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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深化对北极航道重要性的认知,促进我国对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文章在概述世界贸易格

局的发展阶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分析北极航道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影响路径和机理。研

究结果表明:“二战”结束后,世界贸易格局经历美国单极,美国、欧洲和日本三足鼎立以及区域多

极化3个发展阶段;世界贸易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贸易通道、技术革命、产业转移和国家政策;

北极航道通过缩短海运距离和产生新的海运航线2条路径,在增加贸易流量的同时改变贸易流向,

从而影响世界贸易格局;其中,缩短海运距离的影响机理包括提高贸易频率、降低贸易成本和改善

贸易环境,产生新的海运航线的影响机理包括促进相关产业结构调整、改变世界海运格局和增加

新的能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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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deepentheunderstandingoftheimportanceoftheArcticPassageandpro-

motethe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oftheArcticPassageinChina,thepaperanalyzedthedevel-

opingpathandmechanismoftheArcticPassageontheworldtradepatternbasedonthedevelo-

pingstageoftheworldtradepatternanditsmaininfluencingfactors.Theresultsshowedthatthe

worldtradepatternhadgonethroughthreestages,USsinglepolarization,theUnitedStates,Eu-

ropeandJapantri-polarization,andregionalmulti-polarizationaftertheendofWorldWarII;the

mainfactorsaffectingtheworldtradepatternincludedtradepassages,technologicalrevolution,

industrialtransferandnationalpolicy.TheArcticPassagewillchangethetradeflowand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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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radeflowdirectionbyshorteningtheshippingdistanceandgeneratingnewshippingroutes,

thusaffectingtheworldtradepattern.The mechanism ofshorteningtheshippingdistance

includesincreasingthetradefrequency,reducingthecostsandtheimprovementofthetradingen-

vironment.Theotheroneofnewshippingroutesincludespromotingtheadjustmentofrelatedin-

dustrialstructures,changingtheworldshippingpatternandincreasingnewenergysupply.

Keywords:ArcticPassage,Worldtrade,Maritimetransport,Internationalshipping,Tradepattern

0 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地区的气温在过去

40年内迅速上升,海冰和积雪不断减少。与此同

时,以航海和破冰技术的发展为支持和保障,北极

航道的通航条件日趋成熟,全面通航的时间节点不

断提前。北极航道沟通东北亚、西欧和北美3大地

区,经济贸易大国和经济新兴国家多分布于此,北
极航道的开通必将对世界贸易格局产生巨大影响。

目前已有学者对世界贸易格局的特点[1]、演变

过程[2]和发展趋势[3]等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包括世

界贸易格局出现强、弱国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的趋

势[2,4],未来各国更关注区域合作和区域贸易[3]等。

此外,有学者具有针对性地分析全球分工、产业结

构和科学技术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影响,如将世界贸

易格局演变的驱动来源归纳为战争驱动、政治阵营

驱动、出口导向型经济驱动、技术和产业驱动以及

新兴市场驱动[5]。北极航道是尚未完全开通的新航

道,本研究在概述世界贸易格局的发展阶段及其主

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分析北极航道对世界贸易格

局的影响路径和机理,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世界贸易格局的发展阶段

世界贸易格局是主要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

力量的对比关系,包括所占份额、涉及区域和贸易

方式[6]以及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贸易的支配

能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产业分工不断细

化,世界贸易格局逐渐形成,且在战争、政治、科技

和产业等因素的驱动下不断分化和发展。
“二战”结束后,世界贸易格局的发展可分为

3个阶段。第1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前,“二战”

的战败国经济受挫严重,欧、亚众国也付出巨大代

价,而美国参战较晚,受破坏程度最小,经济快速膨

胀,在世界贸易格局中“一枝独秀”。美苏“冷战”时

期,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以加强对欧洲的控制,

西欧国家的经济在美国的援助下复苏,欧洲经济共

同体国家的出口贸易迅速增长。

第2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末,联邦

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到“二战”前的水平,英国、丹

麦和爱尔兰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对外贸易总

额占比提升。日本的经济在美国的同盟国扶持政

策下逐渐崛起,大量日本商品涌入国际市场。美国

由于独自承担国际商品的供给,经济实力受到严重

影响,对外贸易总额占比有所下降。世界贸易呈现

美国、欧洲和日本三足鼎立的格局[7]。

第3阶段是21世纪至今,西方经济大国经历金

融危机后纷纷进入经济疲软期,中国、印度和俄罗

斯等新兴经济体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拉动强大内

需相继崛起。其中,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积极应对

经济全球化,2000-2009年进出口贸易的年均增速

保持在15%以上,远高于同期全球3%的年均增速;

