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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成果舉世矚目，各種威脅論亦隨之在側。

胡錦濤甫上任即昭告世界中國將和平的崛起，期以消弭不利中國發展的威脅輿論

。國際社會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迷思，多偏向現實主義觀點，尤以中國的軍備發展

對世界局勢影響為甚。本論文旨在研究胡錦濤時期中國崛起的內涵，及研究國際

社會對中國崛起的態度，分析中國在各種不利發展輿論條件下，構建何種具中國

特色的和平發展理論與外交戰略，期以達到和平的崛起，及與國際社會共創和諧

世界，並藉中印雙邊關係發展來檢驗胡錦濤外交戰略成效。為聚焦研究範圍，研

究重點以胡錦濤2003-2013年期間的外交戰略，廣蒐文獻以文獻分析法疏理、分

析。研究發現胡錦濤的外交戰略為呼應中國發展需要、國際總體發展潮流、趨勢

、以及應對國際社會反應所得，但經由中印關係發展檢證和平崛起實踐作為與成

果，官方公開資料與民間問卷訪查結果迥異，官方囿於雙邊、多邊關係發展結果

偏向樂觀、正向，較無法真實呈現；民間問卷訪查結果對中國的態度則趨於悲觀

與厭惡，其關鍵在中國逐年加強軍備，恐破壞地區穩定與安全。因此，中國能否

真的和平崛起，歸結在中國自身是否願意以和平的手段崛起，惟有中國願意，才

能與國際社會和平的共創和諧世界。 

關鍵字：和平崛起、外交戰略、中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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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發表了〈中國人民站

起來了〉的開幕詞，強調中國人站起來了，民族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
11956年11 

月12日毛澤東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90周年寫〈紀念孫中山先生〉的文章中，表

達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21世紀的中國將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2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除積極發展經濟建設外，同時依經濟發展成果

挹注國防經費逐年增加，加上國際社會對「社會主義意識型態」與「中國威脅論

」的疑慮，憂心中國將成為軍事強國，區域動亂及安全威脅的根源，危及地區穩

定或世界和平，使中國的發展願景蒙上陰影。3 

中國威脅的言論起於冷戰終結後， 1991年12月13日《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萊斯利.蓋爾布（Leslie H. Gelb）撰寫〈Breaking China Apart〉的文章，認

為中國的集權統治、軍事發展，以及漠視人權，在面對民主化、全球化環境中，

不論解體與否都將造成威脅。41995年7月31日《時代週刊(Time)》查里斯.克勞德

漢默(Charles Krauthammer)撰題〈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強調周邊國家面對

中國改革開放經濟崛起，軍備大量擴充，不免產生憂慮與質疑。5而「中國正成

為威脅」一詞是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2005年12月22日對外發言中提出，也是首次

                                                 

1毛澤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252/5303/5304/20010608/484740.html(檢索日期：2015

年1月6日)。 
2胡鞍鋼，《中國崛起之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 
3楊守明，《中國和平崛起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3。 
4
Leslie H. Gelb, "Foreign Affairs; Breaking China Apart,"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1991/11/13/opinion/foreign-affairs-breaking-china-apart.html (2014.11.10). 
5
Charles Krauthammer, "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 Time 

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83245,00.html (2014.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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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諸國際公開場合。6 

為形塑中國崛起對國際社會並非威脅，中國企圖以負責任大國姿態與國際社

會和平共處，堅持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和平發展道路，推動建設和諧世

界，2003年11月3日中國中央黨校前任常務副校長鄭必堅在博鰲亞洲論壇(Boao 

Forum for Asia)中發表以〈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為題的講演，認

為中國只能以和平的手段崛起，創造和平的國際環境發展自身，又以自身的經驗

與發展成果維護世界和平，擔負起大國的責任與角色。7這是中國首次公開提出

「中國和平崛起」的論點。8同年12月10日溫家寶於訪美期間在哈佛大學發表〈

把目光投向中國〉為題的講演，全面闡述「中國和平崛起」的思想，這是官方首

次以「和平崛起」概念描述中國的角色定位與形象。
9同年12月26日胡錦濤於毛

澤東誔辰110周年紀念會上再次強調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展獨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10至此，「和平崛起」有了全面與完整的描述與內涵。11 

「和平崛起」一詞的論述因語意易引起誤解，無法反駁「中國威脅論」，反

而引起國際社會的更加疑慮，2004年4月24日胡錦濤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演講中

，將「和平崛起」一詞更改為「和平發展」，同時也提出「和諧世界」的主張與

概念。12同年7月1日胡錦濤出訪莫斯科，「和諧世界」一詞正式寫入《中俄關於21

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為國際間首次將和諧世界共識提升到國際層次。

                                                 

6陳錫蕃、謝志傳，〈國政分析－中國威脅論面面觀〉《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http://www.npf.org.tw/post/3/11248 (檢索日期：2014年11月10日)。 
7鄭必堅，《思考的歷程－關於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由來、根據、內涵和前景》(北京：中國中央

黨校出版社， 2006年)，頁153。 
8邵宗海，《中國和平崛起與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互動》(臺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頁1。 
9常欣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國和平發展新道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1。 
10胡錦濤，〈胡錦濤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3/14286125.html (檢索日期：2015年1月1日)。 
11同前註8，頁2-3。 
12胡錦濤，〈中國的發展亞洲的機遇〉《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4/26/content_1439621.htm (檢索日期：2014年11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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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05年9月15日胡錦濤於聯合國成立60周年慶典上更以「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

榮的和諧世界」為題闡述其理念。
14同年12月25日中國國務院辦公室發布《中國

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內容即以「和平發展」一詞為對外統一用語，更提及

「和諧世界」的外交戰略概念。15胡錦濤於2006年8月中央外事工作會議，162007

年10月中國十七大17，2009年9月出席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18，2012年11月十八大

等公開場合，一再指出和平發展是中國必然的選擇，透過自身的力量及改革發展

經驗促進世界和平發展，與各國互利雙贏，達到建設和諧世界目標。19 

綜上所述，國際社會對社會主義的大國崛起模式仍多以現實主義觀點及

大國崛起的歷史軌跡推斷，預判中國軍事力量將影響區域安全與國際社會穩

定。中國面對威脅論的外在不利環境，理論上構建「和平崛起」與「和平發

展」的論述，外交戰略實踐上以「和諧世界」推展。然而中國國防經費仍以

每年大幅度持續增長，難以說服國際社會中國將以和平手段崛起。整體而言

，國際社會以權力與利益掛帥，對於中國崛起的影響主要可分為三個觀點，

第一：持負面觀點，認為中國不可能以和平的手段達成崛起目的，第二：持

正面觀點，認同中國能和平崛起，且應能承擔更多責任，第三：持對立觀點

，認為中國的崛起是以社會主義模式，與西方民主國家資本主義不同，意識

                                                 

13維基百科，〈和諧世界〉《維基媒體基金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2%8C%E8%B0%90%E4%B8%96%E7%95%8C (檢索日期：

2014年11月10日)。 
14胡錦濤，〈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領袖會議上的講話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

團》，http://www.china-un.org/chn/zt/snh60/t212365.htm (檢索日期：2015年1月6日)。 
1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人民網》，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3965180.html (檢索日期：2014年11月11日)。 
16胡錦濤，〈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京舉行胡錦濤作重要講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ldhd/2006-08/23/content_368731.htm（檢索日期：2015

年4月11日)。 
17胡錦濤，〈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上的報告〉，《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_10.htm (檢索日期：2014年11

月10日)。 
18胡錦濤，〈胡錦濤在聯合國大會第64屆會議一般性辯論上的發言〉《聯合國新聞部聯合國網站》

， http://www.un.org/zh/focus/hujintao/ga.shtml (檢索日期：2014年11月10日)。 
19同前註9，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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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將造成對立。20不論何種觀點，中國的崛起對國際社會都產生重大影響，

但中國的崛起仍持續進行。研究中國崛起的內涵，及國際社會看待中國崛起

的觀點，即為本研究的動機一。 

再則，瞭解中國面對國際社會對其崛起的種種批駁，構建何種具中國特色的

和平發展理論與外交戰略，以改變不利的外在環境與刻板思維，即為本研究的動

機二。 

最後，有些國家未必認同中國的崛起，本論文藉由中印闗係，以檢證中國如

何落實和平的崛起，即為本研究動機三。 

貳、研究目的 

中國在外交戰略上以經濟持續發展，融入國際社會，同時強調大國和平共處

，以及安撫、改善周邊國家關係，顯見中國企盼追求大國地位與良好形象。並依

其獨有理論及外交作為，面對外在不利輿論環境，消弭威脅論，駁斥中國的崛起

非和平崛起，及對區域與世界將造成威脅或負面影響。 

胡錦濤雖延續鄧小平及江澤民的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但因應國際關係形

勢的變遷，提出「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的理論基礎，與建設「和諧世界」概

念與作法，運用多元、多邊外交策略，積極推動「大國外交」、「睦鄰外交」、「

拓展開發中國家關係」、「參與國際組織」及「促進經貿合作發展」等理念與作為

，為中國的國際發展環境創造有利機勢，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估計在2016

年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21中國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也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因此，有必要對於胡錦濤的外交戰略加以研究、分析，故本論文研究目的有三

： 

                                                 

20長弓，《中國不折騰：中國的態度、全球角色及別折騰》（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頁68-70

。 
21吳凱琳，〈取代美國！2016年中國成第一大經濟體〉《天下雜誌》，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7986(檢索日期：2015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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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一：探討胡錦濤時期外交戰略理論構建與內涵。 

目的二：探討胡錦濤時期外交戰略在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等層面實踐作

為。 

目的三：藉中印關係的案例，檢驗胡錦濤時期外交戰略實踐成效。 

第二節 文獻評論 

有關胡錦濤時期外交戰略相關文獻多為期刊論文、研究報告或研討會論文，

甚少專書，坊間專書仍以中國大陸出版品為大宗，且中國相關研究機構、智庫的

研究成果文獻眾多。歐美國家研究方向則以中國威脅論、責任論、崩潰論等文獻

為主，研究成果資料也相當豐富。因此，本論文依文獻主題歸類為五類加以評論

： 

壹、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國崛起 

為觀察中國的崛起，以國際關係理論來檢證中國的崛起對國際社會的影響。

依據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
22和攻勢現實主義( Offensive Realism)23

的論述，強調因中國的潛在軍事能力，以及領土擴張的實質利益，對中國崛起的

結果是悲觀的。相互依賴理論(Interdependence Theory)認為中國走上武裝鬥爭，領

土擴張的實質利益有限，著重中國與國際社會的經濟互賴，對中國的崛起較為有

信心與樂觀。24因為權力轉移理論或攻勢現實主義的學者在檢證中國的崛起時，

經常是以中國潛在的武裝或軍事威脅為著眼。相較之下，中國在全球化、相互依

賴的經濟體系環境中，軍事武裝的手段將付出較高的代價。  

                                                 

22
Mark Abdollahian and Kang Kyungkook, "In Search of Structure: The Nonlinear Dynamics of Power 

Transition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34, no. 4 (2008): 333-357. 
23

Kazuhiko Noguchi, "Bringing Realism Back In: Explaining China's Strategic Behavior in the 

Asia-Pacific," Asia-Pacific Review 18, no. 2 (2011): 60-85. 
24

M. Taylor Frave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China's Rise: Assessing China's Potential for 

Territorial Expans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2, no. 4 (2010): 50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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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認為中國的崛起離不開世界，與地

區國家經濟的相互依存將進一步產生合作與認同，中國的民主法治建設也拉近周

邊國家距離，軍事現代化也顧及周邊國家感受，逐步融入、參與及加強國際制度

的作用，透過國際制度的力量，避免、降低安全困境對其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增

加中國與國際社會合作，和平崛起機率較為樂觀。25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認為無政府狀態是國際體系客觀的事實，不僅會被

軍事鬥爭驅使，也會因經貿、文化交流影響與改變，以國際社會共有的概念，無

政府狀態可形成霍布斯結構、洛克結構、康得結構等三種模式，也就是衍生敵人

、對手、朋友三種關係的國際體系。因此，中國是否能和平的崛起就非僅由中國

自身的層面來觀察，如何消弭因崛起的安全困境，仍需由國際社會的演變，以及

中國在國際社會所擔負的角色決定。26 

上述文獻分別從權力轉移理論、攻勢現實主義理論、相互依賴理論、新自由

制度主義理論及建構主義理論等五種理論檢視，理論基礎完整。權力平衡理論、

攻勢現實主義理論對中國和平崛起持悲觀態度，新自由制度主義則重國際體制。

建構主義除以中國自身的態度，同時也考量國際社會共同觀念、共同價值、共同

規範的演變，對中國的和平崛起較為樂觀，仍無法解釋全球化對中國崛起的作用

。相互依賴理論雖重經貿依賴，但藉由經貿全球化發展，將敏感議題擱置，有助

於中國的和平崛起。 

貳、中國崛起對國際社會的影響 

中國的崛起將衝擊現有國際機制，世界秩序即將面臨重組，國際社會對崛起

的中國一直存在兩種意見：即是遏制與接觸。接觸派認為，遏制中國只會讓中國

                                                 

25胡敏遠，〈中國構建「和諧世界」的戰略意涵--「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觀點〉，《國防雜誌》，第

27卷第4期 (2012年)，頁3-16。 
26李華、閻海東，〈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和平戰略－一種理論分析〉，《上海大學學報》，第14卷第4

期(2007年7月)，頁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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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西方漸行漸遠，只有保持與中國接觸，才能促使中國融入國際體系，推動中國

的和平發展，與中國共同分享發展的利益。27 

中國以社會主義模式崛起，將衝擊西方資本主義模式，國際社會因意識形態

，認為中國的軍力快速發展對區域或全球造成軍事威脅，以及意識形態的對立。

28而兩種主義的表現本就形式不同，各有殊異，應從國家體制、財富、收入、失

業率及資源分配等多面向觀察，體認中國是以社會主義大國崛起，有助於消除彼

此認知差異，以及威脅感與對立。29 

另外，中國隨著國家實力的崛起，承擔國際責任成為中國在外交戰略的主要

課題，中國應建立負責任大國的認知，共同承擔國際責任，將有助於融入國際社

會。
30 

基此，中國的崛起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區分為融入國際體系、意識形態對立、

軍事威脅、擔負國際責任等四個面向，上述四個面向有助於觀察中國如何落實和

平崛起。 

參、胡錦濤外交戰略理論 

戰略是根據對國際形勢和敵對雙方政治、經濟、軍事、心理、科學技術、地

理等諸多因素的分析判斷，據以制定戰略方針，指導遵循的原則和方法。31胡錦

濤在面對國際社會的演變，遂由鄭必堅在2003年博鰲亞洲論壇演講中首次提出「

和平崛起」，批駁「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等諸多不利中國發展的國際

                                                 

27倪世雄，〈中國的和平崛起：特徵、含義及影響〉，收錄《從國際關係理論看中國崛起》，朱雲

漢、賈慶國主編（臺北：五南出版社，2007年），頁95-115。 
28鄭永年，《大格局：中國崛起應該超越情感和意識形態》（上海：東方出版社，2014年）。 
29戈雷（Jane Golley）、宋立剛主編，《崛起的中國︰全球機遇與挑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2012年）。 
30徐正源，《中國負責任大國角色的構建：角色理論視角下的實證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 
31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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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為中國「和平崛起」闡述其發展的理論基礎。32 

因「和平崛起」語意上易引起誤解，故以「和平發展」代替。
33中國國務院

辦公室頒布《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闡釋與各國互利、合作、共贏，共

同建設「和諧世界」外交戰略。實現和平發展所採取的戰略方針與政策措施。34 

而「和諧世界」就是胡錦濤在「和平崛起」理論基礎上，所採行的外交戰略

，認為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有利營造和平穩定的國際發展環境，其關鍵就在於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
35
 

國際社會對胡錦濤的崛起理論與外交戰略仍存疑慮，認為中國崛起是「機遇

」、「不是障礙」、更不是「威脅」，是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來維護世

界和平，那為什麼需要喊出「和平崛起」口號，以及將「和平發展」一詞取代「

和平崛起」，更一再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是走和平的崛起路線。36顯示中國意圖避

免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軍備發展、稱霸意圖加以防備與圍堵。37 

就外交戰略理論而言，胡錦濤的「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理論的構建，係

依國際社會看待中國崛起的演變，並在理論支持下推動「和諧世界」的外交戰略

，創造適合中國發展的理論與環境。因此，本論文探討胡錦濤時期崛起理論構建

內涵，期能瞭解「和平崛起」理論全貎。 

肆、胡錦濤外交戰略實踐 

國家戰略是基於國家生存發展，認清戰略利益與目標，構建符合自己發展的

                                                 

32同前註7。 
33同前註12。 
34同前註15。 
35同前註9，頁304-305。 
36同前註8。 
37賴昱安，〈和平崛起：大國外交與睦鄰戰略〉，收錄《胡溫體制下的平衡戰略－思維與政策》，

朱新民主編（臺北：遠景基金會，2005年），頁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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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指導整體外交作為的必要作為。胡錦濤由安全與外交的角度考量，中國的

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已具全球影響力的世界大國，必須制定符合中國的發展戰略

，以指導中國在國際社會中扮演更為積極、更具建設性的角色，並以多邊外交，

構建和平崛起平臺。38 

融入國際體系是胡錦濤認為中國的發展無法獨立實施，需要藉由國際體系創

造適合發展的國際環境，遵循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遵守國際法和國際公認

的準繩，推動國際秩序朝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39更藉由中國崛起經貿實力為後

盾，加強與國際社會經貿合作，擴大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同時承擔更多的國際

使命和任務，解決、消弭中國在和平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問題與矛盾。40 

西方國家基於意識形態，對社會主義的共產集權、軍事威脅等認知，以懷疑

的眼光看待中國崛起，胡錦濤對中國的崛起堅持走法治國家，融入國際體系，加

強各國互信、對話與文化交流，實現共同安全。41 

由外交戰略實踐作為觀察，胡錦濤必須面對西方國家意識形態的不利外在環

境，堅持融入國際體系，走法治路線，以經貿實力為後盾，運用國際體系創造發

展環境與空間，加強與各國對話與交流，有助於中國和平崛起的外交戰略實踐。 

伍、中印關係 

中印自1962年邊界戰爭後，即陷入緊張局勢，胡錦濤本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和互諒互讓精神，企圖通過談判合理解決問題，確因國家利益分歧兵戎相見。42邊

                                                 

38門洪華，《構建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國家實力、戰略觀念與國際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年)。 
39胡樹祥主編，《中國外交與國際發展戰略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40梁守德，《中國與世界：和平發展的理論與實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 
41高全喜主編，《通向大國之路的中國策》(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 
42鄭宇碩，《印度：崛起中的亞洲巨象》（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5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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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領土歸屬、西藏流亡政府等問題仍懸而未決。43兩者間須擴大和深化雙邊和多

邊各領域合作，才能降低威脅感，雙方應優先加強在沒有直接衝突地區的合作關

係。
44 

中印在經貿發展上，中國經貿發展主要依賴製造業，印度主要得益於軟體服

務業，中國和印度經濟崛起的道路雖然有所不同，但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競合。
45只

有增加相互間的信任和共同利益，加強經貿交流，抑制和化解消極因素，中印關

係才能穩定改善。46 

雙方在安全互信上，視對方為潛在威脅與對手。47透過東協等多邊機制，

增加政治，經濟和外交方面等多邊對話，儘管是對手，也是利益悠關者或合

作夥伴。
48由地緣政治角度觀察，中印雙邊關係顯已無法滿足發展的需求，雙

方在各自主導的多邊機制中互邀對方加入，透過集體安全共識，有助於中印

關係的改善。49 

文化交流互動上，中印雙方國家安全因青藏地區凸顯了文化交流、融合的獨

特性與複雜性，印度對西藏的態度也隨著與中國的關係變化而決定。50因此，胡

錦濤認為在擴大與印度經貿及文化交流中，實施文化上接觸，政治上堅守原則的

                                                 

43羅會鈞、許淳凱，〈中印關係的回顧與思考〉，《雲夢學刊》，第 31卷第6期 (2010年11月)，頁62-65

。 
44

B. M. Jain, "India-China Relations: Issues and Emerging Trends," Round Table 93, no. 374 (2004) : 

253-269.. 
45郭瑜，〈中印崛起與兩國經貿交流合作前景分析〉，《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第32卷第4期(2010年

7月)，頁1-6。 
46蕭美惠、林國賓譯，Aaron Chaze著，《印度：下一個經濟強權（India : An Investor's Guide to 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臺北：財訊出版社，2007年)。 
47鄧紅英，〈中印建立信任措施的回顧與反思〉，《南亞研究季刊》，第3期(2011年)，頁15-21。 
48

Hong Zhao, "India and China: Rivals or Partners in Southeast Asi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Affairs 29, no.1 (2007):121-142.. 
49孫現樸，〈新地緣學視角下的中印關係〉，《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第1期 (2011年)，頁17-19。 
50

Sharad K. Soni and Reena Marwah, "Tibet as a Factor Impacting China Studies in India," Asian 

Ethnicity 12, no. 3 (2011):28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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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針，是維護國家主權與文化安全的必要手段。51 

以上文獻關鍵問題距焦在中印邊界爭端、經貿合作、多邊對話與文化安全等

四個面向，解決邊界問題在雙方各自堅持立場上難以突破，且解決關鍵暫時不會

發生在政府層面，
52應擱置爭議，尋求在經貿合作、多邊對話較易達成共識議題

上加強合作，高層互訪，增加彼此信任與共識，有助於改善雙邊關係。如溫家寶

於2010年10月15日訪印，表達中印間不是敵對，是合作夥伴，在經貿上有很大的

合作空間。53因此，要瞭解中印關係變化藉由經貿合作等非政治面向觀察，較能

獲得一個確切的解答。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崛起持有立論正、反皆有，中國在面對複雜的、全球化

的國際社會環境中，分別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的理論基礎論述，及

「和諧世界」外交戰略作為，以創造有利其崛起的發展環境。整體而言，國際社

會是現實與無政府，唯有利益，所以中國的崛起過程難以說服國際社會，中國是

和平的、沒有威脅的崛起。 

因此，本論文以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互賴角度來觀察中國的崛起。其次，探討

中國如何構建與運用理論，及外交戰略實踐，達到其崛起目的，最後，以中印關

係檢證胡錦濤外交戰略實踐，期能獲得合理的結論。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壹、研究途徑 

胡錦濤分別提出「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理論構建與「和平世界」外交戰

                                                 

51李榮，〈淺析中印交流中的文化安全與國家安全問題〉，《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第32卷第4期(2010

年7月)，頁52-57。 
52

Zhao, "India and China: Rivals or Partners in Southeast Asia?,"  
53

Jiabao. Wen, " China& India not Rivals, says Jiabao In Delhi, Chinese Premier Pitches for 

Trade",The Tribune,http://www.tribuneindia.com/2010/20101216/main2.htm (2014.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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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推動，強調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友好合作，堅定不移地秉承以和為貴的

和平理念，把中國的安全與世界的和平聯繫起來，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

的和諧世界為其最終目的。因此，研究途徑以「歷史研究途徑」著手，去進行資

料分類與歸納。 

貳、研究方法 

為真實呈現中國在胡錦濤時期構建理論與其外交戰略作為，分別對中國崛起

的內涵、國際社會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以及胡錦濤外交戰略的理論構建與實踐

，運用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交相比對與分析，並以中印關係為案例，驗證其理

論與實踐成效。藉由過去發生的事件前後來龍去脈，找出去關聯與因果，期能瞭

解中國和平崛起的原貎，因此，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研究分析，以確定過去

發生事件的結果與影響。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時期 

中國自1949毛澤東提出中國從此站起來了後，發展迄2013年，國際社會學者

針對中國發展過程及結果的描述與評論始終未間斷，1990年代美蘇冷戰結束後，

國際社會即因中國的崛起，塑造了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諸多言論，企圖打

壓或抹黑中國的「和平崛起」。 

胡錦濤在2003年3月15日接任國家主席後，迄2013年3月14日止，陸續構建「

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理論，以及「和諧世界」的外交戰略實踐，使中國在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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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江澤民執政時期的第六大經濟體，至2005年躍升為第五大經濟體，並於2010年

8月16日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54因此，為聚焦研究中國的崛起，時間

範圍界定以胡錦濤2003-2013年執政時期。 

二、議題 

瞭解各國對中國崛起的觀點及崛起的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涵蓋議題、區域與

國家相當廣泛，尤其是中國現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一舉一動影響已不可同日

而喻，考量研究可用時間，僅探討中國崛起的內涵，及國際社會面對中國崛起產

生的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及意識型態對立論等三個面向。 

其次是胡錦濤的「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理論構建，以及「和諧世界」外

交戰略的探討，包含國際組織、經貿合作、集體安全及文化等實踐面向。 

最後，為檢證胡錦濤外交戰略成效，則以中印兩國關係為案例。中、印同為

亞洲新興大國，金磚四國成員，在20世紀50年代處於和平共處狀態，1962年中、

印邊境戰爭後即籠罩著相互敵視氛圍， 1988年12月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訪問中

國，以緩和兩國緊張局勢，552003年簽署了中印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

和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56迄2010年溫家寶訪印表達雙方是夥伴關係。

57因此，本論文藉由中、印敵對、夥伴關係轉變，檢視雙方在疆界問題、經貿發

展、安全領域與文化交流等四個面向為研究範圍。 

                                                 

54〈中國：經濟雖超越日本但壓力仍大〉，《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0/08/100817_china_economy.shtml (檢索日期：2015

年1月10日)。 
55

Jain, "India-China Relations: Issues and Emerging Trends," 
56〈中國與印度聯合聲明〉，《華夏經緯網》，http://big5.huaxia.com/zt/tbgz/06-065/518014.html (檢

索日期：2015年1月10日)。 
57

Jiabao. Wen, " China& India not Rivals, says Jiabao In Delhi, Chinese Premier Ritches for Trade," 

The Tribune,http://www.tribuneindia.com/2010/20101216/main2.htm (2014.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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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 

研究任何事件所引發政策與結果，最好的研究資料來為第一手官方檔案加以

分析與探討，就本研究雖以中國外交戰略為題，但其涵蓋範圍並不限於中國本身

，牽涉國家、議題甚廣。且國際媒體的中國崛起言論，多隱含政治考量與國與國

間角力，因此，在官方內部檔案無法取得條件下，資料來源僅能透過相關書籍、

期刊、智庫、媒體資訊加以分析、比對與疏理，求得較為貼近事實之結論，此為

研究限制。 

第五節 研究架構（章節安排） 

本論文共區分六章，第一章，旨在使讀者瞭解全篇探討、研究的問題與解答

思考邏輯，並交待本文研究動機、目的、文獻評論、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方法

、論文架構鋪陳等。第二章，探討胡錦濤時期外交戰略理論，瞭解環境背景對外

交戰略的影響與理論構建目的，內容包含理論建構緣起、和平崛起、發展及和諧

世界理論構建等。第三章，探討胡錦濤時期外交戰略實踐具體成果，內容包含融

入國際體制環境、經貿合作框架、區域多邊安全維穩，及文明相容並蓄等切入。

第四章，探討胡錦濤時期外交戰略與中印關係發展，由中印政治、軍事、經貿與

交化等層面分析。第五章，探討胡錦濤時期外交戰略實踐後，以中印關係評估實

際成果，內容包含印度對中國崛起的觀感、中印關係綜合評估、以及研析中印間

潛存問題的挑戰與未來發展前景。第六章，結論，內容包含個人研究發展、心得

，及後續研究建議。（見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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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1 胡錦濤時期外交戰略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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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胡錦濤時期外交戰略理論構建 

探討中國崛起的理論構建背景之前，需瞭解國際環境變化，進而再對崛

起的歷史背景、以及因應國際社會及國內發展需要所訂定的相關理論做進一

步研究，有助於瞭解中國崛起的理論論述內涵。因此，本章首先探討胡錦濤

執政前國際環境、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認知與影響，以及胡錦濤時期在外交

戰略理論構建的歷史背景始末。其次探討胡錦濤執政時期依國內、外整體發

展環境變化提出的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及和諧世界等理論加以探討，以對崛

起內涵進一步瞭解。 

第一節 理論構建的背景緣起 

中國共產黨在十六大代表大會報告中，江澤民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當

今國際環境的發展趨勢，也是無法抵禦的世界潮流。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是世界

發展的趨勢，在可預見的未來世界大戰發生機率更為降低，中國爭取和平發展的

國際環境是可以實現的。1 

當前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特徵，在於科技技術日新月異，帶動經濟全球化的

相互依存與共同發展，國與國之間的科技、經貿、教育、文化關係更為密切等。

大國之間互動熱絡，共同利益不斷增加，國與國的關係也由敵手與夥伴關係的零

和向非零和轉變，尋求共贏契機。國際組織的活動領域與作用也不斷擴大，在各

種不同層次的區域性組織合作，是在全球化趨勢背景下發展進行，也是邁向全球

化的一個必經階段，同時也推動了國際關係多極化與民主化趨勢的發展。多極化

與民主化發展，制約強國霸權主義的單極化發展，成為國際潮流的發展趨勢。也

因此多極化間接造就了國際關係中不同以往的安全觀，透過各種雙邊、多邊對話

溝通機制增進彼此信任、通過多邊合作促進共同安全。本節主要探討國際社會對

                                                 

1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9)〉，《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

數據庫》，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44/4429116.html（檢索日期：2015年5

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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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的反應、中國崛起所需的國際環境、以及理論產生的背景與發展趨勢的

概念。 

壹、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反應 

國際社會認為中國重新崛起成為世界強國言論，最早在19世紀初拿破崙就

曾預言中國的崛起將震撼世界，而非源於1991年冷戰結束後，顯見西方國家早

在一個世紀前就持續對中國加以關注。冷戰結束後國際格局極劇變化只是一

個關鍵點，讓國際社會將焦點重新投射到中國身上，尤其在1997年香港在受英

國統治155年後回歸中國的國際舉目事件，被西方國家象徵性認為是中國站上

世界強國的起點，引發國際社會對中國成為強國的爭論。
2 

回顧在20世紀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日本與德國企圖以武力征服

世界的模式崛起，那個時期不存在和平崛起的條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

際環境中和平崛起條件俱足。3德國和日本在世界大戰戰敗後，即運用和平環

境迅速的崛起。所以中國對國際社會宣告要走和平發展道路達到崛起的目的

，解惑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模式的疑慮，強調這不是中國的手段或政策，以

迷惑西方國家，轉移國際關注焦點。4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發展成果受到世界關注，表示中國正在崛起，

而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的反應，聚焦在對西方國家是否構成威脅。51991年12

月13日紐約時報刊載〈Breaking China Apart〉的文章，認為中國的發展是成功

或失敗，結果都將是威脅。61995年7月31日時代週刊撰題〈Why We Must Contain 

                                                 

2閻學通，〈外國人看中國的崛起〉，收錄《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閻學通主編（天津：人民

出版社，1998年），頁38-39。 
3江西元、夏立平，《中國和平崛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40。 
4鄭永昌，《中國和平發展與西方的戰略選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5。 
5陳錫蕃、謝志傳，〈中國威脅論面面觀〉，《國策會國政分析》，http://www.npf.org.tw/post/3/11248

（檢索日期：2015年1月6日)。 
6
Leslie H. Gelb, "Foreign Affairs; Breaking China Apart,"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1991/11/13/opinion/foreign-affairs-breaking-china-apart.html (2014.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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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的文章，認為中國軍備大量擴充，威脅地區安全，直接或間接使周邊

國家產生疑慮與不安。
7使中國必須在國際社會所構建的威脅論、崩潰論、機

遇論、貢獻論等環境下發展，統整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各種說法可以歸納出三

類：8 

第一類，樂觀派，對中國的崛起的看法有二個觀點：一是跳出冷戰思維

，以長遠利益考量；二是認同事實，不受國際輿論影響。因此，對中國崛起

的結果較正面。 

第二類，悲觀派，認為中國帶來的挑戰大於機遇。面對中國13億人口帶來

的經貿挑戰，不知如何應對，因而感到害怕。 

第三類，敵對派，視中國的崛起為威脅，以德國與日本兩國在二次世界

大戰以前的軍國主義崛起模式來觀察，引證中國的崛起也會帶來戰爭衝突。 

以上三個類別，說明中國崛起帶來發展機遇、也帶來挑戰。目前西方國

家以敵視眼光看中國的崛起仍為主流觀點，不論中國是否崛起，他們都認為

是威脅。例如中國旅美學者章家敦所著中國即將崩潰一書，斷言中國的經濟

在衰退，並開始崩潰，就是最好的例子。
9但時至今日，中國並未崩潰。 

貳、中國崛起的國際環境 

1991年美蘇冷戰結束後，國際社會成為以美國為首的「一超多強」的格局

，多強的國際關係互動產生微妙變化，各國仍以國家利益為優先選項，選擇

                                                 

7
Charles Krauthammer, "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 Time 

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83245,00.html (2014.11.10). 
8同前註4，頁247-257。 
9侯思嘉、閻紀宇譯，章家敦(Gordon G. Chang)著，《中國即將崩潰》（The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臺北：雅言文化，2002年），頁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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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最有利的國家或組織互動、融合。10科技發展以及全球化趨勢的影響，提高

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與相互依存度，尤其在政治、經濟、文化、安全上的議

題，也以雙邊、多邊溝通、對談、談判等更為合理、公平、公正的模式，使

國際發展環境更趨於穩定。
11全球化的因素提升非國家行為體、或非傳統安全

議題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份量，使原本個人層次議題躍升至國家層次，或更

高的國際層次，
12例如恐怖主義、氣候變遷、糧食安全等全球性議題已逐漸取

代傳統安全，且更具解決的迫切性。因而提升、強化國家間的相互依賴程度

，有助共同解決跨國性的重大議題。 

中國在審視國際環境變化，瞭解國際發展潮流與趨勢後，中國共產黨第

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發展趨勢」13。這

是中國對世界發展趨勢的綜合評斷。和平、發展是世界潮流趨勢，具有客觀

性。 

儘管國際社會和平與發展的因素在上升，矛盾和利益仍充斥其中。和平

與發展是相輔相成，沒有和平的環境條件，就難以實現長遠的世界和平與共

同發展願景。鄧小平強調應站在全人類共同發展的高度來觀察、處理發展的

問題，才能瞭解國際社會發展問題的癥結，亦即是開家中國家自身發展的問

題，也是已開發展國家的發展與對國際社會應負責任的問題。指出中國只有

爭取和平的發展環境，才能順利地發展。14回顧人類發展史證明，國際環境的

動蕩與不安，沒有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集注心力專心發

                                                 

10郭洪濤，〈如何理解20世紀以來世界格局的三次演變〉，《人民教育出版社》，

http://www.pep.com.cn/czls/xs/tbxx/dy/9x/201009/t20100916_900984.htm（檢索日期：2015年3月6

日)。 
11仇發華，〈多邊主義與雙邊主義的博弈－東北亞地區安全合作的探索〉，《東疆學刊》，第28卷第

1期(2011年)，頁98。 
12劉貞曄，〈試論反恐議題中安全觀－後現代視角的觀察〉，中國政法大學全球化與全球問題研究

所，第七屆「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學術暨實務研討會，2011年。 
13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28

。 
14中國外交部編寫組，《鄧小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上海：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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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15因此，中國和平崛起所需的客觀國際環境，有下列特徵： 

一、全球化提高相互依存程度：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國家間相互依存度

與共同利益增加，願意以溝通、對話、談判等和平手段，共同解決相互間矛

盾與分歧。
16 

二、國際關係產生質變：國家間共同利益增加、擴大，需進一步提升、

深化相互合作與協調溝通關係。由針鋒相對的敵手、對手，轉變為協調溝通

的戰略夥伴，使企圖以非理性手段解決爭端的可能性降低。
17
大國間零和規則

已逐漸由非零和的雙贏模式取代。 

三、多極體系制約霸權：現行國際體系和國際法承認各國主權平等，為

國際關係民主化創造了相互制約的基本條件。國際間各種不同發展層次的國

家（如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與未開發國家），以及東西對立等（如民主制

度與共產集權），是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的主要動力。世界多極趨勢受民主化

潮流的影響，成為制約單極霸權的有利因素。18多極化為未來國際關係主流。 

四、多元化的合作機制：國際關係中的行為主體類型增加，除了國家外

，還有非政府組織、或團體、個人等，活動領域及層次不斷提升與擴大，在

國際關係中的作用日益上升，尤其是區域性合作趨勢值得特別重視。19因此，

區域性合作在全球化環境下發展，也是邁向全球化進程中的過渡階段。 

五、新安全觀的構建與認同：觀念相似有利構建地區行為體（如國家單元組

                                                 

15同前註3，頁12-13。 
16溫家寶，〈全球化加深了各國相互依存，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獨自成為贏家〉，《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30/content_12564233.htm（檢索日期：2015年4月26日)。 
17郭學堂，〈大國關系進入合作期〉，《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BIG5/guoji/24/20020729/787029.html（檢索日期：2015年4月26日)。 
18〈美國霸權主義還能走多遠？〉，《豫台視窗》，

http://big5.huaxia.com/ytsc/tbxxg/wsjy/2011/10/2611159.html（檢索日期：2015年4月26日)。 
19吳得源，〈中國大陸環境國際合作政策〉，

http://iiro.nccu.edu.tw/attachments/journal/add/5/2011-2-03.pdf（檢索日期：2015年4月26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1 

成的東協集團等）的身份和利益認同感，也決定了該區域內行為體互動的形式與

態度，在區域主要行為體之間或與區域以外強權之間存在原則分歧的時候，有助

於發現共同利益及達成協議。20因此，在共有觀念基礎上建立的區域秩序具相對

穩定性。 

參、和平發展理論產生的背景與時代觀 

毛澤東從生產方式與世界革命形勢相結合來觀察，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的矛盾是戰後國際社會的主要問題。解決的方式只有透過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

