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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北极争端的历史+现状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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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冷战结束之后&北极不再是美俄对峙的前沿'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地区的

冰盖加速融化&北极军事+航运+资源潜力得以凸现&目前的北极又再次成为各国的利益争

夺点'加拿大是北极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它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海岸线&且大部分位于

北极地区'一个边界明确+稳定+有序的北极地区&才符合加拿大的国家利益'而通过协

商的方式和平解决北极争端&为加拿大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周边国际环境&从而也为其他

国家解决极地争端提供了经验教训'

关键词)加拿大/北极/主权争端

北极&通常指北极地区'根据地理学划分方法&北极地区是指北极点和北极圈$北纬

66p(,q

%以北的广大区域&面积约为
$&%%

万平方公里'在
&)

世纪以前&除了少数的探险

活动以外&北极一直是一个冰雪覆盖+气候恶劣+人迹罕至的大地'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

暖&北极地区的冰雪快速融化'观察记录表明&在过去的
'%

年中&因为很少有冰层能经受

住北极气候变暖的侵蚀&北极冰层的厚度+覆盖面都急剧减少&冰盖冰层也变得越来越年

轻'一些科学家预言&在未来
(%

年内北冰洋将出现夏季无冰的现象&这就意味着北极航

道从遥不可及到有可能成为现实'通过北极航道&打通欧美之间的联系纽带&首先将全世

界的目光吸引到北冰洋地区蕴藏的丰富矿产资源上/其次&北极航道的开通势必将影响世界

的海运格局+军事格局乃至政治格局'为此&相关国家围绕北极地区的争端便频繁发生'

加拿大是北极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它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海岸线&且大部分位于北

极地区'因此&在北极国家关于陆地和海洋的争端中&加拿大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加拿大北极争端的历史及现状

自从人类走上北极$北极点%的那一刻&随着北极资源的不断被开发&关于北极地区主

权的争端就从未停止过'

&)%*

年加拿大首先对北极及周边海域提出主权要求'加拿大

参议员帕斯尤可-普瓦里耶提出著名的!扇形理论"&声称!位于两条国界线之间直至北极

点的一切土地应当属于邻接这些土地的国家"

!

'这一理论的提出正式揭开了北极主权

争端的帷幕'

$一%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波弗特海之争

波弗特海是北冰洋的一个边缘海&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以北和加拿大西北部沿岸以

北至班克斯岛之间'因
&-%6

年英国海军水文地理学家弗朗西斯-波弗特到此考察而得

名'海域面积约为
,*L6

万平方公里'

!

邹克渊)(两极地区的法律地位*&载(海洋开发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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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弗特海是加拿大与美国之间有争议的海域'加拿大主张根据
&-$'

年英俄(圣彼得堡条约*规定

的
&,&pY

子午线延伸至北极点作为波弗特海地区加拿大和美国的海域分界线/美国则主张从两国陆地

边界点出发&在两国海域之间划中间线作为分界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楔形的位于加拿大育空地区和

美国阿拉斯加之间的争议区域&面积约
$L&

万平方公里&两国都声称对此处拥有主权'

图
$

!

波弗特海地图

$交叉线区域为楔形争端区域%

由于在这个楔形区域里可能存在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一争端具有非凡的意义'根据加拿大国家能

源局预测&此区域可能蕴藏能够提供全国消费
$%

年的
&*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和超过
&%

亿立方米的石

油'正因为如此&当加拿大认为!特殊情况"原则适用于这个边界时&美国却应用了!等距离"原则'这一

划界争端与加美之间关于缅因湾的争端正好相反'在缅因湾争端中&美国认为应该使用!特殊情况"原

则&而加拿大认同!等距离"原则'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都没有要求迅速解决此事&或提交国际

法庭仲裁'两国都致力于搁置争议&维持现状&采取合作方式保护海洋环境!

