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
入
四
國
九
城
、
行
腳
一
萬
公
里

阿
拉
木
圖
，
距
離
北
京
三
千
兩
百
多
公
里
的
哈
薩
克
第
一
大
城
。

四
月
初
春
，
天
山
山
頂
積
雪
盈
盈
，
市
區
卻
熱
得
像
台
北
的
六
月
。

離
市
中
心
三
十
分
鐘
車
程
、
最
初
種
滿
蘋
果
樹
的
小
鎮
巴
拉
霍
克
，

中
國
倒
包
客
︵
小
型
批
發
貿
易
商
人
︶
來
了
，

將
一
個
個
貨
櫃
堆
成
兩
三
層
樓
高
，
做
起
布
料
、
鞋
子
、
服
飾
等
商
品
批
發
生
意
，

 
全
面
解
讀

文‧

蕭
富
元

　
研
究‧

陳
竫
詒

　
攝
影‧

黃
明
堂

封
面
故
事

C
O
V
E
R
  S
T
O
R
Y

︵S
h

u
tte

rsto
ck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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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拉
霍
克
因
此
成
為
當
地
最
大
貿
易
市
場
。 

吃
中
國
廠
商
生
產
的
番
茄
醬
、
走
中
國
修
建
的
鐵
公
路
、

到
中
國
石
油
經
營
的
加
油
站
加
油
，
這
是
哈
薩
克
人
每
天
少
不
了
的
生
活
。

可
倫
坡
，
北
京
五
千
兩
百
公
里
外
的
斯
里
蘭
卡
首
都
。

過
去
碧
海
藍
天
的
港
邊
，
如
今
圍
出
一
塊
相
當
於
十
個
大
安
森
林
公
園
的
黃
土
地
，

交
給
中
國
負
責
填
海
造
陸
的
﹁
海
港
城
計
劃
﹂
完
成
後
，

新
潮
的
飯
店
、
購
物
中
心
、
商
辦
大
樓
、
F1
賽
車
場
，
將
進
駐
這
個
印
度
洋
島
國
。

這
是
斯
里
蘭
卡
史
上
最
大
金
額
的
外
國
投
資
案
，
中
國
海
港
、
中
國
碼
頭
，
中
國
無
處
不
在
。

這
些
平
常
在
國
際
新
聞
﹁
邊
緣
﹂
的
國
家
，
今
年
三
月
，
突
然
在
世
界
大
小
銀
行
的
投
資
報
告
裡
，

變
身
為
取
代
﹁
新
興
國
﹂
、
﹁
金
磚
國
﹂
的
紅
火
投
資
新
標
的
，

亞
投
行
概
念
股
系
列
中
的
亮
眼
珍
珠
。

三
月
底
，
中
國
政
府
頒
布
完
整
的
﹁
一
帶
一
路
﹂
願
景
與
行
動
文
件
。

一
時
間
，
﹁
一
帶
一
路
﹂
成
為
全
球
最
響
亮
的
政
策
口
號
。

從
中
國
西
北
經
中
亞
、
南
亞
、
中
東
到
歐
洲
的
﹁
絲
綢
之
路
經
濟
帶
﹂
，

和
福
建
經
東
南
亞
、
南
亞
、
非
洲
到
歐
洲
的
﹁
二
十
一
世
紀
海
上
絲
綢
之
路
﹂
，

號
稱
涵
蓋
全
球
六
十
多
國
、
三
分
之
二
人
口
、
三
成
G
D
P
。

不
管
開
不
開
心
、
接
不
接
受
，
台
灣
也
被
收
納
其
中
。

四
月
下
旬
，
中
國
國
家
主
席
習
近
平
訪
問
巴
基
斯
坦
，
送
上
四
百
六
十
億
美
元
建
設
大
禮─

─

中
國
將
興
建
一
條
從
新
疆
喀
什
到
巴
基
斯
坦
瓜
達
爾
港
的
﹁
中
巴
經
濟
走
廊
﹂
。

﹁
一
帶
一
路
﹂
正
式
上
路
，
將
如
何
影
響
台
灣
、
中
國
、
全
世
界
？

拆
開
大
好
商
機
包
裝
後
，
它
面
對
哪
些
風
險
？

︽
天
下
︾
派
出
兩
組
資
深
記
者
與
攝
影
，
花
了
大
半
個
月
，

走
訪
中
國
、
哈
薩
克
、
斯
里
蘭
卡
、
新
加
坡
四
國
，

北
京
、
福
州
、
泉
州
、
西
安
、
烏
魯
木
齊
、
喀
什
、
阿
拉
木
圖
、
可
倫
坡
、
新
加
坡
九
城
現
場
，

為
您
全
面
解
讀
﹁
一
帶
一
路
﹂
大
戰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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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在斯里蘭
卡，但在可倫坡所見
的臉孔，就與康提大
不相同。

