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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建构

———理论与实践

董利民1

( 1．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身份的重要性在于群体成员的“我者群体”身份越强烈，越容易促使其加强“我者群体”
与“他者群体”之间的区别，并导致对“他者群体”的歧视乃至排斥。目前中国在参与北极事务

过程中被一些国家赋予的“非北极国家”等身份，是“北极国家”对参与北极事务的国家群体进

行分类的结果，导致“非北极国家”的参与遭受质疑。中国政府于 2015 年冰岛“北极圈论坛”大

会上首次向国际社会强调自己作为“北极利益攸关者”的身份。以“利益攸关者”展现自己并参

与北极事务，有助于打破“我者—他者”二元身份逻辑，突破既有的“北极国家—非北极国家”二

元对立划分方式。加强在“利益攸关者”这一集体身份下的认同，还有助于推动各方增信释疑、
促进合作。身份建构是内在建构与外在承认的统一体。中国符合“北极利益攸关者”的构成标

准。中国正在推动“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的内在建构，并积极争取获得更多外在承认。中国

还需要努力成为“负责任的北极利益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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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北极地区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际社会对北极事务的关

注短期内得到迅速加强。作为深受北极变化影

响的国家，中国一直非常关注北极地区的动态，

积极参与北极科研与开发。但由于不是地缘国

家，中国的参与一度饱受地区国家的质疑乃至

排斥，在北极理事会等北极治理机制中，也只能

申请观察员的身份，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为

应对有关质疑，国内学者相继提出中国的“近北

极国家”“北极利益攸关者”等身份，力图拉近中

国同“北极国家”之间的距离，弱化二者的身份

差别，进而增强各方在北极事务中的互信与合

作。2015 年，我国外交部、国家海洋局等有关部

门组团参加了在冰岛举行的“第三届北极圈论

坛”会议，首次向国际社会强调自己作为“北极



太平洋学报 第 25 卷

利益攸关者”的身份，①引起广泛关注。身份为

何如此重要，中国为什么需要构建“北极利益攸

关者”身份，究竟什么是“利益攸关者”，中国又

何以能够成为“北极利益攸关者”? 本文试图结

合身份的概念及其建构过程，对上述问题进行

探讨。

一、身份的概念及其建构

身份原本是社会学中的概念，我们对身份

的理解主要源自社会心理学家亨利·泰费尔

( Henri Tajfel ) 及 其 学 生 约 翰·特 纳 ( John
Turner) 的社会身份理论与自我分类理论。② 泰

费尔将身份定义为:“个人对从属于某一社会群

体的认知，并且群体成员资格对其具有情感和

价值意义。”③他还指出:“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

积极区分原则是建立社会身份的基础。”④特纳

在社会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我分类理

论，即人们会自发对事物进行分类，而在对他人

分类时会区分出内群体和外群体，⑤这一理论将

自我分类视为自我与群体互动的最基本条件。⑥

乔纳森·默瑟( Jonathan Mercer) 将上述二人的

理论总结为: “人们在采取合作或冲突的行动

前，需要认知自我和他者，这便要求我们对自我

和他者进行分类，分类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意味

着需要对不同群体进行比较，人们渴望获得积

极社会身份的情感，在上述比较过程中被逐渐

转变为对‘我者群体’的好感，认为‘我者群体’
优于‘他者群体’，从而在情感上更加倾向于‘我

者群体’，这进一步促使人们更加愿意强化二者

之间的区别，同时通过强化这种区别提升自尊。
因此，群体成员的‘我者群体’身份越强烈，越容

易促使其认同并强化‘我者群体’与‘他者群

体’之间的区别，并歧视‘他者群体’。”⑦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身份与认同概念逐渐被引入

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成为建构主义的核心内容。
建构主义认为，行为体的身份影响偏好，偏好界

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⑧国家身份在国际政治

领域的重要性得到认可。这一时期，学界对身

份与认同进行过大量讨论，形成的概念有数十

种之多。⑨ 尽管对身份的定义非常多，然而我们

发现这些定义始终没有脱离泰费尔和特纳理论

的核心内容，如对人或事物进行区分的需要，进

而形成“我者－他者”区别，瑏瑠“他者”成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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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者”身份的需要，以及群体内成员对“我者群

