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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抵制：美国对“冰上丝绸之路”

的拒阻思维与战略构建

肖� 洋１

（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４）

摘要： 推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应高度关注美国的北极战略立场。 北极作为美国全球战略

的重要区域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性延伸，集聚着两国战略资源的持续投放。 在中美

结构性矛盾逐渐升级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北极战略致力于提升美国在北极地区的竞争优

势，维护美国的北极利益，限制域外国家深入参与北极事务，最终构建从印度洋到北冰洋的对

华战略包围圈。 竞争性抵制的拒阻思维，是当前美国政府应对“冰上丝绸之路”的决策必然。

但囿于经济实力、战略资源等方面的制约，美国选择与盟国联合拒阻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相应

的战略构建为“冰上丝绸之路”带来了不稳定因素。 北极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有可能出现中俄主

导的以东北航道为基础的“冰上丝绸之路”，与美加主导的以西北航道为基础的“北美北极走

廊”并存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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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拥有北冰洋沿岸国和全球超级大国的

双重身份，决定了历届美国政府的北极战略决

策过程，都囿于全球战略的框架之中。①长期以

来，美国将全球战略重点置于大西洋和太平洋，

对北极地区的关注度较低，战略投入相对较少。

战略视野的这种局限性，造成美国在北极地缘

政治经济博弈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中国政府倡导的“冰上丝绸之路”被正式列

入《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引起国际社会的

高度关注。 而特朗普政府在 ２０１９年 ６月公布的

《国防部北极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俄列为美

国在北极地区的战略竞争对手和美国国家长远

安全的挑战。 随着中美综合国力的快速接近，

两国的地缘安全战略都呈现出外向扩展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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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预示着中美关系进入“强强相逢”的新时代，

这促使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因素纳入其北极战略

决策过程。 鉴此，准确把握美国政府的北极安

全观及对“冰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设计，是中国

辨识 “冰上丝绸之路”地缘安全风险的重要

前提。

一、“拒阻战略”的内涵解析与

实施动因

� � ２０１７年 １１ 月，中俄领导人共同推进的“冰

上丝绸之路”倡议，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俄罗斯、芬兰、挪威、丹麦等北极国家，纷纷表示

愿与中国进行战略对接，共建中欧贸易新航道。

随着北极航道的经济价值已然显现，特朗普政

府一方面认识到中国深度参与北极事务的步伐

难以阻挡，另一方面认为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

路”会加速欧亚大陆一体化的步伐。 特朗普政

府看似非理性的国际战略实践，其暗含的逻辑

主线就是通过确保区域性安全事务的领导权来

延缓因国力衰退导致的全球性霸权销蚀。 就中

美俄北极战略三角关系而言，美国在北极地区

尚未拥有相对于中俄的竞争优势，相反，中国的

经济实力与俄罗斯的北极大国地位具有天然的

战略互补性，再加上两国当前紧密有效的战略

协作关系，使得美国在短期内难以具备全面封

堵“冰上丝绸之路”的实力。 因此，本文认为，特

朗普政府出于政治理性，在应对“冰上丝绸之

路”倡议时，采取了“拒阻战略”的思维路径。

１．１� 拒阻战略的概念内涵

拒阻思维是理解美国对华实施“拒阻战略”

