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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疆域是一个使用广泛但却含义有待明确的词汇ꎬ 疆域的内涵

与边疆界定目前仍是疆域学的重要研究问题之一ꎮ 通常来说ꎬ 对于疆域问题的研

究ꎬ 主要注重于解释国家的地理空间范围ꎮ 其实ꎬ 疆域的概念不仅仅限于国家的

角度ꎬ 国际区域也有其疆域ꎮ 因此ꎬ 北极疆域的概念是成立的ꎬ 而且北极疆域的

范围在历史上是变动的ꎬ 在未来也有变迁的趋势和可能ꎮ 为此ꎬ 本文以边疆构建

论为切入点ꎬ 提出北极疆域问题ꎬ 以历史视角分析北极疆域的历史变迁规律与现

状ꎬ 探讨北极政治、 经济、 文化、 交通疆域的发展趋势ꎬ 借以为北极问题的后续

研究提供新的角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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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ꎮ

随着北极海冰的加速融化ꎬ 北极由 “冷” 变 “热”ꎬ 北极事务不再只涉及传

统意义的北极国家ꎮ 然而ꎬ 北极疆域的范围如何界定? 北极疆域将如何演化? 这

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ꎮ
北极疆域概念和视角的引入是有根据的ꎬ 对于特定的空间范围ꎬ 疆域学早已

开展了深入的研究ꎬ 其中ꎬ 疆域构建论对于北极疆域的界定提供了借鉴ꎮ 纵观历

史发展ꎬ 北极疆域在不断发生变迁ꎬ 而北极疆域演变研究可以抨击 “北极是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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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北极” 的观点ꎬ 有利于中国更加合理合法地介入北极事务ꎮ

一　 疆域的概念界定

疆域一词在中国最先起始于先秦ꎬ «说文» 将 “疆” 释义为从田ꎬ 三其界画

也ꎮ «诗小雅信南山» 有 “中田有庐ꎬ 疆场有瓜”ꎬ 其中疆场为田界ꎬ 进而

可引申为国界ꎮ «尚书泰誓» 中ꎬ “我武惟扬ꎬ 侵于之疆”ꎬ «孟子滕文公下»
中 “出疆必载质”ꎬ «礼记曲礼» 中 “出疆必请”ꎬ «左传成公十三年» 中

“荡摇我边疆”ꎬ 其中 “疆” 均可作 “国界” “边界” 的意思ꎮ «周礼大司徒»
中 “制其畿疆而沟封之”ꎬ “疆” 可理解为疆域、 疆地等ꎮ 现代汉语中 “疆” 的

含义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ꎬ 始终保留着地域、 领域、 边界等意思ꎮ «说文» 将

“域” 释义为 “同本义域ꎬ 邦也”ꎬ 按其解释ꎬ “域” 就是疆界、 境地、 范围的意

思ꎬ 还可指代邦国、 封邑ꎮ «集传» 中 “域ꎬ 封境也”ꎬ 就是疆界、 境地的意思ꎮ
«荀子议兵» “可谓入其域矣”ꎬ «汉书韦元成传» “以保尔域”ꎬ «诗商

颂玄鸟» “肇域彼四海” 等ꎬ “域” 体现为有范围的地域之意ꎬ 其本意也沿用

至今ꎬ 我们常讲区域、 地域、 领域等①ꎮ 在国外语言体系中ꎬ 疆域意为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ｄｏｍａｉｎ、 рубеж、 ｔｅｒｒｉｔｏｉｒｅ 等ꎬ 大致为国家的国土、 领土、 领域、 边界等ꎮ

随着近代中国疆域大讨论浪潮的开展ꎬ 在疆域学与边疆学中ꎬ 普遍将疆域定

义为一个政治性地理空间ꎮ 在政治地理中ꎬ “疆” 表示政权或政治实体的边界ꎬ
即政权间的界线ꎬ “域” 即政权管辖或权力所拥有、 所行使的空间范围②ꎮ 因此ꎬ
“疆域” 成为更具法理依据的统治范围ꎬ 国家、 区域的疆域具有了明确的地理空

间范围ꎬ 成为国家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ꎬ 具有明显的 “国家属性”ꎮ
然而ꎬ 在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拓展和国家自身不断发展变化的双重作用下ꎬ 国

家的疆域也处于变化之中ꎬ 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呈现不同的形态ꎮ 国家疆

域的形成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两个因素的深刻影响: 一是国家形态ꎬ 二是人类

活动的范围③ꎮ 一方面ꎬ 国家自身的发展和变迁ꎬ 即国家主权体制的形成对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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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根本性的影响ꎮ 主权国家建立后ꎬ 国家的疆域就成为主权管辖的空间范围ꎬ
即领土ꎮ 另一方面ꎬ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ꎬ 国家疆域呈现出由陆地到海洋、
由地球表面到太空以及深海和地底、 由平面到立体的发展趋势ꎬ 从而形成了陆地

疆域、 海洋疆域、 空中疆域、 太空疆域、 底土疆域等形态①ꎮ 因此ꎬ 疆域含义更

加广泛ꎬ 不再局限于狭隘的领土范围ꎬ 战略新边疆也层出不穷ꎬ 其中极地、 深

海、 网络、 外空等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焦点———新疆域②ꎮ
在疆域研究中ꎬ 边疆亦是学者讨论的关注点之一ꎮ 边疆的界定对疆域的概

