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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北极议程：美国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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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２０１５年４月美国再次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这为其在北 极 理 事 会 中 引 入“美 国 议 程”以 及 塑 造 美 国 在 北 极 事 务

中的领导地位提供了机遇。美国能否成功主导北极议程面临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挑战：美国在北极事务中能力建设不足、决策体

制分散，国内多种力量对优先议程设置存在竞争，其他国家对美国设置议程的认同程度不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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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是一个北极国家，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北极事务 处 于 其 全 球 战 略 与 国 内 政 策 相 对 边 缘 的 地

位，美 国 甚 至 被 称 为 是“勉 强 的 北 极 大 国”（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
Ａｒｃｔｉｃ　Ｐｏｗｅｒ）。〔１〕进 入２１世 纪 以 来，随 着 北 极 地 区 环

境的变化与地 缘 政 治 态 势 的 变 迁，美 国 开 始 从 国 家 安

全、经济发展与 环 境 保 护 等 方 面 重 新 审 视 北 极 地 区 在

其全球战略 和 国 内 政 策 中 的 地 位。奥 巴 马 上 台 以 来，
北极事务在 美 国 政 府 议 程 中 的 优 先 程 度 大 为 提 升。〔２〕

２０１３年５月，奥 巴 马 政 府 颁 布 新 的《北 极 地 区 国 家 战

略》，明确将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与能力建

设、北极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通过国际合作重

振美国在北极地区的领导地位等作为美国北极战略的

首要考量。〔３〕２０１４年 以 来，实 施《北 极 地 区 国 家 战 略》
成为美国北极政策的首要任务。

一、未雨绸缪：为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做准备

北极理 事 会 是 北 极 地 区 最 重 要 的 区 域 政 府 间 论

坛，〔４〕时隔 八 年 之 后，美 国 在２０１５年４月 接 替 加 拿 大

担任轮值主席国。在北极地区快速变迁以及国际社会

对北极事务日 益 关 注 的 背 景 下，美 国 希 望 抓 住 这 一 难

得机会，塑 造 其 在 北 极 事 务 中 的 领 导 地 位。〔５〕２０１４年

以来，美国开始为担任轮值主席国进行准备，集中体现

在涉北极事务 的 人 事 安 排、机 构 设 置 以 及 增 强 北 极 事

务能力建设三个方面。

１．任命专司北极事务的高级别官员

美国是 北 极 八 国 中 少 有 的 未 设 立 北 极 大 使 的 国

家。２０１３年以来，阿拉斯加州民主党 参 议 员 马 克·贝

吉奇（Ｍａｒｋ　Ｂｅｇｉｃｈ）多次提出议案，要求在美国国务院

设立北极大使，以 便 能 够 更 加 有 效 地 处 理 与 北 极 相 关

的国际事务。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６日，国务卿克里宣布任命

前海岸警卫队司令罗伯特·帕普（Ｒｏｂｅｒｔ　Ｊ．Ｐａｐｐ　Ｊｒ．）
海军上将担任美国北极特别代表。克里在宣布任命的

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提升北极

事务在美国对 外 政 策 和 国 家 安 全 战 略 中 的 地 位，因 为

美国是一个北极国家，北极政策空前地重要，尤其是美

国 将 在 ２０１５年 再 次 担 任 北 极 理 事 会 的 轮 值 主 席

国。”〔６〕罗伯特·帕 普 在 担 任 海 岸 警 卫 队 司 令 期 间，多

次赴北极地区执行任务，对北极事务非常熟悉。同日，
克里宣布任命美国北极研究委员会主席弗兰·乌尔姆

·５３·

＊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期中国海洋战 略 研 究”（１３ＪＺＤ０４１）、教 育 部 人 文 社 科 重 点 研 究 基 地 中 国 海 洋 大 学 海 洋
发展研究院项目“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战略规划研究”（２０１４ＪＤＺＳ０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际法视角下的中国北极航线
战略研究”（１３ＡＺＤ０８４）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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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ａｎ　Ｕｌｍｅｒ）担 任 国 务 院 北 极 科 学 与 政 策 特 别 顾

