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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日本是较早关注北极问题的亚洲国家之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北极地区自然环境的

变迁，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北极事务的参与。从国家到社会层面，日本的北极外交呈现出多主体、多领域参

与的“立体外交”态势。日本参与北极事务的行为体，主要有政府及相关部门、高校等科研机构、航运和能源

企业以及民间团体等。日本的北极外交以务实性的政府层面外交、深入性的科研 机 构 和 高 校 科 学 外 交，以

及前瞻性的北极事务人文交流为特点。在中国深度参与北极事务的背景下，日本的北极外交可以为中国参

与北极事务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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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虽然并非传统的“北极国家”，但日本是

较早关注北极问题的亚洲国家之一。早在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日本的北海道大学就开始了北极问题

的相关研究。而在新世纪以来，尤其在气候变化

以及经济 全 球 化 对 北 极 地 区 影 响 日 益 加 深 的 背

景下，日本强化了对北极事务的参与。进入２１世

纪以 来，日 本 加 强 了 对“海 洋 国 家”认 同 的 构

建［１］８０。而深度参与北极事务，也是日本“海洋国

家”认同的重要内容。２０１３年５月，日本与中国、
韩国、新加坡、印度、意大利一同被接纳为北极理

事会观察员国，这是日本积极参与北极事务的标

志性事件。近年来，随着北极事务从科学研究和

极地考察，逐渐转向经济开发、资源利用、规则制

定，以及北极交流逐渐从国家主导过渡到国家与

社会多层面综合参与等，日本参与北极事务逐渐

呈现出“立 体 化”态 势，并 体 现 在 参 与 主 体 多 元

化、参与领域综合化等多个方面。

一、变化的北极对日本的影响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北

极地区也 发 生 着 重 大 的 态 势 变 迁。北 极 地 区 的

变化及其影 响，不 仅 仅 停 留 在 北 极 地 区，其 影 响

是全球性 的。而 在 地 理 上 同 为“近 北 极 国 家”的

日本，其地缘 位 置 的 特 征 以 及 经 济 发 展 模 式，决

定了日本 对 北 极 事 务 不 得 不 密 切 关 注。在 亚 洲

国家中，日本较早就对北极地区及其变化非常关

注。其关注 的 重 点 领 域 包 括 北 极 地 区 的 环 境 变

化、北极地区的航道使用以及北极地区的资源开

发等。
（一）北极地区的环境变化对日本的影响

极端气候事件以及海平面上升等问题，随着

气候变化的发展已经越来越频发。根据２０１４年

联合国气候变 化 专 门 委 员 会（ＩＰＣＣ）发 布 的 第 五

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自１９７９年（卫星观测开始

的年份）至２０１２年间北极年均海冰范围在缩小，
缩小速率很可能是每十年３．５％至４．１％的范围

内。自１９７９年以来，每个季节和连续每个十年北

极海冰范围均已缩小，每十年平均范围的缩小速

度在夏季最高［２］４。北极海冰的减少，将进一步导

致反射阳光的白色冰层面积的减少，而深色的海

水会吸收更 多 的 太 阳 能，进 而 进 一 步 加 强 冰 融，
这也是导 致 北 极 地 区 变 暖 速 度 是 世 界 其 他 地 方

两倍的原 因。北 极 地 区 变 暖 而 带 来 的 影 响 将 是

全球性的，包括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发以及海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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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升等。地处北半球的中高纬度的日本，作为

