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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論文主要探討梅克爾時期德國對俄羅斯的外交政策（2005-2018）。一開始分

別從德國總理安格拉·多羅提亞·梅克爾（Angela Dorothea Merkel）的戰略思想、價值

觀外交、地緣政治思想以及梅克爾對普京的看法這四個面向來說明梅克爾的外交思

想。這四個面向與梅克爾基於個人的身分定位及其衍伸的國家身分定位所產生的戰

略思想、梅克爾的價值觀以及其東德成長背景等有關。這四個基於梅克爾個人偏好、

價值觀、定位、成長教育與背景等個人層次因素的面向所產生的對外決策雖然替德

國帶來了國家利益，然而它們本身可說也含有一些出於梅克爾個人偏好而產生的非

理性因素。因此當它們與德國的國家利益有所嚴重衝突時，梅克爾並非僵化且一成

不變的堅持由其個人的思想信念來做決策，偶而其也會適時的調整其做法來做符合

德國國家利益的決策。 

 

在德國的對俄政策方面，在前德國總理施洛德（Gerhard Fritz Kurt Schröder）的

時期（1998-2005）可堪稱是德俄兩國間的蜜月期，施洛德甚至還說過：「德俄間的

關係已經好到不能再好了。」梅克爾在 2005 年之後成為新任德國總理，在她第一及

第二任期時的對俄政策基本上是延續在施洛德時期時德國和俄羅斯於 2000 年時在

柏林的政府間磋商中提出的兩國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的概念。梅克爾將俄羅斯

定位在主要在經濟方面合作的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且對梅克爾來說德俄關

係似乎就僅止於此了，梅克爾上任以來雙方缺乏更進一步的互動。梅克爾政府成立

以來的歷任外交部長中似乎只有前任的社民黨外交部長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較為親俄，而其他的外交部長則是跟隨著梅克爾的腳步，與俄羅斯保持

距離。 

 

最後，本文探討德國對俄羅斯外交政策的結果與影響。而這樣的結果與影響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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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的角度來探討。這些結果與影響可說有部分是受到德對俄政

策的直接影響，而還有部分則是受到外部國際環境因素變化的結果影響。因此在這

樣的國際體系與環境下，德國和俄羅斯可說都被迫扮演了某個有違自己原先意願的

角色。2013 年底爆發的「烏克蘭危機」可說是長期以來佔有優勢的海權國家（西方

國家）不斷向東擴張（北約以及歐盟東擴）所造成的陸權國家俄羅斯為了維護自身

的地緣政治戰略利益而做出的反撲。在梅克爾政府時期，俄羅斯的角色可說由德國

2006 年版國防白皮書中的「夥伴」角色（安全夥伴、優先夥伴、經濟夥伴）轉變為

德國 2016 年版國防白皮書中的「對手」（挑戰、威脅）。梅克爾政府認為俄羅斯乃是

單方面自願的放棄了這樣的夥伴角色，並且還潛在地成為了德國及歐盟和北約的「對

手」。 

 

 

 
 
 
 
 
 
 
 
 
 
 
 
 
 
 
 
 
關鍵詞：梅克爾；德國；俄羅斯；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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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mainly discusses Germ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Russia during the 

Merkel period（2005-2018).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thesis, I explain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Dorothea Merkel's diplomatic thoughts from four aspects：Merkel's strategic 
thinking, value diplomacy, geopolitical thinking, and views on Putin. These four aspects 
are related to Merkel's strategic thinking based on her personal and national identity, her 
values, and her East German background. German foreign policies have resulted partly 
from these four aspects based on personal factors such as Merkel's personal preferences, 
values, positioning, education, and background. All these policies have directed national 
interests in Germany. However, these four aspects also contain some irrational factors 
from Merkel's personal preferences. Therefore, when these irrational factors came into 
conflict with national interests of Germany, Merkel was not rigid and did not insist on 
making decisions by her own personal beliefs. She would adjust her ways to make 
decisions according to German national interests in due time. 
 

In terms of Germany’s policy towards Russia, the period of former German 
Chancellor Gerhard Fritz Kurt Schröder（1998-2005)was a honeymoon between Germany 
and Russia. Schröder even sai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rmany and Russia is so 
good that it can't be better.”Merkel became the new German Chancellor in 2005. During 
her first and second term, Germany’s Russia policy was basically extended from the 
Schröder period. Germany and Russia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sultations in Berlin in 2000. Merkel took Russia as a strategic 
partner mainly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From Merkel’s perspecti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rmany and Russia was limited. Since Merkel took office, both Germany and 
Russia have lacked further interaction. Among the foreign minister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Merkel's government, it has seemed that only the former Foreign Ministe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from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was more pro-Russian while 
other foreign ministers followed Merkel's footsteps to keep a distance from Russia. 

 
Finall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sults and influences of Germany'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Russia. Such results and influences ar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se results and influences can be said 
to be partly influenced by Germany's policy towards Russia while others are affected by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in such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environment, Germany and Russia can be said to have been forced to play roles that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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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ry to their original wish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Ukrainian crisis" that broke out 
at the end of 2013 was that it highlighted the long-standing advantage of the sea powers
（western countries）that has been expanding eastward（NATO and the EU's eastward 
expansion）.It can be said that the west’s advantage has caused the land power of Russia to 
maintain its own geopolitical strategic interests. This can be considered a counterattack. 
During Merkel's terms, the role of Russia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partner”（security 
partner, prominent partner, economic partner）in Germany’s White Paper 2006 into “rival”
（challenge, threat）in Germany’s White Paper 2016. Although Germany-Russia relations 
in the White Paper 2006 did not appear as a "strategic partner", Merkel's government has 
indeed made progress in this direction in the beginning. After the Russia-Georgia war and 
the Ukrainian crisis, German-Russian relations have moved 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from 
being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Merkel’s government believes that Russia has voluntarily 
renounced such a partnership role and has potentially become a "rival" of Germany, the 
EU, and NATO. In fact, unless there is a conflict like World War II between Germany and 
Russia, Russia will always be Germany’s “cooperative security partner and economic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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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德國與俄羅斯的關係從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前任總理施洛德開

始（1998-2005）到梅克爾的第一及第二個總理任期（2005-2013），之後到第三個任

期（2013-2018）可說經歷了一個從親密到疏遠，最後到對抗的過程。梅克爾時期的

德國對俄羅斯外交政策可說從 2006 年版的德國國防白皮書中的「優先夥伴關係」演

變到之後 2016 年版的德國國防白皮書中的「對手關係」。綜上所述，筆者撰寫本文

的第一個動機乃是希望能夠以梅克爾為主體，更加詳細的了解其生活背景中同俄國

的關聯（也就是了解梅克爾生活背景中的俄國因素）。從梅克爾的生活背景來看，她

本應是一個潛在的具有親俄傾向的人物，然而由於價值觀的差異與國家利益與安全

的考量，梅克爾在成為政治人物之後也不得不站在某種地緣政治的角度來思考德國

與俄羅斯的關係並做出決策。因此，筆者撰寫本文的第二個動機乃是了解梅克爾的

外交思想及在其任內德國外交政策中俄羅斯所扮演的角色與比重。藉由梅克爾的外

交思想與其執政後德國政府所採行的對俄政策，我們可以更加的了解梅克爾執政下

的德國同俄羅斯的關係。綜上所述，筆者撰寫本文的第三個動機乃是想要了解在梅

克爾執政後，柏林是如何地來看俄羅斯？ 

二、研究目的 

筆者撰寫本論文的目的有以下兩點： 

1. 筆者撰寫本文的第一個目的乃是希望了解梅克爾政府所產生的對俄政策及其轉

變過程。 

2. 筆者的第二個目的乃是希望了解梅克爾政府的對俄政策出現之後產生了甚麼樣

的結果與影響（局勢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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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的主要論點為在德國不管執政者是誰終究都無法迴避由於德國本身地緣因

素的影響而必須同時顧及與美國及俄羅斯兩大強權維持著某種合作關係。因此不管

是親俄的施洛德或是親美的梅克爾都無法同時太過忽視德美關係或是德俄關係。目

前台灣國內的論文還少見專門探討德俄關係方面的著作，因此希望本文的產生能夠

對國內的學術界盡一點微薄的貢獻。本論文運用美國學者華茲（Kenneth Waltz）的

三項「分析層次」，也就是「個人層次」、「國家層次」和「國際層次」來分析德國對

俄羅斯的外交政策。而本文較特別的乃是在第二章談到一般歐美文獻較少提及的關

於梅克爾個人外交思想的研究，它是屬於「個人層次」的分析。這些「梅克爾外交

思想的個人層次因素」可說具有一些由於個人背景所導致的偏好與反對，因此可說

具有一些非理性的成分在內。本文第二章「梅克爾的外交思想研究」可說是本文的

特點之一，再加上國家及國際層次的分析，可說由窄到寬地全面分析了德國對俄羅

斯的外交政策，因此相信本論文會具有一些學術的參考價值與潛在貢獻。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夥伴時期 

德國與俄羅斯的關係在歷史上一直是塑造歐洲命運的關鍵之一。在歐洲，我們

可說德國對俄羅斯的態度是歐俄關係的支柱。1從 2005 年到 2013 年末烏克蘭危機發

生的這段時期筆者稱之為「夥伴時期」，也就是梅克爾的第一及第二個總理任期間。

在這段期間梅克爾政府的對俄政策基本上是延續施洛德政府時期的對俄政策，將德

俄關係定位為「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2，不過將德俄關係的重要性

置於較次要的地位。在《2006 年版的德國國防白皮書》中雖然沒有明確提到德俄關

                                                      
1Tuomas Forsberg. 2016. “From Ostpolitik to ‘frostpolitik’? Merkel, Putin and Germ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Rus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92(1)：21-42. 
2俄羅斯和德國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概念最初是在2000年兩國在柏林的政府間磋商會議中提出的。

它規定，夥伴關係將主要基於密集的經濟合作和廣泛的制度化政治合作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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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是「戰略夥伴關係」，但將俄羅斯定位為重要夥伴或優先夥伴（prominent partner）。3

過去，德國一直是俄羅斯在歐盟利益的倡導者，是能源經濟合作的戰略夥伴。但是，

近幾年來，雙邊關係所產生的誤解越來越多，雙方都在講同一個話題，但是有著不

同的優先次序和利益。4對梅克爾的外交思想來說，德俄關係可說是較為次要的議題，

因而不及對俄羅斯總統普京來說的俄德關係議題來得重要。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

在 2013 年的烏克蘭危機發生前，不管是親西方的梅克爾，還是德國國內的親俄派都

主張要與近鄰俄羅斯維持戰略夥伴關係。然而不同的是親俄派認為在經濟上依賴俄

羅斯才能夠達到國家安全的目的，而親西方的梅克爾則認為在和俄維持戰略夥伴關

係的同時仍需另闢能源來源才能達到國家安全的目的。 

 

（一）梅克爾的生平與德俄夥伴關係 

以下六篇文獻和梅克爾同俄國關係的「個人層次因素」以及德俄間的「夥伴關係」

有關。 

 

在史帝芬．柯內留斯（Stefan Kornelius）所著的梅克爾傳（Angela Merkel）中

認為普京乃是梅克爾永遠的對手。「普京對於梅克爾來說可說一直扮演著一種亦敵亦

友的角色。史帝芬認為梅克爾的心中有兩個俄國，一個是私人的，一個是工作上的。

私人的俄國，是女學生安格拉透過俄文競賽、旅行和文學所建構出來的。她喜歡托

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她一直都熱愛俄語。他並沒有如謠言所說，在俄國留過

學，而是在旅行時見識了莫斯科。這個非常正面的俄國留在她心上，政治上的俄國

則相反，對梅克爾來說，與普京這人非常有關。5梅克爾當選總理時，普京已經做了

                                                      
3White Paper 200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2006.Berlin: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Defence.p.47. 
4Stefan Meister. 2013. “Germany's Russia Policy under Angela Merkel: A Balance Sheet” The Polish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2(2)：28. 
5楊夢茹譯，史帝芬．柯內留斯（Stefan Kornelius）著，梅克爾傳（台北市：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商業週刊，2014）。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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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總統，後來他更換職位接掌總理府，又在 2012 年重返國家最高權位。自從梅克

爾當上基民黨主席以來，普京就位居俄國權力的巔峰。此外梅克爾與普京不僅年齡

相當，兩人的人生歷程還有點相似。每當梅克爾與普京會面，便有兩種世界觀互相

碰撞，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的倒塌對梅克爾來說，是一種解放的體驗；但是對前蘇

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校普京而言，則是一次創傷的經歷。所以說，這兩人的私人關

係，自然會對德俄關係有非比尋常的影響。外交在此果真個人化了起來，至今他倆

見面時，總還有點兒夾槍帶棒。雖然他們過了這些年，也經營出一定程度的尊重，

但競爭的味道不曾稍停。」6 

 

在廖生所編著的《德國「女總理夫人」梅克爾》中作者認為，梅克爾時期的德

俄關係同德國的前任總理施洛德相比可說降溫了不少，並將這種變化形象概括為「從

愛進化到友誼」。書中指出：「急於同美國重建緊密關係的梅克爾已清楚表明，發展

德俄關係不會如其前任總理施洛德般被放在政策首位。但這也並不意味著兩國關係

會突然變冷。德國作為一個依賴俄羅斯天然氣的國家，它不會放棄與俄羅斯的戰略

夥伴關係。」德國約有三分之二的天然氣是從俄羅斯儲量豐富的北極地區提供的。

施洛德離職後在俄德北溪（Nord Stream）管線協會中任職，更加強了雙方的關係。

對於德俄間的關係，梅克爾在接受德國《明鏡》週刊（Der Spiegel）專訪時說：「我

認為我們與俄羅斯並不持有太多的共同價值觀，但我們對俄羅斯能向負責任的方向

發展保持濃厚興趣。」這也顯示出梅克爾認為德俄兩國的價值觀是有歧異的及其對

俄羅斯的某種批評態度。7 

 

在于芳的《德國的國際角色與外交政策》一書中提到，在 2006 年 3 月時，梅克

爾在對議會的演講中提出，德國的價值觀包括人權、民主和宗教自由。她所強調的

價值觀實際上是蘊含法治、人權、民主、自由的價值體系，並構成了德國外交政策

                                                      
6同上。頁 228。 
7廖生，德國「女總理夫人」梅克爾（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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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基礎。梅克爾政府認為，德國的價值體系中最為重要的是注重國際法和維護

人權，兩者的目的都是保護個人的權利不受侵犯。而在該價值體系中法治是其他各

項權利得到保障的基礎，法治、人權、民主、自由四者密不可分，如有一項受到威

脅，外交和發展政策就應當採取措施。在梅克爾政府看來，人權屬於最高層級的價

值觀，甚至高於主權。如果其他國家出現與這一原則不符的情況，梅克爾政府會採

取行動加以干涉，意在貫徹自己人權至高無上的價值觀。8梅克爾政府認為德國與俄、

中等國價值觀的不同，可說就在於此。德國的核心利益被認為是與其價值觀緊密相

關的。德國的核心利益有兩根支柱，即歐洲的共同利益與跨大西洋合作。德國在二

戰後建立了西方的民主制度，植根於歐洲發展，並稱德美關係、歐美關係都基於雙

方是「價值共同體」。所以在遵循多邊主義原則，與歐美國家保持良好關係方面，

價值觀和國家利益並無衝突。德國願意與擁有共同西方價值觀的國家保持緊密、友

好的關係，與歐盟一道將「西方民主」推向全球。9 

 

梅兆榮在其〈梅克爾總理面臨的內政形勢和改革任務及其外交政策走向〉一文

中談到，在梅克爾時期，一般認為，德俄間的實質關係不會改變。俄羅斯長期以來

解決了德國的能源需求，俄羅斯也需要德國這樣的一個能源市場，雙方可說互有需

要，相互依賴。德國關注俄羅斯的發展方向，支持俄羅斯加入世貿組織，並保持與

俄羅斯的良好關係，但不謀求建立「德法俄軸心」。德在同俄加強合作的同時，必須

顧及中、東歐和波羅的海各國尤其是波蘭的感情。施洛德與普京個人關係非常親密，

聯盟黨曾指責他私交與國家政策之間沒有界線。梅克爾則除了經濟合作關係外，並

不會同普京發展這種政治及私人關係。10 

 

 

                                                      
8于芳，德國的國際角色與外交政策（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5）。頁 120。 
9同上。頁 103。 
10梅兆榮，2005，〈梅克爾總理面臨的內政形勢和改革任務及其外交政策走向〉，《德國研究》，20 （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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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 年版的德國國防白皮書》中第二章「在國際環境中的德國安全政策」

第七節「加強與合作夥伴的關係」中談到，在全球化的時代，安全政策不能只局限

於我們的鄰近地區。促進區域安全合作，鞏固和發展與地區大國的良好關係是德國

安全與穩定政策的重要內容。由於歐洲與俄羅斯有著共同歷史經驗再加上俄羅斯作

為北約和歐盟的現有及潛在規模的優先夥伴（prominent partner），因此俄羅斯在這雙

邊合作中佔有特殊的地位。俄羅斯是八國集團之一、擁有核武的大國、聯合國安理

會常任理事國，而作為歐洲理事會和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的成員，俄羅斯在歐洲也

承擔著特殊的責任，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對許多歐洲國家而言，俄羅斯是重要

的能源供應國和經濟夥伴。沒有俄羅斯，就無法保證歐洲的安全、穩定、統合和繁

榮。為促進俄羅斯的現代化，因而與俄羅斯加強政治、經濟和社會合作乃是符合德

國的特殊利益的。因此，德國促進改善俄羅斯與歐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合作，並

支持俄羅斯與北大西洋聯盟進一步密切合作。11 

 

Alexander Rahr 在《德國和俄羅斯：一種特殊關係》一文中認為，梅克爾當選德

國總理之後，德國的對俄外交政策出現了一些改變。德國政府內部有兩種不同的意

見。外交部長史坦麥爾主張延續施洛德政策，作為施洛德的親密助手，他本人其實

也是施洛德對俄政策的設計者之一。史坦麥爾認為不能用冷戰時期的想法去遏制俄

羅斯，那樣只會促使俄羅斯更加接近中國和亞洲。史坦麥爾主張德國能扮演橋樑角

色來推動建立歐盟和前蘇聯地區之間的自由貿易區，促進地區性的經濟合作。12而

梅克爾雖然重視德國和俄羅斯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但主要是

經濟方面的合作，至於在政治及外交方面，她則在民主和人權問題上批評俄羅斯。

由於梅克爾在東德的成長經歷使她在很多問題上比較同情東歐國家對俄羅斯的感受。

對於梅克爾來說，跨大西洋關係要絕對高於德俄關係。換句話說，也就是德美關係

                                                      
11White Paper 200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2006.Berlin: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Defence.p.47. 
12Alexander Rahr, “Germany and Russia：A Special Relationship”, i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07, pp.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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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德俄關係重要。梅克爾認為跨大西洋的自由貿易區要優先於歐盟和俄羅斯之間的

自由貿易區。雖然梅克爾不願意太過接近俄羅斯，但是她也無法忽視俄羅斯的重要

性，因此其對俄政策大致上延續施洛德時期的對俄政策，其變化是有限度的。13因

為德國和歐盟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程度很高，所以梅克爾的工作重點乃是以泛歐洲

的結構來說服俄羅斯簽訂能源憲章給與歐盟公司在俄羅斯市場上和俄羅斯公司同樣

的權利。14 

 

（二）歐盟與俄羅斯關係 

本文雖然以德俄間的關係為主，然而在能源及安全議題上，由於無法單獨論述

德國而忽略或是完全不顧及其他歐洲盟國，因此以下二篇文獻以「歐盟」作為主體

來探討歐俄關係。 

 

在張宸銘的《歐盟與俄羅斯能源互動之研究》中有論述到，歐盟為強化能源外

交，進一步落實天然氣供應多樣化戰略，以降低歐盟對俄羅斯天然氣供應和對中東

歐國家過境高度依賴所產生的地緣政治風險，在 2007 年 1 月《歐洲能源政策》中提

出了實施能源供應多樣化政策的必要性。然而由於歐盟的領頭國家並沒有通過與俄

羅斯的共同戰略協定，而 2007 年 3 月的高峰會因缺乏對外能源政策的一致性，各會

員國尚未達成共識。這些因素都造成俄羅斯成功地繼續與一些會員國簽訂雙邊條約，

造成不平等現象。15由於長久以來，歐盟各會員國在能源政策上缺乏一致性與可信

的共同歐盟政策，加上各會員國的意見出入不一，甚至互不信任，導致有些國家長

期受惠於俄羅斯的雙邊與特殊關係，特別是德國。因此，如果不平等現象持續發生，

將會破壞歐盟在共同能源政策與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上的運作。另外，不同歐盟會

員國對能源政策之進口石油與天然氣的見解也不一，換句話說，歐盟各會員國對能

                                                      
13請參考表一。 
14Alexander Rahr, “Germany and Russia：A Special Relationship”, i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07, pp.141-143. 
15Frank Umbach. 2010. “Global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EU,”Energy Policy, 38（3）：
1237. 



DOI:10.6814/NCCU2019001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 
 

源的依存比例也不同。因此，歐盟內部在共同對俄政策上往往難以達成共識。16 

 

在陳新明的〈俄羅斯與歐盟國家的現代化夥伴關係〉中談到，自 2008

年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俄文：Дмитри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Медведев）提出現代化戰

略之後，歐盟國家給予積極回應，並且個別與俄結成多種形式的現代化夥伴關係

（Partnership for Modernisation，P4M），可是由於多種原因，現代化計畫進展不大。

從歐盟方面來看，自 2009 年開始由於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化，國際上出現了一連串的

重要事件。有全球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的出現以及「阿拉伯之春」。因此這些事

件的產生大大削弱了歐盟對俄羅斯所熱心的現代化戰略的興趣；從俄羅斯方面來看，

則是內外因素都有。外在因素有全球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及歐盟發起的「東部夥伴

計畫」17，內在因素則是現代化戰略受制於俄羅斯自身制約因素較多，因此在 2012

年 1 月普京總理不得不承認，俄羅斯近年來的現代化計畫沒有奏效。18 

二、對手時期 

雖然直到 2016 年版的德國國防白皮書發表時德國才正式在書面上將俄羅斯定

位在類似於對手的角色，然而可說從發生於 2013 年底的烏克蘭危機開始到現今，德

俄之間的關係便從原本的戰略夥伴關係轉變成對手關係，可說是對手時期。德國由

烏克蘭危機初期的積極制裁演變到之後卻有逐漸和緩的趨勢，畢竟美國等其他西方

國家不像德國如此的依賴俄羅斯的自然資源。當烏克蘭危機發生，歐洲國家烏克蘭

受到侵犯時，德國身為一個北約成員國及歐盟的主要領導國家，因此一開始自然必

須要有所表態與行動。換句話說，德國對俄羅斯的制裁在某種程度上乃是象徵意義

大於實質意義。由於俄羅斯對於德國來說太過重要，因此制裁演變到之後逐漸和緩，

畢竟德國仍然是以自己本身的國家利益為重。 
                                                      
16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CSS). 2008. “ Energy Security of the European Union.”Security Policy, 3（36）：
2. 
172009 年 3 月歐盟正式提出「東部夥伴計畫」，該計畫準備吸納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喬治

亞、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 6個國家。俄羅斯認為這是歐盟在向自己傳統勢力範圍發起挑戰。 
18陳新明，2014，〈俄羅斯與歐盟國家的現代化夥伴關係〉，《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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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烏克蘭危機 

以下五篇文獻為與「烏克蘭危機」相關的文獻。 

 

朱瑞清與張健在〈梅克爾的「德式」風格外交〉一文中認為「在烏克蘭危機過

程中，不同於德國以往在解決國際危機中的表現，梅克爾政府表現出與美國的不同

立場，以德式掮客的風範成為危機管理中的主導者。在對俄羅斯進行譴責和制裁的

同時，德國在各西方大國和俄羅斯之間積極斡旋，為雙方留下了溝通的渠道。192014

年 4 月，德國前總理施洛德以生日宴會名義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赴會，兩人就烏克

蘭問題進行洽談。《時代》週刊（Time）指出，此舉是德國外交政策官方路線的補充。

由此可見，德國與俄羅斯之間的溝通渠道始終是暢通的，這為德國外交政策目的達

成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德國政府已經意識到，隨著自身實力及影響力的增長，德國

已經不可能在安全事務中置身事外。面對國際秩序的變化和安全領域的挑戰，梅克

爾政府認為德國不能置身事外，而應積極參與國際新秩序的構建。在今後的時期內，

德國主張通過解決國際衝突和提供一個透明、合理的溝通機制，避開單邊行動，營

造德國參與的新型國際秩序。為踐行這一目標，德國主要通過積極化解國際衝突、

改革國際安全機構以及提供德國經驗等方面進行努力。從化解國際衝突方面來看，

德國積極斡旋烏克蘭問題的做法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一種解決衝突的方案。在烏克蘭

問題中，德國在各方進行了積極斡旋，並建立了德國領導下的協調機構。從改革國

際安全機構方面看，德國主要是積極呼籲聯合國安理會機構的改革。德國不僅通過

自己的力量謀求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而且還聯合包括印度、日本這樣的

大國共同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以改變現有的聯合國安全機制。從提供德國經驗

的方面看，德國政府更加積極向世界宣傳戰後德國重新崛起和推動歐洲和平與發展

的經驗做法。從總體來看，隨着自身實力的增强和國際形勢的變化，梅克爾第三任

                                                      
19朱瑞清，張健在，2016，〈梅克爾的「德式」風格外交〉，《人民論壇》，2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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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德國外交政策朝向目標上更加務實、手段上更加積極主動的方向變化。」20 

 

陳新明與宋天陽在〈烏克蘭危機與德俄關係及其演變趨向〉一文中敘述到：「冷

戰結束以來，德俄關係總體上保持融洽。與歐盟其它國家相比，德國一直更積極促

進俄羅斯在歐盟的利益，充當俄與歐盟打交道的『辯護人』，同時在經濟和能源領域

充當俄的重要戰略夥伴。施洛德時期（1998-2005），德俄關係最為密切，遠超出單

純經濟合作；梅克爾前兩任期（2005-2013），德俄雖保持夥伴關係，但兩國關係要

比施洛德時期遜色許多。2013 年底梅克爾第三任期開始不久，因烏克蘭危機爆發，

德俄關係走向嚴重對抗。烏克蘭危機發生不久，梅克爾就被西方媒體奉為『領導歐

洲對抗俄羅斯的領袖』。烏克蘭危機期間，梅克爾代表德國和歐盟的利益訴求，與俄

羅斯上演了一場對抗遊戲。」21 

 

陳新明與宋天陽在另一篇〈從疏遠到對抗的德俄夥伴關係〉一文中認為「冷戰

結束後德俄關係在整體上保持融洽。但近幾年德俄關係正經歷變化，相互疏遠愈發

明顯。2009 年梅克爾政府更換了聯合執政夥伴，導致德俄關係開始疏遠，2012 年普

京重返克里姆林宮使德俄關係進一步疏遠，2013 年底梅克爾開始第三任期也缺乏進

一步發展雙邊關係的願望。究其原因，是兩國政治家各自不同的強調雙邊關係優先

次序並致力於不同的目標。而烏克蘭危機又給德俄關係增添新的分歧與矛盾，致使

疏遠中的德俄關係逐步轉向爭奪與對抗。」22 

 

戴啟秀在其〈烏克蘭危機對德俄關係及全球格局的潛在影響〉一文中認為，「德

國歐洲政策的重要原則之一是促進和維持歐洲的安全與穩定。克里米亞危機之前，

德國一直是支持俄羅斯合法利益最重要的西方國家；但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事件觸

                                                      
20同上。  
21陳新明，宋天陽，2014，〈烏克蘭危機與德俄關係及其演變趨向〉，《現代國際關係》，9：
48。  
22陳新明，宋天陽，2014，〈從疏遠到對抗的德俄夥伴關係〉，《德國研究》，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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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了德國戰後所奉行的遵守《國際法》和國際秩序的國家原則。美國的全球戰略和

歐洲的地區安全使德國外交處於兩難境地。目前，德國短期外交目標是避免衝突進

一步升級，幫助烏克蘭恢復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穩定，爭取和拉攏俄羅斯重新回歸合

作這三點。對德國而言，歐洲東部安全架構是德國的安全所在。這也是德國推進歐

盟東擴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由於北約東擴未同時深化與俄羅斯關係，這使俄羅

斯感到威脅，歐洲東部安全也面臨威脅。面對歐洲人目前又在擔心戰爭，德國有義

務承擔起歐洲和平的責任。」23 

 

根據《圖解地緣政治－主權、資源與戰爭》這本書的作者高橋洋一教授的看法：

「由於蘇聯解體使得東西冷戰結束，亦代表著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也以失敗告終，

因此原本附屬於蘇聯底下的東歐各國，不論在軍事或經濟上，也全都成為西歐的夥

伴。如果從俄羅斯的角度來看，曾經的盟友都跳槽西側。而過去在東德、捷克斯洛

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國邊境線，被稱為『鐵幕』的界線都漸消彌，

即代表俄羅斯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但如果就這樣任其自由發展，搞不好西歐的

勢力會在哪天長驅直入俄羅斯。2014 年的克里米亞危機，從根本上看就是俄羅斯的

危機意識問題。24對俄羅斯來說，烏克蘭扮演一個重要的緩衝角色，能夠抑制西歐

的影響。2014 年 2 月，烏克蘭親俄勢力倒台，建立了親西歐的政權。在當時如果烏

克蘭表明要加盟北約組織或是歐盟，恐怕西歐各國、德國以及美國都會馬上舉雙手

贊成。因為這樣能夠立即削弱俄羅斯的勢力，俄羅斯也是明白這點的重要性，因此

才會將烏克蘭當作是能夠抵制西歐勢力的最後手段。但烏克蘭的親歐政權已大致底

定，因此俄羅斯採取了最終手段，兼併克里米亞。也就是說如果親歐政權持續，烏

克蘭加入歐盟，至少還有克里米亞可以抵擋西歐影響力，當成最終的緩衝國。克里

米亞危機可說就是俄羅斯對西歐做出防備的最佳例子。」25 
                                                      
23戴啟秀，2015，〈烏克蘭危機對德俄關係及全球格局的潛在影響〉，《國際觀察》，2：104-105。 
24吳秋瑩譯，高橋洋一著，圖解地緣政治－主權、資源與戰爭（台北市：十力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7）。
頁 134-137。 
25同上。頁 13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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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 

歷經一年編寫，德國新版國防白皮書於 2016 年問世。在 2016 年版國防白皮書

中，德國將對俄羅斯關係的定位由「夥伴」改為「競爭對手」，這一消息引起俄羅斯

方面的不滿。有分析認為，這個讓俄羅斯「不舒服」的新定位是外部影響因素的產

物，雖然白皮書用詞顯得不夠友善，但兩國關係不會發生根本轉變。26事實上在德

國 2016 年版國防白皮書問世前，在 2013 年所出版的《新力量、新責任－德國在變

格中的世界裡的外交與安全政策的要素》這本著作中就有把俄羅斯列為挑戰者

（challengers）之一。而在 2016 年版國防白皮書實際問世後，內文中雖然沒有直接

使用「對手」或「敵人」的字詞，然而有使用「挑戰」、「威脅」等字詞，來敘述俄

羅斯的潛在定位。而事實上這樣的定位便有「競爭對手」的意涵。 

 

以下五篇文獻乃是與 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相關的文獻。 

 

學術與政治基金會（SWP）以及德國美國馬歇爾基金會（GMF）曾發布題為《新

力量、新責任－德國在變格中的世界裡的外交與安全政策的要素》（New Power New 

Responsibility. Elements of a Germ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for a changing world）

的文件。該文件是在德國外交部政策規劃司資助下、由來自德國外交政策領域各類

機構的 50 多位高級官員和學者經過一年（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9 月）的討論擬

定的，並發表於 2013 年。其核心思想是，德國對維護國際秩序有著巨大的興趣，為

此必須作為國際體系的領導力量之一在未來承擔更大的責任。《新力量、新責任－德

國在變格中的世界裡的外交與安全政策的要素》中把徳國的戰略關係分為三類，包

括盟友（allies）、挑戰者（challengers）和破壞者（spoilers）。其中，文件把中國和

俄羅斯等都列為挑戰者。27 

                                                      
26曲頌，雪珺，2016〈德國與俄羅斯，「夥伴」變「對手」? 〉《南國博覽》，6：19。 

27鄭春榮，2014，〈德國外交政策的新動向〉，《歐洲觀察》，5：2-6。 

http://primo2.lib.nccu.edu.tw/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vl(freeText0)=%e6%9b%b2%e9%a2%82+&vl(2719454UI0)=creator&vl(24945018UI1)=all_items&vl(1UIStartWith0)=exact&fn=search&tab=default&mode=Basic&vid=NCCU&scp.scps=scope%3a(NCCU_III)%2cscope%3a(CDM_38clip)%2cscope%3a(CDM_jcgu)%2cscope%3a(CDM_tcybh)%2cscope%3a(CDM_hussic)%2cscope%3a(CDM_tdm)%2cscope%3a(CDM_dsm)%2cscope%3a(CDM_ft)%2cscope%3a(CDM_fmc)%2cscope%3a(NCCU_IR)%2cscope%3a(NCCU_CDM)%2cscope%3a(NCCU_TH)%2cprimo_central_multiple_fe&ct=lateralLinking
http://primo2.lib.nccu.edu.tw/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vl(freeText0)=+%e9%9b%aa%e7%8f%ba&vl(2719454UI0)=creator&vl(24945018UI1)=all_items&vl(1UIStartWith0)=exact&fn=search&tab=default&mode=Basic&vid=NCCU&scp.scps=scope%3a(NCCU_III)%2cscope%3a(CDM_38clip)%2cscope%3a(CDM_jcgu)%2cscope%3a(CDM_tcybh)%2cscope%3a(CDM_hussic)%2cscope%3a(CDM_tdm)%2cscope%3a(CDM_dsm)%2cscope%3a(CDM_ft)%2cscope%3a(CDM_fmc)%2cscope%3a(NCCU_IR)%2cscope%3a(NCCU_CDM)%2cscope%3a(NCCU_TH)%2cprimo_central_multiple_fe&ct=lateralL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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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 年版的德國國防白皮書》中談到，在冷戰結束後，歐洲國家與美國一

起在歐洲大陸上建立了歐安組織（OSCE）。該秩序乃是建立在歐洲安全不可分割的

觀點上。雖然這一秩序並未能夠完全阻止歐洲地方衝突的產生，但它為解決這些衝

突奠定了基礎。然而在烏克蘭危機後俄羅斯公開地質疑了歐洲的和平秩序。俄羅斯

用武力推進自身利益，單方面重新劃定了國際法保障的邊界，因此對德國及歐洲的

安全造成了危害。俄羅斯被認為主動拒絕了與西方的夥伴關係，並且扮演了「競爭

對手」的角色。俄羅斯可說正在成為一個具有全球野心的獨立權力中心。俄羅斯在

與歐盟和北約邊界的軍事活動有所增加並透過「混合戰術」有目的地模糊戰爭與和

平之間的邊界，因此如果俄羅斯的對外政策沒有根本改變，它將在可預見的未來對

歐洲大陸的安全構成挑戰（challenge）與威脅（threat）。不過，文中還是敘述到歐洲

和俄羅斯之間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和關係。俄羅斯作為歐盟最大的鄰國和聯合國安

理會常任理事國，其在歐洲地區和全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如果沒有俄羅斯

的強有力合作，就無法確保歐洲和歐洲的可持續安全和繁榮。文中也認為對歐洲的

共同安全而言，重要的不是開發新的安全架構，而是尊重並始終如一地遵守現有的

和經過驗證的共同規則和原則。28 

 

在陸巍的〈德國 2016 年版《安全政策與聯邦國防軍未來白皮書》解析〉

中談到：「自上世紀 90 年代德國統一和冷戰結束以來，歐洲統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推進。作為前蘇聯繼承者的俄羅斯因為綜合國力衰退，已經無力與美歐主導的北約

展開對抗。在和平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背景下，雙方甚至在多個領域展開合作。與

此同時，北約和歐盟的持續東擴為歐洲主要國家帶來了戰略縱深。眾多因素使得西

方國家認為，歐洲面臨的傳統威脅在短時間內不會重現。2006 年版白皮書也因此將

俄羅斯視為重要的經濟夥伴，認為通過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合作促進俄羅斯

                                                      
28White Paper 201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 2016. Berl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pp.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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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代化符合德國的利益。29然而隨著經濟的逐步復蘇，俄羅斯面對北約和歐盟的

攻勢不再一味忍讓，而是逐漸增加了在其周邊的軍事行動，並通過混合戰爭手段在

特定的目標國家製造動蕩。克里米亞及烏克蘭危機表明，俄羅斯甚至有可能不顧《國

際法》確定的邊界，通過武力手段維護自身利益。如果俄羅斯不改變當前的戰略方

針，很有可能在可以預見的時間內重新成為歐洲大陸必須面對的挑戰（challenge）。

這將會破壞冷戰以後在歐洲形成的和平秩序，給歐洲以及德國的安全帶來深遠影響。

基於上述原因，歐洲有可能必須重新面對來自東方的傳統安全威脅。德國 2016 年版

白皮書也因此指責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中的行動是『典型的強權政治復辟』，『增加

了暴力衝突的風險』，並警告俄羅斯『要在軍事上克制』。」30 

 

在熊煒所著的〈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評析－「來自中間的領導」困境〉

一文中敘述到，德國位於西方國家和俄羅斯之間，在地緣上，德國的主要威脅只可

能來自於俄羅斯，但俄羅斯又是德國打造歐洲安全體系不可缺失的安全夥伴，因此

德國處於某種地緣困境。從德國前總理威利．布蘭德（Willy Brandt）的東方政策時

代以來，德俄關係一直被看作是一種「特殊關係」，也就是無論德國和俄羅斯內政如

何變化，德國始終是西方大國當中對俄政策最為穩定、友好的國家。德國經常樂於

扮演西方國家與俄羅斯關係之間的「橋梁」角色，事實上，對俄關係一直是德國在

西方盟國體系中發揮影響力的重要資源。從地緣戰略的角度看，這是德國提出的所

謂「來自中間的領導」的另一層含義。31 

 

                                                      
29White Paper 200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2006.Berlin: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Defence.p.47. 
30陸巍，2017，〈德國 2016 年版《安全政策與聯邦國防軍未來白皮書》解析〉，《德國研究》，32（1）：

30。 
31熊煒，2017，〈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評析－「來自中間的領導」困境〉，《國際論壇》， 19  

（ 3）：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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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鄭春榮主編的《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18）-梅克爾 4.0 時期的德國

何去何從》中談到德國聯邦議院外事委員會主席呂特根（Norbert Roettgen）對於所

謂「新西方」政策有一番解釋。他認為面對俄羅斯的威脅，人們總習慣說「我們」

應該如何採取措施，在呂特根看來，「我們」不是德國，也不是歐盟，「我們」就

是西方，德國當前需要的不是「新東方」政策，而是所謂「新西方」政策。「新東

方」政策是冷戰期間德國政府在 20 世紀 70 年代之後所採取的與社會主義陣營國家

發展外交關係的原則，核心是以合作代替對抗，以交流打破隔閡。32呂特根以「新

東方」政策為參照，而提出的「新西方」政策，其目的就是以加強西方國家間的團

結和凝聚力為依託、以「西方集團」為依託來對俄羅斯實施強硬政策。呂特根認為

德國外交政策要面對 21 世紀的挑戰，關鍵就在於「重建作為政治概念的『西方』，

將歐盟和北約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而德國在其中將扮演領導角色」33。34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途徑：層次分析 

 

大體而言，一般國際關係理論的教材，仍然多受美國學者華茲（Kenneth Waltz）

的影響，將國際關係的研究，區分出三項「分析層次」。也就是「個人層次」、「國家

層次」和「國際層次」。35「個人層次」、「國家層次」和「國際層次」分別以「個人」、

「國家內部因素」、和「國際體系」作為主要分析對象。而本文的題目「梅克爾時期

                                                      
32趙柯、丁一凡，2018，〈失衡的中歐關係：解析歐盟對華政策調整〉，《當代世界》， 4： 15。  
33Norbert Roettgen, “Strategic Challenges for Germany’s Foreign Policy” , in James Bindenagel, Matthias 
Herdegen and Karl Kaiser, eds.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Bon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97. 
34鄭春榮主編，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18）-梅克爾 4.0 時期的德國何去何從（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頁 267-268。 
35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第 2 版（新北市：揚智文化，2009）。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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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對俄羅斯外交政策之研究（2005-2018）」筆者就是以華茲的三項分析層次來分

別分析說明德國的對俄政策。本文第二章「梅克爾的外交思想研究」以德國總理梅

克爾為主體，屬於個人層次的分析。而本文第三、四章乃是以德國為主體，分別屬

於國家及國際層次的分析。在個人層次的分析方面，乃是以「個人」，尤其是決策者，

作為探討的焦點，分析其在面對國家內部變遷或國際事件時的行為。所謂「個人層

次」的因素，包括決策者的人格特質、出身訓練、決策風格，甚至決策時的心理狀

態以及當下所掌握的訊息等，皆可含括在內，但重點仍在「個人因素」如何影響涉

外決策的形成。而在以「個人層次」作為分析的單元時，通常會凸顯行為者偏離「理

性行為者」的部分，也就是討論其「非理性行為」由來的原因與影響。36本文第三

章以「德國本身的對俄政策」作為分析對象，因而是屬於國家層次的分析。而第三

章可說是本文的標題「梅克爾時期德國對俄羅斯外交政策之研究（2005-2018）」的

本文部分。第四章乃是屬於國際層次的分析，探討德國對俄羅斯外交政策的結果與

影響。而這樣的結果與影響乃是從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的角度來探討。這樣的結果與

影響可說有部分是受到德對俄政策的直接影響，而還有部分則是受到外部國際環境

因素變化的影響。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乃是採用文獻資料分析法。「文獻資料」是一種不斷累積過去知

識的資料，它大量集中存放在社會的圖書館、檔案館、情報中心等地方，任何人要

作調查研究，都可以去查閱、摘錄，並且可以反覆進行。37「文獻資料」的種類可

以是統計紀錄、大眾傳播媒體、書籍、甚至是私人文件等資料。文獻資料分析是經

由「文獻資料」進行研究的方法。此方法作為間接研究方法，在社會研究中被廣泛

應用。是因為在某些限度之內，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過去、重建過去、解釋現在及

                                                      
36同上。頁 148-149。 

37葉至誠，葉立誠合著，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第 3 版（新北市：商鼎數位出版有限公司，2017）。

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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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測將來，而有助於研究的進行。38文獻資料分析的步驟可以分為以下七點：一、

確定問題。二、擬定假設。三、前置準備。四、蒐集資料。五、分析資料。六、批

判資料。七、歸納資料。而文獻調查的過程則分為蒐集、摘錄、整理文獻三項主要

程序。39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文的研究範圍基本上主要是侷限在梅克爾前三個任期中的德國與俄羅斯之間