念、 范围等基础含义的界定有显著的影响ꎮ 国家疆域的定型与边疆的塑造ꎬ 使得

国家属性凸显ꎬ 但边疆不完全只是地理空间的涵义ꎬ 民族文化、 社会经济内涵也

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ꎮ 周平在 «国家的疆域: 性质、 特点及形态» 一文中对此

进行了严谨细致的论述ꎮ 老一辈边疆研究学者顾颉刚、 吴文藻、 胡耐安等至当代

研究学者马大正、 刘逖、 王恩涌等ꎬ 认为边疆具有地理偏远与文化殊异的双重特

征③ꎮ 地理空间的边远性只是边疆构成的一个必要条件ꎬ 边疆之所以成为边疆ꎬ
还必须具备区域空间的异质性④ꎮ 综合前人对边疆的讨论ꎬ 边疆作为区别疆域之

间边缘范围的概念ꎬ 可涵盖政治、 经济、 军事、 人文等多方面的殊意ꎬ 如若进行

细致性的划分ꎬ 疆域的概念亦可引申出政治疆域、 经济疆域、 文化疆域等诸如此

类的异质性疆域ꎮ
在边疆与疆域的研究中ꎬ 近代演化形成了两大基本理论即 “边疆构建论”

与 “边疆实在论”ꎮ “边疆建构论” 早期以拉铁摩尔为代表ꎬ 新近则以周平及何

明为主要代表ꎮ “边疆建构论” 的典型表述为: 边疆是主客观的产物和结果ꎬ 是

国家对疆域边缘特殊性区域进行认定并展开差异化治理的结果⑤ꎮ “边疆实在论”
以 “边疆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不是主观建构” 为立论基点ꎬ 从国家主权、 边界和

边疆功能等角度展开学理自证ꎬ 认为边疆并不是 “主观建构的产物”ꎬ 而是一种

“客观存在的实体”⑥ꎮ 朱碧波等人对两者进行了细致论证ꎬ 指出 “边疆建构论”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周平: «全球化时代的疆域与边疆»ꎬ 载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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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否认边疆地理属性的自明性ꎬ 而是在承认边疆地理属性的基础上更加聚焦国

家政治力量对边疆的建构和型塑ꎮ “边疆建构论” 与 “边疆实在论” 是从不同角

度对边疆复杂面相进行观照的理论产物ꎬ 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ꎬ
而是一种兼容共生的关系①ꎮ “边疆构建论” 中构建二字ꎬ 并不是说疆域和边疆

的概念或范围是空想而形成的ꎬ 构建是对国家疆域的形塑与提炼ꎮ 构建论的延展

也表现出疆域的概念并非仅仅局限于地理空间范围ꎬ 诸如政治疆域、 经济疆域、
交通疆域等都是 “边疆构建论” 的重要部分ꎮ

综上ꎬ 疆域是具有复杂形态的立体性结构ꎬ 并非一种纯粹的自然地理空间ꎬ
而是由国家或相当于国家的区域等占有和控制的空间范围ꎮ 新疆域和边疆理论的

产生和发展推动了疆域的发展变化ꎬ 致使疆域产生多种形态和多样表现方式ꎮ 疆

域的概念并未拘泥于固化的地理空间范围ꎬ 极地疆域、 太空疆域、 战略疆域、 网

络疆域等实体或非实体疆域成为新的研究领域ꎬ 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已延展至政

治、 经济、 文化、 交通、 军事等领域ꎮ

二　 北极疆域概念的提出

无论是海洋、 外空、 极地抑或网络空间ꎬ 每一类新疆域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

着所有权不明确的问题———这是谁的疆域? 是 “公有地” 还是 “无主地”? 尽管

国际社会广泛认为ꎬ 新疆域的绝大部分都属于 “全球公域”ꎬ 为全人类共同所

有ꎬ 但在实践中ꎬ 新疆域常常被视为 “无主地”ꎬ 有能力的大国竞相争占ꎬ 或增

加其在某一公域的实质性存在以扩大本国的影响力ꎬ 甚至衍生出 “先入为主、 先

行为法” 的霸权游戏规则②ꎮ 探究疆域在历史阶段中如何形成了新疆域ꎬ 新疆域

如何变迁ꎬ 成为中国面对新疆域采取何种姿态去争取合法权益的关键性问题ꎮ
北极是人类共有的财富ꎬ 北极事务不再单单只涉及环北极国家ꎬ 非北极国家

在北极问题的处理上也应该具有话语权ꎮ 北极地区一旦实现商业通航、 能源资源

大规模开发ꎬ 定会对当今世界产生重要影响ꎮ 加之北极辐射到的国家或地区具有

广泛性ꎬ 北极新疆域的开发合作与治理需要更多的参与主体ꎬ 而北极疆域的历史

变迁成为各国参与北极治理的客观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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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作为地理区域范围ꎬ 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相对应的政治属性ꎬ 即具有一

