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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China’s economic inducement to Laos as a case study to examine how China’s 
increasing investment, ai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parks, etc. have gradually changed Laos’ 
Vietnam policy. China, Vietnam, and Laos are all socialist nations. Yet, their relations are tangled and 
complicated. Both China and Vietnam have attempted to exert their influence to Laos with an eye to 
attaining their strategic goals. This paper contends that the more China provides economic incentives to 
Laos, the more likely Laos will take sides with China in some Sino-Vietnam disputed issues. Changes 
in Laos’ attitude can be found in the cases of South China Sea (SCS)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dam 
construction on the upper Mekong River. On the SCS issue, Laos has gradually approved of China’s 
bilateral negotiating position instead of Vietnam’s multilateral approach. Interestingly, though the “pro-
Vietnam faction” won over the “pro-China faction” in the 2016 internal election, Laos, since then, 
has kept voicing support for China in different settings. Regarding China’s construction of dams on 
the upper Mekong River, one can also find changes in Laos’ discourse, from previously in line with 
Vietnam expressing concerns for dam-building to tacitly accepting China’s act. Notably, China-backed 
companie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Battery of Southeast Asia” strategy sketched by Lao government.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ide important empirical implications for shedding light on how China’s 
economic muscle can be used to alter other countries’ behaviors and influence the interaction amongst 
small states. 

Keywords:    China’s economic inducement, Laos, Vietnam, South China Sea, Mekong River d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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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中國對寮國的經濟勸誘為研究案例，探討中國增加對寮國的投
資、援助以及在寮國建設工業園區這三種經濟勸誘手段如何改變寮國的越
南政策。中國、越南、寮國均為社會主義國家，然而這三國之間的關係錯
綜複雜。中、越兩國皆努力在寮國擴展影響力以達到各自的戰略目的。本
文發現隨著中國對寮國提供愈多經濟勸誘，寮國在越中關係的一些爭議中
愈偏向支持中國的立場，具體表現在寮國對南海的立場以及對中國在湄公
河上游興建水壩一事的態度之改變。在南海議題上，寮國從支持越南的多
邊談判立場轉而認同中國的雙邊談判立場。而有趣的是，在2016年寮國國
內政爭中，儘管「親越派」勝過「親中派」成功掌權後，然而自此之後寮
國卻在不同場合上發表一些偏向支持中國的言論。在湄公河水壩建設議題
上，寮國的態度亦有所改變，從與越南一道對中國建設水壩表示擔憂到轉
向默許中國的行為。同時，在寮國政府規劃的「東南亞蓄電池」戰略中，
中資企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本文的發現對於以經濟國策理論下的經濟勸
誘來解釋中國經濟實力如何扭轉各國的行為以及影響小國之間的互動等具
有重要的實證意義。

關鍵詞：中國經濟勸誘、寮國、越南、南海、湄公河水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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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中國的周邊國家中，一個四面被陸地封鎖及亞洲國內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GDP）最低的國家之一的寮國長期以
來一直被視為中國與其他東南亞大陸國家之間的地理緩衝區，然而，對
中國而言，寮國卻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中國近年透過各種軟硬兼
施的手段以擴展在寮國的影響力，其中對寮國施展經濟勸誘（economic 

inducement）是達成其戰略目標的重要做法。中國和寮國於1988年實現
外交關係正常化，雙方的經貿往來恢復，尤其自2000年中國國家主席江
澤民對寮國進行國事訪問以來，雙方經貿往來變得日益頻繁。自2016

年起，中國已成為寮國第一大直接投資來源國、第一大開發援助國、
繼泰國之後的第二大貿易夥伴，以及第三大遊客來源國（Asia News 

2018）。自2005年起，很大一部分寮國黨政幹部開始赴中國受培訓，中
國同時已成為寮國學生的主要留學目的地，於2018年在中國留學的寮國
學生人數已達14,645人，在中國留學生來源國中排名第8位（中國教育
部2019）。
中國向寮國提供各種經濟挹注使得寮國的鄰居和傳統盟友―越南開

始感到不安。在越南的認知裡，中國在寮國的所作所為是有意針對越
南，離間越寮之間的傳統關係，並對越南進行「戰略性的包圍」，且倘
寮國像柬埔寨一樣真正成為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盟友，那麼中國在此
地區的影響力將大大提升（作者訪談，外交官，越南河內，2018年02

月）。1 在過去，越南曾經扶持寮共建立政權，且根據在1977年所簽署
的「越寮友好合作協定」（Hiệp định Hợp tác Hữu nghị Việt - Lào）框
架下，越南可在寮國駐軍，此使越寮同盟關係變得十分緊密，被形容成
「越寮兩個民族命運交融」或「越寮特別關係的紅線」等諸如此類的詞
語（Nhan Dan 2017）。在此同時，在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以下簡稱：東協）各國中，寮國亦

1. 此處為與兩名越南外交官的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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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支持越南的主張和政策。因此，對於越南而言，寮國國內政治及其
對外政策的任何變化都有可能連帶影響越南的國家安全和穩定（作者訪
談，外交官，越南河內，2018年02月）。
在意識到中國在寮國的動作日益頻繁的情況下，越南開始不遺餘力

地鞏固越寮傳統關係，鼓勵國內企業前往寮國投資，增加對寮國的開發
援助等。有趣的是，在寮國的這場「影響力的競爭」中竟然不是由美中
這兩個大國所主導，而是由越中這兩個國家所組成的。然而，中國可以
向寮國提供越南所提供的更多東西，無論是在經貿、投資還是在援助上
（Storey 2005）。鑒於此，本文的問題，即在探討中國加大對寮國的投
資、提供開發援助以及透過在寮國建設工業園區等經濟勸誘手段如何影
響到寮國對越南的政策或越寮關係？
本文採用質性研究方法，包括個案研究法再搭配訪談法，透過探

討中國近年對寮國的各種經濟勸誘手段、寮國對此的回應，進而評估
寮國對越南政策的變化。本文發現，隨著中國向寮國提供愈多經濟勸
誘，寮國在越中關係的一些爭議議題中愈偏向支持中國的立場，表現在
寮國對南海的立場及其對中國在湄公河上游建設水壩一事的態度之逐
漸改變。舉例而言，於2016年作為東協主席國的寮國已表示支持中國
在南海議題上採取雙邊談判主張，同時成功地阻攔由越南和菲律賓推
動東協在其「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裡對中國在南海的行為採
取強硬的言辭。再如，寮國作為「湄公河委員會」（The Mekong River 

Commission，以下簡稱：MRC）的一員卻漸漸不顧MRC的建議，尤其
是越南提出的反對，繼續在湄公河主流上與中國共同建設若干座水壩，
且儘管在越南的極力遊說下，寮國似乎對於北京在湄公河上游建設水壩
一事也視而不見。值得一提的是，在寮國2016年的第十屆寮國人民革命
黨（Lao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簡稱：LPRP）大會的選舉中，儘
管「親越派」勝過「親中派」成功掌權後，2 但自此之後寮國卻在不同

2. 第十屆寮國人民革命黨大會結束後，時任總理通邢•塔馬馮（Thongsing Thammav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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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場合上發表一些偏向支持中國立場的言論。此可證明中國的經濟勸誘
如何逐漸改變寮國的越南政策。
為了闡明論點，本文的章節安排如下。首先，在本節前言部分介紹

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問題。第二節闡述中國經濟國策之意涵及其與中
國大戰略之間的關係。第三節對中國在寮國施展的各種經濟勸誘手段做
一個描述型的研究。第四節則是本文對前述的研究問題所做出的的具體
回答，即在中國經濟勸誘下寮國對越南的政策如何被改變。最後結論的
部分總結本文所呈現的論點。

貳、中國經濟勸誘

一、中國經濟國策下的經濟勸誘
「國策」或「治略」（statecraft）一詞傳統上指的是執行或處理國

家事務的藝術。按照這樣的說法，國策同時牽涉到國內和國外政策，然
而當下的國策很少提及國內政策，而通常被理解為一國透過採取什麼
樣的手段、工具或技術等來達到其對外政策目標。不管是手段也好，
工具或技術也罷，所有的這些概念都指向一國的「政策選擇」（policy 

options）（Baldwin 1985, 8-12）。而一國的政策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其經濟實力或可動用的經濟資源的影響。強大的國家往往將各種不同
的經濟手段當做是實現其政治和外交目的的工具。Baldwin（1985, 29-

