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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前苏联的北极政策论析
!

徐广淼

摘
!

要!进入
0"

世纪以来$气候条件的改变和二战前苏联国内建设的需要使得开发北极

成为可能$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爆发使俄国的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苏联便开始对北极这一曾经受到忽视的区域另眼看待&二战前是苏联各领域建设的重要

发展阶段$苏联政府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形成了涵盖多个方面的北极政策$如航道政策%科

学考察与综合建设政策%移民与苏维埃化政策和领土政策等&苏联在这一时期针对北极

的开发$使北极在战时和冷战期间为苏联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苏联+北极地区+北极政策

北极地区潜藏的自然资源和北方航道对于俄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种意义也在
0"

世纪以后$随着

气候变暖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慢慢凸显出来&苏维埃俄国成立后开始制定和实施成文的政策研究和探索

北极&苏联成立后将北极政策推向包括科考%航路%综合建设$领土和移民等各个方面&那么$苏联开始

重视北极的原因何在1 其北极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这是本文将着重分析的问题&

一%苏联重视北极地区的主要原因

历史上$俄国通过不断的扩张获得了横贯欧亚的广大领土$却始终对自己的北方领土知之甚少&俄

国虽然向来就是地理上的北极国家$但在世界上早期的北极探险活动中$俄国却很少参与其中&

!%

世纪

初彼得大帝在俄国掀起过一阵北方探险热潮$俄罗斯的北方地区一度被人们所了解和重视$北方地区也

是在这个时期成为了俄国与英国贸易交往的起源地!&然而彼得大帝死后$俄国国内对北极和海洋的

热度便大大减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4

世纪末"&在缺乏政府关注的情况下$俄国北极地区的经济

和政治长期以来都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别里亚耶夫)

9:;<:=

>

#

?

#

*所说!'这一

时期的北极政策一直都是十分模糊的$从头到尾都没有具体的针对性&(#

但是自
0"

世纪以来$俄国对北极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国家政策也是在这一阶段形成%&苏联

开始重视北极地区主观上是因为意识到北极地区丰富的资源在苏联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和国家地缘战略

方面的重要性&

0"

世纪全球气候开始变暖%

0"

世纪初北极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和俄国国内外的革命

和战争以及苏联成立后开始的全国经济建设则为苏联制定和执行北极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虽然北极开发成为热潮是近
0"

年的事$但早在
0"

世纪初期$俄国就已经开始关注到北极开发&

0"

世纪以前$由于气候的影响$北冰洋常年被冰覆盖&伊凡四世时期$为了与西欧国家通商$俄国于
!112

年建立了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在北方开辟了一条由北德维纳河入白海的商道&但因为通航期过短$这条

航道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

世纪初$这条商道在沙俄获得了波罗的海出口后逐渐被弃用&&北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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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航道的缺失也使北极的渔业资源%矿产资源无从获得开发&因此$由于资源开发的难度大%交通不便%生产生活成本高

等$俄国的北方经济难以得到发展$北极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不足以成为当时俄国政府关注的核心$甚至有时会为了国家

的其他利益而放弃对这些地区的占领和控制$

!4

世纪晚期俄国将阿拉斯加低价转让给美国便是一例&然而进入
0"

世

纪以后$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出现融化趋势&有资料显示$

!4"&C0""1

年的
!""

年间$地球表面温度提高了
"#

3$i

$而北极地区升高幅度则是其它地区的两倍!&北极各国也纷纷开展针对北极的科考勘探活动$将人类对北极的了

解推向了新的阶段&俄国在这时也开始意识到北方领土在
0"

世纪可能产生的重要价值&北方海航道的开通从理论上

成为可能$而一旦开通$就意味着丰富的资源将获得开发&

而与此同时$苏联国内建设需要北方大量的木材%矿产等资源&二战前苏联完成了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第二

个五年计划$使苏联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在二十几年的时间内变成强盛的工业国$国防力量也大为加强&这一建设模式

也被称为'苏联模式($是在苏联外有帝国主义包围$内部文化落后的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它基本适应了苏联当时的生产

力水平$在苏联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二战前的苏联北极政策也正是在这一国内大环境下产

