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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各国对北极能源的开发愈发重视。美国北极地区的能源储量巨大,但鉴

于美国的北极战略核心是国家安全、环境保护和国际合作,其能源开发相对滞后。2013年奥巴马

政府出台了《北极地区国家战略》,开始对北极能源开发予以特别关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加

强了对北极近海油气能源开发的支持力度。2021年拜登总统上任后,美国的北极能源政策以气候

变化为核心,意在推动北极地区的绿色发展。美国的北极能源开发始终面临着法律、资金、技术、

环保等各种问题的制约,这也决定了美国北极地区能源开发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我国宜通过制定

北极能源合作开发战略,重视北极等极寒地区绿色技术的应用和研发,推动与美国在北极地区气

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合作,深化国际协作与交流,积极参与北极治理等举措,促进我国对北极能源

资源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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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globalwarming,countriesaroundtheworldarepayingmoreattentiontothede-

velopmentofArcticenergyresources.TheUSArcticregionhashugeoilandgasreserves,but

thecoreoftheUSArcticstrategyliesinnationalsecurity,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inter-

nationalcooperation,henceoilandgasdevelopmentisrelativelylaggingbehind.In2013,the

ObamaAdministrationintroducedtheNationalStrategyfortheArcticRegion,whichbeganto

payspecialattentiontoArcticenergydevelopment.DuringtheTrumpAdministration,ithas

steppedupsupportforoffshoreoilandgasenergydevelopmentintheArcticregion.AfterPresi-

dentBidentookofficein2021,theU.S.Arcticenergypolicycenteredonclimatechange,aiming
topromotegreendevelopmentintheArcticregion.TheUSArcticenergydevelopmenthasal-

waysfacedvariousconstraintssuchaslaw,capital,technology,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

whichalsodeterminethecomplexityandlong-termnatureofU.S.energydevelopmentinthe

Arcticregion.ChinashouldpromotethedevelopmentofArcticenergyresourcesbyformulating
strategiesforArcticenergycooperation,emphasizingtheapplicationandR&Doftechnolog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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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emelycoldregionsintheArctic,promotingcooperationwiththeUnitedStatesonclimate

changeandenergytransitionintheArcticregion,deepeninginternationalcollaborationandex-

changes,andparticipatingintheArcticgovernanceactively.

Keywords:UnitedStates,Arctic,Energypolicy,Energydevelopment

  阿拉斯加是美国最大的州,也是唯一一个拥有

北极圈以北领土的州,美国的北极能源政策主要涉

及阿 拉 斯 加。美 国 在 阿 拉 斯 加 的 油 气 开 采 有

几十年的历史,阿拉斯加作为美国曾经的原油主产

地之一,在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快速发展后,随着

美国页岩气革命兴起,其能源地位日渐衰落。几十

年来,阿拉斯加的油气开发与环境保护一直存在争

议,美国政府在对待其北极地区能源开发问题上的

博弈仍在继续,充满不确定性。

1 能源开发是阿拉斯加经济命脉,潜力不容

忽视

  阿拉斯加曾是美国五大原油生产州之一,主产

区是州属土地的北坡和库克水湾地区,其中1968年

发现并在1977年开始产油的普拉德霍湾油田是当

时美国最大的油气田。1988年阿拉斯加原油产量

201.7万桶/d,占美国原油产量的24.8%,排名第

一。但此后产量持续萎缩,到2021年,阿拉斯加原

油产量只有43.7万桶/d,在美国各州的产量排名降

到第五位,只占美国原油产量的3.9%(图1)[1]。

图1 1973—2021年美国和阿拉斯加原油产量变化

Fig.1 CrudeoilproductionchangesintheUnited

StatesandAlaskafrom1973—2021

阿拉斯加生产的石油近80%通过境内1287.48km
长的输油管道和油轮运输至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

亚州的炼油厂,15%在本州炼油,其余5%运往夏威

夷或出口到国外。1977年投入使用的阿拉斯加输

油管道,在40多年的时间里输油超过180亿桶,为

美国的能源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阿拉 斯 加 天 然 气 产 量 现 位 居 美 国 第 三 位,

