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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冷戰時期，越南作為蘇聯的重要戰略盟友，軍武配備多來自蘇聯所供應，蘇

越雙邊維持良好且緊密的關係。而蘇聯解體過後，俄國希望全面修復與西方國家

的關係，期待獲得大量的經濟援助，與東方國家關係疏遠，經過越南向俄國調整

關係後，雙方才重建起雙邊關係。 

    普京上任後開始重視與東方國家的關係，在東南亞的戰略布局中，首重與越

南的聯繫。因為與越南經貿及軍事關係的建立均有助於提升亞太地區話語權，同

時，又能貫徹普京的東向政策，強調亞洲多元化為東向政策的基礎，推動遠東地

區的開發。故筆者認為普京上任後的俄越關係十分重要，值得作為俄國切入東南

亞的著力點。 

     

 

關鍵詞：俄羅斯、越南、東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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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Vietnam had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allies for the Soviet Union. Its weapons were mainly supplied by the Soviet Union, and 

both countries had close relations. Shortly after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Russia 

wanted to improve its relationship with Western countries by alienating itself from 

Eastern countries, expecting to receive economic aid from the West. 

    After the inauguration of President Putin, Russia switched its focus from West to 

East. President Putin started building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with Eastern countries, and 

Vietnam was the first country in his strategic plan for ASEAN. In light of establishing 

economic and military relations with Vietnam, this could further enhance their regional 

influe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implement its eastern policies; President Putin 

emphasized and treated its diversification polic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s a base to 

facilitate its “Turn to the East” polic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ussian-Vietnamese 

relationship under the Putin Administration is the key turning point for Russia to 

develop its future cooperation with additional eastern countries. 

 

Keyword: Russia, Vietnam, Turn to th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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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背景 

    2016 年 5 月，越南總理阮春福（Nguyen Xuan Phuc）前往俄羅斯出席俄羅斯

─東協的索契峰會（ASEAN-Russia Summit Sochi）。此會具有重要意義，即慶祝

俄羅斯與東協的對話夥伴關係正式邁入 20 周年，雙邊於這段期間建立政經及人

文領域的有效合作。俄羅斯總統普京（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Vladimir Putin）會見阮

春福時表示，俄越戰略合作協議已簽署 15 年，俄越關係一直基於信任與友誼的

傳統互助。阮春福則提到，在此次訪俄期間，已和俄方簽訂 8 項各領域合作協議，

並表示在越南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越方再次肯定繼續深化與俄國發

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正值俄羅斯被西方制裁的時刻，索契峰會被認為是該年俄羅斯的外交大事。

除了西方制裁之外，俄國對於中國的依賴也成了不可忽視的問題。戰略問題學者

蘇斯洛夫（Дмитрий Суслов; Dmitry Suslov）認為，為了減少對於中國過度的經

濟依賴，俄羅斯應該更積極地介入亞太事務，避免成為中國的原物料供應基地。

1自從普京上任以來，重視與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其中 GDP 達 2.5 兆美元，亦

為全球第六大經濟體─東協，也成為俄羅斯布局的對象之一。而東協成員國之中，

基於越南與俄羅斯延續蘇聯時期的重要盟友關係，故俄國試圖以越南作為踏板，

深耕東協市場。 

																																																								

1 《大事件》57 期：十九大政變，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4N9BDAAAQBAJ，檢

索日期：2017/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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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50 年蘇聯與越南建交後，近 70 年來兩國一直為穩固的戰略夥伴，但在

經貿上的合作數目來看始終不亮眼，2001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5.5 億美元，俄羅

斯主要出口至越南商品為機械及鋼材，而越南主要出口至俄羅斯的商品為米以及

紡織品，歷經 10 年的貿易交流，2012 年雙邊貿易額成長至 35 億美元，2015 年

越南與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AEU）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根

據越南政府評估，2020 年越南與歐亞經濟聯盟貿易額將提升至 100-120 億美元，

為 2014 年雙邊貿易額的 3 倍，並估計每年對歐亞經濟聯盟出口額成長 18%-20%。

2   

   近年來由於中國崛起，其經濟成長力十分驚人，隨即俄羅斯總統普京的亞洲

政策強調以中國為中心，試圖掌握東方市場這塊大餅，然而，幾年後中國經濟放

緩，迫使克里姆林宮尋找新的貿易合作夥伴，特別是東南亞國家，其中，越南基

於過去兩國交往甚密，在投資與貿易的項目上更容易推動雙邊合作，俄國也能透

過與越南的合作達到戰略目的，牽制中國。基於以上所述，筆者將俄越雙邊合作

的因素分為以下三點： 

(一) 加強遠東地區的開發 

    普京致力於區域發展的計畫，事實上，在過去各個領導人皆有提出遠東地區

的開發計畫，但效果不彰。因此，基於地緣因素的考量，俄國亟欲吸引東亞國家

共同開發遠東地區，不論是人力抑或資金，都是俄屬遠東目前最需要的資源。

																																																								

2
越南與歐亞經濟聯盟(EAEU)自由貿易協定將於本(2016)年 10 月 5 日起生效，有利越南紡品、

鞋類及水產品出口，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https://www.roc-taiwan.org/vnsgn/post/7714.html，檢索日期：2018/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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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6 年 9 月越南與俄羅斯政府舉辦經貿科技合作委員會第 19 次會議，根據俄

羅斯遠東發展部副部長斯捷潘涅夫（Кирилл Степанов ; Kirill Stepanov）指出，

越南正在與俄羅斯商討在遠東地區建設客運船舶、漁船製造廠；另一方面，2017

年俄羅斯副總理兼遠東聯邦區全權代表特魯特涅夫（Юрий Трутнев ; Yury 

Trutnev）與越南副總理鄭廷勇（Trinh Dinh Dung）在河內舉行會談，商討俄越在

遠東地區的農業、漁業合作，同時，越南乳製品企業 TH True Milk 投資遠東地區

的乳牛複合養殖場超過 17 億美元。4 

(二) 減少對於西方國家的經濟依賴 

    普京的東向政策目的在於減少對美國、歐盟的經濟依賴。由於俄國的出口主

要以原物料為大宗，而原物料多輸出至歐盟國，使得經濟重心長期寄託在歐盟國

上。經過 2014 年克里米亞事件爆發之後，西方國家聯合經濟制裁俄國，使普京

再次關切東協市場，實現全方位外交政策，欲將越南作為進入東協市場的跳板，

以高層互訪、舉行峰會的方式加深雙邊聯繫，並簽訂協議調降關稅，未來可輸入

商品至越南甚至擴張整個東協市場。 

(三) 南海能源利益的考量 

    近來南海爭議不斷，俄國重新重視東南亞的戰略格局，尋求東南亞國家裡平

衡中國崛起的力量。特別是與越南建立戰略夥伴關係，越南被一些東南亞學者視

																																																								

3 Sherman W. Garnett, Rapprochement or Rivalry? :  Russia-China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Asia, 

(Washongton: Carnegie Endowment), pp.257-267. 

4 Vietnamese dairy TH True Milk to invest further $1.7bn in Russia, Foodbev media, 

https://www.foodbev.com/news/vietnamese-dairy-th-true-milk-to-invest-further-1-7bn-in-russia/ 檢索

日期：2018/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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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東協潛在領導國，尤其是越南對於中國採較強硬的態度。5面對南海領土爭執，

莫斯科的態度十分謹慎，從未在中越領土之爭表達立場，但也藉由中越之矛盾軍

售越南，提供現代化武力，使越南掌握海上優勢軍力；另一方面，俄羅斯天然氣

工業公司（Газпром ; Gazprom）與越南合作開發兩塊天然氣田，分別是越南東南

部沿海地區的 Hai Thach 和 Moc Tinh，前者蘊含 1.8 兆立方英尺的天然氣及大約

9000 萬桶液態能源儲量，而 Moc Tinh 雖未完全開發，但估計含有 5 億立方英尺

天然氣及 1000 萬桶的液態能源6，兩者均位於中國宣稱的海疆線內，此外，俄羅

斯石油公司（Роснефть ; Rosneft Oil）與日本海洋鑽井公司（JDC）合作，協助越

南於中越的南海爭議區域開採兩口油井，此舉將造成該區的資源分配爭議，俄國

學者卡納耶夫（Евгений Канаев ; Evgeny Kanaev）指出，俄國在南海地區擁有自

己的利益，但同時不希望使南海局勢惡化。7 

二、 研究動機 

    以往俄國的經濟外交發展路途單調，過於仰賴能源出口，這樣十分不利於長

期的經濟發展，原因有兩點：第一，能源出口的獲利易受到全球經濟環境的波動，

在全球油價低迷時，俄國經濟容易遭受嚴重的打擊；第二，投資環境不易改善，

助長尋租行為。 

    因此，發展多元外交也是俄國目前重要的課題之一 。而普京提出東向政策

後，仍然以能源、軍售作為主要的外交手段，畢竟俄國一直作為能源輸出大國，

擁有先進的核能技術，在與東方國家進行經貿往來時還是以能源部門展現俄國的

																																																								

5 連弘宜，「俄國的東南亞政策」，台俄經貿(台俄協會)，第 8 期（2010 年 1 月），頁 34。 

6 Hai Thach & Moc Tinh Gas Fields, nrgEDGE, https://www.nrgedge.net/project/hai-thach-moc-tinh-

gas-fields 檢索日期：2018/04/01。 

7 Victor Sumsky and Evgeny Kanaev, “Russia’s Progress in Southeast Asia: Modest but Steady”,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145(2014), pp.2-4. 



DOI:10.6814/THE.NCCU.RUSSIA.003.2018.A0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	

	

強項。但是，自從 2014 年石油價格低迷後，俄國的能源出口比重有明顯的下跌，

同時面臨西方經濟制裁的雙重打擊，這也許是俄國實現多元經濟外交的契機，以

出口至越南的商品來看，除了出口能源之外，化學製品以及汽車零組件也占不少

的比重，俄國的工業技術也十分發達，尤其是汽車工業：越南與俄羅斯簽署合作

製造汽車協議書，同意俄羅斯廠商於越南投資設立汽車製造聯營公司，俄國藉由

深耕越南市場並擴大至東協各國，將有助於俄國東向政策的執行。 

    普京上任後積極與東方國家建立戰略及經濟聯繫，過去俄國主要都與大國從

事貿易活動，對於小國的利益較不重視。近年來東協市場迅速崛起，各國亟欲搶

奪這片廣大的投資市場，俄國同樣的也重視與東協的經貿利益，此外，藉由積極

拓展東協市場分散對於中國的市場依賴。然而俄國在過去對於東南亞的投資寥寥

可數，唯一持續接觸的就只有舊夥伴──越南。是故，本文將以三個核心為研究

問題。進入新世紀後，俄羅斯東向政策之戰略目標為何？在普京的外交戰略下，

越南的重要性為何？俄越合作之實踐與前景為何？俄羅斯對於越南的合作背景、

戰略意圖以及合作成效即為撰寫本文之動機。 

三、 研究目的 

    如今普京開始重新啟動與越南的經貿關係，除了能源與軍事的合作之外，也

簽訂多項協定、調降關稅。2015 年 5 月，越南進行簽署與歐亞經濟聯盟的自由

貿易協定，該協定在 2016 年 10 月 5 日正式生效，由於歐亞經濟聯盟為俄國主導

的經濟主體，筆者認為俄越雙邊貿易將有可看性的進展，同時也對於俄國東向政

策有重大的幫助，由此看出越南的重要性。故本文將分析 2000-2017 年俄越之間

的關係，特別針對雙邊高層互訪、政治關係進行分析，並以俄越戰略夥伴關係之

意涵，探討俄越軍事合作，闡述兩國之間的合作誘因，並說明越南在俄國東向政

策所扮演的角色，解釋俄國積極合作之戰略意圖；最後更進一步評估雙邊經貿的

合作成效以及俄越的投資合作與未來發展之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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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自從 2000 年普京上台後，致力於修復與越南的關係，學界開始從事相關議

題之研究，截至 2017 年已累積不少相關著作。筆者將過去的文獻依據學者討論

的議題分類，區分為戰略目標面向、合作架構面向以及政策成效面向。  

一、戰略目標面向 

    連弘宜在《舊夥伴新關係──俄國與越南關係》中，歸納出俄國 1992 年至

2010 年的東南亞政策，並描述俄越關係在 90 年代末重新升溫，以及普京政府的

對外政策採「新現實主義」，強調亞太區域的重要性及俄國參與亞洲區域主義。

在普京的亞洲政策中，俄國與東協的關係十分重要，藉由高層互訪、峰會外交積

極開展與東協重要領導國家的雙邊關係，特別是與越南的關係，視越南為進入東

協的「窗戶」。8 

    楊昊、李偉銓在《越南南海戰略中的俄羅斯因素》提到，越南自 2011 年面

對南海議題，積極採取牽制戰略，其可分為內外兩個軸心：深化東協內部的合作

以及向外尋求國際支持力量。其中，特別在越南與俄羅斯之間的合作計畫上備受

矚目，俄越之間近年來的合作計畫涵蓋範圍有軍事安全、能源開發與貿易投資等

層面。俄羅斯提供越南潛艦人員訓練、先進戰機的演練、金蘭灣與其他戰略港口

的現代化，以及海軍設備的升級，有助於確保越南在南海的戰略利益；其次，在

經貿與能源合作方面，貿易額從 2009 年的 17 億美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24.5 億美

元，此外，俄羅斯在越南著重石油天然氣、機械、生物科技與交通運輸方面的投

																																																								

8 連弘宜，「舊夥伴新關係──俄國與越南關係」，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三屆年會：「理論與

實務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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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雖然俄羅斯只是越南第二十大貿易夥伴，但俄越雙邊借助能源安全布局與外

交戰略合作，為俄國在東南亞區域尋求重要定位，也提供越南在南海牽制戰略上

不可或缺的外力支持。9 

    斯托力（Ian Storey）認為普京 2010 年執行「向東看」政策，目的是為了減

低俄國對於西方國家的經濟依賴，看準亞洲經濟正在崛起，試圖踏入東南亞市場

爭取利益，然而，除了原物料、能源科技和軍武販售之外，俄國和東協的貿易規

模顯得十分狹小。此外，近幾年來，俄國欲出售更多軍武設備給印度，但印度卻

轉而支持引入美方的軍武，因此，俄國便將重心轉向東南亞，不過，大多數東南

亞國家並不視俄國為主要貿易夥伴，俄國則與長久以來信任的貿易夥伴──越南，

繼續深化雙邊貿易關係，例如 2012 年，俄羅斯國家原子能機構與越南簽訂兩座

核能廠的契約，第一座核能廠預計在 2023-2024 年完工，俄國也向緬甸、印尼、

柬埔寨提供核能科技，然而，除了軍武及核能科技之外，俄國與東協之間的貿易

擴展空間似乎不多。10總而言之，作者評論俄國與西方關係惡化及經濟衰敗的雙

重危機，導致普京轉往東方市場，然而中國經濟放緩，不得不投入東南亞市場，

而過去疏於與東南亞各國貿易，且俄國出口大宗的商品(能源、軍武)對於東南亞

國家吸引力不大。因此，作者認為東南亞對於俄國來說依舊只是串場的貿易夥伴，

之後仍然會以歐洲、中東以及中國作為主要貿易夥伴。 

 

    巴耶夫（Pavel Baev） and 托聶森（Stein Tonnesson）認為俄國欲減少對於

																																																								

9楊昊、李偉銓，「越南南海戰略中的俄羅斯因素」，戰略安全研析，第 78 期(2011 年 10 月)，頁

12-19。 

10 Ian Storey, ”What Russia’s “Turn to the East” Means for Southeast Asia”,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No.67(2015), p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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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依賴，試圖加深與越南之間的聯繫，其就俄國、中國、越南分析其三方之

間複雜的政治關係，指出普京對於中國的不信任，以及越南與俄國的關係僅靠傳

統夥伴維持的聯繫已經不夠了。越南面對普京不可靠的經濟政策該做出傾向西方

或扈從中國的決擇。11 

    戴夫（Bhavna Dave）認為克里米亞事件之後的西方制裁行動使俄國遭受西

方國家孤立，加速俄國的向東看政策。自從 2001 年普京便提出東向政策，烏克

蘭危機事件成為一個催化劑，加劇俄國與西方關係的矛盾及衝突。一般對於俄國

東向政策的看法皆為「轉向中國」，因為中國是俄屬遠東地區最具潛力的開發國

家。而東協國家也是俄國其中一個考量，俄國試圖拓展東協的經濟夥伴關係，吸

引外來投資以免過於依賴中國，對俄國來說，中國雖為原物料出口的重要夥伴，

但俄國擔憂中國在遠東地區勢力擴張，故轉向建立遠東地區與亞太區域的經濟整

合。在 2015 年時，俄國外長拉夫羅夫（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 ; Sergey Lavrov)重申「轉

向太平洋」的重要性，其為 21 世紀俄國東部區域開發重要的課題。12 

    東向政策反映內需及區域發展，其為俄國保持大國地位的重要元素。在中俄

關係日益友好的情況下，俄國面對與西方失和的關係，促使俄國調整外交策略，

將重心轉移至亞洲。尤其近年來中國、印度的經濟崛起備受矚目，此兩國亦為俄

國之盟友，東南亞許多國家經濟也踏上軌道。基於以上理由，俄國在 2016 年的

峰會上即開拓東南亞各國的雙邊關係，同時也為俄國加強與中國、印度及越南的

聯繫。 

																																																								

11 Baev Pavel and Tonnesson Stein, “Can Russia keep its special ties with Vietnam while moving 

closer and closer to China?”, 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 Vol. 18(2015), pp.312-325 

12 Bhavna Dave, “Russia’s Asia pivot: Engaging the Russian Far East,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RSIS, No.297(2016), p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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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的索契峰會預期提升俄國在東方的地位，彌補日益疏遠的西方關係，並

在亞太地區尋求貿易及策略夥伴。然而，俄國不明確的經濟前景、艱困的投資環

境、軟實力的缺乏等等，無法為長期夥伴關係提供穩定的基礎。對於東協而言，

俄國把重心放在西方國家上，並藉由中俄友好關係彼此互惠，相對之下，俄國與

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相當疏遠。索契峰會也許能提供機會簽訂更多的合作協議和生

意，但是這對於俄國來說比較像是外交策略的自我肯定，而非建立俄國與東協長

期的夥伴關係。 

    2014 年的克里米亞事件為俄國東向政策的催化劑，普京開始認真思考與東

方國家必須重新建立關係，而主要的方向依舊以中國、日本、韓國這樣大型的經

濟體靠攏。但是，俄國對於中國經濟崛起抱有疑慮，深怕中國在亞太地區建立厚

實的基礎，同時也擔憂中國會侵蝕遠東地區的利益，而日本方面，俄國盡量避開

領土爭議的議題，僅與其研討經貿合作之事宜，但是 2014 年的克里米亞事件後，

日本參與西方對俄國的制裁行動，安倍（Shinzo Abe）又受制於歐巴馬（Barack 

Obama）的壓力不得參訪莫斯科，基於政治策略上的立場，日本站在美國的陣線

上，俄國與日本的關係始終無法有所突破。文章中提到越南在 2015 年與俄國領

導的歐亞經濟聯盟簽訂 FTA，越南將認真考慮與歐亞經濟聯盟會員建立穩定的經

貿關係，俄國也可藉由自由貿易協定，將商品輸入越南甚至是東協國家，開拓雙

邊貿易市場。 

二、合作架構面向 

    俄國外長拉夫羅夫提到 2010 年 10 月總統梅德韋傑夫（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 

Dmitry Medvedev）前往河內與東協各領導人會面，此次會談具有兩項重大的意

義：一為促成俄國與東協進一步的發展，二為商討建立一個更好的亞太安全與合

作架構。拉夫羅夫指出，自冷戰結束以來，亞太地區有機會成為一個結合經濟發

展及政治影響力的中心，隨著每年亞太地區的快速成長，俄羅斯希望能增進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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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並建立俄國與東協之間的重要聯繫。以合作架構層面的來說，俄國踏出重

要的一步，即設立俄國─東協對話夥伴基金（RUSSIA-ASEAN Dialogue Partnership 

Financial Fund），雖然 2007-2009 年僅貢獻 175 萬美元，但對於俄國而言意義重

大，此為開啟政府層級間的合作計畫，目前已實行的項目有再生能源、俄語學習、

旅遊業以及衛生保健等，現代生物科技產業則正進行中，而俄國的主要目標為提

出一個大規模、長期且為雙邊互利的合作計畫。此外，由於俄國前往東南亞國家

的觀光客逐年成長，因此在俄國與東協人文關係的合作發展方面，俄國於莫斯科

國立國際關係學院（MGIMO）設立東協中心，促成東協與俄國文化交流並彌補

資訊落差。13 

    魏百谷在《俄羅斯與東南亞國協的關係：政治熱，經濟冷》中，將俄羅斯與

東協的互動分為三類作討論，分別為：政治互動、經貿往來以及文化交流。其中

經貿方面提到 2010 年的俄國─東協高峰會預期在亞太區域整合過程中，強化俄

國的參與度，促進俄國經濟的現代化及創新發展。能源方面，俄國期盼東協能參

與俄國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的能源開發，並希望俄國能參與東協地區的能源探勘。

文末對於俄國與東協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持正面的態度，指出俄國先與越南簽署

FTA 後，能再與亞洲其他國家簽署此類協定，也就是說，俄國期望越南能成為該

國拓展與東協國家經貿關係的敲門磚。雖然俄國較看重東南亞區域安全的戰略意

義，相較之下，在經濟事務上則以中國、日本為首要合作夥伴，不過，對於俄越

雙邊貿易的發展，有兩點令人樂觀的理由。其一為普京於 2012 年 5 月 7 日新設

「遠東發展部」，此一新部會設立，意味著莫斯科將加速對遠東與西伯利亞地區

的開發。其次是，俄國在加入 WTO 後，將改善相關的經貿制度與法規，有助於

																																																								

13 Sergey Lavrov, “Russia and ASEAN Can Achieve a Great Deal Together”, Special Issue, (2010), 

pp.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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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東協國家對俄國之出口。14 

 

    阮惇杰（Ngo Tuan Kiet）指出越南一直為能源出口國，主要能源為煤、石油

以及電力，並積極擴大區域與國際間的能源合作，在 2004 年，例如越南一部份

的天然氣輸往馬來西亞，並在 2010 年至 2015 年間架設電網、2015 年至 2020 年

間將連接天然氣管線，實踐國際能源合作的項目，預計 2020 年設立第一座核電

廠，持續推動國家的能源建設，預期 2050 年核能將佔電力比重的 15-20%。而要

達成這項目標，越南尚須借助他國之力共同完成，首要合作的國家有日本、韓國

以及俄國。俄國的地下煤氣技術（Underground Coal gasification; UCG）與越南的

煤礦組織（Coal Mineral Group of Vietnam）透過合作，共同開發地下煤氣探勘技

術。15借助於俄國優良的開採技術與豐富的經驗，雙邊科技人員交流往來，期望

能將雙邊友好拓展至多國熱絡，俄國亦視越南為一個良好的區域發展重心。 

三、政策成效面向 

肖斌在《俄羅斯與東盟關係前景──基於合作博弈視角的分析》中以不同的

觀點評析俄國與東協的關係，這篇文章與過往文獻的區別是，其以合作剩餘作為

測量工具分析俄國與東協關係的前景，這樣一來即能包含經濟與政治面向，使雙

邊關係的分析層面更完整，文中指出作者在分析俄羅斯與東協關係中的實際收益

																																																								