革命，才能消滅帝國主義，摧毀殖民統治。鄧小平從經濟矛盾的角度觀察國際社

會的矛盾癥結，認為打破殖民剝削體制，建立國際新秩序，才能解決國際社會的

矛盾與問題。並認為戰爭風險仍存，但可能國際關係的互動與依存延緩發生機率

，為中國創造了發展機遇。江澤民認為發展是各國關注的焦點，強調南北對話解

決矛盾。兩極體系結束，國際形勢和緩趨勢下，爭取和平發展環境是可行戰略抉

擇。胡錦濤認為和平安全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與問題增多，如南北發展差距加

大、恐怖主義、環境污染、糧食安全等全球性議題，國際社會必須共同面對與解

決。 

一、背景 

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發表了〈中國人民站

起來了〉的開幕詞，同月30日，更為這次會議所起草的宣言再次強調「中國人站

起來了，民族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211956年11月12日毛澤東為紀念孫中山先生

誕辰90周年撰寫〈紀念孫中山先生〉文章中，表達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20婁偉，〈觀念認同與地區秩序建構－兼談中國新安全觀在建構東亞秩序中的作用〉，《東南亞研

究》，第1期(2012年)，頁57。 
21毛澤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252/5303/5304/20010608/484740.html(檢索日期：2015

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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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的中國將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22 

中國自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

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改革開放，
23迄2003年

胡錦濤接任國家主席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接近兩位數，發展

速度居大國之冠，引起西方國家關注、戒備與疑慮，認為中國在經濟發展的

支撐下，挹注龐大的軍費投資，將造就軍事強國，成為危害地區穩定與世界

安全一個不安定因子。
24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果，使中國自1978年到2001年的GDP

增長7.4倍，年均增長9.5％，人民生活總體概括上進入小康狀態，十六大進一

步期望到2020年實現GDP倍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鄭必堅認為建設小康社會

區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是實現國民經濟的全面發展；第二部份是實現物質

文明的發展；第三部份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十六大同時也確立對內、外的

兩條方針，對內強調運用各種創新手段、方法促進經貿發展。對外堅持持續

擴大對外開放。強調中國要走一條具中國特色，且與近代大國崛起不同模式

的路線，屬中國獨有的和平崛起發展道路。
25 

發展道路的選擇，關鍵就在中國的內外發展制約因素，第一是市場因素

：中國的國內市場潛力大，需持續與世界市場融和。第二是體制因素：政治

體制改革，市場經濟與民主法治不斷建全和發展。第三是文化因素：堅持文

明、文化建設開放、交流與合作。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認為融入經濟全球

                                                 

22胡鞍鋼，《中國崛起之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毛澤東，〈紀念孫中山先生

（全文）〉，《互動百科》，

http://www.baike.com/wiki/%E3%80%8A%E7%BA%AA%E5%BF%B5%E5%AD%99%E4%B8%

AD%E5%B1%B1%E5%85%88%E7%94%9F%E3%80%8B(檢索日期：2015年1月6日)。 
23胡錦濤，〈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cpc.people.com.cn/BIG5/64093/64094/8544901.html (檢索日期：2015年3月20日)。 
24楊守明，《中國和平崛起論》(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 
25鄭必堅，《思考的歷程－關於中國和平發展的由來、根據、內涵和前景》(北京：中國中央黨校

出版社，2006年)，頁12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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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體系是一條屬於自己必需戮力的發展道路。也就是依靠自身的發展、國內

市場的開放、創新的制度、結構的調整、融入經濟全球化、與世界各國互利

互惠。就是中國選擇走一條經濟全球化的和平發展道路，同時國際社會獲得

發展的機遇。
26 

二、國際潮流趨勢 

2005年胡錦濤在亞非峰會中提到霸權主義、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等問題，持

續影響世界的和平穩定，氣候變遷、糧食安全、天然災害等因素，持續威脅世界

各國的生存發展。南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造成發展差距持續擴大，貿易保護主義

抬頭，開發中國家發展基礎薄弱，致使發展面臨諸多困難和矛盾，甚至被邊緣化

的窘境。27胡錦濤認為諸如上述問題，就中國目前發展的現況無法有效應對，需

藉助全世界國家力量，才能共同處理與解決。 

2006年胡錦濤在新春賀詞指出，現今的國際環境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不穩定因

素增多，局部戰爭和衝突發生機率提高，南北發展差距擴大，恐佈主義、跨國犯

罪、環境污染、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持續蔓延，發展面臨嚴峻挑戰。28這些

問題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與解決，才能與國際社會共同發展。 

2007年在八國高峰會中胡錦濤對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

加拿大、俄羅斯等八大工業國，以及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等金磚國家領袖

對話強調，國際社會發展環境所面臨的矛盾和挑戰有增無減。地區熱點起伏不定

，經濟發展失衡，南北差距擴大，油價長期波動，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恐佈主義

、環境污染、自然災害、傳染病等跨國性的全球性問題層出不窮，許多開發中國

                                                 

26同前揭註，頁131-134。 
27胡錦濤，〈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005年亞非峰會上的講話(全文)〉，《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nysg/845548.htm（檢索日期：2015年4月11日)。 
28胡錦濤，〈攜手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2006年新年賀詞〉，《人民網》，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3992776.html（檢索日期：2015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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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處於不利環境，且無法以自身力量有效改善，發展面臨諸多問題。29這些問題

都是國際社會必須面對和解決。 

在這三次公開談話中，發現胡錦濤對當時國際社會的發展矛盾區分二部份。

一是霸權主義、恐怖主義、區域衝突、跨國犯罪等衍生的安全方面矛盾。二是經

濟發展造成的南北發展差距擴大、貿易保護主義影響整體發展、跨國性的環境污

染、資源需求與自然災害等問題，造成國家間發展的相互矛盾。這些矛盾均非單

一國家能應對，必須全世界國家共同面對與處理。 

另外，關於國際社會面臨的議題，2005年胡錦濤在雅加達召開的亞非峰會上

，對新形勢、新機遇、新挑戰、新要求等國際社會發展形勢，闡述國際社會應負

的共同歷史責任和共同解決歷史任務。30國際社會共同面臨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

脅，以及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使命。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共同面臨著協助與維護

開發中國家的發展與權益，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嚴峻議題。

和平、發展、合作已成為時代發展的潮流與趨勢。經濟全球化趨勢、科技進步突

飛猛進，產業流動與轉移加快，各國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加深。31胡錦濤在墨西哥

參議院演講中提到只有加強合作，團結奮鬥，才能創造國際社會光明的未來。32 

胡錦濤在2006年抗戰紀念日大會上闡述，戰後形成的冷戰格局被打破，維護

世界和平的多極化力量不斷增長，人類文明多樣性和國際關係民主化不斷推近；

社會生產力的提升和科學技術進步的日新月異，和平、發展、合作是全世界國家

的共同願景。33胡錦濤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開幕式上指出，國際形勢發生複

                                                 

29胡錦濤，〈胡錦濤主席在G8+5峰會上的講話（全文）〉，《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6/08/content_6217622.htm（檢索日期：2015年4月11日)。 
30胡錦濤，〈胡錦濤在亞非峰會上的講話(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123/wjdt/zyjh/t192875.htm（檢索日期：2015年4月11日)。 
31同前註27。 
32胡錦濤，〈胡錦濤在墨西哥參議院發表演講〉，《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5-09/14/content_3487519.htm（檢索日期：2015年4月11日)。 
33胡錦濤，〈胡錦濤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網》，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3665666.html（檢索日期：2015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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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的變化。友誼、合作、和平、發展仍是時代潮流的發展趨勢。34 

由上述言論，胡錦濤對於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勢以及世界各國人民的主觀目標

的判斷，清楚地看到他歸結為「和平、發展、合作」，「合作」看作與「和平、發

展」平行的時代潮流趨勢。合作已提升到時代潮流發展的關鍵。合作的效能就是

增進彼此協調。合作加深，可以減少磨擦。
35就中國的發展目標而言，建立和平

發展及構建和諧世界的目標是正確的努力方向，唯有不斷深化國際合作以及和平

發展戰略，才能促進國際社會朝這個方向演進。 

另外，胡錦濤繼承江澤民軍事指導思想，以積極防禦確保國家生存與發展。

36對國際社會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認為軍隊應適應形勢變化，為國家發展的戰

略機遇期提供安全保障，為國家利益提供戰略支撐，為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

發揮作用。37中國發展軍事力量的目地，不是為了擴張與稱霸，而是為了應對傳

統與非傳統安全的威脅，維護生存發展利益，確保和平的穩定發展。2005年對日

抗戰60周年紀念大會上胡錦濤表示：「中國要加強國防和軍隊的現代化建設，堅

持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不斷推動中國特色軍事變革，提高資訊化條件下的

防衛作戰能力，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提供堅強的安全保障」。382006年中共

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胡錦濤由全球戰略角度剖析當前國際形勢的趨勢和特點，

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當前時代潮流發展的趨勢，多極化和全球化的趨勢持續在演進

發展，維護和平、制約戰爭、衝突的因素不斷增加，爭取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是

可預見的未來。39在如何更好的避免戰爭方面，胡錦濤提出了建立和諧世界的具

                                                 

34胡錦濤，〈胡錦濤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開幕式上講話（全文）〉，《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1/04/content_5289040.htm（檢索日期：2015年4月11日)。 
35同前註24，頁38-57。 
36〈積極防禦戰略思想永放光芒—獻給偉大的中國共產黨90華誕〉，《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7/18/c_121681556.htm（檢索日期：2015年4月11日)。 
37同前註24，頁39。 
38同前註33。 
39胡錦濤，〈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京舉行胡錦濤作重要講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ldhd/2006-08/23/content_368731.htm（檢索日期：2015

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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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主張：40 

第一，建立和平、穩定、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國際舊秩序不

合時宜，且具有不合理性，是形成矛盾、衝突、危機的因素。建設和諧世界，就

必須改革不合理的舊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第二，支持和促進開發中國家加快發展，減少和消除貧困。國際社會不和諧

的根本在發展不平衡、不和諧。多數未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困難，面

臨被邊緣化。完善國際金融體制，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為開發中國家營造穩定的

貿易和金融環境，促使經濟全球化朝著共贏的方向發展。 

第三，新安全觀的樹立。軍備擴充為手段的舊安全觀，無助於維持國際安全

，無法營造世界持久和平。要摒棄冷戰思維，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協作」

的新安全觀，建立公平、有效的集體安全機制，方能共同防止衝突和戰爭，維護

和平與安全。 

第四，文明多樣性與包容性。文明多樣性是人類發展的基本特徵，文明進步

的動力。各種文明唯有以對話和交流才能良性發展。不同文明的對話、溝通、理

解和包容代表文明的進步，也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所必需。 

第二節 和平崛起理論構建 

和平崛起的理論論述，是基於胡錦濤對時代發展潮流趨勢的認識，以及全球

化的發展背景剖析後的產物，認為中國只能走和平的崛起之路，回顧近代發生第

一、二次世界大戰，帶來了國際社會的龐大財政損耗及人員傷亡。未來要走戰爭

的崛起之路，損耗是難以估計。胡錦濤提出的和平崛理論是根據中國本身的發展

需求與國際的利益潮流所做出的抉擇。 

                                                 

40胡錦濤，〈努力建設和諧世界－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人民網》，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3756998.html（檢索日期：2015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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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理論提出 

胡錦濤對當代發展潮流趨勢分析，認為國際社會的矛盾與問題包括兩方面，

一是和平安全方面的矛盾，二是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矛盾。這些傳統與非傳統安

全威脅的問題，都是國際社會必須共同面對，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共同維護開發

中國家權益、共同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目標。
41並認為理論創新

是國家、民族、政黨生存發展的動力，社會進步的表徵，必須將馬克思主義基本

原理與中國發展具體結合，創新實踐基礎的理論。42 

鄭必堅在1997年至2002年間擔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

事長、中國科學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生院院長。
43適值胡錦濤1993年至2002年任

中央黨校校長，44銜命對中國當前情勢做詳細的研究。452003年11月3日，鄭必堅

在亞洲博鰲論壇發表了「中國的和平崛起與亞洲未來的新道路」為題的演講，闡

述了在國際關係中被稱為中國和平崛起的新概念，就是：「走出了一條不僅符合

中國國情，也順應了時代潮流新的戰略路線。這路線是透過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參與經濟全球化，而不是分離。」46 

鄭必堅認為中國雖然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但它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條

件來完成解除其龐大的人口不發達的問題。另外，他還表示，中國將是一個崛起

的大國，但不會衝擊國際現有秩序或壓迫周邊國家。雖然一個大國的崛起往往都

會導致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劇變動，甚至引發世界大戰。這背後的一個重要

                                                 

41同前註24，頁37-42。 
42任理軒，〈理論創新：偉大的歷史性創造—寫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中國共產黨新聞

網》，http://cpc.people.com.cn/BIG5/64093/64094/8544901.html (檢索日期：2015年3月20日)。 
43〈鄭必堅〉，《互動百科》，

http://www.baike.com/wiki/%E9%83%91%E5%BF%85%E5%9D%9A&prd=so_1_doc(檢索日期：2015

年3月21日)。 
44〈胡錦濤〉，《互動百科》，

http://www.baike.com/wiki/%E8%83%A1%E9%94%A6%E6%B6%9B&prd=so_1_doc(檢索日期：

2015年3月21日)。 
45李雨寧，〈中國倡提「和平崛起論」之研析〉，《國防雜誌》，第25卷第5期(2004年)，頁40。 
46同前註25，頁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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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這些大國依循戰爭侵略和對外擴張的道路選擇。如此的路線註定要失敗。

今天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個國家，會選擇損害全世界的錯誤方式來崛起嗎？中

國唯一的選擇是爭取和平的環境，更重要的是以和平的手段，達到崛起的目的。

47 

溫家寶在2003年12月10日哈佛大學演講時也使用了「和平的崛起」一詞。他

告訴聽眾：今天的中國正處於一個改革開放的狀態，一個致力和平的大國。它不

應該依靠國外來發展自己。雖然持續擴大對外市場開放，更須依靠自身體制的改

革，以及轉化龐大儲蓄為投資，並改善人民素質，和先進科技與技術解決因發展

造成資源與環境問題。
482004年3月14日在中國第十屆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會上，温

家寶重申中國和平崛起的五要點：1.融入世界和平的優勢促進中國的發展，又透

過中國的發展維護世界和平。2.中國自身的實力和獨立的發展工作為基礎。3.持

續開放的外交政策，而且要積極促進國際貿易和經濟交流。4.這需要幾代的發展

時間。5.不會影響或威脅其它國家的發展道路，或以任何國家的代價來實現。49 

胡錦濤在2003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辰110周年慶祝研討會，強調中國必須堅

持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國際社會和平共處、相互尊

重，和共同利益的基礎上與其它國家溝通、合作，為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發展作出

貢獻。50和平崛起理論的提出，基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理念，與歷史上西

方大國崛起模式不同，主因為中國與西方國家具有不同的外交理念。西方國家的

外交理念是以實力為優先。51正因中國有這樣的理念和原則，古代中華帝國周邊

的小國才得以長存。這種情況在西方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因為這不符合西方的

外交理念。也正是由於理念的差異，當前西方國家不相信中國能夠和平崛起，認

                                                 

47
Robert L. Suettinger, "The Rise and Descent of “Peaceful Rise”," Hoover Institution 12, (2004): 2. 

48
Ibid. 

49溫家寶，〈中國的崛起不存在任何威脅〉，《人民網》，

http://people.com.cn/GB/shizheng/1024/2389785.html（檢索日期：2015年3月6日)。 
50

Suettinger, "The Rise and Descent of “Peaceful Rise”," 
51李寶俊、王彬若，〈美國外交：從現實主義到進攻性現實主義的路徑〉，《教學與研究》，第12期

(2006年)，http://risechina.blogspot.tw/2006/12/blog-post.html（檢索日期：2015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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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的崛起，必會與他們崛起時走同樣路線，一樣對世界造成威脅。 

貳、戰略抉擇 

和平崛起是中國的戰略抉擇，其抉擇的出發點考量是主動也是被動，主動方

面是因為中國人口多，整體經貿發展狀況不發達，需要靠自己的改革開放來發展

，更需要依靠外在環境來發展。被動方面是因為國際大環境的制約，在過去以侵

略、擴張方式的崛起路線已不可行，中國只能選擇和平的方式崛起，也是唯一的

選項。 

一、中國不能以戰爭模式崛起 

2004年胡錦濤在亞洲博鰲論壇年會開幕式上說：「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生

產力不發達，發展很不平衡，生態環境、自然資源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比較突

出。雖然中國人均生產總值已經突破1000美元，但仍排在世界一百名以後。中國

要實現現代化，使全體人民都過上富裕生活，還需要進行長期奮鬥」。52以中、美

、日三個的軍事投資規模來看，中國在2000年軍事投資146億美元，2001年增加

11.7％，軍事投資達162億美元，2003年軍事投資增加至243億美元，且軍事投資

每年以9％左右速度增長。中國國防預算自從1986年第七個五年計畫開始，逐年

下降，七五時期為1.7％，八五時期為1.29％，九五時期為1.19％，目前保持在1

％左右。美國在2001年佔全球軍事投資36％，2002年佔全球軍事投資43％，2003

年因反恐戰爭需求，軍事投資增至3156億美元佔全球58％，2004年3900億美元、

2005年4000億美元，同樣佔全球軍事投資50％以上；日本自20世紀60-70年代開始

軍事投資每年以10-15％的速度增長，80年代其軍事投資總增額達87％，迄2000

年軍事投資484億美元，是世界軍費開支排行第二的國家。中國的國防投入規模

                                                 

52胡錦濤，〈中國的發展亞洲的機遇〉，《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4/26/content_1439621.htm（檢索日期：2015年3月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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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日本1/3，美國1/20。53 

就軍隊現代化來看，中國要在2050年前54軍事實力要趕上美國是不可能的。55

中國與日本差距會縮小，但日本的軍事實力在2025年之前都會對中國保持優勢，

國防經費挹注武器研發、高素質軍人培訓是軍隊現代化的條件，世界各國忙於裁

軍、讓軍隊走上正規化、職業化道路。中國現階段軍隊250萬人，屬數量型軍隊

，人數上有一定程度彌補美、日軍力上的差距，但在官兵教育程度上則落後美、

日。武器研發上受限於尖端科技、武器採購的外在環境制約，多以自行研發為主

，軍隊現代化進展緩慢。56因此，中國當前仍未具備「軍事崛起」的軍事實力，

中國企圖以戰爭手段來達到崛起的目的機率較小。 

二、國際社會不會容許中國的威脅 

未來的國際格局可能演變為單極格局，或是多極格局，中國在國際社會制約

下，不可能對世界造成威脅。如果將來國際社會演變為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中

國如何能構成威脅？如果是多極格局，國際力量相互制約，充其量中國也只是國

際戰略力量之一。在這種相互制約的國際結構中，不論國家間意識形態、價值觀

相同與否，都將因自身利益關係，不會容忍對方的擴張而損害到自己利益。以地

緣政治經濟利益來看，中國與周邊國家有著複雜的地緣政治利益和地緣經濟利益

。如果中國向外擴張，必然會優先損及他國利益，招致其他國家的制約。目前中

國各方面的發展基礎薄弱的情況下，周邊國家已對中國保有一定的戒心與疑慮。

                                                 

53〈中美日印四國軍力比較中國國防總實力列第二位〉，《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4-01/13/content_1272546.htm（檢索日期

：2015年3月6日)。 
54〈韓媒稱中國30年內無法趕上美國 差距很難縮小〉，《新華網》，

http://big5.home.news.cn/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12-01/07/c_122549516.htm（檢索日期：

2015年3月6日)。 
55奈伊（Joseph S. Nye, Jr.），〈國家未來的實力（The Future of Power）〉，《中華民國總統府》，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061&itemid=23033&rmid=2577（檢索日期：2015

年5月6日)。 
56同前註24，頁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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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冷戰結束後，美國藉反恐、維持西太平洋地區穩定為由，以「重返亞太」戰

略向亞洲地區調整全球軍事戰略重心佈署，這種調整與戰略佈局意圖明顯。美國

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戰略基石佈署，仿鞏固類似北約模式，特別是與日本的關係鞏

固，是中國要思考的關鍵要素。582002年美國國防部的《四年一度國防評估報告

》中指出，「從孟加拉灣到日本海的東亞沿海地區是特別具挑戰性的區域，」
59認

為亞洲可能出現一個以強大資源、軍事實力為後盾的競爭者，因此計畫增加西太

平洋的軍事力量。
60
 

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歇默（Mearsheimer）認為，日本人口只有中國的十

分之一，國民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達32350美元，中國只要在

2020年以前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600美元，經濟規模將是現在日本的2.5倍，美國的

1.3倍。如果中國國民生產總值達到日本的一半，經濟規模將是日本的5倍和美國

的2.5倍。冷戰大部分時期蘇聯經濟規模也僅是美國的一半。61 

面對中國政、經勢力崛起，積極擴充軍備，逐漸形成區域霸權，美國有填補

前蘇聯力量在亞太地區真空之勢，加上中國崛起的態勢使美國轉移焦點至亞太地

區，採取「預防性防衛」的戰略部署，應付中國崛起，以及維護美國在亞太的政

經利益。美國國防部2002年公佈中國軍力年度報告，說明中國在亞太地區的發展

對美國政、經利益構成威脅的認知。緊接著美國與日、澳、東南亞國家之間，進

行軍事同盟和和軍事演習，增加彼此合作趨勢，以及打擊反恐的防衛體系亦逐漸

成型。儘管美國否認亞洲的部署不是針對中國，仍維持十萬兵力的佈署，其目的

                                                 

57同前註24，頁50-51。 
58

Colin Powell, "U.S. Look to Its Allies for Sta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Intermational Herald 

Tribune, (2001). http://www.nytimes.com/2001/01/27/opinion/27iht-edcolin.t.html(2015.6.6.). 
59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Arlington: Defense Depar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1.9.31). 
60曾復生，〈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發展前景研析〉，《國政研究報告》，

http://www.npf.org.tw/printfriendly/12643（檢索日期：2015年3月6日)。 
61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Pacifier," Foreign Affairs, (200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01-09-01/future-american-pacifier(20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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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防範中國勢力擴張，以及圍剿恐怖主義勢力。62 

日本與中國在地緣戰略利益交錯，力圖以強大的經濟實力後盾，運用各種大

國外交手段，提高在各國際種組織的參與權與發言權，擴大對國際事務的政治影

響力，從區域逐步走向全球，最終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實現政治大國的發展

目標。政治大國是日本尋求與經濟大國地位相匹配的目標。
63因此，企圖取代中

國區域強權地位，外交戰略上抗衡中國，拉攏美國制衡中國在地區的影響力。 

反觀中國全力進行經濟建設，希望以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手段維護亞太地區

和世界的和平、發展與穩定，確保有利國內經濟現代化建設的外部發展環境，把

握住冷戰結束和亞太地區崛起所提供的戰略機遇，實現中國的崛起。
64企圖穩定

國內的經貿發展環境，進一步與國際社會共同發展。因此，中國與日本在發展的

同時自然產生戰略利益衝突與彼此制約現象。 

從中日雙方戰略目標來觀察，雙贏應為兩國雙邊關係戰略思考的出發點和基

本利益目標。但中國對日本加強和擴大日美安保條約體制、積極向海外擴展軍事

影響的政策存有警戒心；日本對中國國力不斷增強也同樣有著恐懼與矛盾心理，

既希望中國保持穩定發展，又試圖遏制中國的發展。中日雙方在不同領域、以不

同模式謀求崛起，已逐漸提高雙邊戰略關係的複新性和競爭性。再加上美日兩國

重新確認和加強雙邊安全同盟關係的政策，使中國在推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時

，受到更多的牽制，遇到更大的困難。65 

印度與中國同樣受到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雙方的衝突根源不僅僅在意識形

                                                 

62宋鎮照，〈解析當前美國與中國之亞太發展策略〉，《海峽評論》，

http://www.haixiainfo.com.tw/147-57.html（檢索日期：2015年3月6日)。 
63金燦榮、戴衛來，〈變化的國際形勢下的大國外交政策調整〉，《人民網》，

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9/107424/149082/8968092.html（檢索日期：2015年4月16日)

。 
64〈獨立自主和平發展—外交部長楊潔篪談新中國60年外交〉，《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博茨瓦納共和

國大使館》，http://bw.chineseembassy.org/chn/xwdt/t580395.htm（檢索日期：2015年4月16日)。 
65同前註24，頁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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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上，更重要的是兩國現實利益和戰略利益上的衝突。其中主要問題在與中國的

疆界，以及印度將西藏作為防範中國勢力緩衝區的安全戰略構想。印度把中國視

為戰略競爭對手，甚至是潛在威脅，特別是在安全上的疑慮，主要是從地緣戰略

角度考量，而非認為中國是真正的威脅。66與其說印度擔心中國對其安全的威脅

，不如說是印度自1980年代起本身的戰略環境的變化，特別是對中國改革開放後

，經濟發展與國際地位的逐漸提高，造成中印實力與影響力差距加大而感到壓力

。67印度對中國的防範心理在外交上與美日的關係表現更為密切與明顯。 

以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理論來解讀，一個國家試圖提高自己安全的

手段威脅了他國家的安全，導致雙方在安全上的不信任成為安全困境。新興大國

的崛起，尤其是當它們已經或試圖獲取絕對安全或利益時，將可能產生安全困境

或加劇已有困境，導致國際體系的不穩定，乃至利益爭奪引發衝突與戰爭。68在

這種心理支配下，會不斷擴大實力，或採取其它手段以防止它們力量對比失衝。

也正因如此，當中國發展壯大，周邊的制約力量基於安全考量誓必採取更多手段

。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制約力量又將產生一個新的平衡點與平衡狀態。69因此，不

管中國主觀意願如何，客觀上不能形成對世界的威脅。 

第三節 和平發展理論構建 

2004年4月24日胡錦濤在博鼇亞洲論壇開幕式上發表題為《中國的發展－亞

洲的機遇》的演講。演講內容並未提及崛起字句，他的主題與宣傳口號是「和平

與發展」，可追塑到鄧小平當時中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原則，胡錦濤還提及「

和平與穩定」、「和平與安全」、「和平共處」，確沒有論及「和平崛起」。 

                                                 

66
Richard Wrixing Hu, "India's Nuclear Bombs and Sino - Indian Relation," East Asia 17, no. 1 (1999): 

43-44. 
67

Ibid., 46. 
68門洪華，〈中國崛起的戰略應對之道〉，《百度》，http://tieba.baidu.com/p/88757195（檢索日期：

2015年4月9日)。 
69李少軍，〈雙重身份與中國的機遇期〉，《國際經濟評論》，

http://www.iwep.org.cn/upload/2014/07/d20140708135636406.pdf（檢索日期：2015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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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崛起理論的起源與實踐似乎是複雜的領導階層爭端，影響時任中央軍委

主席江澤民（任期1989年11月9日－2004年9月19日）對胡錦濤和溫家寶的支持。

胡錦濤和溫家寶必須與江澤民和中國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取得主導權，和平崛起

的中國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改變可能是為了在江澤民的地盤上立足，以及降低國際

社會的威脅感而有所改變。 

壹、理論提出 

「和平發展」一詞最早是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鄧小平綜合觀察國際

環境與國內發展後，得出未來的世界大戰是可避免的結論，因而提出和平與發展

的時代潮流趨勢，該趨勢並不表示已實現或達到目標，而是更多問題必須關注，

與亟待解決。
70胡錦濤提出和平崛起論述後，因語意引起的誤解，不但無法反駁

「中國威脅論」，反而使國際社會更加疑慮，因此，回過頭延用鄧小平提出的「

和平發展」時代主題。 

2004年3月25、26日中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以「中國和平崛起戰略：理論

與內涵」為題，召開全國性的學術研討會，積極推動和平崛起理論，因內部問題

使得論述趨於保守。71但學術爭論仍持續刊載在學術期刊，且越來越多評論聚焦

在「崛起」概念的缺點與實踐問題上，且中國領導階層對和平崛起理論的起源與

實踐似乎也不同意見，江澤民在2004年初表示對和平崛起的制定好奇，他瞭解和

平崛起內容後，表示對這個概念應更深慮。72因此，在2004年中國官方已悄悄的

以「和平發展」取代「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即為中國官方對外統一用語。 

胡錦濤在2006年8月主持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指出並強調中國高舉和平、發

                                                 

70劉長敏，〈論和諧世界理念中的和平與發展觀〉，收錄《中國與世界：和平發展的理論與實踐》

，梁守德、李義虎主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頁49。 
71同前註45，頁40。 
72

Suettinger, "The Rise and Descent of “Peaceful Ris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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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合作的旗幟，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732007

年10月在中國十七大重要講話中，同樣強調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這是中國政府

和人民根據時代發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戰略抉擇。742009年9月在聯合國

大會一般性辯論發表談話，強調中國的前途與世界的聯繫在一起，中國發展越好

，對世界的貢獻、與機遇就越大。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展互利共贏的開放戰

略，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全世界友好國家合作。752012年11月在中國

十八大全國代表大會上依然強調「和平發展是中國的必然選擇。要堅持開放的發

展、合作的發展、共贏的發展，通過爭取和平國際環境發展自己。」
76 

在上述重要會議或場合，胡錦濤的發言內容均未脫離闡述和平發展，強調中

國的發展道路，是一條中國能夠從中崛起，邁向世界大國、強國的道路。現今中

國走的和平發展道路，是具備足以改變世界權力與格局的大國崛起，中國對和平

發展的佈局，反映出中國的戰略企圖。 

貳、戰略抉擇 

和平發展是中國基於國際環境的變化，以及自身發展需求所產生的外交政策

，雖然外在環境的制約對中國的發展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但和平發展的關鍵在

中國自身的抉擇，唯有中國願意和平的崛起，才能真正的和平崛起。也唯有如此

才能真正消弭國際社會對中國威脅的疑慮。 

                                                 

73同前註39。 
74胡錦濤，〈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上的報告〉，《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_10.htm (檢索日期：2014年11

月10日)。 
75胡錦濤，〈胡錦濤在聯合國大會第64屆會議一般性辯論上的發言〉，《聯合國新聞部聯合國網站

》， http://www.un.org/zh/focus/hujintao/ga.shtml (檢索日期：2014年11月10日)。 
76胡錦濤，〈胡錦濤在黨的十八大上的報告〉《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_2.htm (檢索日期：2015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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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平發展為和諧世界外交戰略奠基 

和平發展建立在自我化解國內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基點上。中國內部存在政治

和社會問題，城鄉經貿發展失衡、社會差距拉大、發展成果全民共用率不高、社

會保障不建全、民主政治建設有待積極推動等。中國無法解決國內經濟社會發展

失衡的矛盾，勢必會轉化成全球的矛盾。
77 

 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堅持科學發

展。以科學發展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問題，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

，必須把發展作為促進社會和諧的基礎。社會和諧很大程度取決於國內經貿整體

發展概況。堅持用科學發展的辦法解決問題，不斷創造社會和諧基礎，建立合理

的協調機制、安全的保障機制、矛盾的疏導機制、順暢的民主參與機制，提高民

主執政、依法執政水準，建設和諧社會。78因此，唯有和諧社會完善的發展，才

能為創造和諧世界奠立穩固的發展基礎。 

二、和平發展推動和諧世界 

中國認為和平發展是中國的國情與世界發展潮流的必然選擇。特別是世界體

系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爭取和平國際

發展環境是可以實現的。同時，中國意識到世界上仍存在諸多不穩定、不確定因

素，人類面臨諸多挑戰，但機遇大於挑戰，只要各國共同努力，就能逐步實現和

平、共榮的和諧世界目標。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趨勢，堅持

和平與發展是時代潮流趨勢，多次公開闡明中國過去不稱霸，現在不稱霸，將來

崛起了也不會稱霸。中國的發展不會對任何人構成威脅，只會帶給世界更多的發

展機遇和更廣闊的市場。79事實證明，中國的發展已逐漸成為亞太地區和世界經

                                                 

77同前註4，頁91-92。 
78〈為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堅持科學發展〉，《人民網》，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5028557.html（檢索日期：2015年4月27日)。 
79〈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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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中國發展進程中難免會遇到不少外部矛盾，中國能否以和平方式解決外部矛

盾，也是走和平發展道路成敗的關鍵。中國總結歷史教訓，構建和諧世界的理念

，主張各國以協商、對話、互諒、互讓的原則解決分歧，從而和平解決各國發展

遇到矛盾。中國的和平發展離不開世界的和諧發展，世界的和諧發展離不開中國

的和平發展，中國的和平發展推動和諧世界建設，和諧世界維護中國和平發展。

80因此，只有中國堅持和平發展，以和平的手段與全世界國家互動，才能推動與

達到和諧世界目的。 

歸結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主要特徵，就是要和諧發展來維護和平發展；和平

發展來保障和諧發展，使之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從而和平地解決自身發展中的

矛盾和世界發展的矛盾，避免中國發展與他國發展產生衝突，走出一條屬於中國

和平發展的成功道路。 

第四節 和諧世界理論構建 

「和諧世界」理論是中國對世界形勢發展的觀察和思考，以鄧小平「和平與

發展」概念為依據，延續「和平崛起」、「和平發展」戰略思想，同時又兼具新國

際形勢和中國現實發展的考量。和諧世界最早見諸於2004年10月14日《中俄聯合

聲明》，《聲明》中雙方表示：「願同各國一道，為建立一個和平、發展、和諧的

世界，實現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不懈努力。」以胡錦濤為核心的中

國新一代領導階層，對外提出建設和諧世界主張，強調通過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

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的發展來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展現出主動積極的姿態參

與國際社會新秩序的建設。不論對中國自身或國際社會而言，都將產生重大的影

響。 

                                                                                                                                            

http://www.scio.gov.cn/zfbps/gqbps/2005/Document/308064/308064.htm（檢索日期：2015年3月6

日)。 
80同前註4，頁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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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理論提出 

20世紀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警惕國際社會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生

，國際社會一直尋求建立共同的安全機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國際聯盟（

簡稱國聯），其宗旨是減少武器數量、平息國際糾紛及維持民眾的生活水準。國

聯曾協助調解某些國際爭端和處理某些國際問題。
81不過國聯雖為國際組織，但

缺乏軍隊武力，需仰賴大國援助，尤其是在制裁某些與大國利益有關國家的時候

，無法發揮應有作用。 

美國、法國簽訂的《關於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約》（亦稱《

巴黎非戰公約》（Pact of Paris）），主要內容是締約各國譴責用軍事武力解決國際

爭端，並排除以戰爭作為在其相互關係中實施國家政策的工具；締約國之間的爭

端或衝突，不論性質和起因，只能以和平方法解決；簽字國如用戰爭手段謀求利

益，即不得享受公約給予的益處。82該公約沒有提出強制實施辦法，也沒能阻止

戰爭行為。儘管公約避免了許多衝突，確從未避免戰爭爆發。 

上述國際聯盟與非戰公約並無法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國際社會建立一系列的組織。國際安全機制上成立聯合國和聯合國安理會

，國際貿易機制上成立關稅貿易總協定，國際金融機制上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和世界銀行。聯合國雖然沒有發揮超越國家階層的世界政府作用，但起碼已經成

為最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冷戰後，原有的兩極體系解體，國際社會發生大國之

間的戰爭機率降低，超級大國與發展迅速的國家產生的矛盾確是不斷增加，主要

原因是超級大國擔心地位被取代，新興大國則處心積慮相取代超級大國或區域大

國地位。隨著南北國家發展差距拉大，國際社會的不公平、不平等的國際秩序維

                                                 

81〈國際聯盟〉，《互動百科》，

http://www.baike.com/wiki/%25E5%259B%25BD%25E9%2599%2585%25E8%2581%2594%25E7

%259B%259F&prd=so_1_doc（檢索日期：2015年5月26日)。 
82〈非戰公約〉，《互動百科》，

http://www.baike.com/wiki/%E3%80%8A%E9%9D%9E%E6%88%98%E5%85%AC%E7%BA%A6

%E3%80%8B（檢索日期：2015年5月26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9 

護著已開發國家的利益。世界多數國家基於實力差距，無法制約超級大國的霸權

主義行為。因此，中國基於這一弱肉強食的不和諧世界，與俄國簽署《中俄關於

21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提出21世紀的國際新秩序應該要遵循的原則，和

構築「和諧世界」的願景。83 

構建和諧世界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一個公平、公正、國與國之間一律平等的

國際新秩序。胡錦濤在參加各種外交活動的談話機會中，一再強調中國和平崛起

的同時，將致力與世界各國政治上的和平共處、經濟上共同發展、文化上取長補

短，安全上互相協作。美蘇舊兩極化的國際格局已經瓦解，世界正朝多極化發展

。冷戰雖已結束，世界的動盪確未停止，爭取經濟上的共同發展、政治上的和平

共處外，構建和諧東亞、以致和諧世界，乃是當前世界各國的緊迫任務。
84 

構建和諧世界主張，主要是以多邊主義實現共同安全、互利合作，實現共同

繁榮、包容精神，共建和諧世界等為基本內容：85 

第一，堅持多邊主義，實現共同安全。和平是人類社會實現發展目標的根本

前提。沒有和平，不僅新的建設無以推進，而且以往的發展成果也會因戰亂而毀

滅。因此，各國應該攜起手來，共同應對全球安全威脅。 

第二，堅持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繁榮。發展事關各國切身利益，事關消除全

球安全威脅的根源。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使各國利益相互交織、各國發展與全

球發展日益密不可分。經濟全球化使各國普遍受益，特別是開發中國家，而不應

該造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兩極分化。 

                                                 

83楊闖，〈論和諧世界理念的內涵與前景〉，收錄《中國與世界：和平發展的理論與實踐》，梁守

德、李義虎主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頁3-4。 
84趙寶煦，〈構建和諧世界：中國傳統思想的淵源〉，收錄《中國與世界：和平發展的理論與實踐

》，梁守德、李義虎主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頁序1。 
85〈構建和諧世界主張的基本內容〉，《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2/1028/c350806-19413176.html（檢索日期：2015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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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堅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諧世界。文明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徵，

