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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冰上丝绸之路”共建是我国参与北极保护、开发与治理的重要途径。科技创新是我国推进“冰上丝绸之路”共建的

重要支撑。我国在北极科学考察、科研基础设施建设、装备研发制造等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但也存在统筹机制弱、投

入不足、平台建设滞后等问题。应围绕《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和“冰上丝绸之路”共建的有关原则，大力推进北极海洋

认知、保护、开发和治理相关科学技术创新和人文社科研究，在北极海洋观测、海洋海冰研究、生物和生态系统研究、污染

防治、气候变化响应、航运技术、油气开发技术等方面谋求取得更大突破。通过加强双边多边合作、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

建立公共平台、加强人才交流与培养等方式，推动“冰上丝绸之路”科技创新不断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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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construction of the “Polar Silk Road”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tection, exploitation, and 
governance of the Arctic,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co-construction. China 
has a certain foundation in scientific expedi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equipment research and manufacturing 
for the Arctic.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 some problems such as a weak overall planning mechanism, inadequate investment, lagging 
in platform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white paper titled China’s Arctic Policy and the relevant principles for the “Polar Silk Road”, 
China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scientific innovation and humanistic research related to the knowledge, protection, exploi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oceans in the Arctic; and make larger breakthroughs in marine observation, sea ice research, b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systems, pollution contro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shipping technology, and oil and gas development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 the “Polar Silk Road”,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launch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rograms, establish public platforms, and strengthen talent exchange an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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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冰上丝绸之路”是指穿越北极圈，连接北

美、东亚和西欧三大经济中心的海运航道。2017 年 
7 月 3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提出要开展北极航道合作，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

路”。2018 年 1 月 26 日，我国政府发表首份北极政

策文件——《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提出中国

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

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包括“东北航道”和“西

北航道”。其中，中俄共建的是“东北航道”。“冰

上丝绸之路”贯穿北冰洋，几乎覆盖全部北极海域

和海岸带。“冰上丝绸之路”沿线海域是人类长期

以来少有涉足的区域。人类对北极认知还很有限，

应对北极海洋恶劣自然条件的能力仍比较薄弱。依

托“冰上丝绸之路”共建，积极开展北极海洋相关

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合作，不仅是“冰上丝绸之路”

共建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北极认知、北

极开发、北极保护和北极治理的重要手段。

二、战略需求

（一）增强海上航运安全保障

我国货物贸易中有 90% 以上通过海路运输，海

上航线堪称我国经济的“生命线”。“冰上丝绸之路”

建设为我国优化海上航运格局、增强航运安全保障

能力，提供了一条新道路。“冰上丝绸之路”与我

国传统的海上贸易航线形成了良好补充，能够大幅

减小我国与欧洲（特别是北欧）国家的航程 [1,2]，
可以极大地降低燃料费和航行时间 [3]。但是，“冰

上丝绸之路”海域常年被冰层和浮冰所覆盖，且在

夏秋季节容易在开放海域形成高度变化和不可预测

的冰流，这对造船技术、船用装备制造技术、导航

技术和气象水文冰情预报技术均提出了很高要求。

为了更好地发挥“冰上丝绸之路”的航运功能、降

低航运风险，迫切需要推动开展相关技术创新。

（二）优化油气供给空间结构

我国是石油进口依赖度极高的国家，2017 年石

油进口依赖度为 72.3%。北极蕴藏的丰富的海洋油

气资源 [4]，有可能成为重要的油气开采区，成为

我国新的重要油气供给来源地 [5]。但是，北极海

底地貌特征复杂、海陆通行条件很差、生态环境脆

弱，一旦出现溢油等事故后很难得到及时处置，有

可能引起严重的生态灾难 [6]。所以，需要开发适

用于北极海域的油气勘探、开采和环境保护技术，

降低开发成本，增大开发安全性。

（三）发展北极海洋新兴产业

除了航运和油气外，北极海洋捕捞和海洋旅游

也有望发展成为重要的海洋新兴产业。海冰融化使

商业捕捞的边界向北推移 [7]，也提升了北极海上

旅游的经济可行性，有望形成新的海洋新兴产业。

但是，北极海洋渔业资源分布及其随气候变化而改

变的幅度尚未得到充分评估，也缺少具有一定破冰

能力和较强续航、通信和安全保障能力，又能够较

好满足捕捞作业和观光旅游需求的极地渔船和极地

邮轮，以及配套船用装备。所以，加强相关领域的

科技创新，是发展北极海洋新兴产业的前提和支撑。

（四）更好参与北极治理

北极变化正在深刻影响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地缘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人

