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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北极地区可再生资源
开发与利用研究

∗

潘 敏　 李浩涵

摘要： 资源开发是全球气候变暖下的北极地区两大看点之一，
此处的资源包括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 前者包括旅游资源、
渔业资源、 可再生能源等， 后者则指石油、 天然气、 铁矿石等矿产

资源。 一直以来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北极航道、 油气、 铁矿石、 稀土

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对旅游资源、 渔业资源和可再生能源则问津

不多。 本文研究加拿大北极地区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现状及其

特点， 与环北极其他国家相比， 加拿大北极地区可再生资源的开发

与利用相对较低， 在领域和地域上则分布不均， 但由于各准省政府

的战略和政策上的大力支持， 未来发展前景光明。
关键词： 加拿大北极地区　 可再生资源　 旅游业　 渔业

作者简介： 潘敏，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李浩

涵，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２０１７ 级硕士研究生。

一　 引言： 北极地区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资源开发是全球气候变暖下的北极地区的两大看点之一 （另一是航道

∗ 本文为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项目 “北极原住民地区资源开发与中国参与研究” （项目编

号： １７ＰＪＣ１０４） 的中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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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 当下成为探索北极地区的重要驱动力， 也是北极利益攸关方参与北

极地区事务、 寻求北极地区合作的重要方面之一。 此处的资源包括可再生资

源和不可再生资源， 前者包括旅游业、 渔业 （捕捞业）、 可再生能源等， 后

者则指石油、 天然气、 铁矿石等矿产资源。 学者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

用有一定的研究， 但对旅游业、 渔业 （捕捞业）、 可再生能源等则关注不

多。① 如果说矿产资源更多的是建立在对全球气候持续变暖之预期的话 （北极

地区绝大多数矿产资源都处于勘探状态， 正在开发的屈指可数）， 那么旅游、
渔业 （捕捞业）、 可再生能源等则是北极地区一直开发和利用着的资源。

渔业　 北极地区生活着 ４００ 万名居民， 其中大约有 ５０ 万人口是原住

民。② 渔业 （捕捞业） 长期以来是北极原住民的生计来源， 如今在北极地区

的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仍举足轻重。 例如， 捕猎业是格陵兰因纽特人所从

事的主要职业和收入来源， ２０１２ 年以来捕猎出口占格陵兰出口总额的 ８５％
以上。③ 其渔业产量全部来自海洋捕捞。 ２０１０ 年以来， 捕捞产量逐年增加，
到 ２０１４ 年达到 ２９ ２ 万多吨， 但 ２０１５ 年有所下降， 为 ２６ ８ 万吨④， 这主要

４５１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②

③

④

中国学者有关北极旅游业研究著述不多。 国关和国政学者的北极旅游业研究集中于地缘政

治及行为体参与研究： 其中， 李振福认为北极旅游资源开发是北极在全球地缘政治中 “大
脑” 地位确立的驱动要素之一， 尽管 “旅游是与北极地区进行民间互动的最好方式”， 但

“北极旅游具有低敏感性”， 北极旅游输出国能通过旅游过程输出国家意志， 于 “无形中强

化本国的北极存在”， “是进行地缘政治角逐的无形工具”， 其在预先界定北极旅游政治的内

涵与分析框架的基础上， 对北极旅游与政治间关系进行探究后， 提出中国应以北极旅游为

突破口参与北极事务 （李振福： 《世界的大脑： 北极地缘政治新定位》， 《通化师范学院学

报 （人文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第 ６９ 页； 李振福、 彭琰： 《北极旅游政治研究》，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第 ６３ ～ ７０ 页）； 孙凯、 张佳佳对北极资源 （包括旅

游资源） 开发的企业参与进行研究， 对中国企业的北极资源开发提出兼顾经济效益和公共

外交功能、 社会责任的学界新要求 （孙凯、 张佳佳： 《北极 “开发时代” 的企业参与及对

中国的启示》，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第 ７１ ～ ７７ 页）。 国内

学者关于北极渔业方面的研究主要从地缘政治和渔业治理、 北极地区渔业管理机制以及北

极渔业法律问题等三个方面进行， 近年来， 也有几位学者开始关注北冰洋公海渔业的治理

问题 （赵隆： 《从渔业问题看北极治理的困境与路径》，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邹磊磊、 密晨曦： 《北极渔业及渔业管理之现状及展望》，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邹磊磊、 黄硕琳： 《试论北冰洋公海渔业管理中北极五国的 “领导” 地位》， 《中国海洋大

学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等）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 北 极 理 事 会 网 站， 网 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ｒｃｔｉｃ －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 － ｕｓ ／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ｓ ２０１７ ”， ｐ ２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ｇｌ ／ ｐｕｂｌ ／ ｅｎ ／ ＧＦ ／
２０１７ ／ ｐｄｆ ／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２０ｉｎ％２０Ｆｉｇｕｒｅｓ％２０２０１７ ｐｄｆ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５ 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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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海豹捕获量大幅度下降有关 （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３ 万多头下降到 ８ ８ 万多头，
下降了 ３２％ ）。① 尽管 ２０１０ 年以来对海豹产品交易采取的限制措施， 但格陵

兰在总体捕捞业方面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这也是由于自治政府采取了新

的贸易策略， 拓展新的市场。② 在冰岛， 渔业部门为该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

大贡献。③

再如挪威， 近年来海洋捕捞业产量位居世界第 １１ 位，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达到 ２３０ 万吨左右④， 其中 ９５％左右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分的 ２７ 渔区

（主要包括巴伦支海、 挪威海、 格陵兰海、 冰岛周围等的北极海域）。⑤ 挪威

的渔业出口量占世界第二位， 仅次于中国。⑥ 与此同时， 挪威的养殖业也在

稳步增长，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７１ 万多吨增长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３８ 万吨， １０ 年增长了

９２％ ； ２０１５ 年挪威从事渔业捕捞的渔民达 １１１３０ 人。⑦

但北冰洋沿岸国的海洋捕捞活动主要是在北冰洋周边海域进行， 北冰洋

中心海域目前还没有捕捞活动。 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的渔业年产量数据， 涉

及北冰洋海域的 １８ 渔区捕捞量为未知，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没有捕捞活动。⑧