▲在哈薩克，雖以哈薩
克族為人口主體，但有
的像東方人、有的像西
方人。圖為阿拉木圖的
大學生。

▲進出北京天安門廣
場都要經過安檢，週末
時甚至要排上至少一小
時才能進入，但外國遊
客仍絡繹不絕。

▲西安的回民街上，
整天擠滿了觀光客。戴
著白色回民帽的小販烤
著牛羊肉串，整條街上
瀰漫著令人垂涎欲滴的
烤肉香。

（劉國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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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烏魯木齊的二道
橋是維吾爾族人的熱鬧
商業區，但因近年來因
與漢人衝突漸增，連路
上行人見到《天下》記
者的漢人臉孔，無不板
起臉來。

▲

每年清明時節，成千
上萬民眾前往西安的黃
帝陵祭奠軒轅黃帝，典
禮盛大隆重，廣邀許多
團體在典禮上演出。

▲

新疆喀什是中國最西端的
城市，也是南疆的政治經濟
中心，城市人口以維吾爾族
為主體，充滿了邊疆風情。

▲

位於斯里蘭卡中部的康
提是全球著名錫蘭紅茶產
區，泰米爾族的婦女是主
要採茶人力。

橫跨歐亞非、
囊括上百族群
「帶路」國家臉譜

（劉國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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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四
月
天
，
楊
柳
白
絮
飛
撲
似
雪
。
︽
天
下
︾
記
者
在
申
請

加
入
中
國
發
起
的
亞
投
行
︵
A
I
I
B
︶
創
始
國
最
後
截

止
日
，
來
到
北
京
。
剛
下
過
一
場
雨
，
長
安
大
街
開
起
爭
奇
鬥
豔
的

顏
色
派
對
：
粉
紅
杏
花
、
白
色
梨
花
、
豔
紅
桃
花
、
紫
花
、
黃
花
，

一
株
壓
過
一
株
。

但
這
熱
鬧
，
還
比
不
上
各
國
爭
搶
亞
投
行
頭
香
的
盛
況
。

﹁
你
說
，
英
國
為
什
麼
要
率
先
﹃
亮
劍
﹄
？
它
是
老
牌
資
本
主
義

國
家
啊
，
﹂
中
國
國
家
發
改
委
學
術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張
燕
生
，
穿
著

一
件
深
藍
色
夾
克
，
略
顯
疲
憊
。
這
些
日
子
，
他
忙
著
出
差
、
受

訪
、
開
會
，
話
題
都
脫
不
開
﹁
一
帶
一
路
﹂
。

機
會
1
西
歐
國
家
靠
攏

中
國
崛
起

       2.0  

卯
足
全
力
走
出
去

法
定
資
本
額
一
千
億
美
元
的
亞
投
行
，
是
一
帶
一
路
的
關
鍵
武

器
，
英
國
與
西
歐
國
家
確
定
入
座
，
無
疑
為
習
近
平
任
內
這
個
最
大

戰
略
，
打
了
一
劑
強
心
針
。

因
為
，
歐
洲
是
中
國
最
大
的
出
口
市
場
、
美
國
交
情
最
深
的
盟

友
，
更
是
一
帶
一
路
最
後
交
會
的
黃
金
終
點
。

中
國
要
繞
過
美
國
勢
力
控
制
的
太
平
洋
第
一
島
鏈
，
從
中
亞
經
中

東
直
搗
﹁
西
方
文
化
﹂
核
心
，
再
連
往
非
洲
，
整
合
自
己
的
全
球
市

場
。
一
帶
一
路
成
功
的
關
鍵
節
點
，
就
在
歐
洲
。
︵
見
一
二
四
頁
︶

張
燕
生
分
析
，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至
今
三
十
五
年
，
爬
過
第
一
座
大

