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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北极政策及中印北极关系

郭培清　董利民

　　［摘要］　印度虽然偏居南亚次大陆，远离北极，但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以及谋求大国地位等因素的考量，该国近年来正积极谋求

参与北极事务。本文首先从应对气候变化与战略需求两个层面概述了印度北望的原因，指出北极变化对该国四个方面利益的重要影

响，进而介绍了印度为介入北极事务采取的政策实践及其呈现出的一系列特点，最后在前两部分的分析基础之上，对中印就北极事务

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与展望。

［关键词］　印度；北极；中印合作

［中图分类号］　Ｄ５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１７５５（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１５－２１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５日，在瑞典北部城市基律纳召开的

北极理事会第八次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印度、日本、韩

国、新加坡和意 大 利 等 六 国 被 批 准 成 为 该 组 织 的 正 式

观察员。中国获得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席位的消息

随即引起了国 际 社 会 的 广 泛 关 注，媒 体 以 及 学 术 界 对

此展开了一 系 列 的 报 道 与 评 论。比 较 而 言，同 属 发 展

中大国的印度 获 得 正 式 观 察 员 席 位 后，却 并 没 有 受 到

国际社会同等的关注。中国强调自己“近北极国家”的

身份，并藉此论证在北极拥有重要利益，然而印度偏居

南亚次大陆，踏 足 北 极 的 战 略 深 意 是 什 么？它 为 介 入

北极事务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具有哪些特征？作为

一个誓言要做“有 声 有 色 的 大 国”的 邻 国，印 度 的 北 极

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一、印度北望的原因

随着气候变 暖 及 海 冰 消 融，北 极 在 对 全 球 气 候 影

响加剧的同时，也 逐 步 向 世 界 展 示 出 重 要 的 地 缘 战 略

价值。印度 虽 然 远 离 北 极，但 对 这 一 地 区 十 分 关 注。
印度国际事务理事会（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
负责人维杰·萨胡加（Ｖｉｊａｙ　Ｓａｋｈｕｊａ）道出了缘由：“北

极冰川消融、能 源 开 发 及 新 航 道 的 开 通 将 对 印 度 的 生

态系统以及人 民 生 活 产 生 巨 大 影 响，因 此 印 度 不 能 忽

视北极，新德里 必 须 在 不 断 变 动 的 北 极 秩 序 中 取 得 一

席之地。”〔１〕总结 印 度 政 要 的 表 述 和 学 者 们 的 研 究，可

以发现，印度对北极的关注出于两个层面的原因：第一

个层面主要是 为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的 需 要；第 二 个 层 面 更

多出于战略需要，包括能源进口多样化、长期以来的大

国诉求以及同中国的竞争等。

（一）北极变化影响印度的气候环境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发布的

《气候变化２０１４：影响、适应和脆弱性》（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４：Ｉｍｐａｃｔｓ，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报 告 指

出，在过去数十年间，气候变化对所有大陆和海洋的生

态系统以及人 类 社 会 产 生 了 影 响。〔２〕北 极 作 为 地 球 物

理环境的重要 组 成 部 分，并 且 因 其 独 特 的 自 然 条 件 和

地理位置，在全 球 气 候 变 化 过 程 中 的 作 用 自 然 不 言 而

喻，并且扮演着 全 球 生 态 环 境 变 化 指 南 针 与 晴 雨 表 的

角色。印度地球科学部秘书沙勒士·纳亚克（Ｓｈａｉｌｅｓｈ
Ｎａｙａｋ）曾明确指出：“对 我 们 而 言，考 察 北 极 气 候 变 化

如何影响印度 季 风 及 印 度 次 大 陆 是 非 常 必 要 的，因 为

·５１·

DOI:10.13549/j.cnki.cn11-3959/d.2014.05.003



这对我们的 经 济 具 有 重 要 影 响。”〔３〕确 如 所 言，虽 处 在

中低纬度，但印 度 的 气 候 及 生 态 环 境 同 北 极 变 化 密 切

相关。有学者认为，到本世纪末，地球的平均气温将上

升３—６摄氏度，而 印 度 北 部 将 面 临 最 大 的 增 幅，这 对

目前夏季温度 已 经 达 到 近５０摄 氏 度 的 当 地 来 说 无 异

于一场灾难。〔４〕印 度 本 来 就 担 心 全 球 变 暖 引 起 的 海 平

面上升，而一些科学家根据系统效应正反馈理论预测，
气温升高所引 发 的 过 程 将 会 加 剧 这 一 趋 势，北 极 冰 川

规模的缩小增加了地球对阳光的吸收而不是使其反射

回太空，从而加剧全球面暖，加速海平面上升。预计这

将影响到超过１亿印度人的生活。〔５〕此外，有国外学者

认为北极地区气候变化与印度季风的强度之间存在联

系，而由季风引 起 的 降 水 对 该 国 经 济 特 别 是 农 业 的 影

响十分显著。〔６〕我国学者的研究亦表明，印度次大陆大

范围地区降水的突然增加以及雨带的迅速推进与南亚

夏季风的爆发有关。〔７〕因此，由于事关本国生态及经济

安全，在北极气候变化趋势难以阻挡的情况下，印度必

将对北极地区保持密切关注。

（二）北极资源开发有助于印度能源进口多样化

在可预见的未来，化石燃料的使用不仅难以停止，
而且将呈现 出 大 量 增 加 的 迹 象。由 于 油 气 资 源 匮 乏，
印度近８０％的能源依赖进口，且主要来自中东，随着经

