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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拉三邊關係態勢解析：以委內瑞拉危機為例

許嫣然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外交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中拉關係在進入新世紀以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而且中拉關係的發展並

不完全是一種雙邊關係的態勢，而由美國因素的介入被動地成為了一種三角互

動關係。美國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和政策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其對中國政策

的取向，而且將影響中拉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美國總統川普執政以來。

而當前委內瑞拉國內混亂緊張的局勢凸顯中美雙方在該地區影響力的差異性。

中國應當與美國和委內瑞拉的鄰國及國際組織合作，思考如何說明緩解委內瑞

拉當前危機，同時樹立中國貸款與投資的正面案例。理清中美在委內瑞拉問題

上的態度和思維方式，對中美拉三邊動態關係發展研究有一個良好的評估。

關鍵詞：中美拉關係、中拉合作、委內瑞拉、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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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地理上相距遙遠和歷史文化的差異，曾經的拉丁美洲和中國對彼此來

說都是陌生的。然而兩者之間的關係近十年來由於全球化的發展和彼此開放政

策的加強有了巨大的變化。在 2016 年美國大選塵埃落定之後，中國發佈了新版

的「中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檔，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稱為「活

力與希望之地」。1 所以中拉關係的發展是一種雙邊關係的態勢，但由於美國因

素的介入使之被動地成為了一種三角互動。美國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和政策不

僅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其對中國政策的取向，而且將影響中拉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2020 年美國將要再次進行總統大選，現任總統川普仍有大概率勝出的機會。未

來的中拉關係發展尤為需要考慮川普領導下的美國因素以及美國的反應。因此

從三邊關係來理解中拉關係的發展是極其必要的。本文擬從當前委內瑞拉危機

為切入點，探討美國在拉美地區的戰略目標以及中美拉三邊關係未來的走向，

而當前委內瑞拉的危機凸顯中美雙方在該地區影響力的差異性。所以理清中美

在委內瑞拉問題上的態度和思維方式，對中美拉三邊動態關係發展有一個良好

的評估。

貳、中、美、拉三邊關係的歷史維度探討

在 1949 年新中國成立之後，中拉關係發展緩慢。1959 年，古巴與中國建立

了外交關係，是中國建交的第一個拉美國家。1971 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

席位後，秘魯、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等拉美國家先後與中國建交。至 70 年代

末，與中國建交的拉美國家增至 12 個。1979 年中美建交後，中拉關係進入了

平穩發展階段。具體而言，中國的拉美外交重點出現了一些變化。譬如，外交

重點從民族主義傾向較強的國家轉向政治立場溫和的經濟大國（如巴西、墨西

哥和阿根廷）。2 但從 20 世紀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許多拉美國家如巴西等

國的外交政策重點是發展與美國的關係，導致中拉雙邊貿易不明顯。

1 「中國對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檔」，新華社，<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11/24/c_ 
1119980472.htm>（2016 年 11 月 24 日）。

2 高奇琦，「中美拉三邊關係的影響因素及其戰略應對」，國際觀察，第 3 期（2015 年），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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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後，在 1993 年，巴西成為了中國在該地區乃至全世界建立的第一

個戰略夥伴。在此之後，中國與拉美 8 個國家建立了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尤其

是 2001 年中國加入 WTO 後，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美關係的基

本穩定使得中拉關係處於一個相對良好的發展環境。2007 年 6 月，中國與哥斯

大黎加建交，這是與中國建交的第一個中美洲國家。2008 年中國發佈的「中國

對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檔中明確指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在區域和國際事

務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和確認雙方在國際事務等廣泛領域的合作。同時，

中國需要從戰略角度看待與拉美和加勒比關係的特點，可以看出發展與包括拉

美和加勒比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友好關係是中國對外政策的基礎。3 同樣在過去

20 年裡，雙邊貿易大幅增長。而拉美地區將近 6 億的人口和巨大的市場，也成

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中國同拉美的雙邊貿易額從 2000 年的約

100 億美元增長到 2013 年的 2,600 多億美元。事實上，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

巴西最大的交易夥伴，也是墨西哥，委內瑞拉等國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的貿易

合作夥伴。其他類型的經濟合作，如投資、貸款和基礎設施建設也大大增加。

2009 年，中國加入了美洲開發銀行，並與智利，秘魯，哥斯大黎加簽署了自由

貿易協定。習近平總書記先後於 2013、2014、2016 和 2018 年分別對拉美地區

進行國事訪問。4

自二十一世紀之後，中拉關係的迅速發展也引起美國政府的關注。911 後美

國繼續堅持擔當世界的領導者，但在後 911 時期的美國的全球戰略中，拉美和

加勒比地區地位並非像在冷戰時期那樣重要。這時期美國對拉美的政策被稱為

「善意的忽略」。在歐巴馬時期，面對中國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崛起，華盛

頓未制定對應中國在美國後院崛起的全面戰略。門羅主義的時代已經終結，今

天的美洲國家間關係建立在平等夥伴關係和共同責任基礎上，美國不再致力於

干預其他美洲國家事務。儘管如此，美國媒體對崛起的中國在拉美的負面影響

的報導與日俱增。

2015 年 10 月 9 日美國國務院高級顧問埃文．艾理斯（Evan Ellis）在美國

3 Yongtao Liu,“Promote China-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CG Journal, 
Vol. 6, No. 1 (2012), p. 111.

