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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外交研究

日本对北冰洋的战略关注及行动

卢　昊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近年来，日本对北冰洋的战略关注不断升温，并积极行动参与北冰洋地区事务。日本对北冰洋的

关注和参与，既有各国日益关注北冰洋问题的国际背景，也受到日本自身国策及海洋战略的驱动。日本对

北冰洋战略价值的认识是多方面的，包括地缘政治与安全、资源与能源、航路与贸易、气候与环境、国际

影响力等。日本主动提升北冰洋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强化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科研合

作，介入油气开发和航路开拓，策动 “北冰洋外交”以增强国际影响力，从而融入北冰洋开发的利益分享

和规则建构过程，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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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自然环境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北冰洋的战

略价值日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参与北冰洋事务的

国家不仅限于该区域周边的 “环北冰洋国家”，也

包括大量域外国家［１］。日本作为地理上接近北冰洋

的 “近北冰洋国家”，也加强了对北冰洋的战略关

注，以积极融入北冰洋开发的利益分享和规则建构

过程，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为目标，采取了一系列

政策行动。日本对北冰洋的战略关注与行动，与其

国家战略，特别是全球性、自我利益主张性日益增

强的对外政策和海洋战略保持着内在一致性，成为

北冰洋全球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变量。

一、日本对北冰洋战略关注升温的背景

近年来，日本对北冰洋的战略关注不断 升 温，

对北极圈战略价值日益看重。其背景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首先，从国际背景方面看，在自然环境及

国际政治环境变化之下，北冰洋作为全球海洋 “新
边疆”的地缘经济与政治价值受到重视与挖掘，围

绕北冰洋事务的国际竞争与合作不断发展升级；其

次，从日本自身战略方面看，海洋问题在日本国家

战略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最后，从日本对北冰洋

事务的历史参与看，日本对北冰洋有着持续的关注

和研究，这也成为日本对该地区海洋权益认识和参

与动力的基础。
（一）北冰洋战略 价 值 的 “再 发 现”以 及 各 国

的关注与介入

作为 “被冰封的大 洋”，北 冰 洋 长 期 处 于 全 球

海洋事务的边缘地区。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冰

洋海冰融化进程的加快，这一 “被冰封的大洋”无

论自身自 然 环 境 还 是 在 受 国 际 关 注 程 度 方 面 都 在

“升温”［２］。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ＮＡＳ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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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数据，２０１６年，北 冰 洋 夏 秋 季 节 海 冰 最 小 覆

盖面积约为１６０万平方英里，为历史第二低。而当

年春 季 北 冰 洋 海 冰 覆 盖 面 积 已 创 下 同 期 历 史 最

低［３］。北冰洋融冰速度正前所未有地加快。这引发

了两个基本后果：一方面，北冰洋的气候变暖成为

全球温室效应的源头，对北极圈内及周边地区，乃

至全球的生态系统造成了连锁性影响。北冰洋因此

成为全球环境保护的重要前沿；另一方面，北冰洋

成为 “暖洋”的未来前景，使得人类对其海洋资源

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开发利用成为可能。北冰洋

海域及沿岸拥有丰富的矿产、油气、渔业等自然资

源，加上北冰洋海上航线的开拓，特别是从欧洲经

由亚欧大陆北岸的北冰洋海域，向东到达白令海峡

的航线即东北航线 （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商业利

用前景被日益看好，成为新的、可供各国争夺的权

益增长点。

以北冰洋变暖为契机，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能

源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北冰洋地区掀起新一轮开发

和竞争热潮，各国竞相参与北冰洋事务。其中拥有

地理优势的 “环北冰洋国家”，在近十年期间纷纷

发布 国 家 层 级 的 “北 极 战 略”，宣 示 其 “北 极 主

权”，努 力 掌 握 未 来 北 极 事 务 的 主 导 权。美、俄、

加等大国更是主动加大科研、政治、经济乃至军事

投入，直接展开竞争与合作。北极圈正成为大国战

略博弈的 “新战场”。积极参与北冰洋事务的不仅

限于 “环北冰洋国家”，也包括其它一些域外国家。

特别是在地理上接近，在地缘经济和政治上有利益

关联性的 “近北冰洋国家”，如北欧地区以外的一

些欧洲国家，以及东北亚的中、日、韩等国［４］。北

冰洋战 略 价 值 的 “再 发 现”以 及 各 国 的 关 注 与 介

入，使得该地区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新热点之一。

这也成为对国际形势发展始终相当敏感的日本关注

北冰洋的外部环境背景。

（二）日本海洋战略的构建与推进

以国际形势变化为背景，日本基于 “拓展战略

生存空间”的目标，积 极 强 化 自 身 的 “海 洋 国 家”

