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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隆：“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对接俄罗斯北方航道复兴———从认同到趋同的路径研究”，《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第

８２－９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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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
对接俄罗斯北方航道复兴

———从认同到趋同的路径研究

赵　 隆１

（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 ２００２３３）

摘要： 推动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是新时期我国开展“一带一路”海上合作

的重要构想。 在北极气候变化和影响外溢的背景下，各利益攸关方间逐步形成“复合相互依

赖”甚至“衍生性依赖”状态。 从广义区域治理的视角看，俄罗斯和中国在战略、需求和环境驱

动下构成了对航道开发合作目标、角色和利益的“主观认同”，并演化为顶层设计、部门议程、知
识先导、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上的“行动趋同”。 但与此同时，《极地规则》出台后涉及的国内法

协调，北方航道主权归属问题和过境运输需求的波动性可能成为航道开发合作的制约因素。
关键词：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北方航道；中俄合作

中图分类号：Ｄ８２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８２－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０４；修订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２４。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极治理范式与中国科学家团体的边缘治理路径研究”（１５ＣＧＪ０３２）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赵隆（１９８３—），男，陕西西安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助理，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北极问题研

究、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和全球治理。
①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国家海洋局网站，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ｏａ．ｇｏｖ．
ｃｎ ／ ｘｗ ／ ｈｙｙｗ＿９０ ／ ２０１７０６ ／ ｔ２０１７０６２０＿５６５９１．ｈｔｍｌ。
②　 北方航道（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ｅａ Ｒｏｕｔｅ）在我国学界存在多种译名，本文借鉴了中俄两国于 ２０１４ 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第二部分第十段关于“改善中方货物经俄铁路网络、远东港口及北方航道过境运输条件”的译法。
③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ｔ ｔｈｅ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Ｍａｙ． １４， ２０１７，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ｈｔｔｐ： ／ ／ ｒｕ．ｋｒｅｍｌｉｎ．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５４４９１．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海洋局联

合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

重点建设包括“积极推动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

洲的蓝色经济通道” 在内的三条蓝色经济通

道，①为中国参与北极航道开发和海洋合作规划

了清晰路径。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 ２０１７ 年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也表示，“俄罗

斯正投入大量资源改善北方航道，②使其成为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运输动脉”，“‘一带一路’与北

方航道的相互对接可完全重构欧亚大陆的运输

格局”，③展现了俄方在北极航道开发问题上与

中国开展对接合作的强烈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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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期　 赵　 隆：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对接俄罗斯北方航道复兴———从认同到趋同的路径研究

一、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

经济通道”和北方航道复兴的背景

　 　 从基本定义来看，“蓝色经济”是一项由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ＩＤＳ）主导，涉及所有沿海国利益和国家管辖范

围以外水域相关利益的发展中的世界性倡议。①

蓝色经济将海洋定位为“发展空间”，通过空间

规划实现海洋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

多样性保护、能源开采和海上运输等。 中国作

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海洋大国，一直积极推

动蓝色经济的发展。 在国内层面，将“拓展蓝色

经济空间”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关于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在国际层

面，中国在《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

方案》中，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

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作为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落实方案之一，②并在首届联合国海洋可持续

发展大会上提出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的倡议，
成为“蓝色经济”倡议的主要推动力。

通道建设是蓝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将通道建设放在首要位置，除
了陆上六大走廊建设外，倡导重点建设三条海

上蓝色经济通道，将“共享蓝色空间、发展蓝色

经济” ③作为主线，倡导各国共同开展保护海洋

生态环境，促进海洋安全、经济发展和科学研究

方面合作。 这一通道建设的根本不仅在于打通

海上互联互通之路径，更是促进海洋知识、文
化、技术、人才自由流动，深化“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的全球意义的重要举措。 因此，东北

航道（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ＮＥＰ）的开发和利

用成为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

道”的首要目标。
东北航道西起冰岛，经过巴伦支海沿欧亚大

陆北方海域直到东北亚的白令海峡。 由于东北

航道的主要部分毗邻俄罗斯北冰洋沿岸地区，俄
罗斯早在 １６ 世纪就将东北航道的部分水域称为

“北方航道”（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ｅａ Ｒｏｕｔｅ， ＮＳＲ）。 俄官方

将北方航道限定于北纬 ６６ 度 ５ 分以北，西起东经

６８ 度 ３５ 分的热拉尼亚角（Ｃａｐｅ Ｚｈｅｌａｎｙａ），东至

西经 １６８ 度 ５８ 分的区域。④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 门 委 员 会 （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ＩＰＣＣ）的估算和预测，北极夏季

