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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8 年的俄喬戰爭是俄羅斯自解體以來第一次境外用兵，本文試圖透過守勢

現實主義 ( defensive realism ) 的角度來解釋這一場俄羅斯的對外衝突。守勢現實

主義國家的行為模式包括維持守勢現狀、對外尋求合作，因此得以處理安全困境難

題，而在威脅等級過高時可能採取預防性戰爭來消除威脅。本文藉由守勢現實主義

的觀點與行為模式來解釋俄羅斯的外交行為，透過檢視俄羅斯自解體以來的國家行

為模式確立俄羅斯為守勢現實主義國家。再者藉由探討俄喬衝突中分離主義問題與

俄喬關係中的矛盾以說明衝突的遠因與近因。最後探討俄羅斯在外高加索地區的利

益與衝突以解釋俄羅斯在俄喬戰爭中的出兵動機。俄羅斯在解體之後的外交政策大

多採取不衝突與合作的策略，隨著喬治亞的政權更替，俄羅斯對喬治亞的關係從合

作走向以政策制衡，最後基於俄羅斯南部的地緣安全與北約東擴等等來自西方的威

脅之下，俄羅斯採取了協助喬治亞分離地區的軍事行動來解決自身威脅。本論文認

為俄羅斯不僅在 2008 年前屬於守勢現實主義國家，以守勢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

俄喬戰爭更是一場為了應對歐美威脅的防禦性戰爭。 

 

 

 

 

 

關鍵字：2008 年俄喬戰爭、守勢現實主義、俄喬關係、南奧塞梯、阿布哈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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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08 Russo – Georgian war was the first military action outside borders since 

the collapse of USSR. In this thesis, I describe the conflict using the perspective of 

Defensive Realism. The behavior of a state using a defensive realism perspective 

includes remain status-quo of defensive, seeking cooperation, therefore are able to 

manage the security dilemma. When the threat level is too high, a state using a defensive 

realism perspective may launch a preventive war to eliminate the threat.  

First, by examining Russia’s state behavior between 1992 to 2008. We are able to 

determine that Russia follows defensive realism behavior. Secondly, by studying the 

separatism of South Ossetia and Abkhazia in Georgia and the chang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Georgia, we are able to elucidate the factors that caused the Russo-

Georgian war. Finally, we explore Russia’s interests and threats in South Caucasus area 

that reveal the motivation for Russia the launch the counter strike against Georgia. 

Russia has tended to take the non-conflict route and cooperative strategy in 

diplomacy after Soviet-era ended. Due to the regime change in Georgia, Russia changed 

its policy toward Georgia from cooperative to containment. Finally, as the threat from the 

West rose and another round of NATO enlargement occurred, while it’s threating the 

geopolitical security of the southern border, Russia decided to launch a preventive war to 

assist the separatist states within Georgia. In conclusion, not only Russia is a defensive 

realism st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fensive realism, the 2008 Russo-Georgia war is a 

preventive war against the threat of the West. 

 

Keywords : The 2008 Russo – Georgian war、Defensive realism、Russia – Georgia 

Relations、South Ossetia、Abkhaz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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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2008 年 8 月 8 日，在中國北京瀰漫奧運開幕的氣氛，在世界另一角的南高加

索地區卻有一場戰爭如火如荼的進行著。2008 年 8 月 7 日至 8 月 8 日凌晨，喬治

亞政府為了要解決國內分離主義的問題，於 8 月 7 日開始砲轟南奧塞梯（South 

Ossetia）首府茨欣瓦利（Tskhinvali），試圖以武裝行動的方式來鞏固領土完整。喬

治亞與南奧塞梯衝突開始後，俄羅斯以保護國家公民為由，迅速的派兵增援南奧塞

梯，於 9 日對並對喬治亞軍隊進行反擊。由於軍事實力懸殊，俄羅斯軍隊迅速擊敗

喬治亞軍隊，並持續往喬治亞領土進軍。最後於 8 月 12 日，由當時的法國總統薩

科奇（Nicolas Sarkozy）協助下，俄羅斯與喬治亞雙方調停簽署了六項停火協議，1

俄喬戰爭宣告終結。 

俄喬戰爭引發了許多討論，歐美各國家紛紛對於俄羅斯出兵喬治亞的行為予以

譴責，俄喬兩國也互相指控，喬治亞指控俄羅斯入侵其領土，俄羅斯則指控喬治亞

軍對對南奧塞梯人的屠殺，並且攻擊俄羅斯的維和部隊，歐盟甚至也成立了俄喬衝

突獨立調查組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Fact-Finding Mission On the Conflict in 

Georgia）2來檢視衝突中的雙方在法律上的合法性，各界的關注都顯示該戰爭是

2008 年的大事件。俄喬戰爭的過程雖然短暫且快速，規模也不大，但就如阿斯姆

斯（Ronald D. Asmus）所述，俄喬戰爭是一場震驚世界的戰爭，而戰爭的影響更是

深遠。3戰爭後，俄羅斯承認了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Abkhazia）法理上的獨立（De 

jure independence）、喬治亞加入北約的進程也宣告暫時中止，戰爭也徹底改變了南

高加索地區的國際關係，這場戰爭象徵了俄羅斯在國際地位的復甦、也鞏固了俄羅

                                                
1
 魏百谷，「喬治亞境內南奧塞梯及阿布哈茲爭議之探討」，新世紀智庫論壇，47 期(2009)，頁

83。 
2 IIFFMCG 官方網址: http://www.ceiig.ch/Report.html 
3 Ronald D. Asmus, A Little War That Shook The World : Georgia, Russ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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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在南高加索地區的影響力。 

喬治亞與南奧塞梯的衝突源自於 1990 年代，蘇聯解體後南奧塞梯問題就是喬

治亞鞏固領土完整最大的困難之一，同時也是導致俄喬戰爭的導火線之一。這場喬

治亞國內的種族自治衝突問題，最終演變成俄羅斯與喬治亞邊境問題的戰爭，令人

不禁想探討俄羅斯對喬治亞進行干預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比起探究喬治亞國內的種

族問題，筆者認為對於俄羅斯介入喬治亞內部衝突背後的原因更有研究的價值，因

為這是俄羅斯自 1991 年解體以來第一次對外發動軍事行動的案例。另外，針對俄

喬戰爭的評論與研究相關文獻非常多，這點也充分反映出其背後的研究價值，也是

筆者選擇俄喬戰爭作為個案的研究動機。 

本研究希望應用國際關係理論，來探討俄羅斯最終選擇以武力決策來介入喬治

亞內部領土議題的因素，以對俄喬戰爭有更系統的了解。俄羅斯自解體以來，在國

內與國外都面臨了各項挑戰，解體初期的國內經濟衰退與政治動盪，都使俄羅斯在

面對西方時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面對北約的擴張，對前蘇聯的地區影響力日漸減

少，俄羅斯理當對西方抱持不滿與不安。然而，為什麼俄羅斯在 2008 年以前對外

沒有任何大型軍事衝突，不禁讓筆者好奇俄羅斯在這期間內所採行的是什麼樣的政

策?南奧塞梯在蘇聯解體後一度尋求併入俄羅斯，俄羅斯與喬治亞的關係中存在合

作與衝突，是什麼原因導致衝突持續增加?最後又是什麼因素導致俄羅斯做出動武

的決策? 本研究採取守勢現實主義的觀點，試圖回答上述問題。 

第二節、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壹、 研究途徑 

       本論文採用守勢現實主義的研究途徑，以國際關係中的守勢現實主義

理論作為架構，來解釋俄羅斯對喬治亞用兵的個案。針對守勢現實主義的主張與理

論，將在第二章進行詳細的深入探討，此處僅列出重點理論主張來進行研究途徑的

推演。守勢現實主義的主要主張包括：認為國際體系是良善的，對外追求合作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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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透過溝通來解決安全困境、在進攻有利時會採取衝突來解決威脅。4本文採

用守勢現實主義的途徑如下首先，本文嘗試說明俄羅斯為守勢現實主義國家，具有

守勢現實主義的行為模式，在面對與喬治亞的關係時，俄羅斯試圖以外交手段來解

決雙方所面臨的安全困境，最後俄喬戰爭的爆發是俄羅斯在進攻有利的情況下，為

了消除威脅而發動的反制戰爭。針對守勢現實主義的主張與理論，將在第二章進行

深入探討。 

貳、 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之研究方法包含了：個案研究法、歷史研究法與文獻分析法。 

（一）個案研究法 

俄喬戰爭乃是俄羅斯自解體後第一次境外用兵的案例，筆者認為此事件的特殊

性足以作為個案研究。個案研究的主要假設是對案例做深入分析，是針對單一的研

究目標作個別式的研究。5個案研究是一種實務性的調查方式，屬於敘述性研究，

對於描述某些特殊事務與特徵的研究設計，透過多種來源的證據對現狀加以調查，

可以做為決策與判斷相似事件的依據。6透過個案分析的方式，以俄羅斯與俄喬戰

爭事件作為個案，分別了解俄羅斯的外交政策與俄羅斯境外用兵的動機。除了了解

俄羅斯自解體至戰爭前的整體外交方針以外，也針對俄喬戰爭事件的歷史背景、起

因、與過程進行陳述，最後再對於戰爭個案的發生的動機進行分析，有助於了解俄

羅斯對於此事件的立場與態度。 

(二) 歷史分析法 

掌握過去的歷史脈絡，目的在於對於事件當下有更深刻的了解與更準確的分

析。歷史研究法的定義指的是一個問題發生以及演變的過程，此研究法具有長時間

                                                
4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2
期，頁 6。 
5 Earl Babbie 著，李美華等 4 人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北：時英出版社，1998 年），

頁 442。 
6 Robert K. Yin, Application of Case Study Researc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3,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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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性質，透過分析問題的相關資料，歸納出可供解釋與預測的理論。7俄羅斯

外交政策與俄喬關係的發展與俄喬戰爭皆有重大的關聯，本文探究自俄羅斯解體以

來的外交政策變化與俄羅斯對於喬治亞關係的消長，故使用歷史研究法來回顧俄羅

斯解體至 2008 年的俄羅斯政策變化的歷史，以及俄喬關係與喬治亞內部分離主義

的歷史脈絡，有助於更清楚的了解俄喬戰爭的遠因與近因。 

(三)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在於蒐集文獻，並加以分析判定，並整理出文獻中主要論點以及論

文所需資料，
8主要針對於守勢現實主義的主張、俄羅斯外交、俄喬關係、喬治亞

分離主義、以及俄喬衝突等文獻加以蒐集。文獻包括國內外專書、期刊、論文、網

路資源等，文獻包含中文、英文、俄文等。 

第三節、文獻回顧 

唐世平 (Shipping Tang)在《我們時代的安全戰略理論：守勢現實主義》(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書中表示， 守勢現實主

義還是當代的安全戰略理論，能夠直接為政治家提供戰略選擇，國家及其決策者有

必要瞭解守勢現實主義的內涵，遵從守勢現實主義的行為邏輯。9 作者對守勢現實

主義做出一致連貫的論述；然後按照其理論主張提出了守勢現實主義操作規範，進

而明確了國家在守勢現實主義世界的行為邏輯。經過十幾年演進，守勢現實主義逐

漸形成了一 些核心觀點，如：安全並非稀少，國家通常則採取溫和的防禦性戰

略，只有在極端情形下才會採取進攻戰略等。國家應該採取防禦性戰略維護安全，

同時釋放善意信號， 通過保證建立合作，繼而深化合作，最終實現共同安全。10

守勢現實主義主張國家應該努力確定對方的意圖，然後實施相應的戰略，這是因為

                                                
7 王玉民，《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理》，（台北：紅葉出版社，1994），頁 244。 
8 葉至誠、葉立誠合著，《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2000），頁 138-
140。 
9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25 
10 Shiping Tang, 2007, “Correspondence: Uncertainty and Reassura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1, pp. 193-20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 

一旦確定對方的意圖， 國家將明白如何應對對手。11本書將守勢現實主義大多論

點作了評斷與論述，是守勢現實主義參考的重要作品。而關於其他守勢現實主義重

要學者的理論論述，則留至第二章守勢現實主義的部分一併解釋。 

左鳳榮所著的《重振俄羅斯－普京的對外戰略與外交政策》一書，綜述了普京

執政 8 年中，俄羅斯對外戰略與外交政策的發展，其中包括影響外交政策的俄美關

係與能源外交，同時也提到了普京對外戰略的核心目標在於融入市街體系，展開多

及外交；顧志紅所著的《普京安邦之道：俄羅斯近鄰外交》書中，指出了俄羅斯地

緣政治的困境，包括地方衝突與北約東擴等議題，對普京時代俄羅斯近鄰外交做了

分析討論，其中也談到了俄羅斯與喬治亞分離主義地區的歷史發展與俄羅斯的態

度。
12另外，《大國政治的回歸，俄羅斯的外交政策》簡述了俄羅斯外交政策的變化與發

展，另外提供另提供了俄羅斯對喬治亞的政策發展，文中指出俄羅斯與喬治亞之間

的窘境，喬治亞積極的親美政策造成俄羅斯的壓力，而俄羅斯則運用喬治亞的分離

地區作為箝制喬治亞加入北約的手段之一。13 

以俄喬戰爭的專書多為分析戰爭背景與起因的研究。Ronald D. Asmus 所著的

《震驚世界的戰爭》( A Little war that shock the world ) 指出俄喬戰爭的本質是來自

於地緣政治的衝突 ， 14喬治亞極力向西方靠攏，俄羅斯則極力避免這樣的事情發

生。本書講述了 1990 年代俄喬關係的發展，並針對特定事件、如科索沃獨立、俄

羅斯與北約在外交上的斡旋等。本書提供了本文相當大的參考價值，從俄喬關係到

雙方之間的外交與戰爭決策，皆提供了相當清楚的資訊，對於本文的分析有相當大

的幫助； 

Svante E. Cornell & S. Frederick Starr 等共同編撰的《八月烽火: 2008 年俄喬戰

爭》 (The Guns of August 2008：Russia’s War in Georgia) 是由不同作者圍繞在俄喬

                                                
11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117. 
12 顧志紅《普欽安邦之道 - 俄羅斯近鄰外交》 (北京：中國科學出版社。2006 年。) ，頁 224-
235。 
13 杰弗里˙曼科夫(美)著，黎曉雷、李慧容等譯，《大國政治的回歸，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北京：

新華出版社，2011 年。) ，頁 217-22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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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議題上，針對不同主題所撰寫的一本專書。全書同樣包含了俄喬關係的發展，

其中也深入探討俄羅斯備戰的過程與喬治亞在玫瑰革命後的政治轉變以及面對俄羅

斯作出的反應。最後也提出了俄喬戰爭對於歐洲安全的衝擊。本書提供了許多值得

本文參考的資料，包含了俄喬關係與雙方對彼此的認知有助於讀者了解戰爭始末。 

謝介豪以理性抉擇論的觀點來解釋俄喬衝突，該論文運用了外交決策中的理性

抉擇論，提供了大量俄羅斯用武的決策面，並且深入分析了俄喬關係與俄羅斯國內

決策的資訊；
15Andrei P. Tsygankov 則運用了建構主義、攻勢、守勢、新古典現實

主義來針對其提出的假設作出不同的回應。不僅提供了不同理論的觀點，也讓同樣

運用國關理論的本文得以參考。
16 

期刊方面，大量的文獻探討了俄喬衝突發生之原因。朱峰的「俄格衝突的國際

政治解讀」認為雙方衝突看是圍繞在喬治亞分離地區的軍事紛爭，實際上則是美國

對俄羅斯長期戰略擠壓的後果，美國不斷推行的北約東擴、顏色革命與佈署導彈防

禦系統等都引起俄羅斯的不滿；17黃登學的「俄格衝突的根源探析」認為，喬治亞

的親西方政策與積極加入北約是衝突原因之一，同時也指出俄羅斯國力提升與俄美

在裏海地區的能源爭奪也導致俄喬戰爭的關鍵。18另外有文獻指出地緣因素是導致

衝突的原因之一。19也有文獻認為為北約積極東擴是俄羅斯採取武力回應的原因之

一。20 

從文獻中可以看出俄喬戰爭背後的幾點事實：俄羅斯在解體到俄喬戰爭前毫無

                                                
15 謝介豪，「2008 年俄羅斯對南奧塞梯衝突之決策：一個理性決策模式分析」，台灣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論文(2012)，頁 43-45。 

16 Andrei P. Tsygankov, “Duelling Honors: Power, Identity and the Russia-Georgia Divide”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5, No. 4, October 2009, pp. 307-326.   
17 朱峰，俄格衝突的國際政治解讀，現代國際關係，2008 年，第 1 期，頁 6-12。 
18 黃登學，俄格衝突的根源探析，東北亞論壇，2009 年，第 1 期，頁 43-49。 
19 王雷，〈俄格軍事衝突的深層原因及其對國際體系的衝擊〉，《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

2008 年 10 月，第 5 期。頁：61-69；趙常偉，〈俄格衝突爆發的原因與實質〉，《聊城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6 期，頁：29-32；馮玉軍，〈試析俄格衝突的戰略內涵〉，《俄羅

斯東歐中亞研究》，2008 年，第 6 期，頁：49-52。 
20 龍舒甲，〈北約擴大與俄羅斯的反應〉，《問題與研究》，1998 年，第 37 期，第 1 卷，頁：

25-40；劉軍，李海東著，《北約東擴與俄羅斯的展略選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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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用兵的案例，對外的外交態度也多採取合作妥協的姿態；喬治亞內部的分離主

義問題是構成俄喬衝突的遠因，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長年的不穩定因素間接地導致

俄羅斯與喬治亞再度建立關係，而產生複雜的關係；喬治亞的政權輪替是導致俄喬

關係惡化的關鍵因素，雙方本來可以緩解的安全困境因此而開始惡化而導致了衝

突；俄喬戰爭的背後包含了許多不同的因素，分離主義問題只是導火線，真正導致

俄羅斯出兵的原因包含了去除歐美以及北約的威脅以及俄羅斯自身國力恢復也使俄

羅斯有實力以武力嚇阻敵人。 

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 研究範圍 

俄喬戰爭是俄羅斯自蘇聯解體以來第一次境外用兵，故本文的研究時間範圍定

在 1991 年蘇聯解體後到 2008 年俄喬戰爭期間，對於俄羅斯外交政策，主要針對各

時期俄羅斯外交方針的改變作敘述，並不會針對各領導人的外交相關細節作說明，

目的在於指出俄羅斯整體外交方向屬於守勢國家。而俄喬衝突的主要原因包含了俄

喬關係與喬治亞內部分離主義問題，俄喬關係方面研究時間與對象界定，同樣始於

蘇聯解體後到俄喬戰爭發生之前的期間，對於俄喬關係消長作簡單敘述，另外喬治

亞分離主義問題，則源自於俄羅斯革命時期，將會針對分離主義與喬治亞之間的矛

盾作簡單說明。對於俄喬戰爭，我們僅探討俄羅斯與喬治亞之間的衝突始末，以及

俄羅斯承認兩分離主義地區獨立，對於後續發展並不會太多著墨。 

貳、研究限制 

一、守勢現實主義本身的限制 

本文試圖以守勢現實主義來檢視俄喬戰爭俄羅斯出兵背後的動機與原因。國際

關係理論的運用有助於了解國家的行為模式。理論的形成是經過許多辯論與修正不

斷完善的過程，要成為一個有效的理論勢必會受到許多的挑戰與批評，守勢現實主

義相對於其他理論則是提供相對不同的角度來解釋個案。首先，守勢現實主義主張

國家應該追求安全，過多的權力將遭到其他國家制衡，過少則容易受侵略，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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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是採用維持現狀政策。但如此的主張被學者 Schweller 評為是一種維持現狀的

偏見（status-quo bias）21，認為守勢現實主義所有國家都追求安全，但卻無法說明

戰爭的發生。對此守勢現實主義也提出回應，雖然國際是良性的，但是國家仍然會

因為認知錯誤而導致衝突，國家也可能因為為了解除威脅而發動防衛性戰爭。22 

守勢現實主義對於認知的運用也使其理論受到批評，認為守勢現實主義偏離了

以權力為中心的現實主義主張，使現實主義的簡約性受到衝擊。23另外守勢現實主

義借用了許多其他學派的理論，使其解釋力更加完善，包括了社會建構主義的社會

化概念與自由制度主義倡導合作的概念，這遭到其他學者批評守勢現實主義已經不

在是原先的現實主義。24但理論是不斷修正的後果，守勢現實主義是源自於現實主

義，並運用現實主義的基本主張，同時把國內層次看的較重，加入了外交政策的元

素，使其對於國家行為有更多的解釋力，在不失現實主義本質下，強化了解釋國家

行為的效果。另外，本文在攻守理論的運用上僅運用了攻守平衡中的進攻有利因素

來做為俄羅斯在戰爭中的決策因素，對於區分攻勢與守勢的軍事裝備上並沒有太多

著墨。縱使守勢現實主義存在以上限制，但整體不影響本文對俄喬戰爭個案的解釋

力，俄喬戰爭個案中俄羅斯在外交上的行為與最後的戰爭的決策，可以利用守勢現

實主義來作說明與解釋。 

二、文獻與研究上的限制 

由於俄喬戰爭議題的相關文獻不勝枚舉，對於守勢現實主義相關主張的文獻也

達到充分蒐集，針對俄喬戰爭背景與理論主張的限制相對較小。有部分學者在其分

析文章中引用國際關係理論來說明戰爭背後的原因，但大多是透過兩種以上的理論

來比較分析，理論運用的程度大多是運用理論的核心概念稍做解釋，要透過一個完

整的理論來解釋單一事件的難度非常高，本文試圖透過守勢現實主義的各種主張來

解釋俄喬戰爭的背後因素，對筆者實在是相當大的挑戰。由於本文採用的守勢現實

                                                
21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3(Spring 1996), pp. 90-121. 
22Stephen Van Evera, Cause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p.255 
23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1999), pp. 5-55  
24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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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也包括了重視國內因素的新現實主義，對於國家外部威脅的認知僅能採用國家

