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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北极地区的战略利益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远胜于

其他北极国家ꎮ 俄罗斯在融入西方的长期努力遭到失败而开启“转向东方”
战略的同时ꎬ北极能源资源和航道所具有的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力日益凸

显ꎮ 俄罗斯顺势利导加快调整北极开发战略ꎬ集中出台了一系列新版北极政

策文件ꎬ将北极开发由地区性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方向ꎮ 由

于受到地理环境、国内改革动力、地缘政治风险以及乌克兰危机升级引发的北

极治理震荡等重大影响ꎬ新版北极政策实施面临长期的挑战ꎮ 考虑到中俄两国

关系以及在北极利益上的互补性ꎬ双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为俄罗斯北极开发

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ꎮ
【关 键 词】 　 俄罗斯　 新版北极政策　 北极开发　 “转向东方”
【基金项目】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南北极环境综合考察评估与

管理项目“大国博弈背景下的我国南北极空间治理关键问题研究” (项目编

号:Ｃ３２２０ＪＤ０１)ꎮ
【作者简介】 　 张祥国ꎬ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副研究员ꎻ李学峰ꎬ国家海洋技

术中心副研究员ꎻ滕欣ꎬ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研究员ꎮ

全球气候变暖正在加快重塑北极的自然属性与地缘环境ꎮ 随着北极治理

逐步走向深入ꎬ北极地缘经济联系日趋紧密ꎬ北极地缘竞争大幅升温ꎬ俄罗斯开

始将更多目光投向北极ꎮ ２０２０ 年前后ꎬ俄罗斯集中出台«２０３５ 年前北方海航道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以下简称«２０３５ 年北方海航道规划»)①、«２０３５ 年前俄罗

—９５—

① План развити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до ２０３５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ｄｏｃｓ / ３８７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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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联邦北极地区国家基本政策»(以下简称«２０３５ 年北极政策»)①、«２０３５ 年

前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发展和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以下简称«２０３５ 年北极

战略»)②等一系列新版北极政策文件ꎬ从国家战略层面重构了俄罗斯北极领

土的发展蓝图ꎮ 本文尝试从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实施的脉络出发ꎬ梳理和

分析俄罗斯新版北极政策出台的动因、主要目标及其面临的挑战ꎬ为未来中

俄北极关系发展提供参考ꎮ

一　 俄罗斯新版北极政策出台的动因与考量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苏联解体以来ꎬ美欧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对俄罗斯国

内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ꎮ 在初期全面倒向西方的尝试遭遇失败后ꎬ俄罗斯

开始“转向东方”ꎬ在此过程中加快经略远东和北极领土成为该战略的重要

内容ꎮ
(一)“转向东方”战略为俄北极政策提供了决策基础

俄罗斯独立初期ꎬ经济社会发展一度陷入停滞、动荡甚至崩溃的边缘ꎬ国
力急剧衰退ꎬ加之北约和欧盟持续向东扩张使得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严重受

压ꎬ在 ２０００ 年普京总统开始执政时ꎬ俄罗斯国内国际环境都处于非常困难的

时期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随着亚太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ꎬ其地缘影响力与日俱

增ꎬ俄罗斯开始将更多视线投向东方ꎬ积极发展与亚太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ꎮ
而远东地区以其突出的地理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俄罗斯融入亚太经济

圈、发挥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平台ꎮ ２０１２ 年普京总统称ꎬ“俄罗斯全面走向亚

太地区ꎬ是确保远东和北方地区高速发展、赢得国家辉煌的最重要砝码”③ꎮ
不过ꎬ２０１３ 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优先关注与独联体国家、欧盟和美

国等发展关系ꎬ亚洲国家则排在上述国家之后④ꎮ 此时ꎬ“转向东方”政策更

—０６—

①

②

③

④

Осно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Арктике 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３５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ｖｏ ｇｏｖ ｒｕ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Ｔｅｘｔ / ０００１２０２００３０５００１９

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３５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ｖｏ ｇｏｖ ｒｕ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Ｔｅｘｔ / ０００１２０２０１０２６００３３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ꎬＡｎ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ｇｅｎｄａꎬ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Ｓｅｐ ６ꎬ
２０１２

«俄罗斯“新外交政策” 构想出台»ꎬ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３ / ０２２１ /
ｃ５７５０７ － ２０５５９８５８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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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关注能源外交ꎬ以便“搭上亚洲繁荣的顺风车”ꎬ而没有被纳入国家战略规

划之中ꎬ且其实施也并不紧迫①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引发的欧美制裁造成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持续恶化ꎬ国

内经济状况面临巨大困难ꎮ 为了对冲西方制裁压力ꎬ国内政界、学术界和民

众开始更多地认为ꎬ俄罗斯的发展不能只靠西方ꎬ外交战略东进是必然的选

择ꎬ继续寻求与西方合作是软弱的象征②ꎬ利用好亚洲新机遇应成为俄对外

关系的重要方向③ꎮ 以 ２０１４ 年出台的«２０２５ 年前远东联邦区社会经济发展

国家规划»为标志ꎬ俄罗斯全面加快了远东地区的开发步伐ꎮ 一方面ꎬ深入改

革和创新远东地区的投资制度、移民政策和发展机构ꎬ包括远东发展基金

(２０１１ 年)、«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超前发展区法»(２０１４ 年)、«符拉迪沃斯托