山
，
經
購
買
力
平
準
後
︵
P
P
P
︶
，
中
國
G
D
P

在
去
年
已
經
超
越
美
國
，
成
為
全
球
第
一
大
。

未
來
﹁
新
三
十
五
年
﹂
︵
二○

一
四
年
到
二○

四
九
年
︶
，
中
國
還
有
幾
座
大
山
要
爬─

─

實
質 

G
D
P
與
人
均
G
D
P
超
過
美
國
、
轉
向
以
智
慧
驅

動
的
經
濟
成
長
等
。
﹁
這
些
都
要
靠
一
帶
一
路
來
完

成
，
﹂
張
燕
生
說
。

▲中國改革開放至今35

年，已跨越第一座大山。
在未來「新35年」，中國
要舉全國之力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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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帶
一
路
讓
中
國
視
野
從
十
三
億
人
的
國
內
市

場
，
轉
向
七
十
億
人
的
世
界
市
場
，
﹁
要
舉
全
國
之

力
，
讓
過
去
三
十
五
年
最
好
的
東
西
走
出
去
。
﹂

簡
單
來
說
，
一
帶
一
路
是
以
改
善
亞
洲
基
礎
建

設
、
提
振
全
球
經
濟
為
外
衣
，
解
決
中
國
內
部
經
濟

社
會
問
題
為
襯
裡
的
﹁
中
國
崛
起
2.0
版
﹂
。

中
國
外
交
部
長
王
毅
曾
形
容
，
一
帶
一
路
﹁
為
亞
洲
整
體
振
興
插

上
兩
隻
強
勁
的
翅
膀
﹂
。
習
近
平
也
在
今
年
博
鰲
論
壇
上
宣
示
，
透

過
沿
線
國
家
﹁
五
通
﹂─

─

政
策
溝
通
、
道
路
聯
通
、
貿
易
暢
通
、

貨
幣
流
通
、
民
心
相
通
，
亞
洲
將
成
為
﹁
你
中
有
我
、
我
中
有
你
的

命
運
共
同
體
。
﹂

不
論
對
內
或
對
外
，
一
帶
一
路
都
是
中
國
不
得
不
然
的
選
擇
。

機
會
2
新
常
態
、
新
刺
激

啟
動
下
一
輪
經
濟
發
動
機

對
內
，
一
帶
一
路
扮
演
新
常
態
經
濟
發
動
機
的
角
色
。

二○

一
四
年
，
中
國
經
濟
成
長
率
七
．
四
％
，
創
下
二
十
四
年
新

低
，
經
濟
成
長
減
速
，
已
是
習
近
平
口
中
的
﹁
新
常
態
﹂
。

一
位
派
駐
北
京
八
年
的
外
國
資
深
記
者
觀
察
，
中
國
經
濟
高
速
發

展
的
四
具
馬
達
：
外
人
投
資
、
對
外
出
口
、
國
內
消
費
、
政
府
公
共

投
資
，
在
這
兩
年
同
時
熄
火
。
﹁
一
帶
一
路
是
下
一
輪
成
長
的
新
發

動
機
，
﹂
他
比
喻
。

長
期
關
注
中
國
政
經
發
展
的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教
授
丁
學
良
也
點

破
，
中
國
累
積
了
四
兆
美
元
外
匯
存
底
，
不
能
全
部
押
在
買
外
債
，

必
須
找
到
其
他
多
元
投
資
組
合
。
﹁
一
帶
一
路
哪
怕
只
能
做
三
分
之

一
，
還
是
很
好
的
新
機
會
，
﹂
丁
學
良
直
言
。

對
地
方
政
府
或
對
國
、
民
營
企
業
，
一
帶
一
路
意
謂
著
中
央
會
下

放
更
多
資
源
。

中
國
三
十
三
個
省
市
區
中
，
就
有
三
十
一
個
趕
提
計
劃
，
搶
搭
一

▲一帶一路戰略
的構想企圖心大，
卻也可能出現無效
或浪費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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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
經濟帶

福州

泉州

海口

河內

吉隆坡

雅加達

加爾各答

可倫坡

杜尚別

撒馬爾罕

阿拉木圖

霍爾果斯

烏魯木齊

蘭州

西安

北京

中國西征成不成  
全看60國的交情
中國外交友情指數與投資規模

印尼

307

印度

119

新加坡

101

土庫曼

37

斯里蘭卡

89

越南

135

阿富汗

33

巴基斯坦

178

吉爾吉斯

16

塔吉克

9.4

烏茲別克

8.1

哈薩克

235

馬來西亞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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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洛比

雅典

威尼斯

杜伊斯堡

鹿特丹

莫斯科

伊斯坦堡

德黑蘭

註：友情指數計算方式，為習近平、李克強到訪及該國元首到訪北京，各一顆星；
投資依金額：小於 200億美元者評為三顆星、小於 100億美元者評為兩顆星、
小於 50億美元者為一顆星、小於 10億美元為半顆星
資料來源：美國傳統基金會、新華社、《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世紀海
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