随着气候变化加剧， 一些北冰洋周边海域的鱼类向北迁移， 进入了北冰洋。
这增加了未来北冰洋公海商业性捕捞的可能性。 而有些地区比如美国和俄罗

斯交界处的海域 （水深不足 ２０００ 米， 适合展开海洋捕捞的深度） 夏季已经

适合捕捞。 美国已于 ２００９ 年颁布了在其北冰洋 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济区禁止捕

捞的决议。⑨ ２０１４ 年， 加拿大联邦政府也颁布了同样的决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５５１加拿大北极地区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ｓ ２０１７ ”， ｐ １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ｇｌ ／ ｐｕｂｌ ／ ｅｎ ／ ＧＦ ／
２０１７ ／ ｐｄｆ ／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２０ｉｎ％２０Ｆｉｇｕｒｅｓ％２０２０１７ ｐｄｆ
“世贸组织裁决欧盟禁止海豹产品交易未违反全球贸易规则”， 国际在线： ｈｔｔｐ： ／ ／
ｇｂ ｃｒｉ ｃｎ ／ ４２０７１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２３ ／ ６０７１ｓ４５５２１２５ ｈｔｍ。
江时学： 《冰岛危机刍议》， 《欧洲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３８ 页。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５ ｐ ９．
邹磊磊： 《北极渔业及渔业管理与中国应对》，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第 ４８ 页。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５”， ｐ ｘｖｉｉ．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５”， ｐｐ ２８， １７．
邹磊磊： 《北极渔业及渔业管理与中国应对》，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版， 第 ４４ 页。
Ｍｉｎ Ｐａｎ， Ｈｅｎｒｙ Ｐ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 Ａ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Ｏｃｅ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６３ （２０１６） ｐｐ １５３ － １５７．
Ｂｏｂ Ｗｅｂｅｒ， “Ｏｔｔａｗａ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Ｐｒｅｓ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７， ２０１４．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月 ３０ 日， 北冰洋沿岸五国和中国、 日本、 韩国、 欧盟、 冰岛十方就 《防止

北冰洋公海无规则捕捞协议》 文本达成一致意见， 即在获得充足科学信息

以及建立渔业管理机制之前， 应禁止北冰洋公海商业捕捞活动。
旅游业　 １８、 １９ 世纪以来， 伴随着外来文明进入北极地区， 越来越多

的人对这里独特的极地风光和北极原住民顽强的生存能力感兴趣， 旅游资源

逐步得到开发并成为当地人的重要收入来源。 随着交通工具的改进， 那些人

烟稀少但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也渐渐迎来了远方的游客， 并形成了重要的季

节性经济。①

一百多年前， 探险家们沿着挪威海峡及斯堪的纳维亚北部山地开始了极

地探险。 自此之后， 欧洲北极地区游客人数尽管与现在相比维持在较低水

平， 但持续的交通革新也为其源源不断输送了观光客。 而北美北极地区， 由

于居民数量稀少， 尽管拥有覆盖面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 旅游业发展则相对

滞后。 但 ２０ 世纪初以来， 以游轮为交通载体的旅游活动也为美国阿拉斯加

地区带来了可观的游客数量和收入， 使之成为世界四个游轮观光地之一。②

其他地区如芬兰拉普兰地区、 挪威北博滕地区， 则以其圣诞公园、 罗瓦涅米

及冰酒店等极地旅游品牌的成功营销， 跃居欧洲北极地区的首要之地。 冰岛

以年均接待游客 ２７０ 万人， 仅排在芬兰和挪威之后。 而诸如加拿大育空地区与

努纳武特地区、 丹麦格陵兰岛及挪威斯瓦尔巴特群岛等， 与上述旅游地相比，
则处于次要地位。③ 此外， 尽管俄罗斯占据了北极地区将近三分之二的领土

面积④， 但除了科拉半岛之外， 游客数量数据获取困难， 但估测数量也相当

少，⑤ 有较大发展空间， 以至于有研究者得出这样的结论： 之于俄罗斯，
“在公共战略规划、 研究和商业活动领域， 北极旅游业发展都是新话题”⑥。

可再生能源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 北极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如地热

和水力发电的开发也成为可能， 且已经成为一些北极国家的主要能源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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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ｍｍ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ｌａｄａ Ｌａｈ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Ｎｏｒｔｈ ｐ ３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ａｔｈａｍｈｏｕｓｅ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ａｐｅｒｓ ／ ｖｉｅｗ ／ １８２８３９
Ｄｉｅｔｅｒ Ｋ Ｍüｌｌ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ｒｃｔｉｃ， ２０１５， ｐ １４９．
Ｄｉｅｔｅｒ Ｋ Ｍüｌｌ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ｒｃｔｉｃ， ２０１５， ｐ １５０．
Ｓｖｅｔｌａｎａ Ｕｓｅｎｙｕｋ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ａ Ｇｏｓｔｙａｅｖａ，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Ｎｏｒ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Ａｒｃｔｉｃ⁃Ｕ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ｐ ２３１．
Ｄｉｅｔｅｒ Ｋ Ｍüｌｌ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ｒｃｔｉｃ， ２０１５， ｐ １５０．
Ｓｖｅｔｌａｎａ Ｕｓｅｎｙｕｋ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ａ Ｇｏｓｔｙａｅｖａ，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Ｎｏｒ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Ａｒｃｔｉｃ⁃Ｕ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ｐ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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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具有巨大的开采潜能。 冰岛在利用可再生能源方面已成为世界领先者， 其

丰富的水电和地热资源现在提供了该国将近 １００％的发电量和 ８５％的一次能

源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ｎｅｒｇｙ） 使用。① 目前格陵兰水力发电占该岛电力用量的 ７０％ ，
并力争到 ２０３０ 年达到 ９０％ ；② 水力发电消费量一直稳居格陵兰岛能源消费