类对北极地区的了解还很不充分，对北极的进入、

认知和开发能力还相当有限。面对北极地区复杂多

变的气象水文冰情，北极开发与保护的所有活动，

都离不开海洋科学技术的支撑。积极参与北极科技

创新活动，并争取在北极认知、北极航行、环境保

护、资源开发等技术创新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成为

我国参与北极治理的重要手段。

三、现状基础

（一）发展现状

自从 1999 年我国开始北极科考以来，我国的

北极海洋科技创新活动进入了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经过 20 年的发展，在北极海洋科学考察、装备能

力建设、科学研究成果、技术研发突破和合作载体

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为“冰上丝绸之

路”海洋科技合作创新活动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是北极科学考察常态化。我国于 1996 年成

为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成员国，1999 年起以“雪龙”

号科考船为平台，开展了 9 次北冰洋科学考察。科

考船到达了北极绝大部分海域并进行观测，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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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航道、西北航道有关水文冰情的观测，我们对

北极冰情、水文、地质、生物资源等情况有了初步

了解。锻炼形成了北极科学家团队、技术服务团队

和航行保障团队，全面形成了北极观测和科学研究

能力。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我国在北极地区

的科研基础设施主要包括科考船、基地、观测台站。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两船、两站”

的北极科考基础设施格局。“两船”系“雪龙”号和 
“雪龙 2”号极地考察船。其中，“雪龙”号先后执

行了 22 次南极考察和 9 次北极考察。“两站”系北

极黄河站和中国 – 冰岛北极科学考察站。北极黄河

站建成于 2004 年，位于挪威斯匹茨卑尔根群岛的

新奥尔松地区。中国 – 冰岛北极科学考察站建成于

2018 年，位于冰岛北部凯尔赫村，是由中冰联合极

光观测台升级而成。

三是北极科学研究水平稳步提高。建立了覆盖

海冰快速消退期浮游动物群落的完整数据库和北极

科考海冰漂流自动气象观测站，发现北大西洋和南

大洋的深层热汇作用增强是 21 世纪初全球变暖减

缓的重要原因，最近 20 年来全球海平面加速上升

的主要原因是格陵兰冰盖融化加剧。在水团与环流

变化、陆架 – 海盆水交换、冰架下海洋过程、温室

气体收支、海洋酸化、生物地球化学、海洋生物多

样性与生态系统演化、冰 – 海耦合模式与数据同化

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

四是极地技术创新取得新突破。围绕极地战略

新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开展，研发了一批重大技术

和装备，为我国极地考察提供现场保障和支撑能力，

填补了我国在极地科考重大装备领域的多项空白，

展示了中国装备和中国制造的实力。建造了全球首

艘双向破冰技术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 2”号）、

全球首艘极地重载甲板运输船、全球首艘极地冷凝

析油轮、我国首座适合北极海域作业的深水半潜式

钻井平台（“维京龙”号）。

（二）存在问题

在肯定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差距和不足。

我国极地科技发展水平距离极地强国仍存在较大差

距，极地研究以跟踪为主，缺乏原始创新。我国极

地科技发展整体水平还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需要，极地科技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还不

能满足增强极地能力拓展的战略需求。

一是北极海洋基础研究与极地科技强国差距较

大。文献计量学分析表明，我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

北极海洋科技强国仍有较大差距。我国的 SCI 论文

数量不仅与美国差距较大，也全面落后于加拿大、

日本、德国和北欧五国。

二是北极海洋科技投入不足。我国尚未建立系

统化的极地科研资助渠道。对北极科研项目的资助

分散在各个相关部门设立的项目之中。项目资助的

系统性、延续性均不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一直是相关科研的主要资助方（1995 年起）。“南北

极环境综合考察与评估”专项主要针对业务化考察

与评估（2011 年起）。2016 年以来，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对北极研究资助力度明显加大。但由于基础设

