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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纵横

目前，北极正在成为世界

新的热点地区。5 月 15 日，北

极理事会在瑞典召开的第八次

部长级会议上，批准中国等五

个国家成为该组织正式观察员

国，标志着中国将以“合法身份”

在北极事务中拥有更大发言权，

并扮演更重要角色。作为一个

非北极国家，中国在北极到底

有什么利益？

环境气候价值。由于全球

变暖，北极在最近几十年发生

了明显的异常变化，冰盖、海

冰的面积和厚度显著减小，海

水结构变异，海洋流动减弱。

因为地处北半球，北极气候的

巨 变 对 我 国 气 候 产 生 显 著 影

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冷空

气团的南下影响我国的降雨、

气温，以及降雨带位置的移动，

进 而 影 响 我 国 的 农 业 生 产、

粮食安全、经济生活和工程建

设。 研 究 表 明， 我 国 2008 年

和 2011 年的南方冻雨和北方

干旱过程与北极的海冰变化有

密切关系。

科学价值。因其特殊的地

理位置、独特的自然环境，北

极地区素有大型“天然实验室”

中国的北极利益梳理
  郭培清

 2012年8月，在中国第五次北极科
考队开展的首次冰站作业中，科考队
员王本洪正在钻取冰芯。

之称，很多地球奥秘和宇宙奥

秘都有赖于北极地区的研究，

科学研究日益成为各国实现北

极政治目标的重要选择和有效

手段之一，科学在北极政治中

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对北极

认识的多寡直接决定着在北极

事务中的“话语权”。

航运价值。随着北极海冰

加速融化，北极航道的开通必

将大大缩短欧洲、北美和东北

亚之间的海上航线，很可能改

变现有以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

运河为干线的国际贸易格局，

促成俄罗斯、北美、西欧为主

体的超强的环北极经济圈。我

国对外贸易严重依赖海上航线，

而传统航线因为安全威胁和海

盗问题以及通行能力的限制，

导致航运成本不断提高。北极

航道开通无疑为我国提供了另

一选择。

资源价值。北极资源丰富，

全球化时代资源利益通过产业

链条不断向外围国家流动性分

配，油气资源的开采、运输等

环节都为中国资本、技术进入

提供了机会 , 中国可通过公平

贸易规则获取北极资源。北极

变暖导致大量鱼类北迁，北冰

洋可能成为世界级大渔场，而

北极中央区是公海，不在任何

国家的管辖范围之内。作为海

洋法公约缔约国，中国有参与

北冰洋渔业管理的权利。

军事安全价值。控制了北

极地区，可得“三洲两洋通衢

地利之便，瞰制北半球主要国

家”。北极巨大的军事战略价

值和潜在的经济价值，决定了

一旦具备了进入、开发和利用

的条件，北极就必然成为各国

争夺的目标。尽管在可预见的

未来，中国尚不具备实力派遣

潜艇进入北冰洋水域，但随着

中国利益抵达全球，中国有必

要针对北冰洋的安全价值予以

关注。

（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

授、极地问题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