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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 地 政 治 

北极地区安全维度变化与北极地区议题安全化* 

王传兴 

摘要：从狭义的国际政治（国家间政治）演进到广义的国际政治（全球政治），始于冷战后期，而全球政治成为国

际政治的主流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使得安全维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纵向维度看，

安全关注层次从国家向上扩展到国际体系和次国际体系、向下扩展到次国家和个体，由此导致安全指涉对象

和安全化行为体不仅包括国家行为体，而且包括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从横向维度看，全球政治时代的安全关

注已超越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议题领域，拓宽到环境、经济和社会诸议题领域。北极地区的安全层次和安全领

域变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随着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也日益引人关注。

作为近北极国家，中国兼具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的双重身份，应在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过程中，

既要关注自身国家安全利益，也要关注超越国家安全利益的人类安全利益。 

 

关键词：  北极地区安全；安全化；安全维度变化；全球政治 

 

作者简介：  王传兴，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同济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济大学极地与

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极地国际问题研究通讯》(季刊)主编（上海 邮编：200092）。 

 

国内有关北极安全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形成系统性研究成果。本文从全球政治时代安全维度

变化的角度分析北极地区安全层次和领域的变化，探讨北极地区议题安全化对中国参与北极地区安全事务

的意义。 

一、全球政治视角下的安全维度变化 

“全球政治（global politics)）涉及世界上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特点及其后果。”
1

全球政治有两种不同的基本含义。其一，全球政治“指全球层次而非国家或区域层次开展的政治。„„在

最近几十年里„„数量越来越多的政治议题也已获得了‘全球性’特点，因为它们实际上或有可能影响世

界上的所有地方、并因此影响地球上的所有人。”2它要求采取一种“‘无边界的’或‘跨全球的’政治方

法。”3其二，全球政治“不仅仅指作为整体的体系，而且指体系内的所有要素。全球政治因此不仅在全球

层次，而且在所有——全世界的、区域的、国家的、次国家的等——层次发生，并且至关重要的是在跨层

次发生。”4（见图 1）这一观点认为，虽然“国家是在全球相互依存的条件下进行互动的，然而它们依然

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5本文主要采用第二种全球政治观。 

 

图 1  世界政治的维度 

资料来源：Andrew Heywood, Global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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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从国家间政治（狭义的国际政治）到全球政治（广义的国际政治）的演进过程中，已经发生

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新行为体的出现、相互依存的增加以及作为一种趋势的全球治理的发展。新行为体的

出现意味着“虽然不能够忽视国家和一国政府的作用，但国际政治是由范围宽广得多的利益和群体塑造的。”
6
 

全球政治议程因为以东西方对抗为标志的冷战结束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具体而言，从狭义的国际

政治（国家间政治）到广义的国际政治（全球政治）的演进过程中，由于除国家之外的其他行为体参与进

来，因此，全球政治的研究层次既包括由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层次，也包括次国际体系层次、单元层次、

子单元层次和个人层次。此外，研究领域也从军事和安全这样传统的“高级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和环境

之类的“低级政治”领域。也就是说，全球政治关注主体的多元性、议题与内容的多样性，并相对强调世

界共同体的层次而非国家层次，7“它包括国际冲突问题（例如，为什么国家之间和族群之间发生战争？

是什么对和平关系产生作用？）、国际经济问题（例如，国家为什么以及如何参加贸易协定？世界财富是

如何分配的？）以及那些虽然超越行为体但却与之发生遭遇的问题（例如，是什么对全球环境问题产生作

用？文化、政治和经济全球化正如何改变世界？）。”
8
 

伴随着从国家间政治到全球政治演进这一过程，安全维度——安全领域和安全层次——也在发生相应

的变化。虽然人类对安全关注的历史就像其自身历史一样久远，但在国际政治中对安全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却是始于二战结束之后。巴里·布赞（Barry Buzan）曾对二战结束前后两个不同时段的安全研究进行了

比较和总体勾勒,认为其 1945 年之后的三个特点之一是“从重视早期的军事与战略转向了重视企业公民

（civilian enterprise）,并引入了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等文职专家（civilian 

experts）参与研究。”9 

在全球政治背景下，客观上要求对安全概念进行重构。布赞等人认为，重构的“核心就是‘深化’和

‘拓展’现实主义传统的安全概念” 。10  

“安全”概念重构的“深化”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观念与行为关系等三方面内容，11其中，本体论

上的“深化”使得安全概念的纵向维度发生了层次上的变化。从本体论角度看，纵向维度“安全”概念的

“深化”因对三类不同安全分析单元
12
——指涉对象（referent object）、安全化行为体（securitizing 

actor）和功能性行为体（functional actor）——进行区分而具有重大意义：将指涉对象同时扩大到范

围更大的体系层次和作为具体的人的个体层次；安全化行为体和功能性行为体的范围因而也得以扩大。 

就体系层次而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获得了作为指涉对象的某种地位”。13例如，“环境正变成一

个受到关注的范例„„环境必须保存下去„„因为假如环境退化到不可挽回的极点，所有其他问题将丧失

它们的存在意义。”14 

就个体层次而言，批判安全研究代表人物肯·布思（Ken Booth）强调单个人的安全问题，认为是人

的“解放，而非权力或秩序产生真正的安全”，15就像康德“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中的

道德思想那样，“我们应该将人民当做目的而非手段；然而，应该将国家当做手段而非目的。”16布赞等人

则认为，个体安全化“通常是确立原则——如人权原则——的问题，而非特定个体作为被安全化的指涉对

象逐个出现的问题”。17事实上， 作为指涉对象扩大的结果，个体层次的人的安全和体系层次的人类安全，

只是各自侧重点的差异而已。这体现在人的安全概念的以下三个特征之中：“（1）重点将个人/人类作为安

全的指涉对象；（2）多维性；（3）全球普遍性，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适用。”18虽然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在其 1994 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建议用‘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也可译作‘人类安全’）

替代传统上对国家安全的集中关注”，19但是“人的安全的倡导者从未贬低过国家作为人的安全的保障者的

重要性。”20 

因此，指涉对象的扩大使得安全在纵向维度上可分为国际体系、次级国际体系、单元、子单元和个人

五个层次。国际体系是指“互动或相互依存单元的最大集合体，在它之上没有更高一级的体系存在”；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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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国际体系是指“国际体系内的单元群„„次级国际体系可能与领土是一致的——这种情形下它们或者是

地区性的成果（东盟、非统）或者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佩克）”；单元是由各种次级团体、组织、

共同体、和许多个人构成（例如国家、民族、跨国公司）；子单元是指“单元内有组织的那些个体和集团，

它能够（或者试图）影响单元的行为（例如官僚机构、游说集团）”；
21
个人是大多数社会科学中分析的关

键点。22 

安全概念重构的“拓宽”，即指从水平维度上将安全议题“从军事领域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环

境、移民、性别等新的安全领域”。23这无疑是对领域过于“狭窄”的传统安全研究提出了挑战。冷战期间，

“国家安全”等同于军事安全；冷战结束后，对传统安全研究的批评导致了安全研究“范围界定甚为广泛”
24的问题。以布赞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则最为明晰地将“安全划分为军事、经济、政治、社会/身份和环

境”25等五个领域。因为领域是一种“辨别特定互动类型”的方法。他们认为，“如果将集体单元的生存和

（存在性威胁的政治）原则置于安全研究中最核心位置”26的话，那么就不应认为“安全研究不能够扩展

到传统的政治-军事领域”27之外。具体而言，“军事领域关乎武力威胁关系；政治领域关乎权威、统治地

位和承认关系；经济领域关乎贸易、生产、金融关系；社会领域关乎集体身份关系；环境领域关乎人类活

动与地球生物圈之间的关系。”28 

安全概念在纵/横向维度上“深化”/“拓展”的逻辑，指向的是“从传统安全研究演进到非传统安全

研究”。29因此，“把国际安全研究分为传统安全研究和非传统安全研究这两个学术领域具有理论的合理性”。
30相对于传统主义者将“安全等同于军事议题和使用武力”，31非传统安全是指“由非政治和军事因素所引

发、直接影响甚至威胁本国和别国乃至地区与全球发展、稳定和安全的跨国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种新

安全观核心的安全研究领域”。32显而易见，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导致了指涉对象的扩大和安全领域的增加。 

 

二、北极地区安全层次和安全领域变化 

随着北极气候变化导致的北极地区环境变化，北极地区安全维度也在发生变化，而这与全球政治的时

代背景密不可分。由于人类对北极地区各种资源的利用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因而带来了诸多传统安全

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全球政治时代，北极环境变化所带来这些新的安全问题，其影响已远非局限于环北

极国家之间的区域层面，而是由上扩展到全球范围的国际体系层面和区域范围的次国际体系层面、由下延

伸到环北极国家内的次级团体乃至个体。虽然北极环境早在冷战结束之前的数十年间一直在发生变化，但

唯有在冷战后全球政治呈加速变化之势下，安全的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因此也发生快速的变化。这种环境

变化下的北极地区安全维度变化是与全球政治视角下的安全维度变化相契合的。从纵向上看，由于指涉对

象的扩大而导致北极地区的安全层次扩大；从横向上看，由于安全概念“拓宽”而导致安全领域的增加。

北极地区安全的纵向和横向维度的变化导致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地区超越国家主义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

全的关注。 

上述因北极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北极地区新安全问题，在冷战前后都是客观存在的、如环境问题等，但

冷战的结束却使之在安全维度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冷战时期狭义的国际政治（国家间政治）以国家

主义为基本理念，因此传统上“安全指涉对象是国家”，33安全化行为体和功能性行为因而也都非常有限。

北极地区环境变化所导致的多层次上的多领域安全问题多做“非政治化”处理，很难有机会被“安全化”。
34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冷战时期对北极地区安全的关注在领域上和层次上都受到了限制；同时也解释

了为什么冷战时期的北极地区安全关注基本上仅限于传统安全议题。冷战的结束助推了全球政治进程的加

速。因此，尽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尤其是其间的后 30 年——因北极地区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各种新安

全问题正日益凸显，但基于安全维度变化的方式来加以应对，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 

冷战期间，受制于狭义国际政治的时代背景，北极地区的安全指涉对象基本上限于国家，安全领域基

本上限于传统的主权安全和军事及战略安全。这一时期北极地区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即是明证。35冷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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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导致环境问题加剧，36尤其是全球政治进程的加速，合力推动着北极地区安全维度的 

变化。从纵向看，由于北极地区的安全指涉对象由国家向上扩大到全球、向下扩大到个体，因此安全层次 

大大超越了北极地区的国家层次，涉及国际、区域、国家、次国家单元和个体等所有五个安全层次。从横

向看，北极地区的安全领域，也从传统安全的政治军事领域扩展到非传统安全的经济、环境和社会领域，

而非传统安全议题日益成为北极地区安全关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笔者分别从纵向维度的国际体系、国

家和国家内部三个不同层次，对横向维度的北极地区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诸领域的相关议题展

开讨论。 

首先，在国际体系层次，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指涉对象在环境领域是成功的，“因为假如环境退化

到不可挽回的极点，所有其他问题将丧失它们存在的意义”。37由于北极环境与全球环境的联动效应，北极

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环境安全问题，使得人类作为安全的指涉对象因而获得了合法性地位。就北极地区环境

退化的成因和后果而言，一方面，北极环境最严重的压力来自于北极之外的“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海冰融

化、顽固性有机污染物的越境转移”38等；另一方面，北极的气候变化很可能对全球气候系统产生重大的

影响，例如，北极陆地雪覆面积的减小和海洋冷冻圈的收缩将增加地表的加热（作用），这很可能加速北

极的升温，由此降低赤道至两极的温度梯度”,39从而使得全球海平面更快上升。此外，北极地区永久冻土

带温度上升可能将更多的甲烷（CH4）释放到大气中，从而加剧温室效应。 

当然，北极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安全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北极地区、环北极国家、这些国家内部的特定

群体乃至个体。因此，针对北极环境问题进行基于生态系统的治理，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在“全球性的（全

球条约）、区域性的（北极理事会）、双边的和国家内部的”40各个层面戮力使之实现，尽管目前在北极地

区环境治理问题上区域性的北极理事会是人们最期待的国际制度。而“非北极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北

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中，北极理事会的结构、资金机制、法律地位和强制力如何在其成员方的

努力下得到加强，这些都直接奠定了北极理事会在未来北极环境治理中所能发挥的角色。”41 

其次，从北极环境变化导致国家——包括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作为安全指涉对象的层次而言，

其引发的安全问题不仅出现在军事领域和政治领域，而且也涵盖了经济领域、环境领域和社会领域。以下

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三个领域分析北极环境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在军事领域，2007年，俄罗斯高调在北冰洋海底插旗，42使得“冷战后一度曾经似乎为人所遗忘的北

极地区，又重新开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43
由于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化与整个北半球乃至全球都存

在关联，因此积极投身于北极事务的国家除北冰洋沿岸、环北极国家外，还包括“英国、爱尔兰、德国、

荷兰等欧洲国家和中国、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44事实上，“由于西北航道对转运和经济（能源）发展

的开放，越来越多来往中国的船舶数量将经过日本海的日本海岸国际水域，因此日本将处于能够潜在控制

那些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繁荣的关键瓶颈通道的地缘战略地位。”45 

在政治领域，“核心问题是国家主权受到威胁”。46冷战结束后，北极国家纷纷提出对北极地区的领土

领海诉求，这突出体现在有关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的控制权问题上。虽然“俄罗斯的扇形政策一方面官方

态度十分模糊，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却依靠扇形原则巩固对北极的权利”。47因此，俄罗斯基于扇形原则、历

时性权利和直线基线法等国际法依据，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48加拿大长期以来也一直主张西北

航道属于其内水。由于“扇形原则”不被世界普遍承认，为此，加拿大采用“直线基线”方式对圈定的海

域进行权利巩固，并以“历史性权利”作为补充和辅助，以巩固其对西北航道的控制权。49作为北极国家，

美国先后在1983年、1994年和2009年由总统签发了三部《美国北极政治指令》，其中1983年《指令》强调

北极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2009年《指令》强调美国北极地区国土安全方面的内容。50 

如果说在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主要涉及的是北极国家，那么在经济领域，在北极地区“享有稀有资源

机会”51则是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共同的期待。北极地区资源丰富，52而如何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些资源，

已经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议题，因为这将或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相关国家的经济安全。在国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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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全球政治背景下因北极地区环境变化而带来经济领域的安全化议题，显然不仅仅限于北极地区的资

源。在航运方面，从（尤其是靠北方的）亚洲港口经由北极航道到欧洲或北美港口，其里程将不同程度地

大大缩短，例如从波士顿经由苏伊士运河或北冰洋至横滨，其里程分别是12 865海里和9 405海里，后者

比前者几乎缩短了37%的里程；从汉堡港经由北冰洋或绕行巴拿马运河至阿拉斯加的荷兰港，前者比后者

的里程缩短6 000海里、近60%，从而给有关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53此外，北极冰盖融化导致的各种

极端气候现象，如洪水、干旱等，将造成粮食减产。例如，1957-2001年的45年间，冬季北极地区的气候

变化与中国大部分地区冬季气温趋于升高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性。54 

再次，在国家内部子单元和个人这两个不同层次上，主要讨论子单元层次的安全指涉对象在社会领域

中的安全议题。 

“在社会领域，最基本的概念即‘认同’。„„从定义上来说，‘社会安全’就是关于巨大的、自我持

续‘认同’的群体安全，这些群体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处于变化之中。”55具体而言，社会安全的议程大约包

括三个问题。移民问题：X 共同体因人口变化而使得其“认同”发生改变。横向竞争问题：X 共同体因相

邻的 Y 共同体文化和语言所具有的压倒一切的影响力而不由自主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纵向竞争问题：

X 共同体因一体化工程（如欧盟）或地区分离主义（如魁北克）而不再认为他们是该共同体的人；通过威

胁 X 共同体的载体——降低其人口比例——而威胁其‘认同’。56 

北极人口密度极低，在北极区域范围内大约有 400 万人口，其中土著居民
57
只有 10%（其分布情况见

表 1）。58由此不难发现，在北极地区各个国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上四个社会安全议程。 

在移民问题上，如俄罗斯，因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至 70 年代俄罗斯移民流入俄北极地区而使得土著居

民与外来人口的比率由原来的 10 :1 变为 1:10。在格陵兰，丹麦人口在 1950-1970 年间增加了 9 倍，几

乎等于该岛总人口的 20%；59到 20 世纪 80 年代，流入人口以 40%的幅度增加。60在加拿大，只有到了 20

世纪，尤其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欧裔加拿大人才开始大规模进入加拿大北极地区。
61 

在横向竞争问题上，土著居民在仅仅百余年的时间里，就由几乎原始的生活方式飞跃到高度发达的现

代工业文明；尤其是过去 50 年里，随着全球政治进程的加快，使得“北极地区快速的社会和文化变化对

小规模土著社会的影响比其他群体更大”。62 

在纵向竞争问题上，问题主要出现在土著居民群体与其所生活的国家之间的认同“危机”：加拿大因

纽特人的自治运动和成果——因纽特人努纳武特省的建立；63格陵兰岛的自治运动64等。在通过威胁 X 共同

体的载体——消减其人口——而威胁其“认同”问题上，发现在 1950-2000 年间，土著居民的出生率总体

上呈下降趋势，尽管同期非土著居民的出生率也呈同样的下降趋势。65  

表1 北极地区的土著居民人口 

北极地区或国家 人口普查日期 总人口（1 000） 土著居民人口（1 000） 土著居民人口比例（%） 

美国:阿拉斯加 

加拿大：北极地区 

丹麦：格陵兰 

冰岛 

丹麦：法罗群岛 

挪威：北极地区 

瑞典：北极地区 

芬兰：北极地区 

俄罗斯：北极地区 

2000年 

2001年 

2003年 

2003年 

2003年 

2003年 

2003年 

2003年 

2002 

627 

130 

57 

288 

48 

463 

254 

188 

1982 

98（119） 

66 

50 

没有数据 

没有数据 

 