问，〔７〕为奥巴马政府和国会在北极研究方面提供咨询。
弗兰·乌尔姆 自２０１１年３月 以 来 担 任 美 国 北 极 研 究

委员会主席，曾 经 担 任 过 阿 拉 斯 加 大 学 安 卡 洛 奇 分 校

校长，２０１０年６月，在奥巴马的任命下加入处理墨西哥

湾漏油以及近海采油管制的国家委员会。弗兰·乌尔

姆的北极事务经历还来自她曾经担任过阿拉斯加州副州

长一职。担任国务院北极科学与政策特别顾问这一新的

职务后，她将直接参与北极开发与管理的规划政策制定。

２．涉北极事务机构的整合

美国北极事 务 的 决 策 体 制 相 对 分 散，在 政 府 中 约

有２０多个机构或部门涉及北极事务，但部门间缺乏统

领性的整合与协调，不利于北极事务的决策。《北极地

区国家战略》明 确 提 出 对 北 极 问 题 进 行 整 体 性 管 理 的

要求，以协调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文化价值之间的平

衡。美国将“促进联邦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以及与

北极地区管理活动相关的合作者之间的协作。”〔８〕２０１４
年１月，奥 巴 马 政 府 发 布《北 极 地 区 国 家 战 略 实 施 计

划》，该计划明 确 将“整 合 联 邦 政 府 内 涉 北 极 事 务 相 关

机构”作为实施北极战略的重要内容。〔９〕２０１４年５月，
美国政 府 问 责 局（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ｆｉｃｅ）
在《北极事务：更好的指导与管理自愿建议将提升美国

在北极理事会中的参与》报告中指出，美国在北极理事

会中的参与不 够，需 要 在 国 内 采 取 整 体 性 方 式 提 升 北

极议题的优先 度，以 推 动 美 国 在 北 极 理 事 会 中 的 参 与

和领导。〔１０〕为进一步提升和加强美国政府层面的“北极

意识”，在 阿 拉 斯 加 州 共 和 党 议 员 邓 恩 · 杨 （Ｄｏｎ
Ｙｏｕｎｇ）和华盛顿州民主党议员瑞克·拉森（Ｒｉｃｋ　Ｌａｒ－
ｓｏｎ）的倡议下，２０１４年８月 发 起 成 立 了 国 会 北 极 工 作

组（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负责召集来

自原住民社区、环 保 领 域、油 气、航 运 以 及 国 家 安 全 领

域的多方人员，就 北 极 事 务 向 国 会 议 员 提 供 咨 询 和 建

议。〔１１〕２０１５年１月，奥巴马签署“推进国内北极事务行

动的整合”的行政令，明确北极地区的战略、生态、文化

和经济价值，指 出 美 国 必 须 致 力 于 保 护 其 在 北 极 地 区

的国家 利 益，具 体 包 括 国 防、主 权 权 利 和 责 任、海上安

全、能源和经济利益、环境管理、科学研究与考察、依据国

际法所拥有的海上自由航行等。鉴于美国在２０１５年将

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拥有协调一致的国内政策

尤为重要。因此，奥巴马在行政令中明确要求成立北极

行政指导委员会，对美国国内的北极政策进行协调。〔１２〕

３．强化北极事务的能力建设

体现北极地区行动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该国

所拥有破冰 船 的 数 量 与 能 力。与 其 他 北 极 国 家 相 比，
美国拥有的破冰船数量非常有限。〔１３〕据统计，俄罗斯有

３４艘，且正在建设一艘世界上最大的核动力破冰船，芬
兰和瑞典各有７艘，加拿大有６艘。〔１４〕而美国海岸警卫

队仅有两艘破冰船在役，分别为１９９９年开始服役的中

型破冰船“希 利 号”和１９７６年 开 始 服 役 并 经 多 次 大 修

的重型破冰 船“极 地 星 号”。〔１５〕对 此，罗 伯 特·帕 普 在

２０１１年担任 海 岸 警 卫 队 司 令 时 就 在 国 会 听 证 会 上 呼

吁，美国需要加强对北极地区行动能力的建设，包括增

加拨款建造破冰船、购置相关设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等，以维护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利益。〔１６〕美国在“北 极 地

区国家战略实施计划”中明确提出，计划进一步加强在

北极地区的基础设施、通讯设施等方面建设，以应对北

极地区日益增长的人类活动和可能发生的风险等。

二、美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优先议程

随着美国担 任 轮 值 主 席 国 日 期 的 临 近，美 国 智 库

与学者纷纷为美国任期内优先议程设置建言献策。

２０１４年３月，布鲁金斯学会（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发 布 题 为“北 极 近 海 油 气 开 发：美 国 的 领 导 作

