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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北极合作的现状、问题与进路
＊

孙　凯　杨松霖
（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２６６１００）

摘　要：随着北极事务在国际议程中地位的上 升，北 极 事 务 也 成 为 中 美 关 系 中 的 重 要 内 容。中 国 与 美 国 在 北

极地区存在存在大量的利益交叠，双方在海洋环境保 护、海 洋 安 全、渔 业 开 发、气 候 变 化、科 学 考 察、航 道 开 发 与 利

用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在现阶段，中美北极合作以“低政治”领域为主，美国对中

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采取有限度欢迎的态度。中美 在 北 极 事 务 上 的 合 作 还 有 很 大 的 提 升 空 间，可 以 从 科 研、环

保领等域为突破口，以北极理事会以及中美双边外交作为合作平台，加强中美北极事务的多层面合作，从而进一步

推动北极地区的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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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气候变化以及北极地区地缘政治态势的变

化，北极问题在国际议程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这一

问题也进入到中美合作的视野之中。自第二轮中美

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关于极地事务的合作就被纳

入到合作清单，并举行了系列的会谈。在２０１５年６
月举行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决定

继续通过海洋法和极地事务对话、渔业对话等机制

加强沟通与协调，推动在国家海洋保护、海洋酸化监

测和评估等海洋环保领域的务实合作，两国新设立

的海洋工作小组也实现首次会晤。
随着北极问题在奥巴马政府议程中的优先程度

的提升，北极地区的政策也被纳入到美国海洋政策

和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１］美国认识到，应对来自

国家或非国家的全球公域安全威胁，非美国一家能

为之，与新兴大国及关键国家的合作日益必要。［２］美

国官员曾多次表示欢迎中国、印度等国家参与北极

事务，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提升共同利益。中国作为

北极地区传 统 的 域 外 大 国，在 北 极 事 务 中 秉 持“尊

重、合作与共赢”的政策理念。［３］在参与北极事务的

进程中，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是中国参与极地事

务乃至全球事务的关键因素。［４］（Ｐ５９）本文首先对中美

两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合作进程进行梳理，进而探讨

两国北极合作进程中的问题，并对进一步提升与推

动中美北极合作的进路提出建议。
一、中美北极合作现状

作为两个全球性的大国，中美在北极地区存在

大量的利益交叠。这主要体现在中美两国在气候变

化、航道开发与利用、海洋渔业、北极科学考察、海洋

环境保护等领域，中美在这些领域中已经开展了富

有成效的合作。
（一）同渔业有关的海洋法的实施

全球变暖趋势的加强导致北极融冰速度进一步

加快。受其影响，北半球渔区将进一步北移。北极

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需要对即将到来的北极捕鱼

潮进行预防性规范。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５日，北 极 渔 业 管 理 会 议 在 同 济

大学召开，包括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大卫·巴

尔特在内的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共约５０人参加了会

议。与会各国专家围绕北极自然变化与渔业、北极

渔业的科学研究与管理、各北极国家对北极渔业管

理的观点、北极渔业已有的管理与协议等方面进行

了交流和讨论。与会专家认为现有的科学研究成果

还无法证明北冰洋中部国际水域可以进行可持续性

的商业捕捞活动，呼吁国际社会以及北冰洋沿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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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应逐步达成一项国际协议或建立相关专门机构，
保护北冰洋 中 部 国 际 水 域。［５］２０１５年７月，美 国 等

五大北冰洋沿岸国家（加拿大、丹麦、挪威、俄罗斯和

美国）齐聚奥斯陆，商讨如何规范北冰洋中心区捕捞

活动。［６］中国作为非北极国家参与了由五个北冰洋

沿岸国家签署禁止本国捕鱼船队在北冰洋核心区从

事捕鱼作业的协议。对于中美双方来说，尽早开展

双边基础上的北极渔业讨论是一种可以减少未来分

歧的有效的策略。
中美双方关于渔业及海洋法方面的合作并不仅

限于此，双方在渔业对话、海事执法、海事安全等方

面都进行了 卓 有 成 效 的 合 作。２０１４年 中 美 双 方 重

新启动中美渔业定期对话，２０１５年双方决定建立一

个正式的中美渔业对话，就渔业和水产养殖科学与

管理方面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２０１５年第七轮

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支持推进两国海事安全机

构间的双边交流。［７］

（二）北极气候变化研究

在２０１０年５月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奥巴马

将“气候变化”定义为美国“核心安全利益”［８］，足见

奥巴马政府对其的重视。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两个经济体，同时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涉
及北极气候变化的研究和政策是中美两国之间合作