一个岛 国，对 这 些 变 化 的 影 响 具 有 非 常 高 的 敏

感度。
（二）北极航道的开通对日本贸易的影响

在北极冰融的背景下，北极航道的开通及商

业性运营 所 带 来 的 机 遇 也 越 来 越 显 现 出 来。如

果北极航道全面通航，从德国汉堡到日本横滨的

航线，使用北极航线将比途经苏伊士运河的航线

近５０００英 里，比 经 过 巴 拿 马 运 河 的 航 线 节 省

６０００英里。日本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其对外经济

贸易关系的发展倚重海洋航道［３］１９０。日本国家的

发展对国外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其原料需要进口

并且需要国外的市场，其能源的匮乏也使其高度

依赖国外 的 进 口。而 北 极 航 道 的 通 航 与 商 业 性

运营，将使国际航运线路更加多元化。日本国内

北方港口的开发与使用，将进一步拓展与改变日

本的对外贸易格局，降低海运成本并规避途经马

六甲海峡 的 海 运 线 路 上 频 发 的 海 盗 和 海 上 安 全

问题，可以让日本有效地规避传统海上通道沿线

的安全风险，对日本的能源进口来源地多元化战

略以及日 本 整 个 国 家 的 能 源 安 全 都 具 有 重 要 的

意义［４］８３。
（三）北极地区的能源开发对日本的影响

北极地 区 蕴 藏 着 丰 富 的 能 源 资 源。根 据 美

国地质局的报告，北极地区未探明的油气资源占

全世界未探明的油气资源的２２％，其中包含了全

球３０％未被发现的天然气储量和１３％的石油储

量［５］。北极地 区 还 拥 有 丰 富 的 矿 产 资 源 以 及 森

林和渔业 资 源 等。随 着 气 候 变 化 对 北 极 地 区 的

影响以及北极航线的通航，对这些能源资源的开

发利用也 指 日 可 待。日 本 作 为 能 源 资 源 匮 乏 的

国家，高度重视北极地区能源的开发利用。北极

地区能源的 开 发，将 改 变 国 际 能 源 供 应 格 局，也

对日本的能源安全问题带来重大的影响。

二、日本北极外交领域的主要行为体

由于北极地区的变化对于日本的重要意义，
日本较早 就 高 度 关 注 北 极 地 区 的 事 务。近 年 来

随着北极 地 区 变 化 的 加 剧 以 及 北 极 地 区 各 种 机

遇和挑战的显现，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政府之外

的相关层面，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北极事务的关

注、研究和参 与，主 要 参 与 主 体 包 括 政 府 之 内 的

相关部门、涉 北 极 事 务 的 相 关 企 业、高 等 院 校 和

科研机构，以及大财团等民间团体等。这些行为

主体在不同 领 域、多 个 层 面 的 北 极 事 务 中，依 据

自身的特点 和 优 势，对 于 北 极 事 务 积 极 参 与，共

同构成了一幅立体化的北极外交参与模式。
（一）政府及相关部门

日本政府 是 北 极 事 务 外 交 最 主 要 的 行 为 主

体，由于北极 事 务 的 复 杂 性 和 多 样 性，单 一 的 政

府部门无法独揽，涉北极事务的相关决策和参与

也需要政 府 之 内 多 部 门 的 协 调 参 与。日 本 政 府

中涉北极事务的部门主要包括外务省、文部科学

省、防卫省、国土交通省和经济产业省等。
外务省专司日本的外交事务，是日本政府北

极外交事务的主要参与机构，负责执行日本政府

的北极政策，以及拓展北极事务的官方参与。日

本申请北极理事会观察员的具体执行，就由外务

省负责。早在２００９年，日本外务省副外相在纪念

《南极条约》５０周年的大会上，宣布日本将申请北

极理事会 观 察 员 国。随 后 在 外 务 省 设 立 专 门 的

北极特别任务组，负责具体事宜。在２０１３年，日

本又 任 命 了 白 石 和 子（Ｋａｚｕｋｏ　Ｓｈｉｒａｉｓｈｉ）担 任 北

极事务大使，现任北极事务大使是山本荣二。日

本是较早设立北极事务大使的国家，充分显示了

日本政府 对 北 极 事 务 的 关 注 以 及 北 极 问 题 在 日

本外交议程中的优先程度。
文部 科 学 省（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简 称 ＭＥＸＴ）主 要 负 责 日

本国内的教育、文化、体育和科学技术等，是日本

政府的重 要 行 政 部 门 之 一。文 部 科 学 省 作 为 科

学研究的支持机构，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开始

关注北极问题。在文部科学省的推动下，成立于

１９９０年 的 国 际 北 极 科 学 委 员 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日本作为创始成员加

