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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治理与中国参与
!

+++基于国际公共品理论的分析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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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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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宁宁

摘
!

要!国际公共品的供给状况反映了北极公共问题的治理程度#在当前的北极地缘政

治环境下"国际公共品理论为我们研究北极公共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我国参与

北极治理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理据#中国构建(国际公共品提供者)的身份"将是我国参与

北极治理的一个重要路径"有助于消除北极国家的猜疑"维护我国在北极地区的国家

利益#

关键词!国际公共品%外部性%北极治理%中国

冷战期间"在地缘政治理论和强权政治的影响下"北极是两极军事对峙的前沿阵地#

在这期间作为全球重要生态区域的北极"虽然遭受着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区域性乃至

全球性公共问题的破坏"但是美苏两大集团的政治和军事对抗"使得北极国家几乎没有任

何机会开展区域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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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末期"在戈尔巴乔夫

(摩尔曼斯克讲话)的影响下"芬兰政府倡议北极国家就区域环境保护问题开展合作"由此

开启了(罗瓦涅米谈判进程)#经过两年的商讨"

5<<5

年
R

月北极八国签署,北极环境保

护战略-#该战略文件(虽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它对北极事务影响重大"标志着北极由

地缘政治和权力政治主导向区域治理与合作方向转化)

&叶江"

0153

!

3R

'

"此后公共治理逐渐

成为北极国家处理北极事务的主要方式#

治理是一种对社会的把舵或指导"用以避免大家都不想要的结果出现&如公地悲剧'"

促进实现大家都希望的结果&如对内保护公民权利"对外加强安全"应对外来威胁'

&奥兰!

扬"

011Q

!

0

'

#在北极治理中"国际公共品的供给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

了北极公共问题的治理程度#但冷战结束之后急剧变化的北极地缘政治环境"使得国际

公共品的需求远远高于当前的供给情况#国际公共品的不足已经严重影响了北极地区的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对北极治理产生制约作用#当前北极治理所需的国际公共品主

要集中在制度规则类$知识文化类$基础设施类以及政治安全类等方面#以制度规则类公

共产品的需求和供给为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等全球性公约和协

议在北极地区都具有适用性"冷战结束以来也相继成立了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北方论坛

和北极理事会等多边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和规则"多数在授权方面缺乏充分性"在适用范

围方面缺乏针对性#

国际公共品供给的不足为北极国家联合供给国际公共品提供了政策方向和动力"也

为域外国家和实体参与北极公共治理提供了一条路径#为此"笔者将基于国际公共品理

论及其在北极公共治理中的适用性分析"探讨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理论依据和具体路径"

为我国参与北极治理提供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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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公共品的基本理论及其适用性

&一'国际公共品的基本理论分析

国际公共品源于经济学中的公共品的概念#公共品从最早提出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很大发展"被誉

为公共财政研究中一个最古老和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奥尔森"

0155

!

53

'

#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

5<4A

年发表的,公共支出的基本理论-一文中创新性地提出公共品的两个基本特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

性
&

S'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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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品的基本特征决定其无法逃避外部性问题和搭便车问题#其中"外部

性问题就是一种外溢效应"它针对的是某个个体的活动对另外的个体施加了成本或者赋予了收益"表现

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种情况
&

H"#.)D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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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便车问题既与公共品的非排他性及其

产生的正外部性有关"又与行为体的机会主义倾向有关#任何时候"一个人只要不被排斥在分享由他人

努力所带来的利益之外"就没有动力为共同的利益做贡献"而只会选择做一个搭便车者
&奥斯特罗姆"

015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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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导致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引起所谓的(市场失灵)现象的产生#公共品的概念随后经奥尔

森$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等学者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演变为国际公共品&根据覆盖范围的不同"可

分为全球性国际公共品和区域性国际公共品'#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情形下"国际公共品依然难以

逃脱搭便车问题"进而引起国际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和(国际政治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现象说明通过个体的自觉性供给公共产品的困难性"公共品的供给主体和生产途径研

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国内"政府主要承担了公共品的生产和提供"而在国际社会由于不存在高

于各国主权之上的世界政府"学者基于过去历史的经验分析"提出全球性国际公共品主要依靠霸权国供

给或者依靠国际制度的供给#在由金德尔伯格提出并由吉尔平等学者补充的霸权稳定论中"强调霸权

国的存在是世界经济秩序稳定的前提条件"否则国际经济体系将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金德尔伯格在

,

5<0<]5<3<

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中指出"