4 Katherine Koleski, and Alec Blivas, “China’s Engagement with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Staff Research Report, <https://www.uscc.
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China%27s%20Engagement%20with%20Latin%20America%20
and%20the%20Caribbean_.pdf> (October 2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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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西半球事務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指出：「儘管拉美部分參與者從中獲得

了利益，中國對該地區的介入還是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同時削弱了美國在

西半球的戰略地位。」5從長期來看，中國是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潛在競爭對手，

中拉關係不能簡單地視為對美國利益的威脅；而且中國在西半球的影響會不斷

擴大，美國的對策應加強與拉美及加勒比國家的關係，在拉美事務上就美國關

心的問題與中國保持對話。其他美國學者如貢薩洛．帕斯（Gonzalo Paz）指出，

中國政府清楚知道拉美是美國的影響力一部分，並且不希望美國對中國的動機

和意圖產生懷疑。中國在拉美地區一直保持低調的姿態，希望避免誤會。6 美國

對中國在拉美的行為是「中國夥伴論」，中國在拉美的存在基本上是經濟方面

的挑戰，而不是軍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挑戰。

在 21 世紀後，三邊互動頻繁，中拉關係的發展促使美國考慮中美關係中的

拉美因素。在政治方面，美國政府擔心中國對拉美國家影響力加深，從而疏遠

與美國的政治交往。而在經濟方面，美國政府擔心中國在拉美的貿易和經濟活

動，將會使美國在拉美的貿易地位受到順滑。筆者於 2015 年在美國首都華盛頓

特區做實地研究時，採訪的一些國會議員和拉美地區的研究學者都普遍對中國

在拉美地區的活動表示肯定，但也表達了他們希望美國政府重視拉美地區，與

中國在該地區實現共同發展。

參、新時期中美拉關係發展的總體特點

川普能當選總統，在拉美產生的震撼，絕不低於世界其他地區。比如從競

選開始，墨西哥一直都是川普挖苦和攻擊的主要對象。他明確表示會遣返數以

百萬計在美國的墨西哥非法移民、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甚至揚言會迫使墨西哥付錢興建邊

境圍牆，而且第一批被美國遣返的移民已於 2017 年 2 月返回墨西哥並由前墨

西哥總統涅托親自到機場迎接。但川普的拉美政策模糊不清，為美國以南的 30 
多個國家帶來高度的不確定性，美國保護主義的抬頭，也必然會影響到其與拉

5 R. Evan Ellis, “It’s Time to Think Strategically about Countering Chinese Advances in Latin America,” 
Global Americans, <https://theglobalamericans.org/2018/02/time-think-strategically-countering-chinese-
advances-latin-america/> (February 2, 2018).

6 Gonzalo Sebastián Paz, “China, U.S. and hegemonic Challenge in Latin America: An Overview and 
Some Lessons from Previous Instances of hegemonic Challenge in the Regio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09 (2012),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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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貿易關係。2017 年大選中，受 NAFTA 影響較大的州份，如俄亥俄州、賓

夕法尼亞州、密西根州和威斯康辛州，都是川普獲勝的關鍵，所以川普難以不

兌現承諾。美國是眾多拉美國家的主要出口地，其中墨西哥更有超過八成出口

是到美國。7 在 2020 年 1 月 30 日，川普簽定《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議》