關係發展，也就是西元 2005 年到 2018 年 3 月 14 日 40之間的德對俄外交政策研究。

然而由於本文在撰寫過程中有少數重要事件發生於 2018 年 3 月 14 日之後，因此在

參考文獻中的事件在時間上延續到 2018 年底。另外，本文雖然也有提及梅克爾的前

任總理施洛德時期，甚至是東西方冷戰剛結束的時期，然而主要的目的乃是與梅克

爾時期的對俄政策做一個簡單的對比，進而讓讀者更易了解德國與俄羅斯之間關係

發展的來龍去脈。其中 2005 年到 2013 年末烏克蘭危機發生的這段時期筆者稱之為

「夥伴時期」，也就是梅克爾的第一及第二個總理任期間。而這段時期以「2006 年

版的德國國防白皮書」作為德國對俄政策的代表。2013 年末烏克蘭危機發生到 2018

年 3 月，筆者稱為「對手時期」，也就是梅克爾的第三個總理任期間。「對手時期」

從烏克蘭危機發生後以德國為首的歐盟積極對俄羅斯制裁為開始，之後轉趨緩和，

而以 2016 年發表的「2016 年版的德國國防白皮書」作為 2018 年梅克爾第三任期結

束前的最終對俄政策。雖然德俄之間的實質關係改變不大，然而在書面上，也就是

在「2016 年版的德國國防白皮書」中仍將俄羅斯定位為「挑戰」、「威脅」，因此隱

                                                      
38同上。頁 138。 
39同上。頁 148-149。 
40本應於 2017 年底結束第三任期的梅克爾為籌組新政府經歷戰後德國最長的談判時間，如今在中間

偏左的社民黨同意與她的保守派聯盟再組大聯合政府後，才終於大勢底定，化解近半年的政治僵局。

梅克爾於 2018 年 3 月 14 日正式展開第四任新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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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將俄羅斯視為是「對手」，甚至是「敵人」的意思。 

二、研究限制 

本文的研究限制分為三點。第一點是語言上的限制。由於筆者的德文程度還不

足以閱讀德文學術文章，因此參考文獻以中文及英文為主。主要是以德國官方英文

文獻、中、英文的國內外書籍、期刊、論文以及新聞網站為主，因此或許多多少少

會有些許偏差與不足之處。第二點是本文主要是從柏林來看莫斯科。換言之，本文

主要是以德國為主體，而以俄羅斯為客體來論述德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本文藉

由此種論述來了解對德國而言，俄羅斯為何在不同時期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及德俄之

間的關係如何演變。而本文既以德國為主體來觀察德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因而

在研究的限制上乃是較不關注在從俄羅斯的立場及觀點來看德國、歐盟及北約。另

外，本文雖然是以「德國」為主體來看俄羅斯，然而有少部分從「北約」或是「歐

盟」為主體的觀點來看俄羅斯和從「俄羅斯」為主體的觀點來看德國（西方國家）

的部分則是作為本文的輔助。第三，本文的題目《梅克爾時期德國對俄羅斯外交政

策之研究（2005-2018）》中的「外交政策」以國防部出版的德國官方外交文件《德

國安全政策與聯邦國防軍的未來白皮書》簡稱《國防白皮書》為探討焦點，因此其

它本身並非官方外交文件的資料在本文中便簡略而不詳述。例如新政府產生後聯合

執政的未來規劃《聯合執政協議》，雖然其中也有外交與安全政策部分，然而由於其

本身並非外交文件，因此在本文中簡略而不詳述。 

 

第五節 論文架構與章節安排 

一、論文架構 

本論文的架構乃是配合華茲（Kenneth Waltz）的三種「觀察層面」（images），

也就是「三層次框架」（three-level framework）來安排。論文架構從「個人層次」（first 

image or individual level）、「國家層次」（second image or state level）到「國際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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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image or system level），論述層面可說由窄到寬地來分別分析德國的對俄政策。

第二章「梅克爾的外交思想研究」乃是「個人層次」的分析。筆者分別以四節「梅

克爾的戰略思想」、「梅克爾的價值觀外交」、「梅克爾的地緣政治思想」及「梅克爾

對普京看法」來做梅克爾個人外交思想的「個人層次」分析。第二章內容和第三、

四章內容的差別主要在於在第二章時筆者還沒有直接切入論文的主題－也就是「德

國對俄羅斯的外交政策」。筆者在敘述德國對俄羅斯的政策前先概括地敘述了梅克爾

總理的外交思想。而其中便說明了在梅克爾外交思想中俄羅斯所扮演的角色定位及

其重要性。從第三章「二十一世紀德國對俄羅斯的外交政策」開始進入本論文的主

題。第三章所探討的「政策分析」乃是屬於國家層次的分析。第一節「施洛德總理

時期的對俄政策」所探討的內容雖非屬於本論文的主題「梅克爾時期的德對俄政策」，

然而兩者間由於有延續性，因此筆者也有需要加以說明。第三章第二節「德俄間的

合作夥伴關係」及第四節「德俄間的對手關係與戰略夥伴關係的長期目標」乃是用

來分別說明 2006 年版及 2016 年版《德國安全政策和聯邦國防軍的未来白皮書》（簡

稱德國國防白皮書）中的德對俄政策部分。第三章第三節「梅克爾時期歷任外交部

長的政策」則是用來說明歷任外交部長的政策及梅克爾與歷任外交部長在外交作法

上的異同。第四章「德國對俄羅斯外交政策的結果與影響」乃是屬於「國際層次」

或體系/結構的分析。就德俄關係來說，第四章乃是最為關鍵的分析。第一節「德俄

親密期及後續發展」及第二節「德俄的戰略夥伴關係發展」敘述了德國對俄羅斯政

策的影響與發展過程。而第三節「烏克蘭危機下的德俄關係發展」及第四節「從夥

伴變對手」則說明了由於外在國際體系權力結構變化下所爆發的烏克蘭危機所造成

的結果。這樣的結果影響了後續的德俄關係及後續的德對俄政策。 

二、章節安排 

本論文包含五章。第一章「緒論」包含五節，乃是筆者的研究大綱。筆者在第

一章第一節中說明了筆者的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在第二節中並且簡要的敘述了相

關的文獻回顧。在第三節「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中，筆者分別敘述了筆者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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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途徑是「層次分析」，而研究方法則是「文獻資料分析法」。在第四節「研究範

圍與研究限制」中，筆者敘述了研究範圍主要是侷限在梅克爾前三任期的德國，也

就是從 2005 年到 2018 年。而研究限制則是德語能力的限制及本文主要是從柏林來

看莫斯科等。換言之，本文主要是以德國為主體來論述德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

在第五節中，筆者則是說明了本論文的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第二章「梅克爾的外

交思想研究」包含四節，分別是「梅克爾的戰略思想」、「梅克爾的價值觀外交」、「梅

克爾的地緣政治思想」及「梅克爾對普京的看法」。在第二章中，筆者將直接敘述與

分析梅克爾的外交思想之由來與發展經過。從戰略思想、價值觀外交、地緣政治思

想及梅克爾對普京看法這四個因素或面向來初步分析梅克爾時期的德俄關係如何形

成。第三章「二十一世紀德國對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包含四節。它們分別為「施洛

德總理時期的對俄政策」、「德俄間的合作夥伴關係」、「梅克爾時期歷任外交部長的

政策」及「德俄間的對手關係與戰略夥伴關係的長期目標」。筆者在第三章中將簡要

介紹梅克爾前任總理施洛德的對俄政策，之後再介紹梅克爾政府時期的外交政策及

對俄政策的內容及其轉變。第四章「德國對俄羅斯外交政策的結果與影響」包含四

節，它們分別是「德俄親密期及後續發展」、「德俄的戰略夥伴關係發展」、「烏克蘭

危機下的德俄關係發展」、及「從夥伴變對手」。在第四章中，筆者將簡要敘述梅克

爾前任總理施洛德時期的德俄親密期及後續發展，之後再說明及分析梅克爾政府對

俄政策的結果及影響。最後在第五章「結論」中，筆者將總結出上述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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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梅克爾的外交思想研究 

 

本文第二章梅克爾的外交思想研究乃是以德國總理梅克爾為主體，因此有別於

本文第三、四章乃是以德國為主體。本章乃是個人層次的分析，分別從梅克爾的戰

略思想、價值觀外交、地緣政治思想以及梅克爾對普京的看法這四個面向來說明梅

克爾的外交思想。這四個面向與梅克爾基於個人的身分定位及其衍伸的國家身分定

位所產生的戰略思想、梅克爾的價值觀以及其東德成長背景等有關。這四個基於梅

克爾個人偏好、價值觀、定位、成長教育與背景等個人層次因素的面向所產生的對

外決策雖然替德國帶來了不少國家利益，然而它們本身可說也含有一些出於梅克爾

個人偏好而產生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當它們與德國的國家利益有所嚴重衝突時，梅

克爾並非僵化且一成不變的堅持由其個人的思想信念來做決策，偶而其也會適時的

調整其做法來做符合德國國家利益的決策。以下便是這些屬於梅克爾的個人層次因

素的面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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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梅克爾的戰略思想 

 

一、梅克爾的人格特質 

 

梅克爾的經歷讓她在一眾朋友中顯得獨樹一幟。來自西德的牧師家庭，對東德

政府來說本就是一個值得重點關注的對象，因此，梅克爾家裡始終有來自秘密員警

電話監控的威脅。每當與朋友、親人通電話的時間過長時，母親總會提醒大家，小

心秘密員警的監控。41對於成長於無神論共產國家東德的滕普林（Templin）的梅克

爾來說，由於梅克爾牧師家庭的特殊性，使得她在東德的生活充滿痛苦。然而梅克

爾對於生活及周遭的人始終保持著某種基督教的價值觀與態度，因此她的西德牧師

家庭背景對其成為德國總理後的外交政策及難民政策可說不無影響。除了家庭之外

，梅克爾的生活經歷也與他人不同。早年，由於父親工作的緣故，梅克爾常在滕普

林的教會教育機構以及殘疾人療養院和工廠裡玩耍，接觸到許多社會的特殊群體，

比如精神病人、弱智、殘疾人等等。但是當時的大部分孩子是沒有辦法接觸到這些

人的，加上從整個東德的社會情況來看，這樣的人是被家長嚴禁孩子接觸的對象，

每當他們來到滕普林探望梅克爾時，都顯得小心翼翼而又膽戰心驚。42這樣的生活

經歷可說也造成了梅克爾往後低調與沉默的人格特質。 

 

德國總理梅克爾的戰略思想可以分為兩種來敘述。一種是由其個人背景所形成

的個人戰略思想或是說其個人的策略；另一種則是其身為國家領導人，為了國家安

全的目的而必須考量的國家戰略思想。就個人戰略思想方面來說，梅克爾由於有東

德的成長背景，因而很早就養成了察言觀色以及不隨意表達個人意見與情緒的「沉

默戰略」。就因為應用了這樣的戰略，因而能夠在競爭激烈的競選中擊敗其強敵施洛

                                                      
41王強，德國第一任女總理梅克爾傳（台北市：廣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頁 49。 
42同上。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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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而坐上總理大位。梅克爾自己曾經說過：「東德的好處是讓人學會沉默」、「等視線

明朗再行動」。十一年前的國會大選，她在逆境中力圖鎮定，在總理爭奪戰中將施洛

德「逼到牆角」就是沉默戰略發揮到極致的例子。43然而，梅克爾的沉默戰略應用

到外交政策時，凸顯出來的便是一種「消極外交」。德國的年輕人對梅克爾的行事風

格再熟悉也不過，索性把他的姓當動詞來用：merkeln，意思是「甚麼都不做、不決

定、也不吐露半點風聲」。44 

 

二、梅克爾的國家戰略思想 

 

梅克爾的國家戰略思想簡單來說就是維繫結盟（主要是與其歐洲盟國與美國為

主，因為它們擁有共同的價值觀）。而與其它非西方大國（如俄羅斯、中國等人權紀

錄不佳的大國等）則是維持以經濟合作關係為主的所謂「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以下就維繫結盟、維繫結盟思想的背景來說明梅克爾的國家戰略思想

。 

 

(一) 維繫結盟 

 

梅克爾認為德國無法單靠自己解決問題，這個國家是諸多同盟關係中的一部分

，歐洲與歐盟、美國、北約組織、聯合國憲章，以及對以色列之重大責任。這是梅

克爾最重要的方針，其他一切均從中推導而出：與法國的友誼、波蘭的重要性、歐

洲利益均衡、歐元，以及以出兵作為最後手段。45梅克爾的國家戰略思想乃是因應

著德國的「國家認同」（國家身分）所產生的。德國由於地處中歐且又擁有著眾多的

結盟關係，因此可說擁有著多重的「國家認同」。而領導人究竟著重在那些身分來對

                                                      
43林育立，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新北市：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 75。 
44同上。頁 76。 
45楊夢茹譯，史帝芬．柯內留斯（Stefan Kornelius）著，梅克爾傳（台北市：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商業週刊，2014）。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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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施政，就梅克爾來說，其對於德國的西方國家定位則很顯然與其過去的東德背景

有所關聯。對於梅克爾來說，雖然就如同以往一樣，歐洲乃是其對外施政的重點所

在，然而梅克爾對德國的定位似乎較強調德國乃是作為「西方國家的一員」，而不是

強調「作為一個歐洲國家」。如果梅克爾是強調德國的歐洲國家身分，則其勢必要重

視德俄關係，然而很顯然地梅克爾的對外政策重點並不再此。相較於德俄關係，梅

克爾更加重視跨大西洋關係，也就是德美關係。梅克爾的前任總理施洛德則是相當

重視德俄關係，施洛德時期可說是德俄兩國的蜜月期。施洛德有別於梅克爾，乃是

著重在德國的「歐洲國家身分」，因此曾藉由德法俄的聯盟來反對美國單邊主義。相

較之下，有著前東德出身背景，會講俄文，但卻愛好自由及美國的梅克爾則是非常

強調德國作為西方國家一員的身分。梅克爾重視德國與歐美結盟關係的戰略思想在

付諸實行之後就形成了所謂的「價值觀外交」。梅克爾藉由「價值觀外交」來凸顯其

作為西方國家一員的身分認同，並藉由「價值觀外交」來凸顯其有別於正在崛起的

亞洲國家。梅克爾的「價值觀外交」推行之初之所以有理乃是因為其乃是與德國的

國家利益連繫再一起的。然而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當梅克爾的「價值觀外交」與

德國的「國家利益」有所衝突時，「價值觀外交」便開始呈現出其「非理性」的一面

。梅克爾從政之初所奉行的「消極外交」及「價值觀外交」可說都與其個人的處事

風格及個人的價值觀有所關聯，因此當外在的國際環境出現激烈的變動時，梅克爾

便不得不調整其國家戰略思想。 

 

隨著周遭環境的變化，梅克爾的國家戰略思想實踐從原本的「價值觀外交」演

變到之後的「務實外交」。而外交行動則從原本的「消極外交」演變到之後的「積極

外交」。梅克爾的國家戰略思想並非是僵化的，而是會隨著周遭的事件及環境的變化

而有所調整與變化。由「價值觀外交」演變到之後的「務實外交」的關鍵事件乃是

歐債危機，而外交行動則從原本的「消極外交」演變到後來的「積極外交」的關鍵

事件乃是於 2013 年底爆發的「烏克蘭危機」。在王強的《德國第一任女總理－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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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傳》中提到德國外交就是搞定三個關係：第一，德國與歐洲的關係。第二，德國

與美國的關係。第三，德國與除歐美之外的其他國家的關係。在 1990 年時德國實現

統一，與之前只能夠聽從戰勝國的外交政策相比，統一後的德國擁有了獨立的外交

權利和與之相關的法律規範。德國憲法中有一條「在歐洲統合的基礎上推行積極的

和平政策」，為德國未來的發展制定了不變的大方向：主張的是和平，關注的是國際

安全，並致力於與歐洲其他國家、與美國的關係。這個大方向決定了德國在外交上

的戰略和政策，不管國內和國際發生了甚麼樣的事情，不論國內是甚麼樣的黨派在

執政，都不會影響整個外交的大方向，只是不同時期的關注焦點會有所變化。德國

的外交政策可以從三個關係上來解讀，一個是德國與歐洲的關係，一個是德國與美

國的關係，另一個是德國與除歐美之外的其他國家的關係。46梅克爾的國家戰略思

想可說主要就是在於維繫前兩種關係（德國與歐美的關係），並將其西方價值觀推廣

到非歐美的其他國家與地區。梅克爾的外交政策主要是以價值觀的相似程度來決定

與其他國家間關係的親疏遠近。以德國與俄羅斯及中國的關係為例，由於梅克爾認

為德國與這兩個非西方的大國並沒有存在著太多共同的價值觀，因此主要是與他們

維持所謂的「戰略夥伴關係」。梅克爾的「戰略夥伴關係」可說主要是以經濟方面的

互惠互利及合作為主。 

 

歐盟，或者是說其它歐洲國家同德國的關係絕對是梅克爾國家戰略思想的重心

之所在。在梅克爾時期，德國甚至把歐洲政策單獨從外交政策中獨立出來，因此其

重要性可見一斑。「德國的外交與歐洲政策」已經成為德國新聯邦總理梅克爾對外

關係的正式提法。將德國的歐洲政策從傳統的外交政策中剝離出來，反映了二戰以

後歐洲統合事業 60 年發展的成果和歐洲聯盟的獨特性質，以及德國 1949 年以後

國家身份認同中濃重的歐洲主義色彩。47歐盟對於德國來說之所以如此重要可說事

關德國的「國家認同」，或者是說「國家定位」。梅克爾對德國「歐盟成員國身分

                                                      
46王強，德國第一任女總理梅克爾傳（台北市：廣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頁 314-315。 
47連玉如，2006，〈德國梅克爾政府的外交與歐洲政策辨析〉，《德國研究》，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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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視基本上來說可說是延續二戰以來歐盟成立後歷屆德國總理的做法。德國雖

然是歐盟的領導國家之，然而二戰後的德國歷屆總理可說都不強調所謂的「德國身

分」或是「德國認同」。他們都會強調德國是一個「歐洲國家」，當然梅克爾也不

例外，只不過梅克爾在外交上更強調德國的西方國家定位。他們之所以這麼做的原

因乃是希望可以避免重蹈二戰前所強調的那種「民族國家身分」。當然早在歐盟成

立時德國政府便已在教育上著手，強調所謂的「歐洲意識」。梅克爾將其對外政策

著重在歐洲這一塊的戰略基本上是配合其「價值觀外交」的。畢竟歐洲同世界上其

它地區比較起來，在文化上及價值觀上都是相近的。歐洲國家基本上都是使用拉丁

字母，且都信仰基督教。因此德國同這些在地緣上相近的歐洲國家保持良好關係既

可以促進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還可以免除由於二戰或是歷史因素所造成的歐洲鄰

國對於德國的疑慮與不信任。因此同歐洲國家維繫良好關係乃是梅克爾「維繫結盟

」的主要重點之一。 

 

美國一直是德國最主要的西方盟邦。在梅克爾時期，美國對於德國的重要性甚

至高於德國的歐洲盟邦。梅克爾認為面對中國的崛起與俄羅斯的威脅，對於作為中

等強國的德國來說若是僅僅和其歐洲鄰國維繫結盟，那麼對於德國的國家安全來說

是不足夠的。換句話說，對於成長於東德，自幼年時期便親身體會極權社會的梅克

爾來說，光是和這些擁有相近價值觀的歐洲小鄰國維繫結盟對於德國的國家安全來

說顯然是不足的，因此她勢必需要更強大的盟邦來支持。而這樣一個更強大的盟邦

自然非美國莫屬。梅克爾早在幼年時期便非常景仰美國的文化與價值觀，因此可說

是一為懷有美國夢的德國總理。梅克爾之所以寧可要一個強大的美國，也不願要一

個強大的中國，就是由於美國是一個同德國一樣具有相同價值觀的西方國家。而中

國對於梅克爾來說則是一個具有不同價值觀的潛在競爭國家。梅克爾在 2016 年 11

月 9 日的祝賀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聲明中說到：「德國與美國享有共同的價值：民

主、自由、對法律和對人性尊嚴的尊重，不論對方的出身、膚色、信仰、性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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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或政治立場；我願意在這些價值的基礎上，與未來的美國總統川普密切合作」

。 

 

(二) 維繫結盟思想的背景 

 

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可說幾乎是與全歐洲國家，甚至是全世界為敵。在 1871

年由俾斯麥主導而統一的德意志帝國，雖然擁有強大的經濟與軍事實力，然而由於

在地緣政治上處於不利的位置，再加上統一之後的德國破壞了歐洲國家間的權力平

衡，因而不見容於其他的歐洲強權。德國領導人的戰略與政策失誤再加上寡不敵眾

的結果，德國雖然發動了兩次的世界大戰，但卻都以失敗告終。二戰後的德國一分

為二，其實最為樂見此種情況的便是西方的傳統強權如英國及法國。二戰後為了避

免其他歐洲國家的疑慮，德國對於各式各樣的國際組織都主動參與，甚至是主導。

德國藉由成為各式各樣國際建制的一部份來化解其他歐洲國家的不信任與疑慮，並

藉此獲得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德國統一後的歷屆領導人都如此，而梅克爾自然也

不例外。至於德國對於俄羅斯的態度，傳統上德國國內一直分為兩派。一派以親西

方的基民盟與基社盟為代表，現任德國總理梅克爾便是屬於這一派。這一親西方派

對於俄羅斯的態度乃是希望與俄羅斯保持距離，只希望與俄羅斯維持以經濟合作為

主的戰略夥伴關係。至於另一親俄派主要是以社會民主黨為代表，德國前任總理施

洛德便是屬於這一派。這一派別的領導人對於俄羅斯的態度除了維持經濟上的合作

關係之外，還有政治甚至是私人的關係。德國前任總理施洛德除了與俄羅斯領導人

普京私交甚篤外，在卸任後甚至還成為了俄羅斯天然氣公司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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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梅克爾政府的「戰略迷失」 

 

熊煒在〈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評析－「來自中間的領導」困境〉一文

中談到：「面對二十一世紀以來的數次國際危機，德國的外交決策顯得搖擺不定、進

退失據。先是在『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之後，德國施洛德政府宣稱要堅定維護盟

友關係，堅決向阿富汗派軍參加美國主導的『反恐戰爭』，而此後在伊拉克戰爭之

時，德國又不惜與美國翻臉，在聯合國安理會投下反對票；」48而梅克爾政府在這

方面則是和施洛德政府有異曲同工之妙，由於德國的國家身分定位多，因而固守著

某種身分定位有時甚至會嚴重影響國家利益，然而顧及國家利益的結果卻又使得其

盟國對其決策感到訝異，並且抱怨連連。按照梅克爾的國家戰略思想，其與休戚與

共的歐盟本應立場一致，然而其決策有時卻並非如此。換句話說，梅克爾有時也認

為在某些議題上如與其歐洲盟國一致將不利於德國的國家利益。熊煒認為「雖然德

國強調歐盟的重要性，但在利比亞危機中，德國政府又公然與英、法唱反調，轉而

與俄羅斯和中國協調立場，在聯合國安理會投了棄權票；在應對歐債危機中，德國

的決策尤其猶豫遲緩，遲遲不願援手；在難民危機中，德國梅克爾政府又一反常態

，不顧歐盟國家的反對，率然單方面做出開放邊界和接受難民的決策。德國外交的

上述表現不僅遭致盟國的指責，而且在德國國內也引發關於德國外交『戰略迷失』

的批評。很多學者認為，正是由於德國外交缺乏自身的戰略定位和利益判斷，沒有

對可用資源進行有效規劃，所以才在國際危機中被動應對，手忙腳亂。事實上，由

於獨特的歷史教訓，聯邦德國的外交傳統不僅諱言『國家利益』，而且慎言『戰略

』。德國外交長期以來強調的是發揮作為『西方國家一員』的作用，爭當西方國家

的『優等生』，推崇『克制文化』，摒棄軍事手段，在國際安全事務中『不出頭』

，缺乏基於國家利益的戰略規劃和對如何發揮德國實力的設計。」49 

                                                      
48熊煒，2017，〈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評析－「來自中間的領導」困境〉，《國際論壇》， 19  
（ 3）： 66。  
49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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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雖將其戰略中心集中在歐美地區，然而對於非西方國家以及戰亂地區則明

顯的缺乏戰略規畫。由於二戰的教訓及二戰後德國一分為二，因此在德國國內形成

了所謂克制文化的外交傳統。談到克制文化，梅克爾本人在東德所訓練出的克制自

己情緒及看法的習慣剛好與二戰後的這種保守外交作風不謀而合。然而克制文化可

說是和梅克爾本身的國家戰略思想相衝突的，因為德國的盟國勢必會希望德國扮演

更積極的角色。旦賽男在其碩士論文《德國在解決烏克蘭危機中的作用研究》中提

到：「德國國內輿論與利益團體對外交政策的制訂有較大的影響。作為兩次世界大

戰的戰敗國以及戰後德國被一分為二的經驗教訓，德國國內形成了克制文化的外交

傳統，在外交政策上堅持和平主義以及多邊主義，尤其對軍事手段的運用持有保留

立場。」50然而，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在後冷戰時代，德國的這種克制外交越發

的受到以美國為首的大西洋聯盟盟國的質疑。從 1991 年的海灣戰爭開始，美國英國

都主張德國應該發揮統一後「正常國家」的作用，承擔起維護國際秩序的責任，在

國際政治中發揮作用。51 

 

 

 

第二節 梅克爾的價值觀外交 

 

一、梅克爾個人的價值觀核心 

 

在談梅克爾的價值觀外交之前有必要先簡短介紹梅克爾個人的價值觀核心。梅

克爾價值觀核心是「自由」。自由位居梅克爾價值刻度的最頂端，她自己在沒有自

                                                      
50旦賽男，德國在解決烏克蘭危機中的作用研究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6）。頁 30-31。  
51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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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體系內，生活了 35 年，親自體會過自由為何，使她具有更高的可信度。52柯內

留斯在其《梅克爾傳》中提到：「2010 年，梅克爾頒獎給以漫畫諷刺默罕默德的漫

畫家威斯特葛德（Kurt Westergaard），並以『自由的秘密是勇氣』為題發表演講。

梅克爾在演說中試圖找出自由的定義，她說，自由最主要與責任有關：「自由一方

面從一些什麼而來，另一方面又向著一些甚麼而去。我們談到自由的時候，總是在

談論別人的自由。」因此我們需要包容，包容位居梅克爾價值觀列表的第二排，就

在自由之下，與責任同一排。在梅克爾的價值準則中，責任主要與政治及經濟有關，

不可草率與她的自由混為一談。勇氣是梅克爾自由模型中的第三個懸浮粒子，她引

用了雅典戰略家暨政治家伯里克里斯（Perikles）的話：「自由的秘密是勇氣。」一

言以蔽之，自由包含責任、包容與勇氣。她說：「我相信，自由社會更具創造力，

而且能發展出長期有效的解決辦法。」53 

 

二、基於「普世價值觀」的價值觀外交 

 

面對在二十一世紀時崛起的中國以及在川普就任美國總統之後美國所盛行的保

護主義，有人甚至認為德國總理梅克爾是自由世界的新領導者。在面對西方的價值

觀受到中國等新興國家挑戰的時刻，梅克爾認為有必要強調及進行價值觀外交來保

護自己國家的價值觀及身分認同不被其它非西方非民主的新興強權所影響。梅克爾

的「價值觀外交」（Value Diplomacy）乃是強調基於「普世價值觀」來推展其外交

政策，並且以他國的自由、民主程度或是人權狀況來決定和他國的親疏遠近關係。

而梅克爾的「普世價值觀」事實上就是自由、民主、人權及法制等先進西方國家的

價值觀。而這些價值觀有時也會延伸到環保及經濟自由度等議題。然而雖然梅克爾

在其執政之初便強調其價值觀外交，然而梅克爾的外交思想事實上並非如此僵化。

                                                      
52楊夢茹譯，史帝芬．柯內留斯（Stefan Kornelius）著，梅克爾傳（台北市：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商業週刊，2014）。頁 95。 
53同上。頁 103-105。 



DOI:10.6814/NCCU2019001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1 
 

譬如在歐債危機之後，梅克爾也不得不調整其原本的價值觀外交為較為務實的外交。

強調價值觀外交的梅克爾事實上仍然不得不對資本勢力雄厚的中國等「非民主國家」

做出某種讓步。梅克爾的價值觀外交可說是和其以歐美為主軸的外交與戰略思想不

可分的。事實上梅克爾寧可要一個強大的美國也不要一個強大的中國。在經歷了過

去東德的不自由生活後，梅克爾愈發了解自由的可貴。她不希望德國再次受到其東

部的鄰居俄羅斯的勢力所操控，因而更是強調其國家的海權特性，並積極地維繫其

與歐美國家的結盟，也就是所謂的大西洋主義聯盟。在于芳的《德國的國際角色與

外交政策》一書中提到「2006 年 3 月，梅克爾在對議會演講中曾提出，德國的價值

觀包括人權、民主和宗教自由。她所強調的價值觀實際上是蘊含法治、人權、民主、

自由的核心體系，實際上也構成了德國外交政策的價值基礎。梅克爾政府認為，該

價值體系中最為重要的是注重國際法和維護人權，兩者的目的都是保護個人的權利

不受侵犯。法治是其他各項權利得到保障的基礎，法治、人權、民主、自由四者密

不可分，如有一項受到威脅，外交和發展政策就應當採取措施。從這番闡述中可以

看出，在梅克爾政府看來，人權屬於最高層級的價值觀，甚至高於主權。如果其他

國家出現與這一原則不符的情況，梅克爾政府會採取行動加以干涉，意在貫徹自己

人權至高無上的價值觀。」54 

 

三、德國的核心利益與其價值觀緊密相關 

 

學者于芳在其《德國的國際角色與外交政策》中認為「德國的核心利益可說是

與其價值觀緊密相關的。德國的核心利益有兩根支柱，即歐洲的共同利益與跨大西

洋合作。德國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首要任務是保證歐洲的和平與穩定，由於德國在二

戰後建立了西方的民主制度，植根於歐洲發展，並稱德美關係、歐美關係都基於雙

方是『價值共同體』。因此在遵循多邊主義原則，與歐美國家保持良好關係方面，

                                                      
54于芳，德國的國際角色與外交政策（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5）。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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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和國家利益並無衝突。並且德國願意與秉承西方價值觀的國家保持緊密、友

好的關係，與歐盟一道將『西方民主』推向全球。」55 

 

四、梅克爾價值觀外交的內涵 

 

根據朱瑞清及張健在〈梅克爾的「德式」風格外交〉一文中的看法，梅克爾的

「價值觀外交」（Value Diplomacy）的內涵有三點：第一，大力加強同西方盟國的

關係。第二，確立應對「挑戰」的亞洲戰略。第三，以價值觀推進外交影響力。56 

 

（一）大力加強同西方盟國的關係 

 

德國政府認為，歐洲的和平與強大需要走團結和統一的道路，即推進歐洲統合

進程。 2007 年，德國在出版的一份歐洲戰略文件中指出，為提升歐洲的安全能力，

歐洲國家應當建立在歐洲理事會領導下的包括英國、法國、德國的安全防衛領導小

組，提議建立統一指揮體系，促成防務統合。在德國的努力下，歐洲國家不僅在安

全領域進一步加強了合作，而且在其他問題包括歐盟財政問題、憲法危機問題的解

決上，都取得了一定的進展。57跨大西洋關係是德國外交的核心，無論是在小布希

或歐巴馬在位時都是一樣。對梅克爾來說，美國、歐盟及以色列，就是德國外交的

基石。梅克爾有時會談到原則，尤其是與以色列有關的事。但她想表達的都一樣：

德國永遠都不許訂出，反歐盟、反以色列，或反美國的政策。58 

 

 

                                                      
55同上。頁 103。 
56朱瑞清，張健，2016，〈梅克爾的「德式」風格外交〉，《人民論壇》， 24： 104。  
57同上。 
58楊夢茹譯，史帝芬．柯內留斯（Stefan Kornelius）著，梅克爾傳（台北市：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商業週刊，2014）。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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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克爾的「價值觀外交」可說是和德國同西方盟國（也就是歐美國家）的關係

不可分的。歐洲的民族及文化雖然因為不同的國別而有些許的差異，然而他們基本

上都是使用拉丁字母以及信仰基督教。而美國的民族及文化雖然和歐洲比較起來較

為具有多元性，然而它的主流文化及價值觀仍舊是以歐洲的盎格魯薩克遜文化為主。

因此歐美國家之間的差異性並不及亞洲國家間的差異來得大。這也就是為什麼像歐

盟這樣的歐洲統合國際組織能夠在歐洲運作，然而在亞洲卻不太可能產生如此緊密

的國際統合組織。畢竟亞洲國家間的民族及文化差異太大，彼此間還有難以化解的

歷史恩怨。由於語言及文化的相似性自然也會造成價值觀的相近。因此梅克爾想要

與這些有相似價值觀的歐美國家維繫結盟的關係，強化認同，進而確保國家利益與

安全可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梅克爾以價值觀外交來決定同其他國家間的親疏遠

近，以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及經濟自由化的程度來決定是否與該國建立更為緊密的關

係。而這也是為什麼梅克爾一直拒絕發展中的伊斯蘭國家土耳其加入歐盟的原因之

一。德國以價值體系是否一致來劃分盟友和對手。和德國價值體系一致的自然要數

歐美先進國家，對美關係與對歐政策也一直是德國外交政策的兩大支柱。德國認為，

歐洲和美國是與德國擁有共同價值體系的盟友，與兩者之間的價值共同體應當得到

鞏固和加強，從而增強西方體系的團結和力量，這與德國自二戰後立國以來的西方

統合傾向一脈相承。59一位資深議員指出，德國歷任總理都會把歐洲作為外交政策

的重點，其次是所謂的西方，主要是指跨大西洋關係，而今後的發展趨勢是要從大

西洋延伸到太平洋。德國認識到自己的未來在歐洲，它只是一個中等強國，不同於

美、俄、中等全球大國，不能扮演全球角色，只能起到與自己實力相稱的作用。60 

 

 

 

                                                      
59于芳，德國的國際角色與外交政策（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5）。頁 91。 
60梅兆榮，2005，〈梅克爾總理面臨的內政形勢和改革任務及其外交政策走向〉，《德國研究》，20 （4）。
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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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立應對「挑戰」的亞洲戰略 

 

梅克爾執政之後，德國政府的亞洲戰略充分體現了融入與警惕齊頭並進的特點

。 2007 年 10 月，聯盟黨通過了《亞洲——德國和歐洲的戰略挑戰和機遇》的文

件，該文件指出：「與日益自信的亞洲打交道的正確方法是要堅持我們的價值觀和理

念。」一方面，德國繼續積極擴大在亞洲的合作領域。但另一方面，德國堅持用西

方價值試圖向所謂「挑戰者」施壓。德國政府認為，快速發展的中國提供了一種不

同於西方的政治制度，這不僅對西方民主價值造成了一定的衝擊，而且對現有的安

全模式乃至國際秩序提出了挑戰。梅克爾上台之初即主張德國和中國的關係不能僅

停留在經濟層面，在所謂民主、人權、知識產權等領域也要向中國施加壓力，並反

對歐盟對華解禁軍售。在這一時期內，德國還加強了德印兩國的夥伴關係。61 

 

中國的迅速崛起已成為歐美輿論和學術界關注的熱門話題。人們普遍感到中國

的發展勢不可擋，但五花八門的「中國威脅論」也隨之而起，出現了種種似是而非

的「論據」。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方對中國崛起缺乏心理準備，媒體對中國的報導過於

表面，缺少客觀真實性，對中國的了解太膚淺。62根據自由時報的報導：「德國總

理梅克爾於 2007 年 9 月下旬會見達賴喇嘛，表態支持西藏人民追求自治，

招致中國政府強烈不滿，接連取消兩國高層重要會談，包括德國財政部長史

坦布魯克（Peer Steinbruck）本月往訪行程，兩國關係受到嚴重衝擊。在承受

極大中國壓力之際，梅克爾的態度堅定而令人讚賞，有五分之四民眾支持她

會見達賴。她告訴國會，德國外交與安全政策建立在價值之上，伸張人權與

追求經濟利益是一體兩面，彼此並不衝突。這位東德出身的女總理強調，德

國正因『價值導向』的外交政策，近年贏得國際聲望，使國民引以為傲。梅

                                                      
61朱瑞清，張健，2016，〈梅克爾的「德式」風格外交〉，《人民論壇》， 24： 104。  
62梅兆榮，2005，〈梅克爾總理面臨的內政形勢和改革任務及其外交政策走向〉，《德國研究》，20 （4）。
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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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爾另於接受歐洲發行量最大的《圖畫報》（Bild）訪問重申：「身為德國總理

，我決定會見何人，在何處會面；在對外政治，我們不容普世原則與經濟利

益相互衝突。」 63 

 

然而梅克爾基於其個人價值觀所衍伸出的「價值觀外交」並非總是和德

國的國家利益互相一致的，有時也是互相衝突的。在亞洲國家如中國崛起之

後，面對這樣一個專制且不民主的新興強國，德國不可能基於價值觀的因素

而長期忽略及疏遠他，並進而影響自己的國家利益。尤其當德國自己本身遭

遇到經濟危機時，這樣的一種基於領導者梅克爾的個人價值觀所衍伸出的價

值觀外交便顯得曲高和寡及不切實際。當德國面對歐債危機時，梅克爾也不

得不在外交上採取更為務實的做法來挽救危機，也就是將其目光轉向中國來

尋求協助。就德國的國家利益來講，梅克爾的「價值觀外交」是有其不理性

的成分在內的，會見達賴一事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梅克爾與其社民黨的外

交部長法蘭克-華特·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外交做法上有所矛盾可

說事小，然而嚴重的是梅克爾可能會由於堅守其個人價值觀及其衍申的「價值觀外

交」而傷害到德國的國家利益，但卻不自知。 

 

會見達賴事件使得梅克爾和外長史坦麥爾在外交做法上產生嚴重矛盾。史坦麥

爾認為中國人會嗅出她支持西藏獨立的意味，並感覺受辱。史坦麥爾認為沒必要如

此表態，況且之前發生的事又很尷尬。就在達賴事件發生的幾星期前，梅克爾才造

訪北京，聽說她並沒有向北京預告，確定會讓達賴喇嘛訪問德國。後來她堅稱，那

時達賴的訪問尚未拍板。壓不下心中怒火的外交部長說，那是「櫥窗政治」，也許

因為他很清楚，中國人的回馬槍有多厲害。這個插曲在總理和部長之間，製造了真

正的分裂。史坦麥爾公開批評梅克爾，梅克爾對此則不表意見，這次她的做法與民

                                                      
63對中國的政策主張應符合民意，自由時報，2007-12-03。 

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Service/editorial/news.php?engno=172441&day=2007-12-03


DOI:10.6814/NCCU2019001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6 
 

眾意見一致。梅克爾甚至還覺得這個社民黨員的評語，給了中國人見縫插針的機會

。史坦麥爾堅持己見的認為：達賴喇嘛刻意以此為條件，在總理府會面。史坦麥爾

認為在總理府這個有象徵意義的地方，被達賴濫用來為自己的政治加分，他覺得這

是勒索。梅克爾則認為地點不是最關鍵的，關鍵在於態度，她刻意藉此提出人權方

面的問題。梅克爾認為這是「以價值觀為方針的外交政策」，史坦麥爾則非常的不

以為然。史坦麥爾認為梅克爾必須清楚理解，在外交上，理想主義與政治現實之間

不是平等的。他自己就在總理府內，執行了許多的務實政治。64 

 

（三）以價值觀推進外交影響力 

 

德國政府的價值觀外交實際上是立足於民主、自由、人權等西方價值觀進行的

外交活動，對一切在德國看來與其價值觀相違背的都應當予以指責。從美國及其他

歐洲盟國層面看，德國對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的宣傳保持高調。在歐盟東擴

問題上，梅克爾堅持經濟水平和民主政治雙重達標的準則，並不斷鼓勵東歐國家進

行民主轉型。而對於非西方盟國，德國則大力鼓吹西方民主價值，試圖通過干涉他

國內政的方式對其他國家進行施壓。俄羅斯是德國的重要合作夥伴，但是梅克爾對

俄羅斯的民主赤字、民族政策、人權問題也進行了較為激烈的批評。65 

 
由梅克爾的上述三點「價值觀外交」內涵可知梅克爾在面對中國及俄羅斯這些

和前東德有相似處的國家在打交道時都帶有些許的戒慎與不信任。梅克爾不像其前

任總理施洛德般和中國及俄羅斯維持如此親密的關係。以德俄關係來說，梅克爾剛

上任時由於受到其「價值觀外交」的影響，德俄關係主要是以經濟合作為主的所謂

「戰略夥伴關係」。在面對中國等非西方國家崛起的時刻，梅克爾認為只有強調及

                                                      
64楊夢茹譯，史帝芬．柯內留斯（Stefan Kornelius）著，梅克爾傳（台北市：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商業週刊，2014）。頁 121-122。 
65朱瑞清，張健，2016，〈梅克爾的「德式」風格外交〉，《人民論壇》， 2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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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價值觀外交」才能維持其國家或是歐盟的自我認同與定位，進而不受到其它

國家（尤其是非西方的非民主國家）的挑戰與影響。有許多大陸學者對梅克爾的「價

值觀外交」都持負面看法。他們甚至認為「價值觀外交」乃是違反整個世界的發展

潮流趨勢的。然而筆者認為如果按照美國學者溫特（Alexander Wendt）的社會建構

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說法，「國家利益」及「國家行為」都是由「國家認同」

所決定的，因此梅克爾在還沒確定其國家自身的定位前是無法確定其自身的利益為

何並進而有所行動的。所以梅克爾以「價值觀外交」作為其對外交往的原則與基礎

可說是有其根據的。其實有些學者認為德國之所以會產生「戰略迷失」就是由於對

其「自身的定位」不清楚且缺乏明確定義的產物。 

 

五、梅克爾第三任期外交政策的調整 

 

2013年12月，德國聯盟黨與社民黨共同發表《聯合執政協議》，該文件的正式提

出標誌著德國外交方向的正式轉變。首先，反思價值外交，強調現實利益與價值觀

並重。梅克爾第三屆聯合政府對外交政策的側重點進行了調整，已不再強調價值觀

是其唯一標準。在德國外交部主導下，數十位官員學者共同擬制了《新力量、新責

任——德國在變革世界中的外交與安全政策的要素》這一戰略報告。這標誌著此時

的德國政府已經對外交政策進行了重新評估，放棄了以價值觀為唯一導向的外交政

策，提出了現實利益與價值觀二元並重的政策導向原則。在與非西方大國的交往中，

德國顯得更加務實。66從總體來看，隨著自身實力的增強和國際形勢的變化，梅克

爾第三任期的德國外交政策朝向目標上更加務實、手段上更加積極主動的方向變化。

德國外交政策的這一變化無疑會對中國的國家利益乃至世界格局產生影響。一方面，

德國更加側重現實利益的務實作法將極大促進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

合作。德國將可能通過更多的合作機制進行廣泛溝通，為雙邊關係發展提供新的動

                                                      
66同上。頁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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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另一方面，德國政府在解決國際衝突和承擔國際責任上貢獻了更多的力量，尤

