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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航道与俄罗斯的北极发展战略评析

韦进深 舒景林

摘 要:全球气候变化带来了北极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影响深远。作为北极地区的重要

国家，俄罗斯出台了北极战略，其中北极开发和北方航道建设成为重点。通过对俄罗斯相关文件的解读和考察俄

罗斯在北极地区的战略行为，不难发现北方航道对俄罗斯的北极发展战略影响巨大。文章评析了基于北方航道建

设的俄罗斯北极发展战略，指出影响俄罗斯北方航道建设的制约因素，北极地区主要国家对北方航道的认知差异、

脆弱的通航条件和资金投入的不足等现实状况，使俄罗斯北方航道建设充满了不确定性，进而阻碍了俄罗斯北极

发展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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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因其丰富的资源储备和在未

来海洋运输中的重要地位，北极地区的开发和利用

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其中，作为拥有北冰洋

最长海岸线的环北极国家，俄罗斯的北极立场和政

策尤 为 引 人 注 目。2008 年 9 月，俄 罗 斯 通 过 了

《2020 年前及更远的未来俄罗斯联邦在北极的国家

政策原则及远景规划》( 以下简称《原则及远景规

划》) ①，并于 2009 年 3 月份正式公布。2013 年 2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并公布了《俄罗斯北极地

区 2020 年前发展与社会安全保障战略》②，至此，俄

罗斯北极战略已日渐成熟并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

通过解读 相 关 文 件 和 分 析 俄 罗 斯 在 北 极 地

区的行为，不 难 发 现，俄 罗 斯 的 北 极 发 展 战 略 主

要着眼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资源开发、航道建

设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其中，资源开发和航道建

设为两大支 柱。北 方 航 道 作 为 上 述 领 域 的 交 汇

点在俄罗斯的北极发展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对

俄罗斯的北 极 战 略 的 实 现 具 有 关 键 作 用。更 为

重要的是，随 着 北 极 航 线 在 国 际 政 治、经 济 中 的

作用日益凸显，北方航道对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

和未来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引起了国际社会

的广泛关注。

由此，本文主要聚焦于北方航道与俄罗斯北极

发展战略的关联性评析，首先阐述俄罗斯的北极发

展战略，指出北方航道在俄罗斯北极发展战略中的

重要意义，其次重点分析北方航道建设的主要内容

和相关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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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罗斯北极发展战略

作为第一份全面、系统地阐述俄罗斯北极政策

的纲领性文件，《原则及远景规划》阐明了俄罗斯联

邦北极政策的主要目标、主要任务、战略重点、落实

国家北极政策的机制、实现国家北极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战略规划的办法以及保障俄北极地区国家安全

的措施。而 2013 年批准并公布的俄罗斯北极地区

发展战略则明确指出了俄罗斯北极地区的主要战略

发展方向。通过文本解读并结合俄罗斯在北极地区

的行为特点，不难发现俄罗斯的北极战略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明确俄罗斯北极地区的行政区划，维护其

在该地区的领土与主权。

《原则及远景规划》明确指出俄罗斯的北极部

分“包括下列行政区划的部分或全部领土: 萨哈( 雅

库特) 共和国，摩尔曼斯克州，阿尔汉格尔斯克州，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涅涅茨民族自治区，亚马