生的&基于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北极地区的木材%矿产等资源亟待开发$由此便催生出开发北极的需要$而'苏联模式(

的集中高效也为北极政策的执行创造了客观条件&

从地缘政治方面来讲$

0"

世纪以前的北极四周都是世界二%三流的国家$如加拿大%瑞典和尚未独立的挪威等$各国

实力较为平衡$又同属于资本主义国家$区域内未出现霸主$俄国在北极问题上不曾感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而当时

的西欧强国在地理位置上与北极都相隔较远$人烟稀少%冰天雪地的北极对他们来说并不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也自然

不会成为他们关注与争夺的对象$俄国在北极这一区域也就不会面临'来自强国的威胁(&然而$

0"

世纪初的北极地缘政

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业革命加深了国家间的商业往来$也促使俄国将目光望向资源丰富的东部与北部领土&新的

世界格局正在悄然形成$世界上的强国和殖民国家几乎全位于北半球&

!4

世纪晚期$美国因获得俄国转让的阿拉斯加

而成为北极国家$这从客观上削弱了俄国在北极的大国地位&再加上美国%丹麦等北极国家远远早于俄罗斯开始北极科

考和勘探$这使得俄罗斯在
0"

世纪初期对北极的了解就已经落后于其它北极国家&与此同时$北极周边国家间出现多

例领土争端$其中苏联在持续了近
2"

年的斯匹茨卑尔根群岛主权争夺中失利$这一次失败更是刺激了苏联努力提高对

北极地区重要性的认识&就像北极历史学家布拉多夫)

9

L

;DMH=V

#

T

#

*所说$北极的研究利用几乎是一夜之间成为了苏

联政府热切关注的对象"&

战争与国内的变革是苏联北极政策产生的大背景&

0"

世纪初的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短短
0"

年间改写了俄国历史$使俄国从扩张蛮横的帝国变成衰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再通过国内革命成为百废待兴的苏维埃

社会主义国家$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专心于国内改革与建设&而苏联北极政策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产生的&日俄战争

的失败使俄国在短时期内认识到北方领土和北方海航道的战略重要性&俄国的海上力量在日俄战争时期并不逊于日

本$但在当时俄国只有太平洋舰队驻扎远东$战争后期$俄海军无法通过北冰洋上的航道及时解决补给才因此输掉了战

争&如果
!4"$

年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能从北极通行$沿西伯利亚的海岸线向东$到达白令海峡后向南进入东亚沿海$

那就差不多能够节省一半路程$援军很可能将在三个月内赶到远东$而后以绝对的优势兵力聚歼日本海军$或许能够将

历史改写#&战争失败后$俄国失去了太平洋地区的竞争力$便急于寻找开辟北冰洋上的航道的可能&'十月革命(爆发

后$俄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随即帝国主义势力便联合开始了对新政权的武装干涉&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势力

的进攻$北冰洋和俄国广阔的北方荒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墙的作用$使敌人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包围圈&于是$北

极地区对苏维埃俄国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的地缘优势也开始凸现出来&新政权要想得到巩固$必须控制并管理好北方

疆域&'十月革命(之后新政府颁布了关于北部的第一个决议$即开发利用北部资源的决议&

!4!4

年
!

月工业贸易委员

会直属的北部研究专门委员会宣告成立&而在决议颁布后的仅仅几天之内北方便脱离了国外武装干涉力量的统治而获

得了独立$成立了北极科学考察专门委员会$科考的中心基地设在了阿尔汉格尔斯克&根据布拉多夫收集的资料显示$

仅在
!40!

