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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摇 问题的提出

2013 年 5 月 15 日,北极理事会(Arctic Council)第八次部长级会议在瑞典的北方

城市基律纳召开,中国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资格的申请获得批准,自此结束了中国以特

殊观察员身份(ad hoc observer)参与北极理事会事务的历史。 中国自 2006 年起就开

始申请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资格,历时七年方获批准。 这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参与北极事

务的实践能力不断增强、淤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实践予以认可以及中国

作为北极事务“利益攸关方冶身份得以确认的结果。 随着中国北极事务参与实践的深化

与能力拓展,国际社会也越来越认识到北极事务的有效治理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于

传统上的北极国家仅包括在北极圈内拥有领土和领海的八个国家。盂 从狭义的

地理范围的角度来看,中国并不是一个北极国家。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北极地区

事务的治理也仅是北极周边国家的事务,较少有域外国家参与。 但随着全球气候变化

影响的加速、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增强以及北极治理机制“扁平化冶趋势的显现,北

极地区的变化以及北极地区事务的有效治理越来越与外界密不可分,进而导致北极地

区事务的全球化以及对北极事务治理的国际化。榆 这种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的相互交织:第一,域外因素(全球气候变化以及经济全球化)是导致北极地区变化的

主要动力来源,并且北极地区的变化也深刻影响着北极之外的地区。 第二,北极地区

事务的全球性特征决定了北极事务的有效治理离不开域外国家的实质性参与。

作为日益崛起的大国,中国近年来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参与的力度

不断加大,积极性、自觉性提高冶。虞 在北极事务问题上,主要表现在中国参与北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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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巴德条约》。 具体参见北极问题研究编写组编:《北极问题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47 页。 新

中国的北极科学考察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本文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冶的研究也从这一时代的活动开始。
Oran R. Young, “Inform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Listening to the Voices of Non鄄Arctic States in Arc鄄

tic Ocean Governance,冶 in Oran R. Young, et al. , eds. , The Arctic in World Affairs: A North Pacific Dialogue
on Arctic Marine Issues, Seoul: Korea Maritime Institute, 2013, pp. 275-303.

即在北纬 66毅34忆之内拥有领土和领海的八个国家,也被称为“环北极八国(A8)冶:美国、俄罗斯、加拿大、
挪威、丹麦、冰岛、瑞典和芬兰。 其中前五个国家为“环北冰洋五国(A5)冶。

Lassi Heininen, “Circumpol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eopolitics,冶 in Niels Einarsson, et al. , eds. ,
Arctic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Akureyri: Stefansson Arctic Institute, 2004, pp. 187-206; Charles Emmerson,
“Globalization of the Arctic Is Unstoppable,冶 http: / / www. chathamhouse. org / sites / default / files / public / The%
20World%20Today / 2013 / AugSep / WT0413Emmerson. pdf,登录时间:2014 年 1 月 8 日。

王毅:《当前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的特点和难点》,http: / / www. ciis. org. cn / chinese / 2013-11 / 21 / content_
6478651. htm,登录时间:2014 年 2 月 7 日。



务意愿的增强、能力的提升与领域的拓展以及北极地区有效治理对中国参与需求的增

长等。 2013 年 10 月,在加拿大白马市出席北极理事会秋季高官会议的中国外交部条

约法律司副司长贾桂德表示,“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北极事务做出贡献,促进北极

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冶。淤 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其中

不乏“中国威胁论冶在北极事务中的翻版,对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进行曲解和误

读。于 这与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构建和谐世界、实现北极事务有效治理的理念是

不相符的。 随着中国北极事务参与实践能动性的加强与中国北极国际话语权的主动

构建与提升,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形象日趋积极与真实,进而中国与北极的关系更为

紧密,中国在北极治理机制中的参与更具广泛性与实质性,中国作为“近北极国家冶以
及北极事务“利益攸关方冶的身份得以承认。

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我们考察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

与进程,可以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积极主动的参与实践如何推动北极地

区的有效治理? 中国在参与北极事务的进程中如何构建与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

际话语,进而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
既有一般性的理论意义,也有具体的现实意义。 在理论方面,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进

程及这一过程中的“话语互动冶进行分析,对于理解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中
国作为“域外者冶如何有效参与传统意义上的区域事务及在参与进程中如何强化“参
与实践冶,向世界有效地传输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话语和治理理念,为中国不断

扩大和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一般意义上的理论解释和经验借鉴。 中国参与北极

事务治理研究的众多文献中,很少有学者将北极事务话语权的争夺与互动纳入研究的

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实践理论为主体

框架,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进程中的话语互动进行系统的考察,通过中国参与北极事

务个案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和发现中国参与国际治理进程中的国际话语权之争及中国的

制胜之道,从而在实践中进一步推动中国在北极地区事务乃至全球事务治理中的参与。

二摇 国内外研究评述

随着北极地区变化的加速以及北极日益“融入世界冶,北极事务问题被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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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北极事务作出贡献冶———访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贾桂德》,http: / / news.
xinhuanet. com / politics / 2013-10 / 23 / c_117842120. htm,登录时间:2014 年 2 月 7 日。

孙凯、王晨光:《国外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不同解读及其应对》,载《国际关系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3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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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者们“重新发现冶之后,国内外不少的学者从北极事务体系的宏观层面或者从北

极事务相关的议题领域等微观层面对北极治理进行了研究。 早期的研究领域大都集

中在北极地区的环境治理、北极航运及其国际管制、北极地区资源开发前景与可行性

以及北极地区原住民事务的治理等。 在这些研究中,一些学者也专门论及中国参与北

极事务的问题(有时候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研究被纳入“东亚 /亚洲国家与北极冶的