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各種文明有歷史長短之分，無高低優劣之別。歷

史文化、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的差異不應成為各國交流的障礙，更不應成為相互

對抗的理由。 

中國確立21世紀的發展戰略，對內是和諧社會戰略，對外則是和諧世界戰略

。中國通過自己的和平發展道路啟動和諧世界的戰略，正是摒棄以往大國崛起的

戰略模式，並影響未來全球化發展趨勢。86 

貳、戰略抉擇 

中國構建和諧世界是根據現今世界的現實狀況而提出的努力目標，體現時代

發展潮流，反映人類發展進步要求，是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與和平共處五

項原則的延續與發展。21世紀之初，世界發生重大歷史性變革，國際關係進入另

一波動蕩時期，為和諧世界提供了可爭取實現的積極因素和現實基礎。其戰略抉

擇考量如下： 

和諧世界理論的產生，主要是依循國際關係政治格局、世界經濟全球化、國

際關係民主化、世界文明多樣化的國際趨勢演進而來。87 

一、構建多邊安全的政治格局 

為和諧世界創造了發展環境，使大國力量結構處於均衡狀態，在民主協商基

礎上妥善解決分歧，尋求和擴大利益極大化，爭取實現各主要大國和集團之間力

量的均衡，以多極化發展提供構建和諧世界發展環境。儘管中國的發展受益於全

球化，但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的崛起，必將改變大國力量的平衡，再次面臨成功

                                                 

86漆思，《中國共識：中華復興的和諧發展道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頁263

。 
87姜大為，〈構建持引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收錄《中國與世界：和平發展的理論與實踐》

，梁守德、李義虎主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頁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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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全球化的挑戰。88 

二、經濟全球化的合作互利 

經濟全球化為和諧世界提供了實現機會。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分析，經濟全

球化指在世界範圍內經濟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相互融通，形成「全球聯動市場

」，它有利於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優化配置，有利於國際社會相互間加強經

濟技術合作，有利於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特別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社會

制度在競爭中交流和學習。
89 

三、國際關係民主化 

民主化為實現和諧世界理念的必要手段，強權型以統治和服從為特徵的國際

關係，向民主型以獨立自主、平等參與、互利合作為特徵的國際關係轉化。國家

無論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各國應互相尊重、平等協商，任何國家都不

能違反、背棄聯合國憲章和國際關係民主化的基本準繩。國際關係越民主化，越

有利於和諧世界的構建。
90 

四、文明包容的和諧世界 

多樣化的差異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特徵，文明也是世界進步的動力。應該藉不

同文明交流與對話的開放精神，維護文明多元化的發展，共同構建多元化文明兼

容並蓄的和諧世界。不同文明存在差異性才能相互參考借鑒，相互弭補各自文明

的發展，不應區分種族、貴賤。世界各種文明間應具民主、和睦、公正、包容的

精神。
91
胡錦濤的和諧世界期望順應全球化時代潮流趨勢，體現多元化文明世界

                                                 

88同前註86，頁265。 
89呂林巧、劉永紅，〈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和諧世界建構問題初探〉，《博士碩士論壇》，(2008年)，

頁70。 
90同前註87，頁32-33。 
91常鋮，〈文明衝突之思－和諧世界下的多元文化〉，《文化論談》，第9期(2014年)，頁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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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諧共存。 

五、避免下一次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有30多個國家參與，經濟損失超過3000億美元，死亡人數約

1800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全世界國家幾乎都參加，經濟損失達4兆美元，死亡

人數約6000萬人。一、二次世界大戰全世界都得到慘痛教訓。現在世界和平因子

不斷增長，企圖運用戰爭力量作為受到國際社會摒棄。21世紀的國際環境，開發

中國家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已開發國家主張和平、反對戰爭的聲勢也會進一步

壯大。任何國家或勢力企圖以戰爭手段達到稱霸目的是難以實現的。92 

基於上述這五項未來國際社會環境的場景描述與理由，胡錦濤認知到未來所

需要的發展環境與趨勢，中國的崛起必定要有「和平穩定、共同發展、相互合作

、民主協商、以及包容的世界」。932005年胡錦濤提出的「和諧世界」戰略，昭顯

中國外交戰略的宗旨是調整、改善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增加世界的和諧與減少不

和諧的因素，期望與全世界共同構建和平、和睦、合作的和諧世界。 

和諧世界構建要能成功，其關鍵在於公平、正義的原則得到尊重，當前國際

社會仍以現實主義為核心主導地位，指導著多數國家的外交戰略、政策與實踐。

構建和諧世界的核心，是安全與發展問題上都要體現公平與正義的原則，就是人

與人、國與國均應享有平等的權利與待遇，機會平等的原則。世界和諧與否，在

於世界上各種行為體對自身的地位是否安於現狀，對現行的國際體系與制度是否

認同，其核心還是在公平與正義的原則上得到尊重，但公平與正義是很主觀的一

個概念，一個國家的人民儘管生活落後，但認可所生活的國家是公平、正義的，

那麼依然感到幸福、滿意。相反，則是國家一切條件再好，人民因資源分配不均

                                                 

92徐敦信，《世界大勢與和諧世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頁22-23。 
93張森林、吳紹禹，〈全球化趨勢與和諧世界的必然選擇〉，收錄《全球化與和諧世界》，梁守德

、李義虎主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頁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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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公平、正義，那就會不安於現狀，致使社會動盪。94 

和諧世界的理念從國際法的觀點來解釋，中俄在2004年10月14日發表《中俄

聯合聲明》，雙方建立的新型國家關係，願同世界各國共同建立和平、發展、和

諧的世界，具有美好遠景，是中俄在21世紀維護核心利益，建立公正、和諧、安

全世界格局的關鍵因素。
952005年7月1日胡錦濤訪俄時與普丁共同簽署《中俄關

於21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重申和諧世界理念，兩國決心與其他國家共同

建設與發展和諧的世界，成為世界體系中重要安定力量。962005年7月2日發表《

中俄聯合公報》，重申發展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兩國對外政策的優先方向，

符合兩國的核心利益，有利於維護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呼籲世界上

所有國家就建立21世紀國際新秩序開展廣泛對話，為建設和諧世界與發展努力。

972006年9月16日，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峰會上，表達期望國際社會在「機

遇和挑戰併存的重要歷史時期，只有世界所有國家緊密團結起來，共同把握機遇

、應對挑戰，才能為人類社會發展創造光明的未來，才能真正建設一個持久和平

、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這也是中國政府對構築和諧世界的基本理念。982007

年3月27日的《中俄聯合聲明》，進一步指出「雙方決心與各國合作，維護各層次

、各領域的穩定與安全，為可持續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促進多邊主義與國際關係

民主化，尊重國際法的優先地位，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99 

構建合諧世界，必須改變傳統的思維觀念。如何看待全球化條件下的國家主

權和安全問題，成為冷戰後國際安全與安全合作中矛盾分歧的焦點之一。跨國性

的安全問題，需要國際社會共同治理。但傳統與非傳統安全關係上，傳統安全依

                                                 

94同前註83，頁1-3。 
95〈中俄聯合聲明〉，《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3/27/content_5899870.htm

（檢索日期：2015年3月21日)。 
96〈中俄關於21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全文)〉，《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7/01/content_3164594.htm（檢索日期：2015年3月6日)。 
97〈中俄聯合公報〉，《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7/03/content_3169227.htm

（檢索日期：2015年3月21日)。 
98同前註40。 
99同前註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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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佔有主導地位。傳統的戰爭形態已經發生改變，視距外的全球定位系統發展，

衛星或雷射導引的飛彈、導彈已具精準擊中目標的能力，使軍事打擊變成彈指之

間完成。軍事實力依然是以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為後盾，發展保證本國安全的軍

事實力，仍是國家安全或地區安全保證的優先選項。和諧世界的實現是一個長遠

的互動發展過程，不是空泛、虚無漂渺，要將和諧世界看作是一個歷史過程，唯

有世界各國共同努力，改變自己的傳統權利、利益觀念；參與解決共同面臨的國

際問題挑戰中，摒除優先考量自身利益作為，遵守國際關係基本準繩與國際法的

原則規範，國際社會才能朝著和諧世界的目標向前推進。
100 

小結 

胡錦濤執政十年間，外交戰略理論雖數度改變，其主要目的仍是為迎合國際

社會期盼與符合國際期盼，胡錦濤的外交政策上可以發現有所變與有所不變堅持

，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上不論外在環境變化仍堅持不變，面對外交處境與國際關係

氛圍上則軟硬兼施、適時調整與改變，以符合大眾期盼與中國利益。 

一、回顧中國近代崛起的歷程，追溯到1978年中國十一屆三中全會中鄧小平

將中國的發展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層面上，使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

建設邁入了新階段。胡錦濤承襲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面對國際局勢複雜

形勢，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發展自己，以自身的發展成果回饋世界的戰略抉擇，

昭示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是指導國家內政外交的明確決策。 

二、「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用語不同，雖有諸多論述針對崛起與發展

字意與用法加以揣測，就中國而言不過是一種外交政策的綜合表達，胡錦濤在

2003年提出和平崛起後，僅短短一年的時間可見諸於外交政策宣言、報章雜誌刊

物，2004年4月以後，因應國內領導階層間政權轉移的矛盾與國際社會對中國在

經貿發展與軍費挹注的威脅論疑慮，將崛起二字由發展取代，個人認為字義、本

                                                 

100同前註83，頁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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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與內涵或許不同，但觀察中國崛起或發展，不應由字意決斷與理解，而應由實

際作為，是否符合國際社會期盼，反思崛起或發展的字義，方不致倒果為因，脫

離焦點。 

三、和諧世界是中國外交政策的最終目的，和諧世界是中國為維護國際政治

經濟公正、合理的體現，是在新安全觀基礎上謀求安全環境最大化的保證，胡錦

濤在聯合國演說中強調，現今的世界是機遇與挑戰併存，只有世界各國密切合作

，把握機遇、應對挑戰，才能建設國際社會期盼的和諧世界願景。和諧世界的理

念超越政治、宗教、種族、文化等層面，化解分歧，是中國在1953年指導中印關

係發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延伸與擴大，也是胡錦濤在指導中國外交政策的理念

基礎。 

綜上所述，中國的發展除了國際環境對其影響外，自身的發展因素仍是主要

關鍵點，因為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對國際的影響力日益增加，唯有中國自身決

定以和平的手段，才能創造和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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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胡錦濤時期外交戰略實踐 

和諧世界的思想是中國對外戰略的指導根源，也是中國對國際關係演變提出

的戰略目標與方向。要瞭解中國的崛起，以及對國際社會的影響，無法僅由理論

探討胡錦濤外交戰略的成效。必須探討其具體實踐作為。因此，本章探討胡錦濤

（2003-2013年）時期中國參與聯合國活動、推動多邊外交、多邊安全合作及文化

交流等諸多作為加以疏理、探討。 

第一節 參與國際體系與作用發揮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有能力、也願意為世界做更多的貢獻，做一

個負責任的大國。透過諸如聯合國與國際組織，可提供中國更快、且更有效的達

成目的，同時對以聯合國為基礎的國際關係，中國也主張在維護的前提下進行改

革。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曾表示，中國不主張破壞現有秩序，而是進行改革，針

對不公平、不合理的因素加以消除，使國際社會更和諧。 

壹、參與聯合國行動，促進合理改革 

聯合國（United Nations）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國際組織，也具普遍性，2011

年南蘇丹共和國加入後成員國有193個，是國際社會中參與機制與溝通平臺，具

有廣泛性與全球性的特徵。聯合國是各國多邊外交主要平臺，也是中國積極融入

國際社會的重要場域。 

中國是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藉由聯合國的作用，展現負責任大國的

姿態，就必須在聯合國推展的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因此，中國宣稱尊重聯合國

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對於聯合國推展的各項工作依其憲章規範予以支持，並積極

參與各項符合憲章精神的活動。尤其是冷戰結束後，全球充斥著種族問題、領土

衝突、恐怖主義、核擴散等問題，區域與全球性的安全與穩定受到嚴重威脅。另

外，經濟全球化趨勢中，南北發展差距，貧富問題，使國際社會整體發展環境更

加嚴峻、複雜多變。面對複雜發展現境，中國主張多邊主義，才能有效應對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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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挑戰。而聯合國則是發展多邊主義最適場所，唯有加強聯合國作用，樹立聯合

國威信，符合中國與聯合國長遠利益。1 

中國從旁觀者角色到支持者角色，與聯合國互動層次加深，在政治、經濟、

全球責任等領域密切合作。中國在「和平與安全」、「新安全觀」、「發展」、「經濟

全球化與國際經濟新秩序」、「合作和多邊主義」、「加強聯合國作用與維護聯合國

權威」等六個領域的問題持續關注。中國政府已將國際社會利益看作是自身國家

利益組成部分。中國不僅是聯合國受益者、也是貢獻者。2 

2005年10月胡錦濤出席聯合國成立60周年峰會，發表題為《努力建設持久和

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講演，表達中國重視聯合國在國際社會扮演的角色與

作用，並以聯合國為多邊外交平臺，以構建和諧世界的戰略構想。
3 

2005年6月7日，中國政府頒布《中國關於聯合國改革問題的立場文件》，這

是中國首次以官方立場表達對聯合國各領域的改革主張與看法，認為聯合國改革

應遵循幾個原則：一是改革應有利於推動多邊主義，提高聯合國的威信和效率，

以及應對新威脅和挑戰的能力。二是改革應維護《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

特別是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和平解決爭端、加強國際合作等。三是改革是全

方位、多領域的，在安全和發展兩方面均應有所建樹，特別是扭轉聯合國「重安

全、輕發展」的趨勢，加大在發展領域的投入，推動落實千禧年（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發展目標。四是改革應最大限度地滿足所有會員國、尤其是

開發中國家的要求和關切。應發揚民主，充分協商，努力尋求平衡點。五是改革

應先易後難、循序漸進，有助維護和增進聯合國會員間團結。對達成一致的建議

                                                 

1李肇星，〈紀念聯合國成立60周年：維護和平、推動發展〉，《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9/13/content_3481627.htm（檢索日期：2015年5月22日)。 
2〈聯合國需要中國，中國需要聯合國〉，《中國社會科學網》，

http://intl.cssn.cn/gj/gj_gjwtyj/gj_gjzz/201503/t20150305_1534460.shtml（檢索日期：2015年5月22日)

。 
3胡錦濤，〈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全文)〉，《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9/16/content_3496858.htm（檢索日期：2015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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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儘快付諸實踐；對尚存分歧的重大問題，要採取謹慎態度，繼續磋商，爭取

廣泛一致，不刻意人為設定時限或強行作出決定。另外，文件中也表示，開發中

國家已佔聯合國成員國三分之二以上，但其代表性確不足，在安理會改革方面，

要優先堅持南北地域平衡的原則。4 

上述探討發現中國雖積極參與聯合國的各項事務與改革，但聯合國是一個國

際關係作用最主要的場域，關係到各國的利益與發展，就胡錦濤時期中國在國際

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仍與西方國家產生諸如意識形態或軍事威脅等摩擦

，因此，中國企圖對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改革，使其符合中國立場所期望的公平、

合理的組織架構，西方國家自然不會順其心願。但就胡錦濤時期的中國仍運用否

決權，發揮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角色與作用，針對不合理、不公平事務予以否決

，也是一種讓世界趨於和諧的實踐作為。 

貳、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 

聯合國維和行動是指聯合國安理會或大會通過決議創建，由秘書長指揮，使

用武裝和非武裝軍事人員（包含員警、部隊、軍事顧問和文職人員），從事解決

國際衝突、維持國際和平的一種行動。5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已成為中國參與維

護世界和平、實現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中國對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資金挹注

也逐年增多。6 

2003年開始迄2014年中國維和人數170人增加至1979人、警察人員45人增至

172人、軍事專家平均52人。7中國所派遣的維和人員是五個常任理事國中人員最

多的國家，依據聯合國維和行動部2005年統計，顯示中國在聯合國同期18項行動

                                                 

4〈中國關於聯合國改革問題的立場文件〉，《中國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www.mfa.gov.cn/chn//pds/ziliao/tytj/t199083.htm（檢索日期：2015年5月22日)。 

5劉思照，《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頁8。 

6鄭啟榮，《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1978-2008》(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頁246。 

7"Un Peacekeeping Troop And Police Contributors,"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zh/peacekeeping/resources/statistics/contributors.shtml（201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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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參與13項，在106個提供維和人員排名中排行第17位，截至2008年，中國已

先後參加聯合國22項維和行動，累計派遣維和人員超過1萬人次。2004年中國向

海地派出125人的防暴隊，這是中國首次參加聯合國在西半球的維和行動，也是

首次派遣建制員警分隊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
8中國國防部維和事務辦公室官員

趙京民2007年9月17日正式就任聯合國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團部隊指揮官，是

中國軍人首位擔任聯合國維和部隊的高階指揮軍官。9（見表3-1） 

表3- 1 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派遣人員數（2003-2014年） 

中國參與聯合國行動派遣人員數（2003-2014 年） 

年/類別 警察 軍事專家 維和部隊 

2003 45 46 170 

2004 83 54 687 

2005 191 61 761 

2006 185 68 1210 

2007 179 68 1578 

2008 197 62 1803 

2009 202 54 1893 

2010 111 53 1733 

2011 84 50 1864 

2012 71 43 1794 

2013 68 38 1740 

2014 172 35 1979 

資料來源："Un Peacekeeping Troop And Police Contributors,"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zh/peacekeeping/resources/statistics/contributors.shtml(2015.7.10). 

中國在聯合國維和費用經費的分攤總額，依聯合國在2000年12月13日聯合國

第55屆大會以協商決議通過維和行動經費分攤辦法。中國在2001-2003年分攤額上

升到1.91％。102004-2006年度，增加到2.053%， 2007-2009年度，增加到了2.667%

                                                 

8"Troop And Police Contributors Archive (1990 - 2014) ,"United 
Nations,"http://www.un.org/en/peacekeeping/resources/statistics/contributors_archive.shtml（2015.5.26). 

9〈中國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大事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

http://www.china-un.org/chn/zt/cnunweihe/t529988.htm（檢索日期：2015年5月26日)。 
10唐永勝，〈中國與聯合國維和行動〉，《世界經濟與政治》，第9期(2002年)，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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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2年度增加到3.189%，2013-2015年則增長到5.15%。11實際分攤金額自2003

年迄2014年，由261萬美金增至2186萬美金。（見圖3-1） 

 

圖3- 1 中國在聯合國維和費用分攤金額（2003-2014年） 

資料來源："Un Peacekeeping Troop And Police Contributors,"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zh/peacekeeping/resources/statistics/contributors.shtml(2015.7.10). 

中國是一個開發中國家，在維和行動中受到發展現況制約，但實際上中國與

世界關係已非常緊密，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應當承擔的責任不斷增加。

中國要成為一個對世界有影響力的國家，就必須樹立良好的形象，應當以實際行

動來體現，參與聯合國各項行動就是中國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所作的貢獻。隨著經

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中國與世界的聯繫已明顯增強，國際戰略價值觀的價值取向

，由意識形態和價值分野佔主導地位立場，向國家利益至上轉變，國際戰略重點

轉向與世界一切國家發展友好合作關係。因此，中國派遣的維和部隊人數與挹注

經費不一定最多，但在世界各地的維和行動次數已逐年增加。維和行動是樹立中

國價值觀的良機，也是中國維護地區穩定和世界和平，展現和平崛起與大國風範

                                                 

11〈聯合國會費〉，《台灣WiKi》，

http://www.twwiki.com/wiki/%E8%81%AF%E5%90%88%E5%9C%8B%E6%9C%83%E8%B2%BB（檢

索日期：2015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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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機。 

參、參加聯合國其它方面活動 

聯合國努力促進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2000年9月聯合國領袖峰會確定千禧

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向貧困、疾病、環境污染等發展問

題挑戰。該發展目標已成為國際發展合作里程碑的文件。中國呼籲已開發國家大

力增加對開發中國家援助和直接投資，減輕開發中國家的債務負擔，扭轉資金倒

流現象，取消保護主義，促進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國際技術合作與交流。中國主

張聯合國應當充分重視和努力滿足廣大開發中國家的經濟與社會要求，並把它例

為聯合國優先努力的事項。只有這樣，聯合國才能真正成為得到世界各國普遍支

援和信賴的國際組織。也只有這樣，才能加強聯合國的作用和進一步提升聯合國

的聲望。
12 

2005年9月14日，胡錦濤參加在紐約開幕的聯合國成立60周年峰會，提出和

諧世界概念。具有世界意義的主張，針對世界所面臨的和平與發展的共同問題，

是關於全球治理的根本目標，與聯合國對世界形勢看法相同。13 

中國以世界上最大的開發中國家角色定位為始，參與聯合國多邊經濟合作，

使多邊經濟合作成為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與支持開發中國家合理主張與要求。因此，中國注重與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SD）的合作，每年都會派遣代表出席可

持續發展的實質性會議。2004-2005年的議題為「水、衛生和人居」，2006-2007年

的主題為「能源、工業發展、大氣污染和氣候變化」，2008-2009年的議題為「農

業、農村發展、土地、乾旱、荒漠化和非洲」。2010-2011年主題為「可持續生産

和消費、礦業、交通運輸、廢棄物管理、化學品」。2012-2013年主題為「森林、

                                                 

12李五一，《大國關係與未來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431。 
13龐中英，〈全球化與和諧世界〉，《世界知識》，第1期(2006年)，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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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生物技術、旅遊、山脈」。會中代表團針對性的提出加強國際環境

合作的主張，進一步為維護開發中國家利益與各國代表磋商，發揮應有作用。
14 

2005年大國與聯合國共同發展中國實施千禧年發展目標進展報告。同年，國

際扶貧中心在北京成立。中國把實施自身發展戰略與落實千禧年發展目標結合，

並展開對話與合作，推動在全球範圍內解決發展問題。
15 

中國在糧食問題方面與聯合國展開合作。糧食安全是人類生存面臨的首要問

題，攸關各國經濟和民生，事關人類發展和安全。世界糧食安全面臨越來越多的

挑戰和日趨複雜的形勢。中國重視農業發展和糧食問題，以先進科技發展加快農

業科技進步，穩定提高糧食和農業綜合生產力。中國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解

決世界近21%人口的糧食問題，實現聯合國千禧年發展項目之一的減貧目標。還

在南南合作框架內向有關發展中國家提供農業援助，包括農業技術示範中心、提

供農業技術援助、提供緊急人道主義糧食援助等，為這些發展中國家提高糧食安

全水準。16截至2005年，世界糧食計畫署（World Food Programme）共向中國31

個省、市、自治區提供了70多個無償糧食援助項目，援助總額達10億美元。172005

年4月7日世界糧食計畫署向中國提供最後一批價值720萬美元的糧食援助，宣佈

對中國糧食援助停止。停止對中國糧食援助，是因為中國政府已經完成有能力消

除貧困。18 

                                                 

14〈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hdqzz_609676/lhg_6

09678/t311662.shtml（檢索日期：2015年5月27日)。 
15〈中國實施千年發展目標進展情況報告〉，《聯合國》，

http://www.un.org/chinese/millenniumgoals/china08/8.html（檢索日期：2015年5月27日)。 
16〈第68屆聯合國大會中方立場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

http://www.china-un.org/chn/gdxw/t1078850.htm（檢索日期：2015年5月27日)。 
17帥傳敏、曹桂華，〈中國與聯合國WFP新一輪合作戰略研究〉，《中國軟科學》，第8期(2006年)

，頁79。 
18〈我國已接受糧食援助近10億美元明年將成援助國〉，《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4/07/content_2799666.htm（檢索日期：2015年5月2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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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重視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的作用。2004年4月亞太經社會第60屆會議在

上海舉行，本次會議重點在回顧亞太經社會的發展歷程，重申亞太地區各國加強

區域合作的期望與要求，展現亞太區域合作的成就。19 

中國參與聯合國人權、社會、教科文等領域多邊外交活動，並與其它專門機

構建立良好互動合作關係。中國在聯合國其他領域的活動，與中國在政治、安全

、多邊經濟領域的活動相輔相成，既可對前述領域活動的擴展，也是提升中國國

際影響力的手段，與聯合國在多個領域的合作，拓展了中國與聯合國外交的範圍

與深度。 

中國簽署並批准了三個禁毒公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聯合國反腐敗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殘疾人權利公約》（Convention of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20聯合國五十八屆大會中國推動通過《加強全

球公共衛生能力建設》決議。21中國已加入23項國際人權公約並履行公約義務。22 

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全方位的各種活動，其目的是使聯合國成為名幅其實的

國際組織，不僅關注已開發國家，更要針對開發中國家及未開發國家給予更多焦

點，除了政治上、經濟上的議題外，更多發展與安全的議題，同樣可以透過聯合

國多邊機制加以處理，創造一個更公平、更合理、更安全的世界。 

                                                 

19〈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7/content_709554.htm（檢

索日期：2015年5月27日)。 
20〈中國法治建設年度報告（2008年）〉，《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txt/2009-06/03/content_17877773_8.htm（檢索日期：2015年5

月27日)。 
21〈中國與聯合國的關係〉，《中國政府網》，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test/2005-06/30/content_11226.htm（檢索日期：2015年5

月27日)。 
22〈中國加入核心國際人權條約情況一覽表〉，《聯合國人權網》，http://unhr.org/htm/ajax/Ax90.htm

（檢索日期：201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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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全球化經貿合作框架運用 

中國期以的經濟全球化為實現全球平衡發展基礎，使開發中國家都能普遍受

益，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推動，使國際金融體系更為完善，促進全球能

源對話與合作，積極促進人權保障，創新發展模式，使人與自然朝向可持續的和

諧發展道路。
23中國積極參與區域、世界經貿組織，運用全球化合作框架，促進

共同發展，有利與國際社會共同發展與受益。 

壹、世界貿易組織 

冷戰結束後，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建立係1993

年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決議，並於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世界貿易組織。而中國在

1994年表示希望能利用這個機會成為世貿組織的創始成員國，但受西方國家阻撓

，以致未能如願加入。24 

爭取加入世貿不僅是中國經濟外交的重要成果，也體現中國與世界經濟關係

發展的重要進程。中國加入世貿對可由二個層面來觀察，政治層面，世貿組織提

供中國對國際事務的發言權，且有利與國際社會共同發展。中國是亞洲大國，也

是亞洲區域強權，如果未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將成

為被動角色。經濟層面，全球化因素使國際社會整體發展環境產生根本的變化。

中國不加入世貿組織，將會被隔絕世界經濟的潮流外而逐潮邊緣化，對中國未來

的經貿發展將受侷限。 

2001年9月17日世貿組織中國工作組第18次正式會議通過中國入世議定書及

中國工作組報告書，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1978年中國加入世貿前進出口總

                                                 

23鄭雪飛，〈中國和平發展道路與外交戰略要點〉，收錄《中國與世界：和平發展的理與實踐》，

梁守德、李義虎主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頁251。 
24〈共和國的足跡——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test/2009-10/10/content_1435051.htm（檢索日期：2015年5

月27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5 

額206億美元，2010年加入後提高到2.97兆美元，外匯儲備金從16億美元提高到3

兆多美元，外資投資總額累計超過1兆美元，對外投資總額累計達3305億美元，

中國的經貿發展成果為開發中國家的首位。2011年上半年較2010年同期相比，中

國實際使用外資609億美元，增長18.4%。對外直接投資239億美元，增長34%。25對

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425億美元，增長13. 8%。中國受益經濟全球化，同時

對世界經濟發展具有穩定作用。中國加入世貿迄2012年，年均進口約7500億美元

商品，為相關國家或地區創造1400多萬個就業機會。且中國外商投資企業累計匯

出利潤2617億美元，年均增長30%。26從長遠發展來看，中國的經貿發展有利於促

進地區和世界共同發展，在實現中國發展的同時兼顧各方發展需求，有利共創雙

贏和諧局面。 

按照現行的國際經貿規則，在擴大投資市場，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

化的過程中，藉由磋商協調合作模式妥善處理因發展產生的經貿摩擦。中國經濟

發展需要國際化，與多邊貿易體制。參加世貿的多邊機制平臺與貿易體制，可獲

得良好的國際環境與貿易發展空間，為中國商品和服務提供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

，亦可藉由多邊貿易體制處理對外經貿發展的不公平待遇，解決、遏制單邊貿易

和保護主義。參加多邊貿易組織，有助中國推動經濟體制改革，積極參與國際分

工與競爭，建立中國市場經濟的規範。加入多邊貿易體制，不僅中國獲得發展利

益，也有利於世界共同發展。中國成為多邊貿易體制的一員，為世界提供更多的

中國內需市場發展機會。在當今世界經濟貿易高度相互依存的形勢下，掌握技術

和資本的已開發國家，只有與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開發中國家合作，才能促進

世界貿易的快速增長。 

對中國而言，加速進入全球經貿體系，成為目前最佳戰略的選擇之一，也是

一種必須的選擇。在經由經濟全球化的互動，中國的發展較不會引起既有強權的

                                                 

25〈2011年上半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簡明統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tongjiziliao/dgzz/201107/20110707661512.html（檢索日期：2015

年5月26日)。 
26彭俊，〈入世十年：開放沒有回頭路〉，《中國新聞週刊》，第45期(2011年)，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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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或因疑慮進而產生圍堵與遏制的心理或作為，因為世界各國也在藉由中國

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同時，獲取共同發展的利益。另外，中國進入全球化機制後

，只有繼續選擇深化發展，經由融入全球經貿市場迅速致富，改善國家財政與內

部發展矛盾問題，化解與西方國家矛盾與衝突，有利中國的崛起。 

貳、深化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合作關係 

20世紀80年代冷戰即將結束，全球進入綜合國力競爭的時代。亞太經濟合作

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APEC）在這一背景下於1989年在

澳洲首都坎培拉成立。APEC擁有世界人口的45％，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佔世界發展總量55％，貿易總額佔世界總額46％。中國對外貿易

額在亞太地區高達65％。27因此，APEC對中國的發展相對重要。APEC成立的主

要目的，確立亞太地區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目標，推動地區貿易自由化進程，對全

球多邊經貿體制的發展產生正向的影響；在亞太地區貿易和投資便利化上的實質

進展，在經濟技術合作上取得共識，在觀念上的創新與擴大成員數，以持續增強

影響力，成為亞太地區經濟問題重要協商場所。 

中國參加APEC各項活動本著積極參與、求同存異和推動合作的精神。在2005

年吸引外資投資方面，來自APEC成員的投資企業、合同外資金額和實際利用外

資金額數分別佔中國外資企業總數的82％、合同外資總額的71％、實際利用外資

總額的65％。2007年中國與亞太經合會議成員國的貿易額達到14672億美元，佔

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67.5％。中國十大貿易夥伴有八個是APEC成員。28 

中國參與APEC合作的經濟收益主要包括貿易收益、投資收益、規模經濟收

益、經濟增長收益等。貿易、投資、規模經濟、經濟增長等經濟收益直接受制於

                                                 

27〈中國與APEC〉，《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g/200207/20020700033019.html（檢索日期：2015年5月27日)。 
28〈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成員經貿合作日趨密切〉，《國際在線》，

http://gb.cri.cn/8606/2006/11/15/1745@1304570.htm（檢索日期：201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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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區域經濟合作進程，APEC成員能否推動亞太區域經濟合作取決對各國的政

治決策與自身收益的衡量與認同。對APEC未來的合作與中國經濟利益獲得的估

計應該是比較樂觀，中國需要積極融入APEC，並致力於推動APEC合作、改革與

發展。未來應持續與亞太各經濟體發展友好合作關係，建立聯繫和信任機制，創

造有利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利用APEC合作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29 

亞太地區是一個多個區域、次區域的格局與合作機制，例如以東協國家為主

的東協主義組織（簡稱東協（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以及中國為主的東亞主義組織（簡稱東協十加三（ASEAN Plus Three Cooperation, 

APT））等。
30應該相互融合、交流與互補，創造亞太區域國家共同合作發展的場

域。中國依國情與國家利益需要，在APEC中需保持一定的彈性，努力與融入多

邊貿易體制，多邊貿易對中國的發展而言是最有利的。對外，與世界共同發展，

降低經貿威脅輿論。對內，可以促進國家經貿發展，有利其在2020年達到再翻兩

翻的目標。 

參、東協加三到東亞共同體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為中國與東協之間供了深化合作契機，危機使中

國積極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各項援助計畫，並宣佈人民幣不貶值，以及無法

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金援國家施以援助，遏止金融危機的惡化趨勢，對東協國

家降低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損害提供實質助益，有助中國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31 

1997年12月東協及中日韓三國領導人第一次非正式會議於馬來西亞首都吉

隆玻召開，東協加三機制成型，第一屆中國－東協領導人會議也同時舉行，雙方

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協國家元首會晤聯合聲明：面向21世紀的中國－東協

                                                 

29路宇立、宮占奎，〈中國參與APEC合作的經濟收益分析〉，《國際商務論壇》，(2010年)，頁29

。 

30吳鵬翼，〈東亞區域主義發展與中國的角色〉，《龍華科技大學學報》，第33期(2013年)，頁94。 
31蔡宏明，〈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趨勢分析〉《進口救濟論叢》，第22期，92年，頁18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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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宣告雙方正式確立為睦鄰互信夥伴關係。此後，中國與東協獲得區域經

濟合作的有利平臺，雙方正式開始合作。32 

金融合作是「東協加三」合作進展最快、也最令人矚目的領域，例如2000

年5月「東協加三」財長會議達成「清邁協定」，決定設立貨幣互換與回購雙邊條

約，此外「東協加三」還處於一種對話機制的階段，對中、日、韓而言，東協貿

易投資自由化的進展，使中、日、韓希望尋求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獲得東南

亞十國經濟發展利益，韓國總統金大中於2001年「東協加三」會議中主張將「東

協加三」機制改為「東亞高峰會」，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並提出最終目標是

建立包括政治、經濟安全多個領域的東亞共同體。
332009年2月東協加三財長會議

，期望藉多邊金融機制共同因應2008年年底以來全球金融危機，並於年底正式簽

署『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 Agreement：CMIM

），該協議2010年3月24日正式生效。34 

中國為解決東協國家對中國加入WTO影響東協經濟的憂慮，與東協在2001

年11月汶萊舉行的第五次中國與東協領袖會議上，由中國總理朱鎔基與東協國家

領導人提出，決定2010年前建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又稱「東協10+1」（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雙方挾17億人口的龐大市場已對周邊國家

或地區造成震撼。當時外界並不看好朱鎔基的倡議，認為政治口號大於經濟發展

的實質意義，何況東協國家中除泰國和新加坡較積極要與中國經濟整合外，其他

國家仍對「中國威脅」有所顧忌，如菲律賓等。35 

                                                 

32〈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協國家首腦會晤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1179_611310/t25638.shtml（檢索日期：2015年5月27

日)。 
33同前註31，頁185~197。 
34〈東南亞國家協會〉，《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

http://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052449DD01A26E24&sms=DF52F83A5B7D2A47

&s=D32605DEE23FC665。 (檢索日期：2015年5月22日) 
35吳福成，〈亞洲的新震撼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25卷第7期（2002

年），頁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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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東協對於「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China-ASEAN FTA）存有戒心，

因為中國自1990年代以來經濟的快速興起，成為東協國家的最大競爭夥伴，湧入

亞洲新興市場的國外資金，超過三分之二轉往中國，東協國家出口產品市場也有

相當部份被大陸產品所取代。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東協不但未獲得美國的

及時援助，申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援助的印尼、泰

國等，又被迫接受苛刻的條件，付出巨大代價，加上經濟成長不樂觀的趨勢，使

得東協國家不得不在追求本身「東協自由貿易區」的策略之餘，尋求與中國合作

，為其疲弱的經濟尋求廣大，且具成長潛力的新興市場。36 

中國主動提出與東協成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除因歐盟與北美自由

貿易區等區域內經濟整合成功的國際大環境影響外，還有雙邊發展的因素，係金

融風暴時，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立場，避免給東協國家雪上加霜，深化了雙方

的實質友好關係；然而中國之所以急著推動與東協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主要是

與日本爭奪在東南亞區域的領導權，以及要化解東協國家對「中國威脅論」的疑

慮，而日本因為農產品進口問題敏感，其與東協國家推動經濟整合的困難度極高

，「東協加三」合作機制的進展緩慢，顯然與此密切關係。而且，中國產品的競

爭力遠不如日本、歐美等國，不可能對東協國家造成傾銷，所以中國和東協國家

並非爭奪國際直接投資資金的競爭對手，反而因為「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

搶先推動，將促成降低關稅、撤除非關稅障礙、加速自由化進程，可能發揮貿易

創造及轉移效果，最後帶動區域內、外的投資與貿易活動，提振各自經濟成長與

發展。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係把農業、資訊通訊、人力資源開發、相互投資

和湄公河開發，做為雙方重點合作領域，這是在開發中國家之間組成的最大區域

貿易集團，成立後將創造一個擁有17億消費者、近2兆美元國內生產總值、1.2兆

美元貿易總量的經濟區，這將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可與歐盟與北美自由

貿易區等類似的塊狀經濟體相抗衡，而美國也重新重視東協國家，所以，「中國

                                                 

36同前註31，頁18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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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自由貿易區」對亞洲的政經局勢發展，是具有重大影響力的。37 

2004年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建設繼續推進，各項計畫依2002年11月4日簽

署的《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將先通過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建

立，擴大雙方貿易，進而帶動其他方面的發展。2004年9月4日在印尼雅加達召開

的中國－東協經貿部長會議上，雙方最終就貨物貿易談判取得進展。東協各國部

長一致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推動了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 

2004年10月18-20日中國－東協貿易談判委員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就自由貿易

