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烏克蘭戰爭：新的世界秩序？ 

2015 年 2 月 15 烏克蘭、俄羅斯、法國及德國以諾曼第會談的方式在白俄

羅斯首都明斯克簽定了「新明斯克協議」，在新明斯克協議的七年後，2022 年 2

月 21 日俄羅斯宣布退出新明斯克協議並承認烏蘭東部兩省獨立建國，同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以針對烏克蘭的“非軍事化”及“去納粹化〞的口號下，開始全面

入侵烏克蘭。而此項衝突為何會在新明斯克協議的七年後升級成如此嚴重的結果?

而後續對此衝突於國際秩序變化又將會是如何呢? 

 

衝突背景： 

烏克蘭位處於東歐在地緣上和民族多樣性，擁有豐富的歷史，例如西烏克蘭

曾經是波蘭、羅馬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地，而二戰後卻成為了烏克蘭領土的

一部分。烏克蘭東南部大部分區域包括克里米亞在內，是蘇聯政府在 1920 至

1954 年間劃歸予烏克蘭的領土。因為豐富的歷史淵源和政治多樣性，讓烏克蘭

與鄰國有著特殊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聯繫。然而，間接也導致了嚴重的政治

認同問題，從 2004 年開始的橙色革命1，再到 2013 年時的烏克蘭親歐盟示威運

動(Euromaidan)2革命，危機不斷從烏克蘭領土上蔓延。因此，在 2013 年之後，

烏克蘭境內對於國際認同上分成了兩派理念，一派以支持西方並加入歐盟和北約

為主，而另一派則以支持俄羅斯為主。 

 
 

為何要加入歐盟: 

烏克蘭與歐盟於 2008 年開始進行接觸，烏克蘭國內基礎建設薄弱、貧窮問

題持續。烏克蘭ＧＤＰ全球排名五十八，2020 年人均 GDP（國內生產毛額）僅

3727 美元，人均收入位居歐洲倒數第一，是歐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烏克蘭加

 
1 橙色革命—在 2004 年第二輪烏克蘭總統選舉投票後在烏克蘭發生的一系列抗議和政治事

件。 
2 Euromaidan - 親西方的支持者走上街頭並開始革命，以回應當時的親俄羅斯的政府停止進入

歐盟的進程。 



 

入歐盟的優勢，首先由農業政策來說，從歐盟境內關稅貿易優惠到歐盟所執行的

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CAP）對於烏克蘭來說皆有不小

的助力，不但可以有效改善農民所得，對於基礎建設以及農村發展多為利多的表

現。其次是歐盟的區域整合（Regional Cohesion）政策，由經濟整合層面來看

實施自由貿易與共同關稅，歐盟各會員國可利用凝聚政策基金（Cohesion Policy 

Funds)提出輔導計畫改善會員國的經濟差異，其中主要以 3 個基金為主，歐盟

區域發展基金（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歐洲社會基金

（European Social Fund)及凝聚基金（Cohesion Fund)。最後是面臨氣候變遷

與資訊化（Climate change and Digitalization）上的問題，歐盟為了氣候變遷

的問題推動了氣候變遷、循環經濟及能源等多項永續政策，期望可以實現溫室氣

體的減量計畫，在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COP26 後更提出 Fit for 55 計畫讓歐盟

境內進行潔淨生產的廠商處於更公平的環境，對於依靠農產輸出的烏克蘭來說，

氣候變遷影響如大麥、小麥及玉米的生產，加入歐盟後歐盟的氣候變遷政策無疑

是對烏克蘭更為重要。相較於俄羅斯來說，俄羅斯雖已降低關稅、石油、天然氣

等價格，允許烏克蘭進入大部分前蘇聯地區的自由貿易區3，顯然，烏克蘭參與

歐盟更為利多。然而，當時的亞努科維奇總統因受到俄羅斯警告，如果烏克蘭加

入歐盟，將提高關稅，反之則允許烏克蘭進入前蘇聯地區覆蓋的自由貿易區獲得

俄羅斯降低關稅及天然氣的價格。陷入困境的烏克蘭提議舉行包括俄羅斯、歐盟

和烏克蘭在內的三方會談，但由於烏克蘭親歐盟示威運動革命，最終而未能實現。 

 

