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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戰爭對中國安全、外交、軍事的影響 

陳鴻鈞 

國家安全所 

壹、前言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中國強調應該關注俄羅斯的安全關

切，不願公開批評俄羅斯，並聲明維持中俄戰略夥伴關係。進一步，

在聯合國大會有關要求俄羅斯立即停止非法使用武力與自烏克蘭撤

軍的決議案上，中國投下棄權票，這讓中國在聯合國與維護世界和平

的角色遭到批評，亦讓中國內部對習近平的執政路線和成績出現保留

態度。同時，中國重申反對北約擴張，以及美國和歐洲國家對俄羅斯

的經濟制裁，加上因發動戰爭而實力受損的俄羅斯愈加依賴中國，這

使西方國家愈加質疑中國外交立場。 

另外，在軍事上，中國與日本以及印度的關係持續緊張，沒有改

善跡象。此外，中國反對國際社會將烏克蘭與台灣議題進行連結，避

免在外交上對中國產生不利影響。中國亦認為美國藉由烏克蘭戰爭對

中國發動負面宣傳戰，影響中國形象。隨著俄烏戰爭持續擴大，中國

擔心對中國和世界能源、糧食、經濟等造成負面影響，更擔憂中國周

邊出現亞太版的北約組織與影響中國在西太平洋的發展。整體而言，

烏克蘭戰爭使中國的國家安全面臨更多內部與外部的壓力。 

貳、對中國安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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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2月 24日，俄羅斯正式入侵烏克蘭。1隨後，從 2月 25

日至 3月 31日，針對烏克蘭問題，中國先後提出「五點立場」、「六

點倡議」、「四個應該」與「五個堅持」等主張。隨著俄烏戰事僵持，

習近平更提出「全球安全倡議」。（附表）至此，中國對烏克蘭戰爭

的觀點以及主張，已呈現出大致的輪廓。由上述主張，可歸納出俄烏

戰爭對中國安全所造成的影響，包括：一、中國在聯合國與維護世界

和平的角色遭到國內與國外批評；二、中國擔心北約持續擴大增加中

國競爭壓力；三、對中國能源、糧食、經濟產生負面影響等。本文概

述如下： 

一、中國在聯合國與維護世界和平的角色遭到國內外批評 

聯合國是國際上集體安全制度最重要的組織之一。《聯合國憲章

》訴求各國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並強調各國未經安理會授權，不得

使用武力。由於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因此長期主張

維護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體系與秩序。在俄羅斯正式進攻烏克蘭之

後，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分別與英國、歐盟、法國重要外交人士交換烏

克蘭議題看法，隨即提出中國對烏克蘭「五點立場」，其中第一和第

五點都強調聯合國的重要性，包括應該遵守《聯合國憲章》與相關原

 
1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中國對俄烏關係的立場，可以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法國總統

馬克宏（Emmanuel Macron）通話、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第 58屆慕尼黑安全會議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的發言，以及王毅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通話

內容看出，包括尊重《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重視外交與政治解決、透過談判解決分歧

等，大體上符合中國安全和外交的基本政策，也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相互尊重主權和領

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與和平共處。同時，中國也鼓吹利用諾曼第模

式（Normandy Format）的多邊機制，強調《新明斯克協議》（Minsk II agreement）的重要

性，並質疑北約東擴之目的，呼籲多關注俄羅斯的安全立場等。〈習近平同法國總統馬克洪通

電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2年 2月 16日，

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202/t20220216_10642783.shtml；

〈王毅：各方需為和平而努力，而不是一味製造恐慌，渲染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

部》，2022年 2月 19日，

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202/t20220219_10643695.shtml；

〈王毅應約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2年 2月 22日，

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202/t20220222_10644348.shtml；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

府》，2019年 9月 27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9-09/27/content_54338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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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如尊重和保障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強調聯合國安理會應該發

