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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北极冰盖的融化，北极航道已经实现商业化运营，白令海峡作为取道北极航道的必经之地，具

有显著的战略地位。白令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其沿岸国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存在较量与合作并存的

关系。一方面，两国对法律地位认知、北极航道利益追求以及军事安全方面存在对抗和摩擦；另一方面，两

国在冷战时代低政治合作持续存在的基础上，随着北极冰融，白令海峡的关系较之前有回暖之势，两国较量

趋于有限缓和，合作会更加常态化。同时，随着北极多边合作的深入推进，未来有望在白令海峡实现多元治

理，这也将深刻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利益攸关方对白令海峡共同治理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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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极冰盖融化，北极航道通航时间不断延长，货物通行量呈增长趋势。无论是穿越

俄罗斯近海的东北航道还是穿行加拿大北极群岛的西北航道，都要穿过白令海峡。白令海峡

的地缘政治与国际地位陡升。中国作为北极航道的主要使用者，白令海峡的治理状况攸关中

国利益。冷战时期，北极地区是美苏两国对抗的前沿地带，白令海峡更是处在两国较量的凸

出部位，不过美苏两国在白令海峡两岸虽然充满较量，但在环境保护和科学技术上也有合

作。随着“一带一路”北向延伸，“冰上丝绸之路”提升至中俄合作的战略高度，北极逐渐走进

国际政治核心的时代，美俄两国在白令海峡的关系如何？是重复冷战时代的较量，还是寻求

双边合作治理抑或多边共治？这些都应该为中国所关注。

一、白令海峡的国际地位

白令海峡位于西经 168°05'~169°43'，北纬 65°40'，水深约 30 到 50 米，宽约 35~86 千米（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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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6.3 海里）。靠近海峡中央有分属俄美两国的大代奥米德群岛和小代奥米德群岛，两群

岛相距仅 4 千米，是美俄两国国界线。［1］据考证，1 万多年前这里是连接亚洲和北美洲的一座

“陆桥”，两地区的人和动植物早先通过这里来往。1728 年，丹麦探险家白令（Vitus Jonassen

Bering）在俄罗斯海军服役时由此向北穿过北极圈，后人遂以白令命名该海峡。［2］白令海峡南

北沟通太平洋与北冰洋，东西连接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国际日期变更线也从其中央通

过。随着全球变暖及北极冰川融化，白令海峡作为取道北极航道的必经之地的重要性被世人

熟知，国际地位日益突显。

（一）白令海峡的法律地位

美俄虽然对白令海峡的法律地位存在分歧，但在实践层面两国对白令海峡作为用于国际

航行的海峡且适用过境通行制度不存在争议。［1］《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将“用于国际航行的

海峡”定义为“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个部分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另一部分之间的用于国

际航行的海峡”。［3］这蕴含了两层含义，即“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要同时满足海峡的两端应连

接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个部分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另一部分的地理条件以及用于

国际航行的功能条件。地理条件具有静态稳定性，除非发生重大的地质变动，否则短时间内

不会发生较大改变，而功能条件具有动态变化性，随着海峡在世界海运中地位的变迁而变

化。所以动态条件往往比静态条件在确定“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时更具有现实意义。［4］

就白令海峡而言，其两端分别为白令海和楚科奇海，满足两端是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地

理条件。随着全球变暖北极冰川融化，连通世界贸易集中地欧洲、亚洲和北美洲各国之间的

北极航道成为最快捷的海上航线，其国际航行能力和时间效率都超出传统航线。近年来北极

航道已多次被用于跨越北冰洋的国际航行，而白令海峡作为北极航道的必经之地，各国船舶

在北极航道上均要经过白令海峡，满足用于国际航行的功能条件。因此，就法律层面而言，白

令海峡应作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通过白令海峡的船舶应享有不少于《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规定的比无害通过权更自由的过境通行权。然而，目前并未有权威机构明确定义“用于国

际航行的海峡”，白令海峡的法律地位至少还需要海峡沿岸的美俄两国达成共识，这也为两国

在白令海峡法律地位认知上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二）白令海峡的通航价值

北冰洋环绕着世界资本与贸易的集中地西北欧、东北亚和北美洲，北极航道是联系这三

大经济引擎的最短路径，可以节省路程节约成本，而白令海峡正是这一捷径的咽喉之地，伴随

着各国的日渐重视，其开通和利用将改变世界的航运和贸易格局。

北纬 30°以北的欧、亚和北美地区是目前发达国家与贸易中心的集中地，生产着世界 80%

的工业品，国际贸易量达 70%。［5］传统上连接该地区的远洋航线往往取道苏伊士运河或巴拿马

运河等，而经白令海峡取道北极航道则要比这些传统路径节省至少 25%~55%的航程，缩短 9 至

15 天的时间。近几年来，北极航道的通航条件大为改善，尤其是东北航道（近年来热议的“冰

上丝绸之路”主要是东北航道，俄罗斯称之为“北方航道”），7 月至 11 月期间海冰较少，允许大

型船舶通行的天数超过 140 天，通航条件日渐成熟，［6］西北航道和穿极航道也具备在特定时间

通航的能力。取道北极的船舶类型也日趋丰富，有军用船，也有普通货船、拖船、油船、矿砂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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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考船等。［7］另外，取道北极航线的船舶量和货运量也在逐年大幅增加。2008 年经白令海

