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8

第五章  結論 

本論文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俄羅斯在普丁時期對東南亞的政策走向以及雙邊的關

係。為鋪陳俄羅斯政府在制定對東南亞政策的背景，本論文以蘇聯最後一任領導人戈

巴契夫，及俄羅斯聯邦兩位總統葉爾欽和普丁的亞太政策作為區隔方式，將冷戰前後

俄羅斯（及前蘇聯）的亞太政策詳加歸納和分析，尋找出其對東南亞政策的核心價值

和彼此的相連性。 

經過大量的文獻探討及分析後，本文的研究得出三個具體的結論： 

一、冷戰結束後，俄羅斯各任政府根據冷戰後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國內政治經濟的需要

對亞太戰略進行大幅度的調整，將亞太地區定為冷戰後俄羅斯謀求海外經濟利益

和提高其國際地位和影響力的重要區域之一。 

二、冷戰結束後，蘇聯瓦解。蘇聯過去基於扶植東南亞的親蘇政權而採取的政策已不

合時宜，作為亞太政策一部分的東南亞政策，自然亦須加以調整。東南亞地區不

僅戰略地位重要，自然資源也十分豐富，並且是一個正在興起的龐大市場，這些

優越條件皆迎合了普丁大力推行經濟外交政策的目標，此為俄羅斯與東南亞展開

新關係提供了契機。因此，筆者認為，在俄羅斯（及前蘇聯）長期與東南亞關係

的發展過程當中，國際體系變化、國內政經情勢走向、以及俄羅斯對外決策考量

皆對俄羅斯東南亞政策的形成有深切之影響，其中又以俄羅斯經濟利益及發展因

素對外交政策走向的影響最大。 

三、2000 年普丁掌權後，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發展趨勢下，俄羅斯極希望通過

加強與東協國家經貿合作關係，以進入亞太區域的經濟體系，並以之作為加入

「世貿組織」（WTO）的重要跳板。同時，俄羅斯希望利用東協雙邊或多邊自

由貿易區的合作機制，來振興國內遠東和西伯利亞經濟的發展；而且試圖在東南

亞地區開拓能源貿易及合作機會，以增強東南亞國家對俄國能源的依賴和強化合

作。普丁政府務實的外交政策，基於商業利益，也力求打開東南亞巨大的軍火市

場，擴大武器出口，以賺取大量外匯，兼能拉近俄羅斯與伊斯蘭國家的關係，這

對俄羅斯解決車臣問題以及確立在全球反恐體系中的地位都大有好處。 

綜合本文前四章所述，在冷戰的政經格局底下，蘇聯對東南亞的政策主要是，

企圖經由輸出共產主義、建立親蘇共產政權的方式，以擴展其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

力。蘇維埃政府透過經濟與軍事援助的計劃，展開扶植馬列主義附庸國的策略。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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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成功地應用到越南這一東南亞國家上。因此，在兩極對抗時期，蘇聯主要與中印

