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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俄羅斯與東協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聯與美國兩大陣營共同主宰了世界將近 40 年。在冷

戰的政經格局底下，美國亟欲拉攏東南亞，並積極扶植日本，插手東南亞事務，以防

止共產主義勢力的蔓延。美國與部份親美反共的東協國家建立各種軍政集團與經濟性

組織，以進行對蘇聯與中共圍堵與隔離的政策。其實，早在 1967 年東協成立之前，

美國就通過「東南亞條約組織」（The 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與菲律賓和

泰國結成盟國，並建立了密切的經濟貿易關係。 

另一方面，由於蘇聯的經濟實力日益增強，特別是在軍事上達到能與美國相互抗

衡的力量，遂開始積極採取行動，開展與美國全球爭霸的戰略。地處戰略要衝的東南

亞，在蘇聯亞太政策中所佔的地位便日益突出。與此同時，英國因國力衰減，於

1967 年 7 月宣佈實行從「蘇伊士運河以東」撤離；而美國也因深陷越南戰爭而不能自

拔。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力日漸衰弱時，蘇聯在東南亞的擴

張便有了可乘之機。另外，更重要的一點是，蘇中（共）因 1969 年 3 月發生的「珍

寶島事件」關係變得惡化，導致蘇聯對東南亞政策也產生很大的變化。 

蘇聯的東南亞政策，主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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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東協則保

持距離，以削弱美國對此地區的影響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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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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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冷戰結束，蘇聯及東歐共產陣營解體、世界貿易組織成立、美國世界霸權地

位的確立，在一超多強的政經結構下，以經濟整合取代國際政治對立，遂成為世界各

國的主流觀點。在世界經濟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美國依然亟欲在亞太地區維持其

主導性，東協國家則是加速整合的腳步，一方面計劃成立「東協自由貿易區」，另一

方面則積極進行東協擴大的計劃。到了 1999 年 4 月後，中印半島的越南、柬埔寨、

寮國、緬甸全都被納入了東協版圖；並且強化各國相互合作關係，以加強其在亞太事

務的發言權。俄羅斯與東協在此時期的關係，雖然不如冷戰時期低落，然而俄羅斯獨

立初期的政經局勢混亂異常，以至東協國家對其採取保留及觀望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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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試圖透過研析前蘇聯與東協關係的歷史脈絡，以進一步釐清當代俄羅斯與

東協國家新關係的發展和前景。本章將分為三節：第一節回顧前蘇聯與東協關係的發

展歷程；第二節是分析俄羅斯對東協的政策；第三節為小結。 

第一節   前蘇聯與東協關係的發展歷程 

事實上，俄羅斯的東南亞政策是蘇聯對東南亞戰略的延續和發展，因而多數的

東協成員國在東協成立以前就已與蘇聯建立了外交關係。然而，冷戰時期蘇、美兩大

陣營對抗的格局主導了世界形勢。在這一時期，多數東協國家都向美國靠攏，蘇聯與

東協一些國家的關係則幾經周轉，有起有落。蘇聯與東協的實質關係主要是從冷戰結

束後的 90 年代中期才開始的。茲將 20 世紀 90 年代以前蘇聯與東協的發展歷程，分

成四個時期分析如下： 

（一）彼此猜疑和敵對時期（東協成立至 70 年代初）： 

蘇美冷戰對峙時期，東南亞地區呈現動蕩不安的局勢。大多數東南亞國家對蘇

聯或抱有敵意，或關係疏離，主要是擔心共產主義勢力滲透，分別投靠美、英等西方

國家。東協出現以前，蘇聯在東南亞地區僅與北越共產政府的關係較為密切。 

為了維護本國自身利益和擺脫外來強權的控制，東南亞諸國決定於 1967 年成立

東協，保持大國平衡外交，以促進該地區的和平、進步和繁榮。東協成立初期，主要

是為東南亞的非共產主義國家奠定經濟和安全合作基礎。實行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的東

協，除了高度依賴西方國家的經貿投資合作，各成員國還執行反共親西方的外交政

策，除了印尼外，其他四國都與英、美建立軍事同盟關係。因此，當時與東協毫無關

係的蘇聯，自然會懷疑東協是美國在幕後操縱的工具，對其大加抨擊。1 

但是，到了 1968 年末，由於美國決定撤離中印半島、英國自東南亞撤軍，以及

蘇中交惡，蘇聯對東南亞政策有了明顯的改變。為了實現填補東南亞強權勢力的真空

以及謀求孤立中國的戰略意圖，布里茲列夫於 1969 年提出建立「亞洲集體安全」

（Asian collective security）體制。蘇聯此時對東協開始產生興趣，希望建立以蘇聯為

核心的亞洲安全機制，以增加自身對東協的影響力，並孤立中國。然而，蘇聯的建議

除了蒙古以外，沒有得到東協的積極回應。根據「吉隆坡宣言」，東協 1971 年提出

建 立 東 南 亞 「 和 平 、 自 由 及 中 立 區 」 （ 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 

                                                 
1 Donald S. Zagoria & Sheldon W. Simon, “Soviet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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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PFAN）的目標。2 蘇聯覺得有機可乘，加緊籌備「亞洲集體安全體制」的活動。

雖然成效不大，但卻獲得部份東協成員國的好感。馬來西亞和印尼都認為，蘇聯的建

議與東協的目標在很大程度上是一致的。 

不過，鑒於意識型態的不同和恐懼蘇聯的擴張，以及面臨大國在東南亞調整關

係，東協一方面選擇與蘇聯等大國保持一定的距離，以靜觀其變。另一方面，加強東

協國家之間的團結與合作，增強東協的力量，以期解決其面臨的經濟、政治、安全和

文化問題。在 1973 年 4 月召開的「第六屆東協外長會議」（The 6th  Annual Meetings 

of Foreign Ministers），東協以不符合東協奉行的經濟合作和政治中立的目標為由，

拒絕了蘇聯倡導的「亞洲集體安全體制」。在「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計劃遭受東協國

家抵制後，蘇聯又企圖通過主張馬六甲海峽的「國際化」和「通行無阻」等策略，向

東南亞滲透勢力。為阻擋蘇聯勢力的擴張，馬來西亞和印尼分別宣佈把領海從 3 海里

擴大到 12 海哩，以確保對馬六甲海峽的主權。3 

此時期，雙方關係實際上是處於猜疑及敵對的狀態，蘇聯在東南亞的影響力僅

侷限於越南等中印半島國家。當英、美等西方國家撤離東南亞後，蘇聯加強了對東南

亞的擴張政策，但卻引起了東協的反感而遭到抵制。 

（二）相互對抗和衝突時期（70 年代中至 70 年代末）：  

70 年代中期，隨著印度支那戰爭（Indo-China War）的結束，東南亞地區的局勢

也變得比較緩和。在蘇聯一方面與越南保持軍事同盟與密切關係，同時也日益重視與

東協改善關係。政治上，蘇聯與菲律賓在 1976 年正式建交，至此，蘇聯就與所有的

東協國家建立了外交關係。在經濟上，蘇聯與東協的貿易額也有所成長。東協國家在

美國軍事保護日益削弱的情況下，先後調整了對蘇聯的外交政策，對蘇聯不得不採取

妥協態度。對此，蘇聯也以善意的態度回應。當時蘇聯與東協的關係主要表現在三個

方面：一是要求東協淡化與美國的軍事安全合作關係；二是鼓勵東協與越南改善關

係；三是離間東協與中共的關係。4 

但是好景不長，蘇聯與東協雙邊關係的改善並沒有維持很久。70 年代末，當越

南入侵柬埔寨和蘇聯侵略阿富汗後，東協國家意識到蘇聯已從東南亞區域安全的最大

潛在威脅，變為現實的主要威脅。蘇聯提供越南軍經援助；越南則允許蘇聯使用其金

                                                 
2  東協「和平、自由及中立區」觀念，主要目的乃在促進東南亞地區的永久和平、穩定及安全，詳見

東協官方網址，網址：http://www.aseansec.org/1215.htm。 
3 曹衛平，「20 世紀後半期東盟國家與蘇聯的關係」，湖南文理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年 11
月第 30 卷第 6 期，頁 80。 
4 曹衛平，「20 世紀後半期東盟國家與蘇聯的關係」，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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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灣和峴港等港口設施，使蘇聯的太平洋艦隊在東南亞擁有基地，大大增強了蘇聯海

軍在印度洋和太平洋的戰略能力，同時也威脅到馬六甲海峽的安全。因其「亞安體

系」的構想一再被東協國家拒絕，蘇聯乃支使河內侵柬併寮。蘇聯滿以為在侵柬越軍

壓迫泰境時，東協國家因擔心受迫害，必然會請求蘇聯介入調和，這有利於其推銷

「亞安體系」的主張。怎料東協加入反霸陣線。為了遏制蘇聯在東南亞區域擴張勢

力，東協國家遂重新尋求美國的保護承諾，並且開始改善與中共的關係，以及支持柬

埔寨抵抗越軍。此外，為了應付俄羅斯海軍的挑戰，部份東協成員還支持未來美－日

－中結合的安排，以維護亞洲海運路線的暢通。5  換言之，自 1978 年起，中印半島

局勢的變化使蘇聯與東協關係倒退，其中「柬埔寨問題」更是開啟雙方長期對抗的主

要原因。 

針對東協國家採取的反蘇措施，蘇聯雖然深為不滿，但又不能忽視東協擁有印

度洋及太平洋間的戰略性水道控制權，所以儘量避免直接指責東協，以免關係進一步

惡化。與此同時，蘇聯也為自己的東南亞政策辯護，它表示東協是受到美國與中共的

壓力才制定反越和反蘇政策；宣稱美國在極力推行東協的軍事化政策，並與中共聯合

破壞「蘇越同盟」，以製造中印半島的不安；並認定並非所有的東協國家都是反對中

印半島上的局勢發展；同時在「柬埔寨問題」上欲通過印尼，離間東協國家內部關

係，並從中挑撥中、美與東協的關係。 

因此，蘇聯與東協在這一時期的關係捲入了美、蘇、中三角戰略關係之中。美

國、日本與東協通過中國來牽制蘇聯，蘇聯則與越南結盟稱霸中印半島，對抗東協、

美國及中國。 

（三）國際緩和與調整時期（80 年代初至 90 年代）： 

1985 年，蘇聯在戈巴契夫提倡「新思維」後，採取了一系列的改革措施，並開

始調整其對外政策。為了解決蘇聯日益嚴重的經濟政治問題，以及應付外界的挑戰，

戈巴契夫開始推行和平主義外交。他上台後，便調整了蘇聯的亞太外交政策，並於

1986 年 4 月發表了一個「蘇聯政府聲明」。這是蘇聯對亞太關係史上罕見的現象。7

月 28 日，戈巴契夫在海參崴的演講（Vladivostok speech），提出了蘇聯的新亞太外

交政策，希望通過合作，而不是對抗來改善亞太國家的關係，特別提及要促進該區域

的非共產主義國家（包含「東協」六個成員國）的和平與發展。6  

                                                 
5 Donald S. Zagoria & Sheldon W. Simon, “Soviet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p.170. 
6 Susanne Birgerson,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Russian 
Foreign Policy”, 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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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越南對柬埔寨的僵硬立場不僅成為蘇聯推行新政策的重大障礙，而且成為蘇