其在危機管理上為世界提供了一種「德式」的全球治理方法，並已經顯現出了一定

的優越性。67 

 

德國一貫奉行「與價值觀相連，以利益為導向的外交方針」，在處理對俄關係時

也是如此。德國的對外政策中不乏民主和人權等西方價值觀因素，但無論是現任德

國總統史坦麥爾所主張的「開明現實主義」外交理念還是學界對於德國「貿易國家」

的角色定位，都與現實的國家利益密切相關。682008年時德國提出的希望俄羅斯能

夠更符合西方民主法治標準的「現代化夥伴關係」雖然失敗，然而以梅克爾在第四

個任期時為了德國國家利益所延續實行的在施洛德時期時所建立並遭到美國及部分

歐盟國家反對的德俄間的北溪二號天然氣管線（Nord Stream 2）計畫便可了解德國

仍然是以其本國的國家利益為重。從梅克爾的第三個任期開始，在對外政策上，梅

克爾也不在視「價值觀」為唯一標準，而必須更加務實地考慮德國本身的國家利益。 

 

 

第三節 梅克爾的地緣政治思想 

 

一、德國的地緣位置 

 

根據劉新華在〈地緣政治、國際體系變遷與德國外交戰略的選擇〉一

文中的看法，由於地緣政治與納粹德國有相當深的聯繫，隨著納粹德國的侵略失

敗，地緣政治一時成為非議的對象，甚至處於衰落的境地。但德國的地理位置是永

遠改變不了的。二戰後，德國需要與力量更強大的而又相互直接對立的海權國家（以

                                                      
67同上。頁 104-105。 
68黃萌萌，2017，〈德俄關係：觀望中尋求出路〉，《世界知識》，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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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為首）和陸權國家（以蘇聯為首）打交道，況且，德國又是它們對立的焦點所

在。從大戰略來說，聯邦德國選擇了融入西方的戰略，以防備來自東方的威脅；同

時重視歐洲的和解，並關注東方，在時機適當的時候扮演東西方關係的仲裁人，其

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其地緣位置，外交永遠與地緣政治聯繫再一起。69根據學者熊煒

在〈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評析－「來自中間的領導」困境〉一文中的看法，

他認為：「德國處於歐洲腹地，居於西方和俄羅斯之間的中心地帶，俄羅斯既有可能

是德國安全的最大威脅，同時又是德國打造歐洲安全體係不可缺失的夥伴。冷戰結

束以來，在西方大國與俄羅斯的關係中，德俄關係被看作是一種『特殊關係』，即無

論德國和俄羅斯內政如何變化，德國始終是西方大國當中對俄政策最為穩定、友好

的國家。德國樂於扮演西方與俄羅斯關係之間的『橋樑』角色，對俄關係一直是德

國在西方盟國體系中發揮影響力的重要資源。從地緣戰略的角度看，這是德國提出

的『來自中間的領導』的另一層含義。」70梅克爾自 2005 年開始執政以來，基於德

國的地緣位置，在施政上也延續著過去傳統而繼續扮演著此種「橋樑」角色。不過

不同於前幾任德國總理的地方在於梅克爾本人便有著這樣的「橋樑」背景（出生於

西德，成長於東德，在徳國統一後又擔任總理），再加上梅克爾還是少數能夠流利使

用俄語的德國領導人。因此，梅克爾的地緣政治思想必然具有著更多與其個人背景

相關的因素。 

 

 

 

 

 

 

                                                      
69劉新華，2004，〈地緣政治、國際體系變遷與德國外交戰略的選擇〉，《德國研究》，19（1）：28。 
70熊煒，2017，〈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評析－「來自中間的領導」困境〉，《國際論壇》， 19  
（ 3）：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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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國是世界上最難以進行準確定位的國家 

 

從梅克爾的學術背景來看，她是物理學家，因而並沒有明顯的跡象顯示她研讀

過地緣政治學。然而在梅克爾成為德國總理之後，她也不得不站在某種地緣政治的

立場來考量德國的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由於大多數國家在訂立其外交政策時所依

據的多半是地緣政治學。因此在梅克爾就任德國總理後，她也必須依據德國天生的

自然條件（也就是如同命運般的自然地理條件）來決定其戰略思想及外交政策的走

向。對一個國家的領導者來說，如果對地緣政治產生了錯誤的解讀，甚至還有可能

對自己的國家與民族造成毀滅性的影響。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納粹德國領導者

希特勒為例，就是由於他對地緣政治缺乏適當的了解，做出錯誤的決策，因此招致

敗北的命運。德國在二戰後甚至一分為二，原本的領土野心非但沒有達成，還使得

二戰後的德國領土比戰前更為縮減。二戰後的德國已不具有明顯的領土野心，有嚴

格的海外出兵限制，且又是歐盟及北約等重要國際組織的主要成員國。然而以德國

為首的歐盟東擴的結果卻使得俄羅斯逐漸感受到壓力，最後終於在烏克蘭危機之後

引起了俄羅斯的反彈，並且併吞了克里米亞。俄羅斯雖然自認俄羅斯文明是歐洲文

明的一部分，然而俄羅斯卻始終和歐洲在地緣政治上產生競逐。 

 

由於國家利益與安全的互相衝突，德國以及其它西方國家始終對俄羅斯有所保

留，無法完全信任。以德國來講，在梅克爾上任後這樣的情況尤其明顯。梅克爾與

其前任總理施洛德在對俄政策上可說是兩個鮮明的對比。兩者由於具有不同的地緣

政治思想，因此依據不同的地緣政治思想所產生的對俄政策便有差異。由於德國同

時具有海權與陸權的特性，在加上地處中歐，鄰國眾多，更是許多國際組織的成員

國，因此可說具有多重的身分與認同。至於在這多重的身分中，德國究竟應該扮演

何種角色，則主要需視領導者的個人特質與領導風格而定。由於地緣政治學是一種

世界觀，因此它是一種科學體系，但卻不是科學。換句話說，地緣政治學並不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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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化學般擁有四海皆準的準則，它主要是替國家利益服務的一門學問。至於「國

家利益」為何？這就必須視領導者對「國家認同定位」的看法而定。根據學者李繪

新在〈試析當代德國外交的不確定性－以角色分析理論為視角〉一文中的結論認為

：「德國外交的決策者應該是世界上最難以出色履行其職責的人，因為他的國家是世

界上最難以進行準確定位的國家。這一困難既可能源於外部預期或自我認知中任何

一個因素的變化，也可能是兩者綜合作用的結果。」71 

 

 

三、梅克爾與德國的多重身分 

 

眾所周知的在歐洲的舞台上德國具有多重身分，因此德國聯邦安全戰略正是為

了維護這些由國家身分所產生的利益所設計。德國之所以把「維繫結盟」作為核心

的戰略思想，主要就是為了保護由結盟所產生的國家利益。梅克爾深知德國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所面臨的的外交惡夢。當時的納粹德國可說幾乎與全歐洲國家為敵，

因而招致失敗，之後還導致了德國不被其他歐洲國家所信任。因此在梅克爾上任後

仍然延續著二戰後歷任德國總理所奉行的維繫結盟戰略思想。德國可說經歷了從二

戰時幾乎與所有歐洲國家為敵後所造成的全面破產到二戰後的幾乎與所有歐洲國家

交朋友（也就是結盟）進而促進國家利益。學者夏立平在〈三重身份視閾下的冷戰

後德國安全戰略研究〉中說道：「德國國家利益、作為歐盟核心國的利益和作為北約

成員國的利益是決定德國聯邦安全戰略的三個主要因素。這三種利益決定了德國的

三重身分，即德國國家身分、歐盟核心國身分和北約成員國身分。同時，這三重身

分又是由觀念構建的，並對德國安全戰略的制定和執行產生了重大影響。」72 

 

                                                      
71李繪新， 2004，〈試析當代德國外交的不確定性－以角色分析理論為視角〉，《現代國際關係》，

1： 61。  
72夏立平，2016，〈三重身份視閾下的冷戰後德國安全戰略研究〉，《歐洲研究》，3：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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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總理梅克爾本人就如同德國般擁有多重的身分。梅克爾是一個出身於西德

的西德人、蘇聯扶植且成立的前東德公民、一個歐洲人以及一個西方人等等多重的

身分。梅克爾之所以將德國定位為「一個西方國家」可說是其本人認同「西方人」

定位的一種衍伸。梅克爾為什麼會將德國定位在「一個西方國家」並且將其目光朝

向西方，而對於俄羅斯則是除了在經濟上維持合作外，基本上採取疏遠的態度？答

案則很顯然與其東德成長背景有很大的關聯。梅克爾雖然出生於西德，然而卻是成

長於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簡稱東德）乃是二戰後由蘇聯扶植所建立的國家。

這個國家可說是一個附庸於蘇聯、不自由，並且充斥著史塔西（Stasi）特務的國度。

由於擁有成長於不自由且專制極權國度的親身經歷，因此在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後，

梅克爾勢必不會希望再回復過去不自由的日子。換句話說，梅克爾絕對不會希望自

己的國家再次受到蘇聯勢力的干涉。由於成長在東德這樣的環境因此養成了梅克爾

低調、沉默且喜怒不形於色的能力。從政後的梅克爾雖然受益於在東德時期所養成

的能力，然而也由於東德背景而使她備受其政治對手的質疑與批評。梅克爾其實早

在大學時期便已受到史塔西的關注。作家林育立在其《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

己》一書中敘述到：「史塔西（Stasi）是東德國家安全部的簡稱，主要任務是政治偵

防和打擊反對勢力，相當於台灣戒嚴時期的警備總部和調查局等情治單位。在威權

統治的東德，史塔西直接聽命於共黨高層，自封為『黨的盾與劍』，組織嚴明有如軍

隊，肆意拘捕異議人士，公認是冷戰時期最有效率的情治單位。全國各地的公務機

關、學校、醫院、教會、企業、運動團體和社區鄰里，到處都潛伏著史塔西的線人。

『公司』是東德人對史塔西的暱稱，開政府玩笑或散步時太靠近西柏林邊界，都有

可能被史塔西逮捕，社會大眾敢怒不敢言，被共黨逐出東德的知名歌手畢爾曼（Wolf 

Biermann）就說過：史塔西的權力有超過一半來自人民對這間公司的恐懼。而從情

治人員佔人口的比例來看，史塔西是全世界布線最密集、監控人民最嚴厲的情治單

位。」73 

                                                      
73林育立，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新北市：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 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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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梅克爾個人的東德經驗方面，在梅克爾升入大學前夕的 1973 年曾經發生過梅

克爾所在的十二年級二班全體團結一致拒絕參演為聲援越共舉行的文藝匯演而差點

無法進入大學的事件。當初梅克爾的父親在得知此事之後，對女兒進行了警告性的

發言：他們全班有可能因此無法進入大學，就算他們已經拿到錄取通知書也無濟於

事。除此之外，他們班還被學校公開在廣播中批評。74雖然事件後來圓滿解決，梅

克爾也順利地進入了大學，然而這起事件或許讓年輕時的梅克爾在潛意識中對東德

的執政當局產生了負面印象。隨著梅克爾進入大學，進入科學院，她越來越清楚自

己的生活裡，包括朋友們的生活裡都潛伏著一些秘密員警。事實也是如此，那些秘

密員警悄悄地進入每個人的生活圈子理，你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個，也不知道他是一

直都從事這個工作還是突然決定一下從好友變成監視者的身分。這讓梅克爾感到壓

抑，也給她在東德的生活帶來了更大的痛苦。政治的巨大壓力下，從梅克爾小時候

起就不曾停止跟朋友們談論逃跑的問題。那個時候為了規避監視，只能在森林裡小

聲地說話。75 

 

四、梅克爾與施洛德的國家定位問題 

 

梅克爾的前任總理施洛德是一位非常親俄的政治人物，或者是說德國社會民主

黨的外交政策就是較為親俄的。社民黨外交政策的根基「東方政策（Ostpolitik）」是

前西德總理威利－布蘭德在 20 世紀 70 年代推進的外交政策，旨在恢復與東德、俄

羅斯等東歐共產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76而對於出生於西德然而卻成長於東德的梅

克爾來說，或許有體驗過一些不為西德人士所了解的一些個人經歷，也就是有切膚

之痛，因此較為堅持對於俄羅斯保持距離。梅克爾認為德國與俄羅斯之間並沒有太

多共同的價值觀。因此即便梅克爾在學生時期曾經去過俄羅斯並且能夠流利地使用

                                                      
74王強，德國第一任女總理梅克爾傳（台北市：廣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頁 88。 
75同上。頁 51。 
76瞧．中外 （民 103 年 4 月 17 日）。德國倒戈歐洲對俄制裁受阻。中評社-韓國《朝鮮日報》。

https://chaoglobal.wordpress.com/2014/04/17/deguodaogeouzhouduiezhicaishou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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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然而無論是站在其個人還是其國家的立場上來講，俄羅斯都是一個不怎麼討

人喜歡的鄰居，甚至還可能對德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威脅（尤其是在烏克蘭危機發生

之後）。過去的東德生活經歷使得梅克爾始終無法完全的信賴俄羅斯。社民黨人士認

為德國就是要同俄羅斯維持友好的關係，這樣才能達到德國的國家安全目的，然而

梅克爾則是認為在依賴俄羅斯自然資源的同時，有必要另闢能源來源，因為只有這

樣做才能夠使德國達到國家安全的目的。 

 

梅克爾和施洛德雖然都站在地緣政治的觀點來看待德國未來的發展，然而兩位

德國總理所獲得的結論卻是南轅北轍。施洛德認為在與西方國家打交道的同時，德

國應該將其目光轉向東方，然而親西方的梅克爾則是認為德國應該維繫其大西洋聯

盟，並將其對外政策的重點集中在歐盟、美國、甚至是以色列。至於俄羅斯，對於

德國來說反而是處於一種邊緣的地位。在梅克爾時期的對外政策中，俄羅斯可說一

直都不是其焦點的所在。施洛德和梅克爾之所以在關於對俄政策的重要性上有不同

看法，主要在於他們對於德國本身的認同及定位的看法乃是分歧的。梅克爾的地緣

政治思想乃是將德國定位在一個類似於西方的海權國家，因而不同於前任總理施洛

德的將德國視為一個應該與俄羅斯共同攜手合作的陸權國家。當然梅克爾和施洛德

兩人所產生的不同地緣政治思想絕對是和兩人的成長背景有很大的關聯的。不過即

便是梅克爾將德國定位為一個西方國家，然而對於在施洛德時期便已和俄羅斯合作

的北溪管線二號，梅克爾是不願放棄的。梅克爾在某種程度上可說受惠於前任總理

施洛德的友好對俄政策。當然對於這件事情，美國總統川普是有許多抱怨的。川普

認為美國對於北約投入了如此多的資金來保衛德國的安全，然而北溪管線二號的建

成卻會使得德國成為俄羅斯的俘虜。77 

 

                                                      
77譯者：蔡佳伶/核稿：陳政一（民 107 年 7 月 12 日）。美批德買俄天然氣成俘虜－俄駁川普想搶生

意。法新社-中文新聞。 
https://tw.news.yahoo.com/美批德買俄天然氣成俘虜-俄駁川普想搶生意-1435043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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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德國與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競逐 

 

（一）歐盟東擴 

 

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前，其實不管是歐盟還是德國都並非特別的排斥俄羅斯，甚

至歐盟都還考慮過讓俄羅斯加入。然而由於歐盟的不斷東擴，因此引起了俄羅斯的

危機意識。尤其是對於俄羅斯來說，從地緣政治的觀點上來講，烏克蘭作為俄羅斯

與歐盟國家及北約國家間的緩衝地帶是絕對不允許其完全轉向西方國家的，更不用

說還要加入北約，對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可說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在王鳴野的《「中間

地帶」的博弈與困境》一書中，作者認為「從總體上來看，歐盟雖然並不排斥俄羅

斯，但卻對俄羅斯還有一種複雜的感情：從地緣上看，俄羅斯是歐洲的一部分，俄

羅斯的現代化之路一直以歐洲為藍本。同時，西歐國家也不反對俄羅斯融入歐洲；

從雙方關係的內容來看，俄羅斯在政治、經濟、技術、文化、關鍵資源方面已經與

歐洲形成了一種廣泛而密切的相互依賴關係。然而，無論是從歷史還是從現實的角

度來看，歐洲與俄羅斯的關係態勢顯得既複雜又微妙，原因主要在於，在雙方的互

動中，是俄羅斯掌握主導權還是歐洲（中西歐）掌握主導權，換言之，作為一個完

整的歐洲，應該是俄羅斯的歐洲還是歐洲的俄羅斯？」78梅克爾一直對俄羅斯懷有

戒心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國土巨大的俄羅斯始終懷有領土野心，且俄羅斯人強調的「集

體主義」也是和傳統上強調「個人主義」的西方人格格不入的。王鳴野說：「從歐洲

的主導國家法國、英國、德國的戰略來看，實際上是要以歐洲的準則來收編原蘇聯

加盟共和國，波羅的海三國和東歐六國已經被納入歐盟，目前目標直指原蘇聯黑海

地區的烏克蘭和喬治亞。而在俄羅斯看來，黑海地區不但是自己的勢力範圍，更是

俄羅斯在加入歐洲的過程中和德法這些國家討價還價的籌碼，如果這些國家都加入

歐盟的話，那麼俄羅斯在地緣政治方面就成了微不足道的角色，只能接受歐洲主要

                                                      
78王鳴野，「中間地帶」的博弈與困境（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頁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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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的條件與之實現整合。因此，當歐盟一意東擴時，俄羅斯也要奮力阻擋。」79 

 

（二）俄羅斯的歐亞主義地緣政治思想 

 

俄羅斯在 19 及 20 世紀時有許多地緣政治學家發表了許多具有所謂歐亞主義地

緣政治思想的學說。他們認為俄羅斯應該將其目光從西方轉向東方。更有俄羅斯地

緣政治家認為應該組成俄羅斯、印度、中國及伊朗結盟的「俄印中伊聯盟」才是符

合俄羅斯國家利益的。而在烏克蘭危機發生後，從受到歐盟制裁的俄羅斯來看，這

樣的思想便更具有合理性。烏克蘭危機後，相對於俄羅斯將目光從西方轉向東方的

舉動，對於親西方且在地緣政治上將德國定位在西方國家的梅克爾來說，跨大西洋

關係對於德國便愈發具有重要性。對於成長於東德且深深了解俄羅斯語言及文化的

梅克爾來說，她應該知道在十九及二十世紀時的俄羅斯有許多的學者或是說地緣政

治學家都有所謂的歐亞主義思想。簡單來說，這些學著們認為橫跨歐亞的歐亞大陸

俄羅斯本身就是一個專制的、陸權的、獨立的、自成一個世界的及東正教的國家。

因此，俄羅斯在地緣歷史上本來就是和西方國家對立的。以梅克爾成長於東德的背

景及對俄羅斯文化的熟悉來看，或許就是因為她遠比其前幾任德國總理了解俄羅斯

的緣故，因此她始終無法完全信任俄羅斯。尤其在烏克蘭危機發生之後，許多德國

人都認為俄羅斯對於東歐始終抱有領土野心，因此俄羅斯對於一些德國人來說始終

是一個「令人感到不舒服的國家」。 

 

六、德國外交在實力和地緣上的雙重困境 

 

梅克爾在國家戰略上有意忽略俄羅斯可說與其個人認定的德國「國家定位」有

關。然而俄羅斯畢竟是德國的鄰居，德國的國家安全可說和俄羅斯息息相關。再者，

                                                      
79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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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克爾對於德國的實力過分的自信，因而有時忽略了它只具備中等實力，是一個國

土大小中等的中等強國。我們可說德國是一個自然資源有限，因而在自然資源上極

度依賴俄羅斯的中等強國。再加上德國地處中歐，受到其它歐洲國家包圍，因此德

國外交在實力和地緣上可說都受到了限制。熊煒在〈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

評析－「來自中間的領導」困境〉一文中說到：「歐債危機以來，德國在歐盟的領導

地位突顯。以 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的發表為標誌，德國將推行更積極的外

交政策，在國際安全事務中發揮大國作用。德國安全戰略的指導理念是『來自中間

的領導』，即從中等實力地位和歐洲中心的地緣位置出發，通過合作的方式發揮影響

力。然而德國外交在實力和地緣上的雙重困境制約了其大國作用的發揮，鑒於目前

歐洲陷入多重危機，『川普衝擊』引發歐美關係和美俄關係新一輪調整，在此背景下，

德國是否能夠如願帶領歐盟走出危機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80 

 

 

第四節 梅克爾對普京的看法 

 

一、了解不等於理解，相知未必相親 

 

俄羅斯現任總統普京（俄語：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年輕時就作為

克格勃（KGB）官員派駐前東德城市德累斯頓（德文：Dresden）直至蘇聯解體，與

當時的東德國家安全部「史塔西」密切合作，練就一口流利德語；而從小在蘇聯管

制下的東德長大、見證了柏林圍墻的建起和倒塌，梅克爾的俄語水平足以讓她得到

獎學金遊學蘇聯，她的舊日同窗還記得她借等公車的時間抓緊學俄語的勤奮事跡。

論起對彼此國家文化的了解，這兩位領導人可謂不分伯仲；而論起在各自國家內掌

                                                      
80熊煒，2017，〈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評析－「來自中間的領導」困境〉，《國際論壇》， 19  
（ 3）：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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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大權的長久度與牢固度，兩人也有得一拼。當今世界，或許很難再找到另一對國

家領導人如此「知己知彼」了。然而，了解不等於理解，相知未必相親。普京和梅

克爾近年互動不可謂不頻繁，卻鮮有溫情脈脈的氣氛。81或許就是因為梅克爾成長

於東德，學生時期便學習俄語且熟悉俄羅斯文化，因此她對於俄羅斯始終有所保留。

雖然俄羅斯人及俄羅斯文化並不亞於德國人及德國文化，然而在梅克爾的認知中，

它們就是異於德國人及德國文化。美國學者山繆·菲利普斯·杭亭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其《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甚至把同屬於歐洲文

明的東西歐文明分為斯拉夫文明與西方文明。雖然在德國的歷史傳統上並不像其它

純粹的西方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等如此的重視個人主義，甚至在納粹德國時期，

德國還有著類似蘇聯強調集體主義的極權主義文化，然而在二戰後，國土較大的西

德基本上是將自己定位在西方國家的一份子並且唯美國及美國文化馬首是瞻，強調

西方價值觀的個人主義及自由主義文化。梅克爾雖然成長於東德，然而她對於東德

的印象顯然不是充滿懷舊與思念的，她的價值觀顯然就如同一般的西德人一樣，有

時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梅克爾的心中始終是希望或是以「一個西方人」自居，

因此當她看到普京時，可說看到了過去那個自己所熟悉但卻又不是令人感到愉快的

那個自我。我們可說這樣一個過去的陰影在梅克爾成為了德國的領導人之後必定對

於她的國家定位及外交決策產生影響。 

 

10 年前一場「狗狗風波」雖然在兩國外交史上只算得上是個花邊新聞，卻泄露

出梅克爾與普京關係中的張力。2007 年，到訪俄羅斯索契（Sochi）的梅克爾與普京

會晤。談話間，普京的愛犬、黑毛拉布拉多犬「科尼」突然闖進會場，梅克爾神色

當即有點發慌，但很快恢復了自持風度。此事當時被德國媒體廣泛討論，普遍認為

是普京借以威懾梅克爾的「小把戲」。多年後，普京對媒體解釋説他當時只是想活躍

                                                      
81沈敏（民 106 年 9 月 25 日）。當梅克爾與普京相遇，用的德語還是俄語？。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9/25/c_1297113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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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氣氛，他以為梅克爾喜歡狗。梅克爾因被狗咬過，所以怕狗。這件事德國人都

知道。普京真不知道嗎？梅克爾後來曾説，她看穿了普京的用意：「他想證明自己是

個男子漢。他害怕自己的軟弱……俄羅斯什麼都沒有，沒有成功的政治或經濟，他

們只有這個。」2017 年 9 月，德國《焦點》雜志刊出《支持和反對梅克爾的 50 個理

由》一文，其中一條是「梅克爾也許怕普京的狗，但不怕普京狗」。這馬上招來俄羅

斯政府抗議。也許文章想形容普京的「兇猛」，但用「狗」來形容一國領導人無論如

何是不恰當的，這也透露出了德國人對普京普遍的戒備心理。梅克爾的執政風格則

向來務實。堅持與莫斯科對話，梅克爾並非出於個人情感或價值觀信仰，而是深知

德國與歐盟的利益和俄羅斯息息相關。82 

 

二、梅克爾與普京就人權民主問題交鋒 

 

梅克爾與普京對於人權及民主等價值觀的看法及標準明顯不同。雖然普京一直

認為自己是一個民主人士，然而以梅克爾等西方國家的領導者以西方標準來看，俄

羅斯及中國等國家始終有著不重視人權以及主權遠比人權重要的問題。在 2012 年

11 月時俄羅斯總統普京與到訪首都莫斯科的德國總理梅克爾會面。兩人其後在克里

姆林宮舉行聯合記者會，並就人權及民主問題針鋒相對。梅克爾說，對俄羅斯部份

法例感到關注，又認為兩名反普京的女子歌唱組合成員被判監，是太過嚴厲的懲

罰。83梅克爾批評俄羅斯的人權狀況，提到俄羅斯法庭，判處女子組合暴動小

貓（Pussy Riot）成員，因為在教堂高唱反普京歌曲而被判入獄，揚言如果事

件發生在德國，她們便不用入獄。她認為，俄羅斯不應該過分害怕其他人持

有不同觀點。普京不甘示弱，指梅克爾不清楚女子組合隊的真正一面，指其

中一名成員曾經吊死猶太人的假人像，指要將猶太人趕離莫斯科，他不能支

                                                      
82同上。 
83881903.com 商業電台，即時新聞 | 國際（民 101 年 11 月 17 日）。普京與梅克爾就人權民主問題交

鋒。 

http://www.881903.com/Page/ZH-TW/newsdetail.aspx?ItemId=574869&csid=261_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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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這類人的反猶太人立場。普京這種說法，未知是否有意觸碰德國人對納粹

德軍屠殺猶太人的歷史傷口。暴動小貓事後反駁普京的指控，指她們並非反

猶太人，只是希望引起公眾對歧視同性戀和外來移民問題的關注。84梅克爾說，

兩國需要對人權及民主問題，公開坦誠對話。普京回應，西方未能充份了解俄羅斯。

但他強調，俄羅斯希望與德國加強經濟聯繫。在結束 2012 年 11 月在克里姆林宮舉

行就人權及民主問題的會談後，兩國官員簽署多份協議，內容涵蓋能源及運輸，包

括俄羅斯鐵路局準備斥資二十五億歐元，向德國購買七百個火車頭。85梅克爾想必

有意識到，德俄在人權及民主等價值觀議題上鮮少達成共識，而普京的俄羅斯通常

只將焦點關注在經濟合作議題。 

 

三、梅克爾與普京雖各有堅持，然而德俄雙方關係仍然密切且不變 

 

2013 年底爆發烏克蘭危機，梅克爾始終堅持通過外交和政治途徑解決危機。她

與普京為此通了幾十通電話，見面會談多次。只是，德俄立場相距太大，難以彌合。

在烏克蘭危機之後，梅克爾與莫斯科的對話可說一直缺乏具體的結果。在普京看來，

歐盟東擴竟想囊括近在俄羅斯門口、且與之有著深厚歷史淵源的烏克蘭，實在欺人

太甚。媒體報導，2014 年 11 月澳大利亞布里斯班（Brisbane）G20 峰會期間，梅克

爾和普京就烏克蘭問題單獨會談了近 4 個小時。兩人語言溝通無礙，沒有翻譯在旁，

卻最終不歡而散。一向冷靜的梅克爾出來時「一臉慍怒」，對普京毫不讓步十分不

滿。86一方面梅克爾非常堅持西方國家的立場，另一方面普京則認為烏克蘭問題事

關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因此也毫不妥協。歐盟目前對於俄羅斯的制裁依舊，德俄雙

                                                      
84Now新聞，兩岸國際（民 101 年 11 月 17 日）。普京與梅克爾就人權問題唇槍舌劍。 
https://news.now.com/home/international/player?newsId=51190 
85881903.com 商業電台，即時新聞 | 國際（民 101 年 11 月 17 日）。普京與梅克爾就人權民主問題交

鋒。 

http://www.881903.com/Page/ZH-TW/newsdetail.aspx?ItemId=574869&csid=261_367 
86沈敏（民 106 年 9 月 25 日）。當梅克爾與普京相遇，用的德語還是俄語？。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9/25/c_1297113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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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說兩敗俱傷。當嚴重影響到德國本身的國家利益時，梅克爾過於以西方國家為

本位的立場或許便具有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在梅克爾時期，普遍認為,德俄關係根本

上不會改變。俄 20 多年來解決了德國的能源需求，俄亦需要德國這樣一個能源市

場，雙方互有需要，相互依賴。德關注俄的發展走向，支持俄加入世貿組織，並將

保持與俄的良好關係，但絕不謀求建立「德法俄軸心」。德在同俄加強合作的同時,

必須顧及中、東歐和波羅的海各國尤其是波蘭的感情。施洛德與普京個人關係非常

親密, 聯盟黨曾指責他私交與國家政策之間沒有界線，然而梅克爾不會同普京發展

這種「哥兒們」關係。87 

 

但是即便如此，梅克爾同普京的關係仍然是相當密切的。以烏克蘭危機為例，

德國在面對延續至今的烏克蘭危機中，很好地表現出了其「斡旋者」的外交定位。

首先是在面對烏克蘭危機中，德國總理梅克爾曾以電話或直面的方式與俄羅斯總統

普京進行過三十餘次的溝通，甚至在局勢緊張時，幾乎沒兩天便會經歷一次電話交

流，此頻率遠遠超出了與其他國家的交流頻率，而在電話會晤中，梅克爾主張將為

數不多的能與俄羅斯直接對話平台「八國集團」保留下來，並提出在歐安組織中設

立國際聯絡小組。在梅克爾的努力下，俄羅斯總統普京最終也表示贊同，進而成立

的國際監督組織也成了阻止烏克蘭危機進一步爆發的有效手段。88 

 

 

 

 

 

                                                      
87梅兆榮，2005，〈梅克爾總理面臨的內政形勢和改革任務及其外交政策走向〉，《德國研究》，20 （4）：
13。 
88李銳，2017，〈德國「積極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表现〉，《納稅》，28：191。 



DOI:10.6814/NCCU2019001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2 
 

四、始終亦敵亦友的梅克爾與普京 

 

據俄新社 2018 年 5 月 21 日報導，俄羅斯領導人向梅克爾清楚地表現出，誰才

是房子的主人――不僅是總統夏季官邸的主人，而且是世界政治舞台的主人。因為，

與梅克爾會晤前一天，普京與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Hafez al-Assad）

舉行了會談，而德國總理曾指責阿薩德進行「大屠殺」。此前，俄總統開通了連接

俄羅斯大陸部分和克里米亞的大橋，遭到德國政府的譴責。儘管如此，在距離俄羅

斯世界盃開幕還剩四周的時候，德國總理梅克爾還是去了溫暖的索契（Sochi），到

普京官邸做客，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可說再滿意不過了。然而，當時普京送給梅克爾

的花束一般認為具有「隱藏含義」。兩位元首的會面可說是「外交決鬥」，名義上

是工作訪問，實際上是「互相攻擊」，這種情形在俄羅斯索契國家元首渡假屋 Bocharov 

Ruchey 門口就開始了。普京送給梅克爾的花束的含義不完全是感覺的那樣。它看起

來是表示禮貌，實際上是『侮辱』」，因為一般來說世界上主要的政治家應該互相

握手，而不是送花。普京送花的含義在於提醒梅克爾――她是一個女人。此外，兩

國領導人更願意通過翻譯溝通，儘管他們二人都懂對方的母語。89 

 

由於過去東德的不愉快經驗，因此有東德背景且會說俄語的梅克爾並不親俄而

是親西方國家。當梅克爾看到具有 KGB 背景的普京時可能還勾起了過去一些熟悉卻

又不愉快的經驗與回憶。在 2002 年時任基民盟主席的梅克爾出訪俄國，那是她

首次與普京見面。梅克爾在會面後還打趣的對身旁的幕僚說「我通過 KGB 的

測試了，因為我敢直視他（普京）的眼睛，沒有閃開」。梅克爾雖然常和普京聯

繫，然而兩人一直維持一種亦敵亦友的關係。事實上，梅克爾與普京之間從未形成

                                                      
89sina.com.hk 新浪香港，國際新聞（民 107 年 5 月 21 日）。德媒談俄德領導人會晤-普京送梅克爾花

束是侮辱。 

http://sina.com.hk/news/article/20180521/1/27/2/德媒談俄德領導人會晤-普京送梅克爾花束是侮辱

-88561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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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政治盟友關係，這部分也與梅克爾的東德出身、對俄羅斯所懷有的自始至終

的戒心密切相關。德國媒體調侃二者的關係時說，雖然梅克爾會說俄語，普京會說

德語，但梅克爾對待普京卻從未擁有像她對歐巴馬那般的信任感。90在梅克爾時期

時，儘管德國與俄羅斯的關係經歷了從冷淡到衝突，然而不管是梅克爾還是普京都

強調雙方的關係並沒有改變。 

 

梅克爾與普京之間的亦敵亦友關係正如同俄羅斯在經濟上是德國的戰略夥伴，

但又是北約主要成員國德國的政治及軍事對手。在地緣政治上，俄羅斯可以是德國

的地緣政治朋友，也可以是德國的地緣政治敵人。而這主要還是取決於德國國家領

導人對於國家定位的認知及外交政策取向。對比於梅克爾的前任總理施洛德的親俄

政策，梅克爾的親西方態度及有意疏遠的對俄政策可說是和施洛德南轅北轍。然而

根據一些資料顯示梅克爾與普京兩人私底下的關係事實上仍然是密切且友好的。在

每日頭條中曾報導到：「在俄羅斯當地時間 2018 年 3 月 11 日時，在俄羅斯電視台播

放的為普京競選造勢的紀錄片中，普京強調了他與德國的密切關係，並透露德國總

理梅克爾經常會送他德國啤酒。據德新社報導，普京在紀錄片中說:「安格拉（梅克

爾的名字）不時會送我幾瓶拉德貝格啤酒（Radeberger）。」作為啤酒愛好者的普京，

曾在自傳《第一人》（First Person）透露，自己上世紀 80 年代以克格勃特工身份在

民主德國時，品嘗了不少當地的啤酒，還曾與家人一同參觀拉德貝格其中一間最好

的釀酒廠。」91不過筆者個人認為，梅克爾私底下對於普京的友好其實不過是替其

與普京的正式公開關係鋪路。梅克爾與普京雖然像是老朋友，然而梅克爾由於過去

東德的經歷，因此基本上並不信任普京。梅克爾及普京在各自成為自己國家的領導

人後，兩人基本上並不是同路人。梅克爾認為普京始終是一個有領土野心及權力慾

                                                      
90黃萌萌，2017，〈德俄關係：觀望中尋求出路〉，《世界知識》，11：52。 
91李瑞辰（民 107 年 3 月 12 日）。普京自曝與默克爾關係鐵：她經常送我德國啤酒。環球－每日頭條，

人民網。 
https://kknews.cc/zh-tw/world/3egq5o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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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大男人」。在過去的許多公開場合中，普京似乎都有意的表現出類似形象。 

 

五、普京對於自身的看法及對於西方人士批評的回應 

 

針對梅克爾等西方民主人士對自己的批評，普京對自身的看法及回應可從下述

一篇報導來了解。莫斯科（路透社）報導到：「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稱自己

是世界上唯一的『純粹』民主人士（pure democrat），並抨擊批評他的美國和歐洲，

因為他們沒有達到自己的理想。在接受西方媒體採訪時，他拒絕接受西方的批評，

認為他在克里姆林宮集權，使反對派邊緣化，並加強了國家對媒體的控制。當被問

及他是否同意前德國總理格哈特施洛德對他作為『無可挑剔的』民主人士的描述時，

普京回答說：『我當然是一個絕對的、純粹的民主人士。但你知道這個問題嗎？這甚

至不是問題，這是一個真正的悲劇。問題是我是唯一一個，世界上沒有其他人。』

普京說，西方民主的記錄並不完美。『讓我們來看看在北美發生的事情 –全然的恐怖：

酷刑、無家可歸者、關塔那摩人，未經審判或調查將人們拘留，』普京在八大工業

國（G-8）峰會前的訪談中說。『看看歐洲正在發生什麼：對示威者的嚴厲對待，使

用橡皮子彈，在一個或另一個首都使用催淚瓦斯，在街頭殺害示威者。』他還抨擊

後蘇聯烏克蘭『完全違反憲法及其所有法律』並前往『完全暴政』- 這顯然提到了

敵對派別之間因召集新選舉而陷入政治僵局。『在聖雄甘地去世後，沒有人可以與之

交談，』他總結道，指的是支持民權和非暴力抵抗暴政的印度領導人。當被問及俄

羅斯是否有任何回歸極權統治的舉動時，普京只是說：『這完全是垃圾，不要相信

它。』」92 

 

 

                                                      
92Reuters(JUNE 4, 2007).I'm the world's only true democrat, says Puti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russia-putin-democracy/im-the-worlds-only-true-democrat-says-putin-id
USL045440582007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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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二十一世紀德國對俄羅斯的外交政策 

 
本章以德國的對俄政策作為分析對象，因而是屬於國家層次的分析。本文雖然

是以梅克爾時期的對俄政策為主題，然而梅克爾在其第一及第二個任期時的對俄政

策，也就是發生於 2013 年底的烏克蘭危機前的對俄政策基本上乃是延續前德國總理

施洛德時期時的對俄政策，不過將其重要性置於較次要的地位，因此我們也有必要

了解施洛德時期的對俄政策。在前德國總理施洛德（Gerhard Fritz Kurt Schröder）時

期（1998-2005），德俄的關係一開始時雖然不如其前任總理柯爾時期來得熱絡，然

而之後確可堪稱是德俄兩國間的蜜月期，施洛德甚至還說過：「德俄間的關係已經好

到不能再好了。」然而施洛德的親俄並不代表著施洛德在美俄兩國中選擇了俄國，

而是施洛德除了維繫傳統上的德美友好關係外，同時也將其目光轉向俄國。施洛德

的歐洲本位思想使其反對美國的單邊主義。在伊拉克戰爭期間甚至有德俄法軸心的

說法，然而這都是心照不宣的。施洛德雖然反對美國的單邊主義，然而美國對於德

國來說始終是歐盟國家外的最重要盟國。施洛德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社會主義者出

身，因此其外交政策親俄並不讓人意外，不過其東方政策特別的關注在俄國，因此

忽視了一些中東歐國家。對於施洛德的東方政策來說，權力因素可說要比地緣因素

來得重要。 

 

施洛德時期便開始的「德俄能源協議」可說是權力因素比地緣因素來得重要的

顯著例子。施洛德時期的主要德俄能源協議之一是關於「北溪管線」（Nord Stream）

及另外一條仍在興建中的「北溪管線二號」（Nord Stream II）的計畫。兩條天然氣管

線從俄羅斯經波羅的海，繞過中東歐國家如斯洛伐克、波蘭等而直達天然氣買家德

國，使這些中東歐國家將來有可能不能收取豐厚的「天然氣過境費」。這麼一來，俄

羅斯政府要想切斷經過東歐國家的現有管道就會更容易。在 2005 年時，與俄羅斯總

統普京交好的德國總理施洛德，在卸任前便趕著簽署關於北溪管線（Nord 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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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協議，數星期後更親自監督此計畫，領導 Nord Stream AG 股東委員會。施洛德卸

任後，成為多個財團的董事會成員，包括俄羅斯政府控制的能源公司 Gazprom；後

來，施洛德又成為克里姆林宮控制、俄羅斯最大的石油公司 Rosneft 的董事長。93 

 

梅克爾在 2005 年之後成為新任德國總理，在她第一及第二任期時的對俄政策基

本上是延續在施洛德時期時德國和俄羅斯於 2000 年時在柏林的政府間磋商中提出

的兩國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的概念，將俄羅斯定位在主要在

經濟方面合作的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而在施洛德時期時便已簽署的「北溪

管線二號」（Nord Stream II）協議，梅克爾也持續進行。然而對梅克爾來說德俄關係

似乎就僅止於此了，梅克爾上任以來雙方缺乏更進一步的互動。梅克爾政府成立以

來的歷任外交部長中似乎只有前任的社民黨外交部長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較為親俄，想要完成前總理施洛德的意願。而其他的外交部長則是跟隨

著梅克爾的腳步，與俄羅斯保持距離。 

 

梅克爾上任以來正式對外發表的外交文件可說屈指可數，與德俄關係相關的主

要有 2006 年版及 2016 年版的《德國安全政策和聯邦國防軍的未来白皮書》（簡稱德

國國防白皮書）。事實上，德國國防白皮書就如同前文所提及的梅克爾的國家戰略思

想，其主要是關於德國同歐盟國家以及美國的關係，而白皮書中當然還探討了許多

關於國防及反恐主義等議題。然而以 2006 年版的德國國防白皮書為例，有關德國同

俄羅斯的關係部分僅占了非常小的篇幅。在德國 2006 年版的國防白皮書中，俄羅斯

被定位為北約和歐盟的重要合作夥伴（優先夥伴）（prominent partner）。我們可以發

現在德國的正式外交文件，如國防白皮書中，只要是說明德俄關係的部分，都會以

北約、歐盟或者是歐洲國家同俄羅斯的關係來替代德國同俄羅斯的關係。換句話說，

                                                      
93盧炯燊（民 107 年 7 月 12 日）。1 張圖看德俄天然氣管線。世界日報。 
https://www.worldjournal.com/5660615/article-%e8%8f%af%e9%83%b5%ef%bc%9a%e5%be%b7%e4%b
f%84%e6%b0%a3%e7%ae%a1%e6%81%90%e5%a2%9e%e4%bf%84%e5%9c%a8%e6%ad%90%e5%bd
%b1%e9%9f%bf%e5%8a%9b-%e5%b7%9d%e6%99%ae%e4%b8%8d%e6%bb%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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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一方面強調了其與其他歐洲盟國及美國的結盟關係，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在梅克

爾政府的認知中，俄羅斯乃是一個相對於我們的他者。換句話說，俄羅斯乃是一個

與我們有合作關係的他者。而在烏克蘭危機之後，受到經濟制裁的俄羅斯雖然同德

國仍舊維持著有限的合作夥伴關係，然而在 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這樣的正式外

交文件中，俄羅斯已經潛在地被認為是德國的挑戰、威脅，甚至以隱晦的方式被認

為是對手或敵人。雖然德俄雙方都強調雙方的實質關係並沒有改變，然而在梅克爾

政府的認知裡，俄羅斯確實被認為是一個潛在的威脅。 

 

