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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論文探討的「對外經濟戰略」是政府在國家發展層次、以國家發展作為全盤考

量的對外政策準則，是從對外交涉層面的經濟取向，對其政策形成之分析與研究。對

外經濟戰略作為國家對外事務交涉的準則，影響國家的外交與對外經貿發展，因此從

對外經濟戰略的研究，將有助於理解國家外交的思維，並可成為預測國家對外經貿合

作方向的參考。俄羅斯在普欽總統強勢作為的領導之下，使得其國家從經濟蕭條、政

局不穩定與外交發展受侷限等問題中，得以蛻變成為重新崛起的大國。而中國是俄羅

斯重要的鄰國之一，從經濟面向的分析觀察，中國更是國際上重要的新興市場，從政

治面向觀察，中國亦是國際上逐漸擴展影響力的大國；因此筆者研究俄羅斯的對外經

濟戰略，是以普欽總統時期作為分析的時間範疇，而以中國作為分析的目標國。 

 

俄羅斯對於與中國進行的政經合作，是以其國家利益為考量，而其國家利益是以

國內經濟發展為原則，並擴展國家在亞太地區的勢力，以實現普欽的東西方平衡外交

策略；而俄羅斯對中國的經貿發展事務上，是有著多重因素考量，筆者從俄羅斯亞太

政策、全球化影響、俄羅斯能源優勢與俄羅斯遠東地區發展等戰略思維，歸納成系統

性政策思維的整理與論述，並將以上綜合陳述，作為解讀俄羅斯對中國的經濟戰略。 

 

 

 

 

 

 

關鍵詞：經濟戰略、俄中關係、俄中經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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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thesis, the author discuses the “foreign economic strategy”, which tells the 

principles of foreign strategy that a government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in state 

development. It focuses on the aspect of economy in diplomatic level, analyzing how the 

policy is formed. Being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strategy 

e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us, this study helps to 

comprehend the context of state diplomacy and anticipates the wa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Putin, Russia, originally a hybrid of economic 

depression, political unrest and diplomatic plight, turns into a great power. China, an 

important neighbor of Russia, is not only a rising market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but a 

grea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us this thesis researches Russia’s economic strategy, 

and focus on China’s aspect during Putin era. 

 

Russia, takes its national interests into consideration, cooperate with China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ffairs. Its national interests mainly focu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largement of its influence in Asia-Pacific region, realizing Putin’s 

diplomatic strategy to balance the east and west. Therefore, there are multiple factors in 

Russo-China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Russia’s Asia-Pacific strategy, the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Russia’s energy superiority and Russia’s Far-ea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summarizing Russia’s economic strategy. Therefore, this study shows Russia’s 

strategic thought toward China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ffairs.       

 
 

Keyword: Economic Strategy, Russo-China Relations, Russo-China Economy and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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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俄羅斯與中國在歷史上與地理上有著許多交集部分，兩國領土之間有著 3,645 公

里的邊境交界，1以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觀點而言，雙方必然存在著政治互動頻繁

的關係，而貿易關係的互動也在這鄰近的兩國存在著較密切的關連性；在歷史上，中

國在元朝蒙古時期曾經統治過俄羅斯長達兩百餘年之久，到近代因為俄羅斯的擴張而

常發生的邊界爭議問題，民國時期更是在國共內戰中，蘇聯提供武器、人員與物資援

助共軍，干涉了中國內戰，而其後俄羅斯支持外蒙古的獨立建國等等，更是使得兩國

在歷史的淵源中難以分離，兩國在歷史上的情結不論好壞皆是有著悠久且深刻的互動

影響；因此筆者對於研究俄中經貿關係的動機，是從新興大國對於世界局勢的影響開

始，欲了解俄羅斯與中國這兩大國家在經濟貿易上的互動關係，而從俄羅斯「經濟戰

略」的政治層面研究途徑切入，希望能夠從而了解俄中經貿的過程脈絡與未來發展的

走勢。 

俄國與中國的互動是一個國際政經與區域研究的重點觀察標的之一，2俄中兩國

在經濟層面上是國際經濟中的新興市場，在政治層面上則是國際政治中的新興大國，

因此兩國政策與發展的一舉一動，皆是國際間各項觀察的焦點，也因此本論文試從政

治層次上的「經濟戰略」角度，觀察經濟層次上的「經貿發展」，了解彼此的關係與

影響程度。再者近年來中國的經濟崛起更是國際間相當重視的研究觀察對象，而與台

灣如此關係密不可分的中國大陸，在其崛起於世界的舞台成為新興的大國同時，台灣

                                                 
1 許湘濤，俄羅斯及其周邊情勢之研究（台北：秀威資訊科技，2008），頁 30。 
2 俄羅斯在發展國內經濟與國際的政治經濟接軌上，雖然亦與日本、美國和歐盟國家有相當的接觸，

也皆是值得研究的對象；而從台灣的發展關係角度而言，俄羅斯與中國的經貿發展是最值得研究探討

的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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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方面的研究自然是有增無減的趨勢，而筆者選擇俄羅斯與中國兩國在經貿上的

發展議題研究，根據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 Group）的「金磚四國論」，3俄國與中

國列位其中，更是未來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體系的泱泱大國，因此兩大國之間的經貿

互動關係更是世界各國注意的焦點之一，而經濟互動與政治因素常是不可分割的一體

兩面關係，不論是經貿情勢影響的政治演變，或是政治層面主導了經貿發展，皆是觀

察與分析國際政經關係上相當重要的面向。 

 

二、研究目的 

本論文旨在探討俄中經貿關係的影響因素，兩國在現代國際政治與經濟體系全球

化的衝擊下，面臨彼此競爭也彼此合作的情況，依據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篇論文的研

究目的是對於所探討的「俄羅斯經濟戰略」對兩國經濟貿易關係的影響，尤其是以政

治層面的觀點，演變出本論文中「俄羅斯經濟戰略」的概念。在普欽（Vladimir Putin,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總統時期所形成對中國經貿發展的思維，對於俄

羅斯與俄中關係都是具有相當大的影響，然而從這些影響反饋至兩國經貿關係，所呈

現的又是相互建構的影響關係，也就是兩國的經貿發展關係與俄國經濟戰略思維是相

互建構影響的。戰略研究是一件重大的國家生存與發展問題，誠如鈕先鍾教授所認為

的，現今多元國際情勢下，一個民族立國於世是不容易的事情，而戰略研究是一向與

民族生死，國家存亡具有重大關係的工作；4因此筆者欲藉由經濟戰略的研究，而了

解俄羅斯如何以戰略立足於世。而中國則是俄國亞洲重要的鄰國之一，俄國如何以經

濟戰略的形式與中國交涉而達到其國家利益，是本論文欲探究的目的。 

而本論文中的經濟戰略觀察是以亞太政策考量、外交平衡考量、全球化因素、能

源優勢因素與區域整合考量，等等因素的歸納加以論述，並且再以整體俄羅斯的「經

                                                 
3 美國資產管理公司高盛集團在 2004 年發表調查報告指出，巴西(Brazil)，俄羅斯(Russia)，印度(India)
以及中國(China)將是在未來國際經濟體中最耀眼的四個新興開發國家，而四國的英文字首剛好組成

「BRIC」，意指金磚之意。 
4 鈕先鍾，國家戰略概論（台北：中正書局，1974），頁 1-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

濟戰略」來理解俄中的經貿發展關係之影響因素，整理成為一種具有戰略觀點，從俄

羅斯政府層級高度的戰略思考論述，希望能夠以「經濟戰略」的研究途徑，觀察俄中

兩國經貿關係中的影響層面與其發展，本論文將擬定下列重要的問題予以研究： 

（一）俄羅斯的經濟戰略內涵為何？  

（二）俄羅斯對中國的經濟戰略考量為何？  

（三）俄羅斯對中國經濟戰略中的遠東地區發展考量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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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假設命題 

一、文獻回顧 

俄羅斯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對於俄羅斯對外政策範疇是有相當大的影響，例如「外

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СВОП），5而此委員會所做的報告與出版的文獻書籍，通常也是

政府外交的進展方向和準則，因此藉由回顧俄羅斯學者們的文獻，可以較精準的掌握

俄羅斯實際對外政策與經濟戰略的進展；但俄羅斯學者的研究方向多集中在整體外交

政策、俄國對獨立國協國家政策、俄美關係、俄國對裏海與中亞政策、俄國能源外交

與俄國對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研究等面向；而西

方學術界集中研究俄羅斯對外政策中比較偏向整體面向、俄國民族思想面向、俄歐關

係與俄美關係，6而關於探討俄中關係的文獻與資訊，台灣學者與中國學者則有較多

的著墨，尤其以中國大陸對於俄羅斯的研究相當詳盡，但無可避免的是中國學者在分

析俄羅斯對中國的外交與策略時，多有偏頗與民族歷史心結，但中國學者對於俄國的

統計與政策的闡述，仍然有其一定的依據基礎，由於俄中地緣位置鄰近與歷史交流等

因素，中國學者對於兩國目前以「戰略伙伴」關係為發展經貿合作基礎，從其文獻中

多表現出肯定與樂觀其成之意。7 

因此筆者除了謹慎使用中國學者與出版物作為參考，關於俄國方面的數據與政策

分析，儘可能從多角度了解與探討；而台灣學者方面對於俄中關係亦有多篇文獻，對

於俄中關係的敘述與論證有相對客觀的看法，而以就近取材與便於快速解讀俄羅斯對

                                                 
5 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是一個俄國學術界與官方結合的非官方委員會（智庫），此委員會的成員大多

是政府學界、政界、產業界與軍界的菁英份子。 
6 鄭羽、柳豐華，普京八年：俄羅斯復興之路（2000-2008）外交卷（北京：經濟管理出版社，2008），

頁 2-7。 
7 參考馮紹雷、相藍欣，俄羅斯與大國及周邊關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 115-120；左

鳳榮，重振俄羅斯－普京的對外戰略與外交政策（北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 368-370；邢廣程、

張建國，梅德偉杰夫和普京－最高權力的組合（吉林：長春出版社，2008），頁 196；鄭羽，普京時代

（2000-2008）（北京：經濟管理出版社，2008），頁 232；姜毅，新世紀的俄中關係（北京：世界知識

出版社，2007），頁 19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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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外交政策與經濟戰略，筆者除了搜集俄國官員與學者的文獻資訊，對於西方學

者寫的相關報告、台灣與中國的學術文獻皆有收集，而從此文獻回顧與探討，筆者藉

此發展本論文的文獻基礎面與整體研究的方向架構。 

2000 年 1 月由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提出「俄羅斯聯邦國家安全構想」，同年 6

月政府正式對外發表「俄羅斯對外政策構想」（The Concept of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而此構想

體現了俄羅斯對外的整體概略，明定了俄羅斯從普欽時期開始的對外政策思維方向，

因此針對此對外政策構想，筆者將其基本內容大致歸類為五大重點方向：（一）基本

總則（二）現代世界與俄國對外政策（三）面對全球問題的優先次序（四）區域的重

點（五）制定與實施俄國對外政策，以此五大方向來理解俄羅斯對中國的經濟戰略基

本思維。8 

而從此政策構想的目標、原則和方向，可以了解俄羅斯對外政策的基本綱要，是

希望外交方面的政策事務是以國內利益優先考量，並且實行平衡東西方與全方位的外

交策略，儼然從此欲重塑俄羅斯大國的地位；而其中與本論文經濟戰略相關聯的部份

敘述，則是尋求國家間共同利益與加強亞洲國家關係等方面，從此了解普欽時期俄中

兩國的經貿發展關係，是奠定在此政策構想的戰略思維基礎上。 

從廣義的「俄中經貿關係」的影響因素角度觀察，如同大陸學者孫秀峰在其文章

「處於調整中的俄中經貿關係」一文中所指出，俄中兩國貿易發展情勢的影響因素有

以下：第一部份有利因素，政治關係良好、俄中兩國經濟有較強的互補性、俄中兩國

開發貿易和經濟技術合作的地緣優勢是其他國家無法取代的、俄中國際貿易歷史悠久

等，和第二部份的不利因素，如俄國政局不穩、貿易主體多而雜、貿易和結算方式無

所規範、社會治安狀況惡化等；9筆者以孫秀峰的觀點為啟發，因此將文獻回顧安排

                                                 
8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0 июля 2000 г»(俄羅斯聯邦對外政策構

想，2000 年 6 月 10 日) 
<http://www.mid.ru/Bl.nsf/arh/19DCF61BEFED61134325699C003B5FA3?OpenDocument>(俄羅斯外交

部網站)(2000/06/10)；檢視日期 2010/7/6。 
9 大陸學者對於俄中兩國經貿發展的看法，參考孫秀峰，「處於調整中的俄中經貿關係」，俄羅斯中亞

東歐市場，第 6 期（1996），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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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下幾點因素的文獻：1.俄國內部對外政策路線之爭、2.俄中兩國的政治關係、3.

俄羅斯的亞太政策、4.俄國遠東地區的開發整合、5.兩國經貿發展歷史與地緣關係、

6.俄中兩國貿易互補性關係、與 7.其他影響因素。筆者認為相關兩國經貿關係的影響

因素，亦是俄羅斯對中國經濟戰略的考量，因此藉由各影響因素的討論，而探討俄羅

斯對於中國採取的經濟戰略方向為何。 

 

（一）俄國內部對外政策路線之爭 

俄國內部對於國家內外政策的爭論結果，是俄羅斯形成國家整體外交的方向，因

此筆者藉由俄羅斯國內對於外交方向與國家定位的討論，而了解俄羅斯在何種背景

下，展開對中國的政治與經貿關係。 

台灣的學者王定士教授在「蘇聯解體後俄羅斯對外政策路線的克里姆林宮政治因

素」一文中，以俄羅斯中央政治生態互動，探討了從蘇聯解體後俄羅斯對外政策路線

的形成，這對於俄中經貿關係發展的研究，提供了從俄國內部鬥爭而產生發展面向改

變的結果歸納；由於俄羅斯從葉爾欽（Boris Yeltsin, 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Ельцин.）總

統時期對外政策是屬於向西方一面倒，過渡到全方位外交重視俄羅斯在全球扮演的角

色，再至普欽總統任內的東西方平衡策略，這對於俄羅斯與中國的經貿關係發展，是

重要的內部政策面觀察指標，從俄國內部所制定下的對外政策方向影響，以俄羅斯角

度觀察俄中關係，是政策中最根本的指導原則，而俄中經貿發展也可以依此視角作為

觀察途徑。 

1991 年 8 月的政變和蘇聯瓦解，使得俄羅斯內部產生了國家對於其在世界政治

地位的爭議，以當時葉爾欽的治國理念，是希望能夠以民主機制和法治為俄國國家基

礎，其理論學派為大西洋主義（Atlanticism）為代表，大西洋主義學派認為俄羅斯應

該成為北方工業國家的共同政治體系，並擁有西方（歐洲、美國）的價值觀與態度，

應逐漸融入所謂的「歐洲共同家庭」（Common European Home）；然而與之對立的歐

亞主義學派（Eurasianism）認為俄國應該培養自己對回教世界、中國與其他地區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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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發展觀點，不應一昧支持西方的政治觀而忽略自我意識；但是兩派雙方並非完全否

定對方的觀點，而是強調重點不同。10因此對於早期俄羅斯與中國的關係，俄羅斯內

部無法達成長期的一致的觀點，俄羅斯內部擺盪在大西洋主義與歐亞主義的辯論中，

尤 其 是 葉 爾 欽 時 期 的 外 長 科 濟 列 夫 （ Andrey Kozyrev, Андр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озырев.）是位大西洋主義親西方派，因此在多數學者認為當時的對外政策主要為「向

西方一面倒」的觀點下，11此情勢對於當時俄中經貿發展也因此有了限縮，從早期 1991

年至 1994 年，兩國貿易額度有所增減，整體趨勢甚至出現總量減少的情況。12 

然而 1991 年獨立後的俄羅斯未建立一個穩定的政權結構，王定士教授認為從

1993 年 10 月的府會流血衝突事件，葉爾欽倚賴軍方與情治單位系統將國會反對勢力

彌平，卻也因此受到軍方與情治單位的制肘，影響對外政策的方針，再者當時面對北

約東擴與逼近俄羅斯勢力範圍，引起俄羅斯民族主義的高度反彈，主戰派的軍方抬頭

導致 1994 年的車臣戰爭，但車臣戰爭的失利使得歐亞學派的重新崛起，將俄羅斯對

外政策視野轉向東方，更於 1995 年底俄羅斯國家杜馬（State Duma; Госдума.）選舉

中，俄羅斯共產黨為首的保守派獲得全面勝利，而葉爾欽為了順應國會生態，批准科

濟列夫的辭呈，俄羅斯外長也更換為歐亞學派的普利馬可夫（Yevgenii Primakov, 

Евгени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римаков.）。13台灣學者連弘宜教授在「世紀之交的俄羅斯東亞

政策－析論俄中兩國『戰略協作夥伴關係』之運作現狀」一文中，認為在普利馬可夫

時期對外的政策中的定位是「全方位外交」，強調俄羅斯廣泛的參與外交場域中有別

於美國的立場，14俄羅斯不該一面倒向西方的政策思維，應重視俄國在全世界扮演的

角色，也在此時俄羅斯對於東方亞洲也有著關於國家利益的考量，對於俄中經貿關係

                                                 
10 王定士，「蘇聯解體後俄羅斯對外政策路線的克里姆林宮政治因素」，俄羅斯學報，第 1 期（2001），

頁 66-68。 
11 參考連弘宜，「世紀之交的俄羅斯東亞政策－析論俄中兩國『戰略協作夥伴關係』之運作現狀」，國

際關係學報，第 21 期（2006），頁 71-111；Joseph Cheng, “Chinese Perceptions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Putin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32, No.2 (2009), pp. 145-168. 
12 1992 年兩國貿易總額 58 億 6 千萬美元，1994 年兩國貿易額為 50 億 7 千萬美元，貿易數據參考王

承宗，「俄羅斯與中共經濟關係之探討」，問題與研究，第 6 期（1998），頁 43。 
13 王定士，「蘇聯解體後俄羅斯對外政策路線的克里姆林宮政治因素」，俄羅斯學報，第 1 期（2001），

頁 77。 
14 王定士，「蘇聯解體後俄羅斯對外政策路線的克里姆林宮政治因素」，俄羅斯學報，第 1 期（2001），

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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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起了結構性的變化，兩國在此階段的貿易額有了增加的趨勢，從 1994 年總貿易額

50 億 7 千萬美元增至 1996 年的 68 億 4 千萬美元，若屏除 1998 年亞洲金融風暴的影

響，從俄中兩國貿易額增加與各項經貿合作議案的提出，可以觀察得知俄中的經貿關

係，是受到俄羅斯外交政策變化的影響，歐亞主義學派抬頭與崛起，使得俄羅斯提高

有關亞洲方面事務的重視，而亞洲事務方面以中國所佔俄羅斯關心的比例，相對高於

其他亞洲國家，進而也促使俄中兩國的經貿合作與發展，使得兩國的經貿合作從貿易

額總量的成長，可從內部政治面中的對外政策路線之爭，得以了解兩國經貿關係的發

展方向，而俄國政府內部的鬥爭，最終掌握權力的學派而以其信念形成的對外政策，

則是整體俄羅斯對外的發展戰略路線；再者俄國學者古特尼克（Vladimir Gutnik, 

Владимир Гутник）教授在其文章「世界經濟」一文中，認為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對於

俄羅斯經濟前景是有利的，而與中國發展經濟關係是俄國開創更好的出口方向。15 

 

（二）俄中兩國政治關係觀點 

王定士教授在「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之研究」一文中，認為政治安全的互信合

作是兩國建立良好關係的基礎，兩國政府在彼此領土主權問題上皆表態支持，尤其在

「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The Treaty of Good-neighborliness,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Договор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的架構下，兩國建立了戰略合作機制，強化軍事

合作，將使得俄羅斯從兩國經貿合作中，獲得若干實質的經濟利益，16大陸學者馮紹

雷教授在「俄羅斯與大國及周邊關係」一書中認為，俄中兩國也藉由俄中睦鄰友好合

作條約而各自強調尊重對方的主權完整性，皆支持處理台灣問題與車臣問題視其為內

政問題，17而以此形成更緊密的國際政治夥伴關係，自然對於經貿發展也有從上層（政

                                                 
15 Владимир Гутник, “Мировая эканомика,”С. Караганов , Мир вокруг росии: 2017—Контуры 
недалекого будущего (Москва: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07), c. 22. 
16 王定士，「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之研究」，俄羅斯學報，第 2 期（2002），頁 115。 
17 馮紹雷、相藍欣，俄羅斯與大國及周邊關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 1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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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面）的強力推動關係；王定士教授也認為，經濟合作是俄中夥伴關係的另一個重要

的領域，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的宗旨，包括確切落實在經貿及科技領域達成協議，

以不斷充實俄中平等信任戰略協作關係的物質基礎。18 

俄 羅 斯 前 總 統 普 欽 與 現 任 總 統 梅 德 維 傑 夫 （ Dmitry Medvedev, Дмитри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Медведев.），皆將中國定為元首出訪亞洲國家的首站訪問國，可見其重

視與中國的關係，英國學者斐迪南（Peter Ferdinand）教授在「俄中關係」一文中也

認為，兩國元首定期藉由彼此互訪，為兩國創造相當好的政治關係開端；在國際上的

表態，中國也屢屢與俄羅斯有著相同的看法，中國政府在 2005 年白皮書中，強調了

中國的民主化有自己的特殊達成途徑，就像是普欽與俄羅斯所強調俄國有自己的民主

定義是一樣的，19中國與俄羅斯在國際多極發展共同的觀點上，美國學者梅農（Rajan 

Menon）在「俄羅斯」一文中認為，兩國在多極發展中的共同理念，而產生了相同的

利益，基於這樣的論調兩國合作與合諧的關係是必然的基礎，並且也藉此更強化中國

共產黨的執政與延續其統治效力。20 

對於反恐怖主義的政策方向上，俄中兩國皆保持相同的看法，在面對各自國內的

分離主義時有著相同的論調，俄羅斯面對車臣問題、中國面對台灣問題皆是需要彼此

在國際上的支持。俄國學者魯茲亞寧（Sergei Luzyanin, Сергей Лузянин）教授在「俄

羅斯的東方面向」一文中，認為俄羅斯在亞太地區的策略，就是與所有亞太地區國家

保持良好的關係，其俄中兩國關係是穩定的，尤其是藉由上海合作組織的成立而達成

兩國穩定關係的發展。21從俄羅斯國家安全觀點而言，俄中的良好關係能夠對俄羅斯

在歐亞區域的安全性增加，並且藉由上海合作組織增加彼此的合作關係，更強化了俄

羅斯面對北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東擴所回應

的能力，22並也藉此穩定的與中亞各國和中國提升經濟合作的基礎架構；斐迪南教授

                                                 
18 王定士，「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之研究」，俄羅斯學報，第 2 期（2002），頁 126。 
19 Peter Ferdinand, “Russo- Chinese Relations,” Russian Foreign Policy (2008), p.88. 
20 Rajan Menon, “Russia,” Strategic Asia 2001-02: Power and Purpose(2001), p.201. 
21 Sergei Luzyanin, “Russia Looks to The Orient,”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2007), p.4. 
22 藉由上海合作組織來取代蘇聯時期的華沙公約組織，俄羅斯面臨北大西洋公約組織政治性的東向侵

犯，目前是以上海合作組織形成的區域集體安全進行對北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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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認為以上海合作組織的政治合作基礎，俄羅斯與中國的貿易逐漸在增加當中，在貿

易方面，俄羅斯希望能夠從緊密的關係中與中國增加貿易，而在 2007 年中國已經成

為俄羅斯第三大的貿易伙伴，俄中貿易占俄羅斯總貿易額 7.3％。23 

而中國從俄中關係中希望能夠得到的好處，斐迪南教授則認為是包含武器軍購在

內的安全與穩定、自然資源的進口與外交合作。24這是符合俄羅斯在普欽總統「平等

互惠」觀念形成的經濟戰略中重要的取向，俄中兩國是趨於合作關係，並且在多極的

國際政治體制下，俄中以戰略夥伴關係進行彼此的合作，在政府的長期經營下，透過

元首的互訪與條約的簽訂，俄中兩國是相對的良好穩定關係，並且在國際上的表態，

俄中兩國是互相支持，這對於俄中兩國在經貿上的互動以政治面觀察，可以看作是更

有利的前提。 

 

（三）俄羅斯的亞太政策觀點 

大陸學者倪小光（音譯，Xiaoquan Ni）在其文章「中國威脅論的觀點與政策」

中表示，普欽在 1999 年發表的兩篇文章中強調，俄羅斯必須快速的渡過長久的危機，

而且在接下來的 10 年之內必須有強烈的改革與轉變，才能使得俄羅斯不致於落後世

界強權，25而在 2000 年 2 月 15 日普欽致俄國人民的公開信中，強調俄國的國家利益

目標是以國內利益考量為主，26而所謂的以國內利益考量為主，筆者認為就是排除前

蘇聯時期對外擴張與西方軍備競賽的政策，葉爾欽時期一面倒向西方的政策也傷害了

俄羅斯國內利益，因此普欽所謂的以國內利益為主，就是避免與西方的衝突、在對外

政策中注重俄國經濟利益導向，與建設西方的友好關係藉以維持國內利益，以國內經

                                                 
23 Peter Ferdinand, “Russo- Chinese Relations,” Russian Foreign Policy (2008), p.90. 
24 Peter Ferdinand, “Russo- Chinese Relations,” Russian Foreign Policy (2008), pp. 91-92. 
25 普欽發表的兩篇文章為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21st Century” 和 “ Russia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ium” 轉引自 Xiaoquan Ni, “China’s Threat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in Judith Thornton ＆ Charles 
Ziegler ed., Russia’s Far East: A Region at Risk(Seattle: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 p. 390. 
26 Xiaoquan Ni, “China’s Threat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in Judith Thornton ＆ Charles Ziegler, Russia’s 
Far East: A Region at Risk(Seattle: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 p.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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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為優先條件，27而對外發展與亞太地區國家的關係，是俄羅斯在葉爾欽時期較

不注重的方向，因此普欽以向東方發展藉此平衡來自西方的勢力，因此普欽時期的亞

太政策面向，就是基於平衡於西方而以國內經濟發展利益為優先考量下，具體的經濟

戰略方針。 

大陸學者姜毅教授在「新世紀的俄中關係」一書中表示，俄羅斯與歐盟的經濟關

係雖然十分緊密，與歐盟方面的貿易佔俄羅斯外貿總額 50％以上，歐洲地區的國家

同時是俄羅斯外資與技術合作的最大合作伙伴，然而俄羅斯與歐盟經濟關係已經相對

飽和，而與亞太地區國家的經貿關係尚有許多發展的空間，28因而從亞太政策的面向

而言，對於俄羅斯的整體東向政策是一個背景，俄羅斯的對外政策在起初是「向西方

一面倒」，但其中加入的「亞太政策」比重上升，並逐漸成為後來「東西平衡」的主

幹之一；台灣學者劉蕭翔在其論文「俄羅斯亞太政策形成之研究（1992-1998）」中認

為，亞太政策本身是從「美俄中戰略三角的互動」、「俄屬遠東地區的開發」和「俄羅

斯政治生態的互動」等等為出發點而形成，因此討論俄中經貿關係中的政治層面，就

無法忽略這這些政治面觀點，也就是亞太政策是必須成為其考量的因素之一，29而亞

太政策的形成從筆者的觀察，是依循著俄羅斯發展因應來自美國與西方的壓力，使得

俄羅斯有了確立從東方得到利益的思維。 

再者，此亞太政策的構想，也是一種平衡於西方的戰略考量，台灣學者徐瑞雯教

授在「普丁政府的亞太政策」一文中認為，俄羅斯在外交上原受大西洋主義及西方派

影響，具有明顯的向西方頃斜的親西方色彩，原先對於西方保有相當大的期待，然而

西方國家對於俄國口惠不實的援助，再加上俄國在國際問題尚未獲西方應有的尊重，

30因而對外政策的轉變，從親西方政策轉為重視亞太政策，這對於俄羅斯與中國的關

係發展而言，自然是相對有利情勢，而俄中兩國的經貿關係與發展，也從俄羅斯相對

                                                 
27 Xiaoquan Ni, “China’s Threat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in Judith Thornton ＆ Charles Ziegler, Russia’s 
Far East: A Region at Risk(Seattle: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 p. 390. 
28 姜毅，新世紀的俄中關係（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2007），頁 82-84。 
29 劉蕭翔，「俄羅斯亞太政策形成之研究（1992-1998）」，台北：國立政治大學俄羅斯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9），頁 242。 
30 徐瑞雯，「普丁政府的亞太政策」，俄羅斯學報，第 2 期（2002），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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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重視亞太地區的政策，有了較為樂觀的發展前景。 

台灣學者連弘宜教授在「世紀之交的俄羅斯東亞政策－析論俄中兩國『戰略協作

夥伴關係』之運作現狀」一文中表示，俄羅斯的東亞取向是俄羅斯對外政策裡重要的

面向，俄中關係對於亞太政策的影響是相當重要的，俄國的亞太政策是為了融入亞太

經濟體系、發展俄國遠東地區的經濟，而俄羅斯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地位因其傳統向西

方的政策，而長期忽視亞太地區的經營，使得其影響力不能稱為亞太地區的主要成

員，歸咎其責任為國家內部領導層面問題。31亞太政策是俄羅斯重要的亞太地區發展

政策面向，因此筆者將俄羅斯的亞太政策列入於「俄羅斯對中國的經濟戰略」中，也

是俄中經貿影響因素形成的一部分，而在亞太地區的政治紛爭，俄國學者卡爾圖諾夫

（Sergei Kortunov, Сергей Кортунов）教授在「軍事政治局勢」一文中，其認為中國積

極想要統一台灣，然而這樣的積極舉動可能會引起中美和中日的危機，這並不符合俄

羅斯的利益，32因為亞太地區的不穩定，將衝擊到俄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機制，因而

對俄中的經貿關係而言，俄國為求與中國發展更長遠的經貿合作，首要即是建立好俄

國的亞太安全機制，經貿發展合作能夠強化兩國的關係，也可以對於集體安全產生正

向的保障共識。而俄羅斯學者的軍事思維中，認為靠近俄國附近的區域都有可能會發

生武裝衝突，而將俄羅斯捲入軍事衝突的危險中，33因此應該建立好安全防護的機制。 

亞太地區安全機制的建立，除了是俄國為預防捲入此區的衝突而產生的思維外，

亞太政策有很大部分是俄羅斯為了平衡美國的三角戰略，從俄美中的戰略三角途徑觀

察，連弘宜教授將俄國對外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俄國外長科濟列夫時期（1992

年至 1995 年），第二階段俄國外長普利馬可夫時期（1996 年至 1999 年），第三階段

總統普欽時期（2000 年後），若從政治層面與經濟層面來探討亞洲地區國家對於俄羅

                                                 
31 連弘宜，「世紀之交的俄羅斯東亞政策－析論俄中兩國『戰略協作夥伴關係』之運作現狀」，國際關

係學報，第 21 期（2006），頁 72-74。 
32 Сергей Кортунов, “Военно-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 С. Караганов, Мир вокруг 
росии:2017--Контуры недалекого будущкг (Москва: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07), c. 
37.  
33 Сергей Кортунов, “Военно-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 С. Караганов, Мир вокруг 
росии:2017--Контуры недалекого будущкго(Москва: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07), 
c.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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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對外政策的影響，尤其在對於經濟利益方面，應該是「俄國無條件優先的選項」；

34而中國學者王樹春教授在「俄羅斯推行經濟外交與新世紀的俄中關係」文中表示，

俄羅斯外交三個階段是手段方式的變化，原則上的內容並沒有改變，若分析導致第一

階段「一面倒」向西方政策失敗的因素，是國家內部的問題，而國家經濟的衰弱是對

外政策不成功的根本原因，而第二階段「全方位」外交失敗的原因是因為俄羅斯缺乏

與西方國家建立完全平等的夥伴關係，因此不對等的關係使得俄羅斯過度依賴西方，

而無法保持全方位的平衡；35而探討普欽時期的外交政策，並排列出普欽政府的外交

優先次序，連弘宜教授認為中國是俄羅斯的外交重點、俄中將在國際政治間保持一致

的原則態度、俄中將在政治關係的情況下發展大規模的經濟合作；36俄國的東亞政策

中是以俄中關係為主軸，而俄中關係是以「戰略協作夥伴」為制度化的運行機制。37 

因此筆者認為，從「經濟利益」的角度思考俄羅斯的對外政策是當前較具體的相

關研究方向，俄羅斯的對外政策中演變的方式目前是朝著東亞方向調整，也就是較為

重視俄羅斯在亞洲地區所扮演的角色，而從亞洲地區的具體焦點與較具發展性的面

向，就是發展與中國的政經關係；俄羅斯與中國的關係則是具體化由「戰略協作夥伴

關係」的制度機制，來執行俄中的經濟合作等方面的政策，因此筆者從「經濟戰略」

的角度來審視俄中的經貿關係發展，亦是建立在俄羅斯亞太策略的方向上，而俄羅斯

的經濟戰略就是以俄羅斯本國的國內經濟利益為圭臬，進而發展對中國的經濟戰略。 

   

