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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習近平出訪俄羅斯、中亞之觀察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蔡東杰主稿 

 

▓ 面對美中貿易戰依舊前途未卜，習近平強化密集出訪安排，不啻

有尋求「突破口」之戰略設想，後續發展值得觀察。 

▓ 儘管中俄關係持續升溫，在中亞事務方面也具一定協調度，但雙

方地緣競爭仍存矛盾。 

 

（一）中俄雙邊關係之戰略意義 

繼 3月份對歐洲進行本年度初次出訪後，習近平在 6月再度展開

滿檔的出訪行程，首先是 5-7日對俄羅斯進行國是訪問並出席聖彼得

堡國際經濟論壇，其次是 12-16日出訪吉爾吉斯與塔吉克，並各別參

加上海合作組織元首理事會以及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亞信

會議）高峰會，接著是 20-21日前往北韓，進行雙方一年半以來第五

度會晤，最後則是 27-29日前往日本大阪參加 G20高峰會。總計在一

個月內，由西向東橫亙歐亞大陸，陸續造訪 5個國家。 

其中，俄羅斯既是第一站，也是重中之重。如同新華社所稱「搬

不走的好鄰居，拆不散的真朋友」，略顯矯情的描述一般，自 2013年

以來，習近平在過去 6年內造訪俄羅斯多達 8次，與普丁會面更超過

30 次，在當前全球雙邊互動關係中確實罕見。2018 年雙方貿易額首

度突破 1,000億美元大關，雖然與 6,336億美元的中美貿易額相去甚

遠，但在美中貿易戰方興未艾的情況下，非僅不無小補，尤其在貿易

戰拉抬全球油價之際，佔中俄貿易額半數的能源貿易價值乃愈顯重

要。正因如此，此次習近平訪俄，既參與「能源商務論壇」，出席「聖

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創始於 1997 年，與 2015 年啟動的「東方經濟論壇」為俄羅斯

主導之兩大經濟議題平臺），同時簽署 20項價值 200億美元的合作方案，並

提升雙方互動為「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中俄互動不僅具雙邊象徵意義，在 2018年 5月

簽署「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貿易合作協定」並於今（2019）年生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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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既進一步推動建構「歐亞經濟夥伴關係」，一方面俄羅斯電信公

司 MTS 允許華為公司在該國開發 5G 網絡，雙方在「關於加強當代

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中指出「核武器國家應摒棄冷戰思維和零

和博弈，停止毫無限制地發展全球反導系統，減少核武器在國家安全

政策中的作用」，既直接瞄準美國在年初片面退出「中程飛彈條約」

之舉，亦暗示雙方在「對美」方面之共同利益。 

 

（二）中國深化對中亞地區影響力 

訪俄結束後不到一周，習近平馬不停蹄前往中亞。根據中共官方

媒體的說法，此行被稱為「經略周邊的重大外交行動」，並將「元首

外交、一帶一路與兩大峰會」列為三大觀察重點。首先值得關注的是

上海合作組織與亞信會議的高峰會，前者每年召開，後者五年一次，

但巧合的是，上一次（2018 年上合青島峰會與 2014 年亞信上海峰會）都在中國大

陸舉辦。表面上看來，1999年正式成立，擁有 27個成員國、8個觀

察員國家和 5個觀察員組織的亞信會議，在規模上大於 2001年成立，

目前有 8個成員國、4個觀察員國家和 6個對話夥伴國的上合組織，

但目標模糊且組織鬆散顯然是其缺陷所在，相對地，上合組織不但具

有中俄「合意共管」之政策暗示，作為其核心之中亞地區的地緣戰略

意義也不言可喻，尤其在印度與巴基斯坦在 2018 年正式加入運作

後，其影響力上升更成為舉世矚目之焦點。 

可以這麼說，無論推動「一帶一路」或應對美中貿易戰，透過上

合組織來確認俄羅斯的「戰略協作性」或藉由該組織獲致必要之借力

使力空間，都讓近幾年的上合峰會備受關注；據此，中國大陸雖在

2018 年憑藉自身主場優勢，在青島峰會中通過「成員國長期睦鄰友

好合作條約 2018-22 年實施綱要」，批准「打擊三股勢力未來 3 年合

作綱要」、「成員國環保合作構想」，並制定「糧食安全合作綱要草案」

等，2019年峰會則暫無具體成果，尤其在 2014年通過「政府間國際

道路運輸便利化協定」後，最攸關落實帶路戰略之「政府間建立和運

行交通運輸一體化系統協定」依舊缺乏共識。更甚者，不僅今（2019）

年初，吉爾吉斯還爆發大規模反中示威，事實上此區域其他國家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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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緒亦持續醞釀中，這些不啻都為中國經略中亞埋下負面伏筆。 

 

（三）不確定之歐亞周邊地緣環境 

總的來說，習近平的俄羅斯與中亞之旅既有攻勢，也有守勢，前

者指的是他利用既有平臺與地緣關係，透過合縱連橫試圖積極回應近

期美中關係，形塑某種對己有利之同盟氛圍，後者則如同前述，嚴格

來說，中俄並非「完美夥伴」或「天然盟友」，無論從勢力消長或地

緣競爭（中亞原為莫斯科勢力範圍，遠東地區發展困境則始終是其軟肋）角度，矛盾既

非不存在，北京方面在處理時亦勢必小心翼翼，以免碰觸俄羅斯敏感

神經，特別是當上合組織往南亞延伸後，地緣複雜性更與日劇增。 

至於其後續發展，則不啻可謂機會與挑戰並存。從正面來說，透

過北京之積極布局，無論近期中俄關係乃至上合組織合作進一步制度

化，均隱然使歐亞大陸形成某種龐大的陸權集團，足以制衡美國領銜

之海權力量，從而可能影響下一階段全球權力結構變遷；但負面看

來，則此一區域在歷史與地理上之糾葛，發展並非一朝一夕，解決當

然也非容易之事，稍有不慎或出現意外，反成一個沉重的戰略包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