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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俄北极合作:
框架背景、利益、政策与机遇

李建民

【内容提要】 　 近年来ꎬ北极战略地位不断提升ꎬ北极开发利用成为各

方关注的焦点ꎮ 在北极开发开放性和国际化增强的背景下ꎬ加强与俄罗斯

的合作成为中国进一步参与北极事务的基本路径ꎮ 文章以对北极开发现状

作为中俄北极合作的框架背景ꎬ分别对两国的北极战略和政策、基本目标、
利益诉求和实施路径进行梳理ꎬ在此基础上对中俄北极合作的实践、存在问

题和挑战进行分析评估ꎬ并提出应对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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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建民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ꎮ

新一轮对北极地区的争夺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ꎮ 北极开发具有巨

大的潜在收益ꎬ将涉及北极域内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综合利益ꎬ具有全球意

义和国际影响ꎮ 俄罗斯对北极开发的历史悠久ꎬ“冷战”后更加快了北极开发

的步伐ꎮ 中国是北极事务重要的利益攸关方ꎬ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ꎬ成为中

国进一步参与北极事务的基本路径ꎮ 中俄在北极开发中利益契合点和分歧

点并存ꎬ需要创新合作模式ꎬ实现开发合作可持续发展ꎮ

一　 北极开发现状与特点:中俄合作的框架背景

(一)北极的战略价值

对北极的界定通常是地理学意义上的ꎬ系指北纬 ６６°３４′(北极圈)以北的

广大区域ꎬ也叫作北极地区ꎮ 按照这一界定ꎬ北极地区包括北冰洋水域、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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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北方大陆ꎬ总面积为 ２ １００ 万平方公里ꎬ其中陆地

部分占 ８００ 万平方公里ꎮ 北极区域内部的国家行为体包括美国、加拿大、挪
威、俄罗斯、丹麦、冰岛、芬兰和瑞典 ８ 个国家ꎬ又称北极八国(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ꎬＡ８)ꎬ其中前 ５ 个国家为北冰洋沿岸国家(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ꎬＡ５)ꎬ冰
岛、芬兰、瑞典只是国土进入或接近北极圈ꎬ目前北极地区的陆地、岛屿和近海

海域分属于这 ８ 个国家ꎮ 北极地区的战略地位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ꎮ
１ 科研价值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生态系统决定了北极在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

的地位ꎮ 北极被认为是全球环境变化的放大器和指示器ꎬ目前正经历着大

气、海洋、陆地、生态的重要和快速变化过程ꎬ已成为气象学、冰川学、海洋学、
地质学、生物学、地球物理和环境科学等多领域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ꎮ

２ 资源价值

北极地区的自然资源主要表现在渔业、能源和可用土地与矿产三个方

面ꎬ被称为“地球最后的宝库”ꎮ 根据 ２００９ 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由美国和

丹麦地质学家共同完成的调查报告ꎬ北极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储量分别

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 １３％ 、３０％和 ９％ ①ꎮ 北极地区还有丰富的金、铀、钻石

等稀有矿产资源、水产渔业资源和丰富的淡水、水能、风能、生物和旅游资源ꎬ
如何开发利用北极地区的国际资源意义重大ꎬ引起各国的高度关注ꎮ

３ 航道价值

北极航道是指穿过北冰洋ꎬ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航道ꎬ目前主要

包括位于俄罗斯北部沿海的东北航道、大部分航段位于加拿大的北极群岛水

域的西北航道及穿越北极点的中央航道ꎮ 北极航道一旦开通ꎬ可将绕道苏伊

士运河或巴拿马运河连接欧洲、东北亚和北美的传统海上航线航程与航期缩

短 ４０％以上②ꎮ 北极航道开通将超出普通资源开发的范畴ꎬ航运价值会更

大ꎬ不仅会直接改变原有的世界海洋运输格局和贸易格局ꎬ还将带来国际政

治和战略版图的变化ꎬ直接涉及全球所有国家的利益ꎮ 目前ꎬ北极航道的巨

大价值已为国际社会公认ꎬ各国纷纷投入巨大精力进行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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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军事价值

首先ꎬ北极地区地理纬度高ꎬ视野开阔ꎬ是战略预警的特殊地带ꎮ 从目前

拥有核武器国家的现有打击能力看ꎬ从北冰洋发射导弹几乎可以覆盖整个北

半球ꎬ具有极强的军事威慑力ꎮ 其次ꎬ北冰洋厚厚的冰盖为战略核潜艇等军

事武器提供了天然的隐蔽保护ꎮ 再次ꎬ无论北极冰盖是否融化ꎬ空中航道尤

其是弹道都是最近的航道ꎮ 北极空中航道军事优势无可比拟ꎬ军事价值超过

所有的航道ꎮ 一般认为ꎬ控制了北极地区ꎬ就能控制全球传统安全局势、掌控能

源安全和海空通行安全局势ꎬ其军事战略价值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企及①ꎮ
综上ꎬ北极战略价值的凸显使其在大国战略、北极地区及北极周边国家

国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提升ꎬ迅速成为各国博弈之地ꎬ围绕领海划分、航道主

权以及资源归属的北极争夺战呈愈演愈烈之势ꎮ
(二)北极形势发展动向及特点

１ 围绕北极问题形成了多层竞争格局

全球气候变暖和高新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ꎬ将北极拉入了战略博弈的新

阶段ꎬ多国纷纷以不同方式加强在北极的存在ꎬ形成了环北极、近北极、北极

域外和利益攸关方等四大梯队和多层竞争格局ꎮ
环北极八国由于其领土延伸至北极地区ꎬ对北极事务有天然的话语权ꎬ

八国中的俄罗斯、美国和加拿大为第一梯队ꎻ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为

第二梯队ꎮ 欧盟是北极地区的特殊行为体ꎬ由于其成员中包括丹麦、瑞典和

芬兰这样的北极国家ꎬ为其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便利ꎬ可归于第三梯队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和意大利六国被接纳为北

极理事会的永久观察员ꎮ 这些国家属于北极利益攸关方ꎬ可归于第四梯队ꎮ
从各国实力和在北极事务中扮演的角色看ꎬ第一梯队是北极博弈中最重要

的弈手ꎬ在北极事务中掌握着话语权与主动权ꎮ 第二梯队虽体量较小ꎬ实力不

足ꎬ但在北极事务中同样保持着极高的参与权和话语权ꎬ形成了独特的生存发

展之道ꎮ 第三梯队与北极地区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ꎬ北极对于经济、能源和航

道高度依赖的欧盟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ꎬ欧盟将北极突出的环境保护、航
行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及原住民权利等问题内化为其北极责任ꎬ试图将自身界

