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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与阿根廷建交45周

年，5月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将访问中

国。几乎在同一时段，1959年签署的

《南极条约》的协商会议将首次在中

国召开。

阿根廷是世界上最靠近南极的

国家，也是《南极条约》创始成员

国之一。阿根廷还是《南极条约》秘

书处所在地，在南极政治和南极治理

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堪称“南

极大国”。鉴于南极对于阿根廷的

重要性，同时南极问题又与马尔维纳

斯群岛（以下简称马岛）的主权问题

关联在一起，因此南极问题是阿根廷

对外交往活动的重要元素，甚至其很

多双边外交主要围绕南极（马岛）问

题展开。随着中国对南极事务的参与

加深，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扩展至南

极地区。重新认识阿根廷在中国南极

战略、海洋战略乃至全球战略中的价

值，挖掘中阿南极合作的潜力，已经

提上了日程。

“南极大国”阿根廷

从字面上看，南极就是地球的最

南端，但实际上，南极这个词有多种

近似含义，例如：南极洲、南极点、

南极大陆、南极地区、南极圈等。按

照国际上通行的概念，我们一般把南

纬60度以南的地区称为南极，它是南

大洋及其岛屿和南极大陆的总称，总

面积约6500万平方千米。南极蕴藏着

极其丰富的各种资源，据已查明的资

源分布来看，煤、铁和石油的储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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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静大地笼罩上国际纠纷的阴影。

阿根廷的南极外交

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惨败以及

近年来英阿南极“领土纠纷”重新泛

起，使阿根廷越来越重视南极外交，

而其南极外交的目标之一就是遏制和

削弱英国在南极和南大西洋的影响。

出于抵制英国的共同需求，阿

根廷与同样对南极提出主权要求的智

利积极沟通，并于1947年达成协议，

宣布双方在有关南极主权的所有方面

“不发生争论”。2007年10月，英国

向联合国申请拥有从南极洲向外延

伸350海里、西经20度至80度之间的

大陆架海床的石油、天然气和矿物勘

探及开采权，涵盖土地面积达100万

平方千米。对此，阿根廷与智利进行

了紧急会晤，强调两国在南极问题上

拥有“共同利益”，决定加强合作以

应对其他国家对南极提出的“非法要

求”。此后，阿根廷军舰和智利军舰

多次进行南极联合巡逻，两国议员代

表团曾两次在南极考察站聚会，商讨

如何应对英国的挑战。阿根廷与邻国

巴西一度在南极问题上针锋相对，但

后来两国在南极矿产资源开发、生态

环境保护及非军事化等问题上进行了

沟通和协调。阿根廷承认了巴西在南

极的部分权利，并为巴西的科考工作

提供帮助和便利，巴西遂改变立场，

宣布禁止英国在马岛和南极的一切船

只在巴西沿海停靠。

与此同时，阿根廷还曾充分利

用美国主导的泛美同盟体系，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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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阿根廷宣布对西经25

度到74度、南纬60度以南的南极地域

拥有主权。阿根廷政府认为，本国领

土由三部分组成——阿根廷本土、马

岛和南极领土，阿根廷出版的地图无

不把“南极属地”列入其版图内，阿

根廷政府还数度到南极洲召开国务会

议，阿根廷总统甚至常常选择在某一

时间到南极办公以向世人宣示本国的

“实质性管辖”。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

后，阿根廷失去对马岛的控制权。阿

根廷认为，如果自己能控制南极半岛

（位于西南极洲，是南极大陆最大、

向北伸入海洋最远的大半岛）及其附

近岛屿，不但可以掌握太平洋与大西

洋之间的海上交通要道德雷克海峡，

还能极大地孤立马岛，威慑英国在马

岛的存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

南极一直是阿根廷的地缘政治重心。

目前，阿根廷在南极拥有六个永

久基地和七个临时（夏季）基地，为

世界各国之最。鉴于阿根廷在南极科

学研究和生态资源保护等方面的突出

表现，2001年《南极条约》协商会议

将《南极条约》秘书处设在了阿根廷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除了阿根廷，英国和智利分别在

1908年和1946年对南极半岛提出主权

要求，并与阿根廷的“南极领土”互

有交叠。其实，自19世纪20年代到20

世纪40年代，多个国家的探险家相继

发现南极大陆的不同区域，为本国政

府对南极提出主权要求提供了依据。

比如，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挪

威等国家也先后对南极洲的部分地区

提出主权要求，从而使这块万年冰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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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活动，为其运输物资。2011年，阿

根廷从俄罗斯购买了两架米-17直升

机，隶属于阿根廷南极联合司令部，

用于执行搜索救援任务并为阿根廷

“马兰比奥”南极站补给物资。这是

阿根廷第一次购买俄制技术装备。今

年2月，阿根廷国防部长表示，阿根廷

正在考虑从俄罗斯购买南极科考船。

对中阿开展南极合作的建议

早在1981年，中国就成立了国家

南极考察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南极办公

室。两年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

加入《南极条约》的决议，次年中国首

次派出南极考察队奔赴南极洲，1985

年2月建成中国南极长城站。1985年

中国被接纳为《南极条约》协商国，

1986年中国加入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

1989年2月，中国又在南极圈内的东南

极洲建成中国南极中山站……中国在

南极地区拥有政治、经

济、科研等多方面利

益，可以说南极事关中

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

和全球利益的维护。

但与美国等国相比,中

国是南极事务的“后来

者”,在南极治理中的

话语权较为薄弱。

而阿根廷作为距离

南极最近的国家，在中

国挺进南极的过程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比如，

中国第三代“雪龙”号

极地科学考察船曾多次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和

阿根廷南端的乌斯怀亚

港停靠补给物资，此前

的第一代“向阳红10”

