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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共建“经北冰洋连接
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研究

匡斓鸽

【内容提要】 　 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是中国落实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践ꎬ也是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重要倡议ꎬ
更是顺应时代和现实要求的体现ꎬ将对中俄两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积

极影响ꎮ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ꎬ建设“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仍

面临北极环境脆弱、极地技术受限、基础设施薄弱等挑战因素ꎮ 基于此ꎬ中
俄两国可在能源资源合作、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技术支持和环境保护方面

着力ꎮ
【关 键 词】 　 北极　 “蓝色经济通道” 　 “一带一路” 　 中俄合作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海洋

大国的海洋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１６ＺＤ０２９)ꎮ
【作者简介】 　 匡斓鸽ꎬ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硕士研究生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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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合作设想»)ꎮ 作为“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重要成果之一ꎬ«合作设想»提出了共同建设中国—印度

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ꎻ经南海向南进入太平洋ꎬ共建中国—大洋

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ꎻ积极推动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

通道”三条蓝色经济通道①ꎮ 其中ꎬ“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以
下简称“北极蓝色经济通道”)首次出现在政府官方文件中ꎬ为中国今后参与

北极治理规划了路径ꎮ
当前ꎬ有关中国参与北极治理以及北极互联互通等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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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学者的关注ꎬ但学者们并未对“北极蓝色经济通道”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

和研究ꎮ 本文试图对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的背景进行梳理ꎬ分析“北极

蓝色经济通道”建设的战略意义ꎬ探讨中俄两国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面临

的挑战因素与合作路径ꎬ并对推进中俄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提出一些

建议ꎮ

一　 中俄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的背景

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是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海洋治理的重大实

践ꎬ是落实“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举措ꎮ 同时ꎬ共建“北极蓝色

经济通道”更是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重要倡议ꎬ是顺应时代和现实要求

的体现ꎮ
(一)“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总框架

事实上ꎬ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前ꎬ中国就已关注北极问题ꎬ认识到北

极尤其是北极航道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ꎮ 尽管有关北极资源、航道、战略

地位等方面的价值已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ꎬ但有关北极的政策并没有上升

到国家战略层面ꎬ国家主要通过科学研究活动、经济合作和基础设施投资来

加强对北极的参与ꎮ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ꎬ北极的地位和作用随之被提升

和放大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ꎬ“一带一路”的内涵和建设方向得到充实

和明确ꎬ北极航道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问题逐步提上日程ꎮ 到 ２０１７ 年

发布«合作设想»ꎬ“北极蓝色经济通道”首次出现在政府官方文件中ꎮ 作为

“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的重要路径ꎬ“北极蓝色经济通道”正式被纳入“一
带一路”倡议当中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ꎬ中国政府发表«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进展、贡献与展望»报告ꎬ在报告的展望部分提到ꎬ“一带一路”一定会走

深走实ꎬ行稳致远ꎬ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
文明之路、廉洁之路①ꎬ这同样也符合“北极蓝色经济通道”的发展方向ꎮ

当前ꎬ中国对北极的参与ꎬ正从纯粹的学术研究活动向北极开发和发展的

务实方向转变ꎮ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逐步推进ꎬ不仅提升了北极的地位ꎬ
更为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提供了支撑ꎮ 一方面ꎬ“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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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步发展ꎬ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ꎬ更提高了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地

位和影响力ꎮ 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是落实“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举措ꎬ将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撑下得到推进和拓展ꎮ 另一方面ꎬ中国提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ꎬ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发展理念ꎬ倡导

全方位、高层次、多领域的蓝色伙伴关系①ꎮ 这些发展理念和原则符合“北极蓝

色经济通道”的建设要求ꎬ也将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建设提供重要的指导ꎮ
(二)北极地区面临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

近年来ꎬ北极环境受全球变暖的影响ꎬ正在发生剧烈变化ꎮ 根据政府间

气候变化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ＩＰＣＣ)的评估报

告ꎬ北极夏季海冰在过去 ３５ 年间减少了近 ７０％ ②ꎮ 北极正从一个冰雪覆盖

的区域向一个冰封区域转变ꎬ而北极环境变化产生的影响是深远和复杂的ꎮ
一方面ꎬ北极冰层的消融将为北极海上通航提供可能ꎬ进而对世界航运和世

界经济产生影响ꎮ 到 ２０５０ 年ꎬ气候的波动可能会极大地改变北极水域的航

行条件③ꎬ到 ２０２５ 年ꎬ北极夏季海冰覆盖面积将不足 １５％ ꎬ平均航行时间可

能增至 ３ ~ ４ 个月ꎬ到 ２０５０ 年增至 ４ ~ ５ 个月ꎬ到 ２１００ 年增至 ５ ５ 个月④ꎮ 北

极地区连接着世界主要经济体ꎬ若北极地区能具备较完善的通航条件ꎬ也将极

大地缩短亚洲与欧洲、美洲市场的距离ꎬ也将极大地降低国际贸易的成本⑤ꎮ
尽管北极通航还需要面对气候及冰情环境复杂、航行时间受限、引航、配备特殊

设备、缴纳额外费用等缺点ꎬ但北极的航运潜力依旧存在ꎬ由此引发的经济效益

也值得期待ꎮ 另一方面ꎬ北极生态系统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不止局限于北冰洋及

北极周边区域ꎮ 作为地球上的气候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带ꎬ北极异常升温和海冰

快速变化将对全球ꎬ尤其是北半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产生重大影响⑥ꎮ 因

此ꎬ如何平衡北极发展和保护北极环境ꎬ成为参与北极治理须关注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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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蓝色经济通道”便从战略高度回应了该问题ꎮ «合作设想»强调