2014 年烏克蘭的烏克蘭親歐盟示威運動革命，導致多數國民投票通過讓當

時的總統亞努科維奇下台，並選任新烏克蘭政府。烏克蘭東部克里米亞、頓涅茨

克地區和盧甘斯克地區的親俄羅斯團體，拒絕承認新政府並宣布獨立。然而這些

地區宣佈獨立並未受到西方國家承認，西方國家認為俄羅斯吞併屬於烏克蘭領土

克里米亞、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地區的土地，最終烏克蘭主權衝突問題被轉移到

了國際舞台上，為西方國家及俄羅斯埋下了未爆彈。  

 

明斯克及新明斯克協定 

頓巴斯戰爭4後，烏克蘭和俄羅斯於 2014 年 9 月簽署第一次明斯克協定，

雙方達成暫時的和平協議。然而第一次明斯克議定卻未能停止戰爭，因此在法國

 
3 烏克蘭只有加入歐盟才有好日子,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31129/c29wolczuk/zh-

hant/,紐約時報中文網 
4 頓巴斯戰爭介紹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1%BF%E5%B7%B4%E6%96%AF%E6%88%98%E4%BA%89 



 

和德國的共同見證下烏克蘭及俄羅斯 2015 重新簽訂新明斯克協議。新明斯克協

議包括停火、撤出重型武器、釋放戰俘、烏克蘭憲法改革、讓頓巴斯地區獲得自

治權以及恢復對國家邊界的控制權等協議。2015 年，烏克蘭議會通過了關於特

殊自治區的法律。該法律賦予頓巴斯地區擁有一定的自治權，但前提是烏克蘭擁

有該地區的最終控制權。此項法案建立後，烏克蘭每年都會延長該法案。隨著烏

克蘭違反停火協議，在該地區進行軍事集結、烏克蘭也未遵守新明斯克協定做出

憲法改革。因此新明斯克協議在俄羅斯於 2022 年 2 月全面入侵烏克蘭後，不

復存在了。 

 

為什麼衝突現在升級了？ 

蘇聯解體後影響俄、烏危機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國際方面的因素，

也有烏克蘭國內方面的因素。從國際的角度來看，俄羅斯、中國、阿富汗、古巴

及北韓等國家，都有對於自由民主不受尊重、限制國家對外貿易、及嘗試以武裝

部隊威脅其他國家等行為，令其他國家感到憤怒。因此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聯

盟國嘗試以經濟制裁及武力協助的方式保護世界的和平及自由民主。但從俄羅斯

的角度來看，2021 年 4 月 2 日，美國總統拜登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美

國會支持及保護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緊接著在 2021 年 6 月，美國、烏

克蘭及盟國在黑海大規模的海軍演習。以上行為都讓俄羅斯感受到北約逐漸向東

部擴張的政策。首先北約的擴張，北約違背了 1990 年代對蘇聯政府作出的不擴

大同盟的承諾，而北約先後接受了額外 14 個國家進入北約聯盟。同時北約不是

純粹的防禦性聯盟，北約曾經向南斯拉夫、阿富汗、巴基斯坦、利比亞等做出軍

事行動。最嚴重的是美國入侵中東國家的理由是以民主化需要而對政權發動戰

爭；而俄羅斯政府與其他曾經被威脅過的國家擁有著相似的政治中心思想，因此

極有可能成為下一個攻擊目標，而嚴重威脅到了俄羅斯的安全。基於烏克蘭的地

緣關係，烏克蘭一直是北約與俄羅斯之間最重要的緩衝國之一，而俄羅斯認為，

北約多次嘗試把喬治亞和烏克蘭加入北約，對俄羅斯來說是不被允許的，因此北

約及俄羅斯之間的緊張關係逐漸升級。從烏克蘭內部方面來看，烏克蘭東部地區

的人們因為政治立場和社會文化的不同，一直活在戰區之中，而此衝突也長達了

八年之久。此地區的五分之一人口是俄羅斯公民，因此俄羅斯不斷希望能解決烏

克蘭東部地區的問題，烏克蘭政府則認為是俄羅斯的嘗試分裂烏克蘭領土。然而

在國際社會上來說，北約對於俄羅斯的不安全感，而國際社會對和平解決頓巴斯

地區問題，烏、俄雙方及西方國家長時間無法達到共識，此一結果導致了此次衝

突升級成烏、俄雙方的戰爭。 



 

 

國際對於烏俄衝突的反應 

國際社會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想法可以從聯合國大會議譴責俄羅斯決議

的投票中看出，141 個國家投票贊成譴責俄羅斯，5 個反對譴責俄羅斯，35 個

棄權。超過四分之三的聯合國會員國支持烏克蘭，這些大都是歐美、拉丁美，以

及亞太國家。反對國家包括敘利亞、白俄羅斯、朝鮮、厄立特里亞和俄羅斯。而

棄權國家包括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南非、越南、伊朗、伊拉克及 26 個非洲

國家。這些棄權國家聰明的在支持俄羅斯或美國聯盟之間不做選擇，希望在不得

罪國際社會的強況下獲得最大的自身利益。 

 