'虽然加美在合作中争端

仍然存在&但却不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

$二%加拿大与俄罗斯+丹麦之间的罗蒙诺索夫海岭之争

罗蒙诺索夫海岭是一条位于北冰洋洋底的海底山脉'始于新西伯利亚群岛&沿东经
&'%

度至北极

点附近转向&沿西经
&$%

度至埃尔斯米尔岛&绵延
&-%%

公里'针对罗蒙诺索夫海岭的争端牵涉到加拿

大+俄罗斯和丹麦三个国家'

丹麦曾经声称格陵兰岛大陆架一直延伸到北极点&这种观点意味着罗蒙诺索夫海岭是格陵兰北部

的自然延伸"

'而早在
$%%,

年&俄罗斯就率先完成了北极海域海图的绘制工作&随后就开始千方百计搜

集地理数据&希望找到有利于本国的北极主权要求的证据&其选择的突破口就是罗蒙诺索夫海岭'俄罗

斯世界海洋地质和矿产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维克多-波谢洛夫曾宣布&俄科学家从北冰洋洋底提取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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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标本进行的初步研究表明&罗蒙诺索夫海岭是西伯利亚大陆的自然结构延伸&从未和俄罗斯内陆隔

绝!

'

$%%*

年
-

月
$

日&搭乘俄罗斯深海潜水器的俄罗斯北极科考队员从北极点潜至约
,(%%

米深的

北冰洋海底&并将一面金属国旗插在上面'同时俄罗斯宣布深入北极的罗蒙诺索夫海岭是俄罗斯大陆

的自然延伸&北极地区的
&$%

万平方公里的海底面积应该归俄罗斯所有'实际上&早在俄罗斯插旗之

前&加拿大就显示了同样的北极主权要求###力图证明罗蒙诺索夫海岭是本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俄

罗斯在北极海底的插旗事件让加拿大政府十分恼火'对此&加拿大外长麦凯表示)!如今可不是
&'

世

纪'不能到世界各地去插面旗子就说拥有这地方的主权'"

"作为对俄罗斯插旗事件的回应&加拿大于
-

月在北极地区开展军事演习&加拿大总理哈珀甚至亲临演习现场'

$%%)

年
*

月&加拿大联邦政府发布

最新的北极政策报告(加拿大北方战略)我们的北方+我们的遗产+我们的未来*&宣称加拿大对北极拥有

主权'报告明确指出加拿大是一个北极国家&北极是其历史遗产与国家身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未来

至关重要'加拿大北方战略集中于四个优先领域)行使加拿大对北极的主权&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保

护北极的环境遗产和提高北极治理'行使北极主权要求&维持加拿大在北极的强势存在&加强在该地区

的责任&界定控制范围&提高对该地区的认识#

'这一系列举动充分表明加拿大在北极主权要求上的强

硬态度###试图将加拿大塑造成北极未来的领袖'

$三%加拿大与丹麦之间的汉斯岛之争

汉斯岛位于丹麦格陵兰岛与加拿大艾尔斯米尔岛之间的内尔斯海峡&面积仅
&L(

平方公里&荒无人

烟&常年被冰雪所覆盖'但是&由于该岛屿涉及到北冰洋地区的航线及资源开采问题&所以两国一直都

声称对该岛拥有主权&关于汉斯岛的争执也就接连不断'

&)*(

年&加拿大和丹麦按照中间线原则在内尔斯海峡划定界线&但两国未就汉斯岛达成协议'两

国同意将这一问题延后解决'

$%%$

年和
$%%(

年&丹麦先后两次派遣军舰进入岛内&并在岛上升起丹麦

国旗%

&以宣称自己对该岛的所有权'加拿大则针锋相对地于
$%%,

年在北极圈内展开代号为!独角鲸"

的军事演习'

$%%'

年
*

月&加拿大国防部长比尔-格雷厄姆对汉斯岛展开旋风式访问&亲自登上该岛&

宣布加拿大对该岛拥有主权'加拿大政府发言人声称&加拿大一贯认为汉斯岛是加拿大领土的一部

分&

'对于这样的言行&丹麦政府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回应'丹麦政府首先致函加拿大&抗议加国防部长

的登岛行为'

&同时&丹麦海军!瓦迪伦"号护卫舰驶进加拿大和格陵兰岛海上边界有争议的海峡'两国

对汉斯岛的争夺&不仅有军事行动&还有民间活动'如网络战&!酒瓶战争"$两国人员各自登岛&并埋下

一瓶本国产烈酒作为给对方的!礼物"以声明本国主权%等'

汉斯岛问题还延伸出许多主权争端事件&由于存在外部势力侵入的可能&加拿大完全有必要在该地

区采取一定的安全防卫措施'例如&来自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就被发现曾登上埃尔斯米尔岛猎捕北极

