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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俄 2015 年簽屬《關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與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

聯合聲明》開啟俄羅斯、白羅斯、哈薩克、亞美尼亞、吉爾吉斯等歐亞經濟聯盟

成員國與中國 5+1 的「一帶一盟」雙邊合作。本研究目的聚焦於探討俄羅斯與中

國「一帶一盟」合作對俄羅斯以及對整體國際經濟環境所造成的效應。藉由具體

分析「一帶一盟」現有最主要的成果 -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經貿合

作協定》，以及俄羅斯與中國「一帶一盟」合作中現況問題項目 - 「莫斯科─喀

山」高鐵建設後發現，透過雙邊經貿合作協定的落實，消除貿易壁壘讓俄羅斯不

但收穫三種貿易效果，助益俄國經濟與世界接軌，且在與中國密切合作中也獲得

技術及研發資金、提升俄羅斯對外經貿合作的談判籌碼，最終也有助於達成普欽

推動的「大歐亞夥伴關係」。 

  有關「一帶一盟」對於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從分析「一帶一盟」合作對歐

盟國家、中亞國家、東協十國及後續加入形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的日、

韓、紐、澳等亞太國家，甚至遠在太平洋東側的美國之影響發現，「一帶一盟」

合作確實能夠影響區域乃至全球的經濟思潮。但是，從分析高鐵建設項目中發現，

俄羅斯經濟二元化導致資金不足的問題，以及該國對與中國合作建設跨境交通基

礎設施的態度，皆衍生出「一帶一盟」未來合作可能須面對的許多問題。 

 

關鍵詞：一帶一盟、歐亞經濟聯盟、區域經濟整合、莫斯科─喀山高鐵、中華人

民共和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經貿合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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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15 Joint Statement on Cooperation between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AEU) and the Silk Road Projects signed by Russia and China, opened 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 among “One Belt One Union”.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on Russia and the overal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By analyzing the main achievement, the Agreement o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EAEU and PRC, and the suffocating project, the 

Moscow-Kazan High-Speed Railway, we found that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bilateral agreements and the elimination of trade barriers Russia not only reaped three 

trade effects, which helped Russia to integrate with the world but also obtained 

technology and R&D funds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nd thus it enhances 

Russia’s bargaining chip in foreign cooperation, which may eventually help to reach 

the “Greater Eurasian Partnership” promoted by Putin. 

As for the impact on the whole global environment, we found that the “One Belt 

One Union” can indeed influence regional and global economic trends after the analysis 

of how “One Belt One Union” projects effect on the European Union, Central Asia, 

Asia-Specific, ASEAN, and even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high-speed railway project, we also found that Russia’s economic dualization has 

led to insufficient funding, as well as the country’s attitude towards cooperating with 

Chin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ross-border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ll maybe bring 

the problems of future cooperation problem in the “One Belt One Union”. 

 

Keywords: One Belt One Union,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conomic integration, 

Moscow-Kazan High Speed Railway, the Agreement o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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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目的 

一、 研究背景 

  在闡述此篇研究的背景前，首先必須釐清何謂「一帶一盟」。其是中國的「一

帶一路」與俄國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AEU）對接

合作之簡稱。2013 年 9 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哈薩克的納扎爾巴耶夫大

學（Nazarbayev University, NU）時，於演講中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希

望藉此將亞太地區與歐洲經濟圈相連，提供歐亞國家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同年 10

月，拜訪東協國家1期間提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並於 2015 年 3 月正式發

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以下簡稱

「一帶一路」）。同年 1 月，俄羅斯所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也正式成立。歐亞

經濟聯盟概念最初是在 1994 年，哈薩克總統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於莫斯科大學（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ени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а, МГУ）演講時提出，並在 2011 年 9 月弗拉基米爾·普欽（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 Vladímir Vladímirovic Pútin）被選為統一俄羅斯黨（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的總統候選人後再次獲得重視，且開始付諸具體行動。同年 10 月，普

欽在俄羅斯《消息報》（Известия, Izvestia）上發表了一篇競選政策聲明《歐亞大

陸新整合計畫：未來誕生於今日》2，文中將歐亞經濟聯盟定位為歐洲大陸不可分

割的重要部分，且歐亞經濟聯盟將以整合（integration）為原則，形成民主、自由

及市場運作統一價值觀的整合經濟體。納札爾發耶夫與普欽皆希望透過歐亞經濟

聯盟的成立，加深獨協國家的合作，保障區域安全穩定及經濟發展之整合。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受到國際間極大關注，其中由於區域的重疊

                                                      
1 東協十國成員包括：越南、泰國、新加坡、菲律賓、緬甸、馬來西亞、寮國、印尼、柬埔寨、

汶萊。 
2  «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 — будущее, которое рож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 

Известия, 3 октября 2011, <https://iz.ru/news/502761?page=2>, 21 октября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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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令中國與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競逐再次被提起。以此為背景之一，中俄雙方

於 2015 年簽署的《關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與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

合聲明》(全文請見附錄)，可視為兩項跨國整合政策的正式對接與合作。外界普

遍將「絲綢之路經濟帶」此「一帶」，與「歐亞經濟聯盟」之「一盟」，簡稱兩國

的對接合作為「一帶一盟」。 

  兩大國的合作之下，了解雙方在國際經濟的地位與處境是必要的。首先是中

國何以如此受國際關注，要歸因於其發展之迅速。21 世紀開始，中國整體政治、

經濟、軍事與科技各方面實力皆有長足的發展。下表 1-1 和圖 1-1 為中國歷年國

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以及年成長率之表現。可看到，在

1998 年 GDP 首次達到 1 兆美元，若以五年為間隔，2000～2004 年 GDP 增加約

0.75 兆美元，2005～2009 年 GDP 增加約 2.8 兆美元，2010～2014 年 GDP 增加

約 4.4 兆美元，足以顯示其 GDP 之逐年大幅增長（詳參下圖 1-1）。至於 GDP 成

長率方面，從 2000 年開始，中國的 GDP 成長率於 1990 年後再次出現逐年快速

攀升的榮景，至 2007 年達最高峰 14.23%。之後也都維持近兩位數的 GDP 成長

率，直到 2013、2014 年才逐漸放緩，正巧也是「一帶一路」被提出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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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中國歷年 GDP 與 GDP 年成長率數據 

 

資料來源： 

1.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Country Profile, The National Accounts Section, 

the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 

https://unstats.un.org/unsd/snaama/CountryProfile?ccode=156>, Oct 30, 2019. 

2. "GDP growth (annual %) - China",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end=2019&locati

ons=CN&start=1970>, Nov 19, 2020. 

 

Year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GDP at current

price (Billion

US$)

$92.60 $99.80 $113.69 $138.54 $144.18 $163.43 $153.94 $174.94 $218.50 $263.70

GDP growth

(annual %)
19.30 7.06 3.81 7.76 2.31 8.72 -1.57 7.57 11.33 7.60

Year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GDP at current

price (Billion

US$)

$306.17 $289.57 $283.93 $304.75 $313.72 $309.84 $300.52 $327.09 $407.85 $456.29

GDP growth

(annual %)
7.81 5.17 8.93 10.84 15.14 13.44 8.94 11.69 11.23 4.18

Year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GDP at current

price (Billion

US$)

$394.57 $413.38 $493.14 $619.12 $564.32 $734.48 $863.75 $961.60 $1,029.06 $1,094.00

GDP growth

(annual %)
3.91 9.29 14.22 13.87 13.05 10.95 9.93 9.23 7.84 7.67

Year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GDP at current

price (Billion

US$)

$1,211.33 $1,339.40 $1,470.56 $1,660.28 $1,955.35 $2,285.96 $2,752.12 $3,552.16 $4,598.24 $5,109.94

GDP growth

(annual %)
8.49 8.34 9.13 10.04 10.11 11.40 12.72 14.23 9.65 9.40

Year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

GDP at current

price (Billion

US$)

$6,100.65 $7,572.60 $8,560.50 $9,607.29 $10,482.32 $11,064.69 $11,191.03 $12,237.78 － －

GDP growth

(annual %)
10.64 9.55 7.86 7.77 7.42 7.04 6.85 6.9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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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中國歷年 GDP 與 GDP 成長率 

說明：作者依據表 1-1 資料自行繪製。 

 

  2005 年，中國還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到 2010 年一舉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

濟體，僅次於美國。「中國崛起」一詞成為形容 21 世紀中國實力突起的專有名詞。

有了自身國力的提升，中國將目標轉向對外發展，以其「一帶一路」倡議做為對

外開放以及跨國經濟合作的總綱領，並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以下簡稱亞投行）3做為建設之資金來源。

在「一帶一路」沿途國家中，俄羅斯與中亞五國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俄羅斯做為

能源大國，石油、天然氣的生產量及出口在全球排名中一向是名列前茅，能源產

業收入更佔其 GDP 之極大部分。但是在「烏克蘭危機」4之後，歐美國家的經濟

                                                      
3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簡稱「亞投行」，為亞洲

各國共同成立的區域性開發機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於 2013 年訪印尼時首先提倡籌

建，並在 2014 年 10 月 24 日由中國、新加坡、印度等 21 國於北京簽屬籌建備忘錄。後於 2015

年 6 月 29 日簽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2016 年 1 月正式開業。該投資銀行總部設於

中國北京，以 1000 億美元為其法定資本額。主要透過資金融通的方式，協助亞太各國發展各領

域之基礎建設，對於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之實踐有極重大的意義及作用。 
4 烏克蘭危機是因該國官方凍結與歐盟簽定自由貿易暨聯繫協議，引發親歐派的抗議示威活動。

當時的親俄總統維克托·亞努科維奇（Виктор Янукович）被迫逃亡至俄羅斯。亞努科維奇的下台，

造成烏克蘭親俄勢力的騷動，以該國東部及南部地區為主。其中，克里米亞半島的人民於 2014

年 3 月 16 日進行公投，決定脫烏入俄。但是西方國家認為俄羅斯是趁政局不穩定之勢，介入干

預克里米亞半島的公投進行併吞，為表示對於俄羅斯此番作為的強烈譴責，因而於 2014 年起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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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使得俄羅斯將合作目標轉向中國，恰好供應了中國迅速發展後極缺乏的能源。

5而在中國引導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藍圖中，中亞國家作為連接歐亞大陸的橋

梁對中國「一帶一路」發展至關重要，正好與俄羅斯於 2015 年主導建立的「歐

亞經濟聯盟」在政策推動區域上有很高的重合度。另外，中國與美國因關稅、知

識財產權等商業貿易衝突，於 2018 年開啟中美貿易戰，貿易衝突與爭端之影響

更加劇中國發展歐亞地區經濟整合的意願。6在當前中俄雙方皆受到西方國家抵

制的前提下，以及雙方皆想擴大發展（例如中國的西進政策、俄羅斯的東進政策），

加上俄羅斯對於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亞投行」設立帶來的影響之考量，

最終確立了中俄雙方「一帶一盟」的對接與合作。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核心的問題意識在於：「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的『一帶一盟』合作框

架下的中俄合作對俄羅斯的意義與影響」因此，首先針對雙方合作之前因後果做

釐清，包括合作雙方的考量因素、如何進行、預期成果、實際合作情況等。根據

實際合作現況，歸納整理出所面臨的挑戰，並期望透過汲取已有成果的項目經驗，

對現有的合作瓶頸提出可行的建議。為限縮研究範疇，將從俄方觀點進行整體研

究分析，並延伸探討對鄰近地區乃至國際整體環境的影響。故研究目的在於探討

「一帶一盟」合作對俄的效應，其中包含以下問題： 

（一） 是否能帶動俄羅斯的經濟發展、基礎設施興建等； 

（二） 俄羅斯能否避免於資金、市場等各方面依賴中國的險境； 

（三） 是否有利於俄羅斯拓展其對外關係，包含對歐盟、亞太等地區； 

並在最後回歸討論「一帶一盟」合作的未來展望以及對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 

  

                                                      
取了一系列的經濟制裁。 
5 童振源，「中國經濟發展之全球風險與挑戰」，《九鼎》月刊，第 22 期，2009 年 8 月，頁 35-37。 
6 呂冠頤，「美中貿易爭端進程對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影響」，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42 卷第 5

期，2019 年 5 月，頁 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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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探討 

  如前所述，本篇研究之「一帶一盟」實際上是包含了中國的「一帶一路」，

以及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因而在文獻探討部分將大致分為三大區塊：

針對「一帶一路」倡議、「歐亞經濟聯盟」和「一帶一盟」的相關文獻。 

一、 「一帶一路」倡議相關文獻 

  筆者目前所蒐集之文獻，結合「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在 2019 年 4 月

23 日發表的「『一帶一路』倡議：來自華盛頓、莫斯科和北京的觀點」一文中對

此進行三方意見的整理。大致可分為中國方意見、俄羅斯方意見以及西方國家的

意見（以美國觀點為代表）。7 

（一） 中國觀點 

  針對外界所批評之「債務陷阱」（Debt Distress），中國認為，若無法承擔伴

隨著大規模基礎建設項目的債務，這些國家在一開始就不要接受這些項目。且對

於中國而言，「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與全球接軌的自然延伸，也是建構更加完

善之國際秩序的重大嘗試。整體而言，展現了中國作為經濟大國應負擔的國際責

任。批評中最受關注的在於，「一帶一路」是中國地緣政治策略下的產物。在看

似是美中兩國的零和博奕之前提下，不免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8因而產生此倡議是政治戰略的一環這種推論。實際上，中國本身便在歐

亞地區佔有重要地位，也與該地區的許多國家存在經濟聯繫。在龐大利益關係下，

「一帶一路」倡議是為了更好的與周邊國家乃至整體歐亞地區合作，以達到整體

經濟的穩定發展。9面對懷疑與批評，中國政府認為這些是由於缺乏了解，因誤解

所造成的。為了回應諸如透明度、開放性及互惠性等問題，中國也做出許多努力

                                                      
7 馮玉軍、陳寒士、韓磊、馬賓、Dmitry Trenin，「『一帶一路』倡議：來自華盛頓、莫斯科和北

京 的 觀 點 」， 清 華 ─ 卡 內 基 全 球 政 策 中 心 ， 2019 年 4 月 23 日 ，

<https://carnegietsinghua.org/2019/04/23/zh-pub-78962 >，2019 年 10 月 8 日。 
8 修昔底德陷阱，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勢必要挑戰已存在的大國，而現存的大國必然會有所回

應，因而兩個大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9 馮玉軍、陳寒士、韓磊、馬賓、Dmitry Trenin，同前揭文，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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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一方面，鼓勵國內官員、媒體以及學者透過交流的方式，向國內與國際社

會解釋「一帶一路」政策，確保大眾的全面認識。另一方面，也與跨國企業展開

合作，以實現互惠共利。舉例來說，亞投行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歐洲復興

開發銀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簡稱歐銀）

的合作。國際性銀行之間的合作，可以透過對開發項目的共同篩選與實施，達到

互相監督的效果，以消除對於透明度不足的疑慮。10另外，中國企業也有與美國、

歐盟、俄羅斯及日本等地區公司合作「一帶一路」的開發項目，因而項目對外的

開放性還是有的。 

（二） 俄羅斯觀點 

  俄羅斯總統普欽於 2016 年參加第十三屆瓦爾代國際討論俱樂部（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的會議中，對於「一帶一路」倡議也有所表示。普

欽在會議中針對「一帶一盟」合作進行釐清，俄羅斯並非加入中國的「一帶一路」

成為計畫中的一部分，而是做為跨越歐亞的大國，以歐亞經濟聯盟為主體進行合

作。並提到俄羅斯主張以透明化、尊重彼此利益為前提，使「歐亞經濟聯盟」與

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項目協調，望促進更加廣泛的歐亞夥伴關係並達到歐亞

經濟整合發展。11與西方國家所持意見相反，卡內基報告提到，俄羅斯更樂於見

到中國在全球統治地位的上升（相對來說是美國影響力的下降），因為此將有利

於世界權力的合理分配。這也與普欽在會議上所述，將全球化由少數人擴及為所

有人、讓國際體系更加公平且平等的觀點不謀而合。俄方相信多極結構下，能更

好的發展自身利益。 

  然而，面對中國因「一帶一路」倡議推動而在歐亞地區占據過多主導地位，

俄羅斯卻也不會容忍並無所作為。也因此，為之後「一帶一盟」的合作埋下了伏

筆。但整體而言，俄羅斯認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目標與自身發展方向一致，

                                                      
10  “Tajikistan: Dushanbe-Uzbekistan Border Road Improvement Project”,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https://www.aiib.org/en/projects/approved/2016/tajikistan-border-road.html>, 3 

November, 2019. 
11 “Meeting of the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President of Russia, 27 October, 2016, <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3151>, 31 Octob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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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達到相輔相成之效。但仍然需要注意，相互合作必然有風險存在，就比如過度

依賴這個問題。因為本身為了抵抗美國，俄羅斯與中國的合作已有大幅增長。12

不過針對此問題，俄羅斯目前的結論是，風險尚在可控範圍之內。「一帶一路」

代表中國對外關係的一個轉捩點，是其在國際場合更加自信的象徵。與美方觀點

相同，俄羅斯也認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不僅僅是為了發展地緣經濟，同時也

是在爭取其地緣政治的影響力。13 

（三） 西方觀點 

  美國方面，多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企圖領導國際局勢的一種地緣政治策

略。前美國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公開演講中提到，中國的「一帶一路」計

畫項目，包括能源管線、鐵路開發、發電廠及港口建設等，都是在利用財務槓桿

來增加其外交影響力。雷克斯更稱中國此番行動為「掠奪性經濟」（predatory 

economics），可視為美國官方首次對「一帶一路」最直接的否定。14卡內基中心

的這篇報告整理出幾項美國認為「一帶一路」的負面影響，包括債務陷阱延伸出

項目的可持續性發展、項目透明度乃至外國參與可行度、管理不善，進而引發腐

敗問題。15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的研究報告中，將八個

國家列為陷入高債務陷阱風險。16而馬來西亞的總理，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

在訪問中國時對中國的「新殖民主義」提出警告，同時取消價值 230 億美元的合

作項目。17另外，缺乏透明度一直是美國反對此項目的一大原因，外國企業參與

                                                      
12 Natasha Doff, Anna Andrianova, “Russia Buys Quarter of World Yuan Reserves in Shift From Dollar”, 

10 January, 2019, <https://www.bloomberg.com /news/articles/2019-01-09/russia-boosted-yuan-euro-

holdings-as-it-dumped-dollars-in-2018>, 31 October, 2019. 
13 馮玉軍、陳寒士、韓磊、馬賓、Dmitry Trenin，同前揭文，頁 5、6。 
14  Emily Tamkin, Robbie Gramer , “Tillerson Knocks China, Courts India Ahead of South Asia Trip”, 

Foreign Policy, 18 October, 2017,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7/10/18/tillerson-knocks-china-courts-

india-ahead-of-south-asia-trip/ >, (30 October, 2019. 
15 馮玉軍、陳寒士、韓磊、馬賓、Dmitry Trenin，同前揭文，頁 3。 
16 八個國家包括馬爾地夫、寮國、蒙地內哥羅、蒙古、塔吉克、吉爾吉斯以及巴基斯坦。參見：

John Hurley, Scott Morris, Gailyn Portelance, “Examining the Debt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March 2018, p1-33. 

<https://www.cgdev.org/sites/default/files/examining-debt-implications-belt-and-road-initiative-policy-

perspective.pdf >, 1 November, 2019. 
17 “Mahathir Warns Against New ‘Colonialism’ During Visit to China”, Bloomberg News, 20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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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開發上有機會不均等的疑慮，不免令人產生「一帶一路」其實就是「中國製

造」或是「為中國製造」。而項目不透明便是導致管理不善與貪腐問題的原因，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數據顯示，許多「一帶一路」倡議的

沿線國家腐敗指數顯著增加。而倡議的合作項目更有多起腐敗案例，如吉爾吉斯

前總理收受中國建設公司回扣等。缺乏透明度此一問題不解決，美國對此倡議的

疑慮便得不到紓解，即使中國多次強調倡議並無地緣政治之考量。 

  歐洲國家方面，對於中國「一帶一路」的看法，可由 2019 年 4 月 27 日於北

京舉行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各國出席狀況窺見一班。據國內

蘇宏達教授分析，美國相較 2017 年出席第一屆峰會，2019 年美國的缺席可歸因

於中美貿易衝突等因素。而南歐國家如義大利、葡萄牙、希臘皆有出席峰會，以

示對於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視程度。這也可能與 2010 年的歐債危機有關，

因為這些歐債的受害國家經濟狀況至今仍未恢復，與「一帶一路」合作能解其燃

眉之急。另外，中東歐國家如捷克、匈牙利、塞爾維亞等國領導人之出席，其對

於「一帶一路」的態度也可見一斑。蘇宏達教授在其分析中，特別提出討論瑞士

於峰會的出席，並表示此為這次峰會所簽署的「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為中國極

重要的新收穫，多少會影響其他歐洲國家對於「一帶一路」的看法。總結而言，

歐洲整體對於中國「一帶一路」的態度並非一貫牴觸，與美國比較還是相對友善。

18 

二、 「歐亞經濟聯盟」相關文獻 

  關於中俄「一帶一盟」對接合作，除了中國的「一帶一路」之外，便是「歐

亞經濟聯盟」，本段整理學界對於歐亞經濟聯盟的相關研究。 

  對於歐亞經濟聯盟的成立，學界大多視其為俄羅斯總統普欽對於區域政治、

經濟與意識形態領導意圖的彰顯。德國學者 Hans-Jürgen Zahorka 認為，聯盟成立

                                                      
2018,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8-20/mahathir-warns-against-new-

colonialism-during-visit-to-china>, 31 October, 2019. 
18 「'19.04.30【財經起床號】蘇宏達教授談「被美國完全杯葛的第二屆一帶一路高峰會！」，九八

新聞台，2019 年 4 月 30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6CwenOML_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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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是為了對抗歐盟的東部夥伴計畫（Eastern Partnership），因為這項計畫針

對的對象為原蘇聯國家，令俄羅斯認為其安全保障受到威脅。透過歐亞經濟聯盟

的區域整合項目，俄羅斯向獨協國家推廣俄式價值觀以因應西方價值觀帶來的衝

擊，來展現俄羅斯作為一大強國在國際上的政治領導地位。19整體而言，歐亞經

濟聯盟所帶的政治意圖遠大於經濟內涵。泛歐智庫 European Leadership Network 

（ELN）的研究員 Joseph Dobbs 觀察普欽實際的推動策略，發現其主線還是以拓

展對外的地緣政治利益，來滿足對內政治的需求。20 

洪美蘭教授在「普欽主義下俄羅斯的經濟發展及其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一

文提到，倘若歐亞經濟聯盟成功運作，能將俄羅斯、中亞地區以及其他獨協國家

的資源與市場進行整合，達到與其他既有之區域經濟整合組織相競合的效果。對

俄羅斯而言，也能藉此提高外資投入其西伯利亞及遠東地區的誘因。另外，俄羅

斯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相對弱於美國與中國，中國崛起的崛起對於俄羅斯而言並

非危機而是挑戰的時機，積極的與其合作不僅能提升國內技術與製造能力，也能

藉此融入亞太市場，並提升俄羅斯在此地區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21 

然而針對歐亞經濟聯盟實際發展狀況，中國學者李自國提到，雖然聯盟試圖

建立與歐盟一樣的整合組織，但其地緣政治的色彩濃厚。聯盟內部存在許多障礙，

包括各會員國之間對於利益訴求有諸多分歧、俄羅斯本身經濟也陷入低迷、各國

介於自身發展之考量而熱切希望進行對外經濟與技術的合作。22 莫斯科高等經

濟大學的教授 Richard Sakwa 也提到，歐亞經濟聯盟內部存在許多問題，最嚴重

的部分是成員國意見難達一致。就如哈薩克擔憂因其成員國之身分，而限制其對

外的合作進而損害國家利益；白羅斯則受烏克蘭危機影響，因而擔心其地緣政治

                                                      
19 Hans-Jürgen Zahorka, Ofelya Sargsyan, “The Eurasian Customs Union: An Alternative to the EU's 

Association Agreements?”, European View, 2014, No.13, pp.89-96. 
20  Joseph Dobbs,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 bridge to nowhere?”, Policy brief, European 

Leadership Network, 4 March 2015, pp.1-7. 
21 洪美蘭，「普欽普欽主義下俄羅斯的經濟發展及其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APEC 通訊，第 151

期（2012 年 3 月）、第 151 期（2012 年 4 月），頁 9、10、頁 7-9。 
22 李自國，「歐亞經濟聯盟：績效、問題、前景」，歐亞經濟，第 2 期（2016 年），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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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以及經濟發展等問題。23 

三、 「一帶一盟」相關文獻 

（一） 「一帶一盟」異同處  

  中國及俄羅斯於 2015 年正式發布「一帶一盟」的對接協議之後，學者對其

進行熱烈探討與研究。首先，是針對「一帶一路」與「歐亞經濟聯盟」異同之探

討。在此筆者參考中國學者郭連成的「『一帶一盟』對接合作：現狀與前景」，以

及國內學者郭武平「『歐亞經濟聯盟』在歐亞合作中扮演的角色—兼論與『絲綢

之路經濟帶』之競合」一文。關於共同性，郭連成提到四個方面，雙方的合作意

願、相同的推進方式、共同的利益交叉點以及合作平台相同。24因為有共同的意

願，雙方才會於 2015 年 5 月 8 日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關於絲綢

之路經濟帶建設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以下將簡稱為《聯

合聲明》）。所謂推進方式，在於同樣採取多邊及雙邊的方式推動國內或會員國之

間的合作。文中也提到，「一帶一盟」於歐亞地區的利益交叉點是中亞地區的哈

薩克。對俄羅斯而言，哈薩克是連接中亞與俄羅斯的橋樑，也是歐亞經濟一體化

的積極參與者。於中國來說，哈薩克也是連接中國與中亞國家的樞紐，對達成互

聯互通非常關鍵。至於共同的合作平台，指的是在《聯合聲明》也有提到的「上

海合作組織」（以下簡稱上合組織，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ШОС,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強調應在此平台上展開合作。郭

武平主要分析的是雙方共同的利益考量。25對於俄羅斯而言，想藉由與中國「一

帶一路」建設的對接，進行遠東地區的開發合作。對於白羅斯而言，其位於歐俄

之間，是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聯通基礎建設重要通道，其加入有助於中國倡議

推動，而白羅斯洽也想藉此推動經濟發展。對於哈薩克而言，作為絲綢之路經濟

                                                      
23 Richard Sakwa , “How the Eurasian Elites Envisage the Role of the EEU in Global Perspective”,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7, No. S1, 2016, pp. 4-22. 
24 郭連成，「『一帶一盟』對接合作：現狀與前景」，「一帶一路」倡議與國際發展環境和國際合作，

財經問題研究，2018 年第 10 期，頁 16、17。 
25 郭武平，「『歐亞經濟聯盟』在歐亞合作中扮演的角色—兼論與『絲綢之路經濟帶』之競合」，

全球政治評論，第 59 期，2017 年 7 月，頁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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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的積極響應國家，其總統納札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 Нурсултан 

Абишевич Назарбаев）曾於 2014 年 11 月提出的「光明之路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of “Bright Road”）的理念也與中國「一帶」打造聯通歐亞交通樞

紐，帶動經濟發展的目的不謀而合。 

  關於差異性，同樣有四點，26包括戰略的定位、各自合作的機制與模式、雙

方經濟體差異、資金實力之懸殊。歐亞經濟聯盟的目標，是實現特定區域的經濟

一體化；中國的「一帶一路」則是放眼全球、跨區域的經濟合作。在合作機制上，

歐亞經濟聯盟是有完整制度機制的組織，相對有封閉與排他性；而「一帶一路」

是一個戰略的倡議，是以共建、共商、共享為原則的跨區合作模式。中國目前正

是迅速發展階段，其身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身分，對於俄羅斯或中亞國家而言

多少會造成壓力。這也帶出雙方經濟實力的巨大差異，中國的絲路基金（Silk Road 

Fund）撥出 400 億美元、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資本額為 1000 億美元，而俄羅