半島上的社會主義國家建立密切關係，謀求與這些國家共同推行「反華政策」，以防

止它們與中共結成反蘇同盟；同時對於親美反共的東協則保持距離。 

直至戈巴契夫 1985 年擔任蘇共總書記後，重新檢討了蘇聯內外的政策，體認到

光憑軍事手段不僅無法取得東南亞各國的信任，同時還會因經援盟國，導致自己停滯

不前的經濟雪上加霜。為了推行其「加速發展戰略」的新經濟措施，蘇聯加緊開發遠

東和西伯利亞地區，希望通過與東協加強經貿關係，有助於克服其經濟難題。在戈巴

契夫的「新思維」外交指導原則下，蘇聯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才逐漸獲得改善。 

然而，在蘇聯解體、中東歐共產政權變天，全球彌漫一片和解氣氛的狀態下，獨

立初期的俄羅斯基於國內民主政治的建立與經濟改革的需要，毅然決定向西方國家靠

攏，一時之間「大西洋主義」氣息濃厚，俄羅斯對外政策的總體方針是力求早日加入

「西方文明世界的大家庭」，建立「從溫哥華到海參崴的歐洲－大西洋大家庭」，爭

取西方對俄羅斯實行「馬歇爾計劃」式的援助。1 

俄羅斯在外交上奉行親西方政策，自然也就降低了越南在俄羅斯外交戰略上的重

要性。相對的，蘇聯巨變以後，由於越南堅持採行社會主義制度，再度遭受西方國家

打壓，加上越南對俄羅斯建國後採取全盤西化政策而深表不滿，因此俄越兩國關係在

1991 到 93 年間呈現停擺狀態。由於轉型初期的政經混亂和向西「一面倒」的政策，

葉爾欽政府初期對東南亞地區關注不多，而東協國家亦對其採取保留及觀望的態度，

雙方在此時期的關係，雖然不如冷戰時期的低落，但進展不大。 

不過，親西方的外交政策和以「震盪療法」進行激進改革的弊端很快就暴露出

來，並在國內引起普遍反對，加上西方對俄羅斯的援助大多口惠而實不至，而且經常

將援助與其他政治問題掛勾。國內政局混亂不堪，居民生活水準一落千丈，國家利益

蒙受重大損失，俄國國際威望和國際地位急劇下降。在這種情況下，「大西洋主義」

的外交政策遭受社會各層面的嚴厲指責。於是，佔據俄國主流的外交思想逐漸轉移，

「現代斯拉夫主義」和「新歐亞主義」等思潮表現出更大的號召力。在保守勢力堅持

恢復大國地位、維護國家尊嚴的原則下，1996 年開始俄羅斯的對外政策出現大幅度

的轉變，普里馬科夫取代科濟列夫擔任俄國外長，積極推行獨立自主的東西並重的

「雙頭鷹」外交政策。 

為了謀求國家穩定、恢復強國地位，以及經濟發展，普丁 2000 年上台後，開始

對外交政策大作調整。他主張在處理國際事務時，既要堅決維護國家利益，同時也要

                                                 
1李靜杰、鄭羽，俄羅斯與當代世界，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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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活變通，並且注重實際效果。在 2000 年通過的「俄羅斯聯邦對外政策構想」中明

確指出，俄羅斯對外政策的原則是建立在「使其目標與落實目標的可能性保持合理平

衡」基礎之上，因此普丁的對外政策是比較實際與務實。2 普丁認為，制定外交任務

時，應視其是否符合俄羅斯國家利益的實際需要，參與國際事務應當考量其是否真的

有助於增強或提升國家的地位。在這種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下，俄羅斯逐步形成了它

的亞太政策，其中包括對東南亞政策的調整。從最初在東南亞地區的退縮，逐漸改為

積極參與該地區的相關事務及發展全方位的關係，究其原因，主要包含地緣經濟及安

全戰略等兩項因素。 

在普丁政府的亞太總體策略下，強調俄羅斯與目前經濟活躍的東南亞國家必須

「建立正面且有活力的關係」；尋求貨品市場，特別是開拓軍事市場，擴大武器出口

以賺取大量的外匯。因此，隨著普丁調整對東南亞的政策，以及大力推行「經濟外

交」，俄羅斯開始積極加強與東協的經貿關係，除了加強與東南亞的傳統盟國，重建

能源和礦產資源的合作關係外，還與其他傳統邦交國拓展經濟、政治及軍事等方面關

係。一方面吸引大量的外資及技術，促進國內的經濟穩定及發展；另一方面，藉由能

源合作加速融入東協乃至整個東亞區域的經濟區域化和雙邊自由貿易協定的進程，以

創造有利的國際環境以及保持亞太區域均勢的格局。 

事實上，東南亞國家與前蘇聯在早期就建立了外交關係，只是侷限於意識形態，

雙邊關係並不密切。冷戰結束後，俄羅斯與東南亞諸國全面建交及關係正常化，意識

形態不再是雙邊關係中的負面因素。在雙方關係正常化的基礎上，蘇聯解體後的俄羅

斯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遂由對抗走向合作。 

借助於歷史的慣性和理性的判斷，俄羅斯與東南亞關係的發展並非無徑可尋。在

冷戰結束初期，東南亞部分國家曾積極欲與俄羅斯建立較密切的聯繫，但由於俄羅斯

國內政經混亂以及重視西方的外交政策，東南亞與俄羅斯的關係進展不大。作為一個

大國，俄羅斯此時在亞太和東南亞地區的影響力已退到美國、中國和日本之後。由於

國際政經環境的變化，以及雙方的利益考量，俄羅斯與東南亞的關係變得遠離。因

此，雙方的實質關係大多是從 21 世紀普丁執政才開始，其過程是，首先進行高層官

員互訪、簽訂聯合公報、協定和條約，然後便展開雙邊各項實質的合作關係。合作的

項目主要在軍火交易、能源、科技合作，以及打擊恐怖主義等政策。最後，由於雙方

建立實質關係時間尚短，所以至今雙邊貿易額不大，但在將來應該有相當大的成長空

間。 

                                                 
2 Margot Light, “Foreign Policy”, p.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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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文也探討俄羅斯與東協關係。在冷戰時代，多數東協國家都向美國靠

