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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全球气候变化引致的北极冰层融化ꎬ 加剧了各国在北极地区

的权益之争ꎮ 在对已有北极权益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ꎬ 本文给

出了北极权益的概念及其层次ꎬ 并在北极权益现有基本框架基础上进行了拓展ꎬ
衍生出泛北极权益概念ꎮ 泛北极权益的提出是北极问题全球化趋势的内在要求ꎬ
符合北极属于全人类共同财富的认识ꎬ 有利于世界各国更好地开展北极开发和北

极治理活动ꎮ 俄罗斯作为北极地区面积最大、 北冰洋海岸线最长的国家ꎬ 与泛北

极权益存在紧密关联ꎬ 是泛北极权益的重要权益主体之一ꎮ 本文在提出泛北极权

益概念的基础之上ꎬ 通过分析俄罗斯的泛北极权益实践活动ꎬ 研究俄罗斯北极政

策实践与泛北极权益相对应的联系ꎬ 并借鉴俄罗斯泛北极权益实践的经验和教

训ꎬ 给出对中国争取泛北极权益的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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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ꎻ 谢宏飞ꎬ 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ꎮ

随着全球气温升高ꎬ 北极冰层融化ꎬ 北极航线全线通航的预期逐步缩短ꎬ 使

得未来北极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ꎮ 伴随着北极航线的开通ꎬ 北极地区所蕴

含的丰富的石油、 天然气及矿产资源将被更大程度地挖掘和开采ꎬ 对相关国家的

政治、 经济和能源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为了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地位ꎬ
相关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北极地区实践活动ꎬ 并出台了相应的北极政策ꎮ 由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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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与历史原因ꎬ 俄罗斯、 加拿大、 美国、 丹麦、 挪威等国家会获取相对更多的

北极权益和北极航线权益①ꎮ 伴随着气候变化②、 经济发展、 交通条件改善和技

术进步ꎬ 北极问题不应该仅局限于地理位置上的相邻ꎬ 有向外扩张的趋势ꎬ 更多

的国家涉入北极事务ꎮ 随着北极问题的逐步国际化ꎬ 北极权益范围逐步扩大ꎬ 权

益内容逐步增多ꎮ
俄罗斯作为北极地区面积最大、 北冰洋海岸线最长的国家ꎬ 与泛北极权益有

着巨大关联ꎬ 是泛北极权益重要的权益主体之一ꎮ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ꎬ 探索俄罗

斯北极实践与泛北极权益相对应的联系及政策实践ꎮ 首先ꎬ 在归纳和总结北极权

益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 给出北极权益的定义及其层次划分ꎮ 接下来ꎬ 在北极

权益现有基本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拓展ꎬ 衍生出泛北极权益新概念并对其进行层次

划分ꎮ 然后ꎬ 通过分析俄罗斯的泛北极权益实践活动ꎬ 研究俄罗斯北极政策与泛

北极权益相对应的联系ꎮ 最后ꎬ 借鉴俄罗斯北极实践的经验和教训ꎬ 得出关于中

国争取泛北极权益的启示ꎮ

一　 北极权益的概念界定

北极既可以指北极点 ( Ｎｏｒｔｈ Ｐｏｌｅ )ꎬ 也可以理解为北极地区 ( 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③ꎮ 这里的 “北极权益” 是指北极地区的权益ꎬ 其中北极地区是指北极

圈以北地区④ꎮ 目前ꎬ 北极权益的争夺愈演愈烈ꎬ 关于北极权益的研究也越来越

多ꎮ 本文基于现有研究北极权益的文献对北极权益概念进行解读ꎬ 并形成北极权

益概念的定义ꎮ
在对北极权益自身进行研究的文章中ꎬ 宏子木⑤指出北极权益的争夺在本质

上是各国对全球石油资源的争夺ꎻ 叶晓⑥引入产权理论ꎬ 阐明北极产权ꎬ 明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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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７ 日至 ２９ 日ꎬ 北极五国在格陵兰岛伊鲁赛特召开会议ꎬ 会上发表的 «伊鲁赛特宣
言» 强调 ５ 个沿岸国对北极绝大部分的主权和管辖权争议只是在小范围内存在ꎬ 可以内部单独解决ꎻ 宣言
认为北极周边五国起着保护管理北冰洋的角色ꎮ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ＩＰＣＣ) 发布的 «气候变化 ２０１４: 影响、 适应和脆弱性» 报
告指出ꎬ 在过去数十年时间里ꎬ 所有大陆和海洋的生态系统都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ꎮ

张侠、 刘玉新、 凌晓良等: «北极地区人口数量、 组成与分布»ꎬ 载 «世界地理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４ 期ꎮ
夏立平: «北极环境变化对全球安全和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１ 年第１ 期ꎮ
宏子木: «能源点燃北极权益争夺战»ꎬ 载 «中国石化报»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７ 日第 ８ 版ꎮ
叶晓: «国际海洋资源产权问题探讨———以北极为例»ꎬ 载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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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资源配置的重要意义ꎬ 并提出了划分思路ꎻ 贾宇①提出北极权益包括两大部

分: 北极地区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ꎬ 并对北极地区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进

行了深入分析ꎻ 白佳玉②提出中国北极权益包括航行权益、 资源开发权益、 科学

考察权益和环境保护权益ꎬ 对中国在争取北极权益上的主要障碍进行了分析ꎬ 并

且指出北极合作的趋势ꎻ 吴军、 吴雷钊③提出中国在北极海域的权益应包括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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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和海上搜寻救助权ꎬ 并从国际海洋法的视角给出了我国维护和拓展北极海域权

