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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国内外关于北极航道利益的研究成果,促进我国对北极航道资源的进一步研究和开

发利用,文章从北极航道的利益相关主体、利益归属和经济利益3个方面梳理相关文献,并提出未

来研究方向和重点。结果表明:北极航道的利益相关主体主要包括北极8国、近北极国家和传统航

道受益国;加拿大和俄罗斯依据“历史性权利”和“直线基线法”强调其对北极航道的主权,而其他

国家认为其“内水论”的主张具有不合理性,争议重点在于国际航道属性的判定;北极航道对于提

高航运利益、贸易利益和资源利益发挥重要作用;北极航道利益相关主体可能形成的经济利益关

系和利益集团是重要研究方向,其中增加创新点和搭建模型等是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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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view:InterestsBroughtbytheArcticP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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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graspthedomesticandforeignachievementsontheinterestsoftheArctic
Passageandpromotethefutureresearchandutilizationofresourcesaswell,thispapercombed

therelevantliteraturesfromthreeaspects,thestakeholders,theownershipofthepassageandthe

economicbenefits.Basedontheprevioussummary,thepaperproposedtheorientationandfocus

forthefuturestudyinChinaatthesametime.Theresultsshowedthatthestakeholdersofthe

ArcticPassageconsistoftheeightArcticcountries,theSubarcticcountriesandthebeneficiaries
ofthetraditionalwaterways.CanadaandRussiaemphasizedtheirsovereigntyovertheArcticPas-

sageaccordingtothe“historicalrights”and“straightbaselinemethod”,whileothercountries

doubtedthereasonabilityofthe“internalwatertheory”.Thecontroversymainlyfocusedonthe

attributesofinternationalchannels.TherewasnodenythattheArcticPassagehadplayedanim-

portantroleinimprovingshippinginterests,tradeinterestsandthebenefitsbroughtby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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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conomicinterestrelationshipandgroupsformedamongthestakeholderswillbethemain

researchdirection.Meanwhile,howtoincreasetheinnovationpointsandbuildthesuitablemodels

willbetheresearchpriorities.

Keywords:ArcticPassage,Subarcticnations,Internationalchannel,Arcticresources,Polaraffair

0 引言

从19世纪初挪威探险家阿蒙森首次打通北极

西北航道起,国际社会对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已经

历长期探索,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同角度对

其深入研究。自然科学领域,主要从北冰洋海冰生

长和消融特征、北极海域浮标气象、海气通量、极地

钻探技术以及油气和水合物资源潜力等方面进行

大量的数据调查和预测研究;社会科学领域,主要

从法律制度和社会治理2个方面进行研究,也有从

经济学角度对北极航道经济利益的研究。本研究

从北极航道的利益相关主体、利益归属和经济利益

3个方面,对研究北极航道利益的相关文献进行梳

理,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1 北极航道的利益相关主体

毋庸置疑,北极航道的开通将带来可观的经济

利益。而能够享有这些利益的具体国家,即利益相

关主体,不同学者的界定有所不同。根据已有研

究,北极航道的利益相关主体可分为3个部分,即北

极8国、近北极国家和传统航道受益国。

早期研究主要依据地理和历史优势,将北极

8国(A8)作为北极航道的利益相关主体,即北冰洋

沿岸的加拿大、俄罗斯、美国、挪威和丹麦以及领土

进入北极圈的芬兰、冰岛和瑞典。康文中[1]从地理

和历史角度研究北极8国的北极政策和利益纷争。

后期研究逐渐考虑北极航道的全球延伸特性,

将其延长线国家也列入利益相关主体。肖洋[2]选用

是否为北冰洋沿岸国家、是否高度依赖远洋运输

线、是否为传统航道受益国以及国家规模和战略能

力4个指标,将北极航道的利益相关主体扩展为

26个国家;除北极8国外,还包括亚洲的中国、日
本、韩国、朝鲜、印度、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