峡安装有自动识别系统的船舶①有 220 艘，2012 年有 480 多艘，预计到 2020 年将突破 1000 艘。［8］

2011 年有 34 艘船舶取道东北航线，货运量约 82 万吨；2012 年有 46 艘，货运量约 126 万吨；［9］

2014 年货运量约 400 万吨；到 2016 年已增至约 750 万吨。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 2017 年 3 月份表

示，到 2022 年俄罗斯东北航道的货运量有望增至 4000 万吨。［10］可见，一旦经白令海峡取道北

极的航线大规模开通运行，将更加便捷地连通三大洲，极大地改变当今世界的贸易结构，扭转

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形成以西北欧、亚洲和北美洲为主体的环北冰洋超强经济圈。

（三）白令海和北极地区的资源价值

北极地区油气储量惊人，渔业资源开发潜力大，经白令海峡的北极航道大规模开通使用

后，将带动北极丰富的资源融入全球市场，因此，白令海峡辐射腹地十分宽广。

北极地区已知的自然资源储量丰富且开发潜力巨大。美国地质调查局在对北极圈内 33

个地区的油气资源进行评估后，于 2008 年 7 月发布了名为《环北极资源评估：北极圈以北未探

明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Circum-Arctic Resource Appraisal：Estimates of Undiscovered Oil and

Gas North of the Arctic Circle）的调查报告，指出北极圈内已探明并可用现有技术进行开发的石

油储量约为 900 亿桶，占世界未探明石油储量的 13%；天然气储量约为 1669 万亿立方米，占世

界未探明储量的 30%；液化天然气约为 441 亿桶，占世界未探明储量的 20%，而且主要位于距海

岸不到 500 米的海域。［11］2017 年 12 月开工的亚马尔大型液化天然气工程将主要供应中国等东

亚国家，美国一侧的阿拉斯加也对同中国开展能源合作充满期待。在渔业资源方面，由于北

极气候复杂，鱼类种群特殊，长时间以来北极海域的渔业资源都不像南大洋一样更具商业开

发性，随着北极暖化，大量经济性鱼类北迁，北冰洋未来可能成为新渔场。［12］围绕未来北冰洋

公海的渔业治理问题相关国家密集磋商，意在达成一项临时性禁捕协议，这一协议一旦签署，

成立一个国际性的科学组织以协调国际研究力量势在必行，笔者多次参加了关于临时性禁捕

的国际讨论，率先提出的建立国际科学协调组织的倡议得到了北极国家同行的积极支持。在

白令海峡地区，三文鱼的产量相当可观，也是美俄两国渔民在该地区捕捞的重点鱼种。［13］白令

海峡地区更是北极两大渔场之一，以白令海峡为中心的阿拉斯加绿鳕捕捞业跃居世界最大的

单种捕捞渔业，全美总渔获量的 40％都来自该海域。［14］随着全球变暖北极海冰消融加速以及

世界资源紧张加剧，以白令海峡为突破口取道北极，北极地区的油气资源、渔业资源以及金属

资源、木材资源等与世界市场更为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将会给各参与方带来巨大的经济收

益。未来，控制白令海峡，也许就意味着控制了全球新的资源通道。

（四）白令海峡的军事战略价值

北极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部署军事战略武器和进行军事侦察的高地，白令海峡作为

连接北冰洋和太平洋的重要军事通道，一定程度上把握着军用设备和人员在该地区的进出

权，军事战略价值相当突出。

① 国际海事组织规定所有 300 总吨及以上的国际航行船舶，和 500 总吨及以上的非国际航行船舶，以及所有客船，

应配备一台自动识别系统（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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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地区地理纬度高，视野开阔，是战略预警的特殊地带，也因此一度成为全球弹道导弹

部署最密集区域。北冰洋的表面常年被冰雪覆盖，冰层较厚，为战略核潜艇等军事武器提供

了天然的隐蔽保护。从理论上而言，北极到北半球任何一个地区的距离都是最短的，根据目

前拥有核武器国家的现有武器水平，从北冰洋发射导弹几乎可以覆盖到整个北半球，具有极

强的军事威慑力。如 1904 年到 1905 年间的日俄战争，当时俄方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北极

