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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进程的加快使得北极地区丰富的经济价值，重要的战略价值备受世人的瞩目，中

国对北极地区的关注度不断增加。在2018年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中正式提出共建“冰上丝

绸之路”。此外北极域外的诸多国家，也根据其自身利益确定了未来对北极地区开发的计划，北极地区

的未来局势定会暗流涌动。在新时期，我们遵循大国原则，承担大国责任。同样在北极地区，我们也仍

坚守共同体核心思想，推动整个北极地区建设公平合理公正的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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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process of global warming, the rich economic value 
and important strategic value of the Arctic region have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China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Arctic region. In 2018, the white paper on China’s Arctic 
policy was released, formally proposing to jointly build the “polar silk road”. In addition,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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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outside the Arctic region have also determined their pla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Arctic region according to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the future situation of the Arctic region is 
bound to surge. In the new era, we will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a big country and assume the responsi-
bility of a big country. Similarly, in the Arctic region, we still adhere to the core idea of the community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fair, reasonable and just political order in the entire Arctic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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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北极地区是指北纬 66˚34′以北包括陆地、岛屿和海域在内的地区，总面积为 2110 万平方千米，大部

分由海洋(北冰洋)构成，陆地面积较少，仅有 800 多万平方千米。北极地区气候寒冷，正常冬季平均气温

在−30℃左右，北冰洋上遍布冰层与冰盖，因此，北极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与世隔绝的冰封之

地。然而，全球变暖和航海、造船技术的进步使北极地区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随着北极与域外联系

的日益加强，北极地区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北极问题也逐渐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 
北极地区接壤的国家数量众多，包括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冰岛、丹麦、芬兰、挪威以及瑞典。

随着北极冰盖越来越小，北极开发难度逐渐降低，在地缘位置、航道、能源等方面的战略价值迅速凸显。 

1.1. 北极价值 

北极地区由于其特殊地理位置，尚未进入大面积开发阶段。因此仍保留大量价值。地缘价值：北极

空域占据全球制高点，俄罗斯和北约都可以跨越北冰洋向对手发动路径最短的空中打击。此外，北极厚

重的冰盖阻挡了侦察卫星的电磁波，电离层的扰乱也妨碍了雷达检测系统，从而为潜艇活动提供天然保

护。因此，各国在北极圈内积极加强军力部署，试图夺取未来北极空域/水域控制权[1]。 
航道价值：与传统环球远洋航线相比，北极航道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其潜在价值。这种价值首先表

现在未来航线缩短方面带来的经济价值。此外，随着航道开通，航道沿岸国家将获得未来海上交通的支

配权，进而转化为其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的国际格局。 
能源价值：北极地区被称为“地球最后的宝库”，蕴藏着巨大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以及丰富的矿产

资源。北极地区厚厚的冰层还冻结着世界上大量宝贵的淡水资源，在淡水资源日益匮乏的今天，北极的

淡水资源无疑也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北极地区待发现油气资源总量达 4120 亿桶油当量，占全球待发现油

气资源总量的 22%，其中石油 900 亿桶(123.3 亿吨)、天然气 47 万亿立方米(423.0 亿吨)、天然气液 440
亿桶(60.3 亿吨)，分别占全球待发现石油总量的 13%、天然气总量的 30%、天然气液总量的 20%。北极

地区待发现油气资源主要集中在俄罗斯的南喀拉海–亚马尔盆地、美国的阿拉斯加北坡盆地、挪威和俄

罗斯的东巴伦支海盆地和丹麦的东格陵兰裂谷盆地。 

1.2. 国内外北极开发研究状况 

全球国家在制定北极战略方面均给予北极前所未有的重视，力图在这场事关国家未来命运的战略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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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中抢占先机。在针对各国北极战略中，可根据国家实力、国家关注度、国家先天条件与后天优势等因

素划分为三个等级的战略分层。 
第一层级国家：第一梯队的国家中以美俄为主要领头国家，其在经济实力、科研基础等众多方面都

相对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在三国的背景战略当中，均针对主权、国土安全、资源利用、航道规划、环境

维护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制定了详细的政策，并都专门成立了北极问题研究委员会，为其战略的实施提

供有力支撑。而俄美两个国家还很重视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安全问题，在此方面，两过也提出了相应的出

