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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its introduction,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has won the high recognition of 
most countries and people in the world. The extended regional destiny community has also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cooperation with many regions and regions, and it is currently in 
the Arctic region. The Arctic Destiny Community concept, combined with development conditions, 
will promote Arctic development, Arctic governance optimization and further mitigation of Arctic 
disputes. Firstly, it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Arctic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nd 
then elaborates the necessity of the Arctic Destiny Community and the fea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the Arctic Destiny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ural and realistic foundations of the 
Arctic. The initial concept of the Arctic Destiny Community is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and three 
functions of the “Polar Silk Roa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rctic Destiny Community are dis-
cussed.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 it proposes a strateg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rctic Destiny Community. 

 
Keywords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Arctic, Arctic Destiny Community, Polar Silk Road, The Great Arctic 
Country 

 
 

“冰上丝绸之路”与北极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 

李振福，李香栋，彭  琰，鲍  琦 

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2019年7月26日；录用日期：2019年8月9日；发布日期：2019年8月16日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8194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8194
http://www.hanspub.org


李振福 等 
 

 

DOI: 10.12677/ass.2019.88194 1418 社会科学前沿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提出以来，赢得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认同，延伸的区域命运共同体也

在与诸多区域和地区的合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将其与北极区域当前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形势相结合的

北极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促进北极的合理开发、北极治理的优化和北极争端的进一步缓解。首先对北极

开发利用现状和国际争端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阐述了北极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以及从北极自然和现

实基础两个角度说明北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可行性，同时提出北极命运共同体的初步概念，并探讨“冰

上丝绸之路”在北极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所起到的三个基本作用，最后从中国角度提出推进北极命运

共同体构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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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和国际会议上，倡导性地提出应在世界上努力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而后进一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细化至区域、国别命运共同体，先后提出共建中国–东盟

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1]。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维护人类社

会整体利益和消解国际社会矛盾的“共赢主义”视角出发，凸显了人类共生、共利、共荣的共同体意识

[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揭示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联的客观规律，顺应了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准确把握了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必将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前途

命运，必将不断地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 
随着全球变暖导致的北极冰雪消融，北极地区所展现的资源优势和航道开发潜力逐渐引起全世界的

关注，在经济、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开发利用北极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战略，北极地区也将成为世界

发展的新重心。然而，北极也相应的成为了各国争抢的新战场，环北极国家之间因北极航线和北极资源

而引起的争端一直无法解决，北极开发过程中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加之北极地区逐渐频繁的人类活动，

北极环境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外交的新思维，为北极治理的

机制创新提供了新思路，也为中国参与北极治理提供了依据[3]。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积极倡

导者和北极利益攸关者，有责任和义务推动构建北极命运共同体。另外，应将北极区域扩展为大北极区

域，使更广泛的国家共同参与北极治理，将有效解决北极环境保护、资源分配以及治理体系化等问题，

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 
“冰上丝绸之路”作为中俄合作以及亚欧美联通的重要通道，拉近了北半球国家、经济体、利益体

之间的距离，近年来所取得的卓越成果已经得到了许多北极国家的认可，“冰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

所展现的合作机制体现了中国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并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将在北极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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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冰上丝绸之路”的由来和发展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北冰洋变暖，北极航线显露出了巨大的交通价值和经济贸易价值。根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2014 年途径北极航线的运货量为 3982 千吨，2015 年为 5432 千吨，2016 年为 7266
千吨，据估计到 2020 年，北极航线的货运量将会达到 31,000 千吨，2030 年将会达到 51,100 千吨[4]。自

2008 年末开始的石油价格下滑，作为能源出口大国的俄罗斯收益暴跌，加上卢布汇率降低，以及西方对

俄罗斯重工业实施的多轮制裁，再加上内需增长缓慢、外需增长不稳定等因素的影响，俄罗斯经济陷入

困境。为吸引各国资金、技术和人才参与推动北方海航道建设，俄罗斯提出“冰上丝绸之路”概念，并

选择了北极地区利益逐渐增大的中国作为共建北方海航道和“冰上丝绸之路”的伙伴。2017 年 5 月，俄

罗斯总统普京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希望中国能利用北极航线，把北极航线同‘一

带一路’连接起来”。俄罗斯的“冰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得到了中国政府的积极响应。2017 年 6 月，