定的政治地理范围ꎮ 如前所述ꎬ 疆域是具有复杂形态的立体性结构ꎬ 并非一种纯

粹的自然地理空间ꎬ 而是受多方因素的共同影响ꎮ 诸多因素导致北极疆域在历史

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变迁状态ꎮ 目前北极理事会以及北极八国主导的国际

组织把北极视为一个政治区域概念ꎬ 不符合现阶段北极的全球治理ꎬ 限制或阻碍

了北极域外国家对北极事务的义不容辞责任和义务ꎬ 严重影响了北极的全球治理

进程ꎬ 也不利于中国的北极权益获取ꎮ 因此ꎬ 简单地将北极疆域认定为北冰洋或

环北极国家ꎬ 不符合疆域理念本身的主旨ꎬ 不利于北极地区的开发与合作ꎬ 更不

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ꎮ
笔者的前期研究———大北极及大北极国家网络ꎬ 是对北极疆域研究的一个尝

试ꎬ 也能够为北极疆域演变趋势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ꎮ 大北极国家是指在空间、
资源、 人文、 经济、 政治等诸多方面与北极关系密切的北半球国家ꎮ 大北极国家

构成的外围界线的向北范围ꎬ 直至北极点的区域称为大北极①ꎮ 然而ꎬ 北极疆域

与大北极并非同一概念ꎬ 北极疆域是北极的客观空间范围ꎬ 即北极这一地理空间

范围所能控制、 影响或辐射的空间范围ꎬ 受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产生变迁ꎮ 北极

疆域以疆域构建论为切入点ꎬ 将原有的国家疆域研究手段推及至北极疆域的研

究ꎬ 以北极疆域变迁的客观历程为基础ꎬ 探寻北极疆域的变迁规律及未来演变

趋势ꎮ
同时ꎬ 北极疆域与国家疆域具有一致性ꎮ 北极疆域同国家疆域都是变动着的

存在ꎮ 国家疆域的形成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两个因素的深刻影响: 一是国家的

形态ꎬ 二是人类活动的范围ꎮ 北极疆域亦受到北极自然环境的影响ꎬ 目前全球气

候的变化影响到北极疆域的变迁ꎻ 各参与国家的探索活动也进一步拓展了北极疆

域ꎮ 其次ꎬ 国家疆域与北极疆域都具备多种表现形式ꎬ 国家疆域有地理疆域和非

地理疆域、 主权疆域与非主权疆域等ꎬ 北极疆域也涵盖北极政治疆域、 北极经济

疆域、 北极交通疆域和北极文化疆域等ꎮ 再次ꎬ 对于疆域的控制ꎬ 其目的都是实

现疆域的治理ꎮ 北极被世界各国普遍认为是新时期的战略疆域ꎬ 对北极的研究更

多地集中于如何实现北极治理ꎬ 北极疆域的研究将对北极的全球治理提供崭新思

路ꎮ 总之ꎬ “北极疆域” 符合并遵循 “边疆构建论” 的理论框架: 北极疆域与国

家疆域的形成与存在前提趋于同质ꎮ 国家占据或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就是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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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域ꎻ 但是ꎬ 北极并不是自然形成的ꎬ 它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管理社会的政治形

式ꎮ 将国家的概念加以延伸ꎬ 北极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区域ꎬ 北极疆域的提出也

就带来一种新的北极治理理念ꎮ

三　 北极疆域的变迁

全球气候变暖ꎬ 导致北极问题由 “冷” 变 “热”ꎮ 各国为争夺北极权益ꎬ 积

极参与北极治理ꎬ 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ꎮ 现阶段ꎬ 许多非北极国家已积极参与北

极事务ꎬ 并在北极治理的相关问题上逐渐具备话语权ꎮ 中国及其他五国于 ２０１３
年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ꎬ 一方面说明北极治理等相关问题需要国际协调

与合作ꎬ 另一方面也表明北极疆域正发生着变迁ꎬ 这也正是北极疆域提出的一个

重要现实依据ꎮ
目前ꎬ 对于北极地区范围的通常理解是指北纬 ６６°３４′ꎬ 即北极圈以北的区

域ꎬ 主要包括北冰洋、 格陵兰岛与冰岛环绕的岛屿ꎬ 以及亚洲、 欧洲、 北美洲的

北方大陆苔原带和部分泰加林带ꎬ 这个区域归属于 ８ 个北极国家ꎬ 北冰洋则属于

国际公共海域ꎮ 北极疆域早期主要由原住民、 土著民等部落所占据ꎬ 即主要围绕

在上述北极圈以内ꎬ 缺少完备的疆域异质元素特质ꎬ 是较为简单的、 封闭的区

域ꎬ 发展相对滞后ꎮ 而且ꎬ 北极受自然、 经济等因素的影响ꎬ 很长时间并未受到

世界应有的重视ꎬ 人类的活动及认知范围并未有效地涉及北极ꎮ 因此不可否认ꎬ
早期的北极疆域就是简单的空间疆域范畴ꎮ

然而ꎬ 进入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ꎬ 此归类划分方式就显得太过武

断了ꎬ 北极疆域范围不可只以地理空间作为唯一衡量因素ꎮ 就北极疆域这一特殊

疆域的属性来看ꎬ 在人类涉及北极疆域的历史进程中ꎬ 北极疆域产生了诸多典型

性的历史变迁ꎮ 北极疆域范围从原始社会的原始开发过渡至现阶段的综合开发利

用模式ꎬ 由原本的自然属性过渡到社会属性ꎬ 参与主体由单一的土著民拓展至全

人类ꎬ 致使笼统研究北极疆域及其变迁ꎬ 已经不能准确地把握北极异质性疆域的

变迁规律、 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ꎮ 基于此ꎬ 本文总结北极疆域的异质性与特殊

