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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俄羅斯前總統葉里欽執政初期，俄羅斯的對外政策由親西方之大西洋主義

派所主導，為了全面加入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安全體系、獲得西方政治和經濟上的

支援援助，俄羅斯奉行向美國「一面倒」的對外政策路線，對發展與美國的關係

寄予很大的期望。由於俄美雙方都有發展良好關係的願望，並在戰略上相互配

合，這一時期是美俄關係的蜜月時期。不過，隨著美國給予的經援雷聲大雨點小，

並且帶有政治性目的，加上俄羅斯國內政治鬥爭不斷、保守勢力增強、俄領導集

團內部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國際上則有北約東擴的壓迫，俄羅斯面臨的安全

環境全面惡化；俄美在一些問題上的分歧和摩擦開始出現；俄羅斯際地位的持續

削弱。凡此種種，皆引起了俄羅斯國內反西方的情緒，要求恢復大國地位的呼聲

高漲。 

因此，自 1994 年起，俄羅斯開始把重振大國地位和維護國家利益作為對
外政策的戰略方針；在外交上，俄羅斯與美國拉開了距離。1995 年年底國家杜
馬的選舉結果，使得俄羅斯共產黨為代表的保守派勢力掌控了國會多數的席位。

基於面對佔議會多數的反對派之強大壓力，以及爭取民心以贏得總統大選的考

慮，驅使葉里欽不得不調整其對外政策路線。葉里欽批准了大西洋學派的外交部

長科濟列夫的辭職，任命歐亞學派的普利馬可夫為新的外交部長，意味著歐亞學

派對外政策路線之崛起，從而確立聯合中國以共同抗衡美國的東西平衡對外政策

路線。 

2000 年 5 月 7 日普欽宣誓就任為俄羅斯聯邦第二任總統。普欽承襲了葉
里欽對外政策的遺緒，在其執政之初，俄羅斯對外政策受到葉里欽後期所建立的

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所導致之戰略羈絆的制約。不過，隨著科索佛問題塵埃落

定、北約東擴已成事實，再加上內外環境因素之影響，普欽認為俄羅斯外交比較

務實的做法，是如何與美國戰略和解。 

普欽時代俄羅斯對外政策的核心是重新恢復與確立俄羅斯的大國地位。圍

繞著這一核心，在保持俄對外政策連續性的基礎上，又特別注重其對外政策的務

實性和全方位性。從普欽上台後出爐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概念」等一系列戰

略性法規文件來看，與西方國家和國家集團建立平等、信任和建設性合作關係是

普欽外交的基本方針，而務實成爲普欽外交的最大特色。「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

概念」明確指出：「俄羅斯外交方針的最優先方面是為發展經濟創造有利的外部

條件」，同時概念中也提出「俄羅斯聯邦準備消除最近與美國關係中出現的重大

困難，維護花了近 10 年時間建立起的俄美合作的基礎架構。因為，俄美的互相



俄羅斯對美國政策之研究 – 2000年∼2003年 

 164

協作是國際形勢好轉和保障全球戰略穩定的必要條件」。與此相對照，不難看出，

俄羅斯在 911之後全力幫助美國反恐，並爭取建立新的北約安全合作機制，所遵
行的正是「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概念」中業已確立的「務實」外交方針。 

美國在 2001年 9月 11日發生恐怖攻擊事件的當天，普欽便迅速做出反應
致電美國總統小布希，對爆炸事件深表震驚和同情，並呼籲國際社會團結一致對

付恐怖主義。普欽在 911事件後決定與美國在反恐怖主義行動中進行合作，包括
情報合作、提供空中航道讓美國飛機通過、在必要的時候準備參與國際相關援救

行動等。俄羅斯並與中亞國家進行協調，情商提供空軍基地供美軍使用。另一方

面，在對美作出積極改善關係、共同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姿態的同時，普欽始終把

美國遭受恐怖分子襲擊與車臣叛軍在俄羅斯國內製造爆炸等恐怖事件聯系在一

起，企圖順便搭便車以解決國內車臣問題。 

影響普欽對美國政策的外在環境動力因素有戰略三角的互動因素及美國

因素。普欽上任之後，面對北約東擴及北約新戰略概念的出籠，俄羅斯的地緣安

全狀況嚴重惡化。尤其「北約聯盟戰略概念」的提出，提高了北約軍事自主干預

能力，不但從此之後北約的行動不受聯合國的約束，而且北約可以跨越「華盛頓

公約」設定的界線進而採取攻擊行動，被俄羅斯視為是立即而明顯的威脅；從而，

促使俄中兩國於 2001年 7月 15日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睦鄰友
好合作條約」，並發表了「中俄元首莫斯科聯合聲明」。 