中国国家发改委和当时的国家海洋局联合出台了《“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首次将北极航线

确定为“一带一路”的三条蓝色经济通道之一。2017 年 7 月初，习近平主席访俄期间，双方签署并发表

了《中俄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继续开展“一带一路”建设

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开展北极航线合作，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同年 11 月 2 日，俄罗斯总理

梅德韦杰夫访华，习近平主席在与其会晤时再次强调，“要做好‘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努力推动滨海国际运输走廊等项目落地，共同开展北极航线开发和利用合作，打造‘冰上丝绸之路’”。

2017 年 12 月 8 日，中俄共建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开始投产，成为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首

个建设成果[5]。2018 年 1 月公布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也指出，“中国愿依托北极航线的开发利

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2018 年 6 月普京访华期间，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再次强调要加强中

俄北极可持续发展合作。2019 年 6 月 5 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共同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在声明中提到，

将推动中俄北极可持续发展合作、在遵循沿岸国家权益基础上扩大北极航线开发利用以及北极地区基础

设施、资源开发、旅游、生态环保等领域合作，同时，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与俄罗斯最大独立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公司签署了相关协议，致力于开展北极地区世界级液化天然

气项目的合作，中远海运集团与俄罗斯诺瓦泰克股份公司、俄罗斯现代商船公共股份公司以及丝路基金

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关于北极海运有限责任公司的协议》。 
对于“冰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中国驻俄大使李辉通过翻译俄罗斯的“冰上丝绸之路”概念，称“冰

上丝绸之路”系指穿越北极圈，连接北美、东亚和西欧三大经济中心的海运航道[6]。狭义上来说，“冰

上丝绸之路”是俄罗斯针对开发北方海航道向中国提出的合作邀请，而在经过中国近几年对该概念的发

展和充实，将其辐射到整个北极航线和北极区域，赋予“冰上丝绸之路”更丰富的含义，广义的“冰上

丝绸之路”是为实现北极航线的开发及沿线港口与腹地的发展，经由北极航线区域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开

展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国际合作，以达到共同建设连接欧洲与北美地区的蓝色经济通道。不管采

用哪种“冰上丝绸之路”含义，都应以发展的眼光、国际的角度来看待“冰上丝绸之路”，思考“冰上

丝绸之路”提出的国际合作与和平建设倡议，看到“冰上丝绸之路”所具有的广阔的战略发展前景。为

使“冰上丝绸之路”更好地与北极命运共同体对接，如无特殊说明，本文后续研究内容采用的是广义的

“冰上丝绸之路”概念。 

3. 北极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 

北极问题正日益由区域性问题转变为全球性问题，忽视北极环境问题将给全世界人类带来不可估量

的损失，搁置北极开发问题将错失千载难逢的经济发展机会，只局限于北极主权问题将影响到北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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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稳定，因此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结合北极区域实际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所提出的北极命

运共同体将是从北极可持续发展角度解决北极问题的最有效思想和理论。 

3.1. 北极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背景 

随着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人类不得不更早面对由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所带来

的压力，中东地区作为世界上石油储量、生产和输出最多的地区，曾一直处于世界能源格局的中心地位，

而如今煤炭和石油逐渐被低碳清洁的天然气所取代，同时全球气候变暖和北极冰层的消融让世界将目光

聚焦于北极地区。北极地区所蕴藏的丰富石油、天然气以及矿物资源逐渐被国际社会所关注，据美国地

质调查局(USGS) 2008 年的评估，目前全球待发现油气资源 1/4 分布在北极地区，约为 900 亿吨，天然气

1669 立方英尺，占世界待发现天然气资源量的 30% [7]，北极地区所蕴藏的丰富石油资源，使得其在世

界上的能源地位进一步上升。 
虽然北极地区蕴含丰富的林业资源、渔业资源、矿产资源和油气资源等，但北极地区的物种集中度

高，并且都已经适应了北极地区的极地特殊气候和地理环境，因此北极生态环境系统最大特点就是单一

且脆弱。北极地区资源的不断开采和开发，一定会对北极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不仅会对当地水土

和动植物环境造成污染，一旦处置不好将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将对全球气候和经济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