总量的第二位， 且近年来增长之势明显，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分别占能源总消费

量的比例为： ９ ８２％ 、 １０ ２８％ 、 １３ ２７％ 、 １４ ２３％ 、 １６ ３９％ 、 １７ ２％ 。③

一位挪威学者告诉笔者， 一旦技术上有突破 （比如在寒冷地带远距离传输

电力）， 格陵兰可开采的水电资源可以源源不断供应北美大陆。④ 阿拉斯加

拥有巨大的可再生能源， 这不仅包括水力发电， 还有风能、 地热能、 潮汐和

波浪能等， 美国近 ９０％ 的水力资源在阿拉斯加。 目前阿拉斯加将近四分之

一的电力来自水力发电， 州政府制定了目标， 到 ２０２５ 年， 从可再生能源获

得 ５０％的电能。 在一些社区， 比如考迪亚克 （Ｋｏｄｉａｋ）， 其目标是到 ２０２０
年， 从风能和水力发电中获得 ９５％的电能。⑤

从上文的数据中可以看出， 北极地区可再生资源利用历史悠久， 且近十

年来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 与此同时， 北极地区各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

制订了促进可再生资源开发的战略和政策， 有些地区还积极寻求域外国家的

技术合作， 加快可再生资源开发和利用。 下文将以加拿大为例， 探讨该国北

极地区可再生资源开发战略、 政策及管理问题。 之所以选择加拿大北极地

区， 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一是该国在北极地区拥有广袤的领土和漫长的海岸

线， 扼守西北航道， 战略地位重要； 二是北极原住民因纽特民族在这一地区

生活了数千年， 积累了丰富的可再生资源利用和管理的经验； 三是可再生资

源 （尤其是可再生能源） 开发利用与北欧北极地区相比相对较低， 正因为

较低， 才具有合作开发的前景。

７５１加拿大北极地区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Ｏｒｋｕｓｔｏｆｎｕｎ， ２０１４，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Ｉｃｅｌａｎｄ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ｏｓ ｉｓ ／ ｇｏｇｎ ／ ｏｓ － ｏｎｎｕｒ － ｒｉｔ ／
ｏｒｋｕｔｏｌｕｒ＿ ２０１３ － ｅｎｓｋａ ｐｄｆ．
《丹麦格陵兰国有能源公司一行到访中国电科院》，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 中国电力电子产业

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 － ｅ －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 ｎｅｉｒ ａｓｐ？ ｎｅｗｓｉｄ ＝ １０２８５７。
第一位是柴油能源， ２０１７ 年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５９ ２７％ ， 尽管比例高， 但近几年来一直在

下降， ２０１０ 年占 ７２ ８５％ 。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ｓ ２０１７”， ｐ ２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ｇｌ ／ ｐｕｂｌ ／ ｅｎ ／ ＧＦ ／ ２０１７ ／ ｐｄｆ ／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２０ｉｎ％２０Ｆｉｇｕｒｅｓ％２０２０１７ ｐｄｆ。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 笔者就美国格陵兰关系访谈特罗姆瑟大学 － 挪威北极大学 “巴伦支政

治学” 讲席教授贝特尔森 （Ｒａｓｍｕｓ Ｇｊｅｄｓｓø Ｂｅｒｔｅｌｓｅｎ， 丹麦人）。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ＡＦＮ Ｂｏａｒ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 Ａｌａｓｋａ”， Ｍａｙ ２４，
２０１２， 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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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拿大北极地区概况

关于加拿大北极地区的范围， 学者们根据物理、 地理、 政治和行政管理

等特征有多种划分，① 但习惯上加拿大国民和联邦政府将北纬 ６０ 度以北地

区称为加拿大北极地区， 包括育空、 西北、 努纳武特三个准省， 以及魁北克

省北部的努纳维克地区 （因纽特人聚居区） 和拉布拉多 － 纽芬兰省的努纳

茨伊武特地区 （因纽特人聚居区）。 三省两地区的总面积近 ４４０ 多万平方公

里， 大约占加拿大国土总面积的 ４５％ ，② 若加上三省两地区的海洋部分， 则

占加拿大陆海总面积的 ３０％ ③。 北纬 ７０ 度以北地区由星罗棋布的小岛组成，
向北一直延伸到北极点。 一年大多时间里， 高纬度海域被北极冰所覆盖， 在

夏季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海冰融化， 可以乘船到达这些小岛。 近年来全

球气候变暖， 大型船只也可以从西北航道通行，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中国第八次

北极科学考察队搭乘 “雪龙” 号科考船成功穿越北极西北航道， “为我国开

辟了北美经济圈至东北亚经济圈的海上新通道”④。
２０１６ 年北方三个准省的人口情况是： 育空 ３５８７４ 人， 西北 ４１７８６ 人，

努纳武特 ３５９４４ 人， 三省人口总数占加拿大全国总人口的 ０ ３２％ ， 区区 １１
万多人口生活在 ４００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是名副其实的地广人稀地区。
但三个准省中的二个人口增长迅猛， 尤其是努纳武特准省比 ２０１１ 年统计时

增长了 １２ ７％ ， 其次是育空， 增长了 ５ ８％ 。⑤ 三个准省的原住民人口比例

较高， 努纳武特 ８５ ９％ 的人口是原住民， 西北为 ５０ ７％ ， 育空为 ２３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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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彼得·哈里森： 《加拿大北极地区： 挑战与机遇》， 钱浩 译， 《国际观察》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 期。
笔者根据三省官方网站资料统计，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Ｎｕｎａｖｕｔ，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Ｙｕｋｏｎ。
彼得·哈里森： 《加拿大北极地区： 挑战与机遇》。
《雪龙号成功穿越北极西北航道》，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８ 日，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ｒｅ ｇｏｖ ｃｎ ／ ｃａａ ／ ｇｂ＿ ｎｅｗｓ ｐｈｐ？ ｉｄ ＝ ２０３５＆ｍｏｄｉｄ ＝ ０９０１３。
“Ｃｅｎｓｕｓ Ｐｒｏｆｉｌｅ， ２０１６ Ｃｅｎｓｕ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Ｃａｎａｄ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１２ ｓｔａｔｃａｎ ｇｃ ｃａ ／ ｃｅｎｓｕｓ －
ｒｅｃｅｎｓｅｍｅｎｔ ／ ２０１６ ／ ｄｐ － ｐｄ ／ ｐｒｏｆ ／ ｉｎｄｅｘ ｃｆｍ？ Ｌａｎｇ ＝ Ｅ 努纳武特地区是北极地区人口增长最快

