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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动因探析

连佳琳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市 200030

摘　要：北极地区在科研、经济、航道和自然资源等领域具有重要价值，世界范围内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都积极参与进北

极治理的进程中。中国作为北极事务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始终是北极治理中重要的合作者与贡献者。那么中国参与北极治

理的动因何在？本文从经济诉求、能源需求、和地缘政治三方面探寻中国深度参与北极治理的原因，探究中国在当前的北

极治理格局下与各国合作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深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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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北极就其战略价值来说，在冷战时期，它不是各个国

际组织和国家行为体的重点活动范围，其价值主要集中在军

事安全方面，成为美苏军事对峙的前沿。1987 年，随着戈

尔巴乔夫在“摩尔曼斯克讲话”中对于建设“和平之极”的

呼唤和冷战以来紧张的军事局势的缓解 [1]，国际组织和部分

国家都渐渐开始在北极地区活跃起来。而后冷战时代，北极

治理成为北极研究的核心领域，其内容从环境保护等非传统

安全议题延伸到相关国家的北极战略构想、北极领土划界等

传统安全议题。如今，不管是北极国家、非北极国家还是各

个国际组织都积极参与北极治理进程，希望在自身具有优势

的议题上获得话语权，不断提升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自 1925 年中国加入《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开启

探索北极的历史性实践以来，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北极治理的

进程。2013 年，中国加入北极理事会成为观察员。2015 年《中

国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将极地问题提高到国家安全的程

度。2018 年颁布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从北极形势、

中北关系等方面入手提出了以“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

为基本原则积极参与北极事务。近年来中国为了促进与北极

地区的互联互通，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其也积

极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合作倡议，与各方共同建设“冰上丝绸之路”[2]。 

可见，中国在北极治理中一直扮演着合作、负责任的

角色。那么，是什么因素推动着中国一直以来积极参与北极

治理的进程？本文将对此展开分析。

二、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动因

1、能源需求

在讨论北极能源储备之前，首先要定义“北极”这一概

念的范围。按照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地理学划分方法来说，

北极地区就是北极点以南和北极圈（北纬 66° 34′）以北

的区域 [19]。北极地区除了北冰洋这一公海外，其余的岛屿、

水域和陆地的主权归属已基本明晰，分别属于北冰洋沿岸或

者北极圈经过其陆地领土的国家，包括北冰洋沿岸五国——

加拿大、挪威、美国、俄罗斯和丹麦，和北极圈三国——瑞典、

芬兰和冰岛这些环北极国家，其行使主权权利，进行行政管

辖 [20]。

总的来说，北极地区油气、矿产、渔业和木材等资源

的开采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人类社会资源短缺的情形。

而除了传统能源储备丰富之外，北极地区还蕴藏着大量新能

源。以风能为例，环北极地区由于风速较高，蕴含着丰富的

风能资源，其年发电量占全球的 18.5% 左右，在当前的技

术水平下，开发量可达到的世界 17.2% 左右的水平 [7]。

从能源供应来说，中国作为全球头号能源消费国，其

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大量依靠进口，而这些能源的来源主要

是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石油生产国，而这些产油国大多存在

地区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使得中国能源供应在一定程度上存

在着脆弱性。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中

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面临着兼顾环境效益的新挑战，因而

其迫切需要实现绿色清洁发展和能源多元化，推进国内能源

革命。因而中国在“冰上丝绸之路”的框架下积极参与北极

治理，与北极各国开展全方面的国际合作。以中俄联手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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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开发北极资源的合作项目——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