俄羅斯

209

伊朗

172

伊拉克

148

保加利亞

1.2

白俄羅斯

29

荷蘭

17

義大利

69

敘利亞

38

肯亞

70

埃及

84

土耳其

91希臘

55

波蘭

29

烏克蘭

24

羅馬尼亞

18

德國

59

印尼

307
能源

（億美元）

農業 礦業房地產交通
建設

高 大低 小

佔全世界63 %
涵蓋人口44億，

佔全世界29%
經濟規模21兆美元，

沿線國家60多國
總里程約8.1萬公里

一帶一路關鍵數字

 圖例

國家：

投資金額：

主要投資項目：

友好指數：  圖例投資規模：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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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
一
路
列
車
。
截
至
去
年
底
，
中
國
最
大
的
工
商
銀
行
已
提
供
一○

九
億
美
元
融
資
，
給
七
十
三
個
一
帶
一
路
境
外
項
目
。
今
年
中
國
國

內
還
將
有
三
、
四
千
億
人
民
幣
的
相
關
投
資
。

機
會
3

4
0

年
最
大
戰
略
調
整

從
東
亞
國
家
到
﹁
亞
洲
中
心
國
﹂

一
帶
一
路
也
為
許
多
﹁
個
人
﹂
，
創
造
了
生
涯
難
得
一
見
的
機

遇
。初

春
，
西
安
異
常
多
雨
，
洗
去
黃
土
高
原
又
土
又
黃
的
城
市
風

貌
。
交
大
校
園
裡
成
排
的
法
國
梧
桐
，
一
下
子
冒
出
青
綠
嫩
葉
。

四
十
五
歲
的
西
安
交
通
大
學
法
學
院
院
長
單
文
華
是
湖
南
人
，
十

年
前
來
到
西
安
，
成
為
最
年
輕
的
院
長
。

單
文
華
是
中
國
研
究
絲
綢
之
路
貿
易
法
的
開
山
始
祖
，
博
士
論
文

在
廈
門
大
學
完
成
，
專
攻
絲
路
國
際
貿
易
慣
例
。○

六
年
，
他
在
交

大
成
立
中
國
第
一
個
絲
綢
之
路
國
際
法
研
究
所
，
﹁
比
習
主
席
還
早

七
年
注
意
絲
綢
之
路
經
濟
帶
，
﹂
單
文
華
笑
說
。

他
回
想
十
年
前
從
英
國
回
來
，
絲
路
還
是
非
常
冷
門
的
領
域
。
單

文
華
招
的
第
一
個
博
士
生
，
論
文
寫
絲
路
貿
易
，
﹁
當
時
資
料
不
好

找
，
很
辛
苦
。
到
現
在
火
得
要
死
，
很
容
易
申
請
科
研
經
費
。
﹂

單
文
華
今
年
初
寫
信
給
陝
西
省
委
書
記
、
商
務
部
、
外
交
部
、
發

改
委
，
催
生
出
跨
部
省
校
的
﹁
絲
綢
之
路
經
濟
帶
研
究
協
同
創
新
中

心
﹂
，
統
合
所
有
關
於
一
帶
的
研
究
計
劃
。
西
安
交
大
也
動
員
各
學

院
，
拿
到
二
十
幾
筆
關
於
一
帶
一
路
研
究
經
費
。

﹁
真
沒
想
到
一
下
子
變
得
這
麼
熱
門
，
﹂
單
文
華
穿
著
深
色
三
件

式
西
裝
，
說
話
溫
文
爾
雅
，
十
分
洋
派
。

對
外
，
一
帶
一
路
是
中
國
近
四
十
年
最
大
幅
的
對
外
戰
略
調
整
。

台
大
政
治
系
副
教
授
張
登
及
就
指
出
，
從
清
末
自
強
運
動
到
鄧
小

平
改
革
開
放
，
中
國
主
旋
律
都
是
面
向
海
洋
，
學
習
西
方
；
一
帶
一

路
象
徵
中
國
視
野
轉
換
。

﹁
這
是
中
國
模
式
的
升
級
版
，
﹂
張
登
及
形
容
，
中
國
在
東
邊
海

上
被
美
國
用
政
治
、
軍
事
﹁
巧
圍
堵
﹂
，
它
就
來
個
大
轉
身
西
行
，

用
經
濟
、
基
礎
建
設
外
交
﹁
巧
突
圍
﹂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世
界
經
濟
與
政
治
所
國
際
戰
略
研
究
室
主
任
薛