冰冻导致俄海军长途奔波，疲于应战。如今北极冰雪融化的趋势以及现代化武器的发展正是

增强北极军事存在的一个契机。美俄两国任何一方通过掌控白令海峡，海军舰队就可以经北

极航道迅速在指定海域集结部署，所形成的“太平洋一北冰洋一大西洋海上战场”将会成为席

卷整个北半球的战场优势。

二、美俄白令海峡的较量

白令海峡具有非常突出的战略地位，美俄两国在此也长期存在着既合作又较量的复杂关

系。对美国而言，北极战略只是其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服务于全球战略，力求在北极地区联合

挪威等国，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并由美国参与管理的新秩序。而俄罗斯却把北极战略看成

其国家核心战略，力求依靠其地缘优势加强北极军事存在，以强硬的手腕占有并形成既得利

益，在北极实现战略突破和维护安全。［14］因此，美俄两国在战略地位、战略重点和战略前景等

方面的不同导致两国北极战略中多个领域互相较量。在白令海峡地区，美俄两国的冲突既集

中在法律地位认知、航道利益等“低政治”领域，也存在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领域。虽然两

国在白令海峡地区并未爆发过大规模的激烈冲突，但长期以来特别是冷战时期摩擦不断。

（一）法律地位认知存在差异

从 1867 年美俄达成《割让俄国北美领地的条约》以来，随着俄国政权的更迭，国际海洋法

的新发展以及基于本国国家利益对法律的解释存有差异，美俄两国在白令海峡的法律适用上

一直存在着分歧，具体表现为两国在白令海峡地区的划界问题以及对白令海峡法律地位的认

定问题。

美俄两国在白令海峡地区的划界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冲突。1867 年美俄达成《割让俄国北

美领地的条约》后，两国就在白令海峡基本确定了陆地边界线。但在国际海洋法明确领海、毗

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概念后，美俄两国就 1867 年的双边条约是否继续适用于两国海

域划界产生分歧。苏联坚持适用，美国却持反对态度，但最终美国做出了妥协。［15］1990 年，美

俄缔结了《谢瓦尔德纳泽—贝克三角条约》，将白令海峡和白令海的近三分之二划归美国，但

俄罗斯议会认为该协定影响白令海资源分配，至今尚未批准通过。［1］

另外，虽然法学界普遍将白令海峡定义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在此通行船舶享有过

境通行权，但当前并不存在权威机构明确定义“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因此对白令海峡的定

义不只是一个法律过程，更是一个政治和外交过程。［16］在没有国际法院或法庭裁决的情况下，

决定性的因素往往是白令海峡中利益相关最大的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所达成的共识，但美俄两

国对该定义却存有差异。美国主张白令海峡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主权国家享有过境通

行权；但俄罗斯则一度认为这一水域是历史性水域和直线基线环绕的内水水域。［17］目前，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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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态度总体趋向缓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 1982 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定义了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美俄两国也承认白令海峡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但俄罗斯签署

了该公约，美国到现在也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也是在白令海峡国际地位定义过程

中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二）北极航道利益博弈

利益是各国博弈时永恒的追求，尤其是在有利可寻时更是如此。为了在这场利益争夺战

中把握主导权，作为白令海峡沿岸国的美俄两国积极争夺北极资源，尽可能扩大本国的渔业

经济区，并在是否给予俄方渔业配给补偿问题上态度相左。

在以白令海峡为要道的北极海域，美俄两国资源争夺日趋激烈。在油气资源方面，俄罗

斯的态度非常积极，从 2000 年开始在北极开发油气田起，截至 2016 年，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在

北极海域已有 31 个区块，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也有 27 个区块。［18］2014 年 3 月起，美欧开

始对俄进行制裁，特朗普上任后，连现任国务卿蒂勒森曾供职的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也

不得不从俄罗斯的北极海域撤出合资项目。［19］另一方面，俄罗斯在北极仅有一家正在生产的

油田，在低迷的国际油价中连续亏损经营三年后，俄罗斯仍坚持继续在北极进行钻探。［20］美国

白宫官网 2017 年 4 月 28 日也公布了特朗普总统签署的名为《美国优先海上能源战略》（America

First Offshore Energy Strategy）［21］的行政命令，在“不盈利”的情况下仍鼓励北极能源勘探和生

产，防止其他国家尤其是俄罗斯抢了先机。

在渔业资源方面，美俄两国在渔业经济区和渔业配给补偿问题上一直存在冲突。1976

年，美国率先颁布了《渔业资源保护和渔业管理法》，将本国渔业经济区由沿海 12 海里扩大至

200 海里。同年，苏联也效法美国，出台法律将本国渔业经济区扩大至 200 海里。结果两国各

自声称的渔业经济区在白令海峡地区出现了重叠。次年起，两国就开始展开谈判，在 1982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台之前，这一问题更是从单纯的解决渔业经济区重叠问题，上升到专