身份认同，推出国家战略层级的海洋政策构想，并

逐步予以 落 实。２００７年 日 本 出 台 《海 洋 基 本 法》，

２００８年制定首期 《海洋基本计划》，构建海洋政策

法制体系。到２０１８年，日本已陆续出台三期 《海

洋基本计划》、为加强海洋管理和资源开发，实施

系统性海洋战略进行了必要准备。在出台海洋相关

法律法规，制定基本政策纲领的同时，日本积极促

使其海洋战略与其谋求大国地位的国家战略，以及

对外的 “战略性外交”并轨，综合利用多种政策工

具，扩大海洋战略的 “对 外 输 出”，以 日 美 同 盟 及

其与亚太 国 家 的 伙 伴 关 系 为 基 础，构 建 所 谓 针 对

“大陆国 家”的 “海 权 同 盟”，以 维 护 海 洋 秩 序 和

“海洋法治原则”为名义，全面加强对国际海洋事

务的介入，在全球范围争夺海洋权益。

在自身大国化战略日益主动化，以及所谓战略

上的 “危机感”驱使下，无论在地理范围还是政策

课题范围上，日本的海洋战略明显具有外向扩张倾

向，体现为试图构建 “具有全球性和综合性”的海

洋战略。从地理范围看，日本海洋战略已经涵盖作

为自身 “经济资源 圈”和 “安 全 圈”的 周 边 近 海，

并依托日美同盟体系向西太平洋延伸，同时，基于

确保能源通道以及干预地区事务的考量，日本日益

深度介入印度洋－南海区域即 “印 （亚）太”区域

的海权博弈。从全球性海洋战略的构建方面考虑，

与日本相对近邻的北冰洋成为有必要填补的下一个

“空白”；在政策课题上，日本倾向于让海洋战略承

担实现多方面战略利益的 “综合功能”，使其充分

涵盖、具体对接能源、经济与军事安全等多方面议

程。而北冰洋自身所具备的多重战略价值，也符合

日本拓展其海洋战略课题范围的诉求。因而，从战

略发展的逻辑上看，北冰洋进入日本的战略视野只

是时间的问题。

（三）日本对北冰洋的持续关注与研究

尽管北冰洋近年来才成为日本海洋战略的关注

重点，但在历史上，日本对于该地区的关注与研究

早已有之，在气象学、海洋学、地球物理、环境科

学及航路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也成为日本

现今推进关于北冰洋政策，以及对外参与北冰洋地

区事务的基础和重要资本。

在自然科学领域，日本的极地研究历史 悠 久，

对于北极的 研 究 起 步 于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１９７３年

成立的日本国立极地研究所承担了包括北极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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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科学研究。１９９０年，该 研 究 所 成 立 “北 极 圈

环境研究中心”，次年，该研究所在挪威斯瓦尔巴

德群岛上建立了观测站，并代表日本加入了国际北

极科学委员会 （ＩＡＳＣ），更频繁地参与国际极地科

研合作项 目。１９９５年，该 研 究 所 启 动 作 为 国 际 联

合科研项目的 “北极圈气候与环境变化研究”。日

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于１９９１年起，在北极圈开展

海洋调查，日本海 洋 科 考 船 “未 来”号 从１９９８年

起，开始前往北极圈进行科考航行。日本海洋科学

技术中心、国立环境研究所等机构也从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起与美、俄、欧研究机构深入合作，对北冰洋

海水、臭氧层、西伯利亚冻土及积雪等进行科学调

查研究。

在航道研究方面，日本的起步也非常早。早在

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日本就和前苏联在西伯利亚

和库页岛等 地 进 行 过 关 于 北 极 航 道 的 研 究。１９９３

年－１９９９年期 间，日 本 海 洋 政 策 财 团 与 挪 威 南 森

研究所、俄 罗 斯 中 央 船 舶 设 计 研 究 所 联 合 实 施 了

“国际北 冰 洋 航 道 开 发 计 划”，发 表 了 研 究 报 告。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６年期间，日本海洋政策财团还独立