“北极蓝色经济通道”不仅是一条依海繁荣之路ꎬ还是一条绿色发展之路ꎮ 促

进沿线发展、消除贫困和保护通道发展所依托的海洋环境都是“北极蓝色经

济通道”的合作重点ꎬ这无疑是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情况下对保护和开发北

极的积极回应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６ 日ꎬ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

书①ꎬ阐述了中国在北极事务上的基本立场ꎬ参与北极事务的政策目标、基
本原则和主要政策ꎮ «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将北极的环境保护和治理

摆在了优先位置ꎬ进一步表明了中国政府保护北极环境的立场ꎮ
(三)合作日益成为北极治理的主旋律

实践中ꎬ北极治理形成了“全球—区域—国家”三层次、多利益攸关方参

与的多元格局②ꎮ 近年来ꎬ北极国家③和非北极国家在北极主要问题上的合

作变得富有活力ꎬ各种形式的合作都在北极治理中适用ꎬ而且还实现了高度

的制度化ꎮ 尽管竞争犹在ꎬ但合作日益成为北极治理的主旋律ꎮ 对中国而

言ꎬ中国应该拥有参与北极治理的合法权利ꎬ中国的声音应该在包括北极事

务在内的全球和地区论坛上得到更多关注④ꎮ 在北极治理问题上ꎬ俄罗斯注

定成为北极地区最重要的参与者ꎬ因此ꎬ中国要参与北极事务ꎬ离不开与俄罗斯

的合作ꎮ 而近年来ꎬ相对保守的俄罗斯也努力推动北极事务方面的国际合作ꎮ
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总面积约 ３００ 万平方公里ꎬ约占俄领土总面积的 １８％ꎬ于俄

罗斯而言ꎬ北极地区直接关乎其国土安全ꎮ 长期以来ꎬ俄罗斯对于其他国家介

入北极地区持消极态度ꎬ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改变ꎬ俄罗斯对北极合作的态

度发生了转变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ꎬ俄罗斯通过了«２０２０ 年前及更远未来俄联邦在北

极的国家政策原则»⑤ꎬ２０１３ 年 ２ 月ꎬ普京又签署了«２０２０ 年前俄罗斯联邦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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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美国、俄罗斯、挪威、瑞典、芬兰、冰岛和丹麦八国通常被称为环北极国

家、北极国家(Ａｒｃｔｉｃ Ｓｔａｔｓ)或北极八国(Ａ８)ꎮ 北极地区则指以地球北极点为中心的一片

区域ꎬ包括北冰洋及其岛屿、北美大陆和欧亚大陆的北部边缘地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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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发展和国家安全保障战略»①ꎬ为推动上述北极政策原则文件的实施提供

保障ꎮ 之后ꎬ俄罗斯还陆续出台了北极政策文件ꎬ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北极地

区的政策环境ꎮ 俄外长拉夫罗夫明确提出将中国作为其北极合作的优先伙伴ꎬ
俄罗斯外交部北极事务大使弗拉基米尔巴尔宾也提出北极应成为“合作之

地”②ꎮ 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ꎬ俄罗斯总统

普京也表达了俄方在北极航道开发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的意愿③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华进行国事访问ꎬ中俄两国发布联合声明ꎬ

声明中明确提到要加强中俄北极可持续发展合作ꎬ包括支持双方有关部门、机
构和企业在科研、联合实施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ꎬ开发和利用北方海航道

潜力、旅游、生态等方面开展合作④ꎮ 在北极问题的国际合作中ꎬ中俄有着良好

的政治互信基础ꎬ两国已建立一系列合作机制ꎬ成为北极地区乃至国际合作的

典范ꎮ 以合作为主题的北极将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提供良好的机遇ꎮ

二　 中俄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的战略意义

北极地区连接着世界主要经济体ꎬ受气候变化的影响ꎬ北极海冰融化将

使北极航道通航成为可能ꎬ北极航道将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通道之一ꎮ «合
作设想»提出以共享蓝色空间、发展蓝色经济为主线ꎬ倡导“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开展海洋合作ꎬ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ꎬ维护海上安全、海洋经

济发展、海洋科学研究等方面为合作重点ꎬ共走绿色发展之路ꎬ共创依海繁荣

之路ꎬ共筑安全保障之路ꎬ共建智慧创新之路ꎬ共谋合作治理之路ꎬ实现人海

和谐ꎬ共同发展⑤ꎮ 可见ꎬ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ꎬ不仅为中国参与北极开

发和海洋合作规划了清晰的路径ꎬ更能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人文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２０ года 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Ф ８
февраля ２０１３ г Пр － ２３２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４３２

«俄外长:中国是北极优先合作伙伴»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ｏｕｔｉａｏ ｃｏｍ / ｉ６１８９３２２０１２
７０８８４８１２９ /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на церемонии открыт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форума
"Один поясꎬодин путь" １４ мая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５４４９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全文)»ꎬ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８ / ０６０８ / ｃ１００２ － ３００４６９８３ 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ｇｎｘｗ / １６６７０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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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ꎻ不仅对中俄两国有积极影响ꎬ更是深入推进“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的重要举措ꎬ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一)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保障能源安全