用”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

必须在加强北极近海油气开发的国际机制中发挥领导

作用，建议美国 在 担 任 轮 值 主 席 国 期 间 将 北 极 海 域 油

污防治、控 制 及 应 对 作 为 主 要 议 题 之 一，任 命 北 极 大

使，在国务院设立北极事务处，加强在楚科奇海与俄罗

斯的合作以及 在 贝 福 特 海 域 与 加 拿 大 的 合 作，支 持 企

业界领导建立在北极地区应对油污和安全问题的资源

共享机构，加强 北 极 理 事 会 在 协 调 应 对 近 海 油 污 问 题

上 的 努 力，支 持 成 立 北 极 周 边 海 域 油 气 管 理 者 联

盟等。〔１７〕

２０１４年４月，美国进步中心（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发布题为“帮助北极理事会发现真实的北方：
克里准备担任 北 极 理 事 会 轮 值 主 席 的 优 先 事 项”的 报

告，认为美国在 担 任 轮 值 主 席 国 期 间 应 优 先 考 虑 如 下

事项：（１）将 气 候 变 化 问 题 作 为 统 领 性 主 题，并 将 对 气

候变化及其影 响 的 应 对 作 为 北 极 理 事 会 的 优 先 议 程；
（２）减缓北极地区气候变化的影响，增强北极社区对气

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尤其需要减少黑炭和甲烷的排放，
拓宽北极地区 居 民 获 取 高 效 及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途 径，加

强该地区居民 适 应 气 候 变 化 的 能 力，以 及 确 保 北 极 地

区运输安全等；（３）在国内采取系列政策以支持美国在

北极事务中发 挥 领 导 作 用，包 括 冻 结 美 国 在 北 极 海 域

的油气开采，确 保 北 极 地 区 和 平、安 全 与 稳 定，尽 快 批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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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１８〕

２０１４年９月，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ＣＳＩＳ）组织召

开了“传递北极理事会的火炬：加拿大北极理事会主席

国任期回顾与美国北极理事会主席国的展望”研讨会。
罗伯特·帕普出席并对美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主

要规划与议程 进 行 阐 释，其 中 包 括 加 强 北 极 理 事 会 的

组织结构，提升 北 极 理 事 会 观 察 员 国 与 永 久 参 与 方 在

北极事务中的 参 与 度，推 动 北 极 理 事 会 与 其 他 涉 北 极

事务国际组织 的 协 调，促 进 北 极 理 事 会 的 问 责 制 与 透

明度等。另外，美 国 还 计 划 在 国 内 开 展 一 系 列 公 关 活

动，以提高美国公众的“北极意识”。〔１９〕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新 美 国 安 全 中 心（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发布题为“北极２０１５及未来：美 国

在北极地区领导作用的战略”的政策简报，认为如果现

任美国决策者 未 能 认 识 到 北 极 时 代 的 到 来，将 使 美 国

在未来的北极 经 济 与 战 略 竞 争 中 陷 于 被 动，其 他 国 家

会趁势增强在北极地区的利益和主张。要实现美国在

北极地区的利益，必须加大在北极地区基础设施、法治

建设、管理制度方面的投入，以有效应对北极地区日益

增多的人类活动所带来的挑战；在国际层面，美国必须

敦促执行在搜 救、北 极 海 域 石 油 污 染 治 理 以 及 北 极 地

区航行和风险 应 对 等 方 面 的 国 际 法 规，为 北 极 地 区 的

国际治理制定坚实的框架。〔２０〕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在 加 拿 大 耶 洛 奈 夫（Ｙｅｌｌｏｗｋｎｉｆｅ）
召开的北极理 事 会 高 官 会 期 间，美 国 代 表 展 示 了 其 担

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初步设想。美国将以“一个北极：
共同的机遇、挑 战 与 责 任”为 标 语，其 中“一 个 北 极”指

