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0 月
第 37 卷 第 5 期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Oct． 2019
Vol． 37 No． 5

新形势下俄罗斯北极军事态势分析及中国的应对
*

郭培清，付云清，杨沛东
( 中国海洋大学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 2018 年 10 月，北约在挪威沿海举行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三叉戟”军演，意图重

夺北极地区军事战略主动权。北约的行动导致俄罗斯在北极地区频频“亮肌肉”，致使地区安全局

势迅速恶化。中国在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北极地区安全局势与中国国家利益有着密切联系。
在当今美国将中俄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大背景下，中国如何利用北极安全困境，实现外交突破，

将对中国改善周边环境，提升国际话语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重点分析了 2018 年“三叉

戟”军演以来俄罗斯强化北极军事存在的具体措施、战略考量、演变趋势、对华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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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8 年秋季以来，北极安全局势日益引起国际

社会的关注。美俄等国频繁在北极地区展示军事实

力，导致地区紧张形势不断升温。传统军事强国在

北极地区的军事对峙，导致北冰洋这一片常年冰封

的水域不再“寒冷”。北极地区各国的国力军力对

比转化引发了诸多关于地区安全的特殊性和前景的

问题，包括北极国家之间的多边和双边军事关系。
随着近期俄罗斯、美国及其他北约国家在北极地区

强化各自的军事存在，使得北极军事化议题在冷战

后再度引发世界关注。
俄罗斯联邦自成立以来越来越系统化、全面化

地看待北极安全问题，对北极地区安全的重视程度

不断提升。在此过程中，俄罗斯联邦在北极军事态

势上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 1991—2007 年

的战略沉寂期、2007—2014 年的战略进取期，以及

2014 年至今的战略强化期。2007 年发生的“插旗事

件”标志着俄罗斯在历经 16 年的“韬光养晦”后，开

始向北极方向主动出击。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

后，为了缓解在西南方向受到的沉重压力，俄罗斯更

加主动向北极方向进取，标志性事件即 2014 年 12
月成立北方舰队联合司令部。在 2015 年俄罗斯连

续出台的《俄联邦海洋学说》与《俄罗斯联邦国家安

全战略》中，以更为强烈的语气强调了对北极地区

安全事务的深切关注。

二、俄罗斯北极军事强化措施

2017 年 12 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了新版的

《国家安全战略》，在报告中将中国与俄罗斯定位为

“战略竞争者”( Strategic Competitors) ［1］。2018 年 5
月 4 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 John
Michael Ｒichardson) 在全球第一大军港诺福克港宣

布重建第二舰队，负责美国东海岸和北大西洋防务，

其辖区包括美国东海岸、整个北极圈、白令海峡及挪

威和俄罗斯沿海［2］。2018 年 10 月，北约国家在挪

威沿海等地举行规模空前的“三叉戟”军演，并且

“杜鲁门号”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首次进入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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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内的航母。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军事战略布局无疑

