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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 研究動機 

1991 年 12 月 26 日，維持長達七十年歷史的蘇聯宣告解體，俄羅斯從此以新的面

貌步入世界舞台。而在 1999 年的最後一天，俄羅斯的首任總統葉爾欽（Борис Ельцин; 

Boris Yeltsin）突然宣布提前卸任，並由當時總理普丁（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Vladimir 

Putin）代行總統職務。普丁隨即於隔年 3 月 26 日舉行的俄羅斯總統大選第一輪投票

時，高票當選為俄羅斯的新任總統，標誌著俄羅斯進入一個嶄新的「普丁時代」。 

普丁政府於千禧年之交，面臨了比前任總統更加嚴苛的國際局勢及挑戰。在國內

必須重整混亂的政局及衰弱的經濟；在國際上則必須思索如何在國際權力結構呈現重

組及多元化的格局下，重振俄羅斯強國的地位，藉此尋找其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定位和

角色。於是，普丁自其執政以來，在內政外交方面進行了一系列的變革。在對國家政

經體制進行大刀闊斧的同時，他也對外交政策進行重大的調整。2000 年 6 月 28 日，普

丁批准了「俄羅斯聯邦對外政策構想」（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The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的新版本，強調維護

國家利益以及經濟安全，並且實行「東西平衡」之務實與靈活的外交戰略。1作為一個

歐亞國家，由於地緣政治及地緣經濟之因素，「亞洲在俄羅斯外交政策中具有越來越

重要的意義」。除了與中國、印度及日本等主要亞洲國家發展友好關係之外，俄羅斯

在亞太外交方面也秉持著「與東南亞國家建立正面並且有活力的關係」。2  

東南亞地區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和重要的地緣戰略地位，歷來是大國必爭之地。

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及美、蘇兩極對抗時，該區成為權力制衡的角力場。3

在當時的權力互動中，蘇聯曾扮演主導角色。但是隨著冷戰的結束，蘇、美兩大集團

                                                 
1 俄羅斯外交部網: http://www.mid.ru/ns-
osndoc.nsf/0e9272befa34209743256c630042d1aa/fd86620b371b0cf7432569fb004872a7?OpenDocument ; 又參

見美國科學家聯盟網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FAS)「俄羅斯聯邦對外政策構想」英文版: 
http://fas.org/nuke/guide/russia/doctrine/econcept.htm。 
2  “Россий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направлена на наращивание позитивной динамики о
тношений с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s aimed at building up 
the positive dynamism of relations with the states of South East Asia) quoted from: http://www.mid.ru/ns-
osndoc.nsf/0e9272befa34209743256c630042d1aa/fd86620b371b0cf7432569fb004872a7?OpenDocument. 
3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的政治與外交政策（台北市：渤海堂，1992 年），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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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南亞的勢力便逐漸撤離。蘇聯瓦解之後，獨立初期的俄羅斯在政治、社會經濟動

蕩及激進改革中已精疲力盡。由於自顧不暇，俄羅斯大幅降低在東南亞地區的活動，

使得其與東南亞諸國的關係變得遠離。 

冷戰結束後，亞太地區的國際關係發生了結構性的變化，蘇美兩極格局宣告瓦

解。為了保障區域安全、和平與穩定，東南亞國家陸續發展出許多多邊區域安全機制

與互動模式，使得本區域逐漸在政治、經濟及安全問題方面達成共識，進而凝聚成單

一實體以力求獲得區域事務的主導權及影響力。1994 年成立的「東協區域論壇」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便是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作為一區域性組織的「東

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Nations, ASEAN 以下簡稱東協），其角

色亦顯得日益重要。儘管經過 1997 年金融風暴的洗禮，東協已逐漸從挫敗中站起來，

並且繼續尋求區域夥伴的協助與合作。為了加速東協經濟一體化，東協國家更積極推

動早在 1992 年提議成立的「東協自由貿易區」（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 

然而，中國由於綜合國力的大幅增長，故欲積極爭取在東南亞的區域主導權。由

中國主導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如「東協加三」（簡稱十加三）以及「東協加中

國」、「東協加日本」、「東協加韓國」三個「東協加一（簡稱十加一）」逐步在此

區展開。此外，印度也正積極謀求與東南亞各國建立友好合作關係。在 2001 年發生的

「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為達成反恐及戰略圍堵中國之目標，其勢力已重返東南

亞。2005 年 12 月 12 日，俄羅斯總統普丁前往馬來西亞首都吉隆坡，出席歷

史 性 的 首 次 「 俄 羅 斯 與 東 協 高 峰 會 議 」 （ ASE AN-Russ i a  summi t ） ， 並 與東

協 10 國元首簽署了「發展全面夥伴關係聯合宣言」（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Heads 

of State/Government of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Progressive and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 ， 「 推 動 雙 邊 自 2005 年 至 2015 年 全 面 合 作 的 行 動 計 劃 」

（Comprehensive Programme of Action to Promot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05-2015），以及「東協與俄羅斯聯

邦政府經濟與發展合作協定」（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ASE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三份重

要文件。同 時 ， 普 丁 還 作 為 會 議 主 辦 國 的 嘉 賓 出 席 了 由 東 協 十 個 成 員 國 、 中

國 、 日 本 、 南 韓 、 印 度 、 澳 洲 及 紐 西 蘭 （ 又 稱 「 東 協 加 六 」 ） 所 組 成 的 「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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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東亞高峰會」（ t h e  F i r s t  E a s t  A s i a  S u m mi t ,  E A S ）。 由此可見，東南亞地

