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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景論壇 

俄羅斯受到西方國家的譴責與制裁的同時，北京與莫斯科緊密的盟友關係一直受到國際

關注。 

（圖片來源：<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202/1251361.shtml?id=11>） 

 

中國對俄烏戰爭態度之評析 

 

王信賢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 

 

俄烏戰爭不僅未如普丁當初所預期的速戰速決，隨著時間拉長，

國際強權博弈的痕跡也更加明顯。而俄羅斯受到西方國家的譴責與制

裁的同時，北京與莫斯科緊密的盟友關係一直受到國際關注，雖中國

一再宣稱其「中立」立場，但西方國家都在檢視其是否會提供俄羅斯

援助、緩解國際的制裁。針對此，我們有以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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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與俄羅斯的戰略夥伴關係為中國首要目標 

首先，中國的戰略目標一直沒有改變，即確保與俄羅斯間的全面

戰略夥伴關係，一方面戰爭爆發後，美國主導的經濟制裁再加上重新

團結北約，讓美國的地位再次提升，另一方面，中國雖仍為美國首要

競爭對手，但俄羅斯此回的冒進，也讓中國在美中競爭中稍微獲得喘

息空間。此外，在北京冬奧開幕前，中俄兩國元首會面後，習近平宣

告「兩國友好沒有止境，合作沒有禁區」，也讓中國戰略迴旋空間縮

小。這也是為何在聯合國安理會、緊急特別會議與人權理事會的投票

中，中國均投看似中立卻是傾向俄羅斯立場的「棄權票」，而在之後

的國際法院要求俄羅斯應立即停止在烏克蘭軍事行動的投票中，中國

則直接投下了反對票。 

中國宣傳其位居道德制高點並趁機倒打美國一把 

其次，中國試圖宣傳其位居道德制高點，並趁機倒打美國一把。

王毅於今年「兩會」外長記者會的表態最為明顯，其強調國際社會應

聚焦兩大問題繼續努力，一是勸和促談，二是防止出現大規模人道主

義危機；而在 3 月 18 日的「拜習通話」中，習近平提及「國家關係

不能走到『兵戎相向』，衝突、對抗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同樣在

4月 1日的中歐峰會中，習則重申中方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發揮勸和促

談作用，和談是避免局勢緊張升級的唯一可行途徑。從習近平和王毅

的講話中也透露中方欲塑造「中國『勸和』，而北約特別是美國『勸

打』」的國際印象，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則是更明確指出「還有一些

勢力企圖藉制裁激化矛盾、分裂世界」。 

官方引導國內輿論「挺俄」 

而在中國內部「民意」部分，「挺俄派」與「挺烏派」皆有，「挺

俄派」的觀點認為俄羅斯出兵是基於北約東擴威脅自身安全、若俄羅

斯戰敗則中國將難以獨自對抗美國的打壓和圍堵，且會給臺灣造成示

範效應；「挺烏派」則主張發動戰爭就是不對，且俄羅斯先前曾侵略

多國，尤其是中國。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大陸網民支持俄羅斯的主要

原因並非「挺俄」而是「反美」。此外，在官方的引導下，「挺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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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挺烏派」，且在戰爭初期，五位歷史學者的反戰公開信在 2小

時內遭網管部門刪除，國務院參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長胡偉

的「俄烏戰爭的可能結果與中國的抉擇」一文同樣也遭到刪除。 

對北京而言，俄烏戰爭這隻「黑天鵝」果真應驗了習近平所說的

「百年未有之變局」。事實上，北京最擔心的是，若在此役普丁的實

力被大幅削弱，或如拜登所言「這個人不能繼續掌權」，中國對美國

的戰略緩衝不但被消減，「東升西降」也將難以實現，且更重要的是，

美國的「點名」若實現，對中國而言將會是難以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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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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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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