的必然领域。
巴黎协议谈判启动以来，中美两国充分吸取哥

本哈根会议的经验教训，在各级政府官员和专家之

间保持畅通的沟通交流渠道，安排了大量的磋商和

对话活动。为配合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

美气候变化工作组于２０１４年７月８日在北京举行

成果签约仪式。八个中美两国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

签署了８个项目合作文件，这标志着中美在应对气

候变化合作 方 面 进 入 新 阶 段。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中 美

两国共同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首次以量

化方式明确各自在２０２０年后的减排行动。美国计

划于２０２５年 实 现 在２００５年 基 础 上 减 排２６％－
２８％的全 经 济 范 围 减 排 目 标 并 将 努 力 减 排２８％。
中国计划２０３０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

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２０３０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 重 提 高 到２０％左 右。双 方 均 计 划 继 续

努力并随时间而提高力度。［９］

２０１５年８月３１日，美国主办的名为“北极事务

全球领导力大会：合作、创新、参与和韧性”的国际会

议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举行。中国作为与会的

１２个非北极国家之一，参与讨论了多个关于北极地

区气候变化 的 议 题。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５日，习 近 平 主

席访美期间，两国领导人再次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

明》，双方重申，发达国家承诺到２０２０年每年联合动

员１０００亿 美 元 的 目 标，用 以 解 决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需

要。为此，美国将向绿色气候基金捐资３０亿美元的

许诺；中国宣布拿出２００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

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

变 化，包 括 增 强 其 使 用 绿 色 气 候 基 金 资 金 的 能

力。［１０］

（三）科学考察和学术合作

随着中国参与北极事务能力的提高，中美北极

科研合作逐步全面展开。１９９３年，美国北极考察委

员会接待中国北极考察筹备组先遣小组，并开始建

立中－美北极科学考察合作关系。１９９４年３月，中

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和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与美国

阿拉斯加州北坡自治区政府合作，开展了阿拉斯加

北坡地区１万年以来气候与环境变化的考察研究。

１９９４年５月，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研究所与美国阿

拉斯加北坡自治区政府合作，开展了波弗特海浅海

区域鲸鱼种群与生态习性的调查研究。基于在北极

研究中的贡献与能力，中国于２００５年４月在云南昆

明承办了北极 科 学 高 峰 周 会 议，①成 为 承 办 该 会 议

的第一个亚洲国家。本次会议组织并成立了“太平

洋北极工作组”，中国顺利当选成为新奥尔松科学管

理委员会北极实验室咨询委员会成员。
组织北极科学考察的双边合作也是中美北极合

作的方式之一。中美两国科学家在对方北极考察活

动中互动频繁：美国的科学家参加了中国历次北极

科学考察，同时，中国派遣科学家参加了美国的多个

北极航次，开展北冰洋大气、海洋、物理等专业的合

作考察和研 究。２０１４年７月 开 始 的 中 国 第 六 次 北

极科学考察是我国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后实

施的首次北极科学考察，同时也是国务院批准的极

地专项支持的第二个北极航次考察。本次考察开展

了北极海洋水文与气象、海冰、海洋地质、地球物理、
海洋生物与生态、海洋化学等多学科海洋综合考察

和冰站多要素立体协同观测。并首次通过中美国际

合作，利用“雪 龙”船 平 台 在 北 纬８０°左 右 及 以 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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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海盆波弗特环流区，分别布放了３套深水冰

基拖曳浮 标。该 冰 基 拖 曳 式 浮 标 由 美 国 著 名 研 究

所———伍兹霍尔（Ｗｏｏｄｓ　Ｈｏｌｅ）海洋研究所研制，是

当前世界上获取冰下海洋物理参数的最先进的方式

之一。［１１］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６日，首 届 中 美 北 极 论 坛 在 同 济

大学召开。中美双方（中方参与单位有国家海洋局

极地办、外交部、国防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海洋大

学、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等，美方参与人员有美国国务

卿克里 北 极 事 务 特 别 顾 问、北 极 科 学 委 员 会 主 席

Ｆｒａｎ　Ｕｌｍｅｒ，战略 与 国 际 事 务 研 究 中 心（ＣＳＩＳ）、阿

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美
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等）的官员及学者，就“北极地