46）因此提出「經濟國策」（economic statecraft）這個概念並將之定義
為一國採取經濟手段或政策來影響目標國的行為。Norris（2016）則將

以及副總理宋沙瓦•凌沙瓦（Somsavat Lengsavad）皆無法連任。取而代之，曾經在越
南留學的通倫•西蘇里（Thonglun Sisoulith）成為總理、78歲高齡的曾在越南留學過
的本揚•沃沃拉吉（Bounnhang Vorachith）成為寮國人民革命黨總書記和國家主席、
在河內拿到金融銀行學士學位的巴妮•雅陶都（Pany Yathotou）成為國會主席（BBC 
Vietnamese 2016; The Diplomat 2016; Quoc Hoi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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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定義為國家透過操控國際經濟活動以達到其戰略目標。
經濟國策大致上可分成經濟制裁（economic sanction）和經濟勸誘

（economic inducement）（Baldwin 1985; Crumm 1995; Gong 2017）。
顧名思義，經濟制裁指的是發動國（sender）針對接受國（receiver）採
取一些懲罰性的經濟政策，藉此使接受國順從它的意願，而經濟勸誘則
是發動國利用提供經濟利益或推出激勵性的經濟政策以達到其所欲的
目標。經濟勸誘手段可以包括貿易補貼、最惠國待遇、資金援助、投
資、降低關稅或提供優惠關稅等（Baldwin 1985, 35-50）。除了採取這
些手段以外，中國還在海外建設工業園區或經貿合作區（Bräutigam, and 

Tang 2012），這與一般傳統的經濟勸誘手段不盡相同，標誌著具有中
國特色的經濟國策。
至於中國的經濟國策，Norris（2016）認為中國經濟國策與中國大

戰略（grand strategy）息息相關，而中國大戰略是根據中國國家利益而
確定。Goldstein（2005, 12）指出中國自1996年之後大致上已經形成自
己的大戰略目標，即在美國主導的單極體系下，中國努力成為超級大
國。該大戰略的目標既增加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又盡量避免其他國家因
中國實力不斷成長而聯合起來抵抗之。Friedberg（2011, 144）指出中國
自冷戰後的大戰略乃為避免對抗、打造綜合國力、穩健前進。而Nathan 

& Scobell（2012, 54-57）則認為中國大戰略有三個主要內容，包括：恢
復和維護領土完整、在鄰國中間擴展中國的影響力，防止外來力量對亞
洲區域的控制、中國外交政策致力於為其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國際環
境。無論從何種說法觀之，大戰略都指的是指導政府連接諸項政策的
核心邏輯，具有一致性的、長期性的（Goldstein 2005, 19-20）。而中國
採取經濟國策是達成其戰略目標的眾多手段之一。作為大戰略的重要一
環，經濟國策也是一種長期的、宏觀的政策思想，而不像是老生常談的
中國經濟外交政策，通常僅指一個個單一的政策。
縱觀既有文獻，不同學者對於中國所採取的經濟國策的目的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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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本文將之分成三種。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在國外採取的經濟手
段主要有經濟和貿易目的，中國鼓勵有實力的企業至各國投資，並在當
地國成立工業園區以把握商機、減少過度依賴單一市場的風險以及降低
交易成本（Bräutigam, and Tang 2012）。第二種看法認為北京在發展中
國家的那些行為主要是由其國內能源安全戰略所驅動的。中國提供當地
國開發援助以及投資等或多或少是想要換取更穩定及更安全的能源資源
（Alves 2013; Tuman, and Shirali 2017），或有學者稱中國在追求著一種
「能源重商主義」（energy mercantilism）（Lind, and Press 2018）。第
三種觀點，也是本文支持且進行驗證的論點，認為中國經濟國策背後更
多地具有政治目的，例如影響其他國家行為或對外政策，使得其他國家
適應中國的利益（Norris 2016; Kastner 2016）、鞏固一些威權政體的政
權，防止民主骨牌效應（Bader 2015）。更甚者，中國對美國施展一種
「金融國策」（financial statecraft），即大量購買美國國債以期抵制美
國的壓力或強迫美國在某些議題上讓步之（Drezner 2009）。
中國近年巧妙採取經濟制裁和經濟勸誘這兩種手段來達成鎖定的政

治目標。經濟制裁方面，一些明顯的例子包括2010年因為日本海警扣押
一名中國船長導致中國限制向日本出口稀土，再比如2012年菲律賓和中
國因中國漁民進入黃岩島（Scarborough Shoal）而引起的衝突之時，中
國限制對菲律賓進口的農產品，尤其是香蕉（Lorber 2017）。或者是，
中國對在其境內做生意的台灣資本家施壓以期影響台灣總統選舉結果
（Norris 2016, 8）。不過，在大部分的時間裡，中國所採取的經濟國策
偏向勸誘手段而較少採取制裁措施，即中國大部份依賴擴展與目標國的
投資和貿易活動，例如目前中國已經成為東南亞各國的第一大或第二大
貿易夥伴（Shambaugh 2018, 114），並在此地區形塑一個由中國主導的
經濟秩序（economic hierarchy），與由美國主導的安全秩序（security 

hierarchy）平起平坐（Ikenberry 2016），其最終目的為期望目標國的領
導人尊重北京的利益，如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中國為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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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等（Kastner 2016）。同時這些舉措也有利於中國國內各行為者的
利益（Reilly 2017）。
至於中國對寮國的各種經濟挹注是否成功影響到了寮國對越南的政

策目前存在正反意見的辯論。澳洲昆士蘭大學歷史學教授Stuart-Fox認
為，中國在寮國的經貿與援助活動與其加強政治影響力之意圖密不可
分，而中國的主要目的乃扭轉寮國的對外政策，分化寮國與越南的關
係，使得今後的寮國不只是屬於越南的影響範圍（Corben 2015）。同
時，美國戰略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Murray Hiebert亦指出，基於
寮國進一步靠攏中國的擔憂，越南在處理越寮關係中的一些衝突和矛盾
也變得小心翼翼（Jennings 2019）。
而有些學者則持不同的觀點，認為中國對寮國的經濟挹注可能難以

分裂越寮密切的政治關係。寮國國家主席本揚於2016年上任後旋即選擇
越南而不是中國作為其外訪的第一站，表明寮國最高領導人如何重視與
越方的關係（Hart 2017）。而且，儘管中國的影響力日增，然而越南長
期以來更善於與寮國的各省政府和當地村民打交道，在政治和文化上，
越南普遍地被寮國人視為高於中國一等（Crispin 2018）。
另，Tan（2014, 13）認為中國在寮國沒有政治野心，其主要行動圍

繞在寮國的經濟利益。然而，本文認為雖然中國在寮國具有一定的經濟
利益，如寮國豐富的自然資源或寮國農產品可以提供給中國市場，然而
經濟利益實質上只是政治利益的一種表徵。寮國對中國的意義不僅局限
在經濟利益上，而處於戰略位置的寮國對中國尚有更深層次的戰略意
義。透過與寮國加強經貿關係，中國可以獲得寮國對中國政策、立場或主
張的支持。同時，寮國是東協一員，與其他成員國一樣在該組織內具有平
等的發言權，可對某項議題投下贊成或反對票，進而可以影響整個東協的
「聯合聲明」或某項決定的最終結果，因此中國近年對東協採取「分而治
之」策略，藉由寮國在東協的角色來漸漸影響或改變東協的立場。

二、既有文獻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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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的討論，本文發現過去關於中國經濟國策的研究尚存一些
不足之處。首先，對中國經濟國策的研究往往將中國視為一個單一的行
為體（unitary actor），然而，Norris（2016）認為現實中那些商業行動
者（commercial actors），通常是跨國公司乃為直接參與國際經貿和投
資活動的主要對象，而並非是單一的行為體的國家。劉致賢（2018）亦
指出企業是中國經濟國策中最關鍵的行動者。換言之，國家需要透過那
些商業行動者來展現其國家經濟實力進而達到某種政治外交目標。由此
可見，能稱得上是經濟國策意味著國家要具有控制、指導和要求那些商
業行動者按照國家的要求去行事之能力。就如同中國在寮國所施展的一
些基建項目大部分皆由中國國企承建的，而中國對寮國所抱持的政治目
的往往隱藏在此些商業行動者的背後，兩者往往交織在一起，也就是說
或許商業目的只是一種表徵，為更長遠的政治目的鋪好路。
第二，過去經濟國策文獻主要聚焦在發動國（中國）與接受國（寮