部門或領導者的對外新聞稿來佐證、資料相對不足，加上本人對於俄文與喬治亞文

的掌握度不佳，在搜集相關官方資料與閱讀上有較多困難點，算是本論文的一大限

制。 

第五節、章節安排 

本論文章節安排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首先於第一節說明為何選擇俄喬戰

爭作為研究個案的動機，並闡述要達成的研究目的。第二節針對所蒐集之守勢現實

主義與俄喬衝突相關文獻做出整理、評析與分類。第三節介紹本文所採用的研究途

徑，針對三大國關理論對於俄喬戰爭個案的解釋力逐一檢視，從中選擇最具解釋力

的守勢現實主義做為本文之研究途徑。第四節針對本研究的所應用的理論、時間、

對象做範圍的界定，並對研究中可能遭遇的限制與困難做說明。最後於第五節進行

章節的安排。 

第二章為守勢現實主義，為本文的理論架構以及俄羅斯的個案說明，目的說明

俄羅斯在本研究時期內，所做出的國家行為都符合守勢現實主義國家的定義。第一

節說明現實主義理論的發展，現實主義經過時代的挑戰與不斷修正，漸漸發展出不

同流派。第二節說明守勢現實主義的主要理論與主張，進一步探討守勢現實主義的

細節與本文使用的理論，第三節透過觀察俄羅斯在研究範圍時期內的政策與行為，

說明本時期俄羅斯的政策屬於守勢現實主義，俄羅斯符合守勢現實主義國家的行為

模式。  

第三章為俄喬衝突始末，俄喬在解決南奧塞梯問題上有不同見解，隨後因為各

種問題而導致俄喬關係惡化，最後衝突加深的原因是來自對彼此威脅的認知所導致

的安全困境。第一節介紹喬治亞內部的分離主義問題，包括南奧塞梯以及阿布哈茲

分離的歷史背景。第二節說明俄羅斯與喬治亞關係的消長，俄喬關係因為分離主義

問題再次產生連結，最後因為 2003 年喬治亞玫瑰革命而導致雙方關係惡化，薩卡

斯維利的親美政策導致俄橋之間的安全困境無法緩解而導致衝突。第三節說明俄喬

戰爭的經過以及國際調停的過程，同時也說明了俄羅斯在戰爭中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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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為解釋俄羅斯出兵行為。本章將利用守勢現實主義中的攻守平衡理論來

說明俄羅斯最終用武的決策是因為攻擊有利而導致的防衛性戰爭。首先考慮俄羅斯

在外高加索的國家利益。第二節說明俄羅斯出兵的動機，是為了直接解決相應的威

脅，包含北約與喬治亞的緊密關係，除此之外也對烏克蘭達成殺雞儆猴的效果，同

時對歐美勢力達成嚇阻效果。第三節則指出俄羅斯出兵的有利因素，包含國際阻礙

少、俄喬軍事差距、以及俄羅斯本身國立恢復等條件。 

第五章為結論，指出俄喬戰爭個案中，俄羅斯不論在政策上與決策上，可以透

過守勢現實主義來解釋，並統整研究發現提供未來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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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守勢現實主義 

守勢現實主義源自於現實主義，經過不斷修正而發展成現在的理論。本章首先述

說守勢現實主義的發展與主張，並在第三節部分檢視俄羅斯的外交政策，試圖說明

俄羅斯屬於守勢現實主義國家，會以守勢現實主義理論中的行為模式來發展外交政

策與對外關係。 

第一節、現實主義的發展 

「權力政治」的概念是構成現實主義的主要概念，西方國際關係中的現實主

義，最早可以追溯至西元前 400 年，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伯羅奔尼薩戰爭」，修

昔堤底斯在其研究中提到，國家之間的仇恨與猜忌是國家獨立的基本條件，國家利

益影響著決策者的政策取向。國家必須掌握權力與利益的現實來求生存。25中世紀

馬基維利的「君王論」推論出國家必須強調專制體制，運用外交與軍事力量來制定

內外政策。而統治者在角逐政權必須運用法律與武力，26用強大的軍事力量擴張，

才能確保國家安全，統治者應該不受一般道德拘束，所該遵守的道德是保護國家的

利益。君王論重視權力、強調人性本惡也影響了後續現實主義的發展。而霍布斯的

「巨靈」中，以人類為個體，認為人類所處的自然狀態並不安全，而國家的行為模

式與個人相同，道德無法規範行為，只能以權力來互相制衡。27 

近代的現實主義萌芽於理想主義的失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證明國際組

織的理想無法實現，國際社會仍然處於無政府狀態，國家追求利益與權力的狀況使

現實主義盛行，摩根索寫的「國際政治學」28，以權力、利益為核心概念來理解現

實主義，因此成為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代表作品。闡述了現實主義源自於無政府狀

態以及人性本惡的基礎，其現實主義思想延續霍布斯式的無政府狀態。他堅信人性

                                                
25 林碧昭，《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民 86 年)，頁 39。 
26 同上註，頁 40 
27 肯尼士˙湯普森(Kenneth W. Hompson)，站在思想巨人的肩膀上(Father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 
The Legacy of Political Theory)，王孟德譯 (台北：商周，2003 年)，頁 114。 
28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8), pp.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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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不會透過教育而改變，人類因此不可能建立一個理智且道德的國際社會，為了

保障安全的方法就是自保，在文明社會中自保的的能力則以權力的形式存在，這種

自保以及對權力追求的概念擴及到國際社會，逕形成成了權力政治，在人性本惡基

礎下只有權力政治才能維護國家安全。國際政治也就是權力政治，是國家利益調整

的過程，國家不論大小都會追求權力，國家尋求權力的過程必然導致權力對峙，進

而形成了「權力平衡」，國際上的權力平衡是普遍存在的概念，也是構成國際社會

的穩定因素。在國際政治中必須要從權力的角度來解釋國家行為才是研究國際政治

現象的途徑，這樣的權力政治論點構成了古典現實主義的核心概念，並成為二次大

戰後的主流。
29 

隨著冷戰開始，1960 年代行為主義學派的興起，使古典現實主義的論述遭到

挑戰，於是現實主義學者在古典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做修正，從體系結構、權力分

配、安全認知與國家利益的角度重新詮釋現實主義，其中又以華茨(Kennth Waltz)的

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最具代表性，其著作《國際體系理論解析》構成了

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架構。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結構對行為體的影響，無政

府狀態與國家行為體兩個本質不變，變動的是體系內行為者權力的分布，當行為者

的能力產生變化時，會改變行為者之間的互動，進而影響體系的結構變化。30結構

現實主義認為權力是實現安全的手段，而非目的，國家追求的是權力平均分配，權

力平衡理論則是大國之前權力平衡的分配。31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提奠定

了現實主義的基本概念，現實主義經過不同時期的修正，往後也發展出不同的分

支，不同理論的發展則是基於以下現實主義的共同假設做出的變化： 

一、國家是國際社會的主要行為者：其他國際組織、國際建置、非政府組織團

體，均不被視為主要成員，因為其活動能力與範圍都受國家規定與限制，國家是現

實主義眼中的唯一主要成員，現實主義因此有國家中心論的稱呼。 

                                                
29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爭論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 2 期，2003
年，頁 1-2。 
30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Addison-Wesly, 1979), p.18. 
31 Jack Donnelly 著，現實主義與國際關係(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高德源譯(台北：弘

智，2002 年 ) ，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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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是理性的單一實體：現實主義只關切國家在國際社會的角色與行為，

並且認為所有國家在國際社會的本質與行為皆相同，所有對外的行為皆著重成本效

益與利益關係，理性地來設定國家追求的目標與策略。不管內部情況如何，決策者

會將國家利益超越國內政治優先度，因此對外行動會呈現國家是單一實體的特

質。
32 

三、國際社會為無政府狀態：現實主義認為所謂無政府狀態，並非認為國際社

會是混亂的狀態，而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缺乏一個更高的權威居於國家之上。由於

這樣的無政府狀態，自助是無政府狀態秩序中行動的原則，
33國家一定面臨其他國

家的安全威脅，必須依賴自己的力量來保障自我安全。 

四、國家所追求的目標相同，而且互相衝突：國家在無政府狀態的體系下，國

家的所有行為都是在確保生存後才可能發生，安全或權力的目的都是確保國家生存

發展。當所有過家都為了相同的生存目標追求安全時，一個國家增加安全的行為，

可能會構成另外一國的威脅，這樣互相衝突的螺旋效應，國家間就形成了「安全困

境」34 

五、國家對外的影響力建立在國家物質能力基礎上：國家在追求目標可以有不

同的手段，但不論手段的種類為何，國家的能力才是能否達到目標的關鍵。現實主

義強調物質資源的重要性，物資資源包含人口、財政、科技與軍事，其中又以軍事

力量最重要。擁有越多物資資源的國家越能成為強權，而在國際上發揮影響力，達

成國家想達到的目標。35 

                                                
32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爭論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 2 期，2003
年，頁 5。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2 
(January 1978), pp.167-214. 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a” World 
Politics, Vol. 5, No. 2 (January 1950), pp. 157-180. 
33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Addison-Wesly, 1979), p.111 
34 John H.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A Study in Theories and Realit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pp. 79-81. 
35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爭論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 2 期，2003
年，頁 5；Jerffer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 pp.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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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權力分配決定國際體系的運作與國家對外關係：權力分配會形成不同的權

力結構型態，會直接影響國際關係運作。在不同結構下的國際關係，會有不同的規

則來制約國家的行為。另外，各國在體系中的位置會決定國家在國際中的地位，大

國居於主導地位，小國則採取屈服的姿態，當角色偏離時，國家將會受到懲罰而付

出代價。權力分配發生變化時，體系與國家的角色都會因此而改變。權力透過分配

的相對性，才會體現政治意義，因此現實主義強調相對權利的重要性。 

由於結構現實主義對於冷戰的結束無法提供適當的預測與解釋，開始遭到其他

國家關係理論的批判，在這樣的背景下也引起了現實主義內部的辯論，形成了攻勢

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的分岐。兩派理論還是以國際體系結構的角度出發，但雙

方則是針對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性質，以及國家對無政府狀態的反應，以及國家獲得

安全的途徑選擇上有所不同。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具有侵略性與攻擊性，強調國

際關係就是權力鬥爭；守勢現實主義則認為，國際關係不必然都是權力鬥爭，國際

社會仍然存在合作的空間與可能性。除了這兩個分支，同樣也出現了納入決策者認

知以及國內政治層次的新古典現實主義。本文主要運用守勢現實主義的主張，不將

新古典現實主義列入討論，由於守勢現實主義是與攻勢現實主義比較而成的分支理

論，因此將針對攻勢現實主義就做簡單說明。 

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結構是惡性的，在無政府狀態的前提下在無政府的狀

態下安全非常有限，國家必須透過擴張政策來追求至高的權力直到成為霸權，藉此

確保自己的安全，因此國家間激烈的競爭常常導致衝突與戰爭，「國家最初的動機

是防禦性的，但國際體系的結構迫使國家做進攻性的思考，有時則是採取進攻性的

行動。
36」，攻勢現實主義採取較悲觀的態度，認為國家必須為其安全而獲取權

力，國家無法知道是否得到足夠的安全，但有力量的國家總是比軟弱的國家安全，

國家在這種認知下把擴大自身權力作為獲取安全的最佳途徑，來應對自己所面對的

無形威脅。37守勢現實主義相對於攻勢現實主義來的樂觀，認為國際結構是良性

                                                
36  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p. 5-49.  
37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爭論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 2 期，2003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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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安全很充足，所以透過防禦的手段是獲取安全較有效的方式。國家會從失

敗的歷史中獲取教訓來約束自己的行為，意思是無政府的體系中，戰爭與衝突不一

定必然發生。關於守勢現實主義的主張與理論細節，將於下一節中多做討論。 

第二節、守勢現實主義的論點 

依照過去傳統現實主義的觀點，在無政府狀態下，由於國家間彼此利益競逐， 

因此國際合作的可能性幾乎是零。但根據守勢現實主義者觀點，國際合作成為安全

保障的選項之一，認為各國有理由以合作政策取代競爭政策，避免國家之間發生衝

突和戰爭，因此守勢現實主義也表現出相對的「樂觀」趨向。
38。 

而守勢現實主義者在國家追求權力的方面與攻勢現實主義的定義也有所不同，

認為國家依然會追求權力，但獲得權力只是實現安全目標的手段，安全才是國家追

求的優先目標。在國家安全得以確立的狀態下，權力擴張並非必然也非必要，國家

滿足權力分配現狀。為了達到安全目標，華茲認為，「國家的首要任務不是讓自己

的權力最大，而是保持其在體系中的現狀。39」基於國家的自助行為，守勢現實主

義有「守勢」或者所謂「維持現狀」的偏見 40。所以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獲取安

全的最佳手段，是通過維持現有國際均勢以及本國在政策上的自我約束和自律來實

現安全，國家追求安全的最佳手段是維持既有的國際均勢，尤其是要維護自身在國

際體系中的既有地位，而非要追求權力最大化乃至成為霸權。守勢現實主義主張國

家追求適度的權力即可。國家過度擴張與對外征服必將遭到國家的制衡，帝國的過

度擴張終將落敗，41所以追求安全的最佳途徑是透過自我克制的手段。國家擁有的

權力太大或太小都會有風險，權力太少可能導致其他國家的侵略，權力過多則可能

刺激其他國家增加軍備並加以制衡。國家在製定對外政策的時候應該盡量避免表現

                                                
38 王元綱，「樂觀的現實主義 : 國際關係守勢現實主義之評析」，《國際關係學報》，頁 41-58。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p. 52-53.  
39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Addison-Wesly, 1979) ,  p .126. 
40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 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Spring. 1996), pp. 90-121. 
41 Jack Snyder, Myth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C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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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咄咄逼人的進攻性特徵，進攻性的對外政策會給別國帶來威脅的印象，也會引起

其他國家的聯合制衡，而應該執行一種標誌著自我約束和自律的外交政策。。以勸

阻或者打消其他國家制衡自己的念頭，從而實現本國安全目標。守勢現實主義主張

國家追求適度的權力即可。 

在權力平衡的概念上，沃特(Stephen M. Walt)提出了「威脅平衡」來修正華 茲

所主張的權力平衡，意指當國家在系統內調整其外交與戰略政策時，將不會只是單

純地隨著其他國家的權力波動，而是會將其他國家外交政策意圖及行為納入考

量，42國家會「針對它們所感受到的具有威脅性的力量做出反應」43 。該理論最大

之貢獻在於強調「危險來源」在平衡策略中的重要性。國家採取平衡手段的對象，

除了在客觀實力上優於自己外，還必須在主觀層次具有侵略的意圖。國家會因為對

威脅的感受度不同，而採取不同的反應。例如，當認知侵略國的意圖很強時，便會

採取結合他國與之對抗的平衡策略，以求保命；當認知侵略國的意圖微弱時，則可

能採取扈從於侵略國的合作策略，釋出善意以降低未來其發動侵略的可能性。 

如何解決「安全困境」是守勢現實主義者思考的重要課題。安全困境是現實主

義理論的一個重要理論，指的是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一國採取的任何增加本國安

全的措施可能讓別國感覺安全受到威脅，於是導致別國也採取措施增加自己的安

全，這種因相互猜疑和恐懼而導致的不安全感驅使各國不斷採取增加自身安全，進

而產生螺旋式的效應。吉維斯(Robert Jervis)在《安全困境下的合作》中表示，安全

困境雖然無法避免，但是可以緩解。守勢現實主義反對侵略行為，透過自我克制與

守勢的行為模式，最終可以達到合作的目的。安全困境產生的關鍵原因是各國對彼

此之間意圖的不確定性。為了防範這種不確定因素，國家會增加自己的軍備或與其

他國家結盟來反制它意識到的威脅 。葛雷瑟(Charles Glaser)認為，一國能夠在一定

程度上判斷別國的意圖 44，當進攻性的武器和政策能夠同防禦性的武器和政策區分

                                                
42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p.17-32 
43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Spring 1985). pp. 3-43. 
44 Charles L. 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 “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 (Spring, 1998), pp. 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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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來的時候，一國可以很容易地判斷別國是採取進攻性還是防禦性的軍事政策，這

有助於國家正確解讀別國的意圖，從而得知別國是改變現狀的國家還是維持現狀的

國家。
45 

當防禦性力量相比進攻性力量佔據優勢的時候，該國就不用過多地恐懼敵人的

攻擊，因為攻擊方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即使獲勝也可能得不償失。
46國家會更加

願意實施單方面的防禦計劃，或者會選擇與它國達成軍備控制方面的協議。另外，

國際政治的之間的博弈過程是多次性的，長遠來看，國家間的多次互動也有助於各

國之間培養互信關係消除猜忌，而消除國家之間的不信任與欺騙行為，當國家之間

感受到彼此之間是善意的關係，守勢現實主義國家多會採取溫和的守勢合作戰略，

反之，在確定國家意圖是惡性後，守勢國家開始會採取反制與圍堵政策，安全困境

無法緩解的情況下衝突會隨之產生。 

在守勢現實主義中，國家通常透過防禦性的手段來尋求安全，而且不會蓄意威

脅其他國家。守勢現實主義認為，戰爭雖然難以避免，但並非必然的結果，兩國之

間的衝突的產生則是雙方溝通失敗而產生的悲劇。對守勢現實主義來說，如果國家

互相了解彼此的意圖，那是可以達成和平的。但兩國之間的和平在於守勢現實主義

國家是否透過影響力說服攻勢國家改變好戰的態度，否則國家堅持採取攻勢的態度

下，戰爭依然會發生。對守勢現實主義來說，戰爭是擴權侵略行為所導致的，又或

者是不當的政治行為導致安全困境的加劇，而相對的和平的就是正確的政治行為所

致。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間的衝突與戰爭在於領導者與菁英階層的認知錯誤，安

全競爭除了制衡體系中的威脅外，也包含單元層次上國家精英的錯誤認知所造

成。47 防禦性現實主義強調改變領導者的認知條件。在防禦性現實主義者看來,如

果各國的統治精英都能夠正確地解讀國家安全的充裕性，就可以有效避免衝突與戰

爭。 

                                                
45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2 (January 1978), 
p.187 . 
46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2 (January 1978), 
p.167. 
47 Christopher Lay ne, “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 , America' s Future Grand Strategy”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Summer 1997) , p.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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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安全困境是導致衝突與戰爭的要因素，吉維斯認為，在安全困境存在的結

構下，評估攻守平衡是國家是否能避免戰爭的因素，吉維斯將軍事力量區分為攻勢

與守勢，並認為此有助於解決安全困境的難題。
48攻守平衡認為攻擊佔優勢時戰爭

容易發生，防禦佔優勢時則容易避免戰爭，另外，「科技因素」與「地理因素」是

測量攻守平衡的重要指標
49。學者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對於攻守平衡的考量因

素又提出了修正，提出軍事、國家力量、地理因素等因素，又另外加入了國內政治

因素以及外部威脅等，
50對於判定國家進攻與防守的方面又增加了更多指標。守勢

現實主義不否認國家為了追求安全採取衝突，所謂攻擊居優勢的變因包含攻擊易於

征服，行動有高度勝算並且可獲得的戰利品豐富，以及國際反彈有限。
51另外，如

果國家在面對安全威脅，衝突是減少威脅的有效策略，同時國家也擁有應對衝突的

能力與條件，亦可能導致戰爭的發生。 

雖然守勢現實主義不認為戰爭是明智的選擇，但預防性戰爭也是在面對特定威

脅時可能做出的決策，相對於透過武力擴張，守勢現實主義國家會利用戰爭所造成

的嚇阻與防禦手段來達成戰略目標。由於守勢現實主義的目的並不是對外擴張，在

軍備上，大多會選擇防禦性的武器，軍備競賽只有在硬對特定具有侵略性的國家

時，才會成為理想的決策選擇。雖然守勢現實主義不認為戰爭是明智的選擇，但預

防性戰爭也是在面對特定威脅時可能做出的決策，相對於透過武力擴張，守勢現實

主義國家會利用戰爭所造成的嚇阻與防禦手段來達成戰略目標。為了減少戰爭所帶

來的威脅，守勢現實主義會透過單方面的行為減少國際上的緊張局勢。 

透過上述，可以整理出三點守勢現實主義的主張作為本論文之依據： 

一、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追求生存的前提下，重要的是安全而非權力，權力

是追求安全的手段，增加權力不等於增加國家安全，反而會造成危機，不斷追逐與

擴張相對權力，可能無助於國家安全。適度增加權力採取維持現狀的合作政策才是

                                                
48 Stephen Van Evera, Cause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P.255. 
49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30, No.2 p.167 
50 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2, 
pp.22. 
51 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2, 
p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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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做法。同時守勢現實主義對於無政府狀態採取較為樂觀的態度，認為國際體系

是良性的，安全十分充足，守勢現實主義國家本身是善意的，所以透過守勢的態

度，可以與他國達成合作。
52 

二、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可以緩解安全困境避免衝突，傳統現實主義認為安全困

境是導致衝突加深的重要原因，由於國際間仍存在合作的空間，競爭會導致高風險

的結果。而國家意圖是可溝通的，國家可以透過合作或非威脅性策略，相互溝通彼

此意圖。面對善意的國家，採取合作途徑與相關國家進行軍備控制或裁軍守勢策

略，達到消除衝突的效果。免對惡意的國家，則以威脅平衡的評斷，不單只觀察體

系權力分配，而是針對所造成之威脅來進行制衡手段。
53 

三、守勢現實主義不否認衝突存在，甚至承認預防性戰爭的的可能，發生情況

通常是為了應對極端的威脅。國家為了緩解衝突可以將武力可區分為攻勢武力與守

勢武力來判斷國家的政策，國家安全是建立在具體的軍事任務與能力，54而在衝突

方面，國家可以透過攻守平衡來評斷進攻的有利因素，其中包括軍事力量、國家實

力、地理，以及進攻會遭致的國際反抗等等因素來評斷是否有利，若是進攻有利則

可能會採取進攻，反之防守有利則會採取守勢姿態。55 

藉由以上三點守勢現實主義的論點，來構成本文的主要分析邏輯，基於俄羅斯

的國家行為並非本文主要探討之對象，僅在本章第三節簡述俄羅斯自解體後到俄喬

戰爭前的對外行為模式，來觀察俄羅斯的守勢現實主義，其他部分將另於第三章與

第四章觀察俄喬戰爭的遠因近因後做分析。 

第三節、 俄羅斯的守勢現實主義政策 

守勢現實主義最大之特點在於國家傾向追求安全而非絕對的權力，權力對於守

勢國家是國家追求安全的手段之一，但非最終的追求目標，守勢國家在競爭風險大

                                                
52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20-21 
53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Spring 1985). pp. 3-43. 
54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30, No.2 p.167 
55 Stephen Van Evera, Cause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P.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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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傾向追求合作與溝通，同時採取守勢不衝突的行為模式。另外俄羅斯試圖透過維