的重要视角。 拒阻思维是笔者提出的分析性概

念，其意涵是：一国在面临地缘战略冲突的境况

下，形成的一种对抗性、排他性的思维模式。 拒

阻思维源于以安全与利益为核心的西方地缘政

治学理论，旨在阻止新兴国家国际影响力的地

缘拓展，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 拒阻思维是

后冷战时代，西方大国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妄图

获得和维护霸权地位、推进单边主义的一种观

念意识。 这是相对衰落的既有霸权国，沿袭了

冷战时代地缘遏制的思维惯性，在实力不足的

现状下，对日益强大的新兴国家进行区域性遏

制的认知模式。 其核心特征有四：（１）冲突思

维。 以霸权兴衰的历史看待新兴国家，将新兴

国家视为地缘竞争对手，双边关系以对抗性、竞

争性为主。 （２）排他思维。 尽管具有超强实力，

仍担心新兴国家会威胁本国的国家安全，建立

小圈子，极力排挤新兴国家参与周边事务。 （３）

单边思维。 一切以本国利益优先，单方面划设

势力范围与利益边界，不尊重不接受新兴国家

合理的利益诉求与安全关切。 （４）强权思维。

为了维护本国既得利益与安全，采取不平等的

方式压迫新兴国家做出让步。 可以说，拒阻思

维的本质是既有大国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对新兴

大国实施全方位的预防性地缘遏制，落实到国

家对外实践的纲领层面，则构成拒阻战略。

在新兴国家与既有大国实力持续接近的背

景下，作为核时代权力政治的内涵延展，拒阻战

略意指，既有大国为了应对地缘安全风险，采取

军事威慑、经济竞争、国家联盟等方式，运用多

种战略资源，在避免军事对抗的前提下，限制或

阻止新兴国家介入特定地理区域相关事务的战

略。 从战略实施方式来看，拒阻战略分为“直接

拒阻战略”和“间接拒阻战略”，前者的特征是

“强冲突—弱竞争”，实施方通常为单个国家，后

者的特征是“弱冲突—强竞争”，实施方通常为

国家或国家集团。 二者的共同特征是兼具对抗

性与竞争性，区别在于对抗烈度的强弱与竞争

周期的长短。 拒阻战略的成效既取决于既有大

国的对抗意愿与国力，也取决于新兴国家的应

对态度与方式，更取决于双方的冲突管理能力。

既然既有大国实施拒阻战略的目标，是在

避免爆发军事冲突的前提下挤压新兴国家的地

缘战略拓展空间，那么既有大国与新兴国家的

互动状态将是长期竞争而非短期战争。 在全球

化时代，防御保守的孤立主义政策，并不能阻断

新兴国家地缘影响力的不断拓展，而采取积极

进取的竞争性抵制，才是既有大国防范新兴国

家的战略常态。 “竞争性抵制”是指，既有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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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长期且多维度的竞争策略来抵制、削弱新

兴国家跨境战略规划的全球或区域影响力。 北

极作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核心地区和中国“一带

一路”倡议的历史性延伸，集聚着两国战略资源

的持续投放。 在中美结构性矛盾日益尖锐的今

天，美国对“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冰上丝绸之路”

的基本立场是抵制性远高于参与性、冲突性远高

于合作性。 即使有合作，也局限于区域层面甚至

次区域层面的经贸领域，而在战略层面，则是以

对抗性为主导。 在长期的全方位竞争中逐渐削

弱“冰上丝绸之路”的比较优势与国际吸引力，从

而使得拒阻战略具有竞争性抵制的核心属性。

１．２� 美国实施拒阻战略的动因解析

特朗普政府对“冰上丝绸之路”实施拒阻战

略的动因，可以进行如下解读。

首先，“冰上丝绸之路”推动北极地缘政治重

心向俄罗斯偏移，引发美国北极战略的地缘焦

虑。 以俄罗斯北方海航道为主的北极东北航道，

在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努力下，实现了欧

亚地缘政治板块历史性的北维闭合。 俄罗斯作

为北极地区人口最多、领土面积最广、军事力量

最强、基础设施最齐全的国家，能够借助“冰上丝

绸之路”带来的发展机遇，进一步夯实俄罗斯在

北极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重心地位，实现俄欧中大

三角的战略格局，从而在战略规模与战略愿景层

面，对美国产生全方位的战略压力，使得美国在

与俄罗斯的北极博弈中，有可能处于战略守势。

因此，拒阻战略的中短期目标是阻止中国参与北

极开发，长期目标是阻止中俄在北极地区的全方

位战略协作，为美国主导北极事务减少阻力。

其次，冰上丝绸之路推动北极地缘安全重

心向西偏移，增大了美国在北太平洋地区的地

缘防务压力。 基于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思维是

美国政党政治的传统，美国对华参与北极事务

和中俄、中欧战略接近的警惕心态根深蒂固，因

此美国将中国政府提出的北极区域合作看做是

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威胁，将“冰上丝绸之

路”看做是中俄合作挤压美国北极安全空间的

举措，①这种战略认知导致美国对华北极政策采

取了防范高于接触的立场。 尤其是阿拉斯加不

仅未能借助“冰上丝绸之路”倡议实现区域发

展，反而在经济羸弱的状态下成为美国防范中

俄的桥头堡，美国北方司令部和美加联合司令

部加大了与太平洋司令部的协调力度。 以白令

海峡为核心的西北太平洋，将成为美国长期抵

制“冰上丝绸之路”的区域安全“暴风眼”。

再次，特朗普政府将北极视为与中俄在印

太、欧洲和美国本土进行战略竞争的“战略走

廊”，②美国在全球层面进行有差别的战略资源

投放，反映出其国力难以支撑全球战略扩展的

颓势。 相对于太平洋和大西洋而言，美国在北

冰洋地区的经济实力与资源投入较为不足。 美

国北极战略的阿拉斯加支点，在经济和安全领

域，分别与中国和俄罗斯存在明显的实力差距。

此外，“冰上丝绸之路”表达了中国愿与北极国

家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善意，具有经济互补性

与低政治敏感性，对有意对接“冰上丝绸之路”

的北极国家，都积极予以力所能及的支持。 反

观美国在北极地区更多的是军事投入，除了造

成美俄、俄欧紧张关系之外，难以带来北极地区

的发展机遇。 美国对华由独立遏制向合作遏制

的思路转变，展现了美国仅靠自身力量不足以

延缓“冰上丝绸之路”的推进势头。 因此，美国

选择加拿大为核心盟友，开启以北极“西北航

道”为基线的次区域经济整合，打造与“冰上丝

绸之路”竞争的北美经济圈。

最后，特朗普政府将“冰上丝绸之路”视为

重构对华拒阻战略盟友体系的契机。 特朗普政

府因国力有限而避免直接拒阻 “冰上丝绸之

路”，从而联合日本、加拿大等盟国构建出一个

对“冰上丝绸之路”具有强大拒阻能力的北极盟

友体系，以实现在北极地区恢复对中俄战略均

势的目的。 “间接拒阻战略”是美国对华拒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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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升级，一方面，日本、韩国在参与北极事务