施薄弱、历史欠账较多等原因，目前我国对北极相

关科技创新的投入仍显不足。

三是国家北极科技创新统筹机制薄弱。受我国

科技管理部门化和科技资源“碎片化”的影响，我

国始终未能凝聚共识形成国家北极科技战略。北极

相关科学研究主要由自然资源部极地考察办公室来

统筹推动，难以形成对隶属于全国各部委、各系统

的各类科研机构极地研究的统筹。由于北极相关科

学研究“大综合”的特点，各系统、各学科之间在

项目设立、基础设施利用、经费分配等方面也存

在一定的非系统化特性，难以形成合力。在国家

北极政策指导下，最大限度地整合国内相关科技

力量，形成整体合力，是我国迫切需要研究解决

的重要问题。

综上，北极基础研究能力、科技投入、国家战

略、统筹机制等方面的问题，对依托冰上丝绸之路

共建开展海洋科技合作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随着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上述问题有可

能进一步凸显。有必要认真分析问题的产生原因，

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四、总体构想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

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遵循“一

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围绕《中国的

北极政策》白皮书关于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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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和参与北极治理四大主题，依托冰上丝绸之

路沿线重要支点国家，大力推进北极海洋观测（探

测）和基础研究、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技术开发、北

极海洋开发工程技术开发和北极涉海人文社科研究

合作，积极参与和牵头筹建北极海洋相关国际科学

组织，找准定位发挥大国作用，结合北极国家与主

要北极科技强国各自科技发展需求及与我国的互补

性，通过加强政府间合作、共建科研平台、共同发

起推进北极大科学计划、共同举办学术论坛、强化

人员交流与培训等方式，促进我国冰上丝绸之路海

洋科技创新能力与水平的全面提升，使我国在北极

海洋认知、保护、开发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主要原则

将认识北极海洋作为“冰上丝绸之路”海洋科

技创新的核心任务。我国北极科考起步较晚，北极

科研基础比较薄弱，技术水平不高，认知不足已经

成为我国参与北极海洋事务的最大短板。应当加大

投入，围绕北极海洋水文、冰情、气象、地质、北

极与全球变化等基础科学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尽

快使我国北极海洋认知能力跨入国际先进行列。

将保护北极海洋作为“冰上丝绸之路”海洋

科技创新的根本遵循。保护北极海洋独特的自然

环境和生态系统，尊重多样化的社会文化和历史

传统，应当成为我国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

要行动。唯有如此，我国推动“冰上丝绸之路”海

洋科技创新的理念与行动才能得到北极国家的认可

和支持。

将开发北极海洋作为“冰上丝绸之路”海洋科

技合作的长期目标。北极航运、油气开发等经济活

动具有巨大的经济开发潜力，也面临巨大的自然风

险、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应当遵循可持续发展目

标，将北极海洋开发的重点放到环境友好型技术模

式和商业模式探索方面。

将参与北极治理作为“冰上丝绸之路”海洋科

技合作的重要实践。一方面，认真履行北极理事会

观察员职责，在现有国际法框架内发挥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在北极航运、污染防治、渔业资源开发