年就有
02

支科考队共
$""

余人在北极进行了科学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后$开辟北方海航道的可

能性和紧迫性都在日益增长$但俄国政府因忙于应付战争多次搁置了北极的科考计划&而苏维埃与苏联政府则真正将

其付诸执行&

二%二战前苏联的北极政策

'十月革命(后至二战前的十几年间$苏俄以及后来的苏联政府对北极地区的开发做出了许多尝试$包括为开辟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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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广淼!二战前苏联的北极政策论析

进行的探险%科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在开发和利用北极资源的同时$还在边疆地区扩大了新政权的影响力$并为自

己在北极的领土要求做了新的尝试&到二战前$苏联的北极政策主要体现在航道政策%科学考察和综合建设政策%移民

和苏维埃化政策以及领土政策四个方面&

)一*航道政策

日俄战争失败的教训不仅让俄国意识到自身体制的衰败$还使其认识到北方海航道的重要性和巨大的潜力&俄罗

斯探险家德米特里.门捷列夫曾说$'没有一个国家像俄罗斯这样拥有如此绵长的北冰洋海岸$并且流进俄国的各条大

河也在这里注入北冰洋&俄国之所以没有强大起来$与其说是气候的原因$不如说是由于在北冰洋上缺乏商业的出路&

征服北冰洋上的冰块$就成为关系俄国东北部和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的经济问题之一&(!俄国在早期的北极探险活动

中曾长期缺位$历史上零星的探险活动不足以支撑航道的开发&此后俄国加紧对北冰洋各海域进行考察$进一步了解北

冰洋及沿岸的环境气候$还在
!4!1

年成立了极地委员会$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开辟新航道打下了基础&苏联早期的

北极航道政策可以总结为力图证明北冰洋的适航性和利用航道带动北部地区的发展&

为了证明北冰洋的适航性$

0"

世纪初期俄国和苏联都曾多次组织考察北冰洋各海域的通航情况&

!4!$C!4!1

年间$'泰梅尔(和'瓦良格(两艘破冰船完成了历史上对北方海航道的首次自东向西的航行$此次航行

历经了两个通航期$船队在切柳斯金角附近度过了冬天&

'十月革命(后的
!4!%

年$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组织进行喀拉海域的考察$主要目的是寻找便捷的海上通道$从而能

从该地区输出粮食等生产资料以及出口毛皮%林木等&该考察是在
!40"

年
%C!"

月间展开的&考察队由两个支队组

成$共
!%

只考察船&这些船只大多已十分破旧$并不具备在冰上航行的能力&但这一年的航行条件还算不错$考察队伍

在两个月时间内将
!"""

吨粮食和将近
!1""

吨动物油脂以及大量可供出口的物品如毛皮%亚麻等从西伯利亚运输到俄

欧地区"&不过$喀拉海域考察的成功之处是证明了北冰洋的适航性$并使苏联政府看到了北方海航道的开发前景和商

业价值#&

!404

年施密特.

@

#

W

乘坐'

X:FH=

(号破冰船对北方海航道进行科学考察并完成了重要的地理考察任务$并在多国

曾宣示主权的法兰士约瑟夫群岛上升起了苏联国旗$还在太平湾)

YPZD<[

L

ZMD

*组建了第一个水文气象台&

!420

年在施

密特院士的上司%大尉瓦罗宁.

V

#

\

#

的带领下$乘'西比里亚科夫号(破冰船 首次在一个通航期内完成了从白海到白令

海的全程航行%&

!421

年苏联完成了北方海航道上的大型交通运输航行$有一百多只船只参与了此次航行&历史上对

北方海航道的开发自此开始$这一举动在当时已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意义$北方航路的开发在当时

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和物资&

!42&

年$苏联两个驱逐舰在破冰船护航下顺利完成了对北方航路自西向东的引航$体现了北方海航道在国防中的

重要性&摩尔曼斯克在当时建立了北极船队修船厂&

!424

年航道破冰船'约瑟夫.斯大林(号在一个通航期内顺利完

成了对北方航路的双向航行$先是自西向东航行并在同一通航期内返回了摩尔曼斯克&&

0"

世纪初俄国和苏联组织的这些在北冰洋的考察和试航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最终掌握的关于北方各海域航行条

件的数据和资料$不仅证明了北冰洋的适航性$还为后来考察和航行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事实证明$北方海航道在二战

时期为苏联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北方海航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北方海航道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摩尔曼斯克两个苏

联国内港口之间的最短线路&苏联认为其完全属于国家领海范围之内$对其使用不需要顾及国际形势$也不需要与邻国

协调&除此之外$北部线路还与西伯利亚的众多河流一起组成国际性的交通网$大大增加了西伯利亚地区与国内西部地

区以及世界的联系&所以苏维埃这一时期北极地区政策的重点之一就是大力开展北方海航道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吨

位河运船舶的建造$这一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0"

世纪初北方海航道运输业的日益发展带动了北方地区生产生活的进步$使其慢慢从国内战争的阴影中走出&

!40$

年以后北方地区的木材出口量逐年增加$苏联政府在叶尼塞河畔建立了大型木材加工企业$通过北方航路向整个

西西伯利亚和雅库特地区供应工业生产品&

!40!C!42&

年期间$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出口的的林木年总量增加了
!"