尔 － 涅涅茨民族自治区，楚科奇民族自治区”。同

时“包括这些行政区划邻近的土地、内海( 河) 中的

岛屿、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俄罗斯对上述地

区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①根据这一划定，俄属北

极地区面积超过 1000 万平方公里。

回顾近些年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行动，不难发

现，宣示主权是俄罗斯北极战略的主要任务之一。

1997 年，俄罗斯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根据公

约相关规定，俄罗斯拥有北极海域 200 海里专属经

济区。由此，一向被俄罗斯视作传统北极“领土”的

范围大幅收缩，其中争议领土面积为 120 万平方公

里。但公约同时规定，一个国家若要延伸专属经济

区，则要证明大陆架的结构与其陆地的地质结构相

似。这为俄罗斯提供了在北冰洋海域享有某些主权

权利的理论依据，前提是俄罗斯有充分证据证明该

海域是大陆架的自然延伸。在此背景下，进入新世

纪以来，俄罗斯为维护北极地区的领土与主权展开

了一系列活动，2001 年 12 月，俄罗斯向联合国大陆

架界限委员会(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

nental Shelf( CLCS) 提交申请，要求对北冰洋 200 海

里以外海域行使主权管辖，理由是该区域是西伯利

亚大陆架的自然延伸。在被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以

“证据不足”驳回申请之后，俄罗斯展开了大规模的

北极科学考察活动，为其主权声索寻找依据。2005

年和 2007 年，俄罗斯科学家对北冰洋海底的罗蒙诺

索夫海岭和门捷列夫隆起进行考察，在对罗蒙诺索

夫海岭的考察中，俄罗斯科考队员在 4000 多米深的

北冰洋海底，插上了象征俄罗斯主权的钛合金国旗。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北极地区准确的边

界界限迄今并未明确划定，这也是俄罗斯与环北极

国家围绕北极主权争端不断的原因所在。为此，俄

罗斯将与其他北极国家开展积极互动，以求最终划

定海洋边界作为俄罗斯北极政策的战略重点。为

此，俄罗斯政府提出要“掌握详细的地质、地理、水

文、测绘等方面的材料和确凿的证据，为俄罗斯在北

极划界工作中占据主动创造条件”。②

其次，开发北极地区的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

北极地区拥有储量丰富的自然资源，美国地质

调查局( USGS) 的报告表明，北极地区拥有原油储量

900 亿桶，天然气储藏超过 47 万亿立方米。分别占

据了全球 13% 的未探明石油储量和全球 30% 未开

发的天然气储量，此外，北极地区还拥有全球 9% 煤

炭资源，③是地球上拥有大量剩余资源且勘探开发

程度最低的地区之一。俄属北极地区的石油和天然

气储量极其丰富，俄罗斯北极地区已探明石油( 含

凝析油) 储量 358． 43 亿桶，天然气 1563． 46 万亿立

方英尺( 约 44 万亿立方米) ，分别占北极地区已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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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油气储量的 58%与 94%。① 主要分布在俄属巴伦

支海、伯朝拉海和喀拉海，其中喀拉海石油总储量约

为 50 亿吨，天然气总储量约为 10 万亿立方米。矿

产资源方面，俄属北极地区提供了全俄 90% 的镍和

钴、60%的铜、96%的白金的产量。②

进入新世纪以来，能源经济在俄罗斯国民经济

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来自世界能源市场的强劲需求

带动了俄罗斯能源行业及相关产业的复苏，能源外

汇成为俄罗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2010 年，

俄罗斯的财政预算收入为 83038 亿卢布，2011 年的

财政预算收入为 113660 亿卢布，其中 2010 年能源

的出口税收入就达 38307 亿卢布; 而 2011 年则达到

了 56418 亿卢布。③ 2009 年，俄罗斯通过了《2030

年前能源战略规划》，在规划中，2030 年前，俄罗斯

石油年出口将达 3． 7 亿吨，天然气年出口约 3700

亿立方米。而同时，俄的石油天然气年产量相应要

超过 5 亿吨和 9000 亿立方米。拥有丰富能源储备

的俄属北极地区的开发无疑将在俄罗斯的能源经

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能源战略构想第二阶段，俄

罗斯要加快实施东西伯利亚、远东、亚马尔半岛以

及北极大陆架地区的大型能源项目，从而实现“提

高国家经济的能源效率、推动能源综合体的创新发

展”的核心任务。而俄罗斯制定的 2030 年前大陆

架开发国家计划规定，在 2030 年前，俄每年从大陆

架开采的石油应达到 4000 万至 8000 万吨，天然气

达到 1900 亿至 2100 亿立方米。这相当于目前俄

罗斯年石油开采量的 8% 至 16% ，天然气开采量的

32% 至 35%。④

《原则及远景规划》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并扩

大北极作为俄罗斯“主要战略资源基地”的作用，这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俄罗斯对油气资源、水产资