50 

～90 

15.6（19.1）* 

50.8 

88.1 

 

～5** 

>4*** 

     *只是美洲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居民（美洲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居民以及某一其他种族）； 

**对北欧萨米人的估计(北极监测评估项目工作组,AMAP，1998)（请列出具体信息，如同注释一样）；***

数据估计者（D.博格雅维安斯基 D. Bogoyaviensky, 1989年所做的人口普查=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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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Timo Koivurova, Henna Tervo, Adam Stepien, Background Paper: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Arctic, Artic Tansform, September 4, 2008, p. 7.请参见

http://arctic-transform.org/docs.html。 

以上有关北极地区土著居民的社会安全议程表明，北极土著居民面临着诸多社会安全问题。以加拿大

为例，与非原住民相比，土著居民的生活指标相对较低；他们面临着失业、酗酒、自杀、家庭暴力和性虐

待等社会问题，而自杀率高——尤其是年轻男性的高自杀率——尤其引人瞩目。66虽然我们可以从心理学、

社会学和经济学等不同角度分析导致这些社会安全问题的原因，但毋庸置疑的是，北极环境的变化、尤其

是外部社会带来的剧烈影响，造成的是其“自然经济的解体、生活方式的改变，外来文化也开始统治土著

居民的文化教育，在语言、宗教、生活方式等方面均是如此”。67与此同时，在全球政治时代，随着过去

50 年间全球化和现代化步伐加快所导致的“现代和传统社会组织之间社会形式之间的中断”，68一方面带

来了土著居民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另一方面则“可能使土著民族意识到社会变化的程度，从而意

识到自己的身份”。69 

 

三、北极地区议题安全化与中国参与 

布赞等人认为，安全化乃是政治化更极端之形式。理论上，任何公共议题都可设定在以下域内：从非

政治化到政治化、再到安全化。安全化的准确定义和标准是由主体间确立一种明显的存在性威胁而构成的，

而且这种威胁足以产生实质性的政治影响。例如，如果安全化行为体试图打破本来会对他/她形成束缚的

程序或规则，他/她就会认为自己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存在性威胁，而这就是我们正在目睹的一个安全化的

例子。结果，安全化施动者将推翻那些（本来会束缚他/她的）规则，因为通过对一种威胁进行描述，安

全化施动者就经常会说，不能够以正常方式同某人打交道。当然，安全化不仅仅要通过打破规则（可有多

种形式）或存在性威胁（可导致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结果）来加以实现，而且打破规则的合法化还需要通

过存在性威胁的案例来加以实现。由此观之，在安全话语中，一个议题作为绝对优先关注的议题而被夸大

和呈现；因此，将此议题作为安全议题贴上标签，施动者就可以宣称需要或有权利以非寻常方式来对待它，

因此，安全化过程是语言学理论中所谓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过程。
70
 

对安全化的界定显示，安全乃是“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实践，因为议题正是在此实践中

才成为安全议题的——不一定是因为存在真正的存在性威胁，而是因为该议题以此种威胁的形式被提了出

来。”71其实“没有什么既定的安全，当一个事物被视为安全问题时，它就是安全问题。”72在安全化过程中，

安全化举措（securization move）本身意义并不大，成功的安全化才是焦点。原因在于，“以向某个指涉

对象提出某事为存在性威胁形式存在的话语本身并不形成安全化，唯有如果/和当听众接受其为存在性威

胁时，该议题才被安全化了。”73成功的安全化包含三个组成部分（或步骤）：作为安全施动者的安全化行

为体“识别存在性威胁、采取紧急行动以及通过挣脱规则的束缚来影响单元之间的关系”。74 

如上所述，安全维度在纵向上的深化和横向上的拓宽，是与从狭义国际政治（国家间政治）发展到广

义国际政治（全球政治）的背景息息相关的，北极地区的安全维度变化也不例外。因此，如今因北极环境

变化而导致北极地区众多相关议题的安全化，唯有在全球政治的背景下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首先，从国家间政治演进到全球政治，使得北极地区的安全指涉对象有可能超越国家层次而由上延展

到全球层次、由下延展到个人层次，从而使得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领

域并扩展到非传统的环境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诸领域。例如，在冷战时期，北极地区的安全指涉对

象基本上集中在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身上，而它们之间在北极地区竞争性的安全关系，决定了当时北极地

区议题的安全化基本局限在军事领域的事实。在整个冷战时期,美苏双方在北极地区“总的趋势是正常交

往变得越来越少，直至全面中断，而军事斗争的手段不断升级，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出现新的变化。”
75 

其次，从国家间政治演进到全球政治，还使得北极地区的安全化行为体超越了传统的国家行为体，尽

管国家依然是最重要的安全化行为体。这就意味着，参与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除国家行为体之外，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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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众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甚至个人。由于全球政治安全关注远远超乎国家间政治安全关注，北

极地区安全化行为体正经历从北极国家到北极/非北极国家、从国家层次的国家行为体到国家之上/下层次

的国家/非国家行为体的变化。具体而言，如今所涉及的北极地区议题安全化行为体，不但包括国家层次

的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其中包括作为内核国家的环北极五国、作为核心国家的北极理事会八国以及

作为外围国家的非北极国家，而且包括国家层次之上和之下的各类安全化行为体，如像联合国76这样的全

球性组织机构，像北极理事会——北极地区最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
77
——这样的区域性组织机构，像加拿

大因纽特人和格陵兰岛土著居民组织自治运动78——这是北极地区重要性不断增加的行为体——这样的国

家内部群体组织机构以及像关注研究北极自然/社会问题的活动家和科学家——他们在北极治理中的作用

也在日益凸显——这样有影响力的个体等。 

再次，从国家间政治演进到全球政治，也使得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变得更为复杂。如果仅仅从国家

间政治的视角观察，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有的国家希望使北极地区的某一议题安全化——无论在什么层

次上，而有的国家则不希望如此。例如，非北极国家可能为了找到参与北极地区资源开发的途径而使得北

极地区原住民的某个环境议题安全化，而北极国家则可能不希望如此；又如，如果有意愿和能力，非北极

国家其实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横向竞争或纵向竞争方面，对北极原住民的相关议题进行安全化处理，从而为

自己介入北极地区事务寻求合法性；如果从全球政治的视角看，出于个体利益甚或人类利益的考虑，北极

原住民群体或跨国非政府组织，可能使北极原住民的某一社会议题安全化从而引发人们对该原住民群体内

外认同——作为群体身份的丧失或对其母国的认同挑战——的关注，而该原住民群体的母国出于其国家利

益的考虑，则可能不希望如此。 

作为北极地区的近邻国家，中国无疑在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过程中兼具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

体的双重身份。鉴于此，中国在参与北极地区议题安全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将不可避免地理应受自身国家

利益考虑的影响，另一方面，全球政治背景使得中国在参与北极地区议题安全化的过程中，必须考虑超越

国家层次之上的区域利益和人类利益以及国家层次之下的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 

具体而言，中国作为其中之一“最能够经受安全化检验”的中等规模安全指涉对象，北极环境变化带

给它的安全挑战既包括狭义国际政治（国家间政治）时代注重的来自传统安全领域——军事和政治——的

挑战，如北极环境变化带来的军事战略挑战，也包括全球政治时代注重的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经济、

环境和社会——的挑战，如北极环境变化带来的资源获取、海平面上升、航运挑战等。 

而作为安全化行为体，中国的“政治领袖、官僚机构、政府内阁、政治说客和压力集团等在通过宣称

某事物——指涉对象——受到存在性威胁而对议题进行安全化”的时候，除了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国家间政

治思维——集中关注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制约外，还须切记的是，我们毕竟身处全球政治时代。因此，

在作为安全化行为体进行安全化的时候，自然应该包括超越国家利益的人类利益关怀。唯如此，在参与北

极地区议题安全化的过程中，中国在关注自身国家安全利益的同时，才能够兼具全球政治时代的正当性。 

 

四、结论 

北极环境变化的加剧带来了诸多安全问题。一方面，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些安全挑战一直存在；

另一方面，这些安全挑战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则是与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快速从国家间政治向全球

政治演进密不可分。 

国际政治由国家间政治向全球政治演进的趋势，在安全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将安全划分为传统安

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领域，如今已是学术界的常识；而这必然涉及到安全层次和安全领域的变化。与之相

契合，布赞等人提出了对安全概念进行纵向维度上的“深化”和横向维度上的“拓展”，从而使得安全研

究的层次在国家单元之上和之下都得以深化；安全研究的领域则从传统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领域，拓展

到经济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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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安全的此种认识，我们发现，从纵向维度看，北极环境变化所导致的后果，决不仅限于对北极

地区国家的安全挑战。换言之，应对北极环境变化下的安全挑战，不仅需要北极地区国家的努力，也需要

国家之上的北极地区区域和全球参与、以及国家内部的相关群体乃至个体的积极参与。而从横向维度看，

在全球政治时代的今天，来自北极地区的环境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等领域的挑战，应该说其紧迫性

不亚于来自传统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领域的挑战！ 

全球政治时代安全维度的变化，显然具有建构的色彩。而安全化的实质即是对相关议题的安全构建。

在对北极地区议题进行安全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北极地区国家之间、北极地区国家与区域外

国家之间的不同利益诉求和利益博弈；但与此同时，全球政治时代的一大特点，就是要求参与全球政治进

程的各种行为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秉持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怀。具体而言，北极环境变化下的安全

挑战，最终指向的乃是人类共同体中每一个具体的成员！ 

 

（注：本文曾刊载于《国际安全研究》2013 年第 3 期） 

                                                 
*本文是教育部项目“北极环境变化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项目编号：0YJAGJW017）；国家海洋局国际

合作司（港澳台办公室）和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联合项目“北极环境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项目编号：

QY201001-05)的阶段性成果。笔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杂志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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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外，还包括六个在北极理事会中享有永久成员资格地位的原住民非政府组织代表，他们分别是阿留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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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为丹麦的一州；1979 年 5 月 1 日，正式实行内部自治；1979 年，建立起内部自治政府；1985 年 2 月

1 日，全民表决成功脱离欧共体；2009 年 6 月 21 日，正式实行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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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极环境变化对中国非传统安全的影响 

潘敏 

摘要：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升温，北极环境变化也越来越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作为一个近北极国家，深受

北极环境变化的影响。本文从环境安全、经济安全、资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因素方面来探讨北极环境变化对

中国产生的影响。就环境安全来说，北极环境变化对中国生态环境将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恶劣天气增多，

自然灾害频繁；就经济安全而言，北极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北极航道的全线贯通，对中国的发展是一次机遇，

但也同时也带来重大的挑战；就资源安全来说，北极地区资源丰富，这对能源缺乏的中国而言，意义重大。

但鉴于目前中国对北极的参与程度，即使这些资源在近期内得到开发，中国获益也较为有限。 

 

关键词：  北极  北极环境变化  中国  非传统安全 

 

近年来，“北极”这个冷战时期“东西”争夺的军事战略要地，因全球变暖而备受人们关注。全球气

候变化、北极海冰融化的预期以及这个预期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使得各个利益方对北极地区趋之若鹜，各

国对这一地区的经济投入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对这一地区展开研究，社会科学关于北极问题

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分析环北极各国争夺北极的原因以及预测北极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学者也对北极问题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但全面思考北极环境变化对中国影响的著述还比较鲜见。无论从国际政治博弈的

角度，还是从资源和能源战略、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甚至是社会运行状况等方面，中国都与北极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多尺度的和多层次的，既包括正

面影响，也包括负面影响，起到‘双刃剑’的作用1，笔者偏重于负面影响的分析。本文在综合分析北极

气候变化对全球安全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北极环境变化与中国国家的环境安全、经济安全、资源安

全的关系，并分析北极环境变化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关于“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 

冷战后，人们普遍认为国际社会的安全问题正发生着重大变化，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的风险已大大降

低，“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越来越显现出来”2。关于“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这一概念，李学保、蒋玲等人综合分析了各种对非传统安全界定的分歧，认为：“非传统安全

多是由非国家行为体的组织、个人或社会群体所实施的暴力或非暴力的威胁，包括由于政府‘治理失败’

所诱发的社会动荡、贫困加剧、认同危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或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

济秩序所引发的信息安全、恐怖主义、金融危机、非法移民等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以及全球性问题对国家

安全产生的冲击，如环境污染、武器扩散、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疾病传播等”3。傅勇在《非传统安全

与中国》一书中进一步指出，“非传统安全是指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对国家主权和利益以及个人、群体和

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非军事威胁和侵害，它具有跨国性、多元性、社会性和相互关联性”4。中国前任国

家主席江泽民在《在中国共产党地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于“非传统安全”给出了一个更具操

作性的范围，“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

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
5
。 

就近年来的国际安全实践而言，非传统安全问题本身是随着人类社会变化而不断地变化：从“9.11”

之后的反恐到“非典”、再到禽流感、“甲流”，然后是金融危机，一直到最近的环境议题。实际上，有些

问题，在历史上也多次出现，如瘟疫，但没有哪一场瘟疫像 21 世纪初的那场“非典”让人们觉得草木皆

兵；再如环境污染，随着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就已产生，能源危机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便引起众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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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关注，但我们似乎从未像现在这样如临大敌。这些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问题本身与人类社会的互动

过程，其给人类带来的后果也是在这个互动过程中逐步被揭示的；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又可能涉及到有关权

力的争夺及其背后潜藏的利益纠纷。此处，笔者想指出的是，无论是全球气候暖化问题，还是北极环境变

化问题，无论如何治理都不可能“还原”到原来的状态，人类所应做的是改变其本身的行为来寻求一种全

新的平衡状态，而采用何种方式处理人类与环境问题的关系以及在处理这种关系时各个利益相关方的位置

如何排列和分布，这可能才是问题的关键。 

北极地区被苏联、美国、加拿大和北欧一些国家所环绕，早在冷战时期，该地区就是美苏两国争霸的

前沿阵地。当前，与北极问题可能带来的传统军事安全问题相比，北极环境变化给人类带来的非传统安全

风险更具有现实性。本文将主要从环境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等角度来论述北极环境变化带来的非传

统安全问题，以及对中国的影响。 

 

二、北极环境变化对中国环境安全的影响 

北极环境变化不仅威胁着北极地区的生态状况，而且还对全球气候和大气状况产生巨大的影响
6
。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在 2003 年和 2008 年决议中指出，北极地区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晴雨表7；学术界的研究得

出，近年的全球气候异常可能与北极地区的环境变化有关。如武炳义、卞林根、张人禾等人的研究得出，

“除大气环流温度平流的影响外，当 AO（北极涛动）为正位相时，极涡加强，中纬度西风带加强并且位

置偏北，冷空气被限制在极地，因而中、高纬度欧亚大陆和东亚地区温度偏高，容易出现暖冬(冬季风偏

弱) 。而 AO（北极涛动）为负位相时，对应极涡减弱，中纬度西风带随之减弱南移，北极冷空气易向南

爆发影响北美、欧洲和亚洲”8；李培基在《北极海冰与全球气候变化》一文中也指出，“北极海冰-海洋-

大气间耦合作用，使北极海冰构成了北大西洋和全球气候反馈循环中的重要环节”9；此外，北极地区气

候变暖，可能导致甲烷释放，海冰融化、漂移，海平面升高等问题，这同样也会对全球生态和社会造成不

良影响的。基于北极环境与全球环境的联动效应，北极气候变化也必然是全人类生态安全的一大隐患。 

由于中国在地理位置上是个近北极国家，与北极地区一衣带水，因而对北极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目

前学术界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这几个方面：北极环境与中国气候变化的联动作用，北极海冰融化

导致的全球海平面升高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次生性灾害和可能引发的社会危

机。 

北极环境变化对中国生态环境产生的直接威胁，应该从中国生态环境本身遭受的影响以及对中国社会

经济的影响等方面来综合考虑。首先，在北极环境变化对中国气候的影响方面，大量的研究认为，北极的

气候系统影响着中国大部分经济区域的旱涝风霜和季节交替。解小寒、杨修群研究得出：“1957-2001 年

45 年间，冬季北极格陵兰海、巴伦支海北部、白令海峡等海区海冰普遍减少，鄂霍次克海冰增多，极地

气压降低，北极涛动趋于增强，中国大部分地区冬季气温趋于升高”10；《科技日报》2003 年 06月 27 日

载文指出：以北京师范大学龚道溢博士为首的研究小组研究发现，“当北极涛动处于较强的正位相时，东

亚冬季风减弱，冷空气对我国冬季气候的影响也减弱，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研究还发现北极涛动对

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夏季降水量的年际变化有显著影响”11；近年来中国冬季的异常低温，北方的连续干

旱，冬春季节频生的沙尘暴，就是这种影响的结果。这些影响给中国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有学者研究得出，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年均受灾人口达 3.7 亿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7.4 亿亩，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1000 亿元”
12
。 

其次，未来北极地区气温可能会进一步升高，那么海冰融化导致的海平面升高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有

着巨大危害。“中国国家海洋局发布的 2007 年《中国海洋环境公报》，其中有数字表明，近 30 年来中国沿

海海平面总体上升了 90 毫米”13。杨华庭指出，“按照国际通用标准，海拔 5m 以下的海岸区域为海平面上

升危险区域。中国沿海共有这类低洼地区 14.39 万平方公里，占沿海地区总面积的 11.5%，人口逾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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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占全国沿海总人口的 14.9%，约为全世界处于这类危险区域人口总数的 27%”14；刘杜娟进一步指出，

“相对海平面上升可以给沿海地区带来诸多不良影响，酿成灾害。具体有：（1）海岸受到侵蚀，沿海低地

被淹没；（2）加剧风暴潮灾害，导致其发生频率增加；（3）海水入侵强度加大；（4）盐度的变化将使水资

源和水环境遭到破坏；（5）海岸防护工程、水利工程以及港口与码头等沿海主要工程设施防汛功能降低”
15。所以，北极环境变化可能加剧全球海平面上升同样是威胁中国环境安全的重要因素。 