攏，蘇聯與東協國家關係因而經歷了高低起伏；雙邊的實質關係主要是從 1990 年代

後才逐漸展開。觀察蘇聯與東協關係的發展，其間的過程雖複雜曲折，然亦有其脈絡

及軌跡可循（可概以圖 5 顯示），且在雙方關係由敵對而衝突、由衝突而緩和、由緩

和而調整再至化敵為友全面建交的變化中，亦存在著影響雙邊關係的關鍵因素。 

 

 

 

 

 

 

 

 

 

 

 

 

 

 

發展俄羅斯與東協的合作關係，是雙方共同的願望。東協國家近 10 年來對俄羅

斯的信任不斷增加。通過雙方長期及堅持不懈的努力，一些原本對俄羅斯持懷疑態度

的國家也開始改變立場，雙方在許多重大的區域與國際問題上互相支持。2004 年 11

月 28 日在「東協高峰會」召開之際， 俄外長拉夫羅夫代表俄羅斯到寮國首都永珍參

加了俄羅斯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AC，又稱 1976 年巴里條約）的簽約儀

式。普丁同意簽署加入這一個東協互不侵犯協定，除了能夠大幅度加強俄羅斯與東協

關係的政治和法律基礎外，並為俄羅斯翌年出席馬來西亞首都舉辦的「第 一 屆 俄 羅

斯—東協高峰會」鋪平了道路。 

普丁政府執政之七年來，對東南亞之政策，比起其前任政府可說大有作為。自

普丁上任以來，俄羅斯政府開始積極對東協加強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各領域的全面

交往。在 2005 年，雙邊關係臻於高點。雙方簽署的「 發 展 全 面 夥 伴 關 係 聯 合 宣

言」、「推動雙邊自 2005 年至 2015 年全面合作的行動計劃」以及「雙邊經濟和發

圖 5 、前蘇聯與東協關係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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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合 作 協 議 」等三項重要文件，反映著雙方關係更具有實質性，也標誌著普丁對東

協政策取得了相當的成果。 

筆者在梳理俄羅斯對東南亞政策的背景原因時，發現地緣經濟的影響力的確存

在。綜觀戈巴契夫、葉爾欽和普丁政府對亞太地區的總體政策，可以察覺，俄羅斯對

東南亞政策是從屬於俄羅斯的亞太戰略，也是冷戰後俄羅斯亞太政策重要的一環。俄

羅斯亞太戰略的經濟目標，是謀求亞太諸國支持俄羅斯的經濟改革，和吸取外資促進

東部地區的開發。作為一個國際組織的東協，它在亞太區域主義中扮演主導角色，主

導「亞太經合會」和「東協區域論壇」等機制。為了確保本身在亞太經濟整合過程中

佔有一席地位，俄羅斯必然會尋求東協的支持。 

此外，東協是世界上經濟增長較快的區域之一，成為一個具有很大潛力的市

場，區域影響力也將相對地擴大，俄羅斯為了確保它在亞太地區的經濟利益，將不會

輕易放棄這片市場。軍火交易一直是俄羅斯國防工業的主要收入來源。在經濟復甦的

形勢下，東協各國皆考慮更新軍事裝備。特別是在「九一一事件」後，東協諸國紛紛

以反恐名義，提高軍費預算，購置先進的武器。普丁採取各種手段積極開拓東南亞的

軍火市場，以賺取大量的外匯，這與東協國家要加強海空力量以及尋求軍火供應商多

元化的想法不謀而合。 

俄羅斯地緣政治的獨特特徵，使其必須重視遠東和西伯利亞經濟一體化的發

展。21 世紀，亞太地區尤其是東協在區域整合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多邊合作機制