國）之間的拉推力，而較少探討第三方（美國、越南）的可能反應。基
於中、越、寮這三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特殊關係，本文認為有必要探討此
三方關係的互動，將更能凸顯中國對寮國的經濟勸誘策略及其效果。
寮越友誼關係的基礎主要建立在兩國相同的意識形態以及反殖民

鬥爭的共同歷史，而自1975年現代的寮國成立之後，越寮兩國的軍事
和政治的牢固聯繫一直存在（Hart 2017）。同時，越共與寮共亦長期
保持著一種十分密切的「黨際」交流與合作關係。至於寮國的對外政
策，於2011年3月召開的第九屆寮國人民革命黨大會明確指出，寮國要
「走著一個和平、友誼、合作、獨立、多方化、多元化的對外政策路
線；願意與各國成為朋友、夥伴；加強與各鄰國與戰略夥伴的關係」
（Sengmilathy 2015）。在越寮高層會面之時，寮方不斷重申在寮國的
對外關係裡，越南始終是該國的第一優先（Pham 2017, 74）。在此同
時，越南長期以來亦將寮國視為十分重要且具有戰略意義的鄰國和盟
友，是越南的國家安全和國防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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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隨著中國在寮國的政治、經濟的影響力日漸擴大，情況似乎
已有所改變。儘管寮國目前看似並沒有選擇「棄越投中」，而是努力在
越中兩國之間採取「親中友越」的兩面策略，左手接受中國經濟勸誘，
右手維持與越傳統關係，3 然而，從近年的一些發展可看出越南已非寮
國對外政策裡的唯一優先了（作者訪談，外交官，越南河內，2018年02

月）。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本文將著墨闡明，中國對寮國所施展的各種經

濟勸誘手段除了使得寮國順從或接受中國的主導地位以外，更重要的
是其想要扭轉寮國對越南的外交政策，並逐漸分裂越―寮長期的同盟關
係。而此一策略極像Crawford（2011）所提出的「楔形策略」（wedge 

strategy），即一國採取一些措施來避免、分裂或削弱某個威脅聯盟，
換言之就是離間該聯盟。而在此一策略的框架下，一國可以採用溫和
的「選擇性接納」（selective accommodation）或者是強硬的「對抗」
（confrontation）這兩種主要手段。中國對寮國的一系列經濟勸誘手段
則可以視為「選擇性接納」。
此外，探討中國對某國的經濟國策之研究主要聚焦在經濟國策的單

一行為或手段，例如只探討中國與該國的貿易、或對該國的投資或援
助，而忽略中國的經濟國策實際上是「多管齊下」地進行。因此，本文
認為欲評估中國經濟勸誘的實際效果，除了從貿易活動外，有必要從經
濟勸誘的各個方面去探討。整體上，中國對寮國的經濟勸誘可區分成經
貿投資活動與援助事件，同時在寮國建設工業園區也代表著一種具有中
國特色的經濟勸誘手段。本文在第三節中將專門考察中國對寮國的投
資、開發援助以及在寮國所建設工業園區這三種主要的經濟勸誘手段，
以期做出更全面的評估。

3. 此處為審查者的建議，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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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中國對寮國的經濟勸誘

一、中國對寮國投資
中國對外投資（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簡稱：ODI）呈現不斷

增加的趨勢，於2018年蟬聯全球第二，投資總額達1430.4億美元，在全
球占比約14.1%，投資存量約1.98兆美元，投資主要分佈在亞洲地區，
約占其ODI的70%（中國商務部 2019b）。
對寮國而言，自2014年起寮國已躋身成為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前20位

國家行列（2014年排名第17位，2017年排名15位），截至2017年底成為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的第四大投資接受國。中國自2016年起
成為寮國最大的投資來源國，至2017年底的累計投資金額達66.54億美
元，占寮國總外資的約25%。4 中國國營企業在寮國的投資主要集中在
開採礦產業、建設水電廠以及農業，其中32%的投資用在建設水電廠，
此外中國對水電工程的投資也迎合了寮國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即將寮國
發展成「東南亞蓄電池」（Battery of Southeast Asia）。5 而中國私營企
業對寮國的投資多為經營賭場及其他服務業（Tan 2014）。
整體而言，中國對寮投資呈現逐年增長態勢，不管在投資金額還

是投資項目數量上皆已超過了越南與泰國這兩個寮國傳統的投資來源
國。據寮國計劃與投資部（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Investment，簡稱：
MPI）的統計數據，自2000年至2012年階段，越南、泰國及中國作為寮
國前三大的投資來源國，累計投資金額分別為48.83億美元、41.37億美
元和40.77億美元，這三個國家的投資占寮國外資來源的四分之三（Laos 

MPI 2015; OECD 2017）。由此可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越南和泰

4. 參《2017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5. 在寮國的95個正在運營、即將運營、規劃、和可能建設的水電廠當中，由中國以「建
設―經營―轉讓」（BOT）或「工程總承包」（EPC）合同形式建設的水電廠共有28
個，占寮國總體水電廠數量的將近30%（筆者自行整理自Tan （2014）關於中國在寮
國投資建設水電廠之統計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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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直是寮國的第一大和第二大投資國。（參表一）

表一　2008年至2018年中國企業對寮國投資的情況（單位：億美元）

年份 中國對外投資
淨額

中國對寮國投
資流量

中國對寮國投
資存量 
（非流量）

越南對寮國投
資存量

2008 559 0.7 3.05 N/A
2009 565 2.03 5.4 N/A
2010 688 3.13 8.5 N/A
2011 747 4.58 12.8 33
2012 878 8.09 19.3 42
2013 1078.4 7.81 27.7 N/A
2014 1231.2 10.26 44.91 N/A
2015 1456.7 5.17 48.42 N/A
2016 1961.5 3.28 55 49
2017 1582.9 12.2 66.54 51.2
2018 1430.4 12.4 N/A N/A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中國商務部歷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越南
計劃與投資部對外投資局等。

由表一觀之，中國對寮國的歷年投資淨額和歷年投資存量不斷增
加。歷年投資淨額由2008年0.7億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4.3億美元，足
足成長了20倍，而歷年投資存量由2008年的3.05億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
66.54億美元。從表一亦可發現，2014年是中國對寮國投資的一個重要
轉折點，投資淨額首度超過10億美元大關。
對中國而言，加大對寮國的投資具有戰略性意義，不僅僅是基於寮

國充沛的自然資源，而且寮國可以起連接中國與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
坡等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樞紐作用（Stuart-Fox 2009）。寮國因此可以從
一個「陸鎖國」（land-locked country）搖身變成一個「陸聯國」（land-

linked country），而中國企業藉此可以從寮國去開發其他市場。因此中
國十分注重寮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如建設連接中國與寮國的公路、
鐵路、橋樑等。例如於2016年12月動工建設的中寮鐵路項目被視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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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一路」框架下十分重要的起互聯互通作用的鐵路線。6 建成後將寮國
首都永珍（Vientiane）7 到中寮邊境處的到達時間由12小時縮短到3小時
以內。中國進出口銀行向寮國提供貸款，中國發改委、中國鐵路總公司
以及中國進出口銀行共同參與該項目的建設管理監督和融資（中國發改
委 2015; Asian Times 2017）。在政治上，中國試圖在區域組織尋求包
括寮國在內的區域國家對中國的立場、主張或倡議的支持，如支持「一
個中國」原則，並且以此作為實現其戰略的一個平台（Paremeswaran 

2013）。
對於寮國本身而言，寮國也基於其國內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和鞏固

政權正當性的需求而歡迎中國的投資。中國的投資在某種程度上已經
改變了寮國的社會經濟面貌，尤其是在一些與中國接壤的寮國北部省市
（Tan 2014）。寮國2016年新修改的《投資促進法》對外國投資商提出
諸多關於土地租約免費或免繳利潤稅等優惠政策。例如：在基礎設施建
設不完善的貧困地區或稱I區投資經營的企業，可以免繳10年的利潤稅
和享受10年的土地租賃費；給予在貧困地區投資經營一些「優先推動產
業」8 的企業5年期限免繳利潤稅，即總共可以免繳利潤稅15年。在發展
中地區或稱II區，可以享受4年以上的免稅政策等。目前寮國農業土地
租賃優惠有將近50%是轉租給中國的（大約30萬公頃農業土地）（Tan 