号和第二代“极地”号

科学考察船均途经阿

英国在南极的行动。1952年英阿两国

在南极霍普湾发生冲突，一度走到战

争边缘。当时，美国虽是英国的亲密

盟友，但由于美国致力于打造泛美同

盟，所以并不支持英国的立场。1956

年，英国与阿根廷、智利在美国推动

下达成协议，三国同意不派军舰去南

极，以减少摩擦。同一年，印度向联

合国秘书长提议将南极问题纳入联大

议事日程，以最终实现南极地区由联

合国托管。此提议遭到了阿根廷和美

国的坚决反对。1959年，在阿根廷与

美国的联手推动下，12个国家在华盛

顿签署了被称为冷战时期“最成功”

的国际条约——《南极条约》。其主

要内容为：禁止在条约区从事任何带

有军事性质的活动，南极只用于和平

目的；冻结对南极任何形式的领土要

求；鼓励在南极科学考察中的国际合

作；各协商国都有权到彼此的南极考

察站上视察；协商国决策重大事务的

实施主要靠每年一次的例会和各协商

国对南极的自由视察权。多年来，一

些国家就南极地区划界问题向外大陆

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不少申请，对此

美国多次照会联合国，表示不承认对

《南极条约》所辖地区内的任何领土

权利主张，也不承认任何国家对南极

洲以外和毗邻的海底区域的海底和底

土拥有权利。可以说，南极现在不属

于任何一个国家，而是属于全人类。

俄罗斯虽然远离南极，但一贯重

视南极事务。1956年，苏联在南极建

立了自己的第一个科考站，先后在南极

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考察。2010年，俄罗

斯政府批准实施南极事业发展战略，将

南极发展事业列入国家发展计划。近

年来，阿根廷特别加强了与俄罗斯的

南极合作，特别是在军事装备方面的

合作。2008年，阿根廷的破冰船“伊

利萨尔”号因遭遇火灾维修期间，俄

罗斯科考船积极支持阿根廷的南极科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概念，

南极是南大洋及其岛屿和

南极大陆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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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廷进行补给。此外，阿根廷在南极

国际制度创设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又是《南极条约》秘书处所在地，因

此，阿根廷是中囯参与南极科考、南

极治理、南极法律建设的重要合作伙

伴。1988年，中阿两国政府签署了南

极合作协定，内容涵盖科学、政治、

法律、情报交换和后勤补给等多个领

域。这一协定将两国的南极合作制度

化，是两国南极合作的法律保障。随

着中囯在南极存在的不断增强，可以

预见南极将成为中国与阿根廷外交的

重要组成部分。为更好地开展南极合

作，笔者有如下建议。

首先，提升南极外交在中阿双边

关系中的分量，打造中阿南极“命运/

利益共同体”。2015年建立的中阿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囊括了政治、经贸、

金融、核能、文化、卫生、司法、航

天等领域，两国为此设立了政治分委

会、防务分委会、科技分委会等九个

分委会。虽然南极问题可以归类为科

技问题，但2007年英国的“南极圈地

运动”和2012年英国宣布以女王名字

命名南极部分土地，使得南极问题再

度复杂化，科技分委会不足以容纳中

阿之间的南极协作，两国可考虑单独

设立南极分委会，把两国的南极合作

提升至战略协作高度。5月马克里总统

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计此访有

望推动中阿南极合作进入更高阶段。

其次，加强在南极渔业和南大

洋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阿根廷海

洋渔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该国的重

要支柱产业之一。但是随着越来越多

的国家在南极水域从事捕捞活动，超

大规模的世界捕鱼船队和无节制的经

济开发给南极生物资源带来了巨大压

力，未来将影响阿根廷渔业的长远发

展，也必然影响到中国渔业的长期利

益。阿根廷是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

委员会创始成员，中国与阿根廷在南

大洋生物资源养护方面的合作不存在

任何障碍，也最有可能取得成果。在

这一过程中，中国应抓住时机通过中

阿合作提升在南大洋生物资源养护方

面的话语权，扭转昔日在南极渔业治

理中的被动局面。

第三，充分挖掘在南极旅游方面

的合作潜力。近十年来，南极原生态

旅游日益为人们所青睐，南极游客正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即使在金融危

机影响下，仍然以每年两位数增长。

其中，中国游客的增长速度最快。阿

根廷是赴南极旅游的最主要中转国

之一，南极旅游业在阿根廷经济中的

比重越来越高。此前，囿于签证等因

素，中国游客赴南极旅游受到较多限

制。去年阿根廷政府宣布，凡持有美

国或欧盟有效签证的中国游客可以免

签进入阿根廷。但迄今，我国旅游从

业者不熟悉也不掌握南极旅游资源，

只能通过转送游客获取微薄利润。为

此，中国应该加强与阿根廷的合作，

共同开发南极旅游资源，促使南极旅

游向着均衡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作者梅春才为吉林师范大学外国

语学院副教授；郭培清为中国海洋大

学法政学院教授)

2015年4月10日，中国第

31次南极考察队完成预

定考察任务，乘坐“雪

龙”号极地考察船返回

位于上海的极地考察国

内基地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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