对中国而言ꎬ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将对中国的能源战略和经济发展

产生巨大的影响ꎮ 通道建设是蓝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①ꎬ建设“北极蓝色

经济通道”离不开对航线的开发ꎮ 中国作为重要的能源消费国ꎬ需要安全稳

定的能源通道ꎬ而当前中国的能源通道主要依赖容量趋于饱和、海盗猖獗的

马六甲海峡和苏伊士运河ꎬ北极航道将为中国提供一条可供选择的运输路

线ꎬ且有助于促进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②ꎮ 如前文所述ꎬ因北极气候变

化ꎬ北极航道的通航条件在提升ꎬ北极航道的成本优势会凸显ꎬ将极大降低国

际贸易的成本ꎮ 此外ꎬ北极航道沿线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ꎬ可为中国提供一

条稳定的能源供应渠道ꎮ 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将从北方建立联通欧洲、
美洲最快捷和最经济的通道ꎬ极大地缩短与欧洲和美洲市场的距离ꎬ对中国

的能源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ꎮ “北极蓝色经济通道”的建设还将影响中国经

济发展ꎬ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不仅需要发挥东南沿海城市在建设中的作

用ꎬ还要利用东北地区沿海城市的地理位置等优势ꎬ大力发展东北地区的对

外贸易ꎬ因此ꎬ这将带动中国更广大地区经济的发展ꎮ 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例ꎬ
共同开发建设“北极蓝色经济通道”ꎬ将为振兴东北经济ꎬ推动以向海战略带

动长吉图沿线城市经济发展迈出坚实的步伐③ꎮ
(二)为俄罗斯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ꎬ国土广袤ꎬ东西跨度大ꎬ然而ꎬ俄罗斯各地区的经

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ꎮ 俄罗斯的社会经济活动和人口分布主要集中在

乌拉尔山脉以西的欧洲部分ꎬ而广袤的西伯利亚地区则经济结构单一、发展

水平滞后、开发程度较低④ꎮ 俄罗斯北极地区更是因自然环境恶劣ꎬ基础设

—３９—

①

②

③

④

赵隆:«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对接俄罗斯北方航道复兴———从认同

到趋同的路径研究»ꎬ«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Ｖ Ｇａｖｒｉｌｏｖꎬ Ａ Ｋｒｉｐａｋｏｖａꎬ Ａｒｃｔ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Ｊｉｎｄ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２０１７ꎬ ８ (１): ６９ꎬ ｈｔｔｐ: / / ｓｅａｒｃｈ ｅｂｓｃｏｈｏｓｔ ｃｏｍ / ｌｏｇｉｎ ａｓｐｘ? ｄｉｒｅｃｔ ＝ ｔｒｕｅ＆
ｄｂ ＝ ｅｄｏ＆ＡＮ ＝ ｅｊｓ４１６２３７２８＆ｌａｎｇ ＝ ｚｈ － ｃｎ＆ｓｉｔｅ ＝ ｅｄｓ － ｌｉｖｅ

«中国海洋学会北方海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冰上丝绸之路”研讨会在长春召开»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ｓｎ ｃｎ / ｚｘ / ｂｗｙｃ / ２０１８０６ / ｔ２０１８０６０７＿４３５２３２６ ｓｈｔｍｌ

费帆:«探析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现实需要与实现路径———基于建构主

义国际关系理论»ꎬ«理论月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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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不配套ꎬ远离西部经济发展中心等原因ꎬ开发难度巨大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

危机和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后ꎬ俄罗斯更是面临经济下滑、西方制裁等困境ꎬ
因此ꎬ俄罗斯要发展国家经济ꎬ就需要寻找新的国际合作途径ꎮ 随着“北极蓝

色经济通道”沿线自然资源的开发和新生产设施的建设ꎬ俄罗斯非常希望由

此增加北极地区对其国内经济发展的贡献①ꎮ 作为落实“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举措ꎬ“北极蓝色经济通道”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和民心相通②的指导思想下进行推进ꎬ必然是全方面、多层次的ꎬ这势必会

为俄罗斯带来大量资金、技术和人员ꎮ 伴随资金的有效投入、人才交流的扩大

和技术合作的深入ꎬ“北极蓝色经济通道”将为俄罗斯提供新的发展机遇ꎮ
(三)推动北极的可持续发展

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不仅是要共创一条依海繁荣通道ꎬ更是要建设

一条绿色发展通道ꎮ «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强调中国的北极政策目标是:
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和参与治理北极ꎬ维护各国和国际社会在北极

的共同利益ꎬ推动北极的可持续发展③ꎮ 保护北极环境ꎬ促进北极的可持续

发展是建设蓝色经济通道的前提和基础ꎮ 同时ꎬ中国政府将保护北极生态环

境和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参与北极事务的主要政策主张ꎬ提出中国坚持依据国

际法保护北极自然环境ꎬ保护北极生态系统ꎬ养护北极生物资源ꎬ积极参与应

对北极环境和气候变化的挑战ꎮ
中俄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是中国积极推动海洋和极地全球治理的

重要体现ꎮ «合作设想»中所强调的合作原则之一便是共商、共建、共享ꎬ中国

始终在为增进共同福祉ꎬ发展共同利益而努力ꎬ时刻体现中国作为大国的担

当与责任ꎮ

三　 中俄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面临的挑战因素

北极不仅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渔业资源和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ꎬ更因