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划分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时，苏联处于美苏争霸的优势地位，美国

迫于压力同意了苏联的要求，每年向在传统上苏联所有的白令海捕鱼区进行捕捞的苏联渔民

提供 15 万吨的鱼类捕捞配额作为补偿。［22］但进入 80 年代之后，美国日益处于争霸的上风并开

始持强硬态度，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更是声称取消之前的渔业配给补偿。苏联解体后，美国

海岸警卫队也曾多次以俄罗斯渔船越过美俄在白令海峡的捕鱼界限为由扣留俄罗斯渔船，并

且也不再对俄方渔民给予补偿。2002 年 9 月的“维特纳”号事件，再次将这一冲突推向高潮。［5］

一方面美国执意扣押俄罗斯的渔船不给予补偿，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渔民因为没有得到补偿而

十分气恼，越界捕鱼成了他们弥补损失的一种选择。

（三）军事摩擦

截至目前，美俄两国在白令海峡地区的军事较量，主要是在北极权力争夺大背景下的军

事摩擦。和南极一样，北极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北极却悄然成为大国争端的新发源地。

美俄两国对北极地区战略安全的担忧引发两国对权力的争夺，对权力的争夺又引发新一轮的

安全担忧并加大了本国在北极的军事存在，军事摩擦时有发生。

美俄两国在白令海峡地区的军事摩擦从 1955 年美国“海王星号”巡逻机在白令海域圣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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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斯岛附近被苏联击落起正式拉开，此后美国与苏联（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军事

冲突，主要包括 20 世纪 60 年代前的零星冲突、“伯顿岛”号事件、“北风”号事件、维利基茨基海

峡事件和黑海事件等。［23］冷战以来，美俄两国在北极经历了“军事化—去军事化—再军事化”

的演变过程：［24］从冷战时期北极为美苏军事对峙的前线；到冷战刚结束时大国关系缓和，北极

局势得到一定的缓解；再到如今政治经济全球化、气候变化以及能源紧张的背景下，美俄两国

不断加大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近段时间也多次发生两国的飞机在对方北极上空被拦截的

情况。如 2017 年 4 月 18 日，俄罗斯的两架图-95 轰炸机越过白令海峡，飞入美国阿拉斯加防空

识别区时被美军的 F-22 战斗机拦截；［25］不到一个月后的 5 月 3 日，俄罗斯的 2 架图-95 轰炸机

和 2 架苏-35 歼击机再次因同样的原因被美军拦下。［26］一心追求世界单极格局的美国对俄罗

斯一直怀有戒心，加紧动员更多的北约国家从北极地区军事围堵俄罗斯。而俄罗斯则通过自

身的地缘优势扩大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如在北极地区增加新的武装人员、建设新军事基

地、进行突击演习等，力求抢先确立在北极的军事主导权。

未来美俄两国在北极地区爆发大规模冲突抑或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两国在该地区的军

事化程度和军备竞赛可能不会明显减缓。单就军用舰船而言，2017 年 5 月份美国海岸警卫队

司令保罗·楚孔夫特（Paul Zukunft）指出，力求到 2023 年建造 6 艘新的破冰船，俄罗斯也计划未

来几年内推出 2 艘配备巡航导弹可充当破冰船的北极轻型护卫舰。［27］但目前来看，美俄在乌

克兰危机和叙利亚问题上态度有缓和倾向，两国在北极地区的军事摩擦较之前会有所降低。

三、美俄白令海峡的合作

冷战后期，美苏两国关系趋于缓和，在北极不再针锋相对，因此在白令海峡地区的关系也

有所转圜。1987 年 10 月，戈尔巴乔夫发表了“摩尔曼斯克演说”，呼吁北极各国在北极地区进

行合作，并提出 6 点建议。［2］由此，美俄两国在白令海峡地区的合作初见势头。但直到今天，与

美俄两国在白令海峡的对抗多发生在“高政治”领域不同，两国的合作则更多地倾向于“低政

治”领域。

（一）资源经济合作

在白令海峡地区，美俄两国在资源经济上的合作范围广泛。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美苏两

国就曾研究在白令海峡合作建设基础设施。在北极复杂的环境条件下，两国的能源开发商也

更倾向于合作，并签订了一些合作项目。两国也在该地区的生物资源尤其是渔业资源问题上

达成一些共识。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美苏两国的工程师就曾研究在白令海峡修建水坝或核电站，让