北极国家及其 人 民 的 联 合，而“共 同 的 机 遇、挑 战 和 责

任”则意在 所 有 人 共 同 分 担 管 理 北 极 地 区 的 责 任。根

据美国代表在耶洛奈夫北极理事会高官会上的汇报材

料，美 国 国 务 卿 克 里 将 担 任 北 极 理 事 会 主 席，罗 伯

特·帕普 将 作 为 轮 值 主 席 的 联 络 人，茱 莉 亚·格 雷

（Ｊｕｌｉａ　Ｌ．Ｇｏｕｒｌｅｙ）将担任北极事务高官。
美国任期有 如 下 三 个 主 要 目 标：继 续 加 强 作 为 政

府间论坛的北 极 理 事 会；在 北 极 理 事 会 推 行 新 的 长 期

优先议程；在美 国 及 世 界 范 围 内 提 升 对 北 极 和 气 候 变

化问题的认知。〔２１〕

尽管美国政府尚未发布其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优

先议程的正式 文 件，但 从 一 些 涉 北 极 事 务 的 文 件 以 及

美国北极事务 高 官 在 多 个 场 合 的 讲 话 中，其 优 先 议 程

已经逐渐明晰。〔２２〕美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优 先 议

题如下：
第一，应对气候变化对北极地区的影响。
美国计划在 所 有 北 极 国 家 推 动 执 行“黑 炭 和 甲 烷

工作组”和“短期气 候 变 化 影 响 因 素 任 务 组”提 出 的 建

议，即各国编制黑炭排放清单，以明确排放黑炭的产业

领域，从而采取行动减少排放，并在北极理事会高官会

议上汇报 进 展；与 此 同 时，推 动 观 察 员 国 采 取 同 样 的

行动。
美国和瑞典 将 继 续 引 领 并 完 成“北 极 适 应 能 力 报

告”，确保提出的建议明确、具体且有政策导向。
美国计划创建新的决策工具来支持地方层面适应

气候变化和应对气候风险的措施。
美国建议鼓 励 北 极 国 家 建 立 预 警 指 标 系 统，且 将

其整合为统一 的 北 极 地 区 网 络，囊 括 所 有 气 候 变 化 对

北极地区的物 理、生 物、社 会、经 济 方 面 所 带 来 的 影 响

的所有指标，进 而 为 北 极 地 区 的 决 策 者、科 学 家、媒 体

等提供相关信息。
第二，加强北极地区事务的管理。
美国决定推动保护北极海洋环境工作组（ＰＡＭＥ）

建立北极地区 海 洋 保 护 区 网 络 体 系；确 立 北 极 及 周 边

海域建立海洋 保 护 区 的 目 标；参 照 其 他 海 域 海 洋 保 护

区模式，对在北极海域原住民捕鱼、商业捕鱼、航运、油

气开发、矿物开 采、旅 游 等 活 动，采 取 基 于 生 态 系 统 的

原则进行管理。
美国计划在北极地区采用“区域性海洋保护计划”

的管理模式，因 为 这 一 管 理 模 式 将 协 调 北 极 地 区 的 科

学研究和日益 增 多 的 人 类 活 动，并 且 有 利 于 推 动 北 极

地区日益增长的软法和硬法的体系化。
美国决定加 强 在 北 极 地 区 的 海 洋 环 境 保 护，促 进

有关环境影响 的 有 毒 物 质、冰 情 等 相 关 情 况 的 信 息 共

享，推动在应对油污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和信息共享，并

且继续建设应对北极海域污染物的能力建设。
美国拟推动 北 极 地 区 搜 救 能 力 的 建 设，在 条 件 许

可的情况下，计划开展全面的搜救演习，暂定２０１５年５
月进行模拟演 习 以 及 在２０１６年 夏 天 在 北 极 海 域 进 行

海上搜救演习。
另外，美国决定提升对北极海域海水酸化的监测，

并对公众、媒体 等 就 海 水 酸 化 问 题 及 其 影 响 等 方 面 的

知识展开培训。
第三，推动北极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生活

水平。
美国决定拓展美国偏远地区社区可再生能源伙伴

计划并将其推 广 到 所 有 的 北 极 地 区，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实现北极地区社区的电力供应。
美国将与其他北极国家合作开发可再生能源利用

技术，通过公私 合 作 伙 伴 的 模 式 来 提 供 可 再 生 能 源 利

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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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充分考虑到阿拉斯加地区在北极事务中

