡議恰恰是一個非

常好的實現經濟和市場開放的機遇。義新歐（義烏─馬德里）班列自 2014 年年

底開通以來，截至 2018 年 5 月底已累計開行 291 列，回程貨物越來越多。西班

牙中國商會和西班牙企業家組織聯合會在2017年6月1日馬德里共同主辦的「一

帶一路」下的西班牙企業商機論壇。西班牙政府為了支持「一帶一路」建設已

在中國設立了 4 個商務辦公室。47 荷蘭外交部長澤爾斯特拉（Halbe Ziljstra）
2018 年 2 月初表示，荷蘭以積極的態度看待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

願意發揮自身在港口設施、物流運輸和農業領域的優勢，與中國探討具體的合

作專案。有別於西方大國對「一帶一路」倡議態度曖昧，荷蘭明確表示，願

2019).
44 孔帆，「一帶一路進歐洲，政府玩曖昧，工商界很誠實」，觀察者，<https://www.guancha.

cn/kongfan/2018_03_07_449193.shtml>（2018 年 3 月 7 日）。

45 杜伊斯堡 (Duisburg) 在 1980 年代與大陸武漢市結為友好城市，但杜市在 2013 年之前，與

中國僅維持象徵性關係。2014 年之後，杜市被中國帶路計畫視為歐洲物流中樞。馮克芸，

「華郵：歐盟對一帶一路無策略共識，你不能怪中國」，聯合報，<https://udn.com/news/
story/6811/3345751>　（2018 年 9 月 3 日）。

46 Li Xia, “Italian business community eyes opportunity in Belt & Road cooperation,” Xin Hua News,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6/29/c_137289826.htm> (June 29, 2018).

47 馮俊偉，「西班牙政府和企業界看好『一帶一路』商機」，新華社， <http://www.xinhuanet.
com/world/2017-06/02/c_1121075978.htm>（2017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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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48 葡萄牙外交部長席爾瓦（Doutor Augusto Santos 
Silva）希望利用其在非洲和葡語系國家特有的影響力，積極融入「一帶一路」

建設。葡萄牙是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重要參與方，也是亞洲

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創始成員國之一。49 整體而言，歐盟會員國內部的工商界或

是某些積極招商的大區（法國里昂、德國漢堡、德國杜伊斯堡）都支持中國的

「一帶一路」建設；會員國政府方面，如義大利、西班牙、荷蘭、希臘、葡萄牙、

捷克以及中東歐一些國家都支持中國的這一倡議。

二、歐盟會員國分歧立場對歐洲整合的影響

「一帶一路」無益於歐盟內部凝聚力和政治團結，甚至造成了會員國間關

係的裂痕，可能破壞歐洲整合？一方面，遭受高失業率和經濟增長緩慢的南歐

與中東歐的會員國熱情擁抱中資，但同屬歐盟的西歐會員國卻對中國積極投資

歐洲備感威脅，拉高投資審查標準與門檻。中國大陸在「中國─中東歐 16 國經

貿合作論壇」架構中，利用一系列經濟外交的措施，包括價值 100 億美元的貸

款額度、中國大陸國有銀行在中東歐國家設立分支機構以及中國─中東歐投資

合作基金（China-CEE Investment Cooperation Fund）等經營投資戰略。50 據官方

估計，2016 年中國大陸光在中東歐（CEE）國家投資就超過 80 億美元。51 2018
年 6 月發布的「中東歐藍皮書：中東歐國家發展報告（2016 ～ 2017）」更顯示，

中國對中東歐 16 國的投資額逾 90 億美元，16 國對中國大陸投資超過 14 億美

元。雙方在交通、能源、環保、基礎建設等領域已竣工和在建項目近 20 個，最

具有象徵意義的項目是在雅典和布達佩斯之間修建一條途徑馬其頓及塞爾維亞

48 鄭青亭，「荷蘭積極擁抱『一帶一路』倡議 明確五大對華優先合作領域」，新華社新華絲路， 
<http://silkroad.news.cn/2018/0409/91068.shtml>（2018 年 4 月 9 日）。

49 章亞東，「葡萄牙外長說葡希望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建設」，新華網， <http://www.
xinhuanet.com/fortune/2018-03/25/c_129837130.htm>（2018 年 3 月 25 日）。

50 Francesco Saverio Montesano and Maaike Okano-Heijmans, “Economic Diplomacy in EU-
China Relations: Why Europe Needs its Own ‘OBOR’,” Clingendael policy brief, <https://www.
clingendael.org/sites/default/files/pdfs/Policy%20Brief%20Economic%20Diplomacy%20in%20
EU–China%20relations%20-%20June%202016.pdf> (2016).