济的发展，其 能 源 进 口 量 还 将 持 续 增 加。根 据 国 际 能

源署（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的预测：到２０３０年，
印度将成为全 球 第 三 大 能 源 消 费 国，能 源 消 费 量 将 占

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６％，比目前增加一倍，届 时 全 球

能源需求增长的１５％来自印度，它将紧随中 国 成 为 全

球第二大刺激能源需求的国家。〔８〕目前，印度正在实行

能源进口多样化战略，以确保能源安全，保证其经济持

续增长。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ＵＳＧＳ）的调查数据，北

极蕴藏着丰富 的 石 油 和 天 然 气 资 源，分 别 占 世 界 剩 余

储量的１３％和３０％。〔９〕有印度专家认为北极地区在未

来将大量出口油气资源，进而成为新的能源中心，〔１０〕这

有利于该国实施能源进口多样化战略。印度早已计划

建设中亚至本国的石油管道，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该

管道将极有可能延伸到北极地区，〔１１〕从而使印 度 能 够

从这一地区 进 口 能 源。此 外，由 于 印 度 与 多 数 南 亚 国

家的能源需求 量 都 在 不 断 增 长，北 极 能 源 开 发 将 极 大

地缓解这一需求紧张局势。北极气候变暖使该地区油

气资源开发的 可 能 性 逐 步 提 升，印 度 为 实 现 能 源 进 口

多样化战略，势 必 会 对 这 一 发 展 趋 势 给 予 相 当 多 的 关

注，并将积极争取参与当地油气资源的开发。

（三）参与北极事务成为印度大国战略的组成部分

１９４７年独立后的印度历届政府均无一例外地把实

现大国梦作为国家的根本战略。然而印度的这一诉求

同国际现状之 间 存 在 巨 大 反 差，它 需 要 通 过 增 加 在 重

要国际组织与国际活动中的存在感来获得某种心理平

衡和满足，同时 也 期 望 能 够 像 中 美 俄 一 样 展 示 大 国 风

范。印度政府把参与世界事务能力的提升视为获得大

国地位的标志，新 近 出 现 的 北 极 事 务 给 印 度 提 供 了 这

样的机会。俄 罗 斯 学 者 谢 尔 盖·伦 约 夫（Ｓｅｒｇｅｙ　Ｌｕｎ－
ｅｖ）认为，“印度早已成为全球性大国，参与包括北极事

务在内的全球事务是为了彰显其大国地位。”〔１２〕与此同

时，北极航线的 开 通 对 中 国 等 贸 易 大 国 产 生 了 巨 大 吸

引力，这就使传统的马六甲－苏伊士运河／好望角航线面

临极大挑战，处于传统航线上的印度必然会受到影响。
另外，气候变化导致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转变，印度洋战

略地位未来可 能 随 之 下 降，这 对 一 直 试 图 称 霸 该 地 区

的印度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曾任印度外交秘

书的希亚姆·萨 兰（Ｓｈｙａｍ　Ｓａｒａｎ）认 为，“欧 亚 贸 易 由

传统航线向北 方 海 航 线 的 转 变，会 使 目 前 由 印 度 控 制

的印度洋传统 航 线 的 战 略 地 位 大 幅 下 降，这 对 印 度 大

国地位的影响不容小觑。”〔１３〕因此，印度 必 然 重 视 北 极

地区的发展，不 重 视 北 极 问 题，不 参 与 北 极 秩 序 构 建，
将意味着被排 除 在“大 国 俱 乐 部”之 外，这 不 符 合 印 度

的国家利益和外交传统。

（四）“中国情结”的影响

由于地缘政 治 和 历 史 恩 怨，印 度 的 大 国 梦 笼 罩 着

一种浓重的“中 国 情 结”，并 且 将 中 国 视 为 其 大 国 地 位

的参照底线。因 此 中 国 既 是 印 度 大 国 地 位 的 竞 争 者，
也是其想要超越的对象，凡是中国开展的，印度必不甘

落后，〔１４〕同中国在全球地位等方面进行对比的 强 烈 愿

望极大地推 动 了 其 对 北 极 的 关 注。特 别 是，北 极 变 化

引发的中印战 略 态 势 转 变 推 动 了 印 度 对 北 极 的 关 注。
印度海军退役指挥官尼尔·甘地霍克（Ｎｅｉｌ　Ｇａｄｉｈｏｋｅ）
认为，鉴于两国 目 前 在 空 军 与 陆 军 之 间 的 相 对 平 衡 状