聯沉重的政治和經濟負擔。因此，蘇聯更加重視東協在區域安全上的作用，提出了與

東協和平相處的建議；東協則希望盡快解決「柬埔寨問題」和本身的共產黨問題，認

為蘇聯在這方面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另外，東協成員國對蘇聯的作用也有不同的見

解，一些國家想利用蘇聯平衡中國和美國的影響力。 

當蘇聯瞭解到東協的心願後，遂在解決「柬埔寨問題」上，展現較大的靈活性，

表示願意敦促越南尋求政治解決的途徑，並勸說越南當局，柬埔寨的橫山林（Heng 

Samrin）以及其他相關勢力，進行直接談判，並敦促他們與印尼、中共及其他相關國

家儘速在雅加達舉行會談，討論柬埔寨和解問題。 

另外，蘇聯的無核世界與禁止核試的建議，也正迎合東協推行的無核區運動。蘇

聯寄望東南亞能建立一個「無核區」，或是能夠與美國解除軍事戰略關係，以打破美

國獨霸東南亞的局面。7 除此之外，蘇聯還支持南太平洋國家於 1985 年 8 月簽署的

「拉羅東枷條約」（The Treaty of Rarotonga），該條約也是推行「無核區」運動，受

到印尼和馬來西亞政府的大力支持。蘇聯相信，在其積極鼓吹「無核區」運動之下，

總有一天，影響美國海軍在太平洋的活動。8  

1987 年 3 月，戈巴契夫派遣外長謝瓦納澤訪問印尼和泰國，是當年蘇聯外交的重

頭戲。對蘇聯而言，東協向來是反共大本營，蘇聯毫無立足之地。因此在過去二十多

年，蘇聯不曾派遣過任何外長訪問東協國家。同年的 3 月 27 日，「遠東經濟評論」

（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曾報導，為避免直接批評美國，謝瓦納澤對印尼

與泰國展現蘇聯的新形象，還藉機解釋其和平手段的本質，同時提出必須根據「萬隆

準則」（the Bandung principles）、「不結盟運動」（the nonaligned movement）以及

「新德里宣言」（the New Delhi Declaration）促成和平協議。在 1988 年，謝瓦納澤

造訪了菲律賓。相對而言，東協的高階官員們也陸續回訪蘇聯，如：1987 年 5 月泰國

外長西堤（Siddhi Savetsila）、1987 年 7 月馬來西亞首相（Mahathir）、1988 年 5 月

印尼外長（Mochtar Kusumaatmadja）、1988 年泰國首相和新加坡總理、1989 年印尼

蘇哈多總統（Suharto）以及 1989 年印尼和菲律賓外長等。9  

1988 年 9 月 16 日，戈巴契夫在克拉斯諾雅爾斯克（Krasnoyarsk）發表他第二次

關於亞太政策的演說。他在講辭中指出，經由東協會員國的努力，已認真提出了柬埔

寨局勢的解決方案，並表示有意儘快促成柬埔寨協議的達成。同時，「還主張與東南

                                                 
7 Leszek Buszynski, “Gorbachev and Southeast Asia: Prospects for the 1990s”, pp.101-102. 
8 Leszek Buszynski, “Gorbachev and Southeast Asia: Prospects for the 1990s”, p.104. 
9 Vladimir Rakhmanin, “Soviet and Russian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1986-93)”, 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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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區域所有國家，無論其大小或社會制度，皆能擴大互惠平等的關係。」10 蘇聯企圖

以此證明它與東協改善關係的誠意，以及決心致力於東南亞區域的和平與安定。為

此，蘇聯積極與東協調整雙邊關係，以消除相互對抗的局面，並促使東協接受蘇聯在

該地區活動的合法性。其最終的目的是打破美國在亞太區域的優勢。 

80 年代後期，由於戈巴契夫上台，在國內外推行新政策，蘇美關係走向和解，

世界各地的冷戰情勢逐漸降溫。隨著蘇聯軍隊於 1989 年撤出阿富汗、越軍亦於 1989

年 9 月撤離柬埔寨、蘇中（共）關係正常化後，蘇聯與越南的關係出現極大的變化。

蘇聯不再以意識型態做為兩國關係友好的基礎，導致越南從完全依賴蘇聯轉變為與蘇

聯展開互利合作的關係。東協對蘇聯的疑慮因而減少許多，並開始調整其與蘇聯的雙

邊關係。最後，蘇聯嚴重的經濟危機為其與東協關係發展提供了契機。蘇聯儘量繞過

政治分歧，通過締結雙邊的經濟文化協議，促進與東協政治關係的改善。漸漸地，雙

方展開密切的高層互訪，並且加強雙邊的經貿往來。1990 年 2 月，蘇維埃部長會議主

席里茲科夫初次訪問新加坡和泰國，這是雙邊關係史上罕見的外交事件。訪問期間，

雙方達成許多重要的協議：與泰國簽訂落實科技合作議定書、建立蘇泰科技合作委員

會、達成科技文化交流協議；與新加坡則是達成促進經貿科技合作的聯合經濟委員會

的協議。11 

（四）全面建交與關係正常化時期（90 年代至蘇聯解體）：  

1990 年，在全球性緊張局勢趨向和緩之際，蘇聯與美國開始著手於大幅度裁減

軍備和消除意識型態的屏障。在亞太地區，蘇聯大幅地減少軍事活動和陸續從越南的

金蘭灣撤軍。 

而自 90 年元月起，聯合國安理會常任理事國代表在巴黎舉行一連串的例行會

議，8 月份以前他們制定了一項全面政治解決柬埔寨的協議框架  （a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Political Settlement in Cambodia），決定派遣聯合國部隊

至柬埔寨監督巴黎協議，維持和平。9 月，高棉四個交戰派系於雅加達達成協議，接

受安理會五強通過的和平方案。為了博得東協和各有關國家的信任，蘇聯積極參與了

這些解決「柬埔寨問題」的談判過程。 

其間，蘇聯的領導階層還在幕後展開安撫金邊（Phnom Penh）政權的工作。 

1991 年 6 月，高棉交戰派系同意無限期停火，同時決定不再接受任何外來的軍援。8

                                                 
10 李巧石譯，「戈巴契夫在克拉斯諾雅爾斯克演說摘要」，問題與研究，1988 年 11 月第 28 卷第 2
期，頁 78-79。 
11 Vladimir Rakhmanin, “Soviet and Russian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1986-93)”, 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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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前，他們還達成了軍事議題的最終協議。這一切的談判過程終於促成了 1991 年

10 月 23 日 在 巴 黎 簽 署 的 「 全 面 政 治 解 決 柬 埔 寨 問 題 協 定 」 （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Political Settlement in Cambodia），並為東南亞塑造一個徹底的新局

面。（which created a fundamentally new situation in SE Asia）。12 

另一方面，在蘇聯履行自己的承諾，一直營造和解氣氛時，蘇聯東協即加緊修好

的步調。蘇聯外長在 1990 年 7 月向東協永久委員會主席提議，展開蘇聯與東協之間

的「和平、安全與合作」對話。為加深彼此瞭解和信任，雙方還於 90 年至 91 年間建

立雙邊國會間的交流。由於雙方相互接近，因此在這一時期，蘇聯與東協國家的聯繫

變得比較活絡。最明顯的例子就是東協在 1991 年邀請蘇聯參加東協的外交部長會

議 。1991 年 7 月，當蘇聯以貴賓身分出席在吉隆坡召開的「第 24 屆東協外交部長會

議」（the 24th 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AMM）時，蘇聯便與東協組織正式建立關

係。而在蘇聯帝國瀕臨瓦解的前兩個月，蘇聯與汶萊（Brunei）於 10 月 1 日正式建立

外交關係。13 至此，蘇聯與東協各國全面建交與關係正常化。 

1991 年年底蘇聯解體、中東歐共產政權變天，歷時 40 餘年的蘇美冷戰體系正式

瓦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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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東協的關係，便由對抗走向合作。 

第二節 俄羅斯與東協關係 

大體上而言，到了戈巴契夫時代，蘇聯與東協的關係總算有了改變及好轉。在

冷戰結束初期，東協曾積極想與俄羅斯建立較密切的聯繫，但由於俄羅斯國內政經混

亂以及其向西一面倒的外交政策，東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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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羅斯與東協的關係再度陷入了低潮。與此同

時，俄羅斯與越南及印支國家的關係也漸為疏離。 

然而，90 年代中期開始，俄羅斯調整了蘇聯解體後一度奉行的親西方外交政

策，轉而實行既重視西方又顧及東方的「雙頭鷹」政策。在這種外交政策的指引下，

俄羅斯逐步形成了它的亞太戰略，並相應的調整了對東南亞的政策。從最初在東南亞

地區退縮，逐漸改為積極參與該地區的相關事務。特別是進入 21 世紀普丁總統上台

後，為了復興俄羅斯，當務之急是發展經濟、增強國力，外交則應努力營造有利的國

                                                 
12 Vladimir Rakhmanin, “Soviet and Russian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1986-93)”, p.132. 
13 Vladimir Rakhmanin, “Soviet and Russian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1986-93)”, 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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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環境，積極發展對歐洲與亞洲的關係，以期獲得發展經濟所必需的資金和技術。因

