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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加快对北极航道和北极地区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保障我国油气能源的持续、稳定和安全

供给,文章基于“冰上丝绸之路”的提出和建设,分析我国油气能源战略。研究结果表明:“冰上丝

绸之路”利用东北航道,从能源储量、能源运输和能源合作3个方面,为我国油气能源提供战略保

障;但同时面临北极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和配套设施薄弱、生态和环境特殊以及政治利益

错综复杂的挑战;未来我国应制定北极战略、拓展科考领域、加强国际合作和强化科技创新,充分

发挥“冰上丝绸之路”的作用,保障油气能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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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speedupthe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oftheArcticwaterwayandoiland

gasresourcesintheArctictoensurethesustainable,stableandsafesupplyofChina'soilandgas,

thispaperanalyzedChina'soilandgasenergybasedontheproposalandconstructionofthe“Ice

SilkRoad”.Theresearchresultsshowedthatthe“IceSilkRoad”wouldprovidestrategicprotec-

tionforChina'soilandgasfromthreeaspects:energyreserves,energytransportationandenergy
cooperation,throughusingthenortheastwaterway.Atthesametime,itwouldfacethechallenges

ofharshnaturalconditionsintheArctic,weakeconomicbasesandsupportingfacilities,specialec-

ologicalandenvironmentalconditions,andcomplexpoliticalinterests.Inthefuture,Chinashould

maketheArcticstrategy,expandthefieldofscientificresearch,strengtheninternationalcoopera-

tionandstrengthen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givefullplaytotheroleofthe
“IceSilkRoad”toensurethesupplyofoiland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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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冰上丝绸之路”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我国对石油和天

然气等能源的需求和对外依存度逐渐提高,保障能

源的持续、稳定和安全供给成为事关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的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

自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冰上丝绸

之路”建设也在不断酝酿。在中俄两国领导人的共

同努力下,“冰上丝绸之路”逐渐从构想变成现实,

并成为中俄下一步开展战略合作的重要内容。

北极航道是穿越北极圈,连接北美、东亚和西欧

3大经济中心的海上航道,主要包括西北航道(横穿

加拿大北极群岛)、东北航道(经俄罗斯北部海域)和
极点航道(从加拿大穿越北极点)3条航道,连接大西

洋和太平洋。“冰上丝绸之路”是东北航道,是连接东

北亚与西欧的最短海上航道,途经巴伦支海、喀拉海、

拉普捷夫海、新西伯利亚海和白令海峡[1]。目前该航

道每年9-11月通航,预计到2020年通航时间可能

延长至6个月,到2030年将全年通航[2]。
“冰上丝绸之路”的提出和建设不仅为丰富“一

带一路”倡议和开拓全球海运通道指引方向,而且

为我国扩展能源国际合作新领域和构建能源多元

化供给格局奠定基础。尤其是中俄共同投资的亚

马尔LNG项目于2017年12月正式投产,成为“冰
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支点,为我国参与北极油

气资源的开发利用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2 “冰上丝绸之路”对我国油气能源保障的

战略意义

2.1 能源储量的“新中东”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08年发布的《北极地区

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报告》,北极地区待发现石油

储量占世界待发现石油储量的13%,待发现天然气

储量占世界待发现天然气储量的30%,可与中东地

区媲美。此外,北极地区具有形成天然气水合物的

温度和压力条件,是天然气水合物的重要富集区

域,其中俄罗斯北部永冻区、美国阿拉斯加北坡、加
拿大马更些三角洲、北极群岛、挪威斯瓦尔巴群岛

和挪威岛等地区均富含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随着

全球变暖和北极冰雪融化,北极将成为全球油气能

源勘探和开发利用的重点区域[3-5]。

2.2 能源运输的“新通道”

根据国际能源署2017年发布的《2017世界能

源展望》,在2030年左右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

最大的石油消费国,2040年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耗将

超过欧盟。在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逐渐提高的形势

下,2016年我国超过80%的进口原油通过马六甲海

峡经我国南海运入,高度单一化的运输通道为我国石

油供给安全带来巨大风险。随着东北航道的通航,可

大大节约运输成本[6-7],有利于拓展我国的原油进口

渠道和运输通道。此外,东北航道所经区域的不稳定

因素较少,可大大降低恐怖主义、海盗和其他极端事

件发生的概率,降低运输风险,提高安全程度。

2.3 能源合作的“新领域”