态，海上力量将对两国的竞争起决定性的作用。〔１５〕目前

印度的军事战 略 基 于 这 样 的 假 设：如 果 中 国 从 喜 马 拉

雅山脉向印度 发 起 攻 击，印 度 可 以 发 挥 其 在 印 度 洋 的

控制力，通过阻 断 马 六 甲 海 峡 对 中 国 的 能 源 供 应 而 向

中国施加压 力。然 而，北 极 地 区 能 源 开 发 以 及 东 北 航

道的开通，为中 国 的 能 源 进 口 与 贸 易 航 线 提 供 了 替 代

性选择，从而使上述印度对华战略威慑能力大为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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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前国防部长安东尼（Ａ．Ｋ．Ａｎｔｏｎｙ）也表示，“中国对

东北航道的利用将影响印度处理来自中国的军事攻击

战略”。〔１６〕甘地霍克还提出，“北极未来军事化的可能性

将分散美军在 印 度 洋 的 注 意 力，从 而 在 该 地 区 留 下 权

力真空”，〔１７〕而有能力填补这一真空的国家屈 指 可 数，
此番言论很明 显 地 道 出 了 对 中 国 参 与 争 夺 印 度 洋“权

力真空”的担心。对此，印度正持续关注中国在北极地

区的活动，并试图通过增强同北极国家之间的合作，对

中国在这一地区形成新的制衡。印度对华政策一向比

较谨慎，利用现实主义理念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一旦这

种务实的方法 不 能 达 到 预 期 结 果，印 中 关 系 将 陷 入 某

种困境，〔１８〕中国必须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二、印度的北极实践及其特点

基于北极变 化 对 印 度 气 候 环 境、能 源 安 全 以 及 大

国诉求产生的 重 要 影 响，加 之 中 国 开 展 北 极 活 动 的 刺

激，该国近年来不仅密切关注北极变化，而且积极采取

行动参与北极事务，在多个领域均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并呈现出一系列特点。

（一）印度的北极活动

具体 而 言，印 度 通 过 出 台 北 极 文 件、加 强 科 学 研

究、参与国际合 作 以 及 试 图 推 动 北 极 国 际 化 等 四 项 活

动来维护其北极利益。

１．出台北极文件

在被接纳为 北 极 理 事 会 正 式 观 察 员 后，印 度 外 交

部于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０日发布了一份名为《印度与北极》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的文件，概述 了 其 北 极 利 益。该

文件开门见山 地 指 出：“全 球 气 候 变 化、国 际 贸 易 等 因

素对北极的影响日益增强，与此同时，北极变化对国际

事务的影响力也在逐步加强”，〔１９〕意在说明国际社会有

权参与北极的保护与治理。该文件强调，“印度政府密

切关注全球变 暖 给 北 极 地 区 带 来 的 各 种 问 题，这 些 问

题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目前

印度在北极主要有科学考察、环境保护、商业及地缘战

略等四大利益。”〔２０〕除了指出气候变化 因 素 外，该 文 件

并没有具体指出印度在这一地区有哪些商业及地缘战

略利益。此外，这 份 文 件 还 突 出 强 调 印 度 在 北 极 地 区

进行科学考察 的 权 利，其 开 展 科 考 的 四 项 主 要 目 标 分

别为：研究北极气候变化对印度季风的影响、利用卫星

数据评估全球 变 暖 对 北 极 海 冰 的 影 响、探 索 北 极 冰 川

对全球海平面的影响机制以及评估人类活动对北极地

区动植物造成的影响。〔２１〕这份文件还提到了应 对 北 极

问题应当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加大科学研究力度等。
虽然到目前为 止 印 度 还 没 有 出 台 综 合 性 的 北 极 战 略，
然而出台这 一 文 件 的 意 图 已 非 常 明 显。有 学 者 表 示：
“印度专家目 前 正 在 为 该 国 研 究 制 定 中 长 期 的 北 极 战

略蓝图”。〔２２〕印度已经将北极事务纳入其全球战略布局

当中，伴随着北极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其在印度国家

战略中的地位也将更加突出。

２．加强科学研究

早在１９８１年，印度海洋科学部就在时任印度总理

英迪拉·甘地（Ｉｎｄｉｒａ　Ｇａｎｄｈｉ）的倡议下出台了一份北

极研究 计 划。〔２３〕２００７年８月３日，在 国 家 南 极 和 海 洋

研究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主任拉斯科·拉温德拉（Ｒａｓｉｋ　Ｒａｖｉｎｄｒａ）的领导

下，一个由五人 组 成 的 科 学 考 察 团 开 展 了 印 度 首 次 北

极科学 考 察。〔２４〕２００８年，印 度 在 挪 威 斯 瓦 尔 巴 德 群 岛

建立了首个北 极 科 学 考 察 站，由 国 家 南 极 和 海 洋 研 究

中心负责运 营。自 此 以 后，该 国 每 年 都 会 派 遣 一 个 由

三到五人组成的科学考察团赴北极科考站进行驻站研

究。到目前为止，印 度 已 经 投 入 了３００万 美 元 以 支 持

其北极研究活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赛义德（Ｓｙｅｄ　Ａｋ－
ｂａｒｕｄｄｉｎ）对此表示，“我们对北极研究的经费将持续增

