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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北极地区由于其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逐渐 

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又一个热点地区之·。尽管日本是一个非 

北极圈国家，但在日本看来，日本是海洋国家，而北冰洋海上航线 

的重要性与北极地区丰富的资源，正吸引着日本不断加大对北极地 

区的关注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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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版的《日本防卫白皮书》与《日本外交蓝皮书》中， 

日本均重点提到了北极问题。在《外交蓝皮书》中，则指出“受全 

球气候变暖的影响，随之出现了开拓北冰洋海上航线与开发资源 

的可能性，而全球气候变暖会对北冰洋的自然环境构成影响；围 

绕北极问题，今后应在双边与多边外交场合，日本要积极提出自 

己的主张与措施”。 
一

． 日本关注北极地区的深层目的 

首先，日本之所以高度关注北极地区，自然是与该地区占有 

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以及北冰洋海底蕴藏的丰富的石油与天然 

气等能源资源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13本看来，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也是一个高度依赖海外 

能源资源进口的国家，逐步增大在北极地区的发言权，可以扩展 

日本的海洋地缘政治影响力，同时为确保日本能源安全提供更多 

的选项。2013年11月，日本东京财团公布的研究报告认为：随着全 

球气候变暖，北冰洋冰层逐渐融化，日本应该尽早确立自己的北 

冰洋安保战略，日本应该考虑利用北极航线、开发北冰洋海洋能 

源资源、积极派遣北极海洋观测船以及积极参与北极理事会活动 

等。该研究报告还特意提出，Et本作为地处西北太平洋的国家，地 

缘上距离北冰洋地区不远，日本关心北极地区的航路开发、能源 

资源、渔业与环境是非常自然的，北极地区关系着日本的国家利 

益 。 

日本有学者就认为，从日本能源安全的视角出发，北极能源 

开发对日本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日本已经由 “石油天然气 

与金属矿物资源机构”、国际石油开发帝石、出光兴产与住友商 

事共同出资设立的 “格陵兰石油开发公司”参与了北极圈的能源 

开发；特别是在福岛核事故后，为了弥补火力发电燃料的不足，同 

时为了减轻过度依赖中东能源的局面，日本电力公司加深对北极 

圈能源开发的参与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为加强日美同盟与大幅行使集体自卫权提供新的平 

台。2015年4月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问美国期间，日美公布 

了新修订的《13美防卫合作指针》，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突 

出强调了日美同盟的 “全球性”，提出了从平时到发生突发事件时 

的“无缝”合作，尤其是把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由以前的“周边事 

态”转向为 “对日本和平与安全带来重要影响的事态”(即重要影 

响事态)。在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明确指出：日美两国要 

在有关维护海洋航行自由等国际海洋秩序方面相互紧密合作，日 

本自卫队与美军要强化构筑共享海洋监视情报的机制，两国要通 

过警戒监视以及侦查等训练与演习，谋求加强两国在国际海洋领 

域的存在感。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后，可为日本今后行使集体自 

卫权提供 “合理”的理由与借口。而北极地区，也是美国近年来高 

度关注的重要地区。美国始终把国家安全利益置于北极战略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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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这既是美国奥巴马政府北极战略的核心，也是国家政策的首 