斯主導之歐亞發展銀行的資本僅 70 億美元。這些差異性，在雙方進行深入合作

時，容易產生疑慮或擔憂。國內學者郭武平教授也在提到雙方經濟差距對於兩方

對接為一大考驗，並將其列為「一帶一盟」未來對接的影響變數。 

（二） 「一帶一盟」合作現況 

  目前「一帶一盟」合作中，最重要也最有成效的是在交通基礎建設方面的合

作。郭連成一文中提到，歐亞經濟聯盟這方的重點發展目標為五大國際運輸走廊，

包括四條鐵路運輸、一條公路運輸。四條鐵路包括：南北鐵路（下圖 1-2 紅線）

（聖彼得堡─莫斯科─伏爾加格勒─阿克套）、西南鐵路（下圖 1-2 黃線）（新羅西

斯克─頓河羅斯托夫─伏爾加格勒─阿克托別─希姆肯特─比什凱克─阿拉木圖）、

東西鐵路（下圖 1-2 藍線）（布列斯特─明斯克─莫斯科─下諾夫哥羅德─葉卡捷

琳堡─歐姆斯克─新西伯利亞─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烏蘭烏德─伯利─烏蘇里斯克

─海參崴）、歐亞鐵路（下圖 1-2 綠線）（布列斯特─莫斯科─薩馬拉─阿克托別─

                                                      
26 郭連成，「『一帶一盟』對接合作：現狀與前景」，「一帶一路」倡議與國際發展環境和國際合作，

財經問題研究，2018 年第 10 期，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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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姆肯特─比什凱克─阿拉木圖─霍爾果斯─多斯特克）。另外，公路為「歐洲西部

─中國西部」（多被簡稱為「雙西公路」）經過俄羅斯、貫穿歐亞地區，由中國和

哈薩克共同建設。此一公路的建設，不僅可以帶動俄羅斯沿線地區，更可以加快

中國向西部發展的腳步，進而推動歐亞大陸橋之建設。 

 

 

圖 1- 2. 歐亞經濟聯盟四大國際鐵路走廊 

說明：作者根據資料所列地點自行繪製。 

 

  據歐亞經濟執委會於 2017 年 3 月公告消息顯示，歐亞經濟執委會制定了一

系列優先項目，這些項目將由歐亞經濟聯盟會員國實施，並支持建立絲綢之路經

濟帶的建設。優先項目中的 39 個計畫用於建設新道路和改造現有道路，建立運

輸和物流中心，發展主要的運輸樞紐等。27由歐亞經濟聯盟的運輸與基礎設施部

門代表葉爾扎·努拉赫梅托夫（Yerzhan Nurakhmetov）的對外聲明得知幾個主要

項目包括：西歐至中國西部的高速公路、修建莫斯科─喀山的高速鐵路、建設中

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的鐵路。28 

                                                      
27 “Pairing of the EAEU and SREB acquires real outlines: the list of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has been 

agreed”, 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News and Events, March 1, 2017,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en/nae/news/Pages/2-03-2017-1.aspx>, October 4, 2020. 
2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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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交通基礎建設領域外，雙邊就貿易與投資也積極合作。投資部分，郭連成

文中提及，交通部分基礎建設的投資，俄羅斯所投入嚴重不足，而中亞國家則是

資金短缺之外也欠缺技術。而能源領域之投資，以中國與俄羅斯的合作為例，兩

方在北極海的「亞馬爾項目」上對於液化天然氣之開發密切合作。另外，在高科

技領域也有投資合作項目。文中所提及的為兩國在航空技術方面的合作，主要是

寬體客機以及重量型直升機的聯合開發。 

  至於雙邊的貿易相關的合作，現已知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於 2018

年 5 月 17 日阿斯塔納經濟論壇（Astana Economic Forum）和中國簽署《歐亞經

濟聯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經貿合作協定》（Agreement o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以下簡稱《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29，於 2019 年 10 月正式生效。30 

  此外，中俄也在金融領域有大量的合作。基於《聯合聲明》所提，「擴大貿

易、貸款以及直接投資的本幣結算、進行貨幣互換」、「透過上合組織、亞洲基礎

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金融機構，加強金融的合作」，31中國已經與俄羅斯、

白羅斯以及哈薩克簽屬貨幣互換的協議。不僅有利於彼此之間的金融合作，也能

促進人民幣國際化推動。32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歐亞

開發銀行和絲路基金的合作，不僅能重塑國際的金融體系，還可讓歐亞地區的投

資與融資更加便利，有助於該地區基礎設施的建設發展。 

（三） 「一帶一盟」合作問題及挑戰 

                                                      
29全文參見〈歐亞經濟聯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經貿合作協定〉，歐亞經濟執委會，＜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act/trade/dotp/sogl_torg/Documents/%D0%A1%D0%BE%D0

%B3%D0%BB%D0%B0%D1%88%D0%B5%D0%BD%D0%B8%D0%B5%20%D1%81%20%D0%

9A%D0%B8%D1%82%D0%B0%D0%B5%D0%BC/%D0%A2%D0%B5%D0%BA%D1%81%D1%8

2%20%D0%BA%D0%B8%D1%82%D0%B0%D0%B9%D1%81%D0%BA%D0%B8%D0%B9%20

%28EAEU%20alternate%29%20final.pdf＞，2020 年 10 月 5 日。 
30 「關於 2018 年 5 月 17 日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經貿合作協定》生效的聯

合聲明（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9 年 10 月 25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9-10/25/content_5445095.htm＞，2020 年 10 月 4 日。 
31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關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

合 聲 明 」， 新 華 網 ， 2015 年 05 月 09 日 ，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

05/09/c_127780866.htm>，2019 年 11 月 3 日。 
32 郭連成，同前揭文，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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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望舒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歐亞經濟聯盟的對接分析」一文中，對於對接

的障礙提出四點，結構的明顯差異、區域的安全保障、中俄的互信問題以及外部

力量的干擾問題。33文中提到，歐亞經濟聯盟的內部分歧，或將成為「一帶一盟」

是否順利進行的關鍵，若組織名存實亡則雙方合作也無從談起。而聯盟內部的分

歧，很大部分也在於中亞地區的環境穩定性，長期以來存在的民族、領土及資源

之爭成為安全保障的問題。而中俄之間是否彼此足夠信任，也是過往合作便一直

存在的問題。正如前面提過，俄羅斯多少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帶有地緣政治

意圖，而俄羅斯本身也排斥中國在中亞地區與日俱增的影響力。至於外部干擾因

素，文中表示蘇聯解體之後，中亞地區短期間出現權力真空，因而成為各大強國

角力的場域。因而不僅是中俄兩方在此地區拉扯，美國也想分一杯羹，中亞國家

則在三方勢力中搖擺不定。而「『一帶一路』倡議：來自華盛頓、莫斯科和北京

的觀點」文中的俄羅斯方觀點提到，雖然俄羅斯希望藉由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國與

「一帶一路」的合作，吸引更多的中國投資進入。然而因聯盟內部存在競爭問題，

加上各國與歐亞經濟執委會之間也有溝通方面的問題，使得原先的如意算盤進展

不順。另外，歐亞經濟聯盟本身就擁有很強烈的保護主義意識，其成員國對於與

中國有更深入的合作表示疑慮，擔心會影響導自己國內產業的發展34。 

  中國學者王憲舉則在「俄對歐亞經濟聯盟和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對接的態度

及中國應採取的策略」一文表示，在雙方的《聯合聲明》中，俄羅斯首先重視的

是以西伯利亞鐵路帶動遠東地區的發展、同時促進歐亞經濟聯盟的經濟整合，並

利用中國資金投入來緩解會員國嚴重的經濟困境。然而此種情況下，俄方也會擔

憂其發展過於依賴中國，但是為了避免絲綢之路經濟帶影響歐亞經濟聯盟建設的

推動，雙方的對接合作仍是必要之策。35對此，連弘宜教授亦在「『中』、俄在中

                                                      
33 倪望舒，「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歐亞經濟聯盟的對接分析」，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碩

士學位論文，2018 年 5 月 25 日，頁 27-30。 
34 馮玉軍、陳寒士、韓磊、馬賓、Dmitry Trenin，同前揭文，頁 7。 
35 王憲舉，「俄對歐亞經濟聯盟和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對接的態度及中國應採取的策略」，西伯

利亞研究，第 43 卷第 4 期，2016 年 8 月，頁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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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地緣競逐對戰略協作關係的衝擊與侷限」一文表示，俄羅斯表示與絲綢之路經

濟帶對接合作，代表著對於中亞地區掌控權的棄守，亦昭示中俄在經濟層面，從

平等與互相牽制轉為經濟扈從關係。36此觀點，亦顯示對於俄羅斯在經濟面陷入

受制中國的局面的擔憂。 

四、 綜合述評 

  綜上所述，產官學界對於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之討論繁多；反觀，對於「歐

亞經濟聯盟」著墨相對較少也較局部，多在討論其成立目的、影響及推動障礙，

並未提及應如何解決問題。針對中俄「一帶一盟」對接合作之研究多數探討的是

兩者之間的異同處、對接的可行性、合作現況以及面臨的挑戰，鮮少有直接針對

合作項目進行分析與延伸討論。因此，本研究主要選擇截至 2019 年止，一帶ㄧ

盟合作下現有的最主要成果項目 -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經貿合作

協定》，以及「一帶一盟」合作中現況問題項目 - 「莫斯科─喀山」高鐵建設，

透過ㄧ個正面ㄧ個反例的兩個合作項目來具體分析一帶ㄧ盟合作的正面效應與

其未來合作的主要問題，達成客觀分析的目的。也就是希望可以從雙方對接的背

景，包括整體國際環境之變動、中俄各自乃至雙方合作的形成，以及「一帶一盟」

產生的原因與目的考量以實際合作項目進行案例分析，作為跳脫中俄任何方的局

外者，以更全面且客觀的立場，對「一帶一盟」的對接合作提出見解，以利探討

其對整體國際經濟合作思潮與國際政經環境的影響。  

                                                      
36 連弘宜，「『中』、俄在中亞地緣競逐對戰略協作關係的衝擊與侷限」，中共研究，第 51 卷第 5

期，2017 年 9 月，頁 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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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及範圍限制 

一、 研究方法 

  本論文將採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的文獻分析法、歷史分析法以及比較分析

法。具體說明如下： 

（一） 文獻分析法 

  以文獻作為研究資料，進行資料整理、分類，以歸納、演繹、分析與綜述，

達到了解事物本質的目的。此方式主要能幫助筆者對中俄的「一帶一路」與歐亞

經濟聯盟的對接合作背景進行了解，重建過去方能順利解決現在，進而推斷未來。

對過去文獻分析結果進行歸納整理，必要時會加上相關數據做再次驗證。 

（二） 歷史分析法 

  同為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最常被拿來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歷史研究法一樣

在於協助筆者釐清事務之本質。以諸如時事新聞、官方所發布聲明等第一手資料

作為研究標的，具體理解當時的時空背景，同時能再次與文獻的內容進行確認，

避免一方資料有誤，同時也希望能援引相關數據做最直接的證明。 

（三） 比較分析法 

  比較分析法將針對中國與俄羅斯在面對國際經濟環境下，各是抱持何種態度

及相應的政策推動，從決策的意義、目的、模式等進行比對。藉由此類比較分析

瞭解歸納中俄合作對接的緣由，以及未來雙方彼此互補相輔相成的合作契機。 

（四） 國際關係理論、區域經濟整合理論之應用分析 

  透過理論分析，討論出對接合作對俄羅斯及國際環境帶來影響，以及對接合

作的未來展望，預期使用國際關係理論以及區域經濟整合理論。前者用於分析中

國和俄羅斯的對外經濟政策在現實主義、理想主義以及貿易和平論等理念下的考

量與拉扯如何發展，進而產生「一帶一盟」對接；後者 - 區域經濟整合理論乃是

基於中俄於 2015 年簽署「一帶一盟」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中明定要「研究推動

建立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自貿區」（參見附錄），故本論文將以區域經濟整合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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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一帶一盟現有的主要成果項目 - 「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之經濟

整合效應，具體瞭解一帶一盟合作對參與國短期造成的貿易創造效果、貿易轉向

效果、貿易偏向效果等貿易效果，以及規模經濟、競爭力提升等長期效益。 

二、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範圍 

1. 時間層面 

  由於中國及俄羅斯的「一帶一盟」合作由 2015 年發展至今，陸續都還

有新的合作議案提出，因而相信比起過往研究，筆者能獲得更多資料進行分

析與論證。然而考量到「一帶一盟」合作尚在進行中，為了利於分析，本篇

論文將研究範圍設定為「一帶一盟」《聯合聲明》釋出之後的 2015 年，到

2019 年之前。不過，基於本論文選擇一帶一盟中的實際合作項目作為分析

案例，因此合作項目之起始時間仍分別以該項目的起始時間為準，以利完整

說明該項目的背景與其發展，例如，其中的「莫斯科─喀山」高鐵建設其源

起於 2011 年俄羅斯於喀山召開「建立歐洲─中國西部交通走廊及其在上合

組織成員國整合進程中的作用」此國際會議上表明要投資建設從喀山至中國

的交通，後來一帶一盟對接後，此建設案逐漸轉變為一帶一盟的合作項目之

ㄧ，因此在本論文討論莫喀高鐵案時也會論述 2015 年一帶一盟正式對接前

此案的前期背景與發展。同理，2019 年結束之後的相關資訊，論文亦會基於

本文分析所得之結果，配合「一帶一盟」合作發展的最新情況進行未來合作

展望之探討。 

2. 空間層面 

參與中國「一帶一路」之沿線國家遍及東亞、東南亞、中亞、西亞以及

部分歐洲地區，涵蓋五十多個國家。然而，本研究因為討論中國「一帶一路」

與俄羅斯「歐亞經濟聯盟」的對接合作；且最終欲解答俄羅斯如何在合作中

提升自身實力，同時避免依賴。加上為利於研究之考量，將空間限縮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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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俄羅斯兩國，僅蒐集中俄兩國參與之合作項目進行分析。 

（二） 研究限制 

  由於語言能力上之限制以及俄方一手資料取得困難，本研究使用的文獻

將多以中英文呈現為主，俄文方面資料多以網路資訊以及官方公告的統計數

據資料為輔。然而，為了避免因所用資料以中英文獻為主而產生過於偏頗的

判斷，在資料蒐集過程中將特別留意俄方學者發表之文獻，確保整體推論的

全面性及客觀性。 

  儘管本研究將研究時間界定在 2015 至 2019 年。但由於「一帶一盟」合

作仍然持續發展中，因此筆者會持續追蹤最新的狀態。 

第四節、 研究架構及章節安排 

  基於上述文獻探討整理及研究目的，論文將以俄國為核心主體，分析一帶一

盟合作之發展與效應，規劃研究架構如下圖 1-3： 

 

 

圖 1- 3.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研究俄國與中國合作的政策之前，首先最重要的便是對合作背景的熟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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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會在第二章先進行合作背景之討論。俄羅斯與中國合作的政策產生以及後續將

政策相接的出現，其背景又可以分為國際外部環境的轉向、兩國內部政策與局勢

的改變、再到延伸而出的跨國區域合作此三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即是說，當外

部國際的經濟思潮有所轉向，使得中國以及俄羅斯自身的國家政策因而改變；因

為中國與俄羅斯國家政策的更動，產生了跨國政策的合作；隨著跨國政策的合作

增加，國際整體的經濟活動與環境也因而進入新的篇章。 

  首先，國際經濟思潮與國際環境變動部分，主要是關於經濟全球化發展以及

貿易保護主義兩者在國際上的拉扯。接著是中國與俄羅斯在此經濟環境下，各是

抱持何種態度及相應的政策推動。明確來說，是將中國的「一帶一路」與俄羅斯

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拿出來做討論。討論內容當然包括政策背景、推動意義

以及雙方政策的異同比較。最後，藉由兩政策的異同討論，帶出此章節的第三部

分，即「一帶一盟」合作的產生背景，包括雙方的意圖、外部影響的推動、合作

預期產生的戰略效益。順著以上三大因素相互影響且不斷循環的脈絡進行討論，

希望能更加全面的帶出中俄「一帶一盟」的合作背景，以利後續探討雙方政策合

作的發展情形。  

  結束背景部分的闡述，接著便是「一帶一盟」合作現況的具體說明。由於此

一合作自 2015 年正式提出，至今約四年時間，還是會不斷有新的合作議案產生，

因而初步把合作現況分為第三章的「現有成果」和第四章「現況問題」兩大部分。

由於本身中國的「一帶一路」即是以交通建設為主要發展項目，而歐亞經濟聯盟

又以區域經濟穩定發展為宗旨與中國「一帶一路」對接合作，因此本研究對於中

國與俄羅斯的「一帶一盟」合作所分析領域也將著重於跨境運輸走廊項目以及為

實現區域經濟穩定發展的相關經貿合作項目，並分別以「莫斯科─喀山高鐵案」

與「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為分析項目。第三章以已有合作成果的雙邊

經貿合作協定為例，透過對協定形成背景理解項目合作中俄羅斯扮演的角色；並

以經濟整合理論分析協定內容對該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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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第四章，以尚未動工的莫斯科─喀山高鐵合作項目，進行雙方合作的現

況問題探討。除了對該項目的詳述之外，亦包含同項目當前面臨的問題及挑戰、

而俄羅斯的應對態度以及對其的意義。透過高鐵合作項目中遇到的問題，延伸討

論造成該問題的原因，以及俄羅斯的因應態度。經由俄羅斯對跨境交通基礎建設

的態度，或可成為「一帶一盟」後續其他類似項目的借鑑。 

  上述兩項合作不僅對俄羅斯深具意義，對中國、歐亞經濟聯盟乃至鄰近歐亞

地區國家亦會造成影響。而這些對內、外部環境的影響，也會反過頭成為影響合

作案進程的因素。筆者將此內、外部的影響區分為「俄中地區」、「亞太地區」以

及「歐美地區」三大部分，以利後續討論。俄中自是不用多說，畢竟自身推行的

政策受國家內部影響是最直觀的。至於亞太部分，不論地理位置的關係還是過去

歷史的淵源，該地區與俄羅斯及中國一直是牽扯不斷。「一帶一盟」政策實施中，

亞太地區也有部分參與，所受影響較直接。最後，歐美部分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畢竟經濟發展是全球性的。美國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而歐洲更有歐盟與英國

這些在國際經濟環境中都舉足輕重的經濟體，不論中俄與歐美再怎麼被劃分為兩

大經濟區塊，西方對「一帶一盟」政策實施的態度還是需考慮。更遑論俄中雙方

都希望能將自身市場透過「一帶一盟」更好的推廣至歐洲地區，此種經濟目的下，

西方國家的態度便更加重要了。 

  因此，分析過「一帶一盟」推行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於第五章總結「一帶

一盟」對於俄羅斯帶來的整體效應，包含正面以及負面。其次，延伸探討合作對

國際整體經濟環境帶來的影響及未來展望。「一帶一盟」的合作囊括中國與俄羅

斯這兩大經濟體。雙方作為經濟大國在歐亞地區乃至整體國際經濟環境舉足輕重，

有此兩國參與的區域經濟整合項目必定會對全球帶來不容忽視的經濟效應。因而，

在最後的小節將回歸國際局勢面進行討論，以理論為基礎分析俄羅斯與中國「一

帶一盟」合作的國際經濟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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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俄「一帶一盟」合作背景 

  本章節將對於中國與俄羅斯的「一帶一盟」合作進行背景說明，以利後續進

行合作項目分析。此章節將分為三大部分：國際經濟思潮與國際環境變動的理論

探索、中俄因應國際經濟環境的對外經貿政策、中俄雙方的政策合作。 

  首先，國際經濟思潮與國際環境變動的理論探索部分，主要包含現實主義與

理想主義的理論拉扯；亦會提及經濟全球化發展以及貿易保護主義兩者在國際上

的爭論；以及「對內自由化、對外卻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概念的區域經濟整合理

論。接著是中國與俄羅斯在此經濟環境下，各是抱持何種態度及相應的政策推動。

明確來說，是將中國的「一帶一路」與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拿出來做

討論。討論內容當然包括政策背景、推動意義以及雙方政策的異同比較。最後，

藉由兩政策的異同討論，帶出此章節的第三部分，即「一帶一盟」合作的產生背

景，包括雙方的意圖、外部影響的推動、合作預期產生的戰略效益。順著以上三

大因素相互影響且不斷循環的脈絡進行討論，希望能更加全面的帶出中俄「一帶

一盟」的合作背景，以利後續探討雙方政策合作的發展情形。 

第一節、 國際經濟思潮與國際環境變動的理論探索 

  國際經濟思潮之所以產生轉向，必定是集合各方內在及外在因素導致，因

而可以從各個面向進行釐清。為了確保研究的全面客觀性，本小節將分別從國

際關係、經濟貿易以及外交政治等塑造整體國際經濟環境的理論進行說明。 

一、 國際關係相關理論 

  舉凡討論國際關係相關議題，最常會被提出比較的兩大理論──理想主義

（Idealism）以及現實主義（Realism），故本研究也以這兩個理論來做為討論國

際經濟思潮轉向的理論依據。 

（一） 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的基本概念包括：國際體系為一個處於「無政府狀態」（An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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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作模式、在此運作體系中「國家」作為其主要行為者，且需是「理性並一

致的行為者」（rational and unitary actor）、國際體系的運作以「權力」（power）

做為主要的影響變項。以上述核心假設為基礎，現實主義論者隨著國際關係複

雜度的日益增加，為了能夠將所有國際時事納入解釋範疇而在理論探討上愈發

精細，並發展成系列現實主義分支，包含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

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and 

Defensive Realism）、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等。 

  回到現實主義家族一脈相承的核心假設中所認定之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

態，以及「國家」為理性且一致的行為者。雖然國際關係顧名思義，其主要行

為者必然為國家。但現實主義認為在以國家為主要行為者的國際體系中，並不

存在一個凌駕於國家層級的組織領導各國在此體系的運作，故稱之為無政府狀

態。反觀，雖國際關係以國家為主要行為者，但理想主義並非否定非國家行為

者的存在，亦指國際組織、跨國組織和特定個體等的存在。雖不否定非國家行

為者的存在，但現實主義並不認為這些非國家行為者的作為能夠撼動到國家在

國際上的影響力，其強調國家有國際體系運作的主導地位。所謂「理性與一致」，

國家對於利益的追求必定是基於理性原則判定，根據其偏好與成本效益等考量

後有目標的優先順序，並制定可以達成目標的政策；而國家對於追求利益的一

致性使其面對相同的標的時，不會出現兩相矛盾的偏好與應對方式。也就是在

面臨相同的情況時，國家行為者會保持一致的偏好。藉由此假設為前提，現實

主義論者便可依據國家過往在類似情況下做的選擇，對其在當前情勢中後續可

能做出的決定進行預測、鑑往知來。37 

  延續上述提及現實主義的核心概念，各主要行為者（國家）在國際體系的

運作以「權力」為主要影響變項。然而學界對於「權力」的概念目前仍未達普

遍共識，「權力」曾被延伸解釋為「能力」（Ability），為國家自身擁有的能力

                                                      
37 張亞中、張登及，「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文化，第五版，2020 年，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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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物質與非物質能力）；也有學者解釋為「影響力」，國內學者張亞中教授

對此作了補充：執行者 A 有影響其他個體（例如 B）的能力、A 有影響行為者

B 的意願、而 B 也有接受 A 影響之意願，A 與 B 的互動中起的「影響力」即

以上述三項係數相乘。 38古典現實主義學派代表人物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對權力一詞給出的定義為：國家在執行對外外交政策時有形及無

形能力（相對穩定及不斷變化的要素）。可供測量之有行能力包括國家的領土

面積、人口數、經濟發展程度、自然資源蘊藏量、軍事設備等。較難量化的無

形能力即包含國家領袖魅力、民眾向心力等。39上述之有形力量可進一步將國

際體系中的各個國家依綜合國力區分，因而出現「霸權」（Hegemony）40、「強

權」（Great Power）41等詞。 

  在現實主義思潮之下，國家行為者以各自的優勢能力，盡可能地在國際上

為國家獲取更多的利益，可想而知會造成國與國之間衝突，嚴重則進而引發戰

爭。然而過於激烈的衝突產生的戰爭，對於各國的影響是毀滅及破壞性的。為

消弭戰爭發生的可能性，隨之而起的是與現實主義相對的理想主義。 

（二） 理想主義 

  理想主義，一言以蔽之即「以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建立和平狀

態」。理想主義其實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下的一條分支，此學派的基本主

張在於促進國際合作、維護國際體系和平運作等問題。與現實主義相比，理想

主義極大的不同點是認為，國際需要一個凌駕於國家行為者的國際機構介入體

系的運作，管制各國爭奪權力及利益的現象，方能維護整體環境的和平狀態。

環境的穩定和平及安全得到保障，各國便能持續發展國力，讓國際整體能力達

                                                      
38 同前註，頁 47、48。 
39 漢斯．摩根索（Morgenthau, Hans J）著；徐昕、郝望、李保平譯，「國家間政治：權力鬥爭與

和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48-188。 
40 「霸權」（Hegemony），指一國的政治經濟等實力在國際上具有最大優勢，能夠影響並主導整

體國際體系的運作。至目前為止，最貼近霸權形式的國家為冷戰結束後的美國。 
41 「強權」（Great Power），也可稱為「大國」，指一國在人口數、經濟、軍事、政治等方面具相

當程度的實力，足以去影響甚至改變國際上的其他國家，帶動區域乃至全球的運作。舉例說明，

冷戰時期的美國與蘇聯即為當時的強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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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提升。在各國家行為者有共同利益的前提下，依據國家對於利益追求的一致

性，凌駕於國家層級的各國際組織紛紛建立，典型代表為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1920）聯合國（United Nations，UN，1945）、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1948、199542）等。43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逐漸盛行的理想主義不僅注重國際合作與國

際組織主導全球情勢運作，在自由主義框架底下，更是強調民主、自由及法治

的運作模式。因此在冷戰後更出現「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

旨在強調民主國家之間不會或較不可能會出現戰爭。此理論在冷戰後受到重視。

冷戰後，蘇聯的瓦解代表共產主義不如西方的自由與資本主義，且戰後新興國

家、原蘇聯與東歐國家皆著手推動民主化，足見對於民主自由理念的重視程度。 

  關於「民主和平論」的解釋，Bruce Russett 和 John R. Oneal 於 2001 年所

出的《三角和平論》（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亦提到維持和平的三個框架：民主體制、經濟互賴

關係、國際組織建立。第一個框架的民主部分，認為因為各民主國家皆熟悉彼

此的國家運作體制，也習慣以非暴力的方式來解決爭端，因而較不容易發生衝

突，更會避免引發戰爭。第二框架的經濟互賴關係，亦可稱作「貿易和平」，

因為國家之間有貿易往來，若發生衝突，雙方的貿易必然會受到影響，進而產

生損失。有貿易往來的國家之間因為存在經濟互賴的關係，在利益得失考量之

下，也會盡可能維持和平的狀態。最後，第三框架的國際組織，正如同前述，

凌駕於國家層級的國際組織能作為仲裁方，管制定解決國與國的紛爭；提供資

訊透明的交流平台，免除因國家之間訊息不對稱產生的誤解及衝突。44 

                                                      
42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自 1990 年開始的烏拉圭回合談判結束，於

1995 年正式成立。其前身為 1948 年開始實施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由於筆者主要用意在於強調戰後國際基於理想主義與對戰爭的避免而建立國

際組織，故在文中列出兩個成立時點。 
43 張亞中、張登及，同前揭文，頁 76-98。 
44  Bruce Russett and John R.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NY: W.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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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和平論」的相關解釋繁多，然而歷經多次辯論，國際關係學者認為

以「是否為民主體制」衡量能否維持和平狀態是不完善的，因為民主國家能維

持和平並不只是因為民主政體之故，進而提出「利益和平論」。45其理論與前述

「貿易和平」十分雷同，認為兩國若有相似的利益，為謀求彼此利益之一致性，

便會尋找降低衝突產生機率的方式，進而創造彼此的穩定和平關係。 

  延續前面自由主義中的民主與自由精神，民主的理念主要呈現在於政治運

作，而自由的概念則可呈現在更廣泛的層面。其中經濟的自由化更是各國冷戰

後改革的主要工程之一，改革內容包含市場的開放、價格自由化、貿易自由化

等。貿易自由化後，市場由國內擴及至全球市場，納入更加複雜的全球運作。

各國的經濟實力不同、對商品的供給需求程度不一等差異性，最終使自由主義

在全球的推動出現障礙，出現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兩派說法，也是下個小節將討

論的部分。 

二、 經濟全球化與貿易保護主義 

  自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經濟全球化進入發展最為迅速的時期。然而，

2008 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性金融風暴之後，各界對於經濟全球化發展產

生疑慮，畢竟全球化使得全球的經濟呈現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危險境地，金融危

機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當經濟全球化發展開始進入停滯期，反觀現在，各

國貿易保護主義紛紛抬頭，其中尤以美國川普總統上台後更為顯著。 

  在當前全球的「貿易保護主義」46思潮再次盛行之時，中國與俄羅斯反其

道而行，積極推動跨國際區域經濟合作的行動，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免又會

產生危機感。以蘇聯的瓦解為分界，冷戰正式宣告結束，隨之而起的是各國為

適應新的社會經濟環境，不斷進行經濟結構上的調整，更有大批原蘇聯國家積

                                                      
45 「利益和平論」亦為後續學者提出的「資本主義和平論」（Capitalist Peace），進一步解釋貿易

與和平之間的關聯性。詳見 Patrick J. MacDonald, The Invisible Hand of Peace: Capitalism, the War 

