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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极科技战略的孕育和思考
＊

赵进平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环境学院，山东 青岛２６６１００）

摘　要：北极正在发生显著的暖化，各国对北 极 关 注 度 大 大 提 高。我 国 开 展 北 极 研 究 已 经１５年，至 今 尚 未 制

定北极科技战略。没有科技战略导致北极科技受 重 视 程 度 不 高，发 展 状 况 不 佳 的 现 状。文 章 认 为，北 极 科 技 战 略

缺失的原因是各个领域众说纷纭，而且没有权威的机构来最终确定。需要科学、经济、管理和外交等领域的专家坐

在一起，深入研究国家各领域对科学战略的需求，确 定 一 个 有 强 大 科 学 代 表 性 和 需 求 指 导 性 的 战 略 规 划。借 鉴 其

他北极国家的科技战略，对我国制定北极科技战略有重要参考价值。我国制定北极科技战略已经成为一件十分重

要、必不可少、刻不容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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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１９９９年我国正式组织的第一次北极考察算

起，至今已经进入第１５年。１５年来，我国在北极的

科技工作取得长足的进展，正在成为北极的重要研

究力量，国际上对我国在北极的作用有很高的认可

度，多 数 国 家 支 持 我 国 在 北 极 的 科 学 研 究。２０１３
年，我国成为北极理事会的正式观察员国，未来有望

在北极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国在北极的活动不少，

其中绝大多数是与北极科学有关的工作，因此可以

说，科技工作是我国在北极的主要工作。

北极科学作为国家大型科技研究方向而言，科

技战略规划是必不可少的。科技战略将从国家长远

利益的高度规划科技目标，制定科技战略的总体目

标和具体目标，分清近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确定主要

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并得到充分论证，推动科技力

量的凝聚，促进政府资源的整合。

然而，我国至今没有确定明确的北极科技战略

规划。这个问题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因为我国从

事北极科学研究的时间尚短，稍迟些推出北极科学

战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相比之下，南极的科技

战略在第一次南极考察之前就非常明确了，１９８４年

１０月１５日，邓小平同志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

做出贡献”就是南极战略高度凝聚。我国在３０年的

南极考察中，一直奉行研究南极、保护南极环境的科

学战略，在大气、海洋、地质、地球物理、冰川、天文等

领域广 泛 探 索，取 得 不 少 成 果。北 极 研 究 已 经１５
年，制定北极科学战略的工作已经明显落后。我们

在国际会议上被问到中国为什么感兴趣北极，竟然

拿不出一个统一的说法。因此，目前制定我国的北

极科技战略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工作，需要努力推动。

我国虽然尚没有明确的国家北极科技战略，但

是过去关于科技战略的讨论却不少。２０１０年开始，

在“极地办”的组织下，召开了全国各领域专家和政

府代表组成的班子，深入研究了我国在北极各个领

域的需求，编写了《北极问题研究》一书，第一次充分

反映了我国对北极的视野。［１］（Ｐ１３１－１８８）可以说，制定北

极科技战略的准备比较充分，时机业已成熟。最为

重要的是，我国的北极科学正在取得快速发展，相关

的科学问题都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２］制定北极科

学战略的时候会有的放矢。

一、科技战略难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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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为什么没有确定北极科技战略，原因是多

