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 R E S S  R E L E A S E  

 

 1
 

台灣，2019年 4月 24日 

 

中亞、中國和俄羅斯：理性的三方合作 

 

中亞位於新絲綢之路（一帶一路）的兩大分支，是中國與歐洲的貿易夥伴及門戶；俄羅

斯透過僑匯、建設軍事基地及文化滲透對這一地區長期存在的影響力也值得關注。當前，

中國和俄羅斯因共同對抗西方意識形態及打擊極端伊斯蘭教派蔓延，重新走向和解。然

而，由於中國是該地區走廊開發計劃最大的資金供應方，權力平衡可能很快有所改變。 

 

2019年初，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已包含 130個國家，占全球 GDP的 41%和貿易量的 49%。在

中亞，這一倡議的實現形式包括對碳氫化合物能源的勘探、開採和運輸、礦物開採、發電（含

水力發電）和電力傳輸、公路鐵路之建設及現代化、物流中心、電信、農業和旅遊業等多個領

域的直接投資和貸款。不過，多數投資其實是一些既有項目，只是重新貼上一帶一路標籤。地

區內的基礎設施建設至今仍相對有限：中亞（不包含阿富汗和蒙古）僅有 5 個國家，一帶一路

規劃的 6條主要陸地走廊中僅 2條穿過該地區，2條海路路線則無一穿過。而且，政府管治質量

對於項目的選擇具有決定作用，這些國家的商務環境評價較低，加上中國並非巴黎俱樂部

（Paris Club）公共債權成員國，這些項目的透明度不足令風險狀況雪上加霜。伴隨中國對中亞

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反華情緒也在不斷蔓延，誘因是這些國家對那些來自中國的勞工、企業及

進口所給予的優惠。此外，由於外國直接投資和贈款相較於貸款僅占極少數，這些項目導致地

區內國家的外債激增。 

 

中國在上世紀 90 年代開始將勢力延伸至中亞，而俄羅斯在此地區的文化和軍事存在則更為久遠。

俄羅斯在哈薩克、吉爾吉斯和塔吉克設有軍事基地，主要為打擊伊斯蘭恐怖組織，且有約 400

萬中亞僑民居住在俄羅斯，並因此帶來大量僑匯和交易（2018 年占塔吉克 GDP 的 36%，吉爾

吉斯的 37%，以及烏茲別克的 13%）。 

 

儘管俄羅斯的影響力仍不容小覷，但其正日益受到中國在經濟方面的排擠。中國的經濟規模是

俄羅斯的 8 倍。因此，中國以歐洲標準建造的穿越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和土庫曼（之後是伊朗

和土耳其）的鐵路公路項目，以及裏海航路的開發（提供兩條穿過俄羅斯的替代選項）自然會

讓俄羅斯感到不安。西方及波斯灣國家對該地區興趣的增長也可能對俄羅斯帶來不利的一面，

而中國對此持開放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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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聯絡： 

如需進一步詢問，請聯絡：李圭之 – 電話：+886 2 7734 0287 – grazia.li@coface.com 

 

 

科法斯集團 - 攜手共創安全貿易  

 

憑藉 70 年的資深經驗及最完善綿密的全球網絡，科法斯集團成為全球信用保險、風險管理及全球經濟

研究的指標機構。矢志成為業界最靈活的全球信用保險服務商，科法斯集團的專家緊跟世界經濟格局，

為全球 50,000 家企業客戶提供貿易信用風險保障服務。集團的專業服務及解決方案，協助企業作出信

用風險決策，協助企業站穩國內及出口貿易市場。2018 年集團員工人數約 4,100 名，全球總營收為 14

億歐元。 

 

www.coface.com  

科法斯集團在巴黎證券交易所A股掛牌交易 

ISIN代碼：FR0010667147 / 股票代碼：C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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