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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北极圈地惹了谁？

俄罗斯士兵乘极地突击车。 美国破冰船在北极。9月1日，白宫宣布打算购买破冰船，
从而缩小与俄罗斯破冰船队之间的差距。

美国白宫9月1日宣布，打算更新和增加破冰船，从而缩小与俄罗斯破冰船队之间的差距，维护美国在北极的利
益。与此同时，白宫还允许美国企业对北极周边海域进行开发。

然而，在北极问题上，并不是美国在唱独角戏。8月4日，俄罗斯再次向联合国提交扩大北极大陆架边界的申请。
除了俄罗斯，丹麦、加拿大等国也曾要求扩大北极“领地”。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北极冰川逐渐消融，美国、俄罗斯斯、
挪威和丹麦等国围绕北极资源的争夺战正在快速升温。

【加拿大】

摆脱对美依赖积极圈地

进入21世纪后，加拿大对北极问题的重
视开始向多方面扩展，包括主权、环境以及各
种社会问题。

2000年，加拿大政府发布了加历史上第一
个综合性北方地区战略《加拿大外交政策的北
方维度》。此后，在2009年与2010年，加拿大政府
又分别公布了两份北极战略，加强了与北极邻
国合作的目标，并指出要扩展加拿大大陆架范
围，与邻国一起推进北极生态治理。

中国海洋大学极地法律与政治研究所执
行主任郭培清撰文称，在“北极争夺战”初期，
加拿大北极政策对美国的依赖性强，缺乏独立
性。进入21世纪之后，加拿大逐渐意识到自己
在北极地区的权力受到挑战，开始感受到紧迫
感。通过开展军事演习、建造深水港、加强巡逻
一系列举动，扩大其在北极地区的影响。

【挪威】

区域治理成效最显著

挪威北极领土部分面积约11万多平方公
里，约占挪威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47万
人，是北极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北极地区发展报告(2014)》蓝皮书评价：
“挪威是北极国家中最先出台北极战略和政
策文件的，也是更新其北极战略和政策文件
最频繁的，同时也是在北极区域和次区域治
理、开发和合作中取得成效最显著的国家。”

挪威在2003年推出了其第一份北极战略
文件《北向战略！北方地区的挑战和机遇》。
2009年，挪威政府又公布了更新版的北极战
略文件。

在这些开展北极地区治理的文件中，挪
威政府建立北极气候和环境研究中心；建立
新的技术研究基础设施；开展海床测绘等。其
次，挪威注重培育海洋工业，开发以石油为基
础的产业活动。

【中国】

争取北极航道使用权

中国虽不属于北极国家，但北极地区的
变化与中国的关联仍然十分密切。

2006年，中国提出申请北极理事会观察
员资格，2013年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
察员。其间，中国在2008年、2010年和2012年组
织了三次北极科学考察。

张军社表示，中国虽然不是北极国家，但
中国地处“近北极”位置，北极地区环境的变
化也会对中国造成不可避免的影响。近年来，
我国对北极事务参与的意愿和质量都有很大
提升。

“未来，我们要在北极地区争取的权益还
是集中在航道使用权和科学考察上。”张军社
指出，北极地区的新航道将大大缩短我国到
美国、欧洲等的航程，我们要保证自身在北极
航道中的使用权。其次，在公海或者中间地
带，我们可以加强科研力度，到更核心的地方
进行北极科考。 (本报综合)

【政治暗战】 俄罗斯圈地 奥巴马抢镜
8月31日到9月2日，美国总统奥巴

马在阿拉斯加州展开3天的访问，成为
首位到访阿拉斯加北极地区的在任美
国总统。访问中，奥巴马特意去办了件
大事——— 录制NBC电视台的热门真人
秀节目《荒野求生》。

除了录制真人秀节目，奥巴马还
在阿拉斯加参观了正在融化的北极冰
川，并出席了美国主办的北极问题国
际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20个国家
和欧盟，其中包括美国、俄罗斯等8个
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和中国、日本、印度

等12个非北极国家。分析人士指出，奥
巴马政府在这次会议上大打“气候变
化牌”，并力图提升美国在北极地区事
务和资源开发上的参与度，这些举措
具有明显的战略考量，目的是在与俄
罗斯等国的“北极争夺战”中迎头赶
上，掌握地区主导权。

在北极争夺战中，俄罗斯依靠“近
水楼台”的优势一直走在前列。今年4

月底，普京以不同寻常的开放式方式
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会上普京
指出，北极一直并仍然处于俄罗斯特

殊利益层面。普京强调：“这里几乎集
中了国家安全的所有方面——— 军事政
治、经济、技术、环境和资源等等。”

8月，俄罗斯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
委员会(CLCS)递交申请，要求得到更
多北冰洋领土的主权，其中包括北极
点海底的两大海岭门捷列夫和罗蒙诺
索夫海岭。俄罗斯方面认为，北极点处
于俄属大陆架的延伸地区。若上述领
土要求得到CLCS承认，俄罗斯将拥有
在这些海域优先开采资源的权利，据
估算那里的能源储量达到50亿吨。

【探索开发】 严寒极地展开油气竞赛
开发北极离不开科学探索，在这方

面，俄罗斯与美国也展开竞争。
2007年8月2日，俄罗斯时任国家杜

马副主席齐林加罗夫率领北极科考队
搭乘深海机器人抵达北极点的北冰洋
海底。俄罗斯科学家在那里插上一面能
保存100年的钛合金俄罗斯国旗，并留
下了一个密封舱，里面存有考察队给后
人的信。人们习惯把这一事件称为俄罗
斯“插旗事件”。俄罗斯此举引起美国、
加拿大等其他北极国家不满。