持現狀而非破壞現狀來鞏固自身安全。本節將針對守勢國家的行為模式，檢視蘇聯

解體後到俄喬戰爭前俄羅斯在國際上的行為，來說明俄羅斯在外交政策上屬於守勢

現實主義國家。 

解體後俄羅斯在轉型上缺乏經驗，面臨政治與經濟上的困難，俄羅斯必須依靠

西方民主國家的經驗與資源來支援。美國柯林頓政府對於俄羅斯的轉型予以認同，

在俄羅斯解體初期大力支持俄羅斯民主化與經濟轉型。俄羅斯西方國家抱有期待，

美國也在外交上承諾將給予俄羅斯經濟援助，葉爾欽政府任用了主張「大西洋主

義」的科濟列夫(Andrei Kozyerv)作為新任外交部長，也使得解體初期俄羅斯的外交

政策走向了親西方一邊倒的政策。
56 1993 年，葉爾欽簽署了「俄羅斯外交政策概

念基本原則」，這項基本原則提到了俄羅斯要維護國家利益，爭取西方的援助，並

且要求西方認同俄羅斯的平等地位，俄羅斯將成為西方的戰略盟友。57俄羅斯在轉

型之初，西方國家提出了國際貨幣基金的標準，要求俄羅斯採用貨幣緊縮政策，控

制預算赤字，另外，在外交方面，俄羅斯還必須將軍隊撤離波羅的海國家，遵照西

方的作法，達到以上的條件西方國家才願意提供援助。58俄羅斯的政治與經濟狀

況，無力滿足西方所要求的目標，而歐美所承諾的援助對於俄羅斯沒有太大的幫

助，親西方的政策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援助，採用西方貨幣緊縮的震盪療法，反而

造成國內經濟衰退。 

    同時，北約在 1993 年開始著手進行東擴計畫，自 1994 年開始，美國對北

約的態度由反對轉向支持，目的在於繼續於歐洲發揮領導影響力，面對美國支持北

約，俄羅斯為了不破壞雙方的關係也只能對此表示妥協，並加強與北約的對話與合

作關係。1996 年 5 月 31 日俄羅斯宣佈正式加入「和平夥伴關係計畫」 並和北

約簽署「雙邊軍事合作計劃」，俄羅斯雖然與北約達成了合作關係，但俄羅斯對於

                                                
56 馮建玫，加東，〈非理性的外交政策選擇 – 對葉利欽時期俄羅斯外交政策調整的反思〉，《延

安大學學報》，2006 年，12 月，第 28 卷，第 6 期，頁 65-66。 
57 謝琳，〈俄羅斯外交政策走勢〉，《科學管理研究》，1994 年，第 4 期，頁 79。 
58 Robert H. Donaldson, & Joseph L. Nogee, : The Foreign Policy Russia changing system, Enduring 
interests.(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c2009), pp..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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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事務僅存在發言權，而沒有否決權。591997 年 7 月，北約在馬德里高峰會議決

定接納波蘭、捷克和匈牙利加入北約， 1999 年 3 月，這 3 個國家正式成為北約新

成員，北約第一輪東擴宣告完成。
60 

俄羅斯對北約東擴的反應表現出極力反對的態度。但基於現實，此時的葉爾欽

政府在政治經濟都需要西方的援助，面對北約東擴只能透過對話和合作的方式，把

傷害降到最低。另外，1999 年，北約干涉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戰爭，俄羅斯堅決反

對動用武力，並且中斷普里馬可夫訪問美國的行程表示抗議，俄羅斯除了終止與北

約的合作關係，表示譴責外，並無力阻止美國的軍事行動，科索沃戰爭暴露出俄羅

斯在外交上的無力，同時美國通過了《全國飛彈防禦系統法案》，破壞了 1972 年

蘇美的《反彈道導彈條約》，對全球戰略穩定造成破壞，也使俄美關係惡化。 

普欽上任初期，延續了普里馬可夫的多極外交，除了回復俄羅斯以往的大國地

位外，也以制衡美國單極霸權作為目標，然而，俄羅斯最終體認到作為一個經濟與

政治尚未復甦的國家，與美國正面衝突是不明智的選擇，要回復俄羅斯的大國地

位，還需仰賴西方的經濟與貿易的支持。對內，俄羅斯自葉爾欽以來的經濟與政治

問題都有待解決，普欽也清楚經濟復甦與政治的改革是將俄羅斯帶向大國的必要手

段。俄羅斯國力尚未恢復，仍缺乏與美國對抗的實力，基於現實利益，俄羅斯首先

要解決經濟上的問題。俄羅斯無力對抗北約第一輪東擴，俄羅斯國家安全面臨重要

的威脅，透過政治與外交來重建俄羅斯的軍事能力便成了重要目標之一。普欽上任

後的主要戰略目標展變為富國強民，旨在復甦經濟與加速俄羅斯現代化。經濟成長

有助於穩定國內情勢。要成為強國，必須先從改善經濟做起，也因此俄羅斯對於能

改善經濟的議題都十分積極。而要達到經濟復甦，首先要穩定俄羅斯周邊的安全情

勢，外在環境穩定後，俄羅斯才能全力解決內部問題，創造俄羅斯繼續發展的條

件。對此，俄羅斯必須要擴大與對外的合作與協調，尤其是美國。透過與美國合

作，藉此突破自北約東擴與科索沃戰爭以來的俄美僵局。 

                                                
59 葉玟宗，「俄羅斯反對北約東擴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1-23。 
60 葉玟宗，「俄羅斯反對北約東擴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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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911 的事件的機會，普欽以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的名義與美國開啟較密切

的合作，俄羅斯希望透過與美國漸離長期的反恐夥伴關係，意圖改變美國自俄羅斯

獨立以來的防範與箝制政策，同時為俄羅斯的經濟發展創造優良的環境。普欽在第

一時間向小布希表示俄羅對於反恐行動的支持。俄羅斯積極支持美國的阿富汗戰

爭，提供美國相關情報、以及後勤支援補給，同時也開放俄羅斯領空作為人道救

援，並允許美國在中亞地區建立軍事基地，俄羅斯在各方面都主動與美國採取合作

的態度。俄羅斯在 911 事件後宣布將撤出在越南的海空軍基地，同時也主動關閉位

於古巴的無線電監測站。
61俄羅斯充分表達其願意改善俄美關係的誠意，俄羅斯主

動減少海外軍事佈署，主要是降低俄羅斯在國際上的威脅，同時贏得美國的信任。

俄羅斯此舉受到美國的高度肯定，2001 年 11 月普欽對美國進行訪問，俄美宣示彼

此之間的合作關係。
62 

面對美國的單邊主義政策，俄羅斯亦採取了較為合作不衝突的態度。2001 年

12 月 12 日，美國宣布將於隔年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在退出後意味著美國得

以自由部屬防禦性飛彈，隨著北約東擴，美國得以在北約地區部屬攔截飛彈，同時

設置雷達基地，63這對俄羅斯是一大威脅。但俄羅斯除了對此表示遺憾並認為是個

錯誤外，並沒有特別激烈的反應。2002 年，小布希訪問俄羅斯，俄美雙方簽署了

「俄美關於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俄美新戰略關係聯合宣言」，「反恐合

作聯合聲明」。雙方在減少核武，擴大飛彈防禦透明度，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

散等議題上，達成了合作共識。64 

同時普欽也重視與中國的關係，與中國展開全方位合作。2001 年 6 月中俄協

同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以及烏茲別克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在政治、經

濟、軍事、反恐方面成合作。2001 年 7 月，俄羅斯與中國簽署《中俄睦鄰友好條

                                                
61 何岱芸，「普欽時期美俄關係之研究(2000-2008)」，國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論文(2009)，頁

53。 
62 Dimitri K. Simes, ,“Losing Russia,” Foreign Affairs, 2007 , Vol.86, No.6, p.43 
63 何岱芸，「普欽時期美俄關係之研究(2000-2008)」，國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論文(2009)，頁

53。 
64 鄭羽主編，《既非盟友也非敵人──蘇聯解體後的俄美關係(1991-2005)》(上卷)，(北京：世界知

識出版社，2006 年 7 月)，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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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雙方關係成為維護地區與全球穩定的重要因素。2002 年普欽也表示要把獨

立國協確定為俄羅斯外交的優先方向，獨立國協不僅是俄羅斯的核心利益，也是維

持地區穩定的一個重要集團，俄羅斯積極加強與獨立國協國家的關係。首先在經濟

上加強歐亞經濟共同體的作用，並且強調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俄羅斯與哈薩克、土

庫曼、烏茲別克在天然氣領域上擴大合作。2002 年 5 月，在俄羅斯主導下，獨立

國協集體安全條約理事會將「獨立國協集體安全條約」改為「集體安全條約組

織」，成員包括俄羅斯、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哈薩克 、塔吉克和吉爾吉斯等 6

國，建立以俄羅斯武裝力量為主的軍事機構，組成快速反應部隊，並且加強軍事成

員合作
65 

在北約第一輪東擴之後，俄羅斯積極的與西方合作，並表示不排除加入北約，

合作除了使俄羅斯順利融入歐洲之外，俄羅斯也希望北約能從軍事組織轉型成政治

組織，同時藉此爭取與北約成員國平等的地位，並希望能取的對北約事務的決策

權。俄羅斯在 2002 年與北約合作成立新的理事會，使得俄羅斯與北約的關係成為

「北約 20」的機制，改善了俄羅斯與歐洲國家的關係，與北約也有更緊密的合

作。但新的理事會仍然沒有賦予俄羅斯行使否決權力。66雖然與北約關係的改善，

仍然無法阻止北約再度東擴，2002 年 11 月於布拉格的北約高峰會中確立了北約再

度東擴的名單。中東歐國家包含了斯洛伐克、羅馬尼亞、斯洛維尼亞、保加利亞，

另外，波羅的海三小國也是本次北約東擴的對象。以上 7 國在 2004 年 3 月 29 日正

式加入了北約，本次北約東擴使成員國增加到了 26 國。俄羅斯面對第二次東擴，

雖然採取反對態度，但對於北約東擴的批評並沒有想像中的強烈，此時的俄羅斯面

臨與歐洲的合作關係，與剛改善的俄美關係，對於北約第二輪東擴只能接受既定事

實。67  

在普欽第一任期為了避免與美國的衝突，與西方和美國展開妥協合作的外交策

略，藉此整頓內部。普欽在政治與經濟方面，都取得了相對成功的結果，使俄羅斯

                                                
65 左鳳榮，《重振俄羅斯:普京的對外戰略與外交政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 150。 
66 同上註，頁 158。 
67 何岱芸，「普欽時期美俄關係之研究(2000-2008)」，國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論文(2009)，頁

85-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D%A8%E8%81%AF%E9%AB%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D%A8%E8%81%AF%E9%AB%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4%BF%84%E7%BD%97%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7%BE%8E%E5%B0%BC%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8%90%A8%E5%85%8B%E6%96%AF%E5%9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4%E5%90%89%E5%85%8B%E6%96%AF%E5%9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9%E5%B0%94%E5%90%89%E6%96%AF%E6%96%AF%E5%9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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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力復甦，這也使他順利連任總統的位置。第二任期前後，美國開始干涉俄羅斯的

內部問題，俄羅斯外交開始了轉變。2003 年 10 月，普欽透過打擊霍多爾科夫斯基

(Mikhail Khodorkovsky)，使尤科斯公司遭到俄羅斯國家石油公司收購，藉此打擊金

融寡頭，掌握能源部門提供國家經濟發展動力，事件結束後小布希政府對此表示強

烈關注與批判聲，稱俄羅斯這樣的行為是導致民主倒退。
68另外 2004 年 9 月的貝斯

蘭人質事件，俄羅斯北奧塞梯共和國內發生恐怖攻擊事件，1200 餘人遭到車臣武

裝份子挾持，事件後造成多數人傷亡，但美國卻要求俄羅斯與車臣恐怖主義和平談

判解決衝突，引起俄羅斯不滿。
69同時美國與英國都同時給了車臣政治分子相應的

庇護，
70這點讓俄羅斯體認到美國在反恐主義上雙重標準的態度，美國以自己的單

邊主義在國際上打擊恐怖分子，卻在俄羅斯面對恐怖主義危機時表現出不同立場，

甚至進一步干涉俄羅斯內部的問題。另外，在前蘇聯地區。喬治亞與烏克蘭，在美

國的幫助下先後發動了玫瑰革命與橙色革命，在這兩國之間都出現了親美的政權，

美國將顏色革命的的成果視為民主的勝利。以上事件都使俄羅斯再度感覺到美國對

其戰略地位的威脅。 

2004 年之後，俄羅斯國內政局穩定不再受制於西方，同時車臣恐怖主義也遭

擊敗，不再有分裂的危險，俄羅斯對外戰略開始轉為加強軍事實力，追求多極化體

系，並且開始制衡美國為主的西方勢力對俄羅斯的干涉，追求外交的獨立性。俄羅

斯認為只要北約仍然作為一個軍事組織，就必須改變俄羅斯的軍事建設原則，俄羅

斯仍然認為核威懾是有效穩定國際體系的基礎，在面對美國積極發展導彈防禦系統

的情況下，俄羅斯的核威懾能力更是重要。俄羅斯大幅淘汰老舊導彈，購買新技術

與裝備，同時研發新型武器，受限於經濟實力的狀況下，俄羅斯不會與美國進行軍

備競賽，但俄羅斯認為要把核力量保持在戰略層面發揮箝制效果的等級。普欽同時

也致力於軍事改革，要建立強大且現代化的軍隊，而隨著經濟實力增長，也提供了

                                                
68 同上註，頁 39。 
69 黃登學，〈普京新任期俄羅斯外交戰略析論〉，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4 年，第 2 期，頁 44-
46。 
70 鄭羽，〈普京外交思想的演變：由現實主義到新斯拉夫主義〉，《外交評論》，2008 年，第 104
期，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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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改革的基礎。普欽認為俄羅斯的武裝力量必須有能力打擊恐怖主義，並且鞏固

俄羅斯在前蘇聯地區的影響力，俄羅斯做為世界上擁有核子力量與軍事力量的大

國，必須承擔起制止地區衝突、恐怖主義以及保障全球穩定的責任。
71 

普欽時期力求回復過去蘇聯的大國地位，俄羅斯的傳統利益與影響力即是俄羅

斯想要維持的現狀，也就是在多極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並力求與歐洲的整合，普

欽任期中的 8 年，在國際體系上面臨了許多重大的事件，最大的競爭者即是美國，

針對美國為主的勢力俄羅斯皆採取維持現狀，退居守勢的態度，俄羅斯的外交目標

在於維護本國利益，同時擴大自身對於國際事務的影響力，透過 911 事件創造出的

俄美良好關係並加強與歐盟的經濟連結，進一步創造有利於俄羅斯政治經濟復興的

環境，俄羅斯。普欽第二任期後也意識到，一昧的妥協無法阻止美國對俄羅斯的擠

壓政策，對於美國主導的北約東擴、顏色革命、以及在鄰近地區部屬反導彈飛彈系

統的各種圍堵，俄羅斯必須進行防衛式的反擊。雖然俄羅斯的國際行為能力仍然不

足以與美國相提論，也無與意願挑戰美國的全球戰略，所以在本國核心利益上實行

防禦性的守勢外交。 

第四節、小結 

現實主義發展至今已出現各種不同的流派與討論，從傳統現實主義所主張的國

家層次出發，直到演變成結構現實主義所主張的體系探討層次。本文所選擇的守勢

現實主義同樣是為了修正傳統現實主義，讓理論在解釋國家行為時能更具有解釋

力。傳統現實主義從人性本惡出發，國家追求權力，而守勢現實主義國家追求的是

安全而非絕對的權力，另外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安全困境是可以緩解的，在雙方可溝

通意圖的情況下，基本上可以維持現狀而非走向衝突，而在安全不足或攻擊占優勢

時，國家才會採取攻擊性的策略，反之，安全充足與衝突站劣勢時，國家會採取妥

協與合作的姿態。守勢現實主義也提到了攻守理論來解釋戰爭與衝突發生的原因，

國家並非著重在結構上的權力分布，國家在衝突前會評估有利條件再採取行動。 

                                                
71 左鳳榮，《重振俄羅斯:普京的對外戰略與外交政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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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後期的經濟衰退使俄羅斯獨立之初便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試圖在國際社

會上重新定義自己的國家位置，因此葉爾欽政府在解體初期採取了親西方的政策，

採用以美國為主所推行的民主制度以及市場經濟。積極的尋求外部的支持與幫助，

但是因為國力衰弱與經濟轉型的困境，使得支援遲遲沒有來到，俄羅斯也體認到必

須靠自己，同時隱忍北約東擴進程，俄羅斯對外政策不斷做出調整，從一邊倒的政

策，開始尋求合作，最後轉向對外制衡的多極化目標。此一階段，俄羅斯從妥協走

向合作，對外部威脅表現出對抗的姿態，但實際上卻積極尋求支持。 

隨著普欽上台，極力地恢復俄羅斯的經濟與國家地位，俄羅斯在 2000 到 2008

年之間對外大多採取合作的態度，對外鮮少衝突發生，包括尋求美國反恐合作，隱

忍北約的二次東擴，並且在獨立國協與高加索地區尋求與過去加盟共和國的合作，

同時深化與歐盟的經濟關係，面對美國布希政府的單邊主義擴張，後期也採取反制

不衝突的作法。守勢現實主義指出，合作有助於緩和安全困境所造成的衝突，防禦

性的維持現狀的姿態是追求安全最好的做法。72因此，俄羅斯在 2008 年俄喬戰爭

之前所採取的政策，足以說明俄羅斯是守勢現實主義國家。73 

 

 

 

 

 

 

 

                                                
72 Jack Snyder, Myth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14. 
73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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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俄喬戰爭始末 

俄喬戰爭中，喬治亞的兩個主要的分離主義地區：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除了

是戰爭的遠因之外，也是導致 2008 年的導火線，本章首先將針對喬治亞分離主義

問題作探討。另外，俄喬關係的惡化是最終俄喬走向戰爭的關係，在第二節將針對

俄喬關係的變化，探究俄喬雙方為何在多年的和平後，終究還是以戰爭來解決雙方

矛盾，第三節將針對俄喬戰爭的經過以及國際上對戰爭的態度作探討，同時檢視俄

羅斯發動戰爭的理由與動機。  

第一節、 喬治亞分離主義問題 

圖 3-1，喬治亞分離地區位置圖 

 

資料來源 : http://reneweconomy.com.au/?attachment_id=24208 

壹、 南奧塞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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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奧塞梯為喬治亞北部的自治州，面積約 3900 平方公里，北部即為大高加索

山脈，同時與俄羅斯聯邦的北奧塞梯-阿蘭共和國相鄰。在歷史上，奧塞梯人為阿

蘭人的祖先，最初的奧塞梯人定居於北高加索地區，並在 1774 年自願併入沙俄。

13 世紀蒙古入侵後，奧塞梯民族就有開始跨過高加索山脈向南遷移的趨勢，但受

到喬治亞人的阻礙，直到 19 世紀，奧塞梯人開始定居在喬治亞的封建領主之下，

到了 1880 年，該地區的奧塞梯人已經有 52000 人，
74最終形成南北奧塞梯地區同屬

於奧塞梯民族的狀況。 

1918 年，沙俄瓦解，喬治亞獨立，由社會民主黨的孟什維克黨所統治，南北

奧塞梯族因為布什爾維克與孟什維克的對立而被分成南北兩地區，南奧塞梯人則是

與喬治亞採取對抗的立場。1921 年，俄國紅軍成功解放喬治亞，成立喬治亞蘇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為了加強對喬治亞的控制，蘇聯以高加索山脈為分界，賦予身

為喬治亞地區少數民族的奧塞梯族自治州的地位，於 1922 併入喬治亞，奧塞梯族

因此被切割成兩塊地區。直接隸屬於蘇聯的北奧塞梯，於 1936 年升格為自治共和

國，獲得更大的自治權，身為同族的南奧塞梯人卻始終只有自治州的地位，由於同

屬一民族，使用同語言，在過去沙俄時期也是屬於俄羅斯統治的區域，南奧塞梯內

部一直有想要併入北奧塞梯的意願，但最終沒有被蘇聯採用。 

80 年代的民族主義分離思潮也使南奧塞梯人再次要求喬治亞提升其自治權。

如果此目的不能實現，就改爭取與北奧塞梯合併加入俄羅斯。1988 年喬治亞制定

法律，取消南奧塞梯語的官方地位，確認喬治亞與為南奧塞梯地區唯一官方語言，

此舉更激化南奧塞梯人的不滿。1990 年 9 月 20 日南奧塞梯自治州宣布退出喬治

亞共和國，成立南奧塞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加入蘇聯，喬治亞當局宣布南奧塞

梯之行動違法無效，調派部隊前往維護秩序。同年 12 月，南奧塞梯招開立法機構

選舉，喬治亞表示選舉無效同時撤銷南奧塞梯的自治州地位，隨後又派軍隊進駐南

奧塞梯，與當地人民爆發武裝流血衝突，造成 400 多名南奧塞梯人死亡。75 

                                                
74 Dennis Sammut and Nikola Cvetkovski, “The Georgia—South Ossetia Conflict” 
http://www.vertic.org/media/Archived_Publications/Matters/Confidence_Building_Matters_No6.pdf 
75 Deon. Geldenhuys, Contested State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8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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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蘇聯解體，民族分離運動再度產生，南奧塞梯地區持續發生流血衝

突，12 月南北奧塞梯召開特別大會，決議聯合加入俄羅斯聯邦。1992 年 1 月 20

日，南奧塞梯舉行獨立公民投票，大多數居民支持南奧塞梯獨立，南北奧塞梯人與

喬治亞人發生武裝衝突，局勢趨於緊張。1992 年 6 月 24 日俄羅斯與南北奧塞梯偕

同喬治亞在索契簽署停火協定，並且成立四方共同組成的混合監督委員會在衝突區

維持和平，此後以俄羅斯為主的維和人員部隊被認為是緩解衝突的主要力量。 

至此之後南奧塞梯與喬治亞之間維持著相對平穩的狀態，1997 年在莫斯科舉

行了解決南奧塞梯與喬治亞雙方衝突的談判，2000 年俄羅斯與喬治亞簽訂協定幫

助南奧塞梯解決經濟與難民遣返問題。直到 2003 年 11 月喬治亞因玫瑰革命而引發

了政權替換，南奧塞梯與喬治亞之間關係又趨於複雜。2004 年喬治亞擔心南奧塞

梯的親俄傾向，開始對南奧賽梯進行經濟封鎖政策，喬治亞想要將南奧塞梯的經濟

命脈：特蘭斯卡公路
76的所有權收歸己有，因此宣布從俄羅斯運往南奧塞梯的貨物

為非法進口貨物，自南奧塞梯運往喬治亞的貨物為走私貨物，同時喬治亞也關閉了

南奧塞梯交界處的埃格涅斯市場，雙方因此再度爆發武裝衝突，衝突結束了南奧塞

梯與喬治亞之間的和和平。 

2005 年 10 月 20 日，南奧塞梯表示解決南奧塞梯政治地位的條件是以和平手

段，遣返難民，同時解決社會與經濟問題，進而要求國際社會支持其獨立，南奧塞

梯基於過去的歷史情結，普遍認為俄羅斯是解決其安全與發展的保證，因此追求與

俄羅斯的友好關係。因此，南奧塞梯實施雙重國籍法，大部分南奧塞梯人選擇加入

俄羅斯國籍，據統計 2004 年 9 月已經有 98%的南奧賽梯居民擁有俄羅斯護照，成

為受俄羅斯保護的公民。同時南奧塞梯也任用擁有俄羅斯國籍的人進入政府階層，

南奧塞梯的總理與國防部長均持有俄羅斯護照，而與同民族的北奧塞梯，則朝著政

治經濟合作的政策前進，北奧塞梯的技術有效幫助南奧塞梯解決農業生產，而俄羅

                                                
76 特蘭斯卡姆公路是南奧塞梯通往俄羅斯的唯一陸上交通路線，也是南奧塞梯政府重要財政收入來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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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則提供南奧塞梯的工業訂單，而南奧塞梯人同樣享有俄羅斯提供的社會福利，包