（USMCA），給了川普機會首次向外界展示「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政策。

長久以來，拉美一直被視為美國的「後院」。川普執政兩年多來，除了對

墨西哥和委內瑞拉問題有比較強硬的態度外，甚少評價其他拉美國家，所以他

的整體拉美政策依然不夠清晰。川普「美國優先」的口號下，除了個別議題（如

移民問題），拉美關係很可能不會是其任內的施政重點。川普政府對拉美政策

基本不會有較大改變，尤其是對拉美左翼政權的政策方向只會有微調。以美國

與古巴關係為例，2017年 6月 16日，川普在邁阿密頒佈了他對古巴的「新政」，

主要是限制美國企業與古巴軍隊，情報和安全部門相關的企業之間的經貿往來

和加強對美國人到古巴旅行的限制和監控。但其實政策較之前的來看變化並不

大。美國並未宣佈和古巴斷交，而且川普也不可能逆流而上，而是繼續維持與

古巴簽署關於移民的協議。雖然川普為了爭取美國國內利益集團如古巴裔中反

古勢力的支持、兌現其大選承諾和扭轉其現在支持率下滑而努力，但對於已奠

定的外交關係大基調，他還是保持基本持不變的立場。

多邊關係的互動構成了複雜的三邊關係框架。中拉關係由於美國因素的介

入使之被動地成為了一種三角互動。首先，美拉關係正在從「完全依附」向「相

對自主」轉變。美拉關係是傳統聯繫，然而這種傳統聯繫的基本特徵是不對稱，

即在傳統的美拉關係中，美國是主動方和施動者，而拉美則是被動方和受動者。

因此，美國的政策和態度往往決定美拉關係的基本趨勢和動向。從門羅宣言到

冷戰時期的選擇性干預，都可以看出美國對拉美的強勢影響。冷戰結束後，美

國全面控制拉美的圖景開始出現變化。一些拉美國家逐漸表現出其自主傾向。

本世紀以來，美國與拉美國家在政策重心上的分歧越來越大。美國更為看重國

內政治中的毒品交易、非法移民和有組織犯罪等議題和國際政治中的貿易、民

主和人權等議題，而拉美的首要關切則是經濟發展、外貿增長、外資流入和擴

大就業等切實的經濟問題。這種政策重心的分歧也促使拉美國家堅定地認為，

拉美的發展不能依靠美國，而只能依靠自己。8

7 羅鈞禧，「歐巴馬扭轉的拉美政策，將被川普推翻？」，Initium，<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 
20161121-opinion-michaellaw-apec/>（2016 年 11 月 21 日）。

8 高奇琦，「中美拉三邊關係的影響因素及其戰略應對」，國際觀察，第 3 期（2015 年），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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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拉關係正走向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具體表現在高層互訪更加頻繁、

與拉美國家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和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等方面。由習近平總書記提

出的共同發展的理念是新一代中國政府想要超越經濟上的「雙贏」設想從而達

到一個實質性的經濟「橫向」關係或「平等關係」的宏偉藍圖。平等不僅僅是

主權上的平等，它更意味著經濟上的平等：平等的關係首先應該是建立在對增

值產品和相對有優勢的產品交換中的。再者是培養具有長期穩定發展的戰略夥

伴關係。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正面臨著與中國雙邊貿易的不對稱。所以，在短

期內，雙方似乎實現了「雙贏」的目標。然而，從長遠來看，它引發了一系列

廣泛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如在拉丁美洲限制了工業化經濟和對拉美國家內部製

造業的衝擊 , 加上亞馬遜地區的環境問題，都會影響雙方的戰略夥伴關係。因

此，「平等」講求的是雙方平等合作，也要求兩國將眼下的雙贏目標為雙方長

期發展而做好鋪墊。中國和拉美不少國家如阿根廷和墨西哥之間也在積極開發

新能源建設，努力將兩國關係在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好。簡而言之，中

拉戰略夥伴關係是遵循著對發展長期穩定關係的一種承諾。

第三，三邊關係的互動具有多元性。拉美是一個擁有多主權國家的地區，

各國之間相差很大，國際利益也很不同。在政治方面，拉美有不同意識形態的

政府。自 2015 年起，拉美政治局勢發生劇烈變化，「左退右進」形勢加速演化

下，以委內瑞拉為代表的拉美左翼國家忙於應對國內經濟和人道主義危機導致

經濟每況愈下；右翼勢力如阿根廷總統馬克裡和巴西極右翼總統博爾索納羅對

中國採取欠友好的態勢。在經濟方面，有經濟相對發達的墨西哥、智利，也有

一些相對低收入的國家。9 所以，中國對拉美內部同一性和差異性要有非常清晰

的把握和理解。比如在經貿層面，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依然可以作為

中國重點開拓的市場，四國不僅屬於中拉貿易和投資的權重國家，而且中拉經

貿增量更多取決於在這些國家市場的開拓等。

第四，中美關係為本質，中拉關係為主導。中美關係是中美拉三邊關係的

核心。中美拉三邊關係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關係之間的性質和態勢。

如果中美關係的基本特徵是對抗，那麼拉美國家將需要在中美之間做出選擇，

並採取不同的結盟策略，這樣拉美國家就會形成兩個互斥的陣營。如果中美關

係的基本特徵是合作，那麼美拉之間和中拉之間則都會形成一種合作的關係，

9 朱鴻博， 「中、美、拉三邊關係互動與中國的拉美政策」，拉丁美洲研究，第 4期（2010年），

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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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同一國家可能同時與中國和美國都形成密切的合作關係。這樣，在拉美就不