揮作用，反對未經授權的動武和制裁等。此後，中國有關烏克蘭的相

關主張，一再呼籲尊重和遵守《聯合國憲章》以及相關原則，顯見不

願長期維護和支持的聯合國以及相關機制遭到破壞。然而，當聯合國

大會以多數通過要求俄羅斯立即停止非法使用武力和自烏克蘭撤軍

時，中國卻投下棄權票。2 這讓中國維護世界和平的誓言和角色面臨

國際上諸多質疑。 

進一步，由於中共即將在 2022年 10月舉行 20大，習近平將尋

求第三次連任國家主席。由於北京對俄烏戰爭的決策與反應，已經讓

中國面臨西方國家持續的批評，國內也對俄烏戰爭出現保留的意見，

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等其它因素，使得習近平的執政路線與成績面臨更

多考驗。 

二、中國擔心北約持續擴大增加中國競爭壓力 

正如前述，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中國就已經表達質疑與反

對北約東擴的立場。北京認為，北約是冷戰時期的產物，應該隨冷戰

結束而解散。所以，對於北約持續存在和繼續擴大成員國一事，北京

採取質疑和批判的立場。2021年，北約領袖高峰會將中國列入北約必

須面對的挑戰之一，並尋求和澳洲、日本、南韓與紐西蘭建立全球夥

伴關係。3 中國顯然不樂見此一發展。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王

毅提出「五點立場」的第二點就重申中國反對冷戰思維與北約東擴的

主張，並提倡「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然而，對美

國和歐洲國家來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卻再次驗證北約的重要性，並

表達歡迎有關國家加入北約，包括烏克蘭。2022年 6月，北約發布新

版《戰略概念》（Strategic Concept），首度把中國列入對北約的挑戰

 
2 “General Assembly Overwhelmingly Adopts Resolution Demanding Russian Federation Immediately 

End Illegal Use of Force in Ukraine, Withdraw All Troops,” United Nations, March 2, 2022, 

https://www.un.org/press/en/2022/ga12407.doc.htm. 
3 “Brussels Summit Communiqué,”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June 14, 2021,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live/news_1850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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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包括：1、中國在全球擴張的野心與部署；2、不透明的軍事現

代化；3、進行惡意的混合戰和網路作戰；4、散播假訊息；5、企圖控

制關鍵工業及技術、關鍵基礎設施、戰略物資以及供應鏈；6、破壞

太空、網路與海上在內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7、強化與俄羅斯

的合作，共同侵蝕國際秩序等，涵蓋安全、利益以及價值等各層面。

4 也就是說，當北約的重要性不斷提高，且成員國持續增加，又不侷

限在歐洲安全，更把中國視為北約必須面對的挑戰之一，尋求在亞太

地區建立夥伴關係，這對中國構成新的競爭壓力，包括政治、經濟與

軍事各面向。 

三、影響中國的糧食、能源與經濟安全 

俄羅斯與烏克蘭在全球能源、糧食、經濟都佔有一席之地。隨著

俄烏戰爭開始以及持續擴大，烏克蘭的糧食無法出口至世界各地，加

上美國、歐洲、日本與其他等國家都不斷擴大對俄羅斯的制裁，包括

金融、經濟、科技等，使得相關產業都出現斷鏈的困境。因此，王毅

首先在「五點立場」中就表明反對各國對俄羅斯動用制裁的立場。之

後，北京反對制裁的立場亦持續在「五個堅持」與「全球安全倡議」

之中出現。然而，歐美各國仍持續對俄羅斯進行制裁，使得中國經濟

受到影響。3月 11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聲明，中國奉行獨立自

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擔憂與痛心烏克蘭情勢，重申習近平的「四個應

該」，且表達對俄羅斯持續制裁將不利世界經濟復甦的立場。5 受俄

烏戰爭影響，中國國內的能源與糧食價格上漲，成為中國經濟成長下

滑的因素之一。6 由此看出，烏克蘭戰爭衝擊中國與全球在能源、糧

 
4 “NATO Leaders Approve New Strategic Concept,”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June 29, 2022,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97281.htm;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June 29, 2022,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2/6/pdf/290622-strategic-concept.pdf. 

5 ，〈李克強總理出席記者會並回中中外記者提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2年 3月 11

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203/t20220311_10651145.shtml，。 
6 ，〈國務院新聞辦就 2022年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舉行發佈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

政府》，2022年 7月 15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07/15/content_57012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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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與經濟上的發展。 