區在經歷蘇美傳統強權的角力後，再次面臨嚴峻的挑戰。 

綜觀諸強權對東南亞的政策，以美國最為眾所週知，各種中西文期刊和國內外學

者論著足以證明美國影響之深度與廣度。中國、日本和印度對東南亞國家或是東協組

織的政策與影響，亦有諸多國內外學者研究，然而關於俄羅斯與東南亞關係之研究卻

少之又少。蘇聯在冷戰時期對於印度支那半島（Indochina Peninsula，又稱「中印半

島」或「中南半島」）的政策有相當幅度的變化，也是東南亞地區穩定局勢的重大變

數之一。蘇聯解體後，俄羅斯聯邦正式獨立，並且繼承原蘇聯所有的國際義務與權

力。在雙方關係正常化的基礎上，蘇聯解體後的俄羅斯對東南亞及東協組織所採取的

政策因時而異。因此，在當代東南亞多元權力互動的格局中，俄羅斯在其間扮演何種

角色？普丁政府在面臨國內外局勢的變化之下，能否恢復歷史中俄羅斯（前蘇聯）在

東南亞的國際政治利益？在新的外交戰略思想之下，俄羅斯對東南亞國家的政策與成

效為何？除此之外，俄羅斯近年來積極參與東協組織的各項活動，且簽訂了多項的合

作宣言及條約，其因素又是為何？這些俄羅斯對東南亞國家政策的內涵及因素，是引

發筆者撰寫本文的最大動機。 

二、 研究目的 

本文研究主題是普丁時期俄羅斯與東南亞的關係，主要在於探討自蘇聯解體後俄

羅斯獨立以來，俄羅斯地緣戰略思想之演變與俄羅斯亞太外交政策之關係，進而分析

俄羅斯對東南亞政策之背景與內涵。最後，透過檢視現階段影響俄羅斯對東南亞政策

的主客觀因素，試圖瞭解俄羅斯在國家利益考量下，如何與東協組織增建互惠的多邊

關係，以獲取國家的最大利益，並且透過對外政策的運用建立其區域強權的角色。因

此希望藉由本文的研究，能達到下列幾項目的： 

1. 探討自 1991 年蘇聯瓦解迄今，俄羅斯面臨國際體系發生結構性變化時，要如

何因應及調整其對外政策，以符合大局勢的變化，鞏固其國家利益及地位。為

此，從中探究俄羅斯亞太政策內涵，進而尋找出其對東南亞政策的核心價值和

彼此的相連性。 

2. 藉由整理自前蘇聯時期到後蘇時期以來，俄羅斯與東南亞國家互動關係的全

貌，進而探求出俄羅斯對東南亞政策的歷史脈絡，企圖釐清俄羅斯與東協國家

之多邊經貿及軍事關係的特色、問題及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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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俄羅斯與東協國家面臨的挑戰及機會，同時歸納出雙方所面臨的挑戰，以

及日後加強關係的機會何在，從中探討未來俄羅斯在東協諸國可能扮演的角

色。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涉及研究途徑（ research approach）及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兩個層面。前者指的是對問題及資料取捨的準則；後者是資料蒐集及處理的

技巧。4 

一、 研究途徑 

在研究途徑方面，本文試圖透過地緣經濟（geoeconomics）研究途徑，來分析俄

羅斯的東南亞地緣戰略，以探討俄國與東南亞區域間的經貿、軍事及安全合作。 

冷戰結束後，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發生了重大變化。在兩極格局瓦解，世界呈現多

極化趨勢背景下，經濟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和區域化 （regionalization）趨

勢不斷加強，使得世界經濟聯繫越來越密切，地緣經濟得以產生。 

地緣經濟學是「對地緣政治傳統觀念及其本質內涵的補充和發展」。5它是冷戰結

束後新興起的一門國際關係理論，旨在研究如何進一步從地緣經濟關係出發，在複雜

多變的國際競爭中，與地緣政治學一道成為調整及影響國際關係的兩種不同形式。意

指隨著社會時代發展和國際環境條件的變化，國家運用經濟手段或經濟謀略更好地服

務於國家利益的需要。6 地緣經濟學這門新學科，是由前美國華府戰略與國際研究中心

（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 主 任 魯 瓦 克 博 （ Edward N. 

Luttwak）創始的。 

根據專家的論定，當今世界上，經濟利益是國家對外目標的核心，經濟因素對世

界政治的影響越來越大，乃至成為決定國際關係發展的首要因素，所以世界各國都對

內積極發展本國經濟，對外追求國家利益的實現。由於經濟利益在國家利益中佔據重

要地位，因而在事實上，國家對外政策的動力主要具有經濟性質，對外政策的目標是

首先保障它的經濟利益的實現。 

                                                 
4  易君博，政治理論與研究方法（台北：三民書局，1984 年），頁 98。 
5  朱曉蛛，「俄羅斯的地緣政治觀管窺」，國際政治研究，2002 年第 4 期，頁 73。 
6  韓銀安，「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爭議」，國際關係學院學報， 2005 年第 2 期，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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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1 世紀國際政經發展情勢的背景下，由於經濟強弱影響國家安危，地緣經濟已

被日益重視。政府運用政治及經濟權力介入，互為滲透，追求國家的生存與發展，是

後冷戰時代國際關係的主流，所以筆者試圖以地緣經濟來分析俄羅斯的東南亞政策。  

二、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係採用「文獻分析法」（Documents Analysis Method）7
與