51 Valbona Zeneli, “What has China Accomplished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7/11/what-has-china-accomplished-in-central-and-eastern-europe/> 
(November 2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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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速鐵路，所謂的匈塞鐵路。52 根據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án）所言，

所有歐洲國家都在為獲得中國投資激烈競爭。匈牙利認為中國大陸為亞洲，非

洲，南美洲以及中東歐國家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另一種發展政策模式。不同於

歐美的中國倡議可以使整個中歐地區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為該地區提供快速

追趕的機會。53 保加利亞總理鮑里索夫亦聲稱，16+1 的目標是幫助比較經濟發

展比較落後的中東歐國家跟上西歐的腳步。中東歐國家是中國大陸「一帶一路」

計畫的重要合作對象，因為中東歐位居歐亞大陸樞紐，也是中國大陸影響力延

伸至歐洲的重要窗口。一帶一路沿線的 65國中，中東歐國家就佔了四分之一。54

除了中東歐之外，在歐盟針對希臘施加緊縮政策之際，大筆的中資即已湧入了

該國，這些投資已逐漸見到成效，不僅是在經濟上，也讓中國在希臘獲得了一

個政治立足點，讓中國大陸的影響力透過希臘延伸到了歐盟內部。55

2017 年 5 月北京「一帶一路論壇」已經顯現出，歐盟內部的中東歐與西歐

會員國在對中國政策上出現分歧。歐盟僅中東歐匈牙利、塞爾維亞、波蘭總理

和捷克總統出席論壇，中東歐國家是歐洲最大的國家集團，西歐國家領導人都

沒有參加峰會。56 這些中國大陸投資伴隨著政治條件，導致中國大陸在歐盟和

會員國層面的影響力增強。57「一帶一路」已經在多大程度上破壞了歐盟的凝

聚力，另可以在 2016 年 7 月國際法庭裁定中國大陸在南海主張沒有法律依據上

看到實證，希臘與中東歐國家堅持要求歐盟淡化聲明，結果這份聲明最後沒有

直接點名中國大陸。歐盟在南中國海的聲明減少，以及 2017 年 6 月，雅典阻止

52 賴 錦 宏，「 中 國 投 資 中 東 歐， 已 超 過 90 億 美 元 」， 聯 合 報，<https://udn.com/news/
story/11323/3222267>（2018 年 6 月 28 日）。

53 István Csaba Moldicz, “Differ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The Case 
of Hungary,”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trategic Re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4, No. 1 (2018), p. 173.

54 李辰瑜，「『16+1』峰會召開，中國拉歐打貿易戰」，台灣醒報，< https://udn.com/news/
story/12108/3241095>（2018 年 7 月 8 日）。

55 2010 年，當債權人要求削減養老金和大幅增稅時，中國願意購買希臘政府不良的債券。2013
年，當希臘受到債權人預算限制的影響，中國開始大量購買希臘資產。Jason Horowitz and Liz 
Alderman, “Chastised by E.U., a Resentful Greece Embraces China’s Cash and Interest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6, 2017.

56 旺報，「以『合作共贏』從中東歐撬開西歐」，前引文。

57 Thorsten Benner, Jan Gaspers, Mareike Ohlberg, Lucrezia Poggetti and Kristin Shi-Kupfer, 
“Authoritarian Advance: Responding to China’s Growing Political Influence in Europe,” Global 
Public Policy, <https://www.merics.org/sites/default/files/2018-02/GPPi_MERICS_Authoritarian_
Advance_2018_1.pdf>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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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譴責中國大陸人權紀錄，這是十年來，歐盟首次被迫在人權議題上沉默。58 
2018 年 8 月 27 日希臘外長科齊阿斯就與中國大陸外長王毅簽署兩國共建「一