方面的。

１、众说纷纭，缺乏统一认识

国家需求是确定科技战略的重要前提。在北极

国家权益方面众说纷纭。在北极，我国的权益涉及

到航运、航空、渔业、矿产、油气、旅游、科技、军事、科

技等方方面面，来自各个部门的人员都强调自己的

领域是重要的，难以分清轻重缓急，最后的结果只能

是各种权益的堆砌，没有战略上的重点和主导方向。

北极科技的主要应用领域是维护国家的北极权益，

国家北极权益的不确定性直接导致北极科技战略的

迷惘，难以确定北极科学的优先发展领域，落实考察

任务时难以集中力量取得突破，在各种需求旺盛、资

源有限的情况下，难以形成最佳科技布局。

在科学上，各个学科的科学家都围绕自己的专

业提出发展的战略目标，但缺乏从国家层面的战略

决策。在北极研究领域，基层单位和科学家都有渠

道提出自己的科学建议，主要的科学建议与我国传

统的极地科学研究方向相对应，主要包括海洋、海冰

和大气几大领域，其中，海洋科学所占的比重最大，

包括海洋物理、海洋化学、海洋生物、海洋生态、海洋

地质、海洋地球物理的主要二级学科。每个科学家

和研究单位都有各自的优势，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

形成了自然分工的科研方向和配套的科研条件。来

自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家的建议是确立国家科技战

略的良好素材，但科学界对于北极科学只有零散的

研究，缺乏高 屋 建 瓴 的 统 一 认 识，需 要 经 过 深 入 研

究，使之上升为国家战略。

２、香山会议，未能确定国家科技战略

香山会议是我国科学领域最重要的科学战略会

议。针对第四次国际极地年之后中国极地科学发展

前景的论证需要，在我国极地科学界的努力之下，于

２００８年４月在上海召开了第３２０次香山科学会议，

也 是 唯 一 的 一 次 极 地 科 学 的 香 山 会 议，主 题 是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国际极 地 年 及 未 来 极 地 研 究 的 科 学 前

沿”，我国的主要极地科学家几乎都参加了会议。会

议希望凝聚我国的极地科学目标，推动未来年代极

地科学的发展。会议成为极地科学界的重要论坛，

各个科学领域的意见和建议都得以提出。在北极方

面，科学家们就北极气候变化及其反馈、北极古海洋

学和古气候、影响气候变化的北极海冰和海洋过程、

北冰洋的碳吸收及其对全球碳平衡的影响、北极海

洋生态系统演化与结构、海洋矿产资源与生物资源

等６个方面作为未来北极研究的主要议题。会议建

议在以下几方面作为未来北极研究的主要视角：从

北冰洋的太平洋一侧着手，深入研究太平洋入流的

影响范畴及其对北冰洋整体变化的调控作用；从北

冰洋对气候的响应和反馈入手，深入研究各种海冰

和海洋过程对太阳辐射吸收过程的影响，定量确定

北极对气候的影响途径；注重对整体战略的研究和

顶层设计，确定重大科学问题，加强大气、海洋、海冰

等多学科的合作；重视对北极资源的关注，逐步提高

对资源的探测能力；增加对北极考察的航次，建议建

造新的破冰船，增强对北极研究的能力。这些建议

在后来的北极考察组织工作中得到了考虑和落实。

然而，不足的是，会议没有就极地科学的战略目

标达成广泛共识，没有提出国家的科学战略，在会后

也没有推动科技部在极地科学领域的立项。虽然不

能指望国家科学战略可以通过一次香山会议就能制

定，但没有后续进展表明，这次的香山会议没有成为

推动国家科技战略制定的有效渠道。

３、没有确定科技战略的权威机构

科学界对科技战略的众说纷纭是可以理解的，需

要有权威的科学机构去研究这些建议，最终确定国家

的科技战略。而我国现在没有这样的科学机构。

在成功进行首次南极考察之后，我国在１９８６年

５月１７日成立了中国南极研究学术委员会（以下简

称”学委会”），是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后撤销）的学

术咨询机构。学委会的主要任务是：拟定中国南极

科学考察研究方向、任务、规划和科技政策，提出南

极科学考察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的建议，评审南极

科学考察项目及研究成果等。学委会下设５个学科

组：地质和地球物理、大气与空间科学、生物与医学、

冰川地理与测绘学以及海洋学组。学委会主任、副

主任和委员都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学委会在南极

科技战略制定方面负有权威的责任。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４日，经国家科委批准成立中国

极地考察工作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咨委会”），同

时南极学委会停止工作。咨委会是中国主管极地考

察工作部门的咨询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就极地考察

工作向政府主管部门提供咨询，组织学术交流，对极

地考察工作进行科学技术咨询，评价科学技术成果

指导科学考察活动。咨委会的成员为来自外交部、

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部、国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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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中