性ꎬ 并结合参与主体的不同ꎬ 认为北极疆域的变迁研究视角可从北极政治疆域、
北极经济疆域、 北极文化疆域、 北极交通疆域四个视角展开ꎮ

(一) 北极政治疆域

政治疆域主要是从政治视角对疆域进行界定ꎬ 它与区域内国家权力和利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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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因素相关ꎮ 传统的政治疆域一般是指被当作边界来使用的疆域ꎬ 即领土疆域

的概念ꎮ 北极政治疆域参照传统意义上的疆域概念ꎬ 延伸至北极政治治理的范

围ꎮ 北极政治疆域受北极圈范围内的国家或地区的政体、 政策、 冲突、 战争、 制

度等ꎬ 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的思想观念与行事动机的影响发生变迁ꎬ 在历史演进过

程中表现出特定的历史规律ꎮ
北极政治疆域早期主要由北极范围内的国家政权组成ꎬ 大致为国家的政权领

土ꎮ 随后受国家间的战争、 经济利益争夺等因素的推动产生变迁ꎮ 最早期ꎬ 北极

的政治疆域主要由原住民所掌控ꎬ 主要集中于北极圈内的原住民聚集地ꎬ 呈现原

始部落的特征ꎬ 发展变迁过程较为迟缓ꎮ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ꎬ 中国元朝、 明朝等

时期的地理版图也曾进入到北极疆域的范围ꎮ 进入维京时代ꎬ 北极圈内主要受维

京北欧海盗的管控ꎬ 随后交替出现掠夺、 杀戮与侵占ꎬ 进而形成独立王国ꎬ 其主

要属于现在的挪威、 瑞典和丹麦ꎮ 随后ꎬ 北欧海盗的目光主要瞄向传统的欧洲大

陆地区ꎬ 北极地区并未受到足够重视ꎬ 因而北极政治疆域的发展呈现出混乱、 波

动的特点ꎮ 此时期ꎬ 北极政治疆域的主导国家主要是俄国、 瑞典和丹麦ꎮ
进入到大航海时代 (地理大发现时期)ꎬ 北极疆域发生显著变迁ꎬ 受东方利

益的吸引ꎬ 人类的关注点偏向航线开辟ꎮ 例如ꎬ １５００ 年葡萄牙人考特雷尔兄弟

成为 “西北航线” 的首批探索者ꎻ １５９４ 年荷兰人巴伦支展开了三次北极航行并

发现斯匹次卑尔根岛ꎮ 此时的殖民与侵略浪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北极政治疆

域ꎬ １４ 世纪末丹麦领导瑞典、 挪威组成卡尔马联盟ꎬ １２６２ ~ １９１８ 年冰岛成为挪

威的一部分ꎬ １５ 世纪形成统一的俄罗斯国家ꎬ １６ 世纪英法殖民者入侵加拿大ꎮ
在随后的变迁过程中ꎬ 北极政治疆域的主导权主要围绕在英国、 丹麦、 瑞典及俄

罗斯之间ꎮ
美国于 １８６７ 年从俄国购买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ꎬ 北极政治疆域的变迁进

入第三阶段ꎮ 沙皇俄国和英帝国崛起ꎬ 北极政治领域主导权国家发生转变ꎬ 北极

的疆域和领土不断拓展ꎮ 第一阶段ꎬ 海盗兴起、 战争侵略、 殖民掠夺等是北极政

治疆域重要的变迁动力ꎮ 第二阶段ꎬ 地理大发现、 航线探索及经济利益是北极政

治疆域变迁的主要推手ꎮ 而第三阶段的北极政治疆域主要集中于英国、 丹麦、 瑞

典、 俄罗斯、 美国等国家之间ꎮ
进入 ２０ 世纪以来ꎬ 现代意义上的北极政治疆域初步得以确定ꎮ 第一ꎬ 第二

次世界大战及民族独立运动形成了现阶段的北极八国ꎬ 即加拿大、 丹麦、 芬兰、
冰岛、 挪威、 瑞典、 俄罗斯、 美国ꎬ 构成了现代意义的特殊北极疆域范围ꎮ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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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 １９３１ 年的威斯敏斯特法案和 １９８２ 年的加拿大宪法逐步巩固了加拿大的独立

地位ꎻ 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芬兰共和国宣布独立ꎻ １９１８ 年冰岛宣布独立并在 １９４４ 年成

立共和国ꎻ 挪威于 １９０５ 年宣布独立ꎮ １９２０ 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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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签订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行政状态条