「歷史研究法」（Historical Method）8
進行研究，並運用歸納、分析獲致具體的成

果。9據此探討 2000 年以後，俄羅斯對東南亞國家之策略。 

（一） 「文獻分析法」 

首先是著重「文獻分析法」，希望藉由相關學術期刊、論文、專書、報紙及網路

新聞等中西文文獻予以歸納與整理，引領筆者論文寫作的方向。對於所蒐集到的文獻

資料，除了對學者所提出的理論與見解做比對分析，並針對東南亞諸國、東協組織與

俄羅斯所發表各種重要的官方文件、協定及條約加以研判及推斷。同時，亦針對相關

國家領袖及參與外交決策重要人士的發言與演說作有系統之分析，以得出俄羅斯在整

個東南亞的政策走向。 

（二） 「歷史研究法」 

其次是採用具有「鑑往知來」之「歷史研究法」。此研究方法有助於了解在不同

時期，俄羅斯外交戰略思想的演變。並且試圖從俄羅斯與東南亞多邊關係的歷史脈絡

中，尋求因果關係變化的情況，進而探討俄羅斯對東南亞有何不同的認知及對策。最

後，評估俄羅斯與東協諸國現有的合作，以作為推測雙方將來的發展趨勢。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 研究範圍 

                                                 
7 「文獻分析法」即指「從蒐集既存的資料，以系統而客觀的界定、評鑑並綜括證明的方法，以確定過

去事件的確實性和結論；另外，也以蒐集他人所做之相關研究，分析其研究結果與建議，指出需要驗證

的假設，並說明這些建議性的假設是否有拿來當作研究者研究基礎之價值。」，引自楊國樞，社會及行
為科學研究方法（台北：東華書局，1999 年），頁 51。 
8「歷史研究法」係指「一個問題發生及演變的沿革，具有長時間研究的性質，藉分析與該問題有關的既

存資料，以歸納出可供解釋與預測的理論。」，引自王玉民，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理（台北：紅葉出版

社，1994 年），頁 244。 
9 朱浤源，撰寫博碩士論文實戰手冊（台北：正中書局，1999 年），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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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時間 
時間上，主要是以普丁接掌克里姆林宮的 2000 年為始點，涵蓋普丁第一任總統任

期、第二任後半期的 2007 年 6 月為止。至於二次大戰以後前蘇聯的東南亞政策，本文

則以歷史分析的方式，探求出俄國（包含前蘇聯）歷來各政府東南亞政策的承襲與變

革，作為分析普丁主政時期對本區政策的基礎。 
（二） 研究主體 
 主 體 上 ， 是 以 俄 羅 斯 和 東 南 亞 諸 國 為 主 ； 東 南 亞 （ 參 考 圖 1 ） 涵 蓋 印 尼

（ Indonesia ） 、 馬 來 西 亞 （ Malaysia ） 、 菲 律 賓 （ Philippines ） 、 新 加 坡

（ Singapore ） 、 泰 國 （ Thailand ） 、 汶 萊 （ Brunei ） 、 越 南 （ Vietnam ） 、 寮 國

（Laos）、緬甸（Burma）及柬埔寨（Cambodia）十個國家。而東協則包含了創始會員

國馬來西亞、菲律賓、泰國、印尼及新加坡等五國，和後來陸續加入的汶萊（1984 年

1 月加入）、越南（1995 年 7 月入會）、寮國與緬甸（1997 年 7 月入會）以及柬埔寨

（1999 年 4 月入會）共計 10 個成員國。由於東帝汶（East Timor）於 2002 年才獨立，

目前尚未成為東協會員國或對話夥伴。為方便研究起見，本文研究對象主要以俄羅斯

和東協十國為主，東帝汶暫不列入探討範圍。然而，和俄羅斯與東南亞國家在經貿及

安全方面都具相當關連性的中國、日本和美國等國家，在特定的議題範圍內皆會述

及。 
圖 1  東南亞地圖 

 

 

 

 

 

 

 

 

 

 

 

 

 

資料來源：筆者修改自：http://www.gate1travel.com/southeast-asia/maps/SoutheastAsia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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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限制 

（一）資料限制 

台灣有關普丁的中文資料，原就不多；更遑論以普丁時代對東南亞政策為題的期

刊文章或專書。再者，由於各國對外政策均會涉及機密部份，一般研究學者均無法任

意取得官方的機密文件或檔案資料。因此，本文參考的正式文件僅以官方公佈者為

限。此外，因時間有限與財力困難，筆者未能親自前往東協國家瞭解輿情，更無法與

東協官員或學者進行深度訪談，是故資料引用方面都以相關英文期刊、書籍、網路報

導資料為主。雖然如此，筆者當會竭盡全力，以求研究取材之正確與完整。最後，又

因東南亞國家發展各異，對俄羅斯的重要性比重自然會不一，而東協本身亦不是一個

可以代表所有會員國立場的組織，筆者將研究資料限定在主要東南亞地區核心國家：

馬來西亞、印尼、越南、新加坡、泰國及菲律賓等國，根據這些國家與俄羅斯互動的

相關資料，建立起初步理解俄羅斯與東南亞關係的觀察方法。 

（二）語言限制 

語言部份，俄文與馬來文當是本研究最主要之限制。即使筆者略懂俄文及馬來

文，閱讀原文資料的能力仍極為有限。因此，關於俄羅斯和東協官方的資料，或是俄

籍與東南亞國籍學者的論著，則必須依賴英譯版本或是直接以英文撰寫的部份。所以

筆者將以英文資料為主，中文資料為輔，以期能補足語文障礙之憾。 

第四節 文獻述評 

本文引用的文獻主要是以中、英文資料為主。雖然台灣研究俄羅斯與東南亞關係

的文獻實在有限，但是，俄羅斯、東協與中國等國外學者仍有某些論著是對研究當代

俄羅斯東南亞政策有重要的參考價值。以下僅就目前所蒐集到中、外學者對俄羅斯

（包括前蘇聯）與東南亞關係相關文獻資料，簡單地依照其研究取向，略分為三大部

份。首先是從前蘇聯（及俄羅斯）對東南亞政策與雙邊關係的角度；其次是從亞太區

域安全的角度；第三則是從特定議題的個案研究角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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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前蘇聯（及俄羅斯）對東南亞政策與雙邊關係的角度 