其地理位置而军事战略地位突出ꎮ 但是ꎬ与地球上其他地区相比ꎬ北极地区

—４９—

①

②

③

Ｖａｓｉｌｉｉ Ｅｒｏｋｈｉｎꎬ Ｇａｏ Ｔｉａｎｍｉｎｇ ＆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ｕｈｕａꎬ Ａｒｃｔｉｃ Ｂｌｕ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ꎬ Ａｒｃｔｉｃ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ꎬ ２０１８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愿景与行动»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ｙｗ / ｑｗｆｂ / ６０４ ｈｔ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 ｃｎ / ｚｆｂｐｓ / ３２８３２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６１８２０３ / １６１８２０３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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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数不多的人类尚未进行大规模开发且资源丰富的地区ꎬ但因北极脆弱和

极端的环境ꎬ开发难度大ꎮ 中俄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还面临着基础设施

和技术限制等挑战因素①ꎮ
(一)北极脆弱的生态环境将制约“北极蓝色经济通道”的推进

随着北极海冰融化和科技进步ꎬ人类在北极的开发活动频率增加ꎬ北极

原生生态系统也日益遭到破坏ꎮ 然而北极地区生态环境又极为脆弱ꎬ北极开

发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将成为全球治理的新问题②ꎮ 早在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第四

届“北极———对话区域”国际北极论坛上ꎬ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开幕式致辞中

就提到ꎬ参与北极事务要加强北极生态环境保护ꎬ将保护北极生态置于优先

位置ꎮ 要不断深化对北极的科学探索ꎬ为保护和利用北极奠定坚实基础③ꎮ
因此ꎬ建设“北极蓝色经济通道”必须把保护北极生态环境放在首要位置ꎬ除
了要兼顾北极开发ꎬ更要确保北极环境不被破坏ꎮ

当前ꎬ北极生态保护和治理存在问题ꎮ 一方面ꎬ北极生态环境现状并不

乐观ꎬ北极主要的污染是因油气开发和航船造成的漏油污染、废物污染等ꎮ
而这些污染对环境影响大ꎬ技术要求高ꎬ治理十分困难ꎮ 另一方面ꎬ北极生态

环境保护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ꎮ 北极理事会、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等是当前

治理北极环境的有效机制ꎬ虽然这些论坛性或组织化治理机制数量不少ꎬ但
是其机制内部的运行却存在一些不足④ꎮ 以北极理事会为例ꎬ北极理事会主

要功能就是环境保护⑤ꎮ 但是由于地缘优势ꎬ北极八国在北极理事会中享有

核心地位ꎬ非北极国家难以真正参与到北极有关事务的治理ꎬ这就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北极环境治理的国际合作ꎬ不利于北极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ꎮ
要深入推进“北极蓝色经济通道”就必须要保护北极脆弱的生态环境ꎬ推动北

极生态保护治理体系的完善ꎬ克服挑战ꎮ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Гао Тяньмин Российско － кита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по созданию Арктического
синего з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коридора: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 / Общество: политикаꎬ
экономикаꎬправо ２０１８ № ３ С ５１ －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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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洋:共同开创北极美好新未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３ / ３０ / ｃ＿
１１２０ ７２０５７２ ｈｔｍ

杨振姣、郑泽飞:«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研究»ꎬ«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ꎮ
同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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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须突破极地技术难关

２０１８ 年发布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也再次强调保护北极环境ꎬ不
断深化对北极的探索和认知ꎮ 而要认识、利用和保护北极就离不开对极地技

术的研发和创新ꎮ 极地技术涉及北极地质、地理、冰雪、水文、气象、海冰、生物、
生态、地球物理、海洋化学等多领域ꎬ进行极地技术的研发和创新离不开多学科

的协同合作ꎮ 然而北极自然环境恶劣ꎬ目前极地技术面临着许多困难ꎮ
从技术人员作业来看ꎬ技术人员在极寒天气下难以开展作业ꎬ也面临着

人身安全问题ꎬ如何保障技术人员在北极顺利作业和人身安全也是需要突破

的技术难关ꎮ 此外ꎬ技术装备也是认识、利用和保护北极的基础ꎬ北极恶劣的

自然环境条件要求对设备材料和技术进行额外投资①ꎬ现有的技术设备受最

高与最低温度的限制ꎬ难以应对北极目前的自然环境ꎮ 而建设“北极蓝色经

济通道”需要能够承担深海远洋考察、冰区勘探、大气和生物观测等领域任务

的技术装备ꎬ这些技术装备不仅要承担开发重任ꎬ更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ꎬ因
此ꎬ技术装备的创新和升级尤为重要ꎮ 尽管中国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北极科

研体系ꎬ培养了一大批北极科研人才ꎬ但是ꎬ面对复杂脆弱的北极生态和艰巨

的建设任务ꎬ当前的极地科研能力和水平仍然不够ꎮ 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

道”要深入发展ꎬ必须突破极地技术难关ꎮ
(三)“北极蓝色经济通道”面临沿线基础设施不足问题

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基础ꎮ 北极地区自然资源极其丰富ꎬ占地球自然

资源储量的 ２０％ ꎬ但该地区人口稀少ꎬ只有 ４００ 万居民ꎬ基础设施不发达②ꎮ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③中的数据ꎬ相比其他环北