此普丁的外交重點除了繼續鞏固俄羅斯和獨立國協及歐盟國家的關係，並對中國、日

本、朝鮮半島，以及東協等國，展開活躍的亞洲外交活動，以達到完成其國家整體發

展的目標。 

普丁政府對東南亞國家的政策一方面是維持與東協之間密切且重要的關係，尤

其是在「東協區域論壇」所進行的安全對話，以及簽署了「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

（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AC）；另一方面是與東南亞

各國推展雙邊關係，以求維持安定，推動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鼓勵政府與民間的交

往，遏制跨國販賣毒品，和共同打擊國際恐怖主義。這些政策可經由雙方的政治、經

貿以及軍事合作三方面關係分別說明之。 

壹、政治關係 

冷靜結束後，國際形勢發生了巨大變化。世界經濟整合及全球化取代了國際政

治對立和軍事對抗，和平與發展成為新時代的主調。為發展本國的經濟，各國都在依

據自身的利益紛紛調整其對外政策。在這樣的國際政治背景底下，同樣是發展中國家

的俄羅斯和東協國家，擁有許多共同的利益，所以雙方都有進一步發展合作關係的願

望。經過雙方的共同努力，自 20 世紀 90 年代以來，俄羅斯與東協全面建交與關係正

常化，雙方高層領導人保持經常性互訪，增進了俄羅斯與東協各國的相互瞭解和信

任，政治外交關係獲得全面改善。 

（一）21 世紀前雙邊政治對話機制不斷地建立和完善 

如前分析，我們得知 1990 年以前，俄羅斯與東協組織之間並無任何正式關係，

雙方關係主要是通過俄羅斯與各別成員國展開的。所以俄羅斯與東協的整體關係明顯

落後於俄羅斯與東協諸國間的雙邊關係。然而，在冷戰結束之後至 2000 年的 10 年

裡，因國際形勢和各自的戰略利益的需要，俄羅斯與東協的關係有很大的改善。 

從 20 世紀 90 年代中期起，作為一個重要的區域組織，東協一直奉行「大國平衡

外交戰略」，使大國勢力在東南亞地區達到一種平衡狀態，旨在防止某個大國的勢力

在該地區過分膨脹，從而實現地區的安全與穩定。為獲取區域主導權和維持亞太地區

的均勢，東協成立「東協外長會議」、「東協地區論壇」和「外長擴大會議」

（ASEAN Post Ministerial Conferences, PMCs, 有東協 10 個成員國和「東協區域論壇」

成員國的外長參加的會議）三個機制。它們不僅是有關區域安全的多邊對話渠道，也

是東協實施「大國平衡戰略」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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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東協而言，俄羅斯雖因其綜合國力遠不如前蘇聯，已不再被視為超級強國，

但以其廣袤的土地、眾多的人口、高超的科技水準，特別是其強大的軍事實力，仍然

被視為重要的世界大國。東協將俄羅斯視為影響該區域安全的外來大國、尋求先進技

術設備，以及軍事武器裝備的來源之一。此外，東協近年還利用俄羅斯急於參與亞太

地區多邊合作的心理，開拓與俄羅斯的政經合作關係，並將俄羅斯納入以東協為主導

的地區安全框架中，從而達成其「大國平衡戰略」，並且提高「東協地區論壇」的地

位。 

隨著東協在亞太國際關係格局中的地位與影響不斷提昇，對俄羅斯而言，進一

步加強與東協的政治合作關係，可使俄羅斯贏得東協在東南亞區域以及亞太事務中更

多的支持，增加俄羅斯外交戰略的迴旋空間，因而積極利用各種機制，展開與東協的

對話合作。所以，俄羅斯放棄了前蘇聯時期對東協的那種以排斥或敵對為主的政策，

改而積極尋求與東協建立一種對話夥伴關係。 

俄羅斯與東協之間形成的對話關係，事實上可追溯到 1991 年 7 月，前蘇聯副外

長受馬來西亞政府之邀，前往吉隆坡出席「第 24 屆東協外交部長會議」之時。翌年

7 月，「第 25 屆東協外交部長會議」在馬尼拉舉行，東協將俄羅斯和中國看作「諮詢

夥伴」（consultative partner），允許它們參加東協外長擴大會議。因此，自 1991 年

起，俄羅斯外交部長應邀每年定期出席東協成員國外長部長會議（AMM）及「外長

擴大會議」（PMCs），雙方就共同關心的問題定期交換意見。14 

關於俄羅斯對東協的政策，俄羅斯外長科濟列夫 1993 年在新加坡出席「第 26 屆

東協外交部長會議」時作了粗略的表述。除了宣稱俄羅斯將盡力發揮自己的作用，通

過改善與美國、中國和日本的關係來加強該地區的安全外，科濟列夫表示，俄羅斯對

東南亞地區的態度已經不同於前蘇聯時代，「從現今開始，俄羅斯在這地區的主要象

徵，將會是遠洋貨輪而不是飛彈巡洋艦，是合資企業而不是核子潛艇。」15 同時，他

還呼籲俄羅斯與東協的關係制度化。俄羅斯遂於 1994 年的 7 月 25 日，受邀作為正式

成員，出席了在曼谷召開的第一屆「東協區域論壇」。 

1995 年 4 月，俄羅斯還作為「東協地區論壇第二軌道會議」（ARF Track-II 

Seminar）的主席國，和東協一起倡導共同加強亞太地區穩定與和平的主張。儘管如

此，鑒於葉爾欽當時所採取的親西方外交政策，因而俄羅斯聲稱有興趣參與東亞區域

                                                 
14 “ASEAN-Russia Dialogue Relations”, at http://www.aseansec.org/5922.htm. 
15 For a report on the AMM in Singapore, see Sunday Times, 25, July 1993, quoted from Pushpa Thambipillai, 
“Southeast Asia, Russia and the Ex-Soviet Republics: Expanding the link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6, No.1 (June. 1994), 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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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的論調顯得空洞，而無實質意義，這是一種早在前蘇聯時代就已形成的制度性慣

例。16  

由於俄羅斯獨立初期奉行的重視西方的外交政策，導致其國際地位下降，國內

民眾強烈不滿。為扭轉這種不利局勢，葉爾欽終於在 1996 年 1 月 5 日撤換掉不受歡

迎的科濟列夫，改為任命普里馬可夫擔任俄羅斯外交部長，並積極推行東西平衡的外

交。這也意味著俄羅斯的外交思潮由親西方的「大西洋主義」轉向了「新歐亞主

義」。在積極推動亞太外交政策下，普里馬可夫恢復了俄羅斯在東協的利益，並於同

年 7 月赴印尼參加「第三屆東協區域論壇」。他在論壇上表示，「東協是多極世界中

一個具有影響力的中心」。這意味著俄羅斯日益重視東協的地位和作用，並主動改善

與東協的關係。其結果是，在印尼的支持下，東協於 1996 年 7 月 18 日在雅加達召開

的「第 29 屆外交部長會議」，決定將俄羅斯由先前的「東協諮詢夥伴」升格為「東

協全面對話夥伴」（ASEAN full Dialogue Partner）。17  

1997 年元月，俄羅斯與東協正式通過成立雙邊合作聯合委員會（the ASEAN-

Russia Joint Cooperation Committee, ARJCC）機制。「首屆俄羅斯－東協合作聯合委

員會會議」於該年的 6 月在莫斯科舉行，由當時的俄羅斯代理外長伊凡洛夫（Igor S. 

Ivanov）主持開幕。當時的俄羅斯外交部長普里馬可夫寄送了特別賀詞給大會的代表

們，指出「俄羅斯－東協合作聯合委員會會議」是俄羅斯與東協關係的重要里程碑。 

至此，俄羅斯與東協建立了一個由 5 個平行的對話機構所組成的總體對話框

架，它們是：俄羅斯－東協資深官員會議（the ASEAN-Russia Senior Official Meeting, 

SOM ） ， 俄 羅 斯 － 東 協 合 作 聯 合 委 員 會 （ the ASEAN-Russia Joint Cooperation 

Committee, ARJCC），俄羅斯－東協合作基金聯合管理委員會（the ASEAN-Russia 

Joint Manegement Committee of the ASEAN-Russia Cooperation Fund），俄羅斯－東協

商務委員會（the ASEAN-Russia Business Council, ARBC）以及東協莫斯科委員會

（the ASEAN Committee in Moscow, ACM）。俄羅斯－東協合作聯合委員會將擔任雙

方所有對話的協調工作，並將依其權限成立一個科技工作小組 。18  

從 1991 年起，俄羅斯正式參加了每年舉行的東協外長會議和俄羅斯－東協資深

官員會議。而自 1994 年起開始參加「東協區域論壇」會議，以及 1996 來出席東協與

對話夥伴國會議。此外，每年或是每年半會舉辦俄羅斯－東協合作聯合委員會的會

                                                 
16 Leszek Buszynski, “Russia and Southeast Asia: A New Relationship”, p.284.  
17 Leszek Buszynski, “Russia and Southeast Asia: A New Relationship”, p.284. 
18 “Joint Press Release The First ASEAN-Russia Joint Cooperation Committee Meeting Moscow, 5-6, June 
1997”, at http://www.aseansec.org/59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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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如此，俄羅斯與東協之間漸漸形成一個就具體問題加以商討，且定期會晤的多層

次對話機制，儘管沒有像東協與美國、中國或日本的關係那麼頻繁及密切，但卻為

21 世紀雙方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奠定了堅實基礎，以推動俄羅斯與東協整體關係的發

展。 

（二）邁向 21 世紀初的「發展全 面夥伴關係」 

2000 年 5 月 7 日，普丁正式就任俄羅斯第三屆總統。普丁出身於前蘇聯國家安

全會議，具有深刻的傳統「愛國主義」思想，推崇強權和鐵腕；同時曾在西方生活的

他，參與過激進的民主改革，對西方社會及其運行規則有一定的瞭解，認同民主價值

觀和市場經濟原則。這種經歷導致普丁的思想體系具有明顯的雙重性：既有強烈的強

國意識，又能正視國力虛弱的現實；既崇尚西方，又對其存有很強的戒心。這種思維

在外交上的體現是，普丁主張在處理國際事務時，既要堅決維護國家根本利益，同時

也要靈活變通，善於妥協，最大限度地避免衝突，注重實際效果。因此，普丁入主克

里姆林宮後，俄羅斯外交政策的靈活多變和實用主義，充滿著普丁色彩。19  

在繼承葉爾欽時期的「雙頭鷹」外交之際，普丁還強調全方位的「雙翼外

交」。在普丁的外交政策中，亞洲（或東方）外交是其優先發展方向之一。為抗衡美

國「一超獨霸」之勢，在鞏固和發展與中國、日本等東北亞國家時，俄羅斯也重視發

展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在 2000 年 6 月 28 日修訂的「俄羅斯聯邦對外政策構想」明

確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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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由於普丁致力於推動多極世界的外交策略，主張「與所有推行多極世界

的國家發展友好關係」，因而俄羅斯促進與東亞最重要的組織東協之間關係，在其多

極外交政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在 1995 年至 99 年，隨著印支三國（即越南、

寮國和柬埔寨）以及緬甸加入東協後，東協組織的擴大使東南亞諸國落實了「大東協

戰略」，成為一個共同體，並超越東南亞這一地理概念，成為 21 世紀國際關係中具

有影響力的組織。在這些背景因素下，俄羅斯近幾年努力發展與東協的合作關係，並

積極參加該組織的各種會議，認為「東協外長擴大會議」和「東協區域論壇」是一個

重要的平台，有助於建立泛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20 此外，經過「九一一事件」之