 俄羅斯學者布斯辛斯基（Leszek Buszynski）發表一篇「戈巴契夫與東南亞 － 

1990 年代前景」文章（Gorbachev and Southeast Asia: Prospects for the 1990s）。10他在

本 文 主 要 是 就 戈 巴 契 夫 （ 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орбачёв; 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yov）主政時期的對外政策，著手探討 90 年代蘇聯與東南亞關係的趨勢。他認

為東南亞對於蘇聯的重要性，是蘇聯全球戰略目標的產物或是蘇聯在國際優先策略一

支線。本文首先簡略回顧，在布里茲列夫（Леонид Ильич Брежнев; Leonid Ilyich 

Brezhnev ） 時 代 ， 東 南 亞 對 於 蘇 聯 在 全 球 利 益 的 作 用 是 ， 使 得 蘇 聯 在 戰 略 三 角

（strategic triangle）上持續保有有利的形勢。隨著越南入侵柬埔寨後，蘇聯的力量也開

始積極介入東南亞地區。為了抗衡美－中關係的發展，蘇聯則利用越南「圍堵中

共」。除了戰略利益之外，越南對蘇聯的重要價值在於，它是第三世界社會主義國

家，以及具有「經互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OMECON）成員

的角色。 

然而，布里茲涅夫當政時在第三世界所推動的擴張主義（expansionism），對蘇聯

的政治產生了負面影響。70 年代，蘇聯協助越南侵占柬埔寨、進駐金蘭灣（Cam Ranh 

Bay）、以及出兵侵略阿富汗等舉動，皆引發國際譴責和造成嚴重的經濟負擔。為了改

善此一不利形勢，戈巴契夫在其政治「新思維」（new political thinking）下必須改善其

外交戰略。於是，蘇聯決意分別與越南、中共及東協國家展開協商機制，希望可以從

中調停牽涉蘇越、蘇中以及蘇東協多邊關係的「柬埔寨問題」（Kampuchean Issue）；

並且不惜以金蘭灣作為蘇聯與美國撤出菲律賓軍事基地的交換籌碼。 

最後，作者評估蘇聯對東南亞地區政策的未來趨勢。他認為影響蘇聯對此區域的

政策分別有區域，以及外在兩項決定性因素。外在決定性因素包含三點：一、蘇中之

互動關係；二、蘇聯的普遍全球角色與對美政策；三、亞太地區的其他政治與軍事強

權的興起。而區域因素則取決於「柬埔寨問題」能否獲得成功的政治解決途徑。 

文末，作者認為 90 年代蘇聯在東南亞的選擇性依舊有所限，而且蘇聯在本區域的

地位亦將不太可能大有改善。此外，任何評估蘇聯的東南亞政策，或是蘇聯在金蘭灣

軍事戰略的重要性，都不容忽視當時國際關係之趨勢與脈動。 

                                                 
10 Leszek Buszynski, “Gorbachev and Southeast Asia: Prospects for the 1990s”, in Ross Babbage, The Soviets in 
the Pacific in the 1990s (Australia: Brasseys, 1989), pp. 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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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斯辛斯基除了以時代劃分來分析 90 年代蘇聯對東南亞政策及預測其未來走向的

影響因素，同時還做出歷史縱深以外的橫切面層次分析，分別從蘇維埃政策中的柬埔

寨議題、蘇維埃的金蘭灣戰略、蘇維埃的印尼政策、中蘇關係與柬埔寨議題、柬埔寨

與東協對蘇影響五個層面觀察。這些分析皆可作為筆者探討當代俄羅斯對東南亞政策

的歷史軌跡。 

另外，布斯辛斯基於 2006 年在當代東南亞（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期刊還

發表了一篇跟本文相關的新文章，「俄羅斯與東南亞－新關係」（Russia and Southeast 

Asia: A New Relationship）。11 作者在這篇文章中將焦點集中於兩部份，分別為葉爾欽

政府時期俄羅斯與東南亞的疏離關係，以及普丁時期俄羅斯與東南亞復交的新關係。 

作者認為，俄羅斯在獨立初期，曾一度奉行親美的「向西方一面倒」外交政策。

於是，葉爾欽領導階層對東南亞地區不感興趣，結果導致俄羅斯變成此區的「外圍」

（peripheral）國家。在 90 年代初期，俄羅斯費盡心思終於成功以抵銷貿易（counter-

trade deal）方式向越南及馬來西亞兩國販賣武器，但是俄羅斯仍舊無法彌補其與東南

亞的邊緣關係。 

藉著引用幾位俄國時勢評論家批評俄國當時的外交部長科濟列夫（Андр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озырев ; Andrei Vladimirovich Kozyrev）政策不當造成俄羅斯在亞太地

區失勢，作者指出自葉爾欽政府後半期更換的外長普里馬科夫（Евгени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римаков; Yevgennii Maksimovich Primakov）開始，直到新任總統普丁轉變其對亞洲

