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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上丝绸之路”框架下的中俄合作进展
张琬懿

沈阳工学院 辽宁 沈阳 113122

【摘 要】：2018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颁布了关于中国在北极地区政策的白皮书。在经济全球化与区

域一体化背景下，北极地区在各领域，如资源、商贸、航道、生态、科研等领域的重要价值也逐步引起相关国家与地区的持

续关注。中国在地理位置上临近北极，北极地区的环境变化、生态状况等都将对中国产生直接影响。“冰上丝绸之路”倡议

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地区的延伸。“冰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有利于推进我国在北极地区与相关国

家的合作与往来。中国愿意在国际活动中，尤其是涉北极事务的国际活动中，彰显大国责任担当，为促进区域内国家间的共

赢合作献计献策，为维护北极的和谐、稳定贡献力量。俄罗斯是中国“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中俄两国在涉

北极事务中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采、航道运输、科学研究等方面拥有许多共同利益。目前，中国与俄罗斯在“冰上丝绸

之路”框架下的合作在政府、企业、高校、民众各层次蓬勃开展，并在政治、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本

文将进一步明确中俄双方对“冰上丝绸之路”倡议的不同观点，收集、总结、梳理“冰上丝绸之路”框架下，中俄在重点领

域合作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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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对于“冰上丝绸之路”主题的相关研究情

况概述

1.1 中文文献相关主题研究检索情况概述

中文文献对于“冰上丝绸之路”主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冰上丝绸之路”倡议产生背景的概述及对

倡议实现路径的探索。如刘广东、于涛（2021）在《“冰上

丝绸之路”倡议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一文中，

概述了“冰上丝绸之路”倡议自构想至政策颁布的历史演进

脉络，并为倡议在中俄两国实际合作中的更好实施提出了观

点。

第二，对于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的研究。如

彭广宇（2020）在《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两地产能合

作现状、问题及对策》中描述了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

在产能合作领域现状与问题，并对两国在这个地区产能合作

方面提供了建议。

2 中俄双方对“冰上丝绸之路”倡议的不同观点

2.1 中俄两国对“冰上丝绸之路”路线的阐释及建设目标差

异

2.1.1 中俄两国对“冰上丝绸之路”路线的阐释差异

（1）中国对“冰上丝绸之路”路线的阐释

我国所提出的“冰上丝绸之路”路线，是由中国出发，

经北极航线对途径港口以及沿线拥有资源的地区进行资源

开发，并与沿途相关国家与地区开展经济、政治、文化合作

等。

（2）俄罗斯对“冰上丝绸之路”路线的阐释

俄罗斯由于自身地处北极地区，因此俄罗斯所提出的

“冰上丝绸之路”路线，主要集中于靠近本国的北冰洋海域，

路线的西部起点是俄罗斯的新地岛，路线的东部至白令海峡

周围。

2.1.2 中俄两国“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目标的差异

（1）中国“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目标

中国视“冰上丝绸之路”为我国“一带一路”的重要延

伸与重要组成部分。

从经济角度出发，“冰上丝绸之路”倡议首先将欧洲与

北美地区往来的货物改经北极航线进行运输，该线路极大缩

短了运输里程与航行时间，直接降低了运输成本。其次，“冰

上丝绸之路”建设将继续巩固我国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优

势，帮助吸引更多的能源、运输等领域的投资者与合作者，

促进中国国际航线的多元化与外贸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同

时，“冰上丝绸之路”路线的设计打通了我国华北地区与欧

洲地区，为我国东北地区部分港口，如营口港的外贸经济发

展提供了机遇。第三，由于北极地区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油气

资源及矿藏资源，我国希望通过推动“冰上丝绸之路”倡议

的进一步实施，帮助缓解我国在油气等资源上紧缺的压力。

从政治、外交角度出发，中国想要通过更多参与北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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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以增加与“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往来互动，促进

沿线国家间的沟通与政治互信，最终实现各个国家共同参与

国际社会建设，共同享有合作成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2）俄罗斯“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目标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及国际形势的不断严峻，北极地区的

