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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齐斯河发源于我国新疆，在下游并入鄂毕河，是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共有的一条跨国河流。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

议后，亚欧大陆正式进入整合模式。

而随着北极海冰快速融化，穿越俄罗

斯近海的北极东北航道（俄罗斯称为

“北方航道”）的商业化运营已经

开启，中远集团于2015年开始了“常

态化”航行。有学者将东北航道称为

“北方丝绸之路”或“冰上丝绸之

路”。从地理上看，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东北航道，

这三条东西走向的走廊将亚欧大陆串

联起来。然而，亚欧大陆欲实现有效

整合，不能忽视纵向的互联互通。遍

观亚欧大陆，虽然在东线有“中蒙俄

经济走廊”规划，但是无论从地理位

置和资源存量、还是人口数量和开发

程度来看，“中蒙俄经济走廊”都不

是纵向贯通亚欧大陆的最佳关节点。

而随着俄罗斯北极开发战略的逐步展

开，特别是2016年11月13日巴基斯坦

瓜达尔港正式启用、11月14日中国与

伊朗签署军事政治合作协议，亚欧大

陆的几何中心地带逐渐成为最佳选

择，一条南北走向的国际河流——额

尔齐斯河—鄂毕河则为亚欧整合提供

了一条可能路径。鉴于额尔齐斯河—

鄂毕河的特殊地理位置，其除了可以

沟通中亚和北极地区，还可以通过公

路、铁路甚至管道等多种方式与南亚

地区相连，进而将北极、中亚和南亚

地区连接起来，实现亚欧大陆的纵向

贯通。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将这条从

北冰洋直通印度洋的“走廊”简称为

“额尔齐斯河—鄂毕河计划”。 

  额尔齐斯河—鄂毕河：

亚欧整合的一种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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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但是由于复杂的河运条件、缺少

运船以及港口吞吐量有限，无法满足

大宗货物的运输需求，因此这条河流

在很长一段时间主要运输木材和粮食

等货物。在苏联时代，这条水路是西

伯利亚西部地区运输网的最重要组成

部分，并与该地区的开发和发展紧密

相关。上世纪60年代，西西伯利亚石

油天然气公司获得发展，此时该水域

主要运输建筑材料和石油制品。从上

世纪50至60年代，额尔齐斯河—鄂毕

河流域的货运量从630万吨增长至1850

万吨。与此同时，该地区的港口吞吐

量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在此期间修

建了秋明等港口，并扩建了新西伯利

亚等港口。该流域的航运公司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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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运开发情况 

  

 额尔齐斯河发源于我国新疆的

阿尔泰山，是世界上最长的支流河，

也是中国唯一一条源自中国境内而注

入北冰洋的外流河。该河全长4235公

里，其中中国境内525公里、哈萨克斯

坦境内1700公里、俄罗斯境内2010公

里，流域面积164.3万平方公里，在下

游并入鄂毕河，在俄罗斯的亚马尔半

岛附近注入北冰洋，是中国、哈萨克

斯坦和俄罗斯共有的一条直通北冰洋

的跨国河流。 

 俄罗斯对额尔齐斯河—鄂毕河

水路运输的开发时间较早，早在1913

年，该流域的河运总量就达到了1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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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船只约有8464艘。而在中国境内

航段，新疆的布尔津早在1901年就设

立了固定码头，并与俄方之间定期通

航。在中苏关系蜜月期间，布尔津码

头的水运量达到了巅峰。 

 苏联解体后，额尔齐斯河—鄂

毕河航运量急剧下降。但进入21世纪

后，俄罗斯北极开发战略的实施赋予了

这条河流新的价值。鄂毕河河口所处的

亚马尔半岛，目前是俄罗斯北极能源开

发的示范基地。随着俄罗斯和哈萨克

斯坦对河道进行疏浚，该流域的航运

开始复苏。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在2016年的夏季通航期，从东方经白

令海峡到达鄂毕河河口萨别塔港的船

只约为60艘，而2015年仅有五艘。 

    

 各方利益评估 

  