也日趨成熟，俄羅斯即時把握這一時機，盡可能的參與區域經濟整合的進程。如果

說，1967 年東協的成立為國際關係和亞太地區南部國家關係的發展提供了新的力量

的話，那麼，90 年代後的東協經濟區域整合的成就，為俄羅斯遠東和西伯利亞經濟

的持久發展提供了新的契機。俄羅斯遠東和西伯利亞的資源與能源，為俄羅斯和東南

亞的合作孕育巨大潛力。當然，這一合作的前景將取決於俄羅斯和東協的政治穩定和

相互信任。3 

近年來，俄羅斯與東南亞的關係經歷了很大的轉變。雙方出於經濟、政治、安

全等多方面的考慮，加強了全方位的合作關係。雙方關係近年來的發展似乎都很順

利，但是觀察俄羅斯和東南亞關係的發展前景，除了從雙邊歷史發展角度來思考彼此

政策的調整以外，仍需要考慮雙方在當今國際和地區格局的情勢之下，如何以最大限

                                                 
3 馮紹雷，相藍欣主編，俄羅斯與大國及周邊關係，頁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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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的「求同存異」來獲取各自最大的國家利益。茲將俄羅斯東南亞政策的前景列述如

下： 

（一）就經濟利益而論，東南亞各國經濟發展潛力龐大，合作前景廣闊。俄羅斯與

東南亞國家和東協實行經貿合作，並主張外交服務經濟，有助於國家發展。但近年

來，儘管俄羅斯經濟出現好轉，其制約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並沒有改善。俄羅斯內部

投資環境欠佳與法治不嚴謹，造成俄羅斯與東南亞國家經貿投資額不大。正如前章所

分析，儘管俄羅斯經改已久，但其生產水平依舊不高。除非引進俄羅斯高科技產品，

一般消費品或輕工業產品的品質粗糙。除了價廉以外，市場誘因有限。另外，雙邊貿

易商缺乏交流、資訊不流通等問題都有待雙方進一步改善。 

（二）從地緣戰略角度觀之，普丁重視東南亞的地緣戰略地位。然而，俄羅斯與東

南亞地區「戰略夥伴」們的長期發展方向，相當程度取決於美國、日本與東南亞國家

關係的走向。東南亞地域廣闊、資源豐富，以及經濟成長迅速，已經成為世界上不可

忽視的政治和經濟力量，也是本區乃至世界的一支重要力量。為了在這一重要地區佔

據有利的地位，世界各強國如美國、日本及中國都在建立和調整對東南亞國家的戰

略。由於歷史和傳統因素，美國與日本分別與東協關係，以及在東南亞地區的發展中

都佔有不可替代的優勢，對俄羅斯的東南亞政策以及雙邊關係的發展必將構成挑戰。

此外，未來中國經濟與政治實力持續的成長，俄羅斯在東南亞地區的地位將面臨更多

的挑戰。 

（三）就整體而論，俄羅斯發展與東協的關係尤其是經貿往來，更多立足於亞太地

區的大框架中進行。東協注重加強與俄羅斯的經貿和軍事技術合作。基於對世界和區

域格局與未來趨勢的共同認識，基於對地區穩定和繁榮的共同訴求，俄羅斯和東協雙

方都深切意識到，跟歐洲相比，亞太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存在著較多的不穩定因素。顯

然，全球變化和區域衝突需要雙方以新的角度去思考和解決。另外，在東南亞和俄羅

斯的亞洲金融危機後，不僅要求雙方加強在政治、經濟和金融領域的合作，而且更使

他們認識到，區域集體安全唯有通過經濟的合作才能實現。儘管雙邊貿易額近年都有

增長趨勢，但就雙方的潛在實力來看，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如果雙方透過 2005 年

簽訂的「發 展 全 面 夥 伴 關 係 聯 合 宣 言 」以及「俄羅斯聯邦政府與東協經濟與發展

合作協定」，更進一步加強雙邊經貿合作與政治對話，並在不同領域上加強互蒙其利

的關係，則未來的合作關係將有更大的收穫，也更能符合雙方的戰略利益。 

對於未來研究方向的建議，本文的研究架構僅以地緣經濟單一途徑來研究俄羅

斯在普丁時期對東南亞政策之形成背景、主要內涵和雙邊關係。鑒於大部分東南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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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皆是威權主義政權，由威權體制向民主體制過渡正是東南亞政治體系的一個重要特

徵。對於俄羅斯與東南亞未來關係的發展，可以持續研究其變化的因素及影響，是否

會因雙邊的政治體制轉換，而改變其現狀。另外，藉由雙邊或多邊（與東協組織）未

來的反恐合作，以及俄羅斯與伊斯蘭國家的合作趨勢，對照俄羅斯未來的新政府對東

南亞各國關係之態度、立場及政策，觀察其中的變化，這都是未來可以研究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