约ꎬ 即斯瓦尔巴条约ꎮ １９２５ 年ꎬ 中国、 苏联、 德国、 芬兰、 西班牙等 ３３ 个国家

也加入了该条约ꎬ 成为斯瓦尔巴条约的协约国ꎮ 各主权国家的疆域确定及斯瓦尔

巴条约的签订ꎬ 奠定了当今的北极政治疆域格局ꎮ 在此期间ꎬ 加拿大、 俄罗斯、
美国等北极大国也对北极的领土主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ꎬ １９０７ 年加拿大首先提

出依据 “扇形理论” 划分北极地区①ꎬ １９２６ 年苏联对 “扇形理论” 积极响应ꎮ
其他北极国家之间也存在领土、 海洋权益等争端ꎬ 如加拿大与丹麦的汉斯岛之

争、 丹麦与挪威的格陵兰岛之争等ꎮ 但总体上讲ꎬ 这一阶段以来的北极政治疆域

变迁进入到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ꎮ 可见ꎬ 北极国家间的领土主权争夺仍是北极政

治疆域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ꎮ
进入到新时期ꎬ 在未涉及领土主权的其他政治疆域问题上疆域范围呈现扩大

的倾向ꎮ １９９６ 年ꎬ 由美国、 加拿大、 俄罗斯、 挪威、 瑞典、 丹麦、 芬兰、 冰岛

等八个领土处于北极圈的国家组成北极理事会ꎻ ２０１３ 年ꎬ 意大利、 中国、 印度、
日本、 韩国和新加坡等北极域外国家成为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②ꎮ 非北极国家也

正式涉及北极政治领域ꎬ 合作的趋势尤显突出ꎮ 因此ꎬ 新时期的北极政治疆域扩

展至包含环北极八国在内的意大利、 中国、 印度、 日本、 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ꎮ

(二) 北极经济疆域

经济疆域是从经济视角对疆域的界定ꎬ 相当于某区域的经济领土ꎬ 它是指由

区域拥有、 控制或管理的人员及其货物、 资本可在其中自由流动的地理范围ꎮ 其

中ꎬ 北极经济疆域主要指北极地区经济活动所达到的综合区域ꎮ 北极经济疆域变

迁受历史上北极范围内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驱动ꎬ 北极对外经济的发展

及经济贸易形势的变化波及其范围和核心区域ꎬ 从而推动北极经济疆域变迁ꎮ 其

中ꎬ 经济事件、 经济政策、 经贸协议、 经济制度以及与北极之外国家或地区的经

贸关系成为北极经济疆域变迁的重要推动力ꎮ
北极经济疆域早期发展较为缓慢ꎬ 主要集中于北极圈内原住民的商品贸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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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围绕于加拿大、 丹麦、 芬兰、 冰岛、 挪威、 瑞典、 俄罗斯等北极圈内国家ꎬ 环

北极国家的国内商品贸易占据较大的比重ꎮ 进入大航海时代ꎬ 北极经济疆域范围

的扩大初见端倪ꎮ １３ 世纪ꎬ 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撰写 «马可波罗

行纪»ꎬ 经济利益激起了西方人探索北极航线的热情ꎮ 北极经济疆域随着东北航

线与西北航线的打通ꎬ 由原本的北极地区初步拓展至经济较为发达的欧亚地区ꎮ
随后ꎬ 沙皇准许英国船舶来俄罗斯北方港口经商ꎬ 荷兰白海商业公司开展与北冰

洋沿岸狩猎者的商品贸易ꎬ １７ 世纪的捕鲸潮将北极疆域拓展至新的领域ꎮ 同时ꎬ
欧洲的英国、 荷兰、 西班牙、 葡萄牙等国家依靠强大的海军、 发达的经济基础成

为欧洲地区重要的北极经济疆域国家ꎬ 亚洲的中国依靠巨大的经济优势ꎬ 如黄

金、 丝绸、 陶瓷、 香料等ꎬ 成为重要的亚洲北极经济疆域国家ꎮ 但受制于航海技

术、 船舶建造技术等条件的限制ꎬ 北极经济疆域的涵盖范围仍相对较小ꎬ 且对世

界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微乎其微ꎮ 因而ꎬ 第二阶段的北极经济疆域可认为在是第一

阶段的基础上ꎬ 增加了英国、 荷兰、 西班牙、 葡萄牙、 中国、 美国等国家ꎬ 主要

受航线探索与世界海运的影响ꎬ 涵盖范围拓展至北极东北、 西北航线的沿线国家

的沿海地区ꎮ
进入到当今时代ꎬ 人类可触及的范围不断扩大ꎬ 加之全球气候不断变暖ꎬ 致

使北极经济疆域的范围进一步扩大ꎬ 且对世界经济的作用不容忽视ꎮ 世界经贸格

局已形成了北美、 欧洲、 亚洲三足鼎立的局面ꎬ 世界主要的贸易经济体大都环绕

在北极地区附近ꎬ 因而ꎬ 围绕北极地区所形成的经济贸易往来关系基本与世界主

流经济贸易联系相一致ꎮ 当前围绕北极地区已经形成了三个突出的重要区域板

块———北美自由贸易区、 欧盟自由贸易体、 中日韩及东盟东亚贸易体ꎬ 三大区域

贸易体已经占据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七成以上ꎮ 总之ꎬ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ꎬ
加之全球环境变化以及资源勘探与开采、 航运技术发展的助推ꎬ 现阶段北极经济