框架之内)。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在北极地

区的利益是什么? 第二,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第三,中国参与北极

事务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一)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利益是什么

作为传统意义上的“非北极国家冶,中国对北极地区的兴趣以及中国在北极事务

中的参与,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为什么中国对北极地区感兴趣? 中国参与北极

事务的目的是什么? 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利益是什么?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2010 年发布的题为《中国为无冰北极做准备》的报告是较早对中国参与北极

事务进行系统研究的英文文献,报告认为由于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北极冰融以及北极地

区航道开通和资源开发的前景,促使中国给予北极越来越多的关注。淤 在 2012 年,

SIPRI 又发布了题为《中国的北极之梦》的报告,从经济、治理和法律三个方面分析了

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动机,认为中国对北极事务的参与日趋积极。于 中国较早研究北

极问题的学者郭培清认为,北极对于中国的利益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环境、科研、资源

和航道。盂 具体而言,即北极地区的环境变化影响着中国的气候和降水,中国在北极

地区进行的科考活动说明北极对于中国的科考价值,北极地区所蕴藏的丰富的资源对

于中国意义重大,北极航道的通航和管制直接影响中国的航运和经济发展。 美国海军

战争学院(US Naval War College)的安德鲁·埃里克森(Andrew Erickson)认为中国

对北极事务的参与意在北极地区丰富的能源。榆

也有学者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北极地区的变化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国

家安全利益,尤其集中在北极地区的变化对中国非传统安全影响方面。 陆俊元认为,

北极升温和海冰融化对中国的生态系统、粮食安全、产业发展和沿海地区安全等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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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a Jakobson, “China Prepares for an Ice鄄Free Arctic,冶 http: / / books. sipri. org / files / insight / SIPRIIn鄄
sight1002. pdf, p. 1,登录时间:2014 年 2 月 10 日。

Linda Jakobson and Jingchao Peng, “ China蒺s Arctic Aspirations,冶 http: / / books. sipri. org / files / PP /
SIPRIPP34. pdf, pp. 10-18,登录时间:2014 年 2 月 10 日。

郭培清:《大国战略指北极》,载《瞭望》,2009 年第 27 期,第 62 页。
Andrew Erickson and Gabe Collins, “China蒺s New Strategic Target: Arctic Minerals,冶 http: / / blogs. wsj.

com / chinarealtime / 2012 / 01 / 18 / china%E2%80%99s鄄new鄄strategic鄄target鄄arctic鄄minerals / ,登录时间:2014 年 3 月 6 日。



潜在的不利影响,北极地区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淤 夏立平也认

为,北极环境变化事关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北极冰融

将使中国恶劣天气增多,导致更多自然灾害,影响中国的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于 张

胜军则更为关注中国国内能源消耗以及未来对能源的大量需求,认为北极地区丰富的

石油资源和便利的海域航运对中国能源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国应从能源安全

的角度重新认识北极。盂

(二)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既然中国在北极地区拥有上文所述的相关利益,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必要性就不

言而喻。 但是,作为传统意义上的“非北极国家冶,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在国际法上有何

依据? 这一问题也引发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实际上,尽管北极地区不存在宪法性的

《北极条约》来统领北极事务的治理,但北极地区并非“治理真空冶,在不同议题领域以

及不同的层面上,北极地区存在着的多重治理规制,共同构成了北极地区的“治理综

合体冶。榆 在国际层面上与北极事务相关的国际规制,最为重要的就是被称为“海洋宪

章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其他管理北极地区功能领域的相关条约,例如管理北

极科学考察的《斯瓦尔巴德条约》 (又称《斯匹茨卑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应对全球性

问题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生物多样性公约》等。 中国是以上

公约的签署国,享有依据公约所带来的权利并负有相应的国际义务。

中国在北极地区依法所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中国作为《斯瓦尔巴德条约》的

缔约国,中国有进出该群岛地区从事科研及条约允许的相关权利;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的缔约国,中国有权进入北极公海地区进行科研等活动,并享有北极公海地区和区域

的相关权利。虞 韩立新、王大鹏认为,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中国在北极地区

享有依据公约所规定的“航行权(自由航行权、无害通过权、过境通行权)、海洋科学研究

权、海底使用权、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权、海上事故或事件调查权、海上搜寻救助权冶等。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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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俊元:《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利益分析———非传统安全视角》,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1 年第4 期,
第1-5 页;潘正祥、郑路:《北极地区的战略价值与中国国家利益研究》,载《江淮论坛》,2013 年第 2 期,第118-123 页。

夏立平:《北极环境变化对全球安全和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1 期,第
122-133 页。

张胜军:《中国能源安全与中国北极战略定位》,载《国际观察》,2010 年第 4 期,第 64-71 页。
Oran R. Young, “If an Arctic Ocean Treaty Is Not the Solution, What Is the Alternative?冶 Polar Re鄄

cord, Vol. 47, Issue 4, 2011, pp. 327-334.
刘惠荣、董跃:《海洋法视角下的北极法律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 页。
韩立新、王大鹏:《中国在北极的国际海洋法律下的权利分析》,载《中国海商法研究》,2012 年第 3 期,第

96-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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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早期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中的研究往往比较偏激,其中比较有代表性

的为加拿大加尔格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的中国史学教授戴维·赖特(David

Wright)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发表的一系列评论及研究报告。 他通过考察部分中国学

者和媒体对北极研究的言论,认为加拿大的北极地区拥有中国想要的自然资源和航运

通道,中国可能更多地想在北极地区表达自己的声音,甚至中国想在北极地区“分一

杯羹冶,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将威胁到加拿大的北极主权。淤 因此,对中国“日益