区：利益、挑战和中美合作的可能性”这一主题展开

建设性对话。两国专家针对气候变化对北极地区的

影响、北极渔业科研所面临的挑战、中美在北极地区

的合作空间与障碍，以及乌克兰危机后美俄在北极

地区的关系变化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１２］

（四）北极航道开发与利用

气候变暖进一步加强了北极航道的可使用性，
北极航道的开通将极大地缩短欧亚和北美亚的航线

距离，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作为沿岸国的加拿大

和俄罗斯视其沿岸的北极航道为主权水域，对北极

航道及所在水域提出一系列法律主张，在客观上形

成对航道行使主权的既定事实。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北极航道通航将

对两国的国家利益和航运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两

国在北极航道问题上都支持自由航行，认为东北航

道和西北航道均属于国际航线。特别是作为海权大

国的美国，历来坚持海洋航行自由原则，对俄罗斯和

加拿大的北极主权主张均不予承认。将北极航道定

性为国际海峡符合两国海上贸易对该航道航行权的

需求，不仅仅代表中美两国利益，也符合广大北极非

沿岸国家的利益需求。
与此同时，中国建设性地参与国际海事组织《极

地水域运作船舶安全规则》的制定工作。２０１７年１
月将要生效的《极地水域运作船舶安全规则》覆盖有

关两极周围水域运作船舶的设计、建造、设备、操作、
培训、搜救和 环 保 等 全 范 围 事 务。［１３］标 志 着 国 际 海

事组织有关保护两极周围荒凉水域运作船舶以及船

上人员（船员和乘客）的工作取得里程碑式的进展。
中美北极合作的顺利开展必然要依靠北极航道的通

畅和船舶的科学使用以及良好的后勤保障。《极地

水域运作船舶安全规则》的制定和生效，一定程度上

为中美两国北极合作的开展扫清了这方面的障碍，
有力地促进了双边北极合作。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８日，
中国交通运输部发行全球首部中文版《北极航行指

南（东北航道）》。该书计划在北极东北航道航行的

船舶 提 供 海 图、航 线、海 冰、气 象 等 全 方 位 保 障 服

务［１４］。该书的出 版 发 行 为 中 美 双 方 船 只 以 及 他 国

船只和平利用东北航道、开发北极资源提供了航运

保障服务。北极航道的通畅和科学使用将进一步促

进中美双方关于北极资源的开发与合作。
二、中美北极合作存在的问题

尽管两国在科学、环境、和航运领域都存在合作

机会，但是如何达成合作还面临众多挑战。在中国

快速实现崛起的战略背景下，美国对中国在北极地

区利益的实现心存疑虑，甚至可能从相对收益的角

度考虑选择“双输”，即宁可自己不去追求收益的增

长，也 绝 不 让 中 国 从 合 作 中 获 得 好 处。［１５］（Ｐ４４）因 此，
中美两国的北极合作尚存在着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北极地区经济开发合作有待拓展

尽管中美双方在极地事务领域的合作逐渐全面

深入，但目前双方合作领域基本限于科学考察、环境

保护等“低政治”领域，经济合作并不充分，并且尚未

触及到军事、政治等领域的合作。造成目前这种情

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科学考察等领域的合

作确实应在双边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有效的

国际合作来实现；另一方面，与美国对待北极事务的

多重考虑不无关系。美国在北极地区强调国际合作

是一种“有限的国际合作”，即与谁合作、在何问题上

合作、何时合作以及合作的形式都是由美国自身利

益来决定的。在北极开发问题上，美国并不希望中

国过多地触碰北极这块“大蛋糕”。在美国看来，中

国作为新兴的大国，其崛起本身就是在挑战美国的

全球利益，美国并不希望中国过多卷入北极事务，尤
其是敏感的政治军事事务。

（二）美国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疑虑重重

作为北极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国逐渐靠近

北极的脚 步 引 起 了 美 国 的 疑 虑。２０１２年４月，有

“中美关系麻烦制造者”之称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

委员 会（ＵＳ－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简 称 ＵＳＣＣ）公 布 了 对 中 国 北 极 政 策

