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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期北极地区领土争端及其解决
!

胡德坤
!

邓肖亭

摘
!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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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期关于北极地区的争端主要集中在领土的划分上$对+无主地,的占

有"+扇形理论,的提出和国际法庭做出领土归属的裁决#这些都是在+极地帝国主义,扩张

时期产生的解决北极地区领土问题的新方式#并且成功地解决了当时北极的领土争端$

关键词!北极地区%扇形理论%)斯瓦尔巴条约*

伴随着北极地区探险的深入#各个环北极国家逐步对北极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北

极探险在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之后#终于在
!*

世纪初期达到顶峰#取得了人类梦寐以求

的巨大成就$此时#第二次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资本主义经济的加速发展#导致各个大国

之间对领土"市场和资源的争夺愈发激烈$同时#也使相关国家对北极地区的领土争夺进

入了白热化阶段$

一"加拿大"美国对阿拉斯加边界的划定

加拿大和美国在北极地区的领土紧邻#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两国的渔业捕捞权限

问题"在白令海峡捕猎海豹的问题"阿拉斯加边界的问题等等$加拿大政府非常注重对本

国北极地区的经营#

"/#0

年议会决定#将加拿大北部地区划分为四个行政区111育空

&

<OR&2

("昂加瓦&

S2

C

6T6

("麦肯兹&

96ER)2U7)

(和富兰克林&

V'62R572

(加以管理$

"/#.

年#劳里埃&

G7'I75W'78X6O'7)'

(政府时期#加拿大开始每年向东部北冰洋地区和哈德逊湾

派出考察队#表明加拿大政府对北极地区领土在进行积极有效的占领$

"/#+

年
/

月
".

日#加拿大西北部育空地区育空河和克朗戴克河&

Y5&287R)

(的两河交界

处发现了金矿#大批淘金者蜂拥而至$在此之前#加"美之间对于阿拉斯加的分界问题从未

认真地讨论过$

"/#/

年
+

月#加拿大颁布了育空领土法令&

<OR&2N)''7(&'

M

FE(

(#将育空地

区划为单独的领土行政区#这部法令所遵循的一般原则是
"/.0

年的)西北领土法案*

&

J&'(Z?)D(N)''7(&'7)DFE(

(

!

$但须指出的是#根据英国对北美北极地区的转让命令#加拿

大并没有拥有北极地区领土的当然权利#这也是英国最终卷入阿拉斯加地区争端的原因$

加"美两国争执的重点在阿拉斯加"北太平洋海岸"育空地区及不列颠哥伦比亚之间

的+柄形狭长地带,$位于这一地带的斯卡韦是进入育空地区的主要港口#它位于一个长

水湾的上方#如果把这个水湾划入海岸带的范围#那就是阿拉斯加的一部分$而当时斯卡

韦是加拿大的港口#假如美国宣布斯卡韦是它的领土#那么美国就能分享淘金热所带来的

利益#而且会给加拿大造成许多不便$因此#正是这个港口的归属引起了两国对此地区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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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线的重视!

$根据
"/+.

年转让阿拉斯加的专约#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边界划分应该依照
"/!0

年的

英俄条约为标准进行#但这一条约对具体问题的解决语焉不详#给美国留下许多解释的空间$加拿大想

要的是一个出海口#而美国则是要保持一条连绵不断的海岸地带并使加拿大在这里完全与海洋隔绝$

加"美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有很大分歧#不幸的是所有当时的地图#甚至包括英国地图都把这一狭长地带

划归了美国$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甚至公开声明这一争端没有任何意义#他坚持加拿大在阿拉斯

加边界上的理由是+捏造,的#是根本不存在的$

"#*!