熊'参加过
$%%*

年
(

月举行的!努勒维特行动"演习的加拿大士兵报告说&在此前几年的演习中他们就

发现了来自于东方的雪地摩托车车痕&暗示格陵兰岛因纽特人曾侵入该地区'对于侵入加拿大领土的

事件&格陵兰因纽特人声称埃尔斯米尔岛的部分地区是他们的传统捕猎领地(

&这正支持了丹麦对汉斯

岛的主权要求'他们的侵入活动威胁到了加拿大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尤其是北极熊种群以及该地区

整体生态平衡'

$四%西北航道之争

所谓西北航道是指由格陵兰岛经加拿大北部北极群岛到阿拉斯加北岸的航道&全长约
&,'%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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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力量不足保障加属北极地区已遭多次入侵*&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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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最短的航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随着北极气候的变暖&西北航道的商业性通

航&将对全球的自然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国际贸易等诸多方面产生显著的影响'

早在
&)6)

年&!曼哈顿"号事件就点燃了加拿大与美国之间关于西北航道的主权冲突'

&)*%

年加

拿大政府出台(北极水域污染防治法*并于
&)*$

年生效'(防治法*宣布&北纬
6%

度以北的加拿大水域

属加拿大保护范围&

$%%

海里划为专属经济区&沿海
&%%

英里范围内禁止船舶污染&这些水域虽然可以

通行&但如果加拿大政府认为通行船只不符合(防治法*中的法律规范&可以禁止其通行!

'

&)*(

年&加

拿大官方宣布对西北航道拥有主权&称之为其传统内水水域的一部分'但是&美国和欧盟反对加拿大将

!西北航道"据为己有&认为!西北航道"本是一条国际海路&应该向任何国家开放"

'

图
"

!

西北航道周边地形图

$图中红色线为西北航道%

&)-'

年&美国!极地号"破冰船再次在没有事先通知加拿大政府的情况下通过格陵兰到达阿拉斯

加&此举让加拿大民众异常愤怒'美国政府甚至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声称&他们没有必要得到加拿

大政府的允许&因为没有法律规定他们如此&此言论再次激怒了加拿大民众并导致严重的外交事件'加

拿大政府在
&)-6

年再次发表声明&宣布其对西北航道的主权&声称西北航道为其内水'

加拿大政府坚持认为西北航道为其内水的依据来自历史性水域法则'这种法则能够使主张国家可

以使用一般的海洋法划界规则以外的规则&来完成本国的划界工作'所谓的历史性水域&一般指历史性

海湾&基于海岸地理特殊条件的历史性水域和基于历史利益而将公海私有化的历史性水域#

'加拿大

属于第二种情况&即在划定海岸基线时将群岛之间的水域划为内水&因此加拿大对此水域拥有完全主权

及管理和控制外国船只通航的权力'而美国政府却坚持认为有一条国际海峡经过这片水域&因此&国际

商船和军舰有权过境通行'同时&美国政府认为加拿大政府没有权力单方面颁布和强制实施其北极法

律法规&这对国际安全和海洋政策是极大的限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

条规定)!在公海或者专属

经济区的一个部分和公海或者专属经济区的另一部分之间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66所有船舶和飞机

均享有过境通行的权利&过境通行不应受到阻碍66"

%

'美国据此认为&西北航道是历史形成的国际

水道&不能因为加拿大声称对其拥有主权而改变它的国际地位'如果加拿大将西北航道纳为其内水的

申明得到认可的话&那么其他列岛诸国也会以此为先例来限制美国在国际其他地区的通行'

&)--

年&加拿大政府和美国政府共同签署了(加美北极合作协议*&这一协议可以解决西北航道通

行的问题而不涉及西北航道主权之争'根据(加美北极合作协议*美国答应在美国破冰船通过所谓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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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加拿大北极争端的历史+现状与前景

拿大内水时&必须事先得到加拿大政府的同意'然而&此协议只涉及美国的破冰船&并没有提及商船和

军舰'因此&当
$%%'

年美国核潜艇在没有通知加拿大政府的情况下通过西北航道时&加拿大民众反应

更加强烈'加拿大认为美国军舰和潜艇肆意通过加拿大内水&到达波弗特海&再驶向白令海峡是对加拿

大主权的漠视和践踏'在美国大使大卫-威尔金斯再次对加拿大宣称西北航道为其内水表示异议之

后&哈珀提出了这样的挑战言论)!美国要捍卫它的主权&加拿大政府也要捍卫加拿大的主权'我们的执

政权力是加拿大人民赋予的&而不是美国大使赋予的'"