近年来,围绕北极地区的油气资源权益,北极五

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丹麦和挪威)展开激烈争

夺,纷纷通过修改政策和制定规划等措施促进本国在

北极地区的油气勘探,并吸引国外投资者开展联合勘

探。2017年挪威解除已执行近20年的对北极巴伦

支海域的勘探禁令;同年《美国优先海上能源战略》

要求重新评估奥巴马政府颁布的大西洋、太平洋和

北冰洋水域的钻探禁令,以加大海洋油气开采力

度;同年美国与中国签署阿拉斯加LNG项目开发

协议;2011年《2030年前俄罗斯大陆架调查与开发计

划》明确提出投资6万亿~7万亿卢布以开发北极大

陆架,并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吸引投资。我国迎来与

北极国家开展油气能源合作的重要战略机遇[8-10]。

3 面临的挑战

3.1 自然条件恶劣

北极地区常年寒冷,天气变化莫测,海冰多,雾

大浪小,为船舶航行和海上作业带来很大困难。恶

劣的自然条件对油气勘探设备以及船舶的耐低温

和脆弱性等提出更高的要求,须专门定制船体结

构、机舱设备和船上人员生活设施等。尤其在北冰

洋海域,每年适合开展油气勘探作业的时间很短,

难以保证工作进度[11]。

3.2 经济基础和配套设施薄弱

恶劣的自然条件导致北极地区人口稀少、经济

落后、工业基础较差,航运港口、码头和后勤保障等

配套设施缺失,沿途补给点少,航行数据不足,对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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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安全提出新的挑战。

3.3 生态和环境特殊

北极地区相对简单的生态系统结构限制其自

我修复能力,生态系统非常脆弱,一旦发生石油泄

漏事故将难以处理,且到处漂浮的冰块会吸收油

污,使油污随冰块大范围移动,待冰块融化时污染

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此外,磁场和太阳辐射等环境

因素将对通信、导航、搜索和救援等工作产生很大

的影响[10]。

3.4 政治利益错综复杂

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公约已确立

北极地区的基本国际法框架,但北极五国在相关海

域主权、大陆架权益以及航道管辖权和归属权等领

域仍存有较大争议,尤其在大陆架权益方面的争夺

更加激烈。在目前北极地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

外大陆架的划分尚未清晰的情况下,开展油气勘探

和开发利用有可能引起相关国家的纠纷。

4 战略对策

4.1 制定北极战略

进入21世纪,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挪威、丹麦

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纷纷制定北极战略以强化其

北极利益,在不同程度上主动参与北极事务并争夺

主导权。日本、韩国和印度等非北极国家也纷纷发

布北极政策,其共同特点是重视北极航道和北极资

源的开发利用。我国是北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北极理事会的永久观察员,有责任也有义务强化

在北极地区的存在,通过制定北极战略明确我国在

北极地区的利益,并部署相关科考活动,提高参与

北极事务的话语权。

4.2 拓展科考领域

北极地区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区,全球变

暖对北极地区的海冰、海平面、大气环流和生态系

统等产生直接影响。作为近北极国家和负责任大

国,我国应增加北极地区科学考察航次,加大科考

力度和频度,逐步拓展科考领域。不断完善和丰富

第一手信息,通过有针对性的实地考察,及时掌握

北极航道及其周边海域的气象和海况资料,为我国

开发利用北极航道和参与北极事务提供翔实数据,

服务海洋强国建设。

4.3 加强国际合作

抓住有利时机,充分发挥我国的资本优势、市

场优势和技术优势,加强与俄罗斯、挪威和丹麦等

国家的合作,从政府层面进行对接,理顺合作关系,

构建合作机制,进而为油气企业的合作奠定基础。

同时,加快对各国法律政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领

域的研究,与相关国家的企业、居民和社会组织加

强沟通,为国际合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4.4 强化科技创新

北极地区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具有重

要和特殊的影响,在该区域开展研究有利于形成创

新成果。此外,在北极地区开展科学研究和油气勘

探,对船舶和装备的材料、结构和设施等要求极高,

不仅要具备基本的调查能力,而且要具备一定的破

冰能力。我国应继续加强高等级专业破冰船、极地

资源勘探船以及专业核心配套设备和材料的研发

和应用,提高我国在北极地区开展调查研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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