5<0<

年经济大萧条的原因(在于英国没有能力而美国没有

意愿承担稳定国际经济体系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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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据霸权周期理论"当霸权国的实力

发生衰落之时"其提供公共品的实力和意愿就会下降"从而导致全球性国际公共品的供应不足#为解决

霸权衰落后国际公共品的供应问题"基欧汉等学者提出了国际公共产品的另一供给路径!国际制度的供

给#国际制度本身就是国际公共产品"但国际制度亦为其成员提供了联合供给其它类型的国际公共产

品的工作框架"进而解决霸权衰落后(国际政治市场失灵)的现象#

冷战后"在新地区主义和全球性国际公共品短缺的影响下"区域性国际公共品的生产和供给逐渐成

为推动地区合作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区域性国际公共品的主要供给主体和生产途径在于区域主导国家

和区域机构#从理论上讲"主导国的存在之于区域性国际公共品的供给会产生重大影响
&

S'.?&)#

"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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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在缺乏区域主导性国家的条件下"区域性国际公共品的供给也将成为可能"其将主要

来源于成本分摊的区域国家联合供给方式#

&二'国际公共品理论在北极治理中的适用性分析

当前"公共治理已经成为北极国家处理北极事务的主要方式"并且北极国家在北极治理中占据主导

地位"北极治理主要呈现的是区域性一面#但是"当前北极治理的动因$对象和载体富含着全球性因素"

这就决定了北极治理具有全球性"无法逃避和排斥域外国家的参与#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公共品理论为

我们研究北极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国际公共品理论所要阐述的核心要义是"为了解决北极

公共问题"国际社会尤其是北极国家必须提供国际公共品来推进北极治理#因此"问题的关键有两点!

其一"占据北极治理主导地位的北极国家能否放弃搭便车的行为倾向"协调各自政策和行动"联合供给

国际公共品%其二"域外国家在不存在身份优势的情况下"如何寻求参与北极治理的理论依据和具体路

径&该问题将在本文后两部分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阐述'#

对于上述第一个问题"国际公共品理论给予了我们肯定的回答#北极国家联合供给国际公共品理

论上的可行性主要根源于区域内国家数目较少"可以有效避免搭便车现象的频繁发生#这种情况的发

生"在理论上可以追根于博弈论中参与者的数目对合作的影响#一般而言"合作的可能性会伴随着数目

*

1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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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 等!北极治理与中国参与

的增加而减少#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思*奥耶在论述参与者数目对国际合作的影响时指出"数

目问题至少存在三个渠道影响合作的可能性!第一"参与者数目的增加会提高交易和信息的成本%第二"

伴随着参与者数目的增加"自动背叛的可能性和辨别与控制问题的可能性也会增加%第三"伴随参与者

数目的增加"制裁背叛者的可行性也会下降
&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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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耶的理论分析得到奥尔森的支持"奥尔

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提出"(集团中的个体数量最大"离&提供公共产品'最优水平就越远#成

员数目多的集团效率一般要低于成员数目少的集团)

&奥尔森"

0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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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际公共品的理论分析在冷战后北极公共治理中也得到了验证#

5<<5

年,北极环境保护战略-的

签署为北极公共治理揭开了序幕#

5<<R

年为进一步应对北极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北极国家决定成立

北极理事会#此后"建立于,北极环境保护战略-基础之上的北极理事会作为北极事务主要协商机制的

地位逐步得到确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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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理事会本身就是制度类的国际公共品"它的建立和运作为北

极国家联合供给其它类型的公共品提供了工作框架#

最初"北极国家在北极理事会的框架下主要通过发布环境评估和监测报告的形式为地区提供国际

公共品"其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当属
011A

年理事会发布的,北极气候影响评估报告-#该,报告-在北极

治理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改变了我们对北极的认知并且改变了北极理事会多数工作组的优先工作

方向"促使它们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进行持续的科学评估
&

d"->+#">'

"

0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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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北极地区

自然和国际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推动了北极理事会的改革进程"也提升了北极国家在理事会框架内供

给国际公共品的能力#

0155

年和
0153

年北极理事会的两次部长级会议相继通过理事会历史上两份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北极搜救协定-和,北极海洋油污染预防与应急协定-#两份协定的签署对于北极

国家联合供给国际公共品给予了法律约束"避免了个别国家采取搭便车的行动#

二$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理据分析

中国不具有参与北极事务的身份优势"即使在中国主张和平发展的理念背景之下"中国在北极地区

的一举一动也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北极国家的猜疑#为此"中国若参与北极治理"则必须寻找有说服力

的理论依据"以缓解北极国家的疑虑"减轻我国背负的国际压力#

&一'北极地区公共问题的外部性

在北极治理过程中"区域性国际公共品的外部性理论之于中国等域外国家参与北极治理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根据区域性国际公共品的外部性理论"公共问题的存在"可能不仅仅影响域内国家"也可

能会使域外的第三者&国家或者其他区域'受到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为此"(这个第三者将会成为域内

事务的关联者"成为域内解决这个问题的参与者"并在域内国家为解决此问题提供公共产品中分担成

本$分享收益)

&樊勇明$薄思胜"

0155

!