体”的认同高于“他者群体”等基本内容。据此，

这一概念事实上也暗含着中华文化中“名正言

顺”的哲理。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

事不成。”①群体外成员建构或者融入“我者群体”
时，在某种意义上即意味着为自身进行“正名”，

进而更好的参与属于群体成员的共同事务。
温特( Alexander Wendt) 认为，“两种观念可

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

者持有的观念。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的结构建

构而成的。”②这表明，身份建构是内在建构与外

在承认的统一体，二者缺一不可。迈伦·阿罗

诺夫( Myron J． Aronoff) 将行为体的身份区分为

主观身份和客观身份，主观身份指行为体对自

身的认知，客观身份独立于主观认知，更多地从

客观社会事实层面对行为体进行判定。主观身

份与客观身份紧密联系，客观身份在一定程度

上是主观身份的前提。③ 外在承认取决于行为

体间的权力关系、他者对既有身份留恋程度以

及建构者持之以恒的努力等因素。④ 结合上述

学者观点，我们将身份建构过程概括为: 成功的

身份建构需要内在建构与外在承认的统一，就内

在建构而言，取决于主观和客观两种因素，外在

承认则取决于双方的权力关系、他者对既有身份

的留恋程度以及建构者持之以恒的努力等因素。

二、中国既有北极身份及构建

新身份的原因

2．1 中国既有北极身份

2007 年俄罗斯“北冰洋海底插旗事件”让本

已发酵的北极热迅速升温，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

注的重大焦点。2013 年中国被接纳为北极理事

会正式观察员，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身份问题逐

渐受到更多关注。已经提出的北极身份包括“北

极圈外国家”“非北冰洋沿岸国家”“北极理事会

观察员”“近北极国家”以及“非北极国家”等，而

其中又以使用“非北极国家”和“近北极国家”这

两种身份者居多。“近北极国家”常见于中国官

员、学者的表述以及官方媒体中，⑤国外官员、学
者则多使用“非北极国家”一词。⑥

( 1) 非北极国家

“非北极国家”是与“北极国家”相对应的

一个身份，“北极国家”指其领土自然延伸到北

极圈内且环绕北冰洋的国家，“非北极国家”则

是除“北极国家”外的其他所有国家。这两个词

汇较早见于 1996 年北极理事会成立时发布的

《渥太华宣言》中，这份文件以“北极国家”一词

指代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瑞
典以及美国八国，故有时也以“北极八国”代称，

这八个国家为北极理事会成员国。这份文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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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节提到: “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地位向‘非北极

国家’开放。”①此后，2013 年在基律纳召开的北

极理事会高官会议通过的报告中，包含的两个

附件:《北极理事会程序规则》以及《北极理事会

观察员手册》的定义部分，均未对上述“北极国

家”与“非北极国家”内涵进行更新，不同之处在

于其对“北极国家”与“观察员”在北极理事会

内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定，作为

“非北极国家”的观察员权利受到了更加严格的

限制。② 近年来，“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
的称呼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并广泛使用。随着

北极事务日趋升温，国内外学者、官员使用这一

词汇的频率相应增加，使得仅以实际地理状况

为基础的“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之间的

划分正逐渐超出其本意，进而形成一种明显的

“我者—他者”身份差别，二者的身份距离无意

间被人为增大，导致部分域内国家歧视乃至排

斥域外国家对北极事务的参与，③成为阻碍域内

外国家开展合作的重要因素。
( 2) 近北极国家

对北极事务感兴趣的域外国家局限于“非

北极国家”身份，在参与包括北极理事会在内的

北极事务时，常被视为“外来者”，按照规则基本

上只能旁听而没有表决权。“近北极国家”的提

出，暗示出中国与其他距离更为遥远的“非北极

国家”之间存在的区别，④意在拉近与“北极国

家”的身份距离，是有意突破“非北极国家”身份

局限的一种积极尝试，因此具有更好的针对性。
然而，判定“近北极国家”的标准却比较模糊，国

内学者柳思思在论证这一概念时指出，判定一

国是否属于“近北极国家”的标准包括地理位置

上属于北半球国家、地缘政治上与北极密切相

关、经贸上高度关注北极航道三项，⑤其模糊性

主要体现在:“近北极国家”身份面临究竟如何

判断“远近”的问题，地缘政治上与北极密切相

关一项中的“密切”以及经贸上高度关注北极航

道的“高度关注”亦缺乏相应标准。中国人民大

学王新和博士曾指出，“近北极国家”包含“北极

国家”这一概念，可视为后者的衍生品，⑥因此并

未突破“北极国家”框定的游戏规则。即便如

此，这一身份依然面临着能否被“北极国家”接

受的不确定性。部分国外学者认为“虽然距离

遥远，但中国声称自己是‘近北极国家’”值得疑

虑，⑦还有一些学者甚至担忧这一身份的提出表

明中国将挑战北极地区现状，⑧由此可见，“近北

极国家”身份尚面临质疑。问题的关键还在于，

相较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域内国家，中国的

最北端与北极圈仍然相距约 900 英里( 约 1448
千米) ，⑨因此仅仅在地理意义上强调与其他距

离更为遥远的“非北极国家”之间的区别，并不

能为自身参与北极事务提供更多合法性。事实

上，虽然在北极圈内没有领土，但由于领土最北

端距北极圈仅 320 海里( 592 千米) ，英国认为自

己是距离北极最近的国家，因此亦自视为“近北

极国家”。瑏瑠 同英国相比，中国距北极圈的距离

显然更为“遥远”，既然有比中国更加靠近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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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的“非北极国家”，中国通过凸显自己同更为