益的相关建议ꎮ
基于对北极权益相关文献的整理以及结合定义概念的原理ꎬ 北极权益的内涵

是权益所有国基于北极地区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ꎬ 外延是北极地区领土主权和北

极海洋权益ꎬ 其中北极海洋权益包括资源开发利用权益、 航行权益、 科学考察权

益、 环境保护权益等ꎮ 因此ꎬ 可将北极权益定义为: 权益所有国基于北极的领土

和海洋资源而享有的一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ꎬ 其中ꎬ 海洋权益具体包括资源开发

利用权益、 航行权益、 科学考察权益、 环境保护权益ꎮ 不同的国家主体享有的北

极权益有所不同ꎮ
本文将北极权益划分为三个层次④: 核心权益、 重要权益和一般权益ꎮ 具体

内容在泛北极权益概念的提出部分进行详细阐述ꎮ

二　 泛北极权益概念的提出

随着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加强ꎬ 北极地缘政治的范围已经

不局限于北极周边国家ꎬ 逐步突破了地域的限制ꎬ 北极权益有范围扩大化的倾

向ꎮ 另外ꎬ 在现有的有关北极权益的研究中ꎬ 对北极权益概念的界定也是多种多

样ꎬ 存在很多大家公认的权益ꎬ 即航行权益、 资源开发权益等ꎬ 也有在公认权益

的基础上的其他权益ꎬ 如吴军、 吴雷钊⑤提出的海上事故或事件调查权和海上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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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宇: «北极地区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探析»ꎬ 载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ꎮ
白佳玉: «中国北极权益及其实现的合作机制研究»ꎬ 载 «学习与探索»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 期ꎮ
吴军、 吴雷钊: «中国北极海域权益分析———以国际海洋法为基点的考量»ꎬ 载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ꎮ
本文参考了陈剑峰在 «分而治之———南海问题管控路径研究» (载 «国际观察»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一文中提到的关于国家利益划分的阐述ꎮ
吴军、 吴雷钊: «中国北极海域权益分析———以国际海洋法为基点的考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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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救助权等ꎬ 因此ꎬ 北极权益也有含义多样化的趋势ꎮ 北极权益范围扩大化和权

益多样化ꎬ 决定了需要一个更大的概念将更多更广泛的权益囊括在北极权益中ꎬ
因此有必要提出泛北极权益概念ꎮ

(一) 界定泛北极权益概念的意义

１ 泛北极权益概念的提出对世界整体发展的意义

界定泛北极权益的概念有助于全面把握北极权益对世界各国的影响ꎮ 北极航

线的逐步开通ꎬ 使得北极成为各国争夺权益的战场ꎮ 在北极权益争夺中ꎬ 北极国

家因地理靠近原则而拥有相对优势ꎬ 但许多非北极国家也积极参与北极事务ꎮ 随

着北极权益的争夺愈演愈烈ꎬ 北极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将发生重要而深远的变

化ꎮ 泛北极权益包含了北极权益范围的扩大和权益的多样化含义ꎬ 也就是将北极

问题由区域化问题向全球性质问题进行拓展ꎬ 调动非北极国家积极参与北极事

务ꎬ 使得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对北极进行更有效地开发和治理ꎬ 共同维护和拓展在

北极地区的共同权益ꎬ 促进北极地区的绿色发展ꎮ

２ 泛北极权益概念的提出对各国家主体权益拓展的意义

界定泛北极权益的概念有助于解决各个国家主体之间相关北极权益的冲突ꎬ
判定哪些权益是本国可以争取的ꎬ 从而为各国争取北极相关权益提供依据ꎮ 同

时ꎬ 界定泛北极权益概念还有助于促进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及相关组织的合

作ꎬ 从而更好地开展和顺利进行北极相关事务的国际合作ꎮ 随着多极化趋势加

强ꎬ 非北极国家的综合实力逐步增强ꎬ 相应地在北极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

会增强ꎬ 北极事务的治理需要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共同参与ꎮ

３ 泛北极权益概念的提出对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泛北极权益概念的界定对北极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ꎬ 能够从

宏观的角度来把握北极问题ꎬ 有助于有效地解决北极资源整合的问题ꎬ 对北极资

源开发利用和治理进行规范ꎬ 从而对北极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ꎮ 同时ꎬ 泛

北极权益概念的界定有助于北极生态保护和环境问题的国际协作ꎬ 有助于北极问

题全球化解决ꎬ 调动非北极国家积极参与北极生态和环境问题的保护和治理ꎬ 使

得北极问题的解决凝聚更多的力量ꎬ 能更有力地推进北极开发和治理工作ꎮ
泛北极权益概念的提出ꎬ 能够帮助更多非北极国家确定在北极地区的可争取

权益及不可争取权益ꎬ 吸引大量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治理ꎬ 必然会对现有的北极

地区的经济、 政治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冲击ꎮ 随着北极事务全球化影响的逐步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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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ꎬ 非北极国家在北极事务上的话语权也将逐步增强ꎮ
总之ꎬ 界定泛北极权益不论是对北极地区本身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ꎬ 还是

对各国国家主体北极权益的争取ꎬ 甚至对全球的影响ꎬ 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

作用ꎮ

(二) 泛北极权益概念界定及其组成部分

本文通过对文献的解读以及对北极权益问题本身的研究ꎬ 认为泛北极权益可

定义为: 权益所有国基于北极的领土、 海洋资源及航线而享有的包括基本北极权

益在内的更为广泛的一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的总和ꎮ 在北极权益概念层次划分的

基础之上ꎬ 增加拓展权益层次ꎮ 因此ꎬ 泛北极权益被划分为四个层次: 核心权

益、 重要权益、 一般权益和拓展权益ꎬ 并按照相对于北极国家的重要程度来划分

泛北极权益概念的层次ꎮ

１ 北极核心权益

核心权益是北极权益中的核心部分ꎬ 参照 «中国的和平发展» 白皮书对中

国核心利益的定义①ꎬ 北极核心权益应是不容争议、 不容侵犯、 不容分割的权

益ꎬ 由此推导出北极核心权益是北极国家基于北极地区部分陆地和海洋的权益ꎬ
是北极国家的根本利益ꎬ 即北极主权、 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属于核心权益的范畴ꎮ