加，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计划投入不少于１２００万美元以

支持北极科学考察站的运营。”〔２５〕截止到２０１３年６月，
印度国内已经 建 立 了１８个 与 北 极 气 候 变 化 研 究 相 关

的机 构，有 近１７０位 学 者 在 专 门 对 北 极 问 题 进 行 研

究。〔２６〕此外，印度正计划建造一艘大型破冰船以支持其

极地考察活动。〔２７〕由此可见，印度的北极研究活动虽然

起步较晚，但是 在 政 府 的 支 持 下，发 展 速 度 非 常 快，研

究能力与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该国对北极的科学考

察不仅是为了了解该地区气候变化对印度气候的影响

机制，而且还为了奠定其参与北极事务、增强大国地位

的基础。

３．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１９２０年《斯瓦尔巴德条约》签署 时，印 度 还 是 英 国

的海外领地，英 国 的 签 署 意 味 着 印 度 也 成 了 该 条 约 的

签署国，因此部 分 印 度 学 者 认 为 其 参 与 北 极 事 务 的 国

际合作最早 可 以 追 溯 到 这 一 时 期。近 年 来，印 度 通 过

不断加强国 际 合 作 以 争 取 在 北 极 地 区 的 利 益。首 先，
积极争取加入 包 括 北 极 理 事 会 在 内 的 多 个 组 织 机 构，
参与北极事 务。该 国 于２０１２年 加 入 国 际 北 极 科 学 委

员 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并 于

２０１３年５月同中国、日本、新加坡等国一道被接纳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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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虽然部分印度学者认为印度应

当慎重考虑其 是 否 加 入 北 极 理 事 会，因 为 这 意 味 着 需

要接受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的主权这一条 件。〔２８〕但 在

申请被批准后，印 度 外 交 部 发 言 人 表 示 欢 迎 北 极 理 事

会做出的这一 决 定，并 重 申 了 印 度 将 通 过 在 北 极 的 科

学考察活动来积极支持北极理事会的各项 工 作，〔２９〕有

学者也指出印度应当充分运用观察员身份为北极的发

展做出贡献。〔３０〕此外，该国还积极参加了第四次国际极

地年活动。其 次，积 极 同 北 极 国 家 开 展 合 作。印 度 已

经与挪威、俄罗 斯 在 北 极 地 区 开 展 了 广 泛 而 深 入 的 合

作。与挪威的合 作 主 要 是 科 学 研 究 领 域，两 国 高 官 于

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互访并分别考察了 对 方 的 北 极 科 学

研究机构，北极 研 究 被 确 定 为 两 国 开 展 合 作 的 重 点 领

域。〔３１〕与俄罗斯的合作主要集中在能源领域，印度已经

参与 了 俄 罗 斯 萨 哈 林 油 气 开 发 项 目（Ｓａｋｈａｌｉｎ　ｐｒｏ－

ｊｅｃｔｓ），２００９年曼莫汉·辛格总理访问俄罗斯时两国还

就印度公司进入俄罗斯北欧地区进行了讨论。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俄罗斯西斯特能源公司（ＪＳＦＣ　Ｓｉｓｔｅｍａ）与印度石

油天 然 气 公 司（ＯＮＧＧ）签 订 了 框 架 合 作 协 议，并 且 在

２０１１年宣布 印 度 有 可 能 成 为 俄 罗 斯 在 涅 涅 茨 自 治 区

（Ｎｅｎｅｔ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特 列 布 斯 油 田（Ｔｒｅｂｓ）和

季托夫油田（Ｔｉｔｏｖ　ｏｉｌ　ｆｉｅｌｄｓ）的勘探合作伙伴。〔３２〕印度

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商（Ｐｅｔｒｏｎｅｔ　ＬＮＧ）正 在 与 全 球

最大 的 天 然 气 生 产 商 俄 罗 斯 天 然 气 工 业 股 份 公 司

（Ｇａｚｐｒｏｍ）洽谈 每 年 购 买３００—４００万 吨 天 然 气，该 公

司总经理巴里扬（Ａ．Ｋ．Ｂａｌｙａｎ）表 示，这 相 当 于 当 前 印

度年需求的１０％。〔３３〕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及国家利益的

考虑，也积极支持印度的北极诉求。在努克会议前夕，
美国负责海洋与渔业事物的助理国务卿巴尔顿（Ｄａｖｉｄ
Ｂａｌｔｏｎ）宣称，印度在北极地区有重要利益，可望成为北

极理事会的正式观察员国。〔３４〕在２０１３年召开的基律纳

会议上，印度顺利取得了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身份。
此外，印度还寻求同其他北极国家如冰岛、加拿大等的

合作，而加拿大 也 有 意 增 加 向 印 度 的 石 油 与 天 然 气 出

口量。

４．试图推动北极国际化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印度积 极 介 入 南 极 事 务，提 出 了