括退休金；俄羅斯也提供南奧塞梯食品、醫療、大學獎學金等費用。
77 

南奧塞梯與俄羅斯的親近關係與薩卡斯維利的強硬態度互相矛盾。俄羅斯堅持

要在四方混合委員會的框架內透過非武力的協商解決問題，而薩卡斯維利由於要盡

快解決爭議區的領土問題，並且希望將解決南奧塞梯的過度計畫從 3 年縮減至 1

年，並且邀請美國參加談判，而俄羅斯則表示解決內部問題首先應該與南奧塞梯談

判而非美國。2006 年 2 月 15 日，喬治亞要求俄羅斯的維和部隊撤出南奧塞梯，希

望由喬治亞自己解決其內部問題，而俄羅斯則堅持在 1992 年停火協議中的混合委

員會中解決衝突問題。2007 至 2008 年喬治亞與南奧塞梯的零星衝突越來越多，最

後喬治亞在 2008 年 8 月 7 日宣稱南奧塞梯為反停火協議而開始攻擊南奧塞梯。 

貳、阿布哈茲 

阿布哈茲位於高加索山脈與黑海的接合部,位處喬治亞的西北部，與俄羅斯南

部接壤，西瀕黑海，海岸線長達 180 公里，面積僅 8600 平方公里。公元 8 世紀形

成了阿布哈茲民族並建立獨立的阿布哈茲王國。 13 世紀下半葉起阿布哈茲為蒙古

帝國統治。 15 世紀中葉起被奧斯曼帝國所吞併,阿布哈茲人接受了伊斯蘭教,放棄

此前信奉的基督教。 1810 年俄羅斯海軍登陸蘇呼米，打敗了阿布哈茲，阿布哈茲

被納入俄羅斯的版圖，成為受俄羅斯保護的高度自治國家，直到 1864 年，阿布哈

茲才被劃為蘇呼米軍事部。1918 年，孟什爾維克主導的喬治亞為了與布什爾維克

作戰，入侵並佔領了阿布哈茲，直到紅軍解放喬治亞後，授權阿布哈茲在 1921 年

3 月 4 日重新選舉，建立了獨立的阿布哈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地位喬治亞同

為蘇聯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78 

1921 年 12 月，在史達林的壓力下，阿布哈茲與喬治亞簽訂了聯盟條約，兩個

共和國確立了軍事、經濟與政治上的聯盟，並記載於 1925 年通過的阿布哈茲憲

                                                
77 Deon Geldenhuys, Contested State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80-
81. 
78 顧志紅，〈普京安邦之道-俄羅斯近鄰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6)，頁 225-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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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1931 年 2 月 19 日，阿布哈茲共和國被劃入喬治亞，成為喬治亞內部的自治共

和國，此舉動造成阿布哈茲人的不滿，認為是國家地位降低，同時由於語言、文化

和信仰等方面的差異，也導致阿布哈茲人與喬治亞衝突。79喬治亞當局意圖改變阿

布哈茲的人口結構，有計劃地向該地區移民，使喬治亞超過了當地的主體民族阿布

哈茲人，同時阿布哈茲作為少數民族的合法權利經常遭到踐踏。因此，阿布哈茲當

局多次請求中央政府將阿布哈茲劃歸俄羅斯聯邦。自 1931 起，阿布哈茲與喬治亞

時常發生衝突，為了安撫阿布哈茲人，蘇聯中央政府決定由中央政府援助在阿布哈

茲建立一所大學，並推動阿境內教育和文化等領域的發展力。80 

儘管蘇聯中央對阿布哈茲做出些許讓步，但是阿布哈茲身為喬治亞內部自治共

和國的身份一直沒有改變，80 年代後期，蘇聯境內迅速泛起各種民族主義思潮，

進而演變為巨大的追求獨立的浪潮。1989 年 3 月 18 日，3 萬名阿布哈茲人在雷赫

納村集會，要求蘇聯給與阿布哈茲加盟共和國的地位，阿布哈茲衝突首次出現傷亡

事件。1990 年 8 月，阿布哈茲議會通國獨立宣言，但遭到喬治亞駁回。1991 年 3

月，喬治亞公投要求退出蘇聯，遭到阿布哈茲反對，1991 年 3 月 7 日，阿布哈茲

全民公投決定留在蘇聯版圖內。 

1992 年 7 月 23 日，阿布哈茲最高蘇維埃通過決議，恢復行使 1925 年的阿布哈

茲憲法，意即阿布哈茲與喬治亞皆屬於蘇聯之加盟共和國，以聯盟形式共存。喬治

亞為了將阿布哈茲留在喬治亞版圖內，於 1992 年 8 月 14 武裝佔領阿布哈茲領土，

雙發爆發衝突，衝突已經影響到高加索地區的安全，俄羅斯在 8 月 17 日撤離了阿

布哈茲內的本國公民，隨後封鎖雙方的行政邊界，並開始呼籲喬治亞與阿布哈茲停

火，開始擔任調停之責任。1993 年 5 月在俄羅斯的主導下，阿布哈茲與喬治亞雙

方初步達成停火，但在 7 月 2 日衝突再度爆發，最終在 7 月 27 日簽署停火協議，

喬治亞開始撤軍，雙方獲得暫時的和平。81但在 9 月喬治亞前總統岡薩胡迪亞(Iviad 

                                                
79 Goltz, Thomas. 2006. Georgia Diary: A Chronicle of War and Political Chaos in the Post-Soviet 
Caucasus. (New York: M.E. Sharpe, Inc ), pp. 157-160.. 
80 蔣利，「阿布哈茲問題緣起及前景」，《國際資料信息》，2008 年第 9 期，頁 13-15。 
81 Johnathan Wheatey, “Managing ethnic diversity in Georgia : 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Central 
Asian Survey, Vol.28, No.2 (2009), 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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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sakhutdia)的支持者發動了大規模軍事行動，演變成與政府軍的內戰，謝瓦納澤

(Eduard Shevardnadze)親自前往西部解決衝突。阿布哈茲以此為由，破壞了停火協

定，向蘇呼米發動進攻，喬治亞因為裝備與人數的劣勢，無力阻止阿布哈茲軍隊，

隨後在 9 月底，阿布哈茲攻破蘇呼米，控制了阿布哈茲全境，驅逐境內的喬治亞

人。 

1993 年 12 月，喬治亞與阿布哈茲在日內瓦簽訂停火備忘錄，緩和雙方的緊張

局勢；1994 年 5 月 14 日，喬治亞與阿布哈茲雙方在莫斯科先訂隔離武裝力量的協

議，俄羅斯在 6 月派駐 3000 名獨立國協維和部隊，聯合國也成立觀察團，至此喬

治亞與阿布哈茲的衝突告一段落，同年，阿布哈茲通過獨立憲法，宣布阿布哈茲為

主權國家，並且選出總統，但是並沒有受到國際認可。為了解決戰爭導致的難民問

題，1996 年 1 月 19 日獨立國協首長理事會，通過了解決阿布哈茲與喬治亞衝突之

決議，要求解除阿布哈茲武裝，同時在經貿、金融、交通方面嚴格限制與阿布哈茲

的來往，俄羅斯也在這個決議下開始了對阿布哈茲的經濟制裁。 

1997 年開始，阿布哈茲與喬治亞首先在俄羅斯的協助下，簽署了以和平手段

解決衝突的文件，接著在聯合國的主導下雙方於日內瓦進行會談，共同協調安全、

難民、經濟、社會問題。1999 年阿布哈茲表示，願意與喬治亞簽訂和平條約，但

前提是不使用武力解決衝突，同時該條約的保證國是聯合國祕書處「友好小組」的

成員國，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與俄羅斯。雖然雙方簽署了和平條約，但阿

布哈茲仍然沒有放棄獨立的目標，但至此後，阿布哈茲與喬治亞之間的關係趨於平

淡，俄羅斯也應喬治亞要求也將部分軍隊撤出，只留下獨立國協的維和部隊。 

俄羅斯希望惡喬治亞與阿布哈茲之間走向和平合作的方式，包括協助難民返回

阿布哈茲、促進雙方的經濟合作上的談判，同時俄羅斯也支持聯合國與歐洲安全理

事會介入解決雙方的衝突。雖然俄羅斯對阿布哈茲進行經濟制裁，但是俄羅斯也一

直在雙方邊界進行維護和平行動。同時俄羅斯也提供阿布哈茲人道援助，俄羅斯同

樣也提供退休金給阿布哈茲人，也接受阿布哈茲人加入俄羅斯國籍。在俄羅斯的協

助下，戰爭後的阿布哈茲經濟開始出現好轉，而深化與俄羅斯的關係也成了阿布哈

茲所追求的目標之一。阿布哈茲與喬治亞的矛盾點在於，阿布哈茲始終堅持自己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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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於喬治亞，而喬治亞始終認為阿布哈茲是其國土的一部分，在俄羅斯、聯合國的

協助下，雙方將衝突暫時凍結，隨著薩卡斯維利想要一勞永逸的解決領土爭議問

題，阿布哈茲的獨立問題也在 2008 年，喬治亞出兵南奧塞梯後再次解凍。 

第二節、 俄喬關係變化 

在分離主義的背景下，俄羅斯與喬治亞在蘇聯解體後再次產生了連結。從蘇聯

解體到俄喬戰爭前，俄羅斯與喬治亞的外交關係經歷了許多變化，本節將針對雙方

關係做說明，進一步了解俄羅斯與喬治亞關係如何演變成不可挽回的衝突狀態。 

壹、俄喬早期的複雜關係 

由於戈巴契夫(Mihail Gorbachov)所實行的公開化政策，喬治亞在 1989 年期間也

充斥著民族主義思潮，而爆發了反俄羅斯的抗議活動，喬治亞政府向蘇聯中央求援

鎮壓抗議行為，而造成了 1989 年 4 月的血腥鎮壓事件。事件後蘇聯為了要安撫喬

治亞而釋放了反蘇聯的喬治亞民族主義份子岡薩胡迪亞，並且允許喬治亞擁有自己

的軍隊。岡薩胡迪亞致力於民族主義運動，這時的喬治亞不僅厭惡俄羅斯，同時也

想要維護國家完整而阻止任何領土分離，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的也因民族主義思潮

而希望獨立，1990 年 12 月喬治亞開始對兩地區採取強硬的態度。1991 年喬治亞自

蘇聯獨立，岡薩胡迪亞當選總統，此時喬治亞開始與兩分離地區發生武裝衝突。因

為岡薩胡迪亞所採用的激進手段無法受到其他政治領袖與軍隊認同，隨著分離主義

地區衝突情勢嚴重，岡薩胡迪亞在 1992 年 1 月遭到國內反對派政變下台，國內反

對派希望藉由曾在擔任喬治亞第一書記以及蘇聯外交部長的的謝瓦納澤來擔任喬治

亞的國務委員會主席。 

謝瓦納澤屬於親俄的溫和派，但謝氏上台時所的喬治亞，政治與經濟動盪，其

中阿布哈茲與南奧塞梯兩地區惡化至內戰的情勢，謝瓦那澤只得求助與俄羅斯而選

擇親俄的外交政策。喬治亞無力自己解決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問題，於是尋求俄羅

斯的幫助，1992 年 6 月，俄羅斯協助南奧塞梯的糾紛，俄羅斯與喬治亞以及南北

奧塞梯代表達成達戈梅斯協議，喬治亞與南奧塞梯同意停火。俄羅斯與喬治亞連同

南北奧塞梯以及歐洲安全合作組織成立監督委員會來調停衝突雙方的停火與撤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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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並且設置 15 公里寬的隔離區，由維和部隊來負責確保地區秩序與和平，82俄喬

關係獲得改善後，1992 年 7 月 2 日俄羅斯與喬治亞雙方正式建交。1992 年 9 月，

葉爾欽也出面協調喬治亞與阿布哈茲的衝突，雙方也達成停火協議，俄羅斯同意維

護喬治亞領土完整，俄羅斯也得以在喬治亞境內駐軍維持和平。1994 年 5 月，阿

布哈茲與喬治亞簽訂長期停火協議，俄羅斯派駐 3000 名獨立國家國協維和部隊進

駐阿布哈茲。
83由於喬治亞向外求助於俄羅斯，使得俄羅斯與喬治亞的關係日漸密

切，也讓喬治亞內部的分離問題與俄羅斯產生緊密的連結。
84 

俄羅斯為了鞏固在外高加索地區的影響力，積極與外高加索國家展開合作計

畫，俄羅斯表示高加索地區與俄羅斯是不能分割的共同體，並且承認外高加索所有

國家的主權與領土完整性，共同維護黑海至裏海空間的和平與穩定，同時實現與外

高加索三國的深度合作。俄羅斯運用與喬治亞傳統的經濟連結，恢復經濟合作展開

全面貿易關係。1996 年起，俄羅斯對喬治亞的貿易開始大幅成長，貿易總額比 

1995 年成長一倍。而 自 1996 年開始至 1999 年四年間，俄羅斯成為為喬治亞第一

大貿易夥伴。俄羅斯 並主動修復喬治亞境內遭到破壞的能源與交通設施，此舉促

進了喬治亞的經濟發 展，也有利於雙方加強政治領域的對話與合作。在謝瓦那澤

任期之中，喬治亞把對俄羅斯關係列為外交政策的優先選項，強調俄喬之間的友好

關係符合兩國的戰略利益，而俄羅斯也在維護喬治亞的國家安全及穩定上發揮了相

當的作用。 

在俄羅斯的支持下喬治亞內部的分離問題獲得控制，同時喬治亞國內的政治與

經濟狀況也日趨穩定，隨著喬治亞對俄羅斯的需求不如以往，俄喬關係之間的矛盾

開始浮現，兩國關係的密切程度也開始下降。俄羅斯堅持維護喬治亞的領土完整，

並提供分離地區經濟與軍事援助，但喬治亞認為分離主義僅僅是暫時被凍結，並沒

有得到徹底的解決，懷疑分離地區的親俄傾向是俄羅斯所致。喬治亞開始要求俄羅

斯撤出喬治亞境內的軍事基地，同時也表示要以喬治亞軍隊取代協助邊境防禦的俄

                                                
82 顧志紅，《普京安邦之道-俄羅斯近鄰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6)，頁 228。 
83 左鳳蓉，《重振俄羅斯:普京的對外戰略與外交政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 180。 
84 Svante E Cornell; S Frederick Starr (2009), The Guns Of August 2008: Russia’s War In Georgia. 
(Armonk, NY: M.E Sharpe.) pp.25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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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軍隊，國內喬治亞的反俄情緒也導致對俄羅斯的不信任，擔心俄羅斯駐軍會干

涉到喬治亞內政問題。 

謝瓦納澤開始加強與北約的對話，1998 年開始要求俄羅斯撤出分離地區的維

和部隊並想要以北約的部隊來取代之。1999 年在與北約的軍事合作下，喬治亞退

出了獨立國家國協集體安全條約，中斷與俄羅斯的軍事合作，謝瓦納澤政權拒絕承

認潘基希峽谷恐怖主義的存在，不再配合俄羅斯打擊車臣的恐怖主義，這使俄羅斯

在南方安全受到威脅。2000 年普欽上任後，對喬治亞實行更嚴格的新簽證制度，

對阿布哈茲與南奧塞梯地區提供更便利的簽證制度，並在 2002 年 6 月放寬對阿布

哈茲與南奧塞梯人民的國籍認定，發放大量的俄羅斯護照，並給予兩地區進一步的

經濟與軍事上的援助，同時安排俄羅斯官員擔任這兩個地區的重要職務以及增加駐

軍的數量，也促成阿布哈茲與南奧塞梯之間軍事聯盟的合作。
85  

俄羅斯與喬治亞在玫瑰革命前的關係呈現從交惡到密切，爾後關係又下降的複

雜關係，但基於謝瓦納澤不願意在讓喬治亞內部穩定的局勢再次惡化，所以在經濟

政治各方面仍然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合作，雖然俄喬雙方關係下降，但仍不至於到全

面敵對的態度。而俄羅斯基本上沒有改變其想要鞏固外高加索影響力的方針，仍然

積極的解決喬治亞的內部問題，使兩國關係正常化發展。而普欽上台後明顯感覺到

謝瓦納澤的的疏離俄羅斯態度，雙方在分離主義、反恐問題、與親美政策上開始出

現許多矛盾。俄羅斯時常指責喬治亞提供車臣恐怖分子在潘基溪峽谷的庇護。並且

對此不排除以武力解決這樣的問題。而喬治亞對於俄羅斯不肯依照 1999 年條約從

喬治亞撤軍這件事感到不滿。同時俄羅斯加發護照給阿布哈茲與南奧賽梯的居民更

是削弱喬治亞對於分離地區的影響力。謝瓦納澤的想要加入北約並且興建 BTC 油

管的政策進一步使喬治亞失去俄羅斯的支持。雖然喬治亞在經過俄羅斯幫助下內部

獲得了相對於內戰時穩定的政經狀況，但經濟好轉之後導致的貪腐狀況終究導致了

謝瓦納澤失去民意的支持。 

貳、玫瑰革命的轉捩點 

                                                
85 Nicu Popescu, “Outsourcing de facto Statehood Russia and the Secessionist Entities in Georgia and 
Moldova.”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No.109, p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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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謝瓦那澤透過外部力量來穩定國內局勢之後，逐漸出現貪污腐敗的問題，阻

因此阻礙了國家的經濟與政治改革。貪汙問題導致喬治亞公民聯盟與國內反對派地

的鬥爭，2003 年 11 月 2 日，喬治亞舉行國會大選，謝瓦納澤所率領的「新喬治

亞黨」與其盟黨「喬治亞民主復興聯盟」分別獲得第一、第二高票，而薩卡希維利

所領導的「國家運動黨」得票第三。2003 年 11 年 20 日美國國務院批評喬治亞國

會大選出現大規模舞弊行為，同時表明支持反對派的立場。
8611 月 22 日謝瓦納澤

向新國會發表演說，薩卡希維利與在國會大廈外的示威群眾高舉玫瑰，隨後群眾佔

領國會。謝瓦那澤在安全人員的護送下匆忙逃離現場，宣布喬治亞進入緊急狀態。

11 月 23 日俄羅斯外交部長伊凡諾夫於飛至提比里斯協商促成了謝瓦納澤下台。而

薩卡希維利在 2004 年 1 月的總統大選中，以 94.1%的票數贏得總統大選，喬治亞

完成了政權輪替。
87 

喬治亞與其分離地區的不穩定因素嚴重影響俄羅斯國土西南方的安全，直接關

係到北高加索地區的穩定，在 2003 年以前，俄羅斯處理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問題

時，採取維護喬治亞領土完整的承諾，但在薩卡斯維利上任後，這一狀態明顯出現

了改變。2003 年 11 月，謝瓦納澤因為玫瑰革命失勢後，俄喬雙方都意識到這是一

個改善雙方關係的契機，而出現了短暫的合作。普欽也對 2004 年喬治亞大選表示

期待，希望俄喬雙方能回復過去傳統的友誼，但表示雙方的關係進展是由喬治亞來

決定的。當選總統的薩卡斯維利也立即做出對俄羅斯表示友好的行動，2004 年 2

月，薩氏參加了在於克林姆林宮的高峰會，與謝瓦納澤不同，薩卡斯維利承認分離

主義份子的存在並且表示願意協助俄羅斯打擊恐怖分子。薩氏做出一系列對恐怖分

子的打擊，並且致力於阻止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蔓延，這點與俄羅斯在打擊車臣恐

怖份子的立場一致。 

在經濟方面，兩國最大的合作體現在 2004 年俄喬兩國共組的經濟論壇，俄羅

斯斯致力重組喬治亞的債務，並提供電力與能源上的補貼，同時增加在喬治亞的投

                                                
86 Svante E. Cornell, “Transitions from Post commu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6, No.3. (2005), 
p.12. 
87 Lincoln Mitchell, “Georgia's Rose Revolution.” Current History , Vol, 103, No. 675 (October 2004), pp. 
34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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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放寬簽證制度，促進更開放的勞工市場政策。在解決分離主義問題方面，俄喬

雙方的合作的重大指標可以體現在俄羅斯協助喬治亞和平解阿札爾共和國的分離主

義運動。薩卡什維利當總統後，阿扎爾自治共和國拒絕承認喬治亞新政權，雙方關

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2004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2 日，喬治亞在距阿札爾行政邊界

30 公里的波季地區舉行軍事演習。阿札爾為了防止喬治亞軍隊採取軍事行動，於 5

月 2 日炸毀了 3 座公路橋。此外，阿札爾反對派不斷抗議要求總統阿巴希澤(Aslan 

Abashidze)辭職，阿札爾採取炸橋與驅散群眾的行動加深了內部矛盾，該地區局勢

即將失控。薩卡什維利請求俄羅斯出面調解阿札爾危機。在俄羅斯政府的幫助下，

阿巴希澤於 5 月 6 日宣布辭職，並搭機與調停人員伊凡諾夫前往莫斯科。
88隔日，

薩卡什維利解散阿扎爾國會，對該地區直接執行總統管理，並設立了由 20 人組成

的阿札爾臨時管理委員會，派駐總統駐阿全權代表管理該地。 該事件除了有助於

薩卡斯維利鞏固喬治亞主權，也為俄喬共同和平解決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的分離主

義問題帶來希望。 

俄喬關係在政權替換初期出現了短暫的蜜月合作期，縱使如此，雙方仍然存在

關係惡化的矛盾點，其中包括俄羅斯撤出喬治亞軍事基地的歧見，喬治亞希望俄羅

斯盡快撤出，而俄羅斯則採取拖延戰術，等待較適當的時機再撤出喬治亞；同時

2004 年薩卡斯維利公開表明要加入歐盟與北約，要透過 BTC 油管來避免對俄羅斯

的能源依賴，在分離地區議題上，薩卡斯維利對於收復阿布哈茲與南奧塞梯的態度

也改變了俄羅斯的政策。薩卡斯維利開始無視俄羅斯在高加索地區的傳統利益，採

取激進的手段來解決問題，俄羅斯則想以國內的影響力與喬治亞領導階層的友好關

係來解決兩地區的衝突。2004 年 12 月，普欽在記者會上表示，「俄羅斯尊重喬治

亞的領土完整，但考慮到居住在爭議地區人民的民族利益，應該透過和平的手段來

進行談判並解決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的問題。89」，2004 年開始，歐美國家開始推

動科索沃的獨立， 2005 年，普欽再次表示必須確立解決分離地區問題的通用原

                                                
88 呂瑾玟，「格魯吉亞民族問題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4。 
89 左鳳榮，《重振俄羅斯:普京的對外戰略與外交政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12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8 