區貨物貿易協議達成共識，雙方決定在2005年開始全面啟動中國－東協自由貿易

區降稅進程，將在2010年雙方大部份產品關稅降為零，並決定2004年11月舉行中

國－東協領導人會議，簽署《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貨物貿易協議》及《爭端解

決機制協議》。至此，雙方貨物貿易談判已完成，建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

直接經濟效益和政治效益日趨明顯，這不僅有助於中國構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整

體戰略，同時也有利推動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進程和東亞經濟圈的形成，最終為

中國發展營造良好外部條件。38在中國與東協發展經濟合作過程中，中國以經濟

互補、平等互利原則，吸引對方參加，先易後難，循序漸進，逐步走向機制化的

合作道路。2010年宣告「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已然建成。 

中國和東協在貿易結構上互補性強，彼此的貿易額佔各自對外貿易總額的比

率不高，成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有助於產生較大的貿易創造效應，雙方

皆能受惠。例如東協而言，中國具出口潛力的龐大市場；對中國來說，亦有助與

東協各國鄰近的西南地區開發，擴展中國在東南亞區域的影響力，與美國及其它

經濟強國在此區域抗衡。不過，由於東協各國經濟發展程度不同，政治與社會安

定情況分歧，因此，對於排除關稅障礙乃至於形成經濟共同體，實際上仍存相當

                                                 

37同前註35，頁47~53。 
38邱丹陽，〈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中國和平崛起的地緣經濟思考〉《當代亞太》，第1期（2005

年），頁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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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挑戰。39 

第三節 多邊主義安全觀倡議 

亞洲在過去十年的戰略關係，重點在多邊安全機制的發展，反映部份區域組

織在該地區作為與成效。亞洲的戰略格局本身就是在不斷變化的狀態，軍事和安

全問題已成為世界關注焦點。冷戰結束後戰略格局改變，國家和人民之間比重重

新分配，改變帶來新形式、新思維的安全威脅，以保障自身國家利益。全球化複

雜的貿易、投資網絡和通信，也挑戰傳統的形式和利益觀念。
40
因此，胡錦濤和

諧世界新安全觀，及多邊主義合作安全框架等問題，藉由融入東協論壇、上合組

織及六方會談等機制，有助中國在多邊主義，實現共同安全作為。 

壹、東協區域論壇 

「東協區域論壇」（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係亞太地區正式、官方

多邊對話機制。1994年首次集會，成立宗旨為藉由信心建立措施與預防外交機制

，促進亞太地區之對話與協商。共有東協十國、澳洲、孟加拉、加拿大、中國、

歐盟、印度、日本、北韓、南韓、蒙古、紐西蘭、巴基斯坦、巴紐、俄羅斯、東

帝汶、美國與斯里蘭卡等27個與會國。我國於該論壇成立時即被排除在外，台海

議題從未被列入論壇議程。41論壇區分二個政治舞臺。一個是正式的官方活動，

即官方代表以官方身分的正式場合舉行會議，通常稱為第一軌，主要由各成員國

的外交部長一年一度舉行的政府間外長會議。第一軌活動也規劃高級官員定期舉

行討論即將召開外交部長會議的主要議題和議事日程。另外與官方活動並行的第

二軌，是以科學家、專長和官員以私人身份舉行討論會的一種非正式學術活動。

                                                 

39〈東協加一〉，《台灣東南亞協會研究中心》，http://www.aseancenter.org.tw/ASEAN1.aspx（檢索日

期：2015年5月27日)。 
40

Nick Bisley, "China's Rise and the Making of East Asia's Security Architectur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1, no. 73 (2012): 20-21. 
41〈東協國家〉，《中華民國外交部》，

http://www.mofa.gov.tw/Mobile/PolicyReport_Content.aspx?s=D32605DEE23FC665（檢索日期：2015

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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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軌討論會議和機構承擔純綷的專題工作來補強外交部的工作，討論結果可以

提供官方論壇運用。第二軌主要參與者是東協的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所和亞太地

區安全合作理事會，兩個軌道的交替是由東協區域論壇主席國來決定。42 

東協區域論壇是中國周邊外交重要一環。中國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需要穩

定、繁榮的周邊環境，而東協是中國周邊重要的組織，其發展走向對中國產生直

接的影響。中國開創和平的國際環境，首先是穩定的周邊發展環境，與鄰國和睦

相處，促進與東協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是中國營造良好周邊環境的外交重要工

作，也為中國奠立外交發展基礎。目前，中國與東協國家建立密切關係，整體關

係也持續發展與深化，雙方在政治、經濟、安全、外交及社會等方面的合作不斷

深化，彼此利益日益增大，符合中國與東協國家的利益，也是中國的戰略考慮因

素之一。43 

中國與東協論壇各國合作，在摒棄冷戰思維、探索和發展新安全觀方面的立

場和觀點相近。中國對東協推行的綜合安全、合作安全等獲得正面回應。中國提

出的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也為東協所接受。另外，雙方在

推動建立信任措施和預防性外交也加強協調與合作。雙方日益重視非傳統安全領

域的合作。尤其是911事件後雙方加強打擊國際恐怖主義、跨國犯罪活動及維護

經濟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中國與東協各國還不斷推動雙邊軍事交流，建立對話和

磋機制，進一步促進雙方安全合作發展。1994年中國首次參加ARF會議，提出地

區合作安全五項原則和措施，並成為ARF建位信任措施工作委員會的聯合主席之

一。中國提出有關建立地區合作安全體制的原則性建議，也願意與亞洲國家軍事

往來、交流。2003年10月中國是東協國家以外第一個簽署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

                                                 

42多米尼克赫勒（德），〈東盟地區論壇對亞太地區安全的適用性〉，《南洋資料譯叢》，第2期(2006

年)，頁15。 
43王毅，〈在中國與東協媒體合作研討會上的講話〉，《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8847.htm（檢索日期：201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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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AC）的國家。44 

中國對安全政策會議項目，是中國負責任大國身份在地區層面與東協區域論

壇的實踐中具體的呈現。由於對東協區域論壇這一地區性平臺的參與，積極在安

全與信任機制規範的構建，有助推動中國與東協國家在其他領域的互動和交流。

45隨著互動的增多，中國逐步了解和接受東協和東協區域論壇的現有規範，並進

一步融入其他國際規範。從而共識增多，雙方彼此認同，有助確保地區穩定及降

低各國之間戒心。 

雖然東協區域論壇自1993開始運行，實際成效確未如預期淪為一個僅空談的

機構，長期停留在建立信任措施階段，無法進階到預防性外交階段，原因在於論

壇堅持要求所有成員國一致同意才能實現階段進階，使論壇成員國始終無法就預

防性外交問題達成一致意見。論壇對任何地區安全問題都只是進行討論，而無法

解決問題。在不干涉成員國內政和共識決策的組織原則下，論壇甚至不能對某些

國家有損地區或國際安全的做法進行譴責。46雖然如此，中國藉由參與該組織，

透過論壇交流，可使成員間瞭解中國的發展與建位信任關係，對中國的和平崛起

有加分效果。 

貳、上海合作組織 

中亞地處歐亞大陸結合部，是國際戰略格局中重要地緣政治樞紐，冷戰後形

成一個特殊區域，區域內複雜的民族宗教矛盾、落後的經濟、脆弱的基礎設施，

成為影響中亞地區政局穩定的主要原因，僅靠中亞國家的力量無法有效解決這些

                                                 

44同前註6，頁264。 
45肖歡容、朱虹，〈參與、接受與建構－以1997-2005年中國參與東盟地區論壇的規範建構為例〉

，《東南亞研究》，第4期(2009年)，頁45。 
46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建立中美俄東盟安全合作組織〉，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

院，清華國際安全論壇研究報告第4期，2011年3月26日，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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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47 

中亞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和豐富的油氣資源，引起了世界對其越來越大的關

注。911事件後中亞成為恐怖主義溫床，中國在中亞擁有重大的安全利益和經濟

利益，面對中亞複雜的態勢，中國主動在中亞維護自己的戰略利益。48 

解決各國社會穩定和地區共同安全問題是推動上海合作組織成立的主要原

因和成立初期的工作重心。隨著邊界安全問題基本解決、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

義、極端主義上升為推動上海合作組織發展的基本動力。
49 

中國在中亞地區促成「上海合作組織」的建立與發展。這一組織對中國意義

重大，它是中國主動構建多邊外交的成就，其倡導並實踐的新安全理念代表了中

國對國際事務的主張和看法。事實證明，上海合作組織的建立和發展是中國當代

國際關係重要外交實踐，它以相互信任、裁軍與合作安全為內涵新型安全觀，補

強中俄兩國始創的以結伴而不結盟為核心的新型國家關係，提供了以大小國家共

同倡導、安全先行、互利和合作為特徵的新型區域合作模式，它體現中國注重以

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和諧世界觀，建立公正

、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對中國具有戰略的重要性。50 

完善法律基礎方面。2001年通過了《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

海公約》（Shanghai Convention on Combating Terrorism, Separatism and Extremism）。

該公約在1999年《杜尚別宣言》（Dushanbe Declaration）的基礎上，將恐怖主義、

分裂主義、極端主義等「三股惡勢力」分別作了明確定義，為地區反恐合作指導

確立方向。2009 年通過《上海合作組織反恐怖主義條約》，進一步明確相關法律

概念、責任和義務，是《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的升級

                                                 

47孫壯志，〈中亞五國的地緣戰略〉，《東歐中亞研究》，第4期(2000年)，頁63。 
48吳非，〈中國在中亞的戰略利益〉，《商業現代化》，第S7期(2005年)，頁14。 
49戴慧，〈上海合作組織的由來與發展〉，《俄羅斯文化》，第S4期(2010年)，頁21-22。 
50陳歡雲、劉再起，〈論上海合作組織對中國安全的戰略意義〉，《學術探索》，第S7期(2012年)，

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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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2002年通過《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關於地區反恐機構的協定》；2005年通過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合作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構想》；2006年

通過《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合作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2007-2009 年

合作綱要》；2009年通過《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合作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

極端主義2010-2012 年合作綱要》；2012年通過《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合作打擊恐

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2013-2015年合作綱要》等。在反毒方面，2004年通

過《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關於合作打擊非法販賣麻醉藥品、精神藥物及其前體的

協定》；2009年通過《上海合作組織和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打擊恐怖主義、毒品

走私和有組織犯罪行動計畫》等。在其他安全領域， 2006年成員國簽署《上海

合作組織成員國關於國際資訊安全的聲明》；2009年簽署《上海合作組織地區防

治傳染病聯合聲明》等。
51這些文件的簽署為上合組織安全合作奠定了堅實的法

律基礎。 

加強反恐機制方面。中國積極利用「上海合作組織」舉行反恐聯合軍演，藉

由深化區域內的雙邊或多邊軍事合作，達到主導地區安全的強權地位，未來更可

能擴展至更多的周邊國家與區域組織。透過與周邊國家或區域組織的經貿、外交

與反恐議題的多邊合作，有助中國提升其在區域的地位與影響力。如中國與上海

合作組織成員國舉行多邊聯合反恐軍事演習。在2003年8月6-12日，代號「聯合2003

」聯合軍演區分兩個階段，先後在哈薩克東部邊境烏恰拉爾市與新疆的伊犁地區

舉行，這是上海合作組織首次舉行的多邊聯合反恐軍事演習；2006年9月22日中

國與塔吉克在哈特隆州的穆米拉克訓練場，舉行代號「協作2006」的聯合反恐軍

事演習。522007年8月「和平使命—2007」 聯合反恐軍事演習，是上海合作組織

成員國武裝力量在中國烏魯木齊和俄羅斯車裏雅賓斯克舉行。2009年7月「和平

使命—2009」中俄聯合軍演，區分三階段，分別在俄羅斯境內哈巴羅夫斯克市，

瀋陽軍區洮南合同戰術訓練基地，瀋陽軍區洮南合同戰術訓練基地實施。2010

                                                 

51李興、王晨星，〈上海合作組織：發展與前景〉，《領導文萃》，第S11期(2012年)，頁11-12。 
52丁大成，〈中共聯合軍演的現況與影響〉，《青年日報》，

http://www.youth.com.tw/db/epaper/es001002/m970725-g.htm（檢索日期：2015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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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和平使命—2010」 聯合反恐軍事演習，是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國家的聯

合反恐軍事演習。2012年6月「和平使命—2012」 聯合反恐軍事演習，是上海合

作組織成員國軍隊在塔吉克共和國舉行聯合反恐軍事演習。53胡錦濤任國家主席

期間計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實施七次聯合反恐與軍事演習，演習加強了上海合作

組織安全合作框架內打擊恐怖主義、處理突發事件的快速反應能力，對上海合作

組織成員國今後共同打擊恐怖主義意義重大。（見表3-2） 

  

                                                 

53〈和平使命2013聯合反恐軍演〉，《華夏經緯網》，http://big5.huaxia.com/zt/js/07-058/543478.html（

檢索日期：2015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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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 中國與上海合作組織聯合軍演 

時間 國別/地點 演習內容 

2002年10月

10日至11日 
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兩國邊境地區 聯合反恐軍事演習。 

2003年8月 

6日至12日 

中國、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俄羅

斯、塔吉克斯坦5國的武裝力量參加

演習。 

代號為「聯合—2003」聯

合反恐軍事演習。 

2005年8月18

日至25日 
中俄聯合軍演 

舉行首次成建制、大規模

的「和平使命—2005」聯

合軍事演習。 

2006年9月22

日至23日 
中國和塔吉克斯坦在塔國境內 

代號「協作—2006」聯合

反恐軍事演習。 

2007年8月 

9日至17日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武裝力量，中國

烏魯木齊和俄羅斯車裏雅賓斯克舉

行 

代號「和平使命—2007」 

聯合反恐軍事演習 

2009年7月22

日至27日 

中俄聯合軍演，區分三階段，地點俄

羅斯境內哈巴羅夫斯克市，瀋陽軍區

洮南合同戰術訓練基地，瀋陽軍區洮

南合同戰術訓練基地 

代號「和平使命—2009」 

聯合軍事演習 

2010年9月 

9日至25日 

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國家的聯合反

恐軍事演習。中、哈、吉、俄、塔五

國聯合投入5千多名兵力，在哈薩克

阿拉木圖市和馬特布拉克諸兵種合

成訓練場分三個階段進行 

代號「和平使命—2010」 

聯合反恐軍事演習 

2012年6月 

8日至14日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軍隊在塔吉克

共和國舉行聯合反恐軍事演習 

代號「和平使命—2012」 

聯合反恐軍事演習 

2013年7月27

日至8月15日 

中俄聯合反恐演習在中央軍區切巴

爾庫爾靶場舉行。 

代號「和平使命—2013」 

聯合反恐軍事演習 

資料來源：〈上合組織反恐軍演〉，《互動百科》，
http://www.baike.com/wiki/%E4%B8%8A%E5%90%88%E7%BB%84%E7%BB%87%
E5%8F%8D%E6%81%90%E5%86%9B%E6%BC%94（檢索日期：2015年6月1日)
；〈和平使命2013聯合反恐軍演〉，《華夏經緯網》，
http://big5.huaxia.com/zt/js/07-058/543478.html（檢索日期：2015年6月1日)。 

加強經濟合作方面。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後，首先確立成員國間經貿發展應致

力解決的問題是儘快啟動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的談判進程，此舉使各國肯定上海五

國對地區經濟合作的共識，並制定長期經貿多邊合作綱要。542003年六國簽署《

                                                 

54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上海合作組織－新安全觀與新機制》(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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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多邊經貿合作綱要》，明確制定未來區域經濟合作規劃。2009

年組織成員國批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關於加強多邊經濟合作、應對全球金融危

機、保障經濟持續發展的共同倡議》。2012年簽署《上海合作組織中期發展戰略

規劃》等文件，為未來多邊經濟合作布局。55上海合作組織安全和經濟領域同步

發展的安全理念，體現它在不同地區合作機制的合作安全與綜合安全特色。 

上海合作組織作為區域合作機制，主要是為了經貿合作與共同應付威脅，不

是為了對抗或排斥他國，而是恪守不結盟、不針對第三國的開放原則，符合組織

內成員國共同利益、以及地區穩定和發展的前提下，穩定與其他國家、組織開啟

多種形式的對話、交流與合作。上海合作組織已逐步發展成為維護中亞地區穩定

，成員國共同發展的合作機制。在中國主導的上合組織精神倡導下，形成新的安

全觀。主張成員國間共同安全、共同發展和相互信賴作為安全的基礎，不追求軍

事優勢，不使用武力威脅，不謀求軍事同盟和相同的政治制度，摒棄對抗模式，

採取平等磋商，妥善解決矛盾與分歧，創造區域特有的合作新模式。 

參、北韓核武六方會談 

北韓核危機是當今國際政治關注的重點議題，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決，將使

東北亞安全受到威脅，甚至影響全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北韓問題衝擊了現存的東

北亞安全結構，又是重構東北安全結構，進而建立東北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的一

大動因。伴著北韓核問題的進程，東北亞各國針對北韓核問題的戰略和政策在相

當時期內處於重新定調，但由於各種原因使得始終未有形成涵蓋整個區域的安全

機制。胡錦濤透過外交斡旋與談判，促成了六輪六方會談，使中國在國際社會扮

演越來越重要的國際角色，地位也不斷上升。56因此，妥善解決北韓核危機有助

於東北亞的安全穩定，有助於遏制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滲透，同時也確保中國周

                                                                                                                                            

)，頁179。 
55李興、王晨星，〈上海合作組織：發展與前景〉，《領導文萃》，第S11期(2012年)，頁13。 
56吳佩、李艷，〈從中國在朝核六方會談的作為看國際地位的變化〉，《湘潮》，第11期(2007年)，

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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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的安全與穩定，在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方面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六方會談自2003年開始，迄2008年止，共計召開六輪會談，2008年後北韓與

美國之間的爭端使核問題仍然存在，雖然各方期望重啟六方會談，因美國總統大

選，及新任美國總統改變對北韓的戰略，以致未能重啟召開。57儘管國際社會對

前景並不樂觀，但在解決北韓問題上仍有所收獲。其作用有三個方面，一是就北

韓而言，2003年六方會談機制建立到2008年第六輪會談後，核問題的最終解決方

式與各國確實曾達成部份共識，尤其是2005的「9-19」聲明，事實上六方會談雖

未能讓各方滿意，朝鮮半島大規模動亂確也未發生。二是就核問題與相關國家雙

邊關係而，為各方外交關係發展提供很好的交流平臺。六方會談在多邊框架下，

六方的雙邊交流與溝通效果提高。雙邊交流對建立互信、增加理解是有所助益的

。尤其是第六輪結束後，美國與北韓、日本與北韓的雙邊關係都曾出現過短暫的

回暖現象。三是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合作而言，六方會談涉及東北亞安全議

題涵蓋範圍內的多邊合作機制，有可能成為東北亞安全磋商機制的一種。
58（見

表3-3） 

  

                                                 

57〈朝鮮半島核問題六方會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b_602314/zzjg_602420/yzs_602430/dqzz_602434/cxbdhwt_60

2548/（檢索日期：2015年5月27日)。 
58仇發華，〈六方會談與中國外交能力評析〉，《韓國研究論叢》，第22輯(2010年)，頁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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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3 六方會談成果 

輪次 成果 作用 

第一輪 確立朝鮮半島無核化目標 建立溝通、對話管道 

第二輪 
採取協調一致步驟，達成口頭對口

頭，行動對行動承諾 
延續對話，達成行動原則 

第三輪 

出版工作組概念文件，達成實施核

凍結，並為此採取相應措施作為棄

核第一階段共識 

建立共同語言及簽署《9-19聲明

文件》 

第四輪 通過第四輪六方會談共同聲明 通過共同聲明，達成原則協議 

第五輪 
通過落實共同聲明起步行動共同文

件 

進入起步行動階段及簽署《2-13

落實共同聲明起步行動》 

第六輪 
第二階段會議通過落實共同聲明第

二階段行動共同文件 
進入第二階段行動。 

資料來源：王鴻喜、李海君、張戰，〈用政治手段解決國際衝突的有益探索〉
，《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第8卷第3期(2008年)，頁15。 

中國要想在國際舞臺有所作為，就必須承擔國際責任，加強國際合作，促進

相互聯繫與往來，並利用自己的地位與影響力，對國際衝突進行斡旋，協助爭端

解決，維持地區及世界的穩定。因此中國在六方會談中的國家利益顯而易見。六

方會談本身就是一場大國博奕，中國以單軌的政府間機制解決東北亞地區問題，

並取得主導權。一方面中國始終堅持維護半島和平，任何情況不能用軍事手段破

壞與解決，實現半島穩定。另方面中國敦促各方透過外交與和平對話，平衡各方

利益。此外，中國持續與各方實施雙邊協商，制定共同聲明具體方案，達到合作

共贏。59 

第四節 和諧交流環境創造 

文明多樣性是人類生存環境的基本特徵，應加強不同世界各種文明之間的對

話、交流，維持各種文明的多樣性和均衡發展模式，共同構建文明兼容的和諧世

                                                 

59黃宇藍，〈淺談朝核問題六方會談中的中國國家利益〉，《廣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18卷第1

期(2007年)，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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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60是胡錦濤對和平崛起的國際環境建構目標。 

文化主權對所有國家政治主體的安全意義重大，在安全壓力和威脅不明顯時

，文化通常處在於一種不為人所注意狀態，隨著全球化發展趨勢，文化的重視程

度與政治、軍事、經濟所需要的安全要求已不能同日而語。但文化又非實質可以

量化來呈現，文化主權的重要性往往不為重視和關注。 

當代國際關係發展諸因素中，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或為追求國家利益為基本

目標的國家安全戰略活動有著密切的關聯，但它們的作用又不完成相同。意織形

態通常為一個賴以存在的重要組成，並以此延伸聚合成一個群體、國家。為達成

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利益最大化，任何時候都為國家制定和執行內外政策的重要

考量。國家利益同時蘊含特定的價值取向，並將該意識形態作為國家關係和社會

關係具體表象呈現，構成各國利益主觀性的一面，指導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利益的

實現過程，以此前提，各國利益的意織形態被推展到國際關係格局中，不同國家

利益需求不同，意識形態取向構成各國之間明顯的對外政策差異，進而產生摩擦

、對立與競爭，甚至引發衝突。61本節則以中國在文化外交層的推展的文化交流

年、孔子學院的漢化教學，以及北京奧運的體育交流三項實施探討。 

壹、友好年外交的文化交流 

國家友好年活動作為一種外交平臺給國際社會提供更多的交流合作機會，其

顯現的形式更靈活、領域更寬廣，效果更加突出。 

友好年外交的構想受到中國領導人的關注與推廣。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

1999年和2000年間和法國總統席哈克互訪時共同決定互相舉辦交流年，2003年10

月至2004年7月，中國在法國舉辦「文化年」，2004年10月至2005年7月法國在中國

                                                 

60同前註23，頁251。 
61李榮，〈淺析中印交流中的文化安全與國家安全問題〉，《清海師範大學學報》，第32卷第4期（

2010年），頁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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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文化年」，62已成為兩國友好關係發展的重要表徵。 

「中義文化年」是2004年12月意大利總統錢尼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兩國

政府共同決議。63旨在通過文化的交流窗口，加強兩國人民的交流與瞭解，鞏固

政治邦誼、深化經濟發展和文化融合。2006年1月19日中義文化年在中國各地舉

辦200多項活動，包含文藝復興、龐貝古城等歷史藝文展覽，也有飲食、藝術、

建築、環境、時裝展覽，展現傳統的文化語言，又展現當代的發展，以多元的形

象讓中國民眾瞭解義大利的發展與開放，成為中國公眾全面瞭解義大利歷史和今

天的視窗。 

2005年7月胡錦濤訪問俄羅斯期間，兩國元首宣佈為全面推動兩國戰略協作

夥伴關係發展，依簽署《中俄關於21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64雙方互相舉辦

「俄羅斯年」與「中國年」。2006年3月隨著普丁訪問中國，開啟「俄羅斯年」序

幕。2007年的俄羅斯「中國年」，「中國國家展」展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

以及中國企業的科技水準和競爭力。活動涉及中俄兩國政治、經貿、太空、通訊

、農業、環保、文化、教育、科技、衛生、傳媒、軍事等各領域。為中俄戰略協

作夥伴關係增加了穩定發展的因素。65 

中國通過「國家年」、「文化年」增加了與各國的交往，但是也看到，在交往

過程中各國的方案不同，交流的程度不同，深化的程度是有差距的，從而效果也

是不同的。首先，百姓的參與程度不高，普通大眾甚至不知道「國家年」、「文化

年」的概念，知道的也僅是關於相關活動訊息，真正有所評論和參加的人少之甚

少。第二，與中國舉辦「國家年」、「文化年」的國家有限，只有法國、俄羅斯、

                                                 

62張祝基，〈中法文化年前夕話經貿〉，《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BIG5/guoji/2076769.html

（檢索日期：2015年3月6日)。 
63〈義大利2006年將在中國舉辦“義大利文化年”〉，《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6/3036471.html（檢索日期：2015年3月6日)。 
64〈中俄關於21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全文)〉，《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7/01/content_3164594.htm（檢索日期：2015年3月6日)。 
65〈中俄國家年〉，《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2006russia/index.htm（檢索日期：2015年3

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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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韓國等少數國家。世界上200多個國家中，有能力又時機舉辦這樣活動

的國家是有限的。第三，由於各國之間對於文化年、交流年的概念理解不同，即

使是交流最為廣泛的中俄間也是有所局限，語言上的不通、文化理解的隔閡，是

無法在短時間達到深化交流目的。活動應該是持續性、漸進式不間斷的交流發展

。第四，雖然各國在外交上的交往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但是不平等的現

象依然無法有效消除。66儘管如此，「國家年」、「文化年」仍體現了和諧外交，樹

立了國與國之間和睦相處、合作共贏的典範，有助於共同推動互信互利、建設和

諧世界。 

貳、孔子學院的漢語傳播 

中國在2004年11月韓國首爾開設第一所孔子學院（Confucius Institute），接著

與美國馬里蘭大學、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大學簽署創辦孔子學院協定，之後持續擴

展孔子學院版圖，迄2007年底，已與66個國家啟動開設孔子學院計226所（含21

個孔子課堂），其中亞洲64所，美洲56所，大洋洲7所，歐洲81所，非洲18所。開

設各種漢語課程1200多班次，學習者達4.6萬人。迄2009年底，增至88個國家建立

了282所孔子學院，272個孔子課堂。其中，亞洲28個國家97所，歐洲29個國家128

所，非洲17個國家25所，美洲12個國家292所，大洋洲2個國家12所。註冊就讀學

生26萬人。開設漢語課程9000多個班次，150多所大學已將漢語教學納入該校學

分課程體系。迄2011年12月，全球已建322所孔子學院和369個孔子課堂，遍及96

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亞洲31國112所，歐洲31國187所，非洲19國27所，美洲13國

342所，大洋洲2國23所。註冊學員36萬人，開設漢語課程18000多班次。截至2013

年9月孔子學院設在112個國家（地區）共435所，其中，亞洲31國（地區）93所

，非洲26國35所，歐洲36國148所，美洲16國142所，大洋洲3國17所。孔子課堂設

在48國共644所，其中，亞洲13國49所，非洲8國10所，歐洲18國153所，美洲6國

383所，大洋洲2國49所。在九年時間裡，孔子學院（孔子課堂）的數量、學員人

                                                 

66李宏、呂航，〈和平發展與和諧外交實踐〉，收錄《中國與世界：和平發展的理與實踐》，梁守

德、李義虎主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頁224-22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4 

數呈倍數增長。67 

2009年8月12日，澳洲前總理霍克在出席新南威爾士大學孔子學院揭牌儀式

致辭中說：孔子學院為中國與世界提供了一個橋樑，有助增進與世界各國的交流

。中國已成為一個經濟大國，在亞洲和世界事務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澳洲的孔

子學院將加強澳洲與中國在文化、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合作與交流。
68 

2007年2月15日，中國駐奈及利亞大使徐建國與奈及利亞納姆迪·阿齊克韋大

學校長奧卡福共同簽署了《關於合作建立孔子學院的協定》。校長表示相信孔子

學院的建立必將進一步加強中奈兩國在教育領域的合作，增進奈國人民對中國傳

統文化的瞭解。2012年8月13日，奈及利亞納姆迪·阿齊克韋大學校刊刊登了一篇

名為《阿齊克韋大學孔子學院促進奈中關係發展》的文章，指出孔子學院促進了

兩校間的科研交流，將成為推動奈中兩國經濟、文化關係進一步發展的原動力，

雙方堅信孔子學院未來的發展會更好。69 

英國下議院議員、議會中國組主席馬克（Mark Hendrick）對孔子學院的評價

：「孔子學院向世界各地展示了中國文化，讓世界看到了中國，及對中國的語言

和文化的認同。」70英國上議院議員韋鳴恩（Lord Wei）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很多英國政治家和商界人士，都受益於孔子學院的漢語教學。

教育是中英交往中最富有成果的一個領域，看好兩國的教育合作前景。」71美國

俄勒岡州州長約翰·基察伯（John Kitzhaber），表示，孔子學院對於推動中美關係深

                                                 

67昌灝，〈孔子學院的發展回顧與前瞻〉，《高教發展與評估》，第31卷第1期(2015年)，頁23-24。 
68〈澳新南威爾士大學孔子學院落成 讓世界瞭解中國〉，《中新網》，

http://www.chinanews.com/hr/hr-kzxy/news/2009/08-12/1814450.shtml（檢索日期：2015年5月27

日)。 
69〈奈及利亞納姆迪·阿齊克韋大學校刊對兩校共建孔子學院給予高度評價〉，《廈門大學》，

http://ice.xmu.edu.cn/showconfucius.aspx?news_id=3263（檢索日期：2015年5月27日)。 
70〈2010年歐洲孔子學院聯席會議在倫敦成功舉辦〉，《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英國大使館教育處》，

http://www.edu-chineseembassy-uk.org/publish/portal24/tab5260/info94500.htm（檢索日期：2015

年5月27日)。 
71〈倫敦商務孔院成功舉辦英國上議院春節招待會〉，《孔子學院總部》，

http://www.hanban.edu.cn/article/2012-02/20/content_406468.htm（檢索日期：201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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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發展，加深兩國人民之間的瞭解起了積極作用，州政府要繼續支持漢語教學項

目。
72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主席約翰·桑頓（John Thornton）

則認為，孔子學院堅持這樣辦下去30年，世界將會完成改變。73 

孔子學院作為中國的對外文化交流機構，已體現中國的「軟實力」。一個主

權國家的語言被世界各國所認同與學習，是對該國家國際地位的認可，也是這個

國家在國際社會影響力的呈現。孔子學院的重點雖在推廣漢語教學，實則將中國

文化藉由漢語推擴到世界各墮落，展現中國文化内涵，是中國與世界各國接軌的

媒介。742013年中國政府發佈《孔子學院發展規劃2012－2020年》的發展計畫，加

速孔子學院建設，促進中外教育交流與合作，發揮孔子學院綜合文化交流平臺作

用。
75 

參、北京奧運的體育交流 

全球化程度的加深，體育交流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與突出。世界

各國普遍藉由體育活動展示自身文化的獨特性與價值觀。如美國職棒大聯盟經常

性舉辦的棒球比賽，國際足總世界盃每四年與奧運交替舉辦的足球比賽等，都在

傳遞一個國家藉由體育顯現的外交形象。將體育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運動與意識

形態的結合，是歷史演進的產物，受到國際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制約。體育運

動泛政治化是社會發展歷程中必然出現的。體育的政治特徵是人類文化活動的重

要組成，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單獨發展。政治為人類政治社會活動穩定國內與促進

                                                 

72〈孔子學院是俄州與中國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孔子學院》，

http://cipsu.us.chinesecio.com/zh-hans/content/%E5%AD%94%E5%AD%90%E5%AD%A6%E9%9

9%A2%E6%98%AF%E4%BF%84%E5%B7%9E%E4%B8%8E%E4%B8%AD%E5%9B%BD%E6

%96%87%E5%8C%96%E4%BA%A4%E6%B5%81%E7%9A%84%E9%87%8D%E8%A6%81%E6

%A1%A5%E6%A2%81（檢索日期：2015年5月27日)。 
73王芳、傅丁根，〈探訪四國孔子學院〉，《人民文摘》，第1期(2013年)，

http://paper.people.com.cn/rmwz/html/2013-01/01/content_1188937.htm?div=-1。 
74劉漢銀，〈海外孔子學院發展探析〉，《開封教育學院學報》，第34卷第8期(2014年)，頁254。 
75〈孔子學院發展規劃（2012—2020年）正式發佈〉，《北京大學漢語國際推廣工作辦公室》，

http://162.105.205.106/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7&id=41檢索日期：2015

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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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平發展具有獨特的作用。76儘管國際輿論普遍反對體育泛政治化，但回顧

體育史，體育和政治無法明確分開，一些個人和非政府組織將體育舞臺當成政治

活動和實現其政治目的場域，一些政府將體育當成在國際政治領域為自己牟利的

籌碼，體育舞臺甚至成為各國在國際關係體系中競爭與對抗的場地。以奧運為例

，奧運是建立在主權獨立的國家基礎上，奧運的舉辦是主辦國單獨完成，參與國

試圖借此機會展現或擴大政治經濟影響力，以謀取更大的國家利益，進而各種政

治勢力從不會放過這個國際舞臺所能實現的政治目的。77前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

蘭奇也承認，政治存在於社會生活周邊，顯然它也存在於體育領域。 

以2008年中國在北京舉辦的奧運來觀察，奧運是世界體育交流盛會，也是國

際社會體育外交最大的交流場域。胡錦濤在北京奧運歡迎宴會上致辭時指出：「

奧運會是體育競賽的盛會，更是文化交流的平臺。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把不同國度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們聚集在一起，增進了世界各國人民的相互瞭解和友

誼，為推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78中國舉辦的北京奧

運，藉體育競賽成為中國與世界交流的媒介與平臺，展示中國的和平發展與世界

的融合。 

北京奧運會吸引了204個國家和地區的16000萬名運動員參加比賽，包含17個

曾經舉辦過奧運會的國家代表、119名國際奧會委員、203個國家和地區的奧委會

、5500名代表隊官員、28個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代表出席和參觀北京奧運。79為

中國提供了與世界直接溝通的平臺，強化中國與世界的和平發展關係。奧會期間

，2萬多名外國記者和40多萬名各國遊客觀賞奧運比賽，帶來了觀光人潮。據北

京旅遊局發佈的資訊，8月8日至20日參觀北京故宮博物院、頤和園、天壇、八達

                                                 

76温顯娟，〈公共外交的有效途徑：體育外交〉，《理論與現代化》，第1期(2015年)，頁67-68。 
77鄭紅英，〈略論後奧運時代的中國外交〉，《渤海大學學報》，第2期(2009年)，頁152。 
78胡錦濤，〈胡錦濤在北京奧運會歡迎宴會上的祝酒詞〉，《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8/08/content_9044567.htm（檢索日期：2015年5月30

日)。 
79〈奧運開幕式〉，《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sports/zhuanti/2008ay/node_7048641.htm（

檢索日期：201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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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長城等164個旅遊景區累計480萬人次。80相約北京－2008奧運文化活動文化藝

術盛宴，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藝術家演出200多場戲劇，300多萬人次觀賞演出。

81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向近1/3的世界人口、20億觀眾呈現中國歷史文化。82舉辦北京

奧運會為中國提供了國家形象展現的機會。國際奧會主席羅格在閉幕式上說：「

通過這次奧運會，世界更多地瞭解了中國，中國更多地了解了世界」。83 

另外，北京利用奧運期間邀集參與的各國領袖促成了領袖外交。從8月7日到

11日，各國參加北京奧運會的領袖達106人，奧運會促成世界各個領袖的聚會，

尤其是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領袖齊聚北京。84除了中國積極利用奧運展開外交

活動外，參與的國家也把握這次機會為自身的國家利益創造發展契機。如韓國總

統李明博表示要藉奧運外交，拉攏中國關係來改善急劇惡化的南北韓問題。85北

韓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永南除與胡錦濤主席進行對話外，還與出席

奧運會其它國家元首接觸，這對於改善北韓在許多國家中的負面形象有一定程度

的幫助。86 

小結 

中國的崛起造成區域、全球局勢的轉變與衝擊，亞太地區周邊國家對中國崛

                                                 

80〈熊玉梅副局長在奧運會北京旅遊景點服務接待情況新聞發布會上的發言〉，《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旅遊局》，http://www.cnta.gov.cn/html/2008-8/2008-8-26-10-3-76750.html（檢索日期：2015

年5月30日)。 
81〈回眸2008奧運文化活動 300萬觀眾共享藝術盛宴〉，《北京日報》，

http://culture.people.com.cn/BIG5/22219/7929388.html（檢索日期：2015年5月30日)。 
82〈全球逾1/3人口觀看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人民網》，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7666527.html（檢索日期：2015年5月30日)。 
83〈國際奧會主席羅格致辭〉，《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olympics/2008-08/24/content_9691589.htm（檢索日期：2015年5月30日

)。 
84〈奧運會開幕至今，胡錦濤創四大歷史紀錄〉，《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103/7674140.html（檢索日期：2015年5月30日)。 
85〈李明博：“奧運外交”心願未了〉，《新浪新聞中心》，

http://news.sina.com.cn/c/2008-08-12/080816102660.shtml（檢索日期：2015年5月30日)。 
86李德芳，〈體育外交的作用及其運用－以北京奧運會為例〉，《現代國際關係》，第10期(2008年)

，頁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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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警戒與疑慮從未鬆懈間斷，深怕中國威脅區域安全或自身利益，尤其是美國

，基於中國的崛起將戰略重心向亞太地區調整，無非是防杜中國崛起後產生不利

影響而有所因應。中國在面對國際環境的反應與策略，確實對當前經濟為主軸的

睦鄰政策造成窒礙，唯有化解周邊國家疑慮的不利因素，才能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以及與全世界發展良性互動的國際關係。 