力
，
將
時
間
軸
拉
得
更
深
。
他
認
為
，
一
帶
一
路
是

五
千
年
治
理
天
下
觀
念
改
變
的
分
水
嶺
。
過
去
，
中

國
是
﹁
修
文
德
以
來
天
下
，
外
邦
來
不
來
，
中
國
不

care
。
﹂
現
在
，
中
國
不
但
主
動
走
出
去
，
且
積
極

影
響
別
人
。

▲一帶一路是習近平
10年任期最重要的戰
略，關係著他的執政
成敗。

40

（GettyImage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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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
近
平
改
變
了
中
國
的
自
我
定
位
，
將
中
國

從
東
亞
國
家
，
變
成
亞
洲
東
邊
大
國
、
亞
洲
中
心
國

家
，
﹂
薛
力
肯
定
。

風
險
1
花
錢
太
任
性
， 

 

建
設
變
國
際
爛
尾
工
程
？

不
少
人
質
疑
，
一
帶
一
路
是
中
國
消
化
國
內
過
剩

產
能
、
取
得
周
邊
國
家
能
源
、
爭
奪
更
大
政
治
影
響

力
的
美
麗
糖
衣
，
這
也
的
確
是
習
近
平
思
考
戰
略
時

的
目
的
。

既
然
如
此
，
為
什
麼
檯
面
上
還
會
出
現
﹁
各
國
熱

烈
響
應
﹂
的
模
樣
？

原
因
之
一
，
有
需
求
，
就
有
供
應
。

﹁
就
是
周
邊
有
需
求
，
中
國
有
能
力
做
、
也
想

做
，
﹂
一
位
亞
洲
駐
中
國
大
使
透
露
，
亞
洲
許
多
國

家
奇
缺
現
代
基
礎
建
設
，
﹁
缺
路
、
缺
電
，
道
路
不

聯
不
通
﹂
。
他
舉
例
，
新
加
坡
到
昆
明
，
鐵
路
只
能

通
到
曼
谷
，
再
下
來
轉
車
，
浪
費
時
間
金
錢
。
中
國

願
意
花
錢
替
大
家
做
，
何
樂
不
為
？

一
帶
一
路
事
關
中
國
與
亞
洲
未
來
三
十
幾
年
發

展
，
世
界
上
沒
有
幾
個
國
家
可
以
規
劃
這
麼
久
、
投

入
這
麼
多
資
源
。
更
重
要
的
是
，
﹁
這
已
經
不
是
中

國
的
獨
角
戲
，
大
家
都
會
在
上
面
軋
一
角
，
﹂
他
觀

察
。原

因
之
二
，
一
帶
一
路
存
在
許
多
風
險
，
這
些
風

險
，
大
部
份
由
中
國
承
擔
。

最
明
顯
的
風
險
是
投
資
無
效
，
千
億
美
元
落
得
打

水
漂
兒
。
甚
至
有
人
擔
心
，
以
中
國
過
去
﹁
大
包
大

攬
﹂
的
做
事
風
格
，
一
帶
一
路
的
基
礎
建
設
，
可
能

▲絲綢之路經濟帶多元
民族、多元文化、多元
信仰，考驗著中國國際
磋商與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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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淪
為
﹁
國
際
爛
尾
工
程
﹂
。

