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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於 9月 27日甫播出普丁總統
專訪，談及俄羅斯將擴大與敘利亞阿塞德（Bashar Hafez al-
Assad）政府的軍事合作，隔日普丁便在聯合國大會演說中抨
擊西方扶植反對勢力以推翻合法政府是造成恐怖主義橫行之

因。正當媒體專注於美俄總統在聯合國的表現差異之際，俄

羅斯空軍突然在 9月 30日開始對敘利亞反政府勢力盤據地區
展開轟炸。根據俄羅斯國防部的資料，截至 10月 22日止，
俄羅斯總共出動 934架次，摧毀 819處目標。轟炸手段還包
括自裏海發射 26枚的巡弋飛彈。西方領袖大多認為俄羅斯此
舉讓敘利亞的問題更加複雜化，且批判俄羅斯主要空襲的目

標是反阿塞德的親西方武裝組織；俄羅斯則反擊說，西方拒

絕與當地合法政府合作，以空中轟炸取代地面部隊，是反恐

戰爭迄今依然成果有限之原因。況且，俄羅斯多次強調本次

出擊乃是回應敘利亞政府之要求，符合國際法規範。

在本次軍事介入之前，俄羅斯已經在敘利亞拉塔基亞

（Latakia）空軍基地準備了數個星期之久。俄羅斯所提供的資
訊整合能力，基本上取代了阿塞德政府原本應該扮演的角色。 
透過與該地區的國家建立訊息網路，使用優勢空中武力，再

加上國內充分支持，服膺了「鮑威爾準則」（Powell Doctrine）

＊ 作者為俄羅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博士，曾任職於大華技術學院財務金
融系助理教授與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目前旅居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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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功要素，讓本次軍事行動有良好的開始。無怪德國總理

梅克爾認為，不論是烏克蘭危機到今年的敘利亞軍事干預，

沒有俄羅斯的參與，危機難以解決。足見本次的軍事行動有

益於俄羅斯提高自身的國際地位。本文提出俄羅斯此次出手

軍事干預敘利亞的原因與其謀略，並提出俄羅斯在未來中東

利益爭奪的觀察重點。

俄羅斯為何空襲敘利亞

俄羅斯發動在敘利亞攻擊的原因具有多重且互相交雜的

性質。以下分述之。

一、維護阿塞德政權以鞏固俄羅斯的利益

俄羅斯在敘利亞的利益大致可分成四種層面來看。首先

是軍售利益。自二次世界大戰後，敘利亞就與蘇聯在軍事方

面有穩定與密切的合作關係，而最近這幾年，因為顏色革命

和對伊朗武器禁運的關係，俄羅斯在中東武器市場中遭受打

擊，敘利亞變成是俄製武器在中東最大的買主。據估計，俄

羅斯每年對敘利亞的武器出口達 4∼ 6億美元之譜，約占俄
國武器出口總額一成左右。在政治上，敘利亞已經是俄國在

阿拉伯地區僅存的盟友，因此維持阿塞德政府的穩定，對於

俄羅斯在中東地區的軍售格外重要。其次，俄羅斯自蘇聯時

期所租用的塔爾圖斯軍港（Tartus）是目前俄羅斯在東地中海
沿岸唯一的海軍基地，也是黑海艦隊在地中海軍事活動的重

要基地，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即便是蘇聯解體之際，俄羅

斯也不曾放棄該港。第三、油氣開採的利益。俄羅斯在敘利

亞的投資金額達兩百億美元左右，主要集中在油田與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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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採。但這些投資案在敘利亞內戰與伊斯蘭國（The Islamic 
State，簡稱 IS）的崛起後，多已停滯。例如俄羅斯韃靼石油
公司（Tatneft）投資兩千七百萬美元在敘利亞東部的油井，
目前已落入伊斯蘭國之手。俄羅斯天然氣與石油工業家聯盟