14魏百谷，「俄羅斯與東南亞國協的關係：政治熱，經濟冷」，東協瞭望(台北)，2012/10/25，頁

12-16。 

15 Ngo Tuan Kiet, “Energy cooperation among Vietnam-Russia and asian countries, status and 

prospect”,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http://www.sei.irk.ru/symp2010/en/papers.html  檢索

日期：2018/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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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及發展潛力，其採用交叉比較的方式分析雙邊官方公布的數據，從貿易、投

資、人員往來等三方面作為實際收益的指標。16然而，筆者認為作者選用「俄羅

斯遊客占東協國際遊客市場的比例」作為實際收益的指標有些不妥，因為各國遊

客所採行的旅遊方式不同，在當地的消費方式也會不同，若只蒐集旅客多寡的資

料作為指標，有可能會產生些微的誤差，若整理出「俄國遊客消費占東協國際遊

客消費的比例」，將能夠增加這個指標的精確度。 

 

四、述評 

    根據過去東協與俄羅斯的貿易統計數據分析，顯示出俄國與東協的貿易聯繫

非常薄弱，大多是在能源以及國防安全設備的交易，至於其他商品的來往所佔的

比重實在很少。就商品供需結構而言，俄國與東協的供需商品確實不容易使雙方

成為主要的貿易夥伴，再者，東協國家除了越南之外，大多數國家的軍武需求等

級並不高，也難以促成雙邊的軍武買賣。然而，筆者認為多數的描述有點太過於

悲觀，雖然普京的「向東看」政策起初可能只為了中國廣大的市場，不過他也看

到東協國家經濟迅速崛起，若純粹將俄國出口商品限定為軍武和能源，俄國進入

東南亞市場的吸引力似乎對東協來說不大。  

    然而，俄國並非只是單純從事能源和軍武交易，普京總統的「向東看」政策

已經開始啟動，其有計畫性地將優勢技術投入越南，預期未來能藉由越南將這些

產品直接銷往東協市場。從過去學者的論點可看出越南的確為俄國與東協貿易的

橋樑。筆者持有相同的觀點，認為越南在東協市場佔重要的關鍵角色，俄國由越

南積極簽訂 FTA 的舉動可看出其對於俄越之間的貿易抱持高度的興趣，越南與

																																																								

16 肖斌，「俄羅斯與東盟關係前景──基於合作博弈視角的分析」，太平洋學報(北京)，第 24 卷

第 9 期(201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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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經濟聯盟簽署 FTA 過後，不只有益於越南與俄國之間的貿易互動，透過關

稅與非關稅障礙的排除，更能推動東協各國商品銷入俄羅斯的市場，也方便開展

東協與白俄羅斯、哈薩克等國的經貿關係。 

    統整過去的文獻可得知，多數學者在研究俄越關係時重於兩國政治交流，但

針對經貿方面，因越南與歐亞經濟聯盟簽署 FTA 才生效不久，尚未有完整的分

析研究，故本文將以俄越夥伴關係的戰略面向作為基礎，說明俄國選擇越南作為

東南亞的戰略夥伴之因素，並引用官方文件進一步列出雙邊合作架構，以現有的

資料數據分析越南與歐亞經濟聯盟合作的成效，結合戰略及經濟面向，試圖完整   

地分析兩國內部關係的進展，以及對外部區域的影響，最後再提出俄越發展願景

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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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 

一、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為非介入性方法中的文獻分析法與歷史研究法。17首先

根據過去的專書、期刊論文、新聞報導，分析俄羅斯在亞太的戰略佈局之演變，

並經由相關領域學者佐證越南之於俄國的戰略重要性；其次，透過官方文件提供

的數據以及俄國與越南產業合作報告，進行合作成效之分析。  

    筆者將俄越關係歸納為戰略夥伴關係與越南簽署 FTA 影響評估兩層面加以

討論，依循俄越歷史脈絡證明兩國在戰略上的意識相近，並以雙邊所簽訂的合作

協議、備忘錄所建構出的框架，依據經貿數據佐證政策實行之成效。 

 

二、研究途徑 

    本文以地緣經濟學作為研究途徑。魯瓦克（Edward N. Luttwak）認為冷戰結

束後，全世界進入了地緣經濟時代。他主張一個國家的國力不只是軍事的戰力，

而是以經濟、科技實力所積累起來的綜合國力。事實上，在冷戰後國與國之間的

競合不僅限於軍事武力的較勁，而轉變為國家政策在世界經濟版圖上的競爭。這

樣的國際環境轉變下，使得原先地緣政治觀念下所劃分的敵人與競爭對手，在地

緣經濟時代可能也是緊密的貿易夥伴，也就是說，地緣經濟可以是一個跨國界的

新時代，也是競爭與合作共存的新關係。18 

 

																																																								

17 Earl Babbi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 Wadsworth, 2016), pp.501-503. 

18 Edward N. Luttwak,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Logic of Conflict, Grammar of 

Commerce." The National Interest , No. 20, 1990. Pp.17-23. 



DOI:10.6814/THE.NCCU.RUSSIA.003.2018.A0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	

	

    地緣經濟學主張國家為達成國家利益，主要採取經濟合作擴散到安全以及政

治領域的合作，內容包含能源共同開發、天然氣運輸管道過境許可、設立邊境自

由貿易區以及區域經貿組織等等，國家可以運用這些經濟手段，與周邊、區域內

的國家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 

    以本研究中俄羅斯與越南的合作經驗而言，便是採用這類的經濟合作手段，

達成戰略夥伴關係緊密聯繫的目的。以國家利益作為出發點，俄國與越南在新世

紀重啟能源共同開發合作，俄方為越南提供能源開採技術，兩國在南海區域開採

石油及天然氣，賺取外匯推動經濟成長。 

 

 

 

 

 

 

 

 

 

 

 

 

 



DOI:10.6814/THE.NCCU.RUSSIA.003.2018.A0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文研究主體為俄國與越南。研究議題範圍包含俄越戰略夥伴關係及越南簽

署同歐亞經濟聯盟的自由貿易協定，由於戰略夥伴關係始於 2001 年，並於 2012

年深化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對於俄越關係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而越南所簽署

的自由貿易協定，將影響雙邊經貿甚深，另一個深遠的意涵為，越南成為第一個

與歐亞經濟聯盟簽署 FTA 的東南亞國家，此舉將可能帶動東南亞國家與歐亞經

濟聯盟的貿易。 

    本文研究之時間範圍起於 2000 年至 2017 年。俄越為共黨革命與冷戰時期的

軍事夥伴，蘇聯解體後，俄越關係一度倒退，而普京 2000 年上台後，致力於修

復與越南的關係，作為第一個訪越的俄羅斯總統，並於河內與越南簽訂《戰略夥

伴關係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 for a Strategic Partnership），19開啟兩國新世紀

之合作契機，故本文由此轉折點作為研究範圍的初始點；由於本文於 2018 年撰

寫，故以 2017 年作為研究時間的結束點。 

 

二、研究限制 

    越南 2015 年 5 月 25 日與歐亞經濟聯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並在 2016 年 10

月 5 日生效，越南加入後首年與俄國經貿成長快速，但可能因觀察時間不夠長，

導致數據失去信度，筆者將多方找尋近年來相關的貿易數據，試圖檢驗兩國之間

的貿易是否真的受其所推動。在能源開發方面，由於涉及到機密部分，無法將所

																																																								

19 Vitaly Kozyrev, “Russia–Vietnam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Return of the Brotherhood in Arms?”,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145,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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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項目一一列出。 

    礙於時間有限及經費不足，無法親自到訪兩國觀察最新貿易合作狀況。筆者

將以國內外智庫以及外國重要媒體資訊作為主要的文獻來源，盡可能以最新的數

據分析俄越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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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文第壹章「緒論」，將說明本文之研究背景、動機及目的、文獻回顧研究

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最後則為章節安排。 

    第貳章「俄羅斯與越南關係進程」，本章將雙邊合作分為三個重點，首先說

明俄國亞太戰略之形成背景；接著描述俄越合作之歷史脈絡，了解越南在過去即

為俄國信賴的戰略盟友；最後依據俄國的亞太戰略及歷史脈絡作為合作架構，開

啟新世紀的俄越關係。 

    第參章「俄羅斯與越南軍事合作」，本章將說明越南為實行軍事現代化，俄

國與越南之間緊密合作，除了軍售武器配備之外，衍生出新型態的軍事合作，俄

國為越南提供軍事技術支援，並建設海軍、空軍的技術訓練中心及維修中心。 

    第肆章「俄羅斯與越南雙邊經貿合作」，筆者首先分析俄越雙邊貿易；接著，

蒐集官方文件，說明俄越雙邊於各產業的合作項目，最後，描述俄越的能源合作

之計畫。 

    第伍章「結論」綜合本文之論述，提出筆者的見解，說明俄越關係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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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俄羅斯與越南關係進程 

 

    本章將探討自 2000 年至 2017 年俄羅斯與越南之間的關係。筆者將由俄國視

角分析對越發展外交關係之進程，並以三個部分作為探討核心。首先分析俄國亞

太政策的戰略背景，了解俄羅斯對內強調的國家利益以及對外的外交思想後，進

一步說明東向政策之形成，並由歷史脈絡及區域戰略目標兩面向解釋越南對於俄

國東向政策的戰略重要性，最後，透過此框架之建立，將能闡明俄越之間關係演

變。 

 

第一節 俄羅斯的亞太政策 

一、亞太政策之戰略背景 

    中國學者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主任李新於《試析俄羅斯亞太新戰略》一文提

到，近年來隨著亞洲經濟快速發展和美國戰略東移，以及俄羅斯對於遠東及西伯

利亞開發的重視，俄國智庫及學者出現一系列俄國亞太戰略的研究。例如亞太安

全合作理事會俄羅斯國家委員會的《俄羅斯太平洋戰略》、俄羅斯智庫瓦爾代辯

論俱樂部（Valdai Discussion Club）的《奔向大洋：俄羅斯的重新全球化》。但俄

國官方並沒有提出正式的亞太戰略。由俄國學者所研究的相關文獻分析，俄國的

亞太戰略主要分為兩個目標，即政治參與亞太地區安全機制的架構，另一則是藉

由融入亞太經濟整合的進程達到一體化的目標。20 

    加入亞太經濟一體化的整合為俄國亞太政策的主要目標。亞洲地區居住人口

																																																								

20 李新，「試析俄羅斯亞太新戰略」，現代國際關係，第 2 期（2013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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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全世界的一半，佔世界經濟命脈的四分之一，貿易總額占全世界的二分之一，

為世界軍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一直以來，俄國遠東地區、西伯利亞地區缺

少資金投入開發，政府試圖面向亞太市場、全面開發，從中找尋解決的方法。近

十幾年來亞洲國家的經濟成長快速，亞洲國家中，中國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

本為第三大經濟體、印度為第六、韓國則佔第十三大經濟體。21即使面對世界經

濟危機的困境下，亞洲仍然保持著高成長率，成為擺脫全球經濟衰退的火車頭。 

    這股經濟崛起主要是由中國所引領的趨勢，亞洲各國趁勢提升自己的國際影

響力，但同時對於中國勢力日漸壯大所帶來的威脅感到憂慮，特別是與中國存在

領土爭議的東南亞國家，嘗試以區域、國際組織仲裁中國主權擴張，抑或透過外

部大國力量抗衡中國；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中越的南海領土之爭，此區蘊含

豐饒的油氣資源，越南多年來在中國所聲稱的「九段線」開採石油、天然氣，背

後提供支持力量的就是俄羅斯，俄方也藉由越南這個傳統的合作夥伴，在此建立

合資公司共同攫取能源利益。 

    另一方面，美國總統歐巴馬意識到亞太地區軍事、經濟力量興起，推行「再

平衡」政策。由於過去小布希政府忽略經營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導致中國、俄

羅斯等國搶先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近年來，又因中國經濟崛起，造成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下降，歐巴馬隨即採取主動的態勢，將與亞太地區政治、

經濟、安全等面向的互動，作為優先考量的處理事項，22並於 2009 年簽署「東南

																																																								

2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NGDPD@WEO/OEMDC/ADVEC/WEOWORLD, 檢索日

期：2018/06/01。 

22 王健民、吳光中，「淺談美國重返亞太對亞太地區及我國影響之研究」，黃埔學報，第 71

期，（2016 年），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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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友好合作條約」，同時保證將定期出席每年的區域論壇，展現出美國對於亞太

地區的重視。23 

    面對亞太地區年輕且龐大的市場，中、美兩強皆虎視眈眈爭奪地區勢力。俄

羅斯意識到重心轉移的重要性，將東方市場視為未來幾年的重要發展方向及主要

的外部資源，亞太地區政治和安全問題逐漸浮上檯面，俄國得以作為亞太地區的

第三方勢力，從中取得經貿利益，並同時爭取躋身亞太地區的機會，以抗衡中、

美的亞太戰略佈局。 

 

二、普京重啟東向政策 

    進入 21 世紀後，俄國隨著經濟逐漸復甦，重新追求大國地位為俄羅斯的主

要目標。為了實現這項目標，亞太地區佔據俄羅斯外交布局重要的角色，由於俄

羅斯大部分的國土位在亞洲，而這個區塊又是俄羅斯經濟較為落後的地區，因此，

透過參與亞太的發展可以活絡起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的經濟。同樣的觀點，俄羅

斯國立高等經濟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系主任謝爾蓋・卡拉加諾夫（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 Sergey Karaganov）認為現在有些西方國家拒絕自由貿易，反全球化，

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他倡議大歐亞夥伴關係，俄羅斯應利用亞洲快速崛起帶來的

機遇，帶動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發展。24 

 

（一）東向政策之戰略目標 

    俄國學者瓦列里・彼得羅夫（Валери Петров; Valerie Petrov）於《俄羅斯地

																																																								

23 洪銘德，「美國重返亞洲政策之研究」，全球政治評論，第 51 期（2015 年），頁 159-160。 

24 俄羅斯「反思歐洲中心化」，https://kknews.cc/world/96qv99l.html 檢索日期：2018/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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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一書提到俄羅斯國內的地緣政治，將歐亞大陸地緣空間的

結構劃分核心地帶為莫斯科；中間地帶為聖彼得堡、頓河畔的羅斯托夫以及新西

伯利亞。而俄羅斯的全球地緣政治，西部地緣政治軸心為莫斯科——柏林：東部

地緣政治軸心為莫斯科——東京。25俄羅斯的發展重心多年來皆在核心地帶，資

金多半未到達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地區及遠東地區，而對於西方經濟的依賴也成為

未來經濟發展之隱憂，故普京提出東向政策，試圖改善這種經濟發展失衡的問題。 

 

（二）東向政策支點選擇——日本、中國 

    普京的東向政策目的在於減少對美國、歐盟的經濟依賴。由於俄國過去主要

與經濟大國進行經貿往來，並以原物料為主要出口商品，因此，若要將貿易重心

轉移將會選擇日本及中國。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政府認為亞洲對俄國重要性逐步

提升，因為俄國東方國土（西伯利亞及遠東）位處亞洲，需積極融入亞太區域經

濟整合過程。26 

    俄國遠東地區佔地 621.59 萬平方公里，占俄羅斯國土總面積的 36.4％，為

全俄羅斯最大的經濟區。其最主要的發展優勢，即為地緣經濟及地緣政治的優勢

條件：由於遠東地區與中國、日本、南北韓相鄰，戰略地位極為重要；其次是遠

東區擁有 18000 公里的海岸線和 300 個港口，有利於拓展海運行業，且港岸生產

設備佔全俄羅斯的 50％，漁獲量達全俄的 60％；再次，俄國 10％到 15％的天然

資源都集中在遠東地區，包括漁業、林業、石油、天然氣、稀有金屬、礦產等資

																																																								

25瓦列里・彼得羅夫，王寶林、楊冰皓譯，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2008 年），頁 212-213。 

26 連弘宜，「世紀之交的俄羅斯東亞政策─析論俄中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運作現況」，國際

關係學報，第 21 期（2006 年 1 月），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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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27而中國與日本所提供的勞動力、資金、技術與俄羅斯的互補性高，使俄國

重新定位遠東地區經濟發展的戰略地位，將俄國遠東地區的開發視為面向 21 世

紀取得戰略利益的首要工作。 

    然而，日本與俄羅斯南千島群島的領土之爭，成為日俄合作之隱憂。日本與

俄國從 2000 年開始，雙邊的貿易穩定成長，尤其與俄國遠東地區的貿易最為熱

絡，至 2007 年翻倍成長超越中國，雙邊貿易額高達 61.4 億美元，成為俄屬遠東

區最大的貿易夥伴。即便日本曾經是俄屬遠東區最大的貿易夥伴以及東北亞三國

最大的投資者，卻因日本為美國的戰略夥伴，中俄關係在地緣戰略上共同的敵人

即為美國，導致俄日雙方合作埋下變數。此外，日俄之間南千群島的領土爭議始

終無法達成共識，成為雙方合作的障礙。28雪上加霜的是，2014 年的克里米亞事

件，日本針對該事件參與制裁俄羅斯行動，致使俄日關係惡化。29 

    俄羅斯遠東地區一直存在著勞動力不足的問題。解決人口問題成為遠東地區

重要的課題，俄方提出引入中國年輕移民至該區，利用中國勞動力解決人口及勞

動力資源的問題。2000 年起普京以中國為中心實行東向政策，俄中關係雖然良

好，但俄國仍然對於中國保有戒心，擔心中國可能會竊取高科技軍事武器技術，

甚至中國可能對於廣大且資源豐富的俄屬遠東別有所圖。以雙方勞力的流動可看

出，自 1999 年開始，大量的中國移民湧入遠東謀生，光是 2007 年中國移入該區

的人數即高達 32 萬人，這些勞工主要從事發展基礎設施的工作，這樣的情況亦

																																																								

27 郭武平，「俄羅斯遠東區的經濟開發」，俄羅斯學報，第 3 期（2003 年），頁 18-19。 

28 Kuril islands dispute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BBC NEWS,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

pacific-11664434 檢索日期：2018/04/05。 

29 Japan steps up sanctions as tensions rise with Russia, BBC NEWS, http://www.bbc.com/news/world-

asia-29345451 檢索日期：2018/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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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俄國當局的恐懼，深怕該區被「中國化」，擔心中國的「人口擴張」及「經

濟擴張」，因而有學者提出「黃禍論」的說法。30 

    中國人在遠東當地不受歡迎的直接原因為中國人在當地的違法犯罪行為。主

要是製作、販賣、偽造證件進入並逗留俄國境內；其次是走私活動，包含走私毒

品、槍械、珍稀的動植物、有色金屬及其他具戰略性物資；最後則是俄國民眾普

遍懼怕中國人將傳染病帶入俄國境內。31再者，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

企圖將勢力擴張至中亞地區，與俄國領導的歐亞經濟聯盟抗衡，同時俄國擔憂中

國在亞太市場的影響力擴張。由於中國近年來經濟放緩，對於俄國商品需求下降，

中俄貿易在 2015 年前半年已經下降 30%，俄中之間的能源合作計畫受阻，俄國

便尋求多元化的亞洲政策，將重心由中國轉移至他國。 

    誠如上述所言，近年來中國經濟放緩，俄國同時擔憂中國在亞太市場的影響

力擴張，又與日本的領土爭議無法解決，而東南亞國家與俄國在區域及國家事務

上沒有歧見，導致普京開始關注東協這片新崛起的市場。普京在 2016 年的國情

咨文中強調東向政策並非一時之考量，也不是因為與西方國家冷卻，而是從長遠

的國家利益及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為考慮，俄國將會持續深耕亞太市場。 

 

（三）越南戰略地位之提升 

    綜合上述所提到發展遠東地區的戰略重點，以及抗衡中、美在東南亞地區日

漸擴張的勢力，透過俄國強化與越南的關係即可達到此戰略目標，並以此為區域

的核心夥伴積極發展與東協國家的政治、經濟關係，俄商以越南為基地向東協各

																																																								

30 劉蕭翔，俄屬遠東黃禍論：身份、利益的解構與建構，（台北：政大出版社，2014 年 1 月），

頁 259-262。 

31 郭武平，「俄羅斯遠東區亞洲化問題」，俄羅斯學報，2005 年，頁 16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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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拓展商務。 

    自從普京重啟與越南的雙邊關係後，兩國高層定期互訪簽訂重要協定。除了

俄越長期維持穩定的關係外，兩國還有一個合作優勢，也就是越南的高層官員大

多受過蘇聯的教育，至今還有很多高層精通俄語，所以俄羅斯與越南官員在互訪

溝通上較無障礙，且意識形態相近，雙方無領土爭議，正符合越南革新開放後推

行的多樣化、多邊外交32。對於俄國而言，加深對越關係亦符合俄國的國家利益，

有利於俄國擴大在東南亞的影響力，特別是軍售及能源方面的貿易；另一方面，

透過與越南長期穩定的關係亦促使俄國躋身亞太事務，增加在亞太地區的話語權。

33而過去俄國一直欲加強西伯利亞地區以及遠東地區的開發，東向政策的實行將

有助於東協資金投入西伯利亞，加速區域的現代化開發。 

 

 

第二節 俄越合作之歷史脈絡 

 

    綜觀俄越之間的關係，歷經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軍事同盟，轉型為後冷戰不

同制度國家間平等互利關係之建構，到了新世紀則為戰略夥伴關係的重塑，之後

便基於此戰略架構維持日漸升溫的雙邊關係直至今日。（參考圖 2-1） 

																																																								

32田原洋樹，「ベトナム社会主義共和国の言語教育状況に関する考察―ロシア語教育とドイモ

イ改革を中心に―」，融合文化研究，第７号(2006 年 6 月)，p.34. 