的地区，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人口增长了 ２０％ ， 参见 Ｊｏａｎ Ｎｙｍａｎｄ Ｌａｒｓｅｎ ａｎｄ Ｇａｌｌ Ｆｏｎｄａｈｌ （ｅｄｓ ），
“Ａｒｃｔｉｃ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Ｎｏｒｄ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２０１４， ｐ ５５。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其中努纳武特的原住民以因纽特民族为主。①

加拿大北极地区的三个准省由于地理位置偏远、 地广人稀、 加入加拿大

联邦较晚等原因②， 在行政建制上还没达到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省） 的资格， 被称为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有些学者将其译成 “领地” “领区”③， 笔者译成 “准省”。 准省

和省最大的区别是属于省政府的矿产资源管理权被联邦政府代为管理， 直到

准省政府有能力管理为止。 在 ２００３ 年前， 三个准省的矿业活动由联邦政府

通过派驻观察员或直接管理的方式行使管理权。 经过与联邦政府多年协商谈

判， 育空于 ２００３ 年、 西北于 ２０１４ 年分别获得了土地和资源管理权， 但西北

和育空仍然称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在建制上改为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还需一段时间。④ 目前加拿

大联邦只有努纳武特准省没有获得完全的矿产资源管理权力， 但从 ２００５ 年

起权力下放的协商已经开始⑤， 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⑥

三　 加拿大北极地区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现状

加拿大北极地区可再生资源利用包括农业、 林业、 旅游、 捕猎、 可再生

能源以及对一些植物的采集， 如蘑菇、 浆果、 药用草本植物等。 三个准省的

农业主要是应高物价而产生的新兴产业， 包括家禽饲养、 温室大棚等， 规模

小， 但近十年来却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例如 ２０１４ 年西北准省的农业年收入

超过 ８００ 万 ～ １０００ 万加元；⑦ 为了改变高度依赖进口石化燃料的局面， 减轻

高昂的能源价格的压力以及减缓石化燃料对环境的影响， 三准省政府近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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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ａｂｌｅｓ， ２０１６ Ｃｅｎｓｕ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Ｃａｎａｄ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１２ ｓｔａｔｃａｎ．
ｇｃ ｃａ ／ ｃｅｎｓｕｓ － ｒｅｃｅｎｓｅ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ｅｘ － ｅｎｇ ｃｆｍ
育空、 西北三个准省分别于 １８９８ 年、 １９６７ 年加入联邦。 努纳武特准省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１
日， 是从原西北准省分离出来。
钱浩翻译的彼得·哈里森的论文 《加拿大北极地区： 挑战与机遇》 （ 《国际观察》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 期） 就用 “领区” 这个词。 大多数学者用 “领地”。
西北准省几块特定土地的管理权仍然属于联邦政府。 权力下放后， 联邦政府仍然在育空地

区、 西北地区保留一定的权力和责任， 跟在其他省份一样。 这些权力和责任包括土地申明

的执行、 税收、 基础建设、 经济发展、 交通以及对一些项目的支持和融资等。
Ｐａｕｌ Ｍａｙｅｒ， “Ｍａｙｅｒ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Ｎｕｎａｖｕｔ 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７， ｐｐ ５ －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ｓｋｅｎ ｃｏｍ／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１８ｅａ１７ｆ５ － ａｄｂ６ － ４２０２ － ａ５ｃ１ － １７９１０１ｂ３５０１７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
２２ｄ７８４６ｃ －６０ｄｃ －４８８５ －８５ｆｆ －１８ｄ９４８ｆ７１７ｆ６ ／ Ｍａｙｅｒ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Ｎｕｎａｖｕｔ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Ｅｎｇ ｐｄｆ．
至于具体要多长时间能完成权力移交？ 笔者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在伊魁特调研时， 问了很多人，
答案不相同， 有的人很悲观， 可能要 ３０ 年； 也有人说需要 １０ ～ １５ 年。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４ － １５”， ｐ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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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制定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战略和政策， 但只处于研发阶段， 还没有实质

性的成就。 因此本文重点分析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旅游业和捕捞业。
加拿大北极地区旅游资源主要有北极地区独特的荒野自然环境、 绚丽梦

幻的北极光以及充满神秘感的原住民。 例如， “荒野旅游业是育空地区经济

的强劲贡献者”①， 优质荒野环境 （尤其野生公园区域）②、 野生动植物观

赏、 历史景点体验成为游客到育空地区进行荒野旅游的主要消费内容③； 另

一方面， 游客对 “原住民文化旅游业” 产品的 “整体兴趣也很高”④， 并且

“那些已经参与国原住民文化游历的游客更有可能再次进行游历”， 这无疑

展现了育空地区文化旅游产品较高吸引游客回流能力。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旅游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表 １ 统计了加拿大北极五个旅

游地在 ２１ 世纪前 １５ 年的大体增长情况。

表 １　 加拿大北极地区游客增长情况

地区 年份 游客数（人次）

育空准省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５

８０４９
２５５０００

西北准省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６２０４５
９３９１０

努纳武特准省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

９３２３
１６７５０

努纳维克地区
—

２００８
２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努纳茨伊武特地区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５

５６５
１９８４０

　 　 资料来源： Ｍａｈｅｒ Ｐ Ｔ ，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Ａｒｃｔｉｃ⁃Ｕ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７ ｐｐ ２１３ － ２１５。

总体上看， ２１ 世纪前 １５ 年， 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旅游地除努纳维克地区