海冰在过去 ３５ 年间减少了近 ７０％，北极海域的

季节性无冰期最早将出现于本世纪中叶。⑤ 在

此背景下，北极地区环境保护原则、国家安全原

则和社会经济发展原则成为俄罗斯北极政策价

值和精神的集中体现，⑥而复兴北方航道则主要

基于国家安全和地缘经济两个战略维度。
在国家安全维度，北方航道的复兴可使俄罗

斯获得相对开放、自由的出海口，改变其海权状况，
成为俄罗斯重返海洋强国、争取更大利益和世界影

响力的历史机遇。⑦ 在乌克兰问题引发的西方制

裁大背景下，俄罗斯希望将北方航道作为高纬度安

全通道，以反制北约东扩进程和西方对于俄的整体

性战略挤压。 近年来，俄还强化了国防部、紧急情

况部、国家安全局在北极事务中的作用。 例如，在
２０１４年建立了北极联合战略指挥部，并在北极领

土和居民综合安全系统框架内由紧急情况部设立

１０个紧急救助中心等。⑧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Ｕ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Ｂｌｕ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ａｐｅｒ， Ｊａｎ． ２０，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２９７８Ｂ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ｐｄｆ．

外交部：《中国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４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
６７４９７９ ／ ｄｎｚｔ＿６７４９８１ ／ ｑｔｚｔ ／ ２０３０ｋｃｘｆｚｙｃ＿６８６３４３ ／ 。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一带一路”建
设海上合作设想》，国家海洋局网站，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ｏａ．ｇｏｖ．ｃｎ ／ ｘｗ ／ ｈｙｙｗ＿９０ ／ ２０１７０６ ／ ｔ２０１７０６２０＿５６５９１．ｈｔｍｌ。

［俄］俄罗斯北方航道管理局：《北方航道联邦法》，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第 １３２ 号联邦法， Закон РФ о Северном морском
пути， ２８ июля ２０１２ года Ｎ １３２－Ф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ｓｒａ．ｒｕ ／ ｒｕ ／ ｏｆｉｔｓｉ⁃
ａｌｎａｙ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ｓｉｙａ ／ ｚａｋｏｎ＿ｏ＿ｓｍｐ．ｈｔｍｌ。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ａｓｉｓ”，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ｐｃｃ．
ｃｈ ／ ｒｅｐｏｒｔ ／ ａｒ５ ／ ｗｇ１ ／ ．

郭培清、曹园：“俄罗斯联邦北极政策的基本原则分析”，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６ 页。

万楚蛟：“北极冰盖融化对俄罗斯的战略影响”，《国际观察》，
２０１２年第 １期，第 ６５－７１页。

［俄］瓦列里·朱拉威尔：“俄罗斯在北极：是否受国家委员会
管理？”，《北极与北方》，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８ 页，Валерий Журавель，
Россия в Арктике． Будет ли госкомиссия ее рулевым？ Арктика и
Север， ２０１６． Ｎｏ ２３， стр．８． ｈｔｔｐ：／ ／ ｎａｒｆｕ． ｒｕ ／ ｕｐｌｏａｄ ／ ｉｂｌｏｃｋ ／ ｅ２５／ ０１－＿－
ｚｈｕｒａｖｅｌ．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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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缘经济维度，较短的地理距离和较少

的过境国使北方航道的经济效应进一步凸显。
作为北部地区居民的补给运输线路和冷战时期

的对抗前沿，北方航道在苏联时期得到了长足

发展，年均通航船只超过百艘，运输近 ４００ 万吨

的各类货物。 但在苏联解体后初期，北方航道

的年货运量仅相当于高峰时期的三分之一。①

伴随着俄罗斯经济复苏和北方居民回迁潮的出

现，该航道逐步恢复运转。 按照目前的模型估

算，从中国上海经北方航道前往荷兰鹿特丹比

传统的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缩短 ８ ０７９ 海里，节
省约 ２３％的航程距离。② 不仅俄罗斯、美国、挪
威等北冰洋沿岸国在本国北极政策中将航道开

发列为优先，包括日本、韩国等国在内的北极理

事会观察员国也将参与北方航道开发纳入自身

政策。 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俄罗斯正寻

求亚洲国家作为北方航道的潜在投资者。③ 有

俄国学者认为，北方航道是中国突破美国舰队

封锁的重要海上资源运输通道。④

经济和安全问题也是中国参与北极航道开

发的考量因素，但在层次上与俄罗斯有所差异。
中国主要关注作为贸易大国航道潜在使用国的

经济利益，也就是属于北方航道综合开发、运营

和管理的整体利益中的部分利益。 在实践中，
中国商船自 ２０１３ 年起多次穿越北方航道，为各

国探索北极航道提供了重要资料和经验，也为

自身参与航道开发和利用开展试航。 ２０１５ 年，
中远航运（ＣＯＳＣＯ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永盛”轮完成了历

史上首次中国商船经北极东北航道的“双向通

行”。 ２０１６ 年，在中远航运“永盛＋”项目的框架

下，共有 ６ 艘次的中国船舶完成东北航道航行

任务，相较传统航线共节省航程 ３２ １３７ 海里，节
省航行时间 １０８ 天，节约燃油 ４ ０７７ 吨。 据此测

算，中国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的单航次能耗

下降约 ３５％。⑤

“维护我国在极地的活动、资产和其他利益

的安全”⑥是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

国参与北方航道开发的战略利益更多基于全球

贸易和航运的非传统安全，并不涉及军事安全。
从目前来看，将北方航道作为主要国际贸易运

输干线尚受制于较为有限的航行经验和水文资

料，但其潜在的经济效益和海冰融化的大趋势

可能成为我国突破“马六甲困局”的备用选项，
推动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
对接俄罗斯北方航道复兴具有长远战略意义。