遥远的国家之间的差别来论证自身“近北极国

家”身份的合理性，便很难不受外界质疑。此

外，目前也只有中国和英国明确表明自己是“近

北极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德国以及法国等在

内的更多域外国家对这一身份反应相对冷淡，

据此，这一身份也面临能否被国际社会广泛接

受的问题。

2．2 中国构建新北极身份的原因

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早已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新局面，从某种程度上讲，任何地区

事务都与全球发展紧密相关，这一点尤其明显

的体现在北极事务中，北极事务兼具地区属性

与全球属性。一方面，造成北极地区众多问题

的根源并不在本地区，而在北极地区之外; ①另

一方面，包括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北冰洋中心

区公海渔业管理、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等在内

的北极事务，其影响具有全球性，因此国际社会

有权利、也有义务参与这些事务，共同合作以应

对这些问题。美国联邦政府也将其担任北极理

事会轮值主席国期间的工作主题定为“同一个

北极: 机会共享，挑战共对，责任共担”。② 美国

官员曾多次表示欢迎中国、印度等国家参与北

极事务，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人类面临的

威胁与挑战。中国近几十年发展取得了巨大成

就，国际地位随之显著提高，崛起后的中国将在

全球治理中扮演什么角色，成为中国不得不面对

的问题。“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问题

出现的重要原因，便是国际社会对崛起后中国身

份不确定性的担忧。因此，中国需要通过明确自

己的身份和角色，增信释疑，获得更多的认同和

合作。就北极事务而言，中国也面临着回答“我

是谁”的问题，并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将在该地

区发挥怎样的作用，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在参与北极事务过程中被赋予的身

份，如“非北极国家”“近北极国家”“北极圈外

国家”“非北冰洋沿岸国家”等，蕴含着无法改变

的地理状况这一事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这些身份始终难以脱离作为“北极国家”的“他

者”定位功能，因此，不能简单地从地理事实视

角看待这些身份。从身份的概念出发考虑，“非

北极国家”本身便是“北极国家”对参与北极事

务的国家群体进行分类的结果，“北极国家”是

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瑞典以

及美国这八个国家形成的“自我群体”的代名

词，而“非北极国家”则是除以上八国之外的“他

者群体”的代名词。集体身份越强烈，集体内成

员同集体外成员的“我者－他者”区别就越明显。
一些“北极国家”试图通过强化这种“我者－他

者”区别，增强对“北极国家”这一“自我群体”
的认同与情感，并期望通过不断加强“北极国

家”之间的合作，排斥“非北极国家”对北极事务

的参与。就北极理事会而言，2011 年以来，“北

极国家”通过主导理事会的机构改革和角色定

位转变，进一步夯实了“北极国家主导、原住民

全程参与、非北极国家无实权”的等级关系。③

加拿大在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期间对

“非北极国家”参与便讳莫如深，其主导成立的

北极经济理事会也未给予“非北极国家”更多关

注。④ 俄罗斯对中国等“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

事务抱持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对这些国家

的参与戒心重重，如反对印度提出的修改北极

理事会决策程序的建议，以避免其权利受到影

响，试图将合作对象重点放在北极国家; 另一方

面又由于其与西方国家关系持续恶化，从而不

得不与“非北极国家”就北极开发等事务开展合

作，⑤但这并非意味着俄罗斯已经接受中国等域

外国家为“自我群体”的一员。俄罗斯与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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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一定程度上依然受其与西方国家关系影

