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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俄烏情勢、中共應對及對區域情勢影響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連弘宜主稿 

 

 俄國衰弱已成定局，中共可順勢接收其勢力範圍，惟俄方孱弱亦不

利中方與美競爭，拿捏與俄關係已成北京挑戰。 

 俄藉局部動員、公投、暗示動用核武等三手段釋放和談信號；美或

因期中選舉結果鬆動援烏立場，歐洲等國則因能源、通膨等問題自

顧不暇，烏恐在對己不利下被迫走上談判桌。 

 

（一）前言 

  俄羅斯在 9月下旬由普丁總統下達局部動員令，緊接著在烏克蘭

境內俄羅斯所佔領的四州（盧干斯克、頓內次克、扎波羅熱、赫爾松）進行

公投，並在完成投票後，四州宣布加入俄羅斯聯邦。在國會通過後完

成憲法程序，上述四州正式加入俄羅斯聯邦。與此同時，俄羅斯方面

傳出可能使用戰術型核武來應對烏克蘭戰場的不利情勢，此舉引發西

方強烈的譴責，並提出各種反制之道。 

此外，中共對上述俄羅斯一連串的舉動，似乎未有明顯的反應。

外界最關切的是中共是否支持俄羅斯，此刻俄方在戰場上似乎處於下

風之際，中共對中俄兩國的關係的立場如何？外界似有不同的看法。

俄中關係的分合牽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歐洲如何應對俄羅斯，

更重要的是美國如何在印太地區抑制中共勢力對外發展，並進而挑戰

美國在印太地區的主導地位。 

 

（二）俄動員令及公投後之情勢發展 

  自從今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宣布對烏克蘭進行「特別軍事行動」

後，俄羅斯便設想以速戰速決的方式結束這場軍事行動。戰事一開始

便對首都基輔及烏克蘭東北部與俄羅斯領土相鄰的部分，以烏克蘭第

二大城哈爾科夫為主要攻擊目標。俄方試圖以強大火力攻擊，並且以

兵臨城下的方式迫使烏克蘭簽署城下之盟，結束此次戰事。但是面臨

烏克蘭強烈抵抗及西方國家積極的援助，導致俄羅斯攻勢受阻且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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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重。3月下旬俄羅斯國防部宣布第一階段軍事行動結束，並宣布俄

方接下來軍事行動的重點將放在烏東地區，主要的地區便是此次俄烏

衝突起源烏東的兩個州（盧干斯克、頓內次克）。這個地區自 2014 年下

半年以來就處於基輔當局與當地親俄的反抗勢力的軍事衝突當中。 

自從今年4月以來俄方主要將在烏克蘭的戰略分為三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俄方將重點放在烏東地區；第二階段便是逐漸向烏南方向推