发起并实施了 “北冰洋航线的利用及寒冷海域安全

航运体制研究”项目，成为研究北冰洋航道商业化

利用的先驱。

目睹各国纷纷介入北冰洋事务，日本对北冰洋

的关注也从科学研究层面迅速上升到现实政策乃至

战略层面，“将海洋战略的视野扩大到北冰洋”在

日本国内日益成为共识。近年来，日本智库机构和

海洋学者频频发声，呼吁政府重视北冰洋问题。要

求迅速制定相关国家战略，避免在国际竞争中陷于

落后。如，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 期 间，日 本 海 洋 政 策

财团召集专家学者组建 “北极海会议”，２０１２年４

月向政府提交题为 《北极海会议报告》的政策建议

书。２０１３年，日 本 防 卫 省 防 卫 研 究 所 年 度 报 告

《东亚战略报告》中专辟章节论述北冰洋地区秩序

及其前景、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日本国 际 问 题 研 究

所发表 《北极治理与日本的外交政策》、《俄远东及

西伯利亚 开 发 与 日 本 的 经 济 安 全 保 障》等 研 究 报

告，就北冰洋地区及 沿 岸 国 资 源 开 发、航 道 利 用、

环境保护等，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民间智库东京

财团发表题为 《关于海洋安全保障与非战时自卫权

的１６条建议》的政 策 建 议 书，其 中 主 张 “尽 快 建

立针对北冰洋的海洋安全保障战略”。关于北冰洋

的政策研 究 热 潮，推 动 了 日 本 政 府 和 民 间 团 体 的

行动。

二、日本对北冰洋战略价值的认识

综合来看，日本对北冰洋战略价值的认识集中

在地缘政治 与 军 事 安 全、资 源 与 能 源、航 道 与 贸

易、气候与环境、国际影响力等几个方面。

（一）地缘政治与安全

在地缘政治方面，北冰洋具有潜在的半球地理

中枢属性，拥有联络三大洲的最近路线。北冰洋海

面下很早就成为潜艇航线，而北极圈上空也是连接

北半球各国的 “空中近道”，因而，北冰洋的制海、

制空权具有极大军事意义。冷战时期，北冰洋因此

成为美苏核与常规军力对峙的前沿，冷战结束后，

美俄依然在该地区推进军事部署，建设导弹拦截系

统和卫星监控系统，增派部署战略核潜艇、远程轰

炸机等，频繁进行军 事 演 习。北 冰 洋 “十 字 路 口”

的地理特性，以及美俄等大国在北冰洋地区的战略

博弈，对 日 本 的 战 略 认 识 产 生 直 接 的 影 响。２０１８

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指出，北冰洋沿岸各国围绕资

源开发、航道利用、海洋边界及大陆架权益划定的

动向日益活跃，“并表现出以维护本国权益及安全

防卫为目的的新 动 向”。同 时，由 于 北 极 “暖 化”，

海上舰艇的可航行时间延长，可航行海域扩大，因

此战略重要性日益提高，也给日本维护国家安全带

来新的课题［５］。

日本对北冰洋战略价值的认识，具有鲜明的地

缘政治与安 全 考 量：一 方 面，由 于 近 代 以 来 日 俄

（苏）间长期对立的历史，日本高度重视与俄 （苏）

邻接的北方海域的海洋安全问题［６］。日本安全专家

认为，日俄围绕南千岛群岛 （日称北方四岛）主权

矛盾难以解决，政治互信基础仍不稳固。加上美俄

对立，日本 随 时 可 能 被 动 卷 入 大 国 军 事 冲 突 危 机

中，因此必须重视从鄂霍兹克海到北冰洋的海上航

路［７］。另一方面，日本也高度关注中、韩等东北亚

·２１·

日本问题研究 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邻国在周边海域乃至北冰洋的活动，尤其倾向将中