增长的北极主权要求,加拿大必须奋起反击冶。于 同在加拿大加尔格里大学任教的罗

伯特·休伯特(Robert Huebert)也认为,北极地区“再现大国博弈状态冶,“中国在北极

地区的出现,改变了北极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结构冶。盂

与之相反的是“机会论冶观点,例如加拿大拉瓦尔大学(University of Laval)的政

治地理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拉塞尔(Frederic Lasserre)在《中国与北极:对加拿大来说

是威胁还是合作机会?》一文中表述的看法。 报告从经济利益视角进行分析,认为北

极冰融之后可能出现的航道资源、自然资源等都引发了中国的兴趣。 针对“中国正在

积极参与北极资源的争夺冶的说法,拉塞尔认为该情形目前并未出现,因为“中国从来

没有对北冰洋、北极地区的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等提出要求冶。榆 在北极航道的国

际地位问题上,拉塞尔通过与当时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新闻秘书以及中国驻挪威大使唐

国强的交流,确认中国并没有发布关于东北航道地位的官方立场文件;尽管中国希望

西北航道确保安全、高效,但中国的立场不会危及加拿大的北极主权;中国在主权问题

上持中立的立场。

综上所述,随着北极地区事务的全球化以及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积极参与,国内

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日益深入。 但是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

研究大都是以具体的议题为出发点,以政策建议为导向,较少有结合理论或者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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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进行研究,研究的理论化程度较低。淤 而理论依据的缺

失,难以使我们有效地理解和解读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深层逻辑,没有理论指导的对

策建议也如沙滩上的城堡,难以经得起推敲。 面对国外学界和媒体对中国参与北极事

务所出现的认知偏差以及有意识的曲解,中国学者也缺少有力的辩驳声音。 而在当今的

“软战时代冶,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消弭“中国威胁论冶的任务尤为重要。于 鉴于此,本文

力图构建一个包括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实践、国际话语互动以及对中国北极事务利

益相关方身份承认为核心要素的分析框架,进而理解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进程。

三摇 参与实践、话语互动与身份承认

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也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一部分。 因此,理解中国参

与国际体系的理论模式,也可以解释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 随着近年来中国国力

的增长,中国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逐渐增强,参与方式也更趋主动、积极。

理解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模式冶理论框架对于本文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

意义。 构建这一框架的朱立群教授认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参与实

践过程,这个参与实践不仅受到国际、国内两个环境的影响,实践主体在参与实践的复

杂互动中不断学习、借鉴、创新,形成关于国际体系及其相互关系的新的认知,并通过

各种实践活动获得国际体系的承认,形成新的身份。盂 参与实践是指实践者在一定的

时空条件下参与国际体系过程的言语、行为活动。 她将“参与实践冶分为话语实践、联

盟实践、学习实践、遵约实践、创新实践等。 国际社会对参与实践的认可,最终体现在

对中国国际身份的承认上。 依据国际承认的不同程度,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基于代表

权承认的形式承认,二是基于投票权和物质利益分享的分配承认,三是基于社会正义

和尊严、平等、尊重基础上的价值承认。榆

这一框架对于从总体上理解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尤其中国在参与过程中的主动性

方面有很强的解释力。 实践者在一定条件的限制下通过学习、行动、表达等实践活动,

接受体系的影响。 实践者参与国际体系的过程实际上是在实践中重新塑造身份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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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参与国际体系的结果体现在行为体的身份变化上。 因而,对于行为体参与国际体

系的进程,可以从行为体的身份演变中加以考察。 换句话说,对实践结果的理解,必然

通过对参与实践过程的了解以及对参与者身份变化的观察来获得。淤 但这一理论框

架将话语实践仅作为参与实践的一种类型,认为话语实践是实践者界定利益、赋予意

义、框定认知的一个实践过程,是一个使主体观念变成主体间观念的过程。于 本文认

为在参与实践和身份承认之间,尤其在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这个个案中,国外对中国

参与北极事务的错误认知以及中国有意识的话语纠偏,构成了不同话语之间的互动,

因此有必要在这个案例中将话语实践及话语互动进行放大(如图 1 所示),进而更为

精确地理解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进程。

图 1摇 参与实践、话语互动与身份承认因果示意图

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国内外话语互动,具体而言就是基于中国在北极事务中逐渐

深化与拓展的参与实践基础上,国内外官方、学者、智库和媒体等对于中国参与北极事

务的不同解读和话语表达以及在多种场合中这些不同话语之间的相互影响、竞争与说

服。 概而言之,依据是否有利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可以将针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

国际话语和国内话语分为两类,即负面话语和正面话语,分别对应着中国在北极事务

中各种类型的“中国威胁论冶和“中国贡献论冶。 这些话语在不同的场合进行互动,影

响与塑造着国内外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国际认知。

表 1摇 国际话语和国内话语互动示意表

国 内 话 语国 际 话 语
正面 负面

正面 相得益彰型 自我贬低型

负面 竞争与说服型 内外交困型

如表 1 所示,面对国外正面积极的国际话语,国内正面积极的国际话语能够与之

产生互动并取得“相得益彰冶的效果,这会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提供良好的国际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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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而若国内话语仍然秉持“冷战思维冶以及要在北极“分一杯羹冶的负面话语,这不

仅会给国外负面的国际话语的产生带来市场,也会逐渐销蚀国外正面积极的国际话

语。 面对国外负面的国际话语,国内层面的正面话语应积极行动,阐释与传达正面的

信息,在国际层面与负面的国际话语形成竞争,实现说服或者“击败冶负面国际话语的

效果,进而能动性地创造有利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国际舆论环境;而国内负面话语

的传播则会与国外负面话语形成负面的“相辅相成冶,成为国际社会误读中国的口实

和把柄,从而使中国参与北极事务面临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

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作为一种参与实践,尽管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是北极事务参与