二、主观认同：广义区域治理

范式中的北极航道合作对接

　 　 目前，北极问题的治理初步“形成了‘全球－
区域－国家’三层次的多元格局。”⑦但在制度设

计、议程设置、环境塑造和主体参与等问题上，
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北极多利益攸关方和以地

理认同为基础的北极国家群体之间的角色落差

依然明显，北极治理范式仍处于自狭义区域治

理向广义区域治理的过渡期。
狭义的北极区域治理强调客观约束，以“间

接排他”或“直接排他”的制度框架限制参与治

理的主体范围，其治理核心在于主体资格的区

域排他性、客体范围的区域集中性、利益争端的

区域协商性以及终极目标的区域概念性。⑧ 以

“伊卢利萨特进程”⑨为例，各国均强调地缘意义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俄］弗拉基米尔·斯塔罗杜伯采夫：“重要高纬度”，《生
意人》，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９ 日， 第 ５３ 期， Владимир Стародубцев，
Широты высокой важности， Коммерсантъ， № ５３ （ ６０４７）， ２９
марта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ｋｏｍｍｅｒｓａｎｔ．ｒｕ ／ ｄｏｃ ／ ３２５４５０２。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ｅａ Ｒｏｕ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Ａｐｒ． ２５， ２０１２，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ａｒｃｔｉｃ－ｌｉｏ．ｃｏｍ ／ ＮＳＲ．

唐尧、夏立平：“中国参与北极航运治理的国际法依据研

究”，《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第 ５１－６１ 页。
［俄］瓦列里·朱拉威尔：“中国、韩国、日本在北极：政治、

经济、安全”，《北极与北方》，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４ 页，Валерий
Журавель， Китаи ̆， Республика Корея， Япония в Арктике：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Арктика и Север， ２０１６． Ｎｏ
２４， стр．１１４． ｈｔｔｐ： ／ ／ ｎａｒｆｕ．ｒｕ ／ ｕｐｌｏａｄ ／ ｉｂｌｏｃｋ ／ ｆ４ｃ ／ ０９－＿－ｚｈｕｒａｖｅｌ．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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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０ 月 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ｗｏｒｌｄｓｈｉｐ． ｃｏｍ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６ ／ ＳｈｉｐＯｗｎｅｒ＿
１００６ ／ １２０４７３．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三十二条，中国法制

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
徐宏：“北极治理与中国的参与”，《边界与海洋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第 ６ 页。
赵隆：“北极区域治理范式的核心要素：制度设计与环境

塑造”，《国际展望》，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１０８ 页。
主要指以《伊卢利萨特宣言》（Ｉｌｕｌｉｓｓａ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签署为

标志的北冰洋五国会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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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身份认同和利益排他，形成对外排他性和