疆域的范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ꎮ 受北极航线通航的影响ꎬ 其范围拓展至主要

的北半球经济体之间ꎬ 即以北极八国出口贸易额占该国 ＧＤＰ 比重大于 １５％与北

极八国的贸易额占本国贸易额大于 １５％ 为指标ꎬ 环北极八国与爱沙尼亚、 立陶

宛、 荷兰、 瑞士、 波兰、 白俄罗斯、 英国、 爱尔兰、 拉脱维亚、 马耳他、 中国、
哈萨克斯坦、 阿塞拜疆、 蒙古等国构成了第三阶段北极经济疆域ꎮ

(三) 北极文化疆域

依据文化的含义ꎬ 文化疆域为国家或地区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文化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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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文化的总和ꎮ 受北极这一特殊区域的影响ꎬ 北极文化疆域的含义将不仅局限于

语言文字、 宗教风俗及风土人情等传统文化的范畴ꎬ 更涵盖旅游、 科学考察、 环

境资源开发与保护等非政治经济领域ꎮ 其中ꎬ 北极文化疆域随着北极地区人口的

流动、 经济科技的发展、 民族融合发展以及国家间外交关系的发展而变迁ꎬ 其范

围和核心区域也在不断发生改变ꎮ
北极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长期居住在北极地区的人口稀少ꎬ 北极地区的社会

文化历史发展较为简单、 落后且封闭特征明显ꎮ 构成北极地区社会文化的主体人

群为分布在北极圈的鄂温克人、 因纽特人、 库雅特人、 涅涅茨人、 汉特人、 楚科

奇人等①ꎮ 北极文化疆域复杂且特殊ꎮ 早期原住民的社会文化较为单一ꎬ 没有货

币、 文字ꎬ 北极文化疆域仍具有原始部落的特点ꎮ 相反ꎬ 世界其他地区已发展出

现代政治和现代文化萌芽ꎬ １４ 世纪欧洲已出现文艺复兴ꎬ 世界文化快速发展ꎮ
北极文化疆域受限于地理环境的制约ꎬ 发展缓慢且相对落后ꎮ 直到 １５ ~ １６ 世纪

后ꎬ 西方航海家探索北极航线ꎬ 将世界外部文化带入北极ꎬ 同时形成的文化交

流ꎬ 才使得北极区域文化得以被世界认识ꎮ 然而ꎬ 北极文化疆域受外界干扰影响

发生突变ꎬ 引起北极地区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ꎬ 外部疾病的入侵也导致原住民人

口锐减ꎮ 此阶段ꎬ 北极文化疆域的变迁复杂多变ꎬ 影响范围虽有所扩大ꎬ 主要集

中于环北极八国ꎮ 然而ꎬ 受外部文化、 疾病入侵等因素的影响ꎬ 北极核心文化疆

域又相对缩减ꎬ 总体上呈现出范围有所扩大而实质遭受破坏的特征ꎮ
就现阶段北极文化疆域来看ꎬ 北极地区地广人稀ꎬ 陆地面积约 ８００ 万平方公

里ꎬ 分属于八个北极国家ꎮ 人口分布极不均衡ꎬ 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或城

镇ꎮ 以北极国家的北极行政区域为统计范围ꎬ 北极地区现有人口约 ９００ 万ꎬ 主要

分布在北极国家的北纬 ６０°以北地区ꎮ 北极地区原住民 ２００ 多万人ꎬ 地域分布范

围广ꎬ 其中俄罗斯境内原住民的数量最大ꎬ 约占总人数的 ８６％ ꎬ 北美地区占

９％ ꎬ 北欧地区占 ５％ ꎮ 北极原住民人口规模较小ꎬ 在数量上不占优势ꎬ 但根据

相关国际法及北极国家相关规定ꎬ 原住民及其团体在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享有特

殊权利ꎬ 在土地使用、 产业活动等领域也享有特殊地位ꎮ 此外ꎬ 北极原住民为了

提升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ꎬ 还形成了诸多非政府组织ꎬ 尤其是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北极地区原住民非政府组织数量激增ꎬ 并且具有明显的跨国式发展趋势ꎮ 目前共

有 ６ 个原住民组织被北极理事会接受为永久参与方ꎬ 分别是萨米理事会、 因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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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北极圈理事会、 俄罗斯北方土著人民协会、 阿留申人国际协会、 哥威迅国际理

事会以及北极阿萨巴斯卡人理事会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随着近些年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气候变暖的影响ꎬ 北极原住

民社区及其生活方式在内外压力下处于变迁之中ꎬ 北极居民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

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改变ꎮ 域外国家也参与到北极文化建设中ꎬ 北极旅游成为域

外国家参与了解北极文化的重要途径ꎬ 北极科学考察成为域外国家参与北极文化

建设的落脚点ꎮ 总之ꎬ 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ꎬ 北极文化疆域在曲折中发展ꎬ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ꎬ 范围呈现扩大趋势ꎬ 但是北极核心文化疆域正逐步缩