克自由港法»(２０１５ 年)、“远东一公顷”法案(２０１５ 年)、联邦政府远东发展部

(２０１２ 年)、远东发展集团(２０１５ 年)、远东人力资源发展局(２０１５ 年)、远东吸

引投资和出口支持局(２０１５ 年)等ꎬ形成了涉及投资、税收、社会保险、自由关

税、出口退税、行政审批服务、预算资金支持、出口引导、融资、人力资源引进、
移民和就业等全方位的特殊优惠政策与制度保障ꎬ构建起一个超级发展机

制ꎮ 另一方面ꎬ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地缘经济联系ꎬ欧亚经济联盟及其与“一带

一路”对接④、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⑤、“大欧亚伙伴关系”倡

议⑥等在俄罗斯外交框架中愈发重要ꎮ 俄罗斯经济外交全面发力ꎬ与中国达

成包括东线天然气供应、高铁、高科技园区、货币互换等 ３８ 项重大合作清单

—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ｈａｖｎａ ＤａｖｅꎬＲｕｓｓｉａ'ｓ Ａｓｉａ Ｐｉｖｏｔ: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ａｒ Ｅａｓｔꎬ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ꎬＲＳＩ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Ｍａｙ １７ꎬ２０１６ꎬｐ ３

Ｒｕｓｓｉａ ' ｓ 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ＢｌａｋｋｉｓｒｕｄꎬＨｅｌｇｅꎬＥｌａｎａ Ｗｉｌｓｏｎ Ｒｏｗｅꎬｅｄ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２０１７ ｐ １６７

[俄]季莫菲博尔达切夫ꎬ齐晓彤译:«俄罗斯“转向东方”的现实考量»ꎬ«中国

投资»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９ 期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

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０９ / ｃ＿１２７７８０８６６ ｈｔｍ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９ － ０６ / ０６ / ｃ＿１１２４５８８５０１ ｈｔｍ
“大欧亚”是一个总体概念ꎮ 从俄罗斯方面看ꎬ它是一个基于地理和政治概念的

战略倡议或者构想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ꎬ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提出“大欧亚伙

伴关系”ꎮ 参见:В В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ＸＸ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５２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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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ꎬ续签«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４ 年)»①ꎬ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ꎬ与印度加强“特殊和特权战略伙伴关系”②ꎬ主导

欧亚经济联盟分别与越南(２０１５ 年)和新加坡(２０１９ 年)签订自贸区协定③ꎬ
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２０１６ 年)ꎬ与东盟签署«欧亚经济联盟与东盟合作计

划»(２０１９ 年)ꎬ与韩国“新北方政策”对接④ꎬ举办“东方经济论坛”(２０１５ 年)
等ꎬ不断扩大远东对外开放的力度ꎬ推动“转向东方”战略不断走向深入ꎮ

从“转向东方”战略实施效果来看ꎬ一方面ꎬ让俄罗斯看到了与亚太国家

合作创造的巨大红利ꎬ俄亚之间与俄欧之间的经贸规模差距缩减ꎬ２０１９ 年ꎬ俄
与亚洲的贸易总额为 ２ ６２１ 亿美元ꎬ而与欧洲贸易总额为 ３ ３２７ 亿美元⑤ꎻ另
一方面ꎬ让俄罗斯看到了拓展区域合作的巨大空间ꎮ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正式启动⑥ꎬ域内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也逐渐达成共

识并加速落地ꎬ这对俄罗斯发展远东地区无疑是重大利好ꎬ极大地扩展了俄

方的经济利益范围ꎮ 总体上ꎬ俄罗斯实施“转向东方”战略对远东地区的发展

支持实际上已经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和国家重大经济利益特征ꎬ反映俄罗斯

积极介入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发展互利合作关系的强烈愿望ꎮ
(二)新版北极政策为深化“转向东方”战略提供了重要发展空间

俄罗斯的北极领土从西部的俄罗斯与挪威边界向东延伸到白令海峡ꎬ拥
有广阔的北冰洋海岸线ꎬ形成了一个既具有巨大经济机会又具有较大地缘战

略脆弱性的海洋空间ꎮ 早在苏联时期ꎬ北极领土的定位更多是作为原材料供

应地和军事前哨基地ꎮ 俄罗斯独立初期ꎬ随着“冷战”结束ꎬ俄罗斯经济社会

发展陷入震荡衰退ꎬ无力支撑北极地区发展的资源投入和财政支持ꎬ导致北

极开发处于停滞状态ꎮ 对北极开发的再重视起因于远东开发实践向北极领

—２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俄签 ３８ 项“大单” 　 西线天然气磋商或 １１ 月达成»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２０１４１０１４ / ｎ４０５０８３４１３ ｓｈｔｍｌ

杜志远:«印俄加速建设“特殊和特权战略伙伴关系”»ꎬ«联合早报»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８ 日ꎮ

«普京签署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自贸协定»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ｇｊ /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０２ / ７８５５５８２ ｓｈｔｍｌꎻ «最高欧亚经济理事会与新加坡签自贸协定»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ｍ / ｇｊ /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０２ / ８９７０４５３ ｓｈｔｍｌ

郭锐、孙天宇:«韩国“新北方政策”下的北极战略:进程与限度»ꎬ«国际关系研

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ꎮ
冯绍雷:«普京执政 ２０ 年与俄罗斯对外战略新动向»ꎬ«当代世界»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ꎮ
«全球最大自贸区启航:ＲＣＥＰ 将如何提升中国开放水平?»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ｃｊ /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０１ / ９６４２３５６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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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拓展ꎬ以及同期北极地区地缘政治经历的最为深刻的历史性变化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北极气候变暖、适航海域持续扩展和经济全球化正在相向