极国家ꎬ俄罗斯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ꎬ面临着完善铁路、公路、航空和港口运

输发展的困境ꎮ 俄罗斯铁路设施质量指数(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④

只有 ４ ５ꎬ全球排名第 ２３ 位ꎮ 相比其他北极国家ꎬ俄罗斯铁路因修建时间久

—６９—

①

②

③
④

В Л Ерохин Северный морской путь как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ная осн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 －
китайского Арктического сине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коридора / / Маркетинг и логистика
２０１８ № １ (１５) С １２ － ２９

Ｈｅｉｄａｒ Ｇｕｄｊｏｎｓｓｏｎꎬ Ｅｇｉｌｌ Ｔｈｏｒ Ｎｉｅｌｓｓ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Ｅｎ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ꎬ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ꎬ Ｍａｒｃｈ ３１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３ / ｃｈｉｎａｓ － ｂｅｌｔ － ａｎｄ －
ｒｏａｄ － ｅｎｔｅｒｓ － ｔｈｅ － ａｒｃｔｉｃ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ｔｈｅ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铁路设施质量指数(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 ｉｎｆｒｕ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

国铁路系统的发展规模和发达程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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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ꎬ设施质量较差ꎬ而北欧国家的铁路长度和运载能力也都十分有限①ꎮ 此

外ꎬ俄罗斯公路设施质量指数(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ｏａｄ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仅为 ２ ９ꎬ全球排

名第 １１４ 位ꎻ港口基础设施质量指数(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ｒ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为 ４ ２ꎬ全
球排名第 ６６ 位ꎬ而美国、丹麦、挪威、瑞典等北极国家的港口基础设施质量指

数均不低于 ５ ５ꎻ俄罗斯航空运输基础设施质量指数(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ｉ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为 ４ ６ꎬ全球排名第 ６６ 位ꎮ 尽管俄罗斯有较完善的交通基础设

施体系ꎬ但由于建造时间久远ꎬ部分基础设施存在老化现象ꎬ根本无法适应未

来的经济发展要求ꎮ 同时ꎬ与地球上其他地区不同ꎬ“北极蓝色经济通道”沿
线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要求更高的建设标准ꎬ这必须以具备特殊性能的

基础设施作为保障ꎬ包括气象和水文数据、海上通信导航、救援等基础设施ꎬ
但俄罗斯缺乏必要的资金和资源维护现有的基础设施ꎬ也无法因需求增长而

扩大基础设施规模②ꎮ
尽管当前中俄互联互通合作日益密切ꎬ两国首座跨境铁路桥、跨境公路

桥、“滨海 － １ 号”、“滨海 － ２ 号”国际交通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中欧班列

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稳步推进③ꎬ但是ꎬ面对俄罗斯薄弱的基础设施现状ꎬ
“北极蓝色经济通道”面临的困境不容小觑ꎮ

四　 中俄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的合作路径

中国的北极政策目标体现了中国参与北极开发和发展合作、积极参与北

极治理的意愿ꎮ 在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中ꎬ俄罗斯是中国在北极的重要

合作伙伴之一④ꎮ 作为北极国家ꎬ俄罗斯历来十分重视北极事务ꎬ并且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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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姜巍:«环北极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机遇与中国策略»ꎬ«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ꎮ

В Л Ерохин Северный морской путь как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ная осн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 －
китайского Арктического сине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коридора / / Маркетинг и логистика
２０１８ № １ (１５) С １２ － ２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ｐｉｔ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Ｃｈａｎｎｅｌ＿３９７４ / ２０１９ / ０４２３ / １１５６４４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１５６４
４８ ｈｔｍ

Т А ГригорьеваꎬА А Арский Синерг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нтересов Евразии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этапе развит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в рамках инициативы "Один поясꎬодин путь"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 －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г Москваꎬ１１ сентября ２０１７ г )
ХарбинꎬКНР:Харбинский инженер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２０１７ С ２２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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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有关事务列入国家战略ꎮ 随着北极形势和俄罗斯北极政策的发展ꎬ国际合

作成为俄罗斯北极政策的重要部分ꎮ 中俄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正是两

国的最优选择①ꎮ 在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中ꎬ两国可以将政策协调、基
础设施合作、金融和投资领域合作以及北极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等作为优先

发展事项②ꎮ
中俄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ꎬ两国可从资源能源

领域、基础设施、资金及技术和生态环境为合作路径ꎬ进一步推动“北极蓝色

经济通道”的建设ꎮ
(一)资源能源合作

资源能源合作是推动中俄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的主要动因ꎮ 北

极具有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资源ꎬ美国地质调查局对北极圈以北地区

进行了评估ꎬ认为北极可开采的天然气和石油储量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

３０％和 １３％ ꎬ多储藏于近海ꎬ北极地区未发现的天然气储量是石油的 ３ 倍ꎬ
且主要集中在俄罗斯③ꎮ 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拥有 ２００ 多个油田和天然气田

以及近海矿藏ꎬ还拥有北极地区大部分的碳氢化合物储量④ꎮ 而中国是世

界上主要的能源消费国ꎮ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ＢＰ)发布的第 ６７ 版«ＢＰ 世界

能源统计年鉴(２０１８ 年)»⑤ꎬ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部分仍源自发展中

国家ꎬ它们占据了全球能源消费增量的 ８０％ ꎮ 而仅中国一个国家就占据了

全球能源消费增量的１ / ３ꎮ２０１７ 年ꎬ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ꎬ占
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 ２３ ２％ 和全球能源消费增长量的 ３３ ６％ 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能源消费增长 ３ １％ ꎬ连续 １７ 年成为全球能源消费增量最大的国家ꎮ
其中ꎬ中国是全球天然气消费的最大驱动力ꎬ占 ２０１７ 年全球天然气消费增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潘常虹、孙冬石:«中俄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的路径和策略»ꎬ«东北亚经济