則，如果國際上有人認為有權利賦予科索沃完全的獨立國家地位，那阿布哈茲與南

奧塞梯也同樣擁有這樣的權利。 

薩卡希維利認為分離地區問題是影響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表示不

惜以武力解決阿布哈茲與南奧塞梯的問題，北約同樣也是喬治亞的目標，意圖向美

國和西方靠攏以獲得安全保障，薩卡斯維利要求俄羅斯加速撤出喬治亞，以實現清

除境內俄羅斯基地的的任務。薩卡希維利希望藉由獲得更多的西方援助來弱化俄羅

斯對喬治亞的影響力。開始與美國展開全方位的合作，美喬關係飛速發展，兩國在

經濟、 軍事領域展開密切合作。美國更主動表示給與喬治亞更多的財政支持，美

國也向喬治亞提供軍事裝備、代訓軍事人員、雙方軍事高層互訪以及展開聯合軍事

演習。 

俄羅斯對喬治亞內部分離主義的立場，除了支持喬治亞的領土完整外，再者就

是希望透過對話解決問題，而非訴諸武力，但薩卡斯維利上任後雖釋出善意，但對

於解決分離主義的堅決開始影響了雙方的關係，喬治亞希望在沒有俄羅斯的協助下

解決分離主義問題，而且不惜使用武力，在喬治亞的親美政策下，喬治亞更希望由

美國或北約維和部隊來介入解決此一問題。薩卡斯維利的親美與強硬態度下，2004

年再次嘗試以武力解決南奧塞梯問題，使俄羅斯感到十分挫折，也意識到無法再單

方面透過對話來避免雙方的衝突。開始改變對喬治亞的戰略。 

參、俄羅斯對喬治亞的反制 

2004 年薩卡希維利就任喬治亞後的短暫合作後，俄喬關係就開始惡化，喬治

亞因為阿布哈茲與南奧塞梯問題與俄羅斯爆發日益嚴重的摩擦。俄羅斯擔心喬治亞

會走向脫離俄羅斯的道路，於是加強對南奧塞梯與阿布哈茲的控制。同年 5 月，

俄羅斯再度 對南奧塞梯核發大量的俄羅斯護照，使南奧塞梯 90%的民眾以上擁有

俄羅斯國籍，同時透過邊境的羅基隧道運送武器給南奧塞梯。2004 年 6 月喬治亞

宣布關閉南奧塞梯境內具有重要經濟地位的艾爾格涅走私市場，雙方關係緊張，隨

後喬治亞與南奧塞梯之間爆發零星的武裝衝突，直到 2004 年 8 月在監督委員會的

調停下才實施了停火，喬治亞部隊撤出南奧塞梯。2004 年底，俄羅斯總統普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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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亞問題做出了回應，強調俄羅斯尊重喬治亞的領土完整性應，至於複雜南奧塞

梯阿布哈茲問題，應該由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民眾自行決定未來。同時在聲明中表

示，俄羅斯將逐步履行 1999 年以來對喬治亞的撤軍承諾，但由於阿布哈茲與南奧

塞梯地區有部分部隊是以獨立國協的維和部隊名義進駐，所以在未確認兩地區的安

全獲得保障前，維和部隊將持續執行任務。
90 

2004 年 8 月俄羅斯暫時中止與喬治亞的對話，同時停止發放簽證給喬治亞。

雖然 2005 年俄喬雙方協商後，俄羅斯願意加速撤出喬治亞的軍事基地，但俄羅斯

也重申其有權利在喬治亞境內打擊潛在的恐怖分子，也表示要提高天然氣價格。

2005 年底，俄羅斯以喬治亞出產多項農產品不符合檢疫標準，於 12 月 19 日起

禁止進口喬治亞農產品。2006 年 1 月 1 日開始，俄羅斯取消原本對喬治亞的天然

氣優惠價格，這對於仍然依賴俄羅斯能源供應的喬治亞是一大打擊。
912006 年 3

月，俄羅斯以健康問題為由禁止輸入喬治亞出產的葡萄酒，5 月又禁止喬治亞博礦

泉水的進口。而葡萄酒與礦泉水佔了喬治亞民生製造業的 90%，俄羅斯身為喬治亞

的主要出口市場，此舉讓喬治亞蒙受極大的出口損失。2006 年 7 月，俄羅斯又以

邊防建設的名義暫時關閉了陸地的唯一邊境做為對喬治亞的警告。92 

俄羅斯與喬治亞的關係在 2006 年 9 月的間諜事件後關係進一步惡化。2006 年

9 月 27 日，喬治亞突然逮捕四名俄羅斯軍官與十多名其他人員，並宣稱這些人在

喬治亞境內從事間諜活動，引起俄羅斯強烈不滿，間諜事件後，俄羅斯宣布召回駐

喬大使並無限期停止核發對喬簽證。10 月 1 日俄羅斯總統普欽於國家安全會議

中，指責喬治亞的行為是對俄羅斯的挑釁行動，是傷害俄羅斯的恐怖主義。薩卡斯

維利於 2006 年 7 月訪問美國，同時北約與喬治亞之間的對話更加密切，加深了俄

羅斯對於喬治亞意圖的不安全感，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則表示整起間諜活動的時間

點特別，美國可能是促成此舉的幕後黑手。薩卡斯維利也表示喬治亞已經準備好要

                                                
90 左鳳榮，《重振俄羅斯:普京的對外戰略與外交政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201。 
91 Andrei P. Tsygankov and Matthew Tarver-Wahlquist, “Duelling Honors: Power, Identity and the 
Russia-Georgia Divid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5, No. 4, October 2009, pp. 307-326. 
92 陳憲良、張梅，「普京執政時期俄羅斯與格魯吉亞的關係」，《西伯利亞研究》，2008 年，第 5
期，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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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北約。對此俄羅斯外交部則發表聲明指出，喬治亞與俄羅斯直接相鄰，如果喬

治亞加入北約將嚴重威脅到俄羅斯政治、經濟和軍事利益，對於已經極為緊張的高

加索情勢將造成更為惡劣的影響。喬治亞釋放俄羅斯軍官之後，俄羅斯仍繼續對喬

治亞制裁，俄國國防部停止向喬治亞提供軍事裝備、彈藥與武器等，自喬治亞軍事

基地撤軍的進度被暫時中止，所有俄喬之間的陸海空運輸與郵政服務的審核被提

高，喬治亞在俄羅斯境內的商業行為也遭到審查，許多俄羅斯境內的喬治亞人被遣

送回國，並且有意要再度調漲天然氣價格。
93 

2007 年以後俄喬兩國繼續在阿布哈茲與南奧塞梯問題上衝突，俄喬關係劍拔

弩張，俄羅斯不再有信心以外交手段來牽制喬治亞，雙方可能面臨軍事對抗的情

形，衝突開始升高至武力層級，出現許多零星衝突。2007 年初俄羅斯把駐紮在北

高加索地區的部隊，調派至緊鄰南奧塞梯邊境的羅基隧道附近。為了提供南奧塞梯

與俄軍部隊的快速反應，俄羅斯也在俄喬邊境進行軍事演習。同年 8 月俄羅斯也

不斷越過亞領空與阿布哈茲軍隊進行聯合軍演， 11 月兩國互相驅逐三名外交官。

2008 年俄喬關係越演越烈，緊張關係不斷升高，雙方在阿布哈茲 與南奧塞梯地區

衝突不斷，俄羅斯在戰爭爆發前調派部隊駐守俄喬邊境並展開大規模軍事演習，警

告喬治亞的意味濃厚。但其後喬治亞還是出兵南奧塞梯，雙方爆發全面戰爭。 

第三節、俄喬戰爭 

2008 年 2 月 17 日，科索沃宣布獨立。為了回擊美國承認科索沃獨立的立場，

俄羅斯當局開始調整對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的政策，3 月俄羅斯取消了對阿布哈茲

的經濟制裁，不再執行 1996 年對於阿布哈茲衝突調節決議的制裁。94 2008 年 4 月

俄羅斯指控喬治亞在柯多里山谷集結大批部隊對抗阿布哈茲，所以以確保該地區的

穩定關係為由，俄羅斯直接增派 1500 名維和部隊至阿布哈茲。 4 月普欽總統授權

俄政府各部門與這兩個地區的相應機構建立官方關係，注意這兩個地區俄羅斯公民

的利益、提供物資援助，並在建立全方位保護俄公民權利和自由的機制。6 月俄羅

                                                
93 Andrei P. Tsygankov and Matthew Tarver-Wahlquist, “Duelling Honors: Power, Identity and the 
Russia-Georgia Divid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5, No. 4, October 2009, pp. 307-326.    
94 俄羅斯中文網，http://xinwen.eluosi.cn/eluosi/2008/0307/eluosi_667.html (檢索日期，2017/03/26) 

http://xinwen.eluosi.cn/eluosi/2008/0307/eluosi_6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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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整修了到阿布哈茲的鐵路，準備好要運送更多部隊至阿布哈茲。同時，喬治亞與

分離地區互相指控違反停火協議，喬治亞聲稱南奧塞梯先發動攻擊。喬治亞在阿布

哈茲扣押若干名軍人與軍事車輛，隨後俄羅斯也表示阿布哈茲駐軍遭到喬治亞部隊

的襲擊。
95 

接著俄羅斯在喬治亞邊界展開大規模軍事演習，警告喬治亞勿輕舉妄動的意味

濃厚。7 月喬治亞當局持續對南奧塞梯動員，轟炸鄰近地區，俄羅斯外長譴責喬治

亞對南奧賽梯的行為是公開侵略行為，並且要求雙方簽訂不動武協定，俄羅斯同樣

也在聯合國安全會議中擬了一份解決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地區衝突的草案。
96喬治

亞澤指責俄羅斯多次侵犯了喬治亞的領空，並且俄羅斯與分離地區直接建立關係是

在併吞喬治亞的領土，同時喬治亞拒絕簽署不動武協議，並且強烈要求俄羅斯的維

和部隊必須撤出兩地區。
97南高加索地區的緊張局勢也引起西方國家的關注，但喬

治亞與分離地區的衝突仍然持續不斷，雙方間的武裝衝突不斷。 

2008 年 8 月 1 日開始，喬治亞與南奧塞梯開始出現激烈戰鬥，雙方互相指責

先開火，造成 6 人死亡 21 人受傷。8 月 3 日起，部分交火區難民開始撤離至俄羅

斯境內，俄羅斯開始部屬部隊至羅基隧道。8 月 7 日晚間，喬治亞單面宣布停火協

議無效，開始砲擊茨欣瓦利鄰近地區。8 月 8 日凌晨喬治亞表示南奧塞梯違反停火

協議，對該分離地區展開全面軍事行動，喬治亞部隊開始使用火炮與多管火箭對城

市砲擊，並且快速控制了茨欣瓦利，衝突導致千名居民受傷，以及俄羅斯維和部隊

的死亡。同日，俄羅斯基於人道干預與保護維和部隊的立場，立即調度軍隊進支援

南奧塞梯，同時阿布哈茲也開始調度軍隊進入停火區加入戰局，喬治亞表示與俄羅

斯爆發全面戰爭。 

                                                
95 Jim Nicol, “Russia-Georgia Conflict in South Ossetia: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CSR Report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pp. 39-48 
96 Svante E Cornell; S Frederick Starr (2009), The Guns Of August 2008: Russia’s War In Georgia. 
(Armonk, NY: M.E Sharpe.) pp.145-148 
97 Markedonov Sergey “Caucasus Conflict Breaks Old Rules of the Game.”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Vol,45 No.8 2008. p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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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9 日俄喬衝突升級，俄軍在裝備與人數的優勢下擊退喬軍，喬治亞軍隊在

此日遭到俄羅斯火力壓制，俄羅斯並從喬治亞手中奪回茨欣瓦利，同時開始以空軍

轟炸南奧塞梯的喬治亞控制區。喬治亞宣布全國進入戰爭狀態，並向俄羅斯提出談

判，梅德韋傑夫，表示此次軍事行動是為了讓喬治亞解決分離問題的回到和平手

段，而普欽表示俄羅斯的行動完全合法。 

8 月 10 日喬治亞因為不敵俄羅斯軍隊，喬治亞開始自南奧塞梯撤離。俄羅斯

轟炸了駐紮在阿布哈茲的喬治亞軍隊，以防止喬治亞部隊進入阿布哈茲，戰事擴大

至阿布哈茲，阿布哈茲也宣布進入戰爭狀態。
98俄羅斯計畫自海上封鎖喬治亞，在

喬黑海部屬三艘軍艦，切斷喬治亞的對外聯繫。雙方在南奧塞梯地區與黑海阿布哈

茲海域的交戰仍在繼續。隨後喬治亞總統 薩卡希維利宣布單方面停火，並下達停

火命令，表示願意展開對話，俄羅斯則要求喬治亞無條件撤軍。
99 

8 月 11 日俄羅斯空軍空襲了喬治亞首都提比里斯郊區的軍營和軍事雷達站。

雙方並在阿布哈茲增兵，阿布哈茲的戰事擴大，阿布哈茲領導人宣布部分地區進入

軍事狀態。而俄羅斯駐阿布哈茲的維和部隊司令也在 11 日向駐紮在該地的喬治亞

部隊發出最後通牒，限期自行解除武裝。同時俄軍開始轟炸喬治亞中部重要城市哥

里，喬治亞部隊繼續撤退。8 月 12 日俄羅斯開始控制喬治亞的重要城市。喬治亞

稱哥里遭俄軍攻陷，城市建築物和基礎設施毀損嚴重。此外，阿布哈茲的俄軍也開

始進入喬治亞，控制西喬治亞地區，連西部地區的重要港口城市波季也被俄羅斯佔

領。薩卡斯維利宣布退出獨立國家國協。100 

8 月 12 日，俄羅斯宣布軍事行動完成，而歐盟輪值主席薩科奇(Nicolas 

Sarkozy)親自前往莫斯科與底比利斯，就俄喬戰爭達成 6 項停火協議。協議要求雙

方停止使用武力，全面終止所有軍事行動，同時確保人道援救援順利，喬治亞軍隊

退回原本的駐軍地區，俄羅斯軍隊也必須撤回戰爭開前的位置；在國際機制建立

前，由俄羅斯維和部隊負責安全相關措施；而國際社會就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的未

                                                
98 吳宏傳主編，《俄美新較量：俄羅斯與格魯吉亞的衝突》。(長春：長春出版社)。頁，51-71。 
99 黃登學，「俄格衝突的影響探析」，《國際論壇》，2009 年，第 11 卷，第 1 期，頁，28-30。 
100 蘇暢、趙會榮。2009。〈俄格衝突的過程與原因〉。頁，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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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地位與安全確保等問題，進行協商。101 8 月 13 日俄喬雙方就停火協議達成共

識、隨後南奧賽梯與阿布哈茲也簽署了解決衝突 6 項原則，8 月 17 日俄羅斯宣布

開始自南奧賽梯撤軍。8 月 26 日梅德韋傑夫總統簽署命令，承認南奧塞梯和阿布

哈茲獨立，對此喬治亞表示強烈譴責。8 月 29 日喬治亞宣布斷絕與俄羅斯的外交

關係。 

針對這場戰爭，俄羅斯強調自己是為了應對喬治亞對南奧塞梯的侵略而導致的

防衛性戰爭。俄羅斯主張俄喬戰爭是俄羅斯的自衛權利，聲稱喬治亞首先侵略南奧

塞梯，而喬治亞在占領茨欣瓦利期間，攻擊俄羅斯在南奧塞梯的維和部隊以及俄羅

斯公民，對此此俄羅斯認為是對俄羅斯的武裝進攻，俄羅斯堅持有權使用武力保護

在南奧塞梯以及國外的公民，必須按照俄羅斯聯邦憲法加以保護國家公民之生命與

尊嚴。102 同時，俄羅斯也表示，喬治亞對南奧塞梯的進攻，公然違反了國際的和

平協定，基於維持和平俄羅斯有權對喬治亞採取行動，在南奧塞梯部屬的軍隊是為

了增援維和部隊，俄羅斯並非挑起衝突的一方，而是履行 1992 年 6 月「達戈梅斯

協定」的和平使命。俄羅斯對於攻擊延伸至南奧塞梯地區，表示俄羅斯是以武力來

實現和平行動，必須將敵方作戰的軍事設施中立化。俄羅斯認為，喬治亞攻擊茨欣

瓦利導致了 2000 人死亡，喬治亞的侵略有種族清洗之嫌疑，必須加以干涉喬治亞

違背國際人道主義的行為，俄羅斯必須負起保護公民與拯救民眾為目標的人道主

義。最後俄羅斯認為喬治亞攻擊南奧塞梯破壞了自身了領土完整，也侵犯了南奧賽

梯與阿布哈茲的獨立自決權利，因，同時科索沃的獨立也為這兩分離地區開啟了先

例，因此俄羅斯承認分離地區的獨立。103 

俄喬戰爭後，美國對於俄羅斯採取口頭譴責，而 8 月 19 日北約成員國凍結與

俄羅斯之間的關係。歐盟之間意見不一，波羅的海國家、瑞典與英國認為俄羅斯的

軍事行動具侵略性，希望暫停俄羅斯與歐盟的合作談判，對俄羅斯進行制裁。而法

國首先協助俄喬達成停火協定，芬蘭與義大利認為促進戰爭地區和平的是首要任

                                                
101 俄羅斯新聞網 http://www.rian.ru/infografika/20080821/150573142.html (檢索日期：2017/03/18) 
102 吳宏傳，俄美新較量：俄羅斯與喬治亞的衝突 (長春：長春出版社，2009 年 1 月)，頁 68。 
103 Asmus, Ronald. 2010. A Little War that Shook the World: Georgia, Russ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187-201. 

http://www.rian.ru/infografika/20080821/1505731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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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中國出於自己的政治考量，因此不願對分離主義支持，但對俄羅斯表示能夠理

解在高加索地區的立場。獨立國協方面，除了烏克蘭強烈反對俄羅斯的立場，外其

餘國家對於承認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獨立的問題上均較謹慎。白俄羅斯表示俄羅斯

保護在南奧塞梯的公民是合法的行動。中亞五國對於俄喬衝突沒有太大意見，希望

俄喬雙方能夠透過協商的方式解決衝突。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則是支持俄羅斯在高加

索地區促進和平與合作的作用。104 

第四節、小結 

俄羅斯與喬治亞因為地理位置的緣故，形成了長期難分難捨的關係。蘇聯時

期，喬治亞隸屬於蘇聯的一部分，而蘇聯的民族政策，是導致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

民族分離的遠因，也造成日後俄羅斯與喬治亞問題的來源。兩地區的分離主義最早

可以追朔至 1918 年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奧塞梯族因蘇聯政策而被分隔於南北兩個

地區，中間相隔著高加索山，南奧塞梯因此對北奧塞梯仍然有著同民族的情感，而

阿布哈茲本來與喬治亞是同樣地位的蘇聯加盟共和國，卻也因為政策而被劃入喬治

亞成為其下屬的自治共和國，國家地位的下降，使得阿布哈茲也一直尋求獨立，兩

個分離地區各自都想脫離喬治亞，加上喬治亞對兩地民族的同化與壓迫政策，更使

得衝突不斷，而產生了俄喬衝突的背景。 

在衝突遠因下，俄喬關係也有不同的發展，雙方之間也存在許多矛盾，喬治亞

迫於獨立之初的政經窘境，為了得到俄羅斯的幫助而採取親俄態度。而俄羅斯也因

此藉由喬治亞的內部分離主義再次與喬治亞建立政治與經濟上的連結，俄羅斯不僅

暫緩了分離主義地區的動盪局勢，也對喬治亞表示願意維護其領土完整性。喬治亞

政局穩定後，喬治亞認知到對俄羅斯經濟上的依賴已經影響到自身內部的發展，在

90 年代後期逐漸走向親西方的政策，而薩卡斯維利上台後更積極地走向親美的政

策，並與美國與北約有更密切的合作關係，喬治亞對於北約的親近更進一步加深了

俄羅斯的威脅感，最後兩國之間的困境日漸加深，俄喬關係日漸走向衝突。 

                                                
104 顧志紅，〈普京安邦之道-俄羅斯近鄰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6)，頁，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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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俄喬關係，可以發現俄羅斯除了在該地區維持大國地位，也想要維持地區

的穩定與和平來保護國家的安全。以守勢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俄喬雙方存在著矛

盾，兩國的大方向背道而馳，俄羅斯想要繼續在高加索恢復影響力，而喬治亞則是

想要脫離俄羅斯的影響，雙方存在這種本質上的矛盾，就形成了一種安全困境。面

對喬治亞這樣的小國，俄羅斯並沒有以強硬的態度來主導一切發展，反而一直採取

政治與經濟合作的態度與喬治亞進行溝通，在喬治亞最關心的分離主義問題上，也

堅持以和平手段來解決多方的問題，試圖緩解衝突與安全困境，這也說明了守勢現

實主義的主張，也就是安全困境可以透過溝通來緩解，而這樣的狀況在薩卡斯維利

上台後有了明顯轉變。 

2004 年後的喬治亞政策一面倒向西方，俄羅斯在政權轉移初期仍然保持友好的態

度對喬治亞釋出善意，但喬治亞一昧的親美疏俄，並試圖加入北約的作法加深了俄

羅斯的不安全感，俄羅斯開始對喬治亞進行反制，並透過加強分離主義的連結來箝

制喬治亞。對俄羅斯來說，薩卡斯維利的上台是破壞既有穩定現狀的主要變因，雙

方安全困境的加深進一步創造了衝突背景，但身為守勢國家的俄羅斯始終要求喬治

亞採取不動武的前提來解決分離主義問題，但薩卡斯維利的堅持向北約靠攏與親美

關係讓雙方關係惡化，但到俄喬戰爭爆發前，俄羅斯始終沒有以軍事衝突來解決雙

方的矛盾。本文認為，俄羅斯屬於守勢現實主義國家，對外講求合作而非進攻，但

守勢國家並不是在面對威脅時都採取守勢的姿態，在面對極大的威脅時，國家是可

能取反擊的態度，筆者認為俄羅斯出兵喬治亞並非衝動之舉，而是經過考慮後將安

全最大化的作法，其中考量到了地理、軍事與國內外政經等等因素，才促成這場行

動，本文將於下一章節針對俄羅斯出兵喬治亞做更進一步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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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解釋俄羅斯出兵行動  

2008 年 8 月南奧賽梯與喬治亞開始發生許多零星衝突，俄羅斯選擇在 2008 年

8 月 8 日派兵進入南奧賽梯，並於 9 日針對喬治亞對南奧賽梯的進攻展開猛烈反

擊。8 月 12 日在法國總統薩柯奇的調停之下，這場五日戰爭才告一段落。 

根據守勢現實主義的基本概念之一，國家獲取安全的方式是採取守勢戰略，或

者是維持現狀的戰略
105，面對地緣政治上遭受美國戰略空間之擠壓，以及西方對前

蘇聯地區輸入民主思想，俄羅斯通常採取隱忍以及尋求合作等外交手段來應對。而

以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觀察俄羅斯，可以發現俄羅斯自解體以來的各種外交政策，以