影响。并且，北极地区的资源开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北极原住民高度依赖极地地区特殊生态环境

的单一型经济活动，充分考虑和合理安置北极原住民也是北极开发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另外，北极

地区常年处于低温环境，地下冻土层坚硬，所以对北极地区进行资源能源开采难度较大、投资偏高。受

到本身技术条件和资金方面问题的限制，在北极资源开发方面需要向北极域外国家开放，而北极域外国

家为了本国利益也都会觊觎北极所蕴含的大量资源，并会因此产生更多国际争端和矛盾。目前北极资源

开放所引发的争端主要有两种，一是北极区域内国家主张存在冲突，二是北极域外国家的参与和北极域

内国家的排斥形成对抗，争端类型复杂，涉及国家众多，同时北极相关法律规范尚不完善和治理模式还

不成熟，所以解决一般国际争端的诉讼、仲裁和谈判协商手段也不能很好适用[8]，因此北极地缘政治是

否稳定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北极资源开发是否长远。并且，由于北极优越的军事战略地位，哪个国家占据

北极哪个国家就拥有了制空权，俄罗斯率先进行北极军事部署，并不断进行扩张，美国方面虽开展较迟，

但 2019 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北极战略报告》中已将北极视为战略竞争战场，未来军力投入必将势头愈

加猛烈，大国相争使得北极地区火药味愈来愈浓。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变暖导致北极冰层逐年消退，从而使得北极航线的通航预期逐渐缩短。北极航

线与传统的经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的亚欧航线相比，到达欧洲港口的航程缩短 2800 多海里，航行时

间减少 10~15 天[9]。目前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主要集中在北半球较高纬度地区，而北极航线的价值就在

于它连接了这些重要经济体，将使亚洲各国更接近西方市场，促进航线沿线、欧亚沿海城市经济发展。

并且，北极航线的大量商用能够缓解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目前的交通拥堵状况，也会避开猖獗的索

马里海盗的威胁。可以说北极航线的开发为全球航运业带来了梦寐以求的商业机遇，为全球贸易提供了

新动力，同时也为北极地区提供了发展机遇。 
然而，北极航线的开通虽然可以为欧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提供更便捷的交通通道，但为了争夺北

极航线的巨大利益，围绕北极以及北极航线权益的争夺和政治博弈从未平息，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北极

航线地缘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北极航线开发利用过程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俄罗斯为与美国竞争，积极

争取其他国家支持，主动与要求北极权益的挪威等北冰洋国家分享权益；而美国则与加拿大积极接触，

甚至愿意将北极航线的控制权交给加拿大，双方共享北极航线的权益。虽然北极国家对于北极及北极航

线的争夺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但对于北极航线的开发工作却不如政治争斗那般火热，北极的西北航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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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航线分别处于加拿大和俄罗斯的控制之下，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由于国内局势不稳定，以及改革

不协调等因素影响，导致俄罗斯所属东北航线疏于管理，如今若不能在较短时期内完善航线沿线的基础

设施建设，该航线只能成为俄罗斯北极地区资源开发的后勤补给线，而不能成为受到国际社会欢迎的国

际海运新要道；而西北航线对于加拿大而言，军事意义远大于交通价值，加拿大政府一直以来疲于和美

国等国家争夺航线主权，加上航线航行条件复杂和适航条件差，使得西北航线的开发进展缓慢。 
从近年来对北极航线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可以看出，除了技术开发和资金投入上的问题，更难以解

决的实际上是国家间为谋求各自国家利益而对北极资源和北极航线所采取的“自私”行为，以及行为所

引发的政治争端问题。在不断地摸索和探求如何和平发展北极的过程中，各国逐渐认识到合作才是解决

北极问题的唯一方法，然而如何在合作中寻找多方互利共赢的利益契合点，以及如何平衡各国家之间的

利益等一系列难题则是能否形成北极未来良好合作局面的关键。中国作为非北极国家，其所倡导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北极实际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相结合的北极命运共同体

将以北极区域的整体发展作为出发点，不偏袒任何北极国家，不支持任何北极国家称霸北极；同时中国

作为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也有充足的理由，向北极国家传播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北

极命运共同体，为实现北极可持续发展而努力。 

3.2. 北极命运共同体涵义阐释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汲取马克思主义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传达的是一种合作共赢的理念，所倡导的就是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兼顾其他