定为北极治理公共物品的提供方ꎬ从而更为有效地介入北极事务②ꎮ 第四梯队

虽然只能以观察员国身份参与北极事务ꎬ不具有投票权ꎬ也无权在年会上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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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ꎬ但同样是北极地区重要的参与方ꎬ在北极议题上具有合法的权利ꎮ
２ 对北极关注明显提高各方加紧谋篇布局

进入 ２１ 世纪ꎬ有关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集团参与北极事务的力度明

显加大ꎬ北极进入大规模开发利用的战略准备期ꎮ 北极事务涵盖的范围较

为宽泛ꎬ包括气候变暖、科学考察、航道开辟、海洋领土之争等ꎮ 但不同国

家在身份、法律依据以及国家利益间的差异导致在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对北

极合作的立场和采取的行动差别明显ꎮ 北极国家视北极地区为国家利益

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大幅度提高北极在其国家战略中的地位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ꎬ环北极八国相继制定并出台北极战略ꎮ 俄罗斯、加拿大、美国三个北极

大国均针对主权、国家安全、资源、航道、环境保护以及国际合作等问题制

定了详细的政策ꎬ并都成立了专门的北极问题研究委员会ꎬ为其战略的实

施提供有力支撑ꎮ 北欧 ５ 个环北极国家则以软实力为主、硬实力为辅ꎬ其
北极战略的政策目标主要集中在北极地区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以及北极治

理等方面ꎬ着力强化北极科学研究实力ꎬ推动多边行为准则制定ꎬ加强北极

军事建设ꎮ 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亦日益重视参与北极事务ꎬ并强调其对北

极事务所作的贡献ꎮ 欧盟成立欧盟北极论坛ꎬ下设政治、经济、科研三个分

论坛ꎬ讨论北极热点问题ꎮ 日本、新加坡先后任命北极事务大使ꎬ加强北极

事务协调ꎮ 域外国家在参与北极事务方面存在很多共性ꎬ包括明晰本国北

极利益、增强北极科考、加强与北极国家外交合作、拓宽北极参与渠道等ꎮ
３ 北极开发中合作与竞争并存深层矛盾难除

北极开发中的矛盾包括北极国家内部和北极国家与域外国家之间两大

类ꎮ 资源和航道赋予北极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ꎬ为此相关国家和组织在北极

投入大量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ꎬ形成了既有激烈竞争又有集体合作的局面ꎮ
从北极国家内部看ꎬ相关成员国间的海域划界取得了积极进展:俄罗斯和挪

威签署了巴伦支海划界协议ꎬ结束了长达 ４０ 年的谈判①ꎻ加拿大和丹麦达成

临时协议ꎬ部分解决了两国海洋划界问题ꎬ２０１８ 年两国成立联合工作组ꎬ拟为

双方尚未解决的北极边界问题寻求解决方案ꎬ汉斯岛主权归属是其中的主要

议题之一ꎮ 尽管如此ꎬ北极国家内部在相邻海域划界、北冰洋外大陆架归属、
管辖海域确定、北极航道法律地位等根本问题上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矛盾短期

内仍难以调和ꎮ 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之间ꎬ在涉及北极地区领土主权和政

治问题时ꎬ北极国家表现出强烈的排外和封闭态度ꎬ主张在北极国家内部解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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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争端和分歧ꎬ不愿域外国家插手北极治理ꎮ 而在环境保护和科学研究等低

政治领域ꎬ北极国家持比较开放的态度ꎬ越来越多的北极国家承认相关非北

极国家为利益攸关方ꎬ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拓展ꎬ逐步从之前的封闭

性和排他性开发向开放性和合作性开发转变ꎮ
４ 关于北极的国际共识严重落后于北极的开发和使用现状

与南极不同ꎬ迄今为止ꎬ北极不是国际法上的概念ꎬ国际社会也没有一个适用

于北极各种活动的统一国际法体系和制度ꎬ不同领域的问题受到不同的国际法文

件或制度规范ꎮ 关于北极国际使用的公法只有 １９２０ 年签署的«斯瓦尔巴德条约»
(又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签署的«联合国海洋公约»ꎮ
现有的国际对话合作平台制度化和机制化程度较低ꎬ受到议程设置和资金支持的

限制ꎬ合作的功能大大下降ꎬ无法适应更多国家参与北极事务的现实ꎮ

二　 俄罗斯的北极战略:内涵、实践路径及特点

(一)简要的历史回顾

据俄罗斯学界的研究ꎬ俄罗斯对北极地区的开发历史已超过 ８ 个世纪ꎮ
早在 １２ 世纪中期ꎬ俄罗斯就已在北冰洋地区从事开发活动ꎮ 自 １６ 世纪中期

起的一个世纪里ꎬ俄国沿海居民和探险家分阶段实现了北方海航道的航行ꎮ
１８９９ 年ꎬ俄罗斯开始建造第一艘线型破冰船ꎬ计划用于经喀拉海的鄂毕河和

叶尼塞河的定期航行①ꎮ １９１７ 年十月革命后ꎬ苏俄制定全面计划ꎬ开始全面

系统研究北方地区ꎬ正式开启北方海航道的开发和投运进程ꎮ １９２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ꎬ苏共中央执委会发布决议ꎬ宣布除苏联政府承认的属于他国的领土之

外ꎬ从苏联北部到北极点的北冰洋地区的所有已发现和未有能力发现的土

地、岛屿都属于苏联领土ꎮ １９３７ ~ １９５４ 年ꎬ苏联相继在北极地区建立 ４ 个漂

流站②ꎮ 二战结束“冷战”爆发ꎬ北极地区作用开始凸显ꎬ成为美苏对抗的前

沿地区之一ꎮ 苏联时期为发展北部地区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ꎬ到苏联解体前

１０ 年ꎬ建立包括北极地区在内的区域生产综合体已被定位为国家战略性社

会经济计划的基础③ꎮ 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ꎬ由于国内局势未稳ꎬ俄罗斯并没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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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比较清晰、连续的北极政策ꎮ 普京出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后ꎬ开始着手制

定相关北极政策ꎬ对北极的科考、开发、领土要求的步伐明显加快ꎮ
(二)俄罗斯在北极的国家利益

根据普京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 日签发的«关于俄罗斯联邦北极区域陆地领土»
总统令ꎬ俄罗斯的北极地区包括西北联邦区的摩尔曼斯克州ꎬ涅涅茨、楚科奇

