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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地缘政治与中国应对》

前言

地缘政治问题是当今北极事务中一个突出的基本问题。在特殊的北极环境中，由于气候变化等原因，
北极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进而导致与北极地区相关的国际社会关系的复杂变
动。面对纷繁复杂的北极政治与社会关系，我们如何观察和理解？如何把握北极形势的变化与发展趋
势？对于新的和正在变化的北极政治与国际关系，我们如何思考、如何应对？作为与北极具有特殊利
害关系、深受北极地区影响的中国，无法回避这些问题的质询。由陆俊元教授著述的《北极地缘政治
与中国应对》一书应运而生，为我们观察和理解北极问题进而思考我国的相关战略问题，非常及时地
提供了一个地缘政治的视角。该书基于对地缘政治本质的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挖掘了北极地区国际
竞争的地缘战略背景；运用地缘政治规律，从动态层面分析了当今北极地缘政治的新特点；运用结构
分析方法，从相对稳定的层面剖析了北极地缘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在介绍和分析北极国家新北极战
略的基础上，总结了它们的共性特征，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分析了我国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利益，
并针对北极地区新的形势提出了关于我国应对措施的思考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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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地缘政治与中国应对》

内容概要

《北极地缘政治与中国应对》从区位、交通、资源等角度分析了北极地区在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与
价值；梳理了当今北极国际竞争的新特点，解析了制约北极国际关系运行的地缘政治格局特征；分析
了北极国家新的北极战略，以及各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特点；进而分析了北极对我国的战略意义，并
提出中国应对北极形势变化发展的相关举措。《北极地缘政治与中国应对》为分析北极国际关系、理
解北极形势、思考中国的应对提供了独特的地缘政治视角。随着气候变暖，北极地区已经发展为世界
政治的一个热点。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北极国际竞争明显加剧，相关国家纷纷从不同领域争夺北
极事务的主动权，抢占地缘政治的制高点。同时，北极地区的国际协调与合作也在展开，使北极地区
的国际关系充满复合性与复杂性特点，北极形势扑朔迷离。

Page 3



《北极地缘政治与中国应对》

作者简介

陆俊元，男，1963年生于苏州。198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获理学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中国现
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江南社会学院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
，江苏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333工程”培养对象，全国高校人文地理教学研究会理事。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在《现代国际关系》、《日本学刊》、《台湾研究》、
《人文地理》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近期代表作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缘政治思想》、《
冷战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特征》等。

Page 4



《北极地缘政治与中国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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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历史时段的动态来看，北极地缘政治实践中，不同行为体在北极地区的活动空间和范围有很大变化
；另一方面，参与北极地缘政治的行为体情况有明显的变动，导致北极地缘政治区域不同于地理学概
念中的北极地区，具有明显的动态性。（二）北极地缘政治区域的界定在北极地区的国际事务中，北
极特有的地理性质将有关国家或其他政治行为体相互关联起来，形成一个以北极特征为显著属性的、
以北极地区为基本空间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体系，构成北极地缘政治及其与之相关的北极地缘政治
区域。因此，北极地缘政治区域必然与北极点、北冰洋、北极圈等北极自然因素有关，一些重大的自
然边界成为北极地缘政治区域的参照，但它受到参与北极地缘政治建造的行为体的深刻影响，在确定
北极地缘政治区域时，北极国际政治行为体（如国家）的情况更是需要考虑的。本书研究的北极地缘
政治区域以地理学上的北极地区范围为中心，同时作为一项人文研究，将重点参照按行政区划方法界
定的北极地区范围。从方法论本质来看，这与AMAP、AHDR和张侠等学者具有共同之处。但是，地
缘政治是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竞争，特别是作为国际关系分析或国际战略分析的地缘政治研究，是以国
际行为体——国家、国家集团等——为单元的，一个国家被看作一个整体，而通常忽视其内部差异。
北极地缘政治区域中的行政区首先考虑的是国家边界，是以国家为基本单元的。

Page 6



《北极地缘政治与中国应对》

编辑推荐

《北极地缘政治与中国应对》：北极地缘政治区域的界定北极地区的地缘战略价值分析北极地缘政治
格局及其演变主要国家的北极战略与实践中国在北极的地缘政治利益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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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伴随俄罗斯成立北极司令部，这将是以后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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