在数值上均有较大增长， 涨幅均超过 ５０％ ， 部分地区如育空准省、 努纳茨

伊武特地区， 甚至实现了约 ３０ 倍的增幅， ２０１４ 年， 育空旅游业产值达 ９５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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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Ｙｕｋｏｎ， “Ｙｕｋｏｎ 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８”， ｐ ５．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Ｙｕｋｏｎ， “Ｙｕｋｏｎ 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８”， ｐ ６．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Ｙｕｋｏｎ， “Ｙｕｋｏｎ 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８”， ｐ ６．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Ｙｕｋ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 Ｙｕｋｏ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９， 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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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占育空 ＧＤＰ 的近 ４％ 。① 这既能显示这期间加拿大北极地区旅游业发

展速度较快且发展状况向好， 又能直接说明加拿大北极地区旅游业发展势头

不可阻挡。 下面以发展最快的育空准省为例， 来说明加拿大北极地区旅游业

快速发展的现状及原因。
育空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状况， 从 《育空旅游业报告 （２０１７ 年 ４ 至 ６

月）》 中不难发现这样几个变化： 首先， 与五年同期相比， 国际游客过夜客

增长 ２１％ ， 白马国际机场航班抵达量增长 １７％ ， 国际边境跨界量上升 ５％ ，
而同日边境跨界量则减少 ７％ 。 其次， 在零售交易方面， 零售总额上升

１３％ ， 货币交易率上英镑、 澳币增长显著， 分别增长 ７％ 和 ５％ ； 美元、 欧

元交易率有小幅增长， 分别为 ４％ 和 １％ ， 但人民币与日元交易率均为零，
由此可见，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育空地区旅游业发展总体势头良好， 但在日本、
中国的营销策略可能并未产生足够影响。 再次， 人均每升标准自助汽油花费

有 ４％的下降， 对比航班抵达量的大幅增加， 这可能既反映出加拿大国内或

者北美洲洲内乘坐陆路交通工具至育空地区旅游的游客数变少， 又反映出国

际旅客的大幅增加。 最后， 消费者信心较两年前实现 １４％ 的提振， 这说明

育空地区提供的旅游质量较高， 消费者满意程度高。②

育空准省旅游资源的开发离不开本地政府的政策扶持。 育空准省政府辖

下的文化与旅游部直接对口域内旅游业开发， 在提供产业服务、 营销团队、
游客服务三方面直接或间接参与本地旅游资源的开发运作： 在产业服务方

面， 文化与旅游部会组织专家针对本地区旅游业发展现状撰写报告、 开展游

客调查， 同时也运营 “产品开发伙伴项目”， 提供相应资金引导非政府组织

参与区域内旅游资源运作， 还提供旅游业合作市场基金鼓励企业主、 原住民

团体等市场行为主体参与到区域内旅游资源的开发； 在市场营销方面， 组织

专业营销团队为有需要的参与者进行旅游产品的境内外推广； 在游客服务方

面， 成立游客信息中心， 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 以期换来游客的高

满意度与随之而来更可期的丰厚回报。③

值得一提的是， 由专业团队撰写的报告不仅每年都会更新， 在视野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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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ｄｆ ／ ２０１５＿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Ｙｕｋｏｎ， “Ｙｕｋｏ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Ｖｉｓ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Ｊａｎ － Ｊｕｎ ２０１７”， ｐ １．
参见育空旅游与文化部网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Ｙｕｋｏ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ｃ ｇｏｖ ｙｋ ｃａ ／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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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时代发展趋势。 在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度育空旅游营销规划》 里， 在对营

销市场进行首要市场—次要市场—新兴市场—监控市场的分类基础上， 将中

国纳入进新兴市场的行列， 并将 “发展和开始实施中国市场的进入战略”
列为该年度战略优先目标之一， 足以展现出育空地区相关主管部门对于旅游

资源开发运作理念上的开放性和进取心。①

与旅游业相比， 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捕猎业历史悠久。 加拿大拥有世界上

最长的海岸线， 达 ２４３７９２ 公里， 占世界海岸线总长的 ２５％ ， 其中北冰洋海

岸线超过 １６ ２ 万公里， 是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岸总和的 ２ 倍； 加拿大拥有世

界最大的专属经济区， 达 ３７０ 万平方公里； 内陆河流湖泊众多， 内陆水域总

面积 ７５ ５ 万平方公里， 占世界淡水总面积的 １６％ ， 其中苏必利尔湖和休伦

湖分列世界第一和第三位， 发展渔业的资源和条件得天独厚。② 大体而言，
加拿大北方三个准省， 育空和西北以淡水捕捞为主， 虽然这两个省濒临北冰

洋， 但加拿大已于 ２０１４ 年颁布了禁止在北冰洋 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济区捕捞；
努纳武特以海洋捕捞为主， 捕捞范围主要是西北大西洋的 ２１ 渔区。

育空渔业以休闲渔业为主， 水产休闲渔业约占 ８５％ 。 ２０１０ 年公布的统

计数据显示， 育空的垂钓参与率居于全国前列， 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每年

有近 ２０％的育空居民参与休闲渔业。 育空的商业淡水渔业仅限于六个水体，
但商业渔业提供了就业， 为当地经济做出了贡献。 此外， 淡水渔业对于那些

过着自给自足生活方式的育空人而言非常重要， 原住民每年大约捕捞 ４０００
条鱼， 主要是生计之需。 育空的水产养殖由少量坑洼湖泊养鱼场组成， 每年

出口大量的北极鲑鱼及其鱼子。③

西北准省因其丰富的淡水资源而闻名于世， 渔业资源开发和利用有较大

的发展的空间。 目前西北准省的渔业主要是原住民的生计性捕捞， 商业性捕

捞以大奴湖为中心， 耶洛奈夫和海河作为枢纽。 西北准省的商业性捕捞经历

了大起大落， 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１０３９ 吨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８５ 吨④， 主要原因是超

出其控制的市场环境重创大奴湖商业性捕捞， 但所幸大奴湖的鱼类数量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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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Ｙｕｋｏｎ Ｆｉｓｈ ａｎｄ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Ｂｒａｎｃ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Ｙｕｋｏｎ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２０１０”， ｐｐ １１， ⅱ，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ｎｖ ｇｏｖ ｙｋ ｃａ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ｍａｐ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ｔａｔｕｓ＿ ｙｕｋｏｎ＿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０１０ ｐｄ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２０１３， ｐ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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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① ２０１１ 年以来商业性捕捞有所恢复， ２０１５ 年为 ５２４ 吨， 但也只有