响，一旦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转暖，中俄合作

的良好态势或将受到影响。身份建构是内在建

构与外在承认的综合过程，然而在“非北极国

家”身份的形成与发展中，更多地表现为域外国

家被“北极国家”贴上“非北极国家”标签，这些

国家本身并无意愿获得这一身份，因此在“非北

极国家”身份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始终缺乏身

份所有者的积极认同。相反，由于这一身份导

致域外国家在参与北极事务时面临被质疑与排

斥的境况，若放任这种“我者－他者”身份差异持

续下去，最终形成固化心理，将使域外国家在参

与北极事务过程中面临更多困难，“非北极国

家”群体与“北极国家”群体的矛盾也极有可能

增长。
此外，纵使“北极八国”内部，也存在一个更

小的国家集团，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挪威和丹

麦( 格陵兰岛) 五个北冰洋沿岸国于 2008 年召

开有关北极议题的伊卢利萨特会议，便将冰岛、
瑞典和芬兰排除在外，形成“北极五国”集团。①

2015 年 7 月这五个国家签署《关于防止北冰洋

中心区未经管制的公海捕鱼的宣言》亦将上述

三国排除在外，因此这些国家亦需要建构一种

新的集体身份，以模糊“北极五国”“北极八国”
之间的界限。

因此，就北极事务而言，中国需要建构的新

身份肩负双重使命。首先需要向地区乃至国际

社会表明“我是谁”，以及“我将发挥怎样的作

用”; 其次，中国建构的新身份还需承担弱化北

极地区已经形成的“北极国家－非北极国家”这

一“我者－他者”界限的使命，这意味着新身份也

是增强关注北极事务的国家、组织之间情感、信
任与合作的方式，从这一层面看，这一新身份也

需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与认可，同时这一身份

为相关国家、组织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一种全

新的思路。

三、中国“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建构

以“利益攸关者”论述北极事务各参与方，

将所有参与方建构到“利益攸关者”这个“内群

体”身份中，有助于打破“我者－他者”简单二元

身份逻辑，突破既有的“北极国家－非北极国家”
对立划分方式; 加强在“利益攸关者”这一集体

身份下的认同，消解既有“北极国家”对“非北极

国家”的歧视，有助于推动各方加强合作; 就中

国参与北极事务而言，这一身份还可以增强我

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合理性。同时，这一新身份

有助于建构北极地区国家及人民对包括中国、
欧盟、日本、韩国等行为体在内的新的角色期待

与行为预期，增进双方之间的理解与互信。此

外，相较“非北极国家”“近北极国家”等，“北极

利益攸关者”身份也更加符合我们对自身利益

及行为的界定和预期，促使我们认真思考自己

在北极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北极对中国而言

不再是遥远的北方，而是关乎我国切身利益且

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的地区。国内学者王新和在

2013 年便提出过中国作为北极地区“利益攸关

者”的身份，②随后中国海洋大学孙凯副教授也

曾提出过这一身份，③然而这两位学者对中国的

“利益攸关者”身份并未进行充分阐释。当时，

中国的北极身份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

一新身份也未能引起国内学术界及官方重视。
随着中国对北极事务日趋深入的参与，身份问

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笔者 2015
年在“国际极地与海洋门户”网站撰文提出中国

应少用“非北极国家”标识自己，而应突出“利益

攸关者”“负责任大国”等形象，④随即受到国内

外学者、官方广泛关注。外交部部长王毅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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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北极圈论坛”大会开幕式上通过视频致辞

时指出:“中国是北极的重要利益攸关方，”①外

交部副部长张明在该大会的中国国别专题会议

上作主旨发言时，亦表示中国是重要的“北极利

益攸关方”。② 这表明“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已

成为国内政府部门的共识。本节从“利益攸关

者”的概念及构成标准出发，首先论证中国“北极

利益攸关者”身份的合理性，进而结合身份理论，

对中国“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的内在建构与外

在承认进行分析。

3．1 “利益攸关者”概念及标准

利益攸关者原本是管理学中的概念，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学者爱德华·弗里曼( Edward Free-
man) 给出了一个较为宽泛的定义，“任何能够影

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公司目标实现影响的

团体或 个 人”，都 可 称 为 该 公 司 的“利 益 攸 关

者”，③此后这一概念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2005
年 9 月，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佐利克( Ｒobert B．
Zoellick) 就中美关系发表讲话时，首次提及美国

应当敦促中方成为既有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

攸关者”，主张以务实态度对待中国，④利益攸关

者概念被正式引入国际政治领域，并逐渐受到

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借鉴弗里曼的经典定义，

我们可将国际政治中的“利益攸关者”简单定义

为:“任何影响一国目标、利益的行为体或事务，

或者受该国行为影响的国际社会中任何一方或

事务。”
对本文研究而言，弗里曼给出的“利益攸关

者”定义显然过于宽泛，我们无法据此对其进行

衡量。这里，我们引入管理学界三位学者罗纳

德·米歇尔( Ｒonald K． Mitchell) 、布莱德利·阿

格尔( Bradley Ｒ． Agle) 以及唐娜·伍德( Donna
J． Wood) 给出的分析框架，对中国的“北极利益

攸关者”身份进行分析。经过对既有研究的分

析与综合，他们提出了成为“利益攸关者”需要

满足的三项标准: 合理性、影响力以及紧急性。
具体而言，合理性标准指行为体是否拥有参与

特定事务或获取特定利益的合理权利，并且其

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则、价值以及信念等; 影响

力标准指行为体是否拥有影响特定国际事务或

利益的地位、能力、资源和相应手段; 紧急性标

准指事务发展已经影响到行为体利益，拖延解

决将对行为体造成严重后果。⑤ 有学者认为:

“一个有意义的利益攸关者，至少需要满足以

上一项标准，否则就是无效的利益攸关者，不值

得重视。”⑥

3．2 中国何以为“北极利益攸关者”

上文给出了“利益攸关者”的三项标准: 合

理性、影响力与紧急性。就北极事务而言，中国

能否被视为“利益攸关者”? 我们将依据这三项

标准逐一进行分析。
首先，中国满足“北极利益攸关者”的合理

性标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不争的

事实，北极地区因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

置，在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

角色。中国近几年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与北

极气候变暖引起的海冰消融以及大气环流异常

密切相关。⑦ 因此，开展北极科学研究、参与气

候变化治理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议题。北冰洋

海冰消融为北极海上活动提供了可能性，包括

对北极航道以及海洋生物资源的利用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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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航运大国以及国际海事组织 A 类理事国，

参与制定保障海上航行安全、保护海洋环境等

方面的《极地规则》，是中国理应承担的责任和

义务。北极海洋生物资源利用可能性的增加，

使得如何实现北冰洋中心区公海生物资源的养

护以及防止未受管制的捕捞活动，成为摆在国

际社会面前的重要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等国际法，中国对北冰洋中心区公海生物

资源的养护与利用既享有权利也负有国际义

务。① 因此，中国还应积极参与相关海域渔业协

定的协商与制定。此外，北极地区还面临着经

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维护原住

民合法权益等多重问题，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

国应当密切关注这些问题，推动北极地区实现

可持续发展。此外，中国、欧盟等利益攸关者的

参与，也 是 实 现 对 北 极 地 区 更 加 有 效 治 理 的

需要。②

就社会规则而言，北极地区相关治理机制

可以划分为全球性与区域性两类: 就全球性治

理机制而言，北冰洋沿岸五国( 加拿大、丹麦、俄
罗斯、挪威、美国) 外长于 2008 年 5 月签署的

《伊卢利萨特宣言》明确表示: “在外大陆架划

界、海洋环境保护、冰封区域、自由航行权、海洋

科学研究和其他对海洋的使用等方面，海洋法

都为其提供了权利和义务规定，因此没有必要

再设置一个综合的国际法律制度来管理北冰

洋，”③这意味着五国承诺在北极地区遵守包括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此外，

涉及北极地区的全球性治理框架还包括《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

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 就地区治理机制而

言，北极地区形成了包括《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

约》、北极理事会以及国际海事组织主持制定的

航运规则等在内的多元治理结构。中国无一例

外的参加了上述重要的国际性条约以及国际组

织，并努力维护以现有国际法为基础的北极治

理体系。除此之外，中国在参与北极事务过程

中奉行尊重、合作与共赢的政策理念，④具体而

言，我们坚持推进探索和认知北极、倡导保护与

合理利用北极、尊重北极国家和北极原住民的

固有权利、尊重北极域外国家的权利和国际社

会的整体利益以及建构以共赢为目标的多层次

北极合作框架等政策主张，⑤致力于推动地区的

可持续发展，努力使自己成为北极事务建设性

的参与者与合作者。这些均符合北极地区发展

的价值理念。
其次，中国满足“北极利益攸关者”的影响

力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实力不断提

升，我们以美国为参照系进行考量，从国内生产

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国民总收入、外贸总

额、工业总产值以及国防开支五个指标性数据

对两国进行比较: 中国在国内生产总值、国防开

支两方面目前仍落后美国，不过数据显示两国

近十年内的差距明显缩小，2014 年中国国防开

支已经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一还多，⑥国内生产总

值由 2004 年不到美国的 16%迅速增长为接近

美国的 60%; ⑦在其他三项指标上，中国均已于

近几年超越美国: 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国民总

收入于 2014 年超过美国，⑧这是美国自 1872 年

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后，首次有国家超过美

国，中国的外贸总额于 2013 年超过美国，⑨2014
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已经是美国的 126%。瑏瑠 与

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参与国际事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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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与能力大幅提升。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包

括北极事务在内的全球事务的影响力与日俱

增。英国 前 首 相 布 莱 尔 ( Tony Blair ) 曾 表 示: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领导力量，如

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很多国际大事无法得到解

决，不管是经济还是安全方面，中国无疑起到中

心协调的角色。”①就北极地区而言，中国在应对

气候变化、协商北冰洋中心区公海渔业协议、推
动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以及参与国际海事组织