相关利益国都对北极地区丰富的物质资源表现出了极大的

兴趣。俄罗斯地处北极地区，俄罗斯北极大陆架蕴藏着丰富

的油气、矿产、鱼类资源。北极地区不仅帮助俄罗斯因众多

资源而获得直接的财政收入，而且还涉及到俄罗斯的国家安

全、领土及主权完整。

综上所述，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真正实现了中俄

合作在多领域的双赢。中俄共同建设“冰上丝绸之路”，共

同承担北极环境保护的大国职责，也使得中俄两国在北极地

区的活动由原本的追求自身利益转变为谋求两国在北极地

区的共同利益。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在“冰上丝绸之路”

框架下的合作、交流也带动了东北亚地区在海上贸易方面的

发展，促进了整个东北亚地区圈内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3 “冰上丝绸之路”框架下的中俄合作进展

3.1 政策法规

“冰上丝绸之路”作为中俄两国联合实施的重要项目，

将有助于统一两国间的众多战略、倡议，促进中俄双方在北

极的全方位合作。

国际会议协调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雷米加曾表示：

“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的倡议及建立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

路’项目的整合正在成为一项真正的全球倡议，该倡议能够从

根本上改变现有的世界秩序。”

3.2 基础设施

俄罗斯国家发展银行董事长伊戈尔·舒瓦洛夫发表声明

称：“中国国家发展银行和俄罗斯国家发展银行正在共同投

资建造破冰船，以发展冰上丝绸之路项目。”

为支持中俄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正

在为项目准备 270亿卢布（约 30 亿元人民币）。据习近平

主席所说，这些资金将有助于北极 LNG-2（Liquefied Natural

Gas）的开发。

3.3 产能合作

中国开发、利用天然气历史已久，但相关探测技术的研

究是伴随着油气产业的发展而才逐步兴起的。与俄罗斯就北

极地区的油气开发开展合作，能够使两国各取所长，相互借

鉴油气开发技术优势。

中国和俄罗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同合作的亚马尔

液化天然气项目是集勘探开发、液化、运输、销售为一体的

世界级特大项目，是“冰上丝绸之路”倡议向前推进的重要

项目。

中石油江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忠海说：

“该项目对保障国内 LNG 供应、实现多气源天然气保障供应

体系有重要作用。”该项目常态化运营后，为“气化江苏”、

“气化长三角”战略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能源支撑。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在石油能源产业合作中，一直都在不

断地相互促进、共同合作、共同发展。例如，中国与俄罗斯

之间于 2016 年正式开工的原油运输管道就是中俄在“冰上

丝绸之路”倡议下取得重要实践成果之一。该原油运输管道

直接促进了中俄之间的能源贸易往来。

3.4学术研究

2020年 2 月 23日，来自中俄两国的 80 余位专家、学者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等

组织机构共同举办的首届长白山冰上丝绸之路论坛。

论坛以“一带一路与向北开放”为主题，专家学者围绕

东北亚区域合作、陆海统筹与构建向北开放先行先导区、冰

上丝绸之路与北极地区合作、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转型升级

与冰雪经济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

果。

3.5文化交流

黑河近年持续举办“冰上丝绸之路”远东中俄青少年艺

术交流周，截至 2021 年已成功举办九届。黑河作为我国“冰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为中俄青少年的文化交流搭

建了平台。

此外，在众多中俄边境城市的街道上，越来越多出现了

俄罗斯游客与俄罗斯商品。这些都意味着中国东北和俄罗斯

远东地区交往的逐步密切，相关城市举办的中俄文化交流活

动，值得“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城市借鉴。

结语

“冰上丝绸之路”倡议符合中俄两国的根本利益。中俄

两国在“冰上丝绸之路”框架下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有利于增

加两国在政治、经济、人文等多领域的密切往来，加深中俄

两国的相互理解，夯实两国一直以来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与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外，中俄在“冰上丝绸之路”框架下

的合作也将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局势稳定与经济发展，将北极

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提上日程，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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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本文从中俄两国利益的角度重新阐释了两国在“冰上丝

绸之路”路线与建设目标上的差异，梳理了“冰上丝绸之路”

框架下的中俄合作进展。

本研究所涉及的专业知识积累方面略显不足，此外，由

于论文写作时间有限，收录于本文的“冰上丝绸之路”框架

下的中俄合作案例还有不尽之处，有待进一步充实与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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