的调查。该报告承认，中国对北极的兴趣和活动主

要集中在环境上，中国参加极地地区合作活动也主

要集中于环境研究。中国在北极事务上采取的是一

种低姿态。［１６］

美国一方面希望借中国之力推进北极治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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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多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中国过度参与

其中，分享北极开发的收益。以中国加入北极理事

会这一问题为例，美国支持中国，固然有希望加强北

极事务国际合作的意味，但希望通过中国的加入来

以稀释俄罗斯在北极事务的影响力，从而有利于美

国在北极事务上的领导，亦是其考虑之内。２０１５年

９月，在奥巴马视察阿拉斯加时，五艘中国军舰进入

阿留申群岛１２海里以内的海域［１７］。尽管中国军舰

有权在美国水域“无害通过”，并且对美不构成威胁，
但还是引起了美国的种种猜测。美国太平洋司令部

司令哈里·哈里斯一度敦促参议院批准《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以此来应针对近期中国和俄罗斯的海上

行动。
“对全球公域的控制是美国政治的军事基础，是

冷战后美国 霸 权 政 策 的 助 推 器。”［１８］美 国 对 中 国 参

与北极事务的“疑虑”和“不信任”将阻碍两国北极合

作的深入和扩展。受制于中国快速崛起和美国深陷

内外危机的战略背景，未来中美北极合作极有可能

上演中国的“一厢情愿”与美国的“战略疑虑”之间的

尴尬博弈。
（三）国内各方利益掣肘，美国对北极开发投入

不足

美国在北极地区涉及诸多相关利益攸关方，包

括企业、环 保 组 织 以 及 阿 拉 斯 加 地 区 的 原 居 民 等。
而且，他们在北极地区的利益往往相互矛盾，因此常

常会彼此掣 肘 导 致 美 国 难 以 落 实 诸 多 北 极 开 发 政

策。中美双方关于北极开发达成的法律协议是否能

够在操作层面有效落实，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另一方面，中美北极合作过程中众多北极事务需要

两国的密切协调，涉及到双方配合和衔接的部门较

多。而在对北极事务的管理上，美国没有一个综合

统筹的、高级别的领导。在政府中约有２０多个机构

或部门涉及北极事务，部门间缺乏统领性的整合与

协调。［１９］这将为中美双方在北极事务的协调和配合

上增加困难和耗费不必要的资源。
北极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与北极资源开发也是

一对难以平衡的矛盾，２０１０年５月墨西哥湾漏油事

件的发生，更是再次引发人们对北冰洋能源开发的

担忧。美国国内对北极地区的油气开采进行了激烈

的讨论，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开放北极

陆地和水域的油气开采能够确保美国的能源安全；
另一种则坚称对美国油气资源需求的满足不能够以

冒环境风险为前提。［２０］尽管在《白宫报告》里多次提

到“负责任地开发和管理北极”，并提出“保护北极独

特多变的环境是美国政策的一个中心目标。”但是，
美国为了满足自身能源需求正着手放宽对北极开发

的限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争议。前国务卿希拉

里·克林顿 已 经 表 示 她 反 对 在 北 冰 洋 进 行 石 油 钻

探。“北极是独一无二的宝库，在那里钻探是十分冒

险的事情”。作为下一任美国总统的热门候选人，希
拉里对于北极开发的态度值得关注。美国内对北极

资源开发意 见 的 种 种 分 歧 必 将 影 响 到 中 美 北 极 合

作，给双方的合作带来不可预估的阻力。
与俄罗斯、加拿大等北极国家相比，美国对北极

事务的重视程度和资源投入都“保持一种低姿态”。
以破冰船为例，“与其他北极国家相比，美国拥有的

破冰船的数 量 非 常 有 限。”［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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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而 且 船 龄 长、破 冰 能 力