最为重要的实践者,但是其他的参与者也包括地方政府、公司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相

关的学术团体等。 随着北极事务治理的“碎片化冶和“分权化冶,众多行为体在北极事

务进程中的不同层面发挥作用,共同构成了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全景图。

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程度或者说“实质性参与冶的程度,主要受制于两个因

素: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淤 参与意愿是指中国对北极事务进行参与的期望、愿望等,

参与能力是指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条件、力量等物质准备与制度安排。 参与意愿与参

与能力的高低,可以决定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程度。 参与程度是中国参与北极事

务的广度与深度,广度方面主要体现在中国在北极相关国际机构中的参与,深度即体

现在中国在这些机构中任职的层次等,也即中国在北极从“存在冶到“实质性存在冶的

过程(如图 2 所示)。于

图 2摇 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对参与实践影响的因果机制图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如果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意愿高、参与能力强,则参与程

度也会高;而参与意愿低、参与能力弱,则参与程度会较低。 但也存在参与能力强、参

与意愿低的情况以及参与意愿低、参与能力强的情况,尽管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北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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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的参与程度不会高。 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之间并不是孤立的,二者之间会相互影

响,参与能力的强弱会影响参与意愿,强烈的参与意愿也会有意识地促进参与能力的

建设,进而逐渐促进参与程度的提升。 在不同时期,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意愿与能力

不同,通过对参与意愿与参与能力的动态考察,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理解中国参与北

极事务进程的动态发展,进而对其未来走向进行判断并有意识地加强(参见表 2)。

表 2摇 基于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的参与实践程度示意表
参与能力参与意愿

强 弱

高 参与程度高 参与程度较低或者中度,但主动加强能力建设

低 参与程度较低,“不情愿的北极大国冶 参与程度低

以上基于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的分析,可以使我们从总体上更为清晰地把握中国

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程度。 北极问题所涉及的议题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

等领域,中国在不同领域中的参与程度是不同的。 在这些领域中,尤其在政治、军事等

传统的“高级政治冶领域,北极国家对域外国家的参与是“排他的冶,中国在这些领域中

的参与意愿也不高,因此参与实践也较少;而在经济、法律(尤其是涉及国际事务管制

的法律)、社会发展等领域,北极国家对域外国家的参与相对开放,中国在这些领域中

也有较高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因此在这些领域的参与程度相对较高。

随着中国在北极事务进程中的参与,中国与北极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就

北极而言的身份也将发生变化。 “身份从来都是社会性和关系性的,因而是一种主体

间的状态。冶淤这种身份,也即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国际定位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自我的认同与塑造,也即根据本国的实力、价值、追求确认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角

色、身份、地位、作用;二是他者的认知,即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对该国国际角色与作用

的评判与认知。于

尽管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具有合法性、合理性,但中国在参与的过程中还是

有意识地拉近北极与中国的距离,在学者的研究甚至是官方人士在国际场合中,不断

提及中国是“近北极国家冶、盂“北极利益攸关方冶,榆这只是对中国参与北极身份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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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自我界定。 中国参与北极事务身份的确认,或者中国自我界定的“近北极国家冶、

“北极利益攸关方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才算完成身份承认的过程。 作为传统意义

上的“非北极国家冶,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也受制于北极国家对域外国家参与的

认知,经历了一个从排斥到有限度接纳的过程。

四摇 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实证分析

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进程,是一个随着中国参与北极事务能力不断提升、对

北极地区事务认识逐步深化、北极事务参与实践能动性逐渐加强的背景下,有意识地

塑造和实质性地建构中国北极参与者身份,并最终获得国际社会认可和确认,并为北

极地区的有效治理做出贡献的过程。 中国在北极事务中参与实践的逐步加强以及中

国北极参与者身份的确认,标志性事件就是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立、国家组织的五次

北极科学考察以及中国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资格的确认。

(一)逐渐拓展与深入的中国北极事务参与实践

第一,北极地区在国际事务中被“再发现冶以及北极国家对域外国家参与的需求,

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契机。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限于经济、科技和交通以及地缘政治条件的约束,北极地区的

事务一直是“北极国家的事务冶。 但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社

会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生存环境问题的关注,北极地区更多地具有了“全球性维

度冶,中国也从这个时期开始加强了对北极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这种“全球性维度冶主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全球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北极地区环境变化以及由这种变化所

产生的全球性影响;(2)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能源消费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国际社会

对北极地区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全球性关注;(3)北极冰融导致北极航道商业性利用可

能性的增加以及由此对全球经济格局所产生的全球性影响。淤 基于以上北极问题的

全球性维度,北极地区“域内冶与“域外冶的事务相互交织,北极地区事务的有效治理,

就其本质而言也需要域外国家的参与。 北极地区的环境变化,就其原因和影响来说,

都具有全球性的维度;有效地应对北极地区的环境问题,也需要来自域内、域外国家共

同的努力。 北极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必然需要将其纳入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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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来。 由此,北极地区问题的全球性维度以及对域外国家参与的

需求,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契机。
第二,随着中国对北极问题认识的深入,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意愿逐渐增强。
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远远滞后于中国在南极事务中的参与。 这与中国对北

极地区及北极地区事务的认识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是一个逐步

改变对北极事务的认识,进而对北极事务的参与意愿逐渐增强的过程。 在国家海洋局

成立之初,中国极地工作的关注点限于南极。 作为极地考察事务的主要组织部门,国
家海洋局在 1977 年全面恢复工作之后,提出了“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

