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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2期新闻稿：新冷战的寒风正在北极圈上空呼
啸
 

《莫马山的主人》斯皮里多诺夫·尤里·瓦西里耶维奇（萨哈）作于2006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1996年，毗邻北极圈边缘的8个国家——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瑞典、美国组
成了北极理事会。这一进程始于1989年，当时芬兰邀请其他国家商讨北极环境。芬兰的倡议产生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beijiquan-xinlenzhan/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beijiquan-xinlenzhan/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
https://www.arctic-counci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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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991年的《罗瓦涅米宣言》（Rovaniemi  Declaration），该宣言确立了理事会的前身《北极环境保
护战略》（Arct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y）。

当时这些国家政府的主要关切是“全球污染及相应的环境威胁”对于北极生态系统的破坏。当时对北
极冰盖融化的规模和后果知之甚少，后来2006年张向东、约翰·沃尔什等科学家的研究、2007年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使得关于该风险的共识得以加强。北极理事会后来扩展了其
职责，包括就该地区气候变化和发展开展调查。

时间再近些，2021年在冰岛雷克雅未克北极理事会部长会议上，俄罗斯接棒成为该组织为期两年的轮
值主席。然而，2022年3月3日，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后，理事会其他成员国开始抵制会议，抗
议莫斯科参与该理事会。2022年6月，该七国一致同意“有限地恢复北极理事会中不涉及俄罗斯联邦
的事务”。这其实意味着理事会的未来面临风险。

 

《恶灵，退散》安德烈亚斯·阿拉里斯托（萨米）作于1976年

 

http://library.arcticportal.org/1542/1/artic_environment.pdf
https://journals.ametsoc.org/view/journals/clim/19/9/jcli3767.1.xml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2018/02/ar4-wg1-chapter4-1.pdf
https://www.arctic-council.org/explore/topics/climate/
https://www.arctic-council.org/explore/topics/ocean/
https://via.ritzau.dk/pressemeddelelse/joint-statement-on-arctic-council-cooperation-following-russias-invasion-of-ukraine?publisherId=2012662&releaseId=13645015
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22/06/joint-statement-on-limited-resumption-of-arctic-council-cooper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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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北极圈的地缘政治紧张并非始于去年，而是已经发酵了十年有余。该八国一直在争夺对该地区
的控制权——不是为了阻止气候变化危险，而是为了利用北极圈2100万平方公里上的矿物、金属、化
石燃料等的庞大矿藏。据估计，该地区拥有全世界22%的未发现石油和天然气（但在北极的开采成本
仍相当高昂）。更有厚利可图的是稀土矿产的开采（比如用于电容器、电动汽车的钕铁硼和用于磁铁、
激光器的铽），这些矿物在北极（从格陵兰的科瓦内湾到俄罗斯的科拉半岛再到加拿大地盾）的总估
价超过一万亿美元。北极理事会各成员国正展开角逐，意欲控制这些至今仍锁于融冰之下的宝贵资源。

由于北极圈一半以上由公海水域和该八国的大陆架（指延伸进浅水海域的陆地）组成，北极的管理主
要依照由168个缔约方批准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根据该公约，沿海国的主权范围延至其领海，即从该国海岸的大潮低潮线起12海里（约22公
里）以内的海域。沿海国还对大潮低潮线起200海里（约370公里）以内的海域享有“经济专属权”，
很多资源就位于这个区域。因此，北极的资源开发主要在北极理事会成员国的领域，大多不属于多边
控制。然而，海洋法公约也限制了单个国家的管辖范围，表明深海床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其勘探
开发“应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与国家的具体地理位置无关。”

 

《孩子身后跟着鸟的灵魂》露西·钦努阿尤克（金恩盖特）作于1967年

 

为执行海洋法公约，联合国组建了国际海底管理局（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管理局总部位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01421518302957
https://overthecircle.com/2019/05/26/rare-earth-elements-a-northern-treasure-chest/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unclos/unclos_e.pdf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unclos/unclos_e.pdf
https://www.isa.org.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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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牙买加金斯敦，其法律技术委员会正在制定一项采矿法规，以管理国际海底区域的勘探开发。值得
注意的是，该委员会五分之一的成员来自矿业公司。尽管1959年《南极条约》（Antarctic  Treaty）有
力禁止了在南极采矿，但暂缓全球（甚至在北极）海底采矿的可能性为零；偏向矿业公司的采矿法规
不但会造成开采量增加，而且会使大国间的竞争加剧、冲突风险加大。这种竞争已经使得美国为首的
北约国家和中俄等国之间的新冷战加剧，也导致了北极圈迅速军事化。

北极理事会各成员已在北极边缘地带建起了军事基地，在2007年俄罗斯科学家在北极点以下4302米的
北冰洋海底象征性地插上了钛合金的俄罗斯国旗后，各国加速争夺对该地区的主导权。带领这次地理
探险的俄罗斯探险家阿图尔·奇林罗夫表示，他的动力是科学和对气候变化的担忧，认为“保护北极
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用语言”。尽管如此，俄罗斯这次地质考察仍被有关国家当作在该地区扩大军事化
的借口。美国早在几十年前就在北极圈深处建立了一处军事设施，即格陵兰岛的图勒空军基地，这
是1950年代美国在丹麦（即格陵兰的殖民宗主国）加入北约后建立的基地。其他北冰洋沿海国家的军
事力量也横跨了北极冰雪，近年来更是有所增长。比如，加拿大正在努纳武特地区巴芬岛建设纳尼西
维克海军设施，计划于2023年运营。与此同时，最近十年，俄罗斯对亚历山德拉岛的纳古尔斯科耶空
军基地和科特尔尼岛的特姆普空军基地进行了扩建改造。