有限。破冰船是中美北极合作的重要基础设施。在

北极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缺乏破冰船的支持，北极开

发活动将困难重重。无论是建造破冰船，还是改造

升级北极地区的基础 设 施（如 卫 星 监 控 系 统、深 水

港、油料补给）都离不开经费的支持。２００８年的金

融危机加剧了美国财政赤字，迫使奥巴马政府不得

不通过预算控制法案，以严格控制各项财政支出。
（四）北极事务在美国全球战略安排中不占主导

地位

２００６年，美国从冰岛的凯夫拉维克空军基地撤

出，这一行动发出一个信号，即美国已将北极地区视

为其外围利益区域。［２３］相比亚太、中东而言，北极在

美国的战略棋盘中属于“非核心地区”。不断崛起的

中国和印度又将美国的注意力从南到东来回拉扯，
美国无暇关注世界的其他地区。［２４］美国国务院和国

际开发署２０１６年的预算明确展示出美国国家外交

事务的重点。［２５］面 对 这 么 多 待 处 理 的 外 交 重 点，美

国难以将有限战略资源更多地投入到北极事务中。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是美国参与北极事务的

障碍。在所有北极国家中，只有美国未签署《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使美国在北极地区的行动受到了很大

束缚，无法依据公约的相关条款主张自己的利益，对
其他国家的领土诉求又缺乏合理的反驳依据。尽管

加入公约意味着美国需面对其他北极国家依据公约

条款对抗美国主张的现实，但却有助于美国在北极

问题上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北极问题因而成为美国

朝野上下热议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重要驱动

力之一。未签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使中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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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地区的海洋合作缺乏有效的国际法支持，部分

合作难以开展。
三、提升中美北极合作的进路

中美两国拥有共同的责任来维护北极地区的和

平与安全。尽管面临诸多不利因素，中美双方要进

一步加强对话与协商。通过现有的战略与经济对话

框架和北极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平台，管控分歧，共同

努力，建设性地开展关于北极事务的双边合作。
（一）明晰中国极地战略目标与利益诉求

随着北极地区事务治理与发展从“科考时代”、
“开发与保护的时代”以及北极地区事务“综合治理

时代”的阶段性发展，中国需要准确把握北极地区事

务发展的这些阶段性的特征，以中国自身发展为核

心，以国家长远发展利益和需求为导向，厘清中国在

北极地区的权利义务和国家利益极其优先顺序与轻

重缓急，并据次对中国的北极外交事务进行综合、全
面的战略性规划。

极地事务纷繁复杂，涉及资源、航道、法律、外交

等多个领域，应尽早制定中国的北极战略，协调各方

资源。探索符合我国利益的北极政策和目标取向，
以适应北极地缘政治竞争的新特点。外交上，可考

虑设立“北极大使”或类似的高级别代表，专司北极

事务；政治上，继续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框架下

深化合作、加强落实；经济上，加强与美国北极地区

特别是阿拉斯加州的经贸合作，增加对其基础设施

建设的投资，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北极的开发建设；此
外还可通过 旅 游、教 育 等 手 段 增 强 人 文 交 流，搭 建

“第二轨道”北极外交平台，加强北极外交社会行为

体的能力建设，开展中国对美北极公共外交。［２６］

（二）从科研、环保领域促进中美北极合作

北极国家单凭自己的能力已经不足以解决北极

的科学研究、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因而对

域外国家的参与持欢迎态度。北极地区气候环境的

变化过程深刻影响着中国气候与环境的变化，直接

关系到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环境保护和

气候变化因 而 成 为 中 国 政 府 对 北 极 高 度 关 注 的 领

域；另一方面，科学研究是美国维护其北极利益的重

要手段之一，美国在北极科研、近海油气开采和气候

问题研究等方面拥有一定的优势。科研、环保等领

域的合作又属于并不十分敏感的“低政治”领域，中

美双方可以开展合作，提高北极科学研究水平，为北

极的气候、环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
（三）避免陷入美国同其他北极国家之间的地缘

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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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２００７年

在北冰洋底插旗事件更是标志着北极地缘政治竞争

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２７］面对俄罗斯、加拿大及其

他环北极国家的挑战，美国不甘示弱，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回应来自 北 极 的 挑 战：２００８年，美 国 在 极 地 地

区举行“北方边陲－２００８”大规模演习，美国海军于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宣布，将在北极部署一支被称为“大绿