内部协商性共存的互动格局。 而作为“罗瓦涅

米进程”①的核心平台，北极理事会虽然吸纳了

部分域外观察员主体，但其本质未脱离以北冰

洋沿岸国构成的“核心成员”、其他北极圈内国

家构成的“外围成员”、北极域外国家和非国家

行为体构成的“边缘成员”的治理结构。 问题在

于，北极气候快速变化及其导致的环境变化使

该地区可能进入以管辖权冲突为特征、以自然

资源开采为核心、以全球性大国为主角的大竞

争时代。② 而狭义区域治理范式忽略了北极问题

的影响兼备区域和跨区域特性，以及客观上形成

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中所称的各利益攸关方间的

“不对称依赖”。
按照传统理解，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

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

影响为特征的情形”③，也有学者将此种状态定

义为“如果互动对一方产生的结果取决于其他

各方的选择，行为体就处于相互依存状态”。④

但在北极问题上，行为体间的依赖并非仅仅产

生于双向的传递和影响。 在多数情况下，各利

益攸关方之间存在“相互的但又不平等的依附

关系”⑤，一方行为造成的客观变化在某些情况

下还会对不具备互动条件的多方产生“衍生效

应”。 也就是说，北极国家的行为不仅会对区域

内各方产生双向或多向的影响，其带来的客观

环境变化以及产生的衍生效应还可能单方面传

递至区域外，非北极国家的气候、环境和发展安

全单方面依赖于北极国家的行为，从而形成了

“衍生性依赖”。 在这种条件下，狭义的区域治

理范式难以适应各行为体在北极问题上的衍生

性依赖状态和治理需求，无法体现各主体参与

治理的效率原则和代表性原则，也无法进一步

平衡治理主体间的利益、权利和责任，平衡治理

路径的灵活性和适应性。⑥

因此，新时期的中俄北极航道合作需要从

广义区域治理的范畴加以理解。 不同于狭义的

“区域”⑦联系，广义区域治理不单强调地理意义

上的地区概念，也包括统一的身份、理念、需求

和环境等要素认同。 按照建构主义的经典定

义，“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非物

质力量决定，行为体的认同和利益是由共有观

念建构而成，而非天然固有。”⑧也就是说，广义

区域治理中的行为体不局限于区域联系，而是

出于自身利益需求，对区内与区外的合作态势、
挑战威胁和治理角色首先形成具有一致性的主

观认同，最终在共同目标、环境塑造、合作架构

上逐步实现行动上的客观趋同。 由于身处北极

圈之外，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多为共享

性利益，需要借助国际平台特别是与北极国家

进行合作才能实现。⑨ 航道开发合作成为中俄

北极合作中的优先领域，也是中俄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新场域，两国对于航道开

发合作的目标、角色和环境认同主要由以下几

个因素所推动。

２．１　 战略驱动下的目标认同

战略驱动（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ｄｒｉｖｅ）构成了俄罗斯对

北极航道开发合作的目标认同。 根据计算，俄
属北极领土的总面积约 ３００ 万平方公里，约占

俄领土总面积的 １８％，其中包括近 ２２０ 万平方

公里的陆地领土和近 ８０ 万平方公里的领水面

积，还拥有数百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等国家管辖范围内区域。 俄罗斯拥有占全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主要指以《北极环境保护宣言》的签署地芬兰罗瓦涅米

为起点的北极理事会发展进程。
Ｐａｕｌ Ａ． Ｂｅｒｋｍａｎ， Ｏｒａｎ Ｒ． Ｙｏｕ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Ｏｃｅ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 ３２４， Ａｐｒ． １７，
２００９， ｐｐ．３３９－３４０．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

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９ 页。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

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４３１ 页。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国际政治经济科学》，经济科

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２４ 页。
赵隆：“议题设定和全球治理———危机中的价值观碰

撞”，《国际论坛》，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第 ２１－２９ 页。
Ｌａｕｒｓｅｎ Ｆｉｎ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Ｓｕｒｒｅｙ： Ａｓｈｇａｔｅ， ２００３， ｐｐ．７８－７９．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

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 页。
孙凯、王晨光：“国家利益视角下的中俄北极合作”，《东

北亚论坛》，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２８ 页。
［俄］塔斯社：“俄罗斯的北极领土：大事记”，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８ 日，ТАСС， Российские владения в Арктике． Досье， ２８ марта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ｔａｓｓ．ｒｕ ／ ｉｎｆｏ ／ ２５０５０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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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北极人口约 ５４％的北极居民，其总数约 ２５０
万人，特别强调推动俄属北极地区居民的发展，
创造相应就业岗位，保障资源开发和军事安全

的需要。① 此外，北极地区的天然气开采量占全

俄开采量的 ８０％，石油开采量占全俄的 ６０％②。
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已探明天然气储量达到

４０ 多万亿立方米，占已探明世界天然气储量的

３７％。 此外，俄属北极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和

出口总量分别占全俄的 １５％和 ２５％。③ 从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多个层面观察，北极对于俄罗斯

的意义非同一般。
俄罗斯在多份顶层设计文件中将复兴北方

航道作为全面开发北极政策和战略中的关键。
例如，在《２０２０ 年前及更长期的俄罗斯联邦北极

地区国家政策基本原则》 （以下简称《原则》）
中，将“使用北方航道，将之作为俄联邦在北极

地区统一的国家交通运输干线”作为俄罗斯在

北极地区的主要国家利益，并强调“对穿越北极

空中航线和北方航道的飞机和船只实施有效的

组织和管理”，“通过翻新和建设公路、港口等交

通业、渔业所需的基础设施，大力发展俄罗斯北

极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④在《２０２０ 年前俄罗

斯联邦北极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国家纲要》中，俄
再次提出了“建设北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将北

方航道作为俄联邦国家统一的交通干线”的战

略目标，并从增加货运量、完善法律法规、调整

破冰服务费用、加强保险机制、建设新型港口生

产综合体、创建北极航运综合安全系统、建设破

冰船等多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北方航道复兴的规

划。⑤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将“建设大型交通和能

源设施，复兴北方航道”作为俄属北极地区发展

的首要任务。⑥ 可见，俄以复兴北方航道促进北

极全面开发的战略意图推动中俄在航道合作开

发上取得目标共识。

２．２　 需求驱动下的角色认同

需求驱动（ｄｅｍａｎｄ ｄｒｉｖｅ）加强了中俄两国

对彼此的角色认同。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俄政府批准

了《北方航道发展综合规划》⑦。 根据规划，俄希

望在 １５ 年内将北方航道的年货运量从 ４００ 万吨

提升至 ８ ０００ 万吨。⑧ 为此，俄制定了庞大的基

础设施建设规划，计划投资 ４１５ 亿卢布（约 ７ 亿

美元）将目前的摩尔曼斯克港打造为“北极运输

枢纽”；计划投入 ６５０ 亿卢布（约 １１ 亿美元）建
设全新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使其在 ２０３０ 年前

成为年货物吞吐量达到 ３ ０００ 万吨的北极重要

港口；已投入 ４７０ 亿卢布（约 ８ 亿美元）为“亚马

尔天然气”项目建设萨别塔（Ｓａｂｅｔｔａ）港，并计划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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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ТАСС， Закон о развитии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ы РФ может быть принят осенью ２０１７ года， ２２ мая ２０１７， ｈｔ⁃
ｔｐ： ／ ／ ｔａｓｓ．ｒｕ ／ ｖ－ｓｔｒａｎｅ ／ ４２７２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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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Ｏｔｔａｗ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２．