Machin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st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46 貿易保護主義，相對於前一小節所提自由主義的開放、自由競爭的理念，注重為保護國家內部

產業發展，而對外建立諸如關稅、限額等貿易壁壘。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264

 

27 
 

極投入全面性國家經濟政策與體制的轉型變革。縱然有過經濟轉型的陣痛期，

自由競爭市場機制的建立，仍然帶動全球經濟的迅速發展。至二十一世紀，經

濟發展全球化、金融創新比比皆是、資金的跨國流動性也大幅提升，世界的經

濟體系進一步向市場化、自由化以及網絡化推動。 

  但是全球化這個帶來巨大收益的利器，往往會是把雙刃刀。正如納西姆．

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在其 2007 年出版的《黑天鵝效應》

（The Black Swan）一書中提到，「天真的全球化」（naïve globalization）帶來的

並非全然是好處，反而會創造出連動性弱點，並形成所謂「毀滅性的黑天鵝事

件」。作者對全球化帶來的經濟效應做出警告：相互有關連的金融機構形成一

個穩定的表象，發生危機的可能變得很小，但是一旦失敗了，就會是全面且失

控的重創。472008 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Financial Crisis，或稱次貸風暴）恰

驗證其觀點。前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System, Fed）主席葛林

斯潘（Alan Greenspan）稱此為近一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一場全球金融浩劫。

48  

  此次的金融危機，不論發展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或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

等經濟主體皆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其中歐美為首的市場經濟成熟國家更是首

當其衝。這些國家的經濟市場中，金融發展成熟且不斷創新，各類型投資標的

物都可視為正規的理財工具。在金融產業發達的情況下，光是消費便占了整體

GDP 過半量。當金融海嘯來襲，人民財富縮減、市場流動資金減少且融資困難

度增加，國家整體消費大幅下降，使得瞬間崩盤的國家經濟更難在短時間內復

甦。因而當時這些西方國家內部「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及「去全球

化」（de-globalization）蔚為風潮。全球化發展在此開始面臨全球性、由內而外

的停滯期，反之，貿易保護主義又再次抬頭。49 

                                                      
47 Nassim Nicholas Taleb, 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pp. 225-227. 
48 Sam Stein, “Greenspan: This Is the Worst Economy I’ve Ever Seen”, HUFFPOST, November 25, 

2008,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greenspan-this-is-the-wor_n_126274>, May 29, 2019. 
49 吳柏寬、蘇怡文，〈全球化、反全球化與川普保護主義〉，《經濟前瞻》，2017 年 3 月，中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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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上述國際關係理論的論述，相互對立的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理念亦可

用以解釋現今各國對外政策的訂定與實行。依據現實主義中對於國家行為者的

權力、能力區分，本研究的俄羅斯以及中國即可以被稱作「強權」。身為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可歸類「經濟強權」；能源外交行之已久的俄羅斯則可被

稱為「能源強權」。兩國各自以其優勢能力，在國際上發揮其影響力，為國家

帶來更大的利益，此即現實主義的核心理論。另外，不論中國或俄羅斯，在理

想主義盛行之時也同樣在國內進行改革，俄羅斯在蘇聯瓦解後施行民主化與自

由化；而中國則是著手進行改革開放，力求與全球市場接軌，並有世界工廠之

稱。即使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兩國的互動及合作亦可以現實與理想兩項理論作

說明闡述。然而針對中國與俄羅斯的經貿合作乃至政策對接，筆者認為基於認

知上的爭議，以「民主和平論」解釋並不合適。各界對於中國與俄羅斯是否為

民主國家，在認同上仍有所不同，為避免研究產生爭議而排除「民主和平論」，

因此援引後續學者提出作為修正的「貿易和平論」與「利益和平論」輔助說明。 

  最後，在經濟全球化發展以及因全球金融危機而逐漸抬頭之貿易保護主義

兩個發展模式之中，如同前述中國與俄羅斯為符合入世條件而積極地著手推動

全球化相關政策。然而，在兩國市場對外開放，實行經濟全球化的同時，並非

代表沒有實施任何貿易保護主義。以俄羅斯為例，該國的能源產業便占其進出

口貿易過半比例，足見該產業對俄羅斯的經濟重要程度。因此在全球化之下，

俄羅斯的能源產業仍在市場上保有許多限制，包括對於外國企業參與開發以及

對俄國油氣公司的控股等限制。 

  

                                                      
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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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區域經濟整合理論 

  根據著名經濟學家巴拉薩．貝拉（Bela Balassa）定義，「經濟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是一個過程（process）也是一種狀態（a state of affairs）。意旨經濟

整合包含了消除各國家經濟主體之歧視的「過程」，以及以國家為單位的經濟

主體之間不存在任何形式之歧視的「狀態」。50 

  筆者認為，貿易保護主義即是經濟主體之間存在歧視的狀態，而經濟全球

化則是推動任何形式之歧視消失的過程。由上述的經濟全球化與貿易保護主義

的理論描述，以及所舉例之俄羅斯與中國實施政策與理論的對應，可知經濟全

球化是自由主義及理想主義的延伸，而貿易保護主義則是現實主義的實證。然

而，實際上可發現現存的經濟體中並沒有完全採用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政策，亦

無如同過去的「門羅主義」般徹底實施鎖國政策的貿易保護主義。幾乎所有國

家都是部分開放，部分限制；部分的理想主義，部分的現實主義。至於理想主

義下的自由開放、現實主義下的保護限制，在國家行為者之間的經濟政策中所

佔的比例多寡也形成了以整合程度深淺區分的經濟整合類型。 

  巴拉薩在其文中所列的經濟整合類型依整合程度由淺至深包含「自由貿易

區」（free trade area）、「關稅同盟」（customs union）、「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

「經濟聯盟」（economic union）以及「完全經濟整合」（total economic integration）。

51 

  自由貿易區，表示取消了各會員國之間的關稅以及進口限額等非關稅壁壘，

但會員國對非會員國各自依舊保留原先的關稅。關稅同盟，在自由貿易區的整

合基礎上，會員國各自除了無貿易壁壘，對外亦採取一致的關稅。共同市場之

下，各會員不僅須達到關稅同盟，還須讓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包括人員、貨物、

勞務以及資本等要素。至於經濟聯盟，除以上的條件之外，會員國之間還需將

                                                      
50 Bela Balassa,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World of Economics,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1991, 

p176. 
5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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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貿易及生產要素流動的相關規範與國家的經濟政策結合，藉由會員國間經濟

政策的協調及同步減少因政策差異導致的歧視現象。最後，全面的經濟整合意

味著讓會員國之間的經濟政策統一，最終建立一個超國家機構，其決定對所有

會員國有約束力，而能引導聯盟整體的運作。52 

  理解經濟整合類型之間的差異後，不同的整合類型會導致不同的經濟效應，

短期而言反應在各國之間的貿易行為；長期而言則表現在各國的產業生產等方

面。本研究將以經濟整合理論探討「一帶一盟」合作項目帶來的貿易效果，包

括「貿易創造效果」（trade creation effect）、「貿易轉向效果」（trade diversion effect）

以及「貿易偏向效果」（trade deflection effect）。 

  貿易創造效果，顧名思義經由區域經濟整合，創造或提升了會員國之間的

貿易量。由於各會員國之間減少或消除了彼此的貿易壁壘，原先由 A 國自行

生產不具比較利益的商品，因此可改由生產具比較利益的 B 國進口。對 A 國

的消費者來說，可以較低的價格買到相同品質的商品；而 A 國的生產者也能

去生產具比較利益的商品，而減少或不會進行相較於 B 國之無效率生產導致

資源的浪費；對 B 國生產者而言，因為增加了來自 A 國的需求而能提高產量，

獲取規模經濟之效益。 

  貿易轉向效果是指整合之後會員國之間無貿易壁壘，原先由生產成本低的

非會員國進口的商品改由生產成本高的會員國進口。舉例來說，A 國與 B 國形

成自由貿易區，A 國原先從 C 國進口生產成本低的 X 產品，但兩國之間仍有

商品關稅，使得 X 商品的最終價格高於從貿易整合之會員國─B 國進口沒有加

徵關稅的高生產成本商品。因此，即使 C 國的生產成本較低，但因與 A 國存

有貿易障礙，即 A 國對其課關稅的差異（巴拉薩所指的歧視現象），使得 A 國

最終會選擇由生產成本高的 B 國進口商品，導致整體社會資源的使用不能達

到最佳效率化生產。在此例中，A 國的消費者依舊能以較低的價格取得相同的

                                                      
52 同前註，頁 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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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B 國生產者也因需求增加而提高產量，增加銷貨收入；C 國生產者則損

失了對外銷貨量。但實際上，以區域經濟角度而言，由於國與國之間歧視現象

的存在，使得 A 國反而選擇了生產成本較高的 B 國商品，並沒有讓各國的比

較利益發揮到極致，造成整體資源的浪費。 

  貿易偏向效果，表示非成員國為了以低價打入經濟整合組織，而先將商品

賣進對外關稅較低的會員國，再藉此國家將商品賣進其他對外關稅較高的國家。

假設現在 A 國與 B 國形成自由貿易區，而 C 國並未加入整合，但想把商品賣

進該自由貿易區。由於自由貿易區表示 A 國與 B 國彼此無關稅，但對非會員

國仍保有各自的關稅自主決定權，故兩國對於 C 國商品所課關稅比例不一。在

此例中，假設 A 國對 C 國所課關稅較低，則 C 國可先將商品賣進Ａ國，再從

A 國將商品賣入 B 國，因為Ａ國與Ｂ國已經整合為自由貿易區，彼此之間無關

稅。對Ｃ國而言，此種貿易方式可避免該國生產者面對Ｂ國的高關稅。然若，

Ａ國與Ｂ國進一步由自由貿易區整合為關稅同盟，對外採行一致的商品關稅，

則可避免此種現象的產生。 

  基於上述對主要國際關係理論和區域經濟整合理論的理解後，筆者將於下

個小節分別釐清中國與俄羅斯如何在這些國際經濟理論與國際思潮塑造的外

部環境背景下提出自己的對外經濟政策，以及其國家經濟決策是否也同樣受到

這些理論的影響。同時也將應用這些理論在後續章節分析俄羅斯和中國的「一

帶一盟」合作，包含合作項目對對俄羅斯的效應以及對整體國際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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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一帶一路」、俄國「歐亞經濟聯盟」政策 

  之成型與其政策異同性  

  在經濟全球化發展後，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在像過去美國施行門羅主義

一般能夠閉門造車，兩耳不聽窗外事的僅關注於自己國內的事務。前有因自由

主義與理想主義而建立的國際組織引領了全球的經貿事務，後有因金融海嘯而

再次興盛於全球的貿易保護主義。然而，即使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而經濟全球

化式微之下，國與國之間的合作仍會持續進行，區域性的合作逐漸代替全球性

組織引領各地區的經濟發展。中國與俄羅斯亦不例外，中國意圖與其鄰近國家

拉起橫跨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海上絲綢之路」，提出了轟動

全球的「一帶一路」倡議；俄羅斯則在蘇聯解體後，為了國家的經濟成長發展，

聯合從過去蘇聯內的加盟共和國獨立出來的新興主權國家，建立「歐亞經濟聯

盟」。由此可知，面對現今國際經濟社會的運作，中、俄兩國有意自我主導區

域性的合作組織來參與國際經濟的運行。筆者將於此小節中，針對兩國分別欲

建立主導的這兩項經濟政策做簡要說明與比對。 

一、 中國的「一帶一路」經濟倡議政策 

  觀察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經貿行為可知，在 2001 年底正式加入 WTO

後，隨著貿易開放帶動整體經濟迅速增長。中國先是以低廉勞動力為導向發展

成為世界工廠，許多經濟發展成熟國家廠商因為無法與生產成本較低的中國廠

商競爭，進而出現失業人潮。當自身經濟實力得到提升，中國開始將目光投往

境外地區，也不再滿足於龐大的內需市場，積極加強對外貿易，並在 2013 年

9 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哈薩克進行國事參訪時，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SREB，後文簡稱為一帶，One Belt）的倡議。後續

在 2015 年 3 月，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推

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Vis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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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s on jointly building Belt and Road）（以下簡稱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

中「一帶」為陸上絲綢之路（見下圖 2-1 中上方橘色路線），實際體現為中國

提出的六大經濟走廊：中蒙俄經濟走廊、新歐亞大陸橋經濟走廊、中國─中亞

─西亞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

廊（詳見下圖 2-2）結合而成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至於「一路」，則是海上絲綢

之路（見下圖 1 中下方藍色路線）。 

 

  

圖 2- 1. 「一帶一路」示意圖 

資料來源：BBC 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7683550 

>，2020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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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一帶一路」六大經濟走廊圖 

資料來源：「『一帶一路』建設」，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中國貿易，< 

https://research.hktdc.com/tc/article/MzYzMDAyOTg5 >，2019 年 9 月 19 日。 

 

  緣起於中國的「古絲綢之路」，結合全球興起的區域性經濟合作趨勢，中

國的「一帶一路」受到外界極大的關注，更被西方國家視為戰略性發展政策。

然而觀其政策本質，可發現中國的「一帶一路」其實並非區域經濟組織，而是

對於區域經濟發展及合作的政策倡議。不僅是為中國的對外發展，也能帶動起

沿線國家的經濟水平。不過仍不能忽視中國想藉此掌握「一帶一路」觸及之處

的經濟活動主導權，進而增添其國際地位。因此，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倡議

的考量，既包含現實主義下對於平衡國家區域發展、增加對外話語權的意圖，

也存在理想主義提倡的促進國際合作的精神。由於本篇研究的重點並不在於中

國「一帶一路」的發展情形，而是俄羅斯在與中國「一帶一路」合作之後的發

展狀態，因而在此不對中國方的成果多做贅述。 

二、 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 

  身處世界一環的俄羅斯在面臨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下，必然也須有所為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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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市場裡占一席之地。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便致力於推動獨立國家國協

（Содруже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以下簡稱「獨協」53）的區域經濟合作，此項政策意在解決過去蘇聯計畫

經濟的遺害。過去共產主義而產生的經濟互助委員會（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omecon，簡稱經互會）讓蘇聯內部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

專業分工擴及到東歐地區，藉此和東歐的共產國家自成一個東方集團內的貿易

體系。 

  然而在蘇聯瓦解各國紛紛獨立後，過去各加盟共和國之間不存在的國與國

之間的障礙紛紛豎起。但既使在各國經濟發展不易的狀態下，對於這些從蘇聯

中獨立出來的新興主權國家來說，實際上獨協僅僅是一項經濟發展的選擇途徑，

許多國家如高加索三國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喬治亞以及一開始便拒絕加入獨

協的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皆是更加偏於向歐洲靠攏。在

這種西方國家與國際組織經濟救援效果較大，加上不願恢復如過去蘇聯時期受

俄羅斯掌控經濟的氛圍影響下，獨協的發展進入停滯期，並未達到俄羅斯當初

意圖達成的目標。在反全球化思潮底下，區域性經濟合作的興起亦令俄羅斯再

次嘗試聯合鄰國帶動發展國家經濟。 

  此外，加上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簡稱歐盟）分別於 2004 年和

2007 年進行了兩次東擴政策，另外也有 2004 年公布的「歐洲睦鄰政策」

（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 ENP）。兩項政策的實施對象前後包含了原蘇

聯國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以及與俄羅斯相鄰且經貿關係更加

密切的烏克蘭、喬治亞、亞塞拜然等。為了穩固俄羅斯在歐亞區域的影響力，

並實現區域經濟整合及多元化發展，2011 年 11 月，俄羅斯時任總理普欽提出

以歐盟為借鑒基礎的區域聯盟。最終於 2015 年主導正式建立了「歐亞經濟聯

                                                      
53 獨協國家包含俄羅斯、白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亞美尼亞、

亞塞拜然及摩爾多瓦。原成員國喬治亞於 2008 年因當年的南奧塞梯戰爭退出，烏克蘭因克里米

亞事件於 2018 年宣布退出，詳参： Interstate statistical Committee of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http://www.cisstat.com/eng/>。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264

 

36 
 

盟」。俄羅斯的鄰近國家如烏克蘭、喬治亞及摩爾多瓦較傾向於加入歐盟，因

此最終「歐亞經濟聯盟」的成員國為俄羅斯、白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以及

亞美尼亞。而俄羅斯也希望透過此經濟聯盟延續過去蘇聯時期計畫經濟下各國

擁有的經濟特長，進而透過加強區域政經合作，提升整體實力並打造良好的投

資環境。 

  歐亞經濟聯盟下轄分別設有歐亞經濟最高理事會（The Supreme Eurasian 

Economic Council）、歐亞政府間理事會（The Eurasian Intergovernmental Council）、

歐亞經濟執委會（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以及歐亞經濟聯盟法院（The 

Court of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其中以最高理事會的層級最高，政府

間理事會次之。政府間理事會之下，則是歐亞經濟執委會，執委會中另分別設

有提案委員會（Commission council）以及執行部（Commission board）。獨立於

上述機關的，是處中立角色的歐亞經濟聯盟法院。54（詳細聯盟組織架構可參

見下圖 2-3） 

 

圖 2- 3. 歐亞經濟聯盟組織架構圖 

                                                      
54  “About the Union- Governanc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http://www.eaeunion.org/?lang=en#about-administration>. 

歐亞經濟聯盟 

歐亞經濟最高理事會(高峰會) 

歐亞政府間理事會 

歐亞經濟執委會 

(常設機構：莫斯科) 

提案委員會 執行部 

歐亞經濟聯盟法院 

(常設機構：明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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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歐亞經濟聯盟官方網站， <http://www.eaeunion.org/?lang=en#about-

administration>，2020 年 11 月 15 日。 

2. 作者自行繪製。 

 

  最高理事會由各會員國領袖組成，是負責歐亞經濟聯盟決策與指揮的主要

機構。作為層級最高的權力所在，各國領袖在最高理事會議上對原則性相關議

題進行協商與討論，其中尤以預算決策權最為重要。 

  政府間理事會，顧名思義是由各會員國的政府代表組成的聯盟組織，通常

會由各會員國總理擔任。政府間理事會的主要工作，為執行最高理事會的決策。 

  歐亞經濟執委會，其前身為關稅同盟委員會，總部設於莫斯科。執委會主

要負責聯盟的法規以及各項協定內容的執行，其中又以為聯盟的運作及發展創

造條件、聯盟經濟整合領域起草提案最為重要。執委會的次級部門，分別為提

案委員會以及執行部。前者由各國派一名代表參加決策訂定，職責較偏向政治

性質；後者則依比例駐派各會員國代表，負責監督聯盟框架下國際協定的執行。 

  歐亞經濟聯盟法院，為確保聯盟法規適用於各會員國的司法機關，獨立於

上述之各層級理事會及委員會，其總部設於明斯克。 

  目前「歐亞經濟聯盟」的經濟整合模式是屬於關稅同盟階段，會員國之間

消除關稅及貿易壁壘，對外則採行統一的關稅及貿易相關政策。55 

  根據聯盟總體經濟政策部的經濟政策戰略研究室主任安德烈·潘捷列夫

（Andrey Panteleev）於 2019 年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ESCAP，簡稱亞太經

社會）舉辦為落實北亞、中亞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多邊經濟論壇上的報告「歐亞

經濟聯盟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成就：評估與濟會」（SDGs achievement in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ssessments and opportunities），歐亞經濟聯盟的成立宗旨是為

                                                      
55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AEU)”,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Database, WTO, 

<http://rtais.wto.org/UI/PublicShowMemberRTAIDCard.aspx?rtaid=909>, Jan 2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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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國創造可持續發展的環境、經濟空間，並藉此促進人民的生活水平。區域

經濟整合可謂實現聯盟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唯一）途徑，且整合政策與經

濟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可相對應。潘捷列夫列出了當前「歐亞經濟聯盟」正積極

推動整合的項目，包括以下：聯盟商品的關稅優惠、經濟政策協調整合、共同

金融市場、統一的技術法規、統一的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SPS）政策、教育和學位資格認證。具體實施包括：將提升能

源效率納入技術法規、在科學技術與創新領域共同出資合作、區域穩定機制的

建立、取得其他經濟主體的支持等。56 

2020 年 7 月，聯盟內部歷經多次討論，各會員國最終也確立的《歐亞經

濟聯盟到 2025 年前的整合發展策略》（Strategic directions of EAEU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until 2025），推進聯盟的整合及區域永續發展。57 

在建立共同金融市場方面，2020 年 10 月 26 日，歐亞經濟執委會整合與

宏觀經濟部部長謝爾蓋·格拉濟耶夫（Sergei Glazyev）在會議期間，提出了關

於建立歐亞經濟聯盟的貨幣和金融體系的建議。58 

  在區域穩定機制方面，經濟執委會將歐亞經濟聯盟定位為大歐亞夥伴關係

的中心之一，並重視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融合，以及加強與歐亞國家與

區域組織合作等問題。謝爾蓋稱，聯盟已經與獨立國協進行有系統的互動；且

正和「上合組織」討論建立合作備忘錄的可能性；與獨協國家也進行卓越成效

的合作。59 

  總上所述，歐亞經濟聯盟延續其為區域經濟穩定發展的成立宗旨，對於區

                                                      
56 “SDGs achievement in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ssessments and opportunities”, Andrey Panteleev, 

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2019,  

< https://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3.%20Panteleev_eng.pdf >. 
57 “EAEU finalizes its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July 20, 

2020, <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en/nae/news/Pages/2020-07-20-1.aspx >, Dec 16, 2020. 
58 “Sergei Glazyev proposed shaping a Eurasian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Oct 26, 2020, <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en/nae/news/Pages/26-10-2020-

1.aspx >, Dec 16, 2020. 
59 “Sergei Glazyev: "Meaningful long-term initiatives are needed for the Greater Eurasian partnership”, 

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Sep 28, 2020,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en/nae/news/Pages/28-09-2020-2.aspx>, Dec 16,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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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經濟整合相關議題十分重視，並積極增加對外經貿合作。而本文主要探討的

俄羅斯與中國「一帶一盟」對接合作，正是普欽透過與中國合作促使歐亞經濟

聯盟實現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進展之一。 

  因此，綜觀俄羅斯主導建立「歐亞經濟聯盟」的眾多考量，體現該國家政

策對於現實主義的理論傾向，卻也存在希望整體區域經濟達到穩定發展的理想

主義理念。古人言：「先安內，後壤外」，俄羅斯也是為利於國內產業發展，加

上希望穩固歐亞地區勢力的濃厚帝國情懷的現實利益考量，方聯合鄰國形成經

濟聯盟。但其領導的「歐亞經濟聯盟」所推動之區域整合目標，卻可視為理想

主義下推動國際合作與貿易和平理論的具體落實。而「歐亞經濟聯盟」作為眾

多區域經濟整合組織的一員，則同時具對內組織成員國間經貿自由化，以及對

外，即對非會員國採取貿易保護主義下的貿易壁壘之雙重特質。 

三、 中俄經濟政策異同性 

  在進入討論中國的「一帶一路」與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整合對接的

政策之前，仍須先針對兩項經濟政策做比對，藉此理解雙方為何發展為後續的

「一帶一盟」。結合前述文獻探討中，學者先進們對於「一帶」與「一盟」兩

者的異同比對，筆者認為以下相同及相異之處與後續項目研究息息相關，茲特

別整理，並將兩者異同處與俄羅斯及中國的政策考量相連接作為補充。 

（一） 「一帶」、「一盟」相同處 

  首先，中俄的目標皆在於區域型的經濟合作與發展。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

後的經濟實力崛起與國力大幅提升，使其下一步希望能與全球接軌，並以 2013

年陸續成型的「一帶一路」倡議為實踐代表。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倡議與歐

亞許多國家發展經濟合作，一方面能舒緩國內產能過剩、釋放過多的勞動力；

一方面也能透過加強沿線地區的基礎建設，對內帶動西部地區發展，對外也可

以確保中國的能源安全與糧食供給，例如從哈薩克進口石油與糧食，增加能源

與糧食進口來源的多元化，鞏固國家發展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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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觀，俄羅斯自蘇聯瓦解而獨立後，基於國家經濟發展考量、基於國安而

希望維持對後共地區的掌控，先是提出「獨立國協」。在經濟全球化思潮帶動

下，為了能參與融入全球經濟，以歐盟為參照基礎建立「歐亞經濟聯盟」。因

此，中俄兩方都有意主導歐亞地區的經濟合作，在此共同目標的共識下促成「一

帶一盟」的形成。 

  其次，在雙方政策規劃中有很大塊的重疊地區。中亞地區身為連接歐洲與

亞洲國家的中轉樞紐，不論在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亦或是中國推

動的「一帶一路」，都是關鍵區域。為了穩固俄羅斯在歐亞地區的主導地位，

後共國家都是俄羅斯希望拉攏的國家。然而受到過去蘇聯統治歷史影響，以及

對於西方歐盟戰後發展良好的憧憬，諸如波海三國與烏克蘭皆偏向與歐盟結盟

而非俄羅斯。中亞地區不同於前述靠海的國家，本身經濟發展侷限，加上基於

與俄羅斯的地緣關係以及經濟依賴程度，是樂見於和俄羅斯合作。而俄羅斯想

保持對中亞地區的掌控，除了對國土安全的保障，也考慮到透過中亞地區連接

西方的歐洲、東方的亞太地區以及南方的中東地區，是有其全球能源布局的考

量。中國「一帶」政策上的路線規劃裡，主要分兩條：一是由中國東北經由俄

羅斯、中亞進入歐洲；二則由中國西部新疆經由巴基斯坦、中亞、西亞與波斯

灣以及地中海地區國家聯接。可發現在兩條絲綢之路規劃，中亞地區都是必經

之地。另外，也能注意到俄羅斯本身亦為中國連通歐洲路線上很重要的一處。 

  最後，回到兩方經濟發展政策推動的國家本身而言，筆者認為也需考量到

中國與俄羅斯較相似的國家體制。中俄雙方都是共產體制的背景，雖然俄國已

轉型但仍被視為威權政體，更遑論還是現在進行式的中國共黨專政。在相同的

體制背景下，由兩國政府所提出的區域經濟合作政策被落實之可能性將提高。

如同上述所提及的政策共同性之下，可見「一帶一盟」對接的可行性，也有助

於俄羅斯與歐亞經濟聯盟各國的經濟穩定發展。 

（二） 「一帶」、「一盟」相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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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兩方政策的性質不同。雖然目的皆在於推動區域性的經濟合作發展，

然而「歐亞經濟聯盟」是一個發展基本成熟，組織完善的經濟整合組織；而「一

帶一盟」，從其全稱便可知是一項經濟倡議，並無所謂組織，更無會員國的存

在。前者是經濟整合組織，目前屬關稅同盟的整合階段，對外具有排他性；後

者是對外進行經濟合作貿易往來的一項規劃，所有與中國有簽屬合作備忘錄的

國家皆可以參與，因此是開放而具包容性的。 

  其次，兩者經濟水平不同。如同許多文獻所提，俄羅斯與中國在經濟能力

上的差距會造成雙方合作的考驗，筆者亦如此認為，可於後續項目研究做進一

步驗證。俄羅斯雖然因其稟賦的天然氣與石油資源，而在國際經濟上占重要地

位。然也歸因於此，國家整體產業發展不均，有經濟二元化的現象，其他產業

發展相對疲弱。60對於天然資源產業過於依賴，讓俄羅斯的經濟狀態相較他國

更易受到國際油價漲跌影響。反觀，中國已經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

該國擁有世界上最多高達 13.93 億的人口，國家總產值高居第二當然也就代表

國家能運用的資金十分充裕。加上其獨特的「中國模式」運作下，許多政策的

推動所需的資源由國家掌控，故較不會出現不足的現象而窒礙難行。 

  上述關於政策相異處的兩點論述，對於中俄「一帶一盟」的合作其實有利

有弊。利在於運用兩方的政策體制互補性，在對接合作的過程中可以仿效「歐

亞經濟聯盟」完善的組織運作模式；而在合作的項目選擇與規劃上則是以中國

提出的「一帶一路」項目為主。另有一點合作的有利，雖然中俄的經濟實力有

不小的落差，但也能成為雙方合作的動力。在兩方皆想擴大發展，並平衡區域

開發程度的目的之下，中國的雄厚經濟能給予資金支撐，而俄羅斯也提供其所

擁有的自然資源、技術等。至於利弊之弊，政策性質的差異也可能造成合作過

程的衝突與摩擦。「一帶一盟」作為國家層面的合作，更需要彼此信任的建立

與輔助才能補足在性質不同上的缺漏。最後，也因為兩國的經濟實力有差距，

                                                      
60 洪美蘭，「經濟均衡發展策略：歐洲轉型國家之案例與啟示」，2008 年，翰蘆圖書，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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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若雙方的合作上需要中國出資方能令政策順利推動，或許會造成雙方在談