 中亚处在北通俄罗斯西伯利亚和

北极地区、南接南亚和印度洋的枢纽位

置，近年来中俄美三个大国都试图打

造一条连接中亚与南亚的“走廊”。 

 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试图把印

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五国连

接起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的提出和实施，希拉里的“新丝绸之

路”计划几乎被人们遗忘。不过，

2015年11月，美国国务卿克里首次遍

访中亚五国，开启了美国与中亚五国

的常态化联络机制，以巩固美国在中

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而俄罗斯毫无

疑问一直努力在中亚保持并进一步拓

展影响。2016年8月，俄罗斯、伊朗和

阿塞拜疆领导人召开三国峰会，并发

布联合声明称，将采取必要措施实施

“南北交通走廊”项目，为欧洲与东

南亚提供更快更便捷的商贸通道。根

据设想，这一项目将连接印度孟买、

伊朗阿巴斯港、阿塞拜疆的巴库至俄

罗斯圣彼得堡，并能继续延伸至北欧

和斯堪的纳维亚，是结合公路、铁

路、海运的多模式运输通道。随后，

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在访问印度时，

明确表示希望两国在“南北交通走

廊”项目上合作，并欢迎印度参与俄

罗斯的北极开发。巧合的是，同样是

在2016年8月，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

坦、塔吉克斯坦宣布成立一个加强四

国军队反恐合作的机制，这是中国首

次与周边国家成立军队间的多边安全

合作机制。在反恐合作的基础上，四

国机制未来有望不断充实，建立起融

合经济、安全等多领域的合作关系。 

 对于相关国家而言，额尔齐斯

河—鄂毕河计划颇有意义。 

  

 符合俄罗斯重夺中亚事务主导权

的战略 

 2015年1月，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

内经济一体化项目“欧亚经济联盟”

正式启动。截至2016年1月，欧亚经

济联盟共有五个成员国（俄罗斯、白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和吉

尔吉斯斯坦），其目标是实现盟内国

家间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

由流动，建立一个类似于欧盟的经济

联盟。但是，欧亚经济联盟计划显然

并不具有强大的纵向整合功能，而依

靠业已存在的额尔齐斯河—鄂毕河通

道，则可以更好地贯彻俄罗斯的大欧

亚设想，强化其在中亚的存在，并加

强其对南亚的渗透和影响。 

 同时，额尔齐斯河—鄂毕河计划

还可以为俄罗斯丰富的油气资源提供

另一条外输通道，并将中亚地区与俄

西伯利亚、北极地区连接起来，推动

该地区的发展。目前，俄罗斯正在亚

马尔半岛稳步推进作为北极航线重要

支点之一的萨别塔港口建设项目，俄

罗斯和中国、法国合资的亚马尔液化

天然气项目也在紧张进行中。如果能

有效开发和利用这条国际河流，可以

丰富中俄合作开发北极资源的手段和

模式。 

 此外，里海国际通道的快速发

展也将逼迫俄罗斯做出反应。2016年

10月，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格鲁

吉亚成立跨里海国际运输航线国际协

会。这条航线东起哈萨克斯坦多斯特

克，西至阿塞拜疆巴库。从中国新疆

起运的货物，经这条航线到达格鲁吉

亚巴统港仅需十天左右，走海路则要

一个月以上。而且通过跨里海国际运

输通道，来自中国的货物可继续西

行，经格鲁吉亚北上乌克兰或南下土

耳其，最终进入欧洲。俄罗斯《消息

报》称，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显然将

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竞争中国客

户。为抵消这条通道的影响，额尔齐

斯河—鄂毕河计划或许是俄罗斯的最

佳选择。 

  

 哈萨克斯坦早已跃跃欲试 

 哈萨克斯坦是内陆国家，缺乏直

通大洋的港口码头，近年来哈萨克斯

坦有意开发这条国际河流，希望开辟

一条新的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

运输走廊。2012年，哈俄宣布拟联合

采取措施开发额尔齐斯河—鄂毕河航

运，主要包括：清除淤泥，使航道进一

步适合航运条件；共同投资对现有货运

码头进行改造，扩大换装能力；在双

方认为合适的地方建设新的码头；探

讨成立联合航运公司的可能性等。根

据协议，俄罗斯对从哈萨克斯坦边界

到俄罗斯鄂木斯克市的河道进行了疏

浚，使得大型船舶可以直通哈萨克斯

坦巴甫洛达尔港口。随着北极航道的

开通，哈萨克斯坦有望通过这条国际

河流将本国商品输往世界市场。 

  