北
京
大
學
國
際
關
係
學
院
副
院
長
王
逸
舟
不
諱
言
，
中
國
走
出

去
，
低
效
率
、
無
效
率
的
投
資
也
會
跟
著
走
出
去
。
再
加
上
周
邊
國

家
政
局
動
盪
，
政
權
輪
替
頻
繁
，
每
次
換
新
政
府
，
各
種
投
資
承
諾

都
要
重
談
。

例
如
，
柬
埔
寨
政
府
暫
停
中
國
四
億
美
元
的
水
壩
項
目
；
緬
甸
中

止
中
國
密
松
水
電
站
大
壩
計
劃
；
今
年
初
斯
里
蘭
卡
大
選
變
天
，
新

政
府
將
重
新
審
視
十
四
億
美
元
的
海
港
城
計
劃
。

﹁
幾
十
億
、
上
百
億
被
擱
置
，
中
國
的
錢
不
是
大
風
颳
來
的
，
用

不
好
，
會
產
生
負
面
效
果
，
﹂
王
逸
舟
提
醒
，
必
須
防
止
﹁
花
錢
太

任
性
﹂
。

風
險
2
牽
拖
騙
建
設

新
一
輪
貪
腐
的
開
始
？

牽
涉
到
錢
，
難
免
有
貪
腐
的
疑
慮
。
在
國
際
透
明
組
織
的
調
查

中
，
一
帶
一
路
沿
線
不
少
國
家
，
清
廉
度
排
名
殿
後
。
在
中
國
，
習

近
平
強
力
反
腐
，
已
有
超
過
六
十
個
省
部
級
以
上
高
官
落
馬
。
但
，

一
帶
一
路
會
不
會
是
另
一
輪
貪
腐
、
浪
費
的
開
始
？

就
以
相
對
落
後
的
西
北
省
份
來
說
。
江
澤
民
時
代
喊
出
西
部
大
開

發
計
劃
，
投
入
千
億
人
民
幣
建
設
，
西
部
地
區
和
沿
海
省
份
落
差
不

降
反
增
。

對
他
們
來
說
，
別
管
一
帶
一
路
是
什
麼
，
重
要
的
是
，
又
一
輪
大

建
設
大
資
金
要
來
大
西
北
，
各
省
市
為
了
爭
取
經
費
，
各
盡
花
招
，

使
力
﹁
牽
拖
﹂
一
帶
一
路
。

一
個
台
灣
旅
行
團
去
年
到
西
北
參
訪
，
從
西
安
搭
巴
士
到
蘭
州
，

原
本
順
暢
的
高
速
公
路
，
突
然
大
塞
車
，
一
動
不
動
，
折
騰
了
幾
個

小
時
後
才
發
現
，
對
向
車
道
只
修
好
一
半
，
突
然
沒
路
了
。
不
久
，

新
聞
報
導
甘
肅
負
責
的
多
位
交
通
高
官
，
都
因
貪
污
被
捕
。

︽
天
下
︾
記
者
在
四
月
中
抵
達
中
國
極
西
城
市
新
疆
喀
什
，
漢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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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騫
通
西
域
時
，
曾
駐
紮
在
此
。

滿
懷
期
待
來
到
市
區
三
十
公
里
外
的
張
騫
公
園
。
﹁
蛤
？
這

是
︙
︙
，
﹂
公
園
門
口
蓋
得
像
迪
士
尼
城
堡
，
公
園
內
的
張
騫
紀
念

館
上
了
鎖
，
看
似
荒
廢
了
一
段
時
間
。

﹁
太
爛
了
，
搞
什
麼
？
都
用
絲
路
名
義
來
騙
建
設
，
﹂
載
我
們
來

這
裡
的
王
師
傅
愈
看
愈
氣
。

風
險
3
處
處
有
﹁
地
雷
﹂

過
度
擴
張
，
挑
動
各
國
敏
感
神
經

︽
天
下
︾
團
隊
在
出
發
前
，
曾
去
拜
訪
前
任
國
防
部
副
部
長
林
中

斌
，
他
雖
然
看
好
一
帶
一
路
，
也
不
忘
提
醒
這
個
戰
略
要
考
慮
棘
手

風
險
：
帝
國
過
度
擴
張
︵im

p
erial overreach

︶
。

耶
魯
大
學
歷
史
學
家
甘
迺
迪
︵P

au
l K

en
n
ed

y

︶
在
成
名
作
︽
霸

權
興
衰
史
︾
中
提
出
，
英
國
、
西
班
牙
等
大
國
，
為
了
保
護
海
外
利

益
，
必
須
派
兵
海
外
，
長
期
下
來
，
造
成
國
力
過
度
擴
張
，
最
終
導

致
帝
國
沒
落
。

中
國
在
一
帶
一
路
國
家
蓋
港
口
、
建
高
鐵
、
買
油
田
、
蓋
水
電

作為「一帶一路」大戰略的配套措施、融資

機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簡稱「亞

投行」）是第一個由中國主導成立的國際金融組

織，象徵中國在國際事務上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中國已從一個試圖融入國際社會，遵循既有遊

戲規則的「負責任大國」，搖身一變，成為自訂

遊戲規則與標準的強權。

但中國要如何在國際社會上扮演折衝樽俎的

「老大」，挑戰現在才開始。

中國成立亞投行的意圖，就是要複製美國在二

戰結束後所建立，主宰全球經濟金融秩序70年

的「世銀＋IMF＋美元」模式，打造自己的「亞

投行＋絲路基金＋人民幣」模式，配合一帶一路

戰略，建立中國主導的亞洲經濟與金融新秩序。

（辜樹仁）

一帶一路的「金庫」

中國想當老大，
先過亞投行這一關

（劉國泰攝）

▲

海上絲路啟動新一波
海洋貿易競爭，主要戰
場在印度洋。圖為亞太
第一大貨櫃轉口港新加
坡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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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
會
不
會
陷
入
帝
國
過
度
擴
張
的
陷
阱
？

