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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北极交通运输网 络演进趋势研究

李振福 马 书 孟 汤 晓 雯 李 贺

【 内 容提要 】 随着 北极地区 冰层加速 融化
，
北极作 为 全人类 的 共 同 财产 ，

北 极

事务不再仅仅 涉及几个国 家
，
大北 极概念应 运而 生 。 中 国 作为 大北极 国 家 ，

北极航线

对我 国 具有十分重要的 战略意 义
，

北极航线的 利 用是我 国 北极权益的重要组成部 分 。

在界定大北极和大北极交通运输网 络的基础上
， 分析 大北极交通运输 网 络现状

， 并以

北极航线全线开 通为 切入点 ，
预测 大 北极 交通运输网 络未来发展趋势 提 出 相应 的 中

国 战略 将有利 于 中 国 参与 未来北极航线及其他 国 际事务的 国 际协调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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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 ， 提升我 国 贸 易地位 优化产业布局 。 因

此 大北极概念提 出 的 意义在 于 ：

一

是 扩大 了范
一

弓 言 围的北极地区将涵盖与北极问题相关的世界主要

国家 ， 有利于以北极航线为轴心的北极地缘政治

近年来 ，
全球变暖的步伐明显加快 北冰洋冰 和北极地缘经济 的研究视角 的拓展

；

二是 ，
以大北

层亦随之加速融化 ， 根据 年最新预测 ，
北极 极概念作为出发点 ， 中 国被包含在北极区域内 ，

而

有可能在 年内 出现夏季无冰状态 ， 连接 且处于大北极的核心区域 ， 有利 于中 国参与北极

东北亚与北美 、 北欧的 新的海上航线有望开通 。 及北极航线问题的协调 和解决 能够增强 中 国在

但是北极地区作为人类共有 的财富 ， 非环北极 国 北极事务 中 的话语权
；

三是 将北极 范围扩大 契

家在北极问题的处理上也应该具有话语权 ， 因 为 合了系 统科学的 理念和思维特点 ，
北极及北极航

北极地区一旦商业通航 ， 定会对世界交通运输系 线不再作为
一

个孤立的 问题 而是大北极 系统 中

统产生影响 ， 如货物运输方式的变化和衔接 、 运输 的
一个子问题 ， 有利于北极及北极航线问题 的 系

路径选择 、 货运量变化等 北极航线辐射到的 国家 统解决和北极资源的整合规划和利用 。

和地区 非 常 广 泛 ， 在 此 背 景 下 界 定 了 新 的概

念——大北极 和大北极交通运输网络 。

中国依赖于海上运输 ， 北极航线全线 开通将 ①
：

使中 国增加
一

条到达欧洲和北美的更为便捷和安
‘

全的海上航线 ， 同时带动陆上运输 ， 促进多式联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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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原则来完成载运人员或物资在其范围 内 流

二 大 ：
！ 匕极及大 ：！ 匕极交通运输网络 通或流动的动态综合运输 系统 的总称 。

大北极包含了亚洲 、
欧洲 和 北美洲 经济最 发

―

大 北极概念的提出 达 、
国际贸易最频繁的地区

，
因而大北极交通运输

大北极 是指从北极点 出 发 ， 向 四周辐射 到 分布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关系 。 大北极交通运输网

达北纬
。

为止 的所有海洋 和 陆地 ， 其陆地 面积 络的形成并非
一

朝
一

夕 ， 其历史发展过程大致 可

涵盖了亚洲 、
欧洲和 北美洲 的 大部分地 区以 及非 以分为三 个阶段

，
即 萌芽 阶段 、 成长 阶段 和成 熟

洲的个别地 区 涉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

阶段 。

其范围如 图 所示 。
世纪以前 ， 国 际贸 易 频率较低

，
国 际贸 易

大北极涵盖范围广阔 ， 横跨北冰洋 、 大西洋和 不发达
， 运输工具和技术较落后 ， 交通运输行业仍

太平洋 ， 涉及国家众多 ，
不仅包括环北极八国 ，

还包 在积极发展中 ， 大北极 交通运输 网络局部地区 出

括如 中 国
、

日 本 、韩国 、 英国 、法 国 、 德国等非北极国 现网络衔接 但整体仍不完善 。 萌芽阶段
，
以丝绸

家
；
大北极 自 然环境多样 森林 、油气和矿产等 自 然 之路意义 重大 。 丝绸 之路 ， 从东亚开始 ，

经 中亚 、

资源丰富 。 北极地 区还将成为世界矿产与油气资 西亚 连接欧洲及北非 ，
是大北极中亚欧大陆交通

源的重要基地 据估计 北极拥有 世界上 的煤 动脉 。 其中 西北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最长 的

