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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克里米亞公投看俄羅斯與 

歐美的互動 
 

●魏百谷／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副教授 

 
 
 

壹、前言 

  烏克蘭所屬的克里米亞治共和國和塞瓦斯托波爾市於2014年3月16日就前途問題舉行

全民公投。根據開票結果，公投的投票率為83.1％，其中，贊成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聯

邦的選票，共計123萬3,002張，占總票數的96.77％；其次是支持克里米亞成為烏克蘭領

土的一部分，票數為3萬1,997張，所占比例為2.51％；而本次公投的廢票張數是9097張，

占0.72％。 

  公投結果公佈後，這兩個地區的政府首長前往莫斯科，於3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宮與普

欽總統共同簽署克里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加入俄羅斯聯邦的條約。隨後，俄羅斯國會的

下院（杜馬）與上院（聯邦委員會），接連批准該條約，並通過規定俄聯邦新主體之地

位、邊界及名稱的相關法律。緊接著，俄國總統普欽於21日簽署法案，正式將克里米亞納

入俄羅斯聯邦。不到一週的時間，俄國就完成克里米亞及塞瓦斯托波爾入俄的法律程式，

至此，不論就實質面或法律面來看，克里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正式成為俄國的新領土。 

貳、俄羅斯完全掌控克里米亞 

  普欽進一步頒布總統令，宣佈設立克里米亞聯邦區，使得全俄聯邦區的數目，從八

大聯邦區增為九個，如同其他聯邦區一般，普欽亦在克里米亞聯邦區派駐一名總統全權

代表，以確保中央的指令，能貫徹至該地。 

  在軍隊動態方面，俄軍已控制烏克蘭在克里米亞的所有軍事基地；3月24日，俄羅斯

國防部長親自視察俄軍在克里米亞的指揮部。有鑑於俄方的優勢軍力，烏克蘭臨時總統

圖爾奇諾夫下令克里米亞的烏克蘭軍隊撤離。 

  另外，在經濟活動方面，俄國貨幣盧布於3月24日正式成為克里米亞的官方貨幣，但

一般的商業活動仍可繼續使用烏克蘭的貨幣荷林夫納，這兩者貨幣係按固定匯率，進行

匯兌，當前的匯率是1荷林夫納兌換3.8盧布。再者，自3月25日開始，克里米亞退休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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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的養老金，改以盧布發放。與此同時，克島居民排隊辦理新的俄羅斯護照。 

參、俄國的利益考量 

  俄國普欽總統於3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宮發表演說，向國際社會明確揭示，俄國在國際

事務中，如同其他國家一般，擁有自身的國家利益，需要得到理解與尊重。普欽總統亦

在演說中，認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屬性，依然是軍事同盟組織，而他反對軍事組織在

俄國的家門口，自行其是。倘若，塞瓦斯托波爾港駐紮北約的艦隊，此將威脅俄國南

部，這對俄國來說，是完全無法想像的景象。 

  根據「全俄輿論研究中心」於3月14和15日所做的民調顯示，高達91.4％的受訪民眾

贊成克里米亞成為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普欽受到75.7％受訪者

的愛戴，創下五年來的新高點。 

肆、歐美國家的反應 

  美、英、法、義、德、加拿大、日本等國家所組成的七大工業國會議，七國領袖利

用參加3月24日在荷蘭海牙召開的核安高峰會之際，另舉行一個半小時的會議，決議取消

原訂今（2014）年6月在俄國索契召開的八大工業國峰會，藉此表達反對俄羅斯佔領克里

米亞。與此同時，七大工業國領袖共同表示，倘若，烏克蘭緊張局勢升高，七大工業國

將增加對俄國制裁的強度。 

  目前美國實施的制裁措施，除了暫止美俄的軍事合作，並對十九人，其中，包括普

欽的親信，停發簽證並凍結資產；另外，凍結「俄羅斯銀行」在美國的資產，據信這家

中型銀行是多名資深俄國官員的往來銀行，因此，華盛頓選定該銀行，進行制裁。至於

加拿大所採取的制裁措施，係針對特定的十名俄國官員，禁止渠等入境。 

  歐盟先後公佈兩批受到旅行禁令與財產凍結的制裁名單，第一波計有二十一名俄國

官員受到制裁；第二波則針對十二名參與俄國兼併克里米亞的人員。此外，原訂6月3日

於俄國舉行的歐盟與俄羅斯的例行峰會，亦宣佈取消。 

  另一方面，歐盟於3月21日與烏克蘭簽署政治經濟協議，該協議是烏國遭罷黜的前總

統亞努科維奇，於2013年11月間，拒絕簽署之協議的部分內容。歐盟藉此協議的簽署，

除了期望能增進雙方的政治和經濟關係，更藉以表達對烏克蘭的相挺。然而，礙於基輔

當局僅是臨時的過渡政府，因此，更多重要的實質內容，尚待5月25日總統大選，新的民

選政府上任後，才會進一步商議簽署。 

伍、俄羅斯的回應 

  俄羅斯的反制措施，係採取「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原則。美國與加拿大禁止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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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與商人入境，克里姆林宮亦相對應列出一份黑名單，譬如，2008年與歐巴馬角逐美