判過程中的不平等地位。這點一樣需要倚仗中俄雙方的信賴以及硬性的契約簽

訂進行規範。 

  經由這小節對於中國「一帶一路」與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相同與相

異之處的分析，相同處能進一步成為雙方合作的推動力，這部分將於下一節「一

帶一盟」形成裡再進一步詳細分析；至於相異處，亦能成為彼此互補的特點，

即使這些不同點會成為合作過程的絆腳石，畢竟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也是

雙方決議合作後須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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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俄區域整合對接 

一、 「一帶一盟」合作的形成 

  中國的「一帶一路」以及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皆在 2015 年成立，

且其政策實施之區域範圍也有所重疊，主要指的便是中亞五國，因而彼此之間

在區域經濟發展上存在競爭的關係。而關於中俄以及中亞國家的跨國合作組織

又可往前追溯至於 1996 年成立的上合組織。其創始國有中國、俄羅斯以及除

土庫曼外的其他四個中亞國家。雖然當初成立的目的是以區域軍事安全為考量，

希望控制並打擊區域的恐怖主義、分裂主義以及極端主義。但隨著經濟全球化

趨勢的發展，中國逐漸將此組織的合作領域由政治擴及至經濟，俄羅斯則主要

維持將其視為維持區域軍事政治穩定的定位。61 

  在此情況下，中亞經濟受惠於中國政策之轉變，加之想擺脫俄羅斯掌控的

心理，在合作對象的選擇上更傾向於中國而非俄羅斯。為推動「一帶一路」項

目，中國於 2014 年起，陸續共出資 1400 億美金，作為絲路基金提供沿線國家

做開發與融資。62另外，2016 年正式開業的亞投行，對於中國「一帶一路」項

目提供了龐大的資金，更是令其建設得以更加順利進行。中國因為從亞投行獲

得資金，使其區域經濟建設可以實際運行。而令俄羅斯更加感受到來自中國作

為經濟崛起之大國的威脅，並關注到中國在地區影響力的迅速增長。震驚於中

國能控制歐亞經濟之事實，在本身對於中亞掌控度逐漸降低的情況下，俄羅斯

除了希望能透過歐亞經濟聯盟的建立，以在此地區力挽狂瀾，更為了國家發展

考量而決定與中國進行合作。  

  2015 年 5 月，雙方總統習近平與普欽簽署了《聯合聲明》，使歐亞經濟聯

盟的成員國在基礎設施建設、金融機構合作等方面，可以與中國的絲綢之路經

                                                      
61 有關上合組織的發展請參閱上海合作組織官方網站，< http://chn.sectsco.org/ >。 
62 2014 年 11 月 8 日，中國出資 400 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後於 2017 年 5 月 14 日「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宣布向絲路基金增資 1000 億美元。詳參見絲路基金官方網站，

<http://www.silkroadfund.com.cn/cnwap/25363/25367/20037/index.html>，2020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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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帶建設進行對接合作。以下，將討論促成此次中俄「一帶一盟」合作雙方具

備的推動條件，以及雙方對於合作希望取得的成果，以利後續討論合作的發展

情況。 

二、 「一帶一盟」合作的推力 

  2016 年 6 月 25 日，為落實兩國領導人聲明，中國商務部與歐亞經濟執委

會正式啟動經貿合作協議談判。協議經歷五輪談判、三次工作組會和兩次部長

級磋商，範圍涵蓋了海關程序與貿易便利化、知識產權、部門合作和政府採購

等 10 個章節，其中也包含了電子商務和競爭等新議題。63 

  在雙邊開啟第一輪經貿協定談判時，歐亞經濟聯盟商業委員會主席（the 

President of the EAEU Business Council）維克多·赫里斯堅科（Viktor Khristenko）

表示，中國是一個龐大的經濟體，是歐亞經濟聯盟國家中每個會員國最大的貿

易夥伴。有關框架協議的談判強調「歐亞經濟聯盟」和「絲綢之路經濟帶」的

聯合任務（『一帶一盟』）是一個全球框架，其中包含大量基礎設施和投資項目。

在未來的工作中，找到雙邊和多邊軌道之間的有效結合以正確地組織起來非常

重要。64 

  合作協議的達成對於中國及聯盟各成員國都具有重大意義。首先，歐亞經

濟聯盟將探索與中方建立更為便捷有效的機制，促進生產要素包含貨物、服務、

勞動力和資本等的自由流動。更藉由減少非關稅貿易壁壘，提高貿易便利性，

營造有利於產業發展的良好商業環境。另外，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與歐亞經

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對於促進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及其成員國發展更高、更

深層次的經貿合作關係具有重要意義。65 

                                                      
63 「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正式簽署經貿合作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8 年 5 月 17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05/20180502745041.shtml＞，2020 年 10 月 15 日。 
64  “The EEC and the EAEU Business Council discusse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Dec 20, 2016, 

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en/nae/news/Pages/20-12-

2016-6_en.aspx>, Oct 15, 2020. 
65 「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簽訂聯合聲明雙方合作再提速」，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拉脫維亞共和國大

使館經濟商務處，2017 年 10 月 10 日， 

＜http://lv.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710/20171002655638.shtml＞，2020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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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接若順利進行，其可收成之豐碩果實可想而知。因此下文將先分析對接

合作的推動力有哪些層面，以利了解為何（why）要做對接以及評估未來對接

的可行性，並以當初中國推出「一帶一路」時所提及的「五通」作為主要分析

項目。66由於本篇論文將研究對象限縮在中國與俄羅斯，因此筆者將會以俄羅

斯的角度為出發點進行分析。 

（一） 政策溝通 

  歐亞經濟聯盟中各國對於一帶一路之推動，皆表現積極配合的態度。普遍

認為此項對接合作能解決區域經濟問題，並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因而各國間

政府都十分密切配合政策實施。政策的溝通主要能提供參與中國「一帶一路」

項目的各國保障。如同前一小節所述，國家層級的合作，互信是極其重要的先

決條件。然為避免一方空口說白話，應有的協議簽訂也是必要的。在兩方合作

受到保障後，合作的項目方能順利進行，還能避免後續出現糾紛時無所憑依。

因此，俄國在與中國的對接合作上簽署的相關協議包括數項中俄聯合聲明，例

如 2014 年 5 月 20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關於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

係新階段的聯合聲明》67、2016 年 6 月 25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

聯合聲明》68、2017 年 7 月 4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進一步深

化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69以及 2018 年 6 月 8 日《關於完成歐

亞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聯合可行性研究的聯合聲明》70等。所提及內容包含中俄

貿易、借貸及投資擴大本幣結算模式；協助發展俄境內交通基礎建設以加快啟

                                                      
66 下文有關「一帶一盟」對接合作可行性優勢之分析，參閱：王超，「『一帶一盟』對接合作成績

斐然」，2018 年 08 月 18 日，光明日報。該文中論述的「一帶一盟」對接合作優勢。 
67 詳全文參見「中俄關於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新階段的聯合聲明」，2014 年 5 月 20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157763.shtml＞。 
68 詳全文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聯合聲明（全文）」，新華網，2016 年 6 月 26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6/26/c_1119111908.htm＞。 
69 詳全文參見「中國和俄羅斯深化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7 年 7 月 5 日， 

＜http://www.scio.gov.cn/31773/35507/htws35512/Document/1557503/1557503.htm＞。 
70 「中俄簽署《關於完成歐亞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聯合可行性研究的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

商務部新聞辦公室，2018 年 6 月 8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06/20180602754029.shtml＞，2020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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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對華天然氣之供應；建立「中俄投資合作委員會」以及「俄中投資基金會」

（Russia-China Investment Fund, RCIF）71以協助雙邊投資發展等。2018 年的聯

合聲明更直接涉及中俄建立《歐亞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可行性探討，包含具

體實施領域以及貨物貿易等議題的談判。由此可知，中、俄對接合作的主要動

力來自於雙邊的國家政府。 

（二） 資金融通 

  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間各國的產業結構互補，加上經貿關係日益增強、逐

年遞增，因而合作中最必不可少的融資渠道之成熟，也是雙方對接的一大優勢。

另外，人民幣在歐亞經濟聯盟會員國中的流動性是很良好的。以中俄為例，為

擴大雙方經貿關係並降低對美元的依賴，早在 2014 年 10 月，俄羅斯的中央銀

行與中國人民銀行（央行）便簽署了為期 3 年，規模為 1500 人民幣的《貨幣

互換協議》。72到 2018 年，據當時的俄羅斯駐中國代表處主任所述，當年 1 月

至 9 月，莫斯科交易所的人民幣─盧布貨幣兌換交易量為 7320 盧布，幾乎為

前一年總額的兩倍之多。73又如中亞國家中較富裕的哈薩克，人民幣與哈薩克

貨幣堅戈（Kazakhstani Tenge），也已經在該國的證券交易所開始進行掛牌交易。

另外，在資金流通平台方面，更有由國家官方主導的各開發銀行，包括絲路基

金、亞投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BRICS Development Bank）74、上合組織開

發銀行。除絲路基金僅是為提供「一帶一路」項目融資，由中國單方面 出資、

                                                      
71 中俄投資委員會主導，由俄羅斯直接投資基金會（Russian Direct Investment Fund, RDIF）和中

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 CIC）共同成立。 
72 「中俄簽署貨幣互換協議 1500 億人民幣規模」，日經中文網，2014 年 10 月 14 日，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stockforex/11401-20141014.html＞，2020 年 8 月 19 日。 
73 「俄央行：莫斯科交易所 1-9 月盧布-人民幣互換交易量為 7320 億盧布」，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2018 年 11 月 21 日，＜http://big5.sputniknews.cn/economics/201811211026895828/＞。 
74 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又稱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 BRICS），最先由金磚國家於 2012

年提出，於 2015 年 7 月正式開業。主要為避免當金融海嘯再次發生時受到國際貨幣不穩的影響，

並旨在以應急之儲備基金協助金磚國家解決短期的金融危機。一般咸認為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

建立，是新興國家對於二戰後由美國為首之已開發國家所建立國際的金融體系的挑戰，其中更以

世界銀行為此領域的代表金融機構，可視為一項「去美元化」的行為。参見：「金磚國家挑戰美

國 主 導 的 金 融 秩 序 」， 日 經 中 文 網 ， 2014 年 7 月 17 日 ， <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efinance/10192-20140717.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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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之外，後三者皆是跨國型的區域性合作開發銀行。除此之外，這些銀行作

為對過去金融海嘯反思的產物，因而提倡以「本幣結算」的貿易方式。由於中

俄雙方皆有共同參與的國際金融機構，不但為兩國的經濟合作提供了正式的互

動平台，增添「一帶一盟」推動的便利性、資訊流通與跨國溝通等，藉此也能

作為一帶一盟對結合作的資金來源以及提升兩國在全球的經濟地位。 

（三） 地緣優勢 

  單純從地理位置來看，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中的俄羅斯、哈薩克以及吉爾

吉斯相接壤，本身的貿易往來互動已有一定基礎。而白羅斯以及亞美尼亞作為

與歐洲相連接的中心國家，其重要性顯而易見。 

  另外，從中國「一帶一路」已積極投入建設的六大經濟走廊中，便有三條

走廊是與歐亞經濟聯盟會員國密切相關。此三條走廊包括：「中蒙俄經濟走廊」、

「新歐亞大陸橋」以及「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 

  換言之，中國與俄羅斯基於地緣關係，加上俄羅斯與中國「一帶一路」的

合作，又可望解決兩國皆存在之嚴重區域發展不均問題。俄羅斯的發展重鎮皆

圍繞著位於西部的莫斯科及聖彼得堡，並呈輻射狀的向外擴張；反觀其東部西

伯利亞地區，雖然含有豐富的礦物等天然資源，然而受限於區域開發程度普遍

不高、生活機能過低等因素，鮮少人願意前往發展。中國高度開發地區則是其

國土東部的沿太平洋海岸的城市，開發程度由東向西的往內陸擴散；約以重慶

成都為界，中國的西部地區包括新疆維吾爾因地理因素而缺少開發。俄羅斯東

進政策從十九世紀中葉便是其對外的政策重要的一環，中國西進政策在其開始

注重對外發展後也極受重視，兩方欲達成的區域發展推進方向正好相對，而「一

帶一盟」的合作正好符合雙方需求，成為促成雙邊政策對接的一大推力。 

（四） 基礎設施 

  歐亞經濟聯盟中各國的基礎建設發展雖算完善，其中以俄羅斯、哈薩克以

及吉爾吉斯的鐵路交通聯通度為最高；而通信設施方面的聯通，則以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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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羅斯、哈薩克以及吉爾吉斯之技術水平較高。 

  然而，「一帶一盟」的合作更可以提高區域的跨國性交通設施，如歐亞大

陸橋使得歐洲以及亞洲的貨運物流得以實現，完成了海陸聯運。而哈薩克也在

中國連雲港設立了物流基地，使之成為哈薩克通往太平洋的第一個出海口。中

國 2015 年提出的「一帶一路」更是以擴大歐亞地區的基礎建設為主要目的，

並有亞投行在背後做為資金輔助。其中，「中歐班列」（China Railway Express, 

CR express）更是中國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主要項目，有「一帶一路」發展

的晴雨表之稱。2017 年 4 月，中國、白羅斯、德國、哈薩克、蒙古、波蘭以及

俄羅斯七國的鐵路部門更是聯合簽署了《關於深化中歐班列合作協議》，使得

「中歐班列」之行駛近年也不斷提升，逐漸形成連接亞、歐、非的交通網絡。 

  除了陸上交通基礎設施的合作開發之外，俄羅斯於國際市場上賴以生存的

能源管線亦是兩國重要的合作項目。俄羅斯與中國於 1994 年針對天然氣開發

項目簽署了《天然氣管道修建備忘錄》，經過 20 年的多次談判協商，2014 年 5

月，中俄雙方簽署為期 30 年的供氣協議，約定每年透過前述的管線由俄羅斯

項中國運輸 380 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以俄羅斯本身對於能源開發的純熟技

術，加上中國部分的雄厚資金補助，兩方對於能源管線的合作建設不僅對兩國

深具意義，更可能連帶影響國際能源市場。然基於本研究為「一帶一盟」合作

框架下的中俄合作項目，故僅屬於兩國之間能源管線的合作建設項目不列入研

究範疇之內。 

（五） 民間交流 

  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除了各官方的國際論壇、會議的召開頻繁之外，人

民之間的交流往來也十分密切。其中就不得不提到中國「孔子學院」的大力推

廣。讓聯盟會員國的人民接觸並學習漢語，進而了解到中國的文化。國家的根

本便是人民，政策的實施流暢度也需要人民的配合才能順利進行。因而，當人

民對於中國文化有所了解，不至於產生牴觸心理，民心相通的情況下，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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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接合作政策推動將更添可行性。中國與俄羅斯因為地理位置的緣故，在兩

國相連的中國東北地區以及俄羅斯的海參崴地區，更能看到兩國的人文往來與

互動之頻繁。 

  除了有推廣中國文化的「孔子學院」成立，2017 年 10 月 27 日，俄羅斯

的「國立普希金俄語學院」（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мени 

А. С. Пушкина）於中國黑龍江外國語學院建立「俄羅斯普希金俄語學院黑龍

江省俄語學習與測試中心」，是中國的第一間俄語學習及測試中心。由相關輔

助機構的建立，可見中俄之間隨著各領域合作的增加，對於語言與文化交流的

需求也跟著提升。即使當前科技技術使得翻譯更加快速方便，然而目前中俄的

即時詞彙翻譯仍需透過英文做為中間轉換的語言。因此培養最基本的語言能力

的裝備人才，以及對於兩方風土民情的了解，成為雙方合作的助力。 

（六） 上合組織 

  除了中國提出以上的「五通」積極促進為「一帶一盟」的對接合外，中國、

俄羅斯與中亞國家原有的合作組織-「上合組織」也在此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該組織不僅於 2001 年 6 月成為以俄羅斯、中國及中亞國家組成的區域安全導

向政府間國際組織，752018 年上合組織青島峰會後也逐步與中國「一帶一路」

倡議接軌，將組織功能擴及至區域經貿議題。76 

  2019 年 6 月 14 日於比什凱克（Бишкек）舉行的第十九次上合組織「成員

國元首理事會」77上，中國主席習近平多次表明對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

                                                      
75 上合組織於 2001 年 6 月 15 日由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及烏茲別克六國

成立，後於 2017 年 6 月 8 日、9 日那印度、巴基斯坦為正式會員。另有四個觀察國：阿富汗、

白羅斯、伊朗、蒙古；六個對話夥伴國：亞塞拜然、亞美尼亞、柬埔寨、尼泊爾、土耳其及斯里

蘭卡。 

資料來源：「上海合作組織簡介」，上海合作組織官方網站，＜http://chn.sectsco.org/about_sco/＞，

2021 年 1 月 19 日。 
76 侍建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青島峰會的觀察點—反恐、經貿連結、重塑國際規範」，展望與

探索，第 16 卷，第 7 期，107 年 7 月，頁 37-44。 
77 上合組織的最高決策機構為「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每年舉行一次，於此年度峰會上決定當年

度的重要議題。另有年度「政府首腦理事會」，由各國總理為代表，討論組織架構的多邊合作與

優先戰略領域，並決定經濟等領域之原則、組織預算等議題。 

資料來源：「上海合作組織簡介」，上海合作組織官方網站，＜http://chn.sectsco.org/about_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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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除了重申對區域安全的務實合作外，也強調上合組織會員國在全球經濟

占比穩定上升且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力增加。習近平表示：「要認真落實第二屆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果，充分利用本地區國家獨特優勢，推動共

建『一帶一路』倡議同各國發展戰略及歐亞經濟聯盟等區域合作倡議深入對接。」

78 

  若能以上合組織會員國為基礎，將「一帶一路」與「歐亞經濟聯盟」等經

濟體對接，藉此結合區域資源稟賦、市場規模龐大以及科技創新能力雄厚等優

勢，以及「一帶一路」倡議中跨歐亞大陸的交通基礎建設，能夠促進區域經濟

的開放、交流及融合，打造互利共贏的區域經貿關係。 

  俄羅斯總統普欽則於該會議上表示，除仍然以打擊「三股勢力」79為優先

事項之一，也將加深上合組織架構內之經濟互利關係視為 2019年度發展計畫，

並為此建立「上合組織成員國地方領導人論壇」，該論壇的首次會議將在 2020

年於俄羅斯舉辦。80整體而言，依據 2019 年比什凱克宣言所示，上合組織將以

世界貿易組織的多邊貿易體系為基礎架構展開經貿、投資合作，從透明度及穩

定商業環境等方面持續完善會員國之間開放的經濟互動關係，並強力譴責單邊

貿易保護主義對全球經貿帶來的挑戰。81 

  綜上所述，中國在推動「一帶一路」之初所喊出的五通─政策溝通、資金

                                                      
2021 年 1 月 19 日。 
78 「習近平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九次會議上的講話（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

駐俄羅斯聯邦大使館，2019 年 6 月 14 日， 

＜http://ru.chineseembassy.org/chn/eyxx/zyjhhwj/t1686905.htm＞，2021 年 1 月 19 日。 
79 「三股勢力」包含民族極端主義、國際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是上合組織為確保各國政權

安全之核心宗旨，而聯合各會員國打擊的威脅勢力。並針對反恐等安全議題，簽屬包含《打擊恐

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在內的多項聲明及公約。 

資料來源：李興、阿．沃斯克列先斯基等著，「歐亞中心跨區域－發展體制機制研究」，2016 年

12 月，九州出版社，頁 21-22。 
80 「俄羅斯擔任上海合作組織輪值主席國。俄羅斯聯邦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介紹了上海合作組

織成員國 2019-2020 年主席國工作的優先方向和主要任務」，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聯邦大使

館，2019 年 6 月 15 日，＜http://ru.chineseembassy.org/chn/eyxx/zyjhhwj/t1688047.htm＞，2021 年

1 月 19 日。 
81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比什凱克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聯邦大使館，2019

年 6 月 15 日，＜http://ru.chineseembassy.org/chn/eyxx/zyjhhwj/t1686908.htm＞，2021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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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民心相通，加上中俄天賦的地緣優勢，為雙方的

合作奠定基礎，對於「一帶一盟」的對接合作有龐大的推動力。另外，上合組

織各會員國對組織的發展定位從不一致轉為皆認同區域安全、經貿合作並濟。

也可見俄羅斯由原先側重於打擊恐怖主義的目標，到積極參與推動組織架構內

的經貿合作之轉變。此種轉變代表俄羅斯的國家決策，由自掃門前雪向強調區

域整體政經穩定發展的理想主義思潮。但也不能否認受歐盟及北約擴張、西方

經濟制裁影響以及維持俄羅斯的中亞勢力之目的，因此仍保有現實主義的思潮。

在雙邊共同發展前景定位下，將更有助於把上合組織當作「一帶一盟」對接合

作的交流平台。在原有的合作基礎上，中俄的「一帶一盟」合作欲進一步達成

的目標與願景為何，將於下一小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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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帶一盟」合作的願景 

  依據 2015 年 5 月 8 日所公佈的《聯合聲明》（全文詳見附錄）可知，中俄

進行「一帶一盟」的合作願景，首先在於促進歐亞經濟聯盟各會員國支持中國

「一帶一路建設」，而中國支持聯盟推動區域經濟整合；其次，推動中國與歐

亞經濟聯盟的雙邊經貿合作，以形成自由貿易區為長期目標。最後，是達成確

保區域經濟持續穩定成長，加強區域經濟整合。 

  2014 年中俄簽屬之《莫喀高鐵發展合作備忘錄》以及 2017 年中國與聯盟

主要國家 - 俄、白羅斯、哈薩克等訂之《關於深化中歐班列合作協議》皆助益

了後來聯盟支持「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的具體落實。基於研究範疇限縮於討論

一帶一盟對俄之效應，故只將莫喀高鐵列為本論文之分析案例，而不細論中歐

班列。除此之外，從聲明中可見，合作強調透過雙邊與多邊機制進行，並具體

提出以上合組織為合作平台。故此，在推動雙邊經貿合作以及區域整合等相關

項目上，善用雙方重疊的國際平台，上合組織，為十分重要的手段。最後，中

俄進行「一帶一盟」最大的目標在其聲明中也提到，即「確保地區經濟持續穩

定增長」，將在後續項目分析中以具體數據作評估是否達成整體地區經濟的穩

定增長。 

  為達到上述目標，《聯合聲明》提出具體推動的優先項目，包括擴大經貿

合作、共造產業園區與經濟合作區、優化交通基礎設施、研究推動中國─歐亞

經濟聯盟自由貿易區（長期目標）、擴大推動本幣結算與貨幣互換、以「上合

組織」等金融機構深化金融合作。在推動落實的監督部分，聲明提及將透過中

俄總理的定期會晤以及其他的雙邊機制進行。 

  綜合上述《聯合聲明》所提以及「一帶一路」注重的合作項目，加上其最

終希望帶動歐亞地區的經濟穩定發展的目標，筆者將於後續章節透過分析這些

項目，並以交通基礎建設以及雙邊經貿合作為主，評估是否能使經濟穩定發展。

對於評估的目標國家，筆者也在第一章緒論的研究範圍中已將觀察標的限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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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並透過理論分析合作項目對俄羅斯產生的效應，延伸探討對整體國際

經濟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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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總結上文可知，由於「民主和平」及「貿易和平」兩個理論皆強調，兩國

維持無衝突狀態的先決條件是「民主國家」。而對於俄羅斯與中國是否為民主

國家，各界認知不同尚有爭議，因此筆者主張以貿易和平論以及後續提出的利

益和平論作為中俄進行對接合作的解釋理論。 

  其次，正當國際經濟思潮在「全球化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兩相對立

的理論拉扯中而有所轉變，中俄作為全球市場的參與者亦在各自的經濟政策上

與時並進，善用「全球化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理論，提出符合國家安全、

地緣政治經濟等考量的國家經濟政策，且兩國皆積極的想發展歐亞區域經濟合

作。另外，由俄羅斯對上合組織未來發展計畫的轉變，也能觀察到理想主義與

現實主義皆對該國政策決議帶來的影響，進一步塑造上合組織成為雙邊合作對

接的平台。因此在兩方政策目的重疊，所擁有的條件互補等情況下，決議透過

2015 年發表之《聯合聲明》以示雙方「一帶一盟」對接的形成。 

  分析中俄兩國公佈的「一帶一盟」對接之聯合聲明可知，兩國對接合作的

願景主要在於「確保地區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也公佈了欲達成此願景的具體

優先合作項目。本文將選擇其中最重要的俄中高鐵合作建設，以及攸關雙邊經

貿合作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經貿合作協定》，作為最終觀察兩

國的一帶一盟對接合作是否能令俄羅斯的經濟達持續穩定發展。以下，將把項

目區分為「現有成果」和「現況問題」兩部分，分別於第三與第四章進行討論

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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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帶一盟」合作現有成果 

  目前一帶一盟合作的項目，除了「歐亞經濟聯盟」官方新聞稿所提有 39 項

關於基礎建設的合作項目，雙邊就經貿合作於 2018 年 5 月 17 日簽署《歐亞聯盟

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且在 2019 年 10 月發表經貿合作協定生效的聯合聲明。

由於經貿合作協定直接影響到歐亞地區的區域經濟整合狀態，故筆者將於本章節

以此為例，對經貿合作協定進行相關資料的整合與理論分析，藉此探討一帶一盟 

合作的效應。本章的第一節將詳述所簽署的《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

包含商議背景、談判過程以及最終主要部分內容等。第二節便就所彙整資料進行

項目分析，分析內容將包含俄羅斯在此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協定的促成將對其產

生的影響及意義，爾後延伸探討對其他國家的影響。 

第一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經貿合作協定 

  此小節將詳述歐亞經濟聯盟與中國所簽署的經貿合作協定，內容包含商議的

背景、協定形成過程以及最終的部分主要內容，以利後續分析俄羅斯於此中的角

色與意義，以及經貿合作協定生效後會對國際經濟環境帶來的影響。 

一、 《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形成之背景 

  首先，《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形成的背景與歐亞經濟聯盟的形成，

以及其後續的對外經貿合作有關。如同先前章節所述，歐亞經濟聯盟的係於 1994

年 3 月 29 日由哈薩克總統納札巴耶夫提出，當時提出的整合概念為限縮於經濟

領域的「歐亞聯盟」（Eurasian union）。爾後於 2015 年正式成立「歐亞經濟聯盟」，

並明確指出聯盟僅涉及會員國的經濟相關議題。然實際上，近 20 年期間，會員

國之間也歷經一系列的整合。 

  1995 年俄白哈簽署《關稅同盟條約》，1999 年、2000 年與吉爾吉斯和塔吉

克先後簽訂建立關稅同盟、單一經濟空間以及歐亞經濟共同體的條約。俄、白、

哈三國於 2009 年協商成立「共同經濟空間」，後於 2012 年正式生效；三國於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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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俄白哈關稅同盟」，並於 2011 年底宣告三國關稅同盟成功運作；2014 年，

原關稅同盟會員國簽署經濟聯盟條約，爾後亞美尼亞、吉爾吉斯陸續加入經濟聯

盟，並於 2015 年正式命名「歐亞經濟聯盟」。 

  由上述「歐亞經濟聯盟」的整合歷程可知，該聯盟依循區域整合理論的模式

進行整合的深化，並歷經區域經濟整合理論的三個階段：關稅同盟、共同市場以

及經濟聯盟。將上述所提各時段之組織對應於整合理論的三階段：「共同經濟空

間」為共同市場階段；「俄白哈關稅同盟」為關稅同盟階段；「歐亞經濟聯盟」則

為過渡至經濟聯盟的階段。雖然「共同經濟空間」早於三國的關稅同盟提出，但

生效的時間仍在關稅同盟的成功運作之後。因為「共同經濟空間」乃是源自於

2003 年簽署的《建立單一經濟空間條約》（Treaty on Establishment of the Single 

Economic Space），目的在於促使簽約國邁向貨物、服務、資本及勞動力自由的

「四大流通」。以區域經濟整合理論而言，已經從商品貿易的自由流通，深化到

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通，也就是邁向共同市場之階段。因此歐亞經

濟聯盟整合之具體實施成果，基本上完全符合前述 Balassa 的區域整合理論發展

進程。據 2011 年底「訊息報」內容所示，普欽表示歐盟耗費 40 年時間從「歐洲

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發展成歐洲聯盟，而

歐亞聯盟的整合速度會更加快速。82 

  「歐亞經濟聯盟」成立後，會員國之間消除貿易壁壘、對外統一關稅完成「關

稅同盟」，且目前已達成內部貨物及服務的自由流通，朝四大流通邁進。除了整

合的深化之外，聯盟也致力於整合的廣化，不斷尋求新成員的加入，經濟整合的

區域也不僅限於原蘇聯國家。2016 年「歐亞經濟聯盟」頒佈了與越南長達 1300

多頁的自由貿易協定，並於當年 10 月 5 日正式生效。832017 年 6 月，「歐亞經濟

聯盟」與印度於當年的「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St. Petersburg International 