和亚马尔 －涅涅茨三个自治区ꎬ科米和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

斯克边疆区、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部分城区ꎬ以及 １９２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苏联中

央执委会主席团决议和其他文件中宣布的位于北冰洋的土地和岛屿①ꎮ 俄

罗斯北极地区的总面积约为 ３００ 万平方公里 (占俄罗斯国土总面积的

１８％ )ꎬ其中陆地面积 ２２０ 万平方公里ꎮ 俄属北极地区人口 ２５０ 万ꎬ不足俄罗

斯总人口的 ２％ (１ ４６８ 亿)ꎬ却占整个北极(４６０ 万)总人口的 ５４％以上②ꎮ
作为北极地区最大的国家ꎬ俄罗斯尤为关注其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ꎬ俄罗斯联邦政府颁布«俄罗斯联邦北极政策原则»草案ꎬ
成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个较为全面的北极政策文件ꎮ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又分别发布了«２０２０ 年前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国家政策原则及远景规

划»、«２０２０ 年前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发展和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２０２０ 年

前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国家纲要»三份文件ꎬ构建起俄罗斯北

极政策的基本框架ꎮ 根据上述文件的界定ꎬ俄罗斯在北极的国家利益主要包

括以下四方面:将北极地区作为俄罗斯的战略资源基地ꎬ确保国家社会经济

发展任务ꎻ保护北极地区独特的生态体系ꎻ将北方海航道作为俄罗斯在北极

地区的国家统一交通运输干线开发使用ꎻ保护北极使其成为和平和合作的

区域③ꎮ
总体看ꎬ资源、航道、安全是俄罗斯北极政策的三大焦点ꎮ 北极地区资源

极为丰富ꎬ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 １１％ ꎬ占全国出口额的 ２２％ ꎮ 北极地区的

产业以采掘、军工和运输业为主ꎬ大部分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ꎮ 发展和振兴

北极地区已成为俄罗斯实现复兴战略的重要依托ꎮ 作为拥有北极圈内最长

—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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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２ мая ２０１４ г № ２９６ "О сухопут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１２ мая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ａｒａｎｔ ｒｕ / 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 / ｉｐｏ / ｐｒｉｍｅ / ｄｏｃ / ７０５４７９８４ /

Российские владения в Арктике ２８ мая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ｓｓ ｒｕ / ｉｎｆｏ / ２５０ ５０５８
Осно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Арктике 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２０ года и дальнейш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 / Сов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１８ сентября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ｒｆ ｇｏｖ ｒｕ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９８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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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线的国家ꎬ北方海航道是俄罗斯北极地区整体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ꎮ 随着气候变暖和北极冰盖融化ꎬ该航道极有可能成为永久性国家运输动

脉和国际交通运输走廊ꎮ 为此ꎬ俄罗斯多次强调北方海航道是其内部航道ꎬ
俄实际拥有国际海洋法公约所赋予的管辖权ꎬ希望对使用北方海航道的大量

船舶收取服务费赚取丰厚利润ꎮ 除了潜在的商业利益外ꎬ北极海域还是俄罗

斯长久的战略安全屏障ꎬ在俄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ꎮ 俄罗斯国家边

界有近 ２ 万公里经过北极地区ꎬ国内一系列最重要的军事工业部署在北极ꎮ
维护区域安全ꎬ进行和平开发与合作成为俄在北极的重要利益①ꎮ 俄罗斯北

极政策明确提出了在国土安全、社会与经济、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

际合作方面发展的目标、任务和优先发展方向ꎮ
目前ꎬ俄罗斯已将北极政策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体系ꎬ在«俄罗斯联邦国家

安全战略»和«俄罗斯联邦海洋学说»中ꎬ捍卫北极安全已经成为俄罗斯国家

安全战略的重点ꎮ
(三)俄罗斯北极利益实现路径及特点

俄罗斯北极战略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ꎬ为此ꎬ俄采用了司法、
军事、区域治理、合作开发、制度保障等多种手段ꎬ体现了其北极政策综合性、
立体性的特点ꎮ

１ 积极参与北极区域治理国际合作机制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随着北极事务及其治理在国际议程中兴起ꎬ北极地

区已经建立起以北极理事会为核心的一系列北极治理机制ꎮ 俄罗斯参与其

中的包括北极理事会、北极经济理事会、巴伦支海欧洲—北极理事会、国际北

极科学委员会等机制ꎮ 在这些机制下ꎬ俄罗斯积极与北极及其域外各国开展

双边和多边合作ꎮ 俄力图通过国际合作治理和国内自主治理方式参与并主

导北极治理ꎬ达到其政治诉求(保障国土安全和争夺北极海域主权权利)、经
济目标(开发油气资源和航道资源)以及维持北极地区生态安全ꎮ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 年ꎬ俄罗斯代表担任北极理事会第五任轮值主席ꎮ 期间ꎬ在经济ꎬ环境和

社会领域开展了近 ７０ 个项目ꎮ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３ 年ꎬ俄罗斯将再次担任北极理事

会轮值主席国ꎮ 普京表示ꎬ此次俄方的优先立场在于ꎬ将推动环境保护型技

术在工业、能源等领域的应用ꎬ并增加在北极地区的投资力度ꎬ发展北极地区

的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建设ꎬ将重点发展北极航道的建设ꎬ使之成为全年无

—７—

① Арктик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систем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 / Проблем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２０１４ № ５ С ２６



欧亚经济 /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阻断运行的海上航线①ꎮ 除参与区域合作机制外ꎬ自 ２０１０ 年起ꎬ俄罗斯还发

起在国内主办北极国际论坛ꎬ迄今为止已举办五届ꎬ普京每届均到会并做报

告ꎮ 经过多年发展ꎬ该论坛已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探讨北极可持续发展、共
同开发和有效利用北极资源的多边性机制平台ꎮ

２ 以司法手段提出领土要求和主张

争夺与控制北极资源的关键是对北极地区的主权控制ꎮ 俄罗斯为实现对

北极海域资源的控制ꎬ分别以扇形原则、先占原则和自然延伸原则为法律依据ꎬ
主张对北极资源的主权控制ꎮ 俄罗斯的做法在国际法上备受质疑ꎬ一直遭到国

际社会的强烈反对ꎮ １９９４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ꎬ规定北极及其附近海

域被纳入国际海底管理局管辖ꎬ不属于任何国家领土ꎬ但同时提出了自然延伸

原则ꎬ只要能证明海水下的大陆架是一国领土的自然延伸ꎬ该国即可以对这样

的“外大陆架”拥有经济专属权ꎮ 俄认识到自然延伸原则对其控制北极的重要

性ꎬ于 ２００１ 年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递交了依据国际法将本国大陆架扩展至领