与保护、应急救援等方面的规则制定中发挥大国作

用，推动相关机制、平台建设，扮演好相关公共服

务重要提供者角色，在北极治理深化过程中发挥关

键作用。

（三）发展目标

依托“冰上丝绸之路”共建，推动我国与北极

国家建立长期稳定科技合作关系，逐步强化与国际

主要北极科技强国的交流与合作。解决我国观测能

力不足、观测支点薄弱的瓶颈问题，基本建立“冰

上丝绸之路”海洋观测体系，推动北极海洋研究、

海冰研究的全面展开，实现海 – 冰 – 气综合观测和

高精度模式构建，提高气象水文预测预报的准确性。

基于综合观测系统的北极海洋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

统演化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对北极海洋酸化、微塑

料污染等重大环境问题的认知水平大幅提升，开发

适用的海洋环境污染评估和治理技术。基本摸清北

极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联及全球变化对北极的影

响，并将之纳入北极海洋治理的总体考量。基本摸

清北极海洋航道资源、油气资源、渔业资源、金属

矿产资源等重要资源的分布和储量，与北极开发相

关的装备制造技术、造船技术、油气勘探开采技

术、渔业探捕技术达到产业化开发要求，北极海

洋通用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北极涉海人文社

科研究全面展开，取得丰硕成果，在我国参与北

极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五、重点任务

（一）	以更好认识北极为目标，开展“冰上丝绸之

路”海洋观测和基础研究

开展北极海洋学研究。加强我国北极考察站、

船、飞机等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增强北极数据获取

能力。强化与北极国家的合作，推进海（冰）、陆

基和空基的北极观测网建设，实现基础环境参数的

长期无人值守自动观测。重点发展北极太平洋扇区

观测组网技术，支持太平洋入流水及其对北冰洋环

境和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和预测。强化北冰洋中央

区生态探测手段，支持北冰洋中央区生态变化评估

和预测。

开展北极海冰研究。加强与俄罗斯、德国等北

极科研机构的合作，建设空、天、水面和水下一体

的观测网络。以北冰洋中央区为重点，开展对大气 –
海冰 – 海洋的一体化观测，了解大气 – 海冰 – 海洋

间相互作用的影响。重点开展浮冰观测和过程研究，

参与国际北极浮标计划，搜集海冰数据，研究影响

海冰覆盖动力学和热力学的北冰洋过程、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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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馈。

增强北极卫星协同观测能力。大力发展卫星

遥感和数据处理技术，研发和形成一系列有自主知

识产权、有国际影响力的极地关键要素遥感产品。

提高我国北极观测的天基数据获取能力，将之作

为我国与北极国家及近北极国家合作的重要技术

支撑。构建“天空地”一体化观测系统。强化对

北极海冰、北冰洋初级生产力和格陵兰冰盖的观

测和基础科学研究。

（二）	以更好保护北极为目标，开展“冰上丝绸之

路”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应对研究

开展北极海洋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演化研

究。加强国际合作，建设海洋生态系统研究平台与

观测网络，对生物生态及生物多样性进行多层次和

多领域的连续观测。分析北极特殊生存环境下的生

物多样性、独特生命特征及适应与进化机制，认识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北极海洋脆弱生态系统的影

响，揭示北冰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地化过程对海冰消

退的影响。

开展典型北极生物研究。加强对北极海洋生物

物种分布和规模情况的认识。加强典型生物栖息地

监测，了解北极熊、海豹、代表性海鸟的分布和数

量情况。评估北极物种的摄食生态，填补季节性数

据空白，确定食物链中关键链接的基本生活史信息、

年龄和增长率。加强对典型北极生物及其栖息地的

保护，推动建立北极海洋自然保护区。

开展北极海洋环境污染评估和治理技术开发。

通过联合设立国际科学计划、共建科学考察站和海

洋观测站等方式，加强北极海洋环境背景调查，建

立海洋环境数据库，发展环境多介质污染物监测、

新兴污染物筛查等技术方法，开展极区典型污染物

（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汞、微塑料、放射性物

质等）的观测。研究典型污染物在北极大气和海洋

中的时空分布和迁移转化特征；研究全球变化对北

极海洋污染物再释放的影响，污染物在北极海洋生

态系统中的积累及其毒理效应。研究北极碳氮循环

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与反馈，特别是北极海洋碳

储库变动对海洋酸化的影响，及其生物地球化学机

制。评估航运、油气开发、捕捞渔业等人类活动

对北极海洋环境的影响，研发北极海洋污染物去

除技术。

开展全球气候变化对北极海洋的影响研究。用

各国对北极大气、冻土、冰川的观测数据，结合海

洋、海冰观测数据，开展全球气候变化的北极海洋

影响研究。研究极地海冰、水团与环流变化，明确

其与全球翻转环流变化和气候增暖的关系。全面认

识北极陆 – 海 – 冰 – 气的能量和物质交换过程，发

展北极区域耦合数值模式，提高气象预报精确度。

研究极地冰盖、冰川动力过程对海平面的影响。分

析全球气候变化对北极海洋及其生态变化过程的影

响，预测全球变暖背景下北极海洋生态环境和生物

多样性趋势。

（三）以更好利用北极海洋为目标，开展“冰上丝

绸之路”海洋工程技术研发

开发北极观测（探测）装备制造技术。围绕北

极观测网建设和北极油气、渔业资源勘探对相关装

备的需求，加快开发高纬度海域适用观测（探测）

技术装备。根据北极气象水文特点，研制开发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极地海域专用温湿压、风浪流、温