後，共同打擊國際恐怖主義也成為俄羅斯與東協國家合作的重要內容之一。 

                                                 
19 孫長棟與楊相紅，「普丁執政後對俄羅斯外交政策的調整」，東歐中亞研究，2000 年第 5 期，頁

56。 
20 Gennady Chufrin, “Russian Perspective on ASEAN”, in ASEAN – Russia Relations, Gennady Chufrin, Mark 
Hong & Teo Kah Beng (ISEAS Publications: Singapore, 2006),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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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俄羅斯重視其與東協的合作關係，東協亦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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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立場充分

反映於俄羅斯外長伊凡諾夫與東協諸國外長們在 2003 年 6 月 19 日在柬埔寨首都金邊

（Phnom Penh）舉行「第 36 屆外交部長會議」後所發表的「亞太地區和平、安全、

繁榮暨發展的夥伴關係」共同宣言中。根據該「共同宣言」，雙方表示將進一步加強

多邊合作和提高已存在的多邊區域機制的效能，特別是加強「東協區域論壇」的合作

關係以及深化信心建立機制作為該論壇運作的根基。並且重申擁護全球裁軍的議程和

鞏固大規模殺傷性武器（特別是核子武器和其運載體系不擴散的機制。21 基於這個合

作架構，俄羅斯與東協關係在 2003 年獲得了重大的發展及提昇。 

2004 年 7 月 2 日，俄羅斯外長拉夫羅夫（Сергей Викторович Лавров; Sergey 

Viktorovich Lavrov）前往雅加達出席「第 11 屆東協區域論壇會議」。同年的 11 月 28

日又在「東協高峰會」（ASEAN summit）召開之際， 拉夫羅夫代表俄羅斯到寮國首

都永珍（Vientia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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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羅斯外交官員表示，他們相信「俄羅斯加入該友好合作

條約，尤關俄羅斯在亞太地區的國家利益，並符合俄羅斯旨在保障亞太地區，以至於

更廣大區域的和平、安全與穩定的目標」。22 至於普丁同意簽署加入這一個東協互不

侵犯協定，與中國、日本、印度和巴基斯坦成為該協定的非東南亞區域的簽約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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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e  F i r s t  A S E A N -

Russ i a  Summi t）鋪平了道路。23 

在俄羅斯積極爭取下，獲得主辦國馬來西亞及中國等國的支持，普 丁 最 終 成 功

在 2005 年 12 月 12 日前往吉隆坡出席雙方舉行的「第一屆東協－俄羅斯高

峰會」。在高峰會後，普丁還利用這難得的機會，與馬來西亞首相巴達維（Abdullah 

Ahmad Badawi）、新加坡總理李顯龍，以及泰國總理戴克辛（2007 年 4 月因政變而

宣佈下台）針對不同事項舉行一對一的會談。這首屆高峰會爲進一步加強和深化俄羅

斯與東協的關係搭建了一個平台，也是雙邊關係的重要地標。普丁之能夠出席這首屆

                                                 
21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on 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t 
http://www.aseansec.org/14851.htm. 
22 “Russia signs up to ASEAN’s friendship treaty”, BBC Monitoring Former Soviet Union, Nov. 29, 2004, 
downloaded from http://proquest.umi.com/; ASEAN official website, “Instrument of Accession of 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by Russian Federation”, at http: www.aseansec.org/16639.htm.  
23 Gennady Chufrin, “Russian Perspective on ASEAN”,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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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馬來西亞扮演了很重要的角色，而這項關係的緣起卻是兩年前普丁正式訪問馬

來西亞時建立的。當時普丁的主要任務是擴展俄羅斯武器在東南亞的市場，以及處理

滯留馬來西亞的車臣叛亂份子問題。 

在這場歷史性的高峰會上，雙方商討的重點包括安全、反恐、能源及高科技等多

項議題的合作，並簽署了三份雙邊合作的重要文件。除了簽署重要的「雙邊經 濟 和

發 展 合 作 協 議 」外 ， 俄羅斯與東協 10 國元首還在該高峰會上簽署了「 發 展 全 面

夥 伴 關 係 聯 合 宣 言 」 以 及 「推動雙邊自 2005 年至 2015 年全面合作的行動計

劃」。在「發 展 全 面 夥 伴 關 係 聯合宣言」中指出，雙方承諾今後將進一步在政治、

安全、經濟和社會發展等領域尋求多層次及多樣化的交流與合作。同時並重申，雙方

在平等、互惠和共同負責的原則基礎上，確保雙邊的經濟成長、永續發展、繁榮和社

會進步，以及推動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繁榮及發展。24 另外，雙方簽署的未來十

年合作的行動計劃，也制定了雙邊合作的藍圖，共同承諾將實現雙方從過去幾年至今

締結的協定之宗旨及目標。25 這些協定的簽署，爲雙方發展更具實質性的對話關係增

添新動力，掀開了俄羅斯與東協合作發展的新紀元，也標誌著普丁主政以來對東協政

策取得了重大的成果。 

另 一 引入注目的事件是，普 丁 當 時 還 以嘉 賓 身 分 出 席 了 12 月 14 日展開的

「第一屆東亞高峰會」（T h e  F i r s t  E a s t  As i a  S u m m i t ,  E A S ）。這場舉世矚目

的盛會，是由東協 10 國、中國、日本、韓國、印度、澳洲及紐西蘭 16 國元首共同參

加。它是 2005 年東亞合作進程中的重大事件。若要取得「東亞高峰會」的與會資

格，首先必須是東協的對話夥伴國，同時必須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及與

東協有實質的關係。雖然，俄羅斯與東協已符合以上兩個條件，但由於雙邊經貿水準

不高，加上東協諸國對於俄羅斯申請入會的立場存有分歧，使得俄羅斯無法以正式會

員身分出席該高峰會。不過，普 丁 最 後 還 是 以 馬來西亞特邀貴賓身分親自與會，並

發表演說，以爭取俄羅斯未來入會的可能性。 

「東亞高峰會」是實現「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Community, EAC）長遠目標

的重要步驟之一，被視為亞洲地區邁向歐盟式的單一市場整合鋪路。「東亞共同體」

的概念，可以追溯到 1990 年馬來西亞首相馬哈迪提議建立「東亞經濟集團」（East 

Asia Economic Group, EAEG）時。「東亞經濟集團」主要是以東協國家為主，聯合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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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ala Lumpur, 13 December 2005”, at http://www.aseansec.org/18071.htm. 
25 “Comprehensive Programme of Action to Promot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05-2015”, at http://www.aseansec.org/180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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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日本及韓國在內，以對抗歐美國家的區域主義。不過，由於美國擔心該集團會削

弱「亞太經合會」的重要性而表示反對，以及日本不予明確支持，讓這構想一直無法

落實。最後，東協 10 國和中日韓 3 國（10+3 機制）的領導人在 2004 年的「東協高峰

會」達成共識，認為「東亞共同體」是一個長遠的目標，為實現這目標，至少要經過

「東亞高峰會」和「東亞自由貿易區」這一重要過程。 

在這首屆元首高峰會議中，16 國領袖通過了一項確立「東亞高峰會」未來運作

架構的「吉隆坡宣言」（Kuala Lumpur Declaration）。該宣言的重要原則是將「東亞

高峰會」建成為一個以東協為主導的開放、包容、透明與外向型的論壇，就廣泛的戰

略、政治和經濟等共同關切的議題進行對話，目的是促進東亞的和平、穩定與經濟繁

榮。此外，「東亞高峰會」將成為定期會議，未來與每年召開的「東協高峰會」同步

舉行，且由「東協」主席國主辦並擔任主席；入會條件也將遵循東協所制定的參與標

準，「東亞高峰會」的模式，將由東協與「東亞高峰會」所有參與國共同審議。26 此

高峰會制度的確立，在一定程度上體現了東亞成員對於實現地區整體目標取得一致看

法，東亞國家也表現出克服差異實現共同發展的基本要求。 

然而，「東亞高峰會」的基本主題、實際作用，以及其對未來東亞，甚至於整個

世界局勢發展的影響為何，目前尚不確定。不過，強權依舊會是國際政治的主導者。

東亞組織有意抗衡美國，但由於「東亞高峰會」可以接受非東亞成員國入會，結果可

能會面臨同樣的矛盾及難題。其主要考量就是，一個純粹的東亞組織將會讓中國在政

治和經濟上取得主導，那麼日本便會企圖引進外來強權作為抗衡。而今，日本已提議

將美國列為「東亞高峰會」的觀察員。最終可能會導致「東亞經濟集團」的流產，

「東亞高峰會」取而代之，以矯正前者權力不均衡的困境。假以時日，俄羅斯終將會

因東亞區域主義受外在強權角逐的壓力而最終被邀請加入「東亞高峰會」。27 

貳、經貿關係 

1990 年代以前，前蘇聯與東協的經濟往來嚴重受制於雙方的政治關係，因而發

展緩慢。在冷戰時代，雖然雙方曾有過一些經濟合作，但由於政治上的衝突，並未能

在經濟上全面合作。蘇聯解體後，獨立初期的俄羅斯因受困於國內的政經轉型問題，

無暇顧及東南亞事務，不得不實行戰略收縮，從東南亞地區全部撤出；因此雙方的經

貿關係長期以來都處於低潮。 

                                                 
26 “Kuala Lumpur Declaration on the East Asia Summit Kuala Lumpur, 14 December 2005”, at 
http://www.aseansec.org/18098.htm. 
27 Leszek Buszynski, “Russia and Southeast Asia: A New Relationship”, p.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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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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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合作，特別是與東南亞的傳統盟國，重建能源和礦產資源的

合作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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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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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力量均衡的格局。因此，雙邊的經濟關係是

俄羅斯與東協國家關係的重要基礎，茲將其分為雙邊貿易、相互投資以及科技合作等

三方面來分析之。 

一、雙邊經貿投資合作 

（一）雙邊貿易量 

圖 2 、1996 年至 2005 年俄羅斯與東協雙邊貿易            
        （單位  百萬美元） 

 
 
 
 
 
 
 
 
 
 
 
 
 

 貿易總額 俄羅斯出口額 俄羅斯進口額 貿易差額 

1996 年 1675.6 1209.1 466.5 742.6 

1997 年 1624.8 1030.8 594.0 436.8 

1998 年 963.7 519.5 444.2 75.3 

1999 年 1198.3 899.4 298.9 600.5 

2000 年 1450.0 1113.3 336.7 776.6 

2001 年 1731.4 1155.3 576.1 579.2 

2002 年 2235.8 1415.3 820.5 594.8 

2003 年 2478.4 1489.3 989.1 500.2 

2004 年 3057.6 1746.1 1311.5 434.6 

2005 年 4182.9 2146.1 2036.8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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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1. 1996 年至 2003 年的統計取自資料來源（1）。 