海基线 ２００ 海里(３７０ 公里)以外的划界提案ꎬ主张北冰洋中部地区的罗蒙诺索

夫海岭属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陆架的自然延伸ꎮ 虽然该申请案被大陆架界限

委员会以“科学证据不足”所驳回ꎬ但俄罗斯从未放弃以科学证据证明其领土要

求的合法性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ꎬ俄罗斯重新向联合国提交修正补充后的声索

提案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正式承认鄂霍次克海中部 ５ ２ 万

平方公里地块为俄罗斯外大陆架②ꎬ由此ꎬ俄罗斯将对鄂霍次克海绝大多数海

底资源拥有开发权ꎬ这对于俄罗斯能源长远发展意义重大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ꎬ俄
罗斯再次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递交 ２００ 海里以外大陆架延伸划界提

案ꎬ要求对其北极大陆架边界扩大 １２０ 万平方公里ꎮ 此次提案涉及“摩尔曼

斯克—北极—楚科奇”三角海域ꎬ预计潜在的碳氢化合物储量在 ５０ 亿吨③ꎮ
３ 以军事手段为先导强化对北极的实际控制

北极地区对俄罗斯既是后院也是前沿ꎬ既有巨大经济利益也有重大安全

利益ꎮ 除合法声索外ꎬ乌克兰危机后ꎬ面对西方制裁及加强在北极军事存在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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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俄罗斯第五届北极国际论坛普京讲话主

要内容»ꎬｈｔｔｐ: / / 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ꎬ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ꎮ
Инесса Доценко ООН признала анклав Охотского моря частью шельфа

РФ １５ ０３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ｒｇ ｒｕ / ２０１４ / ０３ / １５ / ｒｅｇ － ｄｆｏ / ａｎｋｌａｖ － ａｎｏｎｓ ｈｔｍｌꎻ潘俊武:«俄罗斯

鄂霍次克海外大陆架主权获联合国正式承认»ꎬ«中国海洋报»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ꎮ
Заявка России на расширение шельфа в Арктике ９ февраля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ｒｉａ ｒｕ / ２０１６０２０９ / １３７１４８２４１９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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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ꎬ俄罗斯在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军事力量部署、武器装备研发方面全面

发力ꎬ希望扩大在北极的军事存在ꎬ以强硬态度达成对北极地区的实际控制ꎮ
２０１４ 年年底ꎬ俄罗斯历时 ９ 年完成了“北极三叶草”军事基地建设ꎬ同时在原

北方舰队基础上组建北极联合战略司令部ꎬ管辖俄在北极地区部署的所有部

队ꎮ 北极战略司令部的成立使俄罗斯成为北极地区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的

国家①ꎬ２０１５ 年ꎬ俄在北极地区部署了两个装备 Ｓ － ４００ 防空导弹系统的独立

团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俄在北极地区完成了 ４００ 多个军事设施建设工作ꎬ俄
还计划全部恢复苏联在北极地区遗留的 １３ 个航空基地②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俄
国防部称ꎬ俄军已经成立一支专门负责北极考察的集团军ꎮ 俄军还积极研制

先进技术设备ꎬ为北极部队配备了多款性能优异的特种武器装备ꎻ俄军还不

断加强北极地区的军事活动频度与力度ꎬ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俄反潜飞机完成了

“冷战”后首次飞越北极、前往美国的飞行任务ꎮ 上述举措将有助于俄罗斯增

强在北极地区的控制能力ꎮ
４ 以北方海航道开发利用带动北极区域经济发展

航道利用是北极经济开发活动的集中体现ꎮ 北极地区蕴藏的丰富资源

对俄罗斯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ꎬ俄希望利用地缘优势ꎬ最大限度开发北极

资源ꎬ实现国家利益ꎮ 未来北方海航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北极资源

的开发ꎮ 北极资源开发后的资源产品的主要市场都在北极之外ꎬ特别是在欧

洲大陆和东亚地区ꎮ 反向贸易的产品主要是域外国家向北极出口用于建设

基础设施所需要的设备和材料③ꎮ 俄政府有意将北方海航道打造成与传统国

际商业航道一样有竞争力的世界航道ꎮ 其目的是要促进北极能源开发ꎬ同时吸

引国际航运公司使用北极航道ꎬ进而带动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整体发展ꎮ 亚马尔

项目是俄罗斯北极开发中的一个能将能源开发与航道开发高度结合的项目ꎬ得
益于亚马尔项目的建设和投产ꎬ通过北方海航道的货运量从 ２０１７ 年的 １ ０７０ 万

吨增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１ ９７０ 万吨ꎬ预计到 ２０２４ 年将达到 ８ ０００ 万吨④ꎮ 为保证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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Юрий Гаврилов "Север" Арктики создано ново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командовани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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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道的开发和顺利运行ꎬ俄罗斯启动了新型油轮和破冰船建设计划①ꎬ拟在

２０２４ 年前建造 ４ 艘液化气破冰船、３ 艘核动力破冰船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ꎬ由俄

罗斯圣彼得堡波罗的海造船厂建造的核动力破冰船“乌拉尔”号正式下水ꎬ另外

两艘同系列的破冰船“西伯利亚”号和“北极”号也在建造之中ꎮ 作为北极运输

基础设施的重要支点ꎬ摩尔曼斯克港、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萨别塔港、佩韦克港

等的改造扩建也在进行ꎮ 其中萨别塔港从开建到使用不到 ３ 年时间ꎬ为加快

北方海航道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经验ꎮ 俄罗斯拟通过相关建设规划ꎬ将北极

地区在俄罗斯 ＧＤＰ 中占比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６ ３％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１％ ꎬ劳动生产

率增加 １ ６ 倍ꎬ高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产品在俄属北极地区 ＧＤＰ 的份额从

０ ９％增至 １ ５％ ꎬ而相关港口的货运量将增至 ５ ０００ 万吨②ꎮ
５ 通过机构改革加强国际合作的制度基础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第 ５０ 号总统令ꎬ俄罗斯政府组建了北极发展国家

委员会ꎮ 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国内外形势和政策的变化ꎬ协调联邦、
联邦主体、地方政府的执法机构、其他机构和组织的活动ꎬ提高俄北极地区可