旨在实现联合 国 托 管 南 极 洲 国 际 化 的 建 议，试 图 推 动

南极洲国际化，但因美国等国的反对而失败。〔３５〕虽然目

前印度外交部已经趋向于接受《南极条约》无法适用于

北极这一观点，〔３６〕但是推动南极洲国际化的经 历 依 然

影响着一大批学者及官员对北极治理的认识。他们认

为印度应当争 取 国 际 舆 论 的 支 持，宣 布 北 极 为 人 类 共

同财产，并推 动 在 该 地 区 建 立 一 个 类 似 于《南 极 条 约》
的国际法律制度。〔３７〕印度前外交部秘书长希亚 姆·萨

兰（Ｓｈｙａｍ　Ｓａｒａｎ）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认为：“由于北

极脆弱生态的 破 坏 将 影 响 人 类 的 生 存，因 此 国 际 社 会

应当对保护北 极 予 以 高 度 关 注，北 冰 洋 应 当 被 视 为 全

球公域。对北极的治理不应当是几个北极沿岸国家的

独有权利，诸如 印 度 这 样 的 非 北 极 国 家 应 当 维 护 其 对

北极治理的发言权。”〔３８〕该国地球科学部官员拉扬（Ｈ．
Ｐ．Ｒａｊａｎ）甚至表示印度应当在目前所存在的北极治理

体系中发挥领导作用。〔３９〕部分印度学者还认为 应 当 积

极寻求同包括 中 国 在 内 的 非 北 极 国 家 合 作，推 进 北 极

地区的非军事 化 以 及 北 极 事 务 国 际 化，为 保 护 人 类 共

同财产而共同努力。〔４０〕然而，印度从最初坚定地推动南

极洲国际化，到 后 来 转 变 成 南 极 条 约 体 系 忠 实 维 护 者

的历史提醒我 们，现 实 主 义 对 该 国 外 交 政 策 的 影 响 不

容小觑。

（二）印度北极活动的特点

通过上述分析，结合印度的战略文化、国家战略以

及历史经验等 因 素，不 难 发 现 该 国 北 极 活 动 具 有 以 下

两个方面的特点。

１．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胶着在一起

当代印度的战略文化在道德尺度和现实主义取向

这两种对立价 值 分 野 的 基 础 上，表 现 出 明 显 的 二 元 特

征，〔４１〕其北极 政 策 与 实 践 也 深 受 这 一 战 略 文 化 影 响。
在声言代表广 大 非 北 极 国 家 利 益，反 对 域 内 国 家 私 自

瓜分北极，推动北极事务国际化这一议题上，充分表现

了其战略文化 中 的 理 想 主 义 成 分；而 在 寻 求 北 极 资 源

开发、参与地缘战略竞争等现实利益面前，则积极介入

北极事务，谋求 话 语 权，表 现 出 浓 厚 的 现 实 主 义 风 格。
在北极利益进 入 其 国 家 战 略 视 野 之 后，其 北 极 活 动 在

政府的推动下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在科学研究、应对气

候变化、资源开 发 等 多 个 领 域 与 北 极 国 家 的 合 作 如 火

如荼，并且通过加入北极理事会等北极治理机构，不断

加强自身对北极事务的话语权，全方位、多领域主动参

与北极事务。显然，无论是其“国际主义”的呼吁，还是

现实主义的实践，都服务于印度的国家利益。

２．南极经验影响显著

回顾印度在上个世纪的南极之路，我们可以发现，
其南极洲国际化鼓动在持续近３０年无效之后，１９８３年

转而选择了 申 请 加 入《南 极 条 约》，并 很 快 获 得 协 商 国

资格。此后，印度由昔日南极洲国际化的积极推动者，
摇身一变而成为南极条约体系的维护者。〔４２〕如今，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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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仅获得北 极 理 事 会 的 观 察 员 身 份，但 已 成 为 北 极

俱乐部“体制内”的一员。因为作为“最大的民主国家”
广受西方欢迎，印度参与北极事务较中国更具优势，在

２０１３年举办的 第 四 轮“美 国－印 度 战 略 对 话”发 表 的 联

合声明中，美国 明 确 表 态 欢 迎 印 度 成 为 北 极 理 事 会 观

察员。〔４３〕这在同年加入北极俱乐部的非北极国 家 中 是

“独一无二”的 待 遇。相 应 的，印 度 的 北 极“国 际 化”呼

吁也没有受到来自北极国家的关注和批评。印度可望

充分利用北极 理 事 会 这 一 平 台，甚 至 可 能 成 为 北 极 理

事会的“捍卫者”。

三、中印北极关系与展望

北极变化的 影 响 是 全 球 性 的，因 而 需 要 国 际 社 会

的共同应对。中 国 与 印 度 同 属 发 展 中 大 国，又 都 是 非

北极国家，由北极变化引起的资源开发、新航道开通以

及全球地缘政 治 变 化 对 两 国 来 说 既 是 机 遇 又 是 挑 战。
虽然中印 之 间 还 存 在 着 包 括 领 土 争 端 在 内 的 诸 多 问

题，印度也一直以来视中国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但

是中印两国在 北 极 地 区 不 仅 没 有 直 接 的 利 益 冲 突，反

而在气候变化、资源开发等方面有诸多的共同利益，双

方存在着就北极问题开展合作的潜力。中印在北极的

合作一方面可 以 减 轻 两 国 之 间 长 期 存 在 的 不 信 任 感，
增进两国之 间 的 互 信。根 据 新 功 能 主 义 观 点，相 关 国

家在某一领域的良好合作有利于把两国在这种合作中

建立起来的互信推广到其他领域，〔４４〕甚至昔日 认 为 难

以调和的领域，即国家之间的合作具有外溢效应，双方

在北极的合作 还 将 有 可 能 推 动 其 他 领 域 合 作 的 开 展，
以建立更为紧密的战略互惠关系；另一方面，两国的合

作也可以为非 北 极 国 家 在 北 极 地 区 的 合 作 做 出 表 率，
推动国际社会在这一地区的协调，为北极地区的和平、
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一）两国在北极科学研究领域拥有“共同利益”
由于北 极 变 化 的 复 杂 性 及 其 对 世 界 影 响 的 广 泛