国的海洋活动进行军事、战略上的解读，认为中国

从西北太平洋到北冰洋区域的海洋活动 “将改变地

区政治和军事安全的平衡”［８］。基于以上考虑，日

本认为，北冰洋对日本稳定周边海域安全形势，在

地缘政治竞争中保持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日

本也将北极作为对美合作的新增长点，力图通过在

北极这一 “战略新边疆”与美国开展安全合作，强

化日美军事同盟，促使其转型为 “面向全球的安全

伙伴关系”［９］。

（二）资源与能源

在资源和能源方面，北冰洋拥有巨大的 潜 力，

是世界上最大且尚未充分开发的 “富矿区”。北冰

洋为浅大 洋，沿 岸 地 区 大 陆 架 面 积 宽 阔 而 坡 面 平

缓，大陆架面 积 占 大 洋 总 面 积 约３０％。这 样 的 地

理特征决定了它可观的资源蕴藏量。根据美国地质

勘探局的评估，北极地区原油储量约９００亿桶，天

然气储量约４７万亿立方米，占全球未探明石油储

量的１３％和未开采天然气储量的３０％。煤炭 总 储

量占 全 球 煤 炭 储 量１／４，同 时 富 含 镍、铅、锌、

铜、钴、金、银、金刚石、石棉和稀有元素等矿产

资源［１０］。沿岸区 域 高 度 原 生 态 的 环 境 和 常 年 大 风

天气，使得渔业、森林、风能等资源也极端 丰 富。

北冰洋在资源上的大储量、高质量和种类多元性，

使得沿岸各 国 纷 纷 加 大 了 在 该 区 域 的 资 源 开 发 力

度，也吸引了其他域外国家参与相关开发项目。

日本本土资源匮乏，对海外资源依赖程 度 高，

且进口格局上长期过度依赖中东油气资源，这成为

国家能 源 结 构 上 显 而 易 见 的 脆 弱 环 节。２０１１年，

东日本大地震及福岛核泄漏事故后的 “核电停摆”，

更让日本在资源能源格局上的缺陷被进一步放大。

日本非常重视资源与能源安全，日本的能源战略以

提高能源自给率，保障能源供应，促进能源结构多

元化为基本目标。为此，日本不仅重视近海的资源

能源探查开发，还积极参与能源供应国的油气、矿

产资源开 发 项 目，力 图 扩 大 海 外 资 源 与 能 源 供 应

源，确保能源供应通道安全。通过投资、技术合作

乃至联合开发的途径，参与北冰洋沿岸各国对海洋

资源、能源的开发［１１］。这对于日本增加海外供应，

实现能源进口渠道的多元化具有重大意义。

（三）航路与贸易

由于北冰洋的 “暖洋”趋势，北冰洋航路的拓

展和商业化应用前景被看好。目前，北冰洋东北航

线因暖流等气候因素影响，其可利用性较高。北欧

地区的北冰洋边缘海即挪威海和巴伦支海西南可全

年通航。俄 罗 斯 沿 岸 的 北 冰 洋 地 区 夏 季 有 定 期 航

线，但每年可 通 航 时 间 较 短，并 且 需 要 破 冰 船 领

航。与如果海冰持续融化，航线通航时间将进一步

延长，可利用 性 提 升，则 在 连 接 亚 欧 大 陆 航 道 方

面，可以部分替代传统的地中海－苏伊士运河－波

斯湾－马 六 甲 航 线，大 幅 减 少 航 行 距 离 与 航 运 成

本。据估算，从荷兰鹿特丹到日本，通过北冰洋比

通过苏伊士 运 河 的 航 运 成 本 减 少３０％～４０％，即

使需支付 破 冰 船 租 金 等 一 些 新 增 费 用，也 相 当 合

算。且意味着油轮商船不必经由冲突频繁，安全风

险较大的东非沿海与中东波斯湾，确保了贸易运输

安全性［１２］。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期间，通 行 北 冰 洋 东 北

航线的船只数量开始明显增多。

在北冰洋航线的商业利用方面，日本很早就积

极探讨其可行性，期望成为未来连接欧亚的北冰洋

航线的枢纽点。一些日本公司已经涉足其中。２０１１

年，日本货船首次经由北冰洋航线到达中国，２０１２

年，液化 天 然 气 （ＬＮＧ）船 首 次 从 挪 威 经 由 北 冰

洋航线抵达日本北九州市。日本认为，尽管北冰洋

航线的商业化依然面临一些问题，但一旦该航线成

熟，将直接服务于日本参与北冰洋沿岸资源、能源

开发的战略，成为新的能源通道，而且也将给日本

民间海运贸易带来现实利益。同时，北冰洋航线的

繁荣将产生经济辐射效应，带动作为区域航运枢纽

的北海道，以及本州岛日本海一侧港口城市的复苏

与发展，促 进 日 本 地 方 经 济 及 海 运 关 联 产 业 的 发

展［１３］。因而，北冰 洋 航 线 的 开 发 对 于 日 本 意 味 着

未来的经济机遇。

（四）气候与环境

北冰洋在 塑 造 全 球 自 然 环 境 方 面 具 有 重 要 意

义。北极圈内气温上升和海冰融化导致全球海平面

上升，并使得区域气候和海水的相关生态指标发生

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对北冰洋地区植被、鸟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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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及哺乳类动物的生存繁衍施加负面影响，动摇本

来就相对 脆 弱 的 当 地 生 态 环 境，该 地 区 的 大 气 环

流、洋流及生物循环还将进一步扩散这些变化，使

得周边乃至全球自然环境也受到北冰洋自然气候和

环境变化的影响。

作为近北冰洋国家，日本的气候和环境受到北

冰洋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直接影响。一方面，海平

面上升将直接波及日本漫长的沿岸地区，影响经济

和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北冰洋海流和大气环流的

动向，其连锁反应也会波及日本本土及周边海域，

引发异常气候乃至自然灾害，加上周边海洋生物多

样性的破坏，会对日本农渔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除此之外，北冰洋的特殊地理气候环境，也是日本

推进自然科学研究，用于指导生产活动和防灾减灾

的理想实验场所。日本一直比较重视对北冰洋地区

大气，海流和生态环境的相关研究，正是基于对北

冰洋地区与日本气候环境关联性的认识。

（五）国际影响力

围绕北冰洋的国际博弈日益激烈，而关于该地

区事务的国际机制构建尚处于初期阶段。尽管 《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一些早期国际公约 （如 《斯瓦

尔巴德 条 约》等）确 定 了 该 地 区 的 基 本 国 际 法 框

架，但处理北冰洋地区事务的具体法律依据仍然依

赖各类双边、多边条约、乃至非强制性的区域性合

作制度。关于区域海域和大陆架归属、专属经济区

问题、航道 管 辖 与 通 行 权 等 的 国 家 间 矛 盾 仍 然 突

出。在国 际 组 织 方 面，即 使 存 在 以 北 极 理 事 会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为代表的政府间论坛机制，以及

一些国际科学研究合作组织，但依然无法满足相关

事务的国际协调需要，难以解决区域内国家之间及

域内、域外 国 家 之 间 的 纠 纷［１４］。当 前 的 北 冰 洋 国

际机制建设呈现出 “碎片化”特点，一方面使得北

冰洋地区的国际竞争合作形势更为复杂，另一方面

也为一些国家介入北冰洋事务，主导构建地区新秩

序，拓展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机会与空间。

在国际合作方面，日本战后长期积极融入国际

机制，参与全球性问题治理，在此过程中积累了相

当可观的资源和影响力。日本尽管是北冰洋地区的

域外国家，但其拥有 的 技 术、财 力 和 国 际 影 响 力，

依然可以确保日本在北冰洋治理与开发过程中分享

利益。日本积极谋求参与北冰洋事务，以北极理事

会等地区组织成员或观察国身份，积极参与该地区

国际秩序规则的制定，争取扩大话语权，增强议程

主导力，从而确保日本在该地区的长期战略利益，

提升日本整体国际形象。日本在这里的外交行动体

现了 “填补空白”和 “长远布局”的考虑。

三、日本对北冰洋的战略行动

基于以上的认识，日本近年来加强了融入北冰

洋地区利益 分 享 和 事 务 治 理 的 力 度。特 别 是２０１２

年底安倍再次当选首相后，大力推进以强化日本外

交战略视野和主动性为特征的 “俯瞰地球仪外交”，

以所谓普 遍 性 价 值 联 络 利 益 合 作 者 的 “价 值 观 外

交”，以及以 “海洋法治 原 则”和 维 护 航 行 自 由 为

名，积极参与国际海权博弈的外交行动。这客观上

为日本参与北冰洋事务注入了新的政策动力。日本

对北冰洋 “战略介入”的强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提升议程等 级，强 化 国 家 政 策 制 定 和 执

