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航行在陌生的寒冷北极，哪个月
份最为合适，哪个航区最为安全，航行
中需要注意哪些事项，遇到问题应该
如何解决……这是北极航道的“使用
说明书”。

!"月初，全球首部中文版《北极
航行指南（西北航道）》项目通过海事、
海洋等多方专家评审，将与去年发行
的《北极航行指南（东北航道）》组成姊
妹篇，共同助力北极航道的航行安全
和生态保护。

天堑尚未变通途
翻开《北极航行指南》，一系列海

图、航线跃入眼前，从水文气象、习
惯航线、定位条件等航行所需信息，
到海上通信导航、引航破冰服务、沿
岸港口国法律法规等保障内容，一应
俱全。

虽然北极航道环境逐年改善，但
绝不是天堑变通途，仍是世界公认最
险峻的航线之一。船行北极，最直接的
威胁是大量浮冰与冰山，最深切的恐
惧则来自陌生与未知，许多计划取道
北极的船舶望而却步，其中就包括国
内一些航行者，亟待一份准确全面、权
威、实用的航行“攻略”。

上海海事大学教师白响恩是中
国首位驾船穿越北冰洋的女航海驾
驶员，她对此深有体会：“船舶必须面
临海冰、霜冻、水深、破冰成本、应急
救援、商业保险、冰区航行经验人员
短缺以及地缘政治等多种困难。此
前，东北航道资料只有俄罗斯掌握，
海图上标注的某些信息与实际情况
存在误差，北极航道通航环境复杂，
而且没有助导航设施，只能凭经验和
感觉走。”
“首次北极航行的船舶，对这片

水域的认识几乎是零，对船员无疑
是极大挑战。”曾参与“永盛”轮北
极首航筹备的中远工作人员坦
言，出航前资料收集、知识消
化，花费了很多精力。

目前，国际海事组织等
正研究建立极地航海保障
规则和船员培训标准，中国
提前开展“极地航保工程”，
搭建全方位、多渠道参与极地事务
的重要平台。"#!$年与 "#!%年，交通
运输部组织东海航海保障中心，联合

集美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中国极地研
究中心等学研机构，启动两本《北极航
行指南》的编撰工作。

千方百计制攻略
“这绝对是个漫长而繁杂的过

程。”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海图中心
高级工程师徐卫国回忆，东北航道地
处俄罗斯北，在收集资料阶段，工作人
员“广撒网”，寻求俄罗斯船级社、联系
国外海事机构、与具有相关航行经历
的船员座谈；在后期编制阶段，承担大
量分析研究及示意图绘制工作……
西北航道指南，则着重查询加拿

大、美国的外文信息，去年加拿大商
船“努那维克”号首航西北航道，编
写组成员提前在营口鲅鱼圈守候，
只为获取第一手资料，与船长交流
航行体验。
“这两本指南出版后并非一成不

变，而将不断更新。”东海航海保障中
心研发中心负责人俞毅介绍，中心将
派出编写组人员，搭乘航经北极水域
的船舶，对“东北航道航行指南”的完
整性、准确性和实用性实地复核，并
将根据考察情况重新修订。
白响恩补充，由于减少航运里程，

北极航道从全球总量上减少船运产生
的二氧化碳排放，但由于该航道位于北
极地区，冰川覆盖面大、物种和群落系
统相对简单，对全球气候变化异常敏
感，因此在提高航运经济的同时，东北
航道的环境保护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
问题，也应在指南中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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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利用北极航道，中国正发出
积极信号！”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极地战略研究室主任张侠看来，
北极航道的独立航行时代已经到
来，而中国可能是未来该航道最
大的用户。

北极航道承担三
个方面功能

记者!近年来!北极航道缘何

备受国际关注"

张侠! 北极航道对于现有传
统航线的分担作用已逐渐被航运
界所认识，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功
能：首先，用于北极资源的出口运
输，以油气出口为主；其次，用于过
境国际贸易运输；第三&俄罗斯、加
拿大用于其北极社区的后勤补给
运输。
北极航道的利用，将改变北半

球交通格局。海洋地理上，北极航
道将构成两条绕欧亚大陆、北美大
陆的闭合环线，并在北冰洋形成交
叉的“'”字形，这就像一座城市开
通了“环线”，大幅提升交通的通
达、便捷和可靠性。

记者!目前!北极航道通航情

况如何"

张侠! 三条航道处于不同的
发展阶段。东北航道的探索较早，
较为成熟，已经得到小规模的商
业化利用。尤其是在 "#!#年，挪
威、丹麦和俄罗斯组成“北欧航海
专家团”，在东北航道试航了 (个
航次，将散货、集装箱、油轮、客轮
运输等世界主要航运类型都试验
了，而且目的地都是中国。之后，

东北航道的航运量快速增长，例
如 "#!$年达到 )!个航次，运输
量约 !"*万吨。

西北航道通航条件不如东北
航道，去年，加拿大“努那维克”号
通过西北航道抵达中国，成为首
艘穿行整条西北航道的远洋商
船。还有一条通过北极点附近的
中央航道，航线最直、路径最短，
但冰层较厚、条件较差，目前仅有
科考船航行，并无商船经过，但其
特殊意义在于远离大陆，不受沿
海国管辖。