盐密声、海冰等极区环境参数测量仪器设备，并根

据观测需求逐步开发谱系化装备。研制开发高纬度

海域适用的长航程、抗恶劣环境、自动化观测运载

装备，打造满足科学研究和资源开发要求的观测（探

测）平台。以极地卫星为核心，研制开发极地观测

通信技术，开发极地观测组网技术。

开发北极高性能船舶技术。围绕服务“冰上丝

绸之路”建设，针对北极多浮冰、低温、多雾、多

风暴等特点，以保障船体结构安全、船舶稳定性、

机舱设备正常运行、船上人员与货物安全等方面为

重点，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提升极区船舶建造技术

水平。针对低温会降低钢材的承载性问题，优化船

体结构设计，开发极区船舶专用特种钢材冶炼技术，

提升极地船舶运动性能和结构特性。针对低温下船

舶重要部位易结冰等问题，进行结构优化和专用加

热除冰设备开发。推动“智慧航运”技术在“冰上

丝绸之路”船舶航行中的应用，研发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极地航行安全智能决策辅助系统。

开发北极资源勘探与利用技术。在油气勘探环

节，针对北极海底凹凸不平和非均质性特征，开发

可控源电磁探测法（CSEM）等高纬度深海油气勘

探技术。在油气钻采环节，加快开发适合在极区海

域恶劣环境中钻井作业的钻井船和钻井平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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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耐低温材料、加热系统、抗厚冰层和风暴海浪

冲击结构和锚泊技术等。在油气运输环节，加快开

发具有破冰能力的液化天然气（LNG）船建造技术

和高纬度海域水下油气管道设计铺设技术。开发极

区海域海洋平台事故的应急处理技术，研究溢油等

紧急事故预警、应急和决策系统，研制极区海域平

台应急救助装备。加快设计建造具有较强破冰能力

和续航能力的北极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船，开展北极

主要渔业资源调查。

开发北极海洋通用技术。重点发展极地导航、

通信、低温材料等通用技术。研究开发适用于极地

严寒、抗磁暴的高可靠性通信技术，开发极地卫星

通信系统。研究开发极地导航装备，联合“冰上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制定统一极区导航标准，研发适

用于高纬度地区的惯性罗经和惯性导航设备。开展

极地声学参数获取与应用、极地冰层波导及冰下声

学特性、极地声学反演等方面的研究，开发冰层覆

盖下通信、探测、定位和导航技术。研究开发极地

适用的低温钢、低温涂层技术，研发耐低温、耐磨、

耐腐蚀、易焊接的极地适用新材料。研究开发极地

工程建筑设计建造技术，开发成套技术装备。

（四）以更好参与北极海洋治理为目标，开展“冰

上丝绸之路”人文社科研究

加强北极国别研究。系统研究国际北极竞争与

合作形势，描述北极国家及主要近北极国家的地缘

特征、北极开发历史、北极主张、北极竞争与合作

行为，分析隐藏在国家行为之后的利益诉求和博弈

态势。针对有关国家在北极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

结合我国推进“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总体目标，

研究形成差别化的合作策略。筛选能够凝聚最大共

识的国际话题，提出能够获得广泛支持的主张和国

际科学计划，逐步扩大我国在北极治理中的话语权。

开展北极航线开发相关社科研究。基于船舶北

极航行国际法，加强我国对北极航运新规则及对策

研究。基于国别研究成果，对“冰上丝绸之路”沿

线国家、特别是俄罗斯（东北航线）和加拿大（西

北航线）的北极航道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制进行研究，

分析其航线管理的典型案例。基于双方利益契合点，

探讨与沿线国家在航线利用、基础设施共建、航运

安全管理和应急救援方面的合作机制，探讨共同建

设“冰上丝绸之路”的“智慧航运”体系，共建航

运信息监测系统、大数据管理中心和航运服务支持

体系的可行性。共同开展“冰上丝绸之路”航运开

发环境风险分析和环境管理机制研究，实现北极航

线的可持续开发。

开展北极资源开发相关社科研究。研究国际油

气供需长期趋势，分析预测北极油气开发对国际原

油市场的影响，以及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分析北极油气开发对全球气候变化、海洋可持续发

