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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歐與台海兩岸關係

鄭得興

一、前言

對當代的中東歐國家而言，歐洲機制至少

起源自冷戰時代的東西對抗，歐盟的前身與北約

組織對抗蘇聯的經濟互助理事會與華沙公約組

織。隨著冷戰關係的和緩，至少自1980年代及往

後歐洲聯盟一連串的組織改造，皆深刻影響中東

歐政治、經濟及社會之轉型。中東歐在新歐洲機

制的整合架構下，歐洲化在過去二十幾年來，一

直牽引著中東歐的發展。於此同時，在中東歐地

區的台海二岸關係也起了變化。冷戰結束後，台

灣才有機會向中東歐發展。儘管中東歐的台海兩

岸關係有歐盟架構下的機制與規範，例如「一中

政策」與「對中國的武器禁運」等，不過中東歐

有許多國家跟台灣發展了相當親密的「實質關

係」。

中東歐自1989年社會（民主）轉型以來，至

2013年已陸續有11個前共產國家加入歐盟。而正

當舊歐洲因金融危機陸續出現政治經濟社會治理

問題，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中東歐各方面的

發展成就卻備受肯定。此外，由於中東歐的政治

變革，卻意外引發一場台海兩岸在中東歐的競爭

局勢。冷戰期間，台灣與中東歐毫無互動往來，

1989年之後台灣當局極力爭取與中東歐建立雙邊

關係，甚至1999年短暫地與馬其頓正式建交。

1989年至2008年是台海兩岸關係在中東歐競爭最

激烈的時期，中國大陸、台灣與中東歐三方形成

複雜微妙的互動關係。

（中）東歐國家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追

隨蘇聯，與中國凍結關係。1970年代後中國為恢

復與（中）東歐傳統友誼，推動高層領導互訪，

恢復正式外交機制，維持（中）東歐與中國的雙

邊關係。台灣則是利用民主與經濟成就，試圖說

服冷戰後的中東歐與台灣建立文化與經貿往來，

於是1990年初期台灣即在匈牙利、捷克及波蘭設

立代表處，並獲得不少中東歐新領導人（如波蘭

華勒沙及捷克的哈威爾）的支持。 2009年馬英九

當選台灣總統，兩岸在中東歐的零和競爭較為緩

和下來，但隨著中東歐在歐盟架構下的重要性與

日俱增，中國大陸於 2013年在羅馬尼亞首都召開

與中東歐十六國的高峰會議，並提供一百億美金

作為中東歐發展基金。 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與歐

盟執委會主席選舉，都是里斯本條約架構下攸關

歐盟未來發展的重要事項，新歐洲機制與中東歐

的未來有何關係？而在中東歐與台海兩岸關係的

回顧後，未來展望又如何？本文主要嘗試從歐

盟、中東歐、台海二岸三個角色互動中，勾勒中

東歐與台海二岸關係的過去與未來。

二、二十世紀「（中）東歐」歷史變遷

與台海兩岸關係發展回顧

十九世紀的東歐國家分屬不同歐洲帝國（德

意志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鄂圖曼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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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統轄領域，一次大戰結束後（ 1918），四