國總統的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參議員，就名列其中。 

  整體而言，現階段歐美對俄羅斯的制裁，警告的意味較濃：制裁的對象，鎖定特定

的人士；影響的範圍，亦刻意侷限在普欽周邊的決策圈。尚未使用致命的制裁手段，換

言之，影響層面廣泛的經貿制裁措施，諸如，禁運、杯葛、取消特許以及管制進出口等

手段，仍藏於劍鞘之中。 

陸、歐盟的分歧 

  目前歐盟共有二十八個成員國，雖然各國都同聲譴責俄國併吞克里米亞，破壞烏克

蘭的領土完整，但對於如何制裁俄羅斯，看法則就不盡相同。譬如，緊鄰烏克蘭的波蘭

就主張實施嚴厲制裁；但距離較遠的西班牙，則不同意對俄採取嚴厲的手段；最後，各

方妥協的結果，就是採取輕微的懲罰。此外，歐盟內部另有一種聲音，亦即要求歐盟對

於制裁的損失，可予以補償，由於成員國的經濟規模和產業結構不同，且與俄國的經貿

往來亦有疏密之分，所以一旦對俄國實施經濟制裁，各國遭受的衝擊，也就有所不同。

據推估，波海三國之一的拉脫維亞，其損失高達該國國內生產毛額的10％，因此，拉國

要求歐盟給予補償。 

  歐盟與俄羅斯的貿易額於2012年約為3,300億美元，俄羅斯是歐盟的第三大貿易夥

伴，對俄出口額占歐盟出口總額的12％，自俄進口額則占歐盟進口總額的7％。然而，不

論就貿易額或是投資金額來看，歐盟都是俄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反觀俄羅斯與美國的貿

易往來，2012年俄美的貿易總額為381億美元，倘若相較於俄國與歐盟的金額，兩者約相

差十倍。因此，歐盟對於採取經濟制裁與否，其態度較美國更為謹慎保守。 

柒、中國的態度 

  聯合國安理會針對烏克蘭情勢於3月15日舉行會議，討論美國所提的克里米亞地位公

投無效之議案，該議案的投票結果，可想而知的是俄羅斯投下反對票，然而，中國並未

追尋俄國，而是投棄權票，其餘理事國則是投下贊成票，由於俄國是常任理事國，所以

該議案未獲通過。觀察以往的投票紀錄，俄中兩國相互奧援的情況，所在多有。 

  但值得探究的是，為何中國此次投下棄權票，從3月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就烏

克蘭局勢回答記者提問的內容來看，中國強調不干涉內政原則，並且尊重烏克蘭的獨

立、主權和領土完整。因此，俄國增派軍隊駐紮克里米亞，有違北京向來主張的他國不

干涉內政原則，此為原因之一。再者，3月16日於克里米亞舉行的公投，況且不論公投結

果，單就公投一事，就犯了中國的大忌，這是原因之二。換言之，中國境內有新疆、圖

博的獨立問題，當然還有涉及兩岸的台海議題，中國如此地謹言慎行，就是顧慮本身的

民族與領土問題。另外，烏克蘭是中國軍事科技與武器的來源國，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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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號，就是購自該國。再者，2013年12月間，當時的烏國總統亞努科維奇訪問北京，

兩國達成協議，加強在農業領域的合作，烏克蘭亦將保障對中國的糧食出口，這對於因

為城鎮化以及環境惡化，導致耕地面積漸減的北京來說，有助於確保糧食安全，換言

之，中國顧及與烏克蘭的利益，所以未支持俄方的立場，此即原因之三。但為顧及俄國

的外交顏面，以及中俄關係的穩定發展，因此，中國採取棄權的方式回應。 

捌、結語 

  烏克蘭於1954年從俄國獲得克里米亞，歷經一甲子之後，在短短數週時間，克里米

亞又回到俄羅斯懷抱。縱然，基輔當局主張克里米亞的公投不合法，歐美國家亦不承認

其公投結果。但由於目前克里米亞已劃入俄羅斯聯邦，倘若，西方國家真要改變克里米

亞的地位，勢必只有與俄國軍事對決一途，但令人存疑的是，克里米亞是否為西方國家

的核心利益；哪個國家願意挑戰核武大國俄羅斯，在軍事上與其針鋒相對。因此，就局

勢的發展來看，克里米亞的地位，會逐漸演變成西方國家與俄羅斯，「各自表述，互不

承認」。類似的議題，例如，許多西方國家均已承認的科索沃，俄國至今仍未承認。另

位於外高加索的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這兩個國家是2008年8月8日，喬治亞與俄羅斯發

生軍事衝突之後，於同年8月26日，由當時的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簽署命令，予以正式

承認的獨立國家；但西方國家對這兩國，卻否認其獨立，不給予承認。 

  最後，本文嘗試將焦點拉回台灣，首先，我國外交部是在3月4日與3月14日分別就烏

克蘭情勢以及克里米亞公投表達關切，兩次聲明的主要內容是呼籲各方尊重烏克蘭的主

權獨立、領土完整及民主發展，相關各方透過外交途徑，以和平及符合國際法的方式解

決爭端。其次，我國與烏克蘭的貿易於2012年的金額為3億9,659萬美元，其中，我對烏

出口金額為1億9,246萬美元，我國自烏國進口金額則為2億413萬美元；若從雙邊貿易結

構來看，雙方具有互補性。目前我國在基輔並無駐館，相關業務由駐俄羅斯代表處兼

轄，雖然外貿協會已於基輔設立台灣貿易中心。冀望烏克蘭在改朝換代之後，能出現新

的契機，有利於兩國互設代表處，如此一來，對於雙邊各項關係的開展，必能更具成

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