［俄］俄罗斯联邦政府：《２０２０ 年前及更长期的俄罗斯联邦

北极地区国家政策基本原则》，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Ф， Осно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Арктике 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２０ года и дальнейш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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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发展国家纲要》，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Ф，
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２０
года， ２０ февраля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ｕ ／ ｉｎｆｏ ／ １８３６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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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北极论坛上的发言”，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 В．
Путина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ＩＩＩ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аркт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Арктика – территория диалог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ｇｏ． ｒ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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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公开信息，该份文件是针对北方航道水域内航行船舶的

引航、保障、救援措施，以及港口开发、国防安全和发展海洋技术、
系统 的 综 合 性 规 划， 规 划 周 期 为 ２０１５ 至 ２０３０ 年。 详 见：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Ф， Справка о Комплексном проекте развит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８ июня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ｕ ／ 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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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问题国家委员会工作，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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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３ ０００ 万吨的年货物吞吐量。①

在交通网络建设上，作为《２０３０ 年前俄罗斯铁路

发展战略》中最大的工程之一，俄计划兴建和翻

新共计 １ ２５２ 公里的“白海—科米—乌拉尔大铁

路” （Ｂｅｌｋｏｍｕｒ），总建设资金 ７ ０００ 亿卢布（约
１２０ 亿美元），更为密切地将北极的阿尔汉格尔

斯克港和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地区相连。② 俄还

计划投资 １ ５４４ 亿卢布（约 ２６ 亿美元）建设横跨

鄂毕河连接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南部纳德姆

（ Ｎａｄｙｍ ） 和 自 治 区 西 部 的 拉 比 南 津

（Ｌａｂｉｔｎａｎｇｙ）的“北纬铁路”（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Ｌａ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Ｒａｉｌｗａｙ），总长共计 ７０７ 公里，以此保障北部交

通物流安全。③ 在西方经济制裁的背景下，融资

难和技术壁垒问题成为实现上述规划的主要挑

战，对中国作为资金、技术和人才供应方的角色

更为认同。
作为北半球国家，中国虽然与最大的北极

国家俄罗斯接壤，但这一地理范畴中“近北极国

家”身份在北极国家内部并未得到广泛承认，甚
至有学者提出该身份将挑战北极地区现状。④

实际上，北极地区的自然变化和资源开发对中

国的气候、环境、农业、航运、贸易和社会经济发

展具有直接影响。 北极极涡变化和海冰消退直

接作用于中国北部的气候变化，北极臭氧层缺

失水平也直接影响中国的生态环境。 北极海洋

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包括

中国在内的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存在明显的作

用和反馈。 从北极自然、社会、安全变化对中国

的影响，以及参与北极事务的历史、能力和愿景

等多个维度来看，中国在合理性、影响力与紧急

性三项标准⑤上都成为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

关方”⑥，这种利益攸关性自然延伸至航道开发

与利用问题之中。 有学者估算，“如果北极航线

完全打开，用北极航线替代传统航线，中国每年

可节省 ５３３ 亿至 １２７４ 亿美元的国际贸易海运成

本”，⑦与作为北方航道实际管理者和运营者的

俄罗斯开展航道合作也是拓展中国北极地理身

份和利益身份属性的优先选择。

２．３　 环境驱动下的利益认同

目前，美国已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中首要

不确定因素，也是促使俄与非北极国家合作开

发北 极 航 道 的 主 要 环 境 驱 动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ｒｉｖｅ）。 最新版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提出，
“美国及其盟友实施的遏制俄罗斯并施加政治、
经济、信息等压力的方针，破坏地区和全球稳

定，同时给各方的长期利益带来损失”⑧。 俄美

作为两大北冰洋沿岸国，本在北极海空搜救、科
学考察和资源开发等领域具有诸多共同利益与

合作基础。 但是，“电话门”“通俄门”事件在美

国政界产生了持续不断的震荡效应。 俄罗斯总

统普京提出，俄罗斯一直寄希望于改善两国关

系，但并未看到实质性改变，并且在短期内双边

关系难以出现变化。⑨ 在这种背景下，“疏美近

中”成为俄对外政策执行者和制定者的主流观

点，而俄罗斯也是中国参与北极环境保护、资源

与航道开发的直接对接方，包括航道开发在内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Ｂｊｏｒｎ Ｇｕｎｎａｒｓｓｏｎ，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Ｎｏｒｔｈ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ＳＲ’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ｄｉｃ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Ｄａｌｉ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ｙ． ２０１７．

［俄］“白海—科米—乌拉尔大铁路”项目官网：项目内

容，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 Белкомур” ： О проекте “ Белкомур”，
Предмет проекта （ суть проекта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ｅｌｋｏｍｕｒ． ｃｏｍ ／
ｂｅｌｋｏｍｕｒ ／ ２．ｐｈｐ。

