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景論壇 No. 10  2022年 2月 

 

 

 
1 

 

 

 

遠景論壇 

 

2021年 11月俄國再次集結重兵於俄烏邊界，緊張情勢延續至今。 

（圖片來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Russian_forces_near_Ukraine,_2021-12-03.jpg >） 

 

烏克蘭危機與美歐俄多方角力 

 

楊三億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教授 

 

烏克蘭穩定與否不僅影響歐洲區域安全、烏克蘭的歸屬也連帶影

響美國、歐盟、俄國等國間互動，可說烏克蘭歸屬何方與地緣政治下

的權力平衡息息相關。 

近期烏克蘭危機自 2021年 3月俄國在烏克蘭邊境部署重兵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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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俄軍旋即於同年 5月撤兵；2021年 11月俄國再次集結重兵於俄烏

邊界，緊張情勢延續至今（2022年 2月）。俄國認為烏克蘭違反 2014

年《明斯克協議》，該協議賦予烏東地區高度自治地位，然烏克蘭中

央政府卻極力打擊烏東頓巴斯地區、傷害俄裔民族權利；美國則認為

俄國採取的軍事行動幾達侵略行為，此舉已嚴重破壞區域穩定，美國

同時威嚇俄國，如果俄軍侵犯烏克蘭將遭到嚴重制裁。 

當前歐洲各國於烏克蘭危機的對立態勢形成幾股主要力量：以俄

國、白俄羅斯、烏東地區分離主義的修正主義組（對西方國家進逼的

力量進行修正）；以美國、英國、中東歐等國的強勢回應組（提升烏

克蘭的軍事力量回應俄國侵略）；以德國、法國與其他中西歐國家的

保守態度組（以協商談判方式找出各方接受的均衡點）。這三大類型

國家對如何解決烏克蘭危機各自抱持不同態度，美英強調遏制侵略、

俄國主張烏克蘭負有維護俄語族群自治地位的義務、德法等國認為應

採談判方式解決爭議，雖然各方立場不同，不過以戰爭邊緣策略應可

有效解釋當前各方於烏東危機的互動模式。 

危機與談判 

檢視烏克蘭危機爆發過程，第一個觀察是談判能否化解日益升高

的緊張局勢，這個問題可以從歐洲安全脆弱的動態平衡角度來看，烏

克蘭歷經兩次革命（2004年橙色革命與 2014年廣場革命）、兩次危

機（2014年克里米亞半島危機與 2021年底俄烏邊境危機）。和談只

是在危機爆發後確認短暫議和的文字表述方式，實際上協議內容難以

解決美國、俄國與歐盟各國對烏克蘭的核心利益訴求。如果烏克蘭未

能獲得明確的軍事安全保證機制，烏克蘭危機很可能將不斷重複上

演。 

第二個觀察與歐陸國家有關，法德等國對烏克蘭危機的看法與美

國有所差異，德國與俄國有經貿、能源、氣候變遷等各式議題的合作

基礎，歐洲國家對衝突解決的哲學觀也與美國不大一致，於是便有缺

乏強大軍事力量的歐洲國家偏好談判、擁有軍事力量的美國卻難以與

俄國談判的窘境。這裡的關鍵是偏好協商談判的歐洲國家還希望掌握

戰略自主能力、不希望遷就美國的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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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北約的安全承諾 

從根本上看，烏克蘭危機的根源在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歐

洲東部的戰略模糊設計所致，北約近幾年向東擴張的會員國都是位在

巴爾幹半島的阿爾巴尼亞與克羅埃西亞等國，但對東歐的烏克蘭與摩

爾多瓦、高加索地區的喬治亞等國則刻意保持模糊狀態，這就讓俄國

可趁烏東危機之際主張北約不應接納這些國家。 

不過從傳統的權力平衡角度來看，自 1991 年蘇聯瓦解起若干東

歐地區已保持長達 30 年的權力真空，這段期間烏克蘭內政紛擾與區

域衝突皆因此而起，雖然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已明白宣示北約仍將繼續

採行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不排斥包括烏克蘭在內的國家，

但長期以來北約與歐盟長期未就烏克蘭的會籍身分進行認真討論，這

也就讓美俄繼續在此區域高度競爭。 

綜合觀察烏克蘭過往歷史，可以發現過去數十年來的發展軌跡是

由美歐對烏克蘭發動親西方的內部革命政權轉移、再轉由俄國以強制

手段進行克里米亞與烏東地區領土的後續補償，夾在強權縫隙中的烏

克蘭僅能作為砧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誠當代國際關係史上最悲情的

一個國度。 

 

 

編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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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本基金會為研究國際政經情勢之民間學術智庫，旨在針

對國際政經情勢及戰略與安全等領域，將學術研究成果具體

轉化為政策研析，作為我政府參考，深化學術研究能量，並

增進與國際重要智庫交流與互訪。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60巷 1號 

Tel: 886-2-23654366 

Fax: 886-2-23679193 

http://www.pf.org.tw 

http://www.pf.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