（四）俄國遠東地區的開發整合觀點 

俄國遠東地區相較於中國東北地區的經濟發展是相對落後，人口方面也因為比例

大幅度少於中國東北地區人口，因此俄國學者法斯克列申斯基（Alexei Voskressenski, 

Алексей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教授在其文章「面向中國崛起的俄國政策變化」一文中，

                                                 
34 連弘宜，「世紀之交的俄羅斯東亞政策－析論俄中兩國『戰略協作夥伴關係』之運作現狀」，國際關

係學報，第 21 期（2006），頁 88。 
35 王樹春，「俄羅斯推行經濟外交與新世紀的俄中關係」，俄羅斯研究，第 4 期（2003），頁 36。 
36 連弘宜，「世紀之交的俄羅斯東亞政策－析論俄中兩國『戰略協作夥伴關係』之運作現狀」，國際關

係學報，第 21 期（2006），頁 92。 
37 連弘宜，「世紀之交的俄羅斯東亞政策－析論俄中兩國『戰略協作夥伴關係』之運作現狀」，國際關

係學報，第 21 期（2006），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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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從俄國的角度思維，俄國與中國在遠東地區達成經濟合作，是有助於中國解決人

口就業等經濟問題；38從區域地緣經濟的研究途徑，筆者則認為對於俄羅斯遠東地區

的發展，整體俄羅斯國家經濟發展與促進遠東地區經濟建設，長期的經貿合作與發展

會帶動整體經濟成長，並且提高了遠東地區的經濟建設。當然這亦是從俄國政府內部

必須擬定好的「經濟戰略」中的一部分思維，如何與中國進行經貿發展時，而使遠東

地區發展能夠避其害取其利。39「2010 年前遠東與西伯利亞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

是俄國政府設定的多重聯邦任務的計畫，根據法斯克列申斯基教授的觀點，這樣的一

個政策計畫（2010 年前遠東與西伯利亞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其實並不符合現代化的

戰略發展，面對中國崛起產生的問題，充其量只解決了短期的系統與人口問題。40筆

者認為這樣的一個計畫，事實上就是俄羅斯政府從「經濟戰略」的思考角度，落實解

決與中國經貿發展的實體區域問題，而法斯可列申斯基教授認為這樣的政策是有其缺

失，但是筆者則認為，俄羅斯政府是會依據往後的情勢來改變或修改這樣的政策方

向，這亦是筆者在兩國未來經貿發展趨勢的章節論述部份；法斯可列申斯基最後總結

俄中的合作發展，認為兩國經貿合作對於俄國與中國的國家利益是有相當的幫助，並

可從新的國際趨勢（區域主義）來觀察兩國的合作發展，這也是筆者在其後章節的研

究方向。 

 

（五）兩國經貿發展歷史與地緣關係 

俄羅斯與中國在地理上彼此接壤，在大陸學者姜毅教授「新世紀的俄中關係」書

中認為，在沙皇俄國時期，不斷擴張與拓展疆土的進程中，曾於 16 世紀末越過烏拉

爾山，展開向東方擴張，並逐漸將其勢力擴展至今日黑龍江附近，因而俄中兩國在數

                                                 
38 Alexei Voskressenski, “Variants of Russia’s Policy towards the Rise of China,” The Rise of China: 
Policies of the EU, Russia and the U.S.(2008), p. 13. 
39 筆者認為「害」的部份是指中國東北人口眾多，恐有大量移入俄國遠東地區造成政經與社會問題的

疑慮，然而「利」的部份則是長期藉由與中國合作，俄羅斯可發展落後的遠東地區經濟，開發遠東地

區與西伯利亞的能源礦產，並藉此強化遠東地區與中央的關係。 
40 Alexei Voskressenski, “Variants of Russia’s Policy towards the Rise of China,” The Rise of China: 
Policies of the EU, Russia and the U.S.(2008),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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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年來產生許多邊界爭議，41終於 2004 年 10 月 14 日普欽訪中期間，俄中兩國簽署

了「關於俄中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The demarcation of the Russo-Chinese border, 

Демарк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ы）解決了兩國 300 年來的邊界爭議，雖然

在解決邊界問題之前，俄中兩國就以地緣相鄰的關係，有著邊境貿易的出現，然而邊

界問題的法規定調，是更具有「突破性」的意涵，42對於俄中兩國關係的進展是正向

的幫助，兩國在地緣上有著相鄰關係，這是從地緣經濟與貿易觀點的優勢條件，再者

邊境問題的解決，可平緩兩國的潛在衝突與不信任。 

 

（六）俄中兩國貿易互補性觀點 

對於俄國與中國的邊境貿易關係，有許多觀點是從經濟互補的因素談起，大陸學

者倪小泉認為這也是俄中兩國發展經濟合作中最大的潛力，43筆者認為互補性雖依舊

存在，但已非現階段重要的有利條件，主因俄羅斯乃能源大國，假若依舊只仗恃天然

物產的輸出換取外匯，而不思如何改變貿易型態與僵化的結構，則經貿情勢將隨國際

能源價格起伏而不定、隨物之用罄而有困頓之時；而中國之成為新興市場之大國乃因

於其擁有廣大的市場需求與勞力密集加工規模生產優勢，但是依然如同俄國面臨經貿

型態僵化問題，經濟成長可依恃於勞力密集加工化之產出，但是長久的經濟發展問題

則有賴於多元化產業發展，因此調整發展非加工的僵化生產的經濟模式，才是長久經

濟穩定與發展之計；因此筆者認為俄中經貿關係不應過分強調經濟資源的互補性，而

大陸學者曲文軼在「俄中經濟結構異同與其對兩國經濟關係的影響（下）」文章中認

為，俄中兩國的貿易發展應改為「偏向策略性的貿易合作」關係為有利因素之其一，

44因應國際政治與經濟體系的變遷，各國在戰略性的國家安全策略與經貿外交策略皆

以合作的導向為前提，尋求區域集體安全與國家利益為目標導向，因此筆者認為「偏

                                                 
41 姜毅，新世紀的俄中關係（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2007），頁 88。 
42 姜毅，新世紀的俄中關係（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2007），頁 106-107。 
43 Xiaoquan Ni, “China’s Threat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in Judith Thornton ＆ Charles Ziegler, Russia’s 
Far East: A Region at Risk (Seattle: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 p. 375. 
44 在曲文軼，「俄中經濟結構異同與其對兩國經濟關係的影響（下）」，俄羅斯研究，第 1 期（2008），

頁 49-54 文中，也說明了兩國從長期可持續性的貿易問題觀點，應從互補性貿易走向戰略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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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策略性的貿易合作」可以成為研究俄中貿易的長期優勢因素之一，而不應過分強調

兩國互補性。 

 

（七）其他觀點 

大部分能夠找到的中文文獻，例如大陸學者王樹春教授在「俄羅斯推行經濟外交

與新世紀的俄中關係」中表示：有些學者總以中國的視角來看問題，而事實上，只有

從中國、俄羅斯兩個不同視角審視與交互分析，對於俄中的經貿雙邊發展問題才可能

更清楚，45歷年有關俄中經貿的研究與訊息，尤其是中國方面的學者論述，大多是從

中國方面的觀點來形成研究途徑，而筆者則藉此試圖從俄羅斯方面的觀點，來檢視俄

中兩國的經貿關係與發展，這是一種較不同的研究途徑，如果從俄羅斯的途徑觀察，

中國與俄羅斯貿易發展是否嚴重滯後於其政治關係，則可藉由俄國學者所著作的文獻

中，有助於驗證王樹春教授在文中所提出的觀點，究竟俄中經貿的發展是否如同其所

假設的「非嚴重滯後」。 

再者，法斯克列申斯基教授從俄羅斯的角度，來看待因中國崛起造成兩國的關係

影響為何，探討了俄羅斯面對中國崛起而改變了其政策，其認為俄羅斯與中國的合

作，是增加彼此的國家利益，並且是基於戰略伙伴關係，法斯可列申斯基認為：俄中

的結盟有助於解決世界各項議題與區域問題，尤其是在俄國北方與西北方的邊界問

題，這也是俄國平衡外交的手段之一。46俄中在軍購與生產資源上可相互創造利益，

並且也能夠使整合國家共識，而產生俄羅斯的國家地位強化概念，47對於俄中兩國的

經貿合作，在政治上的意圖使之成為國際政治體系中的緊密夥伴。 

  而另外學者陳約瑟夫（Joseph Cheng）教授其文章「普欽時期俄對外政策的中國

觀點」中，以中國觀點看待普欽執政時期俄羅斯的對外政策，從戰略三角的思維來論

述俄羅斯的對外發展戰略，俄羅斯從與美國交好的態度，轉向與中國尋求合作以抵制

                                                 
45 王樹春，「俄羅斯推行經濟外交與新世紀的俄中關係」，俄羅斯研究，第 4 期（2003），頁 39。 
46 Alexei Voskressenski, “Variants of Russia’s Policy towards the Rise of China,” The Rise of China: 
Policies of the EU, Russia and the U.S.(2008), p. 12. 
47 俄羅斯內部的分化問題，可從車臣戰爭看出端倪，若能藉由與中國的緊密經貿關係，在外交上也促

使中國面對像是車臣戰爭、俄國與烏克蘭、喬治亞等問題時，能夠達成一致看法，支持俄羅斯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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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並達到俄國的復興之路；「普欽總統在當選 2000 年俄羅斯的總統後，開始漸漸

規劃其對外政策的大綱……，而在俄羅斯的中國外交政策專家們，在研究了數封文件

後，也漸漸對俄羅斯的未來發展達成共識，首先，專家們認為普欽政府是將國內事務

的優先順序置於國外事務之前……」；48俄羅斯在過去參與國際事務時，所需花費的

資源以經遠遠超過國內有的資源，因此俄國的對外政策在此時期應該注重的是國內的

利益，以創造國內的穩定的經濟成長，並藉以增進人民的生活水準為，經濟發展取代

了核子發展成為主要的發展目標，因此俄羅斯對外政策的發展方向，是以國內的經濟

發展也就是國內的經濟利益為首要考量，在有利益交換的層面上思考，與中國的經貿

關係自然是對外政策發展的趨勢方向。 

美國學者羅茲曼（Gilbert Rozman）教授在「俄羅斯的亞洲政策」一文中表示，

在 1994 年葉爾欽政府時期，俄國對外政策的優先順序是獨協國家、美國與歐洲、中

東歐，最後才是亞洲地區，亞洲地區在此時期顯然是被邊緣化的，49然而俄羅斯為了

促進世界多極化發展，也已開始與法國、德國、中國和印度發展外交關係，50這是 1996

年普利馬可夫被指派為外長後，採取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促使俄羅斯快速的擴大外交

政策的領域範圍，也使俄國漸重視亞洲地區的政策；51而普欽總統主政後在國際事務

的參與上，陳約瑟夫教授認為其所持有的態度是「選擇性的參與」，在國內經濟資源

尚未充裕之前，採取這樣的選擇性參與措施，為了使得外交的效率更為提高，而另一

方面，普欽政府在強調國內經濟發展之下，對外發展密切的合作關係和與國際社群整

合，52筆者則認為，俄羅斯的對外政策以此角度觀察，就是「經濟戰略」導向，更依

此經濟戰略的外交模式，與中國發展經濟貿易合作。而針對普欽時期的俄中關係發

展，學者將之分為以下三個時期。53 

                                                 
48 Joseph Cheng, “Chinese Perceptions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Putin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32, No.2(2009), pp. 149-150. 
49 Gilbert Rozman, Russian Strategic Thought toward Asia (N. Y.: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p. 9. 
50 Joseph Cheng, “Chinese Perceptions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Putin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32, No.2(2009), p. 149. 
51 Gilbert Rozman, Russian Strategic Thought toward Asia (N. Y.: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p.12. 
52 Joseph Cheng, “Chinese Perceptions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Putin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32, No.2(2009), p. 150. 
53 Joseph Cheng, “Chinese Perceptions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Putin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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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時期是 1999 年 3 月至 2001 年 9 月，在這一時期因為車臣事件與台灣問題，

俄羅斯與中國共同面對美國與北約方面的壓力，因此尋求彼此的支持與合作。1999

年 3 月北約以美國為首發動了科索沃戰爭，造成了俄羅斯與西方之間的緊張情勢，而

俄羅斯與中國在反對科索沃戰爭中，成為兩國戰略協作夥伴的協作展現；54上海合作

組織就在 2001 年 6 月創立了，這個組織代表著俄中戰略合作的重要行動，兩國更是

積極的找尋對話空間，從良好近鄰、夥伴與合作關係，形成了各種條約的簽訂。55 

第二階段是 2001 年 9 月至 2004 年 11 月，在這個階段中，俄中關係出現了變化，

911 事件使得俄美關係有了良好進展，而 2004 年俄國不理會中國的抗議，批准了達

賴喇嘛的入境簽證，美俄兩方更是進一步口頭承諾進行兩國共同限武的行動。在俄羅

斯的中國問題專家認為，普欽政府此階段是依據最基本的國內經濟發展，而在外交上

做出這樣的行動，因為此時俄美的關係是有助於促進俄國的經濟發展；俄國在此時更

是出現了「中國威脅論」（China Threat, Китай угрозы）的觀點，而且俄羅斯的國際關

係學者和中國外交政策的智庫們，皆認為普欽所領導的俄羅斯在此階段希望的是和

平、安定並與美國較愉悅的進行雙邊交流，相形之下，俄中關係就顯得相對黯淡。56 

第三階段是 2004 年十月至 2007 年底，普欽政府重新調整經濟戰略方向，包括能

源、軍工業的貿易重歸國有、打擊寡頭、控制媒體，並將影響力從總統、聯邦政府貫

徹到地方政府，一連串的強勢作為，使得美國的小布希政府對此表達高度不滿，進一

步也造成俄羅斯的反彈與駁斥；更在此後兩國更因為喬治亞的問題發生相當緊繃的關

係，俄美兩國的競爭對立，表現在對於獨協國家的紛爭議題上，美國藉由北約東擴面

向獨協國家，此舉讓俄羅斯感受到重大的外部壓力，俄中關係也因此有了不同的發展

機會，俄中兩國除了針對邊界問題提出解決的方法與讓步，更在 2006 年與 2007 年互

設「國家年」的方式來展開多方面的進一步交流；俄中關係發展在這個階段是經過多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32, No.2(2009), pp. 151-162. 
54 鄭羽、柳豐華，普京八年：俄羅斯復興之路（2000-2008）外交卷（北京：經濟管理出版社，2008），

頁 115-118。 
55 Joseph Cheng, “Chinese Perceptions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Putin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32, No.2(2009), pp. 151-153. 
56 Joseph Cheng, “Chinese Perceptions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Putin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32, No.2(2009), pp. 15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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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調整，目前彼此皆以國家利益與發展考量，與對方發展合作關係，當然也存在著競

爭與讓步。57因此藉由「戰略三角」的途徑來分析俄美中的三國關係，並以制衡美國

獨大的觀點來看待俄中的發展關係；筆者認為，這是從國際政治面上很不可乎略的觀

點，尤其是在俄中兩國經貿關係的發展上，是影響層面最為直接也最重要的因素。 

 

以上的文獻提供了對於「俄中經貿關係」影響因素概括性的論述，從俄羅斯對外

政策構想中可了解從俄國視角所制定的對外關係，俄中兩國的經貿互動是基於俄羅斯

富國強民的基本思維，而從以上文獻可發現，俄中經貿關係的發展是有著許多因素的

制約，來自政治面、經濟面、歷史與地緣等影響因素，無法只單就某個面向而解釋兩

國經貿關係與發展，因此筆者藉由各面向的整合提出「經濟戰略」的觀點，從整體國

家層次的對外經貿發展戰略概念，即可包含以上各項因素的論述，而較為全面性的觀

點，然而經濟戰略的思考面向，主要以政策導向觀念為主要思維，因此實際上是比較

接近政治面的觀點。 

 

二、假設命題 

筆者認為俄羅斯的「經濟戰略」是俄國政府面對俄中經貿關係重要的思考架構，

也是影響俄羅斯對中國經貿發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對於俄羅斯與中國發展經貿合作而

言，筆者認為「經濟戰略」是存在俄國政府的對外思維，體現在與中國的經貿互動上，

俄羅斯政府採取了以合作交流加強彼此的戰略伙伴關係，考量了相關影響因素後，發

展成一個高彈性與多面向的「戰略準則」；根據以上的假設與研究目的，將此假設命

題引申為下列邏輯推論出下列三項的子命題： 

（一）俄羅斯對外經濟戰略是以國內利益為最終考量，對於中國的經濟戰略是依循亞

太政策面向與東西方平衡策略的戰略思維。俄羅斯的對外政策是以國內利益為目標，

                                                 
57 Joseph Cheng, “Chinese Perceptions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Putin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32, No.2(2009), pp. 15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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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普欽時期的務實外交原則；從亞太區域政策的觀點，俄羅斯越注重在亞太地區的

關係，俄中的經貿關係就越為緊密；在俄國的對外發展東西方平衡因素層面上，俄羅

斯基於增加國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力，而採取與中國發展合作關係。 

 

（二）普欽時期俄中兩國的經貿關係發展是呈現逐年遞增成長趨勢，而全球化影響因

素和俄羅斯基於能源優勢發展的考量，形成長期的政經合作關係。俄中兩國經貿是依

循著先天互補性，而形成經貿合作的初步動力，而普欽時期的務實外交與中國的政治

互動，使得兩國經貿發展優於葉爾欽總統時期；而面臨全球化的影響，與俄羅斯本身

的能源優勢，俄羅斯對中國經濟戰略的思維必須加入這些因素考量，因此俄中的長期

經貿合作，是俄羅斯對中國經濟戰略的方向。  

 

（三）俄中的邊境經貿趨勢是以合作開發為具體發展方向，而俄羅斯更可藉此發展較

為落後的遠東地區，這是俄中經貿發展的互利模式。邊境貿易是俄中經貿合作的觀察

指標，而開發遠東地區是俄羅斯融入亞太整合的進程，使得中國能夠參與此地的經貿

合作，而藉由經貿合作與開發俄國遠東、中國東北地區產生相互國家的利益，這是俄

羅斯對中國經濟戰略的思維。 

 

筆者將以上述的假設命題具體形成本論文之整體架構，從研究動機、目的與假設

命題導入本篇論文的核心內容，藉以論述釐清所欲探討的問題，且在文中論證先設定

的命題，並在結論中統整總結對於上述假設命題之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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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途徑與範圍 

一、研究方法、途徑 

本論文的研究方法為社會科學研究方法（Social science study）中的文獻分析法

（Literature analysis）、歷史分析法（History analysis）、比較分析法（Comparison 

analysis）、經濟戰略研究途徑（Economic strategy approach）。 

筆者所使用的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依循其追求客觀的原則作為本論文的基本理

念，使用政治學與經濟學的若干理論分析屬於基本社會科學方法的運用，在科際整合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的潮流下，社會科學中各學科之間彼此聯繫而成為新

的研究方法也運用在本篇論文中，因為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並非完全分開不相連屬

的。我們可以從社會科學彼此之間有許多分科的相互重疊性，看出社會科學之間的密

切關係，58因此筆者試圖將政治學與經濟學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做結合，並以多面

向的研究途徑結合而塑成研究本論文主體的面向。本論文的主要研究途徑是「經濟戰

略」，是透過多種不同的研究途徑概念的結合，在這些不同的途徑中，可以提供形成

一個具體的系列觀點，也就是筆者嘗試以上述等研究途徑的結合，藉以觀察研究本論

文主旨。以下是介紹本論文所運用到的研究方法途徑的內容。 

 

1.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方法根據葉至誠、葉立誠等著「研究方法與論文寫作」一書，書中所提

對於文獻分析法的概念是，經由文獻資料的搜集研究有助於了解過去、洞悉現在與推

測未來，59筆者根據上述認為文獻分析法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先接觸

的研究方法之一，此研究方法以便作為研究者鑑往知來與研究期間的觀念之啟發，因

此筆者在撰寫本論文時，最先思考到的也是多數社會科學文獻中使用的文獻回顧法，

                                                 
58 葉至誠，研究方法與論文寫作（台北：商鼎文化出版社，2000），頁 5。 
59 葉至誠，研究方法與論文寫作（台北：商鼎文化出版社，2000），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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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進一步細分文獻分析法的操作方式，則以本篇論文的文獻來源分類大體為：私人專

書著作、論文、已發表的文章；研究機構與媒體所出版的書報與研究論文期刊；政府

機關與跨國組織的公開檔案資訊與刊物文章。根據上述的資料來源蒐集的資訊作為文

獻搜集整理，進而根據本篇論文的主旨進行問題性質的文獻歸類與敘述和解釋批判，

而此種研究方式又稱為「文獻述評」（Literature review），再根據下述的歷史研究法、

比較分析法與地緣經濟研究途徑整合後，加以處理文獻資訊與發展論文的脈絡。 

 

 

2. 歷史分析法 

從事社會科學研究與國際政經相關研究中，研究標的歷史與演變的沿革是相當重

要的研究回顧，根據王玉民「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理」一書中，對於歷史分析法的重

要性是如此敘述：歷史研究法是指一個問題發生及演變的沿革，具有長時間研究的性

質，藉分析該問題有關的既存資料，以歸納出可供解釋與預測的理論，60因此筆者藉

由歷史分析法的功用，了解本篇論文主題之過去的歷史史實，亦藉由歷史分析法而對

研究標的有進一步的認知與對目前研究成果預測的展望，俄羅斯與中國在過去歷史的

淵源深厚，兩國之間存在的歷史與文化的糾葛年代久遠，因而目前兩國發生的任何情

況皆無法與過去歷史完全切割，歷史研究法是不可或缺的，它是辨別制度真正本質的

唯一方法，也是了解制度形成的特定方式；61因此筆者亦需藉由文獻蒐集與分析中的

歷史分析方法，對於俄羅斯與中國的經貿歷史淵源脈絡先以釐清，以便做更深一步的

研究切入觀點，以期本篇論文的研究成果是具有歷史觀點基礎。 

 

3. 比較分析法 

區域研究中最常見的研究方法亦包含比較分析法，以本篇論文而言因為涉及兩種

面向的比較。地域性的比較：兩個國家（俄羅斯與中國）的不同政策與實際發展不同，

                                                 
60 王玉民，社會科學研究方法理論（台北：紅葉出版社，1994），頁 244。 
61 Alan Isaak 著，朱堅主譯，政治學的範圍與方法（台北：幼獅文化出版社，1984），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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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地域國家來分為空間性橫向的比較；時間性的比較：俄羅斯與中國在歷史發展

中有不同的情況產生，例如本篇論文探討千囍年後的俄中經貿發展為標的，在歷史時

間的變遷中，前期與後期是不同的趨勢呈現，因此以時間性縱向的比較。比較分析法

在本篇論文中的應用就是此兩種面向的探討，並且比較相同與相異之處，進而推論本

篇論文的研究結果為何，因此比較分析法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區域研究與比較研究

上，可以突顯研究者欲突顯研究標的問題的異同，這也是為何比較分析法常常被用於

區域研究的原因，因此筆者在本篇論文的內容分析上，大量的使用比較分析法，藉以

釐清與突顯各項研究的因素與結果的多樣表現。 

 

4. 戰略研究途徑 

從狹義的定義而言，戰略（Strategy）的內容是指戰爭、戰爭的準備及戰爭的進

行等軍事意涵的策略，然而軍事問題已經與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等層面交織在一

起，它的概念早已擴大，用法也隨之發生很大的變化；戰略一詞在不同的層次，便存

在不同的思考範疇，其真正意義和內容也就存在不同的觀點。62「戰略」與「策略」

兩詞在英文翻譯上均為「Strategy」，而用法也隨著各學者的定義，63部份認為是同義

詞，而部份則認為有些許差異，以現代各國發展對外經濟貿易的政策方向考量而言，

是屬於「策略」，而建築在整體國家政策方針上，加以整體國家利益為其考量，是具

有大格局整體的設想，就應解釋屬於更高層次的「戰略」。 

戰略作為國家整體高層次的設想，其中心與方向是以達到國家利益為至上原則，

因此國家利益就成為國家戰略最終原則性的標的；就本論文中的國家利益定義，包含

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所獲取的政治勢力、外交進展與經濟利益，也就是藉由戰略作為指

導原則，而使國家達成在國際政治勢力的拓展、外交領域的進展與國家的經濟成長、

                                                 
62 薛釗，戰略性的思考（台北：時英出版社，2001），頁 10-11。 
63 根據學者鈕先鍾教授考據，戰略是日本人翻譯自英文「strategy」，而我國在十九世紀末的留日學生

將此譯法帶回國內；其意義大抵上是「為將之道」，而西方所出版的戰略學書籍眾多，對於此名詞也

各有不盡相同的定義。參考鈕先鍾，國家戰略概論（台北：中正書局，1974），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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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經濟能力的提升，更因為經濟作為國家最基礎的擴張與維持的要素，64因此將國

家的戰略以經濟戰略來表示，作為解釋是較為具體的方式，因此經濟戰略是作為國家

因為利益目標而採取的政策方針與指導原則。 

本論文中的經濟戰略是藉由國家戰略的意義引申而來，並從國家經濟外交

（Economic diplomacy）政策的形成，歸納其思維，並以經濟外交和經濟權術（Economic 

statecraft）兩者和經濟戰略的比較，得出國家對外經濟戰略的概念；經濟戰略用於解

釋一國對外政策中，一切有關經濟性與國家利益性政策作為；從各項國家對外政策的

準則、經濟貿易合作的情況和與對手國條約的簽訂等重大對外事件中，以國家利益、

國家目標與國家政策為導向，以地緣政治經濟和區域發展策略等途徑，做為理解經濟

戰略的核心價值，而本論文中的經濟戰略，是以偏向策略性的合作與具體的經貿合作

開發等面向，構成一個有別於經濟學中的貿易互補性定義，而形成兩國經貿合作理

論。經濟發展是俄羅斯普欽時期的政策核心，此時期的俄羅斯外交政策特色與思維，

就是確立了經濟發展為外交的核心目標，65因此本論文以經濟戰略作為對外政策的思

維，形成研究途徑，研究俄中兩國經貿關係中的戰略因素；本論文將先以「經濟戰略」

的緣起與名詞解釋作為研究途徑，再以經濟戰略的研究途徑，形成對俄中兩國經貿關

係與發展的戰略層面觀點。  

 

二、研究範圍 

俄國與中國的互動是一個國際政經與區域研究的重點觀察標的之一，再者近年來

中國的經濟崛起更是國際間相當重視的研究觀察對象，而與台灣如此關係密不可分的

中國大陸，在其崛起於世界的舞台成為新興的大國同時，有關中國的議題研究對於台

灣而言是較具有吸引力，而筆者選擇俄羅斯與中國兩國在經貿發展因素的議題研究，

是以「俄羅斯的中國經濟戰略」為其研究取向途徑，希望能夠藉由論述所蒐集到的文

                                                 
64 根據鈕先鍾教授看法：「歷史經驗一再顯示國家的經濟優勢，可以轉變成為政治和軍事影響力。」

參考鈕先鍾，21 世紀的戰略前瞻（台北：麥田出版社，1999），頁 33。 
65 姜毅，重振大國雄風－普京的外交戰略（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2004），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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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與資料，分析兩國經貿的轉變與情勢發展。 

 

1. 時間範圍 

本論文研究範疇在「時間」上，主要以普欽總統任內為主，但有些思維與論點依

據歷史的發展整體不可切割性，因此部份的陳述與觀點必須從蘇聯後期戈巴契夫

（Mikhail Gorbachev, 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орбачёв.）時期開始做其源起與比較，才能

做全盤完整的論述，所以本論文內容部份是追朔從前蘇聯時期與俄羅斯葉爾欽總統執

政時期的陳述，而筆者在撰寫本論文時，仍然持續蒐集相關的文獻與分析，因此亦有

從現任總統梅德維傑夫觀點分析的內容，但在重點討論的時間聚焦上，是普欽總統執

政時期（2000 年 5 月 8 日至 2008 年 5 月 7 日）。 

 

2. 空間範圍 

本論文在區域上的範圍，是以俄羅斯和中國的國力主要影響範圍為界，討論在兩

國的領土範圍內與勢力相互重疊的影響區域，此地理範圍內加以討論其影響因素與程

度為何，然而兩國在整體的經濟戰略思維上，所及的勢力影響範圍相當廣泛，舉凡遠

東、東北亞地區、台海地區、中亞、高加索地區、甚至是部分北極地區，因此若為了

完整的一一論述，恐怕將是一套叢書式的大工程，因此筆者僅將兩國在東北亞地區的

合作做概念式論述。根據鈕先鍾教授的論述，「遠東」的概念則是西方人早期對歐亞

大陸的落伍認知，研究當今東亞大陸與太平洋島嶼應以「亞太地區」名詞較為符合，

而亞太區域的大陸部份以中國為主體，66而遠東地區的概念在本論文中則是意指「俄

屬遠東地區」。 

而本論文所探討的俄中區域合作地區概念，主要是指和俄屬遠東地區和「中國東

北地區」，67這屬於兩國的國土範圍上的東北亞地區，兩國在此區域在地域上是相鄰

                                                 
66 鈕先鍾，21 世紀的戰略前瞻（台北：麥田出版社，1999），頁 63。 
67 俄國遠東地區包含 9 個行政區：1 阿穆爾州 (Amur Region, А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2 猶太自治州 (Jewish 

Autonomous Region, Еврейская автономная область.)，3 堪察加邊疆區 (Kamchatka Border, Камчатский 

край.)，4 哈巴羅夫斯克邊疆區 (Khabarovsk Border, Хабаровский край.)，5 馬加丹州 (Magada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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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壤，且在歷史上多次存在著領土爭議，東西伯利亞遠東地區是俄羅斯相對建設落後

的領土，而中國東北三省卻是中國早期重要的老工業基地，68開發甚早也讓中國考量

欲重新振興的戰略措施之內。從許多學者的文章中，可常看到對於此區域的研究，而

筆者藉由兩國在這一大區域內的地區探討，旨在希望能夠藉此了解兩國在實際面上的

互動，至於兩國其他地區的影響論述，僅依筆者所收集到的資料稍加論述，以重點式

的提及，希望能夠統整出一種概念，而有助於筆者架構本論文概念的完整性。 

 

3. 研究限制 

本篇論文的研究限制方面，在於大多以中文和英文文獻為主，俄文資料方面僅以

網路資訊和官方網站之統計資料為輔，因此所得之文獻與訊息有部分俄國學者以英文

寫作的論文或期刊發表，更有較多文獻與資訊是非俄方學者官方觀察的論點；而文獻

內容的第一手訊息方面較少，主要因為俄文的第一手資訊或是條約與國策內文取之不

易，僅有部分是從相關國家政府或機關的網站上搜尋而得，多數的俄方資訊是透過學

者專家的專書或發表的文獻而得知，筆者認為這是一種在第三地區做兩國研究的必然

限制，無法透過實地考察當地蒐集資訊或與從事相關官員學者的訪談，而得到最接近

時事與核心策略制定的觀察與論點；因此筆者除盡量蒐集眾多中文文獻，避免採樣過

少而產生觀點偏頗之外，亦特別留意由俄國學者所發表的英文文獻，藉以稍加彌補俄

文文獻方面過少的缺失。筆者綜觀認為，儘管在這樣略顯粗淺的研究架構，難免產生

多方的疑義，但根據社會科學學術研究的精神，綜合多方的觀察與論述，從彼此的言

論與文字當中的對話，可形成觀點的整理與分析，亦是一種論文寫作的研究訓練過

程，筆者應做的努力是力求研究方法的確切運用，各類資料文獻的嚴謹歸納與創新立

                                                                                                                                                    
Магада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6 楚科奇自治區 (Chukotka Autonomous District, Чукотский автономный 
округ.)，7 薩哈(雅庫特)共和國 (Republic of Sakha (Yakutia), Республика Саха (Якутия).)，8 薩哈林州 

(Sakhalin Region, Сахали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9 濱海邊疆區 (Primorskii Border, Приморский край.)；根據

中國學者王洛林所指出，考量地理位置鄰近與歷史、經濟和社會關連，中國東北地區包含東北三省與

內蒙古東四盟市，因此在本論文中對中國東北區域的定義，包含遼寧省，吉林省、黑龍江省和內蒙古

自治區；參考王洛林、魏后凱，東北地區經濟振興戰略與政策（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頁 1。 
68 王洛林、魏后凱，東北地區經濟振興戰略與政策（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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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因此筆者認為雖然上述缺失是本論文遇到的限制與挫折，但是在學術研究的道路

上卻也成為一種踏腳石功能，並且因而激發另一方面的研究成果。 

筆者從俄羅斯官方的對外政策中，只了解俄羅斯是以國家利益為考量，並從發展

亞太政策以平衡東西方外交、在全球化影響因素、俄國能源的優勢與開發遠東地區的

考量下，因而與中國達成經貿合作；至於國家利益並未有具體的數據顯示出其影響程

度；筆者在寫作本論文時，所有的研究概念乃從各文獻與研究成果之上，尋找檢視能

夠佐以本篇論文論點的文獻，並在其中擷取重要的觀點，並從中獲得研究的啟發與新

研究的路徑，因此寫作本論文時，筆者使用各相關文獻的觀點以及前人的論述要旨，

在建構本篇論文的研究方法與途徑的同時，參考各前人的研究相關成果，因此筆者在

本篇論文中資料與文獻運用上使用歷史研究法中的文獻回顧法與比較分析法，並以經

濟戰略研究途徑，做為分析俄羅斯與中國雙邊經濟貿易的主軸發展方向，並以此了解

俄國對中國的經濟戰略意涵為何，以此研究途徑發掘影響俄中經貿發展的因素，以文

獻回顧和歷史研究途徑整理歸納兩國的歷年經貿趨勢，推理分析兩國經貿發展，並且

在政治因素方面加以討論，探討其對雙邊經貿影響與兩國經貿政策制定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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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篇論文試圖透過「俄羅斯對外經濟戰略」的研究途徑，來觀察俄羅斯與中國經