而行ꎬ北极开发与治理进入新的演进阶段ꎬ其中ꎬ北极航道商业通航成为北极

地缘经济环境最为重大的变迁ꎮ 积极争取北极利益成为北极国家和“近北极

国家”的重要战略诉求ꎮ 北极国家对北极地缘竞争的认知也发生了重大转

变ꎮ 其中ꎬ美国新的北极战略更为强调安全属性ꎬ美国国防部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发布的新版北极战略明确强调ꎬ建立基于规则的北极秩序①ꎬ保持军事力量

的前沿部署ꎮ 加拿大在新北极政策文件«加拿大北极与北方政策框架»中也

明确要加强加拿大的北极地位②ꎬ同时提高对北极领地的监视能力ꎮ 挪威在

２０２０ 年就高纬度北部地区发布新白皮书ꎬ强调安全问题与区域发展并重ꎬ且
积极邀请美国等盟国力量来参与挪威北部地区的海洋治理③ꎮ 丹麦«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外交与安全政策战略»提出ꎬ推进北欧国家北极安全形势论坛机制建

设ꎬ以及加强与美国的合作④ꎮ 瑞典基于新的北极地缘政治现实ꎬ正在将维

护其北极利益的重要性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⑤ꎮ 芬兰在参与北欧五国防务

合作机制的基础上ꎬ以增强型合作伙伴国身份来加强与美国、北约的防御合

作ꎮ 北约也在采取“抵近钳制”行动来密切监视俄罗斯的北极活动⑥ꎮ
在此情况下ꎬ北极地区已由地区性议题上升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一

个重要独立方向ꎮ 俄罗斯集中出台«２０３５ 年北方海航道规划»«２０３５ 年北极

政策»«２０３５ 年北极战略»«北极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综合计划»⑦«北极地区发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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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 / / ｍｅｄｉａ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２０１９ / Ｊｕｎ / ０６ / ２００２１４１６５７ / － １ / － １ / １ / ２０１９ － ＤＯＤ － ＡＲＣＴＩＣ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ＤＦ

周超:«加拿大颁布新北极政策»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ｍｄｉｓ ｏｒｇ ｃｎ / ｃ /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２０ /
６８９２４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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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凯、张现栋:«两难困境下的丹麦北极战略及其走向»ꎬ«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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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洋:«威慑与防御:北约对俄罗斯“抵近钳制”的北极拐点»ꎬ«和平与发展»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ꎮ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утвердил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программу развития Арктик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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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战略行动计划»①等新版北极政策文件ꎬ赋予北极领土新的职能和定位的

根本原因在于ꎬ北极领土开发与俄罗斯能源战略、远东发展战略、经济创新发

展战略乃至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在关联性极强ꎬ关系到俄罗斯国家的复兴和作

为全球大国地位的连续性ꎬ凝聚着俄罗斯国家的核心利益ꎮ 正如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普京总统所称ꎬ“在未来的几十年ꎬ俄罗斯将扎根北极和北方领土ꎬ这事关

俄罗斯的未来”②ꎮ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一再拓展、开发政策不断推陈出新的情况下ꎬ毗

邻远东且拥有雄厚工业基础的北极地区再开发顺势成为俄罗斯国家发展战

略的必然选择ꎮ

二　 俄罗斯新版北极政策的主要目标

从俄罗斯新版北极政策的目标看ꎬ其已远远超出经济范畴ꎬ被视作未来

１５ 年乃至更长时期内俄罗斯统筹北极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以及保障国家安全在内的全方位纲领性文件ꎬ其主要目标体现在以

下六个方面ꎮ
(一)深入推动北极资源开发转型

俄罗斯«２０３５ 年北极政策»强调ꎬ北极地区是保障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

战略资源基地ꎮ 其中ꎬ创新资源开发方式、推动北极经济多元化正在成为俄

罗斯北极开发的新特点ꎮ
首先ꎬ重点开发对象由油气资源扩展到煤炭、稀有金属、建筑材料、森林

资源和生物资源等ꎮ 油气资源不再局限于北极大陆架ꎬ主要区域转到包括亚

马尔半岛在内的陆地区域ꎬ并且优先开发液化天然气(ＬＮＧ)ꎬ明确制定 ２０２４
年达到 ４ ３００ 万吨、２０３０ 年达到 ６ ４００ 万吨、２０３５ 年达到 ９ １００ 万吨的具体目

标ꎮ ２０２０ 年ꎬ俄罗斯石油公司(Ｒｏｓｎｅｆｔ)启动了位于泰梅尔半岛的东方石油

(Ｖｏｓｔｏｋ Ｏｉｌ)项目ꎬ该项目资源基地石油储量高达 ６０ 亿吨ꎬ成为北极地区的

发展重点③ꎮ 为此ꎬ该公司正在喀拉海上建造一个新的北极海港布赫塔塞维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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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утвердило план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реализации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ы и Основ госполитики в Арктике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４２０００ /

«普京:未来几十年ꎬ俄罗斯将扎根北极和北方领土»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２０＿１２＿０５＿５７３６２０ ｓｈｔｍｌ

袁媛:«“东方石油”项目将成为俄罗斯经济的驱动力»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４５３８９３３１１＿６９４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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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港(Ｂｕｋｈｔａ Ｓｅｖｅｒ)ꎬ以承担在北极水域的石油运输任务①ꎮ
其次ꎬ构建以碳氢生产为主的一系列资源能源战略基地ꎮ 新版北极战略