會出現對壘的兩個陣營，也不會出現分裂的拉美。

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中美兩國在拉美追求不同的戰略目標。中國重視大

宗商品的貿易尤其是能源和食品。中國在拉美的直接投資當前主要集中在於石

油、採礦業與基礎設施。與此同時，美國的「能源革命」已經減少了其對外來

能源的依賴。近年來，在拉丁美洲，美國把注意力放在打擊非法移民邊境安全，

反毒品「戰爭」，推進民主和自由貿易。目前中美兩國在拉美的直接競爭並不

突出。

中國對拉丁美洲的考量 , 是基於比較優勢和相互共贏的立場的，而且更多地

將拉美國家視為雙邊和多邊關係中平等的合作夥伴關係。例如，把中國智慧電

網和特高壓技術應用在巴西的傳播領域，有著相當大的潛力，同時把巴西再生

能源（水電）可變性的專業知識應用在中國。同時，輸電和配電線路的部署都

適合中國和巴西的地理位置，這也使兩國有互相學習的機會。此類活動的經驗

可以應用在共同專案的開發中，無論是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這些越來越重

要的合作關係可能會比其他歐洲或美國公司建立全球風能市場更具競爭力。所

以中拉關係在未來會越來越成為中、美、拉三邊關係的主導線。

肆、委內瑞拉危機解析

作為全球原油儲量最豐富的國家之一，委內瑞拉在短短數年間跌入深淵，

光用外部原因「油價暴跌」來解釋並不足以服眾。儘管西方媒體對委內瑞拉這

個「反美鬥士」一直持有陰謀論的基調，但平心而論，委內瑞拉這些年來的經

濟建設方針，無論怎樣解讀都難免讓人搖頭。

自查韋斯時代開始，激烈的「國有化」就成為委國經濟的一大特色。不僅

石油開採被政府接管，連農產品加工、水泥、採礦、鋼鐵、電信、發電等產業

都國有化了；另一方面，僅存的少數私企被徵收重稅，再加上法治薄弱引發的

和軍隊腐敗官商勾結，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早以坐吃山空。待到油價暴跌，委

內瑞拉的經濟危機已轉化為政治危機和社會失序，人民生活無法保障，物價飛

升。而作為前總統查韋斯的忠心繼位者，馬杜羅依舊秉承前任的治國理念，但

又缺乏前任的獨特個人魅力，所以在國際原油價格爆跌的情況下束手無策，只

能指責美國是企圖顛覆他的幕後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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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委內瑞拉政治僵局，國際社會立場不盡一致。隨著越來越多國家表示

支持胡安．瓜伊多為委內瑞拉領導人，既有美國、歐盟、利馬集團等「倒馬派」，

也有古巴、玻利維亞等「挺馬派」，還有墨西哥、烏拉圭等「觀點相近國家」

持中立立場。而委內瑞拉未來的局勢取決於該國軍方的行動。目前，委內瑞拉

軍方仍然表示效忠馬杜羅政府。但軍方正面臨越來越多的壓力，促使他們改變

立場。對於一位國民已不支持、經濟衰退下的總統，要軍方純粹使用暴力和脅

迫來繼續支持他掌權，代價過大。

一、美國參與委內瑞拉危機的根源

美國與委內瑞拉的關係非常微妙，而此次美國大力干涉委內瑞拉危機也是

有一定歷史原因的。首先，美國干涉委內瑞拉的根本原因是由美國和委內瑞拉

歷史上長久以來的關係決定的。委內瑞拉從 20 世紀末開始是反美聯盟的頭號鬥

士，特別是查韋斯總統在 1999 年當選委內瑞拉總統以後就一直高舉反對美國的

大旗，而馬杜羅是查韋斯指定繼位者，他對美也是實行敵對狀態，可想而知美

國必然會痛恨委內瑞拉。這次委內瑞拉國內問題引發的政治動盪使得美國必然

積極參與其中，並且希望能夠瓦解拉丁美洲這個歷史悠久的「反美先鋒」。

其次，美國干涉委內瑞拉內政最直接的原因是與石油貿易緊密相連的。據

2018 年統計，美國是委內瑞拉石油出口的第一大國。而且委內瑞拉位於南美北

部，是典型的美國地緣影響力和勢力範圍。美國資本對委內瑞拉的石油產業進

行直接控制，付出的經濟和政治成本，以及承擔的風險，都比其他地區如中東

小。委內瑞拉當時的總統查韋斯和現任總統馬杜羅只收回了石油開採環節的利

益，而美國在石油提煉加工環節以及石油美元方面都有獲得相當大的利益。所

以，美國對委內瑞拉的石油產業依然躍躍欲試。

再者，國際油價的長期低迷使委內瑞拉社會態勢極不穩定。委內瑞拉在政

治和軍事上並不對美國構成實質性的威脅，但美國的多年經濟制裁在一定程度

上遏制了委內瑞拉的經濟發展，限制了委內瑞拉的財富積累和國家產業轉型。

而近年來國際油價大幅下跌，委內瑞拉的 90% 出口都是石油。油價的低迷直接

遏制了委內瑞拉的經濟命脈。而且其石油又屬於重油，成本高、品質低，能給

國家帶來的收益十分有限。所以，政府對維持現在社會基本運作都力不從心、

民不聊生，社會犯罪率和出生嬰兒死亡率都極高。而美國當下干涉委內瑞拉內

政是符合理性選擇考慮的，美國所扶植的新政府只需要將民眾儘快從最「惡劣」

的情況中稍稍解救出來，就足以讓民眾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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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拉美政治風標轉右。風靡了幾十年的「粉色浪潮」逐漸褪色，以阿