印度自2008年开始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之一,美国高盛公司曾预测印度将在2025年成为仅

次于美国、日本和中国的第4大经济体;2017年俄

罗 斯、印 度 和 韩 国 的 对 外 贸 易 增 速 分 别 达 到

24.86%、19.54%和16.71%,均超过西方经济大

国。此外,根据国际竞争力增强、资源合理配置和

区域稳定发展的需要,各国逐渐关注多边和区域贸

易形式[8],截至2017年仍有效的区域贸易协定约

423个。在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和新时代区域一体

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世界贸易格局逐渐从各国对

外贸易转变为区域对外贸易,且开始呈现多极化。

2 世界贸易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

世界贸易格局受军事、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

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本研究

认为世界贸易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贸易通道、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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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革命、产业转移和国家政策。

2.1 贸易通道

贸易通道是实现商品交换的运输路线,促进各

国家或地区形成相互联系的网络。贸易通道建设

越发达的国家或地区,贸易机会越多、贸易活动越

频繁。

巴拿马运河是世界最具战略意义的人工水道

之一,于1920年向全球开放,被60余个国家使

用,“二战”后期的航运量年均增长6.5%。通过巴

拿马运河,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航程可减少约

5341nmile,到亚洲的航程可减少约9968nmile,

这意味着开拓美国大西洋沿岸与环太平洋地区的

贸易市场成为可能。美国是巴拿马运河的最大受

益国,其每年从巴拿马运河的税收中攫取的经济收

入达7.5亿美元,而且通过巴拿马运河,委内瑞拉的

石油、秘鲁和智利的铁矿以及亚洲的糖等商品纷纷

运往美国,大量美元流入国际市场。可以说,巴拿

马运河的开通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美国在“二战”后

确立世界贸易霸主地位。

2.2 技术革命

技术差距是贸易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技术

差距理论认为,完成技术革命的国家或地区凭借其

技术优势,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生产的垄断地位,将

通过扩大对外贸易以获得更大的利润,其贸易流量

将有所增加。

18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经历4次工业革

命,而工业革命正是技术革命的结果。蒸汽技术革

命和电力技术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交通更

加便利,全球逐渐成为整体,世界贸易主要围绕英

国和法国等率先完成技术革命的国家。计算机和

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全新技术革命极大地影响了人

类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促进全球生产关系的变化和

世界贸易的快速发展。20世纪后期,美国凭借高新

技术产品优势一举成为世界贸易第1大国;进入

21世纪,德国、日本和中国等科技大国也相继成为

世界贸易的重心。

2.3 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

家或地区之间,即发达国家或地区根据比较优势的

变化,将部分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或地区。

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共出现5次大规模的产业

转移,每次产业转移都加速了产业承接国的工业化

进程,依次促进美国、德国、日本、东亚地区和亚洲

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并依次形成单极贸易格

局、三足鼎立贸易格局和区域多极化贸易格局。最

近的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制造业

向具有成本优势和市场容量的中国转移,使中国成

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制造业基地。在产业转移的过

程中,中国对外贸易产品结构优化,国际分工合作

地位提升,所承接的部分资本和技术双密集型产业

也推动了本国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

2.4 国家政策

国家政策的重大调整往往对该国的对外贸易

产生自上而下的直接影响,是世界贸易格局的重要

影响因素。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促进生产

力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现代化建设不断

加快,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对外贸易能力显著增强。

通过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我国在21世纪一跃成为世

界贸易大国,与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

区平分国际市场。

3 北极航道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影响路径和

机理

贸易流量和流向的变化是世界贸易格局演变

的最主要表现,北极航道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影响主

要有2条路径:①明显缩短东北亚、西欧和北美地区

的海上运输距离,促进贸易频率提高、贸易成本降

低和贸易环境改善,从而增加贸易流量;②作为新

的海上运输航线,促进相关产业结构调整、改变世

界海运格局以及增加新的能源供给,在增加贸易流

量的同时改变贸易流向。

3.1 缩短海运距离

3.1.1 提高贸易频率

北极航道是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最短海上

通道,同时是沟通东北亚、西欧和北美地区的最短

海上通道,与巴拿马运河等传统航道相比具有明显

的距离优势。若北极航道全面通航,从上海港及其

以北的港口到西欧、北海和波罗的海等港口的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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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将缩短25%~55%,如上海港到汉堡港的航行

