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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warming is rapidly melting the cryosphere, triggering a scramble for control of resour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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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n by climate change. Based on the analyses on the background of cryopolitics formation,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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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圈地缘政治时代的到来

杜德斌1    秦大河1,2*    马亚华1,3    杨文龙1,4    夏启繁1

1  华东师范大学  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研究中心  上海 200062
2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兰州  730000

3  上海师范大学  商学院  上海  200234
4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上海  200020

摘要    全球气候变暖正在导致冰冻圈的快速融化，并由此引发对冰冻圈特别是北极地区资源和航道控制权的

争夺，世界正进入一个由气候变化驱动的地缘政治时代。文章在分析冰冻圈地缘政治形成背景的基础上，讨

论了冰冻圈地缘政治（学）的内涵及特征；并从现实主义视角分析近 20 年来发生在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

态势，包括北极五国对 200 海里外大陆架划界的竞争，以及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围绕北极资源、航道控制展开

的军事部署和斗争。最后，提出了中国参与冰冻圈国际治理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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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8 月 2 日，由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北

极研究专家阿尔图尔 · 奇林加罗夫率领科考队下潜到

北冰洋底将俄罗斯国旗插在北极点下方 4 000 多米的海

床上，由此引发大国间一场新的地缘政治竞争。俄罗

斯“插旗事件”后，美国、加拿大、丹麦、挪威等环

北极国家迅速做出反应，纷纷提出对北极地区的领土

主权声索或采取其他行动。同年 10 月，英国宣称拟向

联合国提出申请，对南极半岛附近 100 多万平方公里

海域提出主权要求；智利、阿根廷等国也迅速做出反

应[1]。由于自然界的冰体对全球温升特别敏感，随着

全球气候变暖，冰冻圈加速融化，极地地区的资源、

航道和军事战略价值得以释放。气候变化成为改变冰

冻圈地区安全的催化剂[2]。以俄罗斯“插旗事件”为

标志，以俄罗斯和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大国对极地等冰

冻圈地区的竞争或博弈日益白热化。发生在冰冻圈地

区的这场竞争，不由得让人回想起 19 世纪末—20 世纪

初俄罗斯帝国与大英帝国在欧亚大陆中心展开的那场

宏大的地缘政治大博弈[3]。然而，19 世纪的地缘政治

学理论已不足以刻画当今时代的地缘政治范式，世界

正进入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大时代——一个由气候变化

科技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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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的冰冻圈地缘政治时代[4]。

1 冰冻圈地缘政治的定义

冰冻圈地缘政治可以定义为：由于全球气候变暖

导致的冰冻圈及其组成要素变化所产生的国际政治问

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行为体或非国家行为体之间

的竞争、冲突、协商、合作等互动行为。基于对这些

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形成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可以称为冰

冻圈地缘政治学。

“冰冻圈”（cryosphere）是指地球表层具有一定

厚度且连续分布的负温圈层，包括地球南北两极、高

山冰川、冰架、冰盖、冰山和多年冻土等[5]。“地缘

政治”（geopolitics）是指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基

于地理区位、地理空间和历史地理等因素而形成的政

治军事联合、结盟（政治和军事集团化）或政治对立

乃至遏制，或者战争的相互关系态势及演变过程[6]。

由全球变暖引起的温度升高正在导致冰冻圈快速融

化，并由此引发了对冰冻圈特别是北极地区资源和航

道控制权的争夺。

在国际学术界，英国牛津大学极地研究所的 Bravo

和 Rees[7]最早创用“cryo-politics”一词来描述低温的

北极地区在气候变化逐步加剧的背景下所面临的政治

议题，并探讨了北极航行的意义和相关变化。他们认

为，北极航运地缘政治涉及 3 个基本问题，即北极矿产

资源的国际利益、气候变化下海运格局的演化和北极居

民的环境安全；并指出 21 世纪的北极不仅涉及冰层融

化，还有因通航航道和航行自由等引发的政治议题。

美国空军学院 Haverluk[4]用“cryopolitics”来描

述冰冻圈地缘政治现象，并将其定义为国家间为

因冰冻圈融化而产生的新的资源和领土竞争，从而

将这一概念仅有的北极涵义拓展到了整个冰冻圈。

Haverluk 认为，“冰冻圈地缘政治时代”（the age of 

cryopolitics）的第一个阶段将集中在对北冰洋和西北

航道控制权的竞争。他还认为，冰层融化使人类可

以在以前冻结的北冰洋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勘探、捕

鱼和采矿等经济活动，但由于所涉及的地理环境及

较高的技术要求，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可以参与“冰

雪竞赛”。当所有冰冻圈融化殆尽，则标志着冰冻

圈地缘政治时代的结束。此后，“cryopolitics”一词

逐渐被学者接受，被广泛用于对北极地区因冰层融

化产生的地缘政治问题的研究。2009 年，香港大学

地理系 Bennett 创建了专门跟踪“冰冻圈地缘政治”