制定《极地规则》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中国的市场、资金乃至技术优势，意味着

中国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拥有相当大的潜

力。中国政府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 “中国将积极参

与国际和地区海洋秩序的建立和维护……积极

参与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领域国际规则制

定……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为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作出贡献。”②这意味着，中国在这些领域

将更加积极作为，对北极事务的影响力也将得

到进一步提升。正如奥兰·杨( Oran Young) 所

说:“由于北极事务自身的全球属性，以及中国、
欧盟等力量在北极事务中的重要作用，由北极

国家单独主导北极事务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些

国家终将被迫接受这一事实，纵使美国也无力

改变这一局面。”③

最后，中国满足“北极利益攸关者”的紧急

性标准。北极地区气候变化及其引起的一系列

后果，已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气候、环
境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中美两国于 2014 年

签署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明确表示:“全

球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应对气候

变化同时也将增强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④北

京大学张海滨教授认为:“由气候变化及其导致

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对中国的国土、军事、社会、
经济、生态、资源、政治以及核安全等产生了诸

多负面影响。”⑤北极作为地球物理环境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在

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扮演着

全球生态环境变化指南针与晴雨表的角色，北

极地区也因全球气候变暖再次受到国际社会关

注。由气候变化引起的北极生态、资源、地缘政

治等问题，促使应对北极地区的安全风险成为

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⑥ 北极之于中国的重要

性亦主要体现在气候变化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全

球性反应方面。北极地区环境变化对中国的国

家安全已经造成实质性影响，同济大学夏立平

教授指出:“北极冰盖融化致使中国恶劣天气增

多，造成更多的自然灾害，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

的生态安全以及粮食安全，而从长远看，由于北

极冰盖融化导致的全球海平面上升，将导致中

国沿海岛屿以及海岸线面临被海水淹没的危

险。”⑦此外，由气候变暖导致的北极冻土融化将

释放出大量“超级病毒”，这些“超级病毒”有可

能影响到全人类健康。⑧ 诸如此类乃至尚未被

发现的潜在威胁还有很多，若不尽早采取预防

措施，将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这也必将影响包括

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另一方面，中国正在积

极实施的各种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也将影响

到包括北极在内的全球气候变化。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符合“北极利益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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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构成标准，并且已经成为深受北极变化影

响，且能够影响北极事务发展趋势的重要“利益

攸关者”。

3．3 中国“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的构建

根据上文，中国目前被赋予的“非北极国家”

等身份，已经使我们与所谓“北极国家”之间形成

“我者－他者”身份差异。若长此以往，不仅将影

响我国在北极地区这一重要的全球治理区域负

责任国家的角色，更有可能影响我国北极利益的

维护。因此，建构更具包容性的身份已经成为我

国北极活动的一项重要任务，“北极利益攸关者”
身份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中国应努力推动“北

极利益攸关者”身份的内在建构，并通过积极参

与北极事务，争取获得更多外在承认。
首先，中国正在积极推动“北极利益攸关

者”身份的内在建构。身份的内在建构包括主

观与客观两方面因素，主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

又依赖客观因素的存在。在上文中，我们已经

根据构成“利益攸关者”的合理性、影响力以及

紧急性标准，对中国的“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

进行了论证，这一分析主要建立在客观事实基

础上，因此不再对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客观因素

进行赘述。既然中国满足成为“北极利益攸关

者”的客观条件，那么建立在这一客观事实基础

上的主观认知的建构也就相对容易。哥伦比亚

大学哲学系教授阿吉尔·比尔格拉米 ( Akeel
Bilgrami) 认为: “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内在建构