33 Ted Hopf, Understandings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p.264-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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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一、以意識形態作為樞紐的蘇越關係 

    蘇美兩極對抗時期，蘇聯以軍事及經援手段拉攏北越為盟友。布里茲涅夫

（Леонид Брежнев; Leonid Brezhnev）上台執政之後，兩強在各區域展開爭奪，

為了在東南亞地區尋找重要的戰略支點，蘇聯投入大量的軍事、經濟援助，積極

拉攏北越為盟友。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1965-1973 年）後，蘇聯開始以優勢的

軍事力量及經濟實力影響其內政外交，目的就是要排擠和制約中國勢力，將越南

納入蘇聯與美國爭霸的軌道。1978 年 6 月 29 日越南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成為第三個非東歐國家的會員國，同

時，越南加入經互會之下的國際經濟合作銀行（IBEC）與國際投資銀行（IIB）。

越南加入經互會強化了蘇聯的勢力範圍，也成為蘇聯在中國南方的戰略盟友，從

此兩國進入全方位合作關係，但這樣的合作關係具有濃厚的霸權主義色彩，任何

經濟、技術援助都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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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 年蘇聯與越南簽訂《蘇越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and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內容包含十年經濟援助、軍事支援、科學文化交換三項議

定書在內的六項協議，有效期限長達 25 年。34河內政府表明由於越南受到中國的

威脅，因此簽訂此合作條約，按照該條約，蘇聯為越南提供軍事援助及維護安全，

並且沒有強調互相地支援，以維護該地區的安全。35 

    此時的蘇越關係是一種同盟內部小國依附於大國的非對稱關係。越南作為同

盟內部的小國，不論是內政或是外交都必須服從於蘇聯所主導的戰略利益，對於

蘇聯而言，蘇越結盟有兩項重要的戰略利益：其一，蘇聯可獲得靠近太平洋戰略

通道的基地，為其勢力推向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提供了支點，改善蘇聯在亞太地

區與西方抗衡的戰略情勢；其二，對於中國南方造成極大的威脅，為當時反華提

供據點。而當越南與中國發生衝突的初期，蘇聯的艦隊曾試圖進入越南港口，進

行保護措施，但越南持反對的態勢。直到中越激烈交戰之時，越南不得不讓蘇聯

的驅逐艦停泊在蜆港，為越南防禦中國的攻勢，蘇聯不僅使用美軍留下的蜆港、

歸仁、芽莊等軍事基地，更進駐了金蘭灣。1980 年越南外交部長阮基石前往莫斯

科訪問時，簽署「1981-1985 年經濟計劃協調議定書」，該協議指出蘇聯將協助越

南設立三座地熱與水力發電廠，以及 40 項工業發展計劃，而越方則必須增加對

蘇聯出口，例如農產品和紡織品等等。之後，蘇聯開出了能源共同探勘的條件，

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大陸棚的石油以及天然氣資源，作為交換，蘇聯得在胡志明

市設立領事館，並取得蜆港（Da Nang）、金蘭灣（Cam Ranh Bay）的使用權。36 

																																																								

34 那傳林，「俄越關係急劇升溫的意味」，世界態勢，2013 年，頁 46-47。 

35 Robert O. Tilma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enemy beyond, (Colorado: Westview, 1987), pp.63-64. 

36 龍舒甲，「蘇聯與越南的關係」，問題與研究，第 29 卷第 10 期（1990 年 7 月），頁 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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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年蘇共召開「二十六大」，越南總書記黎筍（Le Duan）於會中表明支持

蘇聯對外政策綱領，雙方將繼續全面性合作。根據雙方的條約，蘇聯有義務給予

越南經濟與政治上的支持，1980 年代初期，蘇聯每年提供越南的援助多達 11 億

美元。但越南並沒有把援助全使用在生產上，而是將一部份的資金用於填補社會

消費及補貼方面的損失。對此，戈巴契夫曾在演說中建議越南學習蘇聯的生產方

式，加快生產效率，並宣稱蘇聯的援助是有限的，期望越南能善加利用，盡快經

濟獨立。37 

    1990 年以來，蘇聯積極與東南亞國家發展雙邊關係，特別是改善對於東南

亞國協各成員國的關係之後，也同時增強與該組織的連結。蘇聯對於越南的主要

外交目標為雙方經貿關係的平衡，從 1989 年蘇聯與越南的供應比 4：1，至 1990

年的供應比則改善為 1.5：1，但雙方的貿易總額出現下降的趨勢。38 

二、蘇聯解體後：俄越建立務實平等的外交關係 

    1991 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仍保有濃厚的親西方色彩。外交政策主要以大

西洋主義和西方主義為大宗，期盼俄國得以融入西方國家。但由於西方的援助遲

遲未到位，以及俄國在國際問題上不受到西方國家的尊重，俄國決定重新考慮是

否要繼續秉持親西方的政策。直到 1992 年，俄國外長科茲列夫（Андрей Козырев; 

Andrey Kozyrev）提出「雙頭鷹外交政策」，主張俄國東部的發展應與西部同樣重

要，亦即，俄國的外交政策應當平等且均衡，而不是一昧的傾向西方。 

    1996 年，俄羅斯總理普里馬科夫（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 Yevgeny Primakov）

擔任俄羅斯外交部長，積極推行獨立自主的全方位外交，促使俄國外交轉向歐亞

																																																								

37 Leszek Buszynski, “Gorbachev and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89-98. 

38 畢英賢，蘇聯末期的對外關係，（台北：黎明，1992 年 8 月），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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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39。由於東協政治影響力迅速提升，俄羅斯開始調整東南亞政策，加強與東

協各國關係，以抗衡中、美、日之間在該區的勢力，排除任何一國在東南亞的主

宰與控制。1996 年 7 月俄國成為東南亞國家國協的對話夥伴，並成立協作委員

會，定期與次長級官員會晤面談，以促進與東協國家的交流與對話。但實質的合

作內容不多，主要關注區域安全議題，很少有經貿與投資方面的往來，這也和過

去計劃經濟的時代有關，導致缺乏私人企業投資。40 

    軍事同盟關係結束後，俄羅斯與越南建立務實平等的外交關係。1994 年越

南總理武文杰（Vo Van Kiet）訪俄， 6 月 16 日雙方簽署《俄越友好基本原則》

（Treaty on Principles of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結束了自冷戰時期與蘇聯的軍事同盟關係41。該文件

可被視為恢復兩國的雙邊聯繫，其還有實際的重要意義，也就是重新正常化兩國

的關係，取代了過去的準盟友（Quasi-Allies）關係。1998 年 8 月 25 日越南國家

主席陳德良訪俄，這也是冷戰後越南對俄羅斯首次訪問，俄越簽署《俄越聯合宣

言》42，促成之後的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兩國之間的關係也得到恢復。 

    總的來說，即使 1990 年代下半期俄國的外交政策已有所調整，重拾對於亞

太地區積極的戰略目標，但相較於前蘇聯時期與越南之間的關係仍較冷淡。尤其

是葉爾欽以忙於國事為由，婉拒與越南時時任總理武文杰的會晤，以及俄羅斯獨

																																																								

39 邱丹陽、蔣玉山，「後冷戰時期越俄關係的轉型與重塑」，東南亞縱橫，2010 年，頁 67-68。 

40 徐瑞雯，「普丁政府的亞太外交」，俄羅斯學報，第 2 期（2002 年 1 月），頁 146-147。 

41Nguyen Nam Duong “Vietnamese foreign policy since Doi Moi the dialectic of power and identity”, 

UNSW, 2010. pp.183-185. 

42 Vietnam-Russia joint statement, EMBASSY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http://vietnamembassy-usa.org/vi/node/908 檢索日期：2018/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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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初年，俄方高層一直未出訪越南的情況而言，43即可看出發展與越南的雙邊關

係並非當時的外交重點。即便俄越簽訂了兩項友好基本原則，但實質合作成果仍

不多；又因為葉爾欽的身體狀況問題，無法頻繁出訪亞太地區，與越南對話的次

數也變得寥寥可數，兩國關係自然顯得疏離。直至 1998 年陳德良訪俄簽署合作

協議後，雙邊關係才逐漸回到正向的發展道路上。 

 

 

第三節  新世紀的俄越關係 

一、俄越關係的重塑（2000-2011 年） 

（一）普京實行新亞洲外交 

    2000 年普京上任俄羅斯總統，在外交戰略上採行務實的全方位外交政策。

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普京對於亞洲的政策有所調整，實行「新亞洲外交」，主

要方針為：積極參與亞洲事務，建立與亞洲國家良好的交流渠道，基於國家利益

的需求，發展與亞洲國家的關係，藉由鞏固亞洲地區的傳統勢力、擴大新的合作

交流支點，將俄羅斯的政治經濟力量投入在亞洲地區。44其中，所謂鞏固亞洲地

區的傳統勢力，也就是鞏固在印度和越南的影響力，在這樣的外交政策下，俄羅

斯與越南建立起新世紀的戰略夥伴關係，並且正在發展全面合作關係，透過雙邊

高層互訪、定期外交磋商，兩國之間的議會及執政黨加強了聯繫，在國際問題上

																																																								

43 Leszek Buszynski, “Russia and Southeast Asia: A New Relationship”,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8, No.2 (2006), p.280. 

44 Bobo Lo,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Soviet Era: illusion and mythmakin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16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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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配合。 

    普京總統在 2001 年 3 月赴河內國是訪問，這個舉動極具象徵意義，此為越

南與前蘇聯建交 50 年以來，第一位訪問越南俄國元首。此行主要商討的是雙邊

貿易及軍售事宜，並將 1994 年所簽署的「俄越友好基本原則」升級，宣布和越

南建立「戰略夥伴」。2004 年俄國外長拉夫羅夫踏出俄國與東協合作重要的一步，

在寮國召開第 10 屆東協峰會時，簽署「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並根據這項條約使普京得以持續推動俄國與東南亞的合作。 

    關於友好合作條約，雙方協定擴大油氣合作、在安全領域、銀行領域合作，

兩國領導人還將電力、工農業、漁業、化工、藥品、食品、造船業、機械製造、

交通運輸、建材工業及旅遊業等，作為加強合作的重點領域。普京在合作條約簽

署後的記者會上表示：越南需要在軍事領域進行現代化，俄羅斯在遵守國際公約

的條件下，為越南提供軍事技術與支援，俄越兩國的關係不只建立在相同的意識

形態上，俄越之間一直以來都擁有共同的戰略利益。 

普京想重新回到越南的軍火市場及其他工業市場。越南正在推行軍事現代化，

需要更新武器裝備，而俄羅斯的先進武器裝備與越南原來從蘇聯進口的武器裝備

具有很強的相容性，這為俄羅斯重新獲得越南的軍火市場提供了優勢條件。另外，

蘇越結盟時期蘇聯曾幫助越南建立大批企業，這些企業正面臨著現代化改造的問

題，這無疑有利於俄羅斯的工業產品和技術進入越南市場。45 

 

 

																																																								

45 張國城，「從現實主義中的權力平衡─觀點看越南外交政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0 卷第

3 期(2014 年)，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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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邊合作框架下，積極發展對越關係 

在東協、東協區域論壇（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以及亞太經合

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多邊合作的框架之下，俄羅斯與

越南政治外交的雙邊關係得到正向的支持力量。隨著越南越來越積極投入國際組

織，俄越之間開啟了全方位的合作。2007 年越南總理阮晉勇訪俄，此行將俄越戰

略夥伴關係俄越發布聯合公報，兩國基於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開啟全方位的合作。

阮晉勇強調兩國繼續在政治、貿易、經濟、科技、文化、軍事及教育領域等多方

面進行全面合作，並且持續促成合作機制的建設，同時，加強在能源、機械製造、

軍事技術合作、文化培育等重點領域的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俄越之間還簽署了

數個經濟合作協議，例如「2007-2008 越俄兩國外交部門合作計畫」、「水產及機

電設備製造等合作協定」、「俄越油氣合營企業雙邊政府補充協定書」等等，總金

額高達 20 億美元。 

    2008 年 7 月 15 日，俄國通過「新對外政策構想」，在對亞洲的政策方面，

俄國將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特別是與越南的戰略關係。2008 年越南國家

主席阮明哲（Nguyen Minh Triet）訪俄，俄越加大雙邊及多邊的合作力度。此行

除了阮明哲之外，越共中央委員、越南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范家謙（Pham Gia Khiem）

等高層皆同行訪俄，雙方在聯合公報中強調雙邊及多邊的合作，例如聯合國

（United Nations; UN）、東協地區論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東亞峰會等等。梅

德韋傑夫於會中表達俄羅斯重視與越南的戰略夥伴關係，針對越南現代化工作提

供支持力量，並稱越南在俄羅斯的亞太戰略中佔據重要的地位。 

 

（三）俄越延續傳統夥伴關係，持續推動各領域合作 

    越南隨著不同階段的政治發展，外交政策也隨之改變。1986 年革新開放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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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蘇聯作為重要的盟友，1988 年開始採取與中國、東協以及美國和平對等的

外交政策。1991-2001 年間，越南顯現出積極參與國際整合的務實主義，與邦交

國加強正常化外交關係。2006 年越共第十大，越南強調將在多邊和多樣化的形

式上拓展外交關係，特別在亞太地區的執行目標中，堅守國家安全及發展的重要

性，與中國、寮國、柬埔寨維持和平穩定的關係，秉持著不起爭端的原則。同時，

越南與東南亞及其他區域國家商討簽署加強雙邊關係及增進友誼的合作協議，面

對不同於冷戰時期的國際環境，越南多方拓展雙邊、多邊合作關係，當遭遇複雜

的多變議題時，無法靠著單一國家自行解決，而需倚賴他國、區域甚至是國際組

織介入合作處理。 

    兩國自從 2008 年設立年度常務外交副部長級的對話機制，議題涵蓋外交、

安全、國防戰略。46構築制度安排之框架，為俄越關係發展建立良好渠道，基於

信任、傳統友誼的基礎上，越南與俄羅斯在區域及國際議題上擁有相近的意識，

也因此，俄越得以於聯合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東協、東協地區論壇等組織中

相互配合，加強東協與俄國範圍內的雙邊及多邊合作。 

    2010 年為俄越建交 60 週年，雙方持續以經濟合作推動政治關係的發展。俄

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表示對於俄羅斯而言，越南在俄羅斯對亞太地區的政策佔

有優先地位，發展對越南的關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47。普京強調俄羅斯和越南

的戰略夥伴關係具有深刻的內涵，俄方將透過投資和合作共同推動雙邊關係，預

期在 2011 年雙邊貿易額提升到 100 億美元，並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加快落實

已簽訂的合作協議，包括在越南興建核電廠，進一步擴大在油氣探勘、能源、機

																																																								

46 進一步深化越俄戰略夥伴關係，人民報網，

http://cn.nhandan.org.vn/political/national_review/item/25401 檢索日期：2018/07/15。 

47俄羅斯是越南的重要戰略合作夥伴，越南共產黨中央機關報，http://cn.dangcongsan.vn/news/  

檢索日期：2018/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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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製造、採礦、金融、通訊、航太、軍事技術等領域的有效合作。2010 年 6 月 1

日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簽署發布《俄羅斯和越南法律互助協議》，旨在完善俄

越合作關係的法律機制。該協議規範了各項程序與規則，俄越兩國將互相給予法

律援助，包括私人規則、勞動權和豁免權在內等法律問題，協議也明確規定追究

刑事犯罪、移交或者拒絕移交刑事犯罪的標準。48 

    俄 羅 斯 原 子 能 公 司 （ Rosatom ） 總 經 理 謝 爾 蓋 ・ 基 里 庭 科 （Сергей 

Владиленович Кириенко; Sergei Kiriyenko）代表俄方簽署《關於培訓核能專家預

定計劃的備忘錄》。根據該文件，雙方將在教育、科研領域以及核領域展開合作，

兩國將聯合制定教程、核領域培訓辦法，俄羅斯原子能公司成為越南培訓核能高

等專家的正規培訓機構，對此，越南副總理兼教育培訓部部長阮善仁（Nguyen 

Thien Nhan）肯定核能人才的培訓，對俄越在該項目的積極合作給予高度評價。

49 

 

二、俄越關係加溫：全面戰略夥伴關係（2012-2017） 

（一）俄羅斯遠東地區開啟與越南之合作 

    普京的新任期加快遠東地區發展步調。2012 年 3 月 5 日，普京當選俄國總

統，並持續上個世代的亞太戰略。普京再次出任總統，將堅守俄羅斯既定的外交

政策，不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普京於就職前簽署《有關實現外交政策》的總統

																																																								

48 俄羅斯發布《俄-越法律互助協議》，越南共產黨中央機關報，http://cn.dangcongsan.vn/news/  

檢索日期：2018/07/15。 

49 俄羅斯幫助越南培養核能專家，越南共產黨中央機關報，

http://cn.dangcongsan.vn/news/%E4%BF%84%E7%BD%97%E6%96%AF%E5%B8%AE%E5%8A%

A9%E8%B6%8A%E5%8D%97%E5%9F%B9%E5%85%BB%E6%A0%B8%E8%83%BD%E4%B8

%93%E5%AE%B6-12228.html  檢索日期：2018/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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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其特別提出「為了促進遠東、東西伯利亞的發展，要進一步擴大與亞太地區

的關係，加強與中國、越南以及印度的戰略聯繫，並取得與日本、韓國、澳洲等

國更大範圍的合作機會」。為此，特別在政府部門中設立遠東發展部（Ministr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Russia）。 

    維克多・伊沙耶夫（Виктор Ишаев; Viktor Ishaev）被任命為遠東發展部部

長，同時兼任俄羅斯駐遠東聯邦區全權代表。俄羅斯為遠東投入了不少資金，期

望 2015 年以前規模達到 3.3 萬億盧布，2020 年前還會將繼續投入 9 萬億盧布，

50但伊沙耶夫坦言目前對此仍缺乏統一管理，因此實行上困難重重。越南國家主

席張晉創於 2012 年亞太經合峰會上會見伊沙耶夫時表示，越南希望推進與俄羅

斯遠東地區的各領域合作，越方建議立即開展一些合作項目，例如開闢越南至俄

國遠東地區直航航線，為雙邊開展商業活動創造便利條件。除了石油、天然氣開

採合作之外，越南也希望俄方直接投資或成立合資企業，生產、開採和加工越南

的優勢商品，如礦產、農業、水產品等等。51 

    伊沙耶夫對於越南關注俄國遠東地區投資合作給予高度評價，並強調俄方正

在亞太地區尋求合作夥伴。普京為開發遠東地區特別設立遠東發展部，由此可看

出俄羅斯對亞太地區的重視，除了促進遠東地區的發展之外，也積極利用地緣創

造出更多與亞太國家對話及合作的機會。越南與俄羅斯擁有穩固的合作基礎，特

別是在能源開發領域，未來將開展更多合作計畫。 

    2016 年 3 月 ， 俄 羅 斯 濱 海 邊 疆 區 的 首 長 米 科 魯 申 斯 基 （Владимир 

																																																								

50 「成立遠東發展部，引中國經濟之風吹向遠東」，透視俄羅斯，

http://tsrus.cn/articles/2012/06/25/15304.html 檢視時間：2018/07/15。 

51 President Truong Tan Sang attends APEC 20 , VOVworld , http://vovworld.vn/en-

US/news/president-truong-tan-sang-attends-apec-20-106019.vov 檢索日期：2018/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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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иклушевский ; Vladimir Miklushevskiy）受邀至河內與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會

面，張晉創提到近幾年來俄越合作十分頻繁，期望俄羅斯濱海邊疆區能夠擴展市

場，幫助越南的商品進入俄國遠東地區，52越方將提供最佳的條件以強化雙邊的

商業合作，並且鼓勵越南學生赴俄國求學。 

 

（二）俄越戰略夥伴關係之升級 

    越南與俄羅斯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標誌著俄越關係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2012 年 7 月 26 日至 7 月 30 日，受俄國總統普京之邀，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展

開為期 5 天的訪俄之行，旨在加深兩國間的傳統友誼，促進多方實質合作，並於

27 日，越南與俄羅斯發表聯合聲明，雙方同意將兩國關係的層次提升，由「戰略

夥伴關係」升級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加速推進經濟領域的合作，構築未來

幾年雙邊貿易的發展計畫，預計 2015 年雙邊貿易額達到 70 億美元，2020 年達

到 100 億美元的目標。 

    2013 年 11 月 12 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第三次訪問越南，並簽下 17 項各領域重

要合作協議。53包含：  

1. 俄國與越南之間的犯人移轉協議 

2. 俄國與越南國防合作協議 

																																																								

52 President receives governor of Russia’s Primorie province, VOVworld, http://vovworld.vn/en-

US/news/president-receives-governor-of-russias-primorie-province-422945.vov 檢索日期：

2018/07/15。 

53 Vietnam-Russia: Together for new cooperation goals, Vietnamnet, 

https://english.vietnamnet.vn/fms/government/94761/vietnam-russia--together-for-new-cooperation-

goals.html  檢索日期：2018/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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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越南公民在俄國教育機構學習的協議 

4. 科學、科技及創新合作備忘錄 

5. 促成越南自然資源和環境部門與俄國自然資源與生態部門簽署合作備忘錄，   

共同開發地質和礦產資源領域。 

6. 開啟 2014-2016 年俄羅斯與越南的保健、醫藥合作計畫 

7. 促成越南和俄羅斯衛生保健防疫合作備忘錄 

8. 簽署俄越認證機構的合作備忘錄 

9. 橡膠及布製品的技術轉移合約 

10. 促成 Rosneft 參與越南 15-1/05 大陸棚開發之合作備忘錄 

11. 越南國營油氣公司（PetroVietnam）與 Rosneft 在伯朝拉海（Печорское море; 

Pechora Sea）的油氣開發合作協議 

12. 協議於越南建立合資企業將天然氣轉為引擎燃料 

13. 簽署備忘錄，加強 PetroVietnam 與 Zarubezneft 的合作，提高合資企業

Rusvietpetro 的營運效率 

14. 簽署建設煉油廠的協定 

15. 促成俄羅斯國家投資銀行及越南投資發展銀行的信用協議 

16. 簽署俄越合資銀行與烏拉爾捷爾任斯基車輛製造廠（Uralvagonzavod Group）

的合作備忘錄 

17. 河內商業科技大學與莫斯科經濟法律學院協議建立俄越人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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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評估俄越友好合作及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現狀與展望表達正面的態度。

其發表文章分析經貿合作方面，雙邊貿易在 2012 年總額成長 20％，達到 36.6 億

美元，期望到 2015 年將提升至 70 億美元，並預期至 2020 年增至 100 億美元。

54為此，俄國積極推動越南與歐亞經濟聯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期望未來幾年即

可實行如此一來，以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將能促成雙邊的投資、貿易更加

活絡，這符合歐亞地區與亞太地區經濟、政治互通的邏輯。 

    俄國針對能源及各產業領域的合作提供推動的力量。能源方面，俄國優先強

調核能合作，特別是越南寧順（Ninh Thuan）一號核電廠的發展計畫，按照計劃，

該站的兩個核電機組預計分別於 2023 年和 2024 年啟動；其次，在國際法的框架

下，持續在越南大陸棚開採油氣資源，至於俄國境內的油氣開展項目以亞瑪爾－

涅涅茨自治區（Ямало-Ненецкий автономный округ; Yamalo-Nenets Autonomous 

Okrug）的成果最佳，另一家俄越合資石油公司在奧倫堡州（Оренбургская область; 

Orenburg Oblast）進行石油天然氣開採活動，目前正持續開拓其他地區。在其他

各產業的合作計畫中，特別加強運輸、民用航運、船隻建造、機械製造、資訊通

訊等領域，並且於遠東地區設立輕工業區，未來雙方將計畫更多合作項目。 

    關於國際合作方面，俄越強調雙方在亞太地區的多邊關係與合作架構。雙方

在區域及國際的框架下，積極提倡和平、合作的發展，有助於俄國與東協的關係

更加緊密，透過亞太經合會及區域架構，例如 ARF、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 ASEM）、東協國防部長擴大會議（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Plus; ADMM+）等等對話論壇，提升雙邊及多邊的對

話質量。此次國是訪問為一重要里程碑，創造更多合作動機，並將兩國關係推向

																																																								

54 俄羅斯總統普京：俄羅斯與越南共同走向合作新藍海，越南共產黨中央機關報，

http://cn.nhandan.com.vn/friendshipbridge/vietnam-and-the-world/item/1404901- 檢索日期：

2018/07/15。 



DOI:10.6814/THE.NCCU.RUSSIA.003.2018.A0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9	