            2. 後兩年的數據，筆者根據網站（2）的資料自行統計及整理。 

            3.  表中東協僅包括馬來西亞、新加坡、越南、泰國、印尼和菲律賓之數據。 
資料來源： 
（1）Gennady Chufrin, Mark Hong & Teo Kah Beng, ASEAN – Russia Relation（Singapore: ISEAS 

Publications）, 2006, p.80. 
（2）俄羅斯聯邦海關委員會：網址：http://www.customs.ru。 
 

圖 2 的數據顯示，俄羅斯與東協主要 6 國的貿易量呈現逐步增長的態勢。雖然雙

邊貿易量一度曾因 1998 年盧布危機而下滑，但是隨著俄羅斯經濟的復甦，雙邊的貿

易額在 2001 年回升甚至超過 1996 年的金額。根據統計，2005 年 的俄羅斯與東協雙

邊貿易額已達 41 億 8 仟 2 佰 90 萬美元。這是雙邊經貿關係史上的最高貿易額。 

俄羅斯對東協的貿易一直保持順差。尤其是在2000年，俄羅斯出口至東協6 國的

貿易金額，約有11億美元，而俄羅斯自東協進口的金額，約3億 3仟6佰70萬美元。是

故，俄羅斯對東協之貿易順差，高達7億 7仟6佰60萬美元。自2001年起至2005年，俄

羅斯自東協進口金額持續增長，俄羅斯對東協在前年的貿易順差降至約1億多萬美

元。 

傳統上而言，馬來西亞、新加坡和越南是俄羅斯目前在東協成員國之中最重要的

三大貿易夥伴。2005 年，俄羅斯與東協 6 國貿易量排序為泰、越、馬、新、印和菲。

（參閱圖 2、3 及 4）另一方面，在 2004 年，俄羅斯的十大貿易夥伴主要以歐盟及獨

立國協等國家為主。相較於東北亞的中國（排名第六），東協卻是遠遠落在後面。總

的來說，俄羅斯與「東協」的經貿關係日趨活躍，但是就絕對數值來說卻是微不足

道。東協成員國皆非俄羅斯主要的貿易夥伴，反之亦然。這就意謂著俄羅斯並非東協

進口商品的主要來源國，也不是東南亞國家產品重要的出口市場。 

除了貿易額較低以外，俄羅斯與東協成員國之間貿易關係的弱點是它們過於依賴

僅一種或是少數幾種的商品。舉例而言，在 2003 年，俄羅斯對越南的出口超過 40%
是侷限於亞鐵金屬，對泰國是 60%，對馬來西亞超過 75%，對菲律賓幾乎 85%。俄

羅斯對新加坡的出口有 65%是礦物燃料，而俄羅斯從印尼進口的有 37%是動物油和

蔬菜油。這種結構導致雙邊貿易會隨著任何經濟或是政治環境的波動而有所影響。28  
儘管如此，雙方在過去兩年來致力於擴大雙邊貿易範圍，推動相互經貿和技術合

作，並採取積極措施以發展雙邊的能源及核能合作，以促進雙邊經貿合作的進一步發

展。同時，俄羅斯還建立以吸引外資、發展加工業和以高科技產業為目的的經濟特

區，無疑為雙方投資和經濟技術合作的全面發展創造了新的契機。因此，雖然目前雙

邊貿易額仍處於較低的水平，但仍有很大的發展潛力。 

                                                 
28 Gennady Chufrin, Mark Hong & Teo Kah Beng, ASEAN – Russia Relations (Singapore: ISEAS 

Publications), 2006, 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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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996 年至 2005 年俄羅斯與東協六國貿易量 

（單位 百萬美元）      

 
 
 
 
 
 
 
 
 
 
 
 
 
 
 
 
 
 
 
 
 
 
 
 
 
 
 
 
 
 

 
 
 
 
 
 
資料來源：2003 年以前的數據源自 Gennady Chufrin, Mark Hong & Teo Kah Beng, ASEAN – Russia Relations 
(Singapore:  ISEAS Publications, 2006), p.80。2003 年以後的數據，筆者根據俄羅斯聯邦海關委員會資料

http://www.customs.ru/ru/stats/stats/  自行統計及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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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96-2005 年 俄羅斯與東協六國貿易總額 

(單位 百萬美元)  

 
 
 
 
 
 
 
 
 
 
 
 
 
 

 
資料來源：2003 年以前的數據源自 Gennady Chufrin, Mark Hong & Teo Kah Beng, ASEAN – Russia 

Relations (Singapore:  ISEAS Publications, 2006), p.80. 2003 年以後的數據，筆者根據俄羅斯

聯邦海關委員會資料 http://www.customs.ru/ru/stats/stats/  自行統計及繪製圖形。 

（二）雙邊投資合作 

俄羅斯和東協的經貿投資合作在 90 年代中期曾出現過一段高峰期，俄羅斯分別

與菲律賓、新加坡、泰國及越南等東協諸國建立了數十家的合資企業，其範圍包括漁

業、魚類加工、海洋及陸地運輸，和電腦組裝等行業。但是這種良好的合作趨勢卻由

於 1997 年亞洲金融風暴陷入低潮。不過，隨著近幾年俄羅斯與東協國家的經濟復

甦，雙邊的投資合作規模便有所改善，投資領域和分佈區域呈現多樣化的趨勢，為雙

邊的許多企業帶來良好的經濟效益。能源合作及武器銷售（這一項併入下節再分析）

是這幾年雙邊經貿合作的重要內容。 

（1）能源方面合作 

2003 年 10 月，俄羅斯政府發表了「2020 年前俄羅斯能源發展戰略」，明確提出

了通過能源，特別是油氣出口佔領世界市場，推動能源政策在國家安全和外交方面可

能發揮的獨特作用。29 俄羅斯國家杜馬在 2005 年還通過了一項新法律，將俄國的能

源生產的地方控制權重新收歸到中央政府的手中。為了拓展亞太外交，俄羅斯決定開

發東西伯利亞和遠東地區的油氣資源並向亞洲國家出口，以增加其在亞太地區地緣政

                                                 
29 靳會新，「淺析俄羅斯的能源外交戰略」，俄羅斯研究，2005 年第 2 期總第 136 期，頁 51。 

 

貿易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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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和地緣經濟格局的影響力。因而，積極發展與東南亞國家在能源方面的雙邊和多邊

的互利合作，符合俄羅斯的能源發展戰略利益。 

在 2006 年 12 月上海舉行的「第三屆中俄哈油氣論壇」（The 3rd Sino-Russo-

Kazakh Oil and Gas Forum）上，俄羅斯能源署石油工業局局長瓦季姆 (Владимир 

Караганов; Vladimir Karaganov) 明確指出，「俄羅斯准備與東南亞國家進行長期的合

作，並計劃使俄羅斯能源在東南亞市場所佔份額擴大到歐洲市場所佔份額。俄羅斯在

東南亞能源市場的戰略任務是擴大銷售市場、增加天然氣和氦的出口量、打入中國、

韓國、日本、印度、泰國、巴基斯坦和該地區其他國家的市場以及直接面向消費者，

其中包括聯合發展加油站銷售網絡、天然氣分配網和入股東南亞國家電力公司以及提

高終端產品（汽油、柴油燃料和電力）的市場佔有率。」30 

經過近年來的快速發展，東南亞國家正成為新興的石油生產國。近期印尼和馬

來西亞等國的政府官員表示，它們支援各自的國有石油公司成立合資企業，開發新油

源和相關技術，以解決開發油源的高成本問題。為此，東協國家也希望能吸取俄羅斯

等國的外資進入其油氣勘探開發領域，以加強石油供需的合作。馬來西亞首相巴達維

在 2005 年舉辦的「俄羅斯－東協高峰會」曾經指出，「俄羅斯是世界主要石油供應

國之一，東協有必要與俄羅斯合作，以確保發展中國家的石油供需平衡以及穩定國際

能源市場。」31 由此看來，俄羅斯與東協的能源方面的合作獲得東南亞國家政府的鼓

勵。僅就俄羅斯與東協國家在能源方面的雙邊和多邊合作，簡要列述如下： 

首先，新加坡銀波能源集團（Silver Wave Energy）和俄羅斯銀波衛星（Silver 

Wave Sputnik）石油公司與緬甸國營石油及天然氣公司（Myanmar Oil and Gas 

Enterprise, MOGE）於今年 3 月簽署了一項有關在緬甸西北部地區聯合開採內陸油氣

的協議。32 

其 次 ， 爲 了 推 動 兩 國 在 石 油 和 天 然 氣 方 面 的 合 作 ， 俄 羅 斯 外 貿 銀 行

（Vneshekonombank）、俄羅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和泰國國營石油及

天然氣公司（PTT Public Company Limited）在 2005 年 11 月 18 日簽署了能源合作協

議。根據該協議，俄泰兩國公司將在泰國、俄羅斯和第三國共同實施石油和天然氣的

                                                 
30 俄羅斯新聞網，「俄計劃擴大在東南亞能源市場上的佔有份額」，2006 年 12 月 7 日，

http://big5.rusnews.cn/。 
31 “ASEAN, Russia Cooperation To Ensure Stable Oil Supply”, the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May 15, 2007, http://www.pmo.gov.my/. 
32 “Singaporean companies sign oil exploration deal with Myanmar”, The Start Online, March 18, 2007, 
http://www.thestar.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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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計畫，包括油氣勘探作業；天然氣、石油和其他燃料的運輸和銷售；管道、油氣

貯存設施和配送網路的建造等。33 

第三、俄羅斯與越南在 2006 年 11 月簽署一項能源合作協議，雙方決定重組早在

1981 年建立的「俄越石油公司」合資企業（Vietsovpetro），以開發越南新資源，以

及通過越南，還可以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亞洲國家出口油氣資源。34俄越兩國一直