50

'

"并且(受到外部性影响的利益主体&

S:'$);"&?)#

'数量越多"所需

公共产品的公共性会越强"从而该问题的公共性亦更强)

&刘伟"

0153

!

553I534

'

#

北极公共问题既对中国产生了负外部性影响"也给中国带来了正外部性效应#北极是全球重要的

生态系统区域"北极地区的气候和环境变化"会使中国的极端气候事件增多"对我国的工农业生产$生态

平衡和粮食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北极航道的商业利用前景会给我国的国际贸

易带来十分可观的经济和政治效益#北极航道的开通在经济效益上有助于我国海洋运输船队缩短运输

周期"降低贸易成本&参见表
5

'%在政治上有助于破除(马六甲困境)&

L'&'(('=-&)88'

'的制约
&

9'-.U'

I

:)#

"

0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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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我国国际贸易运输路径的多元化"减轻传统运输航线对我国形成的政治外交压力#在

北极区域公共问题产生的积极外部性和消极外部性并存的情况下"中国必然成为了北极事务的关联者#

&二'现有北极制度规则类国际公共品的权利保障

近年来"制度规则类国际公共品的提供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制度规则类国际公共品具有特

殊的内涵"它们本身就是一类国际公共品"但又为其它类型的公共品的生产和供给提供载体和平台#当

前"北极理事会$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北方论坛$,斯瓦尔巴德群岛条约-等制度规则类公共品在北极治理

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有力推动了北极善治进程"也为中国等域外国家参与北极治理提供了相关权利保

*

5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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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尤其是,斯瓦尔巴德群岛条约-"更成为中国开展北极活动和参与北极治理利用的一个优势条件#

表
&

!

北极航道与传统航道对比!

上海
I

汉堡

苏伊士运河 东北航道
节省

上海
I

纽约

巴拿马运河 西北航道
节省

里程&海里'

51Q54 Q<40 0QR3 514RQ 2R30 5<34

时间&天'

00M3 54MR RMQ 00 52 A

地处北冰洋上的斯瓦尔巴德群岛位于巴伦支海和格陵兰海之间"其面积约
RM3

万平方公里#

54<R

年
R

月
5<

日"荷兰探险家巴伦支首先发现该岛"随后英国$法国$丹麦等国家的捕捞船队相继到达群岛

海域#根据当时的国际法关于领土取得的规则"多个国家都可以对这些岛屿提出主权要求#(一战)后"

俄罗斯忙于内战与革命"无暇顾及斯瓦尔巴德群岛问题"为解决斯瓦尔巴德群岛问题提供了有利环境#

5<01

年
0

月
<

日"美国$英国$丹麦$挪威等
<

国作为原始缔约国在巴黎签署了,斯瓦尔巴德群岛条约-"

并在
4

年内生效#该条约规定挪威拥有斯瓦尔巴德群岛和熊岛的主权并承担起维护斯岛法律秩序的义

务"各个缔约国的公民在遵守挪威法律的前提下可以自由进入该群岛"从事正当的生产和商业活动"而

且条约还规定该地区(永远不得为战争目的所用)

&

@"+.

/

Y XD;)#).$"

"

5<<3

!

4RIQ1

'

#,斯瓦尔巴德群岛条

约-使群岛成为北极地区第一个也是当前唯一一个非军事区#各国在解决斯瓦尔巴德群岛主权归属及

相关权利方面的智慧和方法"为后来的南极条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经验#

5<04

年

Q

月"当时的段祺瑞政府签署,斯瓦尔巴德群岛条约-"中国因而成为该条约的成员国之一#因此",斯瓦

尔巴德群岛条约-为中国开展北极活动$参与北极治理提供了一个法理依据#

&三'北极地区国际公共品覆盖范围的(公域)保障

北极地区的主体是海洋"也就是世界五大洋中最小的北冰洋#由于北冰洋的面积占据北极地区的

R1P

以上"

5<20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成了北极治理机制发展的基础
&

9":;U)&

"

5<<R

!