国家的利益诉求，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还要考虑其他国家的发展要求[10]，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既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又蕴含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赢得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和

人民的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延伸出的“亚太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

“周边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倡议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果[11]。在此基础上，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应用

于北极区域开发合作所延伸出北极命运共同体具有坚实可信的理论可行性，而“冰上丝绸之路”作为符

合中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下的建设项目，其卓著成果也证明北极命运共同体足以成为未来处

理北极事务的可靠理念。 
北极命运共同体是由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延伸出的，是受到北极区域影响的大北极范围内的国家，

以北极航线运输和北极资源开发为主要合作内容开展紧密的地区合作，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

歧，倡导建设平等参与、共商共享的安全格局，致力于维护和平、安全、稳定的北极秩序，并共同承担

北极环境保护职责的区域命运共同体。大北极国家是指在空间、资源、人文、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与

北极关系密切的北半球国家，而大北极国家构成的外围界线的向北范围，直至北极点的区域称为大北极。

虽然北极问题已经发展为全球性问题，但与北极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国家主要分布在大北极范围内。北极

命运共同体并不是追求以制定一系列强硬的国际法律制度来约束国家间对于北极的争夺，而是在达成合

作为最大共识的前提下，以经济合作形成国家间的利益依赖性，以政治合作缓解国家间剑拔弩张的政治

矛盾，以文化合作最大限度的保护好北极区域的自然、人文环境。“冰上丝绸之路”已经在各方面取得

了预期的成果，未来的北极命运共同体建设也应在“冰上丝绸之路”的基础上扩展到更多国家，开展更

多的合作项目，并在“冰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践基础上，推陈出新，让共商共建成果惠及更广大区域。 

3.3. 北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可行性 

北极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的自然基础和显而易见的现实基础。首先，北极地区从有人类生存开始便

与欧亚美洲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北极地区民族主要有爱斯基摩人和萨米人。爱斯基摩人源于亚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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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最早发祥于亚洲东北部，约在一万年前渡过白令海峡或通过冰封的海峡路桥进入北极地区并在北极

地区开始长期生存的；而萨米人则分布在挪威、瑞典、芬兰和俄罗斯西北部，虽然萨米人属于北欧人种，

但在对芬兰萨米人群的常染色体遗传结构分析后，发现与中亚–南亚、东亚–北亚以及美洲人群都有较

为相近的联系[12]。 
随着北极冰雪融化，北极航线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将成为沟通欧、亚、美三大洲的便捷通道，

北极航线可能成为世界航运网络格局中新的核心区域，并将集聚其他集群中的边缘港口，吸引其他航线

上的货流[13]。未来北极航线的顺利开发以及后续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将吸引各国开展密切的合作，大国之

间建立互信关系，增进共同利益，分担共同风险，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易于得到各国支持认同。 
为了进行北极科考，寻求北极开发以及加强北极环境保护等目的，1989 年 9 月，在芬兰政府的提议

下，由北极八国(美国、苏联、加拿大、瑞典、芬兰、冰岛、挪威和丹麦)派出代表召开了第一届“北极环

境保护协商会议”，此后，国际上成立多个北极组织和会议机构。1990 年 8 月 28 日，在加拿大的瑞萨

鲁特湾市成立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并致力于制定北极科学考察研究、环境保护的规划和计划，协调、

组织和促进北极地区国家间的科学研究、环境保护及学术交流与合作；1996 年 9 月 16 日北极八国在加

拿大渥太华举行会议，宣布成立北极理事会，并以保护北极地区的环境，促进该地区在经济、社会和福

利方面的持续发展为宗旨；2010 年在莫斯科举办首届“北极–对话区域”国际北极论坛，除此之外，还

有北冰洋科学委员会、欧洲北极委员会、太平洋北极组织、亚洲极地论坛、北极研究运营者论坛、北极

区域海道测量委员会等国际或民间组织共同协商北极问题。并且，关于北极问题，不是也不应该只有北

极国家才能发声，越来越多的非北极国家参与到以上组织中，伴随着北极环境问题愈发严峻，在平衡如

何让北极造福人类并减少因此所造成的北极生态代价的相关问题上，北极国家也必将采取开放态度，向

世界寻求解决方案。 
北极问题早已不仅仅是北极区域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国际性问题，不仅涉及北极国家，其更