性，任何一国或 国 家 集 团 都 难 以 胜 任 全 部 的 北 极 科 学

研究任务，因此无论是北极国家还是非北极国家，均十

分强调在北极 研 究 中 进 行 合 作 的 重 要 性，国 际 合 作 已

经成为当代极地研究的显著特点。北极地区的自然变

化和经济开发对中印两国的气候、生态环境、农业生产

和社会经济发 展 具 有 重 要 影 响，两 国 政 府 此 前 也 都 不

断强调本国在 北 极 地 区 的 主 要 目 标 是 开 展 科 学 研 究，
因此双方在科 学 研 究 领 域 开 展 合 作，探 寻 北 极 环 境 变

化对全球气候 以 及 两 国 国 内 气 候 变 化 的 影 响 机 制，符

合双方的 共 同 利 益。中 国 在 北 极 海 洋、气 候 变 化、生

态、空间物理等研究方面具有一定基础和成绩，并积极

与各国开展科 研 合 作，中 印 科 学 家 的 合 作 可 以 更 好 地

增进对北极气 候 变 化 所 带 来 的 影 响 的 了 解，并 推 动 北

极地区的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

（二）两国均高度重视北极理事会这一平台

随着北极理 事 会 重 要 性 的 日 益 增 加，其 功 能 也 正

逐步摆脱成立 之 初《渥 太 华 宣 言》的 限 制，朝 着 组 织 化

的方向迈进，并 且 极 有 可 能 在 将 来 成 为 北 极 治 理 的 最

重要机构。中印 两 国 于２０１３年 同 时 获 得 该 理 事 会 正

式观察员身份，双方可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增强观察员

之间的协调，在推动北极事务合作的同时，亦可提升自

身在理事会中的地位。观察员国家在北极理事会框架

内合作一方面 可 以 促 进 各 国 在 北 极 科 学 研 究、环 境 保

护等领域的认识的增长；另一方面，随着北极参与的深

化，观察员国希望不但在科学领域，并且在政策制定方

面开展与 北 极 国 家 的 合 作，而 由 于 理 事 会 的“努 克 标

准”〔４５〕对观察员做出了非常严格的限制，现有观察员国

家对其在北极 理 事 会 中 的 地 位 普 遍 不 满，期 望 提 升 自

身在北极理事 会 中 的 地 位，北 极 理 事 会 第 八 次 部 长 级

会议之后，在数量倍增的情况下，观察员之间的协调具

备更加成熟的 条 件，这 为 中 印 在 理 事 会 内 的 合 作 奠 定

了基础。此外，中 印 两 国 还 可 以 通 过 合 作 来 推 动 自 身

作为北极事务 参 与 者 的 身 份 认 同，进 而 增 强 北 极 国 家

对两国参与北极事务认知的改变。

（三）联合国相关公约为中印北极合作提供了重要

框架

根据《联合 国 海 洋 法 公 约》规 定，北 极 国 家 大 陆 架

以外的海床 洋 底 及 其 底 土 是“国 际 海 底 区 域”，北 冰 洋

国家专属经济 区 以 外 的 海 域 则 是 公 海，世 界 上 所 有 国

家都有权在国际海底区域和公海按照《公约》规定行使

相应的权利。然 而 在 无 政 府 体 系 下，各 国 加 紧 北 极 争

夺战，加之缺乏有效治理或社会制约，使得该地区很容

易陷入“公地悲剧”困境。在获得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

员身份后，中 印 两 国 都 有 学 者 对 接 受“努 克 标 准”表 示

了担忧，他们认 为 应 当 在 联 合 国 框 架 内 成 立 相 关 机 构

对北极进行治理。有印度学者提出：“联合国应当建立

专门机构以处 理 北 极 事 务，而 印 度 也 应 联 合 其 他 发 展

中国家，推动将北极事务纳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的谈判议程。”〔４６〕我国也有学者认为，以联合国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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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构建多元化法律体系，将是北极治理的发展趋势，也

是构建北极国际法律秩序的理论范式。〔４７〕联合 国 介 入

北极事务具有 天 然 的 合 理 性：一 是 覆 盖 北 极 事 务 的 绝

大多数条约出自联合国的不同职能机构，如《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联 合 国 气 候 变 化 框 架 公 约》；二 是 许 多 涉

及北极事务的 机 构 如 国 际 海 事 组 织、联 合 国 大 陆 架 界

限委员会、国 际 海 底 管 理 局（ＩＳＡ）、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ＵＮＥＰ）等本就属于联合国的分支机构，可以为解决北