2014; Conventus Law 2017）。

6. 「中寮鐵路」項目於2015年12月舉行開工奠基儀式，並於2016年12月在寮國瑯勃拉邦
省（Luang Prabang）開始動工建設，總長為418公里，投資金額為55.6億美元，其中，
中寮政府協商兩國政府共同出資總投資金額的40%（按7:3比例，即中方出資70%，寮
方出資30%），剩下的60%由兩國國有企業共同投資。該條鐵路北起中國雲南省玉溪
市經過中寮邊境口岸磨憨（磨丁）、寮國瑯勃拉邦，終點為寮國首都永珍。中寮鐵路
可以分成兩段，即中國段和寮國段。中國段，或稱「玉磨鐵路」（玉溪磨憨），總長
508.53公里。寮國段，或稱「磨萬鐵路」（磨丁永珍），總長418公里，總投資額高達
58億美元，預期2021年底竣工。中國的出資方和承建商分別是磨萬鐵路公司、中投公
司、雲投公司這三家。其中，磨萬鐵路公司旗下由鐵總國際、中鐵工、中國水電、中
車集團等合資組成（筆者自行整理）。

7.  Vientiane（Vieng Chan）在中國被翻譯成「萬象」，而在台灣、香港、馬新等地則將
之翻成「永珍」。本文將一律採用後者的翻譯方法。

8. 包括人力資源發展、農產品加工、醫學和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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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由於中國企業在寮國的投資設廠所需的機械設備以
及製造業原材料、半成品等中間材大多係自中國進口及供應，因此中
國對寮國的投資也大大帶動兩國的貿易。中國現已成為寮國的第二大
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額由2012年的17.28億美元增長至2018年的34.75億
美元，漲幅達101%。在中寮的貿易關係中，寮國常年享受順差狀態，
且中國已成為寮國的最大出口市場，於2018年寮對中國的出口達20.2億
美元，順差額為5.7億美元，（參圖一）。寮對中出口主要產品包括電
力、農產品和礦產等，而自中國進口產品多為機械設備、電子產品等。

圖一　2012年至2018年間中寮雙邊貿易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國國家數據網。

二、中國對外援助以及對寮國援助
（一）爭議中的中國對外援助
根據《中國的對外援助（2014）》白皮書，自2000年至2014年期

間，中國對140個國家的4,300個項目提供金額為3,540億美元的援助（中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中對寮出口 9.37 17.2 18.4 12.3 9.86 12.3 14.5
中自寮進口 7.91 10.2 17.7 15.5 13.5 15.9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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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商務部 2014a）。然而，這其中只有21%可被歸為傳統的官方發展援
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以下簡稱：ODA）9（BBC News 

2017）。中國剩下的援助都是非優惠貸款（non-concessional loans）或
出口信貸（export credits），這一類援助則被歸為「其他官方資金」
（Other Official Flow，以下簡稱：OOF），不符合於「經濟合作與發
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OECD）開發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簡稱：DAC）關於開發援助的標準（Bräutigam2011; Shambaugh 2013; 

Dreher et al. 2018）。10 然而，中國卻沒有區分ODA和OOF，而是將兩
者籠統地稱為「對外援助」，因此不少意見認為中國是挾援助之名，行
做生意之實，而不是在「做功德」（a businessman but not a donor）。
中國官方從未公佈對每一國的援助金額。有人猜測，中國對外援

助總預算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給了其共產黨同盟國―朝鮮（Nathan, and 

Scobell 2012, 155）。另外，中國對外援助的相關管理部門相當錯綜複
雜，包括不同行動者，不易從各個不同部門整合援外數據（Bräutigam 

2011; Nathan, and Scobell 2012; Bräutigam, and Tang 2012）。於2018年4

月18日，中國成立「國家國際發展合作暑」，作為國務院的直屬機構，
整合商務部、發改委和外交部的相關職責（人民網 2018）。
（二）中國對寮國的援助
中國的對外援助大部分投入在非洲國家（45.7%）、其次是亞洲和

9. 經濟合作組織（OECD）開發援助委員會（DAC）將「官方開發援助」（ODA）
定義為，「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援助，主要用於發展目的，贈與水平
（grace element）不低於25%。ODA的資金類型包括無償援助（grants）和優惠貸款
（concessional loans）這兩類。」而「其他官方資金」（OOF）指的是那些不符合
ODA的標準，贈與水平低於25%，主要用於貿易目的。OOF的資金類型包括「出口信
貸」（export credits）以及「非優惠貸款」（non-concessional loans）。

10. 根據《中國的對外援助（2014）》白皮書，中國所提供的對外援助資金包括無償援
助（grants）、無息貸款（interest-free loans）以及優惠貸款（concessional loans），
從2010年至2012年期間，各占有的比例分別為36.2%、8.1%和55.7%（中國商務部
20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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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國家，分別占32.8%和12.7%。在東南亞地區，中國對緬甸、柬
埔寨和寮國的援助最多。
本研究從「援助資料庫」（Aid Data）網站引用關於中國對各國的

對外援助歷年金額。其中，此資料庫總共收錄了自2001年至2014年中國
對寮國的83筆援助，其中有55筆被歸類為ODA，剩下的28筆為OOF。中
方融資機構為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開發銀行、中國農業部以及其他不
明的政府部門（unspecified government institution）。對寮國而言，中國
進出口銀行以及中國農業部負責ODA的融資業務，而中國開發銀行則負
責OOF業務。（參表二）

表二　中國2001年至2014年對寮國對外援助資金（單位：萬美元）

年份 官方開發援助
（ODA）

其他官方資金
（OOF） 總計

2001 3000 10800 13800
2002 N/A N/A N/A
2003 N/A N/A N/A
2004 301 4421 4722
2005 8,67 0 8,67
2006 N/A 4500 4500
2007 6473 180000 186473
2008 90 0 90
2009 16770 30000 46700
2010 6623 10300 16923
2011 4,4 154577 154581
2012 42,7 802915 802957,7
2013 18703 9224 27927
2014 8900 0 8900
總共 65400 120673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Aid Data官網。

由表二可以發現，中國自2001年至2014年對寮國的ODA以及OOF

援助資金呈現參差不齊態勢，但整體來看，隨著中寮於1987年關係正常
化，尤其是自2000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首度訪寮以來，中方對寮
方的援助規模不斷擴大。關於ODA的部分，在13年間，中國已經提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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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國約6.54億美元的ODA，從2001年的3,000萬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1.87

億美元，達到制高點。而對於OOF的部分，2012年被認為是中寮外交關
係最頻繁的一年之一，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對寮國進行國事訪問，寮
國時任總理通邢（Thongsing Thammavong）同年亦訪問中國，中國向寮
國承諾提供約80億美元的貸款（loan）和贈款（grant），創歷史新高。
（三）競逐中的越中對寮國援助
寮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主要從前蘇聯和越南收到援助資金（SIIS 

2016）。11 越南自1958年至2016年幫寮國培訓約為3萬到6萬人不等的幹
部（Thanh Nien 2008; QDND 2016），並向寮國提供技術、物資、武器
以及援建基礎設施等，而從越南受訓的寮國學生隨後返回寮國當該國的
各級幹部，這些人成為推動寮越關係的重要力量。然而，到2013年情況
漸漸有所轉變，中國已經成為寮國最大的援助來源國，中國商務部宣
稱2013至2014年間，中國向寮援助金額達到1.87億美元，遠遠超過越南
（中國商務部 2014b）。從1988年至2001年，中國共計對寮提供18億美
元的援助貸款，更甚者中國還決定免除寮國對中國至2003年底大部分的
到期債務（Storey 2005）。
意識到中國正在採取對寮國的「攻勢魅力」（offensive charm），

越南於2014年也似乎在寮國與中國進行一場「金錢外交」的競爭，在
接待寮國到訪越南代表團之時，時任越南副總理阮春福（Nguyen Xuan 

Phuc）承諾越南政府將對寮國的年度開發援助預算增加30%，以期協助
寮國扶貧、振興鄉村經濟以及進行一些重大計劃，於2013年越南向寮國
援助2,829萬美元（VOV 2014b）。然而，越南無法長期維持著與中國
的這場競爭。中國可以向寮國提供越南所提供的更多東西。誠然中國經
濟規模比越南大得多，故對於寮國來說中國的經濟比較有吸引力。基於
此，長期來看，中國在寮國的政治影響力會比越南占上風（Storey 2005; 

11. 從1975至1985年間，前蘇聯向寮國提供5.47億美元的援助，占47.11%，越南提供1.33
億美元，占11.45%（SII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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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heang 2018）。
中國目前在經濟、軍事、教育培訓、醫療等各個方面向寮國提供援