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希臘順勢成為首個與中國大陸簽署共建「一帶一路」

合作諒解備忘錄的歐盟成員國。59 在審查中國大陸投資等其他關鍵問題上，歐盟

也無法一致。西歐國家和歐盟都對這種「分而治之」的策略備感威脅。德國總

理梅克爾認為中國大陸的影響力是歐洲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並提醒中國大陸

的經濟投資不應與政治問題掛鉤。60 梅克爾表示歡迎「一帶一路」，因為它可以

保障歐洲及其周邊國家可以獲得更多的中國大陸投資。然而，德國對該「一帶

一路」可能稀釋歐盟投資規則和成員國因爭奪中國大陸投資而使得政治團結受

到削弱感到擔憂。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最近一項研究就指出，歐洲各國爭取中國大陸投資，會削弱各國的夥伴

關係，等同於容許北京分化打敗歐洲。德國前外長嘉布瑞爾去年就說，德國若

不發展出一套對中政策，「中國大陸將成功分化歐洲」。61 法國總統馬克宏也警

告，中國大陸的投資不應以犧牲歐洲利益為代價。62 德國一些資深的政治家正在

推動對中國大陸採取「一個歐洲」的做法，深怕如果歐洲缺乏對中國大陸的單

一戰略，它最終將分裂。63 西歐國家普遍認為，中國大陸的中東歐投資布局，可

能影響歐盟整體外交政策，擔憂中東歐成員國政治立場受到中國影響。正因為

中國─中東歐 16 國經貿合作論壇與歐盟部分會員國重疊，可能會有衝突發生，

58 「歐盟未批中國人權，人權組織籲暫停歐中人權對話」，美國之音， <https://www.
voacantonese.com/a/greece-blocks-20170619/3907731.html>（2017 年 6 月 20 日）。

59 蔣濤，「王毅同希臘外長會談 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08-27/8611854.shtml>（2018 年 8 月 27 日）。

60 Nick Miller, “Angela Merkel Eyes Chinese Influence as her Legacy Challenge,” The Sydney Morn-
ing Herald, <https://www.smh.com.au/world/europe/angela-merkel-eyes-chinese-influence-as-
her-legacy-challenge-20180306-p4z2z6.html> (March 6, 2018); “Merkel warns against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Balkan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ttps://newsinfo.inquirer.net/970512/news-
angela-merkel-china-balkans-investments-free-trade-new-silk-roads> (February 22, 2018).

61 馮克芸，「華郵：歐盟對一帶一路無策略共識，你不能怪中國」，前引文。

62 Michael Rose, “China’s New Silk Road Cannot Be One Way, France’s Macron Says,”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france/chinas-new-silk-road-cannot-be-one-way-frances-
macron-says-idUSKBN1EX0FU> (January 8, 2018).

63 Lucrezia Poggetti, “One China-One Europe? German Foreign Minister’s Remarks Irk Beijing,”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9/one-china-one-europe-german-foreign-ministers-
remarks-irk-beijing/> (September 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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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中東歐可能為尋求加強與中國大陸的雙邊關係，引發內部競爭。64 易言之，

中國大陸支持歐洲建設的同時，巧妙地利用歐盟內部的不團結，分而治之。

另外關於安全疑慮方面的考量。中國大陸在南亞（可倫坡，瓜達爾）的商

業港口用於潛艇對接，物流和加油的雙重用途又是一件令人擔憂的事。中國大

陸目前控制著歐洲港口十分之一的容量，不僅在南歐的西班牙，義大利和希

臘，同時也在歐洲的中心地帶的比利時 Zeebrugge 海港收購整個集裝箱碼頭。65 
2017 年，中國大陸軍艦訪問了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該港口目前是