年#美国军队开进南阿拉斯加作出战争状态#而英国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美国甚至拒绝

了英国和加拿大提出的国际仲裁的建议#只同意进行司法解决$英国理应支持加拿大#但英国也不愿意

因此严重地损害英美关系$经过深思熟虑#英国接受了美国的要求#而加拿大慑于美国的威胁也不得不

同意将狭长地带划归美国所有$英国最终把英美关系置于加拿大的利益之上#按照美国的意愿解决了

边界问题&见图
"

($这一结果遭到了加拿大人的强烈反对#并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加拿大认识到没有

外交权#就不能真正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

年#加拿大终于成立了外交部#这一举动是加拿大民

族自觉的提升和国家权力机构进一步完善的表现$

图
#

!

阿拉斯加和加拿大育空地区地图

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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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次事件之后#美国在北极地区事务上的作用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它在北美洲北极地区的领土

要求得到了满足#巩固了自己在北极地区的地位#占领了优良的海港和海岸线#加拿大则在北太平洋海

岸的争夺中落败$这种争夺是对近海"海岸地区资源的争夺#是当时领土争端的典型表现$

二"扇形理论的提出及其运用

加拿大和苏联这两个拥有北极地区绵长海岸线的国家#一直希望能更多地撷取在北极地区的利益$

!*

世纪初期#加拿大率先提出了+扇形理论,#作为自己对北极地区领土要求的法律理论支持$

"#*.

年#加拿大议员波里耶&

P

'

P&7'7)'

(为了保护加拿大在北极地区的权利做了一个长篇演说#他

提议说!&加拿大(作为一个拥有北极地区领土的国家#我们将拥有"或应该拥有"或拥有这样的权利!对

于所有在最东边国界线和最西边国界线到北极点的延长线之间可能被发现的陆地#应该归于也确实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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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克燕!)劳里埃时期的加美关系管窥*#载)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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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领土与之毗邻的国家!

$

这就是扇形理论#是一种全新的"不同于以往+先占原则,的对土地宣称主权的方式111即以极地国

家对北极地区陆地和岛屿在地理上的接近作为划分领土和宣称主权的依据#这一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北

极领土争夺的正式展开$之前#加拿大的国土部门已经发布了两种关于北部加拿大的地图111

"#*,

年

北方加拿大探险及邻近格陵兰和阿拉斯加的地区地图&

]̂

4

5&'6(7&2D72J&'(Z)'2162686628F8

A

6E)2(

P&'(7&2D&W%'))25628628F56DR6"#*,

(和
"#*+

年加拿大第一号领土分界地图集&

F(56D&W16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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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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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西经
","̀

到西经
+*̀

作为加拿大的边界$前者将边界线延长到

北极点#而后者把所有在此经度之间的北极地区岛屿收入囊中$但是当时的参议院主席卡特奈特爵士

&

G7'a@16'(?'7

C

Z(

(并不赞成波里耶的提议#随后加拿大政府也改变了对扇形理论的认定$即是说#此

时扇形理论并没有得到加拿大政府的完全认可$

这种情况直到
"#!0

年
+

月
"

日才有所改变#加拿大议会对)西北领土法案*&

J&'(Z?)D(N)''7(&'7)D

FE(

(做出修正#要求任何前往加拿大西北领土的科学家和探险者都要得到加政府的许可和同意$当时

的国土大臣斯特尔特&

1@G()?6'(

(递交给议会一份修正案#要求加拿大对此地区的主权应一直延伸到北

极点$

"#!+

年
.

月
"#

日#加拿大对其西北地区的北极岛屿做了认定#宣示其主权归加拿大所有#不再

开放给别国做科研考察之用#表明正式承认并采用了扇形理论$

然而#将扇形理论广泛使用的#则是在北极地区经度跨度最广"拥有陆地最多的苏联$

"#

世纪后期

的俄罗斯一直苦心经营西伯利亚地区#并且孜孜不倦地寻求在北冰洋上的权益$

!*

世纪初的俄罗斯探

险家德米托里'门德列夫的一段话#是俄罗斯对北极梦想的一个最好写照$他说!+俄罗斯应该比任何

一个国家的希望更加殷切$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像俄罗斯这样占有如此绵长的北冰洋海岸#并且流进帝

国最大部分疆土的各条大河也在这里注入北冰洋$帝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强大起来#与其说是气候关系#