上具有相对于中国的先发优势，并且在北极经

济开发领域和中国具有同质竞争矛盾，亦是美

国在北极理事会框架下牵制中国的“暗桩”。①

另一方面，虽然加拿大对中国参与北极的政策

立场较为开放，但在美加军事同盟的框架下，存

在呼应美国北极战略的现实考虑。 因此，构建

美加日韩北极战略菱形，实现北极地区的力量

均势，成为特朗普政府间接拒阻战略的核心目

标。 正是看到间接拒阻战略具有借外力提升美

国北极霸权的现实价值，特朗普政府不但怂恿

日韩拒绝参建“冰上丝绸之路”，而且提升美国

在北太平洋—北冰洋跨区域合作平台的主导

力，更为中俄深度开发北极东北航道设置地缘

政治羁绊。 可以预见，在美国全面恢复北极战

略优势之前，间接拒阻战略将是特朗普及其继

任者应对“冰上丝绸之路”的常态化选择。

二、美国对“冰上丝绸之路”实施拒阻

战略的支点与布局

� � 在当前阶段，通过中美合作推进“冰上丝绸

之路”在北极西北航道的拓展尚不具备可行性，

美加经贸与战略合作关系的深化，也不利于中

国吸引加拿大参与“冰上丝绸之路”，反而有可

能进一步加深美国对华敌视态度。 在特朗普政

府的“美国优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ｉｒｓｔ）理念指导下，

美国在北极地区的行动与“拒阻战略”的理论预

期高度一致，包括渲染美国北极领土安全形势

堪忧、对中国参与北极区域合作进行污名化和

歪曲指责、构建跨洋制华联盟、要求盟友分担安

全成本并保持对华战略一致性等。

２．１� 阿拉斯加：美国实施拒阻战略的地缘支点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美国北极战略转

圜的世纪之辩。 美国政府对北极事务的认知，

缘起于对阿拉斯加的战略定位。 深入北极圈的

阿拉斯加，是美国作为北极国家的合法性依据。

然而，由于北极酷寒的气候，使得美国政府从

１８６７年购得阿拉斯加之后，并未对这块北极领

土予以足够的重视。 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之

后，美国政府才意识到阿拉斯加很可能会作为

亚太敌国进攻美国本土的跳板，由此，美国政府

开始高度重视阿拉斯加的军事战略价值，并在

整个冷战期间，将阿拉斯加打造成抵御苏联的

桥头堡。 冷战结束后，阿拉斯加丰富的矿产资

源和油气资源，为美国能源安全带来新的保障

契机，尤其是随着北极暖化加速，北冰洋航运和

离岸油气资源开发成为可能，阿拉斯加作为军

事战略要地与能源保障基地的双重身份，都受

到北极地缘政治经济新变局的影响。②

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政府增强了对北极事

务的战略关注与资源投入，于 ２０１３年 ５月出台了

《北极地区国家战略》，是为美国首份国家北极战

略文件。 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北极地区国家战

略》的实施，在短短 ３年内，北极问题就上升为美

国决策层的政治优先事项。 显然，奥巴马政府致

力于重塑美国作为“北极大国”的身份。

在过去的 １５０多年中，开发北极资源是历届

美国政府北极战略决策的核心内驱力，他们都将

政治目标聚焦在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升之上。

其中有两个例外：一是冷战期间，美苏地缘战略

冲突阻碍了北极经济开发进程；二是奥巴马任期

内，北极环境变化与北极经济发展产生了激烈冲

突。 奥巴马之所以一方面努力增强美国在北极

的战略存在，另一方面又对北极经济开发采取相

对稳健甚至保守的政策立场，原因有二：一是通

过打“环保牌”提升美国在北极治理中的软实

力。 奥巴马政府利用美国作为北极理事会轮值

主席国的契机，大力倡导以北极气候变化为核

心的“美国议程”，围绕黑碳减排、船舶防污等北

极环保议题开展了一系列双边与多边合作，积

极推进北极气候治理与环境保护的进程，③树立

美国绿色开发北极的优质国际形象，有效缓解

９６

①

②

③

Ｊａｍｅｓ Ｋｒａｓｋａ， “Ａｓｉａ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Ｕ．Ｓ． Ａｒｃｔ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ｓｉ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ｏ．１８， ２０１４， ｐｐ．１４－２１．

Ｐ．Ａ．Ｂｅｒｋｍａｎ ａｎｄ Ａ．Ｎ．Ｖｙｌｅｇｚｈａｎ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Ｏｃｅａｎ，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３， ｐｐ．８１－９１．

Ｎｉｌｓｓｏｎ，Ａ．Ｅ． ａｎｄ Ｋｏｉｖｕｒｏｖａ，Ｔ．，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ｍｅ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ｍｐｏｌａｒ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７， Ｎｏ．２， ２０１６， ｐｐ．１７９－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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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来自俄罗斯和加拿大等传统北极大国的战略