入其 中。２０１１年５月，在 台 湾 地 区 极 地 研 究 所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ｏｌａ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牵头下成立

的日 本 北 极 环 境 研 究 联 盟（Ｊａｐａｎ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ｆｏｒ
Ａｒｃ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也 是 在 文 部 省 的

推动下完成的，并开启了绿色网络卓越项目以及北

极气候变化项目［６］５０。
日本防卫 省 主 要 掌 管 日 本 的 国 防 等 相 关 事

项，类似于国防部。近年来随着北极地区变化对

安全问题所带来的潜在威胁，日本防卫省也加强

了对北极事 务 的 关 注。２０１１年 日 本 防 卫 省 发 布

的《东亚战略概览》中，就有专门一章讨论北极地

区的秩序，以及北极地区变化对日本国家安全的

潜在威胁等［７］７５。日本的经济产业省也密切关注

北极地区 的 变 化 对 日 本 经 济 发 展 带 来 的 机 遇 和

挑战。另 外，负 责 日 本 交 通 运 输 的 国 土 交 通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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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Ｌａｎｄ，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也对北极地区的航运事务较为关注，并

推动日本航运业及早筹划，为北极航道的开通做

好准备。在２０１２年，国土交通省联合其他部门一

道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阐释北方海航道

可能成为日本经济的“前沿之地”，并在部委内部

首次召集 了 针 对 北 方 海 航 道 通 航 等 问 题 的 现 状

评估和未来预测的会议。在２０１３年，国土交通省

专门拨款设立课题，对北方海航道通航相关的法

律问题进行研判［８］１１８。
日本也加 强 和 推 进 与 欧 洲 国 家 在 北 极 事 务

中的合作。欧 盟 北 极 事 务 大 使 玛 丽·安 妮·康

尼斯（Ｍａｒｉｅ－Ａｎｎｅ　Ｃｏｎｉｎｓｘ），曾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８
日至２０日访问日本。在日本访问期间，康尼斯与

日本官员 共 同 召 开 欧 盟—日 本 北 极 事 务 磋 商 会

议，并与商界 领 袖 会 谈，就 日 本 和 欧 盟 国 家 之 间

在北 极 科 学 研 究 以 及 经 贸 往 来 等 问 题 进 行 磋

商［９］。早在１９９３年，巴伦支海欧洲北极理事会成

立之初，成员 包 括 北 欧 五 国，日 本 作 为 观 察 员 参

与。巴伦支 海 欧 洲 北 极 理 事 会 的 宗 旨 是 缓 解 俄

罗斯与西方国家在巴伦支海地区的对峙，加强经

济、运输、环保和科技合作，共同开发俄罗斯西北

地区和北欧国家北极区域。
（二）涉北极事务相关高校等科研机构

北海道大 学 是 日 本 较 早 设 立 北 极 问 题 研 究

机构的高校，早在１９５７至１９６０年间，该校的中谷

宇吉郎（Ｕｋｉｃｈｉｒｏ　Ｎａｋａｙａ）就 开 始 在 格 陵 兰 地 区

对于冰盖 地 质 学 进 行 研 究。北 海 道 大 学 设 有 日

本唯一专门研究冰冻圈自然科学的研究所，设有

低温科学 研 究 所 和 北 极 研 究 中 心。北 海 道 大 学

的北极研究中心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机构，其研

究的主要 方 向 包 括 北 极 地 区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和 开

发利用等，涉及的学科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

然科学等领 域，致 力 于 运 用 新 的 视 角、技 术 和 方

法，同时推进以北极圈为研究对象的新的学术领

域的开发［１０］。北 海 道 大 学 的 北 极 问 题 研 究 积 极

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是亚洲第一所加入北

极大学的教育机构。
神户大学 也 是 日 本 重 要 的 北 极 问 题 研 究 机

构，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作为日本政府设立的为期五年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的研究项目“北 极 可 持 续 性 挑 战 项

目”（Ａｒｃｔｉ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参与方之一，神户大学在项目中的分工是研究北