                                                      
82  «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 — будущее, которое рож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 

Известия, 3 октября 2011, < https://iz.ru/news/502761?page=2 >, Oct 15, 2020. 
83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Vietnam to enter into force on 

October 5”, Aug 19, 2016, 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en/nae/news/Pages/19-08-2016.aspx>, Oct 1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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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Forum）上簽署啟動關於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聯合聲明。84塞爾維

亞於 2016 年表示合作意願，最終於 2019 年 10 月 25 日和聯盟簽署了自由貿易協

定。85新加坡於 2016 年 5 月與聯盟簽署諒解備忘錄，並於 2019 年 10 月簽署了

雙邊自由貿易協定。86最後，於 2015 年確立與中國「一帶一路」對接之後，聯盟

還在 2018 年 5 月 17 日於阿斯塔納經濟論壇上和中國簽署了經貿合作協定，以持

續創建歐亞地區的單一經濟空間。87 

  除上述所提國家之外，商議中或已和聯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還有韓國、

蒙古、伊朗及以色列等國，筆者不再此多做贅述。但聯盟的對外合作模式與普欽

於 2016 年的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所提出的「大歐亞夥伴關係」（Greater Eurasian 

Partnership）的理論不謀而合。其發展脈絡最終皆是透過聯盟的廣化，加上跟中

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對接，重造當前的國際經濟環境秩序，讓各國的經濟能

持續且穩定的發展。 

對「歐亞經濟聯盟」的整合過程有較詳細的理解後，對於該聯盟與中國簽訂

經貿合作協定的背景亦更清楚。以下，將進入《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

商議、簽訂等過程的整理與討論。 

二、 《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之簽屬過程 

  延續「歐亞經濟聯盟」於 2015 年正式成立後，以及後續與非原蘇聯國家進

行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等，中國是聯盟進行歐亞大陸整合進程上的重要夥伴。

2015 年 5 月所簽訂之《聯合聲明》正式展開聯盟與中國的「一帶一盟」合作，以

加快形成歐亞大陸共同經濟空間為願景。隔年 6 月，兩方就經濟與貿易領域正式

                                                      
84 “EAEU and India began formal negotiations on a free trade agreement”, June 3, 2017, 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en/nae/news/Pages/3-06-2017.aspx>, 

Oct 12, 2020. 
85 “EAEU and Serbia signed Free Trade Agreement”, Oct 25, 2019, 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en/nae/news/Pages/25-10-2019-6.aspx>, Oct 12, 2020. 
86  “Singapore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deepen economic relations through a free trade 

agreement”, Oct 1, 2019,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of Singapore, < 

https://www.mti.gov.sg/Newsroom/Press-Releases/2019/09/Singapore-and-the-Eurasian-Economic-

Union-deepen-economic-relations-through-a-free-trade-agreement>, Oct 12, 2020. 
87 “Agreement signed o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EAEU and PRC”, May 17, 2018, <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en/nae/news/Pages/17-05-2018-5.aspx >, Oct 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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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雙邊協議談判，時任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和歐亞經濟執委會貿易部委員韋

羅妮卡·尼基申娜（Veronika Nikishina）於北京簽署《關於正式啟動中國和歐亞經

濟聯盟經貿合作協議談判的聯合聲明》。 

  2018 年 5 月 17 日，「歐亞經濟聯盟」與中國於阿斯塔納經濟論壇簽署《歐

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與會國家代表包含歐亞經濟執委會下轄執行部

（EEC Board）主席提格倫·薩格森（Tigran Sargsyan）、亞美尼亞副總理提格倫·阿

維揚（Tigran Avinyan）、白羅斯第一副總理瓦西里．馬秋舍夫斯（Vasily 

Matyushevsky）、哈薩克第一副總理阿斯卡爾·馬明（Askar Mamin）、吉爾吉斯副

總理扎米爾別克．阿斯卡羅夫（Zamirbek Askarov）、俄羅斯聯邦副總理德米特里·

科扎克（Dmitry Kozak）以及中國國際貿易部部長傅子英。88 

  「歐亞經濟聯盟」與中國簽署之《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從開始

至正式生效，筆者整理列為下表 3-1 為《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正式生

效之前的重要時間軸。 

 

表 3- 1. 簽署《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時間軸 

時間 事件 

2015 年 5 月 

中國主席習近平及俄羅斯總統普欽於莫斯科簽署《關於絲

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

聲明》，正式開啟「一帶一盟」系列合作項目。 

2016 年 6 月 

時任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和歐亞經濟執委會貿易部委

員韋羅妮卡·尼基申娜（Veronika Nikishina）於北京簽署

《關於正式啟動中國和歐亞經濟聯盟經貿合作協議談判的

聯合聲明》。 

2016 年 10 月 自 2016 年 10 月於莫斯科進行首輪談判，歷時一年，前後

                                                      
88 “Agreement signed o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EAEU and PRC”, May 17, 2018, 

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en/nae/news/Pages/17-05-

2018-5.aspx>, Oct 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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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7 年 9 月 

共進行了兩次部長級磋商、三次工作會議以及五輪談判。 

2017 年 10 月 

中國商務部部長中山和歐亞經濟執委會貿易部委員尼基

申娜於杭州簽署《關於實質性結束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經

貿合作協議談判的聯合聲明》。 

2018 年 5 月 17 日 

時任中國商務部國貿談判代表傅自應與歐亞經濟聯盟執

行委員會主席季格蘭·薩爾基相（Tigran Sargsyan）以及各

聯盟會員國代表於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現名：努爾蘇丹）

簽署《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 

2019 年 10 月 25 日 

由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與歐亞經濟聯盟各會員國總理

共同發佈之《關於 2018 年 5 月 17 日簽署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經貿合作協定〉生效的聯合聲明》以

示《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正式生效。 

資料來源：「六國總理共同宣布經貿合作協定生效——“一帶一路”與歐亞經濟聯

盟對接合作邁出堅實一步」，中國商務部， 2019 年 10 月 29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1910/20191002908338.shtml＞，2020 年

10 月 10 日。 

 

  《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簽屬當天論壇的討論議題為「如何創建歐

亞大陸的單一經濟空間？」，與會者討論內容包含簽署後的效果及後續發展的備

選方案。其中特別點出「一帶一盟」對接以及聯盟國家與中國結合雙邊技術、原

物料的各項合作項目。執行理事會主席薩格森提到，當前世界經濟的驅動力在亞

洲，因此所有的聯盟會員國皆對進入亞洲市場十分感興趣。其中，中國在新的經

濟成長背景下，以其國內不斷攀升的消費需求為切入點，聯盟各經濟主體需為增

大對中國乃至整體洲地區的出口做好萬全準備。與此同時，會員國也需順應局勢，

學習如何在競爭更加激烈的市場中生存。而針對聯盟會員所需面對的市場競爭壓

力，協議中以聯盟的比較利益為原則確立明確的互動框架。在此框架下，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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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聯盟的戰略優勢，  

促進經濟增長。另外，論壇主持人歐亞經濟聯盟商業委員會主席赫里斯堅科總結

道，《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列出了對聯盟及中國未來發展至關重要的

所有行業。且從長遠來看，由於「一帶一盟」主要合作項目的基礎設施建造其影

響力預期為永久性的。因此，此次合作應對雙邊互動長期存在的問題給出答案。

89關於詳細的互動框架及所羅列經貿合作領域，將於下一部分《歐亞聯盟與中國

經貿合作協定》內容作闡述。 

三、 《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之主要內容 

  《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共分十三個章節，除前後總則（General 

Provisions）、機制條款（Institutional Provisions）及最終條款（Final Provisions）

分占一章之外，其中涵蓋了十個章節，為雙邊共同重視的十項議題，列述如下：

透明度（Transparency）、貿易救濟（Trade Remedies）、技術性貿易壁壘（Technical 

Barrier to Trade）、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海

關合作與貿易便捷化（Customs Cooperation and Trade Facilitation）、知識產權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競爭（Competition）、政府採購（Government 

Procurement）、部門合作（Sectoral Cooperation）、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

另有附件，包含聯合委員會的議事規則以及後續聯絡協定相關事宜的決議等指定

方式。90 

  內容可分為三大要點：一是雙邊政策的對接及同步，為加深彼此經貿合作最

堅實的基礎；二是攸關建立歐亞地區自由貿易區的重點領域，有利於透過貿易程

序的簡化及促進公平的競爭打造良好的產業發展環境；三是全球科技發展迅速下

與時並進而納入較新的議題，以利開闢雙方更全面且可永續發展的合作空間。 

                                                      
89 同前註。 
90 詳參《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中文版：《歐亞經濟聯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經貿合作協

定》、英文版：「Agreement o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264

 

61 
 

  本研究將著重討論第二大類與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區的相關《歐亞聯盟與中國

經貿合作協定》章節，包含貿易救濟、技術性貿易壁壘、檢疫標準、海關合作與

貿易便捷化以及競爭章節。 

  首先，貿易救濟章節，包含反傾銷（Antidumping）、補貼與反補貼措施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及保障措施（Safeguards），並皆以《WTO

協定》規範為基準。91技術性貿易壁壘章節中，旨在消除因技術法規及合格評定

程序等規範而造成之非必要貿易壁壘，讓雙邊商品貿易更加迅速有效率。92衛生

與植物衛生措施章節主要彼此境內動、植物的健康及生命安全相關。93 

  海關合作與貿易便捷化目標在於簡化締約雙方的海關程序，加速貨物通關速

度，提升貿易並減少雙方貿易商所需承擔之相關費用。需特別提及，本章第七條

規定，有關於貨物的暫准進口及進境加工。該條文與貨物進口相關規定包含，若

貨物為特定目的運輸及邊境，且計畫於某期限內再出口，則各締約方需允許貨物

進入關境內，並部分或全部免除進口關稅；另各締約方需允許貨物進境加工。94 

  以上四章《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內容強調建立於相關國際條文規

範，締約雙方有權依照其國際義務實行相關措施；加強雙方對監管制度的相互理

解並進行簡化；增加相關措施及監管機制的透明度；加強此領域主管機關的交流

合作。 

  最後，競爭章節強調「公平競爭」在貿易關係中的重要性。禁止違反公平競

爭原則、提高經濟效率、促進市場自由運作並推動經濟的永續發展。必要時，可

採取各自相關法律措施，來預防影響雙方貿易及投資的反競爭行為。95 

  基本上，若《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的規範內容與《WTO 協定》

之規定有所分歧，該分歧部分以《WTO 協定》內容為主，另雙邊可就分歧分進

                                                      
91 詳參《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頁 10-13。 
92 詳參《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頁 14-20。 
93 詳參《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頁 21-25。 
94 詳參《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頁 26-37。 
95 詳參《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頁 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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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磋商，以討論雙方均可接受的解決方案。另外，若聯盟各成員國與中國在《歐

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涉及領域有更優惠待遇之雙邊協定，以後者之規定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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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合作中俄羅斯的角色及其對俄之意義 

  前小節主要列出「歐亞經濟聯盟」和中國的自由貿易區相關的經貿合作協定

內容，包括貿易救濟（含反傾銷、補貼及反補貼等）、技術性貿易壁壘、檢疫標

準以及海關合作與貿易便捷化，以及促進公平競爭市場環境。本節將探討在這些

協定框架下，俄羅斯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簽成對

該國的意義。 

一、 合作中俄羅斯的角色 

  俄羅斯在「歐亞經濟聯盟」與中國的雙邊經貿合作協定中所扮演的角色可從

幾個面向作探討，包括俄羅斯在「歐亞經濟聯盟」中的地位與角色、俄羅斯與中

國的合作夥伴關係以及俄羅斯在國際場合上對相關議題的表態。 

  首先，俄羅斯在「歐亞經濟聯盟」中的地位與角色。前述關於《歐亞聯盟與

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的簽署背景釐清，說明了聯盟的建立過程，然而並未提及俄

羅斯在此中的態度。事實上，俄羅斯與中亞國家的關係可追溯至沙皇時期。從那

時開始，該地區及屬於俄羅斯的勢力範圍。蘇聯時期，政治上，中亞地區各國亦

成為蘇聯加盟共和國；在蘇聯的一個經濟主體下，這些加盟共和國的經濟基本上

是在一個國境內，徹底實施計劃經濟。蘇聯解體後，各國的獨立阻斷了原蘇聯成

員國之間的經貿聯繫，使各國經濟陷入困頓。因此，俄羅斯先後於 1991 年及 2014

年促成獨協與「歐亞經濟聯盟」的建立。 

  2012 年 5 月，普欽於第三度就任俄羅斯總統時，於就職演說表示，國家經

濟保持大幅的增長需所有人通力合作與努力，期望能重振俄羅斯世界強國的雄風，

讓俄羅斯在全球舞台上成為超級強國的地位。96普欽也提到，國家未來的發展、

子孫後代的生活和國家的歷史觀，取決於堅持發展從波羅的海至太平洋的廣闊空

間；取決於俄羅斯成為整個歐亞大陸重心以及領導人的能力。97從普欽所發表的

                                                      
96 郭武平，同前揭文，頁 33。 
97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мы добьемся успеха, если будем сплоченным народом», 07 мая 2012, Вести, 

< https://www.vesti.ru/article/1998185>, Oct 2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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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以及聯盟發展歷程，可知即使俄羅斯已不同於蘇聯時期擁有對歐亞地區的強

掌控力，但該國在中亞地區的經濟互動上仍意圖擁有主導權，以利其發展為區域

強權及國際強權。 

  據 2016 年 11 月更新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俄羅斯在聯盟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將促進聯盟整合視為該國外

交政策的優先事項，希望能令區域穩定發展，並通過全面技術現代化及合作增進

成員國之間的競爭力，藉此提升整體人民生活水準。98總結俄羅斯在歐亞地區的

區域經濟整合進程上，扮演著聯繫並協調各成員國的主導角色。希望藉由推動「歐

亞經濟聯盟」的整合，加強聯盟與各國的經貿合作（包含與中國簽署《歐亞聯盟

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令區域經濟穩定發展，進而提升俄羅斯在歐亞地區的地

位、重返超級大國的地位。 

  《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中俄羅斯所扮演角色的第二層面分析，在

於俄羅斯與中國的全面合作夥伴關係。同樣於《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中，

俄羅斯對於和中國的關係提到，將持續與該國發展全面、平等，以信任為基礎的

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並積極加強各個領域的合作。另外，俄方亦認為，兩國在解

決全球議題上達成共識，採取共同原則之方針是讓區域乃至全球穩定發展的核心

要素之一。為此，俄羅斯加強了和中國的外交政策合作，包括應對新的威脅與挑

戰、解決區域與全球議題，以及增加在各國際組織等多邊平台上的合作。99 

  在俄中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中，雙方的經貿互動亦愈發頻繁。2013 年，中國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該國對俄羅斯的投資大幅增加。全球知名智庫「美國

公共政策企業研究院」（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長期追蹤中國對

各國的投資情形（含投資領域、金額、企業等），更將「一帶一路」底下之投資

                                                      
98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Dec 1, 2016,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s://www.mid.ru/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2542248>, Oct 

20, 2020. 
9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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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另外做出區分。筆者整理中國歷年對俄投資後，以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提

出的 2013 年為分界，2006 年至 2012 年，中對俄投資共計 26 個項目，投資額約

25.1 億美元；2013 年至 2019 年，對俄投資 51 個項目，投資額高達 378.6 億美

元。100雙方合作項目數量及投資金額前後差距之大，凸顯出雙方更加緊密的夥伴

關係。2015 年的《聯合聲明》簽署開啟「一帶一盟」合作項目後，中國對俄羅斯

的投資項目依產業分類如下圖 3-1。 

 

 

圖 3- 1. 中國對俄投資項目比例圖（2015-2019） 

說明：此圖單純為以項目為計算單位，所得出百分比為該領域項目個數佔所有

項目的比例。 

資料來源： 

1.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AEI,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Aug 3, 2020. 

2. 作者自行繪製。 

 

  由上圖比例可發現，中國投資俄羅斯的項目領域個數依序為能源產業

（35.29%）、礦產業（14.71%）、交通產業（11.76%）、房地產(11.76%)、化學相

關產業（8.82%）、科技產業（5.88%）、其他產業（5.88%）、物流產業（2.94%）、

農業（2.94%）。整體而言，天然資源產業就佔了一半，而交通物流業則是次多

（共佔 14.7%），正好與從中國官方網站公告之合作項目取向吻合。圖 3-1 僅

                                                      
100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AEI,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Aug 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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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項目為單位計算，為避免不具客觀性，另以項目投入資金計算，比例圖如下

（圖 3-2）： 

 

圖 3- 2. 中國對俄羅斯投資項目資金佔比圖 

說明：此圖以項目之投入資金為計算單位，所得出百分比為該領域總投入金額

佔中國投資俄羅斯總金額的比例。 

資料來源： 

1.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AEI,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Aug 3, 2020. 

2. 作者自行繪製。 

 

  以中國向俄羅斯各領域投入的資金計算比例，由資金投入量排列依序為能源

產業（60.02%）、化學相關產業（9.21%）、其他產業（8.24%）、鐵礦產業（6.72%）、

交通產業（6.60%）、房地產業（4.66%）、科技產業（2.25%）、農業（1.71%）、物

流產業（0.58%）。能源、礦物產業佔總投資額高達 66.74%；交通、物流產業佔

7.18%。不論何種計算方式，能源礦物產業投資佔比一直高居第一，而交通物流

則是第二多的產業。從中對俄投資數據觀之，中國與俄羅斯合作之產業集中在能

源跟交通物流營造產業。由於中國對俄投資過半在能源產業，以及觀察身為能源

大國的俄羅斯 GDP 表現和與 GDP 正相關的出口額，可發現國際能源價格變動對

俄羅斯整體經濟表現之影響力。(見下圖 3-3 俄羅斯年出口額、圖 3-4 俄羅斯 GDP

1.71% 0.58%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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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圖、圖 3-5 國際原油價格走勢圖) 

 

 

圖 3- 3. 俄羅斯出口額（2008-2019） 

資料來源：” Ex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current US$) - Russian Federation”, World 

Bank,<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EXP.GNFS.CD?locations=RU&start=

2008>, May 18, 2020.  

 

 

圖 3- 4. 俄羅斯 GDP 表現圖（2008-2019） 

資 料 來 源 ： ” GDP (current US$) - Russian Federation”, World Bank, <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RU&start=2008>, 

May 18, 202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264

 

68 
 

 

圖 3- 5. 國際原油價格走勢圖 

資料來源： ”Crude Oil Prices - 70 Year Historical Chart”, Macrotrends, < 

https://www.macrotrends.net/1369/crude-oil-price-history-chart>, May 18, 2020. 

 

  比對以上三圖，2008 年及 2014 年國際原油價格暴跌，與俄羅斯 GDP 及出

口額的下滑時間相吻合。此外，油價的變動，也會影響俄羅斯與中國的貿易額表

現。從雙方進出口貿易數據觀之，可見下圖 3-6、圖 3-7。 

 

圖 3- 6. 俄羅斯進口自中國貿易額趨勢圖（2010-2018） 

資料來源：“Russian Federation Product Imports from China in US$ Thousand 2010-

2018”,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World Bank, < 

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RUS/StartYear/2010/EndYear/

2018/TradeFlow/Import/Indicator/MPRT-TRD-VL/Partner/CHN/Product/all-groups>, 

Jan 12, 202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264

 

69 
 

 

圖 3- 7. 俄羅斯出口至中國貿易額趨勢圖（2010-2018） 

資料來源：“Russian Federation Product Exports to China in US$ Thousand 2010-

2018”,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World Bank, < 

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RUS/StartYear/2010/EndYear/

2018/TradeFlow/Export/Indicator/XPRT-TRD-VL/Partner/CHN/Product/all-groups>, 

Jan 12, 2021. 

 

  由上圖 3-6 與 3-7，進口商品自 2015 年開始大幅增加，以消費財、資本財以

及機械與電子設備占大部分，另外出口額約於 2016 年急遽攀升，以能源等燃料

產品以及原物料出口額激增的貢獻最大。整體進出口貿易表現，雖在 2014 年因

歐美經濟制裁、國際原油價格低迷等因素使得雙邊經貿額快速下降，但隨著國際

油價於 2016 年開始回升，中俄經貿額有極大幅度增長，雙邊經貿往來緊密度加

深。101（見前圖 3-5 國際原油價格走勢）除實際數據的表現之外，兩方也陸續發

表多次合作聯合聲明，雙方密切的經貿合作，與促成《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

協定》的簽署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從雙邊貿易額攀升至形成經貿合作關係，更驗

證了貿易和平理論的互動模式。 

  最後，俄羅斯在國際場合上關於區域經濟整合的相關表態，構成《歐亞聯盟

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簽署中俄羅斯所扮演角色的第三個層面。其中尤以普欽於

                                                      
101  「 俄 羅 斯 國 家 檔 」， 經 濟 部 國 際 貿 易 局 ， 2020 年 1 月 ， ＜

https://www.trade.gov.tw/App_Ashx/File.ashx?FileID=EB8EC8E3682C5B86＞，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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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聖彼得經濟論壇商提出的「大歐亞夥伴關係」以及於 2017 年 11 月第二

十五屆亞太經合會議舉行之際，投書香港《大公報》的文章「亞太經合組織第二

十五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共同走向繁榮與和諧」為代表。 

  2016 年，第二十屆聖彼得堡經濟論壇上，普欽呼籲聯合歐盟、獨協國家、中

國以及印度等國建立「大歐亞夥伴關係」，並強調多邊合作，也特別指出歐俄的

互動亦然。在其發言中，首先提及「歐亞經濟聯盟」的建立，以及發展和願景。

普欽表示，從形成共同海關空間到升級為經濟聯盟，聯盟正透過消除阻礙貨物、

資金、技術及勞動力流動的障礙逐步形成共同的服務市場，並預計在 2025 年形

成共同的能源、石油、天然氣及金融市場。當前有超過 40 個經濟主體表達與該

聯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意願。而聯盟考慮與已有緊密合作夥伴關係的國家（中國、

印度、巴基斯坦及伊朗），以及獨協及其他有意願之區域經濟體建立更廣泛的歐

亞夥伴關係。102 

  普欽強調，「歐亞經濟聯盟」與中國的經貿合作，是建立「大歐亞夥伴關係」

的第一步。此外，「大歐亞」的建立對歐洲也是開放及歡迎的，且能達到互利互

惠之效。在 2014 年西方經濟制裁後，歐俄關係陷入僵局。然不可否認，歐盟仍

然是俄羅斯的主要經貿夥伴。希望藉由建立互利互惠的「大歐亞夥伴關係」，恢

復雙邊的信任及合作水平。除經貿合作外，俄羅斯亦對技術層面的交流展現莫大

興趣，希望藉此打造新市場以促進自身的發展。 

  即使在論壇上，包含時任義大利總理馬泰奧·倫齊（Matteo Renzi）以及哈薩

克的納扎巴耶夫總統在內之與會者對於烏克蘭的後續處理、敘利亞問題等議題上

意見分歧，但在經濟發展上仍有共識。而為了實現發展之願，俄方呼籲歐洲國家

集中注意力在經濟發展方面。言下之意，在於放寬對俄的經濟制裁，攜手回歸密

切經貿互動。 

  接續普欽於 2016 年提出「大歐亞夥伴關係」的區域整合議題，2017 年 11

                                                      
102 “Plenary session of St Petersbur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 June 17, 2016, Kremlin.ru, <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2178>, Oct 1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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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普欽投書香港《大公報》再次呼籲打造「大歐亞夥伴關係」。普欽作為俄羅

斯領導人，兩次的對外聲明皆關於區域整合，不同在於前者以歐洲國家及中亞國

家為主，而後者則面向亞太地區國家。文章中，俄方表示支持建立「亞太自由貿

易區」，並以 WTO 普遍規則為基礎做為達此目標的重要手段，並以開放且互利

為原則實施經濟整合。同時提出實際貿易數據為佐證，指出過去五年，APEC 經

濟體占俄羅斯對外貿易份額由 23%增為 31%，出口份額由 17%上升至 24%。103 

  普欽點明，為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應充分參考現有之亞太及歐亞地區經濟

整合組織的運作機制與經驗。其意指俄羅斯所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的發展迅

速，包括主辦當屆 APEC 會議的越南已成為第一個與聯盟簽署自由貿易區協定

的國家；結束與中國《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之談判；開啟與新加坡的

談判，且研究與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性。對內，俄羅斯希望將遠東西伯利亞地區融入亞太市

場，包括聯合俄羅斯、中國、日本及韓國建立能源供應環、建立連接撒哈林和北

海道的運輸通道；對外，作為橫跨歐亞大陸的大國，俄羅斯希望能串連起並活絡

整體歐亞區域經濟，達到穩定且永續的發展。 

  觀兩次國際經濟會議上，普欽皆提出「大歐亞夥伴關係」的建立，並以「歐

亞經濟聯盟」與中國簽署的《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為典型範例，說明

俄羅斯發展區域經濟整合的強烈意圖以及操作可行性。雖然無法否認俄羅斯最終

仍是基於自身的國家利益而希望聯合鄰近歐亞、亞太地區，但我們亦不能忽視俄

羅斯對於推動歐亞地區的整合、消除區域間經貿活動歧視現象所扮演的提倡者角

色。 

  從大範圍理解俄羅斯極力促成雙邊及多邊經貿合作的考量及所扮演的角色

後，筆者將於下一部分將討論標的縮小範圍至《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

本身的內容，分析《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合作對於俄羅斯的意義。 

                                                      
103 「普京撰文大公報：呼籲打造“大歐亞夥伴關係”」，2017 年 11 月 9 日，大公報，＜

http://news.takungpao.com/world/exclusive/2017-11/3513073.html＞，2020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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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作對俄羅斯的意義 

  合作對於俄羅斯的意義部分，由上一節所列的《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

定》內容做延伸分析，並將五章節的協定內容整理為下表 3-2。 

 

表 3- 2. 《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章節重點整理 

章節名稱 主要《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內容 

貿易救濟 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透明化。 

技術性貿易壁壘 消除法規與核定程序造成的貿易壁壘；透明化；科技領域合

作、相關國際平台合作。 

檢疫標準 理解彼此的監管制度；主管機關合作、鑑測技術合作。 

海關合作與 

貿易便捷化 

簡化海關程序，提升通關速度；提高通關程序透明度、可預

見性；貨物暫准進口、進境加工；主管機關合作。 

競爭 公平競爭原則；提升市場競爭力；法律保障。 

資料來源：《歐亞經濟聯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經貿合作協定》，頁 10-37、52-54，

2021 年 1 月 3 日。 

 

  五章《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內容可歸納為四點： 

1.透過對於雙邊監管制度的理解、簡化，達到消除貿易壁壘之長遠目標； 

2.對整體制度透明化的重視與強調，藉此加深雙邊合作信任度； 

3.在各相關領域的技術交流與合作，除達到技術交流的短期目標外，還能逐步形

成統一的經貿規範； 

4.透過法規保障，塑造雙邊經貿空間的公平競爭商業環境。 

  以上四點最終皆能降低貿易成本達到增進雙邊貿易量的效果，且從歐亞聯盟

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條約內容可知，雙邊經貿合作協定多是以「WTO 協定」作

為依歸，而以 WTO 的精神即是在促成世界貿易自由化的角度而言，可見「歐亞

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也將是以邁向彼此間貿易自由化為目標，也就是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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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促成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區。再者，從中、俄一帶一盟對接

聲明中也明定「推動建立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自貿區這一長期目標」（參見附錄）。

因此，下文將以區域經濟整合理論分析《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簽屬對

俄羅斯的效應。 

  首先，是形成雙邊整合關係前後的兩種「貿易創造效果」。筆者蒐集聯盟會

員國與中國雙邊主要貿易商品資料（見下圖 3-8）： 

 

圖 3- 8. 歐亞經濟聯盟會員國與中國的主要貿易商品圖 

資料來源： 

1. “China (CHN) and Belarus (BLR) Trade”, OEC, < 

https://oec.world/en/profile/bilateral-country/chn/partner/blr >, Oct 14, 2020. 