太平洋的水流向北冰洋，改善白令海及周边地区的供热，更好地改变北欧及北美的气候。［2］

1890 年，美国科罗拉多州首任州长威廉·吉尔平（William Gilpin）首次提出修建连接北美和欧亚

大陆铁路线的想法，随后两国开始讨论穿过白令海峡的铁路项目。20 世纪中叶之后，又提出

在铁路计划中辅以隧道或桥梁。20 世纪 90 年代后，这一项目又不断在各个大型国际会议上进

行讨论。1991 年，美国华盛顿注册成立了一个国际非营利组织“白令海峡隧道与铁路组织”

（Interhemispheric Bering Strait Tunnel and Railroad Group）。1996 年，在“戈尔—切尔诺梅尔金委

72



NORTHEAST ASIA FORUM

美俄在白令海峡的较量与合作

员会”的战略指导下，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了“俄罗斯远东与美国西海岸”会议，提议俄

罗斯和美国共同支持该项目。2007 年 4 月，莫斯科举行了“经白令海峡横跨欧亚大陆和美国的

主要交通线”（Transcontinental main road Eurasia-America through the Bering Strait）会议。同年，

普京审议通过了“俄罗斯到 2030 年的铁路运输战略规划”，其中就有以白令海峡为入口的铁路

线。在 2011 年“横跨欧亚大陆和美国的主要交通线”（Transcontinental main road Eurasia-America）

会议上，公布了该项目的估价（300~350 亿美元）和预计耗时（13~15 年）。［28］在 2011 年 10 月的一

次远东国际会议以及 2012 年亚太经合组织第 20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俄罗斯政府又提及此

事，未来这一构想或有可能变成现实。［29］

另一方面，北极地区气候条件差，地质环境复杂，虽然能源储备丰富但勘探和开采的难度

非常大，对技术的要求相当高，而其中绝大多数商船都需要经行白令海峡，因此，作为海峡沿

岸国的美俄两国在不同层面上都积极寻求能源开发合作。在奥巴马第二任期战略重心东移

时期，美国开始更加重视白令海峡的重要战略地位，积极着手推动阿拉斯加州和楚科奇自治

区之间的经济合作，白令海峡周边地区的合作也提上议程。2012 年，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和

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见证下在北极成立了合资企业，［30］俄方的首席

执行官谢钦时任俄罗斯副总理，美方的首席执行官蒂勒森为现任美国国务卿，此次的合作既

可谓是两大公司之间的合作，也是两国领导人支持的一项合作。虽然美国从 2014 年起对俄罗

斯的经济制裁一直持续至今，但在 2017 年 2 月 2 日美国财政部放宽了其中的部分限制后，未来

对俄北极能源上的制裁可能减弱。

美俄两国都很注重白令海峡的生物资源合作，尤其是渔业资源上的合作。早在 1988 年，

即戈尔巴乔夫发表演说后一年，美俄两国就开始在渔业问题上展开合作，如建立美苏政府间

渔业协商委员会，共同打击非法捕鱼活动等。2013 年美俄两国又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重申

未来将继续合作打击包括白令海峡地区在内的非法捕鱼行为，加强北极渔业管理。［31］近年来，

两国在北极渔业资源上的合作也不断加深，并联合其他北极国家和利益攸关方参与其中。

（二）环境保护合作

美俄两国在白令海峡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由来已久。从 1867 年起，美俄两国就开始签署

了一系列关于白令海峡地区环境和航运的国际协议、区域协议及双边协议，主要内容涉及防

止海洋污染、保护生物资源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32］2008 年，白令海峡和圣劳伦斯岛一起被认

定为符合或超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具有生态或生物学重要意义的区域（Ecologically

and Biologically Significant Areas，EBSAs）的标准，即超级 EBSAs。［33］世界自然保护联盟（The Inter⁃

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指定的 13 个全球生态敏感区中有 3 个就在

白令海峡。［34］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加剧，各国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两国在该地区的合作也

不断深入。虽然“气候怀疑论者”特朗普刚上台时引发环保主义者们的大片反对，环境合作的

持续性也令人担忧，但随着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出席 2017 年 5 月份的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

环境合作的前景又明朗起来。

美俄两国在白令海峡地区一直开展环保项目并召开公众论坛。1990 年 6 月 1 日，在美国华

盛顿的一个首脑会议上，美国总统布什和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共建美苏白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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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公园计划，［35］并推动“共享白令路桥文化遗产”（the Shared Beringian Heritage Program）项目的

诞生，旨在环保领域和全球变化问题上开展合作。1992 年，美国总统布什与时任俄罗斯总统

叶利钦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修建白令海峡国际公园并延续“共享白令路桥文化遗产”项目。如