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共赢思想也早已潜移默化地渗入到各个国家的北极政

策中并逐步付诸实践，推动构建北极命运共同体将使大北极国家成为互有合作关系的集体，进而推动北

极科学研究，加强北极航线开发和北极资源利用，实现北极环境保护。然而，也应认识到北极目前存在

的一系列政治争端问题由于涉及到海域主权划分，依旧难以解决并会长期存在，北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将起到有效缓解北极争端的作用。 

4. “冰上丝绸之路”对北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作用 

现阶段“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主体是中俄两国，但“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涉及到东北航线沿线

的众多港口、城市及广袤的海向和陆向腹地，辐射范围横跨亚欧两大区域，其建设过程中法律政策的构

建、基础设施的建设、资源的开发利用等都需要与沿线国家进行协商沟通、互动交流[14]，不仅需要中俄

两国，也需要其他国家的共同参与，“冰上丝绸之路”将作为北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基础，在构建过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 

4.1. “冰上丝绸之路”对北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催化作用 

自 2017 年 7 月 4 日“冰上丝绸之路”正式提出起，中俄两国在多领域多方面展开合作，并都取得丰

硕成果。除了合作共同开发东北航线外，2017 年 12 月，中俄在俄北极圈内实施的首个特大型能源合作

项目—亚马尔液化天然气(LNG)项目一期工程生产的液化天然气正式装船外运[15]；2018 年 9 月，中俄第

二次联合科考成立 30 人科考队，执行历时 46 天的科考任务；2019 年 4 月 10 日，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

试点国家实验室与俄罗斯科学院希尔绍夫海洋研究所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签署《共建北极联合中心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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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联合研究中心将聚焦“冰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16]。 
“冰上丝绸之路”所取得的建设成果同样也得到了北极其他国家的认可，2019 年 1 月 13~16 日，芬

兰总统尼尼斯托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会谈中双方共同探讨了在北极航线开发等项目上的合作机遇，提

出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促进亚欧大陆互联互通；2019 年 5 月 12 日，冰岛前总统奥拉佛·格里姆松

在北极圈论坛中国分论坛的演讲中认为，“冰上丝绸之路”对于北极治理具有积极作用，并表示“冰上

丝绸之路”的建设不仅需要中国，也需要其他北极国家的共同参与。 
虽然北极冰雪融化使得北极航线广泛商业利用和北极资源大量开发成为可能，但是北极国家对于北

极的商业潜能也缺乏完全独立的开发能力，如俄罗斯对于北方海航道的开发缺少资金支持；挪威在北冰

洋海岸线航海体系和港口建设成熟，但政府更关注于北极油气开发和渔业发展，对于北极航线开发并不

积极；冰岛则因为负担不了航海相关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而在航线开发上进展缓慢；加拿大与美国、丹

麦对于西北航线还面临长期主权争夺问题困扰等。各北极国家为了能更好开发利用北极，都试图通过与

他国合作谋求共同发展；非北极国家为了能参与北极开发，谋求权益，也积极寻求建立与北极国家的多

方面北极合作关系。 
“冰上丝绸之路”的成功实践和可期发展愈发吸引着北极除俄罗斯外的其他国家的参与，未来“冰

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必将联结起北极绝大多数甚至所有国家，而这种国家间携手的国际合作机制

也将影响到处于大北极网络的非北极国家的北极发展战略和策略，为各国提供了一种更加和谐且高效的

角度去思考如何认识北极、利用北极和参与北极治理。 
“冰上丝绸之路”对于北极命运共同体的催化作用在于，中国作为非北极国家成功参与到北极开发

中，并起到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冰上丝绸之路”对于北极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前所未有，有力推动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并以实际成果印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北极的有效方案。同时，北极

命运共同体的顺利构建也会对“冰上丝绸之路”起正向反馈作用，加强与合作北极国家进行深度项目开

发，吸引更多渴望合作发展的大北极国家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以及正面展示中国对于北极的政治态

度，打消国际上对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质疑。 

4.2. “冰上丝绸之路”对北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规范作用 

“冰上丝绸之路”作为北极命运共同体中的一次重要的实践，其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合作机制也将给