以來在能源方面的合作表現極為突出，雙方近幾年在煤礦及電力等領域也有密切的合

作。目前兩國大型的合作計劃不少，如俄羅斯電力設備巨頭 Siloviye Mashiny 正計劃

與越南的 A Vuong 水力發電廠投資合作。35 

第四、俄羅斯與印尼也將能源及核能合作提上了議事日程。雙方在 2006 年簽署

了民用核能合作協議，俄羅斯將協助印尼建設第一座水上浮動核電站。36 此外，俄羅

斯經濟發展與貿易部部長格列夫在 2007 年 3 月 5 日接受印尼媒體採訪時表示，俄羅

斯可以協助部份東協國家（印尼、馬來西亞、新加坡、泰國和菲律賓）建設天然氣管

道以及統一的輸電系統。格列夫並認為，「從整體上而言，東協國家是俄羅斯在高科

技領域的戰略貿易夥伴。」37 

（2）其他方面合作 

2006 年，俄羅斯的阿爾發集團（Alfa Group）則宣佈將向印尼通訊產業投資 20

億美元的計畫。新加坡國營控股公司淡馬錫（Temasek）與俄羅斯投資銀行 Troika 

Dialog 集團合資設立了一個價值 1 億 5 仟萬美元的私人投資基金，投資於俄國處於蓬

勃發展的零售、消費品和物流等事業。新加坡雅詩閣集團（the Ascott Group ）與俄羅

斯 Amtel 投資控股公司設立總值 1 億美元的基金，在莫斯科與聖彼得堡共同收購和發

展物業，並計劃於 2010 年前在俄羅斯推出個 1000 個服務式住宅單位。這些都是俄羅

斯與東協投資流量新發展的一個良好標誌。38 

                                                 
33“Russia, Thailand sign agreement on energy cooperation”, Russia Investment Company, Nov. 18, 2005, 
http://finam.blogspot.com/20051101finam archive.html. 
34 “Wrap: Russia, Vietnam leaders discuss energy, economic cooperation”, Novosti news, Nov. 20, 2006, 
http://en.rian.ru/russia/. 
35 “Economies of Russia and Vietnam complement each other, says PM”, Vietnam Economic Times, Feb. 16, 
2006, http://www.vneconomy.vn/. 
36 Bill Guerin,  “Indonesia-Russia: Arms, atoms and oil”, Asia Times Online, Dec.12, 2006, 
http://www.atimes.com/. 
37 「俄願幫助東盟鋪設統一天然氣及電網系統」，俄新網，2007 年 3 月 5 日，

http://big5.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duiwai/20070305/41712964.html。 
38 “Welcome Address by Ms Euleen Goh, Chairman, IE Singapore at the Russia-Singapore Business Forum, 6 
March 2007, Shangri-La Hotel Singapore”, http:// www.iesingapore.gov.sg/; “Ascott MOU with Amtel is latest 
in the list of recent successes”, February 7, 2007, http:// www.iesingapore.gov.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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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 8 月 15 日，俄新雙邊貿易部長簽署了一項「俄新經濟特區合作諒解備忘

錄」。根據該項協定，新加坡將為俄羅斯經濟特區的發展提供諮詢服務。39 

值得一提的是，東協秘書長王景榮（Ong Keng Yong）在 2006 年召開的「俄羅斯

與亞太地區：走向戰略經濟夥伴關系和文明對話」論壇中指出：「最近五年俄羅斯與

亞太各國的貿易日益活躍。這幾年來貿易增長速度達到了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

東協諸國願意與俄羅斯展開在能源、工業機器製造、科學和旅遊等方面的合作」。他

特別指出，俄羅斯和亞太地區應該改變雙邊的貿易結構，並認為雙方可以在科研和旅

遊方面展開合作。
40 

二、俄羅斯發展與東協經貿合作關係的主要措施 

俄羅斯與東協國家在政治及經濟關係日益朝向制度化，說明雙邊關係在經歷長期

的波折後逐漸成熟。俄羅斯在發展與東協的經貿合作關係方面主要採取以下措施： 

（一）積極發展與東協的全方位關係，為經貿合作關係的發展創造有利條件 

俄羅斯開始與東協有官方接觸始於 1991 年，當前蘇聯副外長應邀出席了在吉隆

坡舉行的東協外長會議。1993 年 3 月，俄羅斯派出自前蘇聯以來最高級別的代表團訪

問馬來西亞和新加坡。該代表團除由副總統率領外，其成員還包括對外經濟關係部長

和農業部長。訪問的重要目的是促進雙方的經濟合作及尋求聯合投資的領域。俄羅斯

意識到東南亞經濟合作對其經濟尤其遠東和西伯利亞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為在經濟

方面推行「新東方政策」，俄羅斯積極展開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外交，簽訂各種類型

的經濟合作協定。其目的是通過加強與東協的經貿聯繫，使遠東的經濟發展和俄羅斯

參與亞太經濟集體化的進程結合起來。41 

1994 年，俄羅斯參加了「東協區域論壇」首次會議。兩年後，俄羅斯正式升格

為東協的「對話夥伴國」，這是雙邊關係的重要里程碑。俄羅斯與東協國家關係近年

日益密切，雙方高層領導互訪頻繁，合作機制也逐漸被建立。為進一步推動雙邊經貿

合作關係，雙方在 2005 年的「俄羅斯與東協首屆高峰會議」中簽署了一項「東

協與俄羅斯聯邦政府經濟與發展合作協定」。俄羅斯外長拉夫羅夫表示，「這項經濟

協定是俄羅斯與東協在 2005 年到 2015 年推動全面合作計劃的基石。」42  

                                                 
39 Nande Khin, “Russia aiming to boost bilateral trade to US$5b”, The Business Time, 
http://www.iesingapore.gov.sg/. 
40「東盟各國願與俄羅斯合作」，俄新網，2006 年 10 月 10 日，

http://big5.rusnews.cn/guojiyaowen/guoji_caijing/20061010/41553094.html。 
41 趙銀亮，「調整中的俄羅斯與東南亞關係及影響因素」，東南亞縱橫，2004 年 3，頁 68。 
42 “Russia, ASEAN sign Economic Agreement Ahead of Summit”, MosNews, Dec.10, 2005, 
http://www.mosnews.com/news/2005/12/10/russasea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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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項協定，俄羅斯與東協將展開全面對話，以進一步加強雙方在貿易和投資

領域的資訊交流、經濟研究和招商引資活動，並爲雙邊政府機構及其他相關經濟單位

參與這些活動創造便利條件。雙方展開合作的具體領域包含：中小企業、科技、能

源、礦產資源利用、人力資源發展合作、交通、環境保護、旅遊、體育和文化等。此

外，俄羅斯表示支持東協區域整合計劃，尤其是東協在 2000 年提倡的「東協整合計

劃」（Initiative for ASEAN Integration, IAI），並且提供東協新會員國（柬埔寨、寮

國、緬甸和越南）特別優惠待遇，以協助它們有效地參與東協區域經濟整合的進程。

43 無疑地，這個協定為雙邊經貿關係的發展創造了有利的條件，也意味著雙邊實質關

係有了重大的發展。 

（二）建立專門聯合工作小組，促進貿易、投資和科技合作 

就如前文所述，俄羅斯和東協在 1997 年成立「俄羅斯－東協聯合合作委員會」

機制。在「俄羅斯－東協聯合合作委員會」首次會議上，雙方同意設立「俄羅斯－東

協合作基金聯合管理委員會」和「東協－俄羅斯商業委員會」等機制，以促進和加強

雙邊貿易合作及民營企業的聯繫。雙方表示，合作基金將被應用在包括貿易、投資、

科技合作、環境保護、旅遊、人力資源開發和人員交流等共同合作的計劃上。44 它們

持續加強雙邊的合作機制化，將會促進雙邊關係的穩定發展。此外，俄羅斯有些大公

司、銀行和國營機構也加入了「俄羅斯和東協民間基金會」，以利加強雙邊的金融和

經濟合作。45 

俄羅斯與東協投資合作關係的另一重要層面，是逐步擴大雙方在科技技術領域的

合作，為此成立了「俄羅斯－東協科技工作小組」（ASEAN-Russia Working Group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WGST）。該工作小組於 1997 年 6 月 9-10 日在莫斯科

舉行了首次會議，并且確認在 科技領域合作的優先範圍包括：生物科技，新材料，

資訊技術， 微電子學， 氣象學和地球物理學。 另外， 俄羅斯提議使用俄國技術和設

備執行以下的合作方案：區劃航空和太空飛行路線， 監控火山和地震的活動， 颱風

和其他緊急情況的預報， 貨物空運和橫貫大陸的鐵路發展。46 

為鞏固雙邊的經貿關係及合作發展，俄羅斯與東協之後還成立了「俄羅斯－東協

聯 合 計 劃 暨 管 理 委 員 會 」 （ the ASEAN-Russia Join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43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Kuala 
Lumpur, 10 December 2005”, at http://www.aseansec.org/18023.htm. 

44  “Joint Press Release The First ASEAN-Russia Joint Cooperation Committee Meeting Moscow, 5-6 June 
1997 ”, at http://www.aseansec.org/2720.htm. 

45 “ASEAN – Russia Dialogue”, http://russia.shaps.hawaii.edu/fp/asean/russia-asean.html.  
46 “ASEAN – Russia Dialogue”, http://russia.shaps.hawaii.edu/fp/asean/russia-asean.html, May 29,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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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ARJPMC）和「俄羅斯－東協經貿合作工作小組」（the First ASEAN-

Russia Working Group o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RWGTEC）。「俄羅斯－

東協經貿合作工作小組」首屆會議在 2002 年 9 月 19 日召開。 

除此之外，東協也期望俄羅斯即將啟動「俄羅斯－東協夥伴金融基金」（the 

ASEAN-Russia Partnership Financial Fund）機制。並且俄羅斯已提供五十萬美元的基

金，一旦行政工作安排妥當，東協與俄羅斯就可隨即展開實質的合作行動。47 

（三）積極展開人力資源、旅遊和教育方面的合作 

俄羅斯與東協成員國都擁有相當豐富的人力資源，雙方在這一領域具有廣泛的

合作前景。雙方採取的策略主要有：舉行人力資源發展合作咨詢會議，通過提倡交換

學生，講師和專家的相互觀摩，並且建立共同計劃以促進俄羅斯和東協國家之間的高

等教育機關合作及交流。根據「推動全面合作的行動計劃」，雙方決定通過「東協大

學網絡」(ASEAN University Network , AUN)，以 加強科學和數學兩個科目的教育合

作。 

在旅遊合作方面，俄羅斯與東協國家也有良好的合作成果。雙方並協議通過舉

辦國際旅遊展覽以加強這方面的宣傳工作。比方在 2006 年元月在菲律賓舉行的「東

協旅遊論壇的東協旅遊交換」（ ASEAN Travel Exchange－TRAVEX at ASEAN 

Tourism Forum, ATF）專案、2006 年 3 月如期在莫斯科舉辦的第一屆國際旅遊展－

“Intourmarket”，以及東協成員國之間其它相關的旅遊展覽會等48。另外，泰國與俄羅

斯在 2007 年 3 月 14 日還簽署了「互免簽證協議」，為兩國旅遊業發展以及增進兩國

人民間友好交往創造良好的環境。據統計，在 2006 年，俄羅斯赴泰國旅遊人數突破

15 萬人，且遊客人數至今有增長趨勢，使得俄羅斯成為泰國重要的遊客來源國。49 

至於雙方在教育和旅遊業方面的合作，或許能夠為俄羅斯和東協之間的投資和

貿易發展鋪設一個堅固的基地及網絡。50 

 