极地区的法律和政策问题，尤其关注北极国际法

律框架和法律制度。基于此，神户大学在校内的

国际合作 问 题 研 究 院 成 立 了 极 地 合 作 研 究 中 心

（Ｐｏｌａ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由 柴 田 明

穗（Ａｋｉｈｏ　Ｓｈｉｂａｔａ）担任中心主任。
（三）日本企业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和企业也非常重视北极

地区变化所带来的商机，并积极参与北极地区的

资源开发、经 济 合 作 以 及 推 进 旅 游 业 的 发 展 等。
近年来日 本 也 加 入 到 探 索 北 极 资 源 开 发 的 国 家

之中，日本国内的企业凭借先进的技术和科研能

力，不断推进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随着北极地

区石油、天然 气 等 能 源 的 开 发，日 本 公 司 也 积 极

参与。为了 在 格 陵 兰 地 区 天 然 气 开 发 争 夺 战 中

博得头筹，日本的住友商事、出光兴产、帝国石油

等企业联合出资成立了“格陵兰石油开发”公司，
积极 参 与 格 陵 兰 东 北 部 的 海 底 油 田 招 标 事

宜［１１］５。另外，日本的出光兴产公司、日本国际石

油开发株式会社等，也积极地参与北极地区能源

的开发事 宜。出 光 兴 产 公 司 已 经 参 与 挪 威 的 四

个在巴伦支海油气开采板块的多个项目，并获得

挪威柯纳尔油田的开采许可证，从２０１５年开始在

挪威开采石油［７］７６。
随着北极 航 道 开 通 对 日 本 贸 易 和 物 流 等 方

面可能带来的影响，日本的北极航运企业也看到

了北极航 道 开 通 和 运 营 所 带 来 的 巨 大 商 机。位

于北海道的日本最大的北方港口，也将随着北极

航道的开 通 成 为 进 出 白 令 海 峡 的 枢 纽 港 口。日

本是北方海航道运输较早的受益国，早在２０１２和

２０１３年，就有船 只 通 过 北 方 海 航 道，从 挪 威 北 部

的哈默菲 斯 特 工 厂 运 输 生 产 的 液 化 天 然 气 到 日

本，还有船只 经 过 北 方 海 航 道 向 日 本 的 千 叶、富

津、水岛和托巴塔运输轻油。
尽管日本 航 运 企 业 对 北 极 航 道 的 通 航 前 景

保持较为谨慎的乐观，但是随着气候变化对北极

航道影响 的 显 现 以 及 俄 罗 斯 地 区 油 气 资 源 的 开

发，如亚马尔 液 化 天 然 气 等 大 项 目 的 开 发，都 促

使日 本 航 运 公 司 对 北 极 问 题 保 持 极 大 的 兴

趣［１２］３４。日本的航 运 企 业 以 及 日 本 的 造 船 企 业、
港口公 司 等，近 年 来 也 加 强 了 对 北 极 事 务 的 参

与。日本的 航 运 业 巨 头 商 船 三 井、日 本 邮 船、川

崎汽船等大 航 运 公 司，以 及 日 本 船 东 协 会 等，都

对北极航道的开通保持极大的兴趣，并对日本政

府施 加 压 力，推 动 日 本 在 北 极 事 务 中 的 积 极

行动。
（四）日本民间团体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

在民间团体层面，日本的经济团体尤其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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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大财团等相关机构，也非常关注北极问题。日

本海 洋 政 策 研 究 财 团（Ｏｃｅ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也就是现在的笹川和平财团海洋政

策研究所，早在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９年期间就与挪威南

森研 究 院（Ｆｒｉｄｔｊｏｆ　Ｎａｎｓｅ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俄 罗 斯 中