國有的中國大陸遠洋運輸公司（COSCO）管理，該集團控制了這個港口 67%
的股份。66 此外，中國大陸在吉布地（Djibouti）的先進和龐大的海外海軍基地

增強了其在歐洲近海的投射能力，並首次在波羅的海舉行中俄聯合海軍演，導

致歐盟日益不安。67 關於外國收購港口等戰略資產歐盟執委會主席容克已發出

特別警告，此外在德國，法國和義大利三國的呼籲下，執委會正在研擬外國投

資敏感部門的審查機制，這些部門包括關鍵基礎設施、能源和電信、高科技公

司和國防技術。68 一些中國大陸投資乍看之下看似無害，但確實有安全隱憂。

例如 CASIL 在 2015 年對法國圖盧茲布拉尼亞克（Toulouse-Blagnac）機場的投

資，該座機場位於空中巴士的工廠附近。

雖然歐洲公司有興趣參與「一帶一路」項目，但招標和採購程序缺乏透明

度意味著他們很難參與與拿下競標合約，大多數都是中國大陸公司被允許競標，

並中標贏得了合約。正因如此，法國總統馬克宏訪問中國大陸時強調，新絲綢

之路不能成為「單向」的努力，不應在全球貿易中創造『新的霸權』。

64 Jakub Jakóbowski,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within the ‘16+1’ cooperation formula: 
strategy, institutions, results,” OSW Commentary, No. 191,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
osw-commentary/2015-12-03/chinas-foreign-direct-investments-within-161-cooperation> (2015).

65 Keith Johnson, “Why is China Buying up Europe’s Ports?”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2, 2018.
66 “Three Chinese Warships Dock at Piraeus for Courtesy Call,” The Greek Observer, <http://

thegreekobserver.com/greece/article/24019/three-chinese-warships-dock-piraeus-courtesy-call/> 
(October 24, 2017).

67 Anthony Halpin and Ott Ummelas, “Russia and China Hold First Joint Naval Exercises in Baltic 
Sea,” Bloomberg,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7-25/russia-and-china-hold-
first-joint-naval-exercises-in-baltic-sea> (July 25, 2018).

68 “State of the Union 2017-Trade Package: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es Framework for 
Screen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
press/index.cfm?id=1716&title=State-of-the-Union-2017-Trade-Package-European-Commission-
proposes-framework-for-screening-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s> (September 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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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歐盟層次的應對之道

「一帶一路」提出的初期，歐盟也有自身的基礎設施融資計劃，即容克投

資計畫，雙方出於共同利益，考慮「一帶一路」與容克投資計畫對接。2015 年
底，由歐盟執委會推出的「歐盟─中國連通平台」，用來加強中國的一帶一路

倡議與歐盟的連通性之間的對接，如跨歐洲運輸網絡（TEN- T）政策。69 不過，

隨著這幾年來「一帶一路」引發了種種疑慮，影響到歐中共同融資的合作步伐。

不僅僅如此，歐盟對於中國大陸忽視歐盟的原則，如公共採購過程不夠透明、

政府在背後支持的企業、高科技敏感部門的併購等，開始出現反制的舉動。舉

例來說，中國大陸打算在希臘和中歐之間鋪設高鐵。該鐵路是中國大陸連接歐

亞「一帶一路」工程的一部分。這條鐵路全長 350 公里，連接塞爾維亞和匈牙

利首都。它可讓中國大陸企業更便利地進入到幾乎是歐洲的心臟。歐盟阻撓的

一個理由是，匈牙利沒有進行公開招標，依據的只是和中國大陸的雙邊協議，

匈牙利違反歐盟有關國家採購的規則。

面對中國大陸正藉由對基礎設施投資提供資金來吸引中東歐國家，對高科

技產業進行併購與投資、購買港口等，對此歐盟需要有一個共同的立場。

一、會員國在歐盟外資審查機制立場不一

2016 年是中國大陸併購歐洲企業的巔峰。根據德國智庫莫卡托中國研究中

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的資料，中國大陸 2016 年在歐洲的收

購金額增長 77% 至 350 億歐元，主要投資專案為歐盟大國的關鍵產業和科技，

比如美的（Midea）集團 2016 年以 45 億歐元的價格收購德國機器人製造商庫卡

（Kuka），是德國政府所提高科技計畫「工業 4.0」的關鍵企業，在德國社會

造成震撼。70 另外，中國大陸國有企業遠洋集團在 2016 年收購希臘最大港口比

69 “Investment Plan for Europe Goes Global: China Announces its Contribution to invest EU,” Euro-
pean Commission, <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
ved=2ahUKEwjviaWmrtniAhU9JaYKHTgLAAQQFjAAegQIARAC&url=http%3A%2F%2Feuro
pa.eu%2Frapid%2Fpress-release_IP-15-5723_en.pdf&usg=AOvVaw0c7BVRaEq5opRFWIexN3Pc 
> (September 28, 2015).