助。若對照中國對外開發援助《白皮書》所提及的中國對外援助的八個
項目中，即「援建成套項目、提供一般物資、開展技術合作、人力資源
開發合作、派遣援外醫療隊、外國志願活動、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援助以
及減免受援國債務等」可以發現，中國對寮國所提供的援助幾乎包含所
有這些項目。
舉例而言，在人力資源開發方面，中國給予寮國的獎學金項目逐年

增加。自2000至2010年間，中國總共提供了1,196個獎學金名額，遠遠
低於越南所提供的4,898個（SIIS 2016）。然而，中國近年來已經慢慢
與越南拉近距離，且每年提供的獎學金名額也在不斷地增加，於2018年
寮國成為中國第八大留學生來源國（參表三），而越南保持平均每年提
供600個獎學金名額給寮國學生（Chheang 2018）。中國對寮國年輕一
代菁英和幹部的教育投入是一個長期的戰略，中國深知寮國人民革命黨
老一輩黨員幹部仍對越南在過去的幫助耿耿於懷，一時之間無法擺脫越
南的影響，故北京願意「等待」，等到那些老一輩的黨員幹部漸漸離開
寮國政治舞台（Storey 2005）。

表三　在中國的寮國留學生數量（單位：人）

年份 前往中國留學總人數 前往中國留學的寮國學生 
累計人數 排名

2014 377,054 N/A N/A
2015 397,635 6918 第14位
2016 442,773 9907 第12位
2017 489,200 約11,00012 第10位
2018 492,185 14,645 第8位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中國教育部官網。

12. 關於2017年的統計數據，中國教育部網站上未註明寮國學生累計人數，只有表明其排
名第10位，故筆者根據該網站上所顯示的寮國學生增長率為20%，計算出2017年的大
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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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關於派遣援外醫療隊方面，中國人民解放軍「2017年和平列
車」（Train of Peace 2017）醫療隊前往寮國提供醫學援助，醫療隊共有
90名隊員，包括34位不同領域的中國專家。此次和平列車前往寮國提供
人道服務被視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加強與寮國人民軍的關係（Asian Times 

2017）。寮國人民軍和越南人民軍一直以來保持著尤為密切的關係，故
此舉被越南解讀為中國進一步拉攏寮國來「孤立」越南，對越南進行戰
略性包圍（作者訪談，外交官，越南河內，2018年02月）。

三、中國在寮國建設工業園區
截至2016年底，中國已經在36個國家建成77座境外經貿合作區、

工業園區等各類型的合作區，累計投資金額高達241.9億美元，入區企
業1,522家，創造價值702.8億美元，其中有20座境外經貿合作區是通過
確認考核的（中國商務部 2017c, 20-25）。一開始建設海外經貿合作區
或工業園區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響應中國「走出去」戰略，而目前隨著
「一帶一路」倡議的推行下，海外工業園區則轉而為「一帶一路」保
駕護航。此外，有50%以上的工業園區建立在那些與中國接壤的亞洲國
家，此被認為有戰略與政治目的，即以此推動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並
擴展中國的影響力（Bräutigam, and Tang 2012）。
中國於2003年在寮國北部磨丁省（Boten）以獨資形式投資建設

第一座中寮合作區―「磨丁關口經濟開發區」。截至2018年底，中國
已經在寮國興建總共四座經濟特區和綜合開發區。其中，由中國雲南
省對外投資有限公司於2010年發展的「寮國永珍賽色塔綜合開發區」
（Saysettha Development Zone）是通過中國商務部確認考核的20個經貿
合作區之一。「賽色塔綜合開發區」之所以受到矚目是因為它聚焦於一
些工業生產產業，故被認為可以幫助寮國進行工業升級，這對於一個以
農業為主的寮國經濟來說十分重要（Laos MPI 2018）。
本文從寮國計劃與投資部網站上關於寮國經濟特區、工業園區等專

欄上整合出的資料發現，目前寮國全國共有十二座各種不同的園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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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中國以獨資或合資的形式興建的園區共有四座，由越南和馬來西亞
建設的各有一座，剩下六座園區是由寮國政府投資建設。（參表四）

表四　中國在寮國建設的各類合作區

序 名稱 設置地點 成立
時間

中國發展
商

投資形式、
金額及租借
期

經營領域或產業

1 Boten Beautiful 
Land  Spec i f i c 
Economic Zone
磨丁關口經濟開
發特區13

琅南塔省磨丁
市Boten City, 
Louangnamtha 
Province

2003 雲南海誠
實業集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雲南海
誠）、內
蒙古萊得
馬業

2003年：獨
資5億美元
租借期50年
2015年：獨
資15億美元

農業，畜牧業，製造
業、度假旅遊、教育
公共衛生、貿易、房
地產、電信、倉庫和配
送物流區等。新升級的
「中國寮國磨憨磨丁經
濟合作區」將建立中寮
邊境工業區。

2 G o l d e n 
Triangle Special 
Economic Zone
金三角經濟特區

博胶省敦蓬縣
To n  P h e u n g 
District, Bokeo 
Province

2007 金木棉國
際 （ 香
港）有限
公司

合資，8,600
萬美元
租借期50年

房地產、住宅區、餐旅
服務業、交通運輸、免
稅區、國際貿易等綜合
性投資。

3 S a y s e t t h a 
D e v e l o p m e n t 
Zone
永珍賽色塔綜合
開發區

永珍市賽色塔
區和賽丹尼區
Saysettha and 
Saitany District, 
Vientiane City

2010 雲南省對
外投資有
限公司

合資，1.28
億美元
租借期50年

能源化工，農畜產品加
工，電力產品製造，飼
料加工，煙草加工，建
材科技，物流倉儲等工
業生產產業。

4 T h a t l u a n g 
Marsh Specific 
Economic Zone
塔鑾湖經濟特區

永 珍 市 賽
色 塔 區
SaysetthaDistrict, 

Vientiane City

2011 上海萬峰
房地產有
限公司

獨資16億美
元
租借期99年

主要集中在房地產和
服務業的投資，如：
使館文化區（Embassy 
Cultural Area）、財政
貿易、住宅區、低收入
住宅區、旅遊休閒區、
餐旅、高爾夫球場等。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寮國MPI官網。

值得一提的是，各經濟特區已大大地帶動寮國的進出口貿易。於
2018年各經濟特區的貿易金額達6.79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且仍在持續

13. 於2015年升級為「磨憨磨丁經濟合作區」（The Mohan–Boten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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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中（中國商務部 2019a）。而其中入駐寮國經濟特區的中國企業在
帶動寮國經濟特區的貿易一事上可謂功不可沒。據寮國官方統計，寮國
各經濟特區已吸引了160多家中國公司進駐投資，註冊金額為15.5億美
元，占經濟特區總投資的23%。其中，工業領域的投資占38%、貿易投
資占38%、服務業占24%（中國商務部 2017d）。
寮國也推出多項優惠政策以吸引中國企業入駐其經濟特區。以磨丁

經濟特區為例，前往該特區投資之中國企業可以享有「境內關外」的
免稅、保稅、低稅政策；而在區內使用、銷售的合法商品免徵進口稅等
（搜狐 2018）。
值得一提的是，寮國領導人對中國援建的經濟特區以及前往園區

投資的中國企業給予高度的重視和肯定。舉例而言，於2018年9月28日
在永珍舉辦的「博鰲亞洲論壇永珍會議」上，寮國副總理兼財政部長
宋迪•隆迪（Somdy Douangdy）大舉讚揚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並歡迎
中國企業至寮國12座經濟特區投資以享受寮國的各種優惠政策（China 

Daily 2018）。
另，寮國副總理宋賽•西潘敦（Sonxay Siphandone）於2018年11月9

日前往磨丁經濟特區進行考察時也高度評價該特區對寮國北部地區發展
以及加強寮中關係的貢獻。宋賽表示磨丁經濟特區開發運營工作非常專
業、認真，開發速度快、力度大，要發揮作為寮中經濟走廊重要交通樞
紐的優勢。在此同時，宋賽副總理也指出「當前是寮中關係發展最好的
時期，希望更多的中國企業前來寮國投資，把寮國的好產品推介到世界
各地。」（騰訊 2018）

肆、中國經濟勸誘下的寮國對越南政策

越南共產黨與寮國人民革命黨在過去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越南
共產黨的前身―「越盟」（Viet Minh）曾於1950年代至1960年代大力
扶持並培訓寮國人民革命黨的一個前身組織叫做「巴特寮」（Path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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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1954年《日內瓦協定》達成後，越南於1962年9月5日建立與寮
國外交關係。在越美戰爭時期，寮國曾作為越南人民軍重要的後盾。
兩國於1977年7月18日簽署「越寮友好合作協定」（Vietnam MOFA 