［俄］北极信息网：北纬铁路，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ｎｆｏ： Северный широтный ход，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ｎｆｏ． ｒｕ ／
ｒｅｇｉｏｎｓ ／ ｙａｎａｏ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ｓｅｖｅｒｎｙｙ－ｓｈｉｒｏｔｎｙｙ－ｈｏｄ ／ 。

Ｍａｒｃ Ｌａｎｔｅｉｇｎｅ， “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ｗ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ｃ． ２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ａｒｃｔｉｃＪｏｒｎａｌ．ｃｏｍ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１９１１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ｉｎ－ｗｉｎ．

董利民：“中国‘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建构”，《太平洋学

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第 ７１ 页。
外交部：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应邀出席在俄罗斯阿尔汉格

尔斯克市举行的第四届“北极—对话区域”国际北极论坛的讲话，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ｄｔ ＿ ６７４８７９ ／
ｇｊｌｄｒｈｄ＿６７４８８１ ／ ｔ１４５０２４８．ｓｈｔｍｌ。

张侠：“北极航线的海运经济潜力评估及其对我国经济发

展的战略意义”，《中国软科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第 ３５ 页。
［俄］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经俄罗斯

总统 普 京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批 准，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В．Путиным ３０ ноября ２０１６ г．），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ｉｄ．ｒｕ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 ｎｅｗｓ ／ － ／ ａｓｓｅ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 ｃＫＮｏｎｋＪＥ０２Ｂｗ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ｉｄ ／ ２５４２２４８。

［俄］纽带新闻网：“普京对美俄关系的失望”，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０ 日，Лента Новость， Путин рассказал о несбывшихся ожиданиях
по улучшению отношений с США， ３０ июля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ｌｅｎｔａ．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７ ／ ０７ ／ ３０ ／ ｐｕｔｉｎｕｓａ ／ 。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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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俄北极合作在近年内有所突破也是受此大

结构的影响而随之产生。

三、行动趋同：“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

蓝色经济通道”对接

北方航道复兴的实践

　 　 首先是顶层设计的趋同。 在中俄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大框架下，两国政府和

领导人已经达成高度的政治互信和政策协调。
２０１４ 年，中俄两国首次提出要“改善中方货物经

俄铁路网络、远东港口及北方航道过境运输条

件”①。 ２０１５ 年，两国元首在莫斯科正式提出

“对接合作”的目标，并提出，“加强北方航道开

发利用合作，开展北极航运研究”。②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两国在共同建设“冰上丝绸之路”上达成一

致，并提出愿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开辟冰上丝

绸之路。③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习近平主席会见俄罗

斯总理梅德韦杰夫（Ｄｍｉｔｒｙ Ｍｅｄｖｅｄｅｖ）时提出，
共同开展北极航道开发和利用合作，打造“冰上

丝绸之路”④。 这成为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年内

第二度提及的中俄北极合作重要议题。⑤ 上述

具体战略规划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

通道与北方航道复兴对接合作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部门议程的趋同。 为了进一步落实

两国政府和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相关双边政府

间会晤机制和部门间协调磋商机制均纳入北极

合作议题。 自 ２０１３ 年起，两国北极事务主管部

门举办“中俄北极事务对话”，探讨和协调北极

合作方向。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８ 日，国务院副总理汪

洋率代表团赴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出席了第

四届“北极—对话之地”国际北极论坛，⑥并同俄

罗斯联邦政府副总理德米特里·罗戈津（Ｄｍｉｔｒｙ
Ｒｏｇｏｚｉｎ）举行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双方

主席会晤。 目前，中俄北极合作已在不同层级

的政府间合作和磋商机制中得以体现。 在下一

阶段，两国外交和海洋事务主管部门将在政策

导向、船舶标准、航行技术、投资模式等方面开

展议程对接。
第三是知识先导的趋同。 冰区航行与作业

的知识储备是航道开发的重要基础，也是航道

安全、绿色、可持续常态化运行的必要条件。 近

年来，中国在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北极理事会

等多边框架下积极与俄罗斯开展北极科研合

作，加强对于北极陆地和海洋认知的科学交流。
此外，为执行中俄关于在北冰洋海域开展合作

研究的协议，两国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开展首次北极

联合科考，⑦由科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对北冰

洋俄罗斯专属经济区内楚科奇海和东西伯利亚

海进行综合调查，成为两国北极海洋领域合作

的历史性突破。
第四是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的趋同。 北方

航道复兴离不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力

资源投入，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和萨别塔港

口建设是目前俄属北极地区投资规模最大的基

础设施综合体，也是外部资金需求最为强烈的

项目。 北方航道的大规模利用是亚马尔液化天

然气项目和萨别塔港口建设的基本保障，而项

目建设的顺利推进则决定着北方航道的未来需

求。 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气源地位于亚马尔

半岛，天然气和凝析油储量分别为 １．３５ 万亿立

方米和 ６ ０１８ 万吨，该项目的预计投资总额将达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８ 日在莫斯科发

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０５ ／ ０９ ／ ｃ＿１２７７８０８７０．ｈｔｍ。

新华社：《中俄总理第二十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１２ ／ １８ ／ ｃ＿
１１１７４９９３２９．ｈｔｍ。