參、對中國外交的影響 

從上述主張與發展，可歸納出烏克蘭戰爭對中國外交所造成的影

響，包括：一、中國的外交立場受美國與歐洲國家質疑；二、中國將

維護與俄羅斯的戰略夥伴關係；三、防範烏克蘭與台灣議題產生連結。

相關內容，概述如下： 

一、中國的外交立場受美國與歐洲國家質疑 

正如前述，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王毅發表「五點立場」，

當中就指明反對冷戰思維與北約東擴，並呼籲關注俄羅斯在安全方面

的正當顧慮。此外，王毅也強調中國不贊成動武和制裁的立場。這當

中，王毅強調，俄烏情勢是一種危機與衝突，避免使用「戰爭」一詞。

而且，王毅的發言亦隱含批評美國的意涵。7 這意味著，中國的立場

仍與美歐等國家不同，使得相關國家升高對中國的疑慮。隨著俄烏戰

爭持續僵持，俄羅斯的實力出現減弱的情況，加上俄羅斯和美歐關係

不斷惡化，使得俄羅斯更加需要中國的支持和合作。對此，中國也持

續和俄羅斯保持友好關係。這讓美歐等國家加大對中國的警戒。 

二、中國將維護與俄羅斯的戰略夥伴關係 

2月 24日，王毅與拉夫羅夫通電話。拉夫羅夫強調，因為美國與

北約持續東擴明顯違背承諾，且未落實《新明斯克協議》（Minsk II 

agreement）與聯合國安理會第 2022號決議，因此俄羅斯被迫採取必

要措施，維護俄羅斯的利益。對此，王毅表示，中國尊重各國領土與

主權完整；在烏克蘭問題上，「理解俄方在安全問題上的合理關切」。

 
7 之後，《新華社》在 4月 30日同時刊登對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與烏克蘭外長

庫列巴（Dmytro Kuleba）的專訪，展現中國中立與勸和的立場。新華社，〈烏克蘭外長德米特

裡， 庫列巴接受新華社專訪〉，《新華網》，2022年 4月 30日，http://www.news.cn/world/2022-

04/30/c_1128610853.htm，；新華社，〈俄羅斯外長爾爾蓋， 拉夫羅夫接受新華社專訪〉，《新華

網》，2022年 4月 30日，http://www.news.cn/world/2022-04/30/c_11286106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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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隔日（25日），習近平再與俄羅斯總統普欽（Vladimir Putin）通電

話。普欽說明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採取「特別軍事行動」的理由與現

況，稱美國與北約長期忽視俄羅斯的安全關切，「挑戰了俄羅斯戰略

底線」對此，習近平表示，中國主張「要摒棄冷戰思維，重視和尊重

各國合理安全關切，通過談判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機

制」、「支持俄方同烏方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尊重各國領土與主權

完整、遵守《聯合國憲章》、宣揚「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

全觀」等。9 若俄羅斯戰後出現衰敗，可能更加依賴中國，並使中國

國際地位獲得提升，增加向外擴張勢力的企圖。 

之後，中國舉辦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王毅在記者會上回

中俄烏情勢有關問題，重申中國的「五點主張」，也提及習近平和普

欽通話，親自勸和與鼓勵談判，呼籲美歐在內的國家，亦應照顧俄羅

斯的合理的安全關切。對於西方對俄羅斯的集體制裁，王毅表明，中

國與俄羅斯是最重要的緊密鄰邦和戰略夥伴關係，不受第三方的干擾

與分化；中國將延續與俄羅斯的《關於新時代國際關係和全球可持續

發展的聯合聲明》，共同反對冷戰思維以及意識形態對抗，堅定維護

《聯合國憲章》。10  

3 月 20 日，王毅援引中國和多國在聯合國大會上對於烏克蘭問

題上投下棄權票一事，透露反對制裁俄羅斯的立場。也就是說，中國

沒有公開批評俄羅斯，更在聯合國大會投下棄權票，展現維護中俄戰

略夥伴關係的立場。5 月 24 日，中國和俄羅斯依據兩國原訂年度軍

事合作計畫，進行聯合空中戰略巡航，範圍涵蓋日本海、東海，以及

 
8 〈王毅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通電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2 年 2 月 24 日，

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202/t20220224_10645222.shtml。 
9 〈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欽通電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2 年 2 月 25 日，

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202/t20220225_10645684.shtml。 
10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就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回中中外記者提問〉，《中華人民共

和國外交部》，2022年 3月 7日，

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203/t20220307_106490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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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平洋。此外，對於外國以支持俄羅斯軍方為由制裁中國企業，中

國則聲明反對的立場，並強調中國和俄羅斯是進行正常的經貿合作，

將採取相關必要措施，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11 

三、防範烏克蘭與台灣議題產生連結 

俄烏戰爭後，國際社會對中國對台動武的擔憂亦隨著升高。3月

7日，王毅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記者會上，回中俄烏情勢有

關問題。王毅首先指出，烏克蘭危機使得世界局勢更加複雜。面對此

種局面，中國主張各國應該團結與對話，而非分裂和對抗；中國支持

透過多邊主義共同因應挑戰，並持續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然而，

面對記者將烏克蘭與台灣情勢進行比較，王毅強調，台灣與烏克蘭問

題有本質上的不同，聲明台灣是中國內政，而烏克蘭是俄烏兩國之間

的爭端；批評有些國家在烏克蘭問題上強調主權原則，但在台灣問題

上則無，明顯是雙重標準。由此可知，北京反對外界將烏克蘭和台灣

情勢進行連結以及比較，避免中國在外交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局面。 

肆、對中國軍事的影響 

對中國來說，烏克蘭戰爭對中國軍事造成的影響，包括：（一）

美國負面宣傳戰對中國形象的影響；（二）美國印太戰略改變對中國

戰略環境衝擊；（三）強化軍事力量與對台灣等多國軍事恫嚇；（四）

持續與日本和印度軍事緊張。 

一、美國負面宣傳對中國形象的影響 

在戰爭屆滿一個月之際（3月 24日），中國國防部聲明，中國奉

行的是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以及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且推動睦鄰外