台政策，保证军事安全。 
第二层国家：相比俄加美而言，北欧五国的突出优势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但他们普遍实力较

弱、潜力不足，被外界关注程度低，但这不会阻挡其参与北极事务的决心与热情。北欧五国在北极事务

中同样保持着极高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北欧五国制定的北极政策，主要目标集中在北极地区资源开发、

环境保护以及北极治理等方面，对主权问题的争议不如俄加美明显。 
第三层面：2013 年 5 月，北极理事会第八次部长会议批准包括中日韩在内的 6 个非北极国家成为该

理事会正式观察员，这给了中日韩三国提出自己开发北极战略计划的权利。中日韩作为北极利益攸关国，

其身份的共同性使得三国有着相似的北极利益诉求，而该诉求又使得中日韩三国政府在制定北极政策时

体现出共性[2]。中日韩北极政策都集中关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科学考察、航道利用以及资源开发这

四个领域。 
从各国实施的北极战略总结出近年来的北极发展形势，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各国对北极战略地位

的意识大幅提升，均加大在该区的战略部署力度；国家之间合作意识和合作机制进一步加强；北极开发

利用能力成为北极博弈的关键。因此我国参与北极事务需要准确把握北极发展态势以及我国的身份定位，

进一步做好北极开发工作[3]。 

2. 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历史与现状 

从宏观的大政府层面上说，中国接触北极事务最早是在成为《斯瓦尔巴德条约》协约国之后。该条

约承认挪威对斯瓦尔巴德群岛“具有充分和完全的主权”[4]。直到 1951 年出现第一个进入北极地区的中

国科技工作者——武汉测绘学院 36 岁的高时浏到达地球北磁极从事地磁测量工作，由此开启了中国在北

极地区的探测事业。 
中国作为近北极国家，近年来一直在加强对北极事务的参与。首先，中国科学家积极在北极进行科

学考察。2004 年中国在位于北纬 78˚55′、东经 11˚56′的挪威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新奥尔松(Ny-Alesund)
成立北极黄河站；该站是中国继南极长城站、中山站两站后的第 3 座极地科考站，中国也因此成为第 8
个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建立北极科考站的国家。此外，中国也主动参与北极治理进程[5]。 

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参与北极事务的能力。这种强化同以下主客体两个方面的变化密切相

关。随着气候变化导致的北极地区自然环境变化，北极地区社会环境也在发生变化，而这与全球政治的

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作为全球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极地社会环境的变化，乃是全球社会环境变化在极

地地区的反映；其基本根源乃是国际政治已经或正在从国家间政治向全球政治演进。由此，极地国际政

治的参与者呈现出不限于主权国家的多层次、多主体特点，且所涉领域得到拓宽[6]。 
“冰上丝绸之路”的开启，给中国的北极参与也带来了挑战和机遇。首先在挑战方面，是中国在对

北极地区的研究与开发，相对时间较短，且技术尚未成熟。中国极地研究中心(Polar Research Institute)与
冰岛研究中心(Icelandic Centre for Research)在 2012 年签署的备忘录被指最终促成了中国–冰岛联合声明，

而这一声明中正好就包含了冰岛支持中国获得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候选人的条款。由此，中国才正式开始

对北极地区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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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面提到的技术方面挑战外，中国推出北极白皮书也给中国与中国有相似利益诉求与目标的国

家提供合作的前提。在近北极国家中，中日韩三个国家都是东北亚地区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且同为北

极理事会(Arctic Council)正式观察员国，对北极的开发利用有着强烈的兴趣以及相似的利益诉求。因此，

三国如果可以合作参与“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不仅能对北极航道开发出谋献策，还能增强三国在北极地

区的话语权和参与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再比如中俄两国作为邻近国家，都对北极有着极大的参与

度，双方都是世界大国，有着深远的研究历史与基础，若双方就此展开一系列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

的原则和路径选择等，则对于双方在北极地区进一步深入研究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其中，就拿中日韩三国在北极地区可实现的合作为例。首先，三国在北极地区有着相似的利益诉求。

就能源以及对外贸易方面而言，北方航道是连接欧亚大陆的一条捷径。中日韩三国都是出口贸易大国和

能源进口大国。就贸易方面而言，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 2021 年的统计，中日韩三国分别是世界第一、