0R5

'

#这一点得

到北极国家尤其是北冰洋五国的肯定和支持#

0112

年
4

月"北冰洋五国在丹麦召开第一次北冰洋外长

会议"并发布,伊鲁丽萨特宣言-"宣言强调五国在应对北极变化和挑战上处于独特的位置"认为,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为北极事务提供了坚实基础"并反对制定全面的国际法律机制来治理北冰洋等#

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北冰洋沿岸五国当然有权在北冰洋划分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区

域#但是"即使北极国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完成领海等区域的划界$成功解决彼此之间的海域争

端"北冰洋依然存在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这就决定了北极区域公共品的覆盖范围自然地存在(全球公

域)"由此"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中国有权进入北极公海地区进行科研等活动"并享有对

北极公海地区和国际海底区域的相关权利
&

6'

,

'f">'

"

0153

!

R5I<4

'

#

三$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路径

国际公共品理论不仅为我国参与北极治理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据"也对我国参与北极治理的具体路

径提供了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思考#该理论本质上强调一个国家对国际事务所做的贡献&提供国际

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重点要解决的就是公共事务的外部性问题"并规制某些国家的搭便车倾向#中国

以(国际公共品提供者)的身份参与北极事务"把公共品视为中国创造性介入北极事务的(重要抓手)

&王逸

舟"

0155

!

500

'

"强调自身能为北极治理所作的贡献"更能获得北极国家的支持"这也是中国融入北极治理进

程中软着陆的最佳路径#为此"中国在选择参与北极治理的具体路径时"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以正式观察员的身份积极参与北极理事会各工作小组的工作#

0153

年
4

月
54

日"北极理事

会在瑞典基律纳召开的第八次部长级会议上正式接纳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意大利
R

国为正

式观察员国#北极理事会接纳中国等成为正式观察员的举动"表明了北极国家以及北极理事会对中国

*

0A

*

!

张云坡!,北极航道的独立航行时代-"载
;::

%

!..

UUUM?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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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煌 等!北极治理与中国参与

等域外国家在北极地区存在合法权益的认可#根据
0155

年北极理事会高官会议报告规定"中国以正式

观察员的身份"可以对北极理事会的工作进行观察"对理事会工作组的项目给予支持和协助"并且可以

通过北极国家和永久成员提出相关项目的建议"但是未经北极高官会议的许可"在相关项目中提供的资

金支持不得超过北极国家的额度!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北极理事会框架内同时具有了身份保障和

权利保障#在理事会制定的程序和规则范围内"中国应该积极展开与北极国家$各工作小组和原住民组

织的对话与合作"为各工作组和原住民组织提供知识信息$资金等方面的资助和支持#

其次"积极向国际社会供给本国优势领域的公共品#

01

世纪
<1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逐渐介入

北极国际事务"主要关注北极科学考察和研究#迄今为止"我国已经进行了
4

次北极科学考察"并且在

斯瓦尔巴德群岛建立了第一个北极科考站(黄河站)"取得了丰富的科研成果#未来"我国在继续加强北

极科学考察的同时"可以通过邀请他国科学家参与北极科学组织的方式"主动分享我国相关科研成果"

为北极治理提供知识信息类的公共产品#中国通过分享或者部分地分享这些科研成果"将会有助于中

国获取他国信任"塑造良好国际形象#

第三"在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框架内"积极参与涉及北极通航$渔业养护和利用等领域

的规则制定#制定区域乃至国际性的规则和制度"使之具有通用性和广泛认可"属于比较高级的国际公

共品供应#它具有事半功倍的成效"但也是中国比较缺乏的
&王逸舟"

0153

!

5AR

'

#当前"在北极治理进程

中"各类涉及北极事务的制度规则正处于制定和调整状态"我国应及时关注和研究各类规则制度的现

状"积极应对"把本国利益诉求融合进各种规则制度类国际公共品当中#

以北极航行规则为例"随着冰川融化"北极航道的商业通航前景日益明朗"北极地区恶劣的自然环

境和薄弱的基础设施将会严重制约船舶的安全通航"也将对北极脆弱的生态环境构成潜在的威胁#

0151

年"国际海事组织&

OLX

'船舶设计和设备分委会第
4A

次会议开始着手制定强制性的,极地规则-"

并就有关的政策性问题取得原则共识#根据相关报道"以中国船级社&

HHS

'为代表的中方代表组和专

家组在,极地规则-制定过程中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显著成果"维护了我国航运界在北极地区的正常

通航权利
&张俊杰"

0153

!