其他国家参与北极合作提供借鉴[17]，并将极大程度影响其他国家对北极的政策走向，同时透过“冰上丝

绸之路”展示出中国的北极政策，将在未来的北极命运共同体构建中起到示范作用。 
“冰上丝绸之路”将有效规范北极命运共同体构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为未来北极

合作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收效显著的合作模式，这种模式将充分发挥本国优势，弥补他国劣势，在法

律制度、资金、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尊重对方利益，在共同利益上达成统一；并

且，“冰上丝绸之路”的主体国家俄罗斯和中国，分别属于北极命运共同体中的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

两国在“冰上丝绸之路”后所展现的北极政策和态度将为寻求区域外合作的北极国家以及想要参与北极

开发利用的非北极国家起到示范作用。 
古往今来，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都是为了追求本国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需

求，国家间合作所追求的共同利益也仅局限于合作参与者内部，而“冰上丝绸之路”所追求的共同利益

是以国家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北极共同利益为最终目标，建设过程中尊重其他北极及非北极国家意愿，

以国家利益为吸引，诚邀有意合作的国家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以国家共同利益为成果，打消暂持观

望态度的北极国家对于“冰上丝绸之路”的质疑，以北极共同利益为依据，坚决反击回应恶意批评指责

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观点。北极共同利益也将成为北极命运共同体能够成功建立的前提保障，而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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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上丝绸之路”共建中所体现出的共同利益观念以及实践，无疑将对未来大北极国家间的合作提供范

本。 
其次，《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中提到，加强“一带一路”共建倡议框架下关于北极领域的国际

合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重点开展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为主要内容的务实合作[18]。“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也将依托于“一带一路”及中国对“一带一路”所提

供的坚实的法律支撑和制度保障，顺随“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进程，从项目导向转变到制度导向，创设

属于大北极区域独特情况的合作机制，设置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和机制安排，将北极命运共同体与普通地

区合作区分出来，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特色，同时对北极命运共同体的制度约束，一定程度上也

遏制国家间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冲突，利于维持北极命运共同体的内部和谐。 

4.3. “冰上丝绸之路”对北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的基础作用 

近年来，北极地区的商业化开发迎来热潮，各国都在积极寻求合作机遇，当未来北极合作机制趋于

成熟以及合作关系趋于稳定，大北极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将呈现出崭新的局势，而北极命运共同体也将

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目前北极理事会中共有 12 个非北极国家拥有观察国身份，且都是在国

际及北极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如中国在申请加入北极理事会时，北欧方面考虑到中国企业已经

计划在格陵兰开采矿产，在冰岛修建港口，在北极已经拥有实际影响力[19]，故采取支持态度，使得中国

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国。因此，北极命运共同体所面对的一大问题是如何使大北极国家中北极影响

力较小的国家也具有合法参与北极事务的权力，以及如何避免众多非北极国家北极利益边缘化；在北极

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北极合作开发能力将急剧加强，伴随着航道贸易和资源开发，虽然采取多种方式保

护北极，但是势必会对北极生态系统造成影响，如何应对北极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担忧，以及通过制定何

种制度平衡北极开发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自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提出以来，中国致力于与各国合作以发

展共同体。北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工作中，中国也将以核心地位引导发展，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将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各区域开花结果而进一步上升，应及时考虑如何缓解以美国为首的反对势力对中

国及北极命运共同体施加的压力和重重政治经济方面的阻挠，适时提出解决方案，以推动北极命运共同

体的顺利构建。 
虽然北极命运共同体将成为北极未来发展的趋势所在，但依旧存在着相当多的不可逃避的问题。“冰

上丝绸之路”作为北极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应在发展过程中积极探索解决方案，其过程中所贡献的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将对北极命运共同体构建起到启发作用，中国方面只有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中

解决好相关问题，才能更有自信地邀请和号召他国齐心构建北极命运共同体。 

5. 以“冰上丝绸之路”推进北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策略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习近平提出的、为世界贡献的、顺应时代潮流、汇聚人类力量、承担国际责任、

实现合作共赢的方案[20]，而在构建北极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中国应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积极推广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此过程中，“冰上丝绸之路”将始终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可以以“冰