将迫使俄罗斯进行新一轮的回击，致使北极安全形

势更趋恶化［3］。
在北约“三叉戟”军演前，俄罗斯北方舰队和空

军已经在巴伦支海上空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在

北约军演过程中，俄军方对挪威和芬兰北部地区的

GPS 信号系统进行了干扰，并扬言在挪威海域进行

导弹演习。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 NUPI) 高级研究

员 Njord Wegge 认为，俄罗斯声明在挪威水域进行

导弹演习是对北约的某些方面，以及挪威国防安全

政策的不满［4］。尽管在 2018 年 12 月份，俄外长与

挪威外交大臣在意大利米兰会谈时就北方问题达成

了诸多共识，包括巴伦支海鱼类管理、环境保护、跨
境民间接触及海岸警卫队搜救等; 但这些合作事项

并没有包含军事安全这一最为重要的高政治领域。
在军事安全领域方面，俄罗斯为加强其在北极地区

的传统军事大国地位，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5］。
(一)增强核威慑能力

提高核威慑能力始终是俄罗斯国防战略中的重

要目标。北方舰队司令 Nikolai Yevmenov 在 2019
年 3 月份接受采访时称，升级版的“北风之神级”核

潜艇和“亚森级”核潜艇将会在 15 ～ 20 年内成为俄

北方舰队的中坚力量［6］。稍后的 3 月 28 日，北方舰

队北德文斯克号潜艇在北极某军港成功发射“口

径”反舰导弹。北德文斯克号核潜艇是 2018 年服役

的第 2 艘“亚森级”核潜艇。目前，有 3 艘“北风之

神级”核潜艇在服役，俄太平洋舰队拥有 2 艘，北方

舰队拥有 1 艘。“北风之神级”核潜艇可以携带 16
枚远程导弹，对美国本土都具有一定的威慑能力。
“亚森级”攻击型核潜艇是俄罗斯最为先进的攻击

核潜艇，具有良好的反潜能力，目前在役的 2 艘该型

核潜艇均属于俄罗斯北方舰队。借助北极地区优越

的地理位置，塑造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是俄军方的

目标之一，未来俄罗斯的战略威慑能力还将进一步

提高，北极安全形势也将日益复杂化。
(二)加强北方航道控制

东北航线经过的水域大多处在俄罗斯专属经济

区内，早在苏联时期，苏联官方就用北方海航道概

念，强调这个航线在苏联境内的北冰洋水域，暗示苏

联对其享有主权或管辖权。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

承了苏联对东北航线的政策，继续主张北方海航道

位于俄罗斯领海或毗邻俄罗斯北方沿海经济专属区

内，并宣布“开放”北方海航道; 同时，通过国内法要

求使用东北航线的外国船只必须经过俄罗斯允许、

付出高额的破冰导航服务费才可通行。2018 年 11
月，俄国防部发言人称将对通过北方航道的外国船

只进行限制。2019 年 3 月，俄国防部公布了外国军

舰进入北方航道需提前 45 天通知的规定，同时增加

北方航道沿途驻军［7］。通过政策和军事布防两种

手段加强对北方航道的控制，显示了俄罗斯政府和

军方在该问题上的高度的统一性和快速的执行力。
(三)加强北极军事基础设施建设

2018 年 12 月 24 日，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
绍伊古在莫斯科的国防部社会委员会会议上提道，

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是世界上最为先

进的，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匹敌。2019 年 4 月 5 日，

俄罗斯国防部主动公布了位于北极地区的“北方三

叶草”军事基地( Northern Clover) 。该基地位于新

西伯利亚群岛中的科捷利内岛( Kotelny) 上，在拉普

捷夫海和东西伯利亚海之间，是俄罗斯武装力量中

首个建在北极地区的闭环式军事基地。这是俄罗斯

第一次对外展示该岛上的“三叶草”军事基地。同

时，谢尔盖·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在法兰士约瑟夫

地群岛( Franz Josef Land) 、亚历山大地岛( Alexandra
Land) 、科 捷 利 内 岛 ( Kotelny Island ) 斯 列 德 尼 岛

( Sredny Island) 、弗兰格尔岛( Wrangel Island) 、梅斯

施密特( Cape Schmidt) 和新西伯利亚群岛( New Si-
berian Islands) 都新建了军事基础设施［8］。这些军

事基础设施以俄罗斯北极岛屿为据点，对北方航道

和北极资源起到良好的控制和保护作用。
(四)优化北极考察力量

2018 年 12 月 18 日，俄国防部宣布成立一支专

门负责北极考察的集团军。该集团军隶属于北方舰

队的科拉分舰队，考察部队有 1 艘大型反潜舰、2 艘

大型登陆舰、1 艘海上拖船及部分保障性船只，用时

2 个多月完成了从俄西部巴伦支海跨越北冰洋到达

俄东部太平洋沿岸并返回基地的考察［9］。自 2014
年北方舰队联合战略司令部成立以来，俄罗斯就在

此基础上不断优化其北极军事力量。组建新的北极

考察部队可以更好地保障俄罗斯军方在北极恶劣环

境下的科学考察，以便更加清晰地了解北极自然环

境为军事部署提供条件。
正如俄国防部长绍伊古所言，俄罗斯加紧北极

军力部署的原因是加强北极防御和对北方航道的控

制。作为俄罗斯重要的战略核反击区域，北极地区

的战略安全地位正不断提高。在新形势下，俄罗斯

一系列军事建设活动的背后始终是防御性和反应式

的，其仍然希望总体维持北极地区的和平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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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俄罗斯强化北极军事存在的战略考