倍

.

10!

.

!

"

#

%

&

斯比林!,到北极去-$中国青年出版社
!41$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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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从该港口进港的外国船只也增加了
&

倍!&而轮船公司的收入增加了
&

倍"&

!40"C!422

年之间$北方海航道的

运输量增加了
1

倍$航行天数从每年
02C20

天增加到
&"C%1

天#&其中$东线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运输的发展最为缓

慢$同时东北部地区发展落后$货运量也明显不足&然而北方海航道的开通已然带来了经济利益$表明苏联的北极北方

航路开发政策已初见成效&

苏联初期是在全国性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考虑北极政策的$在国家层面上针对北方海航道开展的广泛活动$

如考察研究北冰洋水域%冰上航行的进展%港口与极地站的建设%冰上考察等都得益于极地航行技术的提升与破冰船的

建造&这些活动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北方海航道的开通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北方海航道的发展在
0"

世纪

保障了苏联的地缘政治利益$也保障了北方边疆和远东开发的顺利进行&北方海航道的东段运输在
0"

年代主要是由一

些商队进行必要的生活物资的运送$返航时将北部地区的鱼类%镍%锡%钨%金等金属和油气资源运往西部$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4$"

年后$北方海航道对于苏联来说已不再是只能做艰难的尝试的试航地带$而是

不带考察性质的水上常规交通干线%&总体来讲苏联在
0"

世纪执行了积极的海洋政策$北方海航道在这一期间也完成

了自身的交通%社会经济和国防使命&通过北方海航道以及西伯利亚河流运输的发展$国家西部与偏远地区的联系也得

到了加强$国家运输的统一网络也就此形成&&

0"

世纪
2"

年代北方海航道每年的运输量在
!2C02#3

万吨之间$

!4$!

年为
!&#1

万吨$到了
!4$1

年增长为
$$#$

万吨'&这条航道对后来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对战后苏联及俄罗斯的

经济发展%国家安全%能源开发等$都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二*科学考察与综合建设政策

0"

世纪
0"

年代$苏维埃政府北极政策的第二个重点在于对北极较为全面的科学政策研究及考察&苏维埃人民委

员会在此期间成立了多处带有科考职能的机构$并由它们推动了对多处海域每年例行的考察计划&与此同时还利用苏

联刚刚建立起的垂直权力体系领导北极地区的综合建设$保证了政策的高效执行&

!40"

年至
!401

年间$在政府的支持

下$北方地区涌现出一些科学研究组织$并由这些组织完成了旨在开发北极资源的一系列科学考察活动&

!4!4

年
!

月$由政府组建了工业贸易委员会直属的北部研究专门委员会$随后又成立了北极科学考察专门委员会$

科考的中心基地设在了阿尔汉格尔斯克&

!40!

年$水上海洋科学研究院宣告成立$旨在对北冰洋水域进行综合研究&

仅在
!40!

年就有
02

支科考队共
$""

余人在北极进行了科学考察(&同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协同北方科学考察船

队)在奥洛涅茨省%伏尔加河流域和科拉半岛等地成立了伯朝拉流域地理探险队$在该次探险的过程中发现了世界最大

的磷灰石产地&为寻找油气等能源资源$苏维埃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也在北极开展了综合性勘测&该委员会在北极多个

地区进行了地理勘探$发现了当地的金属矿藏&如
!4!4C!40!