２ 北极重要权益

与北极主权、 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相比ꎬ 北极经济权益、 科考权益和原住民权

益不属于北极核心利益的范畴ꎮ 但是经济是基础ꎬ 也是北极权益之争的重要部

分ꎻ 科学考察是各国建立对北极认知从而在科技方面提供的支撑和强有力的保

障ꎻ 原住民是指在西方移民到来之前就在北极生活及繁衍的民族②ꎬ 在文献和相

关书籍中ꎬ 北极八国和原住民组织一般是分别被提及ꎬ 他们是不同的群体ꎬ 且在

北极理事会中ꎬ 原住民组织是永久参与者ꎬ 享有特殊的原住民权益ꎮ 因此ꎬ 北极

经济权益、 北极科考权益和原住民权益属于重要权益的范畴ꎬ 其中ꎬ 北极经济权

益包括北极资源开发及利用权益ꎬ 具体包括北极航行权益、 北极石油、 天然气等

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权益、 北极海洋生物资源权益 (如捕鱼权益)ꎻ 北极生态保护

２０１

①

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ꎬ 中国政府发表的 «中国的和平发展» 白皮书中指出ꎬ 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 “国
家主权ꎬ 国家安全ꎬ 领土完整ꎬ 国家统一ꎬ 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ꎬ 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基本保障”ꎮ

北极问题编写组: «北极问题研究»ꎬ 海洋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４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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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理权益ꎬ 具体包括气候环境保护和治理权益、 海洋生态保护和治理权益等ꎻ
原住民权益ꎬ 具体包括自决权、 土地和自然资源使用权益、 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

权益、 文化权益 (包括信守和振兴传统文化、 受教育权益等)①ꎮ

３ 北极一般权益

与核心权益、 重要权益相比ꎬ 北极公海权益不属于核心或者重要利益的范

畴ꎬ 属于一般北极权益的范畴ꎬ 北极公海权益包括六大自由权益 (航行自由、 飞

越自由、 捕鱼自由、 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 建设国际法所容许的人工岛屿

和其他设施的自由、 科学研究的自由)、 船旗国管辖权益、 登临权益、 紧追权益ꎮ
北冰洋海上事故调查权益、 海上搜寻救助权益在相关文献中有所提及ꎬ 但相对于

北极核心权益和重要权益ꎬ 属于一般权益的范畴ꎮ 不可否认ꎬ 由于全球变暖ꎬ 北

极生态和环境保护和治理权益因其全球影响力逐步引起各国的关注ꎬ 将其划归为

一般权益是相对于核心权益、 重要权益而言的ꎬ 与生存空间及经济发展相比ꎬ 生

态和环境的重要性又略显不足ꎬ 因此将其认定为北极一般权益ꎮ

４ 北极拓展权益

拓展权益是在核心权益、 重要权益、 一般权益基础上的拓展ꎬ 也是泛北极权

益的突出特征ꎮ 每个国家都拥有对北极地区和北极航线的相关权利和利益ꎬ 但是

这种权利不可以滥用ꎬ 需要得到相应的管制ꎬ 因此ꎬ 将 “对于各国行使北极权益

的管制和监督权益” 归于北极拓展权益的范畴ꎮ 北极航线是北极地区的延伸和拓

展ꎬ 北极航线沿线港口基础设施建设、 使用、 管辖权益也属于北极拓展权益的范

畴ꎮ 在与北极权益相关的研究文献中ꎬ 并未提及北极文化权益的概念ꎬ 而北极文

化交流尤其是与原住民的文化交流ꎬ 以及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是不可或缺的

重要权益ꎬ 因此ꎬ 将文化权益纳入拓展的北极权益范畴ꎬ 文化权益具体包括文化

交流权益、 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权益等ꎮ
北极拓展权益具体包括文化权益和对北极权益进行争取的国家和组织进行监

管的权益ꎬ 以及北极航线沿线海洋基础设施建设、 使用、 管辖权益等ꎮ
总而言之ꎬ 核心权益中北极主权、 管辖权是北极国家的根本利益ꎬ 是非北极

国家不能够或不可以争取的ꎻ 重要权益中ꎬ 原住民权益也是原住民所特有的权

益ꎬ 对于非北极国家来说是不可触及的那部分权益ꎻ 拓展权益中ꎬ 对北极航线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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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海洋基础设施管辖权益应属于北极航线沿线港口国所有ꎻ 其余的权益是非北极

国家依据国际公约和努力可以得到的 (见表 １)ꎮ

表 １　 泛北极权益可争取及不可争取权益分布

　 　 　 　 　 　 　 　 　 　 　 　 　 　 　 　 　 　 　 　 　 国家分类

　 　 　 　 　 　 　 　 　 　 　 　 是否可争取

权益分类

北极国家 非北极国家

核心权益

北极主权 √ ×

北极主权权利 √ ×

北极管辖权 √ ×

重要权益

北极经济权益 √ √

北极科考权益 √ √

原住民权益 √ ×

一般权益

北极公海权益 √ √

海上事故调查权益 √ √

海上搜寻救助权益 √ √

北极生态保护和治理权益 √ √

北极环境保护和治理权益 √ √

拓展权益

北极航线沿线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权益 √ √

北极航线沿线海洋基础设施管辖权益 √ ×

对北极权益争取的国家和组织进行监管的权益 √ √

三　 俄罗斯的泛北极权益政策实践

俄罗斯是北极地区面积最大、 北冰洋海岸线最长的国家ꎬ 拥有得天独厚的海

上战略通道ꎬ 是泛北极权益的最大诉求者之一ꎮ 俄罗斯作为北极利益的地理优势

大国ꎬ 对于泛北极权益历来进行全方位的关注和维护ꎮ

(一) 俄罗斯对北极核心权益的强力捍卫

北极核心权益包括北极主权、 主权权利和管辖权ꎮ 早在 １６ 世纪ꎬ 俄罗斯就

已经开始正式提出自己对北部陆地和海洋的主权要求ꎮ １８６７ 年ꎬ 俄罗斯将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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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加卖给美国ꎬ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和削弱了俄罗斯的北极利益和地位ꎮ 随着沙俄