	

更高的合作層級。 

 

（三）立基於戰略夥伴關係，加強雙邊及多邊合作 

    依循 2012 年的合作架構，俄越積極實踐合作目標。2014 年越南副總理黃忠

海（Hoang Trung Hai）與俄國副總理伊戈爾・舒瓦洛夫（Игорь Шувалов ; Igor 

Shuvalov）簽署協議，開拓越南航空（VietJet Air）新航線，規劃從越南至海參威

的航班的計畫預算；55同時，黃忠海參訪海參威各個工業中心、醫療機關以及教

育機構，會見俄國石油公司及船廠的領導人。 

    2013 年普京前往河內進行國是訪問，普京與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共同聲明

加強雙邊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並簽下一系列的雙邊協議。內容包含政府間的軍

事合作及越南人民在俄羅斯高等教育的訓練，此外，還包括科技領域、地質學、

礦產資源、醫療保健，並且規劃共同探勘能源。56普京與越南總理阮晉勇於會上

表達兩國合作之強烈意圖，普京再次強調越南是俄羅斯在亞太地區重要夥伴，57

在此次會談簽下許多協議，雙方同意創造更多經濟合作，將深化兩國政治與經濟

關係。 

    除了政治和經濟關係的加強，俄國主動向越南發展文化交流。2013 年 11 月

普京於越南開啟俄羅斯文化日。普京於開幕儀式發表演講指出，俄國將繼續拓展

																																																								

55 Deputy PM Hoang Trung Hai visits Vladivostok, VOVworld, http://vovworld.vn/en-

US/news/deputy-pm-hoang-trung-hai-visits-vladivostok-268825.vov 檢索日期：2018/07/15。 

56 Official visit to Vietnam, President of Russia,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9602 檢

索日期：2018/07/15。 

57 Meeting with Prime Minister of Vietnam Nguyen Tan Dung, President of Russia,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19606 檢索日期：2018/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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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文化交流，尤其是提倡越南的藝術與歷史，並推廣越南獨特的文學及音樂遺

產；俄方將在莫斯科訂定「河內日」，預計安排在 2014 年的 11 月，屆時邀請越

南表演者至俄羅斯表演，使俄國人民更了解越南傳統文化58。總而言之，透過文

化之間的交流，有助於兩國人民凝聚相同意識，普京確信未來俄越關係將快速發

展，雙方的商務合作也能更加順利。 

    2015 年梅德韋傑夫參訪胡志明市，他表示根據數據 2014 年雙邊貿易收入達

到 26 億美元，超過 100 項外國投資計畫在越南，總額超過 20 億美元，為越南第

17 大投資者。梅德韋傑夫希望合作能持續進行並邀請胡志明市的企業共同發展

俄羅斯的遠東地區，特別是服飾業、紡織業、水產品加工以及化肥等等，59梅德

韋傑夫與越南副總理黃忠海共同出席越南-俄羅斯商業論壇，雙方允諾持續推行

合作協議，為兩國市場創造更多商業機會。 

    值得一提的是，2016 年為紀念俄羅斯與東協建立對話夥伴關係 20 週年，極

具重要性的東協−俄羅斯索契峰會（ASEAN-Russia Sochi Summit）於 5 月舉行，

批准俄羅斯與東協國家 2016 年至 2020 年發展合作綜合行動計畫，60雙方共達成

49 項協議。以下將索契宣言發佈的合作重點分為政治安全領域、經濟合作領域、

社會文化三個面向：61 

																																																								

58 Launch of Russian Culture Days in Vietnam, President of Russia,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9607 檢索日期：2018/07/15。 

59 Russian Prime Minister ends Vietnam visit, VOVworld, http://vovworld.vn/en-US/news/russian-

prime-minister-ends-vietnam-visit-324830.vov 檢索日期：2018/07/15。 

60 ASEAN-Russia Sochi Summit , http://en.russia-asean20.ru/, 檢索日期：2018/07/15 

61 SOCHI DECLARATION of the ASEAN-Russian Federation Commemorative Summit to Mark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ASEAN-Russian Federation Dialogue Partnership “Moving Toward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Mutual Benefit”, https://www.asean.org/storage/2016/05/Sochi-Declaration-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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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與安全領域 

    雙方同意鞏固對話夥伴機制，合作打擊國際恐怖主義、跨國組織犯罪和毒品

販運，保障海上安全及航行自由，倡導以和平手段解決紛爭。俄國和東協支持全

面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DOC），但該宣言實質上並沒有法律效力，其政治意義實際上大於政

策效力，因此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期望能早日通過具法律效力的《南海行為準

則》（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 COC）。62 

2. 經濟合作 

    結合東協、歐亞經濟聯盟、上合組織開展互利合作。研擬建立東協和歐亞經

濟聯盟建立全面自由貿易區，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促成在亞太地區建立開放、

平等的市場，促進國際運輸走廊及交通基礎設施的網絡形成，強化雙方企業聯繫，

擴大能源安全和食安的合作。此外，宣言還提到期盼俄方能多給予東協國家提供

支持，以縮小東協內部的發展差距。 

3. 社會文化與技術交流 

    擴大教研中心交流，開放各領域的技術合作。雙方支持舉辦俄羅斯−東協文

化年活動，增進彼此對歷史傳統、文化多樣性的理解，加強環保、氣候、衛生領

域等合作，促進航運、生物科技、奈米科技合作，擬定技術轉讓、聯合研發的可

能性。 

    普京特別會見陳大光，為越南與歐亞經濟聯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成果表達

																																																								

ASEAN-Russia-Commemorative-Summit-Final.pdf 檢索日期：2018/07/15。 

62 細川大輔，「ベトナム-中国関係 ― 協調のなかの管理された対立 ―」，立命館国際地域研

究 第 39 号 2014 年 3 月，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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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積極的評價。越南為第一個取得優先進入此經濟組織的國家，其意義十分重

大，表現出俄越之間的信賴。陳大光則表示越南近期正面臨各層面的正向改變，

包括貿易、投資、軍事國防、科技、教育等等，基於兩國間政治信任愈趨穩固，

將給予合作計畫發揮正向的支持力量。63 

    2017 年 1 月越南國主席陳大光受邀至莫斯科參訪。俄越之間將於 2019 年籌

辦紀念 25 年的夥伴合作關係，並邀請俄國參與 2017 年 11 月由越南所舉辦的

APEC 商業領導人論壇，64普京於會中慰問受到颱風重創的越南中央地區，俄方

將給予空中支援加入救災行動，並提供 5 百萬美元作為救災援助，65幫助解決越

南救災問題。 

 

第四節 小結 

    本章第一節首先檢視俄國的亞太政策，說明普京啟動東向政策的重要意涵，

第二節詳述由蘇聯時期至蘇聯解體的雙邊合作歷史脈絡，最後在第三節則由普京

積極開展對越關係作為新世紀合作之開端。 

    俄國的亞太戰略可分為政治與經濟兩層面的戰略目標。政治層面為參與亞太

地區安全機制的架構，經濟層面則為藉由融入亞太經濟整合以達到一體化的目標。

而對於俄羅斯而言，遠東地區、西伯利亞地區長期缺乏資金、勞動力投入，發展

																																																								

63 Meeting with President of Vietnam Tran Dai Quang, President of Russia,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3274 檢索日期：2018/07/15。 

64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wrapped up in Vietnam, President of Russia,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6049 檢索日期：2018/07/15。 

65 The President issued instructions to render assistance to Vietnam hit by typhoon, President of 

Russia,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6011 檢索日期：2018/07/15。 



DOI:10.6814/THE.NCCU.RUSSIA.003.2018.A0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3	

	

亞太政策將有助於人力及資金流入，雖然東北亞及中國為遠東地區主要投資者，

但近年來考量到領土爭議及遠東地區中國化等問題，俄國將目光轉向東南亞這個

6.3 億的龐大且年輕市場。 

    由於過去俄國對於東南亞投資甚少，故俄方將以越南作為基地，鞏固區域的

傳統勢力，向其他東協國發展政治、經濟關係，擴大新的合作交流支點。2001 年

普京首次訪越開啟了俄羅斯與越南未來的全面合作關係，劃記出新世紀俄越關係

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其主要商討雙邊貿易及軍售，並升級「友好關係基礎原則條

約」，宣布與越南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將俄越之間的關係推向新的合作級別。

接下來的十年之間，俄羅斯積極向越南發展政治、貿易、經濟、文化、軍事及教

育等重點領域合作。到了 2008 年，俄國發佈的「新對外政策構想」，特別提及重

視與越南的戰略關係，同年，越南國家主席阮明哲的訪俄之行，加大雙邊及多邊

合作的力度，顯現出俄越雙方在發展外交關係上的意識相近。 

    2012 年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訪俄，雙方達成協議將「戰略夥伴關係」升級為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加速推進經濟領域的合作。普京堅守俄羅斯既有的外交

政策，並特別強調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的發展。俄越雙方則在 2012-2016 年間，

頻繁商討俄國遠東地區的投資合作計畫，包括開闢越南飛往俄國遠東地區的直航

航班；持續進行石油、天然氣開採合作計畫；以及多項投資合作計畫，期望能夠

擴展市場，幫助越南的商品進入俄國遠東地區。 

    本章主要闡述俄羅斯的亞太政策，並以俄越歷史脈絡基礎說明俄國與越南建

立夥伴關係之戰略意義，最後僅概述俄羅斯與越南於戰略夥伴關係時期、全面戰

略夥伴關係時期的重點合作領域，為的是構築出合作架構，詳細合作項目將於第

三章說明俄羅斯與越南的軍事合作，以及第四章描述俄羅斯與越南的經貿關係並

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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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俄羅斯與越南軍事合作 

 

    越戰結束後，越南人民軍的武器裝備與軍事技術支援主要來自於蘇聯的援助，

軍隊所使用的軍武有 75％來自蘇聯。1980 年代初期，蘇聯提供軍武的佔有率已

達到 97％，到了 1987 年越南幾乎所有的武器都由蘇聯所提供。蘇聯解體後，越

南人民軍缺乏自行建設武裝配備的能力，大多數的武器仍須向外採購，近年來，

隨著越南經濟實力的提升，2005 年至 2014 年之間越南的軍事支出增加了將近 4

倍。越方積極與俄羅斯購買先進的武器裝備，儘管美國於 2016 年解除對越南的

軍武出口禁令，但由於武器相容性的因素，過去武器編制多為蘇聯產製，導致越

南軍武配備仍以俄羅斯為主要的進口來源。66 

 

第一節 俄越軍事合作發展 

    以越南的視角觀看雙邊防務合作，其不只是開展平衡外交的重要手段，也是

國防建設的現實需要。1980 年代越南陷入經濟社會危機，通貨膨脹率高達 774.7

％，為了改變這個情況，越南著手經濟、國防軍事等多項問題的改革。越南 1986

年實行革新開放（Doi Moi），並且在軍事戰略思維上有所調整，此時的越南戰爭

觀點認為戰爭不只是軍事上的鬥爭，而是以武裝力量為核心，在政治、外交、思

想、經濟、文化、社會、國防等要素構成的綜合力量，國防建設應與經濟建設相

																																																								

66 Russia to rule Vietnam arms market despite US entry, RBTH, 

https://www.rbth.com/blogs/continental_drift/2016/06/02/russia-to-rule-vietnam-arms-market-despite-

us-entry_599127 檢索日期：2018/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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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基於以上認知，越南對國家的防衛目標、防衛力量、防衛方式、人民武裝

力量的建設進行了調整，推動一系列的政策與改善方針。67 

一、俄國為越南軍事現代化計畫提供支援 

    越南的國家戰略以經濟建設作為首要任務，在國防安全的部署上也改為趨於

設立軍事數量適中、質量提高、符合國家經濟能力的軍隊。1986 年越南全面實施

革新開放政策，各行業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越南無法再支撐龐大的軍費開

支，選擇開始執行大規模軍備裁減，軍事人力共縮減了 60 萬，分散出來的資源

則得以發展經濟，而經濟不斷地發展又能促進軍事實力提高。 

    1992 年越南增加國防預算，力促軍事現代化。在當時越南軍事裝備皆未升

級，軍事技術水平落後，越南為此制定 10 年的「新世紀武裝部隊現代化計畫」，

總體目標為革命化、正規化、精銳化以及逐步現代化，大幅增加國防預算，強調

軍隊質量並且以海軍及空軍作為優先發展目標，為海、空軍武技術及配備進行改

朝換代，以徹底改變武裝配備落後的局面。然而，越南本國的軍事工業技術並不

發達，故轉而向外購買軍武配備，透過對外開展防務合作來執行軍事現代化計畫。 

    基於蘇聯時期雙邊合作歷史脈絡，俄羅斯成為越南防務合作夥伴的首選。由

於蘇聯時期與越南保持良好的防務合作關係，蘇聯向越南提供大量的武裝配備、

軍事技術以及人員培訓，越南使用的軍武大多為俄製武器，除了相容性的考量之

外，俄國武器耐用且價格較低也是一大關鍵，因此目前越南軍備多為俄羅斯製（參

照表 3-1），即使美國多次試圖軍售越南，但仍因為相容性的問題，無法搶佔越南

軍火市場68。 

																																																								

67 陸忠山，「越南國防建設 20 年簡要回顧與展望」，東南亞縱橫，2008 年 3 月，頁 36。 

68 US looks to increase weapons exports to Vietnam, decrease Russian influence, Defens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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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017 年東南亞國家軍武來源比例 

 

資料來源：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https://www.sipri.org 檢索日期：

2018/07/01。 

 

																																																								

https://www.defensenews.com/digital-show-dailies/singapore-airshow/2018/02/07/us-looks-to-

increase-weapons-exports-to-vietnam-decrease-russian-influence/ 檢索日期：2018/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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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新復燃的俄越軍售合作 

    冷戰結束後，由於俄國外交政策的主要戰略方針不在亞洲地區，俄越之間的

關係經歷短暫的冷卻。直到 1994 年簽訂《俄越友好關係基礎條約》後，原先冷

卻的雙邊關係又重新復燃起來。1995 年起，越南和俄羅斯恢復因蘇聯解體一度

停止的軍武貿易，當年軍火貿易總額為 27.9 億美元，相較於 1990 年成長 3 倍之

多。1998 年的聯合宣言設置政府間的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建構了未來軍事合

作的框架。69 

    自從 2001 年俄羅斯與越南的戰略夥伴關係建立後，雙方簽署數個軍事合作

協議，軍事合作聯繫日趨密切。2008 年越南國家主席阮明哲於莫斯科與俄國簽

下政府間的軍事技術合作備忘錄，協議期限到 2020 年。值得一提的是，由 2009

年開始，俄羅斯積極軍售越南，越南躍升成為俄羅斯軍火的最大買家。2009 年 1

月，簽署 20 架 SU-30MK2 多用途戰鬥機的軍售合約，金額超過 6 億美元，同年

12 月，越南總理阮晉勇前往俄羅斯簽署一份鉅額軍購合約，這是俄國海軍出口

金額最高的合約，合約內容為 6 艘基洛（Kilo）級的潛艇，要價 21 億美元，另外

還包括海軍基地的建設與維修費、潛艇人員的培訓費用以及船艦所配備的通信輔

助設施等費用，總價值高達 32 億美元。70 

    空軍方面，越南人民空軍（Vietnam People’s Air Force; VPAF）自從 1990 年

代初期開始現代化空軍設備，俄國持續執行大規模計畫向越南軍售空軍裝備，特

別是 Su-27 戰鬥機及航空武器，2000 年初期，越南開始購入 SU-30MKK，但剛

																																																								

69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SR and Vietnam date back to January 30, 1950, 

ROSOBORONEXPORT, http://roe.ru/eng/export/vetnam/ 檢索日期：2018/08/25。 

70 Do Thanh Hai, Vietnam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Politics, Security and Legality, (London: 

Routledge, 2016) pp.15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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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的軍售步調較緩慢、數量也不多。直到 2013 年，越南已添購 12 架 Su-27 戰

鬥機和 24 架 Su-30MKK 戰鬥機。越南十分依賴俄方為其建制空軍及岸基防衛系

統，用以作為抵禦中國的國防配備，71並提升對空防衛的作戰能力，由 S-300 防

空導彈（Surface-to Air Missile; SAM）升級為 S-400，並添購數百組 Igla-1 的防空

導彈。72 

 

三、新型態的軍事合作 

    俄國開始向越南出售軍事配備的生產許可證，給予相關技術支援，幫助越南

提高自主生產國防配備的能力。隨著俄越軍事的合作發展，雙邊在防務層面的合

作不再侷限於軍火貿易。1996 年，俄國即向越南出售”BPS-500/Type-1241A”級導

彈快艇的生產許可證，2004 年為越南提供性能更優良的”Project-1241”級導彈快

艇的生產許可證。根據 2006 年兩國簽訂的協議，越南取得閃電級導彈艇的生產

許可證，根據此許可證技術，越南於胡志明市的巴山造船廠（Ba Son）建造 6 艘

12418 型的閃電擊導彈艇。2007 年起，越南巴山造船廠派出 200 多名專家前往俄

羅斯，學習掌握軍事造船領域的必要專業能力。2013 年俄國的導彈技術轉移給

越南，簽署 Kh-35 反艦導彈許可證的協議，此為越南第一個反艦導彈的生產許可

證。73 

																																																								

71 Anh Duc Ton, “Vietnam’s Maritime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Regional Defenc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SOUNDINGS, (Sea Power Centre, 2018), pp.25-26. 

72 Richard A. Bitzinger, “Russian arms transfers and Asian military modernization”, Policy Report 

(RSIS, 2015), pp.9-10. 

73 Vietnam’s Restocking: Subs, Ships, Sukhois, and Now Perhaps F-16s and P-3s, 

Defenseindustrydaily, https://www.defenseindustrydaily.com/vietnams-russian-restocking-subs-ships-

sukhois-and-more-05396/ 檢索日期：2018/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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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關注的是，俄羅斯還在越南建設飛機技術維修中心及海軍潛艇基地。俄

方在越南設立兩座蘇霍伊（Сухой ; SUKHOI）飛機技術維修廠，提升越南維修蘇

霍伊戰機的技術，以此來吸引越南購入更多蘇霍伊戰機。2010 年，俄羅斯國防部

長阿納托利‧謝爾久科夫（Анатолий Сердюков; Anatoliy Serdyukov）表示將幫助

越南建立一座潛艇基地，2015 年聖彼得堡船舶建造和船舶修理技術中心與越南

簽訂了交接協議，為越南完成了潛艇基地的設計和建造工程。2017 年俄方正從

事金蘭灣 X-52 船舶修理廠以及武器修理廠房的建造工程，並為越南架設各種工

程線網，這項大型的海軍基礎設施還包含碼頭、船塢、大型修理廠房、生產線、

武器維護以及其他後勤服務等等。74 

    俄國為越南建造的潛艇基地完工後，在越南聯合建造大量導彈快艇、並為越

南製造大批的護衛艦。聖彼得堡船舶建造中心 2016 年於越南設立辦事處，這是

這家企業自從 1939 年成立以來首次在國外設立的辦事處，合作項目除了與越南

共同生產大量的導彈快艇，近幾年也為越南建設供潛艇停靠的基礎設施，並為越

南提供海軍專業技術，培訓越南許多專業人才。 

 

 

 

 

																																																								

74 Vietnam upgrades navy MRO capabilities, IHS Jane's Defence Weekly,  

https://www.janes.com/article/81700/vietnam-upgrades-navy-mro-capabilities 檢索日期：

2018/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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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俄越軍事合作重點 

一、越南軍武規格需求逐年增高 

    自從 1990 年代以來，越南海軍逐漸加快軍事設備現代化的步伐。越南國防

部 2003 年提出《2010 年前越南軍事戰略》，內容強調未來越南的海軍軍事設備

為加強重點，將針對海軍戰鬥船艦、岸基導彈和巡邏飛機的機動性和戰鬥力做增

強的工作，並將購入導彈護衛艦和岸基反艦導彈系統等。2006 年越南與俄羅斯

國防出口公司（Rosoboronexport）簽署價值近 3 億美元的軍售合約，俄方將向越

南提供獵豹級導彈護衛艦（Gepard-class frigate）以及裝備反艦導彈的新型岸基導

彈系統。75 

    根據統計，俄越軍火貿易額在 1995-2010 年約 15 年的時間，累積到了 236.3

億美元，占越南軍武總進口額的 89%。越南從俄羅斯進口的軍武種類繁多，且有

規格愈來愈提高的趨勢（參見表 3-2），越南以海軍與空軍的武力建設為優先，從

最初的導彈快艇（Missile boat）、戰鬥機，強化到防空導彈(Surface-to Air Missile; 

SAM)、多用途導彈，最後晉升為獵豹級導彈護衛艦(Gepard-class frigate)、常規動

力潛艦，越南還引進俄羅斯新型的魚雷和反艇巡航導彈，其技術層面不斷的提高，

尤其 2007-2009 年編入基洛級的常規動力潛艦、SU-30MK 多用途戰鬥機，以及

棱堡岸基反艦導彈系統(K-300P Bastion-P)等等，76為數一數二的一流配備，越南

																																																								

75 Do Thanh Hai, Vietnam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Politics, Security and Legality, (London: 

Routledge, 2016) pp.163-166. 