交，妥善處理熱點敏感問題，致力和周邊國家建立命運共同體，促進

 
11 ，〈中俄兩軍組織實施聯合空中戰略巡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22年 5月 24日，

http://www.mod.gov.cn/topnews/2022-05/24/content_4911444.htm；〈2022 年 6 月 29日外交部

發言人趙立堅主持例行記者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2 年 6 月 29 日，

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206/t20220629_107120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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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的和平與穩定；不會對周邊國家發動戰爭、建立勢力範圍，以及

不參加軍事集團的對抗；訴求對話和協商，積極尋求和平解決俄烏危

機的可能性。 

相對地，北京強烈指責華府，認為造成此次危機最大的始作俑者

是美國，並讓緊張局勢不斷升溫，從中獲利；批評美國與烏克蘭在生

物武器研究上的合作，認為美國刻意隱藏相關資訊，並規避國際多邊

的查核機制，呼籲美國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及相關規定，允許

國際社會展開調查。北京更認為美國為了抹黑中國與推卸責任，刻意

散播假訊息，例如事前得知俄羅斯準備攻擊烏克蘭、要求俄羅斯在北

京舉辦完冬季奧運會之後再攻擊烏克蘭，以及向俄羅斯軍事援助等。

12也就是說，北京認為美國不僅從烏克蘭戰爭中獲得好處，也趁機對

中國發動負面宣傳戰，影響中國形象。 

二、美國印太戰略改變對中國戰略環境的衝擊 

3 月 31 日，中國主持第三次阿富汗鄰國外長會議，以及阿富汗

鄰國與阿富汗臨時政府首次外長會議。會後，針對烏克蘭問題，王毅

提出「五個堅持」，並聲明會繼續發揮建設性作用。13值得注意的是，

「五個堅持」裡第五個堅持的內容是首次出現，即堅持鞏固亞太和平

穩定，堅持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積極推動區域一體化合作，警惕美

國藉「印太戰略》在中國周邊地區導入聯盟機制。這意味著，在俄烏

戰爭持續擴大的情況下，北京已經對國際局勢發展有所警惕，第一次

在中國對烏克蘭的相關立場中表明對美國的「印太戰略》的疑慮，擔

心提供給美國在中國周邊推動「印太戰略》的契機。 

三、強化軍事力量與對台灣等國的軍事恫嚇 

基本上，北京不受俄烏戰爭影響，持續強化軍事力量，包括第 3

 
12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就烏克蘭局勢有關問題中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22年

3月 24日，http://www.mod.gov.cn/info/2022-03/24/content_4907810.htm。 
13 ，〈王毅談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五個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2年 4月 1日，

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204/t20220401_106584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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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航空母艦「福建艦」下水。此外，北京繼續反制外國在中國周邊的

