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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次就北极政策发表白皮书《中国的北极政策》

目标：认识、保护、利用和参与治理北极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日发表《中国的
北极政策》白皮书，这是中国首份北极政
策文件。分析人士认为，白皮书的发表
“水到渠成”，中国作为北极事务的重要
利益攸关方，未来将更好为北极事务作出
积极贡献，给北极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发展
带来机遇。

白皮书发表“水到渠成”

中国已是北极活动大国

白皮书全文约9000字，以中、英、
法、俄、德、西、阿、日等8个语种发
表。

北极问题不仅涉及北极国家，而且具
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随着气候变化、
经济全球化等不断发展，北极已经成为国
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当天在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说，这份白皮书是中国政府对
外发表的第一份北极政策文件，发表这一
白皮书旨在向各方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北极
事务的基本立场和政策主张，传递中国致
力于与各方共同维护北极的和平、稳定和
可持续发展的意愿。

孔铉佑说，北极问题不仅涉及北极国
家，而且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中国
作为北极域外国家，是北极事务的积极参
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努力为北极的变
化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我们希望白皮书对内有利于指导中
国的北极活动与北极合作，对外有利于与
其他北极利益攸关方建立良性的互动，共
创北极更加美好的未来。”他说。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6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说，中国北极政策的出台具有实践基
础，是中国北极工作的实际需要，也是国
际社会的期待。现在发表北极政策白皮书
可谓“水到渠成”“恰逢其时”。

她说，白皮书的发表有利于国际社会
更加全面准确理解中国的政策主张，推进
中国与有关各方的务实合作，维护和促进
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实质性参与北极事
务以来，中国广泛开展各类北极活动，已
成为北极活动大国。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战略研究室
主任张侠说，目前中国参与北极政策的实
体不断增加，活动不断丰富，除了科研，
已拓展到商业等多个领域，“白皮书的出
台让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有了明确的政策指
导”。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
泽认为，白皮书有助于增信释疑，向国际
社会阐释中国在北极事务上的政策立场，
增加了中国北极政策的可预见性，“对加
大中国对北极事务的参与是有力的舆论引
导，也表明了我们负责任的立场”。

事实上，制定北极政策、规范指导北
极活动是各国通常做法。除北极八国外，
中国的近邻日本、韩国，欧洲的英国、法
国、德国等非北极国家都已发布了北极政
策文件。

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

陆上最接近北极圈国家之一

中国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
在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是陆上最接
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基于这一基本定
位，中国希望自身在北极事务中发挥“不
越位、不缺位”的作用。

孔铉佑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解读，
“不越位”，指中国作为非北极国家，不
会介入完全属于北极国家之间以及北极区
域内部的事务，将依据国际法参与北极事
务；“不缺位”，则是指中国将在北极跨
区域和全球性问题上积极发挥建设性作
用。

专家表示，多年来，中国在北极事务
上一直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作出了积极贡
献。比如在极地规则方面，中国参与了国
际海事组织关于极地航行规则的制定，这
一规则已于2017年生效，对保护北极海洋
环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此外，中国切实遵守《巴黎协定》的
原则精神，所采取的减排措施对北极的气
候生态环境具有积极影响。

阮宗泽认为，“重要利益攸关方”这
一定位非常明确，表明中国有充足的理由
为北极事务作出积极贡献、发挥建设性作
用。

愿与各方共建

“冰上丝绸之路”

近年来，北极在经济、科研、环保、
航道、资源等方面的价值不断提升。

专家表示，以航道为例，全球变暖使
北极航道有望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运输干
线。张侠说，对于中国这一海上贸易大国
来说，北极航道的开通不仅可以大大缩短
至欧洲、北美东岸的航运距离，更为目前
相对单一的贸易航道增加了一个安全备
份。

白皮书中提到，中国愿依托北极航道
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
路”。阮宗泽认为，“冰上丝绸之路”不
仅覆盖北极周边国家，也可以惠及东亚其
他国家，为北极地区未来开展国际合作、
探讨北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新的可
能。

白皮书指出，中国一贯主张，开发利
用北极的活动应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等国际条
约和一般国际法，尊重北极国家的相关法
律，并在保护北极生态环境、尊重北极土
著人的利益和关切的前提下，以可持续的
方式进行。