源和其他战略原料的需求。⑤ 而 2020 年前北极地区

发展战略中则进一步将“俄罗斯北极地区的社会经

济发展”作为开发俄罗斯北极地区和国家安全的优

先方向，出台俄属北极地区大陆架和沿海地区油气

资源勘探和开发的国家方案。⑥ 再次加大军事投

入，提高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实力，扭转俄罗斯

的安全困境。

北极地区对俄罗斯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冷战时期，北极地区就是美苏对抗的前沿，美苏核潜

艇都在北冰洋底游弋，并且苏联在北极地区建立了

军事基地并部署了大量的军事设施。苏联解体后，

面对北约东扩带来的战略压力，北极地区对俄罗斯

安全的意义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降低。北极地区

成为俄罗斯核力量部署和威慑的主要阵地。

除了保持和扩大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核力量之

外，加强常规力量建设成为俄罗斯北极战略的主要

任务之一，《原则及远景规划》第四章规定，俄罗斯

要“成立能在各种军事政治形势条件下确保军事安

全的常规部队集群、其他部( 分) 队、军事组织和机

构( 主要指边防机构) ”。⑦ 具体步骤包括打造高效

运作的北极地区海岸防卫体系 ( 归联邦安全局负

责) ，提高与邻国边防部门在打击海上恐怖主义、走

私活动、非法移民以及保护海洋生物资源等方面的

合作效率; 大力兴建俄属北极地区的边防设施，发展

边防机构的军力及装备; 建立水面综合监控系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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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家对俄属北极地区捕鱼活动的控制和监管力

度”等内容。

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军事行

动彰显了俄罗斯捍卫北极主权、维护国家安全的决

心。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举行了多场军事演习，并且

在 2007 年恢复了战略轰炸机的巡航。2011 年，俄

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布尔加科夫宣布俄将在北极地区

部署能在极寒条件展开军事行动的作战旅。2012

年 2 月，俄罗斯陆军总司令称俄军计划在 2015 年完

成组建首支北极地区摩托化步兵旅。由此可见，俄

罗斯明显加快了在北极地区的军事部署。

最后，加快对北方航道的科学考察和基础设施

建设，以航道建设带动整个北极战略的实施。

全球气候的变化使北冰洋商业通航成为可能，

未来世界地缘经济环境将会出现深刻变化。作为在

北极航道中所占海岸线最长的国家①，俄罗斯对作

为“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唯一的一条水上通道”的北

方航道在其北极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进

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加快了对北方航道的科学考

察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优化‘北方运送’的

经济机制，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和可替代能源( 包

括当地的再生能源) ，新建和改造能源工厂，采用节

能材料和技术，尽可能减少北极地区对外界的能源

依赖; 加大对破冰船、救援船及辅助舰艇建造的支持

力度，并大力营建港口、导航台等岸上基础设施，以

确保‘北方海路’的货物运输量能得到大的提升; 为

了保障船只在北极地区的航行安全，有必要建立专

门的监测机制，负责管理和疏导繁忙水域的船只航

行，包括为船只提供水文气象保障和导航服务。”②

2011 年 8 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在

北极集中分布着许多珍稀矿藏，北冰洋的北方海航

线是连接欧亚的最短航线。因此对北极地区长期稳

定的开发……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③作为俄

罗斯北极地区发展的关键，北方航道在整个俄罗斯

北极发展战略中处于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俄罗斯

北极地区资源的开发需要交通运输保障，除了陆路

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航道基础设施建设在其能源运

输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北方航道在未来俄罗斯向欧

洲、东亚甚至北美地区能源的出口中将发挥重要作

用。另一方面，北方航道的建设对于保障俄罗斯的

国家安全，维护俄罗斯北极地区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俄罗斯北方航道建设的主要内容