竞争压力。 二是将北极环境与国内政党政治相

挂钩，夯实自身的执政基础。 奥巴马将气候变

化列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坚持“北极环保优先于

经济发展”的基本立场，这不仅使得北极环境保

护在美国国内政治议程中的地位不断抬升，奥

巴马提出的“绿色经济运动” （ 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ｃｔ）也获得纽约州、密歇根州等民主党“铁票

仓”和环保组织的支持，促使其在卸任前签署了

阿拉斯加北极近海石油开采禁令。

特朗普上台后，一方面延续历届总统高度

关注北极事务的政策立场，另一方面，则大幅调

整北极战略规划，以支撑其“美国优先”战略的

施行。 在如何处理奥巴马政府留下的“北极遗

产”问题上，特朗普采取选择性继承的策略：一

是从地缘战略层面出发，继承了“北极是美国重

要战略边疆”和“美国是北极大国”的认知定位，

将北极与“印太战略”进行地缘链接。 二是从实

用主义出发，奉行气候怀疑主义，认为奥巴马高

估了气候变化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威胁，而美国

北极领土的经济发展，才是关乎美国能否有效

利用北极战略资源的核心问题。 三是从政党政

治博弈的层面出发，通过振兴阿拉斯加经济，巩

固其作为共和党票仓的选民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巩固美国与北极领土的经济

联系，尤其是振兴阿拉斯加经济，促使特朗普政

府采取“经济发展优先于北极环保”的政策立场。

石油与天然气产业是阿拉斯加的经济支柱，长达

１ ２００ 千米的“跨阿拉斯加管道系统” （Ｔｒａｎｓ⁃

Ａｌａｓｋａ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将阿拉斯加北冰洋产油

区与美国本土炼油厂联系起来，累计输油量近千

万吨。 经过多年开采，阿拉斯加陆上油田日趋枯

竭，该管道系统近 ７５％的输送能力闲置，面临无

油可运的困境，若不开发新的油源，阿拉斯加的

能源主导型经济将彻底崩溃。 但由于阿拉斯加

北部近海的油气资源丰富，美国政府在楚科奇海

（Ｃｈｕｋｃｈｉ Ｓｅａ）、波弗特海（Ｂｅａｕｆｏｒｔ Ｓｅａ）分别发放

了 ４６０份和 １４７份石油勘探区块租约，已探明石

油储量分别为 １５０亿桶和８０亿桶。 例如，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美国油气勘探公司凯罗斯能源（Ｃａｅｌｕｓ Ｅｎ⁃

ｅｒｇｙ）在史密斯湾（Ｓｍｉｔｈ Ｂａｙ）浅水区发现 ６０亿桶

油田，计划投资 １０亿美元建立新的输油管道，与

跨阿拉斯加管道系统相连。 ２０１７年 ３月，西班牙

雷普索尔石油公司（Ｒｅｐｓｏｌ）在阿拉斯加北极国家

野生动物保护区（Ａｒｃｔ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Ｒｅｆｕｇｅ）

发现储量 １２亿桶石油的轻质油田。① 上述两大

新油田的发现，有助于延缓阿拉斯加石油产量

下滑的趋势，缓解阿拉斯加的财政困境。 但奥

巴马任期结束前，以保护北极生态环境为名，强

行将阿拉斯加北极国家野生动物的 ４．９ 万平方

公里土地以及毗连的波弗特海和楚科奇 ４ 万平

方公里大陆架海域划设为油气禁采区，而阿拉

斯加新发现的油田大都在这个区域内。 因此特

朗普上台后，认为阿拉斯加的经济安全高于环

境安全，致力于取消这一禁令。

北极环保议题向经济方向的发展，早已超

出伦理、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的范畴，成为一个

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世纪之辩。 ２０１７年 ４月 ２８

日，美国政府颁布《美国优先离岸能源战略》（Ａ⁃

ｍｅｒｉｃａ Ｆｉｒｓｔ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作为特朗

普百日新政的收官之作，这份行政命令的最大

特色在于，推翻了奥巴马政府先前设置的海洋

环保法令，重启阿拉斯加北极近海的油气开发。

在 ２０１７年 ５月北极理事会费尔班克斯峰会上，

美国前国务卿雷克斯·蒂尔森（Ｒｅｘ Ｔｉｌｌｅｒｓｏｎ）

提出美国北极政策优先考虑经济利益而非环境

保护，此言论被广泛认为是对“特朗普经济学”

的公开背书。 虽然特朗普政府的北极战略，表

面上充满了务实、利己的现实主义色彩，在某些

方面甚至与奥巴马政府的北极政策相左，但是

战术层面的政策躁动，往往是为了掩盖战略层

面的深谋远虑。 美国政府北极战略的嬗变，绝

非源自领导人标新立异、好大喜功，而是在北极

治理大变局和重振阿拉斯加经济的双重压力下

的必然结果。 经济重振的阿拉斯加，已然成为

０７

① Ｄａｖｉｄ Ｊ．Ｈａｙｅｓ， “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Ｓｉｎｋ Ｐｌａｎｓ ｔｏ Ｄｒｉｌｌ ｆｏｒ Ｏｉｌ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ｆｕｇｅ”， ｔｈｅ Ｈｉｌｌ， Ｍａｒｃｈ ３１，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ｈｉｌｌ．