（cryopolitics）议题的网站①，并形成网上研究专区。

目前，地缘政治学可以分为 2 个学派：① 研究国

家权力竞争、控制、冲突的现实主义地缘政治学；

② 基于国际法律法规和机制框架下的国际合作研究

的自由主义地缘政治学。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是理性

的统一行为体，总是试图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

为维持其权力和影响力需要经常采取单边行动。自由

主义者认为，国际社会不完全是无规范的，国家实现

安全利益最大的途径不仅是扩张权力和单边行动，还

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来解决矛盾与冲突，从而

实现国际和平和自身安全。冰冻圈地缘政治学研究基

于气候变化驱动引起的冰冻圈融化产生的领土和资源

竞争、控制和冲突等现象，显然是属于现实主义的范

畴。这也是本文构建的理论基础。

2 领土争端：基于国际法的冰冻圈地缘政治
竞争

根据国际法，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发现及“先

占”对领土以外的“无主”区域提出所有权要求，将

其纳入自己的主权范围。经过威斯特伐利亚和会②以

① http://www.cryopolitics.com/.
② 1648 年“三十年战争”参战各国为了恢复欧洲和平，在威斯特伐利亚召开会议结束战争。这次会议开创了用国际会议形
式解决国际争端，结束战争的先例，并肯定了国家主权原则。这次会议标志着近代国际关系史和近代欧洲外交史的开端，
对后世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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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300 年的割据与逐鹿，世界的陆地及周边浅海区域

已基本被瓜分殆尽，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国际公域

主要分布在以南北两极为主的冰冻圈地区。因而，冰

冻圈地区成为新时代大国争夺的重要目标区域。

60 多年前，7 个国家——英国、阿根廷、智利、

法国、挪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宣称对南极洲的某

些地区拥有主权，从而开启了对国际公域声索运动的

先河。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在南极大陆上建立了数十

个“科学”考察站。1956 年，美国发起了“深冻 II 号

行动”，这是美国海军  4 次大型远征南极的最后一

次。但最终，在 1957—1958 年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推动

下，12 个国家本着冷战期间罕见的合作精神签署了一

项条约——《南极条约》，从而确立了管理南极大陆

的法律框架。该条约禁止在南极洲进行核爆炸、放射

性废料处理和军事部署，鼓励在科学研究方面继续进

行国际合作。但上述国家的领土主张并没有被放弃，

而只是被“冻结”了[8]。

直到 2000 年之前，北极和北冰洋的大部分地区都

被认为是中立领土（neutral territory）[3]。然而，由于

气候变暖导致冰层融化，为该地区带来了新的商业机

会，一些国家开始对北极领土提出主权要求。与南极

大陆不一样，北极地区的领土争夺主要是围绕 200 海

里外大陆架（extended continental shelves）划界展

开的。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

约》），临近北极圈的俄罗斯、加拿大、丹麦、挪威

和美国 5 个国家（以下称“北极五国”），其 200 海

里以内的专属经济区边界是清楚的，200 海里以外的

大陆架边界则不清楚；而且直到 2000 年之前，也没

有国家提出 200 海里外大陆架的领土声索。《公约》

规定，沿海国家提出 200 海里外大陆架领土声索，须

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地质证据以证明其声

索的合理性。《公约》还规定，成员国自批准之日

起 10 年内可以对 200 海里外大陆架提出主权声索。

俄罗斯于 1997 年批准《公约》，于 2001 年 12 月

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 200 海里外大陆

架划界申请，这是北极国家以自然延伸原则主张北

极地区主权的第一案 [9]。俄罗斯的这一举动，特别

是 2007 年的北极“插旗事件”，对北冰洋沿岸国家

产生极大刺激；各国迅速做出反应，由此掀起了一场

新的“蓝色圈地运动”[10]。俄罗斯主张，北冰洋中部

地区的罗蒙诺索夫海岭（Lomonosov Ridge）和门捷列

夫海岭（Mendeleev Ridgeon）属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大

陆架的自然延伸[9]。其声索的大陆架范围包括了北极

地区的大部分区域，并延伸至但不超出地理北极点。

对于俄罗斯的这一申请，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既未确认也未拒绝，但要求俄罗斯提交更多数据以证