貿發展，根據這個主軸發展成本篇論文，而本論文主要內涵是透過這樣的架構，能夠

清楚界定俄中經貿關係與整個發展脈絡，因此各章節的安排，亦圍繞著「經濟戰略」

與「俄中經貿發展」這兩議題，依據所蒐集到的文獻與資訊，加上筆者從政治層面影

響經濟發展的觀點，發展成本篇論文，也透過章節安排與研究架構，勾勒出本篇論文

的概貌，以下為各章節的概述： 

本篇論文共分五大章，並在各大章中延伸出若干小節作為細分的論述，藉以從小

節部分的陳述統整之後突顯出各大章的主題，並在從各大章的組織架構出本篇論文的

主旨，藉以完整建立本篇論文整體論述： 

第一章「緒論」中包含研究動機、研究目的、文獻回顧、假設命題、研究方法、

研究範圍與章節安排等；在第一章緒論中主要說明本篇論文的整體架構之源起，也敘

述本篇論文的主旨與目標，本論文所使用的觀察途徑與方法的運用方式，並且說明預

設假定的研究結果為何，在文獻回顧部份詳細的敘述所蒐集到的文獻重點部份，並擷

取與本篇論文相關的論述作為本論文的敘述與評論，藉此陳述這些文獻對本篇論文的

引導作用，與確立本篇論文的研究方向是有其理論與資訊上的基礎，以上是第一章主

要的焦點論述，並依照第一章的序文開始發展其後的章節。 

第二章「俄羅斯的對外經濟戰略」中先論述本論文中經濟戰略的定義與緣起，再

論述俄羅斯經濟戰略的發展背景，並以俄羅斯在亞太地區戰略、外交平衡與地緣政治

作為形成俄羅斯對中國的戰略視角，俄羅斯的經濟戰略中，以對中國的政策為其面向

亞太地區的主要考量，以上是俄羅斯的經濟戰略的形成考量因素，這些影響因素是筆

者觀察俄羅斯經濟戰略的角度與子論點，依照著這些預定的觀察標的，作為定義俄羅

斯對外經濟戰略的論述，也藉以回答假設命題的第一項命題部分。 

第三章「俄中經貿關係與發展因素」中敘述兩國經貿發展的背景，從歷史回顧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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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對東方的文化思維因素，而從葉爾欽時期至普欽時期，俄中兩國貿易關係討論，並

探討兩國經貿的整體關係與發展，對於普欽時期的俄中經貿關係而言是一個重要的發

展背景；在全球化下的影響和俄羅斯的能源優勢，是俄羅斯與中國實行經貿合作，與

發展對中國的經濟戰略重要的考量，俄中兩國以區域合作和區域安全為思考，而發展

區域整合，最後以小結作為回答本篇論文的第二項假設命題部分。 

第四章「俄羅斯遠東地區區域整合與發展」中以兩國邊境貿易的發展的敘述，做

為實例而理解俄羅斯對中國的經濟戰略，遠東地區的本身優勢與劣勢，是成為俄羅斯

對中國經濟戰略的思考重點，而從俄中兩國的邊境貿易發展歷程中，可發現邊境貿易

是俄中貿易中的發展重點，而俄中在經貿關係發展上是呈現互補性的貿易原則為動

力，俄羅斯經濟戰略以發展遠東地區的層次觀察，是呈現與中國達成合作開發，藉以

使得俄國能夠融入亞太地區的整合，而俄中兩國在邊境貿易所出現的問題，也藉由本

論文所收集到的問題和俄國的解決政策加以陳述，最後以小結回答本篇論文的第三項

假設命題部分。 

第五章「結論」中將各章節的論點重新整理編排論述，從各章節的敘述中得到的

研究結論做為整合，並對於研究所得的結論作全盤與統整性的解釋與重點強調，依此

統整後的結論，對照於本篇論文一開始的研究目的與假設命題，並提出研究發現與後

續研究建議作為本篇論文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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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俄羅斯的對外經濟戰略 

本章欲探討的目標是「國家對外經濟戰略」的概念形成、「俄羅斯經濟戰略」的

形成背景、俄羅斯經濟戰略的亞太政策考量與對外經濟戰略的中國因素考量。國家戰

略概念形成是從國家利益、國家目標與國家政策一系列的過程，從中引申出的有關對

外、經濟性、總體性與政策性的戰略思維，並從經濟戰略與包德溫提出的經濟權術概

念的比較，得出國家的對外經濟戰略意涵，是以廣義中包含經濟性質的經濟戰略取

向，而從國家對外經濟戰略與經濟外交的比較，則是屬於國家戰略的總體思維歸納；

俄羅斯對外經濟戰略的形成背景，是以俄羅斯外交發展的各階段發展變化為經濟戰略

的思維變化，而發展至以普欽時期的務實外交為最終形式；俄羅斯經濟戰略中的亞太

政策考量，是藉由俄羅斯亞太政策面向的探討，作為對中國經濟戰略的背景了解；俄

羅斯經濟戰略的中國考量，是從普欽時期兩國元首互訪與條約簽訂，並以普欽時期俄

中發展理解俄羅斯對中國的經濟戰略，俄羅斯對中國的經濟戰略顯現出的是具有發展

與彈性合作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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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經濟戰略的緣起與概念 

本節所探討的是國家對外經濟戰略的緣起與概念，從國家戰略作為國家政策形成

中的思維，論述國家對外經濟戰略的概念形成；國家對外經濟戰略顯現出的是，對外

政策中使用的方法與目標是包含有「經濟性」的因素，也就是從廣義的經濟戰略定義，

成為本論文中「國家對外經濟戰略」的範疇。 

 

一、國家戰略的解釋 

戰略一詞在傳統上的認知原本是完全屬於軍事用語，用於戰爭時軍事行動的原則

意涵，但是戰略一詞若是應用在超出軍事範疇時，則可以屬於以假藉的方式借用其意

涵，再者戰爭並非僅止於純軍事行動，所以並不能將所有指導戰爭的責任全然託付予

軍人，也就是戰略並不限於軍事與軍人指導戰爭而用，因此就有所謂以「國家戰略」

做為廣義的戰略用詞與用法；69再者軍事問題已非單純的國與國之間解決衝突的方

法，軍事發展的過程是和政治、經濟、社會與科技等層面結合，70而形成所謂整體國

家戰略的概念；國家戰略是把國家資源作為運用於戰略性的思考，除了戰爭時期也包

含平時準備之用，戰爭包含前置作業、兩軍交戰與戰後善後處理，因此平時的準備可

視為備戰的前置作業，法國名將薄富爾（Andre Beaufre）認為，戰略方法必須在不同

領域中進行，包含政治、經濟、外交與軍事，是他在 1939 年就已提出的「平時的戰

爭」的概念。71因此國家戰略資源則又分為政治、經濟、外交與軍事等四大類，藉以

發展國家的目標。從以上的論述觀點而言，國家戰略的概念其結構包涵範疇之龐大，

既有科學性質的數理邏輯分析推演，也有如戲劇樂曲繪畫美術般抽象意涵，誠如鈕先

                                                 
69 鈕先鍾，國家戰略概論（台北：中正書局，1974），頁 4-8。 
70 薛釗，戰略性的思考（台北：時英出版社，2001），頁 10。 
71 Andre Beaufre, Introduction a la Strategie (Paris: Economica Press, 1985), p. 11. 參考 Andre Beaufre
著，鈕先鍾譯，戰略緒論（台北：麥田出版社，1996），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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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教授認為的，國家戰略是一門科學也是藝術。72 

不論古今中外，唯有富國才能強兵，強兵才能致使國家安全無虞，並有發展的前

景，而戰略作為富國強兵的方法與指導原則，這是不會隨著時代變遷而有所改變，雖

然當前軍事衝突發生可能性，已然隨著民主體制穩定建立於世界大多處地區，而不太

有全球性大規模戰爭發生之可能，但是國家的金融經濟受到資訊快速傳播的影響，也

隨著科技發展而呈現另一種形式的戰爭，其破壞性已不亞於傳統的軍事戰爭的後果，

73再以薄富爾「間接戰略」的概念論述，間接戰略的概念是以非軍事權力的政治、經

濟、心理為重點，而形成不同於軍事的直接戰略概念，74因此可以將其他關於戰爭而

有間接助益產生的戰略，歸類於間接戰略。 

因此從薄富爾的定義，戰略方法並非只僅於軍事領域的範圍，而是在不同的領域

中有不同的方法形成，包含政治、經濟、外交與軍事等方面，而成為總體戰中的有效

的工具，75因而以不同領域所形成的各種戰略方法，達成國家總體性利益的考量其中

包含經濟性質，就可視為國家的經濟戰略；國家的戰略的制定是有一定的程序，從下

圖 2-1 將國家戰略以圖示概念化，政府首先是確定國家利益為何，再根據國家利益予

以擬定國家目標，接著根據目標制定國家政策，而依照國家利益、目標與國家政策，

最終形成國家戰略的思維；76換言之，一般我們所熟悉的「國家政策」，是政府為了

國家利益、達成國家目標而定立策略方針的條文；不同於國家政策的條文形式，本文

論述的「國家戰略」呈現的則是國家發展戰略的思維理念層面，是從國家利益、國家

對外的目標與國家政策一系列形成之整體準則，從政府基於國家利益考量、國家目標

與國家政策概念的戰略發展論述。 

 

                                                 
72 鈕先鍾，國家戰略概論（台北：中正書局，1974），頁 9-17。 
73 薛釗，戰略性的思考（台北：時英出版社，2001），頁 2-4。 
74 Andre Beaufre, Introduction a la Strategie (Paris: Economica Press, 1985), p. 111.；參考 Andre Beaufre
著，鈕先鍾譯，戰略緒論（台北：麥田出版社，1996），頁 161。 
75 Andre Beaufre, Introduction a la Strategie (Paris: Economica Press, 1985), pp. 45-46.  
76 筆者修改自學者鈕先鍾教授對戰略形成的觀點，其認為從西方主張的戰略制定概念順序是：確認國

家利益，而後確定國家目標，再依照目標制定國家政策，最終形成國家戰略。參考鈕先鍾，國家戰略

概論（台北：中正書局，1974），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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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國家戰略的形成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繪製 

 

二、對外經濟戰略的解釋 

法國當代戰略思想家阿榮（Raymond Aron）認為，戰略思想是在每個時代與階

段中，從各事件的發生與所造成的結果取其靈感，77因此結合了政治與經濟問題的考

量，而使得經濟戰略為一種國家整體的經濟性質考量規劃。國家對內的政經社會的穩

定政策，與對外的外交、經貿發展的交涉都必須基於一個整體的考量，因此政府在對

內與對外的事務處理上的策略規劃，是依照一個整體的戰略架構而形成各細微與旁支

的政策與行動；經濟戰略成為一種國家通盤的考量是包含兩方取向，一是國內經濟發

展戰略，另一種是對外的經貿發展戰略，其中在對內的經濟發展戰略中，中國學者林

毅夫將對內發展戰略主要分做兩種導向，78一種是政府強勢作為下的「趕超戰略」，

所謂的趕超戰略是政府根據國家當下預定發展的重點經濟方向，主要是屬於發展中國

家欲「超越趕上」已開發國家所形成的經濟發展戰略，基本上是不符合當下的國家資

源稟賦，而採取計劃性的經濟發展；另一種是基於貿易經濟學中的「比較優勢戰略」

來發展國內經濟，政府藉由本國的要素稟賦相對優勢，以此選擇扶持生產相關的財

貨，再藉由貿易的方式與他國交易達到經濟效率極大化與提升國內經濟的成長；綜觀

                                                 
77 薛釗，戰略性的思考（台北：時英出版社，2001），頁 159。  
78 參考林毅夫，論經濟發展策略（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3-43。在其中有大篇幅詳細論
述關此兩種經濟發展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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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對內的經濟發展戰略是以國家政府依據國內經濟情勢，制定出內部經濟發展的

方向與準則，而對內的經濟發展戰略也是對外經濟戰略中的內部考量，而對外的經濟

戰略也會成為對內經濟發展戰略中對應規劃的一部分。 

對外的經濟戰略是根據國家整體發展而形成，國內的經濟戰略與對外的經濟戰略

在某些部分是需要相互配合，且有重疊的部份；筆者認為，戰略是國家戰爭時的謀略，

因此包含有對外爭取的導向概念。因此戰略一詞本身的意涵中，是包含國家對外取向

的思維，因此「經濟戰略」可形成一種對外經濟性的研究途徑，依照所欲研究與觀察

的標的（對外交涉與經濟事務），形成觀察研究的切入角度；因此筆者的經戰略概念

形成，是由「國家戰略」與包德溫（David Baldwin）的「經濟權術」概念而來，79雖

然「Economic statecraft」一詞有學者將其翻譯為「經濟戰略」，80筆者為了突顯其在

本論文所提的戰略有所不同，因此將其翻譯為「權術」以示區別，經濟權術可視為獲

取經濟利益的策略方法，是作為如何獲取經濟利益的實及運用的權術，類似於戰爭中

的「戰術」，而依照李德哈特（B. H. Liddell-Hart）的解釋，戰術是把戰略應用至較低

的層次中，而作為目標和方法必須配合，方能達到戰略上的成功，81因此經濟權術作

為戰術的一種，而成為經濟戰略思維下的一種運用，而經濟戰略則是屬於最高層次、

是整體經濟發展政策形塑過程中的思想與原則。 

國家的對外政策中，有關經濟方面政策的論述，常見學者們以「經濟外交」為具

體理論，而「外交」的意涵是由外交部人員所做的對外交涉，也包含非正式的協商與

公益合作，而「經濟」外交的通則定義：主要是由政府對外的經濟作為，當然近來非

政府組織對外所扮演的角色也成為經濟外交的一部分，82經濟外交考量的是對外經濟

貿易和國際政經情勢的議題，也從經濟外交的方法論中得到對其的了解，是建立在「公

                                                 
79 David 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N.J.: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5), p. 8.  
80 參考見洪財隆，「全球化、區域主義與經濟戰略－以兩岸經貿關係為實例」（收錄於淡江大學第四屆

戰略學術研討會論文，2008），頁 4。 
81 B. H. Liddell-Hart 著，鈕先鍾譯，戰略論－間接路線（台北：麥田出版社，2007 二版），頁 405-406。

筆者認為戰術是戰爭時大小戰役中調兵遣將所運用的方式，而戰略則是整體戰爭為求最終結果的原

則，有從屬關係，因此戰略是戰術的指導原則，戰術則是戰略的應用方法。 
82 Nicholas Bayne ＆ Stephen Woolcock, “ What is Economic Diplomacy? ” in John J. Kirton ed., The New 
Economic Diplomacy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er, 2003), p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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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選擇理論」（Public choice theory）和「實證性的公共經濟學」（Positive public 

economics）之上。83 

國家利益是相對較為抽象的概念，而每個國家所追求的國家利益，隨著國家所處

的國際政經地位與當前情勢，各有不同的利益需求，大體上則皆可歸類於政治利益與

經濟利益兩種利益取向；而根據國家的利益需求而制定目標，相對於需求的概念，目

標就較為明確；再根據國家目標有關對外的範疇部分，制定出國家的政策即為對外政

策，而從國家利益、國家對外取向的目標以至國家對外政策，這一系列的形成過程其

整體原則與思維則可整理為國家對外的經濟戰略。 

 

 
圖 2-2：對外的經濟戰略形成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繪製 

 

經濟是國家政策推動、國家發展與各項建設動力的根本，不論是過去的經驗或是

現在的實例皆顯示出，經濟是扮演著國家強盛與發展的重要因素，縱使放眼未來，經

濟的影響依然是重要的國家政策指標，84而經濟政策的規劃與發展，配合上對外政策

的制定，則亦屬於國家政治利益的範疇，因此國家的對外政策中，最重要的是國家政

治和經濟利益的考量，而藉由對外政策獲得的國家利益，使得國家富強的戰略，即為

對外的經濟戰略。 

                                                 
83 I.P. Khosla, Economic Diplomacy (Delhi: India International Centre, 2006), p. 11. 
84 鈕先鍾，21 世紀的戰略前瞻（台北：麥田出版社，1999），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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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戰略中的方法與目標之討論 

包德溫認為經濟權術包含國內與對外導向的政策，如同林毅夫對於經濟戰略的解

釋，亦可分為對內與對外，但發展至今經濟權術較為通用的是以對外導向為主的說

法，85而是以國家外交手段達到經濟目的；而史戴爾（Benn Steil）與立頓（Robert Litan）

在「金融權術－金融市場在美國外交中的角色」一文中對包德溫的「經濟權術」再予

以解釋為：使用「經濟手段」達到「經濟與非經濟的目的」的理論，86筆者以上述兩

造觀念的論述為出發，以上兩種學者的看法些微不同，對於國家政府在對外政策中的

經濟政策理論給予不同的解釋，筆者認為經濟戰略在對外政策中，其方法並不全然盡

是「經濟手段」而達「經濟與非經濟目的」，以俄羅斯為例，在歷年的元首互訪、總

理級、部長級會晤與條約簽訂，是有經濟部份與非經濟（政治、軍事或文化）部份存

在，就其「手段」非完全皆是「經濟性」方法，而其目標則亦有「經濟性與非經濟性」

目標，因此必須加以討論對外政策的方法與目標。 

從下表 2-1 中可清楚了解，對外政策的使用方法與目標上共交織成四個區域，依

史戴爾與立頓的觀點所謂的經濟權術對照表 2-1 中，是僅指方法為經濟性而目標為經

濟性與非經濟性，筆者則認為，經濟戰略作為一種思維層面，是應該從廣義的方向來

解釋，凡對外政策中與經濟有相關的，應都成為經濟戰略的範疇，也就是筆者藉用包

德溫對經濟權術的解釋作為本論文「經濟戰略」的基礎，但基於史戴爾與立頓在其後

有更完整的解釋，因此再從史戴爾與立頓的經濟權術概念釐清中重新論述經濟戰略，

可從下表 2-1 中了解，筆者所界定的經濟戰略與經濟權術有相當的重疊部分，而方法

是使用非經濟性目標是經濟性是從文化、軍事或其他非直接以經濟表述的政策方法，

但仍有達到經濟性的目標（例如鼓勵文化與學術交流、以軍事聯合演習或武力攻擊，

達到從對手國交涉而得到的經濟利益），87筆者基於對於非經濟性方法達到經濟性目

                                                 
85 David 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N.J.: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5), p. 8. 
86 洪財隆，「全球化、區域主義與經濟戰略－以兩岸經貿關係為實例」（收錄於淡江大學第四屆戰略學
術研討會論文，2008），頁 4。 
87 赫胥拉在文中認為非經濟性的方法和經濟目標是應該考慮在經濟外交中。參考 I.P. Khosla, 
“Introduction” in Economic Diplomacy(Delhi: India International Centre, 2006), pp.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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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論述，認為所謂的經濟戰略應該是廣義的，才能夠從較完整的視角，以「經濟戰

略」來論述其成因與所產生的影響。因此本論文中的「經濟戰略」定義：政府對外政

策中，使用手段或目的有經濟影響的成分，即為經濟戰略思維的範疇。 

 

表 2-1：對外政策的方法與目標 

方法      目標 經濟性 非經濟性 

經濟性 １狹義經濟戰略 

（經濟權術） 

２廣義經濟戰略 

（經濟權術） 

非經濟性 ３廣義經濟戰略 ４非經濟戰略的 

外交戰略 

資料來源：筆者修改自洪財隆，「全球化、區域主義與經濟戰略－以兩岸經貿關係為實例」，收錄於淡

江大學第四屆戰略學術研討會論文（台北：淡江大學，2008），頁 4。 

 

本論文中筆者提出的經濟戰略概念與經濟外交的概念比較，可以視經濟戰略為經

濟外交政策中的思維（思想層面）部分，與經濟外交觀念比較起來，經濟戰略的意涵

是國家以長遠國際格局思考下，兼顧國家利益（含經濟利益與非經濟性利益）下的通

盤考量，是經濟外交的政策務實的考量基礎，經濟外交是建立在戰略規劃的基礎上，

經濟戰略的形成是以經濟外交政策的理論思維，形成為國家對外經濟發展的整體概

念。 

薄富爾對戰略解釋是最為學界所認同，按照其看法：「戰略就是一種思想方法」，

所以戰略並非固定式的教條，而是一種思維一種邏輯與方法的規則，88因此從經濟外

交視角觀點而論，經濟戰略作為經濟外交的內部思想層次，因此比較經濟戰略與經濟

外交兩者的意涵，筆者整理兩種概念的比較如下： 

1.經濟戰略是國家發展戰略的經濟思維，經濟外交則是實際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

施；經濟戰略的意涵對於國家致力於發展的策略而言，是意指有關國家經濟的發展思

                                                 
88 Andre Beaufre, Introduction a la Strategie (Paris: Economica Press, 1985), p. 11.；參考 Andre Beaufre
著，鈕先鍾譯，戰略緒論（台北：麥田出版社，1996），頁 16；薛釗，戰略性的思考（台北：時英出

版社，2001），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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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而以實際對外經濟政策的實施則是屬於經濟外交的意涵。 

2.經濟戰略的概念是國家利益考量的中心思想，經濟外交則是國家利益考量的實

際外交政策；經濟戰略的意涵是以國家利益考量為重點，而發展出一系列的外交思想

原則，而以實際外交政策來達到國家利益的爭取，則是屬於經濟外交的意涵。 

3.經濟戰略是國家對外經貿關係的政策原則，經濟外交則是國家在對外貿易關係

中的相關政策；經濟戰略意指在對外貿易中所有的政策基本原則，而在對外貿易的外

交政策實際作為則是經濟外交的意涵。 

 

 
圖 2-3：經濟戰略與經濟外交的概念比較圖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繪製 

 

因此，經濟戰略概念若與經濟外交比較，是在經濟外交的實際作為上，對一個國

家其對外經濟取向思想、制定對外政策方法的考量與政策準則的核心認知。 

 

四、經濟戰略運用的方法 

經濟戰略在運用方法（經濟外交）上分為合作、制裁、連續策略性調整。合作的

發展策略主要又細分為傳統的互補性貿易、聯合開發、技術合作與創新。互補性貿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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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傳統國際間貿易的起源，兩國依循資源稟賦不同，而以具有優勢的生產要素分工生

產不同的產品組合，進而相互貿易互通有無，達到經濟效率；89聯合開發、技術合作

與創新是新發展的經濟貿易合作方式，國家們藉由雙邊的科技合作，達到生產新產品

與產業創新，是屬於比較高層次的經貿發展，不同於僅以「互補性」貿易互通產品有

無的基本思維，國際間合作與開發、創新是經貿發展與永續的考量。制裁性的經濟戰

略主要是以經濟貿易手段抵制對手國，而達到其政治經濟目的，包含進口關稅、憑證

發放、限額等。合作性與制裁性的經濟戰略是較為單純的經貿意涵，兩國僅就合作共

同開發達到互利經濟，或因民族國家主義（Nation State）的思想使政策具有報復性制

裁；90而連續策略性的經濟戰略則是相較之下，以更複雜的思維考量而成。 

連續策略性調整的經濟戰略則是隨著時局不同，政府擬定不同的對外貿易發展，

是一連串的考量與改革的實踐的準則，連續策略性的經濟戰略包含合作與制裁的概

念，再融入其他因素的考量（例如國內政經發展的需要，與國際情勢），是依據時勢

的變化而改變其具體方向的彈性策略，以本論文為例，所定義俄羅斯的對外經濟戰略

就屬於後者這一類型。經濟戰略在本論文中是用以探討俄羅斯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因

此所談論的經濟戰略主要是以對外取向的經貿發展戰略為主，以廣義的經濟戰略為

度，以連續性政策調整的經濟戰略思維與途徑，藉此陳述俄羅斯的經濟戰略；而根據

薛釗對戰略的觀察，是從國家層級以整體性、前瞻性、主動性和實踐性為原則，91發

展對外取向的政策，也就是運用在本論文的整體架構上，「俄羅斯經濟戰略」研究途

徑是作為對「俄中經貿發展」中的重要觀察準則，以此研究途徑來檢視俄中經貿關係

與其發展，是建立在戰略邏輯上的觀念推演，以不同因素考量而形成整體俄羅斯對中

國經濟戰略的觀察，並討論俄羅斯與中國在經貿關係上的發展，呈現出俄對中經濟戰

略與俄中經貿發展的相關性。 

 

                                                 
89 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其「國富論」(The Wealth of Nations)提及「絕對優勢」，與李嘉圖(David 
Ricardo)的「相對優勢」，是傳統國際貿易發生的理論基礎。 
90 民族國家的概念是較有種族保護色彩，對外產生排斥與衝突的情結，也從民族國家觀念產生近代「國
族主義」（Nationalism）的理念。 
91 薛釗，戰略性的思考（台北：時英出版社，2001），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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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俄羅斯經濟戰略的形成背景 

本節所要探討俄羅斯的經濟戰略背景，俄羅斯的國家經濟戰略以上一節中圖 2-2

的定義，從國家利益、國家目標與外交政策而形成的經濟戰略，在本論文中逐一分析

論述；而對於俄羅斯經濟戰略形成背景，本節是從蘇聯時期論述至普欽時期的外交情

勢變化，而以「俄羅斯對外政策構想」為基礎觀點，普欽總統以務實的對外政策作為

外交的準則，並以國內經濟利益為優先導向而成為經濟戰略中的中心思維。 

 

一、俄羅斯經濟戰略形成 

俄羅斯的整體外交戰略中，最值得注意的政策方向就是推行經濟外交戰略，92由

於俄羅斯在整體的外交戰略的構想上，是建立在以國家經濟利益為核心，因此以國家

經濟發展和國家經濟利益為原則，依據每個不同時期的國內與國際政經環境，而改變

其對外經濟戰略，進而達到整體的外交戰略考量，這是俄羅斯對外經濟戰略的形成。 

因此以經濟戰略角度來審視整體的俄羅斯對外戰略，是最具有代表性與影響性的

觀點；俄羅斯主張外交政策講求經濟效益，由此看來這是一種現實主義下的思維模

式，面對從蘇聯解體後俄羅斯國力衰退、經濟嚴重衰退，俄羅斯在葉爾欽執政時期最

主要是以經濟改革與成長為主要國家政策方針，因此在當時面臨西方經濟援助與振興

國內經濟的情勢，一切是以國內經濟利益為導向，依此基礎的外交思考方式，俄羅斯

的經濟戰略發展背景，是在一切策略以國家經濟利益為依歸的結構因素下，依據每個

時期做不同的調整與變化，這對於經濟戰略的觀察，是以一種原則性的方向來做探討。 

俄羅斯的國家利益是指國家經濟和國家政治利益；普欽總統強調，俄羅斯的外交

政策範疇是整體戰略的一部分，而戰略考量的是國家內部事務，也就是包含俄羅斯內

部經濟和政治情勢，93在 2002 年 4 月 18 日普欽總統對聯邦會議發表的國情咨文報告

                                                 
92 王樹春，「俄羅斯推行經濟外交與新世紀的俄中關係」，俄羅斯研究，第 4 期（2003），頁 35 
93 Igor Ivanov, The New Russian Diplomacy(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 p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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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關俄羅斯的外交政策是基於務實與聯合他國合作，共同提升彼此的經濟利益，

並在維護俄羅斯政治穩定和國家安全上，為俄羅斯國內的經濟利益而採取相對應的對

外策略，94在此國情咨文中，所談及的外交、經濟與政治方面的事務，普欽總統認為

當下的對外政策，所採取的外交應以務實為基礎，因此爭取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與在國際經濟市場中爭取俄羅斯的地位，俄羅斯的經濟發

展與國家在國際政治的地位才有保障，而對外政策中則是特別重視經濟化與平衡的外

交戰略。95 

在俄羅斯所強調的國家利益，包含政治和國家安全領域的利益，但最重要的是指

經濟方面的利益，在俄羅斯外交部所公佈的「俄羅斯聯邦 2008 年經濟政策」中，提

到了俄羅斯目前的對外工作是強化國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也努力於建立平等

的國際間經濟合作關係，並且更進一步的藉此發展國內的經濟。96 

因此基於俄羅斯的國家經濟與政治利益，所制定的國家目標簡單而言，就是富國

富民並復興俄羅斯，而使得俄羅斯擺脫可能成為第二流或是第三流國家的可能，爭取

成為對國際事務有影響力的世界強國，而俄羅斯在普欽總統任內的策略，就是穩定發

展與西方關係之下，尋求在亞太地區東方的戰略利益，其所取得的成就包含：參與上

海合作組織，保障與建立俄羅斯在前蘇聯地區的安全勢力，藉此尋求國家利益；參與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使得俄羅斯能夠與亞太地區的國家取得經貿合作的平台，藉此發

展俄羅斯在亞太地區的經濟利益，而積極參與東南亞國家國協論壇，是為了能更深化

與東南亞地區國家之間的聯繫，藉此尋求建立更多的戰略伙伴關係。97 

                                                 
94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к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к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Полный текст»(俄羅斯聯邦總統普欽國情咨文全文) 
<http://www.regnum.ru/news/819231.html>(俄羅斯新聞網站)（2002/4/18），檢視日期：2010/7/11。 
95 Bobo Lo, Vladimir Putin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e (Manchester: Athenaeum Press, 
2003), pp. 69-71. 
96 «Russian Federation Economic Policy In 2008» (俄羅斯聯邦 2008 年經濟政策) 
<http://www.mid.ru/brp_4.nsf/itogi/D8D3BDCF7ABA2C37C32575300029D494>(俄羅斯外交部網
站)(2008/12/31)，檢視日期：2010/07/02。 
97 Bobo Lo, Vladimir Putin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e (Manchester: Athenaeum Press, 
2003),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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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羅斯經濟戰略發展歷程 

蘇聯解體之後，繼承者俄羅斯聯邦政府是用著不同的政治樣貌，接手過去蘇聯在

國際政治上的角色：屏除了蘇聯時期在政治上的以黨領政極權主義、經濟上的共產經

濟和國際外交上對西方的冷戰與對抗，首任民選總統葉爾欽以民主改革定義了俄羅斯

聯邦的政體，並且將俄羅斯建立為一個法制導向的國家，施行了經濟改革，改變共產

經濟體制轉為西方式的市場經濟。 

葉爾欽施政的重點是經濟建設，期待能夠藉由西方得到實質的幫助，因此在外交

上與西方保持互動，使得西方國家提供資金在俄羅斯進行市場經濟的改革，藉以積極

改革國內的經濟，而使得俄中關係在此階段並沒有太多的進展；俄中關係在 1996 年

4 月，由葉爾欽向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所正式提出的「面向 21 世紀的夥伴關係」，在

此關係架構下，俄羅斯開始與中國提升至「戰略夥伴關係」層次，並在此內容中強調

要增進彼此雙邊貿易，希望能在 2000 年時候達到 200 億美元的貿易額，98目的就是

希望能夠藉由熱絡的雙邊貿易發展，推動更良好的戰略夥伴關係。 

20 世紀末俄羅斯面對著結構性的危機，包含政治動盪、社會不安與經濟衰退，

學者阿巴爾金（Leonid Abalkin, Леонид Абалкин.）認為是因為俄羅斯在 20 世紀裡，

有近三分之一時間推行不符合世界的社會經濟政策所導致的，因此俄羅斯必須制定長

期的經濟規劃，參考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結合俄羅斯本身的歷史和特殊情勢的經

驗，藉以發展長期經濟戰略；99面對這樣的改革與重造俄羅斯的歷史背景，普欽在接

任俄羅斯總統後，接續葉爾欽的改革，但普欽強調尊重俄羅斯的傳統，並且把傳統與

現實結合，變成為強調俄羅斯是獨特文化與文明的國家。2002 年 7 月 12 日，普欽總

統在外交使節會議上曾表示，俄羅斯的外交官一向堅持珍惜國家的傳統，並重視本身

                                                 
98 趙春山，「俄中戰略互動：美國的認知與對策」，俄羅斯學報，第 1 期（2001），頁 216-217。俄中經
貿發展情勢以雙邊貿易額而論，2000 年根據俄羅斯官方統計資訊雙方總額僅近 62 億美元；而根據中
國官方統計資訊則亦僅有 106 億美元，距離當時雙方首長所期望的 200 億美元有相當大幅度的差距。
參考「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2007」、中國商務部與中國海關署網站。 
99 Леонид Абалкин 著，周紹珩等譯，俄羅斯發展前景預測－2015 年最佳方案（北京：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2001），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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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業所承擔的重責，對外交涉方面應理解俄羅斯在世界發展進程中的戰略作用，繼

承外交上的傳統而推動與執行各項外交活動，這是俄羅斯對外政策的重要特徵。100因

此可以從而得知，普欽總統對於外交方面相當重視蘇聯時期大國責任的傳統，更希望

能夠藉此發展與重振俄羅斯在國際上的政治經濟和各方面的影響力。 

 