极纠纷和推动北极合作提供更稳定的平台。〔４８〕虽 然 北

极五国在２００８年 伊 卢 利 萨 特 会 议 后 表 示 不 需 要 建 立

新的北极治理 机 制，但 并 没 有 排 除 在 联 合 国 框 架 下 治

理北极的可能 性，这 也 为 中 印 合 作 推 动 联 合 国 介 入 北

极治理提供了契机。

四、结语

偏居南亚次大陆的印度，较之中国更加远离北极，
却高调宣示本国利益，并采取实质性措施，使其北极国

际地位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提升。特别是在中国的映

衬下，并依赖所谓“最大民主国家”优势，印度的北极活

动非但没有被 视 为 对 守 成 国 家 的 挑 战，反 而 受 到 美 俄

等国积极支 持，这 一 独 特 案 例 值 得 我 们 深 入 思 考。此

外，虽然印度历来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但双方

在北极利益及 北 极 战 略 考 虑 等 方 面 有 诸 多 共 同 之 处，
存在就 北 极 事 务 开 展 合 作 的 较 大 空 间。通 过 北 极 合

作，增强两国间的理解与信任，最终助益两国因领土问

题所导致的合 作 困 境 的 改 善 和 传 统 安 全 关 系 的 提 升。
从这个角度讲，印度的北极政策也值得我们关注。

［注释］

〔１〕Ｖｉｊａｙ　Ｓａｋｈｕｊａ，“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Ｉｎｄｉ－

ａ”，ｈｔｔｐ：／／ｖｏｉｃｅｏｆ．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ｉｎ－ｆｏｃｕｓ／ｔｈｅ－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ｉｓ－

ｔｈｅｒｅ－ａ－ｃａｓｅ－ｆｏｒｉｎｄｉａ／９９６，访问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７日。

〔２〕《ＩＰＣＣ报告强调气候变化危害人 类 安 全》，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

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４－０３／３１／ｃ＿１１１００３２５５５．ｈｔｍ，访 问 日 期：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９日。

〔３〕“Ｉｎｄｉａ　ｈａ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Ｚｅｅ　Ｎｅｗｓ，

Ｍａｙ　２４，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ｚｅｅｎｅｗｓ．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ｎｅｗｓ／ｅｃｏ－ｎｅｗｓ／

ｉｎｄｉａ－ｈａ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ｔｈｅ－ａｒｃｔｉｃ＿８５０６３３．ｈｔｍｌ，

访问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６日。

〔４〕〔５〕〔６〕〔８〕〔１２〕〔３２〕Ｓｅｒｇｅｙ　Ｌｕｎｅｖ，“Ｉｎｄｉａ　ｇｏ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ｃ－

ｔｉｃ”．ＲＵＳＳ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Ａ－

ｐｒｉｌ　２，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ｕ／ｅｎ／ｉｎｎｅｒ／？ｉｄ＿４＝２８１

＃ｔｏｐ，访问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４日。

〔７〕朱敏、张 铭：《南 亚 夏 季 风 爆 发 前 后 降 水 量 时 空 变 化 特 征》

〔Ｊ〕，《热带气象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１５５页。

〔９〕Ｕ．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Ｃｉｒｃｕｍ－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Ｕ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Ｎｏｒ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ｉｒ－

ｃｅ”，ＵＳＧＳ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　２００８－３０４９，Ｄｅｎｖｅｒ，２００８，ｈｔｔｐ：／／ｐｕｂｓ．

ｕｓｇｓ．ｇｏｖ／ｆｓ／２００８／３０４９／ｆｓ２００８－３０４９．ｐｄｆ，访问 日 期：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２５日。

〔１０〕〔２２〕Ｎｉｔｙａ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ＩＮＤＩＡ　ｔａｋｅｓ　ｕｐ　ＭＡＪＯＲ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　Ｉ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ＯＣＥＡＮ”，Ｊｕｎ　１３，２０１３，ｈｔｔｐ：／／

ｅｃｈｏｏｆ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ｎｅｗ－ｄｅｌｈｉ－ｉｎｄｉａ－ｔａｋｅｓ－ｍａｊ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ａｒｃ－

ｔｉｃ－ｏｃｅａｎ－３１０４５，访问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６日。

〔１１〕Ｋａｂｉｒ　Ｔａｎｅｊａ，“Ｉｎｄｉａ　Ａｒｒｉｖ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Ｍａｙ　２０，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ｉｎｄｉａ．ｂｌｏｇｓ．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２０１３／０５／

２０／ｉｎｄｉａ－ａｒｒｉｖｅｓ－ａｔ－ｔｈｅ－ａｒｃｔｉｃ／？＿ｒ＝０，访 问 日 期：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２６日。

〔１３〕〔１６〕Ｓｕｖｉ　Ｄｏｇｒａ，“Ｉｎｄｉａｓ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ｃｅ”，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Ｍａｙ　２１，２０１３，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ｉｓｓ．ｏｒｇ／ｅｎ／ｉｉｓｓ％ ２０ｖｏｉｃｅｓ／ｂｌｏｇ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ｉｓｓ－ｖｏｉｃｅｓ－

