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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拉丁美洲特别是中美洲地区一直是台湾的“外交 重镇。在该地区，台湾有

它过半数的所谓的“邦交国”。它们毗邻美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作用。这些“邦交

国”是台湾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重要发声者与支持者。这使得台湾当局对它们都不

敢掉以轻心。然而由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 原则

的认同日益稳固。出于整个国际环境和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少拉美的台湾“友邦”已经

出现离心迹象，甚至开始谋求与中国建交，与台湾“断交”。其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已名存实亡，台湾与拉美地区国家的“外交”关系前景日益暗淡。这将对两岸关系的发

展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台湾；拉丁美洲；“外交”关系；发展前景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4)05-0045-05

doi:10.13946/j.cnki.jcqis.2014.05.009

”

”

收稿日期：2014-04-16

作者简介：王秀萍（1990-），女，汉族 山东烟台人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所硕士 主要从

                   事台湾政党政治、台湾“外交”研究。

， ， ，

目前，台湾全部22个“邦交国”中，有 盘”举步维艰。

12个是拉美国家。拉美堪称台湾的“外交 重 一、台湾与拉美国家“外交”关系的渊源

镇。在发展与拉美“邦交国”的“外交”关系 拉丁美洲是指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包括

方面，台湾当局采取领导人或政要出访、召开 墨西哥、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由于

多边地区会议、鼓励台商到“友邦”投资以及 本区都隶属于拉丁语系，美国以南的众多国家

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方式，努力维持并巩固其 被称为拉美国家。拉美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

与“友邦”的“外交”关系；在发展与“非邦交 长，很可能在古代就有联系。有学者研究发

国”的“外交”关系方面，台湾通过加强贸易往 现，拉美国家和中国在人种上可能有共同的起

来、经济援助、文教交流、“国会外交”等形 源，在文化、民俗方面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在

式，开始从积极“拓邦”转变为发展“实质性 中国明清之际，已有一些商人、工匠、水手、

关系”。然而，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实力和综 仆役等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到墨西哥、秘

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 鲁等国侨居经商或做工。中国和拉美之间早期

拉美的台湾“友邦”开始出现离心迹象，甚 的贸易始于1575年（即明朝万历三年），至

至 开 始 谋 求 与 中 国 建 交 。 台 湾的“固邦护 1815年结束，持续了约两个半世纪，主要是通

”

台湾与拉美国家“外交”关系的现状与前景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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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中国之船”经“海上丝绸之路”开展间接 了巴拉圭在南美洲外，其余大部分集中在中美

贸易。拉美各国独立后，中国和拉美的友好交 洲、西印度群岛一带，地理位置相对集中。中

往进一步发展。出于处理华工问题及发展双边 美洲加勒比地区地缘战略地位重要，特别是巴

贸易往来的考虑，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前 拿马运河，是美国西海岸与欧洲之间、东海岸

10年（清朝同治、光绪、宣统年间），中国同 与亚洲之间的重要通道，同时是美国重要的原

秘鲁、巴西、墨西哥、古巴和巴拿马等5个拉 材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所以，台湾当局

美国家先后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从1911 年 希望通过强化与该地区“邦交国”的关系，加

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到 强与整个拉丁美洲的关系。由于“中美洲共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又先后同智利、 体”几乎都是台湾的“邦交国”，台湾希望借

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4国建交。第 “友邦”之力，成为其非地区成员国，进而成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反对德、意、日法西 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非地区成员。

斯侵略的共同斗争中，中国和拉美之间交往增 拉美一直被台湾当局视为“外交 重镇，

加。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中国又先后同多米 主要原因如下。

尼加、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阿根廷建交。 1.此地区“邦交国”数量众多，是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拉美一些主要国 “固邦护盘”的重点地区。这些国家中，有的

家仍同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没有同新 是与台湾“二度建交”的“不稳定友邦”，

中国建交。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采取政治对 有的一直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暧昧不

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敌视政策。拉美国 清，且有意与中国建交。一旦其中某个国家