的利益，重视北极地区的社区卫生和公众健康服务，为

阿拉斯加州偏远地区的居民提供可负担得起的饮用水

和污物处理服务，并在２０１６年技术成熟之后将其推广

到其他北极国家。
美国计划建 立 一 个 统 一 的、基 于 科 学 的 方 法 来 研

究导致自杀行为的主要因素以及探索应对自杀问题的

措施。
美国决定在 北 极 地 区 加 强 通 讯 设 施 的 建 设 计 划，

与其他北极国 家 进 行 合 作，共 同 完 成 对 北 极 地 区 的 通

讯基础设施的 评 估，并 将 其 提 交 给 国 际 通 讯 联 盟 和 相

关的私营部门，从 而 推 动 北 极 地 区 商 业 通 讯 基 础 设 施

的建设。
从美国担任 轮 值 主 席 国 期 间 的 议 程 设 置 来 看，应

对气候变化及 其 影 响 是 最 优 先 事 项，这 与 气 候 变 化 给

北极事务带来的影响以及对采取行动的迫切要求密切

相关。美国力图在北极理事会框架内提升气候变化议

题的优先程度，并 将 北 极 国 家 以 及 域 外 排 放 大 国 都 纳

入到应对气 候 变 化 行 动 中 来。在 气 候 变 化 的 影 响 下，
北极地区面临 着 一 系 列 新 问 题 与 新 挑 战，因 此 美 国 也

将对北极地区 基 于 生 态 系 统 的 管 理 作 为 其 优 先 议 程。
另外，美国力图继续加强北极理事会职能，使其在提高

环境质量以及在北极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采取切

实可行的措施。〔２３〕在国内的维度方面，美国的北极政策

必须应对阿拉 斯 加 北 极 地 区 的 需 求，而 这 包 括 基 础 设

施建设、阿拉斯 加 地 区 的 经 济 发 展 与 居 民 生 活 水 平 的

提高等。

三、踟蹰前行：美国担任轮值主席国面临的挑战

从以上规划来看，美国所设定的“远大目标”与“宏

伟计划”，〔２４〕意在塑造美国在未来北极事务中的领导地

位，并在国内议程中提升北极意识，但美国拟定的优先

议程能否获得 国 内 外 支 持，以 及 在 其 任 期 内 能 否 真 正

建立美国在北 极 事 务 中 的 领 导 地 位，仍 面 临 着 一 系 列

挑战。
首先，美国北 极 事 务 优 先 议 程 的 设 定 受 国 内 多 种

力量博弈的 影 响。目 前，美 国 将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及 其 影

响等全球性问题作为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最优先议

程，引起阿拉斯加北极政策委员会的不满。２０１４年１０
月６日，该 委 员 会 的 参 议 员 赖 斯·麦 克 古 尔（Ｌｅｓｉｌ
ＭｃＧｕｉｒｅ）和众议员鲍勃·贺润（Ｂｏｂ　Ｈｅｒｒｏｎ）在致罗伯

特·帕普和 大 卫·鲍 顿（Ｄａｖｉｄ　Ｂａｌｔｏｎ）的 公 开 信 中 表

示，将气候 变 化、环 境 保 护 等 作 为 最 优 先 议 程 不 合 时

宜，确保北极地区居民的工作机会和经济发展、应对北

极地区的自杀 问 题、为 北 极 偏 远 地 区 居 民 建 造 安 全 可

持续的卫生设 施、确 保 北 极 地 区 航 运 安 全 等 应 作 为 美

国的最优先议程。〔２５〕另外，根据美国北方研究所（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的报告，对阿拉斯加来说，美国北极

事务的优先事 项 是 确 保 可 持 续 的 与 健 康 的 社 区、可 持

续的能源与负 责 任 的 能 源 开 发、应 急 事 件 应 对 能 力 建

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２６〕阿拉斯加州希望美国担任

轮值主席国期间的北极政策能够充分考虑阿拉斯加的

需求，并在政 策 制 定 等 方 面 发 挥 主 导 作 用。阿 拉 斯 加

地区原住民群 体 认 为，美 国 因 阿 拉 斯 加 的 存 在 而 成 为

北极国家，北极 理 事 会 优 先 议 程 应 考 虑 该 地 区 原 住 民

的需求，将粮食 安 全 以 及 原 住 民 自 决 权 等 置 于 更 为 优

先的位置，但这 些 问 题 在 美 国 拟 议 的 优 先 议 程 中 并 未

提及。〔２７〕

其次，美国北 极 理 事 会 优 先 议 程 能 否 得 到 北 极 理

事会成员国支持仍面临挑战。鉴于不同国家对北极事

务的认知以及北极事务在各国国内政治中的优先程度

有所差异，北极 理 事 会 的 优 先 议 程 难 免 打 上 轮 值 主 席

国国内政治的烙印。对加拿大而言，依据２００９年发布

的《加拿大北方战略》，其在北极地区的优先领域包括：
在北极地区行使主权，推动北极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保护北极地区环境，改善北极地区治理，以使北极地区

居民更多地参与北极事务的决策。〔２８〕加拿大总理 哈 珀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ａｒｐｅｒ）对北极地区行使主权的方式就是“使

用它，或者失去它”（ｕｓｅ　ｉｔ，ｏｒ　ｌｏｓｅ　ｉｔ）。〔２９〕因此，加拿大

自哈珀政府以 来 加 强 了 对 北 极 地 区 的 开 发，并 在 担 任

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期间重点推动北极地区经济发

展，其口号也设置为“为了北方地区人民的发展”，并于

２０１４年成立“北极经济理事会”。而对美国 而 言，其 在

北极地区的利 益 首 先 是 国 土 安 全、环 境 保 护 以 及 北 极

地区发展，北 极 地 区 的 经 济 开 发 并 非 其 优 先 议 程。美

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将优先推动环境管理与保护，
重点关注黑炭 和 甲 烷 等“短 期 气 候 污 染 物”控 制、推 动

