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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北极航道通航的经济战略价值,发挥其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文章从北极

航道的通航环境、北极航道对贸易的影响、北极航道的航运价值和北极航道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

响4个方面对研究文献进行综述。结果表明:北极航道通航必然对世界贸易格局产生巨大冲击,同

时对我国贸易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对于北极航道的航运价值存在不同观点,争议的焦点在于西北

航道的海上运输成本;北极航道通航将为我国沿海地区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机遇,促进我国区域经

济的均衡发展;未来我国关于北极航道的研究有必要在视角、内容、方法和理论方面取得突破,为

我国对北极航道的整体布局和战略规划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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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understandtheeconomicstrategicvalueoftheopeningoftheArcticwater-

way,andgiveplaytoitsroleinpromotingChina'sregionaleconomicgrowth,thepaperreviewed

theresearchliteratureoftheArcticnavigationenvironment,theimpactoftheArcticwaterway
ontrade,theshippingvalueoftheArcticwaterway,andtheinfluenceoftheArcticwaterwayon

China'sregionaleconomy.TheresultsshowedthattheopeningoftheArcticwaterwaywouldin-

evitablyhaveahugeimpactontheworldtradepattern,andatthesametimeitwouldpromote

China'stradegrowth;thereweredifferentviewsontheshippingvalueoftheArcticwaterway,

andthefocusofthedisputewasthecostofmaritimetransportationintheNorthwestPassage.

TheopeningoftheArcticwaterwaywouldbringneweconomicgrowthopportunitiesforChina's

coastalareasandpromotethebalanceddevelopmentofChina'sregionaleconomy.Itisnecessary
forChinatomakebreakthroughsintheperspective,content,methodandtheoryintheresearch

onArcticwaterwaysinthefuture,soastoprovidetheoreticalsupportforChina'soverall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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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strategicplanningoftheArcticwaterways.

Keywords:Arctic waterway,Navigation environment,Internationaltrade,Shipping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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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北极航线是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高纬度航

线,且是从东北亚航行至北美东海岸和北欧的最短

路线。近20年来,全球气温升高加速北冰洋的融

化,完全开通北极航道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北极航

道的开通将改变全球经济结构,并有利于环北极国

家(俄罗斯、加拿大、美国、丹麦、挪威、冰岛、芬兰和

瑞典)争夺北极权利。

北极航道研究始于2004年,自2012年以来发

展势头强劲,但目前仍是新的研究领域,且以自然

科学研究为主,社会科学研究较少,其中环北极国

家的研究成果约占85%。我国自2011年起研究北

极航道经济性等问题。本研究从北极航道的通航

环境、对贸易的影响、航运价值以及对我国区域经

济的影响4个方面,对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

评述,这4个方面相互影响,层层递进。

1 北极航道的通航环境

北极航道的通航环境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国
内学者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和评估。曹玉墀[1]

结合北冰洋海冰的分布和发展特点,参考大量航行

经验,比较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北冰洋航线,分析北

极航道通航受到的气候和冰层影响,认为航道全面

开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沈权等[2]分析北极海冰

的影响程度,为北极航道的通航研究提供基础;顾
维国等[3]以北极航道附近海域冰层的动态分布、变
化周期及其对航道通航的影响为基础,提出东北航

道如在未来全面开通,高纬度的港口将成为新的航

运物流集散点;于胜泉[4]分析并选择影响北极航道

通航环境的各种因素,并将实际影响因素按重要性

排序,为我国开发利用北极航道提供方案;李振福

等[5]根据北极独特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分析通航环

境的影响因素;耿家营等[6]分析北极海冰的变化,发
现研究选取7个地区的海冰密度都有下降趋势;刘
大海等[7]分析北极航道通航的影响因素,包括全球

气候变化、北极大气环流变化和冰盖性质变化等;

舒迟等[8]分析卫星遥感技术在海洋航行评估方面的

作用,提出海冰的分布可被卫星遥感等探测技术有

效识别,可为开发利用北极航道和船舶导航提供科

学依据。

此外,相关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北极航道

通航的影响因素。任艳阳[9]建立并应用盲数模型,

评估北极航道通航环境的风险等级;李振福等[10]综

合运用解释结构方法和德尔菲模型,对北极航道通

航的影响因素进行重要性排序;姚义德[11]采用模糊

综合评价法,对东北航道的航行安全进行评价;于

胜泉[4]采用解释性的结构模型,分析影响北极航道

通航的气候因素及其相互关联,并提出政策建议;

