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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外交 
 

█胡錦濤於 7月 5日起程前往義大利，出席 8國集團與開發中國家

領導人對話會議，並且呼籲改革國際金融及貿易體系，應確保開

發中國家的權益。 

█胡錦濤於 9月 21-25日前往美國，出席聯合國系列會議和G20領

導人第 3次金融峰會，針對氣候變化、核不擴散、全球金融危機

等問題，提出多項主張。 

█大陸與美國於 7 月 27-28 日在華盛頓召開首輪「戰略暨經濟對

話」，由大陸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國務委員戴秉國與美國國希

拉蕊、財政部長蓋特納共同主持。 

█美國新任駐大陸大使洪博培於 9月 11日對外表示，「中」美兩國

關係並非「零和」競爭。 

█大陸外交部於 9 月 11 日反對日本向聯合國申請延伸大陸棚，認

為此舉違反國際法、影響國際社會利益。 

█大陸外交部針對日本民主黨在第 45 屆日本國會眾議院選舉中獲

得多數席位一事，表示「中」方願與日方繼續加強雙邊合作，推

動兩國「戰略互惠關係」更大發展。 

█胡錦濤於 9月 21日在紐約會見日本新首相鳩山由紀夫時指出，歷史

問題和「臺灣問題」是影響「中」日兩國關係穩定發展的主要關鍵。 

█北韓領導人金正日於 9 月 18 日向來訪的胡錦濤特使戴秉國表

示，北韓願意參與雙邊及多方對話，解決核武問題。 

█胡錦濤於 9月 22日在紐約會見美國總統歐巴馬，呼籲美方以實際

行動支持兩岸和平發展。 

 

一、領導人出訪 
◆胡錦濤出席 8 國集團與開發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主張改革國際

金融及貿易體系，應確保開發中國家的權益 

大陸領導人胡錦濤於 7月 5日起程前往義大利，預計出席在拉奎拉（L'Aquila）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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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 8國集團（G8）與開發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墨

西哥」5個開發中國家領導人集體會晤（G5）、經濟大國能源安全與氣候變化論壇領

導人會議、貿易問題專題會議、糧食安全專題會議等活動，並且對義大利、葡萄

牙進行國事訪問。但因新疆情勢出現動亂，胡錦濤於 7 月 8 日縮短出訪行程、提

前返回大陸，並由國務委員戴秉國代表出席相關對話與會議。 

今年 G8與開發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將重點放在因應國際金融危機與推動

世界經濟復甦。戴秉國在會中代表胡錦濤致辭，提出處理國際金融危機的 5 項重

點工作：（一）推動國際社會尊重開發中國家發展經濟的自主權，考慮開發中國家

國情，確保開發中國家享有必要的發展政策空間。（二）推動國際經濟、金融、貿

易體系改革，提高開發中國家在國際機構中的代表性、發言權和決策權。（三）推

動已開發國家在增加援助、減免債務、開放市場、轉讓技術等方面兌現承諾與付

諸行動；落實聯合國世界金融和經濟危機及其對發展影響高級別會議達成的各項

共識。（四）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區域發展銀行創新援助措施，幫

助開發中國家保持金融穩定、促進經濟增長，增強開發中國家危機承受力和經濟

修復力（中評社，2009.7.9；大公網，2009.7.10）。 

另外，在 G5領導人會晤中，戴秉國指出未來大陸、印度、巴西、南非、墨西

哥等 5個國家，應在以下幾項領域加強合作：（一）攜手因應國際金融危機衝擊，

5國應共同推動落實 20國集團（G20）領導人華盛頓峰會和倫敦峰會的成果，有效進

行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敦促國際社會儘快落實在發展援助、貿易融資、優惠貸款

等方面所作承諾，推動國際經濟金融體系改革；反對一切形式的保護主義，推動

世界經濟復甦。（二）共同推動加強全球經濟治理，5 國將促進形成有效的全球經

濟治理機制，透過各方平等參與、協調合作，共同解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

全球性問題。（三）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挑戰，5 國將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