舰队”（Ｇｒｅａｔ　Ｇｒｅｅｎ　Ｆｌｅｅｔ）的 航 母 战 斗 群。美 国 海

军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对外公布了“北极路线图”，用来

指导海军在北极地区的政策制定、资源投入和行动。

２０１１年，美国国 防 部 出 台《北 极 地 区 行 动 报 告》，提

出为建立北冰洋舰队做好准备。２０１３年５月初，奥

巴马政府颁布了《北极地区国家战略》；５月２１日，

美国海岸警卫队发布了《海岸警卫队北极战略》；１１
月２２日，美国国防部又颁布了《国防部北极战略》。

北极地区复杂的地缘形势使美国与其盟友和战

略对手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美国军方北极研

究的 代 表 人 物 海 军 战 争 学 院 的 克 拉 斯 卡（Ｊａｍｅｓ
Ｋｒａｓｋａ）一度提 出 在 解 决 美 加 西 北 航 道 争 端 时，应

该引入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外部势力对加拿大施压，

以此来削弱俄罗斯和加拿大的过度影响力。［２８］在处

理与美国与俄罗斯、加拿大及其他北极沿岸国家的

关系上要做出全面冷静的判断。一方面要充分利用

各方利益汇合点，实现中国的北极权益；另一方面，

要妥善处理相互间的关系，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

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骤降，直接影响了美俄两国在

北极事务中的合作。在加强中美北极合作的同时，

妥善处理或继续发展与北极其他国家的关系。
（四）加强北极多边制度建设，推动北极治理民

主化

北极秩序的构建正处于关键时期，未来是走向

对立还是合作考验着各国政府的政治智慧。现存公

约②或者只是笼统地涉及北极治理的各个领域而缺

２２

②目前适用于北极地区的全球性国际公约主要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区域性 安

排主要有《斯瓦尔巴德条约》、《北极航空和海上搜寻与救援合作协定》（简称《保护北极熊协定》）、《北极海空搜救协定》、《北极海洋油污预防与

反应合作协定》等。此外，１９９６年的《渥太华宣言》、２００８年的《伊鲁利萨特宣言》和２０１３年的《基律纳宣言》等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对北

极地区的某些问题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少详尽的法律规则，或者只是涉及北极治理的一个

方面而缺乏全面性。中国在未来的北极治理中，应

当利用中美两国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推进北极治理

格局的演进，在基础性公约的制定和专门性公约的

形成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２９］（Ｐ１３２）

２０１３年５月，北极理事会在瑞典北部城市基律

纳召开的第八次部长级会议上，批准中国和其他５
个域外国家成为该组织正式观察员国。但是，观察

员国的权利仅限于参与科学研究或某些项目的财政

资助等，中国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仍很有限。中国要

充分 利 用 作 为 北 极 地 区 最 重 要 的 区 域 政 府 间 论

坛———北极 理 事 会［３０］，利 用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美 国 担

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这一有利契机，加强中美

北极双边合作，增进同美国的沟通与对话，开展功能

性领域的 合 作。积 极 协 调 新 进 观 察 员 国 的 北 极 权

益，逐步增加北极多边制度中的中国因素，为北极治

理的演进贡献中国智慧。
结语

“在气候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北极地区

的事务越 来 越 融 入 到 全 球 事 务 之 中。”［３１］（Ｐ１－２０）由 于

战略调整和国内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投入北极开

发的资源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限制，美国的实力

在现实和未来发展中存在诸多障碍。［３２］美国对北极

国际合作的需求程度进一步增强，为中国参与北极

治理，提升中美北极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在北极地区快速变迁以及国际社会对北极事务

的日益关注的背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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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中国作为北极

地区的后来者和利益攸关方，参与北极治理，离不开

美国的支 持。合 作 是 中 国 参 与 北 极 事 务 的 根 本 途

径。［３４］中国应从 环 保、科 研 以 及 预 防 自 然 灾 害 等 不

具有对抗性的“低政治”领域入手，在建设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框架下，不断拓

展中美北极合作空间，建设性地参与北极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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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北极 渔 业 管 理 会 议 在 沪 召 开［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ｃｅａｎｏｌ．

ｃｏｍ／ｓｈｏｕｙｅ／ｙａｏｗｅｎ／２０１５－０１－１５／３９３８６．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１１－１２．
［６］冰岛被排除 在 北 极 渔 业 协 议 之 外［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

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ｊｙｊｌ／ｍ／２０１５０８／２０１５０８０１０７１１２９．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１１－１２．
［７］中美将共同保护海洋［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ｎ／２０１５／０６２６／ｃ７０７３１－２７２１３４６６．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１１－１７．
［８］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Ｍａｙ　２０１０［ＥＢ／