持续发展方案和项目的有效性③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俄罗斯又对此进行改组ꎬ大幅削减企业和学术界代表名

额ꎬ同时吸收所有北极地方政府首脑参加ꎬ巩固政府对北极开发的垂直权力

管理体系ꎮ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ꎬ普京签署总统令ꎬ将俄联邦远东发展部更名为

俄罗斯联邦远东和北极发展部ꎬ副总理特鲁特涅夫身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

权代表、北极发展国家委员会主席、俄参与斯匹茨卑尔根群岛活动国家委员

会主席等数职ꎬ为监督总统相关决策有效落地提供制度保障ꎮ 这些调整和改

革旨在提高北极发展的国家管理效率ꎬ把北极开发的政策、规划和管理职能

纳入“大远东”范畴ꎬ吸引北极开发的国内外投资ꎬ为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的

北极国际合作打下基础④ꎮ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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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лексей Заквасин Арктика близко: каки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достигла Россия в
освоени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２８ декабря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ｔ ｃｏｍ / ｒｕｓｓｉａ / ａｒ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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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中国的北极政策:参与实践、身份定位、利益诉求

与合作方向

　 　 北极事务不仅局限于北极圈国家ꎬ域外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６ 日ꎬ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ꎬ明确阐释了中国在北

极事务中的身份定位、利益诉求、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则ꎬ第一次向世界表明了

中国积极参与北极治理、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立场、政策和责任ꎬ也为未来

一个时期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指导ꎮ
(一)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实践

中国是北极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ꎮ 尽管中国 １９２５ 年即

加入«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ꎬ但实质性参与北极事务却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改革开放以后ꎮ １９９６ 年ꎬ中国成为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成员国ꎮ 依据«斯
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缔约国地位ꎬ２００４ 年中国在挪威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

新奥尔松建立中国北极黄河站ꎬ开始进行北极地区的科考工作ꎮ ２０１３ 年ꎬ中
国成为北极地区最重要的制度性安排ꎬ即北极理事会的正式观察员国ꎮ 中国

还参与冰岛的“北极圈论坛”、挪威的“北极前沿”大会及俄罗斯的“北极———
对话区域”国际北极论坛等具有官方背景的重要论坛ꎬ设立中国—北欧北极

研究中心研究平台ꎬ与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和北欧国家开展了多领域的北极

事务对话ꎬ加强信息沟通和政策协调ꎮ
截至目前ꎬ中国参与的北极治理实践主要在科学考察、环境保护、能源和

资源开发、航道开发利用等不具有对抗性的“低政治”领域ꎮ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科学家在北极共完成 ９ 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和 １５ 个年度的黄河站站基科

学考察①ꎮ 中国以“雪龙”号科考船为平台ꎬ围绕气候变化和环境ꎬ开展了冰

雪、水文、气象、海冰、生物、生态、地球物理等领域研究ꎬ在黄河站重点开展北

极地区高空大气物理、冰川海洋、生物生态、气象地质等学科的观测和研究ꎮ
从航道开发利用看ꎬ近年来中国企业开始积极探索北极航道的商业利用ꎮ
２０１３ 年ꎬ中远集团“永盛”号商船完成东北航道的首次穿越ꎬ２０１６ 年夏季ꎬ“永
盛”号再次穿越东北航道完成双向通行ꎮ ２０１７ 年ꎬ中远集团海运特运公司 ５
艘船舶全部顺利通过北极东北航道ꎬ为建立东北航道的常态化运营模式积累

了经验ꎮ 在资源开发领域ꎬ中国与俄罗斯、丹麦、挪威、芬兰等环北极国家在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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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稀土等矿产资源的开发合作均在顺利推进ꎮ 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了相

应的成就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ꎬ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障碍ꎮ 作为非北极

国家ꎬ中国在北极的意图、快速增长的角色与利益引起外界广泛关注和担心ꎮ
(二)身份定位

身份是政治参与的必要前提ꎬ包含了各方对主体资格及其相应权益的认

可①ꎮ 随着北极形势的变化和参与的不断深入ꎬ作为北极域外国家ꎬ中国以

何种身份参与北极事务已成为国内外日益关注的现实问题ꎬ直接关系到中国

参与北极事务的利益诉求和合作路径ꎮ «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对此作了

明确认定:中国是近北极国家和北极事务重要的利益攸关方ꎮ
首先ꎬ中国在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ꎮ 中国与最大的北极国家俄罗斯是近

邻ꎬ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②ꎮ 中国认为ꎬ北极大陆和岛屿的领土

主权分别属于 ８ 个北极国家ꎬ作为北极域外国家ꎬ中国在北极不享有领土主

权ꎮ 其次ꎬ中国是北极重要的利益攸关方ꎬ北极的自然状况及其变化对中国

的气候系统和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影响ꎬ进而关系到中国在农业、林业、渔
业、海洋等领域的经济利益ꎮ 北极航道是连接东北亚、欧洲和北美三大经济

圈距离最短的海上通道ꎮ 中国是全球贸易体系中最重要的国家之一ꎬ外贸货

品中 ９０％以上经由海运实现ꎮ 因此ꎬ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对中国来说意义十

分重大ꎮ 同时ꎬ中国与北极的跨区域和全球性问题息息相关ꎬ特别是北极的气

候变化、环境、科研、航道利用、资源勘探等问题ꎬ关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北极域

外国家的共同利益ꎮ 中国明确表示ꎬ将以重要利益攸关方的身份定位来参与北

极事务ꎬ基于这一基本定位ꎬ中国在北极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是不越位ꎬ二是

不缺位ꎮ 不越位是指中国作为非北极国家将依据国际法来参与北极事务ꎬ不会

介入完全属于北极国家之间以及北极区域内部的事务ꎻ不缺位则是指中国作为

重要利益攸关方将在北极跨区域和全球性问题上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③ꎮ
(三)利益诉求和主要目标

中国虽然是非北极国家ꎬ但参与北极事务由来已久ꎮ 作为在地理上靠近

北极的非北极国家和利益攸关方ꎬ一方面ꎬ中国尊重有关北极的国际法律框

架和主要治理体系ꎬ尊重北极国家在北极的主权和主权权利ꎬ另一方面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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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建平:«“近北极国家”还是“北极利益攸关者”———中国参与北极的身份思

考»ꎬ«国际论坛»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北极政策»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７ 日ꎮ
吴焰、屈佩:«北极开发:竞争还是合作?»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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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北极国家能够尊重非北极国家在北极应享有的由«联合国宪章»、«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等国际条约和一般国际法赋予的