实其声索的合理性[11]。此后，俄罗斯开始组织大规模

的北极科考活动，以获得外大陆架声索的新证据。经

过 10 多年的科考和准备，俄罗斯于 2015 年 8 月再次向

联合国提交了扩大北极大陆架边界申请的补充材料，

声索的外大陆架范围扩大到包括北极点在内的 120 万

平方公里的北冰洋区域，从海岸延伸到海洋的距离超

过 350 海里（约 650 公里）[9]（表 1）。

挪威于 1996 年 6 月批准《公约》，于 2006 年 11

月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关于东北大西洋

和北极 3 个独立区域的领海宽度测量基线 200 海里外

大陆架界限的申请，声索区域包括巴伦支海“圈洞”

（Loop Hole）、北冰洋“西南森海盆”（West Nansen 

Basin）和挪威海“香蕉洞”（Banana Hole）[9]。由于

挪威声索的巴伦支海“圈洞”和北冰洋“西南森海

盆”与俄罗斯的声索区域有重合之处，两国经过长期

的僵持对立与反复谈判，于 2010 年 9 月签署了《俄-挪

巴伦支海和北冰洋海洋划界与合作协定》，结束了长

达 40 年的分界争端[12]（表 1）。

丹麦于 2004 年 11 月批准《公约》，于 2009 年 4 月

向联合国递交了划定其在法罗群岛以北区域大陆架的

边界申请；并在 2013 年 11 月和 2014 年 12 月同其自

治领格陵兰岛向联合国递交了划定其北冰洋外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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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的边界申请 [9]。丹麦声索的范围包括了北极点在

内的约 89.5 万平方公里的区域，相当于其本土面积

的 20 倍之多。丹麦虽然不是第一个提出北极领土诉求

的国家，但却是第一个就北极点提出正式主权要求的

国家——声称北极点海底的罗蒙诺索夫海岭是其自治

领格陵兰岛的自然延伸（表 1）。

加拿大于 2003 年 11 月批准《公约》，于 2019 年

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北冰洋外大陆架

部分划界申请[9]。2006—2016 年，加拿大完成了划界

申请所需的北冰洋水域调查。在此期间，加拿大与美

国、丹麦、瑞典和德国等国家合作，共开展了17 次北

冰洋科考活动。2014 年，加拿大曾启动一项为期 6 周

的科考任务来绘制北极海床地图，收集埃尔斯米尔

岛—北极点的罗蒙诺索夫海岭的数据。经过多年的准

备，2019 年 5 月加拿大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

交了一份长达 2 100 页的北冰洋外大陆架部分划界申

请，主张对包括北极点在内的 120 万平方公里的北冰

洋海域拥有开发权利[9]（表 1）。

目前，北极五国中的俄罗斯、挪威、丹麦和加拿

大 4 国都已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北极大陆

架的主张声索，而唯一没有提出领土声索的是美国。

美国是北冰洋五国中唯一尚未批准《公约》的国家，

因此不能依据《公约》提交涉及北极的领土主张。不

过，2013 年 5 月奥巴马政府推出的《北极地区国家战

略》中，提及美国计划申请从阿拉斯加以北延展至北

极点的 600 多海里的区域[13]。

北极五国对 200 海里外大陆架的领土声索区域已

基本覆盖北冰洋的大部分区域，属于“公海”或完全

国际水域的范围已非常有限，且各国声索区域存在交

叉重叠的现象（图 1）。但无论如何，这些领土声索

竞争都是在国际法框架之下的行为，因而不排除各国

未来通过谈判达成解决争端的可能。  

3 军事博弈：基于国家力量的冰冻圈地缘政
治竞争

军事力量是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最后屏障，也是

国家向外施展权力和开疆辟土的主要工具。由于特殊

的区位或海拔高度，冰冻圈中的大部分地区具有极为

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特别是北极地区，它连接着欧

洲、亚洲和北美洲三大洲，其周边分布着多个力量中

表 1    部分北极国家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的北冰洋外大陆架声索

国家
批准《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时间

外大陆架声索
提交时间

声索所覆盖区域 委员会审议结果

俄罗斯 1997年3月12日
2001年12月20日

北冰洋中央区域、巴伦支
海、白令海、鄂霍次克海

2002年３月，委员会经过审议后，认为俄罗斯划界案所
提交的资料证据不足，存在未尽解决的技术性争议而不
能得到认可

2015年8月3日 北冰洋中央区域 未决

丹麦 2004年11月24日

2009年4月29日 法罗群岛以北区域
2014年3月12日，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2009年4月29