中國快速崛起，周邊國家未及反應與適應，不同政體制度、與資訊透明度更

侷限了彼此的瞭解與認知，擴大了相互間矛盾與衝突，並美國與亞太周邊國家更

視中國為區域潛在威脅，希望中國能改變為民主政體，導向西方國家認同的價值

觀體系。如此，將中國融入目前以美國為首的價值觀體系中，不但能消除中國對

區域的威脅，也符合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就美國的立場觀察，散播中國威脅

論有助於持續保持、強化區域國家、或全世界對中國的戒心，對中國在政治、經

濟、軍事層面造成戰略圍堵，限縮中國在亞太地區的發展，降低中國對美國霸權

地位的威脅。就亞太周邊國家而言，對中國的圍堵，遏制中國的發展有利自身國

家利益。就中國本身立場應對來看，國際環境不利言論的塑造，對其經濟發展造

成阻礙，以及對中國推展的和諧世界外交戰略加以侷限。因此，中國在政治、經

濟、軍事、文化等各個層面應廣泛與周邊國家密切交流，同時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充分運用文化外交的軟實力，以友善的態度，消弭中國威脅論帶來的負面影響

，有助於中國的和平崛起。 

中國為爭取、創造有利的發展環境，在外交實踐上首要是積極融入以美國為

首的國際體系，其中尤以參與聯合國的各項活動對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提升助

益最大，且中國是聯合國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在公平、合理的範疇下適當的

運用否決權，更顯中國在國際地位的重要性。經濟全球化對中國而言更是發展的

機遇，透過區域、全球經貿組織，使中國與全世界各國共享和平發展的成果。另

外運用多邊主義構建新安全觀，加強多邊戰略對話，以對話、談判取代兵戎的安

全觀，有助維持地區、全球局勢的穩定。以軟實力的公共外交，塑造國家形象，

使國際社會認識中國，體認中國的發展不會對世界造成威脅。如此，中國方能以

一個和平崛起的大國姿態，融入國際社會，與國際社會共處共榮，達到和平的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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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目的。 

由以上分析，發現胡錦濤各項實踐作為的關鍵都在中國本身，中國雖積極融

入國際社會，發展中國在國際社會的作用，也促使國際社會更加瞭解中國，但似

乎都是外顯的作法，雖有相當成效，惟並未觸及和平的關鍵核心問題。因此，中

國本身的軍力發展對胡錦濤的外交戰略實踐作為成效影響程度仍須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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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胡錦濤時期外交戰略與中印關係之發展 

印度是中國的近鄰，也是南亞最大的國家，是中國自1949年建國積極建立良

好關係的主要對象之一，也是中國在南亞地區發展睦鄰友好關係的關鍵對象。中

印受英國殖民時期造成的邊界遺毒，促使中國更加積極與印度建立良好關係，且

該外交作為有利中國西南地區的穩定，也有利雙方雙邊經貿發展。因此，中國與

印度保有良好雙邊關係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本章首先回顧1950年到2003年間中印

關係的發展概況後，聚焦在探討胡錦濤時期外交戰略與印度政治、軍事、經貿與

文化交流發展。 

第一節 中印關係回顧 

中印關係在1949年中國總理周恩來與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共

同主持簽署建交迄2010年，已建交60周年，期間關係起伏不定，兩國關係發展平

和穩定時期較長。近年中國發展迅速，綜合國力快速增長，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

；印度同樣屬開發中國家，綜合國力也有顯著的發展成果。兩國是近鄰、是友邦

、是敵對，其關係發展都將直接、或間接影響亞洲及至世界局勢。 

因此，要研究胡錦濤時期中國崛起對印度的影響，就有必要由兩國發展的歷

程切入，發掘歷史教訓與問題癥結，探討過去、現在，找尋未來發展的關鍵。 

壹、1949年至2003年中印關係發展回顧 

中印關係是中國與國際社會發展大國關係的重點。發展走向受到國際社會高

度關注，中印建交後橫亙在雙方的發展障礙仍存。僅就建交後迄2003年間中印的

外交關係實施回顧，以探討其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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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係友好時期（1950-1960） 

中國在1949年10月1日建政後，1與印度關係積極發展友好穩定關係，印度在

1950年4月1日與中國正式建交，成為第一個非社會主義國家與中國建立邦交的國

家。21954年4月，雙方簽署《大陸西藏地方與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3同

年6月大陸前總理周恩來首度訪問印度，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互相尊重

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來處理國際關

係；410月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第一次訪問中國。1955年中、印在

印尼萬隆召開的國際會議（又稱萬隆會議，或第一次亞非會議），聯合亞洲及非

洲第三世界國家向世界推廣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理念，及倡議亞非開發中國家大團

結；5周恩來在1954年到1960年訪問印度四次，表達發展雙邊關係以及消除關係障

礙的意圖。6此時期呈良性快速發展時期。7（見表4-1）1959年後，由於印度政府

在西藏和邊界問題的政策因素，造成雙方關係緊張惡化。 

  

                                                 

1陳華昇，〈從大歷史的視野看中國建政與兩岸分立六十年〉，《國政研究報告》，

http://www.npf.org.tw/post/2/6524（檢索日期：2015年3月6日)。 
2〈中國同印度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yz_603918/1206_604930/sbgx_604934/（檢

索日期：2015年5月28日)。 
3馬加力，《關注印度－崛起中的中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216。 
4〈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06/09/content_1515866.htm (檢

索日期：2015年3月16日)。 
5李宥霖，〈從習近平訪印度觀察近期中、印關係動向〉，《中國研究》，第48卷第10期(2014年)，

頁78。 
6〈周恩來四訪印度化誤解：帶去中國和平與誠意〉，《中國共產黨新聞》，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85037/85038/6435475.html(檢索日期：2015年3月16日)

。 
7管輝、雷娟利，〈對中印關係的熱期盼與冷思考〉，《保山學院學報》，第1期(2014年)，頁68-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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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 中印1950-1960年間官方交流 

項次 中印官方交流事件 

1.  
 1950年4月1日，中國與印度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印度首任駐華大使潘尼迦
於5月20日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呈遞國書。毛澤東指出，中印兩國建
交有助亞洲與世界的持久和平。 

2.  
1953年12月31日，中國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接見印度政府代表團，首次提出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載入1954年4月中印兩國《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
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 

3.  1954年4月29日，中國和印度《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
協定》在北京簽訂。 

4.  
1954年6月25日至29日，應印度總理尼赫魯邀請，中國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首
度訪問印度。 

5.  1954年10月，尼赫魯總理應周恩來總理邀請訪問中國。19日周恩來、中國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宋慶齡與印度總理尼赫魯晤談。 

6.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周恩來和尼赫魯共同出席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
議，有29國參加。會議提出和平相處、發展友好合作的五項原則。24日，
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與尼赫魯總理等亞非國家領導人出席招待會。 

7.  1955年12月，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宋慶齡應邀訪問印度。19日，
宋慶齡訪問印度國會聯邦院和人民院。 

8.  1956年1月25日，印度駐華大使拉庫尼赫魯舉行國慶招待會，中國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應邀出席。 

9.  1956年6月，中國中央主席毛澤東應印度駐華大使拉庫尼赫魯邀請，參觀印
度駐華使館。 

10.  1956年9月29日，阿南塔薩亞納姆·阿延加爾議長率印度國會代表團應邀訪問
中國。 

11.  1956年9月，印度陸軍中將卓榮鐸納特喬杜裡率印度軍事友好代表團訪問中
國。10月12日中國中央主席毛澤東和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會見代表團 

12.  

1956年6月，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第二次訪問印度。29日，周恩來總理訪
問印度國會人民院和聯邦院並發表演講，強調中印之間千年友誼，希望繼
承和發展這種傳統。11月第三次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印度，並與達賴進行第
一次對談。 

13.  1957年9月，印度副總統薩瓦帕利拉達克裡希南應邀訪問中國。19日，中國
中央主席毛澤東舉行宴會歡迎拉達克裡希南副總統。 

14.  1958年1月22日至3月3日，葉劍英率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訪問印度。 

15.  1958年8月2日印度新任駐華大使帕塔薩拉蒂拜會中國中央副主席朱德。 

資料來源：〈中國－印度外交關係〉，《看見中國》，
http://www.showchina.org/zwgxxl/zgyd/200706/t117104.htm (檢索日期：2015年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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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係緊繃時期（1960-1976） 

1960年周恩來第四次訪印，其目的主要為化解及避免印度政策問題可能引發

的衝突，問題前因在1959年3月，西藏要求獨立，發動武裝叛亂。印度政府隨即

在朗久和空喀山口刻意造成兩起武裝衝突。8達賴喇嘛等西藏流亡人士逃往印度

，印度支援和收容該流亡人士，致中、印關係惡化。
9後因1960年，雙方邊界劃

分引起軍事衝突，中國軍隊進入邊境地區並控制西藏，印度認為中國軍力向南推

進，雙方立場與認知差距過大，談判未果。10印度在1961年撤回駐中國大使，1962

年10月雙方在邊界東、西段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後，中國也撤回駐印大使。11此

後，雖未斷交，但兩國邊界關係仍保持緊繃狀態，雙方基本秉持和平共處原則自

我克制，致該地區沒有再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12雙方至1976年期間僅派駐辦理

行政庶務人員，雙邊關係陷入低潮。13（見表4-2） 

表4- 2 中印1960-1976年間官方交流 

項次 中印官方交流事件 

1.   1960年4月，為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赴新德里
同印度總理尼赫魯會談。 

2.  1976年初，印度提出同中國恢復互派大使。7月7日印度駐華大使科切裡爾
拉曼納拉亞南抵京赴任。9月10日中國駐印度大使陳肇源抵達新德里。 

資料來源：〈中國－印度外交關係〉，《看見中國》，
http://www.showchina.org/zwgxxl/zgyd/200706/t117104.htm (檢索日期：2015年3月
16日)。 

（三）關係突破時期（1976-1990） 

因國際情勢變化及冷戰各方力量重組影響，中、印關係出現轉機。1970年中

                                                 

8同前註6。 
9同前註5，頁78。 
10趙國材，〈中印建交60年—應共建和平、穩定、健康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海峽評論》，第

280期 (2014年14月)，頁27。 
11〈前駐印度大使周剛：難忘中印崢嶸歲月〉，《瞭解新聞週刊》，

http://www.outlookweekly.cn/htm/content_5063.htm (檢索日期：2015年3月16日)。 
12鄧紅英，〈中印建立信任措施的回顧與反思〉，《南亞研究季刊》，第3期 (2011年)，頁16。 
13同前註5，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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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五一勞動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印度駐華臨時代表布拉傑什米希拉（

Brajesh Mishra），表達中印關係要友好發展，不能持續緊繃，並請代為問候印度

總統和總理。1976年雙方始互派駐大使，民間交流活動亦逐漸恢復。141979年2月

印度外長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正式訪問中國，這是1957年以來第一次

部長級以上內閣訪問中國。1981年6月中國副總理黃華訪印，這是繼1960年周恩

來訪印後第一次訪問印度，同意展開邊界談判；1982年10月，時任中國中央顧問

委員會主任的鄧小平接見印度社會科學理事會代表團時表示：「邊界問題是不難

解決的。即使一時解決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貿易、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還

可以做很多事情」。
151988年12月，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再訪，與

中國大陸發表《聯合公報》，將「邊界問題與其他合作脫離」，確立為關係發展基

本原則，並定期舉行副外長級磋商，彼此關係獲致突破性進展。
16（見表4-3） 

  

                                                 

14〈1962年中印戰爭：中印戰爭的原因與始末〉，《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fangtan/zhuanti/2008-12/23/content_16993225_4.htm(檢索日期：2015年3

月16日)。 
15〈中國－印度外交關係〉，《看見中國》，

http://www.showchina.org/zwgxxl/zgyd/200706/t117104.htm(檢索日期：2015年3月16日)。 
16同前註5，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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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3 中印1976-1990年間官方交流 

項次 中印官方交流事件 

1.  1970年中國五一勞動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印度駐華臨時代表布
拉傑什米希拉，表達中印關係要友好發展，不能持續緊繃。 

2.  1976年雙方始互派駐大使，民間交流活動亦逐漸恢復。 

3.  

1979年2月，印度外長阿塔爾比哈裡瓦傑帕伊正式訪問中國。這是1960年
代以來印度內閣部長第一次訪問中國，兩國高層政治往來開始恢復。14
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會見時首次提出邊界問題上互諒互讓的《
一攬子解決》辦法。 

4.  

1981年6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外長黃華訪問印度。這是中國政府領導
人自1960年以來對印度的第一次訪問。與印度外長納拉辛哈·拉奧就國際
形勢和中印邊界、兩國關係等問題進行了會談。28日，印度總理英迪拉·
甘地夫人會見黃華。雙方商定由兩國官員進一步探討解決邊界問題的辦法
，及商談在各個領域發展兩國關係的具體措施。黃華代表中國政府邀請英
迪拉·甘地總理訪問中國，他本人也邀請拉奧外長在方便的時候訪問中國 

5.  

1982年10月22日，中國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在會見印度社會科學理
事會主席帕塔薩拉蒂率領的代表團時說：《我們兩國是近鄰，不相互瞭解
、不建立友誼是不行的。》又說：《中印兩國之間的問題並不大，既不存
在中國對印度的威脅，也不存在印度對中國的威脅，無非是一個邊界問題
。雙方都應該做些事情恢復50年代的友誼。只要雙方採取合情合理方式，
邊界問題是不難解決的。即使一時解決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貿易、經
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還可以做很多事情，發展往來，增進瞭解和友誼，雙
方合作仍有廣闊的前景。》 

6.  1983年10月11日，中國國家副主席烏蘭夫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華訪問
的印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錢得拉丘德。 

7.  1988年7月7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裡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來
華訪問的印度人民院議長巴爾·拉姆·賈卡爾。 

8.  

1988年12月19日至23日，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應邀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19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同拉吉夫·甘地總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
會談，兩國領導人同意通過和平友好方式協商解決邊界問題。在尋求雙方
都能接受的邊界問題解決辦法的同時，積極發展其他方面的關係，努力創
造有利於合情合理解決邊界問題的條件。為此，雙方決定採取一些具體措
施，如建立關於邊界問題的聯合工作小組及貿易、科技聯合小組等。兩國
政府簽署了科學技術合作協定、民用航空運輸協定和文化合作協定的交流
執行計畫。 

9.  

1988年12月21日，中國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印度總
理拉吉夫·甘地。鄧小平說，中印兩國宣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經
得起考驗的原則，它非常明確、乾脆、清清楚楚。我們向國際社會推薦這
些原則來指導國際關係，首先我們兩個宣導國要實行起來，不僅兩國的關
係要按照五項原則來處理，我們同各鄰國交往也應該實踐。 

10.  1989年10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對印度進行友好訪問。12日，印度
總統文卡塔拉曼在新德里會見了吳學謙副總理。 

資料來源：〈中國－印度外交關係〉，《看見中國》，
http://www.showchina.org/zwgxxl/zgyd/200706/t117104.htm (檢索日期：2015年3月
16日)。 

（四）震盪起伏時期（1991-2003） 

1991年12月大陸總理李鵬訪問印度，簽署《領事條約》、《在上海與孟買設立

總領事館協議》、《恢復邊界貿易備忘錄》、《貿易協定書》、《和平利用外空科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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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備忘錄》等合作文件；次年5月，印度總統卡塔拉曼（Ramaswamy Venkataraman

）對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1993年9月，印度總理拉奧（Narasimha Rao）訪問

北京，雙方簽署《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擴大邊境貿易》、《

環境合作》等協定；1996年11月，大陸國家主席江澤民首訪印度，簽定《在邊境

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等，確立「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合作夥

伴關係」。惟印度於1998年5月在該國西部拉賈斯坦邦連續進行五次地下核試驗，

且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George Frnandes）更公開宣稱中國是該國「潛在頭

號威脅」，雙方再度中斷高層往來，惟未持續太長時間。
171996年2月，中、印外

交官員在北京舉行首輪會談，印度外長辛格（Manmohan Singh）6月受邀訪問中

國，確認彼此互不構成威脅，關係獲致改善。182000年3月，中、印舉行首輪安全

對話；5月，印度總統納拉亞南首度訪問中國；大陸「人大」委員長李鵬、總理

朱鎔基亦先後於2001、2002年間出訪印度。19（見表4-4） 

中印關係在此期間起伏震盪不定，除了受國際情勢影響外，最主要的問題仍

在於雙方邊界問題，以及基於戰略安全的緩衝地帶構想衍生的西藏問題糾葛其中

，使雙方在雙邊外交作為上產生諸多矛盾與衝突，惟一慶幸是除了在1962年發生

在邊界的軍事衝突外，雖關係起伏仍算穩定，有利雙方在未來合作與發展。 

                                                 

17李玉、陸庭恩主編，《中國與周邊及911後的國際局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頁186。 
18同前揭註，頁165。 
19同前註7，頁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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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中印 1990-2003 年間官方交流 

項次 中印官方交流事件 

1.  

1991年12月11日至16日，應印度總理納拉辛哈拉奧邀請，中國國務院總理
李鵬對印度進行正式友好訪問。李鵬總理同拉奧總理進行了會談，會見了
印度總統文卡塔拉曼、副總統夏爾馬，就雙邊關係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
地區問題交換意見，並簽署領事條約、設立領事協議等五項文件 

2.  

 1992年5月18日，印度總統拉馬斯瓦米文卡塔拉曼應邀對中國進行國事訪
問。這是兩國建交以來印度總統首次訪問中國。訪問期間文卡塔拉曼總統
與楊尚昆主席進行會談，中國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分
別會見。兩國領導人就雙邊、地區和全球性問題交換意見。雙方表示進一
步恢復和發展中印傳統友好關係。 

3.  
1993年1月11日至19日，應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邀請，印度人
民院議長希夫拉吉·維什瓦納特·帕蒂爾率團訪問中國。11日，萬里委員長
會見帕蒂爾議長。 

4.  1993年1月16日，帕蒂爾議長以印度教的傳統方式為印度駐上海總領事館
舉行開館儀式。 

5.  

1993年9月，印度總理拉奧應邀對華進行正式友好訪問，雙方就共同關心
的雙邊、地區和國際問題交換意見。7日，雙方在釣魚臺國賓館簽署了《
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等4 個文件。兩
國邊界問題應通過和平友好方式協商解決。雙方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
脅。在邊界問題最終解決之前，雙方嚴格尊重和遵守雙方之間的實際控制
線，雙方將把實際控制線地區各自的軍事力量保持在與兩國睦鄰友好關係
相適應的最低限。 

6.  1993年11月1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鄭和》號訓練艦抵達印度孟買進
行友好訪問。 

7.  

1993年11月29日至12月4日，中國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應邀對印度進行正
式友好訪問。這是中印建交以來中國全國政協主席首次訪印。李瑞環主席
分別會見印度總統夏爾馬、總理拉奧、人民院議長帕蒂爾等領導人，同聯
邦院副議長赫卜杜拉女士舉行了會談，就進一步發展雙邊關係以及共同關
心的國際、地區問題交換了看法。 

8.  1994年1月7日至13日，中國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溫家寶
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訪問印度。 

9.  1994年9月29日，中國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胡錦濤在北京人
民大會堂會見印度國大黨（英）總書記蘇希爾·庫馬爾·辛德。 

10.  

1994年10月，印度副總統科傑裡爾·拉曼·納拉亞南應邀訪問中國，與中國
國家副主席榮毅仁進一步加強中印兩國政治、經濟關係，以及共同關心的
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了意見。兩國政府簽訂了關於簡化簽證手續和兩國銀
行合作的兩個諒解備忘錄。 

11.  1995年6月13日，中國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印度
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政治局委員塔拉姆·亞秋裡。 

12.  

1995年11月15日至20日，應印度聯邦院議長納拉亞南和人民院議長帕蒂爾
的邀請，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對印度進行正式友好訪問。這是
中印建交以來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首次訪印。喬石委員長分別會見
了印度總統夏爾馬、副總統兼聯邦院議長納拉亞南、總理拉奧、人民院議
長帕蒂爾等。11月16日，喬石委員長在印度議會大廈會見帕蒂爾議長。 

13.  1996年2月，中、印外交官員在北京舉行首輪會談，印度外長辛格6月受邀
訪問中國，確認彼此互不構成威脅，關係獲致改善。 

14.  1996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對印度進行友好訪問。 

15.  

1999年6月14日至16日，印度外交部長賈斯旺特·辛格訪問中國。15日，中
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北京中南海會見辛格外長。朱鎔基總理說，中國政
府重視與印度的睦鄰友好關係，希望雙方加強交流與往來，進一步消除疑
慮、求同存異、增進瞭解、擴大合作。中印雙方達成兩點共識，一是中印
互不構成威脅，二是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際關係和兩國關係的
準則，兩國還建立了高層安全對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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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00年3月，中印舉行首輪安全對話，5月印度總統納拉亞南首訪中國。 

17.  2000年4月3日，中國外交部在北京舉行宴會，慶祝中印兩國建交50周年。
印度駐華大使南威哲等出席宴會。 

18.  2000年5月29日，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印度總統科
切裡爾·拉曼·納拉亞南。 

19.  

 2001年1月9日至17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應邀對印度進行正
式友好訪問。訪問期間雙方就雙邊關係及國際、地區等共同關心的問題交
換意見，同意成立中印議會友好小組。李鵬委員長還在印度國際會議中心
發表了題為《增進瞭解、發展友誼、加強合作》的演講。 

20.  

2002年1月13日至18日，應印度總理瓦傑帕伊的邀請，中國國務院總理朱
鎔基對印度進行正式訪問。14日，朱鎔基總理與瓦傑帕伊總理舉行會談。
雙方再次確認中、印互不構成威脅，並就進一步加強經貿等各個領域的合
作達成廣泛共識。雙方簽署了包括旅遊、科技、水利、空間等領域的6個
合作文件。 

21.  
2003年4月26日，中國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在上海會見印度國防部長費爾
南德斯。 

22.  2003年6月23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印度總理瓦傑帕伊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簽署《中印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宣言》。 

資料來源：〈中國－印度外交關係〉，《看見中國》，
http://www.showchina.org/zwgxxl/zgyd/200706/t117104.htm (檢索日期：2015年3月
16日)。 

貳、中印關係發展的窒礙因素 

20世紀50年代中印關係發展初始是處於友好與良性互動狀態，但潛藏兩國關

係中的矛盾與競合問題一直存在，其中最主要是反映在邊界問題、西藏問題、經

貿競合問題，以及安全威脅問題等四方面。以下分別概述： 

一、邊界問題 

中印自1962年邊界戰爭後，領土的歸屬就是三條線之爭議。中國政府主張

的中印傳統習慣線與印度堅持的「麥克馬洪線」之爭，這個爭端決定9萬平方

公里模糊地帶歸屬，中印爭端焦點問題主要在這兩條線劃界的爭執。其次是

實際控際線之爭，這條線的爭端又直接關係到中印邊境的現狀和穩定問題。

1987年迄2012年，中印之間進行了15輪圍繞邊界問題的官方談判，對緩和邊境

的武裝對峙與雙邊關係發展取得一定的成果，20特別是第10輪談判後，對峙的

強度有所減輕，但對於解決領土爭端問題，仍沒有實質進展。胡錦濤本著和

                                                 

20同前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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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共處五項原則，企圖藉由談判方式合理解決問題，確因雙方國家利益分歧

，談判成果有限。
21邊境領土歸屬問題，使原有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貿易交

流受到影響，中印關係在各領域的發展亦受限縮。22 

二、西藏問題 

從地緣戰略角度來看，西藏俯視整個南亞次大陸，戰略地位極為重要。
23印

度企圖在西藏建立中印間的緩衝區，是印度政府在確保國家安全層面上所建構的

「安全構想」。實際上，印度支持西藏獨立的企圖受挫，便將目標轉向中印邊境

線，特別是東段邊界，儘可能將印度控制區向中國一側推進。24西藏在統治階層

視為影響印度安全利益的關鍵地區，也就是一個緩衝地區。於是鼓動西藏分裂勢

力推動獨立運動。認為西藏在政治層面不會對印度造成威脅。在經濟上西藏要依

賴印度。印度期望保有落後的西藏，符合其戰略利益。達賴流亡政府便有恃無恐

撕毀「十七條協議」，進行「西藏獨立」的分裂活動。為確保既得利益，印度試

圖將邊界問題與西藏問題綁在一起。因此，西藏問題已成為印度在解決邊界關鍵

。邊界問題實質就是西藏問題。25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印度是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直到2003年在

雙方官方談判交涉下，印度才正式明確表態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但達賴在

印度仍未停止分裂中國的企圖。26自1959年達賴喇嘛逃出西藏，印度收容達賴及

其追隨者，印度默許在其領土北方成立流亡政府，從事分裂中國的各種政治活動

。自此，中印雙方增加了不穩定因素。而這問題直到胡錦濤下任前仍未解決。印

度政府對西藏的戰略企圖，認為西藏地區是中印間一個戰略緩衝區，有利其國家

                                                 

21鄭宇碩，《印度：崛起中的亞洲巨象》（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54-170。 
22許曉，〈淺析中印關係的現狀與發展前景〉，《商品與質量》，第S8期(2012年)，頁215。 
23趙萍，〈中國西藏的周邊形勢與戰略地位〉，《西藏研究》，第3期 (2005年)，頁6。 
24衛絨娥，〈西藏問題與中印關係〉，《西藏大學學報》，第23卷第3期 (2008年)，頁60。 
25李榮，〈淺析中印交流中的文化安全與國家安全問題〉，《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第32卷第4期 

(2010年)，頁54-56。 
26李榮，〈淺析中印交流中的文化安全與國家安全問題〉，《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第32卷第4期(2010

年)，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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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且認為這個戰略企圖是地區霸權的一環，也是對中國戰略的一部份。為實

現南亞霸權，對中國採取「攻擊防禦」戰略，軍事準備上保持優勢，確保既得利

益。
27 

三、經貿問題 

中印兩國建國之初，經濟結構與發展程度相似，在各自歷經幾十年的發展後

，基本上可以滿足自己國家的發展需求。中印兩國的發展因採取了相類似的發展

策略，工業化程度十分接近。兩國的經貿發展都在積極轉型、擴大出口，由內需

轉外向型經濟發展，印度軟體業是發展比較突出的的類別，其餘雙方仍以廉價的

人力成本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由於兩國主要都是以低人力的密集勞動成本、資

源密集型的中、低階產品為主，再加上兩國發展屬性相近，導致雙方在出口方面

競爭激烈。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印度認為中國是中央計畫經濟國

家，原物料及產品價格由國家訂定，中國產品價格與實際物價不符，不能反映真

實成本，廉價的中國製造產品充斥印度國內市場。由於經貿發展訊息交流有限，

認為中國的產品對印度低價傾銷，發起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調查。 28例如，

1994-2010年，印度對中國化工產品反傾銷案件佔同期國外對中國化工產品反傾銷

總數的37.5%。與此同時，在印度對中國發起的147起反傾銷案件中，涉及化工產

品的案件占比約為60%。29另外，印度商工部門2009年對中國注塑機徵收60%-174%

反傾銷稅。30因此，印度對中國在經貿的認知產生下列幾個面向問題： 

第一、兩國貿易不平衡加大。中國自印度的進口以鐵礦等資源性產品為

主，中國對印度出口以工業製成品為主。以2009年、2010年為例，印度對中國

                                                 

27羅會鈞、許淳凱，〈中印關係的回顧與思考〉，《雲夢學刊》，第31卷第6期 (2010年)，頁64。 
28李敏，〈中印貿易摩擦及未來發展前景〉，《商場現代化》，第622期 (2010年)，頁4-5。 
29〈全球對華化工行業貿易救濟案件的特點與趨勢〉，《中華財經首頁》，

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20513/718197.shtml（檢索日期：2015年5月27日)。 
30〈印度政府選擇反傾銷稅保護塑膠行業〉，《塑料製造》，第S9期 (2014年)，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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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逆差日益擴大。312005年中印雙邊貿易額187億美元，中國對印度貿易額占中

國對外貿易總額的0.8%，印度對中國貿易額占印度對外貿易總額的5%。32雙邊貿

易仍有很大發展空間。2010年中印雙邊貿易額617.4億美元，印度對中國出口的貨

物額208.6億美元，中國出口印度貨物額為408.8億美元，貿易逆差200億美元。2011

年前8個月雙邊貿易額481.7億美元，印度對中國出口額156.8億美元，中國對印度

出口額324.9億美元，印度對中國的雙邊貿易逆差達168億美元。33因此，中印雙邊

貿易發展雖持續熱絡，雙邊貿易逆差確持續擴大。 

第二、貿易保護活動日益加強。反傾銷是印度對外採取的唯一貿易救濟手段

。但自2008年以來印度開始使用貿易救濟措施中的調查手段，對中國開始啟動使

用反補貼調查，並重新使用保障措施手段，限制並避免確保中印雙方產品在市場

的衝突，濫用貿易救濟措施情況相當嚴重。34印度業界於2008年10月對進口自中

國的亞硝酸鈉提起反補貼調查申請，2009年印度對中國亞硝酸鈉正式啟動反補貼

調查程式，這也是印度對外實施第一起反補貼調查。35 

第三、印度認為中印的經貿發展問題，主要在於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

在資金、出口等方面都存在競爭關係，中國低廉的人力成本使中國製造業擁

有更強的競爭力。吸引大量外資投入中國廣大市場，間接對印度的經貿發展

構成威脅。36 

第四、中印經貿互補認知。中國經貿發展主要依賴製造業，印度主要得

                                                 

31同前註27，頁64。 
32〈論中印貿易發展的機遇與障礙〉，《全刊雜誌賞析網》，

http://doc.qkzz.net/article/5b02a9ad-8d21-48af-89aa-675e8c186aed.htm（檢索日期：2015年5月27

日)。 
33〈經貿關係〉，《印度駐華大使館》，

http://www.indianembassy.org.cn/Chinese/DynamicContentChinese.aspx?MenuId=3&SubMenuId=0

（檢索日期：2015年5月27日)。 
34同前註27，頁64。 
35同前註29。 
36姜大為，〈中國的和平發展是對世界的巨大貢獻－駁中國威脅論〉，《中州學刊》，第1期 (2007

年)，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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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於軟體服務業，中國和印度經濟崛起的道路雖然有所不同，但在發展過程

中產生競合。
37只有增加相互間的信任和共同利益，加強經貿交流，抑制和化

解消極因素，中印關係才能穩定改善。38 

四、安全問題 

中國威脅論在中國的周邊國家時有所聞，最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的軍事發展所

投注龐大的軍費，雖然對外宣稱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逐年下降，但在

中國經貿快速發展的支持下，軍費的實際支出金額確是逐年增加。例如中國在

2003年GDP為135822億美元，軍費1908億美元，軍費佔GDP比1.4％；2013年GDP

為568845億美元，軍費7201億美元，軍費佔GDP比1.26％。39由軍費佔GDP比由1.4

％降到1.26％來看是逐年下降，但由軍費支出來看確是由1908億美元上升到7201

億美元。 

印度國防部長喬治費爾南德斯（George Fernandes）認為，中國的發展局勢是

不利印度的國家利益，未來它可能帶來許多問題。因此，認為中國軍事現代化及

與巴基斯坦、緬甸的密切交流關係，已成為印度在國家安全的一大隱憂。40因為

中國的國防現代化不僅具有進攻性，而且對地區和全球的安全環境產生很大的影

響。中印之間是鄰國，邊界問題也一直沒有解決，作為印度鄰國，中國對印度所

造成的安全威脅，顯然是出於地緣政治和安全防範的考量。41 

                                                 

37郭瑜，〈中印崛起與兩國經貿交流合作前景分析〉，《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第32卷第4期 (2010

年7月)，頁1-6。 
38蕭美惠、林國賓譯，Aaron Chaze著，《印度：下一個經濟強權（India : An Investor's Guide to 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臺北：財訊出版社，2007年)。 
39〈中國軍費歷年一覽〉，《網易》，http://news.163.com/special/junfei/（檢索日期：2015年4月20

日)。 
40同前註36，頁3。 
41同前註26，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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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治外交 

中印政治關係是亞洲地區各國間雙邊關係最為複雜其中之一。由於雙方在地

緣上是鄰居，也是地區內最大的開發中國家，崛起的時期也相近，因此很容易由

自身的利益角度去處理雙邊關係的發展。印度是第一個承認接受中國這個社會主

義的國家，並與中國在1950年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說明在上世紀中印間發展應朝

良性互動發展，但事與願違，兩國之間有著諸多的不確定潛在因素橫亙，如邊界

與領土問題，以及在地緣政治立場之爭等，使雙方的合作前景更加脆弱。 

因此，雙方在面對潛存難解的問題，應擇選擱置，加諸一些新的觀點或概念

，如温家寶在2005年訪印時雙方決定將雙邊關係定調為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作

夥伴關係，雙方重新啟動互信機制建設進程，在西藏問題上簽署諒解備忘錄，在

邊界問題上雙方建立代表會晤機制。雙方由政治角度尋求爭端解決方案。中印雙

方都希望周邊情勢穩定，也存在共同利益，雙方在面對影響地區穩定與安全議題

時，都能協調彼此立場，對於未來發展良性雙邊關係將有明顯助益。 

壹、高層互訪建立共識 

2003年，印度總理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訪問中國，這是自1993年

以來印度首位訪問中國的總理，雙方對國際新秩序的建立、發揮聯合國的作用，

以及伊拉克戰爭及其影響，和反恐合作等交換意見。兩國在新德里首次對邊界問

題啟動特別代表機制舉行會談。422006年胡錦濤對印度進行國事訪問，這是中國

國家元首自1996年以來首次訪問印度，也是中印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後第一次

訪問。雙方發表《聯合宣言》，制定十項深化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戰略要項，並

簽署涵蓋政治、經貿、文化等各領域的13份合作文件。43胡錦濤並在印度科學宮

發表了題為《攜手拓展合作，共創美好未來》的政策演講，指出中印關係具有全

                                                 

42
Annual-Report-2003-2004 (New Delh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05), 

16. 
43

Annual-Report-2006-2007 (New Delh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0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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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性意義，早已超出雙邊範疇，強調歡迎印度發展，印度的發展對中國不是威脅

，而是機遇。
44印度回應，互利合作而不是相互競爭的態度來看待、處理印中關

係。印中加強友好合作對世界形勢產生正面的影響，印度重視印中關係，同中國

發展穩固、友好關係是印度的共識。印方認為任何力量都不會阻礙印中關係的發

展。
45 

貳、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2003年雙方就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地區及國際問題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印度共和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宣言》，確認發展長期夥伴關係。印度在《宣

言》中承認西藏自治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份，為雙方在領土及邊界爭

端上創造和解契機。雙方由政治角度出發，任命特別代表處理邊界問題，探討解

決邊界問題框架。46雙方同意續持良性發展關係，睦鄰友好與互利合作。2005年4

月9-12日，溫家寶訪問印度，簽署《中印聯合聲明》，宣佈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

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並訂定2006年為「中印友好年」，顯示雙方進入戰略合作

夥伴關係。47 

參、加強合作共同發展 

2008年，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訪問中國，雙方簽署《的

共同展望二十一世紀》，內容函蓋各領域合作的十個文件。482009年，雙方領導人

認同現階段外交成果，並同意繼續努力，及在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上建立政治互信

和理解。強調世界有足夠空間供中印共同發展，也有足夠領域供中印開展合作。

                                                 

44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規劃司編，《中國外交2007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

，頁128。 
45

Annual-Report-2006-2007, 6. 
46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規劃司編，《中國外交2004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

，頁7，139。 
47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規劃司編，《中國外交2006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

)，頁132。 
48

Annual-Report-2008-2009 (New Delh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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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010年12月中國應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之邀，由溫家寶正式進行訪印行程。期

間溫家寶在印度世界事務委員會發表題為《共鑄東方文明新輝煌》的重要政策演

講。雙方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聯合公報》，雙方認為世界有足夠

空間供中印共同發展，也有足夠領域供中印開展合作。雙方決定加強戰略溝通，

建立兩國領導人定期互訪機制和外長年度互訪機制。50 

肆、區域合作交流對話 

胡錦濤與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在2007年八國集團同開發中國家領導人對話

期間會晤。51溫家寶與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分別於1月、11月宿務東亞峰會和新加

坡東亞峰會期間會晤。雙方認為兩國關係已超越雙邊範疇，具有全球性和戰略性

。兩國不是對手，是朋友和夥伴。雙方決定繼續推進「十項戰略」，更加深化發

展關係。
52 

胡錦濤上任之後與印度五次主要關鍵互訪所累積的成果，使雙方在政治交流

互動中關係有所改善。分別為印度總理瓦傑帕伊2003年訪問中國，中國總理溫家

寶2005年、2010年訪印，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2006年訪印，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

2008年訪問中國等。雙方至今已建立了近40項涵蓋不同部門的對話機制。印度和

中國領導人也已在區域、多邊等區域、國際性場合會晤，其目的不外乎增加交流

與瞭解，為中印共同發展帶來契機。53（見表4- 5） 

綜上分析，中印在地緣政治關係上的本質是「共存」，而共存的主要表形式

是合作或是競爭。其結果端看雙方決策而決定，對於中國對外政策來說，中印關

                                                 

49
Annual-Report-2009-2010 (New Delh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11), 8. 

50
Annual-Report-2007-2008 (New Delh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09), 7. 

51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規劃司編，《中國外交2008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

，頁4。 
52同前揭註，頁103-104。 
53〈政治關係〉，《印度駐華大使舘》，

http://www.indianembassy.org.cn/Chinese/DynamicContentChinese.aspx?MenuId=2&SubMenuId=0（檢索

日期：2015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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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是較難處理解決的其中之一，其主要原因是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以及後續因

發展衍生的國際地位雙方認知上的問題。如果雙方僅從地緣政治競爭的角度來處

理雙方事務，則雙方的關係將陷入囚徒困境中。其結果是雙方利益都受到一定程

度的損害，這也不是雙方所樂見的。「共存」就必須面對雙方的問題加以解決，

就雙方目前而言所面對的問題不能說不重要，但共存顯示兩國最適合的相處方式

是在可能合作的領域尋求機會，在矛盾和分歧的地方力降低摩擦、擱置爭議，對

雙方未來前景至關重要。
54因此，胡錦濤自2003年起即持續與印度簽署相關宣言

與聲明，為中印關係改善與合作深化，謀求最佳契機。（見表4- 6） 

  

                                                 

54同前註51，頁17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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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5 中印2003-2013年間官方交流 

項次 中印官方交流事件 

1.  