炭资源 亿吨 ） 亿桶原油 以及 亿立 国际交通路线 ， 起于秦汉 时期 的海上丝绸之路 则

方米以上的天然气可供开采
，
巴芬岛玛丽河铁矿 是连接亚

、 非 、 欧 、 美的海上大动脉 ， 对大北极 国家

已探明的可采铁矿量可达 亿吨
；
大北极世界 间的经济 、 文化发展具有巨大影响 。

强国聚集 如 美国 、 加拿大 、 英 国 、 日 本等先进经济 世 纪 以后 ， 大北极 交通运输 网络 开始进

体
，
此外 ， 俄罗 斯 、 中 国 、 哈萨克斯坦等新兴和发展 入成长 时期 ， 局部 网络衔接 更具 紧 密性 和 多样

中经济体的综合实力与发展潜力也不容小觑。 性 ，
网 络整 体布 局 开始扩散 和 延仲 。 成长 阶段

，

图 大北极全貌 图

大北极 交 通运输发展 的 核心 区域转 向 欧洲 。

世纪
， 意大 利 人 哥伦布奉 两班 牙 国 王 之 命 叫 次

西航 ， 陆续抵达 印度群 岛 、 中 美洲 和 南 美大 陆
“

— 的 些地 葡 萄牙航海 家麦 竹伦 横渡大西 洋 ，

沿 巴 两东海岸 南下
， 绕 过南 美大 陆南端 勺 火 地

：

义 ：

，

岛之间 的 海峡 （ 即后 来所称的 麦哲伦海峡 ） 进入

太平 洋 。

从 世纪开始 铁路运输的发展标志着大北

极交通运输 网络 再 是 中
一 的海 丨 运 输 网络 ， 随

化 請
、

“

后
， 公路运输 、航空运输 勺 管道运输幵 始顺应时代

朝流发展起来 。 成熟阶段 ， 大北极
’

海 上运 输仍 保

持原有势头继续发展
， 以苏伊士运河和 巴 拿马运

河幵通 为代表性突 破
； 陆 丨 ： 运输 以亚欧大 陆桥建

立为标志 从此
， 大北极交通运输 网络进人多元化

― 大北极父通 输瞧疋义及发展
； 输共同 发则代 。 年 苏伊士运河正式通

历程 航 大 大缩 短从亚洲 各港 口 到 欧洲 的航线 里程
；

大北极交通运输 网络 ， 是指在北 纬
°

以 北

的范围 内 ， 连接欧洲 、 亚洲 、 北美洲 与非洲
， 跨越大 ① 史佳丼 ： 《北 极资源 的开发 与利 用 》 载 《

湖南农 机 》

西洋 、
太平洋与北冰洋 ，

以一种或多种运输方式 ，

年第
入

期
“ 丨

通过迈输枢纽 （ 港 、 站 ） 与运输线路 ， 按照一 定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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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巴拿马运河通航 ， 主要贸易航线来往于美
（
三 ） 大北极交通运输网络结构分析

国东西海岸 、 南北美洲西海岸 、 欧洲及东亚 。 第
一

大北极是
一

个包含 了 个 国 家在 内 的 广大

亚欧大陆桥是从俄罗 斯通 向 欧洲各 国 ， 最后到 荷 区域 ， 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 经济 、 交通呈现出 不平衡

兰鹿特丹港 的 西伯 利亚大陆桥
，
其运输包括

“

海 的发展 状况
， 为 了 简化研究 ，

主要从经 济 （ 人均

铁铁
”

、

“

海铁海
”

、

“

海铁公
”

和
“

海公空
”

四种方 和交通指标 （ 进 出 口 总额 ） 两个角 度综合筛

式 ； 第二亚欧大陆桥于 年 月 建立 ， 是 由 中 选大北极交通运输网络的节 点 。

国陇海和兰新铁路与 哈萨克斯坦铁路接轨的新亚 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等级划分标准 ， ①