（包含東南亞及東協）外交路線的必要性。而普丁目前提倡的「多極化的亞洲強權」

（Asian great power in multipolarity）觀念，事實上是源自於蘇聯時期固有的俄羅斯主

題思想。作者分析，俄羅斯與東協國家恢復關係的主因有二：一是東協在亞太區域的

多邊合作機制佔據重要地位，二是東協將是俄羅斯武器銷售的新市場。於是，在普丁

任職 5 年期間，他一方面利用東南亞部分國家對美反彈有利時機，不惜以較低價格以

及抵銷貿易方式，與越南、馬來西亞、印尼，以及泰國進行軍事武器交易。另一方

面，普丁也積極參與東協的多邊對話及合作機制，並成功於 2005 年 12 月 13 日

受 邀 出 席 「 首 屆 俄 羅 斯 與 東 協 高 峰 會 議 」 。 普 丁 會後要求加入代表亞太區域主義

對話機制的「東亞高峰會」，但他的提議不被接受，主要是遭受來自新加坡、印尼、

澳洲、日本等國的極力反對。雖然如此，這 卻 反 映 著 俄 羅 斯 與 東 南 亞 互 動 關 係 產

生變化的新跡象。  
                                                 
11 Leszek Buszynski, “Russia and Southeast Asia: A New Relationship”,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8, 
No.2 (Aug. 2006), pp.276-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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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布斯辛斯基這篇新文章，筆者注意到俄國在面對國內外形勢不斷變化下，其對

外政策與概念會因之更動。因此筆者認為，如欲詳加探討俄羅斯對東南亞政策之產

出，關注前蘇聯到後蘇時期的外交政策思想的演化，將有助於了解俄羅斯與東南亞關

係的發展與未來走向。 

美國學者貝潔生（Susanne Birgerson）於 1997 年在亞洲事務：美國評論（Asia 

Affairs: American Review）期刊發表一篇文章，「蘇聯東南亞外交政策演變對俄羅斯外

交政策的意涵」（The Evolution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Russian Foreign Policy）。12本文旨在檢視蘇聯東南亞外交政策的演進過程，特別是

注重其發展的制約因素與機會，以及其對後蘇聯（俄羅斯）在此區政策的意涵。她指

出東南亞並不具有像歐洲對蘇聯般的固有價值。對於蘇聯而言，它在東南亞的利益只

不過是蘇美冷戰政策下、以及 1960 年代以後，蘇聯與中共抗衡的副產品。換言之，東

南亞是蘇聯在對抗美國與中國的前提下，而延伸其勢力的另一發展地帶。 

作者認為蘇聯對東南亞外交政策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為蘇聯領

導階層企圖借由輸出共產主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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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則是布里茲列夫透過經濟與軍事援助計劃，展開其扶植馬列主義附

庸國的策略。這項政策成功地應用到越南，但在寮國和柬埔寨則影響較少。越戰讓蘇

聯有機會在背後支持北越共產政府，並且最終成功迫使美國撤離越南。第三階段是，

戈巴契夫尋求在蘇、美兩極體系之外，與一些具有地緣政治性的重要國家發展雙邊關

係，以便超脫冷戰當時的國際政治現實。除此之外，戈巴契夫也試圖透過大量的軍事

援助，以推動蘇聯與東南亞國家的雙邊貿易。而第三這個最後階段，一直持續與發展

到俄羅斯聯邦的出現。在葉爾欽政府的經改策略下，強調俄羅斯與當時經濟活躍的東

南亞地區必須建立起經濟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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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冷戰的結束，俄羅斯的東南亞政策不再受限於兩極對抗以及柬埔寨問題的政

治糾紛；俄羅斯與越南重新建立比以前更為平等的雙邊關係；加上越南對美國開放門

戶以後，俄國不再是越南唯一的援助來源國，而且，其政策也受到俄國本身難題以及

有限預算所影響。 

最後，作者分別以不同章節，討論蘇聯與越南重建關係，以及蘇聯與東協擴展貿

易關係的過程、彼此之間所遇到的瓶頸等議題。文末，作者聲稱由於中俄之間圍繞著

                                                 
12 Susanne Birgerson,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sian Affairs: American Review, No.23, 4 (Winter 1997), pp. 21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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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東南亞在太平洋地緣戰略的平衡重要性將會變得更明顯。而俄羅斯與越南關係

的復甦，預示著俄羅斯在東南亞具有拓展的潛能。 

由於作者討論本篇的時間範圍，僅介於俄羅斯獨立後第一個 10 年間的政經動蕩時

期，所以俄羅斯對東南亞政策受到俄國本身難題影響。然而，普丁執政以來，俄羅斯

與東協的互動關係、特色及難題又是為何，是本文所欲了解的問題重心。 

俄羅斯學者拉赫曼尼（Vladimir Rakhmani）發表一篇「1986 年至 1993 年蘇維埃

與俄羅斯的東南亞政策」（Soviet and Russian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1986-93)）