2003年印度總理瓦傑帕伊自1993年以來首次訪華，簽署《中華人民共和
國和印度共和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宣言》。就邊界問題任命特別代表
，由政治角度出發，探討解決邊界問題框架。中印關係進入新的發展階
段。兩國對邊界問題啟動特別代表機制，並在新德里舉行首次會談。 

2.  2003年印度總理瓦傑帕伊訪華時，與溫家寶就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達成共
識。 

3.  

2004年11月總理溫家寶與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共同出席在萬象的東協高
峰會，期間雙方會晤，同意深化中印睦鄰有好與互利合作關係。12月印
度遭受印度洋海嘯襲擊，胡錦濤與溫家寶分別致電印度總統卡拉姆與總
理曼莫漢辛格，表達中國關心之意。 

4.  2004年是中印共同倡議和平共處五原則50周年，由中方單獨與印方共同
舉行相關活動。 

5.  

2005年1月中印在新德里舉行首次戰略對話，雙方就國際地區形勢和雙邊
關係等重大問題交換意見，並達成共識。3月14日溫家寶在全國人大第
三次會議的記者招待會中表示，希望中印建交55周年成為中印友好合作
的新起點。4月31日胡錦濤、溫家寶、李肇星分別致電印度總統阿卜杜
爾卡拉姆、總理曼莫漢辛格、外長納特瓦爾辛格。雙方表示願在和平共
處五原則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中印睦鄰友好與合作。4月9-12日，國務院
總理溫家寶對印度正式訪問，兩國簽署《中印聯合聲明》，宣佈建立面
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將2006年定為「中印友好年」，顯
示兩國關係進入戰略合作關係。 

6.  

2006年11月20-23日，胡錦濤對印度進行國事訪問，這是中國國家元首10
年來首次訪問印度，也是中印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後第一次訪問。雙
方發表《聯合宣言》，制定深化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十項戰略。胡錦濤
在科學宮發表題為《攜手拓展合作，共創美好未來》的政策演講。中印
關係已超出雙邊範疇，具有全球性意義，強調中國歡迎印度發展，印度
的發展對中國不是威脅，而是機遇。印度同樣表示，以互利合作的眼光
而不是相互競爭的態度來看待和處理印中關係。 

7.  

2007年中印間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持續良性發展。雙方高層
互動持續加深，6月，胡錦濤與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在八國集團同開發
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期間會晤。溫家寶與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分別於1月
、11月宿務東亞峰會和新加坡東亞峰會期間會晤。雙方決定繼續推進「
十項戰略」，更加深化發展關係。55 

                                                 

55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規劃司編，《中國外交2008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

，頁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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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08年1月13日至15日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訪問了中國，同溫家寶總理舉
行正式會談，並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中國全國人大吳邦國委員長會
晤。發行印度和中國之間《二十一世紀的共同展望》，雙方簽署了涵蓋
各領域的合作10項文件。 

9.  

2009年6月15日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博士在上合組織葉卡捷琳堡/金磚四
國峰會會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總理和中國總理溫家寶對東亞/
東協峰會的利潤率在泰國華欣舉行會議於2009年10月對外事務部長師利
克裡希納會見了中國外交部長楊先生楊潔篪在普吉島（泰國）於2009年
在東亞峰會部長級會議，並隨後在班加羅爾2009年10月27日在對俄印中
國（RIC）三方外長會議期間的利潤7月22日。在這些會議期間，有意見
卓有成效的交流與領導人同意繼續並加強努力，在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
兩國之間的精神建立政治互信和理解。領導人還強調了巨大的範圍，雙
邊關係和新興的一致性上所面臨的兩個國家，如創建一個新的全球架構
，氣候變化，支持發展換句話說可持續發展和全球金融新秩序的戰略的
全球性問題。 

10.  

2010年中印建交60周年，雙方以戰略合作夥伴的關係良性發展，在各領
域的發展上亦有明顯的互動。2010年4月胡錦濤與印度總理辛格出席在巴
西舉辦的金磚四國領袖第二次會議期間雙方會晤。10月總理溫家寶在越
南河內舉辦的東亞峰會與印度總理辛格會晤。12月15-17日，中國應印度
總理辛格之邀，由溫家寶對印度正式進行訪問行程。期間溫家寶在印度
世界事務委員會發表題為《共鑄東方文明新輝煌》的重要政策演講，並
同辛格總理共同出席中印建交60周年所舉辦的紀念活動。雙方發表《中
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聯合公報》，一致認為世界有足夠空間供中
印共同發展，也有足夠領域供中印開展合作。 

11.  

2011年4月13日，雙方領袖在金磚國家峰會會晤，就雙邊關係的發展表示
滿意。2011年11月18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印尼巴厘島會見印度總理
辛格。兩國總理一致表示，將繼續支持兩國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的工作，
推動邊界問題解決進程，共同維護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 

12.  

2012年1月17日，印度總理辛格在新德里會見了中印邊界問題中方特別代
表、國務委員戴秉國。雙方願共同努力，推動各領域合作向前發展，在
國際事務中緊密合作，共同維護開發中國家利益。2012年3月29日，胡錦
濤在新德里會見了印度總理辛格，就中印關係發展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
地區重大問題交換意見。兩國領導人共同宣佈2012年為「中印友好合作
年」，表示要以此為契機把中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提升。雙方還在2012
年6月18日墨西哥洛斯卡沃斯舉辦的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要共同致力
於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堅持加強財政和金融部門磋商，在國際社會努
力發揮積極作用。 

13.  

2013年1月10日，印度總理辛格在新德里會見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戴秉
國轉達了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的親切問候，轉交了習近平總書記致
辛格的信。習近平總書記在信中表示，中印關係近年來持續穩定發展，
給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了切實利益。 

資料來源：〈中國－印度外交關係〉，《看見中國》，
http://www.showchina.org/zwgxxl/zgyd/200706/t117104.htm (檢索日期：2015年3月
1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9 

表4- 6 胡錦濤任內中印雙方簽署重要宣言 

2003～2013年中印雙方簽署宣言 
簽署時間 協議 內容概要 

2003年 
6月23日 

中華人民共和
國和印度共和
國關係原則和
全面合作的宣
言 

兩國友好合作符合中印社會經濟發展與繁榮的需要
，符合促進地區與全球和平與穩定的需要，也符合
推進世界多極化和利用全球化積極因素的需要。 

2005年 
4月11日 

中華人民共和
國與印度共和
國聯合聲明 

雙方認為中印關係進入了全面發展階段。高層互訪
強化信任與理解。雙邊貿易與經濟合作迅速增長，
其他領域交流合作日益擴大。在解決兩國問題方面
逐步取得進展。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雙方保持了
良好溝通合作。雙方長期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進展
順遂。 

2005年 
6月2日 

中華人民共和
國、俄羅斯聯
邦和印度共和
國外交部長非
正式會晤聯合
公報 

三國外長對中俄、中印和俄印雙邊關係快速發展表
示滿意。加強中俄印三邊夥伴關係符合三國長遠的
國家利益。發展三方具體領域的互利合作，將對鞏
固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作出實質性貢獻。 

2006年 
11月21日 

中華人民共和
國外交部和印
度共和國外交
部合作議定書 

雙方承諾遵守2003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
和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制定的基本原則
；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睦鄰友好和
互惠的關係，堅信促進不同層面就雙邊關係和共同
感興趣的地區及國際問題進行對話與交流，有助加
強兩國相互理解和信任，有必要進一步鞏固和加強
雙方的對話與磋商機制，並使其制度化。 

2006年 
11月21日 

中華人民共和
國與印度共和
國聯合宣言 

重申兩國總理2003年6月23日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和印度共和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和
2005年4月11日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
國聯合聲明》，體現中印關係未來發展的共識和基本
原則。 

2007年 
2月14日 

中華人民共和
國、印度共和
國和俄羅斯聯
邦外交部長會
晤聯合公報 

三方會晤機制加深三國的相互理解和信任，願繼續
就共同關心的問題舉行最高層磋商，以促進三國發
展及地區和世界的和平、安全與穩定。 

2008年 
1月14日 

中華人民共和
國和印度共和
國關於二十一
世紀的共同展
望 

雙方認識到都肩負著確保兩國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
持續發展，推動亞洲和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歷史
責任。確信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友好和互信的關係
，充分理解彼此的關切和願望。中印友誼和共同發
展將對國際體系的未來產生積極影響。 

2008年 
5月15日 

中華人民共和
國、俄羅斯聯
邦和印度共和
國外交部長會
晤聯合公報 

積極深化三國對話與協作，重視人文領域的合作潛
力。促進和保護人權及基本自由方面開展國際合作
意義重大，該合作應充分考慮到每個國家的歷史和
文化特點，尊重不同文明的傳統價值觀。 

2008年 
5月16日 

中國、俄羅斯
、印度、巴西
四國外交部長
會晤聯合公報 

強調開展對話基於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
，對解決全球發展領域的緊迫問題有著相同或相近
的看法。共同努力，並與其他各國合作，加強國際
安全與穩定，確保各方享有平等的發展機會。重申
當今世界秩序的基礎應是國際法治、加強多邊主義
和發揮聯合國的中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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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10月27日 

中華人民共和
國、印度共和
國和俄羅斯聯
邦外交部長會
晤聯合公報 

注意到中國、俄羅斯和印度三方正在推進的合作，
深化和加強三方各領域合作，促進區域和平與穩定
。加強接觸有利於提升整體影響力，推動國際關係
民主化進程，推進多極世界發展，反映世界文化和
文明的多樣性。 

2010年 
11月15日 

中華人民共和
國、俄羅斯聯
邦和印度共和
國外交部長第
十次會晤聯合
公報 

會晤機制深化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協調與合作，有
利於推動多邊主義，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重申中
、俄、印合作不針對其他任何國家。 

2010年 
12月16日 

中華人民共和
國和印度共和
國聯合公報 

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開發中國家，中印肩負著確
保兩國經濟社會全面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歷史責任
，對推動亞洲乃至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貢獻。中印
關係超越雙邊範疇，具有全球和戰略意義。雙方歡
迎對方的和平發展，認為這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
。兩國關係的發展為加強雙方合作提供了不斷增長
的機遇。世界有足夠空間供中印共同發展，也有足
夠領域供中印開展合作。重申遵守2003年《中華人
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
》、200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聯合聲
明》、2006年《中印聯合宣言》和2008年《中印關
於21世紀的共同展望》，確定發展中印關係的基本
原則和共識。雙方決定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相互
尊重和照顧彼此關切和願望的基礎上，加強戰略溝
通，深化和充實中印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
伴關係的內涵。 

2012年 
4月15日 

中俄印外長第
11次會晤聯合
公報 

重申中國、俄羅斯、印度三國建設性合作的重要意
義，強調三國合作不針對其他任何國家，有助於推
動地區和平、安全和穩定，並造福於三國人民。 

2013年 
5月20日 

中華人民共和
國和印度共和
國聯合聲明 

雙方重申遵循兩國領導人多年來共同確定的發展中
印關係的原則和共識，致力於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和相互照顧彼此關切和願望的基礎上，進一步鞏固
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中印面臨經
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機遇，實現兩國的發展將促進亞
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繁榮。雙方歡迎對方的和平發
展，認為這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作為世界上兩
個最大的開發中國家，中印關係超越雙邊範疇，具
有地區、全球和戰略意義。雙方視對方為互利夥伴
，而非競爭對手。 

資料來源：〈重要文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度共和國大使館》，
http://in.chineseembassy.org/chn/zygx/zywx/ (檢索日期：2015年1月10日)。 

第三節 軍事交流 

國家安全觀是國家對自身所處安全環境的認識和對威脅來源、種類的判斷 

，以及基於國家安全利益維護所採取應對之政策。國家安全觀與國家的總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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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決定一國的外交與國防政策，也決定其軍事交流的拓開形態和方式。56 

軍事交流是一個主權國家硬實力的展現，中印軍方互訪交流增多，藉共同舉

行海軍聯合演習、陸軍聯合訓練、反恐演習等，有助於增進彼此瞭解，建立軍事

安全磋商機制。表明兩國在建立政治和軍事互信方面已有明顯改善。 

壹、戰略對話 

中印兩國在軍事領域交流與合作進一步發展。2006年5月印度國防部長普拉

納布慕克吉（Pranab Kumar Mukherjee）訪問中國，雙方簽署《中印防務領域加強

交流與合作的諒解備忘錄》。57同意召開軍事與安全年度國防戰略對話，以加強雙

方軍事交流與互信。2007年11月在北京舉行中印首屆軍事與安全戰略對話。
58雙

方同意進一步軍事交流合作及軍事聯合演訓。2008年11月在印度貝爾高姆舉行第

二屆軍事與安全戰略對話。59同意在軍事合作上加強互信與合作。2010年1月在北

京舉行第三屆軍事與安全戰略對話。雙方就如何提高中印軍事交流實施討論。60 

第三屆軍事與安全戰略對話後，因中國拒絕向一名在爭議地區克什米爾工作

的印度將領發放簽證，導致兩國軍事交流中斷。612011年因中國與越南南海爭端

問題，印度在9月無視中國外交部的警告插手中越南海爭端，造成雙方關係緊張

。62第四屆軍事與安全戰略對話如期在2011年12月印度新德里舉行。63雙方就區域

和全球安全觀點、兩國軍事交流與合作交換意見，有助於增進雙方瞭解和互信。

                                                 

56韓獻棟、金淳洙，〈中國軍事外交與新安全觀〉，《現代國際關係》，第2期(2008年)，頁54。 
57同前註2。 
58同前註51，頁104。 
59

Annual-Report-2008-2009, 6. 
60

Annual-Report-2010-2011 (New Delh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12), 7. 
61〈中印兩國防長同意恢復聯合軍事演習〉，《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2/09/120904_india_china_talks.shtml（檢索

日期：2015年5月30日)。 
62吳兆禮，〈中國與印度：包容、關切與挑戰〉，收錄《亞太地區發展報告（2012）》，李向陽主編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頁221。 
63

Annual-Report-2011-2012 (New Delh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1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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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中印第五次軍事與安全戰略對話在北京舉行。64雙方就國際和地區反恐

形勢及雙邊反恐合作等問題交換意見。就中印雙邊透過機制性的戰略對話，對於

軍事交流與合作方面，有助雙方互信與理解，更有助地區維穩，建立安全信任措

施與機制。 

貳、交流互訪 

2003年4月印度國防部長喬治費爾南德斯（George Fernandes）應邀訪中，雙

方同意發展友好關係。費爾南德斯回到印度後，代表印度政府和國防部致贈中國

抗「非典（SARS）」藥品。兩軍加強交流，互訪團增多。印度陸軍第四軍軍長馬

亨德拉。辛格中將訪問中國西藏自治區。
65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吳銓敍上

將訪印，中國空軍代表團和中國國防大學代表團分別訪印。66 

2004年3月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委員兼國防長曹剛川上將出訪印度，雙方

為進一步加強軍事友好合作達成共識。中國軍事科學院和國防大學代表團分別訪

印。6712月印度陸軍參訪長維吉上將訪中。印度空軍、陸軍代表團分別訪中。68 

2005年5月中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梁光烈上將

對印度進行非正式友好訪問。兩國同意在軍事領域加強交流合作，繼續推動兩國

睦鄰友好與互利合作。12月中國海軍艦艇編隊對印度科欽港進行訪問。699月印度

內政部長帕蒂爾訪中，公安部與印度內政部簽署《兩部會合作備忘錄》。70 

                                                 

64
Annual-Report-2013-2014 (New Delh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15), 5. 

65
Annual-Report-2003-2004, 15-16. 

66同前註46，頁140。 
67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規劃司編，《中國外交2005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

，頁130。 
68

Annual-Report-2004-2005 (New Delh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06), 3. 
69同前註44，頁129。 
70

Annual-Report-2004-200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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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印度參謀長委員任主席兼陸軍參謀長辛格上將訪中。712008年中國

海軍訪問印度1-5空軍參謀部，11月印度首席參觀珠海航展。722009年，印海軍參

謀長梅赫塔上將訪中，並參加中國海軍成立60周年慶典活動。印東部軍區司令維

傑庫馬爾辛格率印度高級軍事代表團訪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葛振峰上

將和西藏軍區司令員舒玉泰分別率團訪印。中國海軍｢深圳號｣導彈驅逐艦訪印。

732011年6月印邊防部隊代表團訪中。742012年5月中國海軍「鄭和」號訓練艦訪印

。6月印度4艘海軍艦艇訪問上海。9月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梁光烈訪印。752013年

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戚建國率團訪印。7月印國防部長安東尼訪問中國

。76 

中印雙方在戰略對話之後，透過實質的交流、互動，增進各軍種、兵種間認

知與效能，在軍事層面加強各種軍事作為透明度的呈現，對於雙方建立軍事互信

機制，以及未來各項合作以應對非傳統安全與傳統安全問題，有實質上的助益。 

參、聯合軍事演習 

2003年11月14日，印度海軍艦艇編隊對上海進行友好訪問，中印海軍軍艦在

上海附近和東海海域進行演習代號「海豚0311」聯合搜救演習。772004年8月28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印度軍隊邊防部隊在西藏自治區普蘭縣境內舉行聯合登山訓

練活動。這是中印兩軍邊防部隊首次在邊境地區舉行聯合登山訓練。78 2005年12

月1日中國海軍由「深圳」號導彈驅逐艦和「微山湖」號綜合補給艦組成的艦艇

編隊，在印度洋北部海域與印度海軍舉行代號為「中印友誼-2005」的聯合搜救

                                                 

71
Annual-Report-2007-2008, 7. 

72
Annual-Report-2008-2009, 7. 

73
Annual-Report-2009-2010, 8. 

74
Annual-Report-2011-2012, 7. 

75
Ibid., 8. 

76
Annual-Report-2013-2014, 5. 

77
Annual-Report-2003-2004, 19. 

78
Annual-Report-2004-200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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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習。中國海軍第二次與印度海軍舉行非傳統安全領域演習。79 

2007年12月19-25日在昆明中印雙方陸軍舉行「攜手—2007」聯合反恐訓練，

訓練共分展示交流、共同訓練和綜合演練三個階段。這是中印陸軍首次實施。80。

2008年12月6-13日中印陸軍在印度貝爾高姆地區舉行代號為「攜手—2008」，這是

中印實施第二次聯合反恐訓練。
812013年11月5-15日在四川成都中印陸軍分遣隊舉

行代號「攜手－2013」聯合反恐訓練。代表中印軍事交流恢復熱絡。82 

中印間戰略對話層級互動良好，雙方軍事互信增加，對於雙方邊界與爭議領

土問題有正面助益。各軍種部隊演習交流、參觀活動等，有助於雙方互信的建立

。另外，聯合演訓可以增加磨合、互信與瞭解，對於非傳統安全問題的處理、應

對上，透過雙邊的協調合作，有助於確保周邊地區的穩定，亦可展現崛起大國與

負責任大國的地位。如中印海軍探討聯合打擊索馬利亞海盜等。83（見表4- 7） 

綜上分析，從中印軍事交流中可以看出幾個重點。一、中國軍事外交的行為

不再侷限於傳統思維，除了傳統安全的軍事交流外，也包含非傳統安全的不同形

式軍事合作。二、中國可以透過聯合軍演手段建立軍事溝通管道，有助於建立互

信及瞭解。確保雙方的互信與穩定，有助確保地區穩定，創造和平發展環境。而

軍事實力的發展對區域或全球而言確是兩面刃，一面可以透過交流維持地區與區

域穩定，並建立軍事互信措施。另一面則受到現實主義的影響，軍事發展的硬實

力對區域與全球維穩影響甚鉅。因此，中國針對國際對其軍事發展的硬實力感到

恐懼，只能積極、持續透過交流與建立互信，並更加公開、透明的軍事建設，使

地區或國際對中國的和平崛起更具信心，如此方能得到國際對其發展的助益，與

世界各國共同發展、共享成果。 

                                                 

79同前註47，頁133。 
80同前註51，頁104。 
81

Annual-Report-2008-2009, 8. 
82

Annual-Report-2013-2014, 7. 
83〈印度媒體稱中印海軍探討聯合打擊索馬利亞海盜〉，《華夏經緯網》，

http://big5.huaxia.com/zt/js/08-069/1444820.html（檢索日期：201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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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7 中印軍事交流（2003-2013年） 

項次 時間 地點 軍演類別或名稱 

1.  
2003年 

11月14日 

江蘇 

上海 

代號「海豚0311」聯合搜救演習。中國海軍首次

與印度海軍進行非傳統安全領域聯合演習。 

2.  
2004年 

8月28日 

西藏 

自治區 

中印聯合登山訓練活動。中印邊防部隊首次聯合

登山訓練。 

3.  
2005年 

12月1日 

印度洋 

北部海域 

代號「中印友誼-2005」聯合搜救演習。中國海軍

第二次與印度海軍舉行非傳統安全領域演習。 

4.  
2007年12

月19-25日 

雲南 

昆明 

代號「攜手—2007」聯合反恐訓練。中印陸軍首

次舉行聯合反恐訓練。 

5.  
2008年12

月6-13日 

印度 

貝爾高姆 

代號「攜手—2008」聯合反恐訓練。中印陸軍第

二次舉行聯合反恐訓練。 

6.  
2013年11

月5-15日 

四川 

成都 

代號「攜手－2013」聯合反恐訓練。中印陸軍第

三次聯合反恐訓練。代表中印軍事交流恢復。 

資料來源：〈中印將恢復聯合軍演近年來中印聯合軍演大盤點〉，《全球軍情》
，http://big5.china.com.cn/military/2013-05/21/content_28884480.htm（檢索日期：
2015年4月29日)。 

第四節 經貿、文化交流 

中印經貿關係是兩國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主要關鍵。已經建立部份制度性

機制，以鞏固和加強雙方的經貿合作。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05年4月訪印

簽署《啟動印度和中國之間財經對話諒解備忘錄》，分別在2006年4月、2007年12

月、2009年1月、2010年9月、2011年11月舉辦了五次財經對話及簽署聯合聲明。

闡明雙方就全球經濟面臨的新挑戰、印度和中國經濟形勢和政策、兩國結構性改

革進展，多邊框架下的合作，以及雙邊財經合作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84 

雖然中國對印度的經貿談不上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關鍵，但雙方在胡錦濤執政

10年來快速的經貿發展，顯示雙方可以通過積極的經貿關係弭補其他領域的問題

，尤其是雙方在歷史遺留下的邊界問題而衍生的互信不足，或許目前找不到最佳

的解決方法，仍可以透過積極的經貿往來，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 

                                                 

84同前註54，頁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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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在文化交流已有上千年的歷史紀錄，如佛教的東傳，這種信仰文化是文

化交流與傳承最佳的發展基礎。中印在發展文化關係中應重視人文領域與民間往

來合作。官方交流熱絡，民間藝文活動頻繁，雙方相互瞭解機會不斷增加，再加

上青年團及留學生等文化交流學習，有助於雙方外交軟實力的拓展，促進共同發

展。 

壹、經貿合作 

中印關係不斷改善為中印兩國經貿合作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雙方領導人的支

持，使發展節奏加快，2003年雙邊貿易額為76億美元，2004年雙邊貿易額為138

億美元，2005年雙邊貿易額187億美元，2006年雙邊貿易額為248億美元，2007年

雙邊貿易額為386億美元，852008年雙邊貿易額為517億美元，2009年雙邊貿易額為

433億美元，雖受金融危機影響，發展仍維持平穩，2010年雙邊貿易額為617億美

元，2011年雙邊貿易額為739億美元，862012年雙邊貿易額為687億美元， 2013年

雙邊貿易額為654.71億美元。87中印間經貿發展整體而言仍持續保持穩定，中國已

成為印度第一大貿易夥伴，印度則成為中國第十大貿易夥伴。88（見圖4-1） 

  

                                                 

85楊莉、楊光，〈中、印經貿關係現狀和發展分析〉，《國際經濟觀察》，第S4期(2010年)，頁102

。 
86楊文武、徐菲，〈後危機時代中印經貿合作研究現狀探析〉，《南亞研究季刊》，第4期(2012年)

，頁69。 
87同前註2。 
88〈2012年印度貨物貿易及中印雙邊貿易概況〉，《國別數據》，

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32986（檢索日期：2015年5月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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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1 中印雙邊貿易總額（2003-2013年） 

資料來源：楊莉、楊光，〈中、印經貿關係現狀和發展分析〉，《國際經濟觀察
》，第S4期(2010年)，頁102；楊文武、徐菲，〈後危機時代中印經貿合作研究現
狀探析〉，《南亞研究季刊》，第4期(2012年)，頁69；〈中國同印度的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yz_603918/1206_604930/
sbgx_604934/（檢索日期：2015年5月28日)。 

一、建立雙方合作框架 

印度總理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在2003年訪問時與中國簽署了科技

、海洋、司法、教育、文化、能源、簽證、邊貿等領域等10個合作文件。雙方貿

易額增長快速，經濟合作擴大，雙邊貿易進出總額為75.95億美元。89印度成為中

國在南亞地區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印經貿合作發展較快，已由單純的商品貿易逐

步擴展到工程承包、技術貿易等廣泛的經貿、技術合作。邊境貿易有所發展，雙

方簽署《關於擴大邊境貿易的備忘錄》，建立財政金融對話與合作機制，決定組

成經貿聯合研究小組，研究制定中印經貿發展規劃。90為後續經貿發展奠立發展

基礎。 

                                                 

89
Annual-Report-2003-2004, 17. 

90同前註46，頁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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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雙邊貿易增長迅速，經濟合作領域不斷拓展。10月兩國經貿聯合研究

小組完成中印區域貿易可行性研究。另外成立的還有貿易、農業、能源聯合工作

組。
912010年，印度商工部長阿南德夏爾瑪訪問中國，出席中國印度經貿科技聯

合小組第八次會議，雙方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和印度共和國商工部聯合

經濟工作組關於擴大貿易和經貿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同意雙方戰略經濟對話（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92 

二、經貿文件簽署 

2005年4月中印簽署《全面經濟合作五年規劃》，提出雙邊貿易發展具體目標

，決定對中印自由貿易區進行協商。2006年9月中印在北京簽署《科技合作備忘

錄》，確定成立中印科技合作指導委員會，有助於雙方加強科技合作，促進科技

交流與發展。11月雙方簽署《關於促進和保護投資的協定》，鼓勵雙方相互投資

，且為對方投資者提供國民和最惠國待遇，以更好的保護投資者權益，促進雙邊

貿易正常快速發展。93 

2008年雙方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於二十一世紀的共同展望

》，2010年中印共同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聯合公報》，確立2015年

雙邊貿易額達到1000億美元目標，並拓展在基礎設施、環境、資訊技術、電信、

投資和財金等領域的合作。這些指導性文件為中印經貿合作提供制度的性遵循依

據。94（見表4- 8） 

  

                                                 

91
Annual-Report-2007-2008, 8. 

92
Annual-Report-2010-2011, 8. 

93〈印度駐華使館官員稱中印科技合作步入快速路〉，《中華網》，

http://www.china.com.cn/tech/txt/2008-01/14/content_9525865.htm（檢索日期：2015年5月27日)

。 
94同前註86，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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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8 中印經貿雙邊協議（2003-2013年） 

項次 時間 地點 簽署內容 

1.  
2003年 

6月23日 
北京 

《印度共和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擴

大邊境貿易之諒解備忘錄》 

2.  
2003年 

6月23日 
北京 

《印度共和國農業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品質

監督檢驗檢疫總局關於印度出口芒果至中國之植

物檢疫要求之協定》 

3.  
2004年 

7月21日 
北京 

《印度共和國資訊廣播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

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之諒解備忘錄》 

4.  
2005年 

4月11日 
新德里 

《印中聯合研究小組關於全面貿易和經濟合作之

報告》 

5.  
2005年 

4月11日 
新德里 《關於啟動印中財經對話之諒解備忘錄》 

6.  
2005年 

4月11日 
新德里 《關於啟動印中財經對話之諒解備忘錄》 

7.  
2005年 

4月11日 
新德里 

《關於印度出口葡萄至中國之植物檢疫要求協定

》 

8.  
2005年 

4月11日 
新德里 

《關於印度出口苦瓜至中國之植物檢疫要求協定

》 

9.  
2005年 

4月11日 
新德里 《海關事務合作和行政互助之協議》 

10.  
2005年 

4月11日 
新德里 《民航諒解備忘錄》 

11.  
2005年 

4月11日 
新德里 《關於印中電影合作委員會之協定》 

12.  
2005年 

9月15日 
新德里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部與印度共和國礦產

部關於採礦領域合作之諒解備忘錄》 

13.  
2006年 

1月12日 
北京 

《關於加強石油和天然氣領域合作之諒解備忘錄

》 

14.  
2006年 

3月28日 
新德里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與印度共和國農業部關

於農業領域合作之諒解備忘錄》 

15.  
2006年 

9月 
北京 《科技合作諒解備忘錄》 

16.  
2006年 

11月21日 
新德里 

《關於印度出口大米至中國之植物檢疫要求協定

》 

17.  
2006年 

11月21日 
新德里 《關於出口貨物（鐵礦石）檢驗之諒解備忘錄》 

18.  
2006年 

11月21日 
新德里 

《印度農業研究理事會和中國農業科學院之間的

諒解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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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06年 

11月21日 
新德里 

《印度遠期市場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

會關於商品期貨監管合作之諒解備忘錄》 

20.  
2006年 

11月21日 
新德里 《關於雙邊投資保護和促進之協定》 

21.  
2006年 

12月17日 
北京 

《關於在第三國聯合勘探、生產和採購石油及天

然氣資源之諒解備忘錄》 

22.  
2008年 

1月14日 
北京 

《印度計畫委員會和中國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

關於合作之諒解備忘錄》 

23.  
2008年 

1月14日 
北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于二十一世紀

的共同展望》 

24.  
2008年 

1月14日 
北京 

《印度共和國鐵道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關

於合作之諒解備忘錄》 

25.  
2008年 

1月14日 
北京 

《印度共和國住房與城市減貧部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建設部之間諒解備忘錄》 

26.  
2008年 

1月14日 
北京 

《印度地質調查局和中國地質調查局在地球科學

方面之科學合作諒解備忘錄》 

27.  
2008年 

1月14日 
北京 

《印度農業和農村發展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

關於相互合作之諒解備忘錄》 

28.  
2008年 

1月14日 
北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品質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與

印度共和國農業部關於印度對華出口煙葉之植物

檢疫要求之協定》 

29.  
2010年 

1月19日 
北京 

《印度共和國商業和工業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商

務部聯合經濟小組關於擴大貿易和經濟合作之諒

解備忘錄》 

30.  
2010年 

12月16日 
新德里 

《印度儲備銀行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之

諒解備忘錄》 

31.  
2010年 

12月16日 
新德里 

《印度進出口銀行和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之諒解備

忘錄》 

32.  
2011年 

9月26日 
北京 《第一次戰略經濟對話商定記錄》 

資料來源：〈經濟和貿易關係〉，《印度駐華大使館》，
http://www.indianembassy.org.cn/Chinese/Default.aspx（檢索日期：2015年4月29日)
。〈雙邊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yz_603918/1206_604930/
sbgx_604934/（檢索日期：2015年5月29日)。 

三、經貿對話機制建立 

2011年9月26日，第一個戰略與經濟對話體在北京成立，雙方同意加強戰略

經濟對話，經濟政策協調，共同應對出現在經濟發展的問題和挑戰。設定雙邊貿

易額目標，以及到2015年同意採取更多優惠措施，促進印度對中國的出口，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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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貿易赤字。另對雙方審議業務問題和擴大貿易和投資合作提出建議。95 

戰略與經濟對話體優先對各自貨幣和財政政策、兩國的投資政策、能源節約

和環境保護等方面政策的探討。重點在對貿易、農業、能源、投資及基礎設施、

水資源管理、能源效率的審議，雙方簽署了《第一次中印戰略經濟對話商定記錄

》。96 

綜上述，中國和印度是全球兩大新興經濟體，同為金磚國家成員，又是鄰居

。而經貿發展模式各有特色，以經貿觀點來看兩國未來合作潛力強。兩者經濟結

構互補性大於競爭性，經貿發展階段的落差創造了合作、互補機會。97由2003年

-2013年這十年的時間來看，儘管受到2008年金融風暴的影響，在雙邊投資量和貿

易量仍維持穩定。在雙邊、區域、全球合作領域共同利益不斷增加。這都有利促

進雙方良性互動與發展。 

貳、文化交流 

文化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展現，也是綜合國力展現的重要一環。但是國與國

之間往往從政治經濟層面著手，忽略了多元文化或不同文明體系的融合與交流。

自冷戰結束後文化的力量在綜合國競爭中的地位與作用越來越明顯，是構建國與

國之間發展最佳的軟實力基礎。因此，中印之間的文化交流對於雙邊關係有緩和

作用，有助於解決橫亙雙方之間暫時無法解決的問題。 

一、交流文件簽署 

2003年，兩國簽署《中印文化合作協定2003年至2005年執行計畫》和《中印

                                                 

95
Annual-Report-2010-2011, 9. 

96同前註35。 
97田豐，〈中印經貿合作前景展望及政策建議〉，《國際經濟合作》，第10期(2014年)，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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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在兩國首都互設文化中心的諒解備忘錄》。982005年，7月中國國家體育總局

局長﹑中國奧委主席劉鵬訪問印度，兩國簽署《體育合作諒解備忘錄和交流議定

書》。
992011年為「中印交流年」，雙方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印度共和國

政府文化合作協定2010-2012年執行計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

印度共和國外交部關於新聞媒體交流備忘錄》等文件。
100為文化交流奠立交流基

礎與依循準據，有助雙方深化交流活動。 

二、官方交流 

2003年，印度總理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決定在河南洛陽打造一座

印度風格的佛寺，總統普拉蒂巴帕蒂爾（Pratibha Devisingh Patil）在2010年5月訪

華期間為該寺舉行了開幕典禮。2007年2月，那蘭陀市的玄奘紀念館開幕。2008

年6月，兩國發行聯合郵票，一款郵票描繪的是菩提迦耶的摩柯菩提寺，另一款

描繪的是洛陽的白馬寺。101 

2003年，中國文化、教育、農業、國家食品和藥品監督管理局等代表團分別

訪印。2003年2月15日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為期兩天的中國－印度名人論壇第三次

會議。1022004年，11月國務委員陳至立訪印，促進兩國在教育、科技與文化領域

的合作。中印名人論壇第四次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國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家廣

電總局局長訪印。印度兩個新聞代表團分別訪問中國。103 

2005年，文化、體育、新聞等各領域交流、合作擴大。4月雙方分別舉辦「

                                                 

98同前註46，頁140。 
99同前註47，頁133。 
100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規劃司編，《中國外交2011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

年)，頁127。 
101〈印度和中國之間的文化聯繫：一以貫之的傳統〉，《印度駐華大使館》，

http://www.indianembassy.org.cn/Chinese/DynamicContentChinese.aspx?MenuId=4&SubMenuId=0

（檢索日期：2015年5月27日)。 
102同前註46，頁140。 
103同前註47，頁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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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月」活動。6月包括印度媒體在內的南亞聯合新聞團訪問中國。同月印度主

流媒體記者團再度訪問中國，並赴西藏採訪。
1048月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阿

南博士訪問中國。1052008年，4月印度聯盟旅遊和文化部長安比卡瑞理（Ambika 

Soni ）訪問中國，8月青年事務和體育部長吉爾（(Manohar Singh Gill)）參加北京

奧運會開幕式。
1062009年，6月青年事務與體育部長阿倫亞達夫（Arun Yadav）率

400人青年代表團訪問中國。107 

2010年7月印度總理特使、國家安全顧問希夫尚卡爾梅農（Sivasankara Menon

）訪問中國，轉交辛格致溫家寶信函，辛格表示，印方致力於建立印中健康、全

面、互利的夥伴關係，願與中國共同努力，在雙邊、地區、全球層面持續提升印

中關係。
1082011年，在印度舉辦了「四川週」，甘肅省委書記陸浩率中國代表團訪

問印度。就發展中印政黨及雙邊關係，推動雙方在各領域加強合作交換了看法。

109 

2012年08月24日，中國國家漢辦/孔子學院總部與印度中等教育中央委員會簽

署了《國家漢辦與印度中等教育委員會諒解備忘錄》，110決定從2012年4月起將漢

語課程納入列入外語學程。第一梯次在500所中學開設漢語課程，並逐步普及到

下轄的11500所中學。111進一步深化雙方的合作領域和機制，對中印經濟發展，教

育文化交流，具有正面意義。 

2012年2月和11月，由100位中國青年組成的代表團訪問印度。2012年3月，婆

羅多舞女演員拉塔·維迪亞娜珊女士在北京演出。2012年12月，由印度47名成員組

                                                 

104
Annual-Report-2004-2005, 4. 

105同前註47，頁133。 
106

Annual-Report-2008-2009, 8. 
107

Annual-Report-2009-2010, 10. 
108

Annual-Report-2010-2011, 9. 
109

Annual-Report-2011-2012, 9. 
110

Annual-Report-2012-2013 (New Delh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14), 

7. 
111〈印度將漢語列外語課程首期500所中學將開漢語課〉，《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hwjy/2012/08-25/4133094.shtml（檢索日期：201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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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寶萊塢歌舞劇團在中國巡演。微博網站開設帳戶，推廣中國文化。出版中文