1967年产量开始大幅增加,1995年以后一直维持

在906亿~991亿 m3的水平。阿拉斯加州政府一

直计划建设天然气管道,将阿拉斯加与美国本土

48个州的市场连接起来,并促进其液化天然气的出

口(图2)[2]。

图2 1967—2021年美国及阿拉斯加天然气产量变化

Fig.2 NaturalgasproductionchangesintheUnited

StatesandAlaskafrom1967to2021

石油和天然气产业是阿拉斯加经济的核心,为

阿拉斯加提供了33%的就业和超过50%的经济总

收入,也一直为州政府的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为了

维持阿拉斯加州的可持续发展,1977年创立了阿拉

斯加永久基金,为阿拉斯加的后代留出石油收入的

一部分,可以持续为全州居民提供福利。为此,将

州里收到的矿产租赁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特许权

使用费销售收益、联邦矿物收入分成和州级红利中

至少25%存入一个永久基金,并成立了州政府所有

的营利性机构来管理这个永久基金。从1982年开

始,基金运作的一小部分红利分摊给州所有公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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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居民,2021年永久基金规模为819亿美元,每

个居民得到的红利为1114美元。

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数据显示,在阿拉斯加还具

有巨大的油气生产潜力,北坡地区已知的石油储量

尚未被挖掘,还有大部分油藏仍未勘探。位于北极

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北部的1002地区的联邦土地

油气开发是政策争夺的重点(表1)[3]。

表1 美国北极地区的油气资源潜力

Table1 OilandgasresourcepotentialintheU.S.ArcticRegion
(Unit:Hundredmillionbarrels,Hundredmillioncubicmeters)