洲冶的工作目标,当时并没有包括北极。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在 1981 年成立之

初,其名称也是“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冶。 在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全球气候变

化研究的兴起、北极地区的环境变化及其对全球气候影响的显现,这一系列问题引起

了科学界的关注。 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对中国可能带来的影响也成为中国科学家关

注的一个主要问题。 基于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加强对北极地区的科学研究就成为中国

北极活动的主要内容。
中国对北极事务的参与意愿也体现在随着中国北极事务认识的加深,中国希望在

更多的领域参与北极事务。 随着北极冰融以及北极航道开通和北极地区资源开发可

能产生的全球性影响,中国对北极事务又有了更新的认识。 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胡正

跃在 2009 年于挪威举办的“北极研究之旅冶活动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北极冰川融

化加速全球海平面上升,影响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因此,北极事

务关乎中国自然、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关乎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

视冶。淤 北极理事会是北极治理的重要活动平台,中国自 2007 年开始就以特别观察员

的身份参与北极理事会的活动。 北极理事会 2011 年努克会议出台新的北极理事会观

察员资格申请标准之后,中国也随即表达了将按照新标准申请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资格

的意愿。
2013 年 3 月,北极理事会春季高官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中国代表团团长高风在

会议期间表示,“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北极理事会工作做出贡献,促进北极地区的

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冶,于“中国尊重北极国家在该地区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重视北极科学研究与环境保护,支持北极理事会的宗旨与目标。 非北极国家作为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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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跃:《中国对北极事务的看法———外交部胡正跃部长助理在“北极研究之旅冶活动上的报告》,载《世
界知识》,2009 年第 15 期,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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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理事会工作,有助于有关各方共同携手、有效应对北极各种紧迫的区域和跨区域问

题,促进理事会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北极跨区域问题,提升理事会的国际影响力冶。淤

第三,随着参与意愿的增强,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实践得以深化与拓展。

“有为才有位冶,随着中国对北极事务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能力

建设就提上了日程。 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主要形式是组织北极科学考察,但随着对北

极事务认识的深入以及北极地区情势的变迁,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实践逐渐深化

和拓展。

在北极科学考察的参与实践方面,中国最初的北极科学考察活动经历了从个别科

学家的行为到参与其他国家北极科学考察,最终中国自主组织系列北极科学考察的历

程。 1991 年,高登义应挪威卑尔根大学的邀请,于当年 7-8 月参加了由挪威、苏联、中

国和冰岛四国科学家组成的北极科学考察队,在北极斯瓦尔巴德群岛及其邻近海域进

行考察。 1993 年,中国科学院与美国阿拉斯加北坡自治区签订了北极科学考察研究

的合作协议。 中国科学院于 1995 年派出以秦大河为首的六人科学代表团参加在美国

举行的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会议,就中国科学家申请加入国际北极科学委员

会一事进行答辩。 鉴于中国科学院在北极地区具有三年以上的考察研究历史,并发表

了相应的北极科学论文和著作,符合 IASC 的入会条件,中国科学家以中国科学院的

名义加入了 IASC。于 从此,中国科学家正式以中国的名义成为 IASC 的成员。

加入 IASC 是中国科学家参与国际北极科学研究的重要途径,建立中国的北极科

学考察研究站则是中国科学家从事北极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 根据 1925 年签订的

《斯瓦尔巴德条约》,中国可以在斯瓦尔巴德地区建立永久的科学考察站。 随后中国

科学院在“九五冶重大科研项目(极地科学)中专门设立了一个子课题,筹建在斯瓦尔

巴德地区的科学考察站。 2001 年中国极地考察“十五冶能力建设总体方案中,正式提

出建立北极科学考察站的计划,这一计划在 2003 年获得国务院的正式批准。 2004 年

7 月 28 日,中国北极科学考察站“黄河站冶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这改变了中国北极科

考没有固定立足点和缺乏长期研究能力的状况,也是中国北极事务参与能力提升与在

北极地区拥有“实质性存在冶的标志性事件。

组织北极科学考察是中国在北极事务参与实践最为重要的形式,至 2012 年,中国

共组织了五次北极科学考察,具体参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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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2014 年第 7 期

表 3摇 中国组织的五次北极科学考察简况表

次 日期
领队和首
席科学家

所创纪录 主要科学目标

第一次
1999 年

7 月 1 日-
9 月 9 日

领队兼首
席科学家:
陈立奇

“雪龙冶号首次穿越北极圈,
首次航行至北纬 74毅58忆,首
次完成了中国人自己组织的
北极科学考察

北极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和对中
国气候的影响;北冰洋与太平洋
水团交换对北太平洋环流的变异
的影响;北冰洋临近海域生态系
统与生物资源对我国渔业的影响

第二次
2003 年

7 月 15 日-
9 月 26 日

领队兼首
席科学家:
张占海

首次在极地运用自行研制的
水下机器人进行海洋观测;
首次利用红外航空遥感技术
测量水面、冰面温度;首次布
放中国自行研制的、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卫星跟踪浮标

了解北极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
和反馈;了解北极地区的环境变
化对中国气候环境的影响

第三次
2008 年

7 月 11 日-
9 月 24 日

领队:袁绍
宏;首席科
学家:张占
海

“雪龙冶 号航行至北纬 85毅
25忆;考察队飞机最北到达北
纬 87毅;首次在北极开展地
球物理调查

研究北极快速变化过程中海洋、
海冰和大气系统发生的耦合变化
以及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第四次
2010 年