欧大陆桥 ； 泛亚铁路的建成 ， 将成为第三条亚欧大 美元 以下为低收入 国家 （ 地 区 ） ；
②

陆桥 其开通不仅会在 大北极 内将欧洲 与 亚洲的 美元为中等收入 国家 地区 ） ， 其中人均 达到

铁路网络融为 一体 还 会促进整个大北极与非洲 美元是下 中 等收入 国家 （ 地区 ） 和上 中等收

的贸易往来 。 入国家的分界线 ③高收人 国家 （ 地 区 ） 为

世纪以来 ， 交通运输工具和技术创新发展
， 美元以上 。 因此 依 据此划分标 准和 国 际货 币 基

交通运输线路覆盖面愈发广泛 海运
、公路 、 铁路 、 金组织 （ 公布的 年世界人均

航空 、管道五种交通运输方式建设愈发完善 ， 交通 将大北极国家划分为五个组别 。 同 时 根据这些

可达性不断提高 ，促进大北极国家间贸易往来和联 国家进出 口 总额 的渐变和密集程度 ， 将其划分 为

系交流 ， 大北极交通运输 网络发展进人稳定阶段 。 四个组别 ①极高等组别 ： 进 出 口 总额 亿

大北极交通运输网络发展将趋 向 于更经济 、 更便 美元 ； ②高 等组 别 ： 亿 美 元 进 出 口 总 额

捷 、 更安全 。 北极航线全线开通将是稳 步发展 时 亿美元组 别 ； ③ 中 等 组 别 ： 亿美 元

期 的大事件 ，
北极航线将成为连接东北亚与北美 、 进 出 口总额 亿美元

；
④低等组别 ： 进 出 口

北欧 的海上运输走廊 ，
以最短海上距离直接连接 总额 亿美元 。 在人均 划分标准 中 ， 中

世界主要生产市场和消 费市场 在很大程度 上影 下等收人国家 、 低收入 国家等组别国 家不列 人研

响世界贸易格局
；
同时成为新的 海外资源能源采 究范围 在货物进出 口 总额划 分标准中 ， 低组别不

购地 ， 降低马六 甲 海峡 、 巴拿马 运河 、 索马 里海域 列人研究范 围 ，
将 同时符合两个划分标准 的 国 家

和苏伊士运河等高敏感区所带来的政治风险和经 作为网络节点 如表 所示 ， 得到大北极交通运输

济成本 推进大北极交通运输网络稳步发展 。 研究范围 如图 所示 。

表 大北极交通运输网 络节点

北美 洲 国家 亚洲 国 家 （ 欧洲 国 家 非洲 国家

中 国 、 日 本 、韩 国 、 土耳 德国 、 荷兰 、 法国 、 英国 、
意大利 、 白俄罗斯 、 西班牙 、 冰岛 、 瑞士 、 乌

美国 其 、伊拉克 、伊朗 、 哈 萨 克兰 、 波兰 、 瑞典 、 捷克 、 挪威 、 芬兰 、丹麦 、爱尔兰 、 斯洛伐克
、 葡萄 阿尔及利亚

加 拿大 克斯坦 、 约旦 、 土 库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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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亚

斯坦 、 黎巴嫩 利亚 、卢森堡 、 奥地利 、 爱沙尼亚
、塞尔 维亚

、 波黑 、俄罗斯

根据研究资料和筛选 的网 络节点 无法对 素 也是维护大北极政治 、 经济与贸 易可持续发展

个大北极国家和地区之间 的各种交通方式进行统 的源泉 ， 此外 中 国 、 俄罗斯等发展 中 国 家的 崛起 ，

计 因此从地理范 围角 度将大北极划分为四个 区 在
一

定程度上也增加了 大北极 的重要性 ， 尤其是

域 ， 即北美洲区域 、 欧洲区域 、 亚洲 区域和非洲区 中 国作为世界第
一

出 口 大 国 更是对大北极 的 发

域 ，
通过研究这四大区域间的交通连接方式 来进

我 田令 沾六 、 歹 中 经济 网 （ 北京 ）
，
北 极航道

： 或成我 国 第 九条远 洋运
一

步册九 因豕地凶
丨

曰
』 的 通天糸 。

输 航 线 。 资 料 来 源
：

如表 所示 ， 大北极强 国云集 美 国 、 日 本 、英 年 月 ！ 日 。

人 ⋯
② 资料来 源 ：

国 、 加拿大以及部分欧盟成员 等 国均是大北极 国

家 ，
这些国家是促进大北极交通一

体化的 重要 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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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起到 推动作用 。 而交通作为连接大北极各国经 和 欧洲之间 的公路运输系 统不完善 亚洲和非洲