行机制

日本政府加强参与北冰洋事务，首要体现为将

北冰洋问题上升为 “准国家战略”，提升该议程优

先级别。以２００８年首期 《海洋基本计划》为基础，

２０１３年日本出台的第二期 《海洋基本计划》，首次

提出以北冰洋气候环境变化为背景，“推进综合性、

战略性措施”。２０１５年１０月，直 属 于 首 相 官 邸 的

“综 合 海 洋 政 策 本 部”出 台 了 首 部 《日 本 北 极 政

策》。文件从全球环境、北极原住民、国际 法、资

源开发、航路、安全保障等角度论证了出台系统性

“北冰洋政策”的迫切性［１５］。安倍首相指示日本积

极参与围绕北极圈的国际规则制定，“为了在北极

圈 资 源 开 发 中 发 挥 主 导 作 用，而 强 化 国 际 协

调”［１６］。首 部 《日 本 北 极 政 策》不 以 “战 略”为

名，但具有战略规划色彩。日本也因此成为非 “环

北冰洋国家”当中较早明确提出 “北冰洋政策”的

国家。２０１８年，日 本 出 台 第 三 期 《海 洋 基 本 计

划》，更为系统地论述了日本对北冰洋政策，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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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国际合作、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提出了

更具体行动方案，并提升了其在总体海洋战略当中

的高度。以此为基础，日本政府正积极筹划中长期

意义上的日本对北极战略［１７］。

按照强化北冰洋政策的基本方针，日本中央政

府各省厅纷纷新增、强化北冰洋事务的相关政策规

划和工作部门。外务省于２０１０年组建了跨省厅的

“北极工作组”。国土 交 通 省 于２０１２年 建 立 了 “北

冰洋航道研究会”，２０１４年建立了 “北冰洋航道官

民合作会议”。文部科学省２０１１年在地球观测分科

会下成立了 “北极战略小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在海洋

开发分科会下成立了 “北极研究战略会议”。各省

厅的政策研究部门也加强了关于北冰洋问题的调研

力度，并委托民间机构协助调查。为统一协调各省

厅在北冰洋 问 题 上 的 具 体 行 动，日 本 政 府 于２０１３

年成立 了 “北 冰 洋 各 课 题 相 关 省 厅 联 络 会 议”。

２０１５年，日 本 政 府 首 次 组 建 了 “北 极 国 际 法”的

制定团队，为日本在国际上参与制定北冰洋开发利

用规则提供法律、政 策 支 持。在 地 方 自 治 体 层 面，

处于北冰洋—西太平洋航路上的北海道地方政府也

加强了政策研究，新设了 “北冰洋航道研究会”等

官民组织。目前，执政党和跨党派支持政府加强北

冰洋政策 的 议 员 联 盟，正 向 政 府 积 极 建 议 整 合 体

制，共享信息，在未来 建 立 统 一 的 北 极 （北 冰 洋）

政府阁僚会议或部门。

（二）推进科学研 究，借 助 国 际 科 研 合 作 发 展

议程影响力

科学研究是日本在北冰洋问题上的传统优势领

域，也是日本参与该地区事务的主要渠道。日本认

为，科研是 日 本 提 升 在 北 冰 洋 战 略 影 响 力 的 突 破

口。日本的北冰洋战略应当重点包括 “关于北极科

学研究的战略”，将科学技术转化为外交力量及国

际影响力［１８］。在 北 冰 洋 相 关 科 研 方 面，日 本 的 具

体对策包括两个基本方向：一方面，加强自主科研

力量和观测设备，确保日本成为北冰洋研究的先进

国家和主要据点；另一方面，积极主持和参与国际

性研究项目，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立场，增强日

本在该地区及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在加强自主科研力量方面，日本政府推动各大

学科研机构的北冰洋研究部门改制联合，并通过对

国立大学拨款、重点科研项目资助等方式，强化财

力支持。在政府直接支持下，各大学和科研机构以

２０１１年成立的 “北极环境研究联合会”，以及文部

科 学 省 资 助 的 “北 极 气 候 变 动 研 究 项 目”