70 2017 年 7 月，德國政府決定實施新的外貿規定，如果併購危及公共秩序和國安利益，政府有

權加以禁止，這是德國首度對外資併購加以限制。林育立，「新冷戰降臨，德國對中資併購

生戒心」，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1310401.aspx> （2018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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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埃夫斯港也被歐盟視為對歐洲主權產生侵害。雖然中國大陸對外高喊自由貿

易，卻嚴格限制外商只能合資不能併購，相反地，卻在歐洲肆意收購。歐盟在

中國的直接投資在 2016 年持續下降至 77 億歐元，而歐中之間一項關於擴大中

國市場准入的雙邊投資協議談判進展也很緩慢。對此，歐盟擔心中國大陸一方

面透過國有企業收購歐盟關鍵技術，另一方面卻嚴格限制歐盟投資者在中國大

陸市場的活動，趁機獲取技術優勢。

針對外國投資的相關立法權限一直掌握在會員國手上，歐盟層次的外資審

查機制與執委會的角色幾乎不存在。71 根據目前歐盟法律規定，安全事務和一

部分投資政策權利屬於會員國，其中有關外資的審查主要由歐盟會員國單獨決

定。目前也僅有 12 個會員國有外資審查機制。72 歐盟層級的審查機制僅有《歐

盟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TFEU）第 101 條歐

盟競爭法規定，禁止卡特爾和反競爭協議，加上歐盟條約第 102 條禁止濫用支

配地位。上述兩條規定著眼於企業併購過程中，能確保歐盟內部市場的公平競

爭，卻未涉及審查交易資金來源。若論及企業併購的監管方面，主要以營業額

為標準，由歐盟執委會與會員國相關機構共同監理。73

德國、法國和義大利從 2017 年 2 月開始就持續向歐盟提議建立歐盟投資審

查機制，並要求歐盟賦予（被收購）目標企業所在的會員國法律基礎，可以審

查與市場規則不符的股權收購，若目標企業歸屬於敏感高科技產業，會員國有

權約束收購方或禁止他們交易。拉脫維亞、立陶宛也表示願意支持。但另一些

歐盟國家，如瑞典、丹麥、荷蘭、捷克、葡萄牙、希臘、愛爾蘭、比利時，盧

森堡、馬爾他，以及其他獲得大筆中國大陸投資與中東投資的會員國並不支持

這種做法，芬蘭則持保留意見。74

71 Dave Anderson and Paul Culliford, “EU screen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s move forward,” BCLP, <http://www.blplaw.com/expert-legal-insights/
articles/eu-screening-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s-european-commission-proposals-move-
forward> (September 6, 2018).

72 Elizabeth Smith, “EU Lawmakers Demand Tougher Screening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outh EU Summit, <https://www.southeusummit.com/europe/eu-lawmakers-demand-tougher-
screening-for-foreign-direct-investment/> (July 12, 2018).

73 張孟仁，「防堵中資長驅直入，歐盟對『一帶一路』的因應之道」，關鍵評論， <https://
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310>（2018 年 11 月 19 日）。

74 同前註；溫芳宜，「美國及歐盟對於近期中國大陸海外併購之因應」，經濟前瞻， <http://
www.cier.edu.tw/site/cier/public/data/174-13- 中國經濟 - 溫芳宜 .pdf>（2017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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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機制是建立在歐盟會員國現有的外資審查機構基礎之上，目的是加強

歐盟會員國之間，以及會員國同歐盟之間的協調，但由於大部分成員國仍不願

將權力讓渡給歐盟，歐盟的意見是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歐盟執委會和各會員國

的代表將共同組建一個協調小組啟動審查程序，負責審查外資併購行為是否有

跨國性的國安疑慮，保留最終決定權給各會員國。75

歐洲議會研究處先於 2017 年 5 月發布與歐盟外人投資審查議題相關的報

告，然說明各界對於歐盟及會員國之外人審查機制的看法。2017 年 9 月歐盟執

委會公布外人直接投資審查架構規章草案。76 草案主要規定歐盟以外的國有企

業想要併購歐盟會員國具戰略意義的港口、能源基礎設施或國防技術領域，需

要經過公開深入審查，且需以透明方式完成。77 歐洲議會國際貿易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tte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已於 2018 年 5 月 28 日