年间在诺里尔斯克进行的地理探测不仅发现了大量的优

质炭石$还有石墨%一次铜镍冰铜等&这次地理探测获得了成功$北方航路委员会因此向苏维埃人民政府申请在此地开

采煤矿*&

2"

年代末期苏联首先在港口城市开展了矿石开采工作&

!40%C!42$

年间共有约
31

个科学考察和地理勘测

团队在此地开展工作&

!4$"

年科雷马流域共出产了
%"

吨纯金$占当年整个苏联黄金出产量的
$&#2h

&科雷马也因此

成为世界最大金矿产地之一&

!420C!4$"

年间苏联东北地区金总产量为
2!$

$

0

吨+,-&苏联在
0"

年代进行的这些科考

和地理探测都很好地展现了
0"

年代苏联旨在自然资源开发%解决经济建设等具体问题上而实施的北极开发方案$具有

很强的针对性$实施效果也不错&

苏联特有的垂直权力体系领导北极地区综合建设$保证了国家计划的有力执行&二战前$苏联的北极开发与综合建

设政策受到了其独特的国内环境的影响&

0"

年代末期$苏联的垂直权力体系在全国得到巩固$工业化和集体化开始推

行$这样的国内环境适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的政策措施$通过建立或改组综合管理组织到北极地区推行国家政策$使

之前对北极的科学研究建议方案转变为强有力的执行措施$更为有效地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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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广淼!二战前苏联的北极政策论析

!40%

年$北方航路委员会改组为西伯利亚北部工业及交通国有股份公司$直属于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该公

司旨在解决西伯利亚北部地区发展和民生问题$为地区发展提供经济动力&主要的职责除了承担北冰洋各港口之间的

运输之外$还在河流沿岸收购并流送木材%建造锯木厂%在泰梅尔半岛开采石墨矿%下通古斯卡河开采煤矿等&该公司还

建立了两个北部新港口!海河两用港伊加尔卡以及乌斯季叶尼塞和鄂毕河上的新河港&此外$公司还开展了针对土著居

民的教育工作$并且鼓励猎兽%捕鱼%发展农业以保障当地居民生活!&成立于
!420

年的直属于人民委员会的北方海上

航路总局在成立以后不久便发挥着综合管理北极地区的职能&

!42$

年
3

月
0"

日$苏联军事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

专门条例中赋予北方海上航路总局'苏联北极总管(的职能$宣布北极地区经济和科学勘测类活动均要在北方海上航路

总局的领导下进行&生效范围包括苏联欧洲部分的北冰洋沿岸及部分岛屿和亚洲部分北纬
&0

度以北的全部地区&北

方海上航路总局既要保障北方航路的航行$也需要保障科学活动和生产活动在北极地区正常开展$负责港口居民点建

设%木材采购%促进地区手工业发展&随后在
!421

年改组的北方人民促进委员会被赋予了北极地区经济管理与大众文

化服务的职能&

!42&

年$在撤消了北方海上航路总局的合作企业后$人民促进委员会又担负起了采购的职能&北方海

上航路总局逐渐从交通生产管理部门转变为具有地区综合管理权力的组织&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北部逐渐成为

了国内的大型工业区&许多新兴工业部门如纸浆造纸工业%硬纸板工业%胶合板工业%家具工业%林业%鱼品加工业的发

展都获得了新的动力&仅在
!40&

年至
!423

年间科雷马半岛就建成了
24

家企业$其中包括摩尔曼斯克鱼产品联合加工

厂%尼瓦河%下图洛马河水力发电站等&通过大型生产制造组织在北极地区较大规模的国家活动的开展$北极地区的综

合建设得到了初步进展"&

可以说$二战前苏联对北极的综合建设开发已初具规模$覆盖了北极地区资源丰富和人口较多的矿源区和居民点&

领域多集中为资源勘探%开采%交通建设$略有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土著居民的文化教育$为北极地区日后的发展提供

了基础$但这一时期的综合建设与开发也存在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如开发规模小%开发形式单一%领域狭窄%开发地区