（Russian Union of Gas and Oil Industrialists）在今年七月底表
示，如果敘利亞局勢穩定，投資風險消除，則俄羅斯各油氣

公司將可立即重新啟動在敘利亞總值為 16億美元的投資項
目。最後，根據俄羅斯政府官員估計，目前大約有三萬名左

右的俄羅斯公民在敘利亞，且大多數是婦女和兒童。自從烏

克蘭危機之後，保護僑民已經成為俄羅斯外交部重要的政策

之一，也是俄羅斯出兵的藉口。

二、打擊恐怖分子，以維護俄羅斯自身安全

IS是一個全球性的聖戰組織，所有穆斯林的聚居地均為
該組織欲拓展影響力的可能地點，包括中亞和俄羅斯北高加

索地區。它的外國戰士有相當大的比例是來自於俄羅斯和前

蘇聯地區。據估目前大約有七千名來自前蘇聯各地的戰士在

支援 IS作戰，其中大約有兩千名是俄羅斯人。1而且 IS也在
俄羅斯遠東地區積極招募年輕穆斯林青年參戰。2一旦 IS戰

1 Tom Batchelor, Vladimir Putin warns thousands of Russian JIHADIS 
now fighting for Islamic State in Syria, Oct 17, 2015, Daily Express, 
http://www.express.co.uk/news/world/612755/Vladimir-Putin-warns-
thousands-Russian-Jihadis-fighting-Islamic-State-Syria;

2 Ivan Nechepurenko, Muslim Organization Claims Islamic State Ac-
tively Recruiting Fighters in Russia’s Far East, The Moscos Times, 
July 15 2015, http://www.themoscowtimes.com/news/article/muslim- 
organization-claims-islamic-state-actively-recruiting-fighters-in-russias-
far-east/5256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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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敘利亞政府軍，這些聖戰分子可以輕易地移轉進俄羅斯，

特別是俄羅斯南部之高加索地區，並開始製造麻煩，造成局

勢動盪。因此對於俄羅斯來說，牽制並盡可能減少這些潛在

敵人的數量，有助於未來俄羅斯自身的國家安全。俄羅斯總

理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表示，俄羅斯在敘利亞空
襲是為了保護自己不受伊斯蘭教激進份子的威脅。如果不摧

毀在那裡的恐怖份子，他們就會進到俄羅斯來。

三、化解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僵局

眾所周知，俄羅斯國家經濟發展有賴於持續地與西方交

往並獲得來自西方的技術與投資，但是西方必須尊重其傳統

的勢力範圍。但是在克里米亞事件後，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

達到冰點。雙方不僅相互制裁，軍事演習也一波接一波，對

峙意味濃厚。若俄羅斯在敘利亞的內戰中，透過空襲找到有

利的地位，讓俄羅斯從被西方國家邊緣化的情勢中走出，進

而重登國際舞臺焦點，強迫西方不得不與俄羅斯進行對話，

則俄羅斯有可能趁機緩解經濟制裁僵局。德國總理梅克爾九

月中就表示，若要解決敘利亞的問題，無俄方的參與則無法

達成。九月底，身兼德國社會民主黨（SPD）主席與德國聯
邦經濟部長加布裡爾（Sigmar Gabriel）就提出以取消經濟制
裁來換取莫斯科的合作，來結束敘利亞內戰。3俄羅斯自空

襲後就要求與美國舉行有關「消除衝突」的會談。美方雖多

次拒絕，但雙方經過多次協商，終於在 10月 21日簽署諒解
備忘錄，規範軍機的安全飛行距離、無線電頻率以及操作規

程等，該備忘錄亦適用於所有共同打擊伊斯蘭國的聯盟成員

3 該建議後來被否決。



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戰略安全研析

27中華民國一○四年九月　第一二五期│

國。雖然「明斯克協議」尚未完全落實，距離達成解除制裁的

目標尚遠，以目前來看，雙方交流逐漸回溫，情勢似乎是朝

這方向發展。

四、俄羅斯積極重返中東國際舞台

普丁向來反對由美國主導的單極獨霸體系；要恢復俄羅斯

大國的地位，建立多極世界是重要途徑。普丁在今（2015）年
聯合國 70周年大會上重申他一貫的主張，認為聯合國是解決
衝突，維護國際秩序的場所。暗指美國的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常不顧聯合國決議，也未獲地主國請求而出
兵，甚至培植中東與北非的反政府勢力，導致無政府狀態出

現，以至於該地區的控制權立刻被極端分子與恐怖分子所奪

取，是造成 IS壯大的最主要原因。梅德韋傑夫表示，俄羅斯
空襲 IS是應阿塞德總統的要求所提供軍事援助，在國際法上
是合法的作為。美俄冷戰對峙雖然因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瓦