!这种言论一下子将自己的国家立场表达得异

常清晰&同时也拉开了加拿大国民与美国政府的距离'

$%%*

年&哈珀在北美首脑峰会上向布什提出北

极的主权问题&布什则再次重申&美国的立场是!西北航道"属于国际航道&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

他又表示&美国并不否认加拿大政府对北极群岛拥有主权'虽然加拿大政府对此言论强烈抗议&但又考

虑到加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势必会对加拿大西北航道主权要求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在不接受美国政府

观点的同时&加拿大也不得不保证西北航道向所有国家的船只开放&但必须遵守加拿大政府的规定'

尽管加拿大和美国在西北航道归属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两国对于特定的边界和航道有着不同

的观点&但在北极战略目标上也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

二+加拿大北极争端的前景

随着北极军事战略地位的日益提高&加上北极地区蕴藏着大量的能源与矿产&各国对北极的主权和

主权权利的要求日益升温'各国都从有利于自身的角度出发&寻找对自身北极主权要求有利的证据&并

提出对自身有利的解决争端的方式&从而导致北极争端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加拿大北极争端的未来走

向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争端解决方式主要可以分为合作开发+诉诸法律+维持现状和共同利用等

四种趋势'

$一%合作开发

合作开发是加美之间波弗特海争端的一种可能发展趋势'尤其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以

后&波弗特海争端更多地向着合作的方向迈进'

关于波弗特海争端的焦点实际上是该地区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在
$%

世纪
*%

年代&人们一直认为

波弗特海地区蕴藏着无限丰富的石油'然而&无论该地区的石油与天然气储备是否巨大&北极恶劣的气

候使得这些资源的开采从经济上获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当
$%

世纪
-%

年代石油价格急剧下滑的时候&

关于波弗特海地区的争端似乎已经不存在了&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都放弃了对该海域的商业性的开

发"

'

然而&进入到
$&

世纪以来&关于波弗特海的争端又再次浮上水面'美国政府再次重申其开发北部

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意图'尽管此议案遭到国会的反对&但从政府强调其资源安全的决心来看&美国进

入更北部有争议地区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波弗特海争端升级的可能性极小&取

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合作开发'

合作开发方式并非是不可行的&毕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创了一个共同分享的能源市场#

'加

上两国之间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合作开发波弗特海对于加美两国来说无疑是一种互利双赢的局面'

$二%诉诸法律

罗蒙诺索夫海岭争端解决的焦点就集中在相关国家不断发掘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证据的过程中'一

旦证据充足&将有可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款提交国际法庭审理'

早在
$%%&

年
&$

月&俄罗斯就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递交
$%%

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案&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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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罗蒙诺索夫海岭为欧亚大陆的延伸&并据此声称拥有包括北极点在内的
&$%

万平方公里的海底面

积'委员会对该案审议后&认为证据不充分&未予以通过'但是&俄罗斯并未放弃诉诸法律'

加拿大政府一直致力于寻找更多的证据&希望在国际法庭得到支持并试图说服联合国以及其他国

际机构承认其罗蒙诺索夫海岭的主权要求'

$%%-

年&在第
((

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加拿大+丹麦学者

共同提出罗蒙诺索夫海岭是加拿大和格陵兰岛大陆架自然延伸的!新地质证据"'如果这些证据是正确

的话&那么这对于加拿大北极主权要求将无疑是个巨大的胜利&因为此海岭可以将加拿大的边界延伸到

北极点的边缘'丹麦也打算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出自己的海岭主权诉求&一旦委员会接受其

诉求&丹麦政府将会按照委员会的建议继续展开与其他国家的谈判!

'

$%&%

年
)

月
&6

日&当俄罗斯外

长与加拿大外长会晤时&双方均表示愿意寻求联合国解决罗蒙诺索夫海岭争端&并表示该问题在此框架

下完全可以得到解决"

'

$三%维持现状

汉斯岛争端源自该岛的战略位置和周边地区蕴藏的资源潜力'虽然目前两国在达成协议上仍然有

分歧&但维持现状的外交状态对两国都是有利的&而其最终的主权归属将有可能改变加拿大在北极争端

问题上的总体态势'

如果该岛主权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丹麦&那将会对加拿大+美国之间的波弗特海争端&甚至西北航道