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В Л Ерохин Северный морской путь как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ная осн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 －

китайского Арктического сине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коридора / / Маркетинг и логистика
２０１８ № １ (１５) С １２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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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 ＝ １１９５７０４＆ｌａｎｇ ＝ ｚｈ － ｃｎ＆ｓｉｔｅ ＝ ｅｄｓ － ｌｉｖｅ

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ｐ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ｂｐ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ｚｈ＿ｃ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８ＳＲｂｏｏｋ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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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 ３２ ６％ ꎻ石油对外依存度升至 ６８％ ꎬ为历史最高值ꎮ 一般而言ꎬ如果

某种能源对外依存度过高ꎬ那么ꎬ该种能源的供应就存在一定的隐患ꎬ需要

从战略角度考虑供给问题ꎮ
中俄之间能源往来密切ꎬ俄罗斯是中国重要的原油供应国ꎮ 根据中国国

家海关总署的数据ꎬ在 ２０１７ 年最大的 １０ 个对华原油供应国中ꎬ俄罗斯和沙

特阿拉伯分别为第一和第二大对华原油供应国ꎮ 但中东地区存在政局动荡、
过度开发等问题ꎬ能源供应存在不稳定的因素ꎮ 传统海上能源运输通道因距

离和海盗问题还需支付高额的维护费用①ꎮ 中国需要开辟新的能源供应渠

道ꎬ而“北极蓝色经济通道”将为中国解决能源的供应、运输和安全提供良

好的保障ꎮ 目前ꎬ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主要依托管道和海运方式ꎬ但由于

建设成本和维护费用高昂ꎬ同时无法承载油气以外的能源运输ꎬ管道运输

的作用仍然有限ꎬ而在北极地区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资源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中俄发表联合声明ꎬ该声明对中俄两国能源合作做了详细的

描述ꎮ 声明指出ꎬ本着长期合作、利益共享和经济可行原则开展能源合作ꎬ
积极构建能源战略伙伴关系②ꎮ 资源能源合作符合中俄双方共同的利益诉

求ꎬ在中俄“北极蓝色经济通道”的建设中ꎬ双方要以资源能源合作为发展

路径ꎮ
(二)基础设施合作

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是中俄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的基础条件ꎬ
是开展后续工作的保障ꎮ 如前所述ꎬ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的数据ꎬ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交通系统有一定的基础ꎬ但海上

交通、陆上交通和空中交通系统则普遍存在设施设备老化、损坏等问题ꎬ现
有的基础设施无法满足现实的开发需求ꎮ

以港口为例ꎬ俄北极地区港口大多修建于苏联时期ꎬ港口的基础设施、生
产能力已经无法满足北极资源开发和北方海航道建设的需求ꎮ 港口基础设

施需要改进ꎬ以适应各种型号的船只ꎮ 此外ꎬ为了确保稳定和安全航行ꎬ还需

要发展通信、调度和救援网络③ꎮ 公路方面ꎬ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公路线路较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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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春荣:«２０１７ 年中国石油进出口状况分析»ꎬ«国际石油经济»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

声明»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５ 日ꎮ
Ｇｕｙ Ｅ ꎬ Ｌａｓｓｅｒｒｅ Ｆ ꎬ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Ｐｏｌａｒ Ｒｅｃｏｒｄꎬ ２０１６ꎬ ５２ (３): ２９４ꎬ ｈｔｔｐ: / / ｓｅａｒｃｈ ｅｂｓｃｏｈｏｓｔ ｃｏｍ /
ｌｏｇｉｎ ａｓｐｘ? ｄｉｒｅｃｔ ＝ ｔｒｕｅ＆ｄｂ ＝ ｅｄｂ＆ＡＮ ＝ １１４４８５７３０＆ｌａｎｇ ＝ ｚｈ － ｃｎ＆ｓｉｔｅ ＝ ｅｄｓ － ｌ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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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ꎬ并且因资金缺乏ꎬ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对落后ꎮ 航空运输方面ꎬ完善和

发展北极地区的航空运输体系ꎬ发展小型航空线路ꎬ建设支线机场同样必要ꎮ
无论是从发展需要还是从现实情况来看ꎬ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成为现实紧迫的

任务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中俄两国发布联合声明ꎬ提出加强中俄北极可持续发展合

作ꎬ支持中俄双方有关部门、机构和企业在联合实施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①ꎮ
双方在加强北极地区基础设施合作方面达成了共识ꎮ «合作设想»中也强调

需要推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ꎮ 基础设施的不发达不仅影响北极地区居民

的生产生活ꎬ还直接阻碍中俄在北极地区的开发ꎬ因此ꎬ中俄双方在共建“北
极蓝色经济通道”的过程中ꎬ必须把基础设施作为合作的重要环节ꎬ推动沿线

地区建设完备、高质量的基础设施ꎮ
(三)技术和资金合作

技术和资金是中俄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的重要支撑ꎮ 北极地区有

着独特的天文气象、地质地貌等自然环境特征ꎬ与“一带一路”其他沿线国家

的合作相比ꎬ“北极蓝色经济通道”建设是在十分脆弱的自然环境中开展ꎮ
“北极蓝色经济通道”沿线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ꎬ中国政府和企业需要面对更