俄罗斯借科考之机的强硬表态令
美国意识到必须比以往更加重视北极

地区的利益。2007年之后，美国加强了
对北极科考的频率。2010年，研究北极
冰帽的美国科学家还引进了“核动力
海军潜艇”作为科考的新武器，利用潜
艇收集北极地区的地表温度、北极熊、
海象等北极生物种群和栖息地的变
化。

北极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
气、矿物和渔业资源，被称作“地球最后
的宝库”。随着北极冰层的融化，开发北
极资源成为各国争夺的重点。

2014年4月17日，“米哈伊尔·乌里
扬诺夫”号从普里拉兹洛姆内油田运送

首批7万吨北极石油前往欧洲。普京将
其称为里程碑事件，是俄罗斯大规模开
采北极石油的一个开端。

2013年5月，奥巴马政府颁布“北
极地区国家战略”。在这份最新的“北
极战略”中，首次提到了能源安全问
题。今年8月，奥巴马允许对北极周边
海域进行油气开发，壳牌集团已获准
在楚科奇海钻油，该区域石油储量高
达150亿桶。阿拉斯加当地政界人士和
众多企业希望奥巴马允许该州开发更
多油气资源，平衡巨额财政赤字，改善
当地生活水平。

【军事安全】 美拟与俄在北极“赛船”
北极圈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军事强

国有着最短距离。俄从北冰洋发射的洲
际导弹只需10分钟就可对美国腹地进
行有效核打击，美国的反导系统根本来
不及拦截。因此，普京曾毫不讳言地强
调：“北极是俄罗斯的战略储备，是俄罗
斯国家发展和未来保持大国地位的战
略储备。”

中国海洋大学基地法律与政治研
究所执行主任郭培清指出，长久以来，
由于北极常年处于冰封状态，能够天然
地起到防范俄罗斯水面舰只威胁的作
用。历史上，北极长期为美国提供了围
堵俄罗斯(苏联)的“第四堵墙”。然而随
着北极海冰的大面积融化，“第四堵墙”
开始出现坍塌，俄罗斯可能因此而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强国。
2013年9月，俄罗斯北方舰队包括

“彼得大帝”号重型核动力导弹巡洋舰
及两艘大型登陆舰在内的一支舰队驶
入北极航道。除了常规性海军巡逻之
外，俄罗斯还在东西伯利亚北部海岸的
科捷利内岛修复了一个苏联时期的空
军基地，它将作为俄罗斯恢复在东北航
线存在的桥头堡。

美国意识到了这些新情况，在北极
地区的军事布局一直动作不断。9月1

日，美国白宫表示，俄罗斯在北极“有40

艘破冰船”，而且计划再投入11艘。相比
之下，美国在北极的破冰船已经由7艘
减少至3艘，而且陈旧，其中仅一艘是大
型破冰船。白宫打算2020年前购买一艘

大型破冰船，同时考虑采购更多破冰
船，因为美国在北极地区需要发展和保
持“全年都能到达更大范围的能力”，大
型破冰船将“确保美国能维护国家利
益，保护和管理我们的自然资源”。

9月9日，俄罗斯媒体报道称，俄企
业将开发一款重量级无人机以监控北
极大陆架。这款新型无人机重达1 . 5吨、
单次航程达4000公里，足以从俄罗斯海
岸到北极往返两次。 研发新的无人机
只是俄罗斯诸多先进项目中的一个。俄
还在为北极制造一套复杂的控制系统，
包括无人机、卫星和水下传感器，预计
将于2025年发布。开发该系统的企业发
言人表示，2020-2025年，俄罗斯的北极
监测系统将会建成。

【北极管理】 无强制规范“八国自治”
国际社会普遍将加拿大、美国、丹

麦、俄罗斯、挪威、冰岛、芬兰、瑞典称为
“北极八国”。其中，加拿大、美国、丹麦、
俄罗斯、挪威是北冰洋沿岸国家，冰岛、
芬兰、瑞典是北极圈国家，他们共同构
成“北极国家”。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院长、极地
法律与政治研究所主任刘惠荣指出，在
现行国际法上，北极地区应当包括上述
八国的陆地领土、其陆地领土所有的领
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以及未被上述
区域所覆盖的公海部分。除此之外，还
包括一些已存在，或正在形成，或尚未
被发现的无主岛屿。

刘惠荣分析，鉴于北极地区国家绝

大多数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
除外)，因此可以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所提供的海域制度框架来确定北极
的法律性质，北冰洋沿岸国家可以根据
公约主张其内水、领海、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

除上述区域之外的北冰洋的其余
海洋部分则应属于公海，其海底属于

“国际海底区域”。按照原则，在公海实
行公海自由原则，而国际海底区域则根
据“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权利属性，应
当由国际海底管理局负责管理和开发，
他们都不能成为国家占有的对象。

军事问题专家张军社进一步分析
说，北极地区与南极地区最大的不同

是，南极已经形成了以《南极条约》为代
表的一系列南极条约体系，这些条约共
同个确定了冻结南极主权主张、和平利
用南极的原则。但是在北极地区，除了
一部宽泛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至今
没有专门的条约明确其国际法地位以
及北极八国的海域划界及外大陆架范
围。

张军社说，“这种情况造成了北极
地区的主权归属呈现混乱、无序状态。
各国尤其是北极八国在北极地区的争
端和矛盾没有可遵循的专门条约。在此
意义上，俄罗斯等国提交的大陆架申请
可能会被延期，美俄在北极的争夺战也
将持续。”

这些国家
怎样参与北极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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