進，主要為鞏固克里米亞半島北方兩州（扎波羅熱、赫爾松），並使得亞

速海成為俄羅斯的內海，重點是佔領德聶伯河出海口大城赫爾松；第

三階段則是佔領環黑海的烏克蘭領土，主要是奧德薩港，如此便能使

烏克蘭成為內陸國，俄羅斯也可完全控制黑海北岸。對俄羅斯而言，

在烏克蘭戰場所進行的戰事並不順利，直至 9月下旬為止，俄方僅能

達成上述戰略的第二階段，且沒有完全底定當地局勢。但俄方在戰場

不利的情勢讓俄方漸感吃力，於是宣布進行局部動員。接著是鞏固佔

領區，於是宣布在此四州進行公投。同時暗示若西方對俄仍然窮追猛

打，俄方在傳統武器無法應對之時，便會考慮動用戰術核武。 

俄方在以上三項重要政策宣示皆有其重要意涵，茲分述如下： 

1. 下達部分動員令：此舉固然是俄羅斯在戰場可用的軍隊人數已

逐漸吃緊，但在全國各地區何處進行動員？何人應被動員參與

軍隊？這些都是政府部門可以運作的空間。政府部門為求行政

上的便利，應會選擇容易動員，又不會引起民怨，甚至避免引

發騷亂的地區進行動員。政府部門已說明，動員的對象係過去

曾服役過的官兵，但媒體仍有報導被動員的官兵似有完全未接

受過軍事訓練的人員。這方面無法證實真偽，或許有些地區負

責動員業務的部門為達成上級的命令，將不符合資格的官兵動

員至軍隊當中，也可能是對自身權益不甚瞭解的人員被動員而

來，也可能有人因生計問題而投入軍隊。 

2. 烏克蘭境內俄羅斯佔領區進行公投：烏克蘭及西方國家對此舉

動，宣稱此地區公投無效。但俄方此舉顯然是為此次軍事行動

進行收尾的工作，俄方希望以此為準，與烏方進行和談。當然

烏方顯有不甘，不願在此情勢下與俄方談判。烏克蘭澤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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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甚至公開宣布，烏克蘭會收回所有失去的領土，包括克里

米亞在內，更不用說此次公投的四州。烏克蘭若有強烈的抗敵

意志及源源不絕的武器供應，並且能夠將士用命一舉擊潰俄羅

斯的軍隊，進而收復收土，固然甚佳。但外援是否能夠持續不

斷，此因素恐無法操之在己，一旦外援因各種因素而中斷，烏

方將無以為繼，屆時更無法與俄方談判。談判需選擇己方最有

利的時機進行，惟現今時機是否對己方最有利的判斷則會出現

差異情形，此源於觀點不同。不同個體對事物的看法觀點當然

會有差異，然而以何種關鍵點來作為判斷的依據更加重要。 

在現今局勢中，烏方對西方國家美國及歐洲會持續援助的

評估如何？美國即將期中選舉，若拜登總統所屬的民主黨未掌

握參眾兩院過半席次，失去國會主導權，美國援烏的立場是否

會鬆動或改變？目前已傳出共和黨似將掌握兩院主導權，且共

和黨已表明不會給予行政部門援烏經費空白支票，勢將對援烏

預算嚴審或刪減。此外，歐洲許多國家為了援烏，已造成本國

能源供應短缺、通貨膨脹加劇。歐洲大國的政治人物已為自身

國家尋求出路，德國總理蕭茲已不顧西方國家的憂慮或反對，

堅持前往中國大陸訪問。顯示在面對國家利益上，歐洲大國開

始走自己的路。美國及歐洲國家的人民可能開始思考，為了挺

烏克蘭而犧牲自己的生活水準是否值得。烏方若無法獲得西方

國家足夠的經援，與俄方的戰事便難以持續下去，屆時恐被迫

在對己方更不利的情況下上談判桌，可想而知能爭到的利益就

更加稀少。 

3. 俄方暗示動用戰術核武：此訊息應非新聞，俄烏衝突開始之際，

普丁總統即下令包含核武部隊在內的俄軍「處於警備狀態」。

從今年 2 月開始國際上便開始討論俄方使用核武的可能性，3

月時俄軍在烏克蘭戰場進展不順利時，隨即傳出俄方考慮動用

核武，當時烏克蘭及鄰近國家甚至有購買及發放碘片的行為。

隨著 3月下旬俄軍改變戰略目標，動用核武的消息又沉寂一段

時間。直至 9月中旬開始，俄方開始宣布局部動員令、烏克蘭

俄佔區進行公投，普丁總統公開表達將使用一切手段捍衛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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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於是，西方國家很自然地便解讀為俄方暗示使用戰術核

武，西方甚至報導俄軍高層已在討論何時在何種狀況下預計使

用戰術核武？不過，美方則公開宣布目前並沒有俄軍動用核武

的跡象。但在國際間討論是否會爆發核戰的時刻，10 月中旬

北約及俄羅斯雙方皆進行核武演習，雙方也都事前儘量公開透

明，不讓對方產生誤判，但顯然是雙方經由相互展現核武實力

及展現出動用核武的信心，試圖讓對方知難而退。 

俄方藉由上述三項政策試圖傳達出俄方準備與烏方進行和談，首

先藉由動員令展現出可以繼續作戰的能力，接著藉由公投展現此事到

此為止的立場，最後則是烏克蘭與西方國家若持續維持戰事，若俄方

傳統武力無法抵抗，則不惜動用核武對抗。當然藉由公投將上述四州

納入俄羅斯領土，此舉在國際法上具有相當意涵。如果過去外界宣稱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當這些領土加入俄羅斯聯邦後，烏克蘭的反攻是