 

 

 

 

 

第一節 施洛德總理時期的對俄政策 

 

一、雙管齊下戰略 

 

為了改善德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施洛德政府時的對俄政策乃是計畫與俄羅

斯發展持續的經濟合作關係，並開啟與俄羅斯的交流對話。施洛德總理時的德國在

1999 年夏天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身分時促成歐盟科隆峰會通過了「歐洲聯盟的共同

對俄戰略」（EU Common Strategy on Russia）。熊煒在《統一以後的德國外交政策

（1990-2004）》一書中談到：「歐盟制定這個戰略的背景是俄羅斯與西方在科索沃

戰爭中的立場分歧十分嚴重，在北約的步步進逼下，俄羅斯不僅有可能完全喪失其

在巴爾幹半島的影響，而且俄羅斯在歐洲安全事務中的發言權也受到很大削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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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俄羅斯對西方有很強的防範心理。歐盟的目的是要把『俄羅斯重新接到船上來』。

歐盟理事會在這份文件中把歐盟俄羅斯政策的主要目標確認為：1.穩固俄羅斯的民

主和法制國家制度。2.使俄羅斯與共同的歐洲經濟與社會空間相聯繫。3.與俄羅斯合

作促進歐洲的穩定。4.克服共同面對的挑戰。歐盟將以在政治、安全和經濟諸領域

的對話和促進投資與經濟聯繫作為對俄政策手段。由於該文件建議歐盟成員國在所

有的國際論壇上持共同的立場和倡議，所以它的作用要大於歐盟與俄羅斯的夥伴協

定。」94然而，俄羅斯對車臣的軍事行動阻礙了歐盟共同對俄羅斯戰略的運作，因

此「歐洲聯盟的共同對俄戰略」在 2000 年 6 月於莫斯科舉行的歐俄高峰會前都無法

實際執行。 

 

俄羅斯代表著德國龐大的經濟利益，因此在「歐洲聯盟的共同對俄戰略」挫敗

之後形成了施洛德政府發展對俄雙邊政策的動機，促使德國在對俄關係中開啟了「雙

管齊下戰略」。意即德國同時以雙邊和多邊的方式發展與俄羅斯的關係。這種「雙管

齊下戰略」為德國帶來很大的利益。至於俄羅斯則是較傾向以雙邊的方式來發展與

歐洲國家間的關係。在德國「雙管齊下戰略」的路線之下，德國在歐盟內可說扮演

著推動歐俄關係發展的橋樑角色。然而由於歐盟各國的情況不盡相同，因此在某些

領域，比如說在能源領域，德國是偏好且受惠於德俄雙邊關係的。 

 

歐盟執委會曾批評過德國以及其他歐盟大國不積極支持歐俄關係的多邊機制，

而採取雙邊的方式與俄羅斯發展關係。在德國發展與俄羅斯的雙邊關係上來講，以

德國與俄羅斯在能源互動上為例，此種雙邊互動可說是對德國最為有利的。在張宸

銘的《歐盟與俄羅斯能源互動之研究》中有論述到：「由於長久以來，歐盟各會員國

國內能源政策的傳統，先前缺乏一致性與可信的共同歐盟政策，加上各會員國的意

見出入不一，甚至互不信任，導致有些國家長期受惠於俄羅斯的雙邊與特殊關係，

                                                      
94熊煒，統一以後的德國外交政策（1990-2004）（北京市：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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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德國。在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裡，唯一的外國投資公司為德國 E.on 

Ruhrgas，其意味著兩國互動頻繁，也有深厚關係。如果不平等現象持續發生，將會

破壞歐盟在共同能源政策與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上的運作。再者，不同會員國對能

源政策之進口石油與天然氣的見解也不一，換句話說各會員國對能源的依存比例也

不同。」95因此歐盟在對俄政策上其內部往往難以達成共識。 

 

在施洛德政府時期，德俄關係發展情況良好，在能源方面和對外經濟上合作緊

密，然而德俄跨海天然氣管道的建設讓波蘭、波羅的海國家以及其他中歐國家感覺

受到威脅，這些國家希望得到保護的需求已經大大的超過了與俄羅斯進行能源經濟

合作的需求。96我們可說施洛德政府時延續柯爾政府的以俄羅斯政策做為東方政策

的優先考量做法顯示了施洛德政府在強權和支持小國的道德規範之間選擇了重視強

權的國際現實利益。梅克爾總理上任之後，同歐盟的中東歐國家進行了緊密的磋商，

解決了波羅的海天然氣管道修建帶來的問題。同時，德國還準備在擔任歐盟輪值主

席國期間，以「通過相互交織求接近」為題的議程，同俄羅斯簽訂夥伴關係和合作

協定，但是因為俄羅斯和中東歐國家之間的摩擦，簽署協定的努力沒有成功。97 

 

二、德俄地緣歷史上的緊密性 

 

普京總統曾經引用過德國歷史學家史都摩的話：「在美國和俄羅斯之間，有一片

汪洋。在德國和俄羅斯之間，有一部偉大的歷史。」來形容德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關

係。德國與俄羅斯在地緣政治上的關係是緊密的，德國位於中歐樞紐，且是東、西

歐關係發展的橋樑。此外，德國對俄羅斯提供大量財政援助，除了做為第二次世界

大戰的補償和兩德統一的回報之外，亦基於德國相信俄羅斯的穩定發展關係著德國

                                                      
95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CSS).2008. “ Energy Security of the European Union.”Security Policy, 3（36）：
2.  
96于芳，德國的國際角色與外交政策（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5）。頁 98-99。 
97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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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因此在俄羅斯政府外債 1700 億美金中，德國政府就佔了 500 億之多。98

從德國方面來說，長期以來德國政府和領導人就有注重發展對俄羅斯關係的傳統，

在新的國際背景下這一傳統更有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性。其一，可以確保德國及歐洲

的地緣安全。俄地理上離德很近，其局勢的走向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德安全，如果沒

有俄羅斯的參與和配合，德國及歐洲的所謂安全都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德國在極

力支持歐洲發展共同安全政策的同時，也鼓勵歐盟與俄羅斯進行安全上的對話和合

作。此外，通過加強合作，促使俄羅斯向歐洲價值觀靠攏，可以避免出現一個不穩

定的俄羅斯，因為如果俄不穩定，可能會給歐盟帶來大規模移民、跨國犯罪和其他

一些安全問題。其二，可以增強德國平衡美國的力量。德俄兩國都反對美單邊主義，

主張多邊主義，並都希望在國際秩序中成為重要的力量。99 

 

雖然相較於柯爾總理與葉爾欽總統的熱絡關係，在施洛德總理與普京總統相繼

上任之後，德俄關係曾一度呈現冷卻的狀態。然而，基於德俄關係的重要性，德國

積極地希望能將俄羅斯拉入歐洲的西方世界之中，對此施洛德總理曾說：「俄羅斯是

歐洲的一部分，其人民的心智是歐洲的思想且是由歐洲文化所構成的。」因此施洛

德政府積極的敦促俄羅斯與歐盟之間友好與密切的往來和互動。施洛德從歐洲如何

在國際政治中發揮主導作用的角度出發，強調歐洲只有加強與俄羅斯合作，才能作

為世界的一級，發揮應有的作用。俄羅斯要想在世界舞台上與美國平起平坐，也只

有與歐洲建立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才能做到。他深信，沒有與俄羅斯的全面相互理解，

就談不上歐洲永久的穩定與和平。在俄羅斯方面，在 2001 年 9 月時，俄羅斯總統普

京訪問德國，在德國議會演講時，他強調俄羅斯始終是歐洲的一部分。雖然俄羅斯

的大部分領土位於亞洲，但在文化感情、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方面是屬於歐洲的。沒

有人會懷疑歐洲與美國關係的重要性，但他堅信，歐洲只有將自己與人口眾多、土

                                                      
98栗廣胤，德國施洛德政府外交政策之研究（新北市：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0）。頁

80-81。  
99張健，2005，〈德俄加強能源合作的動力及其影響〉，《現代國際關係》，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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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遼闊、自然資源豐富以及在經濟文化等方面蘊藏著巨大潛力的俄羅斯聯合起來，

才能鞏固它強大的獨立自主地位。100 

 

 

三、施洛德總理與普京總統的關係 

 

一般認為施洛德總理與普京總統之間有良好的私人關係。由於普京總統出身蘇

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背景，並且曾長期在德國工作，能說一口流利的德語，

這大大方便了施洛德與普京兩人的私下交流，增加了雙方的互信。不過事實上在施

洛德就任之初，由於並未預料到普京會是葉爾欽（俄語：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Е́льцин）

的接班人，因此施洛德於 1999 年 9 月普京就任俄羅斯總理時婉拒與普京會面，因而

造成了普京的不滿。而施洛德總理在其就職演說中也完全沒有提到俄羅斯。我們可

說在施洛德總理上任之初，德俄關係是處於較低靡的狀態。在 2000 年 6 月 15 日至

16 日於柏林召開的德國雙邊會議當中，施洛德曾表達重視德俄關係的修好與發展戰

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的重要性。然而直到 2000 年 12 月施洛德總理訪

問莫斯科時德俄的關係才得以修復。之後，施洛德總理又於 2001 年 1 月與俄羅斯總

統普京於普京的官邸共同渡過東正教的聖誕節，以力求建立德俄之間的友好關係 101，

至此之後德俄關係更進一步發展。我們可說從2001年之後，德俄關係逐漸密切起來。

2001 年以來，雙方會晤近 30 次，僅 2004 年就互訪了 3 次。2004 年 12 月 20 日普京

訪德時，施洛德親自在舷梯旁迎接，這種禮賓規格在德國是不多見的。施洛德在 2004

年過 60 歲生日時，普京也是唯一受邀出席的外國領導人。有德國高級官員認為，施

洛德的目標是與俄保持密切接觸，並通過私人關係對普京施加影響。102這種私下的

靜悄悄的外交的確收效明顯，如普京積極支持德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提前償

                                                      
100楊成緒，2018，〈二戰後德俄關係發展歷程及其前景展望〉，《俄羅斯研究》，1：35-36。 
101栗廣胤，德國施洛德政府外交政策之研究（新北市：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0）。頁

82。  
102梅爾·錢皮恩,格雷戈里·懷特（民 94 年 1 月 5 日）。「美歐對俄政策存在差異」。[美]《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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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拖欠德國的巨額債務，更為重要的是同意德國提出的就車臣問題舉行歐俄對話的

建議。103雖然俄羅斯在第二次車臣戰爭時的所作所為招致德國的批評，然而施洛德

政府在批評俄羅斯違反人權的作為之時，亦嘗試安撫俄羅斯，並向俄羅斯表達對俄

羅斯施壓或是以制裁行動孤立俄羅斯皆是錯誤的途徑。施洛德曾表示:「我總是說我

有兩份工作絕對不會做。第一是教宗，第二就是俄羅斯總統。要把俄羅斯這個龐大

的國家團結在一起，無疑是政治上難以想像最難的事情。施洛德一直被認為是是普

京的朋友。」104 

 

四、德俄雙邊會議及協議 

 

在施洛德就任德國總理期間，自 2001 年之後，德俄間曾經舉行過不少的雙邊

會議。栗廣胤在其碩士論文《德國施洛德政府外交政策之研究》中談到：「2001 年 4

月於聖彼得堡舉行的德俄雙邊高峰會中，德俄雙方決定建立各政府層級的協商程序，

並且以彼得堡對話（Petersburg Dialogue）作為德俄之間溝通與討論的平台。施洛德

總理在高峰會舉行的前一天罕見的在德國一份名為 Die Zeit 的報紙中刊登一篇聲明

德國的俄羅斯政策之文章。主張與俄羅斯應放在德國與歐盟最優先考慮的位置。」105

又說：「在2002年4月於威瑪舉行的德俄政府協商會議（German-Russian Governmental 

Consultation in Weimar）的前夕，普京總統表示『俄羅斯相信與德國的夥伴關係有著

偉大的未來』，並強調前一年在聖彼得堡所建立的戰略夥伴關係促進了兩國密切的政

治互動。接著，在 2003 年 10 月時，德俄於葉卡捷琳堡所召開的高峰會議中，雙方

在政治與經濟的協定上有了高度的進展，因而使得施洛德總理表示『德俄關係已經

                                                      
103Hugh Williamson and Arkady Ostrovsky, “Putin ready to work with Europe on Chechnya”,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22, 2004. 
104李瑞辰（民 107 年 3 月 12 日）。普京自曝與梅克爾關係鐵：她經常送我德國啤酒。環球－每日頭

條，人民網。 
https://kknews.cc/zh-tw/world/3egq5oy.html 
105栗廣胤，德國施洛德政府外交政策之研究（新北市：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0）。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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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到不能再更好了』。德國當時對俄羅斯的國外投資高達 150 億歐元，其中包括西門

子的 80 億以及興建波羅底海天然氣管線的 60 億。」106 

 

 

在 2005 年 4 月 11 日，俄國總統普京在訪德期間與德國總理施洛德簽署了兩個

重大的能源合作協議：雙方將共同開發俄西西伯利亞一處新的天然氣田，將修建一

條穿越波羅的海的北歐天然氣管道。107在這兩項計畫中，德方分別占 49％的股份，

俄羅斯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也將以參股的方式進入德國的天然氣供應市場。108德俄

加強能源合作有其現實和深遠的考慮。109張健在其〈德俄加強能源合作的動力及其

影響〉一文中談到：「德俄能源協議表明，德俄已開始在能源問題上進行戰略性合作，

『它已不僅僅只是俄向德國供應天然氣的問題，還是德國企業有史以來第一次能參

與俄國天然氣的開發』。110而且這種戰略性合作也將不只限於能源，還將包括經濟、

政治和文化等諸多方面。正如施洛德所稱『兩國在能源上的密切關係是眾所周知的

事實，但我們也正在發展一種戰略夥伴關係。不但如此，歐盟與俄國也將會有這種

戰略夥伴關係。』111」112 

 

栗廣胤在其碩士論文《德國施洛德政府外交政策之研究》中談到：「德國重視與

俄羅斯之間的雙邊友好關係並不代表德國將遠離其西方盟友，或者是在美國與俄羅

斯之間選擇偏向俄羅斯。而是德國在外交政策擁有更高自主性的基礎之下，德國介

                                                      
106同上。頁 83。  
107施洛德在擔任總理期間便力主發展德俄能源合作，德俄兩國並且簽署了關於修建通過波羅的海而

從俄羅斯直達德國的天然氣管道－北溪管線，而這一項目已在 2011 年完工，兩國還決定修建北溪管

道第二期工程－北溪管線二號。 
108Judy Dempsey, “Schroder and Putin agree on Baltic pipelin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13, 
2005. 
109張健，2005，〈德俄加強能源合作的動力及其影響〉，《現代國際關係》，5：43。 
110Richard Milne and Michael Gassmann, “BASF, Gazprom link in Siberia”, Financial Times, April 12, 
2005. 
111Judy Dempsey, “Schroder and Putin agree on Baltic pipelin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13, 
2005. 
112張健，2005，〈德俄加強能源合作的動力及其影響〉，《現代國際關係》，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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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美國與俄羅斯兩大強權之間，依據德國的國家利益來發展與美俄兩國的雙邊關係。

德國發展與俄羅斯的雙邊友好關係是基於二項安全因素，第一是希望能夠說服俄羅

斯接受北約東擴的安排；第二是希望協助俄羅斯維持穩定的政經局勢。」113在梅克

爾於 2005 年開始上任德國總理後，一般認為她受益於施洛德時期的對俄政策，然而

梅克爾可說只是想要維持施洛德時期原本既有的德俄關係，而缺乏再更進一步地發

展對俄政策的舉動。 

 

表（一）：梅克爾與施洛德的對俄政策比較如下。 

梅克爾與施洛德的對俄政策比較 

 表（一） 梅克爾 施洛德 

戰略夥伴關係內涵 經濟內涵的戰略夥伴關係 綜合內涵的戰略夥伴關係 

合作類別 經濟、能源合作為主 經濟、能源、政治及社會合作 

相同處 經濟夥伴、安全夥伴 經濟夥伴、安全夥伴 

相異處 有限合作 全方位合作 

梅克爾對俄政策基本上可視為是施洛德時期的延續 

表（一） 

 

 

                                                      
113栗廣胤，德國施洛德政府外交政策之研究（新北市：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0）。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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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德俄間的合作夥伴關係 

 

一、梅克爾政府以國家安全政策來涵蓋外交藍圖 

 

與世界各國相比，在歐盟的體系之下，德國的外交部長可說是較沒有地位的，

因為各門事務都有專門的人才負責。而德國總理梅克爾本人本身更是經常主導及參

與外交事務。德國正式的外交文件可說寥寥無幾的原因之一在於原本應該歸屬於外

交範疇的歐洲事務自從歐盟成立後便已被視為是歐盟事務（可說是德國內政的延伸）。

從策略和實務運作來看，梅克爾並沒有全面的外交藍圖。她的外交顧問郝斯根

（Christoph Heusgen）打的主意是，仿效美國的做法，以「國家安全」來涵蓋。114梅

克爾曾經說過國家安全政策是「我們與美國的夥伴關係、跨大西洋聯盟，以及德國

外交政策的基礎。」115德國的外交政策可說主要就是其國家安全政策。梅克爾政府

主要是以國家安全政策來實踐其國家戰略。然而根據長年跟隨採訪梅克爾長達 25 年

的記者柯內留斯的說法，即便是事關國家安全的國防白皮書事實上也都是出自梅克

爾的顧問與幕僚之手。116 

 

以德國對俄羅斯的外交政策為例，自梅克爾上任以來最重要的對俄外交文件乃

是 2006 年版及 2016 年版由德國國防部發表的事關國家安全的《德國安全政策與聯

邦國防軍的未來白皮書》簡稱《國防白皮書》。在《國防白皮書》中，德美關係或

是歐美關係可說是其核心，然而德俄關係以及歐俄關係在《國防白皮書》中則是所

占篇幅較小，可說是屬於較為次要的部分。由於歐盟事務已被德國政府視為內政，

因此在對外關係上以跨大西洋關係，也就是德美或歐美關係最為重要。在梅克爾時

                                                      
114楊夢茹譯，史帝芬．柯內留斯（Stefan Kornelius）著，梅克爾傳（台北市：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商業週刊，2014）。頁 108-109。 
115同上。頁 115。 
116同上。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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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德國（歐盟）與美國的關係不管是在外交文件《國防白皮書》中，還是在梅克

爾的演講中可說都是居於最重要的地位之一。梅克爾在演講時，經常把與美國的結

盟關係，置於歐盟之前。美國可說是梅克爾結盟世界的核心，因為美國與歐洲有共

同歷史、文化及價值觀，而最終，唯有價值觀才能讓各國彼此同心協力，共渡困難。117 

 

二、《200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中德國未來的任務及挑戰 

 

德國於 2006 年 10 月 25 日公佈了《200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涉及國家安全

政策及德國國防軍的未來。《白皮書》指出，德軍未來的任務將主要是預防國際衝突、

解決國際危機、與國際恐怖主義作鬥爭，以及保護人權和自由貿易。德軍在未來將

繼續參與國際軍事行動。這篇報告涉及了德軍 12 年來的作戰情況，應對恐怖主義威

脅、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以及未來德軍的部署等問題。該報告提到，「因為國

土、人口、經濟實力以及地理位置的原因，德國已經成為影響歐洲未來的一支重要

力量」，但不會破壞「北約」聯盟的平衡。白皮書還警告不能過於依靠軍事方式解決

國際問題，並指出貿易、外交以及發展援助與軍事方式同樣重要。德國國際和安全

事務研究所的國防專家蘭格稱「這本書的內容是德國為面臨 21 世紀的挑戰，而專門

制定的外交和安全方面的有關政策」。118 

 

夏立平在〈三重身份視閾下的冷戰後德國安全戰略研究〉中提到：「受歷史等多

種因素的影響，二戰後德國在安全和防務政策上一直保持低調，但近年來表示要在

國際上發揮領導作用。」119而事實上早在 2006 年 10 月，德國政府公佈《德國安全

政策和聯邦國防軍的未來白皮書 2006 年版》，也就是《2006 版德國國防白皮書》，

其中便指出因為國土、人口、經濟實力以及地理位置的原因，德國已經成為影響歐

                                                      
117同上。頁 115。 
118陳凡（民 95 年 10 月 31 日）。德國公布《2006 年國防白皮書》。中國日報網站－環球再線。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is/2006-10/31/content_720570.htm# 
119夏立平，2016，〈三重身份視閾下的冷戰後德國安全戰略研究〉，《歐洲研究》，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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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未來的一支重要力量。120在當時，德國政府認為國家安全的首要威脅乃是「國際

恐怖主義」。夏立平提到：「鑑於國際安全環境發生的新變化，德國的安全觀也在不

斷地調整。2006 年 10 月頒布的《德國安全政策和聯邦國防軍的未來白皮書》提出，

國際恐怖主義是『自由和安全所面臨的首要威脅和挑戰』;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

運載工具的擴散，對德國安全構成了『潛在的威脅』。」121 

 

三、德國與俄羅斯的安全夥伴關係 

 

在 2006 年 10 月頒布的《德國安全政策和聯邦國防軍的未来白皮書》的摘要中

談到了「德國安全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是通過鞏固和發展歐洲統合以及通過歐洲聯

盟與東歐、南高加索、中亞和地中海等國的積極鄰里政策來加強歐洲穩定區域。同

樣重要的是發展和加強與俄羅斯的持久和有彈性的安全夥伴關係。」122白皮書的本

文中則論述到：「德國安全政策的另一個首要目標是通過鞏固和擴大歐洲統合及通過

歐洲聯盟與東歐各國、南高加索、中亞和地中海地區的積極的鄰里政策來加強歐洲

地區的穩定。與此同時，我們正在努力發展和深化與俄羅斯持久和穩固的安全夥伴

關係。」123汪寧在＜俄羅斯的歐洲戰略－俄羅斯與德、法、英三國關係的幾點分析

＞中談到：「歐洲和北約的唯一選擇也是必須與俄羅斯進行合作，而不是對抗，世界

的穩定和安全離不開俄羅斯，正如歐洲問題專家戴維．卡萊歐（David Calleo）所言

『俄羅斯人的合作是很難忽略不計的』，因為『一但波蘭的邊界發生糾紛，烏克蘭爆

發内戰』，或者俄羅斯干涉拉脫維亞的種族衝突，北約真的準備發動一場核戰爭嗎？

或者說北約將計劃保持足夠強大的常規能力在俄羅斯人的家門口對他們進行威攝

                                                      
120新華網（民 104 年 2 月 18 日）。德國啟動編撰新版國防白皮書。 

http: / /news．xinhuanet． com/world /2015－02 /18 /c_1114402160．htm，2016 年 4 月 15 日訪問。 
121夏立平，2016，〈三重身份視閾下的冷戰後德國安全戰略研究〉，《歐洲研究》，3：87。 
122White Paper 200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2006. Berlin: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Defence.p.7. 
123Ibid.,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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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因此『這是一個令人懷疑的歷史賭注』。」124具體而言，在安全問題上，施洛

德時代的主要參考點是「沒有俄羅斯就無法實現歐洲安全，而且肯定不能反對俄羅

斯」這一口號。125換句話說，對於歐洲的安全來說，俄羅斯乃是必要的安全夥伴。 

 

四、北約與俄羅斯的關係 

 

在陳衡信的碩士論文《德國梅克爾政府的國家安全政策研究》中提到：「因為在

諸如成員、軍事行動性質等方面，北約與歐盟有相當的重疊，從而北約也有必要開

展與歐盟的合作。同時，北約接納中東歐及東南歐地區國家成為會員，除進一步擴

展組織本身外，由於部分國家曾為俄羅斯附庸，因而也有必要與俄羅斯維持一定的

關係。」126自 1997 年通過「北約 - 俄羅斯基礎法案」（NATO-Russia Founding Act）

以來，與俄羅斯的關係特別重要。北約 - 俄羅斯理事會（The NATO-Russia 

Council）127於 2002 年成立，是一個聯盟成員和俄羅斯在平等的基礎上在「歐盟 27

國」的合作論壇。這適用於政治對話和實際合作。1999 年至 2003 年，俄羅斯參與

北約領導的科索沃和平使命，是這種成功合作的一個突出例子。打擊國際恐怖主義

的聯合奮鬥是俄羅斯和北約合作的另一個領域。128除了北約 - 俄羅斯理事會外，俄

羅斯還參與了「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簡稱歐安組織）（Organis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OSCE））129。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仍然是最大的泛歐安全組

織，在其中有 56 個成員國包括美國、加拿大，歐盟成員國、俄羅斯和前蘇聯的其他

                                                      
124汪寧，2006，＜俄羅斯的歐洲戰略－俄羅斯與德、法、英三國關係的幾點分析＞，《國際觀察》，5：
46。 
125Hannes Adomeit.2012.“German-Russian Relations: Balance Sheet since 2000 and Perspectives until 
2025”.Ifri, Juin,2012.p.8. 
126White Paper 200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2006. Berlin: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Defence.pp.29-37. 
127北約 - 俄羅斯理事會（NRC）於 2002 年 5 月 28 日在羅馬舉行的北約 - 俄羅斯首腦會議上成立。

它取代了常設聯合委員會（PJC）這個由關於相互關係、合作與安全的 1997 年北約 - 俄羅斯基礎法

案所建立的協商與合作論壇。北約 - 俄羅斯基礎法案仍然是北約與俄羅斯關係的正式基礎。 
128White Paper 200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2006. Berlin: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Defence.p.26. 
129「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是世界上主要的國際組織之一，前身是 1975 年於冷戰期間成立的「歐洲

安全與合作會議」，是世界目前唯一包括所有歐洲國家在內的機構，負責維持歐洲的局勢穩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7%B5%84%E7%B9%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B7%E6%88%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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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國平等參與。130德國雖然積極地協助俄羅斯參與北約相關機構以及其它安全合

作組織，然而以北約為例，北約作為一個由美國所主導的機構，不太可能容忍俄羅

斯在其中擴張其影響力，因而其與俄羅斯的合作不免的流於形式化。李繪新在其＜

試析當代德國外交的不確定性－以角色分析理論為視角＞一文中談到：「德國雖然不

遺餘力地協助美國說服俄羅斯同意北約東擴、並與北約簽屬夥伴關係文件，但在具

體貫徹這一夥伴關係時卻又排斥俄羅斯的勢力進入北約的核心機構。在歐洲防務由

美國牢牢把持的北約中，德國確實很難做出那怕是傾向性比較明顯的角色選擇。」131 

 

 

五、俄羅斯被定位為北約和歐盟的重要合作夥伴（優先夥伴） 

 

自上世紀 90 年代德國統一和冷戰結束以來，歐洲統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

作為前蘇聯繼承者的俄羅斯因為綜合國力衰退，已經無力與美歐主導的北約展開對

抗。在和平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背景下，雙方甚至在多個領域展開合作。與此同時，

北約和歐盟的持續東擴為歐洲主要國家帶來了「戰略縱深」132。眾多因素使得西方

國家認為，歐洲面臨的傳統威脅在短時間內不會重現。2006 年版白皮書也因此將俄

羅斯視為重要的經濟夥伴，認為通過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合作促進俄羅斯的

現代化符合德國的利益。133在 2006 年 10 月頒布的《德國安全政策和聯邦國防軍的

未来白皮書》中俄羅斯被定位為北約和歐盟的重要合作夥伴（優先夥伴）（prominent 

partner）。內文中提到了，對許多歐洲國家而言，俄羅斯是重要的能源供應國和經濟

                                                      
130White Paper 200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2006. Berlin: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Defence.p.42. 
131李繪新，2004，〈試析當代德國外交的不確定性－以角色分析理論為視角〉，《現代國際關係》，

1： 31。  
132戰略縱深是可做戰略性運動的地域空間。 
133White Paper 200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2006. Berlin: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Defence.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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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134這樣的一種定位可說呼應了之前 2000 年俄羅斯和德國在柏林的政府間磋商

中提出的兩國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的概念，它規定了夥伴關係主要基於密集的

經濟合作和廣泛的制度化政治合作結構。135以下為 2006 年版白皮書中第二章「在國

際環境中的德國安全政策」第七節「加強與合作夥伴的關係」中與俄羅斯相關內容

的摘要： 

 

加強與合作夥伴的關係 

「在這個全球化和新挑戰的時代，安全政策不能只局限於我們的鄰近地區。促進區

域安全合作，鞏固和發展與最重要的地區大國的良好關係是德國安全與穩定政策的

重要內容。俄羅斯在這雙邊合作中佔有特殊的地位，這是由於我們共同歷史中的形

成經驗以及該國作為北約和歐盟的現有及潛在規模的重要合作夥伴（優先夥伴）

（prominent partner）。俄羅斯是八國集團之一，擁有核武的大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

任理事國。作為歐洲理事會和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的成員，俄羅斯在歐洲承擔著特

殊的責任，尤其是考慮到南高加索和中亞地區的情況。對許多歐洲國家而言，俄羅

斯是重要的能源供應國和經濟夥伴。沒有俄羅斯，就無法保證歐洲的安全、穩定、

統合和繁榮。俄羅斯的現代化被強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合作所支持是符合德國的

特殊利益的。因此，德國促進改善俄羅斯與歐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合作，並支持

俄羅斯與北大西洋聯盟進一步密切合作。」136 

 

 

 

                                                      
134Ibid.,p.47. 
135Anna Kwiatkowska-Drozdz.2014.“Germany on Russia. Yes to links, no to rapprochement.”OSW Point of 

View, 39：11. 
136White Paper 200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2006. Berlin: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Defence.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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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梅克爾時期歷任外交部長的政策 

 

一、梅克爾與史坦麥爾的外交分歧 

 

法蘭克-華特·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1956 年 1 月 5 日－）是一名

德國政壇人士，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統。他生於北萊茵-威斯伐倫州的德特摩德市

（Detmold），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一名重要人物。2005 年出任德國總理梅克爾大

聯合政府內閣的外交部部長（2005 年 11 月 22 日－2009 年 10 月 27 日），2007 年出

任副總理。2013 年第二次出任德國外交部長（2013 年 12 月 17 日－2017 年 1 月 27

日），繼續擔任外交部長直到當選德國總統。史坦麥爾與梅克爾的關係中規中矩，但

不夠真誠。梅克爾把再靠近一點兒距離的機會保留給結盟夥伴、社民黨主席明特費

林（Franz Müntefering）。話說回來，史坦麥爾的施洛德人馬色彩太濃了，使他很難

毫不保留向這位勝利者輸誠。一段時間後大家都知道，這位外交部長喜歡挑剔總理

的外交政策，有時甚至巧妙放炮，卻又不至震動到聯合政府。137在梅克爾時期的歷

任外交部長當中，史坦麥爾的立場與梅克爾可說是較為不一致的，然而這樣的不一

致也還不至於影響到兩人的合作。在對俄關係方面，史坦麥爾的親俄立場事實上就

與梅克爾的對俄政策有所不同。當初希望能夠讓俄羅斯融入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夥

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Modernization）也是由史坦麥爾提出的，然而這項對俄政策

目前已無人聞問。史坦麥爾與梅克爾在外交上最有名的衝突乃是發生在 2007 年 9 月

23 日的「接見達賴事件」。 

 

梅克爾與史坦麥爾兩人曾經因為在 2007年 9月梅克爾在總理府接見達賴喇嘛而

產生嚴重矛盾。史坦麥爾就會見達賴一事對於梅克爾過於理想化的「價值觀外交」

                                                      
137楊夢茹譯，史帝芬．柯內留斯（Stefan Kornelius）著，梅克爾傳（台北市：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商業週刊，2014）。頁 105-1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6%84%8F%E5%BF%97%E8%81%AF%E9%82%A6%E5%85%B1%E5%92%8C%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6%84%8F%E5%BF%97%E8%81%AF%E9%82%A6%E5%85%B1%E5%92%8C%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8%8E%B1%E8%8C%B5-%E5%A8%81%E6%96%AF%E7%89%B9%E6%B3%95%E4%BC%A6%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A3%E7%89%B9%E8%8E%AB%E5%B0%94%E5%BE%B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tmol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E7%A4%BE%E4%BC%9A%E6%B0%91%E4%B8%BB%E5%85%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8%E5%85%8B%E7%88%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8%E5%85%8B%E7%88%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81%AF%E5%90%88%E6%94%BF%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E5%A4%96%E4%BA%A4%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E5%89%AF%E6%80%BB%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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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以為然的。在劉立群的＜德國外交的得與失－盤點 2007 年＞一文中談到「自

2005 年 11 月 22 日由聯盟黨和社民黨組成的德國大聯合政府誕生兩年多以來，雖在

許多問題上都有分歧甚至發生激烈爭吵，但幾乎都是圍繞內政問題，而至 2007 年 9

月 23 日梅克爾甚至不顧外交部長史坦麥爾的不同意見執意會見達賴以來，外交議題

首次成為兩大黨爭執的主要問題之一。在十月底的社民黨大會上，新當選的社民黨

副主席史坦麥爾旁敲側擊表達了對梅克爾此舉的不滿，他說：『真正好的人權政策不

需要道德大國德國的自吹自擂。人權政策不是櫥窗政策』；說社民黨希望人權政策不

是為了在國內媒體上製造登上頭版頭條的捷徑，而是能對人有具體的幫助，他還不

點名地批評梅克爾在人權問題上玩弄黨派小伎倆。前任總理、社民黨前主席施洛德

則明確批評梅克爾見達賴是『一個錯誤』、是『感情用事』。老總理施密特也反對『教

訓中國該怎麼同西藏佛教徒打交道』。而梅克爾針對此事的回應則是反唇相譏，她在

11 月 21 日《圖畫報》上稱『作為總理，我自己決定接見誰和在哪裡見」，並稱外長

應支持她的決定，『否則中國對我們的尊重肯定要打折扣』。聯盟黨籍內政部長朔伊

布勒（Wolfgang Schäuble）甚至說：『每位德國外長都接見過達賴喇嘛，只有史坦麥

爾不這樣做，這才是荒唐的』，稱『聯盟黨也對與中國合作感興趣，但同時也應直言

不諱』。」138 

 

史坦麥爾可說是積極求進，不時與總理府產生摩擦，在公開場合尤其明顯。梅

克爾也對史坦麥爾的對俄政策不以為然，梅德維傑夫（Dmitry Medvedev）當選俄羅

斯總統隔天，史坦麥爾就在布蘭德基金會的講座上，大談新的歐洲東方政策。他提

議訂定「和平規範，把泛大西洋聯盟國家及東邊的鄰居，統統納入。」幾個月後，

梅德維傑夫著手研究這個議題，然後提出新的「歐洲和平規範」，而完全沒有把相對

活躍的北約組織納入計畫。這當然很不合梅克爾的胃口，在她看來，俄國提議的新

安全政策規範，無異於想要巧妙弱化大西洋聯盟。這些歧見之所以沒有導致決裂，

                                                      
138劉立群，2008，〈德國外交的得與失－盤點 2007 年〉，《德國研究》， 23（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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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歸功於兩人在競爭關係中，還能秉持專業，產生原則上的共識。對於德國在世界

上應該扮演甚麼角色，史坦麥爾和梅克爾的看法並非南轅北轍。139 

 

以烏克蘭危機為例，雖然德國最終決定聯合其他歐盟國家對俄制裁，然而德國

政府在產生共識決策前，外交部長史坦麥爾和西方國家或總理梅克爾的對俄態度明

顯不同。一如既往的，史坦麥爾乃是較為親俄的。在烏克蘭危機中，對於俄羅斯來

說，史坦麥爾和梅克爾可說輪流扮演著白臉與黑臉的角色。在熊煒的〈2016 年版《德

國國防白皮書》評析－「來自中間的領導」困境〉一文中提到：「在烏克蘭危機的初

始階段，德國盡量採取彌合西方與俄羅斯分歧的方式，寄希望於利用其與俄羅斯的

密切關係勸說俄羅斯不要進一步採取行動。2014 年 2 月，俄羅斯士兵進入克里米亞

引起美國的強烈指責，但德國外長史坦麥爾卻迴避批評俄羅斯。」140「2014 年 4 月，

美國宣稱西方將對俄羅斯進行制裁，但史坦麥爾卻要求美國停止對俄羅斯的制裁威

脅，不要激化局勢。2014 年 5 月，史坦麥爾訪問烏克蘭，希望勸說烏克蘭與俄羅斯

談判。然而隨著局勢的惡化，德國在歐盟政府首腦和外長會議上不得不轉向更為強

硬的對俄立場。德國不僅支持歐盟對俄羅斯進行制裁，而且德國總理梅克爾還親自

說服立場不堅定的義大利加入對俄羅斯的制裁。」141德國媒體曾經報導，面對烏克

蘭危機時，梅克爾關起門來對歐盟加盟國說「不能相信普京」，或在與歐巴馬的電話

會談中，批評「普京是住在另一個世界的人」。142不過，盡管梅克爾反覆強調俄羅斯

吞併克里米亞違反了國際法，破壞歐洲和平秩序，但是梅克爾始終拒絕向烏克蘭提

供武器，不主張以軍事手段解決危機。在德國的領導下，2014 年 7 月 16 日，歐盟

國家達成一致對俄羅斯進行進一步制裁，以對俄羅斯形成更大壓力。143 

                                                      
139楊夢茹譯，史帝芬．柯內留斯（Stefan Kornelius）著，梅克爾傳（台北市：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商業週刊，2014）。頁 123。 
140熊煒，2017，〈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評析－「來自中間的領導」困境〉，《國際論壇》，19 
（ 3）： 69。  
141同上。 
142薛芸如譯，三好範英著，德國風險－反思德國浪漫主義的政治實踐（台北市：玉山社出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2018）。頁 165。 
143熊煒，2017，〈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評析－「來自中間的領導」困境〉，《國際論壇》，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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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在烏克蘭危機發生之後不久，史坦麥爾可說就是不改其親俄立場。史坦麥

爾帶頭支持社民黨外交政策的根基——「東方政策（Ostpolitik）」。「東方政策」是前

西德總理威利－布蘭德於 20 世紀 70 年代推進的外交政策，旨在恢復與東德、俄羅

斯等東歐共產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美國外交專門雜誌《外交事務》報導說，史坦

麥爾正在重新對俄羅斯推行柔和的「東方政策」。雖然美國、英國等國希望烏克蘭加

入北約（NATO），但史坦麥爾說，現在看來北約沒有必要「東進」，以消除俄羅斯的

疑慮。144 

 

德國國內的親俄情緒也對外交政策產生了一定影響。德國在二戰時期欠下俄羅

斯人情。將納粹分子趕出柏林的主要功臣就是俄羅斯軍隊。在反納粹戰爭中死亡的

俄羅斯人約達 2600 萬人。德國左翼黨議員簡－範－阿肯表示：「俄羅斯軍隊被視為

在納粹統治下拯救德國和柏林的解放軍。」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說：「有很多

德國人屬於親俄派（Russophilia）。」德國政界和工商界的親俄勢力也不容小覷。曾

任總理的社民黨人士赫爾穆特．施密特就烏克蘭危機表示：「不能將俄羅斯逼得太緊。」

同樣曾任前總理的社民黨人士格哈特－施洛德和普京私交甚密。另外，西門子、阿

迪達斯、鋼鐵企業蒂森克虜伯等德國知名企業的首席執行官都是親俄派。145在 2014

年 3 月 26 日，正當批判俄國併吞克里米亞的聲浪最高時，對俄投資最大企業之一的

西門子公司總裁喬．凱塞（Joe Kaeser）訪問莫斯科，並與普京會面。會談後他表示

「德國與俄國間存在著信賴關係」，克里米亞合併只是「短期的騷動」。德國媒體則

報導「許多企業家對總裁的態度表示歡迎」。德國產經界的態勢可說還真有趨炎附勢

的態勢。146 

                                                                                                                                                               
（ 3）： 69。  
144瞧．中外（民 103 年 4 月 17 日）。德國倒戈歐洲對俄制裁受阻。中評社-韓國《朝鮮日報》。

https://chaoglobal.wordpress.com/2014/04/17/deguodaogeouzhouduiezhicaishouzu/ 
145同上。 
146薛芸如譯，三好範英著，德國風險－反思德國浪漫主義的政治實踐（台北市：玉山社出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2018）。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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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與俄羅斯交惡的大背景下，德俄關係總體維持穩定。作為與俄羅斯經濟

聯繫密切的國家，德國還曾提議階段性取消對俄制裁。德國外長史坦麥爾便曾在俄

德「波茨坦會晤」論壇上提議，明斯克協議的執行出現實質性進展時，可以考慮逐

步解除對俄制裁。147 

 

在德國聯邦國防軍的對外駐軍議題上，史坦麥爾不管是與社民黨還是與梅克爾

的看法都有所不同。在李銳的〈德國「積極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表現〉

一文中談到：「德國正致力於歐洲武裝力量聯合體的建立，而該聯合體極有可能成

為議會監督制度下的一支歐洲軍隊。當然關於歐洲武裝力量聯合體的建立，《聯合

政治協議》中也做出了如下解釋，其表示建立的歐洲武裝『實則為一支聯邦國防軍，

並且在將來，該力量極可能投入到海外行動上』。對此，時任總統和外交部部長的

史坦麥爾也與社民黨之間存在不同的意見。如社民黨認為：武裝力量的建立，實則

就是德國預防危機的外交手段。通過分析史坦麥爾的話，其雖不排斥將軍事手段作

為最終的外交處理方式，但同時也表示德國也將一如既往的保持克制，但所謂的軍

事克制並非意味著自身便置於事外，而是要『以更富創新、更勇敢的態度去利用外

交政策』，以便行動取得實質性的進展；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當屬基民盟，呼籲聯

邦國防軍也參與到國際行動中去並在海外相關國家駐軍，以切實提升德國在危機地

區的管理效率。」 148 

 

二、威斯特威勒的外交政策 

 

基多·威斯特威勒（Guido Westerwelle，1961 年 12 月 27 日－2016 年 3 月 18 日），

在梅克爾第二任期時擔任外交部長（任期：2009年 10月 28日－2013年 12月 17日）。

                                                      
147觀察者網 （民 105 年 6 月 7 日）。夥伴變對手？德國新版國防白皮書擬將俄列為「全球十大威脅」

之一。 
https://www.guancha.cn/europe/2016_06_07_363155.shtml 
148李銳，2017，〈德國「積極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表現〉，《納稅》，2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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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威勒是德國前副總理、外交部長，德國自由民主黨主席，出生於德國北威州