文章。13 作者先是就戈巴契夫亞太政策的新準則，來分析蘇聯解體以前蘇維埃的東南

亞政策。作者指出，1986 年之前蘇聯與越南維持長久的友好關係，主要是基於圍堵中

國的共同利益和意識型態相近兩項原因。在新的蘇維埃亞洲政策之下，蘇－中關係正

常化與獲取東協的信任變得同為重要，這也就導致蘇聯與越南重建新的關係。而為了

要達到以上優先的措施，其關鍵在於有效解決當時棘手的「高棉問題」（Cambodian 

problem）。14其次，作者是探討解體以後的俄羅斯在東南亞的外交指導方針。基於經

濟考量因素，俄羅斯對東南亞的利益變得比較務實。因此，經貿合作成為俄羅斯與東

南亞諸國關係的重要成分。為了加強與獨立國協之間的經貿關係，俄羅斯對於東協在

區域整合方面的經驗也相當有興趣。另外，俄羅斯準備與東協國家商議參與「亞太經

合會」（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的活動事宜，因為該組織的秘書處

當時就設在新加坡。最後，作者就 1993 年以前，獨立初期的俄羅斯與印尼、與馬來西

亞、與泰國、與新加坡，以及與菲律賓的雙邊重點關係作各自的簡介。 

本文的特點在於強調戈巴契夫亞太政策對蘇聯的東南亞政策之影響，其中特別指

出由於經濟因素，俄羅斯對東南亞的利益變得更務實，所以經貿合作成為雙邊的重要

組成成分。 

俄羅斯學者薩姆斯基（Victor Sumsky）在一篇題為「俄羅斯與東協 － 1990 年代

出現的夥伴關係與東南亞安全」（Russia and ASEAN: emerging partnership in the 1990s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短文中，提出他對於 1990 年代中期，俄羅斯與東協

關係逐漸朝良好互動方向轉移的看法。15 首先，作者以俄羅斯與東協之經貿關係日趨

                                                 
13 Vladimir Rakhmanin, “Soviet and Russian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1986-93)”, in David Wurfel & 
Bruce Burton,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pp.128-141. 
14 在 1975 年 4 月以前，柬埔寨稱為高棉（Cambodia），1975 年 4 月波布取得金邊政權後，改稱為柬埔

寨（Kampuchea）。因此文中使用的柬埔寨和高棉名稱有時間上的差別。 
15 Victor Sumsky, “Russia and ASEAN: emerging partnership in the 1990s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 
in Gennady Chufrin, Russia and Asia－The Emerging Security Agenda,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9), pp.41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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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的面向切入。雖然就絕對數字而言雙邊貿易額是微不足道，但是俄羅斯與東協成

員國的貿易量卻是呈現逐步增長的趨勢。其次，就雙方建立夥伴關係的背景介紹，第

三，分析 1997 年金融危機對東協組織的衝擊，再來是說明俄羅斯與越南恢復傳統盟友

的重要性，最後，是論述「南中國海吊詭」（South China Sea paradox）與俄羅斯的國

家安全及利益關係。作者認為，南沙群島（Spratly archipelago）主權糾紛在 90 年代

後，有衝突升高的趨勢。東南亞部分國家、台灣與中國皆相繼宣示對南沙群島部分島

嶼擁有主權，其主因是各國堅信這地區附近的海域蘊藏豐富石油與天然氣資源。加上

地緣政治及經濟因素，南中國海的長期領土紛爭，被認為可能引發亞太地區軍事衝突

地點之一。為了維護國家安全與經濟利益，俄國應該積極參與由「東協區域論壇」所

鼓 吹 的 信 心 建 立 措 施 （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 ， 以 及 嘗 試 實 施 預 防 外 交

（preventive diplomacy）。此外，作者提到俄羅斯與東協成員國在金融危機發生以前，

就已開始在能源資源與高科技方面進行合作。因此，為了維護新興夥伴間的公共財

（common goods），以上兩方面的持續合作與發展也相當重要。 

薩姆斯基在分析俄羅斯與東協於 1990 年代展開夥伴關係時，特別指出東南亞安全

也是影響雙邊關係發展的變數。這也是值得筆者進一步觀察的面向。 

在中國學者馮玉軍題名為 俄羅斯外交決策機制 的專書，其探討時間範圍是從

1991 年至 2001 年中期為止。16 馮玉軍從剖析當代俄羅斯對外政策理論與模式、分析俄

羅斯政治體制與社會結構的特點入手，總結出當代俄羅斯「以總統為核心，以聯邦委

員會和國家杜馬為立法保障，以安全會議為主要協調機構，以外交部和其他聯邦執行

權力機構，作為外交與安全政策決策機制的基礎。」17 另外，作者除了分析利益團

體、對外政策智囊團、大眾煤體等社會因素對外交決策的影響以外，他還分析了俄羅

斯聯邦中央與聯邦地區等地方結構的影響因素。最後，作者評估俄羅斯外交決策機制

的運作與發展趨勢。 

除此之外，中國學者馮紹雷與相藍欣所合編的普京外交一書，探討自葉爾欽政府

到普丁就任以來俄羅斯外交戰略的內外環境因素。18一方面，作者們不僅分析外交政策

本身，而且還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與軍事戰略等各個層次。另一方面，作者們特別就

北約東擴、「九一一事件」前後以及國際能源格局等因素，來分析俄羅斯對外戰略的

影響因素。除了專注於俄羅斯外交本身的問題，作者們還對美、歐、中、日各大國的

                                                 
16 馮玉軍，俄羅斯外交決策機制（北京：時事出版社，2002 年），頁 1- 363。 
17 馮玉軍，俄羅斯外交決策機制，頁 23。 
18 馮紹雷、相藍欣主編，普京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年），頁 1-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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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關係、俄羅斯周邊與次區域的相互關係進行研究，並以預測普丁外交的未來走向