目为例，该项目建成后每年能向中国稳定供应 400 万吨液化

天然气，保障了中国能源供给的稳定性，也有利于加速优化

国内能源结构 [12]。

更进一步说，能源结构和供给的转型也有利于中国在

国际上获得能源话语权。通过与北极国家合作共同开发北极

能源使中国参与到北极地区乃至全球性的能源合作中去，而

北极地区大量的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也会逐步改变原先传统

能源领域的话语权格局，中国作为已经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占

据先机的国家，北极可再生能源的进一步开发将会使中国在

国际能源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更上一层楼。

2、经济诉求

随着气候变暖，北极地区的海冰逐渐消融，一些航道的

经济重要性逐渐显露出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地缘

政治的版图。化石能源仍然是中国长期内能源消费的主体，

中国现在高度依赖中东地区的石油进口，海运是我国石油贸

易的主要运输方式。而中国的海运一贯路线都是要经过马六

甲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这两个交通咽喉，这两地同时也是国

际政治中的高敏感地区，以马六甲为例，虽然其从主权归属

上来说属于马来西亚等三个国家共同管控，但实际上它是西

方大国操纵的工具，中国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都会受到美

国和印度的监视，走传统航线进行货运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政

治因素的影响。

而随着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逐步深入，以及东北航道逐

步开发，中国有了一条能迅速、便捷地连接欧洲、北美和俄

罗斯的海上通道。该航道西起挪威北角附近的欧洲西北部，

东至白令海峡，途径巴伦支海和新西伯利亚海等地，东北航

线途经的国家和地区政治局势较为稳定，争端较少，并且也

不用考虑海盗猖獗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可以说东北航道的

开发将大大提高中国海洋运输的安全性并减少运输成本。

因而中国深度参与北极治理，通过“冰上丝绸之路”

合作携手推动东北航道开发，促进中国贸易体系布局南北均

衡发展的同时，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动力，以此为基

础争取在北极航道的开发中实现中国利益最大化。

3、地缘政治考量

北极的地缘政治一直是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就北极

国家之间来说，八国在岛屿归属、领土争端、航道等方面都

存在着一定争议。并且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之间一直存在

着排他性。受到地缘政治和权力政治理论的影响，北极八国

对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事务一直持审慎态度，其严格限制非

北极国家加入北极治理相关的国际组织并对加入的相关国

家提出严苛的考核标准，将非北极国家和北极八国明显区别

开来。美国将北极地区纳入其“亚太再平衡”范围，并进一

步升级扩展为“印太战略”，激活“大中亚计划”，通过强

化联盟体系、前沿部署和地缘经济竞争对中国进行牵制 [16]。

由于北极的自然环境可以为核潜艇等军事装备的机动和隐

密提供有利条件，美国对中国进入北极十分敏感，其甚至将

中国 1999 年“雪龙号”在北极的科研勘探看作是中国在位

北极地区的紧急的军事情况做好准备 [21]。

但是诸如俄罗斯等国在担心中国参与北极治理会减弱

本国在地区影响力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其还是会希望中国

参与到北极治理中来，以此平衡北极地区内的权力格局。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对俄罗斯实施了

多轮经济制裁，俄罗斯面临的国际局势日趋严峻。与此同时，

随着页岩气革命在全球展开，国际能源格局开始发生深刻变

化，美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成功挤占俄罗斯的份额，加之国

际油价下跌，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创。而北极地区的油气等资

源分布十分不均衡，虽然多数资源位于俄罗斯境内，但俄罗

斯由于缺乏资金技术等原因难以进行有效开发。中国作为拥

有资金优势和丰富的国外开发经验的优势大国，和俄罗斯之

间又存在着高度的战略互信和合作基础，其重要性自然不必

多说。俄罗斯亟需中国帮助减少西方制裁影响、恢复经济以

及提升在北极的话语权。

三、结论

由于北极地区有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和能源价值，其

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家安全的维护

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参与北极治理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新形势下，中国要

建设性的参与北极事务，一方面要借助北理会这一平台，把

握好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的身份，积极寻求与在资源开发

等方面与北极国家展开多边、双边合作，处理好与原住民组

织以及其他非北极国家的关系，提高在北极的参与度，不断

争取在北极事务中的扩大本国话语权，提升影响力，共同完

善北极治理的相关机制。另一方面，中国本身要不断丰富和

发展自己的北极政策，明确、完善自身的北极目标和利益诉

求，构建“冰上丝绸之路”和北极命运共同体，加强在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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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方面的国际对话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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