巴特洪內夫（Bad Honnef in the German state of North Rhine-Westphalia）。出身於律

師家庭，威斯特威勒是一個傳統的德國文官精英。父母都是律師，父親是法

學博士，有自己的事務所。威斯特威勒也隨著父親腳步讀了法學，取得律師

執照，執業同時也是自民黨青年黨團主席，後來不無爭議地以該黨青年黨團

為題取得法學博士學位。他在 80 年代與 90 年代，以年輕專業的形象，改造

了自民黨，並以史無前例的 32 歲，成為自民黨秘書長，39 歲擔任該黨黨主

席。他除了高票當選國會議員外，也曾代表自民黨競選北萊茵西法倫邦邦總

理，甚至全德總理。在他帶領下的自民黨，於 2009 年國會大選中獲得 14.6%

的選票。這是自民黨黨史上最佳成績，也使得梅克爾總理必須與自民黨組成

聯合內閣，威斯特威勒因而步入了地址位在韋德雪街 1 號（Werderscher Markt 

1）的外交部，成為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登上了其政治生涯的高峰。 149 

 

總理府內對自民黨的意見很一致，特別是威斯特威勒上任第一年的表現：

他其實可以再多做一些，集中心力在少數幾個議題上，訂出重點來。結果他

反而經常擺出一種姿態，讓人覺得黨以及國家對他很苛求、被追著跑，又毫

無計畫。 150威斯特威勒雖然對於梅克爾也曾有過一些抱怨，然而基本上梅克

爾與威斯特威勒兩人十分信任對方，每當威斯特威勒與她通電話，她一定把

所有人員都請到門外。對她來說，他一直都是她在自民黨內最核心的消息來

源。 151其實威斯特威勒就任德國外交部長時所擁有的權力及可發揮的空間並

不大。由於基民黨重掌權力已然四年，大聯合政府被鍛鑄得比想像中還強。

除此之外，梅克爾和同黨同志都察覺到，他們將會獨自決定外交政策，而威

斯特威勒在外交部也必須看清一個痛苦的事實，那就是外交已經成為總理府

                                                      
149蔡慶華（民 105 年 3 月 24 日）。德國前外交部長之死。獨立評論@天下。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89/article/4045 
150楊夢茹譯，史帝芬．柯內留斯（Stefan Kornelius）著，梅克爾傳（台北市：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商業週刊，2014）。頁 132。 
151同上。頁 13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E8%87%AA%E7%94%B1%E6%B0%91%E4%B8%BB%E5%85%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A8%81%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A8%81%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7%89%B9%E6%B4%AA%E5%86%85%E5%A4%AB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d_Honnef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orth_Rhine-Westph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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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勢力範圍了。 152柯內留斯認為：「威斯特威勒並不擅長外交。她說威斯特威

勒在擔任反對黨領導人時，從未展現出外交家的姿態。他擅長的是傳統的內

政事務，在必要時也是公認尖嘴利牙的辯論好手。他雖然在反對黨內也建立

了一些國際關係，但不識全盤的外交工作。」 153威斯特威勒在相當長的時間

裡表現出缺少外交技巧的形象，最顯著的是德國 2011 年 3 月 17 日在聯合國

安理會關於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的決議的表決中投了棄權票。有消息稱威斯

特威勒本來是要投反對票，但是在梅克爾的要求下，德國政府才投了棄權

票。 154梅克爾與威斯特威勒之間，其實有一種互信的關係，他們在同為反對

黨的那些年就有互動，於公於私都走很近。他們聯手將柯勒（Horst Köhler）

送上總統寶座，並因此暴露出社民黨與綠黨的缺點，而兩人也都希望有一天

能執政。但如今目的達到了，災難卻接二連三。 155總體上，在過去四年，做

為反對黨的社民黨一再批評威斯特威勒領導下的外交政策，指責他僵守克制

文化，在例如伊朗、近東、敘利亞等危機中沒有充分利用德國的行動餘地和

潛在影響力。 156 

 

一般認為梅克爾自第三個任期開始，也就是自 2013 年 12 月，德國聯盟

黨與社民黨共同發表《聯合執政協議》後代表了德國外交方向的正式轉變，反思價

值觀外交，強調現實利益與價值觀並重。然而在梅克爾的第二任期時，威斯特威勒

在外交作為上可說就早先一步強調現實利益與價值觀並重。在他的建議之下，德國

政府通過了新的外交主導方針－加強同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的關係。

在威斯特威勒的闡述中，核心概念是「建構力量」157。這裡的建構力量不僅

                                                      
152同上。頁 128。 
153同上。頁 128。 
154Dieter Dettke, “Germany says‘No’Again”, AICGS Advisor, April 22,2011. 
155同上。頁 129。 
156鄭春榮，2014，〈德國外交政策的新動向〉，《歐洲觀察》，5：3。 
157黑黃聯盟政府就德國外交導向問題提出了「建構力量方案」，這裡的建構力量用的是複數形式

Gestaltungsmächte，指的並非某一個國家，而是一類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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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經濟快速增長的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也包括

正在蓬勃發展的國家如哥倫比亞、越南或者土耳其，還包括因為人權狀況常

受德國批評、資源豐富的哈薩克斯坦（發展與德國的能源和原料夥伴關係）。

有媒體將其解釋為威斯特威勒外交政策的一大特色，認為此前德國外交政策

在實質上一直由經濟利益決定，但政府並未公開宣揚，威斯特威勒的發言是

德國坦率提出經濟利益的體現。威斯特威勒並不希望看到對外經濟促進和民

主促進之間矛盾，他奉行「以貿易求變化」的信條，堅信只要經濟關係繁榮發展，

人權促進就一定會站穩腳根。威斯特威勒還認為「建構力量」應當承擔更多國際

責任。158然而由於其方案較為忽略「人權」這個環節來強化和「非西方國家」的關

係，再加上忽略了與西方國家的同盟，導致其策略失敗。在德國前外長威斯特威勒

的執掌下，德國始終採取著保守的外交政策。面對衝突日益加深的中東、伊朗、敘

利亞等重大危機，德國既未能採取相應的行動，也未能發揮自身在歐盟及世界中的

影響力，以至於德國不僅國內民意支持率急速下降，連同歐美眾多盟國也對此深感

不滿。 159雖然威斯特威勒在外交上的做為一般評價不高，然而一般認為自梅

克爾上任以來的歷任外交部長當中以威斯特威勒與梅克爾的關係最為密切，

不管是在公領域還是私領域都是如此。  

 

三、嘉布瑞爾的外交政策 

西格瑪·嘉布瑞爾（Sigmar Gabriel）於 2017 年 1 月 27 日到 2018 年 3 月 14 日間

（梅克爾第三任期的後半段）擔任德國的外交部長。學者張福昌認為：「前社民黨

（SPD）黨魁嘉布瑞爾過去就被視為是梅克爾的貴人，也是梅克爾的『忠誠副手』。

嘉布瑞爾過去是梅克爾『大聯合政府』（2013-2017）的頭號合作夥伴，也是社民黨

（SPD）黨魁（2009-2017）。從 2013 年 12 月 17 日開始，嘉布瑞爾便在內閣當中擔

                                                      
158于芳，德國的國際角色與外交政策（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5）。頁 167-168。 
159李銳，2017，〈德國「積極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表现〉，《納稅》， 28：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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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聯邦副總理一職並且兼任經濟及科技部部長，地位重要。他對於梅克爾的『歡迎

政策』160一直採取支持的態度，其支持的力道常常不亞於基民黨黨員，因此有人批

評嘉布瑞爾已經忘本，忘記身為社會民主黨魁的使命。不過，嘉布瑞爾這種做一個

『忠誠副手』的態度，確實在梅克爾內外受敵的時候，有最佳的穩定與支持效果。」161 

2017 年 1 月 27 日，嘉布瑞爾在擔任外交部長時，其與梅克爾的關係有別於其

前任的社民黨外交部長史坦麥爾。嘉布瑞爾過去便大力地支持梅克爾的難民政策，

也就是梅克爾的「歡迎政策」。而在嘉布瑞爾就任外交部長後，其對梅克爾的對俄及

對中政策一般也都表示支持。在對兩個非歐大國（俄羅斯及中國）的政策上，嘉布

瑞爾的看法類似於梅克爾的「價值觀外交」。嘉布瑞爾日前宣稱，歐洲國家應該要有

統一的中國政策，以免遭中國分化、各個擊破。他並呼籲中國，好比歐洲國家都有

「一中政策」（One-China Policy），中國也應該尊重歐洲，制訂自己的「一歐政策」。162

中央社記者林育立報導說：「德國外長嘉布瑞爾表示，中國正透過『一帶一路』影

響世界，打造有別於西方價值的制度，民主與獨裁的制度之爭再度浮上檯面，他呼

籲西方國家提出對策。嘉布瑞爾今天在慕尼黑安全會議 163演講時，首先批評川普領

導下的美國再也不可靠，『不知道該相信實際上的行動、說的話、還是推特』。他

表示，中國藉『一帶一路』打造有別於自由、民主與人權等西方價值的制度，自由

世界的秩序正在崩解，『目前中國是唯一擁有、而且堅定實現全球性地緣政治目標

的國家』，西方國家應該提出對策。嘉布瑞爾也警告歐洲被分化的危險，指出歐盟

的團結正被俄羅斯和中國的『棒子和紅蘿蔔』策略破壞，面對中國的銀彈攻勢，他

呼籲歐洲主動投資東歐、中亞和非洲。演講最後，嘉布瑞爾呼籲歐洲各國團結起來，

                                                      
160梅克爾的「歡迎政策」（Welcome Policy）一公佈之後，難民們立刻以手機轉傳德國的接納政策，

造成進入歐盟的難民幾乎都要前往德國，根據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Bundesamt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BAMF）的統計，2015 年大約有 132 萬難民進入德國。 
161張福昌（民 105 年 9 月 29 日）。跌跤的鐵娘子：梅克爾的領導危機。udn/轉角國際 udnGlobal /政
經角力。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1985411 
162王俊評（民 106 年 9 月 12 日）。現代版「三矢之教」？德國外長的「一歐政策」。鳴人堂。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0740/2697231 
163聚焦全球安全問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多年來一直是各國軍事、外交和情報專家對話的重要平台。 

http://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wireStory/germany-france-revive-eu-motor-reform-work-rules-49509286
https://global.udn.com/search/tagging/1020/%E6%AD%90%E7%9B%9F
https://global.udn.com/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cate/8663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cate/8663
https://opinion.udn.com/author/articles/1008/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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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角色。他說，在這個比冷戰年代還複雜許多的世界中，民主與

獨裁的制度之爭再度浮上檯面，歐洲是否有勇氣迎接挑戰，將決定『亞洲世紀』是

否真的到來。164」 

 

四、總理梅克爾與歷任外交部長的關係 

梅克爾時期德國總理梅克爾與歷任外交部長關係的友好程度如下： 

威斯特威勒＞嘉布瑞爾＞史坦麥爾 

梅克爾時期任內的第二位外交部長威斯特威勒同梅克爾的關係可說最為友好，

不管是在公領域還是私領域都是如此。梅克爾對威斯特威勒乃是以「你」（德文：du,

通常是用於非常親近熟悉的朋友。）相稱。在公領域上，雖然在外交作法上威斯特

威勒曾對梅克爾有過不滿，然而兩人關係基本上密切友好。威斯特威勒可說扮演了

一個從梅克爾「價值觀外交」到「務實外交」的過渡角色。在私領域方面，在 2004

年時，威斯特威勒在參加梅克爾 50 歲生日派對時，偕同自己的伴侶米歇爾·莫隆茨

（Michael Mronz）一起出席，因此算是低調地出櫃，引起德國政壇注意。梅克爾任

內的第四位外交部長嘉布瑞爾可說是梅克爾的一個「忠誠副手」，甚至是「梅克爾的

貴人」，其與梅克爾的關係友好程度雖然不下於威斯特威勒，然而主要是在公領域的

合作關係。至於在梅克爾第一及第三任期內擔任外交部長的社民黨內重要人物史坦

麥爾和其他兩位外交部長比較起來，其與梅克爾的關係可說較為緊張。而這樣的緊

張關係主要源於兩人對於非歐大國（中國及俄羅斯）的態度乃是不同的。和梅克爾

                                                      
164林育立（民 107 年 2 月 18 日）。中國推一帶一路 德外長：民主與獨裁之爭。The Central News Agency
中央通訊社。

https://tw.news.yahoo.com/%E4%B8%AD%E5%9C%8B%E6%8E%A8-%E5%B8%B6-%E8%B7%AF-%
E5%BE%B7%E5%A4%96%E9%95%B7-%E6%B0%91%E4%B8%BB%E8%88%87%E7%8D%A8%E8
%A3%81%E4%B9%8B%E7%88%AD-183616141.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6%A0%BC%E6%8B%89%C2%B7%E6%A2%85%E5%85%8B%E7%88%B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Mronz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BA%E6%AB%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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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來，史坦麥爾可說對俄、中兩國較為友好。梅克爾政府成立以來的歷任外交

部長中似乎只有前任的社民黨外交部長史坦麥爾較為親俄，想要完成前總理施洛德

的意願。而其他的外交部長則是跟隨著梅克爾的腳步，與俄保持距離。 

 

表（二）：梅克爾與史坦麥爾的對俄政策比較如下。 

梅克爾與史坦麥爾的對俄政策比較 

 表（二） 梅克爾 史坦麥爾 

政策內涵 經濟內涵的戰略夥伴關係 東方政策（綜合內涵的戰略夥伴關係） 

合作類別 經濟、能源合作為主 經濟、能源、政治及外交等合作 

相同處 經濟夥伴、安全夥伴 經濟夥伴、安全夥伴 

相異處 有限合作 全方位合作 

對戰略夥伴關係看法 戰略夥伴關係為長期目標 須現代化夥伴關係來補充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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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梅克爾時期歷任外交部長對俄政策比較如下。 

梅克爾時期歷任外交部長對俄政策比較 

 表（三） 史坦麥爾 威斯特威勒 嘉布瑞爾 

與俄友好程度 非常友好 普通 普通 

對俄政策強調 國家利益 價值觀與國家利益並重 價值觀與國家利益並重 

對俄關係 
希望完成全方位的戰略

夥伴關係 
以戰略夥伴關係為目標 以戰略夥伴關係為長期目標 

與梅克爾的關係 普通（偶有分歧） 非常友好 友好 

外交能力 好 一般 一般 

表（三） 

 

 

第四節 德俄間的對手關係與戰略夥伴關係的長期目標 

 

一、德國將推行更積極的外交政策及在歐洲發揮「領導作用」 

 

2014 年初，德國外長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提出德國應調整外

交政策，奉行「有為外交」。 2015 年 2 月，德國國防部長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宣布，德國將開始編撰新版國防白皮書，內容涉及國家安全政策及

德國聯邦國防軍未來。德國《世界報》（德語：DIE WELT）曾報導稱，白皮書草案

中提到更新國防白皮書的原因乃是「世界形勢愈加複雜多變、難以預測，伴隨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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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險，德國正在同時面臨著空前多樣、高密度的挑戰」。馮德萊恩說，德國已準備

好在國際事務上發揮「領導作用」，但所謂「領導」並非成為「歐洲第一」，而是基

於歷史責任、人道主義義務及安全利益等三方面考慮，「通過合作在國際上發揮領導

力」，包括合作發展與合作應對衝突等。165 

 

在熊煒所著的〈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評析－「來自中間的領導」困境〉

一文中敘述到「2016 年 7 月 13 日，德國政府發表了新版《德國國防白皮書》，首次

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公開宣稱要擔當歐洲的領導角色。這部《白皮書》的編撰過程長

達兩年，經過反覆醞釀討論，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德國國內共識，被稱為是聯邦德國

歷史上的第一份具有大戰略性質的外交文件。」166「自歐債危機以來，德國在歐盟

的領導地位突顯。以 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的發表為標誌，德國將推行更積

極的外交政策，在國際安全事務中發揮大國作用。德國安全戰略的領導理念是『來

自中間的領導』，即以中等實力地位和歐洲中心的地緣位置出發，通過合作的方式發

揮影響力。然而德國外交在實力和地緣上的雙重困境制約了其大國作用的發揮。」167 

 

二、200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與 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比

較 

 

在 2006 年舊版《德國國防白皮書》的文字表述中，明顯將德國的國家利益置於

價值觀之下，稱德國安全政策是價值觀導向的。但是 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

在表述上做了變化，稱德國安全政策是基於價值觀和利益導向的，文字上的細微變

                                                      
165新華網（民104年2月18日）。德國啟動編撰新版國防白皮書。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2/18/c_1114402160.htm，2016年4月15日訪問。 
166熊煒，2017，〈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評析－「來自中間的領導」困境〉，《國際論壇》，19 
（ 3）： 66。  
167同上。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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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顯示出德國外交與安全政策比過去更加重視利益導向。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

書》指出，德國的安全環境變得更加複雜、多變和難以預期。特別強調了兩個地緣

政治挑戰，一個是俄羅斯對歐洲和平秩序的衝擊；另一個是歐盟發展面臨更大的壓

力。此外，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還提到一系列跨國安全挑戰，包括國際恐

怖主義、網路安全、脆弱國家、氣候變化、難民以及傳染疾病擴散等。168 

 

在《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啟動編寫時，德國國防部長馮德萊恩就曾表示，

與《200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相比，新版涉及的國家安全內容遠遠超出軍事范疇。

從更新內容來看也的確如此——生物病毒威脅、全球恐怖主義、德國移民政策與以

德國另類選擇黨為代表的右翼勢力抬頭等現象，都成為德國安全事務的重要關切。

與舊版比較，新版白皮書最大的變化之一就是將俄羅斯由「夥伴」改為「對手」，

並將其列入「全球十大威脅」之一，認為在可預計的將來，俄羅斯將給德國乃至給

歐洲大陸安全帶來挑戰。德國 10 年來首次將俄羅斯從「合作夥伴國」轉為「競爭對

手」，讓這本素有德國國家安全政策指南的白皮書，為德俄關係帶來了更多不確定

性。在新版國防白皮書中，德國將對俄羅斯關係的定位由「夥伴」改為「競爭對手」，

這一消息引起俄羅斯方面的不滿。有分析認為，這個讓俄羅斯「不舒服」的新定位

是外部影響因素的產物，雖然白皮書用詞顯得不夠友善，但一般認為兩國關係不會

發生根本轉變。169 

 

德國《世界報》專欄作家托爾斯滕·榮霍爾特認為，之所以德國政府將對俄關係

重新如此定義，是因為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中過於粗暴地堅持自身利益，造成的不

利影響也波及到了德國的安全利益。《2016 年版白皮書》指責俄羅斯在歐盟邊界的

軍事活動愈加活躍。《2016 年版白皮書》甚至總結道，「如果不進行根本性的變革，

在可預計的將來，俄羅斯將給歐洲大陸的安全帶來挑戰。」德國外交政策協會俄羅

                                                      
168同上。頁 67。  
169曲頌，雪珺，2016，〈德國與俄羅斯，「夥伴」變「對手」? 〉《南國博覽》，6：19。 

http://primo2.lib.nccu.edu.tw/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vl(freeText0)=%e6%9b%b2%e9%a2%82+&vl(2719454UI0)=creator&vl(24945018UI1)=all_items&vl(1UIStartWith0)=exact&fn=search&tab=default&mode=Basic&vid=NCCU&scp.scps=scope%3a(NCCU_III)%2cscope%3a(CDM_38clip)%2cscope%3a(CDM_jcgu)%2cscope%3a(CDM_tcybh)%2cscope%3a(CDM_hussic)%2cscope%3a(CDM_tdm)%2cscope%3a(CDM_dsm)%2cscope%3a(CDM_ft)%2cscope%3a(CDM_fmc)%2cscope%3a(NCCU_IR)%2cscope%3a(NCCU_CDM)%2cscope%3a(NCCU_TH)%2cprimo_central_multiple_fe&ct=lateralLinking
http://primo2.lib.nccu.edu.tw/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vl(freeText0)=+%e9%9b%aa%e7%8f%ba&vl(2719454UI0)=creator&vl(24945018UI1)=all_items&vl(1UIStartWith0)=exact&fn=search&tab=default&mode=Basic&vid=NCCU&scp.scps=scope%3a(NCCU_III)%2cscope%3a(CDM_38clip)%2cscope%3a(CDM_jcgu)%2cscope%3a(CDM_tcybh)%2cscope%3a(CDM_hussic)%2cscope%3a(CDM_tdm)%2cscope%3a(CDM_dsm)%2cscope%3a(CDM_ft)%2cscope%3a(CDM_fmc)%2cscope%3a(NCCU_IR)%2cscope%3a(NCCU_CDM)%2cscope%3a(NCCU_TH)%2cprimo_central_multiple_fe&ct=lateralL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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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問題專家施特凡·邁斯特表示，德國曾一度成為俄羅斯在歐盟的「調解員」，但近

年來的民意調查顯示，德俄兩國越來越走向對立面。在經營了幾十年追求與俄羅斯

發展友好政治經濟關係的政策後，德國政府在烏克蘭問題上愈發表現出與俄羅斯在

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德國聯邦國防軍前總參謀長羅德裡希·基塞韋特直言：「我曾經

把俄羅斯作為戰略夥伴和競爭對手，而如今它已經成為一個潛在敵人。」雖然在「白

皮書」上有「對手」和「挑戰」等描述，然而在德俄實質關係上，我們可說在西方

與俄羅斯交惡的大背景下，德俄關係總體上仍維持穩定。作為與俄羅斯經濟聯繫密

切的國家，德國還曾提議階段性取消對俄制裁。德國外長史坦麥爾就曾在俄德「波

茨坦會晤」論壇上提議，明斯克協議的執行出現實質性進展時，可以考慮逐步解除

對俄制裁。俄國國家杜馬外事委員會主席普什科夫就曾稱，德國將俄羅斯由 2006 年

舊版國防白皮書中的「合作夥伴」這個定位改為2016年新版國防白皮書中的「對手」、

「挑戰」，甚至是「威脅」的這一改動並不能反映俄德關係的現實狀況。170 

 

在對俄羅斯的定位方面，德國聯邦政府也受到了左翼黨議會黨團的質疑，他們

認為 2016 年版白皮書過於強調二戰以後美歐在歐洲和平秩序建立過程中的貢獻，卻

忽略了俄羅斯也曾參與其中，而美國及其歐洲盟友對於近年來歐洲尤其是巴爾幹地

區的動蕩也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 2016 年版白皮書只不過是一本「服務於重整

裝備和戰爭的白皮書」。171 

 

 

 

                                                      
170觀察者網 （民 105 年 6 月 7 日）。夥伴變對手？德國新版國防白皮書擬將俄列為「全球十大威脅」

之一。 
https://www.guancha.cn/europe/2016_06_07_363155.shtml 
171陸巍，2017，〈德國 2016 年版《安全政策與聯邦國防軍未來白皮書》解析〉，《德國研究》，32（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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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006 年版與 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對俄政策比較如下。 

2006 年版與 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對俄政策比較 

 表（四） 200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 2016 年版徳國國防白皮書 

俄羅斯主要定位 夥伴 對手 

角色內涵差異 經濟夥伴、能源夥伴、優先夥伴 競爭對手、挑戰、威脅 

相同角色 安全夥伴 安全夥伴 

對戰略夥伴關係看法 無提及 以戰略夥伴關係為長期目標 

表（四） 

 

三、基於法規的和平與穩定的歐洲-大西洋秩序受到質疑 

 

以下為 2016 年版的德國國防白皮書第二章「德國的安全環境」第一節「國際轉型

秩序」中同俄羅斯相關內容的摘要。 

 

「自冷戰結束以來，歐洲國家 - 與美利堅合眾國一道在歐洲大陸上建立了一個所

有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歐安組織）的參與國已承諾的獨特和平秩序。該秩

序基於歐洲安全不可分割的觀點。其體制支柱是多邊區域與泛歐組織和以相互合作

為特徵的機構與基於共同價值觀和實施規則基礎上的第三方的緊密網絡。儘管這一

和平秩序從未能夠完全阻止歐洲地方暴力衝突的爆發，但它為解決這些衝突奠定了

基礎，從而為其實現了深遠的穩定。正如在克里米亞和烏克蘭東部所做的那樣，俄

羅斯公開地質疑了歐洲的和平秩序，它願意用武力推進自身利益，單方面重新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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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保障的邊界。這對歐洲的安全以及德國的安全具有深遠的影響。烏克蘭及其

周圍的危機是長期內部和外部發展的具體體現。俄羅斯拒絕與西方建立密切的夥伴

關係，並強調戰略對抗（strategic rivalry）172。在國際上，俄羅斯正在成為一個具有

全球野心的獨立權力中心。例如，俄羅斯在與歐洲聯盟（EU）和北大西洋聯盟（北

約）邊界的軍事活動有所增加。在對武裝部隊進行廣泛現代化的過程中，俄羅斯似

乎準備考驗現有國際協定的局限性。通過越來越多地使用混合工具有目的地模糊戰

爭與和平之間的邊界，俄羅斯正在為其意圖的性質創造不確定性。這需要受影響國

家的響應，也需要歐盟和北約的響應。如果政策沒有根本改變，俄羅斯將在可預見

的未來對我們大陸的安全構成挑戰（challenge）。然而，與此同時，歐洲和俄羅斯仍

然存在著廣泛的共同利益和關係。作為歐盟最大的鄰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俄羅斯在應對共同挑戰和應對國際危機方面具有特殊的區域和全球責任。因此，如

果沒有俄羅斯的強有力合作，就無法確保歐洲和歐洲的可持續安全和繁榮。因此，

更重要的是，在我們與俄羅斯的關係中，我們在集體防禦和增強復原力（resilience）173

以及合作安全和部門合作的方法之間找到了適當的平衡。因此，對我們大陸的共同

安全空間而言，重要的不是開發新的安全架構，而是尊重並始終如一地遵守現有的

和經過驗證的共同規則和原則。」174 

 

四、國際衝突的發生與國際組織 

 

(一) 國際衝突 

 

「傳統強權政治的復興涉及利用軍事手段追求國家利益並需要相當大的軍備努

                                                      
172一般認為有「競爭對手」或「對手」意涵。 
173「復原力」這一概念指的是對混合危險情況的防禦，這些危險產生於全球化、技術化及數字化所

帶來的可能性之中。 
174White Paper 201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 2016. Berl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pp.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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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高了暴力國際衝突的風險 - 即使在歐洲及其鄰國，正如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所

作所為的例子所示。軍隊在新興大國的野心中不斷增加的角色以及持續的領土衝突

和爭取地區霸權的鬥爭正在危及國際體系的穩定性。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歐洲及其

周邊地區。與權力預測有關的區域領土爭端尤其引起東南亞和東亞國家的關注。此

外，當民族主義情緒獲得重視並且被工具化時，國際衝突升級的風險也會增加。此

外，非國家行為者以及特別是國家行為者正在訴諸混合戰爭的方法。這涉及使用低

於常規戰爭門檻的軍事手段。目的是以隱蔽的方式破壞一個國家。這種方法將各種

民用和軍用手段和工具結合起來，不會揭示其實際的攻擊性和攻擊性意圖，直到拼

圖的所有部分組合在一起。混合威脅需要混合分析能力以及相應的防御准備和能力。

這對我們對 21 世紀國家和集體防禦的理解產生了重大影響。」175 

 

（二）國際組織 

 

為了因應「國際衝突」，2016 年版白皮書強調了國際組織的重要作用。2016 年

版白皮書在出現之後引起了廣泛關注，甚至有學者認為德國將改變二戰後的「軍事

克制」慣性。正是基於這一擔心，新版白皮書一再突出國際組織的作用，強調德國

將在聯合國、北約、歐盟等組織的框架下展開行動。與此同時，在烏克蘭危機爆發、

歐洲有可能進入新冷戰的背景下，歐洲也的確需要強化北約框架下的美歐同盟關係，

藉助美國的力量來平衡俄羅斯的軍事優勢。然而與 2006 年版白皮書重在闡述北約的

發展方針、轉型及戰略規劃不同 176，在美國戰略中心轉向亞太，拒絕因為烏克蘭對

俄開戰的情況下，2016 年版白皮書明確表示將提升歐洲一極在北約中的地位，這將

為歐盟擺脫對美國的依賴、獲取更大的安全政策自由度提供契機。因此，德國堅持

繼續深化歐洲統合進程，努力通過周邊鄰國政策建立安全的外部環境，爭取在共同

                                                      
175Ibid., p.38. 
176White Paper 200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2006. Berlin: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Defence.pp.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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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與防務政策的基礎上建立歐洲安全和防務聯盟。177 

 

五、「混合威脅的俄羅斯」利用「混合戰術」模糊戰爭與和平間的界限 

 

在德國國防白皮書中的 39 頁還提到了所謂「混合威脅」（HYBRID THREATS）。

文中雖然沒有白紙黑字的指明「俄羅斯是威脅」，然而根據上下文來判斷，很顯然的

就是暗指俄羅斯是威脅之一。俄羅斯被認為使用了「混合戰術」模糊了戰爭與和平

之間的界限。下述為其摘要。 

 

混合威脅（HYBRID THREATS） 

「開放、多元和民主的社會提供了許多潛在的目標，因此特別容易受到混合活動的

影響。混合攻擊可以通過網絡攻擊和訊息操作（例如宣傳）、經濟和財政壓力以及政

治不穩定的企圖來瞄準社會的所有領域。同時，可以使用不規則的元素、秘密特種

部隊、顛覆和正規武裝部隊。混合戰爭可以由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進行。混合戰術

模糊了戰爭與和平之間的界限，也可能構成違反一般禁止使用武力的行為。侵略者

和衝突一方的角色是故意模糊的。其目的是推遲或完全阻止受到攻擊的國家和國際

社會立即作出果斷反應。為了確保我們自己的行動和回應能力，我們必須建立有效

的預警系統。該系統必須基於一套精確而靈活的指標以及強大的分析能力。成功預

防混合威脅需要國家和整個社會的復原力，從而需要全面的防禦能力。通過有效地

連接相關政策領域，我們可以顯著提高成功抵禦混合威脅的復原力的前景。這包括

更好地保護關鍵基礎設施、減少能源部門的脆弱性、民防和災害控制問題、有效的

邊境管制、警方確保的法律和秩序以及快速部署和準備就緒的軍事力量。政治家、

媒體和社會在揭露宣傳和用事實來對抗宣傳時都必須提供幫助。」178 

                                                      
177陸巍，2017，〈德國 2016 年版《安全政策與聯邦國防軍未來白皮書》解析〉，《德國研究》，32 （1）：

37。 
178White Paper 201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 2016. Berl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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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的逐步復蘇，俄羅斯面對北約和歐盟的攻勢不再一味忍讓，而是逐漸

增加了在其周邊的軍事行動，並通過混合戰爭手段在特定的目標國家製造動蕩。俄

羅斯在烏克蘭和克里米亞危機中的行動表明，歐洲很可能將不得不重新面對來自東

方的傳統威脅。179事實上，克里米亞及烏克蘭危機表明，俄羅斯甚至有可能不顧《國

際法》確定的邊界，通過武力手段維護自身利益。如果俄羅斯不改變當前的戰略方

針，很有可能在可以預見的時間內重新成為歐洲大陸必須面對的挑戰。這將會破壞

冷戰以後在歐洲形成的和平秩序，給歐洲以及德國的安全帶來深遠影響。基於上述

原因，歐洲有可能必須重新面對來自東方的傳統安全威脅。德國 2016 年版白皮書也

因此指責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中的行動是「典型的強權政治復辟」，「增加了暴力衝

突的風險」，並警告俄羅斯「要在軍事上克制」。180 

 

六、北約框架下的歐美集體防禦義務 

 

在《德國安全政策與聯邦國防軍未來白皮書 2016 年版》中的 66 頁提到「對

於那些傳統上與北約有著複雜關係的國家來說，合作安全尤其重要。長期以來，德

國一直致力於與俄羅斯聯邦建立特別合作關係，並在 1997 年通過『北約 - 俄羅斯

基礎法案』和建立『北約 - 俄羅斯理事會』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德國繼續支持北

約與俄羅斯之間戰略夥伴關係的長期目標。目前俄羅斯聯邦的政策反映在克里米亞

的併吞和宣布北約威脅的理論中，北約需要採取雙重辦法：可靠的威懾和防禦能力

以及參與對話的意願。」181而在《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69 頁則又提到一次德

國政府將下定決心在北約推動對俄羅斯採取雙重做法，包括可靠的威懾和防禦能力，

                                                                                                                                                               
Federal Government.p.39. 
179陸巍，2017，〈德國 2016 年版《安全政策與聯邦國防軍未來白皮書》解析〉，《德國研究》，32（1）：

40。 
180倪海寧：《德國擺脫「軍事克制進行時」》，載《解放軍報》，2016 年 8 月 12 日，第 7 版。 
181White Paper 201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 2016. Berl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p.66. 



DOI:10.6814/NCCU2019001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1 
 

以及願意參與對話和共同努力的合作安全。182雖然《國防白皮書》乃是德國本身的

國家安全政策，然而在《白皮書》中的對俄關係上都會強調是北約或是歐盟的對俄

關係。俄羅斯在烏克蘭和克里米亞危機中的行動表明，歐洲很可能將不得不重新面

對來自東方的傳統威脅。183在面對俄羅斯的威脅之下，北約的角色可說擔負著重要

的防務責任。俄聯邦委員會國防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謝列勃列尼科夫就曾調侃稱「德

國把俄羅斯稱為全球威脅是為了與北約政策保持一致，是一種趕時髦」。在烏克蘭

危機之後，對於德國或是歐洲來說美國的態度尤其重要。然而歐巴馬在烏克蘭危機

期間已經明確表態美國不會因為烏克蘭與俄羅斯兵戎相見，在歐盟軍事統合尚不成

熟的情況下，德國只能在 2016 年版白皮書中強調北約框架下的歐美集體防禦義務，

希望美國為當前的歐洲安全承擔責任。184美國在川普上任總統之後，一般對其承擔

北約防務責任的決心感到擔憂。在鄭春榮主編的《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18）

-梅克爾 4.0 時期的德國何去何從》一書中提到：「儘管川普承擔北約防務責任的搖擺

態度令人擔憂，但美國北約政策的穩定因素超過變數。新上任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約翰．博頓即使曾經在多個場合表達對北約的懷疑，在面對俄羅斯對歐洲造成的威

脅時他還是表示：『我們不會讓俄羅斯威脅美國及其盟友』。」185

                                                      
182Ibid.,p.69. 
183陸巍，2017，〈德國 2016 年版《安全政策與聯邦國防軍未來白皮書》解析〉，《德國研究》，32（1）：

40。 
184同上。 
185Rick Noack, “John Bolton is set to clash with some of the United States’ closest allies ” , The Washington 
Post, 23 March 2018, https: 
//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8/03/23/john-bolton-is-set-to-clashwith-some-of-the-
united-states-closest-allies/? Utm_term＝.8fbad7df88c9. 



DOI:10.6814/NCCU2019001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 
 

 

 
 
 
 
 
 
 
 
 
 
 
 
 
 
 
 
 
 
 
 
 
 
 
 
 
 
 
 
 
 
 
 
 
 
 
 



DOI:10.6814/NCCU2019001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3 
 

第四章 德國對俄羅斯外交政策的結果與影響 

 

本章乃是屬於國際層次的分析，探討德國對俄羅斯外交政策的結果與影響。而

這樣的結果與影響乃是從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的角度來探討。這樣的結果與影響可說

有部分是受到德對俄政策的直接影響，而還有部分則是受到外部國際環境因素變化

的影響。因此在這樣的國際體系與環境下，德國和俄羅斯可說都被迫扮演了某個有

違自己原先意願的角色。從施洛德時期到梅克爾時期，德國可說經歷了一個從歐洲

國家定位轉移到西方國家定位的歷程。而這樣的一種角色轉換可說也反應了一部份

德國民意的轉變，德國人民希望加強德國同西方盟國的關係，而與俄羅斯則是保持

距離。施洛德政府對俄政策的結果與影響一般認為有兩項：一、能源和經濟合作緊

密所形成的戰略夥伴關係。二、伊拉克戰爭後所形成的歐洲本位主義傾向。然而隨

著梅克爾於 2005 年上任，而施洛德因選舉失利而黯然下台，第二項的伊拉克戰爭後

所形成的歐洲本位主義傾向可說就蕩然無存了（眾所周知的梅克爾乃是將德國定位

在一個西方國家並且非常親美的）。 

 

自 1990 年兩德統一為德俄「戰略夥伴關係」奠定了基礎，在當時德國的對俄政

策是「通過交織求改變」政策（英：change through interweavement，德：Wandel durch 

Verflechtung），這種政策方法是基於 20 世紀 70 年代的東方政策（德：Ostpolitik）。

而直到施洛德時期的 2000 年時俄羅斯和德國在柏林的政府間磋商會議中才首度提

出兩國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的概念，它規定了夥伴關係主

要基於密集的經濟合作和廣泛的制度化政治合作結構。186依照當時德俄雙方的構想，

此種「戰略夥伴關係」應是屬於「綜合內涵的戰略夥伴關係」，也就是既有政治關係

又有經濟關係等的「戰略合作」。然而在梅克爾於 2005 年上任之後，由於強調「價

                                                      
186Anna Kwiatkowska-Drozdz.2014.“Germany on Russia. Yes to links, no to rapprochement.”OSW Point of 
View, 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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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外交」，因而「戰略夥伴關係」變得有些名不符實，可說只是「有限合作」，只

能夠免強稱作是「經濟內涵的戰略夥伴關係」。而在 2008 年由於爆發了俄喬戰爭，

因而使得德俄戰略夥伴關係中的「戰略」一詞更顯得名不符實。事實上，俄喬戰爭

爆發的三個月前德國外長史坦麥爾才提出德俄間的「現代化夥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Modernization, P4M）作為「戰略夥伴關係」的補充，內容可說呼應了德國 2006

版白皮書中所提到的：「俄羅斯的現代化被強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合作所支持是符

合德國的特殊利益的。因此，德國促進改善俄羅斯與歐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合作，

並支持俄羅斯與北大西洋聯盟進一步密切合作。」187因此梅克爾政府在德俄關係上

起先確實是有朝向著真正的「戰略夥伴關係」邁進的。然而由於 2008 年爆發的「俄

喬戰爭」以及 2013 年底爆發的「烏克蘭危機」重挫了歐洲的「安全秩序」，因而使

得德俄間的「戰略夥伴關係」變成一個尚未達成的「長期目標」。 

 

2013 年底爆發的「烏克蘭危機」可說是長期以來佔有優勢的海權國家（西方國

家）不斷向東擴張（北約以及歐盟東擴）所造成的陸權國家俄羅斯為了維護自身的

地緣政治戰略利益而做出的反撲。自從 1991 年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可

說就不斷地受到西方國家的壓迫。因而當前蘇聯的加盟國烏克蘭出現內亂而倒向西

方之時，俄羅斯也不得不採取舉動—藉由併吞克里米亞來維護其「戰略利益」。俄羅

斯之所以寧可受到德國等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也不願放棄克里米亞就是由於此種源

於地緣政治因素的「戰略利益」一旦喪失，可說以後再也收不回來。普京的俄羅斯

政府認為「戰略利益」乃是遠比「經濟利益」重要的。 

 

在梅克爾政府時期，俄羅斯的角色可說由《德國 2006 年版國防白皮書》中的「夥

伴」角色（安全夥伴、優先夥伴、經濟夥伴）轉變為《德國 2016 年版國防白皮書》

中的「對手」（挑戰、威脅）。雖然《德國 2006 年版國防白皮書》中的德俄關係並未

                                                      
187White Paper 200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2006.Berlin: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Defence.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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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過「戰略夥伴」這個詞，然而梅克爾政府起先確實是有朝著這個方向進展。俄

喬戰爭及烏克蘭危機之後，距離真正的德俄「戰略夥伴關係」可說越來越遙遠。梅

克爾政府認為俄羅斯乃是單方面自願地放棄了這樣的夥伴角色，並且還潛在地成為

了德國及歐盟和北約的「對手」。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除非發生了如二戰般的衝突，不

然在現實上俄羅斯將一直會是德國的「安全及經濟夥伴」。 

 

 

第一節 德俄親密期及後續發展 

 

一、德俄關係的背景 

 

冷戰結束之後，德國的對俄羅斯政策是和其中東歐政策緊密相連的。從目標上

來說，德國首先也想要促進和幫助俄羅斯政治、經濟的順利轉型，因為德國認為，

俄羅斯的穩定與繁榮與歐洲的未來息息相關。與美國把俄羅斯看作是西方世界之外

的國家的態度不同，德國把俄羅斯看作是歐洲的一部分，而且是德國在歐洲的一個

重要的合作夥伴。雖然德國一直推動在歐洲建構能夠緊密聯繫俄國的多邊主義制度，

然而由於缺乏合適的制度架構，德國的對俄政策不得不使用了很多傳統的雙邊外交

手段，而這種「雙管齊下」的戰略也為德國帶來很大的利益。188 

 

從歐洲現有的安全制度來看，北約由於其作為西方軍事同盟的集體防禦組織特

性在短時間內還難以被俄羅斯所接受，20 世紀 90 年代的歷史發展表明，北約東擴

是被俄羅斯視為對其安全的威脅，因此全歐洲安全秩序的建立無法僅僅依靠北約。

為了能夠穩住俄羅斯，德國迅速建立了被稱之為「蜜月期」的雙邊關係。德國在世

                                                      
188熊煒，統一以後的德國外交政策（1990-2004）（北京市：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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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大國中最早承認俄羅斯，也是西方對俄羅斯進行政治、經濟援助的主導國家。189 

 

二、施洛德執政時期的德俄蜜月期 

 

戰後在德國國內和國際政治中素有名望的社民黨政治家，當屬布蘭德、施密特

和施洛德三位。社民黨在 1983 年第 10 屆全國大選中失利，成為在野黨，經過 15 

年的努力，終於在 1998 年第 14 屆全國大選中獲勝，挫敗聯盟黨，與綠黨聯合組

成新政府。這也是綠黨成立以來第一次成為執政黨。社民黨則選出施洛德出任總理。

施洛德認為，美國對歐洲的政策始終矛盾重重，一旦看到歐洲出現自主獨立的趨勢，

就千方百計加以阻撓。施洛德力主德國應該不斷提高獨立自主意識，適當擺脫對美

國的依賴。他主張德法應該成為推動歐洲統合的發動機，與俄羅斯以及中國建立戰

略夥伴關係。190 

 

施洛德從歐洲如何在國際政治中發揮主導作用的角度出發，強調歐洲只有加強

與俄羅斯合作，才能作為世界的一級，發揮應有的作用。俄羅斯要想在世界舞台上

與美國平起平坐，也只有與歐洲建立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才能做到。191他深信，沒有

與俄羅斯的全面相互理解，就談不上歐洲永久的穩定與和平。一般認為施洛德時期

乃是德俄關係的親密期或是蜜月期。梅克爾時期初期的德俄關係可說也受惠於施洛

德時期所建立的德俄關係。德俄不僅在抗衡美國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在協調中東等

地區重大國際問題方面，也容易找到契合點。更為重要的是，俄羅斯是德國第一大

能源供應國，德國是俄羅斯最為重要的投資國和商品輸出國，在俄羅斯的市場佔有

量居第一位。施洛德在擔任總理期間，力主發展德俄能源合作，兩國簽署了通過波

                                                      
189同上。頁 124。 
190楊成緒，2018，〈二戰後德俄關係發展歷程及其前景展望〉，《俄羅斯研究》，1：34-35。 
191[德]格哈特•施洛德：《抉擇：我的政治生涯》（施洛德回憶錄），徐靜華、李越譯，南京：譯林出