不如说是由于在北冰洋上缺乏商业的出路$征服北冰洋上的冰块#就成为关系俄国东北部和西伯利亚

大部分地区的经济问题之一$,

"

当时的俄罗斯拥有世界上吨级最大的破冰船#其
/***

吨的吨级让美国专门为皮里征服北极点而

建造的
"0**

吨级破冰船相形见绌$

"#"-

)

"#"0

年#俄罗斯的两艘破冰船沿北极海岸#从太平洋航行到

大西洋#发现了北地群岛&

G)T)'26

M

6b)35

M

6

(#这是北极探险史上发现的最后一个群岛$

"#"+

)

"#".

年

间英国共为俄国建造了
.

艘破冰船#在当时称得上是规模巨大#

$俄国还在北极地区拥有
0

个用于气

象观察或其它用途的观察站$

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不仅收编了帝国时代所有的破冰船队#也继承了沙俄对北极地区和北冰洋的政

策#而且更积极地制定相关的法令$

"#!+

年
,

月
"0

日#苏联紧随加拿大其后#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签署

的)

"#!+

年命令*&

"#!+_)E'))

(宣布#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北部边境东经
-!̀*,c-0d

延伸至北

极点%从格林威治起#沿着威达海湾&

K6786=6

M

(通过科库斯基角&

16

4

)Y)RO'DR77

(的三角标记#自西经

"+/̀,#c-*d

延伸至北极点%以及以白令海上迪奥梅德群岛&

_7&3)8)%'&O

4

(中的拉特曼诺夫岛

&

a6(362&T

(和克努岑斯特恩岛&

Y'OU)2D()'2

(为分界的北冰洋上#所有陆地和岛屿#包括已发现的和将

来会被发现的#不包括在本法令发布之时苏联政府承认的外国领土#都宣告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的领土$

$

苏联的这项命令不仅宣告了在这片扇形区域内已经发现的陆地和岛屿为其领土#更将未发现的岛

屿也囊括其中$这种圈定范围的分界方式其目的是以自身绵长的北冰洋海岸线为占有依据#阻止别国

对北极地区的陆地和岛屿进行科学考察和经济渗透$

苏联法学家对扇形理论的补充不单是指+未发现的陆地和岛屿,#更包括水域"冰层等领海要求$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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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法学家莱科汀恩&

I@X6RZ(72)

(在他
"#-*

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北极地区的权利*中#明确地指出了拥

有北冰洋海岸线的国家在相应扇形区域中的权利包括!

"

"已发现的陆地和岛屿%

!

"未发现的陆地和岛

屿%

-

"冰层组织%

,

"海域%

0

"空域$其包含的主权对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构成了从海面到空中的立

体空间$莱科汀恩还认为#以前国际上公认的+先占,是毫无道理的#领土的要求范围应该根据自然归属

来判定#非极地国家不能要求北极地区的陆地海洋做科学考察之外的作用!

$苏联当时著名的法学家

帕舒卡尼士&

]@=@P6DZOR627D

(虽然不认同参照扇形理论划分北极领土和领海#但是他也认可了
"#!+

命令的合法性$在此后的数十年中#苏联政府一直坚持以扇形理论原则来管理和经营自己的北极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领海问题也是在北极地区领土争端基本解决之后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扇形理论虽然

对领海提出了主权要求#但是苏联的确从未对扇形领域中的海域提出过主权要求$苏联对北极地区陆

地和岛屿的国家行为一直与扇形理论的主张一致#而该理论向海域和空域的扩展则是单纯的法学理论

发展$尽管如此#扇形理论的提出和对海洋权利的要求仍旧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拥有北极地区领土的国