地区 石油/亿桶 天然气/亿m3

阿拉斯加州

土地

库克水湾 5.99 5381

陆上北坡地区 20(20)* 9912(3398)*

北极近海 270 3398

联邦政府

土地

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区 88 11102

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 100 991

  注:*括号内数值为非常规。

此外阿拉斯加还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但大部

分并未开采。阿拉斯加水电、风电、太阳能光伏、

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也非常丰富,2021年可再生

能源 消 费 占 阿 拉 斯 加 总 体 能 源 消 费 的2.2%,

2022年可 再 生 能 源 发 电 占 阿 拉 斯 加 发 电 量 的

33%。北极国家挪威、冰岛的低碳能源转型也为

阿拉斯加提供了样板,加上拜登政府对阿拉斯加

低碳能源发展的支持,阿拉斯加能源低碳转型的

潜力也十分巨大。

2 近些年美国北极地区能源开发政策的演

变历程

  从尼克松政府开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

行政命令指导北极政策的走向,主要关切是国家安

全和环境保护,并维护北极原始的面貌。美国北极

官方政策文件比较零散、不成体系,对美国的北极

战略仅仅总体上从宏观层面和理念层面进行了规

划与设计,没有把北极问题上升到优先议程和国家

战略高度[4],北极能源开发也不是美国北极政策的

核心。美国北极政策(包括能源政策)从奥巴马政

府及其后的特朗普政府开始逐步受到重视,拜登上

台以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2.1 美国首个《北极国家战略》中的能源考量

2013年5月,美国出台了第一份正式的北极战

略文件———《北极地区国家战略》,确定了推进美国

安全利益、积极参与北极管理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

三大战略方向,以及保护北极环境及生存资源;促

进北极环境可持续管理和经济发展;满足冷战后国

家安全和国防的需要;强化8个北极国家之间的合

作机制;让北极原住民参与决策;加强对地方、区域

和全球环境问题的科学监测和研究等六大目标。

虽然能源不是美国北极政策的核心,但由于北极技

术上可开发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分别占世界储量

的13%和30%,同时还蕴含稀土、铁矿石和镍等大

量关键矿产资源,《北极地区国家战略》中仍然对能

源资源加以了特别关注。认为这些资源“启发该区

域商业倡议和基础设施发展的新想法……人们对

北海航线和包括西北通道在内的其他潜在航线的

开通以及北极资源的开发越来越感兴趣”[5]。在推

进美国安全利益战略中,特别强调了北极对保障美

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作用,表示美国会继续在经济、

环境和气候政策目标范围内,积极与利益攸关方、

工业界和其他北极国家合作,负责任地开发北极石

油、天然气资源以及可再生能源,并提高效率,以减

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

2.2 阿拉斯加联邦土地油气开发的争夺

阿拉斯加州属土地主要集中在北坡地区,而属

于联邦政府的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和阿拉斯

加国家石油储备区拥有大量的油气储备,美国历届

共和党政府和石油大亨总想对此地的油气资源进

行开发,但都遭到民主党和环保组织的反对,一直

无法成功。

布什执政时期,2001年年初,一项包含北极国

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沿海平原(1002区)开发条款

的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当时的背景是美国石油对外

依存度超过60%,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70%[6]。

能源成为布什政府的核心目标之一,能源政策中除

了提高能源效率、节能及发展清洁能源,还强调增

加本国油气产量。其间先后出台了《2005能源政策

法案》和《2007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以保证政府能

源目标的实现。其中开发阿拉斯加野生动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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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提案多次由众议院通过,但最终未获批准。每

当美国国内油价高涨时,增加页岩油供给、发展生

物燃料及开发北极地区油气资源都是重要的解决

方案,但对这3个方案的争论也未停息。

奥巴马任期内,注重环境保护及气候变化,对

北极能源开发略显消极。尽管如此,还是授予了康

菲公司在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区上钻探的许可,

但禁止在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以及在楚克奇

海及波弗特海大部分海域开采石油及天然气。奥

巴马甚至想让国会将这一政策永久性固定下来,但

也未成功。

特朗普政府对开发北极油气资源最为积极。

2017年12月,通过了《第115-971号公法》,授权

在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沿海平原(1002区)