量

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安全和发展利益是互为表

里、相互交织的。在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融入西方

的战略宣告失败，更加注重东向和北向的发展。俄

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安全利益主要包括对核战略威慑

区的保护、对北极大陆架的争夺、对北方航道的控制

和对北极丰富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涉及军事安

全、领土安全、航道安全、经济安全等多方面维度。
上述安全利益中的航道安全与资源安全又具有发展

性质。普京在第五届国际北极论坛上发言时说:

“现在北极地区在俄罗斯总投资金额占 10% 以上。
我们预计，北极地区在我国经济领域具有的意义将

越来越大。”［10］据统计，2018 年北方航道的货运量

达到了 1800 万吨，诺瓦泰克( Novatek) 公司运营的

位于亚马尔半岛的 Yamal － LNG 项目与位于格丹半

岛的 Arctic － 2 LNG 项目进展顺利，俄气公司( Gaz-
prom) 在亚马尔半岛的 Kharasaveyskoye 气田也进入

全面开发阶段，预计 2023 年投产，该气田储量达 2
万亿立方米，是俄罗斯已知的储量最大的气田之

一［11］。笔者预判，俄罗斯北极地区的经济潜力在未

来将会得到更大的释放。总之，在全球变暖导致北

极冰川融化的大背景下，北极作为俄罗斯未来的战

略资源储备地和地缘经济扩展区，其安全和发展利

益将会随着该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而进一步提升。
(一)确立对该地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

权权利

俄罗斯前副总理德米特里·罗戈津在 2012 年

时声称:“如果俄罗斯未能明确表明其在北极的国

家利益，我们可能在大约 40 年 内 失 去 ( 北 极) 主

权。”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北方航道逐步开通，

北极地区极其丰富的资源宝库引发北极八国愈发激

烈的争夺，尤其是在主权划定方面。俄罗斯在 1997
年就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在 2001 年 12 月

20 日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 200 海里

以外大陆架划界案，声索俄罗斯在罗蒙诺索夫海岭

和门捷列夫海岭的大陆架权益; 丹麦以格陵兰岛为

依托划定北极海床势力范围，与俄罗斯在罗蒙诺索

夫海岭展开主权争夺; 挪威于 2006 年向联合国大陆

架划界委员会提出对北冰洋大部分海域的主权声

张。总体来看，目前北极八国对北极的主权声张皆

有互相冲突之处。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在西方话

域中被定义为“扩张主义力量”，并被认为意图在东

欧和北 极 确 立 对 欧 洲 国 家 的 主 导 性 军 事 优 势 地

位［12］。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军事现代化打破了区

域均势格局，引起了其他北极国家的担忧［13］。
(二)分化瓦解北欧“抗俄”联盟

北欧国家中的挪威、丹麦和冰岛是北约的创始

成员国，瑞典和芬兰是北约的和平伙伴国。乌克兰

危机之后，西方国家试图在俄罗斯西北方向开辟

“第二战线”，以应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威

胁。面对北约重建“抗俄北方联盟”的举措，俄罗斯

通过软硬两种手段对北欧国家施加压力，对北欧国

家“又拉又打”。在“拉”上，早在 2010 年俄挪两国

就巴伦支海的划界问题达成协议。俄罗斯尽管对北

约在北欧—北极地区演习表示很大的不满，但是并

没有 采 取 类 似 在 乌 克 兰 问 题 上 激 进 的 做 法。在

2019 年 4 月第五届国际北极论坛上，普京表示北极

不存在冲突，并且在会议期间与瑞典、芬兰、挪威、冰
岛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进行了会谈，重点讨论了