及對外行為之轉變，足以說明俄羅斯是個守勢現實主義國家。 

而既然俄羅斯是守勢現實主義國家，那為何俄羅斯會在此時對喬治亞展開反

擊？則是本章想要說明的重點。根據另一位守勢現實主義大師 Stephen van Evera 所

提出的主張，國家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如：「進攻與防禦之間的平衡有利於進攻時，

縱使是安全為目標的國家，也可能因為安全困境的加劇而「發生衝突」。守勢現實

主義認為，國際體系是平穩的，安全困境的問題並不嚴重，國家的動員，主要是為

了應對於國際體系中的某些「特定威脅」106。 

筆者認為，俄羅斯對喬治亞的衝突，即是因為上述理論所闡述之行為。首先，

俄羅斯在 2008 年 8 月的時間點，對於進攻於防禦之間，進攻喬治亞較為有利。而

在衝突面，則是當時俄羅斯所面臨的安全困境越來越劇烈。最後，俄羅斯的動員背

後的目標並不是針對打擊喬治亞本身，而是為了回應國際中對俄羅斯造成的某些威

脅。因此，筆者將本章解釋俄羅斯進攻行為分成以下小節，首先分析外高加索地區

對俄羅斯的國家利益，藉此了解外高加索地區對俄羅斯的重要性。再來針對衝突產

生的原因，是由於俄羅斯面臨的威脅越來越嚴重，才採取出兵打擊特定威脅。最後

                                                
105 鄭瑞耀，「國際關係公式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2003 年，3
月，第 42 卷，第 2 期，頁 3-4。 
106 Stephen Van Evera, Cause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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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析俄喬衝突俄羅斯在進攻方面的有利因素，進攻有利，而採取進攻。而導致最

終衝突決策的產生。 

第一節、俄羅斯在外高加索的國家利益 

壹、反恐與安全層面 

而在安全方面，鞏固外高加索的影響力，可以確保俄羅斯南部邊疆的安全，提

供北高加索地區的穩定，對俄羅斯來即是重要的地緣戰略意義。北高加索地區是俄

羅斯國內種族分離主義與恐怖主義盛行之區域，縱使俄羅斯多次對於車臣民族分離

主義的武裝份子進行打擊，北高加索地區仍然是是俄羅斯全境安全最薄弱，最需鞏

固之區域，也是與西方國家競逐地緣政治的地區。由於蘇聯時期的種族劃分問題，

外高加索地區的種族問題一直無法解決，同時也是造成該區不穩定的最大原因。俄

羅斯南部地區種族問題與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國內的衝突相當密切，本文所探討喬治

亞境內的南奧賽梯與阿布哈茲即是其中個案之一。如果外高加索不穩定，那就無法

確保俄羅斯高加索地區的安全 107。 

在達吉斯坦、車臣、印古什等等共和國，仍然有零星的游擊戰以及非法武裝衝

突，除此之外，恐怖主義蔓延在政府較無法觸及的偏遠山區。俄羅斯曾經在打擊潘

西基峽谷恐怖分子尋求喬治亞的支持，但雙防無法達成協議。由於高加索地區的地

形嚴峻，若是喬治亞加入北約，俄羅斯在高加索地區的處境會更加窒礙難行。同

時，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集團勢必會繼續破壞北高加索地區的穩定，俄羅斯 則會更

加暴露在威脅之中。 

貳、戰略層面 

外高加索地區對俄羅斯來說一直都是一個重要的戰略地區，該區位於歐亞大陸

交界處，與俄羅斯、伊朗、土耳其相鄰。旁邊有裏海與黑海。是連結歐亞東西走向

的交通樞紐，戰略位置特別重要。。在蘇聯時期，外高加索地區仍然是屬於蘇聯的

                                                
107 張耀，「俄格衝突:地緣政治框架的分析」，《俄羅斯研究》，2008 年，第 6 期，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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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共和國，隸屬於俄羅斯傳統的勢力範圍，維護外高加地區的穩定，對俄羅斯具

有獨特的戰略意義。 

 自沙俄與蘇聯以來，外高加索地區就是一直是俄羅斯的一部分。隨著蘇聯解

體，俄羅斯開始失去對該區各國的控制，這些國家開始轉向西方，疏遠俄羅斯並試

圖加入歐盟與北約。蘇聯的解體造成了南高加索地區的安全真空。鄰近的土耳其、

伊朗、美國與北約都有意圖將影響力擴張至該區域，進而造成俄羅斯對於戰略空間

的恐懼。俄羅斯希望繼續在南高加索地區保持影響力與軍事活躍度。俄羅斯在喬治

亞的巴統與阿哈爾卡拉基各有一個軍事基地
108。同時與亞塞拜然在 2002 年 1 月 25

日簽署達爾雅基地的 10 年租借協定。俄羅斯希望在該地設立早期預警系統來防禦

導彈攻擊。 

 俄羅斯認為在南高加索地區派駐軍對有助於維持該區的穩定，若沒有這些軍

事駐紮，維持穩定的作用可能遭到北約取代。外高加索三國分別在政治與戰略上都

影響了該區的地緣政治平衡。亞美尼亞在軍事、經濟、政治受到俄羅斯以及伊朗的

支持。喬治亞與亞塞拜然則是受到土耳其與美國的支持，喬治亞雖然在經濟與民族

分離的紛亂曾尋求俄羅斯幫助，但最終還是因為意圖脫離俄羅斯的影響而向美國靠

攏。1994 年起，俄羅斯就在阿布哈茲與喬治亞衝突地區佈署了維和部隊，藉此維

持兩區之間的停火狀態。俄羅斯藉由駐軍的方式來限制喬治亞以武力解決爭端的可

能。 

參、經濟與政治層面 

從經濟角度來看，裏海地區的石油與天然氣資源豐富，堪稱第二個波斯灣，據

統計，裏海周邊石油的儲量在 1500 億桶至 2000 億桶之間；天然氣的儲量約在 14

億立方公尺。據推測，該區域在 2015 年每日能產出 400 萬桶原油，比科威特和伊

拉克兩國的生產總額還高。對俄羅斯來說，確保裏海能源部只能夠供應國內需求，

同時也能幫助國家經濟復甦發展，亦可以轉化成為能源外交，提供歐洲與獨立國協

所需，從中獲取最大利益，在蘇聯時期，俄羅斯在當時掌控了裏海能源的運輸權

                                                
108 張耀，「俄格衝突:地緣政治框架的分析」，《俄羅斯研究》，2008 年，第 6 期，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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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裏海豐富的天然氣與石油資源都由俄羅斯壟斷，可以控制西方國家能源的供

應。
109 

以政治角度來看，控制外高加索可以保護俄羅斯的戰略空間，避免俄羅斯西南

方與其他國家直接接鄰，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的整體戰略空間明顯縮小，尤其是

北約東擴之後，整個西邊缺少一個緩衝地帶。若是北約成功再度東擴，則俄羅斯的

西部、西北部與西南部將會直接遭到北約包圍，而外高加索地區會過去的戰略地位

將會直接移轉成為北約的戰略通道。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仍然極度重視對於鄰近地

區的主導權與影響力，希望像過去一樣從中央能夠直接影響加盟共和國的政策，並

以最大限度保留蘇聯時期所有的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的連結，以此做為恢復

世界強國地位的基準點。110 

第二節、俄羅斯出兵的動機 

在前一小節我們界定了俄羅斯在外高加索地區的利益，外高加索地區對俄羅斯

來說有相當重要的戰略與安全利益，更不用說裏海的能源，俄羅斯是追求安全的國

家，以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即使是追求安全的國家，因為安全困境的加劇，也有

可能對外產生衝突，筆者希望藉由探討俄羅斯在俄喬衝突中所面臨到不可解的安全

困境，來說明俄羅斯的動武動機，同時也探討俄羅斯以軍事反擊能夠達到的實質效

果。 

壹、直接解決衝突本身與凍結分離地區 

喬治亞在 2008 年對南奧賽梯的進攻，顯示出其強烈渴望成為美國的盟友以及

其加入北約，不惜透過武力解決其分離主義問題。俄羅斯的近鄰國家加入北約的強

烈意圖與俄羅斯的國家安全直接衝突，同時喬治亞的出兵也提供俄羅斯反擊的機

會。這場戰爭同時也是為了避免喬治亞加入北約，同時強烈警告有意加入北約的烏

                                                
109 中國現代關係研究院課題組，「俄羅斯強勢復興及其戰略影響」，《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

2007 年，第 4 期，頁 90-91。 
110 李抒音，「外高加索情勢對俄羅斯安全環境影響分析」，《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6 年，

第 3 期，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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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蘭，其堅持要加入北約可能會導致戰爭或者國土分離。俄羅斯對喬治亞的打擊，

有效了侵蝕北約在東歐地區的保護傘。也由於喬治亞還不是北約正式會員，俄羅斯

對其鄰國的打擊相對不會遭受制裁，等到喬治亞加入會員加入北約，俄羅斯對其鄰

國的打擊後果將不會這麼容易。俄羅斯對喬治亞的打擊目的在於驅逐喬治亞軍隊並

且終結喬治亞在南奧賽梯與阿布哈茲的主權。同時承認分離地區的獨立地位，進而

阻止喬治亞加入北約。 

基於地緣政治的角度，承認阿布哈茲的獨立有利於俄羅斯擴展自己在黑海地區

的海岸線，俄羅斯同時也得以在該區建立軍事基地。以經濟的角度來看，俄羅斯希

望能切斷喬治亞輸油的路線，與天然氣的管線，這是對於俄羅斯快速進攻喬治亞的

主要原因。俄羅斯在五日戰爭中快速完成了大部份的任務。根據俄羅斯的軍事行

動，可以判斷俄羅斯對喬治亞的反擊是一場有限戰爭，因為在五天之後戰爭即終

結。對此的解釋，就是俄羅斯已然達到其發動軍事行動的目的，並且獲得相應的利

益。 

俄羅斯對於俄喬衝突的解釋，除了人道干預之外，同時也用了維和行動來解

釋，俄羅斯在南奧賽梯駐紮了約有 500 名維和部隊，在面對喬治亞的轟炸中，俄羅

斯必須要盡力保護。另外，俄羅斯基於國際法必須要保護該地區俄羅斯公民的利益

與安全。2008 年 7 月 12，俄羅斯透過對分離地區加發護照的作法，使分離地區的

人民擁有俄羅斯公民權，藉此加強俄羅斯與分離地區經濟與政治的連結。利用俄羅

斯公民的身份來創造一群需要被保護的公民。根據歐盟的事實搜查小組，是喬治亞

先對南奧賽梯進行攻擊，俄羅斯有足夠的理由在基於保護維和部隊與自國家公民而

出兵喬治亞。 

俄羅斯並沒有對喬治亞的政治中心與重點設施進行打擊。以俄羅斯的政治與軍

事力量，俄羅斯可以輕易的打擊底比利斯，將薩氏拉下台，並扶植一個更親俄的政

權。但俄羅斯並沒有顛覆喬治亞政權並且扶植傀儡政權，並且在 10 月就從南奧賽

梯與阿布哈茲撤離。對於俄羅斯來說，短期目標已經達成，俄羅斯在短短幾天的戰

爭中已經重新奪回在外高加索的勢力範圍。而喬治亞的加入北約的願景已經被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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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經沒有理由花費更多軍事成本來對喬治亞進行軍事占領。再者，讓喬治亞內部

自己對薩卡斯維利產生厭倦，或許未來會選出另一位親俄的總統。  

喬治亞在戰爭後經濟與政治都受到影響，喬治亞的重建與國防已經呈成為喬治

亞財政的負擔，喬治亞總理古爾格尼澤也在 2008 年 9 月表示未來五年至少需要 40

億美元進行經濟重整與保持經濟成長。戰爭也導致喬治亞難民增加，到 2008 年 9

月喬治亞難民人數達到 8 萬，大量難民也產生社會眾多問題。這些問題都對薩卡斯

維利的政權造成影響，民眾批評薩氏簽署的停火協定不平等，國內也出現指責薩卡

斯維利的貿然出兵等等批評，戰爭造成的衝擊已經足以讓喬治亞內部產生內鬨。 

貳、直接阻止北約吸納喬治亞與烏克蘭 

北約本是冷戰時代的產物，用以抗衡蘇聯的華沙公約組織。隨著蘇聯解體，北

約作為一個軍事聯盟不只沒有隨著蘇聯消失，反而經歷了轉型與多次的擴大，擴大

的背後推手總有美國的影子。過去北約東擴的經驗，可以歸納出兩個實質的進程，

首先為成員國向東擴張，再者則為向東部署軍事設施。北約東擴不僅讓俄羅斯成員

國邊界越靠近俄羅斯，同時北約得以在成員國部屬軍事的作法更是會對俄羅斯造成

威脅，俄羅斯尤其在新會員國境內部屬武器採取強烈反對的態度。 

俄羅斯對於蘇聯勢力範圍的東歐國家加入北約採取默認態度，但俄羅斯則是堅

決反對前蘇聯共和國加入北約。在 1999 年與 2004 年經過兩輪東擴後，北約已經增

加至 26 個成員國。俄羅斯的戰略空間進一步受到擠壓尤其是在波羅的海三國加入

後，俄羅斯的邊境首次與北約會員國相鄰。北約持續向東擴張的行動並未停止，而

是繼續進行，剩餘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中，烏克蘭與喬治亞皆有向北約靠攏的意

圖。烏克蘭是俄羅斯西邊邊境的最後一道防線，而外高加索的另一道防線則是喬治

亞。 

2008 年 4 月 2 日至 4 日北約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高峰會，其中北

約東擴議題討論了克羅埃西亞、阿爾巴尼亞、馬其頓、烏克蘭以及喬治亞是否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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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北約，會後決議邀請克羅埃西亞與阿爾巴尼亞加入北約。烏克蘭與喬治亞則是因

為德國法國兩國反對而未能通過決議。
111  

喬治亞是外高加索三國最積極尋求加入北約的國家，喬治亞國家的 21 世紀國

家發展戰略中指出，國家的發展目標是加入歐盟和北約，脫離歷史上俄羅斯歷史影

響的政治與經濟。喬治亞積極參與北約東擴的行動，其國家發展戰略與美國削弱俄

羅斯的想法相吻合。北約在高加索戰略的重要因素就是吸納喬治亞進入北約，中斷

喬治亞與獨立國協集體安全組織的聯繫，同時激勵古阿姆組織作為抗衡獨協安全機

制的政治組織，提供北約國家在外高加索地區的軍事存在。 

俄羅斯隊兩個前蘇聯共和國加入北約表示強烈反對。以俄羅斯的角度，如果烏

克蘭與喬治亞都加入北約，北約的勢力將深入黑海地區與高加索地區，俄羅斯整個

西方與西南方的防禦地帶都將消失，俄羅斯將直接面對遭到被北約包圍的危險，俄

羅斯在歐洲地緣政治、軍事、政治中的影響力將受到嚴重削弱。俄羅斯也多次警

告：如果北約執意要吸收烏克蘭與喬治亞，俄羅斯要退出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

並且不惜採取軍事行動來保護自身的利益。俄喬戰爭顯示俄羅斯在此的任務已經完

成，也就是避免北約對俄羅斯的制約。 

 俄羅斯發動戰爭的論據是保護俄羅斯公民在俄羅斯邊境以外的權利，但除此

之外，俄羅斯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阻止喬治加入北約。俄羅斯對於喬治亞的軍事與政

治行動，使得普欽在國內獲得高度的聲望，有 80%俄羅斯人認為俄羅斯對於衝突的

干預是要保護南奧賽梯與阿布哈茲的面對喬治亞的侵略，認為俄羅斯給了喬治亞一

場教訓。俄羅斯認為，這不是俄羅斯和喬治亞之間的戰爭，而是喬治亞和南奧塞梯

以及阿布哈茲之間的戰爭，俄羅斯只是幫助了較弱的部分。112 

 承認南奧賽梯與阿布哈茲地區的獨立，則是對西方國家承認科索沃獨立的直

接報復行為。西方國家可以在違反國際法的前提下認同科索沃，那麼俄羅斯也能夠

                                                
111 邢廣成 主編，《俄羅斯東歐中亞國家發展報告(2009 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 5 月)，頁 48-54。 
112 羅伊埃里森，武力抑或外交政策工具－評俄羅斯隊格魯吉亞戰爭的官方語言，俄羅斯研究，

2011 年，第 168 期，頁 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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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南奧賽梯與阿布哈茲的身分。在承認這兩個分離地區的獨立後，也就能夠確保

俄羅斯在兩個區域內駐軍，這樣一來就可以直接避免喬治亞加入北約。俄羅斯顯示

出了快速與強大的實力，並且打擊了喬治亞加入北約的直接意圖，俄羅斯的國力正

在上升，對俄羅斯，鄰近的小國與其他前蘇聯地區國家都必須對擁有核力量的強權

表示尊重。 

參、重拾獨立國協與高加索地區影響力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已經不再將世界霸權當成主要追求目標，過去與美國競逐

全球影響力的狀況也不再是重點。普欽表示: 「俄羅斯的目標是要維護邊境地區的

安全，並且為解決國內問題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
113」，邊境地區指的不僅是的是邊

境，同時也是一個地緣的概念，其中包括過去前蘇聯地區，也就是獨立國協地區，

過去至今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就是保護俄羅斯來自外部侵襲的屏障。 

獨立國協國家是俄羅斯外交的第一優先 ,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是俄對外政策的

首要訴求。獨立國協對俄羅斯來說，是傳統影響力和國家利益的密集地，在地緣政

治上，更是俄羅斯的重要緩衝區與安全屏障，與獨立國協維持密切關係涉及了俄羅

斯的國家安全利益。普欽上任後，目標是復興俄羅斯，並且要捍衛俄羅斯在獨立國

協地區的傳統政治經濟影響力，鞏固俄羅斯在國際上的大國地位。普欽意識到獨立

國協國家是俄羅斯的戰略緩衝，也是俄羅斯國家復甦的重要力量，但基於現實層面，

並不是所有獨立國協國家都採取親俄羅斯的政策，普欽只能採取積極把握住殘餘的

親俄國家。普欽執政後對獨立國協的政策提出了「實用主義」。該政策的目的是穩

固親俄羅斯國家，對於疏離俄羅斯的國家則讓其順勢發展。 

1999年，西方公司與中亞國家協議興建 BTC 油管，這使得亞塞拜然、哈薩

克、土庫曼得以略國俄羅斯控制的油管投過土耳其與喬治亞來輸送裏海資源中亞國

家的產油能力逐年有能力與俄羅斯競爭，2018年前，裏海地區包含哈薩克與亞塞拜

然每天可以產出四百萬桶原油與大量的天然氣。114 

                                                
113 譚德峰，張玉國，「俄格衝突與俄羅斯獨聯體政策的未來」，《東北亞論壇》，2009 年，第 18
卷，第 2 期，頁 83-84。 
114 趙龍庚，「大國在高加索地區的利益博弈」，《亞非縱橫》，2009 年，第 2 期，頁 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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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戰爭俄羅斯顯然地可以重新掌控油氣出口路線，這也會強化對高加索地區

的控制，尤其是針對有戰略價值的能源管線。俄羅斯試圖掌握連接中亞與亞塞拜然

能源與運輸的走廊。與黑海，海陸，為了石油、天然氣以及其他資源。假設俄羅斯

控制了喬治亞，就可以把亞塞拜然排除在西方之外，避免西方國家利用對抗伊朗在

此建立基地與情蒐的選項。隨著俄羅斯加強在亞美尼亞的駐軍，這樣的控制也可以

破壞亞塞拜然與亞美尼亞的親西方走向，也可以避免這兩個國家藉由國際組織介入

來解決其外交問題。  

2003 年喬治亞發生了「玫瑰革命」後，烏克蘭與吉爾吉斯分別在 2004 年與 2005

年相繼發生了「橙色革命」與「鬱金香革命」。革命後產生的新政權，離俄親美的

態度明顯，俄羅斯對這些國家的影響力快速下降，這些國家與俄羅斯的關係日漸不

穩。蘇聯解體以來，這是俄羅斯首次對前蘇聯國家使用武力，而且是在獨立國協國

家困難的時刻開了這種先例 。俄喬衝突引發的震撼已經觸及整個前蘇聯區域，幾乎

每個獨立國協國家都要選擇自己應對衝突的策略和彼此之間的關係。這場戰爭使俄

羅斯與獨立國協家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引發了獨立國協未來發展及俄羅斯的領導地

位問題。  

俄喬戰爭中，俄羅斯直接對於親美的喬治亞進行打擊，戰後烏克蘭內部反對加

入北約的聲浪明顯增加。在這場戰爭中，俄羅斯也展示了其有能力破壞歐美聲稱要

讓獨立國協國家加入北約的聲明。雖然烏克蘭親美總統尤先科表達了其可望加入北

約的意願，但是國內親俄的反對黨則對加入北約表示反對。普欽也在 2008 年 2 月

曾經表示，如果烏克蘭加入北約，同意在其領土佈署反導彈飛彈系統，俄羅斯將被

迫將戰略核彈對準烏克蘭，顯示出其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的決心。 

 俄羅斯的行動同時警告了其他俄羅斯的近鄰國家，獨立國協國家多數反俄勢

力得到一個明確信號，就是在與俄羅斯的對抗中，他們只會被當作犧牲品，一旦有

不測發生，根本沒有人會想著保護他們。而俄羅斯很明確地表明向所有前蘇聯國家

表明，俄羅斯在處理在自己的特殊利益範圍時，必須或需要時會使用武力來解決爭

端。從俄羅斯維護南奧賽梯的果敢行動可以認定，單獨依靠西方會給這些國家造成

艱難的後果。如何與俄羅斯相處以妥善處理這些矛盾和衝突，再一次成為獨協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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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的問題。中亞國家本來就與俄羅斯保持著比較合作的關係，現在中亞更進一步