［俄］俄罗斯外交部：“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中国外长王

毅共同会见记者的发言”，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６ 日，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СМИ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в ходе совместной пресс －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Министром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КНР Ван И，
Москва， ２６ мая ２０１７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ｉｄ． ｒｕ ／ ｒｕ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
ｎｅｗｓ ／ － ／ ａｓｓｅ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 ｃＫＮｏｎｋＪＥ０２Ｂｗ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ｉｄ ／ ２７６８０３１。

新华网：“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７－１１ ／ ０１ ／ ｃ＿１１２１８９１９２９．
ｈｔｍ。

首次提出为访问莫斯科时，详见：“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

理梅德韦杰夫”，《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５ 日第 ２ 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ｏｆ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Ｆｅｂ． ８，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ｏｎｏｓｃｅｒｅｅｕｒａｓｉａ． ｉｔ ／ ｆｉｌｅｓ ／ ｎｏｔｉｚｉｅ ／ ２０１７＿ｉｔ ／
２０１７０２０８＿Ａｒｔｉｃ＿Ｂｒｏｃｈｕｒｅ．ｐｄｆ．

“中俄完成首次北极联合科考”，《中国科学报》，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第四版。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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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２６９ 亿美元，将建设年产 １ ６５０ 万吨的液化天

然气加工厂。① 此外，该项目还计划建造 １５ 艘

专用于北方航道天然气运输的轮船，已建成的

“马哲睿号”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ｄｅ Ｍａｒｇｅｒｉｅ）汽轮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实现首次运输。 目前，俄罗斯

诺瓦泰克公司在该项目中持股 ５０．１％，法国道达

尔公司持股 ２０％，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

丝路基金共持股 ２９．９％。② 中国已成为该项目

的最大外国投资方，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以股权、技术和模块化生产为主的投资

方式，有望成为参与北方航道复兴涉及的港口、
机场、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样板工程”。

可以看到，在战略、需求和地缘政治驱动

下，中俄两国对于广义区域治理视阈下的航道

开发对接合作形成了目标、角色和利益认同，并
逐步演化为实践中的一致性和行为的趋同化。

四、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

蓝色经济通道”面临的制约

４．１　 《极地水域船舶航行国际准则》的执行和

协调

　 　 ２０１４ 年，国际海事组织制定通过《极地水域

船舶航行国际准则》 （ 以下简称 “《 极地规

则》”），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生效。 其内

容主要涉及船舶航行安全和极地环境保护两个

方面，包括针对用于极地航行的船舶在设计和

建造时需要遵守的标准，也包括针对油类、生活

污水、垃圾和化学品的排放限制等，③成为首份

强制性的北极航行国际条约。
由于北冰洋沿岸国长期以来设置了不同的

航行技术要求，导致船舶航行在不同国家专属

经济区时需遵守不同的规则。 各国的船级社也

对于船舶分类做出了不同的归类，导致在区分

破冰级别等标准上无法达成一致。 在《极地规

则》的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港口国将《极地规

则》转换为国内法或修改原先立法的滞后问题，
以及船旗国、港口国和沿海国之间围绕《极地规

则》的监督和适用产生的法律冲突，从而制约包

括中国在内的作为船旗国的非北冰洋沿岸国参

与航道开发合作。

４．２　 航道主权归属和管辖权之争

在《原则》中，俄罗斯把“在维护俄联邦国家

利益的前提下，根据有关国际法准则和双边协

议，与北极国家开展积极互动，解决俄联邦北极

区域外部边界的国际法论证，最终划定海洋界

线”④作为其战略重点的首位。 根据《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除了沿海国拥有的 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

济区（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ＥＥＺ），如果能证

明不超过从领海基线量起 ３５０ 海里或者 ２ ５００
米等深线以外 １００ 海里的外大陆架（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ｅｌｆ）是本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就
拥有对这一部分外大陆架的相关资源进行开发

的权利。⑤ 近年来，俄罗斯、加拿大、挪威、丹麦

等多个北极国家均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Ｕ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ｅｌｆ，ＣＬＣＳ）提出针对各自北极圈内大陆架外部

界限的划界申请。⑥ 其中，俄罗斯自 ２００１ 年起

先后三次就北冰洋和鄂霍次克海等海域的大

陆架外部界限提出划界申请，加拿大就北冰洋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Ｎｏｖａｔｅｋ， “Ｆｉ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ｄｅ ｏｎ Ｙａｍａｌ Ｌ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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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挪威就东北大西洋和北极地区递交划界