北极地区气候 科 学 研 究、提 升 北 极 地 区 适 应 和 应 对 气

候变化的能力。〔３０〕由于北极理事会的决策和议程 设 定

采取成员国一 致 同 意 的 原 则，美 国 的 北 极 理 事 会 议 程

能否获得各国认可与支持仍未 可 知。２０１５年１月，罗

伯特·帕 普 在 访 问 瑞 典、挪 威、丹 麦、芬 兰、俄 罗 斯 期

间，会见了上述 国 家 的 政 府 代 表、原 住 民 群 体、非 政 府

组织代表以及 科 学 界 和 商 业 界 领 导 人 物，就 包 括 北 极

事务在内的议 题 进 行 沟 通，以 期 获 得 这 些 国 家 对 美 国

设置优先议程的支持。
再次，乌克兰危机之后，美俄关系直接影响了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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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极事务中的合作。北极地区的政治发展与国际合

作，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外围国际政治局势的发展，北

极地区的合作很容易成为大国对抗的牺牲品。〔３１〕无 论

从北极地区的人口、领土（领海）面积来看，俄罗斯无疑

是最大的北极国家，在北极事务中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乌克兰危机引 发 了 一 系 列 连 锁 反 应，美 俄 成 为 战 略 对

手，欧盟与俄罗斯关系也急转直下。〔３２〕随 后 美 国、欧 盟

等国对俄罗斯 采 取 的 经 济 制 裁，直 接 影 响 了 俄 罗 斯 在

北极地区开发 的 计 划，也 对 美 俄 在 北 极 事 务 中 的 合 作

产生了负面影响。〔３３〕俄罗斯能否认同美国北极理 事 会

优先议程的设 置，能 否 在 当 前 局 势 下 与 美 国 等 北 极 国

家保持高质量合作，也是美国面临的挑战之一。
最后，美国北 极 事 务 的 能 力 建 设 将 决 定 其 能 否 实

现对北极事务的领导。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基础设施状

况、对北极地区 的 投 资 以 及 北 极 议 题 在 政 府 议 程 中 的

优先程度方面，落后于大多数北极国家。近年来，美国

虽在北极事务 能 力 建 设 方 面 采 取 了 一 些 措 施，但 距 离

北极事务领导者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由于美国至今

尚未批准《联 合 国 海 洋 法 公 约》，在 其 他 北 极 国 家 争 相

提交延伸大陆 架 申 请 的 情 况 下，美 国 无 法 依 据 该 公 约

对北冰洋地区 大 陆 架 延 伸 提 出 主 张，限 制 了 其 自 身 在

北极事务中的相关权益。〔３４〕

四、结语

在北极地区 态 势 变 迁 加 速 的 背 景 下，北 极 理 事 会

也在一定程度 上 经 历 着 功 能 转 型，从“高 层 次 论 坛”向

机制化的国际组织 发 展，从“影 响 政 策”向“制 定 政 策”
的功能转型。〔３５〕美国非常重视今年再次担任北极 理 事

会轮值主席国 的 机 遇，希 望 藉 此 重 塑 在 北 极 事 务 中 的

领导地位。但是，美 国 所 制 定 的 优 先 议 程 能 否 得 到 落

实，面临着国 内 外 的 诸 多 挑 战。在 结 束 短 短 两 年 的 任

期之后，美国的北极理事会优先议程能否进一步延续，
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２０１５年１月，美 国 北 极 事 务 特

别代表罗伯特·帕普出席在挪威举办的北极前沿论坛

并作主题演讲，显 示 了 美 国 希 望 向 国 际 社 会 充 分 阐 释

其议程设置，进而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美国的北极 理 事 会 优 先 议 程 着 重 强 调 气 候 变 化、

加强北极理事 会 职 能 以 及 推 动 观 察 员 国 参 与 等 举 措，
也会影 响 到 中 国 未 来 参 与 北 极 事 务。在 气 候 变 化 领

域，中美两国同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美国在北极理事

会框架内加强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优 先 议 程 的 设 置，要 求 观

察员国“有意 义”地 参 与，为 两 国 在 气 候 变 化 领 域 开 展

合作提供了 机 遇。与 此 同 时，两 国 在 该 领 域 的 合 作 也

将面临未知的 挑 战，如 美 国 可 能 借 此 议 题 要 求 观 察 员

国承担超出本 国 能 力 的 国 际 责 任 与 义 务，对 此 我 国 也

应保持高度的谨慎与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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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６日。