详细规划了科拉半岛矿产资源基地、科米共和国煤炭原料深加工化工综合体

和采矿冶金综合体、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西泰梅尔煤矿群、楚科奇自治

区白令煤矿原料中心和拜姆金属矿产中心、新地群岛铅锌矿产资源中心等一

系列大型基地建设项目ꎬ发展新型现代化工业生产企业ꎮ
最后ꎬ加快研究用于北极开发的新技术ꎮ 新版北极政策强调ꎬ加快研究

北极油气开发技术和相关工业产品技术ꎬ对现有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和矿产原

料中心进行现代化升级改造ꎬ通过落实北极大型投资项目来牵引和驱动科学

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ꎮ
(二)组建以北方海航道为基础的国家运输干线

新版北极政策从全球视野出发ꎬ将海上交通纳入国家统一运输体系框架

内ꎬ以北方海航道为基础在亚欧大陆之间建设具有竞争力的国家运输干线ꎬ
并制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ꎬ提出 ２０２４ 年、２０３０ 年和 ２０３５ 年三个时间节点的

三阶段发展任务和运量指标ꎬ以最终实现北方海航道全年全段常态化通航、
建成用于转运国际集装箱货物的枢纽港口和亚欧重要海上贸易通道的目标ꎮ
为此ꎬ俄罗斯详细提出了下列任务ꎬ包括完善港口吞吐量、导航、气象监测等

沿岸公用设施ꎬ建立由“领袖”级核动力破冰船组成的船队ꎬ打造俄北极航道

集装箱运营商ꎬ在堪察加州和摩尔曼斯克州建立航道末端转运港口ꎬ对极地

港口进行现代化改造ꎬ探讨将河流与海洋运输相结合等ꎮ
普京在 ２０２１ 年“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上表示:“北极是亚欧航运的未

来ꎬ计划在 ２０２２ 年开通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经北方海航道到圣彼得堡的首批

北极定期集装箱航线ꎮ”②这预示着该项目的启动为建立连接欧亚的全球性

过境航线迈出重要一步ꎮ
(三)努力缩小和平衡俄西部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２０３５ 年北极政策»新增了保障北极居民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和福利、保
护北极原住民的传统经济活动与生活方式的内容ꎬ将北极地区人口增长、失
业率、新增就业岗位和平均薪酬作为绩效指标ꎬ这进一步增强了开发北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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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普惠和外溢效应ꎮ 普京总统强调ꎬ北极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应不低于国

家平均水平ꎬ同时要充分照顾北极原住民的特殊需求①ꎮ «２０３５ 年北极战略»
细化了摩尔曼斯克州、涅涅茨自治区、楚科奇自治区、亚马尔 － 涅涅茨自治

区、卡累利阿共和国、科米共和国、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州、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等地的主要发展方向ꎬ加快改变各地区在项目数量、产
业多样化、发展速度、经济活跃度和经济总量等方面“西重东轻”的不均衡发

展状态ꎮ
在体制和机制创新方面ꎬ俄罗斯实施了以下几项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效ꎮ

一是以«２０２５ 年前俄罗斯联邦空间发展战略»(２０１９ 年)②和«２０２４ 年前远东

发展国家纲要及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２０２０ 年)为标志③ꎬ将远东地区和北极领

土共同定位为地缘战略区并纳入统一发展框架ꎬ实施远东和北极联动发展政

策ꎮ 同时ꎬ«２０３５ 年北极战略»规划了三个阶段发展设想并制定了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的 １４ 项标准ꎮ 二是将俄远东发展部更名为远东和北极发展部ꎬ职
能范围在原有基础上扩展到北极地区ꎬ在远东地区业已实施的“一区一港”机
制和各项特殊优惠政策全盘移植到北极领土ꎬ并在投融资、移民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经济开放等领域加大政策力度ꎮ 同时ꎬ将远东和北极发展基金、远东

和北极人力资源发展局、远东吸引投资和支持出口署、远东和北极发展集团

联合打造成为一个拥有超级发展机制的统一集团④ꎬ以更好地推动远东与北

极领土的联动发展ꎮ 三是积极构建包括吸引外资、开发北极大陆架项目等措

施在内的北极优惠机制⑤ꎬ包括将“俄罗斯北极发展支撑区”作为北极地区综

合开发的新平台和实施北极战略的关键区⑥ꎬ同时ꎬ设立联邦北极发展支撑

区规划办公室来保障经济项目在规划设计、目标制定、资金预算及实施等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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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 Совете Федерации обсудили Стратегию развития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ы Росс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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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过程中协调支撑区的管理和运行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出台«俄罗斯联邦支持北

极地区企业活动优惠法»ꎬ规划将北极地区打造成为享有统一优惠政策的特

别经济区①ꎮ
(四)巩固北部边界安全ꎬ确保主权和领土完整

当前北极气候变暖不断加剧ꎬ意味着俄罗斯安全长期依赖的北方屏障存

在出现漏洞的可能性ꎮ 为此ꎬ加快完成对北极地区的地理勘探、获取关于北

冰洋海底部分区域是俄罗斯大陆架自然延伸的足够证据、推进北极边界的划

定是俄北极战略的重要内容ꎮ
同时ꎬ«２０３５ 年北极政策»明确指出了俄罗斯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