7 月 1 日-
9 月 20 日

领 队: 吴
军;首席科
学家:余兴
光

“雪龙冶号航行至 88毅26忆;首
次实现了中国考察队依靠自
己力量达到北极点开展科学
考察的目标;首次在北极点
冰面布放浮标;首次获得2. 5
米长北极点冰芯;首次将中
国海洋考察站延伸到北冰洋
高纬度的深海平原

研究北极海冰快速变化的机制;
研究北极海洋生态系统对海冰快
速变化的响应

第五次
2012 年

7 月 2 日-
9 月 27 日

领队:杨惠
根;首席科
学家:马德
毅

“雪龙冶 号航行至 87毅 40忆。
首次实现北极和亚北极五大
区域准同步考察;首次实施
了系统的地球物理学观测;
首次在极地海域布放大型
海-气耦合观测浮标;首次
进入大西洋扇区进行考察;
首次穿越俄罗斯北方海航
道,“雪龙冶号首次应邀正式
访问境外国家

考察海洋环境变化和海-冰-气系
统变化过程的关键要素;研究考察
极区海洋环境快速变化的地质记
录及其对中国气候的影响;实现对
极区地球物理场关键要素的调查
与构造特征分析;了解在海冰快速
融化下,西北冰洋碳通量和营养要
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情况;对北极
海域生态系统功能现状考察及其
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

摇 摇 资料来源: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队:《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报告》,北京:海洋出版社 2000
年版;张占海:《中国第二次北极科学考察报告》,北京:海洋出版社 2004 年版;张海生:《中国第三次
北极科学考察报告》,北京:海洋出版社 2009 年版;余兴光:《中国第四次北极科学考察报告》,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1 年版;马德毅:《中国第五次北极科学考察报告》,北京:海洋出版社 2013 年版;国
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3)》,北京:海洋出版社 2013 年版;
北极问题研究编写组:《北极问题研究》,第 347-3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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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次北极科学考察活动的规模、考察区域、航行路线、主要任务等都有所不

同。 这是基于中国对北极事务认识的逐渐深入,依据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而设定不同的

北极科学考察任务和科学目标。 北极科学考察的科学目标越来越细致,已经从增进对

北极状况的宏观认识,推进到对于北极海洋、海冰变化及其机理的认识;从对北极地区

单纯自然环境的考察,推进到对北极地区环境的综合考察。 第五次北极科学考察首席

科学家马德毅认为,“加强北极环境综合考察,掌握极地环境状况,可以揭示极地在全

球气候环境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切实提高防范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同时可以拓

展我们民族的科学认知空间,体现我国大国责任,提升我国在北极事务中的话语权和

地位冶。淤

(二)中国参与北极事务进程中的国内外话语互动

尽管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就从事北极科考和参与北极科研等方面的事务,

但是国外舆论和学界对此关注较少。 近年来,随着北极地区在国际关系中的升温,中

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国外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关注

的代表性话语为“恐慌论冶和“机会论冶。

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恐慌论冶更多地体现在一些媒体报道上,一些外国媒体

往往简化地利用“中国野心冶、“中国幽灵冶、“阴谋冶或“贪婪冶之类耸人听闻的语言,描

述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行为。于 “恐慌论冶的典型代表人物是上文提到的戴维·赖特。

2011 年,赖特发布题为《中国龙对世界之巅虎视眈眈:中国北极政策争论》的报告,认

为“尽管中国不是一个北极国家,但是中国看到北极冰融所带来的经济机遇,力图抢

先开发北极地区的自然资源及航道资源冶,“中国力图‘插手爷北极事务,但不便于直

说冶。盂 他选择性地援引中国对北极问题的部分研究和报道,断章取义地认为中国尽管

没有官方的北极战略和北极政策,但中国有自己的“北极议程冶,并正在为推进“北极议

程冶而与北极周边国家如挪威、冰岛等积极地进行外交活动。 国外媒体也密切关注中国

在北极地区的经济活动。 中国企业家黄怒波在冰岛的“购地事件冶,整个历程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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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盂

璩静:《本次北极科考担负“五个首次冶———访我国第五次北极科考首席科学家马德毅》,http: / / www.
soa. gov. cn / xw / ztbd / 2012 / zgdwcbjkxkc / bckkjs / 201211 / t20121129_10334. htm,登录时间:2014 年 3 月 6 日。

傅崐成:《北极事务少不了中国参与》,载《环球时报》,2013 年 4 月 3 日。
David Wright, “The Dragon Eyes the Top of the World: Arctic Policy Debate and Discussion in China,冶

China Maritime Study, No. 8, Newport: U. S. Naval War College, August 2011, http: / / www. usnwc. edu / Re鄄
search鄄Gaming / China鄄Maritime鄄Studies鄄Institute / Publications / documents / China鄄Maritime鄄Study - 8 _ The鄄Dragon鄄Eyes鄄
the鄄Top鄄of鄄. pdf, p. 1,登录时间:2014 年 2 月 10 日。 对于报告标题中 eyes 的翻译,笔者之前用较为中性的“直击冶
或者“盯着冶,而在 2014 年 4 月 1 日笔者与到访中国海洋大学极地法律与政治研究所的戴维·赖特进行交流问及

这一问题的时候,他用流利的中文说当时他用 eyes 之意就是“虎视眈眈冶,所以此处将报告的题目译为《中国龙对

世界之巅虎视眈眈:中国北极政策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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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购地冶到“租地冶,拖延至今也无定论。淤 中国在北极地区事务中的参与也被认为是

加剧了北极地区资源的争夺。于 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 (Stephen Harper) 2012 年