〔４〕唐国强：《北极问题与中国的政策》〔Ｊ〕，《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１期，第２１页。

〔５〕〔２０〕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Ｄａｖｉｄ　Ｔｉｔｌｅｙ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ｉｋｅｒ，
“Ａｒｃｔｉｃ　２０１５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Ｕ．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Ｎｏｒｔｈ”，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ａｓ．ｏｒｇ／ｓｉｔｅｓ／ｄｅ－
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ｄｆ／ＣＮＡＳ＿ＡｒｃｔｉｃＨｉｇｈＮｏｒｔｈ＿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ＴｉｔｌｅｙＷｉｋｅｒ．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８
日。

〔６〕〔７〕Ｊｏｈｎ　Ｋｅｒｒｙ，“Ｒｅｔｉｒｅｄ　Ａｄｍｉｒａｌ　Ｒｏｂｅｒｔ　Ｐａｐｐ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Ｕ．Ｓ．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Ｊｕｌｙ　１６，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ｒｅｍａｒｋｓ／２０１４／０７／２２９３１７．
ｈｔｍ，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６日。

〔９〕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
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ｄｏｃｓ／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ｆｏｒ＿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ｔｈｅ＿ａｒｃｔ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ｆｉ．．．．ｐｄｆ，访 问 日

期：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６日。
〔１０〕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ｆｉｃｅ，“Ａｒｃｔ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Ｂｅｔｔｅｒ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Ｒｅｃ－
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ｕｌ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Ｕ．Ｓ．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

ｐａｔｉｏｎ”，Ｍａｙ　１６，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ａｏ．ｇｏｖ／ａｓｓｅｔｓ／

６７０／６６３２４５．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６日。
〔１１〕Ｄｏｎ　Ｙｏｕｎｇ　＆Ｒｉｃｋ　Ｌａｒｓｅｎ，“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Ｔｕｒｎ　ｉｔ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Ｏｃｅａ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ｏｐｉｎ－
ｉｏｎ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ｎｅｅｄｓ－ｔｏ－ｔｕｒｎ－ｉｔｓ－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ａｒｃ－
ｔｉｃ－ｏｃｅａｎ／２０１４／０７／３０／１２５５ｃ８６６－１７５３－１１ｅ４－９ｅ３ｂ－
７ｆ２ｆ１１０ｃ６２６５＿ｓｔｏｒｙ．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６日。

〔１２〕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１，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１５／０１／

２１／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ｏｒｄｅｒ－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ｆｆｏｒ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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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ｃｔｉｃ，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５日。
〔１３〕Ｍｉｌｏｓｚ　Ｒｅｔｅｒｓｋｉ，“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ｃｅ：Ｗｈ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ｅｅｄ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Ｐｏｗｅｒｅｄ　Ｉｃｅｂｒｅａｋｅｒ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１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Ｐｏｌａｒ　Ｉｃｅｂｒｅａｋｅｒ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Ｓ．Ｎｅｅｄｓ，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
ｍ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５９．

〔１５〕Ｈｅｃｔｏｒ　Ｍａｒｔｉｎ，“Ｐｏｌａｒ　Ｓｅａ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６，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ａｒｃｔ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０８２／ｐｏｌａｒ－ｓｅａ－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６日。
〔１６〕Ｒｏｂｅｒｔ　Ｐａｐｐ，“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Ａｒｃｔｉｃ：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ｕｌｙ　２７，２０１１，ｈｔ－
ｔｐ：／／ｗｗｗ．ｄｈｓ．ｇｏｖ／ｎｅｗｓ／２０１１／０７／２７／ｗｒｉｔｔｅｎ－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ｕｓｃｇ－ｓｅｎａｔ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ｂ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８日。

〔１７〕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Ｅｂｉｎｇｅｒ，Ｊｏｈｎ　Ｐ．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Ａｌｉｓａ　Ｓｃｈａｃｋｍａｎｎ，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Ａ　Ｌｅａｄｅｒ－
ｓｈｉｐ　Ｒｏ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ｅｄ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４／０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ｏｉｌ－ｇａ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ｒｃｔｉｃ，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６日。
〔１８〕Ｃａｔｈｌｅｅｎ　Ｋｅｌｌｙ，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ｏｎａｔｈａｎ，ａｎｄ　Ｖｉｋｒａｍ　Ｓｉｎｇｈ，Ｈｅｌ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ｉｎｄ　Ｉｔｓ　Ｔｒｕｅ　Ｎｏｒｔｈ：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Ｋｅｒ－
ｒｙ　ａｓ　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ｐｒｉｌ　４，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ｃｄ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ｒｇ／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４／０４／Ａｒｃｔ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ｐｄｆ，访 问 日 期：２０１５年１月

