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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领土纷争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当时加拿大率先宣布对北极

享有领土主权，并一直加强在该地区

的军事力量。美国、丹麦、俄罗斯、挪

威等国也没有放弃对该地区拥有领

土主权的要求。美国在北约成立后，

在从阿拉斯加到冰岛的北极线上，建

立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强大的军事力

量。丹麦提出北极海底山脉是格陵

兰岛海脊的自然延伸，因而对该区域

资源拥有开发权。俄罗斯则一再重

申包括北极在内的半个北冰洋都是

其国土所占据的西伯利亚大陆架向

北的延伸。

目前对于北极领土的划分有两

种主张：一是俄罗斯和加拿大等国

主张按扇形原则来划分。加拿大于

1907年提出此原则，该原则对国土

东西跨度大、北部海岸线绵长的国

家来说最有利，因此得到俄罗斯的

支持。不过，由于遭到美国、挪威等

其他北冰洋沿岸国家的反对，扇形

原则并没有得到公认。二是近年来

依据海底大陆架主张划分原则，其

主要法律依据是1982年通过的《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已获得

150多个国家批准。

按照《公约》的有关规定，环北冰

洋国家在北极圈的领海里程从陆地

算起不能超过200海里，但如果某国

能证明该国大陆架在地理上与北极

海床相连，即可对北极领土提出更多

要求；一国可以对距其海岸线350海

里的海域拥有经济专属权。由于目

前没有证据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大

陆架延伸至北极，因此北极点及附近

地区不属于任何国家，北极点周边为

冰川所覆盖的北冰洋被视为国际海

域。 据《世界知识》

俄美加丹挪五国争北极俄美加丹挪五国争北极““圈圈””
近期以来，关于北极的消息稍有增多，使这个寒冷的地带在世人心目中稍许升温。先是9月15日，俄罗斯和挪威终

于签署条约，划定了两国在北极地区巴伦支海的边界，结束了两国长达40年的争端。由于北冰洋沿岸五国——俄罗斯、

美国、加拿大、丹麦和挪威——争相对北极提出领土主张，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称条约为北冰洋沿岸国家如何解决分歧树

立了“建设性的”榜样。但紧接着，加拿大即宣称对北极罗蒙诺索夫海域拥有主权，试图以此推翻莫斯科证明该海域属于

俄罗斯的努力，北极海主权争夺战继续上演。9月22日，一个“北极国际论坛”在莫斯科开幕，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我们今天所说的北极之争实际上是海洋与