家作为美国的“后院”自然也与新中国保持距 与台湾 “断交”，极易引发“崩盘”的连

离。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 锁效应。

席位以及中美邦交正常化，拉美很多国家特别 2.该地区毗邻美国，是台湾施展“过境外

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大国纷纷与台湾 交”的重要渠道。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

“断交”，与新中国建交。但是，一些国家 台湾地区领导人等政治人物以出访“邦交国”

出于历史原因或者利益考量选择继续同台湾维 为借口过境美国，以“过境”为名，行试探、

持“邦交”关系。到目前为止，与台湾当局 提升、谋求“台美关系”实质性发展之实。自

“建交”的拉美国家有12个：巴拿马、海地、 李登辉开始，台湾 历届领导人都有“过境

巴拉圭、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危地马拉、洪 外交”的经历。陈水扁更是三度过境，所受待

都拉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基茨和尼 遇也从禁止下飞机逐渐发展到享受“国家领

维斯、伯利兹、尼加拉瓜、圣卢西亚，占据台 导人”才有的待遇。这些举动不仅在国际上

湾所有“邦交国”的半壁江山。 反响明显，而且在岛内更是震动巨大。加上

媒体的大肆宣扬，这使得岛内民众认为美国是二、台湾与拉美国家“外交”关系的现状

支持陈水扁的。此外，吕秀莲、张俊雄、游锡根据中国台湾地区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差

堃等台湾“政要”也对此屡试不爽。2008年，异，本文把相关拉美国家划分为台湾的“邦交

马英九上任后也多次过境美国，出访中美洲国”与“非邦交国”两类，进而把中国台湾地

“邦交国”。区与拉美国家的“外交”关系划分为台湾与

3.拉美“邦交国”是台湾当局争取“国际“邦交国”的“外交”关系和台湾与“非邦交

空间”的主要支持者。陈水扁上台后，继续国”的“外交”关系两部分。

图谋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以扩大台湾的（一）台湾与拉美“邦交国”的“外交”

关系 “国际生存空间”。无论是屡次提案推动台

与中国台湾地区“建交”的拉美国家，除 湾加入联合国还是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这些

”

当局

当

局

当局

“邦交国”都不遗余力。为了维持与“邦交 “加强与中美洲国家经营合作方案”，鼓励进

国”的“外交”关系，台湾当局主要通过以下 军美洲市场，与中美洲国家共同筹设经贸合作

几个方式增进与“友邦”的交流与合作。 发展基金，同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加大了

其一，台湾地区领导人或政要出访。台湾 在加勒比地区的投资。

对中美洲的高层访问从未间断，早期多以“副

总统”为特使组团出访。自李登辉开始，为努

力“固邦”，台湾地区领导人都会亲自出访。

1997年，李登辉通过“太平之旅”走访中美洲

4国，会见了8位总统及总理；陈水扁任期内先

后有“鸿祥专案”、“合作共荣、睦谊之

旅”、“过境之旅”、“宏谊专案”等几次对

中南美洲“邦交国”的访问；马英九从2008年

上任至今分别在2008年、2009年、2010年、

2013年、2014年多次远赴拉美“邦交国”，出

席当地国总统就职仪式或者进行“国事”访

问。“过境外交”这一试探、增强与美国关系 （二）台湾与拉美“非邦交国”的“外

交”关系的行为，既吸引外界的眼球，也为台湾当局所

拉美多数国家虽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看重，同时对稳定台湾与拉美“邦交国”的关

系，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经系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除了领导人外，台湾

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目前，台湾当局在一些地区政府部门、“立法院”也组织人员到“友

“非邦交国”设立“台北文化与经济代表邦”参访，以拉近双方关系。

处”，层次稍高一些的则设“台北代表处”，其二，以多边地区组织为平台，与拉美

以处理台湾地区与该国的一些 “涉外”事“邦交国”举办例行官方会议。它们主要有

务，维护当地台商利益。台湾当局在墨西哥、“‘中华民国 与中美洲国家合作混合委员会

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9国设有代表处。值得‘外长 会议”和“‘中华民国 与中美洲国

注意的是，其在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这两个与家‘元首 高峰会”，均由台湾和“邦交国”