認為俄羅斯和美國謀求對中亞國家施加影響的競爭只會愈演愈烈。  

俄喬衝突後，俄羅斯也仍然保持了它在獨立國協 「集體安全條約組織 」中的

領導地位，並且維護了該組織的內部團結。2008 年 9 月 5 日，集體安全組織成員

國高峰會在莫斯科舉行，其中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亞美尼亞、吉爾吉

斯、塔吉克和烏茲別克 7 國總統出席會晤。這場高峰會肯定了俄羅斯在高加索地區

為促進和平與合作所發揮的積極作用，贊成應確保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的安全與穩

定。俄羅斯肯定集體安全條約成員國就高加索局勢找到了一個團結一致的立場。但

俄並未要求各成員國都承認南奧賽梯與阿布哈茲的獨立而是允許各國自行決定。除

俄羅斯外，其他組織成員國均未承認這兩個地區的獨立。
115 

肆、嚇阻美國與北約勢力 

通過俄羅斯此次軍事行動，加上美歐由於種種原因在俄喬衝突中無所作為，歐

亞地區地緣政治的確受到了俄格衝突的些許影響，這種結果反映出該地區俄羅斯與

西方地緣政治衝突的力量平衡。 

 俄喬衝突表示俄羅斯仍然是外高加索地區不容忽視的地緣政治力量，歐美不

得在該地區取得主導地位，甚至也無法保證安全，透過這次行動讓歐美各國意識到

俄羅斯的實力已然恢復，俄羅斯的動機之一就是讓西方各國見識到俄羅斯的強勢復

興，以及國際戰略意圖的變化，多極的世界秩序已經成為俄羅斯國際戰略的核心內

容，儘管中長期來看，美國仍然會是唯一的大國，但在這場衝突中，俄羅斯並無意

挑戰美國的全球霸權，只是俄羅斯當前在國際體系上不僅要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同

時也要成為事務的制定者。在此案例，以軍事行動回應喬治亞可以進一步把美國的

影響力從高加索地區抹除。一旦俄羅斯的行動成功，這將會是對俄羅斯其他近鄰有

效的警告，表示俄羅斯不希望任何近鄰成為北約會員國而進一步威脅到俄羅斯的勢

力範圍。 

                                                
115 譚德峰，張玉國，「俄格衝突與俄羅斯獨聯體政策的未來」，《東北亞論壇》，2009 年 3 月，

第 18 卷，第 2 期，頁 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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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俄羅斯持續採取守勢的對外政策來面對國際事務上的威脅，而在俄羅斯強

勢復興後的俄喬衝突事件中，俄羅斯的對外政策顯得相對主動，這讓過去習慣守勢

俄羅斯的西方世界難以接受，進而認為俄羅斯的野心復發。但過去俄羅斯發展的重

心一直是推動經濟復甦與成長，在國際事務上不斷的退讓，況且俄羅斯在戰爭中無

意將衝突發展成全面戰爭，可以看出俄羅斯的目標是有限的。俄羅斯之所以選擇反

擊喬治亞，目的在於直接打擊美國支持的夥伴來阻止美國繼續擠壓俄羅斯戰略空間

的，同時也暴露出美國無法直接在俄羅斯的國家利益紅線地區，對俄羅斯有更進一

步的地緣滲透，更進一步證明俄羅斯為了自身國家安全，已經有實力而且不會對西

方世界低頭。 

俄喬衝突打敗的不僅是喬治亞的弱小軍隊，對俄羅斯來說，是對親美政權薩卡

斯維利背後的美國一次威嚇性的打擊。透國直接的軍事行動，針對美國所支持的夥

伴進行打擊，並公開承認南奧賽梯與阿布哈茲的獨立。另外，俄喬衝突除了對美國

造成威嚇作用，也顯示北約在這場衝突中毫無作為，同時也損害了北約在世界的威

信。北約宣稱要維護歐洲安全，同時也要承擔北約地區外的安全責任。俄喬衝突顯

示了北約對自己有望成為會員國的喬治亞無能為力，喬治亞急於加入北約，不惜以

武力快速解決境內的領土分離問題，對北約的忠誠與期待都有目共睹。俄羅斯的快

速軍事反擊，直接暴露出北約無實質作用的現實。若是北約仍然執意要接受喬治亞

加入，那勢必就得承認南奧賽梯與阿布哈茲在俄羅斯支持下獨立的事實。事實顯

示，北約也不願意基於喬治亞的內部問題與俄羅斯展開軍事衝突。 

戰爭顯示出俄羅斯想要重整歐洲安全的體系，去除北約的影響，弱化美國在歐

洲的安全存在，同時加強與歐洲的連結。俄羅斯的實力已經上升，顯示出 2008 年

或以後，俄羅斯都願意用武力來改變其在歐洲地區的邊境。 莫斯科引用科索沃與

其他南斯拉夫的案例來佐證其政策。這場戰爭破壞了自蘇聯解體以來所建立的俄美

關係。而小國必須尊重擁有核子武力與傳統武裝力量的強權。挑釁軍事強權是不明

智而且危險的，薩氏就是蘇聯後國家中挑戰俄羅斯地位的最好例子。 

戰爭也顯示出美國的支持是不足的，美國的單方面承諾與北約的會員機會不足

以嚇阻俄羅斯，當前蘇聯地區產生衝突時，美國與北約不一定會派兵支援，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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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者還是一個具有嚇阻力的核武強權俄羅斯。同時美國的情報與軍事支持明顯不

足美國針對俄羅斯隊喬治亞造成的威脅的蒐與分析能力明顯失敗，無法避免 2008

年 8 月的戰爭。美國在過去 15 年對喬治亞的軍事支持投入了將近 20 億美元，同時

還是針對反叛亂軍事能力訓練而非傳統戰爭
116，美國沒有預料到俄羅斯的反擊，喬

治亞縱使在美國的協助下依然沒有辦法抵禦俄羅斯的攻擊。對於美國勢力為首的北

約不斷擴張，俄羅斯在回復成大國實力後，俄羅斯基於安全的立場無須再隱忍，在

面對喬治亞親美以加入北約的行動，俄羅斯不僅有能力發動一場快速的打擊，同時

也有實力應對後續潛在的威脅。 

第三節、俄羅斯進攻的有利因素 

本節將針對俄羅斯進攻的有利因素分成國內層次與國外層次來探討，進攻有利

的客觀因素包括了軍事力量，而要有軍事力量必須先從國內經濟與政治穩定探討，

所以首先會針對俄羅斯的政治經濟與軍事狀況做探討。接著是俄羅斯進攻所可能面

對的阻力，其中包括了歐洲與美國北約，評估當時歐美的狀況是否有足以對俄羅斯

形成阻力，同時俄羅斯所擁有的天然資源優勢，也就是天然氣與石油，俄羅斯利用

能源形成的能源外交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壹、經濟與政治的復甦 

普欽上任後首先打擊了俄羅斯固有的寡頭勢力，在俄羅斯私有化的過程中這些

寡頭們從國家中獲取了大量財富，甚至掌握了俄羅斯的經濟命脈，同時試圖干預政

治，嚴重影響了俄羅斯國家經濟。普欽運用法律來規範金融寡頭，將戰略性企業收

歸國有，同時加強對於逃漏稅的懲罰，大大的抑制寡頭們對國家經濟的影響，重新

將國家的經濟命脈掌握至政府手中。 

1998 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對俄羅斯造成了重創，俄羅斯盧布大幅貶值，但不幸

中的大幸是，這也成為俄羅斯經濟回升的機會。盧布貶值限制了俄羅斯的進口，相

對了刺激國內生產的需求。另一方面，國際石油價格波動也影響了俄羅斯的經濟復

                                                
116 蘇暢，《格魯吉亞》，(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8 月)，頁 219-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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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1998 年，國際石油低價時每桶僅有 8 美元，在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各國經濟

開始好轉，加強了對能源的需求，需求導致國際石油與天然氣價格大漲，石油價格

每桶開始超過 50 美元，接著便在 40 至 60 美元之間徘徊。 

俄羅斯的石油儲存量居全球第三，是世界第二大石油生產國與出口國；天然氣

儲存量第一，開採量佔全球 27%，處口量佔全球 30%。普欽上台後積極扶植能源產

業，增加能源產出，大量出口石油與天然氣，俄羅斯從此獲得了巨大的外匯收入。

1999 年來，出口石油加上天然氣出口的收入總額超過 500 億美元，隨著每年出口

量增加與價格增長，在石油天然氣的收入每年可以再增加約 200 億。能源為俄羅斯

帶來的收入，有效的提供俄羅斯國力復甦所需的資源。2000 至 2006 年，俄羅斯每

年的經濟成長都在 4%以上，2006 年的 GDP 已經達到約 7700 億美元，俄羅斯也進

入世界 10 大經濟體之中，俄羅斯在經濟上已經步入一個穩定發展的階段。
117 

在足夠的經濟基礎下使得俄羅斯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導致政治權力進一步集

中，經濟的快速成長為普欽推行主權民主提供所需的資本。普欽的目標在於加強中

央集權以及國家威權主義，穩定社會秩序，防止分離主義蔓延，恢復俄羅斯大國地

位。普欽強調中央集權政治，在政治方面採取強力的手段來強化國家政權，普欽透

過了改革俄羅斯聯邦制度，於 2000 年 5 月 13 日下令將俄羅斯劃分為七大聯邦區，

設置總統全權代表，將地方政府全力雅縮在中央派任的聯邦區之下。目的是強化國

家政策執行的效率，改變葉爾欽時期政策執行不順，地方菁英為所欲為的狀況。，

重整了國家垂直權力體系，達到了中央集權的效果。普欽強化了總統權力，改革了

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使得國家執行政策一致性更高，在施政方面更有效

率，也能利用政權的力量解決複雜的社會經濟問題。 

2004 年 9 月的貝斯蘭人質事件後，普欽繼續進一步加強中央垂直領導的力

量，聯邦主體的行政首長不再由選民選出，而是由國家元首官派。形成中央地方層

                                                
117 張欣，伍楠林，「普京執政六年來俄羅斯經濟盤點」，《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6 年，第

3 期，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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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制約的垂直領導體系，加強總統對地方的控制，實現由上而下權力的統一。118對

普欽來說，加強中央集權，就是要建立強而有力的國家政權體系與法律體系，提高

中央政府對全國的控制力。 

同時，普欽透過改革聯邦委員會確保行政與立法機構各司其職，鞏固國家理智

與保障聯邦政策執行。對於國家杜馬也進行改革，讓執政黨在國家杜馬占絕對多

數，把反對黨邊緣化，確保政府的各項立法可以順利通過。再者，以「主權民主」

來反制西方的民主倒退說法，認為俄羅斯的主權民主必須顧及俄羅斯之歷史，並且

從本國的地緣政治與國情出發。俄羅斯遵從的是本國的現行法律，而非外國夥伴的

態度，普欽以主權民主領導俄羅斯走上大國之路。普欽在經濟上與政治上的改革讓

俄羅斯的綜合國力得到提升，也為俄羅斯的軍事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貳、俄羅斯軍事力量恢復迅速 

 普欽在執政期間不斷強調，國家強大首先必須要有強大的軍隊， 隨俄羅斯經

濟實力成長，俄羅斯也開始推動國防現代化。使俄羅斯準備好應對全球戰爭以及區

域衝突的能力。2005 年 6 月 28 日，普欽表在聯邦安全會議上表示：「經濟實力

的增長使我們能夠更為自信地將大量的資金投入到軍隊改革中」。俄軍當前的任務

是將長期戰略的基礎轉至軍隊各部門全方位發展。同時要的是更新軍隊武器裝備，

建立現代化的後勤和物質技術保障、情報和通訊體系。  

2006 年 5 月 10 日,，普京在國情咨文中務實地談到，美國和俄羅斯的軍備競

賽並沒有停止，為此要加強軍事力量，特別是增強核威懾力。普欽強調, 俄不會重

蹈前蘇聯與美國軍備競賽的覆轍, 而是要「將戰略轟炸機、洲際彈道導彈和潛射彈

道導彈這種三合一的戰略核計劃作為軍事現代化的主要著眼點。119」 

 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綜合國力衰退，在一般軍事力量無法與美國北約抗衡

的情況下，核子武器將是作為維護俄羅斯大國地位，抑制侵略，保障俄羅斯軍事安

                                                
118 潘德禮，「解析普京的聯邦制改革」，《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5 年，第 3 期，頁 14-
15。 
119 中國現代關係研究院課題組，「俄羅斯強勢復興及其戰略影響」，《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

2007 年，第 4 期，頁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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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以及國際穩定的有效因素，更重要的是核威懾，是能夠有效阻止美國北約保持戰

略平衡的重要手段。對此普欽在 2006 年的俄羅斯國家核子事務會議表示必須要確

保核威懾，是保障俄羅斯國家安全的基本要素。俄羅斯將以科技優勢為基礎，以質

量而非數量提高核威攝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目前俄羅斯已經擁有可以摧毀導彈防禦系統的武器，並且積極研發高精確度的

武器與難以追蹤的核子彈頭。近年來俄羅斯大幅提高訓練經費與軍事支出，同時也

提高軍事演習的次數，以凸顯其軍事大國的實力。2006 年年光是陸軍就舉行了 500

多次演習。
120 俄羅斯的強勢復興使得俄羅斯在國際上的腳色重新定位。在國際政

治中，不僅是參與者，更要成為制定者。而在經濟方面則要獲利，並且在前蘇聯地

區處於主導地位。2006 年俄羅斯在能源安全，獨立國協地區，等外交事務都展示

了強勢地位。 

參、俄喬軍事能力差距大  

俄羅斯與喬治亞在軍事上有極大的對比，縱使俄羅斯在俄喬戰爭中指派出了小部

分均對，但在實際戰鬥能力方面，喬治亞完全不是俄羅斯的對手(見表 4-1)，俄羅

斯在戰鬥人員方面人數高達喬治亞之 23 倍，不管在主力戰車與空軍，或是地面支

援部隊的火砲都高達數千台，由此數據看來，俄羅斯若要發動全面戰爭，喬治亞戰

敗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表 4-1，2008 年俄羅斯與喬治亞軍事對比 

資料來源：https://www.ihs.com/products/janes-country-risk.html 

                                                
120 中國現代關係研究院課題組，「俄羅斯強勢復興及其戰略影響」，《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

2007 年，第 4 期，頁 90-92。 

軍事單位 俄羅斯 喬治亞 
戰鬥人員 641000 人 26900 人 
主力戰車 6717 台 82 台 
裝甲運兵車 6388 台 139 台 
戰鬥機 1206 架 7 架 
火炮部隊(含多管火箭砲 7550 座 95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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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在俄喬戰爭中派出了駐守在高加索的第 58 集團，該軍團是參與車臣戰

爭的主力部隊，是規模相對大，戰鬥力強的軍團。該軍團編制人員約 7 萬人，武器

裝備總共包含了 609 輛坦克，2000 輛戰車，125 門火砲，450 門高射炮，120 架飛

機，70 架直升機。
121根據資料可以看出，喬治亞在發動戰爭時派出的是的陸軍部

隊，配合少許裝甲營，全數都是地面部隊(見表 4-4)。而俄羅斯在戰爭運用了空

軍、裝甲部隊、黑海艦隊，特種部隊，同時包括了南奧賽梯與阿布哈茲的民兵勢

力。(見表 4-2 與表 4-3) 

表 4-2，俄羅斯在南奧賽梯地區佈署之軍事部隊 (統計至 2008 年 8 月 12 日) 

資料來源：Ruslan Pukhov, The Tank of August, (Russkiy Mir Foundation, 2010)  

                                                
121 Ruslan Pukhov, The Tank of August, (Russkiy Mir Foundation, 2010) p116-117. 

第 58 軍團 第 19 摩托步槍師 第 135 摩托步槍團 
第 429 摩托步槍團 
第 503 摩托步槍團 
第 693 摩托步槍團 
第 481 防空飛彈團 
第 292 自走砲團 
第 141 獨立戰車營 
第 239 獨立偵查營 
第 1493 獨立工兵營 
第 344 獨立維修營 

第 42 摩托步槍師 第 70 摩托步槍團 
第 71 摩托步槍團 
第 50 自走砲團 
第 417 獨立偵查營 
「東方」營 
「西方」營 

第 76 空軍突擊師 第 104 空軍突集團 
第 234 空軍突集團 

第 98 空降師 第 217 空降師 
第 10 獨立特種部隊旅第 22 獨立特種部隊旅第 45 獨立偵察隊 
軍力總數 :  
16000 名士兵，130 台主力戰車、40 門多管火箭砲、400 台武裝步兵車、400 台裝甲運

兵車、100 台裝甲步兵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2 

表 4-3，俄羅斯在阿布哈茲地區佈署軍事部隊 (統計至 2008 年 8 月 12 日) 

資料來源：Ruslan Pukhov, The Tank of August, (Russkiy Mir Foundation, 2010) 

表 4-4，俄喬戰爭中喬治亞佈署之軍事部隊 (統計至 2008 年 8 月 12 日) 

第 1 步兵旅 第 11 輕兵步兵營、第 12 輕兵步兵營、第 13 輕兵步

兵營、第 14 裝甲營、砲兵營、後勤營 
第 2 步兵旅 第 21 輕兵步兵營、第 22 輕兵步兵營、第 23 輕兵步

兵營、第 24 裝甲營、砲兵營、後勤營 
第 3 步兵旅 第 31 輕兵步兵營第 32 輕兵步兵營、第 33 輕兵步兵

營、第 34 裝甲營、砲兵營、後勤營 
第 4 步兵旅 第 41 輕兵步兵營第 42 輕兵步兵營、第 43 輕兵步兵

營、第 44 裝甲營、砲兵營、後勤營 
第 5 步兵旅 第 51 輕兵步兵營、第 52 輕兵步兵營、第 53 輕兵步

兵營、第 54 裝甲營 
第 1 砲兵旅 自走砲兵營、多管火箭營、多管火箭營 
其他部隊 獨立裝甲營、獨立輕步兵營、獨立防空營、獨立工兵

營、獨立信號營 
軍力總數 :  
18000 名士兵、120 台主力戰車、30 台自走砲、40 台多管火箭砲、80 門火砲、120 
台裝甲步兵戰車、120 台裝甲運兵車。 

資料來源：Ruslan Pukhov, The Tank of August, (Russkiy Mir Foundation, 2010) 

從地理因素來看，俄羅斯在領土與人數上，俄羅斯的部隊人數都領先喬治亞太

多。2006 年，俄羅斯的現役部隊人數高達 130 萬人，而喬治亞現役部隊人數約 2

萬人。雖然俄羅斯與喬治亞之間相隔著高加索山脈，但俄喬戰爭中，俄羅斯的北奧

賽梯與南奧賽梯間的羅基隧道是連接俄羅斯與南奧賽梯的重要交通通道。在俄喬戰

爭中，該隧道不僅是俄羅斯俄羅斯第 58 軍團快速進入南奧賽梯的路線，同時也成

第 15 獨立摩托步槍旅(維和部隊、配備輕裝備) 第 43 獨立摩托步槍營 
第 131 獨立摩托步槍旅(維和部隊、配備輕裝備) 第 526 獨立摩托步槍營 

第 558 獨立摩托步槍營 
第 7 空軍突擊師 第 108 空軍突擊團 

第 247 空軍突擊團 
第 1141 空軍突擊團 

第 31 獨立空軍突擊旅、第 45 獨立偵查特種部隊團 
軍力總數 :  
6500 名士兵、20 台自走砲、100 台裝甲運兵車、100 台裝甲步兵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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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戰爭中的補給線。而俄羅斯的黑海艦隊，提供阿布哈茲地區的快速增援，再加上

俄羅斯的空降部隊，基本上可以忽視高加索山所帶來的防禦效果，形成了機動性高

與攻擊有利的局勢。 

而在軍事能力上，縱使喬治亞在美國的支持下，自 2003 年開始，軍事支出每

年大幅增加。成長至 2007 年，喬治亞的軍事支出已經成長了 12.5 倍，成長至 11.65

億美金(見圖 4-1)。縱使如此，在 2007 年俄羅斯在軍事方面的支出是 518 億美金，

並解已經回復到解體初期的經濟水準(見圖 4-2)，喬治亞雖然在軍事方面有成長，

俄羅斯的軍事支出仍然是高達喬治亞的 44 倍（見表 4-5）。
122對於俄羅斯來說，發

動武力反擊存在一定的風險，但是在俄羅斯強大的經濟與軍事實力面前，喬治亞毫

無勝算，俄羅斯不僅可以快速解決軍事上的衝突，同時也可以在不耗費太多資源的

情況下取得勝利，而形成另一個進攻有利的因素。另外，戰爭要成功的前提，在於

有限的目的與可達成的目標，俄羅斯在戰爭中的目的是鞏固喬治亞兩個分離地區，

並且達到打擊喬治亞軍力的效果，並不是要推翻喬治亞政權的全面戰爭。123同時，

羅斯發動的奇襲與快速行動非常有效，薩卡斯維利並沒有預料到俄羅斯的反擊，同

時美國與北約也沒有因為與喬治亞的關係而派兵增援，於是俄羅斯用短短的 5 日內

就控制了衝突，喬治亞吞下了敗仗。  

表 4-5，俄羅斯與喬治亞軍事支出比較，單位百萬美金 

                                                
122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123 George T. Donovan Jr, Russian operational Art in the Russo-Georgian war of 2008 (U.S. Army War 
College, Carlisle Barracks, PA 17013-5050) p.22. 