76 Richard Connolly , “Russia’s Role as an Arms Exporter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mportance of 

Arms Exports for Russia”,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2017,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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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戰武器性能提升，整體戰力倍增，對於南海區域防務工作起了穩固的作用。77 

 

表 3-2：1994-2017 年越南自俄國進口主要軍事配備 

購買時間 類別 型號 數量 

1994 年、1998 年 導彈快艇 Project-1241/Tarantul 4 艘 

1994 年、1996 年 戰鬥轟炸機 SU-27S/Flanker-B 12 架 

2001 年 防空飛彈 Igla/SA-18 50 組 

2001 年 巡邏艇 Project-10412 /Svelyak 2 艘 

2002 年 運輸直升機 Mi-8/Mi-17/Hip-H 4 架 

2003 年 防空導彈系統 S-300PMU-1/SA-20A 2 組 

2003 年 戰鬥轟炸機 SU-30MK/Flanker 4 架 

2006 年 導彈護衛艦 Gepard 2 艘 

2007 年 岸基反艦系統 K-300P Bastion-P 2 套 

2007 年 巡邏艇 Project-10412 /Svelyak 6 艘 

2009 年 反艦導彈 3M-54 Klub/SS-N-27 50 組 

																																																								

77 Clark, Ryan, “Vietnam’s drive to modernize militarily—causes and implications”, Calhoun, 2014, 

pp.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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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魚雷 53-65 80 組 

2009 年 導引炸彈 KAB-500/1500 200 組 

2009 年 反艦導彈 Kh-31A1/AS-17 80 組 

2009 年 基洛級潛艇 Project-636E/Kilo 6 艘 

2009 年 戰鬥轟炸機 SU-30MK/Flanker 8 架 

2009 年 反潛艇魚雷(ASW 

torpedo) 

TEST-71 80 組 

2010 年 戰鬥轟炸機 SU-30MK/Flanker 12 架 

2012 年 反艦導彈 Kh-35 Uran/SS-N-25 15 組 

2012 年 反潛艇魚雷 TEST-71 10 組 

2013 年 戰鬥轟炸機 SU-30MK/Flanker 12 架 

2017 年 導彈護衛艦 Gepard-3 1 艘 

2017 年 坦克 T-90S 64 架 

資料來源：SIPRI	trade	registers	

http://armstrade.sipri.org/armstrade/page/trade_register.php	 	 檢索日期：2018/08/22。	

 

     

 

 



DOI:10.6814/THE.NCCU.RUSSIA.003.2018.A0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3	

	

由於軍武規格的提升，越南每年的軍事國防支出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參見圖

3-1） 

 

 

圖 3-1：2003-2017 年越南軍事國防支出(美元；百萬) 

資料來源：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https://www.sipri.org/  檢索日期：2018/07/15。 

 

二、俄國優先為越南空軍、海軍編制升級 

    越南為了對抗中國在南海引起的領土爭議，河內分別於 2007 年通過《新型

國家海洋戰略 2020》以及 2009 年發布的《越南國防白皮書 2009》。兩份文件皆

強化海上實力、升級海軍配備來鞏固海上主權，抵禦外來威脅78。 

																																																								

78 Felix Heiduk, “An Arms Race in Southeast Asia? Changing Arms Dynamics, Regional Secur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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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1735 1777 1854 2182 2813 2771 3044 3394 3168 3689 3858 4276 4662 5017 4962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DOI:10.6814/THE.NCCU.RUSSIA.003.2018.A0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4	

	

    2009 年越南國防部的《越南國防白皮書 2009》公布目前軍事配製人數（參

見表 3-3），並提到越南人民軍（Vietnam People’s Army; VPA）為實現軍事現代化，

將購買國外軍武配備，包括俄羅斯及其他國家的武器，以維持足夠的軍力及自我

防衛的能力。79 

表 3-3：越南人民軍軍力 

軍種 人數 

陸軍 412,000 

海軍 13,000 

海陸 27,000 

空軍防空部隊 30,000 

邊防部隊 40,000 

人民防衛部隊 100,000 

後備軍 5,000,000 

資料來源：Carlyle A. Thayer, “Vietnam People’s Army: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p.3 

																																																								

the Role of European Arms Exports”, SWP Research Paper, 2017, pp.19-20. 

79 Carlyle A. Thayer , “Vietnam’s Strategy of ‘Cooperating and Struggling’ with China over 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 SAGE(India, 2016), pp.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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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海軍及空軍的編制升級為優先考量。由於越南陸續和中國、寮國及柬埔

寨等鄰國解決陸地的邊界爭議，然而東海及南海地區多年的武裝衝突、天然資源

的爭搶問題仍無法解決，因應安全環境所需，越南將海軍、空軍的建設即為軍武

配備升級的重點80。值得一提的是，2009 年俄方出售許多級別較高的軍武給越南，

例如造價 20 億美元的六艘基洛級潛艇，分別為 HQ-182 Hanoi、HQ-183 Ho Chi 

Ming City、HQ-184 Hai Phong、HQ-186 Khang Hoa、HQ-185 Da Nang 以及 HQ-

87 Ba Ria-Vung Tau（參見表 3-4）。 

 

 

 

 

 

 

 

 

 

 

 

																																																								

80 Gregory Vincent , “Naval Modern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Under the Shadow of Army 

Dominanc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SEAS), Vol. 39, No. 1 (2017), 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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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越南潛艇支隊狀況 

編號 名稱 備註 

HQ-182 Ha Noi 2010 年 8 月 24 日開始建造，2012 年 8 月 28
日完成，2013 年 12 月 31 日送至越南，服役

於 2014 年 4 月。 

HQ-183 Ho Chi Minh 2012 年 12 月 28 日建造，2013 年 4 月 28 日

測試，2014 年 3 月 19 日送至越南，服役於

2014 年 4 月。 

HQ-184 Hai Phong 開始建造於 2012 年 3 月 14 日，2015 年 1 月

28 日送至越南，並於 2015 年 8 月 1 日服役。 

HQ-185 Da Nang 2014 年 12 月 28 日開始設計建造，2015 年 1
月於海上測試，2015 年 6 月 30 日交付給越

南，服役於 2015 年 8 月 1 日。 

HQ-186 Khanh Hoa 2014 年 12 月 28 日建造完成，2015 年 5 月

28 日完成海上試驗。 

HQ-187 Ba Ria-Vung Tau 開始建於 2014 年 5 月 28 日，2016 年 12 月

19 日於海上試驗。 

資料來源：Submarine Acquisitions in South East Asia: Vietnam Case Study; By Carlyle A. Thayer 

https://www.c3sindia.org/defence-security/submarine-acquisitions-in-south-east-asia-vietnam-case-

study-by-carlyle-a-thayer/  檢索日期：2018/07/15。 

Ba Ria – Vung Tau Kilo submarine officially staffed to Vietnam People’s Navy, 

http://en.cand.com.vn/Politics/Ba-Ria-Vung-Tau-Kilo-submarine-officially-staffed-to-Vietnam-People-

s-Navy-428208/  檢索日期：2018/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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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的越南研究與南海專家賽爾（Carl Thayer）表示，6 艘阿爾羅薩

（Varshavyanka）級 636M 型柴電潛艦交付越南後，俄方還協助訓練越南官兵操

作潛艦以及提供必要設備等等。越南擁有最強大且最新的潛艦，有效提升越南在

海上的戰力，對於南海軍事平衡的態勢將有很大的影響。81阿爾羅薩級柴電潛艦

為俄羅斯基洛級潛艦的改良型，具有噪音小、可遠距離攻擊目標、不容易被偵測

等特性，其排水量 3100 噸，下潛平均深度 2400 公尺，最深可至 300 公尺，可承

載 52 人，搭載魚雷發射管等武器，於淺水區執行反艦及反潛任務。82目前東南亞

各國基洛級持有數分別為馬來西亞 2 艘、印尼 2 艘以及新加坡 4 艘，但其中有 2

艘潛艦已退役。而在南海最具有威脅的中國擁有 61 艘潛艦，其中有 22 艘服役於

南海地區，包含 16 艘獵殺級（Hunter-Killer）反潛型潛艦，中國將南海視為軍事

部署的重心，並加速升級潛艦配備，搭載重型魚雷及反艦導彈，與越南進行軍武

裝備的競賽。83單純以船艦的性能與戰力而言，越南的阿爾羅薩級潛艦優於中國

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由於此型潛艦擁有較多新型感應雷達且較佳的隱蔽性能，能

在南海取得較大的優勢。 

 

 

																																																								

81 Russia hands over Cam Ranh submarine sailor training center to Vietnam, VietnamNet,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government/88663/russia-hands-over-cam-ranh-submarine-sailor-

training-center-to-vietnam.html  檢索日期：2018/07/15。 

82 Project 636-M / 636.3 Varshavyanka, GlobalSecurity,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russia/636m.htm  檢索日期：2018/07/15。 

83 Carlyle A. Thayer, “Vietnam: Evaluating its Fleet of Six Kilo-class Submarines”, Thayer 

Consultancy Background Brief, 2017.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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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俄越防務合作之戰略考量 

一、俄越防務合作之目標 

    俄越軍售關係主要著重於武器設備的出口以及軍事技術的合作層面，但也牽

涉到兩國之間的政治、經濟與安全等多方戰略，更包括地緣政治的考量。自從冷

戰結束後，俄國外交政策採一邊倒向西方，然而西方經援遲遲未到位，轉而開始

推行全方位外交。對俄國而言，確保歐亞政策的雙向平衡，才能穩固俄羅斯大國

實力的根基，使俄國在多極世界體系中成為具有影響力的一極地位。也因此，俄

國積極參與亞太地區多邊架構下的組織，建立與亞太國家良好的關係，擴大俄國

在亞太區域的影響力。 

    2000 年和 2008 年頒布的《俄羅斯外交政策構想》都強調「確保國家安全，

維護和加強主權、領土完整」。更進一步說，對外防務合作也是俄羅斯國家安全

戰略的主要手段，透過與亞太國家開啟防務合作，完善俄國東部地區的地緣政治

環境。越南以其重要的戰略地位，成為俄羅斯亞太戰略布局的重要角色，雙邊所

建立的戰略夥伴關係，促進俄越防務合作快速發展，為俄羅斯擴展安全空間、擴

大地緣政治影響力。 

    越南中南部慶和省境內的重要軍事港口金蘭灣，過去曾無償為俄國租用，基

於經濟因素考量，俄國海軍已於 2002 年全數撤出金蘭灣。冷戰時期金蘭灣為蘇

聯在亞洲最大的海外基地，蘇聯軍艦遠航印度洋、太平洋等海域都在該地加油、

補給以及修繕，常駐於金蘭灣海軍基地的蘇軍人員及眷屬達一萬多人。按照 1978

年雙方簽署《蘇越友好互助條約》中協議租期為 1979 至 2004 年，共 25 年。有

鑒於經濟及其他相關原因，俄國決定在 2001 年底宣布提前撤出金蘭灣，為俄越

軍事同盟的時代畫下句點，但俄越其他領域的合作仍持續加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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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越南戰略的考量 

    越南地處於東南亞的中心地帶，瀕臨南海，鄰近馬六甲海峽，佔據東協咽喉

的絕佳戰略位置。當俄國成為越南第一個戰略夥伴關係的國家，越南極力支持俄

國成為亞歐會議的成員國，並且明確表示支持俄國擴大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 

    有鑒於東協各成員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利益分歧，越南採取慎重、靈活的處理

方式，持續不斷地推動越南與東協在南海問題上的合作。為了能促成東協在這一

問題上的統一立場，越南首先積極處理與東協內部相關國家的主權爭端。越南試

圖將南海問題東協化，但未得到良好成效，同時在大國之間周旋，運用美國與俄

羅斯在南海的戰略利益，謀求越南本身的國家利益。 

    越南面對北方強權中國所進行的南海爭端，可以說是近期越南防務目標中重

要戰略考量。越南學者黎洪和（Le Hong Hiep）以三個方向分析中越矛盾：第一，

南海爭端驅使越南重新改變對於中國的認知，也就是中國為擴張主義和具有侵略

性的霸權大國；第二，此爭端引出兩國之間的權力不對等以及越南的脆弱性；第

三，南海爭端是由越南所興起反中國民族主義為中心，這也壓縮了雙邊關係的意

識形態及經濟成長依賴性所帶來的正面影響。84 

    近年來，由於中國南海主權爭議問題，逐漸加深俄國與越南之間的聯繫。2007

年 7 月中國與越南在南海地區發生漁業爭端，中國向越界捕魚的越南漁船射擊，

導致一名越南漁民死亡，同年 11 月，中國對於有爭議的海域重申主權，並在海

南省設立行政機構，警告意味十足。85 

																																																								

84 Le Hong Hiep，「建交後越南對中國的避險戰略」，全球政治評論，第 49 期（2015），頁 158-

160。 

85 Donald E. Weatherbe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pp.14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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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政府提供越南 100 億美元的鉅額貸款，欲加強在越南沿海地區的油氣

資源開發。2010 年越南慢慢走出全球金融危機的陰影，越南經濟回穩，俄越之間

軍售交易增多，普京總統依舊致力於推動俄越之間的經貿關係，但對於南海主權

爭端的問題仍不表態，保持著不選邊站的態度。 

 

三、俄越軍事合作之挑戰與前景 

    越南自從革新開放之後，軍事思維以及國家防務重點改變，淘汰以往以數量

建軍的方針，擬定新的軍事現代化計畫，朝向正規化、精銳化、現代化。在當時，

越南軍隊的總兵力約為 50 萬人，其中陸軍 42 萬人，海軍約 4.2 萬人，空軍約 1.5

萬人。86從建軍人數來看，越南在東南亞國家中雖然算是首屈一指，但軍事配備

的質量相較之下顯得落後許多，越南所使用的武器種類大多是 1950 年代、1960

年代向蘇聯購買的。在蘇聯解體後的 10 年間，由於國內政治、經濟紛亂的局面

以及國際戰略形勢的變化，越南無暇為軍事配備升級，導致武器水準停滯不前。

直到越南推行軍事現代化計畫後，為海軍、空軍的軍事配備翻新，增強作戰技術

與效率，而越南外購軍武的首要對象還是早期防務合作夥伴俄羅斯，且購入的軍

武配備規格有逐年成長的趨勢。 

    由圖 3-2 可看出俄國近十幾年來軍武出口發展狀況，俄國軍售前三大夥伴分

別為越南、中國、印度。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在近幾年對俄國軍武需求增高，中

國及印度防務市場則逐漸走向飽和的趨勢，越南在俄羅斯對外軍售合作所扮演的

角色將會更加重要。 

																																																								

86 廖華前，「俄越軍事合作重新升溫」，東南亞縱橫，（2001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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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000-2015 年俄國軍售出口份額(美元；百萬) 

資料來源：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https://www.sipri.org/ 檢索日

期：2018/07/01。 

    然而，隨著越南隊軍武水平要求不斷增高，越南所積欠的債務也不斷提高。

2009 年俄越簽訂龐大的軍購合約，越南曾一度拖欠俄羅斯債務，面對軍購鉅額

的開支，為越南經濟水平造成重大的考驗。在此之前，俄國和印度曾經因為軍售

價格問題而引發數起爭端，越南之後繼續與俄方密切軍售往來，類似爭端將有可

能伴隨而來；而對於俄方而言，隨著越南對武器技術要求越來越高，也是對俄方

軍武技術的一大考驗。 

    東南亞地區的領土爭端加速發酵，俄越大規模的軍事合作加劇了東南亞的軍

事競賽。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數據指出，2005 年至 2009 年，東南

亞地區的武器進口總額相較於前 5 年幾乎增長了一倍左右，2008 年至 2017 年的

軍武支出的數據中，特別如柬埔寨、印尼大幅增加國防支出，而越南、菲律賓、

緬甸等國也增加將近一倍的軍費支出，87東南亞各國在區域內不停強化軍事開銷，

																																																								

87 Aude Fleurant,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17”, SIPRI Fact Sheet, Stockholm,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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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守國家利益不受外國侵擾。面對區域內的爭議，俄國仍不選邊站。正如同俄國

的東南亞問題專家斯特列里佐夫（Дмитрий Стрельцов ; Dmitry Streltsov）的觀

點，雖然俄國與越南以及其他的東南亞國家保持良好的關係，但與這些國家的經

濟聯繫不多，貿易規模也很小，而這些東南亞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還是以中國為

主，因此俄國並不會在南海爭議上強出頭。88俄國的策略是持續和東南亞地區的

國家保持緊密的聯繫，不主動參與主權領土爭端，不表態站在任何一方，這才是

俄國對該區域發展的長久之計。 

 

第四節 小結 

    1980 年代越南幾乎所有的武器都由蘇聯所提供，蘇聯解體後，越南缺乏自

行生產軍事配備的能力，必須向外採購軍備。1980 年代初越南遭遇經濟危機，為

了改善經濟、國防軍事等問題，越南開始執行革新開放，針對政治、外交、思想、

經濟、國防等要素，增強國家綜合力量，並調整國家的防衛目標及人民武裝力量

的建設。越南經濟穩步發展後，開始增加國防預算，為老舊的軍事配備翻新、現

代化，為此，越南制定 10 年的現代化計畫，大幅編列國防預算。 

    基於俄越長期維持戰略夥伴關係，越南正在服役的軍武多屬俄製武器，越南

持續向俄國簽署軍售協議。值得一提的是，俄越之間的軍事合作不僅僅局限於軍

事武器的進出口，俄方更主動向越南出售生產軍事配備的許可證，給予潛艇生產、

維修技術的支援協助。隨著越南對於戰鬥機與潛艇的需求越來越多，軍武規格也

持續提升，目前 6 艘升級版的基洛級潛艇已於海上服役，俄國還在越南建造飛機

																																																								

pp.5-6. 

88 Dmitry Streltsov , “Competing Worldviews and the Changing Order in Asia” ,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fri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2017. P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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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維修中心及海軍潛艇基地，增強越南維修蘇霍伊戰機的技術及船隻維修技術，

使越南在東南亞海域及空中實力大幅提升。總的來說，對於越南這樣的靠海國家，

俄製升級版的 6 艘基洛級潛艇加入越南海軍將有穩定越南社經發展以及維持國

家安全的效果，其將越南的水下戰力提升至區域內首位，已對其他東南亞國家甚

至中國造成一定的威脅。 

    俄越之間的軍事合作強化了雙邊關係的基礎，促進兩國間的全面合作，但

同時對於區域造成深刻影響。第一，俄越大規模的軍事合作加劇了東南亞地區的

軍事競賽，為地區的穩定帶來負面的影響。第二，透過雙邊的軍事合作給予俄羅

斯更多機會擴展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首先，由於東南亞各國的領海與經濟區

之間的海洋利益爭端不斷，越南大量採購俄國最先進的海、空武器的同時，也造

成東南亞的軍事競賽加速展開；其次，在東南亞區域內的爭端問題上，東協的防

務制約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其經濟合作的層面遠大於政治和安全的合作，也就是

說，東協內部缺少一個穩固、有效的機制約束各成員國，面對重大安全問題時，

各國多採取向外尋求大國的力量介入，這也使俄國得以透過與越南的夥伴關係在

東南亞地區形成第三方的平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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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俄羅斯與越南雙邊經貿合作 

 

    俄越之間的經貿往來雖然僅佔雙方進出口份額不高的比重，但自從 2000 年

以來雙邊簽署多項貿易合作協議，雙邊商品貿易的成長迅速。至 2013 年，越南

已成為俄國在東南亞地區最大的貿易夥伴。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在 2015 年與歐

亞經濟聯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期望未來得以促成

多項商品關稅減免，推動雙邊的貿易快速成長。 

    俄國與越南共同在各行業領域發展合作，例如畜牧業、造船業以及汽車工業。

越南最大的乳製品集團 TH True Milk 在遠東地區開設奶牛養殖複合式農場，俄

越合作將生產的乳製品出口至中國、亞太地區等市場，正符合普京上任以來不斷

強調的遠東、西伯利亞地區開發計畫，與越南共同開發投資將能發揮地緣經濟的

效用。 

    雙方的投資進展有較大的成長趨勢，尤其是俄越長期共同發展的俄越石油公

司、天然氣公司，俄國同時向越南輸入能源技術，為越南建設第一座核電廠。兩

國政府間積極推動能源方面的合作，未來藉由越南深入東協市場，將俄國先進的

核能技術輸往更多的東南亞國家。 

 

第一節 雙邊貿易 

    俄羅斯出口商品以能源為大宗。俄國根據俄羅斯統計局資料顯示，俄國自

2000 年起，能源（53.8%）為主要出口商品，至 2013 年之間，呈現逐年成長的

趨勢，然而，2014 年石油價格大跌，重創俄羅斯能源出口，出口比重開始逐年下

跌，至 2016 年僅占出口不到六成（參見圖 4-1）。長期仰賴能源出口的能源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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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開始重視多元經濟的重要性89。此外，2014 年的克里米亞事件，導致俄國

遭受國際經濟制裁，原先主要依賴能源出口至歐洲國家，經過制裁的打擊後，俄

國總統普京更因此重新思量東向政策，減少對於西方國家的經濟依賴，試圖將能

源輸往東方國家，除了主要的貿易夥伴中國之外，同時也拓展與東協國家之經濟

聯繫，藉由舊夥伴越南進入東協市場，積極為越南提供能源技術支援，未來期望

俄國的技術能輸出至更多東協國家。 

 

圖 4-1：俄國出口商品結構(2000-2016) 

資料來源：Russian Federal State Statistics Service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en/figures/activities/ 檢 索 日 期 ：

2018/06/04。 

 

																																																								

89 Erik Berglof, “Diversifying russia”, EBRD, 

https://www.ebrd.com/downloads/research/economics/publications/specials/diversifying-russia.pdf 檢

索日期：201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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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俄羅斯與越南雙邊經貿之分析 

（一）越南為俄羅斯在東南亞最大的貿易夥伴 

    俄羅斯與越南之間的貿易額和比重都顯得相對較少，但雙邊透過多次的經貿

合作，使越南成為俄羅斯在東南亞最大的貿易夥伴。東南亞研究學者斯托利（Ian 

Storey）根據過去貿易統計數據分析，顯示出俄羅斯與越南貿易聯繫非常薄弱，

甚至俄羅斯與東協之間的狀況亦然，大多是在能源以及國防安全設備的交易，至

於其他商品的來往所佔的比重實在很少。2012 年，東南亞國家中，越南為俄羅斯

的最大貿易夥伴，貿易額達 29.2 億美元，緊追在後的國家為印尼、泰國（皆為

28.7 億美元）以及新加坡（19.8 億美元）。902013 年越南保持第一位的貿易紀錄，

隔年仍占前三名，直至 2015 年又重回第一位的貿易成績。 

    自 2000 年以來，俄羅斯與越南雙邊貿易呈現逐年快速增長的趨勢。值得注

意的是，根據越南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07 年越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後，俄越雙邊貿易步入快速發展的階段，年均成長率皆達到

兩位數以上，2008 年雙邊貿易成長率已達到 62.5%，2011 年俄越貿易額更創下

歷史新高，高達 19.813 億美元，增長率 8.3%，相較於 1992 年，這十年間兩國貿

易額成長了 8.7 倍，特別在這年越南首次出現自 1993 年以來的貿易順差，91在過

去大多數的年份當中，包括蘇聯時期，越南一直在雙邊貿易中處於逆差的地位，

而 2011 年造成越南出現順差的主因為越南自俄羅斯的進口大幅下滑。 

    由俄羅斯與越南進出口貿易額的走勢圖（參見圖 4-2）可看出，2000 年雙邊

貿易額十分稀少，遠遠不及 5 億美元，但五年之間，雙邊貿易略有所長，直到

																																																								

90 Ian Storey, ”What Russia’s “Turn to the East” Means for Southeast Asia”,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No.67(2015), pp.4-5. 