在
北
京
乍
見
中
國
人
民
大
學
國
際
關
係
學
院
教
授
時
殷
弘
，
很
難

想
像
這
位
笑
起
來
幾
乎
看
不
到
幾
顆
牙
齒
的
資
深
教
授
，
就
是
深
受

國
外
媒
體
倚
重
的
大
學
者
。
他
四
年
前
被
聘
為
國
務
院
參
事
，
參
與

了
一
帶
一
路
戰
略
的
形
成
，
馬
不
停
蹄
考
察
，
兩
個
星
期
後
還
要
去

趟
雲
南
茶
馬
古
道
。

時
殷
弘
告
訴
︽
天
下
︾
，
一
帶
一
路
願
景
很
好
，
具
體
落
實
後
，

得
面
對
大
量
國
際
磋
商
。

最
大
的
風
險
是
，
中
國
大
國
重
商
主
義
和
各
國
民
族
主
義
、
大
國

地
緣
政
治
勢
力
三
股
力
量
的
交
鋒
衝
突
。
中
國
如
果
自
滿
、
自
大
，

會
觸
動
區
域
大
國
如
美
、
日
、
印
、
俄
的
猜
疑
，
也
會
挑
動
較
不
發

達
國
家
敏
感
的
主
權
神
經
。

攤
開
地
圖
，
中
國
往
西
走
的
一
帶
沿
線
國
家
，
從
中
亞
五
國
、
巴

基
斯
坦
到
中
東
，
大
多
是
政
權
不
穩
定
、
革
命
不
斷
的
國
家
，
也
是

伊
斯
蘭
極
端
勢
力
的
範
圍
；
和
中
亞
接
壤
的
新
疆
內
部
，
更
有
東
突

厥
斯
坦
獨
立
運
動
，
近
年
發
生
多
起
暴
動
、
恐
怖
攻
擊
，
讓
中
國
政

府
疲
於
防
範
。

往
南
走
的
一
路
沿
海
國
家
，
也
處
處
有
地
雷
：
越
南
、
菲
律
賓
、

馬
來
西
亞
、
汶
萊
都
和
中
國
發
生
南
海
主
權
糾
紛
，
菲
律
賓
上
星
期

才
聯
手
美
軍
進
行
﹁
肩
並
肩
﹂
軍
演
，
目
標
就
在
對
抗
中
國
在
南
海

的
擴
張
建
設
。

﹁
一
帶
一
路
有
潛
在
利
益
︵p

o
ten

tial p
ro

fit

︶
，
也
有
潛
在
風

險
與
成
本
︵p

o
ten

tial d
an

ger an
d
 co

st

︶
，
這
些
都
要
算
在
總
帳

裡
，
﹂
時
殷
弘
總
結
。

▲

海上絲路沿線國家國力
強弱落差很大，像斯里蘭卡
的加勒地區人民還保留原始
的「立釣」文化。（劉國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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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
國
一
帶
一
路
的
大
棋
盤
裡
，
台
灣
能
夠
佔
據
什
麼
位
置
？