作為總結。 

本書有助筆者了解普丁時期俄羅斯外交戰略的多層因素。但是，在俄羅斯與周邊

國家關係的研究部分，唯獨缺少東南亞這一區域，實感遺憾。 

俄 羅 斯 前 任 外 交 部 長 伊 凡 諾 夫 （Игорь Сергеевич Иванов; Igor Sergeevich 

Ivanov）所著的俄羅斯新外交（The New Russian Diplomacy）一書，主要闡述俄羅斯外

交政策第一個 10 年的歷史經驗。19首先全面深入探討俄羅斯對外政策面臨的主要問題

和其形成的思想理論基礎，其次是分析俄羅斯在世界各主要地區的新外交趨勢，最後

描述俄羅斯外交與經濟、文化和科學間互動關係之演變過程。 

伊凡諾夫在俄羅斯對亞太地區政策部分提到：「俄羅斯積極尋求與東協發展關

係，並且建立新的合作機制。而今，這個具有影響力的組織整合了所有東南亞的國

家。作為區域安全合作中樞的東協區域論壇，除了東協成員國外，還包括中國、日

本、印度、美國和歐盟。」20 

由此可見，俄羅斯當時已開始注意東協與世界大國的互動關係，筆者在探討俄羅

斯的東南亞政策時，更應深入探討東協及其成立的合作機制。 

俄羅斯學者 Gennady Chufrin、新加坡學者 Mark Hong 和新加坡大學的博士侯選人

Teo Kah Beng 合編一本名為東協與俄羅斯關係（ASEAN-Russia Relations）的書籍。21這

是一本彙集了在 2005 年 3 月、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SEAS）和俄羅斯世界經濟暨國際關係研究所（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Politics, 

IMEMO）所主辦的研討會中所發表的 11 篇文章。本書以不同主題分為四大部分：

一、東協與俄羅斯關係概述（2 篇），二、雙邊關係（2 篇），三、東南亞的安全議題

（3 篇），四、雙邊經濟關係（4 篇）。 

第一部分主要是分別從東協與俄羅斯因素來探討雙邊關係。文章中指出，對東南

亞一方而言，俄羅斯在東亞戰略與國際反恐行動中扮演一建設性角色。另外，俄羅斯

富有珍貴的石油及天然氣能源，東協與俄羅斯在科技合作與旅遊方面尚有很大的發展

空間。另一方面，促進俄羅斯與東亞最重要組織之一、東協的關係，在俄羅斯多極化

對外政策當中則是扮演非常顯著的角色。 

                                                 
19 Igor S. Ivanov, The New Russian Diplomacy, Washington: The Nixon Center and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 pp.1-194.  
20 Igor S. Ivanov, The New Russian Diplomacy, p.126. 
21 Gennady Chufrin, Mark Hong & Teo Kah Beng, ASEAN – Russia Relations, Singapore: ISEAS Publications, 
2006, p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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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則是包含：首篇文章是從馬來西亞的國家利益及安全觀點來探討馬國與

俄羅斯在 21 世紀加強戰略夥伴關係的重要層面。另一文章是從印尼角度出發，檢視二

次大戰以後至今印尼與蘇聯（及俄羅斯）關係的本質與影響因素，並探討雙邊經濟、

意識型態以及關係前景。 

第三部分主要是討論東南亞的安全議題。第一篇是對東南亞地區恐怖主義組織－

回教祈禱團 (Jemaah Islamiyah，簡稱 JI) 作一簡單扼要的描述性文章；第二篇是由俄羅

斯角度出發所觀察關於東南亞安全之威脅及挑戰的文章；第三篇則是針對前述兩篇文

章作一回應及評論。文章認為，東南亞地區各政府有必要將本區域衝突之解決和預防

措施擺在最高優先順位，並尋求具有遠見的政治解決途徑。 

第四部分則是包含：首篇文章是從新加坡的觀點來探討新國與俄羅斯經濟關係；

第二篇也是從新加坡角度出發，分析自 1968 年起至今新加坡與俄羅斯 37 年間合作與

對話關係；第三篇是探討俄羅斯與新加坡，以及俄羅斯與東協之間自由貿易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的準則；最後一篇則是由俄羅斯學者來探討俄羅斯與東協經濟

合作所面臨的難題與機會。 

本書提供筆者很多研究線索，特別是俄羅斯與新加坡、東協之間的自由貿易協定

（FTA）新議題。只是本書收集的文章多是由東南亞學者所發表，在分析俄羅斯與東

協關係時，主要還是以東南亞國家觀點出發。因此，在解釋俄羅斯與東協合作及未來

走向方面便顯得有點以偏概全。筆者希望借此機會，藉由探討俄羅斯地緣政治經濟因

素對東南亞（及東協）政策的影響，以彌補以上的不足。 

二、從亞太區域安全的角度 

針對區域安全方面的問題，馬來西亞學者 K.S. Nathan 發表一篇「俄羅斯在區域安

全中的存在角色」（The Russian Presence in Regional Security）文章。22文中，作者主

要是從馬國與東協的安全觀點，來探討俄羅斯在亞太區域安全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

表示馬來西亞關切俄羅斯與日本、韓國及中國的未來互動關係，並認為俄國確實能夠

在緩和緊張局勢、促進韓國再統一、以及參與解除北韓核子武器等問題上發揮作用。

然而，獨立初期的俄羅斯，由於國內政治混亂、經濟不穩、軍力衰退以及俄羅斯遠東

區非法中國移民等因素，使得馬國及其他東協成員國，也很擔憂俄羅斯會對亞太區域

安全環境帶來威脅。雖然如此，俄羅斯在實行逐漸向資本主義之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之

                                                 
22 K.S. Nathan, “The Russian Presence in Regional Security”, in Watanabe Koji, Engaging Russia in Asia 
Pacific, (New York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nc., 1999), pp.11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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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利於俄國與東協諸國建立雙邊的合作機制。例如：馬來西亞與俄羅斯簽訂了許