再次，鉴于中国目前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自身的社会发展状况，以及目前热门的全球气候

议题，北极环境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比目前的技术性研究所显示的要深远得多。实际上这样的思考由来

已久，目前发达国家普遍认为其生态环境的安全更多的受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带来的过高的环境代价的威

胁；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在发展初期产生工业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是难以避免的，并且认为目前全

球环境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累积而造成的，再加上发达国家以往对高污染未进行彻底治理，

有的甚至采取高污染产业转移的策略，因此发达国家在全球环境问题和治理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

发达国家借环保为由过多地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世界各国在北极环境变化问题上

的战略性博弈也可能围绕此展开，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必定是有极大影响的。因此，参与博弈的各个利

益方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特征和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和战略，以及可能对中国的发展战略造成的影响，这一

点更为重要。这同样也可视为北极环境变化衍生的非传统安全范畴内的问题。 

最后，在环保问题以及全球气候问题上，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多被西方发达国

家所诟病。发达国家可能拿北极地区环境变化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大做文章，指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对

全球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使得发达国家占据了环保问题的主动权，从而有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实际上，这种指责是极其不公平的，正是西方几百年来的发展模式挤压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使他们

被迫采用目前的发展模式，而要改变这样的发展模式所要付出的努力和投入是巨大的，这一点发达国家是

应该负有责任。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以我为主，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责任体系而努力。 

 

三、北极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北极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宏观而言，中国可能要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对像

中国这样的大国，改变发展模式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无法用几个经济指标来衡量；具体来说，北极环境变化

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北极航道的开通，这对中国而言，也是喜忧参半，此外，中国是个近北极国家，北极环

境变化对中国气候所产生的联动作用从而影响中国植被的变化和农作物的产量。本部分将着重分析北极航

道的开通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宏观而言，中国可能要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首先，众所周知，北极环境变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但有些国家片面强调人类活动的因素，而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环保这个已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议题将无可

辩驳，那么一些国家的人们有可能被迫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业体系，甚至是日常生活。目前讨论热烈的“低

碳”生活方式，可能就是这种重新安排的开始。其次，人类未来的工业体系、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标准

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如果将目前的全球经济体系作为未来的发展线索，那么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发达国家

的环境治理技术和资本最大的市场。在宏大的环境议题下，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工业被“他者化”的同时，

又可能陷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环保工业体系。届时，发达国家所采取的环保技术垄断、资金控制以及风

险转嫁等策略，可能使发展中国家再一次成为不合理国际分工的受害者，“依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

构有可能再一次被扭曲，从而造成更加广泛的社会危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和近北极国家，不可避

免将要承受诸如此类的负面影响和危机。 

具体来说，北极环境变化所引起的北极航道的开通是近几年来讨论的热门话题，但学者们大多探讨其

正面意义。而笔者认为，北极航道的开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应该研究。首先，如果北极航道如人们预期

的那样在不久的将来全线通航，发达国家从中受益更大，这有可能使原本就已不平衡的“南北关系”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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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剧。据国际航运界计算，北纬 30 度以北的任何港口之间的距离，使用北极航道要比绕行南部的苏伊

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节省约 40%的航程，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6。但这些巨大的利益却多为发达国家所

占据。因为世界发达国家大多处于北纬 30 度以北地区，这个地带生产了当今世界 80%的工业产品，占据

70%的国际贸易 
17
。北极航道一旦开通，将改变世界贸易格局，促成俄罗斯、北美、北欧为主体的超强的

环北极经济圈，进而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18。一旦北极航道在国际海运中发挥作用，那么

世界海运贸易的中心必然要“北”移。这里所说的北移，既是指地理位置上的北，也是指“南北关系”的

“北”，而环北极的大部分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凭借北极航道的重要地位和其原本在国际贸易中的有利地

位，环北极的发达国家很可能掀起新一轮的发展势头，这给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安全带来隐患。由此可见，

北极航道在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很可能加剧目前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尽管目前多数人看好北极海冰融化之后为人类提供的航运资源，但从长远来看，环境变化本身可能会

危及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对于中国来说，目前普遍认为北极航道的全线贯通，将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机

遇。海运占中国运输产业较大比重，中国外贸运输和重要的物资运输主要依靠海运完成19。经由北极航线，

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欧盟和北美的航程将缩短 4000-5000 海里，中国出口到欧美的产品将节约大量的运

输成本，这无疑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也会提高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同时北极航道的全线贯通，

也使中国摆脱了对传统航线的依赖。这些利益似乎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了，美国人 Wieslaw Maslowski 领导

的研究小组的研究甚至得出了惊人的结果：“2013 年夏季北极海冰全部融化”20。这将是中国海运事业发

展的一个重大机遇。 

重大机遇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中国要想在未来北极航运资源的开发上获益也面临着很多挑战。首先，

由于中国对北极地区研究滞后，我们对这一地区所知有限，使得中国在北极政治舞台上难以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北极航道开通后，中国航运企业将面临更加残酷的竞争。中国虽然是海运大国，但还算不上是海运

强国。北极航道开通，与海运关系密切的行业将首先遭到进入障碍降低的挑战，从而受到冲击；同时北极

航道开通将方便发达国家从我国运出资源、运进产品21，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利，因此中国需要做大

量的工作，比如中国自身的船舶制造技术有待提高，有关北极环境变化对航运的影响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航运危机处理机制更有待完善；最后，尽管气候变化使人们更容易进入该地区，并延长了航运季节，但这

并不意味着完全排除了冰川的险情；而且，气候变暖又会带来其他不利条件，例如，多雾，这会降低空气

的能见度，对航运很不利
22
。 

另外，中国参与北极航道权益争取的最大外部环境威胁是“与北极航道的地缘关系”和“北极航道国

际协调机制的利益倾向”23。就这两方面来讲，即使北极航道全线贯通如期而至，中国的参与也难以摆脱

受制于人的局面。一方面，环北极国家早已占据了北极地区的陆上土地；另一方面，环北极国家历史上倡

导的“扇形原则”和现行的国际法中的“大陆架制度”又可能使北极航道完全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中；再者

中国在国际机制的建立和理论研究方面也处于起步阶段。这些有可能导致中国在未来北极航道的管理中处

于不利地位。 

近年来中国国力的上升也使环北极国家对于中国的权益诉求耿耿于怀，极有可能利用“中国威胁论”

来打压中国。所以，中国在面对北极环境变化而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时，上述问题也接踵而至了，中国学

术界和有关部门必须认真研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为北极航道开通后中国的经济安全创造条件。    

 

四、北极环境变化对中国资源安全的影响 

众所周知，北极地区资源丰富，据最保守估计，北极可开采的石油储量有 1000～2000 亿桶，天然气

有 50～80 亿立方米，油气资源仅次于中东，其含量占世界为开发油气资源的 20%；北极地区的煤炭资源

极为丰富，据地质学家估计，总储量约 7000 亿吨，大于南极洲煤炭资源储量（南极洲大约有 5000 亿吨）；

另外，北极地区还有蕴藏量丰富的铜、铅、锌、镍、钨、磷、金、银、石棉、金刚石、铀、红狗石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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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等矿产资源 24。鉴于目前大多数国家处于能源危机状态，北极地区这些资源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将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全球气候变暖，北极环境变化给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带来了便利，有利于人类的发展，但也隐藏着很多

不安定因素。首先，如果有一天人类的技术发展能开采这些丰富的矿产资源，环北极国家必然是近水楼台

先得月，加之这些国家大多是发达国家，掌握着人类社会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些国家积极的科研活动，

可能也是为未来的开采打下基础；其次，目前有关这一地区的国际法欠缺，环北极试图钻这个法律空子，

将一部分北冰洋海底具有为己有，有学者指出，如果北冰洋沿岸国家取得外大陆架，北冰洋国际海底将缩

小为现在的 1/9（从 288 万平方千米缩小到 34 万平方千米），严重侵犯了全球的公共资源25。如果这样分

割北极资源，一方面有可能在北极圈内引发战争；另一方面，因为保证人类未来发展的资源为少数几个国

家占据，这将严重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发展，可能会制造出更加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就中国的资源安全而言，以石油为例。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还是欧佩克之外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可

是从 90 年代开始，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带动了石油消费量的急剧上升。1993 年石油进口量超过了石油出

口量，在数量上成为净进口国
26
；据国内有关分析预测，21 世纪前半叶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

2020 年我国石油消费量将增至 5 亿吨，有 3 亿吨需要进口，对外依存度高达 60%，超过美国目前的 50%的

水平 
27
。 

北极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对中国而言，意义重大。但鉴于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北极问题

的参与来看，即使北极地区的油气资源能得到良好的开发，其开发利用的主要权力均掌握在环北极国家手

里，甚至他们还可能将中国的需求视为对自己的一种威胁，炮制出“中国能源威胁论”，那么对能源供给

越来越依赖国外进口的中国来说，有可能会受制于人，从而影响中国能源供给的战略安全。 

另外，北极地区还蕴藏着大量的煤炭、多种金属矿物和生物资源，中国对这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

同样面临着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均不利于中国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有利地位，因为中国没能平等地享受到北

极资源给国家发展带来的益处，就等于被相对削弱了。所以北极环境变化给环北极国家带来资源利益的同

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北极地区的利益极有可能未被全部包括在内，这使得中国在未来的国际竞

争中落后于人。这也是对中国资源安全的一种威胁，更影响到中国的长远发展。 

 

五、结语 

北极环境变化问题如此炙手可热，无疑是各国过多关注将这一问题“泡沫化”了。正如建构主义者

认为，环境议题的起起落落向来没有什么不言自明的道理，只是有些问题恰如其分地迎合了人类社会的某

些结构才脱颖而出，与其说那些社会行动者是在解决问题，还不如说他们更加关心自己做了什么、别人做

了什么、自己的行动对别人的影响。实际上北极环境问题是复合了政治、军事、经济、道德的综合性议题，

而非单纯是科学议题。无论北极未来的环境变化是否会像我们目前所预期的那样，北极问题已经由于我们

人类的许多行动而活生生地摆在我们面前了。而全球生态环境和政治经济格局具有整体性，所以在处理此

类问题时，建立一个全球范围内较为公平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有益的。对于北

极问题，我们目前急需做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问题解决的强大国际法框架，努力去除各国压在北极身

上的政治筹码，使北极问题去政治化，这样才有利于北极这个全人类的自然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也

利于各国在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的合作。 

对中国来说，北极环境变化也影响了中国的切身利益，笔者的分析重点强调了负面影响，但这不是

说中国在这种变化面前束手无策，更不是望而却步，而是强调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北极环境变化所引起的北

极问题的高度政治化。只要中国做出努力，积极参与北极事务，中国肯定会在未来的北极保护、治理和开

发的舞台上大有作为。目前中国已经参加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主要国际环境公约，也在谋求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国的地位。同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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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推动建立更为完善细致的北极法律秩序工作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因为这是确保环北极国家的利益和国

际社会共同利益之间平衡的有效途径。另外，中国也应与环北极国家展开积极合作，与之建立良好的双边

关系，加强与北冰洋沿岸国家在科研、经济等多领域内的合作，从而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注：本文曾刊载于《极地研究》2010 年 12 月第 22 卷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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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国际治理 

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存在 

——访彼得·哈里森教授和弗里德里克·拉塞尔教授 

2003 年 3月 25 日，同济大学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传兴教授，就中国在北极地区的

存在等问题，对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政策研究学院彼得·哈里森（Peter Harrison）

教授和加拿大拉瓦尔大学（Laval University）地理系教授弗里德里克·拉塞尔（Frédéric Lasserre）

教授进行了书面采访。以下是这次采访的内容。 

王传兴：作为加拿大学者，您怎样看待非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的存在？ 

拉塞尔：当然，这要取决于“存在”的含义！ 

非北极国家在北极的经济存在是完全合理的：北极国家从来没有表达这样的想法，即北极资源，无论

充足与否，应该设定为只是北极国家自己的，这无论如何来说并不一定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在我看来，

如果通过合适的租赁或得到许可，与非北极国家公司建立合资公司利用或开发北极资源是相当合法的。 

（非北极国家在北极的）合作性存在也是合理的：无论是科学上的合作性存在还是制度上的合作性存

在（如北极理事会观察员），非北极国家都能够很好地帮助在北极地区和其他地方促进有关北极和气候变

化的知识传播，改善适应的途径。例如，中国有一些气候变化研究项目指出这样的可能性，即由于北极气

候变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干旱可能会更频繁地发生：通过科学合作来更好地了解这一（气候变化）

机制是完全合法的。 

王传兴：在加拿大看来，非北极国家在何种程度上在北极地区保持存在才是合理的？  

拉塞尔：就像我所说的那样，只要非北极国家在北极的存在是基于合作原则和对国际法的尊重，那么

我认为这就是非常合理的。北极国家所不需要的，是对其得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证的主权权利主张

进行质疑，因为《公约》是经由所有国家谈判达成的条约；北极国家所不需要的，是非北极国家可以叫北

极国家在自己的北极领土上和海域内改变自己开发政策的想法。除此以外，我看不出北极国家有何反对的

理由。 

王传兴：您认为中国目前在北极的存在是相当广泛呢还是太过于局限？ 

拉塞尔：中国目前在北极地区的存在还相当有限。假如是在北极国家（不包括专属经济区以外的海域、

或大陆架延伸极限区）的法律框架内进行，中国当然可以在科学研究、合作和资源开发等方面扩大自己在

北极地区的存在。 

王传兴：中国在北极地区维持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拉塞尔：确定中国在北极地区想要什么的恰恰是中国、而非北极地区国家的责任。 

在我看来，我认为： 

——正如我在上文所解释的那样，只要因为北极地区气候变化可能影响到中国，中国就会试图扩展

在北极地区的研究活动； 

——无论是通过与北极地区国家的合作还是通过直接投资，中国都在试图为自然资源利用或航运探索

发现经济机会；这些机会结果可能是有利可图，或者并非如此，这一切都有待评估。 

——中国正试图表明，自己现在是一个在世界事务中有发言权的世界领袖。只要对北极地区国家主权

表现出应有的尊重，那么中国这样做就是正当的。 

王传兴：中国在北极地区维持更广泛存在的障碍是什么？ 

拉塞尔：这取决于中国的目标。但就经济方面而言，中国在北极地区更广泛存在的障碍主要是严酷的

北极环境。虽然有气候变化这一因素存在，但是在北极地区航行和利用北极资源依然困难而昂贵。克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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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障碍的技术是有的，但所费十分高昂。 

    另外这还取决于中国在北极地区存在是一种威胁的想法。这一想法的既源于西方对一些中国科学家所

作宣言的转述（尽管事实上这些科学家并不代表中国科学界的普遍看法），也源于由中国快速增长的财富

所引发的恐惧。我认为中国需要通过做一些公共关系工作来安抚人们以消除其恐惧情绪（我认为这些恐惧

情绪是没有道理的）！ 

王传兴：您认为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存在对加拿大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您为什么这样认为？ 

拉塞尔：我认为，如果中国与加拿大能够发展出一种友好真诚的合作关系，那就完全可以说是机遇。

如果中国对加拿大在北极地区——尤其是西北航道——的主张不持反对的立场，那么我认为加拿大将乐于

与中国合作。在北极地区的争端中，虽然中国不比发表正式的政治声明，但友好真诚的表现有赖于对加拿

大规章的遵守。 

双方的合作可以在科学领域以及自然资源利用等领域中积极展开。一些中国矿产公司已经在加拿大北

极地区的资源开发中投资，这可以两国互利的机遇。 

哈里森：我完全同意拉塞尔教授对您访谈的上述回复。我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可能有很多推动加中两

国北极双边关系的关键机遇。 

第一，多年前加拿大研究人员曾与中国研究人员一道创立了“泛太平洋北极工作组”(Pacific Arctic 

Group,或 PAG)，该小组由那些对北极地区研究感兴趣的环太平洋国家组成。该小组依旧很活跃，今年四

月份即将来临的北极科学峰会（Arctic Science Summit Week，或 ASSW）将在波兰的克拉科夫（Krakow）

举行。这是扩展我们两国共同利益的重要合作场所。 

第二，在我们访问中国期间，许多资深的中国同仁提出创立“加中北极论坛”（Canada-China Arctic 

Forum）的想法。我认为这种想法非常积极和重要，我完全支持这一想法。我认为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也

将把创立这样一个论坛，看作是符合中加关系的长期利益的，尽管我并不能够代表使馆来说话。假使这一

论坛被赋予有创意的任务，将会带来两国之间有关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的激动人心的对话，而这些问题拉

塞尔教授已经给出了很好的答案。            

 

(王传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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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国别政策 

韩国日益增长的南极利益 

安琳—玛丽·布雷迪   金昇烈 1 

（1: 本文作者安琳—玛丽•布雷迪 Anne-Marie Brady 为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政治学系、

南极研究中心副教授；另一作者为金昇烈 Seung Ryeol Kim） 

从 2004 年到 2010 年，韩国的极地研究预算从 1000 万美元增加到目前的 5000 万美元，以惊人的速度

增加了五倍之多。当前韩国在南北极均拥有很大的地缘政治、科学、环境、经济和政治利益。然而，在韩

国参与南极大陆事务的前二十五年中，其研究计划和活动较为有限，主要致力于渔业、地震活动、气候监

测等方面。不过短时期内急剧增长的极地研究预算，使得韩国在南极事务中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参与者一跃

成为中等参与者。目前韩国是世界第十五大经济体，并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寻求扩大其全球影响力。自从李

明博政府 2008 年上台后，首尔便采取了 “全球化韩国”和“气候外交”的外交政策，旨在扩大与其经济

重要性相称的全球影响力。韩国对于南极事务的关注反映了其全球战略。 

本文概述了目前韩国在南极的利益所在。剖析了韩国不断参与和介入南极事务背后的原因及其在南极

所应承担的义务；描述了不同部门如何维持韩国在南极的现状、如何争夺有关南极事务的话语权的问题；

最后讨论了韩国在南极大陆的核心利益，这些利益又是如何促进其塑造南极政策的这一问题。 

 