解而不復存在，但是利益的爭奪不曾停止，攻擊美國不遵守

國際規範以及其對外干預的正當性則是當前俄羅斯在國際社

會的道德工具。

維持在敘利亞的利益緊扣著俄羅斯在中東的利益。首先

是石油的利益。俄羅斯的經濟發展與預算盈虧都取決於油價

的高低，而中東地區又是國際油價的決定者。俄羅斯近幾年

積極與沙烏地阿拉伯接觸交往，不乏出於經濟合作因素。俄

羅斯雖然不是國際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一員，但透過對
其他產油國交往，有助於俄國對於油價波動的理解。第二是

出於地區穩定對俄國安全影響。如前所述，俄羅斯南部的伊

斯蘭教徒一直是俄羅斯國家安全的隱憂，而穩定的中東情勢

有助於安定國內伊斯蘭社會；而國內伊斯蘭教徒對中東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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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也有助於俄羅斯擴大對中東地區的影響力，兩者有相輔

相成之效。

俄羅斯以出奇不意的空襲手段介入敘利亞，再度證明俄羅

斯的外交政策是透過利用各式機會以實現其外交現實利益。

這些利益不論是前述的軍事、經濟、地緣政治或是突破西方

的經濟制裁，最終的目的就是在關鍵的地區—特別是最容

易影響油價的中東地區與俄羅斯周邊國家—挑戰美國的 
霸權與維持俄國傳統的勢力範圍，讓俄羅斯的利益得以伸張。

俄羅斯對敘利亞問題解決的謀略

美國兩位國際關係學者亞當斯（Gordon Adams）與瓦特
（Stephen M. Walt）在一篇投書中指出，莫斯科的軍事干預可
能會對解決敘利亞內戰問題有所幫助，他們附和普丁總統的

看法，認為只有穩定的政局能讓敘利亞難民返回家園，而首

要之務就是打擊 IS恐怖組織。但如何解決 IS問題，俄羅斯與
美國採取不同作法。歐巴馬總統囿於國內政治氛圍與選舉承

諾，過去一年來對敘利亞問題嚴守不出兵政策，僅仰賴與盟

軍合作空襲與提供盟軍訓練的作法，但成效有限。IS不像傳
統國家有嚴密的正規軍組織，其最大的武器是意識形態。若

無地面部隊的配合，恐無法將 IS問題徹底解決。俄羅斯採用
與當地政府合作的模式，由其提供空中火力，配合敘利亞、

伊朗地面部隊，並成立由兩伊、俄、敘四國組成的軍事聯盟，

分享訊息，故在初期軍事行動的成果上，比西方同盟更具效

果。在此合作成果下，俄羅斯積極呼籲各方合作以協調在敘

利亞的軍事行動。在阿塞德總統於 10月 21日突然訪問莫斯
科後，普丁致電給沙烏地阿拉伯、埃及、約旦與土耳其，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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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公開表示，若反政府軍同意共同抵抗 IS，阿塞德則願
意與之合作。23日由土、俄、美、沙四國維也納會議之後，
俄羅斯政策調整愈加明確，不再只支持阿塞德政府。俄羅斯

邀請數批反政府勢力「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
簡稱 FSA）代表們訪問莫斯科，並在軍事上同意對 FSA提供
空中掩護，政治上認同反對派參與未來敘利亞和解談判。10
月 30日在第二次維也納會議上，聯合國、歐盟、美、俄、
土、沙、伊朗等十九國對於保持敘利亞的完整性、未來政府 
重整須納入敘利亞政府與反政府勢力、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

公正選舉、共同打擊 IS等事項達成協議。在政治問題初步達
成共識的情況下，各方在共同對抗 IS的軍事行動上會更加順
暢。

由此觀之，俄羅斯在敘利亞問題上，採取務實、彈性做

法，廣納各方勢力，不同於美國的策略。加上最近幾年，美

國在中東地區對執政者所承諾的支持與保證常常無法實踐。

最明顯的例子是，美國在茉莉花革命時，可以放棄其支持了

三十年的埃及穆巴拉克政府，讓埃及局勢此後陷入不穩定，

暴力事件不斷；但俄羅斯卻對陷於內戰的敘利亞阿塞德政府

提供武器與減債。這種情況看在該地區領導人眼裡，容易讓

人有不同的聯想。又傳統美國的盟友如以色列與沙烏地阿拉

伯，對美國對伊朗核武的妥協相當不滿，反觀俄羅斯在此地

區小心翼翼地與各方勢力保持交往，除了強化伊朗合作外，

與以色列與沙烏地阿拉伯接觸也相當頻繁。

在阿塞德總統去留問題上，西方盟國均堅持，阿塞德必

須下臺才能解決危機。俄羅斯與伊朗雖然比較傾向支持阿塞

德是敘利亞的合法總統，強調只有敘利亞人民有資格決定阿

塞德去留，但是並未堅持阿塞德不能下台。俄外長拉夫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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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指出，阿塞德總統十分清楚未來團結國內各方勢力的政治