（ＧＲＥＮＥ，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北冰洋地区研究推进项

目” （ＡｒＣＳ，２０１５－２０１９）为 平 台，加 强 相 互 合

作。由国立极地研究所、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和

北海道大学领衔，东京大学、东北大学、东京海洋

大学、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ＪＡＸＡ）等参

与，形成 研 究 合 力。在 观 测 设 备 方 面，２０１３年，

日本首次发射用于观测北冰洋航线海冰情况的小型

商用卫星 ＷＮＩＳＡＴ－１，此后又发射了后继卫 星，

并加强 了 卫 星 观 测 数 据 的 研 究 应 用［１９］。２０１６年，

日本政府推进可用于低温海冰下自律型无人探测机

的研究，当年１１月，新型试验机在北冰洋海域首

次水下摄影 成 功［２０］。２０１７，日 本 政 府 决 定 开 建 首

艘具有碎冰能力的北极科考船，该科考船与日本现

有海洋 科 考 船 “未 来”号 （全 长１２８ｍ，吨 位８

６００ｔ，无 碎 冰 能 力）同 等 规 模，预 算 约３００亿 日

元［２１］。

在国际 交 流 方 面，日 本 政 府 和 科 研 机 构 依 托

ＧＲＥＮＥ，ＡｒＣＳ等 北 冰 洋 研 究 项 目，积 极 开 展 国

际交流，与美、俄、欧实施研究员互派，主办有关

北极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日本以会员国身份参

加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 （ＩＡＳＣ）、北极可持续观测

网 （ＳＡＯＮ）等国际组织的科考活动，同时还参与

了下 一 代 欧 洲 非 相 干 散 射 雷 达 系 统 （ＥＩＳＣＡＴ＿

３Ｄ）、东北格陵兰流冰项目等多边科研项目，在大

气、海 冰 观 测 方 面，主 动 发 挥 日 本 的 技 术 优 势。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日 本 国 立 极 地 研 究 所 等 机 构 与 美、

俄、加等国启动北极温室效应国际研究，项目为期

５年［２２］。目前，日本正与美、俄、加、欧盟的官方

或民间机构积极开展科研合作，共同建设北极观测

研究点。

（三）参与油气开 发 和 航 路 开 拓，扩 大 能 源 经

济权益份额

日本参与北冰洋事务的直接利益目标，集中在

油气和航路上。早在２０１２年６月，日本政府 出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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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资源保障战略时，就将北极圈和东西伯利亚列

为新资源开发战略的重点区域［２３］。在政府支持下，

日本能源机构和民间资本积极介入北冰洋油气勘探

开发。２０１３年５月，日本国际石油开发公司 （ＩＮ－

ＰＥＸ）与俄石油公司达成协议，参与俄鄂霍茨克海

大陆架油气项目，从而首次在远东北冰洋沿岸地区

勘探开采石油。日本还在北欧的北冰洋边缘海积极

参与油气开发。ＪＸ新日本 天 然 气 公 司 长 期 参 与 英

国北海沿岸的油田项目，其主导开发的马里纳油田

将于２０１７年投产。自上世纪９０年代就在挪威参与

能源开发的出光兴产，已获得巴伦支海的多个油气

田权益，在北 欧 的 天 然 气 市 场 占 据 重 要 份 额。另

外，日本 石 油 天 然 气 金 属 矿 物 资 源 机 构 （ＪＯＧ－

ＭＥＣ）等机构 还 在 格 陵 兰 岛 参 与 油 气 和 金 属 矿 勘

探、２０１３年，ＪＯＧＭＥＣ、国 际 石 油 开 发 帝 石、出

光兴业 等 组 建 的 “格 陵 兰 石 油 开 发 公 司”与 雪 佛

龙、壳牌联合中标格陵兰东北海域的两块油气田。

随着安倍推进以经济合作为突破口的 “对俄新

思维”，日俄围绕北冰洋的能源合作明显加强。日

本凭借资金与技术优势，在联合勘探开采，建设天

然气能源设施和油气管道方面不断争取项目权益。

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与俄天然气公司合作开发远东

“萨哈林２”油气田，ＪＯＧＭＥＣ则参与开发俄北冰

洋沿 岸 亚 马 尔 半 岛 和 格 达 半 岛 的 天 然 气 田［２４］。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日俄首 脑 确 认 将 在 “萨 哈 林２”和