今，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支持下，该项目每隔一年在阿拉斯加州和楚科奇自治区之间交

替举行“白令路桥日”（Beringia Days）公众论坛，汇集两国的学者、环保人士、原住民代表及政

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深入探讨合作管理白令海峡事宜，共同保护该地区的生态系统。［36］

美俄两国在防止油污泄漏方面也积极展开合作。早在 1989 年美苏时期两国就曾签署《美

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白令海和楚科奇海在紧急状况下处理油污的合作协议》，并

定于 2008 年生效，内容涉及信息交流和协调应对白令海及楚科奇海的漏油污染事件。同时要

求美俄两国早日安装预警系统，进行污染事故联合应急演习，并在发生紧急油污染事件时提

供协助。2001 年，美国和俄罗斯又签署了“联合应急计划”来重申该协议，［37］确保其持续在该

地区生效。

（三）科学技术合作

自冷战以来，所有北极国家在北极科学领域一直都有合作，尤其是美俄两国均为成员国

的北极理事会，通过其常设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工作组的研究，迄今已成功地推动了北极地区

的诸多科学合作，在白令海峡地区也不例外。

美俄两国一直注重北极科学技术层面的合作，也强调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信息系统，促进

包括白令海峡在内的北极地区更多的信息共享和科学管理。2014 年起美国对俄罗斯开始经

济制裁，但 2017 年 2 月 2 日美国财政部对这一制裁令进行了修订，放宽了其中的部分限制，允

许美国公司每年向美国联邦安全局支付不超过 5000 美元的许可证费用，从而可以将一些科技

产品运往俄罗斯，［38］这次放宽制裁从科技产品方面入手，无疑为两国北极地区科学技术合作

扫清了一大障碍。2016 年 9 月 28 日，白宫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WHASM）在华盛顿特区举行，

这是北极合作史上第一次由白宫组织的特别会议，俄罗斯也派代表团参加，可见两国在北极

科学技术合作上没有受到影响。2017 年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费尔班克斯举行的北极理事会第

十届部长级会议中，包括美俄两国在内的各成员国签署了在北极地区加强科研合作的协议，

这也是北极理事会主持下达成的第三个具有约束性的协议，将为北极相关科研活动提供更加

便利的条件。同时，协议还呼吁各方为研究北极的学生和科学家提供职业发展教育和培训机

会。［39］两国也将共同参与北极 MOSAic 项目，白令海峡是该项目重要的建站地。在可预见的未

来，美俄两国在白令海峡的科研合作将更加深入。

四、美俄白令海峡外交关系的走向

随着白令海峡国际地位的日益突显，美俄两国在白令海峡地区积极扩大存在。在美俄关

系难有全面缓和希望的背景下，两国也在寻求战略妥协，白令海峡作为两国领土最为接近的

地区，承担了缓和两国关系的“特殊使命”。美国和俄罗斯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希望把北

极地区隔离于中东和乌克兰的对抗之外，不希望这些地区的对抗外溢到北极。未来美俄两国

在白令海峡地区的较量趋向缓和的可能性大增，两国在白令海峡地区的合作会更加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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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国共同参与的国际海事组织和北极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及论坛在北极地区取得更为广

泛的合作成就，美俄两国很可能会在白令海峡地区寻求多边合作，共同治理白令海峡。

（一）美俄趋于有限缓和但较量依然存在

就目前而言，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有所放宽，在气候问题上的态度也明显有变。虽然俄

罗斯在北极地区加强军事存在，但与美国并未有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在两国领导人的积极

带动下，未来美俄在白令海峡地区的较量会趋于缓和，但也只是相对于奥巴马政府而言，并且

在有限的范围内有所缓和。

无论是竞选时期还是上台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多次表示要修复美俄关系，俄罗斯总

统普京也及时作出回应，不但没有采纳俄外交部对美反制方案，还邀请美国外交官子女参加

克里姆林宫新年活动。在 2017 年 3 月阿尔汉格尔斯克举办的“北极：对话之地”国际会议上，

普京总统明确提出，希望美俄两国在白海海峡治理合作问题上实现突破。美国财政部也把对

俄制裁令进行了修订，虽然目前还没有完全解除，但决心依旧。同时，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

激烈对抗也有望缓解。2017 年 5 月 4 日，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在新一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和

谈后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与美国合作，并且将继续努力，绝对不会放弃合作的可能。［40］

2018 年初，据楚克奇自治区当局新闻处披露，美国总领事迈克尔·金斯致信楚克奇自治区区长

罗曼·科平，信中确认了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展合作的意愿。［41］两国领导人的大力推动和外交

大环境的改善，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两国在白令海峡较量的缓解。而且就目前而言，两国在白