俄羅斯對烏克蘭開戰後，多數西方國家開始對俄羅斯展開大大小小的制裁。

從經濟制裁、軍事制裁、航空運輸制裁到社會制裁。美國、歐盟及日本同時宣佈

了被經濟學者稱為核彈等級的經濟制裁，將部分俄羅斯銀行排除在國際支付系

統，「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之外。同時封鎖加密貨幣活動，包括與

俄國 Sberbank 和 VTB 等被列入黑名單銀行交易的加密貨幣交易所和其他數位

貨幣平台，防止個人及組織利用虛擬貨幣規避裁。德國方面則是完全停止了鋼鐵

方面的採購，導致俄羅斯主要鋼鐵生產商的出口出現下滑，鎳出口也受到影響。

而瑞士及新加坡分別凍結俄羅斯在該國的，總統普亭、總理米舒斯京、外長拉夫

洛夫的金融資產。除了國家對國家的經濟制裁之外，企業方面，蘋果公司宣佈，

停止在俄羅斯銷售 iPhone 系列手機，並把俄羅斯官媒 RT News 和 Sputnik 

News 的應用程式從 App Store 下架。殼牌石油公司拋售出與俄羅斯天然氣工業

公司及相關實體合資企業的股權。英國石油公司已拋售俄羅斯石油公司 19.75%

持股。台積電加入制裁行列，已完全停止供貨予俄國特殊應用晶片商 Elbrus 及

其上游供應商。除此之外許多國家及企業紛紛跟上。多數西方國家人民也拒絕使

用俄羅斯商品。俄羅斯則以「太空貿易戰」反制美國及歐洲的經濟制裁。似乎又

上演了冷戰時期的相互制裁。 

 

烏俄戰後及世界的影響 

21 世紀是個全球供應鏈的時代，有技術的國家發展品牌，有勞力便宜的國

家發展製造及代工，有天然資源的國家提供能源出口，各自發揮各自的優勢。然

而戰爭需要大量的前線補給，原本的勞工都將前往第一線作戰，這些沒有經濟價

值的行為都將傷害世界各國的經濟體。而戰後經濟可分為短期影響及長期影響。 

世界多國將俄羅斯排除在 SWIFT 之外，SWIFT 是一種全球性的金融基礎設施，



 