北极合作问题。在与瑞典首相会晤时，普京称对方

为“朋友”并欢迎瑞典在俄投资。在“打”上，如“三

叉戟”军演过程中，挪威和芬兰方面均表示受到俄

罗斯军方 GPS 信号的干扰，尽管俄方并没有承认。
同时，俄罗斯北方舰队在巴伦支海进行了反潜和空

中演习［4］。在三叉戟军演过后不久，俄罗斯官员宣

布将在挪威海域的挪威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演习，虽

然最终并没有进行，但是也对挪威起到一定的震慑

作用。
总体上看，俄罗斯对北欧国家实行“大棒加胡

萝卜”政策，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力图分化在北极区

域出现的“抗俄联盟”，阻止美国在北极地区对俄罗

斯推行“单边主义”。
(三)争夺北极军事制高点

据上文所述，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将北极

作为与俄罗斯对抗的新战场，北极安全博弈呈现出

明显升温的态势。尤其是 2018 年 10 月的“三叉

戟”军演，美国集结北约冷战后最强阵容出现在俄

罗斯“家门口”，向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挑战信

号，这也表示美国和西方盟友将在北极对俄罗斯主

动出击。俄罗斯借助地缘优势和先发优势，在北极

现有安全格局中具有比较优势地位。在 2018 年 12
月 24 日国防部社会委员会会议上，俄罗斯国防部长

绍伊古称:“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当今世界上没有任

何国家在北极拥有可与俄罗斯媲美的军事基础设

施”，而这正是俄罗斯敢于在北极与北约采取军事

对抗的底气所在。在北约“三叉戟”军演过程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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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一段时间内，俄罗斯军方不仅口头上对北约的

军事行动表示谴责，在军事、政治行动上也表现出了

针对“三叉戟”军演的回应。在政策行动方面，俄国

防部在 2019 年 3 月份出台规定，要求外国军舰提前

45 天发送船只通过北方航道的通知; 在军事力量展

示( “秀肌肉”) 方面，近期俄国防部向外国媒体公布

了科捷利内岛北极“三叶草”军事基地，这是俄军方

第一次对外公布该军事基地( 在北极地区的法兰士

约瑟夫地群岛等岛屿上也有类似的“三叶草”军事

基地) ，岛屿上的一系列军事设施，包括反舰导弹、
防空系统、军用机场等设施对西方世界起到了极大

的震慑作用。借助世界上最强大的破冰船队，以及

领先的军事基础设施，尽管俄罗斯深知并不能完全

主导北极军事安全局势，但仍积极争取在北极地区

的军事安全主动权。
俄罗斯用武力针对“三叉戟”军演做出有力回

击，既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体现，又是俄罗斯将北极

作为国家核心利益区态度的表达。俄罗斯传统北极

军事大国的地位目前世界上没有国家可以撼动，但

随着美国和北约将更多目光集中到北极区域，试图

与俄罗斯在北极“一决雌雄”，则俄罗斯将以非常强

硬的姿态同对手争夺北极区域军事制高点。

四、俄罗斯北极军事行动的前瞻

2018 年 10 月“三叉戟”军事演习标志着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北极视为围堵俄罗斯这一“战略

竞争对手”的重要“战场”，并引起了俄罗斯对西方

国家的一系列军事回应，如战机在北海和波罗的海

巡航、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对北欧国家 GPS 信号

进行干扰等。直到目前，俄罗斯在北极及相关地区

做出的一连串军事行动，本质上仍是对北约国家通

过“三叉戟”军演所表现出的夺占北极地区军事安

全制高点野心的回应。
(一)俄罗斯不会主动挑起实质性对抗或冲突

作为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主要竞争者的美国，特

朗普政府尚未制定系统的美国北极政策。“三叉

戟”演习之后，美国海军扬言要在北方航道“自由航

行”，但是否真正付诸实施仍有待观察。因此，俄罗

斯北极军事行动也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确定

无疑的是，在短期内俄罗斯仍将不断强化其北极军

事能力。
但是，在俄罗斯一国对抗西方联盟的格局未改

变，或俄罗斯军力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之前，俄不会

在北极主动挑起针对美国的军事对抗。另外，俄罗

斯视北极为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区域，是实现国家

复兴的资源宝库，俄罗斯不愿看到北极安全形势恶

化。安全形势恶化不利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发展

战略，并有可能“吓跑”国际资本。并且，考虑到俄

罗斯国防工业水平及国家经济状况，其水面舰艇的

实力尚有待加强，如 2019 年 4 月 4 日俄罗斯北方舰

队在巴伦支海举行实弹射击，其主力舰艇“亚历山

大·奥特拉科夫斯基号”两栖攻击舰、“彼得大帝”
号和“奥斯蒂诺夫元帅”号导弹巡洋舰竟是服役了

30 年以上的老舰，且维护保养情况极差。在当前整

体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的关注重点仍在叙利亚、乌
克兰及国内经济民生问题上，加之俄罗斯政府高官

近期一系列缓和北极军事紧张局势的言论，实际上

表明了俄罗斯对当前北极安全环境恶化的担忧，更

说明俄罗斯不会主动地在北极发起新一轮的军事对

峙或摩擦。
(二)存在与美国陷入“安全困境”的风险

美国与俄罗斯的北极战略存在共同取向，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力量建设，是两国强化其北极

