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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華爾街日報 

習近平向蒲亭購買天然氣「火上加油」烏克蘭危機更加嚴峻 

                  台北醫學大學兼任副教授 楊志恆 

 

一、習近平訪俄深化與蒲亭戰略合作關係與俄烏和平毫無關係 

    3月 20至 22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赴俄羅斯國事訪問 3天，習

近平與俄國總統蒲亭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深化

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兩國將向 9個方向深化

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雙方亦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

俄羅斯聯邦總統關於 2030 年前中俄經濟合作重點方向發展規劃的聯

合聲明」，將在 8個重點方向開展雙邊經濟合作。兩聲明都和解決烏

克蘭危機毫無關係，而只是聚焦深化中俄戰略與經濟合作關係，特別

是蒲亭同意讓「西伯利亞力量 2號」（Power of Siberia 2）天然氣

管線經蒙古國向中國輸氣，並承諾在 2030 年前對中國出口量至少達

到每年 980億立方公尺。3月 16日，烏克蘭外長庫列巴（Dmytro Kuleba）

與中國外長秦剛通話，表示中方發布「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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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場」體現了推動止戰誠意，希望與中方保持溝通，但直到習近平

結束訪俄回國，都未見中國再提起解決烏克蘭危機一事，連烏克蘭總

統澤倫斯基邀請習近平訪問基輔都被冷落，顯示習近平這次訪問旨在

向蒲亭購買天然氣，對烏克蘭危機「火上加油」，徒令形勢更加嚴峻。 

二、「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評析 

    2 月 24 日是俄國入侵烏克蘭一周年，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

辦公室主任王毅奔波於歐洲各國間，希望藉著在德國舉行的慕尼黑會

議，向國際社會展示「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該文

件內容共 12點，都是歷來中國對國際情勢提過的老調，分別是：（一）

尊重各國主權、（二）摒棄冷戰思維、（三）停火止戰、（四）啟動

和談、（五）解決人道危機、(六)保護平民和戰俘、（七）維護核電

廠安全、（八）減少戰略風險、（九）保障糧食外運、（十）停止單

邊制裁、（十一）確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十二）推動戰後重建。

這 12 點不但吸引不了歐洲國家興趣，俄國總統蒲亭對大部分內容也

不感興趣，因為蒲亭根本不想停止戰爭；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示

只要俄國撤軍即可和平，這份文件連提都沒提。事實上，從中俄簽署

經濟合作聯合聲明一事不難看出，習近平此次訪問莫斯科目的不在勸

阻戰爭，而在強化中俄經濟關係，結果只會是鼓舞蒲亭繼續殘忍的戰

爭。中俄簽署的 8項經濟合作內容如下：（一）擴大貿易規模，優化

貿易結構，發展電子商務及其他創新合作模式；（二）大力發展互聯

互通物流體系；（三）提升金融合作水準；（四）鞏固全方位能源合

作夥伴關係；（五）加強協調，在市場化原則基礎上發展冶金、化肥、

化工產品等大宗商品及礦產資源領域長期互惠供應合作；（六）促進

技術及創新領域的交流和高品質合作，保障兩國技術高水準發展；（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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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工業合作實質升級；（八）確實提升農業合作水準，保障兩國糧