展和新能源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北冰洋渔业相关

国际规则，分析北冰洋渔业国际管理制度形成过程

中各利益相关方的竞争与合作态势，研究气候变化对

北冰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影响，明确我国开发

与保护北冰洋渔业资源的主张。研究“冰上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的渔业管理法律规制，通过设立联合

渔业资源调查项目、共建渔业资源保护平台、共同

研发绿色捕捞技术等方式，积极为我国争取入渔权。

六、推进措施

围绕“冰上丝绸之路”共建，以提升我国北极

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强化双边、多边合作

为主线，以共建科研基础设施、共同发起国际科学

计划、共同打造数据共享平台、共同打造北极科学

论坛为主要手段，以构建新型科技合作机制为内在

动力，推进“冰上丝绸之路”海洋科技合作。

（一）推动国际双边极地科技合作

依托“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加强与俄罗斯、

北欧五国的北极科学研究合作，通过签署共建备忘

录、联合建设科研机构（平台）、共同实施科学研

究项目等方式，进一步展开我国北极科学布局。联

合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具有较强实力

的北极研究机构，共建一批国际联合实验室和联合

研究中心，作为承担政府间北极科技合作和双边国

际合作项目的载体。

（二）利用多边极地科技合作与交流平台

积极参与北极理事会、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

北极圈论坛和北极前沿论坛等国际极地议事平台。

依托“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积极推动亚洲极地

科学论坛、中国 – 北欧北极研究中心和金砖国家

极地与海洋合作框架等多边国际合作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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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北极研究合作网络体系。加强（近）北极国

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构建北极科研基础设

施和数据信息共享机制，促进各国北极科学研究

水平的共同提高。

（三）丰富海洋科技合作层次

在积极谋求建立政府间合作的同时，建立多层

次海洋科技合作模式。一是发挥各大学和科研单位

的作用，采取建立单位合作伙伴关系、联合承担科

研项目、共建科研团队、人才引进与交流等方式，

夯实“冰上丝绸之路”海洋科技合作的基础；二是

发挥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农业农村部等部门

的作用，积极与“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行业、

领域建立合作关系；三是发挥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等企业的作用，通

过并购国外科技企业、承建国外工程、合作实施海

洋开发、购买国外技术、招聘国外研发团队等方式，

增进与沿线国家的产业技术合作；四是发挥地方政

府作用，通过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举办国际科技论

坛等方式，为“冰上丝绸之路”海洋科技合作营造

良好氛围。

（四）牵头发起北极海洋国际大科学计划

发挥我国“后发优势”，牵头发起我国主导的

北极国际大科学计划。一是以我国在青藏高原的研

究优势为基础，牵头发起“三极”国际大科学计划，

重点研究北极、南极和青藏高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

与作用；二是发挥“一带一路”共建形成的平台优

势，依托热带国家与北极国家在海洋研究方面的各

自优势，牵头发起“极地 – 热带海洋”联合观测，

探索高纬度海洋与低纬度海洋之间的联系与相互

作用；三是以资源开发和航运保障为重点，牵头

发起“透明冰上丝绸之路”计划，实现对“冰上

丝绸之路”沿线海域的全面认知。

（五）构建北极海洋大数据平台

依托北极国际大科学计划开展，逐步建立统一

的海洋数据观测和传输标准。牵头建设面向全球开

放的北极海洋数据中心，利用我国海洋超级计算平

台，开展极地科学数据的空间数据挖掘技术、时间

序列分析技术、多学科数据关联分析技术、高维数

据处理技术、可视化分析技术等的研究和应用。集

成和融合北极多学科数据，与全球观测数据进行整

合，依托大数据技术开发全球气候变化和气象海洋

灾害监测预报系统。

（六）加强人才交流与培养

以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为重点，利用访问

学者、博士后交流，学位教育、短期交流等形式，

大力推动科技人才“走出去”，学习先进国家北极

研究方法和技能。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讲学座

谈、联合组建研究团队等形式，加大对北极研究强

国优秀科研人员的交流，搭建思想碰撞与技能学习

的平台。针对“一带一路”沿线非北极国家的北极

海洋科学研究需求，利用留学、吸纳进入课题组等

方式，加强对沿线非北极国家相关海洋科研人员的

培养，增强合作国北极科研能力，增进双方合作开

展海洋研究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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