内租赁、开发、生产和运输石油和天然气[7],解除了

美国北极地区能源开发的政策障碍。2018年1月,

公布了2019—2024年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租赁5年

计划草案,允许对超过4.05亿hm2的联邦近海区域

约270亿桶石油和3398亿 m3的天然气进行开发。

同年10月,特朗普政府又批准了得克萨斯州的希尔

克普资源公司在波弗特海、普拉德霍湾以东开发石

油[8]。2019年11月,特朗普签署了《美国专属经济

区及阿拉斯加海岸和近岸的海洋测绘备忘录》,促

进海洋相关的渔业、能源、环境保护等项目开发,保

障国家的国土安全及经济发展。预计每年可贡献

3000亿美元的经济增长、提供300万个就业机会和

1290亿元的工资[9]。

2.3 拜登政府将北极能源开发重点转向清洁化

拜登的能源政策以气候变化为核心,在北极问

题上,拜登提出要把气候变化重新确立为北极理事

会的优先事项,专注于减少黑碳和甲烷造成的污

染。2021年6月,拜登政府暂停了北极国家野生动

物保护区沿海平原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2022年

12月,原定于11月发布的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

区石油钻探的新环境审查报告推迟到2023年第二

季度,可 能 将 1002 地 区 可 供 开 发 的 土 地 从

60.7万hm2缩小到809.37hm2。

美国能源部根据拜登政府对阿拉斯加开发的

定位,发布了《北极战略》[10],目标是2035年实现零

碳电力、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经济和确保弱势社区

至少40%的清洁能源投资,以促进北极能源部门及

更广泛的经济部门的脱碳、韧性和公平发展。北极

地区的优先项目主要聚焦于能源、科学和安全三大

板块。在能源领域,美国能源部重新建立了北极能

源办公室(AE),协调能源部在北极的各项事务。除

了电力的清洁化,美国能源部还支持在阿拉斯加北

坡的天然气水合物现场实验、全生命周期计算阿拉

斯加液化天然气出口到亚洲和全球天然气市场引

起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估阿拉斯加稀土和关键矿产

资源开发的技术可行性、评估新兴小型核反应堆发

电的应用等项目。

美国能源部在阿拉斯加的能源战略重心是向低

碳能源系统过渡,优先事项包括应对气候危机、创造

清洁能源就业机会、促进能源正义以及确保国家安

全。同时还要加强与阿拉斯加当地民众广泛沟通,引

领与国内外相关国家和部门的合作。美国能源部还

认为,气候变暖也为北极带来了新的经济机会,由于

阿拉斯加在经济上依赖能源的生产,其脱碳的重点是

将阿拉斯加化石能源开采、加工和运输相关的环境影

响降到最小,尤其需要关注甲烷减排。此外,美国能

源部支持适度开发稀土和关键矿产作为阿拉斯加经

济多元化战略的组成部分(图3)[10]。

图3 美国能源部在北极地区的能源战略和目标

Fig.3 EnergystrategyandgoalsintheArcticregion

oftheUnitedStatesDepartmentofEnergy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获得众议院控制权,

考虑到2022年7月,美国最高法院以6∶3通过裁

决结果,限制美国环保署(EPA)限制发电厂温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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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排放的权力,再次说明拜登的“绿色新政”未必能

全部实现,这意味着美国的北极能源开发仍然充满

变数。

3 美国北极能源开发面对的国内挑战

美国的北极地区油气开发始终充满争议,共和

党支持开发油气资源和民主党偏重环境保护的现

状没有改变。油气产业对阿拉斯加的重要意义以

及发展本国经济和主导北极区域发展的意愿,使美

国无法忽视其北极地区的能源开发问题。但鉴于

北极能源开发的复杂性,以下问题仍面临挑战。

3.1 是否批准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北极的许多油气矿藏在海域,《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则成为管理北极近海能源