三、普欽的經濟戰略調整 

2000 年後的俄羅斯，對於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都有相當多的改變，為了能夠穩

定社會加強國內的治理，政治與社會經濟改革是必然要實施的，普欽於 2000 年當選

為俄羅斯總統之後，其施政方針就是致力於政治穩定性與發展國家長期戰略，而對外

政策就是屬於這樣一個長期國家發展戰略中的一環。1012000 年 7 月 10 日，普欽總統

批准了「俄羅斯對外政策構想」，在文中「總則」部份強調俄羅斯必須重新了解外交

政策的方向跟方法，並以國民、社會和國家的利益為方針，102因此俄羅斯在普欽時期

的經濟戰略，就以重新調整與強調國家利益導向的概念而形成，可以從此看出端倪，

「俄羅斯對外政策構想」長期的目標是為了國內經濟發展而設想，以實際國力所及的

能力與資源而發展戰略，誠如俄羅斯前外交部長伊凡諾夫（Igor Ivanov, Игорь 

Сергеевич Иванов.）所認為，這樣的政策構想是屬於連續性、可預期性與符合雙贏的

實用主義原則；103從歷史發展脈絡與地理視角而論，從普欽強調的戰略作用，是從蘇

聯解體後亟欲繼承其傳統，而又大力發展屬於現代俄羅斯特色的各項改革，是將國家

導向法制的作為方向上，因此不同於過去蘇聯與葉爾欽時期的狀態，普欽總統試圖創

造一個融合過去俄羅斯傳統，且具有現代化思維的「經濟戰略」；而俄羅斯獨具特徵

                                                 
100 普欽，普京文集（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735。轉引自左鳳榮，重振俄羅斯－普
京的對外戰略與外交政策（北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 7。 
101 Igor Ivanov, The New Russian Diplomacy(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Press, 2002), p. 
7. 
102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0 июля 2000 г»(俄羅斯聯邦對外政策構
想，2000 年 7 月 10 日) 
<http://www.mid.ru/Bl.nsf/arh/19DCF61BEFED61134325699C003B5FA3?OpenDocument>(俄羅斯外交
部網站)(2000/06/10)；檢視日期 2010/7/6。 
103 Robert Donaldson & Joseph Nogee, The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 Changing Systems, Enduring 
Interests- 4th Edition (N.Y.: M. E. Sharpe Inc. Press, 2008), p.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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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理和特殊的歷史文化背景，因為擁有世界上最廣大的國土，橫跨歐洲與亞洲兩大

陸地的地緣優勢，而政治和社會文化深受西方歐洲與東方亞洲的影響，成為了俄羅斯

相當獨有的特色，是俄羅斯在今後立足國際舞台與運作對外貿易所特有的優勢，以此

優勢所產生的經濟戰略，是特殊有其觀察價值。 

普欽擔任總統之後，其不斷調整對外戰略的目標，完善對外政策，其新的對外政

策理念被視為「可預見性、連續性與實用主義」，104普欽總統將俄羅斯的傳統歷史以

及當前國際情勢與俄羅斯在往後的戰略方針，結合成日後制定屬於俄羅斯國家發展戰

略與外交的目標；俄羅斯在普欽總統的領導之下，追求大國的地位，從反對美國的單

極主義，到主張建立符合俄羅斯國家利益的多極世界，所以在外交政策上核心的價

值，是實用主義的「國家利益」政策方向為中心，以地緣政治平衡東西方外交導向為

主要政策，從全球化下的影響層面上，積極尋找在這樣一波國際情勢變化中，能夠展

現俄羅斯經濟利益的契機，因此可以說俄羅斯的經濟戰略，基本上從政策制定是基於

上述三種結構的組成，而蘇聯時期遺留下來的核子武器與豐富的能源蘊藏量，亦是俄

羅斯經濟戰略中可以使用的兩項武器。 

在過於理想性的新思維下，末任蘇聯領導人戈巴契夫實施開放（Openness,  

Гласность.）與重建（Reconstruction, Перестройка.）的措施，最後戈巴契夫導致整個

蘇聯集團的瓦解，105而前俄羅斯總統葉爾欽，則是在過度倚靠西方之下，實施快速民

主化，與由當時的總理蓋達（Yegor Gaidar, Егор Тимурович Гайдар.）主導的震撼療

法（Shock therapy），106亦使得俄羅斯的政治局勢動盪與國家經濟重創；不同於前兩

任領導人的作為，從普欽總統在務實性的論調方面檢視，筆者認為從其強調的「國家

利益」的政策方向，接替前兩任領導人的改革，是在具體作為上有較為務實的政策方

向，從普欽接任俄羅斯總統 8 年任期內，俄羅斯的整體經濟表現有相當大的進步，在

                                                 
104 左鳳榮，重振俄羅斯－普京的對外戰略與外交政策（北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 134。 
105 關於戈巴契夫是否直接導致蘇聯瓦解與對其評價是有相當大的爭議，大部分自由主義與親西方的
學者是認為，戈巴契夫致使俄共集權和平瓦解，且結束冷戰對峙的局面，並大力改革蘇聯，戈巴契夫
甚至於 1990 年獲得諾貝爾和平獎；但筆者認為，戈巴契夫的改革使得蘇聯最後以驟然解體收場，在
政治經濟與人民生活上造成相當大的震盪與危機，可謂過於理想的改革。 
106 震撼療法又另譯為「休克治療」，是由哈佛大學教授薩克斯（Jeffery Sachs）所提出，在葉爾欽時期
由當時總理蓋達執行以「震撼療法」方式的經濟改革，致使俄羅斯經濟嚴重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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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勢方面的觀察，亦是相對穩定；透過普欽有計畫且強勢的作為，在俄羅斯政局

穩定、經濟成長進步的背景，因此對於外交基礎較穩固的情勢下，俄羅斯的經濟戰略

發展就顯得有前瞻性與務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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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亞太政策因素的考量 

本節所要探討的是俄羅斯經濟戰略中的亞太政策考量，而亞太政策考量是基於俄

羅斯對於東方、亞太地區的重新重視，因此經濟戰略中的亞太政策面向，是作為觀察

俄中經貿關係的前提。 

 

一、俄羅斯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俄羅斯成為蘇聯解體後的繼承者後，也承襲了現今國際政經多極化發展的重要大

國之一，而亞太地區是蘇聯時期於 1980 年代中後期開始注重的戰略考量，蘇聯當局

認為亞太地區將是國際事務中佔有重要的影響，由於在蘇聯時期其影響力在亞太地區

的經濟方面並不明顯，所以蘇聯當局希望是以積極參與亞太的經濟合作，來達到其在

這地區的影響力增加。107 

  太平洋地區在 1980 年代開始以區域的產業、官界、學界為後盾的「太平洋經濟

合作理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形成區域整合，而在 1989

年亞太區域的第一個政府間經貿合作組織成立了，那即是「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108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成員國，在貿易、科

技、運輸、能源開發、海洋資源運用、環境保護與光觀等各方面進行合作，也就是亞

太地區的經濟貿易將透過一個官方的機制，有系統的開始朝向整合與發展方向前進，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可以視為推動亞太地區整合的「火車頭」，這是俄羅斯方面可以當

作參與亞太整合的考量，109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對於當時蘇聯面對亞太地區的政策而

言，更是成為一種吸力，再者由於蘇聯當時與日本的領土問題，與美國的爭強衝突等，

促使俄羅斯更積極參與亞太地區的經貿，發展彼此的經貿關係，希望能夠藉此以經濟

                                                 
107 于國政，「俄羅斯的亞太戰略與政策探析」，人文地理，第 16 卷第 2 期（2001），頁 26。 
108 有關亞太地區的整合的脈絡，參考劉良沛，「亞太區域整合之研究-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二十週年的回
顧與展望」，台北：國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略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碩士論文（2009），頁 2-3。 
109 鄭良瑩，前進俄羅斯必讀－政經文化情勢總分析（台北：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2003），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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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來牽制政治層面；蘇聯總統戈巴契夫表示蘇聯是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國家，並認為

當下蘇聯應該正常化的發展與西方和其他國家的關係，基於戰略和意識形態觀點，戈

巴契夫欲發展與社會主義陣營的鄰國的共識，強化蘇聯陣營的勢力藉以抗衡美國，這

是戈巴契夫在外交事務方面的「新思維」（New thinking），110因此從開發西伯利亞與

遠東地區，這可以使得藉由積極藉由參與國際分工，而實現蘇聯亞太地緣政治與地緣

經濟戰略。 

因此從觀察戈巴契夫於 1986 年 7 月 28 日的「符拉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 

Владивосток，中文又另譯為「海參崴」）演說」，111與 1988 年 9 月「克拉斯諾亞爾斯

克（Krasnoyarsk, Красноярск）演說」，發表的七點亞太和平計畫，更在 1989 年 10

月在哈巴羅夫斯克（Khabarovsk, Хабаровск，中文又另譯為「伯力」）舉行了蘇、中、

日三方經濟合作研討會，上述的演說與會議皆是從蘇聯觀點對於推動蘇聯遠東地區與

亞太各國的經濟合作，驗證蘇聯在實施亞太政策地緣政治與經濟戰略中，是積極的爭

取與其他國家的合作機會與支持；蘇聯時期末調整了國家的對韓政策，在 1990 年 9

月與南韓建交，於 1985 年 5 月展開蘇中首腦會晤，並開始蘇中邊界談判，推進與中

國的關係方面，也積極發展俄日關係，在北方四島的歸屬權問題態度有所轉圜，並也

在蘇聯體制內於 1988 年 1 月成立了「蘇聯亞太經濟合作全國委員會」，同年 7 月成立

了「蘇聯亞太地區國家實業合作協會」，並要求能夠加入亞太經合會。112亞太經合會

以上蘇聯的這些作為，意味著蘇聯對亞太地區各國關係是經過全盤考量，這些成為了

俄羅斯亞太政策的一個背景，因此俄羅斯在發展其亞太政策的時候，亦是從蘇聯時期

的考量面開始向加以思索而蘇聯也從外交上的政策與措施來配合其亞太政策而成其

經濟戰略的思維。 
                                                 
110 Alexander Lukin, “The Russian Approach to China under Gorbachev, Yeltsin, and Putin,＂ in Gilbert 
Rozman ed., Russian Strategic Thought toward Asia,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 139. 
111 戈巴契夫所發表的海參崴演說，較與俄中關係有關的要點如下：1.蘇聯是亞洲國家，極關心亞洲問
題。2.蘇聯極欲與中國、日本和該地的亞洲其他國家改善關係。3.蘇聯在遠東地區的軍事力量將僅維
持最低程度的防衛能力。3.呼籲召開「太平洋會議」，仿效「歐洲安全合作會議」模式，作為亞太地區
的談判機制。見 “Речь товарища Горбачёва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м собрании посвященном вручееию. 
Владивостоку ордена Ленина,” Правда(1986), cc. 1-3.轉引自劉蕭翔，「俄羅斯亞太政策形成之研究
（1992-1998）」，台北：國立政治大學俄羅斯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頁 27。 
112 蘇聯政府自 1989 年開始派員參與觀察亞太經合會議，希望能夠成為正式會員國。俄羅斯於 1998
年 11 月正式成為亞太經合會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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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凡諾夫認為，亞洲對於俄羅斯的國家利益影響是相當重要的，由於俄羅斯有三

分之二的國土所處在亞洲的地緣位置特性，與亞太對世界的情勢影響逐漸提升，俄羅

斯的外交策略已將對亞太地區的政策，視為俄對外政策中的全球與區域層次中重要的

部份；113俄羅斯外交部長拉夫羅夫（Sergey Lavrov, Сергей Викторович Лавров.）表

示，迅速發展的亞洲是世界多極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成果，在亞洲方面上俄羅斯的內政

與外交政策是緊密結合的。114由此可得知俄羅斯相當重視在亞洲方面的對外政策，而

俄羅斯豐富的能源也是提供目前亞洲國家發展經濟的動力來源之一，並且成為亞洲國

家能源需求進口的多樣化替代方式，也變成亞洲國家發展國家能源安全重大的考量；

再者俄羅斯在西伯利亞與遠東地區的能源開發，也是與亞洲國家做技術與資金合作的

平台，這更是俄羅斯透過亞洲經濟發展國家共同提升俄羅斯境內開發程度較低地區的

機會，也使得俄羅斯得以參與亞洲經濟整合的方式。 

   

二、俄羅斯經濟戰略中的外交平衡 

對於 2000 年後的普欽總統主導的外交方向，俄羅斯對於國家在世界的角色從親

西方轉向東西方並重平衡，並且在普欽 2007 年二月德國慕尼黑安全論壇會議演說中

強烈批評美國的霸權主義後，有了實際方向的變革，俄羅斯對於親美方的幻想破滅，

並且從批判美國開始改變對外的交涉的作為；而對於每個大國或發展中的國家，普欽

在 2006 年的國會演說也提及將積極的尋找合作與投資的方式，以期增進全球與地區

的集體安全和共榮。115這即是俄羅斯對於外交策略的根本性論調，從經濟戰略的考量

觀點，俄羅斯藉由對其他大國的經貿合作，達到集體安全與發展和文化、教育交流；

在 2000 年的 6 月，普欽批准了「俄羅斯聯邦對外政策構想」，對於外交策略方面就起

                                                 
113 Igor Ivanov, The New Russian Diplomacy(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Press, 2002), pp. 
190-121. 
114 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 «Мир не стал безопаснее- основная нричина-в издержках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全球化下
世界變得不安全)<http://i-r-p.ru/page/stream-event/index-10020.html>（2006/12/25），檢視日期
2010/07/02。 
115  Mark Smith, “A Review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Russian 
Series(2007),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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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結構性的變化，在這一外交新策略構想中，俄羅斯強調維護國家利益與經濟安全，

並且實行「東西方平衡」外交策略。 

  亞洲太平洋地區是世界經濟體中相當活躍的一大區域，政治上則是有著相當多不

同政治類型的國家組成，因此在亞太地區有著許多不同勢力的彼此競合，隨著世界趨

勢潮流的區域集體化現象，亞太地區亦如同歐盟、美洲等區域整合一樣，出現了從經

濟、文化開始的整合潮流；然而隨著亞太地區對於國際政治的影響不斷增加，俄羅斯

對於亞太地區的影響力卻沒有表現出該有的實力，116因此俄羅斯為了使國家在利益極

大化之下，對於亞太地區是採取結盟策略，以雙邊或多邊聯盟藉以「反超級強權」的

方式，117一方面可達到威攝單一強權，也藉此鞏固俄羅斯的國家安全，這是俄羅斯採

取「平衡」策略的一種概念延伸。118 

  俄羅斯的經濟戰略在亞太政策方面的考量，以「平衡東西方」策略為主，並且透

過參與亞太經合會與上海合作組織來實踐其政策，俄羅斯可藉由上海合作組織穩固其

在中亞的勢力，更可藉由上海合作組織達成與中國的友好關係，進一步促進俄羅斯在

亞太地區的國家利益的爭取，而俄羅斯亞太政策就是希望能夠使得俄羅斯與世界經濟

整合，119亞太政策的面向而言，對於俄羅斯的整體東向政策是一個背景，俄羅斯的對

外政策在起初是「向西方一面倒」，但其中加入的「亞太政策」比重上升，並逐漸成

為後來「東西平衡」的主幹之一，因此研究俄羅斯對外經濟戰略，必須考量這些歷史

層面發展的思維，也就是亞太政策是必須成為其考量的因素之一，而亞太政策的形

成，是依循著俄羅斯發展因應來自美國與西方的壓力，使得俄羅斯有了確立從東方得

到利益的思維。 

普欽時期的外交政策中，俄羅斯的亞太政策是以俄中關係為重點，中國是俄羅斯

                                                 
116 В. Михеев,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и 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Караганов, Мир вокруг 
росии:2017--Контуры недалекого будущкго(Москва: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07), 
c. 87. 
117 Superpower，超級強權意指美國。 
118 Tatiana Aakaurtseva, “The Current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 Eager Eyes Fixed Eurasia (2007), p. 165. 
119 Andrey Sorochinsky, “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Linkage Strategy,” in Margaret McCown ed.,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Linkages between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Seoul: 
Korea Institute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 Press, 2006), p.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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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的外交主軸，兩國在國際政治間保持一致的原則態度有利於彼此的政經合

作，而兩國在政治關係的情況下發展兩國的經濟合作，因此筆者認為由此認為，從「經

濟利益」的角度思考俄羅斯的對外政策是當前較具體的相關研究方向，而俄羅斯的對

外政策中演變的方式目前是朝著東亞方向調整，也就是較為重視俄羅斯與中亞地區所

扮演的角色與在東北地區的經濟合作，中亞地區的具體焦點與東北地區合作對象，就

是與中國的經貿發展關係，而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則是具體化由「戰略協作夥伴關係」

的制度機制來執行俄中的經濟合作等方面的政策，因此若「經濟戰略」的角度來審視

俄中的經貿關係發展關係，也是建立在俄羅斯亞太策略的方向觀點上，而俄羅斯的經

濟戰略就是以俄羅斯本國的經濟利益為圭臬，以此與中國達成經濟貿易的合作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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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對中國關係因素的考量 

本節所探討的是俄羅斯經濟戰略的中國面向，中國近年經濟高成長率，使得其崛

起而成為國際政治的焦點，因此是俄羅斯面向亞太很重要的具體國家考量，隨著從普

欽時期兩國元首重要的互訪，與兩國條約聯合聲明的簽訂，從其中可了解俄中兩國友

好的程度，是逐漸邁向新的高峰，兩國的政經關係也隨著友好關係，而有了長足的進

展。 

 

一、中國的崛起 

隨著近代東北亞洲日本、南韓、中國等國家的崛起，120與東南亞國家印度的興起，

美俄的關係已經不如冷戰時期在國際關係上佔有絕對的重要性，121尤其在近代的國際

關係研究中，對於中國方面的研究已隨著其經濟崛起而另成一種顯學。俄羅斯與中國

在近代國際舞台上，有別於過去刻版印象中定義的共產世界鐵幕觀念，兩國皆因為廣

大的要素市場與內需市場而以其經濟影響力，崛起於國際政治體系中；兩國在政治與

經濟上有相似的部份，就政治上皆是有社會主義共產專政的背景關係，就經濟上則都

是從共產主義共有經濟轉向資本化的市場競爭制度，再加上兩國皆是彼此邊境上重要

的鄰國，在歷史發展中也有著競爭與合作的複雜關係，在這樣的背景下，兩國的經貿

發展關係是近來新興研究的熱門議題；對於俄中兩國經貿關係的研究中，學者們與觀

察者大多習慣用「互補性」概念來做為解釋與理解，即認為生產要素和產業結構的差

異決定了兩國的經濟關係，122但筆者認為研究兩國在現今在國際舞台上的經貿發展影

響因素，可從俄羅斯的「經濟戰略」視角途徑觀察。 

俄國科學院經濟戰略研究所所長庫濟克（Boris Kuzyk, 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узык）

                                                 
120 Hidetaka Yoshimatsu,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N.Y.: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08), p. 83. 
121 美俄關係在冷戰時期亦稱為美蘇關係，主要以蘇聯組成的東方集團對抗美國組成的西方集團。 
122 曲文軼，「俄中經濟結構異同與其對兩國經濟關係的影響（下）」，俄羅斯研究，第 1 期（2008），
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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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和俄羅斯科學院士季塔連科（Mikhail Titarenko, Михаил Леонтьевич Титаренко）

教授認為，在 21 世紀中葉後，中國成為世界最重要的經濟體是有相當大的可能性，

而中國經濟增長對於俄羅斯的影響是正面的，因為可以藉由這樣的趨勢而達成俄中合

作，使兩國共同發展西伯利亞和遠東地區，因此對於中國經濟發展而言，俄羅斯有必

要制定特別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戰略。123在近年來中國大陸的經濟發展是有目共

睹，從下表 2-2 中可了解，中國在近年皆維持兩位數左右的高度經濟成長率，高於美

國和世界平均的經濟成長，因此俄羅斯在面向亞太地區時所考量的重點，非關注中國

因素不可；也因中國高度的經濟成長，俄羅斯對中國的經濟戰略考量，可以合作做為

平衡外交的政策。 

 

表 2-2：俄羅斯、中國與美國經濟逐年成長率指標（單位：百分比）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預估)

俄羅斯 7.2 6.4 7.4 8.1 5.6 -7.9 4.0 
中國 10.1 10.4 11.6 13.0 9.0 8.7 10.9 
美國 3.6 3.1 2.7 2.1 0.4 -2.4 3.4 
世界平均 3.9 3.5 4.1 4.0 2.0 -1.8 3.8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自經濟部統計處公告訊息。網頁：

<http://2k3dmz2.moea.gov.tw/gnweb/Indicator/wFrmIndicator.aspx>；檢視日期 2010/7/6。 

 

中國在改革與開放政策下改革官僚體制與實施市場導向的開放經濟，也因此在國

際政治角力上中國多了一份不可忽視的影響力道，其高度的經濟成長與廣闊的消費市

場也因各國蜂擁而至開發，成為國際經濟上最受重視的新興經濟大國。俄中兩國關係

近年來的不斷深化，並從國際與雙邊的層次觀點而論，俄中兩國在國際問題上所產生

的共識，是有助於兩國雙邊關係的進展，124在俄羅斯面向亞太地區中的幾個標的大國

中，不同於日本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中國是新崛起的政治與經濟強國，世界銀

行首席經濟學家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 1992 年時在經濟學人週刊上所做的

                                                 
123 Б. Кузык & М. Титаренко, Китай- Россия 2050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развития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тратегий,2006), c. 268. 
124 Alexander Lukin, “The Russian Approach to China under Gorbachev, Yeltsin, and Putin,＂ in Gilbert 
Rozman ed., Russian Strategic Thought toward Asia, (N. Y.: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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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中曾表示，中國的經濟規模已較德國或日本來得大，以購買力平價為基礎計算的

國內總產值，則達到每人為 2,500 美元的水準，倘若持續當下的成長速度，中國的總

輸出額將應會在 2003 年內趕上美國，125雖然遲至 2007 年中國的總出口額才始大於美

國的總出口額，但是這訊息表示專家認為中國的經濟成長速度驚人，是國際經濟中必

須重視的焦點。 

俄羅斯的「經濟戰略」是俄羅斯政府面對俄中經貿關係重要的思考架構，也是影

響俄中經貿發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對於俄中兩國發展經貿合作而言，筆者認為「經濟

戰略」是存在俄羅斯政府的對外思維，體現在與中國的經貿互動上，俄羅斯政府採取

了以合作交流加強彼此的戰略伙伴關係，考量了相關影響因素後，發展成一個高彈性

與多面向的「戰略準則」。 

 

二、俄中的戰略夥伴關係 

俄羅斯的經濟戰略是俄羅斯政府面對俄中經貿關係重要的思考架構，也是影響俄

中經貿發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對於俄中兩國發展經貿合作而言，筆者認為經濟戰略是

俄羅斯政府的對外思維的展現，體現在與中國的經貿互動上，俄羅斯政府採取了以策

略性合作交流加強彼此的戰略伙伴關係，考量了相關影響因素後，發展成一個高彈性

與多面向的「戰略準則」，而俄中關係的發展，是以雙方利益的共通性為發展的動力，

經貿關係在俄中關係的發展上，因為從葉爾欽所提出的「戰略夥伴關係」成形的因素，

因而開始有了重大的發展改變，中國主席江澤民於 1994 年訪問俄羅斯，兩國元首發

表「俄中聯合聲明」（Chinese- Russia joint statement, Китай-россия совместное 

заявление）中提出了「建設性作夥伴關係」的概念，並於 1996 年葉爾欽訪問中國時，

雙方元首發表了「俄中聯合聲明」，並提出了「面向 21 世紀的平等互信戰略協作夥伴

關係」，126這意味著兩國的關係大幅度的向前邁進，俄中關係從蘇聯時期與中國關係

                                                 
125 “How poor is Chain?” The Economist, 1996/10/12p.27.根據中華民國經濟部統計處的網站文件資料顯
示，至 2007 年，中國的總出口額始大於美國的總出口額。 
126 Kazuhiko Togo, “Russian Strategic Thinking toward Asia, 1996-1999,” in Margaret McCown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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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化後，又以「戰略協作夥伴」更邁向緊密的合作關係。 

俄羅斯在普欽執政後，國內的情勢變化穩定這也使得對外的政策趨於平穩，由於

國內政治環境相對於葉爾欽政府不穩定的情勢而有所改造，普欽將總統的權力結構強

化，形成以總統為政治權力中心，建立了強大的中央權力體制，其效應也延伸至對外

政策方面；由於葉爾欽時期俄羅斯對外政策中常受到政治利益團體與寡頭集團的影

響，形成對外政策混亂與多變，而經過普欽的中央權力強化改革後，這一效應使得外

交政策也因此相對穩定，127因此俄中關係也轉變得較為理性與朝向務實發展。 

由於普欽執政後，俄羅斯的官界與學界對中國的政策形成共識，基於平衡西方的

政策與遠東地區的發展，甚至是融入東北亞地區與亞太地區的區域整合方向，與中國

的有好關係是其發展的重點共識，也藉由「俄中邊界東段的補充協定」解決影響兩國

發展的領土爭議問題，因此俄羅斯對於中國的關係是較為理性與務實；然而普欽在東

西方平衡的原則下，對於亞洲方面的戰略思維是多元化，普欽亦訪問印度、韓國、日

本和蒙古等國家，積極的推動多邊外交，甚至是與印度建立戰略夥伴關係，這樣的情

勢下使得俄中兩國的發展多了許多變數，雖然俄羅斯積極的與中國發展雙邊關係，但

是多元化發展的戰略思維下，俄中的關係的背景是較為複雜，但是可以藉由兩國元首

定期的互訪與各項條約不斷的簽訂，在俄羅斯以國家利益為前提下，因此俄中關係在

俄羅斯經濟戰略的思維方向，會呈現合作多於對抗的情勢。 

普欽擔任俄羅斯總統以來，在 2000 年 7 月將中國訪問作為第一個亞洲國家的元

首出訪，為了進一步的發展，2001 年 7 月普欽與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克里姆林宮

簽署「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訂立了在未來俄中戰略合作的大體方向，到了 2005

年，兩國元首共同發表了「俄中關於 21 世紀國際秩序的聯合聲明」，對於推動世界格

局的多極化，與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經濟等方面產生了相當大的影響，2006 年普欽再

度訪問中國，而中國也在同年舉辦了盛大的「俄羅斯年」活動，這對於兩國的關係無

疑是更深化一步，並且達成了能源合作協議，對於俄中貿易合作的進展更是實質上的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Linkages between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Seoul: Korea Institute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 Press, 2006), pp. 81-89. 
127 馮紹雷、相藍欣，俄羅斯與大國及周邊關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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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2007 年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俄羅斯，並且出席在俄羅斯所舉辦的「中國

年」活動，俄中雙方簽署了一系列有關政治、科技與銀行合作等文件，同年 11 月中

國總理溫家寶訪問俄羅斯並簽署了有關經貿與科技發展的合作議案，兩國的關係因此

擴展到更深的階段；而從下表 2-3 中可了解普欽時期俄中兩國元首的重要會面與互訪

的紀錄。 

 

表 2-3：普欽時期俄中兩國元首重要會晤與訪問 

時間 重要記事 

2000.07 普欽以俄羅斯總統身分出席在塔吉克首都杜尚別的「上海五國」元首會晤，與

江澤民會面 

2000.07 普欽訪問中國，與江澤民簽署「北京宣言」、「反導彈聯合聲明」 

2001.07 江澤民訪問俄羅斯，與普欽簽訂「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2001.10 普欽至中國參加「亞太經合會組織會議」，上海會見江澤民 

2002.06 江澤民應邀參加在聖彼得堡的上海合作組織會議，與普欽舉行雙邊會晤 

2002.12 普欽訪問中國，與江澤民簽署「俄中聯合聲明」 

2003.05 胡錦濤訪問俄羅斯，與普欽簽署「俄中聯合聲明」 

2004.10 普欽訪問中國，與胡錦濤簽署「俄中聯合聲明」，「俄羅斯與中國邊界東段的補

充協定」 

2005.05 胡錦濤應邀參加俄羅斯「紀念衛國戰爭勝利六十年紀念慶典」 

2005.06 胡錦濤訪問俄羅斯，與普欽簽署「俄中關於 21 世紀國際秩序的聯合聲明」，互

換「俄中邊界東段的補充協議」批准書 

2005.09 普欽參加紐約聯合國總部的聯合國首腦會議，會見胡錦濤 

2006.03 普欽訪問中國，與胡錦濤簽署「俄中聯合聲明」，並出席「中國的俄羅斯年」開

幕式 

2006.11 普欽參加在越南首都河內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十四次領導人非正式會議，會見

胡錦濤 

2007.03 胡錦濤訪問俄羅斯，與普欽簽署「俄中聯合聲明」，並出席「俄羅斯的中國年」

開幕式 

2007.06 普欽參加在德國海利根達姆「八國集團」領導人會議，會見胡錦濤 

2007.08 普欽參加在吉爾吉斯首都比什凱克的「上海合作組織」高峰會，會見胡錦濤 

2007.09 普欽參加澳大利亞雪梨「亞太經合組織第十五次領袖非正式會議」會見胡錦濤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製作整理，參考「俄中高層互訪與會晤」，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27/content_642586.htm>；檢視日期：
20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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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以其快速的經濟發展速度和廣大的人口市場，成為了俄羅斯亞太政策中必須

特別重視的一國，因此整體俄羅斯的亞太政策中，考量了中國的因素占了相當大的範

疇，普欽總統不只一次的發表聲明，認為發展與中國的睦鄰友好，與戰略伙伴和合作

關係，是俄羅斯重要的優先方向，而俄中關係也是中國對外政策中的重要方向之一，

128而亞太政策中的中國因素考量，自中國與蘇聯建交以來，兩國關係走過相當多的重

要階段，時至俄羅斯獨立後，俄中兩國的關係進展較為穩定，兩國從「戰略協作夥伴

關係」的簽署，經貿的互動合作的積極推展，可瞭解當前的俄中兩國關係，是在政治

面上的影響力推動，俄羅斯欲從亞太政策的實行中，展開重新成為一個大國的姿態。 

俄羅斯將俄中關係發展視為其亞太政策中重要的一環，而俄羅斯對於俄中關係的

發展面向，包含俄中在亞太區域的經貿交流（亞太地區的投資與俄羅斯在此區域出口

原料），俄中整體合作發展策略（考量俄羅斯在大東亞地區的國家利益），與均衡雙邊

的區域發展等。129因此整體俄羅斯對中國的戰略考量，是藉由兩國之間的交往，更深

一層的互動關係，而符合俄羅斯在亞洲地區的戰略利益考量，而達到俄羅斯國家目

標，這樣的政策就是俄羅斯亞太政策的焦點面向；俄羅斯與中國的的利益是一致的，

隨著中國的崛起和俄羅斯的復興，為了保障兩國彼此的利益，俄羅斯與中國將是會採

取長期的合作關係，這是透過兩國戰略夥伴關係而呈現的相互協調與關連性，130而俄

羅斯對外的經濟戰略的亞太面向，也就是以中國為其重點發展，進而達成俄羅斯亞太

策略的目標，而符合國家利益考量，這一系列的政策發展思想，總歸納而成為俄羅斯

對外經濟戰略思維的一部分。 

  

 

 

                                                 
128 Б. Кузык & М. Титаренко, Китай- Россия 2050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развития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тратегий,2006), c. 557. 
129 Alexei Voskressenski, “Variants of Russia’s Policy towards the Rise of China,” The Rise of China: 
Policies of the EU, Russia and the US.(Feb. 2008), p. 14. 
130 Б. Кузык & М. Титаренко, Китай- Россия 2050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развития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тратегий,2006), c.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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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總結本章的論述：「國家戰略」的意涵是政府在制定國家政策時，考慮國家利益、

設定國家目標而產生國家政策，這一系列過程中的整體國家戰略思維；而在國家政策

這一系列形成過程中，含有對外性與經濟性質，即成為「國家對外經濟戰略」的意涵，

因此與「經濟外交」的概念比較上，國家對外經濟戰略是屬於思想層次上之論述，是

屬於國家整體性的方針規劃，其中更是強調對外政策的經濟取向，與「經濟權術」的

概念比較上，國家對外經濟戰略是屬於較廣義的經濟戰略，並且舉凡在國家目標與國

家對外政策中，含有經濟性質的戰略意涵，即應為國家對外經濟戰略。 

普欽時期的「俄羅斯的經濟戰略」之形成，則是以俄羅斯民族傳統與發展為基礎，

加入國家現代化與國際政經情勢的考量，並在國家利益為指導原則下，與重視外交策

略應為國家經濟發展化與務實原則，所擬定的對外經濟取向的規則和思維，目標是為

了振興俄羅斯達到富國強兵，擺脫積弱不振的國勢。 

對於「亞太政策因素考量」的對外經濟戰略論述，總結其意義是，俄羅斯重視亞

太地區國家的利益，俄羅斯積極參與亞太地區的國際組織，並與亞太國家逐步達成合

作，欲藉由亞太地區的整合，發展俄羅斯落後的遠東地區，普欽總統藉由重視亞太地

區的政策，形成東西方平衡策略；這驗證「俄羅斯的經濟戰略」的國家利益導向思維，

也就是高彈性的政策制定，在不同情勢下有著不同的作用和調整，也是俄羅斯對於現

階段國家與國際情勢的戰略方針。 

政府在制定對外戰略時，皆必須以整體國際發展和變化，與本身國家的國內情勢

中為依據；蘇聯時期整體外交政策，定位為偏向對抗西方陣營，葉爾欽時期的外交政

策，初期為了快速改革經濟與實行西方式民主化，而呈現是一面倒向西方的外交政

策，其後由普利馬可夫外長主導下的全方位外交，卻是在國力不振情勢下無法達到應

有的外交利益，而普欽時期的外交政策，則是進行重新評估與改革，在面對西方的外

交政策當中，有著相當大的彈性調整，這就是其經濟戰略的彈性原則；而對於俄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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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政治經濟情勢，因為經濟成長與政局穩定，普欽藉著經濟戰略的務實思考上，