版社，2007 年，第 5 章：鼓足勇氣，堅守和平。第 2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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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的海修建從俄羅斯直接向德國提供天然氣的北溪管道，這一項目已在 2011 年完工，

兩國還決定修建北溪管道第二期工程。192 

 

三、歐盟對俄政策的影響與發展 

 

在德國政府的公開表示中，歐盟和俄羅斯的關係往往要比德俄雙邊關係強調得

多。德國前國防部長沙爾平（Rudolf Scharping，社民黨）曾很清楚地表明：德國和

俄羅斯之間的雙邊會談與協定不能取代俄羅斯和歐盟以及北約之間的關係。從整體

上來說，俄羅斯和歐盟國家的大部分政策議題要麼是和歐盟談，要麼就是和北約

談。193美近來加大了對俄所謂民主倒退的批評，歐盟大國卻並未出現這樣的聲音。

事實上，在 2005 年 3 月德、法、西三國首腦在巴黎與普京會晤時，德法兩國領導人

就只強調歐俄合作，根本不提車臣問題，而西班牙首相則乾脆表示：「尊重每個國家

的內部政治」。194儘管歐盟內部在對俄政策上存在分歧，特別是中東歐國家主張執行

對俄強硬政策，但德、法、英、意等大國主導的對俄合作政策卻在歐盟內處於支配

地位，這一政策能加速歐俄經濟和政治體系的融合進程，也可促進俄與歐盟內的前

蘇聯共和國及衛星國的和解，從而促進整個歐洲大陸的統合。195 

 

能源因素對於俄羅斯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能源領域的收入是俄羅斯國民經濟

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它關係到俄羅斯的經濟現代化和政治穩定。有人認為，石油和

天然氣生意在俄羅斯已經不單純是經濟利益的問題，它還和俄羅斯的國家意識形態

緊密聯繫，能源產業是支撐俄羅斯政治精英的大國心裡的一個重要原因。普京上台

以後，非常重視能源因素在俄羅斯外交政策中的作用。「9．11」事件的兩個星期以

                                                      
192楊成緒，2018，〈二戰後德俄關係發展歷程及其前景展望〉，《俄羅斯研究》，1：35-36。 
193Scott Erb. 2003. German Foreign Policy. Navigating a New Era. Boulder/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p.186. 
194Neil Buckley, Guy Dinmore and Daniel Dombey, “Memories and meaning: the West recalls Russia' s past 
but is wary of its future”, Financial Times , May 6, 2005. 
195張健，2005，〈德俄加強能源合作的動力及其影響〉，《現代國際關係》，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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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普京在德國埃森向德國企業界發表演說。他向德國人保證：「在中東地區發生重

大的動盪事件的情況下，俄羅斯將加大向德國和歐洲供應油氣資源，以保證歐洲經

濟和人民生活的穩定」。一個月之後，俄羅斯又和歐盟進一步簽訂了兩個在能源領域

加強合作的協定。自 2000 年開始，俄羅斯天然氣公司（Gazprom）和德國企業巴斯

夫（BASF）合作建設了歐洲最大的天然氣儲存庫，其供應能力達到四百億升，為歐

洲國家在冬天的天然氣供應提供了保障。巴斯夫公司還是第一個開採俄羅斯石油公

司的外國公司。出於減少對歐佩克集團（OPEC）能源依賴的目的，歐盟和俄羅斯在

能源領域展開對話，建立了能源政策上的長期戰略夥伴關係。對於德國來說，俄羅

斯的能源生意除了有保證德國能源供給的重要意義之外，俄羅斯通過出售能源的收

入所得還是它歸還德國貸款的主要來源，因此與俄羅斯在能源領域的合作對於德國

有著特殊的重要性。對於德俄合作，普京在 2005 年曾對德國記者說道，德俄雙邊關

係決不僅僅是一些合同訂單所能代表的，德俄關係是戰略合作關係，它意味著德國

幫助俄羅斯的經濟發展，而俄羅斯保證德國的能源供給。196 

 

然而，總部設在巴黎的國際能源機構（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曾建

議歐盟在能源供應上實行多元化。國際能源機構警告說，歐盟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

日益嚴重，這將威脅到歐盟的安全。目前歐盟 30%的石油進口來自俄羅斯，45%的

石油進口來自歐佩克（OPEC）。另外 40%的天然氣需要從俄羅斯進口，預計這一數

字到 2030 年將增長到 60%。國際能源機構執行幹事田中伸男說，歐盟國家必須制定

共同一致的政策對待像俄羅斯這樣的主要能源供應國。但目前的情況卻是，每一個

歐盟國家都試圖單獨同俄羅斯簽訂雙邊能源供應協議，從而放棄了在歐盟框架內同

俄羅斯討論能源供應條件的可能，這造成每個歐盟國家分別以不同的角度對待俄羅

斯。俄國媒體說，每當歐盟同俄羅斯的關係出現對抗或是遇到矛盾時，歐盟國家就

會出現討論歐盟在能源方面過分依賴俄羅斯的聲音。歐盟國家擔心，俄羅斯將以減

                                                      
196熊煒，統一以後的德國外交政策（1990-2004）（北京市：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頁 128-129。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4%bf%84%e7%be%85%e6%96%af.html


DOI:10.6814/NCCU2019001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9 
 

少能源供應作為威脅，對歐盟國家施加壓力。能源供應過分依賴俄羅斯正導致歐盟

的對外政策受到限制。197以烏克蘭危機後的歐盟對俄制裁政策為例，在歐盟內不斷

有義大利及奧地利等國呼籲改變對俄制裁政策的聲音出現。 

 

在施洛德政府時期儘管想通過積極參與北約框架內的行動，履行對盟友更多的

國際義務，來使原本不具備世界大國基本條件的中等國家德國能夠在全球扮演大國

角色，但堅持民族意識和國家利益的施洛德總理也十分堅持政策的獨立性和自主

性 198，在伊拉克戰爭中，德國公開反對英美對伊拉克使用武力，倡導政治方式解決

問題，甚至不惜德美關係因此受到影響。199雖然歐盟大多數國家都持反戰立場，但

是由於英國和中東歐國家堅決和美國站在一起的立場，德國只能和反對美國發動戰

爭的國家在國際場合組成「反戰聯盟」。在這種背景下，2003 年 2 月 10 日，德、俄、

法三國發表聯合聲明，呼籲以和平方式解決伊拉克武裝的目標。2003 年 3 月 5 日，

德國和法國、俄羅斯三國外長在巴黎表示，他們不會接受未對伊拉克採取軍事行動

鋪平道路的安理會決議。德國是最早舉起反戰旗幟的國家，它的這一系列行動被輿

論界稱之為是在建立「反戰軸心」。在伊拉克危機之後，施洛德和普京保持了非常緊

密的「哥兒們友誼」，德俄兩國領導人的私交要遠遠好於德美兩國。以至於有的記者

不無諷刺地評論說：「施洛德和普京在漢諾威博覽會上的親熱勁也許只有何內克（德

語：Erich Honecker）才有的比。」200 

 

由於美國在歐洲的影響力長期以來一直是得益於歐洲大陸的分裂，因而歐俄之

間的融合客觀上有利於德國等歐盟國家，特別是中東歐國家最終擺脫美國的影子，

從而進一步削弱美國在歐洲的影響力，使歐俄在與美發生分歧時也必將更有意願也

                                                      
197大紀元（民 97 年 9 月 5 日）。國際機構促歐盟減少對俄能源依賴。

http://www.epochtimes.com/b5/8/9/5/n2253330.htm 
198王金標，2000，〈德國紅綠聯盟政府對外戰略和政策趨向〉，《現代國際關係》，12：16。 
199于芳，德國的國際角色與外交政策（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5）。頁 67。 
200熊煒，統一以後的德國外交政策（1990-2004）（北京市：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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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實力捍衛自己的利益。此前，德、俄、法三國曾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採取共同

的反美立場，三國在歐洲安全政策問題以及未來世界秩序思想上看法的一致已經使

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一在伊戰時結下的所謂「方便的聯盟」當初被認為未來極

可能演變為一種常態聯盟，而這一聯盟也可能成為未來歐俄在重大戰略問題上進行

合作的範式。這種合作在客觀上是有利於多極化世界的發展的。201不過這一「方便

的聯盟」已隨著施洛德的下台及梅克爾的上任便壽終正寢了，然而其意義在於德國

強調了歐盟範圍內共識的重要性。德國在制定歐盟對一系列國際問題的共同辦法方

面可說發揮了主導作用，包括科索沃未來地位，以色列 - 巴勒斯坦衝突，伊朗核計

劃以及非洲和中亞政策等問題。在提倡歐盟在這些問題和其他問題上的共同立場時，

德國強調了歐盟範圍內共識的重要性，有時表明願意為了歐洲統一而改變國家目

標。202在此後的利比亞戰爭、敘利亞危機中，德國政府始終對海外軍事行動採取了

十分謹慎的態度，一味在聯合國授權和北約授權下參與集體行動的歷史一去不返。

在很多情況下，德國不僅拒絕美國和北約的指揮和任務分配，還和波蘭等國一道帶

動北約和歐盟其他成員國也站到反對軍事行動的行列中。203 

 

談到德國的反對美國單邊主義及推動合作主義和多邊主義時就不得不

提到所謂的「歐洲民事強權」概念 204。德國學者毛爾（Hanns W. Maull）曾

藉用了「民事強權」的概念，把它發展成為一種理想類型式的角色設計來分

析德國外交政策。在他的研究中，「民事強權」是理想類型式的模式，即它

並不真正存在於社會現實之中，而是由從現實中提煉出的一些要素組成的一

種用於觀察和比照的理論模型。毛爾為「民事強權」構建了一些標準：如民

事強權在處理國際事務時，必須奉行合作主義和多邊主義，以推動國際關係

                                                      
201張健，2005，〈德俄加強能源合作的動力及其影響〉，《現代國際關係》，5：44-45。 
202Paul Belkin. 2009. “Germ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Trends and Transatlantic Implic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20：9. 
203于芳，德國的國際角色與外交政策（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5）。頁 67-68。 
204「歐洲民事強權」（European Civilian Power）是上個世紀 70 年代初法國政治學家杜希納提出的一

種用於論述歐共體對外政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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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化和法制化發展；雖然「民事強權」並不意味著和平主義，但是也應在

國際社會中盡量不使用軍事手段，武力只是在自衛、集體防禦、維護集體安

全和人道主義目的下才可以使用，而且其最終目的也是為了實現國際關係的

「文明化」；作為「民事強權」，它的外交政策還應努力推動超國家機構的發

展，並且願意向超國家機構讓渡主權。 205 

 

在伊拉克戰爭時雖然德、法等歐洲國家反對美國單邊主義，並顯示出其「國家

自主性」。然而，事實上站在國際體系的角度來看，在 1990 年代末期至 2000 年代初

期所謂單極（unipolarity）國際體系下，美國雖然經歷了 2001 年九一一恐怖主義攻

擊，但隨後美國積極主導之反恐戰爭，及 2003 年 3 月之攻打伊拉克事件，不但未見

美國國力因恐怖主義之攻擊而衰竭，甚至有藉著全球反恐戰略部署，而加深其戰略

縱深。206這一切都在在展現了美國作為世界唯一的超強（super power），其在國際事

務之角色之獨特地位，而「霸權穩定理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也再次地被

研究國際關係理論之學者所重視。207吉爾平（Gilpin）乃是除了華茲之外的另一位「結

構現實主義」學者，他的「霸權穩定理論」沿襲華茲的推論原則，強調出現單一霸

權的國際體系，由於霸權國家既有穩定體系的「意願」（體系內資源分配），亦不乏

維護體系的「能力」（對秩序破壞加以懲罰）；另一方面，其他次要國家則既不具顛

覆體系的「能力」（無法避免受懲），也不見破壞體系的「意願」（安全財產遭脅）。

結果則霸權地位越穩固，所處的體系將越易穩定；反之，霸權的衰弱與交替，則經

常滋生動盪與不安。208然而目前雖然有不少學者相信美國是國際社會中唯一的超強，

但已有許多對國際關係有深入了解的學者對美國是否是一個「霸權」（hegemon）採

                                                      
205熊煒（民 102 年 2 月 16 日）。「歐洲民事強權」：概念、決定性因素及其發展。中國社會科學網。

http://www.cssn.cn/gj/gj_gjwtyj/gj_oz/201310/t20131026_592529.shtml 
206吳玉山，2002，〈仍是現實主義的傳統：九一一與布希主義〉，《政治科學論叢》，17： 1-31。 
207宋學文，國際關係的理論與其應用：入門、進階與研究設計（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2009）。頁 14。 
208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第 2 版（新北市：揚智文化，2009）。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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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較保留的態度，而較傾向用其他較柔性的名詞，如「美國領導」（American leadership）

或「美國軟性權力」（American soft power）。209 

 

 

四、德俄特殊關係影響歐洲團結 

 

由於德國與俄羅斯建立密切的雙邊關係，促使一些分析人士質疑柏林在外交和

安全政策問題上促進歐洲團結的承諾。密切的德俄關係源於 20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

代，當時德國領導人加強了與蘇聯和其他東方集團國家的外交和經濟接觸，以改善

與東德的關係和條件。自冷戰結束以來，德國一直在努力確保俄羅斯不會受到歐盟

和北約擴大的威脅。德國繼續優先考慮與俄羅斯的關係。今天，德國是俄羅斯最大

的貿易夥伴，依靠俄羅斯接近 40％的天然氣和 30％的原油需求。210對俄羅斯和中東

歐國家政策上，在施洛德政府時期，德俄關係發展勢頭良好，能源和對外經濟合作

緊密，德俄跨海天然氣管道建設，讓波蘭、波羅的海國家以及其他中歐國家感覺受

到威脅，他們希望得到保護的需求已經大大超過了與俄羅斯進行能源經濟合作的需

求。梅克爾總理上任後，同歐盟的中東歐國家進行了緊密的磋商，解決了波羅的海

天然氣管道修建帶來的問題。同時，德國還準備在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以「通

過相互交織求接近」為題的議程，同俄羅斯簽訂夥伴關係和合作協定，但是因為俄

羅斯和中東歐國家之間的摩擦，簽署協定的努力沒有成功。211 

 

梅克爾被一些人視為對俄羅斯採取比她的前任施洛德更強硬的立場，自上任以

來，梅克爾一直致力於改善與德國東部鄰國的關係，除此之外，尋求向他們保證德

                                                      
209宋學文，國際關係的理論與其應用：入門、進階與研究設計（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2009）。頁 16。 
210Paul Belkin. 2009. “Germ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Trends and Transatlantic Implic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20：8. 
211于芳，德國的國際角色與外交政策（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5）。頁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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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俄羅斯的密切雙邊關係不應被視為對歐洲統一或安全的威脅。雖然大多數人都

對梅克爾的努力表示歡迎，但德國與波蘭之間的關係在各個問題上都存在分歧，包

括德國與俄羅斯的密切關係。212梅克爾提倡德國和歐盟兩者基於互惠信任與合作與

俄羅斯建立「戰略夥伴關係」。談判新的歐盟 - 俄羅斯夥伴關係與合作協議是德國

在 2007 年初擔任歐盟輪值主席期間的主要目標之一。然而，梅克爾當時面對強烈的

波蘭反對派，以及明顯的俄羅斯頑固態度使其允許談判在 2007 年 5 月結束。一些觀

察家和東歐領導人認為這是對梅克爾在外交政策中對歐洲統一的承諾的重要肯

定。213如前所述，梅克爾被一些人視為對俄羅斯採取比她的前任施洛德更強硬的立

場，這一立場至少部分歸功於她的東德背景。儘管如此，德國關於如何與俄羅斯接

觸的執政聯盟分歧以及兩國之間強大的歷史、經濟和能源關係的分歧導致分析人士

認為德國可能繼續尋求可能成為俄羅斯和一些歐盟新成員國之間日益脆弱的中間道

路。214 

 

前德國總理施洛德可說是一位「普京理解者」的代表人物。施洛德於任職總理

期間與普京共享蜜月期，他還說過「普京是民主主義者」，如今只能被拿來揶揄。他

與普京就建造波羅的海海底天然氣輸送管取得協議，卸任後還空降到建商「北流」

（Nord Stream）當主管。2014 年 4 月 28 日，「北流」在聖彼得堡為施洛德舉辦了一

場七十大壽慶生會，報導中不斷播出滿面笑容的施洛德擁抱普京的畫面。對此，德

國媒體批評，這給了俄國德國內部在對俄態度上分歧的印象，會對梅克爾政府的外

交有不良影響。215施洛德在 2014 年 3 月 9 日由《時代週報》主辦的公開討論會「時

代午場」中，一開始就講到 1999 年擔任德國總理時，聯合國安理會在科索沃問題沒

                                                      
212For more information on Poland see CRS Report RS22811, Poland’s New Government: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by Carl Ek. 
213“Europe and Russia: the Divorce?” Spiegelonline, May 18, 2007; “German rebuke sets up tense 
EU-Russia summit,” EU Observer, October 5, 2007; “Estonia urges EU to defend small countries against 
Russia,” EU Business, July 11, 2007. 
214Ibid.; Mitchell, op. cit. “Talking with Russia—or Not,” Spiegelonline, May 21, 2007. 
215薛芸如譯，三好範英著，德國風險－反思德國浪漫主義的政治實踐（台北市：玉山社出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2018）。頁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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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決議的情況下，就要求德國加入由北約介入的軍事行動，所以「我也曾違反國際

法」。這一席話就像是在幫普京併吞克里米亞開脫。但北約出兵到科索沃，是為了阻

止塞爾維亞對阿爾巴尼亞人的迫害，是「人道介入」，不應將兩樁軍事介入混為一

談。216梅克爾也批評到施洛德將這兩件事相提並論乃是「可恥的比較」。 

 

冷戰以後德俄關係發展的歷史表明，利用傳統手段維護的雙邊特殊關係始終在

德國外交政策中占據重要地位，俄羅斯的重要性決定了德國無論如何也要保持和俄

羅斯的友好關係，正如葉爾欽曾說過的那樣：「德俄友好，歐洲就和平；德俄反目，

歐洲就打仗。」在和俄羅斯保持緊密合作的同時，德國必須注意這種雙邊聯繫不能

引起歐洲其他國家的疑懼，因此推動多邊主義機制的發展、尤其是推動歐盟作為一

個整體建立和俄羅斯的合作關係就是德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課題。217 

 

五、施洛德的中間道路行不通 

 

在德國的政壇上，施洛德可能是最「悲壯」的人物之一，當社民黨在選舉中慘

敗時，他或許已經知道自己的結局，他將告別自己的總理生涯。施洛德的選舉失敗，

也預示著他的「中間路線」政策的失敗。施洛德的執政特點是推行「新中間路線」，

這是世界性的「第三條道路」的組成部分。所謂第三條道路，是指介於社會主義和

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間的其他選擇。它不單單是一條中間路線，或者說是一種妥協，

它是混合了兩種路線的優點、去除缺點的政治哲學。218施洛德雖然在外交上（尤其

在對俄政策上）有所建樹，然而其在內政方面的失敗，使得其不獲選民青睞，因而

導致敗選下台。施洛德的「新中間路線」，強調「革新是我們的傳統」，原則不是靜

止的概念。在新的時代，「自由」還意味著為集體和個人承擔更多的責任。他認為，

                                                      
216同上。頁 159-160。 
217熊煒，統一以後的德國外交政策（1990-2004）（北京市：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頁 130。 
218劉觀其，一本書讀懂德國史（台北市：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2016）。頁 26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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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不是簡單的平等，人們不能過分依賴國家。與失業做鬥爭是施洛德執政期

間的中心任務，重點在降低青年失業和長期失業。為此，他提出了青年就業計畫。

當初前任總理柯爾雖然實現了德國的統一，但在他的任職期間失業率猛增，經濟停

滯不前，這也是導致他大選敗給施洛德的原因，而在施洛德上任之後，同樣的並沒

有解決這個問題，因而也導致他之後的大選敗給梅克爾。施洛德的中間路線可說非

常的不符合德國的現實情況。施洛德宣稱的「新中間路線」，目的是想縮短貧富差距，

改善社會福利，解決失業問題，但檢驗他的成績，幾乎全部不及格。改革的措施沒

有取得預期的成效，將近 500 萬的失業人數沒有減少；在刺激經濟增長和改革國家

財政等方面，也缺少建樹。219施洛德在內政上的政策失誤導致其下台，因而當初在

外交上的德俄法「方便的聯盟」也隨著親西方國家的梅克爾的上任而壽終正寢了，

然而施洛德的建樹在於其就任期間在外交上德俄關係方面所建立的成果基本上被後

續就任的梅克爾所承接了。 

 

 

第二節 德俄的戰略夥伴關係發展 

 

一、德俄的「戰略夥伴關係」發展背景 

 

自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德國的所有政治力量都將俄羅斯視為自身乃至整個西

歐的重要經濟和政治夥伴。20 世紀 90 年代的德國統一取得了突破，柏林和莫斯科

都將其解讀為「戰略夥伴關係」奠定了基礎。人們期望加强兩國之間的相互經濟和

政治聯繫將產生配合效應。德國企業將進入俄羅斯市場，德國將擁有特殊的政治關

係，使其成為俄羅斯和歐洲共同體的中間人，使其能夠幫助確保歐洲，特別是後蘇

                                                      
219同上。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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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地區的穩定與安全。220 

 

1991 年以後德國的俄羅斯政策反映了對「通過接近求改變」政策（英：change 

through rapprochement，德：Wandel durch Annäherung）的重新詮釋，這種政策被視

為使統一成為可能，並對俄羅斯接受德國統一感到感激。這些政治因素與經濟利益

相結合，形成了柏林統一後的「通過交織求改變」俄羅斯政策（英：change through 

interweavement，德：Wandel durchVerflechtung），這種方式基於東方政策

（Ostpolitik）。221東方政策（德：Ostpolitik），全稱為新東方政策（德：Neue Ostpolitik），

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在 1969 年開始推行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及其

他東歐國家間的關係正常化。受埃貢·巴爾（英：Egon Bahr）1963 年發表的「通過

重新接觸來改變關係」演說的影響，威利·布蘭德（英：Willy Brandt）自 1969 年起

開始推行這一外交政策，旨在恢復與東德、俄羅斯等東歐共產主義國家之間的關

係。222至少自威利布蘭德的東方政策時代以來，俄德關係一直被認為是特殊的。米

哈伊爾·戈巴契夫批准的德國統一進程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看法。然而，正是在總理格

哈特施洛德任期（1998-2005）期間，兩國發展了特別密切的關係。這些關係的特殊

性質遠遠超過了長期和更加緊密的經濟合作，最好的例子是在此期間根據經濟和政

治考慮制定北溪管道的決定。在普京和施洛德之間也有戲劇化特殊的「男人與男人

之間的友誼」，兩位領導人都抓住每個機會表現出來。史坦麥爾是施洛德最親密的同

事之一，也是安格拉．梅克爾第一屆政府（2005-2009）的外交部長，他尋求繼續與

俄羅斯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政策。然而，儘管他付出了努力，但與俄羅斯的關係變

得越來越複雜，越來越難以相信它們具有戰略性。2008 年喬治亞戰爭、現代化夥伴

關係的慘敗， 以及特別是普京在 2012 年重返俄聯邦總統職位，都加速了德國對俄

                                                      
220Anna Kwiatkowska-Drozdz.2014.“Germany on Russia. Yes to links, no to rapprochement”. OSW, Point 
of View, 39：5. 
221Stefan Meister. 2014. “Reframing Germany’s Russia Policy – An Opportunity for the EU”.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Policy Brief, April：2. 
222瞧．中外（民 103 年 4 月 17 日）。德國倒戈歐洲對俄制裁受阻。中評社-韓國《朝鮮日報》。

https://chaoglobal.wordpress.com/2014/04/17/deguodaogeouzhouduiezhicaishouzu/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BE%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5%BE%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96%B9%E9%98%B5%E8%90%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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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的看法的變化，不僅在更廣泛的公眾中，而且在專家和政治家之間。223 

 

 

二、德俄「戰略夥伴關係概念」的淵源 

 

俄羅斯和德國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概念最初是在 2000 年兩國在柏林的政府間

磋商會議中提出的。它規定，夥伴關係將主要基於密集的經濟合作和廣泛的制度化

政治合作結構。最初的概念還設想了一個社會方面，即發展密切的民間接觸。然而，

由於俄羅斯龐大的官僚主義及其「主權民主」體系，社會方面從未完全實現 224。225 

與俄羅斯作為「戰略關係」的自信分類不是最近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德國

的投入，1999 年 6 月「歐盟對俄羅斯的共同戰略」（EU Common Strategy on Russia）

已經確定了這種關係。226由於該文件建議歐盟成員國在所有的國際論壇上持共同的

立場和倡議，所以它的作用要大於歐盟與俄羅斯的夥伴協定。在經濟領域，文件也

提出要以具體的合作項目來替代以前主要只是為俄羅斯提供貸款的方式，而且歐盟

明確了要把促進「民主」、「法治」、「善治」作為其戰略目標。然而德國外長菲舍爾

（Joseph Martin Fischer）在 2000 年元月的聯邦議會的講演中還不得不承認，德國和

歐盟對俄羅斯政策的一個困境是：儘管它們認為俄羅斯在車臣違反了人權，但是為

了維護歐洲的和平與穩定，歐盟不可能以制裁俄羅斯的手段來逼其就範，因為俄羅

斯實在是太重要了。因此，歐盟國家仍然既要需要利用多邊場合也需要靠雙邊手段

                                                      
223Anna Kwiatkowska-Drozdz.2014.“Germany on Russia. Yes to links, no to rapprochement”. OSW, Point 
of View, 39：10. 
224Ibid.,p.11. 
225然而，歌德學院的近 40 個分支機構在俄羅斯開展業務，所有德國政治基金會都在那裡，並且已經

完成了許多俄德城市、大學等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這些活動可以被視為實證主義的「基礎工作」，

從長遠來看肯定會取得成果。在政治方面，所謂的彼得堡對話也是機構合作的一個要素 - 雖然它正

式符合社會組織之間對話的標準，但只允許政府指定的組織參與俄羅斯一方，這意味著對話沒有對

俄羅斯民間社會的發展做出任何貢獻。它的浪費潛在保守特性和來自兩國的有爭議的參與者選擇很

快引起了俄羅斯，尤其是德國的批評。 
226Hannes Adomeit.2012.“German-Russian Relations: Balance Sheet since 2000 and Perspectives until 
2025”.Ifri, Juin,2012.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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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對俄羅斯施加壓力。227格哈特·施洛德在 2005 年重申：「今天，德國人和俄羅斯人

前所未有地緊密團結。我們通過建立為了一個和平、繁榮的歐洲和一個穩定世界秩

序的『戰略夥伴關係』團結起來。」四年後，Gernot Erler（SPD，德國社民黨）228，

CDU / CSU 和 SPD 大聯盟（2005 -2009 年）的東方政策的主要設計師之一，確認了

這個關係。然而，這是一個奇怪的理解扭曲。對他而言，戰略夥伴關係的實質包括：

「我們獲得 45％的天然氣和 34％的石油來自俄羅斯。這種相互依賴是戰略夥伴關係

概念的基石。」229德國外交部門在其網站上繼續堅持這一概念，並正式宣布與俄羅

斯的關係是「戰略夥伴關係」。230 

 

 

三、缺乏共同價值觀且名不符實的德俄「戰略夥伴關係」 

 

第一任梅克爾政府的聯合執政協議中關於外交政策的表述為，此任政府秉承德

國外交政策的連續性，以德國的利益和價值觀為導向，德國外交政策的基礎是遵守

國際法、維護人權以及對安全的廣義理解。在第二屆梅克爾政府的聯合執政協議中，

關於外交政策也有類似表述：在西方全球化的時代必須更加團結來實現自己的利益，

維護共同價值觀。231然而梅克爾當選德國總理之後，德國的對俄政策出現了一些變

化。德國決策層內部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外交部長史坦麥爾主張延續施洛德政策，

作為施洛德的親密助手，他本人其實也是施洛德對俄政策的設計者之一。史坦麥爾

是前總理施洛德的心腹，擔任過總理府部長，在背後支持對俄外交；他仿「因接近

而改變」、以「因結合而接近」為標題的「新東方外交」相關論文，在他於梅克爾第

                                                      
227熊煒，統一以後的德國外交政策（1990-2004）（北京市：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頁 127。 
228德國外交部國務大臣 Gerot Erler（2005 年 11 月至 2009 年 10 月） ，是當時的外交部長 Frank-Walter 
Steinmeier 的副手。 
229Hannes Adomeit.2012.“German-Russian Relations: Balance Sheet since 2000 and Perspectives until 
2025”.Ifri, Juin,2012.p.11. 
230‘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 mit Russland’, Auswärtiges-amt.de, 19.1.2012,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RegionaleSchwerpunkte/Russland/R ussland_node.html. 
231于芳，德國的國際角色與外交政策（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5）。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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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任期中擔任外長時，就曾發表於外交專業雜誌《國際政治》（2007 年 3/4 月刊）

上。232史坦麥爾批評波蘭要建立西方能源同盟的作法，認為不能用冷戰時期的想法

去遏制俄羅斯，那樣只會促使俄羅斯更加接近中國和亞洲。史坦麥爾主張推動建立

歐盟和前蘇聯地區之間的自由貿易區，促進地區經濟合作，德國力圖去扮演橋樑的

角色。233作為總理，梅克爾雖然重視德國和俄羅斯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但是她卻

在民主和人權問題上批評俄羅斯。由於梅克爾在東德的成長經歷，她在很多問題上

比較同情東歐國家對俄羅斯的感受。對於梅克爾來說，跨大西洋關係要絕對高於德

俄關係，梅克爾認為跨大西洋的自由貿易區要優先於歐盟和俄羅斯之間的自由貿易

區。雖然梅克爾不願意過分接近俄羅斯，但是她也無法忽視俄羅斯的重要性，所以

梅克爾的對俄政策變化是有其限度的。因為德國和歐盟的能源供給對俄羅斯的依賴

程度很高，所以梅克爾的工作重點是想要以泛歐洲的結構來說服俄羅斯簽訂能源憲

章給與歐盟公司在俄羅斯市場上和俄羅斯公司同樣的權利。234 

 

跟隨著梅克爾較重視東歐國家的外交政策，德國前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基多·威斯

特威勒（德語：Guido Westerwelle）（FDP，德國自由民主黨）曾經首先對波蘭進行

了正式訪問，然後才對俄羅斯進行了正式訪問。在莫斯科，當德國外交部長確實使

用「戰略夥伴關係」這個詞時，他這樣做了一個重要的條件：「沒有『ifs』和『buts』。

我們希望與莫斯科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換言之，使用該術語仍然不適合作為當前

事態的特徵，但作為一個理想的目標是恰當的。235「戰略夥伴關係」這一術語和內

容受到了相當多的批評。因此，如上所述，2009 年 CDU/ CSU-FDP 聯盟協議沒有包

括德國對俄政策的特別部分，也沒有提及任何「戰略」和「現代化」夥伴關係。新

的外交部副部長，Werner Hoyer（FDP）稱，前一個術語適用於德俄關係「不恰當」，

                                                      
232薛芸如譯，三好範英著，德國風險－反思德國浪漫主義的政治實踐（台北市：玉山社出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2018）。頁 166。 
233Alexander Rahr, “Germany and Russia：A Special Relationship”, i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07, pp,140-141. 
234Ibid.,pp.141-143. 
235Hannes Adomeit.2012.“German-Russian Relations: Balance Sheet since 2000 and Perspectives until 
2025”.Ifri, Juin,2012.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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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缺乏共同價值觀的基礎。236 

 

將德俄關係描繪為「戰略夥伴關係」的問題正是將其描述為現實而非政策目標。

根據標准定義，「軍事戰略」是指在和平與戰爭期間，通過大規模、長期的規劃和發

展，利用所有國家的力量來確保安全或勝利。沒有軍事的「戰略」部分，是一項旨

在維護重要利益或實現長期目標的行動計劃。通常，目標的實現與手段和時限的分

配有關。與「合作夥伴關係」一詞相結合，顯然意味著兩個或更多的參與者擁有相

同的目標和價值觀，最好是在相互信任，對稱和平等的基礎上。將德俄關係定義為

「戰略性」的這些標準未得到滿足。沒有商定的行動計劃，分配了相應的手段和設

定的時限。目標不同，價值也是如此。存在許多利益和觀點的差異，這些利益和觀

點的差異共同破壞了信心。然而，當與官方聲明相反的信任和信心缺乏或至少有疑

問時，德俄「夥伴關係」的內容也還有很多不足之處。237 

 

四、德國與現代化夥伴關係 

 

自 2008 年俄羅斯總統迪米特里梅德韋傑夫（俄文：Дмитри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Медведев）提出現代化戰略之後，歐盟國家給予積極回應，並且結成多種形式的現

代化夥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Modernisation，P4M），可是由於多種原因，現代化計

畫進展不大。238德國（歐盟）與俄羅斯的「現代化夥伴關係」的失敗可說有來自國

家層次的國家內部因素，也有來自國際層次的國際環境變化因素，因而最後導致了

德（歐）俄「現代化夥伴關係」的無疾而終。 

 

從歐盟方面看，自 2009 年起議事日程出現了變化，全球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

                                                      
236Ibid.,p.12. 
237Hannes Adomeit.2012.“German-Russian Relations: Balance Sheet since 2000 and Perspectives until 
2025”.Ifri, Juin,2012.pp.13. 
238陳新明，2014，〈俄羅斯與歐盟國家的現代化夥伴關係〉，《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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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的出現以及「阿拉伯之春」大大削弱了它們對俄羅斯所熱心的現代化戰略的興趣；

從俄羅斯方面看，一是全球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二是批評並抵制歐盟的「東部夥

伴計畫」239，三是現代化戰略受制自身制約因素較多，所以時至 2012 年 1 月普京總

理不得不承認，俄羅斯近年來的現代化計畫沒有奏效。240 

 

作為歐盟最主要國家，德國第一個同俄羅斯就現代化問題達成協議，俄德結成

「現代化夥伴」的戰略關係，具有綜合性質和涉及範圍廣泛的特點，並且成為在俄

羅斯和歐盟相互關係層面上實施類似方案的方向標。241根據柏林的官方描述，德國

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是「戰略夥伴關係」之一，由「現代化夥伴關係」補充。242內

容可說呼應了德國 2006 年版白皮書中所提到的，俄羅斯的現代化被強化的政治、經

濟和社會合作所支持是符合德國的特殊利益的。所以，德國促進改善俄羅斯與歐盟

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合作，並支持俄羅斯與北大西洋聯盟進一步密切合作。243「現

代化夥伴」戰略賦予俄羅斯和德國關係新的內容，它是在俄德兩國間最高協商會議

第 10 輪協商活動中獲得通過的（2008 年 10 月 2 日在聖彼得堡）244。其目的在於增

強和提高經濟、社會人文領域到科學技術領域合作的實際效能，同時還有人口政策、

衛生保健、能源效能、科學交流方面的合作。245而在 2010 年 11 月 26 日時，俄羅斯

經濟發展部和德國聯邦經濟技術部又發表了關於為現代化的經濟夥伴關係關鍵領域

的聲明。2010 年俄羅斯與德國的聯合聲明是一個將經濟與政治原則緊密結合在現代

化夥伴關係的有趣樣板，在這裡發展經濟合作的任務與必須同營私舞弊做鬥爭，加

                                                      
2392009 年 3 月歐盟正式提出「東部夥伴計畫」，該計畫準備吸納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喬治

亞、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 6個國家。俄羅斯認為這是歐盟在向自己傳統勢力範圍發起挑戰。 
240陳新明，2014，〈俄羅斯與歐盟國家的現代化夥伴關係〉，《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53。 
241同上。頁 54。 
242Hannes Adomeit.2012.“German-Russian Relations: Balance Sheet since 2000 and Perspectives until 
2025”.Ifri, Juin,2012.p.2. 
243White Paper 200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2006.Berlin: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Defence.p.47. 
2442008 年 10 月 2 日，俄羅斯和德國雙方就發展現代化領域夥伴關係的「彼得堡對話」協調委員會發

表了聯合聲明。 
245陳新明，2014，〈俄羅斯與歐盟國家的現代化夥伴關係〉，《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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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民主的、國家－法治社會建設」結合起來 246。但是整體上來看，柏林並不願意

過份地將現代化夥伴關係政治化。這使得德國領導集團，一方面給自己的選民留下

好印象，另一方面不想使莫斯科難堪，並繼續保持在聖彼得堡對話以及由此奠定在

整個現代化進程基礎的框架內展開的合作關係。247 

 

自弗拉基米爾·普京於 2012 年重返總統職位以來，德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分歧愈

演愈烈。柏林一直是在歐盟的俄羅斯代言人，因為幫助俄羅斯現代化的願望與德國

的經濟利益完全吻合。但普京政權對現代化或民主並不感興趣。普京的俄羅斯尋求

利潤和權力，包括對烏克蘭等後蘇聯鄰國。因此，柏林不得不承認其俄羅斯政策已

經陷入困境。二十多年來，德國政治精英首次對俄羅斯採取更為批評的態度，並正

在尋求對東歐的新政策，這項政策是合作的且不依賴於克里姆林宮。德國需要採取

反映其利益的俄羅斯政策，而不會使普京的體系合法化。248根據學者林永芳的說法：

「普京於 2000 年主政以來，政治趨於穩定，但俄國政治發展已與民主化

（democratization）的路徑漸行漸遠，轉而與威權化（authoritarianization）的軌跡亦

步亦趨。俄式威權的濫觴與韌性，在於俄國歷史缺乏民主經驗的傳承、普京強勢領

導風格的高民意支持度，以及多黨競爭選舉結果賦予了威權統治的正當性。」249 

 

五、德（歐）俄雙方缺乏共識的「現代化夥伴關係」 

 

儘管德國政府始終堅持應當讓俄羅斯融入西方，但對於俄羅斯在法治國家和民

主制度的發展上產生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因而，大聯合政府再也不像施洛德政府時

期那樣，將德俄關係定位為「戰略夥伴關係」，而是稱為「現代化夥伴關係」。由於

                                                      
246See. :http://www.formodernization.com/partners/dec-Germany.pdf OT08.08.12 
247陳新明，2014，〈俄羅斯與歐盟國家的現代化夥伴關係〉，《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58。 
248Stefan Meister. 2014. “Reframing Germany’s Russia Policy – An Opportunity for the EU”.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Policy Brief, April：1. 
249林永芳、連弘宜等著，當代俄羅斯（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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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和喬治亞之間發生戰爭，贊同俄羅斯融入西方社會的人再次強調俄羅斯建立

社會民主的意義。由於面臨金融危機，俄羅斯的大國言論減少，德國和俄羅斯之間

就解決國際危機而進行對話變得更為順利。250 

 

2008 年 5 月德國外長史坦麥爾直接向俄羅斯提出了現代化夥伴關係計畫。它反

映了德國政治階層寄予迪米特里梅德韋傑夫的巨大希望以及他對經濟自由化和國家

現代化的承諾。從德國的角度來看，該合作夥伴關係正式確定了一個旨在保護進入

俄羅斯市場捷徑的長期項目，特別是為了德國中小企業的服務部分、氣候保護（能

源效率）和醫療保健（醫療技術）。預計能源部門的經濟合作（開採，加工和輸送）

將為雙方帶來利益（獲得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儲藏），向俄羅斯律師和官員提供的

培訓旨在改善俄羅斯的公共行政和促進西方標準（也通過打擊腐敗）。然而，俄羅斯

方面只對轉讓德國技術感興趣，而且 - 對德國戰略家來說有點令人驚訝-進入德國市

場，即實際投資德國公司。俄羅斯人未能成功接管「德國歐寶汽車公司」（Opel）（當

時他們遭到歐寶所屬「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強烈反對），他們接管「德國半導體高

科技公司英飛凌」（Infineon）（軟體生產商，包括數據加密軟體）的努力也失敗了。251

由於對於俄羅斯專制威權政府的缺乏信任，有些德國人（西方人）仍不願讓其企業

受到俄羅斯政府的掌控。 

 

繼德國之後，2010 年歐盟和俄羅斯也簽署了有關「現代化夥伴關係」（P4M）的

聯合聲明，這種良性互動具有特殊意義。與此同時，俄羅斯和歐盟雙方開始了制定

相關文件並與許多單個國家簽屬這些文件。截至 2012 年底，俄羅斯與歐盟 27 個成

員國中的 23 個國家簽署了相關的聲明和備忘錄。這些簽署的文件反映出歐盟國家對

待這種夥伴關係的態度與立場存在分歧和差異。252俄羅斯和歐盟（EU）於 2010 年

                                                      
250于芳，德國的國際角色與外交政策（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5）。頁 99。 
251Anna Kwiatkowska-Drozdz.2014.“Germany on Russia. Yes to links, no to rapprochement”. OSW, Point 
of View, 39：16. 
252陳新明，2014，〈俄羅斯與歐盟國家的現代化夥伴關係〉，《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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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的現代化夥伴關係（P4M）當初被認為有望促進改革，為兩方關係重新發展，

發展貿易、經濟和能源安全合作，支持增長，為全球經濟復甦做出貢獻。253然而，

就俄羅斯和歐盟理解的現代化差異何在的問題上，雖然俄羅斯和歐盟簽署了現代化

夥伴關係的文件，可是它們對於「現代化」的理解並不一致，各自強調的重點也不

一樣。在俄羅斯看來，現代化首先與解決兩大任務密切相關。在經濟領域，就是要

弱化經濟體的原材料化的趨勢、傾向及特點，發展新的技術工藝和生產競爭力；在

政治領域，就是完善民主制度並以此促進提高經濟體的競爭力。就本質而言，優先

權是在經濟領域，並要求盡快行動起來，而解決與完善民主的政治問題被當作是第

二位的目標。與此相反，歐盟則是從能夠體現它的標準化力量的政治成就出發來考

慮問題（在實踐中實行民主、法治、人權）。254 

 

在 2010 年，現代化夥伴關係成為歐盟 - 俄羅斯項目，但這並未改善其動態或

為其注入新內容。該提案幾乎沒有吸引俄羅斯商界和政界的熱情，媒體對此的興趣

一直並且仍然非常有限。這是因為克里姆林宮不希望看到俄羅斯聯邦實施西方的民

主標準，也不想加強民主國家機構。然而，與此同時，俄羅斯政界人士總是對歐盟

資金轉移到選定領域的經濟或研究項目感興趣，並將繼續為以這種方式理解的夥伴

關係開綠燈。德國政界和專家，甚至德國企業的代表也注意到了現代化夥伴關係的

慘敗。255而 P4M 在研究和教育方面的相關進展主要與研究有關。儘管取得了一些漸

進的進展，但 P4M 還沒有打破路徑依賴：歐盟和俄羅斯仍然在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