国内外革命和战争以及苏联成立后全国经济建设的需要ꎬ 苏联开始重视北极地

区ꎬ 意识到北极地区丰富的资源对国内经济发展和国家地缘政治地位等方面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ꎬ 开始有了具有针对性的北极政策ꎬ 并努力通过加入已有区域条约

等方式证明其在北极地区的存在①ꎮ １９２０ 年 ２ 月 ９ 日ꎬ 英、 美等 １８ 个国家在巴

黎签订 «斯匹次卑尔根条约» (也称斯瓦尔巴德条约)ꎬ 条约规定ꎬ 斯匹茨卑尔

根群岛归属挪威ꎬ 其他缔约国享有条约规定的相应的北极权益ꎮ 苏联在 １９２５ 年

加入该条约ꎬ 积极开展与其他缔约国的相关合作ꎬ 争取扩大其北极权益ꎮ １９２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ꎬ 苏联政府运用扇形原则划定苏联北极边界ꎬ 通过这种方式强力捍

卫自身在北极的主权权益ꎬ 彰显自己的北极地位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随着全球气温的逐步升高ꎬ 关注北极问题的国家越来越多ꎬ

面对越来越多的外界威胁ꎬ 俄罗斯也在加紧证明自身在北极地区的存在ꎮ ２００１
年ꎬ 俄对外宣称 “包括北极在内的半个北冰洋都是西伯利亚的地理延展ꎬ 归俄罗

斯所有”ꎬ 并就本国大陆架问题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申请ꎬ 因证据不

足被驳回ꎬ 而后又于 ２０１５ 年再次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申请ꎬ 希望将

鄂霍次克海大陆架划入俄罗斯大陆架外边界ꎮ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ꎬ 俄罗斯在北冰洋底插

上国旗ꎬ 宣示对北极的主权要求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ꎬ 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

夫批准了 «２０２０ 年前后俄罗斯联邦在北极地区的基本国家政策»ꎬ 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０ 正式予以公布ꎬ 其中明确了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 战略重点、 主

要目标任务和执行办法②ꎮ 俄罗斯与挪威两国在巴伦支海海域的一些地段的分割

上有过争议ꎬ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ꎬ 俄罗斯与挪威正式签署 «俄罗斯联邦与挪威王国关

于在巴伦支海和北冰洋的海域划界与合作条约»ꎬ 标志历时 ４０ 年之久的巴伦支海

划界争端正式结束ꎬ 有效地促进了两国渔业和跨界油气资源领域的合作并打开了

两国在北极的合作前景ꎮ 同时ꎬ 为了强力捍卫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核心权益ꎬ 俄

罗斯一直都在北极地区加强自己的军事存在ꎬ 在北方舰队的基础上组建了 “俄罗

斯北方战略司令部”ꎬ 多次在俄属北极地区开展军事演习ꎮ 目前ꎬ 俄罗斯正在建

设多个永久北极军事基地ꎬ 通过加强军事存在ꎬ 提高其在北极的地位ꎬ 在未来北

极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争取更大的话语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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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徐广淼: «二战前苏联的北极政策论析»ꎬ 载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ꎮ
钱宗旗: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家政策剖析»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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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俄罗斯对北极重要权益的高度重视

北极重要权益包括经济权益、 科考权益和原住民权益ꎮ 经济是国家发展的基

础ꎬ 北极地区的开发和利用可以缓解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ꎮ 俄罗斯拥

有北方海航道ꎬ 只是由于天气和海况等原因ꎬ 东北海航道并不经常使用ꎮ 但是随

着全球气温的升高ꎬ 北冰洋的冰层融化ꎬ 北方海航道逐步找到了商业化出路ꎬ 可

以为俄罗斯带来更大的经济贸易利益ꎮ 因此ꎬ 俄罗斯的北极政策一直高度重视北

极航道的开发、 利用和建设ꎮ
为了证明北冰洋的适航性ꎬ 保障北极经济权益的取得ꎬ 早在 １７２５ ~ １７３０ 年ꎬ

俄罗斯就首次对西北大西洋进行深入考察ꎬ 考察了白令海的东部区域和连接白令

海与北冰洋的白令海峡ꎮ １９ 世纪末ꎬ 第一艘破冰船 “叶尔马克” 号下水ꎬ 破冰

船在后来的南北极考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ꎮ 这一时期的调查报告不仅包含大量

诸如温度、 盐度、 密度的海水物理要素ꎬ 还包含海流、 气温、 风向风速以及气压

等海洋物理要素ꎮ １８８２ 年是第一个国际极地年 (ＩＰＹ)ꎬ 沙俄和其他 １０ 个国家一

起在北冰洋进行大范围长时间的同步观测ꎮ 沙俄国内战争之后ꎬ 对北极的研究立

即重新开始并快速发展起来ꎬ ２０ 世纪初期ꎬ 曾多次组织考察北冰洋各海域的通

航情况ꎮ 在 １９２０ 年 ８ ~ １０ 月间ꎬ 苏联派出了 １８ 只考察船对喀拉海域展开了考

察ꎬ 证明了北冰洋的适航性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苏联的北极研究开始进入一个快

速的、 崭新的时期ꎮ １９３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ꎬ “亚历山大西伯利亚科夫” 号调查船