ｃｏｍ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４３６１７４ － 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 ｍａｙ － ｓｉｎｋ －

ｐｌａｎｓ－ｔｏ－ｄｒｉｌｌ－ｆｏｒ－ｏｉｌ－ｉｎ－ｔｈｅ－ａｒｃｔｉｃ－ｒｅｆｕｇｅ，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 ７ 月

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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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拒阻战略的地缘锚点。 因此，只有从

美国霸权延续的视角看待其北极战略的布局，

方能洞悉“特朗普经济学”背后的安全深意。

２．２� 美国对“冰上丝绸之路”实施拒阻战略的

布局设计

� � 特朗普执政两年来，将“美国优先”思维扩

展到了北极地区。 促进阿拉斯加经济振兴、捍

卫美国的北极利益、提升美国在北极地区的主

导权，成为其北极政策的核心内容。 经过一系

列的战略调整，特朗普政府从战略安全、政治安

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五个方面

进行布局设计，为美国实施拒阻战略构建了较

为清晰的策略体系。

第一，在战略安全领域，将北极抬升为美国

全球战略的重要支点，推动“亚太战略弧”向印

度洋、北冰洋进行双向延展，构筑印—太—北

“三洋盟友体系”。 为了遏制中国与欧洲、非洲

的海上贸易通道，特朗普政府于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提

出“印—太战略”，将“亚太再平衡”战略构想延

伸到印度洋，次月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冰上丝绸

之路”，北极航道有望成为中国新的能源供给链

和中欧海上物流新通道。 中欧、中俄海运贸易

将通过日本海和白令海，日本和阿拉斯加已然

成为能够扼守“冰上丝绸之路”海运通道的两大

地缘战略枢纽。 对此，特朗普政府开始加大在

北极地区的能力建设，开启“亚太再平衡”战略

的二次延伸。 如今，美国政府以亚太地区为核

心，向西延伸至印度洋，向北延伸至北冰洋，构

筑“印—太—北战略弧”，推动 “印太战略”向

“印太北战略”转型，借助其盟友体系与海外军

事基地，逐渐构筑由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

日本—韩国—关岛—新加坡—迪戈加西亚岛军

事基地为支点，以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日

本、加拿大等盟友为依撑的“Ｃ 型”对华包围圈，

通过封堵中国海外贸易通道的方式来迟滞中国

的经济发展。

第二，在政治安全领域，提升美国在北极地

区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在“多边论坛中取得良好成果”一节中，提出“美

国必须领导和参与制定影响美国利益与价值观

的多边机制安排，包括互联网、外太空、北极等

领域”。① 特朗普政府延续了奥巴马政府制度性

参与北极治理的政策理念，在参与北极理事会

这一北极治理重要平台的路径选择上，采取了

具有两面性的政策立场：一方面主张北极理事

会应制定出符合北极八国共同利益的国际规

范，另一方面则要求这些规范不能影响美国的

主权。 在俄罗斯、加拿大的竞争压力面前，特朗

普政府认识到北极理事会是美国重塑北极制度

性霸权的重要场所，通过北极理事会塑造“北极

国家治理北极”的合法性，实现“北极内部门户

开放，北极国家利益均沾”的策略，是符合美国

当前国力现状的理性选择。 因此，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日，美国与其他北冰洋沿岸国家共同签署了具

有强制约束力的《防止在北冰洋中部公海进行

无管制商业捕捞的协定》（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Ｓ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Ｏｃｅａｎ），减少了外国船只在

美国专属经济区以外进行渔业捕捞的机会。②

同时，美国借助在北极理事会中的成员国地位，

对中国参与北极进行无端指责、颠倒黑白。 例

如 ２０１９年 ５月 ７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第 １１

届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公开指责中国或利

用在北极的民事存在来加强军事存在，并声称

中国在北极没有任何权利。③

第三，在军事安全领域，将海岸警卫队作为

维护美国北极权益的核心保障。 海岸警卫队在

保障美国北极领土安全稳定方面发挥着支柱作

１７

①

②

③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ｐ． ４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ＮＳＳ－Ｆｉｎａｌ－１２－１８－２０１７－０９０５－

２．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１５日。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Ｕ．Ｓ． Ｓｉｇｎ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Ｓ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Ｏｃｅａ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４，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ｒ ／ ｐａ ／ ｐｒｓ ／ ｐｓ ／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２８６３４８．ｈｔｍ，访问日期：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 美国于 ２００９年禁止

在阿拉斯加以北的美国专属经济区进行商业捕捞。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２０１９年 ５月 ７日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７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ｄｔ＿６７４８７９ ／ ｆｙｒｂｔ＿６７４８８９ ／ ｔ１６６１３８２．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９

年 ５月 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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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担负着美国北极航运、海空搜救、环境保护、