大帝國解體，許多東歐民族國家獨立。此值中國

北洋政府時期，即使段祺瑞政府參與一次大戰，

而讓「中華民國」擠身為戰勝國之列，卻因為

對日「二十一條款」的喪權辱國，北京政權的

外交政策並未獲得民眾支援。到「北伐」成功

（1928）的這段期間，北洋政府與東歐新獨立國

家的外交關係互動，目前的學術研究並不多見。

至遲到南京的國民政府已在東歐一些國家設館，

並有實質的外交關係。事實上，中華民國與東歐

國家的外交關係是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共

政權。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東歐國家陸續成為蘇

聯集團的社會主義國家（ 1945-1948），此際正

是中國國共內戰期間。中共於 1949年10月1日正

式建政，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幾乎都在第一時間承

認中共政權，並與之建交（中匈是 1949年10月4

日建交，中波是 10月5日，中捷是10月6日，中斯

沿用10月6日）。1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播遷」

來台，同時也中斷與東歐國家的關係。接著國際

政治進入冷戰格局，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跟隨美

國的西方集團，對抗社會主義國家聯盟，包括中

華人民共和國與東歐。中共政權與東歐集團的蜜

月期主要在1950年代，1960年代隨著中國與蘇聯

的交惡，東歐國家也與中共政權疏離。直到 1970

年代末中國與東歐國家的關係才逐漸好轉，不過

1989年東歐共產國家紛紛民主化， 1990年代正當

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關係進入調整時期，台灣

的「中華民國」政府又重新回到（中）東歐國家

尋找外交關係的可能性。基本上，台灣在（中）

東歐國家關係的建構上，成果豐碩。不過，這不

是中華民國來（中）東歐「續舊」，而是台灣總

體政經成就（民主化與經濟成就）嶄新地贏得了

（中）東歐國家的實質回應。

民主化的（中）東歐前共產國家在1990年

代積極脫俄入歐，歐洲聯盟為因應東擴，陸續完

成馬斯垂克條約（ 1993）、尼斯條約（ 2001）

等，設定東歐國家入盟的政治經濟條件， 1990年

代的（中）東歐國家是在歐盟架構下的「重返歐

洲」。台灣對西歐儘管無正式外交關係，但對西

歐的實質交往未曾中斷，1990年代台灣進入中東

歐是在李登輝總統任期內要求「務實外交」的具

體展現，但台灣政府是否有歐盟架構下前進中東

歐的整體策略，很難說個清楚。不過，隨著中東

歐國家加入歐盟（2004），以及對台灣關係的實

質友善之下，台灣的歐盟框架（舊歐洲+新歐洲）

關係更形完整，並且相對於台灣與西歐的雙邊關

係，中東歐給予台灣「外交」的實質協助更形顯

著。1990年代的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雙邊關係因

為政治制度與意識型態的轉變，而進入雙方關係

的重新調整時期，中國依著舊社會主義國家的情

誼，延續雙邊的友好關係，同時加強雙方高層人

事的互訪，以防止台灣的「見縫插針」。

三、二十一世紀初台海兩岸在中東歐的

零和競爭

1990年代至2008年的李登輝與陳水扁總統

任期內，二岸關係的零和博弈事實上亦延伸到中

東歐的新戰場上。台灣的彈性外交策略在中東歐

不斷有所斬獲，台灣利用中東歐新民主政權之初

的不穩定，與新政權的民主道德要求，成功地在

1990年代在中東歐國家新增外館，與推動（非正

式）外交活動。台灣於 1990年在匈牙利首都布達

佩斯設立「台北商務辦事處」，這是台灣在中東

歐地區設置的第一個代表處， 1995年更名為「駐

匈牙利台北代表處」； 1991年12月設立「駐捷克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1992年12月設立「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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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1992年1月台灣與拉