开始第一次为期一个季节的北方海航道调查测量ꎮ １９３４ 年ꎬ 极地渔业和海洋学

研究所在摩尔曼斯克成立ꎮ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２１ 日ꎬ “北极 － １” 号漂流站首次开始工

作ꎬ 书写了北冰洋海冰调查的新篇章ꎮ １９３７ 年ꎬ 苏联探险队乘大型破冰船赴北

冰洋考察ꎬ 对北极地区的资源和航道等项目进行考察ꎮ １９７４ ~ １９９０ 年ꎬ 苏联进

行极地科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世界数据中心 － Ｂ 在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成立 “海冰中

心”①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俄罗斯在科学考察上不断加紧地质勘探与水文测绘工作以

获得可以证明北冰洋海底部分区域是俄大陆架延伸的证据ꎮ 这些对北极地区海洋

的调查和研究为俄罗斯进入 ２１ 世纪后争取其相应的北极权益提供了依据和基础ꎮ
俄罗斯北极人口的稀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在北极权益中的政治影响力ꎬ 因

此ꎬ 早在二战之前ꎬ 沙俄的北极政策就有移民北极地区的安排ꎮ 目前ꎬ 在北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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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中ꎬ 原住民的因素越来越重要ꎬ 俄罗斯对北极政策的制定也特别重视ꎬ 期望通

过重视北极原住民的权益ꎬ 强化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存在ꎬ 争取更多北极权益ꎮ

(三) 俄罗斯对北极一般权益的密切关注

北极一般权益包括北极公海权益、 北冰洋海上事故调查权益、 北冰洋海上搜

寻救助权益及北极生态和环境保护和治理权益ꎮ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第三次联合

国海洋法会议通过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 «公约»)ꎮ 苏联是 «公
约» 的缔约国之一ꎮ 依据 «公约»ꎬ 苏联享有北冰洋公海权益ꎬ 包括北极地区公

海的航行权利、 飞越权利、 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权利、 建设国际法所容许的人

工岛屿和其他设施的权利、 捕鱼权利和科学研究权利等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ꎬ 一艘载着 ７８６ 吨的燃油和柴油的油轮在库页岛港口城市

涅韦尔斯克 (Ｎｅｖｅｌｓｋ) 外海搁浅ꎬ 其中一个燃料缸受到损害导致燃油外泄①ꎮ 类

似事件在北冰洋区域也时有发生ꎬ 对这样的海上事故ꎬ 俄罗斯具有调查权益和搜

寻救助权益ꎬ 这涉及海上安全和海洋环境保护的范畴ꎮ
北极的自然生态环境十分脆弱ꎬ 随着全球变暖和能源过度消耗以及能源资源

的开发和基础设施的建设ꎬ 北极地区原住民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ꎮ 为了平衡北极

地区开发和环境可持续发展ꎬ 在俄罗斯北极战略中有对俄罗斯北极地区生态环境

的要求ꎬ 设法通过保护北极植物和动物的多样化ꎬ 清除俄罗斯北极地区过去遗留

的经济、 军事和其他活动所产生的生态后果ꎬ 通过完善国家在北极地区的生态监

督系统等方式保护北极生态环境ꎮ ２０１１ 年ꎬ 俄罗斯北极科研中心成立ꎬ 其主要

目标是研究北方地区的环境和生态等问题ꎮ 俄罗斯还计划扩大北极地区特别自然

保护区面积ꎮ

(四) 俄罗斯对北极拓展权益的积极争取

北极拓展权益包括北极文化权益、 对争取北极权益的国家和组织进行监管的

权益和北极航线沿线海洋基础设施建设、 使用、 管辖权益等ꎮ
随着北极的开发ꎬ 北极原住民的生存环境受到了挑战ꎮ 要想进行北极资源的

开发ꎬ 就要做好与北极地区原住民的文化沟通和交流ꎬ 最大程度上达到共赢ꎮ 同

时ꎬ 俄罗斯的北极战略中涉及到东北航道的建设与管理ꎬ 积极开展在北极航线上

的基础设施建设ꎬ 建造破冰船ꎬ 强制外国船只接受破冰、 领航服务ꎬ 制定新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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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航行规则ꎮ 俄罗斯作为北极大国ꎬ 又是北极理事会的成员之一ꎬ 在北极权益的

争取中无疑充当着监督者和管理者的角色ꎮ 俄罗斯加入北极理事会就是对北极权

益进行争取的国家进行监管的一次重大实践ꎮ

四　 对中国的启示

(一) 其他相关国家的泛北极权益政策实践

其他各国为争取北极相关权益ꎬ 也都出台了相关的北极政策ꎮ 其中北极主要

国家的北极战略为: 加拿大作为领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北极国家ꎬ 其推

出的北极政策的核心目标主要是加大行使主权ꎬ 保障加拿大北极地区主权安全ꎬ
２００９ 年制定的 «北方战略» 提及依靠地理优势、 发扬技术优势、 加强北极科学

考察ꎬ 建立自然保护区等相关措施①ꎮ 作为北极八国之一ꎬ 相对于俄罗斯和加拿

大ꎬ 美国的北极战略相对 “保守”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奥巴马政府颁布的 «北极

地区国家战略» 提出ꎬ 要提升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安全利益、 追求对北极地区负责