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地震局、中国气象

局、国家自然 科 学 基 金 委 员 会、国 家 测 绘 地 理 信 息

局、总参作战部海军局和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

室等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咨委会的工作一直延续

至今，已经存在了２０年。

学委会和咨委会的性质是不同的，学委会定位

为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的学术咨询机构，而咨委会

定位为中国主管极地考察工作部门的咨询机构，没

有了学术二字。学委会主要由我国地球科学的主要

科学家组成，而咨委会主要由各部委的代表组成，显

然，咨询的内容是不一样。咨委会的职责中也包含

科技咨询的内容，但由于其没有权威的科学人员参

与，没有进行科学决策的能力和权威。机构的调整

有其当时的自然背景和需求，事实上，从１９９４年开

始，我国的极地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权威科学

咨询机构的时代。

现在，极地科学工作主要由国家海洋局极地考

察办公室（以下简称“极地办”）收集汇总各个部委、

研究机构、共建实验室、以及骨干科学家的意见，最

后根据后勤支撑条件确定开展的科技工作。来自研

究基层的意见在科学上往往是宝贵的，因为在科学

第一线的人员对于科学的现状和前景有着比较准确

的观察。但基层的意见有时注重各自单位的学科优

势和意愿，很 少 能 从 国 家 整 体 的 角 度 考 虑 问 题，因

此，无法据此确定国家的科技战略。极地办为制定

极地的科技战略做了不少工作。近年来，极地办领

衔针对各个主要领域的国家需求开展了一系列战略

研究，吸引了一批科技人员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

人员参加，取得了一批战略研究成果，为确定国家的

科技战略打下基础。

确 定 国 家 科 技 战 略 并 不 是 简 单 地 起 草 一 个 方

案，开会通过一下就行，而是要科学、经济、管理和外

交领域的专家坐在一起，深入研究国家各领域对科

学战略的需求，从整体上探讨我国北极科学工作的

目标，确定一个有强大科学代表性和需求指导性的

战略规划。事实上，确定国家的科技战略并不是一

件很难的事，只要想做，科技界的准备是充分的。只

是在我国，还没有北极科技战略当做一件十分重要、

必不可少、刻不容缓的事情来做。

二、国家对北极科技的投入

“战略”是指统领性的、全局性的、左右胜败的谋

略、方案和对策。但凡做大事，战略是必不可少的。

在历史上，有很多缺乏战略性远见的实例，最终会导

致失败。我国是一个远离北极的中纬度国家，进军

北极本身就是一个必须有战略布局支撑的事情，没

有人会相信中国人到北极只是头脑一热的表现。南

极有无主的土地，去南极考察可能带有政治利益，而

北极周边都是别国的领土或领海，前往北极考察的

目标更多的是科学。因此，明确我国的北极科技战

略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没有国 家 北 极 科 技 战 略 会 导 致 两 个 结 果。第

一，北 极 科 技 不 被 重 视；第 二，北 极 科 技 难 以 发 展。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国家对北极的投入来看没有北

极科技战略所受到的影响。

１、北极考察和考察能力建设的投入

从１９９９年国家组织的第一次北极考察起，国家

在北极考察和考察能力建设方面做出的努力主要来

自财政部。１９９７年我国利用苏联解体的机会，成功

买到了雪龙号，使得我国有了能在冰区航行的船舶，

服务于南北两极。２００４年，我国在挪威斯匹次卑尔

根群岛 的 新 奥 尔 松 建 设 了 中 国 北 极 黄 河 站。２００６
年，财政部立项支持我国极地考察“十五”能力建设，

其中雪龙船改造，国内基地建设和北极科学考察观

测站建设对提高我国北极考察能力有重大的支持。

在财 政 部 立 项 支 持 下，我 国 于１９９９、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２年５次派遣科学考察队前往北极开展

科学考察。由于北极考察没有持续的支持，导致北

极考察一直处于有今天没明天的间歇考察状况。在

各方的多年努力之下，财政部与国家海洋局于２０１１
年开始实施“南北极环境综合考察与评估”专项，使

得我国的南北极考察均进入常态化时期。“专项”的

经费缓解了北极科技界资金严重不足的局面，也维

持了北极科技队伍的存在。唯一不足的是，由于国

家部委之间的分工，财政部的专项经费不能列入科

学研究的内容，只能在考察和评估的框架内实施，科

研工作在专项中无法体现。

２、北极科学研究的投入

长期以来，我国对北极研究的投入主要来自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早在

１９９５年，基金委 就 把 极 地 方 向 单 列 出 来，放 在 海 洋

学科管理，保障了极地科学研究受到特殊的重视，一

些有志于极 地 研 究 的 人 员 能 够 得 到 资 助。最 近１０
年来，海洋学科在全球变化领域和海洋领域中都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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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一些涉及极地科学的重点项目。最近，基金委