約」及「京都議定書」的共識，強調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敦促已開發國家

做出率先減排的承諾，並在技術、資金、能力建設方面，向開發中國家提供可測

量、可報告、可核實的支援。（四）合作因應非傳統安全威脅，5 國應加強交流與

合作，共同提高防範、抵禦、救助能力。大陸並特別建議，應加強傳染病防治領

域合作，包括資訊交流、早期預警、危機管理與防疫互助（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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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出席聯合國系列會議和 G20領導人第 3次金融峰會，針對氣

候變化、核不擴散及全球金融危機提出多項主張 

胡錦濤於 9月 21-25日前往美國參加 4大峰會，包括：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

第 64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安理會核不擴散與核裁軍問題峰會、G20領導人

第 3次金融峰會。 

    9月 22 日，胡錦濤出席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並在

會中發表題為「攜手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演講。胡錦濤指出今後大陸將進一步

把因應氣候變化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並採取以下幾項具體措施（新華網，2009.9.22；

中評社，2009.9.23）：（一）加強節能、提高能效工作，爭取到 2020年單位國內生? 總值

二氧化碳排放，能比 2005 年有明顯的下降；（二）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爭取到 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 15%左右；（三）大力增加

森林碳匯(森林吸收並儲存二氧化碳的能力)，爭取到 2020年森林面積比 2005年增加 4,000萬

公頃，森林蓄積量比 2005年增加 13億立方公尺；（四）大力發展綠色經濟，積極

發展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研發和推廣氣候友好技術。 

  9月 23日，胡錦濤出席第 64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發表題為「同舟共濟

共創未來」的演講，重申大陸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

戰略，堅持在和平共處 5 項原則的基礎上，和所有國家發展友好合作。胡錦濤強

調，大陸做為一個負責任的開發中大國，將盡力提供其他開發中國家必要的支援

與協助，包括（新華社，2009.9.24）：（一）繼續加強支援受國際金融危機嚴重影響的開發

中國家，落實有關增資融資計畫，加強貿易和投資合作，增強有關國家抵禦金融

風險和可持續發展能力；（二）繼續落實大陸在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高級別會議上

提出的幫助開發中國家加快發展的舉措，促進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實現；（三）

繼續落實「『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確定的各項援非舉措，增加對非援助，減

免非洲國家債務，擴大對非貿易和投資，提供人力和技術支援，加大人力資源培

訓；（四）繼續參與和推動地區貨幣金融合作，維護地區金融和經濟形勢穩定，促

進地區金融合作和貿易發展。  

9月 24日上午，胡錦濤出席聯合國安理會核不擴散與裁軍峰會，發表題為「共

同締造普遍安全的世界」的演講，強調大陸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子武

器，堅定奉行自衛防禦的核戰略，恪守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不首先使用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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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政策，並且承諾無條件不對無核武器國家和無核武器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子

武器。針對如何擺脫世界核戰威脅，胡錦濤提出 5 點主張（新華社，2009.9.24；中央社，

2009.9.24）：（一）維護全球戰略平衡和穩定，積極推進核裁軍進程；（二）放棄以

首先使用核武器為基礎的核威懾政策，切實減少核武器威脅；（三）鞏固國際核

不擴散機制，防止核武器擴散；（四）充分尊重各國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積極

開展國際合作；（五）大力加強核安全，切實減少核風險。 

  9月 25日，胡錦濤前往美國匹茲堡參加G20領導人第 3次金融峰會，在會中

發表題為「全力促進增長，推動平衡發展」的演講，並就因應全球金融危機，提

出幾項建議（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9.26）：（一）堅定不移刺激經濟增長。各國應充分利用

G20 此一平臺，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保持政策導向總體一致性、時效性與前

瞻性。（二）堅定不移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各國應落實倫敦峰會確定的時間表

和路線圖，提高開發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推動金融體系改革取得實質性進

展。（三）堅定不移推動世界經濟平衡發展。各國應完善促進平衡發展的國際機制，

支援聯合國在解決發展問題方面更好發揮指導和協調作用，推動世界銀行增加發

展資源、增強減貧和發展職能，敦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立快速有效的金融救援

機制，優先向最低度開發國家提供融資支援。 

    整體來看，胡錦濤出席 4 大峰會，提出對於重大國際問題的主張，顯示大陸

在綜合國力提升後，致力於增加在國際舞臺上的發言權，並尋求展現參與國際事

務的積極態度及影響力（中央社，2009.9.21）。 

 