脫維亞建立領事關係，但在中國的抗議之下，於

1994年7月終止領事關係，並在1995年建立「駐拉

脫維亞代表處」。二岸外交爭奪戰最激烈的演出

莫過於1999年台灣竟成功地爭取與馬其頓建交，

後來在中國強烈抗議台馬建交，與威脅在聯合國

針對海地動用否決權的情況下，台馬雙方於 2001

年中止外交關係。2

1990年代台灣積極重返聯合國，台灣政府強

力運作友邦在聯合國大會為台灣的「中華民國」

發聲，唯一非邦交國在聯合國大會發言支持台灣

的國家元首是捷克的哈維爾總統，他在 1995年的

聯合國大會上支持台灣重返聯合國，甚至支持二

個中國。哈維爾甚至不顧中國大陸的反對，在

1995年同意台灣行政院長連戰訪問布拉格。 3台

灣此際對中東歐的外交策略應用相對靈活，因為

台灣在中東歐地區原本即無任何基礎，此時能爭

取到的外交資源都算是正面成果。然而，中國大

陸在前東歐集團中，有固有的社會主義情誼。因

此，在1990年代的中東歐區域分化之中，不管新

國家分裂之後的規模再小，中國都以最快的時間

內建立或恢復雙方的外交關係，並設立大使館，

例如斯洛伐克大使館、以及幾個前南斯拉夫分裂

出來的國家（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塞爾維

亞及波黑共和國等），都盡速成立大使館，以防

止台灣的積極介入。中國要求中東歐國家必須承

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

灣是中國領土不分割的一部分，並承諾不與台灣

建立任何形式的官方關係，以及不與台灣進行任

何官方往來。

19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台海兩岸在中東歐的

外交競爭是相當激烈的，儘管中國與中東歐國家

的官方互訪相對於共產時期，已經是相當密集、

頻繁，但後冷戰格局的變遷提供台灣更多機會在

中東歐新興民主國家獲取更多的「實質資源」。

因為許多中東歐後共國家的政治領導人都是前政

治異議份子，他們曾受過共產政權的迫害，因此

當他們擔任政府官員的時候，比較同情台灣的國

際處境，並願意與台灣交往。這些中東歐國家以

維榭葛拉德四國集團（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及

匈牙利）最重要，至今為止，台灣在中東歐關係

的格局仍難以突破維榭葛拉德四國集團的主要範

圍。相對於中國在中東歐所有國家都設有大使館

而言，台灣在中東歐地區僅在拉脫維亞（兼轄愛

沙尼亞及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兼轄羅馬

尼亞）、波蘭及匈牙利（兼轄塞爾維亞、蒙特內

哥羅、科索沃、波士尼亞與赫賽哥維納）設有外

館（辦事處），其他如阿爾巴尼亞由義大利外館

（辦事處）兼轄，保加利亞及馬其頓由希臘外館

（辦事處）兼轄，克羅埃西亞及斯洛維尼亞由奧

地利外館（辦事處）兼轄。中國在 1990年代經濟

深化改革之際，有許多移民至中東歐謀生者，其

中匈牙利、羅馬尼亞、波蘭及捷克等國家的中國

僑民都在數千至數萬不等，相對於台灣在中東歐

各國的僑民各只有二、三百人而言，台灣的外館

數目與規模也算是合理。中東歐對於台灣人民而

言，不僅距離遙遠，社會文化也深感生疏，因此

除了文化教育的交流，以及尋找貿易生機之外，

台灣在中東歐的「勢力範圍」實難再有大突破。

2008年以後台灣的政權更迭、歐洲金融風暴、中

國大國崛起等因素影響之下，台海兩岸在中東歐

的零和競爭已緩和下來。

四、新歐洲機制與台海兩岸在中東歐的

新務實與挑戰

2009年上半年由捷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

捷克以主席國身分將台灣免簽案提到歐盟的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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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會議中討論，並在後續的議決中協助台灣最