挑战ꎬ包括:一些国家试图单方面修改有关北极国际公约ꎬ北极海上划界的国

际法不完善ꎬ有关方面干扰甚至阻止俄在北极的合法经济活动ꎬ有关国家在

北极加强军事力量导致北极冲突的危险加剧ꎬ歪曲和抹黑俄罗斯的北极行动

和活动ꎮ 该文件两次提到北极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ꎮ 为巩固

和保障国家北部边界安全ꎬ俄罗斯正加快打造防空网、更新核潜艇、列装高超

音速导弹、添置军用破冰船等北极军事化建设ꎬ旨在保持绝对优势的战略

威慑ꎮ
(五)保持北极地区作为和平与国际合作的区域

«２０３５ 年北极战略»提出ꎬ俄罗斯将在国际法以及包括北极理事会、“北
极五国论坛”、巴伦支海欧洲北极理事会在内的区域合作机制框架内ꎬ与北极

国家在经济开发、科技、文化、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开展互利合作ꎬ并
就北冰洋外大陆架问题保持互动ꎮ 俄强调要支持北极理事会在涉及北极的

国际活动中发挥作用ꎬ协助北极国家建立统一区域搜救体系的努力ꎬ以及通

过互利合作在北极工业、交通运输、能源等项目中提升环境保护标准来推动

应对气候变化的进步ꎮ
«２０３５ 年北极战略»强调ꎬ俄罗斯在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３ 年担任北极理事会主席

期间应开展有效的工作ꎬ以确保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原住民文化遗产等

项目的进行ꎮ 同时ꎬ俄罗斯还担任北极经济理事会和北极海岸警卫队论坛的

主席国ꎬ前者旨在促进北极商业投资活动和稳定经济发展ꎬ后者旨在促进 ８
个北极国家海岸警卫队的协调与合作ꎮ 俄罗斯利用主席国身份支持这些北

极国际组织的活动ꎬ努力提升自己的软实力和国家形象ꎮ

—７６—

① 杨莉:«俄罗斯北极地区发展政策绵密出台»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８７２８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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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视应对气候变暖带来的自然风险和威胁

«２０３５ 年北极战略»高度关注北极气候变暖ꎬ不再局限于气候变化对生

态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ꎬ将之提升为俄罗斯北极地区发展和国家安全面

临的首要风险和威胁ꎬ指出气候变化在带来新发展机遇的同时ꎬ也可能给俄

罗斯乃至世界的经济和安全带来风险ꎬ并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应对举措ꎬ包
括完善适应北极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ꎬ研发有关工程技术解决方案以消除对

陆地环境和公众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ꎬ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运转ꎮ 同时也提

出建立预防和消除紧急情况的相关任务ꎮ
总体上ꎬ从俄罗斯新版北极政策文件可以看出ꎬ俄罗斯对北极地区面临

的威胁以及开发的利益认知更加清晰ꎬ对北极地区开发持更加开放的态度ꎬ
无论是资源勘探还是投资参与ꎬ其合作伙伴选择已从北极国家扩展到全球合

作伙伴ꎮ

三　 俄罗斯新版北极政策面临的重大挑战

由于北极自然生态的特殊性以及北极问题的复杂性ꎬ俄罗斯新版北极政

策的实施也面临着包括自然地理条件、国内经济社会基础、北极地缘政治风

险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ꎮ
(一)俄罗斯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性

俄罗斯的海洋地理条件存在天然局限性ꎬ大部分地区气候寒冷ꎬ缺少

温暖港湾ꎬ海岸利用性较差ꎬ东西部和北部地区相互之间的地理联系性不

强ꎬ寒冷的北冰洋和太平洋大部分海岸不具有常年不冻港ꎬ而温暖的波罗

的海和黑海方向的出海通道受到外部力量的严重制约ꎮ 时至今日ꎬ外有北

约东扩ꎬ内陷经济困境ꎬ造成俄罗斯海上活动空间变小ꎬ海上行动能力急剧

降低ꎬ俄罗斯海权境况较以往更为不利ꎮ 虽然北极航道成为俄罗斯改善海

权、走出战略困境的重要突破口ꎬ但限于当前的北极环境、技术要求和成本

等ꎬ短时期内北方海航道实现规模化商用还不现实ꎬ不能缓解俄紧迫的海

权窘境ꎮ
(二)俄国内经济社会条件改善缓慢

２０００ 年普京总统执政以来ꎬ采取有力的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政策ꎬ在早

期经济保持较高增长之后ꎬ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和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引发

的欧美制裁等对其经济造成严重冲击ꎬ经济增长速度变慢ꎬ有些年份甚至还

出现负增长ꎮ 俄罗斯 ＧＤＰ 已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２ ２９ 万亿美元降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１ ６９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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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美元①ꎮ 俄罗斯以化石燃料为主的产业结构也没有明显改善ꎬ主导产业

主要为石化、天然气、冶金、军工等重工业ꎻ在其出口产品中ꎬ能源燃料占

６３ ８％ 、矿产品和金属占 ５ ５％ 、工业制成品仅占 ２０ ６％ ②ꎬ而且产业发展形

成了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ꎮ 这阻碍了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的进度ꎮ 但是ꎬ
俄罗斯将能源和矿石等大宗原材料出口作为其外交的重要工具ꎬ加之可获取

高额的利润ꎬ俄罗斯并不急于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ꎮ 俄罗斯人力资源

市场前景也面临人口结构变化和高端人才供给不足的压力ꎮ 根据欧洲议会

智库有关研究ꎬ俄罗斯劳动力总量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９ ０００ 万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８ ３００
万左右ꎬ劳动力规模减少了近 １ ０００ 万且面临明显的结构性矛盾ꎬ尤其是高素