格达半岛油气项目上深化合作，由日本国际协力银

行与欧洲金融机构合作向亚马尔半岛天然气项目融

资约１０亿欧元，由瑞穗银行和三井住友银行向俄

天然气公司融资约８亿欧元。日俄双方还有意建设

从萨哈林到北海道的天然气管道，并开始了可行性

研究。日本正想尽办法，扩大在北冰洋沿岸国的能

源投资份额。

在航路开拓方面，日本的第二期、第三期 《海

洋基本计划》均重点提出 “研究北极航道商业化利

用的可行性”，并强化日本对该航道的参与度、影

响力。为配合在北冰洋沿岸的油气资源开发，日本

最大海运公司商船三井已与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合

作，从韩国进口具有破冰功能的天然气运输船，开

辟从俄亚马尔半岛到欧、亚洲的定期能源航线。同

时，日本 还 计 划 以 航 线 开 拓 带 动 地 区 开 发。２０１６

年，日本政府还出台了为期十年的 “北海道综合开

发计划”，宣布将加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海

运服务业，引入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促进北海

道与俄萨哈林州的经贸关系，从而将北海道打造为

北冰洋—西太平洋航路上的海运物流中心，使其成

为新的 “东亚的门户”［２５］。

（四）策动 “北冰洋外交”，影响地区国际关系

及机制塑造

为巩固对地区事务的参与权和影响力，日本积

极开展 “北冰洋外交”。在国际机制的多边合作领

域，日本除在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等国际组织内

部积极公关，推动符合日本利益议题外，还注重参

与北极地区的多边协商组织，将北极理事会作为主

要外交平 台。２０１０年 下 半 年，日 本 外 务 省 开 始 派

遣局级员参 加 其 会 议。２０１３年３月，日 本 政 府 正

式设立 “北 极 担 当 大 使”一 职。２０１３年５月 北 极

理事会第８次部长级会议上，日本与中国等６个国

家一起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日本由此得

以全面参加北极理事会框架内的各项会议和工作小

组事务，在事务议程与协商规则的制定中发挥影响

力。同时，日本也作为巴伦支欧洲北极理事会观察

员国、以 及ＩＡＳＣ等 科 研 组 织 成 员，开 展 多 边 外

交，确立了自己 在 地 区 国 际 机 制 中 “重 要 域 外 角

色”的 地 位，参 与 构 建 北 冰 洋 地 区 新 秩 序。２０１８

年１０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赴冰岛出席 “北极圈

大会”。这也是日本政府首次派遣内阁成员出席北

极国际会议，体现出日本在北极国际机制中日益强

化的角色。

在双边关系层面，日本还积极加强与北冰洋沿

岸国家 关 系，加 深 海 洋 合 作。其 中，既 是 日 本 近

邻，又在北冰洋事务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俄罗斯是日

本的重点公关对象。安倍首相在２０１３年４月访俄

时，与普京发表声明，表 示 将 充 分 利 用 外 交 机 制，

推动两国在北冰洋问题上的合作。当年启动的日俄

外交与防务 “２＋２”会谈机制，确认两国加强海洋

安保合作、日本自卫队与俄军在北冰洋开展联合搜

救演习等。２０１６年，日本积极寻求改善对俄关系，

加强与俄在远东能源及安全保障上的合作成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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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２０１７年１月，日 方 宣 布 海 上 自 卫 队 与 俄 罗

斯海军的联合搜救演习时隔２年零３个月再次在日

本近海举行。尽管因领土争端等历史遗留问题，日

俄关系有所起伏，但双方官民机构参与的 “日俄北

极论坛”“日俄北极研究工作组”构成了北冰洋合

作的持续性机制。

在 “俯瞰地球仪外交”的推动下，日本和北冰

洋沿岸的北欧国家加强了合作，共商北冰洋事务。

日本通过积极外交行动，与北欧与波罗的海八国集

团 （包括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冰岛、爱沙尼

亚、拉 脱 维 亚 和 立 陶 宛）建 立 了 伙 伴 关 系。继

２０１３年派遣 外 相 出 席 日 本 与 ＮＢ８外 长 级 会 议 后，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安 倍 首 相 在 出 席 亚 欧 首 脑 会 议 期