 

 

                                                 
47 “ASEAN, Russia Cooperation To Ensure Stable Oil Supply”, The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May 15, 2007, http://www.pmo.gov.my/. 
48 “Comprehensive Programme of Action to Promot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05-2015”, at http://www.aseansec.org/18073.htm. 
49 “Russia, Thailand lift Travel Visas for their tourists world”, Bernama News, March 24, 2007, 
http://www.bernama.com/bernama/v3/php?id=253071. 
50 Gennady Chufrin, Mark Hong & Teo Kah Beng, ASEAN – Russia Relations, 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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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軍安關係 

近年來，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俄羅斯與東協國家出於各自利益的考量，逐漸

強化彼此的軍事安全關係。俄羅斯加快重返東南亞的步伐，不斷加深與越南傳統盟友

的軍事合作，與馬來西亞、印尼、泰國等非盟友的軍事合作交流亦有所拓展。 

對於多數東協國家來說，其軍事戰略和武器購置除了國防對付國內的叛亂、維

護政治穩定以外，還為應付國外的威脅。90 年代初，越軍撤出柬埔寨以及柬埔寨和

平協定的簽署，使東南亞地區的局勢得到緩和。但是，隨著蘇聯瓦解和美軍勢力逐步

撤離後，東協國家又擔心中國、日本和印度可能會填補本地區的「權力真空」，特別

是南海主權紛爭問題成為新的衝突點之後，東協國家的擴軍又掀起風潮。另外，東協

有好些國家過去都與本區域外的軍事強國訂立軍事協定或同盟組織。隨著外國軍事基

地和軍事力量的陸續撤出，東協國家越來越感到必須依靠自己的力量來保護自身的安

全。武器的購置更多地集中在戰鬥機、飛彈，以及潛艇等項目。此外，國防武器市場

供應旺盛，賣方競爭激烈，也使東協國家的大量武器購置計劃得以實施，並且逐步實

現武器來源的多邊化，以避免對少數國家的過份依賴。 51 

然而，自 2001 年「九一一事件」以來，出於反恐的需要，美國的軍事力量重返

東南亞地區。美國政府逐步通過雙邊和多邊關係以鞏固其與東協的軍事合作，強調其

在東協地區的軍事主導地位，擴大對東南亞安全事務的影響。雖然東協國家極願在安

全事務與美國進行合作，以穩定東南亞區域的安全；但是，它們卻不希望美國過渡干

預此區域的事務，因此增加與俄羅斯的合作便成了東協戰略考量的另一重點。東協國

家擺脫了 1997 年金融危機後，在經濟復甦的形勢下，各國都考慮更新軍事裝備。特

別是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後，東協各國紛紛以反恐名義，提高軍費預算，購置先進

的武器。加上，東協部份國家由於阿富汗和伊拉克問題，對美國抱有一定的不滿情

緒，這為俄羅斯向東南亞地區銷售武器，打入該地區軍火市場提供了有利的機會。 

對俄羅斯而言，除了與馬來西亞及越南有軍火交易外，曾受美國軍事制裁的印

尼，也把它作為主要的軍事貿易對象國，導致俄羅斯軍火在該地區需求巨大。近年

來，普丁緊鑼密鼓地出訪東協國家，以加強與東協在經貿方面的合作關係。一方面，

普丁希望通過與東協建立全面夥伴關係來維持亞太局勢的穩定，另一方面，普丁採取

各種手段積極開拓東南亞的軍火市場，以獲得大量外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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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陳寧，「東盟國家的擴軍與軍事合作」，東南亞縱橫， 1995 年第 3 期（總第 67 期），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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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器交易及軍安合作 

俄羅斯是世界武器生產和開發大國，也是主要的武器出口國。對外武器出口，一

直是俄羅斯國防工業的一個主要收入來源。除了中國與印度等傳統市場外，俄羅斯也

積極開拓馬來西亞及越南等國的武器市場，並意圖大幅度擴大與其他東協國家軍事合

作。目前武器的銷售，在俄羅斯與東協國家的經貿關係中，也佔據重要的地位。 

就俄羅斯與東協國家近年來的軍事技術合作發展來看，我們可以說，東協是中國

與印度之外，俄羅斯武器的第三大買國。這些東協國家主要包含馬來西亞、印尼和越

南 。 在 2003 年 ， 這 三 個 東 協 國 家 分 別 與 「 俄 羅 斯 國 防 武 器 輸 出 公 司 」

（Rosobornexport）簽訂了購置武器裝備的合約，其金額總計超過 15 億美元，多於俄

羅斯武器的老主顧－中國和印度。52 

在東協國家中，越南與俄羅斯關係最為密切：1978 年越南與前蘇聯簽訂「蘇越

友好合作條約」，正式確定了蘇越間的軍事同盟關係。雖然俄羅斯在 2001 年底宣佈

提前撤離金蘭灣軍事基地，但在普丁 2001 年初訪問越南後，雙方簽署了「戰略夥伴

關係的聯合公報」，決心在既有的傳統友好合作關係基礎上，繼續鞏固和發展面向

21 世紀的戰略夥伴關係。當普丁對越南進行歷史性訪問時，也決定向越南出售軍

火，這主要集中在海軍和防空武器裝備上。並決定幫助越南對改進其舊有的蘇式武器

裝備。53 2003 年，俄羅斯與越南簽署了一項重要的武器出口協定，俄羅斯向越南出售

4 架蘇-30MK 型（Su-30MK2V）戰鬥機，預計在 2004 年 11 至 12 月間交貨。除了戰

鬥機外，越南同一年還向俄羅斯採購了海軍用的 10 艘 Molniya 導彈快艇，價值爲 1

億 2 千萬美元，以及可以裝備兩個師的 S-300 防空導彈系統總值爲 2 億 5 千萬到 3 億

美元。54  2006 年 11 月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高峰會後，普丁二度正式訪問越

南，俄越雙方簽署了有關軍事技術合作的一系列重要的協議。 

2003 年 8 月初，普丁首次訪問馬來西亞，俄馬兩國簽署了科學技術、資訊工程

和國防等三項合作協議。根據這些協議，俄羅斯除了協助馬來西亞發展航太技術和發

射人造衛星，還向馬來西亞出售 18 架蘇-30 戰鬥機。雙方達成了高達九億美元的武器

交易合約，此舉對俄羅斯軍工產品打入東南亞市場，有重要的經濟及戰略意義。55 

                                                 
52 Dmitry Vasiliev, “Russian Arms trade with Southeast Asi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Moscow Defense 
Brief  2005,  http://mdb.cast.ru/mdb/1-2005/at/russian_arms/?form=print, p.13. 
53 Leszek Buszynski, “Russia and Southeast Asia: A New Relationship”, p.285. 
54 Dmitry Vasiliev, “Russian Arms trade with Southeast Asi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Moscow Defense 
Brief  2005,  http://mdb.cast.ru/mdb/1-2005/at/russian_arms/?form=print, p.15. 
55 “Vladimir Putin to visit Malaysia”, Pravda Online News, March 16, 2003, 
http://newsfromrussia.com/world/2003/08/04/49045.html; K.S. Nathan, “Malaysia and Russia: Strengthen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A Malaysia Perspective”,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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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年 4 月 26 日，俄羅斯與印尼雙方議定，由俄羅斯售予印尼蘇凱-27 以及蘇

凱-30 戰機各兩架，並打算未來會額外添購總共 44 架蘇凱戰鬥機。按照協定，印尼僅

需用現金預付部份的交易金額，其餘的將根據抵償貿易來結算。2006 年蘇西洛遠赴

俄羅斯拜訪普丁，成功擴大雙方的軍火交易規模，以便發展資金短缺的印尼國防工

業。俄羅斯決定爲印尼提供 10 億美元的貸款，以資助印尼購買其武器。據了解，這

是自蘇聯解體以來俄羅斯第一次向軍火買主提供這麼大量金額的貸款，這標誌著俄羅

斯十分重視東南亞地區的重要性以及印尼在該區的地位。56 

2003 年，俄羅斯與泰國簽署了一份「軍隊後勤和技術保障諒解備忘錄」（the 

Memorandum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on Rear and Technical Maintenance of Armies）協

議。這份文件主要就兩國進行軍事技術合作、情報交流、軍事人員訓練、合作舉辦研

討會和科學研究等作一規範。57 俄泰兩國終於成功走向軍事合作之路，雙方同意俄羅

斯以包含太空系統等設備及商品來償還俄羅斯欠泰國購米款共 3600 萬美元。58 另

外，在普丁於 2005 年 12 月中旬赴馬來西亞參加「東亞高峰會」時，俄羅斯伊爾庫特

公司（Irkut Corporation）與泰國相關單位簽署了一份「出售 12 架蘇-30 型戰鬥機及軍

用直升機的諒解備忘錄」。俄泰雙方就合約的具體內容展開協商，預計合約金額將高

達 5 億美元。59 俄羅斯同意以俄國武器來交換泰國雞肉，其看重的是贏得泰國戰機訂

購合約背後所蘊涵的意義。如果俄泰雙方能夠成功達成這筆有關蘇-30 型戰鬥機的交

易，俄羅斯除了有 5 億美元進帳外，更重要的是，這意味著俄羅斯軍工事業又成功地

打入了一個美國長期佔據的傳統市場。俄羅斯還將成為 4 個東協國家（馬來西亞、印

尼、越南及泰國）的軍火供應商，為其在該地區的外交影響力，以及進一步向其他東

協市場推銷武器帶來極爲重要的意義。 60 

二、反恐合作 

2004 年「別斯蘭人質事件」之後，普丁要求建立因應反恐所需的反危機指揮體

制，制定能夠應對各種威脅的配套措施。爲此，俄羅斯政府採取了一系列反恐新措

施。一方面，俄羅斯強力部門加強了反恐行動；另一方面，俄羅斯擴大及完善反恐機

                                                 
56「俄羅斯突出東南亞戰略 普京稱與印尼軍事合作潛力大」，星島環球網，2006 年 12 月 4 日，

http://www.singtaonet.com:82/glb_military/t20061204_409089.html 
57  “Russia, Thailand agree on Russian debt”, Pravda news, Oct. 21, 2003, 
http://newsfromrussia.com/world/2003/10/21/50669.html；「普京訪問泰國，俄羅斯和泰國簽署國防合作