終獲得申根區域的免簽。馬英九總統以活路外交

作為務實外交的新詮釋，以對話突破以往的對

抗，繼英國（2009）及愛爾蘭（2009）給台灣免

簽之後，歐盟再提供台灣申根免簽（ 2011），最

終影響美國亦提供台灣免簽（ 2012），目前台灣

獲得免簽的國家數目已達 129國。台灣在中東歐

的外交思惟已逐漸由舊務實作為轉到新務實的做

法，由於在與對岸的外交休兵下，台灣似乎取得

更多的外交突破，不過台海兩岸在外交的競爭狀

態是很難完全停止的。

中國2001年加入WTO之後，隨其國內經濟的

發展，並在2008年的歐洲金融風暴之後，中國崛

起的全球經濟影響力日愈顯著，中國目前是世界

第二大的經濟體，且是歐盟的最大交易夥伴國。

中國的外交戰略是以大國政治為主，中國重視歐

洲傳統強國（英法德）的外交關係，中國與歐洲

聯盟的互動亦相當頻繁。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在共

產時期是因為意識型態的結合，而儘管中國在

1990年代後對中東歐國家表面上看來仍相當重視

雙邊的關係，但實際上中國並未投入太多資源在

中東歐地區。中國在中東歐地區的投資相當少，

甚至中國在與中東歐國家的貿易往來中，中國出

口中東歐的貿易額遠大於從中東歐國家進口的貿

易額，例如2012年中國與匈牙利的貿易額為 80.6

億美元，其中中國出口匈牙利的貿易額為 57.4億

美元，進口為 23.2億美元。捷克是中國在中東歐

的第二大交易夥伴國， 2011年雙邊貿易額為 99.9

億美元，其中中國出口76.7億美元，進口23.2億美

元。2012年，雙邊貿易額為87.3億美元，其中中

國出口為63.2億美元，進口24.1億美元。相對於中

國在中東歐的貿易順差營利，過去又不重視中東

歐的投資，台灣對於中東歐的投資明顯較高，尤

其是台灣的電子產業大都從歐洲其他國家（愛爾

蘭及北歐）轉移到中東歐（捷克、波蘭、斯洛伐

克及匈牙利等）。台灣企業對中東歐的投資，

也算是台灣政府在經營中東歐雙邊關係的重要

憑藉。

在中國崛起之後，中國挾其雄厚的資本重新

思考對中東歐的雙邊關係， 2012年9月6日在北京

正式成立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秘書處，並設立

了總額100億美元的中東歐國家專項貸款，再透過

該專項貸款推動中國和中東歐國家簽署多個合作

協定。2013年11月26日中國總理李克強於羅馬尼

亞首都布加勒斯特會晤了中東歐十六國家領袖，

會中共同制定了「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布加勒斯

特綱要」，其中有八項重點：一、每年舉行中國 -

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梳理合作成果，規劃合

作方向；二、根據合作發展情況，適時考慮制定

中期合作規劃；三、促進投資經貿合作；四、擴

大金融合作；五、推進互聯互通合作；六、拓展

科技創新環保能源領域合作；七、活躍人文交流

合作；八、為鼓勵和支持地方合作，將地方合作

作為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重要支撐之一。李克

強並在11月25日與塞爾維亞及匈牙利的總理，共

同宣佈合作興建塞匈鐵路，連接二國首都貝爾格

勒及布達佩斯，並以中國製造的鐵路裝備作為合

作的主要產品。4

中國以大國姿態提供一百億美元作為中東歐

國家專項貸款，至於中東歐十六國則依照中國的

「定義」，涵蓋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波士尼

亞和赫塞哥維納、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捷

克、愛沙尼亞、匈牙利、立陶宛、馬其頓、黑

山、波蘭、塞爾維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

及拉脫維亞等國， 5這些國家都是前共產國家，

其中包括已加入歐盟的國家，也包括正準備加

入的候選國及申請中的國家。中國的「一百億

美元」加上「中東歐十六國」的雙重組合，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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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大國政治的體現，亦是中國在中東歐外交