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欧洲 、亚洲以及北美洲又是世 之间的交通方式较为单一 非洲 内部交通发展缓

界三大主要进出 口 地 区
， 因此 大北极交通运输 的 慢等 这些 问题都是阻碍大北极 国家经济发展

、 大

发 展状况显得尤为重要 。 前
，
大北极货物运输 北极 内部 团结 的重要因 素

，
因此

， 进
一

步研究大北

主要是公路运输 、铁路运输 、 管道运输和海上运输 极交通运输网 络结构 ， 具有重要意义 。 基于各种

四种方式 ，
旅客运输 主要 为航空运输 。 然而大北 交通方式 的主要运输线路研究

， 绘制 出 大北 极交

极交通 运输系统并不完善 虽 然五种交通运输方 通运输网络结构图
，
如 阁 所示 。

式并存 ，
但四大区域间 的连接还不够紧 密 如 亚洲

表 四大 区域间 各种交 通方式的主要运输线路

公路主要 铁路主要 航空 主要 管道主要
海 运主要运输线路

运输线路 运 输线路 运输线路 运输线路

欧 洲 国 际 公 （ 西伯利亚 （ 远 东一北美西海岸航线 （ 西 欧一北美 间 （ 北美油气

路网 铁路 （ 远 东一加 勒 比 北美 东海 岸航线 的北大 西洋航 运输管道

亚洲公路网 （ 欧洲铁路网 （ 西 北欧 ， 北 美 东 海 岸
一

地 中 海 苏 伊士 运 空线 （ 欧洲 和俄

北美洲—— （ 北美横 贯 东 河
一亚太航线 （ 西欧一中 东一 罗 斯油气

泛 美公路线 西铁路线 西北 欧 北美东海一好望角 远东 航线 远 东航线 运输管道

西 亚——欧 （ 波斯湾
一好望一西欧

，
北美航线 （ 远 东一北 美 间

（
亚洲 油气

洲铁路线 （ 波斯湾
一

东南亚一

日 本航线 的 北 太 平 洋 运输管 道

波斯湾
一

苏伊士运河一地 中 海一西欧 北 航线

美运 输线

图 大北极 交通运输网 络结构 图

—

二二

、
铁 雜线
濞 上运輪线《

航 宁运输线路
冰 — —

；

公路运《 线》

欧洲 分 、

’

，

、

纖
大大推进大北极交通运输 网络 的发展

， 大北极交

三 极航线全线开通背景下的 通运输网络的发展趋势主要归为以下几点 。

大北极交通运输网络演进趋势 （

一

） 大 北 极 交 通 运 输 网 络 结 构 更

杂
北冰洋是联系欧 、

亚
、北美三大洲 的捷径

， 在地 现阶段 在夏季 东北航线和 西北航线 已部分

理位置上具有特殊性 北极必将成为新 的国际战略

高地 。 北极航线缩短航程 、
减少成本 费用 、 降低

政治风险等优点会吸引 大北极国家的 贸易运输取
《北 极 周边 开大 争夺 》 ’

载 《 环球 时报 》

道北极地 区
，
这将会改变世界经济和 贸 易格局②

，

② 陆俊元 北极航线
”

开通 预期 及其 战略思 考》 ， 载 《 中

闻 战略观察 》 年第 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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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 ， 其中东北航线起始于北欧 向 东经过巴伦支 要求更高