国土防卫等职责。 特朗普在 ２０１８年 ７月 １日举

行的海岸警卫队领导权交接仪式上，盛赞在海

岸警卫队总司令保罗·祖康夫特（Ｐａｕｌ Ｚｕｋｕｎｆｔ）

的带领下，“海岸警卫队捍卫着美国的北极利

益，成功启动了北极海岸警卫队论坛 （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ａｓｔ Ｇｕａｒｄ ｆｏｒｕｍ），以确保美国军队能够在北

极地区具有远程投送能力。”①为了进一步提升

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实力，按照《美国国家安

全战略》的规划，特朗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维护

北极安全的军事举措。 一是增大对海岸警卫队

的军费投入，大力支持北极地区的军事装备更

新。 特朗普政府承诺将在 ２０１９ 年的军费分配

中，优先满足海岸警卫队的经费需求，用于购置

新的军事装备。 例如，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１ 日，美国

国土安全部长克尔斯滕·尼尔森 （ Ｋｉｒｓｔｊｅｎ

Ｎｉｅｌｓｅｎ）在 ２０１９财年总统预算听证会上申请 １９

亿美元用于升级海岸警卫队的装备，包括购置

一艘海上巡逻舰，四艘快速反应舰。② 特朗普批

准为海岸警卫队拨款 ７．２亿美元，用于建造美国

近 ４０年来首艘新型重型破冰船，确保海岸警卫

队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极地装备。 二是提升阿拉

斯加军事基地的整体防卫能力。 更新埃尔门多

夫空军基地（Ｅｌｍｅｎｄｏｒｆ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Ｂａｓｅ）的战斗

机与远程预警机，提升北极军事基地与太平洋

司令部的战略协调能力。 在费尔班克斯（Ｆａｉｒ⁃

ｂａｎｋｓ）附近的艾尔森空军基地（Ｅｉｅｌｓｏｎ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Ｂａｓｅ）驻扎两支 Ｆ⁃３５战斗机中队，以提升美国在

北极地区近距离空中拦截能力。 扩建安克拉奇

港（Ａｎｃｈｏｒａｇｅ Ｐｏｒｔ）的油料、军事耗材的仓库与

码头，为美军在北太平洋地区的集结提供后勤

保障。 三是升级阿拉斯加的反导系统。 特朗普

在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２２日签署法案，拨款 ４０亿美元

用于在菲尔班克斯的格里利堡导弹基地（Ｆｏｒｔ

Ｇｒｅｅｌｙ）新建 ２０座发射井，最终在阿拉斯加安置

６４套反导系统。

第四，在经济安全领域，开发北极能源并放

松环境监管，为阿拉斯加油气勘探和招商引资铺

平道路。 特朗普政府多次声明将减少美国对“石

油输出国组织”的依赖，其能源政策的核心是通

过本土开发来创造就业机会，从而获得油气产业

的支持。 尽管奥巴马政府批准了对北极地区油

气勘探区块的租约，但特朗普抨击奥巴马为阿拉

斯加油气开发套上了沉重的环保枷锁。 为了应

对阿拉斯加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振兴阿拉斯加的

能源经济，２０１７年 ４月 ２８日，特朗普上台后颁布

的第一个法令就是签署《美国优先离岸能源战

略》（Ａｍｅｒｉｃａ⁃Ｆｉｒｓｔ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废除

了奥巴马政府的北极油气勘探禁令。③ ２０１８ 年

１０月 ２５，特朗普政府批准阿拉斯加希尔克普公

司（Ｈｉｌｃｏｒｐ Ａｌａｓｋａ）在阿拉斯加以北的波弗特海

正式实施“利伯蒂油气开采项目”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Ｐｒｏ⁃

ｊｅｃｔ），该项目成为阿拉斯加首座离岸油气开

采—运输设施，竣工后日产 ６．５万桶石油以及约

３３９� ８万立方米天然气。 为了进一步扩大阿拉

斯加的能源开发规模，美国内政部计划开辟阿

拉斯加石油租赁新区域，并重新审查现有北极

生态保护区的边界划设，为石油公司在保护区

内开展业务提供政策支持。 美国内政部长莱恩

·辛克（Ｒｙａｎ Ｚｉｎｋｅ）说：“在阿拉斯加负责任地

开发能源，将使我们能够通过能源外交的方式

来甄别盟友和对手，从而使得美国变得更强

大。”④此外，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宣布与阿拉斯加

２７

①

②

③

④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ｒｕｍｐ ａｔ ｔｈｅ Ｕ．Ｓ．

Ｃｏａｓｔ Ｇｕａｒｄ Ｃｈａｎｇｅ － ｏｆ －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 Ｊｕｎｅ １，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ｍａｒｋ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ｒｕｍｐ－ｕ－ｓ－ｃｏａｓｔ－ｇｕａｒｄ－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ｍｍａｎｄ－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 ， 访问日期：

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８日。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ｏｆ

ＤＨ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Ｋｉｒｓｔｊｅｎ Ｎｉｅｌｓｅｎ ｆｏｒ ａ Ｈｏｕｓ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

ｔｉｏｎｓ，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９ Ｂｕｄｇｅｔ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 １１，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ｈｓ．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１１ ／