多在貿易、航空服務、海軍事務、文化，以及技術方面的合作協議。而俄羅斯在東南

亞國家的利益，將會把焦點擺在東協經濟合作上，以作為一種抗衡中國、日本、美國

和印度在本區長期的政治與安全利益之區域均權策略。就東南亞及亞太地區整體的權

力平衡狀態來看，俄羅斯在關鍵區域安全問題的外交表現相當積極與正面。至於克里

姆林宮支持東協之人權及「互不干涉」（nonintervention）內政政策之舉，使得馬來西

亞與東協對俄國具有正面的看法，並有利於它在亞太地區建設性的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 

當前關於俄羅斯在東南亞、甚至於亞太區域安全的角色定位，是筆者要在本文進

一步探討的問題。 

三、從特定議題的個案研究角度 

澳 大 利 亞 學 者 Ian Storey 和  Carlyle A. Thayer 在 2001 年 當 代 東 南 亞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期刊發表了一篇題為「金蘭灣－未完的過去，限制的

未來」（Cam Ranh Bay: Past Imperfect, Future Conditional）的文章。23本文主要在預測

2002 年俄羅斯自越南金蘭灣海軍基地撤除後，該基地的未來發展趨勢。作者回顧金蘭

灣的歷史發展，進而探討前蘇聯進入金蘭灣的來龍去脈，並分析俄羅斯退出金蘭灣以

後，金蘭灣未來的用途、俄越關係是否受到影響；覬覦金蘭灣的中國、美國，以及印

度等主要外來強權，對於這極具地緣戰略優勢的港灣之舉動及企圖。 

本文研究的特徵在於著重對特定問題的解釋分析，有助於筆者了解蘇聯（及俄羅

斯）與金蘭灣的戰略議題。 

從上述三個方向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從前蘇聯（及俄羅斯）對東南亞政策與雙邊

關係切入的研究，雖然可以讓人理解蘇聯和俄羅斯與東南亞關係之演變過程，以及俄

羅斯與東協部分國家目前有哪些關切的事項，但是由於缺乏總體性的整合，容易讓人

對整個俄羅斯與東南亞關係的認識產生侷限性。 

從亞太區域安全議題切入的研究比從前蘇聯（及俄羅斯）對東南亞政策與雙邊關

係切入者擁有較高階的視野，所涉及的國家範圍也比較寬廣，但是就整個政策的產出

而言，總體性的角度仍然不足。從特定議題的個案研究切入的研究，僅讓讀者對特定

問題有深入瞭解。 

                                                 
23 Ian Storey and Carlyle A. Thayer, “Cam Ranh Bay: Past Imperfect, Future Conditional”,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3, No.3 (Dec., 2001), pp.4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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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研究都是採取一種非理論性的、以較為純粹性的描述手法，不加以設計理

論框架來研究蘇聯（俄羅斯）與東南亞的關係。因此筆者希望透過地緣經濟研究途

徑，來分析俄羅斯的東南亞地緣戰略，以探討普丁時期的俄羅斯東南亞政策。 

第五節  章節安排 

章節安排 

本文試圖透過地緣經濟分析途徑，來觀察冷戰後俄羅斯在普丁時期對東南亞政策

之形成背景和主要內涵。本文認為，隨著冷戰終結和亞太國際格局之演變，亞太地區

主要政治力量都在調整自身的政治、經濟、外交和安全戰略。為了保障區域安全、和

平與穩定，東南亞國家加速東協整合及擴大的腳步，期望在政經及安全問題方面達成

共識，並力求獲得區域事務的主導權和影響力。在雙方關係正常化的基礎上，蘇聯解

體後的俄羅斯對東南亞和東協組織所採取的政策因時而異。俄羅斯對東南亞外交政策

的動力主要具有經濟性質，與東南亞諸國發展關係的目標是首先保障國家經濟利益的

實現，進而追求在亞太地區中取得優勢地位，最終完成大國地位的目標。 

本論文共分五章，各章如次： 

第一章是緒論，說明本論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途徑與方法、研究範圍與限

制、文獻述評、研究架構及章節安排。 

第二章是針對論文主體的歷史鋪陳，首先探討自蘇聯解體後俄羅斯獨立以來，俄

羅斯外交思想、地緣戰略思想之演變與俄羅斯亞太政策的關係；其次回顧蘇聯最後一

任領導人戈巴契夫，及曾任俄羅斯聯邦第一、二任總統的葉爾欽的亞太政策的變遷重

點，目的讓筆者在檢視俄羅斯對東南亞政策的歷史脈絡時，有比較清晰的政策變動觀

點以供分析。這些分析將成為本論文研究主體上的重要背景。 

第三章是論文主體的前半部，討論俄羅斯（包括前蘇聯）與東南亞主要國家的雙

邊關係，而以政治、經濟、軍事及文化等面向為分析層次，依次觀察和分析雙邊關係

所呈現的特色和問題。研究分成俄羅斯與傳統邦交國和俄羅斯與美國盟國兩部份，分

析雙邊關係合作與衝突的原因、過程、變動和影響。 

第四章則是論文主體的後半部，藉由回顧蘇聯與東協關係的發展歷程，探討俄羅

斯與東協國家之多邊政治對話、經貿及軍事關係、俄羅斯近年來積極參與東協組織的

各項活動，且簽訂了多項的合作宣言及條約的內容。主要目的在瞭解普丁政府對東南

亞地區各國間多邊關係之態度、立場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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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為結論與展望，除了歸納以上討論外，並探討雙方關係所面臨的挑戰及其

未來可能發展之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