的关键工具之一。几十年来美国国内针对是否应

该批准加入《公约》一直存在争论。赞成者认为,如

果不批准加入《公约》,将会使美国降为被动而非积

极的领导角色,很难巩固其在亚太地区包括北极地

区的地位[11]。同时,该《公约》是北极油气资源治理

与开发的核心法律制度,不仅涉及外大陆架和“区

域”内资源的利用,其争端解决机制也是维护缔约

国在北极权益的法律工具[12],美国的缺席无助于

其充当北极开发领导者的角色。反对意见则认为

美国通常通过总统公告、国会法案或者与邻国比如

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双边条约等方式来划定其大陆

架的界限及海上边界,这种方法高效便捷,足以确

保美国位于北冰洋、墨西哥湾及世界各地的石油和

天然气资源安全。因而不必加入《公约》,去寻求大

陆架界限委员会的批准。此外,加入《公约》也意味

特许权使用费的一大部分要转让给国际海底管理

局,导致数十亿美元的收入从美国分配出去。

3.2 拉斯加油气生产面临的资金、管制、技术困境

阿拉斯加的油气开发面临国内外的强大竞争

压力。①资金缺乏,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使本土吸

引了大量的投资。2019年阿拉斯加能源投资只占

美国能源总投资的1.7%,约18亿美元,而阿拉斯加

要增加原油生产,至少需要36亿美元的投资[3]。

②监管限制,一是美国对阿拉斯加原油出口和运输

(包括船舶)等方面的监管限制;二是石油征税过

高,许多公司无奈只能去其他地方进行投资;三是

环境监管严,额外增加开采成本,壳牌、雪佛龙等公

司因为严格的环境管理和高成本,缩减或放弃了在

北极的钻探。

从技术特点看,阿拉斯加油气开发与页岩气革

命和替代能源相比也处于劣势。①尽管页岩油气

生产也有环保方面的争论,但不如北极油气开发那

么多,在美国并未造成真正影响,仍然吸引了大量

的投资;②各州从自身利益考虑,可以联合起来共

同开发页岩油气及替代能源。但北极油气开发只

代表阿拉斯加的利益,各州间还未出现联盟支持阿

拉斯加的油气开发;③由于北极地区能源开发成本

高、风险大、周期长,只有大型油气公司才适合投

资,中小企业无能为力。在页岩油气开发中,中小

型油气公司就可以承担采用新技术的风险,大大提

升了页岩油气的生产效率。

但现实是,如果没有新的一轮投资,阿拉斯加

的原油产量会继续下滑。一旦产量下滑至35万~

30万桶/d,阿拉斯加输油管道就会发生结冰、积蜡

等问题,如果运输量过少,这一维系阿拉斯加能源

命脉的管道还可能停工。这对阿拉斯加能源生产

和经济发展的打击是致命的。

3.3 经济发展与环保的论战

美国的石油政治、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相互关

联,政策制定者、私营企业、当地民众、环保组织和

游说团体在北极油气开发中进行博弈,北极开发是

否“满足美国国家能源需求”和“保护环境”是争论

的核心[6]。阿拉斯加的油气产业为居民解决了就业

和福利等问题,为各级政府可提供几十亿的财政收

入,鉴于开发土地占比很小,对环境的影响不大,多

数阿拉斯加人支持油气开采。2020年美国总统选

举中,阿拉斯加州超过2/3的选民就将选票投给了

支持油气开发的特朗普。拜登政府暂停北极国家

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活动后,阿拉

斯加当地政府就质疑拜登此举完全忽视了阿拉斯

加原住民和农村社区对经济机会的需求。

绿色和平组织、生物多样性中心等非政府组织

则认为,油气开采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油气泄漏,对

北极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危害北

极生物多样。原住民中许多人依靠北极国家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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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保护区的海岸平原作为豪猪、驯鹿的产犊和哺