91 鄭國富，「越南與俄羅斯經貿合作發展的歷程、現狀與趨勢」，東南亞縱橫，頁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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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雙邊貿易額達到 9.13 億美元，首度接近 10 億美元的關卡。自從 2012 至

2016 年這段期間，俄國對越南的貿易一直維持逆差的情況，而雙邊的貿易額已

接近 40 億美元，若從俄越之間的貿易額發展來說，十幾年間算是有不小的進展，

但與越中、越美的貿易熱度相比，俄越的貿易進展仍算是相當緩慢，為此，雙邊

領導人多次針對經貿問題進行協商，期望透過政府間的協議能推動雙邊貿易較大

的發展步伐。 

 

圖 4-2：俄羅斯與越南進出口貿易額(2000-2016) 

資料來源：Russian Federal State Statistics Service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en/figures/activities/ 檢 索 日 期 ：

2018/06/04。 

 

（二）俄羅斯與越南雙邊貿易商品結構 

    長期以來，俄羅斯與越南雙邊貿易之商品結構層次低下，大多為初級產品及

原物料性質商品為主。越南主要出口至俄羅斯的商品諸如行動電話、蔬菜、白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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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俄羅斯與越南進出口貿易額(百萬美元)

俄對越出口 俄自越進口



DOI:10.6814/THE.NCCU.RUSSIA.003.2018.A0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8	

	

家電、紡織品、鞋類、水產品；而俄羅斯出口至越南的商品則包含能源、工業機

械、設備以及鋼鐵製品、化工產品（參見表 4-1）。 

 

表 4-1：2011 年俄越雙邊貿易前 10 名商品所占比重 

(單位：%) 

序 

列 

越南對俄羅斯出口商品 越南自俄羅斯進口商品 

商品名稱 比例 商品名稱 比例 

1 行動電話與周邊商品 41.64 石油 28.02 

2 紡織品 8.31 鋼鐵 22.03 

3 水產品 8.25 化學肥料 10.85 

4 鞋類 4.82 機械設備 6.89 

5 電腦與周邊商品 4.50 橡膠 3.93 

6 橡膠 4.28 漁產品 3.56 

7 堅果 4.23 鋼鐵製品 2.31 

8 咖啡 4.20 紙 1.69 

9 蔬果 2.27 其他汽油產品 1.11 

10 茶葉 1.72 化工製品 0.91 

資料來源：General statistics office of Vietnam 

https://www.gso.gov.vn/Default_en.aspx?tabid=766 檢索日期：201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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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越南總理阮晉勇（Nguyen Tan Dung）訪俄，針對貿易問題進行雙邊協

商。此行設立未來幾年的貿易發展目標，鼓勵推動雙方進出口貿易；簽署俄越石

油合資公司（Vietsovpetro）的協議，其內容包括允許合資公司在越南大陸棚探勘

及開採石油與天然氣的協議。配合越南快速的經濟發展，越南豐富的自然資源亟

欲他國前來合作開發，而俄國則允諾協助越南開發核能發電以及開採礦產資源。

92 

    2013 年普京與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Truong Tan Sang）會談建立兩國經貿、

投資關係，以及簽訂 15 項雙邊合作協定，93包括軍售、能源、教育、醫療等合作

事宜，強調雙邊經濟發展聯繫的加強。94同年阮晉勇訪俄，針對雙邊貿易目標進

行調整。 

    藉由 2015 年越南與歐亞經濟聯盟簽訂 FTA，將帶給俄越雙方貿易更多益處。

駐俄的越南貿易代表范光年（Pham Quang Niem）表示，越南與歐亞經濟聯盟的

FTA 實行過後，諸多商品包括水產品、服飾品、鞋類及家具等，將提供越南大量

的商業利益。總的來說，越南官方估計 FTA 實行所帶來的利益，至 2020 年將刺

激雙邊貿易達 100 億美元。95 

																																																								

92 PM Dung pledges to strengthen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VietNam News, 

http://vietnamnews.vn/politics-laws/169958/pm-dung-pledges-to-strengthen-economic-co-operation-

with-russia.html 檢索日期：2018/06/04。 

93 Vladimir Putin will visit Vietnam, President of Russia Evens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9528 檢索日期：2018/06/04。 

94 Putin Visits Vietnam to Boost Ties, The Moscow Times, https://themoscowtimes.com/articles/putin-

visits-vietnam-to-boost-ties-29479 檢索日期：2018/06/04。 

95 Vietnam-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Russia in ASEAN, VASEP, 

http://seafood.vasep.com.vn/whybuy/660_11047/vietnam-the-largest-trading-partner-of-russia-in-

asean.htm 檢索日期：2018/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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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越南與歐亞經濟聯盟簽署 FTA 

    俄國外長拉夫羅夫表示，俄羅斯政府各部門正籌備俄羅斯－東協經貿合作的

「路線圖（Road Map）」。事實上，具有傳統友邦聯誼的越南，已參加跨太平洋夥

伴協定（TPP），俄越之間的經貿橋樑建立起來後，未來將能考慮把成功經驗擴大

至整個東協。雖然 2011 年俄國外交部副部長巴拉達夫金（Алексей Бородавкин; 

Alexei Borodavkin）前往越南，洽談簽署雙邊 FTA 事宜，最終未能如願達成共識，

但此行已為之後越南與歐亞經濟聯盟的經貿合作鋪路，也對歐亞經濟聯盟的經貿

合作鋪路，也對俄羅斯－東協洽簽 FTA 的道路起了正向的效果。96透過「路線圖」

的合作架構，將深化雙方在能源、交通、航太、生物技術、工業生產、糧食安全、

打擊跨國犯罪與反恐等領域的合作。 

    2015 年 5 月越南成為第一個與歐亞經濟聯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此

組織設立於 2014 年，由俄羅斯所主導，參與國多為前蘇聯國家包括亞美尼亞、

白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這項 FTA 包括商品貿易、原產地規則、貿易保護

措施、貿易服務、投資智慧財產權、動植物檢疫和食品安全措施、海關通關便利

化、技術性貿易壁壘、電子商務、法律和制度性問題等重要內容。根據協定，歐

亞經濟聯盟各國將對越南許多出口商品開放，尤其是農產品、鞋類、木製品與加

工產品等，雙方貨品貿易自由化比例達 90%。97 

 

																																																								

96 吳福成，「俄羅斯與 APEC 會員體洽簽 FTA 的戰略企圖」，中華台北亞太經濟合作研究中心，

148 期，2012 年 1 月，頁 2-3。 

97 FTA Vietnam – EAEU facilitates Vietnam’s export to Russia, VIETRADE, 

http://www.vietrade.gov.vn/e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454:fta-vietnam-

eaeu-facilitates-vietnams-export-to-russia&catid=20:news&Itemid=287 檢索日期：201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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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協定生效不到一年，就成功刺激俄國穀物、食品、紙漿、化工鋼材等商品

銷往越南，而越南則是電子產品、衣服、鞋子以及農產品等出口增加。然而，俄

國與越南之間的問題仍未取得根本上的改善，雙方之間的市場資訊不完整且不透

明，容易造成雙邊經貿合作上的阻礙。因此，俄越之間的貿易額還是遠不及越中、

越美的貿易額。98 

 

三、 雙邊經貿關係之前景 

    本節欲評估俄羅斯對越南的經貿政策是否有效，研究專注於政策方面，然而，

國際環境優劣抑或兩國經濟成長可能會帶動雙邊貿易，為避免其他因素的影響，

在此以 2000 年至 2017 年，俄國與越南的 GDP 成長率作為經濟成長的參考指標，

排除經濟成長對於雙邊貿易額的影響。 

    由兩國 2000 年至 2017 年的 GDP 成長率（圖 4-3）對照雙邊貿易額可看出這

兩個數據並沒有相關，特別可以從 2008 年發生金融危機後，越南和俄國的 GDP

下降，但是此時的雙邊貿易依舊呈現穩定成長的狀態。因此，可排除經濟環境對

於依變數影響的敵對解釋。 

 

																																																								

98 Nikolai V. Fedorov, “New policy towards Vietnam?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a realization of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EAEU and Vietnam” , Public Administration 

Issues, 2018, pp.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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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俄國與越南 GDP 成長率(2000-2017)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 檢索日期：2018/06/04。 

 

    分析 2000-2017 年雙邊貿易雖然有不小的進展，但相較於中國及美國的貿易

合作，規模仍相對較小。對於俄越雙方而言，在一定程度上，雙方的經濟關係還

是會影響到兩國關係的全面發展，兩國領導人雖多次互訪嘗試調整貿易目標，成

效仍十分有限。 

    而 2015 年有個較樂觀的發展前景，也就是越南與歐亞經濟聯盟簽署 FTA 之

後，帶動起雙邊貿易的熱度。根據統計資料顯示，FTA 生效後，自 2017 年 1 月

至 7 月，越南對歐亞經濟聯盟的出口額大幅提升，成長率將近 30%，而歐亞經濟

聯盟對越南的出口則增長了 11%，說明了與歐亞經濟聯盟簽成的 FTA 帶給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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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利益。99而雙方貿易成長的差異主要在於出口商品的種類，由於越南出口

商品比較豐富，大多以手機、電腦、食品、紡織品等消費品為主；至於歐亞經濟

聯盟對越南的出口品則為石油、化學肥料、金屬、汽車設備等，這些產品大多需

要經過大型合約、具體合作協議的達成，故一時無法如越南那般突破性的成長。 

    協議生效至 2017 年的成果令越南工貿部部長陳俊英（Tran Tuan Anh）及歐

亞經濟聯盟貿易部長維羅尼卡・尼基申娜（Veronika Nikishina）十分滿意，表示

越南與歐亞經濟聯盟的商品結構互補性強。據越南海關統計顯示，2017 年雙邊

貿易額達到 39 億美元，成長 31%，其中越南順差額近 10 億美元，越南對歐亞經

濟聯盟出口額達 24 億美元，成長 36%，進口額達 15 億美元，成長 25%。雙方貿

易合作潛力龐大，期望 2020 年將雙邊貿易額提升至 100 億美元。100 

    越南期望藉由簽署 FTA 擴大與俄羅斯貿易份額，透過關稅減免使雙邊進出

口更加熱絡。俄羅斯則希冀將越南作為踏入東協市場之窗，未來將與更多東南亞

國家商議簽署 FTA 之事宜。目前泰國正與歐亞經濟聯盟協商，欲將汽車出口至

歐亞經濟聯盟，若汽車出口得以享有關稅減免，而歐亞經濟聯盟出口價格低廉的

鋼鐵及燃料，將使泰國的汽車出口更具競爭力，有助於推動雙邊貿易合作。101 

 

																																																								

99	 Russian	expert	hails	Vietnam’s	experience	in	VN-EAEU	FTA,	wtocenter,	 	 http://wtocenter.vn/other-

agreement/russian-expert-hails-vietnam-experience-vn-eaeu-fta	 檢索日期：2018/06/13。	

100 Vietnam-EAEU FTA gives boost to economic, trade ties, VIETNAM ASEAN PORTAL, 

http://en.asean.vietnam.vn/Default.aspx?Page=NewsDetail&NewsId=162341  檢索日期：

2018/06/04。 

101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AEU) plans FTA expansion within ASEAN, VIETNAM ASEAN 

PORTAL, http://en.asean.vietnam.vn/Default.aspx?Page=NewsDetail&NewsId=48660  檢索日期：

201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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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投資合作 

    俄羅斯多年來都試圖開發遠東地區，但重心仍舊放在莫斯科而使經費無法到

達，遠東地區便開出許多優惠方案，吸引外國企業前來投資。基於傳統合作關係，

俄羅斯為越南境外投資的主要目標之一，根據越南計畫與投資部（MPI）於 2011

年所公布的資料顯示：越南在俄羅斯累積投資額達 7.76 億美元，佔越南境外投

資總額的 7.19%，排名第 4，僅次於寮國（34 億美元）、柬埔寨（21 億美元）以

及委內瑞拉（18 億美元）。2015 年越南已投資俄羅斯 20 個項目，資本達 29.3 億

美元，也就是說，四年之間對俄的投資額增長了 4 倍左右，越南對於俄國的投資

最主要為油氣開發，其他還有畜牧業、輕工業、食品業及服務業；而俄國對於越

南的投資則在 112 個國家當中占第 17 位，共投資 114 個項目金額達 20.8 億美元

102。2015 年 12 月 19 日位於莫斯科的「河內─莫斯科貿易中心」落成103，此貿易

中心斥資將近 2 億 4000 萬美金，占地約 40,000 立方公尺，此為越南海外所建設

最大的商務中心，預期能刺激俄越雙邊經濟合作。 

     

一、 畜牧業 

    越南最大的乳製品集團 TH True Milk，2016 年於俄羅斯卡盧加州（Калужская 

область）開啟第二座奶牛養殖複合式農場。TH True Milk 專門設立全產業乳製品

企業，從飼料生產和奶牛的養殖，到牛奶的生產和銷售一手包辦，其企業的草場

																																																								

102 TH True Milk begins developing second Russia project, http://bizhub.vn/corporate-news/th-true-

milk-begins-developing-second-russia-project_18734.html 檢索日期：2018/06/15。 

103 Hanoi-Moscow trade centre inaugurated, The embassy of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s://vnembassy-moscow.mofa.gov.vn/en-us/News/EmbassyNews/Pages/Hanoi-

Moscow-trade-centre-inaugurated.aspx 檢索日期：2018/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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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複合式農場佔地面積為全亞洲最大，年產奶量達到 5 億升。104此外，TH Milk 

Industry 也就是 TH Group 的分公司，2017 年獲得卡盧加經濟特區(SEZ)成員公

司的地位，並建立一座牛奶加工廠，該項目投資將達到 67 億盧布。TH True Milk

公司更將勢力範圍擴張至俄羅斯濱海邊疆區，將 350,000 頭牛送往遠東地區，預

期年產乳量達 180 萬噸。105 

    根據俄羅斯濱海邊疆區政府發布訊息表示，TH True Milk 推動的第二項 10

年投資計畫資本額達 27 億美元。該計畫建造三家複合式農場和牛奶加工廠，負

責規模化種植副總裁在會晤邊疆區政府時表示預計年生產量為 30 萬噸，動物的

飼料主要以草、大豆和玉米為主要規模化實施的項目，106且需要規劃 2 萬公頃的

土地作為三座複合式農場的用地。在此之前，TH True Milk 公司就已提出希望在

俄羅斯投資牛乳業的意願，2014 年公司代表參加了在莫斯科州卡拉斯諾戈爾斯

卡舉辦的國際乳業論壇，莫斯科州長安德烈‧瓦羅比耶夫（Андрей Воробьёв; 

Andrey Vorobyov）和集團總裁泰虹（Thai Huong）簽署了合作協議，開啟第一項

計畫投資，總規模超過 25 億美元。107 

 

																																																								

104 David Leishman, Russia 2017 Livestock and Products Annual,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p.12. 

105 Vietnamese dairy producer expands operation in Russia, VOVvn, 

https://english.vov.vn/economy/vietnamese-dairy-producer-expands-operation-in-russia-382985.vov 

檢索日期：2018/08/25。 

106 越南乳業企業擬投資濱海邊疆區建乳製品廠和奶牛養殖場，Sputnik, 

http://big5.sputniknews.cn/russia/201705221022680816/ 檢索日期：2018/06/15。 

107 TH True Milk, Invest in RUSSIA, http://investinrussia.com/investors/374 檢索日期：

2018/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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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俄的越南大使阮湯昇（Nguyen Thanh Son）認為 TH True Milk 是第一個進

駐俄國投資的國家企業，展現十分亮眼的成果，透過 TH True Milk 的兩項計畫，

能帶給俄羅斯與越南雙邊互惠。越南總理阮春福（Nguyen Xuan Phuc）評估俄羅

斯的乳製品市場充滿潛力，他強調越南加入歐亞經濟聯盟後將能促進該領域的合

作，不僅能提供更多就業機會，還可以給予當地產業技術的提升。108濱海邊疆區

行政首長弗拉基米爾‧米克魯舍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Миклушевский; Vladimir 

Miklushevsky）表示目前許多國家在意食品安全問題，TH True Milk 進駐投資合

作後，可利用地緣優勢，將有良好的機會把商品就近銷往日本、韓國以及周遭國

家。109 

 

二、 造船業 

    2014 年俄羅斯與越南於海參崴簽訂協議，設立造船廠與輕工業工廠。俄國

工業貿易部副部長維克‧葉夫圖霍夫(Виктор Евтухов; Viktor Yevtukhov)表示造船

廠將設立於越南，三座輕工業工廠將設於俄羅斯，其中兩座位於遠東地區，另一

座則於莫斯科。110經過商議後，越南副總理黃忠海（Hoang Trung Hai）同意輕工

																																																								

108 TH True Milk kicks off dairy project in Russia, 

http://en.nhandan.com.vn/business/investment/item/4298202-th-true-milk-kicks-off-dairy-project-in-

russia.html 檢索日期：2018/08/15。 

109 The biggest Vietnamese companies are planning to develop dairy production in Primorsky region, 

GTRK"Vladivostok, http://vestiprim.com/news/312-the-biggest-vietnamese-companies-are-planning-to-

develop-dairy-production-in-primorsky-region.html 檢索日期：2018/06/15。 

110 Russia, Vietnam Launch Shipbuilding Joint Venture, WORLD MARITIME NEWS,  

https://worldmaritimenews.com/archives/136293/russia-vietnam-launch-shipbuilding-joint-venture/ 檢

索日期：2018/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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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設於海參崴，越南的投資還可另享有優待。 

    俄羅斯克里羅夫國家研究中心（Klylov State Research Centre）和造船廠以及

船隻維修技術中心與越南進行協商，為越南提供造船技術的支援，以推動越方造

船技術達到國際級別的程度。111除了技術與資金上的支援外，在人員培訓方面，

俄羅斯大學也培育越南學生造船技術，在俄國多方的支持下，將有效提升越南在

造船業的配備與修繕技術。 

 

三、汽車產業 

    越南的汽車產業算是較新的產業，在 1992 年以前，大多數的汽車由政府採

購，多從前蘇聯國家以及其他東歐國家進口。112在過去兩國的汽車產業較無交流，

直到 2015 年越南與歐亞經濟聯盟簽署 FTA 之後，一系列的免稅協議逐步落實，

首先歐亞經濟聯盟和越南政府簽訂新合約，對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亞美

尼亞出口到越南的汽車配件收取零關稅。尤其近年來越南汽車銷量蓬勃發展，

2014 年越南的乘用車銷量增長 33%，達到 79,806 台，而商用車則增長了 46%，

達到 53,782 台，俄國汽車製造商看到廣大的商機，如 Kamaz、UAZ、GAZ 以及

AvtoVaZ 公司都考慮在越南建立組裝廠，其中，Kamaz 與國有企業 Vinacomin 在

越南設立生產基地，計畫還要將基地擴建，Vinacomin 則與 Sollers 公司成立合資

																																																								

111 Prospects for Vietnam-Russia cooperation in shipbuilding, The embassy of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s://vnembassy-moscow.mofa.gov.vn/en-

us/News/EmbassyNews/Pages/Prospects-for-Vietnam-Russia-cooperation-in-shipbuilding.aspx 檢索

日期：2018/06/15。  

112 Vietnam’s Automotive Component Industry: Ready to go global?,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 

http://pwc.blogs.com/files/vietnam.pdf 檢索日期：201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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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113計畫在越南啟動 UAZ 汽車的組裝工作，預估初期年產量在 3,000-4,000

台。 

    歐亞經濟聯盟貿易部長安德烈・斯列普涅夫（Андрей Слепнев; Andrei 

Slepnev）認為俄羅斯汽車進軍越南的關鍵在於周邊國家的物流成本很低，而且東

協市場持續增長，可以實現高利潤，也就是說，越南將成為俄國汽車走向更廣泛

亞太市場的踏板，期望在越南生產的俄羅斯品牌的汽車可以銷往亞太地區其他國

家。114 

    越南更積極地與俄羅斯商討汽車領域之合作。2016 年俄羅斯工貿部長丹尼

斯‧芒圖拉夫（Денис Мантуров; Denis Manturov）與越南工貿部長武輝煌（Vu Huy 

Hoang）簽署協議，要在越南建立幾個組裝工廠，對進口的俄羅斯汽車配件和零

組件進行組裝，值得注意的是，該協議提及從 2017 年起開始免稅供應汽車及汽

車裝備，俄羅斯政府估計在未來的三年內，該協議可為俄羅斯汽車製造商減少 35

億盧布的物流成本。 

    2017 年越南工貿部部長陳俊英和俄羅斯駐越南大使康斯坦丁‧弗努柯夫

（Константин Внуков ; Konstantin Vnukov）簽署關於運輸工具的修改議定書。115

依據該議定書，俄羅斯的卡瑪斯（KAMAZ）、高爾基汽車廠（GAZ）、烏里揚諾

																																																								

113 Vinacomin signs a MoU on Cooperation with Russian Kamaz Corporation, Vietnam Energy Online, 

http://nangluongvietnam.vn/news/en/coal-mineral/vinacomin-signs-a-mou-on-cooperation-with-

russian-kamaz-corporation.html 檢索日期：2018/06/20。  

114 俄羅斯通過 EEU 與越南聯盟提高亞洲銷量，Automotivelogistics，

https://automotivelogistics.media/zh-hans/%E6%96%B0%E9%97%BB/russia-pins-hope-on-eeu-deal-

with-vietnam-for-wider-asian-sales 檢索日期：2018/06/20。 

115 Russia auto makers to enter Vietnam, Nhan Dan, http://en.nhandan.org.vn/business/item/5739902-

russia-auto-makers-to-enter-vietnam.htm 檢索日期：2018/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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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斯基汽車（UAZ）等汽車製造企業將與越南合資成立聯營公司，並在越南生產、

組裝卡車、10 人座以上的汽車、越野車以及專用車等。116此外，2018 年起，越

南將准許聯營公司在 2018-2022 年階段免稅進口 2550 輛原裝汽車和 13500 個零

組件，117預計 2025 年能在當地生產達到 40-50%，俄國出口 800 台摩托車至越南

還可享有免稅優待。118陳俊英表示越南持續加強與俄國在汽車產業的合作，期望

能使雙方互利，同時創造一個合作的基礎，實現俄羅斯越南之間的全面戰略夥伴

關係；他也期望俄羅斯與越南的合資公司能夠成功的為越南汽車工業帶來積極正

面的效果，另一方面，也開創一個新契機闖進擁有 6.4 億人口的東協市場。 

    俄國汽車大廠高爾基汽車廠（Горьковский автомобильный завод; ГАЗ; GAZ）

將越南視為未來極具潛力的市場。GAZ 集團為俄國最大輕商用車製造商，旗下

共有 13 個大車廠分布在各個地區，分別生產大客車、重型卡車。該公司自從 2013

年起積極出口產品，累積至今已出口銷售至 51 個國家，2017 年營業額達 12 億

美元，預計 2018 年著手落實《發動機及運輸工具生產議定書》。高爾基汽車廠行

銷部主任克里斯汀娜‧杜賓尼娜（Кристина Дубинина ; Kristina Dubinina）表示與

越南合作經驗較少，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難在於行政程序的問題，例如申請手續費

																																																								

116 Russia and Vietnam agreement to manufacture Kamaz & UAZ trucks, Armyrecognition, 

https://www.armyrecognition.com/january_2018_global_defense_security_army_news_industry/russia

_and_vietnam_agreement_to_manufacture_kamaz_uaz_trucks.html 檢索日期：2018/06/20。 

117越南與俄羅斯簽署在越南生產帶發動機運輸工具的修改議定書，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http://ctcvn.vn/2017-12-28-

%E8%B6%8A%E5%8D%97%E8%88%87%E4%BF%84%E7%BE%85%E6%96%AF%E7%B0%BD

%E7%BD%B2%E5%9C%A8%E8%B6%8A%E5%8D%97%E7%94%9F%E7%94%A2%E5%B8%B6

%E7%99%BC%E5%8B%95%E6%A9%9F%E9%81%8B%E8%BC%B8%E5%B7%A5%E5%85%B7

/ 檢索日期：2018/07/05。 

118 Russia agrees automobile production in Vietnam, RT, https://www.rt.com/business/336458-russia-

vietnam-cars-production/  檢索日期：2018/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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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及法規問題等等，她希望能促成一個諮詢公司，能使俄牌汽車順利深耕越南

市場。119此外，對於越南與歐亞經濟聯盟簽署 FTA 持正面積極的態度，其為俄

越雙方投資帶來不少利益，越南為俄國汽車廠商關鍵的市場，未來將生產基地建

於越南，即可出口汽車至其他的東南亞國家。 

 