减ꎬ 且逐步转向旅游、 科学考察等领域ꎮ 北极文化疆域变迁ꎬ 参照前期大北极的

人文距离指标ꎬ 主要体现在北极地区科学考察、 北极气候及关心北极原住民发展

等方面ꎬ 北极文化疆域国家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ꎬ 增加了 ５５ 个国家ꎬ 即德国、
英国、 保加利亚、 爱沙尼亚、 法国、 马耳他、 马其顿、 波兰、 法罗群岛、 摩纳

哥、 捷克、 奥地利、 匈牙利、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希腊、 荷兰、 爱尔兰、 卢

森堡、 塞尔维亚、 白俄罗斯、 摩尔多瓦、 黑山、 拉脱维亚、 西班牙、 克罗地亚、
立陶宛、 葡萄牙、 罗马尼亚、 比利时、 意大利、 瑞士、 阿尔巴尼亚、 安道尔、 列

支敦士登、 圣马力诺、 梵蒂冈、 乌克兰、 中国、 日本、 韩国、 土耳其、 土库曼斯

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阿富汗、 以色

列、 蒙古、 阿塞拜疆、 黎巴嫩、 亚美尼亚、 摩洛哥和突尼斯ꎮ

(四) 北极交通疆域

交通疆域是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交通可达范围及交通联系的核心范围和

区域ꎮ 交通疆域随着交通工具、 交通方式、 交通技术等发展而发展变化ꎬ 其范围

和核心区域也会发生改变ꎮ 相应地北极圈范围内国家或地区的交通事件、 交通政

策、 交通方式、 交通线路等ꎬ 以及与北极之外国家、 地区、 民族的文化关系的变

迁ꎬ 形成了北极交通疆域变迁的历史发展规律ꎮ
早期北极交通疆域受限于封闭的地理环境ꎬ 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ꎬ 交通方

式也比较单一ꎮ 北极原住居民自身的交通方式主要集中于陆地运输或简单的海上

运输ꎬ 狗拉雪橇成为当时独特的交通运输方式ꎮ 因此ꎬ 北极交通疆域的范围主要

在北极圈以内或其沿线周边ꎬ 大致为北极圈内的国家与地区ꎮ 北极交通疆域在

１５ 世纪后迎来蓬勃发展期ꎬ 葡萄牙的考特雷尔、 荷兰的巴伦支、 英国的哈德孙、
丹麦的白令、 英国的帕瑞、 芬兰籍的瑞典海军上尉刘易斯潘朗德尔、 挪威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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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德阿蒙森等打通北极航线ꎮ 北极航线的探索与开通成为北极疆域发展的关

键节点ꎬ 北极交通疆域由原本的狭窄范围拓展至欧亚大陆的大范围区域ꎬ 实现了

北极交通疆域的历史性变迁ꎮ 但北极交通疆域的范围仍主要依赖海运ꎬ 而当时的

海运大多集中于欧亚大陆的沿海地区ꎬ 并未形成综合运输体系ꎬ 第二阶段的北极

交通疆域增加了英国、 荷兰、 西班牙、 葡萄牙、 中国、 美国等航运大国ꎮ
现阶段ꎬ 随着交通运输的延展性ꎬ 北极地区所形成的交通运输的范围远远超

出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北极地区ꎬ 已经延伸到更大的范围ꎬ 所依赖的交通方式也拓

展至现代公路、 铁路、 海运、 航空以及管道运输ꎮ 北极航线成为连接东北亚与北

美、 北欧的新交通贸易合作走廊ꎬ 进一步影响了世界贸易格局①ꎮ 就目前阶段来

看ꎬ 北极交通疆域的范围已初步延展至世界各个地区ꎬ 其中北美洲、 亚洲、 欧洲

最为突出ꎮ 第一亚欧大陆桥、 第二亚欧大陆桥、 第三亚欧大陆桥、 北美横贯东西

铁路线等将大北极范围内的铁路网融为一体ꎬ 北美油气运输管道、 “北溪 － １”、
“北溪 － ２”、 中俄原油管道、 西气东输管道等将北极管道交通融为一体ꎬ 欧洲国

际公路网、 亚洲公路网、 北美洲 －泛美公路线等将北极公路运输融为一体ꎬ 现代

综合运输网络将原本的北极交通疆域拓展至亚欧大陆的内部地区ꎮ 第三阶段北极

交通疆域变迁依据近年来货物进出口总额划分标准进行圈定ꎬ 扩展至 ４６ 个国家ꎬ
即美国、 加拿大、 中国、 日本、 韩国、 土耳其、 伊拉克、 伊朗、 哈萨克斯坦、 约

旦、 土库曼斯坦、 黎巴嫩、 德国、 荷兰、 法国、 英国、 意大利、 白俄罗斯、 西班

牙、 冰岛、 瑞士、 乌克兰、 波兰、 瑞典、 捷克、 挪威、 芬兰、 丹麦、 爱尔兰、 斯

洛伐克、 葡萄牙、 罗马尼亚、 匈牙利、 希腊、 斯洛文尼亚、 立陶宛、 拉脱维亚、
保加利亚、 卢森堡、 奥地利、 爱沙尼亚、 塞尔维亚、 波黑、 俄罗斯、 阿尔及利