根廷總統馬克裡和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上臺為標誌，右翼勢力已在拉美強勢崛

起，成為新的趨勢。這種格局下，委內瑞拉的同盟好友已寥寥無幾，外部環境

支撐已不復存在，且這些國家紛紛與美國站隊向馬杜羅進行外交施壓，企圖顛

覆其政權。

二、中國與委內瑞拉關係特點

從 1996 年開始，中國從委內瑞拉進口乳化油 , 同年還簽署了石油共同開採

協議。國家的能源安全戰略鼓勵多元化的石油供應 , 進而使中國與委內瑞拉進

一步增強雙方石油商業利益。中國與委內瑞拉的借貸方式是「石油還貸款」。

委內瑞拉嚴重依賴對中國原油和石油的出口，占委內瑞拉出口總額的 90%, 其中

97% 的對中國的出口（74% 的原油）。但是委內瑞拉的原油出口在中國只占非

常小的比例。委內瑞拉僅是中國第三的成品油供應商 , 位於在韓國和新加坡後，

占中國進口總額的 13% 的產品。如果沒有這些成品油的出口，委內瑞拉對中國

的出口依賴程度將更大。10 二十世紀初期，委內瑞拉政府接洽中國尋求發展幫

助。兩國政府在各種生產和社會問題上建立了短期資金支援機制。11

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已經和中石油和中石化公司簽署了幾個合資開發的

項目。2001 至 2004 年，中石油與委國家石油公司簽約開發奧里諾科重油帶、

蘇馬諾（Su Manuo）油田，還合資成立了中委奧裡乳化油公司。中國石油公司

通過中委基金加大對重油帶的勘探開發投入，具代表性的是 2012 年，中石油斥

資 9 億美元獲得胡寧四（Junin 4）區塊、8.7 億桶可采儲量的開採權；中國海洋

石油總公司獲得蘇克瑞元帥（Marical Sucre）天然氣專案開發權益，可日產 34
萬立方公尺天然氣和 37 萬桶凝析油。2013 年 9 月，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訪華

期間與中方正式簽署一系列合作協定，由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與委國家石油

公司合作開發全球最大的重油和超重油富集帶—奧里諾科重油帶的胡寧一區

塊和胡寧十區塊。經過多年的謀劃與佈局，中國石油公司在委項目已進入戰略

經營和業務成長時期。2014 年，中國從委進口原油 25.3 萬桶 / 日，占中國進口

10 Carlos Casanova et al., “Measuring Latin America’s Export Dependency on China,” BBVA Re-
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5, <https://www.bbvaresearch.com/wpcontent/uploads/2015/08/15-26_
WorkingPaper_China-and-Latin-America.pdf> (2015), p. 12.

11 Antulio Rosales, “Deepening Extractivism and Rentierism: China’s Role in Venezuela’s Bolivarian 
Developmental Model,” Canad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37 (2016), p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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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4.1%。委成為中國第七大原油進口來源國。在石油貿易的帶動下，中國成

為委第二大交易夥伴、最大的債權國和貸款來源國，而委成為中國在拉美的第

四大交易夥伴和主要的工程承包市場。12 下表為委內瑞拉 10 年間從中國國家開

發銀行與進出口銀行得到的貸款。

12 崔守軍、張子陽，「探析中國與委內瑞拉能源合作」，現代國際關係，第 2 期（2016 年），

頁 49。

表 1　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與進出口銀行提供給委內瑞拉的貸款 
（2007-2018年）

時間 種類 目的 借款方 金額

2007 年 11 月 能源 聯合基金（A 段） 國家開發銀行 40 億美金

2009 年 4 月 能源 聯合基金（B 段） 國家開發銀行 40 億美金

2009 年 12 月 能源 未知 國家開發銀行 5 億美金

2009 年 12 月 礦業 礦業項目信貸 國家開發銀行 10 億美金

2010 年 5 月 其他 貿易項目信貸設施 國家開發銀行和

葡萄牙聖靈銀行

11 億美金

2010 年 8 月 能源 聯合基金－長期設施 國家開發銀行 203 億美金

2011 年 6 月 能源 聯合基金（A 段再次協

議）

國家開發銀行 40 億美金

2011 年 11 月 能源 阿佈雷烏利馬煉油廠 國家開發銀行 15 億美金

2012 年 2 月 能源 購置石油相關產品 國家開發銀行 5 億美金

2012 年 8 月 能源 聯合基金（B段再次協議） 國家開發銀行 40 億美金

2013 年 6 月 能源 中委合資公司在奧里諾科

河的產量

國家開發銀行 40 億美金

2013 年 9 月 礦業 拉斯克麗斯蒂納絲金礦 國家開發銀行 7 億美金

2013 年 9 月 基礎設施 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海

運油庫

中國進出口銀行 3.9 億美金

2013 年 11 月 能源 聯合基金（C 段） 國家開發銀行 50 億美金

2014 年 7 月 基礎設施 聯合基金（A 段再次協

議）

中國進出口銀行 40 億美金

2015 年 4 月 能源 聯合基金（B段再次協議） 國家開發銀行 50 億美金

2016 年 11 月 能源 改善石油產量 國家開發銀行 22 億美金

2018 年 9 月 能源 石油產業發展 中國開發銀行 50 億美金

資料來源：筆者綜整自 Kevin Gallagher and Margaret Myers, “China-Latin America Finance 
Database,” Washington: Inter-American Dialogu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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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中國石油集團）與委內瑞拉石油

