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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將以北方造船廠與波羅的海造船廠競標軍售中國「現代級」驅逐艦訂單之

個案為例，透過國家安全研究途徑、國際戰略研究途徑以及決策研究途徑 ，檢視俄

羅斯軍售中國政策之形成，從而探討俄羅斯軍售政策在普欽鞏固政權過程中之角

色，並研析該項發展對台海安全之意涵，研究 1991 年至 2006 年期間俄羅斯軍售中

國政策，並且探討其對亞太暨台海安全之衝擊，本文將闡釋從政治、經濟以及戰略

層面，探討 1991 年至 2006 年期間俄羅斯對中國軍售的內外在驅動因素，及其對亞

太和台海安全之衝擊。 

 

本文認為，俄羅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乃是普欽鞏固權力過程之重要一環，2000

年普欽上台後，俄羅斯葉里欽幫與聖彼得堡幫互相角力，競逐政經資源，以本案為

例，波羅的海造船廠之最後勝出，乃是俄羅斯軍售中國政策形成之主導權從葉里欽

幫 (經濟優先派/葉里欽人馬/莫斯科幫：卡西亞諾夫․佛洛申派)  轉移到聖彼得堡

幫 (國安優先派/普欽人馬/聖彼得堡幫) 手中之必然結果，因此，俄羅斯對中國軍售

政策之形成，顯然有其政經與安全之考量，而其政商互動關係則為政策形成之關鍵，

至於該項政策之形成與執行過程，則往往產生派系之間爭奪資源交換利益之重大弊

端；而該項政策之執行結果，勢將影響亞太地區之區域安全；從而，勢將影響台海

安全之均衡情勢，因此俄羅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之形成乃是由於克里姆林宮政治勢力

在內外在環境環節關聯下互動形塑而成的。 

 

上述假設命題衍生出來下列邏輯相關的子命題： 

 

(一)   俄羅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之形成與執行過程，則往往產生派系之間爭奪資源交

換利益之重大弊端。在軍售中國訂單的決策過程 (Decision-Making Process) 

中，波羅的海造船廠(Baltiisky Zavod shipyard;Балтийский завод) 之最後勝

出，乃是俄羅斯軍售中國政策形成之主導權從葉里欽幫轉移到聖彼得堡幫手

中之必然結果。 

 

(二)  軍售弊案中的派系與兩個造船廠之間政商互動關係則為俄羅斯對中國軍售政

策形成之關鍵。 

(三)  俄國軍售中國訂單的俄國決策階層在決策考量上及俄羅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之

形成，顯然有其政經與安全之考量，2000 至 2004 年期間，俄羅斯對中國軍售

的政策，主要是受到俄羅斯國內政治互動，經濟發展考量，以及戰略三角互動

等內外在因素的驅動，俄羅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乃是普欽鞏固權力過程 

(Consolidating Power Process) 之重要一環。 
 

(四)  俄羅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之執行結果，勢將影響亞太地區之區域安全；從而，

勢將影響台海安全之均衡情勢。 

關鍵詞：普欽、葉里欽、俄羅斯、中國、軍售政策、軍售、俄國軍售中國、聖彼得堡

幫、政策、醜聞、台灣、經濟、國家安全、國際戰略、克里姆林宮政治、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