权益ꎬ包括在北冰洋公海等海域享有科研、航行、飞越、捕鱼、铺设海底电缆和

管道等权利ꎬ在国际海底区域享有资源勘探和开发等权利ꎮ 有权自由进出北

极特定区域ꎬ并依法在该特定区域内平等享有开展科研以及从事生产和商业

活动的权利ꎬ包括狩猎、捕鱼和采矿等①ꎮ
北极的商业开发利用将对全球航运、国际贸易和世界能源供应格局产生

重要影响ꎮ 中国高度重视北极的开发利用ꎬ鼓励和支持有关企业团体参与北

极开发利用ꎮ 与此同时ꎬ北极开发也将对北极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变

化ꎬ对北极居民和土著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ꎬ还可能对北极生

态环境造成潜在威胁ꎮ 中国政府要求企业团体参与北极开发将严格依法利

用、绿色使用、合作利用ꎬ并遵循商业原则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多为共享性利益ꎬ需要借助

国际平台ꎬ尤其是与北极国家进行合作才能实现ꎮ 因此ꎬ中国将通过平等互

利的国际合作参与北极事务ꎮ 中方参与北极开发利用的根本目标是为了实

现各方的互利共赢ꎬ推动北极可持续发展ꎮ 为实现这一目标ꎬ中国将本着“尊
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参与北极事务ꎮ 共同认识北极、发展北

极、保护北极和参与北极治理ꎬ维护各国和国际社会在北极的共同利益②ꎮ
目前ꎬ中国在北极的开发活动较为有限ꎬ但增长较快ꎬ要求中国在涉北极国际

治理机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ꎬ为此ꎬ中国提出了推进探索和认知北极、保护北极生

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依法合理利用北极资源、参与北极治理和国际合作、促进

北极和平稳定的参与北极事务的五大政策主张ꎬ为北极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ꎮ 目

前ꎬ中国已将北极开发纳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框架ꎬ依托北极航道建设“冰上

丝绸之路”ꎬ为促进北极地区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合作机遇ꎮ

四　 中俄北极合作:共识、现状、挑战与应对

随着北极事务在国际议程中地位的上升ꎬ开展北极合作已成为中俄关系

中的重要内容ꎮ 中俄在北极地区存在大量的利益交叠ꎬ双方互有需求ꎬ能够

实现优势互补ꎮ 未来需加强在北极事务中的多层面合作ꎮ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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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北极政策»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８ 年１ 月２７ 日ꎮ
吴焰、屈佩:«北极开发:竞争还是合作?»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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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俄达成共同推动北极合作战略共识

中俄北极合作经历了曲折的过程ꎮ 对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ꎬ俄罗斯经历

了从反对到欢迎的变化ꎬ其立场转变主要源于三大原因:
第一ꎬ北极事务已超出北极范围ꎬ事关跨区域和全球利益ꎬ非一国之力能

解决ꎬ需要北极国家和域外国家共同参与ꎮ
第二ꎬ俄罗斯国内北极政策逐步放宽ꎬ俄已率先与北极和欧洲国家在不

涉及根本利益的领域内开展合作ꎬ深化了对合作开发北极的认识ꎮ
第三ꎬ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后ꎬ西方对俄罗斯发起全面制裁ꎬ直接导致欧美

油气龙头企业和航运公司中止与俄合作ꎬ使其北极开发受挫ꎮ 俄急需得到外

部在融资、勘探技术和设备上的帮助ꎮ 中国的北极政策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

益ꎬ中俄在上述领域互有需求ꎬ提供了合作的契机ꎮ
近些年来ꎬ在中俄两国领导人的密集接触中ꎬ多次就北极合作表达意愿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７ 日ꎬ俄罗斯副总理德米特里罗戈津在“北极的今日与未来”
国际论坛发表演讲ꎬ认为中国在俄北方海航道开发中将起到特殊作用ꎬ建议

中方参与北方海航道“冰上丝绸之路”开发 ①ꎮ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中俄总

理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均提出ꎬ要“加强北方海航道开发利用合作ꎬ开展北极航

运研究”ꎮ “对联合开发北方海航道运输潜力的前景进行研究”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２ 日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ꎬ俄罗斯邀请中方实施多个北极地区项目ꎬ
包括液化天然气(ＬＮＧ)的产能建设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一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ꎬ在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
议建设框架内提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ꎬ把北极航道同“一带一路”连接起

来ꎬ可以为欧亚地区打造一个新的交通格局②ꎮ
中方对俄方关于共同开发北方海航道的提议给予了积极回应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一带一路”建
设海上合作设想»ꎬ首次将“北极航道”确定为“一带一路”三大主要海上通道

之一③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ꎬ在接受俄罗斯媒体

采访时就中俄互联互通问题回答记者问称ꎬ我们欢迎并愿积极参与俄方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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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开发建设滨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议ꎬ希望双方早日建成同江铁路桥、黑
河公路桥等重大跨境基础设施ꎬ共同开发和利用海上通道特别是北极航道ꎬ
打造“冰上丝绸之路”①ꎮ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回应表示ꎬ俄罗斯拟同中国

保持高层紧密联系ꎬ扩大贸易、投资、金融、能源、农业、飞机制造、基础设施和

发展北方海航道领域的合作②ꎮ 作为此次访问的重要成果ꎬ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４
日ꎬ中俄发表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ꎬ提出

要“加强中俄在北极地区的合作ꎮ 支持双方有关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业在北

极航道开发利用、联合科学考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极地旅游、生态保护等

方面开展合作”③ꎮ 中国商务部在评价此次访问成果时指出ꎬ中俄领导人已

就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ꎬ打造“冰上丝绸之路”达成重要的共识ꎬ商定将其作

为“一带一路 ”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重要方向予以推动ꎮ 目前ꎬ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ꎮ 中国商务部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正

在牵头探讨建立专项的工作机制ꎬ加以统筹推进④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在习近平

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ꎬ双方发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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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次重申ꎬ将继续推动

中俄北极可持续发展合作ꎬ在遵循沿岸国家权益基础上扩大北极航道开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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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支持继续