第五和第七大商品出口国。2019 年，中国的贸易额占 GDP 的比例为 36%，日本为 37%，而韩国则高达

77%，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和能源进口，而海运对于贸易和能源运输至关重要。与

苏伊士运河或巴拿马运河相比，北方航道可节省近一半的航程。同时，船舶沿北方航道航行还可避免海

盗侵扰以及因政治局势动荡而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北极地区蕴藏的巨大资源对同为能源进口大国的

中日韩亦有重大战略价值。同时，中日韩三国在北极航道事务上有着较强的互补性，可携手开拓广阔的

世界市场。 
就北极环境议题而言，中国参与北极环境治理战略，需要着眼北极环境变化对全球的影响、对北极

地区的影响和对中国自身的影响等多层次进行通盘考虑。 

3. 未来中国深度参与北极事务的意义与路径选择 

3.1. 中国在北极事务方面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 

中国在北极事务方面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地理位置在东亚地区，虽然不是北极圈国家，但在

现代北极的未来涉及到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那也自然与中国紧密相连。中国在地缘上是陆上最接近北

极圈的国家之一，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公约的缔约国，也是北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利

用、国际北极科研科考的重要力量和北极事务治理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中国对参与北极地区的气候环境

治理，以及促进合理开发利用北极资源负有重要责任[7]。通过积极参与北极治理，不断丰富自身所享有

的权益内容，能够拓宽在北极地区的现实活动空间，促进各国依法合理利用北极资源。 

3.2. 中国肩负大国责任，肩负着共同维护北极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使命 

北极问题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北极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变化与中国的总体国

家安全密切相关。中国是北极利益攸关方和北极事务的参与者，是北极开发时代的合法参与者，也是北

极和平与发展的积极贡献者，在促进北极和平与稳定方面有着重要使命和国际责任。这既是回应国际社

会的需要，也是中国深度参与北极相关事务的必然要求。 

3.3. 中国能够对打造北极治理规则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北极和平与安全的维护者，中国始终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开展涉及北极事务和开展双边或多边

外交，能够在不断完善涉及北极事务的国内法律规则的同时，积极贡献自身力量和建设性治理方案。通

过不断提升北极治理制度的供给能力，中国能够对制定和修改北极国际规则和北极治理机制，提升北极

治理话语权，进而保障国家利益的实现，推进各利益攸关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打造“北极命运共

同体”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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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路径选择之：努力推动“北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中国在北极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科研、环境等利益，而要实现在北极的国家利益，就要寻求参

与北极治理的理据和合法性，通过机制对北极事务和活动进行规范和管理。为此，应认真执行《中国的

北极政策》的相关要求，坚持现有国际法框架，通过多边和双边机制，在北极积极推动公正合理的治理

体系的构建。与此同时，要不断增强参与北极事务的能力，积极提供北极公共产品，切实维护中国和北

极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打造紧密的蓝色伙伴关系，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北极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积极打造“北极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的期盼和责任。为此，应践正确的义利观，推

动将“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处理北极事务的重要依据，积极促进国际社会共同打造北极命运共同体。 
2) 中国路径选择之：积极为北极治理提供必要的制度供给 
北极治理不仅要强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海事组织、北极理事会、巴伦支海–欧洲北极理事会

等相关组织的作用，而且还要不断完善治理制度体系。目前北极地区多为区域性和软法性质的管理制度，

制度供给尚有不足，这与北极治理的全球性要求不相符[8]。因而，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优

化参与北极治理的制度供给方式，为北极协同治理提供建设性的制度供给，构建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国

际责任话语体系。为此，国际社会要不断增强命运共同体认同，打造统一多边的北极治理机制。各相关

方要积极承担北极事务治理的权利义务，不仅要承认北极周边国家的合法权益，而且还要维护现行北极

国际治理体系，促进建立和完善更加开放、包容、高效的北极治理机制，以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9]。 

4. 结语 

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关乎北极周边国家乃至全球的共同利益。中国肩负着共同维护北

极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使命，能够对打造北极治理规则发挥积极作用[10]。中国应秉持相互尊重、协同合作、

实现共赢、促进北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努力推动“北极命运共同体”

的发展建设，积极为北极治理提供必要的制度供给，促进国际社会协同共建共生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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