通過了一項加強投資監管的草案，內容包括歐盟需要審查的關鍵行業名單，並

希望推出一個新機制審查標準，設立外資投資預警機制，並對投資進行監管。78

2019 年 2 月 14 日歐洲議會以 500 票同意、49 票反對、56 票棄權，通過

第一個「中資條款」，將嚴加審視境外投資、收購，特別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資

金，該協議法案也成為歐盟的第一個防止外資威脅國家安全的規定，該法律將

於 2020 年 10 月生效，歐盟會員國政府獲准擁有新的審查權力，亦即，最終決

定權仍在歐盟會員國手上。79

75 戴慧瑀，「歐美防陸購高科技，加強外資監管」，旺報，<https://www.chinatimes.com/
newspapers/20170926000819-260301?chdtv>（2017 年 9 月 26 日）。

76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for Screen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info/law/better-regulation/initiatives/com-2017-487_en> (September 13, 2017).

77 重點審核的領域包括能源、電信等重要基礎設施，人工智慧、機器人、半導體、網絡安全

的關鍵技術。需注意買家是否受某國政府的控制，例如是否得到大量政府資金支助。唐佩

君，「歐盟提外資審查權 需先過會員國難關」，中央社， <http://www.cna.com.tw/news/
aopl/201709140300.aspx>（2018 年 9 月 14 日）。

78 De Berti Jacchia Franchini Forlani Studio Legale,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tte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proposed a new mechanism to scr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 
sensitive fields of the EU,” Lexology,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d98819d7-
550d-43a0-9bf0-6747cbe1cf21> (June 5, 2018).

79 該法案內容規定，一旦外國投資案涉及公共秩序或安全，歐盟國家必須將相關資訊提供其他

會員國，不過提供的資訊需符合特定條件。該法旨在保護水、運輸、通訊和科技等歐盟產業，

其中科技業包含半導體、人工智慧（AI）和機器人技術。法案內容還強調，倘若有三分之一

歐盟成員表達對外資的擔憂，並要求歐盟國家進行合作，則可以要求執委會開始篩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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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資的不斷滲透引發歐盟國家對其技術專利失控的擔憂，因此，歐盟執委

員會端出對外資的監控措施，然而，此前，歐盟會員國在此議題上存在嚴重分

歧，這就解釋了為何歐盟對中資滲透的擔憂存在已久，卻遲遲未能推出有效的

應對措施。歐盟會員國之間在如何處理外國投資問題上有分歧，特別是來自中

國大陸的投資，中國的反制行動可能加劇其分歧。最終因受到華為案的影響，

加速了歐洲議會的支持決定，只是歐盟會員國有權決定是否根據新法律阻止外

國投資。80

二、連結歐亞戰略

歐盟相當重視與亞洲的經濟合作關係，深知互聯互通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

要條件。早在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倡議如火如荼的進展，以及美國提出

「印太戰略」之前，歐盟便在構思屬於自己的通盤「歐亞互聯」計畫。歐盟希

望通過自己對互聯互通的主導，維護其價值觀準則和監管機制。通過與亞洲互

聯互通合作，推動共同遵守的多邊機制以及相關原則。歐盟外交暨安全事務最

高代表莫格里尼（Federica Mogherini）在 2018 年 9 月 19 日公布歐盟版的「連

結歐亞─一項歐盟戰略的基本組成內容」（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Building 
blocks for an EU Strategy），意在加強歐洲與亞洲這兩大洲連繫的戰略，與更多

的參與方合作，透過互惠互利方式增進歐亞連結。81 換句話說，歐盟的「歐亞

其中所謂關鍵部門的名單，包括航太領域、健康產業、奈米技術、媒體、電池、食品供應等。

歐盟會員國有權決定是否根據新法律阻止外國投資。「中國投資惹議，歐洲議會批准擴大審

查權」，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ie/201902140415.aspx>（2019年 2月 14日）。

80 洪翠蓮，「500:49 歐盟中資條款過了 嚴審不合理政治性外資」，新頭殼 Newtalk，<https://
newtalk.tw/news/view/2019-02-15/207471>（2019 年 2 月 15 日）。 

81 “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 Building blocks for an EU Strategy,” op. cit.