不過隨著中國主導「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進一步突顯中國影響力的擡

頭，其快速崛起的勢力讓俄羅斯十分憂心；地緣政治的先天因素也註定了俄中戰

略協作夥伴關係的侷限；再加上美國「核子態勢檢討」報告的提出、2002 年俄
美簽訂「俄美裁減戰略攻擊性武器條約」的歷史性協定等因素，造成了俄中的戰

略衝突；此一發展，促使俄羅斯尋求與美國進行戰略和解，以防範中國的威脅。 

2001 年 4 月中美撞機事件發生後，美國把中國提到俄羅斯之前，列為其
首要的防範和遏制的對象，加上小布希上台之後的對台軍售政策，以及裏海角力

的爭奪戰中中國影響力的增長，均造成美中的戰略衝突。於是，俄中與美中之間

的戰略衝突，導致了俄美的戰略匯合。普欽利用 911事件，拉攏美國進入裏海以
牽制中國；從而，得以擺脫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所導致之戰略羈絆的制約，順

利發展全方位對外政策。 

在美國因素方面，冷戰結束以來，世界的大國關係明顯地複雜化。蘇聯瓦

解後，相對於俄羅斯國力之虛弱，中國作爲一個綜合國力迅速增強的社會主義國

家，對美國的國際地位及其所維護的國際秩序和規範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令美

國相當擔憂。對美國來說，中國不再是「建設性戰略夥伴」，而是美國的「戰略

競爭對手」，戰略三角力量對比的變化使得美國轉而防範中國。 

911事件的發生使得國際安全環境在頃刻之間發生改變。美國根據 911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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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後的形勢修訂其政策：在 2001 年「國防四年期總檢」報告中確立了美國「本
土防禦」的最優先性；2002 年「核子態勢檢討」報告中，小布希政府對戰略力
量需求的評估由原來的基於威脅的分析變爲現在的基於能力的分析，把核武器實

戰化，核門檻因此大爲降低；2002年 7月 16日公佈了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份「國
土安全戰略報告」，提出成立「國土安全部」的目標和任務；2002 年 9 月 20 日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出爐，小布希政府在報告中表示，為遏制恐怖主義所

帶來之威脅，美國將發起「先發制人」的打擊。 

美國全球戰略構想的核心在 911恐怖攻擊事件後已轉向「先發制人」地使
用常規及非常規武裝力量，包括對那些美國認為有可能用核子、生物或化學武器

發動攻擊的國家進行軍事打擊。「先發制人」戰略的提出，意味著美國正在放棄

執行了幾十年之久的「圍堵」與「嚇阻」戰略，這一轉變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的

戰略決策思維。 

911之後的美國，國際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變成美國面臨的
主要威脅。美國若要想對塔利班和賓拉登基地組織實施有效的打擊，就離不開俄

在政治、外交和軍事等多方面的支援與合作。出於反恐的需要美國轉而拉攏俄羅

斯，小布希因此調整了其上臺之初，受到共和黨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和軍工利益集

團影響下的強硬對俄政策。另外，在核裁軍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方

面，美國也需要俄羅斯加以配合。對美國來說，俄羅斯仍是他們必須小心對待的

夥伴。因此，與俄進行建設性的對話，保護美俄之間穩定和正常的關係符合美國

本身的利益。從而，促使俄美順利戰略和解。 

影響普欽對美政策的內在環境因素，則有經濟考量因素與政治生態因素。

在當前，俄羅斯最急迫的國家利益就是發展經濟。目前俄羅斯龐大的債務問題不

但制約了俄羅斯經濟的發展，也成為一個非常沈重的負擔，使其財政狀況捉襟見

肘。雖然普欽上臺後雖然俄羅斯國內經濟回升，但仍然沒有擺脫其過分依賴石油

天然氣工業、能源型產品國際行情之局面。近幾年俄在經濟上的復甦在很大程度

上得益於石油價格的高水準，這對主要依靠石油等能源出口保持國家經濟增長的

俄羅斯來說是極為不利的。另外，投資不足也是困擾俄羅斯經濟發展的瓶頸。普

欽很清楚，如果要振興經濟，就得吸引資金；要吸引資金，就得與西方國家，特

別是美國打交道。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關係的改善，有利於俄吸引外國投資和技

術、發展本國經濟。 

普欽認為俄羅斯只有實現經濟復興，才能進一步提高大國地位。而要實現

這一目標，惟一的途徑就是擴大與美國的合作與協調，進而突破目前俄美關係的

僵持局面，從而帶動俄外部環境的全面改善。毫無疑問的，正是基於現實的國家

利益，俄羅斯現在的目標是要解決經濟問題；從而，普欽必須與美國戰略和解，

如此才能促使美國取消貿易歧視政策，才能得到歐美的投資和援助。俄希望通過

改善和發展與美國的關係，使美國充當俄羅斯在北約、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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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的說客，以獲取更多資金援助，並幫助俄羅斯儘快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重