实力的一大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谋求北极的地缘

政治优势［14］。两个大国都将北极视为己方扩张的

重点方向，这意味着两国在北极存在根本性的战略

矛盾。美国国防部在 2019 年夏发布了新版《北极战

略》，不少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会更加重视与中、俄

在北极地区的竞争。可以预见，美国将会进一步强

化北极的军事存在，重点是在北大西洋加强与北约

盟友的军事合作，在北美加强与加拿大的防空反导

合作，在北太平洋建设新的军事基地，以便从波罗的

海和白令海峡两个战略方向形成对俄罗斯“太平

洋—北冰 洋—大 西 洋 海 上 战 场”的 战 略 围 堵 态

势［15］。反观俄罗斯，俄罗斯的北极战略是以军事实

力和地缘优势为依托的“地缘威慑型”战略，以扩展

领土和维护战略地缘空间安全为主要目的［14］。“三

叉戟”军演以来，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明显加强了军

事存在，意图在于保持传统北极军事大国地位，夺占

北极安全制高点，甚至宣布西北航道国际水域的通

航适用其国内法。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

时间内，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会与美国及

其北约盟国的步调保持基本一致，存在陷入“安全

困境”的危险。
(三)短期内不会与域外国家开展北极安全合

作

中国曾经与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开展联合军演，

并曾进入白令海附近，但是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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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发言中提道，俄罗斯并不愿与任何国家在北

极加强军事合作，他本人并不乐见北极地区的军事

化，不倾向于与域外国家在该地区的合作。这背后

的原因很可能仍然与北极国家内在的心理有关，即

认为“北极国家对北极的权利要天然的高于非北极

国家”。

五、对华影响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综合上文所述，美俄在北极地区的博弈实质上

进入了美国主动进取争夺主导权，俄罗斯被动回应

美国的阶段。美国通过联合北约多国在挪威沿海举

行“三叉戟”军演在北极方向对俄展现进攻姿态，且

利用乌克兰政府军向乌东地区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势

力武装发动进攻，在俄罗斯西南方向和西北方向同

时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迫使俄罗斯利用本以因陷入

经济困境而捉襟见肘的军力同时在两个方向上应

对，意图消耗俄罗斯内部早已极其有限的军力国力。
加之 2012 年普京再度上台以来，尤其是 2014 年乌

克兰危机后，西方世界对俄罗斯施加极其猛烈的经

济制裁，并趁势压低油价，使得俄罗斯经济至今仍深

陷泥潭。同时，俄罗斯内部对普京政府的抗议之声

日趋高涨，尤其是 2011 年大选期间，俄罗斯国内掀

起了一波强烈的抗议运动，对“普京主义”、俄式“混

合体制”造成严重冲击［16］。虽然近期俄罗斯主动向

美国在波罗的海至高加索一线主动挑起冲突的可能

性不大，但出于维护普京政府执政基础，转移国内视

线的目的，在未来一段时间俄罗斯很有可能在北极

和乌克兰方向与美国长期保持对峙态势。短期内，

在北极方向上俄罗斯与美国的“争锋”不会降调。
特朗普政权的主要矛盾和对手不在国外而在国

内，“通俄门”事件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国内建制派用

来攻击特朗普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武器［17］。特朗普

政权在北极方向同俄罗斯争取主导权，不能排除其

目的在于借对俄施压以堵国内政敌之口，从而维护

其执政基础［18］。2020 年为美国总统大选之年，从

2018 年中期选举来看，特朗普政权的执政根基虽仍

较坚固，但共和党丧失众议院，华盛顿由一党控制的

日子已经结束［19］，特朗普政府目前即将进入争取竞

选连任的状态。经上文分析，俄罗斯与美国将在北

极方向长时间保持对峙状态，美国仍需在北极方向

投入更多人力和物力以同俄罗斯争取主动权。2020
年可视作特朗普政权是否能延续执政的关键时间

点，而在这剩下的一年多时间里，美国必须在对外关

系，尤其是对华、对俄关系上取得突破，特朗普政权

方可能够有足够政治资本进入 2020 年总统大选。
从目前世界格局来看，中俄之间持续进行战略

合作，但同时中美俄三国之间相互保持独立，形成

“大三角”格局［20］。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北极、波罗的

海、波兰至乌克兰方向与俄罗斯保持对峙格局，又企

图在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和贸易问题上向中国施压。
虽然表面上看美国现在呈现出咄咄逼人的进取姿