海等海域 延续至白令海峡 西北航线起始于白 令 北极海冰融化促使北极航线全线开通的 同时

海峡 ， 向 东沿美 国阿拉斯加北部离岸海域 经过加 也使北极生态环境面临严重威胁 。 大北极交通运

拿大北极群 岛 海域 ，

一直 到戴 维斯海峡 。 现有 输网络的不断发展会对大北极的环境和环境容量

两航线的暂时通航 能够促进沿岸 港 口 城市 的发 造成 巨大影 响 。 因此 ， 大北极交通运输 网 络将 面

展
， 如西北航线的通航可能使 巴罗 等城市成为大 临更高 的生态要求 ， 主要表现在运输技术和 法律

北极交通运输 网络 中的重要节点 。 的生态化要求两方面 。 运输技术的生态化应呈现

二
） 大北极交通运输网络发展更均衡 出全方位 、 多层次 、 多渠道的 整体推进格局 尽量

当今 ， 大北极交通运输 网 络中最 主要 的 海上 减少对生态系统的 消极影响 ， 可 以采用清洁燃料

交通运输线分布在远东 、 西欧和北美 受世界贸易 的载体技术系统 、更科学合理的船舶设计 、 减轻生

体系结构和世界交通地理结构等特征影 响 ，
三大 态系统压力的路港技术系统设计等 。

地 区间 的贸 易运输绕航现象 比较严重 ，
不利于资

、

源的优化配置 。 因此 ， 未来北极航线的全线开通 ，

四 面向大北极交通运输网络

将会在大北极海运交通 网络中 ， 形成苏伊士运河 、 演进的中 国战略研究
巴拿马运河和北极航线三足鼎 立的利好局面

， 大

北极国家间 贸易运输也 因货物种类和流向 的各异 随着大北极交通运输 网络的 不断发展 ， 时代

而择优选择不 同路径 逐渐形成货物流 向 和流量 对 中国提出 了更多新的要求 。 中国应承担起更多

的均衡配置 使大北极交通运输 网络发展更均衡 。
整体规划责任 ， 逐步建立起顺应大北极交通运输

三 ） 大北极交通运输网 络效率和效益 网络发展 中 国特色战略体系 。

更好
一

） 构建大北极 交 通运输综合 运输

目 前
，
大北极交通运输 网络连接并不紧密 ， 或

者是大陆阻隔 ， 或者是受到运河通过能力 限制 或

者是受到海盗 和战争威胁 。 陆上通 道虽有大陆 通运输的未来发展重点和难点应该 大北极综合

桥 ， 但其发挥作用并不大 。 相 比之下 北极航线是 运输体系 的构建问题 ， 需要落实各种运输方式基于

联系 亚洲 、 欧洲 和北 美洲 的最短航线 。 根据测

算 使用北极航线 从北纬
。

以北 的任意 港 口 出
间的整体优化和组合效率 。 应从以 下几个方面出

发 ， 要 比绕行 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节省至少 发 ： 首先 ， 加强交通运输系统管理 。 逐步形成权责

约 的 航程
；
中 国沿海 诸港通过北极航线 ， 到

一致 、合理分工 、 决策科学 、执行顺畅 监督有力 的

北美 东 岸 约 比走 巴 拿 马运 河 的 传统航线节 省 交通运输管理体制 。 可以选取长三角 、珠三角等区

海里 域中运输需求大 、 通 资源紧张的综合运输通道为

四 ） 大北极交通运输网络中 能源运输 试点 ，按照大部门 、 大管 、 大统筹 、 大协调的思、路
’

进行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最终推广到全国 。 其

田 此
、

估 沾 ⋯立如 诚 曲 士 曰 亡作
次 ， 发展大北极绿色交通运输 。 需要建立以节能减

排 、 绿色低碳为特征的交通运输发藤式 推广使

？
用交通废弃物 废水 循环利用的新材料 、新工艺 、

新设备
’
并加强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 。 可以选择 国

断增长。 然而 ， 目 前世界上传统化石能源面 临着

即将枯竭的危机
， 北极地区 丰富的 自 然

？
源 中 ■

① 郭培清 、 张侠 、 李振福等 《 北极航道 的国际 问题研究 》 海

源储量十分丰厚 各 国定会通过加强 国 际合作共 洋出 版社 年版
。

同建造新的运输管道 、 加速新技术研发等途径积
大

匕 略 的匿 动态分析》 ’ 载《 上

极开发和利用 ，
以满足 自 身对能源的需要 。

③ 张侠 、 屠景芳 、 郭培清 《 极航线 的海运 经济潜力评估

及其对我 国经济发 展 的战略 意 义 》 ， 载 《 中 国 软科学 增 刊 （ 下 ） 》

五 ） 大北极交通运输网络面临 的生态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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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高速公路网沿线 、 三峡库 区 、 环渤海 、 长江 口
、 珠 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