令海峡的军事摩擦较以前明显减少，在利益博弈中合作之意渐浓。

但两国关系的走向并不是由领导人的个人意向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当前整个国际关系

结构、美俄两国的全球战略及美俄两国在重大问题上的利益能否一致或相近。［42］特朗普的努

力，很大程度上会受制于国内持反俄立场的政治精英，而且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一事的影

响依旧存在。此外，欧盟因害怕美国越过欧洲自行改善与俄关系从中劝阻，北约在一定程度

上压制着美国的政策发展空间，俄罗斯也不会冒着牺牲国家安全的风险全盘接受。在俄罗斯

重塑大国地位抢占北极战略机遇的目标不变，美国自冷战结束后奉行的削弱和打压俄罗斯的

战略不变以及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问题仍然尚未解决的背景下，美俄两国今后在白令海峡的

较量虽相较于奥巴马政府时期有所缓和，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将面临很多困难，缓和也会

是有限的。进入 2018 年以来，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持续加强军事力量部署，注重提升军备水平，

复兴苏联旧军事基地。俄罗斯还通过北冰洋实现了北方舰队与太平洋舰队的联动，驻扎在堪

察加半岛的太平洋舰队空军基地伊尔-38H 机组在北极地区完成了对既定敌方潜艇的搜寻任

务，实现了在北极地区首次最长空中飞行。为应对俄罗斯军事力量的增强，美国海军部长理

查德·V·斯宾塞（Richard V. Spencer）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透

露，海军北极战略计划将于今年夏天发布。［43］

（二）美俄北极合作更加常态化

美俄两国在北极地区的关系虽然会受其双边关系的影响，而且俄罗斯一直在北极地区加

强战略存在，但北极并非美国的优先选择。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新近出台的报告，

美国更注重在北极科学技术和环境保护上寻求广泛的国际合作。［44］两国学术界甚至政界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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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希望域外的对抗蔓延到北极。随着美俄在白令海峡的较量趋于有限的缓和，两国在该地区

的合作也会更加常态化。良好的合作势头，也可能带动两国在白令海峡地区的合作关系再迈

一步，但从两国在白令海峡的合作历史来看，合作的领域不够深入，进展也较为缓慢，而两国

都不愿对方抢占北极的心理也决定了这一步不会迈得太远。

2017 年 5 月中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阿拉斯加会晤，讨论在北极

地区相关议题。［45］莫斯科对北极地区巨大的兴趣可能会促使两国在该地区关系进一步缓和。

如果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进一步削减，抑或美国公司在俄罗斯海域取得制裁豁免权，两

国在能源经济上的合作将会更加深入。特朗普政府首次亮相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的参会

级别也预示着未来美俄两国在环境保护和科学技术上的合作会一直持续下去。美国也试图

在北极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在两国之间建立一定程度的信任。2017 年 12 月，经过多年的沟通

协商，美俄两国首次就白令海峡和白令海的航运体系共同向国际海事组织提交照会，相关的

文件已刊登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官方网站上。两国提出在白令海峡及其附近的航道上为悬挂

任何一国国旗的船只开放畅通无阻的双向航运路线，分散对向船只的流动，减少船只碰撞的

风险。［46］对此，美国海岸警卫队第十七区司令迈克尔·麦卡利斯特（Michael McAllister）少将表

示，美俄两国在白令海峡合作良好，预计将在 2018 或 2019 年进行一次演习。［47］这些突破性成

就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势必将继续推动美俄两国在白令海峡地区的深入合作。

（三）多边合作实现白令海峡共同治理

如今，白令海峡已不再是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主要交通通道，它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国

际交通枢纽，涉及多个利益攸关方，东亚的中日韩等国也是海峡的主要通行国。美俄两国也

开始放远目光，积极以北极理事会等平台为纽带寻求广泛的多边合作。在白令海峡地区，美

俄两国特别是美国有与其他国家合作共治的意愿。2017 年 6 月，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极地研究所主任、北极大学北极政策研究所联合主任史拉格（Mike

Sfraga）指出，北极是除空间站外另一个易于开展外交、对话和接触的地区，他希望美国与其他

国家特别是与俄罗斯在白令海峡搜救、监测交通、预防和应对石油泄漏等方面达成合作协

议。［48］未来在白令海峡地区开展共同治理的条件和时机日益成熟，可以尝试借鉴如马六甲海

峡的治理模式，让更多地利益攸关方参与其中，承担义务，和谐共治。

美俄两个白令海峡沿岸国可以积极通过相关国际平台，特别是北极理事会和国际海事组

织，合作起草并实施关于白令海峡航行的法案。在管理白令海峡时，国际海事组织的《极地水

域船舶航行安全规则》（International Code of safety for ships operating in polar waters）无疑是个有