其8国,美洲的巴拿马、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4国,

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

6国。柳思思[3]在分析“扇形机制”“环5国、环8国

机制”和“全球共管北极机制”的局限性的基础上,

提出建立“近北极机制”,将处于北半球、地缘政治

与北极密切相关、经贸高度依赖北极航道的中国、

日本和韩国以及欧盟28个成员国作为北极航道的

利益相关主体。李振福[4]选用基础性鉴定标准和竞

争性鉴定标准,划分“大北极”范围;除北极8国外,

还有45个国家可作为北极航道的利益相关主体,即
“大北极国家”。

2 北极航道的利益归属

已有研究主要从国际法视角,对北极航道的利

益归属进行探讨。通过判定航道属性,研究北极航

道的利益相关主体享有相关利益的合法性等问题。

加拿大和俄罗斯的学者从本国利益出发,提出

“内水论”的主张,认为依据“历史性权利”和“直线

基线法”,北极西北航道和北方海航道均可被判定

为内水航道,他国船只往来北极航道须向相关政府

提交申请,且加、俄政府有权收取破冰和导航等服

务费用。加拿大学者Pharand是“内水论”主张的早

期代表,提出加拿大政府应以“直线基线法”为主、

以“历史性权利”为辅,将北极群岛划定为其内水范

围;1988年其界定“历史性权利”的3个条件,即对

提出申请的海域,主权国家享有排他性的国家司法

管辖、长期独立的控制和他国政府的默认[5];2007年

其又详细研究北极群岛的岛屿分布和海域状况,提出

北极群岛的地理情况符合国际法庭默认的“直线基

线法”标准,加拿大政府采用“直线基线法”是合理

可行的[6]。

前苏联政府及其相关学者提出本国在北方海

航道享有主权。Barabolia是前苏联著名海洋法专

家,兼任联合国海洋法会代表,提出“历史性海峡”

的主张并对其界定。按照Barabolia的定义,相关学

者将北极东北航道航段内的拉普捷夫、桑尼科夫和

鞑靼等海峡划定为“历史性海峡”,提出前苏联政府

对其拥有“历史性权利”[7]。俄罗斯学者Timt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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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8]提出相同观点,即俄罗斯在北极海域存在“历

史性权利”有理有据,同时未有外国船只往来北方

海航道,俄罗斯管理北方海航道的国内法律也未遭

到他国质疑,因而俄罗斯政府在北方海航道享有完

全主权。

其他国家的学者主要通过对国际海峡的判定

以及对国际法和相关国家国内立法的分析,提出

“国际海峡论”的主张,认为虽然国际社会无法完全

否认加、俄2国对北极航道拥有的部分主权,但其主

张的“内水论”也存在不合理性。刘惠荣等[9]提出由

于恶劣的自然气候和加拿大政府的严格管辖,北极

西北航道极少用于国际运输,在功能方面并不符合

国际海峡的判定标准;但功能标准的判定是主观和

动态的,随现实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相较而言,地理

标准在判定国际海峡时更加合理有效;同时,西北

航道表现出极大的国际运输潜力,综合而言更应作

为国际航道开发利用。美国学者Rothwell[10]研究

加、美2国在北极西北航道的历史合作和摩擦,提出

2国合作垄断西北航道是不合理的,西北航道更应

被划为国际航道。郭培清等[11]分析北方海航道的

行政管理框架和法律机制,提出俄罗斯的军事化管

理体制存在诸多争议,与欧、美国家也一直存在摩

擦。李浩梅[12]分析加、俄2国的相关国内立法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一致性以及与国际海事组

织规定的相关性,得出其管理北极航道的相关国内

立法与现有国际法之间存在冲突,相关规定超越了

国际规则。郑雷[13]提出俄罗斯政府出于对本国国

家安全和利益的维护,对北方海航道采取“内水化

管理”和“航行许可制度”等措施;随着《极地规则》

的制定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修订,未来俄罗斯

政府对北方海航道的管理将愈加向国际条约规定

的方向靠近。

3 北极航道的经济利益

3.1 北极航道的航运利益

作为连接北美、东北亚与北欧的最短的海上通

道,北极航道具有其他航道不可比拟的航运价值,

在缩短航程、降低成本和扩增利润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Khon等[14]采用气象模型,选用1979—2007年