CS 部門對話中固守著。256最終，由於進展不平衡，P4M 還沒有能力推動新夥伴關係

協議的談判，或幫助將歐盟與俄羅斯的關係轉變為真正的戰略夥伴關係。在歐盟決

                                                      
253Marina Larionova.2015.“Can the Partnership for Modernisation Help Promote the EU–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6(1)：62. 
254陳新明，2014，〈俄羅斯與歐盟國家的現代化夥伴關係〉，《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55。 
255Anna Kwiatkowska-Drozdz.2014.“Germany on Russia. Yes to links, no to rapprochement”. OSW, Point 
of View, 39：17. 
256Marina Larionova.2015.“Can the Partnership for Modernisation Help Promote the EU–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6(1)：63. 

http://primo2.lib.nccu.edu.tw/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vl(freeText0)=Larionova%2c+Marina&vl(2719454UI0)=creator&vl(24945018UI1)=all_items&vl(1UIStartWith0)=exact&fn=search&tab=default&mode=Basic&vid=NCCU&scp.scps=scope%3a(NCCU_III)%2cscope%3a(CDM_38clip)%2cscope%3a(CDM_jcgu)%2cscope%3a(CDM_tcybh)%2cscope%3a(CDM_hussic)%2cscope%3a(CDM_tdm)%2cscope%3a(CDM_dsm)%2cscope%3a(CDM_ft)%2cscope%3a(CDM_fmc)%2cscope%3a(NCCU_IR)%2cscope%3a(NCCU_CDM)%2cscope%3a(NCCU_TH)%2cprimo_central_multiple_fe&ct=lateralLinking
http://primo2.lib.nccu.edu.tw/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vl(freeText0)=Larionova%2c+Marina&vl(2719454UI0)=creator&vl(24945018UI1)=all_items&vl(1UIStartWith0)=exact&fn=search&tab=default&mode=Basic&vid=NCCU&scp.scps=scope%3a(NCCU_III)%2cscope%3a(CDM_38clip)%2cscope%3a(CDM_jcgu)%2cscope%3a(CDM_tcybh)%2cscope%3a(CDM_hussic)%2cscope%3a(CDM_tdm)%2cscope%3a(CDM_dsm)%2cscope%3a(CDM_ft)%2cscope%3a(CDM_fmc)%2cscope%3a(NCCU_IR)%2cscope%3a(NCCU_CDM)%2cscope%3a(NCCU_TH)%2cprimo_central_multiple_fe&ct=lateralL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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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取消歐盟－俄羅斯 2014 年 6 月峰會並凍結 P4M 之後，P4M 已名存實亡。257 

 

梅克爾第一位外交部長史坦麥爾的對俄政策，如夥伴關係現代化與中亞戰略等，

現在已無人聞問。也許是因為這個世界持續動盪，讓俄國問題變得次要，不像伊朗

和敘利亞等政治問題那麼麻煩。德國或歐盟發起的外交政策，鮮少被俄國接受，這

個國家不在與歐洲那麼親近，它嘗試拉開距離，自己建立一個歐亞聯盟，一個新的

勢力範圍。俄國這個國家，抵拒了各方的親善舉措，永遠的普京過了這麼多年仍在

位，不但沒變弱，反而變得更強硬。反對勢力變大了，而且正在創造新的反對勢力。

梅克爾必須規畫出她自己的一套對俄政策，她在歐元危機時忽視了這個議題，但俄

國是歐洲的鄰居，永遠都不會消失。258 

 

 

第三節 烏克蘭危機下的德俄關係發展 

 

一、烏克蘭危機下德國所扮演的角色與動機 

 

地處東歐、位居歐盟勢力與俄羅斯交會處的烏克蘭，在 2013-2014 年引發舉世

矚目的政治危機。其遠因源自於烏克蘭內部因民族、地緣、歷史等複雜因素，而分

成不同的政治立場。259近因則為 2013 年底爆發的烏克蘭國內政治衝突及 2014 年 3

月克里米亞公投獨立後加入俄羅斯，導致烏俄衝突不斷升級，美歐與俄羅斯之間發

生了激烈的地緣政治較量，德俄關係也降到了冷戰後的歷史冰點，歐洲大陸的安全

與穩定面臨嚴峻挑戰。作為歐洲的經濟大國、歐盟的領導者以及俄羅斯最重要的貿

                                                      
257Ibid.,p.63. 
258楊夢茹譯，史帝芬．柯內留斯（Stefan Kornelius）著，梅克爾傳（台北市：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商業週刊，2014）。頁 233。 
259張道宜、歐寶程、黃品維等著，圖解簡明世界局勢：2019 年版（台北市：易博士，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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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夥伴之一，德國在烏克蘭危機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260 

 

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後，出於「歐洲責任」和「歐洲立場」，德國弱化了德俄特

殊關係，對俄採取強硬姿態，與法國一道說服歐盟其他成員國，達成政治共識並形

成了歐盟經濟制裁俄羅斯的統一政策。德國在解決烏克蘭危機中無疑扮演了「領導

者」的角色，這引起了國際社會對德國外交轉型的關注。德國國內大聯合政府 2013

年底上台一開始就調整對外政策，開始改變「克制外交」戰略，漸而轉向「有為外

交」，努力為在塑造國際秩序和全球事務中扮演更加堅定自信的角色。261德國之所以

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後，願意在國際體系上扮演更積極有為的角色，可說就是為了尋

求國際關係之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過去在冷戰時期

時兩極對峙的場景可說再次隱隱約約地呈現出來。過去冷戰時期的國際關係理論研

究，有許多是以國家安全或戰爭為主要著眼點，因此許多國際關係的研究常在民主

與共產兩極對峙下的國際體系中，強調美－蘇兩大集團權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及國家如何因應此兩極對峙之國際體系，以尋求國際關係之權力平衡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62 

 

事實上，烏克蘭之所以對徳國或是西方國家如此重要乃是由於如果烏克蘭處於

德國或者美國的控制之下，那麼就等於它們的軍事力量可以越過那幾百、上千公里，

直抵俄羅斯的心臟地帶，而那裡也是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帶－要知道拿破崙和希特勒

在俄國（蘇聯）的失敗，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要多跑這幾百、上千公里。即使歐洲

人目前沒有興趣對俄羅斯進行軍事入侵，這一戰略優勢也可以讓德國（西方）在和

俄羅斯的談判中佔足優勢，譬如迫使普京在石油和天然氣價格上讓步。263 

                                                      
260旦賽男，德國在解決烏克蘭危機中的作用研究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6）。中文摘要，I。 
261同上。 
262宋學文，國際關係的理論與其應用：入門、進階與研究設計（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2009）。頁 22。 
263王偉，天下大勢－從地緣角度檢視全球政治勢力（台北市：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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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烏克蘭危機下的德俄安全問題 

 

在歐盟的核心國家德國看來，德國和歐盟與俄羅斯的政治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影

響歐洲的安全、和平與穩定。對德國而言，歐洲安全只有同俄羅斯一起才能得到保

障，而不是通過反對俄羅斯的方式得到保障。我們不能將俄羅斯排除在歐洲之外。

這不符合歷史，也不合理，甚至威脅和平。在兼顧彼此利益的前提下，在安全領域

德國加強同俄羅斯的合作，共同解決歐洲東部鄰國衝突，保障歐洲安全和穩定，實

現歐洲持久和平。這是德國政府東部安全原則框架，也是德國統一後旨在實現建立

歐洲整體安全秩序的外交目標。264 

 

對俄羅斯而言，歐洲安全架構的改變將會對俄羅斯國家安全構成威脅。265事實

上，站在俄羅斯的立場，俄羅斯認為自古以來，法、德等西歐國家對烏克蘭乃至對

俄羅斯始終沒有斷過念想，拿破崙和希特勒都曾進攻過俄國（蘇聯）。蘇聯解體之後，

西歐國家沒過幾年就違背當初對葉爾欽的承諾，開始進行北約東擴，把很多東歐國

家乃至一些原蘇聯加盟共和國都納入了自己的軍事體系之中。266基於俄羅斯這一安

全需求和安全感知，德國政府處理烏克蘭危機的政策試圖兼顧歐洲、烏克蘭和俄羅

斯多方的不同安全需求，在此框架下形成了德國特有的對烏克蘭和對俄羅斯的政策

和原則。267然而，德國對俄政策中的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因素一直存在，德國和美

國一樣，都意圖將俄羅斯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而這與俄羅斯大國戰略相違背。

因此，政治對話手段的效果只是短期的，從烏克蘭問題的長期性看，這一方式面臨

較大挑戰。德國和歐盟需要取得歐盟市場經濟規則與規範、歐洲安全與俄羅斯大國

                                                                                                                                                               
頁 66。 
264戴啟秀，2015，〈烏克蘭危機對德俄關係及全球格局的潛在影響〉，《國際觀察》，2：104。 
265戴啟秀，王志強，2014，〈德國新政府外交政策調整及走向〉，《國際觀察》，4：137。 
266王偉，天下大勢－從地緣角度檢視全球政治勢力（台北市：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
頁 67。 
267戴啟秀，2015，〈烏克蘭危機對德俄關係及全球格局的潛在影響〉，《國際觀察》，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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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之間的平衡。268 

 

三、德國應對烏克蘭危機的立場與反應 

 

德國歐洲政策的重要原則之一是促進和維持歐洲的安全與穩定。克里米亞危機

之前，德國一直是支持俄羅斯合法利益最重要的西方國家；但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

事件觸犯了德國戰後所奉行的遵守《國際法》和國際秩序的國家原則。美國的全球

戰略和歐洲的地區安全使德國外交處於兩難境地。目前，德國短期外交目標是避免

衝突進一步升級，幫助烏克蘭恢復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穩定，爭取和拉攏俄羅斯重新

回歸合作這三點。對德國而言，歐洲東部安全架構是德國的安全所在。這也是德國

推進歐盟東擴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由於北約東擴未同時深化與俄羅斯關係，這

使俄羅斯感到威脅，歐洲東部安全也面臨威脅。面對歐洲人目前又在擔心戰爭，德

國有義務承擔起歐洲和平的責任。269 

 

冷戰結束後，德國一直是俄羅斯在西方國家中最親密的朋友。和歐盟其他成員

國相比，德國一直把俄羅斯在歐洲的利益作為考慮因素之一，主張應該尊重俄羅斯，

並在尊重雙方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尋求與俄羅斯在安全領域的共同合作，保障歐洲

安全與穩定，實現歐洲永久和平。這是德國政府東部安全原則的整體思路，也是德

國旨在建立歐洲共同安全與防務政策的外交目標。270雖然烏克蘭危機造成歐洲分裂，

進而使得德國（歐盟）對俄制裁，然而德國也清楚只有和俄羅斯在安全領域達成合

作，取得俄羅斯的諒解，歐洲的安全才能得到最有力的保障。271 

 
                                                      
268旦賽男，德國在解決烏克蘭危機中的作用研究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6）。頁 28。  
269戴啟秀，2015，〈烏克蘭危機對德俄關係及全球格局的潛在影響〉，《國際觀察》，2：104-105。 
270旦賽男，德國在解決烏克蘭危機中的作用研究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6）。頁 36。  
271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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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烏克蘭危機中，德國總理梅克爾曾以電話或直面的方式與俄羅斯總統普

京進行過三十餘次的溝通，甚至在局勢緊張時，幾乎沒兩天便會經歷一次電話交流，

此頻率遠遠超出了與其他國家的交流頻率，而在電話會晤中，梅克爾主張將為數不

多的能與俄羅斯直接對話的平臺「八國集團」保留下來，並提出在歐安組織中設立

國際聯絡小組。另一方面，時任外交部部長的史坦麥爾也曾領銜開展了一系列的外

交活動，其目的均在於促進國際形勢的穩定。在史坦麥爾所開展的外交活動中，曾

三次邀請美、法、俄、烏外長於柏林會晤，建立了各方對話平臺，從而有效緩解了

當時的緊張局勢。272 

 

四、烏克蘭危機對全球格局的潛在影響 

 

就烏克蘭危機的分析方面，首先，從烏克蘭國家內因來看，烏克蘭的地緣政治

使其定位不清，左右為難，其身份定位使之在「歐洲國家」和「歐亞國家」之間徘

徊。如果烏克蘭將自身視作東西方對抗的一部分，那麼，自身「分裂」也難以避免。

從外部來看，在未來，烏克蘭分裂將會阻礙俄羅斯與西方的融合和合作。在這方面，

北約與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對抗，是北約與俄羅斯在其影響力邊界劃分方面的

一場對抗，雙方都不願意放棄在這一重要地區的利益，這使彼此衝突不斷加劇。德

國已經預感到烏克蘭局勢久拖不決可能會出現爆發戰爭危險，而這場戰爭的催化劑

源於美國、歐盟和俄羅斯間互相威脅和互不妥協。自 2013 年 11 月起烏克蘭內部危

機在外界（歐盟與歐盟成員國、俄羅斯、美國）持續參與的情況下逐步展開。其次，

德國和歐洲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底線是不戰；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底線是烏克蘭

不加入北約。如果烏克蘭加入北約，俄羅斯會承受烏克蘭分裂的代價。從德國來說，

維護烏克蘭獨立和領土完整，防止歐洲再次分裂，避免歐洲成為冷戰時期東西方對

抗的前沿，這成為德國對俄羅斯政策的最終目標。第三，德國是所有歐元區國家中

                                                      
272李銳，2017，〈德國「積極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表现〉，《納稅》，2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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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俄羅斯經濟聯繫最為密切的國家。對於歐盟的對俄制裁措施，德國經濟損失慘

重。273事實上，根據《圖像報》（2014 年 3 月 24 日）報導，當梅克爾在議會演說

中明言倘若俄國讓事態更加惡化，將發動經濟制裁時，CDU 的重量級人物便謹慎

地提醒她「德國會因為制裁而受到傷害」。274德國主流社會期待政府正式提出新的

對俄緩和政策，在歐盟對俄制裁中起到踩剎車的作用。275 

 

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使得烏克蘭內部爭端轉變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外交和政

治衝突。烏克蘭危機的爆發和後續的發展，成為 1989 年以來柏林圍牆倒塌後歐洲整

體安全體系所面臨的最大挑戰。這一危機擁有足夠的潛力，有可能毀掉很多過去 25 

年來在歐洲建立起來的安全合作結構，甚至可能將其全部摧毀。烏克蘭危機對歐洲

區域的影響主要是歐洲大陸面臨是否再度分裂的危險。因為，以北約和歐盟為一方

和俄羅斯為另一方之間的持續對抗導致風險加大。作為冷戰時期的前沿國家，對德

國而言，維護歐洲的和平與安全，保持與俄羅斯的戰略夥伴關係是其外交根本利益

所在。烏克蘭危機再次引發了隱形「分界線」的移動。對俄羅斯而言，雖然冷戰柏

林圍牆倒塌了，但「移動的牆」通過歐盟和北約「雙東擴」戰略對其正進一步構成

威脅。276北約的持續東擴可說是引起俄羅斯危機意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 2008 年 4

月 2 日至 4 日北約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舉行高峰會，該次峰會

是北約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該次會議最受矚目的顯然是北約東擴議題，會議

最後決議邀請克羅埃西亞及阿爾巴尼亞成為北約第 27 及 28 個會員國，此外，儘管

有美國的強烈支持，但因歐洲內部未產生共識，尤其是德、法兩國反對，使本次會

議未能通過烏克蘭及喬治亞兩國加入北約。277然而儘管如此依舊無法阻止俄羅斯的

                                                      
273戴啟秀，2015，〈烏克蘭危機對德俄關係及全球格局的潛在影響〉，《國際觀察》，2：110-111。 
274薛芸如譯，三好範英著，德國風險－反思德國浪漫主義的政治實踐（台北市：玉山社出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2018）。頁 166。 
275戴啟秀，2015，〈烏克蘭危機對德俄關係及全球格局的潛在影響〉，《國際觀察》，2：111。 
276同上。 100-113。  
277連弘宜，普京時期的俄羅斯對外政策：實用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衝突與融合（台北市：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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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終於在烏克蘭危機之後，使俄羅斯採取先發制人的舉動。 

 

烏克蘭危機顯示了蘇聯解體後歐亞國家地區轉型的發展需求和歐洲安全體系重

構這兩個重大事件。雖說其直接原因是亞努科維奇政府決定暫停與歐盟簽署聯繫國

協定，但其深層次原因是烏克蘭選擇參與歐洲整合，或是參與由俄羅斯主導的歐亞

整合。這場危機誘發了烏克蘭國內的矛盾，也折射出了國際戰略的複雜格局。從這

一角度看，烏克蘭危機已不再只是烏克蘭國家發展戰略的選擇，而且關係到美國、

歐盟和俄羅斯在解決烏克蘭問題上進行戰略博弈的結果。278自蘇聯解體以來，俄羅

斯一直利用後蘇聯國家的衝突來主張自己的統治地位。它對烏克蘭的侵略行動提供

了更多這種趨勢的證據，克里米亞的吞併開闢了新的先例。莫斯科煽動衝突加強了

烏克蘭對俄羅斯的依賴，並從長遠來看，破壞其主權。279鑑於俄羅斯在這些問題上

追求自己的利益，歐盟不應接受俄羅斯作為南高加索和德涅斯特河沿岸衝突的主要

中間人。這樣做只會削弱後蘇聯國家的主權。此外，雖然俄羅斯仍在尋求支配地位，

但它在保證高加索和中亞地區的經濟或軍事現狀方面的能力越來越差。歐盟任何為

其東部鄰國的重要戰略必須考慮到這一事實。280 

 

從地緣政治來看，俄羅斯、歐洲在烏克蘭有著各自的地緣政治目標。俄羅斯需

要烏克蘭作為實現其大國復興的地緣戰略夥伴。烏克蘭位於俄羅斯和北約之間，處

於俄羅斯和歐盟的交通要道。對俄羅斯來說，烏克蘭至少具有兩個地緣戰略意義：

充當俄羅斯與北約的緩衝地帶；作為俄羅斯黑海海軍強國的支軸。而歐盟則需要利

用烏克蘭營造東部毗鄰地區的安全環境。在 2008 年 8 月俄羅斯與喬治亞發生武裝

衝突後，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和東歐國家出現新一輪恐俄情緒，這些國家極力主張歐

                                                      
278戴啟秀，2015，〈烏克蘭危機對德俄關係及全球格局的潛在影響〉，《國際觀察》，2：112。 
279See Stefan Meister, “Crimea: what does Putin want?”,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6 March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ecfr.eu/blog/entry/crimea_what_does_putin_want. 
280Stefan Meister. 2014. “Reframing Germany’s Russia Policy – An Opportunity for the EU”.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ECFR）-Policy Brief, Apri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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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繼續東擴，以此鞏固本土安全。在這種形勢下，歐盟認識到主動營造東部毗鄰地

區安全環境的必要性。但是，歐洲的對外政策一直採取一種區域視角，更多關注本

地區的安全與穩定，烏克蘭問題必然會引起歐洲各國的重點關注。由於歐洲經歷過

兩次世界大戰，各個國家都具有強烈的避戰、反戰情緒，因而多數歐洲國家，特別

是德國、法國等主要歐洲大國反對在本地區內使用武力，推崇和平對外戰略。281 

 

五、德國的地緣困境與對俄制裁 

 

烏克蘭危機的爆發讓德國面對俄羅斯的地緣困境表現得更加明顯。德國單憑一

己之力無法說服俄羅斯與西方合作，同時作為俄羅斯的「中間人」，它又必須防止美

國和中東歐國家的疑忌。282事實上，即便是作為「中間人」的德國本身對於俄羅斯

也是有所保留與疑慮的。以德國總理梅克爾為代表，她無法接受普京體制所執守的

威權主義。我們可以說她和那些心理上的「普京理解者」（如前德國總理施洛德）有

著極為不同的價值觀。德國媒體報導，面對烏克蘭危機時，梅克爾關起門來對歐盟

加盟國說「不能相信普京」，或在與歐巴馬的電話會談中，批評「普京是住在另一個

世界的人」。283 

 

正如德國國防大學教授施塔克所稱：「在歐洲內部，德國政府則遵循著在兩種力

量之間走中間路線，一邊像法國、義大利這樣注重與俄羅斯經濟關係的國家，另一

邊是波蘭、波羅的海三國和瑞典，這些國家感到自己受到直接威脅，斷定俄羅斯要

重回帝國政治，並且要求西方國家做出決定性答復。」284關於烏克蘭危機，國際社

                                                      
281戴啟秀，2015，〈烏克蘭危機對德俄關係及全球格局的潛在影響〉，《國際觀察》，2：100-113。 
282熊煒，2017，〈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評析－「來自中間的領導」困境〉，《國際論壇》，19 
（ 3）： 69。  
283薛芸如譯，三好範英著，德國風險－反思德國浪漫主義的政治實踐（台北市：玉山社出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2018）。頁 165。 
284熊煒，2017，〈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評析－「來自中間的領導」困境〉，《國際論壇》，19 
（ 3）：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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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很早就取得不能以軍事手段解決的共識。但是面對克里米亞的被併吞，當焦點轉

向對俄制裁時，幾個主要國家卻在因應上分為兩派：美國、英國、波蘭及波蘿的海

三國等，主張對俄國進行嚴厲制裁；德國、法國及日本等國則主張有限度的制裁。285 

 

2015 年 2 月 5 日和 6 日，在梅克爾和法國總統歐蘭德的共同努力下達成了「諾

曼地方案」，以此為基礎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又進行了１７輪艱苦的談判，最終達

成新《明斯克協議》（Minsk II）。新協議雖然沒有得到有效執行，但是協議簽訂後再

也沒有爆發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德國應對烏克蘭危機的外交行動得到美國和法國等

西方主要國家的認可，德國領導的談判起到的作用是至少防止了危機的進一步升級。

新《明斯克協議》可以說是德國實施積極外交政策的重要成果。然而，德國希望使

俄羅斯重回合作軌道的目標卻一直沒能實現。烏克蘭危機暴露出德國的無奈，即德

國雖然與俄羅斯有密切的經濟聯繫，政治上各個層面的溝通也非常頻繁，但德國卻

無法預知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干預行為，更無力阻止普京。德國對俄唯一能使用的強

制手段就是聯合歐盟國家對俄進行制裁。286自歐盟對俄實施制裁以來，德俄雙邊貿

易一度持續走低，俄羅斯所受影響更大。不過，今年上半年，德國企業的俄羅斯業

務增長明顯。2017 年 1 月至 5 月，德國對俄出口額比去年同期增長 28.49％，兩國

貿易往來比去年同期猛增 32％。287 

 

六、德俄靠不近也離不開 

 

德國俄羅斯政策的「新現實主義」288與普京的「克里米亞冒險」相結合，為歐

                                                      
285薛芸如譯，三好範英著，德國風險－反思德國浪漫主義的政治實踐（台北市：玉山社出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2018）。頁 156。 
286熊煒，2017，〈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評析－「來自中間的領導」困境〉，《國際論壇》，19 
（ 3）： 69。  
287沈敏（民 106 年 9 月 25 日）。當梅克爾與普京相遇，用的德語還是俄語？。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9/25/c_129711314.htm 
288新現實主義從結構的角度來探討國際關係，認為國際關係之結構是由國際政治上的權力分配結果

所決定，結構制約並且影響國家的長期戰略與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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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對於俄羅斯和東歐制定強有力的且有凝聚力的共同

政策。289但是，德國在歐盟所獲得的支持未必能夠持續，因為作為農產品和食物出

口國的南歐國家一直抱怨它們承擔不起失去俄羅斯市場的損失。而且制裁措施本身

以及俄羅斯的反制裁對德國經濟造成的損失也很大，德國國內經濟界不斷有反對制

裁的聲音出現。從本質上說，在烏克蘭問題上，德國對付俄羅斯的手段有限，但俄

羅斯卻擁有多得多使烏克蘭動蕩、影響烏克蘭國內局勢發展，甚至是危及歐洲安全

體系的手段。290 

 

德俄關係轉圜也許還有賴美國「助攻」。川普上臺後，美國新一輪對俄制裁十

分嚴厲，直接影響歐盟對俄投資企業的利益。尤其在能源領域，德國已宣布放棄核

能開發，對俄羅斯的天然氣需求大大增加。美國的制裁讓投資俄－歐天然氣管道建

設項目的德國企業受損，而美國自己的小算盤是擴大美國頁岩氣的海外市場。德國

和歐盟對於川普政府種種「美國優先」的做法非常不滿，公然嗆聲。川普退出歐盟

積極促成的減緩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又不斷明示暗示美國通過北約機制對歐盟

提供安全保護「虧了」。梅克爾多次告誡歐盟：不能指望美國，歐盟得靠自己前行

了。德國政府或許會從德國切身利益出發，對俄做出一定讓步。可以肯定的是，如

果梅克爾繼續在臺上，德俄對話通道不會關閉。梅克爾與普京或許「個性不合」，

但雙方都是精明的領導人。即使 2014 年烏克蘭危機鬧得最兇的時候，梅克爾也説過

這話：「我們知道，歐洲中長期的安全只能通過和俄羅斯一起努力才能得到保障。」291 

 

 

 

                                                      
289Stefan Meister. 2014. “Reframing Germany’s Russia Policy – An Opportunity for the EU”.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Policy Brief, April：10. 
290熊煒，2017，〈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評析－「來自中間的領導」困境〉，《國際論壇》，19 
（ 3）： 69。  
291沈敏（民 106 年 9 月 25 日）。當梅克爾與普京相遇，用的德語還是俄語？。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9/25/c_1297113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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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德國的本國利益優先 

 

雖然在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後，德國聯合其他的歐盟國家對俄制裁，然而事實上

德國仍然是以其本國利益為優先的。以德國持續堅持「北溪－2」天然氣管道 292

的建設為例，俄羅斯與烏克蘭於 2018年 11月 25 日時在克赤海峽（Kerch Strait）

發生衝突 293，一些德國政界人士要求叫停「北溪－2」項目。德國經濟能

源部長彼得 ·阿爾特邁爾（Peter Altmaier）在接受德國公共廣播聯盟採訪時強

調，俄烏爭端與天然氣管道項目分屬「兩個不同領域」。因此，俄烏爭端

無礙天然氣管道項目。然而，這一管道繞開烏克蘭、波蘭等東歐國家，將

令烏克蘭失去一筆金額可觀的「中轉費」，烏克蘭等東歐國家因而在美國

支持下試圖阻撓「北溪－2」項目。阿爾特邁爾說，克里米亞地區 2014 年

經由公投脫離烏克蘭、併入俄羅斯，歐洲聯盟隨後對俄羅斯施行的制裁在

德國得到全部落實。在制裁沒有涉及的領域，德方當然可以與俄方「交流」。

他說，德國企業在俄羅斯合法營運的同時，德國政府支持烏克蘭的合法利

益。依據這一立場，有關天然氣事務，德方認同俄方輸出的天然氣將借道

烏克蘭至 2020 年。294我們可說德國聯合其它歐盟國家的對俄制裁是具有象

徵意義的成分在的。在實質上，德國就如同其它國家一樣仍舊是以其本國

國家利益為優先的。  

 

 

                                                      
292「北溪－2」項目旨在鋪設一條由俄羅斯經波羅的海海底到德國的天然氣管道，把俄羅斯天然氣輸

送到德國，再經由德國幹線管道送往其他歐洲國家。項目計劃 2019 年建成，俄方預計屆時每年可向

德國輸氣 550 億立方米，滿足歐洲 10%的天然氣需求。 
293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軍艦在 2018 年 11 月 25 日時在克赤海峽發生衝突，三艘烏國艦艇遭到扣押，烏

克蘭總統波洛申科連夜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宣布全國戒嚴兩個月，26 日國會僅同意戒嚴一個月、實

施地點也限縮為部分地區，但烏克蘭仍進入全面備戰狀態。 
294新華網（民 107 年 12 月 1 日）。德經濟能源部長：俄烏爭端無礙天然氣管道項目。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201/290628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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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從夥伴變對手 

 

一、受到破壞的德俄「戰略夥伴關係」 

 

在廖生所編著的《德國「女總理夫人」梅克爾》中作者認為梅克爾時期的德俄

關係同德國的前任總理施洛德相比可說降溫了不少。廖生說俄羅斯《生意人報》將

這種變化形象概括為「從愛進化到友誼」。該報指出：「急於同美國重建緊密關係的

梅克爾已清楚表明，發展德俄關係不會如其前任總理施洛德般被擺在政策首位。但

這也並不意味著兩國關係會突然變冷，作為一個依賴俄羅斯天然氣的國家，德國不

會放棄與莫斯科的戰略夥伴關係。」德國約有三分之二的天然氣是從俄羅斯儲量豐

富的北極地區提供的。施洛德離職後在俄德管道協會中任職，更加強了雙方的關係。

對於德俄關係，梅克爾在接受德國《明鏡》週刊專訪時說：「我認為我們與俄羅斯並

不持有太多的共同價值觀，但我們對俄羅斯能向負責任的方向發展保持濃厚興趣。」

這也顯示出梅克爾對俄羅斯的某種批評態度。295由於梅克爾就任之初便執行其「價

值觀外交」，因而在施洛德時期的德俄「戰略夥伴關係」到了梅克爾時期之後便變得

名不符實，因為雙方缺乏共同的價值觀與目標。 

 

事實上，梅克爾的外交部長史坦麥爾也有意識到梅克爾的以經濟合作為主的德

俄「戰略夥伴關係」的不足，因而其配合當時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來推行德俄間

的「現代化夥伴關係」，希望能夠彌補那欠缺的政治及社會、文化、科學等合作面向，

將德俄關係轉變為真正的「戰略夥伴關係」。當時根據柏林的官方描述，德國和俄羅

斯之間的關係是「戰略夥伴關係」之一，由「現代化夥伴關係」補充。這種親密關

係和有時表現出的親切關係引起了人們的懷疑，即德國為了經濟利益而提倡俄羅斯

在歐洲的利益，但卻犧牲了歐洲的跨大西洋聯繫。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有看法認為

                                                      
295廖生，德國「女總理夫人」梅克爾（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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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忽視了較小的東歐和中東歐國家的利益，包括波羅的海國家的利益。德國的俄羅

斯政策也受到批評，理由是柏林忽視了更為專制的俄羅斯國內政治走向，以及該國

在普京的外交政策中採取的更為自信的立場，它將狹隘的德國經濟利益放在首位，

並將歐洲價值評為第二。然而，這種看法在某種程度上至少已經過時了。「特殊關係」

不再那麼特別。失望和沮喪日益影響了這種關係。隨著普京重新擔任總統並且他的

外交政策恢復其自信的大國特徵，不滿、異化和競爭而不是友好的夥伴關係可能是

未來關係的特徵。296 

 

從梅克爾的第二個任期（2010-2013）開始，德國媒體正確地描述了德國總理辦

公室和克里姆林宮之間的氣氛，這是多年來最寒冷的。以下各種因素表明，德國與

俄羅斯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目前充其量只是「技術暫停」297：2012 年秋季德俄政府

間磋商以及梅克爾總理在與普京總統會晤期間取得的令人沮喪的成果。2013 年春天

的漢諾威博覽會，以及歐盟處理塞浦路斯債務問題的方式，以及德國對烏克蘭反總

統抗議活動的支持。然而，據推測，或許德國即將對德俄關係迄今所依據的政治和

意識形態基礎進行更深層次的修正，這更為正確。在所有相互關係領域，德國不再

願意繼續接受「接受或支付」原則，並開始對俄羅斯提出更多要求。298 

 

德國目前關於俄羅斯及其政府的批評辯論是前所未有的，其原因有很多，其中

包括德國媒體和許多專家和政界人士，包括政府的最高層級對俄羅斯一直持懷疑態

度的事實。在對弗拉基米爾·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進行政治和經濟發展方向的批判性

和現實性評估時恰逢德國本身對俄羅斯研究和教育經費短缺以及由此導致德國對俄

羅斯專門知識缺乏的抱怨。同時德國的外交和經濟政策的優先事項發生了很大的變

                                                      
296Hannes Adomeit.2012.“German-Russian Relations: Balance Sheet since 2000 and Perspectives until 
2025”.Ifri, Juin,2012.p.2. 
297

「技術暫停」乃是排球術語。所謂的「技術暫停」就是在 5 戰 3 勝的賽制當中，在第一局到第四局

的比賽間，當領先的隊伍得分到達 8 分及 16 分時，各會有一次 1 分鐘的技術暫停，以利球員做體能

的調節、戰術的討論。 
298Anna Kwiatkowska-Drozdz.2014.“Germany on Russia. Yes to links, no to rapprochement”. OSW, Point 
of View,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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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僅是因為歐元區危機，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為德國商業和政治的關注已經轉

移到所謂新的 Gestaltungsmächte 或新的區域權力（譬如中國、印度等）。德國政界人

士越來越相信，不應該向俄羅斯提供新的合作方式或機制。首先，因為現有的還沒

有得到充分利用，其次，因為現階段德國似乎不知道與普京俄羅斯合作的長期戰略

應該是什麼。因此，關於德國對俄政策的新概念問題的最常見答案是「abwarten」或

「觀望」。然而，等待俄羅斯領導層的改變及俄羅斯內部政策的變化所可能導致的俄

民主化和其中產階級發展成為社會變革和經濟轉型的媒介，需要很大的耐心。此外，

德國希望這種轉變一旦發生，也會改變俄羅斯的外交政策，鑑於目前俄羅斯普遍存

在的共識，包括普京的批評者，俄羅斯外交政策的目標應該是恢復國家作為全球大

國的地位。299 

 

另一個破壞德國 - 俄羅斯戰略關係理念的因素涉及自歐元區危機以來俄羅斯

精英所持有的信念，即被視為德國主要項目的歐盟缺乏吸引力和弱勢。這種看法加

強了俄羅斯精英的信念，即歐洲需要俄羅斯而不是俄羅斯需要歐洲。與此同時，弗

拉基米爾·普京一直在推動建立歐亞聯盟，同時毫不掩飾這個組織旨在作為對歐盟的

平衡以及俄羅斯保持其「勢力範圍」的方式，特別是在後蘇聯地區。300 

 

二、德國的「等待與觀望」－無法理解的俄羅斯 

 

從冷戰結束德國統一之後到施洛德時期，德國對俄關係可說從「特殊夥伴關係」

到所謂的「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梅克爾上任後在對俄關係上基本

上延續著施洛德時期的「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在 2006 年 10 月

頒佈的《德國安全政策和聯邦國防軍的未來白皮書》中俄羅斯被定位為北約和歐盟

的優先夥伴（重要合作夥伴）。內文中也提到了，對許多歐洲國家而言，俄羅斯是重

                                                      
299Ibid.,p.6. 
300Ibid.,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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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能源供應國和經濟夥伴。這樣的一種定位可說呼應了之前施洛德時期在 2000 年

俄羅斯和德國在柏林的政府間磋商會議中首度提出的兩國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

的概念，它規定了夥伴關係主要基於密集的經濟合作和廣泛的制度化政治合作結

構。301然而在梅克爾時期時同德國的跨大西洋關係相比之下，德國對俄羅斯的關係

就顯得冷淡許多。事實上在俄羅斯對南方鄰國喬治亞的入侵之後，「戰略夥伴關係」

就變成了沒有「戰略」的「Partnership for Modernization」（現代化夥伴關係）。而在

烏克蘭危機之後，俄羅斯甚至連「夥伴」的定位都搖搖欲墜。在 2016 年的國防白皮

書中，俄羅斯甚至被認為是影響德國國家安全的「挑戰」與「威脅」。 

 

梅克爾本人在就任之初雖然認為俄羅斯與德國之間並未擁有太多的共同價值觀，

然而對於俄羅斯與德國之間的互利關係則是持肯定的看法。然而事實上自俄喬戰爭

爆發到普京 2012 年上任之後，德俄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便開始出現裂痕。當初梅克

爾 2005 年剛上任時，在外交部長史坦麥爾的致力推動下，德國便一直希望通過發展

與俄羅斯的友好關係，以「接近促改變」的方式，來促進俄羅斯國內對政治體制進

行民主改造，但德國認為普京重新就任總統後，仍舊在民主方面有重大欠缺，繼續

威權執政，腐敗現象嚴重；政府對國內經濟的控制，對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大國政

策、對公民權的蔑視、對反對派的壓制，都讓柏林困惑不解。德國對俄羅斯越來越

失望，批評也越來越多。當克里米亞「脫烏入俄」後，德國才開始對俄羅斯變得強

硬起來，堅持更加嚴厲的經濟制裁。302根據 Anna Kwiatkowska-Drozdz 在“Germany on 

Russia. Yes to links, no to rapprochement”一篇文章中的看法，德國對俄羅斯的關係可

說從「戰略夥伴關係」演變到俄喬戰爭之後的「不知如何處理俄羅斯」。從俄喬戰爭

之後德俄間關係的發展來看，所謂的「戰略關係」可說是名存實亡。而剩下的夥伴

關係也因為受到「烏克蘭危機」後歐盟制裁俄羅斯的影響而受到嚴酷考驗。 

                                                      
301Anna Kwiatkowska-Drozdz.2014.“Germany on Russia. Yes to links, no to rapprochement”. OSW, Point 
of View, 39：11. 
302旦賽男，德國在解決烏克蘭危機中的作用研究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6）。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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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烏克蘭危機之後，梅克爾政府認為俄羅斯是自願放棄「夥伴」這樣的定位的。

俄羅斯的所作所為可說還強化了梅克爾本來就具有的由於個人背景因素而對俄羅斯

的不信任感。Hannes Adomeit 在其〈German-Russian Relations: Balance Sheet since 

2000 and Perspectives until 2025〉中認為所謂的「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

是「沒有戰略，而只有不同的利益與價值觀」。303Anna Kwiatkowska-Drozdz 還提到

過「德國對於俄羅斯是缺乏概念的」，而這樣的說法可說正呼應了俄羅斯總統普京所

說的「俄羅斯是無法理解的」。德國到底應該用甚麼樣的方式去理解俄羅斯，Anna 

Kwiatkowska-Drozdz 認為答案應該是「等待與觀望」（wait and see）。304德國的對俄

關係可說是德國外交戰略核心之外的一個變動的未知地帶。 

 

 

三、德國對俄羅斯的定位改變？ 

 

在人民網-環球時報中，王壹、閻嘉琪在＜德否認新版白皮書稱俄羅斯為敵人：

翻譯不正確＞一文中認為「德國聯邦國防部公布的最新《白皮書》把俄羅斯列為敵

人」，這一報導將德國與俄羅斯的關係「拉向更大的分裂」。德國國防部長馮德萊恩

否認新版《白皮書》將俄羅斯稱為「對手」或「敵人」。她稱，「正確的文字翻譯很

重要」。《白皮書》是德國聯邦國防部評估德國安全形勢的文件，現行版本是 2006 年

批准的，書中將俄羅斯稱為「優先夥伴」。在《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中列出

了德國的「十大威脅」，俄羅斯為其中之一。莫斯科被認為使戰爭與和平的邊界變得

模糊。305事實上，徳國對俄羅斯的定位與政策常常是配合北約對俄羅斯的定位與政

策。俄聯邦委員會（上院）國防與安全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克林採維奇曾表示，德國

                                                      
303Hannes Adomeit.2012.“ German-Russian Relations: Balance Sheet since 2000 and Perspectives until 
2025”.Ifri, Juin,2012,：11. 
304Anna Kwiatkowska-Drozdz.2014.“Germany on Russia. Yes to links, no to rapprochement”. OSW, Point 
of View, 39：6. 
305王壹、閻嘉琪（民 105 年 6 月 8 日）。德否認新版白皮書稱俄羅斯為敵人：翻譯不正確。人民網－

環球時報。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6/0608/c1011-28421800.html 

http://mil.huanqiu.com/world/2016-06/90191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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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將莫斯科看作是對手。他認為：「北約實施東擴政策期間，德國起著關鍵性作用。

如果德國沒有做出原則性同意，北約在俄羅斯邊境附近地帶部署軍力會相當困難，

因此新版 2016年版《白皮書》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姍姍來遲。」克林採維奇認為對

於德國來說，俄羅斯早已不是夥伴，而是對手。而針對俄方做出的強烈反應，德國

駐俄大使弗裡奇也曾表示：「在俄羅斯的軍事戰略中，北約被看做是敵人，而德國是

北約的成員國。言外之意是，俄羅斯已將德國看做「敵人」。」綜上所述，德俄雙方

可說都認為對於「對手」或「敵人」這樣不友善的定位，責任乃在於對方。事實上

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相比，作為北約成員國的德國，一直與俄羅斯保持著微妙關係。

即使現在歐盟制裁俄羅斯，德國外長也要求逐漸取消對俄羅斯的制裁。306 

 

根據德國國防部所發表的《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的說法，德國對俄羅斯

的定位由夥伴變成威脅的關鍵事件乃是爆發於 2013 年年底的「烏克蘭危機」。在

《2016 年德國國防白皮書》中，德國官方認為俄羅斯乃是自願地放棄了「夥伴」這

樣的一種定位。因此，德國對於俄羅斯身分定位的轉變乃是被動地由俄羅斯我行我

素的行徑所造成的。從俄羅斯 2008 年在「喬治亞戰爭」後與「阿布哈茲」（Abkhazia）

及「南奧塞提亞」（South Ossetia）建交以及在 2013 年年底的「烏克蘭危機」爆發之

後併吞「克里米亞」的總總行徑都讓梅克爾政府認為俄羅斯只顧著自己國家的戰略

利益，並且還對歐洲以及歐盟國家的國家安全與區域穩定造成了莫大的威脅與傷害。

因此，德國《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對俄羅斯的重新定義是一種軍事上的轉變，

和北約與俄羅斯的關係相對應。這意味著，德國未來將在北約中擔負更大的責任，

與俄羅斯形成戰略競爭。307 

 

 

                                                      
306同上。  
307王壹、閻嘉琪（民 105 年 6 月 8 日）。德否認新版白皮書稱俄羅斯為敵人：翻譯不正確。人民網－

環球時報。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6/0608/c1011-28421800.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bkhaz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uth_Osse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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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俄間的海權及陸權勢力的競逐 

 

烏克蘭危機及其後續的發展象徵著海權及陸權長久以來的競爭關係。而俄羅斯

併吞克里米亞更是象徵著冷戰後勢力衰弱的陸權國俄羅斯面對北約及歐盟不斷東擴

所採取的大反撲。一個國家的地緣特質，可以主導其命運。形象地比喻一下，烏克

蘭天生就是一柄兩頭帶尖的「長矛」。對於俄羅斯或西歐諸國而言，誰把它抓在了

手裡，那就意味著「矛頭」必然指向了對方的咽喉。308歷經一年編寫，德國 2016 年

版國防白皮書在問世前就有傳言，在白皮書中德國將對俄羅斯關係的定位由「夥伴」

改為「競爭對手」，這一消息可說引起了俄羅斯方面的不滿。有分析認為，這個讓俄

羅斯「不舒服」的新定位不全然是由俄羅斯所造成的，且雖然白皮書用詞顯得不夠

友善，但兩國關係不會發生根本轉變。309《2016 年德國國防白皮書》中將俄羅斯試

圖用武力改變國際邊界視為是德國的關鍵挑戰，並認為歐洲的安全秩序會由此受到

影響 310。因此，俄羅斯已脫離了與西方的夥伴關係，轉向強調戰略性對抗。就連在

歐洲，和平與穩定也並非理所當然的事情 311。與此同時，《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