央船舶设计研究所开展了一项为期６年的“国际

北方海航道研究”的国际联合项目。项目的主要

目的是评 估 北 方 海 航 道 通 航 在 技 术 方 面 和 法 律

方面的可行性。后来根据此项目出版了《北方海

航道：连接欧洲与东亚的最短航道》［１１］１－２。
几于同期，“日本北方海航道项目”的启动与

研究，为日本航运企业使用北方海航道提供了咨

询。根据以上研究，日本航运企业认为北方海航

道尽管在通航使用方面具备一定的可行性，但是

还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这使得在经济方面获益

变得更为困难［８］１１８。进入２１世纪，日本海洋政策

研究财团在２００９至２０１１年期间通过“日本北极

海会议”这一架构，多次召集有识之士，研讨相关

的北极参与战略，并于２０１２年４月向日本政府提

交了政策建议报告［１１］２。这些民间机构的相关研

究以及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对日本企业界以及

日本北极政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日本北极外交的特点

在北极地区事务的参与已经突破政府层面，
发展到经济、社会、人文交流等领域的情况下，日

本在北极事 务 中 多 层 面、多 领 域 地 参 与 活 动，主

要呈现出务实性的政府层面北极外交、深入性的

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科学外交”、前瞻性深度

拓展的北极事务人文交流等三个特点。
（一）务实性的政府层面北极外交

为推进日本在北极事务中的务实参 与，２００７
年日本政府设立了海洋政策总部。两年后，日本

着手申请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资格。同时，在日本

政府内部 设 立 特 别 任 务 组 或 工 作 组 来 加 强 对 北

极问题的研 究 和 制 度 化 参 与。２０１３年 在 外 务 省

内部设立北极事务大使，专门处理北极外交相关

事宜。这些正式机构和制度的设立，为日本积极

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制度保障［１３］。
在日本申请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期间，日本

政府也加强了与北极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积

极推进围绕北极事务的国际交往。２０１３年４月，
安倍首相访问俄罗斯，成为近１０年首位访问俄罗

斯的日本首相。日俄两国发布联合声明，承诺进

行以海上搜救为主，范围涵盖北极海域至鄂霍次

克海的合作，构 建 北 极 问 题 合 作 的 双 边 框 架，搭

建北极问题的高级别对话机制，促进两国在北极

航线建设和资源开发等方面加强合作［１４］２９。在俄

罗斯地区北极油气开发的大背景下，日本也进一

步加强了 日 俄 之 间 的 合 作。日 本 北 极 事 务 大 使

白石和子在２０１６年２月的一次采访中表示，科学

研究合作、北 方 海 航 道 开 发 合 作，以 及 亚 马 尔 液

化天然气项目的合作，是日本与俄罗斯在北极事

务合作中重要的三个方面［１５］。
同期，日本和芬兰之间在北极事务上也加强

了合作，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间，两国就开展了“北极

发现之旅”的 合 作 项 目，主 要 关 注 能 源 和 航 运 部

门。对于日本而言，北极地区的北方海航道的通

航等问题是其关注的最为优先的事项。２０１６年３
月，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访问日本后与日本首相安

