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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前進印太？

國家安全研究所 劉蕭翔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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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2020年12⽉21⽇報導，俄羅斯駐印度⼤使庫達舍夫

（Nikolay Kudashev）及其副⼿巴布希⾦（Roman Babushkin）表⽰，俄羅斯理解與⽀持印

度基於國際法對印太（Indo-Pacific）的包容性願景，但擔憂有危害區域合作之虞的美⽇澳

印「四⽅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庫達舍夫希望印中關係能達

到與俄印關係同樣層次的特殊優先戰略夥伴關係，並呼籲仍於邊境對峙的印中兩國加強對

話，此乃印中關係與區域穩定安全的關鍵。俄羅斯無意⼲涉他國雙邊關係，但提供⼀個整

合議程－「⼤歐亞夥伴關係」（Greater Eurasian Partnership），⽽此能將俄中印三國的願景

合⽽為⼀。
[1]

 

劍指中國的「四⽅安全對話」係美國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的⼀環，儘管其第⼆

次部⻑層級對話甫於2020年10⽉結束，翌⽉⼜⾸度實施「⾺拉巴爾」（Malabar）聯合軍

演，惟適逢⽇美政權依序輪替，故前景仍待觀察。俄羅斯並非美國印太戰略的主要遏制對

象，「四⽅安全對話」亦非針對俄羅斯，庫達舍夫的舉動卻令⼈不解，除對「四⽅安全對

話」發難，⼜宣揚俄國現⾏官⽅政策－「⼤歐亞夥伴關係」。乍看俄羅斯儼然有意趁機前

進印太，惟事實卻不盡然。

易位的俄印關係

    冷戰時期蘇聯與印度關係深厚，更具軍事同盟性質，惟俄羅斯獨立後外交路線⻄傾與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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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關係正常化，無須再聯印制中，印度因⽽喪失過往箝制中國的戰略地位，俄印關係更⼀

度陷入停滯。未幾俄羅斯為平衡俄美關係的不對等，俄印關係⽅⼜活絡，然⽽印度此時已

不願再過度依賴俄羅斯，並⼒⾏多元化政策。俄印兩國雖為⻑年盟友，但在⻄⽅國家強⼒

競相攏絡印度下，俄羅斯的優勢正逐漸流失，此更明顯反映於軍售與能源合作項⽬。鑑於

印度為俄羅斯全球戰略的重要⽀柱，俄羅斯既無⼒對印度施壓，亦僅能被動因應維繫雙邊

關係。

    此次庫達舍夫所⾔理解尊重印度的印太包容性願景，實即俄印關係易位的再次呈現，更

是為俄國外⻑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論的緩頰。2020年12⽉8⽇，拉夫羅夫於官⽅智

庫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致詞時表⽰，以美國為⾸

的⻄⽅正試圖恢復世界單極秩序，像俄羅斯與中國這樣的「極」⾃然不會屈從，但印度卻

因為⻄⽅的迂迴侵略政策－印太戰略與「四⽅安全對話」⽽參與「反中國運動」。⻄⽅正

破壞俄印緊密的特殊關係。
[2]

向來⾃許成為「有聲有⾊⼤國」的印度，隨即於12⽉11⽇聲

明印度始終依據國家利益奉⾏獨立的外交政策，並引述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曾⾔之

印度不認為印太地區是戰略或限定成員的俱樂部，抑或尋求統治的集團，⽽是代表⼀個⾃

由，開放和包容的地區。「四⽅安全對話」則旨在確保⼀個⾃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
[3]

 

    ⼀來⼀往看似火藥味⼗⾜，但印度卻非拉夫羅夫當⽇論述的重點。拉夫羅夫實則譴責歐

盟以「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之名，破壞聯合國聲望，並迎合美國通過適⽤於全球的制裁

侵犯⼈權計畫，⽽此對俄羅斯與其盟友中國⼜極具針對性。印度僅是拉夫羅夫⽤以說明⻄

⽅孤立、懲罰俄羅斯舉措之例。易⾔之，拉夫羅夫的⾔論其實被擴⼤解讀，⽽庫達舍夫看

似俄羅斯有意前進印太之說亦非真意。

印太仍為俄羅斯重返超級⼤國布局之地

    俄國官⽅論述雖未⾔及印太，卻未視⽽不⾒。2016年最新版《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概

念》（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即說明俄羅斯視其亞太地位與強化

和當地國家關係為戰略重點，更希望參與亞太整合進程。
[4]

復以印度為俄國亞太政策與全

球布局不可或缺的⽀柱，故印太地區實仍在俄國全球戰略布局內，僅是⽤語不同。

    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但總統普欽（Vladimir Putin）卻

視之為俄羅斯再起與重返超級⼤國地位的機遇。普欽智囊卡拉噶諾夫（Sergey Karaganov）



更倡⾔俄羅斯應做為疫情下世界秩序的平衡者。
[5]

卡拉噶諾夫的論述常被轉化為官⽅政

策，⽽俄國官⽅當前推動的「⼤歐亞夥伴關係」正出⾃其⼿。誠如拉夫羅夫所⾔，俄羅斯

與⻄⽅的官⽅接觸已被凍結，故俄羅斯除轉向東⽅別無他法，⽽「⼤歐亞夥伴關係」其實

亦涵蓋印太地區。

    俄羅斯對印太安全格局的影響⼒不容⼩覷。蓋因俄中兩國雖無正式軍事同盟，卻早已為

準軍事聯盟留下空間，兩國於⾶彈預警系統的合作則已觸及戰略核武控制系統最重要與最

敏感的部分，⽽普欽更公開表⽰俄中軍事同盟在理論上是能想像的。此外，俄羅斯於印太

地區的軍售更為其鞏固此間影響⼒的有⼒籌碼。時⾄年末，俄羅斯仍於印太地區動作頻

仍，僅在12⽉便於北⽅四島部署S-300V4防空系統，⼜與中國進⾏第⼆次亞太空中聯合戰略

巡航，⽽俄國駐印⼤使此回吹皺⼀池春⽔之舉，更讓⼈有⼲卿何事之感。儘管俄羅斯對印

太安全有⼀定影響⼒，但與其⾃許的平衡者仍有差距。俄羅斯是否前進印太，抑或成為印

太平衡者尚有待觀察，但在此之前，俄羅斯料仍將利⽤各種機會證明⾃⼰於印太的存在。

俄羅斯未來是否出現更⾼強度的軍事作為，及其「⼤歐亞夥伴關係」影響⼒能否擴及印太

地區則是重要觀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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