事務上的新務實作法。相對於過去僅透過高層

互訪以維持雙邊關係外，中國這項貸款既提供

中東歐及中國中小企業，也加強中國製造業對

中東歐的輸出。中國目前在中東歐的貿易額總

體來說並不大，然而就中東歐在整合加入歐盟

的基礎設施建設而言，未來這是一塊大市場，

中國所提供的一百億美元貸款不僅期望能達到

前述的八項目標，也希望能從中東歐這個新興

市場有所獲利。此外，中國主要是以「一籃子

外交」（將中東歐視為一整體，而施以外交作

為）手段，來促進中國與中東歐十六國的雙邊

關係。

台海兩岸在中東歐從過去的零和博弈走向目

前各自為己尋找利基而努力，雖不曾真正外交休

兵，但也不至於像過去（ 2008年以前）雙方在

中東歐「新戰場」上的劍拔弩張。台灣向中東歐

不斷深化經濟及文教的實質交流，除已透過中

東歐途徑而獲致申根免簽外，台灣經濟實力前

往中東歐投資，亦放眼全歐洲市場，中東歐作

為台商投資及進軍歐洲市場的橋頭堡。台灣在中

東歐的最大挑戰是拓展新外交領域上的障礙，台

灣在中東歐沒設置外館（辦事處）的國家大都對

台灣不甚瞭解，甚至不太友善。台灣企業及外

交人員前進這些地方，所遇到的阻礙也較多。

此外，台灣在面對歐洲整合的架構下，似乎仍欠

缺更明確、更具整體性的中東歐外交發展計畫。

相對於中國從過去的消極外交作為，走向今日

積極外交作為的務實作風，中國運用大國政治

的操作資本確實比較具有影響力，不過中國的大

國政治是否會遭遇中東歐國家的更多疑慮，或許

是潛在的障礙，這是中國在中東歐地區要處理的

問題。另外，中國亦須努力改善其僑民在中東歐

國家的社會地位及保護僑民，透過僑民為中國

鞏固整體國家的區域利益，這也是未來的重大

挑戰。

2014年歐盟最重要的事項莫過於歐洲議會

選舉，以及歐盟執行委員會主席的改選。這二項

選舉結果攸關歐盟未來深化整合的走向，相較于

過去歐盟執委會主席是由各國領導人于歐盟高

峰會議協商決議的方式， 2014年則由歐洲議會

最大黨領袖（歐洲人民黨， EPP）容克（ Jean-

Claude Junker）透過歐洲議會推選，並獲得歐

洲理事會的通過，即將在 11月接任歐盟執會新任

主席。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的特色包括右派勢力

的抬頭、歐洲議會選舉的民主化、及歐洲議會

的投票率依然低落等。歷經金融風暴的歐盟，

明顯地更形分裂出二個反對陣營，其中英國首

相卡麥隆（ David Cameron）與匈牙利總理歐

爾班（Viktor Orban）對歐盟繼續深化整合即表

示不予認同，儘管支持歐盟深化整合的容克順

利當選歐盟執委會主席，但面對新興的疑歐勢

力，歐盟深化整合仍是未來歐洲新機制下的最大

挑戰。

從剛結束歐洲議會及歐盟執委會主席選舉後

的歐洲新機制來看中東歐的未來發展，至少有以

下幾點意義：（一）歐洲整合（一體化）仍是未

來趨勢：目前除了 11個前共產國家已加入歐盟之

外，正等著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國家尚包括阿爾巴

尼亞（2014.6.24為歐盟候選國）、馬其頓（已

申請加入歐盟）、塞爾維亞、波士尼亞及赫塞

哥維納共和國等（以上是有潛力加入歐盟的國

家）。（二）歐洲議會及歐盟執委會的改革，

有助於提升中東歐國家的影響力：歐洲議會權

力的強化及歐盟執行委員的任命，皆有助於中東

歐國家表達其國家利益的機會。（三）不過中東

歐仍是歐盟的勢力邊陲：以此次角逐歐盟執委

會主席的五個政治人物而言 6，皆為舊歐洲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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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勢力，亦即歐盟的核心勢力仍是圍繞在布魯塞