还努力推动极地领域重大项目的立项。基金委对极

地科学的支持是值得称道的，尤其是对北极科学的

支持是有远见的，在很多年中一直是北极科学研究

的唯一经费支持渠道，受到科技人员的信任和支持。

基金委项目的支持强度不是很高，但正是这些支持

成就了我国北极科技蒸蒸日上的局面。近年来，基

金委项目的支持强度逐渐增大。

相比之下，科技部对北极的支持不多。在２００８
年之前，科技部在８６３领域仅支持了两件用于极地

的仪器开发，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科技部８６３信息领

域支持了极地冰雪遥感技术开发项目，这些投入都

是技术方面的投入。在北极科学研究方面，科技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在“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

计划”中的“北半球冰冻圈变化及其对气候环境的影

响与适应对策”项目中将海冰列入研究内容予以支

持，成为在北极科学研究方面唯一得到科技部投入

的项目。极地科学界多次争取９７３项目，但都因为

种种原因没有得到支持。到目前为止，仍看不到科

技部未来有任何支持北极研究的计划，北极科学仍

将游离于科技部的支持之外。科技部作为国家科技

资助的主体，没有重视北极研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北极的研究在与其它项目的竞

争中经常处于劣势，似乎国内的什么工作都比遥远

的北极重要，其根本原因是我国没有北极科技战略。

三、国外的北极科技战略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减退，北极在自然

资源、航运及科研方面的价值日益明显，从而引发了

北极国家对北极地区的激烈争夺。

１、美国的北极科技战略

作为世界 大 国，美 国 在 北 极 地 区 拥 有 安 全、能

源、资源及经济等诸多方面的战略利益。为实现和

捍卫这些战略利益，美国政府分别在１９８３年、１９９４
年和２００９年出台了专门针对北极地区的官方文件

《美国北极政策指令》，标志着美国北极战略的成型。

在科技战略方面美国认为，在北极地区进行资源开

采或军事活动，都需要了解北极地区的环境信息，需

要实现对北极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准确预测。因

此，北极科学考察和研究是美国北极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美国的北极科考活动由国务院牵头，重视