5R

'

#但是囿于相关各方在,极地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利益重心差异很大"导致规

则的制定举步维艰#未来"我国应该在北极海域通航权利$区域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寻求平衡"更深程

度地参与到,极地规则-的制定进程中"为,极地规则-的尽早出台做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积极推动国际气候外交"把国家利益的实现(嵌入)到(人类共同利益)的维护当中#气候变化

以及引起的北冰洋冰川融化"是当前(北极热)的主要推动力#北极国家在北极治理过程中"尤为注重应

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可持续发展两大主题#气候变化在国际法上属于(全球共同关注事项)"既不否定各

国主权管辖"同时又使气候变化成为国际共同治理的对象"而北极是应对气候变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其与气候变化的互动也应该属于(全球共同关注事项)"这就使中国在相关的北极国际事务上有了发言

和参与的依据
&刘惠荣$董跃"

0150

!

0R5

'

#尤为重要的是"当前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外交努力和协

调主要是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进行的"中国应该利用这种有利时机"积极加强国际气候外交"推动我国在

北极事务中的实质性参与#

总之"国际公共品理论为我国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工具#中国以(国际公共品提供

者)的身份积极参与北极事务"在短期内将会增加北极国家以及原住民对中国的信任"缓解甚至消除对

中国的猜疑"在长期内将会提升中国在北极治理议程设置方面的话语权"最终有助于实现和发展中国在

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

5

2

!

1美2曼瑟尔*奥尔森&

0155

'

M

集体行动的逻辑
M

陈郁等译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M

1

0

2

!

1美2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0150

'

M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
M

余逊达$陈旭东译
M

上海!上海译文

*

3A

*

!B#(:-(H"+.(-&

"

S).-"#B#(:-(XTT-(-'&D

&

SBX

'

9)

%

"#::"L-.-D:)#D

"

L'

,

0155

"

%%

M41I45M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出版社
M

1

3

2

!

樊勇明$薄思胜&

0155

'

M

区域公共产品理论与实践!解读区域合作新视点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M

1

A

2

!

刘惠荣$董
!

跃&

0150

'

M

海洋法视角下的北极法律问题研究
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M

1

4

2

!

刘
!

伟&

0153

'

M

探索国际公共政策的演化路径+++基于对全球气候政策的考察
M

世界经济与政治"

QM

1

R

2

!

王逸舟&

0155

'

M

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M

1

Q

2

!

王逸舟&

0153

'

M

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M

1

2

2

!

1美2奥兰*扬&

011Q

'

M

世界事务中的治理
M

陈玉刚$薄燕译
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M

1

<

2

!

叶
!

江&

0153

'

M

试论北极事务中地缘政治理论与治理理论的双重影响
M

国际观察"

0M

1

51

2张俊杰&

0153

'

M

极地航行安全之约
M

中国船检"

QM

1

55

2

S'.

c

'.H;':+#>)?-

&

5<<R

'

MO:.=%*'"8.

9

#%&;

!

!=%*#-#>'*@.%

9

"'

2

:

7

P!)D:S+DD)̂

!

a";.!-&)

,

YS".DM

1

50

2

9-(;'#?H"#.)DY F"??S'.?&)#

&

5<<R

'

MO:.O:.%"

7

%

+

6F-."&'*#-#.;

"

=)?*#>@%%<;'&<0*)?@%%<;P7)U@"#$

!

H'8C#-?

/

)Z.->)#D-:

,

J#)DDM

1

53

2

X&

,

'6'

,

'f">'

&

0153

'

MH;-.'

/

D9-

/

;:D-.:;)L'#-.)B#(:-(PO:.,&-."&'-#%&'*(%)"&'*%

+

E'"#&.'&<0%';-'*4'5

"

02M

1

5A

2

H;'#&)DJMd-.?&)C)#

/

)#

&

5<Q3

'

MO:.M%"*<#&C.

2

".;;#%&5<0<]5<3<PH'&-T"#.-'

!

Z.->)#D-:

,

"TH'&-T"#.-'J#)DDM

1

54

2

F-8"d"->+#">'

&

0151

'

MK-8-:D'.?J"DD-C-&-:-)D"T:;)B#(:-(H"+.(-&-.'9'

%

-?&

,

H;'.

/

-.

/

S().)"TB#(:-(6">)#.