倍商谈的 一 个 重 要 话 题 就 是 加 强 两 国 在 包 括 北

极航道开发利用、北极地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

作［１６］。２０１７年７月，安倍首相赴北欧国家访问期

间，也再次强 调 了 日 本 对 北 极 地 区 的 兴 趣，承 诺

日本将进 一 步 增 强 在 北 极 事 务 中 的 国 际 合 作 并

推进日俄两国之间的关系，作为北极理事会观察

员国，日本将较之以往更为积极地做出贡献。尽

管日本首相强调在参与北极事务进程中，日本将

加强在北 极 地 区 环 境 保 护 方 面 的 合 作。但 是 正

如尼尼斯托对芬兰媒体所言，对于北极航道的兴

趣是日本 参 与 北 极 事 务 的 最 优 先 事 项［１７］。日 本

政府与北极国家之间的这些高层次交往互动，极

大地推动了日本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
同处东北亚地区的中国和韩国，近年也积极

参与北极事务，并在２０１３年与日本一起成为北极

理事会观 察 员 国。三 国 的 地 理 位 置 决 定 了 其 在

北极事务中拥有众多共同之处，诸如相同的身份

认同、相似的 利 益 诉 求 和 相 近 的 政 策 实 践 等，这

也是三国在北极事务中进行合 作 的 动 力［１８］６５－６９。
在此背景下，日本曾积极参与和推动中日韩之间

在北极事务中的合作。就中国而言，推进大图们

江次区域合作，也需要加强与日本等国家在北极

事务上的合作［１９］１０４－１１０。２０１５年举行的第６届中

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谈期间，就发布宣言表示三国

将围绕北极事务进行合作。随后，首届中日韩北

极事务高层对话于２０１６年４月在韩国首尔召开，
三方针对北 极 政 策、深 化 合 作 等 达 成 共 识，并 商

讨具体 的 合 作 项 目。２０１７年 在 日 本 东 京、２０１８
年在上海 又 分 别 召 开 了 第 二 届 和 第 三 届 北 极 事

务高层 对 话，这 种 制 度 化 的 高 层 对 话 机 制 的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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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将进一步推动三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合作。
（二）深入性的科 研 机构 和 高 等 学 校 的“科

学外交”
由于北极问题研究自身的特性，日本的北极

研究机构非常注重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并开展了

一系列富 有 成 效 的“科 学 外 交”活 动。北 极 大 学

是国际社会北极科学研究和学生培养的大平台，
涉北极问题相关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都可以申

请加盟，北极域外国家可以申请成为准成员单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ｍｅｍｂｅｒ）。北海道大 学 较 早 就 加 入 到

北极大学联盟之中，是亚洲第一所加入北极大学

的教育机构。该校利用北极大学这一平台，组织

了一系列的 涉 北 极 事 务 相 关 的 活 动。仅 在２０１８
年，北海道大 学 就 和 北 海 道 政 府、北 海 道 经 济 发

展委员会一道，承办了北极经济理事会发起的第

三届“世界之巅北极宽带峰会”，研讨北极地区的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北海道大学还将在２０１９年

的７月２７日至８月８日举办北极研究暑期学校，
为来自芬兰 拉 普 兰 大 学、奥 卢 大 学、赫 尔 辛 基 大

学的１５名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的资助。２０１９年

２月，暑期学校的第一次筹备会议在北海道大 学

的北极研究中心召开，商讨了暑期学校的课程纲

要以及暑 期 班 的 相 关 后 勤 保 障 等 事 宜。北 极 研

究暑期学 校 项 目 是 日 本 和 芬 兰 两 国 合 作 的 项 目

之一，暑期班的开展可以推进日本和芬兰之间北

极研究项目的合作与学生之间的交流。
神户大学 的 极 地 合 作 研 究 中 心 在 国 际 化 方

面也异军突起，发展非常迅速。极地合作研究中

心自２０１５年成立以来，每年都主办与北极治理相

关的国际研讨会，至今已经主办４届，研讨的主题

分别为“逐渐显现的北极法律秩序”“北冰洋法律

秩序进展”“北极域外国家／行为体对北极法律秩

序形成的 作 用”“北 极 资 源 开 发 进 程 中 的 可 持 续

性的国际法”等。这些研讨会邀请国际上的著名

专家学者前 来 参 会，与 日 本 学 者 一 道 进 行 探 讨，
会议论文结 集 出 版，目 前 已 经 出 版《北 极 国 际 法

秩序的展 望：科 学、环 境 和 海 洋》以 及《北 极 域 外

国家对北极法律秩序形成的作用》。极地合作研

究中心的系 列 活 动，逐 渐 形 成 了 自 己 的“学 术 品

牌”，进一 步 提 升 日 本 在 北 极 问 题 中 的 话 语 权 和

影响力。该中心还计划在２０２０年承办第１３届极

地法律 研 讨 会（Ｐｏｌａｒ　Ｌａｗ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将 北 极

领域中的国际品牌学术活动“请进来”，进行北极

学术研究领域的“主场外交”，拓展日本在北极学

术研究中 的 影 响 力。中 心 也 设 有 访 问 研 究 学 者

项目，邀请国际上的极地问题研究专家在中心进

行学术研究，自成立以来就有来自中国、芬兰、澳

大利亚、英国、挪威、西班牙、冰岛、俄罗斯等国的

１０多位学者进驻中心进行学术访问。
另外，日本的北极科学研究机构也进一步推

进了与 国 际 上 相 关 北 极 科 学 研 究 机 构 的 合 作。
通过一系列科学研究活动的开展，日本可以掌握

关于北极地 域 资 源、北 极 环 境 变 化、北 极 航 道 等

重要的一手资料与数据。凭借这些资料与数据，
可以为日 本 制 定 北 极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方 面 的 政 策