﹁
老
實
說
，
台
灣
可
以
做
得
不
多
，
﹂
一
位
在
西
部
發
展
近
二
十

年
的
台
商
感
嘆
，
物
流
、
工
具
機
、
電
子
產
業
或
許
有
個
別
商
機
，

水
泥
、
鋼
鐵
等
基
礎
建
設
產
業
，
也
有
機
會
參
與
這
場
﹁
盛
宴
﹂
。

但
是
，
﹁
要
被
整
合
進
中
國
的
產
業
，
一
起
走
出
去
，
才
吃
得

到
。
﹂

風
險
4
以
商
促
政

大
國
角
力
，
台
灣
跟
著
地
震

另
一
位
在
中
國
投
資
設
廠
的
台
灣
電
子
業
董
事
長
觀
察
，
中
國
從

﹁
以
商
圍
政
﹂
、
﹁
以
商
逼
政
﹂
到
﹁
以
商
促
政
﹂
，
步
步
進
逼
台

灣
，
一
帶
一
路
不
過
是
一
種
新
的
撒
錢
工
具
。

﹁
中
國
和
大
國
角
力
，
造
成
板
塊
擠
壓
，
就
會
地
震
。
台
灣
有
沒

有
意
識
到
，
你
是
處
在
板
塊
擠
壓
的
中
心
？
你
能
不
能
抗
？
如
何
爭

取
最
佳
生
存
策
略
？
台
灣
需
要
更
務
實
、
更
勇
敢
的
理
性
思
考
，
﹂

這
位
企
業
大
老
提
出
很
多
問
題
，
卻
也
無
法
給
個
標
準
答
案
。

該
期
待
，
還
是
觀
望
？
確
定
的
是
，
一
帶
一
路
是
標
準
的
﹁
中
國

製
造
﹂
，
它
是
一
種
中
國
商
品
，
被
中
國
政
府
、
企
業
強
力
推
銷
到

全
世
界
。

不
管
喜
不
喜
歡
，
中
國
已
經
把
路
鋪
到
你
家
門
口
，
一
打
開
門
，

就
會
看
到
中
國
已
經
﹁
在
路
上
﹂
。

一
帶
一
路
上
，
在
中
國
，
︽
天
下
︾
選
擇
了
﹁
一
帶
﹂
起
點
西

安
，
以
及
﹁
一
路
﹂
起
點
福
州
、
泉
州
。

另
外
，
烏
魯
木
齊
是
中
國
通
往
中
亞
的
門
戶
，
而
喀
什
則
是
中
國

最
靠
近
中
亞
、
歐
洲
的
西
部
城
市
。

中
國
以
外
，
︽
天
下
︾
選
了
哈
薩
克
，
因
為
它
是
﹁
一
帶
﹂
出
了

中
國
國
境
的
第
一
個
國
家
，
也
是
中
亞
第
一
大
國
；
﹁
一
路
﹂
則
選

了
斯
里
蘭
卡
、
新
加
坡
，
兩
個
跟
中
國
又
近
又
遠
的
關
鍵
力
量
。

習
近
平
如
何
在
全
球
下
這
盤
棋
，
不
僅
關
係
他
的
十
年
政
績
，
更

關
係
著
台
灣
的
未
來
。
︵
英
文
版
同
步
上
線w

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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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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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度是「一帶一路」戰略中，海上絲綢之路的重點國

家，但從印度人的角度看，自己被圈起來，會感到

安心嗎？

中國對印度來說，是個具體威脅，1962年兩國因邊界

糾紛打了一仗，至今許多印度人心裡，仍有戰爭的陰影。

但目前兩國政府都採取務實態度，盡量擴大合作，擱置爭

議。

經濟上，雙方產業互補性強，中國本身是印度的市場，

印度也是中國的市場，最近印度也已加入亞投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訪問印度，印度總理莫迪特別

邀請他先到自己的家鄉，兩人再連袂到新德里談正事。今

年5月莫迪回訪中國時，也會先拜訪習近平老家陝西，然

後再與習近平一同赴北京。

不少人說，為了平衡、圍堵中國，印度與美、日交好。

但現今的國際關係已不是冷戰的兩極對抗，而是多極的

（multi-polar），有點像變形蟲，沒有靠邊站問題。今

年印度國慶邀請美國總統歐巴馬出席閱兵，但也同時交好

俄羅斯，莫迪馬上也要出訪中國。

不過，在南亞地區，印度似乎有意無意間，要與中國競

爭影響力。

莫迪上任後，很努力改善與周邊國家關係，去年5月就

職典禮時，特別邀請世仇巴基斯坦的總統為座上賓。莫

迪也訪問了和中國關係密切的斯里蘭卡，承諾給予更多援

助。

國內發展上，印度的方向很明確，莫迪上任後提出「印

度製造」（Make in India）戰略，目標在2025年將製造業

佔GDP比重，從17％提高到25％。

莫迪如果不犯錯，連任成功，任期還有9年，習近平任

期還有7到8年。兩國人口加起來25億，一個以每年5％、

另一個以7％的速度成長，分別位在喜馬拉雅山的下方與

右方。

如此成長，你說可不可怕？周邊的國家，包括台灣在

內，當如何自處？

目前近100家在印度的台商，規模普遍不大，還有很大

發展空間。若認定中國市場經營愈來愈困難、東南亞市場

逐漸飽和的情況下，下一個大市場、下一個中國，就會是

印度。（辜樹仁採訪整理）

專訪前駐印度代表、中華郵政董事長

翁文祺：
印度，就是下一個中國

影
音

中
國
崛
起
2.0
，

如
何
影
響
中
國

和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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