以對內部經濟利益為方針，制定其對外策略。普欽將俄羅斯定位為歐亞的國家，認為

俄羅斯必須在面向歐洲時，也不可忽略其國土亦在亞洲地區的事實，因此亞太政策的

構想，也是一種平衡於西方的戰略考量。俄羅斯的國家重心是發展國家經濟，提高國

家的綜合實力，外交政策以國內經濟成長為導向化，因此筆者認為俄羅斯的「經濟戰

略」是總結過去經驗與教訓的混合產物，強調經濟效益與國家利益，而亞太政策的根

本思維，就是俄羅斯基於從亞洲得到戰略利益，東西方平衡政策下行程對外經濟戰略

的一部分。 

中國是亞太地區的大國，俄羅斯因其經濟實力的崛起與其政治影響力的擴大，因

此以中國能增加俄羅斯的國家利益，而與其發展緊密的合作夥伴，從歷年兩國元首的

互訪與各項條約的簽署，俄中兩國一步步走向更緊密的戰略合作關係，這是俄羅斯對

中國經濟戰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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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俄中經貿關係與發展因素 

本章欲探討的是俄中經貿發展背景、全球化的影響與俄國的能源優勢；俄中經貿

發展與俄羅斯對中國經濟戰略是相關聯，因此藉由探討俄中經貿發展的背景論述，而

與俄羅斯對中國經濟戰略形成呼應，俄羅斯在東方文化的思維下，發展對東方亞洲的

戰略，進而關注與中國的交涉和發展兩國經貿關係，而從葉爾欽時期至普欽時期有不

同的戰略思維；再者藉由探討全球化下的影響，與俄國本身得天獨厚的能源優勢，對

於整體俄國的經濟戰略發展產生了很大的影響，全球化是俄中兩國共同面對世界潮流

的大趨勢，因此在俄羅斯的戰略考量下，與中國更進一步的達成合作戰略夥伴關係，

是因應全球化下的反應，而藉由俄羅斯豐富的能源蘊藏，而使得俄羅斯在對中國經濟

戰略的思維上，多了一份正向的考量；因此本章從俄國的經濟戰略了解俄中經貿關係

的發展，也從全球化與俄國能源優勢的探討，更進一步了解對於兩國經貿關係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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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俄中經貿發展背景 

本節所要探討的是俄中經貿發展的背景，從蘇聯解體與俄國文化因素的影響，而

使得俄國面對亞洲方面的事務，有著歷史文化性的考量，再從葉爾欽時期對於中國的

交涉情況，理解其作為後來俄羅斯普欽時期，俄中兩國經貿關係發展背景。 

 

長期以來，在俄羅斯救世主主義的思想影響下，俄國轉變成為帝國思想和擴張主

義，這樣的思維在俄羅斯對外經貿產生的影響，則是希望以其戰略資源出口大國的優

勢，影響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發展；面對亞洲最大的國家中國，俄羅斯將俄中兩國的

經貿定位成長期戰略協作的方向，因而可以說俄中兩國的經貿發展從俄羅斯中央角度

看來，是一種戰略性質的合作，已然超乎從經濟貿易而來的發展。 

普欽曾表示，俄羅斯一直認為自己是個橫跨歐亞大陸的國家，無論任何時候皆不

曾忘記，俄羅斯大部份的領土是位於亞洲。實際上而言，俄羅斯並不是無所不用其極

的一直利用了這一優勢，而普欽認為，當前俄羅斯與亞太國家一起從理論會談轉向以

實際行動發展經濟、政治和其他相關合作的時刻到了。131俄羅斯在亞洲與歐洲同樣有

著許多國家利益的問題，從地緣政治上的特性看來，俄羅斯的確是擁有這樣的地理特

質，一個屬於歐洲又屬於亞洲的國家，在面對亞洲方面的國際事務時，俄羅斯的參與

是毫無爭議的。 

而從俄國近年來的對外行動可得知，俄羅斯的亞洲政策是在亞洲擴大俄國的影響

力，實際的執行面則是與中國和印度等亞洲大國建立雙邊友好合作關係，同時更積極

加入亞洲太平洋地區各種議題的參與討論。俄羅斯加入朝鮮核問題的六邊會談、參與

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的活動、與東南亞國協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等等行動，顯示俄國積極尋找亞洲國

家的邦交合作甚至是更深一步的戰略合作，而體現在經貿合作上，從 2004 年俄國與

                                                 
131 普欽，普京文集（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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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國家的總貿易額達到 400 億美元，2005 年俄羅斯的武器裝備出口銷往亞洲地區

高達總出口量的 90%，這與近年來亞洲經濟逐漸發展，這便是俄國希望早日與亞洲國

家取得經濟合作發展的戰略方向。 

1991 年 12 月 25 日，隨著蘇聯瓦解，俄羅斯聯邦成為最大的繼承國，昔日的蘇

中關係發展也就此轉變為俄中關係的發展；因此整體俄羅斯與中國的經貿發展關係，

就從俄羅斯聯邦獨立後，開始了不同於蘇聯時期與中國的關係，然而俄羅斯做為蘇聯

的歷史承接，在俄中關係方面是無法完全與蘇聯時期的遺緒清楚地分割開來，132曾經

是社會主義背景的兩國，在不同經濟政治與經濟改革的背景下，俄羅斯在葉爾欽總統

任內，選擇激進的經濟改革與借鏡西方式的民主化，而展現出顛簸的經濟改革，而中

國則是選擇在社會主義框架下的漸進式改革開放，133兩國顯現出不同的政治與經濟發

展。 

 

一、葉爾欽時期 

冷戰的結束使得國際政治產生了秩序重整，對於冷戰的結束確切時間點，學者們

的看法並完全不一致，但普遍以蘇聯的瓦解為冷戰的終點。冷戰時期的東西方對立，

由美國與蘇聯各自為中心而產生各種應蘊而生的國際政治、經濟和軍事組織也因為蘇

聯解體而有了新的變化與佈局，冷戰結束後上述的國際組織與 90 年代美國成為世界

領導地位逐漸形成國際政治與經濟角力的背景，然而 2000 年來另起的兩個重要影響

世界因素產生了，那即是承襲蘇聯主體的俄羅斯聯邦的興起與中國的經濟崛起。 

從俄羅斯的角度而言，在葉爾欽時期向西方一面倒的借鏡改革，造就出不同以往

的社會主義文化，轉為民主與資本市場經濟，但在遭遇到向西方外交政策的困境後，

其外交方向轉為東西方平衡政策，也以多極化發展為外交和戰略上的新方向，因此俄

                                                 
132 馮紹雷、相藍欣，俄羅斯與大國及周邊關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 109。 
133 有關俄羅斯與中國的經濟改革比較，參考吳玉山，俄羅斯轉型 1992-1999 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台

北：五南出版社，2000），頁 165-204；吳玉山，遠離社會主義—中國大陸、蘇聯和波蘭的經濟轉型（台

北：正中出版社，1994），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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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斯在葉爾欽總統的後期（1996 年後），在重視東西方平衡外交與多極化全方位發展

下，與中國的接觸也增多了。 

在葉爾欽時期，俄中的關係於 1992 年雙方元首所簽訂的「關於俄中相互關係基

礎的聯合聲明」開始有了進展，134然而因為葉爾欽的外交政策在 1995 年底之前，因

其外長科茲列夫的親西方導向的外交政策，俄羅斯對於中國方面的交涉在 1996 年前

的雙邊發展僅只於條約與聯合聲明形式上的簽訂，135與俄羅斯西方政策比較上俄羅斯

對中國較不重視，也並未對於雙邊經貿發展有多大的貢獻；136而 1996 年新任外長普

利馬可夫上任之後，其外交方向改為重視全方位的外交，此時期相對於前期的對外政

策上，有較明顯的亞洲面向，也較為重視與中國的交涉，1996 年至 1998 年，俄中兩

國的高層會面與聯合聲明多達六次之多，137顯然比較於 1992 年至 1996 年間兩國多了

許多元首會面與聯合聲明條約的簽訂。 

兩國內部的總體經濟、政治局勢與全球經濟發展皆會對俄中彼此的經貿有著重大

的影響，俄羅斯聯邦脫離蘇聯獨立初始，在內部政治經濟與對外事務上取得繼承權，

獨立初始內部政治局面混亂，首任總統葉爾欽實行經濟改革，採用激進的「震盪療

法」，這使得國家經濟一度崩盤；1998 年的金融風暴對於俄羅斯經濟更是雪上加霜，

並且重創亞洲國家包括中國這個新興市場的國家，因此俄中兩國在這風雨飄搖的十年

內經貿上的往來自然不如兩國政治上的互動程度。再者兩國的貿易往來結構單調，中

國主要向俄國出口食物和紡織品，俄國主要向中國出口化學肥料、鋼鐵和其他金屬，

兩國貿易合作項目僅止於簡單的商品貿易，技術上與能源類等較高階層次的貿易極少

                                                 
134 1992 年 12 月葉爾欽首次訪問中國，與當時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簽署「關於俄中相互關係基礎的聯

合聲明」。 
135 1992 年至 1995 年雙方元首簽訂的條約除了上注釋的條約之外，尚有 1994 年 9 月簽訂的「俄中聯

合聲明」。 
136 參考下表 3-1 俄中貿易逐年統計量，1990 年至 1999 年兩國貿易逐年成長率是呈現正負成長互見的

情況，可以視為相對不穩定的發展。總體量的成長從 1991 年的 39 億美元成長至 1999 年的 57 億 2 千

萬美元，貿易成長情況相較於普欽時期兩國貿易逐年皆有 25%以上的成長率，且貿易量在 2008 年接

近 560 億美元而言，情勢相對黯淡許多。 
137 1996 年 4 月「俄中聯合聲明」，1997 年 4 月「俄中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立國際新秩序的聯合聲明」，

1997 年 11 月「俄中聯合聲明」，1998 年 11 月「關於俄中邊界問題的聯合聲明」，1998 年 11 月「關於

世紀之交的俄中關係的聯合聲明」，1998 年 11 月「關於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俄羅斯聯邦與總統葉

爾欽之非正式聯合新聞公報」。共六次相關雙邊關係的聯合聲明，轉引自馮紹雷、相藍欣，俄羅斯與

大國及周邊關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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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俄中兩國民間的貿易互動也缺乏法律規範，主要以邊境易貨貿易為主，並且民間

貿易大多屬於地下經濟。 

 

表 3-1：1990-1999 年俄羅斯對中國貿易統計量（單位：億美元） 

年度 貿易總額 貿易逐年成長率 俄國對中國出口額 俄國自中國進口額 

1990 43.7 -- 21.4 22.3

1991 39.0 -10.76% 20.8 18.2

1992 58.6 50.26% 35.2 23.4

1993 76.7 30.89% 49.8 26.9

1994 50.7 -33.90% 34.9 15.8

1995 54.6 7.69% 37.9 16.7

1996 68.4 25.27% 51.5 16.9

1997 61.1 -10.67% 40.8 20.3

1998 54.8 -10.31% 36.4 18.4

1999 57.2 4.38% 42.2 14.9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自王承宗，「俄羅斯與中共經濟關係之探討」，問題與研究，第 6 期（1998），頁

43。1990 年與 1991 年資料為蘇聯時期貿易數據，1998 年與 1999 年數據參考姜振軍、孔祥順，「黑龍

江省對俄經貿合作取得的成效及未來走勢」，俄羅斯中亞東歐市場，第 2 期（2009），頁 9；王俊傑，「普

丁時代俄羅斯對中共政策之研究」，台北：國立政治大學俄羅斯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頁 125。 

 

二、普欽時期 

 1991 年 12 月 27 日，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致電俄羅斯外長科濟列夫，宣佈中

國承認俄羅斯聯邦政府，並表示願意建立外交關係，隨後宣佈支持俄羅斯聯邦政府繼

承蘇聯在聯合國的席位，1992 年 12 月 17 日俄羅斯總統葉爾欽訪問北京，兩國簽署

「關於俄羅斯聯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互關係基礎的聯合聲明」，並雙方同意建立一

個穩定區域，從此俄羅斯與中國開始了官方正式的往來，也為日後俄羅斯亞太政策的

中國面向基礎，對於兩國的外交有了良好的開端。 

因為在葉爾欽時期俄羅斯曾經採取過度偏向西方的政策，而導致俄國利益明顯的

受到損失，因此對於俄羅斯與亞洲關係的議題，以至於俄羅斯與中國關係的議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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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受到關注的焦點；1382000 年後的俄羅斯，在普欽總統強勢領導、振興國內經濟、

務實外交與重振俄羅斯的作為下，對於俄中兩國政治外交與經貿合作等領域，有了特

別的進展；在兩國政治情勢逐漸趨於平穩與加深彼此的戰略合作，經貿合作關係也得

到了重要的發展動力，而普欽總統在經濟發展的戰略方面，是以國內經濟利益為優先

導向，對外關係與各項其他政策皆以服務國內經濟為目標，因此被視為「務實」的治

國理念，普欽總統執政後的俄羅斯，呈現出來的是普遍被人所認同的「富國強民」、「經

濟發展」與「俄羅斯的崛起」，而使普欽總統贏得兩任的總統選舉，是因為普欽總統

的治國方針與核心就是「強化國內經濟」，以振興國內的經濟，重新發展俄羅斯的強

國計畫，顯然俄國人民普遍認同普欽的富國強民的政治成就。 

中國是亞太地區現階段崛起的強權，也是未來世界體系中影響力最大的國家之

一，因此中國的鄰國需要有系統的、策略性的與中國發展經貿關係，從中國的經濟成

長中互相創造彼此的利益，以避免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摩擦導致雙方國家利益的損害；

139這對於兩國經貿合作發展，是一大優勢助益，因為俄羅斯與中國兩國在經貿關係

中，所先天呈現的是地緣優勢與資源互補的情況，因此重視務實的經貿合作以國內經

濟為發展導向，俄羅斯自然必須與中國這個強大的新興大國展開更緊密的友好，與更

緊密的經貿合作關係，以創造對國內經濟的利益。 

普欽時期的俄中關係發展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 1999 年 3 月至 2001 年 9

月，在這一時期因為車臣事件與台灣問題，俄羅斯與中國共同面對美國與北約方面的

壓力，因此尋求彼此的支持與合作，而上海合作組織就在 2001 年六月創立了，這個

組織代表著俄中戰略合作的重要行動，兩國更是積極的找尋對話空間，從良好近鄰、

夥伴與合作關係，形成了各種條約的簽訂。140 

  第二階段是 2001 年 9 月至 2004 年 10 月，在這個階段中，俄中關係出現了變化，

                                                 
138 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 著，孟秀雲等譯，俄羅斯、中國與世界（北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70。 
139 Hidetaka Yoshimatsu,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N.Y.: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08), p. 22. 
140 Joseph Cheng, “Chinese Perceptions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Putin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32, No.2(2009), pp. 15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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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事件使得俄美關係有了良好進展，而 2004 年俄國不理會中國的抗議，批准了達

賴喇嘛的入境簽證，美俄兩方更是進一步口頭承諾進行兩國共同限武的行動，在俄羅

斯的中國問題專家認為，普欽政府此階段是依據最基本的國內經濟發展，而在外交上

做出這樣的行動，因為此時俄美的關係是有助於促進俄國的經濟發展；俄國在此時更

是出現了「中國威脅論」的觀點，而且俄羅斯的國際關係學者和中國外交政策的智庫

們，皆認為普欽所領導的俄羅斯在此階段希望的是和平、安定並與美國進行雙邊交

流，相形之下，俄中關係就顯得相對黯淡；141然而上海合作組織的設立，卻是為俄羅

斯與中國在地區經濟合作，與相互協作上奠定了很好的基礎制度。142  

第三階段是 2004 年 10 月至 2007 年底，普欽政府重新調整經濟戰略方向，包括

能源、軍工業的貿易重歸國有、打擊寡頭、控制媒體，並將影響力從總統、聯邦政府

貫徹到地方政府，一連串的強勢作為，使得美國的小布希政府對此公開指控，亦引發

普欽政府的駁斥，兩國更因為喬治亞的問題發生相當緊繃的關係，俄美兩國的競爭對

立表現在獨協國家的紛爭議題上，應該會持續下去，美國藉由北約（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東擴對俄羅斯施加壓力，俄中關係也因此有了不同的發

展機會，俄中兩國除了針對邊界問題提出解決的方法與讓步，更在 2006 年與 2007

年互設「國家年」的方式來展開多方面的進一步交流，俄中關係發展在這個階段是經

過多次調整，目前彼此皆以國家利益與發展考量，與對方發展合作關係，當然也存在

著競爭與讓步。143  

  就在 2006 年 3 月 21 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俄羅斯總統普欽簽署了「中華人民

共和國和俄羅斯聯邦聯合聲明」，聲明中指出兩國將在 2010 年努力使雙邊貿易額達

600 至 800 億美元，也因此在 2007 年 2 月中國商務部副部長于廣洲在「中國國家展

暨俄羅斯中國經貿年」新聞發表會上表示，中國將進一步調整對俄國的貿易結構，推

                                                 
141 Joseph Cheng, “Chinese Perceptions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Putin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32, No.2(2009), pp. 155-159. 
142 Б. Кузык & М. Титаренко, Китай- Россия 2050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развития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тратегий, 2006), c. 385. 
143 Joseph Cheng, “Chinese Perceptions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Putin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32, No.2(2009), pp. 15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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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電、木材加工和高科技產品的貿易，使俄中貿易結構趨於合理，144而特別在貿易

方面，俄羅斯希望能夠從緊密的關係中與中國增加貿易，而在 2007 年中國已經成為

俄羅斯第三大的貿易伙伴，俄中貿易占俄羅斯總貿易額 7.3％，145中國駐俄羅斯大使

劉古昌在接受「北京周報」訪問有關其參與俄羅斯的中國年後的看法，他認為雙方俄

國近來的社會與經濟狀況較為穩定且有發展，雙方政府已經建立了投資促進的機制，

對於雙方的經貿而言是有重大的發展助益，146而目前俄中兩國也積極立法規範保障兩

國的經貿來往在法律上的問題，並且奠定了兩國未來的經貿發展前景，由此可得知，

俄羅斯與中國在政治互動上的良好關係已經帶動彼此經貿互動的良好契機，並且在貿

易結構上的單調性也將得到改善的空間。 

俄羅斯與中國兩國既是大國亦是彼此重要的鄰國，俄中的關係發展必對彼此地緣

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影響甚巨，亦對國際形勢和發展有著重大影響的意義。俄羅斯獨立

後很注重與中國的政治、外交上的互動關係，從兩國十多年來「互為友好鄰邦」過渡

到「建設性夥伴關係」，再發展到「戰略協作夥伴關係」可看出兩國互動的頻繁，兩

國元首與總理歷年來數度互訪與簽署多次「俄中聯合聲明」更是為兩國互動增添更良

善的相互信任基礎。這為亞太地區甚至是全球國際間的變化注入了不可忽視的因素。

俄中兩國政治上的迅速發展，也為兩國的經濟貿易互通上提供互信基礎與良好的發展

環境，儘管經貿互動上已然漸漸成形，但與兩國在政治上的互動相比，仍然有更多的

發展空間。從 1991 年 12 月 25 日蘇聯解體後至 2001 年這十年內俄羅斯與中國經貿關

係從 1992 年的貿易量 76 億美元到 2001 年 100 億美元，但在這十年間的貿易量並不

是持續成長，而是成Ｕ字型發展，兩國間的貿易發展規模並不大，147在兩國領導人高

度重視與相關部門的積極運作下，俄中兩國的經貿量在 1997 年開始迅速增長，至 2003

年已達 115.67 億美元，直到 2006 年更高達 286.64 億美金的交易量，中國商務部在

                                                 
144 柳雲，「俄中合作經貿發展掃描」，俄羅斯中亞東歐市場期刊，第一期（2008），頁 38。 
145 Peter Ferdinand, “Russo- Chinese Relations,” Russian Foreign Policy (2008), p. 90. 
146 「駐俄大使劉古昌接受北京周報訪問」
<http://big5.china.com.cn/book/zhuanti/qkjc/txt/2008-01/29/content_9609801.htm>(北京周報網
站)(2008/1/19)，檢視日期：2010/6/6。 
147 邢廣程，「對俄中貿易的幾點認識」，俄羅斯中亞東歐市場期刊，第一期（2003），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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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 10 月 9 日公佈的新聞中表示，2008 年俄中貿易高達 500 億美金，並且認為

2010 年兩國雙邊貿易額可達到 600 至 800 億美金的交易量可望提前實現，148這些跡

象表示俄羅斯與中國的經貿勢必逐年提高並且保持相當緊密的合作發展關係。 

 
表 3-2：2000-2008 年俄羅斯對中國貿易統計量之一（俄方統計，單位：億美元） 

年度 貿易總額 逐年成長率 俄國對中國出口額 俄國自中國進口額 

2000 61.97 -- 52.48 9.49

2001 68.94 11.25% 52.48 16.46

2002 92.38 34.00% 68.37 24.01

2003 115.67 25.21% 82.58 33.09

2004 148.51 28.39% 101.05 47.46

2005 203.07 36.74% 130.48 72.59

2006 286.64 41.15% 157.58 129.06

2007 403.19 40.66% 158.95 244.24

2008 559.01 38.65% 211.52 347.49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自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2007（俄羅斯統計年鑑 2007 年）與

俄羅斯統計局網站所公佈的俄羅斯對中國進出口統計量為主，

http://www.gks.ru/free_doc/2006/b06_11/25-05.htm; 上網日期 2010/7/27。 

 
表 3-3：2000-2008 年俄羅斯對中國貿易統計量之二（中方統計，單位：億美元） 

年度 貿易總額 逐年成長率 俄羅斯對中國出口額 俄羅斯自中國進口額

2000 80.0 39.86% 57.7 22.3

2001 106.7 33.38% 79.6 27.1

2002 119.3 11.81% 84.1 35.2

2003 157.6 32.10% 97.2 60.3

2004 212.3 34.71% 121.3 90.0

2005 291.0 37.07% 158.9 132.1

2006 333.8 14.71% 175.5 158.3

2007 481.6 44.28% 196.7 284.8

2008 568.3 18.00% 238.2 330.0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自中國商務部與中國海關署網站，該署公佈的俄中經貿歷年數據網頁：

http://www.mofcom.gov.cn; http://www.customs.gov.cn; 上網日期 2010/7/7；王俊傑，「普丁時代俄羅斯

對中共政策之研究」，台北：國立政治大學俄羅斯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頁 125。 

                                                 
148 「今年俄中貿易額將突破 500 億美元」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subject/jckjyhiii/lanmuere/200810/20081005819935.html?3566938194
=1679880187>（2008/10/9），檢視日期：20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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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全球化下的影響因素 

本節欲探討的是全球化下對於俄中兩國經貿關係，與俄國面對中國經濟戰略的思

維；全球化成為世界趨勢，而在此波潮流下兩國經貿關係發展更為緊密，也因為全球

化下，使俄羅斯的對外經濟戰略思維有了不同的觀點，藉由向國際組織尋求合作，與

區域整合的走向，而使得中兩國經貿關係更具有發展性。 

 

一、全球化的意義 

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發展牽動著世界各國的政經文化發展，也是目前世界

最重要的發展潮流，各國與各區域聯盟不論在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皆

因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使之在各項發展上受到相當程度的影響。因此「全球化」可以

視為目前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中各學科中最重要且熱門的一個基礎議題，全球化的意

涵是指國與國間的疆域消失，各層面的多樣化與趨同性交錯的發展，其中又以經濟上

的層面更具明顯影響與受到矚目，在經濟的層面上，「經貿全球化」是指各要素與產

出的配置自由流動化，也就是在經濟生產要素中的自然資源、149勞力、資本、管理知

識、生產技術、產品、服務等生產要素及經濟資源不受國家疆域的限制而能夠自由移

動，使之發揮最高的經濟效益，造就國際貿易的熱絡與各國經濟的發展；俄羅斯科學

院遠東研究所主任雅科夫列夫（Alexander Yakovlev, 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教授認為，

全球化主要是發生在兩種方面的進程，一種是經濟方面的全球化，而另外一種則是新

的國際社會政治結構。150而全球化的影響特別在國際貿易方面是比世界經濟的增長速

度更為快速，所以目前不論是探討各國的經濟發展或是國際間的經貿往來，全球化成

為必需探討的重點核心。 

                                                 
149 此自然資源指的是可移動例如石油、天然氣、礦產、木材等天然資源，在全球化中可藉由國際貿

易的物流運送，傳遞到世界各地。 
150 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 著，孟秀雲等譯，俄羅斯、中國與世界（北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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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球化」的研究面向而言，國際間的疆界在定義上是被瓦解與消失的，亦即

國家政府對於自身國內各方面的影響是相對的降低，當全球化的影響力超越了國家政

府的統治力時，在各國政治、經濟或文化等各層面的影響上，突顯出的是政府控制的

侷限性存在；但也有學者認為政府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應該有所不同的作為而使之非

成為只成被動影響者的角色，如同梭羅（Lester Thurow）所認為的，全球化是可以塑

造的；面對全球化，不是只有拒絕或接受兩條路，其實還有第三個選擇：與其放任全

球化自行發展，不如主動設計、建造不同的全球經濟；151國家政府在全球化的潮流下，

應該可以扮演著主動因應的角色，這樣的論調也為了俄羅斯與中國兩國政府在面對全

球化的壓力下，帶來了些許或是更多的發展空間，這也是本篇論文的論述與研究重心

的所在。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國際間的政治運作和經濟活動，都是影響國家發展

的重要因素，俄羅斯與中國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亦不例外，在國內的政治體制與經濟發

展與對外的政治外交和經貿合作等皆也受到國際政治經濟的環境而產生變化，區域集

體化就是全球化下的一個應變與歷程的展現，俄中是否藉著區域集體化來減緩全球化

的刺激，或是以此途徑而進一步整合進入全球化，就是以下的研究探討標的，而首先

必先釐清的部份則是國際間的政經互動是如何影響俄羅斯與中國在經貿關係的發展。 

 

二、全球化下的俄羅斯對外思維 

而「全球化」使得國際政治經濟現象的改變，眾多觀察研究面向中「區域整合」

為各家學者爭論標的，究竟「區域主義」為全球化下的同向整合還是形成與全球化相

庭抗禮的整合機制，這是值得論述的研究途徑；然而區域整合主義中觀察面向亦有相

當多元面向。1991 年蘇聯解體後所導致國際體系中的結構變化，使得原本由美國與

蘇聯的兩極東西方對立關係，演變成由美國主導世界的「一超多強」局面，在亞太地

                                                 
151 Lester Thurow，蘇育琪譯，勇者致富，全球化：在拒絕與接受之間（台北：天下雜誌，2003），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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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勢力分配應由美國獨霸的情勢中出現了變化，承襲蘇聯主體最重要的俄羅斯聯邦

與逐漸興起的中國影響勢力範圍逐漸擴大，不論就軍事、外交、經濟與文化等方面皆

有重大影響，世界進入了新舊格局替換的轉變時期，對於整體亞太地區形成政治勢力

的角逐競賽，因此亞太地區的權力結構重新分配下，美國這一個世界超級大國在亞太

地區執行其政治與經濟等外交目的時，必須注重俄羅斯與中國這兩大國家的影響因

素，當然學者們在研究亞太地區的國際關係與政治經濟，亦必須考慮俄羅斯與中國的

影響層面，尤其是俄羅斯與中國在政治體制上原先奉行的「馬克思社會主義」這相同

的最高準則，也在蘇聯瓦解與中國的改革開放中產生「原則性的變化」，這對於往後

國際關係中的研究是相當值得關注。 

國家在制定對外政策與戰略時，應該基於對於世界情勢與變化，考量國家的能力

與所處的國際情勢而做估計與調整，俄羅斯社會學家柏加圖洛夫（Alexsei Bopoturov, 

Алексей Демосфенович Богатуров）認為，俄國國內學術界討論全球化相較西方晚了

2 至 4 年，並且也認為其國內學者大多擔心討論全球化會誇大其正面對國家的發展效

果，152而俄羅斯科學院院士米赫耶夫（Vladimir Mikheev, Владимир Михеев）在強調

全球化是利他主義時，也認為將造成世界的相互亦賴性增強，民族國家出現需要多方

面合作的國際利益。153而普欽政府特別重視對國際情勢的觀察，154面對當前世界經濟

全球化的變遷，俄羅斯無法置身於外，與他國的互相依賴而在全球化的時代發展經

濟，155普欽政府認為要提高俄羅斯在國際市場的競爭力，並積極爭取參與各種國際組

織，並與他國達成合作以國家利益為前提而融入國際經濟體系，並吸引外資的投入與

制定相關法規以保障國家經濟安全。156 

                                                 
152 轉引自 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 著，孟秀雲等譯，俄羅斯、中國與世界（北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頁 286。 
153 轉引自 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 著，孟秀雲等譯，俄羅斯、中國與世界（北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頁 287。 
154 左鳳榮，重振俄羅斯－普京的對外戰略與外交政策（北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 110-116。 
155 Igor Ivanov, The New Russian Diplomacy(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Press, 2002), pp. 
51-52. 
156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0 июля 2000 г.」 
<http://www.mid.ru/Bl.nsf/arh/19DCF61BEFED61134325699C003B5FA3?OpenDocument> 
；上網日期 20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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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與經濟在這些新起的因素與傳統的背景環境交互影響而進入轉變與調

整時期，世界主要的影響力量形成彼此依賴卻又相互約制的格局，主要的影響標的在

於政治與經濟兩大方向依然是從古至今較無改變的面向，而世界各國的競爭也在政治

全球化、經濟國際化與發展區域化等格局下形成結構性的角逐與潮流。世界各國的競

爭重點在於政治影響力強化與拓展，在經濟方面則是進入貿易自由化、經濟成長穩定

與國際經濟、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之下發展各國經濟。俄羅斯的興起在於接替前蘇

聯的政治影響力、能源開發與國內經濟改革而成為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必須相當重視的

影響因素之一；中國在改革與開放政策下改革官僚體制與實施市場導向的開放經濟，

也因此在國際政治角力上中國多了一份不可忽視的影響力道，其高度的經濟成長與廣

闊的消費市場也因各國蜂擁而至的開發，成為國際經濟上最受重視的新興經濟大國。 

對中國而言，經濟全球化是現今較為關注的議題，因為世界經濟發展，使得資訊

發達的時代來臨，也造成科學技術交流影響中國的利益甚鉅；157在經濟全球化的時

代，各國皆走向市場化、自由化與經濟整合化，各國經濟彼此互相依賴的程度勢必大

幅提升，資金、勞力與生產技術等要素，商品、服務與技術知識等產品，皆在全球化

的浪潮下，產生互相交流與整合，長期對於全球和各國的經濟成長與技術創新是有著

重要推進。在此國際間產生這樣大幅整合經貿的機制，對於世界各國而言，特別是未

開發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所面臨到的不僅是利益創造的問題，也是對於國家經濟發

展的重大衝擊，在創造財富與發展經濟的同時，結合了政治、軍事與文化等變化因素

考量，而有國家經濟安全的議題產生，對於國際體系中的影響也產生更為複雜的局

面。因為對於國家經濟利益，可能導致軍事戰爭的發生，或是因為國家間的經濟利益

關連，減少了國家間軍事戰爭的發生率，國家內部所擬定的經濟戰略方針，就是以國

家經濟發展和安全為目標，亦是以全球化下經濟發展的考量因素，國家經濟安全的概

念就是意指一國最為根本的經濟利益不受傷害為原則。158 

 
                                                 
157 Б. Кузык & М. Титаренко, Китай- Россия 2050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развития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тратегий,2006), c. 535. 
158 雷家驌，國家經濟安全理論與方法（北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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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域整合與區域安全 