12 月宣布批准中石油收购尼克森石油公司的计划,也被认为是哈珀总理的“噩梦冶。

与“恐慌论冶相反的是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机会论冶观点,如上文提到的弗雷

德里克·拉塞尔教授在 2010 年发表的《中国与北极:对加拿大来说是威胁还是合作机

会?》一文。 拉塞尔认为,中国与加拿大在北极问题的很多领域可以进行合作,如科学

考察、航运规则的制定、海洋法的解读以及多层面的国际合作等;加拿大如果积极支持

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中国也会充分考虑加拿大在北极事务中的特定利益。盂 与“机会

论冶观点一脉相承的就是认为北极地区的有效治理需要域外国家参与的论点。 美国

学者奥兰·扬(Oran R. Young)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域外国家对北极事务的参与将

是实现北极地区有效治理的唯一选择,北极国家在进行决策的时候需要“倾听域外国

家的声音冶,充分考虑域外国家在北极地区的合法权益和对北极事务的参与。榆 这种

观点较之“机会论冶更为务实,从全球治理的视角观察中国在具有全球影响的北极事

务中的参与,将这种参与置于北极地区“善治冶的框架下,从而认为中国在北极事务中

的参与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不同学者总是通过自己固化的分析框架对事实进行分析,如奥兰·扬所言,“一
些学者不负责任的言论,是因为他们没有仔细看事实,仅通过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对

问题进行想象式解读冶,“对于针对中国参与北极的恐慌以及一些不负责任的报道,中

国必须进行反驳,以就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角色建立互信冶。虞 面对国外媒体对中国

参与北极事务的“威胁论冶和“恐慌论冶话语,中国学者和官员在不同场合也进行了有

理有节的反驳,并在话语层面致力于凸显中国与北极之间的联系,其中中国是“近北

极国家冶、中国是北极事务“利益攸关方冶的国家认同最具代表性;愚也有学者提出构建

包括中国在内的“近北极机制冶舆和构建中国北极利益共同体的设想。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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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sabeth Rosenthal, “Race Is on as Ice Melt Reveals Arctic Treasures,冶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9, 2012.
Frederic Lasserre, “China and the Arctic: Threat or Cooperation Potential for Canada?冶 p. 11.
Oran R. Young, et al. , eds. , The Arctic in World Affairs: A North Pacific Dialogue on Arctic Marine Is鄄

sues, pp. 275-303.
奥兰·扬教授 2011 年 10 月 28 日访问中国海洋大学极地法律与政治研究所与笔者交流时的观点。
王新和:《国家利益视角下的中国北极身份》,载《太平洋学报》,2013 年第 5 期,第 81-90 页。
柳思思:《“近北极机制冶的提出与中国参与北极》,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0 期,第 26-34 页。
孙凯、张亮:《北极变迁视角下中国北极利益共同体的构建》,载《国际关系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121-

129 页。



2010 年 1 月 25 日,时任中国驻挪威大使唐国强应邀出席挪威“北极前沿冶组织举

办的主题为“生活在高北地区冶的研讨会,并发表“中国对北极问题看法冶的演讲。 唐

国强大使在讲话中表示,北极的自然环境变化对全人类的生存环境有重大影响,也关

乎中国自然、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关乎中国可持续发展。 中国尊重北极地区国家

的主权以及根据国际法享有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愿就北极问题与各方加强互利合

作,为实现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而努力。淤

中国在 2013 年提交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资格的申请之后,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和

官员在不同场合就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目标和立场进行了阐释。 2013 年 1 月,中国

驻挪威大使赵军也在“北极前沿冶大会上重申了北极事务的全球性与区域性特性以

及中国在北极事务中将扮演负责任参与者的角色,中国将积极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北极理事会,加强与北极国家的合作,以中国在北极事务上的能力促进北极地区的

“善治冶。于

2013 年 3 月 21 日在北极理事会春季高官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气

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中国作为近北极国家,北极地区的自

然环境变化和经济开发对中国的气候、生态环境、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的影响。 北极事务涉及气候变化、国际航运等跨区域问题,需要环北极国家和其他国

家共同携手应对冶。盂 参与本次会议的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副主任吴军则强调

了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重要目标是“加强北极科学考察和研究,为世界北极科学研究

做出贡献冶。榆

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是中国最具权威性、最有影响

力的全国性报纸。 《人民日报》的重要言论(包括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等)被认为是直接

传达党中央、国务院的声音,是党和国家基本政策和立场的体现。 在 2013 年北极理事

会春季高官会议召开期间,《人民日报》在 3 月 22 日也刊发了题为《积极参与北极合

作》的社论,指出“近年来国际社会加大了对北极的关注,中国作为近北极国家,也在

积极参与北极事务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北极变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北极陆地领土

的主权属于北极国家,北极海域的绝大部分也是北极国家管辖海域,中国尊重北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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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北极问题上的重要利益和主要作用……作为近北极国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深

受北极变化影响,重视参与北极合作理所应当。 北极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符合

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国将一如既往地依据国际法积极参与北极合作,在北极事务

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冶。淤

在加入北极理事会当日,《人民日报》刊发题为《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

员》的评论文章,阐释了“今后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同北极理事会和北极国家积极合

作,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北极环保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冶。于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当

日就北极理事会接受中国为观察员一事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和欢

迎。 “中国一贯支持理事会的宗旨和目标,承认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的主权、主权权