一、韩国的南极组织机构 

韩国在 1986 年 11 月成为了《南极条约》（the Antarctic Treaty）的第 33 个签约国。在三个月后的 1987

年 1 月，朝鲜也签署了《南极条约》。朝鲜加入《南极条约》似乎更多的是朝韩两国竞相争取国际认同的

结果，而不是因为朝鲜想更多的参与南极事务（尽管最近朝鲜的船只已经上了在南大洋非法捕鱼的黑名单）。

在韩国和朝鲜加入《南极条约》之时，虽然二者都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但均渴求更高的国际地位。另一

个促使朝鲜和韩国签署该条约的因素，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极条约》缔约国围绕《南极矿产资源活动

管理公约》（the Convention on the Regulation of Antarctic Minerals Resource Activities）这一开采南极资源

制度的可行性管理公约展开了争论。在这期间，有大批之前没有在南极开展活动的国家签署了《南极条约》：

乌拉圭于 1980 年加入该条约；意大利、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于 1981 年加入该条约；西班牙于 1982 年

加入该条约；中国、印度于 1983 年加入该条约；古巴、芬兰、匈牙利、瑞典于 1984 年加入该条约；奥地

利、厄瓜多尔、希腊于 1987 年加入该条约；加拿大于 1988 年加入该条约；哥伦比亚于 1989 年加入该条

约。然而，只有那些被认为在南极有真正科考利益的南极条约协商国，才在新矿物制度或者其他相关治理

领域中享有发言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签约的十八个国家中，只有九个国家享有协商国地位。韩国在

1989 年 10 月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同年《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由于澳大利亚和法国政府拒绝批

准而流产。韩国在南极地区有着其他远远大于结束朝鲜内战、参与《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谈判获

得南大洋渔业资源的利益。韩国科学家于 1978 年开始研究南极问题，同年由政府补贴的船只第一次进入

南大洋捕捞磷虾。直到韩国加入《南极条约》后，韩国政府才停止对捕捞磷虾船只的补贴。 

韩国于 1988 年在乔治王岛（King George Island）的巴顿半岛（Barton Peninsula）上建成了第一个南

极科考站世宗站（King Sejong Station）。科考站之所以以世宗大王（1397—1450）命名，是为了纪念他

创立了韩文字母，从而结束了韩国对中国的文化依赖，和他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世宗

站建立伊始就计划为南北朝鲜科学家共同使用，但随后的政治局势发展使这一计划迄今为止也没有实现。 

1988 年韩国科技部（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建立南极科考队并派第一批科学家到世

宗王站过冬。1988 年 10 月首尔举办第一届国际南极科学研讨会，邀请在南极研究方面占主导地位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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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的 40 名学者与韩国专家共享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这些科考活动的基础上，1989 年韩国成为南极条

约协商国。1990 年韩国科学家们加入了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the Scientif ic Committee on Antarctic  

Research）。1995 年第十九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the Antarctic Treaty Consultative Meeting）在首尔举行。

韩国政府邀请了包括朝鲜和古巴在内的 16 个非协商国国家。这一时期韩国通过“北方政策”（Nordpolitik）

为改善其与朝鲜关系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成为了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工具。 

韩国的南极研究项目由几个利益重叠的政府部门和政府支持的研究机构主导。韩国在南北极均有大量

的研究活动。在众多从事极地事务的政府机构中，主要的机构是韩国极地研究所（the Korea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它是韩国海洋研究与发展研究所（the Korea Ocean Research & Development Institute）的下属

机构。韩国极地研究所于 1987 年设立，最初是作为韩国海洋研究与发展研究所的极地研究实验室。2003

年将其地位提升至极地研究所以后，韩国极地研究所在 2004 年成为了隶属于韩国海洋研究与发展研究所

的下属机构。韩国极地研究所的活动由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资助，它的目标是促进本国在南北极的政治经济利益，通过不间断的研究活动提高其在极地

地区的国际地位。韩国极地研究所有五个主要任务：1、研究极地地区的基础应用科学；2、管理并支持韩

国南北极科考站的研究项目；3、加强与国外极地研究所的合作；4、推动国内学术界和企业界的极地研究

项目；5、提高韩国民众对极地地区重要性的认识。 

韩国有四个参与极地事务的部门。它们分别是国土、交通和海事部（the Ministry of Land, Transportation 

and Maritime Affairs），教育科学技术部，外交事务与贸易部（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和

环境部（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国土、交通和海事部负责制定韩国南极研究活动的五年基础计划和

韩国极地研究所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年度合作计划。极地研究五年计划必须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国

土、交通和海事部也用其研究和发展基金支持像韩国新型破冰船这样的新基础设施和第二个南极科考基地

的建设。 

教育科学技术部在韩国南极项目中起着提供南极科研基金、通过韩国极地研究所促进韩国民众对南极

事务了解的重要作用。韩国环境部负责制定与南极活动相关的国内法和在南极的环保行动。它还要确保韩

国的南极活动以国际和国内环保法为依据。该部还要对世宗站的运作和维修进行评估。韩国极地研究所负

责组织政府检查小组并协调与其他相关部门的行动。2008 年韩国在世宗王站附近建立了南极特别保护区。 

外交事务与贸易部代表韩国定期参加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国土、交通和海事部，环境部和韩国极地研

究所的工作人员也要参加这些会议。外交事务与贸易部的工作人员研究南极时事，定期制定有关洽谈韩国

在南极的现状和在南极事务上发表看法的政策文件。该部还与环境部制定与《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

定书》（the Protocol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the Antarctic Treaty）规定相一致的有关韩国南极活动和

环保行动的国内法。外交事务与贸易部代表韩国参加讨论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问题的年度会议，以期实

现加强韩国渔业公司的权益的目的，并为保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贡献力量。韩国食品农业林业渔业部（the 

Ministry of Food,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国家渔业研究与发展研究所（the National Fisheri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和外交事务与贸易部的官员共同参加了南极海洋生物资 

源保护大会（the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外交事务与贸易部

还促进韩国与其他国家在极地科学研究与资源开发方面的双边战略合作。  

目前韩国在极地研究活动中投入 5000 万美元，其中 3000 万美元用于南极问题研究。下表概述了韩

国政府在南极事务中的经费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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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南极预算（2010 年） 

活动   机构         资金 (单位: 百万韩元) 

韩国极地研究所年度资金 韩国极地研究所              21, 277 

各部合同项目                                       国土、交通和海事部      19, 104 

    教育科学技术部 40 

    环境部                   213 

    韩国气象局          714 

      农业振兴厅                                  50 

其他机构的合同项目 公共机构    1,311 

    大学      40 

    民营企业   100 

总计           42,709 (US$30,465,807) 

资料来源：韩国极地研究所“2010 年度报告” 

 

如上所述，韩国的极地研究预算在短时期内增加了 400%：从 2004 年的 900 万美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4000 万美元。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政府削减 10%的政府开支，使得极地研究经费有所减少，

但现在已经恢复并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国土、交通和海事部为破冰船和新基地制定单独预算额。 

一些主要的韩国企业一直在积极参与韩国的南极活动。现代公司（Hyundai Corporation）最早参与了

韩国的南极活动，其参与建设了韩国的第一个南极科考基地。李明博作为韩国的现任总统曾任现代公司首

席执行官长达 27 年，在其领导下，韩国的南极项目活动大大增加。三星重工（Samsung Heavy Industries）

和世腾海洋造船公司（STX Offshore and Shipbuilding）设计了韩国“艾伦号”（Araon）新型破冰船，韩

进重工（Hanjin Heavy Industry）则建造了“艾伦号”破冰船。 

韩国极地研究支持者协会（the Korean Supporters Association for Polar Research）是 2005 年建立的一

个非政府组织，其目标是支持韩国的极地研究活动。它有自己的网站，并出版有关极地地区信息的通俗刊

物。它还协助教育机构编撰有关极地地区的教材。韩国极地研究支持者协会由其成员和赞助企业出资，它

不仅支持韩国极地研究所，也支持其他从事极地地区研究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员的活动。它为培养专业的极

地研究人员提供奖学金，并为研究机构开展极地研究项目提供援助。 

由于缺乏一个统管极地事务的中央机构，这就导致韩国政府难以用一体化的方式推进其在南极的科学、

经济和政治利益。有不同目标的、分散的南极机构组织似乎对南极的真正潜力、价值多样性和南极条约体

系没有足够的认识。由于缺乏相关的处理南极事务的经验，以及频繁的角色转换，使得各个政府机构人员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韩国极地研究所的意见。然而，韩国极地研究所在本质上更多的是一个科学研究机构，

而不是政策制定机构。大多数韩国极地研究所的成员是并不了解首尔在南极洲的各种战略利益的科学家。

虽然韩国极地研究所有战略和政策部，但该部并不能代表韩国极地产业的整体观点。它通常仅为自己制定

有关研究活动和极地基础设施运作的计划。韩国极地研究所缺乏有社会学和政治学背景的人员从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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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工作。虽然韩国极地研究所的领导层早已认识到多学科研究对于南极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他

们在制定实施具体的南极研究的方法上还是很少做出改变。 

 

二、韩国的南极现状 

如上文所述，韩国在乔治王岛的巴顿半岛上建立了第一个南极科考站，距离南极洲海岸 120 公里。在

夏季高峰时，世宗王站有 90 个工作人员，而在冬季人数下则降至 18 人。该站位于南极洲的纬度边界之外，

这使它难以发挥作为一个顶尖的南极研究基地应有的作用。科学研究是南极政治的主流，韩国若没有高产

出的研究成果，那么它就不会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南极事务参与者。就其投入而言，韩国南极预算的增加意

味着它是一个中等参与者，但其南极科研贡献仍然倾向于复制其他国家的科研项目。当新西兰、英国、美

国和意大利这样的传统南极事务参与者在削减南极预算之时，增加南极预算使韩国成为了一个有吸引力的

国际合作伙伴，但想要从其投入中获得回报、成为一个顶尖的科研机构则还需要数年的时间。 

2003 年，韩国宣布了要建造一个重达一万吨的新型破冰船计划，“艾伦号”将被用为集运输、探测

和住宿于一体的多用途破冰船。“艾伦号”花费十亿美元并于 2009 年建成。2006 年韩国政府宣布将要建

立第二个南极科考基地的计划。韩国是第九个拥有 1 个以上南极科考基地的国家。2011 年韩国政府又宣

布，它决定在罗斯冰架地区的维多利亚地的特拉诺瓦湾（Terra Nova Bay, in the Victoria Land of the Ross Ice 

Shelf）建立新的科考基地。张保皋站（Jang Bogo Station）将于 2014 年完工。2012 年 1 月，韩国政府代

表团访问了张保皋站，并举行了“张保皋科学考察基地”建设奠基仪式。建设工程将于 2012/2013 年夏季

开始。新站总预算为 10667.5 亿韩元（9070 万美元）。张保皋（公元？—公元 846 年）是韩国历史上新罗

时期的一个海上领袖。张保皋站将采用最新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以减少其在南极洲的碳排放。其 30%的

能源需求将由风能和太阳能提供。 

 

三、政治对韩国南极政策的影响 

自韩国开始涉及南极事务以来共有七个韩国政府执政。尽管韩国南极政策的基调基本保持不变，但每

届政府的政治色彩都会与韩国的国内外社会政治环境一起反映在其极地政策中。自韩国加入南极条约体系

以来，韩国的南极事务在国内政治中经常被政治化，以巩固每届政府的执政地位。 

朴正熙总统（1963-1979）执政初期，韩国与美国政府关系较为紧张。这影响了美国对韩国在北部海

域发展深海渔业的态度。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和苏联给在北部海域的韩国渔船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韩

国开始将渔业目标转向南大洋，并将由政府补贴的渔船派往那里。在朴正熙总统被暗杀后，全斗焕通过军

事政变上台。全斗焕总统（1980—1988）为了向国内外展示其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他的南极政策目标集

中在加入南极条约上。他的继任者卢泰愚总统（1988—1993）在冷战结束时上台。在此期间，韩国的南极

政策被视作是与苏联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间接向朝鲜施压以促使其开放门户的非政治性工具，即为人们

所熟知的“北方政策”。 

在金泳三当政时期（1993—1998），韩国的南极政策取决于其“世界化”（Segyehwa）和“全球化”

（Globalisation）的思想。由于双边和多边压力，韩国遭受到了其他国家针对其相对封闭的经济所设置的

贸易壁垒。作为回应，“世界化”被提升为韩国成为世界上有影响力国家的生存策略。金泳三政府特别指

出一国对全球议程有话语权的重要性。许多新兴国家尽管经济发展迅速，但由于他们在国际事务上没有话

语权，因而不能加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金泳三政府的 “世界化”政策便想通过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掌握

主动权。为了支持韩国的“世界化政策”，这一政策旨在通过成为全球环境保护的领导国家来确保其全球

影响力，1995 年金泳三当局批评南极条约体系的环境法规效力过于薄弱，并竭力主张其他协商成员国遵

循其建立国内南极环境法的倡议。 

金大中总统（1998—2003）上任之时，韩国仍然处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恢复期。金大中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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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任务，是通过在那些不会对韩国经济产生立竿见影的有利影响的领域中增加出口、紧缩政府开支，以

尽快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因此韩国的南极项目就不那么受重视了。由于金大中政府重视应用科

学，韩国海洋研究与发展研究所未能获得足够的研究资金，用来建造南极科考站和破冰船。即使在全部偿

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后，政府的首要任务也不是参与南极事务，而是改善与朝鲜的关系。直到 2002

年，海洋事务和渔业部（the Ministry of Maritime Affairs and Fisheries）才宣布了“极地研究长期发展规划”

——2006 年 7000 万美元将用于建立第二个南极大陆科考站。然而，融资困难意味着这个计划将会被推迟

数年。 

2003 年，一名在南极洲的韩国研究员因公逝世后，金大中的继任者卢武铉总统（2003—2008 年）为

了挽回民意，承诺增加对南极事务的投资。而在世宗站艰苦的科研条件与政府缺乏对南极研究的承诺（当

时南极活动的预算只有 1000 万美元）公诸于众后，政府在公众的压力下不得不继续增加投资。卢武铉政

府（面临选举）宣布，将使隶属于韩国海洋研究与发展研究所的极地研究所成为一个独立的附属机构，并

使新破冰船的规模由 5000 吨增至 10000 吨。此外，由于民众支持率跌落谷底，2007 年 6 月 28 日，卢武

铉政府宣布将在年内决定第二个南极大陆基地的选址问题，并郑重宣布基地将于 2011 年建成。卢武铉总

统对公众压力的回应，使得韩国政府对南极事务的投入迅速增加，目前李明博政府（2008 年—）继续推

动这一进程。李明博政府也一直致力于促进韩国在南极的活动，以赢得民众的支持，并努力使韩国在南极

的活动合法化。自李明博总统上任以来，韩国政府已经把全球环境问题作为其最重要的议程，并试图使环

境保护主义成为其经济增长的动力。李明博政府通过绿色增长政策和气候外交，积极寻求独创性方案以解

决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李明博政府一直积极推行其所谓的“气候变化外交”（climate change diplomacy），不断增加关于南

极气候变化的研究。韩国意在通过提供一个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象征性的、理论性的背景，来证明其

在国际谈判中的主导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极对李明博政府具有重大的价值。韩国政府为了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问题、追求长期的经济增长，正对环保技术的发展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政府希望新技术能够有助

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增加出口市场。由于韩国自然资源匮乏，李明博政府也一直对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

中国家进行环保技术和资本投资，以确保其能源安全。此外，作为“气候变化外交”的一部分，韩国积极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处理气候变化的法律义务问题上发挥桥梁作用。 

研究表明，由于韩国负面的国际形象，韩国公司的产品价值低于其他国家公司的产品。一个国家的正

面形象能够提高其产品的竞争力。而韩国的跨国公司如三星、现代、LG，已经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中小企业及其产品的形象（90%的韩国工人受雇于这些公司）与韩国的国际形象直接相关。2009 年 1 月，

李明博总统成立了总统直属国家品牌委员会，旨在通过对韩国品牌的重新定位，以达到减少所谓的“韩国

折扣”（Korea Discount）的目标。人们普遍认为，高水平的韩国科学技术——已为韩国科学家在南极研

究取得的成就所证明——将会提升其国家品牌形象，这将最终有助于提高韩国中、小企业的信誉度。 

 

四、韩国在南极的政治利益 

尽管韩国的不同部门在南极政策上的议程、动机各异，但自其签署《南极条约》以来，各部门便开始

追求更多一致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保持和协商韩国在南极的存在和在南极事务中的发言权。韩国政

府已经意识到南极地区具有巨大的地缘政治、经济价值，尽管南极地区未来的发展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首尔已经开始试图维护其在南极地区获得的既得利益，并增加其在南极未来发展的、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

权利。韩国所有的南极活动（包括科学研究、国际性学术会议和外交努力）都是为了应对环境变化问题，

并且已开展的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其在南极地区的既得利益。韩国极地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能够在未来

新的极地法律框架中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韩国为了维护它在新的极地机制中的既得利益，已经意识到

生产高质量研究成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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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极地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正如前文所述，韩国的国际地位

从未其经济实力相当。为了提高韩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最近几年韩国开始举办国际体育赛事和国际

首脑峰会，如亚太经贸合作组织经济领导人会议和 G20 峰会。韩国将其南极产业视为一种投资，一种有

助于其成为世界一流国家和提高其国际地位的投资。韩国和其他正在崛起中的国家一样，都想通过参加类

似南极条约体系这类的国际组织，来寻求提高自身国际地位。南极地区是韩国展现其国家实力、对国际社

会做出贡献的国际政治竞技场，也是其通过非政治方式——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领导作