世界經濟加速全球化，全球化的規模擴大和地區一體化的發展，對於俄羅斯產生

了一些問題與思考。159雅科夫列夫教授認為，在當今世界上各種影響格局的因素，因

重組而穩定下來之後，俄羅斯與國的關係可能會朝向戰略聯盟發展，將會出現依靠相

互之間與國周邊地區國家的緊密協作，160俄羅斯經濟研究專家，古特尼克（Vladimir 

Gutnik, Владимир Гутник）教授的研究認為，世界經濟的發展對於俄羅斯的前景是有

利的，但是世界經濟的發展對於俄羅斯仍然存在著風險，俄羅斯的發展是取決於當局

的政策和商界所提供的發展機會，俄中的經濟關係發展，可以促進俄羅斯的出口。

1611996 年，俄羅斯政府提出了「國家安全基本構想」，這是對於俄羅斯國家整體經濟

安全所定下的戰略原則，俄羅斯在尋求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先考量的就是根本經濟

安全問題，國家必須在經濟安全不受威脅下，才能穩定的尋求經濟發展；冷戰結束後，

俄羅斯對於西方相互敵視僵持的狀態已大幅度的修正，並從接受西方經濟援助建設國

內的市場經濟，與西方透過貿易尋求經濟上的穩定發展，然而一面頃向西方國家的經

貿關係，對於俄羅斯並不是經濟安全的保證，反而是經濟安全上嚴重的制約，在全球

化下的情勢下，俄羅斯不會也不應該只單純倚賴與一方的經貿關係，因此在這樣的思

維下，與中國的經貿關係發展，俄羅斯就可以視之為經濟安全的一部分，因此俄羅斯

的經濟戰略中，與中國達成經貿合作，是一種對外經貿發展的方向。 

區域主義的思想是當今全球化思潮下的另一個起先階段或是調適階段，如果全球

化會對於不少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產生衝擊，例如金融風暴、失業率提升、多國籍企業

的經濟力過度集中，162那麼區域主義下的經濟區域組織化應該是一個減少衝擊與保持

經濟發展，與朝向全球化整合的一項良善的目標，在劉國棟「全球經貿簡報」中，所

                                                 
159 Владимир Гутник,  “Мировая эканомика,”С. Караганов , Мир вокруг росии: 2017—Контуры 
недалекого будущего (Москва: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07), c. 11.  
160 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 著，孟秀雲等譯，俄羅斯、中國與世界（北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83。 
161 Владимир Гутник,  “Мировая эканомика,”С. Караганов , Мир вокруг росии: 2017—Контуры 
недалекого будущего (Москва: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07), cc. 22-23. 
162 劉國棟，全球經貿簡報（台北：允晨文化出版，2008），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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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區域經濟組織是指目前廣泛為人知的主要四個區域經濟組織，亦即東南亞國協

（ASEAN）、歐盟（European Union, EU）、北美自由貿易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南美洲南錐共同市場（Southern Common Market; Mercado 

Común del Sur, MERCOSUR（西班牙語）），而區域經濟集體化的概念，也是俄羅斯與

中國從經貿合作中過渡，俄羅斯由參與亞太經合會，達成與亞太國家聯繫的目標，再

配合上與中國的緊密合作關係，進入了區域經濟體的合作關係，這是一種全球化下的

區域主義的思維。 

上海合作組織在 2001 年 6 月成立，從區域主義的角度觀察，俄羅斯在獨立之後

總是試圖想要重整前蘇聯地區，作為俄羅斯區域經濟與區域集體安全範圍，俄羅斯與

前蘇聯的各加盟共和國在蘇聯解體後，為因應局勢而結合成新的國家聯盟組織即是

「獨立國家國協」，163然而獨立國家國協對於各國家的約束力遠遠小於蘇聯時期的共

黨中央專政，因此俄羅斯在整合前蘇聯地區的國家與面對中國方面的結盟，有了上海

合作組織之後，對於俄羅斯與中國在建構區域經濟與集體安全方面更為緊密。 

從策略聯盟的角度而言，俄羅斯與中國在經濟貿易上的合作可以看作是對於現在

國際經濟體系三極區域化的反應，164中國政治崛起與經濟成長都是使中國成為未來世

界的強權因素，而中國也善用自己的優勢，基於策略性的考量而積極形成區域經濟與

政治機制而努力，165兩國在經濟貿易上從彼此競爭與彼此合作到研究創新促進彼此的

經濟生產力的提升，這是對於兩國在國際政治上與經濟上相當有影響力的策略，若是

俄羅斯與中國在經貿上能夠成功的穩定發展，那麼這將是對於未來世界政治經濟局勢

很大的影響因素，由於俄羅斯與中國皆被視為發展性的經濟強國，挾帶著豐富的能

源、物產、人力資源與廣大的經濟市場，兩國能夠合作共同創造新的世界經濟重心也

將是最有發展性的政經觀察標的。 

                                                 
163 獨立國家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在 1991 年蘇聯解體後，由俄羅斯、烏

克蘭與白俄羅斯等國發起成立，目的在統合前蘇聯的各加盟共和國。 
164 所謂三極區域化是目前世界三大經濟集中區，世界經濟的創新與發展通常集中在歐洲、美國、日

本。 
165 Hidetaka Yoshimatsu,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N.Y.: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08), pp. 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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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俄國能源優勢的因素 

本節所探討的是俄國能源優勢，俄羅斯因為有著豐富天然資源的蘊藏，而在對外

事務中佔有特別的優勢，而俄中兩國的經貿關係，也因為中國著眼於俄國豐富的能源

優勢，而有了的合作和發展的動力關係，藉由能源豐富而產生的經濟戰略，為俄國中

亞與遠東等區域謀求更大的國家利益，而中國也藉由與俄國的能源合作增加其國家能

源安全性。 

 

一、俄羅斯的能源情勢 

俄羅斯承襲蘇聯解體後的政治與經濟情勢；東西方冷戰雖然結束於 1991 年蘇聯

解體，但是俄羅斯卻是蘇聯解體後成為原蘇聯勢力範圍的影響者，不論在政治、經濟、

軍事以及外交方面，皆在這個區域扮演者最大的影響因素，歷經了震撼療法的經濟改

革，俄羅斯經濟雖然因此受到更嚴重的破壞，然而 1998 年的亞洲金融風暴卻意外的

帶給俄羅斯經濟一個嶄新發展的機會，依靠著國際油價大幅上漲，而利用能源出口獲

取龐大的外匯；俄羅斯在 2000 年 5 月 7 日普欽總統上任後，依靠能源產業重建俄羅

斯的國力，並且擬定了能源戰略作為俄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使得俄國經濟在近幾

年大為提升，在國際上的影響力也大為提高。 

能源不僅是牽涉到一國國力強弱的因素，更是國家經濟發展上不可缺少的生產要

素；能源是推動國家發展及經濟活動的基本動力，其對人民生活及國家安全之重要性

不言可喻，166石油和天然氣這兩項能源是世界上相當重要的戰略資源，各國在對外能

源政策上皆有制定相關策略，以利在能源使用上有穩定的來源保障，能源政策成為了

各國對外政策和外交活動重要的一環，可以預期的是即使到了 21 世紀中，石油和天

然氣仍然是世界最主要能源，這些資源將繼續牽動著各國的經濟發展；俄羅斯是近來

                                                 
166 經濟部能源局「能源政策白皮書 2005 年 12 月」，網頁：

<http://web2.moeaboe.gov.tw/ECW/Policy/EnergyWhitePaper/94/main/main.html> 

檢視日期：20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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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受矚目的重要能源產地國，由於其地理位置處於亞洲與歐洲的過渡地區，幅員廣

大礦產蘊藏豐富，更因為蘊含著相當龐大的能源儲量，因此俄羅斯變成了國際上的能

源大國，對於世界的能源安全與能源經濟方面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而俄國豐富的能

源也是提供目前亞洲國家發展經濟的動力來源之一，並且成為亞洲國家能源需求進口

的多樣化替代方式，也變成亞洲國家發展國家能源安全重大的考量；再者俄國在西伯

利亞與遠東地區的能源開發，也是與亞洲國家做技術與資金合作的平台，這更是俄羅

斯透過亞洲經濟發展國家共同提升俄國境內開發程度較低地區的機會，也使得俄羅斯

得以參與亞洲經濟整合的方式。 

2000 年至 2008 年油價逐年的攀升，俄國在 90 年末期開始依靠石油的輸出賺取

龐大的資金，更在 2000 年後的高油價時代中持續的創匯成長，並且也因此獲得經濟

的改善與成長；起因於各國長期依賴的中東石油產油國的相對不穩定的國際政治情

勢，俄國並成為世界能源的新焦點，包括中國與美國和歐洲等列強大國，皆在其國家

發展策略中的能源外交部分，對俄國相當側重並且視為合作或競爭的重要考量，因此

俄國成為了世界各國的戰略安全中不可忽視的大國，而能源也成為了俄國最具有指標

性意義的戰略考量。現今各國能源的需求劇增，在國際能源市場中，俄羅斯是能源資

源豐碩，並有大量出口的國家之一，俄國的石油探明量於 2009 年為 742 億桶，占全

球總儲量的 5.6％，2009 年產量 1000 萬桶占全球總生產量的 12.9％；而天然氣的探明

儲量 2009 年為 44.38 兆立方公尺，占全球總儲量的 23.7％，2009 年產量 5275 億立方

公尺，占全球總生產量 17.6％，因此對於國際石油價格不斷攀升，在國際能源供給市

場俄中國因握有足以牽制能源籌碼，而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隨著中東地區年年以來

的戰事，又因沙烏地阿拉伯及中東地區是各石油進口國主要進口地，世界各石油進口

國開始正視所謂「能源來源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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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俄羅斯與他國石油探明儲量比較（單位：億桶）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自 BP(British Petroleum Inc.)公司網站公佈統計數據，網頁： 
<http://www.bp.com/liveassets/bp_internet/globalbp/globalbp_uk_english/reports_and_publications/statistica
l_energy_review_2008/STAGING/local_assets/2010_downloads/statistical_review_of_world_energy_full_re
port_2010.pdf>，檢視日期：2010/7/7 
 

表 3-5：俄羅斯與他國石油歷年產量比較（單位：每日萬桶） 

資料來源：同上表。 
 
表 3-6：俄羅斯與他國天然氣探明儲量比較（單位：兆立方公尺） 

 2008 2009 （2009）佔全球儲量比

俄羅斯 43.3 44.38 23.7%
中國 2.46 2.46 1.3%
美國 6.93 6.93 3.7%

中東地區 75.82 76.18 40.6%
資料來源：同上表。 
 
 

 
 
                                                 
167 中東包含：伊朗（Iran）、伊拉克（Iraq）、科威特（Kuwait）、阿曼（Oman）、卡達（Qatar）、沙烏

地阿拉伯（Saudi Arabia）、敘利亞（Syria）、阿拉伯聯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葉門（Yemen）

與其他中東地區國家，本數據中東地區是整體中東國家相關數據的總合。 

 2008 2009 （2009）佔全球儲量比 

俄羅斯 743 742 5.6%

中國 148 148 1.1%

美國 284 284 2.1%

中東地區167 7537 7542 56.6%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俄羅斯 653.6 705.6 769.8 854.4 928.7 955.2 976.9
中國 325.2 330.6 334.6 340.1 348.1 362.7 368.4
美國 773.3 766.9 762.6 740 722.8 689.5 684.1

中東地區 2347.5 2302.5 2172.9 2329.9 2479.7 2525.8 2549.7

 

 2007 2008 2009 （2009）佔全球產量比 

俄羅斯 997.8 988.8 1003.2 12.9%
中國 374.3 390.1 379 4.9%
美國 684.7 673.4 719.6 8.5%

中東地區 2515.6 2618.2 2435.7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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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俄羅斯與他國天然氣歷年產量比較（單位：億立方公尺） 

資料來源：同上表 BP 公司網站公佈統計，筆者自行整理重製。 

 

二、可產生多樣化能源安全性 

現今各國石油進口及外交政策紛紛朝向俄羅斯及中亞地區尋求發展，中亞國家中

的哈薩克、亞塞拜然、土庫曼、烏茲別克等國家和俄國皆有相當的能源儲量，尤其是

在天然氣方面，中國遠少於中亞各天然氣產國與俄國天然氣儲量的總和；因而從供給

面來看，俄羅斯已然是世界石油和天然氣輸出的大國，而中亞各國家在石油與天然氣

方面亦有相當大的儲量，俄羅斯在供給方面能夠提供穩定的能源供給，在假設其它情

況不變，168俄國與中亞地區的能源對於未來國際政治體或是經濟體有著相當大的影響

力，對於俄羅斯的天然氣供應研究而言，大多數學者認為俄羅斯是能在世界能源市場

中，能穩定的供應天然氣的國家，169因此尤其以鄰近的中國而言，可藉以發展能源多

元進口策略，與維持其日漸起飛的經濟繁榮程度。 

現今各國能源的需求劇增，在國際能源市場中，俄羅斯是能源資源豐碩，並有大

量出口的國家之一，對於國際石油價格不斷攀升，名列世界石油儲量第八、天然氣儲

                                                 
168 假設世界能源維持相對高價，而運輸成本不變以及採掘能源設備能夠更新，並克服開發障礙，且

不加以討論替代能源的發展為前提。 
169 Б. Кузык & М. Титаренко, Китай- Россия 2050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развития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тратегий,2006), c. 38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俄羅斯 5285 5262 5388 5615 5733 5801 5952
中國 272 303 327 350 415 493 586
美國 5432 5555 5360 5408 5264 5111 5240

中東地區 2081 2333 2472 2629 2851 3199 3391

 2007 2008 2009 （2009）佔全球產量比 

俄羅斯 5920 6017 5275 17.6%
中國 692 803 852 2.8%
美國 5456 5744 5934 20.1%

中東地區 3574 3834 4072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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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世界第一的俄羅斯，170在國際能源供給市場中因握有足以牽制能源籌碼，而居於舉

足輕重的地位；隨著中東地區年年以來的戰事，又因沙烏地阿拉伯及中東地區是各石

油進口國主要進口地，世界各石油進口國開始正視所謂「能源來源的安全性」。  

大中亞地區包含裏海、中亞、以及高加索等地，因為中亞高加索、裏海地區是各

國能源供給來源多樣化的重要考量，這個地區有潛在的能源蘊藏，俄國與另一能源大

國中國，著眼點就是在這個地區發展重要的能源外交，當然這也深深的影響美國與歐

洲的能源外交策略。俄羅斯與中亞的哈薩克和裏海旁的亞塞拜然是石油及天然氣蘊藏

量及出口量相當豐富的國家，因此再加上進口石油若取道陸地線的油氣管線輸入中

國，則對於中國而言能源進口的安全性就會提高許多，俄國也在此構想中扮演著相當

關鍵的角色。 

在 2006 年 8 月份，根據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在 2006 年 8 月的公佈數據顯示，俄羅斯已經取代沙烏地阿拉伯成為

全球最大的石油出產國家，俄國將藉著這股優勢力量成為國際政治上不可輕視的外交

大國；俄羅斯現今已超越沙烏地阿拉伯，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產國，而關於天然氣方

面，近年來俄羅斯積極的向世界其他主要的天然氣生產及出口國加強聯繫合作，相關

問題的專家們分析，俄國可能試圖建造一個類似 OPEC 的天然氣輸出國家組織，以壟

斷國際天然氣的價格和供應。171 

俄國是世界上石油和天然氣最大的出口國之一，在蘇聯解體之後曾經度過一段嚴

重生產與出口的衰退期，從表 3-5 中了解，當前俄羅斯石油出口從 2000 年的每日 653.6

萬桶產量成長至 2008 年的每日 988.8 萬桶產出。俄羅斯從石油出口獲得的利益，是

它在 1999 年至 2004 年發展經濟成果的關鍵，俄羅斯在普欽總統任內，有效率的運用

俄羅斯的天然資源和科技潛能，藉以提高經濟成長還有發展國家現代化。 

                                                 
170 俄羅斯係世界能源大國，能源資源豐富，2009 年石油儲存量占世界總量 12.9％，天然氣儲量占世
界總量 23.7％，煤炭儲量占世界總量 19％；整理自英國石油公司(BP, British Petroleum Inc. )網頁公告
訊息：
<http://www.bp.com/liveassets/bp_internet/globalbp/globalbp_uk_english/reports_and_publications/statistica
l_energy_review_2008/STAGING/local_assets/2010_downloads/statistical_review_of_world_energy_full_re
port_2010.pdf>；檢視日期：2010/7/7 
171「最大產油國，俄取代沙」，聯合報，2006 年 8 月 25，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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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的能源安全論 

隨著中國大陸近年來經濟快速發展，在國際油價逐年高漲、以及國際能源日益搶

手的大環境下，中國對於能源的需求越顯得急迫。而在二十年前，中國大陸尚為亞洲

的能源出口大國，然而自 1993 年開始，中國因為能源內需快速增長並且超越其生產

量，而必須以進口滿足持續成長的能源供給不足，至 2004 年起，中國已經成為全球

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能源進口國。中國是一個新興的工業國家，也因快速的經濟發展

需求，必須從能源方面來繼續支持其高度的經濟成長率。 

就如同美國一樣，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尋找降低對中東能源的依賴的供給來源。

中東生產的石油，藉由海運必通過赫姆茲海峽（Hormuz Channel）運往世界其他的

能源市場，中國進口石油七成以上是來自於中東石油途經赫姆茲海峽與麻六甲海峽

（Malacca Channel）海運，從中東生產海運出口的石油供給至東亞國家的路徑，這

條供給路徑有可能在荷姆茲海峽或是麻六甲海峽中被封鎖；因此除了確保石油獲得的

來源及供應量穩定充足之外，運輸安全的問題也應加以重視；從中東方面海運至東亞

的海運道路上，能源進口運送取道這條水路不僅是中國，亦有台灣、南韓以及日本等

國家，這條路徑所經過的區域情勢較為複雜，且需通過多個咽喉要道，若一旦遭到封

鎖，則中國與亞洲國家的海外進口石油供給量就有陷入停頓的危機。尤其對於經濟發

展正熱絡的中國而言，一旦海外石油進口陷入膠著，將產生經濟重挫甚至波及其他西

方投資在此的國家與東亞國家。 

因此中亞高加索與俄羅斯的能源，對於各國的能源策略佔有潛在的重要地位，對

各國當局而言，當局的領導者是應考慮更多選擇與替代的來源，以在國際外交與國家

能源安全上獲得相當程度的保障。因此各國的外交政策是尋找維持與中東產油國家的

友好關係，而同時設法增加供給來源。而在這同屬東亞洲區域內的國家包括東協、日

本和南韓等國，亦也相當關心及致力於其他能源進口市場的開發，而在各國經濟發展

逐漸成熟的狀況下，財力逐漸增強對於中東石油能源競購能力也不惶多讓，因此大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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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油與天然氣等能源若是能夠從俄羅斯的西伯利亞或是中亞地區直接輸入，對於中

國而言除了大幅降低中東的石油進口依賴外，亦可以減少中國與上述這些東亞地區國

家的能源惡性競爭的情勢發生。172 

中亞高加索地區、俄羅斯和東北亞是各國考慮能源供給來源的重點發展地區，在

這些地區有潛在的能源蘊藏，各國著眼點就是在這個地區發展重要的能源外交。俄羅

斯陸上鄰國有中亞的其他國家，如哈薩克、土庫曼、亞塞拜然以及烏茲別克等國家都

是能源蘊藏豐富的國家，因此再加上進口石油若取道陸地線的油氣管線輸入中國，則

對於中國而言能源進口的安全性就會提高許多，這項特點是中國自全球輸入能源所未

具備的優勢，173也因此俄中兩國在經濟利益上的互賴與政治互動更顯得其重要性。 

 

 

 

 

 

 

 

 

 

 

 

 

 

 

 
                                                 
172 李國雄，「中國對東南亞的能源外交策略與外交」，收錄於石油能源策略與外交研討會論文（台北：

國立政治大學，2007），頁 15-17。 
173 連弘宜，「中國對俄羅斯石油能源戰略與外交」，國際關係學報，第 24 期（2007），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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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蘇聯解體之後，最主要的繼承者俄羅斯聯邦政府是用著不同的面貌接手蘇聯在國

際政治上的角色，屏除了蘇聯時期在政治上的以黨領政極權主義、經濟上的共產經濟

和國際外交上對西方的冷戰與對抗，首任民選總統葉爾欽以民主改革定義了俄羅斯聯

邦的政體，並且將俄羅斯建立為一個法治國家，施行了震撼療法改變共產經濟體制轉

為西方式的市場經濟，並且在外交上與西方良好互動，使得西方國家提供資金在俄羅

斯進行市場經濟的改革；面對這樣的改革與重造俄羅斯的歷史背景，普欽在接任俄羅

斯第二任總統後，接續葉爾欽的改革，但是不同於葉爾欽的魯莽與蠻幹，普欽強調尊

重俄羅斯的傳統，並且把傳統與現實結合，強調俄羅斯是獨特文化與文明的國家。 

俄羅斯與中國的經貿發展關係中，以經濟戰略來檢視其在普欽總統任內的歷程，

是呈現以策略性的競爭和合作的高彈性方式，這是有多種考量下的思維，是建立在亞

太策略與對西方的戰略平衡上；俄羅斯應該選擇中國作為現階段的盟友，儘管根據「俄

中睦鄰友好條約」與「俄中戰略協作夥伴關係」，兩國並不以結盟的方式來達成合作，

但是目前情勢看來俄羅斯對於中國經貿方面的合作考量，是作為國家經濟戰略的發展

重點。 

全球化下的影響因素，是兩國成為更緊密戰略夥伴關係國的推動因素，藉由全球

化下的區域主義機制，俄中兩國參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上海合作組織等國際組織， 

藉此更有國際層級上的互動關係，而全球化下產生的區域經濟與區域安全問題，更是

能讓俄中兩國在此議題上有合作的空間與發揮。 

而俄羅斯因為國家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而成為一種輸出貿易的利得，而能成為

俄中貿易中的一大經濟性的考量；再者俄羅斯地理位置上橫跨歐亞大陸，而可成為歐

亞國家的能源供給國，這樣的概念也是各國在能源來源多樣化的思考方式而來；中國

對於國家近來高度的經濟成長，需要大量的能源供給，而其本身的能源生產無法負荷

大量的能源需求，因此對於亞洲的大國－中國而言，能從俄羅斯獲得能源的輸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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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其高度經濟成長的考量之一，而又成為保障其國家能源安全的思維；因此俄羅斯

對中國的經濟戰略，其思考的方向上，因加入了全球化與本身國家能源優勢等因素，

而產生了不同於只存在經貿的關係，更是具有因應全球化與區域整合和國際能源政治

的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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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俄羅斯遠東地區區域整合與發展 

本章欲探討的是遠東地區的優劣勢分析、俄羅斯在遠東地區的經濟戰略、俄中兩

國邊境貿易發展的歷程、俄中兩國邊境貿易的問題與建立遠東和東北的自由貿易區等

議題；本章所論述的俄中兩國在邊境貿易上的發展，與遠東地區的區域發展，是成為

俄中經貿關係的案例探討，因此先藉由探討遠東地區的優劣勢，而了解遠東地區的發

展優勢，與此地在蘇聯時期所形成下來的發展問題；而藉由遠東地區此案例的討論，

而理解俄羅斯的對中國經濟戰略；俄羅斯在遠東的經濟戰略是與中國聯合發展，從符

合國家利益角度而分為三項討論，亦即從戰略需要、能源安全與經濟利益而探討；而

本章亦從俄中兩國邊境貿易的發展歷程，了解俄羅斯對中國經濟戰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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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遠東地區優劣勢與俄中邊境貿易發展 

本節以遠東地區優劣勢的論述，理解在先天環境下與歷史背景下，於蘇聯時期所

形成的俄屬遠東地區發展前景，這對於俄中兩國的邊境貿易有著相當重大的影響，國

際政治與經濟所形成的遠東地區特殊情勢，是俄羅斯對中國經濟戰略觀察的重點標

的。而所探討的是對於俄中兩國邊境貿易發展的歷程，兩國貿易的起源在於邊境貿易

與經濟互補性等基本條件，但兩國在早期發展邊境貿易卻並沒有顯著的成長，直至普

欽時期兩國邊境貿易才有長足的進展。 

 

一、遠東地區的地理與資源優勢 

以地緣經濟與政治觀點，實行經貿合作首先是以邊境貿易為兩國區域經貿合作的

開端，而俄中兩國邊境地區是發展兩國經貿合作與政治上睦鄰友好的開始，兩國邊境

合作對俄中關係發展的重要性，是許多研究學者作為了解俄中關係的觀察標的，而從

貿易資源互補性觀點而言，俄國主要從中國進口服飾紡織品、輕工業產品等產品，而

俄國出口中國的產品，大多以原物料為主，如能源、鋼材、化學肥料等為大宗，174可

以歸納兩國的貿易依照互補性貿易理論，俄國出口至中國的是資源密集性的產品，而

從中國進口的是勞力密集性的產品。 

地理上的相鄰與資源互補性，是俄中兩國邊境貿易得以持續發展的優勢，邊境貿

易是兩國經貿發展的開端，但是進入了全球化的時代，邊境貿易中資源互補性貿易的

比例應該有所調整，如果貿易結構無法突破單調與低層次的狀態，兩國未來的經貿無

法快速發展。俄羅斯的東西伯利亞和遠東地區不僅具有狹義的國家邊界，更具有廣義

的地緣經濟地位，在整體俄羅斯聯邦的經濟戰略中，對於遠東地區的問題與關注卻略

嫌不足，175但是遠東地區有著諸多值得重視的優勢，例如地緣戰略優勢、能源礦產豐

                                                 
174 柳雲，「俄中合作經貿發展掃描」，俄羅斯中亞東歐市場，第 1 期（2008），頁 36。 
175 В. Михеев,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и 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Караганов, Мир вокру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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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與作為俄羅斯亞太政策的前緣邊區等，因此俄羅斯在經濟戰略中應該特別予以重

視，若是俄羅斯當局無法突破遠東地區的延遲發展情況，無法建立有效的政策與整體

規劃，在全球化下區域整合盛行的風潮中，俄羅斯將錯失良機，整體俄羅斯的對外經

濟戰略也將因此減少競爭能力。 

俄羅斯遠東地區最主要的發展優勢條件，是其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的優越地位，

俄羅斯遠東地區擁有獨特的地緣戰略，此地區與世界強國中國、北韓、日本、美國毗

鄰，尤其俄羅斯遠東地區與中國東北地區是兩國國界接壤最長的部份，戰略位置重

要；其次是遠東地區有 18,000 公里的海岸線和約 300 個港口，俄羅斯 60％的漁獲量

是出於此地，10％至 15％的天然資源亦集中在遠東地區，如石油、天然氣、煤礦、

鑽石、黃金、銀礦、鐵礦與其他礦石，遠東地區也是製造加工業與國防工業的群聚地

區，雖然此地區天然資源蘊含量相當豐富，但是人口逐年減少與缺乏投資，使得遠東

地區相較於其他六大聯邦區而言是相對落後，176因此遠東地區在俄國政府的認知上，

是向東方發展的重要戰略陣地，是俄國參與東北亞區域發展合作的地區，177而融入亞

太地區的區域經濟，皆可以從開發遠東地區與尋求合作開發為導向，一來可以藉由開

發遠東地區而得到政治交流與經濟利益，二來可以以遠東地區為參與各項區域經濟合

作的跳板，因此若能與周邊國家達成生產要素與技術上的合作，是符合地緣政治與經

濟的原則。 

 

二、遠東地區發展延緩的劣勢 

在蘇聯戈巴契夫執政時期，由於國家對於開發資源的迫切性，鑑於當時歐俄地區

資源已逐漸枯竭，因此積極開發遠東地區現有資源為蘇聯的當務之急，戈巴契夫於

1986 年 7 月 28 日的海參崴演說中，發表了有關整合蘇聯與遠東地區經濟發展演說，

                                                                                                                                                    
росии:2017--Контуры недалекого будущкго(Москва: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07), 
c. 96.  
176 Mark Smith, “The Russian Far East: Drift From The Centre?”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Russian 
Series(2003), pp. 3-5. 
177 郭武平，「俄羅斯遠東區的經濟開發」，俄羅斯學報，第 3 期（2003），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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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年，提出了一項 1987-2000 年的長期開發計劃，主要內容是促進當地產業現代化、

積極引入亞太國家的技術、資金以及協助遠東區的發展，178因此從蘇聯時期俄羅斯中

央政府就已經了解，遠東地區是相對落後於歐俄政治中心，但卻有著特殊的地理位置

與其戰略價值。而早期俄羅斯對外貿易的發展，整體上在 1990 年後呈現的是緩慢增

長的趨勢，但是俄國遠東地區的對外貿易成長趨勢，由圖 4-1 可知，早期俄羅斯的遠

東地區的貿易成長率是在俄羅斯平均水準之上，但是由圖 4-2 得知，俄羅斯遠東地區

的重大投資趨勢，卻是從 1991 年後，呈現下降與明顯落後於俄國的平均水準。 

 

 
圖 4-1：1993-1999 年俄屬遠東地區與俄羅斯平均對外貿易成長比率 

（以 1992 年為基期，縱座標為百分比率） 

資料來源：Russian Statistical Yearbook, Regional Statistical Offices.（俄羅斯統計年鑑，區域統計局）in 

Judith Thornton ＆ Charles Ziegler, Russia’s Far East: A Region at Risk(Seattle: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p. 65. 
 

                                                 
178 楊銘源，「俄羅斯內外在環境對俄中貿易之影響」，台北：國立政治大學俄羅斯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2），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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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990-1999 年俄屬遠東地區重大投資比率 

（以 1990 年為基期，縱座標為百分比率） 

資料來源：Russian Statistical Yearbook, Regional Statistical Offices.（俄羅斯統計年鑑，區域統計局）in 

Judith Thornton ＆ Charles Ziegler, Russia’s Far East: A Region at Risk(Seattle: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p. 69. 