家开始重视本国在北冰洋的海洋利益#这也是国际政治从领土政治走向领海政治的重要原因$

三"北极地区领土所有权的最终判定

如果按照苏联提出的扇形理论来划分北极地区的领土和领海#整个北极地区将被划分为五个扇形

地区#苏联将拥有北极地区最大面积的领海#加拿大"美国次之#挪威因为拥有斯瓦尔巴群岛亦可分得一

席之地#最后芬兰可以获得一线狭长的扇形地带$当时的丹麦"瑞典均没有在北极地区的权利$这种划

分方法没有得到国际上普遍的认可#其他国家仍旧按照+先占,原则处理北极地区的领土争端问题$

首先是)斯瓦尔巴条约*的签订$

"+

世纪末期#荷兰航海家巴伦支在他最后一次航行中发现了斯瓦

尔巴群岛$他把这片岛屿称作+斯匹次卑尔根,

"

#意即+冰原上的尖峰,#也就是我们今天常用的术语

+冰原角峰,$可惜的是他没有能够回到荷兰报告他的这一发现就因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败血症魂归大

海#在他遗留下来的航海日志里#也没有说明他是否曾经+以国王陛下的名义宣布对该群岛的领土所有

权,$这样荷兰就不符合当时先占原则的必要条件#所以在哈德逊向英国政府报告了这里的丰富渔产之

后#英国"丹麦"法国"挪威等国家的捕鲸船都纷至沓来追求渔业资源#以至于最后各国不得不以划分势

力范围的方式来调和在斯瓦尔巴群岛上的争端$

"."0

年左右#俄罗斯人开始慢慢移民到这个群岛上#

介入该岛的事务$

"#

世纪之后#捕鲸业的衰退使对群岛周围渔业资源的争夺转变为对岛上矿产资源的

开发#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国家的移民逐步构建了斯瓦尔巴群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系统#但是该群岛的

主权仍旧没有明确的归属$

"/."

到
"/.!

年间#俄罗斯"瑞典以及在其控制下的挪威对此群岛的争夺开始明朗化#三国都把此

群岛作为法律上的无主地来看待#要求对该群岛的主权$

"#*#

年#独立后的挪威外交部表示#希望能够

召开一次多方会议#欧洲各个对斯瓦尔巴群岛问题感兴趣的国家均能参与$俄罗斯则在瑞典的支持下#

坚持在多方会议之前#先进行由挪威"俄罗斯"瑞典三个对斯瓦尔巴群岛有主权要求的国家参加的预备

会议#

$

"#"*

年到
"#",

年间#三国举行了多次的三方会谈#但均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究其原因#

除了三国为了本国利益寸土必争"针锋相对之外#欧洲各国为了阻止俄罗斯的势力向欧洲北部的扩张#

积极地与挪威政府接触#并且帮助它与俄罗斯进行周旋$在这种影响下#斯瓦尔巴群岛的主权问题未能

得到根本解决$

"#"#

年
+

月#在巴黎和会上#斯瓦尔巴群岛问题被再次写入议程$

"#!*

年
!

月
#

日#美国"丹麦"法

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瑞典和英国&包括其海外领地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

#

国作为原始缔约国#在巴黎签署了)关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行政状态条约*#即后来的)斯瓦尔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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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斯瓦尔巴群岛上最大的岛屿#早期该名称泛指整个斯瓦尔巴群岛#

"#!0

年挪威政府发布)斯瓦尔巴

群岛法案*后#特指群岛中的最大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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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期北极地区领土争端及其解决

约*#并在五年内生效$该条约肯定了挪威拥有斯瓦尔巴群岛充分和绝对的主权#各个缔约国的公民在

遵守挪威法律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地进入该群岛#从事正当的生产和商业活动#而且条约还规定该地区

+永远不得为战争目的所用,$

"#!,

年#苏联签署此条约#承认了挪威对斯瓦尔巴群岛的主权$

"#!0

年#

德国和中国也加入了此条约体系$

)斯瓦尔巴条约*是第一个"也是唯一具有国际色彩的关于北极地区事务的政府间条约#它使得斯瓦

尔巴群岛地区成为北极地区唯一的非军事区$中国对该条约的签署#也是其历史上第一次以政府身分

介入北极地区事务#对于在北极地区没有领土或领海的北极圈外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参与北极地区问题

讨论的渠道%而对于那些北极地区国家来说#)斯瓦尔巴条约*并没有直接地解决一战之后所带来的北极

其它地区领土划分的问题#但它以+互利"互惠"共同开发,的方式来处理国家间在北极地区的矛盾#为后

来建立北极地区政治管理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其次#挪威与加拿大对奥托斯威尔德鲁普岛的争夺#也是北极领土争端的一个重要内容$奥托'斯

威尔德鲁普&

e((&GT)'8'O

4

(是挪威著名的极地探险家#他曾经参与过
"///

年南森横跨格陵兰岛的探

险$他和他的同伴在加拿大北极地区做了很多探险和尝试#对这个地区有很深的了解$

"/##

年至
"#*!