中国是北极重要
利益攸关方

记者!近年!中国提出#近北

极国家$概念处于哪些考虑"

张侠!近北极国家，是参与北
极事务的身份定位和利益认同，
表达中国对北极的特别关注。首
先从地理位置，我国是陆上第二
接近北极地区的国家（最接近的
是哈萨克斯坦）；其次是气候变化
临近性，北极气候系统位于我国
北方上游，有着直接影响；第三是
市场接近性，北极蕴藏矿藏与油
气资源，多数集中在俄罗斯，我国
是俄罗斯能源最重要的潜在市场
之一。

记者! 我国对于北极事务持

怎样态度"

张侠!今年 !# 月，第三届北
极圈论坛大会在冰岛雷克雅未克
开幕，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发表《中
国的北极活动与政策主张》主旨
演讲，提出参与北极事务、开展北
极活动应本着“尊重、合作与共
赢”的政策理念。

集装箱运输是利
用北极关键

记者!对于中国而言!利用北

极航道的关键在哪里"

张侠! 亚洲到欧洲和北美的
传统航线，连接制造中心和消费
中心，这两条航线主要的运输类
型是集装箱，是世界贸易规模最
大的集装箱运输航线，由于巴拿
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的水深和宽
度限制，两条传统航线遭遇瓶颈。

根据中科院测算，中国港口
集装箱吞吐量增长速度继续领先
全球港口，"#!(年全球前 !#大集
装箱港口，中国占有 )席，上海港
仍是全球集装箱港口第一大港。
相比集中在南部航线的散货运
输，以及通过管线运输的油气大
单，集装箱运输可能是未来利用
北极航道的最大需求，中国也可
能借此成为北极航道的最大用
户。当然，集装箱运输要求更高，
包括准时性、全季节航行，这就是
机遇中的挑战。

记者!此外!北极航道还将给

中国带来哪些机遇"

张侠! 北极航道或将带动中
国的产能输出，例如从资源投资
到装备出口。北极冰层融化、形
成冻土活动带后，对通讯、码头、
公路等基础建设需求量非常大，
蕴藏巨大商机。北极航道特殊的
地理环境需要特殊的技术支持，
中国之前在青藏高原上建造铁
路，对类似的恶劣环境更有经
验。中国利用北极的薄弱环节就
是缺乏海冰区知识和经验，要加
强研究。

"上接 !"版#

遭到冲击的传统格局
科学家用气候模型预测，北极

到 "#(#年可能达到无冰状态，而北
极航道，正是气候变暖危机中潜藏
的机遇。对此，北极圈内国家近水楼
台，北极圈外国家则摩拳擦掌。
专家分析，现有的环球海洋运

输线位于地球的南北居中位置，成
为众多战略热点和兵家必争之地。
北极航道一旦开通，对传统国际贸
易环境造成冲击，将会导致世界重

心向北偏移，改变全球格局。
!++*年，对北极航道的控制权

争夺就硝烟弥漫，环绕着北极圈的
八个国家———北欧五国和俄罗斯、
美国、加拿大成立了北极理事会，法
国、德国、荷兰、波兰、西班牙、英国
则是该组织的永久观察员。
在东北航道，俄罗斯援引《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坚称拥有管辖权，
所有欲进入东北航道的船只必须提
前申请通行，并接受俄方的领航和
破冰服务，支付高昂的破冰船及航
道费用。

"#!$年，俄罗斯重新制订航行
规则，规定船舶可不必在俄方领航
下穿过东北航道，但必须获取相应
许可证，呈现较为开放的倾向，希望
东北航道在夏季时成为苏伊士运河
的竞争对手。

在西北航道，加拿大也宣称
该航道为其内水，但并未强制要
求过往船只申请许可及使用本国
破冰船。在中央航道，去年底丹麦
正式对北极点水下陆架提出主权
要求。

"#!$ 年 ( 月，中国、印度、新

加坡、日本、韩国和意大利成为北
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六者中 (个
来自亚洲，足见亚洲国家对北极的
兴趣。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 +#年代，

日本就对北极航道在内的整个北极
海域全面调研，并于 "###年推出调
研报告《北极航道：连接欧洲与东亚
的最短航道》。"#!"年日本国土交
通省成立“北极海航道研讨会”，
"#!$ 年外务省设立了北极担当大
使职务。
韩国同样关注。"##+年韩国海

洋大学成立了北极航道研究中心，
"#!$ 年韩国海洋水产部联合外交
部、产业资源部等制定“北极综合政
策推进计划”，其中首要任务就是开
拓利用北极航道。今年，韩国发表
“北极政策执行计划”，拟推进北极
商业航线。
当前，我国提出海洋强国战略，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北极航道的
成本优势与战略价值，能否助力“"!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经济对
外发展注入能量？挑战与机遇并存，
我们拭目以待。

北极航道的
“使用说明书”

“中国或是北极航道最大潜在用户”
!!!专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战略研究室主任张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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