2.  “China (CHN) and Kazakhstan (KAZ) Trade”, OEC, < 

https://oec.world/en/profile/bilateral-country/chn/partner/kaz >, Oct 14, 2020.  

3. “China (CHN) and Armenia (ARM) Trade”, OEC, < 

https://oec.world/en/profile/bilateral-country/chn/partner/arm >, Oct 14, 2020. 

中國 白羅斯 

電信設備、汽車零件、電腦 

鉀肥、聚酰胺（合成纖維）、煉乳 

中國 哈薩克 

電信設備、橡膠鞋類、模型及填充動物 

精銅、石油氣、銅礦 

  

中國 亞美尼亞 

電信設備、電腦、汽車 

銅礦、非針織女大衣、汽車 

中國 吉爾吉斯 

橡膠鞋類、非針織男大衣、輕質純棉 

貴金屬礦、捲菸、精煉石油 

  

中國 俄羅斯 

電信設備、電腦、汽車零件 

原油、精煉石油、鋸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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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ina (CHN) and Kyrgyzstan (KGZ) Trade”, OEC, 

<https://oec.world/en/profile/bilateral-country/chn/partner/kgz>, Oct 14, 2020. 

5. “China (CHN) and Russia (RUS) Trade”, OEC, < 

https://oec.world/en/profile/bilateral-country/chn/partner/rus >, Oct 14, 2020. 

 

  在「歐亞經濟聯盟」與中國透過簽訂《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形成

大區域經濟整合之前，聯盟各會員國與中國各自仍存在兩國之間的雙邊經貿合作，

例如中國與哈薩克合作的跨境經濟貿易合作區─「霍爾果斯國際邊境合作中心」。

此合作中心建設於兩國邊境接壤處，並於 2012 年 4 月開始正式營運，是中國與

其他國家建立的首項邊境合作中心，也是上合組織框架之下的區域合作典範。在

此自由貿易區內，中國與哈薩克，以及第三方國家公民，無需簽證即可憑藉著護

照或出入境通行整等進出，進行商業貿易洽談、交易。受惠於免簽入境、免稅購

物等優惠政策，加上中歐班列的開通減少運輸成本，中哈合作建設的霍爾國斯自

由貿易區吸引了大量中哈「淘金者」湧入，產生貿易創造效果。 

  另外，由上圖 3-8 可發現，俄羅斯、白羅斯、哈薩克及亞美尼亞皆從中國進

口電信設備；俄羅斯、白羅斯及亞美尼亞從中國進口電腦、汽車及汽車零件；哈

薩克和吉爾吉斯皆從中國進口橡膠鞋類。而中國則大部分從這些國家進口原油、

精煉石油、礦物等。觀察以上所列雙邊貿易的商品類別，可發現中國提供「歐亞

經濟聯盟」消費財、資本財等最終商品；反之，「歐亞經濟聯盟」則提供中國能

源礦物等原物料。 

  根據經濟整合理論，以中國及「歐亞經濟聯盟」為兩個經濟主體，短期而言，

在雙邊貿易商品有極高重疊性的背景下，進行經濟整合、消除彼此的貿易壁壘，

最直觀判斷，能形成另一層面的「貿易創造效果」。換言之，消除了中國與俄羅

斯之間的貿易壁壘後，中國輸往俄羅斯的最終財以及俄羅斯輸往中國的原物料，

可以更低的成本完成貿易。因此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貿易往來會因成本的降低而

增加，是為「貿易創造效果」。且聯盟整體與中國形成經濟整合區所產生的貿易

創造效果，會比單一聯盟會員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創造效果還大。因為，擴大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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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區域各締約國，能依照各自具比較利益的領域進行生產，有效利用資源，在

聯盟與中國進出口商品的互補與同質性下，創造出更多的貿易往來，也揭示了簽

屬《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對聯盟與中國雙方互利互惠的性質。 

  另外，理論上，若雙方另有在其他國家進口同樣的商品，當雙邊進一步整合

後，「中國─聯盟」之外的國家需面對「貿易轉向效果」。因為中國與聯盟貿易的

壁壘減少，貿易成本降低。有無關稅等額外貿易成本存在的差異性，使得原先向

其他國家購買的商品可能出現轉單效應，改而增加雙邊的進出口貿易。簡言之，

俄／中原先從他國進口生產成本較低的產品，改由中／俄進口，是謂「貿易轉向

效果」（見下圖 3-9）。 

 

 

圖 3- 9. 貿易轉向效果示意圖（一） 

說明：原先俄羅斯從東協進口成本 20 的商品，加上關稅 (本文假設關稅值為 20)，

總成本為 40。而中國與俄羅斯在整合前，俄羅斯從中國進口同樣的商品，生產成

本 30，加上關稅(本文假設關稅值為 30)，總成本為 60；雙方整合後，消除關稅，

故僅須付出 30 元的成本。中俄整合後，俄羅斯會選擇進口中國生產成本較高的

商品，而非生產成本較低的東協商品，因為從東協進口須面對關稅。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對俄羅斯國內消費者而言，相對於先前未與中國經濟整合時，能以更低廉的

價格購得相同品質的商品。但因其他非經濟整合的國家，如上圖中的東協國家，

實際上其成本比中國更低，因此，與中國整合後，將刺激其他國家也會積極與俄

中國 俄羅斯 歐亞經濟聯盟 

東協 
成本 20+100%關稅 20 

貿易成本共 40 

成本 30+0%關稅 

貿易成本共 30 

成本 30+100%關稅 30 

貿易成本共 60 

整合前 

整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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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討論經濟整合，此就有助於俄提高對外談判籌碼和擴大其對外經貿空間的機

會。故對俄國總體和長期經濟發展而言，是有利的。 

  其次，由於俄羅斯的民生用品需求多藉由外國進口滿足，在原先的歐亞經濟

聯盟的整合體系中，依據貿易整合理論，俄羅斯可能因整合效應而放棄非會員國

（如中國）的低成本商品，改進口其他聯盟會員國（獨協國家）的高成本商品，

形成不利於俄的「貿易轉向效果」（見下圖 3-10）。然此種不利俄羅斯的貿易狀況，

在透過與中國的「一帶一盟」合作擴大經濟整合區域之後，基於比較利益原則，

俄羅斯也會改由生產民生用品的成本較哈薩克與白羅斯等國家低、更具市場競爭

力的中國進口，進而避免「一帶一盟」形成前的負面「貿易轉向效果」。 

 

 

圖 3- 10. 貿易轉向效果示意圖（二） 

說明：俄羅斯在「一帶一盟」合作形成前，因與獨協國家形成「歐亞經濟聯盟」

形成經濟整合區，基於有無關稅之差異，而放棄進口生產成本 20 的中國商品，

轉而進口獨協國家生產成本 30 的商品，為負面「貿易轉向效果」。但「一帶一盟」

形成之後，俄羅斯與中國之間消除關稅壁壘，一帶一盟的貿易創造效果避免原先

在經濟聯盟中不利的貿易現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中國 

俄羅斯 

歐亞經濟聯盟 

哈薩克、白羅斯

等會員國 

整合 

未整合 

成本 20+100%關稅 20 

貿易成本共 40 

一帶一盟 

成本 30+0%關稅 

貿易成本共 30 

成本 20+0%關稅 

貿易成本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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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以上兩種整合效果的產生，皆需建立在《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

生效後，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進而整合為自由貿易區的基礎上。相信這也是

為何俄羅斯一直極力推動歐亞、亞太地區的區域整合。 

  經濟整合後，消除經濟政策上的歧視現象後，能令整體經濟進一步發展，達

到互利互惠的效果。但另一方面，當雙邊形成整合區域，一旦實施關稅減讓，俄

羅斯從中國進口民生用品，而非從歐亞經濟聯盟其他會員國進口。表示大量的中

國商品會大量流入聯盟市場，各會員國必須面對大量極具競爭力優質且廉價的中

國製商品，對聯盟會員國的國內產業會造成莫大衝擊。104因此雙邊整合是否真的

能有利於俄羅斯，待觀察後續實際的經貿互動。 

  其次，除了透過雙邊主要貿易商品做整合理論分析之外，在技術性貿易壁壘

以及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章節中，皆提及加強基於培訓目的技術交流，包括科技

領域合作、疾病檢測以及風險分析等技術。此外，內文也提到技術交流可由雙方

提供適當的資金而實施。結合聯盟（包括俄羅斯）多從中國進口電信設備及電腦

等高科技產品，可推論《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的形成與生效，不僅有

利於聯盟各會員國取得中方的技術，也能透過中方資金的投入進行相關研發。 

  另外，在海關合作與貿易便捷化章節中，第七條條文規定貨物的暫准進口以

及進境加工。表示，當有商品為特定目的進入邊境，並計畫於特定期限內再次出

口，各締約需允許該商品的入境，必需部分貨完全免除關稅及國內稅。然而，此

類規定依照經濟整合理論分析，可能會產生「貿易偏向效果」。換言之，因為《歐

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規定需允許商品暫時入境，爾後出口，加上免除部

分或全部關稅，可能會產生締約國先將商品進口到關稅較低的「中國─聯盟」經

濟整合圈，再利用雙邊各自的經濟整合網絡，藉此將商品運往其他關稅較高的國

家。因此，《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締約國可以較低的成本將商品出口

到其他非協約國，有利於各締約國的生產方。 

                                                      
104 張子特，「『一帶一路』建設與歐亞經濟聯盟對接合作取得新成果」，歐亞經濟，2018 年第 5 期，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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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入境加工的條文，表示各國可依比較利益原則對產品進行加工製造，讓

有限的資源得到最有效率的使用及生產。但依俄羅斯目前的製造產業發展尚且不

足的背景，難以跟中國製造業競爭，因而此條文規範反而有利於中國進入俄羅斯

及其他聯盟國家進行加工作業，而不利於俄羅斯國內的相關產業。 

  前述「貿易偏向效果」對俄羅斯和中亞國家要搭中國經濟崛起後其與他國家

建立其他經濟整合圈的優勢，順勢推展商品到與中國簽署整合的其他地區國家，

並藉此而受益。例如中國與亞太地區國家形成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簡稱東協十加一）(參閱下圖 3-11)，以

及後續的東協十加三（日本、韓國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參閱下圖 3-12)105。而這亦將符合普

欽將歐亞經濟聯盟設定為連繫歐亞經濟圈的橋梁角色之目的，當然，亦有利於其

促成「大歐亞夥伴」的構想。 

 

圖 3- 11. 貿易偏向效果示意圖（一） 

                                                      
105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強調以東協十國主導，並以 5 個「東協加一」為基礎進

行整合，發展為 16 國區域自由貿易協定。5 個「東協加一」包括：分別為東協—中國 FTA、東

協—日本 FTA、東協—韓國 FTA、東協—印度 FTA、東協—澳紐 FTA。2019 年 11 月 5 日，除

印度之外，東協十國與中國、日本、韓國、澳洲及紐西蘭完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的相關

談判。 

中國 

東南亞國協 

東協十加一 

「一帶一盟」 

經貿合作協定  

先把商品進口至中國 

再從中國 

將商品輸入東協 

可避免商品關稅 
直接將商品 

進口至東協 

須面對關稅壁壘 
整合 

未整合 

俄羅斯 歐亞經濟聯盟 

生產成本 30+0 關稅 

生產成本 30+30 關稅 

成本 30+0 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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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俄羅斯透過中國將商品輸入東協國家，因為有整合，所以最終將產品賣進

東協僅須面對 30 元貿易成本，避免俄羅斯直接出口東協國家須面對的高關稅壁

壘（貿易成本為生產成本 30+30 關稅）。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 3- 12. 貿易偏向效果示意圖（二） 

說明：上圖中，歐亞經濟聯盟透過中國將商品輸入東協國家，可避免聯盟出口商

面對未形成自由貿易區的歐亞經濟聯盟與東協存在之關稅壁壘，將商品以較低的

成本賣進該經濟整合區，形成貿易偏向效果。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不論在貿易救濟，還是競爭的章節，《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皆十

分強調營造「公平競爭」的經濟環境，表示各締約方的經濟活動想建立在符合推

動經濟全球化精神的自由競爭市場之上。不論是內文提到的《反傾銷協定》、《補

助與反補助協定》，還是競爭章節中允許各締約方於必要時採取相關法律措施，

預防或制止反競爭之商業行為，都是為了讓中國與聯盟的經貿互動符合公平競爭

原則。然而，雖然有經濟全球化的精神存在，但《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

亦存在貿易保護主義，包括「非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以及內文有關維護雙邊國

中國 歐亞經濟聯盟 

東南亞國協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 

 

「一帶一盟」 

經貿合作協定  

先把商品進口至中國 

再從中國 

將商品輸入東協 

可避免商品關稅 

直接將商品 

進口至東協 

須面對關稅、 

配額等貿易障礙 

整合 

未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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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權利的各項相關規定。也再次證明，經濟主體之間的互動模式，多以部分自由

開放、部分限制保護組成的論述。 

  最後，《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多次提及以《WTO 協定》的各項相

關規範為基準內容，是中俄雙方身為 WTO 會員國對於全球多邊機制的維護，展

現兩國作為世界大國的責任與擔當，以及為符合經貿入世規範的積極性，但也可

由此窺見兩國對於雙邊經貿合作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與保守程度。106換言之，不

同於普遍經貿整合組織一般，依區域經濟整合理論中按整合深化情況分六個階段

來羅列整合的階段性目標，中俄的 5+1 整合直接以《WTO 協定》為雙邊經貿合

作的發展標竿，不僅能避免俄羅斯因簽屬《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開放

雙邊經貿而須面臨不可預期的損失，也能保有彼此努力形成經濟整合的目標。既

符合中俄在「一帶一盟」對接合作中推動的理想、自由主義，也可基於現實主義

保有各國的利益。 

  除了就《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內容配合理論分析合作項目對俄國

的意義之外，《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簽屬能否解決前文所提俄羅斯存

在之經濟二元化所導致的經濟問題，將於下文討論。 

  俄羅斯以其豐富的能源產業得名，並佔全球舉足輕重地位。能源相關收入更

佔該國年產值大半。以 2018 年為例，俄羅斯的總出口額為 4270 億美元，其中原

油、其他石油製品及汽油柴油所佔比分別為 31%、18.2%、6.42%，共 55.92%。

能源產業的出口額佔整體產業出口總額過半數，加上該年度出口佔 GDP 比重為

30.74%。107表示俄羅斯年出口總額牽動該國當年 GDP 表現，另也可見俄羅斯經

濟的榮枯與其能源產業收益的強相關性，國際能源價格波動極大程度會影響該國

整體經濟表現。(見前圖 3-3 俄羅斯年出口額、圖 3-4 俄羅斯 GDP 表現圖、圖 3-

5 國際原油價格走勢圖) 

  觀察並比對上述三個趨勢圖，可發現俄羅斯的出口額走勢圖幾乎和其 GDP

                                                      
106 張子特，同前揭文，頁 36。 
107 “Russia Product Exports (2018)”, OEC, < https://oec.world/en/profile/country/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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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勢圖一樣。另納入國際原油價格走勢比對，可發現皆有吻合兩個金額急速下

降的時點，分別在 2009 年和 2016 年，再度驗證能源產業對俄羅斯整體經濟表

現的影響力之大。能源產業作為戰略型投資產業，其市場不可替代性賦予其極

高的附加價值。從國家財政到國家福利基金的整體經濟皆過於依賴能源產業收

益，不僅易受國際油價波動影響，在國家同時有多個待建設項目時俄羅斯更傾

向於投入能源相關項目，身為資源稟賦國，俄羅斯更願意投資並開發能賺更多

錢的能源等軍事重工業，而忽略了其他同樣重要的民生輕工業發展，造成俄羅

斯整體產業發展呈現兩極化。即使能帶來大量收入的重工業發展良好，但國家

的民生所需品要依靠大量進口來補足，兩相抵銷使得俄羅斯也難以聚集財富、

人民生活也不會太好。除經濟二元性之外，俄羅斯擁有世界最大的領土，1709

萬平方公里的地卻只有不到 1.5 億的人口，資源豐富的土地因缺少勞動力而無

法開發，消費人口少亦難以拉動經濟發展。這些都是造成俄羅斯即使是能源大

國，卻一直不富裕的因素。 

  然而透過「歐亞經濟聯盟」與中國簽署的經貿合作協定，並綜合普欽多次對

外發佈的言論，亦可發現俄羅斯對於遠東西伯利亞地區的積極開發意圖，以及對

於其他新興產業如數位經濟、電子商務等有莫大興趣。雖然無法解決根源的經濟

二元性問題，但相信隨著區域整合的形成、產業發展領域的擴大以及國內區域平

衡發展的推動，能解決俄羅斯的經濟疲軟的現象。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264

 

82 
 

第三節、 小結 

  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為維持區域經濟的聯繫而極力促成區域經濟整合組織

的建立，從 1991 年後含蓋範圍較大的獨立國協、2015 年正式成立的五國「歐亞

經濟聯盟」，到後續聯盟與他國（越南、伊朗、新加坡等）就自由貿易協定進行

相關談判，本研究標的「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亦如此。 

  以《WTO 協定》為發展框架的《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既能協助

俄羅斯符合全球經貿入世規範，也能令雙邊經貿合作保有各自的現實利益。協定

的簽署可視為俄羅斯對於建立大歐亞、亞太地區經濟整合企圖心的再確認。從國

際關係理論的角度而言，區域經濟整合是經濟全球化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折衷模式。

而追根究底於俄羅斯推動「大歐亞夥伴關係」的誘因，實際上為現實主義下對自

身國家利益的追求。換言之，為了讓俄羅斯在 2014 年克里米亞事件後陷入困境

的國家經濟能繼續穩定發展，並達到永續的目標，普欽向歐洲國家以及亞太地區

拋出建立互利互惠的大歐亞地區經濟整合組織。不僅能藉此打破 2014 年之後的

歐俄關係僵局、增加對外經貿往來，還能帶動俄羅斯國內發展，包括遠東西伯利

亞地區的開發等。《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的簽署不僅有助於歐亞地區

整合，對於扮演領頭羊角色的俄羅斯而言，更是意義重大。 

  最後，依據雙邊協定目標是發展形成自由貿易區，筆者依《歐亞聯盟與中國

經貿合作協定》內容透過經濟整合理論分析，雖然可能會產生的各種有利於締約

各方貿易效果，但也須注意整合後大量中國製商品的流入與競爭。除短期的貿易

效果外，俄羅斯乃至「歐亞經濟聯盟」整體，亦能透過協定與中國進行各項技術

交流，且有機會藉此獲得資金輔助技術的研發。形成整合的聯盟與中國，依比較

利益原則，能形成效率化生產，提升整體市場競爭力，進而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

達到俄羅斯從「一帶一盟」合作中獲得利益，並實現讓國家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

目的。而實現國家經濟穩定且持續發展，反過來也能解決俄羅斯經濟二元化造成

的經濟疲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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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帶一盟」合作之現況問題 

  由於「一帶一盟」合作涉及多國的協商，因此雖然已經列出 39 項具體的合

作項目，但是合作過程中經常因許多問題而使合作可能產生變化，例如以「莫斯

科─喀山高鐵項目」為例，從該建設案於 2013 年的聖彼得堡經濟論壇上被提出

之後即廣受全球矚目，且是中俄「一帶一盟」重要的合作項目之一。然該項目至

今仍未完工，故下文將以此項「一帶一盟」的合作案為例，深入分析其原因及建

設對俄羅斯的意義，藉此案例探討「一帶一盟」現在合作的主要關鍵問題。 

第一節、 莫斯科─喀山高鐵建設項目 

一、 合作項目概述 

  最早於 2011 年，俄羅斯便於喀山召開「建立歐洲─中國西部交通走廊及其

在上合組織成員國整合進程中的作用」此國際會議上表明將投資 800 億盧布投

資該項目，完成從喀山至中國的交通建設。2013 年 6 月，普欽總統在聖彼得

堡經濟論壇上提出建設莫斯科─喀山高鐵項目（以下簡稱莫喀高鐵）。2014 年，

第 19 次中俄總理定期會晤上，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與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

夫聯合簽署了「莫喀高鐵發展合作備忘錄」，並計畫未來將其延伸至北京，完

成莫斯科─北京的高鐵路線。當時計畫於 2018 年開工，並預計於 2024 年竣工，

若完成將使新絲綢之路提升至新的層次。從莫斯科至喀山所需時間，將由原先

的 14 多鐘頭，縮短為 3 個半小時（見下圖 4-1）。 

 

圖 4- 1. 莫喀高鐵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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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Moscow-Kazan HSL Project Profile”, JSC Rail, < 

http://www.eng.hsrail.ru/hsrail-Moscow-Kazan/project-profile/ >, January 24, 2021. 

 

  俄羅斯原先委託法國公司阿爾斯通（Alstom）進行莫斯科至喀山的鐵路建

設，後因 2014 年克里米亞事件後法國取消向俄羅斯出售軍艦，俄羅斯改而將

項目交予中國國鐵。108中俄雙方有意將高鐵路線由喀山再延伸至北京（見下圖

4-2），進而形成一條連通莫斯科及北京超過 7000 公里長的高鐵，讓來往莫斯

科和北京的時間可由原先的七天，縮短為兩天。然而至 2019 年為止，此項目

仍未動工。 

 

 

圖 4- 2. 莫斯科─北京高鐵示意圖 

說明：上圖黃線為莫斯科至喀山高鐵路段，後來路線規劃續延伸至北京；藍線

為俄羅斯現有的西伯利亞鐵路路段，全段運行時長共需 15 天，遠比莫斯科至

北京高鐵運行時長（2 天）費時。 

資料來源：“Russia Is Building A New High Speed Train That Will Travel From 

Moscow To Beijing In Just 48 Hours”, Business Insider, December 31, 2014, <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russia-builds-moscow-to-beijing-high-speed-

train-2014-12 >, January 25, 2021. 

 

                                                      
108 “Russia Is Building A New High Speed Train That Will Travel From Moscow To Beijing In Just 48 

Hours”, Business Insider, December 31, 2014, <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russia-builds-

moscow-to-beijing-high-speed-train-2014-12 >, January 2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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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先僅止於中俄之間的莫喀高鐵在 2015 年以發展區域經濟整合為目標的

「一帶一盟」形成後，領導「歐亞經濟聯盟」的俄羅斯希望能將此案也視為 1+5

合作項目中的優先項目，將其向西延伸至西伯利亞地區，或往南經由哈薩克連

通至北京，形成跨歐亞區域的高鐵建設，而非僅限於中俄之間的跨境交通建設。

109不僅有利於俄羅斯發展國內高鐵建設，哈薩克等中亞國家也可受惠於跨歐亞

地區的交通建設而發展為歐亞樞紐地帶。因此，「一帶一盟」形成後的莫喀高

鐵案被賦予前景更加遠大的建設意義，但截至目前此案仍在溝通，遲遲未能定

案，故在分析一帶一盟合作的問題上即選擇這個跨境高鐵建案作為本研究的分

析案例，藉此瞭解一帶一盟合作的現況問題。 

二、 合作項目進展 

  莫喀高鐵項目遲未動工，主要歸因於融資困難，建設所需資金評估總額不

定，經過多次增減。據 2013 年 6 月底，俄羅斯國家杜馬第一副主席亞歷山大．

茹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Жу́ков, Alexander Zhukov）表示，普欽總統提議由國家福

利基金110撥出 150 億美元用於建設基礎設施，其中 50 億美元用於高鐵項目。

此外，俄鐵公司則表示將另單獨從福利基金撥 50 億美元，同樣用於高鐵項目。

據悉，此項目預估總投資額為 10685 億盧布（324 億美元），70%來自國家預算

撥款，其餘 30%則由國家福利基金、退休基金和儲備基金籌資。111同年 9 月 25

日，據俄羅斯《生意人》報導，俄羅斯高鐵公司呈報的首條莫喀項目投資報告

顯示其總金額增加 1400 億盧布，達到 1.068 萬億盧布（約 334 億美元），62.7%

                                                      
109 「中國高鐵簽下走出國門第一單」，2015 年 6 月 19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http://www.scio.gov.cn/31773/35507/htws35512/Document/1524775/1524775.htm＞，2020 年 12 月

11 日。 
110「國家福利基金」由俄羅斯原先的「穩定基金」拆分而成。為平衡財政收支，俄羅斯於 2004 年

建立了源自每月石油及其產品出口稅和開採稅的穩定基金。基本儲備量為 5000 億盧布，並以原

油每桶 27 美元為基準價格，超出該基準的石油及相關產品的出口關稅和礦產開採稅成為基金的

一部分，以石油產業的超額收入彌補未來因油價下跌造成的財政赤字。2008 年，將「穩定基金」

拆分為「儲備基金」以及「國家福利基金」，前者延續「穩定基金」作用，後者主要用於促進經

濟發展、提高國民福利（特別在於補充養老金體系和應對人口老齡化）。 
111 「俄將從國家福利基金中撥款 50 億美元修建高鐵」，2013 年 6 月 27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駐

俄羅斯大使館經濟商務處，＜http://r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06/20130600176662.shtml

＞，2020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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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聯邦政府之預算投資，其餘為私人投資。此項目由國家持有 75.6%股份、

俄羅斯高鐵公司持 10.1%股，剩下 14.2%由私人持有。預計於 2018 年運行後

從國家轉租賃予俄鐵公司經營，項目的貼現回收期限不得超過 30 年。112 

  然而財政部長安東．西魯安諾夫（Антон Силуанов, Anton Siluanov）出席

索契國際投資論壇時表示，此項目應無法如預期完工。在工程實施前，預估之

投資概算已高達 334 億美元（322 億美元用於高鐵主幹道建設，另 12 億美元

用於火車站的建設及相關設備購置），且將來建設成本極可能還會增加。國家

福利基金的投資要求為本息回報，由於高鐵建設項目存在巨大的回收風險，因

此財長建議增加聯邦預算投資支出，113投資金無法回收之風險亦會體現於財政

撥款上，項目過大的成本回收風險將可能導致財政赤字。為縮小資金缺口，俄

高鐵公司重新評估項目預算，最終減少 17%投資額，降為 8550 億盧布（約 267

億美元）。114但 11 月，評估額度增至約 312 億美元，並且徵地所需支出還會增

加。投資能否回報取決於高鐵車票價格之訂定，若價格超過機票的 8000 盧布

（約 249 美元），遊客將選擇搭乘民航，價格較便宜且兩小時就可抵達。115有

鑑於空航可能較具有比較利益，原先預計撥予莫喀高鐵的國家福利基金推遲，

並優先投入於建設其他基礎設施如多莫傑多沃機場（Московский аэропорт 

Домодедово, Domodedovo Airport）和謝列梅捷沃國際機場（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аэропорт Шереметьево, Sheremetyevo International Airport）項目。116 

                                                      
112 「俄羅斯首條高鐵投資概算增加 1400 億盧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聯邦大使館經濟商

務處，2013 年 9 月 27 日，＜http://r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09/20130900325954.shtml＞，

2020 年 6 月 21 日。 
113 「俄財長認為俄首條高鐵項目無法如期建成」，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聯邦大使館經濟商務

處，2013 年 10 月 1 日，＜http://r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10/20131000332850.shtml＞，

2020 年 6 月 21 日。 
114 「莫斯科-喀山高鐵項目投資概算下調 17%」，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聯邦大使館經濟商務

處，2013 年 10 月 17 日，＜http://r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10/20131000354400.shtml＞，

2020 年 6 月 21 日。 
115 「俄媒報俄高鐵將於週二舉行設計方案競標」，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聯邦大使館經濟商務

處，2013 年 11 月 5 日，＜http://r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11/20131100378253.shtml＞，

2020 年 6 月 21 日。 
116 「俄羅斯國家福利基金將推遲投資高鐵項目」，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聯邦大使館經濟商務

處，2014 年 11 月 7 日，＜http://r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11/20131100381396.shtml＞，

2020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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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 月，由俄羅斯高鐵公司（為俄鐵路公司之子公司）起草之莫斯