２０１３－１ｅ３５／ｍａｙ－２０１３－４５ｂｄ／ｉｎｄｉａ－ａｒｃｔｉｃ－ｑｕｅｓｔ－５ｂ６６，访 问 日

期：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７日。

〔１４〕蓝建学：《印度大国梦中的 中 国 情 结》〔Ｊ〕，《当 代 亚 太》２００４
年第１２期，第３７页。

〔１５〕〔１７〕〔３６〕〔３７〕〔４６〕Ｐ．Ｗｈｉｔｎｅｙ　Ｌａｃｋｅｎｂａｕｅｒ，“Ｉｎｄｉａｓ　Ａｒｃ－

ｔｉｃ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Ｌａｓｓｉ　Ｈｅｉｎｉｎｅｎ，

ｅｄ．，Ａｒｃｔｉｃ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３．Ａｋｕｒｅｙｒｉ，Ｉｃｅｌ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ｕｍ．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ｒｃｔｉｃ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ｃｏｍ，访问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５日。

〔１８〕师学伟：《２１世 纪 初 印 度 大 国 理 念 框 架 下 的 亚 太 外 交 战

略》〔Ｊ〕，《南亚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７６页。

〔１９〕〔２０〕〔２１〕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

ａ，“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Ｊｕｎｅ　１０，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ｍｅａ．ｇｏｖ．

ｉｎ／ｉｎ－ｆｏｃｕ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ｈｔｍ？２１８１２／Ｉｎｄ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ｃｔｉｃ，

访问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６日。

〔２３〕Ｉｎｄｉａ　２００６，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Ｉｎｄ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０６．ｐ．７７９．
〔２４〕ＡＳＨＯＫ　Ｂ　ＳＨＡＲＭＡ，“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ｎｏｗ　ｎｅｗ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Ａｕｇ　０９，２００７，ｈｔ－
ｔｐ：／／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ｎｅｗｓ／ａｒｃｔ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ｎｏｗ－ｎｅｗ－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ｄ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２０９４６０／１，访问日期：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１日。

〔２５〕〔２６〕〔３１〕“Ｉｎｄｉａ　ｔｏ　ｐｌａ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Ｈｉｎ－

ｄｕｓｔａｎ　Ｔｉｍｅｓ，Ｊｕｎｅ　１２，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ｉｎｄｕｓｔａｎ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ｉｎｄｉａ－ｎｅｗｓ／ｎｅｗｄｅｌｈｉ／ｉｎｄｉａ－ｔｏ－ｐｌａｙ－ａｃ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ｉｎ－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１０７５１２３．ａｓｐｘ，访 问 日 期：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７日。

〔２７〕Ｒａｊａ　Ｍｕｒｔｈｙ，“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ｉａ　ｅｎｔｅｒ　ｈｅａｔｉｎｇ－ｕｐ　Ａｒｃｔｉｃ　ｒａｃｅ”，Ａ－

ｓｉａ　Ｔｉｍｅｓ　Ｏｎｌｉｎｅ，Ｊａｎ　２５，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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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ｉｍｅｓ／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ＮＡ２５Ｄｆ０１．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

７日。

〔２８〕〔３８〕Ｓｈｙａｍ　Ｓａｒａｎ，“Ｉｎｄｉａｓ　ｓｔａｋｅ　ｉ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ｌｄ　ｗａｒ”，Ｔｈｅ

Ｈｉｎｄｕ，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ｈｉｎｄｕ．ｃｏｍ／ｏｐｉｎ－
ｉｏｎ／ｏｐ－ｅ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８４８２８０．ｅｃｅ，访问日期：２０１３年２月７日。

〔２９〕Ｒａｍｅｓｈ　Ｒａｍａｃｈａｎｄｒａｎ，“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ｒｅａｔ　Ｇａｍ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ｔｕｄ－
ｉｅｓ（ＩＰＣＳ），Ｍａｙ　１８　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ｃｓ．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
ｄｉａ／ｉｎｄｉａ－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ａｒｃｔｉｃ－ｔｈｅ－ｎｅｗ－ｇｒｅａｔ－ｇａｍｅ－３９３７．

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２日。

〔３０〕〔４０〕Ｓｈｙａｍ　Ｓａｒａｎ，“Ｉｎｄｉａｓ　ｄ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Ｔｈｅ　Ｈｉｎｄｕ，

Ｊｕｌｙ　１６，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ｈｉｎｄｕ．ｃｏｍ／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ｐ－ｅｄ／ｉｎ－
ｄｉａｓ－ｄａｔ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ｒｃｔｉｃ／ａｒｔｉｃｌｅ４９１５２４１．ｅｃｅ，访问日期：２０１３年

８月１２日。

〔３３〕《印 度 寻 求 进 口 俄 罗 斯 北 极 地 区 天 然 气》，ｈｔｔｐ：／／ｎｅｗｓ．

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ｌｉｖｅ／２０１３－０５／０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９８３５０７２．ｈｔｍ，访

问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７日。

〔３４〕“Ｉｎｄｉａ　ｍｉｇｈｔ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ｏｆ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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