偵察活動，更在台灣周邊與西太平洋舉行軍事演習，強化對西太平洋

的交往，例如派出「遼寧號」在西太平洋進行演習，並與索羅門群島

簽署安全協議等，展現維護自身利益的立場。另一方面，有關俄烏戰

爭是否影響北京建軍政策或組織架構，中國官方並未正式宣示相關立

場。 

四、持續和日本及印度軍事關係緊張 

俄烏戰爭後，日本表態支持烏克蘭與制裁俄羅斯的立場，加上中

共持續在台海、南海與西太平洋進行軍事部署以及相關演習，又和俄

羅斯在日本周邊進行聯合軍演，引發日本高度警戒。因此，日本除了

提高自身防衛能力與國防防算外，也著手調整防衛政策，同時加強美

國與歐洲國家的合作，防止中共的軍事擴張，包括中共以武力攻打台

灣。另一方面，中國與印度之間軍事關係也持續緊張，亦未解決邊界

爭議。俄烏戰爭後，雖然北京想要改善與印度的關係，但是美國和西

方國家積極爭取印度的支持，俄羅斯也透過出售石油來維繫和印度的

關係，這讓印度地位愈加鞏固，亦讓中國與印度的競爭關係難以紓解。 

伍、結語 

中國長期主張獨立自主與和平的外交政策，也認為若要和平崛

起，須要一個穩定的外在環境。然而，北京對俄烏戰爭的反應，從「五

點立場」至「全球安全倡議」，加上無意指責俄羅斯，卻持續質疑北

約擴張以及相關國家的經濟制裁，都使得美國與歐洲國家對北京的作

為產生更多疑問。此外，中國和日本以及印度的緊張關係並未獲得改

善。進一步，北京反對外國將台灣和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戰爭加以

連結，不願俄烏戰爭衝擊中國和全球經濟發展。中國反批美國對中國

發動負面宣傳戰，並警戒美國「印太戰略》改變中國的周邊環境，反

而讓美國、歐洲國家與日本更加關注北京強化軍力以及在印太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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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如中共武力犯台、「福建艦」下水、「遼寧號」在西太平洋的

演習，和索羅門簽署安全協議等。這不僅使得北京在聯合國與維護世

界和平的國際形象遭到損害，亦讓習近平的相關決策在國內面臨質

疑。簡言之，俄烏戰爭對中國的國家安全產生許多的負面影響，亦讓

中國選擇強化軍力，並伺機尋求改變的可能性。 

 

附表：中國對烏克蘭戰爭的立場 

提出人（時

間）∕主旨 

內容 

王毅（2/25）

∕「五點立

場」 

1、尊重和保障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遵守《聯合

國憲章》與原則，這點適用烏克蘭； 

2、提倡「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反

對冷戰思維與北約東擴，聲明俄羅斯在安全方面的

正當顧慮應該受到重視和解決； 

3、中國不樂見烏克蘭情勢惡化乃至失控，呼籲各方自

制，並避免大規模人道主義危機； 

4、支持和平解決烏克蘭危機，包括俄羅斯與烏克蘭直

接對話，以及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的對話，最終促成

「平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機制」； 

5、支持聯合國安理會發揮作用，透過外交解決，不贊

成動用《聯合國憲章》第 7章有關動武與制裁的規

定。 

王毅（3/7） 

∕防止大規

模人道主義

危機的「六點

1、人道主義行動必須中立與公正，避免人道問題政治

化； 

2、關注和協助安置烏克蘭難民； 

3、保護平民，防止烏克蘭境內再次人道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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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 4、確保人道救援活動順利與安全，允許人道救援進入

烏克蘭； 

5、確保在烏克蘭外國人的安全且允許離境； 

6、支持聯合國在烏克蘭危機中發揮作用。 

習近平（3/8）

∕「四個應

該」 

1、各國主權、領土完整都應得到尊重； 

2、《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都應得到遵守； 

3、各國合理安全關切都應得到重視； 

4、一切有利於和平解決危機的努力都應得到支持。 

王毅（3/31）

∕「五個堅

持」 

1、堅持對話談判，呼籲停火止戰，支持俄烏直接對話； 

2、堅持尊重《聯合國憲章》與各國主權以及領土完整，

反對把中小國家推入地緣政治的博弈； 

3、堅持反對冷戰思維； 

4、堅持維護各國正當權益，反對單邊制裁，維護國際

產業鏈和供應鏈； 

5、堅持鞏固亞太和平穩定，堅持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

積極推動區域一體化合作，警惕美國藉「印太戰略》

在中國周邊導入聯盟機制。 

習近平（4/21）

∕「全球安全

倡議」 

1、強調「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 

2、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干涉他國內政； 

3、遵守《聯合國憲章》與相關原則，放棄冷戰思維，

反對單邊主義、集團政治和對抗； 

4、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建立「均衡、有效、可持

續的安全架構」； 

5、以對話談判和平解決爭端，反對單邊制裁； 

6、維護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共同因應地區與全球問題。 

資料來源：陳鴻鈞整理自公開資料。 



66 

 

The Effects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on 

China’s Security, Diplomacy and Military 

Chen Hung-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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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ssia invaded Ukraine on February 24, 2022.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effects of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on China’s security include: 

(1)China’s role in the UN and maintaining world peace has been 

questioned at home and overseas; (2)China is worried that NATO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increasing competition with China; (3)Effect on 

China’s food, energy and economic security. The effect of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on China diplomatically: (1)The U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increased their doubts about China’s stance ; (2)China has 

chosen to maintain its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Russia; (3)The Ukraine 

and Taiwan issues have been connected. The effect of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militarily: (1)The US has used Ukraine to criticize China; (2)There 

is a concern that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will change China’s peripheral 

environment; (3)China continues to enhance its military power and 

military intimidation of Taiwan; (4)China and Japan and India’s military 

relationship continues to be t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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