科学考察和交流。近年来，美国加紧建设北极的基

础设施，新造破冰船，建立北极观测网络。美国倡导

所有北极国家积极参加北极科考活动，提升对北极

的科学认识，共享科研信息，推动北极研究项目的国

际合作。［３］

２、加拿大的北极科技战略

２００９年７月，加 拿 大 政 府 公 布 了 新 的 北 极 战

略，《加拿大北部战略：我们的北方、我们的遗产、我

们的未来》，提出加拿大是一个北极国家，北极时期

历史遗产是其国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拿大在

北极航道权 的 争 取、北 极 的 军 事 存 在、北 极 人 类 健

康、港口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加大了投 入 力 度。［４］

加拿大的北方战略包括四大支柱：对北极岛屿和水

道行使主权，促进北极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保护北极

环境，加强对北极地方政府管理。哈珀自从２００６年

担任总理以来，连续７年都前往北部地区进行视察。

同时，加拿大 也 派 出 了 强 大 的 科 考 队，进 行 地 质 考

察，希望找到有利于自己的科学证据。［５］

加拿大是北极国家中拥有最为雄心勃勃科技战

略的国家。首先，加拿大认为自己是北极国家，需要

将其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周边的海域考察清楚，因而

在北极考察和研究中长期投入，连续多年开展考察

研究，是北极科学研究的领头羊。近年来的主要计

划包括：海 洋 与 海 冰 联 合 研 究 计 划（ＪＯＩＳ）、环 北 极

开放水道研究计划（ＣＦＬ）、加拿大三大洋研 究 计 划

（Ｃ３Ｏ）等。此外，加拿大还有 一 些 长 期 存 在 的 计 划

来支持北极 考 察 和 研 究，例 如：加 拿 大 大 陆 架 计 划

（ＰＣＳＰ）、北极观测网络（ＡｒｃｔｉｃＮｅｔ）等。第二，北部

居民的健康问题也是加拿大政府的关注焦点。加拿

大北部居民高度自治，其土地属于当地居民所有，加

拿大政府需要善待他们，以确保其对加拿大政府的

认可和凝聚力。因而，加拿大关于北极医学的研究

处于领先地位。北极生命医学的研究也对加拿大的

北极驻军提供重要的支撑。第三，北极的资源开发

和航道开通 都 将 对 北 极 脆 弱 的 环 境 产 生 很 大 的 压

力。加拿大十分关注北极环境，早在１９７０年就顶住

包括美国的 压 力，单 方 面 颁 布《北 极 水 域 污 染 防 治

法》，北极环境研究一直是加拿大北极研究的重点。

第四，位于加拿大北极群岛内的西北航道是未来北

极重要的通航水道，加拿大对航道连续多年进行探

测，取得了宝贵的数据［６］。第五，加拿大对北极环境

的保护高于资源开发，要求资源开发要在环境保护

的前提下进行，因此，加拿大以科学研究带动对北极

的资源开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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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俄罗斯的北极科技战略

由于北极地区在军事、航道、能源等方面具有重

要战略地位，２００８年９月，俄罗斯通过了《２０２０年前

及更远的未来俄罗斯联邦在北极的国家政策原则》，

制定了北极战略，提出１２０万平方公里的北极领土

主张，组 建 北 极 部 队，进 行 能 源 开 发，新 建 破 冰 船。

俄罗斯的北极战略包括三个方面：通过司法手段力

求领土要求合法化；武力配合司法手段，保在北极的

既得利益；同时力图构建北极地区安全机制。［５］［８］具

体而言，俄罗斯在北极自然资源争夺和北极航道控

制权的争夺方面先声夺人。［９］其中，拥有北极的资源

是俄罗斯的最优先的目标之一。［１０］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北极科学进入寒冬，国家

对北极科技的投入极少，无力支撑北极的科学研究，

大批顶级科学家流落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俄罗

斯对北极科研提供的支持都颇为有限，北极研究机

构没有足够的经费。俄罗斯还限制科学家通过国际

合作开展北极研究，拒绝在其北极的领海和专属经

济区进行国际合作，听任自己国家的北极科学处于

低谷。可以说，俄罗斯是缺乏北极科技战略的国家。

然而，俄罗斯为了支持其北极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

而开展科学活动。２００４年俄罗斯利用３２个北极流

动科考站３万个工作日获得的数据编制出世界上第

一幅北冰洋海底地形图。为了支持俄罗斯对北极地

区的领土要 求，２００５年 对 门 捷 列 夫 隆 起 进 行 考 察，

２００７年对罗蒙诺索夫海岭进行考察。２００７年８月，

俄罗斯极地专家、国家杜马副主席阿尔图尔·奇林

加罗夫率领科考队对北冰洋罗蒙诺索夫海岭进行调

查，并在北冰洋４　２６１米 的 海 底 插 上 了 一 面 钛 合 金

俄罗斯国旗。俄罗斯科学家连年对罗蒙诺索夫海岭

进行深层地质探测，以证明其是俄罗斯大陆架的自

然延伸［５］。在俄罗斯，北极科学只是为其政 治 和 经

济利益服务的工具。

４、其他北极国家的科技战略

挪威是最重要的北极国家之一，其资源主要来

自北极，因此，挪威的北极战略对全世界影响很大。

挪威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９先后发表 了 三 个 版 本 的

北极战略文件。其中最正规的是２００９年３月发布

的文件《北 方 的 新 进 展：挪 威 政 府 北 极 战 略 的 下 一

步》。文件的第一部分提出了未来挪威政府的７个

行动方向：发展关于北极气候和环境的知识；加强对

北极海洋的监测；对海洋能源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促进北方经济发展；建设北极基础设施；加强主权的