申请，丹麦和冰岛分别就法罗群岛北部和埃吉

尔海盆地区提交划界申请。 围绕外大陆架划

界问题的矛盾是制约航道利用的重要影响

因素。
此外，俄罗斯对北方航道的法律地位认定

近年来也引起诸多争议。 首先，俄罗斯主张北

方航道的主权和主权权利。 根据《俄罗斯联邦

商船航运法》第 ５．１ 条第 １ 款，“北方海航道水域

的概念是指毗邻俄联邦北方沿岸的水域，由内

水、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构成，东起俄美

海上划界线及其到杰日尼奥夫角的纬线，西至

热拉尼亚角的经线，新地岛东海岸线和马托什

金海峡、喀拉海峡和尤戈尔海峡西部边线。”①其

次，俄罗斯北方航道的相关主张涉及部分历史

性权利要素。 俄罗斯基于 １９９８ 年《俄罗斯联邦

内水、领海和毗连区法》第 １４ 条指出，“北方海

航道是历史形成（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ｅｍｅｒｇｅｄ）的俄罗斯

联邦国家交通干线，在该航道航行需依照相关

国际法、俄罗斯所签署的国际条约、本联邦法和

其他联邦法或法律文件中公认的原则和条款进

行。”②对此，美国等部分国家主张北方航道中的

部分水域属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根据相关

国际法，其他国家过境通行不应受到沿岸国的

干扰，除非这种通行存有潜在危险。③ 围绕航道

水域地位问题的矛盾是北极法律问题的核心

之一。
中国不是北冰洋沿岸国，也不是北冰洋海

域相关大陆架外部界限主张的直接当事国，“经
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对接北方航

道复兴应避免陷入有关航道法律地位或其他涉

及主权的争端。

４．３　 过境运输需求的波动性

北方航道在近期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出现了

季节性无冰季，货运航次也明显增加。 ２０１６ 年，
北方航道的货运量已经达到近 ７２７ 万吨，超过

１９８６ 年苏联时期的 ６５０ 万吨峰值。④ 但根据俄

罗斯官方的统计口径，总货运航次既包含完全

穿越北方航道的过境运输和由其他各国驶入北

方航道港口的跨境运输，也包括沿俄罗斯北极

地区海岸线进行的境内运输。 从数据来看，二
者的占比相差悬殊较大。 以 ２０１６ 年为例，北方

航道海域内的货运总航次为 １ ７０５ 次，但仅有 １９
次为穿越航道由亚洲抵达欧洲的过境运输，其
他大多为俄境内运输和跨境运输。⑤ 也就是说，
北方航道在目前阶段扮演着俄罗斯境内和跨境

运输干线的角色，其国际运输活力指数也基于

俄自身的国际贸易需求和北方地区工业生产、
居民生活的需要。 从国际化的过境运输需求来

看，无论是航行次数还是运输货物总量尚处于

起步阶段，而北方航道的国际吸引力、过境需求

和常态化运行能力也处于波动期。

五、结　 语

俄罗斯致力于复兴北方航道和推动俄属北

极地区的全面发展，但在西方制裁的大背景下

难有突破，因此主动提出与“一带一路”倡议对

接发展。 对中国来说，虽然北方航道的常态化

运行在短期内仍面临规则制定、需求波动和地

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但随着航道基础设施建设

的逐步成熟和冰区航行经验的积累，其常态化

运行可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共同形成覆盖欧亚大陆的立体交通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俄］《俄罗斯联邦商船航运法典》，载《俄罗斯报》，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第 ８１ 号联邦法，第 ５ 条第 １ 款，Кодекс торгового
морепла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３０ апреля １９９９ г． Ｎ ８１－
ФЗ， Статья ５． １， Плавание в акватори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５ мая １９９９， ｈｔｔｐｓ： ／ ／ ｒｇ．ｒｕ ／ １９９９ ／ ０５ ／ ０５ ／
ｍｏｒｓｋｏｙ－ｋｏｄｅｋｓ－ｄｏｋ．ｈｔｍｌ。

［俄］《俄罗斯联邦内水、领海和毗连区法修正案》，载《俄
罗斯报》，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７ мая ２０１３ г．
Ｎ ８７ － ФЗ г． Москва “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внутренних морских водах，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м море и
прилежащей зон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и Водный кодек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Ｃтатья １４，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１３ мая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ｒｇ．ｒｕ ／ ２０１３ ／ ０５ ／ １３ ／ ｋｏｄｅｋｓ－ｄｏｋ．ｈｔｍｌ。

［英］罗伯特·詹宁斯，亚瑟·瓦茨著， 王铁崖译：《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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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线。 在具体合作方式上，中国应坚持“轻资产

战略”，以技术输出和股权投资为主，循序渐进

式参与港口、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应紧

抓“自主性原则”，在落实共建“冰上丝绸之路”
倡议和推动“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

道”对接北方航道复兴时自主确立发展规划和

优先投资领域。 要加强“正面性引导”，宣传通

道建设的共享品特征。 要强调“中长期思考”，

重视通道建设中政治、安全方面的综合效应，鼓
励和引导各类社会资本的中长期参与，避免追

求大而快的短期成果。 最终准确把握俄罗斯在

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中的

地缘区位和制度优势，将其作为“一带一路”通
道建设的优先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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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ａｗ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Ｐｏｌａｒ Ｃｏｄｅ， ｔｈ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ｅａ Ｒｏｕ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ｒ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ｕｐ ｔｏ Ｅｕｒｏｐｅ ｖｉａ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Ｏｃｅａ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ｅａ Ｒｏｕｔｅ；
Ｓｉｎｏ⁃Ｒｕｓｓｉ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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