爾周遭的國家。（四）新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國

家，整體經濟實力與歐盟平均的差距仍大，如何

平衡歐盟內部的東西發展，仍是歐盟要正視的問

題。整體來說，未來五年新歐洲議會及歐盟執委

會期間的中東歐，其政治影響力不會有太多變

化。不過，中東歐國家藉由歐盟各項發展基金，

及其他歐盟機制設計，如歐盟流輪主席國等，

以促進中東歐國家的經濟社會建設，及提高政

治作用是有一定的幫助。長期而言，中東歐國

家，尤其是V4國家是有可能逐漸成為歐盟的新

興勢力，並在歐盟核心的布魯塞爾發揮一定的

影響力。

在歐盟新機制之下，中東歐仍居歐盟勢力的

邊陲地帶。儘管如此，中東歐在歐盟新機制之下

對台海兩岸關係仍有一定的功能定位。比如，歐

盟雖強調一個共同對外政策的目標，實際上仍有

相當一段距離。以2003年歐盟對伊拉克戰爭的立

場分歧，就可知歐盟共同外交政策目標仍不易達

成。歐盟28個會員國都承認一個中國政策，但

一些中東歐國家對待台海兩岸關係仍具較大的

彈性，如台灣獲得申根免簽的策略，亦即利用捷

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藉以安排議案之

機會，並避開了歐盟一個中國的政策適用下，

而成功推動歐盟給予支持台灣的申根免簽。

2008年捷克雖在歐盟對中國武器禁運的共同政

策下，仍通過販賣雷達系統給中國，最後因美國

的阻止而作罷。理論上，中東歐在新歐洲機制

下，應該可獲得更多表達意見及利益的機會，台

海兩岸皆有可能將中東歐作為前進歐盟的重要

跳板。

五、結論

從歷史脈絡而言，台海兩岸政權與中東歐

的雙邊關係發展是波折前進，早在二十世紀初期

的中華民國政府即與中東歐新興民族國家建有

邦交關係。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冷戰格局，中共

政權與中東歐同屬社會主義陣營而互有往來，

國民政府遷到台灣，即與中東歐斷絕關係。不

過，隨著1960年代中蘇交惡，中共政權也與中東

歐關係迅速凍結。直到 70年代及80年代雙方關

係才有起色，隨即遇到中東歐民主革命， 90年

代成為中國與中東歐關係重新調整時期。全球

化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發展，台灣政府的務實外

交讓「中華民國」又有機會重返中東歐。 90年

代及21世紀初期的中東歐是台海兩岸零和博弈

的新外交場域，在這波競爭中，台灣在中東歐

的外交表現頗有斬獲。中國以高層互訪及廣設

大使館的方式鞏固與前共產國家的傳統友誼，

台灣則以民主成就與經濟資源拉近與中東歐的

距離。

經過1990年至2008年期間台海兩岸在中東

歐的外交零和競爭， 2009年以後台海二兩岸在

中東歐的競爭逐漸和緩，雙方的新務實作風為台

灣贏得歐盟申根免簽，中國也以大國崛起之姿，

統合外交資源投注中東歐的整體利益考慮，中東

歐是台海兩岸關係的延長戰線及延伸領域。中

東歐民主化之後，以回歸歐洲做為國家核心利

益的目標， 2004年以後中東歐國家陸續加入歐

盟，中東歐從過去歐洲強權地緣政治的邊陲，而

成為現在進入歐盟區域的橋頭堡。台海兩岸在

現今中東歐新地緣政治經濟重要框架下，都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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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較務實的做法，以促進各自在中東歐的國家

利益。

今年（ 2014）歐洲議會選舉及歐盟執委會

主席的產生方式，都成為未來歐洲新機制的試金

石，其中特別攸關歐洲整合的發展。在歐洲新機

制啟動之下，歐盟的東擴仍是既定方向。不過，

中東歐在歐盟架構內的戰略地位並沒有太大變

化，主要還是位處布魯塞爾的勢力邊陲地帶，但

對台海兩岸關係仍有重要的影響力。因為，歐洲

新機制所帶來更民主的意見表達方式，以及歐盟

未能形成共同外交政策的情勢下，中東歐國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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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tml(2014.5.18)
4. “李克強訪中東歐推銷高鐵核電裝備，中國參與塞匈鐵路建設＂，http://www.guancha.cn/Project/2013_11_26_188353.

shtml(2014.5.18)
5. “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綱要（全文）“，http://www.jqgc.com/jmda/41957.shtml(2014.5.18)
6. 這五個有資格競選歐盟執委會主席的人選包括容克（Jean-Claude Junker），盧森堡前首相；舒爾茲（Martin Schulz），德國
籍，歐洲議會議長；凱勒（Ska Keller），德國籍，代表歐洲綠黨；伏思達（Guy Verhostadt），比利時籍，代表歐洲民主自
由聯盟；希普拉斯（Alexis Tsipiasthe），希臘籍，代表歐洲聯合左派黨團。

為前進歐盟及自主利益表達的方式更具彈性。因

此，在歐洲新機制下，中東歐可能成為台海兩岸

共同前進歐盟的跳板。台海兩岸在中東歐的發

展剛好見證了二十世紀之後的兩次大戰、冷戰

及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如今中東歐在歐洲新機制

之下，逐漸深化整合進入歐盟體系，台海兩岸

關係在中東歐地區也從零和競爭轉為各自爭取

最佳利益，並巧妙運用中東歐作為前進歐盟的

跳板。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