质劳动力的培养面临巨大挑战③ꎮ 另外ꎬ自 ２０２０ 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俄

罗斯经济造成重大损失ꎬ实体经济和金融业呈现直线下滑态势④ꎮ
从现实情况来看ꎬ北极开发主要依靠联邦政府的推动ꎬ地方政府与民间

力量参与不充分ꎮ 政府是否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改革动力改变资源依赖型

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未知数ꎮ 与此同时ꎬ法律制度不完备、人力资源流失、政
府管理能效低下、投资环境不理想、腐败现象突出和社会治安问题等方面的

挑战仍然较大ꎬ也成为吸引投资的重大障碍⑤ꎮ 有些地方当局担心超前发展

区和自由港等制度对地方财政收入带来负面影响ꎬ变相取消一些政策优惠ꎮ
在外国移民、生态安全等方面旧式思维的回潮致使一些投资项目难以落实ꎮ
例如ꎬ«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边境地区开发规划»⑥和«２０３０ 年前犹太自治州

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等都专门阐述了来自中国的移民威胁、经济扩张、跨国犯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陆南泉:«普京执政二十年的俄罗斯经济»ꎬ«经济观察报»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ꎮ
俄联邦国家统计局ꎬｈｔｔｐｓ: / / ｇｋｓ ｒｕ / ｂｇｄ / ｒｅｇｌ / ｂ１９＿１１ / Ｍａｉｎ ｈｔｍ
«如何突破滞胀———俄罗斯七大经济挑战»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ｅｇＤａｔａ / ｅｔｕｄｅｓ / Ｉｄａｎ / ２０１８ / ６２５１３８ / ＥＰＲＳ＿ＩＤＡ(２０１８)６２５１３８＿ＥＮ ＰＤＦ
И Липсиц Этот кризис может оказаться тяжелееꎬчем в ９０ － е годы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ｉｚｖ ｒ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ｅｎｅｒａｌ / ０８ － ０４ － ２０２０ / ｉｇｏｒ － ｌｉｐｓｉｔｓ － ｅｔｏｔ － ｋｒｉｚｉｓ － ｍｏｚｈｅｔ － ｏｋａｚａｔｓｙａ －
ｔｙａｚｈｅｌｅｅ － ｃｈｅｍ － ｖ － ９０ － ｅ － ｇｏｄｙ

Ｐａｕｌ Ｓｔｒｏｎｓｋｉꎬ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ａｒ Ｅａｓｔꎬａｎｄ ｔｈｅＡｒｃｔｉｃꎬｈｔｔｐ: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ｏｒｇ /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２８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ａｎｄ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ｒｕｓｓｉａ － ａｎｄ － ｃｈｉｎａ － ｉｎ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ｆａｒ － ｅａｓｔ － ａｎｄ － ａｒｃｔｉｃ －
ｐｕｂ －７５６７３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 края "Развитие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 края до ２０２０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ｖｏ ｇｏｖ ｒｕ / Ｆｉｌｅ / ＧｅｔＦｉｌｅ / ２７００２０１６
０９２９０００２? ｔｙｐｅ ＝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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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以及领土威胁等风险①ꎮ
(三)北极海域与其他地缘政治板块的联动性日趋增强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开始的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成为引发北极治理发生震

荡、分化乃至变局的重大变量ꎮ 美西方对俄罗斯的战略施压和全面制裁已经

扩展到北极海域ꎬ坚持了 ２０ 多年的“北极例外论”终于破防ꎮ
首先ꎬ俄罗斯参与北极治理受到极大限制ꎮ 事实上ꎬ包括北极理事会、北

欧部长理事会、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以及面向欧盟的巴伦支海欧洲北极理事

会和“北方维度”等涉及俄罗斯领土的合作或与俄罗斯机构的合作都已被搁

置②ꎬ甚至不涉及俄罗斯政府的“北极科学峰会周”活动也受到了影响③ꎮ 北

极理事会作为当前北极治理中最为重要的区域性机制安排ꎬ成员国的权利和

基本决策规则是组建北极理事会的关键部分ꎮ 没有俄罗斯这一北极大国的

实质参与ꎬ北极治理将困难重重ꎮ
其次ꎬ俄罗斯开发北极的努力遭受重创ꎮ 来自欧美的英国石油公司、壳

牌公司、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
法国道达尔能源集团等大型石油公司与投资者纷纷退出或不再参与俄罗斯

包括北极领土在内的新项目④ꎮ 地中海、马士基、阳明、现代等航运公司也开

始暂停到俄罗斯的集装箱班轮服务⑤ꎬ通过北方海航道的国际货运量逐步走

低ꎮ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使西方与俄相关的北极开发合作和未来的能源贸易

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ꎬ这将大幅延缓北方海航道及其沿线地区的开发进程ꎮ
最后ꎬ俄罗斯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北极地缘政治环境ꎮ 在北极ꎬ由于俄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Еврейской автономной област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３０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ｐｒａｖｏ ｇｏｖ ｒｕ / ｐｒｏｘｙ / ｉｐｓ / ? ｄｏｃｂｏｄｙ ＝ ＆ｐｒｅｖＤｏｃ ＝ １０２１１５９２８
＆ｂａｃｋｌｉｎｋ ＝ １＆ｎｄ ＝ １８５１２２９３８＆ｒｄ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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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 ｒｕｓｓｉａ － ｂａｒｅｎｔｓ － ｅｕｒｏ － ａｒｃｔｉｃ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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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两国的北极战略目标存在着结构性矛盾ꎬ事实上已经形成以俄罗斯为一方