提供有 力 的 证 据。另 外，通 过 北 极 航 道 的 使 用，
日本也强化了与北极国家，特别是俄罗斯、挪威、
芬兰等北方海航道沿岸国家的双边关系。近５年

来，日本与俄 罗 斯、挪 威 等 国 的 经 济 合 作 明 显 深

化，日本在以上北极国家的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地

位得以提升［４］８５。
（三）前瞻性深度拓展的北极事务人文交流

有效的人文交流是增进了解、加强关系的重

要外交方式。日本在参与北极事务的进程中，也

非常重视在北极事务中拓展人文交流的渠道，增

进北极国家对日本的了解和认知，进而为日本参

与北极事 务 塑 造 良 好 的 国 家 形 象。派 员 参 加 高

级别的北极事务论坛，是有效推进人文交流的一

种方式。由 冰 岛 前 总 统 格 里 姆 松 发 起 的 北 极 圈

论坛（Ａｒｃｔ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自２０１３年在冰岛首都雷克雅

未克召开第一届以来，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国际社

会众多参与者的年度盛事，每年吸引来自６０多个

国家的两三千人参会。参会代表来自政府、国际

组织、企业、大学、智库、环境保护组织、原住民群

体等对北极 事 务 感 兴 趣 的 各 方，以 非 正 式、半 官

方的形式，研讨北极地区的事务以及北极地区的

未来。日本 国 内 的 相 关 研 究 人 员 以 及 来 自 政 府

的官员，较早 就 参 与 到 北 极 圈 论 坛 中，在 论 坛 上

就北 极 研 究 的 学 术 问 题、北 极 政 策 问 题 进 行

阐释。
在２０１４年召开的第二届北极圈论坛大会上，

专门设立了日本国别小组，日本外务省北极事务大

使菅沼健一（Ｋｅｎｉｃｈｉ　Ｓｕｇａｎｕｍａ）、日本海洋地球科

技局执行主任白山義久（Ｙｏｓｈｉｈｉｓａ　Ｓｈｉｒａｙａｍａ）以及

国立政策研究院的砂波篤（Ａｔｓｕｓｈｉ　Ｓｕｎａｍｉ）教授进

行主题演讲，来自日本驻冰岛使馆、日本国家极地

研究所，以及日本文部省的高级别人员作为小组

成员进行发言。在２０１５年召开的第三届北极圈

论坛大会上，日本外务省北极事务大使白石和子

（Ｋａｚｕｋｏ　Ｓｈｉｒａｉｓｈｉ）参会并发言，讲解日本对北极

·５４·



事务的 关 切，日 本 驻 冰 岛 大 使 到 会 主 持。另 外，
在本届年会 上，日 本 文 部 省 还 组 织 了“日 本 对 北

极的倡议”小 组 讨 论，来 自 日 本 外 务 省、文 部 省、
日本海洋 地 球 科 技 局 以 及 日 本 国 立 政 策 研 究 院

的４名高级 别 研 究 人 员 进 行 发 言。２０１７年 召 开

的第五届北极圈论坛大会上，日本北极事务大使

井出敬二（Ｋｅｉｊｉ　Ｉｄｅ）到 会 发 言，日 本 外 务 省 在 会

上组织了主题为“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地

的北极地区”的小组研讨，来自东京大学、北海道

大学、日本东北大学及文部省的人员作为小组成

员参会。在２０１８召开的第六届北极圈论坛大会

上，日本外相 河 野 太 郎（Ｔａｒｏ　Ｋｏｎｏ）也 亲 自 参 会

并进行主题演讲。日本政府的北极研究项目“北

极可持续性的挑战”负责牵头，在会上组织了“未

来的北极时代”的小组讨论，北海道大学、日本东

北大学、文部省的人员作为小组成员参会。
除了参加北极圈论坛进行研讨之外，在２０１７

年召开的第四届论坛上，日本外务省还在论坛期

间组织了“日本之夜”的社交活动，邀请所有参会

人员参加，在 欣 赏 日 本 歌 舞 表 演、享 受 日 本 美 食

的同时，了解日本的北极研究。这样多样化的人

文交流活动，潜移默化地增加了日本在北极事务

中的“存在 感”，增 进 了 相 互 之 间 的 交 流，为 日 本

参与北极事务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四、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启示