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ｒｓｓ＿ｖｉｅ－

ｗ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ｄｆ．２０１５－１１－１５．
［９］中 美 气 候 变 化 联 合 声 明［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２０１４－１１／１２／ｃ＿１１１３２２１７４４．ｈｔｍ．２０１５－１１－２３．
［１０］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５－０９／２６／ｃ＿１１１６６８５８７３．ｈｔｍ．２０１５－１１－２３．
［１１］中国第 六 次 北 极 科 考 结 束２万 里 航 程 实 现 多 个‘首 次’［ＥＢ／

ＯＬ］．ｈｔｔｐ：／／ｔｇ０６．０９６６６．ｎｅｔ／ｉｎｄａｘ．ｐｈｐ？ｃｌｉｅｎｔ．２０１５－１１－１２．
［１２］中美 专 家 商 北 极 治 理 与 合 作［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ｃｏｍ／ｌｏｃａｌ／２０１５－０５／１７／ｃ＿１２７８０８９０６．ｈｔｍ．２０１５－１１－１２．
［１３］ＩＭＯ通 过 强 制 性 极 地 水 域 运 作 船 舶 安 全 规 则［ＥＢ／ＯＬ］．ｈｔ－

ｔｐ：／／ｗｗｗ．ｚｇｓｙｂ．ｃｏｍ／ｈｔｍｌ／ｓｈｉｐ／２０１４／１１／６０７３１１６１６８９６．ｈｔ－

ｍｌ．２０１５－１２－１０．

［１４］中国政府网：《北极航行指南（东 北 航 道）出 版 发 行》［ＥＢ／Ｏ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４－０９／１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７５２２１５．

ｈｔｍ．２０１５－１１－１２．
［１５］郭培清、孙凯．美国北极战略分析，载刘惠荣．北极地区发展 报

告（２０１４）［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１６］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Ｃ．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ＵＳＣ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ｔ，Ａｐｒｉｌ１３，２０１２．ｐ４．
［１７］奥巴马 阿 拉 斯 加 玩 抓 鱼 中 国５军 舰 首 现 白 令［ＥＢ／ＯＬ］．ｈｔ－

ｔｐ：／／ｎｅｗｓ．ｔａｋｕｎｇｐａｏ．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ｒｏｌｌ／２０１５－０９／３１５２４２３．ｈｔ－

ｍｌ．２０１５－１１－１２．

［１８］Ｂａｒｒｙ　Ｒ．Ｐｏｓｅｎ：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

２８，Ｎｏ．１（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０３）．
［１９］孙凯．主导 北 极 议 程：美 国 的 机 遇 与 挑 战［Ｊ］．国 际 论 坛，２０１５

（４）：３６．
［２０］Ｕ．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Ｃｉｒｃｕｍ－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Ｕ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Ｎｏｒ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ｉｒ－

ｃｌｅ，ＵＳＧＳ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　２００８．
［２１］Ｍｉｌｏｓｚ　Ｒｅｔｅｒｓｋｉ．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ｃｅ：Ｗｈ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ｅｅｄ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Ｐｏｗｅｒｅｄ　Ｉｃｅｂｒｅａｋｅｒ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Ｄｅｃｅｍ－

ｂｅｒ　２０１４．
［２２］Ｈｅｃｔｏｒ　Ｍａｒｔｉｎ．Ｐｏｌａｒ　Ｓｅａ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ｃｔｏ－

ｂｅｒ　１６，２０１４［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ａｒｃｔ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０８２／ｐｏｌａｒ－ｓｅａ－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２０１５－０１－２６．
［２３］Ｖａｌｕｒ　Ｉｎｇｉｍｕｎｄａｒｓｏｎ，“Ｉｃｅｌａｎｄ’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ａ　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Ｆｏｒｕｍ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３１，ｎｏ．１（２００７）

［２４］Ｉｎｇｒｉｄ　Ｌｕｎｄｅｓｔａｄ，“Ｕ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８，２０１０，［ＥＢ／ＯＬ］，ｈｔ－

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ｏｒｔｈ．ｏｒｇ／ｉｍａｇｅｓ／ｓｔｏｒｉｅｓ／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