公司達成價值 22 億美元的協定，提高其合資公司的石油產量。委內瑞拉目前待

償付的中國債務總額約為 200 億美元。然而從 2014 年以來，由於國際油價大幅

下跌，委內瑞拉原油產量持續下降，加上現有經濟發展難以為繼，委內瑞拉正

面臨嚴重的經濟衰退。與此同時，委內瑞拉國內還面臨著嚴重的政治危機，委

國內反對派試圖推動公投推翻馬杜羅政府，委內瑞拉已變得越來越依賴中國的

貸款。同時政治和經濟的不穩定讓委內瑞拉經濟處於經濟危機的邊緣，這更強

化了它對中國的依賴。由此看來，中國發現自身的海外投資受阻於委內瑞拉總

體經濟不振。例如 , 雖然中石油和中石化簽署了一系列關於奧里諾科河勘探的

協定，但與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合作的實際生產和投資也遠低於預期。這兩

家公司已經面臨了實際困難，尤其是在升級和投資煉油以及在重質原油合作方

面。如上面所說 , 大多數委內瑞拉石油屬於重質原油需要複雜的煉油技術和更

多的投資。同時 , 委內瑞拉不斷惡化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也導致中國在委內瑞

拉問題上採取謹慎的態度。

對中國而言，委內瑞拉是充滿不確定性的合作夥伴。委內瑞拉僅僅是世界

第 12 大石油生產國和第 9 大出口國 , 其產量下降非常嚴重，與此同時 , 國際油

價的急劇下跌 , 進一步威脅破壞委內瑞拉的經濟。石油工業約占委內瑞拉全國

出口收入的 95% 以及國內生產總值 (GDP) 的 25%。13 所以石油方面的任何消極

變化都將對玻利瓦爾省政權的穩定性都會產生明顯影響。國家開發銀行 2012 年

對拉丁美洲的一項風險研究也警告 , 南美有些國家有過度依賴石油和擁有軍事

干預的傳統。不確定性是中國外交中一直排斥的，而它卻出現在了中國與委內

瑞拉的關係中。14 委內瑞拉目前正處於七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之中，而其

政府也正面臨信任危機，這對中國以及中國外交是有一定影響的。儘管中國與

委內瑞拉有很深的兄弟情結，但是中國有必要定期進行對委內瑞拉投資的風險

評估，並在委內瑞拉建立投資和貸款的「止損點」。同時，必須時刻關注委內

瑞拉政府在未來幾年的執政改善狀況。

13 Nathan Williams, “Venezuela: A Worthy Investment?” Huffpost Politics, <http://www.
huffingtonpost.com/china-hands/venezuela-a-worthy-invest_b_7250192.html> (2015).

14 Margaret Myers, “China’s Unlikely Partnership with Venezuela,” ISN, <http://www.isn.ethz.ch/
DigitalLibrary/Articles/Detail/?lng=en&id=182309&utm_source=GEGI+Round+Up+14&utm_
campaign=GEGI+Round+Up+14&utm_medium=emai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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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國、美國與委內瑞拉三方動態評估

委內瑞拉的動亂已經持續好幾個月，然而局勢似乎並沒有完全向著美國希

望的方向所發展，反對派首領瓜伊多對現政府的各種破壞和挑釁行動，並沒有

徹底動搖馬杜羅政府。不僅委內瑞拉軍方仍然堅定的保持對馬杜羅的支持，瓜

伊多的反對派已經開始被清算。美國已經威脅馬杜羅立刻釋放被捕的反對派政

變人員，但是現在馬杜羅沒有做出絲毫退讓。加上俄羅斯也在加強在委內瑞拉

的軍事力量，增強了馬杜羅的國內軍事支持。

委內瑞拉現在已成為大國勢力的角鬥場。2018 年 12 月，俄羅斯總統普京下

令將兩架超音速轟炸機部署在委內瑞拉，以示對馬杜羅的支持。2019 年 3 月，

近百名俄羅斯軍人及數十噸軍事裝備乘坐俄軍飛機抵達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

斯。儘管俄羅斯方面聲稱是履行與委內瑞拉政府簽署的一項軍事合作協定，但

美國當局使用強硬姿態表示要「考慮所有選項」把俄羅斯人從該國送走。只要

有俄軍士兵公開駐足在委內瑞拉，就是對馬杜羅當局的巨大外交和信心支持，

也是對經歷過古巴導彈危機教訓的美國構成威脅。同時，美國的軍事評估認為

俄羅斯為馬杜羅政權提供軍事和網路戰技術支援，可能是為了保護馬杜羅不受

「改變政權」的威脅，確保俄羅斯在拉丁美洲維持委內瑞拉這個立腳點。在委

內瑞拉的較量不過是美俄雙方在中東較量的延續。美國從敘利亞撤軍其實意味

著美國中東政策階段性的失敗，而俄羅斯在拉美不會放過這次與美國談判的機

會，加大它在其他國際事務中的籌碼。

因此，美國如果任局勢發展，他們完成對馬杜羅政權顛覆的可能性會越來

越小。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軍事干涉可能性存在，但概率不大。即使美國確實在

做武裝干預委內瑞拉的軍事準備，從川普外交特色來看，他更傾向於低成本的

外交，不願真正的投入，所以外交比戰爭來說更符合這一特點。從現在形勢觀

察，美國或更擅長用軍事訛詐威脅，而非真正的投入軍事力量。艾理斯認為，

美國現在軍事介入存在兩個風險，一是和委內瑞拉軍隊發生交戰從而陷入新的

戰爭泥潭；二是和俄羅斯發生軍事衝突。眼下，美國正從敘利亞、伊拉克等戰

爭「泥沼」中脫身，不可能再把腿陷入另一個「泥沼」之中。15 同時，從上世

紀初開始到八十年代末，美國武裝干涉拉美國家內政的事情層出不窮，這一現

15 R. Evan Ellis, “The Impact of China on the Latin American Security Environment,” Revista da Es-
cola de Guerra Naval, Vol. 2 (2018)；筆者對 Evan Ellis 於 2019 年 4 月進行電話訪談。征得其