调整和优化升级能源交通

江口 等敏感区域为重点区域 建设交通环境监测站 基础设施结构 ， 促进 可持续发展为 目 标的煤炭 清

点及 网络 。 最后 强化和协调中国交通运输与大北 洁利用工程 、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工程 实现

极交通运输网 络的衔接 。 关键在于发挥各种运输 国 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 在新兴行业

方式 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率 。 强化上海 、北京 、 大 发展中 冰区船舶制造 和零备件制造行业具有很

连 、 天津等与 国际接轨 的交通运输枢纽节点建设 ，
大的增长空间 。 在此契机下 应创新制造技术 ， 主

形成布局合理 、 功能完善 、有机衔接 、 安全环保的综 动吸收跨国技术性投资 ， 利用 中 国较低价 的劳 动

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 。 力 资源和制造业 的规模效应 ， 拓展新的 制造业市

二
） 提高交 通运输安全 与应 急保 障 场 。 可 以通过保障安全生产 力 争低碳的 生产制

胃 力
造环节 构建节能的 船舶制造供应链等措施发展

安全是交通运输发展的永恒主题 是交通运输
国 内

？
造企

土
。

— ⋯

可持续发展的 基本保障。 大北极交通运输网 络的
▲

四
） 实 议产业结 构优化与 资 源配置

发展
， 将会使交通运输的线路和布局更加复杂 ， 那

一 一

么面临 的安全 问题也将会更加严峻 。 因此 为更好
大北极交通运输网络发展将缩短国际上欧 、 美

地融入大北极翅运输嶋 麵需要以下几方面
和东亚等大市场的距离 ， 从而可能导致 国际分工和

提高交通运输安全与应急保障能力 。 首先 应加强

安全生产管理 。 借鉴 国外先进交通运输管理经验
’

境的变化 ， 将中 国沿麵区产业分工和布局所受到

开展企业安姓产评縣纖考核 ，
强化交 输

嶋响转勸进 歧励动力
、

’ 推动巾 国产业结

入 工—■ ，

构优化和麵整合 。 大北极交通运输 网络发展 中

把关。 其次 ， 戯强翅 输安全监體縫设 。

’ 入

加大力度研究复杂技术系统实施安全监测管理
， 分

‘ ’

析水上交通事故规律 监管舰交通安全 ， 扎实建
，

立和健全道路交通事故预防机制 。 最后 ， 应加强交

通运输应急体系建设 。 应急运输调度指挥 ？

心 加强资金保障和队伍建设 ， 建立跨部 门 、跨地区

联动机制 ；縦錦贿雑测髓

生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 为迅速 、 有效 、 有序地开
；

展应急行动而预先制 定应急方案 。

二
） 加 快对外贸易 与 交 通相 关 彳 业

相作为大北棚家 ，
北极織職国具有

发展
一

十分重要的战 略意义
，
北极航线 的利用亦是我 国

大北极交通运输 网络 的 发展将直接影 响 贸 北极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 大北极交通运输 网络

易 ，
因此

， 贸 易领域将面临很大挑战 ， 需要加快 自 的发展对我国也具有重要影响 ， 加强大北极交通

身发展 以实力应对变化 。 商品贸易方面
， 应广泛 运输网络的现状研究 和趋势分析将有利于中国参

开展企业互动联盟 通过集中 优势产业 凸显核心 与未来北极航线及 其他 国 际事务 的 国际协调过

竞争力 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 。 服务 程 。 同时 ， 未来 的研究需要更加密切地跟踪北极

贸易 方面 则 可以开展横向企业联盟 在整体竞争 航线相关权益问 题 、 大北极国 家 和地 区 的发展 问

力较低的情况下以 合作代替竞争 通过分享市场 题
， 更加深人地联系 我 国沿海地 区战略布局和经

资源克服交易 的不稳定性 提高中 国服务贸 易 的 济发展 更加积极地研究 中 国 与俄罗斯 、 加拿大或

产业竞争力 。 在能源行业发展 中 应充分利用北 欧盟等经济体在北极航线 问题上的 双边战略 、 合

极航线全线开通的 契机 积极 争取与北极 国家开 作政策等 。

展北极能源开发的 合作机会 ， 并全面完善 中 国能 （ 责任编辑 张红侠 ）

— —



? 英文提要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年第 期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