食安全。與和平解決戰爭完全沾不上邊，恐怕只會讓烏克蘭失望。 

三、中國和平協議立足點在哪裡 

  其實，歐美國家對中國扮演和事佬並不看好，因為中國只想扮演和

平使者，卻不願與俄國拉開距離。從地緣政治來看，中俄的共同敵人

是美國，故習近平有意配合蒲亭所謂俄國係因安全受威脅而入侵烏克

蘭說法；但另一方面，中國也想從歐盟國家獲得經濟利益，尤其是過

去已有合作基礎的德國、義大利和匈牙利等，其中，匈牙利雖是北約

國家，卻是第一個加入「一帶一路」者。綜上可知，中國非但不願得

罪歐盟國家，更要討好蒲亭，故對烏克蘭危機終究只能說些不痛不癢

的話，不過對美國的批評倒是可以相當嚴厲。 

    中國批評美國的範圍很廣，包括在印太區域的民主與極權對抗、

南海對峙、美國對台安全支持以及區域經濟競爭等。中國的立場說穿

了，就是和美國在全球對抗，同時深化與俄國合作，特別是在軍事領

域，因為俄國可以彌補中國不足。中國的和平倡議在這些前提下顯得

無足輕重，相較之下，與俄國的實質合作關係才是真正重點，這點可

從王毅回答中國媒體專訪時的發言看出，他說道：「中俄互為最大鄰

國，理應常來常往，睦鄰友好，面對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中俄

作為兩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承擔著推進世界多極化進程。」

足見中國早就站在俄國這邊。 

四、習近平替蒲亭掩飾罪行 

    從解決烏克蘭危機的角度而言，習近平沒什麼成就；但若從累積

他個人對蒲亭的影響力而言，實是很有進展。就經濟層面觀察，習近

平此行簽署的一系列貿易、能源和基礎設施協議將令俄國越來越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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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莫斯科長期以來極其謹慎處理的中俄關係中，中國已獲得很大

利益，現在蒲亭還得恭維習近平，中國正漸佔上風；從外交關係著眼，

習近平和蒲亭會面時，雙方雖強調團結，但僅簡略提及烏克蘭「衝突」

旨在對抗北約「東擴」與美國在印太地區威脅。至於台灣問題，中國

則藉由加大與俄國合作，向國際社會表明世界版圖並非由歐美國家劃

分，中俄也是一股足與美歐分庭抗禮的國際力量，特別是中俄深化經

濟夥伴關係後，足以抵抗西方制裁影響。很顯然，中國是利用俄國壯

大自己聲勢，因為在習近平與蒲亭的「兄弟情」背後，中國對西方仍

有恐懼，畢竟中國經濟增長還要仰賴美歐市場；對蒲亭而言，習近平

以天然氣交易為主軸的訪問，則只是更加凸顯俄國經濟對中依賴。 

    整體而言，就如同美國務卿布林肯所言，習近平訪俄只是表明他

袒護蒲亭，未讓蒲亭對自身暴行負責，反倒為其提供「外交掩護」。

事實上，美國對習近平這次訪俄始終抱持懷疑態度，但烏克蘭官員對

習近平仍抱有期待，烏國外交部發言人就曾表示：「我們隨時準備與

中國進行更密切的對話以恢復烏克蘭和平。」 

五、習近平與蒲亭利用彼此壯膽 

    3 月 20 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然訪問基輔與澤倫斯基會談，

迄今，所有 G7 國家領導人都已到過基輔表達和烏克蘭站在一起的決

心，同時譴責蒲亭入侵烏克蘭的暴行，這場戰爭已成一場維護聯合國

宗旨的正義之戰。而隨著習近平第三任期開始，中國在挑戰美國與世

界秩序上表現得越發大膽，利用俄烏戰爭機會擴大自身在全球事務中

之發言權才是習近平的真正目的。中國現在認為自身已具備塑造更符

合其利益之世界秩序所需的軍事及經濟實力，所以敢於挑戰美國的國

際地位。但就中俄關係而言，蒲亭是否願意配合習近平野心？或是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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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未來另有盤算？尚不得而知。蒲亭 3月 26日接受媒體訪問時強調，

俄國和中國雖有軍事技術合作，但不是軍事同盟，也沒有隱藏任何軍

事合作消息。此話耐人尋味！中國經濟雖然比俄國要好，但蒲亭從沒

說過中國軍事實力比他還強，中俄兩國現在只是因為反美走在一起，

雙方單獨挑戰美國恐怕都力有未逮，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這次訪問

不過是習近平利用蒲亭對美叫陣壯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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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