第一、宣示俄罗斯北方航道主权，管理与控制北

方航道的航行。

俄罗斯将北方航道视为其国内运输航线，从上

世纪 30 年代起，苏联就加强了对北方航道的控制与

管理，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并成立了专门的管理

机构。1991 年，俄罗斯在《北方海航道航行规则》

( 简称 NSＲ 航行规则) 中明确规定: 北方航道位于苏

联内海、领海( 领水) 或者毗连俄罗斯北方沿海的专

属经济区内的海运线，主要用于西伯利亚自然资源

的开发以及为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定居点运送物资。

俄罗斯独立后，在北方航道主权问题上坚持了

苏联时期的一贯立场，根据 NSＲ 航行规则，俄罗斯

对航行于北方航道上的本国和外国船舶进行管制，

外国船只需经过俄罗斯允许，并在俄罗斯导航服务

监督下才能进入北方航道，特殊情况下需接受俄方

破冰船的强制性护航，否则船只禁止进入北方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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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

在《远景和规划》中，明确指出“依据俄联邦有

关法律和俄联邦签署的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对穿

越北极空中航线和北方海路的飞机和船只实施有效

的组织和管理”。为落实俄罗斯的北极政策，俄罗

斯将向国际媒体宣传和解释俄罗斯的北极政策，并

通过举办展览、国际会议、“圆桌会议”等各种形式

向外界证明俄罗斯拥有对北极地区无可争辩的主权

和合法权益，树立俄罗斯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①

第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北方航道

潜能。

随着 2011 年试航以来，俄罗斯北方航道的基础

设施建设已经有条不紊地展开。俄罗斯最大的轮船

公司现代商业舰队公司总经理弗兰克表示，北方航

道运输量已经从 2005 年的 400 万吨提高到 2012 年

的 1200 万吨。② 专家预计，未来北方航道潜在货运

吞吐量至少能达到每年 3000 万吨。并且随着北冰

洋的全面通航，这一数字在未来可能呈现几何增长，

根据《俄罗斯报》网站预测，2020—2022 年北方航道

的运载量至少将是现在的 10 倍。为了适应未来发

展的需要，加强港口建设和提高破冰船的数量和能

力是俄罗斯北方航道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内容。

俄罗斯北冰洋沿岸港口众多，发展潜力巨大，其

中重要港口包括迪克森、杜金卡、季克西、佩韦克等，

但是这些港口目前存在着基础设施落后、设备老化

和经济效益不高等问题。因此，新建、改建和扩建港

口成为俄罗斯充分发挥北方航道潜能的主要内容。

2012 年 7 月，俄罗斯北冰洋沿岸亚马尔新港口建设

工程开工，标志着俄罗斯北冰洋新海港建设的启动。

亚马尔半岛是俄罗斯北极地区最重要的天然气开采

地之一，亚马尔新港口建成之后，产自这一地区的天

然气液化加工后，在港口直接装船，通过北方航道运

往欧洲或东亚市场。因此，港口建设对于俄罗斯北

极地区资源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动力最大的破冰

船，这是开展极地考察、运输补给以及北冰洋冬季航

行的重要保障。截止目前，俄罗斯拥有约 18 艘破冰

船，其中包括 5 艘核动力破冰船。但随着正在使用

的“胜利 50 周年”号、“亚马尔”号和“俄罗斯”号等

核动力破冰船逐步退役，为了保证足够数量的破冰

船以满足北方航道的通行需要，俄罗斯计划在 2020

年前建造 3 艘核动力破冰船和 6 艘柴油动力破冰

船，其中核动力破冰船的建造工作将于 2013 年开

始，预计 2015 年下水，2017 年海试，这将进一步确

保俄罗斯在该领域的领先优势。

第三，完善多层次的北方航道管理体系，建立健

全俄罗斯国家北极政策的执行机制。

目前，俄罗斯北方航道管理体系由联邦、地方和

商业公司三个层面构成。1971 年，苏联政府正式建

立北方海航道管理局，隶属苏联商业海运部。苏联

解体后，北方海航道管理局改由俄罗斯联邦交通运

输部管辖，其主要职责是执行国家相关管理规章，组

织北极航运，确保航行安全，监控船只和沿海设施可

能造成的污染等。2013 年 3 月，俄罗斯联邦政府成

立北方海航道国家管理办公室，标志着俄罗斯从联

邦管理层面启动了新一轮的北方航道的开发利用。

在地方层面，俄罗斯北极地区各级地方政府( 包括

各共和国、州、自治州、边疆区、直辖市、自治区) 主

要负责辖区内航道、港口的基础建设，制定各自的社