ｌｕｎｄｅｓｔａｄ．ｐｄｆ．２０１５－１１－１５．

３２



［２５］包括：对抗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ＩＳＩＬ）、应对叙利亚危机、

解决中美洲移民问题、应对气候变化、保证全球安全、支持全球

健康行动、对 抗 来 自 俄 罗 斯 的 压 力 等。可 参 见 Ａｓ　Ｕ．Ｓ．ａｓ－

ｓｕｍｅｓ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ｈｉｐ，ｗｈａｔ’ｓ　ｎｅｘｔ　ｆｏｒ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ＥＢ／ＯＬ］．

ｈｔｔｐ：／／ｃｒｙ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ｏｍ／２０１５／０５／０４／ａｓ－ｕ－ｓ－ａｓｓｕｍｅｓ－ｃｈａｉｒ－

ｍａｎｓｈｉｐ－ｗｈａｔ－ｎｅｘｔ－ｆｏｒ－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１５－１１－２６．
［２６］孙凯．中国北极 外 交：实 践、理 念 与 进 路［Ｊ］．太 平 洋 学 报，２０１５

（５）：４４．
［２７］Ｐａｖｅｌ　Ｂａｅｖ，Ｒｕｓｓｉａ’ｓ　Ｒａ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ｅｏ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Ｐｏｌｅ［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ａｍｅｓｔｏｗｎ．ｏｒｇ／

ｕｐｌｏａｄｓ／ｍｅｄｉａ／Ｊａｍｅｓｔｏｗｎ－ＢａｅｖＲｕｓｓｉａＡｒｃｔｉｃ＿０１．ｐｄｆ．２０１３－１１－

９．
［２８］Ｊａｍｅｓ　Ｋｒａｓｋａ，“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ｓ”，Ｍａｙ／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ＥＢ／

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ｂｄ．ｃｆｍ？

ｐｉｅｃｅ＝８１０．２０１５－１１－１５．
［２９］丁煌．极地国家政策研究报告（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Ｍ］．北京：科学出

版社．
［３０］唐国强．北极问 题 与 中 国 的 政 策［Ｊ］．国 际 问 题 研 究，２０１３（１）：

２１．
［３１］Ｌａｓｓｉ　Ｈｅｉｎｎｉｅｎ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　Ｓｏｕｔｈｃｏｔｔ"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ｒ－

ｃｕｍｐｏｌａｒ　Ｎｏｒｔｈ：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Ｌａｓｓｉ　Ｈｅｉｎｎｅｉｎ　＆Ｃｈｒｉｓ

Ｓｏｕｔｈｃｏｔｔ，ｅｄｓ．，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ｍｐｏｌａｒ　Ｎｏｒｔｈ，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ａｓｋ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３２］Ｊａｍｅｓ　Ｒ．Ｈｏｌｍｅｓ，Ｆｉｖｅ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ｔｏ　Ｕ．Ｓ．Ａｒｃ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ｃｏｍ／ｔｈｅ－ｎａｖａｌ－ｄｉｐｌｉｍａｔ／２０１３／

０４／０１／ｆｉｖｅ－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ｔｏ－ｕ－ｓ－ａｒｃｔ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０１３－１１－１２．
［３３］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Ｄａｖｉｄ　Ｔｉｔｌｅｙ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ｉｋｅｒ，"Ａｒｃ－

ｔｉｃ　２０１５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Ｕ．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Ｎｏｒｔｈ”，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

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ａｓ．ｏｒｇ／ｓｉｔｅｓ／ｄｅ－

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ｄｆ／ＣＮＡＳ＿ＡｒｃｔｉｃＨｉｇｈＮｏｒｔｈ＿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ＴｉｔｌｅｙＷｉｋｅｒ．ｐｄｆ，２０１５－０１－１８．
［３４］王毅：中国秉承尊重、合 作 与 共 赢 三 大 政 策 理 念 参 与 北 极 事 务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ｂｚｈｄ／

ｔ１３０６８５１．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１１－２３．

Ｓｉｎｏ－ＵＳ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ｕｎ　Ｋａｉ　Ｙａｎｇ　Ｓｏｎｇｌ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Ｑｉｎｇｄａｏ　２６６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ｉｔ　ａｌｓｏ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ｏｎ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Ｓｉｎｏ－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ＵＳ　ｓｈａｒｅ　ａ　ｌｏ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ａ　ｌ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ｌｉｋ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ｆｉ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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