上丝绸之路”为平台，实施多元策略，从多角度展示中国的北极态度。 

5.1. 坚定基本原则和立场 

2018 年 1 月 26 日中国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其中表达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目标是：认

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和参与北极治理，维护各国和国际社会在北极的共同利益，推动北极的可

持续发展，以及为了实现以上政策目标，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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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在参与建设和做出贡献的过程中将会长期感受到外部的压力和疑虑，国际

上依然有许多声音恶意揣测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目的，抹黑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立场。为此，中国应当

在未来“冰上丝绸之路”开展及北极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坚定贯彻《中国的北极政策》中的基本原则，

并且坚持“不越位，不缺位”的基本立场，不介入完全属于北极国家之间以及北极区域内部的事务，同

时积极参与关于北极跨区域和全球性问题的国际磋商和论坛会议，发挥协调和引导作用。 

5.2. 积极承担北极责任 

中国将以“冰上丝绸之路”为纽带与大北极国家产生更多联系，届时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也将增多，

要在保障自身的利益的前提下友好处理对外关系，方能更好地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北极命运

共同体构建。虽然中国是非北极国家，在北极事务上无法获得与北极国家同等的权利，但在北极命运共

同体中，中国由于提供了基础理论、分享了合作经验、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付出巨大政治经济努力而

处于不可代替的核心地位，未来北极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也需要中国发挥引领作用，因此中国应以“冰

上丝绸之路”为基础平台，积极承担其相应北极责任，积极参与北极相关论坛及会议，参与北极相关国

际法规的制定，同时为更广泛的大北极网络中的非北极国家努力谋求参与北极问题的机遇，为维护北极

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5.3. 发挥国家自身优势 

构建北极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各合作国家都应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中国也应认清自身优势

并充分发挥。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中，中国拥有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可以与俄罗斯合作完成

重大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中国具有在冻土地带建设高速铁路的技术以及在水文、通信设施设备建设

等方面的资源和经验，可以共建统一的北极航线的航海保障体系。而在北极命运共同体构建中，中国除

了可以提供独有技术外，还可以与基础设施薄弱国家进行项目合作，提供所需资金、物质资源和劳动力，

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并将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与当今国际合作发展经验相结合，不断丰富完

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将其向全世界推广分享。 

5.4. 坚持以合作促发展 

北极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合作共赢。十八大报告提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

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22]。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深刻诠

释了中国以义为先、先义后利的传统理念，强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

赢[22]。中国一直以来能够保持和平稳定发展便在于中国所追求的始终是共同利益、始终坚持互利共赢，

始终主张以合作促发展。在北极命运共同体构建中，中国应贯彻“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形成的合作机

制，向世界分享“冰上丝绸之路”经验，将共同利益作为合作共赢理念的重要支撑，将合作作为实现国

家利益的最有效途径，与合作国家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达成合作共识，同时在合作中将对利益的追求

与对北极的责任结合起来，科学开发北极，实现北极可持续发展。 

5.5. 注重保护环境 

任何地域的开发都要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尤其北极地区作为地球生态系统

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着全球气候的变化，北极环境的变化对位于北半球的大北极诸多国家的气候、海

洋生态系统都会产生联动效应，因此应将保护北极环境作为构建北极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要求，共同处理

北极面临的生态环境挑战。中国作为近北极国家应以“冰上丝绸之路”为参与北极环境保护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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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与“冰上丝绸之路”合作国家组成联合科考团队，开展与北极环境变化有关的广区域、深层次科考

活动；积极推动与北极国家的关于北极物种保护和生态系统自然恢复工作的实施[23]；积极探索与国际非

政府组织的对话、沟通与合作渠道，在“冰上丝绸之路”共建过程中吸纳民间社会的意见与智慧，同时

传播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思想；努力与大北极国家共同建立完善的全球性的北极环境保护机制。 

6. 结论 

当前，北极命运共同体还处于构建初期，应当把握好“冰上丝绸之路”良好发展态势，运用好其在

北极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催化、规范和基础作用，不断丰富北极命运共同体理论概念和治理机制，

联合更多大北极国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而无论中国未来在大北极网络中的影响力如何，中国

作为北极重要利益攸关国的身份不会改变，始终坚定坚持中国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反对北极霸权，与各

方一道努力实现北极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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