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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紐約時報 

慕尼黑安全會議結束拜登突訪基輔鼓舞烏克蘭軍民士氣 

                     台北醫學大學兼任副教授 楊志恆 

一、今年慕尼黑安全會議的焦點與俄國入侵烏克蘭一周年 

    2 月 17 日，由德國主辦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一周年前夕舉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受邀以視訊方式開幕演講，

他將烏克蘭對抗俄羅斯侵略比喻為以小博大的「大衛與歌利亞之

戰」，強調巨人歌利亞「無論如何將在今年倒下」。今年會議的

討論主題為援助烏克蘭，共有 40 國領袖和近 100 位國防及外交部

長出席。美國是援助烏克蘭的主要國家，由副總統賀錦麗率領由

60 位參眾議員組成之代表團出席，規模堪稱歷年最大。賀錦麗以

過去從事司法工作的經驗強調，美國正式認定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犯下反人類罪；她強調為了全球安全與繁榮，「我們的明確使命是維

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而美國將繼續大力支持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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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令人驚訝的是，美國總統拜登在 2 月 20 日突然出現在烏克蘭

首都基輔，和澤倫斯基討論戰事可能發展，除宣布提供 5億美元的軍

事援助，還表示將盡可能滿足烏克蘭的需求，並全力支持烏克蘭直到

戰爭結束。拜登親訪烏克蘭，帶給烏國軍民溫暖與信心，可說是呼應

慕尼黑安全會議的主題。蒲廷應該沒料到這場戰爭會持續一年，他原

預期北約會因戰爭分裂，烏克蘭則堅持不久，結果完全相反，烏克蘭

人民頑強抵抗，北約更加團結。歐洲人民也從烏克蘭人的勇敢抗戰中，

感受到只要下定決心不向俄羅斯投降，終將保有自由民主的果實。此

外，烏克蘭原先的軍備多是蘇聯時期遺產，經過一年的消耗與北約國

家的援助，烏軍裝備已逐漸更新為西方現代化武器；且烏克蘭軍隊經

過一年的實戰，已成為歐洲最有作戰經驗的精良部隊。這一切進步都

顯示，最終勝利的一方將是烏克蘭。 

二、中國試圖提出全球安全倡議與國際環境脫節 

    2月 18日，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表示，

中國將在烏克蘭戰爭一周年提出和平計畫，並已就此與德國、義大利

和法國協商。他說，和平計畫強調兩原則：一是有必要維持主權及領

土完整，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二是有必要尊重俄羅斯合法的安全利

益。王毅提出的兩大原則自相矛盾，西方領袖則對中國提出的和平計

畫持懷疑態度。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會議上表示，西方懷疑中國呼籲

立即停火的目的，因為蒲廷 2 月 21 日發表國情咨文時，強調戰爭將

繼續下去，已經否定和平的選項；德國外長貝爾伯克對中國提出和平

計畫雖表示歡迎，但她點出，一個公正和平計畫的先決條件是「侵犯

領土完整的俄羅斯從占領國撤軍，世界和平建立在我們都承認每個國

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蒲亭連撤軍也做不到，遑論歸還自

克里米亞戰爭以來侵占的烏克蘭領土。領土不還，何來和平？ 

    至於王毅所謂有必要尊重俄羅斯合法的安全利益，這點更矛盾，

蒲亭入侵烏克蘭前，俄羅斯受到烏克蘭什麼安全威脅？蒲亭這次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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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的理由是「北約東擴」，但是東歐、北歐都是軍事實力遠不如

俄羅斯的國家，是靠著集團的力量才能自保。芬蘭和瑞典原先並未參

加北約，是目睹俄羅斯軍隊的殘暴後，才開始積極尋求加入北約，所

以是先有俄羅斯的入侵，才有所謂「北約東擴」。王毅本末倒置，其

實是在幫蒲亭合理化侵略行徑。 

    中俄兩個專制獨裁國家為了對抗美國選擇結盟，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多次對蒲亭入侵烏克蘭表達支持，中國自始至終都持挺俄立場，

這次提出和平倡議是否係因蒲亭已撐不下去，而由中國出面提出？不

得而知，但其實俄羅斯如願放棄所有侵占土地，又何須假手中國？ 

三、布林肯與王毅對間諜氣球事件彼此態度強硬 

    這次慕尼黑安全會議的焦點除了討論援助烏克蘭外，還有發生不

久的中國間諜飛行體入侵美國領空事件。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原本要在

2月初訪問中國，即因此事延遲，布林肯和王毅談論此事時，王毅態

度相當強硬，對美國擊落飛行體表示不滿，認為是「政治鬧劇」。王

毅態度強硬到令人懷疑其中是帶有不可告人的機密，因為美國至今還

沒公布飛行體殘骸中是否包含蒐集情報所用的天線；另一方面，布林

肯主張領空主權不可侵犯，絕對是站得住腳。雙方都沒有就後續如何

收尾表示意見，似乎是想就此把整件事「翻過頁」，美中關係只能等

待拜登和習近平再度通話後才可能重新啟動。 

    為了讓戰爭早日結束，布林肯要求中國不可提供致命武器給俄羅

斯，以免火上加油；中國卻強硬回應，提供俄羅斯武器與否是中國的

事，不是美國可以指揮的，王毅和中國外交部「戰狼外交」的真面目

被打出原形。 

    整體而言，王毅在這次慕尼黑會議的發言是相互矛盾的，這些矛

盾顯示中國並非選擇和平道路，而是火上加油。儘管中國強調，和平

倡議已有 80多國認可，但這些國家多是亞非拉接受中國「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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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援助的開發中國家。王毅批評美國將間諜飛行體擊落是「政治鬧

劇」，其實他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的發言才是真正的「政治鬧劇」！ 

四、慕尼黑安全會議給印太地區的啟示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表示，考慮到中國持續尋求控制台灣，中

國正密切關注烏克蘭戰爭，觀察俄羅斯能否取勝，史托騰伯格也指出，

歐洲現在發生的事情，明天也可能發生在亞洲。王毅在會議演講後，

被提問者要求保證中國不會很快入侵台灣。對此王毅表示，他可以向

與會人士保證，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從來不是一個國家，也絕不可

能成為一個國家，想要改變這一現狀的不是中國，而是「台獨」分裂

勢力。凡是關心世界和平穩定的國家，看到習近平支持俄羅斯入侵烏

克蘭，當然擔心蒲亭支持習近平在印太地區使用武力威脅台灣安全。

從蒲亭 2 月 21 日發表的國情咨文，以及習近平 2月 7 日集合二十大

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幹部，親自講授「正確理解和

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顯示兩個專制獨裁領導人皆急於超越美國，

實現把烏克蘭與台灣掌握在手中的野心。慕尼黑安全會議給世人的啟

示是，支持與援助被侵略者的力量將會更為堅韌與強大，因為國際社

會總是站在正義這一方，永遠支持被迫害的國家。 

編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及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