用的舞台。 

韩国和很多国家在南极地区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有助于改善韩国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

系。与韩国在科学项目上有合作关系的国家有：加拿大、中国、德国、日本、俄罗斯、英国、挪威、智利、

法国、新西兰和美国。韩国还为没有与它在南极项目上合作过的国家提供破冰船的泊位。2004 年，韩国

带头组织了极地科学亚洲论坛（the Asian Forum for Polar Sciences）。中国和日本也是这个组织的两个最初

的参与者。2006 年，马来西亚和印度也加入了这个组织。韩国提议发起极地科学亚洲论坛，是为反击欧

洲、中美洲和南美洲这样的南极地区性分组现象而建立的一个互助体系。韩国极地研究所理事长被选为极

地科学亚洲论坛前两年的主席。极地科学亚洲论坛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在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研究的平台，

向国际极地共同体提供亚洲国家的极地研究成果，并且鼓励非极地的亚洲成员国家加入极地研究。极地科

学亚洲论坛有五个工作组：地球科学工作组（Earth Science），生命科学工作组（Life Science），行星科学

工作组（Planetary Science），工程和物流工作组（Engineering and Logistics），公共关系和数据管理工作组

（Public Relations and Data Management），各工作组有来自所有成员国国家的代表。 

 

五、韩国南极科学研究 

韩国目前在极地地区的六个主要科学研究方向是：地理、生物、海洋学、冰海冷藏学、宇宙和信息科

学。韩国极地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以下四个领域：陆基安全技术，极地环境变化研究，获得实用的极地应用

技术和建立先进的极地研究基础设施。这些成果都是韩国历经多年时间研发出来的。下面我们将重点介绍

目前韩国一些主要的极地研究项目。 

韩国科学家已经开发出研究极地古气候和古海洋的技术，研究过去气候变化的记录是为了预测未来气

候变化的趋势。这个研究的首要目标，是通过极地海洋、陆地的沉积物来记录极地地区的古气候、古海洋

的变化，从而确定引起古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第二个目标是通过对比等比例纬线的古气候变化（包括朝

鲜半岛和极地地区），来确定全球气候变化和区域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韩国科学家正在验证在南极半岛的北部区域的南设得兰群岛弧沟（the South Shetland Arc-Trench）体

系从晚古时代开始的地质构造演变。韩国研究地质构造进化过程和西南极洲地下岩石圈结构的专家，把南

极大陆和它周围的海域看作是地球历史的“储藏库”。 

韩国科学家正在研究极地地区生物活体的特性和它们在极地气候下的适应情况。他们同时也观察指示

性生物的分布和数量来监测和预测生态系统的变化。韩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极地观察网络，其目标是开发极

地海洋观察和液态声学观察设备。还有一些研究者在开发南极海底热液系统。 

2006 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韩国在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率的排名中位列第一。

由于在不久以后将会设置更加严格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政府已经开始研发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隔离二氧

化碳的新技术。由于南大洋已经吸收了大部分由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韩国科学家正在对南大洋的温

室气体清理能力进行评估，以确定其还能否吸收更多的温室气体。 

韩国在南极洲的生物研究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极地生物有独特的物理特性和潜在的商业应用价值。

因此韩国科学家目前正在研究一系列极地生物体和植物遗传资源的特性，希望能够发现未来的生物材料，

如低温酶，化妆品原料和新陈代谢活化物等。韩国科学家也尝试将极地生物的复制品用于商业用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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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生物体和植物遗传资源研究的特定目标，是培育低温极地微藻类、海洋藻类、微生物、海洋生物、陆

地生物和淡水生物；挑选最适合栽培的极地生物，并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培植系统；在韩国建立一个极地生

物银行和主题公园；支持这些极地生物物种应用于商业化的研究之中。 

韩国参加了一个国际极地年（International Polar Year)）的冰川项目——国际横穿南极科学考察（the 

International Trans Antarctic Scientific Expedition），这个项目的目的是探索南极冰川、为研究南极冰川开发

必备的技术。从韩国的角度来说，这次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在冰川环境探测方面的专业人才，建立本国

冰川研究的基础设施；开发环境追踪的分析技术；探索并研究韩国新基地附近的冰川。 

韩国已经制定了南极陨石搜集方案，并组织了陨石分类 /分配 /研究委员会（ the Meteorite 

Classif ication/Distribution/Research Committee），其成员主要来自韩国极地研究所、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和加

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韩国已将其搜集的五个南极陨石在国际组织中进行登记注册

（TIL06001-TIL06005）。随着管理和研究陨石的基础设施的建立，韩国已经进入研究太阳系和宇宙构成的

阶段，这也为太空时代的到来做好足够的准备。理所当然的，韩国成为了在南极陨石研究的第五个主导国

家。 

 

六、韩国在南极的经济利益 

韩国在南极的经济利益包括当前的、未来期望的和纯粹投机性质的方面和活动。韩国科学家很谨慎，

他们避免使用例如“资源开发”和“资源探索”这类的词去讨论他们在南极的项目。虽然目前他们很多的

研究都集中在找出有经济开发价值的资源和绘制精确的南极资源分布的地图。在下文，我们将探讨韩国对

于南极投资中当前的、未来期望的和纯粹投机性质这三方面的经济收益情况。 

韩国在南极地区最初的利益始于 1978—1979 年间，渔业部资助了一个在恩德比地（Enderby Land）

和威尔克斯地（Wilkes Land）海域捕捞磷虾的渔业公司。首尔对于开发极地海洋产品非常感兴趣。极地

地区海产品的数量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海产品的总量都多。韩国的渔船最近在南大洋捕捞磷虾和巴塔哥尼亚

美露鳕。韩国的捕磷虾量每年大约 10 万吨，都用来制成加工食品和农业饲料。根据韩国的数据统计，在

南大洋有 50—75 亿吨的磷虾、巴塔哥尼亚美露鳕和鱿鱼。未来韩国有计划扩大在南大洋的捕捞磷虾数量。

韩国的学者认为，磷虾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食物资源。韩国极地研究所已经探测出在南设得兰群岛

水域周围的磷虾的数量和分布，南设得兰群岛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磷虾渔场。韩国科学家已经使用一种科

学的渔业探测器和一种普遍的海洋地理学的调研方式展开了海洋声学调查，目的是找出磷虾生存环境的物

理、化学和生物特性。由于海洋环境的改变致使磷虾数量每年波动性很大，韩国科学家对这种环境改变的

原因进行了研究，以便对磷虾资源进行有效管理。考虑到磷虾资源的数量和营养价值，韩国研究员认为磷

虾是一种不会枯竭的食物资源。在韩国完成在南极的基础设施建设并真正投入渔业生产的时候，磷虾这种

资源将会给韩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最近有非政府组织的报道预测，罗斯海（the Ross Sea）和其他南

部海洋的鱼类可能接近枯竭。新西兰和美国正在提议把罗斯海变成一个海洋保护区域，不过传统的捕鱼区

域仍将被排除在保护区之外。韩国政府尚未表示对这一提议的看法。 

韩国在南极潜在的矿产资源方面有重要的利益。韩国科学家在世宗站附近发现了巨大数量的甲烷水合

物，以目前的消耗速度计算，这种甲烷水合物和正在使用的天然气一样，还能使用 300 年。韩国科学家还

在南极的北部海域发现一种天然气水合物的沉积层。基于其在南极积累的经验，韩国正在南极地区对天然

气水合物的开采进行研究。 

南极矿产资源的科学研究是在 1991 年签订的《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通常被称作《马德

里议定书》the Madrid Protocol）允许的基础上执行的，不过矿产资源开发是被禁止的。一些韩国极地专

家在接受这个研究项目的采访时说，到 2048 年，《马德里议定书》将会终止，与此同时，一个新的矿产开

发机制将会建立。事实上，《马德里议定书》不一定会在 2048 年废除，但从 2048 年开始，若签约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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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继续执行此议定书，这个议定书将继续以重新协商的方式存在。一个研究南极地区的著名专家，张淳根

（Jang Soon Keun）博士也曾告诉过我们，他认为在南极地区的主权要求最后可能会消失。而其他七个在

南极有重大利益的国家，在主权这个问题上则持有不同的观点。其他国家应对韩国极地问题专家在南极法

律问题上的不同理解给予承认和尊重，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冠名为“无知”而置之不理。随着 2006 年石油

已达到峰值，各国对于在南极地区进行石油开采的观点可能与在 1991 年的时候截然不同。 

韩国在极地海底地质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三个方面的主要成就。第一个成就，是在南极海底岩层已经获

取了高分辨率数据。这种高分辨率数据的获得使韩国拥有了选择具有潜在丰富海洋资源地区的权利。南极

拥有 550 亿桶石油和 221 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第二个成就，是韩国通过钻取重力岩心获取了南极大陆东

北地区的表面沉积物，并对表面沉积物的有机化合物进行了分析，对取得海洋资源的概率进行了估算。第

三个成就，是建立了极地海底地质特征的数据库，并绘制完成了资源分布地图。韩国将利用这个数据库绘

制一个更详细的南极海底资源地图，并且准备在恰当的时间点，即当南极和其海底资源开始开发之时，进

入其选择的能够使本国获得最大战略利益的领域。当然，这些想法都依赖于开采南极地区矿产资源的禁止

机制是否会改变。韩国当然也希望将地下和水下探测设备的研发成果应用于南极研究之中，这都会对韩国

的定位服务工业和国防工业做出贡献。 

韩国还希望从极地科学活动中获得基础技术的积累，使韩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传统的以制造业为核心

向以知识经济为核心转变，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韩国政府积极发展知识经济，是基于依靠科学投资能

够使其生产力得到变革和提高这样的假设。从其能发展的基础技术来看，韩国已经大幅增加在科学领域的

投资，并且韩国的南极研究在这个新的战略方面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生物技术是目前政府集中努力作为未

来发展引擎的一个领域之一。此外，韩国的极地开发，作为大科学计划（Big Science Plan）的一个重点学

科，预计将刺激一些科学和工业领域的经济增长。韩国的大科学计划共有五个学科：航天、航空、海洋、

核聚变和极地探险。大科学是一个系统的科学领域，每个学科相互作用、相互加强。如果成功，大科学计

划将会催生出一系列新的产业。 

在韩国众多的极地科学学科中，生物学与工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虽然韩国像其他国家一样积极介入

南极事务，但它不愿明确表明要将其研究成果置于工业应用之中。韩国一直热衷于进行南极生物技术的研

究。它将极地地区视为未来生命工程的一个存储库。科学家一直对寒冷地区的生命工程进行研究，细胞抗

寒冷物质、冷活跃分解酶和冷活跃基因复制品，并且希望把这些成果置于工业应用之中。例如，韩国科学

家已经尝试研究生物医学低温储藏技术。他们已经从极地生物体中提取了抗寒蛋白质，目的是使这种技术

应用于制药和医药工业之中，避免在保存精子、干细胞和血液的时候被摧毁。科学家还计划通过研究，在

韩国的南极大陆基地开发寒冷地区的医药和人类生理学技术等相关技术。另一个通过韩国极地生物技术获

利的行业就是化妆品工业。由于南极洲暴露于强烈的紫外线辐射之下，韩国科学家从南极的生物体中提取

抵抗紫外线辐射的物质，应用于化妆品工业之中。首尔希望通过使用未开发的南极生物资源解决食物短缺、

疾病和能源短缺问题。 

韩国同时建立了一个以分析和预测气候变化为目的的环境基础设施。由于气候变化影响整个地球，极

地地区的环境改变，会影响中低纬度的气候和环境变化。因此，韩国从极地气候研究中寻找全球大气环流，

台风路径和亚洲季风气候改变的原因。韩国极地研究所对极地地区海洋和大气环流方面的研究，将会提高

韩国气候或气象相关的工业的预警能力，通过提供气候变化的短期和长期预测，以避免自然灾害和减少破

坏。例如，位于中国和北朝鲜边界的活火山长白山山脉，很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喷发。通过对南极冰川

现有古气候变化的研究，可以估算出火山喷发所造成的破坏和恢复破坏地带所需的时间。 

除了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之外，三星经济研究所（Samsung’s Economic Research Unit ）2009 年的报

告还指出，对气候、天气、海洋和极地生态系统的研究将使一系列韩国产业获益，如旅游业、工业、为农

业和渔业服务的灾难预警与气象信息产业，为安全航行服务的海事信息业等。由于气候和天气的变化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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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工业生产产生巨大影响，“工业气象信息”（ Industrial Weather Information）最近也开始进行商业化运

作。从极地气候研究中获取气象信息能提高一些工业商品的产出，使这些商家的利润最大化。 

韩国的航天空业和电力工业将可能从科学家在极地地区的空间观测中获利。极地地区是极地卫星追踪

系统和空间研究操作最适宜的地区。韩国极地研究所的科学家通过观测极地大气上层空间来预测太空天气

是否会影响通信、阻碍卫星轨道，并避免电磁波的破坏。为发展先进的航天工业，韩国计划在极地地区进

行航天工业的设备开发和技术试验。韩国新的南极科考基地将提供设施让科学家发展反冻液体和长距离卫

星沟通技术，并且测试远程通信和半导体材料的性能。 

韩国欲通过建立第二个科考基地来提高其施工技术水平、促进其建筑工业发展。第二个科考基地的建

设和运作将会提高韩国在结构工程方面的技术能力，这能避免流体、液体和固体物质受到低温的破坏。在

建设第二个科考基地的筹备工作中，许多新技术得到了检验，如建筑结构是否会受到地下永久冻土的影响。

韩国将会建成一个环境友好型的新基地，新基地将会充分利用太阳能。韩国还计划建立一个风力发电厂，

这将有利于其国内能源工业的技术发展。永久冻土、极冻工艺技术的发展以及在极寒地区操作施工设备的

经验，将提高韩国建筑物的防风性能和保温材料的质量，最终将促进韩国建筑业和其他相关工业的技术发

展。 

多年来韩国一直是商业船舶构造的顶尖国家。为了促进韩国的造船工业和其他相关工业的发展，建造

本国的一艘破冰船至关重要。就全球环境而言，随着极地地区的科研活动以及商业活动正在逐步增加，极

地航行船只需求以及相关业务的市场需求也在加大。因此，首尔决定抓住时机，坚信本国第一艘多功能船

舶的建造将会提高国内船舶建造业和相关工业的竞争能力。 

从设计到建造第一艘破冰船“艾伦号”，韩国预计在三个领域获得经济利益。首先，由于在船舶建造

工业方面拥有先进的技术，韩国有自信能够赢得更多建造破冰船的合同。尽管在海外市场对于特殊船舶的

需求并不是那么高，韩国估计在未来三年内仅破冰船的订单就可获利 3 亿美元。其次，船舶建造的相关行

业如钢铁业、油漆业和室内设计行业，都可能从建造破冰船的工程中获益。举例来说，一个破冰船的船身

必须使用高性能的厚钢板，这种材料要足够坚固，能够抵御零下 60—70 摄氏度的低温。焊接区域也同样

需要能够适应这样的低温，这将促进建造技术的发展。同样地，由于船体会与坚冰频繁碰撞，因此特种油

漆业和建造技术的发展都应以船体损害最小化为目标。最后，破冰船舶的建造还能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帮助韩国的公司获得为其他国家建造极地地区的钢筋建筑和工厂的订单。 

 

七、结论 

韩国政府在南极急剧增加的支出和活动的背后动机是多种多样的，且非常复杂。首先，韩国极地政策

的制定和形成是由其在此区域的科研水平决定的。近年来，韩国一直积极追赶极地研究领先的国家的科学

水平。它已经设置了多种科学的目标，并已在许多不同的极地科学领域进行研究。它的科研活动已经有了

丰富的成果，与先进国家之间的科研差距正逐渐缩小；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作为此区域的科研国家

的形象大大加强，首尔已将其极地战略利益转化为更加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政策。 

韩国介入极地地区最重要的原因，是其相信在南极和北极均有无限的经济潜力。它对寻找如原油、甲

烷水合物这样的能源，如南极磷虾这样的海产品有着浓厚的兴趣。韩国在极地地区的研究与存在，加速了

其经济增长方式由制造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有助于提升韩国国家的品牌形象，从而促进中小

企业的对外出口。它正努力使其极地研究与国内产业之间的联系最大化。 

首尔正在寻求更具体的实际方法将其国内产业与南极事务联系起来。其南极生物研究的一些成果已经

应用到了制药业与美容业之中。通过南极研究还能推动其国内产业的发展，如航空和电子行业，为农业和

渔业服务的灾难预警与气象信息产业，通过提供气候和天气信息来为安全航行服务的海事信息业等。 

像其他南极大国一样，韩国在南极活跃的原因是其渴望维护既得权利，并增加其在南极未来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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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权利。南极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可以发挥领导作用的国际政治竞技场之一。它将加入南

极条约体系当做一个可以取得国际性领导地位、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重要作用的跳板。 

不同于以往的政府，李明博政府在南极政策上并没有对国内和国际目标进行明确的区分。由于他以“绿

色增长”为国家愿景，因此韩国的南极政策服务于这一愿景，并将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元素结合起来。韩国

的南极研究为促进韩国绿色科技以及绿色工业提供了理论依据。韩国科学家针对南极气候变化的研究，将

会有助于气候变化调节技术和气候变化减排技术的发展。为了使这一技术能够在世界其他地区适用，李明

博政府一直试图规范其新开发的环保技术和法律支持体系。        

其次，韩国在南极的存在以及它对气候变化研究所做出的努力，使得韩国能够继续通过其气候外交所

塑造新的全球结构中，扮演领导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韩国不断增加的南极研究项目可以被看作是其对

倡导“以全球环境为导向的文明”的努力与意愿的标志。    

李明博政府进一步介入南极事务的政治目标，则是为了提升其“全球韩国”的形象。该政府强调了其

在应对全球经济和环境问题之时，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挥的沟通作用。它还向全世界展示了韩

国的科学成就。韩国参与南北极事务，有助于为自己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一个成熟的、全球性的、积极的新