分散$不能以点带面等&

与这一时期的北极航道政策一样$二战前苏联关于北极科考与综合建设的政策同样是建立在全国发展规划的基础

上的&也就是将北极地区的开发规划到国家发展计划中$通过对国家社会经济计划的实践来实现北极地区的发展目标&

在二战期间甚至在战后$随着北方地区工业发展和交通建设%矿源勘探%生产活动及科研工作规模的扩大$在垂直权力体

系领导下的北极科考%综合建设与资源开发也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推广&

)三*移民与苏维埃化政策

苏联政府对以往俄国政府在北极地区的各项政策均有一定的继承$包括了在北极地区推行移民政策$并且在政策意

向上更倾向于进一步巩固政府在北方边疆的地位$即苏维埃化政策$并形成了特有的解决北方问题的原则和方法&

在
!%

$

!4

世纪的所谓'北方探险(期间$沙俄就已有居民进驻北极地区&到
!%

世纪末期$约有
!""

多万俄国人居住

在北极圈内#&到
!4

世纪前半叶$俄罗斯建立了
!0

个大规模的居民区$分散在阿拉斯加$直到
!%&3

年将阿拉斯加卖给

美国&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已经推行了十几年的鼓励自由移民政策%&

0"

世纪
2"

年代以后$斯大林以维护国家安全为

由$强行将居住在苏联的少数民族迁徙至中亚和西伯利亚等边疆地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苏联也开始对北极进行

资源开发$并向北极地区移民$这一时期的北极移民多为北极地区建设与开发的需要而移居到北极地区$从事政府管理%

经商%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为了解决北极地区居民及开发者们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苏维埃政府于
!40$

年
&

月
0$

日成立北方人民

促进委员会$即北方委员会&该组织在北极地区现代化建设方面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其成立的另一主要目的

则是在人口稀少的北方地区建立起苏维埃地方政权&

!404

年$在北方委员会的帮助下$涅涅茨人建立起了苏联第一个

边疆区自治政权'&从
0"

世纪
2"

年代开始$苏联将北部地区纳入了全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当中$致力于消除文盲%改

变文化落后状况%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使牧民定居等政策的实施(&北方委员会采用了集体农庄生产联合的形式$对该

地居民的迁移进行了限制$使北方各游牧民族得以定居并建立自治性质的行政单位&

!4!4C!42$

年苏联共组织了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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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制订了一整套改造少数民族原始文化的措施!$到后来还在北方民族中强制推行

俄语&北方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北方土著区域苏维埃化的彻底完成"&

直到如今俄罗斯国内也在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当初苏联政府对待北方民族的这一政策$这一政策有以损北方民族

利益来达成中央政府一己之私之嫌$但政策在追求自身政治利益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为北方少数民族接触现代文明及

其成果%先进的教育和生产技术创造了机会#&苏联政府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仍然向北方地区提供了大量物资支援$通

过无偿贷款%供应食品%免除赋税%开办储备粮商店等为其提供物资和财政帮助&到了
0"

世纪
1"

年代末期$北方少数民

族居民的经济文化状况已经发生很大改变%&所以苏联及现代俄罗斯也有不少学者给予这一政策较高的评价&

从总体上来讲$不管是苏联政府还是以往的俄国政府$在开发北极资源的同时$在对待北极地区问题上还延续了一

个共同的原则$那就是尽可能扩大中央政权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而在这一原则的影响下$

0"

世纪
0"

年代以后俄国政府

在该地区为确定国家边界而开展的活动变得日益活跃起来&苏联在这一时期的移民政策和苏维埃化政策多少带有部分

强制的色彩$这一时期的北极移民中大多已世代落户在北极地区的各城镇中$然而如今那里的青年人多数已开始去大城

市寻找求学和就业的机会&

)四*领土政策

!4

世纪末期$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和海军的落后促使俄国将阿拉斯加以
30"

万美金的价格转让给美国&这片土地

在当时除了动物皮毛之外几乎没有带给俄国任何经济利益$却在
0"

世纪里为美国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上都创造了巨大

价值&俄国对北极领土的漠视使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们在重新划分海外殖民地的同时$也