为严苛的环保制度和更高标准的技术要求ꎮ 因此ꎬ中俄要建设“北极蓝色经

济通道”势必需要对北极及沿线进行科学研究ꎬ只有对北极及“北极蓝色经济

通道”沿线的自然环境等作出更加周全、长远的研究ꎬ才能为之后的建设和开

发创造条件ꎮ
北极知识储备不足是导致中国难以高效参与北极事务的核心原因②ꎮ

中俄两国在北极的科研合作上有着良好基础ꎬ作为北极国家ꎬ俄罗斯在北极

地区的科研工作有悠久的历史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ꎮ １８９９ 年ꎬ在俄国科学家

的带领下ꎬ俄罗斯就开始了对北冰洋海域的科学考察ꎬ同年ꎬ亚历山德罗夫斯

克的摩尔曼斯克生物站开始运作ꎬ为俄北极海洋的基础研究奠定了基础③ꎮ
此后ꎬ基于航运、渔业和军事等目的ꎬ俄罗斯先后在北极地区建立相应的科研

机构ꎮ 总体而言ꎬ俄罗斯在极地技术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ꎮ 近年来ꎬ中国积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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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开展北极的科学考察工作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中国在北极地区已成功开

展了 ８ 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和 １４ 个年度的黄河站站基科学考察ꎮ 借助船站平

台ꎬ中国在北极地区逐步建立海洋、冰雪、大气、生物、地质等多学科观测体

系①ꎮ 建设“北极蓝色经济通道”需要依靠中俄技术上的合作ꎬ中国应利用两

国良好的合作基础ꎬ积极推动两国在俄优势领域的合作ꎮ
俄罗斯经历了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ꎬ经济下滑严重ꎬ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

机后ꎬ西方国家又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ꎬ受欧美的制裁和挤压ꎬ俄经济遭遇

冲击ꎬ更是加重了其北极开发的资金负担ꎬ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活动受到较

大挑战和限制ꎮ 例如ꎬ美国将俄罗斯北方海航道开发和北极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的重要企业诺瓦泰克公司(Ｎｏｖａｔｅｋ)列入被制裁名单ꎬ禁止美国金融机构

和投资者为其提供融资和交易服务②ꎮ 因此ꎬ俄罗斯需要寻求新的资金来

源ꎬ而中国凭借雄厚的资金优势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挽回

俄由于西方制裁带来的风险和损失③ꎮ “北极蓝色经济通道”无疑为俄罗斯

提供了机遇ꎮ
(四)生态环境合作

生态环境合作是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的内在要求ꎮ 北极地区生态

系统脆弱ꎬ一旦遭受破坏便很难恢复ꎮ 过去几十年ꎬ人类对北极不合理的开

发和利用ꎬ使北极地区的环境受到影响ꎬ现在ꎬ北极地区夏季海冰面积缩小、
融冰起始时间异常、海水增温等ꎮ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北极的生态系统ꎬ也
对全球生态系统产生了影响ꎮ 因此ꎬ国际社会需共同应对北极面临的生态环

境挑战ꎬ推进北极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北极物种保护、生态系统恢复等方面

的国际合作ꎮ
２００８ 年ꎬ俄罗斯、美国、挪威、丹麦和加拿大五国部长级会议通过«伊卢

利萨特宣言»ꎬ宣布五国承诺共同保护北极环境ꎮ 由此可见ꎬ北极的环境问题

早已成为北极国家和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ꎮ 但北极地区还未形成一套综合

有效的环境保护体系ꎬ北极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仍然十分紧迫ꎮ “北极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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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通道”的合作重点之一便是共走绿色发展之路ꎬ维护北极生态系统健康

和生物多样性ꎬ加强应对北极环境变化的合作ꎬ推动北极环境保护ꎮ 中国政

府发布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也详尽阐述了中国保护北极生态环境和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主张ꎮ
在环境保护方面ꎬ«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将海洋环境列为北极环境保

护的重点领域ꎬ支持北冰洋沿岸国依照国际条约减少北极海域陆源污染物的

努力ꎬ致力于提高公民和企业的环境责任意识ꎬ与各国一道加强对船舶排放、
海洋倾废、大气污染等各类海洋环境污染源的管控ꎬ切实保护北极海洋环境ꎮ
针对北极生态保护ꎬ中国重视北极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ꎬ力图提升

北极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ꎬ推进在北极物种保护方面的国际

合作ꎮ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ꎬ中国发布的白皮书提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宣

传、教育ꎬ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水平ꎬ促进应对北极气候变化的国

际合作ꎮ
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不能以牺牲自然环境来换取所谓的经济发展ꎬ

北极的开发离不开北极的环境保护问题ꎬ如何保护北极环境ꎬ推动北极的可

持续发展ꎬ需要世界各国的参与和合作ꎮ “北极蓝色经济通道”不仅是经济发

展的通道ꎬ更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通道ꎬ中俄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须以

生态环境合作为发展路径ꎮ

五　 加快“北极蓝色经济通道”建设的建议

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和参与治理北极ꎬ维护各国和国际社会在

北极的共同利益ꎬ推动北极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政策目标ꎬ
而实现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政策目标ꎬ必须坚持“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
的基本原则ꎮ