第三節 能源合作 

    俄羅斯與越南的能源合作主要以三大項目作為核心，分別是石油、天然氣以

及核能。東南亞研究專家楊昊在《越南南海戰略中的俄羅斯因素》提到，國內目

前對於南海能源議題的討論多圍繞在東亞系列峰會中的發酵情況，或是強權國家

如中國、美國、日本與俄羅斯對南海僵局的態度，他認為鮮少有學者關注更細節

的新開發油田與油氣田之發展趨勢、功能定位、詳細位置。120本節將盡可能完善

當前南海能源發展新動向，同時講述自從蘇聯時期蘇越能源合作之開端，依循著

歷史脈絡以及當時所建構的合作基礎，使得繼承蘇聯的俄羅斯持續促成與越南的

合作新項目，除了為越南提供開採技術、資金以及政治支持在越南大陸棚開採油

氣，也開放越南油氣業進入俄國境內共同開發，對於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給予鞏

固支持的力量。 

 

 

																																																								

119 Ms. Kristina Dubinima, Sales Director at Gaz International LLC in Asia & EU, tells VET about its 

intentions in Vietnam, http://www.vneconomictimes.com/article/op-eds/vietnam-a-key-market-for-gaz-

autos  檢索日期：2018/07/15。 

120 楊昊、李偉銓，「越南南海戰略中的俄羅斯因素」，戰略安全研析，第 78 期，2011 年，頁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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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油天然氣之合作 

    俄羅斯與越南的能源合作已超過 30 年，其被視為兩國政府外交戰略之基礎，

亦為維繫兩國戰略夥伴關係的重要手段。石油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推動越南每年

6%的 GDP 成長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30%。依靠俄羅斯的投資與技術支援，經

過 30 多年的合作發展，越南已成為東南亞第三大石油生產國，僅次於馬來西亞

及印尼，也是東南亞最大的原油出口國之一。越南之所以能夠從無到有，並在南

海開採大量的油氣資源賺取外匯，全仰賴從蘇聯時期打下的合作基礎，因此，本

節在探討油氣領域的合作將詳述蘇聯時期蘇越合作項目，並延續研究內容至近幾

年的發展項目。 

 

（一）蘇聯時期——俄越油氣合作之基石 

    回顧至蘇聯時期，越南的石油技術人才大多由蘇聯栽培，為能源開採技術奠

下厚實的基礎。1955-1965 年，蘇聯向北越提供大量的石油、能源開採等設備支

援，總價值高達 3.7 億美元，當時，越南派遣大批能源技術人員前往蘇聯學習先

進的油氣探勘、開採與加工技術。1965 年越戰期間，蘇聯對於越南施予經濟援

助，1973 年 1 月 27 日《巴黎和平協定》簽署過後，美軍於兩個月內全數撤離南

越，但蘇聯仍繼續給予越南軍事及經濟援助。1976 年南北越統一，越南加速發展

油氣工業，成立越南國營石油與天然氣集團，負責安排與國外石油公司的合作、

規劃探勘油田區塊，向他國公開招標，吸引外國資金投入越南能源開發項目，對

於日後俄越油氣合作發展奠定不可或缺的基石。121 

 

																																																								

121	 游明謙，「迅速發展中的越南油氣業」，東南亞縱橫，第 9 期（2002 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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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年蘇越簽署聯合開發越南大陸棚油氣資源之協議，此為日後越南石油

工業發展的開端。1981 年成立越蘇石油聯營公司（Vietsovpetro），該公司為合資

石油企業，由越南國有石油公司與蘇聯海外石油公司各出資 7.5 億美元共同建立，

蘇方派遣技術專家前往越南，並將公司總部設於越南頭頓（Vung Tau），之後蘇

聯與越南便在此處積極進行油氣開採的技術訓練，準備後續的開採計畫。1986 年

越蘇石油聯營公司於頭頓附近開鑿第一口油井─白虎油田（Bach Ho），1988 年在

白虎油田 3000 公尺深處的花崗岩層發現了豐富的石油，使得白虎油田的儲量大

增，估計大約有 5 億噸的石油儲量，白虎油田富含龐大的石油儲量，為日後的能

源貢獻重要的輸出。122 

 

（二）蘇聯解體後——延續舊有的油氣合作 

    蘇聯解體後，俄國繼承了蘇聯境外的石油公司和越蘇石油公司，並分別改名

為俄羅斯境外石油公司（Zarubezhneft）123以及俄越石油公司（ROSNEFT）124，

持續與越南進行油氣探勘的合作，俄越之間簽署協議，將俄越石油公司的合作期

限延長至 2010 年。1991 年俄羅斯與越南建立新型合作夥伴關係後，兩國在越南

南部的大陸棚繼續發展油氣合作。  

 

（三）新世紀俄越油氣合作穩步發展  

    2000 年 9 月，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與越南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

																																																								

122 Vietsovpetro introduction, JOINT VENTURE VIETSOVPETRO, 

http://www.vietsov.com.vn/Eng/Pages/Introduction.aspx 檢索日期：2018/06/15。 

123 Zarubezhneft, https://www.zarubezhneft.ru/en/ 檢索日期：2018/06/20。 

124 Rosneft, https://www.rosneft.com/  檢索日期：201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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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協議，攜手開發北部灣越南大陸棚的 112 區，進行天然氣探勘和開發，為了

有效於當地進行油氣開發合作，雙方建立了合資公司，也就是俄越天然氣公司。 

    2001 年俄羅斯總統普京首度訪越，雙方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為兩國未

來的油氣領域合作鋪路。2006 年 11 月，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和越南石油

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合作協議。根據此協議，俄方向越方提供石化產品以及油氣

工業設備，雙方協議在第三國共同進行油氣探勘、開發等工作。隔年，俄羅斯天

然氣公司即在越南 112 區發現第一個凝析氣田。 

    2008 年俄羅斯境外石油公司在越南頭頓東南方的 09-3 區探勘鑽井，發現大

型的油氣田，估計此區的日產量可達到 4150 桶。同年 5 月，俄方總裁訪問越南，

雙方在油氣領域的合作項目達成共識，簽署長期合作協議，並於 10 月俄羅斯天

然氣公司與越南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下 129、130、131、132 區的聯合開發協

議（參照圖 4-4），期限為 30 年。125 

 

																																																								

125 Gazprom and PetroVietnam promoting cooperation, GAZPROM, 

http://www.gazprom.com/press/news/2013/october/article173212/  檢索日期：201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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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越南油田區塊地理位置 

資料來源：GAZPROM http://www.gazprom.com/about/production/projects/deposits/vietnam/ 檢索日

期：2018/06/20。 



DOI:10.6814/THE.NCCU.RUSSIA.003.2018.A0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5	

	

    2009 年俄羅斯境外石油公司與越南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訂備忘錄，俄方

同意幫助越方探勘油氣，而越方則規劃更多的大陸棚油氣區供俄越雙方共同開發。

此外，俄羅斯天然氣公司與越南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夥伴協議，於之前已簽

署的合作協議與長期合作協議的基礎上，擴大雙邊合作範圍，主要包括在原有協

議框架內繼續現有越南大陸棚的合作，尋找更多潛在的油田區塊；雙方在俄羅斯、

越南以及第三方油氣項目上互相給予支援；建立聯合協調委員會和聯合協調工作

機制，開展在技術上的合作。2012 年，俄羅斯石油公司再次和越南石油天然氣集

團公司簽署協議，同意為越南油氣工業培養技術人才及人員進修。126 

    俄方持續進軍越南油氣市場，俄羅斯盧克石油公司由加拿大私營公司(Quad 

Energy S.A.)手中收購越南 HT-02 區的 50%股份，2011 年 10 月越南政府批准了

該項目的收購案，並按照產品分成協議共同開發 HT-02，其儲量約為 1.8 億噸。 

    根據中國《國際先驅導報》的一份資料顯示，南海周邊國家已在南沙海域鑽

取 1000 多口油井，每年開採的石油超過 1000 萬噸，天然氣 350 億立方公尺，其

中，越南在南沙群島西部主要開採三個油田──白虎油田、大熊油田以及龍油田

已查明的石油儲量分別為 2700 萬噸、5400 至 8100 萬噸以及 2100 萬噸。127 

																																																								

126 Gazprom and Petrovietnam sign expansion agreement for offshore Vietnam, WorldOil, 

https://www.worldoil.com/news/2009/12/16/gazprom-and-petrovietnam-sign-expansion-agreement-for-

offshore-vietnam 檢索日期：2018/06/20。  

127 楊中美，《中國即將開戰：中國新軍國主義崛起》(台北：時報出版，2013 年 2 月)，頁 112-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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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東南亞能源發展現況 

（本圖圖示中製油所即為煉油廠、紅色為天然氣田、紅線為天然氣管線、虛線為

正在計劃中的天然氣管線、綠線為石油管線） 

資料來源：JOGMEC  

https://oilgas-info.jogmec.go.jp/_res/projects/default_project/_project_/pdf/1/1607/200701_079t.pdf 

檢索日期：2018/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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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越南能源發展現況 

（本圖圖示中紅色區塊為天然氣田、紅線為天然氣管線、虛線為正在計劃中的天

然氣管線） 

資料來源：JOGMEC 

 https://oilgas-info.jogmec.go.jp/_res/projects/default_project/_project_/pdf/1/1607/200701_079t.pdf  

檢索日期：2018/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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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油氣合作成效 

    在越南油氣產業領域共有 30 多家外國公司合作開發，其中以俄羅斯境外石

油公司最具影響力。俄羅斯境外石油公司在俄越雙邊能源合作扮演重要的角色，

其 50 年發展的過程中，越南油氣市場一直被視為優先的戰略目標。藉由俄羅斯

境外石油公司的幫助下，越南的油氣產業在 30 年間從無到有地發展起來，成為

東南亞的油氣大國，不僅供應國內的能源需求，更賺取大量的外匯推動經濟成長。 

    俄羅斯境外石油公司為俄羅斯國有企業，國家 100%控股。該公司主要任務

為開闢國外油氣市場，特別針對於越南、阿爾及利亞、印度、伊拉克、葉門、利

比亞、敘利亞、古巴等國的石油市場。其中，首重越南的油氣市場，穩固地佔據

越南市場，不僅積極完成油氣領域的生產，同時也為越南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付出

貢獻，例如創設學校，參與越南教育事業，深耕企業文化建設，實現越南本土化，

成為俄越油氣合作之典範。 

    直到 2012 年初，俄越石油公司在成立後的 30 年間共開採了 2 億噸石油、

250 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透過銷售石油獲得淨利潤 500 億美元。其中，越南獲

益超過 300 億美元，占越南外匯收入的 25%；俄羅斯則獲得超過 90 億美元的利

潤。 

    俄羅斯天然氣公司 Gazprom 和越南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PetroVietnam; PVN）

合力從事地質探勘以及碳氫化合物的生產工作。PetroVietnam 專於油氣探勘、生

產、加工、運輸以及營銷，Gazprom 基於戰略合作協議與 PetroVienam 進行合作，

Gazprom 的 執 行 長 阿 列 克 西 ‧米 勒 （Алексей Миллер ; Alexey Miller ） 和

PetroVientam 的主席舉行一次會議，審查了建設小型液化天然氣生產項目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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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目的營銷研究和可行性報告皆已完成128。 

    自 2013 年以來，Gazprom 和 PetroVietnam 一直從海上的 Moc Tinh 和 Hai 

Thach 油田開展商業天然氣和生產凝析油（condensate gasoline），根據俄羅斯天

然氣工業股份公司的預測，Moc Tinh 和 Hai Thach 油田預計在 2018 年產生 20 億

立方公尺的天然氣129。 

    近年來，俄越石油公司除了在越南境內進行開發，同時也拓展至俄羅斯境內

以及俄越境外之第三國。2009 年起，俄越石油公司開始在俄羅斯境內的投資油

氣區塊開採，其開採量逐年增長，2009 年時為 4000 噸，2010 年為 23 萬噸，2011

年為 151.3 萬噸，2012 年為 209.1 萬噸，短短三年就成長了約 522 倍，可看出成

長十分迅速。 

    針對俄越之間的油氣業開發，雙方高層積極促成新的合作項目。2012 年越

南國家主席張晉創訪俄，其目的為擴大與俄羅斯在石油領域方面的合作，並尋求

在南海爭議方面的支持。俄越雙方簽署了一系列的油氣合作協議，還前往俄羅斯

亞馬爾─涅涅茨自治州（Ямало-Ненецкий автономный округ），出席俄越石油公

司於該區的新油田開鑿儀式。隔年，受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的邀請，俄羅斯總統

普京對越南進行國是訪問。兩國領導人對於現有的合作項目所獲得的成果給予肯

定，特別是在擴大油氣探勘發展範圍、俄羅斯向越南提供液化天然氣及銷售車用

燃料等進展。雙方表示將為俄越的油氣業上下游合作創造便利的條件，並允諾要

為兩國油氣合作打造良好的環境，積極鼓勵本國油氣業在兩國及第三國拓展事業。 

																																																								

128 Gazprom and PetroVietnam discuss progress of joint projects , GAZPROM, 

http://www.gazprom.com/press/news/2018/july/article440178/,  

129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和越南石油公司加強油氣探勘，能源界，

http://www.nengyuanjie.net/article/12558.html，檢索日期：2018/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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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5 月，越南總理阮晉勇對於俄羅斯進行國是訪問，俄越雙方再次針

對油氣領域合作進行討論，兩國簽署了《俄羅斯石油公司和越南油氣公司合作備

忘錄》，雙方在三個方面達成共識：首先，在遵循《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等一系列國際法律的規範上，繼續加強在越南大陸棚油氣領域探勘的合作；第二，

兩國將在俄羅斯東部的薩哈共和國（Республика Саха; Sakha Republic）、伊爾庫

茨 克 州 (Иркутская область; Irkutsk Oblast) 以 及 克 拉 斯 諾 亞 爾 斯 克 邊 疆 區

(Красноярский край; Krasnoyarsk Krai)等地的油氣區加強開發合作；第三，雙方

將加強在越南煉油業的合作。 

 

（五） 煉油廠擴建 

    2013 年 11 月，俄羅斯天然氣石油公司與越南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越南

榕瓜煉油廠(Dung Quat)擴建及技術升級項目的協議，俄方將向榕瓜煉油廠透過東

西伯利亞─太平洋石油運輸管道，經過俄羅斯柯茲米諾(Козьмино)專用石油港口

向越南提供原油，並參與該廠的市場營銷。此為越南第一座煉油廠，於 2009 年

正式運行，工程投資超過 30 億美元，年煉油能力達 650 萬噸，85%的原油於俄

越石油公司在南海大陸棚開採而來，另外 15%則是來自於中東國家；主要產品有

液化石油氣(LPG)、柴油、汽油、硫磺及聚丙烯等產品，可以滿足越南 30%的燃

料需求。 

 

二、核能合作 

    隨著越南每年的經濟成長，電力需求量也相應增加，而越南的核能技術並不

純熟，美日俄三國虎視眈眈進入越南的核能市場。尤其是俄國，擁有良好的核能

發電技術與技術人員，期望以越南做為跳板，開創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核能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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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越南總理阮晉勇訪俄時，針對核能合作簽訂一系列的協議，包括俄羅斯

將幫助越南創建核能研究中心，俄方也希望能參與越南的第一座核電站的興建。 

    俄羅斯開啟科技研究與核能領域專家培訓的合作。2010 年俄羅斯國家原子

能公司（Rosatom）與越南教育培訓部（MOET）在莫斯科簽署備忘錄，其內容包

含俄羅斯國立核研究大學將與越南院校合作交流，越南的大學生畢業後遠赴俄羅

斯接受核電廠技師訓練。 

    2015 年 7 月 30 日，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前往河內簽署協議，達成了建設

寧順一號核能發電廠的合作框架。1302017 年俄羅斯與越南簽訂核能研究中心的

備忘錄。由俄羅斯原子能公司總裁利哈切夫（Алексей Лихачев; Alexey Likhachev）

和越南科學部副部長陳來湯（Tran Dai Thanh）簽署，全程由俄羅斯總統普京及

越南國家主席作證。 

 

三、挑戰與前景 

    越南國營石油與天然氣集團面臨主要油田產能逐漸耗竭的問題，已將 2018

年的生產目標調降 100 萬噸。2017 年越南石油總產量達 1,552 萬噸，超出其設定

目標 130 萬噸，越南國營石油與天然氣集團總經理阮福仲生（Nguyen Vu Truong 

Son）表示越南油氣業開採多年，正走向最後階段，估計產量每年下降 15-30%。

其中，佔越南石油總生產量約 60%的白虎油田，目前也處於枯竭狀態，最多只能

再開採 4-5 年。此外，由於海平面升高，超過六成的近海油田，如白海獅油田（Hai 

Su Trang）、白犀牛油田（Te Giac Trang）、黃獅油田（Su Tu Vang）以及黎明油田

（Rang Dong）等，即將面臨減產的危機。越蘇聯營石油公司的總經理涂探亞（Tu 

																																																								

130 Mike M. Mochizuki and Deepa M. Ollapally, Nuclear debates in Asia , (US: Rowman & Littlefield, 

2016), pp.17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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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h Nghia）認為最主要的問題在於白虎油田的產量遽烈減少，其他新開鑿的油

田卻只是低儲量的小油田，無法彌補白虎油田的缺口，因此，越蘇聯營石油公司

若要達到每年 400 萬噸的石油生產量，在日漸艱鉅的環境下，將會是一大挑戰。

131 

    在過去幾年間，越南石油與天然氣集團平均每年投資約 20 億美元於油氣探

勘行動，鑽取約 30-40 口油井，然而，儘管越南投入不少心力於油氣探勘，但成

效仍然十分有限，2017 年石油儲量只增加 400 萬噸，遠不及預期的 2.8-4.2 億的

戰略目標。2015 年起，又因資金緊縮，影響外來合作夥伴投資減少約 5 倍，而探

勘能力降低，導致石油生產、煉製、發電、以及後段化肥生產等其他活動的產能

也短缺，又進一步減少政府收入，使得財源更形吃緊，如同雪上加霜。132 

    越南國內燃煤火力發電以及水力發電已趨近於滿載，可能在未來成為能源淨

進口國。由於 2011 年日本福島核災事件，導致越南重新思索核電的安全性，另

外，若南海東側掀起地震所引發的海嘯，則越南的海岸線難逃一劫，尤其是越南

第一座核子反應爐的預定地─寧順省以及幾個鄰近的省份，都無法招架海嘯威力。

因此，越南國會於 2016 年取消了位於寧順省的核電廠興建計畫，該計畫 2009 年

審核通過，2011 年的日本福島核災事件後，使計畫延宕至 2014 年。越南國會科

技與環境委員會副主席黎洪丁（Le Hong Tinh）表示該計畫之終止原因為經濟考

量，而非任何技術上的問題，由於核電廠興建成本已超過 190 億美元，是原本估

																																																								

131 PetroVietnam faces challenges in 2018, Viet Nam News, 

https://vietnamnews.vn/economy/423182/petrovietnam-faces-challenges-in-

2018.html#F6lyHlPPBsxpbtQz.97 檢索日期：2018/06/15。 

132
越南油田逐漸枯竭，石油生產面臨嚴峻挑戰，駐胡志明市辦事處，https://www.roc-

taiwan.org/vnsgn/post/15821.html	 檢索日期：2018/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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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的兩倍多，核電價格比燃煤價格高出許多，因而較不具競爭力。133 

    僅管越南境內的油田產能不佳，近幾年來，越南探勘技術逐步提升，開始進

入俄國油氣上游領域進行合作。2010 年，越南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進入俄羅斯

境內投資油氣開發項目。越南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與俄羅斯境外石油公司合作的

亞馬爾─涅涅茨自治區中的霍列維爾開發項目中，正式開採第一個油田。2011 年，

第二個油田維索沃耶油田正式實行開採；2012 年，第三個油田維西霍謝達尤油

田正式開採工作。除了開發中的霍列維爾氣田項目之外，越南還積極參與該公司

的俄羅斯季曼─伯朝拉、巴倫支海大陸棚區的招標計畫。 

 

第四節 小結 

    本章將越南與俄羅斯之經貿關係分為三大部分作討論，分別為雙邊貿易、雙

邊投資以及能源方面的合作。首先是經貿方面，由於俄越之間的貿易額和比重都

不多，雖然在東南亞區域內來說算是名列前茅，但跟區域外大國的合作程度相比

則相差甚遠。直到 2007 年越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雙邊貿易發展開始啟動，

年均成長率皆達兩位數以上。但長期以來俄羅斯與越南雙邊的貿易商品結構偏低，

俄國大多出口能源、機械產品，而越南則出口電子產品、鞋類、衣服、水產品等

至俄國，雙邊領導人多次互訪期望推動更深一層的商品貿易。俄方政府各部門正

在進行俄羅斯－東協經貿合作的「路線圖」，其中扮演重要連結的即是傳統夥伴

越南，藉由越南與歐亞經濟聯盟成功簽署 FTA 的案例，帶給俄羅斯與東協洽簽

FTA 的目標一個正向積極的效果。 

																																																								

133 Vietnam abandons plan for first nuclear power plants,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vietnam-politics-nuclearpower/vietnam-abandons-plan-for-first-

nuclear-power-plants-idUSKBN13H0VO 檢索日期：2018/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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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俄越之間的產業合作方面，普京上任後一再強調的遠東、西伯利亞開

發目標，與越南向俄國合作的發展計劃契合，雙方共同積極開拓遠東市場的新商

機。越南最大的乳製品集團 TH True Milk 在俄羅斯濱海邊疆區推動投資計畫，預

計建造三家複合式農場和牛奶加工廠，不僅為當地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同時也

提升當地的畜牧業技術。而另一項令人樂觀的發展前景為雙方汽車產業的合作計

畫，由於 2015 年越南與歐亞經濟聯盟簽署 FTA 後帶動起的汽車產業交流，一系

列的免稅協議逐步落實，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亞美尼亞出口至越南的汽

車配件收取零關稅，俄國各大汽車製造商看準商機前往越南設立組裝廠，計畫將

俄國汽車銷入東協市場。 

    最後為俄羅斯與越南合作超過 30 年的的能源領域，其被視為雙邊外交戰略

之基礎。自從蘇聯時期，蘇聯為越南培訓大批的石油技術人才，成立越蘇石油聯

營公司，簽訂多項關於能源開採計畫，於南海大陸棚開採了 8 個油田，其中以白

虎油田最為著名，產量增長非常迅速。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延續與越南的油氣合

作，雙邊領導人互訪簽署能源合作協議，建立合資公司，俄羅斯天然氣公司與越

南石油天然氣集團簽下多項開發協議。藉由俄羅斯的技術指引下，越南油氣產業

在 30 年間從無到有地蓬勃發展起來，成為東南亞地區的油氣大國，即使近幾年

來越南國內的產能不佳，但憑藉著俄國長年投入的資金以及技術資源，越南已有

能力進入俄國上游領域參與開採計畫，不僅供應國內的能源需求，更賺取大量的

外匯推動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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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文針對 2000 年至 2017 年俄羅斯與越南雙邊關係進行研究。筆者以三個面