中国建交但关系不是很密切的国家，以“中华轮流主办。2003年，陈水扁为了给次年的大选

民国”的名义分别设有“‘中华民国 驻厄瓜造势，寻求主办“第四届‘中华民国 与中美

多尔商务处”和“‘中华民国 驻玻利维亚商洲国家及多米尼加‘元首 高峰会议”，将

务及领事办事处”。此外，墨西哥、玻利维“经援外交”移师岛内。“扁政府”包揽了会

亚、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秘鲁是与台湾经贸议接待的所有费用，甚至出资为各国元首夫人

往来密切的6个重要“非邦交国”。它们 在购买首饰。如此的大手笔换来此次会议发表的

台湾设有商务办事处。16条“联合公报 。“友邦”们对台湾成为中

在努力巩固与“邦交国”关系的同时，台美洲共同体会员表示肯定，并重申支持台湾

湾也在努力发展与“非邦交国”，如巴西、智“参加各项国际组织”。会议还有一项重大成

利、墨西哥、阿根廷等国的关系，特别是通过果——与巴拿马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与“非邦交国”的经贸往来，增进与它们的其三，鼓励台商到“友邦”投资。台湾当

“实质关系”，因不涉及政治定位，可以降低局通过公共政策与贸易协定鼓励私人资本到

中国大陆的反应，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务“邦交国”投资。台湾地区的经济部门通过

实外交”。以中国台湾地区与巴西、墨西哥的“加强对中美洲地区经贸工作纲领草案”和

其四，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在全球经济贸

易区域结盟的潮流下，台湾也在积极与其重要

贸易对象洽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台湾

已经与中美洲巴拿马、危地马拉、尼加拉瓜、

萨尔瓦多以及洪都拉斯等5国签订了4个自由

贸易协定。从经济层面看，推动自由贸易协

定除了对台湾的出口、境外投资有利外，还

可以舒缓大陆市场磁吸效应的扩散；从政治

层面看，不仅可以加强台湾与“友邦”彼此

的实质关系，也可以增加进入区域政治组织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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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中国之船”经“海上丝绸之路”开展间接 了巴拉圭在南美洲外，其余大部分集中在中美

贸易。拉美各国独立后，中国和拉美的友好交 洲、西印度群岛一带，地理位置相对集中。中

往进一步发展。出于处理华工问题及发展双边 美洲加勒比地区地缘战略地位重要，特别是巴

贸易往来的考虑，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前 拿马运河，是美国西海岸与欧洲之间、东海岸

10年（清朝同治、光绪、宣统年间），中国同 与亚洲之间的重要通道，同时是美国重要的原

秘鲁、巴西、墨西哥、古巴和巴拿马等5个拉 材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所以，台湾当局

美国家先后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从1911 年 希望通过强化与该地区“邦交国”的关系，加

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到 强与整个拉丁美洲的关系。由于“中美洲共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又先后同智利、 体”几乎都是台湾的“邦交国”，台湾希望借

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4国建交。第 “友邦”之力，成为其非地区成员国，进而成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反对德、意、日法西 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非地区成员。

斯侵略的共同斗争中，中国和拉美之间交往增 拉美一直被台湾当局视为“外交 重镇，

加。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中国又先后同多米 主要原因如下。

尼加、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阿根廷建交。 1.此地区“邦交国”数量众多，是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拉美一些主要国 “固邦护盘”的重点地区。这些国家中，有的

家仍同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没有同新 是与台湾“二度建交”的“不稳定友邦”，

中国建交。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采取政治对 有的一直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暧昧不

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敌视政策。拉美国 清，且有意与中国建交。一旦其中某个国家

家作为美国的“后院”自然也与新中国保持距 与台湾 “断交”，极易引发“崩盘”的连

离。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 锁效应。

席位以及中美邦交正常化，拉美很多国家特别 2.该地区毗邻美国，是台湾施展“过境外

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大国纷纷与台湾 交”的重要渠道。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

“断交”，与新中国建交。但是，一些国家 台湾地区领导人等政治人物以出访“邦交国”