否變成烏克蘭入侵俄羅斯，當然上述情形會發生的前提是四州加入俄

羅斯的情形獲得普遍的承認，目前顯然還存在爭議的情形。另外，四

州加入俄羅斯之後，俄方在該四州的領土上為確保安全，在傳統武器

無法防守的情形下是否可以動用核武。當然此問題依然是此四州的歸

屬問題存在爭議，以至於無法回答上述問題。 

 

（三）中共應對及對區域情勢影響 

中共應對這次俄烏衝突上態度非常謹慎，外界很仔細的觀察中共

的立場，西方國家甚至想要找到中共援助俄羅斯的確切證據，但截至

目前為止，在可獲得的資訊中似乎還沒有中共援助俄羅斯的證據。中

共在俄烏兩國皆有可觀的投資金額，因此對中共而言至少在經濟利益

上不樂見俄烏兩國發生衝突。中俄雙邊關係自 1996 年葉爾辛總統訪

中時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以來，中方歷經江澤民、胡錦濤、習

近平三代領導人，俄方則歷經葉爾辛、普丁、梅德韋傑夫，再回到普

丁。雙方領導人皆非常珍惜彼此的友誼，過去 20 年來中俄兩國關係

持續向上。兩國關係在「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俄主導的「上海合

作組織」、中俄主導的「金磚國家組織」架構下向前推進，以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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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元首峰會，也就是兩國元首制度化會面機制。若加上G20、APEC，

甚至聯合國大會等。兩國元首每年制度化會面機制至少便有 4至 5次。

兩國元首見面後所簽署的兩國合作計畫為數更是可觀，也因此兩國元

首見面後皆會表達兩國關係處於歷史最高水平。 

習近平在俄烏衝突後不久，3月上旬曾表達俄烏兩國應停止衝突，

談判尋求解決之道。但隨著土耳其出面調停未果後，戰事持續進行，

中方就未發表任何聲明。外界則持續關注中方的立場及相關作為。但

外界似乎無法得知中俄雙邊關係及雙方的互動如何。一直到 6月中旬

普丁主動致電習近平向他祝賀生日。因為此前將近 3個月的時間，外

界不斷猜測中方的立場。由於俄方在烏克蘭戰場表現欠佳，許多智庫

及觀察家猜測中方可能不再支持俄羅斯。但中俄領導人的通話，暫時

緩解各方對中方不支持俄方的看法。接下來的觀察點則是習近平在新

冠疫情下兩年多未出國門，在中共「二十大」即將召開前夕，令人意

外地宣布出訪哈薩克，並至烏茲別克參與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並與普

丁會面。 

上合組織峰會讓許多該區域的領導人會晤商討區域重要議題，然

而最具看點則是中俄兩國元首峰會。尤其是普丁在峰會上耐人尋味地

表達，俄方瞭解中方的憂慮，俄方會向中方解釋清楚。外界好奇的是，

中方還有甚麼事不清楚？俄方為何急於解釋？解釋清楚後，俄方想獲

得什麼？在這些問題還未回答前，先觀察普丁在烏茲別克高峰會返國

後不久，便下達局部動員令、烏克蘭俄佔區公投、動用一切手段維護

國家利益。或可推測中方明白表達無法支援俄方續戰，因此普丁需自

力更生。另外，10月上旬普丁 70歲生日，習近平並沒有祝賀普丁生

日。對照 6月中旬普丁高調慶賀習近平生日，中方連這種象徵性的動

作都沒有，似可見中俄兩國此刻的關係是否出現變數？但此現象也有

另一種看法，目前美國極力壓制中國，中方不想讓美方抓到中俄友善

的跡象，於是演一場戲給外界欣賞。此種推測也是有跡可循，若以中

俄兩國關係密切的程度，兩國的問題皆可透過外交管道澄清解釋，沒

有必要在公開的場合表達雙方對議題的關切與不解。這就說明俄方也

願意和中方一起共同合作，塑造中俄關係沒有美國想像的那樣密切，

如此美國就找不到更多的藉口來打壓中國。至於，中俄關係仍可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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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20 年來的狀態，各種援助可透過各種管道進行，必要時亦可透