二、大國關係 
◆大陸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出訪俄羅斯、美國、日本和南韓，協商北

韓核武問題 

大陸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於 7 月 2 日啟程前往俄羅斯、美國、日本和南韓，

就北韓核武問題和東北亞局勢與各國交換意見。 

    武大偉於 7月 4 日會見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博羅達夫金（Alexei Borodavkin），就北

韓核武問題與東北亞局勢交換意見。雙方重申支持實現朝鮮半島全面的無核化目

標，且同意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決議，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此外，雙

方相信「六方會談」仍是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唯一有效機制（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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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6-7日，武大偉抵達華盛頓，和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Rodham Clinton）進行

會面，雙方呼籲各國保持冷靜克制，避免採取可能導致緊張升級的行動，共同維

護東北亞和平與穩定。「中」美雙方也同意繼續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目標，並爭取

早日重啟「六方會談」（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07.08; US State Department, Daily Press Briefing, July 6, 2009）。 

    7 月 9-10 日，武大偉在東京與日本外相中曾根弘文，針對當前東北亞形勢發

展交換意見，雙方堅持應達成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並認為「六方會談」是解

決北韓核武問題的唯一有效機制（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07.10）。7月 12日，武大偉與南韓

統一部長官玄仁澤、核武問題特使魏聖洛以及其他官員會談，雙方達成共識，同

意設法恢復「六方會談」（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7.12）。 

 

◆「中」美召開首輪「戰略暨經濟對話」，塑造兩國推動合作的友好氣

氛 

7月27-28日，「中」美兩國在華盛頓召開首輪「戰略暨經濟對話」（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D），由大陸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國務委員戴秉國與美國國務卿希拉蕊、

財政部長蓋特納（Timothy F. Geithner）共同主持。 

王岐山在開幕式上宣讀胡錦濤的致辭，強調在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經濟、政

治情勢下，「中」美雙方召開「戰略暨經濟對話」，有助於「擴大共識，減少分歧，

加深互信，促進合作，符合雙方共同利益」（新華社，2009.7.28）。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

在出席開幕式時致詞表示，「中」美兩國應透過對話，針對兩國共同利益達成共識，

包括：（一）透過加大透明化及監管制度的改革，促進金融穩定；（二）追求自由

公平貿易，完成杜哈回合協議；（三）更新國際體制，使像「中國」新興經濟體能

夠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符合更大的責任；（四）共同追求一個乾淨、安全而繁

榮的能源未來；（五）共同阻止核子武器擴散；（六）共同對抗跨國威脅，包括極

端主義及走私和海盜集團（信報，2009.7.28）。 

「中」美兩國代表在經過兩天的對話後，對外發表首輪「戰略暨經濟對話」

聯合新聞稿，就兩國未來合作達成幾項共識：（一）關於「中」美關係，雙方強調，

密切的高層接觸和交往對「中」美關係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經「中」美雙方商

定，歐巴馬總統將應胡錦濤邀請於今年年內訪問大陸。兩國軍隊也將擴大各層級

的交往，大陸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將應美國國防部長蓋茨（Robert Gates）的邀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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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內訪問美國。此外，雙方將進一步擴大教育、體育和科技交流，並在平等和

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開展人權對話。（二）關於「中」美經濟、金融及相關領域的

合作，雙方同意採取的合作措施包括：促進國內經濟平衡和可持續的增長；建設

強有力的金融體系，完善金融監管；反對保護主義，推動經濟增長；改革國際金

融機構；增加包括大陸在內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發言權和代表性。（三）

關於「中」美在全球性問題上的合作，雙方共同擬訂「關於加強氣候變化、能源

和環境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建立兩國在氣候變化政策上的對話與合作機制。（四）

關於「中」美在國際與區域問題上的合作，雙方達成的共識包括：重申六方會談

和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重要性；推動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穩定和發展；在伊朗