亚、 利比亚ꎮ 北极交通运输网络的发展进入稳定阶段ꎬ 并趋向于更经济、 更便

捷、 更安全ꎮ 北极航线的商业航行、 破冰船建造技术的革新、 北极自然资源的开

发、 亚欧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形成等成为新时期北极交通疆域变迁的大事件ꎮ 总

之ꎬ 现阶段北极交通疆域的范围实现了全面扩大ꎮ

四　 北极疆域变迁趋势

历史上ꎬ 北极综合疆域受殖民掠夺与战争、 航线探索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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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变迁ꎬ 表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变迁规律ꎮ 进入新时代ꎬ 全球气候变暖、 科

技水平提升等综合影响下的北极疆域变迁将呈现出以下特点ꎮ

１ 北极疆域发展趋于多极化、 复杂化

目前北极政治争端的焦点集中于主权领土与北极权益划分ꎬ 在未来的北极权

益争夺中ꎬ 北极八国将会站在不同的阵营中ꎬ 导致北极政治疆域趋于多极化、 复

杂化ꎮ 其原因主要包括: 其一ꎬ 全球政治多极化趋势以及中美俄重要大国关系必

然会影响北极疆域的发展ꎮ 其二ꎬ 北极治理与全球气候治理需要多方参与ꎮ 其

三ꎬ 新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参与到北极航线开发与利用、 北极资源勘探与开

发、 北极科学考察等低敏感领域ꎮ 总之ꎬ 北极疆域内的国家关系将更加体现出

“竞争中合作和冲突中开发” 的特点ꎬ 疆域内国家将协同治理北极ꎮ

２ 北极疆域发展趋于全球化、 规模化

北极疆域的全球化趋势已初步显现ꎬ 北极经济疆域跨区域发展已形成新常

态ꎮ 近期ꎬ 北极疆域的发展将主要集中于北极地区的资源开发与北极航线的商业

航行ꎮ 北极疆域趋于全球化、 规模化的原因主要为: 其一ꎬ 世界经济发展趋于全

球化ꎬ 国际关系呈现出共同体含义ꎮ 其二ꎬ 北极地区的石油、 天然气等资源的开

发利用将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转变ꎮ 其三ꎬ 以 “冰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
等涉及北极双多边合作倡议ꎬ 将使得北极疆域与世界经济格局紧密相连ꎮ 未来ꎬ
多主体的规模化合作将会使北极疆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又一新增长极ꎮ

３ 北极疆域发展趋于融合化、 多元化

北极疆域的范围与变迁表现出特定的历史规律ꎬ 结合前阶段的发展规律ꎬ 未

来北极疆域的发展将朝融合化、 多元化方向发展ꎮ 其中ꎬ 世界经济、 文化融合大

浪潮将成为重要的助推因素ꎮ 全球经济、 文化在不断的冲突中不断融合ꎬ 北极作

为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不断与世界相融合ꎮ 未来ꎬ 各北极利益攸关国也将

不断加入到北极人类命运共同体中ꎬ 参与北极合作与北极治理ꎮ

４ 北极疆域发展趋于网络化、 均衡化

随着历史阶段的推进ꎬ 北极疆域参与主体与北极疆域的范围都将扩大ꎬ 为未

来的北极网络化、 均衡化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现实依据ꎮ 北极疆域的网络化、 均衡

化发展的原因为: 其一ꎬ 北极经济疆域的发展将推动欧亚美三大经济板块的协同

性发展ꎬ 以 “冰上丝绸之路” 为代表的合作倡议将带动北极疆域向网络式均衡

方向发展ꎬ 推动北极疆域范围内的国家构建北极命运共同体ꎮ 其二ꎬ 交通疆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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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的关联性疆域也必然向综合运输的网络方向发展ꎬ 形成高效的北极综合化

现代化物流运输体系ꎬ 使未来大北极交通网络更加均衡ꎮ

结　 语

本文以疆域学理论作为研究框架ꎬ 提出北极疆域这一新的北极研究视角ꎮ 在

北极疆域的历史变迁过程中ꎬ 北极疆域主要由北极政治、 北极经济、 北极文化、
北极交通疆域构成ꎬ 重点人物、 事件、 政策、 科技等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北

极疆域的变迁ꎬ 特定时期表现出特定的变迁规律ꎮ
北极疆域变迁至今ꎬ 北极政治、 经济、 文化、 交通等疆域范围已初步形成ꎮ

早期对于北极疆域的认知主要为地理空间范围ꎬ 符合传统疆域学对于疆域的认

知ꎮ 原住民时期ꎬ 北极疆域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较为缓慢ꎮ 地理大发现与北极

航线探索时期ꎬ 北极疆域发生显著变迁ꎬ 殖民战争与掠夺、 航线探索与开通对于

北极政治、 经济、 文化、 交通疆域产生协同变迁影响ꎮ
当前ꎬ 经济全球化、 政治多极化、 全球气候变化等国际宏观环境将成为北极

疆域变迁的主推手ꎬ 北极航线全面通航、 北极资源的勘探与开发等因素将成为北

极疆域变迁的主动力ꎮ 北极疆域将进入崭新的时期ꎬ 形成更为协调和广阔的北极

疆域ꎮ
(责任编辑　 张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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