2018），為越寮同盟關係奠定基礎，寮國因此長期處於越南的影響範圍
內。越寮兩國互相給予彼此最大的支持，在1979年因為越南出兵攻打中
共在柬埔寨扶持的赤棉（Khmer Rouge）而導致越中邊境戰爭的爆發，
當時寮國為越南挺身而出公開指責中國「侵犯越南」（SIIS 2016）。越
寮兩國因此一度「同舟共濟」，一起進入與中共一場長達十年的敵對關
係。
自冷戰結束後，越南對寮國的影響逐漸減弱，一部分原因是越南於

1986年進行經濟改革開放，專注於國內發展而一度忽略寮國並鬆開對寮
國的控制，再者中寮兩國於1988年實現關係正常化，這一系列因素導致
越寮1977年建立的同盟關係於2002年瓦解（Storey 2005）。儘管越南不
再是寮國對外政策的主要關注焦點，然而越寮領導人的那種建立在戰
時的密切聯繫仍係越寮現今特殊關係的牢固基礎。自1977年至今越寮
兩國每一年度都照常舉辦「關於越寮雙方合作的政府間委員會會議」
（Vietnam MOFA 2018）。
儘管越寮關係整體上呈現良好發展勢頭。然而，越南不得不承認當

下的寮國不再將越南視為其對外政策的唯一優先了（作者訪談，外交
官，越南河內，2018年02月）。當下的寮國已經敞開大門迎接中國的投
資、貸款、援助等來發展寮國經濟和改善寮國人民生活，而經濟的發展
對寮國人民革命黨的領導正當性至關重要。面對中國在寮國的影響持續
上升，越南也為自己的戰略安全感到擔憂。因此，越南近年一方面加
強與寮國的經貿關係，另一方面，對寮國進行頻繁的訪問以強化昔日
的政治互信。例如，於2016年，越南高層領導的「四駕馬車」，包括
越共總書記阮富重（Nguyen Phu Trong）、國家主席陳大光（Tran Dai 

Quang）、總理阮春福、國會主席阮氏金銀（Nguyen Thi Kim Ngan）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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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時間對寮國進行正式訪問（Vietnam MOFA 2018）。
越南官方將越寮關係形容為「特別關係」或「兄弟之情」。於2017

年7月在河內舉辦的「越寮55週年建交紀念儀式」上，越共總書記阮富
仲表示，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難，仍要堅持維護越寮關係猶如維護自己的
眼睛一般（Vietnam Plus 2017）。整體而言，越寮兩國之間的合作是全
方位的，從政治、經貿、投資到教育、國防合作等，值得一提是，越
南多年來都為內陸的寮國提供出海的通道（Global Security 2019）。不
過，越寮對在湄公河上建設水壩議題的看法呈日益分歧，以及越南本身
認為寮國在收到中國大量的經濟挹注後逐漸疏離越南並不再「天經地
義」地支持越南在南海等議題上的立場了。本文認為寮國對越南政策之
轉變的關鍵因素乃受中國經濟勸誘的影響。為了驗證此一論點，本文將
在下面部分簡析寮國對南海議題的立場以及寮國對中國在湄公河上游建
設水壩等議題上的政策或看法之轉變，以此評估中國對寮國的經濟勸誘
的成效。

一、南海議題
對越南而言，發展與中國、寮國和柬埔寨這三個周邊國家以及其他

東協國家始終是越南對外政策的最大優先（Chinh Phu 2015）。其中，
在區域局勢不斷變化的情況下，一度被越南忽略的寮國所扮演的角色日
顯重要。除了經濟考量以外，在安全方面，中國在寮國和柬埔寨的影響
與日俱增被越南解讀為影響越南的國家安全，河內認為若越中因南海爭
端議題而捲入一場戰爭，那麼越南西部的安全將受到嚴重打擊，屆時中
國可輕而易舉地從寮國或柬埔寨攻打越南（作者訪談，外交官，越南河
內，2018年02月）。
寮國的角色透過東協的各種合作機制而得到提升。對越南而言，東

協的十分重要的角色之一乃為解決與中國的南海爭端議題，由越南積極
推動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Conduct of the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以下簡稱：DOC）於2002年達成，這讓越南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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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一個團結的東協可以集體應對中國。在東協裡，各個成員國名義上
都被給予同等的地位，東協的基本決策原則為「絕對共識」（majority 

consensus），即東協所做出的主張或宣言必須得徵得所有成員國的同
意，這代表著各國都有一張平等的否決票，故那些被認為是東協裡的小
國如寮國和柬埔寨也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自從1995年加入東協以
來，越南一直善用東協的各個機制來處理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個聲索國
之間的南海爭端議題（Le 2016）。在這一過程中，當越南在東協提出
自己的倡議或主張時，它十分需要獲得其他國家的支持，而寮國在過去
始終被認為是越南在東協的「大力支持者」。儘管寮國不可能像在1979

年那樣不惜一切地為越南挺身而出反對中國，然而至少越南所期望的是
自己對南海的主張以及對中國的強硬態度不會被寮國給反對。
中國主張透過雙邊談判解決南海議題，而越南則堅持要透過多邊談

判，越南深信若東協集體與中國打交道比起單獨與中國談判可能會更
具有優勢。寮國雖不是南海聲索國，然而其原始的南海議題的立場與越
南是相似的。於2011年6月，越共總書記阮富重選擇寮國作為其上任後
第一個外訪的國家，並與寮國時任總書記朱馬利•賽雅貢（Choummaly 

Sayasone）進行會談。雙方對南海議題達成共識，並強調，「有關各方
透過和平手段解決南海議題，符合於國際法，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以及DOC，以確保區域和平穩定和合作。」（VietnamNet 2011）。
2012年寮國也並未與柬埔寨一同反對越南要求在東協「聯合聲明」中加
入一些對中國在南海行為的一些強硬言辭。
然而，寮國支持越南的南海立場於2014年後已經有所改變，轉而愈

來愈接近中國的立場。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事件：
首先，於2014年5月，中國在越南海洋專屬經濟區放置一座石油鑽

井平台HD-981，引起越南的強烈抗議，導致越中關係一度陷入僵局。
越南當時十分需要來自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挑釁行為提出譴責或表示擔
憂。然而，寮國當時並無積極表態，在越南的請求下，寮國外交部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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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不公開」地對此籠統表示「南海是重要且敏感的地區，故維護和
促進和平穩定是至關重要的。寮國十分關注並擔憂近期南海的局勢。」
（VOV 2014a）。寮國的不積極表態當時使得越南對之感到頗為失望。
第二，在2016年1月寮國人民革命黨第十屆大會選舉中，被外

界認定的黨內「親越派」打敗了由副總理宋沙瓦•凌沙瓦（Somsavat 

Lengsavad）等組成的「親中派」而成功掌權後讓各界相信寮國必定會
繼續緊靠著越南並支持越南在南海的立場。然而，「親越派」的掌權並
非如人所料地使寮國選擇像過去一樣一邊倒越南，反而「親越派」的領
導人也開始轉向發表一些支持中國南海立場的言論。
中國外長王毅於2016年4月20日至24日對寮國、柬埔寨和汶萊這三

國進行國事訪問結束後，於2016年4月23日在寮國首都永珍舉行新聞發
佈會，會上王毅強調中國與這三個東協國家已經達成對南海的共識，四
國一致認為，南海爭端議題不是中國與整體東協的爭端，故不會影響東
協與中國的關係。因此，解決領海和領土爭端需要透過直接聲索國之間
的商榷解決。中國、寮國、柬埔寨和汶萊也一致反對「任何單方將自己
的立場強加於其他國家的努力」並強調每個國家都有權選擇解決爭端的
方法，其他國家需要尊重此權利（VOV 2016）。此發表有意無意地針
對越南及菲律賓在東協的作為。
而對越南來說，寮國對中國在南海立場的支持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這也意味著越南意識到寮國已經漸漸地被中國拉攏的事實。隨後，東
協越南籍總秘書長黎良明（Le Luong Minh）對此表示，「東協各國需
要遵守於2012年達成的解決南海議題的東協共識。一個東協國家不能代
替全體東協就有關於其他東協國家的爭端與中國進行談判。中國的戰略
一直以來都是透過雙方談判來解決爭端。然而，除了寮國、柬埔寨、
汶萊、俄羅斯等支持以外，並沒有太多國家支持中國的這種做法。」
（Thanh Nien 2016）。
第三，在2016年7月12日海牙仲裁法庭做出不利於中國的南海仲裁