(一)推动发展战略细化

目前ꎬ中俄就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达成了诸多共识ꎬ但是两国政府

间仍然需要进一步洽谈推进“北极蓝色经济通道”的具体合作战略ꎬ细化“北
极蓝色经济通道”的发展战略ꎬ并形成框架性协议ꎬ为接下来的合作提供切实

指导ꎮ
在政治基础层面ꎬ中国要积极推动中俄两国政府建立“北极蓝色经济通

道”的合作运行机制ꎬ推进中俄政府之间形成高层对话机制ꎬ从而提高中俄两

国建设“北极蓝色经济通道”的合作水平ꎮ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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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合作层面ꎬ要制定中国企业和地方参与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

道”的规划ꎬ支持中国企业和地方参与开发建设ꎬ鼓励中国企业进行初步

试探ꎮ
在人文交流方面ꎬ中国政府要加强中俄两国智库之间的合作ꎬ加强有关

北极的科研合作ꎬ在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ＩＡＳＣ)、北极理事会等多边框架内

积极与俄罗斯开展北极科研合作①ꎮ
(二)基础设施建设与资源合作开发相结合

中国参与北极地区开发ꎬ要关注俄罗斯的发展战略和北极战略ꎬ兼顾地

区发展、资源开发、航道利用等方面的问题ꎮ 北极地区资源丰富ꎬ资源开发收

益预期大ꎬ但沿线配套的基础设施薄弱ꎬ俄罗斯北极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需

要与中国合作ꎮ 中国参与建设“北极蓝色经济通道”可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与资源开发相结合ꎬ充分发挥中方的优势ꎬ实现利益最大化ꎮ
首先ꎬ要发挥中国资金优势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ꎬ参与

承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ꎬ推动“北极蓝色经济通道”沿线地区铁路、公路、管道

等建设工程的发展ꎮ
其次ꎬ可将港口建设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资源开发的重要环节ꎮ 对

于资源丰富的俄北极地区ꎬ能够运输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品的专业港口是必

不可少的ꎬ且从长远来看ꎬ进行港口建设也能为未来北极航道的开通打好

基础ꎮ
最后ꎬ要推动沿线地区不同运输方式的联通ꎬ实现沿线海陆空交通的高

效衔接ꎬ降低运输成本ꎬ为能源开发和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ꎮ
(三)提升参与北极开发的科研能力

俄罗斯对北极地区的科学考察与研究工作历史悠久ꎬ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ꎮ 中国应加强与俄罗斯在北极科学考察方面的合作ꎬ加强同俄罗斯从事北

极科学研究的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ꎬ共同进行北极科学考察ꎬ充分了解北

极地区独特的天文气象、地质地貌等自然环境特征ꎬ为建设“北极蓝色经济通

道”提供科研支持ꎮ
同时ꎬ注重同俄罗斯开展人文交流ꎬ培养北极研究的人才ꎬ为之后通道的

开发提供人才储备ꎮ 此外ꎬ要重视中国海洋科考和极地科考船舶制造技术ꎬ
紧密跟踪“北极蓝色经济通道”建设的发展动态ꎬ有针对性地开展海洋科考和

极地科考船舶及有关装备的研发ꎬ提升极地破冰船的数量和质量ꎬ提升中国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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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科考船舶的整体实力ꎬ为开展远洋综合科学考察和极地考察研究提供有

力支撑①ꎮ
(四)注重“北极蓝色经济通道”建设的可持续性

“北极蓝色经济通道”是合作治理之路ꎬ更是绿色发展之路ꎮ 在参与“北
极蓝色经济通道”的建设中ꎬ中方考虑更多的是ꎬ既共同保护北极ꎬ又合理有

序地利用北极ꎬ而不是把北极视为资源库而进行掠夺②ꎮ 中国坚持在开发北

极与保护北极之间寻找平衡点ꎬ绝不为了开发北极的而大肆破坏北极的生态

环境ꎮ 因此ꎬ必须注重可持续性发展原则ꎬ将可持续性发展原则贯彻到中俄

两国宏观政策和具体实践上ꎬ加强北极环境保护ꎮ 中俄两国可制定针对北极

开发的环境保护相关制度ꎬ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ꎬ以规范北极开发

的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ꎮ 此外ꎬ因北极地区生态系统脆弱ꎬ一旦受损ꎬ自我恢

复能力极低ꎬ为保护北极地区的环境ꎬ要严格审查参与“北极蓝色经济通道”
建设的企业资质ꎬ避免不具备科技能力和环境保护能力的企业进入开发行

列ꎮ 符合资质的企业也要不断提升自我环境保护意识ꎬ不断追求更高的环保

标准ꎮ 最后ꎬ在北极可持续发展问题上ꎬ注重同北极理事会的合作ꎬ共同推进

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ꎮ
总之ꎬ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是中国落实“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实践ꎬ也是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重要倡议ꎬ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但是

北极地区存在生态环境复杂脆弱、基础设施落后等难题ꎬ建设“北极蓝色经济

通道”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ꎮ 尽管如此ꎬ“北极蓝色经济通道”仍具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ꎬ相信在中俄两国的共同努力下ꎬ通过沿线国家通力合作ꎬ“北极蓝

色经济通道”将得到深度拓展ꎮ 当前ꎬ“北极蓝色经济通道”还处于发展起步

阶段ꎬ存在一定的问题ꎬ需要中俄两国各部门加强沟通合作ꎬ共同努力推动

“北极蓝色经济通道”进一步发展ꎬ构建互利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ꎬ共走绿色

发展之路ꎬ共创依海繁荣之路ꎬ共筑安全保障之路ꎬ共建智慧创新之路ꎬ共谋

合作治理之路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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