２００４ 年的一半左右。 ２０１５ 年商业性渔业产值接近 ８０ 万美元。② 渔业就业人

数增长也较为显著， ２０１３ 年为 ７５ 人， 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１４８ 人。③ 尽管近年来西

北准省的渔业有较大的发展， 但由于基数太小， 对 ＧＤＰ 的贡献可以忽略

不计。
努纳武特准省的海岸线长达 １０ ４ 万公里， 约占加拿大总海岸线的

４３％ 。 因纽特民族在这漫长的海岸线上有着悠久的捕捞历史。 他们以捕捞北

极鲑鱼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ｈａｒ）④、 海豹以及其他海洋哺乳动物为生， 在这一地区生活

了数百年， 且这种生活模式一直持续至现在的沿海因纽特社区。 努纳武特准

省于 １９９９ 年成立后， 渔业为该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机会。 在过

去的 ２０ 年中， 该准省的商业性捕捞业日益增长， 捕捞活动集中在哈德逊和

东北极戴维斯海峡的远海地区， 主要鱼类有格陵兰的大比目鱼和北方大虾。
近海捕捞的主要是大比目鱼和北极鲑鱼。 其瓦里克 （Ｋｉｖａｌｌｉｑ） 和基蒂克美

奥特 （Ｋｉｔｉｋｍｅｏｔ） 地区⑤的河湖捕捞和旅游活动与因纽特人的生存需求联系

在一起。 近年来， 努纳武特准省得到了较多的大比目鱼和北极大虾的捕捞配

额及新的捕捞执照， 渔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例如 ２０１１ 年大比目鱼的

产值是 ２００１ 的 ２ 倍多， 北极大虾达到了 ２ ７ 倍。 历史上， 由于缺少远洋船

舶， 因纽特人很少以捕鱼为业。 近年来远洋捕捞船只有较大规模的增长， 其

中有一半为因纽特人所有， 越来越多的因纽特人从事渔业。⑥ 与此同时， 努

纳武特准省的淡水渔业也稳步发展， ２０１３ 年， 淡水渔业产值超过 ２０ 万

加元。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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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１２６ － １８ （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９，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ｈａｎｓａｒｄ ｏｐｅｎｎｗｔ ｃａ ／ ｄｅｂａｔｅｓ ／ ２０１７ ／ ２ ／ ９ ／ ｗａｌｌｙ － ｓｃｈｕｍａｎｎ － １ ／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Ｌａｎｄｉｎｇｓ”，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ｓ Ｃａｎａｄ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ｆｏ － ｍｐｏ ｇｃ ｃａ ／ ｓｔａｔｓ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 ｌａｎｄ － ｄｅｂａｒｑ ／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 ｅａｕｄｏｕｃｅ ／ ２０１５ － ｅｎｇ ｈｔｍ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ｓ Ｃａｎａｄ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ｆｏ － ｍｐｏ ｇｃ ｃａ ／ ｓｔａｔｓ ／ ｃｆｓ － ｓｐｃ ／
ｔａｂ ／ ｃｆｓ － ｓｐｃ － ｔａｂ２ － ｅｎｇ ｈｔｍ
鲑鱼， 是所有三文鱼 （Ｓａｌｍｏｎ）、 鳟鱼 （Ｔｒｏｕｔ） 和鲑鱼 （Ｃｈａｒ） 三大类的统称。
努纳武特准省分为三个地区： 其瓦里克 （Ｋｉｖａｌｌｉｑ）、 基蒂克美奥特 （Ｋｉｔｉｋｍｅｏｔ） 地区。
“２０１３ Ｎｕｎａｖｕ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Ｎｕｎａｖｕｔｓ Ｎｅｘ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ｔｏ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ｐｐ ２６ － ２７．
“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ｓ Ｃａｎａｄａ ”，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Ｌａｎｄｉｎｇ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ｆｏｍｐｏ ｇｃ ｃａ ／ ｓｔａｔｓ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 ｆｒｅｓｈ － ｙｒｌｉｓｔ － ｅｎｇ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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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加拿大北极地区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特点

根据上文的描述， 加拿大北极地区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大体有以下三

个特点：
第一， 与环北极其他国家相比， 加拿大北极地区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

用相对较低。 捕捞业方面， 尽管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捕捞业由来已久， 近年

来， 北方三个准省也制定了相应的发展战略， 加大渔业方面的科学研究， 但

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渔业商业化程度不高， 以休闲渔业和原住民生计性捕捞为

主， 育空和西北两个准省的渔业产值对 ＧＤＰ 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 努纳武

特准省商业性捕捞有一定的发展， 但与格陵兰渔业占出口总额的 ８５％ 、 挪

威的海洋捕捞业产量位居世界第 １１ 位相比， 仍然无足轻重。 旅游业方面，
尽管加拿大北极地区尤其育空准省近年来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但与阿拉

斯加每年近 ２００ 万名游客和 １０００ 万名的过夜客 （不包括 １５０ 万名游轮和私

人游艇的旅客）、 罗瓦涅米 ２００ 万名的过夜客不能相提并论。 目前， 格陵兰

的经济基础主要是捕捞业和旅游业， 分别占出口收入的 ５６％ 和 ３７％ ，① 加

拿大北极三个准省的捕捞业和旅游业对出口的贡献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而

在可再生能源方面， 加拿大北极地区的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目前只处于

研发阶段。②

第二， 加拿大北极地区可再生资源开发和利用在领域和地域上分布

不均。 大体而言， 近年来旅游业是加拿大北极地区发展最快的行业， 其

次是捕捞业， 可再生能源几乎没有发展。 加拿大北方三个准省在可再生

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各有所长。 育空准省在旅游业发展方面首屈一指；
但其商业性渔业几乎没有发展。 西北准省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矿产开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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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Ｈｅｉｎｉｎｅｎ， Ｌ ， Ｅｘｎｅｒ － Ｐｉｒｏｔ Ｈ ａｎｄ Ｐｌｏｕｆｆｅ Ｊ （ｅｄｓ ）， （２０１４）， Ａｒｃｔｉｃ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４ Ａｋｕｒｅｙｒｉ，
Ｉｃｅｌ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ｕｍ ｐ ２３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ｒｃｔｉｃ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ｃｏｍ．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２０１３， ｐ ５３， ｈｔｔｐ： ／ ／ ｌｉｎｋ ｌｉｂ ｕｍａｎｉｔｏｂａ ｃａ ／ ｐｏｒｔａｌ ／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 ＸＶ４ＡｋＰｃＥＮｔｃ ／ ．
西北准省 ＧＤＰ 的主要来源是矿业和油气资源， 仅仅钻石开采 ２０１３ 年就占了 １６％ ， 而且钻