出版物《今日印度》，增加讀者群。2013年11月，萬燈節期間舉辦了社區聯歡活

動。在中國推廣印度美食，並定期在中國各省舉辦美食節。112由官方主導，擴大

各領域的文化交流活動，有利雙方文化交流認識與降低因文化產生的隔閡。 

三、藝文活動 

2006年胡錦濤訪問印度時雙方達成的協議，每年組織100人的青年代表團互

訪。有助增強兩個人民的相互瞭解，中國文化、媒體、體育、衛生等領域多個代

團訪問印度。113印度文化與旅遊部長安碧卡索妮（An Bika · Suoni）、印度奧林匹

克委員會主席蘇雷午卡爾馬迪（Suresh Kalmadi）等訪問中國。兩國青年團實現互

訪。中國－印度名人論壇第五次會議在印度舉行。114「中印友好年」。雙方在政

治、經貿、軍事、文化、旅遊、教育、科技等領域舉辦多項活動，包括中方出版

《中印雙邊關係重要文獻匯編》、中方在印度舉辦「陝西文化周」、中央電視台主

辦「玄奘之路」文化考察活動；115印方來華舉辦「印度製造展」、「古代印度瑰寶

展」等。116 

2007年共同辦舉中印旅遊友好年。2月中印合作修繕的玄奘紀念堂在印度那

蘭陀舉行竣工典禮。6月印度青年事務與體育部部長馬尼。尚卡爾、艾亞爾率青

年代表團訪問中國。1176月文化部孫家正率團訪印，雙方簽署《文化合作協定2007

文化合作協定2007-2009執行計畫》，商定2010年互辦「中國節」與「印度節」。8

月中國－印度名人論壇第六次會議在北京舉行。11月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

胡春華率青年代表團訪印。11月中國印度友好協會在北京舉行慶祝成立55周年招

待會。中印互邀旅行團和媒體記者赴對方考察。中國國家旅遊局和印度旅遊部相

                                                 

112同前註101。 
113鄭瑞祥，〈中印關係的發展歷程及前景展望〉，《國際問題研究》，第4期(2010年)，頁4。 
114

Annual-Report-2006-2007, 10. 
115同前註44，頁129。 
116

Annual-Report-2006-2007, 10-11. 
117

Annual-Report-2007-200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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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組織旅遊推介活動。8月19-26日，國家旅遊局局長邵琪偉率大型代表團訪印，

期間舉行中國駐新德里旅遊辦事處成立揭牌儀式，共同舉辦「中印旅遊高峰論壇

」。中國在新德里和孟買、印度在昆明分別成功舉行「中國旅遊之夜」和「印度

之夜」宣傳推廣活動。
1182007年2月「中印旅遊友好年」開幕式在新德里舉行，雙

方發布友好年共同行動計畫，印方發行中文版旅遊圖書，開通中文旅遊網站。119 

中國赴印度觀光客從2003年的21152人次增加到了2008年的99352人次，1202008

年迄2010年雙方人員往來達總計50萬人次以上。2010年舉辦中國節與印度節，共

舉辦了200餘場文藝演出、展覽等活動。121印度外長克裡希納（Somanahalli Mallaiah 

Krishna）並與中國文化部長蔡武共同出席「印度節」開幕式。12月15-17日，印度

總理辛格應邀參加「中國節」閉幕式。122相互瞭解不斷增加，有助於雙方外交軟

實力建設，促進共同發展。123 

四、文化推廣 

2003年，北京大學成立了南亞系印度外語研究所。124深圳大學成立印度研究

中心、125暨南大學成立中印比較研究所126。印度政府學校層面推廣漢語教學。從

2013年1月開始，印度22所學校已獲准在中學開展漢語教學。並在廣州和上海設

立教學點，鼓勵在中國開展印度語教學。為使印度知識份子方便與中國知識份子

                                                 

118同前註51，頁105。 
119

Annual-Report-2007-2008, 9. 
120〈旅遊業的關鍵環節，印度和中國〉，《印度駐華大使館》，

http://www.indianembassy.org.cn/chinese/DynamicContentChinese.aspx?MenuId=68&SubMenuId=7

3（檢索日期：2015年6月1日)。 
121同前註100，頁29。 
122同前註100，頁127-128。 
123同前註27，頁64。 
124〈南亞系〉，《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http://sfl.pku.edu.cn/list.php?catid=102（檢索日期：2015

年5月27日)。 
125〈深圳大學印度研究中心〉，《深圳大學》，http://www.szucis.com/index.aspx?english=no（檢索

日期：2015年5月27日)。 
126〈暨南大學中印比較研究所〉，《暨南大學》，http://zybj.jnu.edu.cn/（檢索日期：2015年5月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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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交流，計畫定期舉辦與「印中關係」主題相關的「智庫峰會」。127 

綜上分析，歷史塑造了現在的國家和民族，塑造了具有獨特性的文化發展。

中印之間著眼於雙邊政治問題時，也應充分溝通雙方人民的思想。128且隨著全球

化的浪潮，各國間文化競爭在資訊自由和市場中實現文化的互動、競爭與交流。

當前世界過渡使用軍事、經濟強勢壓制對方的硬實力來說，造成了諸多國家關係

緊張的現象。兩國文化交流是信任的基礎，雙方只有排除一切不信任因素，才能

解決一切問題。另外，也隨著中印文化交流的深化，綜合國力的增強，最終要由

相互借鍳、相互學習中，意識到自身文化的軟實力，要創造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周

邊安全環境，加快有關邊界問題的談判進程，創造一個良好外部環境與條件。因

此，文化層面上標準不能強制規範，全球化格局越來越需要更彈性的文明間溝通

與理解，文化交流的暢通將成為地緣政治經濟的重要條件。隨著人們對相互依賴

與和睦共存的進一步理解，隨著合作與交流逐漸取代過去的衝突與封閉，中印兩

國交流越頻繁，對於雙方未來發展越有利。 

小結 

中印關係的發展由歷史回顧發現，主因在雙方在1962年發生邊界衝突，造成

關係緊張，再則受到冷戰後國際新一波的中國威脅論的形塑，使雙邊關係面臨破

裂的邊緣。在進入21世紀後，雙方都肩負著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與發展，推動亞

洲和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歷史責任，中印的和睦共處對國際體系未來的發展產生積

極的影響。129 

中印雙方在地區、國際的外交議程中地位都日益明顯升高，雙方在簽署各種

聯合聲明文件時，強調合作避免對抗概念成為主要論調。也都認同世界有足夠的

                                                 

127同前註101。 
128同前註26，頁55。 
129〈中印簽署二十一世紀的共同展望文件〉，《新華社》，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1/15/content_7422185.htm（檢

索日期：2015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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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空間能夠容納共同的發展，也都同意並積極看待雙方的發展，認為對方的發

展是對亞洲和世界和平、穩定和繁榮的積極貢獻。 

實際上，中印之間發展未必如官方共同表述結果，邊界戰爭的歷史陰影、領

土主權的問題，造成雙方戰略猜疑及在各種競爭場合的防範與圍堵，再加上外界

因素的干預，如美印關係造成的圍堵因素，長期以來造成交互影響，因而產生的

理念的分歧與矛盾。但不意味諸多潛存問題就無法有效解決，只有面對問題才是

中印建立互信、共識的良機。 

合作與對話是目前最佳處理問題的共識，雙方在各領域已有明顯的合作與互

動，雙邊關係發展趨於正常。高層頻繁互訪，並利用各國際場合會晤，一方面表

明關係互動正常，另一方面對雙方在解決共同問題時的應變作為與能力已有所提

高。因此，為了兩國的共同利益，雙方不僅要學會和平共處，且要學習解決分歧

。印度在面對中國的快速崛起，對印度國內與國際環境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認

為追求互利、共同發展是符合印度戰略目標。雖然印度仍認為中國是威脅，但同

時也認為可以透過經濟接觸、軍事準備，以及加強與第三國力量介入的平衡戰略

，限縮中國的威脅，從而使兩國關係保持穩定。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8 

第五章 胡錦濤時期中印關係發展評估 

中國在2003年胡錦濤甫上任即推出「和平崛起」論述，主張中國以和平的方

式崛起，且旨在維護和平、以和平為目的。在外交戰略上以「和諧世界」來推展

，期望藉由和諧世界的戰略消除國際環境給予發展的壓力，也期望創造和平的發

展環境。胡錦濤承襲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及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對外建構

了一套和平崛起外交戰略，具體落實和諧世界的理念，並藉由外交戰略的實踐，

與國際上各個國家交好，共同發展，求得雙贏。但外交戰略實踐成果非由當事國

來評斷，需由對手、或敵手的國家角色來擔綱最為恰當。中、印兩國是隔著喜馬

拉雅山的古文明大國，雖有共同的利益訴求與廣泛的合作基礎，但兩國要提升國

家關係層次，實現政治經濟互動仍需跨越許多障礙。相互在戰略層次上受到大國

戰略取向和政治博弈的牽制。中、印兩國的國家戰略和國際地位極為相似，這種

相似性無疑是兩國基於自身的根本利益，將國家關係提升至國際層次。因此，本

章以中國的鄰國印度來加以探討最為適切。 

第一節 胡錦濤外交戰略對印度的實踐成效 

印度民間對中國的瞭解程度遠不如西方國家。在多數的印度人心目中，中國

仍相當遙遠、神秘。對中國的瞭解在通過西方媒體報導後，隱約瞭解中國的狀況

。而中國崛起一詞在印度報章、媒體出現的頻率也不斷增加，內容以中國的發展

對印度是競爭、機遇，或是威脅為主要爭論的面向。 

壹、睦鄰外交評估 

胡錦濤堅持周邊外交以「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外交方針，中國的發展如

果沒有穩定的周邊，中國的發展成果就不會穩固，周邊穩固中國才能專心發展。

從地緣上來看，周邊是中國大陸安全疆界的延伸，亦是外來威脅的緩衝與摒障。

2003年10月7日温家寶出席東協商業與投資高峰會議時提出「睦鄰、安鄰、富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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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鄰政策主張，成為中國和平崛起戰略的一環。1就是要確保這個安全戰略

空間的建立。以下就政治層面來探討睦鄰政策後，印度對中國的觀感。區分官方

與非官方觀點論述： 

一、印度官方觀點 

（一）高層互訪：互利合作而不是相互競爭的態度來看待、處理印中關係。

印中加強友好合作對世界形勢產生正面影響，印度重視印中關係，同中國發展穩

固、友好關係是印度的共識。印方認為任何力量都不會阻礙印中關係的發展。
2
 

（二）戰略伙伴關係：同意續持良性發展關係，睦鄰友好與互利合作。2005

年4月9-12日，溫家寶訪問印度，簽署《中印聯合聲明》，宣佈建立面向和平與繁

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並訂定2006年為「中印友好年」，顯示雙方進入戰略合

作夥伴關係。3 

（三）共同和作發展：雙方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聯合公報》

，雙方認為世界有足夠空間供中印共同發展，也有足夠領域供中印開展合作。雙

方決定加強戰略溝通，建立兩國領導人定期互訪機制和外長年度互訪機制。4 

（四）多邊會晤：印度和中國領導人也已在區域、多邊等區域、國際性場合

會晤，其目的不外乎增加交流與瞭解，為印中共同發展帶來契機。5 

二、印度非官方觀點 

                                                 

1曹雲華，〈睦鄰政策與中國〉，《當代亞太》，第2期(2004年)，頁54。 
2
Annual-Report-2006-2007, 7. 

3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規劃司編，《中國外交2006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

，頁132。 
4
Annual-Report-2007-2008, 7. 

5〈政治關係〉，《印度駐華大使舘》，

http://www.indianembassy.org.cn/Chinese/DynamicContentChinese.aspx?MenuId=2&SubMenuId=0（檢索

日期：2015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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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集權的領導方式有可能影響中印關係，中印之間不應再兵戎相見

，印度北部邊界領土自1962年雖有零星衝突，中印雙方對外發表宣言表示仍算穩

定，而印度在邊界駐紥的重兵，造成人力與資源的浪費，也不利雙方建立互信措

施。6這種人為決策因素所造成的緊張局勢，可能引發戰爭的嚴重後果。 

（二）睦鄰外交對印巴的一體適用性，未必雙方都認同，中國的崛起對印度

已產生威脅感，巴基斯坦與印度是敵對立場，中巴兩者良性關係互動，造成印度

生存的最大威脅，中國軍火出口約40%都是賣給巴基斯坦。7中國也是巴基斯坦核

電的參與者。恰希瑪核電工程是中國第一個對外援建核電項目，自1991年以來，

中國已向巴基斯坦出口6台二代核電機組，其中恰希瑪1號、2號分別於2000年和

2011年投入運作，恰希瑪3號、4號和卡拉奇2號和3號機組正在建設中。8巴基斯坦

核反應爐有助提升其核技術，印度認為核技術對其國家安全是威脅。 

（三）中國要稱霸，口頭上不稱霸，心理確想稱霸南亞，直至整個世界。這

種「中國威脅論」對印度亞太外交戰略無疑產生了某種影響。印度對中國崛起的

反應呈二元態勢發展，一方面以正面態度看待中國的崛起和發展，印度總理曼莫

漢辛格（Manmohan Singh）多次表示：「世界有足夠的空間讓印度和中國崛起」。

另一方面則以負面來解讀，從政治及軍事觀點來看中巴的合作針對印度，一是對

中國加強與其他南亞國家的經貿合作持有疑慮，宣稱中國要「稱霸南亞，包圍印

度」。9 

（四）中國經濟崩潰會導致掠奪資源，其論調是基於中國政策奉行的國內政

治和經濟政策的逆轉，將會對印度的安全帶來影響。中國的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

                                                 

6同前註6，頁332。 
7〈英媒：巴基斯坦將購買中國8艘潛艇〉，《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press_review/2015/04/150402_press_pakistan_china_submarin

es（檢索日期：2015年6月1日)。 
8〈中國為巴基斯坦建5座核反應爐投150億美元〉，《中國財經網》，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finance.china.com.cn/news/gjjj/20150422/3074048.shtml（檢索日

期：2015年6月1日)。 
9楊思靈，〈試析印度加強與亞太國家戰略合作及其影響〉，《南亞研究》，第1期(2012年)，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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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轉變，但同時保留共產主義的集權主義體制。中國的經濟發展成就主要在沿

海地區，內陸地區發展有被忽視趨勢，這種模式如何能消除貧困。而崩潰現象的

產生，不太可能是其它原因，最只能是由於對失業現象處理不當所引發。10 

（五）印度應放棄偏見，同中國共同發展，不要侷限於1962年邊界戰爭的遺

毒，以及中巴關係造成的偏見。另印度人多數存有邊界領土歸屬想法，即中國向

印度提出領土要求，對印度來說是不公平的，拒絕談判達成適當的解決。11 

貳、軍事協作評估 

胡錦濤提出新安全觀後，在實踐上「安鄰」為主要途徑，主張合作性安全，

特點是雙方以信任減少猜忌，以平等協商取代對抗，以和平取代衝突，以互諒取

代爭奪。合作不是犠牲本國的國家安全利益來委曲求全，也不是把本國的安全利

益建築在別國的基礎上，更不損害他國的利益增加自身的利益。是以共同利益、

相互尊重、信任求得安全。12因此，在政治指導軍事發展的原則上，胡錦濤加強

與印度軍事戰略對話、交流互訪、聯合軍演等作為。增進彼此瞭解，並共同處理

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協作。以中國在軍事作為上可由幾點來觀察。一是軍事外交更

靈活，交流更多元。二是擴大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展現維護和平的形象。三是

聯合軍演或聯合反恐演習，透過演習增進各國部隊瞭解，降低戒心，有利雙邊交

流。四是建立軍事互信磋商機制，有利透過協商談判，應對衝突事件。顯示中國

是和平的崛起，對區域與全世界沒有威脅。以下就軍事作為層面來探討印度對中

國的觀感。區分印度官方觀點與非官方觀點論述。 

一、印度官方觀點 

                                                 

10左學金、潘光、王德華，《龍象共舞－對中國和印度兩個復興大國的比較研究》(上海：社會科

學出版社，2007年)，頁334。 
11〈希望的議程：印駐華前外交官認為印度應放棄對中國的偏見〉，《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VOL/98454.htm（檢索日期：2015年4月6日)。 
12孟祥青，〈把握後冷戰世界發展趨勢實現跨世紀國家綜合安全－江澤民新安全觀初探〉，《外交

學院學報》，第2期(1999年)，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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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方軍事高層戰略對話及建立互信機制，中印在2006年簽署《中印防

務領域加強交流與合作的諒解備忘錄》。
13以軍事與安全戰略對話，有助雙方在軍

事上建立及加強互信作為。 

（二）中印雙方透過軍事互訪團交流，雙方進一步加強軍事友好合作達成共

識，在軍事科學、組織編裝與部隊屬性與運用上有所瞭解。兩國同意在軍事領域

加強交流合作，繼續推動兩國睦鄰友好與互利合作。簽署《兩部會合作備忘錄》

。
14就雙方的軍事交流而言，有利應對未來傳統與非傳統安全所帶來的衝擊。 

（三）聯合軍演比靜態交流互訪更能增進雙方的瞭解，中印間在2003-2013

年間實施了六次聯合軍演，其中五次是實施聯合反恐。
15顯示中印間在處理非傳

統安全上已建立必要互信與聯繫管道，且對雙方的軍事發展運用在非傳統安全上

持正面態度。16 

（四）中印軍事戰略對話層級互動良好，雙方軍事互信增加，各軍種部隊演

習交流、參觀活動，有助雙方互信建立。17聯合演訓增加磨合、互信與瞭解，有

能力處理非傳統安全問題及確保周邊地區穩定。 

二、非官方觀點 

（一）印度一直在密切地注視著中國的西部大開發，認為建設北京到拉薩公

路和格爾木至拉薩鐵路的交通線，它可以有效地維持對駐守在西藏的戰略部隊後

勤補給。可以使中國的戰略空軍獲得充足的燃料和其他軍需物資的補給，這樣使

                                                 

13
Annual-Report-2005-2006 (New Delh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07), 8. 

14
Annual-Report-2004-2005 (New Delh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06), 3. 

15〈中印將恢復聯合軍演近年來中印聯合軍演大盤點〉，《全球軍情》，

http://big5.china.com.cn/military/2013-05/21/content_28884480.htm（檢索日期：2015年4月29日)

。 
16

Annual-Report-2013-2014 (New Delh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15), 7. 
17

Lan Jianxue, "Sino-Indian Relations : New Way of Thinking and “Rebalancing”,"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3, (2013):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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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空軍的遠程戰略打擊能力大大增強。18中國在西藏戰略導彈的部署能力由於

交通的便利倍增。這些基礎設施完成後，中國在邊疆作戰能力增強。 

（二）隨著中國的影響力與利益與日俱增，軍隊現代化能力持續加強，聯合

軍演日益頻繁，快速解決潛在衝突成為中國軍事投入的重點。但挹注軍事投資預

算不透明，往往讓人認為為何不公開透明，反而讓周邊國家心生戒懼。 

參、經貿發展評估 

中國已經成為印度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也是最大的外來投資來源國之一。印

度也成為中國重要的主要貿易夥伴。胡錦濤依其「富鄰」的政策指導，雙方以多

層次、多領域的經貿活動，有利推動兩國的經貿合作與發展。但雙方因產業結構

不儘相同，在發展上產生些許制約。 

一、印度官方觀點 

（一）印度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有利於加強地區合作。雖然雙方糾紛由來已

久，但雙方正在加強經濟合作，並因此獲得共同發展。中印貿易這些年已有大幅

度增長，印度已代替巴基斯坦成為中國最大的南亞貿易夥伴。19 

（二）印度的軟、硬體產業技術用了20年以上的時間發展，已有相當的基礎

，且優於中國的傳統產業，中國需要引進印度的高新技術，才能快速提升中國的

軟、硬體能力。 

（三）中國不是威脅而是機遇，印度資訊系統技術公司（Infosys）62%的利

潤來自美國，24%來自歐洲，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分別僅為5%、1%、1%，而

                                                 

18〈中國西部大開發：印度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4/16/n77433.htm（檢索日期：2015年4月6日)。 
19

Nimmi Kurian, Emerging China and India's Policy Options (india: Lancer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2012), 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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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還不及2%。但進軍中國勢在必行。唯有深耕中國，印度企業才能獲得中國

以及東亞地區（日韓）的訂單和服務能力；均衡中國的低成本人力資源，在全球

競爭中，中印可合二為一，規避歐美客戶在中印之間的平衡佈局。如今中國經濟

總量躍升至全球第二，未來外包市場至少和美國相當，甚至還可能超過美國成為

最大的市場。
20 

二、印度非官方觀點 

（一）印度認為中國的總體發展晚了印度12年以上，其理由是中國沒有航母

，印度在1980年代就有了；印度的IT產業優於中國；印度的農業技術優於中國，

服務業優於中國。因此，認為印度在中印競爭中將勝出。這是一種比較典型的看

法。
21 

（二）微軟總裁比爾蓋茨在接受印度記者採訪時對印度軟體業讚譽有加。但

經班加羅爾市資訊產業秘書沙赫訪問中國上海、香港、大連等地新崛起的軟件企

業，並與中國同行進行交流後，指出中國的電腦硬體設計生產能力已經是印度的

6倍，中國新一代技術人才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如果印度對此掉以輕心，總有一

天我們會在「目前擁有絕對優勢的領域裡」輸給中國人。22 

（三）印度認為中國是一個快速發展，競爭力強的國家，歡迎中國的廉價物

品，痛恨中國產品對印度市場和就業的衝擊。中國給他們帶來的除了大量廉價的

消費品，還有強烈的危機感。23同樣的，印度中小企業也在中國商品的衝擊下，

                                                 

20嶽淼，〈頂級倖存術〉，《環企網》，http://www.gemag.com.cn/8/32516_1.html（檢索日期：2015

年4月25日)。 
21陳峰君、馬加力、孫士海，〈第三屆中國經濟展望論壇第四場討論實錄〉，《新浪財經》，

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xueren/20051206/18402177047.shtml（檢索日期：2015年4月

25日)。 
22張靜宇，〈人民觀察：印度憂慮中國軟件業崛起〉，《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BIG5/guoji/24/20021114/866008.html（檢索日期：2015年3月6日)。 
23〈美國的機械工程師們都在談論我們什麼〉，《福建祥鑫股份》，

http://www.fjxxal.com/newsdetail.asp?ID=61（檢索日期：2015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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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衰退的影響。24 

肆、文化交流評估 

隨著全球化的浪潮，各國文化的互動、競爭與交流越趨頻繁。文化的交流與

軍事、經濟不同，文化是以軟實力來呈現。信任是文化交流的基礎，雙方只有排

除一切不信任因素，才能解決一切問題。文化層面上的交流方式必須多元與多層

次，且文化是中印間雙方關係最重要的組成部份。透過文化的軟式作為，可以化

解政治、軍事的明顯對立，有利，雙方外交軟實力建設，促進共同發展。 

一、印度官方觀點 

（一）雙方簽署法條，如《中印文化合作協定2003年至2005年執行計畫》和

《中印關於在兩國首都互設文化中心的諒解備忘錄》。《體育合作諒解備忘錄和交

流議定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印度共和國政府文化合作協定2010-2012年執

行計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印度共和國外交部關於新聞媒體

交流備忘錄》等交流發展文件，為文化交流奠定依循，在官方指導規範下，遂行

多元化、多層次交流，有利促進民間交往與合作。 

（二）以青年、媒體、體育、衛生等領域多個代團訪問印度。有助瞭解中國

文化及風俗。雙方在政治、經貿、軍事、文化、旅遊、教育、科技等領域舉辦多

項活動，擴大交流領域。 

（三）在印度成立類似孔子學院等交流研究點、研究所，推廣漢文化，及在

學校開設漢語教學課程，擴大印度學習漢語人口，並自2012年4月開始第一梯次

500所中學開設漢語學程，逐步普及到11500所中學，有助於雙方文化融合。 

二、印度非官方觀點 

                                                 

24同前註6，頁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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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認為國家國家利益是國家安全的首要，在積極與中國交流的狀況

下，雖可以達到交流的目的，但過度的交流，可能使本身的文化特質被稀釋，甚

至有一天可能消失，因此，在推廣中國的漢文化時仍有所保留，持文化上充分交

流，政治上堅守立場的態度，反而限縮文化交流的層次與面向。 

（二）中印之間不存在文明衝突，雙方是世界二大文明古國代表，從未因文

明問題產生衝突，如中國的佛教始於印度，流傳到今就是最好例子，中印之間的

衝突始於1962年英國殖民時代所遺留下的問題，而不是文明所引發的衝突。25 

第二節 印度對中國的觀感 

評估中印間胡錦濤外交戰略的實踐成效，以文字來表達說服力似有不足，本

章以第三方國家單位問卷調查數據，以指數立論基礎加以評估與分析，以求得較

為接進事實的解答。 

壹、民調指數分析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自2005年開始調查印度對中國民意

，反映出印度對中國態度的變化，其中調查問題主要區分為三個面向，一是中國

是不是印度戰略夥伴或敵人，二是中國經貿發展對印度的影響，三是對中國軍力

增長的觀感等實施綜合評估，經調查顯示：26 

第一面向問題，中國是不是印度的對手或敵人。在2009年只有23％，2010年

44％，漲幅將近一倍。認為中國是印度的戰略夥伴比率，在2009年是43％，2010

年降為32％，降幅將近1/3。另外印度人42％認為中國的威脅非常嚴重，28％的人

認為中國的威脅有點嚴重，11％的人認為中國只有一點威脅，8％的人認為沒有

                                                 

25同前註6，頁332。 
26

"India and the World,"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www.pewglobal.org/2010/10/20/chapter-2-india-and-the-world/ (2015.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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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 

第二面向問題，印度對中國經貿發展也在憂心。在2008年的45％。到2010年

上升到56％，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對印度而言並非好事。（見表5- 1） 

表5- 1 印度對中國經貿發展觀感 

印度對中國經貿發展觀感 

時間 正面觀感 負面觀感 

2005年 53 36 

2006年 40 50 

2007年 42 48 

2008年 42 45 

2010年 34 56 

資料來源："India and the World,"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www.pewglobal.org/2010/10/20/chapter-2-india-and-the-world/ (2015.4.18). 

第三面向問題，中國不斷擴大的軍事力量被認為是不好的。自2008年以來，

62％的印度人認為中國的擴軍是不利雙邊關係發展，只有24％的人認為是中國加

強軍事發展對地區維穩有正面幫助。2010年仍有64％的印度人認為中國不斷增長

的軍事實力對印度而言是不好的。只有27％的人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因此，針對

中國擴軍對印度而言意見起伏並不大，多數認為是負面的，有威脅感。（見表5- 2

）（見圖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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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 中國政府預算與國防經費(2003-2013年) 

中國政府預算和國防經費（2003-2013年） 

類別 
GDP 

(億元) 

政府預算 

(億元) 

軍費 

(億元) 

軍費增長 

（％） 

軍費佔預算

（％） 

軍費佔GDP

（％） 

2003年 135822 21715 1908   8.79 1.4 

2004年 159878 26396 2200 15.3  8.33 1.38 

2005年 183084 31649 2475 12.5  7.82 1.35 

2006年 210871 39373 2979 20.4  7.57 1.41 

2007年 246619 51304 3554 19.3  6.93 1.44 

2008年 300670 61316 4177 17.5  6.81 1.39 

2009年 335353 68477 4806 15.1  6.3 1.45 

2010年 397983 83080 5176 7.7  6.23 1.3 

2011年 471564 103740 5829 12.6  5.62 1.23 

2012年 519322 117210 6506 11.6  5.55 1.25 

2013年 568845 129143 7201 10.7  5.57 1.26 

備考 開支金額以人民幣為單位 

資料來源：〈中國軍費歷年一覽〉，《網易》，http://news.163.com/special/junfei/（
檢索日期：2015年4月20日)。 

 

 

圖5- 1 中國政府收支和國防經費開支(2003-2013年) 
資料來源：〈中國軍費歷年一覽〉，《網易》，http://news.163.com/special/junfei/（檢

索日期：2015 年 4 月 20 日)。 

1
5

.3
 

1
2

.5
 

2
0

.4
 

1
9

.3
 

1
7

.5
 

1
5

.1
 

7
.7

 

1
2

.6
 

1
1

.6
 

1
0

.7
 

8
.7

9

8
.3

3

7
.8

2

7
.5

7

6
.9

3

6
.8

1

6
.3

6
.2

3

5
.6

2

5
.5

5

5
.5

7

1
.4

1
.3

8

1
.3

5

1
.4

1

1
.4

4

1
.3

9

1
.4

5

1
.3

1
.2

3

1
.2

5

1
.2

6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年

中國政府預算和國防經費（2003-2013年）

國防經費增長（％） 國防經費佔財政（％） 國防經費佔GDP（％）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9 

調查顯示，2005年印度民眾對中國經貿發展持正面觀感56%，負面觀感20％

。2006-2010年正面觀感逐年下修，負面觀感逐年上調，此段時期負面觀感比率

高於正面觀感。印度對中國整體觀感自2003年迄2010年間，正面觀感持續下降，

負面觀感則持續上升，此段時期負面觀感比率高於正面觀感，尤其是2010年負面

指數52％最高。2011-2012年負面指數大幅下降，2013年負面指數又大幅上升至

41％。
27以2013年調查結果印度認為中國是夥伴佔21％、敵手佔37％，認為中國

的軍事發展現況是正面的佔19%、負面高達65％，認為印度與中國領土問題是輕

微的佔11％、很嚴重的高達70％。28分析其主要原因為中國軍事力量不斷擴大所

造成的負面觀感指數持續上升，2010年指數高達52％，探究其原因在於中國拒絕

發給在主權爭議地區克里米亞工作的印度將領簽證，致使雙方軍事交流中斷，爾

後在雙方外交斡旋下，負面觀感雖有些許下降，但正面觀感上升仍有限。就胡錦

濤對印度外交戰略整體而言，自2003年迄2013年來觀察，正面觀感自56％下降至

35％，負面觀感自20％提升至41％。顯見胡錦濤對印度的外交戰略並未如預期改

善。（見表5- 3）（見圖5-2） 

 

 

 

  

                                                 

27〈人民論壇發佈交大全球民意研究中心實證調研成果－印度民眾看中國崛起〉，《上海交通大學

》，http://iah.sjtu.edu.cn/cn/home/highlights.asp?ID=349（檢索日期：2015年4月20日)。 
28

"India and the World,"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www.pewglobal.org/2014/03/31/chapter-2-indians-view-the-world/ (2015.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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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 印度對中國整體觀感 

印度對中國整體觀感 

時間 正面觀感 負面觀感 

2005年 56 20 

2006年 47 39 

2007年 46 43 

2008年 46 45 

2009年 46 39 

2010年 34 52 

2011年 25 35 

2012年 23 32 

2013年 35 41 

資料來源："India and the World,"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www.pewglobal.org/2010/10/20/chapter-2-india-and-the-world/；"India and the 
World,"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www.pewglobal.org/2014/03/31/chapter-2-indians-view-the-world/ (2015.4.18). 

 

圖5- 2 印度對中國整體觀感曲線 

資料來源："India and the World,"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www.pewglobal.org/2010/10/20/chapter-2-india-and-the-world/；"India and the 
World,"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www.pewglobal.org/2014/03/31/chapter-2-indians-view-the-world/ (2015.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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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皮尤研究中心對全世界國家間威脅程度調查結果，中國認為主要威

脅國為美國，其威脅指數36％，印度對其威脅指數僅2％。印度認為主要威脅國

為巴基斯坦，威脅指數45％，中國對其威脅為9％。巴基斯坦認為主要威脅國為

美國，威脅指數38％，印度對其威脅指數32，中國對其威脅指數為0。依威脅指

數來看，就中國而言，主要威脅是美國，印度對中國的威脅感並不大；就印度言

，主要威脅是巴基斯坦，中國對其威脅程度並不高；就巴基斯坦言，主要威脅是

美國，印度次之。中國與巴基斯坦友好，中印間關係改善，有助印巴關係改善。

（見表5-4） 

表5- 4 那些國家或集團是未來的最大威脅 

那些國家間認為彼此在未來是威脅 

國家 美國 巴基斯坦 中國 日本 印度 伊朗 北韓 俄羅斯 

中國 36 0 0 33 2 1 1 1 

印度 2 45 9 1 0 1 1 1 

日本 6 0 68 0 1 0 11 2 

馬來西亞 26 1 5 1 1 2 3 3 

巴基斯坦 38 0 0 0 32 0 0 0 

菲律賓 2 3 58 2 1 3 3 2 

南韓 8 0 17 33 0 0 36 1 

泰國 7 4 4 2 2 5 2 3 

美國 2 6 19 2 0 16 7 23 

越南 3 0 74 1 0 0 1 1 

資料來源："What Countries or Groups Pose the Greatest Threat to (Survey Country) in 

the Future?,"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www.pewglobal.org/question-search/?qid=1866&cntIDs=&stdIDs= (201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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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綜合評述 

印度是中國地理位置上的鄰居，雙方雖自1950年建交起，因受邊界、領土問

題、區域安全與國際地位影響，發展期間經過友好期、緊繃期、突破期、起伏期

等。胡錦濤自接任國家主席，為拓展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合作、努力樹立一個善於

協調、建設性的、負責任地區大國形象。堅持「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開發

中國家是基礎」的外交戰略布局與指導。2003年為改善中印關係，雙方簽署《雙

邊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宣言》，對任命特使以解決有爭議的邊界問題達成共識，

中印關係有了具有重大意義的突破。29 

2006年在胡錦濤在訪問印度發表的《中國和印度聯合宣言》強調：中印關係

具有全球和戰略意義。應抓住歷史機遇尋求共同發展。兩國共同發展前景，不是

對手或競爭者，而是互利合作夥伴。地區或國際事務中有足夠的空間共同發展與

發揮各自的作用。面對全球化環境，雙方在所有重大問題上的參與力度合作用增

大，中印夥伴關係對國際社會應對全球挑戰和威脅至關重要，也對未來國際體系

產生積極影響。」30中印關係發展逐漸提升，呈現良好競爭態勢，在地緣政治上

發生碰撞、在經濟上惡性競爭，在邊境問題上難解難纏，也都以合理、公平方式

逐步解決。
31 

中國的崛起，在各方面、各領域均有相當的成果，經第三方問卷調查指數分

析，結果確與中印雙方官方公開的文獻有所出入，但仍是顯而易見問題，甚至部

份未提及確隱含在其中的問題，往往因牽一髪動全身而產生聯動效應。如中國的

軍力發展，雖對外宣稱永不稱霸，先不論軍力發展的針對對象為何，就鄰國而言

，能不加強軍備以應對嗎？我們可以由中國政府預算與軍費開支來看，雖軍費開

支佔預算比率逐年下降，但中國的經貿發展GDP確是逐年增加，致使軍費開支比

                                                 

29李國環，〈中國和平崛起的機遇與挑戰〉，《安徽大學學報》，第29卷第2期(2005年)，頁55。 
30〈中國和印度發表《聯合宣言》（全文）〉，《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1/21/content_5359594.htm（檢索日期：2015年4月11日)。 
31鄭永昌，《中國和平發展與西方的戰略選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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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雖下降，實際金額確是不減反增，逐年增加。 

因此，我們可以預判中國的經貿發展，進一步將擴充、強化軍備，間接也造

成印度的不安與戒懼，雖然雙方官方表面均認同目前的發展、交流成果，針對尚

未處理完畢的問題，也依公平、理性方式處理，但彼此間仍存在問題：32 

一、邊界問題尚待解決。達賴流亡政府在印度進行反對中國的政治活動仍是

中國的關切重點。 

二、雙邊經貿產品品種相對單一，高附加價值產品比例偏低，雙向投資數額

不大，例如中國對印度出口的主要商品是：生絲、煤、醫藥品、絲綢、布料、顯

示器、機電設備零配件、機電產品等。 中國從印度進口的主要商品是：鐵礦砂

、硌礦砂、氧化鋁、成品油、初級塑膠、棉紗線、鋼材、高新技術產品等，均屬

較低階產品。另外印度貿易保護主義比較嚴重，中國是印度反傾銷立案最多的國

家。簽證問題仍困擾中國訪印人員。 

三、相互信任基礎仍然薄弱。印度對中巴合作仍有疑慮，擔心中國在南亞擴

大影響。中國威脅論在印度仍有市場。中國也擔心印美對中國的意圖。缺乏互信

已對經貿合作形成一定制約。 

中印兩國歷史背景、文化傳統、社會制度、價值觀念方面存在差異，存在不

同看法和利益摩擦衝突是自然的現象。重要的是雙方如何以友好為前提，謀求共

同發展。 

第三節 中印關係的挑戰與未來發展前景 

2003年中印簽署《中印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後，互相定位是共同利

益大於分歧的夥伴，互不為威脅，且互不使用武力相威脅。2005年中印雙方發表

                                                 

32徐敦信，《世界大勢與和諧世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頁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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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聯合聲明》，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戰略合作成為

發展雙邊關係的主軸；2006年簽署的《中印聯合宣言》，強調雙方不是對手或競

爭者，而是互利合作的夥伴，進一步確立是互利合作性質的夥伴關係。2013年在

《中印聯合聲明》中再次強調互視對方為互利夥伴而非競爭對手。雖然在胡錦濤

任內積極與印度改善關係，企圖以「睦鄰、安鄰、富鄰」的外交戰略指導，為雙

方發展營造一個共同發展的契機，但實際實踐成效有限，橫亙在雙邊關係中的問

題僅暫時擱置，仍未有效解決。因此，對於中印未來的發展仍存嚴峻挑戰，唯有

徹底解決，對中印的未來前景才能較為樂觀。 

壹、中印關係挑戰 

 胡錦濤任主席期間，中印關係已明顯更加深化，但是橫亙的問題並沒有得

到徹底的解決，而且還遭到一些外在大環境新的挑戰，雙方關係依然存在著隱憂

。隨著中印高層互訪和軍事、經濟、文化領域間的交流與合作，雙邊關係已明顯

趨於正常。但是，分歧與問題仍然需要解決，雙方應該坦然面對問題，在公平、

合理與互利的基礎上以和平的方式解決，方有助於問題解決與未來發展。 

一、領土爭議 

中印兩國邊界西起咯喇崑崙山口，東至中國、印度、緬甸三個交界處，中間

隔著不丹、尼泊爾兩國。印中兩國陸地未定界長2150公里，33歷史上從未明確劃

分及簽訂邊界協定。34（見圖5-3） 

                                                 

33曹永勝、羅健、王京地合著，《南亞大象：印度軍事戰略發展與現狀》(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

出版社，2002年)，頁67。 
34李明峻，〈印度的領土紛爭與其因應策略〉，收錄《當代印度民主政治》，施正鋒、謝若蘭主編

（臺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2007年），頁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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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3 中印領土爭議示意圖 

資料來源：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8-10/100818402388.shtml(2015.4.25)  

中國與印度的領土爭議地區區分為東﹑中、西三段，東段從中國、印度、緬

甸交界處至中國、印度、不丹交界處，長約650公里。
35
1914年時任英國印度殖民

政府外務大臣麥克馬洪，以英國政府代表身份私下與中國政府代表秘密劃定「中

印邊界線」，即「麥克馬洪線」，將原本西藏境內9萬多平方公里土地劃進英帝國

印度殖民地版圖，並將中國西藏歷來有效行使統治權的領土向北壓縮了100多公

里。但中國政府從未承認麥克馬洪線的存在。這個歷史遺留問題起因是英國人在

印度殖民時所造成，也是中印邊界爭端的源頭。36
 

印度認為英國殖民遺留下的地區理應屬印度，37麥克馬洪線以南的藏南地區

                                                 

35張大為、王筱欣，〈中印邊界問題研究〉，《重慶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第8卷第1期(1994年)，頁

29。 
36張宏峰，〈中印邊界問題的現實背景與研究意義〉，《山東省農業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29卷第

1期(2012年)，頁121。 
37

Neville Maxwell, "China's Aggression in 1962 and the Hindu Bomb," World Policy Journal 16, no. 2 

(1999):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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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由印度所控制。38印度於1986年兩院會議時決議，在該地區成立阿魯納恰邦

。
39中國較關切的達旺地區亦由印度實際控領。40（見圖5-4） 

 

圖5- 4 中印邊界東段位置圖 

資料來源："China-India Border: Eastern Sector,"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http://www.lib.utexas.edu/maps/middle_east_and_asia/china_india_e_border_88.jpg 
(2015.4.25). 