與中東事務上維持密切磋商；在蘇丹問題上，加強協調與磋商；反對恐怖主義；

加強全球防擴散和軍控機制。（五）關於「中」美「戰略暨經濟對話」機制，「中」

美兩國同意此一機制是推進新時期「中」美關係的一項重要舉措，雙方將於明年

在北京舉行第 2輪「『中』美戰略暨經濟對話」（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7.28）。 

    根據華府智庫「史汀生中心」（Henry L. Stimson Center）東亞研究室主任容安瀾（Alan 

Romberg）的分析，首次「中」美「戰略暨經濟對話」主要在做「清喉嚨」（Throat clearing）

的動作，目的在為雙方發展夥伴關係製造合作氣氛，並為未來合作的議題事先建

立起基礎，因此並未在首次對話中觸及太多爭議性議題（中央社，2009.8.06）。 

 

◆美國新任駐大陸大使洪博培：美「中」關係並非「零和」競爭 

美國新任駐大陸大使洪博培 9月 11日在大連參加「世界經濟論壇第 3屆新領

軍者年會」（又稱「夏季達沃斯論壇」）時指出，「中」美兩國關係並非「零和」競爭，雙方

合作程度將對全球經濟產生深遠影響。洪博培認為，資訊、能源、醫療等領域的

變革，已影響「中」美兩國的交往。雙方的合作程度已對全球經濟走向產生重大

影響。洪博培針對美「中」關係的談話，被解讀為有意替歐巴馬總統今年 11月訪

問大陸，塑造兩國之間的友好氣氛（中央社，2009.9.11）。 

 

◆大陸外交部反對日本向聯合國申請延伸大陸棚，認為此舉違反國際

法、影響國際社會利益 

2008 年 11 月，日本以國土最南端的沖鳥礁（日本稱為「沖之鳥島」），向聯合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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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界線委員會提出大陸棚延伸申請，聯合國在 2009年 9 月 11日表示，大陸方面

已針對此事向聯合國提交反對意見。日本延伸大陸棚的申請一旦獲准，將可獲得

沖鳥礁周邊 74萬平方公里的海底大陸棚，面積為日本陸地面積的兩倍。此外，日

本將獲得超過 4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專屬經濟區，享有海洋資源開採權及捕魚權。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表示，沖鳥礁是「礁」，並非日本所稱的「島」，不能供人

類居住，也無法維持經濟生活；日本以沖鳥礁為基礎，主張大面積管轄該海域，「既

不符合公認的國際法規則，也影響國際社會的利益」（聯合報，2009.9.14）。 

 

◆大陸盼與日本新政府加強合作，持續推動兩國「戰略互惠關係」 

第 45屆日本國會眾議院選舉結果於 8 月 31 日揭曉，由民主黨取得壓倒性勝

利，民主黨黨魁鳩山由紀夫將成為日本新任首相。針對日本政局變化，大陸外交

部發言人姜瑜於 9月 1日表示，「中」方願與日方繼續加強雙邊合作，維持兩國之

間的高層交往，推動「中」日關係向前發展（中央社，2009.9.1）。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

寶則在 9月 16日致電鳩山由紀夫，祝賀他就任日本首相，並且表示「中」日互為

重要鄰邦，深化互信與合作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希望雙方合作推動

「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在新歷史起點上的更大發展（中央社，2009.9.16）。 

 

◆胡錦濤向日本新首相鳩山由紀夫表示，歷史問題與「臺灣問題」是

影響「中」日關係發展的關鍵 

胡錦濤利用參加聯合國系列峰會與 G20第 3次金融峰會的機會，於 9月 21日

在紐約會見日本新首相鳩山由紀夫。胡錦濤表示，歷史問題和「臺灣問題」事關

「中」日關係政治基礎，慎重妥善處理這兩大問題，是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

基本前提和關鍵所在。針對「中」日兩國關係發展，胡錦濤提出 5點意見：（一）

加強高層交往，增進政治互信；（二）加強經貿合作，強化利益紐帶；（三）增

進國民感情，充實民意基礎；（四）加強亞洲事務合作，推動國際事務協調；（五）

妥善處理分歧，維護友好大局（中央社，2009.9.22）。  

     鳩山則回應表示，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將堅持「村山談話」精神，在「臺

灣問題」上將繼續恪守日「中」聯合聲明。鳩山並當面向胡錦濤提議，「中」日應

在東亞地區合作推動歐盟形式的「東亞共同體」。而根據北京環球網在網路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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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約有 63%的大陸網民支持「中」日共建「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中央社，2009.9.19）。  