出于历史原因或者利益考量选择继续同台湾维 为借口过境美国，以“过境”为名，行试探、

持“邦交”关系。到目前为止，与台湾当局 提升、谋求“台美关系”实质性发展之实。自

“建交”的拉美国家有12个：巴拿马、海地、 李登辉开始，台湾 历届领导人都有“过境

巴拉圭、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危地马拉、洪 外交”的经历。陈水扁更是三度过境，所受待

都拉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基茨和尼 遇也从禁止下飞机逐渐发展到享受“国家领

维斯、伯利兹、尼加拉瓜、圣卢西亚，占据台 导人”才有的待遇。这些举动不仅在国际上

湾所有“邦交国”的半壁江山。 反响明显，而且在岛内更是震动巨大。加上

媒体的大肆宣扬，这使得岛内民众认为美国是二、台湾与拉美国家“外交”关系的现状

支持陈水扁的。此外，吕秀莲、张俊雄、游锡根据中国台湾地区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差

堃等台湾“政要”也对此屡试不爽。2008年，异，本文把相关拉美国家划分为台湾的“邦交

马英九上任后也多次过境美国，出访中美洲国”与“非邦交国”两类，进而把中国台湾地

“邦交国”。区与拉美国家的“外交”关系划分为台湾与

3.拉美“邦交国”是台湾当局争取“国际“邦交国”的“外交”关系和台湾与“非邦交

空间”的主要支持者。陈水扁上台后，继续国”的“外交”关系两部分。

图谋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以扩大台湾的（一）台湾与拉美“邦交国”的“外交”

关系 “国际生存空间”。无论是屡次提案推动台

与中国台湾地区“建交”的拉美国家，除 湾加入联合国还是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这些

”

当局

当

局

当局

“邦交国”都不遗余力。为了维持与“邦交 “加强与中美洲国家经营合作方案”，鼓励进

国”的“外交”关系，台湾当局主要通过以下 军美洲市场，与中美洲国家共同筹设经贸合作

几个方式增进与“友邦”的交流与合作。 发展基金，同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加大了

其一，台湾地区领导人或政要出访。台湾 在加勒比地区的投资。

对中美洲的高层访问从未间断，早期多以“副

总统”为特使组团出访。自李登辉开始，为努

力“固邦”，台湾地区领导人都会亲自出访。

1997年，李登辉通过“太平之旅”走访中美洲

4国，会见了8位总统及总理；陈水扁任期内先

后有“鸿祥专案”、“合作共荣、睦谊之

旅”、“过境之旅”、“宏谊专案”等几次对

中南美洲“邦交国”的访问；马英九从2008年

上任至今分别在2008年、2009年、2010年、

2013年、2014年多次远赴拉美“邦交国”，出

席当地国总统就职仪式或者进行“国事”访

问。“过境外交”这一试探、增强与美国关系 （二）台湾与拉美“非邦交国”的“外

交”关系的行为，既吸引外界的眼球，也为台湾当局所

拉美多数国家虽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看重，同时对稳定台湾与拉美“邦交国”的关

系，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经系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除了领导人外，台湾

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目前，台湾当局在一些地区政府部门、“立法院”也组织人员到“友

“非邦交国”设立“台北文化与经济代表邦”参访，以拉近双方关系。

处”，层次稍高一些的则设“台北代表处”，其二，以多边地区组织为平台，与拉美

以处理台湾地区与该国的一些 “涉外”事“邦交国”举办例行官方会议。它们主要有

务，维护当地台商利益。台湾当局在墨西哥、“‘中华民国 与中美洲国家合作混合委员会

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9国设有代表处。值得‘外长 会议”和“‘中华民国 与中美洲国

注意的是，其在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这两个与家‘元首 高峰会”，均由台湾和“邦交国”

中国建交但关系不是很密切的国家，以“中华轮流主办。2003年，陈水扁为了给次年的大选

民国”的名义分别设有“‘中华民国 驻厄瓜造势，寻求主办“第四届‘中华民国 与中美

多尔商务处”和“‘中华民国 驻玻利维亚商洲国家及多米尼加‘元首 高峰会议”，将

务及领事办事处”。此外，墨西哥、玻利维“经援外交”移师岛内。“扁政府”包揽了会

亚、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秘鲁是与台湾经贸议接待的所有费用，甚至出资为各国元首夫人