日丹麦王国政府和法罗群岛政府共同提交的〈关于法罗
群岛北部大陆架的部分划界案〉的建议》

2013年11月26日 格陵兰岛东北大陆架 未决

2014年12月15日 格陵兰岛北大陆架 未决

挪威 1996年6月24日 2006年11月27日
北冰洋、巴伦支海和挪威海
海域

2009年3月27日，委员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经修正
的《大陆架界线委员会关于2006年11月27日挪威提交的
〈北冰洋、巴伦支海和挪威海海域划界案〉的建议》

加拿大 2003年11月7日 2019年5月23日 北冰洋   未决

资料来源：UNCLCS（https://www.un.org/depts/los/clcs_new/commission_advic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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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三大洲之间的战略枢纽地带，被视为“全球

的地中海”；北极是北半球各大国之间航空航天器最

短路径的必经之地，在空天武器日益实战化的今天，

控制了北极点就能够对世界主要大国进行“战略俯

瞰”，北极因此成为全球安全竞争的制高点[14]。

早在二战期间，北极地区就已经卷入人类战

争——德国曾集结重兵进攻苏联的北极地区。冷战时

期，北极地区也一直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斗的热

点地区，同时它也是将两个超级大国分开的前沿地

区。后冷战时期，北极进入短暂的“平静”时期。这

些历史事件反映了北极作为国际政治中一个地理焦点

的地缘政治意义。随着冰冻圈的融化，北极地理的重

大变化将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对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

响。事实上，在过去 5 年中，北极地区新兴的军事化

日趋明显，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该地区出现了紧张局

势，新的“冷战”场景正在

重现[15]。

尽管大多数北极国家都

在提高自身在该地区的军事

能力，但俄罗斯是最重要角

色之一[16]。自 2011 年以来，

俄罗斯恢复了北极地区的许

多军事基地，包括一些机场

和雷达站。2014 年 12 月，

俄罗斯宣布建立北方联合战

略司令部（JSC North），

以整合各种军事武器和分支

机构[17]。俄罗斯在北极地区

不断增加的军事存在并建立

北方联合战略司令部，表明

其“北方战略堡垒防御”

（Northern Strategic Bastion 

Defence）概念的复活。这一

概念是基于其北方舰队的核

动力弹道导弹潜艇（SSBN）防御战略，并确保其能

进入北大西洋 [18]。2019 年 4 月5日，俄罗斯国防部启

动了“北方三叶草”（Northern Clover）军事基地。该

基地位于北极航运路线上的拉普捷夫海和东西伯利亚

海之间的科特尔尼岛（Kotelny Island）上，是俄军在

北纬 75° 以北建造的一处军事综合设施，能永久容纳

多达 250 名的军事人员，负责维护空中和海上监视及

反舰导弹等沿海防御[19]。根据俄罗斯军事战略和海军

文件，其增强北极军事能力的原因有 2 个：① 应对北

极地区不断变化的环境，以及与北部沿海地区航运业

增长相关的新安全挑战；② 保持与美国和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简称“北约”）的战略平衡[2]。俄罗斯国家

安全战略强调美国和北约的全球活动是其主要安全挑

战，而其在北极地区（主要是北方舰队）的军事力量

是抵抗美国和北约安全压力的关键能力[20]。

图 1    北极领土争端态势
资料来源：文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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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着完整的北极战略，其在北极地区主要追

求 3 个目标：① 守卫国土安全。北极是北半球的军事

高地，已被美国视为“国防的第一道防线”[21]。② 维

持地缘均势。美国担心竞争对手通过抢占北极战略制

高点，打破欧亚大陆地缘均势，从而削弱美国的国际

影响力。③ 保护航道安全。北极航道特别是西北航

道能够联通美国东、西海岸，可使美国摆脱对巴拿马

运河的依赖，是美国未来的海上生命线[22]。面对俄罗

斯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发展，美国毫不示弱，近 2 年来

更是加速进军北极，迅速提高了在北极地区的军事部

署和军事活动级别。2018 年 5 月，美国海军宣布重建

第二舰队；到 2019 年底，该舰队即已达到全面作战

能力 [23]。该舰队负责美国东海岸和北大西洋防务，

其辖区包括美国东海岸、整个北极圈、白令海峡，以

及挪威和俄罗斯沿海。2018 年 10 月，北约在挪威沿

海等地举行规模空前的“三叉戟”军演，美国“杜

鲁门号”航空母舰自冷战结束以来首次进入北极地

区 [24]。2019 年 6 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北极战略

报告》，强调北极已经进入“大国战略竞争时代”，

不仅指责俄罗斯对北极水域的控制力度及其军事活动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且指责中国通过“一带