 

◆「中」美召開第 7回合反恐對話，雙方同意加強反恐合作 

大陸與美國在 9 月 14-15 日於華府舉行第 7 回合的「『中』美反恐次級對話」

（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Sub-Dialogue），美方由國務院負責反恐的協調人班傑民（Daniel Benjamin）

大使領軍，「中」方則由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務司司長王民率領「中」方代表參與對

話。  

在此次對話中，「中」美雙方派遣跨政府部門代表與會，美方代表團包括來自

國務院、財政部、司法部、國防部、國土安全部、能源部、聯邦調查局與國家反

恐中心。「中」方代表團則包括：外交部、國安部、公安部、國防部、人民銀行、

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海關總署與國家民航總局等單位。雙方在對話中表

明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也同意改善國土安全作業的重要性。同時，「中」美

代表同意強化兩國間的反恐合作，並在明年舉行下一次會議（“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Sub-Dialogue,” Office of the Spokesman, US State Department, September 22, 2009）。 

 

三、第 3世界關係 
◆「中」印召開第 13次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晤，同意根據解決邊界問

題的政治指導原則，推進框架談判進程。 

第 13次「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晤於 8月 7-8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開，

由大陸特別代表、國務委員戴秉國與印度特別代表、印度國家安全顧問納拉亞南（M. 

K. Narayanan）進行會晤。雙方在會晤中，針對政治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和維護兩國

邊境地區和平事宜，交換意見。「中」印兩國代表表示，將根據雙方達成的解決邊

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推進框架談判進程，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而

在邊界問題解決之前，雙方將努力保持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定（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8.10）。 

 

◆大陸與墨西哥召開首次戰略對話，同意加強兩國戰略合作關係。 

大陸外交部副部長李金章於 8月 17日在墨西哥市與墨西哥副外長阿蘭達（Maria 

de Lourdes Aranda Bezaury）共同主持「中」墨兩國首次戰略對話。在此次對話中，雙方介

紹各自的發展戰略和對外政策，並就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問題，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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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兩國代表認為，「中」墨兩國身為開發中大國，加強彼此間戰略對話，有助

於增進雙方戰略互信，深化兩國戰略夥伴關係，促進南南合作和南北對話，未來

將加強此一戰略對話機制，推動雙方戰略夥伴關係的全面發展（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8.19）。 

 

◆大陸外長與非洲聯盟委員會主席共同主持「中國— 非盟第 2 次戰略

對話」 

    9月 8 日，大陸外交部長楊潔篪與來訪的「非洲聯盟委員會」（簡稱「非盟」）主席

讓‧平（Jean Ping）共同主持「中國— 非盟第 2次戰略對話」。 楊潔箎在會中指出，

大陸方面讚賞「非盟」在涉及「中」方核心和重大利益問題上，給予堅定支援。

他強調大陸與「非盟」關係是「中」非新型戰略夥伴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中」

方願與「非盟」共同努力，推動雙方在各領域的深入合作（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9.8；“China 

Pledges to Enhance Friendly Cooperation with African Union,” People’s Daily, September 9, 2009）。 

 

◆大陸與南非舉行外交部第 2 次戰略對話，同意繼續發展兩國戰略夥

伴關係 

大陸外交部部長助理翟雋於9月 17日與南非副外長易卜拉欣（Ebrahim Ismail Ebrahim）

在南非普里托利亞（Pretoria），共同主持兩國外交部第 2次戰略對話。「中」方代表在

會中介紹「『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後續行動與論壇第 4屆部長級會議籌備情

況。兩國代表並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區域問題交換意見，並且同意繼續發展大陸

與南非「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戰略夥伴關係」（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9.17）。 

 