管理；保卫土著居民的文化和生活。可见，挪威的北

极战略将科技放在了优先的位置。文件的第二部分

主要讨论了北极的国际合作，可以认为基本上是挪

威的北极科技战略，包括北极科考领域开展大规模

国际合作，增进人员往来，提供更多的资助用于北极

科考，高度重视气候变化的研究。相比而言，挪威的

北极研究团队庞大，经费充足，研究水平高，合作意

识强，是我国需要努力开展国际合作的国家。［１１］

丹麦的格陵兰岛位于北极，是一个重要的北极

国家。丹麦为了与加拿大争夺汉斯岛争执了２０多

年。从１９８４年开始，丹麦先后五次到该岛 插 旗，宣

示主权。２００５年，加拿大国防部长在岛上插上了加

拿大国旗作为反击。２００５年，丹麦宣称格陵兰岛与

罗蒙诺索夫海岭连接，是格陵兰陆架的自然延伸，丹

麦对该地区的资源拥有开发权。为了取得证据，丹

麦在２００７年组成一支由４０名研究人员组成的科考

队启程奔赴北极，在丹麦的格陵兰岛北部海域收集

数据，以证明２　０００多 公 里 长 的 罗 蒙 诺 索 夫 海 岭 为

丹麦所属格陵兰大陆架的延伸，丹麦为此已花费了

超过２．５亿美元。客观地说，丹麦对北极科学没有

足够的重视，其主要的关注点还是在格陵兰岛。

冰岛在北极只有领海，没有领土，其北极战略的

影响空间有限，其科学研究的体量也远小于挪威，没

有宏大的 北 极 科 技 战 略。瑞 典 虽 然 在 北 极 没 有 领

海，但 在 北 极 科 学 中 是 一 个 大 国。瑞 典 的 破 冰 船

Ｏｄｅｎ号是欧洲最大的两艘破冰船之一，在北极海洋

考察和研究中做出骄人的成绩。因此，瑞典的北极

科技战略是在北冰洋形成科学优势。芬兰也是北极

国家，而且在波罗的海国家中是地区性大国。但芬

兰的北极研究队伍弱小，芬兰的破冰船不具备科学

考察能力，芬兰也没有资助的北极考察航次，连唯一

的海洋研究所也被撤并，没有强大的北极科技战略。

５、欧盟的北极科技战略

欧盟的大部分国家不属于北极国家，但其与北

极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有重要的权益。欧盟制定北

极战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基本点是，认为北极

在全球气候变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气候变化

打开了利用北极资源的大门，未来在北极的利益都

与气候变化有关，其气候政策的核心是将气候与能

源、环境等联系在一起。欧盟一直作为领导全球应

对气候与环境变化的领路人，从关注北极的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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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环境问题入手，把北极问题纳入欧盟政策视野。

因此，欧盟的北极科学战略在其北极战略框架中排

在首位，是其最重要的北极事务。欧盟的北极战略

意在表明欧盟要致力于北极气候的研究，保护北极

环境，通过这项战略的实施体现欧盟在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上的领导者地位。［１２］