任的管理工作、 加强国际间合作ꎮ 美国表现出了对北极能源资源开采的浓厚兴

趣ꎮ 挪威、 丹麦、 芬兰、 瑞典和冰岛作为北极国家ꎬ 也纷纷出台了相应的北极战

略文件ꎬ 其中挪威的北极战略主要是强化其在北极的存在和活动ꎬ 丹麦主要想通

过和平、 合作求发展ꎬ 芬兰、 瑞典和冰岛的北极战略重点是保护环境、 发展经济

与相互合作②ꎮ 其他的亚洲非北极国家的相关北极战略为: 日本对北极事务的参

与起步早ꎬ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开始ꎬ ２０１３ 年以后ꎬ 日本明显加大了参与北极

的力度ꎬ 并十分强调培养人才ꎬ 为争取北极相关权益ꎬ 不断探讨如何开展科考、
推进国际合作以及促进北极资源的开发③ꎮ 韩国的能源资源相对比较匮乏ꎬ 且其

能源的海外依存度高达 ９６％ ꎬ 北极的能源资源给韩国带来了希望ꎬ 在这样的背

景下ꎬ 韩国也积极参与北极事务ꎬ ２０１３ 年与中国、 日本等一起成为北极理事会

的正式观察员国ꎬ 并不断加强与北极国家之间的合作ꎬ 加强对北极的科考ꎬ 积极

制定促进本国在极地活动的法律等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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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保志: «加拿大与北极治理: 观念塑造与政策实践»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期ꎮ
杨剑: «北极治理新论»ꎬ 时事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２０７ ~ ２１４ 页ꎮ
陈鸿斌: «日本的北极参与战略»ꎬ 载 «日本问题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ꎮ
龚克瑜: «韩国的北极政策与北极事务»ꎬ 载 «东北亚学刊»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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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争取泛北极权益的思考

上文对俄罗斯北极政策实践和泛北极权益的分析ꎬ 对中国争取泛北极权益具

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和启示ꎮ 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逐步加强ꎬ 中国综合国力逐

步提升ꎬ 在北极权益问题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ꎻ 同时中国又是大北极国家①之

一ꎬ 北极的气候变化、 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ꎬ 因此中国应该积

极争取泛北极权益ꎬ 发挥中国的大国作用ꎬ 秉持和平与发展的原则服务于全

人类ꎮ
事实上ꎬ 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是有迹可循的ꎮ 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期ꎬ 中国就

已开始逐渐介入北极国际事务ꎬ 主要活动方式是科学考察ꎻ 从 １９９０ 年开始至今

已完成了六次北极科学考察②ꎬ 并于 １９９６ 年正式加入北极国际科学委员会ꎻ ２００４
年ꎬ 中国在北极地区建立了第一个北极科学考察站 “黄河站”ꎬ 实施了站区科学

考察工作ꎻ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 中国等国加入北极理事会ꎬ 成为正式观察员③ꎮ
因此ꎬ 中国在北极问题上已不仅仅是一个域外国家了ꎬ 中国与北极有着历史渊源

上的联系ꎬ 在北极问题上ꎬ 中国应该是具有重要话语权的国家之一ꎮ
泛北极权益的提出对中国具有重大的意义ꎬ 为中国争取北极地区权益提供了

理论依据ꎬ 为中国制定北极战略提供了方向ꎬ 有助于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北极权

益ꎬ 提高我国在北极事务治理中的影响力ꎬ 有助于我国在北极权益的争取中取得

主动权ꎮ 而中国积极争取泛北极权益ꎬ 对于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大

意义ꎮ

１ 有利于促进北极区域开发和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有效接轨

北极和全球的影响是双向的ꎬ 如北极的环境和生态的变化对全球的环境和生

态会产生影响ꎬ 而全球的人类活动也会对北极的环境和生态产生一定的影响ꎮ 因

此ꎬ 北极的治理不能仅仅局限于区域治理ꎬ 更需要有域外国家的参与ꎮ 目前北极

事务治理的主流是区域治理④ꎬ 具有明显的排他性ꎮ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ꎬ 中

国的参与对其他非北极国家具有示范和榜样作用ꎬ 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冲击北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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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北极” 概念首先在李振福的 «大北极交通运输网络演进趋势研究»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
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文章中提出ꎬ 此时大北极指从北极点出发ꎬ 到北纬 ３０°的所有海洋和陆地ꎬ 后李振福
在 «大北极国家网络及中国的大北极战略研究» (载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中对大北极国家和大
北极概念进行了扩充ꎬ 包括北极八国及中国、 日本、 韩国、 英国、 法国和德国等 ５３ 个国家和地区ꎮ

“雪龙” 号船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８ 日开始了第六次北极科学考察ꎮ
“北极理事会”ꎬ 中文百科在线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ｗｂｋ ｏｒｇ / ＭｙＬｅｍｍａＳｈｏｗ ａｓｐｘ? ｌｉｄ ＝ ２８９５９９
杨剑: «北极治理新论»ꎬ 时事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４６ ~ ５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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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治理的排外性ꎬ 促进北极开发和治理的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有效接轨ꎮ

２ 有利于与中国类似的非北极大国发挥大国权责统一作用

中国作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① (以下简称 «公约») 和 «斯匹茨卑尔根

群岛条约» (以下简称 «斯约») 等重要国际条约的缔约国ꎬ 享有条约规定的相

关权利ꎮ «公约» 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ꎬ 北冰洋在其约束范围之内ꎮ 依据 «公
约»ꎬ 中国享有进入公海区域进行航行、 科考、 开发海底资源等活动的权利②ꎻ
根据 «斯约»③ꎬ 中国可以进入北极斯瓦尔巴群岛进行工商业及科研活动ꎮ 在享