振俄大國地位創造必要的外部條件。同時，俄也深刻認識到，在蘇聯解體、政治

經濟多年動蕩之後，俄羅斯力衰弱，已經難以與美國進行抗衡。 對普欽來說，
突破俄羅斯的經濟窘境比追求大國地位更為重要。 

在政治生態因素方面，普欽高票當選總統，依靠其過半數的得票率，首先

為其外交工作提供了穩固的執政根基。接著，普欽頒佈了「俄羅斯聯邦政黨法」，

使得俄羅斯政壇上各派政黨出現新的分化組合，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普欽通

過親克里姆林宮的「團結俄羅斯黨」以及在杜馬各黨派中的合縱連橫，使得國家

杜馬形成了支援政府的穩定多數派。中間派力量成爲俄羅斯家杜馬中的最大力

量，因此，總統的重大決策都能得到議會的支援和通過。 

普欽透過靈活手段，讓自己的人馬進駐國家安全要津，調整了 5個強力部
門負責人。這批掌控普欽政權核心權力的新官大多都來自聯邦安全會議，從而，

普欽得以順利擺脫葉里欽的班底，建立自己的領導階層，以便於更有效地推動政

權運作、貫徹其戰略意圖、實行政策之改革。另外，普欽也建立了國家垂直權力

體系以鞏固政權。這些措施和法律極大地加強了總統駕馭地方的能力，削弱了地

方領導人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無政府狀態，強化了克里姆林宮的中心權

力地位。 

在整頓金融寡頭方面，普欽利用了法律和經濟手段，順利切斷了金融寡頭

對國家決策的影響力，順便解決俄媒體壟斷的現象，從而掌握了更大的實權。面

對棘手的車臣問題，普欽更是從不手軟，強調了俄羅斯長久以來執行的「決不向

恐怖分子妥協」的政策。在世界矚目的莫斯科人質挾持事件中，普欽果斷拍板決

定以武力解決。普欽強硬的手腕再一次贏得了俄羅斯人民的一片喝彩。 

自普欽接任總統職務以來，俄羅斯政局開始從動蕩走向穩定。總統與杜馬

的關係得到改善，雙方不再發生嚴重衝突。俄政壇的權力鬥爭已經減弱，動輒撤

換政府總理的現象不再發生；黨派鬥爭相對平緩，反對派未對當局採取重大對抗

行動；地方違抗中央的情況得到遏制，國家政權的垂直領導開始加強；寡頭勢力

受到打擊，寡頭左右政局的現象已經消除，國家對新聞媒體的控制也獲得加強。

由於大幅度的政策調整需要牢靠的執政地位，普欽的強勢領導地位得以讓他順利

主導對外政策路線。 

911事件是一次突發事件，這次突發事件對俄羅斯來說可謂是一次增強俄
美開展國際合作的天賜良機。俄以迎合美反恐合作需求為契機，加大與美戰略和

解的步伐。911事件後，美國以消滅賓拉登為由揮兵進入阿富汗，軍事力量進駐
中亞。這正好給予普欽一個機會，可以跟美國互相配合，為穩定中亞、牽制中國

的勢力而合作。普欽迅速抓住機遇，大幅度調整政策，以圖在軍控、政治安全、

經濟等一系列問題上與美國達成協議，推進俄美關係的發展；從而，以擺脫葉里

欽後期所建立的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所導致之戰略羈絆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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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以來，俄羅斯對外政策圍繞俄美、俄 — 北約關係進行了新的重大
調整，在美國的投桃報李下，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2002年 5月 24日，俄美首
腦在莫斯科簽署了「俄美裁減戰略攻擊性武器條約」、「俄美新型戰略夥伴關係

聯合宣言」等文件，開始一個俄美關係的新時代。普欽也以國際反恐怖合作為突

破口，拉近俄與北約的關係。同年 5月 28日，普欽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19國領
袖簽署「羅馬宣言」，宣告成立「北約 - 俄羅斯聯合理事會」。俄與北約建立新
的合作機制，形勢上結束了與北約的地緣對立。與美國在反恐怖問題上合作，除

了贏得美國的重視，強化了美國與俄羅斯之間的反恐戰略夥伴關係之外，也獲得

美國對車臣問題態度的轉變，不再強力譴責俄羅斯在車臣的行為。因此，俄羅斯

在相當程度上擺脫了在車臣及國內反恐怖立法方面，來自西方以人權問題為由的

壓力。經濟方面，在 911之後的良好氣氛下，美國除了給予經費協助俄羅斯銷毀
冷戰時期的武器、承認俄為「市場經濟國家」、支持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外，

美國也放寬了對俄能源部門和技術出口的限制，增加對俄的投資。透過與美國的

戰略和解，俄羅斯獲得了更多的實際利益。 

綜觀普欽外交的實施過程，可以看出他外交政策運用的靈活性。為了使美國

在乎俄羅斯，為了增加與美國討價還價的分量，以獲取更多經濟上的實惠，普欽

對美國採取了方圓相間的外交政策，盡量避免與美發生正面衝突，但同時合理利

用手中的牌，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 

在紛雜的國際形勢與內外交困的背景下，普欽施展柔軟靈活的外交身段，左

右逢源，使俄羅斯在這一輪的大國外交中不但取得實質性的政治經濟利益，而且

利用中美、歐美等矛盾，成為各方拉攏待價而沽的國際寵兒，不知不覺，普欽把

俄羅斯漸漸推上世界大國的地位。普欽主政以來全力推行其明確而又務實的全方

位外交戰略，不但順利擺脫葉里欽後期所建立的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所導致之

戰略羈絆的制約，與美國進行戰略和解，也給俄羅斯外交打開一個全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