科─喀山高鐵建設新方案出爐，並提交予俄羅斯財政部、經濟發展部以及運輸

部門。新方案中，俄鐵公司將非唯一的項目實施者，高鐵建設將劃分為四個路

段：莫斯科─弗拉基米爾（Vladimir）─下諾夫哥羅德（Nizhny Novgorod）─切

博克薩雷（Cheboksary）─喀山。莫斯科至弗拉基米爾的路段交由俄高鐵公司

負責，該路段預估共需 1911 億盧布（約 58 億美元），並以國家福利基金以及

退休基金為資金來源。剩餘三段所需資金約 5958 億盧布（約 181 億美元），以

出售特許經營權為融資手段，且投資者可獲得俄羅斯國家建設補貼。117 

俄高鐵公司於 2 月份證實正與數家企業商談項目特許經營權的協議，其中

意願較高的有兩家財團：一是由俄羅斯運輸機械控股集團（ ЗАО 

«Трансмашхолдинг»）118及法國建築集團布伊格（Bouygues）組成、另一則由

俄羅斯運輸機械公司和德國西門子公司（SIEMENS）組成。119德國的西門子集

團以及西班牙私營的大型工程與技術公司 SENER 集團於 2015 年度間皆表示

有意願參與莫喀高鐵建設項目的競標。西班牙 SENER 集團於 2015 年 3 月表

示，該集團長期追蹤全球的高鐵項目，其中包括俄羅斯的莫斯科─喀山高鐵建

設，正針對該項目的特點進行研究，以決定是否參與。120而西門子俄羅斯負責

人迪特里希·穆勒（Dietrich Moeller）2015 年 4 月 28 日亦表示，該公司對於莫

喀高鐵項目的自動化及電氣化設計感興趣，另也有意提供高鐵所用的車輛。121 

                                                      
117 「莫斯科-喀山高鐵新方案出爐」，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聯邦大使館經濟商務處，2014 年

1 月 30 日，＜http://r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01/20140100478527.shtml＞，2020 年 6 月

21 日。 
118 俄羅斯運輸機械控股集團（«Трансмашхолдинг», ЗАО／Transmashholding, CJSC）是俄羅斯最

大的鐵路設備製造商。該集團 100%由荷蘭控股公司 Breakers Investments 擁有，其中法國阿爾斯

通公司（Alstom）持有 20%股份，向來與俄羅斯的國營鐵路、工業能源、交通運輸等部門密切合

作。 
119 「俄高鐵公司商談特許經營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聯邦大使館經濟商務處，2014 年

2 月 7 日，＜http://r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02/20140200479463.shtml＞，2020 年 6 月

21 日。 
120 「西班牙 SENER 公司或競標俄高鐵設計」，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聯邦大使館經濟商務處，

2015 年 3 月 19 日，＜http://r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3/20150300915135.shtml＞，2020

年 6 月 21 日。 
121 「西門子有意參加莫斯科-喀山高鐵設計」，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聯邦大使館經濟商務處，

2015 年 4 月 29 日，＜http://r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4/20150400956663.shtml＞，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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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連串預算增減，俄羅斯聯邦政府終於 2015 年 6 月頒發政府令，增

加俄鐵公司的資本金 642.81 億盧布（約 12.1 億美元），用於開發莫斯科地區鐵

路網絡建設、貝加爾─阿穆爾、西伯利亞鐵路現代化以及莫喀高鐵建設等項目。

122 

  2017 年 3 月，歐亞經濟執委會的交通與基礎設施部主任葉爾扎·努拉赫梅

托夫（Yerzhan Nurakhmetov）表示，該委員會制定了一系列優先項目，這些項

目將由 EAEU 國家實施，並支持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SREB），為實行「一帶

一盟」的對接。其中 39 個用於建設新道路和改造現有道路，建立運輸和物流

中心，開發重要的運輸樞紐等。項目中提及應修建莫喀的高速鐵路，且正在討

論吸引中國投資該項目的機制。123同年 4 月，俄羅斯聯邦政府向俄鐵公司增加

撥款 297.8 億盧布（約 5.4 億美元）用以投資若干建設項目，其中，9000 萬盧

布（約 158 萬美元）用於莫喀高鐵項目。124俄鐵公司與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於 9

月的金磚國家工商論壇上協商，將在俄羅斯舉辦的東方經濟論上簽署諒解備忘

錄，以探討開發銀行向莫科高鐵提供建設資金的可行性。125 

  然而 2019 年 4 月，俄羅斯普欽總統已核准啟動從莫斯科至聖彼得堡的高

鐵建設設計工作，反觀，歷經多年討論的莫喀高鐵項目仍無實際的建設時程表。

俄羅斯總統發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Дмитрий Песков, Dmitry Peskov）表示，

該項目仍在進行經濟可行性評估，因此克林姆林宮尚未給予實施項目的准許。

                                                      
年 6 月 21 日。 
122 「俄政府增加俄鐵路公司資本金」，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聯邦大使館經濟商務處，2015 年

6 月 4 日，＜http://r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6/20150601001687.shtml＞，2020 年 6 月

21 日。 
123  «Сопряжение ЕАЭС и ЭПШП приобретает реальные очертания: согласован список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ных проектов», 2017/03/01, Новости и события,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EEC),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en/nae/news/Pages/2-03-2017-1.aspx>, August 

22, 2020. 
124 「俄政府向俄鐵公司增加撥款 5.3 億美元用於項目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聯邦大使

館經濟商務處，2017 年 4 月 13 日， 

＜http://r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704/20170402557104.shtml＞，2020 年 6 月 21 日。 
125 「俄鐵稱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或將為莫喀高鐵建設提供資金」，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聯邦

大使館經濟商務處，2017 年 9 月 15 日， 

＜http://r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709/20170902644161.shtml＞，2020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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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基於此高鐵項目預算跟資金問題，作為一帶一盟合作的主要成員 – 中國，

也多次與俄方協商合作的相關問題，亟欲參與此項目的建設。如據塔斯社報導，

中國與俄羅斯於 2014 年 10 月 18 日簽署合作發展高速鐵路的備忘錄，並據該

文件起草了從莫斯科至北京高鐵運輸走廊項目，包含莫斯克到喀山的試點。雙

方將在設計、施工、維護、設備供應、投資及融資方面進行合作。中方考慮以

公私合營方式，並採取投資與貸款形式資助建設項目。與此同時，中方需提供

相應技術，並讓俄羅斯的高鐵車輛及相關零件生產在地化。在此項目中，俄羅

斯亦準備使用中國的高鐵技術以及建築和設備製造等專業知識。127 

  據塔斯社 2015 年 4 月 30 日報導，莫斯科至喀山的設計專案確定是由中國

與俄羅斯聯合組成的財團得標（而非前述所提德國128或西班牙公司）。該集團

由俄羅斯國家運輸工程勘測設計學院（Moscow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Design Institute）領導，另有下諾夫哥羅德地鐵設計公司（Nizhny Novgorod 

Metro Design）、中國中鐵二院工程集團有限公司（China Railway Eryuan 

Engineering Group）參與，莫喀高鐵全長約 770 公里，建設成本為 200 億盧布

（約 3.61 億美元）。129中方準備項項目投資 1040 億盧布（約 20.3 億美元），同

時亦準備在項目實施期間增加建設高鐵的信貸額度，當時的額度合美金約 49

億。130同年 6 月，中國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張高立在參加第十九屆聖彼得堡國際

                                                      
126 「莫斯科至聖彼得堡高鐵建設將優先於中俄莫喀高鐵項目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聯

邦大使館經濟商務處，2019 年 6 月 11 日， 

＜http://r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6/20190602871718.shtml＞，2020 年 6 月 21 日。 
127 “Russia, China to agree basics of cooperation on Moscow-Kazan rail line project by Dec 15”, TASS  

RUSSIAN NEWS AGENCY, Oct 18,2014, <https://tass.com/economy/755154>, August 15, 2020. 
128 據俄羅斯鐵路公司（RZD）高速鐵路發展部門副總裁亞歷山大·米沙林（Alexander Misharin）

表示，俄羅斯鐵路公司對德國財團建議的俄羅斯高速鐵路（Moscow-Kazan）建設方面的合作條

款不滿意。德國提供了合作和設備進口投資的備忘錄，但他們的設備供應資金報價無法令俄方滿

意。某些設備報價過高，而和俄羅斯有合作的中國有相同但價格更合適的設備。 

“Russian Railways prefers Chinese offer on Moscow-Kazan HSR construction to German one”, TASS 

RUSSIAN NEWS AGENCY, Nov 4, 2015, < https://tass.com/economy/833886>, August 15, 2020. 
129 “Russian Railways may receive $144.5 mln from budget for Moscow - Kazan High Speed Railway”, 

TASS RUSSIAN NEWS AGENCY, Jul 1,2015, <https://tass.com/economy/805222>, August 15, 2020. 
130 “China to invest over $2 bln in Moscow-Kazan high-speed railway project company — source”, 

TASS RUSSIAN NEWS AGENCY, May 8,2015, <https://tass.com/economy/793641>, August 1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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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論壇期間，見證俄羅斯和中國公司簽署建設莫喀高鐵的合作協議。131 

  2016年6月 3日，俄羅斯國營鐵路公司俄羅斯鐵路（Открытое акционерное 

общество, Russian Railways）第一副總裁亞歷山大·米沙林（Alexander Misharin）

表示，中國將為莫斯科喀山高鐵項目提供 20 年期的貸款，價值 4000 億盧布

（約 59億美元）。且不同於以往案例，中方並不強制要求俄羅斯提交國家擔保，

意味著中國單純以普通投資者的身分來參與俄羅斯的市場。另外，中國計劃在

俄羅斯建立一些合資企業來參與高鐵建設，和西伯利亞及摩爾曼斯克的工廠組

建合資企業，來從事相關設備的生產，並討論公司所佔份額。132除中方資金投

入外，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 BRICS）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

也將緊隨中國腳步向高鐵建設投入資金。新開發銀行可投資額至可達 5 億美

元，而規模更大的亞投行可投資額則達數十億美元，雖然後者並非優先進行投

資的銀行，但金融方皆已有所準備。133爾後，除上述資方來源，米沙林於同年

11 月表示德國倡議財團（包含西門子集團、德意志銀行 Deutsche Bank、德國

鐵路 Deutsche Bahn 和其他公司）決定向俄羅斯莫喀高鐵項目撥款 27 億歐元，

且雙方政府將簽署相關協議及草案。134除由德國倡議財團內部撥款的 27 億歐

元之外，該財團還吸引 8 億歐元的外來資金。1352017 年 8 月，俄羅斯直接投

資基金以及歐亞開發銀行（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EDB）也接連表示考

慮投資建設歐亞高鐵的俄羅斯路段。 

  針對高鐵所使用的車輛，米沙林於 2017 年 2 月表示將在俄羅斯生產，初

步定於烏拉爾和俄羅斯中部地區。中國中車（CRRC）與西門子集團、俄羅斯

                                                      
131  “Russia, China to sign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 of Moscow-Kazan high-speed railway”, TASS 

RUSSIAN NEWS AGENCY, Jun 18,2015, <https://tass.com/economy/801506>, August 15, 2020. 
132  “China to grant 20-year $5.9 bln loan for Moscow-Kazan high-speed railroad project”, TASS 

RUSSIAN NEWS AGENCY, Jun 3,2016, <https://tass.com/economy/879917>, August 15, 2020. 
133 “BRICS bank, AIIB ready to follow China by financing Moscow-Kazan high-speed railroad”, TASS 

RUSSIAN NEWS AGENCY, Jun 3,2016, <https://tass.com/economy/879988>, August 15, 2020. 
134  “German Initiative ready to grant €2.7 bln for Moscow-Kazan railroad construction”, TASS 

RUSSIAN NEWS AGENCY, Nov 11,2016, <https://tass.com/economy/911060>, August 15, 2020. 
135 “Cargo shipments from Europe to China by Russian high speed railroad to take two days”, TASS 

RUSSIAN NEWS AGENCY, Dec 21,2016, <https://tass.com/economy/921027>, August 1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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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納拉集團（Sinara Group）以研究貨運相關項目，最終可能會由西門子和錫

納拉組成的合資企業烏拉爾機車股份有限公司（Ural Locomotives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於俄羅斯生產。預計 2018 年開始生產，並於 2022-2023 年

間進行調適並開通。136同年 5 月，俄鐵執行長向中方要求，希望增加莫喀建設

的貸款額度並降低貸款利率（先前所訂為 20 年期，利率 4%，額度 69 億美元

的貸款）。137即使整體項目的成本估算及資金來源已經過幾番調整，然至 2018

年底，莫喀路段的建設始終未開始，2019 年 3 月，俄羅斯財政部甚至建議將

原先用以建設莫喀高鐵項目約 1120 億盧布（約 17.5 億美元）的撥款挪給

Novatek，讓其投入北極 LNG 項目二的碼頭建設。138另外，同年 4 月，總統普

欽批准連接兩大城市莫斯科及聖彼得堡高鐵的建設設計。139德國倡議財團同樣

加入此段建設，包括設計與諮詢、設備生產、供應、投資及融資；而對於莫喀

路段的高鐵建設，則表明仍在評估其經濟可行性。140 

 

  

                                                      
136 “Russia and China plan to launch first high-speed freight train in 2019”, TASS RUSSIAN NEWS 

AGENCY, Jun 8,2017, <https://tass.com/economy/950596>, August 15, 2020. 
137 “Russian rail operator asks China to boost Moscow-Kazan fast-speed rail project financing”, TASS 

RUSSIAN NEWS AGENCY, May 18,2017, <https://tass.com/economy/946460>, August 15, 2020. 
138 “Press review: Moscow to ignore ‘malign influence’ crusade and Kabul rejects Taliban talks”, TASS 

RUSSIAN NEWS AGENCY, Mar 22,2019, <https://tass.com/pressreview/1049950>, August 15, 2020. 
139 “Putin approves design of Moscow-St. Pete high-speed railway”, TASS RUSSIAN NEWS AGENCY, 

Apr 16,2019, <https://tass.com/economy/1053901>, August 15, 2020. 
140 “Consortium of German companies to cooperate on Moscow-St. Petersburg high-speed railway”, 

TASS RUSSIAN NEWS AGENCY, Aug 28 ,2019, <https://tass.com/economy/1075359>, August 1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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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俄羅斯對現況問題之態度與其意涵 

  就上述莫喀高鐵建設項目，以下為俄羅斯對於該合作項目現況問題的態度

以及項目對俄羅斯的意義。 

  高鐵建成後能縮短兩地運行時長，由目前的 14 小時減少至 3 小時 30 分

鐘。普欽總統強調，此建設項目能促進投資、提高地區旅遊市場的吸引力，進

而帶動經濟的增長。若以長遠發展觀之，莫喀高鐵僅是俄羅斯發展高鐵建設的

第一步，是中部地區、烏拉爾和伏爾加地區高鐵的試驗路段，將來還可延伸至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以期活絡西伯利亞地區的經濟圈。141另外，透過莫斯科至

喀山的試點，未來希望能往南延伸並經由哈薩克通往中國北京，完成連接中國

與歐洲地區的高鐵路段。代表莫喀高鐵完成建設後，未來將成為歐亞大陸高鐵

的一部分。由於連接莫斯科和北京的路線，需經過哈薩克，因此後續建設可以

現有的歐亞經濟聯盟為框架；以上合組織為溝通平台；以絲路基金、金磚國家

新開發銀行、歐亞開發銀行等輔助區域基礎建設的金融機構為資金來源，進行

區域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合作。 

  莫喀高鐵作為歐亞大陸高鐵建設的一環，意義重大，但從此案的發展狀態

與俄羅斯的應對態度可發現該國現實主義下的國家利益考量。對歐亞地區的整

體基礎建設與經濟發展而言，莫喀高鐵建成的確能運載較大量的貨物，縮短貨

物輸送時間。然依目前俄方評估，項目的經濟效益仍未達建設標準。因計畫已

經拖延近 10 年，其成本更是逐年增加，即使有中方大量資金投入，俄國內部

也早已有認為其無經濟效益的聲音出現。不僅項目本身所需花費過大，還有極

大的成本回收風險。綜合建設成本，該項目並不具不可替代性。從莫斯科到喀

山的交通方式若選擇廉價航空，速度更快，價格也不會差太多。對俄羅斯整體

戰略考量而言，該項目也不具建設的急迫必要性。截至 2019 年，普欽已批准

                                                      
141 「普京力推俄發展高速鐵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大使館經濟商務處，2013 年 8 月 1

日，＜http://r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08/20130800224076.shtml＞，2020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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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至聖彼得堡路段的高鐵建設，而莫喀高鐵項目建設仍在經濟效益評估階

段。另外，該國財政部執行辦公室甚至通知加拿大皇家銀行，將原先撥給莫喀

高鐵的財政支出轉移給 Novatek 的 LNG 項目二。在俄羅斯國家財政有限且尚

有其他國家待建設項目的情況下，莫喀高鐵項目不在優先建設之列。由此可見

依目前評估，莫喀高鐵項目能為俄羅斯帶來的經濟效益不大，是俄羅斯基於現

實主義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體現。 

  起初中國與俄羅斯合作建設莫喀高鐵所繪製的未來藍圖與前景遠大，卻因

俄羅斯內部經濟效益評估未達標而無下文，但這不代表該項目發展至今沒有帶

來任何益處。 

  在該向高鐵建設項目中，俄羅斯與外國合作主要在資金與技術兩個層面。

資金方面，俄羅斯分散風險，拓展外國合作夥伴；技術層面，促進外國技術向

國內轉移（見下表 4-1、4-2）。 

 

表 4- 1. 莫喀高鐵建設資金來源整理 

時間 資金來源 

2014 年 1 月 

 

莫斯科至弗拉基米爾的路段交由俄高鐵公司負責，以國家福利基

金以及退休基金為資金來源。 

2015 年 3 月 西班牙 SENER 集團表示有意願參與莫喀高鐵建設項目的競標。 

2015 年 6 月 俄羅斯聯邦政府頒發政府令，增加俄鐵公司的資金用於開發包含

莫喀高鐵在內的建設項目。 

2016 年 6 月 中國將為莫斯科喀山高鐵項目提供 20 年期的貸款，價值 4000 億

盧布（約 59 億美元）。 

 除中方資金投入外，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

銀行也將緊隨中國腳步向高鐵建設投入資金。 

2016 年 11 月 德國倡議財團（包含西門子集團、德意志銀行 Deutsche Bank、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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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鐵路 Deutsche Bahn 和其他公司）向俄羅斯莫喀高鐵項目撥款

27 億歐元。 

2017 年 8 月 俄羅斯直接投資基金以及歐亞開發銀行接連表示考慮投資建設歐

亞高鐵的俄羅斯路段。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前文。 

 

  即使項目遲未動工，但從建設上圖 4-1 的資金仍可發現以國家為單位，除

了中國之外，還有歐洲國家如德國、西班牙等有意與俄羅斯合作建設；以個別

國家及區域性的金融機構而言，除了中國的絲路基金及個別企業之外，亞洲基

礎設施投資銀行、德國銀行、歐亞開發銀行以及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也有意參

與投資。多少能分散資金來源，也拓展了俄羅斯投資市場的外國夥伴。以高鐵

建設為例，雖然莫喀路段建設工程停滯，但有了前期與德國西門子等集團的交

涉，方能為德國與俄羅斯未來在該領域的合作鋪墊，將雙方的關係延續至其他

段的建設如莫斯科─聖彼得堡路段。 

 

表 4- 2. 莫喀高鐵車輛建設參與集團 

時間 參與集團 

2017 年 2 月 俄羅斯錫納拉集團 

中國中車 

德國西門子集團 

資料來源：“Russia and China plan to launch first high-speed freight train in 2019”, 

TASS RUSSIAN NEWS AGENCY, Jun 8,2017, 

<https://tass.com/economy/950596>, August 15, 2020。 

 

  另從上圖 4-2 的車輛製造技術來源也可觀察到，在莫喀高鐵建設中，俄羅

斯與中國、德國的合作內容除了項目的投資之外，所涵蓋的合作範圍還包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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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設備的製造，且最終生產地點設置在俄羅斯烏拉爾及中部地區，將有助於相

關的技術轉移、在地化生產，令產業的生產力提升，最終達到進口替代的效果。

另外，雖無參與莫喀高鐵的建設，但與俄羅斯相鄰的亞太國家中，日本在此領

域的建設技術先進，有望在未來的基礎建設案中成為俄羅斯的合作夥伴。 

  最後，除莫喀高鐵建設案本身的項目分析之外，考量其未來發展藍圖係向

西延伸至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往南經哈薩克連接中國北京，形成跨歐亞大陸

高鐵建設的一環，因此亦不能忽略中國「一帶一路」倡議領導的跨歐亞交通建

設─「中歐班列」與莫喀高鐵建設的關係，且此兩項跨境交通建設的關係更與

「一帶一盟」相關基礎設施的未來發展息息相關。 

  不同於莫喀高鐵僅為建設於俄羅斯境內的中俄重大戰略合作項目，中歐班

列是連接中國西安、義烏、成都等地至英國倫敦（London）、德國漢堡（Hamburg）

等歐洲城市的國際聯運列車。最東邊為中國上海，最西至荷蘭鹿特丹（詳細路

線見下圖 4-3）。此國際列車由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簡稱中國國鐵）組

織，與中亞、歐洲各國鐵路系統合作，按照固定車次、線路、班期和全程運行

時間開行，往來於中國與歐洲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是「一帶一路」倡

議的關鍵推手。142 

 

 

圖 4- 3. 中歐班列路線圖 

                                                      
142 詳參中歐班列官方網站，＜https://www.chinaeurorailway.com/sy2＞，2021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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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中歐班列大致分為以下三條路段─東線（圖中藍線），透過中國境內鐵

路，從福建往上行至東北地區滿州里邊境，連接到俄羅斯的布里亞特共和國的

烏蘭烏德。中線（圖中綠線），由香港垂直向上至北京，至蒙古烏蘭巴托後進

入俄羅斯，最終透過與西伯利亞鐵路連接，西行進入俄歐地區，中線路段終於

俄羅斯的莫斯科。西線（圖中紅線），由中國重慶西行，穿過哈薩克進入俄羅

斯，經由白羅斯進入歐洲地區。抵達的歐洲國家包括芬蘭、羅馬尼亞、拉脫維

亞、波蘭、捷克、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以及西班牙等 15 國。 

資料來源：「中歐班列運行線地圖_鐵路貨運物流公司」，中歐班列運輸，＜

http://cn.cetrains.com/post/jianjie-page.html＞，2020 年 6 月 16 日。 

 

  自 2011 年 3 月 19 日開行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近九年期間，中歐班列

的累計開行數超過 20225 列，行經中國境內 60 多座城市、抵達歐洲 15 個國家

50 多個城市。143中歐班列可稱作中國「一帶一路」推動情況的「晴雨表」，受

到各界極大的關注。中國與俄羅斯、哈薩克、白羅斯及波蘭、德國等七國的鐵

路部門於 2017 年 4 月簽屬《關於深化中歐班列合作協議》，宣告俄羅斯、中亞

及歐洲等國正式參與此項中國「一帶一路」建設。 

  有別於莫喀高鐵建設為歐亞經濟聯盟與中國「一帶一盟」框架下的合作建

設，中歐班列是沿線國家參與中國「一帶一路」的建設，並由中國國鐵主導運

作。兩相比較，莫喀高鐵建設，中國為單純資金、技術供應方；而中歐班列，

中國為主導方，其他國家包含俄、白、哈等則皆為建設輔助方。另外，中歐班

列路線是配合各國現有的鐵路建設，例如行經俄羅斯境內的列車即使用西伯利

亞鐵路；反觀，莫斯科到喀山，以及最後連接北京的高鐵是從零開始建造。前

者有現成的鐵路網絡可使用，後者則無，因此兩項跨境交通建設的推動進度呈

現極大落差。 

  莫喀高鐵和中歐班列的部分路線重複，但並不會造成競爭的現象，反而能

達到互補的效果。莫喀高鐵是從俄羅斯出發的建設項目，其建設拓展方向是向

東、向南；而中歐班列則是從中國出發，經俄羅斯向西進入歐洲市場。兩者發

                                                      
143 「2011-2019 一帶一路中歐班列發展與現狀成果數據統計」，上海鐵亨國際物流有限公司，2020

年 1 月 10 日，＜http://www.tieheng-sh.com/blog/2011-2019＞，2020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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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式及目標市場決然不同，更重要的是前者係由俄羅斯主導，有其國家經濟

發展的考量。透過已成功運行近 10 年的中歐班列，中國、俄羅斯、中亞甚至

歐洲國家都能以較低的資金成本（空運的 1/3 至 1/2）及時間成本（比海運快

一倍）運輸貨物，但隨著開通班次增加，各站的貨容量趨於飽和。另外，因使

用現成的鐵路設施，相關設備老舊、人力資源配置不足等問題皆會導致貨物積

壓，進而影響列車班次的準時及效率。而透過推動莫喀高鐵的建設，不僅能分

攤貨運量，還能以更短的時間完成運輸，也讓跨境運輸需求者經運輸時間、價

格自我權衡後，有更多的選擇。 

  簡言之，「一帶一盟」合作中的莫喀高鐵項目，雖然尚未能達成協議，但

在協商過程中，俄國現在其實已經獲得除中國外來自各方表示有興趣投資的其

他外國投資夥伴。不僅讓俄羅斯提高了其與中國談判的籌碼，同時也藉此確實

獲得其他投資國對俄國境內的其他基礎建設的投資，已經達成從「一帶一盟」

合作中獲益，助益自己國家經濟發展的目的。另外，多元的資金與技術來源拓

展了俄羅斯在基礎建設領域的對外合作夥伴，降低了對中國的依賴程度。但從

另一角度觀之，也降低了俄羅斯與中國合作的誘因，或會成為未來「一帶一盟」

合作的問題。最後，透過現有中歐班列的運作可見市場對跨境交通設施的龐大

需求，莫喀高鐵若能建成不僅有利於俄羅斯內部區域經濟發展，也能分攤日漸

飽和的中歐班列貨運量，使其得以維持運輸品質。若考量至此，或能增加中俄

建造莫喀高鐵及其他替代跨境設施的意圖，將有助於「一帶一盟」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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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有關莫喀高鐵合作建設項目，總結建設項目的實行現況及對俄意涵如下： 

  首先，項目的實行挑戰及俄羅斯面對現況問題的態度。對莫喀高鐵建案而

言，建設資金一直是最大的問題。從 2011 年提出現設想法，過程中歷經多次預

算更動。至今因俄羅斯評估，建設成本過高，且有極高的成本回收風險。整體

而言，因不具經濟效益，使得莫喀高鐵建案的動工之日遙遙無期。 

  跨國交通運輸建設合作對俄羅斯而言，其意義體現於四個層面，包含俄羅斯

本身、俄羅斯與中國雙邊、俄羅斯與其他個別國家以及整個歐亞地區。對於俄羅

斯本身，交通建設能降低時間成本；推動建設相關產業發展達到技術轉移與進口

替代等效果；帶動沿線地區人民的生活水平與整體經濟發展。對俄羅斯與中國而

言，兩國運輸距離縮短降低時間成本能讓兩國貿易量增加。對於俄羅斯和其他國

家如德國、日本而言，俄德的合作關係代表俄羅斯對於歐洲國家關係的維繫；俄

日的合作關係則代表俄國向亞太地區拓展市場的戰略意圖，即使雙方仍存在領土、

政治、經濟等爭議，但仍不可忽略雙方在基礎建設的合作。 

  最後，將影響力再向外放大至歐亞地區，中俄的跨境通道建設與雙方現有的

交通網絡銜接後，能進一步形成連通中國─中亞地區─中東地區、歐洲國家的完

整絲路，讓歐亞地區整體停滯的經濟與貿易往來能再提升，實現普欽極力推動的

「大歐亞夥伴關係」的建立。歐亞高鐵網絡形成之後，還能分攤中歐班列逐日飽

和的貨運量，並提供更低成本、高時效的跨境運輸服務。 

  簡言之，莫喀高鐵建成對俄羅斯的而言，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質意義。實質收

益上，經俄羅斯評估後不具經濟效益。但從象徵意義上觀之，過程中與中國及其

他國家的接觸，達成俄羅斯拓展對外合作的目的，同時分攤了過於依賴中國的風

險。另外，倘若高鐵建成，未來發展可代表區域經濟整合的具體實現。最後，在

此建案中，亦可窺見現實主義及理想主義的拉扯。基於發展區域經濟整合的理想，

俄羅斯應建設未來可銜接為歐亞陸橋的高鐵；然基於現實利益之考量，莫喀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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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並不符合成本效益，最終使得項目遲未動工。 