同意後，將觀點附於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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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直接造成拉美局勢的長期動盪，經濟得不到應有的發展，所以拉美大部分國

家也會反對美國軍事介入委內瑞拉局勢。而且美國雖然凍結了委內瑞拉的黃金，

但俄羅斯仍和委內瑞拉政府有石油貿易的往來，這使得美國可能在未來不得不

坐下來與委內瑞拉現政府和俄羅斯談判。

但美國對委內瑞拉的經濟制裁會逐漸加重。美國於 2019 年 2 月份宣佈制

裁委內瑞拉，旨在瞄準馬杜羅政權的命脈：石油業及國有的委內瑞拉石油公司

（PDVSA）。白宮此前的行政命令只針對委內瑞拉的政府官員和個別產業。現

在，新制裁將打擊這個占政府收入 90% 以上的行業。美國的制裁措施旨在推翻

馬杜羅，推動委內瑞拉舉行新選舉。所以，比起軍事介入，經濟制裁的成本和

風險都相對較小。

不難看出，委內瑞拉危機也是整個拉美地區的困境。不管是主張國家介入

的那些左翼政府，或是近年轉型市場經濟的中右翼政府，社會和經濟層面的問

題是直接考驗領導人治理能力的場所。也恰是在這個意義上，委內瑞拉近 5 年

（2014-2019）急轉直下的國運便值得我們留意。因為，經濟富足對於百姓才是

第一位的。同時，從拉美多個大國對委內瑞拉總統的批評中可以看出左翼理念

已經無法獲得周邊大國如阿根廷的認同。在不遠的未來，我們可以看到拉美地

區的風向標將逐漸趨於右翼，左翼意識形態會繼續稀釋淡薄。而且在犧牲了環

境、破壞當地生態文化的情況下，拉美已有不少有識之士意識到依賴榨取自然

資源的發展模式有再次淪為發達國家附庸的潛在危險。在以上的情形來看來看，

今天的委內瑞拉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警惕的例子。

目前，烏拉圭、哥斯大黎加、智利、厄瓜多、千里達及托巴哥等十幾個拉

美和加勒比國家與中國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中國也將委內瑞

拉納入「一帶一路」倡議範疇，這本身就不是簡單的考量。中國對委內瑞拉的

支援是出於長遠戰略佈局的需要，是有利於「一帶一路」在拉美的進一步的展

開。無論是國家戰略上的需要，還是國際道義上的考慮，北京都不會輕易對委

內瑞拉的經濟局勢落井下石，能幫則幫是北京的基本態度。

不少美國學者如陳懋修（Matt Ferchen）認為，由於中國與委內瑞拉建立了

緊密的金融、貿易和外交關係，現在美國是時候讓中國參與到解決委內瑞拉困

境的討論中來。16 但中國對不干涉原則的承諾和南南外交倡議背後有著更為複

16 Matt Ferchen, “Why Did China Stand by Maduro in Venezuela?”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
carnegietsinghua.org/2019/02/05/why-did-china-stand-by-maduro-in-venezuela-pub-78307> 
(February 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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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的現實。一方面，中國可能會調整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就現實利益而言，考