要目标；美国视北极地区为未来关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战略性 

地区，因此，十分强调它对未来美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独特价值，其 

目的是把北极事务作为美国全球大国地位的新博弈筹码。2015年 

8月l7 Et，美国政府则最终批准了荷兰皇家壳牌(Shel1)公司在北极 

圈的油气勘探计划(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西北的楚科奇海)，作为 

回应，俄罗斯《观点报》8月29日则报道称，俄罗斯自然资源和生 

态部部长顿斯科伊表示，美国批准壳牌公司在北极进行石油开采 

再次表明“北极进入全球竞争模式”。 

2015年8月31日，日本北极担当大使白石和子出席于美国阿拉 

斯加举行的 “北极全球领导力国际会议”上，就明确提出要 “在 

北极问题上强化13美合作”。鉴于新版《13美防卫合作指针》突 

出强调Ft美同盟的 “全球性”，而 “北极问题”恰恰是美国所关注 

的“全球性问题之一”，所以，未来不排除日本借美国在北极 “有 

事”、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为名义而配合美国在北极开展军事行动 

的可能性。 

最后，积极介入北极问题是安倍内阁正在推进的所谓 “积极 

和平主义”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日本一家智库的研究报告就认 

为：从战略性观点出发，为了使安倍内阁正在推进的“积极和平 

主义”与 “俯瞰地球仪外交”具体化，和欧美、印度洋与太平洋地 

区的友好海洋国家谋划构建 “海洋安全保障合作联盟”是很重要 

的；而其中，对于北极问题而言，特别在安保与防卫层面，Et本应 

与相关友好国家走协调路线。 

2014年1O月底，第二次北极圈国际会议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 

克举行，El本外务省北极担当大使菅沼健一率领日本各相关政府 

部门与研究机构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此次会议。菅沼健一在 

发言中提出：北极地区涉及到主权问题的划分应确保按照国际 

法和平解决的原则；日本作为一个海洋国家，一贯主张北冰洋也 

应适用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北冰洋的航行自由应得到尊 

重；北冰洋作为冰雪覆盖的特殊海洋，有必要在确保航行自由与 

安全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平衡；13本将基于 “积极和平 

主义”的外交政策，尽力为北极地区做贡献。 

2015年4月27日～30日，第17次 “北极科学高峰周”国际会议 

首次在 日本富山市举行，日本外务大臣政务官宇都隆史与皇室的 

高圆宫妃出席了此次会议，手都隆史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将基于 

“积极和平主义”的原则，积极致力于包括北极问题在内的全球 

性问题的解决 ；要解决北极等全球性问题，“科学”与 “国际合 

作”这两个要素不可或缺。 

二．日本介入北极问题面临的挑战以及对中国北极战略的 

建议 

首先从国际环境来看，俄罗斯这个北极大国对日本开展北极 

战略形成了极大的牵制。在环北冰洋国家中，俄罗斯无疑是对北 

极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之一。俄罗斯的北极战略，除了确保对北冰 

洋能源资源以及北极航道拥有绝对影响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俄 

罗斯着眼于加强对北极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俄罗斯北极战略的实 

质是为了实现其地缘政治大战略：通过北极战略规划的实施来牵 

制和反击来自欧洲和东北亚方向的西方战略挤压；如果俄罗斯强 

化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的话，那么，向左翼，可以西出大西洋， 

直接包围欧洲；向右翼 ，可以过白令海峡，直接挺进北太平洋，威 



胁美国、加拿大及日本；另外，如果俄罗斯能够完全控制沿着俄 

罗斯海岸线一侧北冰洋的航道，那么，未来随着北极冰川逐步融 

化，俄罗斯的北极部队可通过北冰洋航道再经过白令海峡一直 

挺进到北太平洋，进而威胁到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各个军事基地。 

2014年12月1日，俄罗斯北极地区战略司令部正式开始运作，北极 

战略司令部主要管辖俄罗斯在北极地区部署的所有部队，涉及俄 

现有的各个兵种，目的是保护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利益，根据普 

京的命令，北极战略司令部归俄国防部国家指挥中心管辖，相当 

于俄罗斯的第五军区。 

尽管日本安倍内阁非常想深化与俄罗斯的关系，但 日俄之间 

横亘着巨大的领土问题争端，致使双方关系一直是踟蹰不前，而 

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日本也追随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这 

更使得安倍 内阁一心想打开对俄外交局面的政策面临着巨大考 

验 ：如果不顾美国反对，而与俄罗斯发展关系，将有损日美同盟 

关系；如果顾及到日美同盟关系，就难以与俄罗斯进一步改善关 

系。鉴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巨大影响力，以及俄罗斯把北极地 

区视为自身 “战略后院”战略考量，13本未来要想在北极地区拥有 

发言权的话，与俄罗斯深化关系，将是无法回避的外交问题。 

其次，从其他国际因素来看，国际社会正围绕着北极地区进 

行着激烈的博弈与角力，多个国家都欲要增加对北极地区的影响 

力，北极地区处于多边复杂化状态，而多国角逐北极地区，自然给 

日本参与北极事务增添了阻力与压力。关于北极权益的争夺，主 

要在北冰洋地区五国 (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挪威与丹麦)之问 

展开，而争夺的焦点，则主要围绕海上边界和沿岸大陆架的划分 

以及北极航道控制权。另外，一些非北极国家和组织正在积极参 

与北极地区各项事务。欧盟、英国、韩国相继出台北极政策文件， 

韩国、新加坡建立北极事务内部协调机制；欧盟则成立欧盟北极 

论坛，下设政治、经济、科研三个分论坛，讨论北极热点问题；新 

加坡等国与北极土著人组织广泛接触，欧盟积极宣传其资助的北 

极研究项目；意大利、法国、英国、韩国等国均有企业参与北极国 

家的合作开发，而印度正与俄石油公司商谈合作开发俄属北极海 

域能源事宜等。 

最后，从日本国内情况来看，日本还未组建一个能够统一处 

理或管理北极事务的政府行政部门，这给13本今后参与北极事务 

形成了掣肘。例如，日本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防卫 

省、环境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这些政府部门都分别从各自的视角与 

利益出发去参与北极事务，不可避免地带来 “政出多门”与 “互相 

推诿与扯皮”的麻烦，不能形成针对北极事务的 “合力”。正如一 

家 日本智库研究报告对此建言称：今后日本政府须组建一个 “以 

内阁官房为司令部，整合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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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环境省和文部科学省等相关部门，能合作推进与制定统一北 

极政策的政府机构”。 

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北冰洋就是中国走向远洋深海的重 

要目标之·，而北极地区在国际海洋政治中的地位正日益凸显，这 

也将推动中国须积极增大对北极地区的关注力度，以有效应对变 

化迅速的北极地区形势。 

从全球气候变化的角度，中国也应该高度关注北极地区的变 

化，中国整个北方地区的气候变化与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息息相 

关，北极气候的变化，乃至北极气候变暖，将直接关系着中国北 

方地区的自然环境与农业的发展变化，所以，北极问题研究，不 

仅仅是个自然科学问题，同时也是个人文社会科学问题，北极问 

题研究是综合性的、立体的、涉及多个学科的复杂的且是一个涉 

及千千万万人的切身利益的问题。 

有鉴于此，一是中国应该适时、适度增加在北极地区的科学 

考察站的数量。在已有的 “黄河站”的基础上，逐步增建科考站可 

以对北极地区进行深度的观察与研究，诸如洋流、海底地貌、渔 

业、冰川以及北极生态系统等。 

二是中国要继续研发多艘新型的极地破冰船。在拥有多艘性 

能优异的破冰船后，不仅能极大地提高探索北极航道的能力，而 

且对中国在北极建立更多更牢固的科考站起到更好的后勤保障 

作用。 

三是中国要积极利用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的机会， 

继续扩展与环北冰洋地区国家的关系，多方参与和北极事务有关 

的国际组织以及国际会议，积极宣传我国的北极政策，促进北极 

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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