时间可由22d缩短为16d,到鹿特丹港可缩短10~

20d。航行时间缩短则单次运输的时间成本降低,

相同时间内的运输次数增加,船舶利用率和贸易频

率提高,从而增加贸易流量。

3.1.2 降低贸易成本

与其他运输方式相比,海洋运输具有运载量大

和运费低的优势,因此应用最为广泛。国际海运业

对世界贸易的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世

界贸易总量约有67%通过海洋运输完成,航运成本

是影响贸易规模的重要因素。航运成本包括燃料

费、船员工资、航行管理费、通行费和保险费等,其

中燃料费和船员工资占主要部分,而这些费用直接

取决于航行距离,即航行距离越长,燃料和人力消

耗越多,因此缩短航行距离可明显降低航运成本。

目前已有学者通过比较和研究,判断利用北极航道

将明显降低航运成本[9-10]。航运成本降低则贸易

成本降低,贸易创造的利润增加,促使各国或地区

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开展贸易,从而贸易增加流量。

3.1.3 改善贸易环境

国际经济合作与地缘因素有密切关系,区域经

济集团大多是由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或地区通过

签订一系列条约和协议而建立的合作组织,集团内

部通过消除贸易壁垒和降低贸易关税等方式减小

贸易摩擦,从而实现风险和成本的最小化以及利益

的最大化。欧盟是全球经济政治联合体的成功代

表,是目前影响力最大的区域经济集团组织。北极

航道将增强环北极国家和近北极国家的区位优势,

促进其相互密切沟通和制定共赢的贸易协定,有助

于增强区域凝聚力,从而改善贸易环境和增加贸易

流量。

3.2 产生新的海运航线

3.2.1 促进相关产业结构调整

北极航道的通航环境极为恶劣,低温和海冰对

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须由破冰船引航以保

障运输船舶在冰区航行和进出冰封港口。新的海

运航线将促进新的贸易往来,北极航道对破冰船的

需求将显著提高,从而刺激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发

展,为造船业提供产业结构升级的良好机遇。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

空间卫星技术在航海领域得到成功应用,但北极航

道厚重的海冰、强风、低能见度和较弱的通信信号

等对航行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必将刺激相关领域

的技术革新,进而实现海上航运业的转型升级。

因此,具有科技和产业优势的国家或地区更有

能力开发利用北极航道,进而获得利益和提升对外

贸易能力,从而改变贸易流向。

3.2.2 改变世界海运格局

北极航道目前较成规模的商业通道包括俄罗

斯北部沿海的“东北航道”和加拿大北极群岛海域

的“西北航道”。中国及其以北的国家或地区利用

北极航道可缩短30%~40%的航程[11],此外,随着

传统航道航运压力的不断增大,拥堵状况严重,且

传统航道有船舶吨位限制,海盗威胁也日益严峻。

因此,在不考虑贸易产品差异的情况下,北极航道

对传统航道具有明显的挤出和替代作用;与此同

时,积极利用北极航道的航运企业发展前景广阔,

而依赖传统航道的航运企业将受到一定的负面影

响,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竞争。世界海运格局由此

改变,并直接影响贸易流向。

3.2.3 增加新的能源供给

北极地区的油气和煤炭资源十分丰富,且目前

尚未全面开发利用。北极航道将极大地促进北极

地区能源的勘探和开采,扩大能源供应地和市场,

世界能源贸易也会逐渐向新市场转移,进而改变贸

易流向。

4 结语

本研究以成本效应、贸易新要素、替代效应和

技术差距等理论为支撑,在概述世界贸易格局的发

展阶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分析北极航道

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影响路径和机理。“二战”结束

后,世界贸易格局经历美国单极,美国、欧洲和日本

三足鼎立以及区域多极化3个发展阶段;世界贸易

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贸易通道、技术革命、产

业转移和国家政策;北极航道通过缩短海运距离和

产生新的海运航线2条路径,在增加贸易流量的同

时改变贸易流向,从而影响世界贸易格局;其中,缩

短海运距离的影响机理包括提高贸易频率、降低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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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本和改善贸易环境,产生新的海运航线的影响

机理包括促进相关产业结构调整、改变世界海运格

局和增加新的能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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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加强海洋观测宣传教育

海洋观测是社会公益事业,是保障沿海地区经

济持续和健康发展的有利措施。目前我国在海洋

观测宣传教育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基础教育在非

沿海地区几乎未有涉及,在绝大多数沿海地区也仅

作为特色教育开展,导致青少年海洋意识淡薄,对

海洋观测了解较少;海洋观测知识的社会普及率和

传播率低,教育形式的多样性也亟待提升[10]。因

此,应从学校和社会2个方面加强海洋观测和海洋

防灾减灾的宣传教育,通过开放参观海洋观测设施

等活动,采用互联网等媒介扩大宣传教育力度,促

进全民参与,不断提高全社会尤其是沿海地区公众

对海洋观测的认知水平,同时自觉保护海上浮标和

近岸测波仪等海洋观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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