過友好的第三國來進行。 

中共若能援助俄羅斯，目前若有可能僅可利用私下管道，對俄方

而言，當然是持續烏克蘭戰事的良方。若俄方能展現出續戰的可能，

才有可能吸引其他國家的援助。例如，伊朗出售無人機給俄方，外傳

北韓供應大量彈藥給俄羅斯。此外，俄羅斯需有續戰的能力，其在獨

立國協、上合組織及金磚國家組織的影響力才會持續。尤其在前蘇聯

國家組成的獨立國協中，俄羅斯具有無與倫比的地位。10 月中旬在

哈薩克舉行的獨立國協峰會，塔吉克總統拉赫蒙當著普丁的面批評大

國不尊重小國，這在過去似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俄羅斯當然希望中

方的支持與援助，中方應不希望普丁政權垮台，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不

要被美國抓到援俄的把柄。這場俄烏戰爭使得俄羅斯更加衰弱似已成

為定局，中方可順勢接收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主要是中亞地區。但中

國要競爭的對象是美國，俄羅斯愈衰弱，對中國的援助力量就愈小。

所以，如何拿捏與俄羅斯的關係，恐怕是中方的一大挑戰。 

 

（四）結論 

俄中兩國元首普丁及習近平在烏茲別克上合組織峰會會晤後，分

別返國進行重大政策的推行。普丁返國後宣布局部動員令、烏克蘭俄

佔區公投、暗示動用核武；習近平返國後則籌備中共「二十大」會議，

並且出乎意外，壓倒黨內其他派系獨占鰲頭。兩人在峰會上的對話，

令外界好奇俄中兩國的關係究竟如何？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

俄羅斯敗象已現，中方避免押寶在俄羅斯，以免日後受到波及；另外

則是遵循過去 20 年俄中關係的發展，持續維持友好合作，唯一需要

注意的是避免讓美方抓到中方援俄證據，使美方以此為藉口打壓中

方。 

俄烏衝突是否持續端視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是否持續支援。若

西方國家不再支援，或降低支援強度，烏克蘭恐怕難以為繼。目前美

國的期中選舉及歐洲大國開始思考自身的外交政策，可能導致對烏克

蘭的援助逐漸遞減。烏克蘭政府可能需仔細思考談判解決此次俄烏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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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時機，好時機稍縱即逝。期待他國為期長久且源源不絕的援助，

恐怕不切實際。唯有與對手談判解決彼此的爭端，才是正道。當然在

談判當中需要尋求外援，但在戰事持續進行中尋求外援恐非良策，尤

其戰場是在自身的國土上，更是得不償失。 

俄羅斯在烏克蘭所推展的一系列措施展現出，俄方試圖與烏方進

行談判。俄方以烏克蘭境內四州公投入俄為談判籌碼，維持進可攻退

可守的態勢。若烏克蘭不願談判，四州已在俄羅斯聯邦內；若烏克蘭

持續反攻，俄方可宣稱烏方入侵領土；若烏方在獲得西方國家的援助，

加強火力猛攻四州導致俄方傳統武力無力抵抗，則俄方便考慮使用戰

術性核武。西方國家必須清楚的認知到，俄羅斯是一個擁核的國家，

其所擁有的核武數量與美國並駕齊驅，俄羅斯是否動用核武繫於一人

的一念之間，是否需要冒著生靈塗炭的風險，與擁核國家的領導人來

對賭，端視當代大國領導人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