I

'.()M=%*'"8.>%"<

"

ARM

1

5R

2

d)..):;BMX

,

)

&

5<24

'

M0%%

2

."'-#%&)&<."!&'">:

7

P!)D:S+DD)̂

!

J#-.():".Z.->)#D-:

,

J#)DDM

1

5Q

2

S;-&";9'-.U':)#

&

0153

'

M9'():":;)7"#:;

I

H;-.'

/

DB#(:-(S:#':)

/,

'.?O:DO8

%

&-(':-".DMQ'3'*M'"0%**.

9

.8.3#.5

"

RRM

1

52

2

=".'&?9M9":;U)&&

&

5<<R

'

MO:.=%*'"8.

9

#%&;'&<-:.C.3.*%

2

1.&-%

+

,&-."&'-#%&'*4'5P7)U@"#$

!

H'8C#-?

/

)

Z.->)#D-:

,

J#)DDM

1

5<

2

J'+&S'8+)&D".

&

5<4A

'

MF;)J+#)F;)"#

,

"TJ+C&-(Ê

%

).?-:+#)M8.3#.5%

+

6>%&%1#>;'&<G-'-#;-#>;

"

3RM

1

01

2

F"??S'.?&)#

&

5<<2

'

M6&"C'&'.?9)

/

-".'&J+C&-(6""?D

!

BJ#"

/

."D-DT"#H"&&)(:->)B(:-".MK#;>'*G-)<#.;

"

5<M

1

05

2

X#'.9M@"+.

/

Y 6'-&XD;)#).$"

&

5<<3

'

M=%*'"=%*#-#>;

!

0".'-#&

9

,&-."&'-#%&'*6&3#"%&1.&-'*8.

9

#1.;PO:;'('

'.?K".?".

!

H"#.)&&Z.->)#D-:

,

J#)DDM

1

00

2

X#'.9M@"+.

/

&

0151

'

MB#(:-(6">)#.'.()

I

J':;U'

,

D:":;)\+:+#)M!">-#>8.3#.5%&4'5'&<=%*#-#>D

"

5M

!!

MI4F5:36:U*R452/2:4/2CHI62/

/

=E/536:6

9

/36*2

!

+++

B.B.'&

,

D-D*'D)?".:;)F;)"#

,

"TO.:)#.':-".'&J+C&-(6""?D

C#&

9

H)'&

9

&

J#"T)DD"#

"

!+;'.Z.->)#D-:

,

'

L:'%Q#&

9

&#&

9

&

="(:"#'&H'.?-?':)

"

!+;'.Z.->)#D-:

,

'

!"#$%&'$

!

F;)

%

#">-D-"."T-.:)#.':-".'&

%

+C&-(

/

""?D#)T&)(:D:;)

/

">)#.'.()?)

/

#))"T:;)#)

/

-".'&("88".-DD+)DMZ.?)#

:;)(+##).:B#(:-(

/

)"

%

"&-:-('&).>-#".8).:

"

:;):;)"#

,

"T-.:)#.':-".'&

%

+C&-(

/

""?D

%

#">-?)D'.)U:;)"#):-('&

%

)#D

%

)(:->)T"#

+D:"8'$)#)D)'#(;".:;)B#(:-(

/

">)#.'.()MB&D"-:?")D

%

#">-?):;)(".>-.(-.

/

C'D-DT"#H;-.':"

%

'#:-(-

%

':)-.:;)B#(:-(

/

">)#.'.()MH".D:#+(:-.

/

:;)-?).:-:

,

"T

(

%

#">-?)#"T-.:)#.':-".'&

%

+C&-(

/

""?D

)

-D'.-8

%

"#:'.:'

%%

#"'(;MO:U-&&(".:#-C+:)

:")'D-.

/

:;)D+D

%

-(-"."T:;)B#(:-(("+.:#-)D'.?D'T)

/

+'#?-.

/

"+#.':-".'&-.:)#)D:-.:;)B#(:-(#)

/

-".M

()

*

+,%-#

!

-.:)#.':-".'&

%

+C&-(

/

""?D

%

)̂:)#.'&-:

,

%

B#(:-(

/

">)#.'.()

%

H;-.'

!#

作者简介!丁
!

煌"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A311Q0

#

E8'-&

!

?;U+?'

(

50RM("8

#

赵宁宁"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生#

!#

基金项目!(南北极环境综合考察与评估)国家专项课题&

HGO7B9E0153I1AI14I14

'

!#

责任编辑!叶娟丽

$

*

A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