开展极地科研合作ꎬ推动实施北极联合科考航次和北极联合研究项目ꎮ 继续

开展中俄在“北极———对话区域”国际北极论坛内的协作⑤ꎮ 可以认为ꎬ中俄

已就北极开发合作达成高度共识并进入务实推进阶段ꎮ
(二)中俄北极合作的领域

近年来ꎬ中俄在北极多个领域已开展多项富有成效的合作ꎬ不仅丰富了

中俄关系的内涵ꎬ也培育了经贸合作新的增长点ꎮ
１ 北极联合科考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９ 月 ２６ 日ꎬ中俄进行了首次北极联合科考ꎬ这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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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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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王志民、陈远航:«中俄打造“冰上丝绸之路”的机遇与挑战»ꎬ«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Си Цзиньпин встретился с премьер － министром РФ посольство КНР в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 / / ｒｕ ｃｈｉｎａ －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ｒｇ / ｒｕｓ / ｚｅｗｌｚｘｄｔ / ｔ１４７５６３０ ｈｔｍ

同①ꎮ
商务部:«中俄北极开发合作取得积极进展»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ｒｉ ｃｎꎬ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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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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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首次进入俄罗斯所属的北冰洋专属经济区进行考察①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６
日 ~ １０ 月 ２２ 日ꎬ中俄进行了第二次北极联合科学考察ꎮ 此次科考实现了中国首

次在北冰洋的“冰工厂”———拉普捷夫海进行海洋地质研究ꎻ首次利用海洋试点

国家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光学剖面仪对北极东北航道的雾、雪等天气过程进行观

测ꎬ获取第一手光学剖面数据ꎮ 专家认为ꎬ两次中俄联合科考实现了对北极东北

航道的三大关键海区———拉普捷夫海、东西伯利亚海和楚科奇海的断面调查ꎬ在
调查区和走航途中系统开展了海洋地质、水文气象、海水化学、生物生态等多学科

综合调查ꎬ填补了该区多项空白ꎬ为评估北冰洋的海洋环境、生物生态和气候演变

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撑②ꎮ 除联合科考外ꎬ中俄还成立了北极研究中心ꎬ拟在北极

研究领域进行长期深入合作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ꎬ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北极论

坛上ꎬ俄罗斯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的代表共同签

署了协议ꎬ商定将在 ２０１９ 年下半年对北极和南极进行联合科学考察③ꎮ
２ 北极资源开发

亚马尔项目被誉为中俄北极资源开发合作的典范ꎮ 亚马尔项目是“一带

一路” 倡议提出后中国在俄罗斯最大的投资项目ꎬ由多方合作ꎬ“中石油”参
股 ２０％ ꎬ丝路基金参股 ９ ９％ ꎬ法国道达尔公司参股 ２０％ ꎬ俄罗斯诺瓦泰克公

司控股 ５０ １％ ꎮ 根据中俄签署的长期购销协议ꎬ亚马尔项目三条生产线全部

投产后ꎬ每年将通过北方海航道向中国供应 ４００ 万吨液化天然气ꎮ
亚马尔项目是集天然气和凝析油开采、天然气处理、液化气制造和销售、

海运于一体的大型上游投资开发项目ꎬ具有综合效应和影响:一是成功的巨

额国际化融资ꎮ 在欧美对俄制裁大背景下ꎬ经中方大力推动帮助ꎬ项目获得

１９０ 亿美元国际融资ꎬ其中中方融资 １２０ 亿美元ꎬ占 ６３％ ꎮ 二是核心工艺装

置区技术含量高ꎬ代表了目前全球液化天然气液化工艺最主流、最先进的技

术ꎮ 三是液化气工厂采用模块化建厂模式ꎬ工厂由 １４２ 块模块构成ꎬ现场组

装ꎬ大大解决了现场大规模施工难题ꎬ节约了建设成本ꎮ 四是项目国产化水

平达到 ９０％ ꎬ大大带动了国内模块建造和造船等产业升级和中国制造重大

装备“走出去”ꎮ 在建厂需要的 １４２ 块模块中ꎬ７ 家中国企业承揽了 １２０ 块ꎻ
项目建设及运输产品所用的 ３０ 艘船舶中有 ７ 艘是中国制造ꎬ１５ 艘天然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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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刘欢:«中俄北极合作研究»ꎬ«西伯利亚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ꎮ
«２０１８ 年中俄北极联合科考取得多项成果»ꎬｈｔｔｐ: / / ｊｓｎｅｗｓ ｊｓ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ꎬ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ꎮ
«俄中两国将成立北极科研中心»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ꎬ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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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船中的 １４ 艘由中国企业负责运营ꎻ在南坦姆贝凝析气田的 ４ 台极地低温

钻机中ꎬ有一台为中国生产ꎮ 五是创造中国企业冻土带施工与极地环境保护

的先例ꎬ萨别塔港和机场的防冰、保温、防暴风雪功能体现了高科技含量ꎮ
亚马尔项目建成对俄罗斯保证能源安全和扩大对亚太地区能源出口具

有重要意义ꎬ俄希望借此将其在国际液化气市场的份额从目前的 ４％ 增至

２０３５ 年的 ２０％ ①ꎮ 该项目还带动了北极地区运输设施的改造和建设ꎬ萨别塔

港口、机场和铁路从零到有均已运营ꎬ同时创造了上万人的就业岗位ꎮ
３ 北极航道运输

中俄在北极航道合作方面已有较深合作基础ꎮ 俄官方多次表态ꎬ俄已对开

展北方海航道国际合作持开放态度ꎬ中国是其重要合作伙伴ꎮ 据测算ꎬ北冰洋

航道开通运营后ꎬ航行时间和运输成本都将节省近 ５０％ꎬ可同时为中俄两国、远
东和欧洲国家开辟新的航道ꎬ带动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ꎬ增加相关国家的贸

易量ꎮ 从长期看ꎬ或有可能改变中国港口贸易格局ꎮ 近年来ꎬ中远海运集团的

１５ 艘船舶已完成 １９ 个航次的北极海航道航行任务ꎬ中俄两国交通部门也在积

极商谈«中俄极地水域海事谅解备忘录»ꎬ以不断完善极地航行的法律基础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７ 日ꎬ中远海运集团与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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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签署«关于北

极海运有限责任公司的协议»②ꎮ 新公司的任务是建立北极破冰邮轮船队ꎬ
根据四方协议ꎬ各方将建立长期伙伴关系ꎬ为俄罗斯联邦北极区向亚太区运

输提供联合开发、融资和实施的全年物流安排ꎬ并组织亚洲和西欧之间通过

北极航道的货物运输ꎮ
４ 北极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企业已深度参与亚马尔项目中基地、公路和铁路、机场和港口等极