◆北韓領導人金正日向戴秉國承諾，北韓願意參與雙邊及多方對話，

解決核武問題。 

胡錦濤特使國務委員戴秉國於 9月 16-18日出訪北韓，並於 9月 18日會見北

韓勞動黨總書記、國防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日。金正日在會晤中，闡述北韓對朝鮮

半島局勢與核武問題的立場，表示北韓將繼續堅持無核化目標，願意透過雙邊與

多邊對話，解決有關問題。戴秉國轉交胡錦濤給金正日的信函，胡錦濤在信中表

示，大陸政府與中共當局高度重視大陸與北韓關係，未來將本著「繼承傳統、面

向未來、睦鄰友好、加強合作」的精神，鞏固和發展兩國友好關係（大陸外交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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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8；中央社，2009.09.18）。 

針對金正日表示北韓有意願參與雙邊及多方對話、解決核武問題一事，南韓

總統府青瓦臺對外表示，金正日並未提及會談的確切日期，而且所謂的多方會談

是否即為六方會談，迄今仍無法證實。金正日前述發言的實際意圖，有待進一步

分析（中央社，2009.9.19；聯合晚報，2009.9.18）。 

 

四、多邊外交 
◆溫家寶出席「世界經濟論壇第 3屆新領軍者年會」，就世界和諧與繁

榮提出 4點倡議  

「世界經濟論壇第 3屆新領軍者年會」於 9月 10-12日在大連舉行，大陸國

務院總理溫家寶出席會議的開幕式，並在致辭中提出推動世界和諧與繁榮的 4點

倡議，包括：（一）共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二）共同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

（三）共同促進全球經濟的可持續復甦；（四）共同保護智慧財? 權（大陸外交部網站，

2009.9.10）。 

此次會議有來自全球 86 個國家和地區的 1,400多位代表，將研商如何「重振

增長」議題，重點討論集中在新型商業模式、綠色經濟中蘊藏的機遇、重新思考

亞洲發展模式、以科技進步推動經濟增長、以創新滿足社會需求等主題（中央社，

2009.9.9）。 

 

◆外長楊潔篪出席伊朗核武問題 6 國外長會議，表達「中」方「勸和

促談」立場 

9月 23日，「中」、美、俄、英、法、德 6國外長在紐約針對伊朗核武問題舉

行會議。6國外長在會中針對伊朗核武問題與下一步工作交換意見，並且發表 6國

外長共同聲明。6 國外長在共同聲明中強調，將致力於對話和談判解決伊朗核武

問題，並且早日重啟與伊朗的談判。楊潔篪在會中表示，有關各方應抓住當前的

有利時機，推動即將舉行的 6 國及歐盟與伊朗之間的會晤，以尋求全面、長期、

妥善解決伊朗核問題的辦法。大陸方面將持續致力於勸和促談，透過外交談判，

為和平解決伊朗核武問題發揮建設性作用（新華網，200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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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次「中」日韓外長會議在上海舉行，商討 3國領袖高峰會籌備

事宜 

  第 3次「中」日韓外長會議於 9月 28日在上海舉行，由大陸外交部部長楊潔

篪主持，出席人員包括日本外相岡田克也與南韓外交通商部長官柳明桓。3國外長

在會中討論第 2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預定 10月 10日在北京舉行）籌備事宜，並就共

同關心的重大地區和國際問題交換意見。「中」日韓外長並在會中商討日本提議的

「東亞共同體」與南韓提議的「大妥協」（提供北韓經濟和政治方面的誘因，包括安全保障等，以交換

北韓撤除核武計畫）等構想，並且同意 2010年在南韓舉行第 4次「中」日韓外長會議（中

央社，2009.09.28；聯合晚報，2009.09.28）。 

 

五、兩岸外交 
◆胡錦濤呼籲歐巴馬以實際行動支持兩岸和平發展 

9月 22日，胡錦濤利用出席聯合國系列峰會與 G20第 3次金融峰會的機會，

與美國總統歐巴馬舉行雙邊會面。胡錦濤在會中強調，「中」美雙方應該尊重和照

顧彼此利益與關切，臺灣、涉藏、涉疆等問題，事關大陸主權和領土完整。「中」

方重視美方多次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遵守「中」美 3 個聯合公報，希望

美方以實際行動支援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歐巴馬則表示，在「臺灣問題」上，美

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立場沒有改變，並對兩岸關係緩和表示讚賞（聯合報，

2009.09.24）。 

                             （蔡明彥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