一旦被排除在外，原有資產將被凍結同時將無法與全球進行貿易。俄羅斯經濟高

度依賴石油、天然氣出口，因此目前對俄國經濟的負面影響難以估計。在傷害俄

羅斯的同時 SWIFT 也是一把雙面刃，俄羅斯的石油及天然氣如果不能順利出口，

多數歐盟多家將會面臨到嚴重的能源危機，同時油價及天然氣的飆漲，直接轉價

到美國及歐盟的企業上，而企業為了不虧損將會把價格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因而

通貨膨脹的危機將一步步如雪球般變大，美國目前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年增長率

6%-7%，如果油價及天然氣價格進一步推升，將導致問題惡化。而到時世界各

國將採提升利率方式應對，而利率是資產最大的殺手，股價會進一步下跌，房市

也會因此泡沫化，此一連串的事件很可能造就下一個經濟大蕭條。 

戰爭有輸家也會有贏家，根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俄羅斯究責投票，中國、

古巴及委內瑞拉等 13 個國家表決棄權。這些國家在俄羅斯被西方國家制裁後獲

得轉單效益，經濟活動更加活躍，同時這些國家放棄使用美元轉而使用人民幣來

規避 SWIFT 的制裁。除此之外中國在此戰爭前在烏克蘭地處東歐與西歐交匯處，

設置一帶一路的絲綢之路計畫。儘管戰火可能造成烏克蘭港口封閉等立即的貿易

中斷，但長遠來看，烏克蘭戰後重建之路對中國的仰賴都會不減反增。 

 現階段烏、俄間的衝突希望得到降溫及恢復和平，對於分析俄羅斯社會的反

應就顯得極為重要。蘇聯解體到俄羅斯經濟起飛不到半個世紀，這短短的五十年

間擁有三個不同世代的聲音。第一代傾向於懷念蘇聯，他們希望能與舊蘇聯共和

國的成員擁有密切的連繫，第二代是 90 年後，90 年代的俄羅斯人深信普丁，因

為普丁幫助俄羅斯從經濟大蕭條走出來，並擁有正確的能源出口政策讓俄羅斯成

為金磚四國之一，而第三代是千禧世代，千禧世代的人沒有經歷過 90 年代的艱

難時期，並且已經受到全球化效應的影響。超過半數的俄羅斯人對於俄、烏衝突

傾向於支持政府，因為俄羅斯認為西方國家給予了兩套民主標準，例如美國從未

因為入侵伊拉克、利比亞、阿富汗等受到製裁，歐洲對於中東國家的難民從來沒

有如此接納過。西方國家的這些行為讓俄羅斯人對西方國家不抱持著開放的態

度。因此，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即使在經濟損失難以承受的情況下，俄羅斯人民

也不願意向西方低頭。 

 

雙方的立場 

目前烏、俄雙方最大的分歧在於烏克蘭是否可以加入國際組織以及對領土地

區的認知。對於俄羅斯來說，需要確保烏克蘭的中立地位，特別是不與北約結盟，

並承認克里米亞是俄羅斯領土的一部分以及頓巴斯和盧甘斯克共和國的獨立。對

於烏克蘭來說，烏克蘭不想放棄其進入國際組織的權利，同時希望保護領土的完



 

整和主權掌握。2022 年 3 月 1 日，俄羅斯發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證實，歐盟

不是俄羅斯戰略安全問題的一部分。因此，可能的妥協之一是烏克蘭加入歐盟，

而不是加入北約。至於其他問題，烏克蘭和俄羅斯尚未找到共同點。 

 

新世界秩序？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冷戰結束後世界最矚目的戰爭，此次戰爭與以往最主要

的區別，在於有別以往的軍事衝突，此次戰爭加入了第一次互聯網世代的網路認

知作戰。以往的戰鬥中，國與國之間會試圖切斷電信電纜等通信設備來破壞敵人

的訊息傳輸，但在互聯網時代的信息戰略改成以錯誤信息或信息不對稱的方式來

攻佔對方的心靈層面。舉例來說西方國家試圖透過報導，擴大俄羅斯人冷酷無情，

以此來提升世界各國對俄羅斯的制裁與抵制。俄羅斯人則試圖在國內隱藏戰爭恐

怖現況，來強化俄羅斯國內人民的軍心。難以追查及不完善的法律，讓互聯網世

代時代的信息核查，具有強烈的侷限性。假新聞的挑戰使得 Meta（Facebook）、

Twitter、Tik Tok 等科技公司成為現代戰爭時期最重要的戰爭之一。網路政治戰

爭可以是某些國家的重要武器，但同時也造成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都成為了雙方信

息戰下的犧牲品。 

雖然戰鬥仍處於關鍵階段，未來發展幾乎無法預測，但新世界的秩序趨勢發

展已經相當明顯。新世界的局勢發展將分為支持美國領導的聯盟國家和在聯合國

棄權投票及投反對票的國家。在全球貿易的趨勢下，世界強國希望所有國家打開

貿易的大門，平衡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順差及貿易逆差。然而經濟發展中國家將面

臨到困難的選擇，一方面是聽從世界強國同意降低關稅接受其他國家的進口商

品，此將強烈傷害到國內的商品競爭力及國內的就業環境。另一個選擇是提升關

稅不接受進口商品，而此將受到世界強國的經濟制裁。例如在烏克蘭戰爭方面，

俄羅斯不聽西方國家的領導，因此歐盟將停止進口俄羅斯的天然氣，而俄羅斯的

經濟將會沉重的打擊。因此，俄羅斯的經濟將向西方國家以外的國家轉移，這表

示對俄羅斯友好的國家，尤其是中國將會獲得許多機會。對於兩股權力之間的國

家來說，選對邊站或能夠保持中立和維持現狀至關重要，而不是成為兩個大國爭

鬥的據點。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台灣的新聞一直在比擬預測中國入侵台灣的可能性，

近期美方代表蓬佩奧訪台，並呼籲美國政府應該立刻承認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

此行為引發中國方面的強力反對。雖然台灣及烏克蘭的歷史背景不完全相同，然

而台灣可以將烏、俄衝突視為借鏡，烏克蘭因遵循美國的引導陷入了兩難的局面，

台灣的政府應該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避免掉入國際及內部政治鬥爭的局面。美



 

國真的為台灣從長考量嗎? 台灣將如何在中美的衝突下找尋到自己的定位及價

值而避免再度成為下一個犧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