協議」，搜狐新聞網，2003 年 10 月 22 日，http://news.sohu.com/34/42/news214714234.shtml。 
58 Dmitry Vasiliev, “Russian Arms trade with Southeast Asi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p.17. 
59「俄泰兩國首次達成軍購協議 ，泰國進口蘇-30 戰機」，人民網，2005 年 12 月 20 日，

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52934/3957981.html。 
60 Leszek Buszynski, “Russia and Southeast Asia: A New Relationship”, p.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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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2006 年 2 月 16 日，普丁還簽署了「打擊恐怖主義措施的命令」，成為俄羅斯總

體反恐構想中的重要一環。61 

反觀東協，在「911 事件」後，美國在全球掀起了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恐浪潮，並

以東南亞地區存在與「基地」組織聯繫密切的恐怖主義網絡為由，在東南亞開闢了反

恐「第二戰線」，要求菲律賓、馬來西亞、印尼等相關國家協助美國反恐。一方面，

出於美國的壓力和要求，另一方面也出於自身安全的需要，東協開始重視與美國的反

恐合作。62東南亞反恐形勢雖然嚴峻，但各國近幾年來也積累了一些反恐合作的經

驗。各國除了加強自身反恐機制外，也加強了區域整體防範意識與合作，東協領導人

曾簽署聯合反恐宣言，巴厘島再次爆炸後，東協領導人呼籲繼續加強區域性的反恐合

作。與此同時，東協國家還加強了與區域外國家的合作。除了與美、中等國加強了反

恐合作，東協與俄羅斯也開始在反恐問題上進行實質性的合作。 

俄羅斯與東協國家的反恐合作主要奠基於 2004 年 7 月 2 日在雅加達所發表的

「 俄 羅 斯 聯 邦 與 東 協 合 作 打 擊 國 際 恐怖 主 義 聯 合 宣 言 」 （ ASEAN-Russia Joint 

Declaration for Cooperation to Combat International Terrorism），將非傳統安全領域的

威脅納入合作的範圍。這項宣言主要是遵循俄羅斯與東協各國外長於 2003 年 6 月 19

日在金邊簽署的「亞太地區和平、安全、繁榮與發展的夥伴關係聯合宣言」。在該項

夥伴關係宣言中，雙方嚴辭批駁了國際恐怖主義的一切行徑、手段及實踐，表明將深

化合作，以打擊全球性的威脅。根據這項合作宣言，東協諸國明確提到，「我們對俄

羅斯在國內、區域及全球範圍內打擊國際恐怖主義活動中所付出的努力，特別是在聯

合國、「工業化八大集團」（G8）、獨立國協（CIS）、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ST）

和上海合作組織（SCO）框架內所做的一切表示歡迎。」63  

另 外 ， 2005 年 7 月 21 日 ， 俄 羅 斯 外 交 部 發 言 人 雅 科 文 科 （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Яковенко; Alexander Vladimirovich Yakovenko）在「第 12 屆東協區域

論壇外長會議」召開前夕向新聞媒體聲稱，俄羅斯主張該論壇成員國加強合作，共同

應對恐怖主義的威脅。 雅科文科指出，在該屆東協區域論壇外長會議期間，相關單

位準備通過在反恐方面及時交流情報資訊的聯合聲明，這將成為該論壇在打擊國際恐

                                                 
61 「普京下令成立國家反恐委員會加強國際合作」，人民網，2006 年 2 月 17 日，

http://world.people.com.cn/BIG5/1029/42356/4116211.html。 
62 成學峰，「911 事件後東盟反恐合作及其存在的主要問題」，東南亞研究，2003 年第 3 期，頁 23。 
63 “ASEAN-Russia Joint Declaration for Cooperation to Combat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t 
http://www.aseansec.org/162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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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主義方面所作的又一重要貢獻。64 以下僅就俄羅斯與部份東協國家的反恐合作略述

分析之。 

（1）與菲的反恐合作 

2002 年底，俄羅斯外長伊凡諾夫訪問菲律賓。伊萬諾夫與菲律賓總統阿羅約討

論的關鍵問題是反恐合作。雙方當時表示，在反恐領域，兩國存在著廣泛的共同利

益。並希望將來能簽署合作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協議。俄方則希望兩國能積極交換情

報。65 

（2）與新的反恐合作 

2006 年 9 月 25 至 30 日，應俄羅斯副總理兼國防部長伊凡諾夫的邀請，新加坡國

防部長張志賢對俄羅斯進行了為期 6 天的訪問，這是新加坡國防部長首度正式訪問俄

羅斯。兩國部長就反恐、核不擴散以及海軍安全等議題交換意見。這次的訪問反映俄

新雙邊友好關係，雙方也探討了加強國防方面的交流，展開互惠互利的合作項目。66 

（3）與汶的反恐合作 

2005 年 6 月 6 日，汶萊蘇丹博爾基亞（Sultan Haji Hassanal Bolkiah Mu'izzaddin 

Waddaulah）前往莫斯科訪問普丁。雙方在會見後簽署的聲明中強調，兩國將採取必

要措施聯合打擊恐怖主義和跨國犯罪。該聲明同時還指出，所有國家都必須嚴格遵守

有關軍備控制、裁軍和大規模不擴散殺傷性武器的國際協議。聯合國和安理會應當在

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發揮主導協調作用。67 

除此之外，馬來西亞首相巴達維在 2005 年舉辦的「俄羅斯－東協高峰會」曾經

呼籲，「東協可以和俄羅斯，以及其他東亞國家攜手合作，通過設立在吉隆坡的東南

亞 地 區 反 恐 中 心 （ the Southeast Asia Regional Centre for Counter Terrorism, 

SEARCTT）以推動具體的反恐訓練計劃。」68 

不只是馬國首相巴達維主動，俄羅斯在雙方反恐合作立場也是持樂觀積極的態

度。就如同俄羅斯外交部發言人雅科文科在 2005 年 7 月 1 日發表聲明指出，「俄羅

                                                 
64 「俄主張加強東盟地區論壇框架內的反恐合作 
」，新華網，2005 年 7 月 21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
07/21/content_3250744.htm。 
65「菲律賓與俄羅斯將加強反恐合作」，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菲律賓共和國大使館，2004 年 2 月 25 日，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ph.china-embassy.org/chn/sgdt/t67745.htm。 
66 “Russia and Singapore agree to enhance defense relations”, http://mindef.gov.sg. 
67 「普京表示俄羅斯將繼續擴大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 
」，新華網，2005 年 6 月 7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
06/07/content_3056449.htm。 
68 “ASEAN, Russia Cooperation To Ensure Stable Oil Supply”, The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May 15, 2007, http://www.pmo.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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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是伊斯蘭國家在反恐鬥爭中的夥伴和盟友，俄國將繼續與伊斯蘭國家加強反恐合

作」。「伊斯蘭會議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 OIC）在該年

6 月 30 日已同意俄羅斯成爲該組織的觀察員，這一決定將促進俄羅斯與伊斯蘭國家的

關係發展。俄羅斯與「伊斯蘭會議組織」的合作將有利於解決一系列重大的國際問

題。69  

由此看來，目前正在如火如荼進行的反恐鬥爭，反而促進了俄羅斯與東協國家

的關係。俄羅斯擔心本身南部邊境的安全，對俄羅斯境內的伊斯蘭勢力感到不安，懷

疑阿富汗「基地」組織在幕後支援車臣反政府力量。東協部份國家有大量的穆斯林人

口，俄羅斯希望通過改善和加強與這些國家的關係，以改善俄羅斯在穆斯林眼中的形

象。反恐的因素將是今後雙邊關係發展的一個重要層面。 

第三節 小結   

俄羅斯的東南亞政策，是由前蘇聯的東南亞政策演變而來。然而，在冷戰的政

經格局底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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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蘇聯與東協發展的過

程，可以大致分為四個時期，各有其發展特色。第一階段是從東協成立至 70 年代初

的猜疑和敵對時期；第二階段是自 70 年代中至 70 年代末的對抗和衝突時期；第三階

段是從 80 年代初至 90 年的代國際緩和與調整時期，以及最後自 90 年代至蘇聯解體

的全面建交與關係正常化時期。 

在俄羅斯轉型初期，由於國內政經混亂以及其重視西方的外交政策，俄羅斯與

東協的關係進展不大。然而，從 1996 年開始，俄羅斯調整了蘇聯解體後一度奉行的

親西方外交政策，轉而實行既重視西方又顧及東方的「雙頭鷹」政策。在這種外交政

策的指引下，俄羅斯逐步形成了它的亞太戰略，並相應的調整了對東南亞的政策。從

最初在東南亞地區退縮，逐漸改為積極參與該地區的相關事務。特別是在 21 世紀普

丁總統上台後，為了復興俄羅斯，當務之急是發展經濟、增強國力，外交則應努力營

造有利的國際環境，積極發展對歐洲和亞洲的關係，以期獲得發展經濟所必需的資金

和技術。 

從 1991 年起，俄羅斯正式參加了每年舉行的東協外長會議和俄羅斯－東協資深

官員會議。而自 1994 年開始參加「東協區域論壇」會議，1996 來則出席東協與對話

                                                 
69 “Russia to boost anti-terror cooperation with Islamic nations”, People’s Daily Online, July 2, 2005,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507/02/eng20050702_1926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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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國會議。此外，每年或是每年半會舉辦俄羅斯－東協合作聯合委員會的會議。如

此，俄羅斯與東協之間漸漸形成一個定期會晤的多層次對話機制，儘管沒有像東協與

美國、中國或日本的關係那麼頻繁及密切，但卻為 21 世紀雙方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奠

定了堅實基礎，以推動俄羅斯與東協整體關係的發展。 

普丁執政以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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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是雙邊關係的重要里程碑，雙方簽署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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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和發展合作協議」等三項重要文件，爲雙方更具實質性的關係增添動力，也標

誌著普丁主政以來對東協政策取得了重大的成果。 

經由分析雙邊的政治、經貿以及軍事合作三個面向，可以瞭解普丁對東南亞國

家政策的核心價值。俄羅斯開始積極加強與東協互利合作關係，主要是包含地緣經濟

和經濟安全等兩項因素。俄羅斯一方面欲吸引大量的外資及技術，以促進國內經濟穩

定及發展；另一方面則藉由能源及軍事技術等合作領域，加速融入東協乃至整個東亞

區域的經濟集團化和雙邊自由貿易協定的進程，以創造有利的國際環境，以及維護亞

太區域均勢及經濟安全。因此，雙邊經濟關係成為俄羅斯與東協關係的重要基礎。另

外，反恐合作亦將是今後雙邊關係發展的另一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