                                                 

38朱德昌，《中國周邊安全環境與安全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年)，頁356。 
39葉自成，《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時事出版社，1997年)，頁445。 
40呂昭義、楊永平，〈達旺歷史歸屬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21卷第1期(2011年)，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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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中邊界中段爭議部份有450公里，有三塊爭議領土，一是巨矽、曲惹地區

，二是波林三多、蔥莎、桑地區，三是烏熱、香劄、拉不底地區，領土約2000

平方公里，目前由印度控制。
41西段部份長約600公里，南起印控喀什米爾地區的

南端和阿裡地區的交界處，北至喀喇崑崙山口，總面積33000平方公里。巴里加

斯地區約450平方公里由印度所控制，其餘地區目前由中國控制。（見圖5-5） 

 

圖 5- 5 中印邊界中段、西段位置圖 
資料來源："China-India Border:Western Sector,"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http://www.lib.utexas.edu/maps/middle_east_and_asia/china_indiaw_border_88.jpg (2015.4.25). 

                                                 

41同前註36，頁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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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邊界問題是英國長期侵略西藏所產生後續處理的問題。中印邊界從未正

式劃定。1959年中印發生第一次邊界戰爭，印度軍隊越過了1913-14年《西姆拉協

定》（Simla Accord）劃定了西藏與英屬印度的邊界東段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

），向中國邊防部隊挑釁。1962年印度在東、西兩段同時砲擊中國邊防部隊設置

的觀察哨所，中印邊界戰爭引爆。中國雖以優勢軍力擊退印軍，並主動停戰及後

撤，緩和邊界引起的危機，雙方暫時停戰。也因此次危機，使中印雙方交流停滯

，一度撤回互派駐中印大使，造成關係進入低潮期。42 

2005年中印雙方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聯合聲明》，承認西藏

自治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
432008年北京奧運會，世界各地發生支

持西藏示威和反示威，英國外交部為增進同中國在西藏問題上的信任，表示《西

拉姆條約》是過而且是殖民主義的遺產。英國這個聲明承認西藏是中國的領土。

442010年雙方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聯合公報》，重申遵守2005年簽

署的《關於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致力於從政治和戰略高度

出發，積極尋求公平合理和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45 

因此，雙方在劃定邊界歸屬問題上，已進行多輪談判協商，期望找出一個雙

方都能接受的辦法劃定，目前問題雖未有效解決，雙方確有擱置問題先謀求共同

發展共識，後續在公平、合理的原則下解決邊界問題就是時間的問題了。另外，

因印度同巴基斯坦有著克什米爾的領土之爭，而中國與巴基斯坦有著傳統有好關

係，印度為提升與巴基斯坦關係，亦可尋求中國居中協調，或中國主動擔任中立

協調角色，使三國有了共同的利益認同。中印關係的改善，顯然有利於印巴關係

                                                 

42許曉，〈淺析中印關系的現狀與發展前景〉，《商品與質量》，第S8期(2012年)，頁215。 
43〈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度共和國大使館》，

http://in.chineseembassy.org/chn/zygx/zywx/t752833.htm（檢索日期：2015年3月6日)。 
44

Robert Barnett, "Did Britain Just Sell Tibet?,"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08/11/25/opinion/25barnett.html?_r=0 (2015.4.21). 
45〈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聯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度共和國大使館》，

http://in.chineseembassy.org/chn/zygx/zywx/t779468.htm（檢索日期：2015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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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善。事實證明，印巴關係正朝著這個改善的方向發展。46 

二、經貿競合 

中印兩國過去受到兩國政治發展關係、安全因素障礙、印度的大國發展意識

等等影響，其經貿關係曾經長期落後於兩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實際地位和經濟實力

，雙方在經貿的合作與競爭問題上都有正確的共識。雙方都認識到兩國開展互補

性的健康競爭，有助於兩國的發展，符合雙方的利益。雙方要避免發生惡性競爭

，建立互利合作的雙贏競爭關係。
47
 

中印經濟快速發展，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兩個主要國家，從2001年到2010年

雙邊貿易增長率達到38％，中國是印度第一大貿易夥伴，印度是中國第九大貿易

夥伴。48但隨著經貿往來加深，摩擦也愈演愈烈。近年來中國是印度發起反傾銷

活動最多的國家，已成為阻礙中印關係發展的一大障礙。49世界經濟復甦存在不

確定對中印產生的間接影響；經濟全球化增大了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雙方國內

經濟環境的變化，以及以美國為首的貿易保護主義，也為中印經貿合作帶來挑戰

與威脅。50 

中印兩國同為開發中國家，許多問題在性質上相近，存在共同發展利益，雙

方也企圖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建立公平、合理新秩序，也都主張聯合國改革。

這些共同主張使雙方在政治領域互信增強，雙邊關係也拓展到多邊領域。雖然中

印間的政治互信及經貿往來仍存有尚未解決問題。因此，雙邊就更需要化解問題

與矛盾，互補與競爭，謀求共同發展與雙贏。 

                                                 

46同前註31，頁179。 
47于蕾，〈中印經貿關係的競爭性與互補性研究:基於競合理論的分析〉，《社會科學》，第10期(2012

年)，頁44。 
48溫耀慶、戴錦賢，〈金磚五國合作機制下中印經貿合作〉，《國際貿易》，第8期(2012年)，頁52

。 
49同前註42，頁215。 
50楊文武、徐菲，〈後危機時代中印經貿合作研究現狀探析〉，《南亞研究季刊》，第4期(2012年)

，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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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事互信 

中國針對國際形勢發展趨勢，創造及維護一個良好的周邊環境發展成為外交

工作的首要任務，因此，十六大報告中指出「21世紀前20年的戰略機遇期」，讓

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夠在2020年以前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51改革開放需

要建立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首先要建立一個睦鄰友好的發展環境，無論是中國

與周邊鄰國，或是周邊國家的不穩定，都會影響到相互間的發展。
52因此，胡錦

濤持續推動「睦鄰外交」政策，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方針，實行「睦

鄰、安鄰、富鄰」，結合雙邊及多邊友好與加強區域合作來強化周邊安全環境。53 

2003年溫家寶參加「東協商業與投資峰會」時再次強調「睦鄰、安鄰、富鄰

」的外交理念政策方針。表示，「睦鄰」就是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親仁善鄰、以

和為貴的哲學思想，在與周邊國家和睦相處的原則下，共構地區穩定、和諧的國

家關系結構。「安鄰」就是積極維護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堅持通過對話合作增

進互信，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分歧，為亞洲的發展營造和平安定的地區環境。「富

鄰」就是加強與鄰國的互利合作，深化區域和次區域合作，積極推進地區經濟一

體化，與亞洲各國實現共同發展。542005年胡錦濤在越南國會上解釋三鄰政策，

睦鄰就是要與周邊國家和睦相處，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展，安鄰就是透過對

話合作增進友好互信，富鄰就是實現共同發展繁榮。55三鄰分別代表政治對話、

安全互信、經濟合作，最終達成中國崛起的目標。 

為增進互信，減少不必要誤解與疑慮，2006年雙方簽署《中印聯合宣言》指

                                                 

51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44/4429125.html（檢索日期：2015年3月6日)。 
52倪健民、陳子舜，《中國國際戰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382。 
53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規劃司編，《中國外交2005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

，頁51-52。 
54溫家寶，〈溫家寶總理出席東協商業與投資峰會並發表演講〉，《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1024/2121579.html（檢索日期：2015年3月6日)。 
55胡錦濤，〈胡錦濤在越南國會的演講（全文）〉，《人民網》，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3819943.html（檢索日期：2015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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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為加強協調與合作，理解對方政策和立場，雙方將加強在不同領域和層次的

制度化聯繫。兩國更簽署《中印外交部合作議定書》，就是朝這一方向的重要步

驟。
56 

樹立新安全觀對中印雙方增進互信具有重大意義。2003年及2005年雙方分別

簽署了《中印宣言》、《中印聯合聲明》，內容都強調「共同」與「和平」的新安

全觀、捨棄舊有的「零和」安全觀，雖然雙方都有部分人士仍以現實主義概念的

舊安全觀來估算中印關係，造成安全上的疑慮。尤其是1962年邊界戰爭後，以舊

安全觀來處理中印關係的立場一直存在。57 

2010年雙方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聯合公報》，雙方歡迎對方

的和平發展，認為這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兩國關係的發展為加強雙方合作提

供了不斷增長的機遇。世界有足夠空間供中印共同發展，也有足夠領域供中印開

展合作。雙方重申遵守200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

作的宣言》、200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聯合聲明》、2006年《中印聯

合宣言》和2008年《中印關於21世紀的共同展望》確定的發展中印關係的基本原

則和共識。並持續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相互尊重和照顧彼此關切和願望的基礎

上，進一步深化和充實中印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內涵。
58 

但由印度人觀點，中國的經濟增長和政策雖然沒有對印度直接造成威脅，但

中國出售武器給巴基斯坦。這是印度所不能接受的事實，因為印巴之間本就因喀

什米爾領土問題關係緊張。中國的這個舉措反而造成地區不穩定。經BBC訪談印

度人，認為中國對外展現了兩個反差巨大的形象。一個是積極的形象：中國在崛

起，在世界經濟中，人民幣地位不斷增強，擴大在非洲的投資，積極參加聯合國

維和行動。另一個形象是中央集權體制無法維持穩定，嚴厲打壓不同政見、政體

                                                 

56〈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聯合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度共和國大使館》，

http://in.chineseembassy.org/chn/zygx/zywx/t738015.htm（檢索日期：2015年4月11日)。 
57同前註32，頁312。 
58同前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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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認為中國正在圍堵印度，中國正在斯裡蘭卡，緬甸，巴基斯坦和孟加拉

國修建海軍基地。
59 

因此，中國應在睦鄰政策持續做到睦鄰、安鄰的政治互信及安全互信，除此

之外，仍需多方面考慮各種方法。例如邊界問題擱置，優先發展雙邊或多邊經貿

，體現戰略合作夥伴，停止出售武器到巴基斯坦，擔任印巴中立調停角色等。如

此，兩國才能通過友好合作對區域或世界為富鄰做出貢獻。 

四、西藏問題 

20世紀50年代，印度政府收留達賴流亡政府，使中印關係蒙上陰影。中印雙

方文化安全與國家安全因青藏地區凸顯了獨特性與複雜性，印度對西藏的態度也

隨著與中國的關係變化而決定。60因此，胡錦濤認為在擴大與印度經貿及文化交

流中，實施文化上接觸，政治上堅守原則的方針，是維護國家主權與文化安全的

必要手段。612003年印度總理瓦傑帕伊訪問中國，在兩國聯合公報中，印度重申

西藏是中國的一個自治區，表明印度不支持西藏獨立的立場。62 

許多分析人士認為，達賴的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的達蘭薩拉，這事實就是中

印關係中的一大障礙。西藏流亡政府是兩國關係中很重要和很敏感的一個環節，

蓋因西藏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印度政府已經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並

承認不允許流亡藏人在印度從事反對中國的政治活動。63 

                                                 

59〈亞洲力量：印度人眼中的中國〉，《BC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1/07/110705_indian_china（檢索日期：2015年4月11

日)。 
60

Soni and Marwah, "Tibet as a Factor Impacting China Studies in India," 
61李榮，〈淺析中印交流中的文化安全與國家安全問題〉，《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第32卷第4期(2010

年7月)，頁52-57。 
62〈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度共和國

大使館》，http://in.chineseembassy.org/chn/zygx/zywx/t752836.htm（檢索日期：2015年4月11日)

。 
63趙國材，〈中印建交60年－應共建和平、穩定、健康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海峽評論》，第

http://www.airiti.com/teps/ec_en/ecJnlIntro.aspx?jnlcattype=1&jnlptype=2&jnltype=11&Jnliid=4336&newIssueiid=15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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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達賴的流亡政府一直在印度達蘭薩拉，從事西藏獨立的工作，不

斷利用中印邊界進行滲透和製造事端，破壞西藏穩定與中國國家安全。印度政府

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個自治區，表示反對達賴在西藏的反華活動，同時政府高層

又把西藏視為影響印度安全利益的關鍵地帶，暗中鼓勵、支持達賴的反中活動。

西藏對印度而言，在政治上不對印度產生威脅；在經濟上，很大程度要依賴印度

，印度可利用金援控制西藏，使西藏處於「緩衝國」地位，這種作法使達賴有恃

無恐的撕毀《十七條協議》，進行「西藏獨立」的分裂活動。64如果中國政府解決

了西藏問題，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將會削弱印度在東部爭議領土的談判地位。
65 

因此，在解決西藏問題上絕非單方面可以獨力完成，雙方應在雙邊關係上加

強戰略對話深度，在政治上取得互信與交流對話，同時減少美國在中印關係運作

的機會，擴大文化與經貿交流，加強雙方人員往來，文化上保持接觸、政治上堅

守原則，使中印雙邊關係發展收益大於西藏所帶來的影響，66先將西藏問題擱置

，謀求共同發展，一方面可以維護國家安全的核心利益，一方面在經貿上又可共

同發展，實現雙贏的發展結果。 

貳、 未來的發展前景 

中國和平崛起的機遇與挑戰並存，在贏得重要戰略機遇的同時，挑戰接踵而

至。因此，必須正視挑戰，妥善應對，爭取化挑戰為機遇，為推進中印社會經濟

持續發展，全面各領域加強合作。中印雙方於2006年11月21日在印度共同簽署《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聯合宣言》，提出了雙方致力於追求的十項目標。

一、確保雙邊關係全面發展。二、加強制度化聯繫和對話機制。三、鞏固貿易和

經濟交往。四、拓展全面互利合作。五、通過軍事合作逐步增進互信。六、尋求

早日解決懸而未決的問題。七、促進跨邊境聯繫與合作。八、促進科技領域合作

                                                                                                                                            

280期(2014年)，頁30。 
64同前註61，頁55-56。 
65同前註63，頁30-31。 
66同前註61，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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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增進文化關係，培育民間交流。十、擴大在地區和國際舞臺上的合作。67 

這十項目標雖然帶有全面性、富有針對性、具有前瞻性。
68 

一、全面性：它涵蓋雙方合作的各個領域，雙邊關係的全面發展，以及地區

和國際舞臺上的合作。前者包括領導人經常性會晤和官方高層往來；加強制度化

聯繫和對話機制；擴大經貿往來；拓展全面互利合作；通過軍事合作逐步增進互

信；解決懸而未決的問題。 

二、針對性：為了擴大經貿合作，雙方簽訂了中印雙邊《促進和保護投資協

定》。雙方強調早日解決邊界問題符合兩國的基本利益。推動建立「中印交流基

金」，雙方互相舉辦「中國節」「印度節」，擴大民間交流。 

三、前瞻性：組建跨境聯繫與合作，同意探討亞洲區域合作框架；遵循各自

國際承諾的同時，促進在該領域的合作。 

縱觀中印關係發展，分析中印關係歷程，有可能出現二種結局： 

一、隨著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中印關係依循中印《聯合聲明》的十

項目標努力下，逐漸得到恢復與發展，邊界問題也在兩國尊重歷史，又尊重現實

條件下，經過和平、理性的談判得到妥善解決，中印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等

多方面交流、互動等，將提升到一個新的層次。 

二、中國與巴基斯坦的軍事合作長達50 年以上，新的軍事技術合作意味著

中巴之間在政治戰略、軍事、經濟方面的相互依存密切。69印巴衝突的原因很多

，有喀什米爾問題、水資源問題，宗教文化衝突等，雙方長期的敵對身份，使得

                                                 

67同前註56。 
68同前註32。 
69蘭舟達，曠毓君，〈地緣政治視角下的中巴軍事技術合作〉，《國防科技》，第35卷第5期(2014年

)，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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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之間缺乏互信。70因此，中國對巴基斯坦支持，將影響中印間良性發展。 

雖然中印關係依然存在著尚未解決的問題，但隨著世界多極化不斷發展，中

印關係平穩健康發展也存在著諸多可供運用有利條件。 

政治上，努力確立中印之間的互信。首先就是高層互訪頻繁，建立雙邊對話

機制。開拓和深化了中印雙方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各個領域的合作。面

對中印兩國長期面臨的主要障礙，包括印度認為只有中國才能夠對它構成威脅，

阻止稱霸南亞，始終把遏制中國作為長遠的戰略目標；在西藏問題、領土爭端等

問題；在中印、中巴之間角色立場的問題等。建立明確戰略對話機制，增強雙方

在各領域的互信，方能有效解決中印雙方的主要矛盾和問題。 

經濟上，兩國經濟的互補性也非常明顯。中國目前是印度最大貿易夥伴，印

度是中國的第九大交易夥伴。中國和印度雖然都是開發中國家，但是經濟發展也

都有很大的潛力，並且都取得了很大成就，2011年中印貿易額已經達到了739億

美元，創歷史新高。中印貿易額迄2011年的這十年增長了20 倍。71再加上中印兩

國的經濟發展還有巨大的潛力，中印之間經濟合作的前景非常可觀。 

中印兩國同為開發中國家，在許多國際問題上都有著相同或相近的立場，共

同利益存在。中印兩國在國際關係發展中，都在為開發中國家爭取更多的利益，

在金融危機、氣候變化等重大問題上，中印兩國都相互支持，共同應對已開發國

家帶來的壓力和挑戰。此外，中印兩國都想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都主張聯合國改革。這些共同的主張也使得中國和印度在政治領域的互信也不

斷增強。中印雙方的對話合作也從雙邊關係拓展到了多邊領域。近年來，中印俄

三國的三邊合作趨勢比較明顯，再加上金磚國家間的合作，中印兩國在國際場合

                                                 

70郭秀玲，〈建構主義視角下的印巴衝突問題研究〉，《開封教育學院學報》，第134卷第10期(2014

年)，頁68。 
71吳兆禮，〈合作與競爭：中印關係躊躇前行〉，

http://niis.cass.cn/upload/2013/06/d20130627101442271.pdf（檢索日期：2015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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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晤不斷增多。在中印兩千多年的歷史上，友好相處的時間占了絕大部分。因

此，中印雙方在政治互信、經貿往來等領域雖有尚未解決的問題，就更加需要中

印兩國化解矛盾、截長補短，共同發展，如此才能獲得雙贏的局面。 

小結 

從中印兩國歷史回顧，發現雙方在政治上的合作高於衝突，經濟上的互補大

於競爭，文化上的關聯大於排斥。
72中印之間有許多共同點與分歧點，特別是邊

界與領土問題，要想解決曠日廢時，無法在短時間內有效解決。且因該問題混雜

官方與百姓的民族情緒問題，要解決爭端決非官方讓步就可完成，因而造成該問

題的敏感度。且印度在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後，印度議會已將邊界問題寫入憲法

，表明「寸土必爭、寸土不讓」的決心，因此，要解決非一朝一夕可完成。因此

，在政治層面上除了透過官方高層互訪，建立一軌、二軌溝通機制，加深互信、

加強對話與合作。在軍事上亦要增加透明度，因隱含並不會改善雙邊關係，只有

造成猜忌，喪失互信立場，引起不必要的爭端。在經貿上本因發展基礎不同，雙

方應以互補、協商、協作方式，謀求共同發展，符合雙方國家利益，在文化上文

明加強交流，增進瞭解，相互推動共同文明進步、發展。也符合雙方發展的時代

趨勢。

                                                 

72衛絨娥，〈西藏問題與中印關係〉，《西藏大學學報》，第33卷第3期(2008年)，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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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論文在探討胡錦濤執政十年期間的外交戰略作為，首先先探討其外交戰略

理論構建背景環境的緣起，以及應對國際環境與國內因素對其外交戰略理論演變

與戰略抉擇。其次是探討在外交戰略理論的指導下的實踐作為與成效，諸如探討

聯合國改革、上合組織的作用、以及中國在六方會談中的角色等。再次探討中國

與印度的外交戰略實踐作為與成果。最後由印度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加以評估，並

藉由第三方問卷資料分析，求得較為貼近事實的解答。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依研究動機與目的為起源，針對胡錦濤的各項外交戰略作為加以分析與探討

後，發現中國的崛起所衍生的正反國際輿論問題，其關鍵點都在中國本身。中國

的崛起是有目共睹，一舉一動對國際局勢都產生重大影響。因此，中國的意向決

定是否能和平的發展與崛起。本論文研究發現就崛起的内涵、外交戰略實踐作為

、以及中印關係檢證結果加以回應。 

壹、胡錦濤時期外交戰略理論構建與内涵 

中國崛起在外在的國際環境，內部的國家總體實力，以及決策階層的交相影

響，發現中國在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環境呈現美國的一超及日、俄等多強的局

面，國際社會權力結構重新洗牌，中國掌握這一發展機會，在1980年至2000年間

以經營內部發展為主。在2001年的美國911恐怖事件，更提供了中國對外發展的

機遇。同時，經濟全球化也間接提供了中國成世界工廠，開放外資、發展國內經

濟、基礎建設，使中國在整體經貿發展的崛起有目共睹。除了經濟以外，在非傳

統安全的恐怖主義、生態、資源、疾病等問題，也提供了中國與國際社會多邊發

展與對話的關係，加速了中國融入共同發展的環境。 

胡錦濤掌握當時國際環境與脈動，即以和平崛起為其國家發展的整體發展戰

略，雖受中國內部政治環境影響，「和平崛起」口號由「和平發展」取代，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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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仍是為降低國際社會戒懼，以利創造一個適合中國發展的環境。胡錦濤除

了在口號的改變外，其實際的外交戰略政策上發現變與不變的堅持，在不觸及中

國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和平崛起為胡錦濤所堅持不變的戰略指導，嚴峻的外在環

境，中國仍堅守路線與方向。在有所變方面，中國在外交作為上更保有彈性作為

，就算在觸及核心利益下，中國仍堅持以理性、公平方式，期望透過談判方式解

決，或針對窒礙難解問題仍希望擱置爭議問題，謀求共同發展。 

胡錦濤的外交戰略是以中國自身的發展因素為主要關鍵，中國是一個世界大

國，對國際的影響力日益增加，唯有中國自身決定以和平的手段，才能創造和諧

世界。因此，和諧世界是中國為維護國際社會公平、公正、合理的目的，在新安

全觀基礎上謀求安全環境最大化的體現，唯有中國願意與國際社會共同把握機遇

、應對挑戰，才能共同建設符合期盼的和諧世界願景。 

貳、胡錦濤時期外交戰略實踐作為 

胡錦濤在為構建和諧世界願景，在政治層面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融入國際體

系，創造適合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與國際社會共同解決發展的矛盾問題，謀求

共同發展契機。在經濟層面推動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搭上經貿全球化順

風車，使各國都能普遍受益。在安全層面透過各種多邊區域組織、戰略對話，建

立彼此互信、協作，構建新安全觀，以共同應對未來新形式的安全威脅。在文化

上層面透過公共交流，加強不同文明對話與瞭解，共同創造適合彼此發展的和諧

世界。以下就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等層面概述： 

一、在政治層面 

中國在國際社會間對政治崛起有二個不同面向，一是默認美國為全球超強大

國，也瞭解聯合國和安理會的作用，以及自身為常任理事國地位的影響，對於國

際性重大問題處理上均秉持中國自身立場與看法應對。二是取代美國地位，成為

全球一超大國的地位。惟就中國的發展現況與未來前景觀察，以第二面向取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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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崛起模式是不利的，因經濟全球化因素，以及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問題，

皆非單一國家可獨自面對與處理，中國應將本位主義擱置，持續融入美國主導的

國際體系，從中尋求與創造發展契機，對內專心致力於改善中國國內因發展所面

臨的矛盾問題，如環境污染等。對外積極發展雙邊與多邊關係，與國際社會共同

面對發展的矛盾與應對各種安全問題，方有助達到和平崛起的目的。 

二、在經濟層面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成長迄2010年僅次於美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鼓舞了中國成為大國的信心與決心，進而推動了更為務實、和平的外交政策。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同樣世界也需要中國，中國順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諸如積極融入世界貿易組織、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以及東協加三等全球或區域

經貿組織，在更大範圍、領域和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推動經濟全球化

。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能促進國內與國際經貿共同發展，符合中國國家利益。 

三、在安全層面 

（一）區域組織：積極參與區域組織、協力和平處理國際危機，有助於中國

樹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並表示願意在國際熱點上發揮影響力，承擔維護地區和

平安全責任。 

（二）軍事發展：中國挹注國防軍費持續增長，使國際社會警覺到中國將具

備威脅區域及全球安全的能力，並以軍事威脅論的角度來解讀與應對。中國認為

要保有相當的軍事發展，才能防止分離主義及確保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進而維

持區域與世界和平。因此，中國如何能在保有軍力持續發展，又能消弭國際社會

對中國軍力發展的恐懼感，仍是中國在未來所應面對與解決的重大問題。 

（三）睦鄰政策：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推動睦鄰政策，發展友好關係

，不斷擴大共同利益，邊界問題雖逐步理性談判方式處理，但仍是潛在問題，亟

需解決。因此，胡錦濤就睦鄰政策在解決邊界、領土等國家核心利益問題時，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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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問題的解決是時間的問題，非短時間內可完成，雙方先謀求擱置爭議問題，共

同發展經貿，有助於雙邊關係維穩與發展。 

（四）解決國際問題：胡錦濤在各國際場合強調應堅持和平共處五原則是全

球與區域安全的政治前提，也是中國一貫的堅持，各國不應相互干涉內政、或影

響他國國家主權，積極在安全領域增強互信作為，建立溝通管道，以和平方式解

決問題。 

（五）處理非傳統安全：積極參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共同維護世界安全與

戰略穩定。尤其是針對反恐問題，建立公平、有效的解決機制。中國反對把恐怖

主義與特定的民族、宗教相聯繫，反對反恐雙重標準等，有助於聯合國主導國際

反恐方向與聯合國機制改革。 

四、在文化層面 

文化是一種軟實力，不同於硬實力可由表象觀察，中國認為人類社會文明的

多元化、多樣性是基本表徵，也是進步的動力。不同文明競爭可以截長補短，在

求同存異中與中國共同發展，以平等開放的精神，構建相容並蓄的和諧世界。因

此，胡錦濤透過漢化與世界各國交流，諸如在世界各友好國家開辦孔子學院或漢

語教學、舉辦友好交流年、文化年、以及舉辦奧運等體育競賽，這都有助於國際

社會對中國文化的瞭解，也有助於化解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誤解。 

參、中印關係檢證胡錦濤外交戰略成效 

中國與印度關係是具有競爭性的大國戰略關係，衍伸出中印邊境安全問題、

西藏問題、印、巴間喀什米爾領土問題等，中、印、巴的三角關係，考驗胡錦濤

對中印關係的處理。中國與巴基斯坦持續保持友好關係，同時協助改善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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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印度關係，有助直接或間接改善中、印間關係。11962年邊界戰爭以來，經歷

了關係低潮期、突破期、起伏期，到了胡錦濤執政的發展期，印度總理瓦傑帕伊

2003年訪問中國，這是自1993年以來第一位訪問中國的總理，雙方簽署《中印關

係原則和全面合作宣言》，確認彼此在國際事務的協調，與共同維護開發中國家

權益，推動世界多極化及民主化，印度首度承認西藏自治區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

，中國則取消對錫金的承認作為回報。2005年溫家寶訪印，簽署了《政治指導原

則協議》，建立雙方「長期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確立1993年雙方將在《關於在

中印邊界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議》上解決領土邊界問題。 

中國更在2003年首度分別與巴基斯坦與印度舉行聯合海上軍演及聯合海上

搜救演習，象徵在處理非傳統安全問題更進一步合作，及雙邊關係也進一步改善

。爾後更經常性實施軍事互訪與交流，降低雙方威脅程度與不安全感。中國對印

、巴之間中立的雙邊政策，有助於改善印、巴之間因喀什米爾歸屬問題造成的不

安，更有助於維持地區穩定。 

中國對印、巴之間中立勸合政策，依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2014年國際社會國家間威脅程度調查結果，印度認為中國對其威脅程度9%，

巴基斯坦威脅程度45%，顯見印度主要威脅來源為巴基斯坦；中國認為印度對其

威脅程度2%，巴基斯坦威脅程度為0；巴基斯坦認為印度對其威脅為32%，中國

對其威脅程度為0%，顯見印、巴之間敵對態勢明顯，而中、印間除現有睦鄰、

安鄰政策的推動外，中國亦藉由巴基斯坦的關係，有助對印度進一步發展良好關

係，及維持地區穩定，更有助降低西方國家企圖藉印度遏制、圍堵中國的企圖。 

因此，由印度認對中國威脅程度指數及外交政策來看，對胡錦濤的外交政策

推展成果就官方對外公開結果較為正面，而非官方而言其結果較為負面，經第三

方問卷指數發現中國對印度的威脅持續增高，中國雖非印度主要威脅，也顯示出

                                                 

1呂蓬、劉大湧，〈中國和平崛起戰略的外交新佈局〉，收錄《新世紀機遇期與中國國際戰略》，陳

佩堯、夏立平主編（北京：時事出版社，2014年），頁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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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印度的外交政策實踐成果未達其預期效果，反而因中國的軍力發展造成印

度對中國的態度更為悲觀與厭惡，顯見胡錦濤對印度的外交政策實踐成效仍有極

大的改善空間，其最主要問題即在中國軍力發展。 

第二節 研究心得 

中印兩國有長達2000多年和平共處的友好交往歷史，中印兩個民族的文化、

宗教有很多相似之處，民族品性和平友善，在歷史上都沒有對外擴張的傳統或主

義。兩國都有曾經遭受西方殖民主義奴役的慘痛歷史，又同樣是發展中的大國，

所以雙方有許多共識和共同利益。中印兩國有謀求和平發展、造福本國人民的相

同追求；以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推動世界多極化發展、維護世界和平與繁榮

的共同主張；對國際事務有許多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影響兩國關係發展的問題正

在得到解決，因此，中印兩國發展關係前景是光明的。擁有世界人口1/3的兩個

大國，在金融、能源、制藥、資訊技術、生物技術等方面合作前景廣闊。以世界

硬體大國著稱的中國同以世界軟件大國著稱的印度攜手發展，將會給亞洲乃至世

界帶來繁榮。因此，發展造福於兩國的友好關係，中印雙方沒有理由拒絕。2 

雖然兩國之間都試圖緩和緊張局勢，使雙方關係保持穩定和有競爭力。但在

邊界爭端中雙方領導人都知道達賴流亡政府的問題將影響兩國的良性發展。就目

前來看，中印之間的經濟關係發展最為突出，也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兩

國之間的貿易額在1993年的3.5億美元，到2012年間迅速提高到70兆美元，並可能

在2015年超過100兆美元。雙方不斷增加貿易量，但目前中國和印度之間沒有一

致性的戰略。在中美和中日關係情況下，中印的競爭傾向，植根於地緣政治和民

族主義，不太可能被日益增長的經濟和貿易來抵消。事實上，經貿關係嚴重傾斜

。以一個典型的例子，印度對中國出口的大部分鐵礦砂、塑膠、鋼材等，而印度

的進口大部分是由中國模式化製成機電產品，醫藥品和紡織品。大多數印度人認

為中國是掠奪性的貿易。新德里在世界貿易組織對北京提出最多的是反傾銷案。

                                                 

2鄭永昌，《中國和平發展與西方的戰略選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18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3 

印度積極融亞洲、東南亞國家的共同經濟體，並持續增加貿易、投資，及其他基

礎設施建設，加強在亞洲的政、經影響力，以對抗中國的崛起力量。 

中印雙方在中印巴邊界及領土及經貿問題關係密切，但實際上對領土糾紛、

資源及海外市場競爭，使雙方外部勢力範圍重疊性高，雙方是對手又是同盟關係

，在地緣政治視角下阻止了雙方合作的機會。中印之間外交關係的磨擦將會越來

越明顯，一旦雙方互相認為對手日漸活躍，則在戰略上將視對方為敵手。 

正如中國面對美國已經變得更加自信，中國的印度政策也逐漸變得強硬。而

印度不斷發展的亞洲戰略反映了中國是夥伴關係，另一方面與美國在亞太地區進

一步接觸，這也將抵消中國繼續圍繞在爭議領土的軍事援助和活動。
3有助印度

在東南亞地區平衡中國的勢力。 

中國的發展模式源於國內政策，任何問題都會對南亞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印

度必須避免對中國的過度依賴，實際上印度主要因國內政治問題（民運、人權）

和缺乏經濟的資金，在地區力量正在減弱，西方則因全球金融危機，自我將自己

趕出南亞地區，形成權力真空，使南亞地區越來越歡迎中國進入了，給了中國在

該地區發展的機會。中國進入這些權力真空地區後發展的軍事能力，主要用於嚇

阻如美國可能希望使用軍事力量達到自己目地的國家。但不會試圖與印度的軍事

作為抗衡，而是以經濟實力優勢，不斷提高在全球政治經濟的結構性權力。4 

雙方在區域層面的外交政策是目前亞洲政治的新輪廓。它的一個多邊強權政

治或參與，以抗衡和競爭對方的戰略利益為首要。在今天的背景下，兩國之間日

益增加的多邊參與，形成一個亞洲和全球的認同，尤其是在確保各自的國家戰略

目標的潛在媒介。兩國目前的外交政策輪廓是從以前的秩序和政治完全不同。邊

界問題仍繼續雙邊對話，而中印的多邊政治的亞洲話語權，將由資源和國際地位

                                                 

3
Mohan Malik, "China and India Today," World Affairs 175, no. 2 (2012):82-83. 

4
Jonathan H. Ping, "China's Relations with India's Neighbours: From Threat Avoidance to Alternative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1, no. 1 (2013):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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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決定。5 

中國和印度有不少相似基礎。都有廣大領土，人口眾多，相當的農業發展，

從傳統轉型為現代社會的過程。兩者都面臨著諸如減少貧困，獲得更好醫療保健

，以及改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治理的挑戰。隨著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快速發展，雙方

都面臨著可持續，平衡和協調發展的挑戰。兩者都面臨著與社會底層分享經濟增

長利益的艱钜任務。儘管中國和印度之間的競爭是不可避免的悲觀預測，這兩個

亞洲新興大國之間的合作還是可能的。兩國之間必須更加努力協調，強化社會文

化的理解，彌補兩國之間的差距，在可預見的未來兩國將崛起為全球性大國。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中國本研究由以胡錦濤外交戰略研究中國的崛起背景、內涵，以及相應實踐

作為檢視，目前中國和平崛起所展現的面貌，以及國際社會的研究多聚焦於較為

廣範的共同利益的問題上，仍多以經貿威脅、軍事威脅、能源威脅等，而這些領

域多以單方面解讀與主觀意見。然而對和平崛起的真正考驗則在於利害關係國之

間衝突利益化解，如兩岸問題、西藏問題等，本論文雖以印度來檢證中國的外交

政策，內容雖涵蓋政治、經濟、安全與文化層面通則來探討，並經相關文獻探討

後，發現胡錦濤的外交戰略對印度而言並未達預期結果，反而因中國的軍力發展

雙方關係趨於惡化，但受限僅以印度為檢證對象，難脫以偏概全之憾，未來有心

研究胡錦濤外交戰略的學者，可從下列幾個角度切入： 

一、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態度有諸多面向，本論文主要藉中印關係發展探討胡

錦濤外交戰略成效，因各國國家利益不同，未必如本論文結論所言印度對中國崛

起屬較悲觀派，例如文中提及的巴基斯坦就屬樂觀派。因此，未來研究中國的外

交戰略仍可選擇不同的領導人，不同國家所推行的外交戰略實踐加以研究。 

                                                 

5
Jagannath P. Panda, "Competing Realities in China–India Multilateral Discourse: Asia's Enduring 

Power Rival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 no. 82 (2013):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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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挹注軍備發展經費持續大幅增長，同時中國的經貿發展又為世界矚

目，探討中國的經貿議題時，切勿忽略中國軍備發展的威脅影響。例如中國第五

代領導人習近平倡議「一帶一路」戰略的同時，印度積極加強日、越等國合作，

積極介入南海問題，對海上新絲路發展影響的研究；或是陸上因經濟帶發展需要

，建設四通八達交通網絡，除有利經貿發展外，同時也可供中國軍隊快速投送，

是否影響歐亞大陸穩定等議題，都是未來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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