形象，这就是韩国不断增加其南极投入的原因。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孙鹤家、王露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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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欧盟北极政策 

夏立平
1
 华奕奕 

（1：夏立平为同济大学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一、北极地区对于欧盟的战略意义 

北极这个极寒之地正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炙手可热的争夺点，欧盟作为国际体系中一支独特的力量以及

地缘上的特殊位置，无论从被动还是主动角度来说，都必须正视北极对于欧盟的战略地位。 

（一）欧洲本土安全角度的战略意义。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和军事强国都在北半球，北极地区是俯瞰北

半球的制高点。近几年，北极地区军事对着的氛围愈加浓厚。欧盟不论是从欧洲本土安全考虑还是从欧洲

一体化加强的角度来考虑，北极地区的战略地位都不容小觑。 

（二）欧洲能源安全角度的战略意义。欧盟在能源严重依赖外部进口，而在内部却尚未形成单一的能

源市场。由于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相对匮乏，欧盟一半的能源需要进口，进口量居世界第一。北极地

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因此，北极的能源开发对于缓解欧盟的能源匮乏，维系欧盟能源安

全，拓宽欧盟能源来源途径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欧洲生态环境安全的战略意义。北极地处高纬度地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迄今为止，北极的

自然环境已有 10%~20%的区域受到人类工业发展的严重影响，北极地区的日益工业化和全球变暖使得北极

地区的物种面临巨大威胁。北极地区的生态环境对于欧洲乃至全球都至关重要，欧洲北部地区生态环境的

变化将会对欧洲的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不论是从欧盟自身环境考虑还是从全球环境变化考虑，

北极对于欧盟的环境政策制定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欧盟北极政策的历史演变 

在环北极八国中，属于欧盟成员国的有瑞典、丹麦、芬兰，另外挪威和冰岛是欧洲经济区的成员，与

欧盟渊源颇深。就欧盟本身而言与北极并未有直接接壤，最早与北极的联系时欧共体时处于北极圈内的格

陵兰岛，但格陵兰岛有其特殊性，虽然是丹麦王国的一部分，却拥有自治权，并于 1985 年全民投票通过

放弃了欧共体的成员身份。欧盟作为拥有三个北极国家的“超国家组织”不可避免地需要重视北极地区。 

（一）欧盟接受和发展芬兰“北方政策”阶段。 

1997 年，芬兰“北方政策”（Northern Dimension）的提出使得北极成为了欧盟长期关注的区域。“北

方政策”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共同框架，促进北欧对话，巩固合作，加强稳定、福利和可持续发展。”当

1999 年欧盟理事会批准该提议后，“北方政策”以更稳定的框架成为了欧盟第一个北方政策。北方政策涵

盖了从冰岛、格陵兰岛到俄罗斯西北部，从北极地区到波罗的海南岸的广大地区。自此，北极问题真正开

始成为了欧盟的政策关注点。2006 年，欧盟、冰岛、挪威等对“北方政策”进行了新的补充，并在四个

空间达成了一致合作的意见：经济空间，包括环境问题；自由、安全和正义空间；外部安全领域的合作空

间；包括文化方面的研究和教育空间。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参与度进一步提高。 

（二）欧盟北极政策形成阶段。 

2008 年 3 月，欧盟委员会与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共同发表了《气候变化与国

际安全》报告。报告更是将全球变暖、海冰融化背景下的北极单独成节，以此显示欧盟在环境变化大背景

下对北极地区的重视。报告指出，北极极点冰帽的融化，正在加速新航线和国际贸易路线的开辟。另外，

北极地区大量油气资源可利用性的增强改变了该地区的地缘战略动态，对国际稳定和欧洲安全利益造成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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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欧盟的北极政策逐渐向纵深发展。2008 年 10月 9 日，欧洲议会通过了关于

“北极治理”的决议，会议指出，北极的地缘战略意义已逐步凸显，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尚未在北极海 

域海冰融化所带来的变化的前提下做出调整。欧盟应致力于：1.针对该区域的环境变化，能够得力应对；

2.尊重原住民及其生活方式的政策选择；3.加强与北极邻国在跨边界问题，尤其是海洋安全上的合作；4.

提供未来跨边界和法律框架的选择，使得该地区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以及高纬度地区的资源和航道分

歧能够得以解决与协调。 

决议还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北极的能源与安全政策，保证欧盟在北极地区的利益，呼吁国际社会

以南极为例制定北极航行最低标准；敦促欧盟委员会尽快向国际社会提交 IMO 规则修正案；支持北极理事

会在维持北极现状上的地位，开放国际研究合作，支持北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开发能源；敦促欧盟积极

申请成为北极理事会的永久观察员；并建议委员会寻求国际磋商机制，制定保护北极的政策。 

2008 年 11月 20 日，在欧洲议会和多方呼吁下，欧盟委员会提交了名为“欧盟与北极地区：欧盟委

员会就‘欧盟海洋政策行动’致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的告知”。2009 年 12月 9 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北

极问题决议”,提出欧盟北极政策应基于五大基础、三大目标。至此，“欧盟北极战略基本形成” 

（三）欧盟北极政策正式出台阶段。 

2012 年 7月 3 日，欧盟委员会向欧盟理事会提交了“知识、责任与参与：欧盟的北极政策”的纲领

性文件，旨在加强欧盟介入北极事务。文件将欧盟北极战略总结成“知识、责任与参与”，采取的策略包

含一系列有助于在该地区的研究和可持续发展，促进可用于可持续运输和采矿环保技术的实际行动。 

在北极问题上，与加拿大，冰岛，挪威，俄罗斯联邦和美国加强双边对话，包括在北极理事会永久观

察员地位的申请;加强就欧盟的政策和方案与土著人民组织的代表举行定期对话。 

在欧盟北极政策的指导下，欧盟对北极的活动愈加积极，虽然北极国家中诸如俄罗斯等北极国家对欧

盟有着一定程度的排斥，但是由于北极八国中，欧洲国家有五个，欧盟又是国际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极力

量，对北极的参与度只会与日俱增。 

 

三、 北极环境变化下的欧盟北极政策分析 

（一）欧盟北极政策的目标。 

第一大目标：维护北极环境和保障北极地区居民的权利。 

第二大目标：促进资源的可开发利用。 

第三大目标：致力于增强北极多边治理。 

（二）欧盟北极政策的特点。 

1.高度重视在北极的利益，由欧盟理事会出台统一的北极政策，由欧洲委员会通过，从战略的高度上确立

北极政策，为各成员国指定方向。 

2.以资源利益、环境利益、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人权保护的需要为出发点，强调保护北极环境和保障北

极居民的权利，促进北极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以及加强北极地区的多边治理。 

3.积极加强在北极地区科学研究和进行国际科学合作，背后潜藏着为其自身利益服务和争抢科研主动权的

意图。以合作为手段，以提供资金与技术为条件，促进欧盟在北极事务的话语权，以弥补欧盟与北极地区

联系相对较弱的劣势。 

4.推崇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治理，并致力于完善北极治理的国际法基础。 

5.维持北极地区安全与稳定。 

（三）影响欧盟北极政策的内部原因分析。 

1.欧盟的能源现状。 

欧盟目前囊括了欧洲 27 个国家，而 27 个成员国，“除了丹麦，其余 26 国皆为能源净进口国。”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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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二大能源消费市场，自身的能源储量远远不能满足欧盟经济发展的需求与能

源消费的需求。目前欧盟 50%的能源需要进口。其中,石油进口率高达 81%,天然气进口率为 54%;固体燃料

进口率为 38%。 

2.欧盟的航运发展。 

在欧盟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海上航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极大程度地促进了欧洲经济的繁荣与 

昌盛。欧洲与其他地区的货运往来有 90%是通过海运实现的。 欧洲船运公司拥有世界 41%的船队”，在世 

界航运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3.环北极欧盟国家对欧盟北极政策的影响 

欧盟拥有 27 个成员国，其中丹麦、芬兰和瑞典属于环北极八国的成员，这是欧盟能够参与北极事务

的最主要依据，这三个环北极国家对欧盟的北极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影响欧盟北极政策的外部原因分析 

欧盟的北极政策除了受来自内部的影响外，相关国家的政策走向也对欧盟的北极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

响。 

1.俄罗斯因素。 

2.美国因素。 

3.加拿大因素。 

4.挪威因素。 

5.冰岛因素。 

6.非北极国家对北极关注度上升。 

北极环境变化后，越来越多的非北极国家开始介入或试图介入到北极事务中。韩国、日本相继向北极

理事会申请观察员身份。它们希望通过北极航道的权利以及在北极资源开采的利益。 

日本对北极航道的研究在亚洲国家中应该最早的。日本政府 2009 年向时任北极理事会主席国挪威提

交了加入申请，并派遣外交官员参见 2009 年 4 月 29 日在挪威举行的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今年 6 月，日本

公布了其资源确保新战略，加快北极圈内油气资源的开发成了日本资源保障的重点。 

韩国 2009 年 11 月，召开“北极问题的挑战与韩国应对措施”专题研讨会。韩国认识到，全球变暖导

致北冰洋海冰急速融化，北极地区出现了新的生态环境，不同国家在北极地区的冲突逐渐凸显；同时，海

冰的融化加速了北极新航道的开辟和自然资源的来发，经济利益越来越明显。此次研讨会对于韩国北极战

略的考虑和定形具有一定的意义。2012 年 9 月，韩国与挪威两国就韩国政府参与开设北极航道达成了协

议，并决定构建面向未来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及推进北极环保开发。 

近年来，印度也加大了对北极研究的力度，同北极国家的关系得到加强。为了开展北极研究，印度进

行了多年的准备，他们把北极研究项目纳入印度的全部极地研究并作为重要部分来规划。印度在北极活动

中表现出得积极姿态，可能还包含着长远的战略考量。2008 年 4 月，印度海军小组成功远征北极，此举

为印度将来进一步拓宽在北极的活动空间铺平了道路。 

世界范围内的北极争夺热此起彼伏，有着战略眼光的国家都想参与这块蛋糕的共享。欧盟作为世界重

要的力量，其北极政策将对其他国家的北极战略产生重要影响。 

 

五、影响欧盟北极政策的气候变化因素分析 

欧盟的北极政策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气候变化的强烈推动。欧盟一直紧密关注着全球气候变化。

在气候变化下，北极地区的各个方面都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并将对全球的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气

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可以从七个方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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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源的影响。 

--对沿海城市的经济的影响。 

--领土丢失与边界争端。 

--环境变化引发的移民。 

--是政治不稳定。北极地区的主要居民是萨米族人与因纽特人，在北极地区面临环境变化的同时，当

地居民也同样面临着对自身传统生活习俗与赖以生存的北极地区的延续与保护问题，在对北极的开发过程

中，当地居民尤其是土著居民日益认识到属于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生存状态与北极地区的工业发展和资源开

发政策息息相关，土著居民的团体日益强大，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身的诉求，积极参与到北极的开发和保

护中去，如果不能妥当处理这些诉求，忽视土著居民的特殊性，北极地区的社会稳定将受到影响。因此，

欧盟在其北极政策中提出尊重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可谓未雨绸缪。 

--能源供应紧张。 

--是国际治理的压力。 

 

六、欧盟北极政策对北极地区政治格局的影响 

北极的地缘政治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环北极八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竞争。北极地缘政治的呈动态

变化，取决于各种因素，常规的地缘政治中的政治或地理上的大国地位在北极并不能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无论大小，相关利益国家都在北极宣示并主张自己的利益，北极的地缘政治因而更加复杂。在北极地区，

最根本的地缘政治便是由主权引起的在边界界定、经济区认定以及海上航运所涉及的国际法律管理原则等

利益、政策和行动上的争端。这些争端虽不能说非常普遍，却成为了北极地区不稳定的最大因素。 

目前，北极地区主要有五大主权争端。 

北极五国是北冰洋沿岸国家中对于北极的争夺最为积极与激进的，五国只想将北极问题限定在五国之

间解决，为防其他国家染指北极，并不赞成北极问题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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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点 关 注 

从破冰船强制领航到许可证制度——俄罗斯北方海航道法律新变化分析1 

张侠 1 屠景芳 1 钱宗旗 2 王泽林 3 

（1：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200136；2：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0233；3：西北政法大学 710063） 

 

摘要：本文围绕北方海航道定义和破冰船强制领航两个重要的争议问题，详细对比了俄罗斯相关旧法律条文和 2013 年

颁布的新法律条文，综合分析后认为：（1）在法律层面上，俄罗斯对于北方海航道属于国家历史性交通干线的立场没有改

变，范围则做了明晰化的界定，新的北方海航道水域范围与俄罗斯北冰洋内水、领海及毗连区和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水域

范围相一致。这意味着消除了有关北方海航道北部边界是否延伸到公海的争议；（2）在规则层面上，从破冰船强制领航制

度改变为许可证制度，尤其是给出了具体的、可操作和可预期的独立航行许可和不许可条件，使得外国船只在北方海航道

水域的独立航行成为可能。由此得出结论：俄罗斯北方海航道政策出现了较大变化，有进一步向国际开放的政策倾向。 

 

关键词：北方海航道，法律，专属经济区，破冰船强制领航，许可证制度 

 

北冰洋海冰继续加速退缩，北极航道，尤其是欧亚大陆北部的东北航道海运日益成为现实。然而，

俄罗斯北方海航道相关法律和规则还是基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情况，显得不合时宜。2013年1月28日正式

生效的《关于北方海航道水域商业航运的俄罗斯联邦特别法修正案》[1]（以下简称《13修正案》）对俄罗

斯涉北方海航道航行的主要法律，《俄罗斯联邦商船航运法》（1999，《99商航法》）、《俄罗斯联邦自然垄断

法》（1995，以下简称《95垄断法》）、《俄罗斯联邦内水、领海和毗连区法》（1998，以下简称《98内水法》），

做了重要增补或修订。俄罗斯联邦运输部北方海航道管理局根据《13修正案》，重新制订了《北方海航道

水域航行规则》（以下简称《13规则》[2]），以替代1991年颁布的《北方海航道海路航行规则》（以下简称

《91规则》[3]）。新规则颁布后，即引起了国内外高度关注，关注的焦点落在针对外国船只的俄北方海航

道航行政策是否出现了变化：（1）北方海航道的法律定义是否有变化？（2）北方海航道破冰船强制领航

制度是否有变化？笔者着重比较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向国际开放北方海航道以来涉及上述问题

的法律和规则，主要包括《91规则》、《98内水法》、《13修正案》和《13规则》。具体分析如下： 

 

一、北方海航道定义的变化 

1987年，戈尔巴乔夫发表摩尔曼斯克讲话，提出向国际开放北方海航道的倡议。苏联解体后，叶利钦

继续推动北方海航道的开发，于1991年正式颁布《北方海航道海路航行规则》，从此北方海航道进入了开

放时代[4]。之后又于1996年颁布了《北方海航道航行指南》、《北方海航道破冰船领航和引航员引航规章》

和《北方海航道航行船舶设计、装备和必需品要求》等技术性规则。直到《13修正案》生效前，约束外国

船只在北方海航道上的航行活动主要就是上述四个规则，除了在破冰船服务收费标准不断提高外上述规则

的变化很少。这四个规则中涉及北极航道定义和破冰船强制引航问题的是《91规则》，其他三个规则虽可

能有部分条款涉及，但都基于《91规则》[5]。这次修改中，《13修正案》实际上拆分了《91规则》，把《91

规则》中涉及法律层面的内容放入《99商航法》，形成新《99商航法》。实施层面部分，北方海航道管理局

根据新《99商航法》制订新的航运规则，即《13规则》。需要说明的是，同为此次修订内容的《95垄断法》

将是2013年后制订破冰服务收费规则的上位法，由于本文不涉及收费变化分析，故在比较时暂不包括《95

垄断法》。表1是新、旧法律或规则中涉及北方海航道定义的条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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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俄新、旧法律条文中涉及北方海航道的定义 

旧 新 

《91规则》 经《13修正案》增补的《99商航法》 

中译文：1.2“北方海航道，位于苏联北方沿岸内水、

领海（领水）或专属经济区内的苏联国家交通干线，

包括适宜冰区领航的航线。西起新地岛诸海峡的西部

入口和北部热拉尼亚角向北的经线，东至白令海峡

66°N纬线与168°58′37′W经线交汇处。” 

英文版：1.2 ―The Northern Sea Route –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route of the USSR, which is situated 

within the inland waters, territorial sea (territorial 

waters), or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djoining the 

USSR northern coast, and includes seaways 

suitable for guiding ships in ice. the extreme points 

of which in the west аre the western entrances tо the 

Novaya Zemlya straits and the meridian running 

from Mys Zhelaniya northward. and in the east, in 

the Bering Strait, bу the parallel 66°N and the 

meridian 168°58'37"W. ― 

中译文：第5.1条“1.北方海航道水域的概念是

指毗邻俄联邦北方沿岸的水域，由内水、领海、

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构成，东起与美国的海上

划界线及其到杰日尼奥夫角的纬线，西至热拉

尼亚角的经线，新地岛东海岸线和马托什金海

峡、喀拉海峡和尤戈尔海峡西部边线。” 

英文版：Clause 5.1 ―1.The water area of the 

Northern Sea Route shall be considered as 

the water area adjacent to the Northern coas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omprising the 

internal sea waters, the territorial sea, the 

adjacent zone and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confined 

in the East with the Line of Maritime 

Demarc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Cape Dezhnev parallel in Bering 

Strait, with the meridian of Cape Mys 

Zhelania to the Novaya Zemlya Archipelago 

in the West, with the eastern coastline of the 

Novaya Zemlya Archipelago and the western 

borders of Matochkin Strait, Kara Strait and 

Yugorski Shar.‖ 

《98内水法》 经《13修正案》修订的《98内水法》 

中译文：第14条中：“∙∙∙北方海航道,历史形成的俄联

邦在北极的统一国家交通干线，其中包括维利基茨基

海峡、绍卡利斯基海峡、德米特里·拉普捷夫海峡和

桑尼科夫海峡。”  

