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國智庫學者團晤談紀要 

法國智庫訪團於 12月拜會本會，晤談要點如次。 

一、 歐盟內部關切中國行為並逐漸形成共識：近 3 年來歐洲國家

就是否接受華為設備及對中商貿往來意見分歧，並針對中國

行為有更多辯論，公共輿論亦傾向批判中國，特別是年輕世

代與知識分子多持反中態度。另 2019年 3月歐洲議會報告將

中國定調為系統性對手，此論述符合當前時勢潮流，亦反映

歐盟針對中國威脅漸形成共識，新歐洲議會料將順應此趨勢。 

二、 中國「17+1」模式已無分化歐洲之功效：歐盟內部關切中國

行為，雖難阻止成員國與中國交往，惟可藉歐盟制度力量阻

止中國藉「17+1」分化歐洲。另中國與中東歐推動「17+1」

合作涵蓋範圍甚廣，惟實際投資僅止於口惠，無實質效益；

且俄羅斯為中東歐國家首要安全關切，仍須仰賴美國安全承

諾而與中國保持距離，故判中國難透過「17+1」分化歐盟。 

三、 歐盟新領導階層有利統合政策並促法國有更大發言權：新歐

盟領導階層組成有利歐盟整合，且關注環境保育與氣候變遷

議題，其政策主張皆符合法國立場與利益，促法國有更多發

言空間，並弱化德國在歐盟決策之影響力。 

四、 臺灣可從歐盟層級拓展臺歐關係：2020年總統大選後法國政

府或難釋放具政治象徵意義的道賀，惟可經新任歐盟駐臺代

表促歐洲議會電賀臺灣完成公平選舉，或組織祝賀團出席總

統就職典禮，以拓展臺歐關係，助益提升臺灣與歐盟各國雙

邊友好。 

五、 訪賓盼掌握明年中國與東協若簽署「南海行為準則（CoC）」，

將對南海情勢產生何種影響，臺灣與越南等主要聲索國有無

對話空間。以及臺灣能否藉新南向政策與東協國家及「四方

安全對話（QUAD）」國家爭取安全籌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