乳地,或者依靠波弗特海和楚科奇海的鲸鱼和其他

海洋生物为生。在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国家

石油储备区、波弗特海和楚科奇海的石油和天然气

勘探和开发将危及食品安全,侵犯原住民的人权。

4 美国北极地区能源开发新动向

美国北极地区巨大能源潜力及全球变暖推动

北极开发进程深入,使美国北极政策(包括能源政

策)从奥巴马政府及其后的特朗普政府时期逐步引

起了重视。在不同治理风格的驱动下,奥巴马和特

朗普在任期间的美国北极能源政策表现出明显的

差异。奥巴马政府首次颁布了《北极地区国家战

略》,从而有一个更全面的决策框架,对经济发展、

国家安全、环境保护和科学研究给予了同等关注,

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适度开放北极能源开发。特

朗普政府的政策更侧重于能源安全和自然资源的

全方位开发,以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发展。拜登上

台后,其北极能源政策向奥巴马时期的政策转变,

更加注重北极地区的环境保护,推动北极能源开发

向清洁能源转变。由于油气开发是阿拉斯加的经

济命脉,美国各届政府对北极油气开发还是予以一

定的支持,主要区别是共和党支持陆上、海上全面

开发,而民主党则禁止海上开发,有条件支持陆上

开发。

从全球范围看,俄罗斯对推动其北极区域经济

发展最为积极,在油气资源开发、港口基础设施建

设、破冰船等运输设备以及动力储备等领域全方位

介入,并计划开发北极的稀土、战略性矿产、生产绿

氢及碳捕捉和储存等项目,在全球能源转型发挥重

要作用。美国国内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在北极进行

投资,将有助于美国保持全球领导地位,同时为整

个社会带来附带的经济、环境和安全利益。

实际上,近些年国际上对北极油气开放的投资也

从未停止。数据显示,2016—2020年,约3140亿美元

的资金用于北极地区新的油气钻探,总计投资地块

599个,预计未来5年仍有望增加20%以上。这些

投资主要得益于以美国摩根大通银行、花旗集团、

摩根士丹利、高盛集团、贝莱德集团以及巴黎银行

为主的各大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提供的融资。尽

管这些银行和投资机构大多已经制定了各种北极

投资限制政策,但并未严格执行[13],造成一边是保

护北极生态环境的承诺;另一边则是大量投资北极

能源开发的局面。但从地理分布看,这些投资绝大

部分集中在欧洲的北极区域,主要在俄罗斯和挪

威,美国投资较少。

一贯宣称注重环保的拜登政府于2023年3月

13日出人意料地批准了康菲石油公司在阿拉斯加

北坡投资80亿美元的柳树石油开发项目,该项目

2029年投产,最高产量180万桶/d,30年内将生产

5.76 亿 桶 原 油,按 当 前 油 价 计 算,价 值 超 过

450亿美元,同时产生约2.4亿t的温室气体排放。

在批准的同时,美国政府还表示正在制定新的环境

保 护 措 施,进 一 步 限 制 未 来 国 家 石 油 储 备 区

647.5万hm2土地上的石油开发,并禁止北极海上

石油开发。尽管如此,该项目还是立即引起了争

议。拥护者认为,此举符合拜登政府在环境和社会

正义、促进能源转型和加强美国能源安全方面的优

先事项,同时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并为阿拉斯加原

住民社区提供福利。但环保组织认为这与温室气

体排放量减少的目标相矛盾,将向联邦法院提出中

止该项目的诉讼[14]。此举看来,国内外形势的变

化,促使美国对北极能源开发一直在持续关注和评

估,但同时也永远绕不过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

争议。

5 对中国的启示及建议

对中国而言,北极地区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

“战略新疆域”,无论美国及其他北极国家的能源政

策如何变化,中国应本着《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

书[15]制定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基本原则,

积极参与北极地区包含资源勘探开发的各项活动,

不仅对中国的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有着重要意义,

还可以实现合作共赢,全力推动“冰上丝绸之路”和

北极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维护于北极的环境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

(1)尽快制定北极能源合作开发战略。聚焦天

然气、可再生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等关键领域。通

过制定北极能源合作开发战略,鼓励国有和私营企

业积极参与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在能源相关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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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合作,增强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开发能力,维持

已有的能源合作项目正常进行,是保障我国能源安

全和加速我国能源转型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为中国

未来在北极地区的全方位开发奠定坚实的基础。

(2)重视北极等极寒地区技术的应用和研发。

从美国对北极的发展展望及美国能源部在阿拉斯

加的能源发展规划来看,未来北极地区无论是化石

能源开发还是清洁化转型,技术是关键。我国应积

极参与北极科学考察,推动北极开发“绿色”技术创

新,促进风、光、氢能、小型核能技术的研发及在北

极地区的应用。考虑到未来北极很可能是自然资

源勘探的重要前沿,航运的增加会导致海上交通量

大增[16],造成碳排放及油气泄露的风险也相应升

高,我国宜充分发挥在北极亚马尔项目中积累的技

术诀窍,推进油气开发绿色技术应用和核动力、液

化天然气破冰船以及大型低排放运输船等交通工

具的研发和生产。

(3)推动与美国在北极地区气候变化和能源转

型合作。2021年11月《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

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的发布,为

中国和美国在北极地区的能源合作提供了新的可

能。①天然气起着能源转型桥梁的作用,中国和美

国在天然气领域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阿拉斯加

州一直推动其液化天然气的出口,中国是液化天然

气第一进口大国,特朗普时期签订的《阿拉斯加液

化天然气项目联合开发协议》虽然中止,但双方的

需求还在,仍有合作的空间。②积极参与美国北极

地区的能源转型及社区建设。我国在风能、太阳能

等领域已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链和供应链,可以合作开发风电场和太阳能光伏发

电。不仅可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还可通过适当的

融资方式帮助当地社区解决可再生能源前期建造

费用过高的问题,促进当地的能源转型和社区发展。

(4)深化国际协作与交流,积极参与北极治理。

在北极合作中,除了立足美国和俄罗斯,还需加强

同挪威、芬兰、丹麦等北极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能

源矿产开发、破冰船建造、极地设备技术以及渔业、

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充分发挥北极国家各自的优

势,将北极经济开发的“蛋糕”做大做好,让大多数

的北极国家享受到北极能源资源开发的红利,实现

共赢。同时,还要深化与日本、法国、德国、英国、印

度等北极域外国家的交流。这些国家作为北极理

事会观察员国,受制度安排的限制,在北极军事与

领土安全等议题上的议事能力低,但对环境保护、

污染治理、海上搜救等议题拥有与其北极利益和国

家实力较为相符的参与能力,呼吁借助多边合作机

制共同应对北极治理问题。我国宜深化与这些国

家的合作,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可,拓展我国在北极

事务参与范围,也有利于我国在北极地区的能源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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