往来密切的6个重要“非邦交国”。它们 在购买首饰。如此的大手笔换来此次会议发表的

台湾设有商务办事处。16条“联合公报 。“友邦”们对台湾成为中

在努力巩固与“邦交国”关系的同时，台美洲共同体会员表示肯定，并重申支持台湾

湾也在努力发展与“非邦交国”，如巴西、智“参加各项国际组织”。会议还有一项重大成

利、墨西哥、阿根廷等国的关系，特别是通过果——与巴拿马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与“非邦交国”的经贸往来，增进与它们的其三，鼓励台商到“友邦”投资。台湾当

“实质关系”，因不涉及政治定位，可以降低局通过公共政策与贸易协定鼓励私人资本到

中国大陆的反应，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务“邦交国”投资。台湾地区的经济部门通过

实外交”。以中国台湾地区与巴西、墨西哥的“加强对中美洲地区经贸工作纲领草案”和

其四，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在全球经济贸

易区域结盟的潮流下，台湾也在积极与其重要

贸易对象洽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台湾

已经与中美洲巴拿马、危地马拉、尼加拉瓜、

萨尔瓦多以及洪都拉斯等5国签订了4个自由

贸易协定。从经济层面看，推动自由贸易协

定除了对台湾的出口、境外投资有利外，还

可以舒缓大陆市场磁吸效应的扩散；从政治

层面看，不仅可以加强台湾与“友邦”彼此

的实质关系，也可以增加进入区域政治组织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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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为例：台湾是巴西第19大进口伙伴、第 字。自2007年以来，陆续有6个台湾“邦交

24大出口伙伴；台资企业（如大众计算机、唯 国”传出要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中

冠计算机屏幕、飞宏科技等）在巴西的总投资 国大陆为了维系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默认台

额超过10亿美元。台湾与墨西哥2002年双边贸 湾当局所谓的两岸“外交休兵”，婉拒了这些

易 总 额 为 13亿 美 元 ， 其 中 台 湾 的 出 口 额 为 国家的建交要求，才使台湾可以保持住现在的

9.38亿，进口额为3.58亿美元，顺差为5.8亿美 “邦交国”数量。

元。从台湾和这几个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交易  随着中国经济 迅速发展，“世界第二

来看，台湾贸易逆差的情况居多。台湾主要向 大经济体”的巨大光环以及日益崛起的大国形

这些国家出口电子产品，进口原材料和农牧产 象、地位，愈发吸引着 本来就为数不

品等。 多的所谓“友邦”，迫使其不断想要“改弦易

“国会外交”也是台湾拉近与拉美“非邦 辙”。近年来，中美洲国家不仅同中国的经贸

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根据台湾地区 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也越来越

“立法院”发行的《“国会”月刊》，“立法 需要中国政府的支持。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

院”经常派“立委”组团出访，以敦睦邦交， 与台湾“断交”后，引起了巴拿马、洪都拉斯

提升“实质关系”，亦有拉美国家的政府官 等周边国家与台湾的离心迹象。萨尔瓦多、危

员、国会议员、政党中的重要人物经常去台湾 地马拉领导人的更迭，使台湾与这两个国家的

“立法院”参访。2013年2月，“‘中华民 “邦交”暗藏危机。海地政治的不确定性，也

国 ——中南美洲各国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会 是台湾在拉美地区“外交”的一大隐患。陈水

长潘维刚率领“立法院”“国际友好访问团” 扁时期，“邦交国”总统过台湾而不入、拒绝

出访萨尔瓦多并顺道访问墨西哥及危地马拉， 出席陈水扁的“总统”就职典礼。马英九上台

期间与这些国家的国会议长、元首、国会议员 后，访问尼加拉瓜。尼加拉瓜总统3次爽约，

及重要官员会晤，并交换促进双边经贸、文 未出席接机和国宴等活动。这些都表明中美洲

化、 外交”、教育等各领域交流的意见。 国家复杂而矛盾的心理。台湾当局拒绝沿袭前

2013年7月，巴西联邦参议院第一副议长奈维 任“金元外交”政策，这就意味着其“邦交

斯等2人，在巴西商务办事处主任达安陪同下 国”能从台湾得到的利益只能越来越少。眼看

拜访台湾“立法院”；同年10月，智利众议员 周边其他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在经济、医疗、教