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约为另一方的对峙局面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ꎬ北约布鲁塞尔峰

会正式同意制定北约的北极战略来扩展影响力①ꎮ 而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发布的新

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直指美国和北约是主要的军事威胁②ꎮ 芬兰和瑞

典也紧紧抓住这一彻底摆脱俄罗斯影响的时机ꎬ通过加入北约来重塑自身的

长远战略安全③ꎬ这使得北约军力可以直抵俄罗斯北极领土边界ꎮ 俄罗斯西

北部边界的地缘环境即将发生重大历史性改变ꎮ

四　 俄罗斯新版北极政策的经济机会与中俄合作空间

从当今俄罗斯对外关系发展来看ꎬ俄罗斯正在摆脱与欧洲建立战略合作

伙伴的习惯性努力ꎬ从西方转向东方ꎬ面向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重新调整经

济方向ꎬ以扩展自身的战略空间ꎬ这为新版北极政策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机会ꎮ
(一)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为俄罗斯经济提供安全边际

世界百年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相互叠加ꎬ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影响ꎮ 全

球主要国家都在努力打造或重组自主可控、安全稳定的产业链条ꎬ为世界经

济“硬着陆”未雨绸缪ꎬ尤其是处于全球产业链条中高端位置的发达国家ꎬ开
始采取限制乃至“脱钩”政策加强自保ꎬ西方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削弱

了全球化进程ꎮ
在亚太地区ꎬ２０２２ 年 １ 月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ꎬ标

志着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取得重大成功ꎬ将亚太

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到新的高度ꎮ 更高标准和更高层级的经贸资源

整合将进一步加强东亚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驱动和引领作用ꎮ 尤其是中国

正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ꎬ其中ꎬ内
循环的经济驱动能力更加凸显ꎻ而亚太地区与中国日益紧密的经贸联系在一

定程度上更是成为中国内循环的延伸ꎮ 另外ꎬ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

要引擎ꎮ 总体上ꎬ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亚太地区发展格局的演进成为国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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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２１ 年北约峰会:不能再将北极作为次要问题»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ｏｌａｒｏｃｅａｎｐｏｒｔａｌ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７１１

«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为应对西方挑战指明道路»ꎬｈｔｔｐｓ: / / ３ｇ １６３
ｃｏｍ / ｄｙ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Ｃ５７ＧＯＶＧ０５３０Ｗ６ＤＱ ｈｔｍｌ

«芬兰瑞典正式递交加入北约申请»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１８ / ｃ＿
１１２８６６２５９３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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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演进的关键①ꎮ
对于俄罗斯来说ꎬ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ꎬ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经济安

全ꎮ 这也是俄罗斯力推在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以及与

东盟各国合作的框架内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整合欧亚大陆的“大欧亚伙伴

关系”的重要原因ꎮ 在与欧洲不断疏远的情况下ꎬ为改善当前的不利环境和

条件ꎬ加强与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联系成为俄罗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当务

之急ꎮ
(二)俄罗斯北极开发与亚太地区贸易互补性强

俄罗斯与亚太地区各国具有地缘便利性、资源禀赋和贸易互补性的合作

基础ꎬ具有开展经济合作的天然优势ꎮ 俄罗斯增加对亚太国家的能源出口有

利于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ꎬ使其能源价格保持相对稳定状态ꎬ从而保障经济

平稳运行ꎮ 亚太地区巨大的消费市场也需要长期稳定的能源供给ꎬ双方开展

能源合作互利共赢ꎬ前景广阔ꎮ 俄罗斯通过对远东和北极的产业经济链条进

行革新性重组参与亚太地区经济要素的流动ꎬ这对俄罗斯经济将起到至关重

要的提振作用ꎮ
新版北极政策重视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北极合作②ꎮ 其中ꎬ建立开放型合

作关系是北极开发的重点ꎮ 北极开发措施整体复制了远东模式ꎬ但相比远东

政策ꎬ新版北极政策提供了更大幅度的优惠ꎬ如设立免税区、将北极领土整体

纳入经济特区等ꎬ以优化营商环境ꎮ 另外ꎬ新版北极政策已成为国家发展战

略ꎬ得到普京总统的全面领导和强势推动ꎮ 这些都为俄罗斯北极开发和与亚

太国家合作创造了有利的宏观条件ꎮ
(三)新版北极政策下的中俄合作空间

中俄两国在地理位置上毗邻而居ꎬ俄罗斯是世界最大的北极国家ꎬ中国

是地缘上的“近北极国家”ꎮ 随着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入

发展ꎬ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③ꎬ两国在北极开发与治理方面存在着

利益诉求的一致性和互补性ꎮ
中俄在远东地区的合作已经取得了建设性成果ꎬ为北极开发提供了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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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高乔:«亚太经济一体化“牵引”作用显现»ꎬｈｔｔｐ: / / ｉｎｔｌ ｃｅ ｃｎ / ｓｊｊｊ / ｑｙ / ２０２２０５ / １２ /
ｔ２０２２０５１２＿３７５７３５６２ ｓｈｔｍｌ

«俄外交部称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的亚洲国家希望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进行合

作»ꎬｈｔｔｐｓ: / / ｔｖｚｖｅｚｄａ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２５２２７２４ － ｑＢ７８ｓ ｈｔｍｌ
«外交部: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　 没有禁区»ꎬ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１ / ０１１９ / ｃ１００２ － ３２００５２０９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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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经验ꎮ 早在 ２００９ 年ꎬ两国针对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毗邻地区同