态，但美国同时利用其超强地位向两大国施压，将会

使原本在诸多领域存在歧见甚至利益冲突的中俄两

国在短期内保持团结共同应对［21］。
鉴于在维持国际和平稳定方面俄罗斯与中国存

在共同利益，这将使俄罗斯对中国参与北极国际事

务放松限制。中国可借助与俄罗斯的合作使得中国

能够更进一步开发北极资源，并加强中国在建设北

方航道中的话语权［22］。
具体而言，第一，中俄两国可进一步加强在建设

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方面的合作，使得俄罗斯北极

天然气资源通过廉价且安全的管道运输进入中国市

场，而避免安全形势恶化且冰封期过长的北极航线。
第二，中国可加强在额尔齐斯河—鄂毕河一线建设

上与俄罗斯的合作［23］，从地缘上建设南北运输走

廊，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相关联，深度参与北极资源

开发与航道建设，将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东亚、
南亚的巨大消费市场联通，促进我国连接亚欧经济

的“一带一路”建设。

六、结语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俄罗斯与北约在北极地

区的争夺已进入双方加紧争夺区域主导权的新阶

段，美俄两国都将对方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寄希望于

频频“秀肌肉”以迫使对方做出让步。“三叉戟”军

演以来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接连出手强化本国的军事

存在，同时对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又打又拉”，又

采取发布北极航道“45 天法令”等手段企图将北极

“内水化”等措施，实质上反映出俄罗斯在北极既想

保持本国的主导权，又担心会导致北欧国家建成反

俄联盟; 既想通过宣誓军事存在迫使竞争对手退出，

又担心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吓跑”外资的矛盾心理。
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北极地区向俄罗斯频频施压试图

争夺军事主导权的举动加深了俄罗斯的战略焦虑，

迫使俄罗斯在近期不得不多次“示威”以维护其既

得利益。俄罗斯的行为本质上仍是对美国北极军事

行动的回应，而美国同时将中俄视为战略竞争对手，

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对中俄进行围堵的战略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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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使得中俄两国愈发接近，为中国扩大参与北极

事务提供更多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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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r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U Yu － cheng
( College of Marxism，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Guangxi 541004，China)

Abstract: Correctly excavating and exploring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
tion thought is an unavoidable basic issue in the study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ethical subject in the community of life
for human and nature in this thought has achieved an ethical transcendence of anthropocentrism and non
－ anthropocentrism． The series of new concepts，new ideas and new strategies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posed by this thought are the response to people’s ethical appeal for better“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ecology”． Meanwhile，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adheres to the ethical principles
of humanism，justice，responsibility and integrity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human
and nature，human and society． It is a contemporary Chinese expression of the new ethical thought． In
order to realize its ethics，we need to promote the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of values，implement the
mode of ecological development，and establish the concepts of“green production”，“green protection”
and“green culture”．
Key words: XI Jinp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thical implications; a bett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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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Military Posture in the Arctic of Ｒussia
in the New Situation and China’s Ｒesponse

GUO Pei － qing，FU Yun － qing，YANG Pei － dong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Shandong 266100，China)

Abstract: In October 2018，NATO’s largest“Trident Juncture”military exercise was held on the Norwe-
gian coast since the Cold War with the intention of regaining the military strategic initiative in the Arctic．
NATO’s actions have led to Ｒussia’s“flex muscle”frequently in the Arctic，causing the security situa-
tion in the region to deteriorate rapidly． China is geographically close to the Arctic countries，so the secu-
rity situation in the Arctic reg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s China and Ｒussia as“strategic competitors”，how China can use the Arctic
security dilemma to achieve diplomatic breakthroughs will play a vital role in improving China’s sur-
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upgrading its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power．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system-
atically explores Ｒussia’s strengthening of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rctic，focusing on the specific meas-
ures，strategic considerations，evolutionary trends，impacts on China since the“Trident Junction”mili-
tary exercise in 2018 and China’s response．
Key words: Ｒussia; the North Pole; military posture; Trident Juncture 2018 Exercise; NATO; the Unit-
ed States; China ( 编辑: 李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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