慮到中國向委內瑞拉提供的巨額貸款和投資，和委內瑞拉石油對中國能源安全

的重要性，中國有無數切實的理由為委內瑞拉尋求一條至少是可持續的經濟治

理道路，尤其是在石油行業。委內瑞拉已經拖欠了部分中國貸款，最好的情況

也只能償還利息。如果委內瑞拉不能按中國要求的數量輸出石油，那麼中國維

持委內瑞拉現狀的動力可能比想像中更弱。17

因此，中國可以並且應當與委內瑞拉的鄰國及國際組織合作，思考如何說

明緩解委內瑞拉當前危機，同時樹立中國貸款的正面案例。在石油行業的治理

上達成多邊合作的可能性同樣值得探索，秉持中國和全球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

目標，協力找出合理開採和利用委內瑞拉超重原油的方法。

中國在一些與軍事合作可能相關的行為上要儘量小心，以避免美國對這些

行為的政治解讀。雖然中國與委內瑞拉的軍事合作非常透明化，但如果有些美

國官員和學者對中委關係的發展進行過度地政治性解讀，那麼中美委三邊互動

將非常有可能朝著惡性互動的路徑上發展。此外，拉美國家普遍具有強烈的獨

立自主意識。把委內瑞拉當成美國後院是不太恰當，而委內瑞拉民眾也普遍反

感這類提法。中國應注意到美國在委內瑞拉有重要利益關切；同時，中國也應

尊重委內瑞拉獨立自主的意願。建立高層戰略對話，有利於地區凝聚團結的力

量，理解中方在拉美地區的務實性，增加互信，消除誤會，共同推動雙邊及整

體合作的領域朝著彼此期望的方向不斷拓展。因此，需要構建一個定期的、中

美拉高層（部長級以上）戰略對話機制。

陸、結語

儘管拉美國家實施多元外交對美國的依賴逐漸減弱，但美國依然在拉美國

家對外交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雖然當前川普政府並沒有制訂特別針對中

拉關係發展的戰略政策，但美國對拉美的一些政策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中拉關

係，產生的效果有積極地也有消極的。但從整體上來看，中拉關係的發展對於

拉丁美洲來講有其積極的影響。中國擴大在拉美的投資將起到刺激拉美經濟發

展的作用。這一點與美國在西半球的目標是符合的。中美拉三邊的良性互動機

17 Yanran Xu, “As Latin America Goes Right, Can China Keep Its Footing?” Americas Quarterly, Vol. 
13, No. 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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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也極其必要。這種三邊的良性互動機制既應包括民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也

應包括中美拉三邊的高層戰略對話。如果中、美、拉三方能夠合理地制定高層

戰略對話機制，消除誤會，就可以實現三方共同發展，和諧共處的局面。

中拉整體合作不應固守舊有思維，而應具有創新思維，順應時代，提出符

合中拉雙方利益而實現共贏的模式。中拉整體合作範疇廣、領域多、差異性大、

涉及因素複雜多變，在未來整體合作機制的構建進程中，應該力避包羅萬象、

急於求成和急於做大的心態，穩步推進首腦峰會機制、部長會晤等機制，穩妥

設置安全、氣候、糧食、科技、衛生等議題。18 就中國而言，首先必須對拉美

內部同一性和差異性有非常清晰的把握和理解。同時，從拉美國家的角度來說，

珍惜地區凝和的力量，理解中國戰略夥伴的務實特性，將可能減少猜疑、增加

互信，真正利用好這一平臺提供的合作機會，使各自訴求與中國的戰略目標找

到契合點，共同推動雙邊及整體合作的領域朝著彼此期望的方向不斷拓展。

中拉關係的最大問題是雙方相互瞭解不深不透。這一問題的危害性之一就

是「中國威脅論」以及恐懼中國的心態在拉美尚有「市場」，甚至在不斷蔓延。

例如，一些拉美的媒體經常將中國視為發達國家，並稱昨天的美國與拉美的關

係就是明天的中國與拉美的關係。又如，「中國帝國主義」、「中國新殖民主

義」等污蔑性詞彙經常出現在拉美的某些媒體上。在一些反對中國企業的遊行

示威中，還出現了不雅的反華標語和口號。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中國威脅論」

和恐懼中國的心態，除了加大對拉美等宣傳力度以外，還應該採取以下措施：

一是要鼓勵中國企業在拉美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嚴格遵從東道國法律，妥善

處理投資專案與其所在地政府和民眾的關係；二是要吸引更多的拉美遊客來華

旅遊，使其對中國的國家形象獲得一個眼見為實的認知；三是要鼓勵更多的拉

美青年來華留學，為中拉關係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四是中國駐拉美國家的

使館要多多舉辦一些宣傳和介紹中國的活動。19

未來的世界是一個複雜的全球性的商業、金融和資訊網路連結，需要各方

積極參與。從長遠來看，雙方的相互依存關係的多維度發展將使一些分歧變得

模糊和淡化。中國應當結合共同發展的理念和「一帶一路」的思想戰略來落實

18 王友明，「構建中拉整體合作機制：機遇、挑戰及思路」，國際問題研究，第 3 期（2014 年），

頁 116。
19 江時學，「中國與拉美關係：是處困難期，還是最佳期？」，人民網，<http://world.people.   

com.cn/n1/2016/0114/c1002-28051959.html>，（2016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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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拉美的外交政策。中、美、拉三方應該迫切需要建立一種三邊對話機制並

且美洲的國際組織應該加大開放性，努力為建設一個三邊地緣政治關係的機制

而做出貢獻。簡而言之，中國與世界的融合是充滿無限可能和機遇的。中國需

要世界，世界同樣寄希望於中國，在共同發展的前提下，拉美在經濟和社會建

設上取得長足發展會是中美在拉美的發展中實現合作共贏，對中國處理好與美

國和拉美地區的關係具有強大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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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o-Latin American relationships have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are not simply bilateral 
cooperation, but with the entangl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t has become a triangular 
interaction. The policies and rea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especially of the new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ill definitely reflect its orientation towards China’s 
foreign policy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also affect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ino-
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The current chaotic situation in Venezuela highlights the 
differences in influences from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region. China should work 
with the U.S., Venezuelan neighbor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work thorough this crisis and to help alleviate the present economic, political and 
humanitarian predicaments in Venezuela, while at the same time establishing positive 
examples of Chinese overseas lending and investments for others.

Keywords: A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Sino-Latin America Cooperation, Venezu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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