 攸关中国多重利益 

 与哈萨克斯坦一样，中国作为

这条国际河流的发源地，同样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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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出海口”。我国新疆深处亚欧

大陆内陆，进出口完全依赖陆运和空

运，但这两种方式成本高、效率低。

如果额尔齐斯河—鄂毕河计划得以实

现，新疆将获得比较方便的进出口通

道，并与新出现的北极航道相连，更

加靠近欧洲。虽然额尔齐斯河—鄂毕

河大部分穿越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

但根据国际河流航行制度，沿岸国家

享有自由通航权利，因此这将大大改

变我国新疆的国际贸易格局。而且，

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是全球最大的

极地液化天然气项目，该项目的最终

产品将主要面向亚太市场。如果利用

额尔齐斯河—鄂毕河通道，便可将北

极油气以低成本运输到中国，从而实

现中国能源进口通道的多元化。 

 除此以外，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正在正面战场遭遇重创，未来极

端分子极有可能向周边扩散，祸乱中

亚，直接威胁中国西部安全。而额尔

齐斯河—鄂毕河计划的执行需要相关

国家的全方位深度合作，有助于稳定

中亚局势。 

  

 印度亦可从中获益 

 近年来，印度与中亚的政治和贸

易联系不断加强。安全和能源利益是

印度强化在中亚存在的重要驱动力，

当然其中也包括平衡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的考虑。2016年5月，印度、

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签署联合开

发伊朗恰巴哈尔港的协议，意图建立

一个新的国际运输转运通道，并借此

联通中亚地区。但是与瓜达尔港相

比，这一项目进展缓慢，迄今尚无启

动迹象。而且在中国与伊朗签署军事合

作协议的背景下，恰巴哈尔港的建设更

加充满不确定性。但与此同时，印度对

能源的需求正与日俱增。印度已经表

达了对参与俄罗斯北极油气开发的浓

厚兴趣，并得到俄方的积极回应。而

额尔齐斯河—鄂毕河计划恰恰有助于

印度低成本获得俄罗斯北极油气，还

可以借此向中亚地区拓展影响力。 

  

 挑战与出路 

  

 额尔齐斯河—鄂毕河计划把金砖

五国中的三强连接起来，实现俄罗斯

的丰富能源资源和中国、印度的庞大

市场对接，应该说是一种多赢格局。

但该计划若得以实现，多个世界或地

区大国将群聚中亚，必然削弱仍在阿

富汗保留大量驻军的美国的影响力。

因此，美国的态度或许是该计划面临

的最大挑战之一。近年来，美国不断

加强与阿富汗政府、印度政府的联络

工作，努力推进阿富汗和印度的联

合。若印度通过中亚获得来自俄罗斯

的能源，从而减少对中东能源的依赖

并增强印俄联系，显然不符合美国的

战略利益。2016年8月，美国与印度签

署《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这意味

着两国军方今后可使用对方的军事基

地进行后勤作业，美印防务合作因此

上了一个新台阶。但这实际上意味着

美国将单向使用印度军事基地，因为

印度根本不可能去北美执行什么军事

任务。美国对南亚介入的增强，势必

增加额尔齐斯河—鄂毕河计划的不确

定性。 

 出于现实考虑，额尔齐斯河—

鄂毕河计划可以分两个阶段实施，即

先北段、后南段。北段主要由中哈俄

三国合作展开，待第一阶段初步实现

后，再考虑向南延伸。而南段的关键

国家是印度，目前看来似乎只有俄罗

斯能够对印美军事合作施加压力，并

把印度纳入额尔齐斯河—鄂毕河计

划，进而实现多方共赢局面。 

   (作者梅春才为吉林师范大学外国

语学院副教授，郭培清为中国海洋大

学法政学院教授)    

供
图/

东
方IC

位于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新疆五彩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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