利和管辖权以及在理事会的主导作用,尊重北极地区土著人和其他居民的价值观、

利益、文化和传统。 理事会上述决定将有助于中方在理事会框架内与有关各方就北

极事务加强交流与合作,为理事会工作做出贡献,促进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可持

续发展。冶盂2013 年 9 月 10 日,《人民日报》再次刊发题为《开发北极须算环境经济

账》的文章,认为“北极环境的变化使得人类在此活动的可操作性增加,经济利益正

在助推北极地区成为人类新的开发地……人类在北极地区追寻经济利益的同时,必

须意识到开发利用该地区的资源将会带来的潜在影响。 要避免得不偿失,须三思而

后行冶。榆

这些官方场合上中国话语的传播,向外界明确地阐释了中国对北极事务的基本立

场和原则,针对国外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威胁论冶或者“恐慌论冶的国际话语是一

种有力的反驳。 在这一过程中,有意识地塑造和构建了中国作为“近北极国家冶、“北

极事务利益攸关方冶、“北极事务贡献者冶以及中国将负责任地参与北极事务的国家形

象与国际话语,这都助推了中国顺利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并为中国参与北极治

理创造了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三)中国作为北极事务“利益攸关方冶身份的确认

第一,中国作为北极事务“利益攸关方冶的身份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

随着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意愿增强和能力提升,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密度和强度

逐渐增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国际话语和形象趋于积极和正面,中国作为北极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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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攸关方冶的身份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接纳。

中国近年来加强了与北极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北极议题成为高层领导人之间

会晤的主要话题,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得到了北极国家的认可与欢迎。 2012 年 4 月温

家宝总理访问冰岛期间,冰岛总统格里姆松表示“希望两国密切在北极事务中的沟通

与协调,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冶。淤 冰岛总理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 J佼hanna

Sigurzard佼ttir)表示,“冰岛支持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参与北极地区的和平开发

和利用,愿与中国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冶。于 两国代表随后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与冰岛共和国政府关于北极合作的框架协议》以及国家海洋局和冰岛外交部

签署了《海洋与极地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等文件。

挪威外交大臣在 2013 年 1 月 21 日表示,支持中国申请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

国,正同其他成员国共同努力,以便在 5 月举行的部长会议上做出决定。盂 挪威驻华

大使司文(Svein O. Saether)也在公开场合表示,挪威一直欢迎国际社会参与北极的

合作与开发,尤其是中国积极参与北极的事务。 欢迎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

期待中国在北极圈的开发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希望中国和挪威在北极的开发合作

中取得双赢。榆 早在 2011 年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Friis A. Petersen)就明确表示,中

国在北极地区有着“自然和合法的经济和科学利益冶,“丹麦政府希望中国成为北极理

事会的正式观察员国冶。虞 中美之间在包括北极事务在内的极地事务中也进行着广泛

的合作与交流,2010 年开始的中美海洋法和极地事务对话,自 2011 年开始就被纳入

到当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清单》之中,至今已举办五轮对话。愚 俄罗斯和加

拿大的北极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中国能源需求的增长以及巨大的国内市

场,俄罗斯和加拿大政府在不同场合也纷纷表态,希望中国积极地参与北极事务,并力

图加强与中国在能源开发、北极地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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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在北极事务上的国际合作渐趋制度化与实质化。

接纳中国作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制度化的重要一步,而此

后,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更趋制度化和实质化。 尽管有学者指出中国不应该对北

极理事会观察员资格寄予厚望,甚至认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身份将桎梏中国北极权益

的实现。淤 但北极理事会作为北极治理最重要的平台,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对

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意义重大。 2013 年 5 月中国正式获得了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这一

身份和认同,由此获取了进一步参与北极事务的渠道,使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更

为顺畅和制度化。 中国可以从参与北极理事会下属的六个工作组的活动入手,塑造知

识大国和道义大国的形象,为北极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于

中国和冰岛《关于北极合作的框架协议》在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之后也得

到了进一步的落实和实施,并将中国和冰岛之间的北极合作拓展到中国与北欧国家之

间的北极合作。 2013 年 12 月 10 日,来自冰岛、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和中国等国家

的十多家北极研究机构的代表在上海签署《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合作协议》,正式

成立“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冶。盂 中心的重点研究领域包括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

航运以及人文社科等,为中国与北极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

在政府层面之外,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北极大学作

为国际上协调对北极事务拥有兴趣的高校、研究机构的联盟,在 2013 年接纳了中国海

洋大学、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海洋局

第一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

局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等八家单位的加盟申请,成为北极大学联盟的副成员(associate

member)单位。榆 加盟北极大学联盟之后,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平台所提供的研究人员、

研究项目以及学生培养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机会,加强中国与北极国家科教单位

之间的合作与联系,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实质性存在冶和中国在北极事务

中的“软实力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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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摇 结论

随着中国在北极事务中参与意愿的增强、参与能力的提升、参与实践的拓展以及

中国在不同层面和场合就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与国外舆论的话语互动,积极地传输中国

参与北极事务的“正能量冶和积极的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态度也渐

趋接纳和欢迎,中国作为“近北极国家冶以及北极事务“利益攸关方冶的身份也得到了

国际社会的承认,接纳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以及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北极事务

并将与北极国家之间的合作制度化,就是一种很好的证明。

在此基础上,中国将进一步积极地参与北极事务,但是面对北极治理的新环境与

新问题,中国必须明确并向国际社会有意识地传输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基本理念和原

则立场,适时发布明示中国对北极事务立场的白皮书或者类似的政策文件。 中国在北

极事务中的参与,必须在尊重北极国家依据国际法在北极地区既有国家利益和权益的

前提下,遵守北极地区的国际规则与规范,以负责任的方式参与北极事务。 中国参与

北极事务的领域,重点集中在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航运发展、能源开发、科学考察、环

境保护、社会发展等“低级政治冶领域,与北极国家以及域外对北极事务有共同兴趣的

行为体之间进行合作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唯一路径。 中国将继续在参与北极事务

的进程中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增强在北极地区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在维护北极

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进而实现在北极地区的

合作共赢。

(截稿:2014 年 4 月摇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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