的海冰数据,预测北方海航道和北极西北航道的通

航时间,提出通航时间的减少使北极航道的年利益

比传统航道增加约15%。Liu[15]对比分析北极东北

航道和苏伊士运河的年平均利益,提出北极航道能

有效增加航运利益。王杰等[16]分别计算北极东北

航道与经苏伊士运河的中欧航道的航程,并推算船

舶成本,得出北极航道的航程约为7952nmile,单

船的单位运营成本约为9200.18元/TEU;与中欧

航道相比,北极航道的航程缩短2763nmile,航程

的缩短可使单航程时间缩短、单航程成本降低、利

润扩增和全年航次数增加。金海勤[17]采用离散时

间仿真方法,通过计算北极西北航道与经巴拿马运

河的传统航道在相同时间内的周转次数,提出北极

航道的周转次数高于传统航道达56.8%。

3.2 北极航道的贸易利益

除提高航运利益外,北极航道在促进贸易发

展、创造贸易价值和改变贸易格局等方面也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在诸多利益相关主体中,北极8国

和东北亚各国是最主要的利益主体。我国学者从

全球利益角度出发,分析北极航道对全球贸易格局

的影响。孟德宾[18]通过分析替代效应和挤出效应,

提出北极航道的开通将大幅度提高中国、韩国、日

本和德国等国的贸易前沿量,其中中国、日本和韩国

的最大前沿进出口总额分别增加14.62倍、43.11倍

和47.45倍;因贸易前沿量的提高和贸易经济的发

展,东亚国家将极大提升其国际地位。刘大海等[19]

提出在气候变暖背景下北极航道资源开发利用的

新趋势,即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北移和环北冰洋国家

崛起。朱明亚等[20]在分析世界贸易总额与各国贸

易量的基础上,提出现有世界贸易格局(亚、欧与北

美主导的网络结构)的稳定性因北极航道的开通大

大提升。

此外,我国学者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分析北

极航道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贺书锋等[21]采

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我国与北极航道受益国

之间的出口和进出口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我

国的出口潜力和进出口潜力分别提升10.5%和

28.1%;如以现有贸易规模为基础,出口总量和进

出口总量的平均增长空间为24.1%和463.6%。李

珍等[22]用航行时间代替航行距离,对贸易引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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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修正,得出当航行时间减少1%时,我国进出口

总额预计增加0.659%。

3.3 北极航道的资源利益

北极地区被称为“第2个中东”。据不完全统计,

北极地区的石油储量占全球储备总量的10%,天然

气储量超过全球储备总量的30%,煤炭、铁和铜等矿

产资源以及渔业资源和木材资源也十分丰富。Berk-

man[23]提出由于北极地区政治和环境等多重因素的

变化,人们对其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越来越高。

北冰洋沿岸5国凭借早期的领土占领,在获取

北极地区资源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与此同时,北极

地区的资源分布十分不均衡,各国可获取的资源种

类和资源量也有所不同。Gautier[24]采用CARA方

法,选取最小分析面积的土地,按体积换算得出该

面积富含全球未探明油气资源的95%;当分析面积

扩大1倍时,占比相应变为92%;当分析面积缩小

1倍时,占比则为98%。邹志强[25]分析世界能源格

局变化,提出北极圈内拥有石油储量900亿桶、天然

气储量47.3万亿 m3;北极航道的开通使世界新增

能源通道,美国和俄罗斯等国的能源贸易流量因此

增大,全球能源贸易来源和通道的集中度将降低。

Keil[26]分析北冰洋沿岸5国在北极圈内的能源分

布,提出这些国家间存在巨大的能源差异和利益纠

纷。肖洋[27]提出北极地区共有11个油气资源区,

各区的油气储量存在差异,资源分布不均衡;俄罗

斯拥有其中7个区块,美国、加拿大、挪威和丹麦分

别拥有1个区块;国际社会对北极资源的开发利用

以天然气为主,俄罗斯、美国和丹麦是主要生产国。

4 结语

本研究从北极航道的利益相关主体、利益归属

和经济利益3个角度,归纳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

这3个角度环环相扣、步步推进,表明国内外对北极

航道利益的研究越来越全面和深入。

本研究未涉及北极航道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

经济利益关系以及由此可能形成的利益集团,尽管

该领域的文献较少,但其重要性巨大。当今世界经

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成为主流趋势,国家之间越

来越重视团结协作,以降低风险和机会成本以及最

大化自身利益。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下,各国会结盟

从而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内部高度合作和外部冲

突竞争是其主要表现,这将切实影响利益相关主体

制定经济政策和提出国家主张。对北极航道利益

相关主体可能形成的经济利益关系和利益集团进

行分析,将是今后可拓展的重要研究方向;而攻克

创新点不足和模型搭建难度大等难题,将是这一研

究方向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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