开始对北极进行划分&在认识到北极的重要性和巨大潜力之后$苏维埃政权和后来的苏联开始努力利用多种手段证明

其在北极地区的存在&其中包括加入已有区域条约和组织以及对扇形原则的采用&

首先$苏联争取加入北极地区现存的条约$并积极开展与别国在北部的科研合作$争取在其范围内扩大自身权益&

斯匹茨卑尔根群岛是从白海通向大西洋的关键地带&一战后$根据巴黎和约中的斯匹茨卑尔根条约规定$斯匹茨卑尔根

群岛主权归属挪威$而其他缔约国家却获得了开发该地区自然资源与领海的权利&苏联政府
!401

年加入该条约$并且

在将近十年的时间内通过外交手段证明自己对领土范围内的北冰洋沿岸及部分海域拥有主权&苏联经过多年的国内讨

论得出的结论是!要想拥有对北极的主权就必须拥有自己的军舰%航空舰队和具有现代化设施的国际港口$并且在极地

要有居民%科考站和港口城市等&苏联领导人在当时意识到$

0"

世纪的世界格局已经改变&如果说从前北冰洋的海冰

对俄国可以起到'保护墙(作用的话$那么到了
0"

世纪$在众多国家已经开始对北极地区主张主权的背景下$苏联已无法

对北极边界问题继续怠慢下去$需要采取崭新的%与时代相符的政策&

扇形原则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苏联的北极政策中&

!40!

年
!!

月
$

日$苏联在外交备忘录中重申了
!4!&

年

将西伯利亚高原北部土地划归俄国领土的外交照会$

!40&

年
$

月
!1

日$苏联政府宣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

席团的决议$对北极划界采用闻名世界的扇形原则$并公布了其在北极的边界&扇形理论是苏联时期对北极领土划分政

策中特点最鲜明的理论&

扇形理论最早由加拿大议员波里耶于
!4"3

年提出&他对扇形理论的概念做出了诠释!作为一个拥有北极地区领土

的国家$加拿大对于所有在最东边国界线和最西边国界线到北极点的延长线之间可能被发现的陆地都应拥有主权&&

他的这一提议在当时并没有赋予实施&直到
!40&

年$加拿大政府才完全采用扇形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对北极地区相关

岛屿及海域宣示主权&

紧随加拿大之后$苏联于
!40&

年
$

月
!1

日签署,

!40&

年命令-$宣布从苏联北部边境东经
20j"$k21l

延伸至北极点

和自西经
!&%j$4k2"l

延伸至北极点$以及以白令海上的拉特曼诺夫岛和克努岑斯特恩岛为分界的北冰洋上$所有陆地和

岛屿$包括已发现的和将来会被发现的$排除在本法令发布之前苏联政府承认的外国领土$都宣告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的领土'&这项命令不仅宣告了在这片扇形区域内已经发现的陆地和岛屿为苏联领土$更将未发现的岛屿%水

域%冰层等也涵盖进来$目的是以自身绵长的北冰洋海岸线为占有依据$阻止别国对北极地区的陆地和岛屿进行科学考

察和经济渗透(&此外$为了加强国内民众对扇形原则的认同感$这一时期苏联国内中学课本还加强了对该原则的宣

.

%0!

.

!

"

#

%

&

'

(

丁宏!,北极民族学考察笔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0""4

年$第
!&!

页&

?

#

XRPFH=PS

#

'

XH=:MPfD̀P<X:=:

G

D

($

-34"2#7*>-"4"

%

$

!42"

)

!

*$

>

#!$#

A

#

\

#

YPRH]:EBH

#

'

OHCCPKCBD<O:JPHED;NED<?H;PMPBD=A

G

BMPB:=^̂

A

^̂

G

==

#

!

?

G

H[;:R_XM

G

DM:JPS:CBHK?

G

::RCM=:EEHCMP

($

6

%

72*7(*-"4"

%

$

0"!!

)

!!

*$

>

#$#

丁宏!,北极民族学考察笔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0""4

年$第
!&0

页&

\5)?+ES+@8(.5)*?#

'

S.5a-//+6)R9(8+(=5(8?96:<?)(5

>

8

!

M6/86)EM95/5)8

($

/H40.4

$

!443

)

!

*

#

\5)?+ES+@8(.5)*?#

'

S.5a-//+6)R9(8+(=5(8?96:<?)(5

>

8

!

M6/86)EM95/5)8

($

/H40.4

$

!443

)

!