地基础设施建设ꎮ 未来ꎬ俄罗斯计划在北极地区开展一系列大型基础设施开

发项目ꎬ包括建设白海—科米—乌拉尔线的 ８５０ 公里铁路、北纬铁路、摩尔曼

斯克交通运输中心、阿尔汉格尔斯克深水港等ꎮ 俄面临着项目融资和技术方

面的挑战ꎬ这也为中方企业参与合作提供了机遇ꎮ
(三)挑战与应对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是在北极治理的大框架内进行的ꎬ加强与俄罗斯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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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оссия займет львиную долю на мировом рынке СПГ ２８ марта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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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为中国进一步介入北极事务的基本路径ꎮ
在北极治理开放性和全球化增强、各方矛盾短期内难以消除的背景下ꎬ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推进既有机遇ꎬ也将面对一系列内外挑战和掣肘ꎮ
第一ꎬ中国作为崛起的域外大国ꎬ借助与俄罗斯的合作实现了对北极事务的

较深介入ꎮ 虽然«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明确了身份定位ꎬ但随着在极地的活动

能力的不断加强ꎬ外界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仍存疑虑ꎬ“北极中国威胁论”时而泛起ꎬ
有关中国“攫取北极资源ꎬ破坏北极环境”的论调亦阻碍着中国对北极事务的参与ꎮ

第二ꎬ技术准备不足ꎮ 北极恶劣的自然环境及薄弱的基础设施需要较高

的开发成本和强大的技术支持ꎮ 在技术和安全层面ꎬ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制
定的极地规则对穿越极地水域船只的技术保障和环保标准有较高要求和限

制ꎬ目前中俄在破冰船建造和冰区航行方面经验和技术各有不足ꎬ离新环保

要求还有较大差距ꎮ
第三ꎬ环保压力增大ꎮ 首先ꎬ北极地区生态环境脆弱ꎬ大型能源开采和液

化气运输如果发生泄漏ꎬ将会对该地区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后果ꎬ北极部分地

区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处理污染ꎮ 其次ꎬ在全球变暖的大环境下ꎬ北极航道

日益增多的运输行为和人类活动将促使冰盖进一步退缩ꎬ船只带来的碳排放

会导致北极圈温室效应增加数倍ꎮ 这些问题一直受到北极国家、北极理事会

及非政府组织高度关注ꎬ酝酿出台相关法规ꎮ
第四ꎬ有关北极航道仍存在航道归属和管辖权之争ꎮ 俄罗斯关于北方海

航道属于内部航道及其使用的法律规定(提前申请、接受俄方引航、交付航道

使用费等)在北极国家内部一直存在争议ꎮ 中国与俄罗斯合作开发北极航

道ꎬ或被误读为配合俄罗斯强化对北极航道的控制ꎮ
第五ꎬ或将面对的经济金融风险ꎮ 冰区开发和运输的复杂性、高成本和

客户需求不稳定等诸多因素决定了北极开发的复杂性和长期性ꎮ 北极开发

前期需要巨大投资ꎬ在西方对俄制裁的背景下ꎬ中国成为俄北极开发的主要

投资方ꎬ在投资回报难以预估的情况下ꎬ风险度大大提高ꎮ
第六ꎬ俄内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博弈引发对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

两面性立场ꎻ俄内部对北极开发项目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和各级官僚主义导致

的项目执行低效率成为影响合作的掣肘ꎮ
面对中俄北极开发合作存在的困难和挑战ꎬ需要认真思考ꎬ慎重应对ꎮ
第一ꎬ准确把握近北极国家和重要利益攸关方的身份定位ꎬ坚持“尊重、合

作、共赢、可持续” 四大基本原则参与北极事务ꎮ 切实尊重北极国家的主权、主
权权利和管辖权ꎬ遵循北极各国的法律法规ꎬ在北极事务中体现“结伴不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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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ꎬ加强与所有北极国家和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开展有益的对话ꎬ以«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为基础ꎬ完善非北极国家可以参与的各种合作机制ꎬ推动

在北极科研、环保、航运、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国际合作ꎮ 用好多边平台的话语

权ꎬ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ꎬ逐步消除外界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疑虑ꎮ
第二ꎬ做好涉北极人才培养、各种技术装备储备和预研ꎬ以负责任的态度参

与北极可持续开发和保护工作ꎮ 在这方面ꎬ中俄可发挥各自的优势ꎬ在北极联

合科学考察、联合培养人才、联合技术创新、联合设备研发领域开展深层次合

作ꎬ优先促进在北极海域石油和天然气钻采、可再生能源开发、冰区航行和监测

以及新型冰级船舶建造等领域的合作ꎬ提高北极航行、安全和后勤保障能力ꎮ
第三ꎬ坚持绿色、开放和可持续理念ꎬ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环境和生态保护

之间的关系ꎮ 中俄可针对极地环境保护制定长期战略和联合规划ꎬ加强对船

舶排放、海洋倾废、大气污染等各类海洋环境污染源的监测预防ꎬ特别是对北

极地区溢油及危险物的监测和管控ꎬ建立快速反应机制ꎬ预防和减少极地资

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海洋运输对北冰洋的环境污染和威胁ꎮ 针对可能出

现的船舶搁浅、钻井船事故、船舶碰撞重大事故ꎬ中俄双方可整合资源ꎬ共享

信息ꎬ加强提高突发事件应对和海域搜救能力培养ꎮ
第四ꎬ创新完善投融资机制ꎮ 在投资风险和金融风险加大的背景下ꎬ中

国参与俄罗斯北极开发ꎬ需加强对北极的综合性研究ꎬ尤其是对项目的地缘

政治、社会经济风险和环境生态影响进行前瞻性评估①ꎮ 应以市场为导向ꎬ
坚持互利互惠ꎬ遵守国际通行规则ꎬ坚持融资来源多元化ꎬ大力发展产业投资

基金和区域股权与债券市场建设ꎬ积极吸引国际金融组织的信贷融资ꎬ引入

ＰＰＰ 融资模式ꎬ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融资体系ꎮ
第五ꎬ进一步加强中俄战略互信ꎬ利用中俄高层交往和各领域合作机制

完备的优势ꎬ加强两国在北极开发中的政策对接ꎬ加强双方在北极理事会各

工作组中的协调ꎬ探讨制定北极合作的中长期规划ꎬ提高北极开发中制度性

安排水平和可预测性ꎬ激发务实合作的内生动力ꎮ
中俄互为北极开发最大的优先合作伙伴ꎬ已在气候变化、科学考察、航道

开发利用、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ꎮ 面向未

来ꎬ中俄北极合作还有较大提升空间ꎬ需在克服困难和应对挑战中加强磨合ꎬ
为北极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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