表 3　支持設立歐盟層次的外資審查機制
支持派 德、法、義、拉脫維亞（恐懼俄資）、立陶宛（恐懼俄資）

反對派 希臘、葡萄牙與馬爾他強烈反對

崇尚自由貿易的歐盟成員國：荷蘭、愛爾蘭、比利時、瑞典、丹麥、芬蘭（持

保留態度）

捷克、盧森堡、西班牙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專論　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之效應與歐盟因應之道 89

互聯」計畫是通過對外合作，增加其全球影響力，並推廣歐盟價值觀。歐盟版

是強調「歐洲方式」（the European way），也就是會格外重視規則、可持續性，

並保障參與各方的機會均等，並使當地社區受益。82 儘管莫格里尼一再否認，

但外界將之視為歐盟對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的回應，要在歐亞地區搶回

話語權。倘若觀察「歐亞互聯」的三個原則：一是可持續性，二是多樣性（全

面性），三是遵守規則可以看出跟「一帶一路」的針對性。其中所指涉的全面

性，是指連接歐亞運輸、數位、能源和人文交流的四個層面，而文件裡頭談到

最重要的運輸，如加強歐亞大陸的航空、海路與鐵路運輸方面，可與中國大陸

「一帶一路」強調在沿線各地興建鐵路和港口基礎設施做比較。83 另外，文件所

談及融資的部分可與「一帶一路」中的亞投行以及中國大陸提供貸款做對照。84

至於重視規則則是暗諷中國不遵守國際法，想另訂立自己的一套規則。歐盟願

意保障參與各方的機會均等，自然是批評中國市場對外國企業不公平，認為「一

帶一路」倡議的亞歐基礎設施項目中，只偏袒中資企業（中國國企）。歐盟強

調使當地社區受益，暗指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讓沿線的借貸國債台高築。

「歐亞互聯」項目的資金主要來自結合政府和私人的資金。歐盟將從 2021
年及之後的共同預算中撥出額外資金，聯合民間貸款與開發銀行，為該計畫提

供資金。不過，這份 13 頁的計畫並未詳細說明將花費多少資金，但歐盟建議成

立一支 600 億歐元基金，作為投資者的保險項目，以防計畫失敗。解決了資金

與措施後，再來就是看歐盟 27個成員國（英國脫歐暫且不計）能否一致支持「歐

亞互聯」計畫。需要注意的是，決定「歐亞互聯」的基礎設施建設上，多半是

會員國的權限範圍，會員國可以自行決定接受哪國的投資以及這些項目要跟哪

一國合作，「歐亞互聯」計畫並沒有強制約束力。整體而言，至少「歐亞互聯」

計畫針對「一帶一路」以及中國大陸近年對外經濟戰略做過分析，後續可以對

「一帶一路」做出更有系統地回應，即便行動上無法一致，但至少經過協調口

徑一致。「歐亞互聯」計畫正式代表歐盟參與投資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歐盟也

可借機把自己的規格對外輸出，例如道路、鐵路的規格。「歐亞互聯」是代表

歐盟正式參與歐亞大陸的勢力競逐，面對中國、美國與日本不想失去主導權，

只是具有多大成效端賴後續會員國的表態支持以及籌募資金的來源。

82 Ibid., pp. 2-3.
83 Ibid., pp. 3-5.
84 Ibid., pp.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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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歐盟從剛開始非常有興趣參與「一帶一路」，意在從中塑造主動權。不過，

