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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安全不可分割原則之意涵與影響
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助理研究員  李麒緯

俄
羅斯與烏克蘭皆在國際供應鏈上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如俄羅斯為能源與原物料等重要供

應來源，（注1）烏克蘭則為糧食與氖氣主要出口

國之一。俄烏戰爭於今(2023)年2月24日屆滿一年。

根據世界銀行(WB)、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經

濟暨合作發展組織(OECD)資料顯示，俄羅斯2022

年的國內生產毛額(GDP)下跌至少2.2個百分點，與

俄羅斯聯邦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1%相當接近，（注

2）且預期該國經濟將於2023年持續萎縮。（注3）

不僅俄羅斯與烏克蘭經濟受戰爭影響，同時歐盟

對亞洲貿易需求也因戰爭減縮，導致亞洲經濟於

2022年未因各國陸續解封而好轉，反而進入逆風期

(headwind)。

學界自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以來，對於俄羅斯

在地緣政治、北約東擴、意識形態等議題已有諸多

討論，而俄烏戰爭也有多位學者於期刊發表文章，

分析俄烏戰爭的原因與對台的警示。然筆者認為，

俄烏戰爭的原因有許多面向，如俄羅斯於檯面上提

出的保護俄羅斯人、防止新納粹、烏克蘭違反明斯

克協議等等。至於檯面下的原因，則有地緣政治考

量、嚇阻其他前蘇聯加盟國、對民主化轉型的反動

等。（注4）每個面向都有其發展脈絡與值得著墨

之處。本文將聚焦俄烏戰爭原因之一的安全不可分

割原則，初步說明該原則意涵，並分享筆者個人觀

點，期有助於國內討論自衛權及兩岸議題。

2022年2月21日俄羅斯正式承認盧甘斯克人民共

和國(Луган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及頓內次克人

民共和國(Донец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主權，並

於同月24日莫斯科時間上午6時發表總統談話後，砲

擊基輔周遭地區與哈爾科夫(Харків)，俄烏戰爭隨即

展開。開戰前，作為俄羅斯展開「特殊軍事行動」

原因之一的「安全不可分割原則」(the indivisibility 

of secur i t y)，於2021年12月10日俄羅斯外交部發

布安全保障條約草案與確保俄羅斯和北約國家安

全措施之協議草案(проекты договора о гарантиях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глашения о мерах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и стран НАТО)的第一條訴求中

首次提及，而後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亦於2022

年2月1日發表之公開信中再度提到。拉夫羅夫認

為，「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則是整個歐洲安全

架構的基礎」。（注5）據此，俄羅斯駐聯合國代表

向聯合國秘書處表示，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特殊軍

事行動具有正當性，為行使其自衛權。（注6）

俄羅斯總統普丁於2022年2月24日電視演說中，

除了指控北約軍事聯盟東擴以及在烏克蘭境內的軍

事活動對俄羅斯國家安全造成威脅，並援引聯合國

憲章第51條作為其合理出兵烏克蘭之依據，（注7） 

同時主張其自衛權是建立在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

原則框架下，認為其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所採取

之主動自衛。然而，如同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

所述，對作為整個歐洲安全架構基礎的安全平等和

不可分割原則的理解存在差異。（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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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不可分割原則概念源自1975年赫爾辛基協

議(Helsinki Final Act of 1975)。該文件指出，各方認

識到歐洲安全的不可分割性及其共同利益在整個歐

洲和彼此之間發展合作，並表達各方相對努力的意

圖。（注9）

將歐洲安全作為簽署各方之共同利益，並且說

明一方對於安全之作為須同時考量對另一方安全所

產生的影響。另外，在1990年巴黎憲章(The Charter 

of Paris for a New Europe)提到，安全是不可分割的，

每個參與國的安全都與其他所有國家的安全密不可

分。（注10）而拉夫羅夫援引1999年歐洲安全與合

作組織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簽署之歐洲安全憲章(1999 Istanbul 

Summit)，該文件說明各方不會以犧牲其他國家的安

全為代價來加強其安全，（注11）以表示俄羅斯對

安全之訴求於情於理。另外，普丁宣稱安全不可分

割原則是俄羅斯在烏俄邊境進行軍事動員的主要原

因，（注12）並以1999年北約介入科索沃戰爭以及

2014年烏克蘭政變為鑑，認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東

擴的行為是犧牲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因此俄羅斯採

取之反制措施為保護俄羅斯及俄羅斯人。（注13）

俄烏戰爭主要分為兩種論點：民主對抗獨裁論及北

約東擴論，前者多數支持歐美，後者多數支持俄羅

斯或反美。（注14）

烏克蘭與俄羅斯互為鄰國，有著相似的語言

及文化背景，俄羅斯總統普丁亦於2021年7月12日

發表《論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歷史統一》（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единстве русских и украинцев）文

章，強調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有著共同的淵源和命

運，並提到，只有與俄羅斯合作，烏克蘭的主權才

有意義(I am confident that true sovereignty of Ukraine 

is possible only in partnership with Russia.)。（注15）

以其兩者之間的關係與兩岸關係有著一定程度的既

視感。

俄羅斯與北約當前發展為安全困境挾持。俄

羅斯對北約擴張感到不安，經常以北約軍事介入科

索沃戰爭做為論述根據。1998年，由科索沃解放軍

（Kosovo Liberation Army, KLA）對塞爾維亞政府與

軍事設施展開攻擊行動，時任塞爾維亞總統米洛賽

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採軍事手段鎮壓後，衝突

轉為內戰，最終科索沃於2008年2月宣布獨立。科索

沃的獨立除了加深俄羅斯對西方的疑慮，（注16）

俄羅斯也以加強對阿布哈茲的控制作為反應。（注

17）中國近年來不斷學習俄羅斯作戰思維，同時也

是俄羅斯軍火主要買方，並長期與俄羅斯聯合軍

演。（注18） 

中國於2022年4月博鰲論壇提出「全球安全倡

議」，並引用俄羅斯「安全不可分割原則」概念，

反對干涉他國內政、單邊主義及長臂管轄（long-arm 

jurisdiction）。（注19）中國指責美國霸權及其在

西太平洋所主導之「五眼聯盟」、「四邊機制」、

「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為「亞太版北約」。（注

20）若是中國自認其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其是否會

像俄羅斯一樣動用「自衛權」採取主動攻勢？誠如

學者楊三億所說，台灣必須思考自己的安全策略。

（注21）筆者認為，安全不可分割原則已然成為戰

爭藉口(casus belli)，將影響後續國際關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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