ｗｒｉｔｔｅｎ －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 ｄｈｓ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ｋｉｒｓｔｊｅｎ － ｎｉｅｌｓｅｎ － ｈｏｕｓｅ －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２日。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 Ｓｉｇｈｉｎｇ ｏ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ｎ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Ｆｉｒｓｔ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ｐｒｉｌ ２８，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ｍａｒｋ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ｒｕｍｐ－

ｓｉｇｎｉｎｇ－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ｏｒｄ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ｆｉｒｓｔ－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访

问日期：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８日。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Ｌｏｎｇ－Ａ⁃

ｗａｉｔｅｄ Ｆｉｒｓｔ Ｏｉ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Ａｌａｓｋａ”，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４，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ｏｉ． ｇｏｖ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ａｐｐｒｏｖｅｓ－ｌｏｎｇ－ａｗａｉｔｅｄ－ｆｉｒｓｔ－ｏｉ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ｆｅｄｅ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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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白令海岸的诺姆市（Ｎｏｍｅ）共建深水港，为阿

拉斯加的油气外运提供新的物流基础设施。

第五，在科技安全领域，将科技信息与装备

优势列为美国主导北极治理的权力基础。 北极

治理通常由北极科技强国主导，具有较高的科

技准入门槛。 尤其是在北极航运、北极能源开

发、北极防务等领域，都需要极强的极地科技知

识与装备保障体系。 换言之，北极科技研发是

美国维持极地科技强国地位的基础。 北极理事

会为北极国家集体垄断北极科学研究提供了制

度保障。 因此，在美国的主导下，２０１７年 ５月 １１

日，北极理事会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发表了《费尔

班克斯宣言》（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正式出台

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

定》（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不仅增强北极国家的科

技内部合作与信息垄断程度，而且抬升了非北

极国家获取北极科学信息的门槛，使得科学信

息竞争成为北极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①

由此可见，在北极战略地位不断抬升的背

景下，捍卫美国的北极主权和利益，不仅是特朗

普政府北极战略的基本脉络，亦是美国政党政

治的时代共识。② 在这种北极安全观的指导下，

特朗普政府必将提升美国在北极事务中的主导

权与影响力，防范中国等非北极国家深度参与

北极事务。

三、美国“拒阻战略”对

“冰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及其应对

� � 特朗普政府至今未积极回应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对中国参

与北极事务的威胁认知将长期存在。 如何评估

特朗普政府在北极地区实施“拒阻战略”的效

果，做出合理可行的应对策略，则成为中国持续

推进“冰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性问题。

３．１� 美国拒阻战略对“冰上丝绸之路”的影响

中俄加速北极经济开发进程是美国北极战

略的核心关切，因此尽可能延缓“冰上丝绸之

路”的推进速度是当前特朗普政府“拒阻战略”

的重要目标。 特朗普政府提升了美国在北极地

区的战略布局，将北极安全事务列为美国政党

政治的共有议题。 面对“冰上丝绸之路”，特朗

普政府的“拒阻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表现为

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增强了美国在北极地区实施拒阻战

略的硬实力。 其一，斥巨资及时填补了美国在

北极地区的军事装备、基础设施、军队建设等安

防能力短板。 其二，强化了与挪威、加拿大、丹

麦的同盟关系，扩大了美国在环北冰洋五国的

话语权，开启北极安全事务“北约化”进程，从东

西两个方向对俄罗斯采取“钳型攻势”。 其三，

大幅提升阿拉斯加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规划中

的地位，通过军民共建的方式，力求在短时间内

将阿拉斯加的身份定位从偏远边疆向兼具国家

安全与经济繁荣的战略枢纽转变。

第二，联合加拿大等国增强美国的北极地

缘竞争能力。 这取决于《美国—墨西哥—加拿

大协定》的实施效果，以及美国与挪威、丹麦等

北极国家对俄罗斯的战略牵制程度。 鉴于特朗

普政府在北极地区积极构筑防务联盟以抗衡

“冰上丝绸之路”，可以预见美国将通过在巴伦

支海、白令海造成地区紧张局势的方式来恶化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地缘安全环境，从

而增大北极投资的政治安全风险。

第三，北极地缘经济格局有可能出现中俄

主导的以东北航道为基础的“冰上丝绸之路”，

与美加主导的以西北航道为基础的“北美北极

走廊”并存的趋势，这将为西欧和北欧国家提供

多项选择的平台。 例如对“冰上丝绸之路”还犹

豫不决的丹麦、冰岛等国，有可能联合美加提升

北大西洋经贸合作水平；对于有意对接“冰上丝

绸之路”的挪威、芬兰等国，也可以同时加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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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主导的新合作平台。