石开采方兴未艾， 预计 ２０１８ 年将占该准省 ＧＤＰ 的 ３１％ 。 此外， ２０１３ 年油气开采带来的产

值占 ＧＤＰ 的 ９％ （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４ － １５”， ｐｐ ４１ － ４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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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 （尤其是极光观光） 有一定的发展， 游客从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的约

６ ２ 万名增长到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的约 ９ ３ 万名， 但旅游业在 ２０１４ 年西北

准省 ＧＤＰ 中所占比例少于 １％ 而没有显示出来。① 努纳武特准省以近海捕

捞见长， 其旅游业尽管发展较慢， 但在该准省 ＧＤＰ 中所占的比重却不容忽

视。 ２０１１ 年乘飞机去努纳武特地区有 ３０５２５ 人次，② 这个数据不包括因工作

而往来的人数； 旅游业收入占该省 ＧＤＰ 的 ３ ２％ ③， 达到 ４１６０ 万加元。 比

２００８ 年增长约 ２８％ ； 从业的因纽特人达到 １２５８ 人， 远远高于采矿业和建筑

业。④

第三， 加拿大北极地区可再生资源开发和利用前景光明。 这种预判主要

来自各准省政府的战略和政策支持。 努纳武特准省政府于 ２００３ 年制定的

《努纳武特经济发展战略》 中， 采矿、 旅游和渔业被认为该地区最具发展潜

力的三大产业。⑤ 之后联邦政府、 努纳武特准省政府以及因纽特民族团结社

一直积极投资旅游业和渔业。 比如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度旅游业共投资 ２５７０ 万加

元， 其中 １６７０ 万加元是基本工程项目， 如加拿大公园、 努纳武特公园等。
渔业方面， 努纳武特准省政府的 “努莉雅尤克” （Ｔｈｅ ＲＶ Ｎｕｌｉａｊｕｋ） 号考察

船一直在从事海洋科学研究。 ２０１３ 年制定了 ４ 年研究计划， 投资 ７００ 万加

元， 主要研究坎伯兰湾 （Ｃｕｍｂｅｒｌａｎｄ Ｓｏｕｎｄ） 近海捕捞的疆界， 减少对鲨鱼

的误捕， 探索在克莱德河 （Ｃｌｙｄｅ Ｒｉｖｅｒ） 附近捕捞蛤蜊的可能性以及绘制浅

海海底的地图和编制海洋物种的目录表。⑥ 西北准省政府也不例外， 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制定了 《振兴大奴湖商业性渔业的战略》， 加强对大奴湖商业性渔业

的可持续财政投资， 致力于提供安全优质的鱼类和鱼类产品， 加强渔民之间

的合作， 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 加工和销售周期的效率， 以实现生产、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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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ｒｈｔｗｅｓｔ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ＮＷ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４”， ｐ ２．
“Ｔｕｎｎｇａｓａｉｊｉ： Ａ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Ｎｕｎａｖｕｍｍｉｕｔ”， ２０１３， ｐ ２．
Ｎｕｎａｖｕ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１３ Ｎｕｎａｖｕ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ｐ ２９， ｈｔｔｐ： ／ ／
ｎｅｄｓ２ ｃａ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０１３ ＿ Ｎｕｎａｖｕｔ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ＦＩＮＡＬ ＿ Ｊａｎ ＿ ２８ ＿
２０１４ ｐｄｆ
就业问题一直是因纽特人的一大社会问题， 英语水平差、 受教育程度不高、 技能培训不足，
导致他们不能在现代工业部门就业。
Ｔｈｅ Ｓｉｖｕｍｍｕ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Ｇｒｏｕｐ， “Ｎｕｎａｖｕ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２００３．
Ｎｕｎａｖｕ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１３ Ｎｕｎａｖｕ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ｐ ２８， ｈｔｔｐ： ／ ／
ｎｅｄｓ２ ｃａ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０１３ ＿ Ｎｕｎａｖｕｔ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ＦＩＮＡＬ ＿ Ｊａｎ ＿ 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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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和服务的专业化， 并实现大奴湖渔业产量由 ２０１３ 年 ４２０ 吨增加到 ２０２１ 年

的 １３００ 吨的目标。①

加拿大北极地区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呈现上述三个特征可能有如下

几个原因造成的： 首先， 加拿大北极地区地广人稀， 这可能使可再生能源开

发利用不具有经济价值。 其次， 基础设施奇缺， 与外界联系的交通方式基本

上都是飞机， 而且物价高昂， 这无疑增加了旅游业的成本。 例如， 整个北极

地区旅游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发展的速度②， 加

拿大也不例外。 再如， 努纳武特准省的捕鱼港口非常不足， 尤其是小船港

口， 这限制了该地区的近海捕捞的发展。 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管理着全国将

近 １０００ 个捕鱼港口， 而努纳武特地区一个也没有， 是加拿大唯一没有小船

港口的地区， 而这种港口在其他省份却是支撑商业性捕捞和其他海洋活动的

基础。③ 若要增强努纳武特地区的捕鱼业， 提高捕鱼产量， 与港口相关的基

础设施建设迫在眉睫。 最后， 尽管北方三个准省政府对本地区的可再生资

源开发和利用较为重视， 但加拿大联邦政府对于开发和利用北极资源趋向

于保护性政策。 例如，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加拿大将西北航道东段面积达 １０ ９ 万