效的工具。在具体管理内容上，可以参照历史较为久远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如马六甲海

峡或新加坡海峡，在预防污染、船舶标准、法律执行、监测系统、航行方向和海上电子航线设

计，以及海峡地区渔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辅助导航，搜索救援等）等问题上做一定的修订

以更加适合白令海峡。同时，在环境、航行或其他相关费用征收标准以及经费来源问题上也

需要达成一致。马六甲海峡的浮标和信号灯等助航设备的供给和维护费用都主要来自日本

的马六甲海峡委员会。由此可见，除了沿海国，其他利益攸关方也愿意支付必要的费用以保

证航行安全。在白令海峡地区，可以考虑允许包括中国、加拿大等在内的利益攸关方来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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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费用。

当然，即使短时间内美俄两国有意加强多边合作，鼓励共同治理，但沿岸国对环境和安全

的关注往往会与其他海峡使用国的航行利益相冲突，多边磋商下同一利益集团内也会有各自

不同的利益考虑，因此，在沿岸国管辖权利和过境通行权之间达成一致也将会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但即使过程漫长，只要有多边合作的意向，未来在白令海峡地区共同治理以实现更好

管理的愿望也终会成为现实。

五、结语

白令海峡沟通太平洋和北冰洋，连接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随着北极冰盖融化，未来北极

航道大规模通航成为可能，作为北极航道咽喉之地的白令海峡，其国际地位不言而喻。长期

以来，美俄两国在白令海峡地区存在着“高政治”领域较量而“低政治”领域合作的关系，这与

两国整体的外交关系有关，但白令海峡地区的特殊性以及两国不同的国家战略重点又使其并

不会完全受制于此。未来美俄在白令海峡地区的较量会有限的缓和，合作也会随之加深，而

开展多边合作，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利益攸关方参与到白令海峡的共同治理中，无论是对白令

海峡，还是对美俄两国而言，都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随着《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的

发表，未来美俄两国在白令海峡地区的关系发展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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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gotiation norms and the power structure was also transferred from balance to attachment. There is no new balance has

been found in the structure of power structure and negotiation norms which makes the northeast Asia pattern into turmoil for a long time. How to find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negotiation norm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to explain the regional order development in

Nor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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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ctic Passage has been open already for commercial shipping with sea ice melting rapidly，and Bering Strait，the choke-point of Arctic

Passage has a significantly strategic position. Bering Strait is recognized the strait used for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and the coastal states both Russia and

the US have conflicted and collaborated for the time being. On the one hand，both states have conflicts and friction on the legal status cognition，inter⁃

est-pursuit of Arctic Passage and military security；On the other hand，based on the collaboration during the Cold War，both countries' relationship on

the Bering Strait goes warming with sea ice melting down. The confrontation turns to limited thaw and more collaboration. Strait governance is expected

to form multiple participation due to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dvance in Arctic. All these will deeply affect all stakeholders' participation in common gov⁃

ernance for Bering Strait includ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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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Donald Trump came into power，the U.S. government has shirked its world leadership and abandoned the long-held diplomatic

strategy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triggering a dramatic "diplomatic revolu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American hegemony，

the adjusted strategy implies nationalism and isolationism. Its main purpose is to extricate the U.S. from the world leadership and avoid overdraft of nation⁃

al strength. The failure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diplomacy，the domestic social division，and the absence of external enemy of liberalism ideology are the

core causes. The strategic adjustment causes serious problems，such as the deficits of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nd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which pro⁃

motes further divis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security and poses greater challenges to global governance.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s in deep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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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Yi-wei CUI Bai-lu·95·
Abstract：As China's close neighbor and a power in East Asia，Japa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peripheral diplomacy，but also a poten⁃

tial partner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in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chieves much more achievements，Japan's cogni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been changed，from refusal to ambiguity，from hesitation to seeking limited participation. Japan has been releasing positive signals to China，

and Sino-Japan relations began to rebound. Using feasibility analysis，Japan's participation is in lin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meantime，China and Japan can cooperate based on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experience，common

concept of cooperation，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The future of China-Japan relations is still uncertain. So China and

Japan should improve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instead of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calculation，seek for common interests through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and work together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will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gional and global development，let

alone to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of China and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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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entral Asia is the core area for China to promote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itiative. Since the promo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trade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has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However，various non-tariff barriers still restrict the bilateral trade be⁃

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and there is much room for trade facilitation. Based on the GTAP model，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promotion of

trade facilitation will enhance the economy and social welfare of China and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improve their terms of trade. However，

other countries，except the US，will be subject to varying degrees of negative shocks. On the industrial level，trade facilitation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mineral resources，textiles and clothing，light manufacturing and heavy manufacturing 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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