舊情還是新歡？中國經濟勸誘對寮國的越南政策之影響　143

結果後，中國旋即拒絕這一裁決，並努力說服其他東協國家支持其立
場。在東協國家當中，越南和菲律賓是南海爭端的主要聲索國，過去菲
律賓對中國的態度相當強硬，越南則默默地在背後支持之。菲律賓的仲
裁案對越南意義重大，2014年中國海洋石油鑽井平台HD-981在越南海
域進行勘探時導致越中關係陷入緊張狀態，當時越南一度考慮過將中國
在南海的填海造島以及中國船隻進入越南專屬經濟區等提告到海牙法
庭。因此，菲律賓對中國的提告被視為是前哨戰，故越南默默支持菲律
賓。而由此可知，那些支持中國對於海牙仲裁裁決立場的國家就等於不
支持越南和菲律賓的立場。
在仲裁案裁決釋出後，寮國國家領導人出乎意料地在不同場合

上對中國立場給予支持。例如，於2016年7月在蒙古舉辦的「亞歐會
議」（Asia-Europe Meeting，簡稱：ASEM）前夕，中國總理李克強
與寮國總理通倫•西蘇里舉行會晤，通倫便表示支持中國對於菲律賓南
海仲裁案之立場，並稱和中國共同努力，以維持南海的地區和平穩定
（Xinhuanet 2016）。在此同時，2016年7月25日在寮國舉辦的東協十國
外長會談結束後所達成的「聯合聲明」上只有籠統地強調南海的自由航
行，以及非軍事化的重要性，但最終卻未能就菲律賓仲裁案達成共識
（Strait Times 2017）。儘管越南和菲律賓皆努力地向寮國提出要求在
「聯合聲明」提及中國在南海的行為的一些強硬和具譴責意味的字眼，
然而最終也遭到柬埔寨的阻止和反對而無法達成。作為主席國的寮國
也不顧越南和菲律賓的要求，不願意採取自己當主席的權力以達成一
份更強有力的聲明書。更值得一提的是，寮國外長沙倫賽（Saleumxay 

Kommasith）值此之際在會見中國外長王毅時更直言，「南海仲裁案已
經給東協及地區穩定造成損害，多數東協成員不希望火上澆油。」（人
民網 2016）。此番話更進一步說明寮國在南海議題上的傾中立場。
以上三個事件表明當寮國與中國的經濟利害關係得到強化時，也就

是說當中國加大對寮國的經濟挹注之時，寮國要以某種行動來回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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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即不再支持越南的南海多邊談判立場，轉而支持中國的多邊談判主
張。由前述的實證分析觀之，2016年係寮國展現其對中國在南海議題上
的強烈支持的關鍵一年。究其原因，2016年係寮國擔任東協輪值主席
國，因此早在2014年至2015年間，中國已祭出對寮國的一些大型援助或
投資項目的承諾，以期爭取在寮國擔任東協輪值主席國之時可以多幫中
國說話。在此期間，由中國援建或資助的一些重要項目也陸續啟動，例
如中寮鐵路、寮國首顆衛星在中國成功發射等等。在此背景下，寮國時
任總理通邢於2015年11月21日在會見中國總理李克強時明確表示，寮方
感謝中國長期以來對寮經濟社會發展給予的支持。寮國擔任東協輪值主
席國期間，將集體推動東協―中國的關係（人民網 2015）。

二、建設水壩議題
在湄公河上游建設水壩長期以來是最上游的中國與最下游的越南之

間的矛盾。中國的一貫立場是在瀾滄江建設水壩對下游國家是有好處
的，14 即中國的水壩可以為下游國家提供穩定的水資源、調節雨季的洪
水和旱季的旱災等。中國也宣稱瀾滄江僅占湄公河水域總流量的13.5%

（Walz 2017），然而到了旱季，瀾滄江則占總流量的45%（International 

Rivers 2014）。為了掌握湄公河流域的主導權，中國於2015年推動
成立「瀾湄合作機制」（Lancang - Mekong Cooperation，以下簡稱：
LMC），15 成員國包括所有湄公河六國。LMC的創始文件毫無提及要
求各國在決定建設水壩前要事先與其他國家協商，同時創始文件也並未
提到水資源糾紛及其解決方案（Walz 2017）。
然而，越南則對在湄公河上游建設水壩一事長期持反對意見。越南

最擔憂的是中國建設如此之多的水壩是有意控制著整條湄公河的水源，

14. 中國目前已經在湄公河上游 – 瀾滄江建設六座大型水壩，並且預期未來將再建設21座
（International Rivers 2014）。

15. LMC似乎與MRC唱反調，並有意與由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簡稱：ADB）主導成立的「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簡稱：GMS）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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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會連帶影響越南南部的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該地區的漁業和農業
的發展。16 越南饒富的湄公河三角洲是越南水稻種植以及生產量最多的
地區，越南多年蟬聯全球第二大稻米出口國亦仰賴於此，同時該地區也
確保越南全國的糧食安全。因此，湄公河的水源對越南而言是一個生死
攸關的問題。
越南於2016年3月遭受100年來最嚴重的旱災，導致湄公河流域農地

乾裂，土壤鹽化十分嚴重，15.5萬戶家庭嚴重缺水。導致此次旱災的原
因除了老生常談的聖嬰現象（El Nino）以外，最根本的原因乃為中國
在上游所興建的水壩大量儲水，中國雲南省的各個水庫的總容量已達
200多億平方米。於2016年3月10日，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越南總理阮
春福致函要求中國在上游水庫放水以解決越南旱災及土壤鹽化的問題
（Vietnamnet 2016）。從這一事件可以發現中國的這種「放水外交」確
實能夠影響越南及其他湄公河流域國家，顯示出它的主導邏輯（Walz 

2017）。
至於寮國，其當初對此議題的立場跟越南有所相似。越南曾經多次

透過「湄公河委員會」對中國建設水壩一事表示反對，而在過去較長時
間寮國亦同越南一起反對中國的行為。17 於2003年包括寮國和越南在內
的MRC國家對中國建設水壩表示擔憂。Mehtonen（2008）則指出不少
媒體報導下游國家反對中國興建水壩一事，或者會提出反對，但它們不
敢大聲批評中國這一強大鄰國。於2004年，MRC向北京發出請求，要
求其提供有關中國水壩的更多資訊，這也是MRC集體行動的表現。於
2010年，MRC曾經透過致函聯合國對中國建設水壩一事提出擔憂和批
評（Han 2017）。在這一過程中，寮國對中國建設水壩的態度當初與越

16. 越南湄公河三角洲或稱「九龍江」（Sông Cửu Long）三角洲流域共有十三個省份，占
越南五分之一的人口，約為1,700萬人。

17.  MRC於1995年由泰國、寮國、柬埔寨和越南共同成立。MRC規定若某一國計劃在湄
公河興建大型水壩，得向其他國家徵詢意見，各國可以對此提出意見和建議，但不得
否決彼此的計畫。中國和緬甸因不希望被MRC對其建設水壩進行干擾或管控而拒絕加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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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和其他MRC國家相一致，然而，寮國近年來的立場已經有所改變。
從與越南一道反對中國建設水壩到選擇對中國的行為視而不見，並加強
與中國在水壩建設的各種合作。
本文認為寮國立場改變的關鍵原因乃為中國對它所提供的各種經濟

勸誘。在中國大量的經濟挹注下，寮國對中國經濟的依賴程度越來越深
遠，作為一個理性行為者，寮國有理由不公開反對或指責中國。在此同
時，中資企業在寮國的「東南亞蓄電池」戰略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18

具體而言，自1986年起，寮國的33.4%的外資使用在建設水壩和水
電廠，金額約為66億美元（The Diplomat 2018）。其中，中國對寮國的
水電的投資占很大的比例，具體而言，32%的中國對寮國投資金額使
用在建設水壩及水電廠。中國對水電的投資因為迎合了寮國政府的發
展戰略而備受歡迎。在寮國的95座正在運營、即將運營、規劃、可能
建設的水電廠當中，由中國以「建設―經營―轉讓」（Build-Operate-

Transfer，簡稱：BOT）或「工程總承包」（Engineering Procurement and 

Construction，簡稱：EPC）合同形式建設的水電廠共有28座，占寮國總
體水電廠數量的將近30%（Tan 2014）。中國進出口銀行以及中國開發
銀行提供貸款，中國主要承包商均為國企，如中國水電（Sinohydro）、
中國大唐集團公司（China Datang Corporation）、中國南方電網（China 