的主 观 因 素 主 要 依 赖 于 建 构 者 对 自 己 的 认

知。”①就此而言，由于近年来在参与北极事务

中，因“非北极国家”“近北极国家”等身份带来

的诸多不便与限制，中国学者以及政府已经意

识到建构“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的重要性，并

发出了清晰的声音。在学者多次提出建构中国

的“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后，外交部部长王毅

以及副部长张明于 2015 年 10 月召开的第三届

“北极圈论坛”大会上均明确表示:“中国是北极

的重要利益攸关方”。② 在 2016 年召开的第四

届“北极圈论坛”大会上，中国政府特别代表高

风再次强调上述立场。③

其次，争取国际社会承认“北极利益攸关

者”身份。作为身份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外

在承认”显得格外重要。新身份的建构耗时旷

日持久，并且面临着部分国家不愿轻易接受的

困难，需要建构者持之以恒的努力，不断争取国

际社会对新身份的认可与支持。虽然中国近几

年才开始“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的话语建构，

但中国参与北极事务进程的开启却可以追溯至

上世纪 20 年代，即成为《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

约》缔约国。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部门组织的北

极考察活动开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其后参与范

围及深度不断拓展: 在科学研究领域，中国于

1996 年加入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积极参与北

极科研合作，截至 2016 年已进行七次北极科考

活动，并设立了黄河科考站，还于 2016 年参加

了由美国主导的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 在气候

变化与环保领域，中国是《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

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

多项涉及北极气候变化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

缔约国，并积极履行相关义务; 在航运领域，中

国在《极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

用，并积极探索开发北极航道; 中国在 2013 年

被接纳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后，积极参与理事

会及其工作组有关工作，此外还积极参与北极

地区资源开发及原住民保护、北冰洋中心区公

海渔业管理的协商等事务，努力推动地区可持

续发展。中国持之以恒地开展北极活动及参与

北极治理，为获得国际社会对“利益攸关者”身

份的承认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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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17 日，http: / /www．fmprc．gov．cn /web /wjbxw_673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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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构“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应积极

争取北极八国的认可。北极八国中加拿大将北

极国家视为重点合作对象，对中国参与北极事

务的态度相对保守，①俄罗斯对中国的参与则保

持非常矛盾的心态，②这两个国家更愿将中国视

为北极地区的“外来者”或北极事务的“他者”
( 即非北极国家) 。近年来，中俄两国建立了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互信程度不断提高，

合作项目和经贸活动不断增多，在此背景下，中

俄在北极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一些进展。目前，

俄罗斯国内支持中俄加强北极合作的一派逐渐

占据优势，俄罗斯政府高官近来多次表态欢迎

中国参与北极开发，这些转变为双边合作持续

推进注入更大动力，③也有助于推动俄罗斯接受

中国的“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冰岛、挪威、瑞
典、芬兰以及丹麦在内的北欧五国，在对待中国

参与北极事务问题上则相对持开放态度，并积

极吸引中国投资其北极开发项目，④丹麦在其北

极政策文件中更是明确指出欧盟、中国、日本以

及韩国等为“利益攸关者”。⑤ 美国联邦政府关

注北极地区的最大动力来自维护其全球领导地

位以及对气候变化的关注，⑥中美双方在应对气

候变化领域存在共同利益，⑦美国国务卿克里

( John Forbes Kerry) 曾在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

议上强调:“美国将同中国等国家开展合作，共

同应对气候变化。”⑧美国学者乃至官方亦并不

避讳使用“利益攸关者”一词称呼包括中国在内

的北极事务参与方。⑨ 美国北极特别代表罗伯

特·帕普( Ｒobert Papp) 也表示:“基于北极事务

的全球属性，美国有意将受北极变化影响的部

分域外国家纳入北极治理机制中，以便加强合

作。”瑏瑠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已经深入参与到北

极议题中。2015 年 8 月 31 日，美国组织召开的

“北极全球领导力大会”，中国学者和官员获邀

参加。瑏瑡 为达成一项预防北冰洋中心区公海未

经管制的公海捕鱼协议，加拿大、中国、丹麦、欧
盟、冰岛、日本、韩国、挪威、俄罗斯以及美国已

经举行了数轮“十方会议”，就相关问题进行讨

论。瑏瑢 2016 年 9 月在美国主导下召开的首届北

极科学部长级会议，包括北极八国( 美国、俄罗

斯、加拿大、挪威、瑞典、丹麦、冰岛和芬兰) 和其

他北极研究主要国家 ( 中国、英国、德国、法国、
日本、韩国等) 在内的 25 个国家和地区派出高

级别代 表 团 出 席 会 议，并 发 表《部 长 联 合 声

明》。瑏瑣 这表明: 美国、加拿大以及俄罗斯等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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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事实上已经承认中国在气候变化、科学

合作以及渔业等北极问题上就是重要的“利益

攸关者”。中国正在并应进一步积极利用各种

契机，更加广泛与深入地参与各项北极议题，进

一步夯实自己的“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
此外，韩国、日本、印度和新加坡等国，近年

也非常关注北极事务，但同中国一样，这些国家

也往往受制于“非北极国家”身份，“北极利益攸

关者”身份的提出，也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建构新

身份的契机。在日本看来，由北极国家决定北

极事务必然导致其独占，不能充分反映日本的

意志和利益。由“北极利益攸关者”决定北极事

务最符合其自身利益。① 欧盟亦认为自己是北

极地区重要的“利益攸关者”，近年来通过申请

加入北极理事会、加强同北欧国家政策协调、发
布北极政策文件、积极参与北极治理等多种途

径，为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提供合法性基础。②

同这些国家及组织开展合作，既有助于推动新

身份的建构，也有助于中国“北极利益攸关者”
身份获得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支持。

3．4 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北极利益攸关者”