*

#

胡德坤%邓肖亭!,

0"

世纪初期北极地区领土争端及其解决-$载,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0"!!

年第
!

期&



徐广淼!二战前苏联的北极政策论析 !封
#

!

传&这些做法都遭到美国%挪威等其他北极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但尽管如此$在此后的数十年当中$苏联政府一直

都按照扇形理论和原则管理北极事务并提出主权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虽然采用了扇形原则对其间的陆地和岛屿提出了主权要求$但并未涉及扇形区域中海域的法律

地位&尽管如此$扇形理论的提出与应用和对海洋权利的要求$仍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所有北极周边国家开始重视本国在

北冰洋的海洋利益&

二战前的苏联在北极的领土政策是俄罗斯历史上在北极领土政策上的开启&在认清争夺斯匹茨卑尔根群岛的失败

后$苏联主动加入了斯匹茨卑尔根条约$以较为务实的态度争取在条约范围内谋求对该群岛和海域的最大利益&而苏联

在这一时期确立的以扇形原则为基础的划界理论更是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时至今日$扇形理论已不适用于北极划界$

也并无任何国际法理论依据$苏联解体后$该理论已实际上被俄罗斯政府弃用&然而$俄罗斯学术界至今仍有很多学者

认为俄罗斯放弃扇形原则是基于开发北极资源的现实需要而牺牲了俄罗斯在北极的长远利益&但实际上直到如今俄罗

斯也并没有针对扇形区域内的海域颁布过任何的法令"&

三%结
!

语

上述可见$二战前苏联的北极政策与
0"

世纪以前俄国的北极政策相比发生很大的发展和变化$这与当时苏联面临

的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总的来说$二战前苏联北极政策具有鲜明的特征&

二战前的苏联北极政策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如果说
0"

世纪以前俄国的北极政策从头到尾都没有针对性的话$那么

苏联时期的北极政策可以说是从头到尾都有很强的针对性$无论是从航道政策%科考与综合建设政策还是移民与苏维埃

化政策上来看$政策的出发点都非常务实$即开发资源%发展民生和扩大苏维埃政权的影响力&而因赶上苏联全民建设

时期$北极各项政策的落实也比较到位$收到了良好的成效$为二战后苏联在北极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但这一时

期由于资金%人力和科学技术手段的限制$北极科学考察%航道和资源开发的规模偏小%形式单一%地区分散&

二战前的苏联北极政策具有一定的连贯性&从某些方面来看$二战前苏联北极政策在俄罗斯的北极政策史上可以

说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虽然与俄国时期的北极政策相比$二战前的苏联北极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科学考察

和扩大中央政权影响力等方面还是部分延续了俄国时期的做法&二战前的北极开发尤其是航道的开发为战中的苏联贡

献良多$也为战后苏联在北极的政策奠定了基础&而二战前苏联北极领土政策中的扇形理论更是在二战后得到了延续&

与此同时$二战前苏联的北极政策自身就具有一定的连贯性&这主要体现在政策制定宗旨的一致和高效的落实上&二

战前苏联开发北极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北极资源$并且除去战争因素外$苏联在二战前也并没有长期中断过对北极政策的

实施&这与如今俄罗斯北极战略的实施停滞不前形成鲜明对比&

二战前的苏联北极政策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二战前的苏联政策的领土政策中的扇形理论%苏维埃化政策和政策

执行的垂直权力体系等$在当今俄罗斯已不具备延续的可能$因此这些政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苏联时期的垂直权力

体系虽然有许多弊端$但其高效的政策执行力却保证了这一时期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此同时二战前的苏联适逢大搞国

内建设$必定需要北部地区的资源$此时的北极发展政策正是国家推行的全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一部分&时至今日$

俄罗斯的社会环境已不容许其照搬
%"

多年前'苏联模式(体制下的经验$但毋庸置疑的是$任何大型国家项目都需要大

量的资金和人力以及政府的重视&而如今的俄罗斯北极政策因为投资不足早已陷入执行不力的困境&这与新时期俄罗

斯北极政策另起炉灶%目标过于宏大以及国内行政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政府缺乏活力等不无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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