受利益的同时ꎬ 与中国类似的非北极大国ꎬ 如德国、 法国和英国等国家ꎬ 也应当

承担起大国责任ꎬ 承担相应的保护生态和环境、 应对气候变化等义务ꎬ 促进北极

地区的可持续发展ꎬ 实现权责统一ꎮ

３ 有利于加强与中国类似的非北极国家与北极地区的紧密联系

气候变化作为纽带ꎬ 将北极和全球其他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ꎮ 中国争取泛

北极权益ꎬ 有利于加强与北极国家的联系ꎬ 有助于共同应对和解决北极气候变化

问题ꎮ 北极地区自然资源极其丰富ꎬ 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植物资源、 动物资源

等ꎮ 北极地区的资源是各国争夺的焦点ꎬ 也是中国争取泛北极权益的主要驱动力

之一ꎮ 与中国类似的非北极国家争取泛北极权益ꎬ 有利于为本国能源发展提供源

源不断的动力ꎬ 也有利于加强与北极国家和组织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ꎬ 以合作促

进共同发展ꎬ 谋求共同利益ꎮ
总之ꎬ 中国争取泛北极权益ꎬ 有利于北极治理全球化ꎻ 有利于中国实现权责

统一ꎬ 展现大国风范ꎻ 有利于更好地发展合作和促进共同发展ꎬ 谋求共同发展ꎮ

(三) 中国争取泛北极权益的原则

１ 和平争取原则

目前的北极问题的解决缺乏国际法的支撑ꎬ 因此ꎬ 北极地区国家为了捍卫自

身的北极权益ꎬ 不断加强在北极的军事存在ꎬ 不利于北极地区的稳定ꎮ 不遵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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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于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牙买加的蒙特哥湾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最后会议上通过ꎬ １９９４ 年生效ꎬ 已获 １５０ 多个国家批准ꎮ

贾宇: «北极地区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探析»ꎬ 载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ꎮ
«斯瓦尔巴德条约» 于 １９２０ 年 ２ 月 ９ 日由英国、 美国、 丹麦、 挪威、 瑞典、 法国、 意大利、 荷兰

及日本等 １８ 个国家在巴黎签订ꎮ １９２５ 年ꎬ 中国、 苏联、 德国、 芬兰和西班牙等 ３３ 个国家也参加了该条
约ꎬ 成为 «斯瓦尔巴德条约» 的签署国ꎮ «斯瓦尔巴德条约» 也叫作 «关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条约»ꎮ
这是迄今为止在北极地区唯一的具有国际色彩的政府间条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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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争取的原则ꎬ 战争将因为利益冲突而一触即发ꎬ 应当避免北极问题军事化ꎬ 以

采取和平争取原则为宜ꎮ 目前ꎬ 北极问题逐步变成全球性的问题ꎬ 要想解决和处

理好北极问题ꎬ 世界相关国家就应该共同参与和协调合作ꎮ 中国作为提倡 “和谐

世界” 理念的发展中大国ꎬ 在争取泛北极权益的过程中应当遵循和平争取的原

则ꎬ 并引导其他国家和组织和平争取北极权益ꎬ 这有助于和平圆满解决北极

问题ꎮ

２ 可持续发展原则

北极资源开发和利用受到经济驱动ꎬ 必然会给北极现有的生态和环境带来一

系列的破坏ꎬ 北极的资源开发和利用与北极的环境之间形成不易调和的矛盾①ꎮ
因此ꎬ 在进行泛北极权益争取时应当秉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ꎬ 平衡好环境保护和

经济发展两者的关系ꎬ 为当代和后代共谋福利ꎬ 寻求代际平衡ꎮ 中国应以一个大

国的姿态做好榜样ꎬ 为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努力ꎬ 也是在为全球的总体可

持续发展做出贡献ꎮ

３ 合作互信原则

北极是全人类的北极ꎬ 不是北极国家所独有的ꎮ 开发和利用北极资源、 保护

北极环境、 应对北极气候变化等行为ꎬ 应当由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一起联手合

作共同完成ꎮ 但是ꎬ 目前北极治理具有排他性ꎬ 如在北极理事会中ꎬ 主要成员是

北极八国ꎬ 原住民是永久参与者ꎬ 而其他非北极国家只能争取观察员身份ꎬ 对北

极事务只有参与权ꎬ 没有决策权ꎮ 中国在争取泛北极权益的过程中ꎬ 应当认清自

己扮演的角色ꎬ 在尊重北极国家的主权、 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及原住民权益的前提

下ꎬ 相互合作ꎬ 做到合作互信ꎬ 才能在泛北极权益的争夺中获取有利地位ꎮ

４ 适度原则

适度是一门艺术ꎬ 在任何时候ꎬ 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把握一个度ꎮ 中国在争取

泛北极权益的过程中也应当遵循适度的原则: 一是做到适度参与北极事务ꎬ 给自

己找准定位ꎻ 二是对北极航线资源、 渔业资源、 能源资源、 矿产资源、 海洋生物

资源等的开发和利用应当也把持一个适度的原则ꎬ 为北极的生态、 环境和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贡献一份力量ꎮ 只有在争取泛北极权益中把握住了度ꎬ 才能掌握主

动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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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程保志: «北极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法律与政策层面的思考»ꎬ 载 «国际观察»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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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争取泛北极权益的路径

以其他各国的北极战略作为参考ꎬ 结合中国实际状况ꎬ 为了维护和拓展我国

在北极地区的权益ꎬ 积极争取泛北极权益ꎬ 中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入手: 以

气候变化为切入点ꎬ 以相关组织为平台ꎬ 以科学考察为手段ꎬ 以共同利益为导

向ꎬ 以积极贡献为筹码ꎮ

１ 以气候变化为切入点

«北极气候反应: 全球性影响» 研究报告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ꎬ 显示北极

地区的气温升高速度惊人ꎬ 极有可能给沿海地区带来灾难性的洪水ꎬ 影响到全世

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生存和发展①ꎬ 这也必然会给中国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影响ꎮ
因此ꎬ 中国可以从北极气候变化的角度切入到北极事务处理中ꎮ 事实上ꎬ 中国也