年之间#他在加拿大北极地区三次越冬#对埃尔斯米尔岛进行探索和绘制地图#最终发现了埃尔斯米尔

岛以西的三个岛屿#即阿克塞尔海伯格岛&

F̂ )5$)7B)'

C

("阿幕灵岛&

F3O28a72

C

2)D

(和埃勒夫岛

&

]55)Wa72

C

2)D

(#它们被统称为奥托'斯威尔德鲁普群岛&

e((&GT)'8'O

4

[D5628

($

斯威尔德鲁普在其报告中声称 +以挪威国王的名义,宣布他发现的三个岛屿的主权归属于他的祖

国挪威#这一声明引发了加拿大和挪威之间对此群岛的主权之争$在这场争夺中#英国也被牵涉其中$

因为
"//*

年英国向加拿大转让了北极地区的管理权#实际上不过是象征性地让加拿大管辖这些无期限

的北极领土#英国殖民局的官员声称这样的做法+只不过是为了防止美国得到它们#而并不是证明让渡

给加拿大有任何价值,

!

$但加拿大政府却认为这些土地对他们相当的重要#必须随时警惕美国和丹麦

的觊觎$当时#加拿大处在要求政府自我管理和独立对外政策的呼声高涨的时期#认为在北极地区维护

对斯维德鲁普群岛的主权#反映了加拿大宣告自己在北大西洋三角地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决

心$在
!*

世纪
!*

年代初期#加拿大积极地经营北极地区#包括在西北地区设立皇家骑警队和建设通讯

设施等等#还派出官方支持的考察船队对斯威尔德鲁普群岛进行实地考察$但是这些都不能称之为有

效的行为占领#因为根据当时的国际法#任何领土占领必须有明确的所有权$

"#!+

年加拿大议会对+扇形理论,的认可#是加拿大力图建立起新的国际法观念从而完全拥有北极

地区土地所有权的一次尝试#但这种+新方法,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政

府决定向英国寻求帮助$在英国的安排下#挪威和加拿大开始以外交为主要方式对斯威尔德鲁普群岛

的主权进行商讨$挪威政府在和英国商议之后#已经得出一个初步关于此群岛的赔偿方案#挪威希望通

过让英国承认挪威对马延岛&

H6296

M

)2[D5628

(

"的主权来增加谈判的砝码#而斯威尔德普路本人则坚

称#作为发现者和宣称挪威对斯威尔德鲁普群岛主权者#他认为不应当将挪威对此群岛的主权以任何方

式让渡给加拿大$

"#-*

年
""

月
!+

日#奥托'斯威尔德鲁普逝世#同日#挪威政府刊登了关于英国承认

挪威政府对马延岛主权的声明$两周之后#挪威同加拿大签署了对斯威尔德鲁普群岛主权的协议#加拿

大政府支付给挪威
+.***

加元的赔偿费用以换取对该群岛的完全主权#并于
"#-"

年支付完毕$

斯威尔德鲁普群岛主权判定的过程#强调了国家对某一地区有效占领和有效管理的重要性$此后#

加拿大更加重视对北极地区的经营了$

最后#格陵兰岛主权归属的判定是
!*

世纪北极地区领土争端的尾声$早在
".!"