１６日。
〔１９〕“Ｐａ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Ｔｏｒｃｈ：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

ａｎ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ｃｏｍ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ｈｉｐ”，ＣＳＩ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０，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ｃｓｉｓ．
ｏｒｇ／ｆｉｌｅｓ／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１４０９３０＿Ｐａ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

Ｔｏｒｃｈ＿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ｕｍｍａｒｙ．ｐｄｆ，访 问 日 期：２０１５年１月

１６日。
〔２１〕〔２７〕Ｍａｔｔｈｅｗ　Ｓｍｉｔｈ，“Ａｓ　Ｕ．Ｓ．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Ｇｏａｌｓ，Ｎ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Ｌａｗｍａｋｅｒｓ　Ｌｅｆｔ　Ｗａｎｔｉｎｇ”，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ｌａｓｋａｐｕｂｌｉｃ．ｏｒｇ／２０１４／１１／０３／ａｓ－ｕｓ－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ｇｏａｌｓ－ｎ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ｌａｗｍａｋｅｒｓ－ｌｅｆｔ－
ｗａｎｔｉｎｇ／；“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ｈｉｐ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ｎｏｍ．ｏｒｇ／ｗｐ－ａｕｄｉｏ／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４－１１－０３－ＵＳ－Ｃｈａｉｒ－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ｐｄｆ，访 问 日 期：２０１５
年１月２８日。

〔２２〕“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ｈｉｐ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ｎｏｍ．ｏｒｇ／ｗｐ－ａｕｄｉｏ／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４－１１－０３－
ＵＳ－Ｃｈａｉｒ－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ｐｄｆ访 问 日 期：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８
日；Ｒｏｂｅｒｔ　Ｊ．Ｐａｐｐ，Ｊｒ．，“Ａｒｃｔｉ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６，

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ｉ．ｓｅ／ｅｖｅｎｅｍａｎｇ／ａｒｃｔｉｃ－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访

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１月３１日。
〔２３〕Ｒｏｂｅｒｔ　Ｐａｐｐ，Ｊｒ．，“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ｓ　ａ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Ｏｐ－

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Ｎｏｒｔｈ”，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０，２０１４，ｈｔｔｐ：／／

ｄｏｃｓ．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ＦＡ／ＦＡ１４／２０１４１２１０／１０２７８３／ＨＨＲＧ－
１１３－ＦＡ１４－Ｗｓｔａｔｅ－ＰａｐｐＪｒＲ－２０１４１２１０．ｐｄｆ，访 问 日 期：２０１５年１
月２６日。

〔２４〕Ｒａｎｄｙ　Ｓｈｏｗｓｔａｃｋ，“Ｕ．Ｓ．Ｒｅａｄｉｅｓ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ｇｅｎｄａ”，Ｅｏ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８，２０１４，Ｖｏｌ．９５，Ｎｏ．
４６．

〔２５〕Ｌｅｓｉｌ　ＭｃＧｕｉｒｅ　ａｎｄ　Ｂｏｂ　Ｈｅｒｒｏｎ，“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Ｐａｐｐ　ａｎｄ　Ｂａｌｔ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ＡＰＣ　Ｃｏ－ｃｈａｉｒ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
ａｋ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ｍ／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４／１０／１０．６．１４－ＬＴ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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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考察年会期间与笔者交流时提出这一观点。
〔３２〕张文宗、薛伟、李学刚：《试 析 乌 克 兰 危 机 的 战 略 影 响》〔Ｊ〕，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４年第８期，第１９—２６页。
〔３３〕Ｊｅｆｆｒｅｙ　Ｍａｎｋｏｆｆ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Ｋｕｃｈｉｎｓ，“Ｒｕｓｓｉａ，Ｕｋｒａ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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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９日。
〔３４〕陆俊元：《北 极 地 缘 政 治 竞 争 的 新 特 点》〔Ｊ〕，《现 代 国 际 关

系》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２８页。
〔３５〕程保志：《试析北极理事会的功能转型与中国的应对策 略》

〔Ｊ〕，《国际论坛》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４３—４９页。

作者简介：孙凯，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山东青岛，２６６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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