 

因此早期的俄羅斯遠東地區在經濟發展上是相對不利的情勢，對於整體俄羅斯而

言，在對外貿易的貢獻度卻是有著大於俄羅斯平均水準，但是俄羅斯政府相較忽視遠

東地區的建設，使得各大國內外企業較不在此地做重大投資考量。在蘇聯時期，政府

曾經以補貼方式鼓勵人民居住在遠東地區，但是由於後來的補貼政策取消之後，隨之

而來的就是人口逐漸的減少外移，因此俄羅斯遠東地區人口問題與相對落後的基礎設

施，使得遠東地區的經濟也因此必須倚靠俄羅斯中央，與國家境內西部地區進行整

合，這樣的經濟整合方式，使得遠東地區必須負擔更高額的運輸成本，再者此區的用

品中八成是從蘇聯其他地區輸入，而輸出產品中有九成是銷往其他蘇聯地區，然而其

輸出的大多是原物料金屬等低價產品，輸入的卻是相對高單價的商品，179境內貿易的

條件不平等，使得此地區發展受到相當大的限制。蘇聯瓦解後，此地區的天然資源產

品除了銷售至俄羅斯境內之外，也轉向貿易至亞太地區的市場，因此也與世界經濟體

系開始有了接觸，但是對於世界其他市場而言，遠東地區製造業是較不具競爭力，因

                                                 
179 Mark Smith, “The Russian Far East: Drift From The Centre?”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Russian 
Series(2003),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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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受限於基礎建設的落後，老舊的技術和不完善的法令制度基礎，國內與國外在此地

的投資並不熱絡。180因此俄羅斯政府必須藉由改善遠東地區來改善此地的經濟情勢，

也藉以發展遠東地區與朝向亞太地區的經濟整合。 

 

三、俄中邊境經貿發展歷程 

在俄中貿易關係中，邊境貿易和地區貿易（統稱邊境貿易）是占總貿易額很大的

比例，而邊境貿易並非侷限於兩國邊境地區居民或企業的交易，實際上是延伸至鄰邊

數個省區的貿易交往，甚至擴展至關內地區，也因此邊境貿易在早期雙邊貿易佔有的

份量維持不墬的情勢，181因此了解兩國邊境貿易的關係發展，可以了解兩國經貿關係

的整體趨勢變化，也可以以此觀察俄中兩國的政經關係發展；俄中邊境貿易階段在

2000 年前大致分為四個時期：恢復期、快速發展期、調整期與制度發展期：182 

（一）恢復期（1992 以前） 

  俄中的邊境貿易是承襲蘇聯時期兩國貿易的延伸，1982 年蘇聯外交貿易部與中

國重新簽訂恢復地方雙邊貿易，兩國在邊境貿易上主要以易貨貿易為主，1986 年中

蘇關係有了進一步發展，雙邊貿易因此開始蓬勃發展。 

 
（二）快速發展期（1992-1995） 

  1991 年蘇聯解體後，承襲的俄羅斯政府因為經濟情勢惡化，造成遠東地區輕工

業產品物資缺乏，進而向中國大量進口輕工業產品，而中國在與俄羅斯邊境貿易時，

出現了出口商品品質低劣的情況。 

 
（三）調整期（1996-1998） 
                                                 
180 Judith Thornton ＆ Charles Ziegler, Russia’s Far East: A Region at Risk (Seattle: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pp. 26-27. 
181 王承宗，「俄羅斯對兩岸經濟關係」，俄羅斯學報，第 2 期（2002），頁 280。 
182 中國學者姜毅教授在其文章中，將兩國邊境貿易發展歷程分為四階段，筆者引用其分類方法，由

於本論文重點在於分析研究 2000 年後普欽時期的雙邊經貿政治面情勢，因此僅以此分類概述架構出

2000 年前俄中兩國的邊境貿易情勢背景。參考姜毅，新世紀的俄中關係（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

2007），頁 204-206。另有中國學者姜振軍教授在其文章中，從黑龍江與俄羅斯的經貿合作角度，將其

發展歷程從 1982 至 2000 後分為不同的四階段，筆者引以參考，參考姜振軍、孔祥順，「黑龍江省對

俄經貿合作取得的成效及未來走勢」，俄羅斯中亞東歐市場，第 2 期（2009），頁 8-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9

  1996 年中國國務院發表了有關邊境貿易相關問題的通知書，參照國際慣例，將

邊境貿易劃分為互市貿易和小額貿易，俄中的邊境貿易有了相對的法條準則，183在此

階段歷經了亞洲金融風暴的影響，兩國貿易額在 1998 年有所下滑，直到 1999 年才回

升。 

 
（四）制度發展期（1999 以後） 

經過了上一個時期的調整與制度規範，兩國的邊境貿易進入了制度發展期，隨著

中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和俄羅斯積極爭取加入世界貿易組織，兩國進入了新的發展

期，兩國在邊境各地區建立政府層級的會晤機制，以期改善雙方貿易的問題。 

 

俄中兩國邊境貿易，以遠東地區與中國東北地區的交流最為明顯，俄國遠東地區

與中國東北地區在邊境貿易與開發上有著許多的優勢：俄國在遠東地區有著豐富的天

然資源，而俄國遠東地區基礎建設長期的落後，中國東北地區人口眾多，並且也存在

老舊工業需要汰換革新的問題。因此在此地區的經貿合作，是有一定潛在可發揮的條

件，兩國除了邊境的貨物貿易之外，亦從合作開發的角度思考如何共同發展這一大地

區，對於俄國而言，若能藉由與中國的合作開發，不僅可以提供其遠東地區更新基礎

建設的機會，更是增加其高科技人才的工作機會；而對於中國的考量，重新振興東北

老舊工業也是其國家的戰略目標，也是增加當地人民就業的機會。俄國遠東地區是以

出口能源產品、木材與金屬材料等為主要產業，而在俄羅斯七個聯邦區中，由於遠離

俄國政經中心，在運輸聯繫距離過長與長期被俄國中央所忽視，遠東地區的經濟情勢

是大幅落後於整體俄國經濟水準，184因此若能藉由與中國聯合開發遠東地區，將會使

得俄羅斯改變遠東地區相對經濟落後的情況，俄羅斯也預期藉由雙邊更緊密的關係，

而能與中國達成經貿合作的目的，185進而促進遠東地區的開發。 

                                                 
183 姜振軍、孔祥順，「黑龍江省對俄經貿合作取得的成效及未來走勢」，俄羅斯中亞東歐市場，第 2
期（2009），頁 8。 
184 Alexei Voskressenki, Russia and China: A Theory of Inter-State Relations (London and N.Y.: Routledge 
Curzon Press, 2003), p. 202. 
185 Peter Ferdinand, “Russo- Chinese Relations”, Russian Foreign Policy (2008), 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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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俄羅斯與中國的貿易關係，兩國在 1990 年至 1999 年的貿易發展，呈現的是

不穩定的漲跌互見情勢，若以俄中兩國邊境貿易的發展的觀察，以中國黑龍江省對俄

國的貿易占俄中貿易總額，以區域排比的比例最大，從表 4-1 可知，早期俄國對中國

黑龍江省的邊境貿易，其總額占所有俄中兩國貿易總額比重的 10-20％，而俄中貿易

趨勢在早期呈現緩慢增長，在 1998 年亞洲金融風暴中，亦受創嚴重，但隔年隨著景

氣漸漸復甦，而開始加強增長的力道；而從黑龍江省與俄國的貿易紀錄，可了解俄中

在此時期邊境貿易整體發展上是呈現相對緩慢的增長趨勢。 

 
表 4-4：1994-1999 年俄羅斯對黑龍江省貿易與俄中貿易總額（單位：億美元） 

年度 俄中貿易

總額 
俄羅斯對黑龍江省

貿易量 
所占比例 俄羅斯對中國

出口額 
俄羅斯自中國

進口額 

1994 50.7 8.0 15.8% 5.1 2.9

1995 54.6 7.0 12.8% 4.9 2.1

1996 68.4 7.9 11.5% 5.9 2.0

1997 61.1 8.5 13.9% 5.0 3.5

1998 54.8 6.7 12.2% 4.9 1.8

1999 57.2 9.2 16.1% 6.9 2.3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自哈爾濱海關網站資訊，姜振軍、孔祥順，「黑龍江省對俄經貿合作取得的成效

及未來走勢」，俄羅斯中亞東歐市場，第 2 期（2009），頁 9。 

 

歷經俄羅斯與中國早期經貿發展的增長緩慢情勢，從下表 4-2 可了解，兩國在

2000 年後的邊境貿易額是逐年增加，相對明顯大於前十年的雙邊貿易額的增長幅

度，從 2000 年 23.7 億美元到 2008 年 83.7 億美元，但是邊境貿易的比重所占兩國貿

易總額卻是逐年下降，這表示兩國的邊境貿易發展仍然持續進行著，但是相較於整體

俄羅斯與中國的經貿而言，其重要性在此階段隨著所占的份額比例逐年下降而有必要

重新規劃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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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2000-2008 年俄中邊境貿易量（單位：億美元） 

年度 兩國貿易總額 兩國邊境貿易額 邊境貿易所佔比例 

2000 61.97 23.7 38.24%

2001 -- 22.5 --

2002 92.38 31.8 34.42%

2003 115.67 35.2 30.43%

2004 148.51 42 28.28%

2005 203.13 55.7 27.42%

2006 286.64 -- --

2007 403.19 83.5 20.71%

2008 559.01 83.7 14.97%
資料來源： 筆者整理自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2007（俄羅斯統計年鑑 2007 年光碟

版），頁 754；俄羅斯統計局網站資訊，取其公佈進口量與出口量，與中國商務部與中國海關統計資訊

網站公佈資訊。 

  

從俄中邊境貿易額所占比例逐漸降低，可以得知俄中兩國在雙邊經貿發展上，應

該要走向合作開發與產業升級的方向，這對於兩國的整體經濟貿易發展層次而言，藉

由遠東地區與東北地區的區域經貿合作，帶動整體俄中雙邊經貿的發展，甚至能夠擴

大其影響範圍至政治層面與其他俄中交流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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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俄羅斯遠東地區的經濟戰略 

本節所探討的俄羅斯遠東地區的經濟戰略，是以遠東地區的區域發展為觀察，藉

由俄國經濟戰略中的遠東地區政策考量，與俄中兩國在遠東地區的合作，探討在遠東

地區兩國在政治與經濟方面的案例探討，而對於俄羅斯在遠東地區的國家利益而言，

本節試圖從戰略需要、能源安全與經濟利益的角度討論。 

 

中國與俄羅斯在過去有著許多的恩恩怨怨，作為彼此的大鄰邦，邊界從原本蘇聯

時期 7,100 公里至蘇聯解體俄羅斯獨立後，俄中的邊界縮減為 3,645 公里，減少了邊

界過長所產生的問題，也降低在戰爭與國際緊張時刻的相互影響程度，兩國歷史上的

紛爭，多是漫長邊界造成的對峙前沿，而今邊界問題也已有法制定論；186而俄中兩國

交往已有 800 多年歷史，187從歷史角度審視，彼此經貿的發展合作與競爭，從兩國關

係的起伏過渡到現今的友好長期發展的打算，普遍的看法是認為是求同存異，增加彼

此的信任與平等協商，在兩國可相互協助互利的前提下，兩國關係發展是相當有廣闊

前景可言，因此俄中兩國的經濟貿易發展應可預期是相當具有發展的潛力。 

然而在過去彼此種種恩仇關係：俄羅斯在基輔羅斯時期，歷經蒙古統治下的莫斯

科公國的統制，而中國在清朝被迫與俄羅斯簽訂「俄中璦琿條約」、「俄中北京條約」、

「俄中勘分西北界約」和「俄中伊犁條約」等不平等條約，中國國土被侵占達 150

萬平方公里；俄中關係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聯盟成立後，彼此關係時好時壞，歷

經了兩國建立正式外交關係，簽訂「互不侵犯條約」再到「中蘇友好條約」等，也存

在著疆界糾紛，與嚴重的珍寶島（Island damansky, остров Даманский）事件等流血事

件，又從布里茲涅夫（Leonid Brezhnev, Леонид Ильич Брежнев）時期的彼此對抗分

                                                 
186 姜毅，新世紀的俄中關係（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2007），頁 2。俄中邊界以於 2004 年 10 月 14
日的「俄中國界東段補充協議」中取得邊界的共識。 
187 從俄羅斯受蒙古統治時期算起，1237 年蒙古入侵俄羅斯，1242 年蒙古在俄國南方建立的欽察汗國

（Golden Horde, Золотая Орда），而以莫斯科為中心的莫斯科公國就是其一附庸國，這是俄中兩國正式

國家互動的紀錄開始。參考 David Mackenzie 著，蔡百詮譯，俄羅斯、蘇聯與其後的歷史（台北：國立

編譯館，1995），頁 10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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裂到塔什干演說（Tashkent speaking）的和平對談開始，1989 年戈巴契夫正式訪問中

國與當時領導人鄧小平簽署「中蘇聯合公報」（Sino-Soviet joint communique, Советско- 

китайских совместных коммюнике），實現兩國的關係正常化之後蘇聯解體的俄羅斯

基本上確認「中蘇聯合公報」為主要的俄中關係指導原則，其後發展了進一步的友好

關係等過渡到戰略協作夥伴關係。188然而從先前的種種起伏關係究竟是帶給兩國發展

彼此經貿關係更成熟的前提或是可視為前車之鑑，彼此的經貿關係在嗣後仍是存在著

起伏變化，此兩種可能皆是值得討論與研究。 

俄羅斯面向亞太的政策中，最大的問題是發展西伯利亞和遠東地區，並同時面對

中國的經濟勢力崛起，189因此又以國家利益為考量之下，從雙方戰略、經濟利益與地

緣政治觀點而言，彼此經貿的關係的緊密發展應該是趨勢潮流，尤其俄中兩國在政治

經濟發展過程上是從相同的共產社會主義過渡到市場經濟，但俄羅斯選擇的是激進的

震撼療法，而中國則是漸近的經濟改革，這對於兩國在經濟轉型的經驗上有著可彼此

借鏡與相互補其不足的地方，因此對於兩國的經貿發展，隨著全球化的影響與區域集

體化的影響因素，兩國的經貿合作因此更為熱絡。 

自 1990 年代開始，中國的經濟崛起與經濟擴張，成為國際關係上重要的分析對

象，尤其是在東亞地區造成的政治與經濟影響，更為整體亞太地區整合的重要議題；

在東北亞地區的區域經濟事務中，最重要的是中國的發展和經濟擴張，自 1990 年代

中期後，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與對外經貿和國民所

得不斷攀升，190而中國政府更是有策略性的採行雙邊策略、有目的性的合作與商業利

益導向等政策，中國政府實行區域經濟外交政策內容，中國在東北亞地區一系列的經

濟合作都是有其政治性的意涵，191對於俄羅斯從經濟戰略的角度而言，面對中國的崛

起與擴張，不論是在政治面上或是經濟合作面上，都是無法將其屏除在戰略考量之

                                                 
188 陳啟懋，中國對外關係（台北：吉虹出版社，1990），頁 87-91。 
189 Dmitri Trenin, “Russia’s Asia Policy under Vladimir Putin, 2000-5,” in Gilbert Rozman ed., Russian 
Strategic Thought toward Asia (N. Y.: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 111. 
190 Hidetaka Yoshimatsu,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N.Y.: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08), p. 20. 
191 Hidetaka Yoshimatsu,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N.Y.: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08), pp. 127-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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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因為俄羅斯在遠東地區與中國的東北地區接壤，從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的角

度，在思考俄羅斯的對外政策的中國面向時，必須以俄國和遠東地區兩種層次，以多

重考量形成面向中國的經濟戰略。 

俄羅斯外長拉夫羅夫認為發展遠東地區是為重要的國家層次問題，他認為冷戰

（兩極世界）的結束，使得亞洲有了快速的發展的機會，而亞太區域整合則是世界多

極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成果，在亞洲方面俄羅斯的內政與外交政策是緊密結合的，西伯

利亞和遠東的發展在很大程度上是與俄羅斯參與亞太地區整合相連結，必須要發展西

伯利亞和遠東地區，才能保障國家東部的邊界安全。192而對於遠東的整體建設與發

展，俄羅斯在哈巴羅夫斯克 2001 年 9 月 19 日至 21 日舉辦遠東國際投資論壇「21 世

紀優先發展遠東和外貝加爾地區的投資計畫案」會議（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Forum "Investment projects of Far East and Trans-Baikal - Priorit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й форум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е проекты регион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забайкалья - приоритеты 21 

века."），其會議主要希望藉由建立跨遠東與東北亞的運輸建設，和能源合作開發與他

國達成合作，並建設遠東地區。193 

而普欽總統也認為，俄羅斯政府強調遠東地區，此地是俄羅斯需要特別重視發展

的區域，必須要以策略性的方式連結至整體俄羅斯國家發展政策中，而非單獨將遠東

地區的開發視為聯邦層級的政策，因此俄羅斯在遠東地區的發展計畫，是經濟戰略中

的一環，與中國達成合作開發，改變僵化的貿易結構，是其戰略的目標；藉由強化與

中國的貿易，從廉價的中國勞動力中，俄羅斯可以減緩食物、輕工業產品和電子產品

的短缺，並且可以建設遠東地區與西伯利亞基礎設施；而俄羅斯也可以在此地區提供

高科技人才與中國，除了提供建設中國的高科技產業之外，也降低俄羅斯高科技人才

                                                 
192 «Мир не стал безопаснее- Основная нричина-в издержках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http://i-r-p.ru/page/stream-event/index-10020.html>(俄羅斯宗教與政治研究網站)(2006/12/25)，
檢視日期 2010/07/02。 
193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й форум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е проекты регион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Забайкалья - Приоритеты 21 века» (遠東國際投資論壇「21 世紀優先發展遠東和外

貝加爾地區的投資計畫」會議) <http://www.adm.khv.ru/invest2.nsf/pages/ru/news/forum_welc.htm> (俄羅

斯哈巴羅夫斯克邊疆區政府網站)，檢視日期：201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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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業率，藉由中國的吸引外資的經驗，找到更多投資與貿易夥伴在東北亞地區形成

區域經濟合作的機制，中國則是提供輕工業產品給俄羅斯，並向俄羅斯購買精密的軍

事設備，中國也藉此經貿合作，順勢參與西伯利亞遠東地區的油田與礦產等經濟開發

案，194而俄國也有意吸收中國勞動力參與其建設，195綜合以上所述，俄中雙方皆從合

作中提高經濟的利益均衡。 

經濟利益是維持區域均衡與發展的關鍵，對於俄羅斯遠東地區而言，與周邊國家

合作開發是促進此地區提升經濟情況與整體地區發展的方向，依據整體經濟戰略的角

度而言，與周邊國家尤其是中國，進行聯合開發遠東地區主要基於戰略需要、能源安

全與經濟利益觀點來分析。196 

 

一、戰略需要 

普欽總統曾說：俄羅斯身為一個歐亞大國，在許多社會經濟發展計畫（特別是西

伯利亞和遠東地區）與參與地區整合上是緊密相連的，這是我們自然的戰略性一貫立

場和原則。197俄羅斯在發展國家戰略時，可以遠東地區為東方基地，鞏固俄羅斯在東

北亞的勢力；俄羅斯遠東地區與中國、北韓接壤，隔日本海和白令海峽與日本、美國

阿拉斯加州相望，地理位置上屬於相當重要的戰略地區。雖然近來俄羅斯沒有遭遇到

立即的外部威脅，但是由於美國自身國家安全與戰略利益的考量，欲使俄羅斯在長時

間維持相對的弱勢，因為美國欲防止俄羅斯短期內東山再起，變成美國的一個強大對

手，因此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不斷對於俄羅斯施加壓力，擠壓俄羅斯的戰略安全空間。 

由「俄羅斯聯邦外交政策綱領」得知，亞太地區對於俄羅斯有越來越重要的戰略

                                                 
194 Alexei Voskressenki, Russia and China: A Theory of Inter-State Relations (London and N.Y.: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192-193. 
195 柳雲，「俄中合作經貿發展掃描」，俄羅斯中亞東歐市場，第 1 期（2008），頁 36。 
196 關於俄羅斯開發遠東地區，台灣學者郭武平教授在其文章中，將其分為全球戰略和經濟開發兩方

面分析，筆者引用其分析途徑，再加以補述 2003 年後的情勢與觀點。參考郭武平，「俄羅斯遠東區的

經濟開發」，俄羅斯學報，第 3 期（2003），頁 19-21。 
197 « АТЭС: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й выбор Росси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www.president.kremlin.ru/appears/2006/11/17.＞(俄羅斯總統府網站)(2006/11/17)，檢視日期： 2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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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俄羅斯必須發展西伯利亞和遠東地區的經濟，普欽總統也指出：近年來，俄羅

斯對外政策上要堅定地向亞太地區傾斜，俄羅斯希望通過增加對亞太地區的關注，以

及實施積極的亞太安全戰略，加速俄羅斯東部地區融入亞太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推動

遠東地區經濟的發展。198因此發展遠東地區可實現俄羅斯發展亞太安全戰略，藉以維

護俄羅斯在亞太地區的安全，並以此為基地，向亞太地區進行經貿關係的整合，以經

貿關係來制約政治關係，藉以達到俄羅斯在亞太地區的安全並有利其後的擴展。俄羅

斯在遠東地區優越的地緣關係，有著多樣的能源礦產，在蘇聯時期就存在的軍工業工

廠技術，與發達的港口群可供漁業與海軍艦隊作為基地，因此在俄羅斯整體戰略需求

下，俄羅斯遠東地區是俄國出入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戰略樞紐。 

西伯利亞遠東地區在俄羅斯的國家發展策略上，其地位是相當重要，199發展整體

西伯利亞遠東地區，是俄羅斯面對亞太地區與發展整體戰略的重點，而發展此區的戰

略方向，學者提出應細分為以下八項：200進行經濟和社會的大規模技術改革，對中高

等職業教育進行根本性改革，改變西伯利亞地區落後俄國歐洲地區的狀況，利用國家

與私人企業的合作關係，提高自然資源的高度加工能力，建立有效率的創新系統，改

造與提高俄羅斯東西部與南北部的交通物流，與利用環保技術工藝實現經濟成長等。 

而在一系列的戰略方向發展上，政府明訂的重要文件中以「西伯利亞 2025 年前

聯邦專項綱領」、「西伯利亞 2020 年前發展戰略」、「西伯利亞戰略」和「西伯利亞 2020

年前經濟發展戰略」等為實際規劃的目標。201俄羅斯政府積極的在改革與建設整體遠

東地區，目的就是希望能以遠東地區發展為國家安全的一環，甚至是向亞太發展的重

要戰略中心。 

俄羅斯的政治專家認為俄羅斯的對外政策應該是建立在「有限的全球化」觀念

上，這是一種俄羅斯當局對於國家安全的認知，儘管俄羅斯已經是核子軍事強國，但

                                                 
198 郭武平，「俄羅斯遠東區的經濟開發」，俄羅斯學報，第 3 期（2003），頁 20。 
199 蘇斯洛夫，「西伯利亞經濟發展戰略－創新方案」，西伯利亞研究，第 4 期（2009），頁 27。 
200 關於俄羅斯西伯利亞地區(包含遠東地區)的整體戰略，俄羅斯科學院院士暨西伯利亞分院經濟研究

所副所長蘇斯洛夫教授將實現整體戰略目標分為八項任務，筆者引用其在期刊論文上的觀點，參考蘇

斯洛夫，「西伯利亞經濟發展戰略－創新方案」，西伯利亞研究，第 4 期（2009），頁 28。 
201 蘇斯洛夫，「西伯利亞經濟發展戰略－創新方案」，西伯利亞研究，第 4 期（2009），頁 2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7

是全球化的浪潮下，會使得朝鮮半島潛在軍事衝突、中國軍事力量增長、中台潛在軍

事衝突、俄日領土爭議、美國戰區飛彈防禦系統、國際飛彈防禦系統、非傳統武力威

脅、非法移民與遠東地區的孤立等因素，202成為俄羅斯當局的國家安全危機潛在影響

因素，俄羅斯基於上述對於遠東地區的安全體系的建立，是需要強化此地區的安全機

制，以反應與控制這些因素帶給俄羅斯國家安全的威脅，因此以有限全球化來回應俄

羅斯面臨的全球化影響下，對於俄羅斯而言，是在參與全球化的整合過程中，必須基

於安全與有限原則，而務實的發展遠東地區，使得俄羅斯能夠藉由遠東地區為跳板，

參與區域國際事務，這是俄羅斯在遠東地區戰略需要的根本性考量。 

在亞太地區進行區域化整合的過程，安全的問題上是建立新的多邊地區安全機

制，與對付新的非傳統武力威脅等國際合作，尤其是非傳統武力威脅已成為各國戰略

中的關切重點，使得美國與日本、韓國的軍事同盟逐漸發生變化，開始朝向加入中國

和俄羅斯等在內的開放性國家合作，203這是從普欽時期開始的情勢變化，俄國遠東地

區也因此在戰略指導原則下，對於俄羅斯在亞洲有著重大的軍事安全與發展國際政治

的意涵，若能參與亞太地區的經濟、政治與軍事整合，並且與中國進行從政治友好、

經貿合作以至軍事同盟，這對於俄羅斯整體東方安全與整體國家利益，是有其特殊的

價值。 

在俄羅斯亞太政策中，中國是其長期主要的政策焦點，而俄羅斯對於中國的國際

戰略環境考量中，也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的簽訂，也

代表著俄羅斯在普欽時期的東西方平衡策略中，是以中國為其東方的主要夥伴，而俄

中關係在符合兩國利益上有很大的發展前景，特別是在經濟貿易發展方面，而東北亞

地區對俄羅斯的戰略利益關係重大，如果能夠以豐富的待開發自然資源，吸引亞太國

家參與開發，提高俄羅斯在東北亞與亞太地區的地位和影響力，這是俄羅斯長遠的戰

                                                 
202 Sergey Sevastyanov, “Russian Reforms: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Military,” in 
Judith Thornton ＆ Charles Ziegler, Russia’s Far East: A Region at Risk (Seattle: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p. 230. 
203 В. Михеев,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и 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Караганов, Мир Вокруг 
Росии:2017--Контуры Недалекого Будущкго(Москва: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07), 
c.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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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任務；而俄中的戰略協作夥伴關係，是以和中國在軍事與安全上共同發展，可以使

得俄羅斯推進其亞太戰略的重要一環，而俄中兩國貿易發展，則是關係到兩國在東北

亞地區的發展和地位，中國成長為大國，而使得俄羅斯應視之為不可替代的戰略意

義。204俄羅斯與中國在對外發展上都是積極推行多元化戰略，建立友好關係是兩國的

共同安全保障，更是因為中國是個廣大的市場，俄羅斯應該基於中國有著巨大潛力市

場而特別重視與中國的戰略關係。 

 

二、能源安全 

能源是重大的國家安全議題，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這兩項能源，是世界上相當重

要的戰略資源，各國在對外能源政策上皆有制定相關策略，以利在能源使用上有穩定

的來源保障，能源政策成為了各國對外政策和外交活動重要的一環，可以預期的是即

使到了 21 世紀中，石油和天然氣仍然是世界最主要能源，這些資源將繼續牽動著各

國的經濟發展；俄羅斯是近來新興受矚目的能源產地，由於其地理位置處於亞洲與歐

洲的過渡地區，幅員廣大礦產蘊藏豐富，更因為蘊含著相當龐大的能源儲量，因此俄

羅斯變成了國際上的能源大國，對於世界的能源安全與能源經濟方面有著相當重要的

地位。 

而東亞各國在持續的經濟發展中，需要以俄國能源做為安全替代的多樣化選擇，

尤其是以中國快速發展擴張內需為觀察途徑，就如同美國一樣，中國試圖降低從中東

能源供給進口的過度依賴；而中國因為能源的消費增長速度，比其他國家都高，且其

進口比例也會相對增加，因此對於中國經濟和人口的能源需求而言，中國必然與國際

能源之間的互賴性增加，且必然形成中國能源戰略與安全策略的思考方針，205因此俄

羅斯的能源，對於中國能源策略佔有潛在的重要地位，北京當局的計畫者是考慮更多

選擇與替代的來源，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尋找能夠維持與中東產油國家的友好關係，並

                                                 
204 趙傳君，東北亞三大關係研究（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9。 
205 Б. Кузык & М. Титаренко, Китай- Россия 2050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развития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тратегий,2006), cc. 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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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同時設法增加供給來源的多方性，而在這同屬東亞洲區域內的國家包括東協、日本

和南韓等國，亦也相當關心及致力於其他能源進口市場的開發，而在各國經濟發展逐

漸成熟的狀況下，財力逐漸增強對於中東石油能源競購能力也不惶多讓，因此大量的

石油與天然氣等能源，若是能夠從俄羅斯的西伯利亞或是中亞地區直接輸入，對於中

國而可降低對中東國家石油輸入的過度依賴，也開創多樣性的能源輸入。 

因此俄羅斯的能源以遠東地區為樞紐中心，供應予中國、日本與東亞等國時，作

為一個最根本的各國能源安全考量基礎上，是有其政治意涵上特別的取向，更從俄日

中遠東石油管線爭議案了解，日本與中國在面臨俄羅斯對東北亞能源供應政策的時

候，展現出極力爭取合作案，希望能夠以此拉攏俄羅斯政府，也達到本身國家的能源

戰略安全，206因此由俄羅斯尤克斯石油公司（Yukos Oil Company, ЮKOC нефтяная 

компания.）在 1994 年提出興建俄中跨國的石油管線一案，原先已在 2001 年 9 月達

成俄中兩國政府簽署協議，原預計 2005 年完工經建從俄國貝加爾湖西邊的安加爾斯

克（Angarsk, Ангарск），通往中國大慶長達 2,260 公里的「安大線」一案，但是日本

於 2002 年極力遊說俄羅斯將石油管道更改至俄國遠東港口納霍德卡（Nakhodka, 

Находка）而成為「安納線」案，此舉是日本希望藉此能夠從納霍德卡港進口俄國的

石油，最終俄國改為自泰舍特（Taishet, Тайшет）至納霍德卡港的「泰納線」案，並

於 2005 年經由俄中兩方談判確定由泰納線中優先興建通往中國大慶的油管支線；207

也就是此遠東管線爭議案中，俄國藉由中日兩國對石油管線興建與出口的爭奪，達到

以能源做為國家經濟戰略的利益的爭取，藉此與中國和日本進行能源合作而達到建設

遠東地區，更鞏固俄國在遠東地區的勢力，而俄中兩國也藉由能源合作而強化兩國的

戰略協作夥伴關係。中國對於爭取遠東石油管線的進口渠道，中國客觀的分析家認

為，泰納線雖然最符合俄羅斯的國家利益，不僅能更促進俄羅斯西伯利亞和遠東地區

的發展，也為俄羅斯石油出口至東亞和北美洲開創了新契機，而中國本身得到俄羅斯

                                                 
206 有關遠東石油管線的爭議，參考吳子維，「俄羅斯遠東石油管爭議案研究」，台北：國立政治大學

俄羅斯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頁 72。 
207 許湘濤，俄羅斯及其周邊情勢之研究（台北：秀威資訊科技，2008），頁 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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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至大慶的分支管線，因此中國並沒有太多的損失。208 

以能源安全為導向已然是目前各國發展國家安全重要的考量，俄羅斯藉由能源供

給面的政策，達到與能源需求國家重大的政治、經濟合作，不僅僅在政治上能以此作

為謀取國家在國際政治利益的基礎，從經濟上的開發獲利觀點，更是得以藉由與各國

合作開發遠東地區，而改善遠東地區經濟落後和建設其基礎設施，甚至擴展經濟利益

至整體國家層面，特別是以中國為能源需求大國角度，俄羅斯藉由遠東地區能源供應

鏈結至中國，達到俄中戰略關係中更進一步的互賴層次，也為俄羅斯在能源戰略方面

增加其特殊的影響力。 

 

三、經濟利益 

自 1993 年起，遠東地區最早的政策措施是由前任濱海邊疆區的行政長官，納茲

德拉泰科(Yevgenii Nazdratenko, Евгений Наздратенко)，所執行的一系列長期社會經

濟議程計畫，其中包含鐵路運輸和電力運輸稅的徵收，和協助濱海邊疆區軍工複合體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工廠的發展，而軍工複合體工廠所製造的軍事產品外

銷至外國，其產值從 1998 年約 200 億美元至 2000 年達到 400 億美元，這也為了俄羅

斯整體貢獻了部份經濟產值；2091996 年俄羅斯整體遠東區域經濟開發有了明文規定

的政策方針，在「1996-2005 年遠東和外貝加爾經濟與社會發展聯邦綱要」中，目標

就是將遠東地區與東北亞市場進行整合，並且將俄羅斯的人力資源移入其中。210中國

是遠東地區最主要的貿易夥伴，以哈巴羅夫斯克邊區而言，2002 年對中國有 43％的

外銷和 29％的進口量，而同年與中國的貿易占阿穆爾州全部貿易額的 74％，211因此

                                                 
208 Б. Кузык & М. Титаренко, Китай- россия 2050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развития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тратегий,2006), c. 182. 
209 Sergey Sevastyanov, “Russian Reforms: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Military,” in 
Judith Thornton ＆ Charles Ziegler, Russia’s  Far East: A Region at Risk(Seattle: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p. 228. 
210 Sergey Sevastyanov, “Russian Reforms: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Military,” in 
Judith Thornton ＆ Ziegler, Charles, Russia’s  Far East: A Region at Risk (Seattle: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p. 226. 
211 Mark Smith, “The Russian Far East: Drift From The Centre?”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R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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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區的經濟都是相當依靠中國的貿易；發展緊密的經濟合作計畫其實不只與中國方

面，也可以與美國和日本做技術與資金的合作，一方面可以使得俄羅斯工業克服只是

扮演著金屬原料的供給角色，212朝向更高層次的加工與技術創新和合作方面發展。 

東亞地區近代快速發展與多樣性，使得俄羅斯在遠東地區發展方面有了來自外部

的機會和挑戰，如果俄羅斯在遠東地區的發展得以確切執行，這將可以發展成為符合

俄羅斯以國內利益為導向的經濟戰略，而中國因為經濟快速增長和政治影響力的增

強，成為整體東亞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是俄羅斯遠東地區合作的主要對象。中國在

2001 年加入 WTO 後，得以有更多與區域經濟體系互動與建立緊密結構的機會，尤其

中國積極與東南亞國協建立自由貿易區，在 2003 年簽署了與日本、南韓的東亞自由

貿易協定，213在多邊發展與更多元化考量上，俄羅斯與中國進行經貿合作關係與發

展，亦能藉由中國在東亞的經濟影響力，在發展與其他東亞國家的經貿合作上，能有

中國強大的經濟鏈結關係，而得到更多經貿上的發展與利益。 

 

俄羅斯對於參與東北亞以國家層次共同開發區域經濟是相當感興趣，俄羅斯長期

的亞太政策目標，是希望能夠達到發展東西伯利亞和遠東地區，並藉此形成互利的經

濟合作優勢，也藉此發展遠東地區與東北亞的能源和運輸鏈結，並使得俄羅斯高科技

產業能夠在市場勝具有競爭優勢，也藉此使得俄羅斯遠東區域的整合能夠強化俄羅斯

在世界經濟體系的作用，214而遠東地區就是俄羅斯首要發展亞太政策的火車頭作用，

面對中國快速發展，使得俄羅斯對於遠東地區有了更進一步的關注，並促進對此地區

與中國的結構關係，並由於中國已經超過日本和韓國，成為俄羅斯在東亞最主要的貿

                                                                                                                                                    
Series(2003), p. 12. 
212 Mark Smith, “The Russian Far East: Drift From The Centre?”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Russian 
Series (2003), p. 10. 
213 Xiaoming Zhang, “The Rise of China and Community Building in East Asia,” in Margaret McCown ed.,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Linkages between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Seoul: Korea Institute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 Press, 2006), pp. 82-86. 
214 Andrey Sorochinsky, “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Linkage Strategy: The Russian Perspective,” in Margaret 
McCown ed.,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Linkages between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Seoul: Korea Institute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 Press, 2006), pp. 15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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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夥伴，中國也將成為俄羅斯經濟的最大投資國，215中國未來將藉由擴大內需來促使

經濟成長，若以中國東北地區而言，俄羅斯恰巧能夠以遠東地區和其互動，進而藉由

中國擴大內需而共同獲得經濟利益。 

從經濟戰略合作角度而言，俄中戰略協作夥伴關係不只在政治上，也在經濟上形

成合作，2162007 年普欽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所簽訂的「俄中聯合聲明」中，

雙方要求俄羅斯的「俄羅斯遠東與外貝加爾地區 2013 年前經濟社會發展聯邦專項綱

領」與中國的「中國振興東北老工業基地綱領」兩者做一系統的整合，217而俄羅斯學

者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視之為俄羅斯可藉此共同發展西伯利亞遠東地區，218由此可

見，俄中兩國皆希望從戰略性的角度，來共同提升遠東地區與東北地區的經貿發展，

也為俄中兩國在政治層面上的關係，多了一分關聯與互動。 

 

 

 

 

 

 

 

 

 

 

 

 

                                                 
215 В. Михеев,“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и 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in С. Караганов ed.,Мир вокруг 
росии:2017--Контуры недалекого будущкго(Москва: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07), 
c. 88.  
216 趙洋，「闢建『俄中遠東自由貿易區』問題研究」，俄羅斯中亞東亞市場，第 1 期（2008），頁 20。 
217 布雷，「21 世紀初俄中在遠東地區的合作成果」，西伯利亞研究，第 4 期（2009），頁 21。 
218 Б. Кузык & М. Титаренко, Китай- россия 2050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развития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тратегий,2006), cc. 26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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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俄中邊境貿易的問題 

本節所探討的是俄中兩國在邊境貿易中的問題，兩國在邊境貿易中雖然已經有了

樂觀發展前景，但是其背後所產生的問題與貿易障礙，也是兩國經貿發展關係中的絆

腳石，包含貿易結構單調、雙方對償付工具異議、遠東地區人口結構問題與灰色清關，

而俄羅斯以各種政策，試圖解決兩國在經貿過程所產生的問題。 

 

儘管俄中兩國在邊境貿易上的發展趨勢，是因為許多優勢而有著樂觀的發展前

景，但是在進行雙邊邊境經貿合作的同時，不能疏忽的是其結構內負面的因素。俄中

的經貿關係向著全方位與更高層次發展的同時，存在某些負面因素，可以說是長期以

來的問題，而兩國的經貿發展存在著以下問題：政治關係與經濟關係發展不平衡，中

國的威脅陰謀論，雙方的貿易結構問題，灰色清關與地下經濟等問題。 

早期俄羅斯對俄中邊境貿易問題的看法，俄國經貿業者與技術專家尼洛娃

（Natalia Nyrova, Наталь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Нырова.）認為對俄羅斯而言所遇到的問題包

含：1.語言不通、2.俄國不了解中國的法律規定、3.中國商人經常將合約內容過度簡

化較不採用先進的合約格式、4.中國商人力圖壓縮價格欲詐取額外利潤、5.中國方面

遠比俄國重視邊境貿易，對於易貨貿易俄方是不利、6.從事邊境貿易的中國公司取得

半價的進口關稅優惠、7.俄國缺乏關於中國的經濟貿易資訊、8.對於俄國而言，中國

還是個封閉的國家；以上這些問題不僅對邊境貿易有影響，對於整體俄中經貿關係都

會產生問題。219而早期俄羅斯的中央政府，在面對俄中邊境貿易問題時，相較於地方

的態度表現得就較為務實的反應，俄國外交官員拉赫曼尼（V. Rakhmanin, B. 