書》強調，歐洲與俄羅斯之間存在著諸多共同利益。《白皮書》從中得出的結論值得

關注：歐洲並不需要一個新的安全架構，而是需要對現有規則和原則保持尊重 312。 

 

五、受到質疑的對俄定位及德國的未來角色 

 

在 2016 年版《白皮書》中，德國一改過去的克制文化傳統，而採取更為積極的

外交政策。然而在 2016 年版《白皮書》中，德國卻將俄羅斯定位為「挑戰」、「威脅」，

                                                      
308王偉，天下大勢－從地緣角度檢視全球政治勢力（台北市：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
頁 64。 
309曲頌，雪珺，2016，〈德國與俄羅斯，「夥伴」變「對手」? 〉《南國博覽》，6：19。 
310White Paper 201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 2016. Berl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pp.31-32. 
311Ibid.,聯邦總理序言, p.6. 
312Ibid.,p.32. 

http://primo2.lib.nccu.edu.tw/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vl(freeText0)=%e6%9b%b2%e9%a2%82+&vl(2719454UI0)=creator&vl(24945018UI1)=all_items&vl(1UIStartWith0)=exact&fn=search&tab=default&mode=Basic&vid=NCCU&scp.scps=scope%3a(NCCU_III)%2cscope%3a(CDM_38clip)%2cscope%3a(CDM_jcgu)%2cscope%3a(CDM_tcybh)%2cscope%3a(CDM_hussic)%2cscope%3a(CDM_tdm)%2cscope%3a(CDM_dsm)%2cscope%3a(CDM_ft)%2cscope%3a(CDM_fmc)%2cscope%3a(NCCU_IR)%2cscope%3a(NCCU_CDM)%2cscope%3a(NCCU_TH)%2cprimo_central_multiple_fe&ct=lateralLinking
http://primo2.lib.nccu.edu.tw/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vl(freeText0)=+%e9%9b%aa%e7%8f%ba&vl(2719454UI0)=creator&vl(24945018UI1)=all_items&vl(1UIStartWith0)=exact&fn=search&tab=default&mode=Basic&vid=NCCU&scp.scps=scope%3a(NCCU_III)%2cscope%3a(CDM_38clip)%2cscope%3a(CDM_jcgu)%2cscope%3a(CDM_tcybh)%2cscope%3a(CDM_hussic)%2cscope%3a(CDM_tdm)%2cscope%3a(CDM_dsm)%2cscope%3a(CDM_ft)%2cscope%3a(CDM_fmc)%2cscope%3a(NCCU_IR)%2cscope%3a(NCCU_CDM)%2cscope%3a(NCCU_TH)%2cprimo_central_multiple_fe&ct=lateralL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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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隱含的「對手」、「敵人」。因而在對俄羅斯的定位方面，聯邦政府受到了左翼

黨議會黨團的質疑，他們認為新版白皮書過於強調二戰以後歐美在歐洲和平秩序的

建立過程中的貢獻，卻忽略了俄羅斯也曾參與其中，而美國及其歐洲盟友對於近年

來歐洲巴爾幹地區的動蕩也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 2016 年版白皮書只不過是一

本「服務於重整裝備和戰爭的白皮書」。在經歷了烏克蘭危機之後，德國 2016 年版

《白皮書》中也談到了德國聯邦國防軍的派駐問題。而來自德國綠黨的政治家阿格

尼茲卡•布魯格（Agnieszka Brugger）也對 2016 年版白皮書提出了批評，認為聯邦政

府在沒有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將聯邦國防軍派往危機地區不僅打破了德國的軍事禁

忌，而且會削弱聯合國等機構的地位。雖然 2016 年版白皮書引起了德國朝野的廣泛

質疑，但是國際形勢的錯綜複雜也為其順利出版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在難民危機不

斷發酵的背景下，恐怖襲擊此起彼伏。以此為緣由，站在保護盟國和本國安全的立

場來實現自我壯大，既是盟國對德國聯邦國防軍的期待，也不會受到德國國內公共

輿論的太多質疑。313 

 

另一方面，美國重返亞太、英國退出歐盟也為德國擺脫美國掣肘、建立歐洲安

全與防務聯盟提供了難得的契機。因此，2016 年版白皮書改變了二戰以來德國低調

務實的外交政策，宣佈德國將在國際舞臺上承擔領導責任，積極要求參與國際秩序

的制定。相信隨著新版白皮書中相關措施的逐步落實，德國將會在國際舞臺上扮演

更加重要的角色。314換句話說，如果德國新版白皮書的內容付諸實行，想必未來在

國際上，德國將會是重要領導角色之一。 

 

 

 

                                                      
313陸巍，2017，〈德國 2016 年版《安全政策與聯邦國防軍未來白皮書》解析〉，《德國研究》，32（1）：

40。 
314同上。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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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俄羅斯作為西方國家的挑戰與威脅 

 

德國就俄羅斯加諸對中東歐歐盟成員國的生存威脅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德國

和這些國家對於北約在確保歐洲安全方面應發揮的作用也存在不同看法。例如，波

蘭和波羅的海國家期待北約抵制俄羅斯侵略性的烏克蘭政策。但是，由於莫斯科長

期以來認為北約是對手，德國決策者擔心北約的強大作用可能會在當前與俄羅斯的

危機中造成更多弊大於利。北約是其成員國的重要安全保障者，但在與俄羅斯的談

判中無法發揮關鍵作用。因此，歐盟成員國需要審查北約在歐洲安全中的角色及其

對俄羅斯的立場。德國還應該展開對話，旨在更好地調整不同成員國的威脅觀念。315 

在鄭春榮主編的《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18）-梅克爾 4.0 時期的德國何去

何從》一書中提到：「儘管川普承擔北約防務責任的搖擺態度令人擔憂，但美國北約

政策的穩定因素仍然超過變數。新上任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頓盡管曾經在

多個場合表達對北約的懷疑，在關於俄羅斯對歐洲造成的威脅方面他還是表示：『我

們不會讓俄羅斯威脅美國及其盟友』。」3162017 年 12 月，川普政府甚至批准向烏

克蘭出售致命武器，以支持政府軍與俄羅斯所支持的東部分離主義者直接對抗。同

年，美國軍隊為遏制俄羅斯的威脅部屬了裝甲戰鬥部隊赴歐洲執行每期九個月的輪

換任務，並派遣空軍作戰部隊輪流對裝甲部隊提供支持。歐洲和美國共同面對著包

括恐怖主義、網路信息安全和俄羅斯軍事威脅等安全挑戰。正如上文所言，俄羅斯

已經成為深化跨大西洋防務合作的焦點。大西洋兩岸雖然已經形成共同政策來阻止

俄羅斯干涉西方國家，但雙方還要達成共識來避免相關議題的摩擦。美國對俄羅斯

發起的第二輪制裁涉及一些和制裁對象做生意的歐洲公民和公司，這在歐洲引起爭

議。但是俄羅斯在烏克蘭地區公然威脅歐洲安全的行徑確實令人擔憂；近期發生的

                                                      
315Stefan Meister.2014. “Reframing Germany’s Russia Policy – An Opportunity for the EU”.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Policy Brief, April：9. 
316Rick Noack, “John Bolton is set to clash with some of the United States’ closest allies ” , The Washington 
Post, 23 March 2018, https: 
//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8/03/23/john-bolton-is-set-to-clashwith-some-of-the-
united-states-closest-allies/? Utm_term＝.8fbad7df88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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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俄羅斯雙面間諜斯克里帕爾．謝爾蓋（Sergei Viktorovich Skripal）中毒事件證明跨

大西洋夥伴關係依然保持團結。317 

 

七、「我們」的夥伴變威脅－「新西方」政策概念的出現 

 

長時間以來，歐盟很難形成一致的對俄強硬政策，而在這一次的烏克蘭危機中，

歐盟一致對俄，其中原因主要是德國發揮了主導作用。烏克蘭國內政治衝突爆發後

梅克爾是唯一一直保持並能夠與普京對話的西方領導人。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

後，出於「歐洲責任」、「歐洲立場」以及對中東歐國家安全焦慮的考慮，德國弱

化德俄特殊關係，堅持對俄強硬姿態，以震懾俄羅斯對烏克蘭的進一步行動。另外，

在法國的支持下，形成歐盟經濟制裁俄羅斯的共同政策。318 

 

烏克蘭危機涉及歐洲地區的安全與穩定，美國實行「亞太戰略再平衡」政策後，

德國和歐洲不能再完全依靠美國來替歐洲解決其周邊衝突，而是需要自己承擔起防

務的責任，德國在烏克蘭危機中發揮的主導作用是德國外交政策轉變的更加「積極

有為」的標誌，是德國經濟實力增長與盟友對其期待共同作用的結果。然而由於歷

史因素，德國作為歐盟領導者仍然缺乏雄心，考慮到「克制文化」的長期影響，德

國外交積極進取的同時仍將是小心謹慎的，德國的外交政策也不大可能出現激進變

革。319德國目前需要的或許是所謂的「新西方」政策。對於「新西方」政策，德國

聯邦議院外事委員會主席呂特根（Norbert Roettgen）對此有一番解釋。他認為面對

俄羅斯的威脅，人們總習慣說「我們」應該如何採取措施，那麼到底「我們」是誰？

                                                      
317鄭春榮主編，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18）-梅克爾 4.0 時期的德國何去何從（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頁 256-257。 
318旦賽男，德國在解決烏克蘭危機中的作用研究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6）。頁 38。 
319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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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呂特根看來，「我們」不是德國，也不是歐盟，「我們」是西方，德國當前需要

的不是「新東方」政策，而是「新西方」政策。眾所周知，「新東方」政策是冷戰

期間德國政府在 20 世紀 70 年代之後所採取的與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發展外交關係的

原則，核心是以合作代替對抗，以交流打破隔閡。320 

 

呂特根以「新東方」政策為參照，提出「新西方」政策，其核心要義就是以加

強西方國家間的團結和凝聚力為依託、以「西方集團」為依託來對俄羅斯實施強硬

政策。呂特根認為德國外交政策要應對 21 世紀的挑戰，關鍵就是「重建作為政治概

念的西方，將歐盟和北約緊密地結合再一起，而德國在其中扮演領導角色」。321 

 

 

 

 

 

 

 

 

 

 

 

 

 

  

                                                      
320趙柯、丁一凡，2018，〈失衡的中歐關係：解析歐盟對華政策調整〉，《當代世界》， 4： 15。  
321Norbert Roettgen, “Strategic Challenges for Germany’s Foreign Policy” , in James Bindenagel, Matthias 
Herdegen and Karl Kaiser, eds.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Bon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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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文第二章「梅克爾的外交思想」可說是德國的對俄政策中具有個人色彩的「非

理性部分」。然而說是「非理性部分」可說也是和領導者的個人偏好有關。事實上不

管是施洛德或是梅克爾執政，每位領導者在國家定位上及其所親善的國家必定會受

到個人的價值觀及背景等個人因素影響而有所偏好。然而由於沒有十全十美的政策，

因此顧此可說也會失彼。梅克爾的國家戰略思想基本上是「維繫其西方國家同盟」，

而其第一及第二任期時的外交則被稱為是「價值觀外交」。因此其「戰略思想」與「外

交作為」兩者間的關係可說是理論與實踐的關係。而梅克爾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外交

思想則很顯然的是與其地緣政治思想（或是說其國家定位）有關。梅克爾過去的東

德背景很顯然的與其執政後所偏好的德國「西方國家定位」有所關聯。俄羅斯總統

普京所代表的即便不是過去的東德政權，然而對於有著過去專制獨裁東德背景的梅

克爾來說，普京的 KGB 背景及其形象仍然會讓她有所聯想。梅克爾上任後，出於對

普京威權政府的不信任，再加上梅克爾認為德俄兩國間缺乏共同的價值觀，因此對

於俄羅斯可說是有意地加以疏遠。 

 

梅克爾剛上任時由於採取「價值觀外交」，因此有意的疏遠俄羅斯，然而在德俄

關係上，她可說受益於其前任總理施洛德時期的對俄友好政策。在施洛德時期時在

2000 年德俄兩國在柏林的政府間磋商會議中首度提出的「戰略夥伴關係」概念到了

梅克爾時期時仍然被沿用。梅克爾在第一及第二任期時的對俄政策基本上之可以說

是施洛德時期的延續乃必須歸功於其外交部長史坦麥爾。史坦麥爾是前總理施洛德

的心腹，擔任過總理府部長，在背後支持對俄外交。在俄羅斯前總理梅德韋傑夫提

出「現代化夥伴戰略」後，史坦麥爾也推德俄間的「現代化夥伴關係」。作為德俄「戰

略夥伴關係」的補充，史坦麥爾所推的德俄「現代化夥伴關係」意圖將德俄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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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轉變為在施洛德時期時所力求的真正的具有全方位的「戰略夥伴關係」，然而由

於多種內外因素，此種意圖並沒有成功。 

 

事實上，梅克爾在剛上任時，德國的對俄政策在德國內部便被認為是有分歧的。

受到梅克爾「價值觀外交」的影響，梅克爾就任後的德俄「戰略夥伴關係」可說變

得有些名不符實，可說只是「有限合作」，只能夠免強稱作是「經濟內涵的戰略夥伴

關係」。雖然在施洛德時期時和俄羅斯談妥的具有政治意涵的「北溪管線二號」梅克

爾也持續實行，然而在梅克爾上任後的德俄關係基本上乃是以原本故有的經濟、能

源合作為主，雙方缺乏更進一步的接觸與政治合作。在《2006 年版的德國國防白皮

書》中，俄羅斯乃是被定位為北約及歐盟的「優先夥伴」及歐洲國家的「經濟夥伴」，

因而也沒任何關於「戰略」的字詞。我們可說德國總理梅克爾及其外交部長史坦麥

爾的共同對俄政策才構成了前任總理施洛德對俄政策的延續。梅克爾與施洛德的對

俄政策差別主要在於，梅克爾將德國的對俄政策置於其外交政策中的較次要位子。

然而在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後，此種德俄戰略夥伴關係的理想可說終歸失敗。根據

《2016 年版的德國國防白皮書》的說法，此種失敗造成了德俄間的「戰略夥伴關係」

變成一個長期目標，並且俄羅斯還被視為是北約及歐盟的「潛在威脅」及「挑戰」。 

 

本文的第四章「德國對俄羅斯外交政策的結果與影響」中所探討的國際體系中

的權力分配結構對於德國本身對俄的外交政策來說的影響乃是最為關鍵的。從施洛

德時期到梅克爾時期，德國可說經歷了一個從歐洲國家定位轉移到西方國家定位的

歷程。然而事實上不管是將德國定位為一個歐洲國家或是西方國家，德國都必須要

同美國及俄羅斯保持良好關係才能達成德國自身的「國家安全」。因此在施洛德時期，

儘管德俄之間關係極度友好，美國卻仍然是德國最重要的盟國。由於在德國所處的

地緣政治環境下，德國的潛在威脅似乎只可能來自於「俄羅斯」。因此，對於德國來

說與其歐洲及北約的盟國維持良好的同盟關係對於其「國家安全」來說可說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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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的。而在梅克爾時期，儘管強調德國的「西方國家定位」，並視美國為德國最重

要的盟國，然而梅克爾也深知在維持德國（歐洲）的安全問題上，德俄或是歐俄之

間的「安全夥伴關係」及「合作夥伴關係」對於德國或是歐洲來說仍然是必要的。

不管德國的領導者採取甚麼樣的國家定位事實上都無法改變德國的地緣事實－德國

乃是一個位於美俄兩大強權間的歐洲中等強國。因此，德國對俄羅斯政策的個人層

次因素（德國領導者的個人因素）仍舊不得不屈從於德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緣位置。

換句話說，也就是不得不屈從於國際體系中的權力結構分配。 

 

傳統上海權與陸權勢力的競逐，在陸權國蘇聯解體之後，以美國為首的海權勢

力便開始佔上風。在經過北約及歐盟的不斷東擴，海權勢力不斷向東步步進逼，而

俄羅斯不斷失去戰略縱深而逐漸衰落的情況下，以烏克蘭危機的爆發作為導火線，

陸權國俄羅斯最終以「併吞克里米亞」作為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海權勢力的大反撲。

東西方勢力由於本身便具有一些難以調和的利益衝突，因此可說為自梅克爾時期開

始的一連串德國對俄政策的失敗埋下了伏筆。從 2008 年俄喬戰爭爆發、普京於 2012

年重返總統職位、現代化夥伴關係失敗到 2013 年底烏克蘭危機爆發，一連串導致德

俄關係惡化的發展源自於強調民主法治的德國（歐盟）與強調經濟及技術合作的俄

羅斯之間存在著利益與權力的衝突。由於俄羅斯認為融入西方體系的結果會減損其

權力，因此在「認同」與「權力」無法兼得的情況下，俄羅斯最終仍然選擇了「權

力」（併吞克里米亞）。在施洛德時期，雖然德俄關係良好，然而事實上東西方（海

權與陸權勢力）間因為權力失衡所隱藏的潛在衝突便已不斷地在累積醞釀之中。東

西方（海權與陸權勢力）間的權力失衡終於在梅克爾將結束其第二任期的 2013 年底

經由烏克蘭危機而爆發出來。海權與陸權勢力在歐洲的競逐就像有一面無形的柏林

圍牆在歐洲游移。自從蘇聯解體之後這面牆便一直往東方移動，日漸衰落的俄羅斯

陸權勢力在經歷歐盟東擴及烏克蘭危機後，終於藉由「併吞克里米亞」對西方海權

勢力展開反撲。面對俄羅斯的威脅，從德國身為一個西方國家的立場來講，德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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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需要的可說是所謂的「新西方」政策。也就是以加強西方國家間的團結和凝聚

力為依託、以「西方集團」為依託來對俄羅斯實施更強硬的政策。德國應該扮演領

導者角色來重建作為政治概念的「西方」，並將歐盟和北約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來應

對 21 世紀的挑戰。322 

 

 

 

 

 

 

 

 

 

 

 

 

 

 

 

                                                      
322Norbert Roettgen, “Strategic Challenges for Germany’s Foreign Policy” , in James Bindenagel, Matthias 
Herdegen and Karl Kaiser, eds.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Bon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97. 



DOI:10.6814/NCCU2019001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1 
 

參考文獻 

 
壹、 中文部分 

 
一、 專書 

 

大國崛起系列叢書編輯出版委員會，2007，〈大國崛起-德國〉，《台北市：青林國際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于芳，2015，〈德國的國際角色與外交政策〉，《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于寶林，楊冰皓譯，2008，〈瓦列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著，俄羅斯地緣政治–

復興還是滅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王偉，2019，〈天下大勢－從地緣角度檢視全球政治勢力〉，《台北市：深石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王強，2014，〈德國第一任女總理梅克爾傳〉，《台北市：廣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王鳴野，2017，〈「中間地帶」的博弈與困境〉，《北京：科學出版社》。 

宋學文，2009，〈國際關係的理論與其應用：入門、進階與研究設計〉，《台北市：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吳有法，1995，〈二十世紀德國史〉，《新店市：志一出版社》。 

吳秋瑩譯，高橋洋一著，2017，〈圖解地緣政治－主權、資源與戰爭〉，《台北市：十

力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周惠民，2009，〈德國史：中歐強權的起伏〉，《台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林永芳、連弘宜等著，2016，〈當代俄羅斯〉，《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林育立，2017，〈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新北市：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徐靜華、李越譯，格哈特•施洛德著，2007，〈抉擇：我的政治生涯（施洛德回憶錄）〉，

https://www.taaze.tw/search_go.html?keyType%5b%5d=2&keyword%5b%5d=%E5%91%A8%E6%83%A0%E6%B0%91


DOI:10.6814/NCCU2019001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2 
 

《南京：譯林出版社》。 

崔琳、連弘宜等，2012，〈金磚國家俄羅斯及歐亞地區研究〉，《台北市：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張亞中主編，2009，〈國際關係總論，第 2 版〉，《新北市：揚智文化》。 

張明貴，2005，〈國際關係用語熱門榜〉，《台北市：書泉出版社》。 

張宸銘，2017，〈歐盟與俄羅斯能源互動之研究〉，《新北市：致知學術出版社》。 

張道宜、歐寶程、黃品維等著，2018，〈圖解簡明世界局勢：2019 年版〉，《台北市：

易博士，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連弘宜，2017，〈普京時期的俄羅斯對外政策：實用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衝突與融合〉，

《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陸俊元，2005，〈地緣政治的本質與規律〉，《北京市: 時事出版社》。 

鈕先鍾，1995，〈西方戰略思想史〉，《台北市：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楊白勞，2013，〈世界歷史有一套之德意志是鐵打的〉，《台北市：大地出版社》。 

楊夢茹譯，史帝芬．柯內留斯（Stefan Kornelius）著，2014，〈梅克爾傳〉，《台北市：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商業週刊》。 

葉至誠，葉立誠合著，2017，〈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第 3 版〉，《新北市：商鼎數位

出版有限公司》。 

廖生，2006，〈德國「女總理夫人」梅克爾〉，《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熊煒，2008，〈統一以後的德國外交政策 1990-2004〉，《北京市：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8》。 

劉小明，2012，〈德國的智慧〉，《新北市：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劉云剛譯，科林．弗林特和皮特．泰勒（Colin Flint and Peter J. Taylor）著，2016，〈政

治地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劉觀其，2016，〈一本書讀懂德國史〉，《台北市：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鄭春榮主編，2017，〈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17）-大選背景下的德國〉，《北



DOI:10.6814/NCCU2019001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3 
 

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鄭春榮主編，2018，〈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18）-梅克爾 4.0 時期的德國何

去何從〉，《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賴麗琇，2015，〈德國人入門〉，《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賴麗琇，2003，〈德國史〉，《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薛芸如譯，三好範英著，2018，〈德國風險－反思德國浪漫主義的政治實踐〉，《台北

市：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嚴春松譯，索爾．伯納德．柯恩（Saul Bernard Cohen）著，2011，〈地緣政治學－國

際關係的地理學，第 2 版〉，《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二、 期刊論文 

 

王金標，2000，〈德國紅綠聯盟政府對外戰略和政策趨向〉，《現代國際關係》，12：
16-18。 

曲頌，雪珺，2016，〈德國與俄羅斯，「夥伴」變「對手」？〉，《南國博覽》，6：19-19。 

朱瑞清，張健，2016，〈梅克爾的「德式」風格外交〉，《人民論壇》，24：104 -105。  

李銳，2017，〈德國「積極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表现〉，《納稅》，28：191-194。 

李繪新， 2004，〈試析當代德國外交的不確定性－以角色分析理論為視角〉，《現

代國際關係》， 1： 26-61。  

汪寧，2006，＜俄羅斯的歐洲戰略－俄羅斯與德、法、英三國關係的幾點分析＞，《國

際觀察》，5：43-48。 

吳玉山，2002，〈仍是現實主義的傳統：九一一與布希主義〉，《政治科學論叢》，17：

1-31。 

夏立平，2016，〈三重身份視閾下的冷戰後德國安全戰略研究〉，《歐洲研究》，3：

82-102。 

張健，2005，〈德俄加強能源合作的動力及其影響〉，《現代國際關係》，5：43-45。 

https://www.taaze.tw/search_go.html?keyType%5b%5d=2&keyword%5b%5d=%E8%B3%B4%E9%BA%97%E7%90%87
https://www.taaze.tw/search_go.html?keyType%5b%5d=2&keyword%5b%5d=%E8%B3%B4%E9%BA%97%E7%90%87


DOI:10.6814/NCCU2019001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4 
 

梅兆榮，2005，〈梅克爾總理面臨的內政形勢和改革任務及其外交政策走向〉，《德

國研究》，20（4）：11-13。 

連玉如，2006，〈德國梅克爾政府的外交與歐洲政策辨析〉，《德國研究》，21（1）：

15-20。 

陳新明，2014，〈俄羅斯與歐盟國家的現代化夥伴關係〉，《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

53-58。 

陳新明，宋天陽，2014，〈烏克蘭危機與德俄關係及其演變趨向〉，《現代國際關係》，

9：48-54。 

陳新明，宋天陽，2014，〈從疏遠到對抗的德俄夥伴關係〉，《德國研究》，3：30-42。 

陸巍，2017，〈德國 2016 年版《安全政策與聯邦國防軍未來白皮書》解析〉，《德國

研究》，32（1）：28 -40。 

湯紹成， 2001，〈當前德國外交政策淺析〉，《問題與研究》， 40（ 1）： 15-28。 

賀之杲，2015，〈烏克蘭危機背景下歐盟對俄制裁的分析: 基於觀眾成本的視角〉，

《德國研究》， 30（ 1）： 17 -30。  

黃萌萌，2017，〈德俄關係：觀望中尋求出路〉，《世界知識》，11：52-53。 

楊成緒，2018，〈二戰後德俄關係發展歷程及其前景展望〉，《俄羅斯研究》，

1： 22 -44。  

熊煒，2004，〈論德國外交與安全政策中的角色衝突〉，《德國研究》，19（ 4）：7-12。  

熊煒，2017，〈2016 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評析－「來自中間的領導」困境〉，《國

際論壇》， 19（ 3）： 66-71。  

趙柯、丁一凡，2018，〈失衡的中歐關係：解析歐盟對華政策調整〉，《當代世界》，

4： 14-17。  

劉立群，2008，〈德國外交的得與失－盤點 2007 年〉，《德國研究》，23（ 1）：4-11。  

劉新華，2004，〈地緣政治、國際體系變遷與德國外交戰略的選擇〉，《德國研究》，

19（1）：25 -30。 



DOI:10.6814/NCCU2019001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5 
 

鄭春榮，2014，〈德國外交政策的新動向〉，《歐洲觀察》，5：3-18。 

戴啟秀，2015，〈烏克蘭危機對德俄關係及全球格局的潛在影響〉，《國際觀察》，2：

100-113。 

戴啟秀，王志強，2014，〈德國新政府外交政策調整及走向〉，《國際觀察》，4：133-144。 

 

三、 學術論文 

 

旦賽男，2016，〈德國在解決烏克蘭危機中的作用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國

際關係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孟融，2009，〈俄羅斯經濟外交與俄德能源關係之研究〉，《台北市：政治大學俄羅

斯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萬青，2009，〈遷台後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領導之研究〉，《台北市：台灣師範大

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栗廣胤，2010，〈德國施洛德政府外交政策之研究〉，《新北市：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

碩士論文》。  

陳衡信，2008，〈德國梅克爾政府的國家安全政策研究〉，《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中

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  

 

四、 網路資源 

 

大紀元（民 97 年 9 月 5 日）。國際機構促歐盟減少對俄能源依賴。

http://www.epochtimes.com/b5/8/9/5/n2253330.htm 

 

王俊評（民 106 年 9 月 12 日）。現代版「三矢之教」？德國外長的「一歐政策」。鳴

人堂。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0740/2697231 

 

javascript:;
https://opinion.udn.com/author/articles/1008/1885


DOI:10.6814/NCCU2019001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6 
 

王壹、閻嘉琪（民 105 年 6 月 8 日）。德否認新版白皮書稱俄羅斯為敵人：翻譯不正

確。人民網－環球時報。 

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6/0608/c1011-28421800.html 

 
李瑞辰（民 107 年 3 月 12 日）。普京自曝與默克爾關係鐵：她經常送我德國啤酒。

環球－每日頭條，人民網。 
https://kknews.cc/zh-tw/world/3egq5oy.html 

 

沈敏（民 106 年 9 月 25 日）。當梅克爾與普京相遇，用的德語還是俄語？。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9/25/c_12971
1314.htm 

 
林育立（民 107 年 2 月 18 日）。中國推一帶一路德外長：民主與獨裁之爭。The Central 

News Agency 中央通訊社。

https://tw.news.yahoo.com/%E4%B8%AD%E5%9C%8B%E6%8E%A8-%E5%B8%
B6-%E8%B7%AF-%E5%BE%B7%E5%A4%96%E9%95%B7-%E6%B0%91%E4
%B8%BB%E8%88%87%E7%8D%A8%E8%A3%81%E4%B9%8B%E7%88%AD-
183616141.html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民 103 年）。189.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https://www.sunnyswa.org.tw/12345/189-%e6%96%87%e7%8d%bb%e5%88%86%

e6%9e%90%e6%b3%95%ef%bc%88document-analysis%ef%bc%89 

 

張福昌（民 105 年 9 月 29 日）。跌跤的鐵娘子：梅克爾的領導危機。udn/轉角國際 
udnGlobal/政經角力。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1985411 

 

陳凡（民 95 年 10 月 31 日）。德國公布《2006 年國防白皮書》。中國日報網站－環

球再線。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is/2006-10/31/content_720570.htm# 

 

新華網（民104年2月18日）。德國啟動編撰新版國防白皮書。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2/18/c_1114402160.htm 

 

新華網（民 107 年 12 月 1 日）。德經濟能源部長：俄烏爭端無礙天然氣管道項目。 

https://global.udn.com/
https://global.udn.com/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cate/8663


DOI:10.6814/NCCU2019001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7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201/29062830.html 

 

熊煒（民 102 年 2 月 16 日）。「歐洲民事強權」：概念、決定性因素及其發展。中國

社會科學網。 

http://www.cssn.cn/gj/gj_gjwtyj/gj_oz/201310/t20131026_592529.shtml 

 

蔡慶華（民 105 年 3 月 24 日）。德國前外交部長之死。獨立評論@天下。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89/article/4045 

 

盧炯燊（民 107 年 7 月 12 日）。1 張圖看德俄天然氣管線。世界日報。

https://www.worldjournal.com/5660615/article-%e8%8f%af%e9%83%b5%ef%bc%

9a%e5%be%b7%e4%bf%84%e6%b0%a3%e7%ae%a1%e6%81%90%e5%a2%9e%

e4%bf%84%e5%9c%a8%e6%ad%90%e5%bd%b1%e9%9f%bf%e5%8a%9b-%e5%

b7%9d%e6%99%ae%e4%b8%8d%e6%bb%bf/ 

 

環球－每日頭條（民 104 年 8 月 21 日）。德政壇巨星隕落：東西德統一幕後推手、「東

方政策」設計師巴爾辭世。第一財經日報。

https://kknews.cc/zh-tw/world/xzr65rr.html 

 

瞧．中外（民 103 年 4 月 17 日）。德國倒戈歐洲對俄制裁受阻。中評社-韓國《朝鮮

日報》。 
https://chaoglobal.wordpress.com/2014/04/17/deguodaogeouzhouduiezhicaishouzu/ 

 
譯者：蔡佳伶/核稿：陳政一（民 107 年 7 月 12 日）。美批德買俄天然氣成俘虜－俄

駁川普想搶生意。法新社-中文新聞。 
https://tw.news.yahoo.com/美批德買俄天然氣成俘虜-俄駁川普想搶生意

-143504395.html 
 
觀察者網（民 105 年 6 月 7 日）。夥伴變對手？德國新版國防白皮書擬將俄列為「全

球十大威脅」之一。 
https://www.guancha.cn/europe/2016_06_07_363155.shtml 

 

881903.com 商業電台，即時新聞 | 國際（民 101 年 11 月 17 日）。普京與梅克爾就

人權民主問題交鋒。

http://www.cssn.cn/gj/gj_gjwtyj/gj_oz/201310/t20131026_592529.shtml


DOI:10.6814/NCCU2019001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8 
 

http://www.881903.com/Page/ZH-TW/newsdetail.aspx?ItemId=574869&csid=261_3
67 

 
Now 新聞，兩岸國際（民 101 年 11 月 17 日）。普京與梅克爾就人權問題唇槍舌劍。 

https://news.now.com/home/international/player?newsId=51190 

 

sina.com.hk 新浪香港，國際新聞（民 107 年 5 月 21 日）。德媒談俄德領導人會晤-
普京送梅克爾花束是侮辱。 
http://sina.com.hk/news/article/20180521/1/27/2/德媒談俄德領導人會晤-普京送梅

克爾花束是侮辱-8856133.html 
 

五、報紙  

 

倪海寧：《德國擺脫「軍事克制進行時」》，載《解放軍報》，2016 年 8 月 12 日，第 7

版。 

 

貳、 英文部分 

 

一、 政府官方文件 

Defence Policy Guidelines. 2011.Berlin: German Ministry of Defence- The Minister . 

White Paper 200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 2006. 

Berlin: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Defence. 

White Paper 201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 2016. 

Berl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DOI:10.6814/NCCU2019001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9 
 

 

二、 專書 

Erb, Scott. 2003. German Foreign Policy. Navigating a New Era. Boulder/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Gowan, David. 2000. How the EU can help Russia. London：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 

Parker, Geoffrey. 1998. Geopolitics：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Pinter. 

Pinder, John, Shishkov Yuri. 2002. The EU＆Russia：the promise of partnership. London：

Federal Trust. 

Roettgen, Norbert .2017. “Strategic Challenges for Germany’s Foreign Policy” , in James 

Bindenagel, Matthias Herdegen and Karl Kaiser, eds.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Bonn：Bonn University Press. 

Smith, K.E. 1999. The making of EU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Eastern Europe.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Stern, Jonathan. 2005. The Future of Russian Gas and Gazprom. USA：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llander, Celeste A.1999. Moral Friends, Best Enemies. German-Russian Cooper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Ithaca/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OI:10.6814/NCCU2019001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0 
 

 

三、 期刊 

Adomeit,Hannes.2012.“German-Russian Relations: Balance Sheet since 2000 and 

Perspectives until2025”.Ifri, Juin：1-39. 

 

Belkin, Paul. 2009. “Germ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Trends and Transatlantic 

Implic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20：1-25.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CSS).2008. “ Energy Security of the European 

Union.”Security Policy, 3（36）：1-3. 

Forsberg, Tuomas. 2016. “From Ostpolitik to ‘frostpolitik’? Merkel, Putin and Germ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Rus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92（1）：21-42. 

Kwiatkowska-Drozdz, Anna.2014.“Germany on Russia. Yes to links, no to 

rapprochement”. OSW, Point of View, 39：1-43. 

Larionova, Marina.2015.“Can the Partnership for Modernisation Help Promote the 

EU–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6（1）：62-79. 

Meister, Stefan . 2013. “Germany's Russia Policy under Angela Merkel: A Balance Sheet” 

The Polish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2（2）：28-44. 

Meister, Stefan. 2014. “Reframing Germany’s Russia Policy – An Opportunityfor the EU”.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ECFR）-Policy Brief, April：1-12. 

Rahr, Alexander “Germany and Russia：A Special Relationship”, i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07, pp,140-143. 

http://primo2.lib.nccu.edu.tw/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vl(freeText0)=Larionova%2c+Marina&vl(2719454UI0)=creator&vl(24945018UI1)=all_items&vl(1UIStartWith0)=exact&fn=search&tab=default&mode=Basic&vid=NCCU&scp.scps=scope%3a(NCCU_III)%2cscope%3a(CDM_38clip)%2cscope%3a(CDM_jcgu)%2cscope%3a(CDM_tcybh)%2cscope%3a(CDM_hussic)%2cscope%3a(CDM_tdm)%2cscope%3a(CDM_dsm)%2cscope%3a(CDM_ft)%2cscope%3a(CDM_fmc)%2cscope%3a(NCCU_IR)%2cscope%3a(NCCU_CDM)%2cscope%3a(NCCU_TH)%2cprimo_central_multiple_fe&ct=lateralLinking


DOI:10.6814/NCCU2019001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1 
 

Umbach,Frank.2010.“Global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EU”, Energy 

Policy, 38（3）：1229-1240. 

WNC. 2007. “Germany's Merkel Pursuing More Human-Rights Based Policy Toward 

Russia, China” Der Spiegel, Issue 10. 

Yoder, Jennifer A..2011. “An Intersectional Approach to Angela Merkel's Foreign Policy” 

German Politics, 20（3）：360-375. 

 

四、 報紙 

 

Buckley, Neil, Guy Dinmore, and Daniel Dombey “Memories and meaning: the West 

recalls Russia' s past but is wary of its future”, Financial Times, May 6, 2005. 

Dempsey, Judy “Schroder and Putin agree on Baltic pipelin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13, 2005. 

Dettke, Dieter “Germany says ‘No’ Again” , AICGS Advisor, April 22,2011. 

“Europe and Russia: the Divorce?” Spiegelonline, May 18, 2007. 

“Estonia urges EU to defend small countries against Russia,” EU Business, July 11, 2007. 

“German rebuke sets up tense EU-Russia summit,” EU Observer, October 5, 2007. 

Milne, Richard and Michael Gassmann “BASF, Gazprom link in Siberia”, Financial 

Times, April 12, 2005. 

Williamson, Hugh and Arkady Ostrovsky “Putin ready to work with Europe on 



DOI:10.6814/NCCU2019001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2 
 

Chechnya”,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22, 2004. 

 

五、 網路資源 

 

Reuters (JUNE 4, 2007). I'm the world's only true democrat, says Puti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russia-putin-democracy/im-the-worlds-only-true-d

emocrat-says-putin-idUSL0454405820070604 

 

Rick Noack, “John Bolton is set to clash with some of the United States’ closest allies ” , 

The Washington Post, 23 March 2018, https: 

//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8/03/23/john-bolton-is-set-to-c

lashwith-some-of-the-united-states-closest-allies/? Utm_term＝.8fbad7df88c9. 

 

Stefan Meister, “Crimea: what does Putin want?”,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Relations, 

6 March 2014,  

http://www.ecfr.eu/blog/entry/crimea_what_does_putin_want. 

 

參、 德文部分 

 

一、 網路資源 

 

‘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 mit Russland’, Auswärtiges-amt.de, 19.1.2012,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RegionaleSchwerpunkte/Russland/

R ussland_node.html. 


	中文摘要
	Abstract
	目次
	表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夥伴時期
	二、對手時期
	三、2016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途徑：層次分析
	二、研究方法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二、研究限制

	第五節 論文架構與章節安排
	一、論文架構
	二、章節安排


	第二章 梅克爾的外交思想研究
	第一節 梅克爾的戰略思想
	一、梅克爾的人格特質
	二、梅克爾的國家戰略思想
	三、梅克爾政府的「戰略迷失」

	第二節 梅克爾的價值觀外交
	一、梅克爾個人的價值觀核心
	二、基於「普世價值觀」的價值觀外交
	三、德國的核心利益與其價值觀緊密相關
	四、梅克爾價值觀外交的內涵
	五、梅克爾第三任期外交政策的調整

	第三節 梅克爾的地緣政治思想
	一、德國的地緣位置
	二、德國是世界上最難以進行準確定位的國家
	三、梅克爾與德國的多重身分
	四、梅克爾與施洛德的國家定位問題
	五、德國與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競逐
	六、德國外交在實力和地緣上的雙重困境

	第四節 梅克爾對普京的看法
	一、了解不等於理解，相知未必相親
	二、梅克爾與普京就人權民主問題交鋒
	三、梅克爾與普京雖各有堅持，然而德俄雙方關係仍然密切且不變
	四、始終亦敵亦友的梅克爾與普京
	五、普京對於自身的看法及對於西方人士批評的回應


	第三章 二十一世紀德國對俄羅斯的外交政策
	第一節 施洛德總理時期的對俄政策
	一、雙管齊下戰略
	二、德俄地緣歷史上的緊密性
	三、施洛德總理與普京總統的關係
	四、德俄雙邊會議及協議

	表（一）：梅克爾與施洛德的對俄政策比較如下。
	第二節 德俄間的合作夥伴關係
	一、梅克爾政府以國家安全政策來涵蓋外交藍圖
	二、《2006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中德國未來的任務及挑戰
	三、德國與俄羅斯的安全夥伴關係
	四、北約與俄羅斯的關係
	五、俄羅斯被定位為北約和歐盟的重要合作夥伴（優先夥伴）

	第三節 梅克爾時期歷任外交部長的政策
	一、梅克爾與史坦麥爾的外交分歧
	二、威斯特威勒的外交政策
	三、嘉布瑞爾的外交政策
	四、總理梅克爾與歷任外交部長的關係

	表（二）：梅克爾與史坦麥爾的對俄政策比較如下。
	表（三）：梅克爾時期歷任外交部長對俄政策比較如下。
	第四節 德俄間的對手關係與戰略夥伴關係的長期目標
	一、德國將推行更積極的外交政策及在歐洲發揮「領導作用」
	二、2006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與2016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比較

	表（四）：2006年版與2016年版德國國防白皮書對俄政策比較如下。
	三、基於法規的和平與穩定的歐洲-大西洋秩序受到質疑
	四、國際衝突的發生與國際組織
	五、「混合威脅的俄羅斯」利用「混合戰術」模糊戰爭與和平間的界限
	六、北約框架下的歐美集體防禦義務


	第四章 德國對俄羅斯外交政策的結果與影響
	第一節 德俄親密期及後續發展
	一、德俄關係的背景
	二、施洛德執政時期的德俄蜜月期
	三、歐盟對俄政策的影響與發展
	四、德俄特殊關係影響歐洲團結
	五、施洛德的中間道路行不通

	第二節 德俄的戰略夥伴關係發展
	一、德俄的「戰略夥伴關係」發展背景
	二、德俄「戰略夥伴關係概念」的淵源
	三、缺乏共同價值觀且名不符實的德俄「戰略夥伴關係」
	四、德國與現代化夥伴關係
	五、德（歐）俄雙方缺乏共識的「現代化夥伴關係」

	第三節 烏克蘭危機下的德俄關係發展
	一、烏克蘭危機下德國所扮演的角色與動機
	二、烏克蘭危機下的德俄安全問題
	三、德國應對烏克蘭危機的立場與反應
	四、烏克蘭危機對全球格局的潛在影響
	五、德國的地緣困境與對俄制裁
	六、德俄靠不近也離不開
	七、德國的本國利益優先

	第四節 從夥伴變對手
	一、受到破壞的德俄「戰略夥伴關係」
	二、德國的「等待與觀望」－無法理解的俄羅斯
	三、德國對俄羅斯的定位改變？
	四、德俄間的海權及陸權勢力的競逐
	五、受到質疑的對俄定位及德國的未來角色
	六、俄羅斯作為西方國家的挑戰與威脅
	七、「我們」的夥伴變威脅－「新西方」政策概念的出現


	第五章 結論
	參考文獻
	壹、 中文部分
	一、 專書
	二、 期刊論文
	三、 學術論文
	四、 網路資源

	貳、 英文部分
	一、 政府官方文件
	二、 專書
	三、 期刊
	四、 報紙
	五、 網路資源

	參、 德文部分
	一、 網路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