３．２� 中国应对“拒阻战略”的思路

“冰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在成功推进“一带

一路”倡议的基础上，为分享中国发展成就、克

服大国崛起困境而做出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创

新。 面对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的进攻性现实主

义行径，中国在北极地区反制“拒阻战略”的策

略构建可如下展开。

首先，倡导“北极命运共同体”理念，扩大中

美北极合作的利益基础。 当前，美国北极安全战

略的首要防范对象是俄罗斯，特朗普政府北极

“拒阻战略”同时存在对华遏制与接触的可能。

加拿大、丹麦等北极国家对“冰上丝绸之路”持积

极观望态度，更愿意与中美同时保持北极经济合

作。 在《联合国宪章》及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与

其他北极利益攸关方共建“中国—北极命运共同

体”，促进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提供力所能及的

区域性公共产品，履行绿色开发北极的承诺，从

而树立中国在北极治理中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其次，始终坚持“冰上丝绸之路”的经济合

作属性，强调开放性和共赢性。 具体措施包括：

加强与芬兰等北欧国家进行“冰上丝绸之路”的

战略对接，密切关注挪威—芬兰北极铁路的最

新进展，及其与北极东北航道、亚欧大陆桥的联

通性，①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冰上丝绸之

路”的海陆联运体系；提升中俄北极能源开发的

全产业链合作，探索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在北

极地区的试点项目；采取合作竞标的方式，参与

丹麦、加拿大、俄罗斯等国的北极资源开发与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为北极远洋航运与航空公司

提供北斗卫星导航服务。

再次，强化“冰上丝绸之路”的次区域经贸

合作，积极参与北极原住民社区的民生基础设

施改造项目。 “冰上丝绸之路”的经济远景，不

仅需要提升标志性大型项目的经营绩效，而且

需要推动国内企业深耕北极次区域市场，基于

互惠互利的原则参与宽带网络改造、节能环保、

物流通讯等中小型民生基础设施项目，通过设

施联通实现民心联通，②化解北极原住民群体对

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疑虑和误解。 鼓励中国企

业参与阿拉斯加、加拿大育空地区、格陵兰岛的

民生、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同时与美国、加拿大、

丹麦、挪威的北极地方政府在能源、矿产、林业、

旅游等领域开展复合型产业合作。③

最后，提升中俄北极经贸合作的整体层次。

一是提升北极航道港口物流支撑能力。 构建北

极航道与亚欧大陆桥的海陆联运政策体系，增强

东方港、摩尔曼斯克港的物流支撑能力，推广亚

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的融资、基建、生产、物流经

验，推进中俄“北极能源走廊”建设。④ 二是推动

中国东北地区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的战

略对接，打造以中俄蒙朝铁路经济走廊为物流通

道的西日本海经济圈。 三是中俄联合开展北极

科考、远程海洋运输、北极能源开发与基础设施

建设，适时推动北斗导航系统在俄罗斯北方海航

道地区的商业试用。⑤ 四是以图们江和辽东海洋

经济区为支点，以中俄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为抓

手，狠抓项目落实，尽快构建与阿拉斯加实力相

当的黑吉辽—海参崴自贸区，以中俄战略性联动

规避美国对“冰上丝绸之路”的地缘堵截。

四、结� 语

综上所述，面对“冰上丝绸之路”倡议，美国

采取地缘政治上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地缘经济

上的保守主义相结合的战略设计思路。⑥ 在地

缘政治方面，美国遵循“边缘地带”理论逻辑，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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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从阿拉斯加到波斯湾的地缘围堵圈，在亚洲

大陆南北两侧的边缘地带，形成联合制华同盟

体系。 此举的中短期目标是恶化中国周边地缘

安全环境，长期目标是将中俄两国的崛起空间

限定在亚欧大陆之内。 在地缘经济方面，为了

迟滞“冰上丝绸之路”倡议对亚欧经贸一体化的

整合进程，延缓世界经济和亚太经济的重心从

北美向东亚转移，美国必将阻止中国构建一个

将其排除在外的欧亚北极自贸集团。 为此，美

国将加强对日本、加拿大等国的经济拉拢，提升

在欧亚次区域经贸合作中的对华竞争优势，实

现美国主导北极经济整合进程，维护美国的全

球霸权和北极区域霸权。

维护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和有

效威慑力是特朗普政府北极战略的核心目标，

这既要削弱新兴大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影响力，

又需提升美国在北极地区的竞争性战略优势，

从而维持美国主导下的北极稳定有序。 《美国

国防部北极战略》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冰上丝

绸之路”的担忧，其应对规划表明拒阻战略已经

进入美国决策层的视野，以支撑美国在西太平

洋地区对中俄两国进行同时制衡的战略布局。

特朗普政府的北极安全观将推动“印太战略”向

北冰洋扩展，形成印—太—北三洋同盟体系。

这既是美国扰乱中俄战略协作的现实需要，也

是美国提升北极话语权的逻辑使然。 无论是对

华贸易战还是美日印澳战略接近，都清晰地表

明中国正迎来一场未加掩饰的遏制浪潮，这将

为中国国家安全带来地缘政治经济考验。 随着

北极地区在全球地缘战略格局的地位不断上

升，必将成为中美俄等世界大国进行地缘政治

经济博弈的新竞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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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ｗｏｕｌｄ ｃｏｅｘｉｓ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ｒｏｕｔ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ｌｅｄ ｂ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Ｃａｎａｄ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ｒｕｍｐ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ａｒ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ｈｉｎｄ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ｒｃ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５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