Рахманин.）認為：1.西伯利亞和遠東地區與一個穩定發展、繁榮的鄰居（中國）為

鄰，對於經濟合作和克服現今的經濟困難具有重要意義、2.俄羅斯與中國經濟互補性

對雙方是完全有利，特別是俄國工業、能源機械製造、核能、運輸、民航工業等，與

                                                 
219 王承宗，「俄羅斯對兩岸經濟關係」，俄羅斯學報，第 2 期（2002），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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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貿易是有利的，並且也可取得中國重要的貨品（輕工業民生產品與食物）和工藝

品、3.俄國遠東地區的邊界安全問題，是有賴於與中國形成和平與信任，否則對俄國

現狀和邊界都是非常危險的。220 

 

一、貿易結構單調與支付工具問題 

俄羅斯與中國在實行邊境貿易時，首先俄國出口中國的商品，大多為資源性的產

品，存在長期結構單調與貿易層次不高的問題，這是長期俄羅斯政府應改善的重要方

向；再者俄國的市場內會因為充斥中國的商品而產生衝擊，由於低廉的成本產生的高

競爭力，中國商品在世界各地所產生的席捲效應亦會發生在俄國市場中，而相對的對

於俄國的製造產業所產生的威脅，則是俄國政府不應該忽視的問題，中國漸漸成為俄

羅斯貿易中進口的主要國家，2212007 年中國更是成為俄國第三大的貿易夥伴國，222因

此俄羅斯必須面對中國製造的產品泛濫充斥著俄國市場，再者俄中的邊境經貿目前是

以現金和轉換匯款的方式作為支付工具，而俄中國方面已經意識到貿易支付工具所爭

執的問題，中國學者與政府認為，俄國政府要求在對中國保持逆差的資源型商品貿易

時以盧布償付，但這樣一來在中國市場充斥著許多盧布，造成中國交易成本上多負擔

了兌換手續費與被另一形式的俄國課徵鑄幣稅；223然而俄國學者則認為，俄國與中國

在加強經濟貿易關係的同時，原本相對處於俄中貿易中強勢通貨(Hard Currency)的盧

布，會因為貿易關係的發展而轉向為以人民幣為償付貨幣，這對於俄羅斯是種不利的

轉變，並且也因此造成雙方政府結構的貪腐問題產生；224因此雙方對於貿易的償付工

                                                 
220 B. Рахманин,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На пути к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у взаимодествию,”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во 
востока No.1 (1997), cc. 10-14.轉引自王承宗，「俄羅斯對兩岸經濟關係」，俄羅斯學報，第 2 期（2002），

頁 283。 
221 根據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2007（俄羅斯統計年鑑，2007）頁 754-756，2006
年中國成為俄國第四大貿易夥伴國，亦是俄羅斯進口的第二大國，並從 2000 年開始有逐年成長的趨

勢。 
222 Peter Ferdinand, “Russo- Chinese Relations,” Russian Foreign Policy, Belgium (2008), p. 90. 
223 王志遠，「關於俄中邊境貿易發展的幾點思考」，經濟合作，第 5 期（2009），頁 35-36。 
224 Alexei Voskressenki, Russia and China: A Theory of Inter-State Relations. (London and N.Y.: Routledge 
Curzon, 2003), p.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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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未有完整統一的共識，且互相存在不信任的預設立場。 

 

二、遠東地區的人口結構問題 

而對於中國人民大舉移民進入俄羅斯人口稀少且經濟落後的遠東地區，225俄羅斯

當局亦認為是潛在的問題。中國全東北地區（吉林省、遼寧省、黑龍江省內蒙古自治

區）約有 1 億 3 千萬人口，但其土地面積僅有近 300 萬平方公里，而俄羅斯遠東地區

僅有約 700 萬居民，卻生活在 600 餘萬平方公里的土地上，考量遠東地區的人口逐年

外流（相較於 1995 年已經減少了 10％），226俄羅斯遠東地區地處偏遠，遠離俄羅斯

政經權力中心，在開發上與管理有一定疏離與難度，在近來俄中關係的進展順利的情

勢助長，彼此開放邊界而使得大批的中國人民湧入遠東地區，部分俄羅斯專家預測在

21 世紀中期，中國人將會成為俄國境內此次於俄羅斯人的第二大族群，227而更有俄

羅斯激進的國家主義者指出在遠東地區的中國人將近有 2 百多萬左右，228雖根據相關

的數據統計，在遠東地區的中國人民只約莫在 10 萬人左右，229但是這突顯出中國居

民在俄屬遠東地區是受到相當爭議的問題。2302001 年 6 月俄國「對外及國防政策委

員會」一份題為「21 世紀俄羅斯的西伯利亞和遠東」（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in the 21 

century, Сибир и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в 21 Bеке.）研究報告書，提出的問題中有關人口問

題的部份是，俄羅斯目前已經面臨失去西伯利亞和遠東地區的危險，由於人口減少和

                                                 
225 Tatiana Zakaurtseva, “The Current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 Eager Eyes Fixed Eurasia, (2007)p.96. 
226 中國東北地區資訊整理自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繁體中文版：http://daying.wordpedia.com/，人口資訊為

2002 年所統計。俄國遠東地區資訊整理 Mark Smith, “The Russian Far East: Drift From The Centre?”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Russian Series(Sep. 2003)p.3. 
227 許湘濤，俄羅斯及其周邊情勢之研究（台北：秀威資訊科技，2008），頁 153。 
228 俄國學者雅科夫列夫(А. Яковлев)在其文獻中指出，俄國內政部評估，在西伯利亞和遠東地區有將

近 100 萬非法居住的中國人，參考 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 著，孟秀雲等譯，俄羅斯、中國與世界（北京：

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91。 
229 Rajan Menon, “Russia,” Strategic Asia 2001-02: Power and Purpose(2001), p. 201.  
230 根據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莫斯科辦事處主任鄭良瑩指出，中國人合法與非法越境至遠東與

西伯利亞地區的人數，在俄方的報章雜誌中有 20 萬至 500 萬人不等，這些數據相差離譜，但卻可以

視為反映俄國對中國人民存有歧見與戒心，參考鄭良瑩，前進俄羅斯必讀－政經文化情勢總分析（台

北：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2003），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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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外遷，使得此地區勞動力缺乏，必須引進外國勞力（尤指中國人），231因而造成

中國人口移入俄羅斯是有其結構性的誘因，在這樣的人口與移民問題所將造成的問題

上，是俄羅斯政府不容忽視的經濟戰略內容。 

 

三、灰色清關問題 

「灰色清關」是指進口商或進口代理商在進口貨物報關時通過與海關人員的非法

協議，是以低報貨值、低報重量和改報品名的方法，使整批進口之貨物以明顯低於國

家法定進口稅率與應繳稅額通關。蘇聯解體之後，俄羅斯急需進口大量廉價產品，因

此大批中國商家在俄羅斯間做起民間貿易。但因為俄國海關清關手續繁瑣，關稅混

亂，為了鼓勵進口、簡化海關手續，俄羅斯海關委員會允許清關公司為貨主代辦進口

業務，提供運輸和清關一體化的「包運包稅」服務，即運輸、通關、商檢等環節都由

貨運公司解決。這些清關公司與海關官員合作，將整架飛機的貨物以包裹托運的關稅

形式清關，比正規報關關稅少一半之多。因而這種清關方式在俄中貿易上盛行一時，

在一定歷史條件下為俄羅斯擺脫瀕臨崩潰的市場起到一定作用，但事實上這種清關方

式是一種逃稅性質的走私行為，但是這些清關公司與俄國海關的利益異常緊密，此類

清關公司甚至一度壟斷報關，灰色清關幾乎成為俄羅斯進口的唯一途徑。清關公司將

貨物運至目的地後，以各種形式辦理清關手續，譬如改換商品名稱、以多報少、高值

低報等從中獲利。 

 

四、俄羅斯的解決方案 

俄羅斯政府對遠東地區對外經貿發展所發生的問題，以政策面回應，是調整稅

率、設立關稅，232來抑制中國製造產品的競爭力，雖然以俄羅斯極力爭取加入 WTO

                                                 
231 郭武平，「俄羅斯遠東區『亞洲化』問題」，俄羅斯學報，第 4 期（2005），頁 163。 
232 王志遠，「關於俄中邊境貿易發展的幾點思考」，經濟合作，第 5 期（2009），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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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勢，設置關稅與其他貿易障礙對於俄中貿易中是不利的選擇，但是關鍵在於俄羅

斯當下尚未加入 WTO，且短期之內俄羅斯必須藉由種種貿易障礙，以爭取遠東地區

的國內產業發展，如同台灣在汽車工業發展政策上，是以關稅扶植國內重要產業，這

對於俄羅斯而言，是無法避免的政策走向。 

俄國政府鼓勵優先發展基礎建設和資源加工業、鼓勵出口非資源產品與生產替代

產品，233藉以改善長久以來輸出能源與自然資源為出主要口產業的僵固性，自然產業

的長期低加工產品輸出，是俄羅斯長期的貿易結構失衡的問題之所在，如何鼓勵發展

高階加工的產品，使得產品是以高附加價值的方式行銷至國際市場，更因為高階加工

後的產品能快速的提高產值，這是俄羅斯當局相當注重的改造產品結構的方向；俄羅

斯政府近來鼓勵非能源產品的出口，亦是改善貿易層次不高的重要努力方向。 

2000 年由俄羅斯和中國的中央銀行簽定「關於邊境地區銀行間貿易結算協議」，

以此協議明訂自 2005 年起，兩國邊境貿易內，俄中兩國銀行可以使用盧布和人民幣

共同通用進行結算，這免除了兩國在貿易貨幣使用上的爭議，對於兩國貿易中的支付

工具問題得以解決，也促進兩國貿易的流暢，俄羅斯更也可以以此案例發展對外其他

的貿易制度，有助於整體貿易法制的提昇。 

而俄國政府在法律層面上制定「國籍法」、「俄羅斯境內外國人法律」與「俄羅斯

聯邦人口就業法」，234希望能以此管控移民的問題，但是由於中國東北人口移入俄羅

斯遠東地區，甚至是在輾轉進入歐俄政治中心等地，較大量的方式是以非法方式流

動，因此有學者就以提出「亞洲化」的概念，235來描述遠東地區無法避免的人口移入

問題，最好的方式就是除了在法律上制定各種防範非法移民，與就業問題等制度之

外，更是需要整體政策的配合，因為開發遠東地區的確需要東北亞地區其他國家勞動

力的進入，尤其是中國人對遠東地區經濟建設是有所助力，236這是俄國政府在開發遠

                                                 
233 克雷特，「拓展俄中合作的新機遇和條件」，西伯利亞研究，第 4 期（2009），頁 33。 
234 強曉雲、馬春海，「當代俄羅斯移民政策透析」，俄羅斯研究，第 2 期（2005）頁 28。 
235 郭武平，「俄羅斯遠東區『亞洲化』問題」，俄羅斯學報，第 4 期（2005），頁 151-168。 
236 季諾飛也夫，「19-20 世紀中國人在開發西伯利亞與俄羅斯遠東地區之腳色」，俄羅斯學報，第 2 期

（2002），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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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地區，無法避免也必須特別謹慎處理的問題；然而俄羅斯遠東研究所主任雅科夫列

夫則認為，俄羅斯政府在面對遠東地區人口問題時，其實是有選擇的，可以將遠東地

區的的自然資源交與中國開發，而中國也不至於因東北人口過多，且有資源不足的問

題而將因此挑起兩國大規模的衝突。237 

而對於中國威脅論的說法，雅科夫列夫教授認為，俄羅斯在俄羅斯帝國與蘇聯時

代，受過兩次來自西方嚴重的入侵傷害，但與中國的摩擦卻未有超出可控範圍，而來

自美國 1992 年發表的迅速強大的中國發展會危害世界，與俄國內部親西方派因應西

方而製造出的中國威脅論，其實是一種不謹慎的說法，俄中應走向戰略的協作夥伴關

係；238而庫濟克教授與季塔連科教授也認為，中國領導人會因為考量中國的利益、俄

中雙邊利益與中國需要俄羅斯的能源資源等利益考量問題，而採取與俄羅斯達成建設

性與長期夥伴關係，俄中兩國彼此會因為雙邊利益與在地區和全球問題上的利益一

致，而有理由作為友好共存的戰略伙伴鄰國。239 

以上俄羅斯政府的對應政策，是藉由法律條文形成各種制度面的方式，以法條規

則配合整體經濟戰略，逐步改善俄中兩國在經貿合作時，其所出現的問題與隱憂，而

整體政策的形成就形成了含有政治意涵、經濟意涵和戰略意涵的經濟戰略形式，這是

俄羅斯經濟戰略在遠東地區的展現。 

 

 

 

 

 

 

                                                 
237 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 著，孟秀雲等譯，俄羅斯、中國與世界（北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61。 
238 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 著，孟秀雲等譯，俄羅斯、中國與世界（北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343-358。 
239 Б. Кузык & М. Титаренко, Китай- россия 2050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развития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тратегий,2006), c.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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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整合遠東地區的經濟發展 

本節論述俄國遠東與中國東北地區的聯合發展，從區域經濟整合發展與早期圖們

江開發計畫的案例，而探討俄羅斯對中國的經濟戰略，若從遠東地區的區域整合觀

點，俄中兩國建立共同發展的區域整合，是有助於兩國的國家利益。 

 

一、早期圖們江計畫 

東北亞地區在經濟合作的實例上，有早期圖們江開發計畫（Tumen River 

Development Program），240這可視為俄羅斯重新規劃發展遠東地區的借鏡，雖然圖們

江計畫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完整具體的成果，然而從區域經濟合作開發角度，這是

俄羅斯首度與中國、日本、南韓、北韓、蒙古等國家進行建設跨國大範圍的經濟發展

區，也是朝向整合東北亞運輸、經濟與政治協商整合的對話，因此雖然圖們江進度緩

慢，且歷經多次波折，但是作為一個東北亞自由貿易區的合作框架催化劑，241藉助這

樣一個經濟合作計畫的思維，是俄羅斯發展遠東地區與朝向亞太地區經濟戰略的借

鏡。俄羅斯與東北亞各國依循著高度經濟的互補性，可由共同創造經濟利益的基礎，

展開建設與擴大經濟貿易合作。 

俄羅斯學者阿巴爾金（Leonid Abalkin, Леонид Абалкин）認為，俄羅斯發展對外

經貿的經濟戰略階段，應該分為三大階段：1999 年至 2000 年為第一階段，應該全力

開發出口導向，並以進口替代作為選擇性的實施戰略，主要是在出口創匯與提高出口

效益，並減少輕工業和食品等產品等以進口替代方式減少進口依賴；2001 年至 2008

年為第二階段，此階段應該以戰略性的保護主義面對進口政策，而在此時俄國內的企

業產品需求與投資產品需求將會提高，進一步達到內需導向維持經濟成長，等待俄羅

                                                 
240 有關圖們江開發計畫，參考劉蕭翔，「俄羅斯亞太政策形成之研究（1992-1998）」，台北：國立政治

大學俄羅斯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頁 130-137。 
241 Valery Denissove, “Russia in the APR: Problems of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5), p. 73. 轉引自劉蕭翔，「俄羅斯亞太政策形成之研究（1992-1998）」，台北：國立政治大

學俄羅斯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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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多數的經濟部門穩定的復甦後，即取消保護主義，並創造出可以在世界市場競爭

的產業與產品，逐漸改善原本僵化的貿易結構；2009 年至 2015 年，為第三階段，俄

羅斯對外貿易應自由化與改善貿易結構僵化，並以國家層級扶植更種產業（可能是農

業、國防工業、燃料能源產品、各種智慧財產權或高科技知識密集性產業）。242 

 

二、朝向區域整合的經濟戰略 

區域合作與區域整合是當前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勢，在東北亞地區是由三個主要國

家（中國、日本與南韓）組成的區域經濟發展，然而東北亞地區在國與國之間機制未

健全之際，還尚未真正進入「整合」的階段，243因此俄羅斯在普欽總統任期內，其遠

東地區的經濟戰略就是希望能夠進入亞太地區的區域整合。 

俄羅斯在普欽總統任期內，對於遠東地區的開發與關注，有著不少政策與規範，

目的都是希望能夠將整體俄羅斯的東邊國境，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發展性的地區，因此

俄羅斯政府必須將遠東地區建設為更高層次的自主區域，244然而針對俄羅斯中央對遠

東地區的規劃的方向，也有學者提出不同的見解，認為俄羅斯對於遠東地區的開發仍

舊缺乏廣泛的經濟思維；245在參與東亞地區區域經濟合作要特別注意的是中國角色，

由於中國在東亞是擁有潛在的強大實力，且將成為未來世界的強權，而亞太地區未來

也將是中國、日本與東南亞國家國協之間的交流而促進東亞經濟的基礎，246因此俄羅

斯欲發展遠東地區與發展俄國在亞太地區的正經合作，中國可成為俄國在亞太地區的

首要合作夥伴；綜合以上的優勢與問題，若能使得俄羅斯遠東地區與中國東北聯合開

                                                 
242 Леонид Абалкин 著，周紹珩等譯，俄羅斯發展前景預測－2015 年最佳方案（北京：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2001），頁 132-137。 
243 Hidetaka Yoshimatsu,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N.Y.: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08), pp. 62-65. 
244 Mark Smith, “The Russian Far East: Drift From The Centre?”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Russian 
Series(2003), p. 12. 
245 俄羅斯科學院院士米赫耶夫是俄羅斯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的一員，在 2007 年所作的研究成果，

批評俄羅斯政府在發展遠東地區缺少廣泛整體的規劃，參考 В. Михеев,“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и 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 Караганов, Мир вокруг росии:2017--контуры недалекого будущкго(Москва: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07), c. 97.  
246 Hidetaka Yoshimatsu,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N.Y.: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08), 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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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藉由法令規章的完善，妥善利用優勢和建立法律制度，由政策面來統籌計畫，對

於整體遠東地區的開發才是有長久的發展。 

俄羅斯學者阿德米金（Аndrei Admidin, Андрей Адмидин）與潔巴耶娃（Elena 

Devaeva, Елена Деваева）基於遠東地區的特殊優勢與東北亞各國的經濟利益角度，

認為俄羅斯要發展遠東地區，必須是與東北亞國家展開廣泛的經濟合作。247透過東北

亞國家的經濟合作開發，可以加速遠東地區的發展，也符合俄羅斯經濟戰略的發展，

而中國是俄羅斯遠東地區最主要的貿易夥伴，阿穆爾州和哈巴羅夫斯克邊疆區皆是特

別倚重與中國的貿易，遠東地區富有天然資源如石油、天然氣和木材，這是中國相較

缺乏的資源，然而中國黑龍江省可提供石油的提煉技術和木材再加工；遠東地區從中

國東北地區進口食物與消費性產品，是相對於從歐俄區域輸入這些產品食物來得具經

濟效益；遠東地區可以提供中國軍事武器設備和高科技產品，248而中國可以提供充沛

且低廉的勞力資源，這些從兩國高度經濟互補性的結構而言，共同發展遠東地區與東

北地區的整合，是有利促進俄羅斯遠東地區的開發，並符合俄羅斯經濟戰略的運用。 

單就兩國的關係普欽總統任內有諸多的建樹，普欽總統卸任後擔任總理職務，並

於 2009 年 10 月 12 日至 14 日前往北京與中國總理溫家寶會面，也就兩國的關係進展

有了更進一步的推進，此行由普欽率領多達百人的俄羅斯訪問團，其成員包含兩位副

總理朱可夫（Alexander Zhukov）、瑟勤（Igor Sechin）、交通部長列維欽（Igor Levitin）、

文化部長阿弗傑耶夫（Alexander Avdeyev）、國防副部長可爾馬可夫（Alexander 

Kolmakov）、多位其他俄國大企業總裁與其他官界的代表，此北京行，普欽極力敦促

中國對俄國的投資，特別是西伯利亞和遠東地區的投資案，249可以由此觀察俄中兩國

的區域交流，在普欽總統卸任後仍然是政府極力推展邁進雙邊合作的標的。 

 

                                                 
247 А. Адмидин ＆ А. Деваева,“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о 
странами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во востока No.6(1998), c. 69. 轉引自劉蕭翔，「俄

羅斯亞太政策形成之研究（1992-1998）」，台北：國立政治大學俄羅斯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頁 138。 
248 Mark Smith, “The Russian Far East: Drift From The Centre?”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Russian 
Series(2003), p. 12. 
249 Bin Yu, “China-Russia Relations: Mr. Putin Goes to China: Ten Years After ,＂ Comparative 
Connection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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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俄羅斯對中國的經濟戰略，若以遠東地區的交流而言，應是朝向遠東地區與中國

東北地區的區域整合聯合建設；遠東地區所處的位置有獨特的地理性，是俄羅斯與中

國國土連接的部份，也因為其偏遠於俄國政經中心歐俄地區，且存在發展緩慢且造成

人口結構問題，俄中的邊境貿易在遠東地區而言，是有利於此地的建設與開發，而俄

中兩國的邊境貿易發展歷程，是從蘇聯時期就成為兩國貿易比重最重的地區。 

從戰略需要、能源安全與經濟利益等角度觀察，遠東地區與中國共同開發，是促

進地區發展，也兼顧了國家利益，因此俄羅斯在遠東地區的經濟戰略，是與中國達成

長期的經貿合作與朝向共同開發。而從兩國的邊境貿易問題觀察，確實存在許多隱憂

與結構性的問題，從貿易結構的僵化與層次較低，兩國對於貿易支付工具的爭議，中

國人口移民和遠東地區本身的人口結構與灰色清關問題，都是兩國邊境貿易中重大的

發展困擾，然而俄國政府以各種法條與政策，試圖解決與減緩這些問題所造成兩國貿

易的阻礙。要使得遠東地區能夠成為具有發展性的國家邊區，是需要予以更多的資金

和建設，並以結合東北亞國家的經濟開發，將遠東地區建設為俄羅斯亞太經濟戰略的

樞紐中心，並在現階段的考量，應以中國的東北地區做聯合開發，借助中國東北過多

的勞力資源，建設開發遠東地區的各項產業，同時為改善兩國貿易結構僵化而更做努

力，發展天然資源再加工與高科技產業，並以東北亞區域整合為遠東地區中期目標，

在全球化下的趨勢中，掌握發展時機創造國家各方面的利益。因此俄羅斯在對外政策

的經濟取向方面，體現在遠東地區的發展面向，是需要藉助與東北亞各國的經濟合

作，並以階段性的各時期不同的政策實施，來達到其經濟戰略的目的。 

中國的經濟與政治影響力崛起，是俄羅斯發展經濟戰略計畫中，從東方亞洲面向

所能夠借助的最大力量，與中國的經貿合作，建立跨遠東地區與東北地區的經濟整

合，以此為經貿合作發展基礎，再延伸擴展至整體亞太面向，這是俄國政府以國家整

體發展角度和遠東地區發展兩種層次，以中國取向的經濟戰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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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回顧第一章所提出的研究目的和所引申的假設命題，本文從論述「國家對外經濟

戰略」的定義起始，導入其概念分析普欽時期俄羅斯對中國的經濟戰略，並依序從亞

太政策與東西方平衡思維探討俄中兩國的經貿合作關係，且加入全球化影響與俄羅斯

能源優勢等發展因素考量，並以俄羅斯遠東地區作為發展俄中經貿合作關係為案例研

究；而結論部分是以總結各章節的論述，以論證假設命題為研究發現與後續研究建議

做為總結。 

 

研究發現 

首先探討「國家對外經濟戰略」的意涵，是源自於在戰爭時國家於軍事範疇所採

取的行動原則，而本論文藉以擴展至國家對於資源上的運用，以國家整體發展考量成

為「國家戰略」的概念，再從國家戰略而取其對外性與經濟性的範疇中，導出「國家

對外經濟戰略」的思維；而經濟戰略與「經濟權術」和「經濟外交」的比較，可得出

國家對外經濟戰略是廣義的經濟戰略，並且以國家利益為考量，是國家目標和國家政

策準則和中心思維的部份。 

 

探究俄羅斯的對外政策時，發現特別重視經濟取向的部份，而以俄國對外經濟戰

略重點觀察，現今的對外經濟戰略是尋求東西方平衡架構下，以國家利益為目的，以

國內經濟發展為前提而採取外交策略，並在亞太政策的思維中，俄羅斯的對外經濟戰

略是注重亞太地區俄國的影響力，並且以中國為重要的合作國家；普欽政府採取的經

濟戰略是連續性、可預期性與雙贏的務實外交原則，因此在多極化的思維下，普欽政

府會注重俄羅斯在亞太地區的發展，並與中國達成各方面的合作；再者因為中國的崛

起，而將對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產生不可忽視的影響力下，從雙方元首的歷年會面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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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的簽署，可得知俄羅斯與中國漸漸的走向緊密的夥伴關係，而俄羅斯與中國達成戰

略協作夥伴關係是有利於俄羅斯的經濟發展，並有利於俄羅斯的國家利益。 

 

論述早期面向西方但造成外交困頓之後，俄羅斯從面向東方的思維，而發展俄羅

斯在亞太地區的外交和經貿合作；俄中經貿關係的發展，從葉爾欽早期執政時偏向西

方的政策，而造成兩國在經貿往來上的進展相對緩慢，而到了葉爾欽後期執政，在其

對外政策漸漸轉向東方的中國，從雙邊貿易量增長緩慢而言，可以依此認為俄中經貿

關係在葉爾欽階段是發展緩慢，但奠定了俄中兩國經貿發展的基礎，以至普欽時期在

重視東西方平衡的外交政策下，有更大的比重在與中國達成進一步的外交合作關係，

使得雙方的經貿發展逐年成長率漸漸提高；全球化的影響因素，是俄中雙方政策的考

量重點，因為全球化下而產生的區域安全問題與區域整合，使得雙方的經貿朝向區域

整合化的發展，並透過區域組織而有了國際層級的互動機制，對於兩國的經貿合作發

展而言，是一大推力。俄羅斯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作為當今時代各國能源需求增加，

是可因此對外貿易和輸出能源，而產生國家利益；中國的經濟強勢增長，所需能源量

大且重視能源供給來源的多樣化而論，俄羅斯的能源恰能成為俄中關係的穩健發展因

素，並以互賴而產生兩國的利益，因此俄羅斯的經濟戰略考量，是將中國視為夥伴關

係，以全球化和能源發展兩國的經貿合作關係。 

 

以俄屬遠東地區作為研究案例，此地是俄羅斯發展與中國經貿關係的重要區域，

遠東地區因為地理位置偏遠於俄國政治中心，使得長期以來發展緩慢，但其豐富的天

然資源蘊含，與地理位置處於亞太地區而以中國為鄰，可成為俄羅斯發展亞太政策的

重點區域，而俄羅斯發展遠東地區的經濟戰略，就是依照俄國國家戰略考量、經濟利

益等思維，而和中國發展區域整合共同開發遠東地區；但是俄中兩國邊境貿易發展阻

礙，仍是俄羅斯政府必須重視且解決的問題：兩國貿易的結構層次低，遠東地區長期

以來發展緩慢且造成人口外移問題，加上中國在東北地區人口過剩而大量移民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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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與灰色清關的存在問題，是造成兩國貿易的負面思考和隱憂，俄國政府則是以各

項法規和政策，試圖解決兩國邊境貿易發展上所面臨的這些問題；而早期的圖們江開

發計畫，是遠東地區尋求區域整合共同發展的借鏡，因此以遠東地區為例，俄中兩國

朝向整合式區域共同開發，是有利促進俄羅斯遠東地區的開發，並符合俄羅斯經濟戰

略的運用。 

 

因此本文總結兩國經貿關係發展上，政治上的良好互動，是帶動經貿合作的基

礎，加上兩國有地緣上的合作優勢，也具有經貿層面上「強烈的互補性」存在，筆者

認為互補性雖然是很重要的經貿原則，但已非現階段重要的有利條件，主因俄羅斯乃

能源大國，假若依舊只仗恃天然物產的輸出換取外匯收入增加，卻不思如何改變貿易

型態與僵化的結構，則經貿情勢將隨國際能源價格起伏而不定、隨物之用罄而有困頓

之時，因此俄羅斯方面的學者專家與政府當局，已經在思考相對應的永續發展機制與

策略思維。而中國之成為新興市場之大國乃因於其擁有廣大的市場需求，與勞力密集

加工規模生產優勢，但是依然如同俄國面臨經貿型態僵化問題，經濟成長短中期內可

得利於勞力密集加工化之產出，但是長久的經濟發展問題則有賴於多元化產業發展，

因此調整發展非加工的僵化生產的經濟模式，才是長久經濟穩定與發展之計；因此「偏

向策略性的貿易合作」關係為兩國長期有利的經貿外交合作方式。再者因應國際政治

與經濟體系的變遷，各國在戰略性的國家安全策略與經貿外交策略皆以合作的導向為

前提，尋求區域集體安全與國家利益為目標導向，因此筆者認為俄羅斯對中國的「經

濟戰略」，可以成為研究俄中經貿關係的途徑，從俄羅斯的「經濟戰略」檢視俄中經

貿關係與發展上，兩國在經濟貿易上從彼此競爭與合作，將轉變到研究創新促進彼此

的經濟生產力的提升，這是對於兩國在國際政治上與經濟上皆相當有利益的雙贏局

面，也呼應俄羅斯在對外政策中強調的「互利」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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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研究建議 

在後續的研究建議方面，有關俄羅斯與中國的經貿關係與發展問題，在筆者蒐集

的文獻中，發現尚有其他潛在的影響與不同的研究方向，此議題應該可以有更深的研

究發現，若對俄羅斯的官方對外文件有更多更廣的解讀，並找尋更多相關數據以輔佐

論述，應可以發掘更為具體的研究成果。且若能更廣泛的收集官方文獻和俄國學者的

觀點，以俄羅斯方面的文獻資訊為主，則所發展出來的觀點和論述可更為貼切本篇論

文的主題。以俄羅斯對中國經濟戰略的觀點，可作為探究俄中在近代經貿關係的發展

途徑，但仍然有許多解釋力不足的部份，從後續研究的建議角度，筆者認為從諸多文

獻中所得到的觀察，專家學者有著約略的趨同性觀點，即是俄中發展經貿還是多倚賴

從政治上的互動開始，而形成經貿合作，是否能夠有更堅實的資訊以證明，或是有其

他反向的觀點論證，皆有待找尋更多資訊以論證，且可成為後續相關的研究方向。 

 

再者本論文試圖從政治思維方面的影響因素，以解釋俄中經貿關係與發展，然而

亦有相關文獻指出，俄中兩國的經貿仍然是政治熱而經濟冷，因此是否能夠藉由兩國

政治的影響而探討兩國經濟貿易的發展狀況，仍然可以有更深的討論與研究，這亦可

成為研究俄中政經關係的主題，而對俄中經貿與政治關係發展方向的解讀，有更進一

步的釐清。若欲從其他觀點面向出發，筆者認為可從國際關係理論中，以其相關研究

層次加以運用，應可比本論文更具有理論基礎與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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