一路”倡议破坏该地区的规则和规范。该报告提出，

为抑制俄、中两国行动，必须与北极盟国及伙伴加强

合作并强化美军的监视及通讯能力，并与展开大型破

冰船建造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增强合作[25]。

在北极军事“竞赛”中，其他北极国家也不甘

落后。加拿大作为环北冰洋面积第二大的国家，

自 2007 年以来每年都要在北极地区举行代号为“纳努

克行动”（Operation Nanook）的军事演习，旨在加强

加拿大在北极地区的存在和提高监视和作战及防灾能

力 ③。2019 年 5 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政府将

花费 157 亿美元为海岸警卫队新建 18 艘舰船，另外还

将提供 3.5 亿美元以提高海岸警卫队的管理和监视能

力 ④。2019 年 10 月，加拿大还公布了一项针对北极地

区的 10 年战略计划，内容包括加强军事部署，欲在北

极西北航道行使主权 ⑤。2009 年，丹麦、挪威和瑞典

三国国防部长召开会议时提议，组建由三国海军、空

军组成的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以监视和威慑各国在北

极地区的活动[14]。丹麦在  2016 年提出了其作为“北

极大国”（Arctic  Great  Power）的身份定位 [26]。

由于担心北约、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分歧可能会导致

该地区出现冲突，丹麦还准备将其在北极的国防开支

增加 3 倍[27]。

地缘政治本质上是基于国家力量的现实政治。冰

冻圈的竞争是大国全球竞争的延伸，以美国和俄罗斯

为主要力量中心的国际格局，决定了当前冰冻圈地缘

政治的基本轮廓。当前，大国在冰冻圈的互信“赤

字”不断积累，环境保护、气候变化、航道建设、原

住民发展、科学考察等“低政治”议题领域出现“瓶

颈”现象，冰冻圈国际治理困难重重。

4 结论与建议

冰冻圈地缘政治既是人地系统相互耦合产物，同

时也是国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结果，它预示

着国际利益格局即将迎来一场重大转换。一方面，全

球变暖引起了各圈层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变化，进

而引起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系统的变化，特别是冰层融

化给这里的自然资源开发带来更多技术和经济上的可

行性；另一方面，由于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行为单元的

国际政治体系的运行机制存在内生性陷阱，国际社会

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家间的竞争逻辑，使冰冻圈成

为各国尤其是大国新的利益边疆和斗争前沿。

③ National Defence of Canada. http://www.forces.gc.ca/.
④ CBC News. 2019-03-22. https://www.cbc.ca/news/politics/canadian.
⑤ Government of Canada. https://www.canada.ca/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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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大转换中，中国作为世界负责任大国，积

极参与冰冻圈治理不仅是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也是

国际法赋予中国的合法权益和时代赋予中国的国际责

任：①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积极推动

冰冻圈全球共治。冰冻圈加速变化关乎全人类生存与

发展，当前冰冻圈治理正处于“建制”与“改制”的

关键时期，作为冰冻圈重要利益攸关方和拥有独特价

值体系的 5 000 年文明古国，中国应积极倡导“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引导国际社会跳出安全

困境，推动冰冻圈善治的实现，为人类迈向永久和平

作出贡献。② 以“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为抓手，稳步

推进与冰冻圈国家的经贸合作。冰冻圈融化为相关国

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带来新机遇，中国作

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应积极参

与冰冻圈地区的航道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养护

与利用，为冰冻圈地区社会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③ 加强冰冻圈科学研究，深化对冰冻圈

环境的认知。冰冻圈是地球表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人类对其科学认知尚处于初级阶段。我国应加

大对冰冻圈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加快冰冻圈科学的

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对冰冻圈地区的科学考察，深化

对冰冻圈环境变化的科学认知，为推动冰冻圈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完善冰冻圈国际治理提供强有力

的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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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ge of Cryopolitics is 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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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 warming is rapidly melting the cryosphere, triggering a scramble for control of resources and shipping lanes in the 

cryosphere, especially in the Arctic, and the world is entering the age of cryopolitics driven by climate change. Based on the analyses 

on the background of cryopolitics forma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ryopolitics, and analyzes the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the Arctic in the past 20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ism, including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Arctic 

nations for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extended continental shelf of 200 nautical miles, and military competition for Arctic resour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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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gation channel control among these nations, especially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fo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of the cryosphere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      cryopolitics, the Arctic, territorial claim, military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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