英文版：in Article 14: ―∙∙∙the Northrn Sea Route, 

the historical national unified transport line of 

communica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 on in the 

Arctic, including the Vilkitsky,Shokalshy, Dmitry 

Laptev and Sannikov straits― 

中译文：第14条中：“∙∙∙北方海航道水域，历史

形成的俄联邦国家交通干线。”  

英文版：in Article 14: ―∙∙∙the water area of the 

Northern Sea Route, the historically emerged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rout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旧、新《98内水法》[6]主要针对内水、领海及其毗连区，不是北方海航道定义的出处，相反，其有关

北方海航道的定义分别与《91规则》和新《99商航法》一致，以达到各领域法律的一致性。值得一提的是，

旧《98内水法》中以“其中包括”列举的方式对维利基茨基海峡、绍卡利斯基海峡、德米特里·拉普捷夫

海峡和桑尼科夫海峡的“内水”地位予以了特别强调，新《98内水法》则去掉了上述海峡的表述。由于旧

条文中只是采取部分列举予以强调的表述方式，去掉后不影响新《98内水法》颁布后俄罗斯继续对这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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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的内水主张。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超出了本文范围。鉴于上述分析，比较北方海航道定义的前后变化

只需比较《91规则》和新《99商航法》即可。如把《98内水法》作为比较对象，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歧义

和混乱。 

在法律层面上，《91规则》与新《99商航法》都将航道性质表述为俄罗斯“历史上形成的国家交通干

线”，没有任何变化。重点在范围的定义上。从表2可以看出新《99商航法》比 

表2 俄新、旧法律条文中涉及北方海航道范围定义的差别 

 东界 西界 北界 

《91规则》 白令海峡66°N纬

线与168°58′

37′W经线交汇处 

新地岛诸海峡的西部入口

和北部热拉尼亚角向北的

经线 

位于苏联北方沿岸内水、领

海（领水）或专属经济区内

的苏联国家交通干线，包括

适宜冰区领航的航线 

新《99商航

法》 

与美国的海上划

界线及其到杰日

尼奥夫角的纬线 

热拉尼亚角的经线，新地

岛东海岸线和马托什金海

峡、喀拉海峡和尤戈尔海

峡西部边线 

毗邻俄联邦北部沿岸的水

域，由内水、领海、毗连区

和专属经济区构成 

 

《91 规则》明晰了很多。对于东、西和北部

边界： 

（1）在《91规则》中，东部边界是白令

海峡中66°N纬线与168°58′37′W经线交

会汇处的一个点，在《13规则》中，改变为

“与美国的海上划界线及其到杰日尼奥夫角

的纬线”，一条由经线方向的划界线和该划界

线到杰日尼奥夫角（66° 4′45"N，169° 39′

7W）纬线的折线组成。这条折线的北部端点

即为俄美划界线的顶端2。俄美达成的该划界

协议中没有将此端点明确为200海里专属经

济区的界限，而是代之以“按照国际法允许

的范围向北延伸的表述[7]，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美国并未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

属经济区的概念不为美国所接受。       图

1 俄美海上划界。红色圆圈即东部界限的北

部端点 

但该协议的一个图件[8]（图1）却透露出这个

北部端点在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界限上。该图件被包括在一份美国政府就该划界案向国会做的说明内。

北部端点的这一位置对于东部界限的划分或许不重要，但对于此次西部边界、北部边界界定的正确理解却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见下文）。 

（2）在《91规则》中，西部边界为新地岛诸海峡的“西部入口”和“热拉尼亚角向北的经线”，“西

部入口”的含义大致清楚，但“向北的经线”究竟向北延伸到哪里并不清楚。而新《99商航法》中，“西 

部入口”进一步界定为“新地岛东海岸线和马托什金海峡、喀拉海峡和尤戈尔海峡西部边线”；但从热拉

尼亚角沿经线向北延伸的端点同样没有明确给出。联系（1）的分析，假设西部边界可向北沿经线延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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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专属经济区边界直到北极点的话，那么东部边界为什么停在俄美划界线的专属经济区北部端点上呢？西

部边界延伸到北极点，东部边界如果不做同样的延伸，北方海航道水域将无法构成。因此，可合理推断，

这个北部端点应该位于沿热拉尼亚角经线方向向北与约瑟夫群岛的专属经济区北部界限的相交处。 

（3）在《91规则》中，北部边界“位于苏联北方沿岸内水、领海（领水）或专属经济区内的苏联国家

交通干线，包括适宜冰区领航的航线。”上半句非常清楚，北部边界即为专属经济区北部界限，但下半句

却引起歧义至今，“包括”一词，俄文使用了“в к л ю ч а ю щ а я ”，英文译成“and includes”，可

理解成“包括”引导的句子做定语，修饰前面的“北方海航道”，把“适宜冰区领航的航线”限定在专属

经济区内。但也可理解为补充性描述，即北方海航道可能还包括了专属经济区之外的部分。俄罗斯的不少

学者做前一种理解，认为北方海航道穿过公海[5]（图2）。 

 

图 2  北方海航道与俄罗斯沿海直线基线划界[8]。红线为新《99 商航法》为北方海航道水域的边界（与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北部边界相一致），深色间断线（东西界线交汇到北极点）为俄罗斯部分学者主张

的北方海航道北部边界 

 

在新《99商航法》中，表述为“毗邻俄联邦北方沿岸的水域，包括内水、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

俄文用“о х в а т ы в а ю щ е е ”，英语译成“comprising”，可译成“包括”，也有“由∙∙∙构成”的

词义。中文译成“包括”，既可以理解为引导定语从句，以全称列举的方式，进一步说明“水域”的具体

内含；但也可以理解成同上段中“and includes”一样的词义。似乎歧义尤存。笔者认为在词义上应理解

为不是部分列举予以强调的意思，而是全称列举，因为“内水、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从岸线由近

及远没有遗漏地列举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除公海以外的所有不同性质海域，如果要包括公海的

话，此时就应写上去。在实际内含的分析上，联系（1）、（2）中东、西部边界北部端点的分析，既然北部

边界上的东、西两个端点既然已经清楚界定，北部边界逻辑上不应超过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边界。因此

“comprising”一词，应理解为“由∙∙∙构成”更为合理。综合上述分析，新《99商航法》实际上限定了

北方海航道的北界，即与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北部边界相一致。 

对于另一处可能引起歧义的改动，即《91规则》“北方海航道”改为新《99商航法》“北方海航道水域”，

增加“水域”一词是否意味着范围有所扩大呢？首先，由于海冰范围的年际、季节及区际变化都很大，北

方海航道从来不是数条固定航线的概念，而是一片可航区域的概念；其次，狭义地理解，航道是狭窄的水

域，航道与航道水域基本上是同一个含义；第三，广义地理解，在本质上航道是线，水域是面，面由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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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构成的，是线的集合，面的边界由最外部的线界定。因此北方海航道水域的北部边界由最北的航线界定。

那么北方海航道水域最北航线的位置如俄一些学者主张的穿过公海直到北极点？或者仅限于沿岸航线中

最外侧的航线（绕过北部数个群岛的北角而不经俄沿岸任何海峡）？或者如新《99商航法》所界定的从沿

岸扩展到或从北极点后退到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边界？争议最终还是回到“线”上。因此，“航道”变成“航

道水域”没有增加任何引起争议的内容。 

综上所述，在北方海航道性质定义上，新《99商航法》基本承继《91规则》，没有任何变化，在范围

定义上，明确划分了北部边界，从公海后退到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边界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二、破冰船强制领航到许可证制度的变化 

在实施层面上，《13规则》第2条“设立北方海航道水域的许可程序”的表述，意味着实行许可证制度，

但是否如此，还要对比该规则的相关条文解读其含义。《91规则》和《13规则》有关破冰船领航和引航员

引航部分的内容见表2。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引航员登船引航问题，基本没有变化。但《13规则》中对

船长冰区航行经验有了“三个月”的具体准入标准，不象旧规则，具体实施时随意性极大，新规则更具有

操作性。 

表2 俄新、旧北方海航道规则中破冰船领航、引航员引航制度的比较 

 俄破冰船强制领航 俄籍引航员登船引航 

《91规则》 第7.4条：“在维利基茨基海峡、绍卡利斯基海峡、

德米特里•拉普捷夫海峡和桑尼科夫海峡，航行

条件和冰情复杂，为确保航行安全规定强制破冰

领航。在其他区域，为确保航行安全和提供最佳

航行条件，海上作业指挥部根据情况规定以下类

型引航服务，包括：1)沿建议航线航行至某个地

理点的引航；2)飞机或直升机引航；3)引航员引

航；4)破冰船领航；5)破冰船领航和引航员引航

并行。海上作业指挥部有权更换引航类型。” 

第4条第2段：“如缺乏冰区航行经验，

管理局（海上作业指挥部）可根据船

长的请求派遣一名国家引航员登船协

助航行。” 

《13规则》 无《91规则》中强制性破冰船领航的表述。 第43条：“如果船长在北方海航道航行

的经验不足三个月，船舶在北方海航

道水域航行时必须有冰区引航员在该

船上。” 

 

最显著的变化来自强制性破冰船领航的规定。虽然《91规则》中四个海峡之外的其他区域也存在可以

不使用强制性破冰船领航服务的可能,如表2中《91规则》1）、2）、3）三种情况。但由于没有给出这三种

情况的具体适用标准，且规定“海上作业指挥部有权更换引航类型”，造成实际操作中，不管是否需要经

过四个海峡，都在北方海航道全区域实施强制性破冰船领航。实际上这一规则变成了为国际所诟病的提供

强制性破冰服务并收取高昂费用的制度。我国雪龙船第五次北极考察去程经过北方海航道没有例外地使用

了俄方核动力破冰船的领航服务（图3）。然而，在《13规则》中，相关内容已经去掉，而代之以根据船舶

冰级、区域、季节、冰情差异给出了允许或禁止独立航行的许可条件（表3），明显具有可操作性，存在独

立航行的很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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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第五次北极考察北冰洋航线示意图。绿线：去程东北航道；红线：回程中央航道。黑色间断线

为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边界 

表3 船舶独立航行北方海航道许可条件（夏季7—11月）
[2] 

 

 

 

船舶冰级 喀拉海 拉普捷夫海 东西伯利亚海 楚科奇海 

西南部 东北部 西部 东部 西南部 东北部 

重中轻 重中轻 重中轻 重中轻 重中轻 重中轻 重中轻 

无 ––– ––– ––– ––– ––– ––– ––– 

Ice1 ––+ ––+ ––+ ––+ ––+ ––+ ––+ 

Ice2   ––+ ––+ ––+ ––+ ––+ ––+ ––+ 

Ice3 ––+ ––+ ––+ ––+ ––+ ––+ ––+ 

∙∙∙ ∙∙∙ ∙∙∙ ∙∙∙ ∙∙∙ ∙∙∙ ∙∙∙ ∙∙∙ 

Arc5 + + + + + + - + + - + + - + + - + + - + + 

Arc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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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重度结冰；中：中度结冰；轻：轻度结冰；+允许独立航行 ；– 禁止独立航行，本表只列出部

分代表性冰级船舶夏季独立航行的许可条件。冬季独立航行规定了更高的冰级要求，本表未予列出。 

 

当然，新规则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也可能出现许可条件趋紧的情况，尤其对于低冰区加强或低冰级船舶，

各区域“-”号比较多，是否允许独立航行将依据冰情信息，而冰情信息则依靠俄罗斯水文气象局的预报

事先确定，存在将“轻”冰预报成“中”或“重”冰的可能，因预报允许一定的误差，“轻”往“中”报，

不会遭船长依据此表事后追究。但对于如Arc5(雪龙船的冰级)船只，只要不是5至10年一遇的“重”冰情，

“+”号较多，将被允许独立航行，而对于Arc6及以上冰级船只（如建造中的我国新破冰船将达到PC3,相

当于Arc7）则在任何冰情下的7月到11月甚至“轻”冰下的冬季，也可根据《13规则》第11条（不许可条

款）3将被无例外地允许独立航行。此外，发放许可证的等待时间大大缩短，从《91规则》至少4个月缩短

到《13规则》的25天，审批过程也因规定须上网公示而趋于透明。 

 

三、结论和讨论 

综上所述，在法律层面上，俄罗斯对于北方海航道属于国家历史性交通干线的立场没有改变，为主张

内水化管辖权利埋下伏笔。范围则做了清晰化界定，与内水、领海及毗连区和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水域相

一致，消除了北方海航道可能延伸到公海的长期争议。在规则层面上，从破冰船强制领航制度，改变为许

可证制度，尤其是给出了具体的、可操作和可预期的独立航行许可条件，使得外国船只独立航行成为可能。

由此可见，俄罗斯北方海航道政策出现了较大的松动，有进一步向国际海运界开放北方海航道的政策倾向，

这也符合普京提出的北方海航道要与苏伊士运河形成竞争的目标。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有关北方

海航道的新法律，并不能完全消除国际争议。无论旧或新法律或规则，外国船只在北方海航道水域上的商

业航行仍然需要事先得到俄罗斯北方海航道管理局的批准。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234 条规定，沿

海国出于航行安全和环境保护目的，对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中的冰封区域有权制定和执行非歧视性的法律

和规章，但对沿海国这一权利也有“适当顾及航行和以现有最可靠的科学证据为基础”的限制，在世界其

他海洋中的专属经济区执行自由航行制度，但到了北冰洋，沿海国却执行类似内水化的通行制度，尽管出

于“航行安全和环境保护目的” 但忽视“适当顾及航行”和“可靠科学证据”的限制性原则，不符合国

际法精神。 

北冰洋的海冰消退比预测要快得多，中央区域也同样如此，一条更为便捷的中央航道（图 3 红色线）

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已经成为可能。这条中央航道位于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之外的公海上，无须经过俄罗

斯和加拿大主张内水化的“历史性”航道水域。这一新事实的出现和不断被认知，对于有心发展北方地区

经济的俄罗斯来讲，既具有竞争性，同时也是吸引投资合作开发北方海航道的良好机遇，因为对于冰区航

行船只尽量选择密集度低或无冰水域是一种降低成本的经济选择。此次俄罗斯北方海航道法律和规则的修

改趋于规范和符合国际预期，表明选择了抓住机遇的发展思路。如照此发展，相信来未北方海航道政策将

更加趋于开放。 

 

致谢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政策法规处徐世杰先生提供了独特的见解和本文成文所必须的质疑

意见；合作作者中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钱宗旗女士(俄语专业)、西北政法大学王泽林博士收集、翻译并整

理了《91 规则》和《13 修正案》中、俄、英三种版本，并提供了关键的细节性讨论意见；中远安全技术

监督部丁亚明先生提供了《13 规则》中文译本，帮助颇大，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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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wo issues，which is the definition of Northern Sea Route (NSR) and rules of 

icebreaker guiding. Comparing the Russia legal provisions enacted in 2013 with relevant the old ones, 

the conclusion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s follow: (1) In the level of legal analysis, Russia’s 

view on NSR being the historically emerged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routes of Russia has not changed. 

But new law redefine the scope of NSR, which comprise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nal waters, 

territorial sea, adjacent zone an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f the Russia Federation. In fact, it removes 

ambiguity about the boundary of NSR extended to the high sea. (2) In the level of rules analysis, it 

develop into permit regime from mandatory Icebreaker guiding regime, especially giving the concrete, 

practical and predictable clause of independent navigation permissible or impermissible conditions. It is 

possible to foreign ships independent navigation in the N SR according with  the new rules. Hence, the 

Russian policy of NSR appeared massive change, and it has further tendency in opening NSR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Northern Sea Route, Law,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Mandatory Icebreaker Guiding, 

Pilotage, Permit reg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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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分析 

程保志
1
  

（1：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海洋与极地研究中心国际法博士） 

2013 年 5月 15 日，正在瑞典基律纳召开的北极理事会第八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决议，一致同意接纳中

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 6 国为该理事会正式观察员。一时间国内外各大媒体纷纷予以

报道，引起国内民众的广泛关注。作为讨论北极事务的一个区域性的政府间高级论坛，北极理事会成立于

1996 年；即便算上其前身——1991 年成立的北极环境保护战略，至今也不过区区二十余年的时间；因此

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知名度还不高，更无法与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全球性国际组织相提并论。但由全球气

候变暖引起的北极海冰消融，使得北极航道开辟、油气资源开发等商机逐步显现，包括主权国家、跨国公

司及环保组织在内的域外行为体对参与北极事务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此次北极理事会一次性接纳 6

个观察员国，表明北极国家已认识到气候变化、生态保护、航道利用、资源开发等跨区域的北极事务不能

只在北极五国或八国这等“小圈子”中进行商讨，今后的北极治理架构将更具开放性与包容性，非北极国

家也将在理事会中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充分肯定的进步。 

但是对于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这一事件本身也没有必要进行过度解读。首先，中国早已是一个

极地科考大国，为人类和平利用南北两极地区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科学家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展

了对南极大陆的科考活动；从 1999 年至今，中国已进行了五次北极科学考察，并于 2004 年在斯瓦尔巴德

地区建立了北极科学考察站“黄河站”。去年八月，中国“雪龙号”科考船顺利完成北极东北航道的首航

任务，并在水文大气、地质地球物理、海洋大气化学、海洋生物生态等多个学科领域获得大量关键数据和

重要样品。“用科学数据说话”为中国积极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其次，中国对北极事务的参与是全方位、多渠道的。北极理事会只是北极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

况且理事会目前还处于“建章立制”阶段，其政治权威性还有待未来国际实践的检验。而中国在国际海事

组织极地航运规则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会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等全球治

理机制中则具有正式成员的身份优势，在涉北极的国际制度建设方面将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再次，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资格对中国而言所获得的实际利益还相当有限。中国与北极八国之间良好的