为因应冷战结束以及国际社会甚嚣尘上的

“中国威胁论”，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便

开始建构负责任大国身份。③ 近年来，随着中国

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在国际社会建设负责任

大国形象的议题受到更多关注。习近平指出:

“随着中国发展，中国将更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

用。”④杨洁篪曾表示: “中国致力于在国际社会

发挥建设性、负责任的大国作用，积极承担国际

责任和义务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基本宗旨，揭示

了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的进取方向。”⑤积极承担

国际责任和义务也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⑥ 据此，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在我国外交

活动中已经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未来一

段时期我国外交努力的方向之一，这也符合国

际社会对中国角色的期待。北极气候环境变化

固然引起该地区地缘战略重要性上升，以及资

源开发、航道利用等经济机会，但同时我们也应

注意到，作为全球治理组成部分的北极地区治

理，涵盖包括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地区可持续发

展等在内的诸多议题，对全球性大国而言，参与

上述议题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同国际社会一

道共同合作，应对北极地区气候变化，推动地区

可持续发展，努力提升该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成

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议题。因此，中国不仅

仅是“北极利益攸关者”，还应当努力使自己成

为“负责任的北极利益攸关者”。与此同时，在

北极治理中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角色，也有助

于推动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我国对北极事务的

参与，从而增强我国作为地区“利益攸关者”的

合理性。事实上，无论在话语建构还是实践中，

中国正积极努力扮演负责任的北极利益攸关者

角色。中国政府特别代表高风在 2016 年第四

届“北极圈论坛”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中

国将继续秉持尊重、合作与共赢的政策理念，以

负责任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北极治理。”⑦与此同

时，中国通过不断开展多种形式的科学研究活

动，以积极姿态面对气候变化、地区环境保护、
航运规则制定、经济开发和原住民权益保护等

议题，在地区治理中努力承担与自身实力与地

位相匹配的国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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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 论

身份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作为群体意识

观念上 的 建 构，自 发 形 成“内 群 体”与“外 群

体”，而通过对这两个群体的对比，又会导致群

体内成员更加倾向自己的群体、并歧视群体外

成员，进而又进一步加强二者之间的差别，这一

身份的划分显然不利于各方之间开展真诚的合

作。特别是对诸如北极事务等在内的全球性治

理议题，过分夸大群体成员之间的身份差异，将

有可能阻碍成员间合作。然而，包括气候变化、
北冰洋中心区公海渔业管理等在内的全球性议

题，并非某个国家或国家群体能够单独解决，而

是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基于此，我们提

出“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试图通过建构这一

新身份，化解各方行为体在北极治理过程中由

于身份差异导致的合作不畅，将受北极变迁影

响，以及有能力有意愿影响北极事务的行为体

统一纳入到“利益攸关者”群体中，消解“北极国

家”对“非北极国家”参与地区治理的误解乃至

歧视，增强各方互信，共同推动北极地区的和平

合作以及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北极利益攸

关者”身份的建构，不仅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

以及新加坡等在内热心参与北极治理的区域外

国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也促使这些国家

重视参与北极事务时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而

不仅仅是利用北极变化的经济机会。值得指出

的是，由于身份建构过程的复杂性，虽然我们已

经付出很多努力，“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尚未

获得充分的“外在承认”。这意味着如何确保这

一新身份获得充分外在承认仍然是摆在我们面

前的难题。
此外，对于本文借鉴的“利益攸关者”概念，

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过大量研究，然而其

中的一些问题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些

问题包括: 在“利益攸关者”这一“内群体”中，

行为体是否依然存在不同等级或层次，这是否

又会导致在这一群体内出现新的“我者－他者”
区分? 本文借鉴的“利益攸关者”划分标准是否

仍然过于宽泛，如何制定更为严格的标准? 随

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参与国际事务的深度与密

度必将持续增加，如何处理诸如上述参与身份

在内的议题，还需要我们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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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dentity of“Arctic Stakeholder”

DONG Limin1

( 1．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We maintain or enhance our self-esteem by maximizing differences between our group and other
groups on dimensions that positively reflect traits of our group． It appears that the more we identify with our
group，the more likely we are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out-groups． China's“non-Arctic states”identity leads
to the discrimination by Arctic States． Chinese representatives has emphasized that China is a major stake-
holder in the Arctic at Arctic Circle Assembly，2015． It will be more beneficial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f
we view all participants as“Arctic Stakeholders”．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consists of internal construc-
tion and external recognition． China conforms to standards of“Arctic Stakeholders”，and China is trying to
gain more external recognition． Furthermore，China also needs to play the role of a responsible Arctic Stake-
holder．
Key words: China; identity; Arctic governance; Arctic stake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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