争端制造一个先例&这样势必会刺激其它国家挑战其在北极地区的主权与安全&直接影响加拿大对其北

极主权的要求'北极防务专家凯尔-克里斯滕森强调汉斯岛的最佳可能结果就是维持现状并且进行一

系列外交谈判&这样两国都可以在不改变现状的前提下宣布本国的胜利#

'而另外一些北极问题专家

则并不重视汉斯岛问题&认为该岛屿只是政客们为了选举目的在主权问题上!拍胸脯&捞选票"的工具&

只会使加拿大在一些重要的北极问题上分散精力%

'

加拿大和丹麦在汉斯岛上的一连串要求主权的行动也促使联合国开展大量协商行动&试图化解两

国的争端&虽然两国也积极寻求汉斯岛问题的和解&但至今没有找到任何合适的手段来解决此争端'

$四%共同利用

加拿大国内学者对于西北航道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主要观点)一种是主权至上论&其代表人物是休

伯特&他坚持认为西北航道的任何解决方式都必须将加拿大北极水域的主权放在第一位&

'另一种是

务实论&其代表人物是安德雷-沙龙'他认为&强调!主权第一"的思想&将会有损与美国的北极合作&最

终影响到加拿大的北极主权要求'

'务实派还认为&强调主权固然重要&但不能纠缠于繁琐的法律问

题&应该着眼于与航行有关的实际问题&如环保+安全+破冰服务&监督加拿大法律和国际法的贯彻执行

等(

'其实&由于担心将西北航道国际化后&俄罗斯船舶和军舰也享有过境通行的权利&美国迟迟不愿

意从国际法上确认其国际航道的法律地位'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如果单纯撇开西北航道的主权争议不说&加美两国都从!曼哈顿"号和!极地海"

号的航行中看到了更多的合作优势&尽管加拿大民众和政府在遭受侵入时做出的反应充分表明其仍旧

将领土主权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

$%%-

年&哈珀总理将原本只是一个追踪北纬
6%

度以北&昂加瓦湾与

哈得逊湾南部海上交通自主报告系统###加拿大北极交通系统###进行了改造&从鼓励报告的工作模

式升级为强迫所有过往船只必须向加拿大报告的强制模式'然而这种模式首先需要国际社会认同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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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加拿大北极争端的历史+现状与前景

航道属其内水###这是在北极地区拥有航运利益的国家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条件'甚至连欧盟+日本等

国家也支持美国的意见&这将使得加拿大维护主权的难度愈发加大'因此&在当前无法立即解决西北航

道主权地位争端的前提下&共同利用此航道是最符合加拿大利益的有效措施&当然&与此同时&加拿大还

必须提升其海上军事力量与迅速反应能力&以确保其北极利益不会受到更大的威胁'只有在开发利用

北极资源的同时&发展安全和防务能力&才能为强化加拿大北极主权诉求提供有力的支撑'

北极国家对北极主权和权利的要求势必会导致北极争端的加剧&加上与北极相关的国际法制度的

缺失和不健全造成了今天北极争端的混乱局面&因此建构一个完善的针对北极特殊地理位置的法律法

规是解决北极争端的必由之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北极争端是北极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是&由于涉及到

相邻各国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的矛盾&加拿大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与邻国的争端&只能根据具体情况&

有可能采用合作开发+诉诸法律+维持现状和共同利用等四种和平形式来解决与邻国的北极争端'

三+结
!

语

加拿大一直致力于维护和捍卫其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北极国家地位'气候的变暖和资源的开发将

北极从一个冰冷的不毛之地变成各国竞相争夺的军事政治要塞'美国+俄罗斯+丹麦等其他北极国家都

日益重视其在北极的主权&这些国家的北极政策无疑对加拿大的北极政策带来巨大的影响&采取怎样的

北极政策来应对各国的挑战是加拿大政府日益重视的重要国家政策之一'

很显然&北极国家之间主权争端不是短时期内能解决的&需要靠各国共同努力&协商解决'北极环

境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就可以解决得了的问题&它更需要全世界的协调合作'而构建一

个边界明确+稳定+有序的北极地区&通过协商的方式和平解决北极争端&借助北极环境问题来避免与其

它北极国家正面的主权冲突&避免把北极问题全面国际化&正是与加拿大的国家利益一致的'同时&与

其他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进行合作&通过协商和调解&达成共同的+区域性的北极政策&能为加拿大的发

展营造有利的周边国际环境&从而也为其他国家解决极地争端提供经验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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