平方公里的兰开斯特湾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Ｓｏｕｎｄ） 海域设为海洋保护区， 加上毗

邻地区的公园等， 总保护区面积达 １３ １ 万平方公里④， 这意味着在该海域

从事资源开发、 航运、 渔业等经济活动将受到限制或需符合更为严苛的环

境标准。 再如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加拿大与美国达成联合声明， 将管制北冰洋近

海油气资源的开发， 并 “无期限地限制颁发在加拿大水域进行油气活动的

许可证”⑤， 限制油气开发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限制了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和人员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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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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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ｍ ｇｃ ｃａ ／ ｅｎｇ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２０ ／ ｕｎｉｔｅｄ － ｓｔａｔｅｓ － ｃａｎａｄａ － ｊｏｉｎｔ － ａｒｃｔｉｃ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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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国参与北极地区可再生资源开发的路径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中国政府发布 《中国的北极政策》 白皮书， 将 “尊重、 合

作、 共赢、 可持续” 作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基本原则， 明确 “支持与鼓

励企业与北极国家合作开发北极旅游资源”， “愿加强与北冰洋沿岸国合作

研究、 养护和开发渔业资源”， “坚持保护北极生物多样性， 倡导透明合理

地勘探和使用北极遗传资源”。① 笔者将针对前述加拿大北极地区旅游业和

渔业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结合中国政府参与北极事务的态度与立场， 对中

国相关企业参与以加拿大为例的北极国家北极地区旅游业和渔业资源开发提

出如下具体建议。
旅游资源　 游客人数的地区分配不均是加拿大北极地区旅游业发展所存

在的一大突出问题， 而这一问题的产生主要受制于该地区内基础交通设施建

设不充分、 当地旅游产品稀缺、 熟练技术工短缺及营销资源不丰富等原

因。② 此外， 尽管得益于气候变化影响下北极航道的日益畅通， 加拿大北极地

区的探险巡航游规模在不断成长， 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以人类污染、 海洋生物

制成纪念品售卖及旅游目的地垃圾增长为主要形式的负面文化及环境影响。③

第一， 开发国内北极相关文化产品出版市场， 加深中国国民对北极概况

的基础了解， 为北极地区旅游业储备输送尊重旅游目的国社会规制与风土人

情的高素质绿色国际旅客。 旅游业发展应被看作一段由旅游目的国、 游客、
旅游输出国间相互作用而首尾衔接的完整链条， 而作为直接连接旅游目的国

与旅游输出国间的主体， 游客质量与素质高低直接关系着旅游目的国经济文

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旅游输出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企业的北极地区参与往

往是对外驱动的， 惯性聚焦于旅游目的地的资源开发与建设， 而惯常忽视我

国庞大的潜在游客市场与对北极相关基础智识信息不甚明晰的出境游客现

状。④ 加强国内北极文化产品出版市场的开发， 不仅能通过北极文化产品的

７６１加拿大北极地区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　

①

②
③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北极政策》，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７ 日，
第 ０１１ 版。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Ｔ Ｍａｈｅｒ， ｅｔｃ ，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ｒｃｔｉｃ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４， ｐ ２９３．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Ｔ Ｍａｈｅｒ， ｅｔｃ ，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ｒｃｔｉｃ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４， ｐ ２９４．
例如在现实社会中， 存在相当一部分民众认为企鹅和北极熊共同生活在北极， 同时也并不

知道北极地区除因纽特人外还有萨米人这一广大原住民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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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作用直接带动赴北极地区出境游客的数量增长， 还会为出境游客补充基

础必要的北极智识信息， 以提高其质量与素质， 在绿色旅游 （杜绝人为环

境污染、 不消费海洋动物制品） 与共情旅游 （尊重旅游目的国社会规制与

风土人情） 的过程中维护旅行目的国的可持续发展， 提高中国国际形象。
第二， 加深中国企业与加拿大人力资源培育合作与产研合作， 实现旅游

服务行业发展、 旅游产品研发与营销共赢。 在北极旅游资源开发上， 鉴于地

缘劣势， 中国的企业参与更应着眼于与加拿大企业及科研机构本身的合作，
以实现可能的相互借鉴。 除却直接投资与基础设施承建外， 派遣中国国内专

业人员至有需要的北极国家内部进行服务行业交流不失为一条合作新路， 有

利于在为北极国家旅游服务行业发展提供中国智慧的同时， 学习目的国旅游

服务行业的先进经验， 而对技术工人的直接劳务派遣也在应目的地旅游业开

发需求的同时， 消解部分国内就业压力。 而中国企业与目的国相关科研机构

的商业合作， 则有利于借助来自科研机构专业调研结果， 明确北极旅游的目

的国内外市场定位， 尽可能制定出满足目的国内外不同游客消费需求的北极

旅游产品， 制定实施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 以吸引目的国内外不同市场更多

游客前往北极地区旅游消费。
渔业资源　 第一， 中国可以发挥资金、 劳动力和技术优势， 加大投资，

建立与北极地区各国的渔业合作。 比如加拿大育空准省的休闲渔业和旅游业

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中国企业可以根据当地的政府政策， 整合休闲渔

业和旅游业资源， 开发出集休闲、 疗养、 旅游、 游乐于一身的特色产业。 针

对西北准省基础设施奇缺等问题， 中国企业一方面可以发挥中国的基础建设

优势， 助力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当地的劳动力优势， 对

当地的因纽特人进行技能培训并提供就业机会， 既解决了当地的因纽特人的

就业问题， 又能够实现企业与当地社会的良性互动。 努纳武特准省政府渔业

和旅游业的发展有政策的支持， 但经费多用于科学研究上， 当地的渔业和旅

游业产业发展尚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可以从完善渔业加工生产的产业链入

手， 发展鱼类产品的再加工， 提升鱼类及鱼类产品的经济价值， 再发挥中国

的市场优势。
第二， 鉴于加拿大北极地区可再生资源保护优先于开发的政策， 企业在

申请进驻加拿大北极地区将面临严格的资格审查。 因此要加大科技投入， 提

升渔业资源开发能力和水平， 提高装备和技术水平， 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最大限度地避免不合理的资源开发利用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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