 

《牛背上》西夫采夫·埃雷·塞梅诺维奇（前苏联）作于1963年

 

https://isa.org.jm/files/files/documents/isba_25_c_wp1-e_0.pdf
https://www.bas.ac.uk/about/antarctica/the-antarctic-treaty/the-antarctic-treaty-1959/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the-united-states-is-waging-a-new-cold-war-a-socialist-perspective/
https://tass.ru/obschestvo/4457654
https://tass.ru/interviews/445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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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理事会是促进该地区国家间交流的少数多边机构之一。如今，其中七个国家却决定不再参与，其
中五个国家（加拿大、丹麦、冰岛、挪威、美国）本已是北约的成员，另外两个（芬兰、瑞典）加入
北约的进程正在提速。北约逐渐取代北极理事会成为该地区的决策机构，而运营总部就是北约位于挪
威的“寒区作战卓越中心”（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Cold Weather Operations）。2006年以来，该
中心组织北约盟国和合作伙伴在北极举行两年一次的代号“酷寒反应”（Cold Response）军事演习。

2019年5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参加在芬兰罗瓦涅米召开的北极理事会会议，指责中国对北极
环境破坏负有责任。尽管中国发起了“冰上丝绸之路”计划，但并无实际证据表明中国在北极海洋通
道上起到了有害作用。这一针对中国的敌意言论以及对俄罗斯在北极作用的类似态度属于一种将新冷
战合理化的思想斗争。蓬佩奥作此言论后不到一个月，美国国防部就发布了2019年《北极战略》
（Arctic  Strategy），其重点是“限制中俄将该地区用作竞争通道的能力”，而美国空军2020年的
《北极战略》（Arctic  Strategy）又重申了这一立场。

 

《唱啊唱啊一起唱歌啊》佩尔·埃诺克松（萨米）作于2008至2010年

 

https://www.nato-pa.int/content/finland-sweden-accession
https://www.forsvaret.no/en/organisation/centre-of-excellence-cold-weather-operations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92351.htm?selectedLocale=en
https://oaarchive.arctic-council.org/bitstream/handle/11374/2409/2019_Rovaniemi_Ministerial_Statement_by_the_USA.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world.chinadaily.com.cn/2018-03/30/content_35945249.htm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the-united-states-is-waging-a-new-cold-war-a-socialist-perspective/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the-united-states-is-waging-a-new-cold-war-a-socialist-perspective/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n/06/2002141657/-1/-1/1/2019-DOD-ARCTIC-STRATEGY.PDF
https://www.af.mil/Portals/1/documents/2020SAF/July/ArcticStrateg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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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雷克雅未克主办了一年一度的北极圈论坛，除俄罗斯以外的大国全部出席。冰岛前总统、
曾于2016年陷入“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腐败丑闻的奥拉维尔·拉格纳·格里姆松主持了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荷兰海军上将罗伯·鲍尔所做的主旨演讲。鲍尔表示，北约必须加强在北极的
军事力量，以抗衡俄罗斯还有中国。他称后者是“又一个与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损害基于规则的国际
秩序的专制政权”。鲍尔上将说，中国的冰上丝绸之路不过是一个挡箭牌，借此使中国“海军部队能
更为迅速地从太平洋移动到大西洋，其潜艇可潜伏在北冰洋。”

在会议讨论阶段，中国驻冰岛大使何儒龙站起来对这位北约将军说：“您的演讲和言论充满了傲慢及
臆想。北极地区是高度合作和低度对抗的地区……在气候变化方面，北极扮演着重要角色……每个国
家都应该参与这个进程。”他接着说，不应该将中国“从这种合作中单独排除”。何大使发言后，在
大厅里低沉的笑声中，格里姆松结束了该环节。

 

《游行去》玛丽亚·彼得罗夫娜·维尤切伊斯卡娅（前苏联）作于1932-1933年

 

缺席大部分讨论的是生活在北极的原住民社群：美国的阿留申人和尤皮克人；加拿大、格陵兰、美国
的因纽特人；俄罗斯的楚科奇人、埃文克人、汉特人、涅涅茨人、萨哈人；芬兰、挪威、俄罗斯、瑞
典的萨米人。虽然这些原住民在北极理事会有六个代表机构：阿留申人国际协会、北极阿萨巴斯卡委
员会、哥威迅国际委员会、因纽特人北极圈委员会、俄罗斯北方土著人民协会、萨米委员会等，但他

https://www.icij.org/investigations/panama-papers/20160502-iceland-president-wife-offsho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n6GEuO0_d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Mdxpc7nW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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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声音在激化的冲突之中被进一步压抑了。

这种对原住民呼声的压抑让我想到萨米人的杰出艺术家尼尔斯-阿斯拉克·瓦尔凯帕伊（1943–2001
年），他的诗歌如风声般振聋发聩：

你是否听到生命之声

在奔腾的河流里

在咆哮的狂风里

我想说的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

热忱的，

Vijay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5210226_Three_Poems/fulltext/5688d89408aebccc4e16d292/Three-Poem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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