会经济发展战略、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土地发展规

划，推动北方航道的开发和利用。负责承运航道运

输和执行破冰任务为俄罗斯国有的商业海运公司，

其中实力最强的是摩尔曼斯克公司和远东航运公

司，前者总部位于航道西段俄罗斯最大的不冻港摩

尔曼斯克，主要承担航道西段的客货运输和破冰任

务，拥有数量最多的破冰船。后者总部位于符拉迪

沃斯托克，主要承担远东地区的石油运输。此外，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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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还制定了航道通行的法律制度，一方面加强了

对外国船只在北方航道航行的管理，另一方面通过

提供破冰、领航等服务赚取外汇，带动俄罗斯北极地

区的发展。

除了国内层面完善对北方航道的管理之外，俄

罗斯还希望通过国际合作，进一步落实俄罗斯的北

极政策。俄罗斯的北极战略明确指出，“要想顺利

实现俄联邦国家北极政策，需要俄联邦中央政府和

地方各级政府( 包括各共和国、州、自治州、边疆区、

直辖市、自治区) 的通力合作，各工业企业、商业团

体和社会组织依据国家的有关法律也可和政府开展

合作，甚至俄联邦还可同外国和国际组织开展合作，

共同开发俄属北极地区。”①

三、俄罗斯北极发展战略的制约因素

俄罗斯出台的以俄属北极地区开发和北方航道

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北极发展战略，无疑在其国家发

展战略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对俄罗斯在 21 世纪的重

新崛起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

的北极发展战略的实现仍面临着一些因素的制约，

主要包括:

第一，新世纪以来北极争端愈演愈烈，主要国家

对北极航道的认知不尽相同。

进入新世纪，加拿大、俄罗斯、美国、丹麦等北极

国家相继宣称对临近的北极地区拥有主权，其中，

2007 年底俄罗斯北冰洋底的“插旗”行为掀开了新

一轮的北极争端。由于北极国家并未就北极问题签

订任何条约，各国只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

行资源开发、划分相关海域和解决争议问题，结果导

致北极各国对北极的权益归属存在重叠和交叉，各

国通过北极科考，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递交划界

案，甚至利用军事行动等方式宣示其北极权益，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寻找有利于己的法律支持，

北极争端进入白热化的背后，除了北极地区的重要

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资源储备外，各国看重的是北极

航道潜在的通航价值。

作为北极航道上地缘优势最大的两个国家，加

拿大和俄罗斯分别宣称对“西北航道”和“北方航

道”( 东北航道) 拥有主权。1970 年加拿大政府正式

宣布“西北航道”既不是国际通道，也不是公海，而

是加拿大的历史性“内水”，因为“西北通道”没有商

业航行的历史，不符合国际海峡的法律标准。对俄

罗斯来说，早在苏联时期，苏联向美国声明“北方海

航道毗邻苏联北极沿海，这条航道不是国际航道，长

期被苏联和苏联租赁的船只使用，是一条重要的苏

联国内交通运输通道”。② 美国则坚持认为北极航

道是国际航道，各国均有权“过境通行”。所有船只

都有无害通过两端连接公海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应受到阻碍。美国的立场得到

了包括北极理事会其他国家的支持。这种认知的差

异有可能导致未来俄罗斯与相关国家的争端和冲

突，从而不利于俄罗斯北极发展战略的实现。

第二，北极脆弱的通航条件使俄罗斯北极开发

战略充满不确定性。

以北方航道建设为重要内容的俄罗斯北极发展

战略是建立在对北极地区气温升高、海冰消融的不

可逆预期基础之上的。这种预期仍需要大量的科学

依据来证明。此外，北极地区复杂的自然环境和通

航环境，以及脆弱的生态系统，都使俄罗斯北极开发

战略充满了不确定性。

从自然环境看，北极地区常年为冰雪覆盖，气候

寒冷，该地区的气候、水文状况因年份、季节的不同

而存在显著的差异，因而对航线的开发产生严重影

响，其中海冰的影响程度尤为重大。虽然目前全球

气候变暖，北极地区的冰盖加速融化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情况一旦发生逆转，将会严重影响通航和俄罗