Southern Power Grid）、北方工業（Norinco）、中國水利電力對外有限
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Water and Electric Corporation）等。
綜上所述，越南和寮國關係中一個較大分歧乃為在湄公河上建設水

壩，以及寮國對中國在上游建設水壩的態度。寮國的原始立場與在接受
到中國經濟挹注後的立場已有所改變。其中的因果機制為中國在寮國水
電產業上已占有一席之地，經濟利害關係密切，中國對寮國投資建設水
壩占中對寮投資總額的32%，而中國水電建設和中國大唐集團這兩家中

18. 寮國提出目標至2020年將建設100座水力電廠，其中85%所生產的電力將用於出口
（Laos News Agenc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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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企目前正在承建寮國在湄公主流建設的東沙洪（Don Sahong）水壩
和北賓（Pak Beng）水壩計劃。簡言之，寮國立場的改變除了出自於寮
國國家本身的發展，但同時也顯示出中國在寮國水電產業的投入使得寮
國越來越依賴中國的投資，進而難以為了越南而做出任何反對中國的行
動。這也說明中國經濟勸誘對寮國所發揮的實際效果。

三、小結
由上述寮國在「南海議題」與「湄公河上游水壩議題」的回應觀

之，寮國的立場已經呈現愈來愈接近中國立場之趨勢，即寮國在這兩項
議題的原始立場從跟越南是相似的，逐漸轉為支持或不再反對中國的立
場。同時可發現，面對寮國的態度之改變，越南並不直接或公開地反對
寮國，而是開始加強對寮國的經濟挹注以及深化兩國的傳統政治關係。
本文認為寮國對越南態度之逐漸轉變的關鍵因素乃為中國在背後提供大
量的經濟勸誘所致，且中國的勸誘已經為寮國提供一種替代的選擇，進
而減少對越南的政治、經貿的依賴。本節的主要討論結果可以總結如表
五：

表五　各國在南海與湄公河水壩議題上的前後態度

各方原始立場 中向寮提供大量經濟挹注後的立場
中國 越南 寮國 中國 越南 寮國

南 海 爭
端議題

雙邊談判 多邊談判 多邊談判 雙邊談判 多邊談判 雙邊談判

湄 公 河
上 游 建
設 水 壩
議題

堅持在上
游建設水
壩、成立
L M C以掌
握主導權

透過M R C
對中國行為
表示擔憂和
批評，認為
建設水壩有
害下游的生
態系

與MRC成
員達成一
致對中國
行為表示
擔憂和批
評

仍大舉興
建水壩

日益對中
國行為表
示擔憂

對中國在上
游的行為視
而不見、加
強與中資企
業的合作、
日 漸 疏 離
MRC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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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個重要的因素可能影響寮國對越南政策之轉變，例如：美國、
日本、印度等大國是否有介入，使寮國改變對越南的政策；美國、日
本、印度等大國對該區域的政策是否改變，使寮國改變對越南的政策；
越南是否對寮國的政策改變，故導致寮國改變對越南的政策轉而尋求中
國的支援等。19 此些因素皆可被視為本文的敵對解釋。然而，基於以下
幾個原因，本文認為前述幾項敵對解釋並不是影響到寮國近年對越南政
策轉變的主因，而中國對寮國的經濟勸誘才是主要的因素。
首先，美國等大國長期以來並沒有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寮國身上，況

且即使美國有意介入寮國的話，那麼美國可能期望的是寮國會加強與越
南的傳統友誼關係，並改變其日益靠攏中國的政策。原因是，在東南亞
國家中，越南被視為對中國最強硬的國家，因此美國所希望的是，寮國
跟越南一同站在一個由美國所主導的制衡中國之陣線。美國國務卿克里
（John Kerry）於2016年1月25日訪問寮國並與寮國總理通邢會談時曾表
示期望寮國同東協繼續保持團結一致，意在寮國2016年作為東協主席國
可以扮演制衡中國在南海的強硬行為之角色（Reuters 2016）。
其次，越南對寮國的外交政策自越南於1986年實行經濟革新後幾乎

無重大的改變，在外交言辭上越南均一致地將寮國稱為其對外政策的
「第一優先」（Pham 2017, 75）。無可否認，自1986年後越南可能因專
注於國內經濟改革而一度減少對寮國的影響力，對寮國的援助亦隨之而
下降。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自此之後寮國因缺乏越南的援助而旋即轉而
尋求中國的支援。究其原因，越南當時雖不再大量向寮國提供援助，但
其仍透過其他途徑長期地幫助寮國發展經濟以及強化越寮同盟關係。而
且，在中國不斷拉攏寮國的背景下，越南近年也更關注強化越寮經貿、
政治關係。
綜合前述，本文認為以上其他的敵對解釋因素在當下皆尚未出現、

或者是即使有出現但不是影響寮國對越南政策轉變的主因，而中國大量

19. 此處為審查者的建議，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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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經濟挹注才是這其中的關鍵因素。

伍、結論

本文以中國對寮國的經濟勸誘為研究案例，探討中國對寮國的投
資、援助以及建設工業園區這三種經濟勸誘手段對寮國的越南政策之影
響。中國對寮國推動各種經濟勸誘手段除了出自於其經濟目的以外，背
後還隱藏著政治的目的。正如經濟國策理論所說的一樣推行經濟勸誘不
僅可以使發動國短期上獲得回報，而且還能長期下影響目標國的行為。
本文發現中國對寮國的經濟勸誘確實對寮國的對外政策產生影響。

因為寮國對外政策在過去的主要焦點放在越南，因此本文所強調的是寮
國對越南的政策之改變。此一改變表現在寮國對南海議題的立場以及寮
國對中國在湄公河上游建設水壩的態度。在南海議題上，儘管寮國不是
南海的聲索國，然而，寮國在東協的角色不可小覷，可以透過投票行為
影響東協的「聯合聲明」或某項決定的產生結果。寮國在過去長期與越
南保持十分密切的關係，並曾經支持越南的南海立場和主張。然而，在
接受中國的大量經濟挹注之後，情況已今非昔比，寮國從支持越南的南
海多邊談判立場轉而認同中國的雙邊談判立場。
在湄公河上建設水壩方面，寮國的態度也已經有所改變，但可以明

顯地看出，因為寮國在湄公河上有直接的利害關係，故寮國的行動顯得
更為積極，不像在南海議題上如此地被動且謹慎。寮國在2011年之前對
中國在上游興建水壩似乎與越南的看法相一致，儘管寮國並未公開反對
中國，然而在MRC組織內，寮國同越南、柬埔寨和泰國對中國興建水
壩之態度曾經達成一致。不過，寮國的立場隨著其國家水電發展戰略的
誕生而有所改變，寮國努力成為「東南亞蓄電池」，因此在湄公河上建
設多座水壩。而中資企業在寮國戰略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這使得寮國
更難以為了越南而反對中國。
由寮國態度之轉變觀之，中國對寮國所提供的經濟勸誘已初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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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除了提升中國在寮國的經濟、政治影響力外，還改變甚至逐漸分裂
越寮的傳統盟友關係。2017年寮國的外債額為136億美元，其中，中國
占寮國總債務的44%左右。在寮國政府面對無法償還債務的情況下，寮
國只好向中國讓步，為其提供土地租賃優惠、自然資源開發權等（Asia 

Times 2018）。不僅如此，寮國必須以某種政治的行動來回報中國。
不言而喻，在中國的巨大影響下，越寮關係不可能像1979年那樣寮

國為了反對而反對，當下的寮國與任何其他國家一樣，都追求國家利
益最大化，在面對來自強大的北方鄰國帶來的好禮，寮國似乎抵擋不住
誘惑。而在越南看來，若越中因南海爭端而爆發戰爭，中國可要求寮國
和柬埔寨讓其駐軍作為回報並以此作為從西邊攻打越南的基地（作者訪
談，外交官，越南河內，2018年02月）。因此，越南雖然明知無法在寮
國與中國進行一場「影響力競逐」的對等競爭，但越南仍付諸最大的經
濟和外交努力以期得到某種回報並且不讓自己被邊緣化。
本文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將持續地向寮國推動各種經濟勸誘

手段。隨著「一帶一路」如火如荼地推行中，寮國在此過程扮演著重要
角色。中國大致上已經成功地將柬埔寨拉攏到自己的影響範圍內，而寮
國則是下一個目標。若成功拉攏寮國，中國可以更有效地在東南亞區域
內推動自己各種倡議和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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