闫力[12]应用指标评价体系对北极航道通航环境进

行灰色模糊综合评价,提出水文和助航器设施是主

要影响因素;丁钦[13]采用云模型评估方法研究东北

航道通航环境的影响因素,并形成评价指标体系。

2 北极航道对贸易的影响

2.1 贸易潜力

贸易引力模型在双边贸易流量决定因素实证

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理论基础也越来越完

善,许多学者采用贸易引力模型分析北极航道对国

际贸易流量、规模和结构的影响。贸易引力模型的

早期扩展主要反映在区域经济合作对双边贸易流

量影响的研究中,因此一些学者在北极航道研究中

增加制度质量指标,分析各国的国内制度和制度趋

同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发现各国制度对双边贸易产

生重大影响,相似制度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较大。

目前学者主要采用改进的贸易引力模型,并通

过添加模型参数的方法得到相应的研究结果,从总

体看北极航道将对贸易潜力产生积极影响。杨晓

丹[14]以早期的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选取2010年

114个国家的截面数据,从商品和服务2个角度定

量分析北极航道对我国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并采

用厂商异质性理论分析距离变量引起的贸易方式

变化对微型企业的影响;贺书锋等[15]以运输距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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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变量,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选取1995—

2010年我国的69个贸易伙伴作为样本,比较分析

传统贸易潜力与北极航道贸易潜力;姚明月等[16]提

出港口之间的距离每减少1%,我国的出口量即增

加0.24%,并提出东北通道通航可能使我国对欧洲

的出口量由5.52%增至12.15%;李珍[17]将海冰的

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并改进传统引力模型,提出海冰

消融可使我国的贸易潜力提升3.98%;李振福等[18]

以引力模型为基础,计算北极航道沿线国家与我国

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并将其与贸易额进行回归得

到正相关关系,提出引入北极航道后各国的经济联

系强度均有提升;王丹等[19]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以

基本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并增加2个解释变量,分

析东北航道通航对双边贸易量的影响。

2.2 贸易格局

北极航道主要连接东北亚、西欧和北美3个地

区,大多数经济体、贸易大国和新兴经济体均位于

该地区。世界贸易格局的演变主要受贸易流向和

贸易流量的影响,北极航道通航必然对世界贸易格

局产生巨大冲击。

北极航道对世界贸易格局产生影响的主要原

因是国际运输距离的缩短。万征等[20]提出北极航

道一旦完全开通,三大洲的运输距离将大幅缩短,

物流格局将随着物流平台的构建而改变,并同时产

生其他辐射效应;徐骅等[21]研究在没有破冰船协助

的情况下,在东北航道以低速航行产生的集装箱运

输成本变动;张侠等[22]分析未来北极航道大多数货

物的规模,并预测2030年北极航道的集装箱货运

量;李振福[23]分析世界航运网络格局及其要素的含

义和现状,提出北极航道将改变世界航运的核心区

域和集群状态,从而促进世界航运网络的发展;何

溪等[24]在分析世界贸易格局发展阶段及其主要影

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北极航道通过缩短海运距离

和产生新的海运航线2个路径,在增加贸易流量的

同时改变贸易流向,从而影响世界贸易格局;徐梦

俏等[25]以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中的引力模型为基础,

提出我国与北极航道沿线主要国家集装箱运输的

空间关系将加强。

除定性分析外,还有学者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分

析和评估北极航道对贸易格局的影响。李振福

等[26]采用断点概念模型和场强模型,对经济腹地范

围和北极航道等级进行具体分类,提出沿海国家将

成为物流配送中心,进而促进贸易发展;从晓男

等[27]采用改进和修正参数的GTAP模型开发可计

算的一般均衡模拟系统,提出世界贸易格局会受到

北极航道通航的影响,其中我国的贸易和价格条件

将显著改善。

3 北极航道的航运价值

海上运输成本的影响因素很多,包括自然环

境、船舶类型、船舶折旧、航行速度、燃料价格和运

河通行费等。北极航道主要通过缩短运输距离降

低运输成本,但目前学术界对北极航道的航运价值

存在不同观点。

3.1 北极航道具有航运经济性

国内学者对比传统航道和北极航道的运输时

间、成本和距离,同时考虑北极特殊的气候因素,提

出北极航道可节约运输费用并更具有安全性和战

略潜力。

从定性的角度来看,王杰等[28]通过具体的船舶

成本和航道距离2个方面,结合量化工具,比较北极

航道和中欧航道的经济性,提出北极航道具有成本

优势且因海盗风险降低而具有安全性,因此北极航

道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和航运具有巨大价值;任重

等[29]基于东北航道和现有航道分别分析从上海到

西欧地区的集装箱船单程费用,提出经由东北航道

的航行时间、航行距离和燃油费用大大减少,发展

潜力巨大;于佰鑫等[30]从安全性和经济性的角度分

析影响航道评价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的差异,并采

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价北极航道的优劣势,提出改

进破冰技术或减少海冰面积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北极航道的竞争力;挪威船级社[31]分析北极地区的