年#埃格德&

$62D

]

C

)8)

(经丹麦1挪威联合王国允许#于今日的戈特霍布附近建立一家贸易公司和信义会传道会#标志

着格陵兰开始真正进入殖民时代$从
"..+

年起#丹麦通过垄断格陵兰贸易严格和控制进入该岛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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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岛是位于北冰洋上的火山岛#在距离冰岛
,**

海里的西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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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几乎封锁了其它国家与格陵兰的贸易和交流#其目的是为了阻止欧洲大陆文明的入侵造成本地文化

的破坏#但这些条令真正得以实施的地点仅限于格陵兰岛的南部和西部$

"#-"

年#挪威人德沃德&

_)T&58

(和他的几个伙伴进入格陵兰东部#也就是+红脸艾力克,当年发现

并经营的地区#声称此地为无主地#并+以挪威国王的名义,宣称挪威对此地拥有主权$这虽然是私人出

资的一次探险活动#但是这项宣誓使得挪威政府也乐于承认他这次探险的发现和对此地的主权要求$

这次占领的幕后策划被认为是挪威地理学家阿道夫'霍尔&

F8&5W$&)5

(和古斯塔夫'斯梅德&

%OD(6T

G3)865

(#他们是研究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和北冰洋的带头人#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同时也受到挪威

取得斯瓦尔巴群岛主权的激励#正积极为挪威寻求在北极地区的利益!

$

!*

世纪
!*

年代初期#挪威政

府因为经济和国家利益的关系#开始反对丹麦在格陵兰岛拥有的全部主权#丹麦也警觉到挪威在东部格

陵兰地区频繁的活动#两国的关系因为浮出水面的格陵兰主权问题而日渐紧张$挪威政府一直坚持以

外交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不可避免的是#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在北极地区生活经验

的增长#越来越多挪威渔船开始在东格陵兰海岸从事渔业活动#也开始要求在沿岸地区定居$此举引起

了丹麦政府的不满#加上
"#-"

年挪威探险队宣誓主权的行为#终于使得两国对格陵兰的争夺达到高潮$

"#--

年
,

月#丹麦和挪威请求海牙国际法庭对格陵兰岛的主权进行裁决$法庭宣布丹麦拥有对格

陵兰岛的全部主权#挪威政府接受了这一决定$在
"#--

年之前#即使有先占原则的支持#但没有一个关

于有效管理北极地区土地的法律决定来作为各国主权要求的指标#格陵兰岛的主权判定是对北极地区

+有效占领,在法律上的肯定$

至此#北极地区所有的土地都各有所归属#尽管在此后的历史中有一些争执#但是基本的版图已经

划定#各国在北极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人类进入
!*

世纪后#尽管西北航线打通后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巨大经济利益#北极点的征服也未

能赋予美国拥有其周边地区主权#但北极探险地区历史上的三大主要问题都一一被攻克$随着帝国主

义国家对土地"资源和市场的争夺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北极地区也未能游离于这种大趋势之外$在
!*

世纪
!*

年代#与在南极的主权争夺遥相呼应#各国对北极地区的争夺达到了高峰#它们在这个地区施行

的政策被称之为+极地帝国主义,$在外交方面#各国积极地讨论+无主地,占有和领土收购行为在这些

地区的法律效力#并且以此为依据进行土地归属的交涉和谈判%在政治方面#国际上并不存在关于如何

解决北极地区领土问题明确的共识%在法律方面#除了传统国际法的理念之外#加拿大和俄罗斯这两个

拥有最宽广北冰洋海岸线的国家提出的+扇形理论,#颠覆了以往的+先占原则,#虽然这并没有得到国际

上的广泛承认#但是其概念中关于+领海,的涵义成为下一个时期北极地区战略争夺的重点$这个时期

的北极地区国际政治中最值得称道的成果就是)斯瓦尔巴条约*的签订#它是在北极地区唯一具有国际

色彩的政府间条约#使北极地区拥有了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非军事区#斯瓦尔巴群岛的主权完

全归挪威所有#但是各个缔约国公民可以进入此地#从事各项合法活动$北极争端解决中所创造的一种

主权归属但各国又能和平"合作参与管理的模式具有积极意义#是今后解决北极地区争端乃至其它地区

争端的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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