对中国北极开发的疑虑

“完全没有必要”

孔铉佑说，中国鼓励和支持有关企业
团体参与北极开发利用时，严格依法利
用、绿色使用、合作利用，并遵循商业原
则。中方参与北极开发利用的根本目标是
为了实现各方的互利共赢，推动北极可持
续发展。

他说，有人对中方参与北极开发存有
疑虑，担心中方另有所图、掠夺资源、破
坏环境，“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
的”。他表示，北极国家有高度健全法律
制度，对北极开发的环保、劳工、商业利
用有很高的门槛和标准。我们会按照相关
的标准和法律办事，为北极社会经济发展
和人民福祉作出积极的贡献。

（综合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日发表
《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这是中国首次就北极政策发表
白皮书。

白皮书全文约9000字，除前言、结束语外，共包括四个
部分，分别为北极的形势与变化、中国与北极的关系、中国
的北极政策目标和基本原则、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主要政策
主张。

白皮书说，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入发展的
背景下，北极在战略、经济、科研、环保、航道、资源等方
面的价值不断提升，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北极问题已
超出北极国家间问题和区域问题的范畴，涉及北极域外国家
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攸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
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

白皮书说，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北极事务
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努力为北极发展贡献中国
智慧和中国力量。

白皮书说，中国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中国在
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
一。北极的自然状况及其变化对中国的气候系统和生态环境
有着直接的影响，进而关系到中国在农业、林业、渔业、海
洋等领域的经济利益。

白皮书指出，北极的未来关乎北极国家的利益，关乎北
极域外国家和全人类的福祉，北极治理需要各利益攸关方的
参与和贡献。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愿本着“尊重、合
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与有关各方一道，抓住北
极发展的历史性机遇，积极应对北极变化带来的挑战。中国
的北极政策目标是，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和参与
治理北极，维护各国和国际社会在北极的共同利益，推动北
极的可持续发展。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涉北极合
作，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
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解读白皮书】

北极事务，中国不越位、不缺位

1 .参与北极航道开发利用

2 .参与油气和矿产等非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3 .参与渔业等生物资源的养护和利用

4 .参与旅游资源开发

——— 《中国的北极政策》

■依法合理利用北极资源包括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2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日本国外务大
臣河野太郎将于27日至28日应邀对中国进行正
式访问。

华春莹说，这将是河野太郎外相就任以来
首次访华，届时外交部长王毅将同他举行会
谈，就中日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
见。“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
当前中日关系保持改善势头，同时也面临挑
战。希望通过河野外相这次访问，落实好两国
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
善发展。”华春莹说。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

今日起访华

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将于本月27日开启
其就任外相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河野26日在
接受中国媒体书面采访时说，今年正值日中和
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愿日中两国进一步加
深互信，从大局出发稳定发展日中友好合作关
系。他说：“我愿继续立足于战略互惠关系之
理念，在妥善处理悬而未决问题的同时，推进
所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进一步加深互信，从
大局出发稳定发展日中友好合作关系。”

（据新华社东京1月26日电）

河野太郎：愿从大局出发

稳定发展日中友好合作关系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截至2017年
底，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
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 . 15亿人、11 . 77亿人、
1 . 88亿人、2 . 27亿人、1 . 92亿人；五项基金总
收入为6 . 64万亿元，同比增长23 . 9%，总支出
为5 . 69万亿元，同比增长21 . 4%。”人社部政
策研究司副司长卢爱红在26日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作此表述。

基本养老保险方面，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水平实现“十三连调”，企业和机关事业
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同步调整，1亿多退
休人员受益，城乡居民人均月养老金超过120
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职业年
金转移接续办法出台实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投资运营稳步推进，北京、安徽等9个省区市
签署4300亿元的委托投资合同，2731 . 5亿元资
金已经到账并开始投资，江苏、浙江、甘肃、
西藏4省区政府已审议通过委托投资计划。

基本医疗保险方面，卢爱红表示，截至今
年1月20日，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
机构达到8624家，备案人数207万人，累计结
算18万人次，基金支付28 . 54亿元；通过提高
城乡居民医保补助标准，达到人均450元。

2017年我国五项基金

总收入达6 . 64万亿元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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