斯北极地区开发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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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航线选择看，北方航道连接三大洋、五大海

域，仅俄罗斯部分的长度就超过 5600 公里，船舶航

行时可供选择的航路众多，并没有固定的航路，不同

航路的气候、水文、地理环境相同，各个海湾、海峡都

有其独特的航行环境，这不仅对船舶的应变能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航道建设提出了挑战。

从生态环境看，北极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生

态环境系统，该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修复能力十分

脆弱。北极地区的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乃至航行时

产生的废弃物，都可能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一旦

北方航道具备大规模通航的条件，呈爆炸性增长的

过往船只( 大多数为装载能源和矿产资源) 将可能

严重影响北极的生态环境。

第三，高额的开发成本和资金匮乏的现实制约

了俄罗斯北极发展战略的实施。

俄罗斯北极发展战略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而北

极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预示着俄属北极地区的开发

需要更大的开发成本和资金投入。俄罗斯北极发展

战略的主要任务涵盖了社会经济发展、军事安全、生

态安全、信息技术和通信、科技领域等，主要包括发

展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对俄属北极地区的社会性

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升级改造、大力兴建边防设施、

发展边防机构的军力及装备; 建立水面综合监控系

统，重点研发应用广泛的新技术、各种用途的航天

器，以及建立通用型多功能情报网络等。这些任务

的完成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虽然《原则及远景规划》

指出，为有效开发俄属北极地区的自然资源，积极开

展国际合作; 多种渠道筹集资金，中央政府和地方各

级政府都要为北极的开发投入大量资金，确保《原则》

的顺利实施。但高额的开发成本和资金匮乏的现实

成为制约俄罗斯北极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因素。

仅以俄属北极地区的石油开采为例，据俄罗斯

石油公司预测，为开发俄罗斯大陆架，不算争议地

区，在 2050 年之前需要投资 61． 6 万亿卢布( 约合

2． 5 万亿美元) ，如果开发争议地区，则还需要追加

投入 10 至 12 万亿卢布。① 面对北极开发近乎“天

价”的先期成本和巨大的资金缺口，外界普遍质疑

俄罗斯的北极发展战略能否成功实施。

四、结 论

进入新世纪，开发俄属北极地区被俄罗斯视作

重新崛起的基础和关键，2008 年 9 月俄罗斯通过并

于 2009 年 3 月正式公布的《2020 年前及更远的未

来俄罗 斯 联 邦 在 北 极 的 国 家 政 策 原 则 及 远 景 规

划》，以及 2013 年 2 月公布的《俄罗斯北极 地 区

2020 年前发展与社会安全保障战略》，标志着俄罗

斯北极战略的正式出台，将北极地区开发为俄罗斯

的“自然资源战略基地”和建设北冰洋航线( 北方航

道) 成为俄罗斯重大的国家利益。由于北方航道在

俄罗斯整个北极发展战略中的独特地位和关键作

用，可以说，北方航道的开通和建设直接关系着俄罗

斯北极发展战略的成败与否，因此被世界所关注。

俄罗斯北方航道建设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航

道管理体系建设，其主要目的在于宣示俄罗斯对北

方航道的主权，管理与控制北方航道的航行，在未来

的地缘政治经济转型中占据优势和主动。然而，俄

罗斯基于北方航道的北极发展战略和行为引发了新

一轮的北极争端，主要国家对北方航道的认知差异、

脆弱的通航条件和资金投入的不足等制约因素，阻

碍了俄罗斯北极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俄罗斯北极

地区的开发和航道建设充满了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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