正在逐步实践和印证这一观点ꎬ 如中国第四次北极科考主要开展的是对北极海冰

快速变化与海洋生态系统响应的研究ꎬ 主要以气候变化为着眼点②ꎮ 气候变化相

关的事务是属于低敏感度领域③ꎬ 中国以气候变化为切入点ꎬ 关注北极气候变化

并积极参与气候变化框架合约ꎬ 不至于引起北极国家对中国的误解ꎬ 并能够体现

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ꎬ 有助于缓解并消除北极国家对中国争取泛北极权益的戒

备ꎬ 从而使北极国家更好地包容中国的积极参与ꎮ 因此ꎬ 气候变化是最佳的争取

切入点ꎮ

２ 以相关组织为平台

与北极相关的组织有北极理事会、 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 北极区域海道

测量委员会等ꎮ 其中ꎬ 北极理事会是北极多边治理的重要平台ꎬ 主要致力于

保护北极地区的环境ꎬ 促进该地区在经济、 社会和福利方面的持续发展ꎮ
２０１３ 年中国与印度、 意大利、 日本、 韩国和新加坡一同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

观察员国ꎮ 北极理事会在北极治理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ꎬ 例如ꎬ 其主要

关注点在环保和发展ꎬ 且对成员国没有强制性的法律约束ꎬ 非北极国家只能

取得观察员身份ꎬ 没有常设的独立秘书处以及缺乏资金来源等④ꎬ 因此ꎬ 中

国应当利用好北极理事会的平台ꎬ 更多参与北极各方面的事务ꎬ 并致力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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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保志: «北极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法律与政策层面的思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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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问题　

善和巩固北极理事会在治理北极事务中的职能ꎮ 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属于非

政府机构ꎬ 宗旨是进行科学、 交流与协调ꎬ 中国在 １９９６ 年派代表团出席了

北极科学委员会会议并成为正式成员国ꎬ 因此ꎬ 中国应当加强在科考方面的

力度ꎬ 借助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这个平台ꎬ 尽可能多地争取在科考方面的泛

北极权益话语权ꎮ

３ 以科学考察为手段

依据 «公约» 与 «斯约»ꎬ 中国在北极地区拥有科学考察权益ꎬ 中国应当充

分利用这些条约赋予的权利加强对北极地区的科考力度ꎬ 目前中国的北极活动也

主要集中在科学研究方面ꎮ 中国在争取泛北极权益过程中ꎬ 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北

极地区的科学考察ꎬ 加强对北极地区的了解ꎬ 为参与北极开发和治理培养所需的

科技人才ꎬ 以及做好充分的知识储备工作ꎬ 为我国开发和利用北极资源提供基础

资料ꎬ 为我国争夺泛北极权益提供科学依据ꎮ

４ 以共同利益为导向

中国在争取泛北极权益时应当以寻求与北极国家、 非北极国家及原住民组织

等之间的共同利益为导向ꎬ 避免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ꎮ 中国应当综合推进与北极

国家的合作ꎬ 在紧密关注北极地区的经济利益的同时ꎬ 也不能忽视北极地区的政

治意义、 军事价值等ꎬ 应加强与北极国家的经济合作、 政治合作、 文化交流合作

等ꎻ 在加强与北极国家合作的同时ꎬ 联合非北极国家一起为治理北极生态和进行

环境保护而努力ꎬ 在合作中不断寻找共同利益ꎻ 加强与原住民组织的合作ꎬ 特别

是在科考、 北极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ꎬ 积极争取原住民的帮助ꎬ 尊重原住民

权益ꎬ 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ꎮ

５ 以积极贡献为筹码

北极八国在泛北极权益争取中的优势地位时刻提醒着我们ꎬ 地理位置在争

取权益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ꎬ 但地理位置因素并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ꎮ 各国对

北极的经济发展、 文化交流、 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ꎬ 也可以作为争

取泛北极权益的筹码ꎮ 因此ꎬ 对于争取泛北极权益的各个国家来说ꎬ 可以参照

地理位置的远近以及贡献率的大小来争取到更多更实在的泛北极权益 (如图 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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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各国家争取泛北极权益优劣势分析的四分象限图

资料来源: 李鹏: «海峡两岸的利益冲突及对共同利益的寻求»ꎬ 载 «台湾研究集刊»
２００１ 年第 ３ 期ꎮ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 属于 “近北极国家” 且 “贡献大” 在争取泛北极权益上

有 １ 级优势ꎬ 属于 “远北极国家” 且 “贡献大” 有 ２ 级优势ꎬ 属于 “近北极国

家” 但 “贡献小” 具有 ３ 级优势ꎬ 属于 “远北极国家” 且 “贡献小” 在争取泛

北极权益方面最不具有优势ꎮ 图 １ 表明ꎬ 在某种程度上ꎬ 对北极做出的贡献越大

就能越得到相应的泛北极权益ꎮ 印度和中国的地理位置相比ꎬ 应当属于 “远北极

国家” 的行列ꎬ 但印度考虑到气候变化及其国家战略需求ꎬ 采取了介入北极事务

的实质性政策实践ꎬ 使得印度在北极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ꎬ 充分印证了贡献越大

则在争取北极相关权益过程中就越有话语权①ꎮ 因此ꎬ 中国在争取泛北极权益过

程中应多做贡献ꎬ 做到权责统一ꎬ 以便争得更多的话语权ꎮ
(责任编辑　 张红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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