隨著這幾年來中國大陸在地緣政治上勢力的增加，以及中資併購歐盟高科技部

門、港口，或是另與歐盟的中東歐會員國組「中國─中東歐 16國經貿合作論壇」

等，使歐盟政策制定者益發認識到「一帶一路」是有備而來，可能構成的威脅。

儘管中國大陸暫時無法全盤介入中東歐國家外交政策，但只要雙方距離愈拉愈

近，歐盟與中國進行經貿投資談判時，恐怕很難採取強有力的對應措施，西歐

國家備感威脅。一些歐盟會員國開始認為有需要在歐盟層面進行協調共同面對

「一帶一路」。「歐盟─中國連通平台」、「歐盟外資審查框架」與「歐亞互聯」

計畫都是在此背景下出爐的方案。特別是剛推出的「歐亞互聯」計畫象徵著歐

盟要走出自己一套「歐亞連通」的模式。歐盟本身亦能夠提供「歐亞互聯」。

歐盟版的連通性可以促進勞工權利，社會和環境標準，可持續性，透明度，市

場原則，公開採購規則，公平競爭環境，平等待遇和平等准入，上述的原則大

部分都是「一帶一路」項目所缺少的。歐盟版的連通性也試圖改善「不良貸款」

模式，避免讓一些亞洲國家陷入債務危機，使其經濟結構更加脆弱。

歐盟的「歐亞互聯」計畫已經醞釀多時，可以算是歐盟對「一帶一路」的

回應。藉由「歐亞互聯」計畫有別於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清楚地把歐盟

在參與互聯專案中的標準、原則、價值觀呈現出來跟中國抗衡，不想失去在亞

洲的影響力。換句話說，歐盟化原本的的被動（只想著配合對接「一帶一路」）

為主動，以「歐洲方式」去爭取亞洲的基礎建設。清楚地向中國以及對歐亞互

聯有興趣的國家傳遞，歐盟是一個行動主體，而這些是歐盟將遵從的原則與指

導方針。要想與成為歐盟項目夥伴，就必須遵守這些原則。歐盟想要按照自己

的方式來加強互聯。

在歐盟回應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上，吾人可以發現，歐盟從一開始不甚

清楚「一帶一路」的真實面目時，為了搭上列車，先是設計「歐盟─中國連通

平台」使「一帶一路」與歐盟自身的「容克投資計畫」對接。陸續發現中國大

陸透過「中國─中東歐 16 國經貿合作論壇」拉攏中東歐企圖分化歐盟、重要港

口以及德國重要高科技產業被收購，甚至在 2016 年達到中國收購歐盟產業高峰

之後，歐盟在歐盟主要會員國，如德、法、義（前任政府）的支持下，轉而推

出了「歐盟外資審查機制」，打算嚴格審查中資的高科技產業併購。甚至最後，

當歐盟發現歐洲企業因中國大陸國企不遵守政府採購，歐盟企業不見得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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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項目中獲利，且憂心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挾著經濟優勢擴張勢

力的情況下，乾脆推出歐盟版的「歐亞互聯」計畫，打算以「歐洲方式」跟中

國大陸在亞洲展開競逐。不論是「歐盟外資審查機制」、「中國─中東歐 16 國

經貿合作論壇」、「歐盟南海立場」、「歐盟對中國的人權立場」，經濟因素

影響了會員國對中國大陸的立場，造成了嚴重分歧。而會員國的角色在「歐盟

外資審查機制」的談判上的確扮演著重要關鍵，可能減弱該法的約束力，弱化

了歐盟整體面對中資的立場。不過，倘若從正向思考來觀察，肇因中國「一帶

一路」所帶來的危機感，使得歐盟主要會員國德、法、義大國開始推動歐盟層

次的共同立場，一同面對中國的挑戰，讓原本僅是會員國掌握的權限，逐漸過

渡到歐盟層次，突出了歐盟執委會與歐洲議會的角色，使歐盟對中國大陸政策

（中國「一帶一路」）逐步浮現出共同立場。

（收稿：108 年 3 月 8 日，修正 108 年 4 月 12 日，接受 108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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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r “New Silk Road” has built a new phase of 

global development. Such initiative strengthene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sia, Africa and Europe by building tangible infrastructure, such as roads, 
airports, maritime and energy through a large of substantial investment. “EU-China 
connectivity platform”, “a framework for screen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Building blocks for an EU 
Strategy” are EU’s responses to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t shows 
that the EU has tried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 but past few years 
went by, the “One Belt, One Road” have arisen various doubts. The EU has tried to 
launch the “EU Framework for Screen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 order to 
scrutinize Chinese investment or to against acquisition of the ports, strategic or high-
tech sectors of EU Member states. Finally, the EU has speeded up launching the long-
awaited “Eurasian Interconnection” project to contain China as the EU is worried 
about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geo-politic influence with its economic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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