年度 俄羅斯聯邦 喬治亞 

2003 36200 93 

2004 37847 130 

2005 43010 346 

2006 47601 588 

2007 51814 1165 

2008 56933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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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圖 4-1，喬治亞軍事支出走向 

 

資料來源: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圖 4-2，俄羅斯軍事支出走向 

 

資料來源: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肆、美國應對俄喬戰爭態度消極 

俄喬衝突爆發時，美國並沒有對喬治亞提供任何的直接軍事支援，也無法阻止

俄羅斯的軍事行動，美國僅僅派了第六艦隊進入黑海地區與喬治亞港口，其中也沒

有正規海戰能力的巡邏艦，可以說明美國並無意與俄羅斯進行軍事對抗的態度。縱

使美國有意願介入俄喬衝突，美國發動的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本身就有帝國主義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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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嫌的行動，同時美國需要關注巴基斯坦與伊朗地區的潛在衝突。這意味著美國

沒有足夠的戰術部隊與立場來干涉俄羅斯對喬治亞的打擊。
124 

同時，俄羅斯在反恐戰爭中依然是美國所需的戰友，除了阿富汗以外，還包括

了伊朗、伊拉克、北韓等地區，除此之外在防止核武擴散層面上也需要俄羅斯的協

助。俄羅斯的地緣戰略非常重要，北約不得不與俄羅斯有更多對話與接觸。舉例來

說，北約仍需要透過俄羅斯領土來運送非武裝物資到阿富汗地區。美國不打算因為

俄羅斯與喬治亞的衝突而對俄美關係有太大的影響。 

同時外高加索地區的地緣政治因素，美國不願意直接介入衝突之間，假使美國

有足夠的能力與軍事力量來介入，外高加索地區的情勢不明顯充滿不確定性，美國

的介入是否會大獲全勝或者有重大損失都不得而知。況且，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這

兩個分離地區對美國來說沒有直接的利益。而喬治亞在 2008 年 8 月 7 日所發動的

攻擊則是發動了一場讓分離主義問題解凍的衝突。喬治亞的攻擊反倒提供俄羅斯一

個提升該地區影響力的機會，也導致過去美國在能源上圍堵俄羅斯的政策產生危

機，而喬治亞的貿然出兵顯然對其他國家絕非一個好榜樣。所以美國除了在政治上

與經濟上繼續支持喬治亞與薩卡斯維利政權外，與俄羅斯正面衝突反會對美國在該

區的地緣利益產生反效果。 

美國能做的是控制局勢，並且給予俄羅斯口頭上的譴責，同時避免直接介入戰

事的維和問題，並給予薩卡斯維利經濟上的支持，進一步幫助喬治亞政權恢復穩

定。
125雖然外高加索地區對美國來說有一定的利益，但是由於喬治亞在地理方面非

常接近俄羅斯，美國若與與俄羅斯正面衝突仍然存在風險，甚至行動失敗更會導致

美國的國際尊嚴惡化。所以在面對俄喬衝突的作法採取外交上的譴責，接著提供經

濟支援給喬治亞。 

                                                
124 Hans Mouritzen and Anders Wivel, 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and the Russo-
Georgian wa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2012) pp.106-108. 
125 吳宏偉，主編，俄美新較量-俄羅斯與格魯吉亞的衝突(長春:長春出版社，2009 年 1 月，頁 8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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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俄喬衝突背後反映的是美國隊於全球控制力正在下降，相較於俄羅斯的強勢

反擊，美國隊俄喬衝突的態度顯得措手不及，雖然說美國對於俄羅斯的軍事行動發

表譴責與警告，而且答應提供喬治亞 10 億美元金援，但美國對喬治亞的態度僅僅

體現在外交聲援上，甚至也無法促起有效的反俄羅斯聯盟。
126事實是，美國並沒有

太多懲罰俄羅斯的手段，對於喬治亞這樣的小國，也沒有心力與俄羅斯正面衝突。

美國除了在伊朗核武的問題上需要與俄羅斯合作外。美國多年在伊拉克、阿富汗的

軍事行動都不太順利，一方面也牽制了美國在對外用兵議題上的力量，而這些地區

也都仍然需要俄羅斯的力量一起解決，所以與俄羅斯正式為敵並不是個好的做法。

同時 2008 年的金融危機使美國政府與輿論都集中在國內事務，同時美國布希政府

也即將卸任，美國也正忙於國內大選的事物。這時候的美國並無意願也沒有能力也沒

有必要對俄喬衝突採取過多的反應和實際措施。
127 

五、俄羅斯能源外交與歐洲態度分歧 

    俄喬戰爭後，並不是所有歐洲國家都對俄羅斯抱持著制衡的態度。雖然俄羅斯

出兵喬治亞的行為受到多方譴責，但是仍然有些歐洲國家對制衡俄羅斯這件事情有

所保留，歐盟之間對於制裁俄羅斯意見分歧，尤其是歐洲的大國對此相對謹慎，義

大利、德國、法國、土耳其等等國家對於制衡俄羅斯相對採取保守的態度。而歐洲

對於俄羅斯的經濟與能源依賴也影響了歐洲各國的態度，孤立俄羅斯會對歐洲帶來

損失，歐洲國家不願意因此破壞與俄羅斯的穩定關係，這也體現俄羅斯在能源外交

上的成功。首先對俄喬衝突展開斡旋的是法國，並簽訂六項停火原則。而挪威則是

因為與俄羅斯在白令海峽有潛在的衝突與合作關係，而身為北約成員國，制衡的腳

色更適合由北約出面，由於俄羅斯在地理位置與歷史上的沿革，北約仍然需要俄羅

斯的協助，一旦沒有俄羅斯的參與，北約在處理歐亞地區的紛爭問題上都會面臨相

當大的問題，因此對於制裁俄羅斯也沒有具體行動。。  

                                                
126 蘇暢，格魯吉雅與俄羅斯關係中的美國因素，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3 年，第 6 期，頁 53-
54。 
127 Hans Mouritzen and Anders Wivel, 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and the Russo-
Georgian wa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2012) pp.1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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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在經濟上大幅依賴俄羅斯，其中石油有 25%自俄羅斯進口。隨著近年完

成的「藍流」管線，更是將土耳其自俄羅斯進口的天然氣自 66%提升至 80%。再

者，俄羅斯也將土耳其作為能源輸送過境國家。土耳其還在建造通往傑伊罕能源中

心的管線上仍然需要俄羅斯的協助。2008 年俄羅斯依然是土耳其的重要經濟夥

伴。土耳其對俄羅斯的經濟依賴對於無視俄羅斯的外交問題有所影響。
128 

德國也在能源上仰賴俄羅斯進口，也是俄羅斯最重要的經濟伙伴之一，雙方將

計畫建設「北流」管線，這樣的建設對於保障歐洲與世界能源安全有重要的意義。

「北流」建成後，德國可以直接自俄羅斯獲得天然氣。在國際能源價格不斷上漲的

情況下，這條管線將帶來德國以及歐洲各國好處。對於俄羅斯而言。這條管線也能

減少過境國家對俄羅斯出口石油天然氣的影響力，這樣一來使俄羅斯在能源外交上

處於更有利的位置。
129整體來說，德國非常有興趣將俄羅斯整合至歐洲經濟甚至是

全球經濟之中，直接了加強與俄羅斯的合作關係。130 

  俄羅斯除了藉著國際油價上漲賺取大量美金，達到了經濟復甦的資金基礎，是

推動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想將能源作為戰略武器來達到最高效益。俄羅斯

與國際能源機構於 2003 年 3 月簽署了三年的合作協議，並且積極參加國際能源機

構所主導的全球能源消費與生產國之間的對話。同時俄羅斯很重視在八國集團內的

對話能源對話，共同調節國際能源問題，2005 年在美國底特律舉行八國集團能源

部長會議，討論了能源市場與供應、投資、安全相關的議題。俄羅斯藉由八國集團

高峰會來提升自己在國際能源市場中的地位，2006 年 7 月俄羅斯在聖彼得堡舉行

八國集團高峰會，以全球能源安全作為主要議題，向各國領袖闡述新的能源安全概

念。俄羅斯主張以供需國之間的長期合約來保障能源需求穩定，俄羅斯將藉此穩固

自己成為全球能源平衡者的角色。 

                                                
128 Hans Mouritzen and Anders Wivel, 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and the Russo-
Georgian wa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2012) p.125 
129 左鳳蓉，《重振俄羅斯:普京的對外戰略與外交政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 180。 
130 Hans Mouritzen and Anders Wivel, 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and the Russo-
Georgian wa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2012) 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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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俄羅斯對歐盟石油與天然氣的出口分別佔了 53%與 62%，佔歐盟總

消費量的 16%與 30%，而歐盟新成員國 80%至 100%的石油天然氣更是由俄羅斯提

供。
131俄羅斯運用歐美對能源的需求當作政治外交上的優勢，作為回復大國地位與

西方外交的重要籌碼之一。俄羅斯做為歐盟主要能源供應來源，已經成為歐洲不可

輕忽的合作夥伴。俄羅斯和歐盟互為最大的能源貿易夥伴，歐盟對於俄羅斯的能源

依賴，在戰後的情勢發揮影響力。普欽執政下的方針，希望藉著天然資源與高科技

兩大優勢來幫助俄羅斯經濟進一步發展。俄羅斯將發展成超級能源強國，以能源來

增加自己的競爭優勢同時也是是俄羅斯維護政治利益與恢復大國地位的有力工具。 

第四節、小結 

本章解釋了俄羅斯在俄喬戰爭中出兵行動背後的原因。俄羅斯身為守勢現實主

義國家，會採取守勢防禦與維持現狀的作法，根據守勢現實主義理論，國家在面對

體係中的特定威脅仍然可能採取進攻行動，加上整體局勢有利於俄羅斯進攻，同時

進攻也能為俄羅斯帶來更多利益並去除威脅，於是俄羅斯採取了進攻行動。 

此時俄羅斯面對外高加索地區的地緣政治利益，其中包括戰略位置、裏海能

源、恐怖主義，以及美國北約對此處的戰略競逐，開始有能力進行反擊。俄羅斯是

守勢現實主義國家，根據守勢現實主義理論攻守理論，為了鞏固自身國家安全利

益，在絕對必要時守勢國家還是會發動攻擊，我們從俄羅斯的角度考量了這場戰爭

的必要性。來檢視俄羅斯針對喬治亞的這場 5 日戰爭，不難看出其背後目的是在打

擊北約與美國為首的勢力集團，其必要性在於防止北約再次東擴，以及俄羅斯失去

前蘇聯地區的影響力。而其實用性在於，俄羅斯成功了阻止喬治亞與烏克蘭加入北

約的進程，並且圖顯出自己大國地位的成功。而這場戰爭的可行性，則反應在俄羅

斯整體經濟、政治、軍事的整合，同時利用能源外交歐洲亞洲盟友關係。而美國在

經濟上經過了多年的反恐戰爭與軍備支出後經濟受到影響，而且喬治亞對於美國來

說也並不值得投資太多心力與俄羅斯正面衝突。 

                                                
131 鄭羽，柳豐華主編，《普京八年：俄羅斯復興之路（2008~2008）外交卷》(北京:經濟管理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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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到到上述三點。便構成此場戰爭俄羅斯選擇出兵南奧賽梯，採納快速打擊

喬治亞來鞏固自身安全與利益的原因。俄羅斯以追求自身安全為目標，而且必須重

回大國地位，勢必不能再失去任何的影響力。同時，這場衝突也是在告訴整個國際

體系，俄羅斯在戰略方面已經從妥協的位置轉為反制的態度。 

俄羅斯之之所以非出兵不可，則是牽涉到一旦親美的喬治亞成功解決分離主義

問題，喬治亞與烏克蘭加入北約的時程則不遠矣，北約對於俄羅斯將會形成一個包

圍網不管在地緣政治上與戰略上都會將俄羅斯置於一個非常不利的情況。俄羅斯身

為一個守勢現實主義國家，在前面筆者也定義過俄羅斯所欲維持之現狀在於鞏固對

前蘇聯地區以及獨立國家國協的影響力，始於 2003 年喬治亞的而引發的顏色革命

對俄羅斯周邊國家的向心力大有衝擊，也增添了俄羅斯的不安全感。 

俄羅斯面臨的特定威脅是來自北約的再度東擴以及美國的勢力進入高加索地

區，北約拉攏喬治亞與烏克蘭，欲進行第三輪東擴。北約此舉相當於是壓倒俄羅斯

警戒範圍的最後一根稻草，過去面對北約的兩輪東擴，俄羅斯皆採取隱忍的態度面

對，同時，對於裏海地區能源，西方各國在此與俄羅斯之間的競逐也不斷的觸碰俄

羅斯過去蘇聯時期壟斷裏海能源的狀態。同時外高加索地區的戰略位置重要，俄羅

斯極力想要免除俄羅斯暴露於車臣恐怖主義的威脅下，而喬治亞境內的潘希基峽谷

則是車臣份子藏匿的地點，俄羅斯屢次要求喬治亞協助肅清恐怖主義，但喬治亞在

此方面卻不願配合，隨著喬治亞採取親美政策，俄羅斯也擔心恐怖分子在外高加索

這樣重要的地區蔓延。 

觀察俄喬戰爭前夕的時間點，可以發現幾點對於俄羅斯發動反擊的幾點有利因

素，2008 年，俄羅斯整體經濟成長，政治穩定，軍事力量強大。俄羅斯與喬治亞

之間的軍事力量更是差距懸殊。而在這場衝突之中，俄羅斯在國際體系中面臨的外

部阻礙少，俄羅斯的能源外交也使得俄羅斯能夠利用能用做為與歐洲國家斡旋的籌

碼。而美國在此時間點也無暇與俄羅斯件進行正面衝突，以上幾點即是俄羅斯在發

動此戰爭時的有利因素，在評估之下，俄羅斯對喬治亞與南奧賽梯的戰事進行了快

速打擊，戰爭結果一面倒，俄羅斯以各國來不及反應的速度就結束了這場衝突，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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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只是國際上的譴責，同時也促成了喬治亞內部南奧賽梯與阿布哈茲地區的獨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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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理論的運用目的在於將把複雜的國際現象，簡化成普遍的法則，來解釋和預測

國際關係。國際關係現實主義通常被用於解釋衝突，因為傳統現實主義所主張人性

本惡，基於這樣前提的無政府狀態與國家行為都會偏向比較自助而互相鬥爭，最終

導致衝突的產生。結構現實主義則是以國際體系的角度來探討國際權力結構的消

長，認為權力的平衡與流動乃是導致國家行為的主要原因。而守勢現實主義除了從

體系的角度出發，更加入了國家外交決策的影響，並且認為國際體系是良善的。守

勢現實主義除了能夠解釋國家的合作，也能夠解釋國家為了安全而引發的衝突，守

勢現實主義另一種從國家追求安全角度來做研究分析，也提供了另一個看待國家行

為的視角。 

本文以守勢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觀察俄羅斯的國家行為，從俄羅斯政策與俄喬戰

爭個案中，來檢視俄羅斯的政策取向與國家行為與對安全的認知。除了觀察俄羅斯

在體系內內權力的消長，也從俄羅斯領導者的角度來觀察俄羅斯外交政策的演變。

俄羅斯在俄喬戰爭前的外交走向充分符合守勢現實主義所描述的追求安全而非權力

至上的國家，守勢現實主義所主張的可緩解的安全困境，可以說明俄羅斯處理與喬

治亞關係的行為。從俄羅斯面對國力比自己弱的小國喬治亞，多採取外交手段來解

決困境，採取合作協調的作法，直到喬治亞政權更替，俄羅斯認知到喬治亞政策所

帶來的威脅後仍然採取外交制衡來解決。在衝突方面，本文運用守勢現實主義攻守

平衡所主張的進攻因素來解釋俄羅斯的進攻行為，俄羅斯為了消除特定威脅，而在

進攻有利的情況下採取以武力回應喬治亞。部分理論指出為期五日的俄喬戰爭是俄

羅斯守勢外交的分水嶺，俄羅斯開始採取偏向攻勢，但以本人的觀點，仍然認為俄

羅斯是基於國家安全利益所進行的制衡行為。 

俄羅斯在解體後，面臨了各種威脅與挑戰，其中包括了在國際上失勢、北約東

擴等重大威脅，俄羅斯對於前蘇聯地區的影響力下降，都使俄羅斯的不安全感日漸

加深。在蘇聯解體後的葉爾欽政府，外交上採取了向美國一邊倒的政策，對於北約

也採取妥協的態度，到普欽執政後，開始積極的改革內政與經濟，對外雖然不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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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妥協，但多採取合作代替衝突的方案，也開始展現出國力回復的大國姿態，一直

到 2008 年俄喬戰爭首才次出現以武力回應外部威脅的行動，以上俄羅斯外交政策

的轉變，雖然是從妥協到制衡，符合守勢現實主義理論中的國家追求安全，維持現

狀，而以武力回應衝突，一是對外嚇阻鞏固勢力範圍安全的行為，對於俄羅斯追求

國家安全至上的態度，可以說明俄羅斯在研究範圍期間內，是屬於守勢現實主義國

家。 

喬治亞內部分離主義問題導致俄喬戰爭的遠因之一。南奧塞梯自治州與阿布哈

茲自治共和國，在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前本身是獨立於喬治亞的民族，此兩民族在

1920 年代因蘇聯的政策被劃入喬治亞。隨著 1980 年代戈巴契夫的開放政策導致了

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各民族壓抑於原先對於統一的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理念之下

的不滿隨之爆發，兩地區尋求獨立的需求，更使得喬治亞內部的分離主義更加複

雜，也導致喬治亞後續尋求俄羅斯的協助。 

俄羅斯與喬治亞兩國關係在 1991 至 2008 年之間有著明顯的變化。而 2003 年

的玫瑰革命則是導致俄喬雙方關係無法緩解的轉折點。俄喬雙方從初期的蜜月關

係，逐漸演變成互賴關係，到最後雙方關係惡化，首先是喬治亞想脫離俄羅斯的影

響力，接著美國勢力也逐漸進入外高加索地區，俄羅斯的影響力受到威脅，加上北

約再東擴的影響，以及兩國領導者的更迭，都影響了兩國之間的關係消長。從解決

俄喬安全困境的角度上，俄羅斯使用外交溝通作為解決的手段，希望提升彼此之間

在爭端解決上的合作可能，進而擬定出符合當事各方的最大效益，充分符合守勢現

實主義國家尋求合作的行為模式。在俄喬案例中，透過國際上外交政策的完整理解

與客觀資訊的確切掌握之下，俄羅斯仍可藉由理性判斷與精密運作，達到解決安全

困境以及維持戰略現狀的目標。 

2003 年喬治亞發生了玫瑰革命，俄喬關係在親美的薩卡斯維利上台後日漸惡

化，俄羅斯同樣試圖以外交手段來抑制喬治亞加入北約親美的行為，但喬治亞親美

的堅持最終使得雙方關係無法改善，喬治亞所帶給俄羅斯的威脅感也逐步上升，俄

羅斯在與喬治亞的關係中始終呼籲以和平方式來解決分離主義地區的問題，但薩卡

斯維利堅持以武力的方式來解決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問題，最終導致俄喬雙方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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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俄喬戰爭中，俄羅斯僅是回應喬治亞對南奧塞梯的突襲，而非對喬治亞發動的

侵略性的全面戰爭，而是防衛性的反擊手段。透過檢視俄喬衝突的爆發，除了觀察

到喬治亞內部民族問題的矛盾與親俄情節外，更可以看到國際上大國之間的競爭與

角力，俄喬衝突爆發的背後是美俄競逐的轉捩點，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勢力不斷地擴

張是耐是俄羅斯國家不安的主要原因。已恢復國際地位為目標的俄羅斯在普欽上任

後改變更加的明顯。俄喬衝突可以做為俄羅斯復甦的一個重要指標。 

從理論架構方面可以觀察到，守勢現實主義主張和平而非戰爭，戰爭並非守勢

現實主義國家的最佳決策，但不代表衝突不會發生，俄喬戰爭反映出俄羅斯回應外

部威脅的表現，透過武力回應喬治亞來鞏固區域內的利益與影響力，評估俄喬戰爭

的國際情勢與俄羅斯國內情況，可以綜合出多有利於進攻的因素，俄羅斯必須要鞏

固在高加索地區的利益，同時藉由武力反制來消除潛在的威脅，在俄喬國力差距下

俄羅斯可以輕鬆贏得戰爭，一方面國際情勢也不存在太大的阻力。 

喬治亞所處的外高加索地區在經濟、地緣政治上對於俄羅斯來說都有極重要的

利益。在地理位置上喬治亞屬於交加索地區的戰略樞紐，同時喬治亞也是區域內重

要的油氣輸出走廊，俄羅斯希望繼續在該地區發揮影響力。另外基於地區安全穩定

與反恐怖主義的原因，俄羅斯極力希望喬治亞以和平手段解決分離主義問題，確保

喬治亞內部穩定有利於俄羅斯南部的安全。俄羅斯透過政治經濟的改革，在 2008

年時期國力已經恢復水準。俄羅斯也透過自身的能源油氣優勢形成了對各地區的能

源外交，成功了建立與歐洲的能源依存關係，同時美國在伊拉克戰爭投注過多的軍

事資源，美國對於喬治亞雖表示支持，但也不願意與俄羅斯展開正面衝突，因此提

供了俄羅斯一個良好的進攻環境。 

另外北約擴張的態度使俄羅斯感到擔憂，作為積極參與北約事務的喬治亞如果

成功加入北約，可能會引發連鎖反應，使得身為同一波東擴成員的烏克蘭也順利加

入北約，這樣俄羅斯西部與南部的邊界會直接與北約成員國相鄰，美國的反彈道飛

彈也將會進一步部屬在俄羅斯的鄰國，進一步導致俄羅斯的戰略受到極大的威脅，

俄羅斯曾多次呼籲西方國家尊重其影響力範圍，也與北約與歐盟多方對話，但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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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相應的對待，俄羅斯透過武力回應喬治亞，進一步消除了北約東擴的嚴重威

脅。 

以俄喬戰爭的案例來看，可以發現俄羅斯對於自身安全的高度關切，就算是實

際上不具威脅性的喬治亞，俄羅斯仍然先以外交手段來制衡親美勢力的喬治亞，但

實際上在國際現勢的結構制約之下，俄羅斯若只尋求外交途徑，而完全排除使用武

力的選項，不但無法完全掌控情勢發展，更將使其持續受制於西方壟斷下的國際秩

序。俄羅斯藉由提升內部實力，改革政治、經濟與提升軍事能力重整各利害關係，

來達到追求國家安全與穩定體系的最終目標。 

俄喬戰爭是本文觀察俄羅斯守勢現實主義的一個重要案例，本文認為在守勢現

實主義的觀點下，除了能夠有效解釋俄羅斯在研究時間內的外交政策以外，同時也

能夠解釋俄羅斯對外用兵的行為。本文說明了俄羅斯符合守勢現實主義國家的行為

模式，而俄喬戰爭是基於保護國家利益，去除國家威脅的一場預防性戰爭，雖然戰

爭並非守勢現實主義的最佳決策，但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釋力。而 2008 年後的俄羅

斯是否也同樣循序著守勢現實主義國家的模式繼續發展，筆者認為，同樣可以透過

檢視俄羅斯的外交行為來做為檢視的途徑。 

本文說明了俄羅斯的行為模式屬於守勢現實主義國家，目的在於利用守勢現實

主義評估國家的行為模式，後續研究可以透過觀察不同國家特定時期的行為模式，

以該國的案例來說明是否屬於守勢現實主義國家，透過不同案例的解釋說明，可以

讓守勢現實主義的觀點更為廣泛運用，也可以在現實主義框架下運用理論來探討合

作的概念。現今國際上戰爭稀少，但是零星的衝突卻仍然存在，在小國之間的衝突

通常背後都有大國的影響力存在，透過守勢現實主義的觀點，除了可以看見體系中

權力分配的競逐外，更可以看出大國小國之間在追求安全與合作之間所運用的外交

手段。 

在個案選擇方面，筆者認為，2014 年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發生的克里米亞危

機是同樣是值得探究俄羅斯是否仍為守勢現實主義的議題，亦可藉由個案來評估俄

羅斯用兵的動機是否相同。筆者認為，在理論應用上，藉由觀察俄烏之間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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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進一步探討克里米亞危機中俄羅斯的利益與目的，同樣可以提供不同觀點。喬

治亞與烏克蘭兩國在許多方面都具有共同點。喬治亞與烏克蘭都曾經是蘇聯加盟共

和國的一部分，烏克蘭在 2004 年的橙色革命後也同樣出現新美政權，政治上開始

走向親美疏俄的態度，在政治與經濟上烏克蘭也想要避免對俄羅斯的依賴，烏克蘭

也在 2008 年被列為北約第三輪東擴目標之一。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更有著密不可

分的歷史關係。地緣政治來說，烏克蘭也與俄羅斯領土相鄰，對俄羅斯來說同樣是

重要的戰略緩衝區，也是俄羅斯在因應北約東擴威脅的西部防線。烏克蘭如果成功

加入北約，俄羅斯的西部也將直接成為北約鄰國。根據上述，本人認為烏克蘭的克

里米亞獨立案例，也可運用守勢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評估俄羅斯是否是基於守勢的國

家行為來回應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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