  從此高鐵案可知，一帶一盟現今合作的最主要問題在於建設的資金不足，以

及建設本身成本效益不高；另外，俄羅斯在莫喀高鐵建設案所抱持的態度也至關

重要。中俄項目合作許多相關研究皆認為俄羅斯會有過度依賴中國資金提供的問

題，進而形成雙方合作的挑戰。然此問題的源頭，其實在於俄羅斯本身經濟實力

不夠雄厚。在俄羅斯內部資金尚且不足的背景下，還要為歐亞區域發展而進行高

成本的建設，對於俄羅斯而言，不僅能力有限，誘因也不夠強烈。此外，俄羅斯

可能也會藉著與中國愈發緊密的合作關係，增加其與第三方國家談判的籌碼，如

同此高鐵案中便吸引了德國、西班牙的資方注意。即使項目建設陷入停滯，但俄

羅斯仍達到其擴大對外合作、分散風險的目的。即便原先受高度重視的莫喀高鐵

未如預期建成，對俄羅斯而言，繼續建設與否的必要性大幅降低。由此高鐵案分

析後，凸顯出俄羅斯本身經濟實力不足以及對與中國合作所保持的態度可能會令

「一帶一盟」未來合作產生類似於此項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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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俄羅斯與獨協國家的經濟整合組織─「歐亞經濟聯盟」

在 2015年正式與中國「ㄧ帶一路」對接，形成「一帶一盟」合作後，對俄羅斯

和國際經濟環境之效應與影響。經由上文具體分析「一帶一盟」目前的主要合

作成果─即雙邊達成之經貿合作協定；以及雙邊欲推動的跨國基礎建設之ㄧ─

「莫斯科-喀山高鐵」案例，達成了研究目的，並總結「一帶一盟」合作對俄國

之效應，以及對國際經濟環境之影響如下。 

第一節、 「一帶一盟」合作對俄之效應 

  「一帶一盟」的對接，對中國而言，能釋放國內過多的勞動力，舒緩產能過

剩問題；透過將「一帶一路」建設推往中亞地區加強沿線基礎建設，不僅能帶動

中國西部發展，也能確保其能源與糧食供應安全。對俄羅斯而言，短期內能取得

中國的支持以發展國內建設，落實普欽總統的東進政策；長期來說，能透過與中

國的緊密合作關係，增加與第三方國家合作的機會，進而提升俄羅斯的國際地位。

換言之，中俄「一帶一盟」對接合作，皆符合兩國各自國家發展需求。互利互惠

的雙贏局面，令雙邊的對接得以成功推動，是現實主義與貿易和平論的具體表現。 

  從前章節分析可知，俄國對於一帶一盟合作的促成與未來發展具有關鍵性的

角色與地位。總結前文研究中兩個中俄「一帶一盟」合作項目：「中華人民共和

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經貿合作協定」以及「莫斯科─喀山高鐵合作項目」對俄羅斯

的影響可分為正、反兩面效應來瞭解「一帶一盟」合作對俄國發展的效應。 

  首先，正面效應。從大框架的雙邊《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合作項

目，到俄羅斯國內的莫喀高鐵建案，俄羅斯最大的收穫在於成功推動區域的經濟

整合，有助於其實現國家經濟穩定發展及建立「大歐亞夥伴關係」的願景。 

  有關《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的效應包含實質跟象徵兩層面。實質

層面包括以下三點： 

  一是在短期內，可達到經濟整合理論中的三種貿易效果。首先，短期內《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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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雙邊消除貿易壁壘後，根據比較利益原則達到效率

化生產，能創造更多的貿易量，產生所謂「貿易創造效果」。長期而言，則可形

成規模經濟，更多的產量分攤固定成本後始得總成本下降，讓商品生產更具效率，

也能提高區域內商品的競爭力。 

  另外，根據貿易整合理論，在歐亞經濟聯盟下，俄羅斯可能從成本高的其他

獨協聯盟國進口商品，取代低成本的非聯盟國（如中國）之進口，造成不利於己

的「貿易轉向效果」。但在「一帶一盟」合作後，擴大經濟整合，若中國商品成

本低於獨協聯盟國，則俄羅斯將從中國進口，「一帶一盟」所產生的貿易創造效

果，將可能改善過去在歐亞聯盟下產生不利於俄國的「貿易轉向效果」。且由於

俄羅斯多是進口民生產品，而中國的民生產業普遍比獨協成員國較具市場競爭力，

因此擴大為「一帶一盟」整合對俄羅斯是有利的。 

  至於《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產生的第三種貿易整合效果，「貿易

偏向效果」則體現於《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第六章第七條：貨物暫准

進口及進境加工。筆者認為於俄羅斯的對外經貿意義最重大的部分在於，《歐亞

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的規範讓俄羅斯為首的聯盟與中國形成整合區。透過

中國將商品輸入 RCEP 等亞太、東南亞簽屬國家，不同於直接將商品從俄羅斯出

口至東協國家，可避免東協對俄商品課關稅。 

  在此需注意，除越南與「歐亞經濟聯盟」的自由貿易協定於 2016 年 10 月 5

日生效，其餘國家尚未與俄羅斯形成自由貿易區。因此，俄羅斯這種先將商品進

口至中國，再從中國將商品賣進越南以外非整合關係的東協國家，產生「貿易偏

向效果」，為了避免此效果使東協國家對俄的關稅無效，故將促使東協國家加速

與歐亞經濟聯盟達成自由貿易協定。以上三種情形是根據區域經濟整合理論推導

出的合作效應，然，因《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方於 2019 年 10 月 25

日生效，實際雙邊經貿效應由市場決定，待後續追蹤觀察。 

  實質層面效應之二，是增加與中國的技術交流，並獲得適當的資金進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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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第四章「技術性貿易壁壘」第六條合作

規範、第五章「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第六條合作條文內容皆有關於雙邊基於培

訓目的的官方技術交流，包括科技相關技術、疾病檢測技術、感染程度識別技術、

疾病防治及風險分析等技術。此外，合作條文指出雙邊的技術交流等合作基於雙

方可提供之適當資金實施。換言之，在《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框架下，

俄羅斯與中國的技術交流可獲得來自兩國的資金輔助。中國能得到俄羅斯在能源、

軍火等重工業方面的合作，而俄羅斯除了取得中國電信等高科技技術之外，還能

獲得中方資金補助，是雙贏的局面。 

  最後，透過實際法規，塑造公平競爭的良好商業環境，與世界經貿規範接軌。

從《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第二章「透明度」、第三章「貿易救濟」到

第八章「競爭」。內容涵蓋反傾銷、補助與反補助等條文，亦授權各締約方得以

採取法律措施遏止及防範任何違反公平競爭的商業行為。且所有的《歐亞聯盟與

中國經貿合作協定》內容皆建立在《WTO 協定》的基礎上，兩者出現歧異時以

WTO 的規定為主。可見此次俄羅斯與中國的經貿整合關係是立基於國際普遍認

定的《WTO 協定》規範，以促成雙邊經貿得以公平競爭的良好商業環境為目標。

此方式既符合俄羅斯與中國的入世精神，還能讓締約國中非 WTO 成員能將國內

相關經貿規範與國際標準相對照，進而能與國際規範接軌。144熟悉國際規則的同

時，也能享受消除歧視現象後的貿易便利性。 

  象徵層面主要在於推動歐亞、亞太地區的經濟整合，並藉此打破 2014 年以

來冷卻的歐俄關係，提升俄羅斯的對外經貿合作進而讓國家經濟得以穩定發展。

例如，普欽在聖彼得堡經濟論壇上發言，數次表明俄羅斯對於歐盟參與大歐亞夥

伴計畫的莫大興趣。他表示：「再次重申，我們對於歐洲參與大歐亞夥伴計畫感

興趣，也歡迎由哈薩克總統主持歐亞經濟聯盟及歐盟之間的倡議磋商。且在這方

                                                      
144 吉爾吉斯於 1998 年 12 月 20 日加入 WTO、亞美尼亞於 2003 年 2 月 5 日加入 WTO、俄羅斯

於 2012 年 8 月 22 日加入 WTO、哈薩克於 2015 年 11 月 30 日加入 WTO，「歐亞經濟聯盟」中僅

剩白羅斯非 WTO 的正式會員國，目前尚為觀察員的身份。另外，中國則在歷經 WTO 史上最長

的 15 年談判後，於 2001 年 12 月 11 日加入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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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議題，聯盟已於昨日與歐盟執委會主席（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的會議上討論」。145顯見不論是在聖彼得堡論壇上面對歐亞地區國

家，亦或在《大公報》向亞太地區國家呼籲建立「大歐亞夥伴關係」，普欽皆希

望各經濟主體能參與區域經濟發展為考量的互利互惠整合。連同聯盟與中國簽署

《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也表達俄羅斯對於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重視，

卻也不能否認其前提是為了俄羅斯國家經濟的發展。 

  俄羅斯透過歐亞經濟聯盟與中國的整合，除了推廣大歐亞夥伴關係，還能提

升與歐盟談判的籌碼。同為歐亞地區的重要經濟主體，歐盟為其地緣政治與安全

等考量，勢必無法忽視中俄的密切合作關係，以及俄羅斯對東亞、東協國家的外

交佈局。基於以上考量，或能成為打破歐俄經貿僵局的契機，成為貿易和平理論

的具體展現。 

  誠如普欽在聖彼得堡經濟論壇最後結語時說的：「今日我們聚集了歐洲的國

家─義大利總理以及哈薩克的總統就像一種徵兆，表示如果我們想要實現發展的

目標，我們就必須團結集中所有注意力在發展上面」。146希望歐洲國家在烏克蘭

危機後對俄羅斯冷卻的經貿活動，能在雙方合作建立區域經濟整合與發展的共同

目標下，回歸過去維持和平的緊密經貿關係。增加俄羅斯的對外經貿往來之外，

也能將愈來愈依賴中國市場的經貿重心分攤回歐洲地區，而俄羅斯亟欲開拓的亞

太地區新市場亦可達此效應。 

  至於負面效應，筆者從莫喀高鐵的項目合作做分析。如同筆者在研究初始所

提出的疑慮：「一帶一盟」中多數以中國提供資金協助俄羅斯進行開發及建設為

合作模式，不免會造成合作項目的實行因資金來源而受制於中國。俄羅斯是否會

如同前美國國務卿雷克斯所擔憂的，成為落入中國利用財務槓桿增加外交影響力

陷阱的一員。經由分析後，不能否認多少有部分影響。畢竟資方如同公司的股東，

                                                      
145 “Plenary session of St Petersbur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 June 17, 2016, Kremlin.ru, <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2178>, Oct 13, 2020. 
14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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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經營是否獲利對股東權益有直接關聯，中俄的合作項目亦然。然而，在「一

帶一盟」合作中，俄羅斯亦吸引了其他國家如德國、西班牙、日本及韓國的投資

者注意，拓展了除中國以外的國際市場，進而起到分散風險的作用。可說俄羅斯

在和中國的「一帶一盟」合作中仍然達到了其發展自身國家經濟的目標。另外，

回應前述西方對於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債務陷阱以及缺乏透明度等疑慮。關

於債務陷阱部分，從莫喀高鐵建設中，中國並無強制要求俄羅斯提交國家擔保，

單純以投資者身分參與俄羅斯市場，因此無債務一說。而項目缺乏透明度，雙邊

《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以《WTO 協定》為規範框架，且內容多次強

調制度透明化，顯示了對於建立合作信任的誠意與保障。但也可從以《WTO 協

定》為雙邊經貿合作規範的基本框架與實行目標，發現彼此仍對於合作有所保留。 

  至於前述因「貨物暫准進口、進境加工」條文下的產生的「貿易偏向效果」，

依理論分析雖表示俄羅斯能透過中國將商品轉口貿易至東協等亞太國家，避免非

整合地區的高關稅。但反觀，中國也能透過此條文規範，將商品輸入俄羅斯與聯

盟境內加工，爾後出口至其他國家。因此，依雙邊商品製造技術、產業競爭能力

等現況分析，第七條規定長期而言可能反是有利於中國，而非俄羅斯。 

  最後，回歸理論探討，總結《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簽屬與莫喀高

鐵建設，俄羅斯的政策決議雖然是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並行，既維護經濟全球化

的機制，亦保有貿易保護主義，但從高鐵項目遲未動工的根本原因分析中也可發

現，其現實利益考量仍重於推動整體區域經濟發展的理想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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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一帶一盟」合作的國際經濟意涵及其未來展望 

  從上文分析可知，一帶一盟合作象徵著中國與俄國進一步的關係發展，此合

作將促使雙邊在經貿上的關係更加緊密，此趨勢勢必也會對國際經濟將帶來影響。

以下將總結研究中的「一帶一盟」合作項目：「中華人民共合國與歐亞經濟聯盟

經貿合作協定」以及「莫斯科─喀山高鐵合作項目」，藉此具體說明「一帶一盟」

對國際經濟的影響與意涵，以及其未來展望。 

一、 「一帶一盟」合作的國際經濟意涵 

  研究中的兩個合作項目，惟《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於 2019 年底

生效，莫喀高鐵尚未進入建設階段，因此本節合作的國際意涵主要先針對雙邊《歐

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對國際經濟的影響與意義作總結，再以莫喀高鐵作

為「一帶一盟」合作未來展望的借鑑。 

  雙邊《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對於國際經濟的意涵可以區域分為以

下四個方面：「歐亞經濟聯盟」會員國（中亞）、歐洲國家、亞太國家以及美國。 

  首先，以聯盟會員國為中亞地區國家的代表，於 2018 年 5 月 17 日的阿斯塔

納經濟論壇簽署《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時，出席之各締約方代表亦發

表了對於《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意涵的言論。哈薩克第一副總理馬明

特別強調交通基礎設施與中國的合作，並點名一條通過哈薩克連接西歐與中國西

部的國際走廊。而亞美尼亞府總理阿維揚則表示，在「歐亞經濟聯盟」的框架下，

聯合各會員國、歐盟以及其他第三國，擴大國際的多邊合作，並形成一致性是未

來需共同努力的目標。阿維揚還說，隨著區域整合的「全球化」，歐洲國家也可

能會加入這一進程。至於白羅斯第一副總理馬秋舍夫斯則強調該國一向是多邊經

濟互動及推動歐盟、東協及中國整合的推崇者，而建設跨區域基礎設施，以及和

中國共同創建的工業園區項目，是推動整合的基礎。馬秋舍夫斯還特別提到，工

業園區中的參與者也包括歐洲國家。包夾於俄羅斯與歐盟兩大經濟體間，包括聯

盟及中亞地區在內的國家，基本上，希望藉由推動所謂「大歐亞夥伴關係」，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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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區域整合，藉此讓自己的國家成為連接歐亞的樞紐。另外，雖然在俄羅斯領導

的經濟聯盟中與中國簽署《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但也不斷強調對於

歐盟參與歐亞夥伴計畫的期望。所以聯盟會員國不僅能藉由《歐亞聯盟與中國經

貿合作協定》塑造成為歐亞經貿橋梁的願景、實現區域穩定發展的宗旨，也能透

過與中國的經貿合作提升與其他國家（包含歐盟）的合作談判籌碼，擴大對外經

貿市場。 

  以歐盟為首的歐洲地區國家在《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簽署後，所

受到的影響較為間接，但仍存在、也有可能產生。將「歐亞經濟聯盟」視為一界

於歐洲和中國之間的經濟主體，與中國共同協議的簽署，意味著將有可能通過火

車，將商品貨物從中國經哈薩克、俄羅斯和白羅斯運輸至歐盟邊界，如現行已經

啟動的中歐班列。表示中國輸入歐盟商品的運輸成本降低，而歐盟取得中國商品

的成本也會下降；反觀，歐盟出口商在陸路運輸貨物時，也能透過俄羅斯及其他

中亞國家，將商品賣進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甚至是簽屬 RCEP 的東亞、東南亞

會員國，《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的簽署對於歐盟的對外經貿發展也是

有利的。另外，透過聯盟與中國兩大經濟體的《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

簽署，帶動發展區域整合的浪潮。歐盟若不參與歐亞夥伴計畫，當俄羅斯透過中

國與RCEP國家逐步談成經貿合作，歐盟商品要進入亞洲市場將因為關稅、配額、

長程運輸等而面臨較高的成本。因此，透過《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

能讓歐洲國家再次審視其對於俄羅斯、中亞國家以及亞太國家的經貿戰略與政策。 

  亞太地區部分，以東協國家為代表。在 2019 年 9 月的遠東經濟論壇上，許

多東協國家皆呼籲改善與俄羅斯的經貿關係。147已知當時東協國家中，僅越南和

「歐亞經濟聯盟」於 2016 年形成自由貿易區，並使雙邊貿易，在三年內，從幾

乎為零，增漲到近 100 億美元。148參考越南與「歐亞經濟聯盟」簽署自由貿易協

                                                      
147 “ASEAN Countries Want Free Trade Agreements to Develop Russian Trade”, Sep 6, 2019, ASEAN 

Briefing, < https://www.aseanbriefing.com/news/asean-nations-want-free-trade-agreements-to-develop-

russian-trade/ >, Oct 24, 2020. 
148 “Vietnam, Russia Seek to Boost Annual Bilateral Trade Turnover to US$10 Billion by 2020”, Sep 5, 

2019, < https://www.vietnam-briefing.com/news/vietnam-russia-to-boost-annual-bilateral-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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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後的經濟效益後，其他東協國家更希望能和「歐亞經濟聯盟」形成自由貿易區。 

  印尼國家發展和計劃部長班邦·布羅傑內哥羅（Bambang Brodjenegoro）指出，

印尼和俄羅斯都是 G20 國家，鑑於各自經濟體的規模確實應該做得更好。但目

前，他認為俄羅斯的關稅過高，並呼籲在與「歐亞經濟聯盟」達成協議的基礎上，

以雙邊或多邊的方式，迅速促成俄印自由貿易協定。另據悉，新加坡與「歐亞經

濟聯盟」的自由貿易協定於 2019 年 10 月簽訂，新加坡作為整合東協國家及亞洲

的主要港口與集散地，俄羅斯與東協國家生產的零件可在新加坡進行加工製造，

之後再出口至整個東協市場。《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簽屬，有助於推

動俄羅斯與歐亞經濟聯盟與亞太國家自由貿易協定的簽屬，不僅能帶動作為商品

轉運點的亞太國家經濟發展，還能為歐亞經濟聯盟會員國拓展亞洲市場。 

  當前俄羅斯與東協國家最近的地區是遠東地區的海參崴，新加坡能透過快速

運輸道路與其相連，而日本、韓國、中國北方能透過鐵路與海參崴相連。目前需

考慮的是，如何將東北亞與東南亞的貿易與發展相融合，以更好的利用新的市場

機會。筆者認為，形成《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的前提下，2020 年 11

月 15 日正式簽署 RCEP，將東南亞國家與日、韓以及紐、澳整合為龐大的亞太

經濟體，有助於融合東北亞與東南亞市場。透過目前已生效的中國─聯盟《歐亞

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加上中國與東協國家現有的自由貿易區，歐亞經濟

聯盟或能透過中國增加與東協國家的貿易，反之亦然，形成貿易創造效果。另外，

歐亞經濟聯盟能透過中國，將商品賣入與中國簽署 RCEP 的東協等會員國，避免

面對非經濟整合國家的高關稅，形成貿易偏向效果。至於未來「歐亞經濟聯盟」

與東協國家的經貿整合，將在單個「歐亞經濟聯盟」或東盟國家的基礎上締結，

還是以一個集團對另一個集團的形式，也是雙方未來需研究的議題。 

  最後，《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對於太平洋另一側的美國而言，雖

距離較遠，但兩大經濟體的經貿合作對於美國是不容忽視的。畢竟締約所涵蓋國

                                                      
turnover-to-us10-billion-by-2020.html/ >, Oct 2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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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包括與美國打貿易戰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以及源自於過去美蘇集團之

意識對抗而令美國維持警惕俄羅斯。另外，在當前美國發起的貿易保護主義等逆

全球化的國際經濟思潮之下，「歐亞經濟聯盟」與中國簽署的《歐亞聯盟與中國

經貿合作協定》，向全球釋放了明確的信號，表明俄羅斯與中國支持經濟全球化

的發展，以及對於多邊貿易機制的維護，充分展現了兩國作為世界大國的責任與

擔當。另外，透過《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簽署，俄羅斯與中國的經貿

關係更為緊密，在國際經濟環境中兩國的立場將會更加一致，讓兩國在聯合對抗

美國於各種領域的壓力時更具正當性。因此，除經貿議題之外，亦不能否認《歐

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之下俄羅斯與中國的國際政治考量。 

  雖然《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締約方是僅限於俄羅斯、白羅斯、哈

薩克、亞美尼亞、吉爾吉斯以及中國的六國經貿合作協定，但是對全球經濟局勢

的影響仍十分深遠。誠如普欽對於成功推動「大歐亞夥伴關係」的信任及重視，

「歐亞經濟聯盟」與中國的 5+1 整合，能夠進一步牽動歐盟 27 國及東協十國、

日本、韓國及紐澳等國對於參與區域經貿合作乃至建立區域整合行列的意願，另

再加上無法忽視中俄合作關係的美國。證明俄羅斯與中國「一帶一盟」的合作項

目，確實能夠影響區域乃至全球的經濟思潮，再透過整體經濟環境的塑造，提升

國內整體經濟的向上發展，也驗證了筆者認為俄羅斯單邊、中俄雙邊及「一帶一

盟」等多邊及全球經濟思潮相互影響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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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帶一盟」合作的未來展望 

  雙邊《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協定》簽署，加上俄羅斯對於促成歐亞、亞

太地區整合的目標，「一帶一盟」的未來發展，明顯將是極力促成區域整合的形

成，如同《聯合聲明》中所提出「積極研究促成建立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自由貿

易區這一長期目標」。然而，形成雙邊自由貿易區，對於「歐亞經濟聯盟」有利

也有弊。一方面，聯盟成員國透過與中國形成自由貿易區，可以乘上中國的經濟

快車，加速進入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分享中國快速發展的經濟紅利。但另一方

面，當雙邊形成整合區域，一旦實施關稅減讓，依照貿易轉向效果推論，俄羅斯

會從中國進口民生用品，而非從歐亞經濟聯盟其他會員國進口；而依貿易偏向效

果分析，較具商品生產競爭力的中國能到聯盟進行加工製造，後出口至其他國家。

兩種情況都意味著中國商品會大量流入聯盟市場，各會員國必須面對大量極具競

爭力優質且廉價的中國製商品，對聯盟會員國的國內產業都會造成莫大衝擊。 

  因此，「一帶一盟」相關國家，若欲達成區域整合的目的，接續需就這些可

能產生的問題研究解決方案。而筆者認為，目前俄羅斯可利用和歐亞經濟聯盟簽

屬自由貿易區的國家如越南、新加坡、伊朗等，制衡來自中國的製造品，並以此

提升和中國談判的籌碼，例如要求中國增加對俄的投資，協助俄羅斯製造產業的

發展。除相關合作規範的訂定以及合作框架與相關機制的建立，連接大歐亞地區

的實體交通基礎建設也是「一帶一盟」需持續完成的重要課題。 

  交通基礎建設方面，以莫喀高鐵建設案為例，可見俄羅斯在其決策上是仍是

現實主義凌駕於理想主義。高鐵未能如期開工的主要原因建設項目籌資不易，俄

羅斯的資金有限。縱然有成為歐亞地區高鐵建設一環的遠大發展藍圖，且可彌補

現有中歐班列的不足並另其得以維持良好的運輸品質，但項目的實施經多年評估

後，不具建設優勢及經濟效益，導致遲未動工。這項問題之所以產生，在於建設

成本過高，有成本回收風險。因此在有其他替代方案的情況下，俄方認為項目建

設無其急迫及必要性。因為俄羅斯缺乏建設資金，當國內有其他優先戰略發展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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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不具經濟效益的莫喀高鐵建設案便被擱置。 

  藉由莫喀高鐵建設項目，可知俄羅斯經濟二元化等問題造成項目建設資金不

足，使得原先受國際高度重視的項目停滯不前。因此，目前「一帶一盟」雖已有

具體規劃一些串聯歐亞的經濟走廊之各項跨境交通基礎建設，這些規劃能否逐漸

落實將決定「一帶一盟」的未來發展，而這些基礎建設的資金能否到位將是最重

要的關鍵。 

  雖然「一帶一盟」的未來發展情勢優劣難辨，且《歐亞聯盟與中國經貿合作

協定》生效至今時間尚短，還需對其後續進行更多追蹤觀察方能得到更準確的分

析。但如上文內容分析所述，在俄羅斯多以現實利益考量為重政策實施背景下，

參與各方如中國、俄羅斯、中亞國家皆努力透過先前的金融合作，即各開發銀行，

包括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

等籌措資金。另外，根據 2019 年上合組織於比什凱克舉辦的年度峰會宣言，也

可見中俄對於維護全球化機制、區域經貿合作的一致推動。因此，「一帶一盟」

未來發展，從當前合作項目發展狀況而言，仍有許多問題與挑戰，但並非沒有解

決的突破口，且也有可用於溝通的共同平台，筆者認為其仍具發展前景。 

  另外，中國與俄羅斯在 2019 年 6 月 5 日分別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

羅斯聯邦關於加強當代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149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

羅斯聯邦關於發展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150兩項聯合聲明，

可見雙方合作將更加全面，且內文也強調相互尊重、公平為基礎推動各項建設。

151因此筆者認為，可待俄羅斯遠東地區達相當程度發展後，再觀察該國連同「歐

                                                      
149 詳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加強當代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全文）」，中

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2019 年 6 月 6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9-

06/06/content_5397869.htm＞。 
150 詳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發展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全

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9 年 6 月 6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

06/06/content_5397865.htm＞。 
151 「中俄元首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發展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

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9 年 6 月 6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

06/06/content_53978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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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經濟聯盟」與其他國家的經貿整合情形，或許便能朝普欽建立「大歐亞夥伴關

係」的理想更進一步，並實現俄羅斯與中國透過「一帶一盟」合作重塑國際經濟

規則，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最終目標。全球整體環境的塑造，也將反過來影響各國

國內發展，增加國內產品競爭力，提升經濟與人民生活水平，達到穩定與永續發

展。 

  最後，筆者認為，「一帶一盟」未來發展，從當前合作項目發展狀況而言，

雖仍具前景。但也不能忽略外部環境對於「一帶一盟」雙邊合作的影響。此處之

外部環境影響，意指於嚴重影響 2020 整年全球經貿互動的傳染疾病「新型冠狀

病毒肺炎」（COVID-19）。肺炎疫情致使全球經濟下滑，改變國與國之間的經貿

互動模式，對於「一帶一盟」後續發展也深具影響，其相關議題於後續研究分析

也須納入作為因素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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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關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歐亞經

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全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以下簡稱“雙方”），確認將深化兩國全面戰

略協作夥伴關係，促進歐亞地區及全世界平衡和諧發展，聲明如下： 

  一 

  俄方支持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願與中方密切合作，推動落實該倡議。 

  中方支持俄方積極推進歐亞經濟聯盟框架內一體化進程，並將啟動與歐亞經

濟聯盟經貿合作方面的協議談判。 

  雙方將共同協商，努力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相對接，

確保地區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加強區域經濟一體化，維護地區和平與發展。雙方

將秉持透明、相互尊重、平等、各種一體化機制相互補充、向亞洲和歐洲各有關

方開放等原則，通過雙邊和多邊機制，特別是上海合作組織平台開展合作。 

  二 

  為推動實現上述目標，雙方將在以下優先領域採取步驟推動地區合作： 

  ——擴大投資貿易合作，優化貿易結構，為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培育新的增

長點。 

  ——促進相互投資便利化和產能合作，實施大型投資合作項目，。 

  ——在物流、交通基礎設施、多式聯運等領域加強互聯互通，實施基礎設施

共同開發項目，以擴大並優化區域生產網絡。 

  ——在條件成熟的領域建立貿易便利化機制，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制訂共同

措施，協調並兼容相關管理規定和標準、經貿等領域政策。研究推動建立中國與

歐亞經濟聯盟自貿區這一長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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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在區域經濟發展方面能夠發揮重要作用的中小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環

境。 

  ——促進擴大貿易、直接投資和貸款領域的本幣結算，實現貨幣互換，深化

在出口信貸、保險、項目和貿易融資、銀行卡領域的合作。 

  ——通過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上海合作組織銀聯體等金融機

構，加強金融合作。 

  ——推動區域和全球多邊合作，以實現和諧發展，擴大國際貿易，在全球貿

易和投資管理方面形成並推廣符合時代要求的有效規則與實踐。 

  三 

  雙方支持啟動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對接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與歐亞經濟一

體化的對話機制，並將推動在雙方專家學者參與下就開闢共同經濟空間開展協作

進行討論。 

  雙方將成立由兩國外交部牽頭、相關部門代表組成的工作組，協調上述領域

的合作。雙方將通過中俄總理定期會晤機制及其他雙邊合作機制，監督上述共識

的落實進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俄羅斯聯邦總統 

 

  習近平                                         弗·弗·普京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於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