步实施振兴战略的共识ꎬ共同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

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 年)»ꎬ并于 ２０１８ 年续

签«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４ 年)»ꎮ 在双边合作机

制方面ꎬ自 １９９６ 年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建立以来ꎬ已形成规格最高、组织

机构最全、涉及领域最广的会晤机制ꎬ其中ꎬ２０１６ 年建立的中国东北地区和俄

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成为第五个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ꎮ
２０１３ 年ꎬ中国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ꎬ同年俄罗斯通过«２０２５ 年前远东和贝

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ꎬ并专章论述与中国东北地区的优先合作①ꎮ
开发北极是全球未来的一个战略高地ꎮ 在俄罗斯东向北向联动发展的

战略布局下ꎬ俄罗斯新版北极政策的实施更是离不开中国的深入参与ꎮ 早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中俄两国元首就依托北极航道发展过境运输以共同打造“冰上

丝绸之路”的战略合作达成共识ꎮ 尽管深化与中国的关系并非俄罗斯新版北

极政策的重点目标ꎬ却是影响其前途的一个关键因素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普京总

统在圣彼得堡举办的“第五届国际北极论坛”上表示ꎬ“按照购买力平价来

说ꎬ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北极地区最大的经济体”ꎬ这充分显示俄罗斯把中

国等拉入“近北极国家”范畴的意图ꎮ 一方面ꎬ这有利于巩固俄罗斯在北极开

发的主导权ꎻ另一方面ꎬ俄罗斯需要把中国等亚太地区的新兴经济体吸引到

北极ꎬ希望凭借中国的资金、技术以及中国对欧洲方向的庞大贸易规模ꎬ彻底

打通北极东北航道并确保其稳定发展ꎮ 围绕北极开发的最为核心的两个方

面———自然资源战略基地建设和北方海航道开发ꎬ吸引中国、印度等亚太国

家建立互利互惠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ꎬ一直是俄罗斯不遗余力宣传推介国

际合作项目的重要目的ꎮ
当然ꎬ北极地区作为未来的新型海域ꎬ中国也有着切身的利益ꎮ 中国参

与北极开发的途径和方式主要有两个方面ꎮ 一是北极航运通道ꎮ 中国十分

重视北极航道在未来全球海上贸易运输中的潜力ꎮ 对中国而言ꎬ依托北极航

道建设“冰上丝绸之路”能够进一步拓展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北方沿海地区

的发展空间ꎬ推动中国北方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规划布局更新ꎮ 北极航道的开

辟有利于降低对传统航线的依赖性ꎬ对中国海上贸易安全意义重大ꎮ 另外ꎬ
“冰上丝绸之路”一旦实现贯通和常态化ꎬ将为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新路径和

—３７—

①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Байкаль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２５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ａｒａｎｔ ｒｕ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ｉｐｏ / ｐｒｉｍｅ / ｄｏｃ / ６６３２４６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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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地缘经济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框架基础ꎮ 二是能源安全保障ꎮ 中国对

油气资源有着巨大需求ꎬ是俄罗斯能源的重要出口市场ꎮ 中俄首个特大型能

源合作项目———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便是合作的典范ꎬ成为中俄共建“冰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当然ꎬ中国的北极合作面向北极国家以及“近
北极国家”等与北极利益相关的国家或组织ꎬ应该坚持发展导向和多方合作

共同开发ꎬ推动双边或多边的战略对接ꎬ沿着“冰上丝绸之路”ꎬ努力打造“北
极命运共同体”ꎮ

结论与展望

俄罗斯北极政策的构建和成型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ꎮ 在国家安

全层面ꎬ西方对俄地缘利益步步紧逼ꎬ使俄罗斯不得不放弃一贯奉行的融入

欧洲的政策ꎬ进而实施“转向东方”战略ꎬ将主要合作伙伴从西方转向东方ꎬ甚
至可以说转向中国ꎮ 在过去的 ２０ 年中ꎬ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经历了强

劲的经济发展ꎮ 俄罗斯面向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进行经济方向的重新调整ꎬ
有利于逐渐破解受西方制裁的困境ꎮ 对内ꎬ俄罗斯经济因愈加严重的制裁而

将发展空间顺势收缩转移到远东和北极领土等欧亚大陆北部ꎬ这是俄罗斯国

家安全战略纵深的底线ꎬ也是其未来谋求大国复兴、重塑欧亚大国和全球大

国地位的动力所在ꎮ
俄罗斯对北极领土和远东地区的开发进行联动布局ꎬ在于两地所具有的

自然资源优势ꎬ通过北极航道连通太平洋、北冰洋和大西洋的地理优势ꎬ以及

紧邻亚太巨大消费市场和产业集群等经济区位优势ꎬ使俄罗斯在融入亚太区

域经济合作的同时ꎬ既能够带动远东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繁荣ꎬ也能够巩固北

极利益ꎬ从而在东西方之间取得平衡ꎬ同时也为在长远战略上谋划国家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基础ꎮ
当然ꎬ如果俄罗斯不能积极有效、平衡有序、富有创造性地解决国内的沉

疴积弊ꎬ以及坚定不移地参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ꎬ考虑到北

极地区在攸关人类生产发展方面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和国际影响力ꎬ新版北极

政策一旦失败或实质性丧失发展功能ꎬ则将对俄罗斯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

产生不利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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