協商是解決敘利亞內戰的必要手段，且協商的過程應毫無例

外地保護敘利亞所有種族、信仰、政治傾向人民的利益。其

言下之意為，即便要換下阿塞德，也需要顧及阿塞德家族與

阿拉維派的利益。故西方要換下阿塞德必須先獲得各方同

意，因此可能不是短期內可以達成。即便最後阿塞德下臺，

俄羅斯在未來總統人選上也不無置啄之處。

未來觀察重點

本文認為，敘利亞未來發展之觀察重點，可以包括以下

幾點。第一、敘國反對派勢力對俄羅斯的合作關係如何？根

據目前的協議，在未來的政治協商裡，反對派將占重要的地

位，而敘國反對派向來是西方所支持的。在第二次維也納會

議後，俄國對於反對派也加強交往。除了原先的 FSA外，擴
大到其他反政府勢力交好，如「敘利亞全國聯盟」（National 
Coalition for Syrian Revolution and Opposition Forces，簡稱
SNC）等。由於反對團體眾多，沒有一個組織可以代表整個反 
對勢力，因此未來政治協商難度不僅相當高，也相當脆弱。

第二、美國與其中東盟國對俄羅斯合作態度與立場。雖

然 IS目前已經是眾矢之的，成為美、俄共同打擊目標，但
是這種戰術合作能讓雙方暫時擱置在中東戰略利益爭奪到何

時，也令人懷疑。而土耳其作為東地中海強國，面對俄羅斯

軍事介入其鄰國，部屬海空武力在其南境，打擊其一手扶植

的 FSA，現在又積極攏絡這些反對勢力，這些衝突未來有升
高之勢。海灣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與卡達則強烈反對在未來

政治協商與政權過渡中，允許阿塞德與其勢力的參與。雖然

俄羅斯與伊朗並不反對阿塞德下台，但是認為在 IS勢力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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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前，不宜讓阿塞德政府驟然離開，以免造成部分地區權力

真空，反倒讓 IS有可趁之機。因此未來阿塞德下台的時機當
是各方角力的重點。

第三、在過去數年敘利亞內戰中，俄羅斯在安理會中極

力維護阿塞德政府；現在俄國同意讓聯合國出面協調敘利亞

問題，態度較先前軟化，未來安理會在重建敘利亞過程中，

或可以扮演更多功能，包含阿塞德政府與西方支持的反對派

間的停火。但是維也納會議未能就對阿塞德下台和外國勢力

如何撤出敘利亞這些關鍵議題上達成協議，讓人對聯合國未

來如何落實敘利亞政局長期穩定，有所疑慮。 
第四、歐盟主要國家雖然早就中斷了與阿塞德政府的合

作，但敘利亞內戰所造成的難民問題，已經造成歐盟在經

濟、社會與人道救濟難題，更加深歐盟國家間分歧。解決敘

利亞內戰成為歐盟化解難民問題的核心。雖然過去幾年歐盟

對於敘利亞難民所提供的經濟援助已經超過 42億歐元，但
是英、法、德對於是否以直接干預或是透過外交途徑來解決

敘利亞內戰一直無法達成共識，使得歐盟對敘利亞影響力有

限。在難民問題的壓力下，法國已經開始展開對 IS的轟炸行
動，過去主張以政經干預為主的德國是否會鬆動其立場，同

意參與軍事行動，值得觀察。

最後、俄羅斯的空襲行動是否會對自身內部的伊斯蘭教

徒有影響？俄羅斯的穆斯林人口大多是遜尼派信眾。支持一

個以伊朗、敘利亞等什葉派為首的聯盟來打擊遜尼反對派，

可能會造成俄羅斯國內穆斯林教徒不滿情緒升高。即便未來

阿塞德政府軍勝利了，也不可能如克里姆林宮所設想一般，

能將激進主義消弭於無形，反更有可能進一步催化聖戰者回

到俄羅斯北高加索和中亞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