向切入分析討論，分別為雙邊之間的政治外交、軍售合作以及經貿投資。本文首

先闡明蘇聯時期雙邊的合作歷史脈絡，蘇聯解體後，俄國為等待經濟援助而積極

靠向西方，疏於維持與東方國家的關係。然而，俄羅斯尋求西方經援未果，轉而

採行雙頭鷹戰略，重拾對於亞太國家的重視，以東向政策作為基礎，持續與傳統

夥伴越南及東協各國發展政治、經濟關係。 

    普京的東向政策主要為了降低對西方國家的經濟依存度。由於俄國主要與經

濟大國進行經貿往來，而出口商品又以原物料為大宗，原物料多輸往歐盟國，使

得經濟重新長期寄託在歐盟國上。2014 年克里米亞事件爆發過後，西方國家聯

合制裁俄國，使普京實現全方位外交政策，融入亞太經濟整合的進程，加入亞太

經濟一體化。 

    俄國長期以來面臨遠東、西伯利亞缺乏資金投入開發的問題。普京嘗試執行

東向政策以解決遠東地區的開發問題，試圖面向亞太市場、全面開發，從中找尋

解決方案。而本文的俄越合作項目中，可看出越南祭予很大的期望與俄國發展遠

東地區，像是越南的乳製品集團 TH True Milk 在遠東開啟奶牛養殖複合式農場，

俄越合作將生產的乳製品銷往中國及亞太地區等市場，正符合普京不斷強調的遠

東、西伯利亞發展目標，與越南共同開發投資將有助於發揮地緣經濟的效用。 

    新世紀的俄羅斯戰略一再強調平衡俄國東、西方的發展。這個構想已執行多

年，但一直沒有太多的機會吸引企業共同投入遠東地區產業，近年來與越南全面

發展雙邊關係，俄越之間的合作將有幾項優勢：一來為了善盡地緣經濟之優勢，

吸引亞太地區的資金投入，開發該地天然資源，不僅可供給內需亦可將商品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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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往龐大的亞太市場；二來東協市場擁有年輕的勞動力，引入東南亞豐沛的勞動

力人口未來可舒緩遠東地區比例較高的中國人口所引起的爭論。  

    2001 年普京首次出訪越南，為兩國之間的關係起了良好的開端。首先，普京

與越南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後，更加穩固雙邊的軍事合作，雙方簽署多項軍事合作

協議，軍事聯繫逐漸密切且踏實。尤其是從 2009 年開始，俄國積極軍售越南，

使其躍升成為俄羅斯軍火的最大買家。雙方簽署價值超過 6 億元的多用途戰鬥機

軍售合約，同年 12 月，越南總理阮晉勇簽署一份鉅額軍購合約，內容包括海軍

基地的建置與維修費、潛艇人員的培訓費以及 6 艘基洛級的潛艇，總價值超過 32

億美元，這也提供越南一個相當可靠的海軍實力，成為東南亞地區水下戰力最強

的國家。 

    除了俄越之間的軍售合作，雙方在南海地區開採石油、天然氣資源的合資企

業正快速發展。俄國與越南超過 30 年的能源合作，被視為兩國政府外交戰略之

基礎，也是維繫兩國戰略夥伴關係的必要手段。俄羅斯石油公司和越南石油天然

氣集團在南海地區積極發展能源合作，2000 年之後，規模快速擴大，除了設立合

資公司共同探勘石油、天然氣之外，俄方還為越方培訓技術人才及人員進修，越

南的探勘技術逐漸提升，開始前往俄國上游領域進行油氣合作。 

    經貿合作方面，越南為俄國在東南亞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自從 2000 年以

來，俄羅斯與越南之間的雙邊貿易呈現快速成長的趨勢，特別是在 2007 年越南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雙方即步入快速發展的階段。由數據可看出越南在東南亞

區域內的表現不俗，在 2013 年和 2015 年取得第一位的貿易紀錄。事實上，雖然

2000 年至 2017 年兩國貿易有不小的進展，但相較於對中國、美國的貿易合作，

此貿易規模顯得有些微不足道。即使兩邊領導人積極透過互訪簽署合作協議，試

圖推動進出口貿易，成效仍然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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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中越之間的南海之爭，俄羅斯不選邊站，也不表明態度，背後提供越南

支持力量。俄羅斯與越南在中國所聲稱的「九段線」開採石油、天然氣，俄方給

予越南開採能源技術，培訓越南專業的能源領域人員；另一方面，持續軍售越南，

雙方保持良好的戰略夥伴關係，使越南在南海海域的戰力佔有一席之地，帶給中

國不小的威脅力量。由於東協的防務機制並未發揮太大的作用，其經濟合作的層

面遠大於政治和安全的合作，也就是說，東協內部缺少一個穩固、有效的機制約

束各成員國，面對重大安全問題時，各國多採取向外尋求大國的力量介入。這恰

巧給了俄國介入南海的機會，其以不觸碰中越雙方爭端為原則，持續擴大與越南

石油合資公司在南海地區的油氣合作，並為南海區域注入第三方的平衡力量。 

    綜觀而言，俄羅斯與越南的關係主要還是注重軍售合作及能源開發合作，目

前對於雙邊貿易較無太大的突破，但可以期望的是，由俄羅斯所主導的歐亞經濟

聯盟與越南簽署 FTA 後，雙方開放許多出口商品，尤其是農產品、鞋類、木製

品及加工商品，貨品貿易自由化比例達 90%。這項合作的成功經驗也為俄國持續

規劃與東協建立「路線圖」提供正向支持的效果，將來透過路線圖的合作架構，

將深化俄國與東協在能源、交通、航太等多項領域的合作，未來將有機會促成俄

國與東協洽簽 FTA，讓俄國的經濟轉向東方，落實俄國的東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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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歐亞經濟聯盟與越南 2015 年簽署 FTA 並於 2016 年協定生效，目前只能搜

集到 2017 年的數據，與前一年同期的數據相較之下，可看出越南與歐亞經濟聯

盟的商品結構互補性強，貿易額有很大的成長，受益於 FTA，獲得不小的合作利

益，但由於觀察的時間過短，無法評估該協定是否能為雙邊建立長久的效益。因

此建議未來可從事歐亞經濟聯盟與越南簽署 FTA 成效做一個較為完整的評估型

研究，甚至之後若歐亞經濟聯盟與其他東協國家簽成 FTA，即可做後續追蹤的研

究。 

    越南為台灣在東南亞重要的貿易夥伴，未來可為台灣企業提供前進俄國市場

的一個新途徑。越南與歐亞經濟聯盟透過 FTA 生效，促使關稅減免以及非關稅

障礙的排除，除了有助於越南進入俄羅斯的市場之外，對於台商也是一項正面的

訊息，也就是說，台灣可將商品經由越南，轉銷入俄國、白俄羅斯、哈薩克、吉

爾吉斯、亞美尼亞等國，即可享有免稅優惠，為台商在歐亞經濟聯盟中提供獲取

經濟利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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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co-operation-with-russia.html	 檢索日期：2016/12/18。	

President	receives	governor	of	Russia’s	Primorie	province,	VOVworld,	

http://vovworld.vn/en-US/news/president-receives-governor-of-russias-primorie-

province-422945.vov	 檢索日期：2018/07/15。	

President	Truong	Tan	Sang	attends	APEC	20	,	VOVworld	,	http://vovworld.vn/en-

US/news/president-truong-tan-sang-attends-apec-20-106019.vov	 檢索日期：

2018/07/15。	

Project	636-M	/	636.3	Varshavyanka,	GlobalSecurity,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russia/636m.htm	 檢索日期：

2018/07/15。	

Prospects	for	Vietnam-Russia	cooperation	in	shipbuilding,	The	embassy	of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s://vnembassy-

moscow.mofa.gov.vn/en-us/News/EmbassyNews/Pages/Prospects-for-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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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cooperation-in-shipbuilding.aspx	 檢索日期：2018/06/15。	 	

Putin	Visits	Vietnam	to	Boost	Ties,	The	Moscow	Times,	

https://themoscowtimes.com/articles/putin-visits-vietnam-to-boost-ties-29479 檢索日

期：2016/12/18。	

Putin	Visits	Vietnam	to	Boost	Ties,	The	Moscow	Times,	

https://themoscowtimes.com/articles/putin-visits-vietnam-to-boost-ties-29479	 檢索

日期：2018/07/15。	

Russia	agrees	automobile	production	in	Vietnam,	RT,	

https://www.rt.com/business/336458-russia-vietnam-cars-production/	 	 檢索日期：

2018/07/05。	

Russia	agrees	automobile	production	in	Vietnam,	RT,	

https://www.rt.com/business/336458-russia-vietnam-cars-production/	 檢索日期：

2016/12/18。	

Russia	and	Vietnam	agreement	to	manufacture	Kamaz	&	UAZ	trucks,	

Armyrecognition,	

https://www.armyrecognition.com/january_2018_global_defense_security_army_new

s_industry/russia_and_vietnam_agreement_to_manufacture_kamaz_uaz_trucks.html	

檢索日期：2018/07/15。	 	

Russia	and	Vietnam	Aim	to	get	US$10	Bln	in	Bilateral	Trade	by	2020,	RUSSIA	

BRIEFING,	https://www.russia-briefing.com/news/russia-vietnam-aim-get-us10-bln-

bilateral-trade-2020.html/	 檢索日期：2018/07/15。	

Russia	auto	makers	to	enter	Vietnam,	Nhan	Dan,	

http://en.nhandan.org.vn/business/item/5739902-russia-auto-makers-to-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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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nam.html	 檢索日期：2018/07/05。	

Russia	hands	over	Cam	Ranh	submarine	sailor	training	center	to	Vietnam,	

VietnamNet,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government/88663/russia-hands-over-

cam-ranh-submarine-sailor-training-center-to-vietnam.html	 	 檢索日期：2018/07/15	

Russia	to	rule	Vietnam	arms	market	despite	US	entry,	RBTH,	

https://www.rbth.com/blogs/continental_drift/2016/06/02/russia-to-rule-vietnam-

arms-market-despite-us-entry_599127	 檢索日期：2018/08/15。	

Russia,	Vietnam	Launch	Shipbuilding	Joint	Venture,	WORLD	MARITIME	NEWS,	 	

https://worldmaritimenews.com/archives/136293/russia-vietnam-launch-shipbuilding-

joint-venture/檢索日期：2018/06/15。	

Russia,	Vietnam	Launch	Shipbuilding	Joint	Venture,	WORLD	MARITIME	NEWS,	

https://worldmaritimenews.com/archives/136293/russia-vietnam-launch-shipbuilding-

joint-venture/	 檢索日期：2018/06/15。	

Russian	expert	hails	Vietnam’s	experience	in	VN-EAEU	FTA,	wtocenter,	 	

http://wtocenter.vn/other-agreement/russian-expert-hails-vietnam-experience-vn-

eaeu-fta	 檢索日期：2018/06/13。	

Russian	Prime	Minister	ends	Vietnam	visit,	VOVworld,	http://vovworld.vn/en-

US/news/russian-prime-minister-ends-vietnam-visit-324830.vov	 檢索日期：

2018/07/15。	

Russians	to	get	'free'	land	in	bid	to	boost	Far	East,	BBC	NEWS,	

http://www.bbc.com/news/blogs-news-from-elsewhere-36193242,	2016/05/03，檢索

日期：2016/12/18。	

SOCHI	DECLARATION	of	the	ASEAN-Russian	Federation	Commemorative	Summi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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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ASEAN-Russian	Federation	Dialogue	Partnership	

“Moving	Toward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Mutual	Benefit”,	

https://www.asean.org/storage/2016/05/Sochi-Declaration-of-the-ASEAN-Russia-

Commemorative-Summit-Final.pdf	 檢索日期：2018/07/15。	

Submarine	Acquisitions	in	South	East	Asia:	Vietnam	Case	Study;	By	Carlyle	A.	Thayer,	

Chennai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https://www.c3sindia.org/defence-

security/submarine-acquisitions-in-south-east-asia-vietnam-case-study-by-carlyle-a-

thayer/	 	 檢索日期：2018/07/15。	

TH	True	Milk	begins	developing	second	Russia	project,	http://bizhub.vn/corporate-

news/th-true-milk-begins-developing-second-russia-project_18734.html	 檢索日期：

2018/06/15。	

TH	True	Milk	kicks	off	dairy	project	in	Russia,	

http://en.nhandan.com.vn/business/investment/item/4298202-th-true-milk-kicks-off-

dairy-project-in-russia.html	 檢索日期：2018/08/15。	

TH	True	Milk,	Invest	in	RUSSIA,http://investinrussia.com/investors/374	 檢索日期：

2018/06/15。	

The	biggest	Vietnamese	companies	are	planning	to	develop	dairy	production	in	

Primorsky	region,	GTRK"Vladivostok,	http://vestiprim.com/news/312-the-biggest-

vietnamese-companies-are-planning-to-develop-dairy-production-in-primorsky-

region.html	 檢索日期：2018/06/15。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SR	and	Vietnam	date	back	to	January	30,	

1950,	ROSOBORONEXPORT,	http://roe.ru/eng/export/vetnam/	 檢索日期：

2018/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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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issued	instructions	to	render	assistance	to	Vietnam	hit	by	typhoon,	

President	of	Russia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6011	 檢索日期：

2018/07/15。	

Trade	Between	Vietnam,	Russia	Increased	by	28%	in	July-January,	

https://sputniknews.com/world/201609071045057314-trade-turnover-vietnam-russia/ 

檢索日期：2018/03/01。	

US	looks	to	increase	weapons	exports	to	Vietnam,	decrease	Russian	influence,	

DefenseNews,	https://www.defensenews.com/digital-show-dailies/singapore-

airshow/2018/02/07/us-looks-to-increase-weapons-exports-to-vietnam-decrease-

russian-influence/	 檢索日期：2018/08/15。	

Vietnam	abandons	plan	for	first	nuclear	power	plants,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vietnam-politics-nuclearpower/vietnam-abandons-

plan-for-first-nuclear-power-plants-idUSKBN13H0VO	 檢索日期：2018/07/15。	

Vietnam	joins	Russia-led	free	trade	zone,	RT,	https://www.rt.com/business/361654-

russia-vietnam-eeu-trade/, 2016/10/5	 檢索日期：2016/12/18。	

Vietnam	signs	free	trade	deal	with	Russia-led	EEU	economic	bloc,	

https://www.rt.com/business/263101-russia-vietnam-free-trade/	 檢索日期：

2016/12/18。	

Vietnam	upgrades	navy	MRO	capabilities,	IHS	Jane's	Defence	Weekly,	 	

https://www.janes.com/article/81700/vietnam-upgrades-navy-mro-capabilities	 檢索

日期：2018/08/25。	

Vietnam:	National	Defence,	ETH	Zurich	Searchen	Menu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http://www.css.ethz.ch/en/services/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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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publications/publication.html/155222	 	 檢索日期：2018/07/15。	

Vietnam’s	Automotive	Component	Industry:	Ready	to	go	global?,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	http://pwc.blogs.com/files/vietnam.pdf	 檢索日期：

2018/06/20。	

Vietnam’s	Restocking:	Subs,	Ships,	Sukhois,	and	Now	Perhaps	F-16s	and	P-3s,	

Defenseindustrydaily,	https://www.defenseindustrydaily.com/vietnams-russian-

restocking-subs-ships-sukhois-and-more-05396/	 檢索日期：2018/08/25。	

Vietnam-EAEU	FTA	gives	boost	to	economic,	trade	ties,	VIETNAM	ASEAN	PORTAL,	

http://en.asean.vietnam.vn/Default.aspx?Page=NewsDetail&NewsId=162341	 	 檢索

日期：2018/07/15。	

Vietnamese	dairy	producer	expands	operation	in	Russia,	VOVvn,	

https://english.vov.vn/economy/vietnamese-dairy-producer-expands-operation-in-

russia-382985.vov	 檢索日期：2018/08/25。	

Vietnamese	dairy	TH	True	Milk	to	invest	further	$1.7bn	in	Russia,	FOODBEV	MEDIA,	

https://www.foodbev.com/news/vietnamese-dairy-th-true-milk-to-invest-further-1-

7bn-in-russia/	 檢索日期：2018/04/01。	

Vietnamese-Russian	Bilateral	Trade	in	2015,	RUSSIAN	EXPORTS,	

http://www.rusexporter.com/research/country/detail/4672/	 檢索日期：2016/12/18。	

Vietnam-Russia	joint	Statement,	EMBASSY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	

http://vietnamembassy-usa.org/vi/node/908	 檢索日期：2018/08/15。	

Vietnam-Russia:	Together	for	new	cooperation	goals,	Vietnamnet,	

https://english.vietnamnet.vn/fms/government/94761/vietnam-russia--together-for-

new-cooperation-goals.html	 檢索日期：2018/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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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nam-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Russia	in	ASEAN,	VASEP,	

http://seafood.vasep.com.vn/whybuy/660_11047/vietnam-the-largest-trading-partner-

of-russia-in-asean.htm	 檢索日期：2018/06/01。	

Vietsovpetro	introduction,	JOINT	VENTURE	VIETSOVPETRO	,	

http://www.vietsov.com.vn/Eng/Pages/Introduction.aspx	 檢索日期：2018/06/15。	

Vinacomin	signs	a	MoU	on	Cooperation	with	Russian	Kamaz	Corporation,	Vietnam	

Energy	Online,	http://nangluongvietnam.vn/news/en/coal-mineral/vinacomin-signs-a-

mou-on-cooperation-with-russian-kamaz-corporation.html,	 檢索日期：

2018/07/15。	 	

Vitaly	Kozyrev	,	“Russia–Vietnam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Return	of	the	

Brotherhood	in	Arms?”,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145,	2014.	

Vladimir	Putin	will	visit	Vietnam,	President	of	Russia	Evens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9528	 檢索日期：2016/12/18。	

Vladimir	Putin	will	visit	Vietnam,	President	of	Russia	Evens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9528	 檢索日期：2018/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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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俄國與越南高層互訪大事記(2000-2017 年) 

時間 事件 內容 

2000/02 俄羅斯外長伊萬諾

夫 （ Иванов, 

Сергеевич; Ivanov, 

Sergeevich）訪越 

俄越雙方加強經貿、科技和人道主義方面的合

作，並加快在南海共同開採石油、天然氣的步

調。 

2000/09 越 南 總 理 潘 文 凱

（Phan Van Khai）訪

俄 

雙方根據雙邊經貿合作進行討論，並談判解決

蘇聯時期越南積欠俄國的債務問題，為建立戰

略夥伴關係清除了障礙。 

2001/03 俄羅斯總統普京訪

越 

作為第一個俄羅斯首長出訪越南，將友好關係

升級，簽訂《戰略夥伴關係聯合聲明》與多項

文件，包括工作許可證的規範，將影響到在俄

羅斯工作的 50,000 名越南勞工。 

2002/04 俄羅斯總理卡西揚

諾 夫 (Михаил 

Касьянов ; Mikhail 

Kasyanov)訪問河內 

卡西揚諾夫宣布俄羅斯將於 2002 年 7 月 1 日

撤離金蘭灣。 

2004/05 越南國家主席陳德

良(Tran Duc Luong)

訪俄 

促進雙邊貿易的「俄越企業論壇」(Russian-

Vietnamese Business Forum)成立。 

2005/01 俄羅斯聯邦委員會 同時出席第 13 屆亞太議會論壇(Asia 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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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米羅諾夫訪越 Parliamentary Forum; APPF) 

2006/02 俄羅斯總理弗拉德

科 夫 (Михаил 

Фрадков ; Mikhail 

Fradkov)訪越 

俄羅斯總理弗拉德科夫(Mikhail Fradkov)接受

越南總理 Phan Van Khai 的邀約，前往越南商

議兩國間的貿易與投資合作 

2006/11 俄羅斯總統普京訪

越 

俄 羅 斯 總 統 普 京 與 越 南 國 家 主 席 阮 明 哲

(Nguyen Minh Triet)簽署地質探勘及能源開發

的合作協議。 

2007/09 越 南 總 理 阮 晉 勇

(Nguyen Tan Dung)

訪俄 

越南總理與俄羅斯總理佛拉德科夫簽署越俄

石油合資公司(Vietsovpetro)協議 

2008/10 越南國家主席阮明

哲訪俄 

梅德韋傑夫計畫將為越南興建能源設施，並為

越南提供現代化支持。 

2009/12 越南總理阮晉勇訪

俄 

越南總理與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會晤時表

示，即使遭遇世界金融危機的打擊，雙邊貿易

額仍繼續成長，兩國戰略夥伴關係亦持續發

展。 

2010/10 梅德韋傑夫訪越 簽署協議協助越南建造第一座核電廠及水力

發電站 

2011/11 越南國家主席張晉

創(Truong Tan Sang)

與梅德韋傑夫會面 

商議雙邊合作項目，包括核能、石油、天然氣，

以及教育與文化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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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 越南國家主席張晉

創訪俄 

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受普京之邀請赴俄訪問，

簽訂《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與數個雙邊協議。 

2013/11 俄羅斯總統普京訪

越 

普京前往河內商討拓展軍售之事宜，並加強軍

事合作及戰略夥伴關係，訪越期間共簽訂 17

項協議。 

2015/04 俄羅斯總理梅德韋

傑夫訪越 

雙方簽訂數個重要文件，推動經濟及文化合

作。 

2016/04 俄羅斯總統普京致

電越南國家主席陳

大光 

普京祝賀陳大光當選越南國家主席，期望雙方

可以進一步深化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共同增進

兩國人民在亞太地區的利益。 

2016/05 越 南 總 理 阮 春 福

(Nguyen Xuan Phuc)

訪俄 

此為越南總理阮春福上任首次外訪，促成俄羅

斯能源龍頭 Gazprom、Rosneft 與 PetroVietnam

簽訂石油及天然氣合作備忘錄。 

2017/01 越南國家主席陳大

光訪俄 

 

2017/09 俄羅斯總統普京致

電越南國家主席陳

大光 

普京於越南國慶日致電陳大光，祝賀越南的獨

立紀念日，並對於近期與陳大光在莫斯科商討

的合作協議正加快雙邊互利的步調給予肯定。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官方網站 

Dmitry Medvedev held talks with President of Vietnam Nguyen Minh Triet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864  檢索日期：2018/06/01。                     

Beginning of Russian-Vietnamese Talks in Expanded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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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1860  檢索日期：2018/06/01。 

Putin Visits Vietnam to Boost Ties    

https://themoscowtimes.com/articles/putin-visits-vietnam-to-boost-ties-29479 檢索日期：2018/06/01。 

Russia-Vietnam talks 

http://government.ru/en/news/23047/ 檢索日期：2018/06/01。         

Dmitry Medvedev's meeting with Prime Minister of Vietnam Nguyen Xuan Phuc 

http://government.ru/en/news/30113/  檢索日期：2018/06/01。          

PM Phuc welcomes Russia’s cooperation priorities        

http://english.vov.vn/diplomacy/pm-phuc-welcomes-russias-cooperation-priorities-363604.vov 檢索日

期：2018/06/01。 

Congratulation to Tran Dai Quang on his election as President of Vietnam,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1631 檢索日期：2018/06/01。 

Beginning of meeting with President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Tran Dai Quang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54903 檢索日期：2018/06/01。 

Congratulations to President of Vietnam Tran Dai Quang on Vietnam National Day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5499 檢索日期：2018/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