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景論壇 No. 91  2024年 11月 

 

 

 
1 

 

遠景論壇 

 

 

 

2024金磚國家峰會於 10月 22日於俄羅斯喀山舉行，最受矚目的是俄羅斯總統普丁與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的會面。（圖片來源：https://www.beijing.gov.cn/gate/big5/www.beijing.gov.cn/ywdt/dz

yjs/202410/t20241023_3925740.html） 

 

 

中俄兩國之戰略利益分歧 

 

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許菁芸 

 

2024金磚國家峰會於 10 月 22 日於俄羅斯喀山舉行，最受矚目的

是俄羅斯總統普丁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會面，雙方同稱深厚友誼

不變。中俄關係近年來由於外部推力如西方對俄進行制裁、中美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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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化等，拉近了中俄兩國的距離，2019 年提升為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

協作夥伴關係，2022 年更強調中俄關係「上不封頂」，進入中俄前所

未有之友好高峰期。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中俄的共識與利益匯集

於對美國霸權的威脅，是一種對情勢的反應 (re-active)而非主動

(pro-active)解決雙邊潛在問題。俄烏戰爭後，更凸顯兩國在全球多邊

事務與地緣政治上（如中亞、北極、南海等）皆存在根本分歧：中共

試圖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等目標，欲穩定外部環境，建構有利自身之國

際體系秩序；俄國則盼全球混亂局勢下取得侵烏戰略利益，且努力避

免金磚國家過度傾中。 

中亞與北極：中國挑戰俄羅斯的主導權 

在中亞地區，俄羅斯與中國無論是在歷史上抑或是現代對該地區

控制權的爭奪一直是兩國難解的心結。從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一直視

中亞地區為資源後勤補給後花園，2008 至 2009 年國際油價的低迷是

中國相對於俄羅斯能在中亞快速提升其影響力的催化劑，也是中俄在

中亞由潛在競爭趨向激化的重要時期。2014 至 2015 年，西方制裁俄

羅斯與油價再次大跌，導致俄羅斯在中亞的投資減少，中國伺機利用

一帶一路倡議提供貸款、建設中亞國家的基礎設施與軍事演習等行動

來逐步增強中國在中亞的經濟與軍事的影響力。俄烏戰爭爆發後，中

亞各國並未承認俄國占領的烏東四省土地，而俄羅斯無暇他顧也導致

其勢力消退，間接使中國的影響力增加，2023 年舉行首屆「中國－中

亞峰會」也可看出中國在中亞地區的野心。 

北極地區因全球暖化因素，其豐富的資源與日益重要的航線，成

為全球地緣政治與經濟競爭的焦點。然而儘管中國與俄羅斯在該地區

展開的深度合作，雙方的戰略目標與利益依然存在明顯的分歧。在資

源開發方面，俄羅斯專注於開採天然氣與石油資源，仰賴中國資金彌

補西方制裁帶來的缺口，例如：Yamal LNG 和北極 LNG-2 計畫，同

時中國不斷增強的技術與資本優勢也引起俄國的警惕，擔心對北極資

源的主導權被削弱。中國在 2018年將自己定義為近北極國家後，將北

極視為其能源戰略的重要一部分，積極參與資源開發，試圖將北極的

資源融入全球供應鏈。俄羅斯將北極航線視為國家戰略資產，強調單

邊控制，而中國倡議「冰上絲綢之路」，提倡國際合作與多邊治理，

以降低俄國單方面資源壟斷。對中國而言，如何在追求其經濟及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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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同時維持著與俄羅斯的穩定合作，是一大挑戰；而對於俄羅斯

而言，如何平衡與中國的合作和國家自主性，則是其北極政策的核心

問題。 

南海：俄羅斯角色更加邊緣化 

在南海問題上，俄羅斯在南海主權保持中立，並未明確支持中國

的主權主張，而是更專注維持發展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與軍事關係，

因此，俄羅斯與中國在南海的分歧主要有武器軍售及能源開採等問

題。俄羅斯向東南亞國家大規模出售先進武器的行為，幫助後者增強

自身的軍事力量，令中國在南海維權的成本提升，以及俄國參與南海

有爭議地區油氣資源開發的活動也瓜分了中國在能源上的利益。 

俄羅斯在南海的重要盟友為越南，而中越關係一向不和睦；再者，

俄羅斯也是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等國最大的國防供應商，有鑑於

東南亞國家抱持戰略多元化的期許，莫斯科認為自己是除了西方與中

國外的「第三力量」。中國方面因新冷戰的世界格局帶來的壓力下，

對俄羅斯的行為一直採取容忍態度，但俄烏戰爭的爆發將顛覆這個脆

弱的關係，意即俄羅斯未來難以與東南亞國家達成重大的國防和能源

協議，對中國的依賴也與日俱增的情況下導致俄國在南海的勢力收

縮，中國更有機會主導南海局勢。總而言之，俄羅斯的戰爭行為或將

導致未來在亞洲海洋格局中淪為邊緣角色，使一些東南亞國家失去主

要戰略夥伴而讓中國趁機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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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