间，还与ＮＢ８举 行 了 领 导 人 峰 会，宣 布 在 北 冰 洋

事务方面携 手 合 作［２６］。日 本 与 北 欧 国 家 的 高 层 互

访和政 治、经 济 往 来 趋 于 频 繁。２０１６年、芬 兰 总

统尼尼斯托、挪威外长布伦德等人陆续访日，与日

方 就 共 同 开 发 北 极 圈、深 化 合 作 达 成 协 议［２７］。

２０１７年７月，安 倍 首 相 访 问 了 丹 麦、芬 兰、瑞 典

等北欧国家，就共同开发北冰洋沿岸资源、保护当

地环境、开发北极航道、共同参与北极问题国际协

调等，与以上国家达成共识，并签署了一些合作协

议。

在参与北冰洋事务时，日本也对中、韩等东北

亚邻国的 动 向 保 持 密 切 关 注，并 适 时 推 进 合 作。

２０１６年，首 届 中、日、韩 北 极 事 务 高 级 别 对 话 在

韩国举行，此后，２０１７年 在 日 本、２０１８年 在 中 国

先后举行了第二轮、第三轮对话。通过这一对话机

制，中、日、韩 同 意 将 北 极 科 研 作 为 优 先 合 作 领

域，并表示支持北极理事会，在国际机制和国际法

领域展开协调。中、日、韩民间组织在科考、航运

等领域的合作也初见规模。不过，由于中日韩之间

政治关系的起伏，特别是三国在海洋领土与专属经

济区权益上存在矛盾，三国在北冰洋的合作也并不

完全顺利。日 本 认 为，同 为 “近 北 冰 洋 国 家”的

中、日、韩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但另一方面，目

前凭借日本单独的力量，难以迅速扩大在北冰洋事

务中的权益，因而需要和同样具有技术、资金及影

响力的中、韩 “抱 团”，发 挥 “集 群 力 量”。同 时，

日本也将在北冰洋的合作作为改善与中韩政治关系

的政治杠杆之一［２８］。

结　语

基于策略上的考虑，日本基本不会将其海洋政

策对外公开定位为 “战 略”，但 毫 无 疑 问，日 本 是

拥有深刻涉海战略意识，并已积极规划、扎实推进

系统性海洋战略的国家。日本政府对于北冰洋相关

地缘经济、政治价值的关注是具有战略性的，在经

贸能源和军事安全方面的谋划直接从日本国家战略

利益出发。日本政府所制定的 《日本北极政策》具

有战略纲领文件的特性，所采取的相关措施也日益

与国家层面的能源、经济、外交、安全战略产生广

泛结合。因而，即使目前尚未公开打出所谓 “北冰

洋战略”或 “北极战略”，但 日 本 针 对 北 冰 洋 已 有

明确的战略关注，以及系列的战略行动，是不可否

认的事实，而且这种 “战略性”还将进一步提升。

总的来 看，基 于 对 北 冰 洋 战 略 价 值 的 日 益 重

视，日本正在并将继续积极参与北冰洋相关的国际

议程，拓展双边及多边性合作平台，以扩展项目收

益权、议题话语权、规则主导权，乃至更广义的国

际性权力和影响力为终极目标。在构建相关政策乃

至战略时，对内，日本将以统合政策方针、整合运

行机制为重点，在日本海洋战略的框架内，将针对

北冰洋战略利益的行动诉求具体化；对外，日本将

以科学研究和国际机制建设作为政策输出的 “突破

口”，以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姿态参与合作，并

以此为筹码与相关国家进行合作，分享项目红利。

运用多种政策渠道或 “杠杆”，最大限度发挥日本

科学技术、软实力及官民联合体制的优势，是日本

的策略特点。

日本对北冰洋的战略关注与行动，对日本海洋

战略及整体国家战略，北冰洋的国际治理与全球合

作以及地区国际关系，势必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日本对北冰洋日益重视，但日

本并非北冰洋沿岸国家，在其国家战略与海洋战略

体系中，北冰洋问题目前也还谈不上是排位居前的

“重大或紧迫问题，关于北冰洋政策的国内政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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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仍有待整 合。因 而，尽 管 近 年 来 日 本 相 关 政 策

“加速推进”，但依然存在战略重视不足、资源投入

有限的问题。日本的危机意识在于：在现在的国际

竞争中，日本不仅无法与具有特定地缘优势的 “环

北冰洋国家”相抗衡，甚至与中、韩等东北亚邻国

相比，也不占优势。因而，从基本政策趋势看，日

本要扩大对北冰洋事务的参与，一方面，必须进一

步加强内 部 政 策 机 制 的 统 一 化 和 执 行 力，另 一 方

面，也需要继 续 借 助 各 种 外 交 渠 道，大 力 发 展 与

“环北冰洋国家”及 “近北冰洋国家”之间的关系，

通过有针对性的议题构建和利益交换，与它们形成

更紧密的合作共同体。这也是日本未来构造、发展

真正的 “北冰洋战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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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小宫喜平．北 極 政 策、政 府 が 強 化 豊 富 な 資 源：欧 州 と

の最短航路、狙う［Ｎ］．朝日新聞，２０１８－０６－２９．

［１８］社説．科学を軸に 北 極 政 策 進 め よ［Ｎ］．日 本 経 済 新 聞，

２０１６－０２－２３．

［１９］成田茂人．超小型衛星５０機打ち上げ、日本発宇宙 ベ ン

チャーの野望［Ｎ］．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６－０３－０８．

［２０］高桥英次．北極海、氷の 下 を 無 人 機 で 探 査 文 科 省 が 自

律型開発へ［Ｎ］．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６－０１－０４．

［２１］宫本元．北極海観測、初の砕氷 船 建 造 へ 文 科 省［Ｎ］．朝

日新聞，２０１７－０１－１２．

［２２］中岛健．北極観測のデ ー タ 拡 充 日 米 欧 の 機 関、研 究 を

加速［Ｎ］．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５－０４－２８．

［２３］中谷和弘，小谷哲 男．北 極 の ガ バ ナ ン ス と 日 本 の 外 交

戦略［Ｒ］．東京：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２０１３：１３．

［２４］松井和．ＬＮＧ冬 の 時 代 は「輸 入 国 の 日 本 に は 好 機」

［Ｎ］．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６－１１－２５．

［２５］本田浩一．北海道を再 生 エ ネ 拠 点 に 政 府 開 発 計 画 案、

サハリン貿易促進［Ｎ］．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６－０３－０５．

［２６］日 本 外 務 省．北 欧 バ ル ト８か 国（ＮＢ８）と の 首 脳 会 談

［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２－０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

ｍｏｆａｊ／ａｒｅａ／ｓｗｅｄｅｎ／ｂｎ．ｈｔｍｌ．

［２７］日本外務省．日·ノルウェー外相会談 ［ＥＢ／ＯＬ］．［２０１８

－０２－０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ｐｒｅｓｓ／ｒｅ－

ｌｅａｓｅ／ｐｒｅｓｓ１＿０００１２５．ｈｔｍｌ．

［２８］中谷和弘，小谷哲 男．北 極 の ガ バ ナ ン ス と 日 本 の 外 交

戦略［Ｒ］．東京：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２０１３：６５．

［责任编辑　李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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