北极冰盖区的归属争议，这些区域的资源、航运

和战略地位引人垂涎。

北极地区资源丰富，从20世纪60年代末

起，先后在该地多处发现了丰富的油气资源。

据专家估计，目前全球待发现油气资源1/4分布

在北极地区。据俄罗斯等国资料，北极地区原

油储量约为2500亿桶，相当于目前被确认的世

界原油储量的1/4；天然气储量估计为80万亿

立方米，约为全球天然气储量的41%。北极地

区还拥有世界上9％的煤炭资源，大量的金刚

石、金、铀、钼、钽、银、铂等矿藏和渔业资源也沉

睡在这一片冰封的大陆中。随着世界能源的日

渐紧缺，北极地区所蕴藏能源的重要性将逐渐

凸显。尽管现阶段开发油气资源在技术上不可

行，但全球变暖正在使北极地区冰面以每10年

9％左右的速度消失，油气开发今后可能会趋于

可行。

随着北极地区气温上升，冰层融化，横穿加

拿大北极群岛、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通

道，即著名的“西北航道”，每年也会有几个月的

时间可以通航，这将成为北美洲、欧洲和东北亚

国家之间最快捷的通道。有了这条航道，从欧

洲开往亚洲的船只将不必绕道巴拿马运河，航

程大大缩短，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大大减少。

据估计，北冰洋航线的启用，可使全球航运业每

年节省数十亿美元成本，甚至还有可能影响世

界贸易重心的转移。有关专家认为，北极航道

将改变世界贸易格局，形成俄罗斯、北美、北欧

为主体的超强的环北极经济圈，进而影响整个

世界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谁控制了北极航

道，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经济的新走廊。

冷战时期，北冰洋是美苏两国核战略的“要

冲”之一。如果美苏想通过导弹攻击对方的首

都，跨越北冰洋无疑是最近距离，导弹的到达时

间短且命中率高。借助厚厚的冰层，核潜艇的

行动很难被发现。即使在今天，搭载着远程导

弹的核潜艇仍潜行在这片海域。目前世界上主

要大国和军事强国几乎都在北半球，这里便成

了地球上最安全、最理想的水下弹道导弹发射

阵地。

布局北冰洋，不仅可以为国家发展提供巨

量能源储备，更可以控制未来世界新航路，强化

国家海权的支点。“北极五国”的争夺就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尽管北极沿岸国家都声称对北

极部分地区享有主权，但直到今天它

们又都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而北

极之争说到底还是它们的综合国力

和科技水平的竞争。在北极争夺战

中，俄罗斯、加拿大和美国三国享有不

同的优势，成为这场能源博弈的主角。

俄罗斯始终视北极为自己的战

略大后方和攻击北约的战略通道，早

在冷战期间就致力于经营极地军事

网络。著名的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

第37航空集团军（俄罗斯战略轰炸机

隶属单位）和战略火箭兵都拥有相对

完善的北极据点。2009年3月27日，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公布了一份北

极战略规划——《2020年前及更远的

未来俄罗斯联邦在北极的国家政策

原则》。根据这一规划，俄罗斯将在北

极部署一支专门部队——“北极独立

部队集群”，同时加快俄边防部队的军

事现代化进程，建立边防部队对北极

的有效监视和反应机制。其卫星、空

军、海军也将更为密集地巡逻北极领

土，以维护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利益

和保持在该地区的“领先优势”。

在北约中处于“第三梯队”的加

拿大也不示弱。加拿大拥有全球一

流的破冰船队和适合极地航行的导

弹护卫舰，也有规模庞大的北极港口

提供后勤支援。因此一旦投入北极

争夺战，也有相当的胜算。在俄罗斯

以“插旗”的方式高调宣称北极主权

后，加拿大针锋相对地作出了一系列

加强北极地区军事力量的计划，其中

包括建造破冰船、建设北部军事基地

和冬季战斗训练中心等。除了军事

措施外，加拿大也在加大科研力度，

为将来开发北极资源做准备。2009

年5月份，加拿大公布了世界上首张

北极地区综合地图。根据加拿大媒

体的报道，凭借这张地图，人们不仅

能认识大陆冰架下的各种情况，也可

找到油气、金矿、钻石矿等矿产资

源。随后，加拿大外长坎农宣称，作

为“北极超级大国”，加拿大将在科学

数据、国际法和世界领先技术的引导

下，保证对北方资源的所有权。

2009年1月9日，美国发布新的

北极政策国家安全指令，提出了今后

一段时期美国的北极安排，强调美国

在北极地区有着广泛的根本性的国

家利益。目前，美国已在阿拉斯加州

建立了多个军事基地，加上美军在其

北约盟国挪威、冰岛和丹麦格陵兰岛

建的多个导弹和雷达基地，美国其实

早已准备了可覆盖北极的军事支持

网络。同年10月，美国海军宣布，将

在北极部署一支被称为“大绿舰队”

的航母战斗群，以保持在北极的强大

的军事存在。目前，美国海军拥有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核动力航母战斗群，

为战斗机开发生物燃料已经进入实

用阶段。这就意味着，美国海军可在

北极大打“环保牌”，在强调本国航母

编队和战斗机“绿色环保”的同时，要

求其他国家的军舰和战斗机也要“环

保”。但是除美国外，其他国家都无

力打造所谓的“绿色舰队”，这在将来

会成为美国指责他国“污染北极”、排

除其他国家介入北极的借口。至于

深海油气资源开采的技术和投资，则

几乎完全被美国公司垄断，其他国家

即使取得油田主权，也要不得不请美

国公司来开采。总之，美国在北极地

区实力最强、手段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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