法力亚斯及国会咨询处处长费格罗瓦到台湾 育方面得到的巨大援助和日益改善的社会福利

“立法院”访问。 状况，台湾的这些所谓“邦交国”因想与中国

此外，经济援助、文教往来和“政要互 建交被拒而极为不满。但是，它们很容易判断

访”等形式，也是台湾提升与拉美“非邦交 出未来与中国建交将会很划算。这种心态使得

国”“实质关系”的重要手段。 台湾与这些“邦交国”同床异梦，所谓的“外

交”关系极其脆弱，甚至已名存实亡。如果民三、台湾与拉美国家“外交”关系的发展

进党2016年再次上台执政，还继续坚持其“台前景

独”理念，否认“一个中国”原则，不排除中（一）12个“邦交国”各怀鬼胎，“固邦

护盘”仍是重中之重 国会接受这些国家建交的愿望。另外，美国的

2008年马英九上台以来，在“外交”上推 态度也很重要。拉美各国历来深受美国的影响

行“活路外交”战略。在此战略下，台湾当局 和左右。美国通过各种经济、外交政策，操纵

实施“五不外交”的主轴：“邦交国”不增， 着许多中美洲国家的外交政策。台湾通过金钱

机密预算不涨，不强调“国家参与联合国”， 收买其“邦交国”为台湾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

不主动“建交”，不墨守131个“代表处”数 织在国际上发声，公然鼓吹“台湾独立”，不

的

台湾地区

’

“

仅造成海峡两岸关系紧张，而且严重影响美台 面，实施从“拓邦”到“固邦”的策略调整，

关系、美中关系。这是美国不愿看见的后果。 只要“邦交国”能继续保持与台湾当局的“邦

台湾能 继续获得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支持还存 交”关系，台湾不反对它们和中国大陆开展经

在疑问。 贸合作。其二，放弃“金元外交”，转而使用

（二）“一个中国”已是国际共识，“拓 包括贸易、投资及对外援助在内的综合性手

邦”几近“天方夜谭” 段。其三，以更为谨慎的立场处理对外援助，

在目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台湾 防止援助资金被接受国政客侵吞。其四，利用

的“固邦”必然步履维艰、困难重重，台 华侨团体等民间力量扩大在“邦交国”的影

湾当局与拉美其他国家建交几乎是“天方夜 响。

谭”。首先，从整个国际大环境看，国际社会 这种实质性“外交”方针政策取得了相当

对“一个中国 原则的认同日益稳固，台湾企 成效：在经济层面，扩大了台湾产品的销售市

图制造“台独”、分裂国家的行为遭到了国际 场、增加了原材料供应地，为台商外出投资扩

社会的普遍反对。其次，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大了范围；在政治层面，既有效地维护与既有

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对拉美国家产生越来 “邦交国” 关系，也不迁怒中国大陆，从而

越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中国已经成为拉美第 维系了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

三大贸易伙伴。可以预见，中国与拉美国家的 总之，目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台

关系会因为潜在的经济利益而更加紧密。目 湾都将重点巩固与拉美“邦交国”的所谓“外

前，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已与中国建立了外交 交”关系，尽管这一目标会受到中国大陆因

关系，特别是该地区较大的经济体，如巴西、 素、美国因素以及“友邦”自身因素的影响而

墨西哥、阿根廷等。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这 变得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台湾在发展其与

些国家在与中国保持良好外交关系、经贸往来 “非邦交国”之间的关系方面将更加务实，通

的同时，也没放弃台湾的市场和投资，也在同 过与“非邦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文教交流等

台湾提升双方的“实质性关系”。但是，这 来强化与它们的实质关系。在不挑衅“一个中

些行为的前提是必须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 原则立场的前提下，这将成为台湾发展与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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