双边关系，尤其是瑞典、芬兰、冰岛等北欧国家集团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始终持积极欢迎的态度，无疑为

中国此次获得理事会观察员地位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理事会观察员最主要的权利也就是有资格参加理

事会的有关会议，近距离观察其运作；没有投票权和决策权。因此，理事会观察员资格对中国而言主要是

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深入了解北极的“窗口”。 

事实上，除接纳新的观察员外，本次部长会议还通过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文件。《北极海洋石油污染预

防与应对合作协定》（the Agreement on Cooperation on Marine Oil Pollution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是理事会成立以来继《北极搜救协定》（Search & Rescue）之后的第二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专门协定，北

极国家试图通过这一协定来规制诸如荷兰皇家壳牌、美国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公司等国际能源业巨头开

发北极的勃勃雄心，也是对未来北极大规模油气资源开采局面所采取的一种预防与警戒措施。在环境和生

态保护方面，此次部长会议还发布了多个科学研究基础上的评估报告，如《北极生物多样性评估》（the 

Arctic Biodiversity Assessment）、《北极海洋酸化评估》(the Arctic Ocean Acidification assessment)、

《北极海洋审议报告》（the Arctic Ocean Review report）等，对北极环境现状进行了科学评估，并提

出了一系列后续措施和指导建议。此外，部长会议还出台了多项加强理事会（尤其是常设秘书处）工作的

文件，如经修订的《北极理事会程序规则》、《北极理事会观察员手册》及《常设秘书处财务规则》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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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文件的签署与发布标志着北极理事会的机制化、正规化又有了新的发展。 

但基律纳部长会议也显露出北极理事会未来发展的一些“症结”或“瓶颈”。首先，如何充分发挥理 

事会观察员国在北极治理上的建设性作用，使之与北极八国之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良性互动是其必须面对

的紧迫问题。目前看来，此次会议公布的《观察员手册》对观察员国的权利作了更进一步的限定：观察员

只能参加工作组、项目组、专家组等理事会下属机构的工作，并且一旦观察员从事了与理事会宗旨不符的

活动，或违反了有关程序规则，其观察员资格将被中止。可见，观察员国在理事会中所能享有的实体权利

与其所承担的有关义务极不相称，这必然会影响到有关国家为北极治理提供资金、技术等公共产品（public 

goods）的积极性。 

其次，如何处理与欧盟以及格陵兰的关系是理事会近期必须加以处理的问题。由于和加拿大之间有关

海豹贸易禁令的争议，欧盟的观察员资格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由于瑞典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格陵

兰的代表无法按惯例坐到理事会谈判桌前，格陵兰议会宣布暂停与北极理事会的合作。这些问题都必须在

新任主席国加拿大任内得到圆满解决，不可能再拖到下届部长会议了，否则将对北极理事会的发展带来极

大的负面影响。 

再次，美国对北极事务的政策立场与北极理事会的未来发展密切相关。随着加拿大担任主席国，北极

理事会事实上已进入了“北美时间”，美国将在 2015 年接任理事会主席国；就在此次部长会议前几天的 5

月 10 日，奥巴马总统公布了其任内的第一份《美国北极地区国家战略》文件，高调宣示美国政府在北极

地区的三大战略目标，即增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致力于负责任的北极地区管理及加强国际合作，并明

确表示将推动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维护其海洋权益；对此，已有加拿大学者提议美加两国应携手

合作进一步加快理事会的机制化建设，使理事会成为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当然，从现实政治而言，

北极理事会能否完成从政府间论坛到正式国际组织的根本转变这一完美“变身”，最终仍取决于北极八国，

尤其是美加俄三个北极大国的政治意愿和协调，这无疑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总之，北极理事会如要成为一个最具权威性的管理北极事务的国际机构，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是

所谓“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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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研究学术动态 

《文汇报》报道同济大学视觉与照明艺术中心郝洛西教授为长城站换上“暖和”的灯 

不久前，上海市照明学会副理事长、同济大学视觉与照明艺术研究中心的郝洛西教授完成了她在第

29 次南极科考中的研究课题，从长城站回到上海。郝洛西这次南极之行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给长城站

更换灯具，当科考队员感受到新的灯具发出的暖色光时，纷纷表示“感觉好极了”。相关报道见 2013 年

5 月 13 日《文汇报》，题目为《她为长城站换上“暖和”的灯》。 

（链接：http://whb.news365.com.cn/jkw/201305/t20130513_1132632.html）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立平教授等在媒体接受采访/发表文章 

1、2013 年 5月 15 日，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常务副主任夏立平教授接受《解放日报》采访，就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新变化谈了自己的看法。访谈题目

为《北极博弈，中国参与度能否升级》，访谈内容见 2013 年 5 月 15 日《解放日报》国际新闻版。（链接：

http://www.jfdaily.com/a/6103782.htm） 

2、2013 年 5月 16 日，同济大学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传兴教授接受《文汇报》采

访，就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成员后的工作重点谈了自己的看法。访谈题目为《“身份升级”：中国需更

深入了解北极》，访谈内容见 2013 年 5 月 16 日《文汇报》国际新闻版（链接：

http://whb.news365.com.cn/gj/201305/t20130516_1142071.html）。 

3、2013 年 5月 21 日，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张侠研究员（《北极航道的独立航行时

代》，链接：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2013/5/21/1000580.shtml）、上海海事大学商船学院院长肖英

杰教授（白响恩、王建忠、肖英杰：《中国船舶首次穿越北极东北航道纪实》，链接：

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2013/5/21/1000571.shtml）、江南大学教授陆俊元（《北极召唤中国经济参

与》，链接：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2013/5/21/1000569.shtml）、同济大学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

究中心副主任潘敏副教授（《在北极事务中，中国更适合走“曲线路径”》，链接：

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2013/5/21/1000568_2.shtml）等，就北极事务在《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

论》专题发表文章/接受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刊载《极地国际问题研究通讯》文章 

《极地国际问题研究通讯》2013 年第一期上刊载的王传兴教授对访挪威南森研究所研究教授奥拉

夫·施拉姆·斯托克教授的访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3月 13 日第 426 期上刊载（链接：

http://www.csstoday.net/Item.aspx?id=53810）。 

     

 

澳大利亚宣布南极主权 75 周年研讨文集 

为纪念宣布南极主权 75 周年，澳国大历史学院，南极气候与生态系合作研究中心，塔斯马尼亚大学

的政府学院和海洋与南极研究所于 2011 年 8 月 24 日在霍巴特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遂于 2012 年 2 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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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名专家的讨论汇编成集，并在网上发布，（原文：Australia's Antarctica: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to Mark 75 Years of the Australian Antarctic Territory）参见网站：

http://www.imas.utas.edu.au/research/ocean-and-antarctic-policy/publications/75-years-of-antarctica。 

该文集由前言、开幕词以及 12 名专家的文章构成，每位的论述为一个独立的章节，共 125 页。文集

的编纂者们在前言中叙述了组织研讨会和编辑文集的目的，并扼要概括了开幕词及学者们的论述要点。与

会人员大致上从宣布主权的历史演变；国内立法与南极条约的关系、科学考察与实现南极利益的关系、澳

大利亚对南极的人文情节；南极与国内政治的关系；南极环境保护与澳在南极的利益；亚洲国家兴趣的增

长对国际南极格局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在 ATS 继续扮演活跃角色加强与某些国家的互动，以巩固澳在南极

已有的主动地位；以及对未来的展望等数方面展开论述。 

 

信息提供：吴依林 

2013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三 

 

 

《南极传记》一书 

去年(2012 年)8 月 1 日澳大利亚出版了《南极传记》一书。作为史学家，作者 David Day 毕业于墨

尔本和剑桥大学，曾供职于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多所高等院校，专注于澳大利亚历史的研究并有著

书。作者在序言中谈到，写这部书的动因是在他完成了《征服：社会是如何更替的》（2008）一书后所

引发的。在那本书中，解释了所谓“取代的社会”是如何争夺领土、据为己有并延长其存在的时间，试

图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和解释世界史。该书 600 多页，按不同的时期分为 21 章，以对南极的拥有为主线

展开，平铺直叙地描述了南极发现、个人探险、英雄时代、早期开发、科学考察、签订条约直到现在后

记中，作者还陈述了国际上南极权属之争的几种方式。为完成这部书，作者先后到访过澳大利亚、英国、

美国、挪威和新西兰等国，在大学和图书馆查阅的文献和数目多达 1300 余条。为配合该书的出版，还

举办了发行仪式，前总理陆克文出席并致词。 

 

信息提供：吴依林 

2013 年 2月 15 日星期五 

 

 

“我们冻结在梦中” 

《澳大利亚金融述评》报在今年首个周末版（2013 年 1月 2-4 日）观点栏目中发表了署名*文章，题

为“我们冻结在梦中”，观点摘要如下。 

1. 尽管澳美是战略盟友，但美国的南极立场确使澳大利亚人感到瞠目和吃惊。列举事实如下： 

（1） 美国的南极考察网站有明确的表述：“南极不属于任何国家，进入南极不需要护照”； 

（2） 1994 年，澳大利亚在《南极条约》生效前提出领土要求基础上，继之提出了多达 200 万平方公里

的专属经济区，该区域覆盖了自领土要求沿岸向外延伸长达 370 公里的海域，遭到了美国和日本的断然拒

绝； 

（3） 十年后的 2004 年，依据海洋法，澳大利亚提出大洋海底自然延伸至 560 公里的海域，再次遭到了

美国的强烈反对。 

2.美国从未失去对南极领土要求的兴趣。在 1996 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备忘录中写道，美国必须行使

其在南极的权利，并以此为基础提出领土要求。早在 1957 年，当时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曾指示其所属

的战略规划班子提出对南极所有区域拥有领土主权要求的建议，这些区域也包括盟友已提出主权要求的部

分，但建议遭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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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澳大利亚甚至感到了某种威胁。负责国防的官员曾私下表示，若美国使用武力提出领土要求时，澳大利

亚的武装力量是不能阻止的。 

4.作为后加入《条约》的中国，不仅没有仿照美、俄两国，保留对南极提出领土要求的权利，且对澳的领

土要求持有沉默的态度。中国和俄罗斯与美国不同，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将军事力量投入到南极。 

5.中国自 2005 年到达最困难极 Dome-A 并开展相关科学考察活动后，澳方的学者虽十分关注，但并不感到

担心，且认为，近期与中国签署的南极科学考察合作备忘录，增加了在南极大陆开展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

伙伴。 

6.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澳大利亚在南极问题上持有的态度和立场是合作而不是对抗，近期发表的白皮书 

《亚洲世纪的澳大利亚》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书中陈述道,“关于南极，发展并密切我们与亚洲地区伙

伴的关系，对保护南极地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对开展海洋、生物和气候前沿研究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作者简介  

Brian Toohey 是《澳大利亚金融述评》报，《日锋》报和《西澳大利亚人》报的专栏作家，获 Walkley

奖，作为《金融述评》的记者，曾常驻堪培拉和华盛顿，著有数本著作。Walkley 奖是由 Walkley 新闻基

金会颁发的，奖励澳大利亚表现突出的新闻人士。 

 

吴依琳供稿，中国驻悉尼总领馆，2013 年元月 9 日 

 

 

美国《国家北极地区战略》发布 

2013 年 5 月 10 日，由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签署的美国《国家北极地区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Arctic Region）发布)。（链接：

http://www.whitehouse.gov/blog/2013/05/10/national-strategy-arctic-region-announced，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nat_arctic_strategy.pdf） 

 

     苏平供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夏立平院长等参加“北极安全与国际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3 年 4 月 16 日，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常

务副主任夏立平教授，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同济大学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

任潘敏参加了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极地与海洋研究中心主办的“北极安全与国际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

并分别在会上作了题为“北极环境变化及其对全球安全的影响”、“北极原住民与北极治理”的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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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敏副教授参加“南极海洋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3 年 5 月 14 日，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同济大学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

主任潘敏参加了由环保组织创绿中心在北京组织的“南极海洋保护研讨会”，并作了“中国在南极海洋保

护中的作用”的报告。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极地环境研究大事记 

1. 2005 年 12 月，我院杨海真教授和王娟博士接受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委托的中国首个南极内陆科考站

（Dome A）建站环境影响评价研究任务； 

2. 2006 年 11 月 24 日，环境学院和海洋学院联合举行了王汝建教授、王娟博士赴南极考察的欢送仪

式。校党委副书记陆敏恂到会为王汝建教授、王娟博士授百年校庆旗； 

3. 2006 年 12 月-2 月，王娟博士参加中国第 23 次南极考察队首次赴中国南极长城站开展南极菲尔德

斯半岛地区重金属元素基线水平分析及南极科考站人为环境影响的研究； 

4. 2006 年 3 月-2008 年 1 月，我院杨海真教授、王娟博士、陆志波博士编写完成中国首个南极内陆科

考站（Dome A）建站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由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对全球公开发布； 

5. 2007 年 9 月，王娟博士获得 2007 年中国极地科学战略研究基金青年项目支持，研究课题为“南极

费尔德斯地区重金属元素基线水平分析”； 

6. 2007 年 12 月-2008 年 1 月，杨海真教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张扬参加了中国第 24 次南极科学队，赴

长城站执行度夏考察任务。考察期间，完成长城湾和阿德利湾环境监测任务，同时针对半岛人类活动对土

壤环境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和采样； 

7. 2008 年 1 月，杨海真教授牵头参加国家海洋局公益项目“极地生态环境监测规范的研究和制订”

第一子课题研究； 

8. 2008 年 5 月 29 日，同济大学学生素质教育实践基地——极地环境保护实践基地揭牌仪式在浦东中

国极地研究中心举行，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吴金友，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马锦明、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党政负责人以及 80 余名师生代表参加了揭牌仪式。在仪式上，双方签订了“同济大学大学生素质教

育实践基地——极地环境保护实践基地合作备忘录”，吴金友与马锦明共同为基地成立揭牌。 

9. 2008 年 6 月，我院陆志波副教授随我国代表团出席了在乌克兰基辅市举行的第 31 届南极条约协商

国年会，代表中国首个南极内陆科考站（Dome A）建站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单位做工作汇报，最终通

过了美国、澳大利亚等 28 个南极条约协商国组成的专家团答辩和评审，为我国首个南极内陆科考站的建

设奠定了法律基础； 

10. 2009 年 7 月-8 月，杨海真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马玉欣赴黄河站参加北极夏季科学考察，现

场完成藻类响应气候变化等试验模拟，围绕全球气候变化对极地生物生态环境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 

11. 2009 年 10 月-12 月，环境管理所王峰博士参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组织的“十二五”《南北极

环境综合考察与评估专项》站基领域的规划设计，在站基生物生态环境考察和总体评价研究方面参与建立

总体框架，为“十二五”极地专项站基任务的启动实施奠定了基础； 

12. 2010 年 11 月-2011 年 2 月，环境管理研究所王峰博士和蔡明红博士研究生赴南极长城站执行

第 27 次南极科学考察任务。考察期间，除了完成周边海湾等常规环境监测任务，还试验和优化了针对衡

量有机物分析的大气气溶胶、径流、湖泊采样方法，并对潮间带典型生态链进行了考察和采样，重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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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目标元素和化合物在极地食物链中的积累与传递效应； 

13. 2010 年 12 月 25 日，刘延东国务委员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功登陆南极乔治王岛中国长城科

考站，慰问全体考察队员并考察指导基地工作。其间，刘延东国务委员与我院王峰博士、蔡明红博士等考

察队员亲切交流，关心询问工作和生活情况。蔡明红博士作为队员代表，还向刘延东国务委员介绍了长城

站科研工作开展的情况和取得的成果。刘延东国务委员充分肯定了长城站工作，勉励队员继续发扬爱国、

求实、拼搏、创新精神，扎实深入进行科考研究，为我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不断发展，为人类探索、认知

南极做出更大贡献。 

14. 2011 年 11 月，王娟博士和陆志波副教授出版科普译著《极地，再难固守的最后一方净土》； 

15. 2012 年 1 月，王峰博士申请的《南极苔藓湿地的低温除污机制与调控》课题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的支持，正式启动。课题围绕极地重要生境苔藓湿地在低温环境中对污染物的富集、降解、转化、

迁移等过程开展深入研究，对于揭示极地污染物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16. 2012 年 1 月，王峰博士承担的极地专项“极地站基陆域水与土壤环境基线调查与评价”课题

获得国家海洋局的 4 年滚动支持，项目正式实施，标志着杨海真教授团队“十二五”新一轮极地科研工作

正式开始； 

17. 2012 年 4 月，杨海真教授和陆志波副教授受邀参加国际极地年 IPY2012 国际研讨会； 

18. 2012 年 11 月，杨海真教授牵头参加的国家海洋局公益项目“极地生态环境监测规范的研究和

制订”第一子课题通过专家评审，顺利结题。课题在环境科学系陈玲教授等协助下完成标志性成果“南极

环境监测规范”，为南极地区的规范化环境监测提供了科学依据； 

19. 2012 年 12 月，杨海真教授和陆志波副教授接受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委托的中国南极第 4 座科考

站（ROSS SEA）建站环境影响评价研究任务； 

20. 2013 年 1 月，王峰博士承担的“极地站基陆域水与土壤环境基线调查与评价”课题启动现场

考察暨考察出征欢送仪式，环境科学系孟祥周副教授和硕士研究生郭怡忆分别启程，赴南极中山站和长城

站执行第 29 次南极科学考察任务。环境学院党委书记黄翔峰教授、常务副院长尹大强教授、环境科学系

主任陈玲教授、环境规划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杨海真教授和环科系党支部书记徐冉副教授参加仪式。 

21. 2013 年 1 月，由王峰博士负责的极地专项站基考察和综合评估 2 项课题完成任务书的签订，

2013 年极地专项任务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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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通 知 

《极地国际研究通讯》刊载有关极地政治、极地治理

和极地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欢迎各位专家学者投稿。

来稿字数不限。来稿请投寄 bispr2012@163.com,并请

注明作者单位和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