气候环境,并预测经由北极航道的船舶数量及其二

氧化碳排放量,提出北极航道比传统航道更有优

势;王丹等[32]对比由青岛至纳尔维克经由苏伊士运

河、好望角和东北航道的单航次情况,提出东北航

道的航行时间最短,不仅节约燃油费用,而且在相

同周期内可航行更多航次,从而获得更多利润。

从定量的角度来看,张侠等[33]计算我国经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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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航道运输的距离和成本,并分析北极航道对我国

的国际贸易和海洋经济的影响,提出北极航道的运

输距离比传统航道缩短25%~55%,从而每年可为

我国节约533亿~1274亿美元的运输成本;Borg-

erson[34]采用模拟测算方法研究北极航道的安全性

和经济性,通过对比散货船经由苏伊士运河和东北

航道的运输成本,提出东北航道更具优势;夏一平

等[35]采用海运成本核算方法估算船舶经由北极航

道和传统航道的运输成本,提出经由北极航道从上

海港到俄罗斯、加拿大、美国(东北部)、挪威和英国

的港口都具有成本优势,尤其是在不需要破冰服务

的情况下;Liu等[36]根据燃油费用、通航时间和破冰

费用的实际情况设置不同情景,分别计算和分析经

由苏伊士运河和北极航道的经济成本,提出经由东

北航道实现经济性的最关键因素为破冰船的引航

费用。

3.2 北极航道不具有航运经济性

有国外学者对北极航道的经济性提出不同的

观点,认为与传统航道相比,北极航道虽然通过缩

短运输距离从而降低运输成本,但北极处于高纬度

地区,恶劣的环境和长年的浮冰会带来其他运输费

用,导 致 运 输 成 本 高 于 传 统 航 道。Somanathan
等[37]采用VSLAM方法模拟由日本横滨港往返纽

芬兰圣约翰港的航线,并对比经由巴拿马运河和西

北航道的运输成本。研究结果表明:经由西北航道

受季节影响较小,每年可通行数次;随着全球气温

的上升,北极冰层加速融化,与传统的巴拿马运河

相比,经由西北航道的运输成本更低;然而西北航

道环境恶劣,长年存在较厚的浮冰,普通船舶须有

破冰船引航才能航行,导致西北航道的经济性大幅

降低。

4 北极航道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响

4.1 港口布局

王丹等[32]提出北极航道将分散传统航道的货

物数量并降低传统航道的地位,因此我国海运布

局的重心将向北转移,北极航道沿线港口的地位

将有所提升,进而带动港口所在区域经济的发展;

王丹等[38]从竞争程度、区位条件、腹地范围、网络

结构和临港产业等方面分析北极航道对我国北方

港口 的 影 响,结 合 我 国 北 方 港 口 的 特 点 进 行

SWOT分析,并提出应对策略;李贺[39]以东北航

道为驱动力,根据雁阵模式理论分析我国环渤海

的港口规划。

4.2 区域发展格局

根据区域经济学理论,北极航道通航将增加沿

线区域的贸易流量,并为我国沿海地区带来新的经

济增长机遇。目前北极航道尚未完全通航,相关研

究数据较少,因此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

较少。

张侠等[33]早在2009年就提出北极航道通航有

助于缓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可通过调

整沿海地区产业布局促进我国北方地区尤其是东

北老工业基地经济的崛起;窦博[40]以图们江地区为

例,提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受北极航道通航的影响

很大,并可能将珲春建设成新的国际航运中心;李

靖宇等[41]提出北极航道通航将为我国北方沿海地

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并提高其战略地位,有助于

缩小南北地区差距和调整经济布局;李振福等[26]提

出我国是北极航道的重要经济腹地,应将北极航道

与“一带一路”相结合,共同构成陆海联动的交通运

输网络,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5 结语

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北冰洋的海冰逐渐消

融,北极航道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关注的焦点,本研

究从北极航道的通航环境、对贸易的影响、航运价

值以及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响4个视角进行分析。

目前关于北极航道的文献中,对区域经济增长以及

沿海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较少,但其重要性巨大,

有可能成为该领域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我国对

北极航道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以及国际合作新模式的不断建立,我国已逐渐认识

到北极航道的重要性。未来我国关于北极航道的

研究有必要在视角、内容、方法和理论方面取得突

破,其中理论研究不仅要注重定量研究,而且要注

重理论体系构建和区域经济延展。深入研究北极

航道可为我国对北极航道的整体布局和战略规划

提供理论支撑,并促进对北极航道的进一步开发利

用,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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