日本“立体化”的北极外交富有成效，多层面

的行为体依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积极地深度参

与北极事务，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中国近年来在

北极事务中 也 奋 发 有 为，全 方 位 参 与 北 极 事 务。
探讨日本的北极“立体外交”，可以为中国的北极

参与提供一些思路。
第一，提升涉北极事务在中国外交议程中的

优先程度。在 北 极 地 区 新 一 轮 的“态 势 变 迁”的

背景下，北 极 事 务 越 来 越 融 入 到 全 球 事 务 之 中，
北极地区的 气 候 变 化、经 济 发 展、资 源 开 发 及 航

道利用 等，都 对 中 国 的 未 来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义。较之日本而言，尽管中国也设立了北极事务

特别代表，２０１８年１月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
白皮书，但是日本在这些方面都走在了前面。另

外，随着中国 在 北 极 事 务 中 的 深 度 参 与，以 及 北

极地区的政 治、经 济 和 社 会 文 化 的 变 化，中 国 需

要更为细致的规划和方案，在《中国的北极政策》
白皮书的基础上，制定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具体

实施方案，拟 定 阶 段 性 目 标，以 指 导 中 国 北 极 事

务的实践，在互惠共赢的基础上参与北极事务。
第二，进一步落实和推进中国高校和研究机

构与北极 科 研 机 构 的 合 作。目 前 中 国 有 越 来 越

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进行北极事务的研究，研

究领域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同

时也设立 了 相 当 数 量 的 涉 极 地 的 国 别 区 域 研 究

基地。但 是，这 些 机 构 之 间 通 常 是 独 立 进 行 研

究，并没有如日本政府的“北极可持续性挑战”项

目那样，将北 海 道 大 学、神 户 大 学 等 科 研 机 构 涉

北极事务的 研 究 人 员 进 行 整 合，实 现 优 势 互 补、
协同攻关。中国的涉北极研究的相关单位，也可

以建立北极研究机构的联盟，从顶层进行一定的

整合与 分 工，以 实 现 优 势 互 补。另 外，中 国 目 前

有十几家单位是北极大学的成员单位，但是中国

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一平台，设立如北海道大学北

极研究夏 令 营 之 类 的 国 际 交 流 项 目。中 国 参 与

北极大学的这些成员单位，需要深入研究北极大

学平台所提 供 的 资 源，充 分 利 用 这 些 机 会，推 进

北极研究和交流活动的开展。
第三，提 升 中 国 与 北 极 国 家 的 人 文 交 流 水

平。有效的人文交流是实现减少误解、增进了解

的重要渠道，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经常面临

国外媒体、学者的曲解和误读。尤其对于中国企

业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而言，与日本参与北极开

发的大都是私人企业相比，中国能够参与北极开

发项目的大都是国有企业，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发

一些媒体和学者的曲解，认为这些企业在北极事

务中的参与背后会有政府参与的背景，从而对这

些大项目怀有“敌意”。中国需要多层面、多渠道

的拓展涉北 极 事 务 的 人 文 交 流，为 中 国 学 者“走

出去”参加 国 际 会 议 和 交 流 活 动 提 供 便 利，同 时

积极支持多种形式的“请进来”，如神户大学将主

办第十三届极地法律论坛一样，把一些成熟的北

极问题相关的国际论坛邀请到中国来召开，同时

建立中国自己的北极论坛的品牌，论坛召开之际

政府高官以个人身份出席，提升论坛的品牌度和

影响力，进而逐渐增进国外对中国在北极事务参

与活动的了解，为中国深度参与北极事务创造良

好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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