６、非北极国家的北极科技战略

目前，一些发达的非北极国家对北极表现出浓

郁的兴趣，前往北极考察。非北极国家大多打着科

学的旗号前往北极考察，而将其真正的目的掩藏起

来。限于篇幅，本文不详细介绍。

四、制定国家北极科技战略需要考虑的问题

从主要北极国家的北极战略来看，科技或者是

主要关注的问题，或者是了解资源与环境状况的必

要手段，在北极战略中都占居非常重要的地位。即

使是非常不重视科技的国家，也把科技当做支撑其

北极战略的关键。而北极的科技战略在非北极国家

的北极战略所占的地位更高，科技是其在北极活动

的首当其冲的使命。因此，我国制定北极科技战略

是势在必行的、而且越早越好。

根据世界主要国家的北极科技战略，我国的科

技战略应该充分考虑到以下主要问题：

１、与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气候变化有关的北极

科学问题

北极变化对我国气候有不可避免的影响，这些

影响至今并不清楚，需要深入研究。尤其重要的是

要对北极有关的科学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搞清北

极的变化过程，才能真正理解北极对我国气候的影

响。我国迄今为止的北极考察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些

科学问题。

２、与我国北极活动有关的北极科学问题

我国未来将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北极活动，包括

科考船的考察、商船的航运、军用舰船可能的活动等

等。这些活动需要我们为其提供考察和环境预测方

面的保障。从航行角度，我们需要对可能的航道和

活动海域进行充分的探查。从环境保障的角度，我

们需要观测海冰冰情、海流、气象参数等，为船舶提

供环境速报。最终的对北极活动的预测服务要基于

大量前期研究基础，需要长期广泛的研究。这个问

题还涉及到极地的生命医学问题，探索在极区环境

下人类健康和疾病等有关问题。

３、与我国北极经济战略有关的北极科学问题

我国未来可能会关心北极的海洋油气资源、矿

产资源、渔业资源等，还会关心别国陆地上更为丰富

的资源。我国并不以占有这些资源为目的，而是为了

解未来的可用资源，需要根据资源的蕴藏量和可能的

开采条件来调整我国的经济布局。为了确定这些经

济战略，需要大量的科学考察作业，有目的地探索北

极的可用资源，为国家的经济战略服务。与资源考察

有关的考察作业很特殊，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４、与我国全球科学战略有关的北极科学问题

我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科学大国，有日益扩

展的全球科学战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将成

为世界科学领域研究能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为了

这些科学目的，我们会从科学的角度、而不是实用的

角度关心北极的科学问题，包括北极的居民、自然环

境、生物等。其中，我国在北极大科学体系中最重要

的关注点当属地球系统，包括６大圈层。地球系统

的变化体现在各个圈层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大气圈、

水圈、生物圈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在极地尤其

突出，涵盖了国际极地科学界的主要研究工作。因

此，我们在这个方面要尽早布局，开展相应科学问题

的研究。

五、制定国家北极科技战略的意义

国家的科技战略有长期的指导意义。美国在南

极的科技战 略 决 定 了 美 国 要 成 为 南 极 研 究 的 最 强

国，美国在南极的投入巨大。在近期的经济危机中，

美国的总体科技经费大幅削减，但对南极的投入不

减反增，因为要以战略的眼光看待南极的科学活动，

从长远角度谋取美国在南极的权益。我国的北极科

学战略需要上升到国家层面来制定，使之成为具有

长期指导作用的文件，让各个政府部门都能将落实

北极的科学战略为使命，努力、自觉地推动北极的科

学考察与研究工作。

我国现有的北极研究力量不论在量上还是在质

上都很弱小，尚不能保证支撑我国的北极科学研究

需要。北极科学战略有利于北极研究队伍的建设，

会让年轻人看到北极科学的美好前景，愿意把毕生

精力投入到北极研究。未来我国需要一支以年轻人

为主体的高水平研究队伍，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北极

科技战略提供政策上的支持。

由于北极自然环境恶劣，人类前往探测异常困

难，需要依赖高技术手段实现对北极的观测与监测。

北极的科学战略将推动北极特有技术的开发，各种

６



适应极区恶劣自然环境的技术和手段会层出不穷，

对北极的考察能力大幅度提高，推动对北极的研究，

并带动相关高技术的发展。

北极的科学战略将带动社会资源的投入。在国

外，社会资金是支持极地研究的重要来源之一。我

国确定了北极科学战略之后，会让全社会认识到北

极科学的重要性，带动社会上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投

入北极，加强我国的北极考察能力。

北极科学战略的实施将使我国的北极科学研究

进一步国际化，与国外科学团队有更加紧密地合作，

在科学上增加与国际社会的对接与融合，有效地提

高研究水平，解决地球科学的重大科学问题，促进科

学的发展。

北极的科学战略的实施将带动各个行业进入北

极，首当其冲的可能是旅游业、远洋运输业、渔业、建

筑业等。这些行业会随着科学战略的实施和科学成

果的涌现而得到更好的支撑和保障，以各种方式进

入北极地区，形成新的经济生长点。

总之，我国应在近期内推动北极科技战略的制

定，发表中国北极科技战略白皮书，细化我国未来在

北极的科技规划和国际合作，推动我国北极科技事

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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